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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溫
振
華

棍
讓
海
關
報
告
統
計
，
一
八
七
九
年
中
國
通
商
口
岸
開
放
的
各
省
中
，
每
人
平
均
分
攤
貿
易
額
(
濁
。
『

S
E
E
-
q

泣
。
)
，
以
台
灣
的
三
海

關
兩
篇
最
高
。
如
就
一
八
六
八
至
一
八
九
四
年
，
平
均
計
算
，
台
灣
為
三
﹒
丸
海
關
兩
，
至
一
八
九
四
年
更
高
達
五
海
關
兩
，
而
全
國
一
九

O

一
年
之

每
人
平
均
分
攤
額
僅
為
一
-
O
九
海
關
兩
(
註
-
)
。
接
著
一
戶
九
九
至
一
九
二
六
年
間
，
台
灣
急
邊
的
資
本
主
義
化
(
註
一
一
)
。
國
民
政
-
時
遷
台

以
來
，
台
灣
叉
以
創
造
經
濟
奇
蹟
為
世
人
所
知
。
檢
視
台
灣
歷
史
的
發
展
，
對
於
長
久
以
來
存
在
於
台
灣
社
會
的
企
業
精
神
，
實
有
加
以
探
討
的
必

要
。
豈
ω
自
詞
。
宮
門
以
基
督
新
澈
的
倫
理
解
釋
近
代
資
本
主
義
插
神
的
發
展
歷
程
(
誼
三
)
，
使
我
們
對
近
代
西
方
社
會
有
一
層
裸
的
認
識
。
從

台
灣
漢
人
企
業
精
神
的
發
展
這
角
度
來
加
以
探
討
，
或
許
也
能
對
台
灣
社
會
的
發
展
有
進
一
層
的
瞭
解
。
要
給
企
業
精
神
下
定
義
甚
難
，
本
文
中
所

謂
的
企
業
精
神
，
以
其
最
重
要
的
商
個
要
素
為
主
，
即
謀
利
精
神
與
冒
險
精
神
。

有
關
這
個
課
題
，
陳
秋
坤
在
「
十
八
世
紀
上
半
葉
台
灣
的
開
發
」
論
文
中
，
提
及
漢
人
移
墾
中
自
劫
利
精
神
〈
註
四
)
;
林
滿
紅
在
「
茶
、
糖

、
樟
腦
業
與
晚
清
台
灣
經
濟
社
會
變
遲
」
論
文
與
「
貿
易
與
清
末
台
灣
的
經
濟
社
會
變
運
(
一
八
六

O
|

一
八
九
五
)
」
一
文
中
，
指
出
清
中
本
台
灣

賀
易
大
幅
度
選
展
的
直
醬
動
因
之
一
，
在
於
台
灣
地
區
人
民
高
度
的
市
場
取
向(B
R
W
O帥
。
三

s
z
a

〉
，
同
時
也
對
這
市
場
取
向
的
性
格
，
作

了
簡
單
的
歷
史
罔
顧
與
解
禪
〈
註
五
〉
。

上
述
二
人
的
研
究
，
對
本
文
有
極
大
的
助
益
。
本
文
主
要
的
目
的
，
著
重
企
業
精
神
發
展
的
歷
程
，
首
先
試
圖
從
漢
人
移
民
在
大
陸
原
籍
的
社

會
環
境
中
探
究
企
業
精
神
的
起
源
，
然
後
再
觀
察
這
種
精
-
神
在
台
灣
發
揚
的
過
程
。

、
閩
南
社
會
與
企
業
精
神
的
產
生

清
代
台
灣
換
人
主
要
來
自
閩
粵
兩
省
，
日
接
時
期
曾
對
台
灣
漢
人
祖
籍
府
別
作
過
詳
細
的
調
查
，
這
個
調
查
資
料
，
可
以
使
我
們
對
漢
人
祖
籍

有
個
較
確
切
的
認
識
。
茲
根
攝
此
資
料
，
將
各
籍
人
數
比
率
計
算
表
列
於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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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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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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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九
期

f 

', 

1926 年(民國 15 年，日昭和亮
的台灣漢人祖籍別人口百分比美

祖籍 百分比(%)

福建

泉 州府 44.81 ' I 
海 州府 35.17 

汀州府 1.13-

龍巖府 0.43 

福州府 0.73 

永春卅 0.55 

輿化府 0.25 

廣東

潮 1'H 府 15.63 
/ 

嘉應 州

蔥 州府

其 他 1. 30 

資
科
來
源•• 

陳
漢
光
，
日
接
時
期
台
灣
漠
挨
祖
籍
調
查
，
台
灣
文
獻
犯
卷

1
期
，
頁
八
八
資
科
計
算
得
。

從
表
中
的
百
分
比
可
看
出
，
台
灣
漢
人
的
事
主
要
是
奮
起
泉
州
兩
府
，
其
次
是
客
家
人
主
要
進
區
的
廣
東
潮
州
、
嘉
應
州
、
及
惠
州
三

府
，
其
餘
的
州
府
，
比
率
很
小
，
。
尤
以
福
建
海
泉
兩
府
居
大
多
數
，
占
總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七
九
點
九
孔
。
雖
益
這
個
資
料
調
查
的
時
間
在
日
接
昭
和

兩
年
三
九
三
弓
，
但
很
據
這
個
比
率
，
依
然
可
窺
見
魯
大
致
的
情
形
。
因
此
，
要
探
討
台
灣
換
人
企
黨
譜
，
則
必
追
溯
閩
南
社
會
經
濟
環

國
峙
，
'
。

人
口
的
消
霍
廣
映
一
地
區
的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
明
代
福
建
的
人

?
2
3
m
E
E
Z

金
會
根
攘
文
獻
資
料
詳
細
說
，

認
為
不
可
龍
笨
得
一
個
統
計
人
口
的
方
法
。
她
棍
釀
耕
地
面
積
估
計
明
太
祖
農
二
十
六
年
三
二
九
三
)
的
各
縣
人
口
，
然
以
真
是
由
護
它

十
丸
年
(
一
屆
全
)
〉
八
閩
通
志
的
人
口
記
載
相
比
較
，
認
為
成
化
十
八
年
的
人
口
是
偏
低
，
有
許
多
人
口
未
報
。
九
十
年
間
，
除
了
四
個
縣
外

，
其
餘
五
十
個
縣
人
口
皆
誠
少
，
而
其
中
有
十
二
個
縣
人
口
說
少
的
程
度
遠
百
分
之
六
十
以
上
。
這
種
現
象
可
能
興
農
民
的
遲
徒
有
關
門
註
六
)
。

就
土
地
主
國
而
言
，
明
代
福
建
的
可
耕
地
面
積
，
自
明
初
以
後
，
即
星
停
滯
的
現
象
，
由
下
列
資
料
可
反
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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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耕 年

積地 代

-
一 洪太
四 武
-'-
/、、 一祖
、
一

四

五 年
九 '" . 一
-ι-

一/、

九 九

r、 一
頃 '-../ 

'-../ 

一 話孝
• 

五 -一，刃主荒7 

、 主
一
一 年
去 r、

一. 
五九

一 O 
一

'" 一
頃 、J

、J

一 嘉世
一
五 靖

、
一宗

四 O 

七 年
一

r、. 一
一 五
一
一 國
一
一 一

一
f、、
頃 、J

閩
南
地
區
潭
泉
兩
府
的
情
形
，
也
是
一
樣
，
都
星
停
滯
現
象
(
註
七
)
。
若
就
每
人
平
均
耕
地
面
積
觀
察
，
洪
武
二
十
式
年
(
一
三
九
三
〉
全
國
每
人

平
均
耕
地
面
積
第
一
四
﹒
四
明
顱
，
福
建
僅
三
﹒
七
明
獻
，
為
全
國
各
區
中
最
少
者
;
弘
治
十
五
年
(
一
五
。
一
一
〉
，
全
國
每
人
平
均
耕
地
面
積
為

一
0
.
三
，
阻
建
為
三
﹒
五
，
依
然
為
全
國
最
少
的
地
區
(
註
八
)
。
潭
泉
兩
府
的
情
況
，
亦
與
整
個
福
建
差
不
多
。
世
宗
嘉
措
三
一
年
(
一
五
五

二
)
，
潭
州
每
人
平
均
耕
地
面
積
約
三
﹒
六
五
明
轍
，
嘉
靖
四
一
年
(
一
五
六
二
)
，
泉
州
每
人
平
均
耕
地
面
積
約
三
﹒
一
明
敵
(
註
九
)
。

十
六
世
紀
是
閩
南
社
會
經
濟
急
遞
變
遷
的
時
期
。
耕
地
本
來
有
限
的
閩
南
，
由
於
政
治
不
修
與
社
會
變
亂
，
水
利
遭
受
破
堪
，
一
遇
天
災
，
收

成
即
受
影
響
，
再
加
上
農
業
技
術
缺
乏
突
破
性
的
改
進
，
農
業
問
題
無
法
解
決
。
潭
州
府
自
嘉
蜻
九
年
(
一
五
三
0
)
至
嘉
靖
國
五
年
(
一
五
六
六

)
，
平
均
一
﹒
八
五
年
府
內
就
發
生
天
災
，
頻
率
相
當
高
。
而
稅
收
方
面
，
名
目
繁
多
，
農
民
負
擔
增
加
，
地
方
世
家
豪
紳
勾
結
政
府
，
把
戰
視
轉

據
到
自
耕
農
身
上
，
造
成
一
田
數
主
，
使
得
小
自
耕
農
喪
失
土
地
的
實
際
控
制
權
，
有
的
地
方
，
如
潭
州
南
蜻
縣
，
「
土
著
之
民
，
大
都
個
重
而
活

」
(
誼
一
O

〉
。
蔡
清
民
情
四
條
答
當
路
，
對
這
個
現
象
有
所
描
述
，
他
說
「
福
建
屬
都
人
民
，
自
、
永
樂
、
宣
德
以
後
，
多
有
田
已
盡
，
丁
己
紹
，

而
其
糧
額
猶
在
者
。
名
為
無
徵
'
灑
派
小
民
，
夫
何
時
事
推
移
，
田
產
潛
入
於
豪
右
。
上
下
欺
蔽
，
有
司
莫
為
之
分
明
。
歲
復
一
歲
，
遂
不
可
奈
何

。
叉
有
一
種
恆
產
奸
民
，
一
兀
田
不
失
一
段
，
顧
乘
造
湖
之
勢
，
買
囑
旦
書
，
飛
入
絕
戶
，
妄
指
無
徵
'
叉
作
灑
派
。
富
家
則
厚
享
無
名
之
利
，
貧
民

則
虛
受
不
報
之
害
。
、
」
(
註
一
-
〉
十
六
世
和
中
葉
(
一
五
三
二

l

六
六
〉
三
十
五
年
間
，
閩
南
地
區
二
十
九
年
中
皆
有
亂
事
，
平
均
每
一
﹒
二
年

就
有
一
次
亂
事
(
註
-
二
)
。
勘
亂
的
頻
繁
，
說
明
了
閩
南
社
會
經
濟
的
惡
化
。
這
種
惡
化
的
情
況
，
成
為
突
破
傳
統
農
村
經
濟
的
內
在
丈
量
。

明
代
中
葉
以
後
，
國
內
商
品
經
濟
的
世
達
，
以
及
葡
萄
牙
人
和
日
本
人
在
聞
漸
沿
梅
的
出
現
，
增
加
了
貿
屋
的
機
會
。
從
惡
化
的
閩
南
農
村
游

離
出
來
的
農
民
，
在
對
外
貿
易
的
搬
會
下
，
無
觀
政
府
的
海
禁
政
策
，
冒
險
和
日
人
與
葡
人
從
事
交
易
，
過
版
私
貨
，
許
多
農
民
成
搞
小
肢
。
閩
南

地
方
豪
勢
之
家
在
嘉
靖
中
期
，
亦
對
沿
海
貿
易
積
極
反
廳
，
其
組
織
規
模
勝
小
民
一
籌
，
廣
造
船
隻
'
備
有
武
裝
，
私
粥
萬
外
人
，
縱
橫
海
上
。
閩
南

，
海
澄
縣
的
月
港
，
嘉
靖
以
後
，
成
為
福
建
最
繁
榮
的
對
外
私
版
的
中
心
。
月
港
的
幅
起
，
說
明
閩
南
社
會
對
沿
海
貿
易
的
迅
速
反
應
(
註
一
三
)
。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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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九
期

四

因
此
有
「
沿
海
地
方
，
人
遍
重
利
，
•••••• 

禪
泉
為
甚
」
(
註
一
四
)
的
說
法
。

十
六
世
記
以
後
的
閩
南
社
會
，
在
強
大
的
內
力
(
社
會
經
濟
條
件
惡
化
)
的
推
動
下
與
外
力
(
海
外
貿
易
)
的
誘
引
下
，
一
種
冒
險
與
讓
祠
的

精
神
逐
漸
普
遍
成
長
。
隨
著
閩
南
移
民
台
灣
，
這
種
精
神
，
在
台
灣
新
天
地
得
以
繼
續
發
展
，
而
成
為
台
灣
漢
人
社
會
一
種
普
遍
的
新
特
質
。

