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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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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刋

鞏
縣
志
卷
七

劉
蓮
青

邑
人
張
仲
友
纂
輯

邑
人
劉
鎭
華
鑒
定

邑
人
劉
鎭
海
參
閱

固
始
萬
自
逸
讐
校

民
政
志

風
俗

文
教士

風
樸
陋
家
少
藏
書
鄕
村
家
塾
類
皆
半
耕
半
讀
無
大

趣
在
昔
科
舉
時
代
士
子
以
青
衿
爲
榮
進
則
登
賢
書
而
巳

惟
因
生
計
艱
難
咸
知
讀
書
可
貴
貧
窶
之
家
亦
令
子
弟
入

學
以
故
識
字
者
較
多

農
功地

域
狹
小
除
山
嶺
岡
阜
外
所
謂
平
原
地
惟
沿
洛
水
兩
岸

一
線
而
已
終
身
勞
農
者
多
餘
因
營
他
業
才
絀
退
而
躬
耕

無
論
嵗
時
如
何
豐
稔
鞏
民
粒
食
均
須
仰
給
於
外
至
農
民

自
身
衣
鶉
食
糲
胼
胝
不
遑
允
屬
吾
民
特
色

工
藝居

民
質
樸
除
居
室
木
器
鐵
器
需
用
工
人
外
其
他
甚
稀
而

工
人
習
此
數
種
技
藝
者
較
多
其
他
亦
甚
稀
供
求
相
抵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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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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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相
安
旣
無
特
殊
之
精
製
卽
無
淫
巧
之
意
匠
故
縣
中
不

以
工
鳴

商
業商

人
多
於
農
工
男
子
十
四
五
左
右
畧
識
字
知
算
卽
謀
餬

口
外
出
並
無
雄
厚
資
本
以
樹
基
礎
不
過
依
人
作
活
事
等

傭
工
或
作
小
負
販
貿
易
遐
方
翹
然
傑
出
之
才
十
不
得
一

故
雖
懋
遷
終
其
身
而
腰
纏
以
歸
者
寥
若
晨
星
獨
陸
陳
一

行
近
世
號
爲
企
業
基
金
較
豐
入
民
國
來
因
交
通
之
便
高

掌
遠
跖
頗
爲
商
界
生
色

婦
職男

耕
女
織
自
古
爲
然
近
日
仍
踵
舊
習
三
時
農
功
婦
人
助

以
操
作
或
主
中
饋
饁
南
畝
暇
則
以
紡
織
爲
生
村
巷
鱗
次

櫛
比
秋
冬
夜
永
聲
音
四
達
俗
猶
近
古
西
京
雜
記
所
謂
一

月
得
四
十
五
日
者
殆
其
似
之
奢
靡
之
風
染
者
蓋
寡

節
序鄕

村
終
嵗
勞
苦
休
閒
日
少
且
無
故
不
肯
美
食
有
節
序
以

調
劑
之
勞
者
以
憇
憂
者
以
喜
猶
修
途
之
有
堡
卡
自
然
之

節
奏
也
試
畧
舉
之
如
元
旦
賀
年
元
宵
觀
燈
清
明
掃
墓
野

哭
上
已
踏
青
端
陽
佩
艾
食
角
黍
繫
綵
線
六
六
曬
書
除
蠧

七
夕
乞
巧
中
秋
陳
時
果
玩
月
重
陽
登
高
賞
菊
十
月
朔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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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衣
奠
墓
冬
至
士
人
解
館
祭
先
師
十
二
月
臘
八
雜
諸
果
作

