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攷

　
　
　
　
十
三

圖
攷

地
方
之
情
形
旣
筆
之
於
書
而
繪
之
以
圖
尤
一
目

瞭
然
者
也
我

國
家
幅
𢄙
之
廣
從
古
未
有
欣
逢
我

皇
上
龍
飛
德
盛
化
神
普
天
之
下
罔
不
臣
服
坐
明
堂
而

披
輿
圖
葢
已
極
天
覆
地
載
之
遠
矣
呈
貢
雖
滇
省

屬
邑
久
在

聖
神
照
臨
之
中
城
池
之
大
小
山
川
之
險
易
與
邨
落
之

多
寡
可
無
考
與
志
圖
攷

呈貢縣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攷

　
　
　
　
十
四

輿圖界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五

星
野
繪
圖
前

附
氣
候
城
池

疆
土
所
屬
上
應
星
纏
九
州
皆
有
定
位
滇
附
於
益

以
合
於
雍
卒
無
定
論
獨
班
固
與
一
行
皆
主
井
鬼

通
志
是
之
呈
貢
密
爾
會
城
其
氣
候
大
畧
相
同
取

衷
通
志
郡
志
不
復
另
生
支
節
志
星
野

一
統
志
雲
南
井
鬼
分
野
舊
志
云
觜
參
分
野
司
馬

遷
曰
觜
𧥏
參
益
州
東
井
輿
鬼
雍
州
班
固
則
曰
秦

地
東
井
輿
鬼
之
分
其
界
盡
於
西
南
牂
牁
越
嶲
益

州
屬
焉
又
皇
甫
謐
蔡
邕
皆
主
井
鬼
孔
明
譙
周
張

衡
皆
主
觜
參
又
有
謂
西
北
屬
井
鬼
東
南
屬
觜
參

滇
之
西
合
雍
屬
井
鬼
滇
之
東
合
蜀
屬
參
鬼
者
唐

一
行
以
山
河
兩
戒
論
星
野
謂
南
河
北
河
分
夾
東

井
爲
天
之
闕
門
主
關
梁
所
以
界
天
之
南
北
也
故

北
河
曰
北
戒
爲
北
戌
衡
星
南
河
曰
南
戒
爲
南
戌

權
星
兩
戒
之
閒
七
曜
之
中
道
出
焉
春
分
昏
中
兩

河
當
於
午
位
就
此
時
之
中
星
觀
之
井
在
赤
道
之

北
黃
道
經
其
內
恰
値
嵩
高
之
上
以
是
知
天
之
高

者
惟
北
辰
而
井
與
北
極
最
近
地
之
高
者
惟
崑
崙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六

而
秦
蜀
滇
與
崑
崙
爲
近
故
定
分
野
者
以
此
爲
凖

矣
滇
在
蜀
之
南
其
分
野
在
井
鬼
之
閒
雲
南
一
府

則
在
井
二
十
九
度
三
十
度
三
十
一
度
鬼
初
度
南

河
下
流
狼
星
之
閒

星
野
宮
辰
考
辨

雲
南
境
於
野
屬
梁
於
五
星
屬
太
白
於
北
斗
屬
第

二
星
於
十
二
宮
屬
鶉
火
巨
蠏
於
時
屬
未
申
之
閒

於
四
時
屬
夏
秋
之
交
於
卦
屬
坤
滇
土
不
燥
不
寒

穀
木
易
植
五
金
咸
產
以
其
得
土
中
氣
萬
物
致
養

能
泄
火
而
生
金
故
也

井
鬼
躔
度
攷

東
井
八
星
輿
鬼
四
星
南
方
朱
鳥
七
宿
之
首
與
目

也
按
古
歴
法
井
宿
赤
道
三
十
三
度
三
十
一
分
黃

道
三
十
一
度
三
分
鬼
宿
赤
道
二
度
二
十
分
黃
道

二
度
二
十
一
分

本
朝
歴
度
井
宿
三
十
一
度
鬼
宿
五
度
皆
屬
未
宮
漢

天
文
志
起
井
十
六
度
唐
志
起
井
十
二
度
晉
志
與

費
直
皆
同
唐
志
蔡
邕
起
井
十
度
明
起
井
九
度
一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七

