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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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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一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實
業
志
卷
二
十
二

農
工
商
賈
本
爲
致
富
之
原
奈
古
昔
士
大
夫
崇
尙
侈
靡
抑
本
逐
末
往

往
視
實
業
爲
卑
賤
焉
近
日
以
來
人
羣
進
化
物
質
文
明
工
商
之
業
無

論
已
即
農
家
生
產
之
物
亦
較
昔
日
爲
增
多
富
庶
之
機
蒸
蒸
日
上
而

致
富
之
道
亦
在
於
此
焉
於
是
述
實
業
志
第
二
十
二

我
國
自
昔
以
農
業
立
國
全
國
人
民
之
業
農
者
大
約
有
十
分
之
六
七

本
縣
設
治
殖
民
雖
較
他
縣
爲
最
晩
然
而
農
業
之
出
產
物
乃
較
他
縣

爲
最
多
以
高
糧
大
豆
爲
大
宗
而
豆
餅
豆
油
高
粱
酒
之
出
口
貨
亦
復

不
少
以
故
境
內
居
民
從
來
稱
富
有
焉
以
全
境
土
地
言
之
山
地
居
十

分
之
六
平
田
居
十
分
之
四
惟
滱
河
流
域
兩
旁
灌
漑
之
力
極
爲
深
厚

近
年
以
來
朝
鮮
僑
民
居
其
地
者
大
抵
皆
以
種
稻
爲
專
業
故
稻
米
之

出
產
更
日
見
其
夥
近
又
於
縣
城
立
一
國
立
柞
蠶
塲
以
提
倡
蠶
業
此

後
果
能
因
舊
法
而
改
良
凡
布
種
施
肥
防
害
之
法
仿
效
而
力
行
之
則

出
產
物
更
日
見
其
多
矣

農
　
時

立
　
春
　
夏
小
正
云
正
月
啓
蟄
古
者
立
春
前
一
日
天
子
迎
春
東
郊
三
推
布
種
有
淸
時
代
全
國
地
方
長

官
皆
遵
例
奉
行
以
爲
春
耕
之
提
倡
詩
豳
風
云
三
之
日
干
耜
周
之
三
月
即
夏
之
一
月
按
之
本
境

冰
雪
未
解
未
可
耕
作

雨
　
水
　
夏
正
正
月
中
夏
小
正
農
緯
厥
耒
農
及
雪
澤
注
澤
即
釋
也
此
時
長
工
就
傭
農
功
始
事

驚
　
蟄
　
夏
正
二
月
節
禮
孟
春
即
云
蟄
蟲
始
振
雷
乃
發
聲
非
古
時
啓
蟄
特
早
也
蓋
漢
三
統
歷
驚
蟄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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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於
雨
水
後
四
分
歷
始
易
之
耳
本
境
此
時
氣
候
尙
寒
冰
雪
仍
未
全
解

春
　
分
　
夏
正
二
月
中
草
木
萌
動
農
諺
有
云
春
分
栽
蒜
惟
本
縣
地
居
塞
外
此
時
冰
尙
未
盡
釋
於
種
植

上
仍
不
相
宜

淸
　
明
　
夏
正
三
月
節
自
民
國
成
立
後
以
此
日
爲
植
樹
節
農
諺
有
云
三
月
淸
明
麥
在
後
二
月
淸
明
麥

在
前
蓋
以
爲
節
氣
晩
則
天
氣
晩
則
天
氣
必
寒
早
則
必
暖
也
本
縣
土
質
不
宜
於
麥
故
種
麥
者
少

穀
　
雨
　
夏
正
三
月
中
夏
小
正
云
攝
桑
妾
子
始
蠶
此
時
五
穀
皆
可
布
種
惟
本
縣
尙
須
俟
時
也

立
　
夏
　
夏
正
四
月
節
陽
氣
方
盛
月
令
云
王
瓜
生
苦
菜
秀
本
境
於
此
時
凡
五
穀
蔬
菜
瓜
蓏
等
類
皆
種

植
之

小
　
滿
　
夏
正
四
月
節
月
令
云
農
乃
登
麥
陶
詩
云
好
風
自
南
翼
彼
新
苗
本
境
播
種
已
畢
將
耘
草
時
矣

芒
　
種
　
夏
正
五
月
節
農
諺
云
過
了
芒
種
不
可
强
種
時
宜
分
秧
栽
葱

夏
　
至
　
夏
正
五
月
日
長
至
此
時
農
再
耘
田

小
　
暑
　
夏
正
六
月
節
月
令
云
溫
風
始
至
此
時
農
三
耘
田
春
蠶
已
秀
繭
產
卵
生
子
遂
養
秋
蠶

大
　
暑
　
夏
正
六
月
中
大
雨
時
行
農
家
治
糞
沿
河
農
戶
愼
固
隄
防
以
備
水
潦
時
宜
種
蕎
麥
與
一
切
晩

蔬

立
　
秋
　
夏
正
七
月
節
豳
風
詩
云
七
月
食
瓜
時
宜
蓄
禦
冬
菜

處
　
暑
　
夏
正
七
月
中
禮
月
令
命
百
官
始
收
歛
注
順
秋
氣
也
此
時
農
民
收
獲
麻
靛
謂
之
麻
靛
秋
桑
柞

重
發
宜
飼
秋
蠶

白
　
露
　
夏
正
八
月
節
夏
小
正
云
剝
瓜
剝
棗
豳
風
云
八
月
其
穫
蓋
此
時
負
郭
之
田
間
有
成
熟
者

秋
　
分
　
夏
正
八
月
中
禮
月
令
云
乃
勸
種
麥
蓋
指
山
海
關
以
南
而
言
也
本
境
百
穀
皆
熟
農
正
收
穫
諺

云
過
了
秋
分
不
收
田
謂
此
時
不
熟
必
終
於
不
熟
矣
何
收
之
有

寒
　
露
　
夏
正
九
月
節
夏
小
正
云
鞠
榮
樹
麥
傳
曰
鞠
樂
而
樹
麥
時
之
急
也
按
麥
金
穀
金
王
而
生
火
王

而
死
得
四
氣
之
全
本
境
於
此
時
收
晩
蔬
蓄
菜
積
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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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霜
　
降
　
夏
正
九
月
中
豳
風
授
衣
菽
苴
禮
月
令
農
事
備
收
伐
薪
爲
炭
本
境
農
時
多
與
此
合

