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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郡

地

北

境

爲

沛

郡

地

西

境

爲

梁

國

地

□
漢
□
□
□
□
彭
城
□

東

境

分

置

下

邳

國

三
國
屬
魏
晉
亦
曰
彭
□
□
□

□

七

□

□

爲

下

邳

國

及

臨

淮

郡

地

西

北

境

同

前

爲
徐
州
治
按

徐

州

□

□

漢

時

刺

史

□

□

治

後

漢

時

州

治

東

海

□

縣

沈

約

志

云

魏

晉

治

□

□

□

□

□

傳

魏

晉

初

刺

史

皆

治

下

邳

石

季

龍

載

記

徐

州

□

□

朱

□

殺

刺

史

郭

祥

以

彭

城

歸

順

其

治

□

□

□

□

南

渡

後

然

宋

志

必

有

所

□

□

□

□

東
晉
初
徐
州
䧟

沒
元
帝
僑
置
徐
州
於
□
□
□
□
南
徐
州
於
江
南
太

元
九
年
復
置
徐
州
於
此
義
□
九
年
又
改
爲
北
徐
州

南
北
朝
宋
亦
爲
徐
州
及
彭
城
沛
等
□
東

境

爲

下

邳

淮

陽

二

郡

西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建
置
沿
革

九

境

爲

梁

郡

及

北

濟

陰

郡

地

泰
始
三
年
入
於
後
魏
亦
置
徐
州
及
彭

城
沛
等
郡
東

境

爲

下

邳

宿

豫

二

郡

西

境

爲

碭

郡

地

北
齊
置
東
南
道
行

臺
後
周
置
總
管
府
隋
開
皇
初
廢
郡
存
州
七
年
廢
行

臺
大
業
初
府
廢
復
改
州
爲
彭
城
郡
領

縣

十

東

境

爲

下

邳

郡

西

境

爲

梁

郡

地

唐
初
復
曰
徐
州
天
寶
元
年
復
曰
彭
城
郡
乾
元

元
年
復
曰
徐
州
屬
河
南
道
領

縣

七

西

境

爲

宋

州

地

貞
元
四
年

置
徐
泗
濠
三
州
節
度
使
治
徐
州
十
六
年
廢
爲
觀
察

使
元
和
二
年
復
置
武
寧
軍
節
度
咸
通
十
一
年
改
感

化
軍
唐

書

方

鎭

表

咸

通

二

年

罷

節

度

置

徐

州

團

練

防

禦

使

兖

海

四

年

罷

防

禦

使

五

年

置

徐

泗

觀

察

使

十

年

置

徐

泗

節

度

使

是

年

復

置

都

團

練

防

禦

使

十

一

年

復

置

觀

察

使

尋

賜

號

感

化

軍

節

度

使

光

化

元

年

復

曰

武

寧

未

幾

復

爲

感

化

天

復

二

年

罷

五
代
復
曰
武
寧
軍
宋
仍

爲
徐
州
亦
曰
彭
城
郡
武
寧
軍
節
度
屬
京
東
西
路
金

因
之
屬
山
東
西
路
領

縣

三

東

境

分

置

邳

州

元
亦
曰
徐
州
至
元

二
年
以
州
治
彭
城
縣
省
人
八
年
屬
歸
德
府
領

縣

一

東

境

爲

邳

州

西

北

境

屬

濟

寧

路

至
正
八
年
升
徐
州
路
十
二
年
改
曰
武

安
州
明
初
復
曰
徐
州
屬
鳳
陽
府
尋
直

南
京
領

縣

四

本
朝
初
因
之

江
南
布
政
使
司
康
熙
六
年
屬
江
蘇
布
政

使
司
雍
正
十
一
年
升
爲
徐
州
府
治

銅

山

縣

以
邳
州
及
宿

遷
睢
寧
二
縣
來
屬
共
領
州
一
縣
七

銅
山
縣
府治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古
大
彭
氏
國
春
秋
時
爲
宋
彭
城
邑
秦
置
彭
城
縣
屬

