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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志
社
會

自
治

保
甲

公
安
警
察

䘙
生

倉
儲

救
濟

方
言

戶
口

祠
祀

社
會

衣

服
尙
儉
樸
崇
質
實
以
土
產
棉
織
物
爲
主
品
加
以
藍
靛
染
料
亦
有
以
紫
棉
織
布
因
其
原
色

者
他
種
色
料
頗
少
農
家
多
服
短
裝
如
遇
婚
喪
慶
弔
亦
備
長
袍
短
褂
以
應
酬
賓
客
着
綾
羅

綢
緞
絲
織
物
者
極
爲
罕
見
邇
來
洋
布
洋
紗
充
斥
利
其
工
省
價
廉
甚
多
服
用
至
於
學
生
均

着
制
服
婦
女
服
黑
裙
者
亦
漸
多

食

食
料
以
麥
粟
綠
豆
高
粱
爲
主
大
麥
大
豆
多
爲
飼
畜
之
料
佐
品
以
豆
腐
粉
條
紅
芋
蔬
菜
等

類
夏
秋
農
作
時
多
用
麥
冬
月
則
食
雜
糧
若
靑
黃
不
接
之
際
農
民
異
常
刻
苦
大
抵
以
菜
湯

雜
麵
充
飢
至
於
婚
喪
慶
弔
令
時
佳
節
間
有
雜
用
海
味
者
中
等
之
家
肉
菜
而
已
有
八
八
十

二
碟
諸
名
稱

住

城
市
瓦
房
最
多
樓
房
較
少
近
來
漸
有
建
新
式
門
面
者
鄕
間
草
房
最
多
瓦
房
較
少
樓
房
尤

爲
寥
寥
近
有
築
保
安
樓
及
土
砲
樓
以
防
匪
患
者
草
房
用

草
覆
蓋
結
以
瓦
簷
亦
有
全
用

草
或
麥
秸
麥
槎
者

行

舟
車
便
利
詳
見
交
通

習
尙

士
風
端
愿
民
俗
勤
勞
風
土
志

民
俗
醇
厚
勤
而
好
禮
見
總
志

好
尙
稼
穡
重
於
禮
文
見
隋
書

人
尙
節
義
婚
姻
略
財
士
不
市
飮
民
樂
輸
將
見
一
統
志

重
墓
祭
縉
紳
而
外
鮮
有
祠
堂
春
秋
祭
掃
貧
富
如
一

兄
弟
無
再
世
同
居
者
此
風
自
漢
已
然
蓋
雁
行
旣
多
則
智
愚
賢
不
肖
相
去
奚
啻
倍
蓰
於
是
有
分

而
和
不
分
而
反
乖
者
分
而
成
不
分
而
反
敗
者
勢
也
或
曰
此
妻
子
離
間
之
故
也
腐
哉
見
舊
志

漸
入
奢
靡
漸
習
游
惰
尙
鬼
信
巫
歲
旱
祈
禱
多
戾
禮
以
上
見
順
治
舊
志

禮
俗

冠

冠
禮
久
廢
卽
士
大
夫
家
亦
鮮
有
行
之
者
惟
見
於
親
迎
時
將
新
郞
立
於
祖
堂
紅
氈
上
具
新

衣
服
由
來
賓
族
衆
爲
新
郞
裝
飾
披
十
字
紅
綢
胸
前
佩
紅
鮮
紙
花
向
祖
先
及
尊
長
行
四
叩

禮
由
尊
長
賜
以
成
人
之
名
與
新
婦
交
拜
時
呼
之
似
有
冠
之
義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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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婚

議
婚
必
擇
門
戶
相
當
年
齡
相
若
憑
媒
妁
議
定
方
行
投
啓
答
啓
俗
名
換
帖
男
帖
附
簪
珥
女

帖
附
書
墨
名
曰
押
帖
換
帖
時
男
女
家
各
備
吉
筵
款
待
媒
妁
迨
達
成
人
男
家
備
具
禮
物
由

尊
長
親
到
女
家
商
定
婚
期
得
女
家
同
意
然
後
選
擇
吉
日
備
帖
送
達
女
家
及
期
男
家
先
送

禮
物
豐
則
二
羊
四
酒
八
架
盒
儉
則
亦
須
二
酒
四
盒
貧
則
或
以
金
錢
代
禮
名
曰
乾
折
女
家

裝
奩
視
家
之
有
無
豐
嗇
不
等
於
婚
期
前
一
日
或
至
日
送
至
男
家
新
郞
則
冠
服
整
齊
乘
彩

轎
往
婦
家
親
迎
至
門
則
揖
讓
而
入
行
奠
雁
禮
婦
家
設
筵
相
待
訖
新
婦
服
紅
衫
以
紅
帕
照

面
乘
彩
轎
隨
新
郞
歸
鄕
間
多
以
牛
馬
車
代
轎
婦
家
擇
兄
弟
或
親
屬
四
人
或
六
人
送
至
壻

家
名
曰
送
客
婦
至
門
有
迎
女
賓
二
人
導
之
入
庭
設
香
案
花
燭
童
女
點
香
紙
爆
竹
夫
婦
行

拜
堂
禮
紅
氈
舖
地
導
入
洞
房
揭
帕
改
裝
設
花
燭
筵
推
新
婦
首
座
諸
姑
姊
妹
側
陪
外
庭
則

設
專
筵
以
待
來
賓
至
夕
洞
房
設
筵
夫
婦
行
合
卺
禮
名
交
心
酒

三
日
拜
見
舅
姑
及
尊
長
受
拜

者
錫
以
錢
曰
喜
禮
拜
家
祠
或
祖
墓
曰
廟
見
近
亦
有
行
文
明
結
婚
者
其
儀
式
較
簡
單
但
未

普
徧
耳

喪

初
喪
先
以
各
項
衣
服
裝
裹
死
者
淨
面
含
殮
然
後
設
靈
床
堂
中
舖
以
穀
桿
上
加
棉
褥
及
鷄

鳴
枕
舁
死
者
於
其
上
覆
單
衾
曰
小
歛
孝
子
哭
踊
女
去
簪
珥
燒
紙
輿
車
馬
於
門
外
歸
室
馳

報
有
服
之
戚
治
棺
入
歛
曰
大
歛
設
靈
位
孝
子
衰
麻
斬
齊
如
制
耳
側
懸
纊
扶
杖
哀
至
則
哭

有
先
開
弔
封
喪
然
後
擇
期
安
葬
有
三
五
日
卽
行
安
葬
葬
有
期
具
訃
文
吿
親
友
葬
期
門
掛

白
旛
親
族
皆
往
弔
賻
喪
主
聘
董
理
及
執
事
延
賓
相
行
稟
吿
禮
成
主
則
預
請
重
望
大
賓
一

人
行
題
祀
成
主
禮
家
奠
禮
相
者
贊
禮
樂
工
奏
樂
三
獻
讀
祝
侑
食
進
饌
皆
有
常
儀
葬
日
用

芻
靈
鼓
樂
前
導
戚
賓
行
遣
奠
禮
匐
匍
道
哭
期
功
從
哭
執
紼
步
從
女
眷
在
後
至
塋
下
壙
封

墓
立
碑
碣
于
前
惟
此
僅
世
家
行
之
棺
木
以
柏
爲
上
楸
桑
桐
次
之
有
四
櫝
六
件
八
仙
十
二
元
心

之
分

延
僧
道
誦
經
現
亦
少
矣
貧
家
有
卽
日
葬
者
有
僅
以
鼓
樂
靈
輀
送
葬
者
賻
奠
之
儀
率

用
香
楮
牲
醴
享
糖
爲
儀
亦
有
送
聯
幛
者
豐
約
稱
情

按
臨
喪
主
哀
奉
祭
主
敬
葬
封
主
誠
俗
瀕
葬
治
喪
儀
節
繁
碎
哀
號
匍
匐
之
中
黽
勉
從
事
比

至
葬
所
頽
憊
已
甚
凶
功
草
率
恆
以
是
故
知
禮
君
子
每
多
病
焉
節
哀
成
禮
適
情
可
也

祭

邑
民
多
無
宗
祠
設
木
主
于
家
堂
遵
禮
薦
享
淸
明
七
月
望
十
月
朔
或
忌
日
薦
新
展
墓
全
境

皆
同
祭
祀
之
在
官
者
詳
見
祀
典
因
時
不
同
鄕
間
有
迎
神
賽
會
祀
各
神
祗
演
戲
奏
樂
藉
以

娛
樂
未
可
厚
非
然
徒
事
縻
費
迷
信
淫
祠
殊
非
正
當

交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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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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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交

際

遠
行
親
友
送
餞
餽

具
酒
延
飮
曰
餞
行
歸
則
接
風
或
慰
問
弔
唁
表
現
誠
意
已
成
習

例
至
于
親
眷
探
候
來
往
年
節
而
外
春
日
麥
罷
端
午
中
秋
不
可
枚
舉
自
奉
儉
約
待
客

豐
厚
故
舊
聯
歡
則
又
俗
之
美
者
矣

歲
時
節
儀

元

旦

少
長
早
起
櫛
盥
燃
燭
焚
香
祭
天
地
祀
祖
先
燒
木
燃
炭

名
曰
熰
歲

登
堂
拜
尊
長
食
水
餃
族
隣
交
相

拜
賀
以
後
親
友
來
具
酒
食
相
待

元

宵

張
燈
燃
火
樹
放
花
炮
獅
子
竹
馬
龍
燈
雜
陳
簫
鼓
謳
歌
達
旦
風
雅
士
作
燈
謎
以
寄
興

淸

明

插
柳
於
門
祀
先
展
墓
培
壠
郊
遊
踏
靑
學
校
放
假
掃
墓
爲
民
族
節

上

已

採
薺
菜
以
治
眩
暈
是
日
祖
師
誕
多
演
劇
賽
會

端
陽
節

啖
角
黍
飮
雄
黃
酒
懸
艾
於
門
童
稚
繁
綵
縷
用
雄
黃
塗
手
足
耳
竅
曰
避
虫
毒

︵
取
蝦

蟆
置
墨
腹
中
陰
乾
塗
療
瘡
毒
︶

天
中
節

曝
書
晒
衣
虫
不
侵
食
汲
水
造
麴
醬

七

夕

婦
女
穿
鍼
乞
巧
望
日
拜
掃
先
墓
邑
西
南
鄕
多
不
事
此
節

中
秋
節

親
友
饋
禮
月
升
時
設
瓜
果
月
餠
以
獻
親
朋
暢
飮
賞
月

重
九
日

登
高
飮
酒
以
鮮
魚
祭
家
神

十
月
朔

祀
宗
祠
掃
墓
祭
鄕
間
食
油
餅

冬

至

祀
先
烹
水
餃
按
此
日
爲
一
陽
來
復
之
日

臘

八

食
粥
米
作
臘
椒
醋

除

夕

書
春
聯
換
桃
符
家
長
賜
幼
者
錢
以
壓
歲

農
村
月
令

立

春

東
風
解
凍
農
糞
田
深
耕
晒
蠶
子
薅
韭
田

驚

蟄

分
蜂
房
割
蜜
勿
盡
種
萵
苣
春
麥

春

分

裁
樹
植
柳
接
果
種
瓜
瓠
芥
子
裁
蘿
葡

淸

明

種
高
粱
麻
子
藍
靛
茄
子
山
藥
煖
蠶
室

穀

雨

種
秋
穀
栽
芋
頭
種
棉
花
栽
藕
飼
蠶
蟻

小

滿

割
大
麥
抽
蒜
薹
薦
櫻
桃
收
菜
子
種
芝
蔴
種
黍
稷
繅
絲
食
蛹

芒

種

割
小
麥
收
蒜
收
扁
豆
豌
豆
種
晚
穀
菉
豆
各
色
豆
黍
稷
之
屬
移
竹

小

暑

種
蕎
麥
種
芹
芥
芸
苔
諸
菜
栽
韮
踹
麴
造
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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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立

