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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臨
縣
志
卷
三

試

署

臨

縣

知

事

古

黔

胡

宗

虞

監

脩

山

西

大

學

校

文

科

學

長

晉

城

郭

升

審

定

大
事
譜
第
二

紀
錄
大
事
亦
地
志
之
通
例
宋
咸
淳
臨
安
志
合
紀
事
沿
革
爲
一
表
胡

研
松
絳
縣
志
踵
之
尤
爲
宏
深
肅
括
臨
縣
在
春
秋
前
疆
以
戎
索
事
蹟

之
見
於
正
史
者
寥
寥
無
幾
炎
漢
肇
興
始
立
郡
縣
邊
城
載
記
稍
有
足

徵
茲
採
其
關
涉
臨
事
者
分
年
彙
錄
藉
存
故
實
若
夫
統
部
沿
革
則
仍

始
禹
貢
俾
與
考
相
表
裏
而
歷
代
災
祥
之
有
可
稽
者
亦
附
紀
焉

編

年

紀

事

統
部
沿
革
府
州
沿
革
縣
沿
革

唐

冀
州

虞夏商周

趙
之
先
曰
孟
增
幸
於
周

成
王
是
爲
宅
皋
狼
︵
史
記
︶

皋
狼
今
縣

東
南
境

烈

王

四年

趙
成
侯
三
年

魏
敗
我
藺

屬
趙
地

藺
今
縣
南

境

顯

王

十
八

年

三
年
秦
攻

我
藺
︵
同
上
︶

四
十

一
年

趙
肅
侯
二
十
二
年
趙
疵
與
秦
戰
敗
秦

殺
疵
河
西
取
我
藺
離
石
︵
同
上
︶

赧

王

三年

秦
拔
趙
藺
虜
其
將

趙
莊
︵
同
上
︶

秦

莊
襄
王

三
年

定
趙
狼
孟
地

三
十
七
城

置
太
原
郡
於
陘

南
北
接
雁
門
代

始

皇

二
十

六
年

初
幷
天
下
分
置
河
東
七
郡

郡
置
守
尉
監
︵
史
記
本
紀
︶

郡
西
抵
河

接
上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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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世

元年

郡
縣

皆
反

漢高

祖

元年

項
羽
徙
趙
王
歇
爲

代
王
都
代
︵
漢
帝
紀
︶

幷
州
部

治
晉
陽

二年

魏
王
豹
反
韓
信
曹
參
擊
魏
追
至
武
垣

生
得
魏
王
豹
定
魏
地
五
十
三
縣
︵
帝
紀
︶

六
年

正
月

以
太
原
郡
三
十
一
縣
爲
韓
國
徙
韓
王

信
都
晉
陽
信
請
馬
邑
許
之
九
月
信
降

匈
奴

七年

韓
信
亡
走
匃
奴
使
左
右
賢
王
將
萬
餘

騎
與
漢
戰
漢
兵
大
破
之
追
至
離
石
匃

奴
復
聚
兵
樓
煩
西
漢
令
車
騎
擊
破
匃

奴
︵
史
記
︶

武

帝

元
朔

元
年

封
代
共
王
子
劉
喜
爲
藺
侯
劉
賢
爲
臨

河
侯
劉
遷
爲
皋
狼
侯
︵
帝
紀
︶

置
南
部
都
尉
治
塞
外
翁
龍
埤
是
師
古

曰
翁
龍
埤
是
二
障
名
也
屬
幷
州
地
夾

黃
河
兩
岸
東
岸
在
內
地
者
爲
山
西
汾

州
府
之
西
四
縣
西
岸
在
內
地
者
爲
陜

西
楡
林
府
之
神
木
府
谷
縣
葭
州
在
邊

牆
外
河
套
內
者
爲
鄂
爾
多
斯
左
翼
之

前
旂
中
旂

︵
地
畧
攷
︶

四年

置
西
河
郡

隸
幷
州
部

始
分
太

原
上
郡

臨
水
莽
改

監
水

元

封

五年

初
置
部
刺
史
綏

更
和
元
年
名
牧

置
河
西
郡
三
十

六
城
在
河
東
者

平
周
在
臨

縣
南
離
石

建
平
元
年
復
爲

刺
史
元
壽
二
年

十
五
置
郡
守
後

更
名
太
守

北境

復
爲
牧
光
武
刺

史
亦
稱
州
牧
建

年
武
十
六
仍
置

刺
史
中
平
五
年

復
稱

州
牧

後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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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

