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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
寧
府
新
志
卷
之
十
三

建
置
志

倉
廩
社
倉
附

西
寧
府西

寧
縣

在
城
舊
倉
　
在
府
城
倉
門
街
北
計
一
百
間

新
倉
　
在
縣
署
西
北
計
三
十
六
間
乾
隆
十
一
年
建

鎮
海
舊
倉
　
在
鎮
海
城
中
計
一
十
二
間

新
倉
　
在
舊
倉
東
計
□
間
乾
隆
十
一
年
建

威
遠
舊
倉
　
在
威
遠
□
中
計
五
間

新
倉
　
在
舊
倉
東
計
三
間
乾
隆
十
一
年
建

北
川
倉
　
在
𣱵
安
城
中
計
八
間

丹
噶
爾
倉
　
在
丹
噶
爾
城
中
計
二
十
間
雍
正
五
年
建

恩
濟
倉
貯
糧
接

濟
兵
食

在
水
眼
洞
街
南
計
二
十
五
間
雍
正
十

二
年
經
散
秩
大
臣
署
西
寧
總
鎮
印
務
范
時
捷
新
建

新
倉
　
在
小
演
武
塲
南
大
小
屋
計
七
十
七
間
乾
隆
九

年
經
西
寧
總
鎮
張
世
偉
新
建

碾
伯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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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
城
舊
倉
　
在
縣
署
西
北
計
三
十
間

新
倉
　
在
舊
倉
側
乾
隆
十
年
建
三
十
五
間
十
一
年
添

建
五
間

古
鄯
舊
倉
　
在
古
鄯
城
内
計
十
三
間

新
倉
　
乾
隆
十
年
建
十
間
十
一
年
添
建
十
年

上
川
口
舊
倉
　
在
本
堡
新
城
内
街
東
計
十
間

新
倉
　
計
十
間
乾
隆
十
年
建

大
通
衞
乾
隆
□
十
六

年
攺
設
縣
治

在
城
倉
　
在
衞
城
西
南
隅
計
十
三
間
乾
隆
七
年
九
月

移
建

新
倉
　
在
城
西
南
隅
計
二
十
間
乾
隆
十
一
年
建

大
通
倉
　
在
大
通
城
計
四
十
間
雍
正
三
年
建

𣱵
安
倉
　
在
𣱵
安
城
計
二
十
間
雍
正
三
年
建

向
陽
倉
　
在
向
陽
堡
計
十
二
間
雍
正
九
年
衞
守
備
蔣

南
波
捐
建

貴
德
所
乾
隆
二
年

設
西
寧
縣

在
城
舊
倉
　
在
所
城
倉
□
街
計
十
一
間
雍
正
六
年
經

所
千
總
柴
瑞
捐
俸
修
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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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
倉
　
在
舊
倉
西
計
六
間
乾
隆
十
一
年
建

社
倉

西
寧
縣

在
城
社
倉
　
在
孟
忠
毅
公
祠
後
乾
隆
十
年
僉
事
楊
應

琚
知
府
劉
洪
緖
知
縣
張
渡
陳
銛
創
建

四
鄕
社
倉
　
一
在
北
川
𣱵
安
堡
　
一
在
毛
家
寨
　
一

在
長
寜
堡
　
一
在
西
川
鎮
海
堡
　
一
在
丹
噶
爾

一
在
東
科
爾
　
一
在
康
城
河
東
莊
　
一
在
西
納
上

寺
荘
　
一
在
南
川
總
堡
　
一
在
申
中
台
　
一
在
平

戎
本
堡
　
一
在
威
遠
堡
　
一
在
紅
哈
上
寨
　
一
在

成
白
堡

碾
伯
縣

在
城
社
倉
　
在
城
中
城
隍
廟
西
乾
隆
九
年
知
縣
徐
志

丙
創
建

四
鄕
社
倉
　
一
在
老
鴉
堡
　
一
在
氷
溝
堡
　
一
在
瞿

曇
堡
　
一
在
洪
水
堡
　
一
在
上
川
口
　
一
在
下
川

口
　
一
在
新
添
堡
　
一
在
古
鄯
堡
　
一
在
三
川
堡

大
通
衞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攺
設
縣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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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鄕
社
倉
　
一
在
河
西
極
樂
堡
　
一
在
河
東
新
莊
堡

