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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四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机

体，所以地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我县在地名普查工作前，存在

看不少问题：有关历史沿革、民族变迁等，史书上很少记载。各级行政区划曾多次分，并，

撤，建，影响地名稳定。地图上的标注与实地名称不符，实际存在而又较重要的地名在图上

未标示，错位，错音，错字较多。有的民族语地名音译转写用字不当，含意不健康和容易混

淆等等。“文革’’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混乱，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的日常

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为了适应和满足四化建设，国际交往，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需要。遵照国

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指示精神，在州地名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我县于一九八

四年四月至一九八五年四月，以1：10万地形图为基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

对639条地名进行普查归纳整理。以一年时间，完成地名普查工作。四项成果资料，基本上

达到了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初步掌握了建国以来较完备、齐全，有价值的第一手地名信

息资料。全部资料经检查合格，已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向省地名领导小组上交，在完成地名普查

四项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开始，对图，文，表，卡地名资料进一步的整

理，在此基础上编辑了《炉霍县地名录》。收录了全县标准地名630条(其中t行政区划，

自然村365条，自然实体202条，企事业单位35条，人工建筑6条，名胜古迹，纪念地名22

条)，汇集了各种《概况》28篇。乡，村委会的名称业经州，县两级政府批准施行，其他各

类标准名称已相继确定下来，同时对各条地名加注了民族语文字及音译转写，在备注栏中对

地名的来源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录引用的数据，均摘自县统计局一九八三年及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和各部门年报资料，

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余为年末数。

今后，无论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炉霍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炉霍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炉霍县概况

炉霍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北面。东部与道孚

县相邻；西与甘孜县毗连；南接新龙县；北与色达县交界；东北部与

阿坝州壤塘、金川县接壤。

县境地处川西高原与山原接触地带，地势西北高‘， 向东南倾

斜，达曲河从西北向东南纵穿中部，将县境分为两大部份。南北丘状

高原地区，草地辽阔，水丰草茂；山原地带，森林茂密；河谷地带，

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耕地集中。是一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具有

林、牧，农综合发展优势的县。

全县幅员面积为5070平方公里，辖四个区，一个镇，十六个乡

(其中一个纯牧业区和6个纯牧业乡)，80个行政村，257个自然村。

一九八三年全县共有6，928户， 34，028人，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

83．82％，汉族占16．12％，其它少数民族占0．06％，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有8人，是一个藏族聚居县。

县人民政府驻地是新都镇，距康定292公里，县城海拔3250

米。

一、历史沿革

炉霍，原名“霍尔章谷”，藏文[琴弋’目目l’R莳i]。霍尔章谷名称的

来历：藏语“章谷”含意为岩石上，霍尔章谷土司的官寨处于岩石上，

仁¨



古人。据传说，因当地土司系蒙古族后代，根

尔章谷。

狼夷地，隋为附国地，唐属吐蕃，元、明为白

首领和硕特固实汉率领霍尔族诸部入康攻白利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置霍尔章谷安抚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 896年)章谷土司绝嗣，

)，逐步扩占章谷。同年5月，四川总督派记名

打箭炉出关入康。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 897

箭炉厅。因由炉(康定)至霍为入藏的通道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 898年)仍复土司制。

年)改土归流。西康藏区普遍发生武装暴乱，

来的土司和喇嘛职权，同年赵尔丰派军入康，

炉霍屯。宣统三年(公元1 91 1年)改置章谷委

进入西康藏区进行平乱后设章谷屯员。民国三

炉霍县，隶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十四年(公

使行暑，设县知事。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元1 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长征北

年之久，成立了炉霍苏维埃博巴政府。红军在

稼，宣传抗日的重大意义及党的方针政策。播

霍的土地上浇下了红军的汗水，凝聚着红军的

鲜血，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李先念同志在炉霍的伟大光

辉形象，永远铭刻在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在炉霍的历史是伟大的，

光荣的、灿烂的，红军可歌可颂的英勇事迹，它将永远载入炉霍历史



红军离开炉霍后，国民党在炉霍重设县削。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属西康省第四行政督察区至解放，1950年阴历二月初七(阳历三月二

