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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戶
口
之
增
減
關
於
國
計
民
生
者
至
爲
重
要
周
官
大
司
徒
令
五
家
爲
比
五
比
爲
閭
四
閭

爲
族
五
族
爲
黨
五
黨
爲
州
五
州
爲
鄕
小
司
徒
掌
建
邦
之
敎
法
以

國
中
及
四
郊
都
鄙

之
夫
家
均
土
地
以

人
民
而
周
知
其
數
鄕
大
夫
以
時
登
其
夫
家
之
衆
寡
是
調
查
戶
口

自
古
視
爲
要
政
其
來
久
矣
秦
漢
以
降
代
有
專
司
淸
初
立
編
審
法
五
年
一

行
雍
正
四

年
均
丁
於
地
至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遂
永
停
編
審
自
時
厥
後
戶
籍
蓋
不
復
可

矣
淸
季
推

行
新
政
迭
經
從
事
調
查
而
奉
行
者
率
視
爲
具
文
敷
衍
塞
責
求
如
東
西
各
國
統
計
之
詳

審
不
數
數
覯
近
年
創
辦
自
治
調
查
較
前
稍
確
茲
即
舊
志
所
載
與
最
近
各
區
調
查
之
表

册
分
列
於
左

明
弘
治
年
間
戶
二
千
六
百
五
十
三

口
一
萬
八
千
四
百
四
十
三

正
德
年
間
戶
二
千
八
百
十
五

口
二
萬
四
千
九
百
七
十
二

嘉
靖
年
間
戶
二
千
八
百
十
六

口
二
萬
五
千
八
百
二
十
二

萬
歷
年
間
戶
二
千
八
百
四
十

口
二
萬
七
千
二
百
三
十
八

天
啟
年
間
戶
二
千
九
百
五
十

口
二
萬
七
千
五
百
五
十
八

崇
禎
年
間
戶
一
千
九
百
十

口
一
萬
六
千
二
百
三
十
二

淸
順
治
年
間
戶
二
千
三
百
四
十
八

口
一
萬
八
千
二
百
一

康
熈
十
年
戶
二
千
三
百
五
十

口
一
萬
八
千
四
百
十
二

二
十
年
戶
二
千
四
百
三
十
二

口
一
萬
八
千
九
百
二
十
二

三
十
年
戶
二
千
五
百
四
十
二

口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六
十
六

四
十
年
戶
二
千
五
百
五
十

口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七
十
四

五
十
年
戶
二
千
五
百
五
十
二

口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九
十
三

六
十
年
戶
二
千
五
百
七
十
八

口
一
萬
九
千
三
百
六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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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雍
正
九
年
戶
二
千
六
百
三

口
一
萬
九
千
九
百
七
十
五

乾
隆
六
年
戶
二
千
六
百
四
十

口
二
萬
三
百
七
十

十
六
年
戸
一
萬
九
千
三
十
五

口
八
萬
七
千
四
百
六
十
七

乾

隆

九

年

奉

文

澈

底

淸

查

確

核

滋

生

實

數

戶

口

較

從

前

倐

加

數

倍

光
緖
年
間
戶
二
萬
四
千
六
十
五

口
十
萬
四
百
二
十
二

第
一
區
戶
口
表

鄕

別

村

別

戶

數

性

別

備

考

男

女

第

一

鄕

城

內

北

街

二
七
零

五
六
二

五
五
零

附

鄕

北

關

五
一

一
六
二

一
四
五

第

二

鄕

城

內

南

街

二
五
零

四
九
五

五
一
二

附

鄕

南

關

一
六

三
五

三
一

第

三

鄕

洛

陽

鎭

五
零
四

一
一
四
五

一
零
九
零

第

四

鄕

劉

胡

莊

四
五

一
四
二

一
三
一

附

鄕

城

西

莊

七

一
八

二
零

第

五

鄕

端

莊

一
二
七

三
九
八

三
七
九

第

六

鄕

留

客

村

二
九
九

七
八
零

七
三
一

第

七

鄕

張

莊

一
一
四

三
二
五

二
九
零

第

八

鄕

食

膳

鋪

一
四
零

四
零
零

三
四
五

第

九

鄕

九

家

村鋪

二
八
零

七
零
零

五
四
五

第

十

鄕

東

馬

莊

一
五
二

四
四
二

三
八
五

第

十

一

鄕

西

馬

莊

一
七
四

四
五
五

四
二
二

第

十

二

鄕

張

寬

村

一
三
九

四
二
八

三
七
六

第

十

三

鄕

東

戶

村

二
三
七

五
八
七

四
七
一

第

十

四

鄕

西

戶

村

一
三
七

三
八
二

二
九
八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三

第

十

五

鄕

西

北

流

三
七
五

一
一
一
五

一
零
四
零

第

十

六

鄕

前

劉

莊

二
八
四

六
八
二

四
九
四

第

十

七

鄕

後

劉

莊

一
五
二

七
五
零

五
七
零

第

十

八

鄕

中

流

村

一
零
九

三
七
零

二
七
五

第

十

九

鄕

留

村

四
一
三

一
零
八
三

八
九
二

第

二

十

鄕

東

北

流

二
四
三

六
五
二

五
三
三

第
二
十
一
鄕

大

村

二
二
九

六
八
一

五
八
一

第
二
十
二
鄕

北

俎

村

三
四
三

八
七
四

八
零
五

第
二
十
三
鄕

六

方

村

七
七

二
一
四

一
七
六

第
二
十
四
鄕

西

南

俎

七
六

二
零
零

一
四
九

第
二
十
五
鄕

東

南

俎

六
九

一
七
二

一
一
九

第
二
十
六
鄕

潘

莊

九
九

二
五
六

二
零
二

第
二
十
七
鄕

靑

介

村

一
九
四

四
八
七

四
二
二

第
二
十
八
鄕

薛

莊

六
九

一
九
零

一
六
一

第
二
十
九
鄕

趙

村

二
二
九

五
一
七

四
二
一

第

三

十

鄕

善

下

村

三
八
七

九
六
二

八
一
一

第
三
十
一
鄕

呀

呼

村

九
零

二
三
二

一
八
三

第
三
十
二
鄕

西

徐

王

六
一

一
三
三

九
五

附

鄕

南

徐

王

三
五

七
九

八
八

東

徐

王

四
八

一
四
五

一
二
八

第
三
十
三
鄕

段

莊

八
零

一
七
三

一
三
一

第
三
十
四
鄕

北

陽

村

二
七
八

六
八
三

五
二
零

第
三
十
五
鄕

前

大

流

八
七

二
五
四

二
零
七

第
三
十
六
鄕

後

大

流

一
五
八

四
二
四

三
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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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三
十
七
鄕

任

里

村

八
一

二
四
五

一
九
五

附

鄕

杏

花

村

三
六

一
一
三

九
零

第
三
十
八
鄕

大

趙

莊

八
八

二
一
九

一
三
六

第
三
十
九
鄕

西

趙

莊

三
七

九
四

八
三

附

鄕

東

趙

莊

三
六

八
六

五
三

第

四

十

鄕

南

陽

村

三
五
二

八
七
三

六
五
一

第
四
十
一
鄕

小

西

杜

六
三

一
八
三

一
六
一

第
四
十
二
鄕

杜

村

三
八
四

一
二
二
一

九
五
五

第
四
十
三
鄕

新

寨

村

二
四
四

七
二
六

五
三
九

第
四
十
四
鄕

高

村

四
一
二

一
二
一
九

九
二
二

第
四
十
五
鄕

里

首

村

一
八
五

五
四
二

四
零
二

第
四
十
六
鄕

東

宋

村

三
零
九

八
五
五

六
八
四

第
四
十
七
鄕

宋

淮

莊

五
二

一
四
八

一
一
四

附

鄕

宋

張

莊

一
三

四
八

二
五

第
四
十
八
鄕

西

宋

村

二
零
八

四
七
五

三
六
七

第
四
十
九
鄕

郭

流

莊

二
零
一

四
八
五

三
六
二

第
二
區
戶
口
表

鄕

別

村

別

戶

數

性

別

備

考

男

女

第

一

鄕

贊

善

鎭

四
二
六

一
零
七
九

一
一
五
一

第

二

鄕

上

賢

村

二
三
五

七
二
八

六
五
九

第

三

鄕

正

招

村

二
九
七

八
六
二

七
九
五

第

四

鄕

趙

泗

水

二
六
八

七
八
七

六
六
零

附

鄕

新

莊

一
五

五
二

四
四

第

五

鄕

褳

鎭

三
五
六

一
零
六
零

八
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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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

