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湯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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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略



 

湯
原
縣
志
略

輿

地

志

經

緯

度

按
湯
原
地
方
在
黒
龍
江
省
之
東
稍
偏
南
約
距
千
里
按
世
界
經
緯

係
東
經
度
一
百
二
十
四
度
北
緯
度
四
十
七
度

沿

革

按
湯
原
縣
地
方
古
無
籍
可
攷
前
清
時
代
属
黒
龍
江
管
轄
於
前

清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始
設
縣
治
表
附

湯
原
縣
沿
革
表

厯
　
　
代

清

中

華

民

國

無
籍
可
攷

湯
　
原
　
縣

湯
　
原
　
縣

疆

域

按
湯
原
縣
南
至
松
花
江
與
𠮷
林
東
北
界
僅
隔
一
江
東
以
梧
桐
河
與

蘿
北
縣
分
界
北
至
小
興
安
嶺
與
蘿
北
烏
雲
各
縣
分
界
西
北
至
通

北
縣
西
至
慶
城
鐵
驪
西
南
至
通
河
縣
界
靣
積
約
三
萬
方
里
其

中
可
墾
荒
地
約
有
一
百
萬
垧
現
墾
出
熟
地
僅
五
萬
垧
圖
附



 
湯原縣圖



 

山

川

一
山
脈

小
興
安
嶺
居
縣
城
之
北
即
湯
原
與
蘿
北
烏
雲
通
北
各
縣
分

界
之
大
山
嶺
也
其
在
湯
原
縣
境
者
東
西
綿
𠀕
約
七
百
里
又
名
之
為

青
山
又
名
之
為
白
羅
山
蓋
即
内
興
安
嶺
極
東
之
尾
閭
曰
達
里
帶
嶺

居
縣
境
之
西
即
湯
原
與
鐵
驪
慶
城
各
縣
分
界
之
山
嶺
也
亦
名
之

曰
青
山
其
在
湯
原
境
者
南
北
綿
𠀕
約
二
百
里
曰
分
水
嶺
居
湯
原

之
西
南
即
湯
原
與
通
河
分
界
之
山
嶺
也
綿
𠀕
約
長
百
里
又
縣
境

以
内
之
山
曰
哲
温
山
曰
鶴
立
岡
曰
珠
勒
華
喇
曰
伊
土
利
阿
嶺
曰
烏
魯

木
嶺
曰
二
郎
山
曰
萬
青
山
曰
克
爾
奇
山
曰
盤
嶺
曰
白
蘭
山
曰
沃
賀
山

按
此
羣
山
星
羅
碁
布
於
縣
境
之
内
靣
積
約
佔
全
縣
十
分
之
八
盖

皆
小
興
安
嶺
之
支
脈
也
︵
圖
附
於
全
縣
圖
内
︶

一
水
流
　
按
湯
原
縣
之
水
松
花
江
繞
其
南
其
境
内
水
之
大
者
為
湯

旺
河
發
源
於
小
興
安
嶺
南
北
貫
串
縣
之
中
央
折
曲
南
向
而
入
於
江
約

長
八
百
里
其
次
梧
桐
河
發
源
於
小
興
安
嶺
之
極
東
尾
閭
處
折
曲
南

向
而
入
於
江
約
長
四
百
里
即
湯
原
與
蘿
北
之
界
河
也
其
次
鶴
立

河
發
源
於
小
興
安
嶺
而
圍
繞
鶴
立
岡
山
之
東
曲
折
東
向
而
入
於

梧
桐
河
約
長
三
百
里
其
次
阿
凌
達
河
發
源
於
鶴
立
山
其
次
花

爾
市
河
發
源
於
珠
勒
華
喇
山
南
流
至
鶴
立
鎮
之
南
與
阿
凌
達



 
河

㑹

流

而

入

於

江

又

有

格

節

河

赫

金

河

香

瀾

河

均

發

源

於

珠
勒
華
喇
而
南
入
於
江
俱
約
長
不
過
百
里
又
有
漥
丹
河
舒
勒

河
無
風
浪
河
均
發
源
於
克
爾
奇
山
而
南
入
於
江
又
西
南
汊
河

發

源

達

里

帶

嶺

東

南

入

於

湯

旺

河

此

河

岸

兩

旁

平

原

即

所

謂

糖

梨

川

也

又

伊

松

河

又

名

伊

春

發

源

於

小

興

安

嶺

東

南

入

於

湯

旺

河

此

河

兩

旁

平

原

極

廣

即

所

謂

伊

松

也

又

河

之
大
者
曰
八
里
河
又
曰
巴
瀾
河
其
上
流
源
頭
不
一
有
由
自
萬

青
山
發
出
者
有
由
自
白
瀾
山
發
出
者
合
流
成
一
大
河
南
向
而
入

於

江

又

湯

原

西

南

與

通

河

分

界

處

有

小

古

洞

河

發

源

於

通

河
縣
之
古
洞
山
亦
南
流
而
入
於
江
要
之
湯
原
縣
羣
山
羅
列
河

流
岐
出
無
名
之
小
河
流
到
處
皆
有
筆
難
罄
載
也
︵
圖
附
於
全
縣
圖
内
︶

人

種

按
全
境
共
人
口
五
萬
二
千
餘
漢
人
約
居
十
分
之
八
旗
人
約
居
十
分

之
一
五
又
索
倫
人
均
居
於
山
内
仍
事
圍
𤢪
亦
約
有
全
境
人
數
百
分
之
五

物

産植

物

植
　
　
　
　
　
　
　
　
　
　
物
　
　
　
　
　
　
　
　
　
　
表

穀
　
属

蔬
　
属

瓜
　
属

果
　
属

花
　
属

草
　
属

木
　
属

藥
　
属



 

黍稷大

麥

小

麥

蕎

麥

稗玉
蜀
黍

黄

豆

綠

豆

小

豆

蘇

葱韭蒜芥茴菠芹苦

蕒

蘑

菇

木

耳

蘿

蔔

茄

子

黄
花
菜

菘秦

椒

黄

瓜

南

瓜

攪

瓜

瓠

瓜

西

瓜

香

瓜

松

子

榛

子

梨杏山

楂

蓮

子

藕

芍

藥

玫

瑰

江
西
臘

串
枝
花

荷

淡
巴
菰

烏
拉
草

馬

藍

羊

草

蘆

葦

苔莨
菪
草

松柞椵樺楸暖

木

榆栁白

楊

人

葠

黄

蓍

百

合

艾

穀

属

黍
　
禾
属
而
黏
者
也
以
大
暑
而
種
故
謂
之
黍
其
不
黏
者
曰
𪎭

𪎭

為

黄

黍

又

為

穄

穀

色

有

黄

白

赤

黒

四

種



 
稷
　
黏
者
為
秫
北
方
謂
之
髙
梁
或
謂
之
紅
梁
通
謂
之
秫
又
謂

之

蜀

黍

盖

穄

之

類

而

高

大

似

蘆

南

人

呼

為

蘆

穄

今

呼

髙

糧

土

人

率

多

飯

此

漚

為

米

粉

食

品

所

珍

又

可

入

麴

燒

酒

其

莖

可

織

箔

編

席

夾

籬

供

燃

料

梢

可

作

帚

有

利

於

民

者

甚

溥

大
麥
　
爾
雅
謂
之
牟
莖
葉
與
小
麥
相
似
但
莖
微
粗
葉
微
大
芒
長
殻

與
粒
相
連
碾
米
作
飯
甚
滑
並
可
作
麴
和
蜀
黍
以
燒
酒
及
喂
馬
之
用

小
麥
　
磨
為
麫
粉
色
最
潔
白
土
人
以
為
常
食

蕎
麥
　
伏
種
秋
收
更
三
四
磨
白
如
雪
味
甘
香
勝
中
土
所
産
作
餅
鬆
美

稗
　
似
黍
莖
勁
穗
不
下
𡸁
略
似
粟
但
穀
色
近
黒
既
堪
水
旱
種
無

不
熟
稗
中
有
米
𢷬

取
米
炊
食
之
不
減
粟
米

玉
蜀
黍
　
又
名
玉
米
幹
葉
似
蜀
黍
而
肥
矬
苗
高
三
四
尺
穗
如
秕
麥

苗
身
中
間
别
出
一
苞
苞
上
出
鬚
如
紅
絨
子
藏
苞
中
有
黄
白
二
色
俗

呼
包
兒
米
漚
粉
可
食
亦
可
碾
為
米
作
飯
併
可
磨
為
麫
為
餅

黄
豆
　
有
大
小
二
種
可
食
可
醬
可
油
可
腐

小
豆
　
有
綠
赤
白
三
種
可
煮
可
炊
可
粥
飯

綠
豆
　
有
二
種
可
作
粥
飯
磨
為
粉
作
餌
蒸
餻
以
水
浸
涇
置
於
温
暖

處

生

白

芽

又

為

菜

中

佳

品

粳
　
即
旱
稻
也
湯
原
沿
江
一
帶
多
有
種
者
其
為
食
用
不
減
兩



 