粥
二
十
三
祀
竈
除
夕
守
嵗
坐
通
宵
是
月
多
嫁
娶
皆
習
慣
也

婚
禮伊

古
制
定
六
禮
近
約
爲
四
省
去
納
吉
問
名
刪
繁
就
簡
自

然
趨
勢
惟
親
迎
一
節
無
論
貧
富
一
例
遵
行
非
是
則
女
家

不
悅
奩
妝
豐
盈
父
母
常
情
貧
家
亦
有
論
財
者
乃
屬
例
外

至
結
婚
之
日
外
增
煩
碎
儀
節
多
不
勝
書
亦
地
各
不
同
畧

之
廟
見
雖
不
如
期
仍
仿
古
人
遺
意

䘮
禮䘮

禮
古
制
過
嚴
後
世
儀
式
數
變
苛
繩
之
是
處
絕
少
然
猶

遵
古
之
意
也
䘮
具
豐
儉
稱
家
有
無
士
夫
守
文
公
家
禮
節

次
祭
奠
不
作
佛
事
俗
尙
近
淳
豪
富
之
家
翦
綵
儀
仗
幻
飾

冥
器
亦
所
不
免
三
年
之
䘮
禫
祭
釋
服
實
計
祗
二
十
七
月

里
俗
率
以
三
十
六
月
爲
三
週
視
古
人
則
又
過
之
附
陋
俗

數
則

初
遭
䘮
延
術
者
定
死
亡
時
刻
並
推
算
出
魂
時
刻
與
其
方

向
名
曰
殃
狀
屆
時
全
家
外
出
規
避
雖
停
尸
未
斂
悍
然
不

顧初
遭
䘮
女
子
不
守
位
哭
迅
返
夫
家
向
舅
姑
稟
命
名
曰
叩

頭
不
少
假
借
蓋
爲
著
服
故
不
如
此
虞
舅
姑
異
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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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母
黨
妻
黨
之
戚
於
其
姑
姊
妹
之
䘮
或
舅
行
或
中
表
行

名
曰
厚
待
往
往
藉
端
滋
事
責
言
橫
生
攻
擊
兒
婦
不
孝
苛

繩
衣
衾
棺
槨
甚
有
率
多
數
男
婦
以
及
疏
逖
同
姓
鴟
張
肆

威
與
䘮
家
爲
難
輕
則
口
角
重
則
鬬
訟
三
五
日
不
克
歛
者

比
比
也
其
始
□
□
逆
子
男
及
習
俗
旣
久
認
爲
天
職
卽
素

稱
恭
順
亦
或
難
免
儻
臨
䘮
不
作
違
言
旁
觀
反
竊
笑
其
無

能
夫
以
外
家
與
子
婦
較
親
疏
顯
有
差
別
若
再
遞
及
遠
族

是
直
以
陌
路
責
骨
肉
也
於
理
安
乎

婦
女
對
於
父
母
之
䘮
痛
哭
於
室
宜
也
往
往
未
及
家
門
中

途
長
聲
號
啕
自
初
䘮
各
七
或
百
日
以
及
三
週
諸
凡
節
次

皆
然
吾
縣
山
徑
崎
嶇
椉
車
時
少
或
徒
行
或
椉
馬
均
於
痛

哭
不
便
顧
習
俗
旣
成
人
人
視
爲
當
然
夫
果
有
哀
感
情
事

號
泣
原
不
擇
地
此
則
生
於
仿
傚
也

舊
例
十
嵗
以
下
童
殤
不
棺
斂
不
掩
埋
橫
抛
原
野
任
飽
鳶

烏
旣
違
人
道
復
妨
衞
生
於
婦
女
邪
說
積
久
人
人
效
尤
此

亦
弊
俗
之
宜
革
者

結
婚
爲
人
生
重
典
死
則
已
矣
故
事
凡
男
女
成
童
夭
札
者

或
鰥
亡
者
必
擇
相
當
之
家
棺
葬
一
穴
補
結
昏
儀
式
名
曰

冥
昏
亦
曰
配
骨
儻
女
已
字
人
特
別
守
禮
者
或
預
殯
以
待

合
葬
要
之
冥
昏
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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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
輿堪

輿
之
學
儒
先
多
有
信
之
者
持
此
苛
責
編
氓
未
免
過
刻

詎
鄕
俗
固
陋
動
輒
倩
人
卜
相
兆
域
其
受
病
之
源
則
謂
祖

宗
骸
骨
寄
處
子
孫
之
禍
福
攸
關
以
是
之
故
往
往
停
柩
數

年
或
數
十
年
不
以
入
士
詢
之
則
曰
無
葬
地
也
此
固
民
愚

要
亦
先
有
愚
吾
民
者

女
巫女

巫
之
價
値
稍
有
識
者
俱
能
揭
其
底
藴
無
待
綴
述
第
近

日
巫
風
特
盛
聯
翩
接
跡
項
背
相
望
甚
至
一
村
而
有
數
人

顓
蒙
無
識
者
誤
信
其
堪
療
疾
疴
朝
夕
祈
禱
巫
者
輒
敢
大

張
聲
威
假
神
靈
以
斂
金
錢
而
病
入
膏
肓
不
可
救
藥
矣

別
有
婦
人
素
無
巫
名
偶
然
歌
哭
無
端
村
媪
認
爲
有
神
鬼

附
身
以
火
燒
鐵
嚇
之
其
人
口
中
喃
喃
作
神
鬼
語
人
多
信

之
積
久
成
俗

扶
乩世

人
假
借
仙
神
名
目
演
習
扶
乩
之
術
據
稱
能
醫
疾
病
知

未
來
或
作
詩
辭
所
請
之
仙
神
任
擇
古
人
中
有
聲
於
時
者

抑
或
演
義
小
說
中
虛
搆
之
名
而
非
實
有
其
人
均
可
請
到

以
應
術
者
之
用
流
俗
紛
紛
相
信
了
不
憚
煩
甚
有
儒
服
儒

冠
自
命
不
凡
而
亦
昕
夕
從
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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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
會此