六

鄕

普

通

店

二
五
六

七
一
八

六
六
一

附

鄕

小

毛

村

二
二

六
七

六
四

第

七

鄕

田

村

一
八
九

五
二
九

四
八
六

第

八

鄕

葛

村

一
二
六

四
一
七

三
七
六

第

九

鄕

常

莊

一
二
五

四
二
二

三
六
三

第

十

鄕

中

王

村

一
六
零

三
六
九

三
二
零

第

十

一

鄕

南

王

村

四
零
七

一
零
六
八

一
零
三
一

第

十

二

鄕

東

崔

里

一
五
三

四
一
八

三
一
二

第

十

三

鄕

西

崔

里

一
六
一

四
六
五

三
七
九

第

十

四

鄕

曹

莊

二
三
二

七
零
四

五
零
五

第

十

五

鄕

興

固

村

一
六
四

四
五
九

四
零
一

第

十

六

鄕

許

莊

一
六
零

五
八
二

五
一
四

第

十

七

鄕

福

益

村

一
零
六

一
六
六

二
六
二

第

十

八

鄕

丈

八

村

二
二
七

五
九
五

五
二
七

第

十

九

鄕

霞

巨

村

一
八
七

五
六
三

四
七
八

第

二

十

鄕

大

掌

村

一
一
九

三
三
一

二
九
二

第
二
十
一
鄕

北

掌

裏

二
四
三

六
五
七

五
四
六

第
二
十
二
鄕

南

掌

裏

一
零
三

四
五
九

三
八
二

第
二
十
三
鄕

侯

家

莊

一
二
五

四
三
八

三
零
九

第
二
十
四
鄕

西

馮

村

一
一
七

三
一
三

二
三
七

附

鄕

後

莊

四
六

一
四
五

一
三
零

第
二
十
五
鄕

東

馮

村

一
零
二

二
六
二

二
二
三

第
二
十
六
鄕

官

莊

七
六

二
五
四

一
八
八

第
二
十
七
鄕

上

鄭

村

八
零

二
四
零

二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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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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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
二
十
八
鄕

下

鄭

村

一
七
零

五
三
八

四
六
九

第
二
十
九
鄕

西

八

里

莊

九
三

三
二
零

二
九
九

第

三

十

鄕

淮

莊

四
九

一
四
八

一
一
八

附

鄕

北

八

里

莊

二
一

六
四

六
三

周

莊

三
六

一
三
一

一
三
二

東

八

里

莊

一
九

五
九

五
七

任

莊

八

一
八

一
六

第
三
十
一
鄕

毛

莊

五
四

一
六
八

一
五
零

附

鄕

竺

村

八

二
二

二
一

八

里

莊

四
一

一
一
二

一
零
四

小

張

莊

三
六

一
零
八

一
零
五

第
三
十
二
鄕

申

莊

四
零

一
一
四

九
一

附

鄕

王

莊

二
零

四
二

三
四

鄭

莊

一
四

二
三

二
五

南

劉

莊

五

二
零

一
六

李

莊

一
二

二
一

一
七

第
三
十
三
鄕

冀

莊

二
二
八

五
六
六

四
九
六

第
三
十
四
鄕

韓

莊

八
四

二
六
五

二
零
四

附

鄕

高

廟

村

八
一

二
零
五

一
八
七

第
三
十
五
鄕

姚

莊

一
二
五

四
一
一

三
六
二

第
三
十
六
鄕

白

錯

村

一
九
一

四
九
八

四
四
六

第
三
十
七
鄕

新

章

村

一
七
八

三
七
六

二
六
零

第
三
十
八
鄕

河

頭

村

七
九

一
八
八

一
七
六

附

鄕

台

上

村

四
五

七
四

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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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七

第
三
十
九
鄕

權

村

八
七

二
一
六

一
八
六

附

鄕

瀁

兒

河

四
六

九
八

七
四

第

四

十

鄕

白

塔

村

一
八
六

四
二
七

三
五
一

第
四
十
一
鄕

章

村

六
九

一
一
二

七
九

附

鄕

下

元

村

六
三

一
五
八

一
二
九

第
四
十
二
鄕

小

屯

村

一
六
零

四
零
四

三
九
八

第
四
十
三
鄕

新

城

鎭

二
一
八

四
七
零

四
五
八

第
四
十
四
鄕

新

城

店

二
五

六
四

五
七

附

鄕

西

許

莊

五
一

一
二
四

九
六

東

郝

莊

五
四

一
三
六

一
零
二

西

王

莊

一
六

三
九

三
二

第
四
十
五
鄕

三

王

村

一
三
八

三
六
五

三
二
七

附

鄕

後

河

村

二
零

五
二

三
七

第
四
十
六
鄕

上

申

莊

一
一
八

三
零
九

二
一
七

第
四
十
七
鄕

西

葛

泉

一
八
六

四
三
六

三
二
八

第
四
十
八
鄕

東

葛

泉

一
六
二

三
五
二

二
八
五

第
四
十
九
鄕

王

岡

村

一
三
零

三
一
九

二
五
四

附

鄕

水

澗

村

二
六

六
九

五
九

第

五

十

鄕

南

高

村

一
四
九

三
七
二

三
一
零

第
五
十
一
鄕

中

高

村

一
零
三

二
九
七

二
七
五

第
五
十
二
鄕

高

村

店

二
零
七

四
八
三

四
四
七

第
五
十
三
鄕

大

油

村

二
四
零

四
七
零

四
二
七

第
五
十
四
鄕

小

油

村

六
七

一
七
七

一
四
七

附

鄕

曹

丈

村

田

莊

六
五

一
三
五

一
零
八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八

第
五
十
五
鄕

下

解

村

一
零
三

二
四
七

一
六
九

附

鄕

十

里

亭

八
三

二
六
一

一
七
九

第
五
十
六
鄕

西

蘇

莊

六
三

一
七
五

一
零
八

附

鄕

東

蘇

莊

五
六

一
一
九

九
八

第
五
十
七
鄕

岡

冶

村

一
五
八

四
一
九

三
八
二

第
五
十
八
鄕

固

坊

村

二
一
七

四
八
三

四
三
七

第
五
十
九
鄕

綦

村

一
三
七

四
四
六

三
一
二

第

六

十

鄕

後

坡

村

六
四

一
四
七

一
一
六

附

鄕

綦

陽

村

五
四

一
四
三

一
二
六

第
六
十
一
鄕

柳

溝

村

九
六

三
七
四

一
八
九

附

鄕

王

家

窰

九

一
九

一
六

西

郝

莊

五
八

八
九

五
三

馬

莊

二
二

四
七

三
九

第
三
區
戶
口
表

鄕

別

村

別

戶

數

性

別

備

考

男

女

第

一

鄕

册

井

鎭

五
五
零

二
二
零
零

一
五
零
零

第

二

鄕

西

毛

村

一
七
七

四
九
八

三
六
二

第

三

鄕

西

趙

村

一
九
六

五
四
八

四
三
四

第

四

鄕

左

村

三
一
三

八
一
一

六
八
七

第

五

鄕

度

口

鎭

二
七
一

一
一
零
四

八
一
三

第

六

鄕

高

莊

二
二
五

九
零
三

四
五
二

第

七

鄕

劉

石

岡

一
九
零

七
五
零

三
八
五

第

八

鄕

欒

卸

村

一
九
零

七
六
五

三
八
二

第

九

鄕

孔

莊

一
三
五

三
一
五

二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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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九

