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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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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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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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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瑤
琨
篠
簜
齒
革
羽
毛
杶
幹
栝
柏
漆
枲
絺
紵
球
琳
琅
玕
鏐
鐵
銀
鏤

及
橘
柚
蠙
蛛
土
五
色
金
三
品
見
於
禹
貢
粤
鎛
秦
廬
胡
弓
鄭
刀
宋

斤
魯
削
荆
幹
妢
笴
曁
燕
之
函
與
角
吳
粤
之
劍
及
金
錫
載
在
秋
官

安
邑
棗
渭
川
竹
陳
夏
桼
江
陵
橘
燕
秦
栗
齊
魯
桑
麻
岷
陽
蹲
鴟
淮

北
榮
南
河
濟
之
間
萩
及
澤
中
彘
陸
地
馬
牛
羊
山
居
楸
水
居
魚
波

傳
之
史
記
貨
殖
物
產
之
維
繫
乎
民
生
也
由
來
舊
矣
成
地
無
山
諸

礦
不
出
無
水
蒲
葦
蓮
稻
魚
類
不
生
所
產
者
除
五
穀
雜
豆
外
祗
區

區
棉
花
一
種
然
農
民
守
舊
種
子
不
良
生
產
力
不
能
增
進
又
以
天

旱
連
歲
不
得
下
種
棉
產
亦
澌
滅
殆
盡
近
邑
人
張
延
芳
勸
鑿
井
提

倡
美
棉
以
身
試
種
十
餘
年
頗
獲
厚
利
現
城
西
南
一
帶
村
莊
皆
羨

慕
開
井
效
種
者
什
六
七
此
亦
吾
困
苦
顚
連
無
吿
之
民
一
線
生
機

也
志
物
產

芸
芸
萬
有
胥
有
於
產
不
產
則
無
物
無
物
則
乾
元
不
大
坤
元
不
至

焉
我
縣
地
雖
平
坦
而
土
多
沙
堿
物
產
所
出
無
幾
至
零
星
小
品
種

植
之
繁
類
別
之
多
亦
難
罄
述
茲
就
日
所
資
用
並
日
所
接
觸
者
列

叙
於
左
以
資
參
考

穀
屬

麥

重
要
之
農
作
物
也
莖
有
節
高
三
四
尺
葉
細
長
脈
平
行
夏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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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一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開
花
結
實
有
小
麥
大
麥
兩
種
小
麥
秋
種
植
大
麥
入
春
播
種
有
芒

者
有
不
芒
者
不
芒
者
謂
之
葫
蘆
頭
日
至
之
時
芒
者
先
熟
不
芒
者

後
熟
小
麥
多
粉
供
食
品
甚
佳
大
麥
可
製
餳
糖
並
充
食
用

穀

今
俗
以
稻
黍
麥
稷
粟
爲
五
穀
我
縣
直
呼
一
種
爲
穀
子
種
類

不
一
大
別
之
有
直
穀
糙
穀
兩
種
葉
長
細
莖
高
四
尺
頂
秀
長
穗
結

實
粒
圓
而
形
小
去
皮
殼
俗
稱
小
米
普
通
主
要
食
品
其
莖
葉
可
充

牲
口
飼
料

稷

高
粱
也
說
文
以
爲
五
穀
之
長
程
瑤
田
九
穀
考
云
稷
之
粘
者

爲
秫
北
方
謂
之
高
梁
又
謂
之
蜀
秫
我
成
統
呼
之
爲
高
梁
其
莖
幹

高
大
似
蘆
穗
聚
而
上
出
穀
類
中
之
最
早
夏
秋
之
交
開
花
結
實
實

粗
硬
不
如
黍
稻
之
美
本
境
農
戸
普
通
多
用
爲
食
品
間
有
充
作
牲

口
飼
料
者

黍
穄

黍
與
穄
一
類
二
種
其
色
有
赤
白
黃
黑
等
類
其
性
有
粘
不

粘
之
分
齊
民
要
術
云
凡
黍
穄
田
新
開
荒
爲
上
大
豆
底
爲
次
穀
底

爲
下
播
種
時
期
與
植
穀
同
葉
長
莖
高
三
尺
許
抽
穗
同
稷
狀
結
實

不
如
稷
大
穄
爲
通
常
食
用
黍
性
粘
製
造
洺
酒
黃
酒
堪
稱
好
原
料

大
小
豆

說
文
尗
豆
也
未
象
豆
生
之
象
亦
作
菽
爾
雅
戎
菽
詩
之

荏
菽
皆
大
豆
也
大
豆
有
黑
白
黃
三
種
均
以
色
命
名
其
葉
以
三
小

葉
合
成
花
蝶
形
實
結
莢
長
一
二
寸
小
豆
有
菉
赤
白
三
種
亦
以
色

名
也
莖
高
尺
餘
葉
有
毛
秋
開
小
花
實
色
綠
或
褐
色
黑
豆
中
最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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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二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者
曰
櫓
豆
亦
曰
料
豆
食
而
充
飢
可
備
凶
年
豐
年
多
用
以
飼
牛
馬

