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
前
漢
孕
育
7
新
竹
平
原
的
文
明
，
也
見
誼

7
原
住

民
和
漢
人
在
新
竹
開
發
的
過
程
。

新
竹
古
稱
「
竹
塹
」
，
最
早
的
文
獻
記
蠶
距
今
已
有

三
巨
五
十
年
，
到
康
熙
五
十
年
，
王
世
傑
帶
頭
鄉
親

一
百
八
十
餘
人
，
落
腳
新
竹
平
原
，
開
鑿
隆
恩
圳
引

頭
前
漢
水
灌
溉
，
才
正
式
拉
開

7
竹
塹
墾
殖
的
序
幕



百
只
前
溪
是
新
竹
的
母
親
，
它
孕
育
了
新
竹
平
原
的
文
明
，
讓
我
們
首
先
回
顧
原
住
民
和
漢
人
在
新

→
口
蛇竹
平
原
開
發
的
過
程
。

新
竹
古
稱
「
竹
塹
」
'
音
譯
自
最
早
居
住
在
新
竹
地
區
的
原
住
民
「
竹
塹
社
」
而
來
，
竹
塹
社
是
平

埔
族
中
的
道
卡
斯
族
(
、
H
S
W
R
)。

「
新
竹
」
這
二
個
字
，
是
光
緒
元
年
(

一
八
七
五
)
清
朝
調
整
行
政
區
域
，
廢
淡
水
廳
設
台
北
府
，

下
設
「
淡
水
」
和
「
新
竹
」
'
「
新
竹
」
因
而
成
為
沿
用
至
今
的
地
名
。

文
獻
中
最
早
出
現
「
竹
塹
社
」
的
紀
錄
，
是
明
朝
隆
武

二
年
(
一
六
四
七
)
。
更
精
確
的
說
，
它
出

現
在
三
百
五
十
年
前
的
文
獻
中
。

當
時
台
灣
被
荷
蘭
人
統
治
，
荷
屬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戶
口
資
料
，
以
英
文
「
可

-R

自
己
或
可
§
包
」
'

記
載
竹
塹
社
在
竹
塹
地
區
的
人
口
數
有
七
十
八
戶

三
百
二
十
四
人
。

七
年
後
，
也
就
是

一
六
五
四
年
，
竹
塹
社
的
戶
口
數
達
到
最
高
點
，
有

一
百
四
十
九
戶
，
五
百

二
十

三
人
。

一
個
地
區
有
戶
口
統
計
數
字
，
顯
示
政
府
的
行
政
勢
力
已
經
進
入
竹
塹
地
區
。

竹
塹
社
原
住
民
，
主
要
分
佈
在
新
竹
縣
、
苗
栗
縣
和
台
中
縣
北
部

。

竹
塹
社
最
早
是
在
香
山

一
帶
的

鹽
水
港
附
近
，
後
逐
漸
往
東
北
移
動
，
活
動
範
閏
以
頭
前
溪
、
鳳
山
溪
之
間
的
平
原
為
主

。

雖
然
竹
塹
埔
另
有

一
支
眩
眩
社
聚
居
在
樹
林
頭

一
帶
，
不
過
人
口
數
不
多
，
文
獻
記
載
得
不
多

。

第
一--
備

原
是
蠻
荒
地

28 頭前漠的記憶 、



人
匕

漢
人
王
世
傑
入
墾
前
後
的
文
獻
，
可
以

4
1
ν了
解
當
時
的
竹
塹
，
是

一
片
未
開
發
的

蠻
荒
地
帶
。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

一
六
九
七
)
來
台
採
硫

積
的
郁
永
河
，
在
他
撰
寫
的
「
梅
海
紀
遊
」

書
中
，
描
述
他
目
擊
的
「
竹
塹
埔
」
情
況
，

詩
曰
:

「
自
竹
塹
迄
南
帳
，
八
、
九
十
里
，
不
見

一

人
一
屋
，
求
一
樹
就
蔭
不
得
。
掘
土
窟
，
置

瓦
益
為
炊
'
就
烈
日
下
，
以
潤
水
訣
之
，
各

飽

一
餐
，
途
中
遇
果
鹿
、
醫
逐
隊
行
，
甚

夥
'
驅
撿
猖
撓
獲

三
鹿
。
既
至
南
帳
，
入
深

盤
問
中
，
被
荊
度
莽
'
冠
履
俱
敗
，
直
狐
貓
之

窟
，
非
人
類
所
宜
至
也
...
... 