湖
之
稻

蘇
　
可
炸
油

蔬

属

葱
　
葱
有
三
四
種
冬
葱
夏
衰
冬
盛
莖
葉
氣
味
俱
美
漢
葱
冬
即
葉

枯
蔞
葱
皮
赤
葉
岐
出
如
八
角
均
可
食

韭
　
莖
名
韭
白
根
名
韭
黄
花
名
韭
菁
可
醃
作
茹

蒜
　
一
名
胡
蒜
每
頭
五
六
瓣
或
十
餘
瓣
亦
有
獨
頭
者

茴
香
　
一
名
蘹
香
生
苗
作
叢
肥
莖
綠
葉
子
如
麥
粒
小
茴
香
芳
香

不
及
茴
香

菠
　
稄

菜

今

呼

菠

菜

芹
　
有
水
旱
二
種
赤
白
二
色

苦
蕒
　
葉
似
苦
苣
而
細
斷
之
有
白
汁
花
黄
似
菊
根
葉
可
茹
此
為

苦

菜

即

詩

之

荼

也

蘑
菇
　
種

類

不

一

即

菌

類

也

湯

原

所

産

有

花

蘑

榛

蘑

等

類

木
耳
　
又
名
黒
菜
湯
原
縣
山
内
枯
倒
之
木
皆
生
木
耳
盖
亦
菌
類

蘿
蔔
　
圓
而
皮
紅
或
青
者
為
大
蘿
蔔
而
色
白
者
為
水
蘿
蔔
子
入
藥

名
萊
菔
又
一
種
色
黄
曰
胡
蘿
蔔

茄
子
　
有
旱
茄
水
茄
之
别



 
黄
花
菜
　
野
生
一
科
數
花
結
細
子
但
味
少
苦
取
為
羮
茹
甚
香
美
亦

名
金
鍼
菜

菘
　
俗
呼
白
菜

秦
椒
　
長
於
枣
而
上
鋭
生
青
熟
紅
味
至
辛
土
人
多
食
之
又
一
種
結

椒
向
上
者
名
天
椒

瓜

属

黄
瓜
　
種

来

西

域

今

為

常

蔬

南
瓜
　
種
出
南
番
又
倭
瓜
種
出
東
洋
今
皆
為
土
宜
矣

攪
瓜
　
形
類
倭
瓜
而
小
内
生
筋
絲
醬
醃
密
漬
皆
宜
食
俗
名
曰
西
葫
蘆

瓠
瓜
　
即
匏
瓜
亦
即
葫
蘆

西
瓜
　
中
有
瓤
甜
如
蜜
籽
可
炒
食
為
果
中
佳
品

香
瓜
　
即
甜
瓜
極
香
甜
夏
日
盡
飽
無
破
腹
之
患
湯
原
土
質
帶
沙
最
宜
生
植

果

属

松
子
　
生
松
塔
中
湯
原
北
山
最
多
松
塔
松
子
蔀
也
其
形
下
豐
上
鋭
層
瓣

鱗
砌
望
之
如
窣
堵
每
瓣
各
藏
一
粒
既
熟
則
瓣
開
而
子
落

榛
子
　
樹
低
小
如
荆
叢
生
開
花
如
櫟
其
實
作
苞
三
五
相
黏
一
苞
一
實

生
青
熟
褐
殻
厚
而
堅
仁
白
而
圓
湯
原
所
産
香
美
異
於
他
處

梨
　
湯
原
所
産
僅
有
山
梨
一
種
而
酸
澁
不
甚
適
口



 
杏
　
亦
僅
有
山
杏
一
種
臨
河
各
處
均
有
但
果
小
而
酸
澁
不
適
口

山
楂
　
大
而
紅
土
人
呼
為
山
裏
紅

蓮
子
　
僅
於
湯
原
城
東
蓮
花
泡
處
生
有
蓮
花
其
子
頗
小
藕
亦
劣
花
惟
有
紅
之
一
色

花

属

芍
藥
　
湯
原
山
内
所
産
均
白
色
而
無
紅
者

玫
瑰
　
湯
原
各
河
兩
岸
所
産
亦
富
五
月
間
始
開
花
香
聞
數
里

江
西
臘
　
花
似
菊
而
色
不
一

串
枝
蓮
　
花
粉
紅
色
蔓
生

荷
花
　
湯
原
僅
有
紅
之
一
種
六
七
月
間
盛
開

草

属

淡
巴
菰

即
煙
草
湯
原
所
産
可
比
𠮷
林

烏
拉
草

出
近
水
處

馬
藍

　
似
蒲
而
小

羊
草

　
生
山
原
間
可
以
飼
牛
馬

莨
菪
草

莖
如
麻
葉
小
而
鋭
花
如
木
棉
結
實
而
不
可
食
食
之
令
人
狂
走

木

属

松
　
山
中
最
多
而
且
大
分
有
菓
松
沙
松
油
松
數
種

柞
　
即
櫟
樹
也
土
人
均
伐
此
燒
炭



椴
　
葉
大
皮
黒
紋
細

樺
　
山
中
亦
多

楸
　
樹
類
核
桃

暖
木
　
或
云
即
黄
蘖
木
皮
温
厚
可
包
弓
靶
及
為
鞭
桿

榆
栁
　
川
原
間
多
榆
栁
往
往
成
林

白
楊
　
山
中
亦
多
所
謂
大
青
楊
者
到
處
皆
是

藥

属

人
葠
　
湯
原
西
一
靣
各
山
間
有
産
者
每
年
土
人
有
獲
七
八
苗
者
盖
無

專
事
採
取
之
人
故
所
得
者
少
也

黄
蓍
　
山
内
所
産
最
富
且
甚
佳
惜
無
專
採
之
人
惟
山
内
木
把
閑

則
挖
抉
數
百
觔
由
木
排
運
下
出
售
耳

百
合
　
湯
原
各
山
内
所
産
亦
多

艾
　
湯
原
山
内
到
處
皆
産

動

物

動
　
　
　
　
　
　
　
　
　
　
物
　
　
　
　
　
　
　
　
　
　
　
　
　
表

禽

　

属

獸

　

属

鱗

介

属

蟲

　

　

属

隼鸇

馬牛

鯉鯽

蜂蟋

　

　

蟀



 

雉野

　

　

鴨

鴉鵲鸛鷄鴨鸕

　

　

鷀

鵪

　

　

鶉

鴟

　

　

鵂

鴿鳩燕鴻啄

　

　

木

蝙

　

　

蝠

羊犬豕野

　

　

猪

驢馬

　

　

鹿

虎堪

達

爾

汗

豹熊羆麅豺狼貛狐貉灰

　

　

鼠

鱖白

　

　

魚

遮

鱸

魚

達

發

哈

魚

蚌

　

　

蛤

蟪

　

　

蛄

螳

　

　

螂

蛾蝶螢螬蜻

　

　

蜓

蚰

　

　

蜒

蜈

　

　

蚣

水

　

　

蛭

蜉

　

　

蝣

壁

　

　

錢

蟾

　

　

蜍

蝸

　

　

牛

蚊

　

　

虻

窠

　

　

𥡴

白

　

　

㦸

蠛

蠓

蝇



 

蝟香

　

麞

兎鼬猞

　

猁

貂

禽
属

隼
　
鷂
也
或
曰
雀
鷹

鸇
　
負
雀
鷂
也

雉
　
俗
呼
野
雞
湯
原
洪
荒
甫
闢
此
禽
為
多

野
鴨
　
各
水
草
處
居
多

鴉
　
有
純
黒
者
有
白
頸
黒
身
者

鸛
　
水
鳥
有
黒
白
二
種

鷄
鴨
鸕
鷀
鵪
鶉
鴟
鵂
鴿
鳩
燕
鴻
啄
木
蝙
蝠
所
在
有
之
茲
不
詳
述

獸

属

馬
牛
羊
各
獸
湯
原
所
産
不
異
他
省

犬
　
多
良
犬
𤢪
戸
養
之
可
𤢪
禽
獸
又
可
拉
扒
犁

豕
　
亦
與
他
處
無
異



 
野
猪
　
山
内
甚
多
百
十
成
羣

驢
　
湯
原
住
戸
養
者
無
多

馬
鹿
　
湯
原
山
内
此
種
居
多
每
至
四
五
月
間
各
𤢪
户
入
山
專
打
此
獸
取
其

角
名
曰
鹿
茸
每
季
可
得
數
百
付
亦
出
産
大
宗
也

虎
　
有
大
小
二
種
𤢪
户
入
山
每
年
約
共
能
得
五
六
支

堪
達
爾
汗
　
似
麋
而
大
前
昂
後
低
多
力
毛
粗
而
長
可
為
裘
角
扁
而
厚
為
决
良

豹
　
湯
原
山
内
亦
有
惟
不
多
見

熊
　
小
者
為
熊
大
者
為
羆
山
内
此
類
亦
多
𤢪
户
打
得
僅
取
其
膽

麅
　
山
内
所
産
亦
夥
𤢪
户
打
得
取
其
肉
為
食
料
皮
作
衣
服

麞
　
山
内
有
香
麞
一
種
取
其
臍
可
以
入
藥

豺
　
足
似
狗
瘦
如
柴
性
鷙
猛

狼
　
𤢪
戸
打
得
僅
取
其
皮
為
坐
褥
之
用

貛
　
似
狗
而
短

狐
　
湯
原
山
内
所
産
僅
有
黄
色
者

貉
　
湯
原
山
内
所
産
亦
富
而
其
皮
甲
於
𠮷
林
各
山
所
産
者

鼬
　
俗
名
黄
鼠
狼
山
内
所
産
亦
多

蝟
　
山
内
亦
有
産
者
但
不
多
見

兎
　
有
白
黒
二
種



 
猞
猁
　
山
内
所
産
亦
多
皮
甚
佳

貂
　
其
皮
毛
甚
厚
為
貴
重
之
品
亦
出
産
之
一
宗
也

鱗

介

属

鯉
鯽
各
魚
到
處
多
有

鱖
　
湯
原
所
産
亦
肥
美
可
食

白
魚
　
為
魚
之
大
宗
肥
美
佳
於
他
處

遮
鸕
魚
　
大
可
百
餘
斤
有
骨
無
刺
如
鯉
而
味
更
勝

鱘
鰉
魚
　
江
中
多
有
大
可
盈
車

達
發
哈
魚
　
秋
八
月
自
海
逆
水
入
江
併
入
於
湯
原
各
河
流
故
至
八
九
月

間
住
户
均
取
以
為
食

蚌
蛤
　
形
長
曰
蚌
圓
曰
蛤
湯
旺
河
所
出
者
狹
而
長
内
孕
明
珠
所
在
多
有

蟲

属

蜂
　
山
中
多
有
均
於
枯
樹
心
中
作
蜜
土
人
亦
藉
以
為
利

蟋
蟀
　
一
名
促
織
秋
後
則
鳴
穴
於
竈
者
名
竈
鷄

蟪
蛄
　
廣
雅
謂
之
蟧
蛁
今
俗
名
䀨
䀨

螳
螂
　
俗
呼
刀
郎
乳
子
作
房
著
樹
枝
即
螵
蛸
入
藥

蛾
　
湯
原
無
蠶
蛾
其
他
草
木
各
蟲
以
蛹
化
為
蛾
者
最
多

蝶
　
山
中
蝶
大
如
掌
彩
色
斑
爛



 

螢
螬
蜻
蜓
　
所
在
多
有
又
蜈
蚣
水
蛭
蜉
蝣
山
原
草
澤
亦
皆
有
之

蟾
蛤
　
背
黒
多
痱
癗
俗
呼
癩
蝦
蟆
又
山
哈
多
伏
巖
中
似
蝦
蟆
而
大

腹
俗
　
呼
哈
什
蟆
其
油
可
食

蝸
牛
　
頭
有
兩
角
又
土
蝸
俗
呼
鼻
涕
蟲

蚊
虻
窠
稽
白
㦸
之
𩔖
攢
嚙
人
馬
馬
畏
之
不
前
乃
焚
青
草
煙
以
驅
之

蠛
蠓
蝇
　
所
在
皆
有

鑛

物

鑛

　

　

　

　

　

　

物

　

　

　

　

　

　

