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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十
八

民
距
今
七
八
十
年
尙
不
知
其
利
今
則
家
喩
戶
曉
桑
林
遍
野
培
植
之

法
精
益
求
精
余
蒞
治
四
年
每
逢
春
仲
下
鄕
查
勘
烟
苗
均
値
栽
桑
時

節
隨
處
停
輿
與
父
老
逐
細
研
究
詳
確
調
查
大
要
如
下

辨
種

桑
之
鍾
類
不
一
世
所
名
者
荆
桑
魯
桑
湖
桑
是
也
其
實
湖
桑
乃
荆
桑

魯
桑
之
變
鍾
蓋
湖
郡
︵
卽
舊
湖
州
︶
桑
樹
當
初
均
由
荆
桑
接
魯
桑
日

久
遂
自
成
名
耳
新
昌
桑
樹
分
靑
桑
湖
桑
兩
種
未
接
者
種
靑
桑
俗
又

名
草
桑
已
接
者
則
名
湖
桑
靑
桑
多
葚
葉
邊
有
鋸
祇
可
飼
三
四
眠
之

蠶
湖
桑
無
葚
葉
大
而
厚
多
津
育
蠶
最
爲
合
宜

擇
土

栽
桑
之
土
宜
肥
不
宜
瘠
宜
鬆
不
宜
結
最
適
宜
者
爲
砂
質
粘
土
而
其

方
向
須
面
南
通
風
面
西
者
次
之
北
向
而
日
光
不
能
十
分
投
射
之
處

則
非
所
宜
若
地
勢
卑
濕
應
開
溝
洩
水
其
爲
砂
土
或
重
粘
土
者
應
行

客
土
法
卽
將
他
處
就
理
學
上
或
化
學
上
硏
究

性
質
相
異
之
土
混
入
其
中
以
攺
良
之

或
燒
土
法
與
深
耕
法
施
適
當

之
肥
料
以
圖
改
良
余
周
歷
全
境
以
東
鄕
龍
皇
塘
附
近
之
土
爲
最
合

前
後
港
與
西
北
兩
鄕
沿
溪
一
帶
亦
極
相
宜
至
若
南
鄕
之
烟
山
西
鄕

之
盾
山
大
抵
重
粘
土
居
多
行
將
施
客
土
法
燒
土
法
以
及
深
耕
法
逐

漸
改
良
使
桑
林
有
充
分
之
養
料
耳
東
鄕
山
背
有
周
某
者
因
地
土
甚

瘠
乃
用
肥
料
以
厚
土
宜
用
燒
土
深
耕
法
以
改
土
性
栽
桑
數
畝
鬱
然

成
林
可
見
土
地
之
肥
磽
視
人
功
爲
轉
移
也



ZhongYi

新
昌
農
事
調
查

第
二
篇

桑

十
九

整
地

種
桑
之
土
宜
燥
不
宜
濕
宜
溫
不
宜
寒
或
作
高
畦
或
作
平
畦
須
因
地

制
宜
平
畦
者
一
律
平
坦
僅
於
四
圍
開
溝
高
畦
則
兩
傍
起
溝
中
央
植

桑
二
者
皆
隨
氣
候
土
質
而
定
如
粘
土
而
雨
水
多
之
地
宜
作
高
畦
以

疏
潮
濕
砂
土
而
雨
水
少
之
地
宜
作
平
畦
以
資
瀦
蓄
最
要
者
地
必
深

耕
使
土
質
風
化
透
徹
表
裏
輕
鬆
則
葉
根
得
遂
其
滋
蔓
也

採
種

樹
桑
必
先
備
秧
栽
秧
必
先
採
種
法
宜
初
夏
之
際
採
集
黑
桑
葚
和
以

適
量
木
灰
加
少
量
之
水
用
手
揑
淘
後
再
加
多
量
之
水
十
分
洗
滌
去

其
皮
肉
及
粘
液
僅
留
種
子
復
浸
於
水
去
其
浮
實
將
沈
實
者
取
而
陰

乾
之
隨
卽
播
種
倘
欲
至
翌
春
播
種
者
應
將
種
子
和
灰
盛
棉
布
囊
內

懸
於
屋
樑
或
和
適
量
之
乾
燥
細
砂
盛
袋
擇
高
燥
處
掘
二
尺
深
之
穴

埋
藏
之
惟
論
發
育
則
以
當
年
播
種
爲
良
也

備
考

對
於
種
子
詳
細
之
調
查
如
左

甚
一
升
之
重
量

二
十
七
兩
內
外

種
子
一
升

約
需
甚
三
斗

種
子
一
升
之
重
量

二
十
四
兩
內
外

種
子
一
升
之
粒
數

五
十
四
萬
內
外

播
種

(甲)
選
苗
圃

地
以
砂
質
粘
土
爲
最
宜
若
全
係
粘
性
或
極
潮
濕
