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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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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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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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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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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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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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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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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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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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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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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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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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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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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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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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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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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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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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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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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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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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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天

下

郡

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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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有

志

志

傳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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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地

非

名

勝

人

鮮

英

竒

則

紀

載

闇

而

弗

光

其

地

之

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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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光

紀

載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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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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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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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良

史

才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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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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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失

實

文

業

事

漏

獵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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徃

徃

踳

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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譏

大

雅

弗

尚

䘚

不

足

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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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而

稱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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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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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在

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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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周

為

焦

穫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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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史

漢

馮

翊

魏

之

間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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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號

三

輔

望

邑

其

嶻

嶭

之

峰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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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司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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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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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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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忠

憲

温

恭

毅

三

君

子

道

徳

事

功

鼎

峙

不

朽

餘

㕥

忠

良

賢

知

文

章

莭

義

輝

簡

編

而

重

鄊

國

者

未

可

更

僕

余

履

其

地

慨

然

逺

想

其

人

酉

冬

下

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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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

尹

月

瞻

張

侯

即

詢

邑

志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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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付

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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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試

則

裒

然

圅

㕥

示

余

余

受

而

讀

之

蒐

羅

富

有

殚

見

洽

聞

山

水

之

清

㳤

千

百

年

人

物

之

壮

偉

莫

不

奕

奕

熊

熊

震

耀

簡

冊

而

其

精

覈

雅

潔

又

逈

超

出

乎

尋

常

誌

乗

之

外

駸

駸

乎

直

入

古

良

史

之

室

而

窺

其

奥

於

戯

何

其

善

也

盖

侯

之

加

惠

原

邑

也

非

一

事

而

己

當

会

垣

徹

學

政

署

兹

邑

視

學

者

停

最

乆

余

従

京

師

来

喜

其

田

野

修

治

民

物

恬

熙

入

博

士

署

講

經

則

諸

弟

子

員

從

咸

温

文

儒

雅

恍

然

辟

雍

鐘

鼓

之

風

巳

邑

之

士

大

夫

為

余

言

吾

侯

興

廢

舉

墜

百

度

具

貞

此

濟

濟

者

侯

之

復

講

院

措

膏

火

所

資

而

育

之

者

也

此

者

侯

之

勤

撫

字

厚

寛

恤

所

子

畜

而

康

之

者

也

未

嘗

不

歎

西

京

循

績

復

見

于

兹

今

覩

志

中

載

侯

自

為

書

院

普

濟

堂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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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記

味

其

經

史

理

藝

之

箴

與

勤

儉

孝

友

之

訓

亮

哉

偉

乎

侯

之

本

學

術

為

治

術

者

言

之

物

行

之

則

矣

宜

邑

人

之

敦

崇

古

争

靈

鍾

毓

咸

蔚

起

㕥

副

其

盛

而

相

與

有

成

也

歟

抑

侯

之

自

序

有

云

古

使

者

輶

軒

所

經

輯

其

山

川

民

俗

政

治

得

失

歸

而

上

諸

朝

廷

矧

官

斯

土

者

版

籍

是

司

安

得

而

辝

夫

惟

引

為

巳

責

故

務

為

傳

可

而

又

擅

良

史

才

得

地

與

人

之

當

傳

者

而

傳

之

斯

志

之

必

傳

無

疑

也

而

余

謬

膺

釆

風

之

使

既

㕥

宻

邇

偹

稔

侯

賢

近

又

奉

有

學

臣

核

定

郡

邑

志

書

之

命

則

其

推

是

志

之

所

㕥

傳

而

質

言

之

無

敢

襲

虚

夸

溢

美

之

辭

以

率

爲

酬

應

者

亦

其

職

然

也

侯

謂

余

宜

序

書

㠯

正

之

乹

隆

丙

戍

盂

秋

掌

京

畿

道

監

察

御

史

提

督

陕

甘

學

政

前

翰

林

院

編

修

新

安

呉

綬

詔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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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三