表

金銀鐵煤石

灰

金
　
按
湯
原
山
内
各
河
流
域
均
有
金
沙
發
現
近
来
開
採
者
梧
桐
河

金
鑛
局
係
由
官
商
合
辦
又
黒
金
河
金
鑛
係
商
辦
性
質
然
未
正
式

開
辦
現
係
探
採
時
代
而
淘
金
人
等
已
約
有
二
千
餘
人
又
亮
子
河
亦

出
沙
金
刻
亦
有
探
採
者
又
湯
旺
河
流
域
産
金
亦
富
惟
鑛
區
歸
梧
桐

河
鑛
局
所
有
現
尚
未
開
採



 
銀
　
湯
原
境
内
産
銀
之
區
在
克
爾
奇
山
之
東
南
麓
俗
名
大
眼
溝
此
鑛
蓄

於
山
石
内
現
尚
未
開
採

鐵
　
湯
原
境
内
出
鐵
之
區
沿
鶴
立
岡
各
山
脈
所
在
多
有
惟
未
開
採
利
棄
於
地
殊
為
可
惜

煤
　
湯
原
境
内
煤
鑛
極
富
現
查
得
者
鶴
立
岡
太
平
川
三
道
溜
等
處
均
産
煤
惟

鶴
立
岡
一
處
現
已
開
採
矣
又
因
運
輸
不
便
致
未
振
興

石
灰
　
湯
原
各
山
巖
均
含
有
石
灰
質
現
開
採
者
太
平
川
北
石
灰
窰
大
眼

溝
之
石
灰
窰
出
産
極
富
而
質
亦
佳
美

按
湯
原
各
山
原
係
已
息
火
山
岩
故
金
属
鑛
質
所
在
多
有
但
無
鑛
學
專

門
從
事
探
採
亦
惟
有
棄
之
而
已

建

置

志

城

池

按
湯
原
縣
原
設
治
地
㸃
距
松
花
江
北
岸
八
里
未
修
有
城
池
僅
劃
城
基

東
西
四
里
南
北
二
里
又
三
十
六
丈
内
分
東
西
大
街
三
道
南
北
大
街
三
道
於

民
國
十
年
因
原
有
縣
城
交
通
窒
塞
防
守
不
易
經
知
事
伊
雙
慶
呈

准
省
署
遷
移
於
松
花
江
岸
土
名
南
柈
厰
子
地
方
劃
城
基
一
處
東
西
二

里
南
北
一
里
東
西
北
三
面
均
挖
抉
城
壕
計
壕
深
七
尺
寬
一
丈
一
尺
内
劃
東
西

大
街
三
道
南
北
大
街
三
道
沿
江
東
西
立
有
城
門
各
一
座
北
靣
城
門
兩
座

四
圍
炮
臺
六
座
圖
附



 



 

闗
塞
營
壘

駐
防
陸
軍
營
壘
從
前
在
舊
城
基
南
靣
共
草
房
四
十
六
間
週
圍
挖
有
營

壕
係
於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由
公
款
修
造
刻
因
年
久
灘
塌
不
堪
居
住
於
民

國
十
年
又
於
新
城
基
東
北
角
集
公
款
蓋
有
營
房
二
十
一
間
週
圍
挖
抉

營
壕
現
駐
有
陸
軍
營
部
併
步
兵
一
連
又
於
舊
城
基
舊
縣
署
院
内

留
有
草
房
十
間
駐
陸
軍
步
兵
一
連
至
於
關
塞
境
内
現
未
設
置
亦

未
有
舊
日
遺
址

津

梁

一
津
　
湯
原
南
距
松
花
江
沿
岸
渡
口
四
處
曰
依
湯
渡
口
在
迎
蘭
鎮
西
距

縣
城
一
百
二
十
里
曰
南
柈
厰
渡
口
在
縣
城
之
南
面
曰
東
柈
厰
渡
口
在
東

柈
厰
東
距
縣
城
八
里
曰
樓
上
渡
口
在
樓
上
屯
東
距
縣
城
三
十
五
里
又
湯

旺
河
渡
口
在
縣
城
西
北
距
縣
城
八
里

一
梁
　
查
湯
原
僅
有
橋
梁
兩
處
曰
黒
金
河
橋
在
縣
城
之
東
北
相
距

三
十
里
曰
格
節
河
橋
亦
在
縣
城
東
北
相
距
四
十
里
係
於
民
國
三
四
年

間
積
公
款
修
造
均
以
大
木
架
成
頗
形
堅
固

驛

站

於
湯
原
縣
城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靠
松
花
江
北
岸
原
設
有
驛
站
一
處
前
清

時
歸
𠮷
林
三
姓
管
轄
名
曰
頭
站
宣
統
二
年
改
為
文
報
局
於
民
國
三



 

年
裁
撤
今
其
地
方
仍
名
之
謂
頭
站
又
於
湯
原
縣
城
東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地
方
前
清
時
設
有
文
報
局
一
處
於
民
國
三
年
裁
撤
所
有
往
来
文

件

均

歸

𨜚

寄

廨

宇

湯
原
縣
公
署
原
在
舊
城
基
係
於
宣
統
二
年
經
知
事
劉
虞
卿
建

造
署
内
共
磚
瓦
房
二
十
九
間
板
房
十
六
間
四
圍
土
墻
於
民
國
十
年
經

知
事
伊
雙
慶
呈
准
省
署
將
舊
縣
署
拆
移
於
南
柈
厰
地
方
修
有
大

堂
二
堂
門
房
暨
東
西
廂
房
共
計
磚
瓦
房
二
十
一
間
又
卧
房
厨
房
及

衛
隊
共
木
板
房
十
四
間
另
修
有
監
獄
一
處
内
計
瓦
房
十
間
板
房
三

間
在
縣
署
西
院
又
警
察
所
草
房
五
間
在
縣
署
東
院
周
圍
土
墻
一
百

一
十
丈
高
一
丈
四
角
築
有
礮
臺
局
勢
頗
形
宏
厰
圖
附

壇

廟

湯
原
洪
荒
甫
闢
闔
境
内
並
未
修
有
壇
廟

勝

蹟

湯
原
洪
荒
甫
闢
境
内
實
無
勝
蹟
可
攷

經

政

志

民

治戸

籍



 



 

於
民
國
十
年
調
查
所
得
者
共
戸
六
千
二
百
七
十
七
戸
計
男
二
萬
九
千
六

百
二
十
六
口
女
二
萬
二
千
七
百
五
十
口

風

俗

湯
原
地
居
邊
塞
密
邇
山
林
開
闢
未
久
所
有
人
民
寥
寥
數
千
家

尚
不
失
古
来
淳
樸
之
風
然
其
習
氣
亦
以
人
種
而
稍
有
分
别
漢
人
習

慣
多
耐
勤
勞
自
奉
亦
儉
多
數
以
開
荒
耕
地
為
業
旗
人
多
係
前

清
初
年
由
雲
南
各
省
遣
撥
到
此
由
各
驛
站
充
當
差
役
原
歸
𠮷

林
三
姓
副
督
統
管
轄
相
安
日
久
生
殖
頗
繁
惟
習
於
偷
安
男
子

半
多
游
閑
刻
已
將
驛
站
裁
撤
無
所
服
務
除
打
𤢪
外
亦
間
有
種

地
者
而
男
女
均
性
嗜
菸
酒
以
故
貧
困
者
十
居
八
九
至
索
倫
一
種
均
在
山

深
林
密
之
處
未
有
定
居
仍
事
游
𤢪
亦
嗜
菸
酒
怠
惰
偷
安
惟
因
久

於
圍
𤢪
而
男
女
均
熟
於
槍
馬
擇
取
而
用
之
足
以
禦
匪

方

言

漢
語
為
普
通
語
旗
人
原
多
係
漢
種
故
其
語
言
與
漢
人
無
别
惟
索
倫

另
有
一
種
語
言
其
音
韻
與
滿
語
相
近
而
其
居
在
山
外
者
與
漢
人
雜

處
亦
有
間
習
漢
語
者

自

治

按
湯
原
自
治
於
民
國
元
年
十
月
設
有
縣
議
㑹
㑹
内
議
員
十
二
名
就



 

中
舉
㑹
長
一
人
副
㑹
長
一
人
一
年
兩
次
開
㑹
討
論
地
方
自
治
各
事
於

民
國
三
年
底
奉
令
裁
撤
對
於
地
方
應
興
應
革
各
事
僅
有
議
論
而

未

實

行

警

政

全
境
分
五
區
每
區
各
設
區
官
一
人
步
警
長
十
名
管
理
各
區
警
察
事

宜
縣
城
設
警
察
所
一
處
内
設
所
長
一
名
股
員
二
名
𥡴
查
二
名
守
衛

隊
十
名
統
轄
各
區
官
補
助
縣
知
事
辦
理
地
方
警
政
又
縣
署
内
置
警

察
隊
四
十
名
專
事
廵
緝
至
醫
院
濟
良
所
各
項
因
荒
僻
甫
開
未
遑
舉
辦

民

團

境
内
設
有
保
衛
團
三
團
第
一
團
分
設
二
保
第
二
團
分
設
四
保
第
三

團
分
設
四
保
各
團
設
有
團
總
一
人
各
保
設
有
保
董
一
人
甲
長
一
名
牌

長
若
干
名
以
上
共
三
團
十
保
十
五
甲
共
團
丁
二
百
一
十
名
均
長
川

分
駐
要
隘
馬
團
丁
月
予
餉
江
錢
三
百
吊
步
團
丁
月
予
餉
二
百
五

十
吊
均
按
升
科
熟
地
抽
餉
計
每
熟
地
一
垧
年
分
二
季
抽
捐
每

季
保
衛
團
捐
江
錢
十
二
吊
五
百
文
此
外
每
保
又
設
預
備
團
丁
無

定
額
有
地
二
十
垧
者
出
丁
一
名
歸
各
保
統
轄
有
事
則
聚
無
事
則

散
不
支
薪
餉

清

鄉



 

清

鄉

平
時
由
警
察
㑹
同
保
衛
團
清
查
户
口
併
遵
照
黒
龍
江
清
鄉
章
程

按
項
辦
理
清
鄉
事
宜

財
政
志

田

賦

按
湯
原
田
賦
係
照
向
来
習
慣
按
册
載
已
升
科
年
限
地
畝
調
查
業

經
開
墾
成
熟
數
目
征
收
地
租
每
垧
中
等
征
地
租
大
洋
三
角
五
分
每

垧
坿
收
三
費
大
洋
二
分
又
地
租
每
百
元
收
經
征
費
大
洋
三
元
計
湯

原
十
年
度
升
科
熟
地
四
萬
九
千
零
七
十
一
垧
一
畝
七
分
共
收
地
租
大

洋
一
萬
七
千
一
百
七
十
四
元
九
角
一
分
共
收
三
費
九
百
八
十
一
元
四
角
二
分
三
厘

又
地
租
三
費
兩
項
每
百
元
加
收
經
征
費
三
元
計
共
收
經
征
費
大
洋
五

百
四
十
四
元
六
角
九
分

雜

捐

按
湯
原
縣
十
年
度
地
方
雜
捐
收
入
有
學
費
警
費
自
治
費
各
項
收

入
分
别
列
左

學
費
項
下

一
晌
捐
　
每
垧
熟
地
收
大
洋
一
角
四
分
以
五
萬
五
千
垧
計
算
約
收
大
洋
六

千
六
百
元
又
由
警
款
之
每
垧
江
錢
二
吊
内
撥
歸
四
成
可
收
江
錢
四
萬
四
千



 

