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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之
生
活
專
賴
食
品
食
品
所
自
端
賴
生
產
物
產
之
關
係
民
生
不
綦
大
哉

縣
幅
員
遼
闊
廣
袤
百
里
西

抗
太
行
滏
流
橫
貫
域
內
物
產
素
稱
富
庶
鼓
山
左
右
之
煤
彭
城
鎭
之
瓷
器
各
區
所
產
之
棉
花
麥
豆
水
田

區
域
所
產
稻
及
藕
束
武
仕
等
村
所
產
之
草
紙
等
皆
物
產
之
特
出
每
歲
由
平
漢
路
及
馬
頭
鎭
之
河
路
運

銷
各
省
者
也
所
可
惜
者
邑
人
拘
守
舊
法
不
知
改
良
以
致
出
品
粗
陋
銷
路
日
促
改
良
進
步
尙
待
後
之
君

子

第
一
節

煤

縣
煤
產
多
在
鼓
山
東
西
兩
面
北
自
武
安
南
達
漳
濱
蘊
藏
甚
富
有
開
採
權
者
約
可
分
爲
四
派
述
之

一

學
捐
煤
窰

原
名
柴
煤
小
窰
具
有
悠
久
歷
史
爲

民
用
土
法
開
採
之
小
窰
向
供
人

民
及
窰
廠
之
燃
料
需
用
自
變
法
後
徵
收
學
捐
捐
欵
旣
多
窰
亦
發
達
迨
至
官
礦
成
立
倚
勢

侵
奪
經
本
縣
敎
育
當
局
多
次
折
衝
呈
准
實
敎
二
廳
備
案
計
有
一
百
八
十
八
坡
其
活
動
大

受
限
制
然
以
敎
欵
關
係
不
特
未
能
取
消
且
幷
免
納
礦
區
鑛
產
各
稅
也

二

公
司
煤
窰

怡
立
中
和
福
安
三
煤
礦
公
司
股
東
雖
爲
外
省
而
其
營
業
影
響
於
本
縣

者
頗
夥
１
可
增
加
本
縣
人
民
生
活
之
道
路
２
可
增
加
本
縣
人
民
燃
料
之
來
源
３
可
減
輕

本
縣
人
民
之
負
擔
︵
如
三
公
司
對
於
攤
欵
曩
各
按
三
約
担
任
是
︶
４
可
喚
起
人
民
實
業

之
思
想
本
縣
人
民
素
乏
實
業
思
想
觀
感
興
起
將
來
或
有
振
興
實
業
希
望
也
茲
將
事
變
前

三
公
司
營
業
槪
况
列
表
於
左

怡
立
公
司
營
業
槪
况
表

礦

業

名

稱

怡
立
煤
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礦

區

所
在

地

縣
西
佐
村

礦

區

面

積

十
三
方
里
四
八
零
畝
五
零
九
零
方
尺

礦

質

種

類

烟
煤
焦
煤

開

辦

年

月

淸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三
月

開

採

法

西
法
開
採

官

辦
或
商

辦

商
辦
有
限
公
司

資

本

總

額

叁
百
萬
元

每

年

產

額

年
約
二
十
萬
噸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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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
年
礦
區
稅
額

每
期
半
年
交
一
千
五
百
二
十
五
元
一
角
五
分

每
年
礦
產
稅
額

年
在
六
千
元
上
下

銷

塲

處

所

運
銷
於
平
漢
路
南
至
漢
口
北
至
石
家
莊
北
京
天
津
各
處
馬
頭
鎭
銷
售
亦
甚

夥

運

輸

情

形

自
築
輕
便
鐵
路
由
西
佐
鑛
塲
運
至
馬
頭
鎭
再
由
平
漢
路
裝
運
各
處
或
馬
頭

鎭
河
路
裝
船
運
銷
沿
河
各
地

中
和
公
司
營
業
槪
况
表

礦

業

名

稱

中
和
煤
礦
有
限
公
司

礦
區
所
在

地

縣
峯
峯
村

開

採

法

西
法
與
土
法
同
採

股

東

完
全
華
股

資

本

四
十
八
萬
元

礦

區

面

積

七
方
里
二
百
七
十
一
畝
三
十
六
方
丈
十
五
方
尺

礦

產

種

類

煙
煤

開

辦

年

月

民
國
二
年
十
月

每
年
產
煤
數
量

至
少
數
有
三
萬
五
千
餘
噸

每
年
礦
區
稅
額

二
千
二
百
十
五
元
三
角
︵
分
兩
期
繳
納
︶

每
年
礦
產
稅
額

三
千
五
百
四
十
元
三
角
︵
按
月
繳
納
︶

銷

場

處

所

本
境
並
平
漢
路
線
北
至
石
家
庄
南
至
彰
德
附
近
各
處

運

輸

情

形

由
鑛
場
用
輕
便
鐵
路
以
人
力
推
罆
運
至
光
祿
鎭
堆
存
再
轉
平
漢
路
線
分
運

南
北
各
處

福
安
公
司
營
業
槪
况
表

鑛

業

名

稱

福
安
煤
礦
公
司

礦
區
所
在

縣
台
子
寨
村

礦

區

面

積

一
千
六
百
六
十
畝

礦

質

種

類

烟
煤

開

辦

年

月

民
國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每

日

產

額

視
銷
售
情
形
以
定
出
煤
之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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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

