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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無

隘

口

廣
寧
鎭

東
至
三
岔
河
三
百
里
東
北
至
屬
國
福
餘
衞
界
三
百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七

五
十
里
南
至
海
岸
二
百
三
十
里
東
南
至
平
洋
橋
一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一
片
石
四
百
五
十
里
西
北
至
大
寧

故
城
四
百
八
十
里
北
至
屬
國
泰
寧
衞
界
三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山
海
關
五
百
五
十
里

廣

寧

城

東

至

平

洋

舖

抵

海

州

界

一

百

里

西

至

牽

馬

嶺

義

州

界

六

十

里

南

至

大

凌

河

義

州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衝

平

山

九

十

里

屬

下

鎭

遠

堡

等

各

隘

口

延

袤

二

百

二

十

七

里

　

鎭

武

城

自

西

寧

堡

東

抵

海

州

界

至

鎭

武

本

堡

西

抵

廣

寧

界

各

隘

口

延

長

一

百

五

里

　

義

州

城

東

至

廣

寧

醫

巫

閭

山

五

十

里

西

至

牛

心

山

邊

界

六

十

里

南

至

廣

寧

十

屯

蛤

蜊

河

界

七

十

里

北

至

駱

駝

嶺

廣

寧

界

六

十

里

属

下

大

定

堡

等

各

隘

口

延

袤

一

百

五

十

四

里

　

錦

州

城

東

至

大

凌

河

四

十

里

西

至

寕

遠

衞

一

百

二

十

里

南

至

海

岸

五

十

里

北

至

義

州

解

山

界

五

十

里

西

北

至

舊

建

州

邊

界

一

百

五

里

属

下

六

興

堡

等

各

隘

口

延

袤

一

百

三

十

里

　

寧

遠

城

東

至

廣

寧

中

屯

杏

山

驛

界

八

十

里

西

至

前

屯

中

後

所

界

八

十

里

南

至

海

岸

二

十

里

北

至

松

山

堡

抵

錦

州

界

四

十

里

属

下

　

木

衝

等

各

隘

口

延

袤

一

百

八

十

三

里

　

廣

寧

右

屯

城

東

至

海

岸

三

十

里

西

至

大

凌

河

二

十

五

里

南

至

海

岸

三

十

里

北

至

十

　

三

十

五

里

　

前

城

屯

東

至

寧

遠

界

六

十

里

西

至

山

海

関

界

七

十

里

南

至

海

衞

岸

二

十

里

北

至

十

八

盤

山

邊

界

九

十

里

属

下

錦

州

堡

等

各

隘

口

延

袤

一

百

三

十

九

里

昌
鎭
形
勢

乘
障

居
庸
路

隘

口

一

十

八

居
庸
關

城

一

座

跨

兩

山

周

十

三

里

高

四

丈

二

尺

建

置

年

代

見

沿

革

灰
嶺
下

養
馬
峪

嘉

靖

十

五

年

建

　
虎
峪
口
　
德
勝
口

通

大

小

紅

井

柳

溝

來

騎

三

十

里

外

馬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八

蹄石

　
雁
門
口

木

口

窄

險

以

上

俱

緩

　
錐
石
口

寛

漫

三

十

里

外

闌

石

稍

險

迤

南

十

里

西

通

郭

家

莊

路

通

單

騎

　
賢
庄
口

通

永

寧

南

山

塔

兒

來

騎

東

北

通

白

龍

潭

險

本

口

路

窄

　
灰
嶺

口
俱緩

　
門
家
峪

通

白

龍

潭

來

騎

極

衝

以

上

二

路

隘

口

尙

多

內

口

不

守

者

不

載

　

以

上

俱

嘉

靖

十

五

年

建

　
邊
城
二
十
六
里

嘉

靖

三

　

附

十

年

建

墻
臺
七
座

八
達
嶺
下

于
家
衝

水

口

正

城

迤

東

一

空

通

單

騎

次

衝

正

則

水

口

通

大

川

平

漫

兩

山

　

迤

西

至

青

石

頂

墩

通

于

家

溝

俱

通

衆

騎

極

衝

餘

通

步

緩

　
化
木
梁

平

漫

中

三

墩

空

通

衆

騎

極

衝

餘

緩

　
黑
豆
峪

威靖

墩

至

衝

峪

墩

通

衆

騎

極

衝

餘

通

單

騎

衝

　

以

上

俱

永

樂

中

建

　
八
達
嶺
口

宏

治

中

建

自

熊

窩

頂

至

西

門

□

樓

平

浸

臨

大

川

通

衆

騎

極

衝

餘

通

步

緩

　
王
瓜
谷

趙

空

駝

墩

三

空

俱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水

口

寛

敞

南

北

石

門

地

高

衝

　
靑
龍
橋
東
口

通

西

頭

靑

龍

墩

迤

東

北

山

墩

迤

西

俱

乎

通

衆

騎

極衝

　
石
佛
寺
口

草

化

頂

迤

南

通

步

緩

　

以

上

俱

永

樂

中

建

　
邊
城
二
十
四
里

半
　

附

墻
臺
四
座

俱

嘉

靖

三

十

年

建

　
空
心
敵
臺
四
十
三
座

隆慶

二

年

至

萬

歴

元

年

節

次

建

石
峽
峪
下

糜
子
峪
口

正

關

峪

口

並

鎭

西

墩

至

南

山

墩

通

陳

家

墩

俱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餘

通

步

緩

　
石
峽

峪
口

城

東

頭

至

石

崖

子

口

通

單

騎

次

衝

西

山

墩

至

鎭

虜

墩

平

漫

通

單

騎

衝

　
花
家
窑

龍

芳

萊

溝

通

單

騎

衝

城

東

頭

至

西

頭

水

口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邊
城
十
六
座
　

附

墻
臺
十

座
俱

嘉

靖

三

十

年

建

　
空
心
敵
臺
二
十
五
座

隆

慶

三

年

至

萬

歴

元

年

節

次

建

黃
花
峪

隘

口

十

七

渤
海
所
下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九

大
榛
峪
口

永

樂

中

通

四

海

冶

木

口

通

步

緩

　
　
驢
鞍
嶺
口

通

步

緩

　
磨
石

口
二

道

關

弃

東

山

墩

空

心

口

通

衆

騎

極

衝

　

以

上

俱

永

樂

二

年

建

　
擦
石
口

嘉

靖

二

十

年

建

通

步

回
仙
峪
砦

永

樂

二

年

建

緩

　
賈
兒
嶺
口

嘉

靖

十

五

年

建

界

牌

□

迤

西

安

寧

臺

大

管

仲

渠

兩

口

安

至

德

勝

堂

通

步

緩

　
慕
田
峪
關

永

樂

二

年

建

迤

西

至

家

駝

至

界

牌

右

谷

墩

空

俱

平

漫

臨

大

川

通

衆

騎

極

衝

全

通

步

緩

　
邊
城
一
十
八
里
半
　

附

墻
臺
四
座

嘉

靖

三

十

年建

　
空
心
敵
臺
四
十
四
座

隆

慶

三

年

建

萬

歴

元

年

節

次

建

黃
花
鎭
下

棗
園
砦
口
　
石
城
峪
口

俱

通

步

緩

　
西
水
峪
口

通

永

寧

南

山

議

砲

兒

并

韓

家

川

通

衆

騎

極

衝

以

上

俱

永

樂

中

建

　
石
湖
峪
口

正

德

八

年

建

緩

　
撞
通
口

永

樂

二

年

建

外

窪

內

年

受

敵

極

衝

桃

園

東

西

墩

空

通

步

緩

　
鷂
子
峪
口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建

寛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本
鎭
口

嘉

靖

十

七

年

二

通

關

通

四

海

冶

來

驛

曲

二

道

關

往

西

南

通

路

寛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小
長

峪
口
　
大
長
峪
口

山

險

俱

永

樂

中

建

通

步

緩

　
南
冶
口

永

樂

二

年

建

通

步

緩

邊
城
五
十
五
里
半
　

附

墻
臺
二
座

俱

嘉

靖

三

十

年

建

　
空
心
敵

臺
二
十
九
座

隆

慶

二

年

至

萬

歷

元

年

節

次

建

　
戰
臺
黑
座

查

係

陵

寢

重

地

有

警

屯

駐

戰

兵

故

特

設

此

四

臺

云

橫
嶺
路

隘

口

三

十

九

白
羊
口
下

西
黃
鹿
院

正

城

正

安

并

西

安

俱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秋
樹
窪
　
東
黃
鹿
院

亦

俱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以

上

俱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建

　
桑
木
榆
　
石
頭
衝

俱緩

　
牛

臘
溝

通

大

川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以

上

俱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建

　
西
山
安
　
軟
棗
頂

俱水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樂

中

延

緩

　
邊
城
十
一
里

嘉

靖

三

十

年

建

　