泗
水
郡
漢
爲
楚
國
治
後
漢
爲
彭
城
國
治
晉
爲
徐
州

及
彭
城
國
治
劉
宋
因
之
泰
始
中
入
於
後
魏
魏
亦
爲

徐
州
彭
城
郡
治
北
齊
後
周
因
之
隋
爲
彭
城
郡
治
唐

爲
徐
州
治
五
代
宋
金
皆
因
之
元
始
省
縣
入
州
明
因

之

本
朝
雍
正
十
一
年
復
設
銅
山
縣
取

縣

境

銅

山

爲

名

爲
徐
州
府
治

蕭
縣古

蕭
國
春
秋
時
宋
邑
漢

書

地

理

志

蕭

縣

故

蕭

叔

國

宋

別

附

庸

也

秦
置
蕭

縣
漢
屬
沛
郡
更
始
初
封
光
武
爲
蕭
王
卽
此
後
還
屬

沛
國
三
國
屬
魏
景

初

中

嘗

分

屬

汝

陰

郡

郡

尋

廢

晉
因
之
南
北
朝
宋

爲
沛
郡
治
後
魏
因
之
北
齊
改
承
高
縣
屬
彭
城
郡
隋

初
屬
徐
州
開
皇
六
年
改
曰
龍
城
縣
十
八
年
又
改
臨

沛
縣
大
業
初
復
爲
蕭
縣
屬
彭
城
郡
唐
仍
屬
徐
州
五

代
宋
金
因
之
元
至
元
二
年
併
入
徐
州
十
二
年
復
置

屬
徐
州
明
不
改
自

元

以

前

皆

舊

治

蕭

城

萬

歴

五

年

避

河

患

始

遷

今

治

本
朝
因
之

碭
山
縣

秦
置
碭
郡
及
碭
縣
漢
高
帝
五
年
改
爲
梁
國
屬

豫

州

仍

治
碭
縣
後
漢
□
□
縣
時

梁

國

移

治

下

邑

按

後

漢

郡

國

志

碭

□

云

山

出

文

石

與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一

前

漢

志

同

乃

司

馬

彪

本

註

也

後

人

誤

以

山

字

連

上

碭

字

讀

遂

謂

後

漢

改

爲

碭

山

縣

自

明

一

統

志

始

元

和

志

寰

宇

記

並

無

此

說

也

三
國
魏
因
之
晉
省
入
下
邑
縣
後
魏
復

置
碭
縣
屬
碭
郡
按

魏

書

地

形

志

碭

郡

治

下

邑

城

所

領

碭

縣

治

魯

城

云

晉

罷

後

復

自

是

後

魏

復

置

宋

書

州

郡

志

梁

郡

領

碭

縣

非

實

地

也

兼
置
安
陽
縣
屬
焉
地

形

志

縣

治

麻

城

北
齊
廢
碭
郡
及
碭
縣
以
安
陽
縣
屬
彭
城
郡
見

寰

宇

記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安
陽
曰
碭
山
大
業
二
年
改
屬
梁

郡
唐
屬
宋
州
光
化
二
年
朱
全
忠
於
縣
置
輝
州
三
年

置
崇
德
軍
尋
徙
州
治
單
父
以
縣
屬
焉
五
代
唐
屬
單

州
宋
因
之
金
興
定
元
年
以
限
河
不
便
改
屬
歸
德
府

尋
爲
水
蕩
沒
元
憲
宗
七
年
復
置
屬
東
平
路
至
元
二

年
併
入
單
父
縣
三
年
復
置
屬
濟
寧
路
明
初
改
屬
徐

州

本
朝
因
之

豐
縣秦

沛
縣
之
豐
邑
史

記

高

祖

沛

豐

邑

中

陽

里

人

漢
初
置
豐
縣
屬
沛

郡
後
漢
屬
沛
國
魏
晉
因
之
南
北
朝
宋
改
屬
北
濟
陰

郡
宋

書

州

郡

志

大

明

元

年

復

立

後
魏
因
之
北
齊
屬
永
昌
郡
隋
改

屬
彭
城
郡
唐
屬
徐
州
五
代
宋
金
因
之
元
初
屬
濟
州

至
元
八
年
直

濟
寧
路
明
仍
屬
徐
州

本
朝
因
之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二

沛
縣古

偪
陽
國
地
秦
置
沛
縣
爲
泗
水
郡
治
漢
初
改
泗
水

郡
爲
沛
郡
後
郡
移
治
相
縣
以
沛
縣
屬
焉
時
謂
之
小

沛
後
魏
因
之
隋
屬
彭
城
郡
唐
屬
徐
州
五
代
至
宋
因

之
金
改
屬
滕
州
元
太
宗
七
年
移
滕
州
來
治
憲
宗
二

年
州
廢
至
元
二
年
省
入
豐
縣
三
年
復
置
沛
縣
八
年

濟
寧
路
十
三
年
屬
濟
州
明
屬
徐
州

本
朝
因
之

邳
州禹

貢
徐
州
之
域
夏
爲
邳
國
春
秋
時
爲
薛
國
地
戰
國

屬
齊
秦
置
下
邳
縣
薛

瓚

曰

有

上

邳

故

曰

下

屬
郯
郡
漢
屬
東
海

郡
後
漢
永
平
十
五
年
改
臨
淮
郡
爲
下
邳
國
治
下
邳

縣
魏
晉
因
之
南
北
朝
宋
齊
俱
爲
下
邳
郡
後
魏
因
之

孝
昌
初
置
東
徐
州
梁
中
大
通
五
年
得
之
改
下
邳
縣

曰
歸
政
置
武
州
太
淸
二
年
又
入
於
東
魏
復
改
州
曰

東
徐
縣
曰
下
邳
下

邳

郡

名

梁

魏

皆

不

改

後
周
改
州
曰
邳
州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大
業
初
州
廢
復
爲
下
邳
郡
以
下
邳
縣

