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ZhongYi

竹
林
八
圩
志
卷

四

設

置

一

竹
林
八
圩
志
卷
四

祝
廷
錫
篹

設
置

竹
林
聯
圩
團
防
局

光
緒
癸
卯
唐
紀
勛
等
聯
合
里
十
下
六

里
十
下
十
一
里
十
下
十
二
里
十
一
中
七
里
十
一
中
十
里

十
一
下
二
里
十
一
下
八
里
十
一
下
九
八
圩
創
設
每
年
十

月
朔
起
明
年
二
月
終
止
局
設
竹
林
道
院
東
偏

先
是
里

中
數
患
盗
紀
勛
勸
有
力
者
購
鎗
械
無
力
者
捐
己
資
購
給

之
以
每
月
五
十
之
夜
集
於
預
期
之
所
鳴
鎗
耀
械
吹
角
示

警
鄉
人
名
之
曰
卯
期
即
以
此
期
共
定
下
期
聚
集
之
所
歷

十
餘
載
至
光
緒
癸
卯
始
定
章
禀
縣
立
案
設
局
焉
禀

稿

竊

職

等

世

居

竹

林

鎮

曾

於

昔

年

聯

合

里

十

下

六

里

十

下

十

一

里

十

下

十

二

里

十

一

中

七

里

十

一

中

十

里

十

一

下

二

里

十

一

下

八

里

十

一

下

九

等

八

庄

集

資

購

買

槍

械

每

屆

冬

令

借

竹

林

道

院

旁

屋

三

間

設

立

團

防

局

擇

八

圩

中

鄉

民

精

壯

誠

實

者

八

人

通

夜

梭

廵

所

需

火

藥

銅

帽

油

燭

等

費

由

職

等

籌

集

支

給

又

禀

恭

繹

憲

意

並

體

察

鄉

里

情

形

擬

定

畧

章

傳

集

各

圩

圩

長

互

相

討

論

復

倡

捐

經

費

數

十

千

以

為

先

導

該

圩

長

等

亦

知

盗

賊

徧

野

非

此

不

足

捍

衞

僉

願

照

章

辦

理

隨

擬

認

集

經

費

一

百

二

十

千

慎

選

圩

内

精

壯

誠

實

子

弟

充

當

防

夫

即

於

某

日

舉

辦

竊

惟

此

舉

耗

費

無

多

而

充

當

防

夫

復

有

薪

工

可

支

綜

計

所

出

較

防

夫

所

入

有

盈

無

絀

貲

財

旣

無

流

出

之

患

五

月

之

中

每

人

輪

充

防

夫

少

則

二

三

次

多

亦

不

逾

十

次

身

體

又

無

過

勞

之

慮

利

多

害

少

輕

而

易

舉

上

以

紆

仁

憲

之

隱

憂

下

以

保

桑

梓

之

安

謐

竹

林

聨

圩

廵

防

章

程

一

聨

合

鄉

圩

守

望

相

助

量

力

捐

貲

備

械

設

柵

雇

夫

廵

緝

設

局

舉

行

一

擬

借

竹

林

廟

東

首

餘

屋

一

間

設

立

竹

林

聨

圩

廵

防

局

一

每

年

以

五

個

月

為

率

自

十

月

朔

起

至

明

年

二

月

終

止

一

由

八

圩

選

擇

精

壯

編

定

名

冊

存

局

備

查

每

夜

各

圩

派

一

人

到

局

挨

次

輪

充

不

准

規

避

如

有

要

事

不

能

到

防

回

明

圩

長

以

次

名

代

應

事

畢

補

到

如

違

議

罰

另

由

鎮

上

派

督

率

一

人

長

夫

一

名

充

支

更

守

局

等

事

一

每

夜

派

八

人

出

廵

分

兩

班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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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林
八
圩
志
卷