菉
豆
可
爲
食
品
或
磨
麵
或
製
粉
菜
或
漬
水
令
發
芽
以
爲
蔬
黃
白

豆
可
作
豆
腐
可
作
醬
料
赤
白
小
豆
與
黑
豆
用
同

豇
豆

一
名
䜶
䝄
莢
必
雙
生
紅
色
居
多
故
名
穀
田
內
有
點
種
之

蔓
生
葉
爲
羽
狀
複
葉
夏
日
開
蝶
形
花
淡
靑
帶
紫
結
莢
長
至
尺
餘

俗
亦
稱
長
豆
嫩
時
爲
蔬
老
則
收
子
貯
以
爲
食

玉
蜀
秫

李
時
珍
曰
其
苗
俱
似
蜀
秫
而
肥
矮
亦
似
薏
苡
莖
直
立

高
四
五
尺
葉
狀
如
箭
簇
而
大
花
單
性
其
實
有
黃
白
紅
各
色
其
端

有
紫
毛
如
絲
俗
有
包
穀
玉
米
珍
珠
米
等
名
我
縣
境
人
多
稱
爲
棒

子
供
普
通
食
用
間
充
牲
口
飼
料

蕎
麥

赤
莖
烏
粒
高
二
尺
許
葉
爲
三
角
形
花
白
爲
圓
錐
花
序
實

有
三
稜
立
秋
前
後
撒
種
霜
降
時
成
熟
王
禎
農
書
謂
蕎
麥
稠
種
結

實
多
稀
則
結
實
少
種
遲
恐
經
霜
不
能
結
子
農
政
全
書
云
種
之
易

爲
工
力
收
之
不
妨
農
時
晚
熟
故
也
其
爲
用
也
治
去
皮
殼
磨
而
爲

麵
或
煎
餅
食
或
治
河
洛
滑
細
如
粉
亞
於
麥
麵

脂
麻

卽
胡
麻
俗
作
芝
蔴
者
非
一
名
方
莖
以
莖
方
名
一
名
狗
蝨

以
形
名
一
名
油
麻
以
其
多
油
一
名
巨
勝
以
其
角
如
方
勝
也
葉
圓

銳
秋
開
白
花
節
節
結
角
四
稜
六
稜
八
稜
不
等
子
爲
黑
白
二
種
古

時
止
有
大
麻
自
漢
張
騫
使
西
域
得
其
種
故
謂
之
胡
麻
實
可
壓
油

味
香
美
爲
調
和
五
味
主
要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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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三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麥

七
○
○
頃

二
一
○
○
○
石

供

食

品

無

僅
供
本
地
之
用

穀

一
四
○
○
頃

八
四
○
○
○
石

＂

＂

＂

稷

五
○
○
頃

三
○
○
○
○
石

供
食
品
及
飼
養
牲
口

之
用

＂

＂

黍

穄

二
○
○
頃

一
一
○
○
○
石

供

食

品

＂

＂

大
小
豆

二
○
○
頃

八
○
○
○
石

供
食
品
及
飼
養
牲
口

之
用

＂

＂

豇

豆

約

三

頃

＂

多
與
他
物
混
作
故
地

積
難
以
計
算

玉
蜀
秫

二
○
○
○
頃

一
二
○
○
○
石

供

食

品

＂

僅
供
本
地
之
用

蕎

麥

一
○
○
頃

三
○
○
○
石

＂

＂

＂

脂

麻

一
○
○
頃

四
○
○
○
石

榨

油

＂

＂

說明

每
斗
以
十
二
筒
計
算

□
這
是
個
仝
前
號

蔬
屬

菘

古
爲
葵
晋
以
來
爲
菘
大
別
爲
二
種
柄
厚
而
色
靑
者
俗
名
爲

靑
菜
柄
薄
而
色
白
者
俗
名
爲
白
菜
又
一
種
經
培
養
而
變
種
者
別

名
黃
芽
菜
全
體
爲
圓
柱
形
葉
與
柄
扁
闊
層
層
包
裹
肥
大
而
厚
有

一
本
重
十
斤
者
柔
軟
甘
美
入
冬
多
藏
入
窖
內
儲
存
作
爲
常
用
食

品韭

一
種
菜
而
經
久
者
謂
之
韭
自
春
至
秋
均
叢
生
可
食
葉
細
而

扁
根
莖
肥
白
而
嫩
味
甚
美
李
時
珍
曰
北
人
至
冬
移
根
於
土
窖
中

培
以
馬
糞
暖
則
長
高
可
尺
許
不
見
風
日
其
葉
黃
嫩
謂
之
韭
黃

菠
菜

卽
菠
薐
菜
俗
名
青
菜
原
產
於
西
域
頗
陵
國
唐
時
始
傳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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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四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我
邦
葉
互
生
畧
如
三
角
形
而
尖
莖
高
尺
餘
花
小
而
黃
綠
根
色
赤

味
甜
二
三
月
種
可
備
春
蔬

蔥

今
通
作
葱
葉
中
空
成
管
四
時
可
采
食
葉
之
下
部
色
白
俗
稱

葱
白
諸
食
物
用
皆
宜
故
曰
菜
伯
和
事

蒜

有
大
蒜
小
蒜
兩
種
大
蒜
根
莖
大
瓣
多
小
蒜
根
莖
小
瓣
少
葉

如
蘭
莖
如
蔥
根
如
水
仙
味
辛
菜
園
中
間
或
有
之
本
處
以
爲
常
食

蒝
荽

本
作
胡
荽
漢
張
騫
得
種
於
西
域
故
名
一
名
香
荽
味
辛
香

可
爲
香
料
故
也
根
輭
而
白
多
鬚
緌
緌
然
故
謂
之
荽
葉
裂
有
鋸
齒

嫩
時
摘
以
調
食
甚
香
美

茄

一
名
落
蘇
形
多
扁
圓
有
紫
靑
白
三
種
性
寒
滑
多
食
腹
痛
女

人
傷
子
宮
本
境
所
種
者
花
與
實
多
係
紫
色

芹

舊
名
楚
葵
俗
稱
水
芹
宜
植
于
水
邊
溼
地
莖
有
稜
葉
爲
羽
狀

複
葉
互
生
潔
白
而
有
節
其
氣
芬
芳
一
名
堇
菜
爲
旱
芹
以
別
之
充

蔬
用
有
奇
味

芥

一
名
臘
菜
其
味
辛
辣
葉
似
油
菜
而
有
缺
刻
秋
末
下
種
冬
時

可
食
並
宜
作
虀
春
深
開
小
黃
花
結
實
成
莢
子
如
粟
粒
磨
爲
麵
名

芥
末
食
饌
中
用
以
調
和

蔓
菁

卽
蕪
菁
俗
名
大
頭
芥
南
北
通
有
之
北
土
種
之
尤
多
趙
魏

之
交
謂
之
火
芥
小
者
謂
之
辛
芥
紫
花
者
謂
之
蘆
菔
根
多
肉
扁
圓

葉
大
春
日
開
黃
花
絕
類
油
菜
實
成
長
角
根
供
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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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五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蘿
蔔

