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
乡
慨
况

一

、
历
史
沿
革

县
域
，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属
楚
国
。

秦
朝
属
长
沙
郡
湘
南
县
，
县
治
设
在
现
湘
潭
市
西
南30

公
里
的
花
石
汉
城
桥
。

西
汉
高
祖
五
年(

公
元
前202

年)

置
长
沙
国
，
连
道
、
湘
南
县
均
属
长
沙
国
。
哀
帝
建
平
四
年(

前3

年)

，
封
长
沙
王

的
儿
子
刘
昌
为
湘
乡
侯
《
汉
书
。
王
子
侯
表
》
。
自
此
，
始
有
“
湘
乡
”
之
名
。
王
莽
新
政
期
间
长
沙
国
改
称
填
蛮
，
东
汉

改
长
沙
郡
，
原
湘
南
县
改
为
湘
南
侯
国
，
仍
属
长
沙
郡;

原
湘
乡
侯
领
地
改
为
湘
乡
县
，
属
零
陵
郡(

《
后
汉
书
。
郡
国
志
》，

县
治
设
今
县
城
。

东
汉
末
，
建
安
二
十
年(215)

，
湘
乡
为
刘
备
占
区
，
仍
属
零
陵
郡
，
建
安
二
十
四
年(219)

归
吴
。
吴
主
孙
亮
太
平
二

年(257)

，
分
长
沙
西
部
为
衡
阳
郡
，
湘
乡
县
属
衡
阳
郡
，
并
为
衡
阳
郡
治
所
在
。

晋
朝
，
湘
乡
县
仍
为
衡
阳
郡
辖9

县
之
首
邑
。

南
北
朝
时
期
，
宋
将
连
道(

今
双
峰
县
测
水
以
西
及
涟
源
、
安
化
、
邵
东
部
分
县
地)

并
入
湘
乡
县
，
设
治
于
今
县
城
，



隶
属
于
衡
阳
内
史(

内
史
治
所
移
驻
湘
西
县)

。
南
朝
齐
改
衡
阳
内
史
为
衡
阳
郡
，
齐
、
梁
、
陈
湘
乡
县
均
属
衡
阳
郡
。

隋
朝
并
郡
县
。
开
皇
九
年(589)

，
撤
衡
阳
郡
，
将
湘
乡
、
湘
西
、
衡
山3

县
合
并
成
衡
山
县
，
设
县
治
于
今
湘
潭
县

石
潭
古
城
，
属
潭
州
总
管
府
。
大
业
三
年(607)

，
改
潭
州
总
管
府
为
长
沙
郡
，
湘
乡
地
属
长
沙
郡
。

唐
朝
，
长
沙
郡
复
改
为
潭
州
。
武
德
四
年(621)

，
析
衡
山
县
复
置
湘
乡
县
，
属
潭
州
，
徙
治
所
于
龙
城(

故
连
道
县
治)

，
不

久
复
迁
回
今
县
城
。
五
代
十
国
时
期
，
楚
王
马
殷
于
后
唐
天
成
二
年(927)

，
改
潭
州
为
长
沙
府
，
湘
乡
属
长
沙
府
。

宋
朝
乾
德
元
年(963)

恢
复
潭
州
，
湘
乡
复
属
潭
州
。

元
朝
至
元
中
，
湖
广
立
行
省
，
改
潭
州
为
潭
州
路
，
湘
乡
县
仍
归
其
所
辖
。
元
贞
元
年(1295)

，
因
县
民
已
达
万
户
而

升
为
湘
乡
州
，
州
治
设
今
县
城
。
天
历
二
年(1329)

，
潭
州
路
易
名
天
临
路
，
湘
乡
州
属
天
临
路
管
辖
。

元
至
正
二
十
四
年(1364)

，
吴
王
朱
元
璋
复
改
天
临
路
为
潭
州
府
，
明
洪
武
二
年(1369)

湘
乡
州
降
为
县
。
洪
武
五
年

(1372)

，
潭
州
府
易
名
长
沙
府
，
湘
乡
县
复
属
长
沙
府
。

清
代
，
湘
乡
县
属
长
沙
府
。

中
华
民
国3

年(1914)

，
废
府
州
建
制
为
道
，
湘
乡
县
划
属
湘
江
道
。11

年
，
废
道
制
，
湘
乡
县
直
属
省
辖
。26

年

属
湖
南
省
第
六
行
政
督
察
区
专
员
公
署(

设
邵
阳)

，29

年4

月
改
属
湖
南
省
第
五
行
政
督
察
区
专
员
公
署(

设
益
阳)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至1952

年11

月
属
益
阳
专
区
。1952

年12

月
属
邵
阳
专
区,1965

年7

月
改
属
湘
潭
专
区
。

1983
年2
月,

国
务
院
决
定
撤
销
湘
潭
地
区,

改
由
湘
潭
市
管
辖
。1986

年9

月12

日
，

国
务
院
批
准
改
为
湘
乡
市
。

二
、
行
政
区
划

隋
、
唐
以
前
的
县
以
下
行
政
区
划
资
料
无
考
。
五
代
十
国
时
期
至
清
朝
的
政
区
资
料
，
所
存
者
寥
寥
，
无
从
备
述
。
据

旧
志
，
五
代
后
唐
清
泰
二
年(935)
，
楚
王
从
湘
乡
县
划
出
安
乡9

里
、
玉
潭
镇(

今
宁
乡
县
城)

、
温
泉
里
等
地
给
宁
乡
县
。

宋
朝
熙
宁
六
年(1073)

，
将
湘
乡
的
常
安
、
长
乐
两
乡
之
半
共8

个
里
划
给
新
置
的
安
化
县
后
，
存12

个
乡
、3

个
坊
，
下

分46

个
里
。

清
朝
顺
治
十
一
年(1654)

，
偏
沅
巡
抚
袁
廓
宇
为
便
于
征
收
赋
税
，
奏
请
皇
帝
批
准
，
权
立
“
均
都
法
”
，
即
以
能
收

熟
粮780

担
的
耕
地
范
围
划
成
一
个
都
，
限
期
严
逼
，
湘
乡
知
县
南
起
凤
依
“
均
都
法
”,

将
全
县
按
田
亩
册
簿
平
均
分
都
，

形
成
了
实
地
上
并
未
划
分
都
界
范
围
的
“
纸
上
都
坊
”
政
区
。
到
康
熙
三
十
五
年(1696)

，
知
县
李
玲
才
根
据
地
域
正
式
分

成12

个
乡
，
乡
以
下
划
分
都(

坊)

，
计44

个
都3

个
坊
。
都
以
下
再
分
区
，
区
下
分
牌
。
咸
丰
年
间
，
分
上
里
、
中
里
、



首
里
，
上
里
辖13

个
都
，
中
里
辖16

个
都
，
首
里
辖18

个
都
坊
。

到
民
国
初
年
，
为
派
款
均
匀
计
，
将
县
城
、
永
丰
、
娄
底3

个
市
镇
各
作1

个
都
，
自
此
有50

个
都
坊
之
说
。

民
国19
年(1930)

，
全
县
划
分
成10

个
自
治
区
，
习
惯
上
的
首
里
为
一
、
二
、
四
、
五
区;

中
里
为
三
、
六
、
七
区;

上
里
为
八
、
九
、
十
区
。
次
年
，
区
以
下
分
设100

多
个
乡
。
原
拟
在
乡
以
下
再
逐
级
向
下
分
设
镇
、
闾
、
邻
等
建
制
，
因

经
费
和
人
才
等
困
难
，
一
直
未
编
划
成
功
。23

年
，
改
设5

镇
、92

个
乡
。
次
年10

月
又
改
成10

区
、2

直
属
乡
、5

镇
，
区
下
辖79

乡
。26

年
废
区
并
乡
，
施
行
保
甲
制
，
全
县
划
分
成50

个
乡(

镇)

、769

保
、8163

甲
。

1949

年9

月1

日
，
县
人
民
政
府
将
全
县
划
分
成11

个
区(

县
城
名
城
关
区)

，
下
设3

镇
、47

乡
，
以
下
仍
沿
旧
制
，

分798

保
，7820

甲
。1950

年6

月
，
第
一
次
划
乡
建
政
，
全
县
分
设11

个
区
，
下
分308

乡
、7

镇
，
废
除
保
甲
，
下

设2156

个
村
和53

个
居
民
委
员
会
。1951
年4
月
，
益
阳
专
署
接
省
人
民
政
府
通
知
，
调
整
湘
乡
县
界
，8

月18

日
省

人
民
政
府
决
定:

湘
乡
县
划
出
第
三
、
六
、
七
区
及
二
区
的
一
部
分
共114

个
乡(

镇)

，
新
建
双
峰
县;

划
出
第
九
、
十
两
区

共66

个
乡(

镇)

给
新
设
立

的
涟
源
县
，
余
下
的6

个
区
重
新
划
分
成15

个
区(

包
括
城
关
区)
，
下
设3

镇
和132

个
乡
，
辖925

个
村
和23

个
居
委

会
。1952

年6

月16

日
，
益
阳
专
署
批
复
同
意
调
整
边
境
插
花
地
，
把
二
区
的
西
亭
乡
划
给
湘
潭
县
，
九
区
的
泉
湖
乡
划



给
宁
乡
县
，
六
区
的
万
里
乡
划
给
双
峰
县
，
同
月
进
行
第
二
次
划
乡
建
政
，
全
县
设15

个
区(

城
关
仍
称
区)

，
下
设3

镇

和333
个
乡
，
辖925

个
村
和19

个
居
委
会
。

1952
年11
月20

日
，
湖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命
令
，
湘
乡
县
改
属
邵
阳
专
区
。1953

年
在
石
磴
新
设
第
十
五
区
，
原
十

五
区
改
城
关
镇,

将333
个
乡
并
为226

乡
，
村
和
居
委
会
数
字
未
变
。1956

年5

月
，
撤
区
并
乡
，
全
县
有2

镇(

城
关
、

谷
水)

、41

乡
，
辖791
个
高
级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1957

年
，
县
下
设7

个
办
事
处
，
辖43

个
乡
。1958

年9

月
，
实

行
政
社
合
一
，
撒
销
乡(

镇)
，
建
立15

个
人
民
公
社
下
分117

个
管
理
区(

大
队)

，800

个
中
队
、4120

个
作
业
组
。1959

年
调
整
公
社
体
制
后
，
全
县
分15
个
人
民
公
社
，
设375

个
管
理
区
，
辖3466

个
生
产
队
，7959

个
作
业
组
。1960

年

调
整
管
理
区
为367

个
，
生
产
队
为2514
个
，
并
增
划1

个
公
社
。1961

年3

月
将16

个
公
社
分
成45

个
公
社
，883

个
大
队
。7

月
县
下
设7

个
工
作
委
员
会
，9
月
改
成10

区
、1

镇
，75

个
公
社
和
区
属
的
棋
梓
镇
，
下
分882

个
大
队
，

8863

个
生
产
队
。1962

年6

月
，
将
棋
梓
镇
并
入
万
罗
公
社
，
并
改
名
棋
梓
公
社
，
梅
坪
公
社

并
入
城
关
镇
。
东
郊
公
社
分
成
东
郊
、
大
田
两
个
公
社
。
全
县
政
区
为10

区
、1

镇
、73

公
社
，
辖873

个
大
队
和4

个

居
委
会
。1965

年1

月3

日
，
邵
阳
地
区
批
准
将
杉
山
公
社
的
插
花
地
华
石
大
队
划
给
涟
源
县
，
将
涟
源
县
恩
口
公
社
的

大
坪
大
队
划
入
湘
乡
县
壶
天
公
社
。



1965

年7

月10

日,

湖
南
省
人
民
委
员
会
决
定
湘
乡
县
划
归
湘
潭
专
区
管
理
。1968

年4

月11

日
，
经
省
革
命
委
员

会
批
准
将
团
田
公
社
舒
塘
大
队
的
双
合
、
车
家
两
个
生
产
队
划
给
湘
潭
县
。12

月
，
省
革
命
委
员
会
决
定
从
湘
乡
县
划
出

大
坪
公
社
和
白
田
公
社
的
祝
赞
大
队
给
新
设
的
韶
山
特
区
。
这
样
，
全
县
为10

区
、1

镇
、72

公
社
，
下
辖735

个
大
队
、

6141

个
生
产
队
。1973

年7

月
分
别
经
邵
阳
、
湘
潭
地
区
革
委
会
批
准
，
将
天
门
公
社
的
连
山
大
队
划
给
双
峰
县
，
将
双

峰
县
丰
瑞
公
社
的
红
旗
大
队
和
坪
上
大
队
的5

个
生
产
队
划
给
天
门
公
社
。1976

年,

将
坪
花
公
社
的
鞍
山
大
队
和
坝
塘
大

队
划
给
双
峰
县,

将
双
锋
县
增
桥
公
社
泉
塘
大
队
的
新
塘
生
产
队
划
入
坪
花
公
社
坪
山
大
队
。11

月9

日
将
湘
潭
县
环
山
公

社
江
夏
大
队
划
入
湘
乡
县
横
铺
公
社
。1977

年12

月12

日
，
全
县
政
区
调
整
成8

区,1

镇
，46

公
社,712

大
队
，6130

生
产
队
。1981

年11

月
，
建
立
棋
梓
镇
、
潭
市
镇
。

1980~1982

年
，
县
人
民
政
府
按
照
国
务
院
和
湖
南
省
政
府
的
部
署
进
行
地
名
普
查
，
湘
潭
地
区
范
围
内
的
同
名
公
社

和
县
内
的
同
名
大
队
更
名
，
县
内
大
桥
公
社
更
名
为
花
坪
公
社
，
大
队
更
名
的
有151

个;

编
制
了
湘
乡
县
地
名
考
证
档
案
、

湘
乡
县
分
区(

镇)

地
名
图
、
《
湘
乡
县
地
名
录
》。

1983

年2

月
，
国
务
院
批
准
撤
销
湘
潭
地
区
后
，
改
由
湘
潭
市
统
辖
。1984

年2

月8

日
，
省
政
府
决
定
实
行
乡
、
村
建

制
，
公
社
改
名
为
乡
，
大
队
改
名
为
村
，
生
产
队
改
名
村
民
小
组
。
全
县
共8

区
、3

镇
、46

乡
，
下
辖710

个
村
和23



个
居
委
会
，8256

个
村
民
小
组
和303

个
居
民
小
组
。9

月
，
湘
潭
市
人
民
政
府
决
定
棋
梓
镇
、
潭
市
镇
分
别
带
棋
梓
乡
、

潭
市
乡
。12
月
虞
唐
、
山
枣
、
白
田3

个
乡
改
为
乡
级
镇
，
直
至1987

年3

月
正
式
成
立
湘
乡
市
前
，
全
县
行
政
区
划
为

8

个
区
和3
个
区
级
镇
，41

个
乡
和3

个
乡
级
镇
，
下
分710

个
村
和23

个
居
委
会
，8120

个
村
民
组
和324

个
居
民
组

(11

个
县
属
场
所
所
属42

个
小
组
不
属
行
政
区
划
，
己
从
统
计
数
中
剔
除)

。

三
、
地
理
位
置

公
元
前3

年
湘
乡
侯
领
地
位
于
涟
水
中
游
，
处
河
谷
平
原
与
山
丘
区
的
过
渡
地
带
，
东
汉
改
县
以
后
长
期
未
变
，
到
南

朝
宋
代
连
道
并
入
以
后
，
县
境
延
伸
到
涟
水
上
游
的
山
丘
地
带
。
古
代
的
地
理
位
置
书
星
野
划
分
，
而
县
境
过
小
，
只
能
随

郡
属
野
，
《
天
官
书
》
云
，
“
轸
旁
一
星
名
长
沙
”
。
长
沙
属
“
轸
”
，
但
“
轸
度
”
为
多
少
，
向
无
定
说
，
虽
有16

度
、9

度
等
几
种
说
法
，
均
难
作
确
据
。

民
国
时
期
，
按
经
纬
度
明
确
地
理
方
位
，
湘
乡
“
约
在
东
经111

度6

分
至112

度5

分
之
间
，
南
起
北
纬27

度3

分
，
北
至
北
纬28

度5

秒
，
居
省
会
西
南
约180

华
里
”(
谭
日
峰
《
湘
乡
史
地
常
识
》)

