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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縣
之
有
志
猶
乎
家
之
有
乘
國
之
有
史
所
以
辨
彊
理
詳
沿
革
著

風
土
人
物
戶
口
財
賦
之
異
同
多
寡
爲
司
牧
之
先
導
者
也
自
唐
以

來
尙
矣

國
朝
設
官
咸
襲
明
制
知
一
郡
之
利
病
得
失
曰
知
府
知
一
縣
之
利
病

得
失
曰
知
縣
知
之
爲
義
必
徵
諸
掌
故
以
探
其
本
考
諸
時
變
以
察

其
末
而
後
始
終
先
後
如
視
諸
掌
出
而
與
士
民
圖
幸
福
無
異
家
人

婦
子
周
旋
一
室
之
中
語
無
弗
詳
情
無
弗
達
疾
苦
無
弗
知
是
焉
得

謂
志
乘
之
末
罔
補
於
吏
治
哉
關
東
爲
歷
代
邊
徼
我

世
祖
章
皇
帝
以
武
功
統
御
六
合
留
都
重
地
沿
守
軍
政
制
度
治
尙
闊
疏
文

具
勿
俻
乾
隆
以
降
自

欽
定
盛
京
通
志
百
二
十
卷
外
某
州
某
邑
紀
載
闕
如
日
俄
戰
後
官
制
革
新

行
政
性
質
之
完
密
駸
駸
甲
內
地
各
行
省
生
聚
敎
訓
治
日
繁
劇
采

摭
釐
訂
以
吿
來
者
此
固
負
地
方
之
責
者
所
有
事
也
就
海
邑
言
則

所
重
乎
志
者
厥
有
數
端
析
治
畫
壤
界
址
屢
更
不
可
不
志
者
一
興

學
設
警
庶
績
稱
最
不
可
不
志
者
二
新
政
經
費
地
方
稅
額
較
贏
於

鄰
邑
不
可
不
志
者
三
戰
爭
時
代
地
非
中
立
攸
關
於
民
瘼
不
可
不

志
者
四
歲
丙
午
武
進
管
公
洛
生
宰
斯
土
始
詔
鄕
人
士
各
輯
所
聞

以
俻
斠
錄
丁
未
夏
遷
守
奉
天
未
竟
厥
功
宜
興
陳
大
令
漱
六
繼
其

任
督
邑
紳
張
文
藻
趙
中
鵠
王
壬
林
等
續
成
之
未
付
梓
而
去
江
右

高
公
樸
盦
因
上
其
稿
於
民
政
使
者
未
幾
亦
徙
官
僕
之
來
距
管
公

之
去
兩
載
有
餘
陳
公
之
去
一
載
有
餘
高
公
則
爲
僕
舊
令
尹
耳
僕

方
欲
步
武
三
公
之
成
規
以
期
補
於
尺
寸
乃
不
數
月
而
僕
亦
過
班

去
任
矣
今
不
付
刋
日
久
且
散
佚
無
存
且
援
舊
必
吿
新
之
義
僕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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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未
久
愧
無
芻
献
爰
竟
斯
役
若
以
三
公
之
吿
諸
僕
者
吿
之
後
人

至
於
補
苴
而
增
益
之
竊
有
望
於
後
來
之
造
福
斯
土
者

宣
統
元
年
四
月
旣
望
升
用
知
府
署
海
城
縣
事
會
稽
金
衍
海
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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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

城

縣

志

歷
史

縣
　
境

在
唐
虞
爲
營
州
北
域
禹
貢
爲
靑
州
北
域
周
爲
幽
州
北
域
屬
朝
鮮

相
傳
爲
箕
子
受
封
地
秦
屬
遼
東
外
徼
漢
平
朝
鮮
置
四
郡
本
境
屬

元
莬
後
改
屬
樂
浪
魏
屬
平
州
晉
於
析
木
城
設
縣
屬
元
莬
隋
仍
入

高
麗
建
沙
卑
城
或
訛
爲
卑
奢
城
唐
平
高
麗
改
沙
卑
城
五
代
時
陷

入
渤
海
國
置
南
海
府
統
三
州
六
縣
遼
置
海
州
南
海
軍
統
臨
溟
一

縣
耀
濱
二
州
聖
宗
廢
南
海
府
置
海
州
以
臨
溟
縣
爲
海
州
治
金
改

澄
州
統
臨
溟
析
木
二
縣
亦
以
臨
溟
爲
州
治
元
省
州
縣
屬
遼
陽
路

明
太
祖
時
置
海
州
衞
隷
遼
東
都
指
揮
使
司

國
朝
順
治
十
年
置
本
境
初
隸
遼
陽
府
順
治
十
四
年
改
隸
奉
天
府

縣
　
城

卽
前
明
海
州
衛
故
址
城
本
係
土
牆
明
洪
武
九
年
指
揮
劉
成
砌
以

磚
周
圍
六
里
五
十
三
步
有
奇
高
三
丈
四
尺
門
四
東
曰
鎭
武
南
曰

廣
威
西
曰
臨
淸
北
曰
來
遠
池
深
一
丈
一
尺
闊
三
丈
五
尺
另
有
小

南
門
一

國
朝
天
命
八
年
守
將
戒
沙
烏
爾
坤
卽
舊
城
東
南
隅
建
新
城
周
二

里
百
七
十
六
步
東
仍
舊
城
之
鎭
武
門
西
二
門
南
北
各
一
門
順
治

十
年
知
縣
王
全
忠
復
開
拓
之
改
爲
南
二
門
東
西
北
各
一
門
仍
舊

稱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李
佩
華
再
開
廣
門
仍
舊
周
圍
八
里
三
百

四
十
步
有
奇

附
　
注

牛
莊
城
明
置
驛
於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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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
朝
天
命
八
年
重
修
設
城
守
周
圍
二
里
九
十
三
步
門
三
東
德
盛

西
外
攘
北
福
勝

析
木
城
漢
望
平
縣
地
晉
屬
元
莬
渤
海
置
花
山
縣
遼
改
析
木
又
置

銅
州
廣
利
軍
城
係
土
堡
周
圍
二
里
三
百
三
十
六
步
東
西
二
門

耀
州
城
遼
置
金
廢
其
城
基
周
圍
二
里
三
百
步
南
北
二
門

遼
隊
縣
在
縣
城
七
十
里
三
岔
河
東
岸
漢
置
金
廢

地
　
理

面
　
積

南
北
百
二
十
里
東
西
百
八
十
里
周
圍
沿
邊
線
曲
折
七
百
八
十
餘

里
西
南
海
岸
線
二
十
餘
里
全
境
計
一
萬
七
千
二
百
方
里

方
　
位

在
北
緯
四
十
度
五
十
九
分
東
經
六
度
二
十
二
分
北
緯
自
四
十
度

三
十
四
分
之
南
界
大
石
橋
起
至
四
十
一
度
十
分
北
界
騰
鰲
堡
止

東
經
自
五
度
四
十
八
分
西
桃
園
起
至
六
度
四
十
九
分
東
大
嶺
止

氣
　
候

全
境
氣
候
無
甚
差
別
寒
暑
進
度
亦
無
急
劇
之
變
異
騐
華
氏
表
夏

季
七
十
度
至
九
十
度
冬
季
三
十
度
或
二
十
度
不
等
東
境
地
高
距

海
較
遠
晴
多
雨
少
城
西
四
五
十
里
濱
河
窪
下
暑
雨
秋
霖
常
患
潮

濕

形
　
勢

本
境
東
部
多
山
西
部
多
水
中
部
北
部
地
勢
平
衍
爲
本
境
農
業
地

山
險
如
雲
峰
嶺
扼
東
西
孔
道
小
孤
山
爲
南
北
要
衝
均
爲
戰
守
必

爭
之
地
附
城
各
山
四
隅
分
峙
可
爲
犄
角
之
用
城
內
厝
石
山
俯
視

坿
城
屯
堡
歷
歷
在
目
居
高
臨
下
形
勢
佔
優
勝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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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
　
治

在
縣
境
適
中
之
地
稍
東
偏
北
距
省
二
百
四
十
里
治
所
設
城
內

交
　
界

東
至
雲
峯
嶺
九
十
里
岫
岩
州
鳳
凰
廳
遼
陽
州
接
界

西
至
西
桃
園
一
百
二
十
里
廣
𡩋
縣
接
界

南
至
大
石
橋
六
十
里
蓋
平
縣
接
界

北
至
鞍
山
站
六
十
里
遼
陽
州
接
界

東
北
至
台
溝
七
十
里
遼
陽
州
接
界

西
北
至
大
高
力
房
一
百
里
新
設
遼
中
縣
接
界

西
南
至
營
口
一
百
二
十
里
蓋
平
縣
接
界

東
南
至
小
孤
山
九
十
里
岫
岩
州
接
界

山
　
胍

本
境
正
東
東
南
山
胍
紛
歧
就
主
要
者
臚
舉
之

附
城
各
山
胍
由
城
東
攔
河
山
起
蜿
蜒
至
城
西
團
山
子
止

凡
七
小
山
列
左

攔
河
山
在
縣
治
東
南
五
里
踞
沙
河
北
岸
由
東
靈
諸
山
胍
分
支
山

脈
斜
迤
而
西
鰲
頭
山
俗
稱
玉
皇
山
在
城
東
南
隅
半
里
許

雙
山
子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山
胍
至
此
一
伏

歡
喜
嶺
在
城
西
北
隅
七
里
許

𡩋
家
山
其
形
似
魚
又
名
魚
山
在
城
西
三
里
許
山
多
古
蹟

團
山
子
在
城
西
六
里
許
形
如
蟹
又
名
蟹
山

厝
石
山
一
名
他
山
在
城
內
東
南
隅
盤
亘
半
里
許
山
前
爲
文
廟
儒

學
公
署
山
左
爲
娘
娘
廟
今
改
建
兩
等
學
堂
山
右
爲
文
昌
閣
今
改

建
公
園
山
脊
有
保
安
寺
今
改
建
單
級
小
學
堂
甲
午
之
役
日
人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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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
設
礮
臺
據
以
固
守

東
北
山
胍
由
︵
摩
雲
山
起
︶
分
三
支
南
支
南
行
曲
折
至

紅
崖
崗
止
中
支
西
北
行
曲
折
至
湯
池
及
新
台
子
止
北
支

北
行
蜿
蜒
至
正
北
三
鄕
管
飯
寺
止
凡
山
十
三
列
左

摩
雲
山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由
遼
界
雙
塔
嶺
來
脈

甕
圈
山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山
西
爲
前
後
茨
溝

白
家
大
嶺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紅
崖
崗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崗
西
卽
煙
台

白
石
寨
山
在
城
東
四
十
八
里
山
北
卽
白
石
寨
村

石
牌
樓
山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八
里
嶺
東
有
水
西
北
流
入
裏
遼
河
其

山
出
碾
磨
石

三
台
溝
山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玉
白
莊
山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湯
崗
子
山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山
東
有
溫
泉
沸
如
湯

鞍
山
在
城
北
六
十
里
北
爲
遼
界
山
有
洞
極
深
邃

老
虎
山
在
城
北
五
十
六
里

閔
家
山
在
城
北
五
十
五
里
騰
鰲
堡
東

管
飯
寺
山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相
傳
唐
太
宗
駐
蹕
山
植
棉
花

寶
石
山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係
小
土
山

正
東
山
胍
皆
發
源
︵
老
礦
山
︶
分
南
北
兩
大
支
由
東
而

西
南
支
由
盤
嶺
王
官
廠
等
山
至
滑
石
嶺
丁
家
峪
而
止
北

支
由
小
女
寨
至
東
靈
北
山
城
子
而
止
凡
山
三
十
二
列
左

老
礦
山
在
城
東
六
十
八
里
極
高
峻
盤
亘
六
十
餘
里
相
傳
產
金
銀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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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盤
嶺
在
城
東
六
十
里
山
路
共
十
餘
盤
與
遼
南
梨
寶
溝
接
界
上
有

石
門
極
險
要
僅
容
車
一
軌

道
士
帽
山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雲
長
嶺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一
名
老
爺
嶺
其
山
產
石
絨
最
富

九
道
嶺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向
無
車
道
近
始
修
路
行
車

五
鳳
山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山
有
古
洞

元
寳
山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山
下
卽
樓
房
村
有
樓
以
藏
內
務
府
貢
物

偏
南
有
仙
人
溝
爲
周
寬
修
道
處

康
家
峪
山
在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產
石
灰
有
灰
窰
六
座

滑
石
嶺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嶺
北
卽
勒
馬
峪

王
官
廠
山
在
城
東
六
十
里
有
金
礦
並
有
五
色
石

雙
頂
山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山
下
卽
朱
紅
峪
村

吉
魚
山
在
城
東
四
十
八
里
南
通
道
士
帽
山
形
如
吉
魚

材
木
溝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鳴
鐘
寺
在
其
東
因
山
頂
往
往
聞
鐘
聲

石
鞍
咀
山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馬
風
屯
在
其
東
山
多
怪
石
有
鞍
形
故

名山
咀
子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有
古
洞
石
穴

椅
子
山
卽
勒
馬
峪
南
山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石
門
嶺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山
勢
如
門
城
東
及
東
南
諸
山
水
會
流
下

歸
沙
河
皆
由
石
門
經
過
作
茶
壺
噴
水
狀
一
名
老
龍
口

丁
家
峪
在
城
東
十
餘
里

小
女
寨
山
在
城
東
六
十
里
山
勢
蜿
蜒
西
通
山
咀
子

太
平
嶺
在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山
勢
蔓
延
不
斷
山
根
有
頭
道
溝
土
牛

溝
等
小
村
落
數
處
山
口
外
爲
上
英
阿
村
產
砂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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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
道
嶺
在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與
馬
風
屯
山
對
峙
中
間
有
一
嶺
名
嶺

夾
空

木
柵
紅
嶺
在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嶺
下
卽
木
楂
河

鳳
翔
山
在
東
靈
北
距
城
二
十
里
卽
尙
王
墳
祖
山

東
靈
山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高
嶺
在
城
東
七
十
里

代
千
戶
屯
山
在
城
東
十
里
與
攔
河
山
相
接

大
台
溝
山
在
城
東
七
十
里

諸
葛
嶺
在
城
東
八
十
里
嶺
東
遼
界

什
司
縣
山
在
城
東
六
十
五
里
向
傳
其
山
有
石
線
數
道

廟
宇
嶺
在
城
東
八
十
里
嶺
東
遼
界

黑
魚
溝
山
在
城
東
二
十
八
里
南
卽
下
英
阿

北
山
城
子
在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東
南
山
胍
其
祖
山
有
三
一
︵
雲
峯
嶺
︶
其
胍
來
自
岫
岩

唐
王
山
入
境
後
由
東
而
西
分
三
支
南
支
由
潘
堡
至
老
牛

寨
村
南
止
中
支
由
石
頭
寨
至
接
文
寨
止
北
支
由
苗
塔
寺

至
茅
兒
寺
止
一
︵
小
孤
山
︶
其
胍
在
本
境
分
二
支
由
南

而
北
北
支
至
析
木
城
村
南
止
西
支
由
哈
達
嶺
至
李
瓦
房

村
南
山
止
一
︵
海
流
斑
山
︶
其
胍
分
二
支
東
北
支
約
北

行
十
七
八
里
至
松
樹
溝
西
支
由
白
土
嶺
西
行
蜿
蜒
北
折

至
英
城
子
等
山
止
凡
山
二
十
四
列
左

雲
峯
嶺
在
城
東
南
九
十
里
山
勢
險
峻
上
下
數
十
里
爲
赴
鳳
岫
必

由
孔
道
中
東
日
俄
之
役
皆
爲
險
要

松
樹
溝
山
在
城
東
南
六
十
五
里
其
山
多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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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牛
寨
山
在
城
東
南
五
十
五
里
山
南
爲
岫
界

接
文
寨
山
在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山
南
面
河

鵓
鴿
山
在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山
有
井
及
高
麗
城

苗
塔
寺
在
城
東
南
五
十
五
里
與
盤
嶺
相
連

蟒
洞
峪
山
在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山
北
有
蟒
洞
三
穴

臨
峒
峪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山
南
面
河

代
峒
峪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八
里
山
極
深
邃
甲
午
庚
子
居
民
多
在
此

避
亂

楊
家
峪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麻
兒
峪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缸
窰
嶺
在
城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出
紅
白
土
可
燒
琉
璃
瓦
　
盛
京
設

官
監
造

大
隈
山
在
城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梨
樹
溝
山
在
城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有
煤
礦
未
成

茅
菴
寺
山
在
城
東
南
十
五
里
山
頗
幽
勝
春
秋
佳
日
人
樂
登
臨

小
孤
山
在
城
南
東
偏
七
十
五
里
南
爲
盖
界
之
唐
王
山
東
爲
岫
界

之
兄
弟
山
三
峯
鼎
峙
一
徑
中
通
實
本
境
南
北
要
隘

溫
家
嶺
在
城
南
六
十
里
嶺
外
抵
河
河
東
岫
界

哈
達
嶺
在
城
南
七
十
里
日
俄
之
役
日
人
曾
設
伏
於
此

海
流
斑
山
卽
︵
龍
川
︶
在
縣
南
偏
東
八
十
里
其
高
度
爲
東
南
諸
山

之
最

八
岔
溝
山
在
城
南
五
十
里

下
房
身
山
在
城
南
五
十
五
里

白
土
嶺
在
城
南
七
十
里
海
蓋
分
界
地
勢
險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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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鷹
首
山
在
城
南
五
十
里

佛
溝
山
卽
︵
佛
爺
溝
︶
在
城
南
五
十
五
里
山
多
柞
樹
有
蠶
廠

蔭
子
峪
山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由
佛
爺
溝
山
支
出

三
角
山
在
城
南
三
十
五
里
尖
峯
聳
立
作
三
角
形

城
子
山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正
南
山
脉
祖
山
有
二
一
︵
靑
山
︶
其
脉
自
南
而
北
至
靑
山

懷
分
三
支
北
支
至
水
泉
山
止
西
支
由
白
家
嶺
北
折
至
秀

甲
峪
止
東
北
支
由
前
後
鶯
落
山
至
石
塔
寺
止
一
︵
板
石

山
︶
其
胍
自
蓋
界
聖
水
寺
來
入
境
後
紆
廻
北
行
分
二
支

東
北
支
由
棗
嶺
北
行
經
大
嶺
至
雙
泉
寺
止
正
北
支
由
蔡

家
溝
蜿
蜒
北
行
至
唐
王
山
止
凡
山
二
十
五
列
左

靑
山
在
城
正
南
四
十
里
盤
亘
平
兒
房
西
煙
台
等
處

靑
山
懷
在
城
南
三
十
六
里
山
勢
回
抱
故
名

鶯
落
山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灰
嶺
在
城
南
三
十
五
里
山
有
石
灰
礦

鏵
子
峪
在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產
石
灰
石

高
家
峪
在
城
南
二
十
四
里
產
石
灰
石

李
峪
在
城
南
二
十
三
里

靑
龍
山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山
巓
有
石
塔
山
勢
蜿
蜒
如
游
龍

水
泉
山
在
城
南
三
十
五
里

白
家
嶺
在
城
南
四
十
五
里

雙
泉
寺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板
石
山
在
城
南
六
十
三
里
山
產
靑
石
板

鴜
䳓
溝
在
城
南
五
十
三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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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大
嶺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棗
嶺
在
城
南
五
十
里
出
細
石
可
鐫
圖
章

蔡
家
山
在
城
南
五
十
里

石
棚
峪
在
城
南
四
十
五
里
山
有
石
棚
如
屋
形

南
盤
嶺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產
砂
金

毘
盧
寺
在
城
南
三
十
五
里
產
砂
金

傅
家
溝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產
砂
金

金
家
口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唐
王
山
在
城
南
十
里
山
多
古
蹟

西
南
路
山
胍
皆
發
源
於
︵
岳
州
山
︶
其
胍
由
南
而
北
綿
延

四
十
里
至
鄧
家
台
而
止
凡
十
小
山
依
次
列
左

岳
州
山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山
有
碧
霞
元
君
廟
爲
極
盛
會
塲

杏
樹
園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豬
龍
山
在
城
西
南
五
十
七
里

金
山
嶺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雙
頂
山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牛
頭
山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山
有
古
刹

妙
山
台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八
里

樓
子
峪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二
里

花
園
小
山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鄧
家
山
在
城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水
道

本
境
川
流
以
遼
河
爲
最
其
餘
注
遼
溝
河
無
慮
數
十
處
均
分
列
於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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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遼
河
源
出
長
白
西
北
諸
窩
集
中
爲
赫
爾
蘇
等
河
別
一
源
出
蒙
古

海
喇
喀
山
︵
在
克
什
克
騰
部
︶
東
麓
分
流
至
新
民
府
合
爲
巨
流
河

經
遼
中
至
三
黃
地
入
本
境
東
南
行
六
七
十
里
經
三
岔
河
口
與
北

來
之
渾
河
太
資
河
蛤
蜊
河
會
南
流
至
營
口
入
海

渾
河
源
出
長
白
納
綠
窩
集
中
西
北
流
入
英
額
邊
門
東
流
繞
省
城

之
西
南
折
至
遼
陽
小
北
河
與
太
資
河
會
合
流
至
小
河
口
入
本
境

土
人
名
裏
遼
河
復
南
行
過
黃
土
坎
與
蛤
蜊
河
會
過
蕭
姬
廟
西
南

行
至
三
岔
河
與
外
遼
河
合

蛤
蜊
河
由
遼
陽
至
三
尖
泡
西
入
本
境
南
行
六
七
十
里
至
黃
土
坎

與
渾
河
會

楊
柳
河
︵
卽
附
城
南
沙
河
︶
其
源
出
岫
界
分
水
嶺
與
縣
境
之
雲
峯

嶺
栗
子
園
三
水
分
流
至
析
木
城
合
而
西
北
流
至
石
門
嶺
有
王
官

廠
小
女
寨
之
山
水
來
會
衆
流
澎
湃
由
城
西
南
隅
蜿
蜒
而
西
至
牛

莊
東
南
黃
家
村
分
二
支
一
繞
城
之
東
而
北
至
蕭
姬
廟
入
裏
遼
河

一
繞
城
南
折
向
西
北
流
入
響
水
溜
汗
澤
中
一
由
城
西
南
隅
又
分

一
支
西
行
至
八
家
子
豬
爲
澤
河
水
淸
淺
不
利
行
舟
夏
令
山
水
漲

發
牛
莊
迤
北
瀕
遼
處
尙
可
通
行
舟
楫
河
西
麥
熟
居
民
多
用
船
沂

流
而
上
至
牛
莊
貿
易

八
里
河
源
出
東
南
水
泉
麓
向
北
流
經
老
爺
廟
村
南
折
向
西
北
歷

八
家
寨
子
山
後
至
坯
廠
與
傅
家
溝
南
來
一
支
水
會
而
西
流
經
柳

公
屯
至
藍
旂
口
西
南
豬
爲
澤

上
夾
河
源
出
正
南
盤
嶺
北
流
十
餘
里
至
塔
山
堡
與
兩
家
寨
南
來

之
水
會
歷
鄧
家
台
上
夾
河
至
于
官
屯
分
二
支
一
西
北
流
入
蓮
花

泡
一
西
流
直
趨
滾
子
泡
大
澤
中
蓮
花
泡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滾
子



 

海

城

縣

志

　
　
　
　
　
　
　
　
十
一

泡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轉
鄕
河
源
出
鐵
石
房
南
趙
家
壑
北
流
經
趙
家
堡
而
與
後
丁
橋
上

土
臺
之
水
會
折
而
西
南
過
楊
家
屯
與
老
邊
之
水
合
同
注
石
橋
子

迤
西
大
澤
中
每
遇
夏
水
漲
發
沿
河
七
十
餘
屯
皆
遭
水
患

鞍
山
河
源
出
東
北
雙
塔
嶺
北
流
至
文
洞
寨
折
西
行
八
九
十
里
至

小
河
口
入
裡
遼
河

前
五
道
河
源
出
台
溝
向
西
流
百
餘
里
至
開
河
城
注
入
裏
遼
河

淤
泥
河
在
岳
州
山
下
北
流
經
虎
獐
屯
折
西
與
樓
子
峪
土
台
子
北

來
之
水
會
又
折
西
南
二
十
餘
里
經
拉
拉
房
與
邱
家
坎
等
村
南
來

之
水
會
合
西
流
散
漫
故
夏
雨
漲
發
蓄
水
四
溢
正
南
西
南
二
鄕
區

域
盡
成
水
國

二
界
溝
在
田
莊
臺
西
南
三
十
里
居
民
頗
獲
魚
蝦
之
利

鄕
　
屯

本
境
劃
分
十
九
鄕
各
鄕
所
領
村
屯
大
小
名
目
列
表
於
左

︵
十
九
鄕
一
覽
表
︶

方
　
向

區
　
　
　
　
　
　
　
　
　
　
　
　
　
　
　
　
劃

附
　
　
　
城

正
　
　
　
東

東
　
　
　
南

正
　
　
　
南

西
　
　
　
南

正
　
　
　
西

西
　
　
　
北

正
　
　
　
北

東
　
　
　
北

一
　
　
　
鄕

第
　
一
　
鄕

第
　
一
　
鄕
　
　
　
　
第
　
二
　
鄕

第
　
一
　
鄕
　
　
　
　
第
　
二
　
鄕

第
　
一
　
鄕
　
　
　
　
第
　
二
　
鄕
　
　
　
　
第
　
三
　
鄕

第
　
一
　
鄕
　
　
　
　
第
　
二
　
鄕
　
　
　
　
第
　
三
　
鄕

第
　
一
　
鄕
　
　
　
　
第
　
二
　
鄕

第
　
一
　
鄕
　
　
　
　
第
　
二
　
鄕
　
　
　
　
第
　
三
　
鄕

第
　
一
　
鄕
　
　
　
　
第
　
二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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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各
村
屯
一
覽
表