屬
焉
時

郡

治

宿

豫

縣

唐
初
仍
於
下
邳
縣
置
邳
州
貞
觀
初
州

廢
改
屬
泗
州
元
和
四
年
又
改
屬
徐
州
五
代
因
之
宋

太
平
興
國
七
年
置
淮
陽
軍
屬
京
東
路
金
復
曰
邳
州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三

屬
山
東
西
路
貞

祐

三

年

改

屬

河

南

路

元
初
省
下
邳
縣
□
州
至

元
八
年
以
州
屬
歸
德
府
後
復
置
下
邳
縣
爲
州
治
明

初
省
縣
入
州
改
屬
淮
安
府
州

領

縣

二

本
朝
初
因
之
康
熙
七
年
河
决
城
䧟
二
十
九
年
遷
今
治
南去

舊

州

九

十

里

在

艾

山

南

雍
正
二
年
升
爲
直

州
領
宿
遷
睢
寧

二
縣
十
一
年
改
屬
徐
州
府

宿
遷
縣

春
秋
時
鍾
吾
子
國
左

傳

昭

公

二

十

七

年

吳

公

子

燭

庸

奔

鍾

吾

又

三

十

年

吳

執

鍾

吾

子

卽

此

元

和

志

謂

宋

人

遷

宿

之

地

秦
爲
下
相
縣
地
漢
置
厹
與

仇

同

猶

縣
屬
臨
淮
郡
見

元

和

志

後
漢
縣
省
晉
義
煕
中
始
置
宿
豫

郡
見

魏

書

地

形

志

及
宿
豫
縣
宋

州

郡

志

新

舊

唐

志

作

預

魏

隋

志

作

豫

劉
宋
郡

廢
縣
屬
臨
淮
郡
泰
始
中
入
於
魏
魏
仍
置
宿
豫
郡
并

置
南
徐
州
治
焉
梁
天
監
中
得
之
增
置
朝
陽
臨
沭
二

郡
普
通
中
又
入
魏
廢
爲
宿
豫
鎭
後
又
入
梁
東
魏
武

定
七
年
復
取
其
地
置
東
楚
州
及
宿
豫
郡
宿
豫
縣
北

齊
改
置
晉
寧
郡
復
曰
南
徐
州
陳
大
建
五
年
克
之
改

置
北
徐
州
尋
又
改
安
州
後
周
改
曰
泗
州
仍
置
宿
豫

郡
隋
初
郡
廢
大
業
初
改
泗
州
爲
下
邳
郡
治
宿
豫
縣

唐
初
爲
泗
州
治
開
元
二
十
三
年
州
徙
臨
淮
寶
應
元

年
避
代
宗
諱
更
名
宿
遷
改
屬
徐
州
五
代
因
之
宋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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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四

准
陽
軍
金
屬
邳
州
元
光
二
年
廢
元
復
置
屬
邳
州
明

時
與
州
俱
屬
淮
安
府

本
朝
因
之
雍
正
二
年
屬
邳
州
十
一
年
改
屬
徐
州
府

睢
寧
縣

漢
置
睢
陵
縣
屬
臨
淮
郡
後
漢
屬
下
邳
國
晉
因
之
後

廢
唐
爲
宿
遷
縣
地
金
興
定
二
年
始
以
宿
遷
縣
之
古

城
置
睢
寧
縣
屬
泗
州
元
改
屬
邳
州
明
時
與
州
俱
屬

淮
安
府

本
朝
初
因
之
雍
正
二
年
屬
邳
州
十
一
年
改
屬
徐
州
府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十
五

徐
州
府
古
今
沿
革
表

寧
軍

你銅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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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十
六

碭山縣 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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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十
七

豐縣沛縣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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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十
八

宿遷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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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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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二
十

睢寧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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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形
勢