會
係
流
通
金
錢
之
別
法
貧
者
整
用
零
還
富
者
小
往
大

來
旣
濟
窮
檐
之
急
兼
滋
巨
室
之
財
無
權
子
母
形
式
有
通

貨
賄
實
際
乃
里
黨
善
俗
也
其
式
團
聚
會
友
數
十
人
一
人

作
會
頭
定
期
每
月
會
集
輸
同
數
錢
各
書
票
爲
得
錢
證
數

低
者
先
得
至
人
輪
一
週
而
竣
此
事
風
行
甚
遠
縣
中
時
時

有
之

拾
棉棉

花
係
本
地
出
產
但
無
地
者
尙
多
先
輩
爲
行
方
便
計
於

摘
花
將
竣
時
留
餘
以
丐
貧
戶
詩
所
謂
遺
秉
滯
穗
寡
婦
之

利
此
風
猶
爲
近
古
乃
積
久
弊
生
拾
花
之
期
漸
次
提
前
地

主
揮
之
不
去
又
進
而
喧
賓
奪
主
時
方
燦
爛
盛
開
悍
夫
潑

婦
竟
爾
結
隊
搶
拾
莫
敢
誰
何
漸
以
成
訟
事
後
連
村
結
社

名
曰
看
花
演
戲
設
筵
嚴
立
規
則
而
仍
留
餘
以
沾
之
惡
風

少
息
民
國
十
三
年
縣
長
李
廷
璐
慨
田
賦
之
繁
重
恨
游
手

之
藏
奸
出
示
曉
諭
禁
絕
拾
花
舊
習
歸
還
地
主
全
權

祠
訓吾

民
率
聚
族
而
居
各
立
家
祠
奉
祀
祖
先
舉
族
長
治
理
族

衆
間
有
崛
强
子
弟
不
率
教
者
則
稟
吿
族
長
萃
集
族
衆
召

入
祠
中
公
布
其
失
或
嚴
施
譙
訶
或
威
以
夏
楚
終
之
以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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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引
誘
父
兄
之
氣
以
平
于
弟
之
過
或
改
亦
足
爲
後
來
者

戒
碑
扁立

碑
古
制
也
懸
扁
他
處
或
名
牌
雖
未
詳
所
自
始
而
習
俗

已
久
近
世
此
風
甚
熾
觸
目
皆
是
畧
記
其
類
除
前
清
進
士

舉
人
及
孝
子
節
烈
婦
女
制
所
特
許
外
凡
授
徒
之
師
療
病

之
醫
辦
公
之
紳
鄕
村
巨
室
市
井
豪
商
下
至
鄕
愿
流
氓
率

多
金
碧
輝
煌
以
飾
其
門
牆
巑
岏
屹
立
以
表
厥
閭
里
藉
以

詡
衆
壯
觀
其
聲
望
資
財
特
殊
者
此
類
修
飾
亦
特
多
其
源

或
因
祝
嘏
或
因
娶
婦
或
因
洗
兒
與
夫
亡
人
三
週
凑
砌
以

成
上
焉
者
皆
主
動
於
他
人
餘
則
莫
究
所
由
來
此
外
獻
諛

官
長
取
媚
神
祗
者
更
比
比
也

交
通

郵
政光

緒
二
十
八
年
東
站
刱
設
郵
局
名
曰
代
辦
所
平
信
一
件

制
錢
十
文
然
事
係
破
荒
搢
紳
樂
用
鄕
愚
則
否
未
幾
升
爲

一
等
局
民
國
六
年
升
爲
二
等
局
洎
兵
工
廠
成
立
孝
義
再

設
二
等
郵
局
並
迭
次
推
廣
四
鄕
代
辦
所
計
已
設
者
如
迴

郭
鎭
清
易
鎭
黑
石
關
芝
田
聖
水
涉
村
南
山
口
南
官
莊
白

沙
康
店
焦
灣
石
關
神
堤
七
里
舖
洛
口
米
河
小
關
口
子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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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
店
凡
十
九
處
不
出
戶
庭
交
通
世
界
矣

