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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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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實
業
志
農
業

漁
業
增

工
商
業

物
產

農
工
商
會

農
業

續
志
載
農
業
分
農
作
園
藝
森
林
蠶
桑
畜
牧
漁
業
六
項
本
志
除
漁
業

另
列
外
餘
仍
依
舊
例
增
補
之
並
以
農
具
一
覽
表
及
縣
立
植
棉
試
驗

場
附
焉

農
作

邑
境
農
作
棉
稻
爲
主
棉
多
於
稻
已
見
續
志
棉
籽
播
種
向
用

撒
播
近
有
仿
行
條
播
者
試
驗
結
果
工
作
便
利
產
量
增
加
品
種
以

白
籽
棉
爲
最
與
江
陰
之
常
陰
紗
棉
相
似
紫
棉
僅
供
農
家
紡
織
之

用
絕
少
出
售
者
稻
則
產
量
不
多
不
足
供
全
邑
之
需
種
稻
前
栽
種

小
熟
者
西
境
市
鄕
爲
多
東
境
市
鄕
則
都
栽
種
苜
蓿
等
綠
肥
植
物

棉
之
收
穫
期
西
境
早
於
東
境
約
半
月
許
而
稻
則
反
是
是
蓋
邑
境

瀕
海
東
西
境
氣
候
微
有
不
同
之
故
其
他
副
作
物
已
載
續
志
不
再

贅
其
在
邑
境
設
立
農
事
試
驗
場
者
列
表
附
焉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面

積

倡
辦
人

主
要
作
物

副
作
物

年
產
量

備

攷

中
華
農
學
會

農
事
試
驗
場

十
七
年
二

月

眞
如

西
橫
港
村

三
十
畝

周
汝
沅

棉

稻

小
麥

葱
頭

蕓
□

元

六
○
○

園
藝

菜
圃
獲
利
視
農
地
爲
豐
續
志
稱
邑
城
內
外
業
此
者
甚
多
近

楊
行
江
灣
彭
浦
眞
如
等
鄕
業
此
者
亦
復
不
少
菜
花
生
菜
向
爲
南

洋
羣
島
及
廣
東
等
省
產
品
始
則
試
種
今
則
產
量
增
加
並
有
專
業

蔬
果
者
用
汽
車
運
售
供
滬
地
之
需
要
其
栽
種
花
樹
出
售
或
租
供

者
亦
日
漸
增
加
茲
列
表
於
后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面

積

倡
辦
人

主
要
作
物

副
作
物

年
產
量

備

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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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
氏
農
場

宣
統
元
年

眞
如
霜
十

四
圖

三
十
餘
畝

金
頌
聲

洋
種

花
木

棉
稻

蔬
菜

元

四
○
○

江
蘇
農
場

民
國
七
年

眞
如
霜
十

四
圖

三
十
餘
畝

徐
友
靑

樹
木

球
根
植
物

苗
種

盆
景

元

六
○
○
○

管
生
農
場

民
國
十
四

年

眞
如
復
興

橋

四
十
餘
畝

陳
應
穀

花
木

蔬
菜

元

五
○
○
○

維
亞
農
場

民
國
八
年

大
場
闕
二

十
二
圖

胡
維
亞

果
樹

殷
氏
桃
園

民
國
十
三

年

吳
淞
衣
三

十
六
圖

八
畝

殷
兆
麟

桃

葡
蔔

杏
梅

斤

三
二
○
○

壽
星
農
場

民
國
十
五

年

彭
浦
金
十

圖

十
五
畝

德
和
公
司

桃

担

七
○
○

森
林

本
縣
地
勢
少
高
山
平
原
不
宜
森
林
除
每
年
植
樹
節
於
縣
道

栽
種
外
其
護
塘
森
林
以
護
塘
爲
主
旨
故
另
載
水
利
志

蠶
桑

本
邑
蠶
桑
續
志
以
大
場
廣
福
業
此
者
較
多
餘
皆
零
星
細
戶

不
能
自
備
烘
灶
致
受
人
壟
斷
獲
利
微
細
近
日
改
少
矣
桂
人
馬
君

武
曾
在
楊
行
栽
桑
數
千
株
並
請
農
校
蠶
料
畢
業
生
周
廷
楨
担
任

指
導
成
績
頗
佳
祇
以
售
價
低
落
致
受
虧
折
遂
卽
停
止
進
行
矣

畜
牧

邑
境
畜
牧
事
業
除
續
志
所
載
外
在
城
市
各
沙
有
專
行
養
鴨

者
年
約
數
萬
供
滬
上
各
菜
館
之
用
此
外
有
養
雞
場
及
養
蜂
場
多

處
列
表
於
后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面

積

倡

辦

人

主
要
作
物

年

產

量

備

攷

彭
浦
養
雞
場

十
四
年

彭
浦
金
十
九

圖

四
畝

林
澤
民

洋
種
鷄

蛋
萬
餘
枚

德
園
鷄
場

十
五
年

江
灣
靑
年
村

會

十
五
畝

費
中
成

黃
中
允

白
色
單
冠

來
克
亭
鷄

雛
鷄
五
千
隻

品

園

十
六
年

彭
浦
金
八
圖

四
畝

沈
釗
明

凌
志
前

洋
種
鷄

雛
鷄
百
餘
蛋

千
枚

高
氏
農
場

十
七
年

夜
十
二
圖

十
餘
畝

高
伯
俊

洋
種
鷄

蜜
蜂

元

七
○
○

中
華
養
蜂
場

十
四
年

江
灣
北
周
家

宅

十
畝

周
文
彬

蜜
蜂

箱

一
五
○

樂
羣
養
蜂
場

十
五
年

江
灣
鎭
西
巿

一
畝

劉
道
魁

蜜
蜂

箱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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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
農
具
一
覽
表

名

稱

構

造

作

用
價
格

備

攷

手

鋤

分
頭
柄
二
部
頭
呈
斧
形
鍊
鐵
製

成
柄
以
竹
之
堅
硬
而
須
根
部
者

爲
佳

適
用
於
中
耕
除
草
覆
土

等

每
把
約
三

四
角

俗
稱
鋤
頭

鐵

搭

分
頭
柄
二
部
頭
有
四
齒
以
鍊
鐵

製
成
扁
而
長
呈
鑿
形
柄
同
手
鋤

適
用
於
整
地
翻
土

毎
把
約
四

五
角

俗
種
四
齒
耙

鐮

刀

分
頭
柄
二
部
頭
係
半
月
形
鐵
製

柄
長
尺
許
圓
木
棍

適
用
于
割
草
及
刈
禾
本

科
等
作
物

毎
把
約
三

四
角

俗
稱
鈎
刀

九
齒
耙

分
背
齒
柄
三
部
背
成
一
字
形
附

尖
長
之
圓
錐
刺
九
故
名
以
熟
鐵

製
成
柄
長
二
尺
餘
用
堅
木
爲
之

適
用
於
耘
草
碎
土
除
去

磚
石
等

每
把
約
五

角

鏟

分
刀
柄
二
部
刀
呈
長
方
形
熟
鐵

製
成
柄
長
二
尺
有
奇

適
用
於
掘
泥
挖
土
及
田

畔
剷
草

每
把
約
五

角

俗
稱
鏟
刀

水

溝

鏟

分
刀
柄
二
部
刀
形
如
鏟
口
稍
向

外
背
略
圓
且
輕
薄
熟
鐵
製
成
柄

長
四
五
尺

適
用
於
鏟
掘
水
溝
間
細

碎
鬆
土

每
把
約
四

五
角

犂

此
具
構
造
複
雜
田
犂
轅
犂
鑱
犂

壁
犂
底
犂
梢
犂
箭
犁
釘
犂
槃
犂

押
犂
頭
等
部
構
成
鑱
壁
用
生
鐵

製
成
鈎
爲
用
熟
鐵
轅
底
稍
箭
槃

押
頭
等
用
堅
勒
之
木
料
爲
之
尤

以
桑
樹
爲
最
佳

適
用
於
翻
土
碎
土
等

毎
架
約
三

四
元

輥

軸

兩
旁
爲
二
主
柱
長
三
尺
左
右
用

厚
木
爲
之
中
距
二
尺
許
置
輥
軸

軸
直
徑
約
四
寸
面
釘
竹
片
五
六

條
相
離
各
寸
許
軸
前
後
約
距
二

三
寸
處
橫
以
闊
板
以
便
連
固

專
用
鎭
壓
土
面

毎
架
約
二

元

俗
稱
耬

耙

構
造
與
輥
軸
大
致
相
同
惟
中
間

無
輥
軸
而
前
後
兩
橫
板
之
下
部

均
附
斜
三
角
形
之
刀
一
排

適
用
於
切
土
塊
除
雜
草

及
拌
和
平
匀
疏
鬆
土
壤

等

毎
架
約
四

元

五
齒
中

耕
器

前
端
爲
鐵
輪
一
中
部
有
槓
桿
後

有
木
柄
二
鏟
頭
列
在
全
部
之
下

有
五
筒
用
軟
心
銅
製
成
其
他
各

部
用
熟
鐵
製
柄
則
用
堅
木

除
雜
草
及
疏
鬆
土
壤
之

用

毎
架
約
銀

二
十
元

此
係
東
南
大
學
農
科
仿
造
美
國

式
之
新
式
農
具

播
種
機

構
造
複
雜
重
要
部
分
如
開
關
手

柄
犂
頭
掩
土
器
壓
土
輪
鐵
練
原

動
輪
開
關
器
貯
種
箱
牽
引
鈎
把

柄
漏
斗
鐵
練
緊
鬆
器
等

播
種
棉
花

毎
架
約
二

十
元

東
南
大
學
李
炳
芬
倡
造
俗
種
棉

花
條
播
機
又
名
厚
畜
條
播
機

水

車

長
二
丈
許
高
約
二
尺
兩
旁
有
板

夾
中
置
六
七
方
寸
之
斗
板
數
十

片
鑿
方
孔
于
板
中
穿
以
鶴
滕
兩

聯
如
骱
使
板
與
板
相
離
各
數
寸

以
車
下
屬
水
而
上
倚
岸
環
其
斗

板
繫
諸
岸
上
橫
木
木
有
枝
格
如

行
馬
狀
平
枝
格
之
端
可
容
半
足

曰
車
軸
軸
旁
立
兩
木
爲
柱
橫
獨

木
於
上
車
夫
靠
之
以
運
軸

戽
水

每
架
約
三

十
元

縣
立
植
棉
試
驗
場

六
年
省
署
令
各
縣
籌
設
經
濟
農
場
五
所
本
縣

由
縣
知
事
呈
准
陶
慶
豐
爲
主
任
相
度
地
點
擇
城
西
敎
育
公
產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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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
畝
及
比
連
之
荒
地
九
畝
爲
縣
立
第
一
農
場
租
羅
店
市
公
所
公