十
八
分
四
十
一
抄

本
朝
起
井
初
度
蓋
以
赤
道
分
天
之
中
亘
古
不
易
黃

道
爲
日
月
五
星
之
常
道
不
能
不
因
嵗
差
而
變
易

也
論
分
野
者
惟
以
赤
道
爲
準
井
鬼
之
星
於
分
爲

秦
於
野
爲
雍
梁
二
州
爲
巨
蠏
宮
爲
鶉
首
未
宮
井

宿
則
雨
水
昏
中
鬼
宿
則
春
分
昏
中

北
極
出
度
攷

雲
南
北
極
出
地
二
十
二
度
四
時
之
日
皆
出
卯
入

酉
其
閒
微
分
初
刻
正
刻
耳
與
京
師
出
寅
入
戌
出

辰
入
申
之
不
同
者
以
京
師
北
極
出
地
四
十
度
强

故
也雲

南
表
景
度
分

春
分
四
度
五
十
一
分

夏
至
十
九
分

秋
分
與
春
分
同

冬
至
十
二
度
十
三
分

井
宿
昏
旦
攷

六
月

旦

在

卯

　
　
　
　
　
　
　
　
七
月

旦

在

辰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氣

候

　
　
　
　
十
八

八
月

旦

在

巳

　
　
　
　
　
　
　
　
九
月

旦

在

午

十
月

旦

在

未

　
　
　
　
　
　
　
　
十
一
月

旦

在

申

十
二
月

旦

在

酉

　
　
　
　
　
　
　
十
一
月

昏

在

卯

十
二
月

昏

在

辰

　
　
　
　
　
　
　
正
月

昏

在

巳

二
月

昏

在

午

　
　
　
　
　
　
　
　
三
月

昏

在

未

四
月

昏

在

申

　
　
　
　
　
　
　
　
五
月

昏

在

酉

鬼
同氣

候

滇
地
較
各
省
爲
高
日
之
出
入
皆
在
卯
酉
比
京
師

每
遲
一
刻
按
歴
可
知
其
氣
候
溫
和
四
時
無
大
寒

暑
呈
貢
亦
與
省
城
相
同

沿
革
附
城
池

治
亂
興
亡
之
蹟
是
非
得
失
之
故
開
闢
以
來
屢
遭

滄
桑
考
古
者
不
勝
咨
嗟
歎
息
所
以
然
者
德
惟
治

否
德
亂
自
古
爲
然
我

國
家
神
聖
相
傳
重
熙
累
洽
萬
世
無
疆
之
慶
非
前
代

可
比
然
因
革
損
益
之
宜
不
可
不
知
也
志
沿
革

呈
貢
漢
鎭
名
屬
益
州
郡
唐
宋
閒
悉
入
於
蠻
元
取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附