一
在
東
硤
阿
家
堡
　
一
在
大
通
紅
山
嘴

貴
德
所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攺

設
西
寜
縣
縣
丞

在
城
社
倉
　
在
城
中
衞
署
舊
基
乾
隆
六
年
所
千
總
李

滋
宏
以
舊
衞
堂
改
建

松
門
楊
氏
曰
管
子
云
倉
廩
實
則
知
禮
節
賈
太
傅
云
積

貯
者
天
下
之
大
命
也
况
寧
郡
歴
代
巖
疆
羌
戎
環
繞
路

通
準
夷
南
達
西
域
凡
弔
伐
之
師
多
由
西
南
一
線
而
往

故
積
貯
尤
亟
於
他
郡
焉
余
承
乏
之
始
倉
糧
僅
四
千
石

而
社
穀
無
顆
粒
數
年
以
來
歲
獲
連
熟

朝
廷
不
惜
帑
項
之
多
大
府
日
籌
慮
遠
之
計
故
余
得
與
守
令

廣
糴
徵
貯
今
四
屬
倉
糧
幾
二
十
萬
而
城
鄕
皆
有
社
穀

寜
郡
地
氣
高
凉
無
鬱
攸
蒸
變
之
虞
多
多
益
善
所
謂
畜

積
足
而
人
樂
其
所
矣
糧
有
出
納
消
息
之
數
故
不
載
而

志
囷
廩
觀
囷
廩
增
益
而
糧
數
可
知
矣
其
社
倉
始
末
詳

於
記
錄
諸
左
方

社
倉
碑
記
曰
宜
民
之
政
有
不
可
不
遵
古
者
有
不
可
盡

遵
古
者
遵
古
之
制
者
其
精
在
意
不
盡
遵
古
者
其
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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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
曾
南
豐
先
生
曰
古
今
之
變
不
同
而
俗
之
更
習
亦
異

則
亦
屢
變
其
法
以
宜
之
能
合
乎
先
王
之
意
而
已
此
不

易
之
理
也
夫
以
四
海
之
大
金
穰
水
毁
木
饑
火
暵
從
古

所
不
免
也
故
成
周
之
制
縣
都
皆
有
委
積
以
待
凶
荒
隋

時
義
倉
之
設
卽
詩
所
云
我
取
其
陳
食
我
農
人
之
意
乃

近
古
良
法
且
命
輸
之
當
社
則
已
居
然
一
社
倉
矣
而
朱

子
社
倉
則
又
善
變
其
法
而
補
其
未
逮
者
也
然
宋
時
之

人
已
有
議
此
法
爲
未
便
者
葢
法
立
𡚁
生
則
又
存
乎
其

人
旨
哉
真
西
山
先
生
之
言
曰
古
今
之
法
曷
嘗
無
𡚁
姑

以
常
平
義
倉
論
之
侵
漁
移
易
其
害
亦
不
一
矣
然
卒
不

可
廢
者
以
其
害
不
能
揜
利
故
也
何
獨
社
倉
必
欲
舉
而

廢
之
哉
西
寜
古
西
平
郡
也
逼
介
靑
海
歲
僅
一
收
春
耕

之
時
多
借
官
倉
子
粒
旣
借
之
後
或
刈
穫
歉
薄
或
民
力

維
艱
徵
還
旣
有
未
能
次
歲
又
需
稱
貸
是
以
官
糴
常
年

請
行
而
倉
貯
毎
苦
不
足
籌
思
至
再
欲
官
倉
裕
而
民
困

蘇
非
力
行
社
倉
不
可
遂
與
太
守
申
君
夢
璽
寜
邑
王
令

鎬
碾
邑
徐
令
志
丙
大
通
衞
孫
備
捷
謀
協
决
意
爲
之
是

歲
乾
隆
五
年
也
官
捐
倡
始
勸
民
量
輸
仿
朱
子
社
倉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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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而
消
息
之
至
七
年
規
模
粗
定
歲
有
所
增
適
大
中
丞
襄