地
六
畝
及
民
地
八
畝
爲
縣
立
第
二
農
場
租
楊
行
東
鄕
經
鄕
公
所

贖
歸
敎
育
公
產
之
集
福
菴
廟
基
及
餘
地
三
十
畝
爲
縣
立
第
三
農

場
十
年
九
月
經
邑
人
袁
希
濤
錢
淦
等
提
議
改
組
計
劃
試
辦
植
棉

試
驗
場
擬
具
籌
備
大
綱
請
縣
轉
呈
實
業
廳
核
准
由
本
邑
實
業
經

費
項
下
每
年
暫
撥
三
千
元
地
點
定
楊
行
集
福
菴
十
年
開
始
籌
備

翌
年
就
附
近
添
購
場
地
二
十
餘
畝
幷
建
場
屋
六
間
十
二
年
春
正

式
成
立
定
名
縣
立
植
棉
試
驗
場
專
以
植
棉
爲
主
並
請
前
東
南
大

學
棉
作
專
家
孫
敎
授
思
麐
王
敎
授
善
佺
葉
敎
授
元
鼎
等
設
計
規

劃
經
常
臨
時
經
費
均
由
實
業
經
費
支
給
年
約
二
千
元
是
年
三
月

由
縣
委
任
沈
魯
如
爲
主
任
季
鍾
和
爲
助
理
專
注
植
棉
之
育
種
試

驗
改
良
十
三
年
沈
魯
如
辭
主
任
職
委
季
鍾
和
繼
任
十
四
年
設
農

童
學
校
招
收
農
家
子
弟
加
以
農
事
訓
練
十
七
年
二
月
復
在
大
場

鄕
租
用
民
田
增
設
分
場
一
所
面
積
約
可
耕
地
六
十
五
畝

漁
業
增

本
邑
地
濱
江
海
魚
類
較
他
處
爲
饒
富
實
業
自
當
注
重
漁
業
續
志
以

農
業
賅
漁
業
按
之
學
科
是
也
第
邑
境
省
設
水
產
漁
業
已
日
就
進
化

爰
另
闢
漁
業
一
門
詳
誌
本
邑
魚
類
實
况
俾
漁
業
界
中
有
所
觀
感
而

興
起
焉

水
產

有
鱗
類

靑
魚
體

圓

而

稍

扁

腹

部

較

大

背

蒼

黑

肚

白

帶

黃

大

者

長

三

四

尺

產

於

江

者

曰

江

靑

養

殖

於

河

沼

者

曰

草

靑

江

靑

在

石

洞

口

及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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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興

石

頭

沙

等

處

均

有

出

產

銷

售

於

吳

淞

及

沿

江

之

各

市

鄕

市

場

草

靑

則

鄕

村

池

沼

都

有

養

殖

大

約

二

三

年

卽

可

捕

捉

以

出

售

或

自用

扁
魚
又

名

扁

花

頭

部

甚

小

體

扁

闊

背

淡

靑

身

部

銀

白

產

於

江

者

石

洞

採

陶

港

以

及

各

沙

洲

附

近

均

有

生

產

內

河

者

隨

處

均

有

天

然

生

長

者

惟

不

如

江

產

之

碩

大

而

肥

美

耳

鰱
魚
頭

大

口

闊

故

俗

名

胖

頭

魚

背

蒼

黑

鱗

細

外

江

內

河

均

有

產

品

生

長

極

速

終

年

均

可

撈

捕

續

志

載

頭

小

形

扁

俗

稱

白

鰱

似

有誤

白
魚
又

名

鱠

殘

狀

態

與

鰱

相

若

惟

頭

部

較

小

內

河

外

江

均

有

出

產

續

志

稱

鱠

殘

卽

麵

魚

有

誤

鮒
魚
俗

稱

鯽

魚

背

靑

黑

腹

帶

黃

內

地

池

沼

中

隨

處

均

有

出

產

喜

棲

息

於

隱

靜

之

處

故

知

習

性

者

有

用

魚

罩

以

捕

捉

鯉
魚
類

如

鮒

惟

口

角

有

觸

鬚

一

對

背

色

略

淡

腹

部

銀

白

是

其

異

點

鱸
魚
一

號

寒

臍

又

號

暖

臍

隨

時

期

而

異

其

名

背

部

暗

蒼

體

有

黑

花

點

腹

部

色

白

產

於

河

沼

者

味

較

江

產

爲

美

續

志

稱

罽

魚

有

誤

蓋

罽

魚

產

於

嘉

定

以

西

淸

水

河

中

邑

境

感

受

混

潮

並

無

出

產

鯔
魚
體

狀

略

圓

背

部

色

暗

蒼

腹

部

銀

白

至

冬

季

則

微

黃

性

活

潑

羣

棲

於

港

灣

河

口

等

處

得

養

殖

於

內

地

池

沼

中

早

春

放

秧

冬

初

已

可

撈

捕

以

出

售

此

魚

與

鰱

白

等

魚

爲

最

易

成

長

之

魚

類

故

農

家

多

有

養

殖

者

鱠
魚
頭

部

扁

大

尾

部

側

扁

體

蒼

黑

棲

息

於

水

之

下

層

子
鱭
又

名

考

子

魚

體

長

五

寸

至

六

寸

高

不

及

二

寸

滿

腹

藏

子

故

以

名

邑

境

臨

江

各

地

均

有

出

產

尤

以

石

頭

沙

祟

寶

沙

間

爲

最

多

自

三

月

至

五

月

爲

產

汎

在

此

產

汎

中

漁

夫

以

帆

船

爲

流

剌

網

駛

抵

魚

場

捕

捉

其

獲

得

之

魚

大

抵

包

銷

於

上

海

吳

淞

等

各

大

魚

行

或

另

售

於

沿

江

一

帶

之

各

市

場

爲

本

邑

魚

類

之

大

宗

出

品

也

鱭
魚
形

體

與

子

鱭

相

若

惟

較

瘦

而

無

子

石

頭

沙

採

陶

港

石

洞

口

一

帶

爲

出

產

最

旺

之

區

自

四

月

至

六

月

爲

產

汎

帆

船

以

挑

網

駛

抵

產

地

捕

捉

其

捕

獲

之

魚

卽

在

就

地

銷

售

續

志

指

鱭

魚

卽

考

子

魚

有

誤

饅
頭
魚
頭

大

體

長

四

寸

左

右

生

產

於

銅

沙

附

近

銷

售

於

吳

淞

等

處

黃
花
魚
體

長

八

寸

左

右

高

二

寸

餘

頭

大

身

帶

黃

色

自

一

月

至

三

月

爲

產

汛

者

名

曰

南

洋

鮮

又

名

春

魚

又

名

古

堂

鮮

早

春

用

冰

運

末

汛

多

鹽

藏

自

三

月

至

四

月

下

旬

爲

產

汛

者

曰

北

洋

鮮

均

以

鹽

藏

運

銷

是

魚

出

產

於

呂

泗

洋

面

漁

者

以

載

重

五

百

擔

之

帆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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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備

囊

網

駛

抵

產

地

捕

捉

大

約

每

汛

旬

日

可

獲

魚

二

百

餘

担

銷

售

於

吳

淞

及

瀏

河

等

處

各

魚

行

以

批

發

於

蘇

州

嘉

定

太

倉

等

鄰

縣

及

邑

境

之

各

市

場

以
上
二
魚
雖
非
本
邑
產
品
以
銷
路
較
廣
爲
數
最
巨
故
附
及
之

白
絲
魚
狀

如

小

鱸

魚

色

銀

白

眼

大

嘴

蹺

肉

甚

細

外

江

內

河

均

有

出

產

塘
鯉
魚
肥

體

圓

長

不

及

三

寸

鱗

色

淡

黃

兼

以

小

黑

點

三

四

月

間

滿

腹

藏

子

炸

熷

後

再

以

醬

醋

調

製

爲

下

酒

之

美

品

也

無
鱗
類

鮰
魚
又

名

白

吉

形

如

沙

魚

上

顎

突

出

下

顎

位

近

於

腹

部

背

尖

如

三

角

形

眼

小

腹

膨

肉

鰭

胃

白

靭

價

格

頗

貴

自

南

炮

台

至

老

石

洞

附

近

爲

出

產

之

區

其

產

汎

大

約

七

月

至

九

月

又

名

貪

食

時

期

追

逐

魚

鰕

而

鮰

游

鮰

魚

之

名

以

是

而

得

捕

捉

之

法

以

滾

鈎

者

居

多

銷

路

爲

吳

淞

上

海

及

邑

境

沿

江

之

各

市

場

銀
魚
又

名

麵

魚

頭

扁

色

白

長

三

寸

餘

體

透

明

鮮

活

者

能

見

其

腹

中

呼

吸

狀

自

二

月

至

五

月

間

爲

產

汎

漁

者

以

挑

船

赴

石

頭

沙

石

洞

口

等

處

撈

捕

鮮

運

至

吳

淞

上

海

及

邑

境

沿

江

之

各

市

場

銷

售

生
瓜
魚
狀

如

銀

魚

較

長

大

惟

無

子

六

七

月

間

沿

江

各

地

均

有

出

產

祇

以

產

數

不

多

惟

在

本

地

銷

售

而

已

肉
柱
魚
俗

名

小

沙

魚

頭

闊

扁

長

四

五

寸

產

於

江

灘

淺

水

中

善

跳

躍

不

善

游

泳

漁

者

候

潮

退

時

至

江

灘

水

潭

中

都

以

徒

手

捕捉

海
燕
長

一

寸

餘

體

扁

尾

尖

冬

季

腹

中

滿

藏

魚

子

亦

產

於

江

灘

淺

水

中

油

灼

或

鹽

溜

洒

乾

冲

湯

以

佐

膳

頗

美

味

云

河
䐁
魚
體

圓

腹

部

大

頭

略

小

於

軀

幹

皮

膚

平

滑

常

居

外

海

沙

礫

底

三

四

月

溯

江

而

產

卵

斯

時

其

生

殖

器

及

肝

臟

生

河

䐁

酸

食

之

往

往

中

毒

喜

食

者

宜

將

尻

部

割

除

幷

洗

滌

潔

凈

爲

要

鰻
魚
體

圓

柱

形

有

蒼

暗

茶

碣

暗

綠

等

色

常

棲

於

隱

靜

之

河

川

港

灣

間

大

者

重

四

五

斤

味

頗

鮮

美

小

者

味

帶

土

氣

不

甚

適

口

云

鱔
魚
大

者

曰

蒲

鱔

體

作

圓

柱

形

長

二

尺

左

右

背

黑

腹

黃

常

穴

居

於

河

灘

淺

水

中

漁

者

以

鐵

杆

磨

鈎

附

以

餌

以

捕

捉

之

在

五

月

間

出

產

最

多

故

小

者

曰

黃

鱔

色

較

淡

產

於

稻

田

或

低

窪

之

地

農

民

都

有

鋤

田

時

獲

得

而

出

售

者

惟

邑

境

農

田

棉

稻

逐

年

更

易

與

西

鄕

久

種

稻

田

者

不

同

故

是

項

魚

類

出

產

不

多

鞋
底
魚
體

側

扁

若

鞋

底

然

係

近

海

魚

色

淡

黃

兼

以

黑

點

狀

頗

惡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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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泥
鱒
體