原

縣

志

序

州

湯

社

為

孙

自

後

秦

所

謂

三

原

萬

夀

白

鹿

華

池

北

原

通

曠

靈

㳤

人

物

競

秀

為

近

省

冠

縣

昔

乃

明

王

端

毅

公

舊

志

康

熙

時

縣

令

李

君

前

志

雍

正

時

矦

君

續

之

大

略

偹

重

兹

鹵

江

張

君

集

成

舉

要

慨

然

有

慕

扵

康

對

山

之

志

武

功

者

以

簡

覈

之

才

追

芳

前

烈

志

求

将

以

鋟

板

属

序

扵

余

夫

纂

志

之

難

也

攷

证

不

博

則

典

故

闕

軼

遺

憾

者

或

又

其

文

辯

取

傳

會

以

為

美

觀

与

事

常

夫

实

君

子

弗

取

焉

細

繹

張

君

所

纂

為

劵

二

十

有

二

率

皆

取

材

經

史

殚

洽

見

闻

扵

焉

谿

田

通

志

購

乃

完

夲

旧

乘

所

逸

具

茟

扵

書

有

明

史

通

志

所

未

及

者

订

証

譁

贍

自

出

按

話

可

谓

博

勿

精

矣

至

其

體

例

诠

次

刪

削

繁

碎

名

以

類

從

野

疆

域

等

類

須

繪

事

以

明

者

皆

為

啚

扵

夲

之

前

以

符

尤

圖

右

書

之

莪

中

间

徴

引

必

典

据

古

書

原

攵

兢

兢

審

愼

懼

稍

杜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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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序

二

何

篤

也

方

今

聖

天

子

放

勲

欽

文

詔

脩國

史

各

省

郡

縣

志

之

有

關

纂

輯

者

皆

上

其

事

扵

史

舘

張

君

此

志

事

核

為

文

約

可

以

偹

朝

廷

之

採

择

矣

余

雖

遭

憂

旋

里

猶

拭

目

以

俟

其

風

化

之

成

也

是

為

叙

乾

隆

三

十

年

次

乙

酉

嘉

平

旦

事

之

長

白

富

躳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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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一

重

脩

三

原

縣

志

序

有

信

史

有

穢

史

筆

則

茟

削

則

削

是

非

不

謬

於

道

論

不

淆

於

俗

此

信

史

也

好

惡

狥

一

已

之

褒

貶

随

眾

人

之

意

權

衡

莫

㝎

好

醜

襍

登

甚

或

受

金

加

榮

索

米

立

傳

此

穢

史

也

故

作

史

者

不

獨

有

才

要

有

聖

賢

之

學

問

与

識

力

然

後

可

以

勝

任

而

無

難

郡

縣

圖

誌

亦

史

骵

也

大

之

則

天

文

地

理

散

見

於

中

小

之

而

一

名

一

物

亦

必

確

有

義

所

歸

而

後

茟

之

於

書

可

以

信

今

可

㕥

傳

後

固

非

從

爲

虚

襲

之

具

文

巳

也

原

邑

自

周

秦

㕥

迄

漢

唐

宻

邇

京

畿

名

人

勝

跡

何

可

偹

載

乃

自

漢

㕥

前

僅

有

傳

人

非

僅

有

之

夫

有

傳

之

者

也

不

必

藉

此

而

傳

也

詩

書

之

間

可

攷

而

識

也

北

宋

之

盛

何

㠯

亦

無

傳

人

豈

無

傳

人

夫

非

書

策

之

遺

漏

者

夛

欤

此

元

和

十

道

所

㕥

繼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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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二