帝

永
平

八
年

北
匃
奴
寇
西
河

諸
郡
︵
匃
奴
傳
︶

安

帝

永
初

三
年

幷
州
大
饑
人

相
食
︵
通
志
︶

永
和

五
年

南
匃
奴
叛
度
遼
將
軍
馬
續
討
破
之

︵
匃
奴
傳
︶

西
河
郡
徙
治
離

石
後
省
入
太
原

臨
水
省

平
周
仍
舊

建
康
元
年

九
月
丙
午

地
震

獻

帝
建
安
一

十
八
年

省
幷
州
入
於
冀
州

︵
帝
紀
︶

省
幷
州
入
於
冀

州

離
石
以
西
自
建

安
□
匈
奴
雜
部

統
名
離
石

地

二
十

一
年

復
置
幷
州
統
郡

六
置
司
州

相
繼
竊
據
延
漢

趙
魏
齊
百
餘
年

間
不
奉
正
朔
無

郡
縣
名
目

魏文

帝

黃
初

二
年

分
南
匈
奴
之
衆
爲
五
部
入
居
寨
內
以

劉
豹
爲
左
部
帥
居
太
原
茲
氏

西
晉

惠

帝
永
興
元

年
八
月

匈
奴
五
部
都
督
劉
淵
自
稱
人
單
于
據

離
石
十
月
遷
都
左
國
城
僭
稱
漢
王
年

號
元
熙

︵
載
記
︶

二年

幷
州
刺
史
司
馬
騰
遣
司
馬
瑜
周
良
石

解
等
討
劉
淵
次
於
離
石
汾
城
與
淵
將

劉
欽
等
戰
瑜
軍
敗
績
離
石
饑
漢
王
淵

遷
於
黎
亭
就
邸
閣
粟
給
離
石
守
將

︵
載
記
︶

東
晉

元

帝

太
興

二
年

石
勒
自
稱
趙
王
尋
遣
車
騎
將
軍
石
虎

討
鮮
卑
鬱
粥
於
離
石
悉
降
其
衆
城

隸
幷
州

離
石
改
爲

永
石
郡

︵
載
記
︶

穆

帝

永
和

元
年

趙
將
張
平
以
幷
州
歸
燕

秦
將
張
平
以
幷
州
歸
晉
遂
以
爲
幷
州

刺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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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後
魏