二
、
土
地
的
開
墾

就
惜
代
整
個
中
國
而
言
，
土
地
利
用
的
情
形
，
依
王
業
鍵
的
分
法
，
可
歸
為
「
已
開
發
區
域
」
、
「
開
發
中
區
域
」
叫
、
「
未
開
發
區
域
」
(
註

-
五
)
。
台
灣
屬
「
開
發
中
區
域
」
'
土
地
開
塑
成
為
闊
粵
「
已
開
發
區
域
」
移
民
的
重
要
活
動
。
土
撞
開
墾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胃
酸
行
為
，
要
在
蠻

荒
憲
章
，
投
下
資
本
與
勞
力
，
以
克
服
新
環
境
的
障
礙
，
從
而
成
寄
利
用
的
資
源
。
因
此
，
這
種
墾
荒
的
冒
險
精
神
，
隨
著
土
地
的
頭
請

繼
續
誨
誨
。

台
灣
土
地
開
耕
商
景
象
與
進
度
，
從
回
國
面
積
增
加
的
情
形
可
以
窺
察

a
茲
將
方
志
中
有
闋
的
資
料
整
華
表
列
如
下
，
褲
便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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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面積:甲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戶手企更 台灣縣 鳳山縣 諸羅縣 彰化縣 淡水廳
噶瑪
蘭廳

康熙 23年 (1684年〉 8562 5048 4844 

康熙 32年( 1693年〉
10345 7249 8866 

K1783) K2201) ( 4022) 

10458 9229 10821 370 499 康熙 49年(1710年〉
( 113). (1980) (1955) 

12244 10944 15129 116仿 555 
雍正 13年(1735年〉

(1786) ~ 1715) ( 4308) (11295) ( 56) 

12204 10960 15038 13030 1819 乾隆 9年(1744年〉 (-40) ( 16) (-91) (1365) (1264) 

11994 11064 15352 13110 3609 
乾隆 20年(1755年〉

K -210) (104) ("314) ( 80) ( 1790) 

乾隆 43.....46年 18315 7567 
(1776-81年) (5205) ( 3958) 

7585 
乾隆 57年(1792年〉 ( 18) 

18621 
嘉慶 9年(1804年〉 (旬6)

嘉慶 15年(1810年〉 2444 

道光 26年(1846年〉 花74

(4830) 

7596 威豐 9年(1859年〉
(1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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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九
期

~ 

J、

資
料
來
頓
•• 

l

高
拱
乾
i

台
灣
府
志
，
國
陸
研
究
院
版
，
各
五
賦
役
志
，
頁
一
一
四
|
一
二
二
。

Z

周
一
茄
文
，
台
灣
府
志
，
國
防
研
究
院
版
，
卷
五
賦
役
志
，
頁
七
O
|
七
六
。

a

劉
良
壁
，
重
修
一
福
建
台
灣
府
志
，
台
灣
文
獻
叢
珊
七
四
種
，
卷
七
田
娥
，
頁
一
二
九
|
一
六
二
。

4

余
文
儀
，
續
修
台
灣
肘
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到
一
一
三
種
，
卷
四
賦
役
，
頁
一
九
四

l

二
二
0
。

5

周
璽
'
彰
化
縣
志
，
國
防
研
究
院
版
，
卷
六
田
賦
志
，
頁
一
六
三

l

一
六
八
。

6

陳
培
挂
，
淚
水
廳
志
，
國
防
研
究
院
版
，
卷
四
賦
役
志
，
頁
八
七
|
丸
。
。

7

陳
敬
均
，
噶
瑪
蘭
麗
志
，
國
防
研
帶
院
版
，
卷
二
(
下
〉
賦
役
，
頁
六
七

i

七
0
。

說
明
•• 

l

表
中
括
弧
數
字
表
示
回
國
面
積
增
誠
情
形
。

2

面
積
以
敵
記
載
者
，
以
十
一
敵
等
於
一
甲
換
成
甲
，
小
數
點
後
四
捨
五
入
。

台
灣
縣
的
轄
區
，
以
品
，
台
南
市
與
台
南
縣
為
主
;
鳳
山
縣
以
今
高
雄
縣
、
高
雄
市
、
及
屏
東
為
主
;
諸
寵
縣
以
今
蠢
蠢
縣
與
雲
林
縣
虎
尾
溪
以

南
部
份
為
主
;
彰
化
縣
在
虎
尾
溪
以
北
，
大
甲
溪
以
甫
的
地
區
;
淡
水
廳
，
以
大
甲
溪
以
北
，
至
今
基
陸
為
主
;
噶
瑪
蘭
廳
屬
今
宜
蘭
縣
。
從
表
中

可
看
出
台
灣
開
墾
的
方
向
，
由
南
而
北
逐
漸
發
展
。
南
部
地
方
的
台
灣
縣
，
鳳
山
縣
、
諸
羅
縣
開
發
較
早
，
荷
蘭
、
明
鄭
時
期
已
略
有
為
墾
殖
'
追

雍
正
末
，
土
地
開
墾
太
致
完
成
，
而
星
停
滯
的
現
象
，
回
國
面
積
增
加
有
限
。
中
部
彰
化
縣
一
帶
開
懇
請
晚
，
到
乾
嘉
之
際
也
星
飽
和
狀
態
。
北
部

潑
水
廳
一
帶
，
亦
大
致
在
乾
隆
末
年
開
墾
完
成
，
田
園
面
積
增
加
有
限
。
東
北
部
的
噶
瑪
蘭
廳
，
就
清
代
台
灣
開
發
時
間
上
言
，
屬
於
最
晚
，
整

道
光
末
期
始
開
發
完
成
。

乾
隆
末
年
，
台
灣
西
部
平
原
大
致
開
墾
成
田
園
，
道
光
年
間
，
除
東
北
的
噶
瑪
蘭
地
區
外
，
山
地
與
番
屯
擅
嘲
成
為
第
二
階
段
的
開
墾
地
區
。

已
開
墾
區
常
向
未
開
墾
區
繼
續
移
民
，
因
此
，
請
領
台
以
來
，
墾
荒
冒
險
的
精
神
，
一
直
延
續
不
斷
。

這
種
墾
荒
冒
險
的
精
神
，
有
一
臨
濃
厚
的
謀
利
精
神
在
後
驅
策
著
，
這
種
功
利
精
神
，
可
溯
至
上
述
明
未
閩
粵
社
會
的
劇
變
。
從
土
跑
開
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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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中
，
吾
人
可
窺
察
此
精
神
的
發
展
。

情
領
台
以
前
，
台
灣
已
略
有
關
鐘
，
主
要
在
台
商
周
圍
地
區
。
在
荷
蘭
時
期
，
荷
政
府
以
結
首
制
方
式
，
供
應
撤
宙
間
資
本
、
器
具
、
牛
值
霍
事

關
墾
;
而
朋
鄭
時
期
，
以
屯
田
方
式
拓
鐘
。
一
般
言
，
布
鄭
時
期
的
關
墾
'
是
在
官
方
的
支
勘
下
從
事
的
，
冒
險
性
較
小
國
相
反
的
，
清
領
台
以
後

，
土
地
開
墾
主
要
在
墾
首
制
下
進
行
，
是
百
姓
單
獨
從
事
的
，
是
自
動
自
發
的
。
所
謂
墾
首
制
，
簡
單
說
就
是
有
力
之
家
，
同
官
方
申
請
開
墾
地
區

，
取
得
墾
熙
後
，
招
個
開
墾
土
地
，
盤
成
後
向
官
方
陸
科
，
這
些
有
力
之
家
，
目
前
謂
墾
首
(
註
一
六
)
。

由
於
早
期
的
開
盤
資
本
與
勞
力
頗
大
，
再
加
上
土
著
的
騷
擾
，
冒
險
性
相
當
大
。
為
了
湊
足
資
金
，
以
合
股
方
式
捕
資
的
情
形
相
當
普
遍
。
不

僅
建
首
以
合
股
方
式
從
事
關
鐘
，
個
農
的
情
況
亦
相
同
。
因
為
早
期
個
農
向
墾
首
承
墾
的
土
地
，
亦
非
個
人
資
金
所
能
勝
任
閱
墾
的
，
合
股
鳩
資
從

事
墾
務
的
情
形
，
亦
相
當
普
遍
。

有
關
清
代
早
期
台
灣
合
做
開
墾
的
方
式
，
茲
槍
國
台
灣
大
租
調
查
以
及
其
他
書
籍
接
集
的
有
關
開
選
方
面
的
契
約
，
以
台
北
縣
志
卷
五
闖
關
志

所
接
錄
的
「
海
山
、
北
投
、
坑
仔
口
開
墾
古
契
」
最
具
典
型
，
為
褲
說
明
起
見
，
將
其
錄
於
下

•• 

「
立
賣
契
人
鄧
使
其
'
敵
鄭
珍
、
王
誤
、
賴
科
、
朱
輝
候
等
，
于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合
墾
淡
水
保
梅
山
庄
、
內
北
投
、
坑
仔
口
三
處
章
地
。
公
議

俱
立
戶
名
陳
和
議
，
作
四
肢
均
分
，
在
諸
琶
作
三
處
請
墾
'
俱
有
單
示
，
四
至
俱
載
，
在
各
墾
單
告
一
本
內
，
明
白
為
界
。
至
雍
正
二
年
，
鄧
接
其
憑

中
承
買
王
、
朱
二
股
，
歷
掌
無
異
。
現
在
起
徵
供
栗
四
十
三
石
四
斗
七
升
零
，
今
因
田
地
乏
水
無
力
開
圳
灌
溉
以
致
失
收
、
缺
欠
，
供
票
及
公
費
等

項
無
出
，
旋
愿
將
應
分
承
買
王
、
朱
二
肢
，
抽
出
一
肢
，
托
中
引
就
指
寶
典
胡
宅
出
頭
承
買
，
三
屆
言
議
，
時
價
銀
三
百
兩
番
廣
，
其
銀
即
日
態
中

交
設
一
股
之
業
，
隨
即
對
個
踏
明
界
址
付
契
管
業
。
但
本
庄
告
示
失
火
合
併
註
明
外
，
墾
單
現
存
付
執
前
去
管
理
庄
路
，
仍
議
胡
宅
預
先
行
動
茁
資

本
開
圳
以
成
田
園
各
業
，
其
公
費
未
立
字
以
前
有
個
欠
有
欠
人
，
俱
與
胡
宅
無
干
，
既
立
字
以
後
，
通
庄
起
妝
祖
息
及
餘
埔
堪
以
承
樸
摯
分
之
銀
，

任
聽
管
理
一
人
，
收
存
抵
充
公
費
等
項
外
，
餘
剩
作
四
肢
均
分
，
如
或
不
數
，
公
議
照
股
攤
出
還
項
，
以
免
一
人
受
累
，
此
係
公
議
不
敢
異
言
。

••• 

」
(
註
一
七
)

雖
然
以
上
的
契
約
是
屬
於
賣
契
，
但
是
從
契
約
的
內
容
，
說
們
可
以
對
墾
首
合
股
的
組
織
有
一
個
瞭
解
。
首
先
，
股
夥
之
間
沒
有
嚴
格
的
約
束

力
，
可
以
自
由
的
退
肢
，
且
每
股
似
乎
都
有
各
自
的
墾
地
。
其
次
，
這
些
一
墾
首
大
都
為
亦
在
地
主
，
把
墾
第
安
由
他
們
聘
請
的
管
理
人
去
經
營
，
將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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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期

J\. 

收
入
(
主
要
為
祖
息
)
與
支
出
(
閱
圳
水
費
、
供
票
、
公
費
)
計
算
，
剩
餘
則
缺
股
均
分
，
不
是
則
依
股
攤
出
。
這
種
合
肢
的
組
織
，
無
展
具
有
企

業
精
神
，
與
現
代
企
業
組
織
中
的
合
膳
組
織
、
公
司
組
織
有
類
創
之
點
(
註
一
八
)
。

為
對
合
股
開
墾
組
織
有
更
一
層
暸
解
，
致
再
舉
一
例
齡
下
以
俾
說
明
•• 

「
(
南
社
番
)
自
雍
正
八
年
闡
社
眾
番
膜
賣
與
張
陳
石
番
銀
四
百
兩
，
將
四
至
內
荒
埔
付
與
銀
主
前
去
給
轍
窮
個
，
陸
科
納
課
，
掌
管
收
租
，

、
武
為
己
業
，
年
約
納
社
齣
銀
一
百
一
十
六
兩
。

張
陳
石
共
三
戶
，
即
品
，
之
張
金
興
、
陳
國
輝
、
陳
美
植
，
各
自
立
芳
名
，
分
界
管
業
。
張
金
興
得
一
大
肢
，
年
納
社
銀
四
十
兩
;
陳
國
輝
得
一

小
肢
，
年
納
社
銀
三
十
六
兩
;
陳
植
美
得
一
大
肢
，
年
納
社
齣
銀
四
十
兩
。
照
膜
約
內
分
納
，
無
增
無
誠
，
相
安
無
事
歷
有
年
。
」
(
註
一
九

V

張
陳
石
是
合
股
人
的
公
號
，
三
人
向
番
社
膜
地
開
墾
，
除
付
膜
地
銀
外
，
每
年
還
得
納
番
社
飾
銀
。
以
上
的
合
股
組
織
，
主
要
墨
寫
湊
足
資
金
向
番

