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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今
日
中
困
農
業
之
弊
莫
大
於
不
均
東
市
民
初
目
少
西
北
曠
土
人
稀
調
劑
之
道
首
在
移
墾
民
國
十
二
年
夏
余
蒙
全
國
農

業
討
論
會
之
委
托
倍
原
張
錢
三
君
往
察
糗
二
區
調
整
為
時
月
餘
茲
將
較
遠
實
地
所
待
農
墾
情
形
編
為
報
告
備
將
來
贊

施
移
墾
計
畫
之
，
參
考
焉

湯
惠
孫
識

(
一
)
沿
革
及
疆
域

殺
述
為
肉
蒙
古
特
別
區
之
一
北
控
庫
倫
西
海
甘
肅
新
研
高
興
山
恢
接
壤
乃
至
口
國
邊
疆
之
要
區
也
全
境
犬
別
為
三
部
一
日

土
默
特
部
一
日
烏
蘭
察
布
部
一
日
伊
克
照
部
全
境
共
特
九
縣
日
歸
終
日
薩
拉
齊
日
托
克
托
日
和
林
格
爾
日
清
水
洞
臼
武

川
日
悶
陽
日
玉
原
日
東
勝
是
也
外
以
瀚
海
長
城
為
輪
廓
肉
以
大
青
山
黃
洞
為
分
線
大
青
山
以
南
黃
洞
東
北
是
為
土
默
特

部
踮
於
絞
遠
之
東
境
以
歸
緩
隘
拉
齊
托
克
托
和
林
格
爾
清
水
河
去
縣
分
轄
之
北
抵
瀚
海
市
跨
大
青
山
是
為
烏
蘭
繞
布
部

踮
於
級
法
之
北
曉
以
武
川
間
陽
王
原
一
一
一
縣
分
轄
之
北
跨
黃
洞
南
臨
長
城
是
寫
伊
克
昭
部
鋸
於
的
妝
遠
之
西
南
境
以
五
原
薩

拉
齊
托
克
拉
清
水
洞
凹
縣
黨
特
之
並
以
東
勝
縣
分
轄
之

級
遠
一
一
做
闊
別
再
貢
雍
州
及
冀
州
在
漠
則
皆
屬
并
州
且
分
為
問
那
郎
定
裘
郡
(
即
命
之
和
林
格
爾
縣
清
水
河
縣
歸
紋
縣
)
雲

中
都
(
郎
今
之
歸
緩
縣
拉
克
托
縣
薩
拉
齊
縣
」
朔
方
那
(
郎
今
五
原
縣
之
南
境
薩
拉
齊
清
水
河
之
商
境
東
勝
縣
之
北
境
)
及

五
個
你
那
(
即
王
原
縣
花
鏡M
A悶
陽
縣
)
是
也
泊
史
階
唐
則
將
四
郡
改
為
夏
學
勝
雲
凹
州
唐
時
均
為
單
于
大
都
護
府
所
轄
遼

金
則
為
豐
州
天
德
軍
所
轄
泊
至
元
明
則
分
屬
於
犬
間
及
寧
夏
諸
路
而
名
其
地
日
蒙
古
有
清
以
來
則
改
為
師
按
道
以
歸
化

薩
拉
齊
武
川
玉
原
和
林
格
爾
托
克
托
典
和
陶
林
豐
鎮
涼
城
等
為
十
二
縣
民
國
以
祿
政
府
以
蒙
邊
多
事
邊
防
重
要
故
將
『
仰

餒
迫
農
墾
調
登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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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農
墾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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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二

蒙
古
設
為
三
特
別
比
而
緩
遠
途
鴛
特
別
區
之
一
。
設
置
都
統
於
其
比
以
資
控
削
帕
拉
將
興
祇
陶
札
壁
紙
涼
城
四
隘
的
劃
入
察
哈

爾
區
泊
下
特
別
區
一
切
制
度
均
照
內
地
行
省
原
轄
八
隘
的
近
且
新
提
縣
化
名
日
因
趴
合
原
有
八
恆
的
而
為
九
原
巨

-
m

明
初
級
地
陷
於
褒
古
元
太
祖
之
後
我
問
故
有
烏
拉
察
布
六
扎
伊
克
照
七
旗
等
名
各
自
鶴
王
及
至
清
代
雖
悉
被
征
服
然
蒙
主

仍
各
據
一
比
以
一
不
稱
雄
降
奄
民
國
則
各
旅
蒙
于
中
心
猶
求
廢
止
此
故
抓
耕
地
雄
統
治
於
政
府
之
下
然
說
區
分
旗
甚
紙
蒙
王
猶
兢

旗
地
為
己
何
故
令
旗
地
之
所
有
權
乃
撮
諸
蒙
王
之
手
一
若
彼
之
在
產
清
季
政
府
投
墾
務
局
蒙
旗
之
地
有
委
之
墾
務
局
而

放
墾
者
則
舟
，
社
旗
歸
地
價
五
成
有
永
租
於
民
間
而
蒙
王
年
年
徵
收
租
稅
者
蓋
絞
遠
一
區
雖
分
縣
劃
治
參
照
肉
地
行
省
制
皮

然
品
翠
玉
舊
有
勢
力
問
俏
禾
滅
跡
故
主
權
混
淆
未
歸
統
一
是
抓
耕
地
之
內
政
有
急
待
整
頓
者
也

〈
二
)
交
通

核
區
地
勢
平
坦
叉
有
黃
河
橫
一
日
一
阿
南
故
水
陸
交
道
均
稱
便
利
京
經
鐵
道
可
在
遠
緩
遠
令
歲
一
奧
自
殺
遠
至
包
頭
築
絞
包
鐵

道
陸
道
交
寸
地
益
形
便
利
自
京
師
啟
行
二
日
可
抵
包
頭
鎮
矣
自
包
頭
鎮
掉
舟
溯
葉
肉
上
遊
則
宇
月
可
認
甘
肅
之
寧
夏
包
頭

鎮
位
於
絞
述
之
中
央
部
實
為
水
陸
交
通
之
樞
紐
西
北
往
來
之
要
道
也
凡
往
來
於
新
疆
甘
肅U
A外
蒙
古
等
地
者
必
經
是
地

近
來
商
務
盈
繁
西
北
貨
物
之
集
散
必
以
是
地
為
中
心
以
地
勢
→
一
百
則
包
一
頭
質
為
東
西
往
東
之
咽
喉
攘
套
束
之
門
戶
為
級
商

之
間
健
背
山
繞
河
形
勢
險
要
實
為
級
商
之
第
一
巨
鎮
也
包
頭
鎖
商
六
七
里
之
造
有
南
海
子
碼
頭
位
於
黃
洞
之
花
岸
能
牆

林
立
有
舟
扭
住
來
土
流
通
甘
肅
下
流
通
山
西
陳
西
水
剎
住
家
亦
極
形
便
利
惟
每
歲
自
立
冬
至
森
分
河
水
泳
結
不
能
行
駛

是
成
不
便
耳

歸
抓
稍
為
京
絞
鐵
道
之
終
點
距
車
站
約
四
五
里
有
歸
化
及
絞
遠
二
城
路
遠
城
俗
名
新
城
殺
遠
都
統
駐
真
地
歸
化
城
俗
名
舊



城
商
務
繁
縣
實
塞
拉
之
巨
都
也
由
此
至
薩
拉
齊
及
包
頭
鎮
等
處
則
有
來
車
可
通
至
武
川
清
水
洞
和
林
格
爾
及
托
克
托
等

縣
則
可
雇
驟
車
前
往
朝
發
夕
至
交
通
亦
非
不
便
也

由
是
以
勸
你
耕
遠
一
一
隘
交
通
之
樞
紐
東
有
歸
殷
商
有
包
頭
鎖
兩
地
之
間
近
有
來
車
相
通
朝
發
夕
至
交
通
稱
使
自
包
頭
鎖
商

行
道
途
平
坦
可
通
甘
肅
新
疆
由
此
雇
驟
車
則
五
六
日
可
抵
五
原
縣
縣
城
之
南
有
隆
典
長
者
乃
縣
肉
之
巨
鎮
也
由
此
西
行

十
日
可
抵
寧
夏
由
包
頭
鎮
雇
驟
車
東
北
行
可
往
五
達
召
及
間
陽
縣
等
處
由
包
頭
鎮
、
渡
河
南
行
可
至
東
勝
縣

接
遠
時
道
運
轍
除
舟
棋
來
車
而
外
﹒
薄
一
﹒
以
駱
駝
的
啪
駝
可
耐
遠
行
每
幸
有
數
十
頭
乃
至
數
百
頭
者
駱
瞬
之
外
間
有
用
牛
曳
車

者
權
極
屬
少
數
耳

殺
斑
郵
政
漸
次
推
廣
現
各
縣
城
鎮
均
有
分
局
頗
稱
便
利
電
線
已
由
張
家
口
經
察
哈
爾
之
豐
鎮
寧
遠
而
達
歸
化
經
遠
其
西

經
薩
拉
齊
縣
包
頭
鎖
五
原
縣
而
達
甘
肅
均
有
電
報
局
聲
息
相
通
也

(
三
口
氣
快R
A士
質

"
耕
遠
為
塞
拉
高
操
之
服
氣
候
寒
冷
春
秋
多
風
自
立
冬
以
迄
表
分
水
道
冰
結
舟
相
難
行
灌
溉
無
方
有
霜
當
時
降
往
往
積
雪

牢
獄
尺
者
故
農
事
休
丘
農
民
惟
有
開
坐
終
日
耳
惟
全
絞
地
勢
不
一
故
氣
候
亦
微
有
不
問
夫
青
山
以
北
名
日
後
山
六
部
為

武
川
縣
所
屬
以
其
重
山
峻
嶺
地
勢
亦
高
故
與
犬
青
山
以
南
師
所
謂
前
山
之
地
相
較
則
其
寒
冷
之
度
超
過
遠
甚
叉
東
勝
縣

屬
南
沙
梁
地
寒
暑
均
烈
而
五
原
縣
屬
河
套
一
地
以
址
(
地
勢
平
坦
四
面
環
洞
水
渠
縱
橫
貫
注
故
氣
候
較
為
溫
和
濕
潤
禾
穀

暢
茂
生
畜
繁
盛
貫
宣
農
之
區
也
每
歲
於
夏
季
七
八
月
一
蒙
雨
時
降
除
此
"
以
外
殆
不
降
雨
春
秋
兩
季
間
有
微
雨
椎
細
雨
檬
灑

館
、
濕
地
表
而
正
因
與
農
作
物
無
與
也
是
故
絞
區
農
業
殆
金
持
灌
溉
無
灌
溉
師
無
良
田
惟
植
栗
稜
之
類
以
營
旱
地
農
業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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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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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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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一
趴
每
歲
晚
能
自
春
季
四
五
月
始

ι恥
而
早
霜
則
有
自
秋
季
八
九
月
始
志
終
歲
之
間
趴
殆
過
半
為
降
霜
之
期
扎
降
雪
則
大
率
自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寫
始
期
而
其
終
期
則
如
後
山
一
帶
遲
至
四
五
月
者
有
之
五
原
縣
洞
套
一
帶
則
以
其
氣
候
溢
和
故
降
雪
亦

甚
鮮
砂
至
結
冰
之
期
大
率
與
降
雪
相
為
一
致
也

農
商
部
有
氣
象
觀
測
分
所
設
於
緩
遠
城
內
創
辦
迄
今
已
逾
十
載
成
綺
罕
見
余
會
往
烏
拉
觀
求
能
視
其
觀
測
之
成
績
祇
待
民

國
八
年
溫
度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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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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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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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將
各
地
霜
零
降
雨
時
期
示
之
如
次

表
內
日
期
均
係
陰
曆

地
名
一
降
霜
期
一
終
霜
期
一
降
雪
期
一
雨
水
一
水
旱
狀

m
A

i
m
-
-
t
f
l
J
7
7
1
l
-
2

月
3
-
l
l
i
-
-

反
l
和
?
一
八
月
一
一
九
月
下
旬
一
夏
日
是
一

i
i
t
i叫
一
七
月
于

1
7
~月

-
i月
一
雨
水
罕
降
一

五
原
縣
大
余
太
一
七
丸
下
旬
一
四
月
上
旬
一
趴
朋
肝
胸
至
一
雨
水
罕
降
一

E

劃
詞
背
回

E
F
E
E
F
F
?

