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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修
古
浪
縣
志
序

吾
國
史
籍
雖
浩
如
淵
海
然
多
記
載
一
姓
之
興
亡
其
能
綜
合
社
會
各
方

面
情
况
澈
底
硏
究
以
著
書
立
說
者
蓋
鮮
故
或
譏
歷
史
爲
帝
王
之
家
譜

信
不
誣
也
惟
司
馬
子
長
史
記
創
作
體
例
後
世
史
家
奉
爲
圭
臬
歷
代
硏

究
史
學
者
舉
莫
能
出
其
右
如
河
渠
平
準
諸
書
貨
殖
游
俠
等
傳
令
人
能

窺
見
古
代
社
會
生
活
之
情
形
深
佩
其
眼
光
之
遠
大
識
見
之
超
卓
後
之

人
莫
能
尙
已
班
孟
堅
因
之
改
書
爲
志
其
後
史
書
對
此
或
有
或
無
蓋
已

不
重
視
之
矣
夫
一
國
一
邑
之
山
川
形
勝
道
路
橋
梁
人
文
風
土
物
產
經

濟
農
田
水
利
均
與
政
治
軍
事
文
化
物
質
交
通
生
計
在
在
攸
關
而
欲
推

闡
其
因
革
損
益
之
所
由
詳
明
其
因
果
以
爲
現
今
抗
戰
建
國
之
借
鏡
舍

歷
史
無
所
歸
是
以
國
有
史
而
郡
邑
有
志
然
必
集
郡
邑
之
志
而
編
國
史

乃
有
所
資
如
二
十
四
史
辛
氏
之
三
秦
記
常
璩
之
華
陽
國
志
裴
松
之
之

三
國
志
注
皆
集
各
郡
邑
之
方
志
而
始
成
書
郡
志
縣
志
之
輯
固
不
重
哉

考
郡
邑
之
有
志
始
於
後
漢
韋
寬
之
蜀
志
譙
周
之
巴
蜀
記
晉
隋
而
下
著

者
益
多
洎
宋
元
明
規
模
大
備
如
宋
范
成
大
之
吳
郡
志
明
王
鏊
之
姑
蘇

志
康
海
之
武
功
縣
志
胡
可
泉
之
秦
安
縣
志
曠
代
著
作
皆
昭
昭
在
人
耳

目
有
淸
以
來
幾
無
邑
不
有
志
矣
後
之
作
者
踵
前
人
之
爲
率
百
年
數
十

年
而
重
修
之
以
足
一
方
之
文
獻
而
備
一
代
之
典
章
河
西
各
縣
自
經
兵

燹
之
後
文
獻
大
半
佚
失
卽
有
一
二
不
免
簡
略
壬
申
春
予
奉
命
防
守
河

西
治
軍
之
餘
急
圖
文
化
建
設
以
期
國
民
之
團
結
羣
治
之
進
化
遍
訪
各

屬
志
乘
以
資
考
鏡
乃
星
霜
屢
易
而
應
者
寥
寥
於
此
益
見
著
作
之
難
亦

實
由
提
倡
者
無
其
人
耳
丁
丑
戊
寅
之
間
秀
珊
李
縣
長
權
宰
古
浪
未
逾

歲
民
淳
物
熙
百
廢
俱
舉
簿
書
之
暇
倡
修
縣
志
延
邑
紳
唐
星
泉
任
其
事

益
信
循
吏
之
非
偶
然
而
爲
政
之
在
人
也
星
泉
向
隸
予
部
夙
諗
其
學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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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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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通
敏
讀
書
有
得
去
冬
書
成
付
梓
秀
珊
縣
宰
請
序
于
予
披
閱
一
過
覺
綱

舉
目
張
旣
文
且
覈
一
洗
從
前
虛
浮
之
陋
洵
足
備
國
史
之
採
擇
爰
書
此

以
信
其
傳
焉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春
二
月

特
任
陸
軍
騎
兵
第
五
軍
軍
長
甘
新
公
路
督
辦
抱
罕
馬
步
靑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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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浪