吊
以
二
十
吊
合
大
洋
二
千
二
百
元

一
木
柈
捐
　
每
繩
收
江
錢
一
吊
五
百
文
以
一
萬
二
千
䋲
計
算
約
收
江
錢
一

萬
八
千
七
百
五
十
吊
以
二
十
合
大
洋
九
百
三
十
七
元

一
煤
井
捐
　
每
噸
收
江
錢
二
吊
以
二
萬
四
千
噸
計
約
收
江
錢
四
萬
八
千
吊

以
二
十
合
大
洋
二
千
四
百
元

以
上
共
收
學
費
一
萬
二
千
一
百
三
十
七
元

警
費
項
下

一
晌
捐
　
每
熟
地
一
垧
收
大
洋
二
角
一
分
四
厘
按
五
萬
五
千
垧
計
算
可
收

大
洋
一
萬
一
千
七
百
七
十
七
元
又
每
垧
加
收
江
錢
兩
吊
可
收
江
錢
十
一
萬
吊
以

二
十
合
大
洋
五
千
五
百
元
除
又
於
此
款
内
撥
出
四
成
作
為
學
款
二
千
二

百
元
外
二
共
收
大
洋
一
萬
五
千
零
七
十
元

一
商
捐
　
按
所
賣
得
之
錢
每
百
吊
收
錢
一
吊
計
闔
境
各
商
約
年
可
賣

江
錢
千
萬
吊
收
錢
十
萬
吊
合
大
洋
五
千
元

一
出
境
粮
捐
　
出
境
粮
石
價
值
百
吊
者
收
錢
一
吊
出
境
粮
價
約
有

三
百
萬
吊
可
收
錢
三
萬
吊
合
大
洋
一
千
五
百
元

一
木
柈
捐
　
每
䋲
收
兩
吊
五
百
文
按
一
萬
三
千
五
百
䋲
計
算
約

年
可
收
江
錢
三
萬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吊
合
大
洋
一
千
五
百
六
十
二
元
五
角

一
旅
捐
　
行
旅
客
人
每
人
收
銅
幣
一
枚
每
年
約
收
五
萬
二
千
枚
以



 
一
百
三
十
枚
折
洋
一
元
合
大
洋
四
百
元

一
屠
宰
捐
　
屠
猪
一
口
收
捐
小
洋
二
角
每
年
按
四
千
口
預
計
約
收
八

百
元
以
一
二
折
大
洋
六
百
六
十
六
元

一
山
貨
捐
　
山
貨
賣
錢
百
吊
收
錢
一
吊
五
百
文
每
年
約
賣
二
百
萬
吊

可
收
江
錢
三
萬
吊

一
魚
梁
執
照
　
約
年
可
收
大
洋
九
十
元

一
商
業
註
册
　
約
年
收
大
洋
三
十
元

一
沿
江
地
皮
捐
　
沿
江
營
業
房
間
佔
居
官
地
者
甲
等
每
間
收
錢

四
十
吊
乙
等
者
三
十
吊
丙
等
者
二
十
吊
每
年
約
收
江
錢
一
萬
六
千

吊
以
二
十
合
大
洋
八
百
元

以
上
共
收
二
萬
六
千
六
百
二
十
四
元

自
治
費
項
下

一
垧
捐
　
每
熟
地
一
垧
收
洋
二
分
八
厘
以
五
萬
五
千
垧
計
算
約
收
大
洋

一
千
五
百
四
十
元

一
脚
行
捐
　
年
收
大
洋
一
百
五
十
元

縣
𡻕
國
家
出
入
總
表

入
　
　
　
　
　
　
　
　
　
　
數

出
　
　
　
　
　
　
　
　
　
　
　
　
　
　
　
　
　
數

名
　
别

入
　
　
　
　
　
數

名
　
　
别

出
　
　
　
　
　
數

備
　
考



 
地
　
租

一
萬
七
千
一
百
七
十
四
元

解
　
省

同
　
　
　
上

以
省
定
法
價
隨

時
折
合

地
租
經
征
費

五
百
一
十
五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三
　
費

九
百
一
十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百
三
經
費

二
十
九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街
基
租

一
千
四
百
七
十
三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買
契
税

二
千
一
百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典
契
税

六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契
紙
費

三
百
二
十
五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雜
　
費

二
百
元
同
　
前

同
　
　
　
上

同
　
前

合
　
計

二
萬
二
千
七
百
二
十
三
元

合
　
計
二
萬
二
千
七
百
二
十
三
元

縣
𡻕
地
方
教
育
費
出
入
總
表

入

　

　

　

　

　

　

數

出
　
　
　
　
　
　
　
　
　
　
　
　
　
數

名
　
别

入
　
　
　
數

名
　
别

出
　
　
　
數

備
　
考

教
育
垧
捐
八
千
六
百
零
二
元

各學校

一
萬
一
千
二
百
六
十
九
元

均
以
江
錢
二

十
吊
合
洋
一

元

木
柈
捐

九
百
三
十
七
元

煤
井
捐

二
千
四
百
元

省

立

中

學

垧

捐

一
百
八
十
九
元

省
中
學

一
百
八
十
九
元

合
　
計
一
萬
二
千
一
百
三
十
七
元

合
　
計

一
萬
一
千
四
百
五
十
八
元



 
縣
𡻕
地
方
警
察
費
出
入
總
數
表

入
　
　
　
　
　
　
　
　
數

出
　
　
　
　
　
　
　
　
　
　
　
數

名

　

别

入
　
　
　
　
數

名

　

别

出
　
　
　
　
數

備
　
　
考

垧
　
　
捐

一
萬
五
千
零
七
十
元

警察費

一
萬
八
千
七
百
一
十
一
元

商
　
　
捐

五

千

元

出
境
粮
捐

一
千
五
百
元

木

柈

捐

一
千
五
百
六
十
二
元

旅
　
　
捐

四

百

元

警

七
千
四
百
六
十
五
元

屠

宰

捐

六
百
六
十
六
元

山

貨

捐

一
千
五
百
元

警隊費

魚
梁
執
照

九
十
六
元

商
業
註
册

三
十
元

沿
江
地
皮
捐

八
百
元

合
　
　
計
二
萬
六
千
六
百
二
十
四
元

合
　
　
計
二
萬
六
千
一
百
七
十
六
元

縣
𡻕
地
方
自
治
費
出
入
總
數
表

入
　
　
　
　
　
　
　
　
數

出
　
　
　
　
　
　
　
　
　
　
　
　
數

名
　
别

入
　
　
　
　
數

名
　
　
别

出
　
　
　
　
　
數

備
　
　
考

垧
　
捐

一
千
五
百
四
十
元

選

舉

費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元



 

脚
行
捐

一
百
五
十
元

合
　
計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元

合
　
計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元

積

貯

按
湯
原
開
闢
未
久
加
之
民
國
三
四
年
間
水
災
頗
甚
嗣
又
經
白
龍
匪
蹂

躪
十
室
九
空
各
户
逃
亡
流
徙
者
約
居
三
分
之
一
近
来
年
景
頗
佳
而

元
氣
尚
未
大
復
是
以
未
有
積
貯
事
項

蠲
䘏
無

塩

法

向
年
於
湯
原
城
内
設
榷
運
分
局
一
處
於
𠮷
林
長
春
總
倉
領
塩
按

定
價
售
賣
至
民
國
九
年
塩
法
變
更
取
消
榷
運
分
局
併
各
處
門
消

即
由
各
商
於
𠮷
林
蘭
江
塩
倉
購
運
到
湯
由
商
代
賣
其
賣
塩
之
價
仍

由
官
定
按
月
由
電
通
知

錢

法

市
靣
通
常
行
使
以
江
錢
為
本
位
至
大
洋
江
小
洋
江
滙
兑
劵
亦
間
有

用
者
但
由
商
㑹
按
期
依
照
哈
埠
價
格
為
漲
落
之
標
凖
牌
示
週

知
不
自
製
毛
帖
故
錢
法
尚
無
紊
亂
之
弊

公

債

民
國
三
四
五
六
各
年
所
發
行
公
債
民
間
頗
有
使
者
惟
因
年
景
災
歉



 

胡
匪
蹂
躪
致
使
勸
募
無
多
然
商
農
急
公
好
義
之
忱
仍
勃
然
而

興
一
聞
勸
募
均
勉
力
維
持
計
各
年
公
債
銷
出
者
共
約
有
四
千
元
之
譜

墾

務旗
丁
生
計
地

按
湯
原
於
前
清
宣
統
二
三
年
間
於
山
内
伊
松
糖
梨
川
等
處
放
出

呼
蘭
旗
丁
生
計
地
共
十
四
段
三
千
二
百
四
十
三
戸
共
荒
地
十
四
萬
五
千
四

百
三
十
垧
因
向
来
胡
匪
肆
擾
無
一
户
開
墾
者
坐
視
良
田
棄
置
荒
蕪

殊
為
可
惜

站
丁
地
無

招

墾

按
湯
旺
河
荒
地
極
廣
原
有
靣
積
三
萬
四
千
二
百
餘
方
里
除
山
河
外

計
得
荒
地
一
百
五
十
三
萬
九
千
餘
晌
大
吏
為
實
邊
計
畫
招
戸
墾
闢

當
於
前
清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七
月
署
黒
龍
江
將
軍
增
奏
准
出
放
三
十
一
年

九
月
署
將
軍
達
署
副
都
統
程
奏
准
廣
事
招
徕
派
委
湯
原
縣
劉

虞
卿
辦
理
至
三
十
四
年
始
經
竣
事
計
放
毛
荒
六
十
三
萬
九
千
八
百
餘
垧

嗣
於
民
國
元
年
於
湯
原
東
半
境
以
梧
桐
河
為
界
劃
歸
蘿
北
縣
將

湯
原
原
界
劃
出
大
丰
計
山
外
沿
江
平
坦
之
區
僅
有
荒
地
五
十
餘
萬

垧
嗣
後
連
年
水
災
加
之
胡
匪
肆
擾
所
招
徠
各
户
大
半
遷
移
他
處



 