封

閉
陽
一
八
月
上
旬
一
一
十
月
土
旬
一
服
季
間
有
時
一

托
克
托
一
入
月
上
旬
一
十
一
月
六
七
月
多
雨
一

洞
一
入
月
上
旬
一
九
月
下
旬
雨
水
罕
降
一

清

71<

絞
遠
土
地
除
山
間
磅
瞬
之
石
間
與
沙
漠
不
毛
之
地
外
餘
均
可
開
為
農
田
栽
培
作
物
惟
土
地
有
肥
辯
之
分
士
質
有
砂
黏
之

別
耳
歸
絞
薩
拉
齊
一
帶
土
質
均
為
砂
質
及
碟
質
壤
士
宜
於
禾
穀
其
能
灌
溉
之
區
別
呆
就
麥
裁
均
能
種
藝
固
不
讓
於
吾
南

方
訣
野
之
地
也
五
原
縣
洞
套
一
區
別
四
百
繞
洞
支
渠
縱
橫
一
日
一
錯
灌
溉
稱
便
且
其
地
為
黃
洞
淤
積
所
成
故
為
肥
訣
之
神
積

接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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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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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賢
絞
遠
唯
一
之
宜
農
區
域
也
文
於
包
頭
銘
、
東
北
有
五
達
召
者
其
廟
地
之
中
心
有
大
機
樹
灘
四
面
環
山
氣
候
溫
和
土
質

為
肥
決
之
黏
質
壤
士
及
腐
植
質
士
其
肥
決
之
皮
尤
駕
洞
套
而
上
之
其
地
本
為
廟
中
所
有
占
地
積
約
一
萬
六
于
餘
頃
(
一

頃
為
百
故
)
現
喇
嘛
已
決
意
報
墾
余
至
包
頭
餅
、
時
會
暗
中
華
塑
殖
協
會
王
鴻
一
米
迪
剛
胡
象
三
諸
君
彼
等
往
該
地
踏
杏

郎
肉
墾
務
局
承
領
數
干
頃
將
從
事
開
拓
云

東
勝
縣
所
轄
南
沙
梁
肉
有
沙
湖
幟
湖
土
質
磅
的
們
雖
不
適
於
農
耕
然
頗
宜
於
牧
畜
也

較
遠
全
區
如
河
套
五
達
召
地
薩
拉
齊
歸
毅
等
處
間
為
肥
決
之
區
郎
此
外
各
縣
亦
均
有
相
當
之
土
質
宜
於
農
耕
師
不
質
於

農
耕
之
地
可
行
牧
畜
其
他
沙
漠
之
區
雖
不
管
於
農
事
幸
面
積
不
甚
廣
漠
叉
有
所
謂
鹼
地
者
郎
鹽
某
一
性
士
壤
是
也
其
地
不

宜
於
農
作
物
之
生
長
然
如
.
灌
溉
便
利
之
區
可
應
用
灌
木
之
路
使
臨
分
逐
漸
溶
解
如
是
數
年
之
後
能
使
臨
分
減
除
騙
性
微

弱
而
能
從
事
於
墾
殖
云
。

(
四
)
水
利

吾
國
東
南
之
患
莫
大
於
水
而
西
北
之
利
亦
莫
大
於
水
東
南
之
水
患
莫
大
於
黃
洞
而
西
北
之
水
利
亦
莫
大
於
黃
洞
黃
河
以

此
令
名
後
套
之
也
東
西
長
四
百
餘
也
南
北
寬
一
百
二
十
個
叫
南
瀕
黃
、
此
外
以
五
架
洞
圍
繞
丸
宛
成
套
也
故
有
是
弘
套
地
幹

渠
支
渠
子
渠
等
縱
橫
貫
澈
自
黃
河
灌
水
通
過
支
子
各
渠
而
由
五
架
洞
排
水
焉
灌
滯
便
利
宣
洩
有
方
實
天
然
之
水
利
專
業

也
諺
一
恥
寅
洞
為
當
口
三
省
獨
宮
一
套
套
者
郎
河
套
也
觀
乎
套
地
之
水
札
可
證
此
話
為
不
誣
兌

絞
遠
之
水
利
事
起
以
緩
套
之
渠
工
持
洲
最
前
的
而
亦
最
有
借
此
茲
述
其
渠
工
之
始
末
狀
化
及
現
時
渠
道
淤
選
之
情
形
等
如
比

後
套
之
恥
土
性
膠
札
故
種
鑫
農
作
叭
殆
依
渠
為
仇
無
渠
則
主
穀
不
也
猶
石
自
由
心
故
辦
理
後
套
墾
吼
必
以
閉
路
渠
道
為
先
泓



渠
有
幹
渠
有
支
渠
有
子
渠
官
修
幹
渠
以
八
數
日
永
濟
渠
臼
剛
目
渠
臼
豐
濟
渠
日
沙
河
日
義
何
日
老
郭
渠
日
長
濟
渠
日
塔

布
何
是
也
當
從
前
墾
務
未
經
官
辦
地
由
民
戶
泣
如
您
渠
亦
由
民
戶
自
開
凡
來
套
種
地
者

A
m
w
紳
待
地
先
議
開
渠
支
別
派
分
各

在
所
有
往
往
一
渠
之
成
時
或
延
至
數
十
年
款
或
提
至
十
餘
再
父
子
相
代
親
友
共
營
而
已
成
之
渠
又
必
每
歲
深
刷
其
身
厚

增
其
背
其
流
慌
充
滿
而
游
去
灌
間
于
百
頃
者
良
非
易
也
前
清
光
綿
二
十
九
年
春
夏
悶
七
旗
一
律
報
墾
於
是
各
地
戶
有
渠

之
家
知
地
飯
歸
官
放
舉
一
渠
亦
難
挨
為
已
有
先
後
將
組
還
自
挖
各
渠
星
請
報
按
其
中
犬
幹
渠
以
五
加
河
塔
布
洞
健
全
渠
長

勝
渠
老
郭
葉
為
最
而
王
間

-
t
祥
之
義
河
沙
洞
次
之
其
餘
報
效
小
幹
提
及
支
渠
溝
俏
數
十
家
自
如
中
一
潑
大
臣
始
穀
街
西
盟
墾
局

派
員
勘
收
估
計
工
程
三
個
酌
賞
渠
贊
三
個
將
已
收
各
渠
述
一
加
修
而
後
套
之
水
利
以
典
胎
穀
任
內
所
熔
各
渠
約
可
權
地

一
萬
餘
頃
空
間
東
經
費
則
取
諸
升
科
地
之
渠
租

R
A抑
東
與
永
租
拘
所
提
之
二
成
渠
費
追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胎
穀
因
恭
案
去

職
歸
絞
道
胡
竿
辰
護
理
塑
務
後
套
渠
工
仍
舊
開
挖
其
時
人
夫
倘
不
下
高
餘
人
及
信
動
管
塑
渠
工
仍
未
告
竣
歲
修
之
費
動

逸
數
萬
所
提
渠
費
往
往
入
不
敷
出
這
瑞
良
任
內
擬
定
收
束
辦
泌
將
達
地
知
租
改
辦
永
租
幹
渠
由
官
收
到
支
子
各
渠
官
替

民
修
造
民
國
元
年
以
降
將
租
價
是
予
核
滅
幹
支
各
渠
統
歸
各
地
民
戶
自
行
修
理
自
是
改
歸
民
修
以
來
渠
道
頗
多
淤
憑
一
回

故
不
免
荒
廢
認
民
修
骨
府
主
口
策
未
敢
言
也
蓋
民
修
辦
法
部
議
幹
支
各
渠
均
由
社
長
包
修
其
工
程
費
用
每
年
由
頃
按
頃
攤
認

其
後
您
將
修
渠
事
宜
零
星
包
之
民
戶
其
勢
愈
散
其
力
愈
微
而
其
弊
乃
愈
甚
所
收
渠
費
到
工
不
過
三
四
成
餘
則
盡
飽
腰
棄

水
利
局
負
或
不
免
假
監
督
勘
驗
之
權
從
而
染
指
此
渠
道
之
間
過
者
所
以
日
漸
淤
塞
回
敵
之
墾
關
者
所
以
日
漸
荒
蕪
也
近

數
年
來
有
所
謂
灌
田
公
社
者
係
某
旅
長
所
創
辦
向
塑
局
承
包
套
地
渠
工
限
期
十
五
年
包
費
十
五
萬
兩
白
是
以
求
後
套
水

渠
均
歸
該
社
修
理
而
水
租
，
渠
費
均
歸
該
社
徵
收
迄
今
已
三
年
矣
理
局
所
收
包
費
祇
三
萬
金
而
渠
道
之
淤
寒
者
日
甚
回
故

較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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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農
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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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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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荒
廢
者
遜
多
葉
灌
田
公
社
者
徒
以
徵
收
渠
費
為
能
事
而
於
修
渠
則
置
之
腦
後
其
弊
實
有
甚
於
官
修
民
修
者
矣
令
歲
絞

遠
都
統
馬
一
脂
祥
擬
整
頓
後
套
渠
工
以
興
水
刺
而
關
農
墾
會
A
T灌
閻
公
社
將
修
渠
事
務
故
歸
王
君
間
春
承
辦
王
君
乃
有
功

於
後
套
之
渠
工
者
經
驗
卓
越
故
恆
得
民
戶
之
信
仰
苟
灌
閻
公
社
能
尤
為
交
代
王
君
肯
為
重
振
旗
鼓
出
任
修
渠
之
業
則
後

套
之
水
利
或
有
振
興
之
望
也

前
山
之
地
其
灌
溉
之
水
源
多
見
其
利
用
山
水
者
是
日
紅
水
地
蓋
山
間
溪
水
流
站
不
絕
財
而
蓄
之
以
資
灌
溉
如
五
原
縣
台

梁
村
附
近
有
撒
哈
拉
克
塔
山
之
蒙
古
召
者
積
肘
山
水
灌
溉
農
因
此
種
山
水
擇
期
間
放
水
荒
之
地
納
水
租
於
召
廟
是
亦
水

利
專
業
之
一
端
也
叉
於
包
頭
鎮
之
東
門
外
有
名
淵
博
龍
滅
者
其
地
以
清
泉
著
名
泉
出
自
山
坡
之
龍
王
廟
中
前
有
方
泊
以
蓄

激
之
池
側
穿
孔
三
由
此
下
流
如
注
終
歲
不
給
居
民
成
沒
飲
焉
城
外
農
田
方
六
七
監
管
賴
以
灌
溉
云
此
外
又
有
所
謂
清
水

地
者
乃
鑿
井
汲
水
以
為
灌
溉
農
田
凡
歸
的
狀
薩
拉
梅
等
縣
農
業
發
達
之
鼠
類
皆
利
用
井
水
也

黃
洞
水
獨
以
肉
含
沙
質
若
用
普
通
以
水
機
器
則
沙
賞
一
侵
入
汽
缸
諸
輪
郎
滯
提
稍
不
靈
殊
難
適
用
則
英
何
而
無
輪
船
職

是
故
也
前
舉
一
務
督
辦
斌
儀
及
永
增
鐵
工
廠
經
理
有
控
機
器
灌
水
之
重
要
愛
研
究
發
明
新
式
汲
水
機
器
名
日
螺
旋
推
進
灌

田
機
拇
可
免
砂
潛
之
弊
而
旋
轉
裕
如
今
歲
五
月
巴
將
製
成
機
搏
一
架
運
輸
來
被
安
設
於
五
原
縣
界
內
鄒
家
地
地
方
將
來

苟
能
試
行
有
效
遠
足
可
做
兩
衍
之
則
雖
高
原
僻
壤
無
水
源
之
處
亦
可
藉
器
械
之
力
以
典
水
利
其
轉
益
於
農
墾
當
無
限
H一
且

矣

i\

(
五
)
農
業
情
形

如
前
所
述
的
收
遠
之
氣
使
土
質
的
攝
適
於
農
業
矣
以
按
遠
地
區
廣
漠
人
口
稀
少
盤
營
農
業
的
於
組
放
也
必
矣
單
位
面
聽
之



。

o
o
o
o
o
o

生
產
量
雖
無
吾
內
地
之
多
然
每
人
可
耕
之
地
卻
數
十
倍
於
內
地
故
農
人
收
利
之
五
實
非
正
口
內
地
農
民
所
可
望
其
項
背
也

方
令
肉
地
各
省
生
計
日
繁
人
日
益
增
茍
移
此
采
展
以
為
殖
邊
而
開
發
絞
區
農
業
實
利
國
一
禍
氏
之
計
也

絞
遠
一
區
原
為
告
誡
人
所
按
各
旗
均
有
蒙
王
已
如
前
所
述
表
王
胡
旗
地
為
己
有
故
蒙
地
之
開
放
悉
聽
蒙
主
之
命
而
蒙
古
民

族
性
質
怠
悔
不
一
串
農
墾
祕
藉
康
士
以
為
放
牧
家
畜
故
疇
苦
之
年
級
區
議
為
一
片
之
牧
場
怕
無
所
謂
農
田
熱
地
也
有
清
以

來
制
內
居
民
山
綠
塞
外
而
蒙
王
亦
概
知
農
墾
之
利
有
將
旗
地
租
與
漢
族
以
為
開
發
而
從
事
於
農
業
矣
清
季
光
緒
初
年
漢

人
之
移
居
者
益
，
來
而
移
民
中
有
所
謂
地
兩
者
包
攬
六
宗
蒙
地
的
人
墾
種
如
後
套
一
屆
熔
渠
拓
植
其
賴
地
商
之
力
者
良
非

淺
鮮
地
商
中
有
王
君
間
春
者
對
於
塞
外
之
農
墾
質
與
有
莫
大
之
功
余
於
十
數
年
前
部
開
王
君
之
名
王
君
住
五
原
縣
城
東