一
名
菜
菔
一
名
蘆
菔
一
名
紫
花
菘
處
處
有
之
狀
有
長
圓

二
類
根
有
紅
白
二
色
莖
高
尺
餘
葉
作
羽
狀
分
裂
花
四
瓣
結
實
長

角
形
根
長
色
白
多
肉
可
供
食
用
或
作
鹽
菜
以
備
長
食

胡
蘿
蔔

有
赤
黃
二
種
種
來
自
虜
中
故
曰
八
月
下
種
冬
日
收
根

長
五
六
寸
大
者
盈
握
味
甘
美
生
熟
可
啖

莙
薘

一
名
㳟
菜
園
圃
多
栽
種
之
葉
闊
大
厚
而
有
光
莖
高
二
尺

四
時
皆
可
爲
蔬
又
一
種
葉
缺
刻
地
下
根
如
蘿
蔔
可
搾
汁
製
糖
謂

之
糖
蘿
蔔

甘
薯

一
名
番
薯
俗
又
稱
山
芋
莖
細
長
蔓
生
葉
如
豆
呈
紫
褐
色

根
長
圓
形
兩
端
尖
皮
紫
肉
紅
故
謂
之
紅
薯
味
甘
堪
充
糧
糗
葉
充

蔬
用

蕓
薹

一
名
薹
芥
又
稱
油
菜
葉
大
無
柄
春
暮
開
小
黃
花
四
瓣
結

莢
收
子
灰
赤
色
嫩
時
葉
可
充
食
子
可
搾
油
謂
之
菜
油
堪
供
食
用

燃
燈
甚
明
近
人
因
有
油
利
種
者
頗
廣

金
簪

別
於
玉
簪
而
言
也
一
名
黃
花
菜
一
名
綠
蔥
畿
輔
通
志
作

金
針
味
甚
美
晒
乾
堪
供
常
食

黃
瓜

一
名
胡
瓜
陳
藏
器
云
北
人
避
石
勒
諱
改
呼
黃
瓜
至
今
因

之
種
火
室
中
促
其
生
長
冬
期
亦
結
小
實
普
通
種
法
豎
起
架
子
令

其
蔓
緣
有
卷
鬚
葉
作
掌
狀
夏
開
花
黃
色
實
長
數
寸
色
黃
綠
有
剌

供
食
品
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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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六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越
瓜

原
產
於
越
中
南
北
皆
種
之
一
名
菜
瓜
一
名
捎
瓜
北
方
名

苦
瓜
花
葉
無
異
甜
瓜
實
橢
圓
形
色
靑
質
脆
可
生
食

南
瓜

附
地
蔓
生
蔓
延
長
數
丈
節
節
有
根
入
土
中
莖
中
空
夏
日

開
花
結
實
扁
圓
或
長
形
有
縱
溝
數
條
不
可
生
食
子
亦
可
爲
食
品

爲
原
產
於
南
番
故
曰
南
瓜

北
瓜

一
名
倭
瓜
似
南
瓜
而
形
長
色
白
瓤
甚
紅
今
俗
所
稱
殆
無

南
北
瓜
之
分
又
一
種
形
如
倭
瓜
而
兩
層
色
半
綠
半
黃
名
曰
看
瓜

不
能
食

冬
瓜

以
其
至
冬
而
熟
也
故
名
春
間
種
植
收
時
欲
飽
霜
霜
不
飽

則
爛
王
禎
曰
冬
瓜
初
生
靑
綠
經
霜
則
白
如
塗
粉
肉
及
子
皆
白
故

謂
之
白
瓜
莖
葉
皆
有
毛
剌
結
實
大
者
徑
尺
餘
長
二
三
尺
皮
堅
厚

越
冬
經
霜
乃
熟
藏
可
彌
年
不
壞
可
供
永
久
食
用

絲
瓜

俗
名
天
絡
攀
援
架
木
生
長
春
際
栽
種
入
秋
結
實
甚
繁
實

長
二
尺
嫩
時
充
蔬
老
則
筋
絡
如
織
可
作
滌
器
之
用

絞
瓜

種
法
與
黃
瓜
同
葉
似
南
瓜
較
小
實
如
甜
瓜
黃
色
實
熟
則

摘
取
用
水
畧
煮
然
後
微
破
其
皮
以
箸
絞
之
肉
成
細
條
作
蔬
用
故

名
絞
瓜

瓠
匏

陸
農
師
曰
頭
短
大
腹
曰
瓠
細
而
合
上
曰
匏
似
匏
而
肥
圓

者
曰
壺
蘆
有
甘
苦
之
別
甘
者
供
食
苦
者
充
器
又
一
種
形
似
黃
瓜

較
大
而
肥
壯
澤
潤
人
多
食
之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七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銀
條

苗
葉
似
纓
絡
根
在
土
中
色
白
細
長
質
脆
宜
供
蔬
用

靑
椒

俗
名
辣
椒
入
夏
種
植
屆
秋
結
莢
始
盛
有
長
圓
兩
種
紅
青

二
色
最
普
通
多
愛
食
之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菘

八
頃

八
○
○
○
○
○
顆

供

食

用

本
地
自
用

每
畝
約
一
千
顆

以
下
通
按
每
畝
說

韭

四
○
頃

八
○
○
○
斤

＂

＂

約
二
百
斤

菠

菜

二
頃

一
○
○
○
○
○
斤

＂

＂

約
五
百
斤

蔥

一
頃

四
八
○
○
○
斤

＂

＂

約
四
百
八
十
斤

蒜

三
○
頃

二
八
八
○
斤

＂

＂

約
九
十
六
斤

蒝

荽

二
○
頃

四
八
○
○
斤

＂

＂

約
二
百
四
十
斤

茄

二
頃

一
八
四
○
○
○
斤

＂

＂

約
九
百
二
十
斤

芹

二
○
頃

五
六
○
○
斤

＂

＂

約
二
百
八
十
斤

芥

一
○
頃

三
二
○
○
斤

＂

＂

約
三
百
二
十
斤

蔓

菁

二
○
頃

八
○
○
○
斤

＂

＂

約
四
百
斤

蘿

蔔

四
○
頃

一
九
二
○
○
斤

＂

＂

約
四
百
八
十
斤

胡
蘿
蔔

四
○
頃

三
二
○
○
○
斤

＂

＂

約
八
百
斤

莙

薘

一
頃

一
○
○
○
○
○
斤

＂

＂

約
一
千
斤

甘

薯

五
頃

四
○
○
○
○
○
斤

＂

＂

約
八
百
斤

蕓

薹

五
○
頃

一
五
○
○
石

榨
油
調
味

南
北
兩
方

與
谷
類
混
作
次
年
成

熟
仍
不
悞
種
苗
故
所

占
地
積
不
在
菜
屬
及

谷
屬
之
列
每
畝
約
合

三
十
收
成

金

簪

供

食

用

自

用

水
溝
旁
邊
種
之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八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黃