第

十

鄕

上

關

村

一
一
九

三
七
一

三
二
八

第

十

一

鄕

全

呼

村

二
六
零

一
零
五
九

五
二
三

第

十

二

鄕

塔

子

峪

一
三
四

二
九
二

三
四
一

第

十

三

鄕

柴

關

村

一
八
五

七
四
三

三
七
三

第

十

四

鄕

窰

坡

村

一
零
八

二
九
二

一
八
七

第

十

五

鄕

白

澗

村

一
二
五

二
四
三

一
九
三

第

十

六

鄕

下

關

村

一
零
七

二
二
七

一
九
二

第

十

七

鄕

秦

家

莊

一
三
六

二
八
七

二
一
九

第

十

八

鄕

安

河

村

一
八
零

七
二
一

三
六
四

第

十

九

鄕

功

德

汪

一
五
零

五
三
九

二
七
一

第

二

十

鄕

趙

册

村

七
二

一
五
三

一
一
四

附

鄕

賈

莊

二
一

四
七

三
一

第
二
十
一
鄕

張

家

峪

一
三
八

一
九
二

一
七
二

第
二
十
二
鄕

八

里

廟

一
二
零

四
八
九

二
五
二

附

鄕

東

新

莊

三
零

一
一
八

七
一

第
二
十
三
鄕

李

石

岡

七
六

三
零
八

一
五
二

第
二
十
四
鄕

石

盆

村

一
四
零

五
七
九

二
九
四

第
二
十
五
鄕

西

九

家

一
四
八

三
五
九

二
九
四

第
二
十
六
鄕

淺

井

村

一
一
八

三
二
七

二
九
一

第
二
十
七
鄕

李

家

莊

八
五

二
零
八

一
五
一

附

鄕

天

生

村

三
四

九
一

七
三

溫

家

窰

五
一

二
一
九

一
一
六

第
二
十
八
鄕

王

家

窰

六
九

三
一
九

一
五
六

附

鄕

趙

家

窰

四
零

一
七
三

八
一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十

東

下

河

五
六

二
七
二

一
一
三

第
二
十
九
鄕

蛇

陣

村

四
七

一
八
五

九
六

附

鄕

鎖

會

村

五
八

二
五
二

一
一
四

高

家

窰

一
九

七
八

三
九

第

三

十

鄕

後

井

村

七
七

三
零
八

一
五
五

附

鄕

八

十

揠

五
零

二
三
五

一
零
二

第
三
十
一
鄕

三

金

紫

一
零
四

一
九
六

一
四
八

附

鄕

韓

金

紫

三
六

九
二

六
六

第
三
十
二
鄕

顯

德

汪

一
一
五

二
三
八

一
八
六

第
三
十
三
鄕

溫

家

莊

七
四

一
七
一

一
二
八

第
三
十
四
鄕

賈

家

溝

九
九

三
七
零

一
九
零

附

鄕

康

川

村

六
六

二
六
四

一
三
二

第
三
十
五
鄕

通

源

井

八
八

二
五
二

一
七
六

附

鄕

北

盆

水

六
四

二
四
八

一
二
四

新

莊

二
八

一
零
五

五
二

第
三
十
六
鄕

中

闕

村

七
五

二
零
四

一
七
五

附

鄕

新

村

三
九

一
零
四

七
八

第
三
十
七
鄕

樊

下

曹

一
五
二

三
五
一

二
六
八

第
三
十
八
鄕

張

下

曹

二
九

一
四
三

一
二
三

附

鄕

王

下

曹

六
五

一
四
四

一
零
九

林

下

曹

二
八

五
九

四
六

第
三
十
九
鄕

小

南

溝

四
五

一
七
五

九
一

附

鄕

蔡

林

村

二
六

九
一

四
九

第

四

十

鄕

魏

家

莊

一
一
零

四
一
一

二
零
二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十
一

附

鄕

劉

家

莊

三
零

一
二
五

六
五

白

家

莊

三
五

一
三
一

七
一

第
四
十
一
鄕

西

溝

村

五
七

二
一
零

一
一
一

附

鄕

東

溝

村

五
三

二
一
三

一
零
六

第
四
十
二
鄕

西

柳

泉

四
六

一
一
二

九
五

附

鄕

東

柳

泉

一
九

七
九

六
七

第
四
十
三
鄕

西

堅

固

八
零

二
零
七

一
六
七

附

鄕

中

堅

固

二
六

三
八

三
五

第
四
十
四
鄕

西

南

溝

一
三

三
三
五

二
四
四

附

鄕

秤

勾

灣

六
八

二
一
五

一
六
七

第
四
十
五
鄕

紙

方

村

一
五
一

三
二
二

二
七
九

第
四
十
六
鄕

朱

莊

九
八

二
二
六

一
五
一

第
四
十
七
鄕

榮

莊

五
二

一
一
零

八
七

附

鄕

藥

山

頭

四
一

九
二

七
九

盧

洞

峪

一
八

四
三

二
九

楊

莊

二
六

六
一

四
七

奚

莊

二
八

四
九

三
二

第
四
十
八
鄕

王

家

碯

六
零

二
四
二

一
二
一

附

鄕

石

門

溝

二
四

九
九

四
八

第
四
十
九
鄕

淥

水

池

六
三

二
四
六

一
三
零

附

鄕

溫

家

園

三
五

九
八

五
九

第

五

十

鄕

馬

峪

村

一
二
五

四
九
四

二
六
零

第
五
十
一
鄕

張

家

溝

七
四

二
四
六

一
三
五

附

鄕

梁

莊

三
六

一
一
零

六
五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十
二

第
五
十
二
鄕

前

漩

螄

四
五

一
七
四

八
八

附

鄕

後

漩

螄

四
五

一
八
零

七
五

三

王

峪

三
零

一
一
三

五
八

第
五
十
三
鄕

蟾

房

村

二
六

九
八

五
一

附

鄕

碾

子

溝

一
一

四
一

一
九

第
五
十
四
鄕

寨

底

村

五
一

一
九
三

八
九

附

鄕

溫

家

溝

三
二

一
五
一

八
六

第
五
十
五
鄕

連

莊

一
五

六
七

二
九

附

鄕

小

嵌

村

四
零

一
二
三

七
零

中

嵌

村

九

二
九

一
九

第
五
十
六
鄕

東

石

嶺

四
八

一
七
五

八
零

附

鄕

西

石

嶺

三
二

一
六
二

七
一

第
五
十
七
鄕

王

茜

村

六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五

附

鄕

漸

灘

村

三
零

一
四
五

六
五

口

上

村

四
零

一
五
五

七
五

第
五
十
八
鄕

水

磨

頭

三
五

一
二
一

六
八

附

鄕

三

梁

峪

三
四

一
三
三

六
一

朱

洛

峪

一
零

四
一

一
九

第
五
十
九
鄕

獦

獠

溝

五
四

二
一
九

一
一
零

附

鄕

杜

家

碯

三
二

一
一
八

六
三

第

六

十

鄕

尹

家

台

三
零

一
二
六

五
七

附

鄕

石

岩

溝

二
七

五
七

三
零

台

東

溝

九

三
九

一
四

第
六
十
一
鄕

大

坪

村

五
八

二
三
一

一
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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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戶
口

十
三

附

鄕

大

倉

村

一
零

四
零

一
五

第
六
十
二
鄕

彭

家

碯

四
九

一
九
一

九
五

附

鄕

陳

家

碯

五
九

二
三
一

一
二
一

第
六
十
三
鄕

孟

石

岡

六
五

二
六
零

一
八
五

附

鄕

南

凹

村

五
零

二
一
零

一
二
零

後

凹

村

三
一

一
三
零

六
七

第
六
十
四
鄕

大

汗

坡

二
二

八
六

四
二

附

鄕

小

汗

坡

三
八

一
五
八

七
六

第
六
十
五
鄕

侯

峪

村

三
四

一
五
二

六
九

第
六
十
六
鄕

淺

水

凹

七
零

二
七
二

一
五
六

附

鄕

寺

莊

九

五
八

二
零

第
六
十
七
鄕

御

路

一
三
九

四
一
零

二
六
五

附

鄕

將

軍

墓

四
二

一
五
八

八
九

第
六
十
八
鄕

大

嵌

二
二

七
六

四
一

附

鄕

二

連

溝

一
八

四
九

三
一

第
六
十
九
鄕

娘

娘

廟

三
二

一
二
九

六
四

附

鄕

花

木

村

一
三

四
五

二
一

民
生
狀
况

沙
河
全
境
按
自
然
形
勢
可
分
爲
三
部
一
爲
西
部
之
山
岳
地
帶
一
爲
中
部
之
邱
陵
地
帶

一
爲
東
部
之
平
原
地
帶
民
生
狀
况
隨
地
而
異
茲
分
述
如
左

㈠
衣
服

最
西
部
一
帶
產
棉
甚
少
衣
服
粗
惡
取
足
蔽
體
度
口
川
內
居
民
鶉
衣
百
結
觸

目
皆
是
棉
袍
馬
褂
等
衣
幾
於
絕
無
僅
有
中
部
邱
陵
一
帶
產
棉
較
多
皆
自
爲
紡
織
間
有

以
洋
紗
相
間
織
布
者
種
地
在
二
三
十
畝
以
上
之
家
衣
服
大
致
完
整
東
部
一
帶
在
沙
河

南
者
毗
連
永
年
爲
產
棉
最
多
區
域
在
沙
河
北
者
雖
產
棉
極
少
因
居
民
多
業
紡
織
故
衣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民
生
狀
况