道
武
帝
皇
始

元
年

遣
離
石
護
軍
劉
託

率
騎
三
千
襲
蒲
子

隸
幷
州

明
元
帝
永
興
□

年
十
二
月

詔
將
軍
周
觀
率
衆
詣
西
河

鎭
撫
山
胡
︵
魏
書
帝
紀
︶

七
年

六
月

西
河
胡
張
賢
等
率

營
部
內
附
︵
同
上
︶

泰
常
元

年
九
月

前
幷
州
刺
史
叔
孫
建
□
大
破
山
胡
劉

虎
東
走
爲
從
人
所
殺
︵
同
上
︶

太
武
帝
太
平
眞

君
九
年

徙
西
河
離
石
五
千
餘
家

於
京
師
︵
同
上
︶

孝
文
帝
太
和
十

九
年

吐
京
胡
新
支
反
自
稱
爲
王
詔
章
武
王

元
彬
持
節
假
北
□
將
軍
行
汾
州
事
往

討
之
新
支
走
死
車
突
谷
胡
平
仍
除
彬

汾
州
刺
史
︵
帝
紀
列
傳
︶

二
十

一
年

車
駕
南
巡
次
離
石
叛
胡
歸
罪
宥
之
詔

州
民
百
年
以
上
假
縣
令
九
十
以
上
賜

爵
三
級
八
十
以
上
賜
爵
二
級
七
十
以

上
賜
爵
一
級
︵
同
上
︶

孝
武
帝

永
熙

二
年

大
丞
相
高
歡
自
晉
陽
出
討
爾
朱
兆
大

破
之
於
赤
洪
嶺
兆
竄
窮
山
殺
所
乘
馬

自
縊
於
樹
慕
榮
紹
宗
以
爾
朱
兆
妻

子
及
餘
衆
保
烏
突
戌
尋
降
於
歡

︵
帝
紀
列
傳
︶

東
魏

孝
靜
帝

天
平

四
年

霜
早
降
人
饑
流
散

開
倉
賬
恤
︵
汾
志
︶

定
武

三
年

齊
獻
武
王
出
軍
襲
雜
部
分
爲
二
道
以

大
司
馬
斛
聿
金
爲
南
道
軍
司
繇
黃
櫨

嶺
獻
武
王
自
出
北
道
度
赤
洪
嶺
會
金

於
烏
突
戌
︵
汾
志
︶

北
齊

文
宣
帝

天
保

三
年

自
幷
州
幸
離
石
至
黃
櫨
嶺
仍
起
長
城

北
□
□
于
戍
四
百
餘
里
置
三
十
六
戌

隷
幷
州

置
西
汾
州
懷

□
郡
昌
化
縣

烏
突
戌
在

今
治
北
三

︵
汾
志
︶

十
五
里
湫

水
東
黑
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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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塌
村

北

四
年

七
月

山
胡
圍
離
石
戌
帝
親
討
之
未
至
而
還

因
巡
三
堆
戌
大
狩
而
還
︵
同
上
︶

五
年

正
月

帝
親
討
山
胡
從
離
石
道
大
破
石
樓
胡

至
是
遠
近
山
胡
莫
不
震
懾
︵
同
上
︶

周靜

帝

大
象

元
年

幷
州
總
管
刺
史

並
置

西
汾
州
置
總
管

府
龍
泉
郡

烏
突
郡
烏

突
縣
在
今

治
南
三
十

里定
胡
郡
定

□
縣
在
今

縣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離

石
孟
門
鎭

窟
胡
郡
窟

□
縣
在
今

縣
東
南
百

里
離
石
南

村
堡

隋文

帝

開
皇

二
年

置
河
東
道
行
臺
尙
書
省
九
年
廢
行
臺

置
幷
州
總
管
大
業
元
年
廢
總
管
罷
州

爲
大
原
郡

︵
通
志
︶

大
業

三
年

以
李
淵
爲
山
西
河
東
撫
慰
大
使
山
西

之
名
始
此
︵
通
志
︶

復
改
定
九
州
之

制
皆
以
古
名
地

周
置
之
郡
並
廢

置
離
石
郡
治
離

烏
突
縣
改

太
和
定
胡

離
石
胡
劉
苗
王
舉
兵
反
自
稱
天
子
以

其
第
六
兒
爲
永
安
上
鋒
甚
銳
連
年
擊

亦
多
合
山
西
總

十
四
郡

冀
州

石
領

縣
五

仍
舊
窟
胡

改
修
化

之
不
下
後
虎
賁
中
郞
將
梁
德
破
殺
龍

兒
衆
乃
降
︵
帝
紀
︶

總
管
府

唐高

祖

武
德

二
年

赦
幷
浩
石
介
四

州
繫
囚
︵
通
志
︶

分
天
下
爲
□
道

今
山
西
境
爲
河

改
離
石
郡
爲
石

州
領
縣
六

太
和
縣
改

曰
臨
泉
置

五年

離
石
胡
劉
季
眞
叛
陷
石
州
刺
史
王
儉

死
之
︵
通
志
︶

東
道
置
河
東
節

度
使
治
太
原
總

北
和
州
別

置
太
和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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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
都
督
府
領
太