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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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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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害
種
子
之
發
芽
力
且
發
育
不
良
父
老
吿
余
普
通
選
擇
之
標
準
如

左
一
日
光
十
分
投
射
者

二
便
於
灌
漑
者

三
乾
濕
適
度
者

四
表
土
肥
沃
淺
砂
質
而
底
土
堅
實
者

(乙)
潘
種
之
時
期

種
子
雖
春
夏
皆
可
播
下
然
據
歷
來
之
經
驗
春
播

不
但
發
芽
力
弱
卽
發
芽
之
生
育
亦
甚
不
良
若
不
得
巳
必
欲
春
播
須

預
行
秋
耕
庶
經
凍
結
以
澎
軟
其
土
質
夏
播
則
發
芽
力
强
甚
爲
有
利

(丙)
播
種
之
方
法

播
種
一
月
以
前
耕
耘
圃
地
將
腐
熟
堆
肥
多
量
鋤

入
使
土
質
肥
沃
及
將
播
種
細
碎
其
土
作
三
尺
或
四
尺
之
高
畦
畦
側

以
鋤
打
實
再
將
稀
薄
之
人
糞
尿
注
入
其
中
或
施
腐
熟
之
廐
肥
然
後

將
採
得
種
子
每
方
寸
播
下
四
五
粒
薄
覆
以
土
用
鍬
輕
打
使
多
生
鬚

根
以
成
優
良
苗
種

(丁)
播
種
後
之
修
理

播
種
後
若
遇
旱
魃
及
霖
雨
大
有
害
於
發
芽
甚

或
全
不
發
芽
故
苗
圃
上
宜
覆
濡
莚
藁

草

草

薦

之

類

以
不
見
土
爲
度
遇
乾
燥

之
日
朝
夕
須
灌
以
水
以
防
枯
死
天
雨
過
久
宜
四
週
有
排
水
法
以
防

腐
霉

培
苗

發
苗
遲
早
雖
由
氣
候
而
異
大
約
十
日
可
以
萌
發
斯
時
宜
去
濡
莚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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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低
蓬
防
日
光
之
直
射
與
雨
水
之
侵
伐
夜
間
宜
捲
去
俾
受
露
潤
迨

苗
達
二
寸
以
上
芟
去
弱
苗
均
其
疏
密
每
方
尺
以
苗
十
五
本
至
二
十

本
爲
度
然
後
勤
除
雜
草
頻
施
液
肥
至
秋
可
長
至
二
尺
以
上
之
苗
木

溫
和
之
地
宜
俟
翌
春
掘
取
若
地
方
寒
冷
須
於
落
葉
後
悉
行
掘
起
以

四
五
十
株
爲
一
束
假
値
簇
立
地
上
根
不

覆
土
謂
之
假
値

於
屋
內
泥
地
上
不
觸
日
光
不

受
雨
水
以
備
翌
春
移
植
或
販
賣
之
用
是
爲
桑
秧

備
考

此
項
桑
秧
因
雌
雄
異
株
風
媒
作
合
與
異
種
花
粉
交
配
致

變
母
性
而
爲
野
生
俗
名
草
桑
祇
可
作
爲
砧
木
移
植
至
拱
把
之
大

以
魯
桑
湖
桑
接
之

移
植

(甲)
移
植
之
時
期

上
項
桑
秧
宜
於
春
季
發
芽
前
栽
植
最
爲
適
宜
亦

有
晚
秋
落
葉
栽
植
者
溫
和
之
地
尙
能
發
芽
成
長
然
遇
冬
季
嚴
寒
終

不
免
有
凍
害
之
憂

(乙)
桑
秧
之
選
擇

四
鄕
農
家
購
買
桑
秧
時
選
擇
甚
嚴
其
審
別
良
否

以
左
列
各
項
爲
標
準

一
根
之
發
育
佳
良
者

一
樹
幹
之
生
長
完
全
者

一
不
罹
蟲
等
害
者

一
無
傷
痕
者

一
無
異
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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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桑
秧
之
修
理