城

池

　
十
九

南
詔
改
益
州
爲
中
慶
路
憲
宗
時
立
呈
貢
千
戸
所

統
之
至
元
中
改
晟
貢
縣
明
復
爲
呈
貢
編
戸
四
里

我
朝
因
之
康
熙
七
年
奉

旨
呈
貢
地
方
褊
小
路
當
孔
道
裁
歸
化
併
入
共
六
里

按
唐
蒙
氏
起
於
西
洱
雖
併
六
詔
爲
一
其
時
滇
東

諸
蠻
尚
各
分
據
此
地
有
烏
白
些
門
些
莫
徒
阿
荼

僰
五
種
所
居
後
晉
天
福
二
年
段
思
平
以
通
海
節

度
使
得
國
乃
遣
土
官
伽
宗
築
城
於
今
縣
之
西
名

伽
宗
城
元
則
仍
之
明
洪
武
十
六
年
癸
亥
定
雲
南

所
謂
伽
宗
城
者
其
廢
已
久
知
縣
揭
官
保
始
徙
治

於
三
台
山
之
陽
週
圍
二
里
至
天
啟
四
年
甲
子
知

縣
周
萬
𥜥
甃
以
磚
石
我

朝
順
治
庚
寅
閒
流
寇
僭
號
踞
滇
大
興
土
木
拆
城
運

省
築
造
蕭
牆
今
僅
存
其
址
矣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典

史
孔
宸
捐
俸
建
南
門
北
門
二
樓
額
其
南
曰
龍
翔

門
雲
南
糧
捕
府
額
其
北
曰
神
京
門
巍
然
可
觀
焉

伽
宗
城
即
今
大
古
城
今
爲
村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城

池

　
　
　
　
二
十

歸
化
城
　
卽
歸
化
縣
去
呈
貢
縣
二
十
五
里
知
縣

張
思
昺
建
康
熙
七
年
奉

旨
裁
入
呈
貢
合
爲
一
邑
焉
安
江
城
卽
今
安
江
村
去
呈

貢
縣
治
南
三
十
里
前
明
有
吳
氏
居
之
又
名
大
吳

籠
元
初
隷
呈
貢
千
戶
所
至
元
中
置
歸
化
縣
以
吳

籠
隸
之
今
廢
爲
村

古
城
在
歸
化
城
南
其
地
去
城
不
數
武
今
爲
村
雞

犬
桑
麻
士
民
湻
樸
歸
化
之
村
必
推
古
城
焉
順
治

四
年
丁
亥
四
月
流
寇
入
滇
六
月
屠
呈
貢
呈
貢
人

楊
師
文
段
春
榮
糾
楊
宗
野
賊
來
刼
縣
治
汛
兵
歸

報
至
北
門
城
上
人
以
石
擊
之
孫
可
望
疑
呈
貢
起

義
使
其
黨
王
尚
禮
閉
四
門
屠
呈
貢
諸
生
馬
和
鸞

李
凌
閣
段
自
靈
等
向
前
辯
白
被
殺
知
縣
夏
祖
訓

家
居
訓
導
全
盛
朝
皆
遇
害
靖
州
知
州
莫
可
及
父

莫
貴
德
妻
麻
氏
同
赴
井
死
從
死
者
十
餘
人
合
城

罹
難
惟
文
姓
得
免
以
常
有
德
於
其
人
也
嗚
呼
𢡖

矣
有

西

人

來

呈

落

魄

文

憐

之

資

其

衣

食

後

投

流

寇

用

事

感

文

姓

恩

生

之

亦

有

因

文

姓

得

免

者

雍
正
二
年
合
邑
士
民
赴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城

池

　
　
　
　
二
十
一

各
上
憲
訴
不
願
改
歸
晉
寧
州
縣
民
方
拔
用
李
鴻

章
馬
元
卿
高
殿
生
孫
斌
張
儒
向
榮
徐
君
美
束
芝

晉
公
佐
蔣
萬
程
等
訴
爲
懇
恩
賞
遵
舊
制
永
受

先
皇
恩
德
事
情
緣
歸
化
彈
丸
小
邑
土
瘠
民
貧
錢
糧
夫

役
較
重
隣
封
難
以
支
立
於
康
熙
七
年
奉

旨
裁
汰
蒙
前
任

督撫

兩
大
人
勘
酌

題
請
將
歸
化
歸
併
呈
貢
當
年
准

奏
垂
爲
定
制
錢
糧
戸
口
互
相
攙
越
歸
併
以
來
沐