平
黃
公
巡
撫
兩
河
聞
而
嘉
之
示
諭
士
庶
懇
至
周
詳
并

允
所
請
卽
有
軍
需
亦
不
奪
顆
粒
官
民
益
踴
躍
輸
將
嗣

太
守
劉
君
洪
緖
寜
邑
應
令
際
盛
張
令
渡
陳
令
銛
碾
邑

荆
令
崚
貴
德
所
李
弁
滋
宏
朱
弁
烱
彭
弁
馧
繼
至
皆
不

懈
如
初
至
十
一
年
歲
終
寜
邑
社
糧
以
石
計
凡
四
千
六

百
有
九
分
貯
諸
鄕
一
十
五
所
碾
邑
社
糧
六
千
四
百
五

十
有
六
分
貯
諸
鄕
十
所
大
通
衞
社
糧
二
千
八
十
有
四

諸
鄕
以
四
所
分
貯
貴
德
所
社
糧
五
百
一
十
有
五
地
狹

而
咸
貯
於
城
故
數
年
以
來
小
民
春
耕
子
粒
皆
取
之
社

倉
而
官
庾
積
貯
方
得
充
裕
官
庾
充
裕
因
時
平
糶
而
民

困
益
蘇
矣
夫
事
雖
創
於
余
然
上
賴
賢
大
府
下
藉
良
有

司
力
行
五
年
貯
糧
萬
三
千
六
百
六
十
四
石
後
之
君
子

積
累
而
益
之
寜
有
旣
耶
孰
謂
古
人
之
制
不
可
施
於
今

日
哉
特
貴
變
通
其
法
而
不
失
其
意
焉
耳
葢
余
之
條
約

與
朱
子
社
倉
不
同
者
有
四
焉
社
倉
支
給
常
平
米
斛
令

則
勸
輸
穀
本
也
一
社
倉
歛
㪚
申
府
差
官
同
土
居
官
監

視
今
則
盡
委
社
長
副
官
吏
不
與
二
社
倉
先
編
甲
首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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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首
其
應
入
甲
者
又
問
其
願
與
不
願
願
者
置
籍
以
貸
之

今
則
秪
於
吿
借
時
詳
查
三
社
倉
官
米
故
無
賞
罰
今
則

勸
諭
應
有
奬
勵
四
且
朱
子
社
倉
之
疏
亦
云
鄕
土
風
俗

不
同
者
更
許
隨
宜
立
約
此
舉
不
敢
謂
善
學
古
人
亦
因

地
制
宜
而
已
矣
鳴
呼
民
病
而
後
圗
之
與
夫
先
事
而
籌

計
者
爲
何
如
舍
古
而
趨
便
與
夫
效
成
法
以
宜
今
者
爲

何
如
雖
然
不
有
君
子
何
以
善
其
後
是
用
勒
石
以
吿
來

者
乾
隆
十
一
年
十
月
朔
西
寜
道
僉
事
楊
應
琚
記

津
梁

西
寜
府
附
郭
西
寜
縣

玉
帶
河
橋
　
在
東
闗
外

柴
家
橋
　
在
城
東
北
二
里

南
川
河
橋
　
在
城
西
二
十
餘
步
雍
正
十
年
提
督
管
西

寜
總
鎮
馮
允
中
副
使
楊
滙
知
府
黃
澍
知
縣
陸
經
謨

重
修

西
川
河
橋
　
在
城
西
三
里

惠
民
橋
　
在
城
西
北
里
許
河
寛
水
駛
底
皆
亂
石
橋
梁

歲
歲
沖
沒
邊
民
苦
之
乾
隆
十
一
年
僉
事
楊
應
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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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府
劉
洪
緖
知
縣
陳
銛
捐
俸
創
建
委
經
歴
司
王
勳
監