縣

志

卷
首

三

涼
州
城
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重
修
古
浪
縣
志
序

太
史
公
史
記
王
朝
有
書
列
國
有
紀
載
筆
有
官
所
以
觀
風
而
徵
俗
也
周

官
大
司
徒
以
天
下
之
地
圖
周
知
九
洲
之
地
域
廣
輪
之
數
職
方
氏
掌
天

下
之
圖
周
知
其
利
害
蕭
相
國
世
家
漢
王
所
以
具
知
天
下
阨
塞
戶
口
多

少
强
弱
之
處
民
所
疾
苦
者
以
何
具
得
秦
圖
書
也
夫
以
縱
橫
數
百
里
上

下
五
千
年
不
窺
牖
而
各
方
情
勢
瞭
若
指
掌
必
有
恃
乎
史
也
志
也
邑
之

有
志
猶
國
之
有
史
也
史
以
紀
一
代
之
治
亂
興
衰
忠
賢
奸
佞
志
以
紀
一

郡
一
邑
之
人
文
風
化
因
革
損
益
其
體
雖
異
其
義
則
同
故
欲
備
一
代
之

掌
故
必
徵
一
方
之
文
獻
則
重
修
志
乘
之
不
容
已
也
古
浪
在
金
城
之
西

玉
關
之
東
兩
山
夾
河
誠
爲
要
道
値
此
國
防
嚴
重
之
時
非
明
瞭
各
地
情

形
萬
難
設
施
得
當
志
乘
之
需
更
不
重
哉
丁
丑
春
余
奉
命
承
乏
縣
政
會

是
邑
甫
遭
兵
燹
環
境
騷
然
百
凡
待
理
不
暇
他
顧
公
要
之
餘
詢
閱
縣
志

始
悉
古
浪
淸
初
文
獻
闕
如
乾
隆
十
四
年
始
有
創
修
亦
不
過
於
五
涼
志

内
附
有
一
本
迄
今
一
百
八
十
年
矣
在
今
視
之
頗
嫌
簡
略
後
雖
有
馬
孝

廉
所
編
稿
本
披
閱
體
例
雜
糅
援
引
舛
譌
又
復
燬
失
不
全
於
是
商
同
士

紳
急
圖
重
修
適
外
翰
唐
君
星
泉
隱
居
里
門
卽
屬
其
任
編
纂
之
役
以
金

君
叔
珍
郭
君
培
南
張
君
吟
龍
勷
其
事
期
年
而
書
成
外
翰
持
副
本
見
眎

綱
目
秩
然
簡
詳
得
當
於
舊
本
之
是
者
從
之
浮
者
去
之
缺
者
補
之
誤
者

正
之
紛
者
理
之
諛
者
删
之
事
繁
文
簡
典
核
義
正
足
以
信
今
而
徵
後
夫

何
疑
焉
因
爲
之
述
其
緣
起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秋

國
民
政
府
實
授
陸
軍
中
校
古
浪
縣
縣
長
循
化
李
培
淸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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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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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西
印
刷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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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修
古
浪
縣
志
序