二
十
一

形
勢彭

城
形
勢
昔
人
稱
述
備
矣
近
志
以
舊
志
雜
引
古
語

若
無
倫
次
聯
綴
爲
一
不
知
言
旣
雜
引
不
可
強
合
今

錄
其
大
者
稍
補
其
說
總
爲
一
篇
餘
州
縣
則
節
採
其

辭
仍
分
著
焉

徐
州
府

府
境
岡
巒
環
合
宋

蘇

軾

放

鶴

亭

記

曰

彭

城

之

山

岡

巒

四

合

隱

然

如

大

環

獨

缺

其

西

十

二

又

詩

曰

楚

山

以

爲

城

泗

水

以

爲

池

汴
泗
交
流
唐

韓

愈

詩

汴

泗

交

流

郡

城

角

南
通

江
淮
北
走
齊
魯
燕
趙
西
接
梁
宋
自
昔
要
害
之
地
也

自
晉
代
置
徐
州
爲
重
鎭
及
南
渡
後
彭
城
之
得
失
輙

關
南
北
之
盛
衰
宋
元
嘉
中
王
元
謨
上
表
曰
彭
城
南

屆
大
淮
左
右
清
汴
表
裏
京
甸
捍
接
邊
境
城
隍
峻
整

襟
衞
周
固
又
自
淮
以
西
襄
陽
以
北
經
塗
三
千
逹
於

濟
岱
六
州
之
人
三
十
萬
戸
常
得
安
全
實
由
此
鎭
後

魏
尉
元
表
曰
彭
城
宋
之
要
蕃
南
師
來
侵
莫
不
因
之

以
陵
諸
夏
顧
野
王
輿
地
志
曰
郡
城
險
固
由
來
非
攻

所
能
拔
唐
十
道
志
曰
自
南
北
朝
彭
城
爲
要
害
之
地

隋

御
河
以
來
南
控
埇
橋
以
扼
梁
泗
歴
古
名
鎭
莫

重
於
斯
宋
蘇
軾
上
神
宗
皇
帝
書
曰
徐
州
爲
南
北
襟

要
京
東
諸
郡
安
危
所
寄
也
其
地
三
面
被
山
獨
其
西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形
勢