故
迄
今
十
餘
年
墾
出
熟
地
僅
及
七
千
餘
垧
而
其
餘
三
十
餘
萬
垧

仍
舊
荒
蕪
俾
膏
腴
等
於
石
田
政
治
不
良
為
患
何
極
邊
防
空
虚

民
生
彫
弊
有
撫
斯
土
之
責
者
當
為
留
意
也

𥡴
墾
無

清

丈

於
民
國
三
年
從
事
清
丈
設
清
丈
分
局
一
處
局
長
一
人
科
員
三
人
清

丈
員
八
起
自
民
國
六
年
始
行
竣
事
計
丈
清
熟
地
七
千
五
百
三
十
垧

荒
地
三
十
萬
零
一
千
餘
垧
均
係
原
放
荒
地
又
新
放
荒
地
四
千
六
百
餘

垧
又
丈
出
可
墾
官
荒
二
十
餘
萬
垧
不
可
墾
地
六
萬
餘
垧
此
清
丈
之

大
概
也林

務

按
湯
原
縣
山
林
最
廣
天
然
利
源
至
大
且
富
惜
經
理
無
方
僅
有
天

利
林
業
公
司
衆
志
林
業
公
司
二
家
領
有
林
場
二
千
方
里
其
餘
盡

為
通
原
林
業
公
司
所
包
辦
每
年
招
工
刋
伐
刋
下
之
木
材
按
百

分
之
三
抽
分
又
為
胡
匪
擾
亂
加
之
水
道
不
修
故
每
年
刋
下
之
木

無
多

鑛

務

按
湯
原
鑛
産
極
富
惟
金
煤
為
大
宗
金
之
一
項
現
開
採
者
有
梧
桐



 
河
金
鑛
局
係
官
商
合
辦
性
質
内
設
局
長
一
人
礦
兵
三
十
人
委
員
三

人
僱
員
四
人
刻
淘
金
之
夫
二
三
千
人
按
每
碃
所
採
得
之
數
按
分
抽

收
官
金
計
每
日
可
收
官
金
二
十
餘
兩
又
黒
金
河
金
鑛
係
商
辦
性

質
現
正
著
手
探
採
尚
未
正
式
開
辦
煤
之
一
項
開
採
者
僅
鶴
立
岡
煤

礦
一
處
在
哈
埠
設
立
總
公
司
亦
係
官
商
合
辦
於
礦
處
招
工
取
煤

其
一
切
作
法
純
用
人
工
尚
未
用
機
器
惟
因
運
輸
不
便
未
能
獲
有
大
利

是
非
仿
照
西
人
用
機
器
取
煤
併
修
造
鐵
路
輪
船
以
事
運
輸
則
不
能

發
達
也漁

業

按
湯
原
南
界
松
花
江
而
湯
旺
河
衝
貫
中
央
南
約
千
里
江
中
河
中

産
魚
頗
富
但
無
人
創
辦
漁
業
天
然
之
利
任
其
棄
置
不
過
沿
江
河

住
戸
或
釣
或
網
每
年
所
取
得
者
無
多
亦
不
成
為
事
業

牧

業

按
湯
原
山
深
林
密
而
有
水
草
之
區
亦
多
殊
便
於
畜
牧
惟
民
間
均

從
事
開
墾
且
因
天
災
匪
患
十
室
九
空
全
境
人
民
所
畜
之
牛
馬
僅
為

耕

墾

之

用

尚

覺

不

足

故

未

有

言

及

牧

業

者

商

政

按
湯
原
地
靣
𨖚
濶
北
接
山
林
所
有
金
煤
等
鑛
以
及
木
植
皮
張
等
物



 
到
處
多
有
土
地
膏
腴
穀
産
物
亦
天
然
富
厚
且
南
距
松
花
江
而
航

路
尤
便
誠
属
一
極
大
商
場
但
地
處
邊
𨺪
人
民
智
識
未
開
加
以
胡
匪

出
沒
無
常
官
家
保
䕶
力
不
甚
充
分
是
以
商
業
蕭
條
坐
視
利

棄
於
地
而
不
知
惜
故
立
縣
已
十
有
七
年
全
境
僅
立
有
商
㑹
一
處
雜

貨
商
十
六
家
燒
商
五
家
藥
舖
十
家
木
匠
舖
五
家
鐵
匠
爐
三
家
鏵

爐
二
家
機
房
一
家
每
年
輸
出
貨
約
值
大
洋
九
十
六
萬
餘
元
輸
入
貨

約
值
大
洋
二
十
二
萬
餘
元
其
不
振
興
可
知
矣
倘
有
人
從
而
提
倡
之
而

官
家
尤
能
加
力
保
䕶
不
使
胡
匪
滋
生
將
見
發
達
迅
速
自
有
一
日
千

里
之
勢
是
在
有
地
方
之
責
者
之
留
意
焉
附
商
㑹
沿
革
表
及
商
品
輸
出
輸
入
表

湯
原
縣
商
㑹
沿
革
表

名
稱

地
點

經
費

第
一
次

選
舉

第
二
次

選
舉

第
三
次

選
舉

第
四
次

選
舉

第
五
次

選
舉

第
六
次

選
舉

第
七
次

選
舉

第
八
次

選
舉

第
九
次

選

舉

湯
原
縣

商
　
㑹

舊
城
基

南
　
街

由

各

商

籌

措

按

所

賣

之

錢

抽

百

分

之

一

不

足

由

各

商

按

分

均

攤

前
清
宣

統
三
年

十
月
選

得
總
理

蕭
桐
陽

㑹
董

丁
献
琛

王
文
輝

滕
克
永

錢
恩
溥

梅
廷
玉

曹
藎
德

等

民
國
元

年
七
月
選

得
曹
藎

德
為
總

理
㑹
董

丁
献
琛

王
文
輝

勝
克
永

錢
恩
溥

梅
廷
玉

等

民
國
二
年

七
月
選
舉

總
理
㑹
董

與
二
次
同

民
國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選
得

丁
献
琛

為
總
理

㑹
董
曹

藎
德
王

文
輝
滕

克
永
錢

恩
溥
梅

廷
玉
等

民
國
四
年

十
一
月
選

得
㑹
長

曹
藎
德

副
㑹
長

張
廷
印

㑹
　
董

王
元
才

于
鳴
岐

周
懋
盛

蕭
天
聚

劉
開
國

牛
起
雲

丁
献
琛

王
存
厚

葛
春
陽

王
樹
槐

民
國
七
年

四
月
選

得
㑹
長

郭
振
隆

副
㑹
長

王
樹
槐

㑹
董

曹
藎
德

張
廷
印

王
元
才

于
鳴
岐

周
懋
盛

蕭
天
聚

劉
開
國

牛
起
雲

于
献
琛

王
存
厚

民
國
八
年

七
月
選

得
㑹
長

張
廷
印

副
㑹
長

周
懋
勝

㑹
　
董

于
時
順

張
鴻
翥

李
月
亭

周
振
先

李
雲
路

闗
祿
勲

鄒
樹
柏

王
錫
齡

詹
恒
閣

宋
鍾
竣

民

國

九

年
三
月
選

得

㑹

長

周

懋

勝

副

㑹

長

孫

厚

基

㑹
　
　
董

張

廷

印

于

時

順

張

鴻

翥

李

月

亭

周

振

先

李

雲

路

闗

祿

勲

鄒

樹

柏

王

錫

齡

詹

恒

閣

民
國
土
年

一
月
選
得

㑹
　
長

劉

開

國

副

㑹

長

羅

宗

學

㑹
　
　
董

郭

振

隆

周

振

先

郭

延

年

周

繡

章

周

懋

勝

胡

樹

軒

孫

厚

基

蕭

致

中

徐

善

軒

姚

印

堂



 

宋
鍾
竣

胡
殿
文

李
　
憲

徐
鍾
岳

盧
玉
山

韓
日
昂

于
時
順

等

葛
春
陽

宋
鍾
竣

胡
殿
文

李
　
憲

徐
鍾
岳

盧
玉
山

韓
日
昂

等
于
時
順

唐
錦
清

吕
元
才

臧
緒
榮

戰
之
福

胡
殿
文

董
振
鈞

周
景
恒

等

宋
鍾
竣

唐
錦
清

吕
元
才

臧
緒
榮

戰
之
福

胡
殿
文

董
振
鈞

周
景
恒

等

詹
恒
閣

闗
祿
勲

魏
麟
昌

譚
鏡
湖

沈
萬
鰲

劉
連
玉

陳
鳯
林

薜
思
良

張
廷
鳳

王
進
階

曲
振
鐸

董
廷
珍

等

商

品

輸

入

商

品

輸

出

名

　

稱

量

　

數

價

　

額

合

　

計

名

　

稱

量

　

數

價

　

額

合

　

計

大
尺
布

件

一
〇
八
〇
〇
.

元

.
〇
〇
四
〇
.

元

二
三
〇
〇
〇

小
　
麥

石

.
五
〇
〇
〇
.

元

.
〇
〇
二
五

元

一
二
.
五
〇
〇
〇

清
水
布

疋

二
〇
〇
〇
.

元

.
〇
〇
〇
一
.
五

元

.
三
〇
〇
〇

元
　
豆

石

三
.
〇
〇
〇
〇

.
〇
〇
一
五

四
五
.
〇
〇
〇
〇

套
　
布

件

〇
四
〇
〇
.

.
〇
〇
八
〇
.

三
.
二
〇
〇
〇

小
　
豆

石

.
〇
二
〇
〇
.

.
〇
〇
一
二

.
二
四
〇
〇

花
旗
布

件

.
〇
一
〇
〇
.

.
〇
一
七
〇
.

一
.
七
〇
〇
〇

紅
　
粮

石

二
〇
〇
〇
.

.
〇
〇
一
〇
.

二
.
〇
〇
〇
〇

市
　
布

件

.
〇
〇
八
〇
.

.
〇
二
三
〇
.

一
.
八
四
〇
〇
.

穀
　
子

石

五
〇
〇
.

.
〇
〇
〇
七
.

.
三
五
〇
〇

坎
　
布

件

.
〇
〇
四
〇
.
.
〇
　
二
四
〇
.

.
九
六
〇
〇
.

包
兒
米

石

一
〇
〇
〇
.

七
.

.
七
〇
〇
〇

連
　
布

件

一
〇
.

.
〇
二
二
〇
.

.
二
二
〇
〇
.

豆
　
餅

塊

三
〇
〇
〇
.

元
角

〇
〇
〇
〇
.
四

一
二
〇
〇

洋
　
線

打

一
〇
〇
.

〇
〇
〇
九
.

九
〇
〇

豆
　
油

斤

一
.
〇
〇
〇
〇

元

〇
〇
〇
〇
.
一
五

.
一
五
〇
〇

庫
　
縀

尺

五
〇
〇
.

元

.
〇
〇
〇
一
.
三

.
〇
六
五
〇
.

白
　
酒

斤

一
二
.
〇
〇
〇
〇

元

〇
〇
〇
〇
.
一
五

一
.
八
〇
〇
〇

海
　
紙

塊

二
〇
〇
.

元

〇
〇
〇
二
.
八

〇
五
六
〇
.

煤

噸

五
〇
〇
〇

元

三
〇
.

一
五
.
〇
〇
〇
〇



 

金
　
箔

簍
五
.

元

〇
〇
一
一
.
五

〇
五
七
五
.

金
　
沙

.
三
〇
〇
〇

三
〇

九
.
〇
〇
〇
〇

粉
連
紙

打

四
〇
.

一
八
.

元

〇
七
二
〇

皮
　
張

張

五
.
〇
〇
〇
〇
.
.
〇
〇
〇
一
.