採

方

法

土
西
法
合
採

銷

售

處

所

由
平
漢
路
運
至
漢
口
鄭
州
彰
德
順
德
等
處

交

通

狀

况

以
輕
便
鐵
道
運
至
六
河
溝
轉
運
豐
樂
鎭
再
由
平
漢
綫
運
往
鄭
州
漢
口
等
地

三

縣
煤
鑛
公
司

舊
日
北
洋
官
鑛

官
鑛
歷
史

變
遷
頗
多
約
言
之
蓋
先
爲
官
辦
後
官
商
合
辦
又
後
官
辦
十
九
年
收
歸
省
有
而
商
股
仍
未

取
消
然
亦
無
力
開
採
故
其
生
活
維
持
全
賴
抽
分
之
唯
一
方
法

官
鑛
鑛
區

官
鑛
鑛
區
初
爲
六
十
方
里
自
由
湖
北
督
軍
王
移
歸
直
隷
省
長
曹
後
復
行
展
礦
定
爲
七
百

八
十
三
方
里
雖
未
請
准
而
拖
延
多
年
藉
以
漁
利
地
方
厥
後
省
方
又
詳
擬
整
頓
章
程
限
制
礦
區
定
在
六

十
方
里
以
內
不
得
再
行
影
射
魚
肉
鄕
民
云

官
鑛
組
織

設
正
副
主
任
各
一
人
由
省
政
府
委
任
承
省
府
及
農
礦
廳
之
命
令
處
理
處
內
一
切
事
務
餘

有
會
計
文
牘
庶
務
各
一
人
測
量
員
若
干
人

附
修
正

縣
官
鑛
招
商
承
辦
土
窰
暫
行
規
則
共
十
九
條
十
九
年
六
月

１

本
公
司
爲
便
利
商
民
起
見
特
於
本
礦
區
內
不
妨
害
經
營
大
礦
之
地
帶
依
照
本
規
則
招
商
行
採
以

興
地
利

２

承
辦
窰
商
應
備
具
礦
圖
舖
保
呈
請
本
公
司
核
准
給
予
憑
單
並
繳
納
保
證
金
方
得
開
採

３

窰
商
呈
送
礦
圖
應
詳
載
下
列
各
項
一
地
名
二
面
積
畝
數
三
境
界
線
及
其
角
度
尺
丈
四
基
點
及
其

鄰
窰
界
線
線
距
離
關
係

４

窰
商
承
辦
礦
區
須
在
距
離
村
莊
三
百
尺
以
外
之
地
且
須
距
離
鄰
礦
界
不
得
少
於
六
十
尺
其
境
界

以
內
地
面
所
劃
定
界
線
直
下
爲
準

５

窰
商
承
辦
礦
區
呈
經
核
准
後
應
依
照
左
列
標
準
畝
數
繳
納
保
證
金

一

五
畝
以
上
十
畝
以
下
者
繳
十
五
元

二

十
畝
以
上
十
五
畝
以
下
者
二
十
五
元

三

十
五
畝
以
上
二
十
畝
以
下
者
三
十
五
元

四

二
十
畝
以
上
二
十
五
畝
以
下
者
四
十
五
元

五

二
十
五
畝
以
上
三
十
畝
以
下
者
每
加
五
畝
加
洋
十
元
如
不
滿
五
畝
者
以
五
畝
論
但
以
增
至
五

十
畝
爲
限

６

窰
商
除
繳
納
保
證
金
外
應
按
照
每
日
產
額
交
納
抽
分
其
抽
成
定
率
由
本
公
司
酌
量
礦
地
情
形
分

別
規
定

前
項
抽
分
須
每
日
淸
繳
一
次
非
因
市
面
發
生
困
難
特
殊
情
形
不
得
呈
請
變
通
辦
理
其
有
故
意
拖
欠
抗

不
繳
納
者
卽
將
其
憑
單
撤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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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７