蓋
聞
莫
爲
之
前
雖
美
弗
彰
莫
爲
之
後
雖
盛
弗
傳
夫
縣
之
有
志
猶
國
之

有
史
也
國
無
史
則
歷
代
之
存
亡
盛
衰
治
亂
興
廢
以
及
政
治
之
改
革
教

化
之
轉
移
國
都
之
遷
徙
法
律
之
沿
更
均
無
由
考
稽
縣
無
志
則
地
方
之

天
文
地
理
山
川
人
物
教
育
風
俗
草
木
鳥
獸
穀
蔬
之
類
以
及
忠
孝
節
義

名
宦
鄕
賢
胥
靡
從
查
核
古
邑
文
獻
無
徵
歷
有
年
矣
舊
日
雖
有
五
涼
通

志
而
各
縣
事
蹟
採
訪
弗
週
未
免
失
之
簡
略
且
斷
簡
殘
篇
年
久
無
存
粤

自
國
體
改
革
政
教
變
遷
科
學
發
明
工
藝
競
進
製
造
建
築
一
日
千
里
滄

海
桑
田
今
昔
懸
殊
兵
燹
之
後
卷
宗
失
遺
編
修
縣
志
實
爲
當
務
之
急
此

書
吿
成
不
惟
可
以
供
輶
軒
之
採
而
關
於
抗
戰
方
面
尤
爲
重
要
雲

亭

於

是
年
夏
權
篆
斯
邑
下
車
伊
始
卽
詢
索
縣
志
作
考
察
之
本
始
悉
古
邑
原

無
縣
志
民
國
七
年
張
縣
長
完
白
提
倡
編
纂
草
創
甫
定
遂
而
中
止
民
國

十
九
年
是
縣
長
貽
澤
又
續
編
一
次
因
籌
款
維
艱
未
及
付
印
去
歲
前
任

李
公
秀
珊
延
聘
地
方
士
紳
從
事
重
修
大
功
吿
竣
兹
已
災
諸
梨
棗
刷
印

完
畢
雲

亭

幸
逢
佳
會
樂
觀
厥
成
用
特
不
揣
謭
陋
聊
綴
數
語
爰
附
驥
尾

以
誌
慶
祝
云
爾
是
爲
序

新
任
古
浪
縣
縣
長
穆
雲
亭
重
題



ZhongYi

古

浪

縣

志

卷
首

四

涼
州
城
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重
修
古
浪
縣
志
序

先
君
子
巨
航
公
有
志
斯
編
也
久
矣
於
淸
末
卽
從
事
採
訪
會
應
西
寧
慶

雲
閣
欽
差
聘
未
果
舉
筆
民
國
八
年
出
所
藏
採
訪
稿
與
孝
廉
馬
豹
臣
商

榷
編
纂
規
模
粗
具
而
先
君
子
棄
養
豹
臣
亦
相
繼
逝
世
矣
海
雲
每
欲
將

遺
稿
付
梓
竟
先
人
志
乃
迫
於
環
境
力
與
願
違
歲
月
遷
延
已
十
餘
年
猶

思
以
原
稿
籌
資
剞
劂
詎
桑
田
滄
海
今
昔
變
遷
丁
卯
地
震
實
古
浪
數
千

年
之
一
大
變
局
不
獨
疆
域
中
之
城
市
邨
莊
山
川
道
路
橋
梁
井
田
古
蹟

形
勝
都
非
舊
觀
卽
政
教
刑
戎
亦
幾
經
變
更
人
文
物
質
日
趨
進
化
舊
稿

不
無
缺
略
僉
議
舉
雲
重
修
卒
因
變
亂
未
果
己
巳
丙
子
之
間
馬
子
實
曾

子
恆
兩
令
尹
亦
曾
延
雲
修
輯
雲
以
無
學
固
辭
距
今
又
忽
忽
數
載
矣
丁

丑
春
秀
珊
李
縣
長
蒞
任
之
始
公
餘
就
雲
慕
陶
别
墅
商
修
縣
志
雲
聞
而

欣
然
曰
此
林
下
十
餘
年
所
有
志
未
逮
者
也
今
雖
荒
蕪
責
無
旁
貸
遂
任

其
事
與
同
年
金
君
叔
珍
學
博
郭
君
培
南
校
長
張
君
雲
龍
羣
相
硏
究
勉

爲
其
難
夫
志
者
國
史
之
支
庶
所
以
備
輶
軒
而
供
採
擇
者
也
歷
百
年
數

十
年
而
政
教
不
同
建
設
各
異
不
有
重
修
何
以
資
考
舉
凡
天
地
之
變
異

歲
時
之
災
眚
人
文
之
蔚
起
物
質
之
發
明
志
之
可
以
居
今
而
知
古
鑒
往

而
察
來
忠
孝
使
之
不
磨
苦
節
使
之
必
昭
循
良
必
傳
其
人
善
行
必
叙
其

事
無
與
風
化
人
心
者
不
錄
無
關
國
計
民
生
者
不
載
俾
讀
書
者
有
師
法

衣
戎
者
有
奮
勉
女
有
所
箴
婦
有
所
戒
閱
者
披
卷
卽
知
孰
爲
忠
孰
爲
孝

孰
爲
節
孰
爲
義
何
處
險
要
何
處
平
坦
何
地
膏
腴
何
地
瘠
苦
以
及
文
化

之
進
退
人
才
之
盛
衰
戶
口
之
多
寡
土
產
之
繁
簡
風
俗
之
淳
漓
皆
能
一

目
了
然
夫
而
後
足
爲
徵
信
考
之
雍
州
志
乘
之
最
著
者
爲
韓
五
泉
朝
邑

志
康
對
山
武
功
志
論
者
謂
得
史
家
遺
意
雲
本
無
才
何
敢
言
纂
不
過
就

先
輩
之
遺
稿
略
事
整
理
以
免
湮
沒
續
其
所
無