圓

柱

形

長

三

四

寸

尾

側

扁

皮

膚

富

粘

質

色

蒼

黑

喜

居

低

窪

之

汚

泥

中

味

有

土

氣

不

常

食

鱘
黃
魚
背

有

骨

甲

故

又

名

著

甲

其

甲

晒

乾

後

以

鮮

湯

淸

燉

鬆

脆

有

味

南

貨

鋪

所

售

之

明

骨

卽

此

物

也

其

色

扁

體

橙

黃

間

著

黑

色

兩

口

角

有

觸

鬚

皮

肉

富

膠

質

雖

在

伏

天

亦

能

堅

凍

不

解

大

者

重

一

担

餘

老

石

洞

一

帶

時

有

捕

獲

銷

售

於

羅

店

蘇

州

等

處

視

爲

美

味

頗

得

善

價

續

志

載

鱘

鯉

異

種

似

非

確

論

尺
魚
狀

扁

圓

如

釜

蓋

然

色

黃

而

兼

以

黑

花

點

四

圍

有

脂

肪

之

裙

邊

最

肥

肺

臟

亦

可

食

產

於

江

狀

劣

食

者

少

價

不

貴

純
鎗
魚
俗

名

野

白

吉

圓

柱

形

色

銀

白

口

有

堅

梗

之

剌

長

度

過

體

之

半

喜

食

小

魚

類

沿

江

一

帶

多

有

出

產

大

者

有

一

担

數

十

斤

之

巨

云

黑
魚
圓

柱

狀

色

花

黑

頭

部

有

花

紋

七

點

如

星

狀

尾

鰭

堅

梗

有

力

棲

息

於

河

底

軟

泥

中

喜

食

魚

類

故

內

河

池

沼

中

如

生

此

魚

則

他

魚

必

致

減

種

養

殖

者

宜

注

意

之

肉

細

緻

可

口

爲

燻

魚

或

魚

生

魚

片

等

都

用

之

甲
殼
類

白
蝦
殼

薄

色

白

帶

靑

體

長

不

及

二

寸

七

八

月

間

爲

產

汛

石

頭

沙

附

近

洋

面

出

產

最

旺

以

挑

船

撈

捕

包

銷

於

上

海

吳

淞

等

處

各

魚

行

爲

數

頗

鉅

云

米
蝦
又

名

鮮

蝦

色

白

體

長

半

寸

六

七

月

間

爲

產

汛

以

石

頭

沙

老

石

洞

口

等

處

爲

出

產

最

富

其

捕

捉

方

法

及

銷

售

之

處

與

白

蝦

同

靑
蝦
殻

薄

體

軟

色

黃

而

間

以

緣

點

棲

息

於

近

海

靜

隱

之

沙

泥

中

紅
蝦
殼

薄

生

細

毛

體

淡

紅

而

間

以

蒼

色

亦

棲

息

於

近

海

靜

隐

之

沙

泥

中

二

者

出

產

均

不

甚

豐

富

故

內

地

不

常

見

也

時
蝦
生

於

內

地

河

沼

中

殼

堅

靭

色

淡

靑

其

環

節

或

間

赭

點

終

年

均

有

生

產

惟

四

五

月

間

爲

尤

甚

且

此

時

腦

巾

生

黃

滿

腹

藏

子

其

昧

最

佳

故

名

時

蝦

捕

捉

之

法

或

以

網

或

以

簏

或

涉

水

在

河

藻

繁

茂

之

處

捉

摸

隨

時

而

異

也

銷

售

於

本

境

現

有

收

集

以

包

銷

上

海

者

蟹
有

江

蟹

河

蟹

之

分

江

蟹

背

淡

靑

腹

純

白

味

不

若

河

蟹

鮮

美

如

製

鹹

蟹

醉

蟹

似

尙

適

宜

十

一

月

體

堅

實

雄

者

頗

肥

碩

可

口

河

蟹

背

暗

靑

而

有

工

字

形

腹

有

褐

色

斑

紋

其

鱭

突

起

者

爲

佳

羅

店

廣

福

出

產

者

最

著

捕

捉

江

蟹

以

網

河

蟹

以

籪

銷

售

於

本

境

及

上

海

等

處

蟚
蜞
如

蟹

而

小

脚

部

生

毛

其

螫

則

否

色

靑

黃

霉

時

或

有

紅

色

體

前

部

作

四

角

形

後

部

稍

圓

穴

居

於

河

邊

或

低

窪

之

地

爲

有

害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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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作

物

之

虫

類

惟

農

人

捕

捉

以

餵

鴨

及

爲

瓜

類

等

施

肥

之

用

云

蝨
蟹
色

白

大

如

小

錢

春

初

產

於

江

隨

潮

汛

入

捕

漁

者

於

未

上

潮

時

撒

網

於

浦

底

待

潮

落

時

起

網

卽

可

獲

多

量

之

蝨

蟹

行

銷

於

滬

上

其

食

法

以

小

臼

㨶

成

醬

盛

稀

布

袋

中

將

瀝

出

之

汁

爲

蟹

糊

及

煑

湯

等

甚

爲

鮮

美

云

蝦
子
將

白

蝦

侵

入

水

缸

中

以

棒

攪

動

則

其

子

自

然

脫

落

沉

澱

於

缸

底

撈

起

晒

乾

後

以

文

火

炒

熟

儲

藏

不

壞

吳

淞

魚

舖

中

有

出

售

者

介
殼
類

蚌
殼

膨

脹

爲

長

楕

圓

形

前

部

尖

薄

後

部

突

起

若

釜

底

然

體

之

前

端

有

軟

臅

角

能

自

由

伸

縮

著

物

則

其

殼

緊

閉

遇

太

陽

則

開

張

而

曝

露

喜

棲

息

於

淡

水

軟

泥

中

外

江

內

河

均

有

出

產

其

肉

軟

靭

且

富

粘

質

食

者

未

煑

前

須

用

杵

搥

其

邊

部

使

爛

去

其

粘

質

則

酥

悶

適

口

中

有

圓

柱

形

之

腑

臟

卽

南

貨

舖

出

售

之

干

貝

味

頗

鮮

美

冬

至

節

前

後

邑

境

均

有

出

售

而

高

橋

習

俗

爲

淸

明

節

家

家

必

需

之

品

蜆
介

殼

膨

脹

爲

心

狀

形

其

習

性

與

蚌

相

似

惟

祇

生

於

內

地

河

沼

出

產

最

多

價

亦

不

貴

貧

者

多

有

獲

而

自

食

之

蛤
俗

稱

蛤

子

又

稱

蛤

螭

有

紋

蛤

烏

蛤

二

種

邑

境

出

品

不

多

故

通

常

食

品

不

多

覯

也

削
蟶
介

殼

膨

脹

尖

長

亦

棲

息

於

內

地

河

沼

中

其

肉

與

蜆

相

似

其

殼

將

隆

起

之

一

端

磨

穿

可

爲

鉋

削

瓜

果

等

用

故

以

是

名

螺
螄
殼

爲

獨

樂

狀

頭

之

前

部

有

心

狀

之

薄

片

名

曰

蝶

以

隱

蔽

其

全

身

下

有

觸

角

一

對

爲

全

部

知

覺

之

利

器

喜

棲

息

於

淡

水

泥

中

內

地

池

沼

中

均

有

出

產

早

春

未

生

子

前

味

鮮

美

至

三

四

月

後

則

帶

有

苦

味

農

人

捕

之

以

餵

魚

及

田

園

施

肥

之

用

漁
船
及
網
法

邑
境
漁
戶
多
貧
苦
小
民
乏
鉅
大
漁
船
及
設
備
完
全

之
漁
具
大
都
恃
一
葉
扁
舟
操
作
生
息
於
其
中
至
簡
陋
也
茲
將
各

種
漁
船
名
稱
及
網
法
等
列
后
並
附
水
產
學
校
實
習
船
槪
况

滾
鈎
船

用
長
約
二
丈
寬
六
尺
左
右
之
小
船
備
空
鈎
五
百
枚
至
八

百
枚
平
潮
出
港
至
魚
場
後
船
首
逆
內
潮
流
將
附
有
浮
筒
碇
石
之

一
端
以
鈎
索
投
之
水
中
使
櫓
或
藉
風
力
斜
內
潮
流
橫
駛
逐
漸
將

鈎
放
出
末
端
繫
於
船
尾
數
小
時
後
起
鈎
取
魚
此
法
凡
捕
捉
鮰
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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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鰱
白
等
魚
均
適
用
之