北
余
至
五
原
郎
採
訪
王
若
王
君
年
已
七
十
有
二
據
一
五
十
餘
歲
時
郎
來
河
套
間
塑
此
時
以
河
套
水
利
禾
典
故
先
後
閃
擊
渠

道
大
小
一
一
一
百
數
十
道
費
銀
三
百
數
十
萬
元
由
是
而
水
利
以
興
農
墾
專
業
亦
隨
之
推
廣
無
遺
套
地
之
農
業
有
今
日
之
發
達

者
非
王
君
之
熱
心
農
事
為
克
藤
此

接
速
農
業
發
達
之
區
殆
金
特
灌
溉
能
灌
溉
之
地
通
名
日
水
地
可
栽
培
果
樹
蔬
菜
小
麥
大
麥
馬
鈴
薯
碗
豆
亞
麻
盟
卅
一
旦
燕
麥

等
其
無
水
源
不
能
灌
溉
之
地
名
日
旱
地
可
栽
培
栗
稜
泰
高
梁
等
無
需
灌
溉
之
作
物
水
地
與
旱
地
較
於
農
業
上
之
價
值
為

高
貴
故
其
價
格
亦
昂
至
數
倍
水
地
之
中
因
水
源
之
不
間
可
別
為
三
種
閱
擊
渠
道
以
為
灌
溉
者
如
後
套
之
晨
四
名
日
渠
地

。

鑿
井
引
水
者
如
歸
絞
薩
拉
特
等
處
之
農
田
名
日
清
水
地
利
用
山
水
以
為
灌
溉
者
如
前
山
及
後
山
一
帶
之
晨
四
名
日
紅
水

地
是
也

要
之
較
遠
農
業
可
別
為
水
地
農
業
與
旱
地
農
業
之
兩
種
水
地
農
業
其
農
法
較
為
集
約
且
農
田
之
位
置
鞍
紙
而
於
農
田
之

的
敕
這
襲
擊
調
查
報
告

丸



絞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十

聲
地
也
必
築
睦
設
島
以
剎
灌
溉
及
排
札
其
他
除
草
中
耕
點
回
一
似
吾
南
方
之
集
約
農
法
也
旱
地
農
業
則
不
仇
其
農
怯
極

結
組
比
農
田
擊
起
銘
心
直
接
播
闊
的
不
復
築
睦
設
路
且
自
構
體
以
迄
收
盤
不
行
中
耕
除
恥
除
天
然
雨
水
凡
毫
不
加
以
灌
溉
也

按
遠
之
畜
牧
事
起
亦
甚
發
也
蓋
蒙
人
性
質
忠
慌
不
知
農
糕
祇
藉
牧
畜
以
國
也
且
絞
區
氣
候
高
點
極
適
於
綿
羊
之
發
恥
故

抓
耕
地
之
物
孟
加
.
一
一
束
以
羊
毛
皮
革
著
稱
心
家
畜
之
恥
如
綿
羊
執
山
草
木

E
m路
也
眛
聽
她
豚
館
一
切
種
精
甚
紙
就
中
以
綿
羊
為
最
乳
其

飼
養
方
油
門
均
依
放
仇
故
未
嘗
見
有
合
制
之
家
畜
也
蓋
按
遠
時
雨
罕
忱
的
而
荒
地
廣
耐
心
一
片
平
恥
殆
均
為
放
牧
之
也
每
一
羊

毛
恆
在
閻
王
百
一
比
牧
一
黨
一
九
的
可
管
迎
丸
不
闊
的
恥
每
日
早
出
夜
比
習
以
寫
甘
心
尚
無
恥
而
嚴
密
之
管
理
由
心
羊
舍
之
構
也
亦

械
筒
冊
的
問
因
用
泥
築
仇
昆
蔽
的
用
樹
枝
作
化
其
上
鋪
以
雜
草
之
亂
以
蔽
風
雨
而
已
綿
羊
每
年
春
秋
剪
毛
兩
比
其
毛
遲
至

包
頭
銀
銷
色
亦
有
剝
取
皮
毛
以
為
如
佳
品
于
此
將
姓
畜
直
接
出
售
若
有
志
飼
羊
之
利
甚
恥
凡
讓
人
每
戶
必
飼
接
數
百
此
數

口
之
仇
郎
可
藉
以
如
養
也
次
於
羊
者
浴
血
口
飼
牛
之
州
的
率
與
的
羊
相
肌
每
戶
有
飼
養
百
餘
戚
或
數
十
頭
血
和
這
其
長
此
或
售

之
布
拉
如
遲
至
大
都
會
屠
殺
也
或
結
鄉
間
耕
牛
者
有
志
恨
殊
屬
少
數

w
h次
於
牛
羊
者
結
局
驢
鳴
曲
如
唯
其
頭
數
不
弘
軾
作
農
家

之
副
業
而
已

般
地
栽
種
作
物
犬
率
不
用
肥
料
川
故
家
畜
之
糞
口
比
俟
曝
乾
此
郎
供
燃
料
之
間
肌
如
牛
糞
羊
糞
臨
糞
甜
的
均
為
重
要
之
燃
札
此
以

你
耕
地
薪
材
缺
乏
不
待
不
蔣
家
畜
糞
氏
以
為
補
充

h
h近
來
布
場
附
近
之
蔬
菜
風
亦
有
施
用
人
糞
品
和
惟
鄉
間
糞
仇
均
任
其
放

棄
不
知
利
用
殊
為
可
惜
誠
以
給
區
新
閑
之
地
地
力
雄
厚
郎
不
施
肥
料
猶
可
繼
級
生
產
故
也
然
此
後
農
業
進
步
農
法
改
良

當
知
利
用
肥
料
之
方
以
同
增
進
農
產
收
禮
也

按
遠
農
村
均
數
十
戶
或
數
百
戶
聚
居
一
處
各
村
之
間
有
相
距
在
數
十
里
之
造
者
居
民
率
係
漢
族
素
人
則
甚
少
也
大
村
之



﹒
爪
有
社
自
趴
甲
長
說
司
全
村
一
切
公
共
事
私
立
(
僚
資
等
由
村
民
按
戶
負
他
村
民
所
居
房
比
均
由
土
牆
造
成
屋
頂
則
橫
架
以

木
其
土
蔽
以
一
一
說
扣
押
構
造
極
形
筒
使

絞
遠
氣
候
寒
比
一
至
冬
去
刊
郎
不
能
從
事
於
農
華
和
故
農
民
恰
布
祕
手
間
坐

v
h山
西
一
紙
有
出
線
農
民
品
和
春
季
農
忙
之
際
來

你
狀
如
磁
帶
農
業
或
為
短
期
一
服
佈
以
資
生
此
追
秋
季
農
閑
之
除
則
成
歸
故
鄉
也
此
以
驗
地
人
口
稀
趴
農
人
缺
乏
故
農
業
勞
動

者
大
都
為
外
來
之
出
祿
農
民
也
菇
將
余
調
在
所
過
各
地
之
勞
力
狀
羽
列
表
記
之
如
次

地
名
一
工
人
之
多
主
土
著
或
自
外
求
者
一
工

歸
故
一
工
人

h
L
U
J
J

步
一
來
自
山
西
也
隸
尤
以
山
西
入
為
一
自
備
膳
食
每
日
工
資
二
角
每
月
六
一
兀

一

t企
.
一
多
其
中
短
期
工
人
多
春
家
秋
歸
一

-
P
F…
叫
一
工
人
較
多
一
白
山
西
菜
居
多
一
每
日
工
資
銅
元
十
五
枚
述
膳
則
三
十
枝

阻
h
u川
叫
一
工
人
咬
少
一
來
自
山
區

1
位
多
春
來
秋
帥
一
一
封
情
別
銅
元

L
E
L
川
牧
長
工
年
詳
二
十
餘
元
乃

河
套
一
工
人
較
少

-
F川
l
i
l
i
-
-

可
制
品
創
出
劃
劃
刊
判
刑
枚
長
工

年
﹒
侏
四
十
兩
左
右

薩
心
t
u
-
-
工
人
俏
多
一
扣
t
i
l
t
-
-
i
-
E
E

資
料
制
一
兀
十
a
a

銅
元
思
甜

-
i

一
一
一
吊
)

資

後
套
農
業
狀
羽

後
套
一
名
洞
套
線
姆
於
五
原
縣
乃
絞
遠
西
境
之
地
也
其
抽
取
臨
黃
河
北
以
五
架
洞
的
所
謂
黃
洞
古
道
者
環
繞
而
成
套
地

故
有
河
套
之
名
以
其
氣
候
和
附
土
質
肥
決
且
灌
溉
稱
使
故
為
路
遠
唯
一
之
宜
農
區
域
然
近
以
河
道
淤
塞
土
匪
猖
概
故
鵬
當

務
廢
馳
此
宜
農
之
地
者
一
變
而
為
荒
蕪
之
區
誠
貨
交
於
地
矣
關
心
國
事
者
當
成
為
之
惋
惜
也
方
今
內
地
兵
焚
紛
起
民
生

較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十



被
遠
農
難
中
調
查
報
告

艱
苦
政
府
正
倡
言
裁
兵
邊
墾
移
民
拓
權
之
際
此
廣
十
一
決
野
乏
套
地
正
可
收
拾
整
頓
而
從
事
於
閱
發
矣
故
余
此
次
往
仿
照
調

整
郎
以
河
套
為
目
的
地
其
地
之
農
業
狀
羽
嘗
實
地
的
聲
故
特
記
其
硬
概
以
為
他
H
裁
兵
邊
船
到
移
民
拓
植
者
之
參
考
耳

後
套
東
西
長
四
百
餘
里
南
北
寬
百
二
十
里
共
計
地
積
二
十
一
萬
六
于
頃
士
地
肥
訣
河
渠
縱
橫
貫
性
質
宜
農
之
區
也
惟
以

其
土
性
生
膠
故
種
地
者
須
初
年
灌
水
浸
潰
(
俗
名
泡
地
)
次
歲
耕
耘
苟
不
行
泡
地
則
士
性
膠
何
等
於
石
因
是
故
套
地
農
業

依
渠
水
為
命
無
渠
郎
無
農
業
也
至
灌
水
之
深
度
則
生
地
泡
一
二
尺
可
種
麥
更
少
則
亦
泡
二
尺
餘
方
可
耕
種
設
渠
長
百
里
口

底
均
寬
五
尺
深
平
均
七
入
尺
再
開
支
渠
一
百
道
子
渠
由
地
戶
自
挖
每
年
六
水
可
泡
地
三
干
頃
次
犬
水
可
泡
二
于
閻
王
百

風
中
水
可
泡
一
于
四
五
百
吼
小
水
則
須
作
間
打
壩
方
可
引
水
也
准
水
之
時
肌
可
分
春
夏
二
肌
春
水
泡
熟
也
可
隨
亞
麻
婉

-
L惟
不
能
泡
生
也
因
深
則
撩
舟
山
淺
則
起
此
夏
水
(
俗
名
伏
水
)
泡
地
可
時
麥
乳
又
能
肥
地
也
秋
水
泡
生
恥
可
種
麥
回
扣
泡
熟

。
。

地
則
能
栽
碗
一
旦
亞
麻
秋
水
亦
有
肥
因
之
效
冬
水
可
辯
地
然
有
洗
刷
渠
道
之
功
雖
曰
辯
吾
良
田
均
省
挖
渠
費
用
後
套
種
地

連
續
三
年
須
休
間
一
年
待
泡
伏
水
藉
以
肥
田
方
可
於
次
年
再
行
耕
種
也

作
物
之
種
制
圳
分
夏
作
與
秋
作
之
二
他
夏
回
以
小
麥
亞
麻
碗
一
旦
及
扁
豆
為
犬
白
的
均
在
立
夏
清
明
以
前
插
話
肌
於
犬
暑
之
後
成

恥
秋
田
則
以
來
…
被
栗
燕
麥
蒸
麥
為
犬
乳
均
在
立
夏
以
後
播
耗
於
立
秋
前
後
成
前
恥
，
耕
種
之
仕
的
括
為
筒
民
郎
常
早
春
之
際
將

地
盤
起
而
後
用
把
平
地
乃
於
其
土
用
韓
播
關
條
間
約
在
五
六
寸
不
間
作
物
之
桶
知
如
何
均
依
此
法
擺
種
以
後
不
施
肥
料

。
。

亦
不
行
中
耕
除
草
可
靜
待
收
穫
苟
氣
候
平
順
則
農
家
之
收
鑫
直
坐
以
致
耳
凡
農
夫
一
人
持
牛
兩
頭
可
蹄
地
五
十
做
多
則

可
積
百
就
以
種
麥
昔
日
則
每
就
收
一
擔
每
惜
以
王
一
兀
計
五
十
航
郎
可
獲
利
二
百
五
十
元
農
業
之
利
厚
吾
於
套
地H
M之

套
地
作
物
之
產
領
計
稜
占
十
之
間
亞
麻
碗

-
R占
十
之
四
栗
小
麥
扁
豆
占
十
之
二
亞
麻
一
項
祇
取
橙
子
榨
泊
巳
符
相
當
利

十



盆
苟
剝
取
纖
維
編
織
衣
料
則
其
利
為
更
厚
矣
園
嘴
一
品
中
子
瓜
一
一
頃
品
質
航
優
產
量
亦
夥
其
他
菜
獨
質
優
棵
大
亦
其
特
靈