原
石
嵐
汾
沁
代

四
年
以
太

和
隸
東
會

忻
朔
蔚
雲
十
州

天
寶
初
改
州
爲

州
貞
觀
三

年
廢
臨
泉

郡
刺
史
爲
太
守

至
德
初
復
改
河

故
城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東
道
十

八
州

定
胡
武
德

二
年
置
西

定
州
貞
觀

二
年
州
廢

改
曰
孟
門

七
年
省
八

年
復
置
定

胡
縣

大

宗

貞
觀

二
年

廢
總
管
府

三年

復
置
總
管
府

六年

仍
廢
總
管
府

中

宗

垂
拱

二
年

免
幷
州
百
姓
庸
調

終
其
身
︵
本
紀
︶

武

后

天
授

元
年

改
國
號
曰

周
︵
同
上
︶

長
壽

元
年

以
幷
州

爲
北
都

中

宗

神
龍

元
年

復
國
號
唐

︵
同
上
︶

玄

宗

天
寶

元
年

改
置
昌

化
郡

肅

宗

乾
□

元
年

隸
河
東
道

復
爲
石
州

懿

宗
咸
通
五

年
冬

隰
石
汾
等
州
大
雨
雪
平
地
深
五
尺

︵
五
行
志
︶

僖

宗

乾
符

五
年

沙
陀
攻
石
州
代
北
行
營
招
討
崔
季
康

救
之
︵
通
志
︶

中
和

二
年

詔
招
李
克
用
同
討
黃
巢
克
用
將
部
落

萬
七
千
騎
自
嵐
石
路
趨
河
中
︵
通
志
︶

北
漢
世
祖

乾
佑
四
年

王
彥
超
陷
石
州
執
刺

史
安
彥
進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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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天
會

元
年

宋
兵
圍
石
州
帝
遣
使
告
遼
遼
詔
阿
剌

率
四
部
來
援
復
命
蕭
思
温
以
三
部
兵

助
之
︵
本
紀
︶

八年

遼
西
南
面
招
討
使
撻
烈
敗
宋
兵
於
石

州
︵
通
志
︶

宋太

宗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平
北
漢
分
天
下
爲
十
道
後
分
爲
十
五