。1951

年
析
县
以
后
，
西
部
及

南
部
析
出
，
县
境
位
置
则
居
湘
中
偏
东
，
其
属
河
谷
平
原
与
山
丘
区
过
渡
地
带
的
位
置
特
点
更
为
明
显
。

1986

年
底
的
县
境
范
围
，
西
起
东
经111

度59

分40

秒
，
东
至
东
经112

度38

分55

秒
，
跨
经
度39

分15

秒;



东
西
最
长
平
距
为65.4

公
里
。
南
起
北
纬27

度29

分2

秒
，
北
至
北
纬28

度3

分45

秒
，
含
纬
度34

分43

秒;

南
北

最
长
平
距64.8

公
里
。
东
临
韶
山
区
和
湘
潭
县
，
南
接
双
峰
县
，
西
界
娄
底
市
，
北
靠
宁
乡
县
。
县
界
周
长416.85

公
里
，

凹
凸
变
化
很
大
，
略
似
一
只
头
朝
西
北
浮
游
之
金
龟
。
若
以
北
纬27

度46

分30

秒
与
东
经112

度19

分
之
交
点(

在
新

铺
乡
政
府
驻
地
白
杨
园
附
近)

为
圆
心
，
用36

公
里
长
为
半
径
作
一
圆
周
，
则
辖
区
范
围
轮
廓
刚
好
全
部
置
于
此
圆
圈
内
。

四
、
辖
区
面
积

从
建
县
至
今
，
县
域
经
过
几
次
变
动
，
面
积
大
小
不
一
。
东
汉
建
县
时
，
除
现
属
地
区
外
，
尚
辖
有
双
峰
县
测
水
以
东
、

娄
底
市
全
境
及
涟
源
县
、
宁
乡
县
和
韶
山
区
部
分
地
域;

南
朝
宋
代
连
道
并
入
以
后
，
县
境
扩
大
到
新
化
、
安
化
的
东
部
地

区
，
面
积
约7000

平
方
公
里
。
五
代
及
宋
朝
，
宁
乡
、
新
化
、
安
化
先
后
建
县
，
县
境
面
积
缩
小
。
清
朝
康
熙
十
年
所
修

县
志
，
尚
记
述
韶
峰
属
县
内
山
峰
。
同
治
年
间
所
修
县
志
，
称
“
东
西
广
二
百
里
，
南
北
袤
二
百
四
十
里
”
，
以
县
治
为
准
，

“
正
东
至
湘
潭
界
五
十
里
，
抵
广
林
桥;

次
东
至
衡
州
衡
山
县
界
一
百
里
，
抵
松
板
桥;

东
南
至
衡
州
衡
阳
县
界
一
百
四
十
里
，

抵
永
伏;

正
南
至
宝
庆
邵
阳
县
界
一
百
六
十
里
，
抵
太
平;
次
南
至
邵
阳
县
界
一
百
七
十
里
，
抵
临
湘
铺;

西
南
至
邵
阳
县
界
一

百
九
十
里
，
抵
龙
山
正
西
至
安
化
界
一
百
八
十
里
，
抵
关
王
桥;
次
西
至
安
化
县
界
一
百
五
十
里
，
抵
白
面
市;

西
北
至
宁
乡

县
界
一
百
六
十
里
，
抵
杉
木
坳;

正
北
至
宁
乡
县
界
七
十
里
，
抵
石
坝;
东
北
至
湘
潭
县
界
三
十
里
，
抵
马
圩
。
”
到1951

年



析
县
前
，
全
县
面
积
为5526

平
方
公
里
，
占
全
省
面
积
的2.61%

。
析
县
后
，
县
境
面
积
匡
算
为2007.1

平
方
公
里
。1986

年
底
，
根
据
航
摄
像
片
实
地
调
绘
测
算
，
面
积
为2011.63

平
方
公
里
，
占
全
省
总
面
积
的0.95%

。

五
、
农
村
土
地
所
有
制

各
阶
级(

阶
层)
土
地
占
有
情
况

湘
乡
农
村
大
多
数
土
地
为
地
主
阶
级
占
有
。
但
除
汉
代
封
湘
乡
侯
外
，
无
世
袭
贵
族
，
大
官
甚
少,

也
无
大
规
模
兼
并

土
地
的
历
史
。
明
清
之
际
，
战
事
频
仍
，
人
口
大
减
，
田
土
荒
芜
。
清
代
奖
励
滋
生
人
口
，
移
民
垦
荒
，
田
亩
才
逐
渐
增
多
。

土
地
未
曾
高
度
集
中
，
占
地
千
亩
以
上
的
地
主
甚
少
，
多
为
百
数
十
亩
的
中
小
地
主
。
咸
丰
以
后
，
许
多
湘
军
将
领
回
乡
置

田
建
庄
，
一
度
引
起
湘
乡
农
村
土
地
占
有
的
相
对
集
中
。
黄
田
乡
章
合
才(

官
至
提
督)

在
白
田
一
带
置
田6000

余
亩
，
同

治
三
年(1864)

至
光
绪
三
年

(1877)

建
成108

间
和94

间
的
庄
园
各
一
栋
。
横
洲
乡
陈
浞
，
于
同
治
三
年
六
月
，
独
领
一
军
，
攻
入
南
京
，
抢
劫
金
银

财
物
，
船
运
至
家
，
置
田
数
千
亩
，
人
称
“
陈
百
万
”
。
此
外
靠
谋
财
害
命
发
家
的
锦
屏
杨
氏
至
光
绪
廿
年(1894)

已
占
有

田
土1

万
亩
，
庄
园12

栋
、
房
屋5000

多
间
。
但
由
于
人
口
的
繁
衍
，
和
各
种
社
会
因
素
的
影
响
，
这
种
情
况
不
久
即

发
生
变
化
。
湘
军
将
领
易
盛
禧
兄
弟
曾
在
坳
头
一
带
置
田300

余
亩
，
以
后
虽
经
子
孙
续
置
，
累
逾
千
亩
，
但
析
为6

家
后
，



每
户
减
至100

余
亩
或
数
十
亩
。
大
部
分
地
主
子
孙
或
因
挥
霍
无
度
，
或
因
坐
吃
山
空
，
田
土
易
手
。
总
的
趋
势
是
中
小
地

主
增
加
，
大
地
主
减
少
。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后
，
城
镇
部
分
工
商
业
者
抽
出
资
金
到
乡
下
买
田
置
地
，
新
增
了
一
些
工
商
业

主
兼
地
主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前
夕
，
县
内
各
地
各
阶
级(

阶
层)

土
地
占
有
情
况
不
平
衡
，
并
呈
现
出
一
定
的
地
区
差
异
性
。

据1949

年12

月
中
共
湘
乡
县
委
办
公
室
调
查
，
景
庆
乡
三
保(

今
山
枣
镇
万
贯
、
窑
冲
一
带)426

户(

客
户
不
在
内)2109

人
，
水
田1524.88

亩
，
其
中
地
主14

户65

人
，
占
田352.25

亩
，
人
均5.42

亩
，
富
农16

户96

人
，
水
田267.7

亩
，
人
均2.79

亩;

中
农61

户311
人
，
水
田540.68

亩
，
人
均1.74

亩;

贫
农70

户355

人
，
水
田227.75

亩
，
人
均

0.64

亩;

佃
农79

户474

人
，
租
入
田977.8

亩
，
人
均
租
入2.07

亩;
专
营
手
工
制
伞
业
的83

户369

人
，
水
田4

亩
，
无
产
者103

户439

人
，

以
做
长
工
、
打
柴
、
担
运
、
做
零
工
为
生
。
另
有
学
田46

亩
，
公
田86.5

亩
。
贫
农
、
雇
农(

无
产
者)

、
手
工
业
者
合
计

335

户1637

人
，
占
总
人
数
的77.6%

，
仅
有
水
田231.75
亩
，
占
总
田
亩
数
的15.19%

，
人
均
只0.14

亩
。
另
据
白
圩
、

白
田
、
花
石
、
石
江4

乡
和
原
第
九
区(

白
田
区
，
土
改
时
共11
个
乡)

的
调
查
，
土
改
前
共
田
土7.810267

万
亩
，6.0698

万
人
，
人
均1.29

亩
，
仅
占
人
口
总
数7.1%

的
地
主
占
有46.54%
的
土
地
，
另
有
占
总
数9.11%

的
公
学
田
大
多
被
地
主



阶
级
操
纵;

而
占
人
口
总
数54%

的
贫
雇
农
，
只
占
有5.65%

的
土
地
。

六
、
地
质
状
况

１
、
地
质
构
造

且
境
处
于
紫
云
山(
今
双
峰
县
井
字
街
西
南
方
，
海
拔818.8

米)

至
沩
山(

今
宁
乡
具
西
，
海
拔1070.8

米)

的
大
背
斜

北
西
向
构
造
体
系
上
，
在
县
内
段
的
中
心
轴
向
是:

金
薮
至
栗
山
段
为
北
北
西
向
，
要
山
至
桂
花
段
接
近
南
北
向
，
轴
部
宽

度20

公
里
以
上
，
出
露
地
层
为
元
古
界
时
期
板
溪
群
变
质
岩
和
中
生
界
时
期
的
岩
浆
浸
入
花
岗
岩
，
大
背
斜
两
翼
，
有
一

些
断
层
和
小
型
褶
皱
。

在
桃
林
一
月
山
一
白
田
一
带
，
分
布
一
组
近
东
西
向
的
压
性
断
层
，
属
白
马
山(

海
拔1780

米)

至
龙
山(

海
拔1513

米)

东
西
向
串
珠
状
隆
起
构
造
的
东
延
部
分
，
断
层
面
倾
向
北
或
北
北
西
，
倾
角
一
般
在60

度
以
上
，
断
层
西
段
在
花
岗
岩

内
普
遍
产
生
硅
化
及
糜
棱
岩
化
现
象;

东
段
在
泥
盆
系
及
寒
武
系
地
层
内
，
挤
压
破
碎
厉
害
。

沙
田
一
莲
花
一
酒
铺
一
带
，
分
布
一
组
北
东
向
压
性
断
层
，
东
南
有
巴
江
坳
破
碎
带
与
之
平
行
，
属
紫
云
山
至
石
潭
北

东
向
隆
起
构
造
。
隆
起
带
宽
约15

至20

公
里
，
长
约60

公
里
。
南
段
为
板
溪
群
变
质
岩
和
花
岗
岩
，
北
段
为
泥
盆
系
、

石
炭
系
、
二
叠
系
、
三
叠
系
地
层
。
断
层
组
西
北
侧
属
北
东
向
湘
乡
凹
陷
构
造
，
从
洋
潭
经
县
城
至
湘
潭
姜
畲
，
凹
陷
宽
度



10
至15

公
里
，
长
约50

公
里
。
东
南
边
缘
红
岩
与
隆
起
带
板
溪
群
变
质
岩
接
触
。
凹
陷
内
分
布
下
第
三
系
及
白
垩
系
红

岩
。

坪
花
一
棋
梓
一
翻
江
一
壶
天
弧
线
西
南
部
，
属
祁
阳
弧
形
构
造
的
东
北
延
伸
部
份
，
分
布
一
组
北
东
向
或
北
北
东
向
压

性
断
层
和
褶
皱
，
断
层
面
倾
角
一
般
在45

度
以
上
，
长
度
超
过20

公
里
，
断
层
带
常
见
挤
压
破
碎
及
糜
棱
岩
化
现
象
。
褶

皱
有
连
山
、
白
云
两
处
向
斜
，
毛
田
向
斜
和
坪
花
背
斜
，
轴
向
均
呈
北
北
东
向
，
轴
线
间
距
较
短
，
岩
层
稍
陡
。
壶
天
沿
西

阳
河
有
一
条
北
北
西
向
的
扭
性
断
层
，
断
距
在300

米
以
上
，
属
局
部
现
象
。
罗
宏
一
虞
唐
一
金
木
的
小
块
弧
线
区
域
亦
属

此
弧
形
构
造
。

皂
水
一
楠
木
寨
一
雅
苗
坳
一
康
家
塘
的
弧
线
北
部
区
域
，
属
韶
山
至
银
田
寺
涡
轮
状
构
造
，
旋
涡
中
心
在
龙
洞
乡
花
桥

湾
附
近
，
分
布
一
些
不
同
方
向
的
旋
扭
性
断
层
和
小
型
褶
皱
。
断
层
从
花
桥
湾
中
心
向
城
前
铺
、
小
冲
、
舒
家
山
辐
射
呈
涡

轮
状
。
褶
皱
主
要
有
平
里
冲
向
斜
东
西
轴
向
、
东
家
坪
向
斜
北
西
西
轴
向
、
舒
塘
冲
向
斜
东
西
轴
向
，
向
斜
开
阔
轴
短
，
部

分
为
第
四
系
地
层
覆
盖
。

东
台
一
虎
涧
，
战
鼓
岭
以
南
的
区
间
，
有
狮
冲
向
虎
涧
、
狮
冲
向
道
塘
冲
两
条
压
性
断
层
，
为
泥
盆
系
地
层
。

２
、
地
层
和
岩
性



元
古
界

主
要
是
板
溪
群
地
层
，
为
亦
质
板
岩
或
本
质
砂
岩
，
有
云
盘
寨
一
泉
井
坳
一
东
台
山
的
角
区
、
荆
紫
峰
一
梅

龙
山
一
胡
家
大
山
的
二
角
区
、
洋
潭
推
子
山
一
潭
市
风
车
坳
一
羚
羊
山
一
棋
梓
桥
的
菱
形
区
、
番
山
一
三
角
寨
一
岐
山
一
字

排
的
带
状
区
和
金
石
芭
蕉
冲
至
万
群
的
带
状
区
等5

大
块
，
以
及
天
门
大
山
、
舒
塘
冲
等
两
小
块
。

古
生
界

下
古
生
界
寒
武
系
地
层
出
露
很
少
，
仅
零
星
分
布
在
虞
唐
西
北
、
吉
洞
冲
、
靳
源
至
万
热
一
带
等3

处
，
为

砾
砂
质
板
岩
、
冰
碡
砾
岩
、
碳
泥
质
灰
岩(

含
锰)

、
碳
硅
质
页
岩
、
硅
质
板
岩
等;

余
奥
陶
系
、
志
留
系
地
层
。
上
古
生
界
泥

盆
系
、
石
炭
系
、
二
叠
系
地
层
出
露
齐
全
完
整
，
范
围
较
广
，
分
布
在
以
壶
天
四
角
寨
一
涧
山
大
花
山
一
大
乐
丁
家
坳
一
谷

水
连
山
冲
一
坪
花
七
星
岭
为
轴
的
弧
线
带(

宽10

公
里
左
右)

、
皂
水
冲
一
楠
木
寨
一
大
田
楠
竹
塘
一
韶
峰
的
梯
形
区;

小
块

出
露
有
东
山
道
塘
冲
一
战
鼓
岭
一
虎
涧
一
线
南
边
和
金
石
罗
仙
寨
一
大
木
仑
一
带
以
及
虞
唐
街
周
围
。
其
中
泥
盆
系
下
统
跳

马
涧
组
的
地
层
为
石
英
砂
岩
。
石
炭
系
下
统
和
二
叠
系
上
统
的
地
层
多
为
砂
页
岩
或
夹
煤
层,

其
余
均
为
泥
灰
岩
、
石

灰
岩
、
白
云
岩
。

中
生
界

三
叠
系
地
层
仅
在
壶
天
侧
面
虎
以
南
有
东
西
向
一
线
，
属
下
统
大
冶
组
地
层
，
为
泥
灰
岩
，
含
肉
红
色
结
晶

灰
岩
，
缺
侏
罗
系
地
层
。
白
垩
系
地
层
属
上
统
下
组
，
成
片
分
布
在
育
圾
一
大
田
一
新
研
北
部
、
塔
子
山
西
麓
、
泉
塘
南
薮

煅
一
潭
市
一
苏
坡
一
赤
石
，
毛
田
潭
家
一
新
华
、
谷
水
明
和
一
涧
山
、
大
乐
八
卦
桥
一
红
石
一
荷
塘
等
地
带
，
为
紫
红
色
砂



岩
、
砂
砾
岩(

夹
纤
维
状
石
膏)

