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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縣
志
卷
之
三

食
貨
志

洪
範
八
政
食
貨
居
二
子
長
作
傳
孟
堅
作
志
不
匱
在
勤
萬
戶
生
計

心
撫
字
者
良
當
纂
記
志
食
貨

黄
物
產
可
紀
者
穀
之
屬
曰
粟
卽
梁
也
有
黄
白
二
種
俗
名
穀
子
一

名
小
米
帶

殻

曰

穀

子

脱

穀

曰

小

米

考
周
禮
九
穀
六
穀
之
名
有
粱
無
粟
自
漢
以

後
始
以
大
而
毛
長
者
爲
梁
細
而
毛
短
者
爲
粟
今
則
通
呼
爲
粟
而

粱
之
名
反
隱
矣
曰
黍
可
釀
酒
黄
人
謂
之
大
黄
米
曰
秫
似
粟
而
小

蓋
粟
之
黏
者
爾

雅

注

秫

黏

粟

黄
人
所
謂
小
黄
米
又
謂
之
叔
穀
子
者
卽
此

種
也
可
作
糕
或
云
亦
可
釀
酒
別
有
蜀
秫
本
名
蜀
黍
李

時

珍

云

種

出

自

蜀

一

名
高
糧
可
食
可
造
酒
粟
黍
之
莖
皆
可
喂
牛
馬
高
梁
之
莖
粗
大
可

編
席
又
可
編
籬
且
可
供
爨
爲
用
頗
廣
曰
麥
有
大
小
二
種
小
麥
名

來
大
麥
名
牟
又
一
種
曰
穬
麥
一
名
春
麥
蓋
春
播
種
者
李

時

珍

云

穬

麥

有

二

種

一

似

小

麥

而

大

一

似

大

麥

而

大

別
一
種
曰
蕎
麥
一
名
花
蕎
曰
穇
俗
呼
穇
子
一

名
龍
爪
粟
一
名
龍
爪
稗
與
稗
相
似
而
異
舊

志

誤

合

爲

一

曰
苞
米
南

人

名

苞

粟

卽
玉
蜀
黍
也
一
名
玉
高
粱
曰
豆
古
名
菽
有
黄
紅
綠
黑
數
種
曰
豌

豆
曰
刀
豆
曰
藊
豆
曰
豇
豆
藊
豆
一
名
蛾
眉
豆
俗
名
羊
角
豆
子
有

黑
白
赤
斑
四
色
白
者
入
藥
豇
豆
莢
有
白
紅
紫
赤
斑
駁
數
色
長
者

至
一
二
尺
可
穀
可
菜
爲
豆
中
之
上
品
本

李

時

珍

説

今

考

豇

豆

有

二

種

一

種

莢

短

不

可

食

于

入

穀

直

名

豇

豆

一

種

莢

有

長

短

皆

可

食

俗

名

菜

豆

以

入

菜

故

也

一

名

豆

莢

以

諸

豆

之

莢

不

可

食

惟

此

豆

之

莢

可

食

故

也

亦

名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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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角

