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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六

一

應
州
續
志
卷
之
六

應
州
知
州
南
豐
吳
炳
纂
輯

帝
系
志
皇

帝

皇

后
公

主

附

皇

子

諸

王

攷
王
溥
撰
唐
及
五
代
會
要
立
帝
系
一
門
敘
各
帝
歴
年
久

近
傳
授
始
末
次
及
后

皇
子
公
主
皇
族
之
名
氏
封
爵
後

之
編
會
要
者
因
之
文
獻
通
考
亦
倣
其
例
立
帝
系
云
應
之

後
唐
李
氏
祖
宗
非
有
積
累
功
德
可
紀
而
乘
時
遘
運
帝
有

天
下
十
餘
年
雖
享
國
不
永
而
皇
子
諸
王
見
五
代
史
者

可
據
未
便
使
志
乘
獨
闕
宋
后
郭
氏
系
出
金
城
後
雖
退

居
瑤
華
而
母
儀
天
下
已
久
旋
經
追
復
位
號
較
之
石
晉
李

后
不
更
生
榮
歿
哀
也
歟
次
帝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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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皇
帝

後
唐

明
宗
皇
帝

五
代
史
職
方
考
帝
應
州
人
本
紀
父
電
爲
鴈

門
部
將
生
子
邈
佶
烈
以
騎
射
事
太
祖
爲
人
質
厚
寡
言

執
事
恭
謹
太
祖
養
以
爲
子
賜
名
嗣
源
莊
宗
時
以
功
拜

代
州
刺
史
旋
拜
相
州
刺
史
昭
德
軍
節
度
使
久
之
徙
鎭

安
國
同
光
元
年
徙
鎭
橫
海
拜
天
平
軍
節
度
使
蕃
漢
馬

步
軍
副
都
總
管
莊
宗
入
汴
拜
中
書
令
二
年
徙
鎭
宣
武

兼
蕃
漢
內
外
馬
步
軍
總
管
三
年
徙
鎭
成
德
同
光
四
年

趙
在
禮
反
於
魏
莊
宗
遣
嗣
源
討
之
三
月
壬
子
至
魏
甲

寅
軍
變
嗣
源
入
於
魏
與
在
禮
合
丁
巳
以
其
兵
南
入
汴

州
四
月
丁
亥
莊
宗
崩
己
丑
入
洛
陽
甲
午
監
國
朝
羣
臣

於
興
慶
宮
丙
午
始
奠
於
西
宮
皇
帝
卽
位
於
柩
前
甲
寅

大
赦
改
元
天
成
二
年
正
月
更
名
亶
五
年
改
元
長
興
四

年
十
一
月
崩
於
雍
和
殿
年
六
十
七
帝
卽
位
時
春
秋
已

高
不
邇
聲
色
不
樂
遊
畋
在
位
十
年
於
五
代
之
君
最
爲

長
世
兵
革
粗
息
年
屢
豐
登
生
民
實
頼
以
休
息
云

愍
皇
帝

本
紀
名
從
厚
明
宗
第
五
子
爲
人
形
質
豐
厚
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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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言
好
禮
明
宗
以
其
貌
類
已
特
愛
之
天
成
二
年
以
檢
校

司
徒
拜
河
南
尹
判
六
軍
諸
衞
事
加
檢
校
太
保
同
中
書

門
下
平
章
事
三
年
出
爲
宣
武
軍
節
度
使
四
年
徙
鎭
河

東
長
興
元
年
封
宋
王
徙
鎭
成
德
四
年
十
一
月
秦
王
從

榮
得
罪
死
明
宗
病
甚
遣
宦
者
孟
漢
瓊
召
王
於
鄴
而
明

宗
崩
祕
其
喪
六
日
十
二
月
癸
卯
朔
發
喪
於
西
宮
皇
帝

卽
位
於
柩
前
羣
臣
見
於
東
階
復
於
喪
次
丙
午
成
服
於

西
宮
明
年
改
元
應
順
潞
王
從
珂
反
兵
潰
出
居
於
衞
州

爲
從
珂
所
弑
晉
高
祖
卽
位
諡
爲
愍
皇
帝

炳
按
文
獻
通
考
莊
宗
以
後
唐
爲
唐
之
嗣
明
宗
又
以
金

城
之
支
爲
莊
宗
之
嗣
雖
四
代
祖
考
曾
經
追
尊
立
廟
應

州
而
究
其
所
云
七
廟
者
以
後
唐
之
獻
祖
國昌

太
祖
克用

莊

宗
存勗

而
上
繼
唐
之
高
祖
太
宗
懿
宗
昭
宗
是
捨
其
祖
而

祖
人
之
祖
矣
且
以
朱
邪
三
世
與
唐
室
連
敘
昭
穆
尤
爲

非
禮
云
攷
五
代
史
本
紀
明
宗
高
祖
名
聿
曾
祖
名
敖
祖

名
琰
考
名
電
今
連
類
書
之
亦
足
爲
應
地
之
光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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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皇
后
公