十四日)康定解放后，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炉霍县人民政府，

1955年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至今。

二、自然条件

炉霍地处川西高原与山原的接壤地带，山原面积最为辽阔， 境内

山脉纵横，山势巍峨，坡面陡峻、山峰林立，山河多呈南北走向， 牟

泥茫起山自北部伸延入境，整个地形呈西北向东南倾斜，鲜水河断裂

带贯穿全县。谷底与山原面的高差达1 500米，西部旦都喀山峰高达5368

米，山顶终年积雪覆盖，东北部广大地区河流切割较浅，境内北部泥

曲河流长83．5公里，西北部达曲河流长60公里。泥曲、达曲河在县城

新都汇成为鲜水河，向东南流入道孚县境内，流长46公里。东部罗柯河

经下罗柯马流入鲜水河，流长24公里。全县河流总流量约为142秒立方

米。境内河流落差大，水流急，是漂木和发展水电的资源。沿河谷冲

积平坝较多，如阿都、朱倭、新都、宜木、斯木、仁达等地区， 土地

肥沃宜于农耕。

炉霍县的气候：夏季温暖，冬春寒冷，空气干燥，风沙较大。 年

平均气温6．4。C，一月均温一3．7。C，七月均温14．6。C，各地相对高

差大，昼夜温差明显，无霜期为105天，日照2478．5时，年降水量为

644．5毫米，5～9月份降水量占金年的89％。主要灾害是春旱、伏旱、

冰雹、霜。由于地处鲜水河断裂带，地震活动频繁， 1 973年曾发生

7．9级破坏性地震。



兰，经济概况
j

一九八三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产值达1741．52万元(不含州属企事

业单位)，比1978年增长78．2％，人平产值535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399．52万元，占总产值的22．9％；比1978年增72．7％；农业总产值为