立
　
冬
　
夏
正
十
月
節
謹
蓋
藏
愼
關
梁
平
道
路
修
困
倉
皆
於
此
時
也

小
　
雪
　
夏
正
十
月
中
歲
功
旣
登
於
此
時
也
農
家
例
給
傭
工
酒
食
一
次
謂
之
關
塲
門
犒
勞
蓋
猶
有
十

月
滌
塲
朋
酒
斯
饗
之
遣
意
焉

大
　
雪
　
夏
正
十
一
月
節
禮
月
令
山
林
澤
藪
有
能
取
蔬
食
獵
禽
獸
者
蓋
農
𨻶
時
之
工
作
也

冬
　
至
　
夏
正
十
一
月
中
令
冰
益
壯
地
始
坼
居
民
塞
向
墐
戶
謹
愼
門
閭

小
　
寒
　
夏
正
十
二
月
節
歲
晩
務
閒
農
人
圍
爐
績
麻
稍
得
休
息
之
時
也
乃
議
租
典
買
賣
地
畆
一
切
事

宜
僱
傭
亦
皆
工
滿
歸
家
矣

大
　
寒
　
夏
正
十
二
月
中
東
漢
志
季
冬
立
土
牛
六
頭
於
郡
縣
城
外
丑
地
以
送
大
寒
又
於
立
春
日
立
靑

幡
施
土
牛
耕
人
今
農
家
用
紅
土
晝
牛
犂
於
大
門
墻
外
猶
古
意
也
全
年
用
度
至
此
結
朿
一
次
預

備
來
春
一
切
事
項

土
　
地

本
縣
環
境
皆
山
平
地
不
過
十
分
之
四
山
地
則
居
十
分
之
六
歷
年
旣

久
山
下
良
田
亦
多
被
由
山
上
冲
下
沙
石
積
壓
不
堪
耕
種
者
往
往
有

之
以
故
農
民
徒
受
勤
勞
而
難
謀
生
計
其
他
則
優
劣
不
等
茲
將
土
地

之
可
耕
與
不
可
耕
者
分
析
言
之
列
表
於
下

土
地
表

可
　
　
　
　
耕
　
　
　
　
地
　
　
　
　
畝
　
　
　
　
數

不
　
　
可
　
　
耕
　
　
地
　
　
畝
　
　
數

上
　
　
　
則

中
　
　
　
則

下
　
　
　
則

荒
　
　
　
地

砂
　
堿
　
地

山
　
　
　
地

林
　
　
　
地

其
　
　
　
　
　
他

一
〇
三
二
〇
.
四
一
〇
七
一
五
六
四
.
六
四

一
三
五
四
七
三
.
六

七
七
二
九
四
.
五

三
九
七
六
七
一
.
八
六

二
三
六
六
六
八
.
九

四
三
一
四
六
五
九
.
三
九

四
一
三
五
二
六
.
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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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田