二
十
二

平
川
數
百
里
西
走
梁
宋
地
宜
菽
麥
一
熟
而
飽
□
□

其
城
三
靣
阻
水
樓
堞
之
下
以
汴
泗
爲
池
獨
其
南
可

通
車
馬
而
戲
馬
臺
在
焉
其
高
十
仞
廣
袤
百
步
若
用

武
之
世
屯
千
人
其
上
聚
櫑
木
砲
石
凡
戰
守
之
具
以

與
城
相
表
裏
而
積
三
千
糧
於
城
中
雖
用
十
萬
人
不

易
取
也
陳
師
道
曰
彭
城
之
地
南
守
則
畧
河
南
山
東

北
守
則
瞰
淮
泗
故
於
兵
家
爲
攻
守
要
地
以
上
皆
彭

城
形
勢
之
大
畧
也
自
明
來
洪
流
衝

勝
槪
漸
非
昔

比
今
則
堤
岸
高
若
建
瓴
城
郭
卑
如
釜
底
承
平
日
久

控
守
之
道
固
當
未
雨
綢
繆
而
切
近
之
患
又
可
忽
視

乎
哉

蕭
縣負

山
瀕
河
宋

晁

端

中

蕭

縣

學

記

汴
襟
淇
於
西
北
阻
山
控
湖

於
東
南
嘉

靖

州

志

羣
峯
環
抱
錦
水

流
蟠
蛇
棲
鳳
左
右

互
麗
踞
虎
眠
牛
遠
近

映
縣

舊

志

處
衆
山
之
中
壤
接

宿
永
草
樹
荒
闊
易
於
伏
莽
新志

碭
山
縣

境
內
無
山
南
北
阻
河
原
隰
膴
膴
可
用
耕
桑
嘉

靖

州

志

東

近
齊
魯
西
聯
鄭
魏
芒
碭
雄
峙
於
前
黃
河
襟

於
後

縣志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形
勢

二
十
三

豐
縣華

山
控
其
前
泡
水
環
其
後
魚
臺
單
父
相
參
錯
曠
野

平
原
寥
邈
無
際
明

陳

文

燧

修

城

記

其
地
瀕
河
明
時
衝
決
塡

淤
形
勢
日
高
東
華
纔
一
培
塿
泡
水
僅
存
涸
溝
縣志

沛
縣無

高
山
大
林
之
險
巇
薛
河
來
其
左
泡
泉
出
其
右
泗

水
之
流
自
北
而
東
平
原
曠
野
土
地
莽
沃
縣

舊

志

控
接

諸
道
源
泉
洪
流
四
合
紆

苞
絡
天
塹
爲
固
嘉

靖

州

志

高

原
巨
陸
匯
泗
阻
河
四
方
之
貢
賦
舟
車
逹
京
師
者
道

沛
無
虛
日
明

費

宷

沛

城

記

邳
州北

控
齊
魯
南
蔽
江
淮
水
陸
交
通
實
爲
衝
要
方

輿

記

要

東

聯
淮
海
西
接
彭
城
南
臨
黃
河
北
枕
瑯
邪
葛
嶧
聳
於

前
艾
山
障
於
後
運
河
環

沂
武
匯
流
誠
南
北
之
襟

喉
江
淮
之
保
障
州志

宿
遷
縣

據
馬
陵
之
陽
黃
河
遶
其
前
湖
水
環
其
左
明

邵

元

哲

遷

縣

記

北

漕
渠
西
襟
黃
水
東
隣
楡
沭
南
引
清
口
淮
海
上

游
水
陸
衝
要
舊

志

酌

改

睢
寧
縣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形
勢

二
十
四

東
瞻
古
宿
北
望
下
邳
西
接
靈
璧
南
連
虹
邑
明

沈

一

貫

修

城

記

西
北
多
山
東
南
沃
衍
睢
水
淤
沒
黃
河
日
高
縣志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風
俗