桑
秧
之
良
否
關
係
桑
樹
之
發
育
父
老
吿
余
下
種

時
於
秧
根
應
行
注
意
修
理
之
要
項
如
左

一
削
去
損
傷
之
部
分

一
適
當
剪
去
根
之
過
長
者

一
除
去
根
之
過
於
密
生
者

一
除
去
主
根
過
大
俗
稱
牛
房
根
者

(丁)
栽
種
之
方
法

先
行
耕
鬆
地
土
平
勻
園
面
每
隔
四
尺
以
上
六
尺

以
下
之
處
開
穴
通
常
以
五
尺
爲
宜
然
因
地
土
而
有
差
肥
地
可
畧
密
瘠
地
宜
略
疏
平

地
可
畧
密
山
地
宜
略
疏
預
備
起
娘
接
者
可
畧
密
預
備
抱
娘
接
者
宜

略疏

穴
之
深
淺
因
栽
法
而
異
粘
土
宜
淺
砂
土
宜
深
起
娘

接
者
宜
淺
抱
娘
接
者
宜
深

平
均
以
一
尺
三
四

寸
爲
度
穴
底
施
堆
肥
荳
餅
木
灰
等
肥
料
上
覆
表
土
將
桑
秧
植
入
植時

根
須
理
直

不
可
拳
曲

再
覆
細
土
以
不
見
根
部
爲
度
後
用
脚
踏
實
其
周
圍
俾
不
動

搖
栽
植
吿
畢
將
苗
木
之
上
端
南
向
斜
切
斷
之
但
秋
植
者
宜
翌
春
發

芽
前
行
之
否
則
恐
寒
枯
至
死

接
桑

大
凡
果
之
一
生
者
質
小
而
味
惡
劣
接
之
則
質
大
而
味
美
桑
亦
如
是

接
桑
之
效
用
在
改
良
葉
質
增
收
桑
量
故
宜
先
選
接
穗
俗

名

桑

插

次
選
砧

木
卽

草

桑

接
穗
宜
於
春
分
前
十
日
︵
亦
有
以
年
前
冬
月
者
︶
選
湖
桑
魯

桑
之
枝
剪
其
完
全
無
疵
者
密
藏
甕
中
迨
桑
將
發
芽
時
取
出
截
去
兩

端
取
中
央
長
三
四
寸
中
生
三
四
芽
者
用
之
砧
木
須
擇
老
幼
適
度
皮

層
細
潔
者
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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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接
桑
之
區
別