十
四

服
亦
不
遜
於
南
部
惟
新
舊
輾
轉
改
作
至
朽
爛
爲
度
全
境
略
同
鞋
則
自
造
者
多
購
之
鞋

肆
者
皆
公
務
員
及
學
生
或
商
人
農
民
以
棉
布
爲
襪
夏
則
赤
足
公
務
員
學
生
則
多
著
綫

襪
冬
則
瓜
皮
便
帽
間
有
戴
氈
帽
者
夏
則
草
笠
以
麥
莖
爲
之
皆
自
外
境
販
來
衣
服
之
色

男
子
衣
以
深
藍
色
爲
主
灰
色
黑
色
次
之
單
衣
則
白
色
藍
色
與
紫
花
色
兼
用
婦
女
之
衣

以
深
藍
色
爲
主
黑
色
次
之
總
之
衣
之
種
類
不
一
其
料
皆
用
土
產
猶
有
淳
樸
遺
風
惟
近

年
漸
染
歐
風
富
戸
多
購
用
各
色
洋
布
且
間
有
著
洋
服
革
履
者
不
但
漏
卮
難
塞
亦
風
氣

之
憂
也

㈡
飮
食

本
縣
農
民
常
食
以
粟
米
俗

名

穀

子

高
粱
爲
普
通
用
品
小
麥
爲
上
品
玉
蜀
黍
黍
穄

各
種
豆
類
皆
有
之
然
不
常
用
西
部
最
儉
食
料
多
雜
穅
粃
極
貧
者
以
杮
乾
酸
棗
和
穅
爲

食
或
煮
蕪
菁
蘿
葡
作
餐
麥
麪
非
有
嘉
賓
或
過
年
節
食
者
殊
鮮
中
部
一
帶
中
下
之
戶
無

不
食
穅
者
中
上
之
戶
始
以
粟
米
爲
主
要
食
品
食
麥
麪
者
僅
麥
秋
後
一
二
月
其
儉
者
即

在
此
時
期
後
仍
兼
食
粗
糲
東
部
地
質
較
腴
多
井
東
北
隅
界
邢
臺
南
和
等
村
有
水
地
食

用
較
侈
佐
餐
者
大
率
園
蔬
野
菜
春
初
或
摘
楊
柳
樗
槐
等
葉
以
爲
食
食
楡
葉
者
尤
多
且

有
屑
楡
皮
爲
麪
者
夏
秋
兩
季
則
以
瓜
類
與
豆
莢
爲
主
秋
末
至
冬
季
則
以
白
菜
爲
大
宗

蘿
葡
則
醃
作
鹹
菜
儲
以
待
用
鹽
爲
必
需
品
麻
油
醬
醋
富
饒
之
家
始
用
之
餘
不
常
食
也

近
來
鹽
價
翔
貴
貧
民
多
赴
鹻
地
掃
取
硝
鹽
甚
或
淡
食
生
計
之
窘
到
處
皆
然
是
在
長
民

者
加
之
意
而
已
至
飮
料
多
用
井
水
惟
西
部
山
岳
地
帶
若
北
盆
水
西
下
河
等
村
則
用
山

泉
度
口
川
內
則
有
汲
於
河
者
五
石
岡
安
河
高
莊
馬
峪
通
源
井
小
南
溝
等
村
因
鑿
井
惟

艱
則
於
夏
秋
雨
集
時
潴
水
大
池
或
旱
井
中
亢
旱
之
年
飮
料
至
汲
於
七
八
里
外
此
亦
關

於
民
生
之
大
問
題
不
容
忽
視

㈢
住
居

最
西
山
中
一
帶
以
紅
石
砌
牆
以
紅
石
板
覆
頂
間
有
草
房
並
有
穴
土
以
居
者

尙
存
原
始
風
味
中
部
一
帶
之
建
築
運
石
旣
易
石
灰
甎
瓦
等
物
價
値
亦
廉
故
其
住
屋
較

東
部
爲
堅
固
較
西
部
爲
華
美
册
井
窰
坡
上
申
莊
三
王
村
等
村
尤
整
飭
可
觀
東
部
則
以

土
坯
作
牆
者
爲
多
或
築
土
爲
牆
頂
塗
以
泥
舊
志
所
謂
泥
抹
棚
者
也
其
形
式
千
百
家
如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民
生
狀
况

農
業

十
五

一
律
以
四
合
房
爲
最
多
數
富
厚
之
家
有
二
進
三
進
者
大
抵
正
房
以
瓦
覆
頂
曰
瓦
房
配

房
以
碎
砂
石
或
灰
覆
頂
曰
平
房
亦
間
有
樓
居
者
然
亦
罕
矣
正
房
尊
者
居
之
餘
各
有
室

以
避
嫌
疑
以
迷
信
形
家
言
門
戶
竈
厠
皆
有
定
所
要
亦
不
盡
如
是
若
夫
貧
苦
之
家
往
往

院
落
窄
狹
檐
低
窗
小
牛
栅
雞
栖
汚
穢
狼
藉
所
在
多
有
不
足
怪
也
民
國
以
來
土
匪
蜂
起

富
民
爲
自
衛
計
有
建
層
樓
以
保
險
者
此
則
時
勢
迫
之
有
不
得
不
然
者
矣

㈣
道
路

本
縣
路
政
殊
難
著
手
西
部
層
巒
叠
嶂
川
谷
窅
深
中
部
岡
嶺
起
伏
道
路
險
巇

現
在
迤
北
一
帶
經
高
村
店
至
三
王
村
煤
礦
迤
南
一
帶
經
馮
村
至
窰
坡
煤
礦
經
人
工
修

墊
尙
可
勉
强
行
車
東
部
平
原
曠
野
徑
途
四
達
惟
沿
河
兩
岸
積
沙
沒
脛
人
畜
苦
之
夏
秋

水
漲
行
人
病
涉
惟
賴
有
平
漢
路
之
鐵
橋
可
資
救
濟
耳
交
通
之
具
有
大
車
四
輪
車
及
手

推
小
車
等
東
南
北
三
鄕
富
戶
間
有
轎
車
近
又
有
脚
踏
車
各
機
關
及
商
人
稍
稍
購
用
焉

縣
城
西
二
里
許
平
漢
路
縱
貫
縣
境
沙
河
縣

褳
鎭
兩
車
站
均
可
買
票
商
民
稱
便
又
縣

城
至
邢
臺
由
縣
府
督
促
沿
路
村
莊
派
工
修
造
略
具
規
模
此
外
有
第
三
區
公
民
解
鳴
岡

等
提
倡
由
全
呼
經
册
井
至
淥
水
池
用
石
砌
路
計
長
二
十
餘
里
化
險
爲
夷
亦
善

也

衣
食
住
行
外
人
民
服
飾
及
用
品
亦
有
可
紀
光
緖
中
衣
尙
寬
博
淸
季
及
民
初
改
尙
瘦
長

民
十
後
又
尙
寬
大
惟
衣
袖
甚
短
今
又
尙
瘦
長
矣
從
前
男
辮
髮
女
纏
足
入
民
國
後
男
翦

髮
城
內
及
東
南
北
三
鄕
婦
女
亦
逐
漸
放
足
西
鄕
風
氣
閉
塞
多
仍
舊
者
三
十
年
前
民
間

燃
燈
均
用
磁
燈
花
子
油
光
緖
季
年
始
用
煤
油
洋
燈
近
間
有
用
汽
燈
及
手
電
筒
者
以
前

均
吸
菸
葉
或
菸
絲
近
則
學
界
商
界
多
吸
紙
煙
他
如
化
裝
用
品
及
毛
巾
洋
襪
火
柴
等
類

羅
列
市
廛
傭
工
貧
民
爭
先
購
用
中
國
直
爲
洋
貨
銷
行
之
一
大
市
場
即
沙
河
一
縣
考
之

亦
可
見
矣
加
以
各
種
毒
品
充
斥
各
鄕
蕩
產
傾
家
所
在
皆
是
洪
水
猛
獸
之
慘
不
是
過
也

此
害
不
除
國
將
不
國
矣
嗚
呼

農
業

吾
華
以
農
立
國
惟
株
守
舊
法
苦
無
進
步
沙
河
山
邑
錮
蔽
尤
甚
茲
縷
述
如
下

㈠
土
壤

沙
河
四
鄕
之
地
分
爲
五
等
曰
高
俗

名

旱

地

曰
窪
俗

名

下

溼

地

曰
山
俗

名

山

岡

地

曰
水
用

河

渠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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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漑

