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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自
淸
嘉
慶
七
年
知
縣
孫
培
增
續
修
後
迄
今
百
三
十
年

間
政
潮
屢
易
變
亂
迭
更
加
以
淸
命
吿
終
軍
閥
遞
嬗
革
命
數
起
未

竟
全
功
而
氣
運
之
轉
移
風
尙
之
變
遷
賢
人
君
子
斡
旋
補
救
死
生

存
亡
於
其
中
者
前
仆
後
起
若
志
乘
缺
然
不
修
不
特
日
久
文
獻
無

徵
事
跡
多
就
湮
沒
而
烽
火
兵
燹
之
餘
人
心
惶
惑
又
將
錯
亂
是
非

應

麟

初
蒞
斯
土
卽
時
時
以
重
修
縣
志
爲
急
務
正
與
都
人
士
籌
辦

間
適
奉

省
政
府
轉
奉

內
政
部
訓
令
通
令
各
屬
縣
趁
此
建
設
時
期
重
新
修
訂
縣
志
以
爲

全
國
行
政
之
標
準
併
頒
定
徵
集
各
縣
志
料
門
類
一
份
內
分
疆
域

地
理
氣
候
人
口
物
產
實
業
行
政
敎
育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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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土
人
物
藝
術
著
述

金
石
故
事
外
僑
十
六
門
法
至
美
備
乃
延
聘
邑
紳
張
永
和
爲
編
纂

主
任
耿
介
之
爲
編
纂
副
主
任
李
生
華
等
八
人
爲
編
纂
員
遂
派
調

查
員
霍
偉
彥
等
分
頭
工
作
一
面
設
局
於
四
月
四
日
從
事
編
輯
五

閱
月
而
全
志
吿
成
惟
此
次
編
纂
類
別
凡
十
有
六
皆
遵
照
通
令
辦

理
對
於
前
志
款
目
不
沿
襲
亦
不
似
續
局
格
從
而
另
定
體
例
爲
之

一
新
調
查
雖
限
於
嘉
道
以
來
只
採
訪
百
年
佚
事
叙
述
乃
斷
自
唐

虞
之
際
仍
綴
拾
四
千
載
遺
文
况
此
間
以
政
局
言
則
層
層
剝
復
以

文
化
言
則
日
日
升
晋
以
風
俗
遷
流
言
則
渙
散
堪
虞
以
民
生
狀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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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所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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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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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心
論
世
一
無
忌
諱
不
必
發
憤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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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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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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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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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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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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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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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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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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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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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時
爲
變
更

皆
當
詳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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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以
備
後
來
之
參

考．
他
如
禮
俗
於
世
風
之
醇
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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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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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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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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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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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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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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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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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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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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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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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碩
學
宿
儒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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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情
形
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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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
與

其
事
·
余
時
適
任
敎
育
局
局
長

縣
長
張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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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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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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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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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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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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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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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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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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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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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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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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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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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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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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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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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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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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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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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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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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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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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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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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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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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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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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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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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信

人
閱
之
煩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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嘖

勢
必
鄙
夷
之
·
棄
置
之

安
望
其
能
尊
崇
矣
乎
！
余
今
謬
隨

諸
君
子
後
·
於
操
筆
之
始
·
卽
以
至
公
無
私
自
矢
·
不
以
其
後

人
之
墮
落

而
沒
厥
先
德

不
以
其
現
時
之
鼎
盛

而
增
以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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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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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不
同

是
役
也

似
因
而
實
創

似
易
而
實
難

諸
君
子
自
本
年
四
月

肇
基
工

作

迄
今
閱
六
月

慘
淡
經
營

昕
夕
罔
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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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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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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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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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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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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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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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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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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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張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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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成
安
縣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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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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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溫
鶴
姿

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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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任
邯
鄲
縣
公
安
局
局
長

平
漢
路
貨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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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劉
鳳
鳴