秋

始
摘
棉
花
漚
蔴
收
高
粱
早
黍
栽
葱
荽

處

暑

穫
早
穀
蜀
秫
黍
稷
種
葱
薤
芫
荽

白

露

割
晚
穀
荳
刈
芝
蔴
剝
棗
收
核
桃
摘
棉
花

秋

分

種
小
麥
收
花
荳
蓽
麻
子

寒

露

割
稻
割
蕎
麥
種
大
麥

霜

降

收
落
花
生
挖
山
藥
出
紅
薯
醃
冬
菜

立

冬

刈
棉
科
收
槐
角
蘿
葡
葺
屋
績
紡

小

雪

剷
菠
菜
芫
菜
大
雪
剷
白
菜
伐
木
埋
穀
造
餳
糖

樂
劇

自
雅
樂
不
作
廣
陵
絕
響
不
惟
黃
鐘
大
呂
之
音
霓
裳
羽
衣
之
曲
人
間
難
聞
卽
笙
管
琴
箏
能
按
工

尺
奏
調
者
亦
罕
有
其
儔
華
邑
境
內
凡
遇
婚
喪
慶
弔
迎
神
賽
會
多
雇
樂
工

︵
俗
名
嚮
器
︶
以
侑

食
進
饌
有
一
班
至
二
班
不
等
笙
簧
迭
奏
鑼
鼓
饒
鈸
齊
鳴
所
奏
之
曲
多
時
曲
小
調
或
摹
倣
梆
戲

簧
戲
之
名
角
劇
詞
技
能
亦
有
臻
于
妙
音
者
業
此
箕
裘
相
紹
恆
數
世
勿
替
焉

戲
曲
能
轉
移
風
化
調
和
性
情
感
動
情
緖
最
爲
深
切
故
在
社
會
上
感
人
效
力
最
大
而
淫
靡
之
曲

多
迎
合
社
會
普
通
心
理
之
弱
點
作
態
猥
褻
誨
淫
誨
盜
傷
風
敗
俗
亦
莫
此
爲
甚
西
華
于
民
國
二

十
年
間
曾
有
戲
劇
改
良
社
之
組
織
學
校
中
各
有
新
劇
團
之
表
演
果
能
逐
漸
改
良
發
揚
中
國
固

有
之
舊
道
德
灌
輸
現
代
社
會
之
新
知
識
使
人
明
白
聆
略
實
改
進
社
會
之
利
器
也
今
撮
民
間
習

演
之
戲
劇
分
述
如
左

︵
一
︶
劇
別

邑
境
最
流
行
者
梆
子
戲

︵
俗
名
高
敲
梆
︶
所
演
劇
多
歷
史
俠
義
忠
義
如
關

公
楊
家
將
羅
家
將
之
類
嚮
馬
如
梁
山
泊
大
狼
山
五
花
嶺
之
類
言
情
如
桃
花
庵
雙
頭
馬
等
唱

工
做
工
亦
頗
有
可
觀
次
爲
越
調
多
由
西
舞
隣
縣
來
者
其
音
悲
而
調
多
頓
挫
做
工
不
佳
詞
亦

鬆
懈
其
次
爲
道
情
班
又
有
二
架
絃
情
詞
鄙
俚
做
工
簡
單
所
演
劇
本
多
閨
閣
瑣
事
如
鬧
小
窩

鬧
花
科
等
鄙
俚
不
堪
傷
風
敗
俗
莫
此
爲
甚

︵
二
︶
角
色

梆
戲
扮
演
角
色
以
四
生
老

生

小

生

文

生

武

生

二
紅
大

紅

臉

小

紅

臉

四
旦
老

旦

靑

衣

花

旦

小

旦

四
花

大

黑

二

黑

三

花

小

丑

及
外
雜
角
配
成
角
色
中
最
惹
人
注
目
者
卽
小
旦
小
生
次
則

紅
黑
花
丑
越
調
中
角
色
較
簡
單
道
情
班
僅
有
生
旦
外
雜
並
無
紅
花
角
色
甚
至
一
角
色
而
兼

場
面
者
人
數
簡
單
可
見
一
班

︵
三
︶
場
面

分
文
場
武
場
二
種
文
場
包
括
胡
琴
二
絃
三
絃
月
琴
瑣
吶
笙
笛
等
武
場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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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板
大
鑼
小
鑼
鈸
唐
鼓
等
以
鼓
板
掌
全
場
之
節
奏
有
緊
七
慢
八
十
八
板
之
音
節

雜
曲

境
內
通
行
之
雜
曲
以
鼓
兒
詞
唱
道
情
墜
子
書
鄕
間
農

月
夜
奏
曲
環
聆
聽
音
印
入
下
等
社

會
最
深
所
唱
劇
本
多
大
人
私
訪
公
子
投
親
金
琢
玉
環
紅
燈
白
蓮
之
類
是
亦
亟
宜
改
良
曲
本

也
雜
耍

元
宵
前
後
迎
神
賽
會
演
劇
外
多
扮
演
故
事
雜
劇
謂
之
雜
耍
名
目
不
一
有
走
歌
佗
歌
之
名
稱

卽
以
妙
齡
童
子
扮
演
劇
角
以
人
駝
行
謂
之
佗
歌
以
鉄
架
飾
美
装
花
草
人
立
其
上
謂
之
走
歌

然
多
表
演
而
不
歌
者
其
餘
彩
船
竹
馬
高
腿
獅
子
老
虎
龍
燈
等
類
猶
古
鄕
儺
之
遺
風

游
藝

賽
會
之
時
各
種
技
術
必
獻
有
擊
拳
舞
劍
傳
槍
比
刀
者
有
幻
術
口
技
刀
山
班
賣
藝
之
人
由
外

縣
來
者
居
多

新
劇

邇
來
新
劇
演
唱
遍
於
學
校
靑
年
文
人
學
士
民
國
十
六
七
年
訓
政
開
始
注
重
社
會
教
育
改
良

社
會
風
化
檄
縣
組
織
新
劇
團
送
學
員
赴
省
演
習
俟
後
每
逢
紀
念
會
慶
祝
歡
迎
歡
送
或
公
共

娛
樂
卽
以
演
劇
爲
餘
興
所
演
劇
本
多
改
革
風
俗
提
倡
女
權
如

終

身

大

英

雄

事

解

放

女

等

改
良
家
庭
諷
刺
社

會
如

孔

雀

東

南

飛

教

子

悔

婚

賴

債

等

至
若
笑
劇
滑
稽
劇
啞
劇
雙
簧
均
能
令
人
捧
腹
表
現
美
感
者
以
歌
舞
劇
爲

特
色自

治

淸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奉
憲
政
編
查
館
令
各
縣
選
送
士
紳
二
名
入
省
自
治
硏
究
所
肄
業
本
縣
於
前

後
兩
班
畢
業
者
四
於
宣
統
二
年
成
立
自
治
籌
辦
事
務
所
設
於
城
廂
龍
王
廟
劃
分
全
縣
爲
七
自

治
區
計
城
廂
區
設
城
內
灶
君
廟
東
夏
亭
鎭
設
夏
亭
寨
工
局
朱
灣
鎭
設
朱
灣
橋
南
全
神
廟
泥
土

店
鄕
設
泥
土
店
寨
工
局
逍
遙
鄕
設
逍
遙
集
關
帝
廟
十
哲
店
鄕
設
泥
土
店
廟
冷
飯
店
鄕
設
冷
飯

店
孔
廟
旋
改
爲
城
廂
右
文
修
武
明
禮
崇
義
尙
忠
存
信
等
名
宣
統
三
年
各
區
自
治
會
次
第
成
立

內
分
議
事
會
董
事
會
當
開
辦
伊
始
雖
未
能
盡
入
軌
道
然
於
自
治
事
宜
類
能
努
力
推
進
頗
具
一

種
朝
氣
是
年
七
月
由
各
區
推
選
縣
議
員
組
織
縣
議
會
董
事
會
議
於
考
院
內
開
會
之
初
於
剔
除

縣
衙
積
弊
計
有
三
十
餘
案
略
見
財
政
門
民
國
元
年
縣
議
會
改
組
至
三
年
奉
令
一
律
停
辦
八
年

河
南
施
行
市
區
街
村
單
行
法
九
年
春
西
華
設
立
自
治
籌
辦
事
務
所
於
縣
署
東
花
廳
按
七
區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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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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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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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街
村
全
縣
共
計
二
百
一
十
街
村
區
長
以
下
有
街
村
長
街
村
長
以
下
有
閭
長
等
名
目
由
該
處

派
員
分
赴
各
區
先
選
閭
長
由
閭
長
推
選
街
村
長
次
由
縣
長
召
集
街
村
長
於
城
內
按
區
選
舉
區

長
區
長
選
定
呈
報
未
委
卽
奉
令
停
辦
但
街
村
閭
各
長
連
任
至
保
甲
成
立
時
方
行
改
選
易
觀
又

十
三
年
中
央
爲
統
一
全
國
自
治
法
規
施
行
市
鄕
制
度
起
見
設
模
範
自
治
講
習
所
於
京
師
西
華

考
送
一
人
入
部
肄
業
期
滿
囘
省
分
發
督
察
旋
奉
令
囘
縣
組
織
自
治
協
進
會
與
中
央
省
會
相
聯

絡
宣
傳
改
進
市
鄕
自
治
事
宜
旋
以
政
變
迄
未
實
行
十
七
年
北
伐
成
功
馮
玉
祥
主
豫
開
訓
政
學

院
附
自
治
訓
練
班
西
華
考
送
二
人
入
院
肆
業
期
滿
囘
縣
任
自
治
籌
備
員
先
設
自
治
訓
練
講
習

所
畢
業
一
班
籌
備
三
載
迄
無
效
果
二
十
年
成
立
區
鄕
鎭
各
公
所
改
城
廂
區
曰
第
一
右
文
區
曰

第
二
修
武
區
曰
第
三
明
禮
區
曰
第
四
崇
義
區
曰
第
五
尙
忠
區
曰
第
六
存
信
區
曰
第
七
區
長
以

曾
受
區
長
訓
練
畢
業
者
由
縣
長
委
任
之
於
是
民
選
區
長
悉
改
爲
委
任
區
曰
長
而
各
鄕
鎭
間
治

民
機
關
驟
添
二
百
餘
處
何
一
不
取
給
於
民
而
民
生
愈
苦
矣
至
區
公
所
組
織
悉
遵
章
每
區
設
區

長
一
員
助
理
二
員
僱
員
二
員
書
記
會
計
各
一
員
區
丁
五
人
至
七
人
從
前
區
長
爲
名
譽
職
至
是

始
改
爲
有
給
職
每
月
經
費
於
額
定
自
治
費
中
支
取
不
足
則
派
諸
民
間
亦
未
有
定
額
二
十
三
年

區
長
須
由
縣
府
採
選
合
格
人
士
送
至
專
員
公
署
經
專
員
考
詢
及
格
方
准
充
任
至
二
十
五
年
改

區
設
署
區
長
區
員
均
由
區
長
訓
練
畢
業
人
員
由
縣
府
荐
請
省
府
擇
委
所
有
歷
任
區
長
及
改
區

設
署
區
長
另
列
職
官
門

保
甲

保
甲
之
法
行
之
已
久
在
前
淸
十
戶
爲
一
牌
牌
有
牌
頭
十
牌
爲
一
甲
甲
有
甲
頭
十
甲
爲
一
保
保

有
保
長
每
戶
給
一
印
牌
名
曰
門
牌
上
書
戶
主
姓
名
年
齡
職
業
男
女
口
數
出
則
註
明
所
往
入
則

註
明
所
來
以
及
添
生
死
亡
等
懸
掛
門
首
以
備
官
府
查
驗
凡
遇
牌
內
有
奸
宄
不
法
行
爲
或
留
宿

有
面
生
可
疑
之
人
隣
佑
報
知
牌
頭
甲
頭
轉
達
保
長
而
上
申
於
地
方
官
若
隣
佑
知
情
隱
匿
一
戶

有
罪
其
隣
佑
九
家
及
牌
甲
頭
均
治
以
連
坐
之
罪
所
以
遏
奸
惡
淸
盜
源
法
至
善
也
乾
嘉
以
前
政

治
淸
明
收
效
頗
巨
及
後
地
方
官
奉
行
不
力
寖
成
具
文
每
年
仍
由
地
保
挨
戶
換
門
牌
一
次
大
戶

收
錢
貳
百
文
小
戶
收
錢
壹
百
文
視
爲
正
當
利
益
之
收
入
及
淸
末
縣
議
會
成
立
議
以
吿
朔
不
行

餼
羊
何
用
曾
咨
行
縣
府
禁
止
地
方
更
換
門
牌
以
杜
流
弊
民
國
以
來
當
軸
以
地
方
紊
亂
迭
頒
厲

行
保
甲
之
嚴
令
奈
國
法
與
國
情
不
相
接
近
一
面
責
保
甲
長
以
檢
舉
匪
類
一
面
又
爲
匪
類
找
出

路
保
甲
長
間
有
履
行
職
權
以
證
據
不
完
備
轉
而
遭
莫
大
之
累
者
亦
時
有
所
聞
於
是
保
甲
愈
失

效
用
而
亂
愈
深
矣
二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奉
省
政
府
轉
頒
豫
鄂
皖
三
省
勦
匪
司
令
部
頒
發
勦
匪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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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各
縣
編
查
保
甲
戶
口
條
例
四
十
條
改
自
治
爲
自
衞
厲
行
保
甲
制
度
其
編
制
以
戶
爲
單
位
戶