」
。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

一
七

一
五
)
台
灣
北
路

參
將
阮
蔡
文
，
巡
視
北
路
時
，
就
其
所
見
撰

寫
「
竹
塹
」
詩

。

詩
曰
:

「
南
蔽
之
番
附
淡
水
，
中
港
之
番
附
後
龍
，

竹
塹
周
環

三
十
里
，
封
疆
不
大
介
其
中
。
聲

音
略
與
後
龍
異
，
土
風
習
俗
將
無
同

0

年
年

@
清
朝
時
代
古
地
區

標
示
出
竹
塹
港
，
即

頭
前
淚
流
域
。

(
治
國
正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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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鹿
邱
陵
比
，

今
年
得
鹿
實
無
幾

。

鹿
場
半
被
流
民
閥
，
載
麻
之
餘
兼
載
于
奈
。

番
丁
自
昔
亦
躬
耕
，
鐵

鉤
掘
土
僅
寸
許

。
百
銷
不
及

一
型
深
，
那
得
盈
南
畜
妻
子
?
鹿
革
為
衣
不
貼
身
，
尺
布
為
裳
露
雙
牌

。

是
處
差
繕
各
有
幫
，
竹
塹
凳
凳

一
社
耳
。

鵲
巢
忽
爾
為
鳩
居
，
鵲
盟
無
巢
鳩
焉
徙
?
」

。

(
參
考
竹
塹
形

勢
圖
)

康
熙
六
十
年
(

一
七
二
一
)
隨
兄
藍
庭
珍
征
討
朱

一
貴
之
役
的
藍
鼎
元
，
經
過
竹
塹
地
區
，
寫
了

「
記
竹
塹
埔
」

一
文
，
有
如
下
的
描
述
:

「
竹
塹
埔
寬
長
百
里
，
行
竟
無
人
煙
，
野
番
出
沒
，
伏
草
莽
以
伺
殺
人
，
割
首
級
，
剝
觸
髏
取
金

飾
，
誇
為
奇
貨
，
由
來
舊
矣

。

行
人
將
過
此
，
必
請
熟
番
挾
弓
矢
護
衛
，
然
後
敢
行
;
亦
間
有
失
事

替
，
以
此
視
為
畏
途

。

然
郡
城
、
淡
水
，
上
下
必
經
之
地
，
不
能
捨
竹
塹
而
他
之
，
雖
甚
苦
，
亦
不
得

不
行
去
。

其
他
平
坦
，
極
亭
映
，
野
水
縱
橫
，
處
處
病
涉

...... 

」
。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以
7
解
漢
人
入
墾
前
，
竹
塹
是
未
開
發
的
蠻
荒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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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節

至
世
傑
入
墾

荒足塹銜 六 傑 三 館仔武地山 息 鬥鬥
'九 -'，- 出、附 營。 、鄭於 口H

i if i ij i 曰 :i i 主 ii 時
丟盡廣 糧龍 二 的 一 之鼓降峨撫「

l 眉目大北糧十泉告警新樓者眉自蓋起泉

旦有永嘉奇 Ef 十 。 巨星在哲學些嘉獎
手塹利過馬 ( 王六 社晴居丘扁亦用王
開拓 豐 竹 官一 世年 教街到陵，起各世

竹而地傑
塹響土隨
社應番同
番 。。 鄭
一 因克
部軍嶼

份需運
拒劈送
降役糧

繁直向

移雜，
入嚴北
十苛上

/丸，接
尖土濟
山番討

以不伐

東堪雞
地負籠
區荷、
( 而淡

今相水
之繼 一
新作帶

竹亂原
縣，住
寶棲民

32 頭前漠的記憶

血
，
香
山
一
帶

出
土
可
能
是

標
示
王
世
傑

土
地
界
線
的

「
王
界
」
﹒

(
潘
國
正
攝
)