。

新
生
界

第
三
系
始
新
统
地
层
为
紫
色
砂
页
岩
、
花
岗
质
砂
砾
岩
、
泥
灰
岩
夹
油
页
岩
，
主
要
分
布
在
张
江
渡
一
厚
峰

冲
一
九
峰
山
一
邓
氏
渡
一
窑
台
一
山
坳
圩
一
杨
周
桥
的
一
圈
范
围
内
和
横
洲
乡
西
北
部
一
红
仑
上
一
牛
形
山
一
铁
炉
冲
一

线
。
第
四
系
更
新
统
地
层
，
下
部
为
砾
石
层
，
中
部
为
红
色
网
纹
状
亚
粘
土
，
上
部
是
黄
色
亚
粘
土
，
主
要
分
布
在
东
郊
小

堂
寺
一
红
仑
上
一
五
里
桥
和
洪
塘
葆
元
一
山
田
观
等
地
，
其
余
只
是
插
花
散
点
分
布
在
全
新
统
地
层
中
。
全
新
统
地
层
大
片

分
布
在
涟
水
两
岸
的
平
原
或
低
岗
地
以
及
较
大
溪
河
的
中
下
游
沿
岸
一
线
，
为
洪
水
冲
积
的
砂
砾
层
、
亚
砂
土
或
砂
层
。

３
、
地
形
地
貌

（
１
）
山
峰

且
地
属
华
南
湘
赣
丘
陵
区
，
处
湘
中
丘
岗
向
湘
江
河
谷
平
原
的
过
渡
带
，
为
雪
峰
山
脉
东
北
余
脉
和
志
岭
山
脉
越
城
岭

北
端
余
脉
所
夹
峙
。
西
部
和
南
部
较
高
峻
，
东
部
和
北
部
较
平
缓
，
最
高
占
为
赛
中
的
三
尖
峰(

又
名
白
沙
井
山)

，
海
拔807

米
，
最
低
处
在
涟
水
出
境
处
的
新
研
乡
文
家
滩
附
近
，
海
拔41

米
，
地
势
比
降
从
西
向
东
为19%

。

雪
峰
山
东
北
余
脉
，
沿
安
化
、
新
化
、
涟
源
、
宁
乡4

县
边
境
，
进
入
县
境
西
北
向
东
南
伸
展
，
构
成
县
内
西
部
中
低

山
丘
岗
区
。
主
山
岭
约
略
呈
向
左
倾
斜
的
“
工
”
字
状
，
沿
湘
乡
、
宁
乡
边
界
自
西
向
东
有
番
山
、
雪
峰
顶
、
三
角
寨
，
转



南
入
县
内
有
大
花
山
、
文
公
山
、
范
大
仑
，
折
向
东
北
有
褒
忠
山
、
羚
羊
山
、
侧
仑
峰
、
灰
仑
峰
、
天
福
庵
、
南
薰
山
、
舒

塘
冲
山
、
罗
仙
寨
。
自
褒
忠
山
向
西
南
延
展
，
有
鹰
坑
垴
、
鉴
湖
塘
山
、
洞
山
、
插
花
山
、
石
笏
山
等
，
海
拔300

米
以
上

的
山
峰229
座
。
中
段
褒
忠
山
为
全
县
的
“
屋
脊
”
，
是
涟
水
、
沩
水
、
靳
水
的
分
水
岭
。
沿
岭
脊
向
东
南
和
向
北
，
渐
降

为
丘
陵
、
岗
地
，
至
涟
水
和
乌
江(

沩
水
支
流)

的
河
谷
平
原
。
一
般
海
拔100~450

米
。

越
城
岭
自
零
陵
县
向
东
北
延
伸
，
余
脉
入
县
境
南
陲
，
构
成
县
内
南
部
低
山
丘
岗
区
，
主
山
岭
由
西
南
向
东
北
斜
卧
，

其
左
、
右
两
侧
各
有
一
支
峰
岭
，
形
状
约
略
如
向
右
倾
斜
的
“
山
”
字
。
左
支
沿
湘
乡
、
双
峰
县
界
，
从
北
向
南
有
龙
王
殿
、

梅
龙
山
、
万
宝
洞
山
，
折
东
有
高
紫
山
、
毛
家
垴
，
中
支
从
西
南
向
东
北
有
荆
紫
峰
、
大
旗
山
、
刘
家
大
山
、
九
峰
山
、
门

扇
山
、
胡
家
大
山
、
范
锋
峰
、
塔
子
山
，
右
支
沿
湘
乡
、
湘
潭
两
县
界
，
从
北
向
南
有
启
昌
寨
、
青
山
寨
、
白
石
寨
、
笋
壳

寨
、
云
盘
寨
、
雷
祖
殿
、
福
海
山
，
折
西
有
金
鸡
山
、
高
胜
仑
、
袁
家
仑
、
插
花
寨
、
云
山
等
，
共
有
海
拔300

米
以
上
的

山
峰75

座
，
荆
紫
峰
最
高
，
海
拔725.9

米
。
主
山
岭
挺
拔
逶
迤
，
是
涟
水
与
涓
水
的
分
水
岭
，
向
北
渐
降
为
丘
岗
，
至

涟
水
河
谷
平
原
，
一
般
海
拔
为100~300

米
。

（
２
）
水
系

属
长
江
流
域
洞
庭
湖
水
系
，
分
湘
江
支
流
涟
水
、
沩
水
、
靳
水3
个
汇
水
区
域
。



涟
水
县
内
主
要
河
流
，
在
县
境
内
分
成
两
段
，
上
段
从
毛
田
乡
老
竹
园
村
入
境
，
流
经
毛
田
、
谷
水
、
崇
山3

个
乡
和

棋
梓
镇
，
至
溪
口
复
入
双
峰;

下
段
从
苏
坡
乡
观
贤
村
入
境
，
流
经
苏
坡
、
潭
市
、
洪
塘
、
双
江
、
湖
山
、
山
枣
、
城
关
、

东
山
、
横
洲
、
新
研
等11

个
乡(

镇)

，
至
新
研
乡
向
韶
村
文
家
滩
入
湘
潭
县
。
汇
流
入
涟
水
的
较
大
溪
河
，
北
岸
依
次
有

西
阳
河
、
余
庄
河
、
岐
潭
河(

包
括
翻
江
河)

、
九
雁
河
、
石
狮
江(

包
括
西
干
流
、
东
干
流)

、
育
泉
河
、
菜
石
港
、
三
湘
河
、

芦
塘
河;

南
岸
有
毛
田
河
、

虞
唐
河(

包
括
城
江
河)

、
萧
家
河
、
虎
涧
河
。
上
段
河
谷
已
成
为
水
府
庙
水
库
的
蓄
水
库
区
。
下
段
两
岸
有
苏
坡
煅
、
小
车

煅
、
大
坪
圾
、
白
沙
洲
、
山
田
圾(
金
凤
圾)

、
湖
山
坡
、
洙
津
圾
、
杨
金
圾
、
黄
泥
坪
、
东
岸
坪
、
石
竹
圾
、
茅
浒
洲
、
定

圩
煅
、
新
研
煅
、
横
洲
圾
等
河
谷
冲
积
平
原
以
及
涟
水
较
大
支
流
中
下
游
的
锦
屏
圩
、
大
育
圾
、
界
牌
圾
等
溪
谷
平
原
，
为

东
部
平
原
区
，
是
粮
、
猪
、
鱼
的
商
品
生
产
基
地
，
一
般
海
拔40~100

米
。

乌
江
沩
水
支
流
，
源
出
于
大
乐
乡
吉
洞
村
黑
山
仑(
海
拔508

米)

北
麓
，
向
东
北
经
县
内21

公
里
流
入
宁
乡
县
。
花

桥
河
、
金
薮
河
、
仁
厚
河
、
龙
石
河
等
较
大
溪
流
，
均
自
南
向
北
注
入
，
汇
水
区
域
包
括
大
乐
、
河
山
、
金
薮
、
仁
厚
、
龙

潭
、
金
石
等6

个
乡
的
部
分
或
全
部
。

靳
水
发
源
干
县
培
北
端
金
石
乡
靳
源
村
的
罗
仙
寒(

海
拔426.1
米)
西
麓
，
折
北
转
东
经
县4.5

公
里
流
入
宁
乡
县
全



县
山
河
乡
间
的
溪
谷
盆
地
，
有
壶
天
塅
、
岩
前
塅
、
洞
山
塅
、
余
庄
塅(

儒
家
塅)

、
罗
家
边
塅
、
谭
桥
塅
、
洪
门
塅
、
林
章

塅
、
翻
江
塅
、
崟
塘
塅
、
马
坪
塅
、
耙
石
塅
、
文
星
塅
、
金
石
塅
、
大
湖
塅
、
白
田
塅
、
新
桥
塅
，
青
陂
塅
、
中
沙
塅
、
莲

花
塅
、
梅
桥
塅
、
酒
铺
塅
等
等
。
土
壤
深
厚
肥
沃
，
盛
产
粮
棉
。

（
３
）、
地
貌
特
征

元
古
界
震
旦
系
，
县
境
属
大
海
，
海
底
火
山
爆
发
频
繁
，
沉
积
含
铁
锰
质
较
高
的
富
火
山
灰
物
质
，
在
山
壳
运
动
的
强

列
作
用
下
，
发
生
褶
皱
，
初
步
形
成
三
角
寨
、
褒
忠
山
、
荆
紫
峰
、
大
旗
山
等
微
霞
海
雨
的
山
峰
雏
形
。

古
生
界
寒
武
系
前
期
，
县
境
地
壳
少
部
份
上
升
成
为
陆
地(

从
金
薮
经
栗
山
至
桂
花
的
大
背
斜
斜
线)

，
大
部
份
地
区
成

为
陆
缘
浅
海
。
寒
武
系
以
后
，
加
里
东
运
动
地
壳
缓
慢
上
升
，
外
力
作
用
不
强
，
未
受
沉
积
。
至
石
炭
系
、
二
迭
系
，
受
华

力
西
构
造
运
动
的
作
用
，
县
内
绝
大
部
份
地
域
上
升
成
为
陆
地
，
海
水
进
退
频
繁
，
外
力
作
用
强
烈
剥
蚀
陆
地
表
层
。

中
生
界
三
迭
系
，
印
支
构
造
运
动
，
使
县
境
全
部
抬
升
成
为
陆
地
，
在
强
烈
的
褶
皱
、
断
裂
和
外
力
侵
蚀
等
作
用
下
，

岩
浆
沿
断
裂
口
大
量
侵
入
，
地
面
起
伏
变
化
增
大
，
基
本
山
丘
、
溪
河
开
始
形
成
，
但
尚
无
固
定
的
河
床
。
到
侏
罗
系
，
燕

山
运
动
初
期
，
风
化
沉
积
很
微
。
至
白
垩
系
，
燕
山
运
动
的
构
造
作
用
强
烈
，
地
壳
受
到
挤
压
，
断
裂
增
多
增
大
。
原
有
地

层
褒
忠
山
一
带
和
荆
紫
峰
、
梅
龙
山
被
推
挤
高
耸
，
而
湘
乡
凹
陷
构
造
形
成
河
谷
盆
地(

北
东
向
地
槽);

在
以
泉
塘
钱
家
冲
为



中
心
，
以5

公
里
为
半
径
的
区
域
内
，
岩
浆
大
量
侵
入
，
随
着
气
候
变
热
，
外
力
作
用
剧
烈
切
割
、
剥
蚀
地
表
，
河
谷
加
深
，

风
化
沉
积
加
厚
，
县
境
的
地
貌
骨
架
形
成
。

新
生
界
第
三
系
，
受
喜
马
拉
雅
山
构
造
运
动
影
响
，
县
境
地
壳
产
生
间
歇
性
上
升
，
地
层
受
到
挤
压
，
缓
缓
倾
斜
，
地

表
起
伏
的
相
对
高
差
逐
渐
增
大
，
洪
水
带
来
的
冲
积
堆
积
物
逐
渐
增
多
，
河
谷
平
原
形
成
。

经
过
漫
长
的
地
质
年
代
，
经
历
了
各
种
内
力
和
外
力
作
用
，
形
成
县
境
西
部
岗
丘
区
、
西
北
部
山
地
区
、
北
部
平
岗
区
、

中
部
岗
平
区
、
南
部
山
丘
区
的
地
貌
格
局
，
按
地
貌
类
型
划
分
为:

堆
积
地
貌-----

平
原

面
积493.17

平
方
公
里
，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24.52%

。

沙
洲
荒
滩
面
积2.18

平
方
公
里
，
海
拔50
米
以
下
，
分
布
在
涟
水
、
乌
江
的
干
流
河
床
内
，
由
近
期
泥
砂
冲
积
而
成
，

处
在
河
水
的
淹
露
范
围
之
间
，
土
壤
自
然
肥
力
较
高,
表
层
多
露
粗
砂
或
卵
石
，
洪
淤
频
繁
，
可
开
发
成
耐
淹
性
或
季
节
性

生
长
的
经
济
作
物
种
植
地
。

江
河
平
原
面
积107.72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苏
坡
乡
洋
潭
以
下
的
涟
水
沿
岸
，
海
拔60

米
以
下
，
相
对
高
差
小
于

10

米
，
地
面
坡
度
小
于3

度
，
下
部
为
砂
砾
层
，
上
部
土
壤
深
厚
，
含
铁
质
，
微
酸
性
，
肥
沃
疏
松
，
光
、
热
、
水
等
自



然
条
件
好
，
是
县
内
粮
、
棉
、
鱼
、
菜
的
主
要
生
产
基
地
。
但
近
年
来
淹
灌
漫
灌
造
成
地
下
水
位
升
高
，
有
潜
育
化
倾
向
。

溪
谷
平
原
面
积363.27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较
大
溪
流
的
中
、
下
游
沿
岸
，
海
拔100

米
以
下
，
相
对
高
差
小
于10

米
，
地
面
坡
度
小
于5

度
。
由
第
四
系
全
新
统
以
来
冲
积
物
堆
积
而
成
，
为
砂
砾
层
亚
砂
土
、
亚
粘
土
组
成
的
土
壤
，
成
土

母
岩
为
板
岩
、
砂
页
岩
者
，
表
层
疏
松
肥
沃;

母
岩
为
花
岗
岩
、
红
岩
者
，
土
壤
疏
松
砂
重
，
肥
力
低
，
保
水
保
肥
性
差
。

低
洼
地
潜
育
化
严
重
，
可
针
对
不
同
情
况
分
别
进
行
土
壤
改
良
，
建
成
粮
、
棉
商
品
生
产
基
地
。

溶
蚀
残
积
平
原
面
积20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壶
天
、
谷
水
两
区
和
棋
梓
镇
的
石
灰
岩(

夹
砂
岩)

丘
岗
间
溪
谷
洼
地
。

地
面
坡
磨
小
干5

唐
，
相
对
高
差
小
干10

米
，
海
拔100

米
左
右
，
土
层
深
粘
性
重
偏
碱
，
耕
性
差
，
有
潜
育
化
趋
势
，

宜
发
展
经
济
作
物
。

侵
蚀
溶
蚀
地
貌----

岗
地

面
积602.57

平
方
公
里
，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29.95%

。

低
岗
地
面
积141.86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县
境
中
部
、
东
部
、
北
部
的
平
原
边
缘
，
海
拔100

米
左
右
，
相
对
高
差

10

米
至30

米
，
地
面
坡
唐5

磨
至10

度
，
成
土
母
岩
以
第
四
系
红
土
、
红
岩
、
花
岗
岩
为
主
，
土
层
深
厚
肥
沃
，
适
宜

种
植
粮
食
、
茶
叶
、
果
树
及
经
济
作
物
。



高
岗
地
面
积460.71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低
岗
地
与
丘
陵
或
山
地
之
间
的
平
缓
地
带
，
海
拔150

米
以
下
，
相
对
高

差30
米
至60

米
，
地
面
坡
度10

度
至15

度
。
岗
顶
平
缓
坡
脚
陡
，
土
层
深
浅
不
一
基
岩
多
为
花
岗
岩
、
红
岩
，
土
壤

呈
酸
性
，
肥
力
低
，
自
然
植
被
多
遭
破
坏
，
普
遍
有
水
土
流
失
现
象
，
宜
种
植
耐
酸
、
耐
旱
的
作
物
或
树
木
。