曰
水
早
園
俗

名

澆

地

東
南
二
鄕
無
山
地
西
鄕
無
水
地
水
旱
園
亦
絕
少
惟
北
鄕
五
等
地
皆

有
舊
志
云
云
此
本
縣
土
質
之
大
略
也
沙
河
乃
縣
由
以
名
其
水
橫
貫
境
內
計
長
一
百
四

十
餘
里
縣
境
大
部
分
皆
沙
河
流
域
惟
册
井
川
內
及
西
南
鄕
一
帶
之
水
流
入
洺
河
東
北

鄕
之
東
西
狼
溝
河
及
普
潤
閘
等
河
流
入
南
和
邢
臺
界
內
故
全
縣
土
壤
亦
因
地
勢
高
下

及
流
域
分
布
顯
有
差
異
茲
分
別
臚
列
用
備
留
心
農
事
者
之
參
攷

山
岳
區

自
册
井
全
呼
安
河
等
村
以
西
至
北
盆
水
及
黃
巖
寺
溝
內
止
爲
南
山
岳
區
俗稱

南川

此
區
土
壤
皆
係
黏
質
其
山
腰
梯
田
則
砂
礫
與
土
壤
參
半
頗
宜
種
植
柴
關
灣
內
之
冲

積
土
尤
爲
腴
壤
產
麥
及
他
穀
品
質
皆
良
自
度
口
村
溯
沙
河
至
石
盆
村
止
計
長
五
十
餘

里
爲
中
山
岳
區
俗

稱

度

口

川

此
區
山
峻
流
急
壤
地
褊
狹
土
壤
號
稱
磽
薄
惟
河
旁
澆
地
及
山

凹
間
間
有
沃
土
然
比
南
川
瞠
乎
後
矣
度
口
當
沙
河
由
山
岳
出
口
處
頗
多
淤
泥
惟
時
虞

水
患
苧
麻
產
量
之
多
品
質
之
佳
爲
全
縣
最
自
孔
莊
左
村
朱
莊
以
西
至
爐
洞
村
止
爲
北

山
岳
區
俗

稱

北

川

此
區
村
落
無
多
可
耕
之
地
亦
少
惟
沿
河
一
帶
頗
饒
灌
漑
之
利
土
黏
宜
五

穀邱
陵
區

自
册
井
度
口
孔
莊
等
村
以
東
迤
北
至
高
村
店
下
鄭
迤
南
至
馮
村
掌
裏
止
爲

邱
陵
區
此
區
雖
非
平
原
曠
野
然
地
多
可
耕
其
間
岡
嶺
綿
亙
土
人
皆
呼
之
爲
山
然
較
之

西
山
直
培
塿
耳
土
壤
大
別
爲
二
一
爲
沿
河
流
域
之
砂
質
土
壤
自
南
岸
上
下
鄭
西
上
溯

以
至
王
岡
葛
泉
岡
冶
趙
册
九
家
下
曹
等
村
及
北
岸
固
坊
堅
固
等
村
皆
沙
土
占
最
多
數

亦
間
有
紅
膠
土
及
黏
土
宜
五
穀
高
村
店
油
村
下
解
十
里
亭
等
村
產
菸
尤
多
以
上
各
村

溝
澗
之
水
悉
流
入
沙
河
故
名
爲
沙
河
流
域
自
秦
莊
上
關
石
岡
等
村
至
白
錯
新
章
等
村

多
黏
土
黃
壤
宜
五
穀
及
棉
且
爲
石
灰
煤
砟
磨
石
之
原
產
地
其
溝
澗
之
水
多
入
洺
河
故

名
爲
洺
河
流
域
又
此
區
地
畝
濱
臨
溝
澗
者
以
泥
土
淤
積
較
爲
肥
沃
岡
地
則
攙
雜
砂
礫

地
勢
高
恆
苦
旱

平
原
區

自
下
鄭
官
莊
等
村
東
沿
河
南
岸
之
贊
善
上
賢
正
招
葛
村
等
村
位
於
河
中
之

冀
莊
八
里
莊
毛
莊
等
村
迤
東
之
南
陽
杜
村
宋
村
等
村
曁
近
城
之
趙
莊
大
流
大
村
留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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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村
沿
河
北
岸
之
前
劉
莊
西
北
流
洛
陽
戶
村
留
客
等
村
多
砂
質
土
壤
井
淺
便
灌
漑
宜

五
穀
及
菸
葉
兼
饒
果
樹
近
河
處
所
並
宜
培
植
楊
柳
等
林
業
惟
河
水
時
漲
易
被
沖
毀
又

春
風
揚
沙
苗
易
摧
折
防
風
防
水
培
植
森
林
實
爲
沿
河
農
業
切
要
之
圖
自
大
掌
丈
八
迤

東
至
興
固
曹
莊

褳
店
崔
里
南
王
等
村
約
長
二
十
餘
里
南
界
永
年
多
黃
土
黏
土
及
砂

質
壤
土
號
稱
肥
沃
宜
五
穀
及
棉
爲
本
縣
產
棉
之
中
心
區
域
縣
治
之
東
北
隅
如
北
俎
六

方
靑
介
趙
村
徐
王
善
下
等
村
則
毗
連
邢
臺
南
和
其
土
質
多
爲
黃
黑
二
色
性
黏
著
宜
豆

類
及
五
穀
稻
田
葦
地
亦
間
有
之
邑
中
言
水
利
者
必
首
及
云

㈡
種
植

稼
穡
維
寶
自
古
重
之
沙
河
從
事
實
業
者
鮮
人
民
生
計
率
多
仰
給
農
產
特
囿

於
風
氣
大
都
沿
襲
故
常
不
知
改
進
民
國
以
來
正
賦
雜
捐
直
接
間
接
皆
取
之
於
農
民
而

所
謂
變
法
革
新
之
利
益
乃
不
能
享
用
絲
毫
此
則
不
能
不
令
人
憤
歎
耳
茲
記
其
種
植
方

法
於
下

肥
料

肥
料
以
廐
肥
爲
主
其
法
用
穢
土
及
草
葉
等
與
牲
畜
糞
攙
勻
堆
於
屋
外
或
場
邊

地
俟
其
發
酵
熟
後
運
至
地
中
西
鄕
農
民
將
廐
肥
移
置
場
邊
後
封
以
泥
土
不
時
以
尿

及
水
灑
之
防
其
乾
燥
及
發
酵
過
度
至
用
時
又
以
人
糞
或
尿
拌
之
其
法
尤
良
此
外
則
以

棉
子
菜
子
脂
麻
萞
麻
等
子
餅
爲
主
近
年
漸
有
炒
熟
脂
麻
及
菜
子
麻
子
等
作
肥
料
者
沿

河
一
帶
產
菸
之
地
則
多
用
碎
皮
渣
種
植
蔬
菜
多
灌
以
人
糞
及
尿

農
具

其
主
要
者
曰
耬
用
以
播
種
曰
犂
用
以
翻
土
曰
鋤
用
以
去
草
亦
所
以
使
土
性
鬆

疏
也
此
外
名
目
不
一
皆
所
以
供
雜
用
惟
犂
入
土
太
淺
其
他
農
具
亦
苦
於
笨
重
費
力
有

待
改
良

種
植
時
節

種
植
時
節
可
分
爲
四
一
曰
穀
雨
節
此
節
前
後
宜
種
高
粱
植
穀
脂
麻
棉
花

及
各
種
豆
類
二
曰
芒
種
節
此
節
麥
旣
登
場
宜
種
晚
穀
及
黍
穄
等
三
曰
立
秋
節
此
節
宜

種
蕎
麥
油
菜
及
蘿
葡
蕪
菁
白
菜
等
爲
蔬
菜
類
之
重
要
時
節
四
曰
秋
分
節
爲
種
小
麥
之

重
要
時
節
爲
期
尤
長
立
冬
前
尙
有
種
者
大
麥
種
於
春
初
亦
有
與
小
麥
同
時
播
種
者
右

所
述
惟
澆
地
可
按
時
種
植
若
旱
地
則
恆
恐
雨
澤
愆
期
往
往
連
年
亢
旱
赤
地
百
里
此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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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天
實
爲
之
人
力
不
及
施
矣