社
膜
地
取
得
開
甜
蜜
權
，
以
及
調
輕
每
年
向
番
社
納
的
銀
的
負
擔
。
雖
以
「
張
陳
石
」
墾
要
壘
，
實
際
上
各
有
客
的
營
業
。

從
以
上
的
合
股
閱
墾
組
織
觀
察
，
大
同
小
異
，
有
差
異
者
在
土
地
取
得
的
對
象
不
同
，
合
股
人
數
的
多
寡
，
合
股
資
金
的
巨
廳
，
以
及
支
出
與
必

!|( 

皈
入
項
目
的
不
同
。
前
例
是
一
個
規
模
較
大
的
合
股
組
織
，
後
側
較
小
，
因
此
前
者
所
需
要
的
資
金
較
大
，
冒
險
性
較
大
，
流
動
性
也
大
。
這
前
例
-

股
夥
加
退
流
動
的
情
形
，
樹
林
鄉
土
誌
'
載
有
詳
細
的
資
料
，
茲
將
其
圖
繪
製
如
下

•• 



鄭

雍
正
二
年
卜
買
一
股
胡
詔
'
F
E

司T
-
2

、
從
鄧
旋
其J

d
i
i
u

圳
典
得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
滅

請
鐘
三
處
草
地
}
制

珍

海
山
庄
請
墾
者
四
川
「
賴
張
聞
報
刷
品
種

北
投
庄

V
作
四
肢
均
主
續
半
股
北
投
一
庄

跪
仔
口
庄
、
戶
名
陳
和
議
「
朱
輝
侯
戶
賣
出

叢
、

，賣乾
出陸
三十
股六
半年

夏
文

p斗「
吳馬張
紹方

洛文大
一四二

遐思!&

七
肢

一
股
半
典
出
隆
因
為
叮
叮

張
方
大

吳

洛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t

王出典再年九十陸乾

陸

恩

九

資料來源:張福壽，樹林鄉土誌，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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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是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一
)
至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
一
七
六

0
)
，
四
十
七
年
間
股
夥
金
日
流
動
的
情
形
。
從
其
間
分
合
的
頻
繁
，
反
映
出

開
墾
事
業
的
困
難
，
以
及
投
資
者
再
接
再
厲
的
謀
和
精
神
與
冒
驗
精
神
。

在
上
述
回
國
面
積
增
加
的
情
形
中
，
已
提
及
乾
隆
末
年
台
灣
西
部
大
致
開
墾
完
成
，
在
傳
統
農
囂
的
局
限
性
下
，
土
地
利
用
價
值
較
低
的
內
山

一
帶
及
番
屯
地
，
叉
再
度
成
為
開
墾
的
對
象
，
雖
然
投
資
既
得
利
潤
較
低
，
但
也
在
合
股
開
墾
的
方
式
下
進
行
。
茲
舉
例
於
下
，
褲
便
說
明

•• 

「
(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八
月
，
商
投
水
底
寮
旗
下
及
大
茅
埔
附
近
〉
屯
并
暨
屯
長

•• 

招
個
備
本
開
墾•••••• 

(
諸
個
)
公
議
按
二
十
二
股
定
額
，
所

右
彙
搓
、
鑿
冊
、
僱
募
社
丁
一
切
雜
費
，

e

隨
時
照
股
並
法
並
出
。
其
埔
上
下
吧
瘦
，
隨
即
拈
分
給
各
股
經
營
。
公
議
三
年
塑
成
之
日
，
或
田

或
圈
，
照
例
按
甲
配
租
完
納
屯
官
﹒
品
有
嬴
餘
祖
息
，
逐
一
均
分
。
若
遇
公
事
，
當
事
出
身
辦
理
。
股
內
各
宜
同
心
協
力
，
照
約
遵
行
﹒
備
成

恃
強
混
估
，
刁
違
抗
約
等
惰
，
定
將
該
埔
充
公
，
仍
不
許
在
在
居
住
，
決
不
狗
惰
。
此
乃
同
心
合
墾
'
惟
期
休
咎
相
闕
，
苦
樂
均
受
，
各
懷
和

氣
，
大
振
基
業
。

屯
并
墾
約
一
紙
。
公
給
泰
和
圖
記
一
個
咽
，
俱
交
劉
中
立
執
掌
，
股
內
要
用
，
自
當
交
出
，
不
得
私
匿
'
致
誤
公
事
。

公
館
在
地
惟
當
事
居
住
執
掌
，
股
內
不
得
混
爭
，
所
有
鞋
中
事
麓
，
惟
聽
當
事
指
揮
約
束
。
」
〈
註
二

0
)

以
上
是
嘉
道
缸
崗
開
墾
組
織
的
典
型
，
類
似
的
情
形
，
可
找
到
許
多
文
獻
。
其
特
色
為
股
夥
比
乾
隆
時
期
多
，
每
肢
的
資
本
比
前
期
少
，
同
時
由
於

興
高
山
族
的
衝
突
大
，
因
此
更
須
雇
社
丁
設
隘
堵
禦
'
類
似
武
裝
墾
殖
。
雖
然
乾
隆
時
期
鼓
裝
墾
殖
的
情
形
亦
有
，
但
漢
人
與
平
埔
脹
的
衝
突
較
少

，
規
模
亦
轉
悅
。
叉
，
與
前
期
不
同
的
是
，
肢
夥
大
都
是
在
地
主
，
或
親
耕
農
，
不
像
早
期
的
墾
首
，
大
都
屬
不
在
地
主
，
資
本
來
自
大
陸
，
或
鄰

近
區
域
。
這
些
說
明
了
合
股
的
企
業
組
織
，
隨
著
土
地
的
陸
續
開
墾
，
而
逐
漸
普
遍
化
。

合
肢
的
組
織
，
在
明
中
葉
閩
南
對
外
的
民
間
貿
易
中
，
已
甚
重
要
，
小
商
人
已
有
聚
資
合
股
建
造
艙
隻
的
情
形
(
註
二
-
)
。
台
灣
土
地
開
墾

的
合
股
組
織
，
治
為
合
股
造
船
的
翻
版
。
清
代
台
灣
土
地
開
墾
的
合
股
組
織
，
是
在
一
些
具
有
企
業
精
神
的
人
物
下
展
闊
的
。
這
些
人
物
的
出
身
不

一
，
有
科
學
劫
名
的
士
紳
(
以
貢
生
級
為
多
)
、
有
農
民
、
有
通
事
。
他
們
常
常
把
土
地
開
蟹
的
投
資
，
若
眼
於
整
個
台
灣
，
如
林
成
祖
早
期
在
大

甲
，
鐘
χ
時
責
令
按
橋
、
中
和
工
內
湖
一
帶
。
文
如
開
頭
霸
莊
、
樹
林
一
臂
的
吳
洽
，
也
曾
在
今
台
中
縣
烏
日
鄉
一
帶
投
資
(
註
二
二
)
。
這
此
}
誠
實
人
物

的
企
業
精
神
，
很
清
楚
的
可
以
觀
察
出
。
有
的
個
農
，
靠
著
累
積
的
資
本
，
從
事
鄰
近
地
革
的
土
地
開
墾
，
如
淡
水
地
區
的
趙
陸
盛
，
亦
參
聽
吳
沙
開

第
九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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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噶
瑪
蘭
地
區
(
註
二
三
)
。

三
、
水
利
的
興
築

在
稻
米
種
植
區
，
水
利
的
興
築
與
農
產
量
關
係
至
為
密
切
。
土
地
的
聞
組
鈕
，
必
鑽
在
水
圳
興
建
，
取
得
固
定
水
源
，
成
為
「
田
」
後
，
方
是

真
正
的
開
辦
一
一
完
成
。
一
般
言
，
水
利
的
輿
築
，
其
所
需
的
資
本
與
技
術
達
大
於
土
地
的
關
墾
'
投
資
者
賣
不
敢
貿
然
從
事
。
但
'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O
二
)
以
後
，
台
灣
屢
遭
荒
年
，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
一
七

O
五
)
多
，
饑
荒
;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O
七
)
亢
旱
之
後
繼
以
颱
風
，
民
心
皇

皇
，
b杏
文
鑒
于
，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至
五
十
年
(
一
七
O
八
i

一
七
二
)
，
荒
歉
，
雖
未
成
爽
，
但
米
價
高
勝
2

二
四
)
。
由
於
災
荒
時
常
發
生

，
造
成
米
價
的
昂
貴
，
刺
激
投
資
者
在
水
圳
建
設
的
嘗
試
，
大
規
模
的
水
圳
，
如
彰
化
八
堡
圳
，
在
此
時
期
開
始
修
建
。

就
清
代
整
個
台
灣
水
圳
興
建
的
資
本
言
，
主
要
是
民
間
籌
建
的
，
是
自
動
自
發
的
。
官
方
出
資
的
有
限
，
最
著
名
的
是
鳳
山
地
區
在
曹
謹
領
導

下
興
建
的
曹
公
圳
，
此
外
，
只
有
一
些
一
地
方
知
縣
支
助
完
成
的
小
圳
。
本
章
擬
從
彰
化
平
原
的
八
堡
圳
，
台
中
盆
地
的
猶
霧
揀
圳
，
台
北
平
原
的
璃

公
圳
，
擺
接
平
原
(
今
板
橋
、
土
坡
、
中
和
一
帶
)
的
大
安
圳
等
大
圳
的
開
築
，
以
觀
漢
人
劫
利
精
神
的
發
展
。

彰
化
平
原
的
八
堡
圳
，
叉
名
施
厝
圳
，
開
鑿
人
施
世
榜
，
請
切
與
其
父
親
施
鹿
門
自
福
建
晉
江
來
台
，
居
台
商
從
事
台
灣
與
日
本
間
的
糖
貿
易

，
然
後
將
所
得
利
潤
再
投
資
於
彰
化
平
原
的
土
地
開
發
。
施
鹿
門
死
後
，
世
榜
繼
承
遺
業
〈
註
三
五
)
。
在
開
發
的
過
程
中
，
水
頓
的
問
題
最
為
艱

難
，
雖
歷
經
多
次
籌
引
濁
水
溪
水
源
灌
溉
田
地
，
都
未
成
劫
，
後
夢
見
林
先
生
，
繪
圖
數
以
疏
鑿
之
芳
，
世
榜
依
言
而
築
，
終
於
閱
成
〈
註
二
六
)

。
林
先
生
的
傳
說
，
說
明
了
當
時
開
鑿
八
堡
圳
的
艱
難
。
從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
一
七

O
九
)
至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一
九
)
十
年
間
，
總
共
投
資
九
十

五
萬
兩
銀
，
始
完
成
。
圳
頭
自A
可
彰
化
縣
二
水
鄉
鼻
仔
頭
引
濁
水
一
說
水
，
灌
溉
當
時
彰
化
縣
十
三
個
堡
中
的
八
個
堡
的
田
地
。

台
中
的
猶
霧
撤
圳
，
是
台
中
盆
地
的
主
要
水
源
的
供
進
水
圳
。
水
圳
可
分
為
上
埠
與
下
埠
兩
段
。
上
埠
部
份
，
在
雍
正
年
間
，
因
水
頓
不
足
，

收
成
有
限
的
情
單
h
J

平
埔
族
以
「
割
地
換
水
」
的
方
式
，
由
漢
人
出
資
開
圳
，
然
後
將
一
部
份
土
地
歸
閱
圳
者
開
鐘
，
而
平
埔
族
取
得
一
部
份
水

份
權
。
由
於
費
用
頗
賞
，
張
振
萬
、
陳
周
文
、
秦
登
鑑
、
磨
朝
孔
、
江
叉
金
、
姚
德
心
等
六
人
組
成
六
館
，
合
股
出
資
六
千
六
百
兩
閱
圳
，
每
館
配

i
整
←
衍
，
留
餘
額
二
分
歸
平
埔
族
灌
溉
田
地
。
下
埠
是
張
承
祖
獨
資
與
平
埔
族
在
「
割
地
換
水
」
方
式
開
鑿
的

1
1頓
時
原
出
聲
凡
千
三
百
兩
，
其
水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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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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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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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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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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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分
，
內
八
分
歸
已
有
，
留
二
分
歸
平
埔
族
灌
溉
，
然
後
平
埔
族
將
一
部
份
土
地
讓
張
民
開
墾
，
以
抵
充
閱
圳
資
本
。
叉
，
張
民
每
年
還
得
貼
平

埔
族
社
穀
五
百
二
十
石
，
雍
正
十
一
年
在
平
埔
旗
的
要
求
下
，
叉
付
三
千
二
百
兩
番
銀
供
其
購
買
耕
種
的
車
子
、
牛
隻
、
食
穀
、
器
具
(
註
三

0
)

。
把
這
些
支
出
合
計
算
，
總
共
所
需
的
資
本
在
一
萬
一
千
五
百
兩
銀
以
上
。

增
公
圳
，
關
係
整
個
台
北
平
原
的
開
發
，
台
北
平
原
的
田
地
，
除
少
數
取
用
跛
水
之
外
，
幾
乎
全
取
自
嘲
公
圳
水
。
該
圳
的
開
鑿
者
郭
錫
璃
，

一
福
建
禪
州
府
南
蜻
縣
人
，
清
初
移
來
台
灣
，
初
居
彰
化
，
乾
隆
切
變
賣
彰
化
家
產
，
得
兩
萬
餘
元
，
乾
隆
五
年
投
資
於
璃
公
圳
的
開
鑿
，
後
因
資
本