侵
蚀
剥
蚀
地
貌
一
丘
陵

面
积435.29

平
方
公
里
，
占
县
总
面
积
的21.64%

。

低
丘
陵
面
积322.77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东
山
、
虞
唐
、
潭
市
、
棋
梓
、
谷
水
、
白
田
、
月
山
等
区
镇
。
海
拔
低
于

300

米
，
相
对
高
差60

米
至150
米
，
地
面
坡
度15

度
至20

度
。
丘
体
脉
络
不
明
显
，
断
续
孤
立
，
丘
顶
较
平
圆
，
植

被
多
遭
破
坏
，
土
壤
脊
薄
，
宜
种
耐
旱
的
农
林
作
物
。

高
丘
陵
面
积112.52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县
境
南
部
、
中
西
部
、
北
部
地
带
，
海
拔
低
于300

米
，
相
对
高
差150

米
至200

米
，
地
面
坡
度20

度
至25

度
，
丘
顶
多
浑
圆
，
与
山
地
群
体
相
连
，
土
层
较
厚
，
土
壤
肥
力
中
等
，
酸
性
，

矿
物
质
养
分
丰
富
，
经
济
林
和
用
材
林
生
长
较
好
。

侵
蚀
剥
蚀
构
造
地
貌
一
一
山
地

面
积419.21

平
方
公
里
，
占
县
总
面
积
的20.84%

。



低
山
面
积313.53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县
境
西
、
南
、
北
部
，
海
拔300

米
至500

米
，
相
对
高200

米
至400

米
，

地
面
坡
度25

度
至30

度
，
山
体
脉
络
清
晰
，
顶
多
浑
圆
。
基
岩
为
变
质
岩
者
，
山
坡
残
积
土
厚
，
肥
沃
湿
润
，
适
于
杉
、

竹
、
油
茶
、
桐
等
生
长;

基
岩
为
花
岗
岩
、
砂
岩
者
，
土
层
厚
薄
不
一
，
肥
力
差
，
宜
于
栽
种
松
树
和
杂
树
。

中
低
山
面
积105.68

平
方
公
里
，
分
布
在
壶
天
、
月
山
、
棋
梓
、
潭
市
、
虞
唐
等
区
镇
内
。
海
拔500

米
至800

米
。

相
对
高
差400

米
以
上
，
地
面
坡
度30

米
以
上
，
山
岭
多
陡
峻
，
切
割
深
，
裸
岩
多
，
植
物
生
长
的
垂
直
差
异
和
坡
向
差

异
明
显
，
是
县
内
林
牧
业
基
地
。

此
外
，
全
县
江
河
、
水
库
等
水
域
面
积61.39

平
方
公
里
，
占
县
总
面
积
的3.05%

。

七
、
气
候

县
地
处
中
亚
热
带
季
风
湿
润
气
候
区
域
。
冬
冷
夏
热
，
四
季
分
明
，
无
霜
期
长
，
光
热
充
足
，
雨
水
较
多
，
光
、
热
、

水
基
本
同
季
，
为
农
业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气
候
资
源;
但
光
、
热
、
水
分
布
不
均
，
年
际
差
较
大
，
霜
冻
、
低
温
、
冷
害
、
旱
、

涝
、
风
、
雹
每
年
都
有
一
种
或
数
种
。

１
、
气
温

平
均
气
温
年
平
均
气
温
为17.3

度(

摄
氏
度
，
下
同)

。1

月
平
均
气
温4.9

度
，7

月
平
均
气
温29.4

度
，
年
平
均
气



温
的
日
较
差
为7.3

度
。
全
年
各
月
的
平
均
气
温
日
较
差8

月
最
大(8.2

度)

，2

月
最
小(6.1

度)

。
平
均
气
温
的
年
较
差
为

24.5

度
。
气
温
的
垂
直
差
异
规
律
是:

海
拔500

米
以
下
的
地
域
，
每
升
高100

米
，
温
度
下
降0.48

度;

海
拔500

米
以
上

的
地
域
，
每
升
高100

米
，
温
度
下
降0.66

度
。

高
温

高
温
日(
日
最
高
气
温
等
于
或
大
于35

度)

发
生
时
段
是:

平
均
初
始
日
在6

月
底
，
平
均
终
日
在9

月
初;

高
温

期(

高
温
日
连
续5

天
以
上)
主
要
集
中
在7

、8

月
。1959

年
以
来
，
最
长
一
次
高
温
期
是1962

年7

月10

日
至29

日
，

连
续20

天
，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为40.2

度
。
多
数
年
份
在6

月
下
旬
至7

月
上
旬
下
午2

时
左
右
，
常
出
现
高
温
伴
随3

级

以
上
偏
南
风(

火
南
风)

，
严
重
危
害
早
稻
的
抽
穗
和
扬
花
。

严
寒

严
寒
日(

日
平
均
气
温
小
于
或
等
于0

度)

出
现
最
多
的
年
份
是1969

年
，
有17

天
。
严
寒
期(

严
寒
日
连
续5

天
以
上)

平
均3~4

年
一
遇
，
最
长
一
次
在1969
年1

月28

日
至2

月5

日
，
连
续9

天
。
严
寒
期
内
常
伴
随
冰
冻
，
多

集
中
在1

、2

月
。1954

年
冰
冻40

天(

民
间
调
查
资
料)
。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为
零
下8.1

度
。

三
寒1959

年
以
后
，
平
均
每
一
年
出
现
春
寒(3~4
月
的
寒
潮
冷
气
流)4

至5

次;

平
均
两
年
出
现
夏
寒(5

月
低
温
连
阴

雨)1

次;

平
均
两
年
出
现
秋
寒(9

月
“
寒
露
风
”1

次
。“
三
寒
”
出
现
的
年
份
，
由
于
强
度
不
同
，
迟
早
不
同
，
对
农
作
物

尤
其
是
水
稻
生
产
，
带
来
不
同
程
度
的
危
害
。



霜
期

霜
期
年
际
变
化
大
，
初
霜
日
最
早
为1978

年10

月29

日
，最
迟
为1971

年1

月3

日;

终
霜
日
最
早
为1965

年1

月16
日
，
最
迟
为1969

年4

月5

日
。
实
际
降
霜
天
数
，
最
多
的
年
度(1975~1976

年)

共33

天
，
最
少
的
年
度

(1965~1966
年
及1974~1975

年)

各
有7

天
。
县
气
象
站
多
年
平
均
初
霜
日
为12

月2

日
，
终
霜
日
为2

月22

日
，
历

时83

天
，
但
实
际
降
霜
天
数
历
年
平
均
只
有17.3

天
，
多
出
现
在12

月
至1

月
，
若
以
日
平
均
气
温
小
于
或
等
于2

度

为
霜
日
统
计
的
标
准
，
历
年
平
均
霜
期
为87

天
，
则
历
年
平
均
无
霜
期
为278

天
，
比
历
年
平
均
实
际
无
霜
期283

天
少

5

天
。

２
、
水
资
源

境
内
产
水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为1329.1
毫
米
，
县
境
总
面
积2011.63

平
方
公
里
，
年
产
水
总
量26.67

亿
立
方
米
年

平
均
水
面
蒸
发
量
为1429.3

毫
米(

蒸
发
皿
口
径20

厘
米)

，
折
合
标
准
蒸
发
皿(

折
算
系
数
为0.65)

的
水
面
菜
发
量
为929

毫
米
，
陆
地
慕
发
量
为700.8

毫
米
，
年
平
均
径
流
深628.3

毫
米
、
径
流
系
数
为0.473

。
年
平
均
形
成
地
表
径
流
总
量

为12.639

亿
立
方
米
，
人
均1546.5

立
方
米
，
比
全
省
人
均3038

立
方
米
少1491.5

立
方
米
，
比
全
国
人
均2600

立
方

米
少1053.5

立
方
米
。
北
部
偏
多
，
降
水
量
为1365~1420
毫
米
，
径
流
深
为600~720

毫
米(

最
多
处
是
金
薮
一
带
，721

毫
米);

西
部
偏
小
。
降
水
最
为1250~1220

高
米
、
径
流
深
为550~560
毫
米(

最
少
处
是
水
府
庙
水
库
周
围
，550

毫
米)

。



径
流
量
的
变
化
，
按
照
频
率
分
析
，
保
证
率50%

的
平
水
年
，
降
水
量
为1343.5

毫
米
，
年
产
水27.026

亿
立
方
米
，
径

流
深
为641.9

毫
米
，
径
流
总
量
为12.913

亿
立
方
米;

保
证
率75%

的
偏
枯
年
，
降
水
量
为1235

毫
米
，
年
产
水24.844

亿
立
方
米
，
径
流
深
为535.3

毫
米
，
径
流
总
量
为10.768

亿
立
方
米
，
保
证
率95%

的
枯
水
年
，
降
水
量
为1072.1

毫

米
，
年
产
水21.567
立
方
米
，
径
流
深
为416.6

毫
米
，
径
流
总
量
为8.380

亿
立
方
米
。
”

过
境
客
水

从
县
境
外
汇
流
入
县
内
溪
河
总
集
水
面
积
为4647.6

平
方
公
里(

其
中
涟
水
上
游4526.8

平
方
公
里
，
沩

水
支
流
乌
江23.5

平
方
公
里
，
其
他
溪
河97.3

平
方
公
里)

，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深
为613.4

毫
米
，
过
境
客
水
径
流
总
量
为

28.51

亿
立
方
米
，
其
中
涟
水27.77
亿
立
方
米
，
乌
江0.14

亿
立
方
米
，
其
他
溪
河0.6

亿
立
方
米
。

地
下
水
县
境
大
部
份
处
在
背
斜
地
质
构
造
上
，
岩
浆
岩
面
积
约
占
县
总
面
积
的1/4

，
水
文
地
质
条
件
差
，
地
下
水
蕴

藏
量
不
大
，
中
、
东
部
为
凹
陷
构
造
，
地
下
水
属
表
层
孔
隙
水
，
含
水
较
丰
富
。
西
部
属
石
灰
岩

溶
岩
水
，
含
水
量
不
大
，
其
余
地
域
多
属
裂
隙
水
，
含
水
量
变
化
大
。

根
据
气
候
条
件
和
水
文
地
质
结
构
特
性
分
别
计
算,
得
各
种
岩
性
的
多
年
平
均
地
下
天
然
补
给
量
是:

变
质
岩
区
域
面
积

307.35

平
方
公
里
，
含
水
量1552.3

万
立
方
米;

花
岗
岩
区
域
面
积502.8

平
方
公
里
，
含
水2711.9

万
立
方
米;

红
岩
区
域

面
积225.73

平
方
公
里
，
含
水3002

万
立
方
米;

砂
页
岩
和
砂
砾
岩
区
域
面
积247.31

平
方
公
里
，
含
水3287

万
立
方
米;



石
灰
岩
区
域
面
积130.31

平
方
公
里
，
含
水3880.3

万
立
方
米;

第
四
纪
地
层
区
域
面
积598.13

平
方
公
里
，含
水1.19246

亿
立
方
米
，
全
县
总
计
地
下
水
动
储
量
为2.63581

亿
立
方
米
。

八
、
生
物

１
、
植
物

全
县
植
物
分
属300
多
科(

目)

、600

多
属
、1000

多
种
，
其
中
有
利
用
价
值
的
和
已
被
利
用
的
有960

多
科
，500

多
属
，900

余
种(

其
中
野
生
植
物600

多
种)

，
随
着
社
会
生
产
的
不
断
发
展
，
科
学
技
术
的
日
益
进
步
，
从
外
地
引
进
了

不
少
优
良
品
种
，
植
物
增
多
，
但
生
态
平
衡
遭
到
破
坏
，
一
此
档
物
的
数
量
锐
减
，
某
些
植
物
品
种
逐
渐
退
化
甚
至
灭
绝
，

而
属
自
然
因
素
淘
汰
的
品
种
则
极
少
。

山
林
植
物
除
苔
藓
、
菌
类
、
地
衣
等
低
等
植
物
外
，
有93

科
，243

属
，559

种(

乔
木330

种
，
灌
木187

种
，
木

质
藤
本42

种)

。
分
布
范
围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44.1%
。
主
要
用
材
林
树
种
有
杉
、
马
尾
松
、
泡
桐
、
樟
、
檫
、
枫
香
、
楠
、

桐
、
椴
、
剌
楸
、
刺
槐
、
檀
类
、
栎
类
、
竹
类
、
榉
、
梓
、
桧
、
枫
、
柞
等
，
主
要
经
济
林
树
种
有
茶
、
油
茶
、
油
桐
、
棕

榈
、
桑
、
乌
柏
、
漆
、
杜
仲
、
山
苍
子(

山
胡
椒)

、
吴
茱
萸
、
瑞
香(
梦
花
树)

、
腊
树(

女
贞
子)

、
化
香
香(

化
子
树)

、
芜
树(

净

光
子
树)

、
榔
榆(

螽
榔
树)

、
皂
角
树
等
，
宅
、
路
、
堤
、
渠
四
旁
绿
化
树
种
有
白
杨
、
柳
类
、
苦
楝
、
禧
、
椿
、
梧
桐
、
枫



杨
、
榆
、
柏
、
黄
荆
、
夹
竹
桃
、
竹
类
等
，
果
木
有
柑
、
橘
、
橙
、
梨
、
枣
、
栗
、
桃
、
梅
、
杏
、
李
、
核
桃
、
石
榴
、
柿
、

葡
萄
、
樱
桃
、
杨
梅
、
枇
把
等
。
历
年
引
进
树
种
现
保
存
下
来
的
有92

种
，
主
要
有
水
杉
，
池
杉
、
柳
杉
、
三
尖
杉
、
落

羽
松
、
黄
山
松
、
火
炬
松
、
湿
地
松
、
法
国
梧
桐
、
光
皮
桦
、
意
大
利
杨
、
银
合
欢
、
黑
荆
、
福
建
柏
等
。

农
作
植
物
全
县
粮
食
作
物
有7

个
科(

目)

，16

个
属
。
主
要
是
水
稻
，
其
次
是
薯
类
、
豆
类
、
麦
类
，
再
次
是
荞
类
、

高
梁
、
玉
米
，
零
星
种
植
少
量
的
粟
等
。
水
稻
有
籼
、
粳
、
糯(

秫)

的142

个
品
种(

其
中
早
熟92

种
、
中
熟5

种
、
晚
熟

45

种)

。
薯
类
以
红
薯
为
大
宗
，
其
次
是
芋
头
、
马
铃
薯
、
白
薯
、
木
薯
等
。
豆
类
品
种
较
多
，
以
蚕
豆
、
大
豆(

分
黄
豆
、

黑
豆
、
拖
泥
豆
等
种)

为
主
，
其
次
是
绿
豆
、
豌
豆
和
豇
豆(

俗
名
饭
豆)

。
麦
类
主
要
裁
培
的
是
小
麦
，
其
次
是
大
麦
，
野
生

有
燕
麦
。
荞
类
分
甜

荞
、
苦
荞
。
高
梁
分
粘
、
糯
。
大
面
积
种
植
的
经
济
作
物
有
油
菜
、
花
生
、
茶
叶
、
柑
橘
、
棉
花
、
苎
麻
、
蚕
桑
、
黄
花
、

烟
叶
、
西
瓜
等
。
其
次
是
辣
椒
、
蒜
、
姜
、
芝
麻
、
百
合
、
甘
蔗
和
药
材
。
绿
肥
主
要
是
红
花
草
子
，
其
次
是
蓝
花
草
子
、

紫
穗
槐
等
。
全
县
有
水
生
植
物20

多
种
，
以
水
藻
、
浮
萍
、
水
浮
莲
为
最
多
。
栽
培
的
以
莲(

藕
、
籽)

、
蘑
草
为
主
，
其

次
有
菱
、
芡
实
等
。
蔬
菜
作
物
品
种
，
大
面
积
种
植
的
有
白
菜
类
、
萝
卜
、
芥
菜
、
甘
蓝
类
、
牛
皮
菜
、
莴
笋
类
，
藤
蕹
、

籽
蕹
、
南
瓜
、
冬
瓜
、
丝
瓜
、
黄
瓜
、
瓠
瓜
、
苦
瓜
、
茄
、
苋
菜
等
。
其
次
是
菠
茶
、
茼
蒿
、
胡
萝
卜
、
芹
菜
、
茭
白(