四

設

置

二

班

執

鎗

兩

支

鑼

一

叵

羅

一

一

班

由

西

北

而

東

南

一

班

由

西

南

而

東

北

擇

要

廵

邏

務

必

周

到

逢

大

雨

雪

以

船

代

步

如

境

内

有

警

鳴

鑼

傳

報

各

圩

以

便

赴

救

如

警

在

境

外

則

鳴

鎗

示

威

不

必

越

境

並

不

必

鳴

鑼

出

廵

時

不

得

恃

衆

滋

事

不

得

在

村

莊

内

及

柴

堆

易

燃

之

處

開

鎗

倘

違

重

罰

因

而

釀

成

事

端

者

送

官

懲

辦

如

外

人

有

意

尋

釁

亦

不

得

恃

眾

用

武

只

准

訴

陳

情

節

自

有

相

當

之

辦

法

一

每

名

每

夜

給

錢

八

十

文

另

加

㸃

心

錢

二

十

文

到

局

後

先

給

籌

一

支

明

早

向

支

應

處

换

錢

一

防

夫

五

個

月

該

支

錢

一

百

五

十

千

製

備

號

衣

器

械

耗

費

油

燭

藥

帽

需

錢

五

十

千

共

該

經

費

錢

二

百

千

擬

于

本

鎮

各

舖

户

認

集

三

十

千

各

牆

門

莊

認

捐

錢

五

十

千

餘

由

各

圩

長

向

各

該

圩

内

殷

實

之

家

籌

勸

認

定

後

造

冊

送

局

各

圩

認

集

之

錢

可

分

五

期

繳

局

每

月

朔

日

該

圩

長

將

應

繳

之

錢

繳

支

應

處

如

有

短

欠

惟

該

圩

長

是

問

須

知

出

錢

無

多

保

全

不

少

自

應

踴

躍

認

集

如

有

不

明

事

理

慳

吝

推

諉

該

圩

長

必

剴

切

開

導

勿

使

一

家

巧

脱

以

昭

公

允

如

有

意

阻

撓

可

邀

同

到

局

由

董

事

西

勸

仍

敢

梗

違

惟

有

遵

照

縣

諭

開

名

禀

送

須

知

各

圩

所

出

之

錢

仍

為

各

圩

派

來

之

防

夫

薪

工

並

不

散

洩

圩

外

一

撤

局

後

將

本

屆

收

支

各

款

揭

示

大

眾

認

費

之

人

可

隨

時

到

局

查

核

如

有

餘

剩

作

為

公

積

以

備

不

時

之

需

宣
統
初
廢

里
仁
義
塾

在
新
豐
鎮
西
南
周
士
漣
捐
建
縣

志

按

自

序

湯

紹

岐

袁

在

山

張

錦

淵

所

捐

最

多

今
廢
許

瑶

光

嘉

興

府

志

未
知
其
處
或

云

在

髙

家

埭

一

云

在

八

字

橋

汪

廷

珍

記

嘉

興

周

生

士

漣

憤

其

少

以

貧

廢

學

倡

為

義

塾

於

鄉

邑

之

間

以

課

童

䝉

之

力

不

能

從

師

者

積

數

十

年

而

工

成

者

三

也

曰

平

林

曰

尚

文

曰

里

仁

於

乎

可

謂

勤

矣

古

者

鄉

學

起

於

家

閭

左

右

兩

塾

以

大

夫

致

仕

有

德

者

居

之

故

其

時

人

無

苦

於

無

師

者

至

後

世

而

人

自

為

學

家

自

為

師

其

不

能

具

修

脯

者

則

輟

君

子

憫

焉

故

義

學

者

所

以

濟

鄉

學

之

窮

也

然

非

好

義

者

不

能

舉

好

義

而

無

力

亦

不

能

舉

周

生

家

無

儋

石

而

克

舉

之

卒

底

於

成

此

殆

孔

子

所

謂

欲

立

立

人

者

哉

方

周

生

之

倡

議

也

有

百

計

阻

之

者

卒

不

懈

人

以

為

難

余

視

學

至

浙

聞

而

義

之

適

周

生

來

請

記

書

此

以

應

至

其

學

之

規

制

與

其

捐

資

集

事

者

之

姓

名

則

有

周

生

之

自

序

詳

矣

茲

不

復

述

黄

安

濤

序

畧

周

子

商

尊

以

奔

走

唇

舌

與

其

友

湯

袁

張

諸

君

鳩

資

公

建

平

林

義

學

成

復

建

鹽

溪

尚

文

里

仁

三

塾

延

師

以

課

其

徒

幾

數

百

人

方

其

創

始

也

齮

齕

之

者

萬

端

數

子

之

心

力

財

力

於

此

以

瘁

及

其

成

則

絲

誦

之

聲

徧

於

户

里

無

荒

於

嬉

者

獨

念

周

子

貧

士

也

以

貧

而

知

貧

者

之

學

之

難

也

卒

不

惜

跋

涉

困

踣

誹

謗

訕

笑

堅

決

以

創

之

是

舉

湯

袁

諸

君

能

同

其

善

而

相

與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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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林
八
圩
志
卷