輔

黄

啚

而

作

三

原

邑

乗

自

康

熙

乙

酉

年

山

陰

李

公

脩

後

甲

子

一

周

天

道

變

扵

上

人

事

於

下

竟

未

有

過

而

問

津

者

倘

遲

之

又

久

老

成

凋

謝

書

帙

散

亡

後

生

求

徃

事

不

免

追

前

跡

而

感

慨

問

遺

編

㕥

無

存

⺋

耳

夫

古

使

者

輶

軒

所

經

輯

其

山

川

民

政

治

得

失

歸

而

上

諸

朝

廷

㕥

偹

方

州

之

軫

問

矧

官

斯

土

者

版

藉

是

司

安

得

而

辞

諸

魏

不

敏

承

乏

兹

土

雖

諸

務

未

嫻

而

興

廢

舉

墜

夙

有

成

心

自

甲

申

到

任

殊

不

量

力

凢

所

㕥

哀

煢

獨

振

學

校

創

制

客

舘

新

建

縣

門

亦

旣

次

第

舉

行

矣

而

尤

難

其

事

者

惟

志

書

之

脩

曷

難

乎

爾

難

乎

衆

志

之

僉

同

處

難

於

秉

茟

之

得

其

人

幸

也

有

勇

于

從

事

不

吝

損

貲

者

若

而

人

有

眼

明

如

鏡

下

茟

如

山

不

瞻

狥

如

蚍

蜉

之

異

議

而

獨

㫁

独

行

者

若

而

人

月

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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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三

缺

訂

訛

整

就

緒

山

川

不

異

城

郭

依

而

一

經

洗

刷

煥

然

改

観

覺

山

川

亦

為

之

壮

色

也

人

物

之

已

徃

者

不

敢

輕

為

刪

除

後

来

者

要

必

求

其

实

際

或

為

之

㸃

綴

行

略

加

色

相

則

頬

上

三

毫

傳

神

阿

堵

而

人

物

亦

爲

之

生

其

光

采

也

至

於

著

作

名

萹

擇

其

尤

雅

者

兮

置

於

各

之

中

不

使

襞

積

于

一

圅

則

如

散

錦

如

列

采

而

滿

目

琳

琅

令

觀

者

賞

給

不

也

究

而

言

之

夫

亦

傳

其

所

可

傳

所

必

傳

与

夫

宜

傳

而

久

不

傳

而

不

傳

其

所

不

必

傳

不

當

傳

与

夫

雖

傳

如

弗

傳

者

而

已

他

何

長

之

足

擅

欤

王

震

川

云

揚

䧺

識

字

今

誰

及

疑

義

湏

煩

一

一

裁

蘓

長

公

亦

云

門

外

想

無

千

斛

米

墓

中

知

有

百

年

人

信

史

耶

穢

史

耶

識

者

必

有

辨

之

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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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四

乹

隆

三

十

年

歲

次

乙

酉

嘉

平

月

吉

旦

邑

令

豐

山

張

魏

撰



ZhongYi

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姓
氏

一

三

原

縣

志

纂

脩

姓

氏

總

裁

楊
應
琚

吴

逹

善

眀

山

提

督

陕

甘

等

學

政

内

閣

學

士

兼

禮

部

侍

郎

鍾

蘭

枝

提

督

陕

甘

䓁

學

政

掌

京

畿

道

監

察

御

史

吴

綬

詔

監

定

陕

西

西

安

䓁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布

政

使

湯

聘

陕

西

西

安

等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布

政

使

程

燾

陕

西

西

安

等

提

刑

按

察

使

司

按

察

使

秦

勇

均

陕
西
分
守
西
安
等

督
糧
兼
管
水
利
道

王
太
岳

陕

西

西

安

等

驛

傳

鹽

法

分

廵

鳯

邠

管

理

水

利

道

圖

桑

阿

西

安

府

知

府

富

躬

西

安

府

知

府

國

棟

署

西

安

清

軍

鹽

捕

同

知

漢

中

留

壩

督

捕

通

判

叚

宏

深

署

西

安

水

利

通

判

李

本

根

編

纂

三

原

縣

知

縣

張

魏

採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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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姓
氏