設
戶
長
十
戶
爲
一
甲
甲
設
甲
長
十
甲
爲
一
保
保
設
保
長
數
保
聯
合
立
一
辦
公
處
設
一
聯
保
主

任
組
織
較
前
更
爲
嚴
密
於
是
成
立
編
查
保
甲
委
員
會
每
區
派
委
員
三
人
至
五
人
分
區
工
作
先

查
各
村
戶
口
按
戶
口
多
寡
編
制
保
甲
歷
三
月
之
久
始
編
組
完
竣
計
全
縣
七
區
共
編
五
百
八
十

三
保
六
千
三
百
四
十
三
甲
每
保
辦
公
費
定
月
五
元
聯
保
主
任
由
外
保
攤
助
月
三
元
二
十
三
年

奉
省
府
禁
止
攤
派
明
令
保
長
辦
公
費
編
入
地
方
預
算
每
月
定
爲
二
元
不
再
徵
取
民
間
當
軸
復

以
保
甲
長
於
保
甲
義
意
多
不
認
識
於
戶
口
移
動
更
不
能
切
實
奉
行
每
區
添
設
一
戶
嵇
員
專
任

編
查
戶
口
事
宜
此
後
又
飭
各
區
開
保
甲
長
訓
練
所
訓
練
三
星
期
於
是
各
聯
保
門
首
粉
壁
上
均

書
立
一
樣
之
保
甲
規
約
其
曾
否
實
行
與

丁
已
否
訓
練
又
另
一
問
題
也
二
十
五
年
爲
擴
大
保

甲
組
織
於
各
專
員
所
在
地
開
辦
保
教
合
一
訓
練
班
西
華
考
送
學
員
六
十
名
攤
繳
開
辦
建
築
費

二
千
餘
元
學
員
貼
津
三
千
餘
元
至
八
月
一
日
各
大
聯
保
一
律
成
立
從
前
聯
保
主
任
取
銷
全
縣

共
計
五
十
八
大
聯
保
所
有
保
甲
規
約
及
整
頓
保
甲
辦
法
照
錄
於
次

附
保
甲
規
約

本
保
按

編
查
保
甲

第
十
八
條

開
保
甲
會

議
議
决
本

保
保
甲

規
約
共
十

五
條
凡
我

同
保
人
等

誓
共
遵
守

一
本
保

共

編
成

甲

戶

辦
公
處
設

於
本
保
門

牌

號

二
凡
本

保
住
戶
遷

居
遷
入
婚

喪
出
生
以

及
親
朋
來

去
例
如
採

親

訪
友
住

宿
在
三
日

以
上
均
須

報
吿
本
甲

甲
長
以
備

嵇
查

三
本
保
所

屬
區
域
凡

在
十
八
歲

以
上
四
十

五
以
下
男

子

一
律
加

入
壯
丁
隊

四
本

保
壯
丁
接

到
保
長
集

合
命
令

如
有
不
到

或
故
意
延

誤
依
保
甲

條
例
第
三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酌
量

處
罰

五

凡
本
保
居

民
絕
對
禁

止
鴉
片
毒

品
違
者

除
受
法
律

處
分
外
本

保
得
酌
量

情
節
輕
重

罰
以
五
元

以

上
五
十

元
以
下
之

罰
金

六

本
保
絕
對

禁
止
賭
博

違
者
得

由
保
長
召

集
保
甲
會

議
議
决
處

一
元
以
上

十
元
以
下

之

罰
金

七
本
保
區

域
內
凡
年

在
三
十
以

下
之
女
子

一
律
禁

止
纏
足
違

者
依
照
區

公
所
懲
辦

纏
足
女
子

條
例
之
規

定

處
罰

八
本
保
七

歲
以
上
之

男
女
一
律

就
學
否
則

罰
其
家

長
如
有
聰

明
子
弟
經

濟
困
難
不

能
升
學
者

本
保
得
開

保

甲
會
議

决
定
認
爲

可
造
時
本

保
酌
量
情

形
籌
款
補

助

九

本
保
居
民

應
本
互
助

精
神
和
睦

親
愛
絕
對

禁
止
鬥
毆

違

者
得
由

保
長
酌
量

情
節
處
一

元
以
下
之

罰
金

十
凡
遇

水
火
風
災

本
保
甲
之

壯
丁
突
聞

鳴
鑼
相
應

各
攜
用
具

赴

災
場
服
從
保
甲
長
之
指
揮
協
力
警
戒
救
護

十
一
本
保
規
約
所
定
各
項
罰
款
如
不
以
限
繳
納
時
得
呈
報
區
公
所
轉
呈

縣
政
府

罰
辦

十

二
本
保
所

有
公
款
及

罰
金
非
經

保
甲
會

議
議
决
保

管
不
得
擅

自
開
支

十
三
本
保

之
森
林
及

學

校
居
民

均
有
保
護

之
責
如
無

故
損
壞
得

依
區
公
所

保
護
森

林
條
例
處

罰

十
四

本
保
居
民

對
個
人
及

公
共
衞
生

應

特

別

注

意

十

五

本

保

所

有

公

款

及

罰

金

每

至

月

底

除

報

區

公

所

備

查

外

應

結

算

公

佈

一

次

以

昭

公

開

附
整
理
保
甲
辦
法

︵
一
︶
嚴
定
區
長
保
甲
長
權
限
以
免
肉
魚
鄕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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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區
長

應
知
主
要

職
務
爲
辦

理
保
甲
其

保
甲
以
外

之
政
務

除
縣
政
府

依
法
有
命

令
委
託
外

一
槪
不
準

過
問
否
則

以

擅
權
論
罪

二
保
長
人
選
各
縣
程
度
不
一
其
辦
事
範
圍
應
予
以
左
列
之
限
制

甲
縣
長

如
認
爲
保

長
程
度
不

足
儘
可
責

令
送
縣
核

辦
或
呈

准
再
辦

乙
由
各
縣

斟
酌
地
方

情
形
規
定

一
角
以
上

五

元
三
元
以
下
之
罰
金
得
保
長
處
理
具
報

︵
二
︶
關
於
保
甲
訴
訟
應
由
縣
長
執
行
以
淸
權
限

凡
屬
於

民
刑
部
分

仍
由
司
法

處
主
辦
外

其
屬
於
保

甲
行
政

訴
訟
應
由

縣
長
主
辦

因
編
查
保

甲
條
例
厲

行
連
坐
規

約

在
刑
法
上
幷
無
根
據
在
法
律
上
立
場
言
之
對
於
連
坐
法
不
免
懷
疑
故
由
縣
執
行
以
收
保
甲
自
衞
之
實
效

︵
三
︶
確
定
保
甲
經
費
取
締
其
他
籌
款
以
明
權
限
而
杜
紛
糾

一
確
定
保
甲
經
費
預
算
其
原
由
有
三

甲
其
來
源
亟
須
確
定
並
有
一
定
之
數
目

乙
收
支
之
手
續
必
先
完
備

丙
籌
辦
支
用
方
法
必
須
平
允
公
開

二
保
甲

長
於
籌
集

經
費
以
外

不
得
再
向

其
保
甲
之

住
民
有

攤
派
情
事

違
則
依
照

整
理
團
隊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懲
罰

三
應
通
令
各
車
不
得
私
向
保
甲
人
員
需
索
支
給
及
要
求
代
辦
事
項

四
若
遇
軍
事
之
必
要
奉
有
省
政
府
命
令
須
向
民
間
徵
發
者
應
責
由
財
委
會
核
辦
以
符
統
收
統
支
之
本
旨
下
略

公
安
警
察

西
華
城
關
防
務
淸
時
有
城
守
營
長
官
四
把
總
兵
勇
二
十
名
隸
於
歸
德
鎭
軍
門
日
久
習
於
偷
惰

未
有
抗
衞
能
力
淸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奉
令
裁
撤
營
防
創
辦
保
甲
局
以
資
替
代
三
十
四
年
改
設
巡

警
局
以
縣
長
兼
警
務
長
內
設
警
佐
一
員
巡
長
巡
警
共
二
十
名
宣
統
二
年
開
辦
巡
警
教
練
所
考

取
學
生
四
十
名
一
年
畢
業
以
爲
改
良
警
察
之
預
備
三
年
各
區
自
治
會
成
立
區
警
察
卽
附
設
於

自
治
會
內
嗣
以
的
款
無
着
區
警
察
不
久
停
辦
民
國
紀
元
改
爲
警
察
事
務
所
置
所
長
一
人
以
縣

長
兼
任
警
佐
一
人
担
任
警
察
專
責
七
年
所
長
警
佐
改
由
省
警
務
處
委
任
定
所
長
月
薪
三
十
元

由
省
款
發
給
巡
官
月
薪
二
十
四
元
以
及
警
士
薪
餉
仍
由
地
方
開
支
十
七
年
省
府
通
令
改
爲
公

安
局
所
長
改
爲
局
長
由
民
政
廳
委
任
月
薪
仍
由
縣
款
發
給
置
巡
官
一
員
衞
生
專
員
一
員
事
務

員
四
員
警
長
四
名
警
士
四
十
名
淸
道
夫
四
名
二
十
一
年
裁
局
倂
科
公
安
局
名
目
取
銷
所
有
警

佐
巡
官
均
歸
縣
政
府
統
率
但
仍
由
民
政
廳
委
二
十
二
年
各
區
復
設
警
察
分
駐
所
置
巡
官
一
員

事
務
員
一
員
由
縣
府
委
任
呈
廳
備
案
旋
以
縣
府
監
督
不
及
輒
檀
職
權
濫
罰
科
派
控
案
累
累
縣

府
因
民
之
請
於
二
十
三
年
稟
撤
暫
停
至
歷
任
警
務
長
官
雖
前
後
名
稱
不
一
均
依
序
列
於
職
官

門



ZhongYi

西
華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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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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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附
政
務
警
察

淸
時
縣
署
差
役
例
有
快
壯
皂
捕
八
班
專
供
催
科
傳
案
緝
捕
等
用
每
班
在
卯
與
散
役
均
在
百
人

左
右
且
以
待
遇
太
低
除
壯
班
外
均
不
得
與
士
類
齒
一
入
其
籍
子
孫
三
世
不
准
與
考
故
爾
時
差

役
槪
係
無
賴
游
棍
假
官
府
爲
護
符
一
旦
持
票
下
鄕
竟
如
虓
虎
敲
詐
勒
索
無
所
不
至
民
國
初
年

奉
令
裁
撤
差
役
改
設
法
警
惟
以
改
革
未
及
澈
底
仍
多
有
名
無
實
鄕
民
痛
苦
猶
不
能
免
十
六
年

民
政
廳
長
薛
篤
弼
頒
令
各
縣
組
織
警
察
隊
一
隊
西
華
以
二
等
縣
缺
額
設
隊
長
一
員
警
士
四
十

名
明
訂
待
遇
政
警
辦
法
鄕
民
接
待
政
警
規
則
及
政
警
支
給
差
費
規
則
自
此
以
後
政
警
逐
有
進

步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奉
令
整
飭
政
警
四
項
辦
法
其
要
點
爲