路
元
豐
八
年
定
制
爲
二
十
三
路
今
山

置
河
東
經

歷
安
撫
使

石
州

臨
泉

西
境
仍
曰
河
東
路
統
州
十
七
軍
六

︵
本
紀
︶

定
胡

眞

宗

景
德

元
年

石
州
地
震

︵
本
紀
︶

仁

宗

嘉
佑

四
年

復
幷
州
爲
太
原

府

哲

宗

紹
聖

元
年

太
原
地
震
︵
本
紀
︶

元
符

二
年

樞
密
林
公
帥
太
原
議
築
砦
防
賊
在
縣

西
境
者
有
克
胡
砦
︵
明
靈
公
碑
︶

增
置
晉
寧
軍
於

陜
西
葭
縣
即
葭

臨
泉

定
胡

蘆
砦
置
知
軍
領

嵐
石
路
沿
邊
安

撫
使
兼
嵐
石
隰

州
都
巡
檢
使
領

縣二

欽

宗

靖
康

元
年

金
人
陷
汾
州
及
平
定
平
陽
河
東
諸
郡

或
降
或
破
殆
盡
︵
通
志
︶

二年

金
人
趣
召
康
王
還
遣
耿
南
仲
等
出
割

兩
河
地
民
堅
守
不
奉
詔
凡
累
月
只
得

石
州
旋
詔
兩
河
民

開
門
出
降
︵
通
志
︶

金太

宗

天
會

元
年

婁
室
降
綘
慈
隰
石
岢
嵐
寜
化
保
德
火

山
□
城

都
總
管
府
置
河

東
南
路
兵
馬
轉

石
州
領
縣
六
廢

晉
寜
軍

臨
水
改
臨

泉
曰
臨
水

運
使
治
太
原
又

置
提
刑
司

七年

婁
室
攻
破
晉
寧
軍
執
徐
徽
言
殺
之
嵐

石
各
州
悉
平



ZhongYi

臨

縣

志

卷
三

譜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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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熙

宗

天
眷

三
年

宋
河
東
糾
畧
使
王
忠
植
舉
兵
陷
石
州

等
十
一
郡
明
年
□
入
於
金

孟
門
改
定

胡
曰
孟
門

明
昌
六
年

改

崇
慶

元
年

大
饑
斗
米
□
□
錢

流
莩
滿
野

皇
統
二

十
九
年

以
河
東
南
北
提
刑
言
减
民
地
稅
十
之

二

宣

宗

貞
祐

元
年

元
兵
分
三
道
□
汾
石
嵐
忻
代
武
等
州

而
還
兩
河
山
東
數
千
里
城
郭
邱
墟

興
定

元
年

石
州
賊
馮
天
羽
衆
數
千
據
臨
水
□
□

亂
帥
府
命
将
討
捕
之
爲
賊
所
敗
旁
郡

縣
將
謀
□
之
州
刺
史
紇
石
烈
公
順
赴

以
兵
天
羽
等
數
十
人
迎
降
公
順
殺
之

餘
賑
走
保

積
翠
山

以
上
有
見
通
志

元世

祖

至
元

元
年

太
原
路
臨
州

進
嘉
禾
二
莖

立
中
書
省
統
河

北
山
西
山
東
地

冀
寧
路

屬
太
原
府

臨
州
至
元

三
年
改
置

不
領
縣

二年

定
蒙
古
人
充
達
魯
花
赤
漢
人
充
總
管

立
宣
慰
司
於
太

原
兼
都
轉
運
司

置
達
魯
花

赤
監
冶
之

二
十

二
年

以
河
東
山
西
道

按
察
使
治
太
原

以
治

課
程

仁

宗

皇
慶

三
年

冀
寧
路
地
震

四年

冀
寧
路
地
震

文

宗

天
□

二
年

嵐
管
臨
三
州
所
居
諸
王
八
刺
馬
忽
都

火
者
等
部
曲
乘
亂
爲
寇
遣
省
臺
宗
正

府
官
幷
督
有

司
捕
治
之

至
順

元
年

冀
寧
路
民
饑
發
粮

鈔
賑
之
是
年
又
蝗

二年

立
河
東
山
右
道
□
敎
總
管
府
以
掌
僧

尼
之
政
以
僧
爲
之

順

帝
至
正
二

十
一
年

石
州
臨
州
河
水
淸
至
明
年
春
氷
泮
時

如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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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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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譜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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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二
十