我

先
皇
深
仁
者
五
十
餘
年
矣
今
有
晉
寧
州
訟
棍
戚
璉
等

忽
起
風
波
揑
詞
上
控
欲
將
歸
化
歸
併
晉
寧
士
庶

軍
民
風
聞
痛
哭
情
願
永
歸
呈
貢
伏
乞

仁
天
大
老
爺
賞
遵
舊
制
以
靖
地
方
歸
化
蒼
生
頂

恩
無
旣
矣
爲
此
匍
匐
赴
轅
哀
哀
上
訴
蒙
諭
照
舊

各
歸
復
業
歡
聲
載
道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績

修

城

池

　
　
二
十
二

績
修城

池
謹
案
通
志
呈
貢
改
城
元
史
地
理
志
呈
貢
酉
臨
滇

澤
之
濱
在
路
之
南
州
之
北
其
閒
相
去
六
十
里
有

故
城
曰
呈
貢
爲
些
莫
强
宗
部
蠻
所
居
元
憲
宗
六

年
立
呈
貢
千
戸
至
元
十
二
年
割
詔
營
切
龍
呈
貢

雌
甸
塔
羅
和
羅
忽
六
城
及
屼
𡶀
山
立
呈
貢
縣

謹
案
通
志
小
古
城
舊
雲
南
通
志
在
呈
貢
縣
北
五

里
許
高
丈
餘
相
傳
梁
王
屯
兵
於
此

謹
案
通
志
呈
貢
縣
城
舊
雲
南
通
志
漢
有
舊
城
久

廢
宋
時
大
理
高
智
昇
遣
土
官
伽
宗
築
土
城
名
伽

宗
城
明
洪
武
十
年
知
縣
揭
官
保
遷
築
三
台
山
之

陽
仍
爲
土
城

一

統

志

作

洪

武

十

六

年

築

土

城

天
啟
閒
知
縣
周
夢

𧝀
縣

志

作

萬

𧝀

改
築
甎
城
周
二
里
旋
經
流
寇
折
毁
今

存
舊
趾
無
城
池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典
史
孔
宸
捐
俸

建
南
北
二
樓
額
其
南
曰
龍
翔
門
北
曰
神
京
門
案

册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巡
撫
劉
秉
恬
請
帑
委
知
縣
魏

成
漢
修
建
甎
城
周
圍
七
百
二
十
丈
高
一
丈
六
尺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績

修

城

池

　
　
二
十
三

設
四
門
各
有
樓
城
內
開
河
由
東
門
引
水
而
入
經

過
縣
前
迴
繞
台
山
至
西
門
砌
洞
洩
出

續
修呈

貢
城
舊
無
池
濠
週
圍
七
百
二
十
丈
高
一
丈
六

尺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辛
巳
署
呈
貢
縣
魏
成
漢
奉
委

修
建
改
南
門
壬
丙
向
爲
子
午
向
城
中
搢
紳
彫
謝

文
人
稀
少
地
方
風
氣
逈
不
如
古
額
其
南
曰
文
明

門
北
曰
朝
京
門
東
曰
就
日
門
西
曰
觀
海
門
計
垛

口
壹
千
陸
百
零
伍
個
至
咸
豐
十
年
庚
申
十
月
被

河
陽
囘
匪
徐
元
吉
等
借
詞
和
好
詐
襲
呈
城
於
東

北
門
城
腳
一
帶
𢭔
濠
濠
外
築
牆
高
丈
餘
同
治
七

年
戊
辰
杜
逆
西
下
僞
揚
將
軍
佔
踞
逐
日
用
夫
數

百
認
真
𢭔
鑿
以
致
東
北
二
角
城
牆
屢
次
傾
倒
經

厯
任
縣
令
余
鎭
南
鄭
楊
芳
請
款
修
補
至
光
緖
七

年
辛
巳
正
月
代
理
縣
撰
麻
時
培
捐
廉
興
工
塡
修

如
故
而
四
城
鼓
樓
從
來
未
經
修
補
傾
圮
堪
虞
若

再
遲
以
年
月
則
工
程
浩
大
費
力
益
多
矣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疆