附

四

十

四

年

𡑭

□

墻
臺
三
座

空
心
敵
臺
十
九
座

隆

慶

三

年

至

萬

歷

元

年

節

次

建

長
谷
城
下

轎
子
頂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建

平

漫

東

自

銀

銅

梁

西

墩

至

轎

子

頂

根

再

迤

西

至

黃

石

磋

通

衆

騎

衝

　
銀

銅
梁

東

墩

至

西

墩

山

頂

一

路

通

單

騎

衝

　
分
水
嶺

東

墩

至

西

墩

警

門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通

歲

緩

　
鏡
兒
谷
　
窟
窿
山

水

口

平

漫

通

騎

衝

　

俱

通

步

緩

　
沙
嶺
兒

自

茶

茅

駝

墩

至

沙

嶺

兒

戰

臺

東

西

安

俱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餘

緩

　
茶
芽
駝
墩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以

上

俱

永

樂

中建

　
邊
城
十
五
里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附

建

四

十

四

年

修

墻
臺
一
座
　
空

心
敵
臺
二
十
三
座

隆

慶

三

年

至

萬

歴

元

年

節

次

建

橫
嶺
下

廟
兒
梁
　
倒
翻
衝
　
姜
家
梁

俱

通

州

谷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小
山
口

溝

谷

通

革

騎

衝

　
鶯
窩
　

緩

　
陡
嶺
口

通

步

緩

　
大
石
溝
　
西
核

桃
衝
　
東
核
桃
衝
　
寺
兒
梁
　
火
石
嶺
　
西
凉
水
泉

□漫

通

衆

□

極

衝

　
東
涼
水
泉

山

口

迤

西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餘

通

步

緩

　
黃
石
崖

通單

步

緩

　

以

上

俱

永

樂

中

建

　
邊
城
三
十
一
里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附

建

四

十

四

年

修

墻

臺
三
座
　
空
心
敵
臺
二
十
八
座

隆

慶

三

年

至

萬

歷

元

年

節

次

建

鎭
邊
城
下

桂
枝
庵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建

　
秋
樹
窪
　
松
樹
頂
　
車
頭
溝

山

險

尖
山
頂

俱

通

步

緩

　
水
門
　
北
唐
兒
葊
　
南
唐
兒
葊

邊

外

水

口

空

濶

黑
衝
峪

以

上

俱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北

梁

通

步

緩

　

以

上

俱

嘉

靖

三

十

年

建

　
柳
樹
窪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一

永

樂

中

建

平

漫

通

衆

騎

極

衝

　
邊
城
二
十
一
里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附

建

四

十

四

年

修

墻
臺
五
座
　
空
心
敵
臺
三
十
二
座

隆

慶

三

年

至

萬

歴

元

年

節

次

建

各
路
城
堡

鞏
華
城
一
座

內

有

行

宫

景

泰

元

年

建

　
鎭
邊
城
一
座
　
橫
嶺
城
一

座
宏

治

十

八

年

建

　
長
路
城
一
座

正

德

十

五

年

建

　
白
羊
口
堡
一
座

景泰

元

年

建

　
居
庸
上
關
城
一
座

永

樂

□

年

建

　
八
達
嶺
城
一
座

宏治

十

八

年

建

　
黃
花
鎭
城
一
座

景

泰

元

年

建

　
渤
海
新
舊
官
城
二
座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建

　
南
口
門
堡
城
一
座

永

樂

二

年

建

　
岔
道
堡
城
一

座
八

達

下

極

衝

爲

居

庸

要

地

隆

慶

五

年

建

遼
鎭
形
勝

乘
障

陽
下

城

一

　

堡

□

十

四

中
遼
陽
城

洪

武

壬

子

年

建

　
鞍
山
驛
堡
　
長
店
舖
堡
　
皮
騎
堡

沙
河
舖
堡
　
甘
泉
舖
堡
　
八
里
舖
堡
　
爛
淈
舖
堡

首
山
舖
堡
　
板
橋
舖
堡
　
山
坳
舖
堡
　
拉
官
廳
舖
堡

俱緩

路
臺
二
十
四
座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建

隆

慶

六

年

萬

歴

元

年

節

次

增

修

　
東
路
馬

根
單
堡
　
散
平
峪
堡
　
　
一
堵
墻
堡
　
　
堵
堡

俱緩

　
淸

河
堡

衝

以

上

俱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建

　
張
其
蛤
蜊
佃
子
堡

萬

歷

元

年

建

緩

　
敵

臺
四
十
九
座
　
邊
墻
九
十
四
里

洪

武

中

設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修

　
西
路

張
勇
堡
　
長
勝
堡

俱衝

　
武
靖
營
堡

緩

　
長
定
堡
　
長
寧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二

堡
　
長
靜
堡

俱

衝

以

上

六

堡

洪

武

中

建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歴

二

年

節

次

修

　
長
安
堡

嘉靖

四

十

四

□

修

　

衝

　
敵
臺
八
十
二
座
　
邊
墻
一
百
七
十
里

洪

武

中

建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修險
山
下

堡

寛
佃
子
堡
　
散
等
堡

俱

萬

歷

元

年

建

　
雙
堆
兒
堡

同

西
馬
吉
堡

湯
站
堡

俱緩

　
靉
陽
堡
　
鎭
東
堡
　
長
嶺
堡

俱衝

　
長
佃

子
堡

亦

俱

萬

歷

元

年

建

　
艸
河
堡
　
鳳
凰
城
堡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改

爲

定

邊

衞

城

緩

　
鎭
夷
堡
　
靑
臺
峪
堡
　
甜
水
站
堡

俱緩

　
敵
臺
七
十

四
座
　
邊
墻
七
十
四
里

開
原
下

城

一

堡

十

開
原
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建

緩

　
淸
陽
堡
　
古
城
堡
　
慶
雲
堡
　
永

寧
堡
　
鎭
夷
堡
　
鎭
北
堡
　
靖
安
堡
　
威
遠
堡
　
松
山

堡
俱

衝

　

以

上

九

堡

俱

洪

武

中

建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歷

二

年

節

次

建

　
馬
市
堡

隆

慶

五

年

□

緩

路
臺
七
座
　
敵
臺
一
百
十
八
座
　
邊
墻
一
百
七
十
一
里

中
固
下

城

一

堡

二

中
固
城

永

樂

五

年

建

緩

　
東
路
紫
河
堡
　
西
路
定
遠
堡

俱

衝

以

上

二

堡

俱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歴

二

年

節

次

修

　
路
臺
四
座
　
敵
臺
二
十
九
座
　
邊

墻
六
十
里

鐵
嶺
下

鐵
嶺
城

遼

金

時

舊

址

洪

武

二

十

年

修

　
東
路
撫
安
堡

衝

　
西
路
鎭
西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三

堡
緩

　
曾
遲
堡

衝

　
平
定
堡
　
彭
家
灣
堡

俱

緩

以

十

五

堡

俱

隆

慶

丘

年

至

萬

歷

二

年

節

次

修

　
路
臺
七
座
　
敵
臺
三
十
五
座
　
邊
墻
五

十
二
里汛

河
下

城

一

堡

二

汛
河
所
城

正

統

四

年

建

　
東
路
白
家
衝
堡

緩

　
西
路
宋
家
泊

堡
衝

　