四

設

置

三

成

此

其

志

曷

可

少

哉

余

故

樂

書

其

事

而

為

世

之

欲

兼

善

而

以

勢

分

自

限

者

袪

其

惑

焉

竹
林
啟
蒙
書
塾

在
竹
林
道
院
西
偏
竹
溪
堂
光
緒

子
唐

紀
勛
敖
嘉
熊
祝
廷
錫
等
創
立
嚴

本

善

創

辦

鄉

學

章

程

序

畧

學

校

之

設

於

鄉

也

古

矣

孟

子

曰

謹

庠

序

之

教

申

之

以

孝

弟

之

義

夏

曰

校

殷

曰

序

周

曰

庠

其

為

鄉

學

一

也

夫

人

性

本

善

為

習

俗

所

移

失

其

本

心

而

犯

上

悖

亂

之

事

起

矣

惟

教

之

以

詩

書

範

之

以

禮

義

則

雖

愚

蒙

不

至

為

非

蓋

其

正

人

心

厚

風

俗

興

禮

讓

飭

倫

紀

胥

于

是

賴

學

校

之

設

於

鄉

也

不

綦

重

哉

秦

漢

而

降

學

校

寖

衰

宋

明

以

來

惟

府

州

縣

是

設

鄉

村

里

鎮

蓋

闕

如

也

是

豈

可

設

而

不

設

歟

亦

在

有

志

者

之

推

廣

之

也

惟

是

鄉

學

久

廢

而

鄉

村

教

育

益

不

可

問

嘗

見

肄

業

已

久

而

叩

以

字

義

所

在

與

文

字

之

聨

合

懵

然

不

知

也

終

身

由

之

而

不

知

其

道

則

決

然

舍

去

而

讀

如

不

讀

由

是

鄉

之

子

弟

識

字

者

日

少

而

通

文

者

更

若

晨

星

矣

夫

文

理

既

不

通

安

望

其

明

理

乎

抑

知

䝉

養

之

端

古

人

最

重

即

西

人

亦

以

為

切

要

茍

授

者

逐

字

解

釋

則

讀

一

年

有

一

年

之

受

用

即

讀

數

月

亦

有

數

月

之

成

效

蓋

童

蒙

頭

腦

未

壞

易

於

記

識

也

往

時

所

教

始

則

千

字

文

等

無

用

之

書

繼

即

授

以

學

庸

艱

深

之

文

層

次

不

分

捍

格

難

入

茲

同

人

擬

設

立

鄉

塾

攺

變

其

法

先

字

義

次

句

讀

務

使

讀

者

一

二

年

即

可

稍

通

文

理

取

效

旣

速

則

孝

悌

之

義

自

可

申

之

於

鄉

里

而

庠

序

之

教

庶

幾

復

見

于

今

日

斯

其

為

正

人

心

厚

風

俗

飭

倫

紀

之

本

乎

啟

蒙

書

塾

章

程

一

啟

廸

童

蒙

端

賴

師

長

當

訪

求

通

達

事

理

兼

明

西

學

立

品

端

方

施

教

不

倦

之

士

為

教

習

一

書

塾

暫

借

本

地

公

處

或

庵

觀

寺

院

為

之

一

本

塾

以

崇

奉

聖

教

為

第

一

義

恭

設

至

聖

先

師

位

朝

夕

謁

以

感

發

尊

親

之

心

一

近

今

鄉

舘

惟

教

口

誦

不

尚

講

解

往

往

久

而

無

功

茲

擬

以

講

解

為

主

務

使

學

生

識

一

字

知

一

字

之

用

即

古

小

學

罕

譬

而

喻

之

義

一

學

生

以

十

六

人

為

額

用

示

限

制

庶

得

從

容

講

解

一

籌

集

經

費

可

分

兩

項

一

常

捐

一

義

捐

常

捐

每

人

月

捐

一

元

是

為

一

分

一

人

可

認

數

分

義

捐

自

一

元

至

十

百

千

元

隨

緣

量

力

助

常

捐

者

得

預

議

塾

務

義

捐

至

百

元

以

上

亦

得

預

議

並

得

保

學

生

一

名

入

塾

免

去

脩

金

一

常

捐

供

年

支

經

費

義

捐

積

成

數

存

典

生

息

累

積

子

母

以

為

擴

充

塾

務

之

用

不

得

擅

動

一

同

志

諸

君

如

捐

助

圖

畫

書

籍

及

塾

中

應

用

什

物

並

當

拜

嘉

一

斯

塾

之

設

志

在

提

挈

寒

畯

惟

經

費

未

充

不

得

不

畧

收

脩

金

擬

每

生

至

少

嵗

收

三

元

以

資

津

貼

一

設

司

事

一

員

掌

收

支

欵

項

及

承

辦

塾

中

應

辦

各

事

塾

監

一

員

掌

稽

察

師

生

課

程

規

模

司

事

塾

監

俱

不

支

薪

一

延

請

教

習

一

員

雇

用

塾

工

一

名

預

算

經

費

通

年

以

一

百

八

十

元

為

限

創

辦

之

始

力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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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林
八
圩
志
卷