1 342万元，占总产值的77．I％；比1 978年增长79．8 4；达到历史帚高

水平。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炉霍县的生产方针应该是：以林牧业为主，

林、牧、农结合，大力发展工副业，多种经营， 因地制宜， 综合发

展。

林业生产：据土地资源调查，全县有森林面积173万亩，占金县总

面积的23．6％。木材蓄积量达2481万立方米，其中成过熟材占86％，

宜林荒山荒坡166万亩，占总面积的240／o。还有灌木林，火烧迹地29万

亩，1980年落实林业掣两制”政策后，全县划集体林14．29万亩，木材

蓄积量330万立方米。划宜林荒山荒坡12．57万亩。群众林业用地占金

县林地面积的19．50／o。

1 983年全县林业总产值达27万元，比1 980年增125．37 0／0。 目前已

建县办苗圃4个，林场5个，社队苗圃1 1个，育苗81．1 2亩。迹地更新造

林1 52 12亩，封山育林1 6327亩。几年来植树35万多株，执行承包制后，

仅1984年7月止，迹地更新达7610亩，是1978年前30年总和的4倍，林

场年采伐量又达5万立方米，年均产值400万元。建林以来，已为国家

提供原木24．83万立方米，产值达1 592．4万元，上缴国税利76 I．3万

元。

我县三材资源丰富，据调查有129万立方米，仅1980年至1982年，

全县生产三材1．8万立方米，收入达169．9万元，群众保护森林资源积



极性也调动起来。全县连续保持8年无森林火灾，被中央林业部和省政

府评为护林防火先进县。主要树种是云杉、冷杉等。

牧业，全县有天然草场面积456余万亩，占总面积的62．3％，牧场

主要分布在海拔3800米左右，有6个纯牧业乡，平均1千亩草场有63头牲

畜。．1983年各类牲畜存栏达24．5万头(只)，按全县总人口平均有畜7

头，按农牧民人口每人有畜9头：牲畜总头数比1950年增65．6％， 比

1982年增23．06％，平均每年总增13％，增长4．61％，保持了年连增

产∥ 一、

1983年牧业总产值达848万元，比1980年递增9．17％，比1982年增

16．87％，牧业总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8．6％，出栏达19398头，

比1982年增0．94qo，商品率为2．68％。农牧民为国家提供了肉食、皮

毛等，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牧业生产的潜力是极大

的。

， 农业生产：’全县现有总耕地面9．06万亩。农业人口为1．83万，农业耕

地面积是8．68万亩，人平耕地面有4．74亩。1983年全县粮食产量达1696

万斤，农业人口人平产粮914斤。粮食总产量比1950年增长89．28％，

比82年增长2．9％。农业总产值达365万元，比1980年递增6．71％，农

业人平总产值达199元。

由于改变了旧社会刀耕火种的习惯，重视科学种田，推广优良

品种，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改变了人平分粮不到360斤，分配收入不

到90元，吃粮靠国家，花钱靠救济的落后面貌。平均亩产已由1 950年的

143斤提高到220斤。1983年完成征购任务后，农民自愿向国家交售粮食

287万斤；’人平提供商品粮1 30斤。基本上满足了农牧民生产生活的需

要·



同时安装400多具电炉。全县50％的群众能用电照明。

交通：川藏线直通我县7个乡所在地，1978年地方财政投资和民办

公助修建县、社公路177．7公里，在鲜水河和达曲河上修筑永久性石拱
’

桥四座。全县4个区15个乡和52村都通车，改变了交通闭塞、运输落后的

状况。1983年全县共有42辆车(不含州属单位)其中货$29辆、其它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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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县车队15辆货车在1983年完成货物周转量230万吨公里，实现利润

7．5万元，比82年增31．54。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促进了工农业生

产和城市的繁荣。

邮电：金县目前有一个邮电局，下属四个邮电营业所，县城至区电

话线约长150公里，区至各乡农话线约长206公里，境内区，乡都通电
、—●●

诸。

商业方面：解放前炉霍全靠少数驮运行商来往，吃穿困难极大．

解放后至今，全县有全民所有制商业网13个。其中四个区营业部，9个

贸易小组。1983年县内购进t37万元，比82年增41万元，其中农副产品

购进124万元，比82年增43．3 4。县内纯销680万元；比1982年增1．19％。

社会商品零售额660万元。比1982年增4．84％，集市贸易成交额46万元，

比1982年增43．35％。目前在疏理流通渠道，搞活农牧区经济的同时，

市场活跃，购销两旺，全县呈现一派新气象．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解放前炉霍文化落后，1950年以前全县有三所小学和一所天

主教堂，时办时停，多数是拉派去读书，大约有学生150人左右。1983

年已发展至,146所，其中中学两所，小学44所，幼儿园一所。在校生2500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050人，教职员3224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62％，

学生稳定，有34所小学恢复和发展了藏语文教学，占全县学校的79％。

学习藏语文的学生1500人，占在校生的64％，教育事业不断得到发展

和提高，为四化建设输送人才作出了一定贡献。

文化设施：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体委、广播站，电视差转

台、电影公司和电影院。四个区设有电影队和文化科普站，乡办有5个民

办电影队．目前正在修建县少年宫和工会俱乐部、灯光球场，丰富了群



文娱生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

卫生：解放前，炉霍广大人民缺医少药，有病无处治，解放后，

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下，1983年有卫生医疗单位24个，其中

县医院，四个区卫生院，16个乡卫生所，共有病床54张，一个联诊

有两个藏医点，县设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现有医护人员144人，

技术人员119人，从而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基本国策，由于县委、政府的领导；

部门的努力；1 983年人口出生538人，死亡36人，比计划降低57人，

增长率14％，比82年降低3％，计划生育率93％，现有104户家庭领

独生子女光荣证，逐步进入了按计划发展人口的新阶段。

古寺庙，觉日、寿灵、然哈寺庙据传始建于明末清初年间，是由西

派喇嘛在各地选址修建而成。1982年经州批准开放，目前正在修

将成为群众宗教活动的场所。

充古石棺葬墓群：该石棺葬墓群于1984年4月修建充古电站施工挖

时发现出土。据省、州考古队初步鉴定，属战国西汉之间古羌游牧

墓，现已挖掘出土275座墓，其中全石棺葬219座，无边关石棺44

土坑墓12座，另计小孩墓19座。在140座墓葬内程度不同有器物出

是全省最大的一个石棺葬墓群，这说明早在二千余年前炉霍境内

就有游牧人繁衍生患。

革命烈士公墓：炉霍革命烈士公墓在县城的西面j 1957年建修，

有134个烈士墓，建筑面积6615平方米。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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訇1’毋刁’矽罨’1’1气瑙’耄同’斟骂警’q嚣诮1

习1’R彳’葺式’写’jll’再可’q工’毒气’9’要日’9E’季珂!翻’气式’f 气1天’硐毒斟”