以

上

二

堡

俱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歷

二

年

節

次

建

修

　
路
臺
八
座
　
敵
臺
十
六

座
　
邊
墻
三
十
一
里

懿
路
下

城

一

堡

二

懿
路
所
城

永

樂

五

年

建

　
東
路
三
岔
兒
堡

衝

　
西
路
丁
字
泊

堡
緩

以

上

二

堡

俱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歷

二

年

節

次

建

　
路
座
十
座
　
敵
臺
二
十
一

座
　
邊
墻
六
十
六
里

瀋
陽
下

城

三

堡

十

中
路
瀋
陽
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建

隆

慶

三

年

修

　
奉
集
堡

緩

　
武
寧
營
堡

緩

　
東
路
抗
順
所
城

洪

武

十

七

年

修

　
會
安
堡
　
東
川
堡

俱衝

路
臺
七
座
　
敵
臺
三
十
九
座
　
邊
墻
二
十
六
里
　
兩
路

靖
遠
堡
　
長
營
堡
　
平
敵
堡
　
上
榆
林
堡
　
十
方
寺
堡

俱

衝

　

以

上

五

堡

洪

武

中

建

隆

慶

五

年

修

　
蒲
河
所
城

正

統

二

年

建

緩

　
路
臺
五
座

墩
臺
六
十
一
座
　
邊
墻
八
十
四
里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歷

二

年

節

次

建

鎭
武
下

永

寧

西

平

西

興

係

行

太

僕

寺

所

属

地

方

三

堡

分

管

於

此

共

堡

五

鎭
武
堡

衝

洪

武

中

建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修

　
西
寧
堡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修

　
西
平
堡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四

西
興
堡
　
平
洋
堡

隆

慶

五

年

建

　

俱

衝

　
路
臺
二
十
七
座
　
敵

臺
五
十
九
座
　
邊
墻
一
百
七
里

萬

歷

元

年

及

二

年

用

磚

石

包

砌

廣
寧
下

城

三

堡

一

廣
寧
城

洪

武

初

建

永

靖

中

修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重

修

　
閭
陽
峽
城
　
盤
山
驛
城

俱衝

　
高
平
堡

新增

正
安
下

堡八

正
安
堡
　
團
山
堡

俱

衝

　

以

上

　

堡

均

隆

慶

五

年

　
鎭
寕
堡
　
鎭
遠

堡
　
鎭
安
堡
　
鎭
靜
堡

俱

衝

嘉

靖

四

十

年

修

　
鎭
邊
堡
　
鎭
夷
堡

俱

衝

　

以

上

六

堡

均

洪

武

中

建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歷

二

年

節

次

修

　
墩
臺
七
十
九
座
　
邊

墻
一
百
七
十
二
里

萬

歷

元

年

二

年

用

磚

石

包

碟

義
門
下

城

二

堡

十

義
州
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建

正

德

重

修

　
牽
馬
嶺
驛

緩

　
大
淸
堡
　
大

靖
堡
　
大
寧
堡
　
大
平
堡
　
大
康
堡
　
大
安
堡
　
大
定

堡
俱

衝

　

以

上

城

堡

俱

洪

武

中

建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歴

二

年

節

次

修

　
戚
家
堡

衝

隆

慶

五

年

建

狗
河
砦
堡
　
大
順
堡

俱

衝

　

以

上

二

堡

俱

萬

歷

元

年

建

　
路
臺
八
座

敵
臺
一
百
二
十
座
　
邊
墻
百
五
十
六
座

萬

歷

元

年

二

年

用

磚

石

包

砌

錦
州
下

城

五

堡

六

錦
州
城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建

成

化

十

二

年

宏

治

十

七

年

節

次

修

　
松
山
所
城
　
大
凌

河
所
城

俱

宣

德

中

建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修

　
小
凌
河
城
　
杏
山
驛
城

俱緩

大
茂
堡
　
大
勝
堡
　
大
鎭
堡
　
大
福
堡
　
錦
昌
堡

俱

衝

隆

慶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五

五

年

建

　
大
興
堡

衝

　

以

上

各

堡

俱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歴

二

年

節

次

修

　
路
臺
十
七

座
　
墩
臺
九
十
七
座
　
邊
墻
一
百
四
里

寧
遠
下

城

五

堡

十

六

寧
遠
城

衝

宣

德

中

建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修

　
中
左
所
城
　
中
右
所
城

俱

衝

以

上

二

城

俱

宣

德

五

年

建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修

　
連
山
驛
城

衝

　
曹
庄
驛
城
　
椴

木
衝
堡
　
長
嶺
山
堡
　
沙
河
兒
堡
　
松
山
寺
堡
　
灰
山

堡
　
寨
兒
山
堡
　
白
塔
峪
堡
　
興
水
縣
堡
　
小
團
山
堡

仙
靈
寺
堡

俱衝

　
曲
尺
河
舖
堡
　
雙
樹
舖
堡
　
團
山
屯

堡
　
高
橋
舖
堡
　
王
刀
堡
　
五
里
橋
屯
堡

俱

緩

　

以

上

十

六

堡

俱

隆

慶

五

年

至

萬

歴

二

年

節

次

修

　
路
臺
三
十
二
座
　
墩
臺
一
百
五
十
五

座
　
邊
墻
二
百
二
里

萬

歷

元

年

二

年

用

磚

石

包

砌

前
屯
下

城

六

堡

二

十

四

前
屯
城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建

宣

德

正

統

中

節

次

修

　
中
後
所
城
　
中
前
所
城

俱

衝

以

上

二

城

俱

宣

德

三

年

建

　
高
嶺
驛
城
　
沙
河
驛
城
　
東
關
驛
城

俱緩

　
新
興
營
堡
　
三
通
溝
堡
　
黑
庄
巢
堡
　
錦
川
營
堡

高
臺
堡
　
瑞
昌
堡
　
平
川
營
堡
　
三
山
營
堡
　
永
安

堡
　
背
陰
陣
堡

俱

衝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建

　
鐵
塲
堡
　
八
里
舖
堡

下
馬
驛
屯
堡
　
石
河
舖
堡
　
永
豐
大
砦
堡
　
雙
墩
舖
堡

長
安
大
砦
堡
　
徐
官
屯
堡
　
古
城
砦
堡
　
王
二
庄
堡

祿
安
砦
堡
　
王
保
屯
堡
　
蔣
千
戸
屯
堡
　
鐵
嶺
堡

俱緩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六

路
臺
三
十
六
座
　
墩
臺
一
百
十
六
座
　
邊
墻
三
百
六
十

八
里

萬

歷

元

年

二

年

用

磚

石

包

砌

廣
寧
古
屯
下

城

三

堡

二

古
屯
城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建

永

樂

中

修

　
十
三
山
驛
城
　
鎭
湯
所
城

天順

中設

　
孫
忠
堡

緩

　
路
臺
二
十
四
座
　
墩
臺
十
一
座

金
州
下

城

十

七

　

以

後

四

處

堡

沿

海

堡

八

　

　

防

堡

地

方

無

邊

墻

金
州
城

洪

武

四

年

建

十

四

年

　

西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重

修

　

北

關
廂
城
　
木
場
驛
堡

旅
順
口
堡

俱

緩

洪

武

四

年

建

永

樂

十

年

修

　
望
海
堝
堡
　
黃
骨
島
堡

石
河
驛
堡
　
鹽
場
堡
　
牛
心
山
城
　
賽
歌
山
城
　
金
鹿

山
城
　
虎
洞
山
城
　
小
黑
山
城
　
中
頂
山
城
　
太
白
東

觜
山
城
　
島
山
城
　
成
兒
山
城
　
可
羅
山
城
　
縮
利
把

山
城
　
縼
城
山
城
　
望
高
山
城
　
鹿
子
山
城
　
歸
服
堡

紅
嘴
堡

俱

緩

　