編
纂
主
任

淸
舉
人
內
閣
中
書
歷
任
山
西
大
甯
靈

邱
河
北
隆
平
等
縣
縣
長
簡
任

職
任
命

張
永
和

編
纂
副
主
任

淸
歲
貢
生
候
選
訓
導
聯
暉
書
院
學
長
大
邯
汽

路
第
十
五
女
學
校
董
事

耿
介
之

歷
任
山
西
左
雲
懷

仁
榮
河

河
北
灤
薊
蠡
定
等
縣
縣
長

王
夢
魚

淸
增
生

李
生
花

淸
廩
貢
生
本
縣
西
鄕

民
團
團
長

民
國
農
會
評
議
員

王
如
曾

淸
文
生

武
重
光

敎
育
局
局
長

王
懷
珍

建
設
局
局
長

張
延
芳

財
務
局
局
長

史
玉
書

高
初
級
小
學
校
長

溫

恭

調
查
員

第
一
區
區
長

霍
偉
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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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第
二
區
區
長

王
保
甲

第
三
區
區
長

武
容
光

第
四
區
區
長

張
友
賢

第
五
區
區
長

王

嵐

農
事
試
驗
塲
塲
長

于
駿
聲

建
設
局
事
務
員

楊
秀
峯

財
務
局
事
務
員

王
德
俊

公
安
局
敎
練
員

崔
燿
文

公
安
局
課
員

逯
寶
琛

敎
育
委
員

王
寶
廉

敎
育
委
員

王
連
聘

敎
育
委
員

劉
廣
譽

敎
育
委
員

劉
宗
海

淸
增
生

趙
毓
棠

會
計

縣
立
初
級
師
範
畢
業

于
朝
宗

書
記

縣
立
高
小
學
校
畢
業

逯
可
澄

河
北
省
立
十
二
中
學
畢
業

劉
振
武

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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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

印

縣
立
初
級
師
範
畢
業

耿
肇
璠

淸
文
生
直
隸
法
律
專
門
完
全
科
畢
業
曾

執
行
律
師
職
務

王
翰
卿

建
設
局
事
務
員

潘
懷
德

繪
圖

保
定
工
業
師
範
傳
習
所
畢
業

私
立
志
成
高
初
級
小
學
校
長

王
廷
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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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編
纂
局
工
作
人
員
題
名

八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成
安
縣
志

例
言

一
本
志
門
類
欵
目
槪
以
省
政
府
規
定
頒
行
爲
準
不
襲
取
從
前
各

志
乘
類
別
自
爲
體
例

一
本
志
疆
域
以
最
新
標
準
尺
度
測
量
記
載
併
繪
訂
圖
說
以
期
明

實
前
志
星
野
躔
度
等
說
荒
遠
難
稽
槪
從
删
削

一
前
志
八
景
沿
習
世
套
雜
塌
凑
數
本
志
删
除
八
景
名
目
其
地
勢

高
古
景
物
可
觀
者
分
載
地
理
門
名
勝
古
蹟
兩
目
使
實
與
名
符

一
邑
境
無
山
故
本
志
地
理
門
山
脈
目
從
闕
河
流
雖
經
詳
載
然
皆

已
往
之
陳
跡
今
惟
有
從
橫
沙
蹟
數
十
道
而
已
故
河
流
之
後
續

以
沙
蹟

一
行
政
敎
育
實
業
物
產
金
融
諸
門
多
創
前
志
所
未
有
一
切
敘
列

皆
就
現
行
之
事
現
有
之
物
現
時
之
狀
况
屢
細
備
陳
間
亦
附
以

已
見
以
期
適
合
先
總
理
注
重
民
生
之
旨

一
本
志
人
物
一
門
前
志
分
世
譜
列
傳
兩
目
而
列
傳
又
分
名
臣
循

吏
等
欵
未
免
有
貴
族
階
級
之
嫌
今
敘
名
人
事
略
祗
以
各
人
姓

名
爲
標
識
以
昭
示
平
等
且
以
二
戴
起
以
三
烈
士
終
開
源
結
穴

首
尾
呼
應
文
章
世
運
純
任
自
然

一
舊
志
有
文
藝
一
門
所
載
皆
都
人
士
文
詞
詩
歌
對
於
現
時
代
有

疏
而
不
切
之
弊
今
槪
從
删
畧
惟
地
理
古
蹟
金
石
門
內
有
足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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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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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一