角

爲

莢

音

之

轉

曰
脂
麻
李

時

珍

云

脂

俗

作

芝

誤

一
名
胡
麻
一
名
油
麻
又
名
巨
勝

漢
張
騫
始
得
自
西
域
子
有
黑
白
麻
三
色
舊

志

誤

分

脂

麻

胡

麻

爲

二

種
稷
者
頗

少
近
水
之
地
亦
或
種
稻
焉
菜
之
屬
曰
蔥
曰
薤
曰
蒜
曰
芹
曰
芥
曰

韭
陸

佃

埤

雅

云

莖

名

韭

白

根

名

韭

黄

花

名

韭

菁

韭

黄

乃

未

出

土

者

禮

記

言

韭

曰

豐

本

謂

其

美

在

根

也

李

時

珍

則

云

北

人

移

根

於

士

窖

中

培

以

馬

屎

暖

則

長

高

可

尺

許

不

見

風

日

其

葉

黄

嫩

謂

之

韭

黄

説

與

陸

異

黄

縣

人

亦

云

苗

黄

嫩

長

盈

尺

者

曰

韭

黄

苗

靑

長

三

四

寸

曰

韭

靑

皆

冬

日

所

造

曰
莧
別
一
種
曰
馬
齒
莧
曰
波
菜
一
名
赤
根
菜
唐

太
宗
時
尼
波
羅
國
獻
波
薐
菜
卽
此
見

會

要

曰
茄
有
團
紫
雞
腿
小
白

諸
種
曰
白
菜
卽
菘
也
李

時

珍

云

菘

有

二

種

一

種

形

圓

厚

□

靑

一

種

莖

扁

薄

而

白

其

葉

皆

淡

白

色

燕

趙

遼

陽

揚

州

所

種

者

最

肥

大

而

厚

一

本

有

重

十

餘

斤

者

南

方

之

菘

畦

內

過

冬

北

方

多

入

窖

內

燕

京

圃

人

又

以

馬

糞

入

窖

培

壅

不

見

風

日

長

出

苖

葉

皆

嫩

黄

色

脆

美

無

涬

謂

之

黄

芽

菜

曰
胡
荽
一
名
香
荽
一
名
蒝
荽
漢

張

騫

使

西

域

始

得

種

歸

故

名

胡

荽

石

勒

避

諱

胡

字

故

幷

汾

人

呼

胡

荽

爲

香

荽

曰
萵
苣
苣
者

也
詩
薄
言
采

是

也
有
數
種
色
白
者
名
白
苣
一
名
石
苣
今

名

生

菜

色
紫
者
名
紫
苣
味
苦

者
名
苦
苣
一
名
苦
蕒
詩

誰

謂

荼

苦

指

此

萵
苣
乃
苣
之
別
種
蓋
來
自
咼
國

見

墨

客

揮

犀

曰
薺
詩

其

甘

如

薺

指

此

子

名

蒫

見

爾

雅

郭

注

云

薺

子

味

甘

按

薺

有

大

薺

小

薺

二

種

大

薺

名

菥

蓂

亦

見

爾

雅

又

一

種

狗

薺

名

葶

藶

有

甘

苦

二

種

爾

雅

謂

之

蕇

曰
苤
藍
葉

似

芥

而

色

深

藍

本

大

而

圓

形

如

蘿

蔔

食

本

不

食

葉

會

典

載

御

膳

每

日

用

苤

藍

五

箇

曰
萊
菔
一
名
蘿
蔔
爾

雅

□

蘿

菔

菔

或

作

蔔

見

後

漢

書

劉

盆

子

傳

注

今

本

爾

雅

誤

作

萉

黄

縣

有

大

蘿

蔔

水

蘿

蔔

二

種

其
子
入
藥
別
有
胡
蘿
蔔
元
時
始
自
胡
地
來
其
根

有
黄
赤
二
種
其
葉
似
蒿
曰
同
蒿
味
香
美
乃
蒿
之
一
種
曰
蔓
菁
古

名
葑
詩
采
葑
是
也
葉
極
大
故

字

從

艸

從

封

或

從

艸

從

豐

故
名
大
菜
今
北
方
此

菜
葉
不
大
者
土
性
變
易
故
也
蓏
之
屬
曰
甜
瓜
曰
苦
瓜
曰
冬
瓜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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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瓜
曰
絲
瓜
曰
菜
瓜
曰
黄
瓜
曰
西
瓜
苦
瓜
一
名
癩
葡
萄
或
名
癩