二
十
五

風
俗民

間
習
尙
時
有
轉
移
惟
風
氣
則
古
今
不
改
必
□
□

時
區
别
又
恐
未
必
合
於
後
也
舊
州
志
但
存
古
語
良

是
今
採
諸
說
仍
分
著
之

徐
州
府

沛
楚
之
失

疾
顓
已
地
薄
民
貧
漢

書

地

理

志

徐
州
舊
俗

人
頗
勁
悍
輕
剽
其
士
子
則
挾
任
節
氣
好
尙
賓
遊
此

葢
楚
之
風
焉
大
抵
徐
兗
同
俗
故
其
餘
諸
郡
皆
得
齊

魯
之
所
尚
莫
不
賤
商
賈
務
稼
穡
尊
儒
慕
學
得
洙
泗

之
俗
焉
隋

書

地

理

志

無
林
澤
之
饒
俗
廣
義
愛
親
趨
禮
樂

好
執
行
寰

宇

記

其
民
皆
長
大
膽
力
絶
人
喜
爲
剽
掠
小

不
適
意
則
有
飛
揚
跋
扈
之
心
非
止
爲
暴
而
已
漢
高

祖
項
羽
劉
裕
朱
全
忠
皆
在
徐
州
數
百
里
間
其
人
以

此
自
負
雄
傑
之
氣
積
以
成
俗
宋

蘇

軾

上

神

宗

皇

帝

書

霸
者
之

餘
以
武
爲
俗
陳

師

道

學

記

彭
城
山
峻
以
踞
水
奔
以
駛
野

曠
以
逈
士
皆
負
氣
而
好
俠
輕
生
敢
死
而
崇
大
義
用

之
可
以
理
盤
錯
而
紆
大
難
明

廖

道

南

武

學

記

承
平
日
久
俗

漸
丕
變
民
知
怵
法
不
聞
□
治
嘉

靖

州

志

蕭
縣風

俗
渾
厚
多
智
慮
務
農
生
財
饒
於
他
邑
宋

晁

端

中

蕭

縣

學

記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風
俗

二
十
六

土
沃
利
興
山
深
俗
樸
人
敦
愿
慤
勤
本
務
恂
恂
有
□

遺
風
嘉

靖

州

志

蕭
介
齊
宋
鄒
魯
之
交
人
多
剛
勁
務
稼

循
禮
義
而
俗
尚
鬼
信
巫
覡
崇
奉
神
祠

碭
山
縣

風
俗
高
邁
逈
出
等
倫
圖經

民
躬
稼
食
力
好
勇
而
尚
義

木
彊
而
易
使
然
地
僻
民
豪
嚚
訟
之
習
獨
出
他
邑
上

至
其

古
禮
文
之
事
多
所
疏
闕
嘉

靖

州

志

士
重
廉
恥
民

尚
禮
義
縣志

豐
縣地

隣
鄒
魯
夙
有
儒
風
然
好
剛
尚
氣
輕
剽
急
切
多
悻

悻
自
負
不
相
爲
下
嘉

靖

州

志

豐
熟
可
抵
三
州
民
事
農
桑

樂
輸
賦
稅
其
俗
亦
淳
舊

通

志

沛
縣沛

以
勇
宕
爲
俗
元

虞

集

李

蔚

美

政

記

地
隣
鄒
魯
人
務
稼
穯
敦

尚
禮
義
不
樂
健
訟
婚
姻
死
喪
閭
里
相
助
縣

舊

志

俗
漸

奢
侈
尚
勢
相
高
獨
婚
不
論
財
人
知
敎
子
縣志

邳
州風

氣
勁
悍
自
昔
多
英
烈
剽
勇
之
人
舊志

俗
尚
忠
厚
貴

穀
帛
賤
珍
奇
寡
詞
訟
淡
交
遊
市
肆
驛
遞
之
民
不
古

而
鄉
村
里
落
猶
有
先
代
遺
風
淮

安

府

志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風
俗

二
十
七

宿
□
□

當
南
北
之
衝
民
疲
役
□
□

□

□

□

下
相
古
邑
鄒
魯
遺

剛
質
忠
淳
俠
烈
勁
悍
□
□
□
多
淮

安

府

志

士
好
學
崇
禮

土
腴
農
怠
百
工
不
□

睢
寧
縣

俗
有
四
美
士
不
逐
末
女
不
出
遊
喪
不
作
樂
婚
不
論

財
而
民
愚
悍
樂
爭
□
婦
女
輕
生
更
健
訟
縣志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城
池

二
十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歴
考
二
百
年
間
潰
壞
□
□
□
邑
□
□

數
遷
人
民
昏
墊
蕩
析
離
居
亦
云
慘
矣
今
幸
際
□
平

之
世
思
患
預
防
守
土
者
之
責
也
故
詳
述
前
後
□
改

修
葺
之
由
以
備
觀
省

徐
州
府

徐
州
古
有
四
城
一
曰
外
城
相
傳
卽
古
大
彭
國
內
有

金
城
又
東
北
有
小
城
其
西
又
有
一
城
劉
宋
初
皆
嘗

更
築
王
元
謨
稱
爲
城
隍
峻
整
魏
尉
元
亦
稱
其
險
固

唐
貞
觀
五
年
重
築
宋
熙
寧
中
郡
守
蘇
軾
增
築
各
門

子
城
金
完
顏
仲
德
復
於
南
面
增
築
浚
隍
元
改
置
武

安
州
於
東
南
二
里
許
卽

今

廣

運

倉

地

明
洪
武
初
復
治
舊
城

壘
石
甃
甓
周
九
里
有
奇
高
三
丈
三
尺
址
廣
如
之
顚

僅
三
之
一
三
面
阻
水
卽
汴
泗
爲
池
獨
南
可
通
車
馬

濠
深
廣
各
二
丈
許
堞
凡
二
千
六
百
三
十
八
角
樓
三

□
□
□
□
□
□
□
□
□
□
□
□
□
□
□

□

□

市

門

□

□

□

□

末

□

□

□

□

□

□

□

□

□

□

□

□

□

□

□

□

□

□

軾

□

□

□

□

□

□

□

□

□

□

□

□

□

□

□

□

□

□

闢

□
□
□
□
□
□
□
□
□
□
□
□
□
□
□
□
□
□
三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城
池

二
十
九

月
副
使
舒
應
龍
知
州
劉
順
之
環
城
增
□
□
□
□
□

洩
潦
於
城
南
城
得
不
潰
十
八
年
副
使
陳
文
燧
開
支

河
以
洩
城
中
積
水
四
十
二
年
叅
議
袁
應
泰
重
修
四

門
各
增
箭
樓
更
門
之
名
東
曰
明
德
南
曰
奎
光
西
曰

威
遠
北
曰
拱
極
天
啟
四
年
六
月
甲
申
河
決
奎
山
堤

夜
半
由
東
南
壞
城
百
姓
溺
死
無
數
兵
備
楊
廷
槐
署

州
事
司
乃
疆
請
遷
於
南
二
十
里
舖
已
興
役
十
餘
月

會
給
事
中
陸
文
獻
上
徐
州
不
宜
遷
六
議
遂
罷
崇
禎

元
年
兵
備
唐
煥
修
復
舊
城
七
年
叅
議
徐
標
補
葺
之

三
面
鑿
池
南
北
增
敵
臺
四

本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兵
備
項
錫
引
重
繕
城
垣
六
十
四
處
樓

十
二
浚
隍
一
千
三
百
六
十
八
丈
修
西
門
大
樓
箭
樓

三
載
始
竣
康
熙
七
年
六
月
甲
申
地
震
城
又
圯
至
雍

正
二
年
知
州
孫
詔
始
修
葺
完
固

銅
山
縣
附郭

蕭
縣縣

舊
城
在
今
治
西
北
十
里
其
北
半
里
卽
古
蕭
國
城

周
九
里
有
奇
唐
以
前
皆
爲
縣
治
宋
時
河
決
乃
築
南

城
徙
縣
治
北
連
舊
城
歲
久
漸
圯
明
正
德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隆
即
南
城
故
址
增
築
甃
石
周
四
里
許
城
外
浚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城
池