葺气’瓮目f斛’天c’琴工’思闰’皂’3式’气勺翻’季1q’翌’1气翻’罚气f 簧E’q’1天’芒铡’

憩’哆s’善E’气￡’R亩冈I 惠日’季c1翻’翌’气1天’硐茸翻’善E’气c’事’日f 琴’

季目I斛’想’多目『’≮只’善乓’气<’硼习R’R亩冈’q式’『‘ 9只’季1q’急’1两弋’习天’t"

善式’气只’翻’翻岙硼q’硼寒气’R蚕冈’囱气’目I 9只’1天’5’毒’日’天工’琴式’思冈’9’

R《5I’习￡’气只’舍ai’蓐气’善只’1爹羽’皂’羽’硼岙列’斛’气只’R§阀’罚气’司’置气f

簧工’R气茂’懋冈’尸羽翻’专’再ai’恿日’胡珂’到只’目’思冈’气E’衾’习只’捌’思冈’R苕冈’

羽弋’1 aiq’罚气’q’气E’『 翻’气9日铡’芎’惠日’9只’硼珂’冈’1弋’雩茂’季目|图”-，，

翌’1两1’目1 日亏’雹’总日’9只’气鹤’1夭’琴茂’季1翻’≈’善式’R气茂’羽工R’产cq’

孕’气弓q’季1圈’ai司’Rq司’ql 琴’9只’q’翻’气9q≈’茸’专§’R导弋’9’q’琵州’

囱气’目’气最’f 司只’习<’硼c剞’qE’雹’盂7冈f 香’电’R管硼’目f 气1斛’岙冈’

芝1’舍c’f g只’1 g￡’q’斛’雹’1q气’砑’罚气’日’气工’『 翁’窀E’目『舍目『’g气’
囱ai’q工’爹’硼’萄目I’跫巧’瓮E’州’葛巧’思工鹬’R苒冈’q式’『 气1羽’冈冈’气置’『

R暂￡1’冈翊f q￡’州羽’日6铡’羽多硼’5’R函q’固斛’1可c’斛茂’镯’丕’稿1’囱气f

吾只’q’1q’酉气’气’叠’两5 0 7 o罚气i 善式’q’产c斛’憩’1可1翻’日茂’电捌’

目肆’气c’f 器c’R5斛’1舍目『 1只’日§’§目I <专茂’气只’R百目I’目茂·’

悉嗣’尸1’目I舍日l’气c’I 1c’『目1’§目『’R5斛’罚气f> 萄￡’瑟’日季气’’””¨

专’日弓q’罚气} 1 9 8 3两弋’簧c’罚E斟’≈’5气’茜c’6，9 2 8气c’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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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0 2 8蹋气’目斟l 专茂’可工’茸气’衾目|斛’9’胬’习c翻’萼引’R苒弋’龟’日雪’丕’·
8 3，8 2目寻E’语气’目’气只’l 雪’末日I羽’日雪’丕’ ． 2鹭巧’罚气’目’末气f；'Til 1 6 1

专’嗣ai’9’习工圈’曼只’胬’瓮目Iq’日雪’丕’0。o 6与可’荫气l 萄’田cq’R 5捌’岙气’

专’誊’iiI’粤’q舄’羔天’胬’8渴气『R专’号’舀气’瓮1q’R5≈’萼与’孕’看茸’r*9’舍目『’囱可

r-l"交‘iI

善E’胬’气硼工斛’封气’目}gc’专’訇q’硼专’两己i’冈’日『再翻’罚气f 葺式’再翻’思冈’

封气’目|g￡’罚气’翻度’气弋7硼专’目弋’登’商2 9 2矗i 5’习『 雹’司瑟茂’芒q’冈q’羽酉’

墨气’器’3，2 5 o cIj气t目t寒气，f

q舍铘 岗’霉羽’9’日自阀’拿嗣I

目1’R奇i茂’目『ai R’自E’冈’“琴天’目1’R奇f，，茸天i “琴弋’目1 7R币”

茸天’日茂’胬c’q’R是只’毒气’气f 茸气’研气’皂7 ai<’专气’04’目1’q’珂c1’日1气羽’’

罚气’目茂’童气’气定’i 粤f=I’雹’固冈7巧’琴弋’目1 7R币茂’羽尸弋’毒c’专’习1’酉1’’