也家
畜
之
中
以
綿
羊
為
最
多
而
其
獲
利
亦
最
糟
凡
牧
羊
一
華
住

..
可
滋
生
如
母
數
以
牧
羊
百
頭
每
頭
三
元
計
則
年
可
獲
二
三

百
元
誠
以
後
套
之
地
牧
場
腐
漠
隨
處
可
以
放
牧
且
羊
性
馴
致
攝
易
管
理
牧
童
一
人
可
放
羊
四
五
百
頭
而
套
地
時
兩
罕
降

可
終
歲
放
牧
無
舍
飼
之
繁
故
牧
養
綿
羊
前
無
需
飼
養
之
費
亦
不
勞
管
理
之
繁
而
獲
利

m
m
m
一
岸
文
非
他
種
家
畜
所
可
期
其
項

背
也

後
套
之
地
自
前
清
築
渠
道
興
水
利
以
求
農
事
日
新
居
民
由
關
內
移
住
者
亦
日
來
宜
其
農
業
之
發
達
蒸
蒸
日
上
而
懷
有
涯

矣
然
近
數
年
來
不
慌
墾
務
無
絲
毫
發
展
且
已
墾
之
套
地
復
臻
荒
難
者
所
在
皆
是
時
昔
繁
盛
之
農
村
亦
成
交
頹
之
邦
農
業

之
退
步
有
笈
皮
不
可
終
日
之
勢
考
其
原
因
厥
有
數
端
套
地
農
業
本
依
渠
為
命
無
渠
師
無
農
業
今
則
承
包
修
渠
之
灌
田
公

社
祇
知
徵
說
而
不
務
於
渠
道
之
修
理
渠
道
遂
陷
於
淤
塞
船
頭
地
從
淪
於
荒
蕪
其
原
因
一
也
絞
商
土
匪
甚
熾
劫
奪
民
財
求
有

寧
日
農
民
不
堪
其
苦
攜
賀
他
還
故
農
村
日
就
袁
和
別
而
趣
地
亦
漸
臻
荒
蕪
其
原
因
二
也
五
佑
你
縣
共
分
五
區
三
十
六
社
縣
中

苛
稅
重
徵
而
區
長
社
長
為
官
吏
之
爪
牙
區
長
月
薪
六
十
元
社
長
月
薪
三
四
十
一
兀
區
費
社
費
皆
由
自
農
民
此
外
官
吏
更
巧

立
名
目
徵
稅
苛
重
民
不
堪
命
更
何
以
能
安
身
於
農
事
哉
此
套
地
荒
廢
之
原
因
三
也
後
套
型
地
大
半
為
資
本
家
做
買
農
民

欲
零
星
領
之
而
不
可
得
故
後
套
農
民
大
半
係
祖
地
耕
種
所
謂
個
戶
者
是
也
此
種
個
月
慨
無
但
產
故
棄
而
他
徙
者
恆
多
此

荒
廢
之
原
因
間
也
有
此
四
囚
後
套
阮
墾
之
地
復
接
荒
蕪
令
人
視
之
惋
惜
不
正
近
家
套
地
農
民
集
中
於
套
西
洋
塘
地
方
此

處
係
教
會
所
有
蓋
前
清
之
賠
教
地
也
該
處
規
劃
井
然
保
諱
森
嚴
故
套
東
農
民
成
樂
而
趨
之

抓
耕
速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十



緩
速
農
塑
調
查
報
告

後
套
農
業
哀
利
甚
海
或
就
中
等
農
家
舉
其
收
支
之
一
例
於
次
以
供
金
卓
有
〈
設
種
套
地
五
頃
)

支
出

一
地
租

一
長
工

一
耕
牛
三
棋
共
六
頭

一
種
具
純
于
牛
車
等

一
農
舍
六
七
悶

每
頃
四
十
兩

每
名
年
約
三
十
兩
肉
工
頭
一
名
共
四
名

每
頭
十
七
八
兩
(
或
驟
雨
頭
)

每
間
以
四
五
兩
計

(
套
地
房
屋
，
上
等
條
間
銀
十
二
雨
中
等
，
七
兩
干
等
閻
王
兩
)

一
一
公
誤
地
方
稅
等

一
羊
五
百
頭

L
r
z
2

、

4
、
元

1

1世
~
昨
J
J
F
H

山
羊
每
頭
銀
一
兩
三
錢
綿
羊
每
頭
銀
一
兩
七
錢
雌
雄
各
半
牧
夫
薪
賢
以

七
五
。

羊
毛
很
償
文
其
中
山
羊
綿
羊
各
半

一
踩
馬

一
驢
三
頭

支
出
總
計
(
連
創
辦
費
)

共
二
頭
每
頓
二
十
五
兩
計

每
頭
十
五
兩
計

十

四

二
O
O

兩

一
二
。

一
O
O

一
O
O

。

.•
、
2
/

--PF.-L
五

O
四

五

惟
以
上
係
第
一
年
之
支
出
總
計
至
第
二
年
以
後
祇
釘
支
付
地
租
長
工
費
及
公
誤
地
方
稅
等
總
計
年
支
三
五
。
兩
足
矣

一
四
二
五

收

入



。
。

一
、
雜
糧
三
百
石
收
成
以
六
分
計
每
石
值
銀
三
兩
計

ooo

-
-
母
羊
二
百
五
十
頭
年
可
滋
生
如
此
峙
數
一
二
年
後
約
待
價
銀
五
百
兩
一
年
可
提
符

。
。
。

一
驟
驢
五
頭
年
可
滋
生
五
頭
一
二
年
後
約
待
價
銀
百
-
w一
年
可
擬
得

九
O
C
前

二
玉
。

五

O

收
入
總
計

以
上
之
收
入
以
之
償
創
辦
之
費
祇
是
二
二
五
兩
殆
可
將
水
利
收
回
矣
至
第
二
年
以
後
每
歲
可
得
純
利
八
百
五
十
兩
(
第

二
年
以
後
之
總
支
出
鴻
三
百
五
十
兩
而
總
收
入
為
了

γ
二
百
兩
)
以
之
分
配
於
單
位
面
積
之
收
入
則
每
頃
可
獲
純
利
一

百
七
十
兩
由
是
以
觀
套
地
農
業
之
利
益
豈
不
大
哉

一
一-
o
o

(
六
)
農
作
物
及
其
栽
培
法

較
遠
位
於
北
緯
四
十
皮
乃
溫
帶
北
部
之
地
也
春
夏
二
季
氣
候
溫
順
夏
季
別
時
兩
話
降
濕
潤
待
宜
以
氣
候
昔
日
則
利
用
夏
季

之
高
溫
多
濕
凡
菩
內
地
所
栽
培
之
作
物
大
部
能
生
長
於
給
區
以
土
質
言
則
如
後
套
肥
決
之
區
凡
果
就
及
棉
麻
等
之
工
藝

作
物
亦
均
可
栽
培
然
則
絞
區
農
作
物
之
種
顯
其
範
囡
廣
漠
經
營
墾
植
者
當
應
抑
制
濟
之
狀
羽
風
士
之
情
形
而
善
為
審
擇
新

可
也
茲
就
現
今
緩
地
所
敘
培
之
農
作
物
擇
其
主
要
者
述
之
如
次

。

小
麥
俗
稱
麥
子
乃
較
遠
主
要
之
作
物
也
般
地
氣
候
乾
燥
故
栽
培
小
麥
全
特
灌
溉
所
謂
水
地
者
犬
都
以
栽
培
小
麥
為
主

水
地
之
水
源
如
絞
套
一
帶
取
諸
渠
水
此
外
各
地
有
擊
井
灌
囚
者
有
藉
山
水
灌
溉
者
其
在
薩
拉
齊
一
帶
分
水
地
為
背
水
地

與
紅
水
地
兩
楠
水
地
較
之
旱
地
其
價
恆
局
至
數
倍
且
熔
渠
之
設
備
與
勞
工
賦
課
諸
費
所
需
甚
鉅
攸
栽
培
小
麥
視
為
最
集

叫
什
之
農
怯
蓋
成
本
悅
重
則
不
待
不
圓
豐
收
是
農
家
集
約
之
栽
培
有
必
至
之
勢
也
緩
地
栽
種
小
麥
先
用
耕
牛
耕
起
土
壤
旋
即

絞
速
農
墾
調
查
報
會

十

五



緩
遠
農
舉
一
調
查
報
告
十
六

耙
平
丸
然
後
用
摟
播
亂
以
聽
軸
鎮
壓
播
條
之
寬
為
六
寸
左
﹒
?
如
播
種
之
時
恥
通
例
在
清
閑
前
化
肥
料
以
堆
肥
翁
主
於
耕
地

時
施
于h
h以
作
基
他
播
種
以
後
有
行
中
耕
二
三
次
我
亦
有
全
不
施
行
車
和
至
於
除
氧
則
求
間
有
行
之
氣
惟
潛
水
則
於
生
長
期

間
恥
時
時
行
也
收
發
之
眠
在
六
月
下
飢
乃
至
七
月
上
飢
(
夏
至
乃
至
小
若
)
每
敵
之
收
益
土
血
可
達
一
槽
的
(
百
斤
)
都
布
附
近

之
也
於
麥
作
收
穫
亂
栽
種
白
菜
是
利
用
土
地
之
此
較
為
進
血
的
此
外
則
一
起

..

一
點
董
仲
耕
地
土
地
康
弘
地
價
低
縣
農
民
待
之

甚
易
故
利
用
土
地
之
法
恆
涉
純
放
亦
經
濟
上
之
原
則
使
然
也

歸
經
薩
拉
齊
及
包
頭
鎮
附
近
之
水
地
其
裁
積
小
麥
之
怯
攝
為
進
步
與
菩
內
地
此
有
過
之
無
不
及
其
法
於
耕
耙
後
設
低
哇

哇
寬
入
尺
睦
間
設
溝
溝
寬
約
一
尺
左
右
以
便
引
水
灌
溉
也
睦
土
設
播
條
條
悶
約
六
七
寸
每
飲
之
播
種
量
約
六
升
上
下
肥

料
用
馬
糞
牛
糞
或
堆
肥
等
於
耕
地
時
作
某
一
肥
一
次
施
下
發
芽
後
待
苗
長
二
三
寸
行
第
一
次
中
耕
此
後
再
行
一
次
之
中
耕

為
當

燕
麥
俗
名
彼
麥
栽
培
之
面
積
甚
廣
蓋
抓
耕
地
居
民
賴
以
為
常
食
也
燕
麥
亦
須
灌
溉
故
栽
培
於
水
地
其
栽
培
方
法
與
小
麥

相
似
每
飲
之
收
益
上
個
可
遠
二
擔
普
通
在
一
…
借
以
土
都
市
附
近
之
地
於
燕
麥
收
養
(
於
小
暑
節
收
發
〉
後
種
植
白
菜

大
麥
俗
名
軍
麥
栽
培
之
面
積
鞍
狹
亦
需
引
水
灌
溉
栽
培
之
方
法
與
小
麥
相
似
不
復
贅
述
每
敵
之
收
益
上
間
可
達
二
擔

栗
俗
名
小
米
子
或
稱
谷
子
為
緩
阪
重
要
之
作
物
蓋
緩
地
農
民
藉
﹒
以
為
主
食
品
也
栗
毋
需
灌
溉
可
栽
培
於
旱
地
故
栽
培

方
法
亦
較
粗
放
播
種
之
期
通
常
在
立
夏
節
播
種
之
前
先
用
種
耕
起
士
一
攘
旋
即
耙
平
而
後
用
揍
播
種
條
閑
之
寬
以
六
七
寸

為
常
播
種
後
以
報
軸
役
土
鎮
壓
用
摟
播
種
時
普
通
駕
牛
二
三
頭
每
日
可
種
三
四
十
就
其
功
程
何
體
速
擴
種
以
後
不
行
中
耕

除
草
直
坐
以
待
收
收
發
之
期
在
自
露
節
前
後
每
敵
自
八
斗
至
一
石
(
每
石
二
百
餘
斤
)
為
率



稜
俗
名
麼
子
其
種
實
名
日
提
米
亦
為
緩
人
常
食
之
穀
實
也
故
栽
峙
面
積
僅
次
於
栗
以
無
須
灌
溉
故
為
旱
地
之
主
要
作

物
栽
培
方
法
與
栗
相
悶
不
復
贅
述
惟
播
種
較
栗
稍
早
過
例
在
在
聞
節
前
後
收
礎
則
在
處
暑
與
自
露
之
間
每
敵
收
量
通
例

為
一
石

•

亞
麻
俗
名
葫
麻
乃
般
地
重
要
之
工
藝
作
物
也
亞
麻
以
種
子
榨
油
供
本
地
燈
泊
之
用
惟
其
大
部
分
則
集
中
包
頭
給
遠
運