以
補
缺
漏
視
乎
康
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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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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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涼
州
城
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作
適
足
貽
笑
於
人
雖
與
體
例
不
合
不
寧
勝
於
無
也
自
去
冬
至
今
旁
搜

博
採
彙
成
新
志
九
卷
合
訂
八
本
以
成
秀
珊
縣
長
保
重
文
獻
之
美
意
而

卒
先
君
子
未
竟
之
志
若
夫
核
訂
之
未
精
裁
取
之
未
當
續
鳬
斷
鶴
之
譏

知
所
不
免
閱
者
諒
之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秋
九
月

薦
任
職
任
用
已
酉
科
拔
貢
星
泉
唐
海
雲
叙
於
慕
陶
别
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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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浪

縣

志

卷
首

一

涼
州
城
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重
修
古
浪
縣
志
凡
例

一
縣
志
修
於
乾
隆
十
四
年
續
修
於
民
國
八
年
未
及
刊
印
而
變
遭

地
震
稿
本
被
燬
散
失
不
全
卽
存
在
者
亦
是
體
例
雜
糅
事
多
舛
漏

今
本
舊
稿
重
加
編
纂
依
類
相
從
並
詳
細
採
訪
以
補
遺
漏

一
舊
志
合
武
鎭
永
平
志
共
名
曰
五
涼
志
究
之
五
涼
地
不
僅
涼
州

府
地
兹
因
各
縣
分
修
因
單
獨
名
曰
古
浪
縣
志

一
舊
志
無
天
文
志
因
天
文
地
理
二
而
一
也
且
舊
志
僅
星
野
一
目

列
入
地
理
固
宜
今
仿
甘
肅
新
通
志
例
首
列
天
文
一
門
凡
關
於
經

緯
度
日
出
入
節
氣
時
刻
等
俱
從
通
志
中
擇
抄
而
更
補
以
標
準
時

以
補
舊
志
所
無

一
舊
志
總
目
七
分
目
四
十
二
在
當
時
固
已
贍
詳
今
日
視
之
似
嫌

簡
略
故
列
總
目
九
分
目
一
百
四
十
一
以
期
應
有
儘
有
庶
幾
徵
實

無
遺
删
繁
不
冗

一
地
理
一
門
列
全
縣
圖
一
各
區
圖
三
水
利
圖
一
分
列
於
各
本
文

之
中
庶
幾
地
方
形
勢
閱
者
一
目
瞭
然
不
至
有
懸
想
之
誤

一
長
城
在
古
浪
境
内
層
見
疊
出
舊
志
僅
列
烽
墩
里
數
而
於
某
邊

墻
築
自
何
時
並
未
一
考
惟
詩
歌
長
城
歌
内
則
指
長
城
爲
秦
築
誤

矣
兹
特
將
漢
邊
明
邊
分
晰
考
證
明
確
並
將
歷
史
所
載
關
於
長
城

之
考
據
及
明
代
奏
疏
等
一
槪
叙
入
以
詳
其
略
附
圖
一

一
財
政
一
目
原
名
貢
賦
志
但
分
目
中
如
度
支
蠲
恤
戶
口
社
粮
公

債
及
各
項
捐
稅
等
俱
非
貢
賦
所
關
故
改
名
財
政
以
期
將
分
目
包

括一
各
碑
文
奏
議
舊
志
俱
載
入
藝
文
兹
將
有
關
地
理
學
校
兵
防
等

事
之
碑
文
議
疏
附
於
本
條
實
事
之
後
以
便
閱
者
之
考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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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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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首