四

設

置

四

未

宏

俟

經

費

充

裕

再

圖

推

廣

塾

生

如

有

頴

異

傑

出

之

材

在

本

塾

已

卒

業

者

由

塾

保

送

各

處

公

家

學

堂

俾

資

造

就

一

學

生

擬

分

已

讀

未

讀

兩

等

未

讀

者

先

令

識

字

已

讀

者

仍

令

接

讀

兼

教

以

字

義

一

千

字

文

百

家

姓

文

義

艱

深

無

關

實

用

概

不

令

讀

易

以

天

文

歌

訣

地

輿

歌

史

鑑

節

畧

等

書

每

日

某

時

讀

書

某

時

習

字

及

温

習

講

解

另

定

功

課

表

塾

生

學

有

餘

力

兼

習

英

文

算

學

倘

資

質

不

逮

不

學

亦

可

西

人

體

操

與

古

人

習

射

事

異

義

同

不

特

舒

筋

强

身

而

内

部

舒

外

容

直

亦

是

檢

束

身

心

一

法

每

日

傍

晚

練

習

之

一

每

月

朔

望

宣

講

聖

諭

廣

訓

及

諸

善

書

並

農

學

各

書

塾

生

務

必

隨

同

聽

講

塾

生

非

家

有

大

事

及

父

母

之

命

不

准

曠

課

開

塾

三

月

甄

別

一

次

以

定

去

取

此

外

每

季

考

校

一

次

以

驗

功

課

列

上

等

者

奬

以

筆

墨

書

籍

以

資

鼓

勵

按

此

章

非

專

為

竹

林

塾

設

而

竹

林

遵

用

之

耳

蓋

當

時

欲

懸

此

章

以

期

四

鄉

之

取

法

而

推

廣

也

旋
以
所
募
義
捐
購
置
西
張
圩
田
五
十
二

畝
坐

落

三

家

村

以
租
入
給
塾
用
唐

紀

勛

與

祝

廷

錫

書

塾

中

近

又

買

成

客

民

田

廿

田

畝

價

一

百

八

十

元

中

金

約

五

六

元

此

田

即

去

年

所

買

之

田

西

邊

有

草

棚

一

所

兩

户

共

五

十

二

畝

客

民

一

人

耕

種

却

甚

合

式

已

託

章

君

琴

閣

招

妥

實

客

佃

議

租

請

將

存

洋

帶

回

以

便

付

價

所

有

缺

數

當

由

紀

勛

籌

墊

再

與

諸

同

志

商

酌

可

也

按

當

時

助

義

捐

者

敖

嘉

樂

一

百

元

祝

廷

錫

一

百

元

願

記

二

十

元

隱

名

氏

汲

古

書

屋

共

三

十

元

該

田

價

兩

共

四

百

元

餘

缺

數

由

紀

勛

捐

助

初

佃

張

文

主

現

佃

邱

德

山

均

河

南

人

每

年

租

米

二

十

八

石

八

斗

光
緒
末

葉
改
為
竹
林
初
等
小
學
現
為
新
豐
區
第
一
國
民
學
校

學
稼
公
社

在
宿
圩
徐
家
橋
南
堍
西
首
平
屋
兩
進
進
各
三

間
光
緒
己
亥
唐
紀
勛
祝
廷
錫
朱
景
章
等
創
辦
仿
吳
縣
潘

氏
豐
豫
莊
課
農
法
試
辦
區
種
敖
嘉
熊
聞
而

資
入
股
禀縣

稿

為

集

資

購

田

設

社

講

農

以

開

風

氣

呈

請

立

案

並

禁

侵

擾

事

竊

某

等

恭

讀

叠

次

上

諭

諄

飭

振

興

農

業

仰

見

朝

廷

軫

念

民

艱

勤

求

足

食

已

溺

己

飢

殷

懷

若

揭

某

等

家

世

耕

讀

留

心

稼

圃

當

此

農

不

知

學

積

疲

成

困

敬

宜

上

體

聖

心

下

為

民

倡

乃

與

同

志

集

資

一

千

二

百

元

價

購

里

十

下

十

一

庄

田

畝

設

社

擬

章

實

力

試

辦

首

重

種

稻

冀

在

增

多

收

量

改

良

種

籽

主

豐

豫

莊

課

農

區

種

法

此

為

蘇

州

潘

文

恭

公

後

人

於

道

光

年

間

辦

有

成

效

者

事

近

可

徵

地

又

接

壤

土

宜

應

亦

相

若

其

他

蠶

桑

樹

藝

畜

牧

等

事

則

取

近

譯

東

西

農

學

各

書

新

理

新

法

中

擇

其

淺

實

合

宜

者

仿

之

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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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林
八
圩
志
卷