以

上

二

堡

並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建

　
敵
臺
九
十
五
座

復
州
下

城

四

堡

二

復
州
城

洪

武

十

五

年

建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重

修

　
大
黃
山
城
　
呂
洪
山
城

駱
駝
山
城
　
欒
古
驛
城
　
羊
官
堡

俱緩

　
敵
臺
二
十
九
座

葢
州
下

城

二

十

三

堡

四

葢
州
城

緩

洪

武

五

年

建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修

　
熊
岳
堡
　
五
十
砦
堡
　
伏

兵
堡
　
岫
岩
堡
　
關
山
堡
　
曹
家
祚
子
山
城
　
鐵
鑛
山

城
　
永
寕
監
城

俱

緩

永

樂

七

年

建

嘉

靖

十

四

年

修

　
赤
山
城
　
猫
兒
嶺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七

山
城
　
霹
靂
山
城
　
西
家
山
城
　
壅
石
岩
山
城
　
氷
谷

山
城
　
黃
孛
羅
背
山
城
　
一
面
山
城
　
匾
山
城
　
石
丘

山
城
　
小
觀
觜
山
城
　
得
力
山
城
　
桂
羽
河
山
城
　
夾

河
山
城
　
馬
才
山
城
　
松
山
城
　
龍
潭
山
城
　
七
家
觜

山
城

俱緩

　
墩
臺
八
座

海
州
下

城

一

堡

三

海
州
城

洪

武

九

年

建

　
東
勝
堡
　
東
昌
堡
　
䊮
州
堡

俱

緩

路
臺
十
二
座
　
墩
臺
四
十
四
座
　
邊
墻
四
十
四
里

各
路
關
城

連
山
關

遼

陽

城

東

南

百

六

十

里

朝

鮮

入

貢

由

此

　
廣
順
關

開

元

城

東

七

十

里

靖

安

堡

地

方

撫
順
關

瀋

陽

城

東

北

撫

順

城

東

二

十

里

建

州

朝

貢

互

市

由

此

　
鎭
朝
關

　

陽

城

北

三

里

鎭
北
關

開

元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夷

人

朝

貢

互

市

由

此

　
新
安
關

開

元

城

西

六

十

里

慶

雲

堡

地

方

鎭
遠
關

廣

寧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夷

互

市

由

此

　
分
水
嶺
關

廣

寧

城

北

八

里

建

鎭

北

樓

三

間

旅
順
口
關

金

州

城

南

百

二

十

里

海

運

州

至

此

登

岸

　
梁
房
口
關

海

州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海

運

舡

由

此

入

遼

河

大
學
衍
義
補
　
今
京
師
切
近
邊
塞
所
恃
以
爲
險
固
者
內

而
太
行
西
來
一
帶
重
岡
連
阜
外
而
渾
蔚
等
州
高
山
峻
嶺

蹊
逕
狹
隘
林
木
茂
宻
以
限
敵
騎
馳
突
不
知
何
人
始
於
何

時
乃
以
薪
炭
之
故
營
繕
之
用
伐
木
取
材
折
枝
爲
薪
燒
柴

爲
炭
致
使
木
植
日
稀
蹊
逕
日
通
險
隘
日
夷
設
使
國
家
常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八

如
今
日
之
無
事
固
無
所
用
之
不
幸
一
旦
而
有
風
塵
之
警

將
何
以
扼
其
來
而
拒
其
八
乎
使
今
不
爲
之
限
制
臣
恐
日

甚
一
日
雖
有
智
者
不
能
善
其
後
矣
臣
請
下
工
部
稽
考
洪

武
永
樂
年
間
以
來
其
所
用
材
木
薪
炭
取
於
何
所
掌
於
何

人
凡
其
可
以
措
置
之
方
用
度
之
數
與
夫
愛
惜
減
省
之
節

目
一
一
以
聞
必
須
無
損
於
邊
關
無
𧇊
於
國
用
定
爲
經
久

之
計
其
事
雖
小
所
係
寔
大
考
諸
司
職
掌
於
工
部
抽
分
條

止
云
抽
分
竹
木
場
如
遇
客
商
興
販
竹
木
柴
炭
等
項
炤
例

抽
分
若
不
敷
奏
聞
定
奪
給
價
收
買
或
差
人
砍
辦
則
是

祖
宗
之
時
遇
有
營
造
不
敷
方
行
買
辦
然
亦
止
言
營
造
而

不
知
當
時
大
庖
之
爨
內
臣
之
炊
何
所
取
材
意
者
洪
武
之

初
建
都
江
南
沿
江
蘆
葦
自
足
以
供
時
之
用
也
蘆
葦
易
生

之
物
刈
去
復
生
沿
江
千
里
取
用
不
盡
非
若
木
植
非
十
數

星
霜
不
可
以
然
取
之
須
有
盡
時
生
之
必
待
積
久
况
今
近

甸
别
無
大
山
茂
林
不
取
之
邊
關
將
何
所
取
耶
夫
自
立
柴

廠
於
易
州
以
來
恒
聚
山
東
西
及
北
直
隷
數
州
民
夫
數
千

於
此
取
柴
炭
以
供
國
用
又
役
順
天
之
民
以
爲
挑
柴
夫
府

縣
添
設
佐
貳
官
以
專
管
之
又
特
　
勅
尙
書
或
侍
郎
一
員

以
總
督
之
此
事
非
特
今
朝
無
有
定
制
而
前
代
亦
所
未
聞

也
然
則
前
代
皆
不
舉
火
耶
古
之
人
必
有
善
處
之
法
然
而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十
九

史
籍
不
載
無
從
稽
考
意
者
以
爲
非
久
安
之
務
隨
時
置
宜

姑
取
足
用
正
不
必
顓
顓
設
官
拘
拘
督
責
因
吾
口
食
之
奉

以
奪
民
衣
食
之
資
也
爲
今
之
計
宜
務
設
易
州
柴
廠
於
近

京
之
地
散
遣
丁
夫
各
還
原
籍
較
其
州
縣
大
小
人
民
多
寡

定
其
薪
炭
之
數
分
派
輸
納
內
外
衙
門
每
歲
定
爲
限
期
俾

依
時
運
納
一
入
戸
部
糧
草
例
取
納
完
通
關
以
凭
稽
考
又

必
痛
爲
禁
革
除
去
印
烙
苟
薪
柴
可
以
燃
燎
卽
予
收
貯
不

必
問
所
從
來
限
以
式
㨾
如
宋
之
末
世
所
取
之
炭
必
如
核

桃
紋
鸕
鶿
色
以
困
吾
民
也
如
此
非
獨
可
以
爲
邊
關
之
必

固
而
京
畿
及
山
東
西
之
民
亦
可
以
稍
甦
矣
雖
然
木
生
山

林
歲
歲
取
之
無
有
已
時
苟
生
之
者
不
繼
則
取
之
者
盡
矣

竊
恐
數
十
年
後
其
物
日
少
其
價
日
增
吾
民
之
採
辦
者
愈

不
堪
矣
臣
又
竊
有
一
見
請
於
邊
關
一
帶
東
起
山
海
以
次

而
西
於
其
近
邊
內
地
隨
其
地
之
廣
狹
險
易
沿
山
種
樹
一

以
爲
炭
柴
之
用
一
以
爲
邊
寨
之
蔽
於
以
限
敵
人
之
馳
騎

於
以
爲
官
軍
之
伏
地
每
山
阜
之
側
平
衍
之
地
隨
其
地
勢

高
下
曲
折
種
値
榆
柳
或
三
五
十
里
或
七
八
十
里
若
其
地

係
民
產
官
府
卽
於
其
近
便
地
撥
與
草
塲
及
官
地
如
數
還

之
共
不
願
得
地
者
給
以
時
價
除
其
租
稅
又
先
行
下
法
司

遇
有
犯
罪
例
應
罰
贖
者
定
爲
則
例
徙
三
年
者
種
樹
若
干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二
年
者
若
干
杖
笞
以
下
以
次
遞
減
照
依
繕
工
司
運
木
和

炭
事
例
就
俾
專
業
種
樹
之
人
當
官
領
價
認
種
某
樹
若
干

長
短
大
小
皆
爲
之
度
以
必
成
爲
效
有
枯
損
者
仍
責
其
賠

其
所
種
之
木
必
相
去
丈
許
列
行
破
縫
叅
差
蔽
虧
使
敵
馬

不
得
直
馳
官
軍
可
以
設
伏
仍
行
委
所
在
軍
衞
有
司
設
法

看
守
委
官
巡
視
歲
遣
御
史
一
員
督
察
不
許
作
踐
砍
伐
違

者
治
以
重
罪
待
其
五
七
年
茂
盛
之
後
歲
一
遣
官
採
其
枝

條
以
爲
薪
炭
之
用
如
此
則
是
國
用
因
之
以
紓
民
困
因
之

以
解
而
邊
徼
因
之
以
壯
固
矣
又
今
京
城
軍
民
百
萬
之
家

皆
以
石
煤
代
薪
除
大
官
外
其
惜
薪
司
當
給
薪
者
不
過
數

千
人
之
煙
爨
無
京
民
百
分
之
一
獨
不
可
用
石
煤
乎
倘
以

爲
便
乞
下
辦
納
挑
運
州
縣
計
其
買
辦
雇
覓
工
價
所
費
幾

何
俾
其
辦
價
送
官
量
給
與
之
市
石
煤
以
爨
是
亦
良
便

王
嘉
謨
北
山
遊
記

自
高
良
橋
水
度
至
白
浮
瓮
山
出
薊
縣
境
瓮
山
斜
界
百
望

星
山
也
南
阻
西
湖
神
臯
蘭
若
皆
峙
焉
北
通
燕
平
叢
叢
𥓔

磈
背
而
去
者
百
里
猶
見
其
峯
焉
是
宜
禾
黍
山
之
陽
有
祠

高
十
五
丈
登
之
可
以
望
京
師
可
以
觀
東
潞
出
百
望
十
里

爲
長
樂
河
河
水
不
甚
濶
而
駛
又
北
二
里
爲
五
斗
潭
潭
甚

員
僅
丈
許
腐
草
罨
之
深
不
可
測
或
云
是
有
物
焉
有
兩
牛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一