戶別

鄕
名

五
百
戶
以
上

三
百
戶
以
上

二
百
戶
以
上

一
百
戶
以
上

不
及
一
百
戶

不
及
五
十
戶

計

附
城
一
鄕

三
　
里
　
橋

驗
　
軍
　
堡

大
　
甲
　
屯

荒
　
嶺
　
子

大
　
王
　
屯

大
道
八
里
河

安
　
村
　
堡

山
　
　
　
後

二
　
台
　
子

大
　
河
　
沿

小
　
甲
　
屯

響
　
　
　
塘

腰
　
　
　
屯

楡
樹
錢
子

五
　
廟
　
屯

蘇
　
家
　
堡

玉
皇
山
村

小
　
河
　
沿

小
　
王
　
屯

前
石
井
堡

後
石
井
堡

團
　
瓢
　
子

攔
　
河
　
山

張
家
園
子

雙
　
山
　
子

甜
　
水
　
溝

羅
家
園
子

箭
　
樓
　
子

水
　
涯
　
屯

白
　
廟
　
子

郭
　
家
　
屯

敎
　
　
　
塲

團
　
山
　
子

徐
家
園
子

統
　
計

三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正
東
一
鄕

什
　
司
　
縣

朱
　
紅
　
峪

廟
　
宇
　
嶺

台
　
　
　
溝

上
河
魚
溝

下
河
魚
溝

上
　
英
　
窩

下
　
英
　
窩

大
　
坎
　
子

三
　
道
　
溝

馬
　
風
　
屯

范
勒
馬
峪

王
　
官
　
　

石
　
門
　
嶺

傅
　
家
　
溝

中
河
魚
溝

邦
石
頭
堡

山
　
城
　
子

大
　
泡
　
子

小
　
女
　
寨

大
　
茨
　
溝

腰
　
　
　
屯

四
　
道
　
溝

東
　
　
　
靈

大
　
房
　
身

孟
　
官
　
屯

嶺
　
夾
　
空

大
　
　
　
隈

楊
勒
馬
峪

孔
勒
馬
峪

老
爺
廟
溝

康
　
家
　
峪

樓
　
　
　
房

英
　
房
　
子

石
　
安
　
嘴

前
馬
風
屯

槎
　
木
　
溝

楊
家
南
溝

嶺
　
　
　
後

南
　
　
　
溝

土
　
牛
　
溝

頭
　
道
　
溝

山
　
嘴
　
子

小
　
房
　
身

下
　
佃
　
子

二
　
道
　
溝

代
　
子
　
溝

陳
勒
馬
峪

前
　
　
　
溝

後
　
腰
　
嶺

前
　
腰
　
嶺

媽
　
媽
　
街

梨
　
樹
　
溝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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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統
　
計

二

一
　
　
二

二
　
三

一
　
六

三
　
五

東
南
第
一
鄕

八
　
里
　
河

大
　
新
　
屯

東
丁
家
峪

沈
　
官
　
屯

秀
　
甲
　
峪

英
　
城
　
子

鈔
　
鐵
　
河

牌
　
樓
　
屯

梨
　
樹
　
溝

廟
　
兒
　
溝

水
　
　
　
泉

三
　
道
　
溝

羅
　
家
　
堡

鍾
　
家
　
台

王
　
家
　
坎

里
　
　
　
峪

高
　
家
　
峪

鏵
　
子
　
峪

黃
　
單
　
屯

楊
　
家
　
店

二
　
道
　
溝

頭
　
道
　
溝

西
丁
家
峪

小
　
新
　
屯

　
　
　
　
溝

轉
　
灣
　
子

蝎
　
蛄
　
溝

老
　
母
　
溝

三
　
道
　
溝

趙
家
堡
子

前
草
廟
子

後
草
廟
子

山
　
城
　
子

范
　
家
　
峪

代
　
家
　
溝

計

統
　
計

二

九

九

一
　
五

三
　
五

東
南
第
二
鄕

板
　
子
　
屯

海
　
龍
　
川

三
　
角
　
山

石
　
柱
　
溝

石
　
頭
　
寨

接
　
文
　
寨

大
　
　
　
嶺

靑
　
山
　
懷

潘
　
家
　
嶺

白
　
河
　
溝

煙
　
　
　
台

印
　
子
　
峪

楊
　
家
　
峪

缸
　
窰
　
嶺

佛
　
爺
　
溝

楊
　
家
　
溝

後
鶯
落
山

牌
　
　
　
房

八
　
岔
　
溝

龐
　
家
　
店

楡
　
樹
　
房

黑
　
金
　
寨

老
　
達
　
堡

析
　
木
　
城

石
　
頭
　
寨

平
　
兒
　
房

腰
　
　
　
屯

葦
　
子
　
溝

蘇
　
家
　
堡

前
鶯
落
山

路
　
　
　
沿

柳
　
樹
　
溝

候
　
　
　
堡

英
　
首
　
溝

打
　
白
　
虎

三
　
家
　
子

前
柳
官
屯

後
柳
官
屯

林
　
洞
　
峪

老
　
牛
　
寨

腰
　
　
　
屯

小
　
坎
　
子

龍
　
王
　
廟

柳
　
樹
　
溝

小
　
　
　
嶺

廣
　
塔
　
寺

同
　
房
　
身

郭
　
家
　
溝

灣
　
　
　
溝

大
　
坎
　
子

前
　
腰
　
屯

後
　
腰
　
屯

孤
　
家
　
子

拉
　
子
　
溝

王
　
家
　
堡

梨
　
樓
　
堡

大
　
梨
　
溝

顧
　
家
　
堡

郝
　
家
　
堡

銀
　
塔
　
寺

塔
　
子
　
溝

大
　
房
　
身

碓
　
子
　
峪

前
　
　
　
溝

代
　
同
　
峪



 

海

城

縣

志

　
　
　
　
　
　
　
　
十
四

珠
　
現
　
屯

魏
　
家
　
堡

姑
　
嫂
　
石

代
　
子
　
溝

老
　
牛
　
背

修
　
家
　
堡

尹
　
家
　
堡

小
　
　
　
峪

拉
　
木
　
房

田
　
　
　
堡

韓
　
　
　
堡

瓦
　
　
　
房

周
　
　
　
堡

宋
　
　
　
堡

松
　
樹
　
溝

李
　
瓦
　
房

善
　
馬
　
堡

下
　
房
　
身

紅
　
嶺
　
子

候
　
家
　
子

郭
　
家
　
窰

麻
　
兒
　
峪

黃
　
瓦
　
窰

獐
　
山
　
峪

代
　
家
　
溝

王
　
　
　
堡

劉
　
　
　
堡

葉
　
　
　
堡

張
　
　
　
堡

烏
　
　
　
堡

小
　
寨
　
嶺

二
　
道
　
溝

安
　
家
　
堡

雙
　
廟
　
子

趙
　
家
　
堡

羅
　
家
　
堡

蘇
　
家
　
堡

大
松
樹
溝

小
松
樹
溝

石
　
嶺
　
子

火
　
石
　
嶺

鴜
　
䳓
　
溝

石
　
口
　
子

金
　
家
　
屯

統
　
計

四

二

一
　
五

一
　
九

六
　
九

一
〇
九



 

海

城

縣

志

　
　
　
　
　
　
　
　
十
五

正
南
第
一
鄕

毛
　
祁
　
屯

傅
　
家
　
溝

官
　
　
　
屯

小
　
　
　
河

商
　
家
　
台

葫
　
蘆
　
峪

絞
　
千
　
屯

毘
　
盧
　
寺

盤
　
　
　
嶺

興
　
隆
　
屯

後
　
兩
家
寨

常
　
家
　
溝

丁
　
家
　
溝

佟
　
家
　
溝

何
　
家
　
溝

山
　
西
　
頭

花
　
　
　
峪

丁
八
里
河
子

趙
八
里
河
子

石
　
棚
　
峪

張
　
家
　
堡

趙
　
家
　
溝

董
　
家
　
溝

前
兩
家
寨

蔡
　
家
　
堡

雙
　
台
　
子

曲
八
里
河
子

八
　
家
　
寨

山
　
咀
　
子

統
　
計

一

二

六

一
　
　
一

九

二
　
九

正
南
第
二
鄕

虎
　
莊
　
屯

鐵
　
石
　
房

石
　
廟
　
子

前
邱
家
坎
子

分
　
水
　
堡

岳
　
　
　
州

西
老
古
林
子

後
邱
家
坎
子

東
拉
拉
房

上
　
土
　
台

趙
　
家
　
堡

西
　
老
　
邊

後
石
橋
子

老
古
林
子

轉
　
湘
　
河

前
老
古
林
子

道
　
士
　
屯

大
　
公
　
堡

柳
　
家
　
屯

小
　
腰
　
屯

西
拉
拉
房

大
　
房
　
身

三
　
道
　
嶺

高
　
山
　
台

玉
　
子
　
溝

張
家
堡
子

石
　
橋
　
子

後
　
平
　
房

杏
　
樹
　
園

楊
家
窩
棚

王
　
家
　
莊

東
花
英
台

前
丁
家
橋

高
　
家
　
堡

下
　
土
　
台

蕭
　
家
　
堡

後
雙
井
子

南
　
老
　
邊

于
家
窪
子

西
花
英
台

金
　
家
　
屯

前
石
橋
子

侯
家
油
房

大
　
官
　
屯

三
　
家
　
子

靑
　
花
　
峪

郭
　
家
　
堡

長
　
山
　
子

小
　
　
　
邊

杜
　
家
　
堡

韓
　
家
　
堡

石
　
頭
　
地

產
　
　
　
溝

范
　
家
　
堡

陳
　
家
　
堡

盧
　
家
　
堡

後
丁
家
橋

鄭
　
家
　
堡

孫
　
家
　
堡

小
李
家
堡

于
家
佃
子

東
　
老
　
邊

東
　
雙
　
井

六
　
間
　
房

周
　
家
　
崗

朱
　
家
　
屯

前
雙
井
子

博
家
窪
子

三
　
家
　
子



 

海

城

縣

志

　
　
　
　
　
　
　
　
十
六

統
　
計

二

一

一

一
　
〇

二
　
四

三
　
一

六
　
九

西
南
第
一
鄕

小
　
馬
　
頭

感
　
王
　
寨

上
　
夾
　
河

土
　
臺
　
子

東
柳
公
屯

坯
　
　
　
　

後
　
三
　
家

西
　
粮
　
窩

小
老
德
勝
臺

下
　
夾
　
河

龍
　
臺
　
堡

朱
　
家
　
屯

前
塔
山
堡

蓋
　
家
　
屯

前
樓
子
峪

西
柳
公
屯

于
　
官
　
屯

後
古
樹
子

老
　
君
　
屯

西
古
樹
子

東
　
粮
　
窩

小
感
王
寨

腰
小
臺
子

東
　
大
　
臺

前
三
家
子

新
　
立
　
屯

後
塔
山
堡

後
樓
子
峪

中
　
央
　
堡

東
古
樹
子

馬
　
圈
　
子

湘
　
水
　
泊

石
　
橋
　
子

西
廟
山
子

高
　
山
　
臺

趙
　
井
　
子

老
德
勝
臺

前
　
粮
　
窩

鴨
　
子
　
　

范
　
家
　
屯

前
小
臺
子

西
　
大
　
臺

高
　
臺
　
堡

葉
　
身
　
堡

白
　
家
　
堡

劉
　
家
　
堡

葛
家
窩
棚

長
　
　
　
溝

西
小
河
沿

東
小
河
沿

腰
　
　
　
街

賈
　
家
　
街

煙
　
　
　
里

東
　
門
　
口

黃
　
家
　
屯

曹
　
家
　
屯

趙
　
家
　
屯

東
廟
山
子

羅
　
家
　
屯

盧
　
家
　
屯

前
鄧
家
臺

甜
水
井
子

大
　
　
　
道

公
　
　
　
懷

麒
　
麟
　
村

南
　
　
　
窰

後
小
臺
子

統
　
計

一

三

六

一
　
六

一
　
九

二
　
二

六
　
七

西
南
第
二
鄕

劉
　
家
　
堡

連
　
三
　
屯

東
　
高
　
坎

老
　
爺
　
廟

靑
　
堆
　
子

賞
　
軍
　
台

董
家
堡
子

南
　
高
　
坎

吉
　
南
　
府

趙
　
家
　
屯

懷
　
子
　
泊

大
　
房
　
身

安
　
家
　
堡

北
　
老
　
灣

鮑
　
家
　
街

牛
牧
養
子

大
柳
樹
溝

牛
　
圈
　
子

大
　
房
　
身

馬
　
家
　
坨

李
家
窩
棚

白
　
家
　
堡

黃
　
家
　
店

大
　
高
　
坎

西
　
高
　
坎

太
　
平
　
堡

後
中
心
堡

前
中
心
堡

東
　
昌
　
堡

靑
　
城
　
子

後
　
劉
　
家

西
古
樹
子

東
靑
堆
子

大
　
前
　
屯

趙
家
堡
子

四
牧
養
子

後
　
林
　
子

陳
　
家
　
窪

鳳
凰
佃
子

孤
　
家
　
子

太
　
平
　
庄

十
　
間
　
房

東
　
　
　
溝

東
古
樹
子

北
　
崗
　
子

白
　
蒿
　
溝

白
　
草
　
窪

中
柳
樹
溝

雞
　
爪
　
溝

月
　
牙
　
子

董
家
堡
子

獐
　
子
　
溝

黑
　
英
　
台

小
　
坎
　
子



 

海

城

縣

志

　
　
　
　
　
　
　
　
十
七

潮
　
溝
　
沿

大
　
公
　
灣

靑
　
田
　
咀

烟
　
家
　
街

南
小
房
身

小
　
南
　
塘

苗
　
家
　
店

四
　
家
　
子

董
小
房
身

北
小
房
身

白
　
家
　
塘

黃
　
家
　
塘

張
　
家
　
塘

石
　
佛
　
寺

綠
　
千
　
塘

西
　
拙
　
子

外
　
林
　
子

黃
　
家
　
塘

魏
　
家
　
塘

塘
　
　
　
房

王
　
家
　
街

李
　
家
　
街

平
　
家
　
屯

林
　
家
　
堡

魏
　
家
　
塘

八
　
家
　
子

統
　
計

六

一
　
四

二
　
二

三
　
八

八
　
〇

西
南
第
三
鄕

田
　
莊
　
台

白
　
家
　
屯

蔡
　
家
　
屯

西
　
窪
　
子

腰
　
道
　
子

團
　
瓢
　
子

計

統
　
計

一

二

一

二

六

正
西
第
一
鄕

牛
　
　
　
莊

藍
　
旗
　
堡

堡
　
　
　
屯

韓
　
屯
　
子

西
沙
河
沿

新
　
開
　
河

要
　
家
　
屯

東
三
臺
子

雙
　
臺
　
子

新
　
河
　
屯

四
　
臺
　
子

好
　
大
　
碑

水
　
寨
　
子

大
二
臺
子

大
干
河
堡

白
　
旗
　
堡

子
　
芳
　
屯

朱
家
窪
子

官
沙
河
沿

大
四
方
臺

孔
　
家
　
屯

腰
　
　
　
屯

大
楡
樹
堡

雙
　
龍
　
臺

前
三
臺
子

東
干
河
堡

何
沙
河
沿

鮑
沙
河
沿

下
　
堡
　
子

二
　
道
　
溝

魏
　
家
　
屯

小
楡
樹
堡

小
帖
嶺
台

唐
家
窪
子

前
頭
臺
子

後
頭
臺
子

東
　
園
　
子

八
　
間
　
房

螞
　
蟻
　
屯

何
　
家
　
屯

北
　
溝
　
沿

後
　
　
　
窰

楊
　
家
　
屯

缸
家
窩
棚

雙
　
當
　
舖

千
　
溝
　
子



 

海

城

縣

志

　
　
　
　
　
　
　
　
十
八

統
　
計

二

五

一
　
四

一
　
〇

一
　
五

四
　
六

正
西
第
二
鄕

後
紅
草
泊

太
　
平
　
莊

老
　
牆
　
頭

曾
　
家
　
屯

西
蕭
姐
廟

新
　
立
　
屯

前
郭
家
臺

前
靑
臺
子

前
紅
草
泊

剪
　
子
　
口

藍
　
旗
　
口

長
　
屯
　
子

西
　
　
　
舖

腰
　
　
　
屯

滾
　
子
　
泊

里
家
窩
棚

響
　
水
　
溜

八
　
家
　
子

頭
　
臺
　
子

二
　
臺
　
子

三
　
臺
　
子

東
四
台
子

後
靑
臺
子

後
郭
家
臺

蓮
　
花
　
泊

丁
　
家
　
圍

王
　
相
　
屯

曹
　
家
　
屯

北
海
淸
灣

呂
　
家
　
臺

羅
　
卷
　
溝

豆
家
窩
棚

范
家
窩
棚

小
李
家
窩
棚

顧
家
窩
棚

潘
家
窩
棚

劉
家
佃
子

董
　
家
　
塘

耿
　
龍
　
屯

王
家
窩
棚

弔
水
樓
子

石
　
橋
　
溝

鴨
　
子
　
廠

南
海
淸
灣

外
　
皮
　
子

黑
　
魚
　
溝

楊
　
家
　
屯

李
　
家
　
屯

吳
　
連
　
子

計

寗
　
家
　
圍

戚
　
家
　
圍

統
　
計

四

一
　
四

一
　
　
一

二
　
二

五
　
一

正
西
第
三
鄕

上
　
口
　
子

小
亮
子
溝

高
　
坎
　
灣

高
　
　
　
坎

大
　
房
　
身

碾
　
子
　
房

蓋
　
家
　
堡

西
牛
堡
城
子

大
亮
子
溝

鯉
　
魚
　
溝

利
科
劉
家
店

哈
　
巴
　
臺

新
　
　
　
屯

曹
　
家
　
灣

高
　
家
　
屯

南
小
庄
子

龐
　
家
　
店

中
　
央
　
堡

正
　
家
　
屯

郭
　
家
　
屯

靑
風
卷
子

楡
　
樹
　
臺

曾
　
家
　
屯

桑
　
林
　
子

白
　
家
　
舖

朱
　
家
　
舖

灣
　
崗
　
子

小
　
房
　
身

窰
　
　
　
上

吉
　
家
　
屯

大
　
平
　
房

藥
　
王
　
廟

佟
家
窩
棚

新
　
立
　
屯

拉
　
拉
　
屯

大
　
　
　
井

二
　
界
　
溝

平
　
安
　
河

斗
　
溝
　
子

通
　
子
　
溝

小
獐
子
溝

小
　
林
　
子

韓
　
家
　
塘

馬
　
家
　
塘

小
亮
子
溝

北
窪
地
溝

南
窪
地
溝

八
　
家
　
子

排
　
廟
　
子

石
　
廟
　
子

小
　
平
　
房

老
　
網
　
鋪

張
　
家
　
屯

臺
　
子
　
前

孫
　
家
　
窩

小
　
庄
　
子

紅
　
草
　
窪

有
　
雁
　
溝

大
獐
子
溝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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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上

　
網
　
舖

溝
　
　
　
沿

黃
　
金
　
帶

小
　
　
　
邊

馬
　
家
　
房

家
　
掌
　
寺

東
　
　
　
台

官
　
家
　
舖

七
　
家
　
子

八
　
家
　
子

小
　
　
　
窪

小
三
家
子

夾
　
信
　
子

大
　
溝
　
坨

小
碾
子
房

馬
　
圈
　
子

廟
　
崗
　
子

剛
　
皮
　
嶺

七
　
臺
　
子

靑
　
蓮
　
泊

後
　
　
　
崗

蔡
　
家
　
舖

馬
　
家
　
舖

孫
劉
家
臺

于
　
家
　
舖

鞠
　
家
　
舖

藤
　
家
　
舖

安
　
家
　
舖

楊
　
家
　
舖

小
狐
狸
臺

二
　
道
　
邊

霍
　
家
　
舖

任
　
家
　
店

後
家
掌
寺

唐
　
家
　
舖

破
帽
子
店

大
　
崗
　
子

葉
　
家
　
鋪

雙
　
廟
　
子

付
　
家
　
鋪

藍
　
家
　
鋪

瓜
　
　
　
鋪

小
　
石
　
橋

小
　
狼
　
窩

大
　
狼
　
窩

韓
　
家
　
鋪

大
狐
狸
臺

馬
　
家
　
鋪

劉
　
家
　
屯

東
　
桃
　
園

西
　
桃
　
園

大
　
　
　
窪

窪
　
邊
　
子

馬
　
　
　
道

北
小
房
身

疙
　
疸
　
樓

蓮
　
花
　
舖

牛
　
家
　
鋪

孫
　
家
　
舖



 

海

城

縣

志

　
　
　
　
　
　
　
　
二
十

南
窪
地
溝

北
窪
地
溝

韓
　
家
　
塘

董
　
家
　
塘

馬
　
家
　
塘

小
　
林
　
子

蘇
　
家
　
塘

東
　
溝
　
沿

統
　
計

一

六

一
　
六

三
　
一

七
　
二

一
二
六

西
北
第
一
鄕

高
　
坨
　
子

桑
　
樹
　
溝

金
　
坨
　
子

八
　
面
　
湖

于
家
坨
子

公
　
家
　
地

溫
　
香
　
湖

前
　
　
　
湖

後
黃
土
坎

前
黃
土
坎

堆
　
玉
　
坨

楊
　
坨
　
子

穆
　
家
　
套

東
菱
角
泊

萬
　
里
　
壑

狼
　
　
　
窩

老
　
鸛
　
窩

牛
　
圈
　
子

小
高
力
房

白
家
窩
棚

楊
　
家
　
房

大
　
魚
　
河

小
馬
蜂
泊

三
道
崗
子

夾
　
信
　
子

李
家
臥
子

老
　
燒
　
鍋

雞
　
爪
　
溝

許
　
坨
　
子

八
　
面
　
湖

黃
　
土
　
坎

黃
　
土
　
坎

計

前
雙
岔
子

後
雙
岔
子

前
新
立
屯

白
　
土
　
台

槐
　
子
　
泊

刀
　
把
　
子

靑
　
馬
　
泊

穆
家
套
子

北
新
立
屯

二
　
夾
　
溝

鐵
　
石
　
房

前
鐵
石
房

小
　
房
　
身

前
石
灰
窰

後
石
灰
窰

腰
石
灰
窰

興
　
隆
　
溝

後
　
房
　
身

三
　
家
　
子

荒
　
　
　
地

猪
　
咀
　
河

丁
家
窩
棚

統
　
計

二

八

一
　
四

三
　
〇

五
　
四



 

海

城

縣

志

　
　
　
　
　
　
　
　
二
一

西
北
第
二
鄕

大
高
力
房

小
高
力
房

東
　
　
　
曾

鍋
　
撐
　
子

黃
家
口
面

槐
　
子
　
泊

韮
　
菜
　
臺

歐
利
坨
子

紅
旗
養
子

南
夾
信
子

北
夾
信
子

王
家
坨
子

大
　
柳
　
樹

象
　
鼻
　
子

棗
　
木
　
溝

後
　
養
　
子

三
　
荒
　
子

層
　
　
　
口

偏
　
養
　
子

韓
　
坨
　
子

四
　
大
　
地

香
　
水
　
泊

平
　
臺
　
子

秦
　
家
　
臺

六
　
臺
　
子

計

統
　
計

一

一

六

五

一
　
　
二

二
　
五

正
北
第
一
鄕

耿
　
庄
　
子

張
　
胡
　
臺

甘
　
泉
　
堡

前
後
柳
河
子

後
柳
河
子

大
莫
七
屯

古
　
城
　
子

山
　
水
　
坨

蘇
　
馬
　
臺

後
雙
臺
子

周
　
小
　
屯

泥
　
溝
　
堡

楡
　
樹
　
臺

丁
　
家
　
橋

福
　
來
　
屯

管
　
飯
　
寺

鄧
　
家
　
臺

樹
　
林
　
子

土
　
城
　
子

交
　
界
　
臺

二
道
崗
子

孤
　
家
　
子

東
湯
兒
河

李
湯
兒
河

玉
湯
兒
河

寶
　
石
　
山

小
　
楡
　
樹

西
　
陳
　
家

雙
　
屯
　
子

計

雙
　
廟
　
子

雙
　
臺
　
子

駝
　
龍
　
寨

曹
　
家
　
窩

英
　
城
　
子

老
　
牛
　
圈

崔
　
家
　
莊

侯
　
家
　
屯

張
　
仙
　
屯

秦
家
堡
子

大
干
戈
屯

三
道
崗
子

大
　
河
　
沿

南
　
　
　
臺

後
干
戈
屯

楊
　
相
　
屯

小
　
河
　
西

下
　
甸
　
子

狼
　
　
　
窩

新
　
立
　
屯

達
　
子
　
營

石
　
廟
　
子

前
千
戈
屯

仙
　
里
　
村

小
　
莫
　
屯

統
　
計

一

一

六

二
　
一

八

一
　
七

五
　
四

正
北
第
二
鄕

大
　
旺
　
台

官
　
草
　
溝

邢
家
窩
棚

土
　
台
　
子

武
　
將
　
臺

一
　
堵
　
墻

荒
　
　
　
地

四
　
方
　
台

馬
　
家
　
屯

小
　
旺
　
臺

板
　
橋
　
子

鴨
　
子
　
泊

黃
　
金
　
廟

灰
菜
崗
子

□
　
湖
　
泊

西
　
房
　
身

于
家
窩
棚

後
　
　
　
台

張
　
家
　
街

蛤
　
螞
　
塘

計



 