工
兩
岸
纍
石
作
基
陛
節
節
相
次
大
木
從
橫
更
鎮
壓

兩
邊
俱
來
相
去
四
丈
竝
大
材
以
板
橫
次
之
外
施
鈎

欄
卽
段
國
沙
州
記
所
謂
河
厲
者
是
也
詳
僉
事
楊
應

琚
碑
記

小
峽
口
河
厲
橋
　
在
城
東
小
峽
口
外
二
十
五
里
乾
隆

三
年
僉
事
楊
應
琚
知
縣
沈
予
績
重
修
有
碑
記

暖
泉
橋
　
在
南
門
外

多
巴
橋
　
在
城
西
五
十
里
鎮
海
城
東
北
里
許

扎
麻
隆
橋
　
在
城
西
六
十
里

晶
龍
宮
橋
　
在
城
北
七
十
里
之
𣱵
安
堡
東
半
里

坤
多
洛
橋
　
在
城
西
七
十
里
闇
門
外
乾
隆
五
年
僉
事

楊
應
琚
叅
將
王
大
章
知
府
申
夢
璽
知
縣
任
乃
楫
重

修
丹
噶
爾
橋
　
在
城
西
九
十
里
丹
噶
爾
城
南
二
十
餘
步

碾
伯
縣

通
濟
橋
　
在
縣
西
門
外
卽
十
二
景
之
一
長
橋
夜
月
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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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石
龍
橋
　
在
城
南

水
磨
橋
　
在
城
二
里
許

虎
剌
海
橋
　
在
城
東
七
十
五
里

上
川
口
橋
　
在
城
東
一
百
里

享
堂
橋
　
在
城
東
一
百
五
里

杏
園
口
渡
　
在
上
川
口
東
二
十
五
里
西
卽
湟
水
與
浩

亹
水
會
合
處
也
爲
小
路
通
津
李
土
司
所
轄
土
人
備

筏
以
濟
冬
月
則
中
結
爲
氷
傍
猶
流
水
謂
之
氷
橋

大
通
衞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攺
設
縣
治

𣱵
安
橋
　
在
衞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闇
門
灘

東
峽
橋
　
在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峽
門
河
厲
橋
　
在
城
東
北
十
里
峽
門
山
左
俗
謂
之
窩

橋
大
通
渡
　
在
衞
北
大
通
城
南
卽
浩
亹
河
也
每
歲
氷
解

備
官
船
以
濟
往
來

貴
德
所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攺

設
西
寜
縣
縣
丞

滴
水
崖
渡
　
在
所
城
北
卽
黃
河
也
舊
係
私
船
多
有
勒

索
乾
隆
四
年
經
西
寜
道
僉
事
楊
應
琚
知
府
申
夢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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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署
所
千
總
丁
國
正
詳
請
設
官
船
二
隻
毎
船
水
手
八

名
應
需
工
食
按
年
從
司
庫
請
領
又
設
救
生
船
一
隻

水
手
四
名

康
家
寨
渡
　
在
康
家
寨
新
城
北
乾
隆
五
年
經
僉
事
楊

應
琚
知
府
申
夢
璽
康
家
寨
千
總
柴
玉
隆
貴
德
所
千

總
李
滋
宏
詳
請
設
官
船
一
隻
以
濟
往
來
工
食
按
年

從
司
庫
請
領

闗
隘
各
營
有
極
要
塘

汛
附
載
餘
不
列

西
寧
縣

綏
遠
闗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宋
崇
寧
二
年
修
築
賜
名

卽
小
硤
口
河
南
河
北
闗

黑
松
林
山
口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五
十
里

哈
剌
只
山
口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紅
崖
子
山
口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西
石
硤
口
　
　
在
縣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北
石
硤
口
　
在
縣
北
一
百
里
有
邊
牆
一
道
延
二
十
里

插
把
硤
黑
松
林
硤
　
俱
在
縣
北
一
百
里
兩
硤
懸
距
中

多
孔
道
海
𡨥
常
從
此
入
明
嘉
靖
年
副
使
周
妥
王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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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芳
繕
治
垣
塹
延
五
十
餘
里

經
納
硤
　
在
縣
西
九
十
里

剌
撒
兒
硤
　
在
縣
西
一
百
五
十
里

且
思
貢
峽
　
在
縣
南
一
百
四
十
里

揑
耳
朶
峽
　
在
縣
南
一
百
里

王
溝
兒
峽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貴
德
峽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木
恰
兒
峽
　
在
縣
南
一
百
里
　
以
上
峽
口
自
明
正
德