六
年

臨
州
地
震

有
壓
死
者

二
十

八
年

臨
州
地
震

五
日
不
止

明太

祖

洪
武

九
年

臨
縣
洪
武

二
年
改
州

爲
縣

五年

克
胡
砦
置

巡
司

九年

改
行
中
書
省
爲
布
政
司
領
天
下
之
府

州
縣

設
山
西
布
政
司

領
府
三
州
五

永
甯
州
部

世

宗
嘉
靖
十

九
年

韃
靼
部
俺
答
由

臨
縣
犯
石
州

穆

宗
隆
慶
元

年
九
月

俺
荅
兵
由
石

門
墕
入
石
州

神

宗
萬
曆
二

十
三
年

設
山
西
承
宣
布

政
司
又
於
汾
州

屬
沁
州

設
冀

南
道

二
十

四
年

改
屬
汾

州
府

二
十

七
年

大
饑

毅

宗

崇
禎

五
年

夏
四
五
月
野
雞
無
數
飛
集
城
西
山
兩

月
始
去
九
月
每
夜
戌
亥
時
滿
城
鷄
鳴

流
賊
張
有
義
王
豹
五
先
後
陷
城
六
年

克
復
詳
兵
事

六年

八
月
至
七
年
四

月
不
雨
大
饑

十
五

年

斗
米
銀
六
錢

民
多
餓
莩

淸世

祖

順
治

元
年

官
制
暫
因
明
制
衣
冠
改
爲
纓
頂
下
令

薙
髮

毅
山
西
左

右
布
政
司

仍
隸
冀
南
道
屬

汾
州
府

臨
縣

四年

臨
縣
城
堞
火
光
夜
發
以
物
擊
之
即
燃

熟
視
□
燬
秋
蝗
︵
舊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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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年

楡
林
賊
平
德
圍
城
知
縣
張
耀
祖
盡
節

詳
兵
事

設
布
政
司
一
人

去
左
右
繁
銜

裁
冀
南
道
併
入

冀
甯
道

九年

五
月
十
六
日
雨
雹
如
卵
積
氷
尺
餘
麻

麥
盡
殞

十
一

年

四
月
初
□
日
夜
雨
雪
三
尺
樹
枝
盡
壓

折
後
閱
三
月
不
雨
近
城
秋
禾
只
收
一

二
分
濱
河
一

帶
蔬
芻
皆
無

聖

祖

康
熙

三
年

汾
屬
大
水

十
二

年

九
月
初
九
日
太
白

經
□
□
日
地
震

十
八

年

大
旱

二
十

二
年

彗
星
□
竟
半
天
衝
參
井
五
月
初
三
日

龍
見
於
生
員
田
中
芙
家
震
死
高
養
敬

□
月
初
五
日
地
震
城
頭
女
牆
傾
圯
山

川
濛
氣
且
有
聲
十
一
月
初
六
日
雨
雪

至
初
十
日
方
止
雪
深
四
尺
許
凍
死
樹

本
無
數

二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大
雨
□
月
初
八
日
止

平
地
水
溢
田
禾
被
渰

二
十

五
年

夏
大
旱
秋
七
月
暴
雨
湫
河
水
漲
衝
壞

東
城
數
十
丈
並
東
甕
城
平
地
禾
黍
渰

沒
無
數

二
十

六
年

四
月
初
九
日
午
時
大
風
雨
雪
城
西
北

山
坡
白
文
鎭
等
處
積
雪
二
尺
許

三
十

三
年

大
饑

三
十

四
年

四
月
初
六
日
地
震
旬
餘
秋
早
霜
冬
無

雪

三
十

五
年

早
霜
冬
無
雪

三
十

六
年

大
旱
斗
米
七
錢
餘
民
饑
相
食
南
城
外

掘
男
女
坑
日
塡
餓
殍
時
瘟
疫
大
作
虎

狼
□
□
土
賊
啸
聚
刼
掠
時
聞

三
十

九
年

五
月
初
四
日
大
水
自
東
崖
至
城
內
普

化
寺
西
廊
下
約
高
數
丈
越
數
日
復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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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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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譜
大
事