剌
網
船

以
流
剌
網
三
十
具
至
五
十
具
需
漁
夫
三
四
人
用
長
三
丈

寬
八
尺
之
帆
船
落
潮
時
出
港
赴
漁
場
平
潮
下
網
須
橫
切
潮
流
而

下
魚
則
溯
潮
逆
游
剌
入
網
目
捕
捉
子
鱭
等
之
魚
具
也

挑
船

用
長
四
丈
寬
一
丈
左
右
之
漁
船
備
巨
形
木
錨
及
囊
網
二
具

裝
置
於
挑
竹
分
挑
於
船
腹
之
兩
側
迎
潮
則
網
開
張
迨
潮
退
水
力

遲
緩
起
網
取
魚
旣
滿
藏
於
囊
中
矣
此
爲
捕
捉
鱭
銀
刀
鱭
白
蝦
鰻

頭
魚
等
均
適
用
之

囊
網

此
爲
捕
捉
黃
花
魚
應
用
之
漁
具
法
以
載
重
五
百
担
左
右
之

漁
船
備
囊
網
正
副
各
一
具
駛
至
呂
泗
洋
產
地
水
深
處
潮
上
時
敷

網
於
海
底
因
潮
開
張
羣
魚
順
潮
流
以
入
網
俟
平
潮
時
起
網
卽
獲

多
量
之
魚

插
網

備
長
網
數
十
丈
未
上
潮
時
圍
插
於
漁
場
灘
地
上
潮
時
魚
隨

潮
入
落
潮
時
魚
不
能
突
圍
而
出
涸
於
灘
上
漁
者
卽
可
任
意
拾
取

如
有
水
潭
等
處
可
再
用
手
操
網
捕
獲
之
此
法
爲
石
洞
口
石
頭
沙

等
處
灘
場
捕
捉
鯖
白
鰱
鯿
等
魚
均
用
之

牽
網

張
網
於
曲
屈
之
細
竹
竿
作
四
方
形
四
竿
之
中
央
繫
以
長
竿

並
堅
實
之
繩
索
將
網
置
之
中
流
上
潮
時
漁
者
靜
俟
於
河
干
隨
時

舉
網
以
取
魚
網
之
大
者
幷
用
竹
架
以
支
之

撒
網

漁
者
在
潮
流
時
在
河
干
隨
走
隨
撒
隨
撒
隨
起
卽
能
得
魚
此

係
捕
小
魚
類
及
蝦
蟹
等
之
漁
具
不
必
固
定
地
點
也

拖
網

放
在
河
中
逆
流
拖
行
每
數
百
步
拉
起
一
次
以
取
魚
此
亦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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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河
用
之
漁
具
也

淌
網

漁
者
涉
足
水
中
將
網
置
之
水
底
內
前
淌
去
以
捕
魚
類
在
外

江
則
淌
麵
魚
白
蝦
等
在
內
河
則
淌
時
蝦
螺
螄
等
均
用
之

手
操
網

是
網
甚
小
以
三
尺
左
右
之
細
竹
紥
成
三
角
形
繫
網
於
上

網
口
之
中
央
繫
以
長
竿
卽
已
竣
事
凡
在
狹
小
之
池
沼
中
都
用
之

白
划
船

魚
性
喜
白
色
是
船
全
部
漆
白
月
晦
時
放
乎
中
流
魚
見
白

色
則
喜
而
跳
躍
自
入
船
中
晨
興
漁
者
可
不
勞
而
獲
也

水
鴉
船

是
船
長
一
丈
四
五
尺
狹
小
靈
便
漁
者
蓄
水
鴉
七
八
頭
或

數
十
頭
不
等
餵
以
豆
腐
紥
其
頸
項
潮
上
時
將
水
鴉
驅
入
河
流
令

其
捕
捉
魚
類
如
有
所
獲
以
竿
驅
起
執
頸
以
取
出
之
隨
取
隨
放
所

獲
頗
多
惟
難
得
較
大
之
魚
類
且
不
甚
新
鮮
不
能
售
善
價
也

魚
罩

狀
如
雞
罩
三
四
月
或
七
八
月
間
薀
草
茂
盛
之
時
刈
割
而
置

於
隱
靜
之
河
沼
中
下
散
以
餌
加
罩
於
上
如
遇
和
暖
天
氣
鯽
魚
等

魚
類
羣
棲
而
喞
呷
于
下
漁
者
可
乘
機
將
罩
壓
下
以
捕
捉
也

蝦
簏

編
圓
徑
三
寸
長
一
尺
左
右
之
竹
簏
中
開
圓
洞
再
以
兩
頭
空

洞
之
簏
加
置
其
上
中
作
丁
字
形
實
以
餌
每
離
三
四
尺
連
綴
繫
以

繩
約
五
六
十
枚
置
之
河
中
過
一
潮
汛
則
蝦
游
入
簏
中
漁
者
將
繩

收
起
可
在
簏
中
遂
一
捕
捉
也

蠏
籪

編
竹
爲
籬
橫
置
於
河
中
籬
之
一
端
置
一
方
形
之
器
其
名
曰

籪
籪
開
方
洞
有
門
上
下
活
動
如
閘
然
置
避
風
之
燈
火
蠏
見
燈
光

則
上
籬
而
趨
入
籪
中
漁
者
卽
可
乘
機
將
門
閘
上
逐
一
捕
捉
如
遇

蠏
陣
每
夜
能
獲
數
十
斤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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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水
產
學
校
淞
航
號
實
習
船
造
於
民
國
四
年
船
料
用
柚
木
長
五
十
六

呎
闊
十
二
呎
六
寸
深
六
呎
總
噸
數
三
十
二
噸
機
械
用
石
油
發
動

機
二
十
六
匹
馬
力
全
船
造
價
一
萬
另
二
百
元
海
豐
號
實
習
船
造

於
民
國
八
年
十
一
月
船
料
用
柚
木
與
花
旗
松
長
四
十
六
呎
闊
十

呎
深
四
尺
總
噸
數
十
二
噸
機
械
用
柴
油
發
動
機
二
十
匹
馬
力
全

船
造
價
四
千
八
百
元
以
上
兩
船
均
供
歷
屆
學
生
漁
撈
實
習
及
航

海
實
習
之
用
航
行
範
圍
爲
江
蘇
浙
江
二
省
沿
海
及
長
江
下
游
吳

淞
至
南
京
間
漁
場
約
在
北
緯
三
十
一
度
東
經
一
百
二
十
二
度
附

近
魚
類
貯
藏
法

魚
類
貯
藏
之
法
普
通
用
冰
藏
鹽
藏
乾
製
罐
詰
四
種

冰
藏
法
最
爲
簡
單
卽
將
鮮
魚
埋
藏
於
天
然
冰
或
人
造
冰
中
用
以

保
存
魚
類
短
時
間
之
鮮
度
鹽
藏
法
可
分
二
種
一
爲
鹽
水
漬
法
卽

將
魚
類
浸
漬
於
食
鹽
水
中
藉
以
防
腐
一
爲
鹽
漬
法
卽
以
食
鹽
徧

擦
魚
體
重
重
積
叠
於
木
桶
中
底
面
撒
布
食
鹽
保
存
時
間
較
爲
長

久
應
用
此
種
貯
藏
法
者
魚
體
中
可
得
相
當
之
鹹
味
乾
製
法
者
或

用
日
晒
或
用
火
焙
務
使
魚
體
中
之
水
分
完
全
蒸
散
其
用
淡
水
洗

淨
後
而
乾
燥
者
曰
素
乾
品
經
鹽
水
一
度
之
侵
漬
再
用
淡
水
洗
淨

而
乾
燥
者
曰
鹽
乾
品
魚
體
用
水
煑
熟
然
後
乾
燥
者
曰
煑
乾
品
罐

詰
貯
藏
之
法
甚
多
適
用
於
國
人
嗜
好
之
魚
類
罐
詰
約
有
三
種
一

曰
水
漬
製
卽
將
生
魚
處
理
適
當
後
裝
入
罐
中
注
入
淸
水
密
封
而

加
熱
製
成
之
此
品
可
用
作
庖
廚
中
烹
調
之
原
料
二
日
調
味
製
將

魚
獲
物
加
以
醬
油
白
糖
香
料
等
先
行
煑
熟
後
裝
罐
加
熱
殺
菌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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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成
製
品
三
日
燻
煠
製
將
魚
類
先
行
適
當
之
調
理
再
經
油
煠
及
燻

煙
工
作
然
後
封
罐
製
成
用
二
三
兩
法
製
成
之
品
家
庭
行
旅
可
以

隨
時
取
食
毋
須
再
行
調
味
也

漁
戶
及
魚
商

漁
戶

鹹
魚
行
之
漁
戶
以
山
東
江
北
一
帶
人
居
多
約
計
有
船
二
百

餘
艘
漁
戶
放
洋
前
向
例
先
向
行
中
借
貸
伙
食
等
費
俟
捕
得
魚
類

後
卽
歸
行
承
銷
除
去
行
佣
外
並
算
還
其
貸
金
及
利
息
間
有
並
不

向
行
中
借
貸
者
其
魚
貸
出
售
可
自
擇
行
主
也
鮮
魚
行
之
漁
戶
以

土
著
居
多
有
船
百
號
左
右
其
船
有
歸
行
主
置
備
而
租
與
漁
戶
者

有
歸
漁
戶
自
備
者
有
歸
行
主
置
備
而
僱
用
舵
工
網
手
者
向
無
定

例
惟
漁
戶
自
備
者
佣
輕
向
行
租
用
者
佣
重
受
行
主
僱
用
之
舵
工

網
手
祗
得
飯
食
薪
資
而
已
其
貸
金
之
例
與
鹹
魚
行
相
若
但
行
主

都
有
向
申
行
借
貸
而
轉
借
者
此
其
例
外
耳
內
地
之
漁
戶
以
半
耕

半
漁
者
居
多
間
有
以
船
爲
家
俗
所
謂
網
船
者
均
係
客
籍
人
民
來

去
都
無
定
蹤
似
不
能
與
邑
中
漁
戶
同
一
計
及
也

魚
行
分
鹹
魚
行
鮮
魚
行
兩
類
鹹
魚
行
均
設
於
吳
淞
自
外
海
捕
獲

後
以
鹽
漬
運
至
行
內
另
售
於
邑
境
及
鄰
縣
等
各
市
場
三
四
月
間

銷
售
黃
花
鮝
魚
等
爲
數
最
巨
俗
稱
洋
汛
鮮
魚
行
外
江
則
有
長
興

等
沙
內
地
則
有
吳
淞
高
橋
盛
橋
等
處
大
率
自
備
漁
船
一
二
艘
及

五
六
艘
不
等
其
魚
貸
除
本
地
銷
售
外
均
包
銷
於
上
海
至
於
內
地

之
魚
商
不
過
承
銷
散
戶
之
魚
類
値
一
地
貨
行
似
不
能
以
魚
行
相

提
並
論
也
茲
將
邑
境
中
之
領
長
短
期
登
錄
憑
證
之
各
魚
商
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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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於
後