至
京
津
而
輸
出
於
外
浮
也
終
地
栽
培
亞
麻
其
函
照
廣
漠
而
尤
以
後
套
為
盛
每
年
輸
出
之
類
雄
無
統
計
無
從
稽
考
然
其
領

要
不
在
少
數
也
絞
民
栽
種
亞
麻
以
採
取
種
子
為
唯
一
之
目
的
其
殘
餘
之
莖
幹
則
鄙
棄
之
為
薪
材
之
料
夫
亞
麻
之
莖
纖
維

墜
制
抑
制
美
可
製
種
種
之
衣
服
領
神
原
料
實
昂
貴
之
纖
維
料
也
今
絞
鼠
不
知
利
用
棄
之
如
芥
其
損
失
之
大
實
非
鮮
砂
可
不

惜
哉

區
麻
於
立
夏
節
播
種
栽
培
之
怯
與
麥
栗
等
無
異
條
閑
之
距
離
普
通
為
六
七
寸
收
發
之
期
在
處
旦
有
節
前
後
每
敵
收
發
量
上

田
可
收
一
擔
云

碗
一
旦
那
供
家
畜
之
飼
料
於
筱
套
等
處
栽
培
甚
廣
於
立
夏
播
種
處
暑
收
發
每
敵
約
可
收
一
憶
之
譜

為
家
畜
之
主
要
飼
料
得
栽
種
於
旱
地
於
清
明
插
種
白
露
收
割
栽
培
方
技
與
栗
稜
等

M撫
摸
緝
的
收
量
約
一
擔
二
三

說
一
旦

斗。高

梁

禱

麥

於
立
夏
前
後
播
純
立
秋
前
收
種
栽
培
方
法
與
栗
稜
間
栽
培
之
面
積
岐
狹

(
七
)
舉
務
情
形

般
地
本
無
農
業
清
初
更
有
禁
墾
之
制
至
光
緒
初
年
疆
吏
紛
紛
請
開
其
禁
始
於
緩
遠
設
立
墾
務
局
命
胎
殼
為
墾
務
大
臣
專

接
速
農
m
r
.
調
查
報
告

十
七



絞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十
八

司
其
事
棄
民
抗
拒
恩
威
並
施
卒
底
於
成
胎
雖
以
是
敗
然
為
西
北
開
莫
大
之
利
諒
其
功
白
不
可
沒
也
民
國
以
求
墾
務
局
郎

隸
屬
於
財
政
部
起
年
則
塑
務
局
長
的
由
絞
遠
實
業
廳
長
業
其
任
自
墾
局
創
設
以
來
蒙
王
有
將
旗
地
報
墾
者
則
先
星
報
於

墾
務
局
然
後
由
墾
局
評
定
荒
價
倍
於
墾
氏
所
得
租
銀
愛
王
與
教
于
一
局
各
待
址
(
半
令
杏
翠
務
局
截
至
民
國
四
年
止
蒙
旗
之
放

聲
地
做
列
表
示
之
如
次

旗
地
名
一
放
墾
地
做
一
屆

達
拉
特
旗
四
成
正
地
一
三
三
五
月
三
♂
一
五
原
縣

達
拉
特
旗
四
成
補
地
一
一
四
二

O
﹒o
o
o
-
T
U

原
縣

杭
錦
地
一
四
。
一
八
二
三
。
一
五
原
縣

郡
王
旗
一
九
六
一

-
X﹒
九
世
二
東
勝
縣

札
薩
克
旅
一
一
六
。
八
二
一
一
。
一
二
東
勝
縣

札
薩
克
放
祝
蝦
地
一
五
七
玉
之
二
五
王
一
束
勝
縣

準
噶
爾
佐
一
←
五
九
九
二
至
五
一
山
西
洞
曲
縣

l
i
l
i
-
-
J

「

|
l
J
J
|
-
l
!
陳
明
府
梅
縣
-
i
!
l
i
-
-
-
-

烏
審
旅
一
一
的

-
E二
﹒
玉
。
。
一
峽
西
棋
山
翰
林
稍
遠
等
縣

烏
審
旗
祝
般
地
一
五
三
五
﹒
七
七
九
一
限
西
橫
山
縣

l 縣



-
v
l
克
明
一
一
一
心
h
J
J

一-
j
y
E
i
l
l
-
-
-


t
t
的
巾f
G
-
2
1
:一
一
口
干
-
q科
瓦
拉
川!
-
-
-
1
i

一

一
烏
拉
山
卅
沖
公
主
l

九
一
一
…
六
.
七
七

J
A
l
-
-
ι
l
l
l
i

一

一
位
均
拉
特
東
公
派
一
凹
六
九
﹒
八
八
五
一
一

-
1原
縣
…

-
i
i
f
l劃
t
i
f
f
-
l
i
-
-
l
l
l
J

一
茂
明
安
旗
一
六
九
一
一
二
九
五
一
阿
陽
縣
…

一
間
子
王
旗
一
一
一
一
一
八-
O
O
O一
武
川
縣

l
i
l
l


-
r
l

仗

|
l
i
z
-
-
E
L
ι

王
一
位
介
比

1
-
l
l
|

…

-
r
!

如

l
L
1
-
j
:
-
t
i
t
i
-
-
l
l
l
l
l
l
i
l
i
-

-
迫

1

乘
一

-
C
-
o
o
c

一
武
川
縣
J

一

一
合
計
一
三
三

O
六
一
﹒
六
二
三
三

緩
遠
墾
務
局
自
創
設
以
來
雖
歷
有
年
數
然
其
所

w
m營
之
放
墾
地
仇
祇
當
絞
區
之
一
部
分
列
其
所
營
事
業
不
外
荒
地
之
住
口

恥
地
債
之
徵
比
其
於
墾
務
之
提
倡
推
廣
也
農
業
之
改
良
發
展
也
與
夫
對
於
墾
民
之
獎
勵
保
護
也
別
毫
無
所
肌
肉
何
體
共

墾
地
之
不
能
發
展
而
墾
務
事
業
之
不
能
蒸
蒸
日
上
焉
絞
區
各
縣
墾
務
機
關
除
來
勝
一
縣
外
餘
均
有
分
局
余
管
調
查
分
局

緩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十

九



殺
遠
農
飄
到
調
查
報
告

數
處
觀
其
所
行
事
務
除
徵
收
地
價
及
租
銀
外
別
無
事
事
故
各
地
塑
務
局
不
以
分
局
之
也
而
以
清
理
地
做
及
行
局
等
名
名

之
茲
將
給
遠
墾
務
局
現
有
各
R
T局
名
稱
地
點
列
表
示
之
如
次

-I-

名

稱

兩
凶

,4'
,

WJ;

清
理
歸
武
和
薩
托
清
六
縣
地
敵
局

較
遠
城

武
川
縣

牧
廠
墾
務
局

清
理
薩
縣
地
航
行
局

薩
拉
齊
縣

勘
放
烏
拉
特
三
公
旗
地
做
局

L
h」
頭
鏡

勘
放
三
湖
灣
洞
北
地
航
行
局

五
大
村

清
理
托
縣
地
敵
行
局

托
克
托
縣

西
單
謝
您
務
分
局
五
原
縣

絞
遠
之
墾
移
情
形
雖
如
上
述
然
二
盟
十
三
旗
(
絞
遠
原
分
二
盟
十
三
旗
)
人
恬
不
闊
地
質
不
問
郎
放
墾
之
情
形
制
度
反
荒

地
之
價
格
等
亦
各
有
顯
著
之
差
異
惑
不
避
其
繁
更
分
旗
記
述
以
朋
絞
遠
全
取
之
墾
務
情
形
也

(
甲
)
伊
克
昭
盟
塑
務

(
一
)
達
拉
特
旗
墾
務
(
達
拉
特
旗
郎
今
之
五
原
縣
地
)

達
旗
報
塑
其
別
有
二
一
日
放
孰
不
地
帥
，
質
償
西
路
公
司
之
間
成
地
四
成
補
地
是
也
其
殆
末
始
間
成
地
四
成
補
地
條
下
茲
不

贅
述
一
日
永
租
她
的
永
租
不
放
之
詞
也
叢
蒙
王
雖
有
志
於
農
塑
以
闢
收
入
之
增
加
然
猶
不
願
以
蒙
地
放
墾
故
將
其
地
永



起
於
墾
務
局
由
墾
局
悶
搶
渠
道
招
伯
承
風
徵
收
租
紙
所
徵
祖
揖
的
墾
局
與
褒
比
較
成
分
之
其
意
若
恥
地
仍
蒙
也
墾
為
況
待

者
不
過
渠
費
與
經
理
費
而
已
凡
渠
開
歪
倒
處
地
郎
塑
至
何
處
此
以
該
旗
之
地
若
無
渠
水
灌
溉
即
與
石
因
無
具
有
渠
即
有

回
無
渠
部
無
回
渠
之
所
至
地
不
變
寶
故
永
租
地
之
面
積
禾
嘗
加
以
限
制
也
繭
清
之
季
墾
局
會
與
達
旗
約
上
上
地
年
納
租

限
四
十
兩
土
次
三
十
一
廂
中
二
十
五
雨
下
二
十
兩
所
收
租
銀
以
二
成
為
渠
工
費
其
餘
分
為
十
成
以
五
成
歸
公
五
成
歸
蒙
旗

至
今
尚
依
此
約
辦
理

、
水
租
地
所
收
租
銀
與
升
科
地
性
質
不
間
升
科
地
者
凡
放
墾
之
地
經
墾
局
招
戶
承
領
三
年
以
內
繳
情
地
價
始
行
升
科
升
科

之
地
所
收
之
租
日
歲
租
永
租
地
所
收
之
租
日
地
租
達
拉
特
旗
鑫
係
渠
地
故
所
收
之
租
日
渠
地
租
該
旗
之
永
租
地
﹒
既
無
定

綴
則
每
年
所
收
之
渠
地
租
亦
無
定
數
故
當
其
報
舉
一
之
始
司
其
事
者
待
以
上
下
其
手
弊
端
百
出
至
民
國
元
年
遂
故
定
為
包

租
之
制
將
地
包
給
民
戶
以
二
千
頃
為
顯
每
頃
年
納
租
十
五
兩
以
五
年
為
限
漏
渠
道
則
歸
民
戶
自
行
修
理
此
制
施
行
迄
今

渠
道
頗
多
淤
塞
地
敵
亦
多
荒
廢
然
則
包
租
制
度
問
亦
非
善
誰
也
不
特
此
也
包
諸
民
戶
者
飯
以
二
于
頃
翁
限
二
于
頃
以
外

餘
地
拘
俊
不
少
凡
渠
水
所
能
灌
溉
之
地
率
由
局
員
丈
放
私
收
租
銀
而
公
家
則
一
無
所
待
叉
承
包
此
二
干
頃
之
地
做
者
盡

屬
地
商
並
非
農
戶
由
地
商
轉
租
於
農
戶
則
每
頃
租
銀
四
十
兩
三
十
兩
不
等
有
利
則
地
商
待
之
而
農
戶
無
與
也
蓋
限
年
包

租
之
弊
如
此
達
旗
地
敵
前
係
永
租
不
放
不
特
農
戶
無
固
定
性
質
郎
承
包
之
地
商
亦
無
悶
定
性
質
既
無
恆
業
途
無
恆
心
故

家
去
無
常
放
開
傳
舍
逃
亡
之
戶
時
有
所
聞
而
地
獄
之
荒
廢
日
見
增
加
如
不
設
法
整
頓
行
見
于
里
訣
壤
變
成
荒
瘖
收
入
之

銳
城
所
慮
猶
小
邊
地
之
益
虛
隱
憂
方
大
也
此
永
租
地
之
制
度
其
弊
端
有
如
是
者
故
整
頓
之
怯
患
意
以
為
必
先
發
永
租
為

放
墾
俾
農
戶
可
視
為
一
己
之
永
業
也

經
速
農
郵
單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

緩
遠
晨
空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二

(
二
)
達
拉
特
旗
賠
教
四
成
地
問
成
補
地
墾
務

ccooo

四
成
地
在
洞
化
後
套
係
薩
拉
齊
縣
屬
境
初
因
黃
河
改
進
泊
出
此
地
達
拉
特
旗
與
土
默
特
放
事
欲
攘
翁
已
有
經
欽
差
大
臣

ooocooo
紹
祺
勘
斷
以
六
成
歸
士
默
特
凹
成
歸
芯
拉
特
於
是
歸
途
拉
特
者
名
日
間
成
地
歸
士
默
特
者
名
日
六
成
糙
地
前
清
光
緒
二

oooooco

十
八
年
達
旗
因
教
案
賠
款
無
力
籌
措
關
交
四
成
地
二
于
頃
歸
西
路
公
司
承
飯
由
公
司
緻
價
十
凹
陷
兩
以
付
賠
款
二
十
九

OOOO0

年
派
員
勘
丈
僅
一
于
二
百
餘
頃
其
不
足
之
數
山
迪
拉
特
旗
尤
撥
後
套
長
勝
一
奈
地
給
充
之
此
項
地
做
因
係
彌
楠
四
成
地
不