接
桑
有
起
娘
接
與
抱
娘
接
之
別
抱
娘
接
又
有
接

於
地
面
與
離
地
二
三
尺
而
接
之
分
以
余
所
見
四
鄕
俱
行
抱
娘
接
不移

植
桑
圃
起

娘
接
反
是

且
離
地
而
接
者
多
貼
地
而
接
者
少
蓋
取
其
便
捷
也

(乙)
接
桑
之
方
法

接
桑
有
劈
接
與
皮
接
各
法
考
查
已
往
之
成
績
以

皮
接
爲
最
便
而
易
活
法
將
砧
木
之
皮
用
利
刃
劃
人
字
形
之
裂
縫
預

將
接
穗
削
成
馬
耳
形
之
斜
面
長
約
七
八
分
削
之
須
平
否

則
養
液
外
洩
不
能
生
活

插
入
之
以
接
穗
之

斜
面
貼
砧

木
之

皮

外
塗
接
蠟
或
粘
土
貼
縛
稻
草
寬
緊
得
宜
迨
穗
接
發
芽
擇
其
强

者
留
一
二
芽
餘
皆
除
去
同
時
於
砧
木
上
端
之
皮
接
合
處
上

二
寸
許

作
輪
環
形

挖
去
留
其
枝
以
爲
接
枝
之
保
護
則
養
液
胥
歸
接
穗
而
苗
自
旺
及
秋

去
其
砧
木
之
上
端
成
爲
一
本
良
好
之
接
桑
也

耘
耕

耘
耕
桑
田
不
特
爲
芟
除
雜
草
計
也
改
良
土
壤
使
桑
樹
增
收
養
分
之

力
然
不
辨
其
土
性
及
時
期
適
足
以
害
之
近
來
蠶
桑
畢
業
生
考
硏
適

宜
之
法
分
爲
四
期

一
在
二
月
中
其
時
桑
將
發
芽
只
能
淺
耕
表
土
除
去
雜
草
宿
根
幷

以
搜
滅
害
蟲

二
在
四
五
月
中
春
葉
採
畢
雜
草
易
生
然
天
氣
漸

恐
旱
時
地
溫

劇
變
亦
宜
淺
耕

三
夏
末
秋
初
雜
草
易
爲
繁
殖
耕
耘
宜
勤
仍
不
宜
深
恐
地
溫
驟
昇

土
壤
乾
燥
災
及
桑
樹
故
根
間
宜
培
壅
河
泥
以
遮
地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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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秋
末
冬
初
植
物
休
眠
儘
可
深
耕
五
六
寸
至
七
八
寸
令
土
觸
接

寒
氣
充
分
風
化
穴
藏
之
害
蟲
因
以
凍
死
其
功
效
最
大

按
鄕
間
農
夫
祇
知
雜
草
應
除
不
辨
何
時
宜
淺
何
時
宜
深
嗣
後

應
互
相
傳
說
格
外
注
意

剪
枝

桑
樹
新
發
之
枝
不
皆
條
達
暢
茂
必
有
旁
枝
小
枝
枝
多
則
力
分
枝
小

則
葉
劣
又
其
枝
必
有
太
密
太
疏
之
處
密
則
雨
後
鬱
蒸
易
生
蟲
蟻
故

剪
枝
之
法
農
家
甚
爲
注
意
大
抵
採
葉
後
逐
株
審
視
先
去
旁
枝
小
枝

再
看
太
密
處
則
雖
大
枝
亦
宜
酌
删
總
以
疏
密
得
宜
爲
妙
其
留
養
式

樣
名
目
頗
多
最
合
用
者
莫
如
四
年
級
之
八
拳
式
法
將
初
年
移
植
之

桑
至
次
年
春
分
前
每
枝
截
留
八
九
寸
發
芽
後
選
留
强
壯
而
位
置
適

宜
者
二
芽
預
計
成
枝
後
各

枝
不
相
接
觸

至
秋
成
爲
六
枝
第
三
年
春
分
前
將
各
枝
截

留
七
八
寸
六
枝
中
剪

其
孱
弱
者

選
留
二
芽
至
秋
約
成
十
枝
選
較
健
者
八
九
枝
去

其
孱
弱
至
四
年
春
每
枝
截
留
六
七
寸
發
芽
後
留
其
離
切
口
二
寸
處

之
芽
餘
悉
摘
去
以
後
逐
年
從
此
切
處
剪
之
卽
成
三
尺
八
九
寸
之
八

拳
桑
惟
每
年
留
芽
時
間
爲
經
濟
計
宜
在
立
夏
節
行
之
爲
枝
幹
計
不

如
芽
綻
時
預
留
之
爲
得
也

摘
桑

桑
旣
成
林
則
逐
年
採
摘
尤
須
分
別
次
序
蠶
當
一
齡
俗

稱

頭

眠

時
須
採
其

分
枝
自
下
而
上
之
第
一
二
葉
二
齡
俗

稱

二

眠

時
採
其
第
二
三
葉
三
齡
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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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三眠