瓜
冬
瓜
一
名
白
瓜
南
瓜
種
出
南
蕃
絲
瓜
一
名
魚
鰦
始
自
南
方
來

一
名
蠻
瓜
菜
瓜
卽
越
瓜
也
一
名
稍
瓜
黄

縣

所

產

稍

瓜

有

二

種

小

而

靑

白

者

曰

白

黄

瓜

大

而

綠

黑

者

曰

黑

漢

骽

黄
瓜
漢
張
騫
始
自
西
域
得
之
本
名
胡
瓜
石
勒
時
攺
名

黄
瓜
時

避

諱

胡

字

與
月
令
之
王
瓜
異
王

瓜

實

大

如

棗

僅

可

入

藥

舊

志

誤

爲

黄

瓜

西
瓜
五
代

時
胡
嶠
始
自
回
紇
得
之
曰
蕃
瓜
卽
倭
瓜
也
曰
瓠
曰
匏
一
類
也
長

如
越
瓜
首
尾
如
一
者
爲
瓠
瓠
之
有
腹
而
長
柄
者
爲
懸
瓠
無
柄
而

腹
大
形
扁
者
爲
匏
匏
之
短
柄
大
腹
者
爲
壺
詩

八

月

斷

壺

卽

此

壺
之
細
腰

者
爲
壺
盧
一
名
蒲
盧
捫

蝨

新

談

以

此

爲

卽

中

庸

之

蒲

盧

云

鄭

氏

註

蒲

盧

爲

細

腰

土

蜂

知

其

一

不

知

其

二

也

今
之
藥
壺
盧
是
也
李
時
珍
謂
卽
論
語
之
匏
瓜
曰
芋
名
土
芝
一
名

蹲
鴟
曰
藷
蕷
一
名
山
藥
藷

俗

作

薯

蕷

一

作

藇

山

海

經

景

山

其

上

多

藷

藇

曰
蕃
藷
一
名
地

瓜
明
季
閩
人
得
之
呂
宋
乾
隆
嘉
慶
閒
山
東
始
知
種
植
曰
落
花
生

亦
蓏
屬
也
一
名
長
生
果
草
之
屬
曰
藍
曰
紅
花
曰
茜
草
可
以
染
亦入

藥

茜

草

卽

詩

茹

藘

曰
萱
草
可
以
食
萱

詩

作

諼

曰
大
麻
曰
檾
麻
可
績
布
檾

一

作

一

名

白

麻

乃

麻

中

之

一

種

大

麻

一

名

火

麻

一

名

黄

麻

雄

者

名

枲

麻

書

之

漆

枲

指

此

雌

者

名

茡

麻

苴

麻

豳

詩

叔

苴

指

此

其

子

入

藥

古

人

用

爲

穀

食

月

令

以

犬

嘗

麻

是

也

麻

實

一

名

黂

爾

雅

黂

枲

實

是

也

曰
蘆
葦
可
葺
屋
曰
艾
曰
菊
曰
牡

丹
曰
芍
藥
曰
車
前
曰
蒼
耳
曰
益
母
曰
萹
蓄
曰
蒺
藜
曰
遠
志
曰
括

蔞
並
入
藥
縣

產

藥

物

又

有

蒼

术

防

風

細

辛

柴

胡

前

胡

紫

薓

丹

薓

苦

薓

沙

薓

牽

牛

澤

蘭

兔

絲

漏

蘆

貫

衆

黄

芩

藿

香

桔

梗

紫

草

茵

陳

南

星

地

榆

荆

芥

白

微

靑

蒿

威

靈

仙

地

膚

子

覆

盆

子

旋

覆

花

金

銀

花

蔓

荆

子

地

骨

皮

蒲

公

英

豨

薟

草

大

抵

所

產

俱

不

廣

車
前
卽
芣
苢
蒼
耳
卽
卷
耳
益
母
一
名
茺
蔚
卽
中
谷
之
蓷
萹
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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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名
萹
竹
卽
淇
澳
之
竹
毛

傳

訓

綠

爲

王

芻

竹

爲

萹

竹

蒺
藜
卽
鄘
詩
之
茨
遠
志
一

名
細
草
卽
七
月
之
葽
括
蔞
一
名
瓜
蔞
卽
東
山
之
果
臝
也
仁

入

藥

根

作

粉

白

如

雪

名

天

花

粉

亦

入

藥

曰
煙
草
一
名
淡
巴
菰
舊
時
無
近
日
頗
種
之
明

末

閩

人

得

自

呂

宋

始

種

於

小

溪

石

馬

之

地

其

後

種

植

徧

天

下

本

草

家

皆

未

載

張

景

岳

全

書

始

載

之

木
之
屬
曰
松
曰
柏
曰

檜
柏

葉

松

身

禹

貢

作

栝

柏
之
核
仁
入
藥
其
葉
側
生
者
名
側
柏
曰
木
槿
曰
玉

蘭
其
花
皆
可
食
曰
皁
莢
一
名
皁
角
曰
槐
花
可
藥
實
可
染
曰
椿
曰

樗
一
類
而
二
種
故
俗
呼
樗
爲
臭
椿
椿
木
皮
細
肌
實
而
赤
其
芽
香

美
可
茹
樗
木
皮
粗
肌
虛
而
白
其
芽
臭
惡
荒
年
人
亦
或
采
食
曰
楸

楸
者
梓
椅
類
也
木
理
赤
者
爲
楸
白
者
爲
梓
梓
之
美
文
者
爲
椅
陸璣

詩

疏

云

楸

之

疏

理

白

色

而

生

子

者

爲

梓

梓

實

桐

皮

爲

椅

楸
之
小
者
爲
榎
爾

雅

云

楸

小

葉

曰

榎

又

云

大

而

皵

楸

小

而

皵

榎

一
作
檟
山
楸
則
名
槄
並

見

爾

雅

又
一
種
名
楰
一
名
虎
梓
一
名
鼠

梓
一
名
苦
楸
蓋
山
楸
之
異
者
詩
小
雅
北
山
有
楰
是
也
亦

見

爾

雅

曰
櫟

卽
柞
也
一
名
杼
有
二
種
一
種
結
實
者
其
名
曰
栩
其
實
曰
橡
一
種

不
結
實
者
其
名
曰
棫
本

李

時

珍

説

按

大

雅

柞

棫

鄭

箋

云

柞

櫟

也

棫

白

桵

也

陸

璣

云

棫

卽

柞

也

其

材

理

全

白

無

赤

心

者

爲

白

桵

詩
集
于
苞
栩
瑟
彼
柞
棫
是
也
曰
桑
有
數
種
白
桑
葉
大

如
掌
而
厚
雞
桑
葉
細
而
薄
子
桑
先
葚
而
後
葉
女
桑
樹
小
而
條
長

詩
所
謂
猗
彼
女
桑
也
山
桑
葉
尖
而
長
一
名
檿
書
所
謂
厥
篚
檿
絲

也
山

桑

之

絲

爲

繒

堅

韌

異

常

萊

人

謂

之

山

繭

詳

書

蔡

傳

曰
榆
其
種
各
别
莢
榆
之
莢
可
食
有

赤
白
二
種
白
者
名
枌
爾
雅
榆
白
枌
是
也
有
刺
者
名
刺
榆
一
名
荎

又
名
樞
詩
山
有
樞
是
也
樹
皮
駁
犖
者
名
梓
榆
遙
視
似
駁
馬
故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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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名
駁
馬
詩
隰
有
六
駁
是
也
本