︵
一
︶
各
縣
政
警
人
選
務
須
遵
照
部

頒
政
務
警
察
章
程
第
二
條
之
規
定
嚴
格
審
查
並
由
公
正
士
紳
二
人
書
面
保
證
確
無
部
章
第
三

條
所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始
准
錄
用

︵
二
︶
各
縣
政
府
對
於
政
警
務
須
實
行
訓
練
並
須
遵
照
部
章

第
七
條
釐
定
課
本
呈
廳
查
核

︵
三
︶
政
警
名
額
除
照
規
定
外
不
得
有
備
補
額
外
學
習
等
名
目

以
杜
流
弊

︵
四
︶
政
警
隊
長
資
格
須
擇
有
相
當
學
識
者
充
任
嗣
因
隊
長
資
格
無
一
定
標
準
往

往
用
非
其
人
流
弊
發
生
又
因
十
六
年
頒
訂
之
行
政
警
察
支
給
差
費
規
則
及
鄕
村
接
待
行
政
警

察
規
則
歷
時
旣
久
情
况
已
屬
不
合
規
定
差
費
由
人
民
支
給
亦
未
免
滋
擾
且
與
政
警
警
察
章
程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未
合
爰
於
二
十
三
年
七
月
省
政
府
召
集
第
二
屆
行
政
會
議
時
由
民
政

廳
提
案
通
過
整
頓
辦
法
卽
由
所
擬
定
各
縣
政
務
警
察
隊
長
任
用
暫
行
辦
法
並
與
財
政
廳
高
等

法
院
會
訂
各
縣
政
務
警
察
差
費
規
則
均
奉
省
政
府
通
令
施
行
爾
時
縣
長
潘
龍
光
已
將
政
警
出

差
費
規
則
提
交
縣
政
會
議
通
過
令
行
財
務
委
員
會
遵
照
章
定
數
目
從
地
方
款
項
下
支
給
按
月

呈
報
一
次
而
人
民
無
謂
之
負
担
從
此
減
輕

衞
生

民
國
十
七
年
奉
民
政
廳
令
於
公
安
局
內
添
設
衞
生
專
員
一
員
專
司
一
縣
衞
生
行
政
其
所
定
分

期
進
行
計
劃
至
詳
且
盡
果
能
見
諸
實
行
於
衞
生
大
有
裨
益
惜
限
於
經
費
一
無
舉
辦
該
專
員
坐

食
廩
餼
無
所
事
事
所
可
見
者
每
年
於
淸
明
節
在
城
市
大
掃
除
一
次
而
已
二
十
年
奉
民
政
廳
令

撤
銷
衞
生
專
員
改
設
平
民
醫
院
附
公
安
局
內
嗣
以
收
效
太
微
於
二
十
二
年
創
立
官
醫
院
仍
名

爲
平
民
醫
院
地
址
在
縣
黨
部
旋
移
至
警
察
所
二
十
三
年
奉
令
改
爲
縣
立
醫
院
地
址
在
花
園
街

內
設
調
劑
室
診
病
室
每
月
經
費
百
元
購
藥
費
在
外
至
二
十
四
年
繄
縮
預
算
因
以
停
辦
至
衞
生

分
期
進
行
計
劃
多
可
奉
爲
典
則
茲
錄
於
次

第
一
期

一
淸
潔
道
路

二
澡
塘
飮
食
館
旅
店
之
取
締

三
公
共
廁
所
之
整
理

四
設
立
衞
生
講
演
所

五
各
校
添
設
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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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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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生
功
課

第
二
期

一
設
立
衞
生
傳
習
所

二
組
織
防
疫
處

三
取
締
醫
藥

四
添
設
衞
生
辦
事
處

五
建
設
平
民
醫
院

第
三
期

一
設
立
巡
迴
診
療
所

二
設
立
女
子
家
庭
衞
生
傳
習
所

三
辦
理
衞
生
統
計

四
於
局
內
擴
充
改
爲
衞
生
處

五
設
立
衞
生
化
驗
所

第
四
期

一
建
設
屠
宰
場
及
獸
院

二
設
立
公
共
體
育
場

三
上
下
水
道
之
設
立

倉
儲

乾
隆
志
常
平
倉
一
在
縣
大
門
東
一
在
縣
治
東
察
院
舊
址
義
倉
在
揚
善
寺
後
所
存
谷
數
何
時
開

放
淨
盡
無
卷
可
考
今
查
縣
大
門
東
之
倉
在
淸
末
已
改
作
粮
櫃
今
爲
政
警
辦
公
處
東
察
院
之
倉

在
淸
同
治
時
知
縣
顧
世
綸
改
建
爲
考
院
今
爲
縣
黨
部
光
緖
十
五
年
知
縣
鮑
振
鏞
就
揚
善
寺
後

之
倉
加
以
擴
充
計
北
廒
九
楹
東
西
廒
各
十
三
楹
名
曰
永
備
倉
廒
房
按
山
阜
岡
陵
字
排
號
地
址

高
爽
儲
谷
最
爲
相
宜
經
始
於
十
五
年
八
月
至
次
年
二
月
工
竣
爾
時
計
存
谷
七
千
六
百
石
在
前

淸
時
雖
不
時
開
倉
賑
濟
然
猶
時
借
時
還
倉
儲
常
滿
自
民
國
以
來
民
乏
隔
歲
之
粮
官
無
期
年
之

任
倉
政
廢
弛
只
有
支
出
未
有
償
還
早
已
一
粒
無
存
民
國
九
年
女
校
未
有
固
定
地
點
因
借
該
倉

作
暫
時
之
用
十
六
年
男
女
合
校
縣
立
一
高
完
全
倂
入
該
倉
遂
一
變
而
爲
縣
立
學
校
二
十
三
年

奉
令
塡
補
倉
谷
經
縣
政
會
議
組
織
縣
倉
保
管
委
員
會
按
區
征
收
倉
谷
並
遵
章
附
帶
建
倉
費
奈

値
水
旱
頻
仍
閭
閻
九
空
征
收
二
年
僅
收
入
法
斗
一
千
二
百
餘
石
暫
借
舊
廒
六
楹
存
儲
現
仍
在

繼
續
征
收
中
所
有
保
管
章
程
錄
於
左

縣
倉
保
管
委
員
會
簡
章

第
一
條
本
倉
遵
照
內
政
部
頒
佈
縣
倉
保
管
規
則
定
名
爲
西
華
縣
倉

第
二
條
本
會
定
名
爲
西
華
縣
倉
保
管
委
員
會

第
三
條

本
會

由
縣
政

府
會
同

地
方

法
團
推

舉
五
人

爲
委

員
但
各

委
員
均

爲
義

務
職
不

支
薪
定

期
一

年

第

四
條
本

會

委
員
推

定
後

呈
請
縣

政
府
委

任
均

受
縣
政

府
之
監

督

第
五
條

本
會
委

員
之

職
務
如

左

︵
子
︶

關
於
本

會
建
設

修
葺

事

宜

︵
丑
︶

關

於

倉

谷

之

保

存

及

以

陳

代

新

事

項
︵
寅
︶
關

於

倉

谷

使

用

及

塡

補

事

項
︵
卯
︶
關

於

倉

谷

耗

失

之

稽

登
查

事

項
︵
辰
︶
關

於
倉

谷

貸

與
年

糶

散

放
事

項

第
條

六

凡
本

倉

倉

谷
出

入

須

呈
請

縣

政

府
批

准

後

始
能

實

行
並

須
載
册

簿
以

備
查
考

第
七

條
本

會
委
員

如
有
舞

弊
情

事
一
經

查
出
由

縣
政

府
察
酌

輕
重
加

以
相

當
懲
罰

第
八

條

本
倉
倉

谷
如

收
放
時

須
由
縣

政
府

及
地
方

法
團
監

視
之

第
九

條
本
倉

倉
谷

辦
理
完

竣
時
除

呈
報

縣
府
備

案
外
並

佈

吿
俾
衆
周
知

救
濟

宜
濟
堂

剏
始
於
明
朝
坐
落
城
北
門
內
路
東
乾
隆
志
記
載
綦
詳
原
有
房
屋
二
十
五
間
基
地

三
頃
一
十
一
畝
一
分
二
厘
係
各
慈
善
家
捐
入
歷
由
縣
府
經
管
分
放
於
住
堂
及
附
近
聾
瞽
殘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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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之
人
入
民
國
改
由
財
務
機
關
經
理
於
每
月
十
六
日
發
放
一
次
名
曰
孤
貧
口
粮
分
爲
一
二
三
等

現
在
列
一
等
者
一
百
二
十
五
名
每
名
月
領
錢
六
百
文
列
二
等
者
一
百
名
每
名
月
領
錢
四
百
文

列
三
等
者
二
十
名
每
名
月
領
錢
二
百
文
共
計
人
數
二
百
四
十
五
名
月
共
領
錢
一
百
一
十
九
千

文
年
終
發
雙
粮
全
年
以
十
三
次
計
算
共
應
領
錢
一
千
五
百
四
十
七
千
文
此
係
前
數
十
年
物
價

最
低
時
所
定
額
數
不
便
輕
易
更
張
邇
來
粮
價
日
昂
稞
租
當
有
盈
餘
惟
以
列
入
地
方
預
算
盈
餘

均
撥
補
救
濟
院
大
抵
所
謂
殘
廢
者
均
另
有
生
業
所
領
口
粮
不
過
作
爲
小
補
耳

救
濟
院

民
國
十
七
年
奉
民
政
廳
轉
頒
內
政
部
規
定
各
縣
救
濟
院
條
例
當
以
籌
款
維
艱
未

及
舉
辦
嗣
於
二
十
一
年
四
月
改
宜
濟
堂
爲
救
濟
院
將
固
有
舊
房
修
葺
一
新
設
殘
廢
所
一
處
仍

以
舊
有
之
款
養
舊
有
殘
廢
之
人
所
有
孤
兒
所
養
老
所
限
於
經
濟
暫
付
缺
如
二
十
二
年
從
地
方

攤
款
項
下
增
加
救
濟
經
費
設
孤
兒
所
於
城
西
北
隅
白
衣
閣
設
養
老
所
於
北
門
外
祖
司
廟
及
二

十
四
年
實
行
緊
縮
預
算
禁
止
地
方
攤
款
該
院
經
費
被
減
大
半
因
將
養
老
所
停
止
殘
廢
所
人
等

仍
照
額
具
領
每
月
口
粮
僅
餘
孤
兒
三
十
餘
名
撐
支
門
面
而
已
該
院
院
長
二
十
一
年
由
建
設
局

長
黃
炎
離
兼
任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尤
振
華
任
二
十
四
年
高
香
齋
任