四

設

置

五

私

意

鄉

農

窮

困

已

甚

狃

於

故

習

空

言

勸

導

難

期

信

從

而

外

國

以

化

學

製

肥

辨

土

及

機

器

農

具

等

不

特

未

嘗

學

問

且

成

本

重

學

步

難

甚

非

示

鄉

愚

以

仿

辨

之

道

是

以

不

拘

故

常

不

矜

奇

異

取

中

外

之

法

而

折

衷

之

先

於

去

冬

次

第

舉

辦

俟

秋

成

如

果

有

效

敬

請

駕

臨

考

驗

勸

諭

推

廣

今

當

開

辦

之

始

合

行

禀

陳

大

概

其

户

名

曰

學

稼

公

社

應

請

飭

庄

推

收

立

户

惟

社

中

田

塍

園

場

木

植

蔬

果

恐

有

無

知

土

客

人

等

肆

縱

人

畜

踐

踏

損

傷

並

祈

諭

禁

侵

擾

俾

安

耕

作

再

附

近

如

有

未

墾

荒

地

擬

援

客

墾

成

案

承

粮

開

墾

俾

得

推

廣

統

乞

恩

准

查

報

鈔

呈

章

程

一

冊

區

種

法

一

冊

伏

惟

鈞

鑒

訓

示

遵

行

里

仁

鄉

學

稼

公

社

試

辦

農

學

畧

章

一

本

社

為

廣

開

風

氣

振

興

農

學

起

見

一

以

實

事

求

是

為

旨

法

倘

未

良

不

嫌

數

攺

論

如

未

盡

不

厭

屢

申

總

期

便

農

方

為

盡

善

至

於

厭

故

喜

新

欲

速

見

小

實

為

斯

世

頽

風

不

根

謗

議

無

謂

紛

更

易

生

辦

事

阻

力

我

同

人

道

義

相

合

當

無

慮

此

一

農

學

為

至

切

實

之

事

非

身

親

目

驗

在

已

既

無

把

握

勸

人

安

肯

信

從

爰

就

里

仁

鄉

十

都

下

十

一

庄

購

成

熟

田

畝

並

築

庄

屋

一

所

顔

曰

學

稼

公

社

藉

以

講

求

試

辦

一

我

鄉

本

宜

稻

之

區

農

不

知

學

收

成

因

而

日

薄

本

社

自

應

以

講

求

種

稻

為

第

一

義

務

期

增

多

收

量

攺

良

種

子

宗

豐

豫

莊

課

農

區

種

法

為

入

手

其

有

未

宜

則

取

農

報

中

新

理

新

法

易

於

仿

效

者

踵

而

增

焉

庶

幾

合

人

情

宜

土

俗

乎

一

我

鄉

蠶

桑

之

利

甚

溥

應

就

本

社

現

有

桑

地

講

究

栽

培

俟

桑

枝

繁

茂

當

照

蠶

學

舘

章

程

及

近

譯

各

蠶

書

講

求

育

蠶

之

方

一

畜

牧

果

樹

我

鄉

率

忽

而

不

講

應

取

古

法

新

理

互

相

酌

次

第

推

求

以

期

補

偏

救

弊

開

闢

利

源

惟

本

社

經

費

有

限

先

就

莊

屋

後

設

猪

圈

羊

圈

雞

鴨

房

試

講

畜

牧

屋

旁

餘

地

試

種

果

樹

儲

藏

肥

料

以

資

灌

溉

一

本

社

現

集

資

本

一

千

二

百

元

係

同

志

自

認

並

不

捐

募

每

五

十

元

為

一

股

每

股

給

票

一

張

將

來

盈

絀

照

股

均

攤

如

辦

有

成

效

欲

加

推

廣

先

儘

舊

股

認

集

不

足

再

招

新

股

一

雇

用

長

工

另

訂

條

約

秋

收

後

酌

提

紅

利

以

作

奬

賞

一

每

年

春

間

徧

邀

社

友

集

㑹

一

次

斟

酌

耕

種

章

程

秋

間

集

㑹

一

次

公

核

收

成

豐

歉

兼

定

次

年

辦

法

餘

則

小

事

函

商

大

事

特

開

㑹

議

不

拘

時

日

一

出

入

賬

目

月

終

小

結

年

終

總

結

分

項

謄

清

一

存

社

中

一

編

寄

社

友

如

有

疑

義

弊

竇

公

同

檢