二

涼
州
城
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一
物
產
一
門
舊
志
太
略
兹
特
詳
細
訪
採
列
入
於
各
物
下
先
註
本

境
俗
名
再
引
證
羣
書
以
爲
博
物
之
助
究
竟
古
浪
地
方
如
草
類
鳥

類
二
者
所
產
甚
繁
其
可
名
者
不
過
十
之
三
四
而
人
不
能
知
者
更

僕
難
數
不
敢
臆
入
以
惑
後
人

一
軍
事
彙
記
一
事
僅
叙
淸
同
治
以
來
事
其
以
前
軍
事
不
知
凡
幾

遺
老
盡
矣
檔
卷
無
存
只
得
從
略

一
軍
用
地
理
說
數
篇
係
淸
光
緖
三
十
三
年
全
省
督
練
公
所
扎
各

屬
繪
軍
用
地
理
圖
並
附
攻
守
說
略
爾
時
古
浪
所
上
者
大
蒙
上
峯

嘉
許
且
飭
各
屬
照
辦
兹
特
將
軍
用
地
理
說
數
篇
入
兵
防
志
内
以

備
參
考

一
職
官
一
門
於
文
武
職
名
宦
之
外
更
列
循
良
一
目
將
歷
任
民
政

官
之
有
功
德
於
民
者
列
傳
叙
入
以
繫
謳
思
並
將
舊
志
之
所
無
者

如
縣
黨
部
委
員
司
法
處
審
判
官
教
育
建
設
財
政
各
局
長
以
及
歷

任
各
區
區
長
警
佐
看
守
所
官
一
槪
登
錄
以
資
參
考

一
採
訪
公
諸
輿
論
生
前
容
有
標
榜
之
誣
至
蓋
棺
論
乃
定
矣
凡
職

官
人
物
之
列
傳
者
皆
係
沒
世
之
人
其
生
存
者
一
槪
不
立
傳
以
符

志
例
惟
烈
女
中
守
節
過
三
十
年
雖
尙
生
存
亦
得
備
書
其
不
及
三

十
年
而
身
故
者
例
應
旌
表
兹
無
論
已
旌
未
旌
俱
入
志
以
慰
幽
貞

一
忠
節
傳
及
單
名
之
載
在
甘
肅
忠
義
錄
者
全
行
採
入
而
此
次
採

訪
所
及
亦
悉
數
備
登

一
風
俗
志
中
列
蠻
俗
淸
眞
教
俗
天
主
教
俗
各
目
緣
古
浪
有
一
種

人
民
數
百
年
來
人
呼
爲
蠻
子
故
云
至
番
回
二
族
舊
志
已
載
故
列

其
俗
惟
天
主
教
早
年
在
縣
境
内
設
堂
傳
教
者
僅
土
門
堡
與
元
土

溝
二
處
近
年
縣
城
與
大
靖
堡
亦
設
有
教
堂
應
補
列
天
主
教
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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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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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街

河
西
印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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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印