瓜

一

五
頃

九
六
○
○
○
斤

＂

＂

約
六
百
四
十
根

越

瓜

一
頃

九
六
○
○
○
斤

＂

＂

約
九
百
六
十
根

南

瓜

三
頃

三
六
○
○
○
○
斤

＂

＂

約
一
千
二
百
斤

北

瓜

一
頃

一
○
○
○
○
○
斤

＂

＂

約
一
千
斤

冬

瓜

二
○
頃

三
二
○
○
○
斤

＂

＂

約
一
千
六
百
斤

絲

瓜

＂

＂

庭
院
種
之

絞

瓜

○
一
頃

八
四
○
斤

＂

＂

約
八
百
四
十
斤

瓠

匏

○
一
頃

一
○
○
○
斤

＂

＂

約
一
千
斤

銀

條

＂

＂

間
有
種
之
者

約
二
百
斤

靑

椒

三
○
頃

三
六
○
○
○
斤

＂

＂

約
一
千
二
百
斤

說明

蔬
菜
實
占
地
共
計
二
十
五
頃
因
園
圃
菜
類
多
一
年
二
作
或
三
作
故
以
各
種
所
占
地
積
計

算
較
實
占
地
稍
多
耳

果
屬

桃

五
木
之
精
仙
木
也
高
丈
餘
葉
橢
圓
而
長
春
時
開
花
或
紅
或

白
果
夏
熟
亦
有
秋
熟
者
味
甘
美
種
法
將
種
子
埋
入
糞
土
中
至
春

生
活
移
養
他
處
次
年
用
接
木
法
接
植
之
再
次
年
移
植
桃
園
又
法

桃
性
皮
急
四
年
以
上
宜
以
刀
豎

其
皮
否
則
皮
急
而
死
七
八
年

較
老
十
年
上
則
死
所
以
宜
歲
歲
種
之

杏

釋
名
曰
甜
梅
齊
民
要
術
曰
梅
花
早
而
白
杏
花
晚
而
紅
梅
實

小
而
酸
核
有
韲
文
杏
實
大
而
甜
核
無
文
采
謂
杏
卽
梅
者
非
也
花

葉
均
與
梅
相
似
實
黃
熟
核
與
肉
自
相
離
杏
仁
皆
味
苦
有
一
種
甘

者
名
巴
旦
杏
或
謂
之
八
達
杏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十
九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李

形
似
桃
杏
樹
葉
卵
圓
而
長
花
開
五
瓣
實
圓
全
熟
則
赤
味
畧

酸
約
分
五
種
紫
李
綠
李
黃
李
麝
香
李
盤
山
李
今
成
境
紫
色
者
多

梨

境
內
梨
園
較
少
然
到
處
亦
有
之
葉
作
卵
形
端
尖
夏
初
開
白

花
實
爲
漿
果
至
秋
成
熟
種
類
不
一
有
黃
白
二
種
白
梨
漿
汁
多
黃

梨
較
少
味
均
佳
又
一
種
名
山
梨
亦
作
酸
梨
又
有
形
小
而
味
澀
置

隱
處
培
之
緜
而
沙
俗
名
糖
梨
惟
一
種
名
鴨
子
嘴
梨
者
味
尤
甘
美

堪
稱
佳
梨

石
榴

一
名
丹
若
一
名
安
石
多
植
之
庭
院
中
夏
初
開
花
實
爲
球

狀
熟
則
自
裂
可
食
有
酸
甜
二
種
以
味
言
也
漢
張
騫
使
西
域
始
得

此
種
又
有
開
花
不
結
實
者
美
麗
宜
人
亦
良
花
也

葡
萄

有
黃
白
黑
三
種
蔓
生
不
能
自
舉
作
架
以
承
之
葉
密
陰
厚

可
以
避
暑
夏
初
簇
生
小
花
爲
長
圓
錐
花
序
至
秋
實
熟
甘
美
可
食

又
可
製
酒

蘋
果

亦
名
蘋
婆
葉
橢
圓
春
際
開
淡
紅
花
實
圓
畧
扁
生
靑
熟
則

半
紅
半
白
味
甘
鬆
夜
置
枕
邊
有
香
氣

林
檎

俗
名
花
紅
以
色
名
也
春
暮
開
花
秋
末
果
熟
味
甘
酸
可
食

名
曰
來
檎
文
林
郞
果
均
此
種
也

沙
果

緜
而
沙
者
曰
沙
果
其
花
酷
似
海
棠
本
境
又
謂
之
甜
子
玄

巵
先
生
曰
此
卽
柰
也
有
多
種

檳
子

一
名
虎
喇
檳
似
蘋
婆
而
小
色
紅
紫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棗

本
赤
心
有
刺
四
月
發
葉
尖
而
光
澤
五
月
開
小
黃
花
實
橢
圓

產
於
河
北
山
東
者
謂
之
北
棗
種
類
不
一
有
圓
粗
者
曰
彈
棗
圓
長

者
曰
馬
牙
棗
圓
小
酥
脆
者
曰
靈
棗
以
味
甘
微
脆
爲
最
佳
品

西
瓜

按
五
代
史
錄
契
丹
破
囘
紇
得
此
種
大
如
中
國
冬
瓜
而
味

甘
一
曰
金
主
征
西
域
得
之
故
以
西
名
葉
三
裂
至
五
裂
實
大
如
斗

而
圓
如
匏
皮
有
深
綠
淡
綠
瓤
有
紅
黃
白
等
色
味
甘
多
汁
夏
日
食

之
子
如
金
色
或
蔴
黑
色
亦
爲
食
品

甜
瓜

俗
名
香
瓜
以
瓜
而
香
者
爲
第
一
故
名
夏
日
開
花
結
實
有

靑
黃
黑
等
色
味
甘
美
故
後
人
云
未
至
舌
交
先
以
鼻
選
黃
色
者
佳

黑
者
次
之

打
瓜

葉
與
花
酷
似
西
瓜
結
實
比
西
瓜
較
小
瓤
白
色
味
酸
子
均

黑
蔴
色
比
西
瓜
子
大
爲
食
品
最
佳

落
花
生

一
名
長
生
果
莖
高
尺
許
蔓
延
生
長
夏
秋
之
交
開
黃
花

如
蝶
形
花
後
子
房
入
地
結
實
故
名
落
花
生
淸
康
熙
初
年
僧
應
元

往
扶
桑
覓
種
寄
囘
始
有
此
種
充
乾
果
及
搾
油
用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桃