地
之
輪
種
及
休
息

輪
種
之
益
夫
人
知
之
俗

名

換

茬

例
如
本
年
種
棉
翌
年
換
種
他
穀
之
類

收
麥
後
種
穀
九
分
留
地
一
分
以
種
旱
麥
俗
名
歇
汗
地
秋
後
種
麥
七
分
留
地
三
分
以
種

高
粱
植
穀
木
棉
脂
麻
等
俗
名
春
地
一
以
休
消
地
力
一
以
是
等
穀
類
必
須
及
春
而
種
也

換
種
及
選
種

本
縣
粟
麥
種
子
西
鄕
爲
良
棉
花
種
子
以
東
南
鄕
及
永
年
爲
良
交
換
選

擇
裨
益
非
尠
農
民
於
此
等
重
要
事
項
多
不
講
求
殊
屬
荒
率

㈢
農
民
之
類
別

一
曰
富
農
種
地
一
二
頃
以
上
自
己
不
耕
種
僱
用
長
工
若
干
以
供
工

作
夏
秋
農
忙
添
僱
短
工
以
濟
其
不
足
其
工
價
最
多
代
地
主
指
揮
各
長
工
及
短
工
者
名

曰
頭
家
地
主
袖
手
受
成
而
已
近
年
穀
價
驟
落
入
不
敷
出
故
其
衰
減
日
甚
一
日
二
曰
中

耕
農
即
種
地
過
五
六
十
畝
以
上
有
地
而
自
種
也
全
家
丁
壯
通
力
合
作
不
敷
則
僱
長
工

一
二
人
或
隨
時
添
僱
短
工
每
年
用
度
量
入
爲
出
家
計
贏
絀
恆
視
家
長
一
人
之
能
力
以

爲
衡
此
項
農
民
在
尋
常
生
活
尙
無
大
苦
而
其
精
神
志
意
無
日
不
處
於
憂
勤
惕
厲
之
中

其
數
約
居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三
曰
小
耕
農
即
種
地
在
三
四
十
畝
以
下
純
用
己
力
耕
種

也
其
工
作
不
假
手
他
人
牲
畜
或
不
敷
用
兩
家
各
養
一
畜
彼
此
合
作
農

或
從
事
手
工

業
如

木

匠

瓦

匠

之

類

或
從
事
運
輸
如

販

賣

糧

食

煤

砟

等

以
爲
家
庭
經
濟
之
補
助
西
鄕
一
帶
尤
多
此
等
農

民
豐
年
粗
能
自
給
否
則
即
須
稱
貸
故
常
謹
於
保
守
無
奢
侈
慾
望
菲
食
敝
衣
怡
然
自
足

此
實
馴
良
最
宜
加
意
保
護
其
數
約
居
百
分
之
四
十
以
上
四
曰
佃
農
佃
農
有
二
其
一
自

己
無
土
地
租
種
他
人
土
地
以
營
生
活
者
也
牲
畜
肥
料
皆
由
地
主
供
給
夏
秋
收
穫
則
按

三
七
或
四
六
分
配
其
一
則
自
己
土
地
太
少
兼
租
他
人
土
地
以
增
收
入
者
也
牲
畜
肥
料

或
由
自
備
或
主
佃
各
半
其
收
獲
成
數
之
分
配
亦
視
此
爲
差
等
五
曰
僱
農
受
僱
於
地
主

而
爲
之
工
作
農
事
者
也
工
資
大
小
以
能
力
大
小
而
判
最
多
者
年
約
四
五
十
圓
最
少
者

亦
在
二
十
圓
上
下
近
以
糧
價
跌
落
工
資
較
前
稍
減
每
年
舊
歷
正
月
上
工
十
月
底
工
滿

僱
農
大
率
無
室
家
之
累
無
憂
無
慮
諺
所
謂
一
人
喫
飽
一
家
不
飢
者
也
以
外
又
有
短
期

僱
農
每
於
農
忙
時
或
以
月
計
或
以
日
計
工
價
隨
時
漲
落
迄
無
一
定
此
項
短
工
多
係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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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有
田
地
者
耕
有
餘
力
即
作
短
期
僱
農
以
營
生
活

㈣
農
業
金
融

沙
邑
爲
河
北
著
名
瘠
區
錢
莊
典
肆
自
古
無
之
農
民
偶
有
急
需
不
免
束

手
其
可
供
週
轉
者
不
過
請
會
借
貸
而
已
分
錄
如
左

請
會

本
縣
風
氣
一
人
貧
乏
欲
向
衆
人
借
錢
則
設
法
請
會
先
邀
集
數
人
議
定
每
人
出

錢
若
干
然
後
擇
期
設
筵
請
會
會
員
各
攜
錢
赴
會
交
會
主
用
之
嗣
後
按
期
招
集
輪
流
得

錢
名
曰
拔
會
其
費
用
由
會
主
任
之
拔
會
之
法
除
會
主
外
由
會
員
隨
意
畫
利
畫
利
最
多

者
得
會
例
如
每
人
十
圓
之
會
畫
利
四
圓
則
應
向
每
人
取
六
圓
也
下
次
拔
會
時
得
會
者

按
原
數
出
錢
已
得
利
故
也
未
得
會
者
按
畫
利
出
錢
未
得
利
故
也
會
員
以
次
得
會
至
徧

得
而
後
止
總
之
請
會
皆
因
急
於
用
錢
起
見
得
會
早
者
以
後
徐
徐
付
利
得
會
遲
者
預
先

暗
暗
收
利
其
意
與
放
債
略
同
而
變
通
之
會
主
雖
驟
得
鉅
資
而
每
次
酒
饌
之
資
則
須
供

給
各
員
應
出
之
錢
並
須
催
索
亦
不
勝
其
煩
勞
矣
此
風
以
城
內
爲
最
盛
附
城
各
鄕
次
之

西
鄕
亦
間
有
行
之
者

普
通
借
貸

居
民
或
因
用
度
不
繼
或
因
意
外
急
需
或
借
資
本
以
營
生
則
指
定
所
有
不

動
產
作
爲
擔
保
同
中
人
商
定
息
率
書
立
契
約
揭
使
銀
錢
俗

名

使

利

錢

大
率
十
個
月
爲
一
滿

按
月
行
利
月
利
三
分
從
前
富
商
及
殷
實
紳
民
放
債
利
息
較
輕
有
一
分
至
二
分
者
今
則

絕
少
矣

高
利
借
貸

晚
近
風
俗
人
心
日
益
澆
漓
爲
富
不
仁
所
在
皆
是
例
如
放
錢
百
圓
先
講
明

只
付
八
十
圓
俗

名

八

頂

十

仍
按
月
行
利
屆
期
無
償
即
核
計
本
利
全
數
將
債
務
人
指
定
作
爲

擔
保
之
不
動
產
收
歸
已
有
因
之
興
訟
者
往
往
有
之
頃
年
以
來
債
權
人
預
防
後
患
放
錢

時
先
將
利
息
扣
留
勒
令
債
務
人
書
立
遲
期
典
當
房
地
契
約
至
期
本
利
不
到
即
作
爲
實

行
典
當
此
法
尤
能
制
貧
民
死
命
更
有
吝
嗇
刻
薄
之
富
室
出
放
短
期
利
債
每
圓
月
利
一

角
八
分
不
等
或
年
收
麥
一
斗
穀
二
斗
重
利
盤
剝
有
加
無
已
以
致
共
黨
藉
詞
煽
惑
危
機

四
伏
當
軸
者
盍
留
意
焉

工
商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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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本
縣
僻
處
冀
南
地
磽
俗
陋
人
民
進
取
爭
勝
之
精
神
向
來
薄
弱
微
論
新
式
工
商
事
業
未