縣
境
已
闢
土
地
在
民
國
十
六
年
間
共
有
一
百
九
十
二
萬
餘
畝
迄
至
大
同
二
年
只
餘
一
百
八
十
九
萬
餘

畝
計
減
少
三
萬
餘
係
因
縣
境
多
山
一
般
農
民
專
務
小
利
多
已
闢
山
到
頂
以
致
山
不
能
含
水
每
値
夏
日

霪
雨
連
綿
山
洪
暴
發
山
地
旣
被
冲
刷
而
山
下
良
田
亦
被
沙
石
積
壓
殊
爲
可
惜
現
正
厲
行
造
林
種
柞
以

遏
此
患水

　
田

縣
境
窪
地
以
前
幷
無
何
等
刋
用
幾
與
石
田
同
後
來
朝
鮮
人
佃
以
種
稻
所
收
甚
豐
人
民
始
漸
有
開
闢
耕

種
者
民
國
十
年
時
已
闢
水
田
八
千
二
百
餘
畝
迄
至
大
同
二
年
增
至
一
萬
八
千
一
百
五
十
餘
畝
現
正
提

倡
進
行
以
裕
農
民
將
來
水
田
利
益
不
知
伊
於
胡
底
矣

山
　
地

本
縣
山
地
最
宜
植
柞
養
蠶
而
柞
繭
一
項
又
爲
本
縣
特
產
亦
爲
縣
民
有
利
之
副
業
前
在
民
國
十
五
六
年

本
縣
蠶
業
盛
極
一
時
剪
把
計
有
三
千
餘
把
面
積
六
十
餘
萬
畝
產
額
達
三
十
二
萬
餘
千
繭
人
頗
獲
其
利

嗣
因
繭
價
低
落
稍
受
影
響
然
每
年
尙
產
二
十
六
萬
餘
千
至
康
德
元
年
收
繳
民
槍
各
飼
蠶
之
家
之
洋
炮

亦
均
被
繳
以
致
所
飼
之
蠶
多
被
雀
鳥
所
害
甚
有
全
數
食
盡
者
統
計
是
年
共
收
六
萬
五
千
餘
千
較
之
往

年
減
收
甚
鉅
嗣
後
縣
署
査
知
其
害
遂
有
發
給
洋
炮
火
藥
之
命
令
按
養
蠶
之
家
給
與
實
業
部
於
康
德
三

年
六
月
勅
令
公
佈
柞
蠶
種
繭
塲
官
制
由
於
開
發
奬
勵
育
成
增
殖
及
繭
種
之
檢
査
配
給
天
柞
蠶
之
試
驗

硏
究
爲
目
的
故
於
本
縣
城
內
立
一
國
立
柞
蠶
種
繭
塲
爲
指
導
斯
業
之
機
關
此
後
蠶
業
必
日
臻
發
達
所

獲
之
利
亦
必
日
見
其
繁
夥
以
此
比
較
所
有
山
地
寧
種
柞
養
蠶
而
不
植
五
穀
矣

林
　
業

西
豐
原
係
圍
塲
林
木
漫
山
盈
野
招
墾
後
住
戶
隨
時
砍
伐
外
人
亦
多
所
取
材
不
數
年
間
已
成
爲
濯
濯
然

民
國
六
年
奉
省
令
設
立
林
業
會
勸
導
種
樹
由
縣
署
委
任
農
會
會
長
陳
淵
兼
充
會
長
又
委
勸
導
員
一
人

以
司
其
事
後
蠶
業
漸
興
而
省
令
又
以
植
樹
之
事
爲
重
於
是
官
長
提
倡
於
上
村
長
副
勸
導
於
下
各
民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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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復
奉
行
不
怠
故
凡
可
以
植
樹
之
處
皆
可
作
養
蠶
業
因
之
暢
旺
營
絲
業
者
亦
日
見
增
多
由
是
蠶
業
日
興

而
林
業
亦
日
盛
將
來
西
豐
天
產
之
富
必
非
他
縣
之
所
能
及
也

苗
　
圃

苗
圃
之
設
一
爲
示
農
民
以
栽
植
草
木
之
模
範
一
爲
廣
儲
秧
苗
俾
人
民
之
栽
植
者
有
所
取
材
也
乃
爲
一

種
實
地
試
驗
之
塲
所
本
縣
苗
圃
自
民
國
十
一
年
開
始
設
立
其
辦
公
地
點
初
附
設
於
農
會
內
計
設
主
任

一
人
僱
員
一
人
夫
役
二
人
常
年
經
費
八
百
餘
元
惟
縣
境
之
中
無
大
段
公
地
可
作
養
苗
之
塲
歷
年
僅
於

植
樹
節
時
在
縣
城
北
山
或
城
內
公
園
之
𨻶
地
栽
植
洋
槐
椿
樹
木
棉
條
桑
等
若
干
僅
足
爲
一
般
人
之
游

觀
難
以
供
各
村
區
之
取
用
嗣
經
馮
縣
長
時
委
派
專
員
爲
主
任
於
公
園
中
之
草
房
五
間
爲
辦
公
之
所
後

因
街
所
佔
用
遂
附
屬
於
內
務
局
主
任
名
目
即
隨
之
消
滅
而
苗
圃
地
點
亦
移
設
於
縣
東
城
外
之
東
大
營

地
勢
宏
廓
土
質
膏
腴
培
養
之
秧
苗
亦
多
而
且
壯
非
惟
足
壯
其
游
觀
即
各
村
區
之
取
材
亦
從
無
向
日
不

足
之
患
由
是
縣
境
之
中
無
論
城
鄕
村
鎭
所
有
𨻶
地
每
當
春
夏
之
際
無
不
花
草
鮮
美
樹
木
葱
蘢
此
與
樂

土
桃
源
乃
足
爲
名
實
相
副
云
爾

種
　
樹

種
樹
爲
人
民
自
動
之
作
業
亦
爲
新
行
縣
政
村
政
之
惟
一
要
事
縣
境
在
淸
末
之
際
本
爲
禁
錮
已
久
之
圍

塲
其
樹
木
之
茂
密
可
想
而
知
及
後
開
放
人
民
因
急
於
種
田
遂
欲
盡
去
樹
木
之
障
礙
又
以
樹
木
叢
深
必

爲
潛
藏
胡
匪
之
地
爲
地
面
治
安
計
砍
伐
之
更
惟
恐
不
速
是
以
當
光
緖
三
十
年
前
不
但
無
人
講
求
植
樹

且
無
日
不
見
鄕
民
焚
燒
已
倒
之
樹
木
非
第
參
天
之
喬
木
寥
寥
莫
睹
即
叢
生
矮
樹
亦
竟
無
多
以
致
童
山

濯
濯
每
年
夏
日
霪
雨
山
上
之
沙
石
下
移
膏
膄
之
田
轉
瞬
即
成
瘠
薄
不
毛
之
地
且
山
上
無
蓄
水
之
量
水

向
下
流
之
速
度
自
因
之
而
益
暴
故
昔
年
寬
不
盈
尺
之
小
溝
均
變
爲
數
十
丈
寬
之
大
河
全
境
被
水
冲
蝕

之
良
由
不
下
十
餘
萬
畝
子
患
之
巨
無
須
龜
卜
至
民
國
四
年
艾
辛
溝
因
求
雨
數
分
鐘
内
淹
斃
七
人
南
區

各
地
以
兩
小
時
之
雨
淹
死
二
千
餘
人
冲
去
房
宅
畜
物
不
可
以
數
計
民
國
六
年
縣
城
南
門
外
淹
死
二
百

餘
人
各
機
關
商
民
率
多
受
莫
大
人
損
失
似
此
奇
災
雖
非
全
由
山
上
無
樹
所
致
然
亦
十
九
因
山
無
草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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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致
水
流
勢
急
遂
演
成
幾
番
慘
狀
與
損
失
也
自
民
國
十
一
二
年
以
來
上
級
政
府
對
於
植
樹
一
事
雷
厲
風