例
言

九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考
徵
者
皆
附
注
於
下
量
爲
採
錄

一
古
史
紀
事
大
者
爲
綱
目
爲
鑑
爲
傳
細
者
通
歸
於
事
畧
小
說
今

立
故
事
一
門
以
述
瑣
聞
以
紀
異
事
以
收
雜
語
惟
一
遵
春
秋
編

年
之
例
使
歧
流
別
派
有
所
統
撮

一
通
攷
通
典
通
志
每
門
各
具
序
言
弁
諸
篇
首
使
閱
者
展
卷
卽
知

其
旨
此
亦
起
例
發
凡
記
事
之
良
規
本
志
因
之
於
開
端
各
綴
數

語
藉
標
志
此
之
要
領

一
史
記
之
太
史
公
曰
班
固
之
贊
荀
悅
之
論
謝
承
之
詮
陳
壽
之
評

楊
雄
之
譔
皆
於
記
事
末
有
所
感
激
發
奮
爲
詞
以
書
其
後
今
本

斯
例
畧
加
按
語
表
示
去
從
蓋
不
如
此
不
足
以
爲
當
代
得
失
之

林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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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疆
域
猶
經
界
也
孟
子
言
仁
政
必
自
經
界
始
古
人
覩
疆
域
而
思
墾

闢
邑
之
有
疆
域
猶
蝸
牛
之
有
殼
也
吾
成
蕞
爾
彈
丸
域
中
之
地
河

流
沙
壓
者
半
斥
鹵
鹹
域
者
半
所
稱
我
疆
我
理
者
蓋
十
之
二
三
焉

積
十
數
萬
生
靈
族
聚
而
居
此
此
而
不
治
民
將
何
以
爲
生
乎
惟
宗

先
總
理
民
生
主
義
使
地
權
平
均
耕
者
有
其
田
則
庶
乎
吾
民
之
衣

食
住
行
有
所
附
麗
不
至
歌
去
汝
而
傷
莫
我
肯
顧
也
志
疆
域

㈠
沿
革

成
安
縣
爲
國
爲
邑
三
代
而
上
文
獻
無
徵
周
敬
王
時
乾
侯
始
見
於

春
秋
自
後
疆
域
分
離
滄
桑
迭
變
無
山
脈
河
流
標
示
界
限
濁
漳
一

水
雖
常
廻
旋
其
間
然
壅
塞
遷
徙
無
虛
日
卽
魯
昭
公
之
行
宮
示
漶

漫
無
所
稽
何
况
其
他
乎
茲
暫
就
舊
縣
志
所
載
及
考
諸
羣
書
足
資

佐
證
者
表
其
梗
槪

成
安
古
冀
州
域
周
爲
晉
地
名
乾
侯
後
爲
趙
地
秦
併
天
下
改
爲
郡

縣
無
成
安
名
名
之
自
陳
餘
受
封
始
漢
名
斥
邱
屬
魏
郡
顏
師
古
言

地
多
斥
鹵
故
名
曰
斥
邱
水
經
亦
曰
城
南
有
赤
邱
因
以
名
縣
新
莽

改
爲
利
邱
前
漢
書
地
理
志
記
成
安
者
二
一
屬
陳
留
一
屬
頴
川
然

皆
非
今
之
成
安
晋
置
司
州
魏
郡
斥
邱
隸
焉
永
嘉
之
後
沒
於
劉
聰

石
勒
北
魏
高
歡
省
斥
邱
入
臨
漳
北
齊
高
洋
置
淸
都
郡
成
安
縣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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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一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成
安
名
縣
之
始
至
北
周
割
臨
水
滏
陽
二
縣
屬
之
成
安
遂
爲
嚴
邑