按
郵
政
組
織
縱
橫
錯
綜
綱
維
四
方
全
國
疆
土
界
作
烏
絲

蛛
網
分
段
傳
遞
嚴
限
時
刻
由
都
邑
鎮
埠
漸
至
僻
鄕
荒
陬

其
費
簡
其
用
鉅
此
事
在
今
日
盡
人
皆
知
了
不
爲
奇
然
迴

思
郵
局
未
設
之
前
遞
寸
緘
於
鄰
封
動
經
年
嵗
寄
春
衫
於

遊
子
覓
徧
天
涯
我
輩
生
新
舊
過
渡
中
對
之
生
無
限
快
感

今
後
青
年
胸
次
絕
無
此
境
界
因
不
避
煩
碎
絮
絮
如
右

車
馬車

馬
係
代
步
常
品
古
今
中
外
相
同
吾
縣
岡
陵
重
複
中
間

清
洛
無
廣
川
曠
野
以
供
馳
騁
轍
迹
素
罕
惟
在
昔
火
車
未

通
東
西
孔
道
輪
蹄
絡
繹
編
氓
之
家
尙
蓄
車
以
備
遠
行
或

被
官
家
差
遣
三
十
年
來
用
途
日
隘

輪
亦
日
稀
馬
則
伏

櫪
如
故

舟
舶鞏

以
河
洛
交
流
故
船
戶
特
多
又
以
民
艱
生
計
故
榜
人
特

多
刱
始
不
可
考
有
清
季
年
全
縣
商
船
約
七
八
百
艘
帆
檣

林
立
往
來
如
織
洛
水
上
游
極
淺
逆
流
僅
抵
洛
陽
黃
河
則

上
泝
陝
西
下
浮
濟
南
時
或
遠
達
海
口
南
入
江
淮
顧
上
游

有
三
門
砥
柱
之
阻
篙
師
瞠
目
朿
手
不
能
强
越
一
步
若
由

陝
東
下
儘
可
衝
險
犯
危
無
或
差
忒
往
者
鐵
道
未
築
運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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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舟
爲
中
堅
光
緒
丁
戌
之
厄
大
河
南
北
人
自
相
食
而
孑

遺
幸
存
者
惟
舟
是
賴
當
時
粒
食
幾
絕
金
珠
不
堪
療
飢
所

恃
數
百
尾
畫
鷁
泛
濫
洄
溯
舳
艫
相
望
兖
青
之
粟
可
果
鞏

洛
之
腹
其
關
係
爲
何
如
乎
至
於
舟
人
之
于
飮
饌
甚
豐
安

然
度
荒
而
金
錢
所
入
恆
以
斗
量
此
皆
前
事
可
驗
者
迨
火

車
暢
行
航
業
頓
縮
若
比
較
運
費
終
以
河
流
爲
便
近
十
年

來
軍
事
踵
接
生
涯
蕭
條
乃
別
覓
新
航
路
以
陝
潼
爲
市
場

藉
以
綿
續
舊
業
此
則
數
千
年
舟
楫
難
超
之
關
竟
以
人
力

牽
換
耳

鐵
道汴

洛
鐵
道
橫
貫
縣
中
東
由
四
九
49
號
入
境
西
至
七
六
70

號
出
境
羣
山
蠶
叢
衆
流
成
壑

堅
填
深
施
功
爲
難
計
造

鐵
橋
五
穴
洞
十
一
清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工
竣
車
通
初
設
車

站
二
曰
鞏
縣
曰
黑
石
關
迨
兵
工
廠
成
立
增
設
孝
義
車
站

電
報
局

民
國
四
年
設
局
於
孝
義
兵
工
廠
側
路
線
附
著
鐵
道
與
各

車
站
電
話
公
用
查
電
報
創
立
伊
始
在
鐵
道
未
通
以
前
植

桿
架
線
率
傍
官
大
路
爲
凖
由
縣
東
界
明
月
坡
入
境
至
縣

西
界
黑
石
關
出
境
火
車
通
後
界
移
位
置
如
今
狀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交
通