十
一

漲
東
城
一
帶
城
郭
俱
沒

四
十

九
年

夏
六
月
地
大
震

五
十

六
年

冬
十
一
月
日
重
珥

六
十

年

大
旱
無
麥
斗
米
八
九
錢
賑
恤
免
粮

世

宗

雍
正

元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黃
河
溢

歲
大
有

四年

冬
十
二
月
黃
河
淸
上
自
口
外
下
抵
河

南
凡
山
西
布
政
司
境
上
下
二
千
餘
里

逾
年
正
月
始
復
本
色

五年

秋
嘉
禾
一
莖
三
四
穗
至
五
六
穗

六年

嘉
禾
一
莖
六
穗
斗
米
制
錢
一
百
二
二

十
文
雜
頭
六
七
十
文

七年

八
月
詔
免
通
省
地
丁
銀
四
十
萬
十
一

月
又
□
民
急
公
復
免
年
粮
地
丁
銀
二

十
萬

十
三

年

歲
荒

高

宗

乾
隆

二
年

旱
賑
恤

有
差

八年

閏
四
月
夜
大
流
星
□
地
有
光

縣
民
薛
以
新
妻
一
產
三
男

十年

詔
免
通
省
戊
辰
年
稅
粮

二
十

四
年

大
旱
民
饑
賑
恤
免
征

二
十

七
年

空
中
有
火
大
如
斗
墜
城
南
隅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丁
宗
懋
修
復
城
垣
詳
藝
文

縣
民
李
□
賢
妻
一
產
三
男

三
十

三
年

修
東
城
石
堤
詳
藝
文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湫
河
暴
漲
衝
壞
護
城

石
隄
四
十
餘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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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縣

志

卷
三

譜
大
事

十
二

三
十

七
年

知
汾
州
府
兪
調
元
捐
俸
倡
增
修
城
隄

四
十
丈
詳
藝
文

仁

宗

嘉
慶

元
年

白
蓮
敎
匪
起
事
殃
及
無
辜
荼
毒
善
良

□
□
霾
風
白
晝
如
晦
詔
禁
止
□
告
善

誘
敎
民
大
赦
天
下
臨
民
賀
姓
曹
姓
蒙

恩
釋
罪

十
六

年

大
旱
五
月
初
五
日
雨
歲
饑

十
九

年

秋
早
霜
大
祲
民
食
樹
皮
草
根

宣

宗

道
光

元
年

詔
開

捐
納

三年

秋
早
霜

六年

四
月
八
日
凍
殞
麥
苗
豆
莢
蔬
果

十年

六
月
雷
電
雨
雹
大
風
拔
樹

十
二

年

夏
秋
大
無

十
三

年

粟
貴
斗
米
一
千
三
百
文

二
十

一
年

正
月
二
十
五
日
通
夜
黑
風
不
辨
方
向

達
旦
方
息

二
十

二
年

虎
狼
傷
人

文

宗

咸
豐

元
年

因
髮
匪
起
事

奉
飭
戒
嚴

三年

歲
大
有
穀
賤
錢
荒

七年

秋
七
月
十
三
日
縣
南
三
郞
所
雨
雹
如

拳
積
冰
三
尺
許
禾
稼
蕩
然

八年

秋
八
月
地
震
彗
星
見
於
西
北

十
一

年

八
月
初
一
日
卯
時
日
月
合
璧
五
星
聯

珠
西
南
彗
星
橫
互
天
中

穆

宗

同
治

元
年

甘
回
爭
敎
起
事
全
陜
糜
爛
河
防
吃
緊

奏
派
張
協
戌
從
龍
防
堵
詳
兵
事
志

二年

春
三
月
十
三
日
午
後
日
如
黃
丹
至
四

月
初
二
日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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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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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秋
七
月
十
五
日
夜
星
隕
如
雨