海

城

縣

志

　
　
　
　
　
　
　
　
二
二

趙
　
皮
　
灣

子
　
芳
　
屯

火
　
石
　
臺

孫
家
旺
臺

古
　
樹
　
子

後
甘
溝
子

前
甘
溝
子

正
　
家
　
堡

北
　
崗
　
子

花
　
兒
　
泊

後
　
河
　
沿

曾
家
窩
棚

開
　
河
　
城

劉
　
家
　
臺

陳
　
家
　
臺

道
　
陽
　
溝

小
高
力
房

東
小
姐
廟

螞
　
蟻
　
屯

統
　
計

一

四

八

九

一
　
七

三
　
九

正
北
第
三
鄕

騰
　
鰲
　
堡

接
　
官
　
堡

新
　
台
　
子

周
　
正
　
堡

將
　
軍
　
屯

明
　
甲
　
山

金
　
家
　
台

大
　
羅
　
屯

石
　
橋
　
子

黃
　
沙
　
堡

西
王
鐵
屯

四
　
方
　
台

東
甘
溝
子

夏
　
家
　
堡

楊
家
窪
子

祥
　
家
　
屯

安
　
家
　
堡

東
王
鐵
屯

前
甘
溝
子

西
甘
溝
子

善
家
窩
棚

黃
　
線
　
屯

佃
　
池
　
溝

老
　
虎
　
屯

費
　
家
　
堡

小
　
荒
　
地

桂
　
香
　
堡

馬
家
窩
棚

計

麥
家
窩
棚

後
　
甘
　
溝

張
家
佃
子

小
　
佃
　
子

南
　
草
　
溝

小
楊
家
窩
棚

大
楊
家
窩
棚

路
家
窩
棚

古
　
城
　
剛

小
　
河
　
口

趙
　
家
　
臺

老
　
墻
　
頭

頭
一
覇
凶

珍
　
珠
　
門

穆
家
窩
棚

霍
家
窩
棚

吳
家
窩
棚

統
　
計

三

二

二

七

七

二
　
四

四
　
五

東
北
第
一
鄕

土
　
河
　
堡

王
石
頭
堡

鄥
　
家
　
窪

王
二
官
屯

靑
　
羊
　
臺

北
　
長
　
嶺

計



 

海

城

縣

志

　
　
　
　
　
　
　
　
二
三

苗
　
官
　
屯

代
千
戶
屯

腰
　
　
　
屯

東
　
艾
　
堡

二
　
道
　
河

前
　
紅
　
崖

周
　
紅
　
崖

楊
　
家
　
寨

煙
　
　
　
臺

雙
廟
紅
崖

鄥
梧
樹
屯

項
梧
樹
屯

西
　
艾
　
屯

陳
石
頭
堡

文
石
頭
堡

羅
　
相
　
堡

倉
　
官
　
屯

高
　
紅
　
崖

後
　
茨
　
溝

前
　
茨
　
溝

老
爺
廟
紅
崖

養
　
什
　
牧

𨶒
梧
樹
屯

西
臺
梧
樹
屯

後
五
道
河

前
五
道
河

立
　
家
　
堡

後
二
臺
子

前
二
台
子

馮
二
台
子

尤
梧
樹
屯

周
石
頭
堡

曹
石
頭
堡

景
石
頭
堡

統
　
計

一

一
　
〇

一
　
九

四
　
〇

東
北
第
二
鄕

大
　
　
　
屯

白
　
石
　
寨

侯
　
爵
　
屯

玉
白
莊
屯

四
　
家
　
子

解
　
家
　
堡

棗
　
　
　
峪

劉
　
家
　
臺

計

三
　
台
　
溝

石
　
牌
　
樓

向
　
陽
　
寨

湯
　
　
　
池

地
　
所
　
屯

活
　
龍
　
寨

李
　
氏
　
房

駋
　
馬
　
營

腰
　
　
　
屯

蔡
　
家
　
堡

小
　
嶺
　
子

菓
　
子
　
園

文
　
洞
　
溝

□
　
間
　
房

大
　
豹
　
峪

于
　
家
　
溝

黃
　
家
　
堡

老
　
虎
　
屯

鶯
　
不
　
落

統
　
計

四

四

八

一
　
　
一

二
　
七

總
計

一
　
〇

一
　
四

五
　
七

二
〇
五

二
五
三

四
五
三

九
九
二



 

海

城

縣

志

　
　
　
　
　
　
　
　
二
四

田
　
畝

官
有
地

刑
部
官
地
四
百
十
三
日
佃
戶
承
種
每
年
佃
戶
交
納
租
錢
早
年
解

交
刑
部
充
公
自
刑
部
裁
撤
後
解
交
財
政
局

蒙
古
招
募
隨
缺
地
一
萬
六
千
四
百
七
十
一
畝
三
分
由
佃
戶
承
種

每
年
應
交
官
租
向
係
省
城
旗
兵
自
行
領
取

公
有
地

溫
香
湖
學
田
地
二
千
九
百
零
六
畝
九
分
四
厘
一
毫
由
佃
戶
承
種

早
年
交
納
租
項
歸
本
城
書
院
經
費
今
改
歸
學
堂
由
勸
學
所
經
理

民
有
地

紅
册
地
十
九
萬
六
千
四
百
十
五
畝
民
人
原
有
紅
册
地
十
九
萬
八

千
五
百
八
十
四
畝
二
分
除
撥
給
岫
岩
一
千
八
百
四
十
三
畝
撥
給

遼
中
縣
一
百
六
十
九
畝
又
立
科
被
災
一
百
五
十
七
畝
二
分
今
凈

有
此
數

民
人
餘
租
地
三
萬
二
千
八
百
五
十
九
畝
四
分

民
典
旗
人
餘
租
地
九
千
零
七
十
七
畝
三
分
五
厘

滋
生
地
一
萬
零
六
百
六
十
八
畝
五
分
一
厘

升
科
地
九
千
二
百
零
八
畝
二
分
七
厘

加
賦
地
二
千
五
百
三
十
一
畝
一
分

學
田
地
九
百
九
十
七
畝

王
產
地

縣
境
莊
田
甚
多
其
確
實
數
目
尙
待
調
查

牛
莊
駐
防
所
轄
旗
地

內
倉
原
額
地
二
十
萬
零
三
千
零
六
十
四
畝



 

海

城

縣

志

　
　
　
　
　
　
　
　
二
六

執
　
業

士
一
萬
四
千
七
百
五
十
三
名

農
三
十
九
萬
五
千
四
百
三
十
四
名

工
二
萬
五
千
四
百
九
十
名

商
三
萬
四
千
七
百
八
十
一
名

無
業
者
二
十
二
萬
六
千
一
百
七
十
八
名

政
　
治官

　
職

知
縣
爲
地
方
官
正
堂
掌
全
縣
之
治
治
其
土
田
戶
口
徵
賦
稅
聽
詞

訟
等
而
達
其
治
於
道
府
署
內
設
吏
戶
禮
兵
刑
工
之
分
課
分
擔
其

各
事
務
合
之
倉
科
爲
七
科
設
典
吏
一
名
︵
改
名
稿
生
俗
名
經
承
︶

貼
書
多
寡
不
等
惟
刑
戶
房
因
事
繁
經
承
各
三
名
外
有
三
班
每
班

總
役
一
名
衙
役
二
十
七
名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裁
撤
二
班
只
留
頭
班

三
班
其
分
擔
事
項
揭
左

吏
科
掌
官
吏
之
任
免
黜
陟
併
爭
訟
之
収
受
呈
訟
等
事

戶
科
掌
關
戶
籍
徵
収
土
地
等
一
切
事
項

禮
科
掌
關
考
試
祭
典
旌
表
等
禮
儀
之
事

兵
科
掌
公
文
傳
遞
之
事

刑
科
掌
命
盜
及
監
獄
之
事

工
科
掌
衙
署
城
牆
橋
梁
等
營
繕
修
復
之
事
訟
事
之
涉
商
務
者

歸
之

倉
科
掌
米
倉
一
切
事
務

班
役
專
供
各
科
之
差
役
凡
差
傳
報
到
取
保
等
事
皆
其
責
任

典
史
爲
右
堂
掌
監
獄
併
娼
賭
等
惟
無
聽
訟
責
任
署
設
一
房
一
班



 

海

城

縣

志

　
　
　
　
　
　
　
　
二
七

分
擔
其
應
辦
一
切
之
事
項

巡
檢
爲
左
堂
掌
渡
口
之
政
令
初
設
時
在
牛
莊
西
三
岔
河
後
移
牛

莊
今
爲
冗
職

訓
導
爲
儒
學
正
堂
掌
考
試
併
學
宮
釋
典

牛
莊
駐
防

防
守
尉
︵
滿
缺
︶
爲
本
城
旗
署
長
官
掌
關
旗
人
之
行
政
事
務
除
徵

収
旗
地
草
豆
外
無
聽
受
地
方
詞
訟
責
任
署
內
設
兵
戶
工
三
科
不

異
於
縣
署
之
置
七
科
其
分
掌
事
項
如
左

兵
科
專
掌
軍
政
軍
餉
沿
道
之
防
備
及
傳
送
公
文
等
事

戶
科
主
掌
壯
丁
徵
稅
戶
婚
田
產
及
有
關
撫
恤
等
事

工
科
掌
城
牆
廳
舍
橋
梁
之
繕
修
營
治
事

筆
帖
式
一
員
︵
滿
缺
︶
隨
同
守
尉
主
管
徵
収
兼
管
牛
馬
梲
務
今
改

委
員
抽
収
筆
帖
式
遂
無
兼
管
責
任

防
尉
四
員
︵
滿
缺
三
漢
缺
一
︶
與
驍
騎
校
分
管
八
界
稱
爲
界
官
專

主
催
科
緝
捕
無
聽
訟
責
任
署
內
分
掌
事
項
者
亦
有
圖
記
等
名
稱

驍
騎
校
四
員
︵
滿
缺
︶
職
守
仝
上

倉
官
倉
外
郞
各
一
員
專
管
倉
務
前
已
奉
文
裁
撤

三
兩
領
催
五
名
以
催
科
爲
職
事

二
兩
領
催
三
十
五
名
以
催
科
爲
職
事

馬
甲
三
百
三
十
名

倉
軍
八
名

鐵
匠
二
名

鰥
寡
孤
獨
四
名

軍
　
事



 

海

城

縣

志

　
　
　
　
　
　
　
　
二
八

捕
盜
營
爲
海
城
舊
有
之
名
目
在
縣
署
西
皆
馬
隊
以
捕
盜
爲
責
任

縣
官
因
公
下
鄕
爲
之
護
衛
其
兵
官
額
缺
列
左

巡
官
一
名

什
長
四
名

馬
兵
三
十
六
名

訴
　
訟

訴
訟
舊
章
衙
門
有
許
可
之
官
代
書
遇
有
訴
訟
無
論
民
事
刑
事
必

赴
官
代
書
處
領
印
格
紙
寫
呈
今
裁
去
代
書
改
由
吏
房
寫
呈
於
三

八
日
放
吿
當
堂
接
呈
略
訊
其
大
槪
分
別
准
駁
當
堂
批
出
准
者
出

票
傳
案
結
案
時
房
班
皆
有
花
銷
光
緖
三
十
三
年
知
縣
管
鳳
和
創

立
十
九
鄕
鄕
會
所
凡
理
處
案
件
皆
歸
鄕
會
所
免
去
房
班
需
索
亦

漸
次
改
良
善
政

監
　
獄

拘
繫
罪
犯
之
處
一
班
封
一
牢
獄
班
封
尋
常
案
犯
罪
輕
者
入
之
牢

獄
斬
絞
案
犯
罪
重
者
入
之
牢
獄
向
在
縣
署
頭
門
內
之
西
今
移
縣

署
外
西
偏
習
藝
所
後
廂
房
五
間
門
向
東
房
外
餘
地
五
尺
餘
班
封

向
在
縣
署
頭
門
之
東
今
改
爲
拘
留
所
移
在
縣
署
道
南
東
偏
正
房

八
間
東
西
廂
房
六
間

巡
　
警

總
局
在
衙
東
偏
光
緖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王
順
存
創
立
保
甲
局
旋
改

爲
巡
警
局
局
設
巡
長
一
名
餉
糈
由
民
按
地
自
籌
官
不
經
手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管
鳳
和
到
任
乃
於
城
內
設
總
局
地
餉
照
前
改
由

官
放
局
內
分
五
科
設
科
長
科
員
等
職
分
列
於
左

庶
務
科
管
理
文
牘
往
復
及
考
核
功
過
一
切
承
上
啟
下
事
務



 

海

城

縣

志

　
　
　
　
　
　
　
　
二
九

書
記
科
辦
理
文
稿
圖
籍
繕
寫
測
繪
等
事

籌
備
科
專
管
出
入
會
計
款
項
並
銀
錢
物
品
之
収
藏

敎
練
科
敎
授
總
局
巡
警
操
法
並
現
行
警
察
章
程

戶

籍

兼

衞

生

科

專
司
稽
查
戶
口
旅
店
並
有
關
於
衞
生
等
事

外
統
六
分
局
二
十
七
分
區
附
城
一
區
隷
總
局
其
餘
分
隷
於
各
分

局
均
設
有
隊
官
巡
官
巡
弁
等
職
員
各
局
區
駐
所
及
馬
步
巡
人
數

配
置
表
列
後

局
　
區

官
　
弁

駐
　
所

馬
　
巡

步
　
巡

第
一
局

巡
　
官

耿
莊
子

二
七

名

三
六

一
區

巡
　
弁

楊
相
公
屯

一
八

二
區

騰
鰲
堡

九

一
八

三
區

一
堵
墻

九

一
八

四
區

新
台
子

一
八

一
八

第
二
局

巡
　
官

牛
　
莊

一
八

四
九

一
區

巡
　
弁

溫
香
湖

九

九

二
區

高
坨
子

一
八

一
八

三
區

大
高
力
房

一
八

一
八

四
區

郭
家
台

一
八

二
七

第
三
局

巡
　
官

感
王
寨

九

一
八

一
區

巡
　
弁

小
馬
頭

九

九

二
區

虎
獐
屯

九

九

三
區

石
橋
子

九

一
八

四
區

十
間
房

九

一
八

五
區

石
佛
寺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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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三
十

第
四
局

巡
　
官

析
木
城

九

二
七

一
區

巡
　
弁

八
里
河

九

二
七

二
區

興
隆
屯

九

一
八

三
區

東
大
嶺

九

九

第
五
局

巡
　
官

馬
風
屯

九

一
八

一
區

巡
　
弁

石
頭
堡

九

一
八

二
區

大
　
屯

九

一
八

第
六
局

巡
　
官

田
莊
台

二

三
六

一
區

巡
　
弁

小
　
窪

一
八

一
八

二
區

哈
巴
臺

九

一
八

附
城
一
區

隊
　
官

騐
軍
堡

五

一
八

城
　
　
內

正副

隊
官

本
　
城

十

六
六

徵
集
餉
糈
方
法
每
月
按
地
攤
認
洋
一
角
計
全
縣
已
經
納
餉
旗

民
地
十
五
萬
九
千
三
百
四
十
三
日
四
畝
一
分
總
計
每
月
収
入

地
餉
銀
一
萬
五
千
九
百
三
十
四
圓
三
角
四
分
一
釐
各
局
區
月

支
及
軍
裝
等
豫
算
數
目
列
左

總
局
及
附
城
一
區
官
弁
巡
警
夫
役
薪
費
月
支
銀
二
千
二
百
六

十
四
圓

各
局
區
官
弁
巡
警
夫
役
薪
費
月
支
銀
一
萬
一
千
四
百
五
十
四

圓軍
裝
豫
算
每
年
共
需
銀
一
萬
二
千
七
百
四
十
圓

警
務
學
堂

設
於
城
內
天
齊
廟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十
月
開
學
官
費
生
二
十
五
名

自
費
生
三
十
五
名
肄
業
三
個
月
派
出
實
騐
再
經
三
月
作
爲
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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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三
一

每
月
經
費
約
需
三
百
餘
圓
均
由
總
局
發
撥
課
程
列
表
於
左

學
　
科

程
　
　
　
　
　
　
度

時
　
　
　
　
　
間

警
　
察

警

察

槪

論

警

察

職

守

問

答

每
　
日
　
三
　
點

算
　
學

加

減

乘

除

合

問

小

牧

一
　
點

測
　
繪

測

量

敎

科

書

繪

地

法

原

一
　
點

操
　
法

槍

操

步

兵

暫

行

操

法

三
　
點

衛
生
施
醫
所

設
醫
官
一
名
司
藥
一
名
來
診
者
初
次
納
費
一
角
嗣
後
槪
不
納
費

統
計
每
月
經
費
一
百
四
十
六
圓
每
月
収
費
三
十
餘
圓
不
敷
由
屠

獸
塲
抵
補

屠
獸
塲

南
塲
在
南
門
外
設
工
役
兩
名
專
司
屠
猪
各
事
東
塲
在
東
門
外
司

屠
殺
羊
牛
回
民
自
行
料
理
每
日
仍
由
衛
生
科
員
到
塲
監
視
如
有

病
獸
知
照
衛
生
醫
檢
視
令
其
掩
埋
無
病
者
始
准
烙
印
販
賣
每
豬

一
口
収
費
五
角
牛
一
支
収
費
一
元
羊
一
隻
收
費
一
角
所
収
之
費

除
開
銷
本
塲
房
租
工
食
外
餘
貼
補
衞
生
局
醫
藥
之
費

習
藝
所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管
鳳
和
仿
照
北
洋
章
程
創
立
改
接
引
寺
廟

院
爲
工
廠
延
師
敎
誨
罪
犯
令
其
習
藝
年
限
之
多
寡
視
罪
輕
重
以

爲
增
減
設
看
守
巡
長
三
名
巡
警
十
二
名
經
費
以
售
賣
製
造
品
之

餘
利
充
之
產
品
詳
工
業
下

鄕
　
職

各
鄕
未
設
鄕
會
前
供
官
司
奔
走
者
曰
鄕
約
曰
守
堡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釐
定
鄕
會
章
程
除
鄕
約
守
堡
而
設
鄕
正
鄕
副
等
職
於
下
級
行



 

海

城

縣

志

　
　
　
　
　
　
　
　
三
二

政
機
關
稍
稱
完
俻
茲
揭
其
責
任
於
左

鄕
正
以
各
鄕
所
舉
公
正
紳
士
充
之
鄕
中
遇
有
爭
訟
鄕
正
得
而

理
處

鄕
副
以
投
票
選
舉
輔
助
鄕
正
辦
理
鄕
會
一
切
事
務
鄕
正
遇
有

事
故
鄕
副
得
代
理
之

會
長
每
會
一
人
在
本
會
有
評
議
事
宜
研
究
利
弊
之
責

村
長
每
村
一
人
有
督
查
本
村
奸
匪
之
責

甲
長
每
村
一
人
專
司
堡
防
事
務

堡
　
防

堡
防
與
巡
警
相
表
裏
衛
閭
閻
防
盜
賊
自
衛
之
要
圖
亦
卽
自
强
之

基
礎
其
設
立
方
法
一
遵
保
甲
舊
章
按
戶
抽
丁
編
成
隊
伍
甲
長
督

於
農
隙
時
認
眞
操
練
不
准
雇
人
頂
替
亦
不
准
臨
時
規
避
器
械
由

本
會
置
俻
丁
長
皆
無
薪
水
其
餘
少
有
經
費
雖
按
地
攤
籌
不
致
苦

累
此
抽
丁
之
法
所
以
優
於
招
募
也
堡
防
設
置
不
等
有
聯
合
數
屯

者
有
組
織
一
屯
者
亦
有
一
市
鎭
分
區
分
叚
設
立
二
三
處
者
平
日

無
事
除
輪
班
查
夜
外
照
常
耕
種
一
旦
有
警
則
徵
召
立
至
皆
能
執

戎
器
以
衞
地
方
實
得
寓
兵
於
農
遺
意

期
成
會

期
成
會
由
鄕
會
商
會
組
合
而
成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三
月
設
議
員
投

票
選
充
經
費
尙
無
的
欵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一
次
開
議
所
議
五
條

一
淸
釐
會
帳
一
整
頓
學
堂
一
整
頓
堡
防
一
禁
煙
一
禁
賭
最
後
注

重
於
演
說
蓋
開
通
風
氣
莫
過
於
宣
講
也

財
　
政

海
城
每
歲
徵
收
所
入
按
批
解
實
數
九
千
五
百
五
十
八
兩
八
錢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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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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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三
三

分
零
三
毫
三
絲
每
歲
所
出
按
額
支
實
數
九
百
六
十
兩
有
奇
茲
將

各
項
分
晣
列
表
於
左



 

︵
歲
入
徵
収
數
目
表
︶

細目

種
別

每
　
　
　
　
年
　
　
　
　
額
　
　
　
　
徵

種
別

雜
　
　
徵

銀

制
　
　
錢

額
　
　
數

紅
　
　
册

二
四
七
九兩
八
八
八

耗羨

二
四
七兩
九
一
九

紅
册
米

五
二
〇
二石
八
九
七
九

民
人
餘
租

九
八
九兩
九
七
九

九
八
九串
九
七
九

民典

旗
人
餘租

二
四
〇兩
二
五
九
二

二
四
〇串
二
五
九
二

藉
田
糓

二石
五

滋
　
　
生

一
五
六兩
七
二

一
五
六串
七
二

升
　
　
科

二
七
六兩
二
四
八
一

山
繭
稅

五
七
四兩
九
四

加
　
　
賦

一
〇
一兩
二
四
四

耗羨

二兩
二
四
九

一
〇
一串
二
四
四

暫
行
徵
租

三
六兩
三

三
六串
三

田
房
稅

無
　
定
　
額

計

四
五
四
八兩
一
〇
七
一

一
五
二
四串
五
〇
二

︵
歲
出
額
支
數
目
表
︶

職
　
　
別

毎
　
　
年
　
　
額
　
　
　
　
　
支

經

制

開

銷

俸
　
　
　
銀

養

廉

銀

衙
門
各
役
工
食
銀

知
　
　
縣

二
二兩
五

一
五
三兩
七
九

二
四
五兩
一

種
　
別

銀
　
數

種
　
別

額
　
數

訓
　
　
導

二
〇兩

三
〇兩
三
三
三
五

春
秋
祭
祀

三
八兩
三
三
三

孤
貧
口
粮

一
二石

典
　
　
史

一
五兩
七
六

一
五兩
七
六

三
〇兩

餼
　
粮

一
五兩
三
七
二

無
定
額

監
犯
口
粮

巡
　
　
檢

一
五兩
七
六

一
五兩
七
六

一
八兩

孤
貧
花
布

八兩
五

海

關

道
五
二兩
五

春
秋
大

祭粢
盛
糓

一石
六

站
夫
工
食

九兩
九
五

海
防
同
知

四
〇兩

二
一
三兩



 

牛
莊
駐
防
附

︵
每
歲
徵
収
數
目
表
︶

地
　
　
別

額
　
　
　
　
　
徵

摘
　
　
　
　
　
　
　
要

內
　
　
倉

粟　米

八
九
八石
五
五
八
二

係
該
界
送
交
倉
務
總
局

牛
　
　
倉

二
〇
五
六石
六
五
九
二
二
五

存
儲
牛
倉
每
年
完
七
分
五

豆
　
　
地

七
一
四石
二
五
六
五

係
倉
務
總
局
來
員
坐
收
如
數
完
納

升
　
　
科

制　錢

二
八
五
四串
八
八
七

存
儲
旗
庫
每
年
完
四
五
分
不
等

餘
　
　
地

四
二
四
八串
五
四
四

存
儲
旗
庫
每
年
完
四
五
分
不
等

計

米

三
六
六
九
石
四
二
〇
六
二
二
五

七
一
〇
三
串
四
三
一
文

錢

︵
每
年
額
支
數
目
表
︶

職
　
　
別

員　數

每

年

每

名

額

人
　
別

人
　
數

每

年

總

額

防

守

尉

一

五
二兩
五

馬
　
甲

三
三
〇名

五
六
〇
六兩
四

筆

帖

式

一

一
四兩

倉
　
軍

八

三
八兩
四

防
　
　
尉

四

四
〇兩

驍

騎

校

四

三
〇兩

鐵
　
匠

二

一
九兩
二

三
兩
領
催

五

二
三兩
〇
四

孤
　
寡

四

六兩
四

二
兩
領
催

三
五

一
五兩
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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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

雜
　
稅

一
統
捐
卽
前
之
釐
捐
局
凡
土
葯
斗
秤
牛
馬
等
捐
統
歸
之
向
係
委

員
抽
収
海
城
營
口
牛
莊
等
處
設
有
專
局

一
河
防
梲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前
奉
天
將
軍
增
祺
爲
保
護
遼
河
商
船

創
立
亦
係
派
專
員
抽
収
總
局
在
縣
界
之
田
莊
台
支
局
在
轄
界

下
口
子

一
漁
網
稅
每
年
保
護
經
費
六
千
圓
歸
營
口
漁
業
公
司
徵
収
其
出

產
銷
塲
等
稅
仍
歸
統
捐
局
抽
収

物
產

植
　
物

榖
類

黍
稷
之
粘
者
今
呼
大
黃
米
可
釀
酒

蜀
黍
種
始
自
蜀
今
呼
高
糧
土
人
多
飯
此
入
麯
燒
酒
供
祀

黏
蜀
黍
一
種
殼
黃
一
種
殼
黑
與
蜀
黍
無
異
但
性
粘
又
一
種
笤
帚

黍
性
亦
黏
穗
長
可
爲
帚
稻
卽
詩
之
稌
有
紅
白
二
種
出
附
城
一
鄕

者
色
微
靑
食
之
味
尤
香
美

黏
稻
卽
糯
米
供
祀
之
用

粟
卽
黃
粱
俗
呼
穀
子
殼
細
而
圓
去
殼
曰
小
米
八
旗
以
此
上
官

秫
俗
呼
糜
子
去
殼
曰
小
黃
米
亦
有
色
黑
性
黏
者
爾
雅
謂
之
衆

小
麥
詩
謂
之
來
遼
河
西
多
產
之

大
麥
卽
詩
之
牟
河
西
多
產
夏
無
霪
雨
則
収

蕎
麥
晩
種
早
收
河
西
多
產
之

稗
宜
下
濕
地
米
宜
甘
滑

玉
蜀
黍
俗
呼
包
兒
米
莖
葉
似
蜀
黍
子
藏
包
中
米
可
漚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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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