鬪
而
飮
陷
於
潭
輙
不
可
得
又
北
十
里
爲
灌
名
駐
驆
山
在

焉
其
山
長
西
北
袤
凡
二
十
里
石
砦
壁
立
高
可
十
餘
丈
蹲

㳫
欹
危
如
墜
如
挽
前
臨
平
川
一
望
無
際
狐
猴
時
隱
狽
鳥

悲
號
行
者
凛
凛
西
望
白
虎
站
深
若
天
井
湛
碧
難
盡
山
之

上
有
臺
是
名
栖
雲
金
章
宗
嘗
遊
焉
登
臺
而
嘯
題
石
而
嘆

下
而
觀
於
野
葢
燎
而
獵
焉
召
其
酋
長
大
人
擊
球
俄
而
自

擊
也
乃
嘆
曰
美
哉
乎
而
誰
見
之
山
下
石
床
石
釜
俱
存
山

之
西
有
洞
是
名
寒
崖
勢
甚
奧
邃
中
多
異
草
竒
石
灌
木
隨

風
揚
芬
四
望
則
惟
北
多
岨
云
壽
官
之
成
也
上
自
狹
付
遊

於
渾
河
是
嘗
駐
驆
自
駐
驆
而
北
皆
崇
山
也
連
涰
匼
匝
又

砂
礫
延
縣
岩
中
白
石
嶄
嶄
春
夏
雨
潦
則
成
巨
浸
樵
採
不

達
又
北
二
十
里
許
乃
從
西
折
斜
入
南
谷
有
聚
焉
是
名
漆

園
園
之
南
有
山
焉
是
名
雅
思
是
山
也
幽
晦
多
霧
富
有
果

蓏
山
陷
而
爲
坎
有
池
焉
浚
洌
如
露
是
名
露
池
有
比
丘
一

人
土
人
敬
事
之
自
園
而
出
再
由
走
集
西
十
里
本
爲
高
峯

崖
下
有
泉
遶
其
聚
四
面
皆
山
蔚
洞
森
蕭
矌
如
也
又
西
北

十
里
許
爲
淸
水
澗
是
澗
也
兩
山
如
門
行
可
二
十
里
山
皆

竒
峭
巃
嵸
山
中
飛
泉
滮
水
或
泱
地
或
分
流
淙
泊
樹
木
之

間
推
激
岩
崖
之
穴
靑
如
亂
鬈
白
如
吹
絮
仰
視
重
峯
時
有

孤
石
之
楬
楬
沉
暗
迷
離
天
氣
日
曀
崖
間
百
合
忍
冬
索
杜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二

牛
嬭
相
思
郁
薁
黃
精
唐
球
之
屬
渗
味
扶
芳
飄
紅
隕
翠
斐

沫
擊
杖
墜
而
復
赴
新
實
含
濡
落
而
不
變
竒
禽
異
羽
嚶
嚶

蒲
耳
鳥
窠
雉
囮
遍
其
岩
穴
山
鹿
之
毳
豪
猪
之
毛
丰
茸
隨

風
訢
訢
而
行
高
高
莫
極
有
顚
焉
名
曰
鰲
魚
又
西
里
許
山

益
峻
有
蘭
若
二
焉
上
曰
松
陽
下
曰
金
鷹
其
上
多
松
合
抱

而
數
丈
者
有
之
杯
遫
者
萬
計
登
之
而
望
則
大
山
屏
嶂
豁

然
斜
開
則
金
鷹
在
焉
金
鷹
下
控
大
岩
岩
吐
百
大
雁
而
爲

朔
决
而
東
堤
是
爲
淸
水
之
源
迤
邐
而
東
下
山
折
阪
而
南

蓊
然
紅
赩
紡
紼
有
光
有
逕
焉
曰
六
十
屈
折
汙
邪
黃
蘆
白

沙
之
間
可
六
十
折
舟
由
是
集
又
西
有
徑
曰
十
八
盤
息
壤

如
金
鬱
勃
而
立
狹
可
容
人
可
十
八
折
登
顧
徘
徊
西
則
植

立
夾
峙
不
暇
停
足
頫
視
斜
柯
橫
枝
匝
藤
蘿
而
舞
鵾
雀
者

深
深
莫
極
旁
睨
則
北
山
矗
矗
一
陰
一
陽
閃
倐
孤
日
含
濡

雲
彩
山
之
上
平
衍
西
五
里
有
嶺
焉
是
曰
長
城
蒼
黯
高
竦

下
視
前
坂
其
顚
瓦
礫
縱
橫
微
有
雉
堞
剝
日
沆
莽
是
曰
秦

皇
之
址
有
泉
出
焉
是
曰
馬
跑
苞
稂
覆
之
將
病
矣
又
西
二

里
有
臺
焉
是
曰
了
思
衡
可
二
畞
高
可
數
仞
莎
蘋
翳
之
楸

檀
桕
栢
之
木
宛
宛
相
搆
登
之
可
望
四
方
斗
絕
有
足
懷
者

下
臺
而
西
又
十
里
皆
峻
嶺
也
判
爲
中
路
岩
之
兩
間
如
榭

如
障
如
層
搆
深
臧
如
旨
苕
盤
亘
花
實
齊
秀
風
　
並
響
遠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三

聞
伐
木
嶷
嶷
畱
滯
有
巔
焉
是
名
灰
嶺
險
特
倍
於
長
城
石

如
合
粉
無
樹
木
大
石
嵯
嵯
吹
籟
揚
塵
則
紛
溶
而
起
百
里

可
見
了
了
如
雪
路
口
如
甔
甀
一
線
孤
路
瑩
照
通
川
下
山

有
城
焉
是
曰
鎭
邊
之
廢
邑
又
西
八
里
許
有
城
焉
是
曰
鎭

邊
兩
旁
皆
山
圍
之
其
南
曰
碧
駕
之
山
曰
通
明
之
山
其
北

曰
鷹
場
之
山
曰
涔
落
之
山
有
湖
焉
小
而
深
在
碧
駕
之
岩

團
結
不
見
每
多
異
草
中
有
亦
鯉
盈
尺
春
夏
之
交
山
水
增

流
則
湖
益
淸
可
見
是
曰
合
抱
之
湖
鎭
邊
岩
邑
也
居
人
僅

可
百
數
地
寒
不
能
五
穀
五
畜
勞
羸
不
甘
兵
雜
其
間
狡
猾

難
治
西
十
里
有
堠
曰
唐
耳
背
據
太
白
下
視
懷
來
煙
波
杳

褭
足
爲
天
險
樓
堞
固
溝
洫
浚
軍
械
精
睨
橫
嶺
而
斜
界
居

庸
可
瞰
燕
平
鎭
邊
廢
邑
其
南
皆
山
也
中
爲
衢
路
其
東
曰

太
華
之
岩
其
西
曰
小
神
之
山
曰
靑
利
之
山
岩
分
形
如
太

華
其
地
四
岩
有
洞
焉
最
深
杳
土
人
嘗
登
之
取
宿
鳥
忽
有

雙
鶴
飛
鳴
是
爲
鳴
臯
之
洞
南
可
十
里
有
聚
焉
曰
長
峪
又

西
五
里
有
岩
曰
德
朦
又
曰
鳳
凰
上
有
蘭
若
焉
是
山
也
威

行
距
絕
抵
此
而
窮
四
面
環
匝
山
可
六
十
丈
磴
道
半
之
登

之
每
顧
則
山
形
變
蘭
若
已
圮
然
盤
結
秀
竦
下
視
三
山
側

側
欲
合
東
望
長
峪
蔚
然
開
陽
其
左
岩
谷
尤
峻
石
稍
擁
出

山
下
有
泉
焉
源
源
可
二
十
里
達
於
渾
河
照
映
蕭
瑟
町
畦



 