二

三
原
縣
縣
丞

李
實
薰

三
原
縣
典
史

張

瑛

討

論

原
任
儒
學
敎
諭

王
燕
龍

儒
學
訓
導

王

銑

考

訂

原
任
陽
曲
知
縣

劉
紹
攽

閲

舉
人

崔
鳯
威

貴
州
試
用
知
縣

李
卋
祥

原
任
平
樂
府
知
府

李

演

進
士

喬

墉

校

正

分
廵
道
銜

胡

瑛

增
生

馬
世
騊

候
銓
州
同

李

郁

圖

布
衣

李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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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目
錄

三

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目

錄

凡

例

卷

之

一

星

野

圖

建

置

疆

域

圖
形

勝

鄉

鎮

附

卷

之

二

山

川

圖
橋

梁

附

城

池

圖
鐘

樓

坊

巷

附

公

署
圖

貢

院

演

武

塲

卷

之

三

職

官

田

賦
户

口

課

税

附

卷

之

四

學

校
圖

入

學

數

學

田

書

院

祠

祀
壇

廟

祠

寺

觀

庵

卷

之

五

選

舉
薦

辟

科

貢

武

舉

将

材

封

䕃

掾

吏

卷

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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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目
錄

四

兵

防
驛

遞

附

屯

運
倉

儲

附

卷

之

七

水

利
圖

鄭

白

渠

清

峪

諸

渠

濁

峪

諸

渠

諸

泉

鹽

茶

卷

之

八

物

産
榖

杲

蔬

藥

貨

花

木

羽

毛

鱗

介

豸

風

俗

卷

之

九

祥

異
賑

恤

卷

之

十

名

宦
令

丞

簿

尉

諭

訓

卷

之

十

一

人

物

一
名

臣

人

物

二
忠

烈

人

物

三
勇

略

卷

之

十

二

人

物

四
賢

能

卷

之

十

三

人

物

五
理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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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目
錄

五

人

物

六
文

學

人

物

七
隠

卷

之

十

四

人

物

八
孝

行

人

物

九
義

行

人

物

十
方

伎

卷

之

十

五

人

物

十

一
節

婦

卷

之

十

六

人

物

十

二
烈

婦

人

物

十

三
賢

媛

備

考

卷

之

十

七

陵

墓

卷

之

十

八

古

蹟

典

籍
經

史

子

集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卷

之

二

十

藝

文

一
奏

䟽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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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目
錄

六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書

序

贊

賦

雜

著

卷

之

二

十

二

藝

文

三
詩



ZhongYi

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凡
例

一

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知

縣

事

豊

山

張

象

魏

擬

凡

例

一

直

省

志

書

各

有

體

要

宋

牧

仲

題

武

功

志

卷

尾

詩

云

簡

潔

居

然

並

馬

班

王

阮

蠶

尾

集

謂

前

明

郡

縣

之

志

無

愈

秦

者

而

文

簡

事

覈

訓

詞

爾

雅

無

如

康

對

山

之

誌

武

功

池

北

偶

談

又

稱

其

職

官

志

學

栁

子

厚

先

友

記

同

一

奇

格

葢

㕥
其

融

經

史

牢

籠

百

家

而

運

㕥
簡

古

之

茟

也

雖

未

可

學

歩

効

顰

而

參

之

太

史

㕥
著

其

潔

執

簡

者

知

所

從

事

矣

一

郡

邑

志

乘

率

略

古

詳

今

大

清

一

統

志

稿

定

自

徐

健

韓

纂

廬

折

衷

説

最

為

淵

洽

雍

正

八

年

勅

脩

陕

西

通

志

取

以

為

則

捃

摭

遺

文

罕

所

闕

漏

載

茟

之

師

資

也

而

簡

古

仍

衷

諸

對

山

焉

一

闗

中

歴

代

都

會

原

為

近

郊

勝

蹟

尤

多

舊

志

沿

襲

前

明

紀

載

寥

落

兹

復

蒐

羅

四

庫

上

下

古

今

未

敢

失

之

儉

陋

亦

豈

渉

於

獺

一

邑

雖

蕞

爾

朝

廷

六

典

具

焉

官

師

選

舉

禮

樂

兵

農

㕥
逮

鹽

茶

水

利

實

六

所

分

掌

也

其

因

時

調

劑

非

符

書

徴

信

不

敢

濫

登

一

古

者

左

圖

右

書

而

方

域

紀

載

直

曰

圖

經

誠

㕥
方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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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凡
例