時
採
其
第
三
四
葉
四
齡
俗

稱

麀

時
採
其
第
四
五
葉
五
齡
俗

稱

出

火

則
剪

其
全
枝
逐
日
採
葉
之
時
期
以
早
晚
爲
最
適

施
肥

施
用
肥
料
必
先
辨
土
壤
之
性
質
肥
料
之
種
類
桑
樹
之
時
期
而
酌
量

行
之
砂
土
儲
畜
力
弱
宜
用
乾
肥
若
用
液
肥
宜
量
少
而
回
數
多
粘
土

儲
畜
力
强
不
妨
施
用
多
量
俾
其
儲
畜
徐
行
分
解
以
供
桑
樹
吸
收
之

用
且
施
用
液
肥
須
耕
耘
後
行
之
以
淺
爲
主
若
乾
肥
則
宜
深
埋
初
栽

之
桑
用
肥
宜
薄
而
回
數
宜
增
逾
月
一
澆
二
糞
八
水
以
次
递
加
成
林

之
桑
年
約
三
次

一
春
季
發
芽
前

二
夏
季
葉
採
後

三
冬
季
霜
降
後
以
乾
肥

除
害

(甲)
災
害

天
災
地
變
來
也
忽
如
防
禦
之
法
甚
屬
困
難
茲
就
歷
來
可

以
預
測
而
預
防
者
言
之

一
暴
風
須
循
風
來
之
方
向
預
植
常
綠
木
︵
松
樹
等
類
︶
以
殺
其
勢

一
面
尤
宜
於
春
葉
採
後
施
足
肥
料
以
固
樹
勢

二
洪
水
有
水
害
地
方
桑
宜
高
刈
栽
法
拳
桑
離
地
約
五

六
尺
者
曰
高
刈

或
喬
木
栽
法

上
方
編
立
竹
籬
株
間
栽
淺
根
植
物
茶

樹

之

類

以
保
表
土
之
衝
刷

三
桑
雪
冰
凍
桑
遇
嚴
寒
極
易
受
害
須
於
落
葉
後
用
稻
草
圍
裹
樹



ZhongYi

新
昌
農
事
調
查

第
二
篇

桑

二
十
六

身
幹
旁
用
竹
或
木
支
持
桑
枝
以
防
挫
折

(乙)
病
害

桑
樹
之
病
種
類
甚
多
大
抵
由
土
地
陰
濕
空
氣
鬱
滯
及
採

摘
失
時
所
致
茲
就
歷
來
最
習
見
者
述
其
病
狀
及
除
法

一
根
部
發
生
之
病
如
紋
羽
病
離
根
三
四
寸
之
幹
必
有
白

色
或
褐
色
之
棉
狀
物
包
裹

根
腐
病
俗
曰

徽
根

其
根
必
有
白
色

之
棉
狀
物
附
着

等
將
其
樹
掘
去
根
之
周
圍
尤
當
掘
三
四
尺
深
之

溝
盡
將
其
細
根
與
泥
土
焚
化
閒
置
其
地
或
栽
五
穀
能
不
受

此
病
菌

數

年
後
再
行
種
桑

二
枝
幹
發
生
之
病
如
枯
枝
病
枝
上
現
黑

色
之
塊
粒

膏
藥
病
老
樹
最
多
桑
皮
上
附

着
黑
色
之
大
斑
點
者

等
須
於
枝
幹
面
削
去
患
處
之
皮
以
焚
化
之
或
以
石
油
醋
酸
灰

汁
石
灰
等
汁
擦
其
患
處
以
驅
除
之

三
莖
葉
發
生
之
病
如
赤
澁
病
金
黄
斑
點
始
於

葉
柄
漸
至
全
葉

白
澁
病
葉
底
發
白
色
之

斑
點
漸
變
黄
白

及
黑
褐
此
葉

不
能
飼
蠶

等
須
將
受
病
之
枝
截
去
焚
化
以
防
傳
染

四
採
摘
過
度
而
發
生
之
病
如
萎
縮
病
初
則
葉
端
鈍
圓
短
縮
葉
形
漸
致
瘦

小
繼
則
葉
不
發
達
漸
變
黃
色
而
根

毛
幼
根
遂

漸
枯
萎

爲
病
害
中
之
甚
可
恐
者
其
預
防
挽
救
之
策
宜
從
生
理

上
著
手
父
老
吿
余
應
行
注
意
之
事
項
如
下

(子)
選
擇
適
當
土
地