篙



笋)
、
菜
瓜
、
藠
、
葱
、
韭
、
芫
荽(

香
菜)

。
野
生
的
有
笋
、
菌
类
、
蕨
、
荠
菜(

地
菜
子)

、
马
齿
苋
、
地
衣(

雨
菌
子)

水
芹

菜
、

木
耳
。药

用
植
物

已
查
明
共
有
药
用
植
物101

科
，312

属
，354

种
，
较
为
珍
稀
贵
重
的
有
尖
贝
、
七
叶
一
枝
花
、
紫
草
、

黄
常
山
、
白
花
蛇
舌
草
、
山
苦
瓜
、
盘
龙
参
、
猕
猴
桃
、
赶
毒
丹
、
一
枝
箭
、
石
松
、
夏
天
无
、
九
层
楼
、
鸭
头
花
等
。
分

布
广
，
产
量
多
，
已
大
量
利
用
的
有
土
茯
苓
、
莎
草(

香
附
子)

、
地
榆
、
金
银
花
、
栀
子
、
半
夏
、
贯
众
、
香
营
、
昔
精
、

木
香
、
枳
壳
等30

余
种;

目
前
尚
未
很
好
利
用
的
有
腥
草
、
淫
羊
霍
、
金
柳
子(

俗
名
鸡
鸭
糖)

等
。
野
生
药
用
植
物
常
年
采

用
量20

万
公
斤
左
右
，
人
工
培
达
百
年
以
上
历
中
的
药
用
植
物
有
薄
荷
、
木
瓜
、
白
扁
豆(

药
豆)

、
吴
萸
子
、
杜
仲
等
。

近
年
从
外
址
引
进
裁
培
的
有
生
地
、
白
术
、
白
芷
、
玄
参
、
厚
朴
、
天
麻
等20

多
个
品
种
。

观
常
植
物
且
内
观
常
植
物
的
品
种
其
名
，
分
布
最
广
，
数
量
最
多
的
要
数
杜
鹃
花(

俗
名
映
红)

、
栀
子
、
菊
花
、
牵
牛

花
、
金
银
花
、
兰
草
、
荷
花
、
凤
仙
花(

俗
名
指
甲
花)

、
鸡
冠
花
、
芭
蕉
、

松
、
翠
竹
、
黄
荆
、
紫
薇
、
数
量
较
少
的
有
桃
花
、
李
花
、
梨
花
、
梅
花
、
桂
花
、
芙
蓉
、
月
季
、
石
榴
、
萱
草
、
木

樨
等
。
从
外
地
引
讲
来
的
龙
卉
品
种
，
除
只
适
于
特
殊
环
境
生
长
的
品
种
外
，
绝
大
多
数
都
可
以
在
县
内
栽
培
，
美
化
环
境



较
为
普
通
的
花
卉
有
夹
竹
桃
、
玫
瑰
、
金
橘
、
茉
莉
、
美
人
蕉
、
吊
兰
、
仙
人
掌
、
迎
春
、
一
串
红
、
大
丽
菊
、
长
春
花
、

万
寿
菊
、
石
竹
、
紫
罗
兰
等;

尚
属
少
量
栽
培
的
有
山
茶
花
、
扶
桑
、
海
棠
、
含
羞
草
、
牡
丹
、
芍
药
、
石
莲
、
水
仙
、
蔷

薇
、
紫
荆
、
白
玉
兰
、
南
天
竹
、
碧
桃
、
腊
梅
、
米
兰
、
文
竹
、
君
子
兰
、
五
针
松
等
等
。

２
、
动
物

野
生
动
物
昆
虫
类:
对
人
类
有
危
害
的
昆
虫
有
稻
螟
、
玉
米
螟
、
豆
螟
、
菜
螟
、
果
螟
、
棉
螟
、
稻
蝗
、
棉
蝗
、
竹
蝗
、

麦
蚜
、
菜
蚜
、
棉
蚜
、
豆
蚜
、
稻
象
、
米
象
、
豆
象
、
棉
象
、
果
象
、
天
牛
、
尺
蠖
、
金
龟
子
、
凤
蝶
、
毛
虫
、
天
蛾
、
蝼

蛄
、
蟋
蟀
、
蜘
蛛
、
叶
虫
、
椿
象
、
飞
虱
、
叶
蝉
、
甲
虫
、
地
老
虎
、
螽
嘶
、
蚂
蚁
、
白
蚁
、
蚤
、
虱
、
臭
虫
、
蚊
、
蝇
、

虻
、
土
蜂
、
蜈
蚣
等
。
有
益
人
类
的
有
蜜
蜂
、
姬
蜂
、
蚕
、
蜻
蜓
、
螳
螂
、
草
蛉
、
寄
生
蝇
，
姬
瓢
、
澳
洲
瓢
、
虎
甲
虫
、

食
虫
虻
等
。
鱼
类:

全
县
现
有
鱼
类112

种(

其
中
主
要
经
济
鱼
类40

多
种)

，
虾
类
、
蟹
类6

种
，
软
体
类10

多
种
，
自
然

繁
殖
回
游
河
溪
的
有
鳜
、
鲶
、
鳝
、
鳅
、
鯀
、
鲋
、
鸟
鳢
、
館
、
鳟
、
鱸(

横
叉
子)

、
鲌
、
夠
、
鲦
、
蚌
、
虾
、
蟹
、
螺

蚬
等
。
鲭(

青
鱼
、
草
鱼)

、
鳙(

雄
庞
头)

、
鲢
、
鲤
、
鲫
、
鳊
、
鲂
、
鲴
等
则
多
为
人
工
繁
殖
。
爬
行
类:

以
蛇
类(

绵
蛇
、
水

蛇
、
蝮
蛇
、
眼
镜
蛇
、
银
环
蛇
、
金
环
蛇
等)

、
蛙
类(

青
蛙
、
泥
蛙
、
蟾
蜍
等)

、
蜥
、
蜴
类
的
分
布
面
广
量
多
，
龟
鳖
等
日

益
减
少
。
鸟
类:

县
境
曾
是
候
鸟
的
栖
息
地
或
中
转
站
，
鹤
、
雁
、
鹭
、
燕
甚
多
，
还
有
锦
鸡
、
鸳
鸯
、
白
鹇
、
鹧
鸪
、
鹳



鸽
等
。
常
见
的
鸟
类
，
数
量
较
多
的
有
麻
雀
、
燕
子
、
喜
鹊
、
乌
鸦
、
杜
鹃
、
斑
鸠
、
鸽
、
八
哥
、
黄
莺
、
画
眉
、
翠
鸟
、

鹰
、
鹞
等10

多
种;

尚
有
少
量
的
啄
木
鸟
、
雉
、
竹
鸡
、
鹌
鹑
、
鸬
鹚
、
野
鸭
、
雁
、
猫
头
鹰
、
鹭
、
夜
莺
等
约30

多
种
。

哺
乳(

兽)

类:
曾
有
虎
、
豹
、
狼
、
狐
、
山
牛
、
山
羊
、
野
猪
、
鹿
、
獐
、
麝
等
野
兽
。60

年
代
以
后
，
虎
、
豹
绝
迹
，
獐
、

麝
稀
少
，
数
量
最
多
的
是
家
鼠
、
田
鼠
、
竹
鼠
等
，
其
余
有
野
兔
、
黄
鼠
狼
、
獾
、
狸
、
獭
、
豺
、
麂
、
野
猫
、
穿
山
甲
、

箭
猫
、
刺
猬
、
野
猪
、
蝙
蝠
等20

余
种
。

饲
养
动
物
主
要
有
猪
、
牛
、
兔
、
狗
、
羊
、
猫
、
鸡
、
鸭
、
鹅
、
马
等10

大
类
，
共42

个
品
种
。

九
、
灾
害

洪
涝

县
内
历
朝
循
吏
也
曾
致
力
于
治
洪
排
涝
，
但
收
效
不
大
，
每
遇
暴
雨
，
高
山
黄
水
滚
滚
，
山
崩
树
毁
，
低
平
地

带
田
庐
毁
损
、
人
畜
漂
没
。
洪
涝
过
后
，
常
伴
发
瘟
疾
，
存
者
一
贫
如
洗
，
饥
馑
逃
荒
，
流
落
异
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来
，
兴
建
水
利
，
减
轻
了
洪
涝
危
害
的
程
度
，
但
灾
害
性
洪
水
仍
难
避
免
。
从
明
代
宣
德
三
年(1428)

至
民
国38

年

(1949)521

年
中
，
据
史
志
不
完
全
记
载
，
大
灾44

次
。
据1950~1986

年
的36

年
内
系
统
记
载
，
发
生
过
不
同
程
度
的

洪
涝
危
害17

次
。

干
旱7~9

月
经
常
出
现
高
温
期
，
基
本
无
雨
或
其
他
降
水
。
从
元
延
祐
四
年(1317)

至1949

年532

年
中
，
据
不
完



全
记
载
，
旱
灾66

次
，
其
中
特
大
旱
灾2

次
，
大
旱
灾50

次
，
史
志
记
述
，“
田
禾
枯
死
，
饿
殍
遍
野
”
，“
易
子
而
食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立
以
来
，
系
统
记
载
旱
灾20

次
，
其
中
特
大
旱
灾1

次
，
大
旱18

次
。

大
风
春
夏
之
交
，
冷
暖
气
流
交
锋
，
气
压
变
差
大
，
多
形
成
灾
害
性
的
寒
潮
大
风
、
雷
雨
大
风
或
龙
卷
风
，
尤
以
突
发

性
的
龙
卷
风
破
坏
力
最
大
，1967

年4

月
及1973

年4

月
的
两
次
龙
卷
风
，
毁
屋
拔
木
，
人
畜
伤
亡
，
损
失
很
大
。

雪
、
冰
冻
、
雹

常
年
多
在
冬
春
之
际
出
现
大
雪
、
冰
冻
，
冰
雹
则
多
发
生
在
春
夏
之
交
。
凡
是
沿
山
岭
北
坡
或
东
北
坡

迎
风
面
，
以
及
地
形
上
构
成
的
冷
空
气
环
流
区
域
，
冰
冻
的
持
续
时
间
长
。
冰
雹
则
多
降
聚
在
易
发
生
空
气
对
流
的
山
谷
地

带
。
冰
冻
和
冰
雹
发
生
的
机
率
虽
不
及
洪
涝
、
千
旱
、
大
风
频
繁
，
但
危
害
却
很
严
重
。

地
震

湘
乡
属
欧
亚
板
块
的
东
南
部
，
县
境
中
心
至
本
板
块
地
壳
最
薄
弱
的
边
缘(

缅
甸
的
那
加
山
脉
一
伊
洛
瓦
底
江
一

带
，
曼
德
勒
市
附
近)

最
短
距
离
约1780

公
里
。
而
县
境
的
绝
大
部
份
，
处
于
紫
云
山
一
沩
山
北
西
向
大
背
斜
构
造
的
轴
部

中
段
，
岩
浆
岩
在
距
今
约2.3

亿
年
至1.3

亿
年
的
印
支
期
、
燕
山
前
期
地
质
构
造
运
动
时
侵
入
，
地
层
较
为
古
老
稳
定
。

地
质
构
造
地
震(

强
度
等
于
或
大
于4.75

级
的
中
强
地
震)
与
活
动
性
断
裂
有
关
，
强
度
小
于
或
等
于4.5

级
的
微
弱
地

震
，
则
与
区
域
地
质
构
造
有
关
，
县
境
处
湖
南
省
第
四
纪
的
汩
罗
一
宁
乡
一
邵
阳
一
新
宁
活
动
性
断
裂
带
与
浏
阳
一
株
洲
一

衡
阳
一
江
华
活
动
性
断
裂
带
中
间
，
未
在
活
动
性
断
裂
带
上
，
在
地
震
频
度
五
次
等
值
线
以
南(

即
少
于
五
次
频
度)

的
区
域



内
，
即
有
地
震
，
亦
属
微
弱
地
震
的
震
波
边
缘
共
震
，
发
生
机
率
不
多
。

据
清
朝
康
熙
、
乾
隆
、
嘉
庆
、
同
治
各
代
撰
刊
的
《
湘
乡
县
志
》，
以
及
中
国
科
学
院1957

年
编
辑
的
《
中
国
地
震
资

料
年
表
》、《
中
国
地
震
目
录
》，
参
照
《
湖
南
地
震
史
》
和
《
湖
南
地
震
资
料
年
表
》，
对
湘
乡
在
史
志
上
记
载
过
的
地
震
现

象
，
综
合
整
理
如
下:

明
嘉
靖
二
十
年(1541)
，
农
历
五
月
地
震
。

万
历
三
年
农
历
二
月
初
五
日(1575

年3

月16

日)

，
地
震
。

崇
祯
四
年
农
历
七
月
十
七
日(1631
年8

月14

日)

夜
，
地
震
，
农
历
十
月
初
七
日(10

月13

日)

夜
，
再
震
。(

同
治

刊
《
湘
乡
县
志
》
尚
记
有
“
六
月
地
震
，
有
声
自
北
来
”)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农
历
二
月(1843

年3
月)
，
有
光
起
于
西
方
，
酉
出
亥
没
，
半
月
乃
灭
。
农
历
六
月
二
十
四
日(8

月

19

日)

，
有
声
如
雷
，
自
西
而
东
。(

按
据
清
朝
光
绪
《
湖
南
通
志
》
和
《
桃
源
县
志
》
卷
十
二
第2

页
，
及
同
治
《
武
陵
县

志
》
卷
二
十
第10

页
等
的
记
载
，
该
年
在
常
德
府
城
发
生
地
震
，
桃
源
有
微
震
，
湘
乡
未
震)

。

民
国20

年
农
历
六
月
二
十
九
日(1931

年8

月12

日)

，
“
铜
梁
、
荷
塘(

今
双
峰
县
境)

与
壤
各
乡
，
忽
然
发
生
地
震
，

居
民
惊
惶
万
状
，
相
顾
失
措
，
幸
为
时
三
四
分
钟
即
止
，
尚
未
受
任
何
损
失
”(8

日13

日
《
湘
乡
民
报
》)

。
又8

月15



日
《
湖
南
大
公
报
》
载:

“
湘
乡
铜
梁
乡
井
字
街
一
带
，
千
昨12

日
生
后2

时
许
，
发
生
强
列
地
震
，
震
动
时
间
三
四
分
钟
，

房
屋
微
有
倒
坍
，
田
禾
树
木
，
倒
地
甚
多
、
池
塘
鱼
虾
，
因
受
波
浪
震
撼
，
多
纷
纷
飞
跃
，
幸
未
伤
害
人
物
牲
畜

民
国25
年
农
历
四
月
初
八
日(1936

年5

月28

日)

，
《
湘
乡
民
报
》
载
“
犁
头
嘴
发
生
地
震
，
地
动
山
崩
，
倒
彭
姓

屋
一
栋
，
沉
田
一
丘
。”
又6

月5

日
《
湖
南
大
公
报
》
载
，“
湘
乡
且
第
力,

反
大
田
乡
梨
头
嘴(

今
属
娄
底
市
西
阳
乡)

有
山

日
自
妥
仑
，
介
于
湄
水(
即
杨
家
滩
河)

、
涟
水
之
间
，
傍
山
有
屋
为
彭
姓
世
居
之
地
，
上
月
二
十
八
日
，
忽
然
地
震
山
崩
，

声
闻
数
里
，
陷
落
田
七
十
余
亩
，
幸
未
损
伤
人
畜
，
该
屋
业
已
倾
斜
，
乡
人
尚
恋
不
去
。”1975

年5

月
，
湖
南
省
地
震
中

料
组
赴
实
地
反
复
调
杳
考
证
并
找
到
屋
主
等
有
关
老
人
核
实
，
撰
写
了
《
关
于
一
九
三
六
年
湖
南
湘
乡
地
震
的
查
考
意
见
》，

判
断
结
论
是
“
一
九
三
四
年
或
一
九
三
六
年
犁
头
嘴
发
生
的
屋
裂
田
沉
的
现
象
，
不
是
地
震
的
反
映
，
而
是
滑
坡
作
用
的
结

果
。《
中
国
地
震
目
录
》
中
记
载:

湘
乡
大
田
地
震
的
烈
度
为
六
度
，
震
级
为
五
级
，
与
事
实
不
符
，
应
予
更
正
。
”(

《
湖
南

地
震
史
》
第166

页)

。

十
、
人
口

《
后
汉
书
》
记
零
陵
郡13

县
共
有21.2284

万
户
，
人
口100

万
，
如
按
平
均
数
，
当
时
县
境
内
人
口
约7.7

万
。

其
后
由
于
生
产
力
水
平
低
下
及
天
灾
、
兵
乱
、
瘟
疫
等
影
响
，
境
内
人
口
始
终
在10

万
大
太
徘
徊
。
元
元
贞
元
年(1295)

，



湘
乡
“
以
民
至
万
户
升
州
”
，
亦
未
超
过10

万
口
。
元
明
之
交
，
丘
预
辄
仍
，
死
难
逃
亡
，
十
室
九
空
。
洪
武
二
年(1369)

复
降
为
县
。
其
后
江
西
移
民
陆
续
迁
入
，
伯
苦
于
“
堕
粮
”
，
仍
多
逃
往
云
贵
等
地
。《
长
沙
府
志
》
载:

洪
武
年
间
编
户1.1063

万
、
口7.4097
万
，
嘉
靖
年
间
编
户9167(

寄
庄169)

、
口5.1016

万
。
万
历
十
年(1582)

编
查
户
口
，
全
县
有
粮
主
户

7836

户
、4.5701
万
人
，
粮
主
以
外
户
口
未
予
统
计
。

清
初
战
乱
频
仍
。
顺
治
五
年(1648)

冬
，
明
清
两
军
往
来
交
战
，
烧
杀
抢
掠
遍
及
全
县46

里
，
为
时3

月
，
死
亡
、

流
徙
数
以
万
计
。
据
旧
志
记
载
，
康
熙
十
八
年(1679)

全
县
计
赋
役
人
丁
仅
存6000

余
名
。
其
后
政
局
趋
向
安
定
，
外
流

回
县
及
移
民
入
县
的
陆
续
增
多
。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以
五
十
年8132

丁
为
计
算
赋
役
常
额
，
嗣
后
续
加
人
丁
，
永
不
加
赋
，

对
人
口
繁
衍
实
行
奖
励
政
策
。
经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3

朝
百
多
年
的
休
养
生
息
，
全
县
人
口
增
加
很
快
。
嘉
庆
二
十
年(1815)

底
奉
令
编
查
保
甲
，
统
计
全
县
实
有9.169
万
户
，58.3205

万
人
，
平
均
每
平
方
公
里16.6

户
，105.6

人(

但
次
年
统
计

降
为7.775

万
户
，48.9555

万
人
，
人
口
骤
减
近10
万)
。
同
治
十
年(1871)

编
查
，
全
县8.5131

万
户
，63.7289

万
人
，

每
平
方
公
里15.4

户
，97

人
。
宣
统
三
年(1911)

春
全
县
人
口
统
计108.3352

万
人
，
每
平
方
公
里196

人
。

民
国3

年(1914)

，
县
民
政
科
统
计
，
全
县21.9919

万
户
，126.7695

万
人
。
此
后
因
军
阀
混
战
，
人
口
减
少
，6

年
为117.773

万
人
。18

年
湘
乡
筹
备
自
治
，
调
查
全
县
有21.3658
万
户
，127.5846

万
人
，
人
口
回
升
。23

年
大
旱



灾
，24
年
减
至120.3019

万
人
。
抗
日
战
争
初
期
，
随
着
工
厂
学
校
内
迁
，
沦
陷
区
难
民
涌
入
，
县
内
人
口
陆
续
增
加
。

29

年
为125.9866

万
人
，31

年
增
至129.1377

万
人
。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后
，
内
迁
人
口
陆
绩
迁
出
。
加
上33~34

年
沦

陷
期
间
遭
受
日
军
残
害
，
至36

年
人
口
减
少
到104.2311

万
人
解
放
战
争
后
期
、
军
政
、
商
、
学
及
其
他
旅
外
者
纷
纷
率

家
小
还
乡
，38

年
人
口
增
至137

万
，
每
平
方
公
里248

人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1951

年
统
计
会
培143.38

万
人
。
同
年
析
县
后,

湘
乡
县13.605

万
户,59.2002

万
人,

占

原
全
培
且
人
口
的41.3%

。
按
新
具
面
积
坐
实
计
算,1949

年
为12.19

万
，56.2603

万
人
。1954

年
第
一
次
人
口
普
查(

以

1953

年6

月30

日
为
准),

全
县58.2206

万
人(

另
在
外
人
口3.4153

万
人
未
计)

。1953~1957

年5

年
内
共
出
生11.3403

万
人,

年
均2.2681

万
人,

出
生
率37.5%

;
共
死
亡5.8335

万
人,

年
均1.1667

万
人,

死
亡
率19.3%

;

自
然
增
长5.5068

万

人
自
然
增
长
率18.2%

。1958~1962

年5

年
内
共
出
生4.8533

万
人,

年
均9707

人,

出
生
率16.89%

;

共
死
亡9.2823

万

人,

年
均1.8564

万
人,

死
亡
率32.3%

;

自
然
增
长
负4.429

万
人
，
自
然
增
长
率
负15.41%

。1963~1966

年
经
济
恢
复
时

期
，
人
口
大
幅
度
增
长,1964

年
第
二
次
普
查(

至
本
年6
月30

日
止)

为14.4536

万
户,56.4848

万
人
。
虽
少
于
第
一
次

普
查
人
口
数,

但
较1961

年
多2.8

万
人;4

年
内
共
出
生10.6396
万
人,

年
均2.6599

万
人,

年
均
出
生
率45.36%

;

共
死
亡

2.3973

万
人,

年
均5993

人,

平
均
死
亡
率10.35%

;

增
长
率
为35.01%
。1967~1970

年,

人
口
增
长
速
度
减
慢,

但
人
口
总



数
增
至66.616

万
人
。
自1971

年
起
重
视
计
划
生
育
工
作,1972~1980

年
人
口
出
生
率
连
续9

年
呈
稳
定
下
降
趋
势,9

年

内
共
出
生13.0376

万
人,

年
均1.4486

万
人,

出
生
率19.81%

;

共
死
亡4.4487

万
人,

年
均4943

人,

死
亡
率6.82%

;

自
然

增
长8.5889
万
人,

增
长
率
为12.98%

0

。1982

年
第
三
次
人
口
普
查(

至
本
年6

月30

日
止)

为18.4995

万
户,77.4706

万
人
。
农
村
实
行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以
后,

计
划
生
育
工
作
难
度
增
大,

加
上1963~1966

年
人
口
生
育
高
峰
周
期
性
作

用
的
结
果
，
人
口
出
生
率
有
所
回
升
。
但
未
形
成
新
的
生
育
高
峰
。
人
口
增
长
率
一
般
在10%

左
右,

人
口
发
展
呈
现
为
低

出
生
率
与
低
死
亡
率
的
低
自
然
增
长
类
型
。1986

年
全
县
人
口
为81.7273

万
人
。

十
一
、
民
族
姓
氏

１
、
民
族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中
南
地
区
民
族
流
动
迁
徙
激
增
，
土
著
古
蛮
、
苗
、
濮
、
越
逐
步
徙
出
，
中
原
华
夏
民
族
大
量
迁
入
。

至
东
汉
置
县
时
，
境
内
汉
族
人
口
已
居
绝
大
多
数
，
少
数
民
族
留
居
者
极
少
，
且
已
陆
续
与
汉
族
同
化
。

抗
日
战
争
结
束
后
，
有
日
本
妇
女2

人
，
各
婚
居
崇
山
乡
、
洪
塘
乡
，
均
加
入
中
国
籍
。

1949

年
以
来
，
各
地
分
配
来
湘
乡
工
作
的
干
部
职
工
及
贵
州
省
与
湘
西
来
嫁
的
妇
女
中
偶
有
少
数
民
族
成
员
。1964



年
、1982

年
人
口
普
查
，
分
别
为
汉
族55.4477

万
人
、77.4491

万
人(

占
总
人
口99.98%

、99.97%
)

，
蒙
古
族9

人
、4

人
，
回
族9
人
、34

人
，
维
吾
尔
族2

人
、1

人
，
苗
族15

人
、35

人
，
壮
族10

人
、20

人
，
布
衣
族0

人
、3

人
，

朝
鲜
族0

人
、2
人
，
满
族20

人
、29

人
，
侗
族.1

人
、3

人
，
白
族6

人
、3

人
，
傜
族1

人
、9

人
，
土
家
族18

人
、

68

人
，
高
山
族0
人
、1

人
，
毛
难
族0

人
、1

人
，
普
米
族0

人
、1

人
，
彝
族2

人
、0

人
，
藏
族1

人
、0

人
，
土

族9

人
、0

人
，
纠
西
族1
人
、0

人
，
外
国
人
加
入
中
国
籍5

人
、1

人
。

２
、
姓
氏

三
国
至
五
代
，
湘
乡
有
蒋
、
王
、
刘
、
花
等
姓
居
民
，
其
后
裔
存
徙
情
况
不
明
。
金
石
乡
大
湖
刘
姓
，
世
传
为
土
著
之

一
，
晋
代
至
唐
代
北
方
汉
民
族
或
直
徙
湘
乡
，
或
先
徙
江
南
再
徙
湖
南
而
湘
乡
。

后
唐
清
泰
二
年(935)

，
东
郊
沛
霖
塘
谭
姓
由
幽
州
次
第
迁
金
陵
、
吉
安
、
茶
陵
而
入
。
迁
湘
乡
始
祖
为
北
宋
户
部
员

外
郎
谭
丙
，
后
裔
今
及30

余
代
，
散
居
县
内
者
约2.4
万
人
。

北
宋
神
宗
熙
宁
二
年(1010)

。
储
山
刘
姓
由
浙
江
迁
滓
州
入
县
。
南
宋
时
期
茅
塘
段
姓
、
泥
湾
晏
姓
由
江
西
迁
入
。

元
代
由
江
西
迁
入
湘
乡
的
有
瑶
湖
李
姓
、
泉
垅
李
姓
、
长
桥
、
菜
石
港
黄
姓
、
羊
古
陈
姓
，
同
埠
、
城
江
、
桥
湾
刘
姓
、

下
湾
王
姓
、
钱
家
冲
钱
姓
等
。



明
初
湘
乡
苦
于
战
乱
和
堕
粮
，
逃
亡
者
多
，
《
北
门
彭
氏
族
谱
。
序
》
说:

“
湘
邑
罹
元
未...

杀
掠
之
苦
，
村
市
多
墟
。

三
十
年
来
，
犹
人
不
满
土
，
而
江
右
之
徙
家
于
湘(

乡)

者
踵
相
接
”
。
洪
武
年
间
，
潭
市
易
姓
、
鉴
湖
贺
姓
、
圩
上
刘
姓
，

军
山
朱
姓
、
横
洲
涧
丁
姓
、
学
门
前
潘
姓
、
城
北
张
姓
、
龙
潭
王
姓
、
华
厦
周
姓
、
龙
洞
林
姓
、
坪
地
冲
胡
姓
、
北
门
彭
姓

等
均
在
明
初
自
江
西
迁
入(

或
重
新
迁
入)

。
同
治
三
年(1864)

太
平
天
国
失
败
后
，
安
王
洪
仁
发
遗
妻
赖
氏
携
子
南
贵
、
南

树
自
天
京
流
转
至
湘
乡
西
山
塘
，
易
姓
隐
居
，47

年
后
复
洪
姓
。
同
治
末
年
，
甘
肃
兵
荒
中
一
弓
姓
少
年
饿
蹶
，
被
湘
军

文
官
易
蔚
卿
救
活
，
后
遣
送
回
湘
乡
坳
头
，
现
在
唢
呐
冲
一
带
发
展
到
第
五
代
数
十
人
，
姓
易
弓
。

民
国
时
期
，
无
成
群
同
姓
人
迁
入
。
民
国31

年1~6

月
迁
入377

户
，
徙
出225

户
，
一
般
是
从
政
、
任
职
、
经
商
、

传
艺
、
谋
生
以
及
遭
官
、
绅
、
兵
、
匪
、
灾
祸
等
流
亡
而
来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
因
工
作
需
要
，
迁
入
迁
出
各
姓
人
口
每
年
数
以
千
计
，
因
水
库
移
民
等
原
因
，
农
村
迁
徙

外
省
县
者
亦
多
。

1986

年
，
调
查
全
县
姓
氏
共
有438

个
，
在
县
境
居
住500

年
以
上
的
姓
氏
不
下200

余
个
，
原
为
聚
居
务
业
，
分

布
城
乡
。
在
其
中
心
地
建
祖
祠
、
家
庙
、
墓
地
等
维
护
宗
族
权
益
，
历
经
变
迁
，
渐
有
他
姓
杂
居
。
近
百
十
年
来
，
县
城
北

门
彭
姓
、
黄
姓
、
张
姓
、
南
门
罗
姓
、
学
门
前
潘
姓
等
已
不
见
明
显
聚
居
痕
迹
，
农
村
中
则
尚
有
如
下
姓
氏
聚
居
较
为
明
显:



丁(

横
洲
乡
横
洲
涧
、
莲
花
乡
莲
花
桥
及
梅
桥
、
酒
铺
等
乡)

，
万(

棋
梓
镇)

，
邓(

潭
市
镇
邓
氏
渡)

，
文(

白
田
镇
高
冲
、

沙
田
乡
沙
田)
，
王(

金
薮
乡
永
乐
、
月
山
乡
塘
龙
、
龙
潭
乡
太
平
、
金
石
乡
常
乐
、
湖
山
乡
下
湾
、
苏
坡
乡
河
家
埠)

，
左(

桂

花
乡
沧
泉)
，
田(
大
田
乡
田
家
冲)

，
冯(

洪
塘
乡
山
田
观)

，
刘(

花
坪
乡
大
桥
、
湖
山
乡
桥
湾
、
山
枣
镇
城
江
桥
、
虞
唐
镇
赤

石
、
棋
梓
镇
石
磴)
，
成(

苏
坡
乡
苏
坡
圾)

，
朱(

花
坪
乡
军
山
、
仁
厚
乡
上
扶)

，
张(

巴
江
乡
巴
江
、
金
石
乡
大
湖)

，
李(

涧

山
乡
涧
山
、
龙
洞
乡
瑶
湖
、
棋
梓
镇
连
山
、
金
薮
乡
金
薮)

，
沈(

龙
洞
乡
界
牌
圾)

，
何(

龙
洞
乡
城
前
铺)

，
杨(

泉
塘
乡
桐
瑞

台)

，
陈(

横
洲
乡
虎
涧
、
双
江
乡
石
狮
江
、
月
山
乡
月
山
湾
、
洪
塘
乡
白
沙
洲)

，
易(

潭
市
镇
大
坪
、
横
铺
乡
茶
佩
、
城
关

镇
壕
塘
、
栗
山
乡
峡
上)

，
罗(

中
沙
乡
田
心)

，
周(

新
研
乡
马
托
铺
、
潭
市
镇
柏
门
楼
、
东
山
乡
东
岸
坪)

，
胡(

龙
洞
乡
坪
地

冲)

，
贺(

龙
洞
乡
桃
树
塘
、
泉
塘
乡
鉴
湖)
赵(
白
田
镇
、
金
石
乡
、
龙
潭
乡)

，
袁(

桃
林
乡
翻
江)

，
萧(

横
铺
乡
萧
家
冲
、
仁

厚
乡
茶
子
坳)

，
唐(

双
江
乡
石
狮
江)

，
龚(

太
平
乡
鹏
山
、
泉
塘
乡
泉
塘)

，
章(

白
田
镇
黄
田)

，
黄(

城
关
镇
长
桥)

，
彭(

谷

水
乡
、
太
平
乡
白
龙)

，
谢(

新
铺
乡
喉
塘)

，
喻(

桃
林
乡
、
谷
水
乡
喻
坊)

，
曾(

棋
梓
镇
普
安
堂
、
潭
市
镇
榔
山
、
酒
铺
乡
曾

家
冲)

，
傅(

壶
天
镇)

，
蒋(

涧
山
乡
、
谷
水
乡)