陸

璣

詩

疏

曰
楊
有
靑
白
黄
赤
四
種
白
楊

葉
圓
靑
楊
葉
長
赤
楊
霜
降
葉
赤
材
理
亦
赤
黄
楊
堅
硬
而
難
長
又

一
種
名
蒲
楊
一
名
水
楊
一
名
蒲
柳
其
枝
可
爲
箭
榦
左
傳
董
澤
之

蒲
蓋
謂
此
也
蒲
楊
有
二
種
皮
靑
者
名
小
楊
皮
紅
者
名
大
楊
與
柳

異
蓋
枝
硬
而
揚
起
者
楊
也
枝
弱
而
垂
流
者
柳
也
河

柳

名

檉

澤

柳

名

旄

並

見

爾

雅

羅

願

云

天

將

雨

檉

先

知

之

起

氣

以

應

又

負

霜

雪

不

凋

乃

木

之

聖

者

也

故

字

從

聖

又

名

雨

師

李

時

珍

云

一

名

垂

絲

柳

一

名

人

柳

一

名

三

眠

柳

又

名

三

春

柳

黃

縣

人

謂

三

春

柳

與

垂

絲

柳

有

異

今

考

其

葉

實

不

同

蓋

一

類

而

二

種

也

曰
桐
有
數
種
二

月
開
白
花
結
實
似
巨
棗
者
爲
白
桐
其
材
輕
虛
色
白
而
有
綺
文
故

名
椅
桐
一
名
泡
桐
爾
雅
謂
之
榮
桐
四
月
開
嫩
黃
小
花
五
六
月
結

子
如
胡
椒
者
爲
梧
桐
一
名
櫬
似
梧
桐
而
無
實
者
靑
桐
也
其
花
紫

赤
者
岡
桐
也
其
子
可
作
油
者
荏
桐
也
郭

璞

以

榮

桐

爲

梧

桐

陶

宏

景

以

有

子

者

爲

白

桐

梧

桐

無

子

者

爲

靑

桐

岡

桐

賈

思

勰

寇

宗

奭

又

謂

白

桐

無

子

蘇

頌

又

以

岡

桐

爲

油

桐

紛

紛

聚

訟

迄

無

定

論

今

從

李

時

珍

説

果
之

屬
曰
柹
從

不

從

市

曰
葡
萄
曰
山

一
名
朹
一
名
檕
梅
見
爾
雅
曰
石

榴
曰
沙
果
曰
栗
有
二
種
大
者
爲
板
栗
小
者
爲
山
栗
曰
桃
有
扁
桃

黏
桃
凍
桃
絡
絲
桃
數
種
其
核
仁
入
藥
别
有
胡
桃
櫻
桃
胡
桃
一
名

核
桃
櫻
桃
一
名
荆
桃
一
名
楔
見
爾
雅
一
名
含
桃
見
戴
記
曰
李
有

花
紅
李
牛
心
李
玉
皇
李
秋
李
諸
種
花

紅

李

乃

李

之

色

不

全

紅

者

又
一
種
曰
郁

李
詩
所
謂
常
棣
也
與
唐
棣
異
唐
棣
名
栘
楊
一
名
枎
栘
楊
屬
也
陸

璣
詩
疏
以
唐
棣
爲
郁
李
誤
矣
舊

志

蓋

沿

其

誤

曰
銀
杏
一
名
白
果
曰
文
官

果
實

大

如

拳

一

實

中

數

隔

閒

以

白

膜

仁

如

馬

檳

榔

曰
無
花
果
一

種

形

似

無

花

果

其

味

如

栗

五

月

熟

名

文

光

果

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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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曰
棗
有
㭻
棗
家
棗
羊
棗
酸
棗
數
種
羊
棗
一
名
輭
棗
酸
棗
一
名