墾
。原

因
可
能
有

二
，

一
來
因
兵
馬
佳
憾
，

二
來
墾
殖
工
作
必
須
有
相
當
人
力
、
財
力
以
及
農
耕
用
具
、

種
子
等

。
直
到
康
熙
五
十
年
(

一
七
一
一
)

間
，
王
世
傑
始
率
子
娃
親
族
鄉
民

一
百
八
十
餘
人
，
再
度

來
台
進
入
竹
塹
墾
殖
'
在
今
天
的
新
竹
社
教
館

一
帶
落
腳
，
形
成
漢
人
入
墾
竹
塹
的
第

一
法
移
民
。

王
世
傑
因
運
糧
有
功
，
開
墾
範
圍
以
馬
一
馳
驅
的
範
團
作
為
賞
賜
。
王
世
傑
從
鳳

山
崎

(
今
之
新
竹

縣
新
豐
山
崎
'
鳳
山
溪
之
北
)
騎
馬
奔
馳
南
行
，
到
老
衛
崎
(
現
之
苗
栗
崎
頂
)
，
馬
始
停
足
，
該
行
程

範
圍
內
的
墾
權
均
歸
其
所
有

。

王
世
傑
等
人
最
早
的
墾
殖
重
點
區
域
，
以
鳳

山
溪
和
頭
前
漠
之
間
水
利
可
及
的

平
原
為
主
軸
。

從
漢
人
的
角
度
來
看
，
竹
塹
社
原
住
民
，
原
來
是
所
謂
未
開
化
的
生
番
，
直
到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

一

六
九
七
)
，
歸
順
清
朝
，
成
為
熟
番

。
王
世
傑
入
墾
竹
塹
，
曾
和
竹
塹
社
族
人
相
處
。
加
上
竹
塹
社
歸
順

清
朝
後
，
入
墾
的
漢
人
和
原
住
民
人
數
相
去
不
遠
，
雙
方
相
處
融
洽

。

康
熙
末
期
，
即

一
七
二

一
年
，
竹
塹
社
頭
目
衛
阿
貴
率
領
九
十
五
位
族
人
，
支
援
清
兵
平
定
朱

一
貴

有
功
。
清
廷
賜
了
七
個
姓
給
竹
塹
社
族
人
，
分
別
是
「
錢
、
廖
、
金
、
潘
、
衛
、
黎
、
三
」
。
竹
塹
社
族

人
改
為
漢
人
的
妝
扮
，
仿
漢
人
穿
著
。

雍
正
十
一
年
三
七
三
三
)
，
同
知
徐
治
民
諭
令
在
今
天
新
竹
市
中
心
區
，
以
台
灣
的
生
長
最
茂
盛

的
原
生
植
物
|
莉
竹
，
興
建
竹
子
城

。
官
方
諭
令
竹
塹
社
原
住
民
遷
移
到
舊
社
，
即
今
之
大
潤
發
賣
場

一
帶
，
浦
雅
地
區
，
當
地
仍
有
「
舊
社
里
」
地
名

。

竹
塹
社
在
舊
社
居
住
了
十
六
年
，
因
頭
前
溪
經
常
氾
濫
成
災
，
一
七
四
九
年
被
迫
遷
居
到
今
之
竹
北

市
，
今
天
竹
北
有
個
「
新
社
里
」
。
目
前
位
於
竹
北
市
中
正
西
路

二
一
九
巷
內
的
「
菜
田
福
地
」
'
就
是

竹
塹
社
祭
耙
七
姓
公
的
祖
祠
，
政
府
列
為

三
級
古
蹟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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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庄
頭
多
林
立