，
谭(

横
洲
乡
、
坪
花
乡
、
龙
洞
乡
七
星
桥
、
横
铺
乡
黄
丝
塘
、
苏
坡
乡
苏
坡

塅)

，
熊(

中
沙
乡
石
禾
塘)

，
潘(

东
山
乡
东
岸
坪
、
泉
塘
乡
泉
塘)
，
魏(

东
山
乡
东
岸
坪
、
山
枣
镇
厚
丰)

。



十
二
、
历
史
古
迹

１
、
古
建
筑

云
门
寺
在
具
城
汽
车
站
西
南
，
始
建
于
北
宋
皇
祐
二
年(1050)

，
清
康
熙
二
十
年(1681)

，
确
正
元
年(1723)

、
就
隆
二

十
五
年(1760)

、
三
十
八
年
、
四
十
九
年
，
嘉
庆
四
年(1799)

、
六
年
，
道
光
九
年(1829)

，
同
治
四
年(1865)

，
民
国21

年(1932)

，
先
后
整
修
、
重
修
，
现
貌
为
清
代
风
格
，
占
地3200

平
方
米
，
由
前
殿
、
大
雄
殿
、
观
音
阁
和
念
经
堂
三
部

分
组
成
，
自
南
而
北
排
列
在
一
条
中
轴
线
上
。
前
殿
为
山
门
与
戏
楼
，
戏
台
为
重
榆
歇
山
，
两
端
主
墙
山
字
硬
山
，
山
门
右

侧
立
龙
王
庙
，
左
侧

立
土
地
祠
。
大
雄
殿
，
两
端
主
墙
高
出
屋
面
呈
弓
弩
形
，
屋
脊
覆
以
铁
瓦
，
中
心
置
翠
绿
色
铜
质
顶
珠
，
朝
阳
夕
照
，
光
彩

耀
目;

顶
有
通
风
透
光
的
气
亭
，
内
设
春
秋
阁
，
重
檐
歇
山
。
殿
前
有
清
乾
隆
二
十
六
年(1761)

雕
汉
白
玉
长
方
香
炉
一
座
，

高1.8

米
，
长1.35

米
，
宽0.85

米
，
炉
身
四
周
有
盘
龙
、
麒
麟
、
福
、
禄
、
寿
三
星
、
二
狮
滚
球
、
二
龙
戏
珠
、
双
凤

朝
阳
浮
雕
及
“
圣
寿
无
疆
”
篆
字
，
图
像
生
动
，
篆
刻
官
正
。
观
音
阁
，
重
檐
歇
山
，
屋
角
起
翘
，
正
脊
置
陶
质
中
花
和
鳌

尾
，
色
泽
艳
丽
，
重
檐
中
设
有
天
窗
。
佛
龛
上
悬
曾
国
荃
同
治
六
年(1857)

书
就
的
“
南
海
长
春
”
横
匾
，
内
祀
泥
塑
与
木

雕
混
合
结
构
、
全
身
金
装
观
音
佛
像
，
高11.4

米
，
直
立
于
莲
花
宝
座
上
，
面
颊
丰
满
，
双
目
微
俯
，
嘴
唇
紧
闭
，
形
态



端
庄
慈
祥
。
佛
顶
有
宝
冠
二
十
四
面
，
各
面
塑
有
化
佛;

上
身
千
手
，
四
双
大
手
或
高
捧
佛
祖
，
或
合
掌
天
书
，
或
挥
臂
执

戟
，
或
屈
指
掐
算
，
大
小
合
适
，
位
置
得
当;

下
身
衣
带
自
然
飘
垂
，
具
有
轻
纱
透
明
的
质
感
。
整
个
造
型
透
示
出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人
生
气
息
。
阁
前
左
右
配
庑
有
光
绪
十
九
年(1893)

雕
汉
白
玉
罗
汉18

尊
，
每
尊
高1.5

米
，
或
舒
目
展
颜
，
或
挖

耳
蹙
眉
，
或
捧
腹
憨
笑
，
或
掩
卷
沉
思
，
形
神
兼
备
，
呼
之
欲
出
。
另
阁
中
有
青
铜
圆
形
扁
腹
香
炉
，
直
径0.55

米
，
高

0.23

米
，
炉
腹
外
部
铸
怪
兽
头
像
一
对
，
造
型
亦
甚
精
美
。
原
前
殿
有
龙
王
、
土
地
神
像
各
一
尊
，
大
雄
殿
内
有
泥
塑
大
佛

三
尊
、
两
厢
有
泥
塑
罗
汉18
尊
，
观
音
阁
前
有
高
达9

米
的
铁
铸
香
炉
一
座
，
均
在1958

年
“
犬
炼
钢
铁
”
中
被

毁
。1959

年
，
湖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布
云
门
寺
为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1967

年
前
殿
拆
改
为
现
代
化
建
筑
，1983

年
由

省
人
民
政
府
拨
款
恢
复
原
貌
，
定
为
开
放
单
位
，
每
年
接
待
中
外
游
客10

万
人
次
以
上
。

蒋
公
祠
位
于
县
城
北
正
街
，
据
光
绪
刊
《
湖
南
通
志
》
、
同
治
刊
《
湘
乡
县
志
》
载
，
其
地
为
蜀
汉
大
司
马
蒋
琬
故
宅
。

元
至
正
九
年(1349)

，
邑
人
塑
像
入
祠
，
明
嘉
靖
及
清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
嘉
庆
间
屡
经
补
修
。
祠
前
有
古
井
，
名
伏
虎

井
，
相
传
为
蒋
琬
开
凿
，
元
至
正
元
年(1341)

邑
人
龙
元
重
浚
。
井
旁
壁
间
嵌
有
清
道
光
年
间
典
史
袁
宪
健
书
刻
的
“
伏
虎

古
井
”
石
碑
一
块
。
祠
后
原
有
漂
纱
池
，
传
说
池
内
有
泉
水
涌
出
，
轻
沙
荡
漾
，
宛
如
漂
絮
，
因
而
得
名
。
祠
已
改
建
为
民

居
，
仅
留
祠
前
古
井
及
“
伏
虎
古
井
”
字
碑
。



褚
公
祠
在
县
城
夏
梓
桥
侧
涟
水
之
滨
，
为
唐
代
大
书
法
家
褚
遂
良
行
县
居
留
遗
址
。
顺
治
间
，
知
县
陈
拱
照
建
祠
。
祠

外
即
褚
公
洗
笔
池
。
康
照
十
二
年(1673)

知
县
刘
履
泰
重
修
。
乾
隆
二
十
四
年(1759)

邑
士
丁
中
等
醵
金
修
池
，
兼
置
灯
田
。

四
十
三
年(1778)
知
县
贾
世
模
率
邑
士
张
盛
治
、
周
世
柯
等
鸠
众
重
修
。
道
光
四
年(1824)

州
同
王
昌
献
捐
四
干
余
金
独
修
，

并
纠
众
捐
置
田
产
以
供
香
火
。
同
治
元
年(1862)

知
县
张
培
仁
率
绅
士
修
葺
一
栋
。
五
年(1866)

邑
绅
曾
国
汉
等
鸠
众
全
修
，

并
派
建
旁
屋
六
间
。
祠
内
有
南
宋
绍
定
三
年(1230)

魏
鹤
山
《
褚
公
司
堂
记
》、《
唐
故
深
州
都
督
褚
遂
良)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
尺
牍
》、《
心
经
》
等
石
碑
及
元
代
石
幢
。《
圣
教
序
》、《
尺
牍
》、《
心
经
》
石
碑
为
后
人
摹
刻
。
祠
已
部
分
改
建
为
民
宅
。

《
圣
教
序
》
和
《
唐
故
潭
州
都
督
褚
遂
良
》
碑
已
移
存
县
博
物
馆
内(

有
断
裂);

其
余
石
碑
、
石
幢
尚
存
褚
词
。

万
福
桥
又
名
洙
津
渡
大
桥
，
位
于
县
城
西
南5

公
里
之
洙
津
渡
，
建
于
清
代
雍
正
四
年(1726)

。
会
桥9

拱10

墩
，

长166.8

米
，
宽6.7

米
，
高10.8

米
，
建
筑
宏
伟
，
前
人
称
颂
“
如
长
虹
映
水
卧
龙
跨
波
，
惠
四
方
行
旅
于
无
穷
”
。
同

治
刊
《
湘
乡
县
志
》
载(

《
引
宝
庆
府
志
》
徐
公
明
传):
“
湘
乡
洙
津
渡
者
，
省
会
要
道
也
，
其
地
居
民
以
业
船
为
利
，
必
勒

索
取
盈
而
后
得
渡
，
行
人
患
之
。
邵
阳
人
徐
安
禧(

字
公
明)
慨
思
建
为
石
桥
，
人
皆
以
工
钜
费
繁
为
阻
，
安
禧
毅
然
自
任
，

鬻
产
得
三
百
金
为
倡
，
远
近
感
其
诚
，
争
捐
金
以
助
。
安
禧
昼
夜
督
工
，
劳
瘁
不
辞
，
经
理
有
法
，
阅
三
年
竟
成
，
名
日
万

福
桥
。
湘
人
于
桥
侧
立
庙
，
肖
像
祀
之
”。
邑
进
士
彭
心
鉴
有
记
。
原
桥
东
头
建
有
“
楚
南
大
观
”
牌
坊
一
座
，
桥
头
设
有



茶
亭
和
桥
门(

旧
有
专
人
守
护)

，
桥
中
有
一
庙
，
均
不
复
存
。
唯
留
铁
牛
一
对
，
俯
伏
桥
头
栏
杆
台
上
，
昂
首
对
望
，
形
态

凛
然
。观

音
阁(
潮
音
阁)

建
于
明
代
，
在
县
城
西20

公
里
涟
水
左
岸
石
崖
上
，
拔
地
而
起
，
巍
然
耸
立
，
建
筑
面
积
约300

平
方
米
。
“
潮
音
夜
月
”
旧
为
“
潭
台
八
景
”
之
一
。
现
存
清
康
熙
二
年(1663)

修
缮
此
阁
时
所
立
石
碑
。
同
治
刊
《
湘
乡

县
志
》
载:

“
旧
志
云
，
浩
然
阁
与
潮
音
阁
乃
上
下
阁
地
也
。
在
邑
西
潭
市
，
上
临
绝
峨
，
下
居
澄
潭
，
开
轩
凭
栏
，
梅
龙
、

荆
紫
诸
山
历
历
在
目
。
帆
樯
上
下
，
渔
歌
唱
答
于
长
堤
烟
树
间
，
为
邑
之
名
胜
。”
知
县
谢
家
麟
题:

“
手
挹
江
天
”
。1949

年
邮
政
局
潭
市
支
局
使
用
，
部
分
房
屋
改
建
。

孔
庙

原
在
城
外
，
乾
隆
四
年(1739)
移
址
黄
甲
岭
新
建
，
红
砖
黄
瓦
，
悠
然
古
风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1773)

、
嘉
庆
五

年(1800)

先
后
重
修
。
同
治
三
年(1864)

撤
旧
更
新
。
旧
有
明
嘉
靖
间
祭
器
百
余
件
，
摹
朱
熹
书
“
明
伦
堂
”
额
一
块
，
先

师
孔
子
赞
碑
、
四
大
贤
赞
碑
各
一
座
及
清
康
熙
至
同
治
各
代
皇
帝
所
书
“
万
世
师
表
”
、“
生
民
未
有
”
、“
与
天
地
参
”、“
圣

集大
成
”
、
“
圣
协
时
中
”
、
“
德
齐
帱
载
”
、
“
圣
神
天
纵
”
等
匾
额
。
民
国6~8

年
军
阀
混
战
时
，
上
述
故
物
悉
被
破
坏
。24

年
曾
予
修
葺
。
今
存
棂
星
门
、
钟
鼓
楼
、
大
成
殿
及
殿
前
白
石
蟠
龙
。



文
塔
在
县
城
南
郊
塔
子
山
顶
。
始
建
于
宋
元
年
间
，
以
兆
县
内
文
运
兴
衰
。
清
光
绪
末
年
，
泉
塘
潘
姓
捐
资
重
建
，
为

7

层
砖
塔
。
天
气
晴
朗
时
，
可
于
塔
顶
远
眺
湘
潭
县
城
。
因
酒
铺
公
社
修
建
水
库
、
猪
场
，
陆
续
挖
走
塔
座
基
石
，
于1973

年5

月25
日
倒
塌
。

２
、
古
文
化
遗
址

岱
子
坪
遗
址
位
于
县
城
西
北35

公
里
处
龙
潭
乡
童
家
村
龙
石
河
附
近
，
面
积
约1

万
平
方
米
，
文
化
层
厚1.5~2

米
。

1980

年
夏
，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发
掘300

平
方
米
，
出
土
慕
葬97

座
，
其
中2

座
层
同
家
岭
文
化
类
刑
，95

座
属
龙
山
文

化
时
期
类
型
。
慕
葬
形
制
边
长1~1.2
米
，
宽0.2~0.7

米
，
海0.3~0.4

米
。
坑
内
满
布
碎
炭
渣
和
砍
碎
的
动
物
骨
骼
，
未

发
现
人
骨
，
推
断
为
二
次
葬
。
出
土
陶
器
有
鼎
、
规
、
盆
、
釜
、
碗
、
钵
、
杯
、
盂
、
罐
等
，
纹
饰
为
压
印
弦
纹
、
刻
划
纹
、

缕
孔
。
石
器
有
生
产
具
石
斧
、
石
磷
、
石
凿
、
石
铲
及
兵
器
石
镞
等

状
元
洲
遗
址
位
于
县
城
西
北28

公
里
石
柱
河
与
石
狮
江
交
汇
处
堤
左
侧
，
面
积
约5000

平
方
米
为
龙
山
文
化
时
期

至
商
周
时
代
居
住
遗
址
。
遗
存
丰
富
，
保
存
完
好
。
采
集
的
标
本
有
石
斧
、
石
磷
、
安
孔
石
刀
、
石
矛
。
陶
器
以
泥
质
红
陶

为
主
，
黑
陶
、
褐
陶
为
辅
，
器
形
有
釜
、
壶
、
鼎
、
豆
等
，
纹
饰
大
部
分
为
凹
棱
形
附
加
堆
纹
、
方
格
纹
、
人
字
纹
、
刻
划

纹
。
遗
址
现
为
农
田
覆
盖
。



团
鱼
山
遗
址
位
于
县
城
西
北24

公
里
南
木
河
与
石
溪
河
交
汇
处
的
冲
积
台
地
上,

南
距
石
柱
乡
政
府300

米
，
面
积
约

2600
平
方
米
，
为
龙
山
文
化
时
期
居
住
遗
址
。
文
化
层
厚1.5

米
，
保
存
较
完
整
采
集
的
遗
物
有
石
磷
和
陶
器
疊
、
簋
、

鼎
、
罐
等
。
陶
器
为
泥
质
红
陶
或
夹
炭
黑
陶
，
纹
饰
有
网
纹
凹
圆
点
附
加
堆
纹
、
人
字
纹
、
绳
纹
、
方
格
纹
、
凹
弦
纹
。
离

遗
址
不
远
的
云
田
湾
水
库
、
土
地
山
等
处
发
现
文
化
内
涵
相
同
的
遗
物
。
初
步
断
定
，
此
区
域
为
一
较
大
的
原
始
社
会
父
系

氏
族
村
落
。

铜
钿
湾
遗
址
位
于
县
城
东
北3

公
里
处
东
郊
乡
旺
兴
村12

组,

南
面
为
涟
水
河,

北
距
湘
黔
铁
路
约200

米,

总
面
积
约

4000

平
方
米,

暴
露
的
遗
物
主
要
有
商
代
墓
葬
及
陶
器
鬲
、
鼎
、
罐
等
。
陶
器
为
白
陶,

纹
饰
有
方
格
纹
、
弦
纹
、
凸
圆
点
方

格
纹
、
绳
纹
、
网
纹
。
地
面
大
部
分
有
现
代
房
屋
或
辟
为
菜
园
。

３
、
古
墓
葬

牛
形
山
战
国
墓
葬
群
在
县
城
东4

公
里
处
，
山
长5

公
里
，
宽
约0.5

公
里
，
墓
葬
密
集
约5000

座
，
为
特
大
型
战

国
墓
地
。1958

年
以
来
，
县
文
物
工
作
队
配
合
湘
黔
铁
路
和
一
五
五
处
工
程
的
兴
建
，
清
理
、
发
掘
战
国
墓135

座
、
西

汉
慕7

座
、
唐
墓1

座
、
宋
莫1

座
、
无
随
葬
物
时
代
不
明
的22
座
。
出
土
铜
器
有
剑
、
戈
、
矛
、
镞
、
鉴
、
璺
、
壶
、

鼎
、
镜
、
铲
、
爸
、
削
，
铁
器
有
铲
、
刀;