目一
古
蹟
内
有
採
自
廣
輿
記
及
元
和
郡
縣
圖
志
等
書
其
地
址
方
向

里
至
於
今
日
實
地
不
合
者
以
羌
無
考
據
不
敢
臆
斷
姑
仍
之
以
符

史
文
從
闕
之
例
舊
志
於
古
蹟
後
又
列
風
景
一
目
未
免
重
複
而
於

寺
觀
廟
宇
教
堂
付
之
闕
如
今
將
風
景
一
目
删
之
補
列
寺
觀
廟
宇

二
目
以
會
舘
祠
堂
附
之

一
舊
志
選
舉
祇
列
舉
貢
而
今
之
議
員
會
員
實
行
選
舉
故
於
進
士

舉
貢
列
科
甲
一
門
而
於
孝
廉
方
正
及
議
員
會
員
等
俱
列
選
舉
其

有
出
任
武
職
校
官
以
上
者
於
武
舉
後
補
列
將
校
一
門
以
存
其
名

使
新
舊
名
稱
釐
然
判
别
不
致
混
淆

一
人
物
中
品
行
學
問
足
以
爲
法
後
人
者
於
鄕
賢
外
另
立
羣
材
各

傳
庶
足
表
揚
先
輩
以
發
潛
德
而
闡
幽
光
亦
可
矜
式
後
人
維
風
化

而
正
名
教
有
技
術
特
長
及
德
延
遐
齡
者
另
立
技
藝
雜
人
兩
門
於

人
物
之
後

一
大
學
畢
業
生
列
入
人
物
固
宜
而
中
學
畢
業
與
師
範
本
科
畢
業

生
在
古
浪
者
爲
數
無
多
兹
亦
登
錄
其
名
以
示
優
異

一
碑
石
剝
蝕
不
全
文
義
卽
斷
兹
將
缺
字
處
書
口
以
誌
之
不
敢
臆

造一
舊
志
藝
文
專
載
碑
記
且
濫
采
吟
及
風
景
名
勝
之
詩
句
並
登
載

時
人
應
酬
德
壽
文
字
未
免
沿
蜀
郡
志
之
誤
似
更
不
合
體
例
古
浪

幾
經
破
壞
文
獻
被
燬
前
人
有
無
經
史
子
集
之
著
作
不
可
得
考
卽

間
有
而
遺
失
者
亦
無
從
而
徵
今
將
藝
文
一
志
删
之
以
符
史
文
寗

缺
無
濫
之
義
至
原
有
詩
句
跋
題
以
雙
行
附
註
各
本
條
之
下
以
便

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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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
畝
已
載
於
財
政
志
中
舊
志
於
地
理
志
内
復
又
重
列
田
地
一

目
似
屬
混
雜
今
删
之

一
修
志
以
採
訪
爲
本
歷
年
飭
各
區
採
訪
率
皆
敷
衍
去
冬
特
派
採

訪
專
員
任
採
訪
之
責
親
往
各
鄕
採
集
至
本
年
春
採
竣
仍
有
不
周

之
處
故
人
物
志
中
如
貢
生
及
忠
節
孝
義
等
不
無
遺
漏
閱
者
諒
之

一
原
稿
藝
文
志
内
附
列
議
疏
金
石
各
門
除
議
疏
附
載
於
各
本
條

下
金
石
古
浪
向
卽
少
有
且
屢
遭
天
災
兵
燹
摧
燬
無
遺
故
付
闕
如

一
歷
代
祥
瑞
奇
異
於
實
業
志
末
列
雜
錄
一
目
按
年
輯
載
以
資
考

徵一
是
書
巳
編
就
緖
有
續
搜
到
之
奏
議
碑
記
詩
歌
均
與
地
理
文
教

兵
防
治
化
有
關
故
於
卷
末
列
補
遺
一
目
分
輯
於
各
卷
以
補
其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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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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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修
古
浪
縣
志
目
錄

卷
首弁

言
凡
例

目
錄

銜
名

卷
之
一

天
文
志

星
野

京
師
中
綫

省
城
中
綫
鳥
道

太
陽
高
度

經
度
分
秒

緯
度
分
秒

列
宿
躔
次

古
浪
縣
天
頂
節
氣
日
出
入
時
刻

世
界
標
準
時

中
國
標
準
時

標
準
時
與
地
方
時
比
較

氣
候

災
異

卷
之
二

地
理
志

沿
革

沿
革
表

疆
界
附
圖
一

位
置

形
勝

關
梁

地
質

地
勢

風
候

雨
量

土
脈

區
劃
附
圖
三

山
脈

河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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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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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池

衙
署

道
路

堡
寨

邨
莊

井
泉

水
利

祠
祀

古
蹟

寺
觀

廟
宇
會
館
祠
堂
附

陵
墓

卷
之
三

財
政
志

田
畝

粮
草

地
丁

倉
儲

鹽
法

駝
捐

菸
酒
稅

釐
稅

皮
毛
公
賣
所

印
花
稅

雜
稅

官
用

警
款

公
債

區
署
經
費

戶
口

蠲
賑

卹
政

博
濟
局

施
醫
局

牛
痘
局

育
幼
所

衞
生
醫
院

煙
民
戒
煙
所

度
支

農
貸

地
方
公
款
委
員
會

財
政
局
之
成
立
改
組
與
裁
撤

卷
之
四

教
育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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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額