三

4
世
傑
入
墾
竹
塹
之
初
，
相
傳
以
蝕
贈
社
番
牛
酒
，
獲
取
其
歡
心
與
信
賴
的
方
式
開
墾
竹
塹
社

三
一
地

。
王
世
傑
先
以
社
番
經
營
過
廢
棄
地
(
種
地
三
年
，
即
棄

地
男
耕
他
地
)
墾
殖
，
將
荒
地
變

成
良
田
。

繼
而
於
康
熙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一
八
)
開
鑿
隆
恩
圳
引
頭
前
溪
水
灌
溉
'
開
墾
範
圍
日
益
增
廣
。
同

時
竹
塹
社
因
漢
人
征
戰
和
討
伐
，
受
創
程
度
不
小
，
加
上
耕
作
技
術
不
如
漢
人
，
耕
地
不
增
反
滅
。

根
據
李
正
萍
在
新
竹
市
志
土
地
志
的
考
證
'
說
明
王
氏
最
先
開
墾
的
地
方
是
東
門
大
街
至
晴
街
仔

一

帶
，
而
後
向
南
開
墾
西
門
大
街
(
今
西
安
街
)
至
南
門
大
街
、
外
莉
仔
腳
(
今
勝
利
路
樂
民
戲
院
、
白

王
爺
廟
一
帶
)
。

次
年
再
由
暗
街
仔
往
北
拓
墾
水
田
庄
、
崙
仔
庄
(
今
愛
文
街
一
帶
)
，
並
且
修
築
水

圳

(
隆
恩
圳
)
，

從
員
山
仔
引
頭
前
溪
水
來
灌
溉
農
田

。

復
有
泉
州
人
林
列
一
族
來
塹
，
開
墾
芋
仔
園
一
地
，
種
植
芋
麻
以
供
織
褐
(
舊

地
名
為
芋
仔
園
，
為

省
立
新
竹
醫
院
舊
址
一
帶
，
即
西
大
路
與
勝
利
路
之
間
的
西
門
街
周
間

地
區
)
。此
後
移
民
日
多
，

王
氏

於
是
繼
續
向
海
潰
地
區
開
墾

。

王
世
傑
在
康
熙
年
間
將
新
竹
縣
(
涵
蓋
目
前
的
新
竹
市
)
各
河

川
下
游
土
地
，
苑
裡
、
通

霄
、
後

龍
、
竹
南
一
帶
與
新
竹
連
接
大
略
開
墾
完
成
。
康
熙
末
年
，
竹
塹
一
帶
大
抵
開
闊
完
成
，
開
墾

地
大
致

以
頭
前
漠
和
客
雅
溪
為
主
軸
包
括
南
莊

二
十
四
個
村
落
、
北
莊
十

三
個
村
落
，
亦
即
墾
遍
竹
塹
社
之

西
、
北
面
的
土
地
，
東
面
僅
開
闊
至
東
勢

一
帶
。

指現

34 頭前漠的記憶



竹
塹
埔
社
番
居
住
地
之
大
南
勢
、
小

南
勢
、
頂
羊
寮
、
下
羊
寮
、
油
車
港
、

虎
仔
山
、
拔
仔
林
、

浸
水
、
樹
林
頭
、

後
湖
、
滴
仔
、
八
卦
厝
、
金
門
厝
、

克

寮
等
地
，
均
為
移
民
開
墾
成
田
。
個
戶

密
集
形
成
村
落
者
，
已
達
數
十
處
。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巡
台
後
史

吳
達
禮
，
目
睹
虎
尾
溪
以
北
至
淡
水
，

雞
籠

一
帶
移
民
漸
多
，
政
事
繁
忙
，
乃

車
，
建
於

H
斗
]
∞
佯
寸

的
隆
圓
心

叫
小
﹒

(
淆
囡
正

提
供
)

。
第
二
波
移

民
|
|
客
家

人
在
水
源
不

豐
'
土
地
不

泛
的
環
境
下

開
墾
﹒

(
治
國
正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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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請
新
置
彰
化
縣
，
大
甲
溪
以
北
另
設
淡
水
廳
處
理
，
大
甲
以
北
務
及
彰
化
縣
埔
務
，
當
時
移
民
人
口