民
國
十
年
水
災
過
重
成
立
救
濟
會
以
朱
潤
蕖
程
履
謙
爲
主
任
請
得
上
海
華
洋
義
振
會
派
牧

師
法
明
律
施
放
工
振
一
萬
元
計
修
逍
遙
鎭
趙
寨
兩
處
沙
河
決
口
並
挑
挖
賈
魯
河
淸
流
河
淤
塞

修
築
城
街
道
路
及
赴
逍
遙
道
路
以
工
代
賑

二
十
年
我
國
中
部
各
省
均
遭
水
災
以
河
南
爲
最
重
而
河
南
水
災
以
西
華
爲
最
重
經
旋
汴
邑

人
王
從
周
馬
兆
驤
奔
籲
請
得
振
款
如
下

一

上
海
濟
生
會
施
放
急
振
一
萬
元
委
員
馮
仰
山

二

河
南
省
振
務
會
施
放
急
振
二
千
元
委
員
陳
嘉
謨

三

國
民
政
府
救
急
水
災
委
員
會
施
放
急
振
如
下
委
員
石
桂
五

甲

冬
振
美
麥
八
十
萬
斤
振
衣
二
千
套

乙

粥
廠
小
米
十
三
萬
六
千
二
百
斤

丙

小
工
振

︵
一
︶
修
補
道
路

永
葉
省
道
由
邵
莊
起
至
蘇
橋
止
三
千
丈
用
洋
六
百
元

西
關
外
汽
車
道
由
西
關
起
至
和
莊
止
六
百
丈
用
洋
九
百
六
十
六
元
四
角

東
關
外
汽
車

道
由
東
關
起
至
東
橋
止
五
百
五
十
丈
用
洋
六
百
六
十
四
元
八
角

︵
二
︶
修
築
東
橋
工

洋
四
百
元

︵
三
︶
修
築
城
隍
一
千
三
百
元

共
合
四
千
元

丁
大
工
賑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二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沙
河
工
賬
係
第
十
八
區
工
賑
管
理
局
局
長
楊
子
功
負
責
辦
理
所
有
施
賑
地
點
及
數
目
分

列
於
次

︵
一
︶
修
堵
沙
河
决
口
三

處

陳
村
賑
麥
三
萬
○
六
百
三
十
斤

阜
陵
賑
麥
十
萬
零
九
千
零
一
十
一
斤

葫
蘆

灣
賑
麥
二
萬
二
千
七
百
七
十
五
斤

︵
二
︶
修
築
沙
河
月
堤
一
處

張
村
麥
五
萬
四
千
三
百
六
十
斤

︵
三
︶
培
修
險
堤
二

十

二

處

陳
村
東
首
麥
五
萬
八
千
五
百
六
十
二
斤

紙
坊
麥
四
千
一
百
零
六
斤

程
灣
麥

三

千

四

百

五

十

一

斤

馬
壚
麥
三
萬
四
千
五
百
九
十
四
斤

河
涯
張
麥
八
千
四
百
三
十
六
斤

諸
葛
寺
麥
一

萬

一

千

零

七

十

九

斤

阜
陵
桐
樹
坑
麥
二
萬
七
千
五
百
五
十
一
斤

大
路
李
麥
二
千
零
八
十
八
斤

南
倉

麥
一
萬
八
千
九
百
五
十
四
斤

逍
遙
集
麥
二
萬
零
零
四
十
一
斤

尙
灣
麥
三
萬
一
千
零
四
斤

柴
灣
麥
五
千
六

百

九

十

八

斤

常
社
店
麥
二
千
零
八
十
八
斤

李
灣
麥
五
千
零
三
十
五
斤

叢
桑
麥
五
萬
九
千
七
百
零
四
斤

倉
門
麥

六

萬

零

八

百

一

十

六

斤

老
門
墰
麥
一
千
五
百
八
十
斤

葛
莊
麥
三
萬
四
千
五
百
零
二
斤

上
周

麥
七
千
七
百
六
十
斤

江
口
麥
二
萬
七
千
五
百
五
十
一
斤

飮
馬
臺
麥

七

千

二

百

斤

周
莊
麥
七
千
二
百
斤

共
麥
六
十
六
萬
六
千
四
百
七
十
六
斤
約
合
洋
六
萬
六
千
零
四
十
七
元
六
角

︵
四
︶
壩
工

馬
爐
小
人
字
壩
二
工
料
六
千
二
百
八
十
元

工
價
一
百
一
十
四
元
共
用
款
七
千
二
百
元

逍
遙
集
小

人

字

壩

二

用

洋

與

上

同

叢
桑
小人

字
壩
二
用

仝
上
數

共
用
洋
二
萬
一
千
六
百
元

戊
修
浚
潁
河
詳
載
河
渠
志
河
潁
工
程
條

︵
一
︶
修
築
新
河
道

潁
河
新
道
上
接
郾
城
自
本
境
瓦
屋
趙
起
就
土
壚
河
河
身
浚
深
加
築

新
堤
至
固
廂
村
土
壚
河
入
潁
處
止
長
三
十
五
里
加
寬
八
丈

︵
二
︶
浚
修
舊
河
道

由
固
廂
村
起
至
淮
陽
境
孫
嘴
止
一
律
河
身
加
寬
河
堤
培
厚
長
一
百

十
五
里

以
上
共
計
一
百
四
十
里

共
支
出
洋
十
四
萬
五
千
零

元
餘
款
撥
交
潁
河
下
游
橋
工
委
員
會
作
爲
修
橋
之
用

︵
三
︶
建
修
橋
梁
詳
載
河
渠
志
豫
河
工
程
條

二
十
三
年
水
災
縣
內
成
立
水
災
救
濟
委
員
會
縣
長
潘
龍
光
爲
會
長
王
祥
甫
爲
勸
募

主
任
甯
謐
爲
總
務
主
任
請
得

省
賑
務
會
急
賑
二
千
元
委
王
祥
甫
負
責
施
放

國
賑
會
賑
款
六
千
元
由
委
員
王
公
容
負
責
施
放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三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展
書
堂
募
捐
洋
壹
千
五
百
元

高
藍
田
募
捐
洋
二
百
元

由
縣
施
放
小
米

胡
民
英
募
捐
洋
二
百
元

二
十
四
年
沙
河
決
口
賈
魯
河
決
口
全
縣
大
水
成
立
水
災
救
濟
分
會
王
祥
甫
爲
主
任

請
得

省
賑
會
急
賑
壹
千
元
由
縣
分
會
施
放

上
海
義
賑
會
賑
洋
七
千
元
派
宏
傘
法
師
施
放
急
賑
四
千
元
堵
決
口
工
賑
洋
三
千
元

展
書
堂
捐
洋
五
百
元
修
龍
池
頭
橋
以
工
代
賑

二
十
五
年
旱
災
縣
內
成
立
賑
務
分
會
王
祥
甫
金
耀
彩
朱
叔
愷
爲
常
委
請
得

省
賑
會
急
賑
四
千
元
委
員
鹿
淸
溪
施
放

又
放
春
賑
洋
一
萬
元
委
員
鹿
淸
溪
施
放

二
十
六
年
沙
河
南
岸
葫
蘆
灣
決
口
全
縣
大
水
請
得

省
振
會
急
賑
三
千
元
委
員
劉
緝
熙
施
放

道
路
救
濟

金
耀
彩
捐
修
茶
亭
兩
座
一
坐
落
西
扶
汽
車
道
附
捐
地
四
畝

奇
一
坐
落
劉
莊
東
附
捐
地
五
畝
奇

邵
張
氏
捐
修
茶
亭
一
座
坐
落
陳
村
東

西
郾
汽
車
路

方
言

昔
孟
子
道
齊
語
楚
語
爲
談
方
言
者
之
祖
西
華
於
戰
國
爲
楚
地
而
當
時
楚
語
之
實
况
竟
蔑
得
而

聞
焉
降
至
西
漢
季
年
揚
子
雲
有
方
言
之
作
其
十
三
篇
所
記
頗
不
乏
汝
潁
或
陳
楚
間
語
今
試
取

而
驗
之
餘
曰
枿
養
曰
鞠
哀
曰
悼
長
曰
修
皆
通
於
四
方
之
文
言
未
見
爲
民
俗
所
施
用
至
若
溼
而

爲
憂
戎
而
爲
大
㛯
而
爲
耦
侹
而
爲
代
敦
而
爲
語
過
雖
學
子
儒
士
或
難
宿
聆
其
義
而
况
工
農
婦

孺
又
何
能
耳
聽
而
口
道
之
旻
雖
名
曰
方
言
蓋
已
隨
時
代
之
過
去
而
早
爲
陳
邁
之
骨
董
已
夫
語

言
遷
變
與
世
俱
新
而
我
國
學
者
恆
重
古
昔
而
輕
現
實
尊
雅
言
而
鄙
方
俗
之
口
故
二
千
年
來
真

樸
而
能
脗
合
之
方
言
記
籍
爲
殊
不
多
見
也
海
通
以
來
受
影
響
於
歐
學
漸
有
以
語
爲
文
者
始
知

日
用
語
言
之
足
重
而
搜
採
之
而
硏
究
之
於
是
方
志
之
書
亦
多
有
方
言
之
編
錄
矣
黃
河
流
域
爲

通
行
官
話
之
區
而
我
河
南
一
省
自
宛
南
東
北
盡
迤
於
冀
魯
界
上
皆
屬
於
中
原
語
系
之
開
封
系

西
華
處
其
中
又
無
大
山
嶺
間
隔
觀
其
語
法
之
運
用
語
尾
之
配
置
音
讀
之
無
入
聲
以
及
謠
諺
歌

曲
種
種
大
抵
與
鄰
境
同
蓋
純
然
中
原
語
族
也
然
而
風
土
所
關
大
同
者
究
不
能
無
小
異
一
縣
之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四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中
東
西
南
北
之
區
因
其
所
接
近
鄰
境
者
又
各
有
小
異
焉
於
其
同
也
固
足
以
明
系
統
於
其
異
也

亦
可
以
證
流
別
同
異
之
間
所
去
取
蓋
斤
斤
焉
茲
編
依
方
言
廣
義
析
其
內
容
爲
語
音
語
詞
民
諺

兒
歌
之
四
項
同
者
約
舉
其
例
異
者
審
核
其
實
雖
不
能
詳
考
博
證
而
一
邑
民
風
物
情
之
槪
况
庶

幾
可
推
度
想
像
以
得
之
抑
百
里
而
儉
之
地
介
全
省
百
一
十
一
縣
而
爲
言
異
外
而
及
其
同
固
亦

無
取
乎
詳
博
爾
矣

一

語
音變

音

實

例

備

考

沒

ㄇ
ㄨ
·

沒
有

間
有
作
ㄇ
ㄞ
·
音
者

店

ㄉ
一
·
ㄝ

王
店

縣
南
各
市
村
之
稱
店
者
多
作
此
音

底
下

ㄉ
一
ㄚ
·
去

下

之

聲

母

而

令

兩

音

爲

一

樹
底
下
讀

爲

ㄕ

·

ㄨ

ㄉ

一

·

ㄚ

地
下
亦
同
此
者
作
ㄉ
一
·
ㄚ
音

的

ㄌ
一

你
的
我
的
慢
慢
的

底
裏
頭

ㄉ
一
·
又

屋
底
裏
頭
讀

作

ㄨ

ㄉ

一

·

ㄡ

凡

容

於

某

物

體

下

面

之

內

部

者

大

槪

如

是

獨

ㄉ
·
ㄡ

獨
你

獨
是
這
個

常
作
連
詞

堂

ㄊ
ㄚ
·

柴
堂

用
法
與
王
店
同

那
兒

ㄋ
ㄚ
·
ㄦ
合

二

音

爲

一

王
那
兒
讀

作

ㄨ

ㄤ

·

ㄋ

·

ㄚ

ㄦ

指

某

家

說

張

曰

張

那

兒

李

曰

李

那

兒

就

某

地

言

亦

如

是

那
們

ㄋ
·
ㄣ
去

那

之

韻

母

們

之

聲

母

而

爲

合

音

那
們
好
讀

作

ㄋ

·

ㄣ

ㄏ

ㄠ

代
表
事
物
之
情
狀

裏
頭

ㄌ
一
·
又
去

頭

之

聲

母

而

合

爲

一

音

城
裏
頭
讀

作

ㄔ

ㄥ

·

ㄌ

一

·

ㄡ

凡
一
物
容
受
他
物
者
皆
如
是
說

綠

ㄌ
ㄩ
·

綠
豆

綠
樹

六

ㄌ
一
·
ㄡ

六
個

六
月

列

ㄌ
ㄞ

行
列

獵
躐
同

趷

ㄐ
一
ㄝ
·

趷

蹦

趷

蹦

地

趷

㨪

趷

㨪

地

常

用

在

單

一

動

詞

之

上

而

共

爲

在

副

位

之

散

動

詞

革

ㄐ
一
ㄝ

革
命

革
除

格

字
同
此

國

ㄍ
ㄨ
ㄞ

國
家

穀

ㄐ
·
又

穀
樹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五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客