五
.
〇
〇
〇
〇

棉
　
花

斤

三
.
〇
〇
〇
〇
.

元

〇
〇
〇
〇
.
五

一
.
五
〇
〇
〇

木
　
料

.
〇
二
〇
〇

元

三
〇
〇
.

六
.
〇
〇
〇
〇

茶
　
葉

斤

一
〇
〇
〇
.

元

〇
〇
〇
〇
.
八

八
〇
〇
.

洋
　
火

箱

二
〇
〇
.

.
〇
〇
〇
八
.
五

一
七
〇
〇
.

洋
　
油

箱

四
〇
〇
.

八
五

三
四
〇
〇
.

各
項
下

等
雜
貨

一
〇
〇
〇
〇

總
　
計

二
二
.
八
五
〇
五

總
　
計

元

九
六
.
五
一
〇
〇
.

𨜚
政

按
湯
原
自
民
國
三
年
裁
撤
文
報
局
後
所
有
往
来
信
件
及
公
文
均
由
𨜚

寄
但
未
設
局
由
殷
實
商
號
代
理
𨜚
事
嗣
後
𨜚
件
稍
繁
於
民
國
八
年

七
月
設
立
三
等
𨜚
政
局
一
處
内
設
局
長
一
人
信
差
一
名
所
有
往
来
信

差
歸
𠮷
林
依
蘭
及
富
錦
各
𨜚
局
節
制
現
下
每
年
平
均
收
入
款
約

大
洋
九
百
餘
元
支
出
七
百
餘
元
文
報
局
已
裁
撤
應
不
贅
述

電
報
局

現
正
籌
備
設
立
已
由
交
通
部
令
委
員
徐
國
棟
於
縣
城
開
辦
電
局

尚
未
吿
成



 

路

政鐵

道

無

官

道

由
縣
向
西
南
行
三
百
里
至
通
河
縣
由
縣
向
東
北
行
五
百
里
至
蘿
北
縣

由
縣
向
北
行
千
三
百
里
穿
過
小
興
安
嶺
至
烏
雲
設
治
局
由
縣
向
西
北

行
千
里
至
慶
城
縣
向
正
西
行
千
里
至
鐵
驪
設
治
局

𨜚
政
路
綫
由
縣
向
西
南
行
一
百
二
十
里
過
松
花
江
至
𠮷
林
依
蘭
縣
𨜚
政

局
由
縣
向
東
行
八
十
里
過
松
花
江
至
吉
林
樺
川
縣
属
佳
木
斯
鎮
𨜚
政
局

北
京
路
綫
由
縣
向
西
行
松
花
江
航
路
八
百
里
至
哈
爾
濱
再
由
中
東
鐵
路

五
百
里
至
長
春
縣
再
由
南
滿
鐵
路
五
百
二
十
里
至
奉
天
省
城
再
由
京
奉

鐵
路
一
千
七
百
十
四
里
至
北
京

航

政

無

教

育

湯
原
地
處
邊
𨺪
户
口
寥
落
教
育
一
事
尚
未
發
達
計
境
内
現
僅
有
縣

教
育
㑹
一
處
勸
學
所
一
處
縣
立
高
等
小
學
校
一
處
縣
立
國
民
學
校

五
處
女
子
國
民
學
校
一
處
表
附

縣

教

育

㑹

表

名

　

稱

地

　

㸃

職

　

員

姓

　

名

成

立

年

月



 

縣

　

教

育

　

㑹

附

設

勸

學

所

正

㑹

長

于

聯

芳

民

國

七

年

九

月

副

㑹

長

劉

玉

清

評

議

員

韓

德

秀

吕

　

　

璞

申

錫

萬

姚

蘭

亭

文
牘
兼
庻
務

高

　

　

鑫

歡
學
所
表

名
　
　
稱

地
　
　
㸃

職
　
　
　
員

姓

　

　

名

成

立

年

月

勸

學

所

舊

縣

城

南

門

外

所
長
兼
縣
視
學

于

聯

芳

民

國

七

年

三

月

歡
　
學
　
員

尹

維

山

㑹

計

員

王

九

皋

各
學
校
表

校
　
　
名

地
　
㸃

成

　

立

年

　

月

職

　

教

員

　

數

姓

　

名

班

　

數

學

生

數

縣

立

第

一

高

等

小

學

並

附

設

第

一

國

民

學

校

舊

縣

城

南

門

外

清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三
月

校
　
　
　
長

學
監
兼
正
教
員

正

教

員

正

教

員

助

教

員

朱

志

學

韓

紹

愈

厲

　

文

王

丕

基

荆

秀

堂

高
等
三
班

國
民
複
式
一
班

七
十
二
人

四
十
一
人

縣

立

第

二

國

民

學

校

舊

縣

城

西

門

裡

民

國

六

年

八

月

校
　
　
　
長

陳

　

貴

二
　
　
班

八
十
六
人

正

教

員

徐

殿

芳

副

教

員

黄

永

清

縣
立
第
三
國
民
學
校

鶴
　
　
岡
民
國
六
年
四
月

校
長
兼
教
員

姜

含

章

一
　
　
班

三

十

五

縣
立
第
四
國
民
學
校

黄

花

岡
民
國
八
年
八
月

校
長
兼
教
員

董

保

貴

一
　
　
班

三

十

四

縣
立
第
五
國
民
學
校

新
縣
城
北
門
裡

民
國
十
一
年
八
月

校
長
兼
教
員

高

　

鑫

一
　
　
班

四

十

五

縣
立
第
一
女
子
國

民
學
校

舊

縣

城

西

門

裡
民
國
八
年
八
月

校
　
　
　
長

栁

文

雅

複
式
級
一
班

六

十

四

教
　
　
　
員

栁

文

佑



 
在
各
處
留
學
畢
業
生
表

地
　
㸃

校
　
　
名

姓

　

名

肄

業

年

數

畢

業

等

級

黒
龍
江
省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于

聯

芳

師

範

第

三

級

姚

蘭

亭

同

　

上

馬

世

蕃

第

四

級

劉

玉

清

第

五

級

韓

徳

秀

同

　

上

朱

志

學

以
上
六
名
均
係
肄
業
五
年

第

　

六

　

　

級

黒
龍
江
省

省
立
第
一

工
業
學
校

陳

　

貴

工

業

第

三

級

尹

維

山

以
上
二
名
均
係
肄
業
四
年

同

　

上

在
各
處
留
學
肄
業
生
表

地

　

㸃

校
　
名

姓
　
　
名

肄

業

年

數

畢

業

等

級

瀋

　

陽
國
立
高
等
師
範
學
校

馬

世

蕃

四
　
年

奉

　

天

省

立

中

學

校

侯

振

興

四
　
年

奉

　

天
省

立

中

學

校

馬

裕

蕃

四
　
年

黒

龍

江
省
立
第
一
工
業
學
校

石
　
振
芳

四
　
年

社
㑹
教
育

按
全
縣
僅
有
私
立
學
塾
二
十
八
處
共
學
生
五
百
三
十
六
名
至
於
講

演
各
所
因
戸
口
寥
落
市
鎮
蕭
索
均
付
闕
如

司
法
行
政

按
湯
原
縣
未
立
有
各
級
審
判
檢
察
等
廳
所
有
司
法
各
事
由
縣
知
事
兼

理
設
承
審
員
一
人
書
記
一
人
錄
事
一
人
辦
理
地
方
及
初
級
民
刑
訴
訟
等

事
所
有
經
費
由
截
留
五
成
罰
款
内
提
支
不
足
由
縣
知
事
自
行
彌
補
約

全
年
收
入
訟
費
罰
金
等
款
不
過
六
百
餘
元
民
刑
案
件
不
過
五
十
餘
起
表
附



 

湯
原
縣
司
法
收
入
及
民
刑
案
件
數
目
表

司

法

收

入

數

目

收
　
入

民
刑
　
事

案
　
　
件

訟

費

狀

紙

罰

金

鈔
錄
費

送
達
費

合
計

民
　
事

刑
　
　
事

合
　
　
計

二
百
一

十
六
元

一
百
三

十
六
元

一
百
九

十
二
元

五
十
二

元

四
十
四

元

六
百
四

十
元

二

十

七

件

二

十

六

件

五

十

三

件

解
高

審
𠫊

解
高

檢
𠫊

十
分
之

五
　
解

財
政
𠫊

解
高

審
𠫊

解
高

審
𠫊

監
獄
設
於
縣
公
署
西
院
内
修
有
監
室
八
間
辦
公
室
二
間
厨
室
二
間
庫

室
一
間
均
瓦
房
設
管
獄
員
一
員
僱
員
一
員
醫
士
一
員
男
看
守
四
名
女

看
守
一
名
現
有
已
决
男
犯
二
十
七
名
未
决
男
犯
七
名
月
支
薪
俸
一
百
零

七
元
辦
公
十
五
元
雜
費
十
九
元
囚
粮
五
十
六
元
共
月
支
洋
一
百
九
十
七
元
年

支
二
千
三
百
六
十
四
元
監
獄
内
未
設
有
各
工
厰
所
是
以
僅
有
支
出
未
有

收
入禮

志𠮷
禮社

稷
壇
無

先
農
壇
無

耕
藉
無



 

神
祗
壇
無

大

雩

鄉
村
遇
有
旱
潦
過
甚
之
時
羣
聚
跪
拜
於
各
鄉
所
立
之
土
地
廟
或
另

立
一
龍
王
龕
祈
禱
呼
號
俗
謂
之
求
雨
或
求
晴

祀

孔

每
逢
春
秋
上
丁
日
地
方
縣
知
事
率
領
闔
署
職
員
暨
各
學
校
職
教
員
學

生
併
城
内
紳
商
於
城
内
高
等
小
學
校
禮
堂
内
用
羊
一
豕
一
暨
各
祭
品

致
祭
至
聖
先
師
行
三
跪
九
叩
之
三
献
禮
又
各
私
塾
於
春
秋
上
丁
日
暨

孔
子
誕
日
亦
均
致
祭
行
禮
祭
用
香
酒
行
一
跪
三
叩
禮

功
臣
廟
祀
無

羣
祀
無

王
公
家
廟
無

士
庻
薦
寢

漢
人
多
於
寢
室
正
間
或
别
置
尊
潔
之
處
為
祭
祖
之
所
有
懸
挂
家

譜
者
有
設
牌
位
者
每
至
陰
曆
年
及
正
月
十
五
等
日
備
辦
菜
飯
饅
首

等
物
品
供
俸
三
日
家
長
率
子
弟
焚
香
奠
酒
行
跪
拜
禮
遇
有
喜
慶

事
時
亦
然
旗
人
多
於
寢
室
之
西
間
西
墻
供
俸
神
龕
或
二
或
三
内

有
祖
先
及
闗
老
爺
或
佛
爺
等
神
每
值
陰
曆
年
或
婚
嫁
時
焚
香



 