脂
麻
可
榨
由
用
佐
食
料
最
香
美

萞
麻
子
斑
紅
如
牛
虱
者
可
入
葯
暗
花
者
俗
名
大
麻
子
可
榨
由

火
麻
雄
曰
枲
雌
曰
苴
子
曰
黂
可
榨
由
皮
漚
之
爲
線
麻

大
豆
古
謂
之
菽
今
分
黑
白
黃
褐
靑
斑
諸
色
旗
地
多
用
黑
豆
充
賦

小
豆
有
黧
白
赤
黃
黑
數
種
赤
者
入
藥

綠
豆
粒
粗
而
深
綠
者
爲
上
粒
潤
而
淡
綠
者
次
之

豌
豆
爾
雅
謂
之
戌
菽
遼
志
謂
之
回
鶻
豆
有
大
小
二
種

萹
豆
色
亦
不
一
白
者
入
藥

蔣
豆
莢
必
雙
生
有
紅
白
二
種
長
而
肥
者
充
蔬

菜
豆
如
萹
豆
而
莢
長
可
充
蔬

雲
豆
種
來
自
雲
南
故
名

蔬
類

韮
禮
名
豐
本

葱
春
發
生
名
羊
角
秋
種
以
白
露

蒜
白
皮
者
中
國
種
也
紫
皮
曰
大
蒜
張
騫
西
域
種
也

小
蒜
生
田
原
間
俗
呼
小
根
菜

菘
卽
白
菜
有
二
種
肥
厚
嫩
黃
者
爲
黃
芽
白
窄
勁
者
爲
箭
桿
白

芥
有
數
種
俗
以
大
芥
爲
芋
芥
以
馬
芥
爲
癡
芥
白
芥
子
入
藥

芹
水
旱
兩
種
赤
白
二
色

藕
鬆
脆
次
於
南
省

菠
菱
菜
俗
呼
菠
菜
唐
太
宗
時
尼
波
羅
所
獻

萵
苣
俗
呼
生
菜

蕓
薹
俗
呼
臭
菜
子
可
榨
油

莧
菜
赤
白
二
種
皆
可
茹
園
蔬
中
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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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

蒝
荽
俗
呼
香
菜
種
傳
西
域

馬
齒
莧
葉
靑
梗
赤
花
黃
根
白
子
黑
本
草
名
五
行
菜

秦
椒
俗
名
辣
椒
又
一
種
結
椒
向
上
名
天
椒

同
蒿
形
氣
同
於
蒿
可
茹

苦
藚
卽
詩
之
荼
與
芭
月
令
四
月
苦
菜
秀
卽
此
俗
呼
曲
馬
菜

芋
俗
名
芋
頭

灰
藋
俗
名
灰
菜

地
膚
爾
雅
謂
之
王
彗
今
呼
掃
帚
苗
嫩
可
茹
老
時
可
爲
帚
子
可
入

葯蘿
蔔
爾
雅
曰
葖
蘆
肥
今
以
圓
而
皮
紅
者
爲
大
蘿
蔔
又
有
靑
紫
等

色
別
種
曰
水
蘿
蔔
有
紅
白
二
種
子
入
藥
名
萊
菔

胡
蘿
蔔
黃
赤
二
種
元
時
始
入
中
國

批
藍
南
方
謂
之
芥
藍
葉
可
擘
食
故
北
人
謂
之
批
藍

山
藥
本
名
薯
蕷
亦
可
入
藥

黃
瓜
種
來
西
域
今
爲
常
蔬
又
一
種
出
高
麗
形
圓
色
黃
俗
呼
柿
子

瓜苦
瓜
俗
呼
癩
瓜
別
名
錦
荔
枝
亦
爲
蔬

倭
瓜
種
出
東
洋
今
爲
常
蔬
種
者
甚
多

攪
瓜
形
類
倭
瓜
而
小
內
生
筋
絲
醬
醃
密
餞
皆
宜
食
時
以
箸
攪
取

出
之
似
縷
切
者
絲
瓜
瓜
時
以
石
墜
之
則
直
老
則
筋
如
亂
絲

壺
盧
卽
瓠
瓜
也
今
以
長
者
爲
瓠
子
圓
者
名
葫
蘆
皆
可
食
別
有
細

腰
者
名
葯
葫
蘆
扁
者
名
油
葫
蘆
老
而
堅
可
俻
器
用

茄
有
海
茄
水
茄
旱
茄
之
別
色
亦
各
異
常
食
者
惟
旱
茄
紫
白
二
種

黃
花
菜
卽
針
金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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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

鎗
頭
菜
卽
蒼
朮
苗

蘑
菰
種
類
不
一
以
黃
蘑
爲
大
宗
有
松
蘑
楡
蘑
榛
蘑
等
類

木
耳
質
厚
味
勝
他
產

紅
薯
俗
呼
地
瓜

馬
鈴
薯
俗
呼
土
豆

草
類

檾
麻
土
人
需
此
爲
繩
多
於
田
中
種
之

藍
一
名
靛
草
花
入
葯
名
靑
黛

茜
草
可
染
絳
卽
詩
之
茹
藘

烟
草
冬
可
禦
寒
土
人
多
用
之
本
境
種
者
無
多

芸
香
草
葉
類
豌
豆
而
莢
細
長
可
以
辟
蠧

矬
艸
可
磨
擦
木
器

葦
遼
河
下
游
一
帶
多
產
之

紅
根
艸
葉
柔
靭
可
爲
繩

羊
艸
可
飼
牛
羊

水
稗
艸
土
人
多
於
夏
季
刈
取
以
飼
牛
羊

章
茅
艸
可
苫
屋

荻
爾
雅
謂
之
蕭
苫
屋
最
佳

莎
草
詩
南
山
有
薹
指
此
莖
宜
製
蓑
根
卽
香
附

馬
蘭
月
令
荔
挺
出
卽
此
花
藍
可
染
色
根
可
爲
刷
子
入
藥
名
蠡
實

老
少
年
一
名
秋
紅
一
名
雁
來
紅
春
夏
葉
靑
黃
秋
則
漸
紅
土
人
謂

之
老
來
變
一
名
十
樣
錦

香
蒲
蒻
如
笋
可
食
茸
入
藥
名
蒲
黃

菖
蒲
生
湖
泊
中
俗
呼
臭
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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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

荇
周
南
荇
菜
卽
此
葉
圓
紫
赤
莖
如
釵
股

蘋
四
葉
相
合
中
折
十
字
浮
生
水
面
詩
於
以
采
蘋
卽
此
生
陸
地
爲

靑
蘋

藻
生
水
中
俗
呼
雜
草
詩
采
藻
卽
此
冬
取
食
之
名
凍
靑
菜

菰
一
名
蔣
俗
呼
茭
草
春
生
笋
亦
可
茹
結
實
曰
菰
米
一
云
彫
胡

水
葱
生
水
中
如
葱
而
長
土
人
取
以
織
扇
曰
蒲
扇

萍
浮
生
水
面
或
云
楊
花
所
化
紫
背
者
入
藥

蓬
俗
呼
爲
蓬
子
蒿
爾
雅
釋
名
謂
之
齧
彫
蓬
薦
黍
蓬

葛
藤
其
蔓
可
治
絺
綌
土
人
但
取
以
束
物

木
類

菓
松
松
中
之
有
子
者
中
於
屋
材

杉
松
無
子
其
質
稍
粗
比
菓
松
易
朽
惟
適
於
築
房
屋
之
用

油
松
質
似
菓
松
多
脂
山
居
者
燃
其
心
以
代
燭
謂
之
松
明
子

赤
白
松
理
細
氣
香
浸
水
中
呈
紅
色
尤
能
持
久
惟
大
木
甚
少
衣
冠

家
多
用
以
作
木
主
製
棺
亦
良

黃
花
松
木
質
堅
緻
而
有
黃
色
波
紋
中
於
殿
材

椴
木
葉
大
皮
黑
紋
細
微
赤
者
爲
紫
椴
內
務
府
所
供
椴
板
卽
此
質

白
曰
糠
椴
土
人
製
箱
櫃
多
用
之
其
皮
又
可
製
火
槍
繩

柞
木
其
質
堅
實
中
爲
車
材
皮
黃
可
染
色
木
心
黃
朽
者
可
爲
火
絨

黑
龍
江
每
年
以
此
二
者
充
貢

櫟
亦
柞
類
一
名
栩
質
堅
可
燒
炭
實
名
橡
子
蒂
曰
橡
椀
可
染
皂
然

者
尙
少

棫
亦
柞
類
不
結
實
俗
呼
薄
羅
樹
五
月
五
日
取
葉
裹
面
烝
食
之
謂

之
薄
羅
餅
葉
又
可
飼
蠶
詳
蠶
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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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栢
莖
直
而
高
冬
不
凋
栢
葉
柏
仁
皆
入
藥

桑
本
境
桑
類
無
多
卽
有
亦
不
堪
飼
蠶
按
遼
東
本
無
桑
燕
慕
容
廆

通
於
晉
求
種
江
南
始
得
之
事
見
後
燕
錄

楡
有
二
種
一
名
刺
楡
詩
唐
風
所
謂
山
有
樞
者
卽
此
中
爲
車
軸
又

名
軸
楡
一
名
花
楡
理
細
宜
爲
几
案
其
癰
腫
處
花
紋
尤
勝
可
飾
噐

用
人
多
珍
之

槐
有
二
種
一
名
櫰
槐
葉
黑
大
一
名
守
宮
槐
晝
合
夜
開
︵
見
爾
雅

疏
︶
今
山
中
細
而
靑
綠
者
但
謂
之
槐
其
花
可
入
藥
其
子
可
染
色

靑
楊
葉
大
而
圓
質
堅
而
直
可
爲
箭
笴
內
務
府
每
年
充
貢
卽
此

白
楊
葉
比
靑
楊
微
小
皮
白
亦
可
爲
箭
笴
內
務
府
每
歲
入
貢
卽
此

一
種
生
水
際
多
合
抱
刳
爲
槽
盆
性
不
燥
裂

柳
質
粗
性
喜
滋
浸
水
中
不
易
朽
土
人
多
以
爲
棺
槨

櫸
俗
呼
柜
柳
大
者
可
刳
爲
舟
根
可
爲
骲
頭

花
柜
柳
俗
名
蠟
木
質
堅
緻
可
爲
鎗
竿

樺
皮
有
花
紋
紫
黑
色
可
裹
弓
背
又
可
爲
箭
笴
︵
盛
京
內
務
府
曁

烏
喇
街
之
鏵
皮
屯
每
年
採
取
充
貢
︶
木
包
紋
極
細
作
椀
良
佳
黑

龍
江
有
樺
皮
船
一
二
人
乘
之
水
上
游
行
便
捷
如
飛

椿
葉
香
可
噉
者
爲
香
椿

樗
葉
似
椿
而
無
香
入
秋
枝
葉
全
落
祇
留
榾
柮
土
人
呼
爲
臭
椿

靑
剛
柳
亦
柞
類
材
可
爲
弓

栜
俗
呼
粗
楡
葉
細
者
色
赤
中
爲
車
輞
葉
圓
者
色
白
木
理
堅
緻
可

用
以
爲
木
椀
刀
柄
其
包
文
理
尤
佳

茶
條
質
堅
可
爲
枝
葉
可
染
皂

荆
條
一
種
葉
圓
花
紫
枝
柔
細
可
爲
筐
筥
一
種
粗
勁
者
名
鐵
荆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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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根
可
爲
骲
頭

楛
一
名
雉
尾
荆
色
赤
中
爲
矢
世
傳
肅
愼
氏
楛
矢
卽
此

皂
莢
樹
刺
長
皮
潤
結
角
如
豬
牙
者
入
藥

山
藤
枝
柔
韌
可
爲
鞭
桿

老
鸛
眼
一
名
鼠
李
木
有
花
紋
且
堅
緻
子
如
鴉
眼
赤
黑
色
皮
可
染

色棘
俗
呼
棗
刺
科
一
名
樲
結
子
者
卽
藥
品
中
之
酸
棗
仁
不
結
子
者

爲
牛
棘

凍
靑
葉
微
圓
子
赤
寄
生
樹
上
經
冬
不
凋
収
貯
之
可
愈
凍
瘡

煖
木
卽
黃
蘖
木
皮
可
墊
鐙
心
包
弓
把
細
者
可
爲
鞭
桿
薩
哈
爾
兀

喇
出
小
煖
木
形
類
杉
松
入
水
年
久
化
爲
安
石
可
用
以
砥
礪

明
開
夜
合
木
一
名
金
銀
柳
結
子
如
花
木
理
細
潤
經
冬
不
凋

花
　
類

棉
花
唐
書
渤
海
傳
俗
所
貴
者
沃
洲
之
棉
境
內
佟
家
溝
等
處
多
產

之長
春
花
柔
條
黃
花
逐
時
開
放

迎
春
花
經
春
卽
開

丁
香
花
紫
白
二
色
生
山
原
者
名
野
丁
香

小
桃
紅
花
色
紅
於
桃
花

垂
絲
海
棠
有
絲
下
垂

牡
丹
花
紅
黃
俱
有

芍
葯
花
有
紅
黃
紫
諸
色
五
月
開

薔
薇
花
紅
白
二
種

十
姊
妹
一
枝
數
朶
相
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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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

玫
瑰
花
紅
者
可
入
食
品
俗
呼
爲
刺
玫

石
榴
花
有
紅
黃
白
三
種
不
結
果
者
名
番
花
石
榴

鳳
仙
花
俗
呼
指
甲
草
性
能
透
骨
子
入
藥

木
槿
花
朝
開
暮
落
卽
詩
之
舜
華

生
菜
蓮
卽
罌
粟
花
子
入
藥

虞
美
人
似
生
萊
蓮
而
小

向
日
蓮
獨
莖
頂
作
黃
花
大
如
椀
向
日
而
轉
亦
名
葵
花

荷
花
詩
謂
之
菡
蓞
爾
雅
謂
之
芙
渠
今
名
蓮
花
有
紅
白
二
種

雞
冠
花
形
如
鷄
冠

蘐
草
花
一
名
鹿
葱
喜
生
陰
地
花
六
出
四
垂
乾
則
爲
針
金
菜
相
傳

食
之
可
以
忘
憂
詩
云
蘐
草
卽
此

玉
簪
花
一
名
白
鶴
仙
未
開
時
如
白
玉
搔
頭
黃
紫
者
差
小
亦
名
玉

籫石
竹
花
枝
如
竹
子
入
葯
名
瞿
麥

牽
牛
花
蔓
生
俗
呼
喇
叭
花
子
入
藥
俗
呼
黑
白
丑

秋
海
棠
入
秋
始
開

荷
包
花
形
似
荷
包
鬚
亦
如
穗

江
西
臘
花
似
菊

菊
花
禮
菊
有
黃
華
卽
此

月
月
紅
卽
月
季
花

狀
元
花
紫
花
單
瓣
色
甚
鮮
妍
他
山
多
產
之

果
　
類

松
子
本
草
所
稱
松
子
出
遼
東
指
此

榛
子
最
香
美
經
荒
火
燒
落
者
尤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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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
樝
爾
雅
曰
杌
檕
梅
土
人
呼
小
者
爲
山
裏
紅
蜜
餞
之
味
極
佳

梨
渤
海
傳
果
有
樂
游
之
梨
卽
指
此
有
接
梨
香
水
梨
平
頂
香
或
鮮

或
凍
皆
佳
又
有
酸
梨
皮
黑
而
酢

香
瓜
卽
甜
瓜
禮
爲
天
子
削
瓜
指
此
有
金
香
爐
羊
角
密
等
名
稱

西
瓜
相
傳
種
自
回
紇
來
又
有
自
雲
南
哈
密
來
者
味
尤
勝
其
味
酸

子
大
者
名
打
瓜
專
取
子
充
用

桃
城
西
哈
達
碑
村
產
者
佳

朱
櫻
禮
云
含
桃
爾
雅
楔
荆
桃
今
名
櫻
桃
紅
白
相
間
者
名
玉
櫻
廟

溝
產
者
佳

李
城
西
哈
達
碑
產
者
佳

杏
城
南
楊
家
店
產
佳
大
者
幾
如
梨

花
紅
實
紅
黃
色
檳
子
似
花
紅
而
大
秋
子
似
花
紅
而
小
皆
柰
屬
棠

梨
卽
杜
梨
有
赤
白
二
種
味
甘
酸
不
一

葡
蔔
園
產
者
大
而
味
佳
有
紫
碧
圓
長
之
別
山
產
實
小
味
酸
有
黑

白
二
種
其
極
小
而
深
黑
者
卽
詩
之
薁

棗
園
棗
甘
而
脆
山
棗
稍
遜

菱
一
名
芰
色
有
紫
黑
形
有
兩
角
三
角
四
角

芡
俗
呼
鷄
頭
米
入
藥
名
芡
實

蓮
實
卽
蓮
子
可
入
葯

郁
李
爾
雅
謂
之
棠
棣
多
生
田
原
子
如
櫻
桃
仁
入
藥
郁
李
収
時
歲

必
大
熟

蘋
花
粉
紅
色
果
紅
碧
相
間

文
官
果
形
如
小
香
瓜

安
石
榴
漢
張
騫
使
西
域
得
塗
林
安
石
榴
以
歸
又
名
海
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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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
花
果
不
花
而
實
生
於
枝
葉
間

藥
　
類

五
味
子
爲
遼
東
名
產
子
少
肉
厚
入
藥
極
佳
爾
雅
謂
之
荎
蕏

細
辛
一
名
少
辛
管
子
曰
五
沃
之
土
羣
藥
生
少
辛
是
也
醫
家
以
遼

細
辛
爲
佳
通
行
各
省

白
附
子
俗
呼
兩
頭
尖
一
名
節
附
產
遼
地
者
爲
佳

赤
芍
卽
芍
藥
根
較
勝
他
處

艾
爾
雅
謂
之
氷
臺

葈
耳
卽
詩
卷
耳
俗
呼
蒼
耳
子

百
合
根
如
蒜
有
棬
丹
山
丹
等
種
類
根
皆
可
食
惟
百
合
入
葯

地
丁
有
紫
花
黃
花
二
種

車
前
子
詩
名
芣
苢
好
生
道
旁
葉
布
如
輪
俗
呼
車
輪
菜
子
卽
車
前

黃
苓
山
中
產
之

罌
粟
卽
生
菜
蓮
子
本
草
名
阿
芙
蓉

桔
梗
古
名
薺
尼

五
加
皮
五
葉
交
加
漬
酒
最
宜

桑
白
皮
卽
桑
根
皮

萹
蓄
俗
呼
豬
牙
草
生
道
旁

蒼
朮
卽
鎗
頭
菜
根

牽
牛
卽
黑
丑
白
丑

遠
志
卽
詩
之
葽
苗
名
小
艸

貫
衆
葉
圓
碎
一
枝
而
衆
貫
之
故
名
又
名
鳳
尾
艸
惟
根
入
藥

苫
參
卽
野
槐
根

地
骨
皮
卽
拘
杞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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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荆
芥
其
穗
圓

益
母
艸
詩
名
蓷
爾
雅
茺
蔚

薄
荷
楊
雄
甘
泉
賦
作
茭
葀

兎
絲
子
爾
雅
謂
之
唐
蒙
生
田
中
農
家
拔
取
飼
豚

牛
蒡
子
名
惡
頭
菜
可
爲
火
絨

蛇
床
子
爾
雅
謂
之
虺
床
花
似
水
芹
子
如
蒔
蘿

金
銀
花
花
分
黃
白
蒂
必
成
雙
又
名
忍
冬
花

赤
雹
月
令
王
瓜
生
卽
此
蔓
生
結
果
小
如
瓜
色
赤

老
鸛
嘴
蔓
生
枝
間
結
角
形
如
老
鸛
嘴
能
治
風
可
染
皂

桑
寄
生
山
中
各
樹
多
有
寄
生
惟
桑
之
寄
生
入
葯

動
　
物

獸
　
類

牛
反
芻
獸
純
黑
者
供
祀

馬
率
賓
馬
最
貴
率
賓
見
唐
書
卽
今
鳳
凰
城
一
帶
地
方
︵
西
北
塞

外
來
者
亦
良
︶

驢
略
似
馬
軀
小
耳
長
與
馬
交
則
產
騾

騾
鎖
骨
不
開
故
不
孳
乳

羊
反
芻
獸
山
地
多
蓄
之

犬
惟
家
犬
一
種

豕
遼
產
最
佳
境
內
所
產
如
不
敷
用
則
從
彼
處
購
之

猫
善
捕
鼠
禮
大
蜡
迎
貓
卽
此

家
鼠
尾
長
眼
小
善
竊
食
物
最
足
爲
黑
死
病
︵
卽
鼠
瘟
︶
之
媒
介

其
生
殖
亦
最
速
受
胎
後
二
十
日
卽
產
之

鼬
鼠
俗
呼
黃
鼠
狼
尾
可
製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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𪕐
鼠
卽
詩
碩
鼠
藏
身
田
野
好
食
穀
豆
故
俗
名
又
爲
豆
鼠
遼
金
人

多
用
以
供
饌
呼
爲
黃
鼠

鼢
鼠
棲
身
田
野
穿
地
以
行
月
令
田
鼠
化
爲
鴽
卽
此

蝟
似
鼠
有
刺
毛
足
短
尾
長
犯
之
則
形
縮
刺
張
皮
入
葯

白
兎
毛
純
白
土
人
常
蓄
之
以
爲
玩
物

跳
兎
爾
雅
謂
之
蹶
山
地
產
之
與
白
兎
皆
可
充
饌

山
狸
似
猫
俗
呼
山
猫

狐
毛
溫
可
爲
裘
腋
尤
良

貛
似
狗
而
矮
小
皮
宜
裀
褥

狼
毛
靑
白
者
最
黃
　
國
家
定
制
一
品
官
始
用
𧳓
皮
褥

鳥
　
類

雞
本
草
遼
有
食
鷄
角
鷄
二
種
雌
產
卵
最
富
於
滋
養
料
雄
後
趾
有

距
能
報
曉

雉
俗
呼
野
鷄
每
至
冬
月
羣
飛
入
海
潮
上
擁
入
沙
中
久
之
變
蜃
月

令
孟
冬
雉
入
大
水
爲
蜃
指
此
海
濱
人
得
其
未
變
成
者
猶
雉
形
也

鴨
周
禮
庶
人
執
鶩
卽
此

鵝
肥
美
勝
他
處

野
鴨
常
在
水
泊
中
綠
頭
尖
尾
黃
脚

鸛
聲
最
淸
高
惟
見
鶴
則
俯
首
而
歌
不
能
仰
視

䳺
一
名
鴳
俗
呼
黃
鵪
月
令
田
鼠
化
爲
鴽
卽
此
夏
小
正
鴽
亦
化
爲

鼠鶉
性
喜
鬪
惟
靑
蛙
化
者
不
鬪

黃
鸝
一
名
倉
庚
風
土
記
六
月
東
南
風
長
海
魚
化
爲
雀
月
令
季
秋

雀
入
大
水
爲
蛤
是
魚
化
鸝
而
鸝
又
化
爲
蛤
也



 

海

城

縣

志

　
　
　
　
　
　
　
　
四
七

慈
烏
色
黑
性
能
返
哺
俗
呼
老
瓜

鴉
俗
呼
山
老
瓜
項
腹
俱
白
不
能
返
哺
詩
之
鸒
卽
此

縮
脖
鳥
灰
色
形
如
白
老
鸛
翅
支
脚
高
飛
則
縮
頸

䲭
鵂
一
名
鵂
鶹
較
鳶
特
多
兩
毛
角
䲭
卽
鶚
亦
作
梟
晝
目
無
見
入

夜
則
明
頭
似
猫
俗
呼
猫
頭

鵲
俗
呼
喜
鵲
如
歲
多
水
則
巢
於
上
枝
多
風
則
巢
於
下
枝

鷹
禮
季
夏
之
月
鷹
乃
學
習
孟
夏
之
月
鷹
乃
祭
鳥
一
名
鷞

鳩
種
類
不
一
產
於
遼
海
者
有
白
鷹
尤
猛
鷙

鵰
似
鷹
而
大
色
黑
山
海
經
謂
之
鷲
其
品
不
一
色
黑
者
曰
皂
鵰
花

紋
者
曰
虎
斑
鵰
黑
白
相
間
者
曰
接
白
鵰
小
而
花
者
曰
芝
蔴
鵰
羽

宜
箭
翎
本
境
不
常
見

鶚
性
嗜
魚
類
俗
呼
打
魚
郞
又
名
魚
鷹

鴿
畜
於
家
者
爲
白
鴿
生
於
山
者
名
巖
鴿
其
嗉
囊
能
分
沁
乳
液
以

育
其
雛
是
卵
生
而
又
有
哺
乳
者
每
月
生
二
卵
雌
雄
交
迭
溫
孵
之

蠟
嘴
卽
桑
扈
之
屬

紅
料
色
紅
善
鳴

靛
靑
大
似
瓦
雀
靛
色

黃
肚
雀
俗
呼
黃
肚
囊

畫
眉
似
鶯
而
小
黃
黑
色
其
眉
如
畫
善
鳴

鳳
頭
鳥
卽
鵝
卵
頭
有
毛
冠
鳴
聲
可
愛

千
里
紅
俗
名
蘇
雀
頂
有
紅
纓
喜
食
蘇
子
雪
後
卽
來
羣
飛
入
海

鉄
脚
俗
呼
山
雀
類
家
雀
爪
堅
硬
如
鉄
張
羅
取
之
漏
網
者
未
幾
復

至
亦
鳥
之
義
而
愚
者
冬
日
羣
飛
入
海

燕
春
來
秋
去
禮
月
令
元
鳥
至
卽
指
此
尾
作
交
形
如
剪
喜
雙
飛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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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濱
者
以
膠
液
壘
海
藻
爲
巢
曰
燕
窩
爲
食
味
中
珍
品

雀
卽
家
雀
常
依
人
家
屋
簷
爲
巢

戴
勝
似
小
雀
尾
短
嘴
長
其
色
靑
頂
有
毛
角
如
戴
花
勝
月
令
季
春

戴
勝
降
于
桑

鳩
嘴
短
翼
大
性
溫
和
專
食
榖
果

鳴
鳩
一
名
布
穀
形
大
如
斑
鳩

啄
木
鳥
嘴
尖
銳
如
錐
他
鳥
舌
皆
根
於
喉
惟
此
鳥
舌
根
通
腦
後
舌

尖
引
之
愈
長
樹
中
蠧
蟲
雖
濳
穴
隙
能
鈎
取
食
之

蝙
蝠
爾
雅
謂
之
服
翼
晝
伏
夜
飛
糞
卽
夜
明
砂
入
藥

魚
　
類

鯉
最
易
生
植
諸
河
皆
有
烹
食
最
美

鯽
似
鯉
而
小

鮠
俗
呼
槐
子
魚
色
黃
無
鱗
似
鰋
而
大

鮎
卽
詩
之
鰋
身
圓
無
鱗
生
流
水
者
色
靑
白
生
止
水
者
色
靑
黃
︵

鮠
鯉
二
魚
混
同
江
黑
龍
江
大
者
至
百
餘
觔
下
江
人
取
皮
製
衣
亦

柔
韌
︶

雷
魚
小
如
指
色
黑
黃
身
有
橫
紋
循
河
兩
岸
而
行
雨
多
則
生
作
羹

味
最
鮮
美

鱧
魚
圓
而
長
鱗
細
色
黑
首
有
七
點
作
北
斗
象
俗
呼
黑
魚

蝦
身
曲
多
鬚
大
者
長
數
寸
小
者
一
二
寸
以
之
製
蝦
醬
蝦
油
皆
佳

刀
魚
扁
身
細
鱗
色
如
銀
形
如
刀
以
之
充
饌
味
至
美

白
魚
巨
口
細
鱗
魚
之
貴
者
充
貢
品

銀
魚
長
五
六
寸
圓
身
色
如
銀
以
充
鼎
食
味
最
鮮
土
人
取
其
汁
熬

成
腦
謂
之
銀
魚
豆
腐
食
之
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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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蛤
蜊
月
令
雀
入
大
水
爲
蛤
卽
此
殼
有
花
斑
肉
可
充
饌