各
市
鄕
魚
商
表

牌

號
類

別
等

級
經

理

人
所

在

地

玉

記
本

鮮
四

等
朱

玉

庭
廣

福

泰

昌
本

鮮
四

等
王

思

明
長

興

沙

長

盛
本

鮮
四

等
夏

永

濤
本

城

大

成
海

鮮
三

等
婁

寶

華
吳

淞

恆

順
海

鮮
三

等
郭

殿

卿
江

灣

同

發

祥
本

鮮
四

等
孫

念

仁
長

興

沙

哲

記
本

鮮
四

等
陸

炳

文
月

浦

合

記
本

鮮
四

等
李

譽

添
羅

店

洪
泰
仁
記

本

鮮
四

等
陳

典

章
羅

店

德

盛
本

鮮
四

等
黃

文

慶
高

橋

協

興
本

鮮
四

等
何

俊

卿
高

橋

春

記
本

鮮
四

等
陸

春

台
月

浦

永

泰
本

鮮
四

等
黃

伯

奎
吳

淞

隆

興
本

鮮
四

等
馬

阿

林
大

場

正

泰
海

鮮
四

等
嚴

正

興
盛

橋

德

興
本

鮮
四

等
師

阿

三
大

場

長

泰
本

鮮
四

等
黃

茂

生
楊

行

合
興
祥
記

本

鮮
四

等
李

祥

生
大

場

生

記
本

鮮
四

等
沈

月

生
大

場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漁
業

十
四

源

盛
鮮

魚
四

等
朱

元

英
月

浦

同

茂

昌
海

鮮
三

等
施

阿

大
吳

淞

長

興
本

鮮
四

等
劉

得

生
大

場

永

泰
海

鮮
三

等
張

伯

賢
吳

淞

和

泰

祥
海

鮮
三

等
馬

心

範
長

興

沙

施

永

順
海

鮮
三

等
施

樹

馨
吳

淞

恆

源
本

鮮
四

等
金

岐

卿
眞

如

曹

泰
本

鮮
四

等
曹

慶

祥
江

灣

合

順
本

鮮
四

等
曹

愼

邦
大

場

殿

泰

魚

二

等
張

少

華
吳

淞

陳

義

泰

魚

二

等
陳

元

章
盛

橋

大

興
海

鮮
三

等
徐

永

祥
大

場

榮

記
本

鮮
四

等
夏

阿

榮
大

場

孟

記
本

鮮
四

等
徐

孟

生
大

場

庭

記
本

鮮
四

等
周

建

庭
大

場

同

興
本

鮮
四

等
王

湘

明
廣

福

源

茂

魚

二

等
任

欽

同
吳

淞

協

森
海

鮮
三

等
張

金

錢
楊

行

寶

豐

魚

二

等
裘

薏

生
吳

淞

洽
鑫
公
記

海

鮮
三

等
劉

蔡

揚
楊

行

公

順

興
海

鮮
三

等
陳

學

其
盛

橋

沈

隆

興
本

鮮
四

等
沈

永

興
大

場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漁
業

十
五

永

興
海

鮮
三

等
趙

開

元
盛

橋

義

泰
海

鮮
三

等
陳

新

根
盛

橋

李

同

泰
本

鮮
四

等
李

鳳

芳
廣

福

榮

記
本

鮮
四

等
趙

炳

榮
本

城

合

記
本

鮮
四

等
邵

楊

記
廣

福

合

記
本

鮮
四

等
魯

阿

三
本

城

鮑

仲

記
本

鮮
四

等
鮑

仲

文
月

浦

東

興

泰
海

鮮
三

等
李

茂

卿
高

橋

源
順
合
記

本

鮮
四

等
黃

少

卿
眞

如

長

源
本

鮮
四

等
吳

桂

堂
眞

如

永

昌
本

鮮
四

等
沈

承

明
高

橋

生

利
本

鮮
四

等
吳

生

利
大

場

合

記
本

鮮
四

等
黃

兆

祥
楊

行

萃

盛
魚

行
二

等
孫

侶

筠
吳

淞

隆

順
本

鮮
四

等
錢

同

福
盛

橋

正

大
魚

行
二

等
周

伯

英
吳

淞

永

順
本

鮮
四

等
陳

華

榮
月

浦

同

茂

昌
海

鮮
三

等
施

阿

大
吳

淞

永

泰
本

鮮

程

潤

記
楊

行

復

興
本

鮮

金

聘

珍
楊

行

源

順
本

鮮

蔣

舜

家
羅

店

順

泰
本

鮮

曹

允

明
盛

橋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漁
業

工
商
業

十
六

公

茂
海

鮮

陳

增

源
盛

橋

源

興
本

鮮

張

長

孫
陳

行

祥

泰
本

鮮

劉

允

嘉
劉

行

源

盛
海

鮮

王

樸

生
砲

台

灣

恆

盛
本

鮮

錢

寶

珍
盛

橋

合

東
海

鮮

曹

明

祥
盛

橋

新

東
本

鮮

徐

祥

賢
劉

行

長

發
海

鮮

周

生
吳

淞

恆

順
海

鮮

沈

贊

成
吳

淞

工
商
業
商
埠
附

邑
境
工
業
狀
况
一
如
續
志
所
載
近
年
來
無
甚
進
展
祗
各
項
工
廠
略

有
增
減
茲
彙
表
如
下
並
以
習
藝
所
及
遊
民
模
範
二
工
廠
等
附
焉
再

續
志
工
廠
商
廠
分
列
按
其
實
際
均
工
廠
也
茲
卽
合
併
爲
一
其
不
屬

工
廠
性
質
者
別
列
公
司
一
門
以
槪
之

各
項
工
廠
表

類別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倡
辦
人
或

經
理
姓
名

資
產
數

機
件
數

工
人
數

出

品

年
產
量

商

標

備

考

棉織類

震

亞
三

年

閘
北
倫

敦
路

杭
樹
敏

元

三
○
○
○
○
○

一
○

二
一

布

元

□
○
○
○
○
○

義

和
三

年

閘
北
中

華
新
路

張
九
中

元

八
○
○
○
○

二
○

二
二
四

線

襪

毛

帕

元

三
○
○
○
○

惠

民
六

年

九

月

城
內
縣

前
街

徐
紀
鍾

元

一
○
○
○
○

架

二
○
○

三
○
○

毛

巾

打

七
○
○
○
○

山
字
牌

已
見
續
志
近
更

增
添
機
件
推
廣

營
業

鴻

大
七

年

七

月

閘
北
民

德
路

喩
鴻
泉

元

六
○
○
○

四

二
○

線

繩

枝

一
三
○
○
○

雁

陽

棉

三

星
七

年

八

月

城
內
楊

家
衖

郁
季
貧

元

一
○
○
○
○

架

一
○
四

一
四
○

毛

巾

四
五
○
○
○

電
光
牌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工
商
業

十
七

織類

聚

昌

十
三
年

六
月

閘
北
永

興
路

崔
公
安

二
○
○
○
○
○元

六
○

一
二
○

布

二
○
○
○
○疋

聚
寶
盆

永

安

十
五
年

九
月

閘
北
虬

江
路

范
老
二

一
五
○
○元

一
○

二
○

臘
光
線

三
二
○
○斤

安

祿

十
六
年

二
月

西
門
外

大
街

余
益
甫

三
○
○
○元

一
○
○架

一
五
○

毛

巾

三
○
○
○
○打

眼
睛
牌

絲織類

文

記

八

年

閘
北
橫

浜
路

經
梯
生

四
○
○
○
○元

○

四
○

華
絲
葛

振

業

十
七
年

江
灣
南

體
育
會

路

金
德
慶

二
○

六
五

綢

緞

隻

獅

國

華

十
七
年

四
月

江
灣
南

八
字
橋

沈
仲
仁

陳
濟
堂

二
○
○
○
○元

五
四

一
二
○

綈、

縐、

綢、

葛、

華

純

二
年

閘
北
中

華
新
路

徐
志
誠

七
○
○
○
○元

五
○

一
八
○

紗

線

絲

襪

四
○
○
○
○

本

牌

已
見
續
志
近
更

添
織
絲
襪

金

美
華
利

二

年

閘
北
橫

浜
路

孫
梅
堂

一
○
○
○
○
○元

二
○

三
七

鐘

錶

二
○
○
○
○元

本

牌

已
見
續
志

東

位

二

年

二

月

江
灣
闕

五
圖
公

興
橋

袁
忠
雷

一
○
○
○
○元

五
○

軋

棉

花

棍

一
○
○
○
○枝

錢
罐
牌

湧

昌

四

年

五

月

閘
北
狄

思
威
路

邢
張
氏

一
○
○
○元

五

生

鐵

機

件

四
○
○
○担

薛

鴻

六

年

閘
北
滿

洲
路

薛
鴻
奎

一
五
○
○元

一

一
四

織
襪
機

六
○
○架

金

鼎

水工類

永

安

九

年

九

月

彭
浦
金

二
圖

郭

標

一
○
○
○
○
○元

一
六
○

西

式

木

器

六
○
○
○
○元

本

牌

森

林

十

年

八

月

閘
北
虬

江
橋

吳
春
鈞

張

煥

二
○
○
○
○元

八

四
五
○

籐
柳
器

二
一
○
○
○
○件

樹

林

泉
鑫
昌

十
一
年

閘
北
新

民
路

江
雲
楚

一
五
○
○元

五

一
五

機

器

六
○架

森

業

十
二
年

閘
北
順

徵
路

徐
森
業

三
○
○元

二

六

帆
布
牀

三
○
○
○架

上

海

十
三
年

五
月

閘
北
虬

江
路

齊
輔
生

九
○
○
○元

六
○

風

琴

二
○
○
○架

雙

鳳

金

昌

十
五
年

閘
北
新

疆
路

鄔
金
元

三
五
○
○元

八

二
一

打
水
印

刷
機
器

三
五架

天

秤

五

昌

十
六
年

一
月

閘
北
狄

思
威
路

杜
福
根

九
○
○元

五

生

鐵

機

件

三
○
○担

中

國

十
六
年

三
月

江
灣
闕

五
圖
東

八
字
橋

陶
柱
林

二
○
○
○
○兩

一
三

四
一

木

器

義
昌
興

十
七
年

閘
北
新

民
路

奚
連
榮

一
二
○
○
○元

二

六

機

器

二
○
○
○
○元

玻璃類

謙

益

十

年

四

月

彭
浦
中

山
路

陳
芝
齡

二
○
○
○
○元

二

五
○

玻

璃

燈

炮

二
四
○
○
○打

鐵

錨

廣
泰
明

十
七
年

三
月

虬
江
路

鍾
香
林

一
○
○
○元

三

燈

炮

七
○
○
○
○隻

三