卷
十
一

北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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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滉
然
據
岩
而
立
終
日
無
人
山
之
上
竒
樹
薪
寔
甘
香
飂
䫻

背
秋
涉
冬
空
穴
蕭
然
萬
碧
俱
立
山
之
上
有
臺
焉
登
之
而

望
則
蹙
然
兩
山
蘭
若
閉
藏
不
可
俯
見
是
曰
隱
鷲
之
山
臺

之
西
有
洞
焉
小
而
隘
可
容
數
人
門
有
古
松
閉
之
坐
其
中

以
瞻
西
峯
如
有
指
掌
中
壁
刻
觀
音
大
士
像
鐫
刻
甚
深
是

曰
觀
音
之
洞
又
曰
孤
松
之
岩
蘭
若
講
堂
中
有
頻
婆
三
株

大
可
合
抱
翠
葉
多
子
團
圞
數
丈
眞
可
竒
也
山
之
南
有
巔

焉
曰
西
峪
可
以
入
沿
河
山
之
下
有
碑
不
可
辨
自
長
峪
而

東
可
二
十
里
有
聚
焉
曰
菩
薩
塹
有
祠
焉
是
祠
菩
提
葢
古

人
有
乞
者
衆
食
之
俄
而
怒
焉
乃
殺
之
剖
而
食
猶
生
故
民

神
之
是
爲
祠
也
有
蘭
若
焉
曰
白
馭
是
山
也
險
倍
灰
嶺
不

通
行
者
幽
阻
凄
靄
杳
然
可
托
有
壇
焉
幢
設
於
上
皆
紫
英

之
石
爛
若
丹
霞
有
銀
杏
二
樹
大
可
盈
抱
芬
盛
多
子
出
山

而
北
有
山
焉
是
曰
白
鶴
其
峯
岫
廻
遶
不
易
語
也
其
中
有

白
色
皬
然
狀
如
鶴
著
於
石
上
又
折
而
東
則
走
高
鶴
北
山

自
高
梁
至
德
勝
共
一
百
八
十
里
小
山
至
衆
記
者
二
十
鳥

有
紅
鴉
沙
雞
文
雉
半
翅
獸
有
虎
豹
竒
裏
狼
野
千
百
駁
豪

猪
鬼
草
樹
多
竒
有
山
曰
靑
華
下
可
萬
丈
西
通
四
方
土
人

言
一
月
之
交
　
每
有
醜
形
竒
物
且
飛
且
走
衘
尾
而
西
獵

人
莫
敢
近
也
又
言
三
伏
每
雨
羣
山
出
流
大
石
浮
浮
馬
奔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五

麕
至
有
如
雷
霆
仰
視
碧
駕
鷹
晝
之
山
崒
在
雲
霧
戍
樓
畫

晦
飛
雲
積
煙
片
片
入
戸
連
月
不
霽
實
神
京
之
奧
區
山
川

之
都
會
也

舊
唐
書
宋
慶
禮
傳
初
營
州
都
督
府
置
在
柳
城
控
帶
奚
契

丹
則
天
時
都
督
趙
文
翽
政
理
乖
方
兩
蕃
反
叛
攻
陷
州
城

其
後
移
於
幽
州
東
二
百
里
漁
陽
城
安
置
開
元
五
年
奚
契

丹
各
欵
塞
歸
附
元
宗
欲
復
營
州
於
舊
城
侍
中
宋
璟
固
爭

以
爲
不
可
獨
慶
禮
盛
陳
其
利
乃
詔
慶
禮
及
太
子
詹
事
姜

師
度
左
驍
衞
將
軍
邵
宏
等
充
使
更
於
柳
城
築
營
州
城
興

役
三
旬
而
畢
俄
拜
慶
禮
御
史
中
丞
兼
檢
校
營
州
都
督
開

屯
田
八
十
餘
所
追
拔
幽
州
及
漁
陽
淄
靑
等
戸
并
招
輯
商

賈
爲
立
店
肆
數
年
間
營
州
倉
廪
頗
寔
居
人
漸
殷
七
年
卒

太
常
傅
士
張
星
議
曰
宋
慶
禮
太
剛
則
拆
至
察
無
徒
有
事

東
北
所
亡
萬
計
所
謂
害
於
而
家
凶
於
而
國
按
諡
法
好
巧

自
是
曰
專
請
諡
曰
專
禮
部
員
外
郞
張
九
齡
駁
曰
慶
禮
在

人
苦
節
爲
國
勞
臣
一
行
邊
陲
三
十
年
所
戸
庭
可
樂
彼
獨

安
於
傳
遞
稼
穡
爲
艱
又
能
寔
於
軍
廪
莫
不
服
勞
辱
之
事

而
匪
懈
其
心
守
貞
堅
之
規
而
自
盡
其
力
有
一
於
此
人
之

所
難
况
營
州
者
鎭
彼
戎
夷
扼
喉
斷
臂
逆
則
制
其
死
命
順

□
爲
其
主
人
是
稱
樂
都
其
來
尙
矣
往
緣
趙
文
翽
作
牧
馭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六

之
非
才
自
經
隳
廢
便
長
宼
孽
故
二
十
年
來
有
事
東
鄙
僵

尸
暴
骨
敗
將
覆
軍
葢
不
可
勝
紀
大
明
臨
下
聖
謀
獨
斷
恢

祖
宗
之
舊
復
大
禹
之
迹
以
數
千
之
役
徒
無
甲
兵
之
强
衞

指
期
逐
往
禀
命
而
行
於
是
量
畚
築
執
鼛
鼓
親
總
其
役
不

愆
所
慮
俾
柳
城
爲
金
湯
之
險
林
胡
生
腹
心
之
疾
葢
爲
此

也
尋
而
罷
海
運
收
歲
儲
邊
庭
晏
然
河
朔
無
擾
與
夫
興
師

之
費
轉
輸
之
勞
較
其
優
劣
孰
爲
利
害
而
云
所
亡
萬
計
一

何
謬
哉
及
契
丹
背
誕
之
日
懼
我
犄
角
之
勢
雖
鼠
穴
自
固

而
駒
牧
無
侵
葢
張
皇
彼
都
繄
賴
之
力
也
安
有
踐
其
迹
以

制
其
寔
貶
其
諡
以
狥
其
虐
採
慮
始
之
謗
聲
忘
經
遠
之
權

利
義
非
得
所
孰
謂
其
可
請
以
所
議
更
下
太
常
庻
素
行
之

迹
可
尋
易
名
之
典
不
墜
者
也
星
復
執
前
議
慶
禮
兄
子
辭

玉
又
詣
闞
稱
𡨚
乃
諡
曰
敬

尹
耕
莘
地
理
考
論

立
國
宰
物
畫
野
分
疆
葢
自
五
帝
始
矣
然
尙
世
卽
人
以
爲

治
從
化
以
爲
俗
不
以
輻
員
較
廣
狹
也
逞
侈
勤
遠
其
秦
皇

漢
武
乎
是
故
論
治
者
戒
之
然
嘗
謂
秦
制
有
始
之
秦
者
有

不
始
之
秦
者
始
皇
漢
武
之
經
營
有
可
以
傳
之
後
世
者
有

不
可
以
傳
之
後
世
者
始
之
秦
者
罷
侯
置
守
銷
兵
徒
豪
傑

是
也
不
始
之
秦
者
啓
上
谷
雲
中
九
原
並
陰
山
歴
高
闕
以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七