行
人
民
亦
鑒
於
屢
次
水
災
之
大
害
遂
亦
有
自
動
植
樹
之
舉
惟
境
內
農
戶
半
係
佃
農
誰
肯
出
資
爲
地
主

造
利
故
觀
望
者
所
在
多
有
縣
長
馮
廣
民
以
下
鄕
巡
視
之
經
驗
乃
招
集
地
方
士
紳
公
定
佃
戶
植
樹
辦
法

植
單
株
者
須
高
五
尺
橫
直
徑
須
在
一
寸
左
右
似
此
者
每
株
給
價
五
分
栽
苗
者
須
長
二
尺
全
部
埋
入
地

中
每
植
一
丈
給
價
一
角
五
分
以
活
六
成
以
上
者
爲
合
格
植
畢
發
葉
後
由
縣
政
府
派
員
査
驗
驗
明
後
飭

令
村
長
轉
令
地
主
照
數
給
佃
戶
之
墊
款
倘
兩
方
有
不
服
從
者
令
村
長
勸
勉
執
行
經
此
督
促
後
大
約
不

出
數
年
縣
境
各
區
村
之
樹
木
必
能
蔚
然
成
林
水
旱
之
災
自
無
庸
慮
矣

牧
　
畜

西
豐
自
招
墾
以
來
淸
丈
數
次
地
畝
之
名
色
極
多
曰
原
領
曰
續
領
曰
已
墾
曰
可
墾
曰
水
甸
曰
山
頂
無
咫

尺
曠
土
無
方
寸
閒
田
凡
屬
土
地
均
有
課
賦
公
家
旣
未
畫
出
牧
畜
之
草
塲
而
民
戶
從
事
於
牧
畜
之
業
者

遂
亦
罕
見
其
所
畜
者
僅
有
少
數
騾
馬
以
備
耕
駕
之
用
牛
羊
雞
豚
以
供
盤
飱
之
需
若
大
宗
牛
羊
之
利
自

昔
無
聞
焉
今
滿
洲
建
國
注
重
農
桑
於
農
民
之
正
業
外
而
副
業
亦
必
從
事
講
求
不
遣
餘
力
又
每
年
秋
末

開
一
農
產
物
品
評
會
以
資
鼓
勵
而
促
進
行
由
是
牧
畜
之
業
勢
必
蒸
蒸
日
上
理
財
之
道
皆
在
於
是
雖
古

之
鴟
夷
亦
不
得
專
美
於
前
矣

水
　
利

本
縣
水
利
局
於
民
國
十
年
經
實
業
廳
派
委
田
永
新
來
豐
在
文
廟
左
側
敎
育
會
院
內
設
立
其
內
部
組
織

設
局
長
一
人
文
牘
一
人
書
記
一
人
調
査
員
一
人
歷
年
收
入
之
數
不
一
民
國
十
年
收
八
千
二
百
畆
十
一

年
收
七
千
五
百
畝
十
二
年
收
七
千
六
百
畝
十
三
年
收
一
萬
七
千
畝
十
四
年
收
八
千
二
百
畝
十
五
年
收

七
千
九
百
畆
十
六
年
收
一
萬
三
千
畆
十
七
年
收
一
萬
四
千
五
百
畆
綜
考
歷
年
之
所
收
有
增
而
無
減
其

關
係
於
國
計
民
生
良
非
淺
鮮
何
有
栽
撤
之
可
言
奈
我
國
自
昔
盡
種
旱
田
水
田
之
制
從
未
創
興
即
偶
爾

提
倡
之
建
設
之
奈
一
般
人
民
仍
保
存
舊
日
之
腦
筋
而
難
易
以
維
新
之
思
想
况
商
鞅
有
云
小
民
不
可
與

圖
始
而
樂
與
觀
成
此
言
良
不
誣
也
本
縣
之
地
山
嶺
最
多
河
流
最
少
僅
一
滱
河
流
經
其
中
然
而
水
源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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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短
稍
旱
即
涸
致
種
稻
之
農
民
望
之
郤
步
此
亦
阻
止
水
利
之
一
大
原
因
也
近
年
以
來
朝
鮮
僑
民
來
居
者

然
多
種
稻
水
田
較
諸
從
前
其
增
加
之
數
奚
啻
十
百
千
萬
而
官
家
所
徵
之
課
稅
亦
較
昔
日
有
倍
蓰
之
差

然
則
雖
無
水
利
局
之
設
其
所
得
利
益
亦
不
可
屈
指
以
計
矣
此
非
天
時
人
事
自
然
之
趨
勢
而
何

縣
農
會

本
縣
農
會
於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三
月
間
經
地
方
士
紳
巢
閣
首
先
創
立
名
曰
西
豐
縣
農
務
會
公
舉
巢
閣
爲

會
長
陳
澤
爲
副
會
長
呈
縣
立
案
民
國
二
年
三
月
改
選
陳
澤
爲
會
長
徐
維
淮
爲
副
會
長
在
縣
城
內
小
南

門
裏
建
築
瓦
房
五
間
爲
會
所
並
於
外
鎭
設
立
鄕
農
會
六
處
苗
圃
一
處
民
國
二
十
年
三
月
改
組
爲
西
豊

縣
縣
農
會
公
選
邵
廣
義
爲
幹
事
長
趙
連
仲
爲
副
幹
事
長
有
鄕
農
會
八
處
大
同
二
年
八
月
改
組
爲
西
豐

縣
農
會
以
邵
廣
義
爲
會
長
趙
連
仲
爲
副
會
長
康
德
三
年
十
一
月
奉
省
令
將
農
會
歸
併
縣
署
以
期
職
能

之
强
化
以
縣
長
爲
會
長
並
同
時
成
立
各
村
農
會
以
據
有
三
十
畝
以
上
土
地
之
農
戶
爲
會
員
每
畝
徵
收

國
幣
一
分
爲
會
費
設
置
兼
任
及
專
任
各
職
員
並
擬
定
事
業
計
畫
實
地
從
事
農
業
之
改
良
與
指
導
而
爲

今
日
之
農
會

西

豐

縣

農

會

職

員

表

現
在
職
名

姓
　
　
　
名

年
　
齡

原
　
　
　
籍

俸
　
　
　
　
額

會
　
　
　
長

黃
　
式
　
叙

四
〇

瀋
　
　
　
陽

無
　
　
　
　
給

副
　
會
　
長

梁
田
正
次
郞

三
五

日
本
秋
田
縣

”