鐘
缺
而
停
工
，
乾
隆
十
七
年
得
林
安
、
蕭
月
之
助
，
始
克
於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完
成
(
註
三
一
)
。
由
於
水
圳
源
頭
逼
近
山
地
土
著
，
時
遭
破
壞
，
為

過
好
土
著
，
娶
土
著
女
子
為
妾
。
他
首
創
「
石
空
頂
圳
法
」
'
引
青
潭
漠
之
水
，
繼
建
大
坪
林
圳
，
引
新
店
溪
水
以
合
菁
、
禮
溪
水
，
越
景
美
溪
以
這

台
北
盆
地
。
工
程
最
艱
鉅
的
部
份
，
則
為
跨
景
美
溪
之
渡
槽
;
初
設
平
底
木
視
，
完
成
後
，
渡
溪
者
觀
同
橋
樑
而
過
，
不
再
擺
渡
，
故
未
久
即
毀
。

郭
民
乃
故
掘
轉
民
溪
底
，
取
水
缸
去
其
底
，
一
一
銜
接
成
暗
渠
，
方
免
為
人
破
壞
。
但
渠
成
不
久
，
叉
被
洪
水
沖
毀
，
乃
致
郭
民
舍
價
而
死
。
其
子

克
承
矢
志
，
改
築
圳
頭
於
現
在
新
店
喝
公
圳
進
水
處
，
而
以
大
坪
林
圳
進
水
口
為
頂
埠
，
以
璃
公
圳
之
進
水
口
為
下
埠
，
而
改
河
底
暗
渠
為
木
造
水

橋
(
註
三
二
)
。

大
安
圳
是
誨
，
被
橋
、
土
城
一
帶
的
擺
接
平
原
田
地
的
主
要
供
水
水
圳
。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
潭
州
人
林
成
祖
鳩
個
興
築
的
，
灌
溉
田
地
干
餘
甲
(

註
三
三
)
，
圳
寬
二
丈
四
尺
，
兩
岸
植
相
思
樹
保
護
圳
擇
，
設
計
甚
為
周
到
，
為
水
圳
中
之
佼
佼
者
﹒
(
註
三
四
)
。
林
民
於
雍
正
初
，
由
福
建
家
鄉

靠
著
朋
友
湊
合
的
資
本
百
金
，
至
台
灣
從
事
開
墾
'
先
在
今
大
甲
一
帶
睡
眠
番
地
耕
種
，
並
建
圳
渠
，
造
成
當
地
稻
米
一
歲
兩
熱
(
註
三
五
)
。
後
來

他
在
台
北
開
墾
的
資
本
，
或
許
有
一
部
份
來
自
大
甲
的
所
得
。

水
利
的
興
築
方
式
，
有
獨
資
的
，
合
肢
的
，
割
地
換
水
式
的
，
業
個
合
作
的
。
方
式
雖
不
一
，
但
追
求
投
資
利
潤
的
精
神
則
一
。
水
圳
的
開
成

，
利
潤
頗
多
，
一
則
稻
采
可
二
熟
，
二
則
每
單
位
面
積
的
產
量
提
高
，
三
則
可
抽
收
水
租
。
尤
以
水
租
收
利
最
多
，
水
租
的
租
率
，
每
甲
約
三
至
四

石
(
註
三
六
)
，
約
為
大
租
的
三
分
之
一
，
甚
至
二
分
之
一
。
上
述
諸
圳
灌
溉
面
積
皆
連
一
千
甲
以
上
，
則
每
年
水
租
收
入
濤
三
千
至
四
千
石
，
以

鑫
止
年
閩
台
灣
米
價
平
均
價
格
計
算
，
一
石
約
一
兩
左
右
(
註
三
七
)
，
則
收
入
年
連
三
千
至
四
千
兩
銀
。
如
張
承
祖
出
資
一
萬
一
千
五
百
兩
銀
，

如
僅
以
水
租
的
利
潤
來
計
算
，
約
三
至
四
年
即
可
收
間
成
本
。
因
此
，
水
圳
的
投
資
，
利
潤
相
當
高
的
，
只
是
投
資
的
資
本
龐
大
，
籌
措
並
非
易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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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加
上
番
害
、
技
術
等
問
題
，
實
為
極
艱
鍾
的
投
資
，
冒
險
性
不
小
，
非
有
濃
厚
冒
險
謀
利
精
神
者
，
不
敢
貿
然
從
事
。

投
資
者
的
企
業
精
神
，
從
上
述
敘
述
中
可
巍
見
。
在
輿
築
水
圳
的
過
程
中
，
他
們
遭
遇
許
多
困
難
，
八
堡
圳
興
築
中
林
先
生
的
故
事
，
一
方
面

反
映
了
這
個
問
題
，
一
方
面
也
說
明
投
資
者
日
夜
苦
思
試
圖
突
破
困
境
的
事
實
。
此
外
，
郭
錫
璃
為
解
、
決
番
害
破
壇
水
源
，
而
與
部
落
女
子
通
婿
。

在
這
騏
鉅
的
過
程
中
，
也
培
養
出
他
們
創
新
的
精
神
，
郭
錫
瑜
的
創
石
空
頂
圳
法
，
林
成
租
的
植
相
思
樹
保
護
圳
岸
，
都
說
明
了
他
們
的
創
造
力
。

四
、
經
濟
作
物
的
種
植

台
灣
土
地
，
一
般
言
，
可
分
為
平
原
與
丘
毆
山
地
區
。
清
代
台
灣
的
農
產
，
平
原
區
以
稻
米
、
甘
為
主
;
丘
駿
山
地
區
產
茶
與
樟
腦
。
稻
米

屬
糧
食
作
物
，
甘
東
、
茶
、
撞
腦
屬
經
濟
作
物
。
然
，
稻
米
在
清
代
中
期
以
前
，
亦
被
損
為
商
品
。
你
俱
清
代
台
灣
農
業
經
濟
發
展
看
，
早
期
稻
米
、

甘
廉
的
生
產
具
高
度
市
場
取
向
，
晚
期
甘
庶
外
，
叉
加
上
茶
與
樟
腦
，
使
台
灣
農
黨
生
產
前
具
有
的
高
度
市
場
取
向
，
歷
有
清
一
代
而
不
賽
。

早
期
稻
米
的
生
產
，
不
是
以
糧
食
作
物
看
待
，
不
專
為
維
生
，
而
親
為
商
晶
謀
利
。
因
此
有
「
居
民
止
知
逐
利
，
一
眉
飯
舟
載
，
不
盡
不
休
，

••• 

戶
鮮
蓋
藏
」
的
情
況
(
註
三
八
)
。
生
產
的
米
為
的
是
銷
售
，
所
以
「
戶
鮮
蓋
藏
」
'
一
則
是
漢
人
謀
利
鑽
神
所
致
，
一
則
是
是
時
人
口
尚
少
，
「

本
郡
足
食
，
並
可
資
膽
內
地
」
(
註
三
九
)
。
土
地
的
開
墾
'
水
圳
的
大
力
投
資
，
主
要
是
為
生
產
稻
米
銷
售
謀
利
。
尤
以
水
圳
的
興
築
。
稻
米
一

年
兩
熟
的
地
區
迅
速
增
加
，
提
高
單
位
面
積
的
年
產
量
。
後
來
因
人
口
的
增
加
，
稻
米
的
商
品
性
質
遂
逐
漸
誠
少
。

甘
東
是
清
代
台
灣
最
重
要
的
經
濟
作
物
，
早
期
由
於
價
格
較
米
高
，
加
上
行
粗
放
式
經
營
，
種
植
在
較
不
需
水
源
的
園
地
，
因
此
種
植
的
面
積

相
當
廣
，
康
熙
年
間
引
起
台
灣
巡
道
的
不
滿
，
乃
續
「
禁
筋
插
東
并
力
種
田
一
本
」
'
這
是
反
映
台
灣
漢
民
謀
利
趣
向
的
重
要
文
獻
，
禁
示
指
出

•• 

「
台
灣
孤
懸
海
外
，
在
此
沿
邊
一
級
堪
以
墾
耕
。
地
利
、
民
力
，
原
自
有
限
，
而
水
陸
萬
軍
之
糧
精
與
數
萬
之
民
食
，
惟
於
多
成
稻
穀
旱
緝
憫
也

。
雖
比
胞
之
媛
甚
於
內
地
，
然
一
年
之
耕
種
僅
止
一
次
放
穫
。
繼
因
多
風
少
雨
，
播
種
、
掃
秩
戶
挂
有
錯
期
;
故
十
年
難
必
有
五
年
之
穫
。
加
以

以
前
蟑
蟲
之
後
，
繼
以
鵰
風
，
稻
穀
飲
收
，
鮮
有
甘
露
。
正
當
盡
力
種
稻
，
期
以
充
積
倉
儲
'
預
防
歲
歉
，
廳
可
草
含
哺
鼓
腹
，
墾
學
熙
嗶
也

。
不
謂
蘭
民
弗
計
及
此
，
偶
見
上
年
精
偵
稍
長
，
惟
利
是
趨
，
舊
歲
種
齋
，
已
三
倍
於
往
昔
;
今
歲
種
庶
'
竟
十
倍
於
舊
年
。
叢
商
之
區
，
力

農
止
有
此
數
。
分
一
人
之
力
於
圈
，
即
少
一
人
之
力
於
田
;
多
掃
一
甲
之
廳
，
即
誠
收
一
甲
之
栗
。
年
復
一
年
，
有
加
無
已
。
夫
果
有
利
爾
民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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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道
豈
不
樂
從
。
但
蘭
民
愚
無
遠
慮
，
止
知
種
碘
精
便
可
取
和
;
殊
不
知
人
盡
種
庶
'
則
出
糖
倍
多
，
糖

a
e則
價
必
踐
，
不
比
上
年
之
糖
少

價
長
也
明
矣
。
」
(
註
四
0
)

上
面
的
審
訊
示
，
顯
示
請
到
台
灣
漢
人
在
稻
米
歉
收
的
起
代
，
仍
不
顧
缺
虛
之
威
脅
，
而
種
植
利
潤
較
高
的
甘
蕉
，
「
惟
利
是
過
」
的
特
性
至
為

明
顯
。成

圓
百
年
崗
台
灣
開
為
通
商
口
岸
，
新
的
經
濟
機
會
來
了
。
除
蠣
外
，
茶
、
樟
胸
成
了
新
的
經
濟
產
業
。
由
於
利
潤
高
，
居
墨
反
應
相
當
迅
速
。

茶
葉
方
面
，
一
八
六
五
年
，
初
有
英
商
』
。
古
巴
。
a
a

誘
勸
淡
水
地
區
的
農
戶
試
種
，
次
年
，
他
叉
試
造
黛
爐
，
一
癮
烤
茶
葉
，
然
後
裝
箱
輸
往
國

外
，
同
時
叉
貸
款
給
農
民
，
鼓
勵
他
們
廣
種
茶
葉
，
接
君
又
在
蜢
研
設
置
一
座
小
型
茶
葉
加
工
廠
。
後
來
有
些
中
國
商
人
，
也
群
起
教
尤
，
從
此
之

後
，
台
灣
茶
葉
外
銷
急
速
上
升
，
有
些
一
農
民
看
到
有
利
可
圖
，
也
捨
棄
稻
作
而
改
種
茶
葉
，
乃
至
於
一
八
八

0
年
，
土
地
的
利
用
引
起
極
大
的
改
變

。
當
時
在
淡
率
央
國
海
闋
的
自
﹒
回-
z
。
『
ω
。
會
描
述
這
種
新
的
土
地
利
用
情
形
•• 

「
=
干
年
前
，
台
灣
北
部
可
耕
種
的
土
地
，
大
部
份
用
來
種
稻
米
，
也
因
此
，
台
灣
每
年
總
有
大
量
的
稻
米
運
銷
大
陸
。
然
而
，
自
從
茶
農
在

高
地
種
植
茶
葉
之
後
，
每
年
來
此
揀
茶
、
買
賣
茶
葉
的
人
，
便
愈
來
愈
多
。
•••••• 

由
於
種
茶
的
人
愈
來
愈
多
，
而
種
稻
者
，
則
愈
來
愈
少
，
因

而
，
幾
年
之
後
，
本
地
所
產
稻
米
，
反
而
在
島
內
市
場
走
俏
起
來
，
到
後
來
，
台
灣
不
僅
沒
有
稻
米
可
運
銷
外
地
，
反
而
經
常
需
向
內
地
搬
糧

救
急
」

淚
水
地
方
的
商
人
，
經
常
從
台
灣
中
部
運
米
-
來
北
，
因
而
刺
激
中
南
部
稻
米
的
競
作
(
註
四
-
)
。
後
來
因
茶
葉
包
種
茶
的
製
作
，
需
要
花
瓣
，
花

的
利
潤
亦
較
稻
米
高
，
蜢
卿
、
大
稻
程
附
近
的
地
區
也
紛
紛
改
植
花
，
因
此
有
「
二
重
埔
接
三
重
捕
，
萬
頃
花
回
萬
頃
珠
」
的
俗
諺
'
說
明
花
田
之