承
辦
窰
商
領
到
憑
單
繳
納
保
證
金
後
須
卽
日
開
工
限
期
出
煤
如
於
三
個
月
內
無
正
當
理
由
延
不

開
工
或
開
工
後
無
故
停
頓
至
三
個
月
以
上
者
卽
將
憑
單
撤
銷
另
行
招
商
承
辦
所
有
繳
納
之
保
證

金
槪
不
退
還

８

承
辦
憑
單
自
領
到
之
日
起
以
滿
足
三
年
爲
有
效
期
間
期
滿
則
准
其
續
展
換
領
憑
單
每
張
須
交
納

手
續
洋
五
元

９

凡
以
前
領
有
憑
單
之
土
窰
須
依
照
本
規
則
於
一
個
月
內
換
領
新
單
如
有
尙
未
開
工
者
應
由
本
公

司
限
期
呈
報
開
工
倘
逾
期
不
辦
得
將
原
領
憑
單
撤
銷
另
准
他
商
承
辦

10

承
辦
窰
商
如
欲
將
井
筒
讓
與
他
人
接
辦
須
有
雙
方
聯
名
呈
經
核
准
另
換
憑
單
方
爲
有
效

11

承
辦
窰
商
每
日
所
出
煤
斤
須
繕
具
淸
單
送
請
本
公
司
登
記
備
查
不
得
以
多
報
少
違
者
查
出
議
罰

12

承
辦
窰
商
應
納
之
礦
產
稅
地
租
或
地
方
捐
欵
均
由
商
人
直
接
負
責
辦
理

13

本
公
司
隨
時
派
技
術
人
員
分
赴
各
鑛
寔
地
測
勘
如
有
採
掘
不
依
順
序
或
設
施
失
當
將
發
生
其
他

危
險
之
虞
者
得
勒
令
停
工
立
予
改
善
倘
有
越
界
竊
採
情
事
除
罰
辦
外
並
將
其
憑
單
撤
銷

14

井
下
窰
工
如
遇
意
外
危
險
受
有
重
傷
或
死
亡
者
應
由
承
辦
窰
商
照
例
撫
䘏
並
報
吿
本
公
司
備
案

15

承
辦
礦
區
如
經
核
准
增
减
時
其
保
證
金
額
應
卽
按
畝
增
減
分
別
繳
發

16

承
辦
窰
商
期
滿
停
辦
或
原
領
憑
單
尙
未
到
期
聲
請
停
辦
如
不
虧
欠
抽
分
應
得
保
證
金
原
數
發
還

17

本
公
司
爲
輔
助
窰
商
便
利
起
見
得
選
擇
適
中
地
點
籌
設
治
水
方
法
代
爲
治
水
如
各
窰
商
應
交
納

治
水
費
用
另
行
規
定

18

本
規
則
如
有
未
盡
事
宜
得
隨
時
呈
請
農
鑛
廳
修
正

19

本
規
則
自
奉
令
核
准
之
日
施
行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六
月

日

四

已
請
鑛
照
尙
未
開
採
之
公
司
煤
窰

如
王
以
儉
王
冕
李
綬
等
所
請
之
柳
條
西
佐

街
兒
庄
等
村
之
採
礦
權
迄
未
開
採
是
也

第
二
節

陶
器

凡
以
原
料
先
製
成
坯
再
經
火
燒
製
成
器
者
皆
名
之
曰
陶
器

縣
出
產
之
陶
器
可
分
爲
瓷
缸
砂
磚
瓦
各

種
茲
分
述
如
左甲

瓷
器

缸

瓷
器
產
於
縣
境
之
彭
城
鎭
由
宋
及
今
相
沿
已
久
窰
場
麕
集
瓷
店
森
列
所
佔
面
積
縱
橫
二
十
餘
方
里
四

郊
則
礦
井
相
望
廢
物
堆
積
如
山
市
中
則
煙
雲
蔽
空
沙
塵
飛
揚
撲
面
而
運
送
原
料
瓷
器
煤
炭
以
及
客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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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裝
貨
人
畜
車
輛
此
往
彼
來
尤
有
肩
轂
相
摩
街
塡
巷
溢
之
槪
誠
吾

唯
一
之
工
業
重
地
也

彭
城
之
瓷
窰
可
分
兩
種
一
爲
普
通
窰
一
爲
巧
貨
窰
普
通
窰
專
製
粗
瓷
碗
類
約
佔
產
品
十
之
八
九
在
昔

銷
路
甚
廣
可
及
于
河
北
河
南
山
東
關
外
各
處
近
年
因
洋
瓷
輸
入
及
南
北
兩
方
禹
州
平
定
井
陘
唐
山
產

瓷
之
影
響
大
見
阻
滯
巧
貨
窰
以
製
精
巧
瓷
器
爲
主
由
淸
至
今
頗
見
發
達
然
均
以
小
窰
製
之
吾

瓷
土

之
質
雖
佳
而
以
式
樣
色
彩
之
不
精
良
故
遭
擯
斥
是
應
求
改
進
之
方
以
謀
挽
救
之
術
也

彭
城
所
產
之

器
有
碗
罐
罈
瓶
碟
玩
具
等
數
種
每
年
每
窰
約
燒
六
次
大
窰
一
次
出
產
約
値
八
百
元
上

下
二
窰
六
百
元
上
下
三
窰
三
百
元
上
下
小
窰
則
百
元
上
下
然
小
窰
每
月
可
燒
貨
兩
次
缸
窰
則
年
燒
四

五
次
每
次
所
出
成
貨
爲
缸
盆
等
物
約
値
六
百
元
上
下
民
國
十
一
二
年
瓷
窰
增
至
二
百
三
十
五
座
缸
窰

三
十
餘
座
至
十
八
九
年
瓷
窰
歇
業
者
百
零
八
座
缸
窰
約
四
五
座
據
二
十
一
年
秋
季
調
查
瓷
窰
爲
一
百

五
十
二
座
缸
窰
三
十
座
巧
貨
窰
三
十
九
座
最
盛
時
全
年
營
業
至
百
五
十
萬
元
中
衰
一
段
降
至
五
十
七

萬
元
以
後
雖
略
有
起
色
而
大
略
估
計
當
在
七
十
萬
元
上
下
也

昔
時
碗
窰
商
缸
窰
商
各
有
一
種
組
織
謂
碗
窰
社
缸
窰
社
民
國
十
七
年
受
縣
黨
部
指
導
同
時
成
立
商
民

恊
會
後
碗
窰
商
成
立
碗
窰
同
業
公
會
會
員
七
十
餘
缸
窰
商
成
立
缸
窰
同
業
公
會
會
員
三
十
餘
人
至
於

工
人
在
民
國
九
年
以
前
原
有
一
種
窰
神
社
臨
時
組
織
至
九
年
改
組
爲
公
議
社
略
具
規
模
惟
以
工
人
知

識
短
淺
指
揮
乏
人
不
久
遂
行
解
體
十
七
年
受
縣
黨
部
指
導
成
立
瓷
業
公
會
訓
練
頗
勤
團
體
漸
臻
堅
固

矣彭
城
鎭
瓷
商
所
擔
負
之
捐
稅
情
形
據
民
國
十
九
年
全
年
統
計
共
約
二
萬
餘
元
列
表
於
次

瓷
稅

百
分
之
一

出
境
捐

百
分
之
一
·
七
五

保
衛
團
費

彭
城
分
團
千
五
百
元

總
團
出
差
費
每
月
八
十
元

每
年
共
約
二
千
五
百
元

商
會
會
費

每
年
四
百
元

同
業
公
會
會
費

每
年
一
千
五
百
元

彭
城
學
校
捐

每
年
八
百
五
十
元

通
俗
講
演
所

每
年
一
百
二
十
五
元

縣
地
方
初
級
小
學
校

每
年
九
十
元

工
人
子
弟
學
校

每
年
二
百
四
十
元

附
瓷
業
改
進
意
見

彭
城
瓷
業
向
爲
中
國
北
部
重
要
之
實
業
以
近
年
之
不
振
日
見
衰
頽
雖
其
原
因
不
一
要
不
外
受
環
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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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與
質
品
製
造
之
不
精
良
所
致
故
欲
挽
救
須
求
改
善
若
僅
恃
舊
日
經
驗
而
乏
專
門
學
識
縱
時
刻
從