(丑)
栽
植
强
健
柔
種

(寅)
嚴
禁
濫
伐
亂
採

(卯)
十
分
勤
力
耕
除

(辰)
愼

用
速
效
肥
料
及
施
肥
過
量

(巳)
不
從
此
病
發
生
之
地
方
購
入
苗

木

(丙)
虫
害

虫
之
害
桑
甚
於
病
除
之
之
法
尤
宜
勤
茲
就
歷
來
普
通
易

發
生
之
病
據
農
家
研
究
防
除
之
法
分
條
述
之



ZhongYi

新
昌
農
事
調
查

第
二
篇

桑

二
十
七

一
雜
草
不
使
滋
生
蓋
雜
草
不
特
掠
奪
土
之
養
分
且
爲
害
虫
棲
息

蔓
延
之
媒
介
故
桑
園
之
周
圍
常
使
淸
潔
爲
要

二
桑
樹
不
宜
過
密
恐
風
光
不
能
透
澈
且
便
於
害
虫
之
繁
殖
及
棲

息
三
蝶
蛾
類
及
半
翅
類
︵
椿
象
田
龞
︶
等
於
夜
間
點
誘
蛾
燈
以
水
盛
面

盆
內
注
石

油
少
許
上
置
耐
風
洋

油
燈
蛾
見
光
而
投
入

以
誘
殺
之
或
於
早
晨
用
捕
虫
網
以
捕
殺
之

四
綿
虫
介
殼
虫
臘
虫
粉
虫
等
密
着
枝
幹
吸
收
樹
液
者
宜
用
石
油

乳
劑
製
法
以
石
油
一
升
肥
皀
一
兩
二
錢
乃
至
一
兩
八
錢
淸
水
五
合
善
攪
拌
之

至
呈
濃
厚
白
泡
乳
狀
是
爲
石
油
之
原
液
至
使
用
時
和
五
倍
乃
至
三
十
倍

之
水
以

稀
釋
之

塗
樹
幹
或
用
噴
霧
器
撒
布
亦
可

五
葉
捲
虫
發
生
在
養
蠶
期
後
撒
布
石
油
乳
劑
如
在
落
葉
後
則
集

葉
而
焚
化
之

六
天
牛
褐
色
有
硬
翅
頭
端
有
長
觸
鬚

口
如
剪
俗
名
鋸
樹
郞
是
也

乃
害
虫
中
最
很
者
甚
幼
虫
形
像

與
蠶
相
似
在
樹
本
內
吃
樹
約
有
四
五
年
始
行
攢
出
能
將
樹
幹

吃
丈
餘
以
上
之
孔
其
害
可
知
防
之
不
能
不
愼
除
之
不
能
不
嚴

(天)
除
卵
之
法
桑
樹
上
天
牛
與
他
種
樹
上
不
同
均
係
春
天
方
向

下
攢
最
好
冬
初
葉
落
時
候
看
上
年
所
生
嫩
枝
上
面
近
椏
處
有

咬
爛
形
象
色
比
枝
皮
較
黑
下
截
有
樹
汁
流
過
生
霉
之
狀
者
卵

子
必
產
在
內
可
用
小
刀
將
枝
稍
稍
割
開
內
有
如
蛆
透
明
之
虫

約
二
分
長
者
便
是
間
或
有
凍
死
者
如
在
陰
歷
七
八
月
內
卵
子

尙
未
變
虫
同
米
粒
一
斑
應
卽
將
其
枝
剪
去

(地)
除
幼
虫
法
卵
子



ZhongYi

新
昌
農
事
調
查

第
二
篇

桑

二
十
八

如
未
淨
必
生
幼
虫
將
樹
攢
成
虫
孔
向
樹
外
開
一
小
孔
糞
從
孔

出
極
易
察
覺
如
係
小
枝
可
卽
剪
去
設
在
不
便
剪
去
地
位
宜
用

極
細
銅
絲
不
可
用
鐵
絲
旣

硬
而
有
易
生
銹

作
魚
鈎
樣
再
用
刀
將
虫
孔
開
大
用
鈎

從
容
鈎
取
必
能
鈎
出

(人)
除
成
虫
法
成
虫
以
後
之
天
牛
約
有
三

種
最
大
身
長
二
寸
皆
黑
色
有
大
白
斑
肚
灰
白
色
中
等
身
長
一

寸
五
分
周
身
黑
黄
色
小
者
身
長
一
寸
周
身
黑
色
有
小
黃
斑
大

約
小
暑
節
前
後
一
月
內
出
現
每
日
黎