多
與
種
花
的
利
潤
頗
高
(
註
四
二
)
。

至
於
樟
腦
的
製
造
，
則
有
「
村
人
業
樟
腦
者
，
起
山
寮
'
作
土
窟
，
偵
樟
腦
堅
光
微
臭
者
，
削
令
成
片
。
誨
，
錐
刀
之
末
，
民
爭
恐
後
，
且
山
濯

灌
」
的
描
述
。
而
糖
的
產
地
，
由
原
來
的
濁
水
溪
以
南
的
嘉
南
平
原
，
再
往
南
拓
展
至
下
淚
水
溪
平
原
(
註
四
三
)
。

從
清
領
台
以
來
，
漢
人
市
場
取
向
的
農
業
生
產
，
一
直
有
機
會
延
續
，
使
得
企
業
精
神
強
化
。
‘

第
九
個
阿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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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商
業
的
發
展

企
業
精
神
在
商
業
活
動
方
面
最
為
顧
著
。
茲
擬
從
貿
易
與
商
業
組
織
來
觀
察
其
與
企
業
精
神
的
關
係
。

有
關
商
業
組
瀚
的
探
討
，
可
分
為
商
鋪
的
組
織
與
郊
的
組
織
。
首
先
從
商
舖
組
織
探
討
，
以
明
其
企
業
轉
神
。
清
代
台
灣
合
肢
的
組
織
，
行
於

各
種
行
業
，
上
述
的
土
地
開
墾
事
業
與
水
圳
的
興
修
工
作
，
規
模
較
大
的
，
大
都
在
合
肢
的
組
織
下
進
行
的
。
有
關
商
舖
的
成
立
，
合
肢
的
情
形

亦
相
當
普
遍
。
道
光
十
九
年
(
一
八
三
九
〉
寫
成
的
「
廈
門
志
」
有
「
合
數
人
開
一
店
舖
或
製
造
一
船
，
則
姓
金
，
金
猶
合
也
，
惟
廈
門
(
?
)
，

台
灣
亦
然
」
(
註
四
四
)
。
日
接
切
期
，
日
人
對
台
灣
一
些
較
大
市
街
店
舖
的
組
成
作
過
調
查
，
使
我
們
對
清
末
合
股
經
營
的
情
形
有
更
進
一
步
暸

解
，
茲
將
該
資
料
整
理
表
列
如
下•• 

台|街

市

東安鳳打阿嘉北扑鹽西

子水

山狗南|名

七

一
七
九

五
九

一
五
六

一
二
三

-
O八

一O
二

一
六
七

二
六
。

八
六

營

業

六|總
八
O 

猴義港蝴港螺港平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數

一
八

一
一

一
一

三』
口

營

股

業

個

人
五|營

交|業

一八
三六四五四

一
一

一
六
五

五
三

一
五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六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九

三
四
九

七
五

四

八七 O

合
股
營
業
佔
營
業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三
一
﹒
三
%

七
一
﹒
四
w
m

七
﹒
丸
%

-
0
.
一
%

一
﹒
九
鬼

。

三
了
六
%

三
﹒
九
%

一
六
﹒
七
w
m

三
﹒
一
%

一
二
﹒
八
w
m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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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三
七
九

二
七
九

一
三
八

二
O
六

一
一
一
一
六

一
一
一
九

斗
六
鹿
港
彰
化
北
斗

r

台
中

~
向

M
葫
蘆
、
激

一
大
稻
心
理

一
台
北
城
內
及
:

一
蜢
卿

u
J
e

一
基
隆
一
一
七
九

一
宜
蘭
一
二
五
八
二
五
。

一
新
竹
一
三
七
五
三
五
九

一
灑
尾
一
一
九

O

八
一
八
二
四
﹒
二
%

資
料
來
源•• 

臨
時
台
灣
舊
慣
調
奎
會
第
一
部
調
查
第
三
岡
報
告
書
台
灣
私
法
第
三
卷
下
，
頁
一
二
八
l

一
四
六
資
料
整
理
而
成
。

從
上
表
可
約
略
觀
察
合
股
經
營
的
店
舖
普
遍
的
分
佈
在
街
市
中
，
然
資
料
缺
乏
無
法
得
知
合
股
資
本
占
總
經
營
資
本
的
比
例
，
實
為
一
憾
事
。
一
般

言
，
合
股
經
營
的
店
舖
，
其
資
本
較
大
，
少
則
百
圓
，
血
管
則
十
一
萬
元
。
因
此
，
需
資
本
較
大
的
店
舖
合
股
經
營
情
形
普
遍
，
如
批
發
店
中
有
百
分

之
二
五
﹒
六
，
布
店
及
染
坊
中
亦
有
百
分
之
二
九
﹒
六
(
註
四
五
)
。
合
股
營
業
在
台
灣
經
濟
上
所
估
的
地
位
，
於
此
可
見
。
這
種
商
業
經
營
方
式

，
極
具
企
業
化
。

為
進
一
步
暸
解
合
股
經
營
的
商
業
組
織
，
茲
舉
一
合
股
字
碑
便
說
明

••. 

「
合
立
約
字
余
金
源
。••.••• 

凡
我
同
人
，
芝
蘭
夙
契
，
膝
漆
相
竿•••••• 

臨
合
券
以
聯
財
，
自
宜
宏
茲
大
業
，
固
厥
新
基
。
區
日
同
裕
，
合
共
一

百
五
十
分
，
每
分
應
本
銀
一
百
圓
。
其
逐
年
按
本
得
利
照
分
均
分
，
計
共
六
八
足
秤
佛
銀
一
萬
五
千
二
百
大
圓
。
說
汁
司
投
移
脹
記
、
侈
品
、

第
九
期

九
三

三
三
九

二
三
九

一
二
八

一
七
一

二
。
一

-
O
五
六

六二三一四四二
三五五 000 九

一
三
了
七
%

-
0
.
五
%

一
四
﹒
三
%

七
﹒
三
%

一
七
%

一
一
﹒
一
%

五
﹒
六
%

一
﹒
六
%

八

七
九
八

六八四

一
六
五

七
﹒
八
%

三
﹒
一
%

四
﹒
三
w
m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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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吉 寮吳蘇余黃吳鄭王蘇茲 有可滋
的 合文妹金滋陸修振裕列可草店店本店店記
契統興官官源記記記記記在察日內內店內內、

約計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本核清逐股股逐各妹
，共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銀，在日夥夥月號官
可來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條無本銷 t 夥房、
以在銀銀銀銀鎮銀銀銀銀目致縛號必如記，合
看六五七一一一二二三三閱舞窮，須欲薪毒害興
出八百百千千千千千千千陳弊必在在抽金三頁、
商足大大大大五大五大大於。逐股架出，照裕
業秤圓圓圓圓百圓百圓圓後 日之充別宜派記
組銀。 o 0 。大。大。 o 係人足國向執
織一 圓圓 在及，生經事陸
的萬 。 。 縛理方理手之記
端五 架事許，取人、
倪干 ，、闖不肘掌金

不店支得;理源
在百 得夥，私倘
契圓 私，得與認不文
約。 收不利外侵得記
中」 脫得可人漁亂
載( 內擅支承積為同

明註 。行之坐弊頂心
合四 而私時替共

股六 存抽，務宜，契

嘉〉 星星星星是喜:
的 自;年期手紊謹
股 逐如結通是亂立
份 存敢算知悶。口
總 ，這朋肢， 約
數 五約自夥廳字

日許歸一
每 大以照抽保樣
人 存理股，認共
的 。事分毋之 九
股 在是，得人紙
份 車間不任墊
數 情。得使貼各

縛先。。執
每 逐行通
股 月艾信

的 月取
金箱，股
額 ，致份

必干商 2頁規 條
舖 結約且
經明。種
營，閥
的 各於

暴 露于
方

清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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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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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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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期

/\ 

以
及
利
潤
的
分
配
。
由
於
營
業
種
類
的
不
同
，
經
營
的
組
織
亦
有
研
不
同
。
行
(
即
批
發
商
)
的
經
營
組
織
，
通
常
有
協
理
、
家
長
、
管
銀
、
出
官

、
批
房
、
記
脹
、
收
脹
、
出
街
出
庄
、
總
舖
;
製
造
販
賣
業
，
則
通
常
有
家
長
、
管
鐵
、
記
脹
、
司
卑
、
店
口
夥
記
、
學
生
理
、
總
舖
;
版
賣
業
則

有
家
長
、
記
脹
、
店
口
一
夥
記
、
學
生
理
、
總
前
(
註
四
七
〉
。
這
種
商
業
組
織
，
即
為
所
謂
的
合
夥
組
織
，
企
業
為
合
夥
人
共
同
所
有
，
盈
利
按
一

定
契
約
分
配
，
而
債
聲
亦
按
股
分
擒
。
由
於
合
夥
較
獨
資
企
業
能
轉
得
較
多
資
金
，
故
其
規
模
亦
能
較
大
，
但
其
缺
點
則
經
營
方
針
須
得
全
體
合
移

人
之
同
意
，
任
何
一
人
退
出
，
亦
必
徵
得
其
他
合
夥
人
的
同
意
，
故
經
營
上
，
至
感
不
使
(
詮
四
八
)
。
雖
然
合
夥
組
織
有
上
述
之
缺
點
，
在
現
代

公
司
組
織
成
立
前
，
其
組
織
祖
意
就
傳
統
中
由
社
會
言
是
相
當
進
步
的
。

除
了
商
舖
的
合
騁
組
織
中
，
清
代
的
商
業
組
織
中
，
郊
的
組
織
甚
為
重
要
。
郊
，
簡
單
說
是
一
種
商
會
，
是
商
人
間
的
聯
合
組
織
。
一
般
言
，

商
人
間
的
聯
合
組
織
，
常
會
壟
斷
商
麓
，
破
壞
彼
此
競
爭
的
精
神
。
要
暸
解
郊
的
劫
能
，
對
於
郊
成
立
的
歷
史
不
可
不
注
意
。
清
代
台
灣
三
大
港
市

l
l

台
南
、
鹿
港
、
蜢
鯽
，
其
最
早
成
立
的
郊
，
皆
以
貿
易
地
為
郊
名
，
如
台
甫
的
北
郊
、
南
郊
，
鹿
港
的
泉
郊
、
廈
郊
，
蜢
神
的
泉
郊
、
北
部
。

這
類
組
織
類
似
誨
，
日
之
代
理
商
，
其
主
要
的
劫
能
在
解
決
貨
物
配
運
事
宜
，
同
治
年
間
立
的
「
鹿
港
泉
郊
規
約
」
十
三
條
中
，
七
條
論
及
配
運
事
宜

(
註
四
九
〉
。
隨
著
商
議
的
發
展
，
某
些
特
定
貨
品
的
需
要
量
增
加
，
以
特
定
貨
品
為
名
的
郊
，
乃
逐
漸
成
立
，
如
糖
郊
、
布
郊
、
藥
郊
。
還
霾
郊

，
其
主
要
劫
能
在
避
免
同
行
間
的
競
爭
，
因
此
操
縱
貨
物
價
格
，
如
台
南
布
郊
金
義
輿
規
定
「
私
自
削
價
奪
客
，
致
害
大
局
，
值
事
者
歌
胡
績
傳
單
公

禁
，
永
遠
不
與
該
號
交
易•••••• 

」
(
註
五
O
V
O
很
明
顯
的
，
同
行
組
成
的
郊
，
行
會
性
質
較
濃
，
有
這
互
相
競
爭
之
企
業
精
神
。
但
這
種
鄉
的
組

織
是
屬
自
願
性
的
，
而
台
灣
港
市
多
，
各
港
市
有
其
各
自
同
行
的
郊
，
因
此
某
港
市
的
某
郊
，
其
影
響
有
局
限
性
的
。

郊
的
成
立
，
一
定
要
有
某
些
數
量
的
郊
商
為
基
礎
，
因
此
郊
的
多
少
，
常
可
反
映
一
地
商
業
發
連
的
情
形
。
茲
以
郊
為
指
標
，
來
說
明
台
灣
重

要
港
市
商
業
之
發
遠
。

台
南
為
台
灣
最
早
開
發
區
，
清
領
台
以
後
，
鹿
耳
門
是
台
灣
與
大
陸
交
通
惟
一
的
正
口
，
赴
大
陸
質
易
的
船
隻
皆
須
取
道
鹿
耳
門
出
口
，
商
業

因
此
繁
盛
。
茲
根
據
方
豪
的
研
究
，
把
台
南
各
郊
成
立
的
年
代
，
依
次
驢
列
于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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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囚草一草五草畫五畫四畫- 畫
成

年 00 年七五七星 fL 年年 年年年
f、1'"、 f閩、 r、/白、 f‘、 r、 f肉、
圖開國﹒ 年

八八八八七七七七
五五二二九八七六 代
四 00 五二 O 二五
、J 、J 、J 、J 、../、J 、J 、../

茶紙露露藥精南北
郊郊 郊望勝 鄉輩 郊

郊郊、 金
、姻永萬

網花草竅郊，輿順利
鍛布郊
郊、 名
、杉
辦i 郊
郊

資
料
來
源•• 

方
豪
，
台
南
之
「
郊
」
'
大
陸
雜
誌
四
四
卷
四
期
，
頁
一
八
八
|
一
八
九
。

北
掃
興
南
郊
是
以
同
一
貿
易
地
的
商
人
組
成
的
。
北
部
交
易
地
以
天
津
、
寧
波
、
上
海
、
煙
台
、
牛
鞋
等
地
為
主
;
南
郊
主
要
與
金
、
廈
兩
島