ㄑ
一
ㄝ

客
來

克
同

後
兒

ㄏ
·
ㄛ
ㄦ
兩

音

合

一

半
後
兒
讀

如

ㄅ

·

ㄢ

ㄏ

·

ㄛ

ㄦ

後

兒

如

此

讀

法

當

係

由

ㄏ

·

又

ㄦ

之

音

久

而

失

去

又

母

之

後

半

者

花

ㄏ
ㄨ
ㄛ

紅
花
集

但
限
於
此
集
之
名
稱
他
語
不
多
見

牛

又
·

牛
家

牻
牛

孃

ㄏ
一
ㄤ
轉

陽

平

爲

陰

平

爹
孃

大
孃

昭

ㄗ
ㄠ

昭
穆

此

與

﹁

蜘

蛛

﹂

字

音

均

爲

縣

境

一

部

之

音

非

盡

如

此

蜘
蛛

ㄐ
一
ㄐ
ㄩ

莊

ㄓ
ㄨ
ㄚ

梁
莊

城
西
有
此
音
亦
限
於
村
名
爲
然

朱

ㄓ
ㄨ
ㄝ

朱
莊

城
西
有
此
音
亦
限
於
村
名
爲
然

少

ㄥ
·
ㄠ

多
少

日

ㄦ

日
頭

此
音
專
用
於
日
頭
一
詞

日
頭

日
又
去

頭

之

聲

母

而

合

爲

一

音

日
頭
西
讀

爲

日

又

ㄙ

一

縣

西

人

半

後

之

稱

此

一

語

之

日

音

與

普

通

稱

日

頭

者

異

精

ㄐ
一
ㄥ

精
神

切

ㄙ
一
ㄝ

切
斷

謝

ㄒ
一
·
ㄝ

謝
謝

縣

之

大

部

讀

ㄗ

ㄘ

私

三

聲

母

之

齊

齒

音

均

轉

入

ㄐ

ㄥ

ㄒ

三

母

之

下

尹

一
·
ㄢ

尹
坡
·

亦
僅
用
於
村
名

有

ㄏ
一
·
又

沒
有

常
於
緊
接
沒
字
下
見
之

灣

ㄨ
ㄞ

朱
灣

用
與
尹
同

俺

ㄞ

俺
們

亦
爲
縣
境
一
部
之
音

二

語
詞

俗

語

備

考

高
祖
父母

老
老
太

爺

太

亦
有
稱
老
太
爺
與
老
太
太
者

曾
祖
父母

老
太

爺

太

祖
父母

爺奶

奶

字
本
作
嬭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六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父母

爹孃

︵
通

作

娘

︶

間

有

隨

叔

伯

兄

弟

行

呼

父

爲

大

爺

或

叔

母

爲

大

孃

或

嬸

者

父
子
合
稱

爺
兒
們
爺

兒

兩

音

合

一

︵
一

ㄝ

·

ㄦ

ㄇ

ㄣ

·

︶

可

通

用

於

祖

孫

或

尊

卑

間

故

同

族

之

泛

稱

亦

用

之

母
子女

合
稱

孃
兒
們
孃

兒

兩

音

合

一

︵
ㄏ

一

ㄤ

·

ㄦ

ㄇ

ㄣ

︶

通
用
之
範
圍
同
上

繼
父母

後
老孃

面
稱
其
親
子
女
同

夫
之
父母

公

公

婆

子

面
稱
隨
夫

伯
父母

大
爺孃

稱
呼
之
上
可
加
行
次
之
數
字

叔
父母

叔嬸

母

或

嬸

兒

︵
ㄕ

ㄣ

·

ㄦ

︶

稱
呼
之
上
可
加
行
次
之
數
字

姑
母

姑

︵
讀
若
古
︶

稱
呼
之
上
可
加
行
次
之
數
字

妻

媳
婦
或
老
婆
老
婆
下
或
加
子

夫
妻
相
互
間
無
適
當
稱
呼
上
述
皆
爲
旁
稱

繼
室

塡
房

妾

小
婆
婆

兼

兒

音

兄嫂

哥

哥

嫂

子

可
加
數
目
字

弟弟

婦

兄

弟

娣

ㄉ

·

一

︶

妹

或

兄

弟

媳

婦

兄
弟
合
稱

弟
兒
們

弟

兒

兩

音

合

一

又

參

入

ㄥ

母

之

音

作

ㄉ

一

ㄥ

ㄦ

蓋

由

弟

兄

兒

們

四

字

之

音

減

倂

而

成

者

大

伯

小

叔

子

此
爲
旁
稱
面
稱
時
仍
隨
夫
之
稱
呼

夫
之
兄弟

夫
之
姊妹

大小

姑
子

此
爲
旁
稱
面
稱
時
仍
隨
夫
之
稱
呼

子子

婦

孩

子

或

兒

子

媳

婦

或

兒

媳

婦

亦
稱
娃
子
娃
子
又
爲
卑
幼
之
通
稱

妻
前
夫
子

帶
犢
子

娶

妻

經

若

干

時

而

其

子

始

來

者

謂

之

犢

︵
ㄉ

ㄨ

ㄦ

︶

以

胎

來

者

謂

之

帶

簍

或

帶

肚

孫孫

婦

孫
兒
︵
ㄙ

ㄨ

ㄣ

ㄦ

︶
或

孫

娃

子

媳

婦

或

孫

娃

媳

婦

曾
孫孫

婦

重
孫
兒媳

婦

孫

滴

孫

一
家
子

凡
同
姓
者
皆
可
用

右
族
屬

外
祖
父母

老
爺孃

或

姥

姥

︵
ㄌ

·

ㄠ

︶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七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母

舅

舅

母

舅妗

子

妻
父母

岳
父

或

丈

人

母

或

丈

母

孃

壻

於

妻

父

母

多

循

妻

之

稱

呼

上

列

皆

旁

稱

也

妻

兄

弟

姊

妹

同

妻
兄

弟

兄

弟

妻

內

兄

內

弟

或

大

舅

小

舅

丈

嫂

小

妗

子

內
兄
弟
爲
較
文
雅
之
稱
行
於
中
等
以
上
社
會

妻
姊

妹

姊

妹

夫

大

姨

子

小

姨

子

連

襟

或

一

條

槓

壻

女
壻

面

稱

則

某

姓

爲

某

相

公

相

公

又

爲

對

於

幼

之

普

通

敬

稱

右
戚
屬

師

先
生
或
老
師

工

匠

之

師

稱

曰

師

傅

師

之

妻

曰

師

孃

同
學

同
窗
或
師
兄
弟

朋
友

相
好
的
或
一
把
子

一
把
子
就
志
趨
相
同
言

學
徒

徒
弟

商
店
之
學
徒
曰
相
公

地

主

主

人

僱

主

店

主

掌
櫃

店
主
亦
稱
老
板

僱
工

把
師
師

讀

司

亦
稱
夥
計

右
社
交

農
作
物

莊
稼

農
人
曰
莊
稼
人

營
農
業
曰
做
莊
稼

工
業

匠
作
行

商
業

生
意

營
商
曰
做
生
意

醫
師

伏
夫
㐲
︵
ㄉ．

ㄞ

︶

面
稱
則
爲
先
生

同
業

同
行
或
一
行
夥

工
頭

掌
作
或
掌
作
的

牙
儈

行
︵
ㄏ
ㄤ
︶
戶
或
經
紀

右
職
業

日

日
頭

月

月
亮

小
兒
語
稱
爲
月
奶
奶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八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月
暈

風
圈
或
雨
圈

意
謂
見
此
圈
後
迅
當
有
風
或
雨
也

星

星
星

北

斗

曰

杓

斗

星

牽

牛

曰

牛

郞

啓

明

曰

慧

星

流

星

曰

賊

星

慧

星

曰

掃

星

雲

雲
彩

微
雨

滴
星
或
滴
點

極

微

之

雨

曰

籮

麵

雨

急

雨

曰

陡

雨

急

雨

挾

雷

曰

雷

暴

雨

霰

雪
床
子

雹

冷
子

虹
霓

虹
︵
ㄐ
一．
ㄤ
︶

右
天
象

昨
日

夜
兒
個

夜
兒
兩
音
合
一

︵
一．
ㄝ
ㄦ
︶

亦
簡
稱
夜
兒

︵
一．
ㄝ
ㄦ
︶

前
日

前
兒
個
前
兒
例
同
上

亦
簡
稱
前
兒

︵
ㄘ
一
ㄢ．
ㄦ
︶

今
日

今
兒
合
爲
上
一
音

︵
ㄐ
一
ㄣ．
ㄦ
︶

明

明
兒
合
爲
一
音

︵
ㄇ
一
ㄥ．
ㄦ
︶

後
日

過
了
明
兒
明
兒
同
上

去
年

年
時
個

明
年

過
年

過
去
時

往
常
或
每
日
日

讀
︵
一

ㄦ

︶

未
來
時

趕
明
兒︵
ㄍ．
ㄢ
ㄇ
一
ㄥ．
ㄦ
︶

淸
晨

冷
生
明

巳
初

半
晌
兒
晌

兒

合

讀

︵
ㄕ

ㄤ

ㄦ

︶

亦
曰
前
半
晌

午
刻

晌
午

午
時
少
過
曰
晌
午
錯
︵
ㄘ
ㄨ．
ㄜ
︶

申
初

半
後
兒
後

兒

合

讀

︵
ㄏ

ㄠ．

ㄦ

︶

亦
曰
日
頭
西
讀
作

︵
ㄖ
ㄡ

ㄒ
一
︶

古
代

老
輩
子

右
時
間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一
九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一
個

︵
一
ㄛ
·
︶

以

下

數

字

皆

爲

去

﹁

個

﹂

字

之

聲

母

而

與

上

一

字

拚

成

一

音

者

凡

兩

音

之

急

讀

往

往

捨

去

其

聲

母

或

韻

母

之

一

部

而

合

爲

另

一

音

仨

等

字

之

需

用

最

繁

而

普

故

各

有

新

字

之

創

立

焉

兩
個

︵
ㄌ
一
·
ㄚ
︶

三
個

仨

︵
ㄙ
ㄚ
︶

十
個

什

︵
ㄕ
ㄨ
ㄛ
︶

數

錢

至

二

十

以

上

之

整

數

簡

音

作

ㄕ

ㄨ

ㄛ

如

二

十

謂

之

二

什

︵
ㄕ

ㄨ

ㄛ

︶

三

十

謂

之

三

什

︵
ㄕ

ㄨ

ㄛ

︶

一
千
文

一
弔

甚
麽

啥

︵
ㄕ
·
ㄚ
︶
亦
作
嗄

按
麽
或
亦
讀
麻
故
啥
亦
爲
甚
麽
之
合
音

怎
麽

︵
ㄗ
·
ㄚ
︶

義
同
上

做
甚
麽

︵
ㄓ
ㄨ
ㄚ
·
︶

實

爲

三

字

之

合

音

開

封

之

讀

爲

︵
ㄗ

ㄨ

ㄚ

·

︶

本

境

又

轉

聲

母

之

﹁

ㄗ

﹂

爲

ㄓ

耳

我

俺

︵
·
ㄢ
︶

含
有
我
家
之
意

複
數
用
俺
們

你

您

︵
ㄋ
·
ㄣ
︶

含
有
你
家
之
意

複
數
用
您
們

吾
等

喒
或
喒
們
喒

︵
ㄗ

ㄢ

︶

嗶

用

喒

已

包

有

爾

我

在

內

加

們

則

意

義

更

爲

確

定

或

範

圍

更

大

喒

們

與

我

們

有

別

我

們

或

兼

指

爾

我

亦

可

與

﹁

你

們

﹂

對

待

若

用

喒

們

則

必

含

對

方

在

內

而

必

非

對

待

矣

孔

窟
窿
分

孔

之

一

音

爲

二

敏
捷

麻
刊

形
容
詞
亦
作
副
詞
用

孟
浪

冒
失
冒

讀

陰

平

聲

叫
譟

□
嚄

︵
ㄒ
一
ㄝ
·
ㄏ
ㄨ
ㄛ
·
︶

右
雜
言

三

民
諺

衆
人
是
聖
人

人
善
得
人
欺
馬
善
得
人
騎

路
在
人
走
事
在
人
爲

量
大
福
也
大
人
長
天
也
長

不
受
苦
中
苦
難
得
人
上
人

窮
富
有
命
死
生
有
定

父
慈
子
孝
兄
寬
弟
忍

路
休
走
盡
勢
休
使
盡

要
得
人
不
知
除
非
己
莫
爲

在
家
不
打
人
出
門
沒
人
打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二
○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聽
人
勸
吃
飽
飯
聽
人
調
抱
着
瓢