域

　
　
　
　
二
十
四

疆
域

古
人
建
都
必
審
地
利
州
縣
亦
然
所
以
固
封
守
也

呈
貢
四
通
八
達
之
地
無
險
可
據
然
當
承
平
之
日

積
深
仁
以
固
結
民
心
至
於
有
事
自
然
如
手
足
之

捍
頭
目
子
弟
之
衞
父
兄
矣
古
云
在
德
不
在
險
繭

絲
保
障
是
在
良
司
牧
明
辨
之
耳
志
疆
域

縣
治
自
昆
明
屼
𡶀
山
發
脉
蜿
蜒
三
十
里
至
呈
貢

三
台
聳
秀
形
似
三
台
星
故
名
中
台
飛
勢
騰
空
有

若
覆
鳳
城
圍
其
外
梁
山
拱
秀
於
東
昆
海
停
蓄
於

西
平
原
曠
野
郡
南
輔
車
東
抵
宜
良
界
五
十
里
東

南
抵
澂
江
府
界
七
十
里
南
抵
晉
寧
州
界
五
十
里

西
抵
昆
明
池
三
里
北
抵
昆
明
縣
界
五
里
又
水
路

至
昆
明
界
四
十
里
東
北
抵
大
板
橋
界
四
十
里

書
云
華
陽
黑
水
惟
梁
州

六
鄕

永
寧
一
鄕
　
　
　
永
寧
二
鄕
　
　
　
城
子
一
鄕

城
子
二
鄕
　
　
　
河
東
鄕
　
　
　
　
寶
藏
鄕

村
落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疆

域

　
　
　
　
二
十
五

東
路
之
村
九
抵
宜
良

落
龍
河

大

小

二

村

　
新
册
村

大

小

中

三

村

黄
土
坡

仁
厚
營
　
　
　
頭
　
甸
　
　
　
七
　
甸

水
海
子
　
　
　
大
　
哨
　
　
　
小
　
哨

東
南
路
之
村
十
六
抵
澂
江

白
龍
潭
　
　
　
渠
卜
場

又

名

豐

樂

村

王
家
營

吳
傑
營
　
　
　
柏
枝
營
　
　
　
段
家
營

劉
家
營
　
　
　
繆
家
營
　
　
　
郎
家
營

大
水
塘
　
　
　
中
　
莊
　
　
　
鄭
家
營

興
隆
營
　
　
　
前
衞
營
　
　
　
回
子
營

松
子
薗

南
路
之
村
八
抵
歸
化

龍
街
子
　
　
　
三
岔
口
　
　
　
松
花
舖

太
平
關
　
　
　
大
漁
村
　
　
　
大
河
口

小
河
口
　
　
　
新
　
莊

西
南
路
之
村
二
抵
昆
池

可
樂
村
　
　
　
烏
龍
浦

西
路
之
村
八
抵
昆
池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疆

域

　
　
　
　
二
十
六

大小

梅
子
村
　
　
　
斗
南
村
　
　
　
彩
龍
村

江
尾
村
　
　
　
煉
朋
村
　
　
　
大
溪
村

小
古
城
　
　
　
麻
阿
村

北
路
之
村
九
抵
昆
明

羊
樂
堡

大

小

二

村

北
　
營

又

名

大

冲

倪
家
營

萬
朔
村
　
　
　
張
溪
營
　
　
　
碓
臼
村

小
王
家
營
　
　
狗
街
子
　
　
　
中
衞
營

歸
化
村
二
十
七

南
路
之
村
九

白
雲
村
　
　
　
白
沙
村
　
　
　
方
塘
村

廣
濟
村
　
　
　
安
江
村
　
　
　
古
城
村

左
　
所
　
　
　
中
　
衞
　
　
　
左
　
衞

北
路
之
村
十
八

者
羅
村
　
　
　
環
秀
村
　
　
　
豐
勝
村

茁
莊
村
　
　
　
雨
花
村
　
　
　
月
角
村

高
家
莊
　
　
　
靑
城
村
　
　
　
古
城
村

林
塘
村
　
　
　
高
登
村
　
　
　
石
城
村

靈
源
村
　
　
　
金
勒
村
　
　
　
常
樂
村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疆