、
潭
、
泉
、
香
港
、
抽
頭
、
南
澳
等
地
交
易
;
其
餘
諸
郊
，
是
由
同
業
商
人
組
成
的
，
其
規
模
比
較
小
，
道
光
年
間
這
種
小
型
的
郊
最
為
興
盛
們
昆

主
二
〉
。
此
外
，
請
未
有
港
郊
，
採
釋
台
灣
各
港
的
貨
物
，
以
備
內
地
之
配
運
。
茲
將
北
郊
、
南
郊
及
港
郊
等
三
郊
輸
出
與
輸
入
晶
驢
列
於
下
，
褲

明
區
間
貿
易
之
模
概•• 

郊
名
輸
出

北
郊
白
糖
、
一
喵
肉
、
姜
黃
、
樟

腦
。

亨
、
一
旦
.
、
麻
、
菁
子
、
米

筍
干
、
背
輯
、
魚
膠
、
魚

翹
膠
、
一
旦
機
。

郊

南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輸
入

軍
波
瀾
緻
、
上
攝
糊
糊
紗
、
蘇
杭
絲
帶
、
四
川
藥
材
、
新
江
叢
貨
、
中
在
膏
藥
、
火
腿
、
江
西
紡

葛
、
鐘
一
段
紫
花
布
、
上
海
年
胡
、
香
港
武
、
小
塗
、
天
津
棉
花
什
貨
。

潭
州
生
原
煙
、
泉
州
締
布
、
龍
岩
州
紙
類
、
福
州
衫
木
、
香
港
祥
布
什
貨
、
廈
門
藥
材
磁
器
、

永
寧
葛
、
汀
州
條
絲
、
海
州
絲
線
、
深
灑
鹽
魚
、
一
輛
南
什
貨
、
香
港
昨
閉
、
廣
東
什
貨
、
泉
州

磚
瓦
石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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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九
期

二
O

港

郊

一
旦
磯
、
豆
、
紙
(
嘉
義
)
、
米
、
宵
糖
、
筍
干
、
麻
、
菁
子
、
麥
。

海
州
豆
麟
、
泉
州
豆
、
紙

(
本
地
)
、
米
(
本
地
)

、
青
糖
(
4本
地
)
、
筍
平

(
香
港
)
、
黃
(
本
地
)

、
菁
子
(
泉
州
)
、
麥
(

本
地
)
。

資
料
來
源•• 

臨
時
台
灣
舊
慣
調
查
會
第
一
部
調
查
第
三
局
報
告
書
台
灣
私
法
第
三
卷
附
錄
參
考
書
上
卷
，
頁
五
二
。

從
北
郊
、
南
郊
輸
入
的
貨
品
名
稱
觀
察
，
有
些
一
貨
品
來
自
大
陸
內
地
，
如
四
川
的
藥
材
、
江
西
紛
葛
，
而
非
沿
海
省
份
的
產
品
，
這
說
明
中
國

區
間
貿
易
的
活
潑
景
象
。

台
南
往
北
有
笨
港
，
相
傳
明
天
啟
二
年
(
一
六
二
二
〉
樟
州
人
顏
思
齊
率
眾
登
陸
開
墾
。
乾
隆
十
五
年
，
笨
溪
(
4，
北
港
溪
γ
泛
濫
，
誰
京
港

街
市
為
南
街
(
後
稱
新
港
街
)
與
北
街
(
後
稱
北
港
街
)
，
十
四
年
後
，
已
是
「
舟
車
輻
轅
'
百
貨
餅
崗
，
俗
稱
小
台
灣
」
(
註
五
三
)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時
「
大
船
間
有
至
者
」
'
貿
易
的
規
模
愈
大
。

隨
著
貿
易
的
發
達
，
商
人
的
增
加
，
郊
的
組
織
也
逐
漸
成
立
。
新
港
至
遲
至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已
有
布
郊
、
數
郊
、
杉
郊
、
貨
郊
等
郊
;
道
光
二

十
年
，
北
港
成
立
泉
郊
;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新
港
有
泉
郊
、
廈
郊
;
道
光
三
十
年
，
有
資
料
提
及
笨
港
三
郊
，
即
泉
郊
金
合
順
、
廈
門
金
正
順
、
龍

江
郊
，
叉
有
集
南
北
港
糖
郊
。
光
緒
二
十
年
，
北
港
郊
尸
柯
林
立
，
塵
市
雌
連
，
金
門
、
廈
門
、
南
澳
、
安
邊
、
澎
湖
等
地
商
船
，
常
由
大
陸
載
運
布

匹
、
徉
油
、
雜
貨
、
花
金
等
項
，
來
港
銷
售
，
轉
版
米
石
、
芝
麻
、
青
糖
、
自
一
旦
出
口
;
叉
有
竹
簽
為
祥
商
載
運
樟
腦
前
赴
台
南
宏

4
.諧
，
聽
歌
輪

船
，
運
往
香
港
等
處
，
百
物
餅
集
，
貿
易
之
盛
，
為
誨
，
雲
林
一
稽
之
冠
，
俗
人
呼
為
小
台
灣
(
註
五
四
)
。

笨
港
以
北
有
鹿
港
，
原
名
仔
港
，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前
，
已
有
商
船
到
港
載
運
脂
麻
、
票
、
豆
，
似
乎
雍
乾
之
除
街
市
逐
漸
形
成
，
乾
隆
六
年

時
，
已
有
鹿
仔
港
街
為
「
水
陸
碼
頭
，
穀
米
難
處
」
(
註
五
五
)
。
其
時
鹿
港
尚
屬
島
內
通
商
港
口
，
尚
不
能
對
大
陸
直
接
貿
易
，
鹿
港
船
種
吝
必
取

道
台
南
鹿
耳
門
出
海
(
註
五
六
)
，
因
此
極
為
不
經
濟
，
增
加
了
鹿
港
至
鹿
耳
門
的
航
程
，
運
費
也
增
加
。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以
前
，
不
顧
禁
令
，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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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商
船
直
接
佳
退
廈
門
與
鹿
港
，
服
買
米
谷
，
運
往
大
陸
銷
售
，
在
禁
不
勝
其
禁
的
情
勢
之
下
，
乃
於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聞
控
鹿
港
與
一
福
建
晉
江
縣
甜
扎

口
對
航
。
從
此
，
鹿
港
的
對
大
陸
貿
易
急
遷
連
接
。

嘉
慶
十
九
年
，
鹿
港
有
泉
那
金
長
順
、
廈
郊
金
振
頓
的
記
載
，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以
前
，
已
有
布
郊
金
振
萬
、
糖
頰
金
永
興

i

、
黨
郊
金
長
興
，
油
郊

金
跌
幅
、
梁
郊
金
口
順
、
南
郊
金
進
益
(
註
五
八
)
。
道
光
四
住
對
鹿
港
商
人
亦
是
一
個
重
要
年
代
，
該
年
天
津
歲
荒
，
郊
商
牽
醬
撫
之
令
運
米
赴
天

津
，
躍
濟
民
食
，
表
現
甚
佳
。
鹿
港
原
無
北
郊
，
脂
戶
肢
精
者
，
僅
到
寧
授
、
上
海
，
道
光
四
年
以
後
，
往
一
天
津
、
錦
州
、
蓋
坡
的
船
隻
漸
多
。
鹿
港

商
人
的
貿
易
範
圍
擴
大
了
，
(
註
五
九
〉
道
光
時
期
堪
篇
篇
鹿
港
郊
的
全
盛
期
，
道
光
二
十
年
修
成
的
「
彰
化
懸
志
」
描
寫
當
時
鹿
港
「
街
街
縱
橫
皆

有
，
大
街
長
三
里
許
，
泉
‘
廈
鄉
居
多
，
舟
車
輻
轍
，
百
貨
充
盈
。
台
自
都
擴
而
外
，
各
處
貨
市
，
當
以
鹿
港
為
最
」
(
註
六

0
)
，
魔
港
可
稱
為
全
台

第

精 油 數 南 廈 泉 郊

郊 知 郊 郊 郊 知 名

一
四 約 約 約二道 所

八 O 一 一 一 O 成年
家 O O o 0 屬

五 O O O家家， 最間
每 家 家 商

。要重 畫畫
1 

數

f'j 
輸 提毒害 輿 與輸

餐露 實
出 出 廣東 再糖 花 、江
' 第 、 、 布白標、
道光 當 會

、 、灑
四 油麻 • 等地 、 藥、

2 禮 材瀰 屬
。 易貿 ~ii 。窟

' 地 、
遠 ' 區 崇
連 多 貿 對武
天 入輸 易
津 ' 渡
、 鹼魚 出 ' 

情

海土 . M 口 從
大類 較 事

等處 。 多 泉州
' 

' 有 地
然 兼的 區
不 ' 貿易
及 布營 況
4日3、

。

要 郊 大
、 但沼的士司, 

郊多 糖
郊 進

。 、 口

染 貨有
郊
。 石

材
、

木材
、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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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九
期

郊

布

七
O
|
八
0
家

輸
入
細
布

染

郊

二
O
l
四
0
家

資
料
來
源
•• 

張
炳
楠
，
「
鹿
港
開
港
史
」
'
台
灣
文
獻
二
六
卷
三
期
資
料
整
理
得
。

以
上
是
鹿
港
與
大
陸
間
貿
易
的
概
況
，
至
於
島
內
的
貿
易
地
區
範
厲
亦
相
當
大
，
鹿
港
的
但
諺
「
頂
到
過
有
(
今
苗
栗
遍
有
)
，
下
到
玻
橋
(

A
Y屏
東
極
但
春
)
」
〈
註
六
?
)
，
正
可
說
明
這
種
景
象
。

鹿
港
以
北
的
蜢
鯽
，
約
在
道
光
年
間
贏
得
「
一
府
二
鹿
三
蜢
卿
」
的
地
位
，
成
為
台
北
地
區
的
商
業
中
心
。
在
蜢
卿
幅
起
以
前
，
八
里
金
、
新

在
亦
會
扮
灑
過
重
要
地
位
。
載
陸
時
代
，
八
里
金
因
位
淡
水
河
口
，
商
船
頗
多
，
隨
著
台
北
盆
地
內
的
開
墾
'
中
心
區
逐
漸
移
往
新
涯
，
乾
嘉
之
際
新

鞋
逐
漸
於
淺
，
加
上
蜢
哪
位
在
台
北
盆
地
中
心
點
，
水
陸
輯
釀
，
逐
漸
取
代
新
莊
的
地
位
。
由
於
早
期
清
政
府
限
制
台
灣
與
大
陸
的
來
往
，
運
在
大

陸
的
貨
品
，
獨
先
運
抵
台
商
鹿
耳
門
，
再
轉
運
大
陸
沿
海
。
北
部
地
方
，
距
離
鹿
耳
門
航
程
頗
遠
，
運
輸
頗
為
不
便
。
而
從
淚
水
磨
田
園
面
積
增
加

的
情
形
觀
察
，
乾
隆
中
期
已
大
致
開
墾
'
稻
米
產
量
不
少
，
運
輸
航
程
叉
頗
不
便
，
因
此
由
北
部
直
接
私
版
大
陸
的
情
形
非
常
普
遍
，
稽
查
亦
難
，

乃
有
「
小
民
等
趨
利
如
驚
，
勢
難
禁
遍
，
與
其
陽
奉
陰
.
遣
，
轉
滋
訛
索
，
不
若
明
設
口
岸
，
以
便
商
民
」
的
建
議
，
迫
於
情
勢
，
乃
於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開
放
八
里
金
與
祖
建
五
虎
鬥
直
接
對
渡
。
這
個
措
施
，
一
方
面
反
映
台
灣
北
部
與
大
陸
貿
易
的
繁
盛
，
同
時
加
強
了
彼
此
間
的
貿
易
活
動
(
註
六
二
〉

蜢
柳
隨
著
商
業
的
繁
盛
，
郊
也
逐
漸
成
立
。
有
關
蜢
卿
郊
的
記
載
年
代
不
明
確
，
乾
隆
個
郊
商
會
建
水
仙
宮
，
泉
郊
人
士
亦
出
資
建
立
龍
山
寺

，
確
切
年
代
不
明
，
而
其
最
盛
時
期
，
可
能
在
乾
嘉
之
際
以
後
。
蜢
卿
最
著
的
三
郊
，
是
泉
鄉
、
北
郊
、
廈
郊
，
泉
郊
最
早
成
立
，
其
次
為
北
郊
，

有
的
泉
郊
兼
營
北
妞
"
，
廈
郊
的
勢
力
不
大
。
郊
商
的
船
有
的
是
膜
的
，
有
的
是
自
置
的
。
一
般
勢
力
較
大
的
郊
商
皆
擁
有
船
頭
行
，
自
置
船
隻
(
註

六
三
)
。
茲
將
三
那
貿
易
的
情
形
表
列
于
下
，
俾
明
其
詳•• 

郊
名
貿
易
情
形

泉
郊
(
叉
名
頂
以
泉
州
賀
易
為
主
。
出
口
貨
以
大
菁
、
米
、
宇
麻
、
糖
、
木
材
為
主
;
入
口
一
以
金
銀
紙
、
布
向
前
、
胸
瓷
器
、
鹹
魚
、