”

邵
　
廣
　
義

五
〇

西
　
　
　
豐

”

主
　
　
　
事

薄

井

八

郞

二
七

日
本
敷
島
縣

”

會
　
　
　
計

李
　
蘊
　
璋

三
三

鐵
　
　
　
嶺

”

技
　
術
　
員

李
　
毓
　
芬

三
二

開
　
　
　
原

”

”

趙
　
武
　
昇

三
五

關
　
東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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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

池
　
田
　
主

二
二

日
本
廣
島
縣

月
給
七
十
五
元

事
　
務
　
員

王
　
捷
　
三

二
九

本
　
　
　
溪

”
　
二
十
五
元

西
豐
縣
農
產
物
品
評
會

本
縣
農
業
日
就
衰
落
而
所
出
物
品
亦
日
漸
低
劣
故
一
般
農
民
終
歲
勤
勞
猶
不
能
仰
事
俯
畜
深
爲
可
惜

於
是
即
康
德
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擧
行
第
一
次
全
縣
農
產
物
品
評
會
以
資
提
倡
農
民
皆
有
振
興
農
業

改
善
農
產
之
舉
並
於
每
年
秋
收
後
必
舉
行
一
次
藉
申
鼓
厲
以
資
進
行
茲
將
會
則
列
下

西
豐
縣
農
產
物
品
評
會
會
則

第

一

條
　
本
會
定
名
爲
西
豐
縣
農
產
物
品
評
會

第

二

條
　
本
會
以
奬
勵
產
業
改
良
農
事
爲
目
的

第

三

條
　
本
會
每
年
秋
季
開
會
一
次
︵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第

四

條
　
本
會
附
設
於
縣
農
會
會
塲
借
用
師
中
校
之
禮
堂

第

五

條
　
本
會
之
組
織
如
左

會
　
　
長
　
縣
　
長

副

曾

長
　
縣

農

會

長

參

事

官

贊

助

人
　
稅
捐
局
長
　
千
德
經
理
　
商
會
長

幹
　
　
事
　
副
參
事
官
　
總
務
科
長
　
內
務
局
長
　
警
務
局
長
　
敎
育
局
長

財
務
局
長
　
農
會
副
會
長
　
實
業
股
長
　
內
務
局
技
士

審

査

長
　
一
名

副
審
査
長
　
一
名

委
　
　
員
　
若
干
名

第

六

條
　
本
會
另
設
籌
備
部
　
出
納
部
　
招
待
部
　
講
演
部
︵
其
細
則
另
定
之
︶

第

七

條
　
本
會
品
評
物
由
各
區
徵
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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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第

八

條
　
出
品
預
想
點
數
爲
一
九
二
點
　
︵
各
區
限
八
種
每
種
三
點
以
八
區
計
算
之
︶

第

九

條
　
出
品
物
係
大
豆
、
高
梁
、
包
米
、
谷
子
、
稻
子
、
粳
子
、
糜
子
、
蠶
繭
等
八
種
及
家
畜
家
禽
等

第

十

條
　
出
品
物
於
十
月
二
十
五
以
前
送
縣

第
十
一
條
　
會
塲
之
整
理
及
品
評
物
之
陳
列
於
品
評
會
前
一
日
一
律
整
理
妥
協

第
十
二
條
　
審
査

十
月
二
十
日
起
二
十
三
日
止
　
︵
四
日
間
︶

第
十
三
條
　
經
費
三
〇
〇
元

1
賞
品
費
一
二
〇
元

一
等
五
元
┇
┇
┇
┇
┇
┇
八
份

二
等
三
元
┇
┇
┇
┇
┇
┇
一
六
份

三
等
一
元
┇
┇
┇
┇
┇
┇
三
二
份

2
招
待
費
二
〇
元

3
印
刷
費
六
〇
元

出
品
目
錄
　
一
〇
〇
〇
杖
　
　
　
一
〇
元

賞
　
　
狀
　
　
二
〇
〇
枚

標
語
宣
傳
品
等
五
〇
〇
枚

出
品
名
票
　
　
三
〇
〇
枚

4
籌
備
費
三
九
元

等
級
揭
示
金
銀
紅
紙
　
　
　
　
　
　
五
元

出
品
盛
裝
器
　
　
　
　
　
　
　
　
二
〇
元

塲
內
費
︵
白
布
︶
　
　
　
　
　
　
一
〇
元

印
鑑
︵
會
長
　
審
察
長
︶
　
　
　
　
四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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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5
閉
會
費
一
五
元