一
一
○
○
株

四
四
○
○
擔

生
食
或
罐
頭
用

本
地
自
用

每
株
摘
四
擔

以
下
通
按
每
株
說

杏

一
一
○
○
株

五
五
○
○
擔

＂

＂

五
擔

李

二
○
株

六
○
擔

＂

＂

三
擔

梨

一
二
○
株

六
○
○
擔

＂

＂

五
擔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一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石

榴

四
○
株

八
○
○
○
個

＂

＂

二

百

個

葡

萄

二
○
株

一
○
○
○
斤

＂

＂

五

十

斤

蘋

果

三
○
株

三
○
擔

＂

＂

一

擔

林

擒

八
○
○
株

二
四
○
○
擔

＂

＂

三

擔

沙

果

五
○
○
株

一
○
○
○
擔

＂

＂

二

擔

檳

子

三
○
株

三
○
擔

＂

＂

一

擔

棗

七
○
○
株

一
四
○
○
口
袋

＂

燻
後
銷
於
南
方

二

口

袋

西

瓜

三
頃

七
二
○
○
○
個

夏
日
食
之

自

用

每
畝
二
百
四
十
個

甜

瓜

四
頃

一
二
八
○
○
○
個

＂

＂

三

百

二

十

個

打

瓜

二
○
頃

二
○
○
○
○
○
斤

子

可

食

或

榨

油

銷
於
四
方

收

子

一

百

斤

落
花
生

一
五
頃

一
八
○
○
○
○
斤

可
食
或
搾
油

＂

收
子
一
百
二
十
斤

說明

由
桃
至
棗
各
樣
水
果
占
地
二
頃
共
約
五
千
餘
株

木
屬

松

百
木
之
長
種
類
甚
多
有
赤
松
黑
松
白
松
海
松
五
鬚
松
等
充

壽
木
及
貴
重
之
樑
檩
用
本
境
古
寺
中
間
有
之

柏

掬
也
禮
暢
曰
以
掬
掬
柏
也
性
堅
緻
有
脂
而
香
種
類
分
扁
柏

側
柏
檜
柏
羅
漢
柏
等
充
壽
木
用
爲
上
等
木
材

椿

禹
貢
作
杶
左
傳
作
橁
皆
一
物
也
高
三
四
丈
木
材
堅
實
可
製

器
具
又
一
種
名
香
椿
者
嫩
時
葉
紅
色
淸
香
可
食

槐

槐
者
虛
星
之
精
也
生
季
春
更
旬
始
規
高
二
三
丈
葉
羽
狀
複

葉
入
夏
開
黃
花
實
長
莢
中
有
黑
子
木
質
堅
重
可
製
車
輛
及
屋
材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二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器
具

楡

卽
樞
也
種
類
不
一
葉
相
似
皮
及
木
理
不
同
高
六
七
丈
皮
黑

色
可
剝
脫
葉
橢
圓
而
大
未
生
葉
時
先
生
楡
莢
形
扁
圓
重
重
成
串

俗
稱
之
爲
楡
錢
木
堅
實
可
作
器
具
及
樑
檩
之
用

楊

古
者
楊
柳
並
稱
詩
曰
楊
柳
依
依
是
也
按
字
義
言
枝
硬
而
揚

起
曰
楊
枝
弱
而
垂
流
曰
柳
俗
稱
爲
一
物
誤
也
楊
有
白
楊
靑
楊
栘

楊
等
類
高
者
八
九
丈
大
者
徑
三
四
尺
堪
棟
樑
之
任
小
者
充
各
種

物
具
需
要
用
途
至
廣
是
以
人
多
種
之

柳

柔
脆
易
生
縱
橫
顚
倒
植
之
皆
生
高
三
丈
許
枝
細
長
下
垂
去

其
皮
可
編
什
器
木
質
軟
作
次
號
棺
具
及
普
通
木
器
用
者
頗
多

桑

桑
樹
以
胡
桑
魯
桑
爲
最
葉
爲
卵
形
肥
大
用
以
飼
蠶
花
穗
狀

實
如
棗
形
謂
之
葚
味
甘
可
食
野
生
者
幹
高
大
而
葉
小
皮
可
製
紙

其
材
可
製
農
具
什
器

杜

卽
杜
梨
詩
稱
甘
棠
其
木
可
接
梨
樹
木
質
細
供
雕
刻
用
適
宜

皂
莢

一
名
雞
棲
子
一
名
烏
犀
一
名
懸
刀
樹
高
大
如
槐
枝
間
多

剌
入
夏
開
黃
花
結
實
長
而
肥
厚
多
脂
帶
黏
液
用
以
滌
物
木
材
與

椿
槐
用
途
同

竹

冬
生
草
也
一
多
年
生
植
物
有
甜
竹
苦
竹
綠
竹
等
種
高
者
三

四
丈
圓
而
直
亦
有
方
者
莖
有
節
節
有
枝
枝
有
節
節
有
葉
春
月
生

筍
可
食
質
堅
韌
可
供
建
築
製
器
之
用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三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松

一
○
株

建

築

柏

七
○
○
株

做

壽

木

椿

一
五
○
○
○
株

器
具
建
築

槐

七
○
○
○
株

＂

楡

一
○
○
○
○
株

＂

楊

三
○
○
○
○
株

＂

柳

二
○
○
○
○
株

＂

桑

四
○
○
○
株

葉
飼
蠶
皮
製
紙
木

材
製
器
具

杜

八
○
○
株

器
具
雕
刻
之
用

莢

皂

一
○
○
株

莢

洗

濯

用

木

材

製

器

竹

五
○
根

＂

花
屬

牡
丹

古
無
牡
丹
統
稱
芍
藥
自
唐
以
來
始
分
爲
二
且
有
牡
丹
花

王
芍
藥
花
相
之
說
牡
丹
莖
高
二
尺
許
夏
初
開
花
徑
三
四
寸
在
花

中
爲
最
艷
美
詢
花
之
富
貴
者
也

芍
藥

多
年
生
草
有
草
芍
藥
木
芍
藥
二
種
莖
高
一
二
尺
初
夏
開

花
大
而
美
艶
亦
花
中
之
特
出
者

海
棠

海
棠
品
類
甚
多
緊
著
枝
上
者
謂
之
貼
梗
海
棠
花
梗
細
長

者
謂
之
垂
絲
海
棠
就
中
惟
西
府
海
棠
爲
最
佳
咏
海
棠
者
有
以
海

棠
爲
蜀
客
有
以
海
棠
爲
名
友
又
有
以
海
棠
爲
花
中
神
仙
以
海
爲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四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命
婦
爲
戚
里
者
詢
花
中
之
上
品
也