事
於
實
驗
終
難
得
良
好
之
結
果
茲
將
改
良
方
法
分
爲
三
種
述
之
如
下

一

派
遣
高
才
生
徒
赴
江
西
景
德
鎭
學
習
與
之
訂
立
合
同
歸
來
使
之
普
授
瓷
工
其
經
費
由
同
業
公
會

負
擔

二

在
彭
城
設
立
瓷
業
甲
種
工
業
學
校
聘
請
專
門
瓷
業
敎
師
注
意
化
學
化
析
精
硏
粘
土
之
成
分
考
求

原
土
配
合
改
良
瓷
器
之
品
質
換
用
機
器
可
使
原
料
成
形
之
製
造
優
美
硏
究
火
候
注
意
成
分
色
料

之
狀
况
變
化
經
費
由
全
縣
與
瓷
商
公
會
分
担
之

三

選
擇

人
之
有
專
門
工
業
精
通
化
學
資
格
者
由
全
縣
籌
欵
遣
出
外
洋
專
學
瓷
業
訂
立
合
同
歸
來

服
務

以
上
三
法
似
屬
迂
着
然
爲
澈
底
改
造
打
破
難
關
恐
非
此
不
易
補
救
也

乙

砂
器

燒
砂
器
者
均
在
義
井
村
上
下
拔
劍
一
帶
窰
數
共
約
三
十
座
內
外
原
本
燒
製
各
種
大
小
砂
鍋
及
砂
壺
等

物
近
年
以
來
改
重
製
造
帶
釉
之
茶
壺
茶
碗
最
近
又
多
成
立
巧
貨
瓷
窰
專
造
精
緻
壺
碗
物
品
惟
以
轉
運

原
料
煤
炭
路
遠
而
本
加
重
故
尙
未
能
發
達
然
砂
器
進
步
之
速
較
之
彭
城
瓷
器
幾
有
後
來
居
上
之
勢
前

途
發
達
未
可
量
也

燒
製
較
大
砂
貨
每
窰
裝
六
十
件
左
右
每
二
小
時
一
次
如
爲
帶
釉
壺
碗
可
裝
各
一
百
個
每
四
小
時
一
次

每
日
三
次
每
窰
資
本
甚
小
約
需
二
十
元
左
右
工
人
約
十
數
名
其
組
織
爲
窰
主
購
備
原
料
釉
價
及
畫
工

工
資
由
工
人
負
担
售
貨
之
價
計
窰
主
得
三
分
之
一
工
人
得
三
分
之
二
然
亦
有
窰
主
與
工
人
四
六
分
劈

或
各
半
取
用
者
銷
售
地
點
多
在
本
境
及
附
近
各
縣
或
遠
至
他
省
據
十
九
年
調
査
砂
貨
全
年
貿
易
約
値

十
二
萬
元
云

丙

瓦
器

瓦
器
產
地
多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之
范
村
城
南
城
東
各
村
間
亦
有
之
計
窰
三
十
餘
座
原
料
爲
取
本
處
所
產

之
紅
粘
土
再
入
少
許
之
黃
土
配
合
而
成
製
法
先
將
原
土
碾
碎
堆
置
池
中
灌
水
和
土
用
力
攪
拌
使
成
泥

漿
待
其
澄
淸
將
水
抽
出
所
沈
細
泥
卽
應
用
之
瓦
盆
泥
也
次
將
瓦
盆
泥
取
出
用
力
和
勻
以
增
其
粘
性
置

輪
盤
上
藉
其
轉
力
製
成
瓦
盆
瓦
罐
瓦
籠
瓦
缸
等
坯
入
窰
燒
之
約
經
二
十
小
時
而
成
色
有
靑
灰
紅
等
亦

有
瓦
盆
內
外
施
紅
色
或
綠
色
釉
者
其
銷
路
僅
在
縣
境
附
近
各
村
庄

丁

磚
瓦

磚
瓦
產
地
殆
遍
於
縣
境
各
區
以
其
原
料
到
處
皆
有
故
也
磚
瓦
之
原
料
黃
土
最
爲
普
通
他
若
粘
性
或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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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頁
岩
與
砂
質
粘
土
等
均
可
製
之
製
法
將
原
料
和
泥
製
坯
乾
後
裝
窰
每
窰
裝
三
四
萬
個
至
五
六
萬
個