井
陶
三
徧
吃
好
水
人
受
教
調
武
藝
高

世
上
沒
難
事
祇
怕
纏
磨
頭

在
人
房
簷
下
怎
敢
不
低
頭

能
教
人
說
窮
不
教
人
說
倯
按
此
能
字
乃
寧
之
轉
音

寧
奴
丁
切
本
陽
平
聲
與

能
音
甚
近
倯

︵
ㄙ
ㄨ
ㄥ
·
︶

頽
唐
沮
喪
之
意

吃
虧
是
便
宜
害
人
如
害
己

殺
人
償
命
欠
債
還
錢

一
瓶
子
不
滿
半
瓶
子
輄

按
上
句
意
義
頗
爲
費
解

憶
某
書
有
滿
瓶
不
響
語

乃
知
此
句
本
作
滿
瓶
子
不
嚮
以
喩
知
識
深
至
每
不
肯
輕
言

自
炫
也
惟
俗
語
相
沿
已
久
姑
照
錄
而
訂
其
義
如
此

︵

輄

︵
ㄨ
ㄤ

ㄉ
ㄤ
︶
爲
車
行
顚
□
之
聲

有
飯
捨
與
飢
人
有
話
說
與
知
人

家
中
有
剩
飯
路
上
有
飢
人

天
晴
防
天
陰
有
飯
防
沒
飯

老
天
沒
有
絕
人
路
只
怕
浪
子
不
囘
頭

跟
着
好
人
學
好
人
跟
着
獅
婆
下
假
神

吃
不
窮
穿
不
窮
不
會
打
算
必
受
窮

會
打
官
司
不
算
能
越
打
官
司
越
受
窮

對
面
說
好
話
背
地
使
黑
心

一
字
入
公
門
九
牛
拔
不
出

官
斷
十
條
路
九
條
人
不
知

你
有
初
一
我
有
十
五

你
敬
我
一
尺
我
敬
你
一
丈

隨
年
吃
飯
隨
年
穿
衣

早
起
三
光
晚
起
三
荒

指
河
吃
水
指
山
賣
磨

遇
事
休
慌
須
有
主
張

年
年
防
歉
夜
夜
防
賊

不
怕
歉
年
只
怕
連
年

小
富
在
人
大
富
在
天

好
男
不
爭
分
家
飯
好
女
不
爭
嫁
時
衣

好
女
不
爭
妝
奩
好
男
不
爭
莊
田

棍
頭
出
孝
子
驕
慣
忤
逆
郞

白
天
沒
有
虧
心
事
黑
夜
不
怕
鬼
叫
門

十
分
精
明
休
使
盡
留
下
三
分
與
兒
孫

人
有
好
心
禍
不
臨
身

朋
友
千
千
萬
知
心
有
幾
人

年
怕
中
秋
月
怕
半
一
天
怕
吃
晴
午
飯

陰
來
陰
去
陰
下
雨
病
來
病
去
病
倒
人

右
關
於
處
事
常
識
者

烏
雲
接
太
陽
大
雨
兩
三
場

雨
洒
塵
旱
煞
人

南
風
掉
北
風
不
下
也
滴
星

南
風
不
過
三
過
三
大
水
淹
三
謂
三
日

密
雲
低
又
低
風
和
雨
淒
淒

東
北
密
雲
恆
不
雨
縱
然
有
雨
一
二
指

雲
往
南
水
漣
漣
雲
往
北
一
陣
黑
雲
往
東
一
陣

風
雲
往
西
觀
音
老
母
披
蓑
衣

南
風
北
風
常
往
來
必
定
成
旱
災

晴
熱
無
風
人
若
醉
頃
刻
有
大
雷

卯
刻
下
雨
午
不
晴
淋
瀝
到
三
更
三
更
又
不
歇

淹
沒
不
用
說

西
北
烏
雲
邊
帶
紅
必
定
降
冷
冰

西
南
雲
接
東
南
雲
亦
主
降
甘
霖

雷
聲
殷
殷
續
不
斷
縱
然
下
雨
亦
有
限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二
一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雲
亢
若
魚
鱗
不
雨
旱
煞
人

霹
靂
一
聲
驚
天
地
大
雨
傾
盆
至

密
雲
狂
風
靜
一
陣
有
雨
不
必
問

電
光
如
鞭
赤
而
明
大
雨
隨
時
行

電
光
散
漫
赤
而
黃
頃
刻
露
太
陽

和
風
甘
雨
亮
一
亮
定
該
下
一
仗
雨
稍
停
而
雲
未

散
天
光
忽
若
轉

亮
者
必
更

有
大
雨

雲
到
中
天
交
換
過
沛
然
若
江
河

古
山
忽
然
起
雲
煙
頃
刻
下
滿
天

天
藍
星
期
似
動
搖
必
有
雨
滔
滔

雞
晒
翅
膀
近
落
雨
遠
落
晴

公
雞
愁
晒
破
頭
母
雞
愁
雨
點
流

長
蟲
上
樹
狗
吃
靑
拭
目
看
雲
騰

牛
鬭
牝
雞
打
不
開
亦
主
雲
雨
來

忽
然
疥
蟇
咬
牙
聲
不
久
雨
將
傾

螞
蟻
塞
穴
又
運
糧
不
久
雨
霶
霶

長
蟲
過
路
水
缸
洇
莊
稼
老
頭
拔
蒿
根

雨
足
土
融

蒿
根
易
拔

右
關
於
晴
雨
占
候
者

收
花
不
收
花
單
看
正
月
二
十
八
晴
則
宜

棉

正
月
雷
響
墓
堌
堆
民
多

夭
札

二
月
雷
響
糞
堌
堆
多
雨

宜
糞

田

三
月
雷
響
麥
堌
堆
時
和

年
豐

二
月
茵
陳
三
月
蒿
四
月
砍
下
當
柴
燒
採
取
宜
早

三
月
三
南
瓜
葫
蘆
一
齊
安

四
月
八
進
黃
瓜
沒
有
黃
瓜
進
朶
花

夏
至
五
月
端
麥
貴
一
千
天

伏
天
有
雨
好
種
瓜

伏
天
刮
破
皮
强
似
秋
後
犂
伏
天
耘
地

獲
益
甚
大

打
春
一
百
磨
鐮
割
麥
一
百
舉
大
數
言
實
須
百
二
十

日
以
大
麥
言
之
亦
非
百
一
十

日
不

可一
年
打
兩
春
黃
米
似
黃
金
價
貴
之
甚

迎
社
麥
倒
針
穀
雨
麥
炸
肚

立
夏
麥
秀
齊

小
滿
不
種
芒
種
不
留

芒
種
忙
三
兩
場
應
有
少
量
登
場

處
暑
不
出
頭
割
下
餧
老
牛

有
錢
難
買
五
月
旱
六
月
連
陰
吃
飽
飯

立
了
秋
把
鋤
丢

八
月
雷
聲
發
旱
到
來
年
一
百
八

八
月
十
五
雲
遮
月
單
看
來
年
雪
打
燈

嚴
霜
不
殺
草
土
匪
遍
地
跑
年
荒

盜
起

立
秋
十
八
日
種
秋
十
八
畝
打
秋
十
八
石

頭
伏
蘿
葡
二
伏
芥
三
伏
裏
頭
種
白
菜

過
了
七
月
七
大
小
棗
子
都
中
吃

十
月
果
花
開
來
年
有
荒
災

冰
凌
響
蔓
菁
蘿
葡
一
齊
長

狗
伸
舌
頭
不
做
活
活
雞
子
蹻
脚
受
折
磨

右
關
於
農
時
節
序
者

旱
鋤
地
潦
鋤
園

糞
大
水
勤
不
用
問
人

人
勤
地
不
懶

巧
種
不
如
拙
上
糞

棟
花
開
抽
蒜
薹
棟
花
落
吃
白
饃

三
月
淸
明
榆
不
老
二
月
淸
明
老
了
榆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二
二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桃
三
杏
四
梨
五
年
要
種
核
桃
十
八
年

花
下
藕
薹
下
□

桃
飽
人
杏
傷
人
李
子
樹
下
抬
僵
人

要
得
暖
椿
頭
大
似
碗

年
驢
月
馬
當
下
牛

草
膘
料
力
水
精
神

有
料
沒
料
四
角
攪
到

貓
怕
冬
狗
怕
夏

右
關
於
種
植
畜
牧
者

四

兒
歌

小
老
鴰
音

刮

俗

稱

鴉

爲

老

鴰

小
老
鴰
黑
深
深
俺
上
姥
家
住
一
春
老
孃
看
見
怪
喜
歡
妗
子
看
見
瞅
一
眼
妗
子
妗
子
你
白
瞅
豌

豆
開
花
俺
就
走
坑
裏
有
泥
鰍
河
裏
有
石
頭
孃
的
兄
弟
俺
的
舅

小
白
菜

小
白
菜
就
地
黃
三
生
四
歲
離
了
孃
跟
着
爹
還
好
過
就
怕
爹
爹
娶
後
孃
娶
了
後
孃
三
年
整
生
個

弟
弟
比
我
强
弟
弟
吃
稠
我
喝
湯
端
起
飯
碗
淚
汪
汪
弟
弟
花
錢
流
水
般
我
想
花
錢
難
上
難

月
奶
奶

月
奶
奶
明
晃
晃
開
開
後
門
洗
衣
裳
洗
的
淨
漿
的
硬
捶
的
光
打
發
哥
哥
上
學
堂
讀
四
書
念
文
章

紅
旗
插
到
大
門
上
看
看
排
場
不
排
場

又

月
奶
奶
望
八
八
八

加

八

爲

十

六

日

爹
織
布
孃
紡
花
孩
打
蘆
紼
以

紡

車

繞

綫

於

短

小

之

竹

管

以

備

貫

梭

緯

布

之

用

曰

打

蘆

紼

唿
喇
喇
吱
紐
輄

吱
紐
輄

緊
譚
莊

緊
譚
莊
慢
溝
上
泥
土
店
再
商
量
譚

莊

溝

上

泥

土

店

皆

西

南

鄕

進

城

必

由

之

道

走
到
駐
駕
莊
兩
眼
淚
汪
汪
看
見
胡
家
墳

距

城

里

許

兩
眼
上
下
輪
再
說
囘
去
罷
後
頭
沒
來
人
進
了
城
南
關
兩
眼
上
下
穿
城
裏
沒
熟
人
往

那

︵

丫
兀
︶
去
伸
寃
腰
裏
帶
的
錢
只
夠
做
盤
纏
早
知
這
種
味
不
勝
晚
些
來
兩
天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二
三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戶

口

人
民
爲
國
家
之
主
體
故
一
國
政
治
首
重
戶
口
我
國
關
於
調
查
戶
口
之
制
詳
於
周
禮
秦
漢
以
後

其
制
漸
弛
歷
代
徵
收
丁
銀
按
丁
收
賦
民
間
不
免
隱
匿
有
司
亦
難
稽
核
吏
册
所
載
郡
國
戶
口
均

非
實
錄
自
前
淸
雍
正
初
年
丁
倂
於
地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詔
嗣
後
編
審
戶
口
止
將
實
數
另
造
淸
册