十
年
防
禦
海
𡨥
由
此
入
境
遂
爲
要
害

哈
剌
只
溝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邊
牆
一
道
長
五
百
丈

明
隆
慶
元
年
巡
撫
石
茂
華
議
築

郡
西
丹
噶
爾
營
所
管
十
里
有
納
陸
卡
汛
十
二
里
有
茶

漢
素
卡
汛
十
五
里
有
申
中
口
卡
汛
十
五
里
有
阿
加

兎
卡
汛
十
七
里
有
高
陸
卡
汛
十
八
里
有
喇
拉
卡
汛

二
十
里
有
申
中
腦
卡
汛
二
十
里
有
白
水
河
兒
卡
汛

俱
係
極
要

鎮
海
營
所
管
七
里
有
小
康
纏
闇
門
十
里
有
等
寺
溝
闇

門
十
里
有
大
康
纏
闇
門
十
里
有
乾
河
闇
門
十
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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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有
頁
峽
子
闇
門
三
十
五
里
有
大
班
沙
兒
闇
門
四
十

里
有
小
班
沙
兒
闇
門
俱
係
極
要

喇
課
營
所
管
臨
城
有
喇
課
闇
門
十
二
里
有
紅
土
溝
闇

門
二
十
里
有
加
隆
溝
闇
門
五
十
里
有
西
石
峽
闇
門

俱
係
極
要

河
拉
庫
托
營
所
管
十
一
里
有
日
月
山
塘
十
里
有
窩
卜

兎
卡
汛
二
十
里
有
銕
勉
庫
卡
汛
俱
係
極
要

郡
北
北
川
營
所
管
三
里
有
西
闇
門
六
里
有
東
闇
門
俱

係
極
要

郡
東
北
威
遠
營
所
管
二
十
五
里
有
西
石
峽
闇
門
極
要

郡
南
南
川
營
所
管
一
里
有
蝦
蟆
溝
西
闇
門
五
里
有
紅

山
嘴
東
闇
門
十
五
里
有
石
塘
門
水
榨
俱
係
極
要

亦
雜
石
營
所
管
五
十
里
有
白
塔
寺
塘
汛
係
極
要

千
戸
營
所
管
十
里
有
西
柏
木
臺
塘
汛
十
里
有
拉
脊
山

山
頂
塘
二
十
里
有
押
加
溝
塘
汛
三
十
里
有
羣
家
溝

塘
汛
俱
係
極
要

扎
什
巴
營
所
管
十
里
有
天
冲
卡
汛
十
五
里
有
川
藏
牙

壑
塘
七
十
里
有
東
彭
塘
俱
係
極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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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癿
思
觀
營
所
管
二
十
里
有
癿
思
觀
山
頂
塘
係
極
要

碾
伯
縣

河
南
河
北
闗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大
峽
口
卽
四
望
闗
也

石
嘴
兒
闗
　
在
縣
東
十
里
許

定
西
闗
　
在
縣
東
九
十
里
氷
溝
谷
口
卽
定
西
門
也
明

時
羌
戎
相
結
北
入
氷
溝
南
達
古
鄯
居
民
苦
之
故
於

此
設
闗
以
控
扼
云

西
番
溝
山
口
　
在
縣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撒
兒
山
口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有
塞
垣
一
道

巴
燕
戎
營
所
管
東
北
路
十
里
有
達
爾
加
原
塘
又
十
里

有
插
住
溝
塘
又
十
里
有
宗
加
不
具
莊
塘
又
達
爾
加

原
塘
北
二
十
里
有
靑
沙
山
塘
俱
係
極
要
　
北
路
十

里
有
克
欠
鴉
壑
塘
極
要

巴
暖
營
所
管
西
二
十
里
有
艾
灣
嶺
塘
又
十
里
有
巴
州

塘
又
二
十
里
有
閻
王
匾
塘
又
五
里
有
大
山
根
塘
又

五
里
有
瑪
瑙
山
塘
俱
係
極
要
　
西
路
四
十
里
有
要

險
塘
又
十
里
有
思
打
岔
峽
塘
又
三
十
里
有
列
爾
幹

塘
沿
山
十
五
里
有
高
嘴
塘
又
西
二
十
里
有
紅
崖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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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又
南
二
十
里
有
淸
水
峽
塘
又
十
五
里
有
浪
塘
墩
又