山
棗
一
名
樲
郁
李
酸
棗
其
核
仁
皆
入
藥
曰
棃
有
香
水
鐵
皮
之
異

香
水
棃
一
名
消
棃
上
品
也
鐵
皮
棃
乃
下
品
耳
曰
棠
棃
曰
杜
棃
其

實
皆
小
詩
蔽
芾
甘
棠
有
杕
之
杜
是
也
棠

與

杜

一

類

而

二

種

爾

雅

云

杜

赤

棠

白

者

棠

蓋

謂

棠

之

赤

者

名

杜

白

者

直

名

棠

耳

爾

雅

又

云

杜

甘

棠

或

謂

當

以

杜

甘

爲

句

蓋

謂

杜

之

甘

者

爲

棠

也

樊

光

云

赤

者

爲

杜

白

者

爲

棠

陸

璣

云

子

白

色

爲

白

棠

甘

棠

也

赤

棠

子

澀

而

酸

俗

語

云

澀

如

杜

曰
杏
有
接
杏
榛
杏
麥
黃
杏
數
種
曰

梅
蓋
杏
類
也
樹
及
葉
皆
似
杏
曰
頻
婆
曰
花
紅
曰
秋
子
舊
志
稱
此

三
種
得
自
靑
州
按
頻
婆
柰
類
也
本

草

綱

目

謂

頻

婆

卽

柰

以

今

考

之

實

同

類

而

異

種

花
紅

卽
林
檎
亦
柰
類
秋
子
卽
林
檎
之
味
酢
者
又

有

紅

子

實

小

而

紫

赤

又

有

冬

果

至

冬

方

熟

皆

林

檎

之

類

曰
花
椒
舊

志

無

近

日

山

民

種

植

頗

盛

曰
木
李
木

李

一

名

櫨

與

木

瓜

木

桃

同

類

木

瓜

一

名

楙

木

桃

一

名

子

禮

所

謂

棃

鑽

之

是

也

陸

佃

云

實

如

小

瓜

而

有

鼻

食

之

津

潤

而

不

香

者

謂

之

木

瓜

圓

而

小

於

木

瓜

食

之

酸

澀

而

香

者

謂

之

木

桃

似

木

瓜

而

無

鼻

者

謂

之

木

李

並

見

詩

曰
蓮
亦
果
屬
也
其
葉
曰
荷
其
根
曰
藕
禽

之
屬
其
原
禽
曰
雞
曰
燕
一
名

一
名
元
鳥
曰
雀
有
黃
麻
二
種
麻

雀
一
名
瓦
雀
以
在
檐
閒
作
巢
而
名
詩

言

誰

謂

雀

無

角

何

以

穿

我

屋

卽

指

此

曰
雉
一

名
野
雞
一
名
華
蟲
曰
鴿
一
名
鵓
鴒
一
名
怖
鴿
舊
志
有
曰
竄
草
雞

者
疑
卽
鷃
鶉
也
鶉

大

如

雞

雛

頭

細

而

無

尾

甚

肥

好

在

田

中

禾

熟

時

多

伏

在

禾

下

俗

謂

之

田

雞

或

謂

之

禾

雞

與

鷃

相

似

鷃

一

名

鴽

爲

田

鼠

所

化

鶉

則

蝦

蟆

所

化

也

其
水
禽
曰
鴨
曰
鵝
曰
鸛
鸛
似
鶴
而
頂
不

丹
長
頭
赤
喙
色
灰
白
翅
尾
俱
黑
仰
鳴
則
晴
俯
鳴
則
陰
詩

鸛

鳴

於

垤

蓋

謂

此

曰
雁
曰
鴇
一
名
獨
豹
似
雁
而
無
後
趾
不
樹
止
樹
止
則
爲
苦
詩

肅

肅

鴇

羽

集

于

苞

栩

蓋

謂

此

曰
鴛
鴦
匹
鳥
也
陸
佃
云
雄
鳴
曰
鴛
雌
鳴
曰
鴦
曰
鳧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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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
俗