5
撮
影
費
一
〇
元

7
預
備
費
三
二
元

第
十
四
條
　
各
部
細
則
如
下

一
籌
備
部
　
本
部
設
主
任
一
人
幹
事
四
人
其
人
員
由
會
長
委
充
之

本
部
於
開
會
前
二
日
預
將
會
塲
內
設
備
完
善

本
部
主
任
受
會
長
命
令
指
導
幹
事
設
施
一
切

二
出
納
部
　
本
部
設
主
任
一
人
幹
事
二
人
其
人
員
由
會
長
委
任
之

本
部
司
錢
物
之
出
納
必
於
閉
會
後
二
日
內
將
會
費
收
支
狀
况
及
品
評
之
情

形
公
布
之

三
招
待
部
　
本
部
設
主
任
一
人
幹
事
六
人
其
人
員
由
會
長
委
充
之

本
部
負
招
待
指
導
之
責
凡
各
界
來
賓
及
各
村
民
入
塲
參
觀
者
均
須
詳
細
指

導
特
別
招
待

本
部
主
任
得
支
配
幹
事
督
飭
夫
役
勤
事
煙
茶

四
講
演
部
　
本
部
設
主
任
一
人
幹
事
五
人
其
人
員
由
會
長
委
充
之

本
部
於
開
會
之
日
須
於
指
定
講
演
處
輪
流
講
演

本
部
講
演
材
料
以
關
於
農
事
農
業
者
爲
限

區
農
會

附

縣
境
各
區
區
農
會
分
設
於
全
境
之
八
區
每
區
各
一
處
由
鄕
民
直
接
選
舉
會
長
副
會
長
各
一
人
辦
理
各

該
區
農
會
事
項
並
硏
究
改
良
農
作
及
植
物
種
子
等
茲
將
各
區
農
會
設
立
地
點
及
會
長
姓
名
列
下

附
歷
任
縣
農
會
會
長
姓
名

張
　
允
　
中
　
字
立
堂
宣
統
元
年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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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姚
　
廷
　
椿

楊
　
士
　
魁
　
字
經
五
民
國
元
年
任

曹
　
景
　
澄
　
字
壽
山

韓
　
英
　
奇
　
字
麟
閣
民
國
四
年
任

陳
　
　
　
淵
　
字
瑞
九
民
國
六
年
任

巢
　
　
　
閣
　
字
松
亭
民
國
九
年
任

徐
　
維
　
淮
　
字
應
辰
民
國
十
三
年
任

周
　
尙
　
文
　
字
丕
卿
民
國
十
五
年
任

張
　
東
　
閣
　
副
會
長

邵
　
廣
　
義
　
字
文
浦
民
國
任
正
會
長

趙
　
連
　
仲
　
字
喜
三
副
會
長

區
農
會
會
長
姓
名

第
二
區
設
烏
魯
村
會
長
張
純
一
副
會
長
張
玉
林

第
三
區
設
白
石
村
正
會
長
于
維
元
副
會
長
王
保
民

第
四
區
設
營
和
村
正
會
長
宋
維
山
副
會
長
徐
林
璋

第
五
區
設
房
木
鎭
正
會
長
楊
世
昌
副
會
長
胡
潤
堂

第
六
區
設
平
原
村
正
會
長
郭
化
一
副
會
長
郞
寅
東

第
七
區
設
公
合
村
正
會
長
榮
春
芳
副
會
長
張
子
南

第
八
區
設
太
平
村
正
會
長
鄭
希
喬
副
會
長
田
玉
琢

第
九
區
設
吉
祥
村
正
會
長
姚
紹
唐
副
會
長
谷
林
普

以
上
各
會
會
員
以
有
財
產
之
資
格
與
地
方
士
紳
充
之
每
名
會
員
年
納
會
金
三
元
作
爲
會
內
辦
公
費

此
已
往
往
之
歷
史
沿
革
也
今
滿
洲
建
國
政
治
刷
新
一
切
改
良
其
於
各
會
機
關
豈
能
不
竭
力
圖
謀
以



 

西

豐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實
　
業
　
　
　
　
　
　
　
　
　
十
二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求
改
善
故
縣
農
會
會
長
歸
縣
長
兼
任
以
昭
鄭
重
而
急
圖
進
行
至
區
立
農
會
今
已
取
消
凡
硏
究
農
產
各

事
皆
歸
縣
農
會
俾
事
有
專
屬
免
致
紛
岐
殆
亦
統
一
事
權
之
謂
歟

工
商
會

商
會
設
於
縣
城
內
北
順
城
街
未
設
治
時
名
曰
公
議
會
旣
設
治
後
仍
沿
舊
稱
淸
光
緖
三
十
三
年
奉
省
令

改
爲
商
會
工
業
家
因
與
爭
執
另
立
工
會
行
之
二
年
又
合
併
爲
一
統
稱
曰
商
會
言
商
會
而
工
會
在
其
中

矣
故
西
豐
縣
無
工
會
淸
宣
統
二
年
奉
農
商
部
令
以
省
城
爲
商
務
總
會
各
縣
城
爲
商
務
分
會
頒
有
圖
記

會
章
遵
選
會
員
若
干
名
由
會
員
互
選
總
理
一
名
帮
理
一
名
民
國
六
年
又
奉
部
令
重
行
改
組
改
圖
記
爲

鈴
記
改
總
理
爲
正
會
長
改
帮
理
爲
副
會
長
以
二
年
爲
任
期
至
民
國
十
五
年
改
選
時
會
員
增
至
三
十
人

選
夏
萬
明
爲
正
會
長
李
東
閣
爲
副
會
長
夏
李
任
滿
又
選
劉
漢
臣
佟
樹
三
繼
之
均
係
義
務
職
僱
文
牘
一

人
書
記
二
人
夫
役
三
人
常
年
經
費
現
洋
二
千
餘
元
外
鎭
立
有
分
會
三
處
一
居
凉
泉
鎭
一
居
平
崗
鎭
一

居
雙
河
鎭
茲
將
商
會
曆
任
會
長
及
縣
城
工
商
戶
數
列
下

商
會
歷
任
會
長
姓
名
及
任
期

續
　
文
　
金
　
淸
光
緖
三
十
年
選
任

孫
　
允
　
中
　
淸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選
任

馬
　
秀
　
峰
　
淸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選
任
連
一
任

牛
　
鳴
　
閣
　
民
國
元
年
選
任
連
一
任
初
任
工
商
會
分
立
繼
任
合
併

吳
　
錫
　
九
　
民
國
五
年
選
任

邵
　
恩
　
普
　
民
國
七
年
選
任
連
一
任

夏
　
普
　
霖
　
民
國
十
二
年
選
任
連
二
任

李
　
東
　
園
　
民
國
十
二
年
選
任

劉
　
錫
　
侯
　
民
國
十
七
年
選
任

佟
　
樹
　
三
　
民
國
十
七
年
選
任



 