紫
蟹
卽
螃
蟹
三
岔
河
多
產
之
秋
季
取
蟹
置
籪
中
養
肥
冬
季
取
出

謂
之
冰
蟹
以
充
鼎
食
甚
佳
遼
瀋
各
處
多
購
以
爲
饋
獻
珍
品

礪
黃
磈
礧
相
連
附
石
如
房
明
志
謂
之
礪
房
本
境
所
產
卽
此
肉
名

礪
黃
殼
卽
牡
礪
用
以
和
羹
味
最
鮮
美

蟶
以
蛤
屬
水
泥
間
肉
在
殼
中
上
分
兩
歧
一
長
一
短
與
月
消
長
土

人
取
之
計
日
下
鈎
得
之
甚
易
乾
爲
海
錯
通
行
各
處

蟲
豸
類

山
蠶
放
之
樗
柞
等
樹
春
秋
収
繭
練
絲
爲
紬

蜂
有
土
蜂
馬
蜂
釀
蜜
者
曰
蜜
蜂
東
山
土
人
有
充
蜜
差
者
每
年
取

蜜
交
官
煉
出
者
爲
黃
蠟
按
蜂
採
花
釀
蜜
得
人
漢
者
功
最
上
螯
人

者
罪
致
死
是
蜂
不
獨
有
君
臣
而
且
有
刑
賞

蜾
蠃
卽
土
蜂
純
雄
無
雌
負
桑
蟲
爲
子
卽
螟
蛉

蟻
種
類
不
一
大
曰
蚍
蜉
小
曰
螘
俗
呼
麻
蟻
刀
舉
等
身
之
鉄
鬪
時

亦
有
行
列
謂
之
蟻
陣

蠟
蟲
大
如
蟣
虱
食
花
□
柳
涎
著
枝
莖
収
鍊
成
白
蠟
較
川
產
微
黃

蟋

蟀

俗
呼
趨
趨
一
名
促
織
色
正
黑
光
澤
如
漆
善
跳
好
鬪
秋
後
則

鳴
又
竈
馬
如
促
織
好
穴
於
竈
亦
如
竈
鷄

蟪
蛄
便
腹
靑
色
秋
鳴
以
股
冬
亦
可
畜
交
春
則
死
所
謂
蟪
蛄
不
知

春
秋
也
廣
雅
謂
之
蟧
蛁
俗
名
聒
聒

阜
螽
俗
呼
麻
蜡
雨
久
則
變
爲
魚

蜉
蝣
糞
中
蟲
朝
生
暮
死

螳

螂

月
令
仲
夏
螳

螂

生
俗
呼
刀
郞
深
秋
乳
子
作
房
著
樹
枝
是
爲

螵

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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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蜣
蜋
黑
甲
蟲
一
名
蛄
蜣
一
名
推
車
客
俗
呼
使
客
郞
轉
糞
爲
丸
納

於
土
坎
子
生
其
中

蛾
蠶
蛾
而
外
凡
草
木
虫
以
蛹

化
爲
蛾
者
甚
衆

蝶
形
色
黃
白
大
小
不
一
皆
虫
所
化
花
樹
間
蠧
之
大
者
暑
時
置
𤍠

石
上
輾
轉
久
之
卽
可
化
蜨

蜻
蜓
六
足
四
翼
羣
飛
水
上
一
名
負
勞

蠅
善
亂
色
故
詩
以
刺
讒
牡
者
腹
大
生
蛆
附
桑
葉
蠶
食
之
遂
生
病

蚊
產
卵
水
中
其
幼
虫
爲
孑
孓
夏
令
人
飮
凉
水
誤
呑
此
虫
能
媒
介

傳
染
病

虻
俗
呼
瞎
虻
似
蠅
而
大
口
尖
銳
能
螯
刺

蠓
一
名
蠛
郭
璞
曰
蠓
飛
則
大
風
舂
則
天
雨
凡
草
木
葉
胞
起
中
生

小
蟲
卽
蠓
胞
裂
蟲
飛
出

螢
詩
名
熠
燿
今
名
螢
火
蟲
月
令
季
夏
腐
草
化
爲
螢
至
夜
有
光

蟬
有
伏
蟬
秋
蟬
之
分

蝸
牛
爾
雅
謂
之
䗂
蝓
或
生
池
澤
或
生
旱
地
草
上
曁
石
上

螺
白
色
頭
生
兩
黑
角
涎
畫
牆
壁
悉
成
銀
色
或
云
可
避
毒
蟲
蠍
最

畏
之
可
入
藥

水
蛭
俗
呼
馬
蝗

螻
蛄
俗
呼
土
狗

蛙
一
名
田
雞
有
時
化
爲
鶉
土
人
呼
爲
靑
蛙

蚓
禮
孟
夏
蚯
蚓
出
冬
至
之
日
蚯
蚓
結
俗
呼
曲
蟺
白
頸
者
入
藥

蜘
蛛
大
爲
蜘
蛛
小
爲
喜
子
長
踦
者
卽
時
之
蠨
蛸

蜈
蚣
多
足
蟲
廣
雅
謂
之
螂
蛆

蠍
一
名
蠆
其
毒
在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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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蛇
師
卽
蜥
蜴
俗
呼
馬
蛇

蛇
種
類
不
一
大
者
往
往
有
冠
幘
小
名
七
寸
子
者
最
毒

礦
　
物

金
東
南
山
中
多
產
砂
金
詳
見
礦
業
下

煤
東
南
山
中
多
產
之
詳
見
礦
業
下

鹽
田
莊
台
海
濱
多
產
之

鹼
二
界
溝
有
鹼
塲
產
額
極
旺

硝
牛
莊
居
民
以
鹼
土
熬
之
有
皮
硝
火
硝
之
別

實
　
業農

　
業

本
境
實
業
以
農
殖
爲
大
宗
統
計
四
民
人
數
業
農
者
居
二
分
之
一

惟
是
民
智
未
開
耕
種
多
用
舊
法
研
究
農
業
正
非
緩
圖
茲
將
關
於

農
業
之
要
緊
者
列
左

土
　
宜

附
城
第
一
鄕

地
勢
　
皆
平
原

地
質
　
爲
黃
壤
︵
俗
呼
黃
砂
土
︶
含
滋
養
料
甚
多
近
山
部
分
稍

含
砂
石
不
害
種
植

地
宜
　
穀
宜
粱
豆
黍
稷
木
宜
松
柏
畜
宜
猪
牛
羊

正
東
第
一
鄕

地
勢
　
山
谿
綰
錯
凹
凸
不
平

地
質
　
近
山
皆
埴
墳
︵
俗
名
粘
土
︶
色
赤
性
堅

地
宜
　
穀
宜
粱
豆
疏
宜
瓜
茄
本
宜
柞
楡
梨
杏
畜
宜
牛
羊

東
南
第
一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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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

地
勢
　
多
傍
山
爲
田

地
質
　
土
多
黃
壚
︵
俗
名
㵼
黃
土
︶

地
宜
　
榖
宜
粟
豆
木
宜
柞
梨
畜
宜
牛
羊

東
南
第
二
鄕

地
勢
　
四
面
皆
山
無
平
田

地
質
　
其
土
黑
墳
間
有
埴
墳
性
質
遒
緊

地
宜
　
宜
柞
木
蠶
廠
最
夥

正
南
第
一
鄕

地
勢
　
中
部
山
勢
如
脊
錐
南
北
亦
殊
少
平
原

地
質
　
沃
土
惟
黃
壤
近
山
礫
土
瘠
薄

地
宜
　
粟
黍
秔
麥
牧
宜
常
畜

正
南
第
二
鄕

地
勢
　
東
近
山
多
谿
壑
西
多
水
澤

地
質
　
爲
黃
壚
東
爲
黑
墳
西
爲
白
壤
︵
俗
名
白
糖
土
︶

地
宜
　
棉
花
紅
薯
牧
宜
常
畜

西
南
第
一
鄕

地
勢
　
東
北
皆
平
原
西
南
漸
窪

地
質
　
爲
黃
壚
西
南
白
壤
瘠
薄

地
宜
　
粱
豆
麥
稷
畜
宜
鷄
豚

西
南
第
二
鄕

地
勢
　
由
東
趨
西
以
次
低
降
西
瀕
遼
河
溝
渠
雜
錯

地
質
　
爲
黑
壤
爲
泥
塗
︵
極
窪
地
︶
疎
斥
惡
劣
含
養
料
甚
少

地
宜
　
麥
豆
秔
稗
木
宜
檉
柳
畜
宜
牛
馬
鷄
豚

西
南
第
三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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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地
勢
　
河
海
灣
環
荒
漠
曠
衍
潮
水
爲
患

地
質
　
爲
白
壤
濱
海
皆
斥
鹵

地
宜
　
壤
地
粱
豆
堿
磧
蘆
葦
畜
宜
牛
馬
羊
豕

正
西
第
一
鄕

地
勢
　
河
水
分
流
科
貫
本
境
近
河
低
田
時
有
水
患

地
質
　
其
土
墳
壚
濱
河
黃
壤
土
膏
肥
沃

地
宜
　
穀
爲
菽
豆
秔
粟
蔬
爲
葱
蒜
菸
芥
木
爲
楊
柳
畜
宜
牛
馬
雞

豚正
西
第
二
鄕

地
勢
　
無
坦
無
陂
陀
東
南
近
遼
河
時
有
水
患

地
質
　
爲
黑
壤
近
河
色
黃
富
於
要
素

地
宜
　
粱
麥
秔
稗
蔴
豆
草
宜
蘆
葦
木
宜
檉
柳
牧
宜
常
畜

正
西
第
三
鄕

地
勢
　
東
南
爲
平
野
西
北
漸
低
爲
田
水
所
匯

地
質
　
爲
黃
壚
下
土
黑
墳
性
粘
而
膩

地
宜
　
粱
豆
蔴
麥
秔
稗
木
宜
楡
柳
畜
宜
牛
馬
羊
豕

西
北
第
一
鄕

地
勢
　
形
如
釜
低
衆
水
所
趨

地
質
　
其
土
爲
靑
黧
性
寒
質
疏

地
宜
　
蔴
麥
粱
稗
木
宜
檉
柳
畜
宜
牛
馬

西
北
第
二
鄕

地
勢
　
田
多
窪
下
隰
積
潦
常
潴

地
質
　
近
河
爲
白
壤
平
野
靑
黧
廣
衍
疏
斥

地
宜
　
五
穀
及
麥
牧
宜
常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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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正
北
第
一
鄕

地
勢
　
中
部
皆
平
原
東
鄕
山
麓
微
磽
确

地
質
　
其
土
皆
黃
壤
兼
含
沙
胍
或
雜
黑
墳

地
宜
　
菽
黍
棉
花
靛
靑
畜
牧
爲
牛
羊

正
北
第
二
鄕

地
勢
　
其
地
爲
原
隰

地
質
　
黃
壤
黑
墳
土
澤
脂
膩

地
宜
　
穀
爲
粱
豆
蔬
爲
菜
菔
與
蒜
畜
牧
宜
牛
馬
鷄
豚

正
北
第
三
鄕

地
勢
　
其
地
爲
陂
澤

地
質
　
西
爲
黑
墳
東
爲
黃
壤
鹹
㵼
是
錯

地
宜
　
種
植
宜
粱
豆
秔
稗
畜
牧
宜
牛
羊

東
北
第
一
鄕

地
勢
　
其
地
爲
陵
陸

地
質
　
其
土
爲
惟
壤
近
山
砂
石
瘠
薄

地
宜
　
榖
宜
粱
粟
畜
宜
牛
羊

東
北
第
二
鄕

地
勢
　
其
地
爲
陂
陀
凹
凸

地
質
　
其
土
多
黃
壚
性
疏
以
粗

地
宜
　
秔
糯
宜
植
棉
宜
種
瓜
木
宜
松
柏
牧
宜
牛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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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肥
　
料

大
糞
卽
人
糞
拌
土
挼
娑
成
屑
或
以
水
攪
和
成
汁
用
以
培
園
滋
養

力
最
富
廐
肥
俗
云
圈
糞
周
禮
草
人
糞
壤
勃
緹
用
牛
渴
澤
用
麋
卽

指
此
其
制
造
之
法
取
多
量
之
生
土
摻
合
之
並
入
窪
坑
內
使
十
分

含
入
水
氣
十
數
日
腐
變
從
坑
內
取
出
倒
換
數
次
然
後
堆
置
俟
來

春
培
地

植
物
肥
俗
云
草
糞
用
豆
稭
及
蒿
艸
雜
糞
漚
合
而
成
其
制
造
於
廐

肥
同
但
滋
養
力
稍
薄
又
豆
餅
油
篐
等
沈
澱
物
舂
杵
成
屑
亦
可
糞

壤
滋
養
力
尤
富

農
　
時

耕
種
時
期
大
約
在
淸
明
節
前
後
東
部
地
煖
播
種
常
早
西
部
土
寒

播
種
常
遲

収
穫
時
期
大
約
在
白
露
秋
分
之
間
東
部
較
西
部
常
早
二
旬
以
來

降
雨
時
期
全
境
無
甚
差
異
如
淸
明
穀
雨
五
月
十
三
七
月
十
三
皆

俗
呼
雨
節
然
不
過
破
塊
而
已
大
雨
時
行
惟
暑
伏
前
後
綿
亘
約
月

餘
甚
則
爲
災
遼
河
左
右
居
民
尤
以
爲
慮
故
山
農
與
澤
農
其
希
望

常
相
左
也

降
雪
時
期
常
在
冬
臘
兩
月
之
間
與
來
春
耕
種
大
有
利
益
俗
云
瑞

雪
兆
豐
年
指
此

耕
穫
區
別

高
粱
一
日
地
種
子
五
升
収
穫
可
得
五
六
石

穀
子
一
日
地
種
子
四
升
収
穫
可
得
五
六
石

糜
子
立
夏
節
播
種
至
七
月
暑
節
成
熟
每
一
畝
地
種
子
一
升
収
穫

可
得
石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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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黍
子
其
種
植
収
穫
與
秫
同

小
麥
春
分
節
播
種
至
六
月
頃
成
熟
一
日
地
種
子
一
斗
其
収
穫
上

年
三
石
中
年
二
石
下
年
一
石
拔
取
後
可
種
蕎
麥
或
綠
豆
大
麥
其

佈
種
成
熟
時
期
與
小
麥
同
每
日
地
種
子
一
斗
五
升
収
穫
可
得
六

七
石
至
八
九
石

大
豆
每
日
地
種
子
一
斗
三
四
升
収
穫
可
得
五
六
石

小
豆
大
抵
於
壠
畝
空
隙
播
種
故
其
產
額
較
少

綠
豆
六
月
中
伏
播
種
九
月
中
旬
成
熟
每
日
地
種
子
八
升
収
穫
可

得
二
三
石

包
米
於
三
月
穀
雨
前
七
八
日
播
種
至
六
月
末
成
熟
俗
云
六
月
鮮

每
日
地
可
収
穫
四
五
石
別
有
一
種
俗
名
秋
八
棒
於
芒
種
前
後
播

種
至
八
月
成
熟
土
人
多
於
園
圃
種
之

蕎
麥
其
播
種
収
穫
與
綠
豆
同

秔
子
其
収
穫
播
種
與
榖
子
同

稷
子
每
日
地
種
子
四
升
収
穫
可
得
七
八
石
或
十
餘
石
遼
河
左
右

多
種
之

靑
麻
榖
雨
節
播
種
七
月
處
署
収
刈
每
畝
可
得
百
餘
斤

線
麻
土
人
多
於
壠
畔
路
旁
播
種
穫
數
亞
於
靑
麻

大
麻
子
立
夏
前
播
種
八
月
秋
分
後
成
熟
每
日
地
種
子
五
六
升
可

収
穫
二
三
石

芝
麻
大
抵
播
種
於
瓜
田
園
圃
空
隙
之
地
故
其
產
額
甚
少
每
家
不

過
貯
藏
三
五
斗

地
瓜
蔓
生
宜
沙
土
下
芽
後
蔓
長
二
三
尺
約
五
六
日
掀
翻
一
次
至

八
月
成
熟
一
日
地
付
種
萬
餘
根
約
収
穫
七
八
千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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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

地
豆
淸
明
節
後
下
芽
有
五
月
末
成
熟
者
有
七
月
成
熟
者
一
畝
地

約
収
穫
千
餘
斤

落
花
生
宜
砂
土
立
夏
節
播
種
九
月
成
熟
一
日
地
需
種
子
百
三
十

斤
上
年
約
收
穫
二
千
五
六
百
斤
中
年
二
千
斤
下
年
千
餘
斤

棉
花
立
夏
節
播
種
七
月
成
熟
其
花
間
日
採
取
至
九
月
収
完
一
日

地
需
種
子
三
斗
普
通
可
得
去
子
熟
花
二
百
餘
斤

工
　
業

本
境
工
業
以
豆
油
爲
大
宗
次
繭
絲
次
葦
蓆
其
餘
動
植
礦
等
製
造

均
無
可
稱
城
內
習
藝
所
工
作
雖
稱
精
巧
而
銷
路
亦
不
甚
廣
茲
僅

列
其
產
品
如
左

植
物
製
造

高
粮
酒
破
粱
爲
粹
塊
著
麯
以
甑
蒸
之
其
蒸
氣
下
流
爲
酒
麯
用
大

麥
小
豆
爲
原
料
燒
鍋
於
夏
秋
間
造
之
土
貨
大
宗

黃
酒
煮
元
米
爲
粥
著
麯
置
甕
中
釀
數
日
然
後
和
水
入
榨
漉
之
麯

由
山
東
等
處
購
置

豆
油
碾
豆
爲
餅
籠
蒸
之
包
以
稻
草
圍
以
鐵
篐
疊
數
重
置
榨
中
加

楔
以
錘
擊
之
其
汁
下
流
池
中
爲
油
土
貨
大
宗

豆
餅
卽
豆
油
渣

綠
豆
粉
磨
豆
成
汁
漉
去
其
渣
澄
之
取
其
沉
澱
調
以
水
使
稠
粘
然

後
用
有
孔
瓠
瓢
頓
宕
使
落
滾
水
中
隨
用
箸
挑
出
晒
之
便
成
乾
粉

面
粉
磨
麥
成
屑
以
絹
羅
篩
之

家
機
布
鄕
中
婦
女
紡
棉
爲
線
使
織
布
匠
織
之

麻
花
布
用
硬
紙
陰
刻
各
種
花
樣
模
形
鋪
布
上
以
石
灰
攤
之
晾
乾

扯
去
紙
模
置
靛
缸
中
一
入
旋
提
出
晾
乾
再
入
再
提
三
四
次
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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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俗
謂
之
提
花
布

靛
藍
葉
熟
時
刈
置
甕
中
漚
五
六
日
視
其
藍
色
洩
盡
去
葉
攪
以
石

灰
然
後
澄
之
成
靛

改
連
紙
碎
舊
繩
用
石
灰
漚
三
四
日
取
出
蒸
之
蒸
畢
凈
洗
成
絨
和

以
水
置
鍋
中
火
煮
之
令
沸
然
後
用
竹
屉
層
層
抄
漉
疊
置
一
旁
抄

畢
揭
取
糊
牆
上
哂
乾
成
紙

香
碾
楡
皮
爲
屑
加
檀
料
和
以
適
宜
之
水
度
置
機
內
椿
軋
之
成
條

置
香
羅
內
向
圍
團
哂
之

炭
伐
木
斷
三
四
尺
許
掘
土
作
竈
裝
置
爲
房
架
形
以
粘
土
塞
其
上

部
竈
兩
側
設
二
門
自
一
門
燒
之
視
烟
色
已
淡
便
是
成
熟
火
候
然

後
密
封
之
約
三
四
日
取
出
一
竈
可
得
炭
三
百
斤

葦
蓆
鑽
葦
爲
篾
𥕦
壓
之
使
柔
韌
然
後
用
人
工
織
之
亦
土
貨
大
宗

各
種
木
噐
攻
治
之
法
多
用
人
力

礦
物
製
造

各
種
銀
器
製
用
爐
火
鑲
嵌
雕
鏤
時
噓
以
燈
火
令
柔
軟
然
後
製
之

別
有
鍍
金
蘸
黃
等
製
造
亦
多
用
舊
法

各
種
金
器
製
造
與
銀
略
同

各
種
銅
噐
製
造
與
銀
略
同

各
種
錫
器
范
錫
爲
版
隨
其
所
用
之
大
小
程
式
剪
爲
片
然
後
攢
合

銲
之
成
噐

各
種
鉛
噐
製
造
與
錫
略
同

各
種
鐵
器
爐
冶
製
造
皆
用
人
力

石
灰
掘
地
爲
竈
取
靑
版
石
架
置
其
中
燒
半
日
許
止
火
間
日
取
出

成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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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

鹽
劃
地
爲
鹽
塘
凡
分
三
層
周
圍
掘
長
壕
潮
來
引
滿
再
以
弔
桶
汲

入
鹽
池
晒
一
二
日
轉
送
於
次
塘
再
一
二
日
轉
送
於
裏
塘
又
一
二

日
海
水
結
晶
爲
鹽
本
境
西
南
二
界
溝
沿
海
皆
產
之

土
堿
於
斥
鹵
之
地
取
土
置
釜
中
熬
之
成
鹼
有
土
堿
面
堿
二
種

磚
築
土
爲
窰
高
丈
餘
范
土
爲
方
置
其
中
燒
之
後
五
六
日
取
出
成

磚
一
窰
可
得
二
千
餘
塊

瓦
置
泥
於
范
作
瓦
形
燒
法
與
磚
同
惟
火
力
少
減

琉
璃
瓦
則
以
陶
磁
土
陶
粘
土
二
者
配
合
而
成
凡
燒
三
四
次
始
成

瓦缸
其
原
料
燒
法
與
琉
璃
瓦
略
同

盆
分
瓦
盆
油
盆
缸
盆
三
種
其
原
略
燒
法
亦
各
異

動
物
製
造

牛
皮
烏
拉
取
生
皮
伐
其
毛
置
竈
上
以
稻
草
燃
薰
令
其
色
微
黃
且

柔
韌
然
後
裁
縫
之
成
烏
拉

騾
馬
皮
取
生
皮
去
其
毛
用
礦
灰
炙
熟
然
後
製
造
各
種
物
品

繭
紬
織
法
與
布
同

框
絲
有
大
挽
手
二
挽
手
等
分
別
詳
蠶
業
下

動
植
礦
相
合
製
造

中
式
車
輛
有
大
車
轎
車
製
造
皆
用
人
力

蠟
以
細
葦
管
蘸
蔴
油
外
用
川
白
蠟
爲
皮

炞
攤
泥
於
紙
晒
乾
隨
所
用
之
大
小
切
爲
片
以
小
鐵
棍
捲
而
搓
之

令
堅
實
然
後
抽
去
棍
泥
其
一
端
中
實
以
藥
軋
其
頸
使
凹
入
錐
孔

加
藥
線
編
之
成
炞

炮
製
造
同
炞
惟
其
燃
稍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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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
附
習
藝
所
製
造
品
︶

洋
式
軟
皮
馬
鞍
　
　
　
　
　
　
　
　
　
　
價
値
每
付
四
十
圓

合
幅
馬
嚼
子
　
　
　
　
　
　
　
　
　
　
　
　
　
每
付
八
圓

軍
用
皮
挺
帶
　
　
　
　
　
　
　
　
　
　
　
　
　
支
一
元
五
角

全
幅
子
母
帶
　
　
　
　
　
　
　
　
　
　
　
　
　
支
　
三
　
元

各
式
企
呢
軍
帽
　
　
　
　
　
　
　
　
　
　
　
　
頂
　
一
　
元

新
樣
花
軍
衣
　
　
　
　
　
　
　
　
　
　
　
　
　
件
十
四
　
元

各
樣
皮
靴
　
　
　
　
　
　
　
　
　
　
　
　
　
　
雙
　
三
　
元

洋
式
番
布
硬
衣
包
　
　
　
　
　
　
　
　
　
　
　
個
　
四
　
元

中
等
番
布
軟
衣
包
　
　
　
　
　
　
　
　
　
　
　
個
　
二
　
元

洋
式
各
種
圈
椅
　
　
　
　
　
　
　
　
　
　
　
　
對
　
八
　
元

各
色
錦
紋
花
布
　
　
　
　
　
　
　
　
　
　
　
　
疋
十
二
　
元

十
丈
花
旗
粗
布
　
　
　
　
　
　
　
　
　
　
　
　
疋
　
八
　
元

窄
面
柳
花
布
　
　
　
　
　
　
　
　
　
　
　
　
　
丈
　
二
　
角

各
色
棉
線
織
帶
　
　
　
　
　
　
　
　
　
　
　
　
丈
　
二
　
角

林
　
業

本
境
無
官
林
間
有
民
林
亦
任
其
自
然
生
長
不
講
種
植
保
護
之
方

遂
使
有
用
之
山
多
爲
曠
土
殊
可
惜
也
茲
將
關
於
林
業
事
項
列
左

伐
採
時
期

各
地
輪
伐
料
木
每
年
皆
在
春
秋
兩
季
惟
伐
採
薪
材
專
爲
冬
季
事

業
大
抵
以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間
爲
最
盛
至
輪
伐
年
限
松
十
五
年
至