名

鷺

鷥

鳧
一
名
鸍
一
名
沈
鳧
鷺
一
名
舂
鋤
並
見
爾
雅
鳧
之
類
爲

鷗
一
名
鷖
鳧
好
沒
鷗
好
浮
曰
秃
鶖
詩
所
謂
有
鶖
在
梁
也
以
其
頭

頂
皆
無
毛
故
曰
秃
鶖
一
名
扶
老
一
名
鴜
䳓
狀
如
鶴
而
大
性
極
貪

惡
能
與
人
鬬
其
林
禽
曰
斑
鳩
一
名
鵻
見
詩
一
名
祝
鳩
見
左
傳
一

名
鳺
鴀
見
爾
雅
又
名
鵓
鳩
又

有

浮

鳩

鳻

鳩

䳕

鳩

楚

鳩

等

名

曰
鳲
鳩
布
穀
也
一
名

穫
穀
爾
雅
謂
之
鴶
鵴
鳴
聲
曰
割
麥
插
禾
是
也
曰
黃
鸝
卽
鶯
也
詩

謂
之
倉
庚
曰
鴉
一
名
烏
有

四

種

小

觜

反

哺

者

爲

慈

烏

一

名

孝

烏

似

慈

烏

而

大

觜

腹

下

白

不

反

哺

者

爲

雅

烏

一

名

鴉

烏

一

名

鵯

鶋

又

名

鸒

詩

弁

彼

鸒

斯

是

也

似

雅

烏

而

大

喙

白

頸

者

爲

燕

烏

爾

雅

謂

之

白

脰

烏

一

名

鬼

雀

似

雅

烏

而

小

赤

觜

穴

居

者

爲

山

烏

一

名

鷁

六

鷁

退

飛

過

宋

都

卽

此

曰
鵲
一
名
喜
鵲
一
名
乾
鵲
別
種
曰
山

鵲
似
鵲
而
有
文
采
赤
觜
赤
足
能
食
雞
雀
一
名
鷽
見

爾

雅

一
名
赤
觜

烏
其
山
禽
曰
梟
卽
鴞
也
一
名
鵩
一
名
訓
狐
狀
如
母
雞
有
斑
文
頭

如
鴝
鵒
目
如
貓
目
其
名
自
呼
好
食
桑
葚
別
一
種
曰
鵂
鶹
一
名
角

鴟
爾
雅
謂
之
怪
鴟
頭
似
貓
俗
名
貓
頭
鳥
曰
鷂
曰
鷹
鷂
卽
隼
也
一

名
鴟
見

本

草

詩

惟

梟

惟

鴟

梟

卽

鴞

鴟

卽

隼

也

一
名
雀
鷹
舊

志

誤

分

鴟

與

雀

鷹

爲

二

一
名
擊
征
又

名
題
肩
禮
云
征
鳥
厲
疾
蓋
指
此
鳶
鸇
皆
其
類
也
鷹
名
角
鷹
頂

有

毛

角

微

起

故

名

左
傳
謂
之
鷞
鳩
與
隼
同
類
小
曰
隼
大
曰
鷹
其
類
有
雉
鷹
兔

鷹
有
曰
魚
鷹
者
一
名
鶚
卽
詩
雎
鳩
也
曰
鶻
亦
鷹
隼
之
類
禽

經

云

善

搏

者

曰

鷂

竊

者

曰

鵰

骨

曰

鶻

瞭

曰

鷂

展

曰

鸇

奪

曰

鵽

又

云

鶻

生

三

子

一

爲

鴟

李

時

珍

云

隼

鶻

雖

鷙

而

有

義

故

曰

鷹

不

擊

伏

隼

不

擊

胎

鶻

握

鳩

而

自

煖

乃

至

旦

而

見

釋

此

皆

殺

中

有

仁

也

獸
之
屬
畜
於
家
有
犬
有
豕
有
牛
有
羊

有
馬
有
騾
有
驢
有
貓
產
於
山
野
有
貍
有
狐
有
狼
有
貛
有
兔
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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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曰
蠶
曰