明
將
樹
握
住
陡
然
搖
三

四
下
如
有
天
牛
必
然
掉
下
惟
小
者
善
飛
宜
結
網
以
捕
之
霉
雨

初
晴
聚
集
尤
衆
惟
日
上
三
竿
則
必
躱
藏
不
易
搜
尋
也

注
意

搜
索
幼
虫
之
法
尙
有
用
烟
汁
或
桐
油
灌
在
虫
孔
內
者

用
火
藥
線
放
在
孔
內
燒
著
以
臭
烟
熏
之
者
用
莞
花
及
百
部
葉

或
莽
草
末
與
杉
木
釘
子
塞
虫
孔
者
後
一
層
恐
難
滅
前
二
層
於

樹
身
不
無
稍
礙
然
不
得
已
而
行
之
亦
未
爲
不
可
耳
至
於
害
虫

多
數
發
生
時
必
一
村
或
相
近
桑
園
共
同
驅
除
也

貯
藏

蠶
當
一
眠
時
所
採
之
葉
俱
係
軟
薄
之
葉
法
用
適
當
之
瓦
缸
缸
底
用

竹
襯
將
葉
放
入
不
可
壓
實
以
膨
鬆
爲
宜
不
可
太
滿
以
八
分
爲
度
缸

面
用
蓋
蓋
好
蓋
留
小
孔
以
通
空
氣
置
於
陰
寒
地
方
切
忌
陽
光
射
着

每
取
葉
一
次
卽
抖
鬆
一
次
以
免
發
熱
乾
燥
之
害
至
二
三
眠
時
其
葉

稍
大
只
可
將
葉
散
於
竹
連
之
上

散
後
卽
堆
成
寬
二
尺
許
高
一
尺



ZhongYi

新
昌
農
事
調
查

第
二
篇

桑

二
十
九

五
六
寸
之
直
行
堆
時
宜
鬆
泛
每
經
過
四
五
時
須
翻
鬆
一
回
至
於
貯

大
葉
之
方
法
或
預
備
降
雨
預
備
二
三
日
之
食
料
法
分
朿
貯
筐
貯
兩

種
朿
貯
者
將
採
入
長
條
之
葉
先
理
齊
枝
條
鬆
鬆
結
成
一
朿
直
立
水

分
易
於
散
倒
立
葉
質
易
損
傷
不
如
從
室
隅
設
置
淸
潔
竹
連
將
葉
條

倒
立
以
汚
損
先
將
直
立
之
葉
飼
蠶
後
用
倒
立
之
葉
可
也
筐
貯
者
須

備
適
宜
竹
筐
置
在
層
疊
之
木
架
以
葉
盛
筐
中
不
使
過
厚
不
至
發

附
繭
行
繭
竈

孟
子
曰
五
畝
之
宅
樹
廧
下
以
桑
五
十
者
可
以
衣
帛
矣
吾
國
數
千

年
來
官
廳
提
倡
蠶
桑
宗
旨
殆
不
外
是
海
禁
開
後
繭
爲
出
口
原
料

品
之
一
今
則
工
商
業
競
爭
日
劇
談
國
計
者
罔
不
曰
助
長
原
料
品

而
推
廣
蠶
桑
之
議
紛
起
雖
然
不
有
繭
行
以
爲
收
買
機
關
仍
難
期

其
發
達
余
曩
在
天
台
任
內
勸
地
方
士
紳
講
求
蠶
桑
前
年
曾
以
繭

運
新
託
余
代
售
長
途
挑
運
繭
質
稍
變
本
邑
繭
行
論
情
與
優
繭
一

體
償
値
台
民
因
知
利
厚
余
本
年
便
道
往
台
見
城
鄕
育
蠶
者
漸
衆

惟
以
無
繭
行
收
買
均
不
敢
多
育
可
知
繭
行
與
蠶
桑
有
連
帶
關
係

矣
新
昌
現
有
繭
行
城
鄕
共
十
七
家
均
係
合
股
開
設
賃
屋
設
竈
招

客
收
繭
茲
調
查
其
要
如
左

一
資
本

開
行
以
設
竈
爲
重
設
大
竈
十
乘
需
洋
一
千
元
竈
屋
每

年
需
洋
二
十
元
大
小
繭
篰
需
洋
三
十
元
再
加
屋
賃
及
換
領
帖

稅
三
百
元
大
約
須
集
股
洋
一
千
八
百
元
方
足
運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