三
十

濠
更
爲
四
門
曰
木
榮
曰
金
英
曰
朝
陽
曰
拱
極
嘉
靖

乙
亥
知
縣
孫
重
光
建
樓
門
上
更
舊
名
曰
秦
觀
曰
楚

望
曰
朝
宗
曰
拱
辰
隆
慶
間
黃
河
數
溢
浸
城
幾
潰
萬

歴
五
年
夏
大
水
潰
城
官
廨
民
舍
俱
沉
知
縣
伍
維
翰

請
遷
城
於
三
台
山
麓
僅
甃
拳
石
爲
四
門
曰
朝
陽
望

歲
嚮
明
拱
極
崇
禎
九
年
爲
流
賊
所
破
明
年
賊
再
至

城
遂
毁

本
朝
順
治
五
年
知
縣
祖
永
勲
始
補
築
改
東
門
曰
龍
城
西

曰
杼
秋
南
曰
永
固
北
曰
三
台
康
熙
四
年
知
縣
沈
大

觀
益
大
修
治
城
始
堅
厚
五
十
年
知
縣
徐
大
生
又
於

西
南
開
小
南
門
名
曰
大
成
門

碭
山
縣

縣
城
古
無
遺
址
金
興
定
間
避
水
患
遷
魚
山
保
安
鎭

今

在

河

南

城

縣

境

元
時
遷
舊
治
尚
無
城
明
正
德
八
年
知
縣

李
金
始
築
土
城
周
百
六
十
八
丈
高
九
尺
五
寸
隍
深

一
丈
爲
門
五
外
䕶
以
堤
周
九
里
有
奇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河
溢
城
沒
於
水
萬
歴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熊
應
祥
於

舊
治
西
里
許
築
土
城
磚
堞
周
八
百
四
十
丈
二
尺
高

一
丈
五
尺
廣
三
丈
門
四
各
有
樓
東
曰
景
雲
西
曰
瑞

浴
南
曰
永
保
北
曰
企
寧
隍
深
一
丈
廣
五
尺
永
保
門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城
池

三
十
一

東
西
皆
有
水
門
洩
城
中
積
澇
後
霪
雨
城
圯
知
縣
□

揚
陳
秉
良
相
繼
修
築
尋
又
圯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蔡

熊
改
建
磚
城
修
四
門
樓
崇
禎
十
二
年
知
縣
劉
芳
復

加
修

本
朝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柴
爾
皓
鄉
官
汪
潤
捐
金
修
葺

屹
然
鞏
固

豐
縣縣

舊
有
土
城
周
九
里
許
明
正
德
十
三
年
知
縣
裴
爵

環
城
築
堤
以
防
水
患
嘉
靖
五
年
河
決
城
䧟
知
縣
高

祿
遷
於
華
山
之
陽
九
年
知
縣
趙
壽

溝
築
墉
環
衞

縣
治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崇
信
築
土
城
高
可
丈
許
周

六
百
一
十
二
丈
爲
門
四
各
有
樓
曰
阜
民
拱
極
望
魯

通
汴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徐
蓂
從
民
便
復
還
舊
治
築
土

城
周
一
千
九
百
八
十
四
步
高
二
丈
餘
三
十
四
年
知

縣
戴
輔
建
四
門
東
曰
啟
元
南
曰
大
亨
西
北
曰
美
利

肅
貞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胡
又
心
增
築
䕶
城
堤
萬
歴
二

年
知
縣
吳
文
光
補
築
十
九
年
知
縣
費
思
箴
始
甃
甓

石
增
樓
櫓
雉
堞
舖
舍
易
門
之
名
東
曰
望
華
南
曰
中

陽
西
曰
障
瀾
北
曰
大
澤
三
十
年
河
決
知
縣
戴
一
松

加
築
䕶
城
堤
崇
禎
九
年
知
縣
方
遴
偕
於
四
門
各
建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城
池

三
十
二

子
城

本
朝
順
治
二
年
署
縣
事
胡
增
光
於
城
角
外
創
砲
樓
四
五

年
秋
有

警
知
縣
閻

增
築
女
牆
二
尺
城
外
堤
上

復
築
土
城
數
百
丈
開

隍
池
架
以
木
橋
重
城
巨
塹

遂
稱
險
固
正

北

城

上

有

大

觀

樓

明

知

縣

費

思

箴

建

上

爲

樓

下

爲

堂

又

下

爲

門

可

以

俯

□

一

邑

後

知

縣

閻

玿

又

建

沛
縣縣

古
城
久
湮
明
初
無
城
縣
治
泗
水
西
滸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王
治
創
築
土
城
周
五
里
高
廣
各
二
丈
隍

深
廣
如
之
爲
門
四
曰
永
淸
會
源
恒
休
拱
極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周
涇
壘
石
甃
甓
高
廣
視
舊
稍
增
改
門
名
東