十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電
話

無
線
電
話

民
國
十
四
年
兵
興
伊
始
干
戈
驛
騷
人
畜
糧
秣
徵
發
日
棘

因
呼
喚
里
長
之
便
爰
刱
設
電
話
初
立
總
局
於
縣
署
外
通

十
區
各
公
所
及
兵
工
廠
近
年
逐
漸
推
廣
已
至
數
十
處
矣

長
途
電
話

民
國
十
三
年
吳
佩
孚
駐
洛
陽
設
長
途
電
話
於
東
站
除
鞏

洛
陽
相
通
外
餘
不
詳
後
數
年
改
爲
商
辦
東
達
開
鄭
西
達

陝
洛
南
達
許
昌
北
達
新
鄕

實
業

蠶
桑吾

鄕
蠶
業
今
不
如
古
憶
少
時
婦
女
視
養
蠶
爲
天
職
每
當

春
仲
少
婦
季
女
跡
徧
郊
原
詩
所
謂
執
懿
筐
遵
微
行
求
柔

桑
者
依
然
豳
風
樸
俗
自
清
季
革
新
蠶
桑
舊
事
遠
祖
歐
西

選
俊
秀
以
實
習
設
專
校
以
傳
播
卒
之
提
倡
愈
殷
事
業
愈

寂
此
其
中
有
故
焉
侈
談
學
術
而
桑
不
加
多
名
習
專
門
而

藝
不
加
精
身
肄
其
業
而
心
賤
其
技
綜
此
數
端
而
蠶
事
不

競
矣
新
闢
桑
園
五
七
處
因
飼
蠶
者
稀
恆
棄
而
不
取
大
有

伐
材
取
薪
之
勢
卽
當
年
之
熱
心
此
技
者
亦
復
風
流
雲
散

視
爲
明
日
黃
花
今
試
起
問
養
蠶
之
家
與
三
十
年
前
孰
多

可
曉
然
於
其
故
焉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實
業

十
一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煤
炭縣

中
產
煤
地
頗
多
約
分
爲
兩
大
部
曰
南
山
曰
東
山
南
山

如
涉
村
曹
河
聖
水
應
山
川
等
處
東
山
如
黑
龍
潭
樓
子
溝

老
君
廟
等
處
開
採
昉
自
何
時
茫
無
可
考
近
世
業
此
者
衆

但
用
土
法
無
力
購
置
機
器
山
地
磽
确
幾
等
不
毛
有
此
利

源
庶
瘠
黑
者
有
所
効
力
亦
山
居
生
活
之
一
助
也

產
煤
村
落
畧
如
前
述
至
藉
此
營
商
者
分
言
之
約
有
數
種

一
礦
山
煤
客
設
塲
於
礦
區
之
旁
與
窰
主
同
力
合
作
及
出

煤
得
享
優
先
權
廉
價
收
買
習
以
爲
常
二
本
縣
煤
廠
復
分

爲
二
一
設
置
適
中
村
鎮
買
自
礦
山
轉
售
四
方
居
民
一
設

置
沿
河
或
火
東
站
以
供
舟
車
之
運
遠
售
外
埠
三
外
埠
煤

廠
係
零
星
銷
售
與
其
他
商
店
相
同
昔
年
僅
汴
洛
兩
地
自

火
車
交
通
後
京
漢
隴
海
旁
午
四
達
東
抵
山
東
南
至
湖
北

北
達
直
隸
第
就
開
封
一
埠
論
清
季
煤
業
近
百

而
非
鞏

人
者
僅
三
數
家
今
則
南
關
煤
廠
林
立
城
內
煤

較
曩
倍

蓰
他
埠
之
增
廣
率

是
事
業
雖
小
鞏
民
之
霑
其
潤
者
不

其
多
歟

鐵
礦產

於
縣
東
南
老
廟
山
孤
堆
坡
等
處
每
當
秋
冬
之
暇
土
人

開
採
鼓

犁
舌
犁
面
以
供
農
夫
之
需
範
圍
極
小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實
業