西

豐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實
　
業
　
　
　
　
　
　
　
　
　
十
三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屈

克

伸
　
工
會
會
長
民
國
三
年
任

高

全

五
　
工
商
會
長
民
國
七
年
任

劉

錫

侯
　
爲
現
任
正
會
長

佟

樹

三
　
爲
現
任
副
會
長

縣
城
商
業
戶
數
一
覧

綢
緞
雜
貨
業
　
共
二
十
八
號

糧
　
　
　
業
　
共
二
十
二
號

糧
　
車
　
店
　
共
十
六
號

書
籍
販
賣
店
　
共

六

號

京
洋
雜
貨
業
　
共
二
十
三
號

磁
鐵
蓆
麻
業
　
共
二
十
一
號

當
　
　
　
業
　
共
　
四
　
號

菓
子
販
賣
業
　
共
十
五
號

西
藥
販
賣
業
　
共
十
二
號

漢
　
藥
　
業
　
共
三
十
三
號

估
　
衣
　
業
　
共
十
七
號

旅
　
店
　
業
　
共
三
十
八
號

飯
　
館
　
業
　
共
三
十
號

煎
燒
餅
業
　
共
五
十
四
號

磨
　
坊
　
業
　
共
　
八
　
號

自
轉
車
業
　
共
　
六
　
號

下
雜
貨
業
　
共
十
四
號



 

西

豐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實
　
業
　
　
　
　
　
　
　
　
　
十
四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雜
貨
小
舖
業
　
共
二
十
四
號

澡

塘

業
　
共
四
號

轉

運

業
　
共
四
號

屠

肉

業
　
共
六
號

豆
腐
粉
坊
業
　
共
九
號

理

髮

業
　
共
十
二
號

修
理
鐘
表
業
　
共
三
號

縣
城
工
業
戶
數
一
覽

柳

器

業
　
共
一
號

糖

菓

業
　
共
四
號

造

香

業
　
共
二
號

銅

器

業
　
共
三
號

造

紙

業
　
共
一
號

軋
造
舊
棉
花
業
　
共
二
號

彩

畫

舖

業
　
共
五
號

木
器
製
造
業
　
共
三
十
號

皮

革

業
　
共
二
十
六
號

染

色

業
　
共
六
號

印
刷
刻
字
業
　
共
五
號

金

店

業
　
共
六
號

洋
鐵
錫
器
舖
　
共
八
號

酒
類
製
造
業
　
共
五
號



 

西

豐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實
　
業
　
　
　
　
　
　
　
　
　
十
五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成
　
衣
　
業
　
共
二
十
七
號

鞋
　
　
　
業
　
共
九
號

鐵
　
器
　
業
　
共
十
七
號

鐵
　
爐
　
業
　
共
二
號

醬
　
園
　
業
　
共
六
號

糕
　
點
　
業
　
共
十
七
號

爆
　
竹
　
業
　
共
四
號

洋
灰
瓦
業
　
共
四
號

針
　
織
　
業
　
共
五
號

繅
　
絲
　
業
　
共
十
號

織
　
布
　
業
　
共
四
號

照
　
像
　
業
　
共
二
號

油
　
坊
　
業
　
共
十
號

鹹
　
　
　
鍋
　
共
二
號

石
　
　
　
廠
　
共
二
處

磚
　
　
　
窰
　
共
四
處

紗
燈
雨
傘
舖
　
共
二
號

蠟
　
　
　
舖
　
共
四
處

方
　
技

星
　
命
　
館
　
共
四
處

銀
行
沿
革

縣
城
銀
行
當
未
建
國
以
前
有
中
國
銀
行
興
業
銀
行
東
三
省
官
銀
號
黑
龍
江
官
銀
號
商
業
銀
行
平
市
錢



 

西

豐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實
　
業
　
　
　
　
　
　
　
　
　
十
六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號
等
數
家
今
則
一
律
取
消
只
滿
洲
銀
行
分
行
一
家
專
辦
理
匯
兌
放
貸
等
項
其
所
得
利
息
不
至
如
前
之

爲
各
資
本
家
瓜
分
此
亦
統
一
財
政
之
善
法
也

度
量
衡

西
豐
尺
度
之
長
短
與
省
畧
同
而
斗
秤
則
異
大
約
西
豐
之
市
斗
爲
三
十
七
斛
五
每
斗
較
開
原
大
一
升
半

較
省
城
大
三
升
半
較
遼
陽
海
城
大
四
升
餘
然
較
東
豐
海
龍
西
安
各
縣
則
小
二
三
升
蓋
交
通
之
困
便
不

同
糧
石
之
運
輸
有
別
其
量
大
小
之
差
乃
天
然
趨
勢
至
秤
之
高
低
大
約
每
斤
爲
省
城
及
城
南
各
縣
之
十

五
兩
上
下
今
者
政
治
畫
一
全
國
一
致
旣
無
大
小
之
差
又
無
南
北
之
別
所
以
免
分
歧
杜
倖
冀
者
洵
非
淺

鮮
茲
將
新
舊
度
量
衡
比
較
表
列
下

尺
度
分
爲
三
種
　
營
造
尺
　
栽
尺
　
大
布
尺
　
均
爲
十
進
位

種
　
　
　
類

舊
　
尺
　
折
　
新
　
尺

新
　
尺
　
折
　
舊
　
尺

裁
　
　
　
尺

一
尺
零
四
分

九
寸
六
分

大
　
布
　
尺

一
尺
六
寸
五
分
五
厘

六
寸

營
　
造
　
尺

九
寸
四
分
五
厘

一
尺
零
六
分

量
　
器

以
勺
爲
單
位
皆
爲
十
進
法
分
勺
合
升
斗
石
現
在
使
用
之
量
器
分
爲
十
一
種

斗
　
升
　
合
　
十
斤
　
五
斤
　
二
斤
　
一
斤
　
半
斤
　
四
兩
　
二
兩
　
一
兩

但
是
斤
量
之
器
限
爲
油
酒
提
盧

量

器

之

比

較

種
　
　
　
類

舊
　
量
　
折
　
新
　
量

新
　
量
　
折
　
舊
　
量

斗

三
斗
二
升
三
合
六
勺

三
升
零
九

衡
分
十
四
種



 