唐
隸
河
北
道
宋
隸
河
北
東
路
金
隸
河
北
西
路
屬
廣
平
郡
元
太
宗

屬
邢
洺
路
憲
宗
屬
洺
磁
路
世
祖
屬
廣
平
路
明
屬
廣
平
府
前
淸
因

之
民
國
二
年
府
制
取
消
屬
冀
南
道
十
六
年
廢
道
制
屬
直
隸
省
政

府
十
七
年
改
直
隸
爲
河
北
縣
屬
河
北
省
政
府

沿
革
表

時

代

總

隸

郡

縣

三

代

冀

州

春

秋

晋

乾

侯

戰

國

趙

邯

鄲

秦

山

東

邯

鄲

成

安

西

漢

冀

州

魏

斥

邱

新

莽

冀

州

魏

城

利

邱

東

漢

冀

州

魏

斥

邱

後

漢

冀

州

魏

斥

邱

晋

司

州

魏

斥

邱

北

魏

司

州

魏

斥

邱

北

齊

司

州

淸

都

成

安

北

周

相

州

成

安

隋

兗

州

魏

成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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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二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唐

河

北

道

魏

成

安

五

代

成

安

宋

河

北

東

路

北

京

大
名
府

成

安

金

河

北

西

路

廣

平

成

安

元

燕
南
河
北
道

廣
平
路

成

安

明

直

隸

廣
平
府

成

安

淸

直

隸

廣
平
府

成

安

民

國

河

北

省

成

安

按
民
國
紀
元
以
來
仍
稱
直
隸
自
十
六
年
南
北
統
一
始
改
直
隸

曰
河
北
省

㈡
位
置

成
安
屬
河
北
省
在
省
之
西
南
隅
極
邊
與
河
南
省
臨
漳
縣
境
毗
連

地
勢
平
坦
無
高
山
大
川
西
南
東
北
斜
長
南
北
狹
隘
周
環
屈
伸
插

花
不
一
東
極
艾
朿
西
抵
夏
陽
北
至
大
姑
廟
南
窮
辛
寨
廣
五
十
里

袤
五
十
里
舊

縣

志

東
南
至
大
名
縣
城
九
十
里
大
名
縣
界
三
十
六
里

西
南
至
河
南
臨
漳
縣
城
二
十
五
里
臨
漳
縣
界
二
十
四
里
西
至
磁

縣
城
六
十
里
磁
縣
界
二
十
里
西
北
至
邯
鄲
縣
城
五
十
里
邯
鄲
縣

界
十
五
里
東
北
至
肥
鄕
縣
城
三
十
五
里
肥
鄕
縣
界
二
十
里
東
至

廣
平
縣
城
四
十
五
里
廣
平
縣
界
二
十
五
里
其
晷
度
在
北
極
出
地

三
十
六
度
三
十
九
分
三
十
秒
以
北
平
爲
中
線
偏
西
一
度
二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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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三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分
冬
至
晷
影
一
丈
七
尺
四
寸
弱
夏
至
晷
影
二
尺
三
寸
五
分
冬
夏

至
晝
夜
長
五
十
八
刻
一
分
弱
短
三
十
七
刻
十
四
分
強
節
氣
五
分

三
十
二
秒

城
池

吾
邑
城
池
元
以
前
不
可
考
明
正
統
中
知
縣
張
雲
重
築
周
圍
三
里

有
奇
高
二
丈
一
尺
池
深
一
丈
五
尺
東
西
南
三
門
東
曰
善
政
西
曰

輔
政
南
曰
迎
薰
成
化
四
年
知
縣
劉
蕘
闢
小
東
門
於
東
門
左
曰
廣

居
以
便
薪
水
門
各
建
樓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鄭
寅
築
城
濬
池
城

高
二
丈
三
尺
根
闊
一
丈
八
尺
寬
八
尺
易
垜
以
磚
計
一
千
七
百
三

十
池
深
一
丈
五
尺
底
闊
一
丈
面
闊
三
丈
建
角
樓
四
窩
舖
十
二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萬
文
彩
重
修
門
樓
匾
其
東
曰
迎
暉
西
曰
拱
極
池
兩

岸
植
柳
千
餘
株
民
號
萬
公
柳
四
十
二
年
漳
河
溢
隄
决
善
政
廣
居

門
俱
壞
知
縣
劉
希
尹
重
修
更
善
門
政
曰
大
東
萬
歷
十
二
年
知
縣

李
琯
匾
大
東
門
曰
暘
谷
生
春
西
門
曰
太
行
西
望
南
門
曰
淸
漳
環

抱
小
東
門
曰
挹
暉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劉
永
脈
重
修
崇
貞
六
年
知
縣