奠
酒
行
跪
拜
禮
亦
有
於
春
秋
時
間
用
羊
祀
祭
祖
之
禮

嘉

禮王
公
册
封
無

王
公
册
封
儀
無

冬
至

普
通
人
民
於
冬
至
時
多
無
禮
節
惟
由
山
東
遷
来
民
戸
間
有
行
之
者
屆
時

備
辦
菜
飯
饅
首
等
物
於
室
内
神
位
前
家
長
率
子
弟
焚
香
奠
酒

行
跪
拜
禮

春

節

鄉
間
不
知
春
節
但
照
舊
過
陰
曆
年
相
見
均
相
揖
問
好
併
説
𠮷
祥
語

間
有
鞠
躬
者

萬
夀
慶
賀
無

王
公
以
下
儀
從
無

各
官
員
儀
從

湯
原
開
闢
未
久
無
官
員
儀
從
之
可
言
地
方
官
以
簡
便
為
主
均
無
從

前
之
旗
鑼
傘
扇
各
色
設
備
惟
遇
必
要
時
酌
帶
警
察
以
為
警
衛

王
公
及
官
員
兵
丁
冠
服

境
内
未
有
王
公
縣
知
事
平
素
穿
便
服
遇
有
典
禮
則
遵
定
制
用
大
禮
服



 

大
禮
帽
陸
軍
官
員
兵
丁
則
用
陸
軍
制
服
警
察
官
員
警
士
則
用
警
察

制
服
各
以
其
現
有
之
品
級
别
為
差
等
車
輿
則
多
普
通
轎
車
︵
俗
謂

之
小
車
︶
或
用
外
國
馬
車

王
公
及
官
員
兵
丁
婚
禮

王
公
無
官
員
兵
丁
婚
禮
與
普
通
婚
禮
同

婚
禮
通
例

用
媒
妁
定
儀
即
冩
婚
書
送
於
女
家
俗
名
下
柬
相
繼
以
錢
幣
布
疋
衣

服
首
飾
猪
酒
等
物
送
之
女
家
俗
呼
謂
之
過
禮
娶
有
定
期
則
通
知
女

家
俗
呼
謂
之
送
日
子
至
婚
期
先
一
日
婿
至
岳
家
親
迎
在
岳
家
神
位

前
行
跪
拜
禮
併
拜
岳
家
親
族
及
期
迎
歸
院
内
設
香
案
焚
香
紙
奠

酒
新
婦
下
車
首
蓋
紅
巾
夫
婦
同
向
香
案
跪
拜
亦
有
婦
立
而
夫
獨

跪
拜
者
俗
呼
謂
之
拜
天
地
拜
畢
有
娶
親
女
婆
及
女
家
親
眷
扶
新
婦

行
婿
先
婦
後
入
幃
同
坐
須
臾
婿
去
新
婦
梳
妝
畢
遍
謁
婿
家
女
眷

翌
日
晨
起
在
室
内
神
位
前
焚
香
夫
婦
同
跪
拜
行
廟
見
禮
復
按
婿

家
親
属
尊
卑
依
次
拜
之
越
七
八
日
夫
婦
同
到
岳
家
一
行
俗
呼
謂
之

回
門
又
名
回
酒
現
在
間
有
行
新
訂
文
明
結
婚
式
者
然
此
在
城
内
開

通
人
家
則
不
少
概
見
而
鄉
村
則
仍
舊
習
也

鄉

飯

酒



 

每
屆
陰
曆
正
月
中
旬
閑
居
無
事
鄉
間
以
過
年
之
所
餘
酒
肉
置
備
酒

席
互
相
飲
筵
俗
呼
之
謂
㑹
年
茶

受
朔
無

迎
春

湯
原
洪
荒
甫
闢
從
前
迎
春
各
禮
尚
未
舉
行

賓

禮

使
聘
往
来

外
國
官
員
遊
厯
到
境
進
謁
時
地
方
官
迎
至
室
外
互
相
脱
帽
行
一
鞠

躬
禮
兼
行
握
手
禮
去
時
地
方
官
送
至
大
堂
前
互
相
脱
帽
行
一
鞠

躬
禮
而
别

王
公
相
見
無

文
官
相
見

迎
送
均
各
脱
帽
行
一
鞠
躬
禮

武
官
相
見

迎
送
均
各
立
正
以
手
加
額

文
武
官
相
見

文
官
則
脱
帽
一
鞠
躬
武
官
則
立
正
以
手
加
額

滿
漢
相
見



 
均
各
脱
帽
行
一
鞠
躬
禮
而
鄉
村
滿
人
間
亦
有
行
屈
膝
請
安
禮

士
民
相
見

均
行
脱
帽
鞠
躬
禮

軍
禮
無

凶

禮

庻
士
庻
民
䘮

湯
原
開
闢
未
久
所
有
人
民
均
係
来
自
他
方
各
本
舊
習
以
相
沿
用
禮

無
士
民
之
分
所
有
殮
殯
葬
祭
等
事
大
概
始
死
哭
於
廟
俗
謂
之
報

廟
︵
旗
人
無
哭
廟
禮
於
三
日
赴
廟
燒
奠
紙
酒
謂
之
送
三
︶
有
即
日
殮
者

亦
有
三
日
殮
者
因
以
成
服
斬
衰
用
粗
白
布
齊
衰
用
稍
粗
白
布
冠
亦

如
之
大
功
以
下
僅
用
白
布
為
帶
每
七
致
祭
至
七
七
日
百
日
均
祭
之
至
一

年
致
祭
俗
呼
之
謂
燒
週
年
至
三
週
始
禫
祭
除
服
︵
旗
人
則
百
日
即
除
之
︶

停
柩
三
五
日
或
一
七
或
百
日
訃
於
逺
近
親
族
祭
用
菜
飯
麫
供
︵
俗
呼
蒸

饅
頭
︶
燒
紙
錁
焚
香
奠
酒
行
一
跪
四
叩
首
禮
而
富
者
亦
有
於
葬
之

前
一
日
成
立
神
主
者
或
有
於
始
死
之
時
即
請
僧
道
七
八
人
念
經
者
或

有
多
紥
紙
馬
人
房
屋
等
物
於
葬
之
時
燒
化
者
此
禮
之
雜
然
不
同
雖

習
慣
使
然
亦
多
因
貧
富
而
判
其
豐
儉
也

武
備
志



 

旗
兵
無

防
營
無

陸
軍

駐
於
城
内
有
陸
軍
第
一
混
成
旅
步
三
團
第
三
營
營
部
有
步
兵
一
連

又
於
舊
城
基
駐
有
步
兵
一
連
又
於
鶴
岡
鎮
駐
步
兵
一
連
均
歸
第
三

營
營
長
節
制
管
轄

職
官
志

文
職

設
一
縣
知
事
辦
理
地
方
行
政
兼
理
司
法
事
宜
内
設
兩
科
其
所
統
轄
者

有
監
獄
員
承
審
員
及
警
察
所
長
併
各
區
警
察
區
官
附
沿
革
表

湯
原
縣
文
職
沿
革
表

年
代

縣

知

事

監

獄

員

承
　
審
　
員

警
察
所
長

區
　
　
官

前

清

光

緒
三
十
三

年

三

十

四
　
年

劉

虞

卿

𠮷
林
縣

宣
統
元

二
年

周

文

華

安
徽

合
肥
縣

宣
統
三

年
及
民

國
元
二

三
四
年

王

繼

業
浙
江

紹
興
縣

胡

孚

申湖
北

徐

文

海山
東

周

紹

漢浙
江

程

貴

祥

閆

丹

書

山
西
蒲
縣



 
民

國

五

年

文
　
　
會

浙
江

陶

秉

淵
江
蘇

民

國

六

年

李

映

庚
山
西

民

國

七

年

𡩋

與

齡
四
川

李

存

恩
四
川

吳
　
　
　
䥥

四
川

民

國

八

年

孫

裕

國

直
　
隸

饒
陽
縣

武

廷

章
奉
天

張

書

紳
奉
天

韓

新

文

直
　
隸

姚

維

清
直
隸

以

上

未

詳

民

國

九

年

十

年

伊

雙

慶

吉
　
林

雙
城
縣

楊

濟

衆

直
　
隸

李

恩

霖

奉
　
天

海
　
城

闗

永

年

奉
天
錦
縣

張

奉

璋

奉
天
錦
縣

劉

家

讓

吉
林
雙
城

第
一
區
𨶒
海
倫

第
二
區
李
保
山

第
三
區
蘇
向
廷

第
四
區
胡
麟
閣

第
五
區
李
鳳
儀

武

職

按
湯
原
開
闢
未
久
原
無
設
有
各
種
武
官
所
有
防
禦
匪
患
均
責
成
駐
防

陸
軍
及
地
方
警
察
併
各
保
衛
團
但
陸
軍
係
為
國
防
而
設
駐
防
地
方
不

過
臨
時
權
宜
之
計
而
來
往
調
遣
迄
無
一
定
茲
將
現
時
駐
防
之
陸
軍

官
佐
表
附
於
左
以
備
攷
核
併
附
保
衛
團
人
員
表

湯

原

縣

駐

陸

軍

官

員

表



 

官

　

職

姓

　

　

名

駐

　

在

　

地

兵

　

　

　

　

數

營

　

長

陸

　

春

　

溥

縣

　

　

　

城

步

兵

一

連

營

　

副

王

　

樹

　

林

縣

　

　

　

城

連

　

長

陸

　

春

　

生

縣

　

　

　

城

步

兵

一

連

連

　

長

李

　

常

　

恩

舊

　

城

　

基

步

兵

一

連

連

　

長

藍

　

得

　

勝

鶴

　

立

　

岡

步

兵

一

連

湯

原

縣

保

衛

團

職

員

表

職
　
　
别

姓

　

　

　

名

駐

　

在

　

地

兵

　

　

　

　

數

第
一
團
團
總

宋

　

雨

　

田

縣

　

城

　

北

第
一
保
保
董

魏

　

永

　

和

西

　

北

　

溝

二

　

十

　

名

第
二
保
保
董

王

　

成

　

林

太

　

平

　

川

二

　

十

　

名

第
二
團
團
總

盧

　

玉

　

山

鶴

　

立

　

岡

第
一
保
保
董

楊

　

　

　

均

尹

家

油

房

二

十

名

第
二
保
保
董

王

　

瑞

　

五

黄

　

花

　

岡

四

十

名

第
三
保
保
董

牟

　

品

　

三

鶴

　

立

　

岡

十

　

五

　

名

第
四
保
保
董

張

　

振

　

邦

蓮

　

花

　

鎮

十

　

五

　

名

第
三
團
團
總

楊

　

景

　

全

湯

旺

河

西

第
一
保
保
董

葛

　

文

　

顯

三

家

子

屯

二

十

五

名



 
第
二
保
保
董

馮

　

　

　

舉

老

地

局

子

屯

二

十

五

名

第
三
保
保
董

李

　

桂

　