二

鋭

非

事

弗

明

也

兹

於

星

野

疆

域

山

川

城

池

公

署

學

校

水

利

各

爲

圖

于

本

之

前

按

圖

考

書

庻

不

失

畫

沙

聚

米

之

意

一

各

俱

係

宏

綱

巨

目

其

中

有

相

附

者

如

形

勝

鄉

鎮

之

於

疆

域

橋

梁

之

于

山

川

坊

巷

之

于

城

池

户

口

課

税

之

於

田

賦

書

院

學

田

之

于

學

校

驛

遞

之

於

兵

防

倉

庾

之

于

屯

運

有

相

統

者

如

賑

恤

之

于

祥

異

義

實

相

不

便

區

分

失

之

繁

碎

一

一

之

中

有

必

應

區

分

者

亦

史

家

之

體

也

如

選

舉

物

産

名

宧

人

物

典

藉

藝

文

之

内

各

標

名

目

㕥
符

聚

羣

分

之

旨

一

學

校

之

聖

賢

位

次

籩

豆

詩

歌

訓

飭

士

子

文

皆

直

省

通

行

自

有

專

書

脩

志

者

每

多

濫

澄

千

家

雷

同

舊

志

未

載

今

亦

弗

增

一

意

在

誇

多

獵

取

傳

會

志

家

之

陋

也

兹

必

原

本

史

裁

確

有

典

据

引

用

古

書

原

文

者

每

條

之

下

註

出

所

引

書

名

其

有

摘

錄

古

書

融

會

成

文

者

即

於

行

文

之

中

順

叙

書

名

至

前

明

及

近

代

人

物

已

見

明

史

已

見

通

志

而

質

以

本

地

之

聞

見

或

有

明

史

通

志

所

未

及

者

則

參

互

考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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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凡
例

三

㕥
成

篇

但

曰

載

明

史

載

通

志

而

已

舊

落

志

考

覈

失

實

者

必

訂

証

刪

削

之

於

本

後

作

按

語

以

識

之

一

引

用

通

志

四

部

馬

谿

田

馮

少

墟

賈

中

丞

及

勅

脩

通

志

也

引

用

縣

志

二

部

明

王

瑞

毅

屬

茟

常

州

儒

士

朱

昱

所

編

者

為

舊

志

康

熙

乙

酉

知

縣

李

瀛

所

編

者

為

前

志

又

雍

正

八

年

邑

人

梁

履

中

王

鈺

請

于

知

縣

侯

梁

增

續

人

物

之

後

者

為

續

志

分

别

註

明

覧

者

知

所

從

來

其

無

註

者

皆

新

編

也

一

勅

脩

通

志

時

㕥
谿

田

為

重

第

當

時

購

本

缺

其

一

冊

如

名

宦

之

龎

輔

邢

彪

趙

昂

理

學

之

周

廷

文

學

之

張

淵

隱

之

趙

昂

王

仲

智

仲

和

仲

良

義

行

之

賈

克

明

䓁
皆

通

志

前

志

所

今

於

藏

書

之

南

溫

氏

得

其

完

本

爲

增

補

一

名

宦

人

物

志

傳

略

于

史

傳

體

例

然

也

故

多

莭

錄

史

文

然

必

審

事

績

之

輕

重

文

法

之

當

然

不

得

任

意

割

裂

亦

不

淂

妄

增

一

字

一

詞

或

近

諛

傳

者

弗

信

名

宦

鄉

賢

生

同

時

者

著

作

載

之

政

行

不

書

棠

隂

月

旦

葢

有

待

也

一

善

善

欲

長

古

之

訓

也

孝

子

莭

婦

已

經

請

旌

者

據

實

書

之

至

於

寒

畯

幽

貞

孤

芳

久

著

雖

未

旌

表

而

潛

徳

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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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凡
例