曾
發
展
即
舊
有
工
商
亦
逐
漸
凋
零
惟
生
活
所
須
貿
遷
及
手
工
業
亦
略
有
可
紀
茲
分
述

如
下

(甲)
工
業
方
面

土
布

本
縣
從
前
紡
織
皆
用
土
產
棉
花
近
年
洋
紗
輸
入
經
緯
皆
用
洋
紗
間
有
用
土
綫

作
緯
者
然
日
漸
減
少
織
機
仍
用
舊
式
亦
有
用
改
良
新
式
者
機

樓

簡

㨗

速

度

加

倍

布
面
窄
狹
供
農

民
服
用
近
城
及
城
東
一
帶
村
莊
業
此
者
尤
多
布
市
以
城
內
爲
最
盛
贊
善
次
之
每
遇
集

期
婦
女
抱
布
貿
易
者
如
雲
大
率
銷
售
於
本
縣
西
鄕
及
鄰
邑
邢
臺
縣

綫
毯
及
布
袋
錢

子

織
法
與
土
布
略
同
惟
綫
粗
質
厚
堅
緻
耐
久
綫
毯
有
各
色
花
紋

尤
著
名
此
爲

褳
鎭
附
近
村
莊
之
特
產
其
村
即
以
此
業
得
名
昔
年
銷
路
頗
暢
近
以
洋

毯
輸
入
日
見
墮
落

葦
席

九
家
北
俎
南
俎
徐
王
等
村
頗
產
萑
葦
男
婦
多
以
織
席
爲
副
業
南
俎
出
品
尤
佳

俱
銷
於
本
縣
及
鄰
境

條
編
物

一
曰
荊
條
多
產
於
册
井
度
口
兩
川
內
用
以
編
糞
筐
草
簍
手
提
籃
等
物
一
曰

柳
條
多
產
於
沙
河
沿
岸
用
以
編
栲
栳
簸
箕
簸
籮
等
物
其
出
品
以
高
廟
之
送
飯
栲
栳
下

鄭
之
汲
水
栲
栳
呀
呼
之
簸
箕
最
爲
著
名
侯
莊
村
製
荊
條
等
器
尤
夥
又
有
一
種
灌
木
俗

名
蔡
條
產
山
中
質
頗
堅
韌
採
煤
者
用
以
支
撑
窰
洞
以
免

毀
價
頗
昂
貴

木
工

沙
河
木
材
頗
多
山
中
以
楸
梧
槐
椿
爲
大
宗
瀕
河
以
楡
柳
及
靑
白
楊
爲
大
宗
日

用
器
具
工
人
類
能
自
製
東
郝
莊
王
岡
等
村
多
製
嫁
糚
用
品
而
東
許
莊
則
製
棺
材
者
十

室
而
九
俱
銷
於
本
縣
間
有
售
之
鄰
邑
者
以
上
所
述
均
係
粗
工
若
製
大
車
及
水
車
架
水

車
斗
等
高
村
店
工
人
能
之
製
門
樓
匾
額
槅
扇
雕
刻
人
物
花
草
劉
石
岡
工
人
能
之

陶
業

陶
業
可
分
二
類
一
曰
甎
以
土
爲
原
料
用
模
型
製
成
甎
坯
曬
乾
裝
入
窰
內
用
麥

稭
秫
稭
或
雜
柴
燒
之
甎
熟
從
窰
上
灌
水
浸
之
俟
甎
色
變
藍
即
可
出
窰
冬
末
春
初
業
此

者
多
以
供
建
築
及
雜
用
一
曰
瓦
盆
以
黏
泥
爲
原
料
將
泥
濾
凈
置
旋
輪
上
使
成
盆
形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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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窰
燒
之
即
得
本
縣
業
此
者
殊
少
不
如
燒
甎
之
多

瓦
匠

此
等
工
人
所
在
有
之
然
皆
墨
守
舊
法
不
知
改
良
富
室
偶
有
建
築
恆
不
免
借
材

異
地

製
裘

近
年
縣
治
西
北
鄕
西
北
流
中
流
前
後
劉
莊
等
村
皮
業
發
達
坊
肆
櫛
比
富
饒
爲

全
境
冠
其
製
法
先
將
各
種
獸
皮
沃
以
水
削
去
腐
肉
及
雜
質
再
用
肥
皂
水
洗
淨
置
大
甕

中
以
水
浸
之
加
皮
硝
皂
角
及
黍
米
粉
攪
拌
使
皮
潔
白
柔
和
經
若
干
日
取
出
晾
乾
用
鐵

鑱
刮
平
翦
裁
配
搭
俗

名

上

案

縫
合
成
衣
由
熟
皮
行
評
價
行
銷
亦
有
自
赴
市
集
售
賣
者

(乙)
商
業
方
面

商
業
槪
况

本
縣
商
業
分
行
商
坐
商
二
種
有
商
號
鋪
面
者
曰
坐
商
城
內
及
集
鎭
有
之

其
他
村
莊
較
富
庶
者
亦
間
有
之
大
率
以
糧
店
雜
貨
鋪
爲
最
多
尋
常
用
品
及
食
物
等
次

之
其
資
本
或
領
東
或
集
股
或
獨
力
專
設
行
商
則
小
本
營
生
並
無
商
號
不
過
趕
集
赴
會

沿
村
呌
賣
而
已
闔
境
無
錢
行
銀
洋
漲
落
一
以
邢
臺
市
價
爲
衡
亦
無
殷
實
富
商
其
瘠
苦

可
以
想
見

運
輸
路
綫

(甲)
由
邢
臺
經
縣
治
至
褳

鎭
即
平
漢
驛
路
現
爲
平
漢
鐵
道
經
過
地

(乙)
由

邢
臺
經
洛
陽
高
村
店
新
章
等
村
抵
武
安
涉
縣
至
舊
潞
安
澤
州
等
府
爲
通
山
西
孔
道

(丙)

由
邢
臺
經
固
坊
岡
冶
下
曹
御
路
等
村
至
册
井
鎭
爲
西
路

(丁)
由
邢
臺
經
北
九
家
東
北
流

南
陽
小
西
杜
等
村
至
永
年
爲
東
路
以
上
四
綫
爲
貨
物
輸
出
輸
入
必
由
之
路

貿
易
情
形

城
內
有
雜
貨
店
糧
店
及
洋
布
藥
材
等
鋪
數
十
家
此
外
以
册
井
鎭

褳
鎭

車
站
爲
稱
首
册
井
商
品
以
糧
食
雜
貨
爲
大
宗

褳
鎭
車
站
以
煤
炭
糧
食
棉
花
爲
大
宗

又

褳
鎭
之
牲
口
市
贊
善
鎭
之
糧
食
棉
花
貿
易
亦
盛
近
以
公
孚
煤
礦
故
附
近
各
村
若

三
王
村
小
屯
橋
之
雜
貨
鋪
麪
房
資
本
頗
鉅
銷
路
亦
旺
而
公
孚
之
煤
又
暢
銷
鄰
近
數
縣

爲
本
縣
商
務
之
特
色
若
洛
陽
高
村
固
坊
度
口
高
莊
等
村
雖
有
集
市
商
戶
寥
寥
直
等
諸

自
檜
以
下
可
矣

輸
出
貨
物

以
農
產
物
爲
多
最
著
者
爲
沿
河
一
帶
之
菸
葉
度
口
川
內
之
苧
麻
東
南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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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村
之
棉
花
製
造
品
則
西
北
鄕
之
皮
貨
銷
路
最
遠
爲
數
亦
鉅
實
爲
本
縣
惟
一
之
利
源
惜

業
此
者
僅
數
村
耳

輸
入
貨
物

以
洋
油
洋
靛
洋
綫
洋
布
爲
大
宗
鐵
器
磁
器
及
各
種
雜
貨
次
之
大
率
皆
由

邢
臺
販
運
由
南
省
來
者
極
尠
其
粗
磁
器
具
則
自
磁
縣
彭
城
輸
入

按
現
在
民
生
之
豐
歉
以
土
貨
出
產
之
多
少
爲
斷
自
淸
季
開
海
禁
洋
貨
輸
入
逐
漸
加
增

沿
及
近
世
出
口
土
貨
與
進
口
洋
貨
相
差
幾
難
數
計
即
以
沙
河
一
隅
而
論
紙
煙
暢
行
而

菸
葉
之
價
驟
跌
洋
靛
適
用
而
土
靛
之
種
絕
迹
甚
至
毒
品
充
斥
傾
家
蕩
產
者
幾
於
司
空

見
慣
挽
救
無
術
其
何
能
國
是
在
當
軸
者
加
之
意
而
已

礦
業

吾
國
礦
產
之
富
甲
於
環
球
惟
礦
業
知
識
尙
在
幼
穉
時
代
坐
視
寶
藏
之
棄
於
地
而
仰
屋

私
憂
民
貧
財
匱
有
由
來
矣
縣
境
號
稱
磽
瘠
惟
迤
西
近
山
一
帶
礦
物
頗
多
若
綦
陽
罄
口

之
鐵
在
昔
著
稱
近
百
年
來
窰
坡
欒
卸
張
村
三
王
村
之
煤
窰
後
先
迭
起
煤
質
甚
良
產
量

亦
鉅
本
邑
及
鄰
近
各
境
之
燃
料
率
仰
給
焉
又
南
掌
北
掌
之
石
灰
白
錯
河
頭
之
石
磨
販

運
行
銷
絡
繹
於
途
亦
本
縣
礦
物
之
可
述
者
茲
分
列
如
左

煤

(甲)
煤
之
歷
史
煤
在
三
代
時
是
否
發
現
年
遠
無
稽
至
漢
始
用
以
代
薪
見
漢
書
地
理

志
至
宋
而
其
用
大
盛
名
曰
石
炭
今
則
通
稱
爲
煤
攷
本
縣
煤
之
起
原
按
舊
志
宋
皇
祐
四

年
綦
陽
鎭
置
鐵
冶
司
元
時
尙
設
提

至
明
無
聞
又
云
綦
陽
鎭
產
鐵
時
鎭
南
有
地
名
窰

坡
者
亦
產
鋼
炭
以
佐
鼓
鑄
厥
後
綦
陽
鐵
冶
廢
而
窰
坡
之
炭
亦
絕
據
此
似
沙
河
煤
礦
之

發
現
始
於
北
宋
而
中
輟
於
明
淸
之
際
書
缺
有
間
姑
付
闕
如
有
淸
一
代
本
縣
開
採
煤
礦

大
約
在
乾
隆
中
葉
後
顯
德
汪
村
有
碑
記
可
考
此
爲
窰
坡
煤
礦
復
興
之
嚆
矢
自
窰
坡
村

西
南
行
八
里
許
至
欒
卸
其
南
有
嶺
自
西
來
土

人

名

玉

石

山

嶺
南
界
武
安
北
則
沙
河
同
治
光
緖

間
曾
有
人
用
土
法
採
煤
旋
因
水
大
中
止
自
窰
坡
村
東
北
行
十
里
許
至
張
村
張
村
村
北

之
煤
礦
咸
豐
中
曾
經
開
採
光
緖
初
有
道
員
宋
某
者
即
舊
址
用
新
式
機
器
汲
水
出
煤
頗

著
名
惜
未
久
輟
業
張
村
東
北
里
數
三
王
村
之
同
心
坡
其
礦
開
自
道
光
元
年
因
抗
捐
被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工
商
業