昌

永

聚

屯

十

五

名

第
四
保
保
董

吳

　

文

　

魁

紅

石

磖

子

十

五

名

名

宦

湯

原

縣

名

宦

官

　

　

　

　

名

姓

　

　

名

事

　

　

　

　

蹟

前

湯

原

縣

知

事

劉

虞

卿

出
放
湯
旺
河
等
處
荒
地
在
湯
原
縣
設
治

前

駐

俄

京

莫

斯

科

副

領

事

劉

　

　

雯

設

立

在

俄

華

僑

會

充

當

華

僑

會

會

長

運

送

華

僑

回

國

前
吉
林
樺
川
縣
属
佳
木
斯
木
石
税
局
局
長

劉

家

聲

選

舉

志

襲

廕
無

明

經
無

薦

辟

劉

霨

於

民

國

十

年

經

省

議

會

複

選

當

選

充

省

議

會

議

員

法

官
無

甄

錄
無

知

事

試

驗
無

人

物

志



 

列

傳

無

忠

節

節
婦
孔
范
氏
原
籍
吉
林
依
蘭
縣
范
廣
信
之
長
女
年
十
八
𡻕
于
歸
山

左
孔
氏
憲
周
為
妻
秉
性
賢
淑
事
翁
姑
克
盡
孝
道
生
三
子
二
女
長

子
慶
餘
次
慶
海
季
慶
江
嗣
因
夫
兄
憲
和
由
山
東
原
籍
来
尋
父
節

婦
詢
知
家
有
老
母
輒
欲
接
取
同
居
不
意
翁
夫
相
繼
病
故
時
節
婦

二
十
七
𡻕
號
泣
幾
不
欲
生
頼
夫
兄
憲
和
曉
以
養
生
送
死
大
義
節

婦
乃
節
哀
撫
養
子
女
成
人
因
勸
夫
兄
憲
和
旋
里
接
取
老
母
母
至

節
婦
倍
加
孝
養
於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闔
家
遷
至
湯
原
縣
城
東
太
平

川
居
住
節
婦
矢
志
冰
霜
厯
二
十
餘
年
如
一
日
事
姑
盡
孝
事
夫
兄

盡
禮
教
子
有
方
鄉
里
戚
𧨏
羡
慕
殊
深
尤
恐
其
行
事
泯
然
無
聞
遂

共
請
諸
大
府
照
例
褒
揚
於
民
國
十
年
五
月
奉

大
總
統
令
准
給
予
孔
范
氏
白
綬
銀
章
一
座
節
勵
松
筠
匾
額
一
架

孝

友

孔
憲
和
者
原
籍
山
東
福
山
縣
人
父
昭
魁
母
劉
氏
弟
憲
周
憲
和
生
甫
數

𡻕
父
因
年
荒
出
外
謀
生
憲
和
上
事
慈
親
下
撫
幼
弟
十
餘
年
至
二
十
一

𡻕

出
外
尋
父
遍
厯
闗
東
三
省
奔
走
數
千
里
年
餘
無
父
耗
始
旋

里
復
遣
弟
憲
周
尋
父
數
年
久
無
信
音
適
鄰
人
鄭
姓
由
𠮷
林
歸
云



 
憲
周
父
子
在
𠮷
林
三
姓
東
北
大
磖
子
地
方
開
設
小
舖
生
理
憲
和
聞
之

又
辭
母
往
尋
始
得
見
父
遂
勸
父
歸
家
父
以
開
有
生
理
遷
延
不
果
欲

為
憲
和
成
室
憲
和
因
母
在
家
日
不
得
一
飽
辭
不
婚
娶
延
至
是
年

六
月
其
父
因
病
身
故
憲
和
哀
哭
死
而
復
甦
者
數
次
次
年
弟
憲
周

亦
病
故
遺
妻
范
氏
年
僅
二
十
有
七
生
有
三
子
二
女
皆
幼
稚
憲
和

際
此
撫
孤
寡
謀
生
計
十
年
未
得
還
鄉
幸
藉
鄰
人
鄭
某
之
便
𡻕

寄
數
金
瞻
母
至
前
清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冬
始
旋
里
接
母
就
養
及

抵

家

母

適

在

病

中

憲

和

焚

香

籲

天

祈

以

身

代

晝

夜

侍

湯

藥

衣

不

解

帶

者

兩

閲

月

始

就

痊

可

所

有

帶

来

川

資

半

為

藥

餌

耗
去
於
二
十
六
年
三
月
奉
母
徒
步
就
道
行
五
十
餘
日
始
抵
𠮷
林
是

年
秋
母
與
議
婚
憲
和
泣
云
吾
父
辛
苦
半
生
未
得
一
日
孝
養
薄

有
餘
資
皆
吾
父
所
留
遺
何
敢
藉
以
圖
安
𨓜
况
三
姪
均
已
成
立
孔

氏
有
後
足
矣
卒
不
娶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姪
慶
餘
在
湯
原
縣
東
北
太

平
川
領
荒
地
一
段
因
率
家
属
移
此
務
農
為
業
至
民
國
元
年
十
月
遵
母

命
過
繼
姪
慶
江
為
子
其
弟
憲
周
第
三
子
也
迄
今
一
門
孝
友
逺
近
稱

羡
憲
和
教
訓
子
姪
諸
孫
均
有
法
度
事
母
至
孝
年
六
十
餘
孺
慕
之
誠

不
減
孩
提
戚
友
至
其
家
者
見
其
長
幼
怡
怡
孝
悌
之
心
不
覺
油
然
而

生
故
詳
述
其
行
狀
事
實
聞
諸
大
府
於
民
國
十
年
五
月
奉



 

大
總
統
令
賜
與
黄
綬
銀
章
一
座
至
性
過
人
匾
額
一
架

義

行

民
婦
孔
劉
氏
原
籍
山
東
福
山
縣
人
於
前
清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舉
家
由
𠮷

林
三
姓
遷
居
湯
原
縣
城
東
北
太
平
川
地
方
係
山
東
福
山
縣

已
故
孔
昭
魁
之
妻
湯
原
縣
民
孔
憲
和
之
母
甲
長
孔
慶
餘
之

祖
母
生
而
賢
淑
幼
秉
母
訓
十
九
𡻕

于
歸
孔
氏
翁
姑
早
世
佐

夫
子
勤
儉
持
家
生
二
子
長
憲
和
次
憲
周
適
年
荒
夫
逺
出
謀

生
計
二
十
餘
載
無
音
耗
厯
盡
艱
辛
撫
養
二
子
成
立
迺
命
長

子
憲
和
出
外
尋
父
時
憲
和
二
十
一
𡻕

東
西
奔
馳
數
千
里
徧

厯
城
鄉
年
餘
無
耗
恐
母
憂
念
不
得
已
旋
里
又
二
年
復
遣
次

子
憲
周
尋
父
行
至
𠮷

林
三
姓
界
北
大
磖
子
地
方
父
子
得
相

遇
又
數
年
無
耗
適
有
隣
人
鄭
姓
者
道
及
其
父
子
在
外
作
小

負
販
次
子
已
娶
妻
生
子
乃
復
遣
長
子
憲
和
往
尋
得
相
遇
又

數
年
聞
夫
昭
魁
次
子
憲
周
相
繼
病
故
氏
哭
望
天
涯
憤
不
欲

生
至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長
子
憲
和
來
迎
母
就
養
𠮷

林
三
十
二

年
舉
家
遷
居
湯
原
一
門
孝
友
誠
該
氏
訓
廸
有
方
之
所
致
也

現
年
八
十
有
九
猶
復
康
强
隣
里
述
其
行
狀
於
大
府
於
民
國

十

年

五

月

奉



 

大

總

統

令

給

予

紅

綬

銀

章

一

座

鄉

里

矜

式

匾

額

一

架

烈

女

□
傳

王
姓
女
名
老
姑
年
十
七
𡻕

係
湯
原
縣
城
西
劉
家
大
岡
子
屯

人

已

許

配

尹

姓

子

名

鳳

儀

者

為

婚

尚

未

過

門

母

王

張

氏

兄

王

有

於

民

國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午

後

赴

隣

家

借

馬

推

碾

子

留

該

女

老

姑

在

家

看

守

適

有

八

浪

河

屯

居

民

尹

發

因

赴

紅

石

磖

子

屯

親

串

路

過

王

有

之

門

以

從

前

與

王

家

相

識

進

屋

稍

息

乃

見

其

母

及

兄

均

未

在

家

僅

女

一

人

在

炕

裏

靣

坐

着

遂

生

淫

心

先

用

言

調

戲

嗣

上

炕

將

女

抱

住

該

女

抗

拒

未

從

用

言

怒

罵

尹

發

憤

怒

將

女

拉

在

地

下

先

用

木

棍

擊

打

女

罵

益

急

復

將

屋

内

所

置

掏

灰

爬

拾

起

將

女

打

死

該

犯

被

警

拏

獲

遂

縣

經

詳

驗

女

屍

委

係

生

前

受

木

棍

掏

灰

爬

打

傷

身

死

兇

犯

按

律

判

抵

惟

該

女

矢

死

全

貞

殊

堪

嘉

許

已

由

法

部

呈
請

大
總
統
照
例
褒
揚
矣

流
寓
無

方
技
無

藝
文
志



 

詔

勅

令文詩賦
以
上
均
無

蒙

旗

志

襲

爵

法

制

蒙

荒
以
上
均
無

外

交

志

約

章

交

涉

局

領

事

館
以
上
均
無

志

餘拳

匪

之

亂
無

呼

倫

貝

爾

之

變
無

胡

匪

軼

事

民

國

五

年

十

一

月

有

胡

匪

綽

號

白

龍

者

姓

沈

名

桂

林

初

充



 

湯

原

縣

西

一

區

警

士

因

而

起

意

為

匪

結

合

黒

龍

雙

龍

大

龍

等

六

人

當

將

該

區

區

官

莫

翰

章

殺

死

併

殺

死

警

士

一

名

復

結

合

三

十

餘

人

於

縣

城

外

鄉

村

搶

掠

殆

遍

又

復

往

松

花

江

對

岸

連

將

𠮷

林

富

錦

饒

河

寳

興

等

縣

攻

破

陸

軍

追

勦

未

能

得

手

民

國

八

年

由

黒

龍

江

省

獨

立

團

團

長

李

夢

庚

遣

人

招

降

各

匪

遂

於

湯

原

太

平

川

處

投

誠

共

編

陸

軍

一

連

而

白

龍

遂

一

躍

而

為

連

長

矣

黒

龍

大

龍

亦

各

就

排

長

之

職

其

餘

不

願

充

差

者

均

行

遣

散

然

其

餘

孽

未

息

近

來

三

四

年

間

胡

匪

屢

滅

屢

起

民

戸

受

其

騷

擾

十

室

九

空

官

家

保

䕶

固

有

未

周

而

白

龍

匪

之

貽

毒

亦

復

不

少

辦

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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