五年

五
月
初
二
日
日
光
血
紅
初
五
日
方
止

六年

陜
西
神
葭
回
匪
伺
閒
爭
渡
謠
言
四
起

防
堵
吃
緊
詳
兵
事
志

八年

秋
桃
李
開
花
有
實

九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天
鼓
鳴

德

宗

光
緖

元
年

夏
六
月
十
五
日
遲
明
大
雨
如
注
達
日

湫
河
暴
漲
漫
滅
無
涯
衝
沒
河
隄
河
神

祠
水
不
及
女
牆
者
數
尺
城
內
二
道
街

房
屋
均
被
水
傷

二年

歉
收
秋
冬
日
落
時
日
旁
現
黃
丹
色
至

來
春
始
淡

三年

夏
秋
大
旱
無
麥
禾
道
殣
相
望
糠
粃
樹

皮
爭
食
不
足
饑
民
四
起
刦
掠
時
聞
知

縣
白
賡
棫
奉
飭
嚴
懲
置
之
重
典
一
面

勸
捐
請
蠲
議
賑
災
黎
種
種
籌
備
詳
荒

政志

四年

春
斗
米
銀
貳
兩
黑
豆
壹
兩
三
錢
五
月

初
得
透
雨
秋
大
熟

五年

秋
知
縣
左
兆
勳
履
任
收
拾
災
黎
結
局

賑
務

六年

知
縣
胡
鑑
斗
倡
修
衙
署
按
所
攤
捐
規

模
復
舊
詳
公
署
志

七年

豺
狼
傷
人
知
縣
胡
鑑
斗
懸
賞
找
擊
共

獲
狼
二
百
餘
隻
後
患
方
息

二
十

四
年

詔
停
止
八
股
取
士
又
飭
州
縣
改
書
院

爲
學
堂

二
十

五
年

早
霜
歉
收

二
十

六
年

春
旱
六
月
方
雨
禾
稼
歉
收

義
和
拳
山
東
起
事
延
及
山
西
晉
撫
毓

賢
飭
各
州
縣
習
神
拳
知
縣
孔
繁
昌
始

猶
不
發
繼
迫
於
亂
命
令
鄕
間
試
習
幸

未
傷
敎
民
繼
因
事
敗
孔
君
被
議
褫
職

詳
名
宦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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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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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二
十

七
年

是
年
修
城
以
工
代
賑
詳
城
隄
志

拳
事
議
和
臨
縣
指
派
善
後
捐
一
萬
二

千
兩

三
十

年

停
止

科
考

宣
統
帝

元年

創
辦

自
治

三年

秋
大
有
八
月
十
九
日
武
昌
起
義
九
月

初
八
日
太
原
響
應
冬
月
臨
縣
戒
嚴
河

防
吃
緊
幸
防
備
得
法
尙
無
大
創
臘
月

二
十
五
日
淸
帝
遜
位
民
國
成
立
詳
兵

事
志

中
華
民
國

壬子
元
年

申
令
改
用
陽
曆
並
懸
五
色
旗
頒
新
服

制
士
民
剪
髮
女
子
放
足
縣
署
裁
房
吏

改
冀
寧
道
爲
中

路
觀
察
使
未
久

裁
汾
州
府

臨
縣
直

省
行
政
長

立
行
政
公
所
用
士
紳
分
科
辦
事

初
置
民
政
長
管
轄
全
省
裁
府
廳
州

仍
稱
冀
寧
道
尹

官
分
屬
中

路
觀
察
使

改
知
縣
爲

知
事

乙卯
四
年

罷
民
政
長
改
設
巡
按
使

陜
西
會
匪
盤
據
楡
延
一
帶
到
處
蹂
掠

黃
河
西
城
鎭
屢
次
被
匪
刼
掠
河
防
戒

嚴
詳
兵
事
志

丙辰
五
年

正
月
袁
氏
稱
帝
改
元
洪
憲
三
月
取
消

縣
境
河
防
吃
緊
罷
巡
按
使
設
省
長

九
月
初
三
日
初
更
黑
風
霾
霧
不
辨
東

西
三
交
南
有
紅
光
忽
現
冬
冷
凍
麥
苗

丁巳
六
年

春
粮
價
騰
貴
斗
米
錢
兩
千
餘
五
月
十

三
日
淸
帝
宣
統
復
辟
三
日
取
消
六
月

十
六
日
夜
城
西
雨
雹
地
積
尺
許
西
門

外
山
水
入
城
衝
傷
河
渠
房
舍
數
處
十

七
日
城
南
雨
雹
被
災

村
庄
共
七
十
餘
處

督
軍
兼
省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