OOO

足
之
數
故
日
間
成
補
地
係
五
原
縣
特
境

。
。
。
。
。
。
。
。

四
成
地
之
荒
價
分
為
五
等
上
地
特
赦
一
兩
一
錢
上
次
地
九
錢
中
地
八
錢
中
次
地
七
錢

F
地
六
錢
四
成
補
地
地
價
則
分
為

OOOOO

四
等
上
地
每
頃
地
價
一
百
兩
上
次
地
九
十
五
一
附
中
地
九
十
兩
小
次
地
八
十
五
兩

(
一
一
一
)
杭
錦
旗
墾
務

杭
錦
旗
塑
地
共
分
立
一
段
當
其
報
穎
而
之
時
界
內
有
召
俑
者
斟
酌
劃
留
大
廟
每
所
撥
給
王
旦
中
廟
間
里
小
廟
二
里
歸
各
廟
自

行
給
那
是
名
者
召
地
支
界
內
蒙
人
戶
口
地
段
一
律
收
凶
另
撥
給
沿
河
一
帶
地
束
自
姚
家
中
第
起
西
至
黃
花
嗨
蓋
河
止
長
二

百
十
五
里
寬
六
里
至
二
里
不
等
作
符
該
旗
牧
版
(
收
廠
若
為
蒙
人
放
牧
家
商
之
地
郎
戶
口
地
是
也
)

杭
錦
旗
墾
地
分
范
措
地
與
旱
地
之
兩
極
渠
地
初
照
達
拉
特
旗
、
水
租
地
辦
法
後
乃
改
為
放
塑
徵
收
抑
荒
(
凡
地
由
公
家
丈
放

所
收
荒
價
(
飢
荒
地
們
格
)
討
之
押
荒
由
公
司
承
假
轉
放
所
收
荒
價
謂
之
地
價
)

渠
地
荒
價
凡
分
五
几
乎
上
地
每
頃
九
十
兩
土
次
入
十
五
兩
中
八
十
兩
中
次
七
十
五
兩
F
七
十
兩
旱
地
荒
價
凡
玉
等
土
地
每

頃
抑
荒
銀
五
十
兩
土
次
四
十
兩
中
三
十
兩
中
次
二
十
兩
下
十
兩



。
。
。

杭
錦
旗
之
墾
地
除
丈
放
回
于
餘
頃
之
外
餘
地
向
多
每
年
均
由
局
長
擇
取
渠
水
灌
到
之
地
私
自
丈
放
征
取
短
租
(
凡
豪
地

OOO

求
放
出
之
前
徵
收
租
銀
詢
之
短
租
每
年
報
於
民
戶
靚
土
地
之
肥
瘖
定
納
租
之
多
本
)
餘
地
多
出
局
員
在
行
包
給
民
戶
承

oooo椅
或
私
自
信
貫
以
為
肥
私
情
公
之
計
其
中
弊
端
質
不
可
勝
話
也

(
閱
)
郡
王
旗
墾
務
(
東
勝
縣
屬
繞
〉

。
。
、

o
o
o

。
。

本
旗
墾
地
凡
報
三
次
初
次
為
東
府
東
西
兩
段
地
做
報
兩
段
新
地
文
報
寇
失
戀
迫
地
此
皆
本
旗
之
地
也
外
又
有
王
愛
召
地

。
。

本
旗
荒
價
分
為
三
等
土
地
每
頃
三
十
一
郎
中
地
二
十
兩
干
地
十
兩
所
緻
抑
荒
除
提
三
成
為
墾
局
經
費
外
以
一
半
歸
公
一
半

OOOOOOOOO

歸
蒙
主
愛
召
地
荒
做
分
寫
了
一
等
土
地
你
就
三
錢
中
地
二
錢
下
地
之
說
所
收
押
荒
以
一
半
歸
該
召
一
半
充
塑
局
經
費

。

o
o
o
o
o
o

。

按
王
妥
召
地
於
前
清
宣
統
二
年
始
行
放
墾
於
未
放
墾
之
前
均
係
招
個
耕
科
繳
納
短
視
所
定
等
則
土
地
各
頃
每
年
十
兩
上

。
。
。

次
地
八
雨
中
地
六
兩
下
地
四
兩
云

(
五
)
札
薩
克
旗
舉
一
移
(
東
勝
縣
膺
地
)

ooocoo

札
薩
克
旗
塑
務
凡
分
二
何
一
日
黑
眸
子
地
一
日
祝
般
地
祝
服
地
一
名
高
壽
地
乃
蒙
王
於
前
清
西
太
后
七
旬
之
壽
獻
地
以

o
o
o
o
o
o
0
.

。
。

為
報
效
故
有
是
名
扎
旗
荒
價
凡
分
三
等
上
地
每
做
一
一
一
錢
中
地
二
錢
下
地
一
錢
黑
牌
子
地
及
祝
假
地
均
間
惟
所
徵
押
甜
地
資

。
。

牌
子
地
除
提
取
三
成
經
費
外
其
除
一
企.•
歸
公
一
半
歸
蒙
祝
假
地
別
提
取
三
成
純
搜
外
悉
故
歸
公
也

OOOO

伊
克
昭
血
型
地
除
上
列
者
外
尚
有
誰
噶
爾
旗
烏
審
旅
那
托
克
族
等
雖
隸
蹄
於
絞
遠
如
此
務
局
然
以
其
旅
地
為
山
西
快
回R
A

。
。

甘
肅
等
省
之
轄
境
故
茲
不
贅
述

(
乙
)
烏
蘭
察
布
盟
墾
務

較
遠
農
舉
一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三



放
遠
農
瑚
帶
一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四

〈
一
)
四
子
王
旗
墾
務

本
旗
墾
地
一
為
本
旗
所
報
一
為
萬
億
號
所
報
一
為
通
泰
號
所
報
恰
高
億
號
地
分
兩
種
日
熟
地
日
荒
地

荒
價
凡
分
二
等
上
地
每
頃
二
十
兩
下
地
十
二
兩
惟
萬
億
號
熟
地
土
等
十
二
雨
下
等
六
兩

(
二
)
達
爾
罕
旗
墾
務

達
爾
罕
郎
喀
爾
喀
右
翼
旗
荒
價
凡
分
三
種
上
地
每
做
三
錢
于
一
二
錢
所
徵
荒
價
除
提
三
成
經
費
外
以
一
半
歸
公
一
半
歸

蒙

(
一
二
)
茂
明
安
旗
墾
務

茂
明
安
旗
墾
地
分
水
地
與
旱
地
之
三
種
水
地
分
土
中
二
等
上
地
每
就
荒
價
四
錢
五
分
中
地
三
錢
五
分
旱
地
分
上
于
三
等

上
地
每
做
荒
價
二
錢
五
分
下
地
一
錢
五
分
所
徵
荒
價
依
達
爾
罕
旗
辦
理

(
四
)
烏
拉
特
前
旗
塑
務

烏
拉
特
前
旗
一
稱
西
公
旗
報
墾
之
地
一
為
什
位
胡
魯
蘇
一
為
紅
門
間
一
為
洞
商
噶
嚕
台
有
渠
地
與
旱
地
之
別
什
拉
胡
魯

蘇
及
紅
門
因
兩
處
初
由
西
路
公
司
承
傾
抑
荒
地
價
一
律
定
為
八
十
兩
至
公
司
裁
投
以
後
由
帶
一
局
綺
放
所
定
荒
價
則
分
五

等
上
等
每
頃
五
十
兩
上
次
四
十
雨
中
三
十
兩
下
二
十
雨
下
下
十
兩
河
悶
悶
嚕
台
地
之
如
加
倍
分
為
六
等
土
地
每
頃
一
百
四

十
兩
上
次
地
一
有
兩
中
七
十
兩
中
次
四
十
兩
于
二
十
兩
下
下
十
前
所
徵
抑
荒
渠
地
除
提
二
成
渠
費
旱
地
除
提
三
成
經
費

外
以
一
半
歸
公
一
半
歸
豪

(
五
)
烏
拉
特
中
旗
墾
務



烏
拉
特
中
旗
一
稱
中
公
旗
報
墾
之
地
在
河
北
者
日
于
支
漠
卯
獨
在
河
南
者
曰
噶
嚕
台
兩
處
地
做
均
在
包
頭
鎮
之
商
四
十

里
與
達
拉
特
東
西
中
三
旗
相
接
金
和
、
崑
多
崙
河
之
水
以
為
灌
溉
兩
處
荒
值
分
為
六
等
土
地
每
頃
一
百
四
十
兩
上
次
地
一

百
禍
中
地
七
十
兩
中
次
地
四
十
兩
下
地
二
十
雨
下
于
地
十
兩
所
收
押
荒
除
提
三
成
經
費
外
以
一
半
歸
公
一
半
歸
蒙

(
4川
)
烏
拉
特
後
旗
墾
務

。

烏
拉
特
後
旗
一
稱
東
公
旗
所
報
塑
之
地
為
河
西
紅
洞
灣
地
其
荒
價
分
為
六
等
上
地
每
頃
七
十
兩
上
次
地
六
十
兩
中
地
五

十
兩
中
次
地
四
十
雨
下
地
二
十
兩
下
下
地
十
兩
所
收
抑
荒
除
提
三
成
經
費
外
以
一
半
歸
公
一
坐

.•
歸
褒

三
湖
灣
地
尚
未
放
墾
原
因
三
湖
海
為
烏
拉
特
三
旗
公
共
之
地
一
稱
三
湖
河
在
黃
詞
之
北
烏
拉
山
之
南
東
西
長
約
二
百

里
南
北
寬
十
七
里
二
十
且
不
等
係
五
原
縣
轄
境
素
稱
決
壤
在
前
清
山
西
巡
撫
胡
聘
之
任
拘
郎
擬
將
該
地
開
放
求
果
民
國

三
年
入
月
張
紹
會
將
軍
復
行
丈
西
公
旗

A
T將
一
一
一
湖
海
地
報
墾
寓
公
旗
不
允
另
報
台
梁
地
一
段
而
東
公
旗
於
民
國
三
年
將

。
。
。

三
湖
灣
地
做
報
墾
三
分
之
一
業
經
派
員
會
間
表
員
按
照
所
報
四
至
勘
收
因
公
旗
則
力
為
硬
阻
以
為
三
湖
灣
並
非
東
公
所

有
何
得
越
境
私
報
而
東
公
旗
所
持
之
理
由
則
謂
烏
拉
特
三
旗
本
係
一
家
肉
末
分
清
界
址
凡
愚
三
公
之
地
郎
為
公
共
之
產

。
。

但
以
三
分
之
一
報
墾
何
待
謂
之
私
報
彼
此
箏
，
翰
各
不
相
下
攸
迄
今
尚
未
解
決
云

(
七
)
荒
地
及
個
荒
之
情
形

各
旗
放
墾
之
情
形
巴
如
前
所
述
突
然
在
一
其
巳
放
墾
之
地
尚
未
能
全
部
招
極
而
未
放
墾
之
地
尤
寫
廣
漠
情
無
統
計
未
能
確

責
其
地
做
即
就
五
原
一
縣
一
一
一
一
口
之
余
所
過
之
地
自
主
黑
馬
井
村
至
後
套
地
界
正
東
西
長
一
百
六
十
里
南
北
寬
百
餘
且
其
間

均
為
荒
黨
之
區
實
為
宜
農
之
地
計
其
面
積
不
下
十
萬
頃
此
外
如
歸
化
如
薩
拉
齊
兩
縣
雖
為
人
煙
胸
密
號
稱
農
業
發
達
之

殺
速
農
墾
鞠
登
報
告

二
十
五



較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扎
然
薩
縣
全
區
在
其
荒
也
尚
在
一
-
一
再
頃
以
上
其
他
可
以
想
見
吳
國
陽
縣
風
有
五
途
召
志
共
計
有
召
地
一
萬
五
于
頃
其
四

面
環
山
氣
候
順
調
山
水
不
絕
流
此
可
引
以
為
灌
溉
之
源
土
質
尤
屬
肥
法
寶
宜
農
之
區
也
現
該
廟
巳
允
放
整
西
北
塑
殖
協

會
王
君
鴻
一
米
君
迪
剛
等
會
前
往
調
整
間
將
承
傾
開
拓
山
東
農
專
調
查
閱
亦
將
根
能
是
地
為
魯
民
移
墾
之
區
云
云

級
套
一
恆
地
和
占
二
十
餘
萬
頃
其
西
部
五
高
頃
左
右
為
賠
教
地
全
部
均
成
熟
地
農
民
多
樂
而
趨
往
孟
外
人
保
護
嚴
密
無

士
臨
之
騷
蜂
而
渠
道
井
然
可
觀
水
利
稱
便
是
舉
一
務
之
發
達
有
必
至
之
理
也
賠
教
地
以
東
十
餘
高
頃
雖
經
墾
局
修
渠
出
售