李
宗
昉
於
北
城
建
德
勝
樓
三
楹
八
年
知
縣
曹
養
鯤
建
東
西
門
吊

橋
門
樓
各
一
座
磚
築
舖
臺
共
十
座
九
年
建
北
城
人
和
樓
三
楹
十

二
年
修
磚
城
高
二
丈
九
尺
垜
厚
一
尺
五
寸
敵
樓
四
座
長
治
門
樓

一
座
淸
康
熙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公
楷
重
修
東
城
迎
暉
樓
郭
門
明
嘉

靖
元
年
知
縣
桂
萼
建
東
關
東
南
北
各
一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杜
聰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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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四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四
門
外
建
郭
門
各
一
明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杜
聰
於
城
外
築
土

堤
高
丈
餘
後
爲
水
所
壞
淸
康
熙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知
縣
王
公

楷
節
次
增
修
週
圍
一
千
七
百
七
十
八
步
高
二
丈
有
奇
寬
如
之
又

於
東
南
築
外
堤
長
七
百
六
十
步
高
一
丈
五
尺
寬
一
丈
兩
堤
相
望

環
抱
蛇
蜒
叠
遭
水
患
足
恃
無
恐
見

舊

縣

志

縣
城
向
由
官
修
自
淸
咸
豐
年
間
世
道
荒
亂
四
鄕
居
民
多
逃
城
避

難
爾
時
正
値
洪
楊
崛
起
淸
室
不
遑
兼
顧
各
村
分
叚
修
築
功
成
甚

速
厥
後
詳
明
上
峯
特
加
奬
許
廣
賜
學
額
一
名
至
今
鄕
老
傳
言
成

安
小
縣
大
學
有
由
來
焉
迨
淸
光
緖
二
十
一
年
知
事
戚
朝
卿
蒞
任

成
安
見
城
垣
殘
缺
倡
議
重
修
匾
西
門
曰
安
定
南
曰
南
門
東
曰
大

東
門
小
東
門
仍
曰
廣
居
時
戚
公
政
聲
甚
佳
人
民
樂
從
號
令
一
出

各
村
鳩
工
庀
材
勇
躍
爭
先
不
數
月
而
觀
厥
成
直
有
庶
民
攻
之
不

日
成
之
之
象
云

㈢
區
域

縣
政
府

縣
署
在
城
內
迤
東
大
堂
兩
翼
左
庫
樓
右
贊
政
廳
前
東
西
吏
曹
中

戒
石
亭
亭
前
儀
門
門
之
東
寅
賓
館
西
囹
圄
所
又
前
爲
大
門
上
建

譙
樓
大
堂
北
後
堂
再
北
爲
內
宅
舊志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彭
子
潤
建

宏
治
十
四
年
知
縣
趙
士
元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縣
章
允
賢
萬
歷
間
知

縣
劉
永
脈
李
三
畏
案
縣
志
三
畏
明
萬
歷
四
十
年
知
縣
修

縣
署
儀
門
通
志
作
雍
正
朝
誤
今
不
從

崇
貞
間
知
縣
李
宗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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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五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陳
熙
各
有
修
建
淸
康
熙
七
年
圮
於
水
知
縣
陳
正
已
王
公
楷
相
繼