域

　
　
　
　
二
十
七

杜
曲
村
　
　
　
海
晏
村
　
　
　
小
晏
村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續

修

疆

域

　
　
二
十
八

續
修

疆
域

縣
北
五
六
里
外
有
羅
家
蕭
家
左
衞
三
營

舊

志

以

中

衞

統

之

原
日
錢
糧
半
納
昆
明
半
納
呈
貢
戸
婚
田
土
以
及

命
盗
等
案
槪
歸
昆
明
無
干
呈
貢
至
同
治
十
三
年

經
撫
憲
岑
委
員
丈
量
田
畝
三
營
原
納
呈
貢
之
錢

糧
移
入
昆
明
完
納
由
是
呈
貢
糧
額
彼
加
此
減
永

爲
定
例
籍
亦
全
隸
昆
明
矣

縣
西
近
海
斗
南
村
至
安
江
村
一
帶
多
築
海
隄
護
田

不
患
浪
淘
自
道
光
年
閒
屢
遭
雨
澇
堤
漸
傾
潰
積

至
咸
豐
七
年
丁
巳
大
澇
異
常
隄
被
南
風
浪
淘
化

爲
烏
有
舊
耕
之
田
變
爲
滄
海
村
民
既
溺
且
飢
於

咸
豐
九
年
經
前
縣
許
令
正
裕
踏
勘
就
其
淘
止
之

處
督
令
興
工
再
築
新
隄
植
樹
保
護

無

力

築

者

正

多

自
是

隄
外
已
沒
之
田
永
難
開
墾
而
隄
內
淹
餘
之
田
得

以
種
禾
民
皆
德
之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戸

口

　
　
　
　
二
十
九

戸
口

戶
口
之
增
減
視
世
道
之
盛
衰
我

國
家
承
平
日
久
生
養
有
素
故
生
齒
之
繁
與
前
代
不

同
但
呈
貢
糧
重
差
繁
與
別
邑
異
况
歸
化
慮
乾
海

田
苦
淹
是
在
賢
司
牧
仰
體

德
意
克
己
𥙿
人
起
彫
敝
而
繁
盛
之
催
科
撫
字
孰
緩

孰
急
當
必
有
辨
之
者
志
戸
口

舊
志
明
宏
治
閒
呈
貢
戶
六
百
二
十
九
口
六
千
九

百
九
十
歸
化
戸
二
百
二
十
口
三
千
一
百
一
十
三

續
通
志
明
萬
歴
癸
酉
閒
呈
貢
人
丁
一
千
七
百
七

歸
化
人
丁
一
千
四
許
伯
衡
州
志
明
萬
歴
四
十
五

年
呈
貢
戸
四
百
四
十
九
口
四
千
一
十
三
歸
化
戸

二
百
三
口
一
千
九
百
九
十
一

按
自
啟
禎
以
後
典
籍
散
失
無
有
存
者
其
戸
口
人

丁
之
多
寡
亦
遂
不
可
稽
矣
卽
當
有
明
之
盛
自
宏

迄
萬
僅
百
年
而
多
者
寡
羸
者
絀
增
減
不
一
非
天

地
之
靳
於
生
育
亦
王
道
之
缺
於
休
養
也
我

國
家
定
鼎
以
來
生
養
休
息
幾
及
百
年
戸
口
日
增
猶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戸