其
徵
收
錢
糧
但
據
五
十
一
年
丁
册
定
爲
常
額
續
生
人
口
永
不
加
賦
於
是
中
國
人
口
驟
增
然
據

乾
隆
時
調
查
全
國
人
口
已
爲
四
萬
萬
迄
今
仍
稱
爲
四
萬
萬
上
年
國
民
政
府
內
政
部
統
計
爲
四

萬
萬
五
千
萬
二
百
年
間
未
見
增
加
中
國
人
口
生
產
率
之
小
已
可
槪
見
故
孫
中
山
先
生
深
以
若

干
年
後
中
國
人
口
將
受
世
界
各
國
壓
迫
爲
慮
西
華
戶
口
在
乾
隆
以
前
之
數
已
詳
財
政
篇
及
順

治
乾
隆
兩
志

據
乾
隆
志
載
乾
隆
十
六
年
新
舊
人
丁
共
四
萬
二
千
五
百
四
十
三
丁
而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知
縣
王

政
敷
任
內
經
征
錢
粮
册
載
原
額
人
丁
三
萬
三
千
九
百
七
十
一
口
逾
額
人
丁
一
萬
八
千
八
百
七

十
八
口
共
計
五
萬
二
千
八
百
四
十
九
口
一
百
五
十
年
間
增
加
僅
一
萬
餘
口
官
樣
文
章
之
不
實

不
盡
于
此
可
見
蓋
上
下
相
蒙
未
經
切
實
調
查
也
猶
憶
宣
統
初
年
辦
理
城
鎭
鄕
地
方
自
治
時
照

定
章
凡
人
口
在
五
萬
人
口
以
上
者
爲
鎭
其
不
足
五
萬
者
爲
鄕
爾
時
西
華
全
縣
劃
分
爲
七
區
計

分
一
城
三
鎭
三
鄕
城
區
人
口
約
三
萬
口
右
文
修
武
明
禮
三
鎭
人
口
均
在
五
萬
以
上
崇
義
尙
忠

存
信
三
鄕
人
口
均
在
四
萬
以
上
統
計
全
縣
人
口
在
三
十
萬
口
以
上
此
數
較
爲
近
實
以
光
緖
年

間
之
人
口
與
乾
隆
時
代
之
人
口
相
較
增
加
僅
五
分
之
一
以
宣
統
年
間
之
人
口
與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之
人
口
相
較
相
差
多
至
六
倍
此
殆
核
實
與
不
核
實
之
故
也

民
國
以
來
內
戰
叠
起
水
旱
頻
仍
西
華
地
當
南
北
要
衝
匪
禍
兵
燹
甲
於
全
省
人
民
之
死
亡
流
離

不
可
勝
計
然
據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奉
令
確
查
保
甲
查
得
全
縣
戶
數
爲
七
萬
九
千
四
百
二
十
一
戶

男
女
人
口
爲
四
十
二
萬
七
千
二
百
二
十
一
口
其
詳
數
如
左
表

河
南
省
西
華
縣
七
區
戶
口
統
計
表

項

別

第

一

區

第

二

區

第

三

區

第

四

區

第

五

區

第

六

區

第

七

區

總

計

保

數

四
八

九
六

八
十

七
二

六
一

一
一
○

一
一
二

五
七
九

甲

數

五
○
八

一
一
○
四

八
八
八

七
九
七

六
九
七

一
二
○
七

一
一
五
七

六
三
五
八

正
戶
口

五
六
一
二

三
五
六
○

一
○
二
二
七

八
七
九
二

九
六
七
三

一
二
八
一
二

二
八
二
七

七
五
四
六
三

附
戶
口

一
二
七
五

二
八
五

四
八
四

一
九
二

一
三
八
八

七
二

一
六
二

三
九
五
八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二
四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人口數

男

二

一

六

六

七

一

女

二

一

○

五

五

○

他往

男

九

八

六
一

二

六

五

一

四

四

九
一

五

二

八

一

五

七

○
一

○

○

八

一

九

四

五

九

七

五

一

女

三

四

七

四

一

四

五

三

三

七

三

七

一

四

六

二

一

九

六

四

二

三

○

三

八

纏

足

人

數

一

五

七

一

四

○

放

足

人

數

四

九

三

一
八

三

六

三

六

二

八

二
三

二

七

六

八

六

三

○
五

七

九

七

三

九

五

四

四

一

二

三

三

未

剪

髮

人

數

三

一

八

四

五

六

一

三

七

六

四

一

七

□

七

三

六

六

一

學齡

就學

男

八

○

二

一

三

九

六
一

三

○

一

八

四

八
一

二

六

三

一

○

一

一

女

二

六

一

九

八

六

一

七

三

一

二

一

七

五

二

三

七

一

二

兒童

失學

男

二

○

○

六

四

一

一

四
三

七

九

七

三

三

九

八
三

八

九

六

四

一

一

七

女

一

九

九

○

四

一

一

三
三

七

九

四

三

三

一

一
四

○

一

五

四

二

一

七

又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及
二
十
五
年
河
南
省
政
府
年
刊
施
政
統
計
表
內
所
載
西
華
保
甲
戶
口
數
目

如
下

年

份

二

十

三

年

二

十

五

年

統

計
區

數

七

四

聯
保
數

六
七

保

數

五
五
九

五
四
八

甲

數

五

九
九
七

六

四
七
五

戶

數

六
五

二
六
四

七
二

七
六
三

口數

男

一
八
一

五
七
一
口

二
二
一

○
九
五
口

女

二
四
○

七
六
七
口

二
○
○

六
三
九
口

合計

四
二
二

三
三
八
口

四
二
一

七
三
四
口

就
二
十
三
二
十
五
兩
年
戶
口
數
及
二
十
一
年
初
查
保
甲
時
之
戶
口
數
觀
之
西
華
戶
口
之
增
加

率
殆
屬
甚
微
此
蓋
由
於
歷
年
水
旱
交
加
農
村
生
活
艱
苦
流
徙
死
亡
者
不
在
少
數
有
以
致
之
也

又
民
國
二
十
年
民
政
廳
爲
整
頓
各
縣
戶
口
計
特
於
地
方
行
政
人
員
訓
練
所
內
附
設
戶
籍
班
訓

練
戶
籍
警
察
人
才
並
頒
布
任
用
戶
籍
員
辦
法
該
班
訓
練
期
滿
後
于
二
十
一
年
分
發
各
縣
籌
備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二
五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戶
籍
警
察
訓
練
所
西
華
亦
於
是
年
將
該
所
成
立
於
年
終
訓
練
完
竣
縣
公
安
局
設
戶
籍
主
任
各

區
設
戶
籍
員
各
鄕
鎭
設
戶
籍
警
察
是
年
卽
着
手
編
組
保
甲
至
二
十
三
年
保
甲
編
組
完
成
旋
因

裁
局
設
科
戶
籍
主
任
卽
改
歸
縣
政
府
第
一
科
兼
辦
凡
戶
口
異
動
人
事
登
記
均
逐
月
調
查
統
計

彙
報
上
級
機
關
自
今
以
後
如
能
認
真
辦
理
不
再
視
同
具
文
則
中
國
戶
口
之
實
數
從
此
有
所
稽

考
一
切
政
治
上
之
疑
難
均
可
迎
刃
而
解
矣

按
戶
口
一
目
本
列
於
自
治
保
甲
之
前
因
排
印
時
偶
爾
遺
忘
故
補
印
於
此



ZhongYi

西
華
縣
續
志
卷
五

民
政

二
六

開
封
建
華
印
刷
所
承
印

祠
祀

孔
子
廟

孔
子
沒
魯
哀
公
誄
之
曰
天
不
憼
一
老
太
史
公
曰
自
天
子
王
侯
中
國
言
六
藝
者
折
衷

於
夫
子
自
是
歷
代
崇
祀
漢
以
前
廟
祀
闕
里
後
釋
奠
辟
雍
其
後
邑
國
通
祀
曰
仲
尼
廟
曰
孔
廟

曰
宣
尼
廟
曰
孔
父
廟
曰
孔
顏
廟
曰
孔
聖
廟
曰
文
宣
王
廟
曰
宣
聖
廟
曰
夫
子
廟
曰
先
聖
廟
曰

先
師
廟
明
淸
兩
代
皆
曰
文
廟
宣
統
元
年
升
孔
子
爲
大
祀
民
國
三
年
頒
定
祀
孔
禮
節
定
名
孔

子
廟
神
牌
題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神
位
西
華
孔
子
廟
明
淸
兩
代
崇
修
歷
見
碑
碣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邑
人
王
祥
甫
等
重
修
有
西
華
續
修
文
廟
紀
事
錄

關
岳
廟

西
華
舊
有
關
廟
中
華
民
國
三
年
奉
命
合
祀
漢
壯
穆
侯
宋
岳
忠
武
王
定
名
爲
關
岳
廟

東
序
從
祀
張
飛
王
濬
韓
擒
虎
李
靖
蘇
定
方
郭
子
儀
曹
彬
韓
世
忠
旭
烈
兀
徐
達
馮
勝
戚
繼
光

十
二
位
西
序
從
祀
趙
雲
謝
玄
賀
若
弼
尉
遲
敬
德
李
光
弼
王
彥
章
狄
靑
劉
錡
郭
侃
常
遇
春
藍

玉
周
遇
吉
十
二
位
縣
知
事
主
祭
正
殿
三
間
東
西
序
各
三
間
後
殿
三
間
大
門
三
間

名
宦
祠

舊
有
名
宦
祠
在
孔
廟
櫺
星
門
內
戟
門
外
東
舊
祀
明
邑
侯
尉
在
廷
史
衢
吳
文
郁
戴
封

劉
文
瑞
羅
睿
謝
殿
淸
河
南
巡
撫
尹
會
一
慧
裕
乾
隆
後
增
祀
邑
侯
劉
拱
辰
史
秉
直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與
孔
廟
同
時
重
修

鄕
賢
祠

舊
鄕
賢
祠
在
孔
廟
欞
星
門
內
戟
門
外
西
祀
邑
先
賢
明
王
克
明
王
所
夢
胡
嘉
棟
胡
嘉

桂
李
澄
張
善
政
王
鼎
鎭
理
鬯
和
王
敬
民
淸
王
省
身
張
圻
隆
王
遵
訓
乾
隆
後
增
入
張
遠
覽
淩

松
林
亦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重
修

栗
大
王
廟

邑
侯
鮑
振
鏞
建
在
城
東
門
外
祀
故
邑
侯
後
崇
封
理
河
大
王
神
栗
恭
勤
公
毓
美
詳

金
石
門
栗
大
王
廟
記

烈
士
祠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行
政
院
訓
各
縣
文
廟
鄕
賢
祠
旁
應
建
烈
士
祠
一
所
將
在
籍
勦

匪
勦
赤
陣
亡
各
烈
士
姓
名
無
論
爲
官
爲
兵
均
供
奉
牌
位
入
祠
時
由
黨
政
各
員
及
學
校
團
體

以
極
隆
重
之
儀
式
送
入
祠
內
並
定
於
每
年
七
月
九
日
舉
行
公
祭
計
從
祀
烈
士
四
十
六
名
趙

國
喜
李
文
淸
楊
德
有
王
海
銀
杜
鳳
池
方
燕
國
張
文
才
袁
敬
業
袁
書
林
邵
俊
昌
武
振
西
和
毛

江
馬
典
馮
明
志
劉
世
傑
謝
振
剛
屈
占
標
何
士
坡
朱
德
山
賈
占
成
高
啓
申
張
俊
傑
張
有
成
張

效
德
劉
耀
山
劉
玉
成
許
仙
舟
魏
良
臣
趙
國
華
金
鳴
鐘
樊
淸
源
解
學
志
李
祿
和
潘
興
王
憲
璋

孫
羣
夏
金
嶺
何
四
喜
郭
德
林
趙
國
明
張
興
愷
李
山
林
胡
全
喜
牛
占
標
高
藩
卿
理
應
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