郊
)
金
晉
順
磚
石
為
大
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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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廈 北
〉郊 郊番
金同 ( 

順稱叉 頤

下

碧藍 藝美
大門 類津
稻貿 為、
捏易 大錦

'。 宗州

光同 成初 進蓋

年間 立於 多口 的州
成蜢 布為南 船日, 為卿
最，
重威 、-可

要學 網緻 北大的一
郊年 之」
。-且可 類

頂 。往
.下 上
郊 海
拼 、

L- 寧波
f島、

島日 ' 
圓頂 曰

郊 且可

學 北

龍郊
L-

。

出
分 口

械類 以

菁大
門
'-..../ 、

後 最' 
下 、

郊失敗 樟
腦

、

' 木

資
料
來
源•• 

陳
培
桂
，
淡
水
廳
志
，
卷
十
一
，
考
一
風
俏
商
賈
條
，
頁
二
九
七
。

清
代
開
發
較
遲
的
噶
瑪
蘭
(
誨
，
宜
蘭
)
，
與
大
陸
的
區
間
貿
易
亦
相
當
發
達
。
通
商
港
口
以
烏
石
港
、
蘇
澳
港
為
主
。
噶
瑪
蘭
與
大
陸
的
往
來

的
地
點
，
噶
瑪
蘭
廳
志
有
詳
細
記
載
，
茲
表
列
于
后
以
觀
其
質
易
地
區
-
-

廣江 漸 市眉 貿

省易
東蘇 江 建 份

澳門 吳商企 舟、 梅花 關一、嶼蔥
、沙大(安 貿

、 山嶼 i 、理事、上 、/白、 松、崇
海 定溫 山黃港武

當圳 、港歧) 易
乍港 鳳(、、青

浦 、、.J 嶼凰寧幅北關田
、 強 il 交遣、
祥 ( 府 、 、 攜手l、l 地
嶼山 鬥確 l 瑞〉羅五

、 r、 安 、 湖門虎 、
。 波寧 巖黃 縣麗、 平

〉大、海 點

。港 、金定、
口 北、海鹽
、J

曬驢緻主 入輸 輸出
輸 貿

入出 入. . 
聲露 絲鍛米、 乾

葉 易
網專 、

旦

、

麥 貨、
、

磁
器
、 日口日

巴﹒ 金
格

。

清
代
台
灣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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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九
期

h
二
凶

資
料
來
源•• 

ω
陳
淑
均
，
噶
瑪
蘭
廳
志
，
各
五
上
海
船
，
頁
二
一
六
。

ω
柯
培
元
，
噶
瑪
關
志
略
，
各
十
一
風
俗
志
，
商
賈
條
。

區
間
貿
易
，
船
隻
受
風
向
影
響
甚
大
，
五
、
六
月
南
風
盛
設
，
兩
晝
夜
舟
可
抵
湖
江
，
至
近
多
北
風
起
，
載
貨
岡
航
。
大
陸
沿
海
的
小
漁
船
，

也
利
用
南
風
不
能
打
網
的
時
期
，
來
噶
瑪
蘭
以
祥
銀
外
釋
，
然
後
載
米
運
往
大
陸
銷
售
，
往
南
至
盾
東
澳
門
的
船
隻
'
則
利
用
冬
天
北
風
載
樟
腦
南

航
，
購
雜
貨
返
航
(
註
六
四
)
。

以
上
是
就
幾
大
區
峨
的
港
口
與
大
陸
交
易
情
形
加
以
敘
述
。

當
各
港
口
的
郊
行
把
貨
品
輸
入
台
灣
以
後
!
靠
著
下
面
的
轉
賣
過
程
，
把
貨
品
銷
售
出
去

•• 

「
、
文
市
l

消
費
者

郊
行
，
、
消
費
者

曾
店
l

文
市
(
大
街
〉
r

申
販
仔
」
申
文
市
(
小
街
〉lv
消
費
者

/
肢
仔

一 134--

所
謂
文
市
，
就
是
商
品
零
售
店
。
輸
入
的
商
品
，
商
接
由
大
批
發
商
郊
行
分
售
零
售
店
，
而
轉
入
一
般
的
消
費
者
手
中
。
此
外
，
也
往
往
經
由
小
批

發
商
的
割
店
為
蝶
介
而
售
于
文
市
，
然
後
一
部
份
零
售
消
費
者
，
一
部
份
經
由
肢
仔
之
手
而
轉
售
于
鄉
間
文
帝
，
另
外
一
部
份
肢
直
接
自
割
店
把
貨
一

晶
轉
售
平
鄉
間
文
市
，
再
售
于
消
費
者
〈
註
六
五
)
。

透
過
上
述
的
市
場
體
系
，
把
台
灣
各
地
與
大
陸
的
貿
易
聯
結
在
一
起
。
台
灣
商
業
的
發
達
，
以
市
場
的
類
型
亦
可
說
明
，
上
述
的
文
市
黨
全
為

每
日
市
，
除
少
數
特
例
外
，
沒
有
大
陸
的
市
集
情
形
(
註
六
六
)
。

威
學
十
年
(
一
八
六
0
年
)
，
淚
水
基
隆
港
、
安
平
打
狗
港
關
為
對
外
通
商
口
岸
，
叉
給
畫
灣
帶
來
新
的
貿
易
機
會
，
漢
人
抓
住
這
個
機
會
，

其
企
業
績
神
文
再
次
得
到
發
揚
，
茶
、
樟
腦
的
貿
易
，
造
成
清
末
台
灣
繁
榮
的
景
象
，
台
灣
每
人
平
均
分
攤
的
貿
易
額
，
因
而
居
全
國
之
首
(
註
六

七
)
。



六
、
結

主~
n冊

一
種
精
神
或
一
種
性
梅
的
形
成
，
是
人
對
撞
蟬
的
長
久
反
應
而
產
生
的
。
明
末
，
闢
粵
一
帶
的
功
利
冒
鞭
精
神
，
可
能
較
當
時
沿
海
其
他
地
區

顯
著
盤
，
但
是
，
若
無
一
新
天
地
讓
其
繼
續
發
揚
，
這
種
精
神
有
其
局
限
性
的
，
是
會
萎
縮
消
退
的
。
閩
粵
移
民
在
南
洋
與
台
灣
的
發
展
，
為
環
境

與
此
種
精
神
發
揮
的
結
果
。

棍
據
台
灣
早
期
方
志
的
記
載
，
稱
「
士
之
子
值
為
士
，
農
之
于
但
為
農
，
非
定
論
也
」
'
叉
稱
「
三
島
之
民
，
誨
本
之
外
，
牽
車
服
賈
，
揚
帆

濟
渡
而
已
」
(
註
六
九
)
。
在
這
個
移
民
的
新
社
會
中
，
舊
的
傳
統
價
值
觀
念
不
被
重
鼠
，
士
農
工
商
的
流
動
性
很
大
，
原
是
保
護
農
作
物
的
土
地

神
，
卸
也
成
為
台
灣
商
人
崇
拜
的
神
明
，
多
少
也
反
映
了
農
人
轉
變
為
商
人
的
流
動
。
契
約
的
訂
立
，
合
肢
的
組
織
方
式
，
似
乎
成
為
其
生
活
的
習

慣
。
神
明
會
的
組
織
，
說
明
合
股
習
慣
融
入
一
般
生
活
中
。

從
土
樹
的
開
墾
、
水
利
的
投
資
、
經
濟
作
物
的
種
植
以
及
商
業
的
發
達
，
反
映
了
台
灣
漢
人
濃
厚
的
謀
利
冒
險
精
神
。

若
鐘
器
問
縱
度
觀
察
，
請
酋T期
漢
…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主
要
在
土
地
開
墾
、
水
利
投
資
、
米
糖
種
植
得
到
發
揮
。
土
地
開
墾
、
水
利
投
資
、
稻
米
種

植
實
為
三
位
一
體
，
即
在
於
稻
米
的
商
品
化
。
由
於
人
口
的
增
加
，
農
業
技
術
不
能
有
突
破
的
發
展
，
清
代
中
期
，
台
灣
農
業
已
漸
星
「
高
度
水
平

均
衡
陷
阱
」
(
E
m
p
.
-
Z丘。
空
間
』
早
已
Z
B
Z

色
)
(
註
七
0
)
的
危
機
，
由
於
商
業
的
發
達
，
企
業
精
神
才
沒
有
萎
縮
，
幸
運
的
是
，
台
灣

開
為
對
外
通
商
口
岸
，
挽
設
了
這
危
驗
。
台
民
的
企
業
精
神
，
很
快
的
叉
得
到
發
揚
，
把
撞
了
對
外
貿
易
的
機
會
。
十
六
世
紀
至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

歷
經
三
百
年
的
發
展
，
一
種
新
的
獨
神
|
|
企
業
精
神
，
終
而
成
為
台
灣
地
區
居
民
的
一
項
重
要
特
質
，
要
觀
察
台
灣
社
會
經
濟
的
發
展
，
學
不

應
該
忽
親
這
個
傳
統
。

附

軍正

弋丸; ‘ 

吋

a 註

一•• 

林
浦
紅
，
『
貿
易
與
清
末
台
灣
的
經
濟
社
會
變
遷
』
(
一
八
六O
|

一
八
九
五
)
，
食
賞
月
刊
復
刊
號
九
卷
八
期
，
頁
一
八l
三
二
。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二
丘

一 135 一

.、、



國
何

4口
f
I
!
撞
i
i
+
<
勵
聞
到
圖
解
難

學
晨

4哭
聲

l1
K

 

相
1
1
.
.
*
.
g
:
囡
囡
$
!
j
.
.
n
學
鹽
制
幣

1ι
垃
宿
費
」
‘
ñ
Þ
f
f
i
I
甜
@
軒
‘
阿
川
卡
。

相
111 ..~lli!i M

ax W
eber 

榔
‘
盟
秘
~
糖
﹒
「
湖
馳
樣
講
話
~
~
聞
聽
得
高
*
"
叫
都
盡
禦
韋
」
‘
直
到
自
H
報
銷
嘛
。

相
固
.
.
盤
指
賣
錢

r
+
<
租
車

d
叫
朴
輯
部
I
r
~
m
r
酷

J
.. 4

n
+
<
鷗
刮
目
E
館
l
ã
5
.
.
回
國
卡
因

ljt障
制
緝
令

t
。

相
隔
.
.

.
，
韓
攤
主
i
Î
"

r隙
，
攘
'
.
星
星
耕
磁
盤
雷
艇
單
單
燒
;
起
個
單
單
曬

J
‘
4口
+
<
闢
刮
目
E軾控iS

-
回
國
K
+
附

ljt臨
+
1
緝
令

t
。

..Q1lÈ相
8

i?l..
1恆

1
<

。

相
K
.
.

R
aw

sk
:Î., 

E
velyn 

S
a胸

.kida
，

A
g

ric
u

ltu
ra

l C
hange 

and th
e
 

P
easean

tE
co

n
o

m
y

 o
f 

S
outh C

hina
, 

H
arv

ard
 U

n
iv

ersity
 

P
ress

, 
C

am
bridge

, 
M

assach
u

settes
, 

1972
, 

p
p

. 
167-181

, 
A

ppendix
, 

F
u

k
ie

n
's 

P
o

p
u

latio
n

 in
 th

e
 M

ing P
erio

d
. 

相
-
P

..N
g

, 
C

hin-keong
, "A

 
S

tu
d

y
 on th

e
 
P
~
a
s
e
a
n
t
 

S
o

ciety
 o

f 
S

o
u

th
 F

u
k

ien
,"

 
N

anyang U
n

iv
ersity

' Jo
u

rn
al, 

V
ol. 

V
I

, 
1972, 

P
P

. 
193. 

相
<
.
.

P
erk

in
s

, 
D

w
ig

h
tH

.
, 

A
g

ric
u

ltu
ra

l 
D

evelopm
ent 

in
 C

hina 
(1

3
6

8
-1

9
6

8
)

, 
A

ld
in

e 
P

u
b

lish
in

g
 C

om
pany

, 
C

hicago
, 

P
.2

2
3, 

T
ab

le 
B.

每
.

組
長
.
.
組
<
Ð
.
J
?
(
‘
阿

l
兵
川
.
.
i
I
稱
茗
，
擾
著
~
~
+
I
要
回

IÇ..
盡

E草
制
@
帥
.
.
)
m
(

I
-
P
兵
，

1 <
0

 ‘
嘴
也
認

1
111長

川
ljt~

崗
贖
宮
〈
口
通
話
。

相
1
0
.
.
喲
軍
帽
@
妒
。

相
1

1 •• 
rl曹
甜
贖
怕

J
譜
。
闢
卡
‘
盟
軍
車
生
學
。

相
11

卜
﹒
疇
，
曾
相
<
Ð
.
J
?
(
‘
\
m
(
1
1
0
卅
輛
車
站

E
借
殿
。

相
l|11..Ng，

chin-keong'"Gentry-Merchants
and 

p
e
a
se

a
n

t-P
e
d

d
1

e
rs:T

h
e
 R

esponse 
o

f th
e
 so

u
th

 F
u

k
ien

ese to
 th

e
 O

ffsh
o

re 
T

rad
in

g
 O

p
p

o
rtu

n
ities 

1522-66"
,

N
angY

ang U
n

iv
e
rsity

 Jo
u

rn
a1

,
vo1

,
V

II ，
1973

，
p
p
.
1
6
1
-
1
7
些.