重
建
雍
正
十
三
年
知
縣
趙
元
祚
增
建
宅
門
並
二
堂
額
曰
思
安
後

改
名
保
安
道
光
三
年
知
縣
趙
庭
椿
重
修
續

縣

志

趙

元

祚

思

安

堂

記

成

署

二

堂

久

圯

且

無

廂

房

形

勢

散

漫

弗

束

余

修
而
新
之
兩
翼
各
建
三
楹
大
堂
後
添
門
一
座
以
謹
出
入
氣
爲
之
固
題
曰
思
安
堂
蓋
因
成
安
而
顧
名

思
義
也
安
之
難
也
自
謂
已
安
則
必
有
不
安
者
矣
邑
雖
彈
丸
不
下
萬
戶
士
習
於
浮
而
無
實
學
則
不
安

民
習
於
惰
而
無
恒
業
則
不
安
工
習
於
僞
商
習
於
欺
而
以
虛
憍
相
往
來
則
不
安
鼠
牙
雀
角
涉
於
耳
而

聽
斷
少
□
良
苗
粮
莠
淆
於
目
而
是
非
岡
辨
榷
科
不
善
而
刑
罰
不
中
則
不
安
祈
寒
暑
雨
之
怨
咨
餒
腹

凍
肌
之
無
吿
雀
影
犬
聲
之
竊
發
耰
鋤
機
杼
之
或
擾
以
及
水
旱
災
傷
之
偶
逢
有
一
於
此
則
皆
不
安
然

則
坐
斯
堂
也
可
不
思
乎
思
所
以
噢
咻
之
思
所
以
袵
席
之
思
所
以
變
化
之
思
所
以
薰
陶
之
思
朝
夕
納

吾
赤
子
於
方
寸
中
而
惟
恐
其
不
安
也
則
庶
乎
成
其
爲
安
然
而
難
矣
可
不
思
乎
此
堂
之
所
由
名
歟

孫
培
曾
記
成
邑
二
堂
舊
有
匾
曰
思
安
堂
並
疏
其
義
而
鐫
諸
屛
蓋
前
邑
宰
趙
公
所
留
也
其
意
以
爲
邑

名
成
安
必
先
思
其
所
以
安
而
後
可
期
其
成
此
亦
顧
名
思
義
之
意
也
用
心
善
矣
予
竊
更
有
所
見
焉
夫

臨
民
者
知
其
不
安
而
欲
安
之
則
用
吾
思
焉
或
當
通
會
雜
沓
之
區
紀
綱
不
振
胥
吏
爲
奸
風
氣
多
乖
豪

强
竊
發
以
致
窮
黎
嘵
嘵
求
一
日
之
安
而
不
可
得
或
欲
改
弦
而
更
張
之
若
何
振
作
若
何
區
畫
非
思
之

審
而
何
以
處
之
當
若
成
邑
素
稱
彈
丸
之
地
習
爲
醕
良
之
風
士
食
舊
德
農
服
先
疇
工
守
高
曾
之
矩
矱

商
遵
先
哲
之
軌
物
即
有
鰥
寡
孤
獨
流
離
疾
苦
之
人
設
院
立
局
各
止
其
所
凡
隸
吾
宇
者
日
用
飮
食
共

樂
昇
平
原
有
其
自
然
之
安
無
俟
爲
政
者
思
之
而
後
安
也
其
或
有
不
安
者
何
差
徭
累
之
科
歛
苦
之
追

呼
之
吏
相
望
於
閭
閻
苛
刻
之
令
興
怨
於
婦
子
民
其
能
安
乎
否
耶
當
此
而
始
閉
閣
靜
思
以
爲
何
如
則

民
安
其
所
以
安
之
者
尙
未
得
早
無
解
於
民
之
不
安
矣
使
蒞
茲
土
者
靖
共
爾
位
恪
守
官
箴
淸
靜
居
心

一
遵
成
憲
本
分
之
外
凡
事
之
擾
吾
民
者
不
敢
一
毫
施
於
下
俾
民
得
以
□
各
守
其
業
其
相
安
於
無
事

之
天
並
不
知
何
爲
不
安
者
之
或
戕
吾
生
也
而
民
之
安
己
喜
形
於
色
矣
奚
用
思
爲
以
是
知
民
自
有
其

安
或
思
之
而
未
必
即
得
不
若
保
之
而
無
使
或
失
故
即
思
安
堂
而
更
署
之
曰
保
安
堂
余
以
爲
思
蓋
思

其
所
未
然
保
則
保
其
所
固
有
未
然
者
尙
不
可
必
固
有
者
自
可
相
循
也
或
者
曰
成
邑
之
安
焉
知
非
前

邑
宰
思
之
所
留
貽
乎
夫
彼
旣
盡
其
思
而
安
己
成
矣
余
惟
有
保
之
云
爾

趙
庭
椿