丁
香

一
名
雞
舌
香
產
於
兩
粤
及
蘇
門
答
臘
等
處
有
紫
白
二
色

紫
似
棟
花
白
似
探
春
花
雖
淡
然
其
氣
味
芳
馥
殊
非
他
花
所
能
及

菊

春
由
宿
根
生
夏
至
後
分
植
深
秋
開
花
莖
帶
木
質
花
冠
周
圍

如
舌
狀
中
部
爲
管
狀
有
黃
白
紅
紫
粉
紅
間
色
淺
深
大
小
等
類
種

類
至
繁
陶
宏
景
大
別
爲
兩
種
以
莖
紫
氣
香
味
甘
者
爲
眞
菊
莖
靑

作
蒿
艾
氣
味
苦
者
爲
野
菊

月
季

一
名
長
春
花
一
名
月
月
紅
與
薔
薇
花
同
類
異
種
莖
蔓
生

有
剌
葉
複
葉
花
重
瓣
紅
色
有
壺
狀
花
托
逐
月
一
開
四
時
不
絕
故

有
此
稱

迎
春

叢
生
高
者
二
三
尺
莖
方
葉
厚
狀
如
丁
香
春
前
開
花
故
名

曰
迎
春

葵

葵
有
蜀
葵
秋
葵
向
日
葵
數
種
皆
草
本
高
七
八
尺
葉
粗
糙
花

黃
色
雅
淡
可
觀

玉
簪

宿
根
春
際
發
生
秋
後
開
花
莖
上
有
細
葉
十
數
每
葉
出
花

一
朶
色
潔
白
如
玉
而
含
蕊
如
簪
頭
故
名
亦
有
紫
色
者
俗
謂
之
紫

玉
簪

楡
葉
梅

葉
如
楡
葉
花
似
紅
梅
故
名

西
番
蓮

原
產
於
歐
洲
有
纒
繞
莖
葉
掌
狀
分
裂
入
秋
開
花
外
部

列
白
色
花
瓣
蕊
呈
紫
色
亦
有
深
紅
花
瓣
似
蓮
而
細
小
極
其
美
豔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五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石
竹
花

多
植
於
庭
園
中
草
品
纎
細
而
靑
翠
花
有
重
瓣
單
瓣
色

白
亦
有
深
紅
淡
紅
者
嬌
豔
奪
目
一
名
石
菊

紫
荆

庭
園
多
植
之
叢
生
春
開
紫
花
甚
細
碎
數
朶
一
簇
故
又
名

滿
樹
紅

木
槿

椵
木
槿
櫬
木
槿
別
二
種
也
高
七
八
尺
夏
秋
之
交
開
花
色

紅
紫
白
皆
備
朝
開
暮
落
生
生
不
窮
亦
美
觀
也

鷄
冠

昂
立
似
雄
鷄
之
冠
故
名
種
類
甚
多
有
名
鴛
鴦
鷄
冠
色
黃

紫
各
半
者
是
也
有
名
壽
星
鷄
冠
一
種
最
矮
者
是
也
又
有
扇
面
鷄

冠
掃
帚
鷄
冠
纓
絡
鷄
冠
色
有
紅
白
黃
等
分
類

薔
薇

一
名
牛
棘
一
名
刺
紅
高
四
五
尺
枝
茂
多
刺
葉
羽
狀
複
葉

花
分
紅
白
黃
等
色
頗
美
艶
且
淸
香
又
一
種
名
刺
梅
色
紫
而
香
更

烈玫
瑰

一
名
徘
徊
花
多
植
於
庭
院
酷
似
薔
薇
惟
莖
較
短
花
紫
蕚

綠
亦
有
白
花
香
氣
淸
烈
可
供
浸
酒
和
糖
及
製
香
水
之
用
又
一
種

色
黃
稍
小
今
人
謂
之
五
子
梅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牡

丹

四
○
株

供
賞
玩
根
可
入
藥

芍

藥

四
○
株

供
賞
玩

海

棠

五
○
株

供
賞
玩
果
實
可
供
食
用

丁

香

一
○
○
株

供
賞
玩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六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菊

一
二
○
○
株

供
賞
玩
可
入
藥

月

季

五
○
○
株

供
賞
玩

迎

春

七
五
株

葵

八
○
○
株

＂

玉

簪

五
八
○
株

＂

楡
葉
梅

五
○
株

＂

西
番
蓮

二
○
○
株

＂

石
竹
花

一
五
○
○
株

＂

紫

荆

六
○
株

＂

木

槿

六
○
株

＂

鷄

冠

九
○
○
株

供
賞
玩
可
入
藥

薔

薇

七
○
株

供
玩
賞

玫

瑰

六
○
株

供
賞
玩
花
可
做
香
料

草
屬

藍

一
年
生
草
莖
二
尺
餘
葉
如
蓼
因
名
爲
蓼
藍
有
大
小
二
種
刈

其
枝
葉
以
灰
水
浸
漬
可
製
靛
靑
以
作
染
料

艾

多
年
生
草
叢
生
莖
四
尺
餘
白
色
葉
互
生
嫩
時
可
食
乾
後
揉

之
則
成
艾
絨
用
以
炙
百
病

蔴

一
名
火
蔴
一
名
黃
蔴
爾
雅
翼
所
謂
漢
蔴
也
葉
大
花
雌
雄
異

株
雄
曰
牡
蔴
花
落
後
卽
刈
而
漚
之
俗
謂
之
水
蔴
雌
曰
苴
蔴
至
秋

乃
刈
俗
謂
之
秋
蔴
水
蔴
用
以
織
夏
布
秋
蔴
用
以
打
繩
索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七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煙
草

一
名
淡
巴
菰
又
作
菸
草
春
種
入
夏
開
花
色
石
靑
葉
肥
大

徑
尺
許
可
製
捲
煙
煙
絲
等
故
謂
之
煙
草
菜
圃
中
間
有
種
之

馬
蘭

叢
生
道
旁
有
之
葉
似
蘭
較
大
色
靑
花
開
紫
白
色

蘆
葦

葦
生
下
濕
處
坑
壕
中
多
有
之
高
丈
許
中
空
秋
後
刈
取
充

織
蓆
用
又
一
種
名
荻
似
蘆
而
小
又
一
種
名
蒹
較
荻
尤
細
均
中
實

可
以
製
簾
葺
屋

茅

野
生
荒
地
中
有
之
葉
狹
而
長
根
細
白
色
長
至
二
三
尺
有
白

茅
靑
茅
黃
茅
數
種
可
製
繩
索
又
有
芭
茅
叢
生
葉
大
如
蒲

莠

一
名
狗
尾
草
原
野
自
生
葉
細
長
似
稷
而
無
實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藍