四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工
商
業

十
八

捲烟類
永

泰

十
一
年

六
月

閩
北
虬

江
路

鄭
家
衍

三
○
○
○
○元

一
五
○

雪
茄
烟

四
○
○
○
○
○
○枝

紅

妹

人

和

十
五
年

一
月

閘
北
虬

江
路

張
友
梅

三
○
○
○
○元

八
○

雪
茄
烟

三
○
○
○
○
○
○枝

老
人
頭

搪瓷
鑄

豐

十

年

閘
比
恆

業
路

童
季
通

一
○
○
○
○
○
○元

五
○

五
三

搪

瓷

二
○
○
○
○
○元

類化學
求

和

淸
宣
統

元
年

閘
北
民

生
路

葉
廷
鍾

一
五
○
○
○
○元

三
○

六
五

化
粧
品

七
○
○
○
○元

香

亞

元

年

閘
北
香

山
路

陳
翊
周

一
○
○
○
○
○元

三
○

七
五

化
粧
品

五
○
○
○
○元

民

生

二

年

閘
北
寶

山
路

趙
養
純

五
○
○
○
○元

五

六
七

紙

二
○
○
○
○元

永

和

五

年

閘
北
中

華
新
路

徐
鍊
甫

五
○
○
○
○元

三
四

染

二
○
○
○
○元

信

華

五

年

閘
北
倫

敦
路

朱
瑞
生

一
五
○
○
○
○元

三
○

八
肥

皂

八
○
○
○
○元

振

華

七

年

彭
浦
譚

子
鎭

邵
晉
卿

二
○
○
○
○
○元

六

五
○

油

漆

二
○
○
○
○
○元

本

牌

南

陽

十
二
年

三
月

彭
浦
中

興
路

張
梅
軒

二
○
○
○
○元

三

二
○

肥

皂

洋

燭

皂
三
○
○
○
○箱

燭
一
○
○
○
○

本

牌

胡
開
文

十
三
年

三
月

彭
浦
南

山
路

胡
開
文

三
○
○
○兩

三
八

墨

六
○
○
○斤

本

牌

類
亞
細
亞

十
三
年

三
年

彭
浦
中

興
路

毛
魯
卿

一
○
○
○
○
○元

一
二

臭
藥
水

八
○
○
○
○
○加
倫

雙

刀

新

昌

十
三
年

五
月

彭
浦
中

興
路

吳
潤
身

一
○
○
○
○元

二

一
○

肥

皂

四
○
○
○
○箱

鹿

頭

食品類
廣
裕
源

元

年

一

月

閘
北
虬

江
路

陳
元
球

一
○
○
○
○元

一
六

猪

油

六
○
○
○担

中

華

協

記

三

年

閘
北
華

興
路

屠
開
征

四
○
○
○元

一
一

餅

乾

五
○
○
○
○磅

華

字

潤
泰
祥

十

年

二

月

閘
北
吳

淞
路

張
篆
初

三
○
○
○元

二
五

猪

油

一
二
○
○擔

金
錢
嘜

廣
同
昌

十
一
年

四
月

閘
北
邢

家
橋
路

朱
炳
森

一
○
○
○元

一
○

猪

油

三
○
○擔

蘭

香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閘
北
北

四
川
路

高
印
愚

一
○
○
○元

糖

果

興

利

十
四
年

二
月

閘
北
北

四
川
路

徐
杏
泉

五
○
○
○

麵

包

裕
興
隆

十
五
年

閘
北
士

慶
路

鄧
吉
卿

四
○
○
○元

六

四
八
○担

合

昌

十
七
年

六
月

江
灣
體

育
會
路

崔
文
甫

三
○
○
○
○元

一
一

火

腿

猪

油

腿
三
○
○
○
○
○

油
二
○
○
○
○
○鎊

雄

鷄

楚

信

元

年

閘
北
寶

山
路

程
瑞
庭

二
○
○
○
○
○元

三
○

四
七

一
○
○
○
○
○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工
商
業

十
九

絲經類

鼎

源

元

年
閘
北
寶

山
路

吳
在
明

一
五
○
○
○
○元

一
○
○

五
二
六

八
○
○
○
○元

大

倫

二

年

五

月
閘
北
會

文
路

吳
松
岩

二
○
○
○
○元

二
○
○

五
○
○

三
○
○担

靑

龍

勤

□

三

年
閘
北
寶

山
路

曹
次
勤

一
○
○
○
○
○元

二
○

二
九

五
○
○
○元

天

成

三

年
同

前

汪
介
卿

五
○
○
○
○元

一
○

二
七

二
○
○
○
○

盈

豐

十
四
年
彭
浦
金

九
圖

陳
福
生

一
二
○
○
○兩

二
四
○

五
○
○

三
○
○担

本

牌

正

大

十
四
年
彭
浦
金

七
圖

姚
鏡
波

二
○
○
○
○兩

二
八
八

四
○
○

四
五
○担

三
鹿
頭

豐

泰

十
四
年
彭
浦
金

二
十
三

圖

孫
榮
昌

四
○
○
○
○兩

四
一
六

一
二
○
○

八
○
○担

金
雙
豹

勝

定

十
五
年
彭
浦
金

七
圖

蔣
潤
餘

二
○
○
○
○兩

二
○
八

四
○
○

四
三
○

汽
油
船

鴻

倫

十
五
年

六
月

江
灣
闕

五
圖
公

興
橋

宋
鎭
洋

一
五
○
○
○兩

二

六
○
○

三
○
○担

出品
雙
宮
絲

大

綸

十
六
年
彭
浦
金

七
圖

吳
孝
東

一
○
○
○
○兩

一
五
○

三
二
○

三
五
五

本

牌

永

昌

十
七
年
彭
浦
金

二
十
三

圖

錢
筱
琴

一
四
○
○
○兩

二
○
○

四
○
○

三
○
○担

本

牌

鑫
源
隆

十
七
年
彭
浦
金

十
一
圖

謝
之
燦

六
○
○
○兩

二
八
八

五
六
○

四
五
○

本

牌

絲頭爛繭

東

亞

七

年
閘
北
蒙

古
路

李
元
璋

三
○
○
○兩

聚

與

十
三
年
彭
浦
金

九
圖

徐
興
記

四
○
○
○兩

一
五

四
○
○

大

綸

十
三
年
同

前

吳
松
岩

四
○
○
○兩

一
五

四
○
○

志

成

十
六
年
同

前

甘
志
宏

五
○
○
○兩

一
六

五
○
○

隆

泰

十
六
年
彭
浦
金

七
圖

甘
蘊
高

四
○
○
○兩

一
五

四
○
○

製生牛皮

喴

士

十
一
年
江
灣
南

屈
家
橋

何
覲
林

三
○
○
○
○元

一
六

四
○

一
四
○
○
○
○磅

警
犬
牌

出
底
皮

品
虎
紋
皮

精

益

十
二
年
江
灣
闕

五
圖
八

字
橋

周
文
林

一
○
○
○
○
○元

六

九
○

四
○
○
○
○
○磅

鹿

牌

出
白
皮

品
紅
皮

閘

北

十
五
年

三
月

閘
北
虬

江
路

美人
耐
而
司

三
○
○
○
○元

七

六

四
○
○
○張

振

華

十
五
年

七
月

黃
玉
堂

四
五
○
○元

二

一
五

五
○
○
○元

雄

鷄

出品
底
皮

亞

洲

十
六
年
江
灣
南

屈
家
橋

霍
實
子

四
○
○
○元

二

一
○

一
○
○
○
○磅

出品
紅
綠
底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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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類

大

南

十
六
年

江
灣
談

家
宅

錢
昌
淦

元

一
二
○
○
○
○

一
四

二
五

磅

二
○
○
○
○
○

三
角
牛

頭
嚜

出品
㡳
皮
鞋
面
皮

鬃毛類

恒
順
泰

四

年

閘
北
寶

山
路

侖
星
耀

元

三
○
○
○
○
○

四
○

元

一
○
○
○
○
○

麪粉類

中

華

十
一
年

彭
浦
譚

子
鎭

周
敬
之

兩

八
○
○
○
○

一

八
七

包

五
○
○
○
○
○

豐

記

出品
麵
粉

花衣類

合
興
義

淸
光
緖

三
十
三

年

眞
如
荷

欄
橋
南

楊
榮
逵

元

五
○
○
○
○

一
五

四
○

担

五
○
○
○

本

牌

松

尾

十
七
年

五
月

閘
北
邢

家
宅
路

日

人

松

尾

元

一
五
○
○

六

二
五

貧
民
習
藝
所

該
所
籌
備
情
形
已
見
續
志
七
年
四
月
正
式
成
立
縣

委
王
樹
基
爲
所
長
內
設
竹
木
布
履
縫
紉
四
科
工
餘
略
授
文
算
八

年
以
宿
舍
不
敷
利
用
風
海
神
廟
一
部
份
廢
屋
移
建
後
埭
樓
房
五

幢
前
廳
兩
間
十
四
年
四
月
王
鍾
琛
繼
任
添
設
車
木
籐
器
二
科
其

車
木
一
科
以
銷
路
稀
少
當
年
卽
行
停
辦
十
一
年
推
廣
藝
徒
名
額

添
建
樓
房
三
幢
十
四
年
起
添
設
皮
履
科
十
六
年
六
月
國
民
革
命

軍
到
蘇
庶
政
改
制
縣
委
王
毓
淸
爲
所
長
十
七
年
五
月
呈
准
縣
政

府
修
葺
關
廟
西
側
廂
劃
入
所
用
該
所
經
費
自
錢
潤
錢
淦
兄
弟
奉

母
命
以
壽
筵
餘
資
一
千
五
百
元
移
充
外
並
設
法
募
得
五
千
三
百

餘
元
九
年
復
呈
准
省
署
年
撥
補
助
敎
養
經
費
二
千
元
自
開
辦
至

今
歷
年
慈
善
人
士
捐
助
出
品
盈
餘
經
常
樽
節
各
費
併
計
之
累
積

至
最
近
基
金
項
下
共
存
銀
一
萬
七
千
三
百
餘
元

遊
民
模
範
兩
工
廠

遊
民
工
廠
剏
於
八
年
廠
址
在
江
灣
車
站
附
近

經
費
由
孫
傳
芳
津
貼
幷
發
行
遊
民
債
券
專
收
警
察
局
巡
捕
房
曁

各
團
體
送
來
之
房
蕩
少
年
敎
養
之
迄
十
一
年
來
者
日
衆
乃
增
益

其
規
模
加
設
上
海
模
範
工
廠
中
具
鐵
工
翻
沙
橡
皮
地
毯
印
刷
牙

刷
毛
刷
罐
聽
玩
具
車
鏡
洋
鐵
印
花
線
襪
等
十
二
部
與
普
通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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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同
旋
經
理
不
善
虧
累
至
五
十
餘
萬
金
迄
革
命
軍
蒞
滬
勢
成
停
頓