記
略
成
邑
公
廨
歷

任
視
爲
傳
舍
年
久
失
修
遠
年
文
卷
均
無
可
攷
查
縣
志
於
康
熙
十
二
年
重
修
內
載
康
熙
七
年
漳
水
入

城
公
署
盡
壞
經
知
縣
陳
正
已
王
公
楷
先
後
修
建
嗣
□
百
五
十
餘
年
文
獻
無
徵
莫
可
追
溯
余
自
道
光

二
年
十
月
中
蒞
此
周
視
署
之
前
後
正
廂
各
房
其
勢
就
傾
圮
者
十
居
六
七
其
尙
堪
容
膝
者
非
內
以
朽

木
支
危
棟
即
外
以
碎
磚
砌
敗
堵
耳
蒿
萊
滿
徑
極
目
荒
涼
且
自
內
達
外
前
後
錯
雜
幾
不
解
其
何
故
余

於
陰
陽
家
言
素
未
諳
習
若
云
地
理
宜
爾
何
以
歷
稽
各
任
不
皆
安
守
其
成
且
有
變
出
意
外
者
或
其
不

能
中
正
洞
達
之
所
致
歟
余
承
乏
至
此
當
頺
敗
已
極
莫
可
搘
拄
之
時
因
於
三
年
春
擇
其
最
爲
切
要
之

內
署
正
廂
各
房
首
先
折
卸
翻
舊
添
新
幷
將
前
後
移
正
俾
歸
一
向
夏
五
畢
工
秋
初
有
派
挑
永
定
引
河

之
役
在
工
次
者
三
月
有
奇
差
旋
後
正
擬
接
續
折
修
四
年
夏
復
有
接
運
楚
鉛
之
委
五
年
秋
差
竣
回
任

六
年
五
月
猝
遇
瀝
水
灌
城
淹
浸
日
久
節
次
停
工
越
數
年
甫
得
次
第
竣
事
前
後
左
右
煥
然
一
新
其
折

造
移
建
者
計
間
一
百
一
十
有
八
添
建
者
四
十
有
五
粘
補
者
四
十
有
五
雖
竭
貲
敝
神
未
嘗
因
此
累
及

閭
閻
淸
夜
捫
心
庶
亦
無
媿
矣

民
國
元
年
邑
侯
高
公
景
祺
重
修
縣
治
內
宅
北
屋
五
間
東
西
房
各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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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天

津

文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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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三
間
至
十
七
年
四
月
間
邑
侯
夏
禮
以
大
堂
勢
將
傾

恐
生
危
險

拆
毀
擬
重
修
力
未
逮
事
遂
寢

公
安
局

公
安
局
在
縣
治
左
自
淸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間
邑
侯
石
公
之
璞

奉
令
開
辦
巡
警
局
就
關
帝
廟
蕭
曹
廟
地
址
新
建
北
屋
五
間
東
西

屋
各
三
間
過
廳
三
間
外
院
警
室
十
間
拘
留
所
三
間
馬
棚
三
間
大

門
一
間
左
右
張
貼
處
各
三
間
廚
房
側
所
各
一
間
至
民
初
邑
侯
高

公
復
於
西
院
建
北
屋
三
間
備
儲
藏
今
改
爲
敎
練
所
於
南
院
建
南

屋
四
間
東
西
屋
各
二
間
重
門
一
間
至
淸
宣
統
三
年
改
警
務
長
公

所
民
國
元
年
改
警
察
事
務
所
五
年
改
警
察
所
十
七
年
改
爲
公
安

局

敎
育
局

敎
育
局
在
縣
治
東
南
城
東
門
內
道
南
淸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邑
侯
石