怠’1 ai羽’日茂’壹ai’§对’目1’R坼’弓2SI 7茸天i “琴弋7’，毒天’日’气’翁1’商弋’'·-·

茸天7≮I 1 aiR’‘日羽’≈’粤冈7R气茂7固冈’珂’气’翁1’珂茂’1Sc’日耍气’囱气’’--

?吾式’菊冈’罚气’q弋’百气’爿气’S’琴天’习1’R币’莓翻’暑天’≮}

琴弋’习qI’R币’专’多巧’9’雪冈’天日斛’爿日q’翌’q茂’冈百’9’斟’岗ai’日’气式’f

≈茂’雪冈’墨日圈’爿日斛’≈’g茂’冈’1可1羽’目茂’翻’1气斟’訇目『’囱宕if 习只’q’固冈’

弋日图’爿日羽’≈’≈’1气翻’R号’商气’冈’1可口I捌’日’气E’f 卤气’9’固冈’天日翻’，

气E’萄式’q’雪冈’天日≈’嗣日羽’总’司度’两茂’固冈’尸日’孕’产乓羽’≈’目f嗲目『捌’日茂’捌-，

q1’岗气’百l 两工’雪冈’天日对’5I弓1’嗣天’萄1’萄茂’R哥i’目’琴天’委芪’訇度’3连’两，
予气’9q’琴天’瓮1嗣’蓄1q’目’自气’气羽’尸硼翻’暂玎|捌’孕’司茂’裔度’雹冈’|司司’1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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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羽’琴天9瓮目f斟’嚣1鹤’日鹤’q’R气’日患只’I 是c’园烈’天日捌’粤皇’自E’币只’

硼茂’两’5 1’(1 7 2 8>冈’琴弋’目1’R币夭’嘲刁i’善’翻’R辱目I翎’弓’气式詈’5I专茂r，t¨-

产E鹤’急’目I可1 2sIl 是c’固冈’弋日圈’9’1只’g圈嗡’事弋’E1琴妁’(1 8 9 6)蠲’

目目l’R币茂’懋冈’9’雹冈’萄茂’天日翻’萤气’丕气I

看气’气羽1’q翻’多￡1’≮只’目工’毒q’末司’日窀气’目1’R币茂’翻’日暑E’目’羔气I

1 8 9 6两茂’目’日’霉’目天’jll’再巧’气阚1’叠茂’气天’宫’司写’气羽’|q硐对’季1鹤’≈””’

气列1’铡E目I’r4’专气l 昌只’雪冈’天日羽’9’币E’g翻’蠲’事弋’日雹气’(1 8 9 7)两’

目1”R币’是气’R91羽’亨’气式’喜’司专茂’訇式’冈’目l丐耳I翻I 专’专’气式’硼专’气互’

目玎I’R币’ai羽’葺气’季c叮q’≈’R季’斟茂’冈碉’岙再’岗气’目茂’童ai’交气I 5羽’号’巧q’

日寻E’目目I’R币’茸弋’目茂’萄式’写’珂日’q’客气f 1只’g翻’蠲’事弋’日q’(1 8 9 8)

两’昱g’两’O,15l’g￡1斛’tT,l<’冒天’蠲弋’日多￡“ 币只’g翻’两’憩列’歪’(1 9 0 4)

两’马弓’两茂’阀硼’91≈’胬’气币铡’q’q吾≈’气q’币式’烈羽’日两q’日茂’气肖气’西q””’

气日E’日舅弋’9弋’爿日羽’尸嗣羽’季1翊’百气’粤冈’羽弋f 尊1q’3气’气翻’51’丕翻’

茸只’R图1’冈只翻’弓l 雹’气蠲气’气只’莒’气列口l’司习式’磊气’1可只’日’气工’I

翟’司茂’留冈’气砑气’气c’因’5lA’R1气’气日E’硼工’司g夭’崮天’目Ijli’日多只’日’羔气i

写’两’习茂’明天’吾E’q羽’尸硼图’季1翻’翌’气硼目}’1可只’雩’看气’怒冈’9’茸只’R图1”

R巨1羽’憩’玎|可E’日’气式’习1’R币’是气’闲只’g弋’R寒1翻’司’气工’{ 莓气’g式’

两’1≈硼’日’(1 9 1 1)两目c1’R 2fi’固’罚ai’习日1’R写1q’9对’q’交气1 j8I’蓐巧’