一
百
里
有
三
川
塘
黃
草
榨
打
鶯
山
榨
思
打
岔
峽
榨

淸
水
峽
榨
白
水
峽
榨
杏
兒
溝
峽
榨
俱
係
極
要

甘
都
堂
營
所
管
西
北
路
十
五
里
有
工
思
加
塘
又
十
里

有
列
不
加
塘
又
二
十
里
有
龍
塘
又
二
十
里
有
下
拉

扎
塘
又
五
里
有
紅
土
鴉
壑
塘
　
東
路
二
十
里
有
掌

敎
房
塘
又
十
里
有
加
如
兒
塘
又
三
十
里
有
科
巴
堂

塘
又
十
里
有
禿
哇
倉
塘
俱
係
極
要

大
通
衞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改
設
縣
治

黑
林
闗
　
在
衞
西
六
十
里
兩
山
如
門
靑
海
蒙
古
出
入

由
此
卽
黑
林
邊
榨
是
也

𣱵
安
闗
　
在
大
通
城
南
十
五
里
爲
南
北
孔
道

聶
兒
壩
口
　
在
衞
西
南
十
里
通
靑
海
路
但
狹
側
耳

伍
什
溝
口
　
在
衞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徑
通
靑
海

撥
科
峽
口
　
在
撥
科
山
之
東
亦
可
達
靑
海
焉

白
塔
營
所
管
西
路
六
十
里
至
黑
林
邊
極
要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有
哈
麻
爾
打
坂
卡
汛
又
九
十
里
有
撥
科
峽

卡
汛
極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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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大
通
營
所
管
東
南
四
十
里
有
阿
爾
炭
山
卡
汛
又
二
十

里
有
阿
爾
炭
山
頂
卡
汛
又
十
五
里
有
小
阿
爾
炭
卡

汛
　
迤
東
五
十
里
有
木
龍
溝
口
卡
汛
又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有
木
龍
溝
腦
卡
汛
俱
係
極
要

𣱵
安
營
所
管
西
北
四
十
里
有
二
道
溝
口
塘
　
正
西
三

十
里
有
測
爾
兎
卡
汛
　
西
南
三
十
里
有
哆
囉
打
坂

卡
汛
　
正
南
三
十
里
有
黑
溝
口
卡
汛
俱
係
極
要

貴
德
所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攺

設
西
寧
縣
縣
丞

上
闇
門
　
在
所
西
十
五
里

下
闇
門
　
在
所
西
十
里
二
門
以
外
俱
係
番
戎
住
牧
界

連
靑
海
有
戍
樓
防
兵
焉

貴
德
營
所
管
東
十
里
有
下
河
墩
塘
又
十
里
有
下
馬
厰

墩
塘
　
迤
西
十
七
里
有
煖
泉
塘
俱
係
極
要

康
家
營
所
管
東
十
里
有
革
初
墩
塘
　
迤
西
三
十
里
有

李
家
峽
墩
塘
　
迤
北
五
里
有
洞
口
墩
塘
俱
係
極
要

塞
垣

按
寧
郡
塞
垣
自
明
嘉
靖
丙
午
兵
備
副
使
王
繼
芳
周
京

等
繕
治
厥
後
邐
迤
修
整
至
萬
歴
二
十
四
年
兵
備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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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察
使
劉
敏
寛
副
將
達
雲
同
知
龍
膺
通
判
高
第
遍
歴