主

附

五
代
晉

高
祖
皇
后
李
氏
唐
明
宗
女
初
號
永
寧
公
主
淸
泰
二
年
封

魏
國
長
公
主
自
廢
帝
立
常
疑
高
祖
必
反
三
年
公
主
自

太
原
入
朝
于
春
節
辭
歸
留
之
不
得
廢
帝
醉
語
公
主
曰

爾
歸
何
速
欲
與
石
郎
反
耶
旣
醒
左
右
吿
之
廢
帝
大
悔

公
主
歸
以
語
高
祖
由
是
益
不
自
安
高
祖
卽
位
公
主
當

爲
皇
后
天
福
二
年
三
月
有
司
言
皇
太

尊
號
已
正
請

上
寶
冊
太

高
祖
庶
母
劉
氏
也
高
祖
以
宗
廟
未
立
謙

抑
未
遑
七
年
夏
五
月
高
祖
已
病
乃
詔
尊
太

爲
皇
太

后
然
卒
不
奉
冊
而
高
祖
崩
故
后
訖
高
祖
世
亦
無
冊
命

出
帝
天
福
八
年
七
月
冊
尊
皇
后
爲
皇
太
后
太
后
爲
人

彊
敏
高
祖
常
嚴
憚
之
出
帝
馮
皇
后
用
事
太
后
數
訓
戒

之
出
帝
不
從
乃
及
於
敗
後
從
出
帝
北
徙
崩
於
建
州
五代

史

宋仁
宗
皇
后
郭
氏
其
先
應
州
金
城
縣
人
平
盧
節
度
使
崇
之

孫
也
天
聖
二
年
立
爲
皇
后
初
帝
寵
張
美
人
欲
以
爲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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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皇
子

後
唐

李
從
璟

明
宗
子
初
名
從
審
爲
人
驍
勇
善
戰
而
謙
退
謹

敕
從
莊
宗
戰
數
有
功
爲
金
槍
指
揮
使
明
宗
軍
變
於
魏

莊
宗
謂
從
璟
曰
爾
父
於
國
有
大
功
忠
孝
之
心
朕
自
明

信
今
爲
亂
軍
所
逼
爾
宜
自
往
宣
朕
意
毋
使
自
疑
從
璟

馳
至
衞
州
爲
元
行
欽
所
執
將
殺
之
從
璟
呼
曰
我
父
爲

亂
軍
所
逼
公
等
不
亮
其
心
我
亦
不
能
至
魏
願
歸
衞
天

子
行
欽
釋
之
莊
宗
憐
其
言
賜
名
繼
璟
以
爲
己
子
從
莊

宗
如
汴
州
將
士
多
亡
於
道
獨
從
璟
不
去
左
右
或
勸
其

逃
禍
從
璟
不
聽
莊
宗
聞
明
宗
已
渡

陽
復
欲
遣
從
璟

通
問
行
欽
以
爲
不
可
遂
殺
之
明
宗
卽
位
贈
太
保

秦
王
從
榮
明
宗
子
天
成
元
年
以
檢
校
司
徒
兼
御
史
大
夫

拜
天
雄
軍
節
度
使
同
中
書
門
下
平
章
事
三
年
徙
鎭
河

東
長
興
元
年
拜
河
南
尹
兼
判
六
軍
諸
衞
事
從
璟
死
從

榮
次
最
長
又
握
兵
柄
是
歲
秋
封
秦
王
故
事
諸
王
受
封

不
朝
廟
而
有
司
欲
重
其
禮
乃
建
議
曰
古
者
因
禘
嘗
而

發
爵
祿
所
以
示
不
敢
專
今
受
大
封
而
不
吿
廟
非
敬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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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道
也
於
是
從
榮
朝
服
乘
路
車
具
鹵
簿
至
朝
堂
受
冊

出
載
冊
以
車
朝
於
太
廟
京
師
之
人
皆
以
爲
榮
三
年
加

兼
中
書
令
有
司
又
言
故
事
親
王
班
宰
相
下
今
秦
王
位

高
而
班
下
不
稱
於
是
與
宰
相
分
班
而
居
右
四
年
加
尙

書
令
食
邑
萬
戸
又
加
天
下
兵
馬
大
元
帥
有
司
言
元
帥

或
統
諸
道
或
專
一
靣
自
前
世
無
天
下
大
元
帥
之
名
其

禮
無
所
考
按
請
自
節
度
使
以
下
凡
領
兵
職
者
皆
具
櫜

鞬
以
軍
禮
庭
叅
其
兼
同
中
書
門
下
平
章
事
者
初
見
亦

如
之
其
後
許
如
客
禮
凡
元
帥
府
文
符
行
天
下
皆
用
帖

又
升
班
在
宰
相
上
從
榮
大
宴
元
帥
府
諸
將
皆
有
頒
給

控
鶴
捧
聖
嚴
衞
指
揮
使
人
馬
一
匹
絹
十
匹
其
諸
軍
指

揮
使
人
絹
十
匹
都
頭
已
下
七
匹
至
三
匹
又
請
嚴
衞
捧

聖
千
人
爲
牙
兵
十
一
月
以
罪
被
害
於
河
南
府

許
王
從
益
明
宗
子
未
知
所
生
母
幼
養
於
王
淑

長
興
四

年
封
許
王
廢
帝
時
晉
高
祖
兵
入
京
師

與
王
匿
於
鞠

院
以
免
天
福
四
年
九
月
詔
以
郇
國
三
千
戸
封
唐
許
王

從
益
爲
郇
國
公
以
奉
唐
祀
服
色
旌
旗
一
依
舊
制
太
常

議
立
莊
宗
明
宗
愍
帝
三
室
以
至
德
宮
爲
廟
詔
立
高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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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太
宗
爲
五
廟
使
從
益
歲
時
主
祀
出
帝
時
契
丹
入
京
師