興
文
社

義
學

教
育
會

勸
學
所

縣
視
學
員

高
等
小
學
堂

民
國
八
年
以
前
全
縣
學
校
狀
况

國
民
學
校

幼
女
學
校

全
縣
國
民
學
校
一
覽
表

各
區
國
民
學
校
學
田
表

公
衆
閱
報
所

講
演
所

最
近
全
縣
教
育
狀
况

學
生
畢
業
次
數

歷
任
高
校
校
長
名
錄

卷
之
五

風
俗
志

種
族

社
會

宗
教

漢
俗

蠻
俗

番
族
跑
馬
會
附

淸
眞
教
俗

天
主
教
俗

方
言

卷
之
六

實
業
志

物
產

農
業

工
業

商
業

礦
業

林
業

監
犯
習
藝

實
業
局
之
創
立
與
裁
撤

縣
農
事
試
驗
場
與
苗
圃

縣
農
會
之
成
立
與
改
組

縣
商
會
之
創
立
與
改
組

雜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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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七

兵
防
志

營
制

烽
墩

碉
墩

驛
傳

郵
政

電
綫

巡
警

保
衞
團

防
軍

保
甲

社
訓
部

義
勇
警
察
隊

長
城
附
圖
一

軍
事
彙
記

古
浪
軍
用
地
理
說
葆
臣

卷
之
八

職
官
志

官
制

文
職

武
職

名
宦

循
良

卷
之
九

人
物
志

封
爵

鄕
賢

科
甲

選
舉

武
舉

將
校

褒
奬

羣
材

忠
節

孝
義

列
女

技
藝

釋
道

流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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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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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涼
州
城
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重
修
古
浪
縣
志
銜
名

鑒
定

國
民
政
府
實
授
陸
軍
中
校
代
理
古
浪
縣
縣
長
李
培
淸
靑
海
循
化
縣
人

保
舉總

纂

薦
任
職
任
用
前
四
川
直
隸
州
州
判
唐
海
雲
古
浪
人
已
酉
科
拔
貢

協
纂

二
等
金
色
章
前
四
川
補
用
直
隸
州
州
判
金

鈺
古
浪
人
已
酉
科
拔
貢

分
纂

前
代
理
安
徽
黟
縣
甘
肅
永
靖
等
縣
縣
長
崔
淸
川
古
浪
人
北
平
大
學
畢

業古
浪
縣
第
一
完
全
小
學
校
校
長
張
國
瑞
古
浪
人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前
古
浪
縣
教
育
局
局
長
現
任
縣
督
學
馮
維
綱
古
浪
人
省
立
師
範
畢
業

前
第
一
區
第
八
國
民
學
校
校
長
郭
廕
棠
古
浪
人
淸
優
廩
生

採
訪

歷
任
武
威
民
勤
永
昌
古
浪
永
登
各
縣
科
長
唐
海
瀛
古
浪
人
俊
士

古
浪
縣
第
二
完
全
小
學
校
校
長
崔
穎
川
古
浪
人
中
學
畢
業

古
浪
縣
第
三
完
全
小
學
校
校
長
王
奮
武
古
浪
人
國
文
專
修
科
畢
業

前
第
二
高
級
小
學
校
管
理
員
董
開
第
古
浪
人
小
學
畢
業

校
對

中
國
國
民
黨
古
浪
縣
黨
部
書
記
長
朱
明
德
古
浪
人
大
學
畢
業

前
任
古
浪
縣
大
靖
土
門
等
堡
巡
官
唐
海
晏
古
浪
人
小
學
畢
業

繕
寫

古
浪
縣
政
府
辦
事
員
武
靖
國
古
浪
人
小
學
修
業



ZhongYi

古

浪

縣

志

卷
首

二

涼
州
城
内
東
大
街

河
西
印
刷
局
承
印

圖
繪

古
浪
縣
第
一
區
第
一
聯
保
主
任
張
祥
雲
古
浪
人
訓
練
班
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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