荒
度
增
築
廣
塹
於
是
大
備

國
朝
雍
正
十
年
署
西
寧
總
兵
官
印
務
范
散
秩
大
臣
時
捷

奏
請
動
項
重
修
乾
隆
十
年
應
琚
率
同
知
縣
張
渡
於
殘

缺
處
復
捐
俸
葺
理
雖
垣
塹
時
有
損
益
而
規
模
仍
舊

今
海
宇
宴
淸
羌
戎
歸
化
邊
牆
之
外
多
有
良
田
百
年

之
間
村
落
相
連
牛
羊
滿
野
故
有
者
量
加
修
葺
不
可

廢
前
人
之
功
無
者
不
必
增
加
以
重
勞
民
力
蓋
防
邊

之
道
貴
乎
得
人
其
他
皆
末
務
也

漏
澤
園

西
寧
縣

郡
城
南
門
外
一
處
南
北
寛
八
丈
東
西
長
一
十
一
丈
迤

東
又
一
處
東
西
寬
三
丈
南
北
三
十
丈
乾
隆
四
年
僉

事
楊
應
琚
知
府
申
夢
壐
知
縣
靳
夢
麟
買
民
地
創
設

以
葬
民
之
死
而
無
歸
者
又
異
鄕
人
義
冢
在
南
郊
文

筆
峰
麓
浙
人
馬
垣
募
設

平
戎
城
一
處
東
西
長
三
十
丈
南
北
寛
二
十
五
丈

西
川
鎮
海
城
一
處
東
西
長
二
十
二
丈
南
北
寬
一
十
九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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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丹
噶
爾
城
一
處
東
西
長
十
五
丈
南
北
寬
一
十
二
丈

南
川
黑
古
城
一
處
東
西
長
一
十
二
丈
南
北
寬
十
三
丈

北
川
𣱵
安
城
一
處
東
西
長
一
十
二
丈
南
北
寬
十
三
丈

威
遠
城
一
處
東
西
長
一
十
六
丈
南
北
寬
九
丈

碾
伯
縣

縣
城
東
郭
外
雷
鳴
山
下
一
處
周
囘
三
里

老
鴉
城
北
山
下
一
處
東
西
寛
二
十
五
丈
南
北
長
三
十

六
丈

氷
溝
城
東
山
坡
一
處
東
西
寬
二
十
丈
南
北
長
十
丈

深
溝
堡
路
北
一
處
東
西
長
八
丈
南
北
寬
十
丈

崗
子
堡
西
官
塲
臺
一
處
東
西
長
三
十
丈
南
北
如
之

紅
水
堡
東
路
一
處
東
西
長
十
丈
南
北
寬
八
丈

阿
蠻
堡
東
山
下
一
處
東
西
長
五
丈
南
北
寬
四
丈

長
里
堡
東
旱
臺
一
處
東
西
寬
六
丈
南
北
長
八
丈

上
川
口
李
土
司
舍
人
李
大
華
施
地
一
處
東
西
長
四
十

丈
南
北
寬
二
十
一
丈

古
鄯
城
南
一
處
南
北
長
三
十
丈
東
西
寛
三
十
七
丈

紅
嘴
堡
南
一
處
東
西
長
三
十
五
丈
南
北
寬
三
十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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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鮑
家
堡
一
處
東
西
長
三
十
丈
南
北
寬
五
十
丈

三
家
堡
一
處
東
西
寬
三
十
丈
南
北
長
四
十
丈

慈
利
族
一
處
東
西
長
四
十
丈
南
北
如
之

總
堡
南
一
處
東
西
二
十
九
丈
南
北
如
東
西
之
數

小
西
納
堡
東
一
處
東
西
長
二
十
三
丈
南
北
寬
二
十
一

丈
浪
塘
族
堡
南
一
處
東
西
寬
三
十
丈
南
北
長
五
十
丈

廣
敎
族
堡
東
一
處
東
西
寬
五
丈
南
北
長
六
丈

開
化
族
堡
東
一
處
東
西
長
十
丈
南
北
寬
八
丈

柴
溝
堡
一
處
東
西
寬
一
十
五
丈
南
北
長
二
十
五
丈

大
通
衞

衞
城
外
東
南
一
處
南
北
長
一
百
丈
東
西
寬
四
十
丈

向
陽
堡
南
一
處
南
北
長
二
里
東
西
寬
三
十
丈

貴
德
所

臨
城
畢
家
莊
一
處
計
地
三
畝
四
分

卷
十
三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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