相
l
固
.
.

r
攤
續
圖
!
l
I
l
J
.
.
~
固

l題
擻
留
學
制
。

制
l
附
.
.
輛
軍
叫
耕
揖
.
.

r
總
缸
組
聽
.
緝

J
.
.
~
制
~
奇
主
體
~
~
川
慧
。
組
長
+
1
~
.
.

\m(
J一

1
0

。

相
1
K..

i
B
*
輔
蚓
‘

F
蟾
乞
軀
殼
判
刑
製
甚
至
~
普
通
輯
.
!
I

.. 4n~萬
*
‘
你
I
r
l
:
l
i
軾
輔
哥
:
:
~
川
財
閥
‘

r4珊
'
~
聽
到
車
蠟

J
.
.
個
〈
卅
一
<
<
。
揖
租
車
風
R
健
瞳
〈
撞
，
老
區

攤
-
<
i
!
+
I
樽
壓
制
當
‘
是
章
程
全
鎖
線
起
草
草
i
!
輯
霍
霍
祖
l
l
E
‘
~
柯
森
啡
，
贖
回
車
，
轉
學
泣
。

相
1
-
P
.
.
.
何
時
劇
毒
」
咐
閻
瞌
睡
咱
‘
回
附
囝
喝
.
.
~
川
盟
員
總
弓
，

4
4
蝠
，
:
!
再
~
口
軍
區
但
獻
。

相
1

<
..M

y
e
rs

, 
H

. 
R祖
帥
，

"T
aiw

an U
nder 

帥
'ing

Im
p

e
ria

l R
ule

, 
168ι95: 

T
he 

T
ra

d
itio

n
a
l E

conom
y"

, 
Jo

u
Í'n

a
l 

o
f th

e
 

In
stitu

te
 o

f 
C

h
in

ese S
lu'di'es 

o
f 

th
e U

n
iv

ersiey
 o

f H
ong 

K
ong

, 
V

o
l. 

5
, 

N
o. 

2
, 

P
.3

9
1

. 

甸的同

相
l
共
.
.
艇
缸
啦
I
r
+
<
哥
哥
聽
惘
，
但
‘

4n~當
*
酋
卡
通
產
總
哥
:
:
~

1
卅
川
串
串
‘
組
長
卅
串
‘
阿
4
J
<
目
。



註
二
0•• 

同
前
書
，
頁
七
八
一
。

註
二
一
•• 

見
註
一
三
，
頁
一
六
八
。

註
三
二•• 
2

，
「
彰
化
縣
去
，
卷
六
回
賦
志
，
E
E
L

二
九
八
，
吳
洛
墾
溪
心
模
、
臣
、
吳
膺
，
在

1

日
魯

-
J

「
台
北
縣
下
農
家
種
濟
調
查
書
」
，
日
明
治
三
十
二
年
，
台
灣
總
督
府
民
敢
當
殖
產
科
，
頁
四
五
。

註
二
三•• 

陳
淑
均
'
，
「
噶
菊
蘭
廳
志
」
'
卷
二
下
賦
投
志
附
考
，
頁
七
二
。

e
i

註
二
四•• 

周
一
品
質
，
「
台
灣
府
志
」
'
卷
九
災
蟬
，
頁
一
O
七
;
卷
一

C
齒
，
廿
九
志
，
頁
一
一
一
-
7
頁
三
三
。

註
二
五
•• 

王
洛
興
，
=
句
。
可
g
c
w

眩
目
H
P
E
E
S
C
@
E
m
v
呵
呵
呵
恤
闕
，
丘
。
曰:
S
E
S
H
E
-
-
M
O
E
E
H
d
Z
Z
S
2
，
中
研
蹺
，
民
援
學
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三
期
，

頁
一
六
六
|
一
六
七
。

註
二
六
•• 

同
註
二
二
，
卷
八
人
物
志
，
頁
二
四
0
;

省
二
攝
制
志
，
頁
五
六
1

註
二
七
•• 

同
註
二
五
女
，
頁
4
一
六
八
。

註
二
八
•• 

惜
餘
，
「
台
灣
水
利
問
題
」
'
台
銀
研
究
叢
刊
第
四
種
，
頁
一
-
e

註
二
九•• 

罔
註
一
九
書
，
第
一
冊
，
頁
二
三
l
i
-
-四。

註
三
0•• 

間
註
一
九
書
，
第
一
冊
，
頁
二
七
。

註
三
一

•• 

@
連
橫
，
「
台
灣
通
史
」
'
卷
一
-
二
列
傅
，
頁
九
十
a
;
@
「
台
北
縣
志
」
'
卷
十
七
，
水
利
志
，
頁
二
五

-
t
。

註
三
二
，
.
L
V罔
註
二
八
，
頁
一

0
;

-
h陳
培
毯
，
可
放
水
磨
志
」
，
水
利
志
，
頁
七
六
。

註
-
z三•• 

U岡
註
一
一
一
一
-
z
b
'，頁
七
五
;

，
心
提
川
喜
代
拾
，
「
按
橋
街
誌
」
'
頁
一
四
五
l

一
四
六
。

註
三
四
•• 

「
台
北
縣
下
農
家
越
演
調
查
書
」
'
台
灣
總
督
府
民
政
部
殖
產
課
，
明
治
三
二
年
，
頁
一

O
六
。

註
三
五

•• 

同
註
三
一
番
，
卷
一
二
十
一
}
林
胡
郭
強
列
傅
，
頁
九O
四
A

註
三
六
•• 

闆
註
三
四
，
頁
四
六
;
並
審
閱
「
大
祖
調
查
報
告
書
」
，
契
約
中
的
水
誼
，
大
致
以
每
甲
三
|
四
右
為
多
。

註
三
七
•• 

間
註
囚
，
頁
二
三
。

註
三
八
•• 

范
成
，
「
童
位
台
灣
府
志
」
'
頁
三
九
七
。

註
三
九
•• 

闊
前
註
二
四
。

註
四
0•. 

高
拱
乾
'
「
台
灣
府
志
」
，
卷
十
芸
丈
志
，
頁
三
四
四
|
戶
四
五
。

註
四
一
•• 

害
。
可
r

回
昌
。
白
自

.

.

.

.
r
z
s
d
E
O
門
口

E
口
m
E
Z

早
已
宮
己
。
﹒

H
A叫
∞
中t
H
∞
叫H
U
H

司
、

-
w
o
吋
呵
。H
M抖
抖
抖
。
自m
V
H閉
口
。
口
。
自
詞

戰
臨
其
南
、
陳
秋
坤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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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九
期

j\ 

編
譯
，
「
台
灣
農
村
社
會
極
濟
發
展
」
，
教
畫
出
版
祉
，
頁
九
六
。

註
四
二
•• 

抽
著
，
「
清
代
台
北
盆
地
經
濟
社
會
的
演
變
」
'
師
大
歷
史
研
究
肘
，
民
國
六
七
年
碩
士
論
女
，
頁
一
一
-
二
。

註
四
三
•• 

同
註
@
食
，
頁
一
九
。

註
四
四
•• 

周
凱
，
「
廈
門
志
」
卷
十
五
，
風
俗
記
俗
尚
條
，
台
灣
女
獻
叢
刊
第
九
五
禮
，
第
五
冊
，
頁
六
四
九
。

註
四
五
•• 

「
臨
時
台
灣
舊
價
調
查
會
第
一
部
調
查
第
三
回
報
告
書
台
灣
私
怯
」
第
三
卷
下
，

2

日
明
治
四
十
四
年
一
舟
，
頁
一
二
八
|
一
四
六
資
料
整
理
計
算
得
。

詮
四
六•• 

「
台
灣
私
怯
商
事
輔
」
第
一
珊
，
台
灣
女
獻
輩
刊
第
九
三
鐘
，
頁
九
七

1
九
丸
，
語
告
給
拉
於
能
糖
二
字
。

註
四
七
•• 

罔
註
四
五
書
，
頁
一
六
九
l

一
七
一
。

註
四
八
•• 

陸
民
仁
，
扭
扭
學
，
頁
一
五0
，
企
業
組
織
、
司
合
診
。

r
z、

註
四
九
•• 

「
臨
時
台
灣
當
價
調
查
會
第
一
部
調
查
第
三
回
報
告
書
台
灣
私
挂
附
錄
參
考
書
」
第
三
卷
上
，
自
明
治
四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
頁
主

0
，
頁
六
二
|
六
四
。
.

註
五
0•. 

同
前
書
，
頁
五
五
。

註
五
一•• 

有
關
郊
的
研
究
，
成
就
最
大
的
是
方
豪
，
其
重
要
的
論
突
如
下

•• 

h
E
U甫
的
扭
，
大
陸
雜
誌
，
四
四
卷
四
期
，
頁
一
七
七l
一
九
九
。

L
B
港
的
「
鄉
之
，
現
代
學
苑
第
九
卷
第
三
期
，
頁
八
九l
-
0
0

。

h
a新
竹
的
盛
，
中
國
歷
史
學
會
史
學
集
刊
第
四
期
，
頁
了
一
五
。

ι
『
台
灣
行
郊
研
究aT富
與
台
北
的
那
』
'
東
方
雜
誌
種
刊
第
五
卷
第
十
二
期
，
頁
三
六

l
五
0
。

h
3澎
湖
北
港
新
港
宜
繭
的
2

，
現
代
學
菇
，
第
九
卷
第
七
期
，
頁
二
五
|
二
八
;
第
八
期
，
頁
二
七

l
王
一
。

註
五
。
一
一
•• 

罔
註
五
-
a
'
頁
一
八
九
。

註
五
一
-
一
•• 

余
女
儀
，
「
台
灣
府
志
」
，
各
二
攝
制
，
街
市
條
，
頁
二
六
。

註
五
四•• 

同
註
五

-
e
質
，
第
九
卷
第
八
期
，
頁
二
七l
二
八
。

註
五
五
•• 

龍
成
，
頁
二
穴
，
鹿
仔
港
;
頁
七
七
廚
仔
港
。

註
五
六
•• 

蒞
威
，
頁
九
0
。

註
五
七
•• 

周
盞
，
「
彰
化
縣
志
」
'
頁
三
八
七
，
可
請
設
鹿
港
正
口
疏
』
。

註
五
八
•• 

罔
註
五
一•. 
b

﹒
哎
，
頁
九
一l
九
三
。

註
五
一
九•• 

周
聾
，
頁
二
三
。

註
六
0•. 

固
蠢
，
頁
三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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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p', 
心t

‘說.?....~

再

也 λiI.-~
• 

:禮之:

註
六
一
•• 

張
炳
楠
，
『
鹿
港
開
港
史
』
，
台
灣
女
獻
二
六
卷
三
期
。

註
六
二
γ
﹒
審
閱
抽
著
片
清
代
台
北
盆
地
經
濟
社
會
的
演
變
」
，
師
大
歷
史
研
究
所
民
國
六
七
年
碩
士
擔
贅
，
頁

-
O
六
|
一

註
六
三

•• 

岡
註
五
一
d
﹒
笑
，
頁
四
一l
四
四
;

.
陳
淑
均
，
頁
二
九
七
。

註
六
四
•• 

桐
培
元
，
「
噶
瑪
蘭
志
序
，
卷
十
一
風
俗
志
，
商
賈
條
。

註
六
五•• 

東
書
生
?
可
清
代
台
灣
的
貿
易
與
外
國
資
本
』

註
六
六
•• 

切
E

口
5

月
﹒

M
U句
﹒
凶
，
中
凶
"

，
台
灣
經
濟
央
韌
集
，
台
銀
本
，
研
究
囂
刊
第
二
五
種
，
頁
峙
。
丸
。

a
-
4『.• 

H
U
A叫中
﹒

n
w
u
F
輝
先4

柚
H
H
L憫
。
區
峙
，mV
M
O恤
唔
，
闡
明
仙

P
M
W

=
崖
串
門
宵
。
抖
抖
霞
的
切
o
n
u
F
P
Hm
w許
可
白
白4
F
E
M
.

。

-
F信自
Z
H
e
H
V
H

E

益

m
w許g
S
H「
申
扭
扭
轉
~
呵
。
』
﹒

註
六
七•• 

林
浦
缸
，
間
，
請
宋
台
灣
與
我
國
大
陸
之
貿
易
型
態
比
較
(
一
八
六

O
l

一
八
九
四
)
"
峙
，
前
籠
《
﹒
轟
鈍
，
報
曹
先
蟬
，
頁
一
二

0
.

註
六
八
•• 

高
棋
乾
'
頁
一
八
二
。

註
六
九•• 

罔
前
註
六
三
。

註
七
0•• 

有
關
「
高
度
水
平
均
衡
陷
阱
」
理
論
，
審
閱
g
s
w
E

丘

r

言
。

F
E
Z

目
。
峙
仲
革
的
軍
當
圈
，
嘲

g
f

草
書
當
立

3
3

、
2
8
.
2
月

u
z

王
業
鍵
p
『
近
代
中
國
農
業
的
成
長
及
其
危
機
片
近
史
研
集
刊
第
L
L期
)
頁
-
2六
六
j
=

甲
魚
八
。

可4

{.‘ 

清
代
台
灣
漢
人
的
企
業
精
神

C
H
H
U
F
4
@

阿
圓
怕
什
何 N

F
崗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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