遊
民
百
餘
人
工
人
藝
徒
五
百
餘
人
均
陷
於
失
業
之
境
遂
呈
請
上

海
政
治
分
會
撥
資
維
持
敎
育
委
員
會
李
石
曾
提
議
保
留
爲
剏
辦

勞
動
大
學
之
基
礎
衆
意
贊
同
五
月
九
日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議
決
將

江
灣
之
模
範
工
廠
遊
民
工
廠
改
設
爲
國
立
勞
動
大
學
並
派
定
蔡

元
培
李
石
曾
張
靜
江
等
十
一
人
爲
籌
備
委
員
同
月
推
張
性
白
爲

勞
工
學
院
工
廠
主
任

商
務
印
書
館

該
館
自
十
一
年
增
加
資
本
現
今
收
足
五
百
萬
元
香

港
印
刷
局
上
海
第
五
印
刷
所
虹
口
分
店
均
先
後
增
設
內
部
各
種

機
器
現
有
一
千
二
百
餘
架
自
造
者
不
少
職
員
約
一
千
人
男
女
工

友
約
三
千
五
百
人
女
工
約
占
男
工
百
分
之
三
十
各
省
分
支
館
局

職
員
工
友
約
一
千
餘
人

華
豐
紗
廠

國
內
紗
廠
大
多
爲
外
人
所
經
營
歐
戰
時
獲
利
頗
鉅
時

滬
上
鉅
商
聶
雲
台
錢
新
之
等
謀
挽
囘
利
權
集
資
二
百
萬
元
組
織

華
豐
紗
廠
於
吳
淞
薀
藻
浜
畔
占
地
一
百
餘
畝
于
十
年
六
月
開
始

成
立
推
王
正
廷
爲
經
理
內
部
有
細
紗
車
一
百
部
二
萬
五
千
六
百

椗
及
其
他
各
式
機
件
一
百
餘
部
出
品
有
三
十
二
支
四
十
支
等
紗

每
年
可
出
一
萬
餘
件
初
以
炮
台
爲
商
標
後
改
爲
雲
鵬
藍
鳳
日
夜

工
人
有
一
千
以
上
規
模
宏
大
信
譽
卓
著
一
時
暢
銷
各
地
頗
有
振

興
國
貨
之
象
詎
自
十
二
年
九
月
以
後
營
業
日
趨
虧
絀
以
致
停
工

後
竟
抵
押
于
日
本
東
亞
公
司
十
三
年
十
月
日
華
紡
織
會
社
派
原

亮
七
郞
等
來
淞
整
理
開
工
大
好
事
業
不
轉
瞬
已
拱
手
讓
人
矣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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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經
日
人
加
添
新
車
較
見
發
達

永
安
紡
織
公
司
第
二
紗
廠

該
廠
原
名
大
中
華
紗
廠
十
四
年
冬
出

售
於
永
安
紡
織
公
司
爲
第
二
紗
廠
地
址
在
吳
淞
鎭
西
叚
薀
藻
浜

畔
占
地
約
二
百
餘
畝
經
理
爲
華
僑
郭
順
資
產
數
六
百
萬
元
大
小

機
件
六
百
餘
部
男
女
工
友
四
千
餘
人
商
標
金
城
金
錢
兩
種
年
產

綿
紗
兩
萬
餘
大
包
亦
國
內
有
數
大
紗
廠
也

公
司

汽
車
公
司

自
交
通
局
闢
南
北
縣
道
曁
東
西
縣
道
後
卽
有
滬
太
城

淞
楊
兩
公
司
先
後
向
交
通
局
訂
立
合
同
承
辦
開
駛
長
途
汽
車
詳本

志
交

通
志

在
閘
北
方
面
復
有
運
貨
公
司
多
處
茲
分
列
兩
表
如
後

長
途
汽
車
公
司
表

公
司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倡
辦
人

資

本

數

路

線

長

短
總
站
及
分
站
地
點

車
輛
數

職
工
數

毎
華
里

約
收
車

費

備

註

滬

太

十

年

五

月

朱
增
元

洪
錫
疇

五
○
○
○
○
○元

里
七
○

總
站
上
海
閘
北
太
陽
廟

後
分
站
彭
浦
大
場
劉
行

羅
店
瀏
河
等
處

輛

大
車
二
八

人
八
○

元
○
一
五

城

淞

楊

十
六
年

何
寶
書

周
邦
翰

一
○
○
○
○元

里
一
八

總
站
城
巿
西
門
外
分
站

吳
淞
楊
行

輛大
車
四

人
一
○

○
二
○

運
貨
汽
車
公
司
表

公

司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倡
辦
人
或

經
理
姓
名

資

本

數

職

工

數

備

註

龔

福

記

元

年

閘
北
寧
安

坊
口

龔
子
淸

元六
○
○
○

人
二
五

華

盛

義

同

前

閘
北
平
安

坊
口

朱
銘
新

元五
○
○
○

一
六

恒

泰

同

前

閘
北
華
興

坊

孫
壽
康

元三
○
○
○

八

協

興

公

八

年

閘
北
寧
安

坊

姜
仲
英

元三
○
○
○

一
四

人
力
車
公
司

人
力
車
俗
稱
黃
包
車
通
行
城
巿
吳
淞
江
灣
閘
北
彭

浦
大
場
眞
如
等
市
鄕
惟
大
都
自
備
車
子
各
營
各
業
其
組
織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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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者
祗
閘
北
一
處
茲
列
表
存
之

人
力
車
公
司
表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倡

辦

人

及

經

理

姓

名

營

業

槪

况

資

本

數

備

註

飛

星

淸
宣
統
元
年

閘
北
東
新
民
路

倡
辦
人
國
恩

︹
日
思
巴
亞
籍
︺

經
理
顧
松
茂

共
有
人
力
車
二

千
七
十
二
輛
逐

日
收
取
租
金

元

二
○
○
○
○
○

輪
渡
公
司

高
橋
一
鄕
僻
處
浦
東
至
滬
交
通
全
恃
舟
揖
惟
帆
船
遲

緩
行
旅
多
感
不
便
同
興
和
記
兩
輪
乃
應
時
開
駛
輪
渡
已
見
續
志

惟
營
業
一
方
競
爭
過
劇
兩
有
不
利
乃
合
併
爲
同
濟
和
輪
船
局
茲

將
槪
况
表
列
于
後

輪
渡
公
司
表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倡
辦
人

資
本
數

航
線
起
迄

航
輪
數

毎
客
渡
資

備

註

同

濟

和

二

年
陸
新
三

錢
雨
人

元

一
○
○
○
○
○

高
橋
天
燈
口

起
至
上
海
銅

人
碼
頭
止

二

元

○

二
○
○

電
燈
公
司

邑
境
之
有
電
燈
始
自
閘
北
今
則
各
市
鄕
多
有
組
織
公

司
開
始
營
業
者
茲
彙
表
於
后
並
附
叙
閘
北
水
電
公
司

電
燈
公
司
表

公
司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倡

辦

人
資

本

數

營

業

區

域

電

氣

方

式

常

備

總

數

極

端

電

力

按
月
收

費
數

備

註

江
海
電
汽
公
司

七

年

一

月

徐
乾
麟
等

元

三
○
○
○
○

江

海

十
四
年
十
月
歸
併
閘
北
水

電
公
司

寶
明
電
燈
公
司

八

年

五

月

沈
耕
莘
等

元

四
○
○
○
○

吳

淞

寶

山

高
壓
交

流
三
相

三
線
式

五
十
五

啓
羅
華

脫

二
百
二

十
伏
爾

脫

毎
度
二
角

五
分
毎
盞

一
元
二
角

羅
店
電
燈
公
司

十
二
年

三
月

孫
志
厚
等

元

三
○
○
○
○

羅

店

高
壓
交

流
單
相

二
線
式

四
十
五

啓
羅
華

脫

二
百
伏

爾
脫

毎
度
二
角

五
分
毎
盞

一
元
四
角

眞
如
電
汽
公
司

十
三
年

八
月

趙
正
平
等

元

三
○
○
○
○

眞

如

三
十
七

啓
羅
華

脫

二
百
二

十
伏
爾

脫

毎
盞
一

元
二
角

大
耀
電
燈
公
司

十
三
年

十
月

王
式
金
等

元

二
○
○
○
○

大

場

直
流
二

線
式

三
十
啓

羅
華
脫

二
百
二

十
伏
爾

脫

高

橋

一

鄕

於

十

四

年

一

月

開

燈

浦

東

電

汽

公

司

呈

准

經

辦

廠

設

上

海

境

閘
北
水
電
公
司

閘
北
水
電
廠
已
見
續
志
自
省
會
規
定
用
省
款
接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工
商
業

二
十
四

辦
後
歷
年
地
方
發
展
供
應
範
圍
日
廣
省
廳
財
力
較
絀
未
能
適
應

需
要
十
年
秋
閘
北
商
民
沈
鏞
徐
春
榮
等
議
歸
商
辦
請
於
省
公
署

然
省
公
署
與
議
會
主
張
兩
岐
相
持
不
决
者
三
年
始
由
施
肇
曾
等

組
織
商
辦
閘
北
水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集
資
三
百
萬
元
以
廠
價
一