然
刻
以
士
匪
猖
叫
你
渠
道
殷
拋
故
過
半
之
地
均
為
荒
蕪
之
區
也

領
荒
之
手
給
雖
困
地

-
m稍
有
不
問
然
混
常
傲
地
者
先
至
翠
務
局
掛
號
每
于
頃
納
掛
號
費
于
元
承
飯
第
一
年
先
級
地
價
三

分
之
一
其
餘
二
成
投
二
年
繳
納
三
年
級
始
行
升
科
也

二
十
六

(
入
)
農
民
之
生
活
狀
羽

ooocooo

絞
區
居
民
分
褒
族
與
漢
族
聚
放
入
數
甚
少
大
都
不
務
農
商
不
習
工
藝
均
以
遊
牧
紛
紛
生
涯
仍
不
脫
土
古
時
代
之
狀
引
蒙
民

OOCOOOO

都
不
建
房
屋
而
居
於
帳
幕
可
隨
時
遷
移
也
誠
以
級
阻
地
廣
人
稀
去
人
專
恃
牧
畜
隨
處
可
以
放
牧
蓋
蒙
人
之
於
土
地
無
個

。
。
。
。

人
之
私
產
均
係
公
共
之
牧
場
故
也
濃
重
一
人
可
放
牧
羊
一
弟
三
四
百
頭
以
之
供
一
家
之
說
裕
如
也
棄
民
直
可
坐
以
待
食
他

oooooo

叉
笑
求
由
此
無
任
袁
氏
之
怠
情
而
不
知
從
事
於
墾
殖
以
間
發
展
之
計
也
余
嘗
宰
一
支
人
家
見
其
老
幼
男
女
均
閻
部
~
終
日
無

oooccoc

所
幸
事
而
來
中
m
m設
楚
楚
乳
與
之
獨
特
為
常
食
其
生
計
之
優
越
遠
沿
漢
人
而
發
其
所
恃
以
為
維
槃
生
活
若
梅
此
羊
華
與

o
o
o
c
o
o
c
o
o

。

牛
驢
早
間
夜
歸
習
以
為
常
一
人
牧
之
間
家
安
其
一
珊
，
突
由
是
以
觀
豪
放
人
民
生
計
容
易
故
崎
性
遂
生
而
不
思
發
展
以
前
五
口

。
。
。

的
地
之
居
民
其
繞
過
之
懸
殊
不
曾
有
雲
況
之
別
也



漢
人
之
移
居
緩
地
者
以
晉
入
為
最
多
甘
肅
恢
西
直
線
等
省
次
之
當
其
遷
厝
之
始
成
迫
於
內
地
生
計
之
削
減
難
故
就
地
廣
人

稀
之
地
以
謀
創
造
殖
之
道
也
居
民
之
遷
居
是
地
者
有
達
數
代
或
十
數
代
者
然
亦
有
春
來
秋
去
棍
藉
勞
動
以
營
生
者
漢
族
居

民
優
於
塑
殖
一
人
二
牛
竟
能
睡
地
達
五
十
故
以
上
故
數
日
之
家
往
往
擁
耕
地
數
百
乃
荒
于
飲
者
比
比
皆
是
農
忙
之
期
惟

。
。

春
季
播
站
與
秋
季
收
獲
自
擂
種
迄
於
收
護
之
悶
悶
暇
無
辜
農
民
以
謀
生
之
道
易
放
怠
惰
性
成
不
忍
努
力
發
展
且
絞
區
煙

土
充
斥
臨
之
甚
賤
故
農
民
之
吸
照
者
甚
多
此
荒
地
之
不
能
盡
拓
農
業
之
不
能
振
興
蓋
有
由
矣

緩
遠
鄉
村
戶
口
多
者
百
數
十
戶
少
者
十
餘
戶
每
戶
人
口
約
六
七
入
乃
至
十
餘
入
耕
地
面
積
自
數
十
故
乃
至
于
餘
故
不
等

其
土
地
有
自
褒
族
永
租
者
或
將
自
瑚
當
局
者
或
租
自
火
地
主
者
而
給
西
各
地
其
設
渠
灌
溉
者
幾
全
瀉
大
地
主
所
有
故
農
民

亦
惟
攪
揖
土
地
無
固
定
之
產
業
無
土
著
之
觀
念
甚
至
有
歲
易
其
地
者
比
比
皆
是
新
大
地
主
之
制
度
實
有
足
以
妨
礙
絞
區

農
業
之
發
達
兩
墾
務
當
局
無
一
定
之
計
劃
不
知
所
以
諜
故
良
之
道
賞
梅
歎
情
者
也

農
民
之
主
要
糧
食
為
燕
麥
栗
稜
小
麥
等
而
其
中
尤
以
舟
、
麥
與
稜
用
之
最
廣
佐
食
之
口
開
普
通
為
白
菜
講
古
之
類
武
川
縣
反

後
套
一
帶
蔬
菜
甚
少
佐
食
之
品
以
羊
肉
緒
大
宗
每
日
生
活
費
用
約
需
銅
元
十
二
三
枚
至
十
七
八
枚

絞
區
教
熹
甚
翁
幼
峰
山
中
學
批
有
一
瓶
小
學
校
亦
攝
罕
見
鄉
村
之
險
大
氣
間
有
私
氧
仍
讀
四
壺
的
且
私
塾
亦
非
終
歲
設
教
抵

於
多
問
之
季
開
垃
數
月
耳
村
畫
之
就
學
年
齡
都
在
十
歲
以
上
亦
有
達
十
五
六
歲
始
行
就
學
者
一
鄉
之
巾
就
學
之
子
弟
十

不
符
並
(
一
二
也
如
六
余
太
村
居
民
有
一
百
六
十
餘
戶
而
村
中
祇
有
在
塾
一
所
生
徒
六
七
人
均
讀
千
字
文
台
梁
村
有
居
民

六
十
餘
丸
村
中
有
私
塾
一
趴
於
冬
季
開
訊
設
壇
二
三
月
而
生
徒
之
峙
的
亦
祇
十
餘
弘
教
育
之
幼
稚
如
日
恥
宜
其
村
民
之
滋
味

無
智
矣

電

經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七



紋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入

(
九
)
風
俗
人
情

絞
遠
之
風
俗
人
比
眾
人
與
漢
人
之
間
恥
截
然
不
恥
茲
分
別
述
之
如
次

蒙

人
級
區
的
課
R
h雖
有
性
怠
航
然
摯
寶
守
一
點
不
俏
說
一
一
一
一
向
且
重
臨
街
恥
見
面
郎
郎
扎
對
於
尊
扎
有
拜
跪
之
袖
心
男
人
均
留
辮
弘
婦
女
不

寧
根
足
也
讓
人
習
俗
頗
重
佛
教
凡
一
家
有
子
弟
三
人
以
上
者
則
留
三
一
人
延
宗
昶
其
餘
悉
行
削
髮
為
喇
嘛
日
以
誦
經
拜
儡

馮
粵
蓋
蒙
人
就
佛
教
為
唯
一
之
宗
教
故
各
地
廟
宇
建
築
森
嚴
規
模
宏
大
象
宮
劃
地
為
廟
基
故
自
豪
王
報
墾
以
來
有
所
謂

善
召
地
者
仍
歸
廟
產
其
重
視
佛
教
主
可
想
見
矣

蒙
人
迷
信
甚
深
山
戶
昕
一
腳
拜
佛
倒
不
符
一
一
一
日
且
信
風
水
之
設
計
築
士
為
臺
或
架
木
為
垃
名
日
掉
包
以
為
致
祭
也
更
有
益
石
為
丘

視
為
一
腳
佛
而
致
祭
焉

。
。

猿
人
喜
騎
駝
衣
服
長
大
你
紅
黃
紫
綠
等
色
男
女
均
身
佩
鼻
輝
壺
相
見
時
以
交
換
鼻
煙
壺
為
體
紋
寒
喧
時
必
問
及
牲
畜
豁
口

。
。
。

否
蓋
表
人
之
生
活
惟
牲
畜
是
賴
故
其
重
視
牲
畜
亦
常
然
之
姐
也
表
人
路
口
飲
牛
羊
之
乳
金
牛
羊
之
肉
盛
宴
之
際
以
全
羊
為

餵
俗
稱
羊
背
子
蓋
裳
全
羊
而
盛
以
木
盤
以
刀
割
而
食
之

00

家
人
於
婚
娶
喪
葬
疾
病
遷
居
等
事
多
請
喇
嘛
誦
經
喪
葬
之
際
往
往
將
其
生
時
所
用
之
衣
物
鞍
馬
器
具
等
查
以
子
之
其
非

也
並
無
棺
締
衣
襯
亦
無
拔
萃
露
共
體
舉
而
委
之
於
野
苟
四
五
日
尸
身
完
全
存
在
以
為
不
辭
或
易
其
地
或
請
喇
嘛
誦
經
以

葬
野
獸
之
版
俗
所
謂
天
義
者
是
也
其
他
亦
有
行
來
葬
及
水
葬
者

。

蒙
人
無
學
校
故
都
不
識
字
其
語
言
為
蒙
語
間
亦
有
能
操
漢
語
者
椎
不
易
多
觀
家
人
好
向
武
之
風
每
歲
有
婆
為
之
舉
女
子



。
。
。

為
天
足
故
亦
能
騎
馬
體
摳
強
健
實
非
我
漢
族
之
巾
帽
女
子
可
與
之
間
日
而
話
也

。
。

蒙
古
廟
宇
之
大
者
廿
一
(
喇
嘛
之
數
輒
以
數
于
百
計
其
中
有
方
丈
一
人
臼
格
各
其
受
皇
封
者
日
呼
圖
克
圖
(
郎
活
佛
〉
色
預
知

世
事
其
事
離
奇
不
可
盡
信
然
蒙
人
奉
之
如
一
腳
信
之
為
真
實
有
無
上
之
威
力
活
佛
死
後
喇
嘛
必
間
出
堂
一
刊
的
經
五
六
年
或
七

入
年
﹒
則
揚
言
日
吾
廟
活
佛
已
轉
生
於
某
處
數
載
矣
遂
擇
定
士
口
自
迎
歸
廟
中
至
日
則
喇
嘛
前
後
擁
護
車
馬
相
隨
載
一
輩
子

而
返
廟
前
道
路
則
掃
除
潔
掙
地
鋪
布
自
活
佛
于
車
出
喇
嘛
扶
之
升
殿
高
坐
也
誡
人
羅
拜
於
于
是
骨
肉
迎
接
活
佛
之
大
典
而
遠

近
居
民
均
於
此
時
-
爭
先
恐
後
以
一
視
為
快
也

漢

人
漢
人
之
居
殺
者
以
原
藉
山
西
為
多
性
樸
貫
而
能
耐
勞
情
因
循
苟
安
而
不
闡
發
展
蓋
情
性
使
然
也
漢
人
迷
信
甚
深
遇
事
輒

焚
香
祈
禱
址
(
惡
習
之
最
甚
者
莫
如
吸
煙M
A輔
相L
A之
風
故
男
女
老
幼
益
成
日
削
弱
之
軀
蜜
地
浩
歎
纏
足
之
風
吾
國
肉
地
各
省

間
皆
有
之
然
未
有
如
絞
遠
之
甚
者
也
近
來
薩
拉
齊
縣
教
育
會
設
立
天
足
會
對
於
姆
，
恥
勸
導
放
足
間
已
有
相
當
放
果
他
處

苟
能
效
而
行
之
則
你
稅
區
婦
女
纏
足
之
惡
習
當
可
漸
次
消
除
也

居
民
情
誼
俏
敦
厚
對
於
旅
行
往
來
之
客
削
殷
勤
招
待
凡
旅
行
者
至
村
中
可
任
意
投
骷
余
所
過
之
農
村
每
見
村
民
恆
以
禮

相
待
此
種
現
扎
雖
於
肉
地
號
稱
文
化
之
區
亦
妙
不
可
符
而
獨
於
塞
外
僻
陋
之
恥
待
以
優
禮
相
扎
誠
以
彼
輩
雖
無
智
識
而

禮
義
之
觀
念
仍
深
隱
於
腦
際
也

居
民
之
緣
娶
聘
體
甚
責
處
女
之
聘
體
需
銀
玉
六
十
兩
乃
至
一
二
百
兩
結
婚
之
日
凡
夫
家
之
親
戚
除
友
均
受
新
娘
拜
跪
之

禮
此
亦
可
見
鑫
外
臨
節
之
繁
重
矣
此
外
叉
布
招
夫
養
子
之
風
者
郎
蝙
婦
無
依
不
願
故
適
他
姓
則
招
一
回
到
姓
之
新
夫
使
故

較
遠
農
耶
娃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九

φ



•

緩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三
十

從
前
夫
之
也
管
理
其
家
庇
護
育
前
夫
之
子
，
丸
以
延
宗
肌
自
後
夫
所
生
之
子
女
則
歸
其
後
九
九
削
夫
之
五
川
與
俊
夫
之
子
稱
謂

隔
山
兄
弟

居
民
之
中
回
教
人
甚
多
絞
遠
馬
那
統
郎
神
綺
回
教
徒
之
一
故
現
駐
軍
隊
亦
都
係
回
教
中
人
該
教
規
律
甚
般
不
准
吸
煙
遊
蕩

等
對
於
絞
區
風
俗
上
未
始
無
多
少
之
良
果
鳥
，
都
統
對
於
教
務
攝
為
注
意
近
來
印
刷
關
於
回
教
之
書
結
甚
多
以
資
宣
傳