不
等
裝
成
燒
火
約
經
七
八
晝
夜
而
磚
成
息
火
嗣
以
水
自
上
澆
浸
三
四
日
後
卽
可
出
窰
瓦
與
磚
製
燒
相

同
惟
坯
模
有
異
耳
此
等
工
作
多
在
春
氷
解
凍
之
後
夏
雨
時
行
之
前
或
秋
末
冬
初
之
時

磚
瓦
之
原
土
含
易
熔
質
多
者
則
磚
堅
硬
有
鏗
然
之
聲
反
之
則
疏
鬆
易
破
裂
其
價
値
以
千
個
計
算
多
少

不
等
其
中
差
別
一
以
有
行
磚
行
尺
磚
足
尺
磚
不
同
一
以
窰
之
所
在
地
距
燃
料
遠
近
價
値
有
低
昂
之
異

要
以
後
者
爲
最
大
原
因

磚
瓦
出
窰
之
後
運
售
附
近
各
村
供
村
民
修
建
房
屋
之
用

第
三
節

工
藝
產
品

凡
用
手
工
機
械
所
營
生
產
之
物
皆
得
稱
之
爲
工
藝
產
品
陶
瓷
砂
器
爲
工
藝
之
大
宗
已
專
述
於
前
其
他

依
次
述
之
於
下一

石
灰

縣
境
灰
窰
以
臨
水
村
最
多
灰
質
亦
最
佳
街
兒
庄
南
大
峪
次
之
臨
水
灰
窰
約
有
百
餘
座
街
兒
庄
約
六
十

座
南
大
峪
約
八
座
窰
有
大
小
不
同
大
窰
每
窰
燒
灰
十
萬
餘
斤
小
窰
六
七
萬
斤
三
四
萬
斤
不
等
大
窰
每

月
燒
灰
一
次
小
窰
不
過
兩
次
然
多
在
春
夏
之
間
入
伏
雨
多
率
多
停
業
矣

灰
窰
營
業
無
設
廠
及
廠
主
工
人
之
別
多
係
農
民
乘
暇
自
己
經
營
視
爲
農
家
之
一
種
副
產
品
故
其
營
業

詳
情
調
查
統
計
頗
難
然
每
年
約
可
燒
製
石
灰
七
百
餘
萬
斤
供
應
本
境
銷
用
外
復
運
售
臨
漳
成
安
肥
鄕

大
名
等
處
其
原
料
爲
自
鼓
山
採
取
之
靑
石
採
法
全
用
火
藥
轟
炸
藉
圖
省
力
此
外
卽
爲
煤
柴
價
値
高
低

全
視
所
用
原
料
貴
賤
而
定

二

硫
磺

縣
境
製
硫
事
業
創
始
於
何
代
無
從

考
然
以
理
推
之
當
在
開
採
煤
礦
以
後
因
其
原
料
卽
礦
產
中
小
靑

煤
故
也
營
此
業
者
計
街
兒
庄
九
十
四
家
臨
水
村
七
十
一
家
張
家
樓
南
大
峪
均
各
四
十
九
家
合
計
共
二

百
六
十
三
爐
按
十
九
年
調
查
全
縣
一
年
產
磺
約
十
萬
餘
斤
售
價
一
萬
四
千
餘
元
亦
殊
可
觀
除
運
銷
本

縣
炮
舖
等
購
用
外
又
可
運
至
安
陽
臨
漳
大
名
曲
周
等
縣
以
及
山
東
濟
南
製
造
染
色
工
廠
亦
需
用
之
此

亦
農
民
閒
時
一
種
副
業
無
勞
資
組
織
之
可
言

三

小
鹽
及
火
硝

城
內
府
君
廟
前
及
東
門
裏
一
帶
之
住
戶
製
小
鹽
以
謀
生
者
約
四
十
家
其
原
料
爲
城
關
之
鹽
土
與
下
房

土
製
法
以
土
入
破
鐵
鍋
內
加
水
浸
之
用
此
滲
漏
之
液
再
入
大
鐵
鍋
內
煑
沸
約
水
分
蒸
至
十
分
之
一
時

卽
爲
成
功
乘
熱
用
笊
籬
將
鹽
分
撈
出
餘
汁
使
冷
却
則
火
硝
卽
成
結
晶
析
出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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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製
法
約
二
人
營
業
一
年
中
可
產
鹽
五
百
餘
斤
火
硝
約
八
百
斤
總
計
全
年
產
鹽
一
萬
二
三
千
斤
火