爲
塞
也
不
可
傳
之
後
世
者
封
秦
山
祠
汾
陽
望
海
待
邊
是

也
可
傳
之
後
世
者
斥
匈
奴
嚴
隘
寨
增
北
戍
實
新
秦
是
也

而
後
世
之
君
志
荒
者
師
其
弊
滿
宴
者
忽
其
經
隋
煬
極
力

於
高
麗
唐
元
殱
良
於
黔
南
德
宗
受
維
州
之
降
則
以
守
信

爲
上
眞
宗
聞
靈
州
之
破
則
以
不
棄
爲
悔
乃
至
光
武
潘
美

忍
於
使
民
劉
琨
石
敬
塘
敢
於
割
地
嗚
呼
是
可
慨
也
故
嘗

謂
輿
地
大
勢
東
南
日
辟
而
西
北
漸
淪
人
事
大
較
東
南
易

墾
而
西
北
難
競
何
者
財
貨
之
所
出
竒
玩
之
所
供
得
之
者

足
以
上
諛
其
君
下
厚
其
殖
然
而
風
氣
孱
弱
士
馬
僅
文
進

有
勝
敵
之
名
退
無
蹙
賊
之
患
故
歲
幣
輸
於
匈
奴
而
尉
陀

之
使
不
廢
襄
鄧
廢
於
蒙
古
而
瓊
崖
之
竄
如
歸
好
逸
惡
勞

茹
柔
吐
剛
中
人
之
常
而
不
知
地
形
有
首
領
人
事
有
機
要

損
首
領
失
機
要
將
有
敗
壞
四
出
不
可
救
藥
者
矣
間
嘗
舉

天
下
論
之
而
証
之
以
往
迹
無
不
符
節
合
者
也
葢
上
谷
廣

寧
雲
中
九
原
之
門
戸
不
固
則
晉
冀
靑
齊
河
洛
之
堂
宇
日

闚
晉
冀
靑
齊
河
洛
之
堂
宇
日
闚
則
吳
越
湖
襄
川
閩
之
室

奧
必
窒
矣
嗚
呼
此
地
理
之
所
以
考
也
此
秦
制
之
所
以
有

不
始
於
彼
而
始
皇
漢
武
之
經
營
有
可
以
傳
之
後
世
者
也

革
命
說

孔
子
傳
易
之
說
曰
湯
武
革
命
順
乎
天
而
應
乎
人
湯
之
有



 

卷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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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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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慙
德
也
曰
恐
後
世
以
台
爲
口
實
是
言
放
伐
自
湯
始
也
考

之
外
紀
神
農
氏
衰
黃
帝
與
榆
罔
戰
於
阪
泉
也
勝
之
則
似

不
始
於
湯
也
孔
子
何
以
云
然
而
口
實
必
於
湯
耶
嗟
夫
此

可
以
意
論
矣
上
古
之
時
有
君
長
而
無
氏
姓
也
及
其
有
氏

姓
而
無
國
號
也
有
國
號
而
無
帝
稱
也
君
臣
上
下
之
分
未

大
嚴
也
天
子
諸
侯
之
等
未
大
明
也
各
君
其
地
各
子
其
民

其
明
德
者
則
羣
走
而
質
成
之
於
是
乎
有
來
享
之
賓
其
所

質
成
者
不
敢
安
其
居
也
則
徧
走
而
撫
視
之
於
是
乎
有
出

狩
之
典
迨
其
德
之
衰
也
則
質
成
者
莫
來
而
撫
視
者
弗
能

舉
矣
所
謂
有
德
易
以
王
無
德
易
以
亡
也
其
王
也
不
必
以

傳
子
其
亡
也
亦
往
就
其
諸
侯
之
位
仍
不
失
其
先
之
所
世

守
是
故
有
改
號
而
無
絕
國
有
易
主
而
無
弑
君
也
德
足
以

服
人
而
天
下
自
服
之
則
爲
太
昊
爲
炎
帝
爲
黃
帝
德
不
是

以
服
人
而
力
爭
之
則
爲
共
工
爲
蚩
尤
力
爭
者
爲
戮
於
方

盛
而
天
下
無
惜
詞
德
服
者
奮
起
於
一
旦
而
天
下
無
難
色

此
古
之
所
以
爲
古
也
黃
帝
阪
泉
之
役
以
榆
罔
之
侵
暴
也

戰
而
勝
則
諸
侯
免
侵
暴
之
虐
天
下
之
志
得
而
黃
帝
之
志

亦
得
矣
尙
何
有
他
說
也
外
紀
稱
黃
帝
三
戰
得
志
遂
械
榆

罔
今
攷
之
炎
帝
子
孫
傳
祀
者
數
國
則
外
紀
爲
可
信
耶
嗟

乎
不
求
其
意
而
泥
其
迹
則
立
尸
而
祭
嫌
於
瀆
倫
釐
降
二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二
十
九

女
近
於
無
别
矣
豈
獨
阪
泉
之
役
哉
余
於
外
紀
所
言
黃
帝

習
用
干
戈
教
熊
罷
𧴀
貅
貙
虎
與
炎
帝
戰
之
類
咸
無
取
焉

愳
惑
人
也

黃
帝
作
合
宫

嗟
夫
德
至
黃
帝
可
謂
極
矣
昜
稱
垂
衣
裳
而
天
下
治
又
曰

通
其
變
使
民
不
倦
神
而
化
之
使
民
宜
之
其
斯
之
謂
極
乎

方
術
所
言
採
銅
鑄
鼎
扳
髯
隳
弓
事
世
主
莫
不
甘
心
而
諸

書
不
通
因
附
會
之
辭
也
又
其
言
曰
地
有
九
州
黃
帝
皆
治

之
後
世
德
薄
止
治
神
州
神
州
者
東
南
一
州
也
其
言
甚
放

無
可
取
者
雖
然
亦
有
說
焉
上
古
事
簡
而
民
純
黃
帝
德
盛

而
制
備
是
混
沌
之
始
開
人
文
之
大
同
也
其
所
威
服
自
應

及
遠
外
紀
曰
得
百
里
之
國
萬
歷
疑
有
主
焉
夫
東
至
於
海

南
至
于
江
亦
爲
狹
矣
而
曰
萬
國
則
西
北
所
至
遐
邈
矣
乎

以
今
觀
之
涿
鹿
東
北
之
極
陬
也
而
以
之
建
都
金
山
在
懷

來
城
北
而
以
之
合
符
則
當
時
之
藩
國
在
其
西
北
者
可
知

也
秦
漢
以
來
匈
奴
他
部
如
爾
朱
宇
文
之
類
往
往
祖
黃
帝

稱
昌
意
後
亦
一
証
也
嗚
呼
德
盛
者
流
光
其
黃
帝
之
謂
乎

我
　
朝
都
邑
與
涿
鹿
同
先
儒
所
謂
天
地
間
大
事
千
百
年

無
人
理
會
者
一
旦
有
之
矣
空
漠
北
之
戈
鋋
進
中
國
之
禮

樂
是
當
不
遠
期
也



 

卷
十
一

北

直

十

　
　
　
　
三
十

舜
都
潘
說

按

潘

古

文

作

番

宜

讀

鄱

濮

蒲

番

聲

相

近

古

字

通

英

布

起

於

番

稱

蒲

將

軍

是

也

大
舜
濮
人
也
而
曰
生
於
冀
都
蒲
也
而
曰
在
於
潘
此
千
載

所
疑
也
然
考
之
舜
生
於
堯
墟
其
側
微
也
耕
稼
陶
漁
在
於

雷
澤
河
濱
壽
邱
負
夏
率
皆
魯
衞
之
境
又
濮
州
有
歴
山
山

下
有
姚
城
則
舜
寔
濮
人
也
二
女
所
降
是
爲
嬀
汭
禹
貢
嬀

水
出
雷
澤
則
冀
州
者
舜
所
遷
也
而
謂
舜
爲
冀
人
史
誤
之

矣
夫
舜
旣
濮
人
則
濮
之
有
歴
山
是
而
濟
南
之
有
歴
山
靑

州
之
有
歴
山
吾
嬀
州
之
有
歴
山
皆
非
也
堯
之
都
也
史
曰

平
陽
舜
之
都
也
亦
曰
平
陽
又
曰
蒲
阪
史
近
之
矣
而
曰
都

潘
則
又
非
也
然
余
有
疑
焉
太
史
公
去
古
未
遠
其
言
曰
余

北
過
涿
鹿
長
老
皆
往
往
稱
黃
帝
堯
舜
之
處
張
守
節
曰
嬀

州
涿
鹿
城
在
山
側
黃
帝
堯
舜
之
所
都
也
皇
甫
謐
曰
舜
所

都
或
曰
潘
今
上
谷
也
夫
豈
無
故
而
爲
是
言
哉
嘗
謂
古
人

營
都
與
後
人
異
卽
其
生
聚
之
煩
托
之
以
出
號
令
宜
則
居

之
無
有
常
也
是
故
轘
轅
爲
衞
視
虎
豹
九
關
爲
甚
便
土
階

茅
茨
視
殿
闕
盤
鬱
爲
甚
易
內
官
周
於
御
外
關
不
備
惟
其

人
視
屬
車
佐
從
千
乘
萬
騎
爲
甚
省
一
歲
而
五
岳
之
狩
遍

焉
一
朝
而
方
內
之
政
舉
焉
國
無
治
世
之
繁
也
故
自
五
帝

以
來
遷
移
不
常
各
有
都
邑
異
其
國
氏
以
彰
明
德
夫
涿
鹿

蚩
尤
之
故
墟
黃
帝
之
卜
守
也
雖
云
旣
徙
實
則
名
都
合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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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
山
遺
迹
具
在
五
載
之
巡
豈
不
時
至
故
僣
爲
之
斷
曰
舜