之
多
，
亦
可
想
見
。

第
四
節

客
人
往
主
游

三

4
世
傑
移
民
墾
荒
在
康
熙
年
代
已
確
立
良
好
基
礎

。

新
竹
縣

一
二
河
川

，
除
鳳
山
溪
以
外
，
各
河
川
下
游
土
地
大
略
開
墾
完

成
。
雍
正
時
之
移
民
，
只
得
向
河
川
上
游
及
山
地
進
行
開
墾
'
此

時
參
加
開
墾
者
，
粵
籍
客
家
人
，
以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陸

豐
人
徐
立
鵬
為
首
，
是
移
入
竹
塹
的
第

二
波
移
民
。

此
時
期
，
閩
籍
人
領
導
移
民
開
墾
成
果
，
包
括
雍
正
五
年
同
安

人
曾
國
話
在
紅
毛
港
員
山
頂
、
心
坎
頭
厝
與
粵
人
合
作
墾
田

。

八
年

同
安
人
李
尚
到
後
湖
、
田
九
厝
、
車
路
頂
開
墾

。

九
年
惠
安
人
郭

奕
榮
開
墾
鳳
山
溪
口
附
近
之
頂
山
腳
、
下
山
腳

一
帶
。

同
縣
人
落

善
成
開
墾
竹
圍
仔

(
即
貓
兒
綻

)
，
其
開
墾
範
團
由
現
在
之
市
區

推
展
到
竹
北
、
新
豐

。

繼
有
同
安
人
歐
天
送
、
南
安
人
曾
六
，
於
雍
正
十
年
合
作
開
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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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建
於
一
七
一

八
年
的
隆
恩

圳

﹒

(
潘
國
正

提
供
)





S
V竹
塹
社
七
姓
公
祖
祠
l

采
田
福
地
。
(
洛
因
正
攝
)

大
莊
、
炭
頭
厝
。
惠
安
人
楊
夢
樵
同
年
開
墾
頂

樹
林
。

同
安
人
許
判
生
、
溫
明
鼎
在
十
一
年
共

同
開
墾
十

一
股
莊
管
內
之
後
面
、
坡
仔
頭
、
下

山
坎
仔
腳
、
拔
仔
窟
。
南
安
人
張
春
始
開
墾
大

眉
。
閩
南
籍
移
民
村
遂
佈
滿
新
竹

、
香
山
、
竹

北
、
新
豐
等
近
海
地
區
。

乾
隆
二
年
，
晉
江
縣
人
周
家
開
墾
六
張
型
。

該
地
當
時
為
露
崙
毛
毛
社
番
居

地

。
移
民
墾
荒

地
點
已
超
出
竹
塹
社
範
圍
，
顯
示
當
時
移
民
開

墾
收
到
成
效
。
是
年
有
同
安
人
唐
路
開
墾
鳳

尾
，
惠
安
人
黃
祖
武
開
墾
外
湖
，
南
安
人
李
捷

輝
開
墾
紅
毛
港
埔
地

。

閩
南
籍
移
民
從
事
墾
荒
者
，
以
晉
江
人
陳
仁

愿
等
為
尾
聲
，
時
為
乾
隆
一
一
一
、
四
十
年
間
。
又

一
說
是
在
雍
正
年
間
。

陳
仁
愿
向
竹
塹
土
目
兼

通
事
T
老
吻
按
年
納
租
，
招
募
個
農
開
墾
香

山

。
另
有
泉
州
籍
人
租
得
鹽
水
港
開
墾
權
利
。

再
過
六
、
七
十
年
至
道
光
時
，
閩
人
周
邦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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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參
加
北
埔
方
面
之
武
裝
移
民
工
作
，
但
只
在
後
方
運
籌
椎
喔
，
此
時
閩
南
籍
移
民
實
地
參
加
墾
荒
工

作
者
已
不
多
。
乾
隆
年
間
閩
南
籍
移
民
從
商
者
已
較
墾
田
者
為
多
。

竹
塹
城
在
移
民
之
時

為
一
荒
土
，
閩
粵
籍
移
民
相
耕
墾
荒
。
為
適
應
需
要
，
商
人
便
到
竹
塹
城
內
設

鋪
廣
招
來
往
，
至
乾
隆
時
期
移
民
行
有
餘
力
，
斥
資
建
立
信
仰
中
心
，
興
建
天
后
宮
、
城
隍
廟
、
關
帝

廟
以
及
書
院
等
。

新
竹
廳
志
記
載
.. 