卽
蠆
也
一
名
杜
白
許

慎

云

長

尾

爲

蠆

短

尾

爲

葛

洪

云

前

爲

螫

後

爲

蠆

曰

斑
蝥
曰
蛙
曰
蝦
蟆
曰
蜂
蜜
曰
蜂
蠟
又

有

蟬

蜕

蛇

蜕

蝸

牛

蚯

蚓

土

鼈

桑

螵

蛸

等

類

鱗
介

之
屬
曰
鯽
魚
一
名
鮒
魚
見
易
曰
鱣
魚
見
詩
一
名
黃
魚
曰
黃
花
魚

卽
石
首
魚
也
乾
者
名
鮝
魚
生

海

中

形

如

白

魚

扁

身

弱

骨

細

鱗

黃

色

如

金

首

有

白

石

二

枚

瑩

潔

如

玉

至

秋

化

爲

冠

鳧

卽

野

鳧

有

冠

者

也

腹

中

白

膘

可

作

膠

每

歲

四

月

來

自

海

洋

曰
河
洛
魚
似
鰱
魚
而
鱗
大

頭
小
而
口
侈
長
尺
四
五
寸
曰
黃
鯝
魚
色
黃
長
尺
許
李

時

珍

云

魚

腸

肥

曰

鯝

此

魚

腹

腸

多

脂

漁

人

鍊

取

黃

油

作

燈

南

人

訛

爲

黃

姑

北

人

訛

爲

黃

骨

曰
白
鯝
魚
似
黃
鯝
而
小
色
白

曰
䱜
魚
䱜

音

鵲

又

音

錯

卽
沙
魚
也
一
名
鮫
魚
一
名
鰒
魚
蓋
海
魚
之
大
者

曰
燕
魚
曰
鯖
魚
本

草

綱

目

靑

魚

靑

一

作

鯖

似

鯇

而

背

正

靑

今

按

海

產

之

鯖

魚

頭

尖

脊

靑

身

扁

長

七

八

寸

闊

二

寸

許

與

靑

魚

當

有

別

曰
魛
魚
曰
鱭
魚
本

草

綱

目

鱭

魚

一

名

魛

魚

生

江

湖

中

狹

而

長

如

長

薄

尖

刀

細

鱗

白

色

吻

上

有

二

硬

鬚

腮

下

有

長

鬛

腹

下

有

硬

刺

今

按

此

地

所

稱

鱭

魚

長

三

四

寸

闊

二

寸

許

身

不

扁

薄

而

所

稱

魛

魚

則

長

三

四

尺

闊

二

三

寸

扁

薄

如

刀

身

無

鱗

吻

無

硬

鬚

顋

無

鬛

腹

無

硬

刺

與

本

草

所

載

不

同

也

曰
鮻
魚
長
二
尺
許
頭
圓
而
身

扁
曰
脂
魚
形
似
鮻
魚
曰
陽
魚
一
名
少
陽
魚
卽
海
鷂
魚
也
李

時

珍

云

海

中

頗

多

江

湖

亦

時

有

之

狀

如

盤

及

荷

葉

大

者

圍

七

八

尺

無

足

無

鱗

背

靑

腹

白

口

在

腹

下

目

在

額

上

尾

長

有

節

螫

人

甚

毒

皮

色

肉

味

俱

同

鮎

魚

今

按

陽

魚

之

尾

無

毒

别

有

所

謂

土

魚

者

尾

有

鍼

刺

人

至

死

形

同

陽

魚

蓋

卽

陽

魚

之

一

種

也

曰
鮁
魚
長
三

四
尺
身
圓
腹
白
背
靑
多
子
曰
䱓
鮁
魚
身
圓
腹
大
長
七
八
寸
灰
黃

色
有
毒
蓋
卽
河
豚
也
曰
偏
口
魚
長
尺
餘
闊
五
六
寸
一
面
白
一
面

靑
口
目
俱
偏
曰
鏡
面
魚
長
尺
許
闊
四
五
寸
頭
深
黃
身
淡
黃
曰
嘉

鯕
魚
説

文

鯕

魚

出

東

萊

疑

卽

此

魚

一
名
達
頭
魚
海
魚
之
最
味
美
者
長
尺
餘
闊

四
寸
許
曰
海
鮒
魚
大
於
嘉
鯕
魚
而
鱗
黑
曰
鰵
子
魚
長
二
三
尺
腹



ZhongYi

黃
縣
志

卷
之
三

九

有
白
膘
事

物

原

始

云

鰵

魚

色

蒼

而

鱗

細

有

膠

無

膽

曰
鍼
娘
魚
格

致

鏡

原

云

鍼

口

魚

首

戴

鍼

芒

身

長

五

六

寸

土

人

多

取

爲

鱐

曰
紅
娘
魚
頭
大
身
圓
色
赤
長
尺
餘
闊
二
寸
餘
曰
罐
口
魚

形
似
紅
娘
魚
而
鬛
多
黑
曰
辮
子
魚
脊
平
而
多
凹
紋
如
髮
辮
長
六

七
寸
闊
三
四
寸
曰
八
帶
魚
亦
名
八
帶
蛸
腹
有
墨
似
烏
賊
魚
而
無

骨
卽
柔
魚
也
曰
鱓
魚
鱓

或

作

鱔

一

作

䱇

曰
龜
曰
鼈
曰
鰕
曰
蟹
曰
蛤
曰
蠣

曰
淡
菜
曰
石
決
明
曰
水
母
蠣
名
蠔
一
名
牡
蠣
其

房

入

藥

其

肉

可

食

名

蠣

黃

淡

菜
名
殼
菜
一
名
海
蜌
石
決
明
一
名
九
孔
螺
殼
名
千
里
光
本
草
家

云
鰒
魚
甲
也
附
石
生
狀
如
蛤
其
肉
可
食
詳

本

草

綱

目

水
母
名
石
鏡
一

名
摴
蒲
魚
一
名
海
䖳
作
海
折
者
誤
也
詳

本

草

綱

目

陳

藏

器

云

䖳

生

東

海

狀

如

血

䘓

大

者

如

牀

小

者

如

斗

無

限

目

腹

胃

以

鰕

爲

目

鰕

動

則