二
十
年
始
成
材
柞
爲
飼
蠶
計
四
五
年
卽
伐
之
楊
柳
等
生
長
最
速

亦
須
七
八
年

銷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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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

東
山
木
材
多
行
銷
於
牛
海
兩
城
皆
有
木
行
収
買
四
鄕
亦
皆
取
給

於
此
河
西
薪
材
多
行
銷
於
遼
河
商
船
其
買
賣
狀
況
土
人
將
薪
材

用
車
運
至
河
干
架
小
屋
貯
之
商
船
有
用
乾
村
者
則
就
此
貿
易

︵
木
料
率
︶
厚
七
寸
幅
一
尺
長
八
尺
或
七
尺
五
算
七
十
寸
稱
爲
一

料
本
境
於
遼
陽
同

礦
　
業

本
境
礦
產
約
有
三
種
金
煤
石
灰
是
也
金
苗
煤
線
不
甚
暢
旺
惟
石

灰
產
額
極
富
農
家
多
以
爲
副
業
茲
列
礦
塲
區
域
及
礦
苗
狀
况
於

左

礦
山
區
域

正
東
第
一
鄕

大
坎
子
︵
官
　
溝
︶
距
城
二
十
里
　
　
　
　
　
　
　
　
金
　
礦

下
英
阿
︵
官
　
溝
︶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同

楊
家
南
溝
︵
官
　
溝
︶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同

嶺
夾
空
土
牛
溝
頭
道
溝
︵
官
溝
︶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同

嶺
夾
空
二
道
溝
︵
官
溝
︶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同

嶺
夾
空
三
道
溝
︵
官
溝
︶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同

嶺
夾
空
西
北
溝
︵
官
溝
︶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同

梨
樹
溝
︵
官
　
溝
︶
距
城
三
十
里
　
　
　
　
　
　
　
　
　
同

馬
風
屯
︵
官
　
溝
︶
距
城
三
十
里
　
　
　
　
　
　
　
　
　
同

石
門
嶺
︵
官
　
山
︶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同

代
家
溝
︵
官
　
山
︶
距
城
三
十
里
　
　
　
　
　
　
　
煤
　
礦

康
家
峪
︵
官
山
官
溝
︶
距
城
四
十
五
里
　
　
　
　
　
　
　
同

朱
紅
峪
︵
民
　
山
︶
距
城
四
十
五
里
　
　
　
　
　
　
石
灰
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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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

老
爺
廟
︵
官
　
溝
︶
距
城
四
十
五
里
　
　
　
　
　
　
　
　
同

康
家
峪
︵
官
山
官
溝
︶
距
城
四
十
五
里
　
　
　
　
　
石
絨
礦

老
爺
廟
︵
官
山
官
溝
︶
距
城
四
十
五
里
　
　
　
　
　
　
　
同

東
南
第
一
鄕

黃
單
屯
︵
官
　
山
︶
距
城
四
十
五
里
　
　
　
　
　
　
金
　
礦

王
家
溝
︵
官
　
山
︶
距
城
四
十
五
里
　
　
　
　
　
　
　
　
同

旺
寶
溝
︵
官
　
山
︶
距
城
四
十
里
　
　
　
　
　
　
　
　
　
同

廟
兒
溝
︵
民
　
山
︶
距
城
三
十
里
　
　
　
　
　
　
滑
石
白
土

里
兒
峪
︵
民
　
山
︶
距
城
十
八
里
　
　
　
　
　
　
　
靑
石
灰

正
南
第
一
鄕

潘
　
　
嶺
︵
官
　
山
︶
距
城
三
十
五
里
　
　
　
　
　
　
金
　
礦

毘
盧
寺
︵
官
　
山
︶
距
城
三
十
六
里
　
　
　
　
　
　
　
　
同

礦
塲
面
積

大
坎
子
礦
塲
　
長
　
二
　
里
　
寬
七
丈
五
尺
　
運
道
　
二
　
里

下
英
阿
　
　
　
　
　
　
半
　
里
　
　
十
　
　
丈
　
　
　
半
　
里

楊
家
南
溝
　
　
　
　
　
二
　
里
　
　
一
丈
五
尺
　
　
　
二
　
里

馬
風
屯
　
　
　
　
　
　
一
里
半
　
　
十
　
　
丈
　
　
　
一
里
半

嶺
夾
空
頭
道
溝
　
　
　
二
　
丈
　
　
三
　
　
丈
　
　
　
半
　
里

嶺
夾
空
二
道
溝
　
　
　
一
　
里
　
　
三
　
　
丈
　
　
　
一
　
里

嶺
夾
空
三
道
溝
　
　
　
七
　
丈
　
　
二
　
　
丈
　
　
　
半
　
里

嶺
夾
空
西
北
溝
　
　
　
三
　
丈
　
　
五
　
　
丈
　
　
　
半
　
里

梨
樹
溝
　
　
　
　
　
　
九
十
丈
　
　
三
　
　
丈
　
　
　
半
　
里

石
門
嶺
　
　
　
　
　
　
二
十
丈
　
　
一
　
　
丈
　
　
　
一
　
里

黃
單
屯
　
　
　
　
　
　
十
　
丈
　
　
四
　
　
丈
　
　
　
半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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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

王
家
溝
　
　
　
　
　
三
　
丈
　
　
　
　
五
　
丈
　
　
　
半
　
里

旺
寳
溝
　
　
　
　
　
三
　
丈
　
　
　
　
四
　
丈
　
　
　
一
　
里

潘
　
嶺
　
　
　
　
　
三
十
丈
　
　
　
　
十
　
丈
　
　
　
二
　
里

毘
盧
寺
　
　
　
　
　
六
十
丈
　
　
　
　
十
五
丈
　
　
　
一
　
里

代
家
溝
煤
塲
周
圍
　
一
丈
深
　
　
　
　
二
　
丈
運
道
　
二
　
里

老
爺
廟
　
　
　
　
　
五
　
丈
　
　
　
　
一
　
丈
　
　
　
一
　
里

康
家
峪
石
塲
　
　
　
七
　
處
　
　
　
　
　
窟
　
　
　
　
七
　
座

朱
紅
峪
　
　
　
　
　
三
　
處
　
　
　
　
　
　
　
　
　
　
三
　
座

里
兒
峪
　
　
　
　
　
五
　
處
　
　
　
　
　
　
　
　
　
　
五
　
座

廟
兒
溝
滑
石
白
土
塲
五
　
處

康
家
峪
石
絨
埸
隨
處
掘
採
無
定
所

老
爺
廟
　
　
　
　
　
　
　
同

各
處
礦
產
開
採
狀
況

馬
風
屯
土
牛
溝
大
坎
子
下
英
阿
楊
家
南
溝
嶺
夾
空
石
門
嶺
等
處

金
苗
不
甚
暢
旺
掘
採
者
少

梨
樹
溝
煤
線
屢
經
外
人
掘
驗
以
礦
質
未
成
不
適
燃
料
之
用
積
水

又
復
湧
出
旋
卽
停
辦

黃
單
屯
旺
寶
山
等
處
金
苗
不
甚
旺
光
緖
二
十
年
曾
經
盛
京
將
軍

派
員
試
辦
旋
卽
禀
請
封
禁

毘
廬
寺
等
處
礦
苗
發
現
經
商
某
禀
請
開
採
試
辦

康
家
峪
石
礦
最
盛
居
民
以
燒
石
灰
爲
業
者
共
窟
七
座
每
年
可
燒

四
百
餘
窟

里
兒
峪
亦
有
石
灰
窰

廟
兒
溝
滑
石
白
土
在
民
有
產
內
土
人
採
取
運
往
遼
瀋
等
處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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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

凡
大
藥
房
綠
油
瓦
盆
皆
購
用
之

老
爺
廟
溝
石
絨
最
多
土
人
僅
製
火
爐
不
識
別
用

漁
　
業

本
境
漁
區
惟
西
南
二
界
溝
尙
稱
豐
富
茲
錄
其
漁
業
槪
要
於
左

漁
業
區
域

二
界
溝
在
田
莊
台
西
三
十
里
距
海
口
約
四
五
里
其
下
檣
掛
網
之

所
沿
海
岸
線
約
五
六
十
里

蛤
蜊
坨
子
在
二
界
溝
北
五
六
里
距
海
口
三
四
里

棗
木
溝
在
二
界
溝
南
三
四
里
距
海
口
五
里

漁
船
漁
戶
數
目

二
界
溝
漁
戶
共
三
十
三
家
漁
船
大
小
五
十
二
隻

蛤
蜊
坨
子
漁
戶
三
家
小
漁
船
六
隻

棗
木
溝
漁
戶
三
家
小
漁
船
三
隻

漁
船
形
式

船
方
頭
扁
尾
略
似
槽
船
船
身
長
四
丈
四
五
尺
艙
深
四
尺
五
六
寸

桅
高
三
丈
餘

裁
檣
方
法

檣
係
柞
木
高
者
長
三
丈
五
六
尺
矮
者
二
丈
一
二
尺
粗
五
六
寸
林

立
排
栽
相
隔
一
丈
量
其
水
基
寬
窄
並
水
之
深
淺
或
栽
一
百
五
十

棵
或
栽
一
百
棵
水
深
一
丈
四
五
尺
則
用
高
檣
水
淺
七
八
尺
則
用

矮
檣
每
年
兩
季
栽
檣
上
半
季
由
淸
明
開
河
後
下
檣
至
伏
前
拔
檣

以
防
蟲
蠧
下
半
季
由
立
秋
後
下
檣
至
霜
降
拔
檣
以
防
冬
冰

褂
網
方
法

網
身
長
二
丈
四
五
尺
上
口
寬
下
口
窄
網
稍
長
一
尺
二
寸
網
口
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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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

寬
一
丈
二
尺
豎
長
八
尺
以
網
口
之
四
隅
用
繩
拴
於
檣
杆
之
上
名

爲
網
爪
潮
退
由
北
而
南
網
口
自
張
魚
蝦
投
之
易
入
而
難
出
其
網

稍
以
繩
牢
拴
待
魚
船
至
時
用
鈎
撈
起
倒
於
筐
內

結
網
染
製
方
法

網
用
三
截
聯
貫
結
繩
而
成
用
棉
花
線
女
工
編
織
成
網
先
用
熟
油

浸
泡
取
出
晒
乾
再
用
豬
血
刷
染
三
次
復
至
鍋
內
蒸
熟
晒
乾
方
經

海
水
不
杇

捕
魚
狀
况

漁
戶
每
年
於
開
凍
時
前
往
海
面
︵
晝
則
上
船
工
作
夜
則
築
小
團

蕉
以
居
︶
入
冬
始
回
鄕
里
每
日
兩
潮
出
海
由
舖
房
裝
載
筐
籠
數

十
個
漁
工
三
四
名
撑
船
至
下
檣
掛
網
之
所
用
鈎
撈
起
將
魚
蝦
倒

於
筐
內
載
歸
舖
房
製
造

製
造
魚
蝦
方
法

二
界
溝
所
產
之
魚
僅
大
頭
小
魚
用
鹽
迭
培
陰
乾
出
滷
售
之
所
產

之
蝦
僅
白
皮
小
蝦
用
鹽
水
煮
熟
投
之
晾
蝦
埸
晒
乾
仿
農
家
埸
園

法
用
風
力
吹
分
之
其
仁
爲
蝦
米
其
皮
爲
蝦
皮
碎
者
爲
蝦
糠
每
年

產
鹽
魚
四
五
十
萬
斤
蝦
米
六
七
十
萬
斤
蛤
蜊
坨
子
棗
木
溝
等
處

所
產
無
幾

蠶
　
業

本
境
絲
產
爲
土
貨
大
宗
每
年
產
額
極
富
東
山
土
地
磽
薄
生
民
不

致
大
困
仰
此
而
已
茲
列
關
於
蠶
業
者
於
左

產
出
區
域

蠶
性
惡
濕
東
山
一
帶
地
勢
高
亢
晴
多
雨
少
無
不
宜
蠶
而
東
南
二

鄕
與
正
東
一
鄕
蠶
業
尤
盛
鄕
中
居
民
有
專
業
此
者
絲
房
蠶
塲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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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

處
皆
是
東
北
一
鄕
稍
遜
於
東
南
正
東
二
鄕
近
因
海
外
輸
出
量
漸

增
而
該
鄕
之
蠶
業
亦
次
第
推
廣
矣

植
柞
方
法

柞
樹
俗
呼
薄
羅
葉
種
類
甚
多
有
大
葉
柞
小
葉
柞
尖
葉
柞
緞
葉
柞

胡
科
樹
等
區
別
其
實
曰
橡
子
凡
土
之
含
砂
石
者
皆
宜
播
種
之
法

不
宜
過
淺
以
一
寸
爲
度
每
樹
四
面
皆
須
有
四
尺
之
距
離
一
把
剪

子
合
山
地
一
畝
八
分
以
植
柞
四
十
株
爲
適
宜
大
約
秋
季
播
種
來

春
穀
雨
節
便
能
萌
芽
經
七
八
年
卽
可
飼
蠶

飼
蠶
最
宜
幼
樹
凡
樹
之
經
年
久
遠
者
每
年
必
須
輪
流
採
伐
令
高

不
過
六
七
尺
採
伐
之
後
一
年
二
年
爲
芽
科
二
芽
科
上
等
樹
也
三

年
者
爲
三
芽
科
中
等
樹
也
四
五
年
後
樹
質
漸
老
雖
亦
可
飼
四
五

眠
之
老
蠶
然
老
樹
蠶
質
終
不
及
幼
樹
之
美
也

貯
藏
蠶
種
方
法

春
蠶
秋
蠶
原
係
一
種
春
蠶
種
子
由
上
年
秋
蠶
所
取
秋
蠶
種
子
由

本
年
春
蠶
所
取
貯
藏
方
法
每
秋
寒
露
節
後
將
蠶
自
柞
樹
上
摘
歸

家
中
作
棚
於
廣
廷
置
蠶
其
上
至
小
雪
之
交
天
氣
漸
冷
移
貯
筐
中

置
屋
內
至
冬
至
之
交
益
當
與
以
溫
度
於
坑
上
敷
木
版
置
繭
其
上

每
日
以
手
上
下
轉
動
一
回
令
其
寒
煖
適
均
至
來
年
淸
明
節
以
細

繩
串
連
褂
適
宜
處
以
俟
蛾
之
出
此
時
繭
中
之
蛾
自
吐
一
種
酸
液

溶
解
其
繭
之
一
端
之
膠
質
穿
穴
出
來
大
抵
常
以
日
沒
時
分
旣
出

至
夜
半
時
交
配
其
雌
雄
︵
雌
蛾
體
肥
大
雄
蛾
瘦
細
最
易
識
別
︶

入
筐
內
來
日
開
筐
去
雄
留
雌
待
子
產
盡
乃
棄
之
所
產
之
蠶
子
至

榖
雨
節
後
孵
化
之
是
從
秋
蠶
所
產
之
春
蠶
也
秋
蠶
小
暑
後
自
柞

樹
上
將
春
蠶
摘
下
用
蔴
繩
串
連
掛
於
善
透
風
之
屋
至
盛
夏
初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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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蛾
卽
出
其
配
雌
雄
等
與
春
蠶
無
異
但
來
日
午
後
將
雌
蛾
放
於
柞

樹
上
以
細
草
繩
繫
之
令
產
子
於
其
上
產
後
十
一
日
孵
化
是
卽
從

春
蠶
所
產
之
秋
蠶
也

飼
蠶
方
法

蠶
孵
化
在
穀
雨
節
前
其
始
生
形
極
小
色
黑
春
蠶
於
屋
內
孵
化
後

放
置
於
柞
之
嫩
葉
上
用
繩
束
枝
以
防
暴
風
吹
落
俟
蠶
兒
稍
大
始

解
去
蠶
食
葉
經
六
七
日
脫
去
黑
皮
謂
之
起
靑
卽
初
眠
初
眠
不
食

二
三
日
形
狀
如
昔
又
六
七
日
則
形
體
發
達
全
脫
外
皮
是
卽
二
眠

由
是
而
三
眠
四
眠
大
抵
孵
化
三
十
日
卽
可
上
簇
春
蠶
於
夏
至
之

交
上
簇
至
小
暑
終
秋
蠶
於
秋
分
前
後
上
簇
至
寒
露
終
上
簇
無
春

秋
二
蠶
之
別
蠶
兒
在
林
樹
看
守
者
最
要
注
意
食
此
樹
葉
盡
後
宜

急
移
於
彼
樹
對
於
各
種
之
患
害
亦
宜
時
時
留
心

蠶
　
害

陰
雨
暴
風
嚴
霜
最
爲
蠶
害
蟲
鳥
亦
能
爲
害
而
絕
大
之
障
害
尤
莫

如
牧
羊
蓋
羊
口
有
一
種
酸
臭
突
入
柞
林
將
嫩
葉
食
盡
甚
有
害
於

柞
樹
之
生
育
故
各
村
蠶
厰
地
方
皆
以
爲
禁
至
害
蟲
則
紅
礬
參
合

豆
粉
散
布
樹
下
以
驅
之
鳥
害
則
以
鳥
槍
震
驚
之
或
仿
稻
人
之
法

恐
嚇
之
惟
防
雨
之
法
向
來
無
人
研
究

蠶
　
病

有
三
種
一
曰
岫
於
蠶
體
處
處
生
黑
點
輕
尙
無
防
重
則
有
害
於
生

育
至
不
能
成
繭
二
曰
黃
亂
斑
蠶
體
腐
亂
倐
忽
斃
死
傳
染
甚
激
三

曰
薄
尿
其
兆
候
先
吐
㵼
淸
水
重
必
致
死
輕
則
無
防
於
製
繭
岫
在

初
眠
時
薄
尿
在
二
眼
時
黃
亂
斑
在
四
眼
後
上
簇
結
繭
之
間
養
蠶

者
甚
患
之
然
亦
無
豫
防
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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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八

養
種
之
折
算

養
蠶
家
每
年
皆
須
豫
備
折
算
設
有
蠶
種
五
千
個
出
蛾
時
可
得
母

蛾
二
千
個
每
個
產
子
二
三
百
約
得
蠶
子
四
五
十
萬
個

繭
絲
之
収
穫

本
境
繭
絲
一
年
収
穫
額
平
年
可
得
六
十
萬
斤
豐
年
可
得
八
十
萬

斤
由
蓋
平
營
口
等
處
輸
出

製
絲
方
法

養
蠶
地
方
無
不
設
有
框
絲
房
其
框
絲
方
法
水
溶
面
鹼
於
大
鍋
內

火
𤍠
之
然
後
投
繭
以
棍
攪
之
次
移
繭
於
蒸
籠
中
置
鍋
上
離
面
鹼

水
二
寸
許
火
度
自
日
沒
項
至
半
夜
時
爲
止
初
用
小
火
中
用
大
火

俟
鍋
水
沸
騰
蒸
籠
中
繭
濕
透
再
用
微
火
使
鍋
內
之
水
次
第
減
少

不
可
過
乾
蓋
水
量
適
度
與
否
關
製
絲
上
之
巧
拙
繭
旣
蒸
出
將
外

皮
屑
絲
剝
去
名
大
挽
手
又
曰
大
絲
頭
多
輸
出
於
海
外
次
將
剝
去

外
皮
之
繭
搜
出
絲
頭
置
之
棹
上
分
別
絲
之
粗
細
良
否
以
框
掛
絲

繅
大
抵
以
繭
十
個
爲
標
準
繅
完
後
所
餘
屑
絲
名
曰
二
挽
手
又
於

蛹
之
密
着
部
分
別
台
曰
蛹
靑
最
劣
者
之
絲
也
普
繅
通
工
每
日
一

人
能
繅
繭
二
千
二
百
個
善
製
絲
者
一
千
個
繭
少
則
出
絲
九
兩
多

則
出
絲
十
二
三
兩

春
繭
秋
繭
比
較

飼
養
秋
蠶
比
春
蠶
約
長
十
五
日
故
成
繭
之
結
果
亦
異
秋
繭
絲
量

多
春
繭
絲
量
少
秋
繭
比
春
繭
每
千
個
重
二
斤
其
製
出
之
絲
春
繭

五
六
兩
秋
絲
乃
至
十
餘
兩

春
絲
秋
絲
優
劣

春
絲
製
由
空
繭
彈
力
弱
而
節
多
品
質
不
及
秋
絲
惟
其
色
稍
白
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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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九

維
稍
細
且
柔
軟
此
其
優
於
秋
絲
之
點
也

商
　
業

本
境
商
務
以
附
近
營
口
向
稱
繁
盛
茲
特
列
各
項
關
係
於
左

市
　
鎭

本
境
市
埸
約
有
數
處
而
其
最
盛
者
則
如
左
之
各
鎭

海
城
爲
四
鄕
總
市
鎭
鐵
路
所
經
交
通
南
北
市
面
殊
不
蕭
索
商
舖

三
百
餘
家
設
有
商
務
會
附
設
勸
業
銀
行
官
膏
專
買
局
及
馬
市

牛
莊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蕭
姬
廟
河
口
八
里
南
通
營
口
北
通
遼
瀋
爲

水
陸
交
通
孔
道
河
北
一
帶
之
農
產
物
多
集
散
此
地
商
舖
八
十
餘

家
設
有
商
務
分
會
並
馬
市
稅
局

田
莊
台
地
濱
遼
河
商
船
往
來
停
泊
爲
西
南
第
三
鄕
巨
鎭
商
舖
一

百
六
十
餘
家
設
有
馬
市
稅
卡

析
木
城
距
縣
治
四
十
里
商
舖
十
餘
家
以
材
木
爲
大
宗
有
木
廠
冬

令
貿
易
最
盛
有
馬
市
稅
局

騰
鰲
堡
隸
正
北
第
三
鄕
爲
南
北
通
衢
東
距
鐵
路
西
距
小
河
口
均

二
十
餘
里
商
舖
七
十
餘
家
設
有
商
務
分
會
並
馬
市

虎
獐
屯
隷
正
南
第
二
鄕
商
舖
十
五
六
家
有
馬
市

大
石
橋
隷
正
南
第
一
鄕
海
蓋
於
此
分
界
商
舖
十
餘
家
地
近
日
本

車
站
旅
客
往
來
商
業
頗
繁
盛

感
王
寨
隸
西
南
第
一
鄕
商
舖
十
餘
家

耿
莊
子
隸
正
北
第
一
鄕
商
號
十
餘
家

大
高
力
房
隷
西
北
第
二
鄕
商
舖
十
餘
家
有
馬
市
二
五
八
集
日
小

負
販
者
甚
多

商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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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營
口
在
遼
河
左
岸
距
牛
莊
九
十
里
海
禁
未
開
時
南
商
浮
海
由
三

岔
河
至
蕭
姬
廟
河
口
登
陸
入
牛
莊
市
塲
嗣
後
河
流
淤
淺
不
能
深

入
因
就
此
爲
市
咸
豐
八
年
與
英
人
訂
約
通
商
仍
沿
牛
莊
舊
稱
實

則
以
營
口
爲
市
塲
其
航
業
南
通
上
海
天
津
等
處
爲
滿
洲
貿
易
第

一
良
港
其
商
業
關
係
海
外
者
不
少
故
又
可
謂
對
外
之
貿
易
部
街

長
十
餘
里
東
爲
外
人
居
留
地
西
爲
華
商
貿
易
埸
市
廛
羅
列
物
品

豐
饒
大
利
所
在
遠
近
奔
赴
惟
近
日
利
權
爲
大
連
所
攘
商
業
稍
乏

又
營
口
之
貿
易
以
產
於
遼
河
流
域
物
質
之
輸
出
爲
主
而
其
輸
出

物
質
之
額
數
又
以
通
江
口
鐵
嶺
新
民
府
爲
最
多
近
自
東
淸
鐵
路

開
放
北
滿
洲
一
帶
︵
及
吉
林
黑
龍
江
及
西
比
里
亞
地
方
︶
之
物

質
亦
陸
續
南
下
而
外
品
之
輸
入
亦
隨
內
地
之
需
用
漸
次
加
多
查

營
口
碇
泊
民
船
其
數
常
達
千
餘
以
上
遼
河
上
下
民
船
總
數
約
六

七
千
隻
入
口
輪
船
及
㠶
船
據
光
緖
二
十
九
年
海
關
報
吿
册
曾
達

六
百
五
十
餘
隻
卽
此
可
見
營
口
貿
易
之
盛

其
地
爲
海
蓋
接
界
處
東
街
蓋
界
東
海
關
在
焉
︵
卽
洋
稅
關
︶
西

街
海
界
西
海
關
在
焉
︵
卽
華
稅
關
︶
山
海
兵
備
道
海
防
同
知
均

駐
此

埠
內
向
有
重
兵
駐
守
︵
卽
宋
宮
保
統
帶
之
豫
軍
︶
沿
海
礮
臺
工

極
完
固
甲
午
之
亂
全
爲
日
人
撒
毀
今
門
戶
洞
開
矣

港
口
日
漸
淤
淺
潮
汐
乾
滿
之
差
不
過
十
尺
船
舶
吃
水
至
十
七
八

尺
以
上
者
便
不
能
出
入
其
下
雖
能
出
入
亦
必
於
潮
滿
時
用
船
引

導

輸
出
入
之
槪
要

本
境
土
貨
如
豆
油
豆
餅
燒
酒
蠶
絲
等
項
除
歲
銷
本
境
外
其
輸
出



 