十
二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土
粉產

堤
東
附
近
南
山
間
供
洗
衣
之
用
用
途
本
狹
業
此
者
亦

罕
木
炭與

登
封
接
界
處
瓦
功
川
一
帶
昔
年
有
業
此
者
採
取
山
木

雜
燒
爲
炭
邇
來
居
民
稠
密
山
無
餘
材
此
業
幾
沓

石
灰邑

中
山
泉
入
洛
之
水
凡
四
皆
搼
石
奔
流
號
曰
石
河
所
經

村
落
居
民
業
燒
灰
者
頗
衆
如
石
子
河
黃
冶
柏
廟
芝
田
塢

羅
等
處
所
在
皆
有
而
石
灰
廠
石
灰
務
則
又
因
業
名
村
望

而
知
其
取
意
自
隴
海
火
車
通
後
銷
場
日
廣
亦
吾
邑
謀
生

之
一
助
也

石
工鞏

之
南
部
多
石
山
崔
巍
穹
嶐
凝
望
彌
目
取
不
盡
用
不
竭

猶
之
江
河
之
水
藪
澤
之
木
因
交
通
不
便
匠
者
過
而
不
顧

計
經
石
工
採
取
者
約
有
數
處
若
老
犍
坡
紅
石
青
龍
山
青

石
黑
石
關
黑
石
是
也
黑
石
質
疎
而
脆
僅
足
供
河
堤
之
用

紅
石
則
堅
密
異
常
且
有
層
有
稜
建
築
者
樂
取
焉
惟
青
石

細
膩
滑
潤
可
製
種
種
石
器
而
碑
板
之
用
途
又
廣
更
育
礪

石
俗
名
磨
石
出
嶺
賀
溝
邢
家
村
等
處
爲
農
工
各
界
所
需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實
業

十
三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每
當
農
工
餘
暇
采
伐
者
踵
趾
相
屬
運
輸
者
絡
繹
相
望
更

用
舟
楫
載
達
遠
方
一
方
土
人
藉
以
仰
事
俯
畜
物
無
良
楛

利
用
者
貴
石
雖
賤
物
可
與
山
玉
海
珠
並
駕
矣

杮
餅
杮
霜

製
杮
爲
餅
餅
可
生
霜
復
製
霜
爲
餅
名
曰
霜
餅
一
物
而
具

兩
用
縣
中
產
杮
頗
多
尤
以
東
南
爲
最
而
製
霜
餅
工
匠
則

出
自
迴
郭
鎮
羅
莊
等
處
前
清
霜
餅
爲
河
南
貢
品
由
祥
符

縣
籌
辦
每
年
招
致
鞏
匠
製
造

織
荆器

用
逐
漸
增
繁
竹
可
作
筐
篚
有
似
筐
篚
而
不
用
竹
者
葦

可
造
席
簿
有
似
席
簿
而
不
用
葦
者
若
畚
若
蕢
若
簍
若
箕

若
席
笆
甚
至
大
如
倉
囷
山
中
皆
以
荆
爲
之
質
樸
而
價
廉

農
家
利
焉
採
煤
者
需
用
尤
多
產
自
南
山
坡
陀
居
民
率
習

其
技

瓷
器縣

治
南
舊
有
黃
冶
河
白
冶
河
兩
村
相
傳
昔
年
燒
瓷
於
此

村
以
業
而
得
名
及
詢
其
所
自
昉
或
言
唐
或
言
宋
莫
衷
一

是
前
清
季
年
高
唱
實
業
救
國
鄕
人
士
劉
欣
恂
尋
訪
遺
跡

於
白
冶
河
刱
設
裕
中
瓷
業
公
司
摒
擋
數
年
頗
著
成
效
民

國
初
巴
拿
馬
賽
會
曾
得
二
等
奬
狀
惜
資
本
支
絀
不
敷
運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實
業

十
四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用
漸
致
停
閣
然
井
已
及
泉
山
不
虧
簣
是
在
後
起
者
勇
往

追
隨
利
用
厚
生
兩
得
之
矣

瓦
器西

南
鄕
清
易
鎮
羅
莊
等
處
夙
造
瓦
器
盆
盎
甑
甕
之
屬
價

廉
用
宏
四
方
利
賴
嗣
復
長
駕
遠
馭
各
率
匠
徒
分
投
陝
西

甘
肅
各
州
縣
遠
抵
蘭
州
以
西
設
窰
制
器
獲
利
頗
巨
每
年

春
往
冬
歸
習
以
爲
常
此
雖
粗
工
其
經
營
刱
造
之
精
神
未

得
易
視

漁
戶河

鯉
自
古
稱
美
魴
鯽
次
之
吾
縣
係
洛
水
入
河
之
處
洛
水

之
魚
率
來
自
黃
流
猶
然
河
產
也
縣
中
漁
戶
頗
繁
傍
洛
居

者
十
之
七
傍
河
居
者
十
之
三
終
年
操
竿
綸
生
涯
以
供
一

方
鮮
食
時
或
販
鬻
車
站
遠
客
舊
城
水
勢
汪
洋
產
魚
極
夥

城
廂
居
民
一
部
亦
常
藉
以
謀
生

電
廠民

國
十
年
縣
紳
劉
統
正
刱
設
電
廠
於
縣
南
劉
溝
招
生
徒

若
干
人
製
手
攜
電
燈
以
供
采
煤
坑
夫
之
需
查
縣
中
煤
鑛

含
有
昭
氣
遇
火
卽
然
在
昔
工
人
常
有
焚
身
之
災
若
舍
燈

摸
索
不
便
尤
甚
前
清
季
年
此
項
電
燈
卽
由
外
洋
輸
入
但

價
値
翔
貴
非
鑛
坑
所
任
自
電
廠
設
後
羣
口
稱
便
爲
采
鑛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實
業