按
區
各
地
仍
有
用
制
錢
者
貫
之
成
申
商
賈
其
責
者
挾
資
數
元
己
見
其
肩
負
盈
晶
晶
其
不
便
說
甚
然
此
種
現
象
原
以
物
價
岐

廉
故
貨
物
之
交
易
借
以
制
錢
為
單
位
將
來
人
口
增
加
生
活
程
度
漸
進
則
應
用
制
錢
以
為
交
易
當
有
掏
汰
之
傾
向
也

(
十
)
治
安

殺
區
各
地
士
提
充
斥
致
農
民
不
能
耕
於
野
商
買
不
能
安
於
市
級
地
農
業
之
日
見
袁
和
圳
市
業
之
不
能
發
展
胥
為
新
耳
以
昔
日

農
業
則
不
椎
內
地
之
移
民
表
足
不
前
郎
級
地
原
有
之
農
戶
漸
次
遷
移
試
觀
後
套
之
農
村
昔
日
愉
比
而
居
者
數
十
戶
今
則

祇
見
其
殘
牆
破
短
而
不
復
觀
其
人
跡
者
比
比
皆
是
故
昔
日
暢
流
之
渠
道
今
已
淤
塞
不
過
矣
昔

H
m
M旅
之
晨
四
復
成
一
井

之
荒
原
矣
余
踏
在
套
地
目
睹
此
農
村
文
頹
之
且
爪
羽
不
禁
嘆
恬
不
止
嗚
呼
政
治
不
修
土
匪
橫
行
無
所
忌
悍
坐
A
T此
西
北
富

派
之
地
農
業
萌
發
之
民
竟
成
土
匪
區
域
能
不
令
人
痛
惜
耶

絞
遠
土
陸
約
分
三
種
一
臼
大
宗
土
區
攜
給
結
隊
每
隊
自
數
十
人
至
數
百
人
不
等
所
過
之
地
劫
掠
無
遺
靡
爛
地
方
莫
此
為

甚
近
家
官
兵
有
勦
擊
收
撫
者
然
其
餘
黛
甚
多
出
沒
無
能
收
撫
改
編
終
非
根
本
辦
法
一
日
白
狠
隊
每
隊
五
六
人
乃
至
數
十

人
不
等
均
攜
短
棒
遇
有
可
乘
之
機
部
出
其
所
攜
之
棒
以
為
示
威
而
逞
真
誠
掠
也
一
日
哥
老
會
迫
奪
人
財
殺
燒
搶
掠
無
所

不
為
日
以
擴
大
勢
力
徵
收
會
員
為
事
，
凡
入
其
會
者
莫
不
受
其
踐
踏
此
會
尤
以
五
原
縣
陸
的
風
(
長
附
近
為
甚
故
居
民
不
務
正



業
致
農
田
廢
棄
實
堪
惋
惜

按
區
所
駐
軍
此
不
過
數
干
扎
其
大
部
分
駐
於
絞
遠
及
包
頭
他
各
縣
之
保
護
賦
人
數
抵
數
十
名
至
百
數
十
名
軍
隊
之
紀
律

不
跟
每
至
鄉
札
肆
意
揮
忍
其
馬
糧
食
料
均
由
村
中
供
仇
殺
牛
羊
為
抵
村
中
待
之
如
上
成
倘
有
不
惜
其
志
則
唾
罵
辱
毆
無

微
不
已
故
村
民
視
兵
猶
匪
也
畏
而
怨
之
旦
殷
商
軍
悅
由
士
匪
收
撫
改
編
者
甚
弘
故
其
本
性
驕
瓦
既
無
保
境
安
民
之
能
力

反
有
擾
亂
秩
序
徒
苦
居
民
之
概
五
口
軍
事
當
局
者
其
鑒
及
之
否
耶

(
十
一
)
市
場
及
販
賣
狀m
A

絞
區
市
城
西
部
以
包
頭
亂
東
部
以
歸
化
城
為
集
中
也
歸
化
城
有
糧
食
行
十
餘
成
包
頭
鎮
亦
不
下
十
成
規
模
宏
大
蓋
均
為

收
集
肉
地
之
輝
先
而
為
大
宗
出
口
之
所
也
村
中
農
來
出
售
糧
丸
或
直
接
蜜
至
都
舍
的
或
先
售
之
小
風
前
者
行
之
於
較
大
之

農
氣
後
者
為
小
農
家
所
行
之
法
此
外
販
賣
皮
毛
牲
畜
在
則
有
所
謂
皮
商
客
車
和
專
於
鄉
間
收
買
皮
毛
而
後
售
之
包
頭
鎮
歸

化
城
等
處
之
皮
毛
行
自
行
運
至
天
津
而
後
出
口
至
外
詳
實
為
大
宗
之
輸
出
口
冊
，
也

被
遠
之
弊
此
莫
甚
於
徵
稅
之
制
度
塞
外
稅
肌
名
目
繁
弘
如
塞
拉
仇
殺
虎
口
隊
前
源
局
氧
均
為
徵
稅
之
機
關
恥
此
等
稅
局
設

於
閉
一
地
扎
故
一
種
貨
物
之
出
入
須
經
三
章
稅
關
之
徵
航
課
稅
重
武
商
賈
農
民
成
苦
志
將
區
各
也
尤
以
包
頭
鎮
之
徵
稅

制
恥
其
弊
最
馴
的
舉
凡
一
種
貨
物
之
出
口
進

n
u至
少
必
路
三
重
稅
關
之
徵
趴
恥
而
徵
收
之
稅
純
文
無
一
定
之
規
趴
羽
徵
稅
之
清

且
其
有
效
期m
h祇
限
三
日
逾
期
作
廢
而
此
等
稅
務
所
之
辦
公
時
間
肌
般
若
是
知
此
往
往
守
候
數
趴
方
獲
徵
驗
一
關
就
欲
期

其
不
遜
時
趴
董
亦
辮
如
此
因
斯
商
賈
買
賣
品
和
不
惜
出
其
重
恥
，
以
期
早
日
徵
驗
忍
其
弊
質
不
可
勝
一
一
一
恥
而
影
響
足
以
阻
礙
實
業

之
發
達
增
農
民
莫
夫
之
負
擔
也

絞
速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三
十
一



緩
速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三
十
二

較
遠
之
度
量
骷
亦
以
民
升
斤
為
單
的
心
尺
之
長
度
與
工
部
尺
相
比
惟
每
升
較
之
部
定
者
大
一
﹒
九
他
郎
餒
遠

-
1川
當
部
定

之
升
為
一
升
九
A恥
則
餒
遠
一
孔
當
部
定
之
石
為
一
石
九
斗
也
凡
秤
量
普
通
郁
依
天
秤
點
帥
一
斤
十
六
雨
是
也

茲
將
的
耕
速
農
產
物
之
時
價
示
之
如
此
(
係
歸
化
城
德
豐
藥
店
之
而
價
民
國
十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詞
也
)

麥
稜稜

米
大
望寄

栗栗

米

泰高藩

梁麥

說
一
旦

大
一
旦

黑
一
旦

緣
一
旦

每
搶
九
元

(
擔
為
較
遠
擔
當
部
定
者
為
一
擔
九
)

每
擔
四
一
兀
二
角
三
分

每
擔
六
一
兀
六
角

每
搶
回
元
五
角
六
分

每
擔
王
一
兀

每
擔
七
一
兀

每
擔
四
一
兀

每
擔
三
一
兀
六
角
八
分

每
擔
四
一
兀
七
角
八
分

每
擔
七
一
兀
八
角
九
分

每
擔
王
一
兀
七
角λ
分

每
擔
入
一
兀

每
擔
十
一
兀



自

;來

每
擔
二
十
四
一
兀
入
角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綜
農 4、政主可生水河可牧可氣地上

作麥府貸經計路水利場利候區所主
物及設街營容恃肥用廣用適廣述。土

也。亞墾肥粗易。黃訣。黃漠。夏順。漠。貝Jj -::;
麻。局。訣。放 詞。當河氣季可人撥給
為提隨農 陸於之{最高栽口遠論

通創種業。 路養水。乾溫培稀為

於墾隨每 恃分。以燥0 多各少。適

緩殖。成人 京業資適濕。種適於
區蒙熟之 設有灌於栽溢於農

之旗間。可 鐵肥 i慨。牧培帶開墾

作亦 耕 路。效。畜。工農拓。之
物。願地交 藝作區。
而將.就過 作物。其

此地較便 物。 理

等報廣。利。 fU
作墾。收 重u

物。放入 次。
在領亦

國荒 較
內容豐o

l是易。
國且

外荒
之價

需甚

耍。廉。
有

日

漸

增
加

之
傾

肉。
將

來

定

第
極

有

利

益

之

被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二
十



、一、一、一、一、一、區由
農大農徵墾渠政土乎。上
民地民收務道府匪考列

無主怠苛局淤無猖其諸

相之↑宵。稅。辦塞。保獄。理條經
當跋乏農理水護地出。觀遠

土盾。於民不源獎方有之。農

地。 發之良。杜勵不下則建

芝 展負 施。之寧。列絞調
士思擔 政數遠查

著恕。過 策。端。為報
之 章。 宣告

觀農

念@之

區。
亦
彭

彭

朋

矣。
然
何

以

法

野

于里。
f在1
荒

蕪
而

不

知

墾。
自II =::

童玉
之間

f{包。
復

轉

為
荒

蕪

之

屯
墾
在
議

當
今
吾
國
人
士
正
倡
昔
日
裁
兵
邊
舉
一
是
於
國
計
民
生
實
有
莫
大
之
刺
鐘
絞
遠
一
區
地
廣
人
稀
風
土
適
宜
移
兵
屯
聖
賢
為
唯

一
之
區
域
M
A仿
耕
地
生
計
容
易
一
人
耕
地
五
十
敝
足
以
維
繫
數
人
之
生
活
其
褲
袋
一
於
國
計
民
生
者
文
堂
沌
鮮
哉
餒
遠
一
恥

荒
地
面
和
雖
無
線
數
然
以
余
推
測
移
兵
之
數
可
容
百
持
以
上
郎
以
後
套
一
地
言
則
其
已
墾
之
地
復
臻
荒
蕪
者
不
干
十
萬

頃
每
頃
容
墾
民
二
人
計
則
十
萬
頃
可
容
二
十
古
人
此
區
區
絞
遠
之
一
隅
也
而
能
容
納
裁
兵
之
數
達
十
餘
師
之
多
由
是
以

點
裁
兵
邊
也
悶
不
患
無
地
忠
在
不
能
質
行
耳
余
詣
絞
遠
地
區
廣
比
一
時
完
全
開
拓
亦
非
易
事
政
府
先
籌
資
本
從
後
套
著



手
蓋
該
處
對
於
農
翻
到
已
刺
具
規
模
較
易
從
事
也
實
施
之
際
先
將
所
有
荒
地
由
政
府
備
資
委
絞
遠
墾
局
收
歸
國
有
蓋
後
套

之
荒
地
率
為
大
地
主
所
有
彼
等
以
士
院
猖
叫
你
渠
道
淤
寒
一
緝
願
將
此
不
生
產
之
土
地
告
之
他
人
改
營
別
業
也
然
則
政
府
之

收
買
荒
地
因
為
一
舉
兩
待
之
一
計
也
荒
地
之
價
以
每
頃
百
元
計
則
十
高
頃
需
百
甫
一
兀
足
矣
此
外
再
籌
百
甫
一
兀
竟
成
塑
局
開

溶
渠
道
待
佈
置
妥
帖
而
發
令
遣
散
兵
隊
前
往
開
墾
三
年
之
內
須
由
政
府
籌
款
補
助
以
資
獎
勵
待
土
地
之
生
產
增
加
生
計

裕
如
則
停
止
址
(
補
助
而
後
實
行
土
地
給
與
之
怯
每
歲
收
相
當
之
地
價
分
五
年
請
假
如
是
則
土
地
歸
私
有
而
移
民
亦
各
安

。

其
業
矣

余
又
有
進
者
即
移
墾
之
際
應
先
從
意
於
地
方
治
安
之
問
題
也
蓋
絞
地
土
位
猖
叫
你
故
移
墾
之
民
不
可
無
自
衛
之
組
織
余
以

為
墾
民
可
耕
之
地
為
每
入
五
十
就
則
每
方
里
可
容
十
人
以
二
十
方
旦
為
一
村
則
每
村
可
居
二
百
人
以
二
百
方
旦
為
一
民

則
每
區
共
十
村
居
民
共
二
于
人
則
後
套
荒
地
可
先
分
為
一
百
區
一
于
村
巳
可
容
型
民
二
十
萬
人
矣
每
村
每
區
均
有
規
定

之
軍
械
以
資
自
衛
各
村
各
區
亦
有
互
相
連
絡
之
組
織
以
資
守
望
相
助
則
士
匪
白
不
能
逞
其
襲
兢
地
方
之
治
安
遂
賴
以
維

持
而
舉
一
民
亦
能
安
居
樂
業
終
於
斯
土
矣

絞
遠
農
墾
調
查
報
告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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