海

城

縣

志

　
　
　
　
　
　
　
　
七
一

於
口
外
者
甚
多
而
南
貨
洋
貨
北
貨
之
輸
入
者
爲
數
亦
甚
巨
謹
列

於
左

天
然
產

紅
　
粮
　
　
　
　
　
　
　
歲
銷
本
境
　
　
　
　
　
二
　
十
萬
石

靑
　
豆
　
　
　
　
　
　
　
　
　
　
　
　
　
　
　
　
十
　
萬
　
石

元
　
豆
　
　
　
　
　
　
　
　
　
　
　
　
　
　
　
　
八
　
萬
　
石

黑
　
豆
　
　
　
　
　
　
　
　
　
　
　
　
　
　
　
　
一
　
千
　
石

綠
　
豆
　
　
　
　
　
　
　
　
　
　
　
　
　
　
　
　
一
　
千
　
石

小
　
豆
　
　
　
　
　
　
　
　
　
　
　
　
　
　
　
　
一
　
萬
　
石

大
　
麥
　
　
　
　
　
　
　
　
　
　
　
　
　
　
　
　
一
　
千
　
石

小
　
麥
　
　
　
　
　
　
　
　
　
　
　
　
　
　
　
　
二
萬
四
百
石

蕎
　
麥
　
　
　
　
　
　
　
　
　
　
　
　
　
　
　
　
三
　
百
　
石

秔
　
米
　
　
　
　
　
　
　
　
　
　
　
　
　
　
　
　
一
　
千
　
石

小
　
米
　
　
　
　
　
　
　
　
　
　
　
　
　
　
　
　
八
　
千
　
石

瓜
　
子
　
　
　
　
　
　
　
　
　
　
　
　
　
　
　
　
一
　
萬
　
石

㯶
　
葉
　
　
　
　
　
　
　
　
　
　
　
　
　
　
　
　
五
　
十
萬
石

靑
　
麻
　
　
　
　
　
　
　
　
　
　
　
　
　
　
　
　
五
　
萬
　
斤

煙
　
土
　
　
　
　
　
　
　
　
　
　
　
　
　
　
　
　
四
　
千
　
兩

藥
　
材
　
　
　
　
　
　
　
　
　
　
　
　
　
　
　
　
値
銀
三
萬
两

木
　
材
　
　
　
　
　
　
　
　
　
　
　
　
　
　
　
　
値
銀
五
萬
兩

製
造
品

高
粮
酒
　
　
　
　
　
　
　
歲
銷
本
境
　
　
　
　
　
四
　
百
萬
斤

黃
　
酒
　
　
　
　
　
　
　
　
　
　
　
　
　
　
　
　
五
　
萬
　
斤

豆
　
油
　
　
　
　
　
　
　
　
　
　
　
　
　
　
　
　
八
　
十
萬
斤



 

海

城

縣

志

　
　
　
　
　
　
　
　
七
二

豆
　
餅
　
　
　
　
　
　
　
　
　
　
　
　
　
　
　
　
四
　
萬
　
片

綠
豆
粉
　
　
　
　
　
　
　
　
　
　
　
　
　
　
　
　
一
　
百
萬
斤

面
　
粉
　
　
　
　
　
　
　
　
　
　
　
　
　
　
　
一
千
九
百
萬
斤

鹽
　
　
　
　
　
　
　
　
　
　
　
　
　
　
　
　
　
　
一
千
五
百
石

土
　
鹼
　
　
　
　
　
　
　
　
　
　
　
　
　
　
　
　
二
　
十
萬
塊

家
機
布
　
　
　
　
　
　
　
　
　
　
　
　
　
　
　
　
一
　
千
　
疋

麻
花
布
　
　
　
　
　
　
　
　
　
　
　
　
　
　
　
　
六
　
百
　
疋

繭
　
紬
　
　
　
　
　
　
　
　
　
　
　
　
　
　
　
　
三
　
千
　
疋

框
　
絲
　
　
　
　
　
　
　
　
　
　
　
　
　
　
　
　
二
　
十
萬
斤

靛
　
　
　
　
　
　
　
　
　
　
　
　
　
　
　
　
　
　
三
　
十
萬
斤

改
連
紙
　
　
　
　
　
　
　
　
　
　
　
　
　
　
　
　
四
　
萬
　
疋

炞
　
　
　
　
　
　
　
　
　
　
　
　
　
　
　
　
　
　
四
　
萬
　
掛

炮
　
　
　
　
　
　
　
　
　
　
　
　
　
　
　
　
　
　
七
　
萬
　
札

蠟
　
　
　
　
　
　
　
　
　
　
　
　
　
　
　
　
　
　
二
　
萬
　
斤

香
　
　
　
　
　
　
　
　
　
　
　
　
　
　
　
　
　
　
八
　
萬
　
封

炭
　
　
　
　
　
　
　
　
　
　
　
　
　
　
　
　
　
　
一
　
百
萬
斤

葦
　
席
　
　
　
　
　
　
　
　
　
　
　
　
　
　
　
　
二
　
百
萬
捆

各
種
金
噐
　
　
　
　
　
　
　
　
　
　
　
　
　
　
　
値
銀
一
萬
兩

各
種
銀
器
　
　
　
　
　
　
　
　
　
　
　
　
　
　
　
値
銀
二
萬
兩

各
種
銅
噐
　
　
　
　
　
　
　
　
　
　
　
　
　
　
　
値
銀
三
千
兩

各
種
錫
器
　
　
　
　
　
　
　
　
　
　
　
　
　
　
　
値
銀
八
百
兩

各
種
鉛
器
　
　
　
　
　
　
　
　
　
　
　
　
　
　
　
植
銀
四
百
兩

各
種
鐵
噐
　
　
　
　
　
　
　
　
　
　
　
　
　
　
　
値
銀
五
萬
兩

各
種
木
噐
　
　
　
　
　
　
　
　
　
　
　
　
　
　
　
値
銀
五
萬
兩



 

海

城

縣

志

　
　
　
　
　
　
　
　
七
三

石
　
灰
　
　
　
　
　
　
　
　
　
　
　
　
　
　
　
　
三
　
十
萬
斤

磚
　
　
　
　
　
　
　
　
　
　
　
　
　
　
　
　
　
　
八
　
十
萬
塊

瓦
　
　
　
　
　
　
　
　
　
　
　
　
　
　
　
　
　
　
一
　
百
萬
塊

缸
　
　
　
　
　
　
　
　
　
　
　
　
　
　
　
　
　
　
十
　
萬
　
口

盆
　
　
　
　
　
　
　
　
　
　
　
　
　
　
　
　
　
　
五
　
萬
　
套

牛
皮
烏
拉
　
　
　
　
　
　
　
　
　
　
　
　
　
　
　
六
　
萬
　
雙

牛
馬
皮
　
　
　
　
　
　
　
　
　
　
　
　
　
　
　
　
四
　
千
　
張

羊
　
皮
　
　
　
　
　
　
　
　
　
　
　
　
　
　
　
　
一
　
千
　
張

輸
出
品

紅
　
糧
　
　
　
水
運
山
東
上
海
等
處
歲
銷
　
　
　
四
　
萬
　
石

靑
　
豆
　
　
　
水
運
上
海
外
洋
等
處
　
　
　
　
　
一
　
百
萬
石

豆
　
油
　
　
　
水
運
上
海
廣
東
日
本
　
　
　
　
　
一
　
百
萬
石

豆
　
餅
　
　
　
水
運
上
海
日
本
等
處
　
　
　
　
　
五
　
十
萬
片

豬
　
鬃
　
　
　
水
運
外
洋
等
處
　
　
　
　
　
　
　
値
銀
五
百
兩

雞
鴨
毛
　
　
　
水
運
外
洋
等
處
　
　
　
　
　
　
　
値
銀
五
百
兩

框
　
絲
　
　
　
陸
運
蓋
平
縣
境
　
　
　
　
　
　
　
四
　
十
萬
斤

繭
　
紬
　
　
　
水
　
運
　
山
東
　
　
　
　
　
　
　
二
　
千
　
疋

葦
　
席
　
　
　
陸
運
開
原
鐵
嶺
等
處
　
　
　
　
　
二
　
十
萬
捆

鹽
　
　
　
　
　
陸
　
運
　
長
春
等
處
　
　
　
　
　
一
千
四
百
石

土
　
鹼
　
　
　
陸
　
運
　
吉
黑
等
處
　
　
　
　
　
五
　
萬
　
塊

北
貨
輸
入
品

柳
片
菸
　
　
　
由
吉
林
陸
運
歲
銷
本
境
等
處
　
　
一
　
百
萬
斤

豆
　
油
　
　
　
由
吉
奉
陸
運
　
　
　
　
　
　
　
　
十
　
萬
　
斤

線
　
麻
　
　
　
由
吉
奉
陸
運
　
　
　
　
　
　
　
　
二
　
百
萬
斤



 

海

城

縣

志

　
　
　
　
　
　
　
　
七
四

煙
　
土
　
　
　
由
吉
奉
陸
運
　
　
　
　
　
　
　
　
一
　
千
　
包

元
　
蘑
　
　
　
由
吉
黑
陸
運
　
　
　
　
　
　
　
　
五
　
萬
　
斤

木
　
耳
　
　
　
由
吉
黑
陸
運
　
　
　
　
　
　
　
　
二
　
千
　
斤

靛
　
　
　
　
　
由
吉
黑
陸
運
　
　
　
　
　
　
　
　
五
　
十
萬
斤

面
　
鹼
　
　
　
由
吉
奉
陸
運
　
　
　
　
　
　
　
　
六
　
百
　
包

土
　
鹼
　
　
　
由
吉
奉
陸
運
　
　
　
　
　
　
　
　
六
　
萬
　
塊

南
貨
輸
入
品

線
　
縐
　
　
　
由
蘇
州
水
運
歲
銷
本
境
等
處
　
一
百
五
十
五
疋

色
西
素
緞
　
　
由
蘇
杭
水
運
　
　
　
　
　
　
　
二
百
四
十
六
疋

摹
　
緞
　
　
　
由
蘇
杭
水
運
　
　
　
　
　
　
　
二
　
十
　
二
疋

貢
　
緞
　
　
　
由
蘇
杭
水
運
　
　
　
　
　
　
　
二
　
十
　
四
疋

色
綾
紬
　
　
　
由
蘇
杭
水
運
　
　
　
　
　
　
　
二
　
十
　
八
疋

色
洋
縐
　
　
　
由
蘇
杭
水
運
　
　
　
　
　
　
　
二
百
五
十
六
疋

色
洋
縐
　
　
　
由
山
東
等
水
運
　
　
　
　
　
　
　
八
　
十
五
疋

素
卜
紬
　
　
　
由
山
東
等
水
運
　
　
　
　
　
　
　
二
　
百
　
疋

江
北
棉
花
　
　
由
上
海
水
運
　
　
　
　
　
　
　
　
一
　
千
　
包

花
絨
布
　
　
　
由
上
海
水
運
　
　
　
　
　
　
　
　
四
　
十
　
疋

花
洋
機
　
　
　
由
上
海
水
運
　
　
　
　
　
　
　
　
六
　
十
　
疋

色
竹
布
　
　
　
由
上
海
水
運
　
　
　
　
　
　
　
　
五
　
百
　
疋

色
扣
布
　
　
　
由
上
海
水
運
　
　
　
　
　
　
　
　
六
　
百
　
疋

靑
絲
水
烟
　
　
由
上
海
水
運
　
　
　
　
　
　
　
　
八
　
十
　
箱

棉
絲
水
烟
　
　
由
上
海
水
運
　
　
　
　
　
　
　
　
十
　
　
　
箱

大
尺
布
　
　
　
由
通
州
水
運
　
　
　
　
　
　
　
　
三
萬
五
千
件

套
　
布
　
　
　
由
通
州
水
運
　
　
　
　
　
　
　
　
五
十
二
萬
件



 

海

城

縣

志

　
　
　
　
　
　
　
　
七
五

橋
　
布
　
　
　
由
山
東
高
橋
鎭
水
運
　
　
　
　
　
四
十
六
萬
件

淸
水
布
　
　
　
由
直
隷
水
運
　
　
　
　
　
　
　
　
二
　
百
　
件

𡩋
　
紬
　
　
　
由
杭
州
水
運
　
　
　
　
　
　
　
一
百
二
十
六
疋

𡩋
紬
袍
料
　
　
由
杭
州
水
運
　
　
　
　
　
　
　
　
三
　
十
　
件

顏
　
料
　
　
　
由
上
海
水
運
　
　
　
　
　
　
　
　
値
銀
二
千
兩

木
　
料
　
　
　
由
上
海
水
運
　
　
　
　
　
　
　
　
値
銀
六
千
兩

瓦
甲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六
　
百
　
簍

川
連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一
　
百
　
簍

扛
連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六
　
十
　
簍

白
官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三
　
十
　
扛

佛
表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五
　
百
　
簍

洋
粉
連
　
　
　
由
上
海
水
運
　
　
　
　
　
　
　
　
六
　
百
　
扛

表
辛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三
　
十
　
扛

高
麗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一
　
千
　
捆

藍
窩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一
　
千
　
疋

白
窩
紙
　
　
　
由
上
海
水
運
　
　
　
　
　
　
　
　
一
　
千
　
疋

金
　
箔
　
　
　
由
上
海
水
運
　
　
　
　
　
　
　
　
三
　
百
　
箱

海
　
紙
　
　
　
由
𡩋
波
水
運
　
　
　
　
　
　
　
　
六
千
八
百
塊

冰
　
糖
　
　
　
由
𡩋
波
水
運
　
　
　
　
　
　
　
　
五
　
十
三
包

紅
紗
糖
　
　
　
由
甯
波
水
運
　
　
　
　
　
　
一
千
四
百
五
十
包

白
砂
糖
　
　
　
由
𡩋
波
福
建
水
運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五
包

紹
　
酒
　
　
　
由
𡩋
波
福
建
水
運
　
　
　
　
　
　
九
百
五
十
壜

大
箱
茶
葉
　
　
由
安
徽
水
運
　
　
　
　
　
　
　
　
二
百
十
五
箱

小
箱
茶
葉
　
　
由
安
徽
水
運
　
　
　
　
　
　
　
　
七
百
五
十
箱



 

海

城

縣

志

　
　
　
　
　
　
　
　
七
六

細
磁
器
　
　
　
由
江
西
水
運
　
　
　
　
　
　
　
　
一
千
二
十
支

粗
磁
噐
　
　
　
由
江
西
水
運
　
　
　
　
　
　
　
二
千
八
十
八
合

藥
　
材
　
　
　
由
祁
州
陸
運
　
　
　
　
　
　
　
　
値
銀
三
萬
兩

牛
　
皮
　
　
　
由
山
東
直
隸
陸
運
　
　
　
　
　
　
五
千
五
百
張

羊
　
皮
　
　
　
由
山
東
直
隸
陸
運
　
　
　
　
　
　
五
　
千
　
張

靛
　
　
　
　
　
由
廣
西
水
運
　
　
　
　
　
　
　
　
十
　
萬
　
斤

銀
　
　
　
　
　
由
上
海
水
運
　
　
　
　
　
　
　
　
一
　
百
萬
兩

銅
　
　
　
　
　
由
雲
南
等
處
水
運
　
　
　
　
　
　
二
　
千
　
斤

鉛
　
　
　
　
　
由
雲
南
等
處
水
運
　
　
　
　
　
　
一
　
千
　
斤

錫
　
　
　
　
　
由
雲
南
等
處
水
運
　
　
　
　
　
　
一
　
千
　
斤

鐵
　
　
　
　
　
由
雲
南
等
處
水
運
　
　
　
　
　
　
一
　
萬
　
斤

甘
　
蔗
　
　
　
由
福
建
水
運
　
　
　
　
　
　
　
　
五
　
百
　
擔

鮮
　
果
　
　
　
由
江
浙
水
運
　
　
　
　
　
　
　
　
値
銀
一
萬
兩

海
　
味
　
　
　
由
上
海
水
運
　
　
　
　
　
　
　
　
値
銀
二
千
兩

圖
　
書
　
　
　
由
上
海
水
運
　
　
　
　
　
　
　
　
値
銀
三
萬
兩

水
　
筆
　
　
　
由
上
海
水
運
　
　
　
　
　
　
　
　
三
　
千
　
封

香
　
墨
　
　
　
由
安
徽
水
運
　
　
　
　
　
　
　
　
一
　
千
　
包

洋
貨
輸
入
品

花
旗
布
　
　
　

由
外
洋
水
運
營
口
大
連
灣
歲
銷
本
境
等
處

　
　
　
三
萬
五
千
疋

斜
文
布
　
　
　
　
　
　
　
　
　
　
　
　
　
　
　
　
二
萬
五
千
疋

羽
　
紬
　
　
　
　
　
　
　
　
　
　
　
　
　
　
　
　
三
千
五
百
板

嗶
　
嘰
　
　
　
　
　
　
　
　
　
　
　
　
　
　
　
　
八
　
十
六
板

法
蘭
絨
　
　
　
　
　
　
　
　
　
　
　
　
　
　
　
　
三
千
四
百
疋

洋
　
呢
　
　
　
　
　
　
　
　
　
　
　
　
　
　
　
　
三
　
十
一
疋



 

海

城

縣

志

　
　
　
　
　
　
　
　
七
七

羽
　
綾
　
　
　
　
　
　
　
　
　
　
　
　
　
　
　
　
五
　
十
二
板

毛
洋
布
　
　
　
　
　
　
　
　
　
　
　
　
　
　
　
　
八
百
四
十
尺

洋
　
棉
　
　
　
　
　
　
　
　
　
　
　
　
　
　
　
　
五
百
七
十
擔

洋
　
紗
　
　
　
　
　
　
　
　
　
　
　
　
　
　
　
　
三
　
百
　
捆

洋
　
線
　
　
　
　
　
　
　
　
　
　
　
　
　
　
　
　
五
百
二
十
捆

洋
　
毯
　
　
　
　
　
　
　
　
　
　
　
　
　
　
　
　
一
千
六
十
條

洋
　
蠟
　
　
　
　
　
　
　
　
　
　
　
　
　
　
　
　
三
千
二
百
箱

洋
肥
皂
　
　
　
　
　
　
　
　
　
　
　
　
　
　
　
　
五
　
百
　
箱

火
　
柴
　
　
　
　
　
　
　
　
　
　
　
　
　
　
　
　
一
百
六
十
箱

洋
　
油
　
　
　
　
　
　
　
　
　
　
　
　
　
　
八
千
九
百
二
十
箱

洋
　
麵
　
　
　
　
　
　
　
　
　
　
　
　
　
　
　
　
八
　
萬
　
袋

洋
炞
炮
　
　
　
　
　
　
　
　
　
　
　
　
　
　
　
　
七
千
四
百
箱

紙
　
煙
　
　
　
　
　
　
　
　
　
　
　
　
　
　
　
　
八
千
六
百
箱

洋
　
鐵
　
　
　
　
　
　
　
　
　
　
　
　
　
　
　
　
三
　
十
萬
斤

洋
　
釘
　
　
　
　
　
　
　
　
　
　
　
　
　
　
　
　
六
　
百
　
箱

洋
水
果
　
　
　
　
　
　
　
　
　
　
　
　
　
　
　
　
七
　
百
　
包箱

洋
手
巾
　
　
　
　
　
　
　
　
　
　
　
　
　
　
　
　
九
萬
一
千
包

洋
鈕
扣
　
　
　
　
　
　
　
　
　
　
　
　
　
　
　
　
六
千
九
百
包

各
樣
袋
包
　
　
　
　
　
　
　
　
　
　
　
　
　
　
　
一
　
千
　
件

牛
　
乳
　
　
　
　
　
　
　
　
　
　
　
　
　
　
　
　
五
　
千
　
合

洋
　
磁
　
　
　
　
　
　
　
　
　
　
　
　
　
　
　
　
値
銀
一
千
兩

洋
　
表
　
　
　
　
　
　
　
　
　
　
　
　
　
　
　
　
一
　
千
　
件

玻
璃
片
　
　
　
　
　
　
　
　
　
　
　
　
　
　
　
　
五
　
十
　
箱

留
聲
機
器
　
　
　
　
　
　
　
　
　
　
　
　
　
　
　
値
銀
一
千
兩



 

海

城

縣

志

　
　
　
　
　
　
　
　
七
八

橡
　
皮
　
　
　
　
　
　
　
　
　
　
　
　
　
　
　
　
値
銀
五
百
兩

熟
　
皮
　
　
　
　
　
　
　
　
　
　
　
　
　
　
　
　
四
　
十
　
擔

成
衣
機
器
　
　
　
　
　
　
　
　
　
　
　
　
　
　
　
値
銀
一
千
两

藥
　
材
　
　
　
　
　
　
　
　
　
　
　
　
　
　
　
　
値
銀
五
萬
兩

洋
　
鐘
　
　
　
　
　
　
　
　
　
　
　
　
　
　
　
　
五
　
百
　
架

鉛
　
筆
　
　
　
　
　
　
　
　
　
　
　
　
　
　
　
　
三
　
千
　
札

洋
　
琴
　
　
　
　
　
　
　
　
　
　
　
　
　
　
　
　
値
銀
五
百
兩

洋
　
針
　
　
　
　
　
　
　
　
　
　
　
　
　
　
　
　
値
銀
五
千
兩

各
樣
紙
　
　
　
　
　
　
　
　
　
　
　
　
　
　
　
　
値
銀
一
萬
兩

香
　
水
　
　
　
　
　
　
　
　
　
　
　
　
　
　
　
　
値
銀
一
萬
兩

照
相
材
料
　
　
　
　
　
　
　
　
　
　
　
　
　
　
　
値
銀
一
千
兩

石
　
筆
　
　
　
　
　
　
　
　
　
　
　
　
　
　
　
　
二
　
千
　
合

洋
　
鹼
　
　
　
　
　
　
　
　
　
　
　
　
　
　
　
　
四
　
十
七
擔

洋
　
糖
　
　
　
　
　
　
　
　
　
　
　
　
　
　
　
　
一
　
千
　
擔

洋
　
傘
　
　
　
　
　
　
　
　
　
　
　
　
　
　
　
　
一
　
千
　
柄

洋
　
漆
　
　
　
　
　
　
　
　
　
　
　
　
　
　
　
　
二
　
十
　
擔

日
本
布
　
　
　
　
　
　
　
　
　
　
　
　
　
　
　
　
八
　
百
　
疋

日
本
紗
　
　
　
　
　
　
　
　
　
　
　
　
　
　
　
　
四
　
百
　
疋

日
本
緞
　
　
　
　
　
　
　
　
　
　
　
　
　
　
　
　
六
　
百
　
疋

日
本
毯
　
　
　
　
　
　
　
　
　
　
　
　
　
　
　
　
三
　
千
　
條

日
本
煙
　
　
　
　
　
　
　
　
　
　
　
　
　
　
　
　
九
　
千
　
箱

日
本
果
　
　
　
　
　
　
　
　
　
　
　
　
　
　
　
　
八
千
六
百
包

日
本
火
柴
　
　
　
　
　
　
　
　
　
　
　
　
　
　
　
二
　
百
　
箱

日
本
帽
　
　
　
　
　
　
　
　
　
　
　
　
　
　
　
　
一
　
百
　
箱



 

海

城

縣

志

　
　
　
　
　
　
　
　
七
九

日
本
皮
靴
　
　
　
　
　
　
　
　
　
　
　
　
　
　
　
二
　
千
　
雙

日
本
旱
傘
　
　
　
　
　
　
　
　
　
　
　
　
　
　
　
一
　
萬
　
柄

日
本
磁
噐
　
　
　
　
　
　
　
　
　
　
　
　
　
　
　
値
銀
二
萬
两

日
本
煤
　
　
　
　
　
　
　
　
　
　
　
　
　
　
　
　
十
　
萬
　
斤

日
本
鐵
　
　
　
　
　
　
　
　
　
　
　
　
　
　
　
　
二
　
十
萬
斤

日
本
漆
　
　
　
　
　
　
　
　
　
　
　
　
　
　
　
　
五
　
百
　
擔

日
本
石
板
　
　
　
　
　
　
　
　
　
　
　
　
　
　
　
一
　
千
　
塊

日
本
粉
筆
　
　
　
　
　
　
　
　
　
　
　
　
　
　
　
一
　
千
　
札

日
本
石
筆
　
　
　
　
　
　
　
　
　
　
　
　
　
　
　
一
　
千
　
合

附
燃
燒
類

煤
　
　
　
　

由
開
平
運
入
營
口
水
陸
兼
運
歲
銷
本
境
等
處

　
　
四
　
千
萬
斤

炸
　
　
　
　
　
　
　
　
　
　
　
　
　
　
　
　
　
　
二
　
千
萬
斤

焦
　
　
　
　
　
　
　
　
　
　
　
　
　
　
　
　
　
一
千
五
百
萬
斤

煤
　
　
　
　
　
由
本
蹊
湖
陸
運
本
境
歲
銷
　
　
　
二
　
千
萬
斤

炸
　
　
　
　
　
　
　
　
　
　
　
　
　
　
　
　
　
　
一
　
千
萬
斤

焦
　
　
　
　
　
　
　
　
　
　
　
　
　
　
　
　
　
　
八
　
百
萬
斤

炭
　
　
　
　
　
山
鳳
岫
遼
等
處
陸
運
本
境
歲
銷
　
一
　
千
萬
斤

白
　
炭
　
　
　
　
　
　
　
　
　
　
　
　
　
　
　
　
五
　
萬
　
斤

薪
　
木
　
　
　
　
　
　
　
　
　
　
　
　
　
　
　
　
六
　
千
萬
斤

牲
畜
類

馬
　
　
　
　
　
由
蒙
古
錦
州
等
處
購
入
本
境
歲
銷
一
　
千
　
匹

騾
　
　
　
　
　
　
　
　
　
　
　
　
　
　
　
　
　
　
五
　
百
　
匹

驢
　
　
　
　
　
　
　
　
　
　
　
　
　
　
　
　
　
　
五
　
百
　
頭

牛
　
　
　
　
　
　
　
　
　
　
　
　
　
　
　
　
　
　
二
　
千
　
頭



 