乏恩’歪ai’9斛’再ai’气硼1’目气’ai羽’『日司斛’苛气’q’思冈’5’R季天’弓’茸E’R恩￡1”-’’

R暮玎l翻’≈’日多只’善lSI’目1’R币’是刁i’罚气’R91鹤’。目’交气I 胬气’币’两’1≈列’目’

(1 9 1 4)两目c1’R币’善只’封口1’Rg目I翻’9羽’弓’再气’自气’气萄1q’日翻冈’封气’-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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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鼋气’捌’思冈’1歹1q’日7气E’l 自ai’币’商’日忑’日鼋(1 9 2 5)耷q’尸羽≈’是呵’

户巧’马’q式’§恩’州’尊I丐1q’q鹤’q巧’訇’jll’R蔷1 2s11 萄气’奇i’两’目适’目5刁i’

(1 9 z 8)蓖i’善c’自气’目『g￡’5’舅墨’弓’q气’习工’窝目I’R§1翻’马zsl’目’孟气l

自气’币’两’事天’管’<1 93 6>蠲’气9气’1天’习工’币’日茸’q<’气硼天’气司目I’q”

ci列目I’气丑式’硼只’目窀’r-,I’9E’季日1羽’≈’瓮’R币1’9气’捌弋’R蜀7爿日斛I 目目I”

R莳i弋’蠲’固气’苔硼’每气’瓮只’目目I’R奇i茂’翌弓’自’两气’葺气’日’封气’19置’日《目I羽”，

r-I"气工’l 气网弋’气斛￡1’马日l’R币天’q弓R’髯气’9气’5翻’硼式’瑟目I翻’冈’鹤’qE’

R专日羽’《1斛’气式’f 多E’占I’9气’季1铡’气只’封气’弓羽f 衾’R坼目I’9气”

气奇iq’q茂’弩只’专气’日6q’暑冈’日蜀1铡’9剞’亨I 1羽式’日善茂’羽’蜀刁i”¨¨，

R专日斛’目’气E’l 气硼天’气司1’q’毛冈’雹’目目l’R币茂’斛’1昼茂’葛1’1可q’¨’

罚气’rd’气只’f 气羽弋’气硼1’q’冈目『’写气’币E’勺弋’五寻’罚气’q’末气f 只”

器茂’多E’鸯I’R季弋’萄气’团冈’盒因’1q弋’日善’目’却气’天日翊’萄’引迢可’习§’弓’气E”

两’q气’多气’苇硼’c叮萝捌’9’茂气’弩E’R日弋’日茂’雨日≈’是气’9’1寻目|斛’日雾气’专”，

气日I’胬’瓮目7斟’1日目I’爵I’萄’气斛只斟’9鹤’懋ai’气斛’鬯气’5’两司羽’气9冈’冈’气硐’蜀天”

R暮气j函气’目’气式’I 目1’R币弋’气硼天’气司cTl’萼气’司度’两’雹羽’气’蚕日≈’毒气’

气式’f c1茸’目毒气’管气’r41 蔑气’琴工’R暂’日’窀c1’两ai’日’暮气f 气司弋’

气司目I’q’气qR’商茂’9鹤’童≈’专’气1’两’耍翻’孕’两’击ai’目|捌天’目茂’ai工’5’R币气’r

目’气只’跫可’气q’懋ai’5’日琴气’日翟1捌’壹气’气币羽’耍’杀气l

气卅弋’气硼日『’习目I’R彳茂’斛’气只’习冈’毒图’币’胬ai 7多c’q≈’图弋’硼￡’q气’自”’

蜀1’1q’R《1羽’目’羔气i萄气’币茂’两’事弋’日雹气’(1 9 3 9)两’q羽’1日闪IsI’q只’

羞气’§气’R髻气’穹’窀日’冈捌’忍工捌’冈’目『可目『q：‘1 9 5 o两茂’g目l圈’参c’嗣’日’2

目茂’塞翎’7(叠’局’3 q茂’蔷翻’2 4)爹可’气弋’司写’日舍式羽’R萄冈’日歹只’善≈’q翻’·

尸硼q’q只’毒气’莳气7末1q’天只’蓼工’蓉Eq’冈’1可1翻’日’气c’f 习1’R奇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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