硝
二
萬
六
七
千
斤
其
銷
路
小
鹽
全
供
本
境
住
戶
食
用
火
硝
爲
縣
境
內
外
製
花
炮
者
所
購
用
此
外
城
東

北
之
柳
兒
營
太
平
大
小
馬
庄
南
北
豆
公
屯
庄
城
東
南
魏
家
庄
東
西
陳
三
里
屯
高
祿
小
寨
各
村
亦
有
小

鹽
之
出
產
其
原
料
爲
堿
土
製
法
將
土
置
池
中
加
水
浸
之
藉
日
光
蒸
晒
不
產
火
硝

四

水
磨
碾

縣
境
滏
河
上
游
黑
龍
洞
石
橋
留
旺
等
村
地
勢
傾
斜
河
流
經
此
水
力
頗
大
該
村
人
等
設
有
水
碾
水
磨
甚

多
茲
分
爲
二
項
述
之

１

水
磨

有
香
磨
麵
磨
二
種
香
磨
約
十
餘
盤
專
供
磨
製
樹
之
根
枝
爲
製
香
之
粉
料
每
年
約
出
香
末

二
百
餘
萬
斤
行
銷
於
大
名
永
年
者
甚
多
麪
磨
約
二
十
餘
盤
用
以
磨
麥
玉
蜀
黍
豆
類
等
麪
粉
可
供

其
附
近
村
庄
及
彭
城
鎭
商
戶
人
等
之
食
用

２

水
輾

約
十
餘
座
專
爲
碾
製
從
水
冶
運
來
白
釉
原
石
之
用
每
碾
每
晝
夜
可
碾
石
八
百
四
十
斤
得

製
妥
泥
漿
七
百
七
十
斤
每
碾
每
年
可
碾
石
一
百
八
十
二
噸
按
水
碾
十
五
家
計
之
約
需
原
石
二
千

七
百
噸
每
年
共
製
釉
漿
二
千
五
百
噸
其
價
格
黑
龍
洞
每
洋
一
元
可
購
原
石
一
百
二
十
斤
在
彭
城

鎭
則
每
百
斤
漿
釉
値
洋
一
元
二
角
合
計
水
碾
每
年
共
獲
利
六
千
餘
元
︵
據
十
九
年
調
查
︶

五

草
紙

草
紙
爲

縣
用
稻
藁
所
製
之
紙
產
於
城
西
之
田
井
泥
河
蕭
家
庄
東
武
仕
龍
王
廟
等
各
村
農
民
製
此
者

約
有
百
五
十
家
製
法
以
稻
稭
爲
原
料
經
多
次
手
續
製
成
紙
穰
再
將
紙
穰
攪
入
水
池
中
用
平
竹
簾
之
繅

紙
屜
子
在
水
中
蕩
漾
使
紙
穰
之
纖
維
勻
附
於
竹
簾
之
上
卽
成
溼
紙
粘
於
光
滑
之
石
灰
墻
上
晒
之
卽
得

乾
紙
以
每
百
張
爲
一
刀
有
行
紙
莊
紙
老
連
紙
之
別
統
計
全
年
可
產
紙
二
百
餘
萬
刀
推
銷
於
鄰
縣
及
大

名
濟
南
一
帶
爲
最
多

六

黑
礬

黑
礬
之
原
料
卽
黃
鐵
礦
︵
卽
小
靑
煤
︶
製
法
將
礦
石
堆
置
鍋
內
燒
之
約
三
四
小
時
傾
入
水
中
浸
經
數

晝
夜
然
後
將
水
液
澄
出
入
鍋
熬
煑
待
水
分
蒸
發
卽
成
黑
礬
其
化
學
成
分
爲
硫
酸
鐵
作
媒
染
劑
用
行
銷

於
平
津
一
帶
每
百
斤
約
値
洋
十
五
元
約
計
每
年
產
額
爲
二
三
萬
斤
產
地
在
彭
城
鎭
街
兒
庄
臨
水
張
家

樓
南
大
峪
等
村

第
四
節

農
產
品

農
產
者
農
民
耕
作
所
生
產
之
物
品
也
吾
國
以
農
立
國
耕
作
之
法
起
自
原
人
凡
人
畜
食
品
之
所
需
與
夫

工
業
應
用
之
原
料
皆
惟
農
產
是
賴
茲
將
吾

之
農
產
物
分
別
述
之
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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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有
大
麥
小
麥
蕎
麥
三
種
小
麥
專
製
麵
粉
供
吾
人
食
料
白
露
節
後
播
種
芒
種
節
後
收
穫
產
區
多
在