海

城

縣

志

　
　
　
　
　
　
　
　
八
十

羊
　
　
　
　
　
　
　
　
　
　
　
　
　
　
　
　
　
　
三
　
千
　
隻

豚
　
　
　
　
　
由
遼
陽
海
龍
等
處
購
入
本
境
歲
銷
十
　
萬
　
口

幣
　
制

寶
銀
本
境
通
行
之
寶
銀
惟
鑄
造
於
奉
天
營
口
銀
爐
者
爲
多
他
如

京
寶
白
寳
槪
不
多
見
行
使
時
每
日
隨
市
叫
行
大
抵
以
東
錢
十
吊

爲
率
交
換
他
項
寶
銀
時
則
有
扣
色
加
色
二
法

排
銀
卽
寶
銀
之
排
成
小
片
者
行
使
皆
須
扣
色
謂
之
去
火
耗
無
加

色
者

銀
圓
多
奉
天
吉
林
福
建
鼓
鑄
者
其
類
有
一
圓
五
角
二
角
一
角
半

角
之
五
種
行
使
時
每
圓
作
市
價
七
吊
︵
東
錢
一
百
六
十
四
文
爲

一
吊
︶
以
錢
定
物
價
者
俱
照
此
數
合
銀
圓
交
易

銀
票
本
境
行
使
者
皆
奉
天
官
銀
號
所
造
有
一
角
二
角
五
角
一
元

五
元
拾
元
六
種
與
銀
元
並
行

銅
錢
通
行
本
境
者
惟
東
錢
一
種
以
十
六
文
爲
一
百
三
十
三
文
爲

二
百
四
十
九
文
爲
三
百
八
十
二
文
爲
五
百
一
百
六
十
四
文
爲
一

吊
名
曰
八
二
錢
營
口
以
三
十
二
丈
爲
二
百
四
十
八
文
爲
三
百
八

十
文
爲
五
百
一
百
六
十
文
爲
一
吊
名
曰
八
十
錢
其
餘
市
鎭
皆
與

海
城
同

銅
幣
多
戶
部
淸
江
所
鑄
有
當
十
當
二
十
之
两
種
每
當
十
銅
幣
十

二
枚
抵
洋
元
一
角
行
使

度
量
衡
制

度
制
裁
衣
尺
比
工
部
營
造
尺
加
一
寸

量
制
每
斗
二
十
四
筩

衡
制
每
觔
與
蘇
秤
同
各
鎭
天
秤
差
度
附
左



 

海

城

縣

志

　
　
　
　
　
　
　
　
八
一

海
城
平
一
百
兩
至
瀋
平
爲
一
百
兩
零
七
錢
一
分
每
錠
寶
銀
有
三

錢
八
分
之
差

牛
莊
平
與
瀋
平
同

營
口
平
與
瀋
平
同

田
莊
台
平
與
瀋
平
同

騰
鰲
堡
平
與
瀋
平
同

商
　
會

商
務
總
會
在
大
南
門
裡
附
設
勸
業
銀
號
集
股
二
萬
六
千
五
百
元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創
立
三
十
三
年
春
以
此
資
本
創
設
官
膏
專
賣
局

官
督
商
辦
牛
莊
營
口
皆
有
分
局
餘
鎭
尙
未
組
織

交
　
通

道
　
路

本
境
南
北
通
行
之
官
道
有
二
里
程
如
左

由
遼
赴
營
次
經
由
牛
莊
之
官
道

自
遼
陽
起
西
南
行
經
沙
河
至
騰
鰲
堡
入
本
境
西
南
行
三
十
里
至

耿
莊
子
再
三
十
里
至
牛
庄
城
逾
城
西
南
行
三
十
里
至
藍
旗
口
再

二
十
里
至
大
高
坎
二
十
五
里
至
石
橋
子
十
五
里
至
營
口
計
經
本

境
一
百
五
十
里

由
遼
赴
蓋
州
經
由
縣
城
之
官
道

自
遼
陽
起
南
行
經
沙
河
至
鞍
山
入
本
境
南
行
三
十
里
甘
泉
舖
再

三
十
里
至
縣
城
出
南
門
折
西
南
行
二
十
里
商
家
台
由
商
家
台
南

行
二
十
里
分
水
堡
再
二
十
里
大
石
橋
出
境
南
行
六
十
里
抵
蓋
平

計
經
本
境
一
百
二
十
里

本
境
交
通
各
處
之
通
衢
有
五
里
程
如
左



 

海

城

縣

志

　
　
　
　
　
　
　
　
八
二

由
海
赴
岫
岩
通
衢

出
南
門
南
行
過
沙
河
十
里
至
鍾
家
台
折
而
東
南
行
二
十
里
至
楊

家
店
再
十
里
過
缸
窰
嶺
渡
河
至
析
木
城
復
南
行
二
十
里
至
小
孤

山
出
境
行
一
百
二
十
里
至
岫
岩
城
由
海
起
程
計
一
百
八
十
里

由
海
赴
鳳
凰
城
通
衢

自
南
關
起
程
四
十
里
至
析
木
城
折
而
東
行
二
十
里
至
接
文
寨
再

二
十
里
經
潘
家
屯
至
峯
雲
嶺
出
境
二
百
餘
里
抵
鳳
凰
城
由
海
至

鳳
凰
計
二
百
八
十
里

由
海
赴
遼
中
縣
通
衢

出
北
門
北
行
十
里
敎
軍
塲
折
向
西
北
五
里
渡
小
王
屯
河
再
十
里

至
耿
家
庄
仍
西
北
行
十
里
渡
板
橋
子
河
再
二
十
里
至
老
牆
頭
渡

裏
遼
河
北
行
十
里
至
高
家
砣
折
向
西
行
渡
蛤
蜊
河
約
二
十
餘
里

出
境
入
遼
中
界

由
海
赴
營
口
通
衢

自
南
關
起
十
里
至
大
河
八
里
河
再
二
十
里
至
感
王
寨
再
二
十
里

至
白
家
堡
再
二
十
五
里
至
石
橋
子
再
南
行
二
十
五
里
抵
營
口
計

一
百
十
里

鐵
　
道

中
國
營
楡
鐵
路

由
廣
𡩋
縣
屬
之
雙
臺
子
入
縣
界
經
田
庄
臺
達
營
口
北
岸
沿
長
六

十
餘
里
臺
西
二
里
許
有
車
站

日
本
南
滿
鐵
路

由
營
口
迤
北
之
牛
家
屯
達
大
石
橋
爲
支
線
延
長
六
七
十
里
其
幹

線
由
蓋
平
交
界
之
大
石
橋
至
遼
陽
交
界
之
鞍
山
站
直
貫
本
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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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

百
二
十
里
縣
南
大
石
橋
縣
北
鞍
山
站
皆
有
車
站

郵
政
局

官
設
郵
政
局
在
城
內
北
街
每
日
収
發
信
平
均
三
百
餘
件
城
外
支

局
四
牛
莊
騰
鰲
堡
虎
獐
屯
析
木
城
各
一

電
報
局

在
他
山
西
麓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五
月
設

渡
　
船

三
岔
河
在
縣
西
六
十
五
里
爲
牛
莊
赴
河
西
之
要
津
設
渡
船
一
隻

下
口
子
在
縣
西
南
七
十
五
里
牛
莊
赴
田
庄
臺
要
津
設
渡
船
一
隻

蕭
姬
廟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有
民
間
公
設
渡
船
二
隻
附
近
牛
莊
貿
易

商
船
多
在
此
停
泊

小
河
口
在
縣
西
北
八
十
里
爲
騰
鰲
堡
水
運
埠
頭
有
公
設
渡
船
一

隻官
草
溝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有
渡
船
一
隻

朱
咀
河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爲
赴
遼
中
要
津
有
渡
船
一
隻

橋
　
梁

城
西
南
附
郭
里
餘
有
草
橋
一
座
通
荒
嶺

城
正
南
附
郭
里
餘
有
草
橋
一
座
通
箭
樓

城
東
南
附
郭
里
餘
有
洋
橋
一
座
通
張
家
園

城
東
附
郭
里
餘
有
石
橋
一
座
通
栗
子
窪

城
北
附
郭
里
餘
有
石
橋
一
座
通
三
里
橋

城
東
北
六
十
里
盤
嶺
有
大
石
橋
一
座
係
石
塊
爲
之
相
傳
周
寬
移

石
崖
上

城
東
南
三
十
里
楊
家
店
有
義
橋
一
座
赴
岫
岩
要
路
村
人
侯
德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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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四

創
修

城
南
十
二
里
曲
八
里
河
有
草
橋
一
座

城
正
南
六
十
里
大
石
橋
有
石
橋
一
座
爲
營
海
要
路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感
王
寨
有
石
橋
一
座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祥
水
泡
有
義
橋
一
座
邑
孝
廉
王
洛
橋
創
修

城
西
南
八
十
里
石
橋
子
有
石
橋
一
座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大
高
坎
有
石
橋
一
座

城
北
三
十
里
耿
莊
子
村
北
有
石
橋
一
座
爲
南
北
要
路

城
北
六
十
里
騰
鰲
堡
東
北
街
有
石
橋
一
座

城
西
四
十
里
牛
莊
附
城
有
橋
四
座
一
太
平
橋
道
光
年
建
一
東
木

橋
同
治
年
建
二
橋
相
距
里
餘
均
在
東
沙
河
爲
南
北
官
道
必
由
之

路
一
六
通
橋
在
南
沙
河
光
緖
三
十
年
建
一
西
草
橋
在
西
沙
河
爲

各
鄕
赴
城
要
路

附

水
運

遼
河
水
運
與
營
口
有
密
切
關
係
若
經
營
疏
鑿
之
不
但
可
以
抵
制

南
滿
鐵
路
之
輸
送
力
而
於
營
口
之
商
務
亦
大
有
裨
補
茲
列
其
關

係
於
左埠

　
頭

遼
河
以
通
江
口
爲
上
游
埠
頭
以
營
口
爲
下
游
埠
頭

渾
河
以
奉
天
南
埃
金
堡
爲
上
游
埠
頭
亦
以
營
口
爲
下
游
埠
頭

太
子
河
以
遼
陽
爲
上
游
埠
頭
亦
以
營
口
爲
下
游
埠
頭

河
　
深

遼
河
附
近
營
口
四
五
丈
附
近
三
岔
河
二
三
丈
其
間
可
通
小
汽
船

三
岔
河
通
江
口
之
間
水
深
平
均
三
四
尺
惟
通
民
船
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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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

渾
河
在
三
岔
河
奉
天
間
平
時
水
最
淺
三
岔
河
北
大
溝
間
三
四
尺

北
大
溝
長
灘
間
二
尺
餘
長
灘
奉
天
間
平
時
不
通
舟
楫
增
水
時
可

通
五
六
十
石
民
船

太
資
河
在
遼
陽
三
岔
河
之
間
深
淺
不
一
舉
水
淺
時
言
之
蕭
姬
廟

小
河
口
間
四
五
尺
小
河
口
小
北
河
間
三
四
尺
小
北
河
遼
陽
間
二

尺
餘

河
水
增
減
時
期

每
年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六
個
月
爲
平
水
六
七
兩
個
月
爲
增
水

河
氷
解
結
時
期

解
氷
期
例
年
在
二
月
下
旬
約
至
三
月
初
旬
民
船
始
能
開
運

結
氷
期
例
年
在
立
冬
小
雪
間
但
上
流
地
方
常
在
十
月
中
旬
下
游

地
方
常
在
十
一
月
下
旬

航
　
行

槽
船
積
八
十
石
者
在
太
子
河
流
平
水
時
至
小
北
河
增
水
時
至
遼

陽
積
量
少
時
平
水
亦
能
至
遼
陽
在
渾
河
流
至
北
大
溝
在
遼
河
流

迄
通
江
口

牛
船
積
八
十
石
者
在
太
子
河
流
至
遼
陽
渾
河
流
水
大
時
至
奉
天

南
埃
金
堡
水
淺
時
積
載
少
亦
可
至
長
灘
遼
河
流
至
鐵
嶺
通
江
口

撥
船
積
百
五
十
石
至
二
百
石
者
在
營
口
三
岔
河
間
可
通
行
若
水

大
時
可
至
小
河
口
小
北
河

舊
學
制

學
宮
按
通
志
明
洪
武
十
八
年
建
海
州
衛
學
宣
德
元
年
遷
城
南
門

內
成
化
五
年
重
修
弘
治
五
年
遷
城
東
南
隅
立
敬
一
箴
亭
後
具
廢

本
朝
順
治
十
一
年
設
海
城
縣
知
縣
王
全
忠
於
舊
城
西
南
隅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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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六

聖
殿
三
間
康
熙
七
年
知
縣
趙
文
炳
建

啟
聖
祠
三
間
拾
七
年
知
縣
江
溥
重
修

正
殿
增
建
東
西
兩
廡
十
九
年
知
縣
陳
玉
星
增
建
戟
門
一
座
五
十

年
知
縣
王
沛
恂
捐
募
重
修
增
建
明
倫
堂
三
間
書
忠
義
節
孝
四
大

字
於
壁
雍
正
五
年
知
縣
張
土
毅
遷
學
宮
於
新
城
內
厝
石
山
陽
建

正
殿
三
間
啟
聖
祠
三
間
東
西
廡
六
間
大
成
門
三
間
欞
星
門
三
間

並
修
東
西
角
門
及
八
字
牆
照
壁
等
處
仍
於
學
宮
故
址
重
修
明
倫

堂
三
間
嘉
慶
十
八
年
訓
導
劉
如
壎
移
學
署
於
文
廟
右
旁
建
明
倫

堂
三
間
增
建
文
昌
閣
三
楹
文
昌
宮
三
間
節
孝
祠
三
間
光
緖
元
年

知
縣
王
壽
嵩
增
建
奎
文
軒
三
間
又
移
文
昌
閣
於
正
殿
西

學
額
九
名
歲
科
两
考
人
才
如
多
量
撥
府
學
一
二
名
不
定

廩
生
七
名
每
年
領
餼
每
名
實
銀
二
兩
一
錢
九
分
六
釐

增
生
七
名

附
生
在
學
人
數
如
左

滿
號
生
八
名

合
號
生
二
十
三
名

民
籍
生
九
十
八
名

他
山
書
院
在
文
昌
閣
後
咸
豐
間
知
縣
張
鼎
鏞
建
光
緖
四
年
知
縣

賀
勛
展
拓
之
建
文
塲
十
一
間
講
堂
五
間
大
門
三
門
炊
室
齋
室
各

三
間
今
併
歸
兩
等
學
堂
爲
學
生
宿
舍

新
學
制

學
區
本
境
十
九
鄕
劃
二
十
學
區
各
區
公
立
學
堂
或
十
餘
二
十
餘

不
等
表
如
左

海
城
各
區
學
堂
數
目
一
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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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七

鄕
　
　
　
　
　
名
︶
學
　
　
　
　
區
︶

學
　
　
　
堂
　
數
︶

城
　
　
　
　
　
內

一
　
學
　
區

七
處

附
　
城
　
一
　
鄕

二
　
學
　
區

二
一
.

正
　
東
　
一
　
鄕

三
　
學
　
區

一
四
.

東
　
南
　
一
　
鄕

四
　
學
　
區

一
四
.

東
　
南
　
二
　
鄕

五
　
學
　
區

二
六
.

正
　
南
　
一
　
鄕

六
　
學
　
區

九
.

正
　
南
　
二
　
鄕

七
　
學
　
區

一
七
.

西
　
南
　
一
　
鄕

八
　
學
　
區

三
一
.

西
　
南
　
二
　
鄕

九
　
學
　
區

二
三
.

西
　
南
　
三
　
鄕

十
　
學
　
區

三
.

正
　
西
　
一
　
鄕

十
一
學
　
區

二
九
.

正
　
西
　
二
　
鄕

十
二
學
　
區

一
六
.

正
　
西
　
三
　
鄕

十
三
學
　
區

一
八
.

西
　
北
　
一
　
鄕

十
四
學
　
區

一
〇
.

西
　
北
　
二
　
鄕

十
五
學
　
區

四
.

正
　
北
　
一
　
鄕

十
六
學
　
區

三
一
.

正
　
北
　
二
　
鄕

十
七
學
　
區

一
五
.

正
　
北
　
三
　
鄕

十
八
學
　
區

二
〇
.

東
　
北
　
一
　
鄕

十
九
學
　
區

一
五
.

東
　
北
　
二
　
鄕

二
十
學
　
區

一
四
.

︵
總
　
計
︶

二
〇

三
三
七
.

勸
學
所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就
三
學
寺
東
院
僧
房
改
建
全
境
學
務
總

匯
於
此
一
切
經
費
均
就
地
方
籌
辦
其
徵
集
保
存
方
法
如
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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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種
　
別
︶
徵
　
集
　
方
　
法
︶
保
　
存
　
方
　
法
︶
年
　
　
　
限

木
柴
捐
巡

警

兼

理

抽

収

　
勸
學
所
經
理
　
　
　
　
　
　
至
二
十
九
年
專
歸
學
務
經
費

車
牌
捐
鄕
會
及
巡
警
經
理
發
放
　
　
欵
交
縣
署
經
理
提
撥
　
　
　
自
三
十
年
徵
收

官
膏
捐
按
盈
餘
之
利
四
成
歸
學
務
　
商
務
每
年
終
解
繳
　
　
　
　
自
三
十
二
年
徵
集

地
　
租
責
成
就
近
鄕
會
催
收
　
　
　
勸
學
所
經
理
　
　
　
　
　
　
舊
係
他
山
書
院
學
田

斗
　
用
騰
鰲
堡
商
會
包
納
　
　
　
　
每
年
終
解
交
勸
學
所
　
　
　
專
歸
學
務
有
年

網
　
稅
漁
業
船
支
包
納
　
　
　
　
　
漁
業
公
會
經
理
交
勸
學
所
　
自
三
十
二
年
認
捐
學
務
經
費

官
立
師
範
學
堂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就
三
學
寺
殿
址
改
建
常
年
經
費

由
勸
學
所
撥
發
肄
業
生
百
名
一
年
畢
業
學
科
均
照
簡
易
規
定
其

程
如
左
表

學
　
科
︵
程
　
　
　
　
　
　
　
度
︶

修
　
身
　
用
麥
鼎
華
譯
元
良
勇
次
郞
中
等
倫
理
學
改
正
講
授

心
　
理
　
田
吳
炤
譯
高
島
平
三
郞
敎
育
心
理
學

國
　
文
　
選
讀
各
家
古
文

歷
　
史
　
本
國
歷
史
節
講
時
務
書
局
譯
印
亞
洲
歷
史
紀
要

地
　
理
　
地
理
學
講
義

算
　
術
　
數
學
講
義

理
　
化
　
物
理
學
講
義
　
徐
有
成
譯
化
學
新
書

博
　
物
　
動
物
學
戴
祺
譯
大
森
干
莊
本

圖
　
畫

體
　
操

音
　
樂

東
　
語
　
伊
譯
修
二
東
語
眞
傳

官
立
兩
等
小
學
堂
在
厝
石
山
東
麓
就
碧
霞
宮
殿
宇
改
建
經
費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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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勸
學
所
支
給
於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四
月
初
三
日
開
學
其
學
科
程
度

如
左
表

高
等
學
科
表

學
　
科
　
︵
程
　
　
　
　
　
　
　
度
︶

修
　
身
　
倫
理
敎
科
書

經
　
學
　
書
　
　
　
經

國
　
文
　
選
讀
古
文
釋
義

歷
　
史
　
高
等
小
學
中
國
歷
史
敎
科
書

地
　
理
　
高
等
小
學
本
國
地
理
敎
科
書

算
　
術
　
筆
　
算
　
數
　
學

格
　
致
　
高
等
小
學
理
科
敎
科
書

圖
　
畵
　
高
等
小
學
鉛
筆
習
畵
帖

體
　
操
　
普
通
體
操
敎
科
書

音
　
樂
　
學
校
唱
歌
集

初
等
學
科
表

學
　
科
︵
程
　
　
　
　
　
　
度
︶

修
　
身
　
小
學
修
身
敎
科
書

經
　
學
　
孟
　
子
　
大
　
註

國
　
文
　
小
學
國
文
敎
科
書

算
　
術
　
初
等
小
學
筆
算
敎
科
書

歷
　
史
　
小
學
中
國
歷
史

地
　
理
　
小
學
本
國
地
理

格
　
致
　
小
學
格
致
敎
科
書

圖
　
畫
　
小
學
毛
筆
習
畫
帖



 

海

城

縣

志

　
　
　
　
　
　
　
　
九
十

天
主
敎
卽
耶
蘇
舊
敎
國
初
毆
人
嗎
多
行
敎
上
海
築
天
主
堂
由
是

傳
布
各
省
本
境
信
從
以
衆

風
　
俗

本
境
民
風
質
樸
久
爲
史
傳
所
稱
茲
特
摘
錄
於
左

漢
書
地
理
志

遼
東
地
廣
民
稀
箕
子
敎
其
民
以
禮
義
田
蠶
織
作
其
民
終
不
相
盜

無
門
戶
之
閉
婦
人
貞
信

金
　
史

舊
風
湻
直
其
祭
天
地
敬
親
戚
尊
耆
老
接
賓
客
信
朋
友
禮
意
欵
曲

皆
出
自
然

元
　
志

性
悍
善
騎
射

明
一
統
志

人
多
僑
居
俗
各
異
好
又
云
人
情
湻
實
務
農
桑
習
文
禮

盛
京
前
志

性
剛
好
𤢪
質
多
而
文
少

通
　
志

謹
身
率
敎
守
法
急
公

世
運
升
降
民
俗
不
無
變
遷
茲
錄
其
近
今
習
慣
於
左

性
　
情

民
風
武
健
習
俗
勤
樸

事
　
業

女
子
有
普
通
知
識
者
少

男
子
轉
移
執
事
者
多



 

海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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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音
　
樂
　
學
校
唱
歌
集

官
立
單
級
小
學
堂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就
保
安
寺
殿
宇
改
建

附
屬
小
學
堂
附
師
範
院
內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開
學

牛
莊
官
立
兩
等
小
學
堂
在
西
關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開
學
科
學

與
海
城
同

牛
莊
官
立
第
二
小
學
堂
在
北
關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四
月
開
學
以
上

各
學
堂
經
費
俱
由
勸
學
所
撥
發

牛
莊
官
立
第
三
小
學
堂
在
東
關
就
三
官
廟
殿
宇
改
建
經
費
由
廟

產
變
充
不
敷
由
勸
學
所
撥
發

公
園
在
他
山
西
麓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管
鳳
和
建
經
費
由
勸
學

所
撥
發宗

　
敎

本
境
皆
宗
孔
敎
雖
有
他
敎
信
者
頗
少
茲
列
其
敎
別
於
左

道
敎
出
自
老
子
其
派
分
爲
三
千
五
百
門
其
敎
法
以
淸
凈
無
事
爲

宗
旨
逃
功
名
絕
妻
子
戾
人
情
以
爲
敎
故
宗
之
者
少

佛
敎
出
自
釋
迦
牟
尼
周
末
盛
行
於
西
藏
漢
明
帝
時
始
入
中
國
其

敎
亦
以
虛
無
寂
滅
爲
宗
旨
更
創
爲
天
堂
地
獄
之
說
以
誘
人
爲
善

信
之
者
亦
無

回
回
敎
卽
麥
哈
默
敎
自
土
爾
其
斯
坦
回
紇
之
地
來
故
名
其
敎
徒

皆
奉
朝
蘭
經
每
七
日
爲
一
週
必
詣
寺
廟
讀
經
城
內
東
南
隅
淸
眞

寺
卽
其
廟
堂

耶
蘇
敎
卽
天
主
之
新
敎
入
中
國
不
及
七
十
年
其
宣
敎
師
皆
英
美

人
立
敎
堂
起
施
醫
院
育
嬰
堂
凡
所
以
投
時
好
攬
人
心
者
纖
悉
畢

至
於
天
主
敎
同
一
辦
法
本
境
信
敎
亦
屬
不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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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二

家
　
族

家
族
相
處
丁
口
旣
多
未
有
不
分
居
者
卽
有
之
其
家
長
權
亦
相
混

無
定
但
擇
其
能
任
事
者
委
之
不
論
長
幼
之
序

婚
　
姻

富
家
子
弟
成
婚
最
早
甚
有
因
丁
單
十
三
四
歲
卽
娶
妻
實
爲
近
今

陋
習
貧
寒
子
弟
不
但
娶
妻
稍
晩
且
往
往
終
身
不
娶

喪
　
葬

富
家
以
多
延
僧
道
念
經
爲
有
名
讀
書
家
以
請
賓
成
主
堂
祭
爲
盡

禮
富
家
治
喪
往
往
結
彩
爲
高
棚
糊
紙
作
冥
器
種
種
暴
殄
動
逾
千

金

交
　
際

家
有
喜
慶
戚
友
皆
具
儀
賀
主
人
亦
必
先
期
具
帖
延
請
喪
葬
之
弔

唁
亦
然
禮
儀
或
一
圓
或
二
圓
應
酬
旣
多
力
不
能
給
輒
多
作
筵
宴

以
爲
抵
制
計
人
雖
嗤
之
而
不
能
違

報
　
賽

歲
時
祈
報
演
戲
酬
神
動
費
巨
資
而
不
惜
近
因
嚴
諭
禁
止
此
風
盡

息

疾
　
苦

錢
　
法

文
明
愈
進
則
政
事
愈
繁
供
應
亦
愈
重
民
間
利
源
未
開
雖
樂
輸
將

實
形
艱
苦
惟
海
界
空
帖
禁
絕
市
面
尙
少
倒
閉
等
事

災
　
害

西
北
各
鄕
地
濱
遼
河
夏
秋
水
發
淹
沒
田
禾
雖
有
隄
防
而
經
理
不

得
其
人
歷
屉
修
埧
竟
無
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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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

滾
子
泡
爲
本
境
汙
澤
東
南
山
水
羣
匯
而
無
所
洩
夏
秋
之
交
泛
溢

爲
災
附
近
七
十
餘
屯
皆
成
澤
國
現
用
人
力
疏
鑿
引
入
遼
河
被
災

各
屯
想
安
瀾
可
慶
河
北
溫
香
湖
一
帶
水
患
前
有
疏
濬
之
議
迄
未

舉
辦

生
　
計

庚
子
亂
後
農
工
價
漲
至
一
圓
餘
丙
午
冬
工
價
減
落
糧
價
亦
大
減

故
貧
者
充
裕
而
中
產
種
地
之
家
轉
覺
艱
難
貧
者
傭
工
每
年
可
得

五
六
十
圓
妻
子
日
用
柴
米
而
外
無
他
耗
焉
中
產
種
地
家
車
馬
人

工
往
來
酬
酢
門
戶
支
撑
欲
儉
不
得
且
凡
百
貨
物
日
漸
昂
貴
入
少

出
多
豐
歉
皆
病
此
其
所
以
艱
難

人
浮
於
事
自
昔
爲
然
近
因
路
權
一
失
所
有
公
私
脚
行
等
利
權
皆

爲
外
人
所
奪
而
土
人
之
仰
食
於
鐵
道
者
轉
成
無
業
游
民
商
無
資

本
農
無
恒
產
出
入
無
聊
仰
屋
興
嘆
饑
寒
交
迫
奈
之
何
其
不
窮
且

盜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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