十
五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必
須
之
品
矣

物
產

穀
屬粱

黍

稷

大
麥

小
麥

蕎
麥

芝
麻

菉
豆

扁
豆

豇
豆

黑
豆

白
豆

青
豆

黃
豆

豌
豆

小
豆
舊志

稻
秫

玉
蜀
黍

紅
薯
新增

古
稱
六
穀
自
外
品
輸
入
種
類
漸
繁
飮
食
所
需
甚
利
賴
焉

如
玉
蜀
黍
現
爲
民
食
要
品
紅
薯
本
非
穀
類
其
佐
食
與
穀

同
功
此
皆
曩
昔
所
無
芝
麻
用
途
頗
廣
吾
鄕
地
狹
種
植
者

寡
稻
宜
水
田
縣
中
惟
稍
柴
村
藉
明
谿
泉
灌
漑
若
干
畝
餘

則
寥
寥

枲
屬檾

麻

火
麻

木
棉

古
稱
桑
麻
爲
生
人
衣
被
要
品
自
有
棉
而
前
者
退
避
三
舍

讓
後
來
居
上
矣
時
勢
變
遷
物
產
之
隆
替
隨
之
考
古
者
所

宜
注
目
也
邙
嶺
係
植
棉
佳
壤
出
產
饒
裕
作
物
中
首
屈
一

指
麻
則
別
有
用
途
農
業
工
作
相
需
甚
殷
所
謂
並
行
不
悖

耳
蔬
屬蔥

芹

韮

蒜

芥

蓁
椒

茄

莧

蕪
菁

瓠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物
產

十
六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地
軟

王
瓜

葫
蘆

芫
荽

萵
苣

莙
薘

松

山

藥

香
椿
舊志

蘿
葡

銀
條

菠
菜

豆
莢

眉
豆

蕓

臺

茭
白

菜
瓜

南
瓜

冬
瓜

金
瓜

絲
瓜

蜀

藕

黃
花
菜

薺

山
韭
新增

蔬
無
特
殊
之
品
皆
他
處
所
習
見
惟
城
內
茭
白
肥
脆
異
常

香
椿
本
係
木
屬
因
葉
供
饔
飱
用
列
蔬
科

木
屬柏

槐

榆

柳

椿

樗
橿

桑

桐

楸

梓

白
楊

梧
桐

楝

構

皁
角

黃
楝

毛
查

赤
栗

合
歡
木

木
楝

白
檀
木

白
腊
木

黃
綠
柴

六
道

木
新增

縣
中
楸
多
而
梓
少
自
苗
圃
設
後
移
蒔
紛
紛
小
葉
楊
亦
然

椿
樗
係
屬
兩
種
形
狀
相
類
人
每
混
而
一
之
構
楮
亦
然
東

南
近
山
一
帶
橿
栗
黃
楝
一
望
滿
目
此
則
山
中
特
產
居
平

原
者
恆
不
經
見
也

果
屬杮

棗

桃

李

杏

石
榴

栗

梨

杜
梨

柰

楊
梅

核
桃
舊志

葡
萄

無
花
果

佛
手

木
瓜

西
瓜

甜
瓜
新增

桃
李
杏
梨
爲
平
原
之
果
棗
栗
核
桃
爲
山
中
之
果
杮
則
依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物
產

十
七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崖
傍
壑
觸
目
皆
是
佛
手
柑
係
和
義
溝
各
村
特
產
培
植
頗