漳
滏
兩
河
附
近
村
庄
大
麥
產
地
及
播
種
期
均
同
於
小
麥
而
收
穫
時
期
則
較
小
麥
略
早
其
效
用
爲

食
料
及
釀
造
之
用
蕎
麥
可
磨
粉
作
食
爲
禾
穀
補
助
之
食
用
植
物
也
惟
其
生
長
時
期
甚
短
約
兩
三

個
月
卽
可
成
熟
故
吾

種
者
多
在
水
旱
爲
灾
不
及
播
種
其
秋
禾
時
種
之

稻

有
水
稻
旱
稻
二
種
水
稻
中
又
有
粳
糯
之
分
粳
者
曰
大
米
食
用
釀
酒
供
用
最
繁
糯
者
曰
江
米
可
製

糕
餅
細
點
故
栽
種
者
頗
少
吾

產
稻
區
域
多
在
滏
河
兩
岸
尤
以
東
西
二
閘
附
近
爲
多
蓋
以
其
地

田
低
水
足
地
質
肥
美
於
稻
特
宜
漳
渠
一
帶
現
亦
有
種
者
但
不
及
滏
河
附
近
爲
優
耳
旱
稻
以
其
澆

灌
費
力
收
穫
不
豐
故
種
者
甚
少

穀

穀
子
去
殼
曰
小
米
爲
吾

之
重
要
農
產
性
喜
燥
忌
溼
夏
種
秋
穫
亦
有
春
種
秋
穫
者
產
穀
區
域
除

少
數
稻
田
外
均
可
種
植
尤
以
山
地
崗
地
爲
最
多
如
無
旱
蟲
大
灾
俱
可
得
美
滿
之
收
量

玉
蜀
黍

俗
名
棒
子
又
稱
玉
茭
爲
人
畜
最
普
通
之
食
料
播
種
收
穫
時
期
與
穀
子
略
同
產
區
以
漳
滏
沿

岸
爲
最
多
性
喜
水
分
夏
季
雨
稀
非
灌
漑
多
次
不
能
多
收
故
山
崗
旱
地
種
者
較
少

高
梁

分
紅
白
二
種
爲
造
酒
及
人
畜
食
料
性
耐
水
旱
春
種
秋
收
產
區
各
地
皆
宜
以
其
能
抵
抗
旱
澇
最

易
栽
種
者
也

荳

荳
之
種
類
甚
多
有
大
荳
豇
荳
黑
荳
綠
荳
等
之
別
皆
夏
種
秋
收
以
其
內
含
蛋
白
質
故
亦
爲
重
要
食

品

藕

卽
蓮
之
根
莖
有
紅
蓮
白
蓮
二
種
縣
境
滏
水
東
閘
一
帶
種
者
頗
多
生
食
煑
食
均
可
磨
製
藕
粉
行
銷

遠
近
其
葉
梗
蓮
房
均
入
藥
吾

所
產
之
藕
品
質
頗
佳
昔
爲
貢
品
今
則
每
年
輸
出
者
亦
不
少

蘿
蔔

有
紅
白
二
種
富
甘
味
及
滋
養
分
滏
河
流
域
種
者
頗
多
生
食
煑
食
均
可
白
蘿
蔔
子
可
入
葯
亦
名

萊
菔

甘
藷

屬
塊
根
食
物
煑
蒸
炙
燒
味
殊
甘
美
爲
副
食
品
又
可
製
粉
及
釀
酒

境
東
區
沿
沙
一
帶
種
者
頗

多

山
葯

屬
蔓
生
宿
根
根
身
肥
大
富
含
澱
粉
蒸
食
煑
食
均
佳
又
可
製
粉

葱

爲
調
味
料
莖
爲
有
皮
鱗
莖
下
白
上
綠
吾

水
田
村
莊
種
者
頗
多

蒜

爲
有
皮
鱗
莖
含
强
烈
臭
氣
爲
調
味
料
吾

光
祿
曲
溝
等
村
種
者
頗
多

白
菜

俗
稱
黃
芽
有
肥
大
柔
軟
之
葉
莖
爲
重
要
之
蔬
菜
以
縣
城
附
近
及
馬
頭
鎭
附
近
各
村
栽
種
爲
最

盛

韮

莖
白
而
有
扁
平
細
長
深
綠
之
葉
臭
味
與
葱
相
似
吾
縣
黑
龍
洞
於
冬
季
播
種
暖
床
正
月
刈
穫
爲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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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重
之
鮮
菜

菠
菜

亦
名
靑
菜
又
名
紅
根
菜
有
柔
嫩
甘
美
之
葉
富
含
葉
綠
素
食
之
能
淸
血
液
各
村
皆
種
之

茄
子

吾
縣
栽
種
極
盛
有
紫
白
二
色
形
狀
大
圓
爲
夏
秋
間
之
重
要
果
菜

蕃
椒

俗
稱
辣
椒
又
名
秦
椒
爲
調
味
之
辛
香
料
又
作
暖
胃
劑
於
田
間
附
帶
種
之

南
瓜

又
名
北
瓜
爲
富
於
甘
味
巨
大
普
通
之
果
菜
煑
食
烹
食
皆
宜
子
可
炒
食

西
瓜

在
盛
夏
時
爲
消
暑
止
渴
必
需
之
果
物
吾
縣
玉
曹
開
河
種
者
頗
多

冬
瓜

果
爲
大
橢
圓
形
直
徑
尺
餘
食
用
同
南
瓜

棉

幹
高
二
三
尺
葉
作
掌
狀
分
裂
花
五
瓣
各
色
皆
有
果
爲
桃
形
綻
後
予
被
白
色
長
毛
稱
之
曰
棉
供
織

物
及
其
他
各
種
之
用
子
可
搾
油
爲
燈
用
及
機
械
油
用
吾

各
地
多
產
之
有
柴
棉
美
棉
二
種
美
棉

絨
大
毛
長
收
穫
較
多
故
多
改
種
美
棉
而
柴
棉
則
日
見
減
少

蔴

有
大
蔴

苧
蔴

蓖
蔴

之
別
其
莖
皮
均
可
採
纖
維
供
本
境
製
造
粗
細
蔴
繩
之
用
惟
其
效
用
不

著
故
種
者
頗
少
蓖
蔴
子
可
榨
油
滓
可
充
肥
料

芝
蔴

莖
高
二
三
尺
其
嫰
葉
可
食
種
子
製
油
爲
重
要
附
食
物
滓
可
充
肥
料
吾

多
雜
種
於
棉
花
地
中

間
有
純
種
者
八
九
月
間
採
收
之

靛
藍

莖
高
二
三
尺
葉
互
生
可
製
藍
色
染
料
吾

滏
河
流
域
昔
日
栽
種
頗
盛
民
國
初
元
德
靛
東
漸
遂

皆
停
業
歐
戰
期
間
復
行
種
植
後
又
有
英
法
之
人
造
靛
輸
入
竟
永
無
復
活
可
能
矣
蓋
東
洋
之
油
料

染
料
夙
用
動
植
物
質
西
洋
則
因
科
學
發
明
則
用
礦
物
質
與
化
學
之
製
造
按
藍
葉
所
含
之
靑
藍
在

化
學
上
爲
那
夫
荅
林
之
誘
導
體
知
此
者
頗
多
然
能
製
此
者
惟
德
國
之
技
師
是
知
事
業
本
於
學
術

苟
無
學
未
有
不
失
敗
者
藍
不
過
其
一
端
耳

煙
草

爲
一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其
葉
精
製
可
以
燻
烟
香
味
頗
豐
爲
捲
烟
之
原
料
吾
人
在
交
際
場
中
以
及

恢
復
疲
勞
興
奮
精
神
每
多
用
之
惟
其
中
含
有
一
種
煙
精
︵
西
名
尼
可
靑
︶
多
用
則
受
毒
害
身
靑

年
尤
當
戒
之
吾

栽
種
在
淸
朝
入
關
以
後
近
以
外
洋
捲
煙
充
斥
本
縣
絲
煙
凋
零
故
今
日
反
不
如

昔
日
之
廣
惟
自
關
稅
自
主
以
還
外
商
多
就
地
採
取
材
料
種
煙
之
風
又
復
甚
熾
苟
能
注
意
改
善
品

質
亦
可
藉
得
高
價
增
進
收
入
也
栽
種
合
法
每
畝
收
量
可
在
二
百
斤
左
右

第
六
節

木
材

果
樹

木
材
爲
建
築
房
屋
柱
樑
檁
椽
之
用
又
爲
橋
梁
架
木
樁
木
及
製
造
傢
俱
舟
車
之
用
廣
藝
果
樹
造
成
園
林

旣
可
增
加
收
益
又
可
供
給
民
食
且
果
實
與
人
身
生
理
之
利
益
尤
非
淺
鮮
其
代
價
關
係
民
生
經
濟
至
爲

鉅
大
茲
將
吾
縣
所
產
之
木
材
及
果
樹
分
別
列
表
於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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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材
一
覽
表︵
附
說
明
︶