西

豐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實
　
業
　
　
　
　
　
　
　
　
　
十
七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臺
秤
　
磅
秤
　
三
百
以
上
秤
　
三
百
以
下
秤
　
十
五
斤
以
上
秤
　
十
斤
以
下
秤
　
五
斤
以
下
秤

盤
秤
　
鈎
秤
　
二
十
兩
戥
　
四
兩
戥
　
一
兩
戥
　
天
秤

盤
秤
鈎
秤
均
以
十
六
兩
爲
一
斤

天
秤
戥
子
均
以
兩
爲
單
位
一
兩
十
錢
一
錢
十
分

台
秤
磅
秤
均
爲
公
斤

種
　
　
　
類

舊
　
衡
　
折
　
新
　
衡

新
　
衡
　
折
　
舊
　
衡

秤

一
斤
零
四
錢
四
分

十
五
兩
四
錢

新
舊
器
之
比
較

商
工
槪
况

縣
境
商
工
業
在
民
國
十
一
二
年
間
盛
極
一
時
是
時
東
邊
各
縣
關
於
糧
石
之
銷
售
人
民
日
用
品
之
採
買

均
集
中
於
本
縣
迨
奉
海
路
築
成
東
邊
粮
貨
多
直
接
運
消
以
致
縣
境
商
工
各
業
日
就
蕭
條
惟
東
豐
縣
楊

木
林
子
一
帶
及
西
安
縣
梨
樹
河
子
等
處
之
粮
貨
仍
在
本
縣
消
購
及
至
康
德
三
年
四
西
鐵
路
築
成
不
但

梨
樹
河
子
粮
石
不
能
來
豐
消
售
即
本
縣
八
九
區
一
帶
粮
石
亦
多
由
四
西
路
運
消
四
平
街
現
在
本
縣
商

工
只
管
縣
內
之
交
易
計
年
輸
出
粮
石
約
四
十
餘
萬
石
柞
蠶
絲
一
千
餘
箱
並
少
數
之
煙
麻
毛
皮
輸
入
棉

布
十
二
萬
疋
絲
毛
織
品
九
千
五
百
疋
麥
粉
十
四
萬
三
千
袋
糖
四
千
五
百
包
鹽
四
萬
四
千
担
化
妝
品
五

千
打
平
鐵
八
千
片
鐵
十
七
萬
五
千
斤
蓆
三
千
一
百
捆
魚
二
萬
二
千
斤
計
康
德
三
年
全
縣
商
業
七
八
九

戶
資
本
六
六
八
〇
九
八
元
工
業
一
六
三
戶
資
本
一
七
六
九
六
五
元
此
商
工
業
之
槪
况
也

農
家
物
種
類
及
產
額
表

種
　
　
　
類

耕

種

面
積晌

每

晌

收

穫
　
　
量

收

穫

總

量

輸

出

率

摘
　
　
　
　
　
　
　
　
　
　
　
　
　
　
　
　
要

黃
豆
︵
大
豆
︶

五
二
，
三
三
六

一
〇
.石
四

五
四
四
，
二
九
四
.石
四

五
一
%

上
記
數
量
按
新
斗
計
算

小
　
　
　
豆

二
，
一
三
五

四
.
九

一
〇
，
四
六
一
.
五



 

西

豐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實
　
業
　
　
　
　
　
　
　
　
　
十
八

西
豐
國
興
印
刷
局
校
印

吉
豆
︵
綠
豆
︶

九
三
一

六
.
四

五
，
九
五
八
.
四

其
他
豆
類

五
二
七

八
.
一

四
，
二
六
八
.
七

高
　
　
　
粱

六
六
，
五
九
六

一
四
.
五

九
六
五
，
六
四
二
.
〇

三
四
%

粟
　
︵
谷
子
︶

二
八
，
六
三
〇

六
.
四

一
八
三
，
二
三
二
.
〇

四
五
%

包
　
　
　
米

三
三
，
四
六
五

一
四
.
五

八
四
五
，
二
四
二
.
五

四
五
%

稻
　
　
　
子

三
，
二
七
五

五
五
.
〇

一
八
〇
，
一
二
五
.
〇

四
八
%

粳
　
　
　
子

四
，
九
六
六

一
七
.
七

八
七
，
八
九
八
.
二

六
〇
%

黍
　
　
　
子

一
，
八
六
六

九
.
七

一
八
，
一
〇
〇
.
二

稗
　
　
　
子

一
，
三
三
〇

九
.
七

一
二
，
九
〇
一
.
〇

荍
　
　
　
麥

六
五
七

四
.
九

三
，
二
一
九
.
三

計

一
九
六
，
七
一
四

一
六
二
.
二

二
，
五
〇
一
，
三
四
三
.
二

棉　花　菸　葉

陸
地
棉

三
三

一
九
〇斤

六
二
七
〇斤

在
來
棉

五

二
五
〇

一
二
五
〇

米
國
種

四

六
九
〇

二
七
六
〇

在
來
種

三
五
〇

七
〇
〇

一
七
五
〇
〇
〇

靑
　
　
　
麻

三
五
四

八
〇
〇

二
八
三
，
二
〇
〇

線　　　麻

線
　
麻

四
二
二

六
〇
〇

二
五
三
，
二
〇
〇

小
麻
子

一
三
五

六
五石

八
七
七
.石
五

蘇
　
　
　
子

四
一
七

八
一

三
，
三
七
七
.
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