約
·
○
六
頃

其
汁
可
供
染
料

艾

一
○
○
○
○
株

可
入
藥

蔴

約
·
○
五
頃

四
○
○
斤

紡

績

每
畝
八
十
斤

煙

草

約
·
○
五
頃

三
○
○
斤

製
捲
煙
漢
煙
絲

每
畝
六
十
斤

馬

蘭

叢
生
道
旁

蘆

葦

約
·
四
○
頃

二
○
○
捆

製
簾
葺
屋
編
蓆

池
塘
多
植
之

茅

編
草
扇

遍
地
皆
生

莠

遍
地
皆
生

藥
屬

枸
杞

一
作
枸
檵
高
三
四
尺
葉
如
石
榴
花
紅
紫
色
實
卵
形
而
尖

色
紅
名
枸

子
味
如
葡
萄
平
補
而
潤
根
皮
名
地
骨
皮
㵼

凉
血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八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並
補
正
氣

桑
白
皮

從
桑
之
根
部
採
取
白
皮
者
名
桑
白
皮
出
土
上
者
害
人

甘
辛
而
寒
㵼
肺
火

槐
實

卽
槐
角
也
槐
結
實
爲
長
莢
狀
如
蓮
珠
內
黑
子
名
槐
實
㵼

風

凉
大
腸

郁
李
仁

郁
李
卽
唐
棣
夏
日
結
實
爲
核
果
果
內
之
仁
辛
苦
而
甘

潤
燥
瀉
逆
氣

杏
仁

杏
實
之
仁
也
扁
而
尖
核
兩
仁
者
有
毒
辛
苦
甘
溫
而
利
瀉

肺
解
肌
並
可
潤
燥
下
氣

桃
仁

狀
同
杏
仁
苦
平
微
甘
充
破
血
潤
燥
之
用

萊
菔
子

卽
蘿
蔔
子
味
辛
甘
平
生
能
升

能
降
長
於
利
氣

蒲
公
英

卽
黃
花
地
丁
也
野
生
甚
多
葉
叢
生
莖
頂
開
黃
花
堪
生

噉
甘
平
能
瀉
熱
毒

蒺
藜

爾
雅
茨
也
莖
平
臥
葉
羽
狀
實
三
分
許
有
剌
又
一
種
名
白

蒺
藜
者
子
大
如
脂
蔴
補
腎
良
藥
惟
風
家
用
剌
蒺
藜

車
前
子

一
名
芣
苡
葉
叢
生
中
出
花
莖
開
淡
紫
色
細
花
如
穗
狀

實
紫
色
甘
寒
能
利
小
便

牽
牛
子

卽
黑
白
丑
也
處
處
有
之
春
季
種
植
夏
秋
交
開
花
結
實

外
有
皮
裹
作
毬
毬
內
子
四
五
粒
形
同
蕎
麥
有
黑
白
二
種
辛
熱
大

瀉
氣
分
濕
熱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二
十
九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栝
樓

俗
作
瓜
蔞
詩
果
臝
之
實
是
也
蔓
生
葉
如
甜
瓜
而
窄
夏
秋

交
開
黃
花
結
實
如
拳
大
秋
末
始
熟
爲
赤
黃
色
瀉
火
潤
肺
能
淸
上

焦
之
熱
栝
樓
之
根
名
天
花
粉
微
苦
寒
可
治
虛
熱
病

薄
荷

宿
根
生
苗
高
二
尺
許
葉
鋸
齒
狀
秋
開
花
脣
形
莖
葉
有
特

別
香
氣
辛
涼
能
散
風
熱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枸

一
○
○
斤

入
藥

桑
白
皮

一
五
○
斤

＂

槐

實

二
一
○
○
○
○
斤

入
藥
又
可
煑
食

郁
李
仁

入
藥

杏

仁

一
○
○
○
斤

入
藥
又
可
煑
食

桃

仁

九
○
○
○
斤

入
藥

萊
菔
子

二
○
○
斤

＂

蒲
公
英

入
藥
助
食
品

遍
地
叢
生

蒺

藜

入
藥

＂

車
前
子

＂

圃
邊
植
之

牽
牛
子

＂

庭
院
植
之

括

樓

＂

庭

院

植

之

亦

有

野

生

薄

荷

＂

庭
院
間
有
種
之

貨
屬

棉

一
名
吉
貝
本
產
於
印
度
唐
時
始
傳
入
中
國
有
草
本
木
本
二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三
十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種
木
本
產
於
閩
廣
熱
地
本
處
則
無
草
本
者
卽
常
用
之
棉
花
春
穀

兩
前
後
種
植
葉
似
牡
丹
花
如
秋
葵
莖
高
二
三
尺
枝
最
喜
繁
茂
結

實
三
稜
靑
皮
尖
頂
纍
纍
如
桃
故
人
呼
爲
花
桃
熟
則
綻
裂
而
絨
現

如
鵝
毳
較
之
絲
纊
不
無
少
遜
然
彈
之
則
爲
絮
紡
之
則
爲
紗
織
之

則
爲
布
子
可
搾
油
油
粕
可
以
糞
地

按
成
安
地
畝
六
千
零
二
十
頃
種
棉
約
三
千
頃
上
下
堪
稱
植
棉

區
域
棉
分
中
棉
美
棉
二
種
中
棉
由
來
通
種
之
美
棉
自
民
國
十

年
間
有
種
植
近
則
漸
行
普
及
查
美
棉
種
類
質
純
如
絲
工
業
上

可
稱
佳
良
原
料
絨
細
而
長
紡
織
業
可
出
精
美
物
品
種
植
旣
隨

地
皆
宜
收
獲
又
比
較
增
多
似
此
佳
種
詢
足
改
良
我
縣
之
棉
業

也
布

織
物
也
古
者
謂
蔴
紵
葛
所
織
者
爲
布
今
則
以
棉
爲
之
而
別

稱
蔴
紵
葛
曰
夏
布
布
分
土
布
洋
布
兩
種
土
布
係
婦
女
製
造
有
粗

布
細
布
紫
花
布
等
洋
布
係
工
廠
所
織
有
合
股
線
布
及
單
線
布
之

分
均
充
作
衣
褥
等
物
需
用

油

脂
肪
之
液
體
也
有
香
油
菜
油
白
油
黑
油
數
種
香
油
係
芝
蔴

所
出
者
調
味
用
之
菜
油
出
自
蕓
薹
白
油
出
自
落
花
生
均
可
供
食

用
然
不
如
香
油
味
美
黑
油
係
花
子
所
出
者
不
可
食
機
器
及
車
類

等
上
油
用
之

酒

飮
料
之
有
麻
醉
性
者
普
通
以
穀
類
和
麴
釀
之
本
境
所
出
者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三
十
一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有
白
酒
洺
酒
黃
酒
三
種
白
酒
雖
不
及
西
酒
然
比
和
村
酒
較
好
洺