名

稱

種

別

產

地

說

明

槐

洋

槐

槐

普
通
農
村
及
山
溝

木
質
堅
美
爲
重
要
木
材
製
造
車
輛
之
最
良
材
料
也
且
其
葉
密
蔭
凉
故
人

多
喜
植
之

洋
槐
生
長
甚
速
惟
木
質
鬆
劣
較
楊
柳
不
如
也

楡

普
通
農
村
及
山
坡

幹
高
質
堅
棟
樑
材
也
但
此
樹
慣
生
毛
蟲
故
栽
植
於
院
內
者
較
少

椿

香

椿

臭

椿

千

枝

椿

普
通
農
村
及
山
坡

木
質
次
於
槐
楡
優
乎
楊
柳
普
通
門
窗
及
桌
椅
等
木
器
多
用
此
料

柳

垂

柳

柳

平
原
農
村
及
河
沿
沙
一

帶

性
愛
鬆
質
之
土
喜
長
温
潤
之
地
故
沿
河
及
沙
地
平
原
村
庄
爲
數
極
多
山

崗
地
極
少
木
質
雖
屬
鬆
劣
而
生
長
甚
易
且
速
故
人
恒
喜
植
之
普
通
器
及

棺
材
煤
窰
下
架
木
多
用
之

楊

靑

楊

白

楊

普
通
農
村
及
山
崗
沙
礆

等
處

靑
楊
葉
小
木
質
較
劣
楊
樹
葉
大
木
質
較
好
但
皆
幹
高
材
直
爲
建
築
棟
梁

造
棺
製
器
之
重
要
材
料

桐

普
通
農
村
及
山
坡

幹
高
葉
大
人
恒
喜
植
院
中
惟
其
移
栽
較
難
故
爲
數
尙
少
木
質
輕
鬆
性
頗

堅
久
箱
櫃
案
棺
等
器
多
用
之

柏

墳
廟
山
坡

性
極
耐
寒
葉
冬
不
凋
質
堅
耐
久
除
特
製
棺
槨
水
桶
外
餘
可
製
零
星
小
器

具

松

此
樹
縣
境
內
爲
數
極
少
故
其
用
處
產
區
均
不
甚
詳

桑

村
邊
園
角

質
堅
耐
久
農
民
以
其
名
稱
爲
喪
音
故
除
井
盤
及
水
車
用
此
外
餘
一
切
建

築
及
一
切
器
具
用
以
製
者
絕
少
且
栽
種
亦
多
在
園
邊
村
頭
其
葉
可
以
飼

蠶
其
皮
可
以
造
紙
因
蠶
葉
工
業
之
不
振
農
人
植
此
者
亦
屬
甚
少

杜

李

境
內
農
村
間
有
之
木
質
堅
脆
可
製
各
種
零
用
器
具
人
造
果
林
中
亦
有
取

其
上
半
接
以
梨
樹
者

苦

皮

境
內
間
有
之
木
可
製
器
皮
可
作
殺
蟲
劑

皂

莢

普
通
農
村

木
可
製
器
莢
可
爲
洗
濯
用
又
與
針
俱
爲
藥
料
品

楮

桃

山
坡
山
溝

其
皮
爲
造
紙
最
良
之
材
料
惜
地
方
工
業
不
振
故
其
用
亦
未
著
耳

果
樹
一
覽
表
︵
附
說
明
︶

名

稱

種

別

產

地

說

明

桃

大

桃

毛

桃

東
西
火
石
崗
等
村
及
沿

沙
一
帶

桃
多
係
人
工
栽
培
爲
農
林
附
業
一
種
最
大
收
入
如
將
果
園
就
地
宜
而
加

擴
充
補
助
農
業
經
濟
不
少

梨

黃

梨

紅

梨

同

右

同

右

杏

同

右

同

右

蘋

果

東
西
大
石
崗
及
山
中
果

園

同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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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紅

同

右

同

右

李

同

右

同

右

冬

果

城
南
孟
家
庄

同

右

核

桃

山
中
山
坡

核
桃
半
係
人
工
栽
植
半
係
自
然
生
成
皮
麻
質
堅
小
兒
年
節
恒
喜
玩
之
又

爲
藥
中
要
品
木
亦
可
製
器
具

柿

同

右

多
係
自
然
生
成
樹
主
略
加
保
護
之
縣
境
西
山
中
此
樹
極
多
乃
農
民
經
濟

最
大
之
補
助
也

軟

棗

同

右

軟
棗
果
實
最
小
可
製
炒
麵
亦
山
崗
農
民
食
品
之
一
也

石

榴

普
通
農
戶
家

石
榴
果
肉
子
多
食
之
不
若
桃
杏
惟
其
花
紅
似
燄
美
麗
異
常
故
農
民
多
願

栽
植
院
中
以
供
玩
賞

棗

凌

棗

棗

沙
田
及
普
通
村
中

凌
棗
鮮
食
甘
脆
可
口
晒
乾
經
冬
不
壞
糕
包
等
食
品
必
需
此
物
爲
農
民
之

一
大
收
入
也

葡

萄

長

葡

萄

圓

葡

萄

普
通
園
圃

葡
萄
甘
美
適
口
又
可
製
酒
園
邊
院
中
多
有
植
者

甜

子

南
孟
家
庄
及
沙
田
中

甘
美
可
口
境
內
產
此
尙
多

海

棠

普
通
農
戶
家

海
棠
果
實
最
小
滋
味
酸
甜
惟
其
花
色
極
爲
美
麗
農
家
間
亦
有
植
之
者

木

了

山
坡
山
溝

果
極
小
而
子
含
油
質
農
民
多
用
以
搾
油

味
異
常
麻
澁
爲
烹
飪
中
最
要
之
材
料

花

椒

同

右

酸

棗

同

右

果
小
味
酸
山
中
農
民
晒
乾
磨
之
爲
麵
食
之
能
開
口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