曰
長
春
南
曰
來
薰
西
曰
永
淸
北
曰
拱
辰
增
建
雉
堞

臺
舖
四
十
四
年
黃
河
泛
溢
城
濠
淤
爲
平
陸
隆
慶
元

年
知
縣
李
時
開
南
門
於
東
南
隅
萬
歴
二
年
知
縣

民
望
重
修
五
年
知
縣
馬
昺
築
䕶
城
堤
周
十
里
十
年

知
縣
周
治
升
開
便
門
於
東
北
隅
洩
城
中
積
水
十
六

年
知
縣
符
璽

復
城
濠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羅
士
學
增

建
東
西
二
角
樓
三
十
一
年
秋
又
圯
於
水
三
十
三
年

知
縣
李
汝
讓
重
修
增
築
䕶
城
堤
高
厚
倍
昔

本
朝
康
熙
七
年
地
震
城
圯
雍
正
五
年
水
決
䕶
城
堤
城
益



ZhongYi

徐

州

府

志

卷
一

城
池

三
十
三

圯
十
年
知
縣
施
霈
重
築
䕶
城
堤
乾
隆
二
年
知
縣

棠
力
請
修
城
始
復
舊
觀

邳
州州

舊
城
在
今
城
南
九
十
里
卽
古
下
邳
縣
也
明
洪
武

十
三
年
指
揮
王
恒
因
金
元
舊
址
甃
築
周
五
里
三
十

步
高
二
丈
九
尺
門
三
北
曰
鎭
北
西
曰
通
沂
南
曰
望

淮
西
南
二
面
阻
沂
泗
正
德
七
年
知
州
周
尚
化
增
築

西
北
東
南
二
隅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州
陳
柏
重
修

本
朝
康
熙
七
年
六
月
地
震
河
水
泛
濫
全
城
盡
淪
於
水
二

十
九
年

□
發
帑
金
四
萬
三
千
兩
改
築
新
城
知
州
孫
居
湜
揚
州
同

知
馬
驤
董
其
役
於
艾
山
南
建
城
周
五
里
十
三
步
高

二
丈
八
尺
下
廣
七
丈
上
廣
一
丈
八
尺
外
甃
以
磚
門

四
東
曰
先
春
南
曰
來
薰
西
曰
迎
爽
北
曰
拱
極
各
有

樓
雉
堞
一
千
五
百
一
十
有
一
舖
三
十
其
北
枕
山
東

西
南
三
面
因
深
爲
池
䕶
以
重
堤

宿
遷
縣

縣
舊
無
城
明
正
德
初
流
賊
起
知
縣
鄧
時
中
剏
築
土

城
南
自
新
溝
北
自
馬
陵
門
四
南
曰
臨
淮
北
曰
通
泰

東
曰
鎭
海
西
曰
會
洛
萬

四
年
與
河
岸
俱
圯
知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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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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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城
池

三
十
四

喩
文
偉
遷
縣
治
馬
陵
山
改
築
土
城
□
□
治
北
二
□

周
□
里
高
一
丈
五
尺
門
四
東
曰
迎
熙
西
曰
□
□
東

南
□
□
雲
西
南
曰
望
□
□
多
□
壞
知
縣
趙
敬
賓
孫

湛
莫
應
奎
聶
宏
相
繼
修
葺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何
東
鳳

易
以
瓴
甓
更
門
名
東
曰
陽
春
西
曰
鎭
黃
東
南
曰
迎

薰
西
南
曰
河
淸
東
北
有
才
門

本
朝
康
熙
七
年
地
震
城
圯
今
僅
存
二
城
樓
及
舊
堞
三
十

餘
垜

睢
寧
縣

縣
舊
有
土
城
周
四
里
高
僅
丈
餘
明
正
德
中
知
縣
王

蒼
建
東
南
北
三
門
嘉
靖
中
知
縣
陳
嘉
畧
甃
以
石
隆

慶
三
年
圯
於
水
萬
歴
十
三
年
知
縣
申
其
學
重
築
周

五
百
七
十
六
丈
五
尺
高
一
丈
八
尺
廣
二
丈
四
尺
外

甃
磚
石
門
四
東
曰
崇
文
南
曰
朝
陽
西
曰
耀
武
北
曰

拱
辰
各
有
樓
崇
禎
二
年
秋
大
水
城
盡
圯
十
一
年
知

縣
高
其
鳳
重
加
修
築

本
朝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河
決
傾
圯
五
十
六
年
知
縣
劉
如
晏

改
築
西
北
石
城
六
投
重
新
四
門
樓
增
高
隍
岸
始
復

舊
制

徐
州
府
志
卷
之
一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