酒
係
成
安
特
產
外
處
則
無
之
黃
酒
味
甚
佳

名

稱

種
植
畝
數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棉

二
七
七
○
頃

一
三
八
五
○
○
○
○
斤

紡
織
之
用

天
津
濟
南

每
畝
約
五
十
斤

布

八
○
○
○
○
○
丈

衣
服
被
褥

山

西

二
十
年
前
有
工
廠
幾

處
專
織
洋
布
近
因
時

局
不
定
暫
停

油

四
三
二
○
○
○
斤

調

味

銷
於
四
方

油
房
計
十
五
家
每
家

日
出
油
一
百
二
十
斤

每
年
作
工
八
個
月

酒

三
六
○
○
斤

飮

料

＂

早
年
城
關
造
洛
酒
者

甚
多
近
祗
雨
家
辛
寨

有
造
燒
酒
者
一
處

獸
屬

馬

我
國
產
馬
之
地
以
新
疆
蒙
古
爲
最
著
名
頭
頸
長
而
有
鬛
蹄

極
堅
壯
本
境
馬
類
多
來
自
外
處
間
亦
有
產
生
者
能
負
重
行
遠
故

駕
車
用
焉
而
行
路
亦
多
騎
馬

牛

反
芻
類
之
家
畜
也
其
體
肥
大
性
馴
而
力
強
故
農
人
多
用
以

耕
田
至
肉
與
乳
可
爲
補
養
料
皮
與
骨
⾓
亦
足
爲
工
業
之
用
品

騾

驢
馬
相
合
而
生
者
體
格
強
健
能
任
力
役
李
時
珍
曰
騾
大
於

驢
而
健
於
馬
其
力
在
腰
耕
田
駕
車
皆
宜
故
農
家
樂
用
之

驢

似
馬
耳
長
而
體
較
小
馬
力
在
膊
驢
力
在
臚
性
溫
順
惟
善
䭾

負
故
人
樂
騎
用
之

羊

亦
反
芻
類
也
有
綿
羊
山
羊
兩
種
綿
羊
毛
細
而
長
且
捲
曲
作

皮
貨
用
頗
優
良
其
毛
可
織
呢
絨
等
屬
山
羊
毛
粗
而
短
亦
可
作
皮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三
十
二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貨
用
毛
可
製
氈
類

豕

彘
也
牡
曰
豭
牝
曰
豝
去
勢
曰
豶
豕
子
曰
豚
體
肥
滿
毛
粗
黑

色
鼻
長
尾
短
善
繁
殖
歲
產
二
次
每
次
十
餘
頭
爲
肉
食
之
常
品

犬

義
獸
也
主
雖
窮
餓
死
守
無
他
視
覺
聽
覺
嗅
覺
皆
敏
銳
雖
臥

易
醒
故
善
守
夜
又
輕
勇
善
跳
躍
故
田
獵
多
用
以
追
逐

貓

一
名
家
豹
有
黃
黑
白
駁
數
色
以
尾
長
腰
短
目
如
金
銀
者
爲

良
面
圓
齒
銳
舌
有
細
刺
甚
多
足
音
甚
輕
善
捕
物
鼠
爲
害
故
畜
貓

以
捕
殺
之

名

稱

飼
養
數
目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馬

五
○
○
匹

拉
車
耕
田

本
地
不
產
馬
所
有
者

俱
來
自
外
處

牛

二
○
○
○
頭

＂

＂

騾

一
○
○
○
頭

＂

＂

驢

四
○
○
頭

拉
磨
耕
田

＂

羊

二
五
○
○
隻

供
肉
食

來
自
山
西

豕

九
○
○
隻

本
地
產
四
百
隻

＂

犬

七
○
○
○
隻

七
○
○
○
隻

守

夜

貓

三
○
○
○
隻

三
○
○
○
隻

捕

鼠

禽
屬

雞

雞
稽
也
能
考
時
也
故
謂
之
知
時
畜
有
五
德
因
名
曰
德
禽
雄

雞
司
晨
雌
雞
產
卵
故
人
多
樂
養
之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五

物
產

三
十
三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鴨

水
禽
也
離
水
亦
可
足
短
嘴
扁
平
翼
小
趾
連
蹼
故
能
浮
水
而

拙
於
飛
翔
卵
較
大
肉
甚
佳
良

名

稱

飼

養

數

目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雞

三
○
○
○
隻

一
○
○
○
隻

司
晨
卵
肉
供
食

鴨

五
○
○
隻

卵
肉
可
食

蟲
屬

蠶

吐
絲
蟲
也
有
大
小
白
烏
斑
色
之
異
喜
燥
惡
濕
宜
淸
潔
忌
汚

穢
初
生
如
蟻
狀
老
則
長
二
寸
許
飼
料
以
桑
葉
爲
最
四
眠
四
起
至

五
齡
而
成
熟
始
吐
絲
結
繭
繭
以
製
絲
詢
農
家
之
副
產
也

蜂

本
作
蠭
益
蟲
也
一
曰
蜜
蜂
有
雌
蜂
雄
蜂
職
蜂
三
種
雌
蜂
卽

蜂
王
也
體
長
五
分
許
黑
色
每
群
一
頭
專
司
產
卵
雄
蜂
亦
稱
遊
蜂

專
營
生
殖
體
短
而
翅
大
職
蜂
亦
稱
工
蜂
呈
暗
褐
色
專
營
築
巢
採

蜜
育
子
等
事
飼
蜂
者
爲
割
取
其
蜜
及
蠟
以
資
食
用
亦
農
家
副
產

也名

稱

飼
養
數
目

產

額

用

途

銷

路

備

考

蠶

五
○
○
○
○
頭

造

絲

蜂

二
○
○
窩

造

蜜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