口

　
　
　
　
三
十

蒙

聖
祖
仁
皇
帝
恩
恤

諭
令
天
下
滋
生
丁
口
免
其
丁
銀

大
哉
王
言
誠
萬
世
格
外
之
鴻
恩
也

呈
貢
舊
管
實
在
人
丁
竝
五
十
年
編
審
淸
出
及
新

增
共
民
丁
七
百
七
十
丁

上
丁
九
十
五
丁
每
丁
編
銀
三
錢
八
分

中
丁
一
百
一
十
五
丁
每
丁
編
銀
二
錢
八
分

下
丁
五
百
六
十
丁
每
丁
編
銀
一
錢
九
分
通
計
丁

銀
一
百
七
十
四
兩
七
錢

歸
化
舊
管
實
在
人
丁
竝
五
十
年
編
審
淸
出
共
丁

九
百
二
十
二
丁

上
丁
一
百
八
十
四
丁
每
丁
編
銀
三
錢
五
分

中
丁
二
百
二
十
六
丁
每
丁
編
銀
二
錢
五
分

下
丁
五
百
一
十
二
丁
每
丁
編
銀
一
錢
五
分
通
計

丁
銀
一
百
九
十
七
兩
七
錢

呈
貢
實
在
屯
丁
一
百
九
十
九
丁

上
丁
十
一
丁
每
丁
編
銀
六
錢
二
分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戸

口

　
　
　
　
三
十
一

中
丁
四
十
四
丁
每
丁
編
銀
四
錢
八
分

下
丁
一
百
二
十
五
丁
每
丁
編
銀
二
錢
八
分

土
丁
十
九
丁
每
丁
編
銀
五
錢
通
計
丁
銀
七
十
二

兩
四
錢
四
分

歸
化
實
在
屯
丁
四
百
二
十
三
丁
內

上
丁
三
十
四
丁
每
丁
編
銀
六
錢
二
分

中
丁
一
百
一
十
四
丁
每
丁
編
銀
四
錢
八
分

下
丁
二
百
四
十
八
丁
每
丁
編
銀
二
錢
八
分

土
丁
二
十
七
丁
每
丁
編
銀
五
錢
通
計
丁
銀
一
百

五
十
八
兩
七
錢
四
分

雍
正
二
年

督

憲

高

撫

憲

楊

念
窮
丁
偏
累

題
以
民
丁
攤
入
民
糧
其
軍
丁
查
有
從
前
平
定
吳
逆

後
尚
有
無
主
田
土
影
射
未
淸
者
令
其
報
出
隨
其

所
得
將
軍
丁
之
最
重
者
量
加
攤
除
奉

旨
依
議
查
呈
貢
民
丁
七
百
七
十
丁
稅
秋
二
千
一
百
八

十
一
石
三
斗
三
升
一
合
每
糧
一
石
應
攤
丁
銀
八

分
六
毫
二
絲
歸
化
民
丁
九
百
二
十
二
丁
稅
秋
一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戸

口

　
　
　
　
三
十
二

千
三
百
四
十
八
石
二
斗
四
升
九
合
每
糧
一
石
應

攤
丁
銀
一
錢
四
分
六
厘
六
毫
四
絲
至
於
軍
丁
竝

無
未
淸
田
土
照
舊
完
納



 

呈
貢
縣
志
　

卷
之
一

戸

口

　
　
　
　
三
十
三

續
修戸

口呈
邑
自
咸
豐
七
年
丁
巳
遭
兵
燹
後
人
民
之
逋

逃
死
亡
者
幾
於
過
半
稽
版
者
不
禁
感
慨
係
之

茲
際
太
平
十
餘
年
矣
比
戸
安
居
生
齒
日
繁
雖

不
能
如

國
初
之
盛
然

后
恩
遠
蔭
自
今
以
往
生
聚
訓
誨
當
更
有
蒸
蒸
日

上
者謹

案
呈
貢
丁
口
自
咸
豐
六
年
丙
辰
七
年
丁
巳

軍
興
咸
豐
十
一
年
辛
酉
大
疫
同
治
四
年
乙
丑

大
疫
七
年
戊
辰
又
大
疫
兵
興
十
二
年
癸
酉
又

大
疫
相
繼
死
亡
過
半
迨
光
緖
元
年
乙
亥
軍
靖

至
今
將
及
十
載
幸
邀

聖
天
子
休
養
生
息
元
氣
雖
未
全
復
戸
口
已
見
日
增

現
今
貢
境
男
共
九
千
四
百
三
丁
女
共
一
萬
十

六
口
化
境
男
共
四
千
五
十
一
丁
女
共
四
千
二

百
三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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