四

亦

悉

登

焉

一

志

㕥
微

顯

闡

幽

苟

有

一

長

㫁
不

敢

没

惟

是

冗

長

者

節

之

文

不

雅

馴

辞

不

逹

意

者

潤

色

之

至

於

昔

人

之

嘉

言

懿

行

多

為

廣

搜

增

益

無

所

裁

省

一

仙

釋

本

列

異

端

幻

身

遯

跡

多

由

傳

會

或

出

其

術

㕥
衒

流

俗

而

已

附

方

技

於

人

物

之

末

祗

以

備

考

匪

㕥
矜

奇

一

藝

文

鴻

篇

鉅

什

美

不

勝

收

必

有

闗

于

二

十

五

者

方

敢

採

錄

然

亦

裒

然

富

矣

每

有

此

盈

彼

絀

之

患

如

前

志

名

宦

約

略

語

不

似

傳

體

而

其

事

散

見

于

去

思

記

輕

重

失

倫

兹

特

取

記

中

實

績

入

本

傳

兼

倣

史

叙

漢

文

之

切

於

各

者

亦

即

附

見

各

不

惟

藝

文

不

失

之

尾

大

而

各

亦

皆

有

考

証

不

致

寂

寥

矣

一

取

意

不

詮

次

無

倫

操

觚

家

弗

尚

也

兹

書

鍳

古

酌

今

厘

為

二

十

五

首

星

野

仰

觀

先

於

俯

察

也

七

政

齊

而

九

州

同

建

邦

設

都

故

受

之

㕥
建

置

有

建

置

而

廣

輪

奇

袤

形

焉

疆

域

因

之

分

矣

肇

州

者

必

封

則

山

川

繼

之

築

城

伊

淢

城

池

所

㕥
固

吾

圉

也

聽

政

者

偶

於

甘

棠

公

署

所

㕥
常

厥

居

也

以

蒞

民

事

厥

惟

職

官

官

之

敷

政

厥

惟

敎

飬

則

壤

成

賦

厚

生

之

先

務

也

故

田

賦

次

之

衣

食

足

而

禮

壤

興

學

校

在

所

亟

矣

入

學

釋

菜

崇

徳

報

功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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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首
凡
例

五

祀

可

弗

講

欤

升

于

司

徒

者

不

征

于

鄉

升

于

學

者

不

征

于

司

徒

選

舉

相

表

裏

也

揆

文

敎

者

不

緩

于

武

衛

兵

防

其

可

忽

諸

兵

之

先

務

在

於

興

屯

顧

屯

㕥
實

邉

方

而

㕥
備

旱

潦

以

通

民

用

溝

洫

貨

賄

所

業

資

也

故

水

利

也

後

鹽

茶

物

産

相

因

及

而

五

方

之

風

氣

不

齊

五

行

之

休

咎

異

微

風

風

俗

與

祥

異

迭

見

涖

此

土

而

歌

父

母

頌

神

君

者

名

宦

也

生

此

土

而

鍾

靈

毓

秀

光

一

時

傳

後

世

者

人

物

也

乃

時

異

代

更

一

杯

猶

存

雲

散

風

流

遺

跡

宛

在

所

㕥
享

祀

憑

吊

感

慨

係

之

者

匪

淺

鮮

也

故

墓

與

古

蹟

並

傳

名

山

石

室

之

藏

言

不

與

人

俱

徃

也

典

籍

至

今

存

矣

畸

行

遺

言

稗

官

所

紀

軼

事

猶

可

陳

乎

若

夫

文

章

華

國

上

至

天

文

下

逮

地

理

登

髙

作

賦

臨

流

興

懐

以

及

俯

仰

古

今

指

陳

利

弊

尤

二

十

五

之

總

括

故

終

之

以

藝

文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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