難
非
專
門
者
不
能
工
梨
之
佳
者
以
白
沙
康
店
爲
最
名
馳

遐
邇
外
此
皆
家
庭
玩
賞
之
具
不
足
齒
數

花
屬蕙

蓮

菊

向
日
葵

牡
丹

芍
藥

紫
荆

鳳
仙

夾
竹
桃

木
槿
舊志

梅

雞
冠
花

南
天
竹

夜
合
花

桂

板
竹

刺
梅

丁
香

玉
簪

迎
春

玫
瑰

吾
鄕
久
無
達
官
貴
人
特
闢
苑
圃
者
少
不
過
人
家
客
庭
之

前
園
籬
之
側
畧
植
數
事
聊
作
點
綴
邇
年
海
外
輸
入
之
品

頗
多
尙
無
固
定
名
稱

草
屬蘆

芊

蒲

荻

芡

蓬

菜

慈
姑

瓦
松

荇

藻

蘋

蓼

浮
萍

仙
人
掌

菅
茅
新增

壤
地
扁
小
居
民
艱
於
謀
食
岡
阜
坡
陀
皆
墾
而
蓻
榖
草
之

被
征
誅
者
殆
盡
地
非
不
毛
山
皆
成
童
今
之
所
存
餘
水
草

數
事
外
殊
難
多
覯

藥
屬桔

梗

木
通

蒼
术

防
風

半
夏

地
黃

薄
荷

茴
香

瓜
蔞

棗
仁

芍
藥

丹
參

射
干

蟬
蛻

五
加
皮

天
仙
子

何
首
烏
舊志

金
銀
花

天
花
粉

白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物
產

十
八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芨

車
前
子

艾

遠
志

蒲
公
英

王
不
留

紫
蘇

桑
螵
蛸

馬
兜
鈴

芫
花

扁
畜

木
賊

蒼
耳
子

淫
羊
藿

牽
牛

地
骨
皮

斑
毛

土
龞

稍
瓜

柴

胡

葶
藶

茜
草

葛
根
新增

生
產
中
惟
藥
爲
盛
采
山
之
夫
非
諳
練
已
久
不
能
辨
其
種

類
若
防
風
若
遠
志
若
棗
仁
銀
花
等
數
種
尤
屬
生
產
名
地

茲
特
擇
要
選
錄
以
示
梗
槪
徧
數
之
累
百
不
能
盡

禽
屬雞

鵝

烏
鴉

鴨

鵓
鴿

班
鳩

鵪
鶉

鳧

雀

舊志

山
雞

紫
燕

鷂

鴟
鴞

布
穀

啄
木

黃
鶯

鷹

杜
宇

鳶

鵬
新增

村
落
少
池
塘
養
鵝
鴨
者
特
鮮
雞
則
家
家
有
之
饒
有
古
風

至
野
鳥
則
因
氣
候
關
係
沿
河
之
縣
皆
同
雁
屬
來
賓
故
未

列
入

獸
屬馬

騾

牛

驢

猪

羊

犬

貓

兔
舊志

狐

松

鼠

狼

貛

狸

黃
鼠
狼
新增

舊
志
有
虎
豹
各
種
絕
跡
久
矣
人
類
之
剷
除
獸
類
公
例
顯

然
今
之
野
獸
僅
狐
狸
松
鼠
等
狼
亦
不
多
覯
况
其
他
乎

鱗
介
屬



ZhongYi

鞏
縣
志
卷
七

民
政
物
產

十
九

經
川
圖
書
館
刋

泥
鰌

鯉

鯽

魴
魚

白
魚

鱔

鼈

螃
蠏

蝦

蛤

蝸
牛

螺

蚌
新增

鱗
介
之
屬
北
不
如
南
盡
人
而
知
蝦
蠏
兩
種
均
非
常
用
蛤

蜊
雖
有
種
類
極
少
鼈
更
罕
見
惟
魚
類
尙
繁
苦
不
知
名
今

之
所
膾
炙
者
祇
有
河
鯉
耳

蟲
屬蠶

蜂

蟬

蜻
蜓

蜘
蛛

螢

蟋
蟀

蛇

蠍

蜥
蜴

蟪
蛄

蜉
蝣

螻
蛄

蝴
蝶

蚯
蚓

鼃

蝦

蟇

蝙
蝠

螽
斯

蝜

水
蛭

螳
蜋

顛
當

蛣

蠍
虎

蚍
蜉

馬
蚿

叩
頭
蟲

臭
蟲

倒
退

蠐
螬
新增

蠶
能
衣
被
生
民
當
吉
貝
未
輸
入
前
吾
人
賴
以
衞
生
者
至

爲
重
要
蜂
雖
爲
利
較
小
人
類
亦
受
其
賜
其
他
益
蟲
害
蟲

繽
紛
滿
目
或
供
詩
畫
之
料
或
備
醫
藥
之
需
且
係
天
地
間

自
然
點
綴
似
不
得
因
愛
惡
而
盡
輟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