沈

故

曰

水

母

目

鰕

此
物
產
之
大
略
也
黃
民
多
畜
牧

之
利
水
居
兼
利
魚
鰕
山
居
兼
利
薪
芻
木
果
附
郭
而
居
兼
利
蔬
菜

瓜
蓏
其
爲
市
也
百
十
爲
羣
以
騾
驢
負
貨
而
至
市
糧
市
果
常
於
南

關
市
木
市
牛
豕
驢
騾
常
於
東
關
豬

市

舊

在

城

西

南

因

踐

踏

義

塚

同

治

八

年

出

示

移

在

東

關

市

蔬
菜
瓜
蓏
常
於
東
街
市
薪
芻
常
於
西
關
百
貨
各
隨
所
期
之
曰
以

爲
所
市
之
地
東
關
之
集
期
以
九
日
南
關
之
集
期
以
七
日
北
關
之

集
期
以
三
日
西
關
之
集
期
以
一
曰
五
日
蓋
北
俗
之
於
市
皆
有
期

曰
麕
集
而
市
市
罷
而
散
故
謂
之
集
猶
有
古
者
曰
中
爲
市
交
易
而

退
之
遺
意
關
廂
之
集
凡
四
鄉
都
之
市
則
有
六
焉
曰
北
馬
集
二

日

八

日

曰
黃
山
館
集
四

日

九

日

曰
石
良
集
四

日

十

日

曰
黃
城
集
二

日

六

日

曰
諸
由
觀
集

四

日

八

日

曰
盧
頭
集
四

日

十

日

皆
集
之
大
者
小
集
則
不
可
勝
紀
也
其
居
肆



ZhongYi

黃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而
賈
者
東
街
有
衣
肆
南
關
有
糧
肆
西
關
則
列
肆
數
百
銀
錢
之
肆

多
至
數
十
閩
廣
蘇
杭
西
洋
巧
麗
之
物
靡
不
畢
有
儼
然
一
小
都
會

矣
龍
口
海
口
也
一
名
金
沙
灘
海
舶
之
所
集
也
官
設
税
局
焉
黃
河

營
亦
海
口
置
税
與
龍
口
同
海
舶
之
集
稍
亞
於
龍
口
黃
地
不
產
木

棉
舊

志

有

木

棉

詢

之

土

人

云

土

性

不

宜

今

無

種

者

豐
年
之
穀
不
足
一
年
之
食
海
舶
木
棉

來
自
江
南
稻
菽
來
自
遼
東
民
所
仰
給
也
其
商
於
外
也
遼
東
爲
多

京
都
次
之
地
距
遼
東
數
千
里
風
帆
便
利
數
日
可
至
倏
往
倏
來
如

履
平
地
常
獲
厚
利
大
賈
則
自
造
舟
販
鬻
獲
利
尤
厚
於
是
人
相

視
趨
騖
曰
衆
矣
總
黃
民
而
計
之
農
十
之
三
士
與
工
十
之
二
商
十

之
五
語
曰
本
富
爲
上
末
富
次
之
本
富
者
不
窺
市
井
不
行
異
邑
坐

而
待
收
命
曰
素
封
也
黃
縣
地
寡
人
衆
惜
地
如
金
沃
土
一
畝
價
直

五
六
十
緡
此

指

官

畝

而

言

縣

俗

以

三

畝

爲

一

畝

謂

之

大

畝

則

價

再

倍

矣

家
稍
有
力
莫
不
思
殖

恒
產
雖
有
豪
强
無
由
兼
幷
曩
者
富
室
多
質
庫
不
假
經
營
坐
擁
自

然
之
利
自
捻
匪
擾
亂
以
來
質
庫
巨
資
付
之
一
炬
故
本
富
甚
鮮
也

夫
用
貧
求
富
農
不
如
工
工
不
如
商
物
之
情
也
而
况
瘠
土
之
民
乎

然
則
黃
多
逐
末
之
民
亦
勢
使
然
哉
倉
廩
實
而
後
知
禮
節
衣
食
足

而
後
知
榮
辱
民
可
使
富
不
可
使
貧
也
然
貧
與
富
相
耀
亦
俗
之
一

偷
貨
殖
傳
有
言
曰
俗
之
漸
民
久
矣
雖
戶
説
以

論
終
不
能
化
故

善
者
因
之
其
次
利
導
之
其
次
敎
誨
之
其
次
整
齊
之
最
下
者
與
之

爭
嗚
呼
治
民
者
將
何
道
之
從
耶



ZhongYi

黃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一

舊
志
云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官
民
桑
六
萬
四
百
一
十
一
株
官
民
棗

二
百
三
萬
二
千
八
百
一
十
二
株
崇
貞
十
一
年
桑
棗
十
萬
株
任

中
麟
栽
植
乾
隆
十
三
十
四
年
以
後
袁
中
立
勸
諭
新
植
桑
棗
等

樹
共
計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七
十
四
株
按

比

來

縣

境

桑

樹

甚

稀

同

治

初

年

蠶

蕃

息

桑

葉

連

枝

一

斤

直

錢

五

十

有

民

家

蠶

將

熟

因

桑

不

給

棄

諸

田

野

若

於

地

廣

植

桑

則

地

利

盡

蠶

利

興

矣

願

以

吿

黃

民

幷

願

後

之

良

吏

課

民

增

植

焉

又
云
在
昔
鹽
場
共
一
百
三
十
五
所
竈
戶
煮
鹽
納
課
鹽

運
分
司
雍
正
八
年

題
請
鹽
課
攤
入
地
畝
後
鹽
場
淤
塞
不
復

出
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