拜
從
益
爲
彰
信
軍
節
度
使
德
光
北
歸
留
蕭
翰
守
汴
州

漢
高
祖
起
太
原
翰
欲
北
去
乃
逼
從
益
權
知
南
朝
軍
國

事
漢
高
祖
擁
兵
而
南
遣
郭
從
義
先
入
京
師
殺
之
時
年

十
七
俱

見

五

代

史

炳
按
歐
陽
子
云
無
父
曷
生
無
君
曷
以
爲
生
而
世
之
言

曰
爲
忠
孝
者
不
兩
全
夫
豈
然
哉
君
父
人
倫
之
大
本
忠

孝
臣
子
之
大
節
豈
其
不
相
爲
用
而
又
相
害
者
乎
抑
私

與
義
而
已
耳
蓋
以
其
私
則
兩
害
以
其
義
則
兩
得
從
璟

之
於
莊
宗
知
所
從
而
得
其
死
矣
哀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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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王

後
唐

李
從
璨
明
宗
姪
初
爲
右
衞
大
將
軍
安
重
誨
用
事
自
諸
王

將
相
皆
下
之
從
璨
爲
人
剛
猛
不
能
少
屈
而
性
倜
儻
輕

財
好
士
重
誨
忌
之
明
宗
幸
汴
州
以
從
璨
爲
大
內
皇
城

使
會
以
事
爲
重
誨
奏
貶
房
州
司
戸
叅
軍
死
重
誨
誅
詔

復
其
官
贈
太
保

洋
王
從
璋
字
子
良
明
宗
姪
少
善
騎
射
莊
宗
時
將
兵
戍
常

山
聞
明
宗
兵
變
於
魏
亦
起
兵
據
邢
州
明
宗
卽
位
爲
捧

聖
左
廂
都
指
揮
使
改
皇
城
使
領
饒
州
刺
史
拜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徙
鎭
義
成
明
宗
幸
汴
州
以
事
坐
罷
爲
右
驍
衞

上
將
軍
居
久
之
出
鎭
保
義
徙
河
中
長
興
四
年
夏
封
洋

王
晉
初
徙
鎭
威
勝
降
封
隴
西
郡
公
從
璋
鎭
保
義
始
折

節
自
修
在
南
陽
頗
有
遺
愛
天
福
二
年
卒
年
五
十
一
子

重
俊
爲
虢
州
刺
史
坐
贜
後
爲
商
州
刺
史
以
罪
死

兗
王
從
温
字
德
基
明
宗
姪
初
爲
北
京
副
留
守
歴
安
國
忠

武
義
武
成
德
武
寧
五
節
度
使
長
興
四
年
封
兗
王
晉
高

祖
立
復
爲
忠
武
軍
節
度
使
開
運
二
年
徙
河
陽
三
城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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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於
官

涇
王
從
敏
字
叔
達
明
宗
姪
爲
人
沉
厚
寡
言
善
騎
射
初
從

莊
宗
爲
馬
步
軍
都
指
揮
使
兼
行
軍
司
馬
明
宗
入
立
遷

皇
城
使
保
義
軍
節
度
使
與
討
王
都
歴
鎭
橫
海
義
武
成

德
歸
德
保
義
昭
義
河
陽
長
興
四
年
封
涇
王
漢
高
祖
時

爲
西
京
留
守
封
秦
國
公
周
廣
順
元
年
卒
贈
中
書
令
諡

曰
恭
惠
以

上

俱

見

五

代

史

炳
按
五
代
史
明
宗
兄
弟
皆
不
見
於
世
家
而
有
姪
四
人

卽
志
中
所
載
者
是
也
歐
陽
永
叔
去
五
代
甚
近
沙
陀
世

次
俱
不
能
詳
其
爲
唐
家
人
傳
謂
太
祖
四
弟
皆
不
知
父

母
名
號
今
明
宗
諸
子
父
母
亦
不
得
列
其
名
氏
附
於
志

中
可
惜
也
攷
從
璋
卒
於
晉
天
福
二
年
從
温
卒
於
晉
開

運
二
年
從
敏
卒
於
周
廣
順
元
年
是
皆
以
皇
族
而
事
異

姓
者
然
五
代
時
眷
顧
深
重
保
位
全
身
者
指
不
勝
屈
豈

特
從
璋
諸
人
爲
然
哉

應
州
續
志
卷
之
六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