「
時
竹
塹
城
為
北
路
第

一
都
芭
」
。

新
竹
縣
志
記
載
王
世
傑
開
墾
竹
塹
始
於
康
熙
三
十
年
(
一
六
九
一
)
，
不
過
根
據
師
範
大
學
地
理
研

究
所
教
授
施
添
福
等
人
的
考
據
，
說
明
竹
塹
的
開
墾
似
應
始
於
康
熙
五
十
年
前
後
。
台
灣
通
史
作
者
連

橫
，
考
據
王
世
傑
在
「
康
熙
五
十
餘
年
，
始
墾
海
潰
之
地
」
。
因
此
康
熙
五
十
年
間
是
學
界
共
同
認
定
的

時
間
點
。

施
添

一幅
教
授
的
研
究
指
出
，
以

王
世
傑
為
首
的
墾
瘟
集
團
範
圈
，
尚
限
於
頭
前
溪
和
客

雅
溪
之
間
，

而
且
該
地
尚
屬
「
鹿
場
」
，
只
是
「
半
被
流
民
開
」
的
半
熟
地

。
其
中
所
稱
的
「
流
民
」
應
是
指
王
世
傑

及
其
鄉
族
。
竹
塹
以
外
的
廣
大
竹
塹
埔
'
甚
至
竹
塹
以
南
直
到
中
港
一
帶
地
區
，
拓
墾
的
年
代
應
在
雍

正
年
間
，
甚
至
乾
隆
初
年
。

早
年
有
一
句
形
容
渡
海
來
台
的
險
惡
俗
諺
「
十
人
來
台
六
死
三
留
一
回
頭
」
。
新
竹
中
學
歷
史
老
師

張
德
南
說
明
，
竹
塹
寬
廣
百
里
的
荒
埔
'
王
世
傑
移
植
大
陸
開
墾
的
經
驗
和
技
術
'
將
旱
田
墾
成
水

田
，
對
竹
塹
的
開
墾
功
不
可
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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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綸
街
L
E
J代

三
」

世
傑
在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一
八
)
開
鑿
四
百
甲
圳
(
後
稱
隆
恩
圳
)
，
開
歐
水
利
之
始
，
貢

一
二
獻
顯
卓
。
無
論
如
何
，
農
田
水
路
的
延
伸
，
象
徵
著
新
竹
地
區
拓
墾
的
進
展
程
度
，
從
文
獻
說

明
「
凡
竹
塹
城
內
之
土
地
，
莫
不
為
世
傑
等
鉗
制
牛
所
及
」
這
句
話
，
即
可
了
解
王
世
傑
開
墾
時
代
，
利

用
頭
前
溪
等
水
路
，
將
新
竹
平
原
大
致
開
墾
完
成
。
(
參
考
新
竹
縣
圖
)

王
世
傑
在
康
熙
末
年
返
回
泉
州
，
王
世
傑
育
有
七
子
，
有

三
房
留
在
竹
塹
，
老
家
在
樹
林
頭
附
近
，

目
前
只
留
有

一
片
紅
牆

。
子
孫
己
繁
衍
十

二
代
，
部
份
仍
居
住
在
新
竹
市
內

。

王
世
傑
的
後
裔
王
盛
臣
表
示
，
王
世
傑
還
鄉
後
，
九
十
三
歲
在
泉
州
老
家
去
世

，
去
世
後
因
子
孫
和

親
族
眾
多
，
產
業
亦
多
，
樹
大
分
枝
拆
產
以
居
，
又
響
應
公
益
，
在
市
區
之
各
要
地
捐
獻
土
地
興
建
寺

釘
進-
f、
卒
，'
，
'
(
'
，
叫
r
i
\
j
J

呵
，fm
k

v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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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帶
動
地
方
繁
榮