礦
業

市
集

二
十
三

縣
封
禁
後
七
十
餘
年
當
光
緖
二
十
三
年
此
礦
復
興
嗣
後
各
礦
林
立
均
用
人
工
開
挖
民

國
十
一
年
北
平
馮
某
呈
部
領
照
設
立
公
孚
煤
礦
購
置
機
器
增
建
房
舍
氣

煥
然
一
新

舊
式
土
窰
逐
漸
淘
汰
今
僅
有
存
者

(乙)
煤
之
種
類
及
產
量
全
境
之
煤
大
率
皆
無
烟
煤
以

碎
爛
小
粒
之
煤
居
多
數
窰
坡
村
西
之
煤
多
有
帶
臭
氣
者
且
開
採
時
因
有
一
種
游
離
易

燃
氣
體
往
往
易
罹
火
災
然
底
層
煤
質
頗
厚
且
極
團
結
爲
煤
之
佳
品
前
淸
咸
同
年
間
每

日
出
煤
有
多
至
數
千
筐
以
上
者
今
則
漸
形
衰
減
矣
玉
石
山
煤
質
不
佳
產
量
亦
少
張
村

煤
質
甚
良
煤
層
亦
厚
且
耐
久
無
臭
氣
三
王
村
與
張
村
距
離
甚
近
煤
質
略
同
產
量
亦
富

近
年
公
孚
煤
礦
購
用
新
式
機
器
汲
水
每
日
出
煤
之
數
平
均
約
在
百
噸
以
上
爲
從
前
所

未
有
將
來
煤
礦
之
發
達
正
未
有
艾
也

鐵

鐵
之
用
途
甚
廣
凡
百
日
用
與
鐵
無
關
者
幾
不
多
覯
舊
志
罄
山
註
云
其
形
如
罄
漢

魏
時
舊
鐵
冶
地
又
綦
陽
鎭
產
鐵
宋
皇
祐
初
置
鐵
冶
司
有
冶
神
祠
記
載
入
藝
文
志
可
證

民
國
十
六
年
建
設
廳
派
員
調
查
據
云
鐵
苗
甚
佳
惟
蘊
蓄
無
多
不
足
以
供
需
要
現
在
罄

口
山
附
近
溝
澗
中
亦
時
發
現
磁
鐵
石
倘
從
事
開
採
或
有
成
效

石
磨

白
錯
西
南
之
王
母
山
舊

志

作

黃

磨

山

近

是

其
石
質
硬
礫
粗
爲
製
石
磨
最
好
原
料
相
傳
自

宋
時
開
採
然
無
確
證
其
開
採
之
期
分
爲
兩
季
自
舊
歷
正
月
至
麥
秋
爲
前
季
自
秋
收
後

至
舊
歷
年
底
爲
後
季
所
製
之
磨
暢
銷
魯
西
冀
南
各
地
亦
本
縣
利
源
之
一
也

石
灰

本
縣
產
石
灰
之
地
頗
多
以
南
北
掌
禾
山
所
產
爲
最
其
餘
若
馮
村
上
申
莊
趙
村

册
井
等
村
皆
有
石
炭
窰
然
僅
供
近
地
之
用
惟
南
北
掌
之
石
炭
銷
行
較
遠
販
運
接
迹
其

製
法
則
取
材
於
靑
石
除
將
大
塊
製
作
碑
碣
石
槽
石
條
等
物
外
將
碎
塊
裝
入
窰
內
用
火

燒
熟
即
得
爲
建
築
房
屋
所
必
需
業
此
者
恆
於
農

時
爲
之

市
集

縣
城
三
八
日

洛
陽
四
九
日

前
劉
莊
三
六
九
日

趙
村
六
十
日

善
下
一
六
日

褳
店
一
四
六
八
日

贊
善
二
四
七
十
日

岡
冶
三
六
九
日

孔
莊
三
八
日



ZhongYi

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市
集

廟
會

宗
敎

二
十
四

新
城
二
五
八
日

高
莊
二
五
八
日

度
口
三
六
九
日

册
井
二
五
八
日

柴
關
一
四
七
日

蟾
房
一
四
七
日

廟
會

縣
城
二

月

八

日

四

月

八

日

十

八

日

六

月

一

日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九

月

十

八

日

十

二

月

一

日

洛
陽
三

月

三

日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西
北
流
二

月

十

五

日

九

月

十

三

日

大
村
七
月
十
七
日

北
俎
七
月
十
五
日

留
村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杜
村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八

月

十

五

日

善
下
四
月
一
日

田
村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普
通
店
四
月
十
日

葛
村
四
月
一
日

中
王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南
王
︵
二
七
九
︶
月
二
日

褳
店
六
月
十
三
日

西
崔
二
月
十
一
日

敵
樓
鋪
十
月
十
五
日

贊
善
二

月

十

一

日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正
招
四
月
二
日

趙
泗
水
三

月

一

日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丈
八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南
高
三
月
十
日

白
龍
山
三
月
十
五
日

西
馮
村
四
月
四
日

北
掌
七
月
十
五
日

下
解
三
月
十
八
日

岡
冶
二
月
十
九
日

西
九
家
三
月
二
日

左
村
七
月
七
日

牛
神
口
四
月
四
日

二
郞
岡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下
曹
二
月
五
日

新
城
二
月
十
九
日

小
屯
二
月
八
日

白
錯
十
月
十
三
日

王
母
山
三
月
十
七
日

仙
家
廟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八
里
廟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度
口
三

月

十

五

日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水
磨
頭
四
月
十
三
日

柴
關
五

月

五

日

九

月

十

三

日

册
井
三

月

二

十

日

七

月

二

日

七

月

十

五

日

十

月

二

日

宗
教

古
無
宗
教
之
名
儒
教
以
外
釋
道
而
已
近
世
稱
以
神
道
設
教
立
誡
約
使
人
信
仰
者
爲
宗

教
洵
爲
篤
論
沙
河
當
有
淸
盛
時
寺
觀
林
立
僧
道
擁
有
田
產
與
齊
民
齒
雖
亦
諷
誦
經
卷

然
祗
藉
以
誑
愚
氓
獵
衣
食
與
二
氏
立
教
之
本
旨
邈
不
相
涉
也
洎
淸
季
民
初
推
廣
學
堂

改
寺
觀
爲
黌
舍
提
廟
產
作
校
費
而
緇
黃
之
流
稍
稍
衰
歇
矣
其
僅
存
者
什
之
一
二
爾
天

主
教
自
利
碼
竇
後
來
者
接
武
其
教
幾
徧
中
華
沙
河
教
堂
頗
多
規
模
之
宏
敞
以
北
掌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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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河

縣

志

卷
五

社
會
志

宗
敎

二
十
五

稱
首
外
洋
神
甫
恆
棲
止
其
中
紙
方
次
之
近
年
城
內
張
家
巷
設
有
福
音
堂
一
所
與
天
主

新
舊
異
派
同
出
基
督
沙
民
宗
仰
新
教
者
視
舊
教
爲
少
而
奉
回
教
者
無
聞
焉
此
外
入
在

理
教
者
頗
夥
意
在
戒
斷
煙
酒
尙
無
流
弊
而
學
習
梅
拳
者
所
在
多
有
雖
亦
假
神
道
設
教

之
意
惟
好
聚
衆
尋
仇
是
其
一
短
其
餘
祕
密
教
會
甚
多
難
更
僕
數
入
教
者
焚
香
禮
神
男

婦
雜
處
暗
室
中
夜
聚
曉
散
爲
首
者
大
率
煽
惑
鄕
愚
歛
財
肥
已
甚
或
謀
爲
不
軌
所
宜
嚴

爲
取
締
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