舉

併

可

隨

時

到

社

抽

閲

簿

籍

一

有

以

農

學

良

法

見

教

或

自

抒

心

得

前

來

指

示

本

社

虚

衷

領

受

擇

善

而

從

至

本

社

辦

法

果

有

成

效

當

布

告

鄉

人

任

來

觀

驗

如

有

詢

問

當

竭

誠

相

告

期

相

傳

播

一

外

國

以

化

學

製

肥

料

以

化

學

辨

土

性

以

機

器

運

農

具

洵

為

美

善

惟

本

社

期

為

鄉

農

開

導

每

事

必

求

其

通

非

棄

精

而

取

粗

實

避

重

而

就

輕

冀

便

取

法

淺

陋

貽

譏

非

所

敢

辭

一

農

事

改

良

豈

能

欲

速

况

種

稻

事

尤

繁

重

本

屬

力

為

其

難

三

五

年

内

縱

無

成

效

不

得

私

議

中

輟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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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

置

六

日

久

無

功

應

將

社

中

産

業

估

值

核

計

任

便

退

股

收

本

一

設

田

功

比

較

簿

秋

成

後

按

畝

核

計

工

本

若

干

收

量

若

干

取

他

農

通

常

種

法

工

本

收

量

以

相

比

較

孰

優

孰

劣

一

覽

便

知

期

有

志

仿

辦

者

不

至

茫

無

把

握

也

一

公

推

社

友

一

人

為

總

理

另

延

忠

勤

耐

勞

者

一

人

為

督

理

總

理

暫

不

支

俸

督

理

月

酬

薪

金

督

理

不

職

總

理

可

黜

陟

之

總

理

未

洽

社

友

可

匡

正

之

後
以
寡
效
照
章
還
股
其
産
遂
屬
唐
氏
按

區

種

古

法

也

亦

名

代

田

又

名

箕

田

區

田

為

直

畦

濶

二

尺

餘

間

一

畦

種

一

畦

甲

年

種

此

畦

乙

年

種

彼

畦

播

穀

畦

間

不

復

分

插

苗

長

刪

其

太

繁

者

取

左

右

畦

之

泥

䕶

其

根

施

壅

加

濃

使

苗

盛

根

固

不

分

插

其

根

不

傷

左

右

相

間

其

根

舒

展

故

吐

穗

倍

長

著

粒

肥

密

常

有

二

百

餘

粒

至

三

百

粒

其

穫

可

倍

據

潘

氏

書

謂

畝

收

八

九

石

或

疑

其

夸

不

知

非

夸

也

試

以

理

推

之

一

穀

茁

一

秧

一

秧

可

孳

為

十

觀

插

秧

時

每

科

三

四

針

收

穫

時

每

科

盈

握

常

三

五

十

莖

則

一

孳

為

十

猶

言

其

至

少

者

一

苗

吐

一

穗

每

穗

以

百

粒

計

則

一

穀

之

穫

當

可

千

倍

常

田

每

畝

需

穀

種

六

七

升

區

田

丰

之

以

三

升

計

可

穫

穀

三

十

石

石

礱

未

六

斗

可

得

十

八

石

則

八

九

石

猶

僅

得

其

丰

耳

乃

知

人

工

地

力

之

不

易

盡

而

理

論

與

事

實

常

難

符

合

也

然

間

畦

而

種

不

能

施

長

鉏

大

耙

而

必

細

膩

熨

貼

以

為

之

尤

重

在

耕

之

深

鄉

人

既

不

耐

此

工

作

總

督

理

又

未

能

霑

體

塗

足

而

躬

親

其

事

其

工

又

數

倍

於

分

插

肥

壅

加

施

工

本

俱

倍

試

之

二

三

年

工

人

不

樂

就

雇

人

事

又

逐

變

遷

此

事

遂

廢

竹
林
八
圩
志
卷
四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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