。

如
城
隍
廟
、
竹
蓮
寺
、
關
帝
廟
、
天
后
宮
及
位
於
東
前
街
被
喻
為
開
台
福
地
的
東

贏
福
地
(
土
地
公
廟
)
等
，
都
是
王
世
傑
及
後
人
捐
贈
土
地
興
建
的
，
奠
定
了
漢
人
眾
落
基
礎

。

今
天
市
區
內
各
大
廟
宇
，
凡
是
有
古
老
歷
史
的
寺
廟
，
都
是
王
世
傑
族
人
捐
獻
，
寺
廟
內
均
設
有
王

世
傑
的
長
生
精
位
，
民
眾
感
念
他
對
這
塊
土
地
的
貢
獻

。

第
亢
節

開
墾
間
階
段

三
」

世
傑
等
人
在
康
熙
年
間
，
引
新
竹
地
區
各
河
川
之
水
，
將
下
游
土
地
大
致
開
墾
完
成
，
銜
接
了

一
二
苑
裡
、
通
霄

、
後
龍
、
竹
南

一
帶
墾
地

。
墾
殖
者
和
竹
塹
社
原
住
民
的
關
係
和
諧
共
存
，
這
是

新
竹
地
區
拓
殖
的
第

一
期
。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起
，
粵
人
加
入
拓
殖
行
列

。
這
時
移
民
向
河
川
上
游
及
山
地
進
行
開
墾
，

新
竹
地
區
進
入
了
閩
、
粵
並
肩
開
墾
的
第

二
個
階
段
。

閩
人
普
遍
分
佈
在
新
竹
、
香
山
、
竹
北
、
新
豐
等
近
海
地
區

。

到
了
乾
隆
年
間
，
閩
人
從
商
者
已
較

耕
田
者
為
多
，
粵
籍
移
民
繼
閩
人
之
後
渡
海
來
台
，
進
入
新
竹
、
竹
北
、
新
盟
、
香
山
等
地

。

乾
隆
年

間
(

一
七
三
六
l

一
七
九
五
)
，
關
西
、
新
埔
、
竹
東
、

考
林
、
橫
山
、
河
口
成
為
粵
人
及
竹
塹
社
平
埔

族
人
的
拓
殖
天
地

。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六
)
，
竹
塹
社
因
協
助
清
兵
討
平
林
爽
文
有
功
，
清
廷
為
表
示
優
遇
，
頒

布
屯
番
制
，
未
開
闢
土
地

一
律
劃
搞
社
番
保
留
地
，
相
當
於
今
天
的
山
地
保
留
地

。

由
竹
塹
原
住
民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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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粵
人
墾
荒
，
進
入
了
開
墾
的
第
三
階
段
。
嘉
慶
年
間
(
一
七
九
六

l

一
八
二
0
)
，
竹
塹
社
雇
用
粵
人

拓
墾
的
地
權
，
大
部
分
都
歸
於
粵
人
之
手
。

道
光
十
四
年
(
一
八
三
四
)
，
粵
人
姜
秀
韓
、
聞
人
周
邦
正
獲
得
官
方
的
鼓
勵
，
組
織
「
金
廣
福
」

(
廣
是
指
廣
東
人
、
福
是
指
福
建
人
，
金
取
自
有
祥
之
意
)
大
隘

，
進
行
武
裝
移
民

。

開
墾
生
番
盤
掘
的

北
埔
、
寶
山
、
峨
眉

等
地
，
是
新
竹
地
區
拓
恆
的
第
四
階
段

。
新
竹
地
區
的
拓
殖
在
這
個
階
段
大
致
完

成
。根

據
潘
英
研
究
說
明
，
金
廣
福
大
隘
武
裝
移
民
出
現
成
效
後
，
大
致
決
定
了
今
天
新
竹
地
區
族
系
分

佈
大
勢
。
新
竹
地
區
的
拓
瘟
方
式
和
社
會
形
態
，
不
僅
決
定
了
各
鄉
鎮
族
系
分
佈
態
勢
，
其
姓
氏
也
大

多
成
為
當
地
大
姓
。

第
七
節

姓
氏
的
分
怖

A
T
I
竹
縣
誌
引
述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的
人
口
調
查
資
料
，
新
竹
地
區
各
地
大
姓
氏
分
佈
情
形
如
下
.. 