都
蒲
阪
無
可
疑
也
平
陽
者
堯
都
也
受
終
之
廟
在
焉
涿
鹿

者
黃
帝
之
都
也
合
符
之
山
在
焉
皆
舜
所
必
至
焉
者
生
而

戴
之
没
而
祠
之
理
之
常
也
而
或
者
遂
曰
都
焉
百
世
不
忘

之
義
也
其
曰
歴
山
舜
井
則
後
人
因
而
附
益
之
也
於
乎
是

可
以
觀
德
矣

上
谷
考

或
問
春
秋
戰
國
之
時
燕
未
置
郡
上
谷
爲
何
曰
樓
煩
據
之

也
何
以
知
之
曰
穆
王
之
伐
犬
戎
也
荒
服
不
至
各
相
雄
長

往
往
兼
并
其
最
强
大
者
山
戎
東
胡
樓
煩
林
胡
四
部
而
已

山
戎
最
東
在
燕
北
東
胡
稍
西
在
燕
西
北
樓
煩
林
胡
又
西

在
晉
北
齊
桓
伐
山
戎
至
於
孤
竹
燕
人
始
有
寧
宇
趙
武
靈

王
會
樓
煩
斥
林
胡
而
開
雲
中
九
原
雁
門
之
地
燕
昭
用
大

營
走
林
胡
而
開
上
谷
之
地
於
是
始
置
郡
則
未
置
郡
之
前

上
谷
爲
樓
煩
據
明
矣
曰
黃
帝
不
都
涿
鹿
乎
曰
都
曰
都
奚

近
胡
也
曰
黃
帝
之
時
幅
員
最
廣
其
都
涿
鹿
也
猶
爲
宅
中

夫
東
止
於
海
南
不
踰
湘
非
極
西
北
何
以
稱
廣
恃
書
稱
治

化
首
軒
轅
方
術
家
有
乘
雲
車
御
龍
諸
說
故
知
黃
帝
之
時

西
北
之
國
執
玉
帛
者
衆
矣
夫
舜
禹
之
際
也
而
三
苖
負
其

固
成
康
之
衰
也
而
玁
狁
肆
其
毒
久
矣
荒
服
之
難
服
也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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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穆
王
棄
德
觀
兵
窮
欲
以
逞
由
是
樹
惇
之
性
漓
終
王
之

職
廢
歴
年
吞
并
四
部
遂
强
古
人
曰
德
隆
後
服
德
洿
先
叛

是
之
謂
乎
嗟
夫
西
部
諸
戎
先
王
所
建
以
爲
荒
服
者
也
薰

陶
未
久
漸
及
凉
德
由
是
中
國
不
幸
而
遭
其
侵
軼
之
患
彼

亦
不
幸
而
不
睹
夫
禮
義
之
鄕
不
亦
重
可
傷
哉
不
然
則
周

室
旣
衰
夷
狄
漸
熾
薄
伐
不
修
異
類
南
剝
若
黃
帝
所
遂
之

葷
粥
者
來
據
斯
土
其
部
落
有
山
戎
東
胡
林
胡
之
稱
也
然

則
兹
土
也
黃
帝
而
後
燕
秦
而
前
已
淪
異
類
爲
一
大
變
矣

嗚
呼
武
靈
夷
服
而
雲
中
乃
開
昭
王
用
間
而
上
谷
始
置
千

載
而
下
要
當
知
所
愼
也

馭
戎
論

夫
馭
戎
之
道
有
三
宏
大
公
之
度
以
開
其
向
化
之
心
蓄
不

測
之
威
以
消
其
先
事
之
詐
嚴
必
然
之
防
以
綏
其
窺
伺
之

禍
是
故
在
盛
世
則
王
會
可
圖
在
繼
世
則
固
守
不
失
其
來

也
則
撫
之
有
道
而
怨
憤
之
心
不
生
其
去
也
則
防
之
有
常

而
慢
侮
之
衅
不
作
古
先
聖
王
之
所
以
馭
戎
者
不
過
如
斯

而
已
夫
先
王
之
世
固
有
山
戎
諸
夷
雜
處
於
侯
伯
甸
衞
之

中
者
矣
非
故
欲
其
如
此
也
開
辟
以
來
種
類
雜
間
或
依
山

水
之
險
或
以
草
木
之
蕃
自
限
一
隅
未
同
禮
敎
然
先
王
不

閉
糴
曲
防
以
病
之
也
不
草
薙
禽
獮
以
殄
之
也
朝
會
也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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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通
貢
賦
也
爲
之
節
其
所
以
待
之
也
公
矣
都
鄙
廬
井
以

養
民
比
閭
族
黨
以
成
賦
方
伯
連
帥
以
制
兵
大
司
馬
三
令

九
伐
以
懲
不
恪
其
所
以
威
之
也
不
測
矣
楚
越
富
土
不
逾

子
爵
秦
代
盛
馬
僻
在
邊
鄙
有
會
同
而
無
與
盟
有
聘
問
而

無
交
質
其
所
以
防
之
也
嚴
矣
是
故
等
分
之
旣
明
則
狂
悖

之
莫
肆
摩
染
之
旣
久
則
習
俗
之
漸
移
以
故
彼
時
諸
戎
夷

至
今
無
復
存
者
白
狄
赤
狄
潞
解
陸
渾
之
類
率
以
頑
嚚
就

誅
吳
楚
於
越
秦
代
邾
淮
之
國
悉
列
衣
冠
同
於
中
國
矣
先

王
仁
義
之
治
文
德
武
功
之
施
其
效
固
如
是
也
迨
至
後
世

所
患
者
北
邊
南
越
疆
外
之
醜
與
夫
欵
塞
求
貢
其
求
可
許

也
而
轉
車
千
乘
疲
勞
中
國
賜
爵
濫
越
位
諸
王
上
其
所
以

待
之
者
失
矣
納
貢
請
吏
其
情
可
通
也
而
都
護
一
出
兵
行

糧
從
嗣
繼
與
奪
恩
怨
慣
作
其
所
以
震
之
者
瀆
矣
烏
桓
之

始
也
分
置
塞
下
南
匄
奴
之
附
也
罷
斥
邊
關
甚
者
雜
處
於

閭
閻
宿
衞
於
朝
宁
其
所
以
防
之
者
替
矣
由
是
烏
桓
匈
如

爲
患
於
漢
羗
氐
鮮
卑
稔
亂
於
晉
唐
室
之
雜
夷
宋
人
之
不

競
源
皆
此
也
嗚
呼
非
我
族
類
其
心
必
異
煦
之
以
恩
恩
極

則
替
投
之
以
利
利
盡
則
爭
始
爲
我
役
終
必
至
於
相
輕
曲

爲
彼
謀
究
必
成
乎
自
斃
其
端
甚
多
不
可
不
察
也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卷
十
一
終
　
　
　
　
敷
文
閣
聚
珍
版


	卷十一
	北直十
	薊鎭疆域
	昌鎭疆域
	直保鎭疆域
	遼鎭疆域
	昌鎭形勢
	遼鎭形勝
	各路關城
	大學衍義補
	王嘉謨北山遊記
	尹耕莘地理考論
	革命說
	黃帝作合宫
	舜都潘說
	上谷考
	馭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