玉
石
器
有
壁
砾
石
、
料
珠;
陶
器
有
鬲
、
鼎
、
敦
、
壶
、
豆
、
罐
、
钵
、
勺
、
合
、



匝
、
盘
。1975~1976

年
，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清
理
发
掘
两
座
中
型
战
国
墓(

编
号
为1

号
、2

号)

均
为
二
棉
三
棺
，
有
巨
大

的
封
土
堆
和
较
长
的
墓
道
。
一
号
墓
为
五
级
台
阶
，
出
土
文
物222

件
，
其
中
漆
器
有
儿
、
案
、
豆
、
杯
、
奁
、
合
、
枕

等;

木
器
有
虎
坐
凤
架
鼓
、
歌
舞
俑
、
镇
墓
兽
、
梳
篦
、
水
车
模
型
，
陶
器
有
鼎
、
敦
、
壶
、
鬲
、
罐
等;

二
号
墓
为
九
级
台

阶
，
墓
口20.6X18.3
米
，
早
年
被
盗
，
尚
遗
方
形
耳
环
、
戈
秘
、
箭
镞
、
皮
革
。
根
据
棺
榔
形
制
和
随
葬
品
分
析
，
一
号

墓
主
为
女
性
，
二
号
男
性
，
系
卿
大
夫
一
类
贵
族
夫
妻
墓
，
年
代
为
战
国
中
期
。

枫
树
仑
战
国
墓
葬
群
位
于
县
城
西
北1.5

公
里
处
的
长
桥
村
。1985

年5~10

月
，
湘
潭
市
文
物
工
作
队
、
湘
乡
县
博

物
馆
配
合
长
桥
粮
库
的
兴
建
，
发
掘
春
秋
中
晚
期
古
墓
葬215

座
。
其
中
有
较
长
墓
道
、
二
个
台
阶
以
上
、
墓
口
有6~8

米
以
上
的
中
型
墓14

座
，
战
国
车
马
坑2
座
，
小
型
竖
穴
土
坑
墓199

座
。
出
土
文
物1300

件
，
陶
器
以
鬲
、
钵
、
罐

和
鼎
、
敦
、
壶
、
筐
、
豆
组
合
为
主
，
铜
器
以
剑
、
戈
、
矛
、
镞
等
兵
器
为
多
，
另
有
少
量
的
车
马
器
、
铜
鼎
、
铜
镜
等
。

75

号
墓
所
出
暗
菱
形
花
纹
越
式
矛
，
形
式
新
颖
，
制
作
工
艺
奇
特
，
是
研
究
古
代
冶
金
技
术
和
越
文
化
的
珍
品
。

义
家
山
古
墓
葬
群
位
于
县
城
西
北2

公
里
的
湘
乡
铝
厂
工
人
村
义
冢
山
一
带
。1984~1986

年
，
湘
潭
市
文
物
工
作
队

和
湘
乡
县
博
物
馆
清
理
发
掘
战
国
墓105

座
、
西
汉
墓1

座
、
东
汉
墓1

座
、
新
莽
墓1

座
、
晋
墓1

座
、
唐
墓2

座
，

出
土
文
物
近500

件
。



可
心
亭
汉
墓
葬
群
位
于
县
城
南2.5

公
里
处
的
白
圩
村,

现
为
湘
乡
铝
厂
生
产
车
间
。1958

年,

文
物
工
作
队
清
理
竖
穴

土
坑
汉
墓24

座
，
其
中7

座
有
墓
道
，4

座
有
枕
木
沟
。
随
葬
品
以
陶
器
最
多
，
铜
器
次
之
，
铁
器
、
玉
石
器
最
少
，
漆

木
器
仅
留
残
迹
。
陶
器
有
鐔
、
鼎
、
合
、
壶
、
方
壶
、
钵
、
歪
、
盘
、
碗
、
碟
、
钟
、
熏
炉
、
博
山
炉
、
灯
、
灶
、
釜
、
甑
、

水
井
、
缸
、
桶
、
勺
、
泥
钱
、
泥
锭
等;

铁
器
有
刀
、
剑
、
矛
、
镞
、
夹
等;

玉
石
器
有
鼎
、
璧
、
研
磨
器
等;

铜
器
有
瓢
、
锅
、

带
钩
、
弩
机
、
印
、
博
山
炉
、
镜
。
同
时
出
土
的
有
金
丝
圈
、
水
晶
珠
、
玛
瑙
珠
、
五
铢
等
。

可
心
亭
一
带
，
尚
有
大
批
封
土
堆
，
其
中
有
外
露
的
砖
室
墓
。
因
未
发
掘
，
具
体
年
代
不
详
。

十
三
、
谱
牒

县
人
编
修
族
谱
，
现
存
南
宋
状
元
王
容
《
奏
请
刺
修
族
谱
表
》
及
光
宗
刺
《
诏
》
，
其
所
编
《
王
氏
族
谱
》
历
经
递
修
，

衍
为
《
湘
乡
永
乐
王
氏
族
谱
》
。
宋
宁
宗
喜
宗
四
年(1211)

尚
书
易
山
斋
编
撰
《
庆
源
集
》，
为
湘
乡
易
姓
大
坪
、
峡
上
、
金

涵
溪
、
腰
鼓
洞
、
壕
塘
等
各
种
族
谱
祖
本
。
宋
代
祀
制
严
格
，
非
宦
族
、
世
家
不
允
许
立
宗
祠
、
家
庙
，
难
以
纂
修
全
面
性

谱
牒
。
明
代
祀
制
废
弛
，
庶
族
渐
建
家
庙
、
宗
祠
，
族
谱
修
纂
普
遍
兴
起
。
其
后
衍
至
有
族
皆
有
谱,

有
家
皆
有
“
生
庚
簿
”
。

明
清
两
代,

湘
乡
谱
牒
超
过2000

种
，
每
种
印
刷
数
十
部
至
数
百
部
，
其
中
年
代
较
为
久
远
的
有
柏
门
楼
、
冯
家
冲
、
水
浒



(
府)
庙
、
石
柱
塘
周
姓
四
支
自
吴
迁
湘
以
来
四
五
百
年
合
谱
，
青
陂
廖
姓
自
明
永
乐
二
十
二
年(1424)

迄
清
光
绪
十
六
年

(1890)
五
修
木
活
字
本
。
清
末
湘
军
将
领
及
其
后
裔
为
光
宗
耀
祖
，
争
相
建
祠
扩
祠
，
纂
修
族
谱
家
乘
。
如
光
绪
末
年
县
城

及
西
郊
泉
塘
龚
姓
建
成
铄
公
祠
，
随
即
首
修
族
谱
，
于
民
国4

年8

月
完
成
。

民
国
时
期
，
县
人
颜
昌
晓
撰
《
颜
氏
世
典
》，
学
者
石
门
阎
季
蓉
评
为
“
当
与
王
临
川
《
许
氏
世
谱
》
并
传
”
，
桐
城
吴

挚
甫
誉
为
“
谱
牒
书
雅
洁
如
此
，
近
代
所
未
有
也
”
。
民
国6

年(1917)9

月21

日
，
卅
一
都
牢
田
王
氏
在
《
湖
南
大
公
报
》

刊
登
《
续
修
族
谱
广
告
》。21
年6

月18

日
，
杨
家
滩
甘
溪
萧
氏
在
《
国
民
日
报
》
刊
登
《
修
谱
启
事
》。34

年9

月16

日
大
界
曾
氏
在
《
湖
南
日
报
》
刊
登
《
五
修
族
谱
启
事
》
。37

年4

月18

日
，
石
狮
江
陈
氏
键
族
在
《
湖
南
日
报
》
刊
登

《
四
修
族
谱
事
务
所
通
告
》
。
其
间
随
时
发
布
修
谱
讯
息
的
有
桐
瑞
台
杨
氏
六
修
族
谱
，
石
狮
江
陈
氏
铖
族
四
修
谱
，
青
蓝

彭
氏
合
头
房
腾
宇
公
及
邵
西
郭
氏
梓
兰
公
派
下
湘
邑
隆
、
信
两
房
三
修
族
谱
，
板
山
邓
氏
五
修
族
谱
，
青
蓝
彭
秉
龙
公
纂
修

支
谱
，
江
西
安
福
百
丈(

迁
湘)

王
氏
续
修
族
谱
，
桐
瑞
台
支
分
黄
连
坪
杨
氏
五
修
谱
，
青
溪
曾
氏
续
修
四
次
族
谱
，
珍
涟
乡

连
山
李
氏
四
修
族
谱
，
石
磴
刘
氏
少
山
族
心
田
房
四
修
房
谱
，
荻
田
萧
氏
斗
雷
公
派
下

五
修
族
谱
，
上
湘
花
门
楼
赵
氏
谱
，
青
蓝
彭
乘
龙
公
支
谱
，
泥
湾
晏
氏
三
修
族
谱
等
。

自
清
末
至
民
国
中
期,

成
谱
约
在1000

种
左
右
。
抗
日
战
争
后
又
修
成
约100

余
种;

另
有
未
能
成
谱
的
，
大
多
编
成



“
弘
谱
”(

又
称
红
谱
、
墨
谱)

由
主
修
人
保
存
，
大
多
亡
佚
。
但
因
谱
牒
不
公
开
发
行
，
仅
以
印
刷
有
限
之
数
散
发
本
族
各

“
房
”
、
“
公
”
、
“
堂
户
”
，
故
多
易
散
失
，
至
今
民
间
保
存
的
不
过
数
百
种
，
“
弘
谱
”
更
为
少
见(

莲
花
桥
一
张
姓
村
民
传

藏
《
沙
江
张
氏
四
修
弘
谱
》1

种
，
秘
不
示
人)

。
市
志
办
涉
见(

部
分
择
要
复
印)

者
如
下:

道
光
十
九
年
《
石
等
少
山
房
谱
》10

卷,

同
治
九
年
《
湘
乡
望
冲
吴
氏
支
谱
》8

卷
，
光
绪
九
年
《
湘
乡
城
北
黄
氏
支

谱
》4

卷
，
十
一
年
《
湘
乡
县
城
务
本
堂
许
邓
氏
族
谱
》
，
湘
乡
谭
氏
《(

经
、
绑
两
房
合
修)

宗
谱
》6

卷
，
十
三
年
《
湘
乡

青
山
谢
民
柳
公
支
谱
》、
十
四
年
《
湘
乡
沙
江
张
氏
三
修
族
谱
》15

卷
，
十
八
年
《
上
湘
田
心
罗
氏
三
修
族
谱
》16

卷
，
十

八
年
《
湘
乡
谭
氏(

济
房)

二
修
宗
谱
》15

卷
，
《
湘
乡
谭
氏(

淮
房)

三
修
宗
谱
》10

卷
，
十
九
年
《
湘
乡
大
坪
易
氏
七
房
支

谱
》，
三
十
三
年
《
湘
乡
赤
石
刘
氏
族
谱
》
，
民
国3

年
《
湘
乡
南
门
贺
氏
三
修
支
谱
》，4

年
《
湘
乡
城
江
刘
氏
族
谱
》，《
上

湘
龚
氏
支
谱
》，《
湘
乡
石
柱
塘
周
氏
族
谱
》，11
年
《
上
湘
田
心
罗
氏
四
修
族
谱
》20

卷
，《
湘
乡
柏
门
楼
周
氏
五
修
族
谱
》

35

卷
，14

年
《
湘
乡
白
沙
洲
陈
氏
续
修
支
谱
》，《
湘
乡
城
北
张
氏
伯
房
支
谱
》4

卷
，15

年
《
湘
乡
黄
田
章
氏
支
谱
》
，《
上

湘
石
狮
江
陈
氏
三
修
族
谱
》，17

年
《
湘
乡
谭
氏(

济
房)
三
修
宗
谱
》17

卷
，18

年
《
湘
乡
青
陂
廖
氏
六
修
族
谱
》38

卷
，

19

年
《
湘
乡
上
扶
朱
氏
四
修
族
谱
》
，《
湘
乡
谭
氏(

淮
房)

四
修
宗
谱
》10

卷
，20

年
《
湘
乡
新
桥
吴
氏
族
谱
》6

卷
，《
湘

乡
易
氏
七
房
支
谱
》12

卷
，22

年
《
邓
氏
联
谱
初
集
》6

卷
，《
上
湘
陈
氏
三
修
族
谱
》10

卷
，27

年
《
湘
乡
谭
氏(

经
房)



续
修
宗
谱>

8

卷
，30
年
《
潘
氏
六
修
族
谱
》，31

年
《
湘
乡
西
阳
蒋
氏
族
谱
》，32

年
《
湘
乡
何
氏
隆
房
五
修
世
谱
》
，《
湘
乡
峡
上
易

氏
二
修
族
谱
》
，34

年
《
湘
乡
大
界
曾
氏
五
修
族
谱
》
，37

年
《
湘
乡
冯
氏
五
修
族
谱
》
、
《
禹
氏
四
修
族
谱
》
，38

年
《
湘

乡
杉
山
王
氏
族
谱
》10
卷(

以
上
均
全
部)

及
《
湘
乡
士
塘
周
氏
四
修
族
谱
》、《
湘
乡
桐
瑞
台
杨
氏
族
谱
》
、《
湘
乡
永
乐
王
氏

七
修
族
谱
》、《
鳌
山
萧
氏
五
修
族
谱
》
、《
湘
乡
涟
西
潘
氏
聪
房
续
修
房
谱
》、《
湘
乡
桑
林
胡
氏
族
谱
》
、《
湘
乡
壕
塘
潘
氏
族

谱
》、《
湘
乡
石
狮
江
陈
氏
族
谱
》
、《
湘
乡
瑶
湖
李
氏
族
谱
》、《
湘
乡
城
北
丁
氏
族
谱
》、《
大
田
辜
氏
族
谱
》
、《
湘
乡
大
桥
埠

丁
氏
六
修
族
谱
》、
《
上
湘
驴
塘
萧
氏
族
谱
》、
《
谭
氏
支
谱
》、
《
黄
氏
八
修
族
谱
》、
《
马
氏
五
修
族
谱
》、
《
萧
氏
九
修
族
谱
》

(

以
上
各
部
分)

等
。

另
据
湖
南
省
图
书
馆
副
研
究
员
刘
志
盛
辑
目
，
湘
乡
收
藏
于
湖
南
省
图
书
馆
的
各
种
谱
牒
共240

种
，
包
括
丁
、
万
、

文
、
邓
、
王
、
毛
、
田
、
龙
、
叶
、
冯
、
孙
、
刘
、
朱
、
吕
、
危
、
沈
、
李
、
吴
、
张
、
陈
、
邱
、
杨
、
邹
、
易
、
罗
、
周
、

欧
阳
、
胡
、
赵
、
柳
、
禹
、
侯
、
贺
、
钟
、
段
、
郭
、
唐
、
凌
、
袁
、
翁
、
徐
、
萧
、
龚
、
章
、
黄
、
曾
、
鲁
、
谢
、
谢
梁
、

童
、
彭
、
蒋
、
傅
、
舒
、
董
、
谭
、
廖
、
熊
、
颜
、
樊
、
戴
、
魏
等62

个
姓
氏
的
族
谱
、
家
谱239

种
及
《
湘
乡
寺
庵
诸

山
灯
乘
》1

种
，
其
中
年
代
最
早
的
为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刊
《
曾
氏
田
宅
族
谱
》
，
最
晚
的
为
民
国36

年
刊
《
松
江
彭
氏
族
谱
》;



种
类
最
多
的
为
刘(23

种)

、
李(16

种)

、
张(13

种)

、
陈(11

种)

等
姓
氏
之
谱
。
详
细
目
录
抄
存
湘
乡
市
地
方
志
办

公
室
。

湘
潭
谭
氏
源
流
编
委
会

摘
自
《
湘
乡
八
六
版
县
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