立
木新

竹
市
:
王
、
林
、
鄭
、
汪
。

關
西

•
. 

陳
、
黃
、
羅
、
張
、
戴
、
徐
、
周
、
蔡
。

新
埔.. 

陳
、
林
、
黃
、
劉
、
彭
、
沈
。

竹
東.. 

彭
、
劉
、
林
、
陳
、
張
、
蘇
、
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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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山.. 

汪
、
曾
、
黃
、
陳
、
吳
、
許
、
葉
、
潘
、
王
、
楊
、
劉
。

竹
北.. 

李
、
林
、
郭
、
范
、
張
、
周
、
黃
、
劉
、
許
、
溫
。

湖
口.. 

陳
、
徐
、
彭
、
葉
、
戴
、
羅
、
傅
、
黃
、
汪
。

橫
山.. 

劉
、
鍾
、
陳
、
鄭
、
林
、
徐
、
錢
、
詹
、
彭
、
鄧
、
曾

。

新
豐.. 

徐
、
曾
、
黃
、
羅
、
郭
、
楊
、
歐
、
官
、
巫
、
姜
、
汪
、
李
、
許
、
張
、
唐
。

考
林
.. 

劉
、
姜
、
簡
、
陳
、
林
。

北
埔.. 

姜

、
彭
等
。

潘
英
研
究
說
明
，
竹
塹
地
區
大
姓
氏
者
，
皆
為
當
地
的
拓
墾
者
或
豪
族
的
姓
氏
，
泉
粵
皆
有
，
平
埔

族
的
衛
氏
在
關
西
、
新
埔
、
橫
山
、
竹
東
;
潘
、
王
姓
在
竹
北
;
錢
氏
在
湖
口
、
橫
山
;
潘
氏
在
考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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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頭
前
淚
流

域
沿
岸
，
移

民
墾
種
有
成

落
地
生
恨
的

祠
堂
﹒
(
洛

因
正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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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處 治或都
八特北穹新橫湖竹香竹新關新前又豪新扮

立相十別埔林豐山口北山東埔西竹)根族竹演
案較四值市各據的地著

宗於年得彭劉陳陳陳陳陳彭劉陳:鄉楊姓區拓
親人統 一 、、、、、、、、、、陳鎮緒氏的墾
會口計提陳黃許劉張曾楊劉陳黃、前賢，拓者

也數侖的、、、、、、、、、、林五編成墾的
只 二 灣是 黃 陳黃張范林林陳林劉、大撰為者角
有百省，、、、、、、、、、、黃姓民今，色
二 多立新劉彭徐彭黃張蔡林黃羅、表國天潭 。
十萬案竹、、、、、、、、、、張，六新州
一 人堂縣林林張徐徐黃吳黃范范、各十竹人

向史觀盟。。吳姓八堅不
。 氏年巾多

顯 北靠贏 分出各見
本縣 22 會 佈臨大
新，真比 如自姓平
竹只雲其 下一氏埔
縣有何他 :石分族

至 三 主縣 蟲佈人
示十 L 市 甫的多
親四~~ 姓來數
是宮里干 氏 FF

堂』
聚親多空 缺南
力會，

特 。 新屆 主金
別人竹省 , 室
突口縣排 提美
出和的行 列人
。 新人第 新同
竹口 一 竹化
縣數 。 縣 , 
相只台 ( 這

當有灣 縣些
的四省 市拓

新十社 未殖
竹萬會 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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