百
二
十
六
萬
餘
元
營
業
權
代
價
六
十
萬
元
承
購
省
廠
十
三
年
九

月
接
辦
舉
陸
伯
鴻
朱
鈞
弼
主
其
事
十
六
年
冬
十
七
年
夏
水
電
兩

新
廠
先
後
吿
成
新
水
廠
位
於
殷
行
鄕
剪
淞
橋
北
占
地
一
百
五
十

餘
畝
水
源
取
自
浦
江
全
廠
建
築
純
爲
東
方
式
日
夜
出
水
量
二
千

四
百
萬
加
倫
新
電
廠
亦
在
剪
淞
橋
濱
江
而
建
占
地
三
十
七
畝
餘

發
電
量
二
萬
基
羅
瓦
德
兩
廠
廠
基
設
備
建
築
等
費
約
五
百
餘
萬

元
其
水
電
之
供
給
區
域
以
閘
北
江
灣
彭
浦
殷
行
引
翔
等
市
鄕
爲

主
而
鄰
近
之
眞
如
大
場
吳
淞
等
鄕
之
電
流
亦
皆
由
其
轉
饋
設
計

之
新
穎
中
西
專
家
許
爲
遠
東
所
僅
見

電
話
公
司

本
邑
電
話
事
業
除
吳
淞
有
淞
陽
電
話
局
外
江
灣
吳
淞

復
有
上
海
電
話
局
分
局
茲
列
表
於
後

電
話
公
司
表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倡
辦
人
或

經
理
人

資
本
數

營
業
區
域

裝
戶
數

按
月
收
費

數

備

註

淞
陽
電
話
局

十
一
年
冬

吳
淞
和
豐

路
新
協
業

里

戴
思
恭

城
市
吳
淞

一
百
數
十

戶

四

元

吳
淞
分
局

十
四
年

吳
淞
桂
子

街

交
通
部

吳
淞
區

四

戶

仝

前

上
海
電
話
局
江

灣
分
局

十
五
年
一

月

江
灣
文
治

路
寶
善
里

交
通
部

六
○
○
○
○

江
灣
全
區

約
三
十
戶

公
共
機
關

五
元
商
號

六
元

預
定
五
十
號

吳
淞
商
埠

吳
淞
重
興
埠
政
始
於
九
年
十
一
月
特
派
督
辦
張
謇
蒞

淞
任
事
距
前
次
開
埠
時
隔
二
十
餘
年
情
勢
懸
殊
一
切
辦
法
非
因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工
商
業

農
工
商
會

二
十
五

實
創
爰
先
設
籌
辦
處
於
上
海
九
江
路
一
面
擇
定
吳
淞
舊
提
鎭
行

轅
爲
辦
公
處
所
定
名
爲
吳
淞
商
埠
局
翌
年
二
月
開
局
內
部
組
織

督
辦
之
外
設
坐
辦
一
員
事
務
由
秘
書
處
及
總
務
會
計
建
築
交
涉

四
科
分
掌
之
並
於
上
海
南
通
二
地
各
設
一
辦
事
處
經
費
月
需
七

千
元
減
至
五
千
元
由
部
轉
省
撥
給
十
一
年
六
月
設
市
政
籌
辦
處

於
公
共
體
育
場
袁
希
濤
爲
主
任
討
論
市
政
設
施
事
宜
建
議
於
商

埠
局
採
擇
施
行
經
費
月
支
一
千
元
由
局
撥
給
及
十
三
年
甲
子
兵

亂
經
費
吿
竭
乃
與
商
埠
局
先
後
停
辦

物
產
無續農

工
商
會

農
會

縣
農
會
第
一
屆
成
立
及
建
築
會
所
購
地
擴
充
等
情
形
已
載

前
續
志
見

實

業

志

及

營

繕

志

農

商

會

目

局

所

目

七
年
辦
理
第
二
屆
選
舉
王
樹
基
朱
鴻

壽
爲
正
副
會
長
九
年
辦
理
第
三
屆
選
舉
王
樹
基
連
任
正
會
長
陶
慶

豐
爲
副
會
長
十
二
年
第
四
屆
改
選
王
樹
基
連
任
正
會
長
張
承
祜
爲

副
會
長
値
地
方
自
治
恢
復
會
所
借
與
縣
議
事
會
乃
於
西
偏
建
平
屋

三
間
以
爲
林
夫
等
樓
息
之
所
十
六
年
縣
黨
部
成
立
後
接
收
縣
農
會

改
組
農
民
協
會
綜
農
會
業
產
計
有
會
所
五
上
五
下
樓
房
一
幢
西
偏

平
屋
三
間
基
地
係
岡
四
十
三
圖
乃
圩
五
十
五
號
十
四
坵
地
八
分
六

厘
六
毫
又
添
購
西
首
同
號
十
五
坵
地
一
畝
六
分
四
厘
一
毫
爲
試
驗

場
之
用
又
東
門
外
同
圖
二
十
五
號
三
坵
二
畝
八
厘
三
毫
先

農

壇

地

又
同

號
四
坵
九
畝
一
分
四
厘
四
毫
藉田

又
同
號
五
坵
一
畝
三
分
三
厘
三
毫

先

農

壇

地

係
呈
准
撥
歸
縣
農
會
植
樹
之
用
又
騰
四
十
二
圖
南
稱
圩
八
十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農
工
商
會

二
十
六

九
號
三
坵
沈
姓
捐
田
二
畝
三
分
八
厘
內
除
交
通
局
加
寬
橫
馬
路
收

用
二
分
一
厘
外
今
存
二
畝
一
分
七
厘
均
由
農
會
收
租
茲
附
農
民
協

會
表
如
下

名

稱

地

點

成
立
時
期

負

責

人

備

註

第
二
區
農
民
協
會

劉

行

十
六
年
四
月

顧
文
明

蔡
惠
興

朱
維
敬

王
毓
淸

顧
中
良

第
四
區
農
民
協
會

羅

店

十
六
年
四
月

季
中
和

沈
之
理

施
上
珍

朱
治
中

沈
亦
藩

第
五
區
農
民
協
會

彭

浦

十
六
年
四
月

侯
來
章

趙
友
亭

趙
祖
炎

侯
選
靑

王
朝
棟

第
六
區
農
民
協
會

楊

行

十
六
年
四
月

桂
同
文

嚴
伯
估

張
元
祥

爰
廣
祺

龔
守
仁

吳
淞
區
農
民
協
會

吳
淞
西
和
豐
路

十
六
年
四
月

顧
文
玉

印
公
田

吳
人
騏

楊
寶
元
等

江
灣
區
農
民
協
會

江
灣
崇
善
里

十
五
年
五
月

陸
仁
生

章
根
盤

姜
佐
文

陸
鳳
祥

劉
學
初
等

成
立
鄕
協
會
十
四
所
開
農
民
訓
練
班
兩
次

商
會

本
邑
有
二
商
會
已
詳
續
志
迄
仍
如
之
茲
分
列
于
下

羅
店
商
會
現
有
會
員
二
百
五
十
人
全
年
經
常
費
約
五
百
元
由
會
員

分
別
負
担

吳
淞
商
會
自
七
年
大
火
被
焚
後
繼
由
孫
會
長
汝
俊
集

款
重
建
甫
及
竣
工
又
遭
焚
如
會
基
復
以
鄕
公
所
規
劃
新
路
線
中
劃

爲
二
顧
會
長
桐
乃
向
官
地
局
報
領
體
育
場
西
首
官
地
一
方
定
爲
新

會
舍
基
地
同
時
將
舊
基
地
墊
款
改
造
市
房
以
租
歸
墊
而
新
會
舍
尙

以
款
絀
待
建

商
協
會

十
六
年
國
民
革
命
軍
抵
滬
各
界
有
組
織
協
會
團
給
本
身

業
務
者
商
協
會
亦
其
一
也
本
邑
祗
江
灣
等
鄕
有
之
茲
列
表
于
後

名

稱

成
立
年
月

地

址

經
費
及
來
源

會
員
人
數

職
員
姓
氏

備

註

上
海
特
別
市
商

民
協
會
江
灣
分

會

十
六
年
八

月

附
設
該
鄕

救
火
會
內

會
費
四
○
餘
元

一
百
餘
人

常務
姚
廣
臻

沈
實
吳

王
迪
功

該
鄕
本
有
商
業
公
會
十
六
年
六
月
因
軍

事
供
應
無
力
維
持
自
動
解
散

大
場
商
民
協
會

十
七
年

中

市

六
十
餘
人

胡
庚
侯
等



ZhongYi

寶
山
縣
再
續
志

卷
六

農
工
商
會

二
十
七

行
商
民
協
會
十
六
年
十

月

劉
行
鎭

會
費
二
○
餘
元

一
百
三
十

餘
人

凌
秋
濤
等

閘
北
工
會

邑
境
內
無
工
會
十
三
年
間
閘
北
工
人
受
現
代
潮
流
感

應
工
運
開
始
活
動
組
織
上
海
印
刷
工
人
聯
合
會
于
閘
北
華
興
坊

有
會
員
七
百
餘
人
月
捐
一
角
充
作
經
費
至
十
四
年
改
名
上
海
印

刷
總
工
會
迨
五
卅
案
起
各
業
工
會
相
繼
成
立
至
十
五
年
爲
孫
傳

芳
封
閉
但
仍
祕
密
活
動
十
六
年
春
國
民
革
命
軍
抵
滬
各
業
工
會

公
開
辦
理
遂
在
閘
北
會
文
路
湖
州
會
館
組
織
上
海
總
工
會
後
因

該
會
爲
共
產
黨
人
汪
壽
華
等
把
持
密
謀
異
舉
於
是
東
路
前
敵
總

指
揮
部
命
令
駐
防
閘
北
之
二
十
六
軍
第
二
師
於
四
月
十
二
日
以

武
力
解
散
翌
年
該
會
會
員
集
合
靑
雲
路
向
寶
山
路
第
二
師
司
令

部
進
攻
雙
方
血
戰
數
小
時
工
人
死
亡
枕
籍
共
產
黨
重
要
黨
員
汪

壽
華
亦
死
於
是
後
由
總
指
揮
部
委
派
陳
羣
等
另
組
上
海
工
會
統

一
委
員
會
整
理
各
工
會
及
登
記
事
宜
十
七
年
中
央
明
令
撤
銷
由

上
海
市
黨
部
組
織
之
上
海
總
工
會
接
收
會
址
遷
於
南
市
是
爲
閘

北
工
會
之
槪
况
事
雖
不
涉
全
縣
工
界
誌
之
亦
可
見
未
來
之
趨
勢

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