公
之
璞
就
舊
有
左
右
義
學
房
舍
畧
事
修
葺
成
立
勸
學
所
計
南
屋

三
間
西
屋
四
間
東
屋
四
間
臨
街
房
屋
六
間
廚
房
一
間
大
門
一
間

迨
至
民
國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改
爲
敎
育
局

建
設
局

建
設
局
在
縣
治
東
南
城
東
南
隅
梓
潼
宮
內
計
占
文
廟
內
北
屋
三

間
東
屋
三
間
新
建
廚
房
一
間
梓
潼
宮
北
樓
三
間
大
門
一
間
建
設

局
初
名
農
林
會
借
民
宅
復
改
勸
業
所
移
入
圓
照
寺
復
改
實
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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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天

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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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賃
商
會
房
舍
十
七
年
改
爲
建
設
局
移
入
梓
潼
宮

財
務
局

財
務
局
在
縣
治
東
商
會
內
係
價
賃
商
會
西
屋
五
間
工
友
室
二
間

舊
名
財
政
所
民
國
十
一
年
一
月
邑
侯
林
公
蓬
春
開
辦
暫
賃
民
宅

十
四
年
移
入
商
會
年
出
房
租
十
七
年
改
名
財
務
局

縣
總
團

縣
總
團
在
縣
治
東
公
安
局
北
係
捕
廳
廨
舊
址
北
屋
三
間
過
廳
三

間
東
屋
七
間
西
屋
三
間
廚
房
一
間
大
門
一
間
民
國
八
年
邑
侯
林

公
蓬
春
奉
令
組
織
保
衞
團
復
增
修
北
屋
六
間
西
屋
六
間
南
草
棚

二
間
馬
棚
三
間
馬
夫
住
室
三
間
十
七
年
改
稱
縣
總
團

第
一
區
公
所

區
公
所
在
縣
治
西
北
圓
照
寺
西
武
廟
內
邑
侯
林
蓬
春
民
國
十
一

年
重
修
計
北
屋
三
間
東
西
屋
各
三
間
山
門
三
間
區
長
霍
偉
彥
畧

事
修
飭
糞
除
復
新
置
廚
房
一
間
界
山
門
曰
傳
達
室
曰
工
友
室

直
屬
區
分
部

區
分
部
在
縣
治
西
北
圓
照
寺
舊
址
武
廟
東
大
士
居
之
對
面
也
民

國
四
年
十
字
街
公
立
初
級
小
學
就
寺
址
建
北
屋
五
間
後
該
小
學

併
入
模
範
無
人
負
責
管
理
窮
民
雜
居
毀
損
不
堪
言
狀
二
十
年
春

邑
侯
張
公
應
麟
鳩
工
庀
材
重
行
修
飭
復
建
東
屋
四
間
廚
房
一
間

八
月
一
日
區
分
部
成
立
居
此
復
占
武
廟
北
屋
三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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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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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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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會

商
會
在
縣
治
東
民
國
十
四
年
商
人
集
資
建
設
計
北
屋
五
間
東
西

屋
各
五
間
大
門
一
間
東
察
院
舊
址
商
人
購
自
公
家
邑
侯
高
公
廷

璋
任
內
事
也

高
初
級
小
學
校

淸
光
緖
二
十
九
年
邑
侯
石
公
之
璞
奉
令
辦
學
就
縣
治
之
東
南
文

廟
之
西
聯
暉
書
院
及
儒
學
舊
址
計
面
積
四
萬
五
千
方
尺
新
建
敎

室
十
九
間
學
生
住
室
二
十
二
間
職
敎
員
室
十
四
間
閱
覽
室
三
間

成
績
室
二
間
工
友
室
三
間
飯
廳
三
間
茶
水
室
三
間
儲
藏
室
三
間

屛
門
樓
一
間
廚
房
三
間
穿
廊
六
間
走
廊
二
十
一
間
東
院
學
生
住

室
十
六
間
三
十
年
二
月
落
成
民
國
十
六
年
三
月
政
變
亂
校
舍
毀

損
復
彼
各
軍
盤
住
門
窗
毀
壞
殆
盡
十
七
年
始
了
草
修
補
遷
就
開

學
而
已高

初
級
女
子
學
校

在
縣
治
西
北
義
倉
內
民
國
七
年
由
校
長
陳
鈞
就
倉
厫
劈
窗
開
門

畧
事
修
葺
計
敎
室
十
間
學
生
住
室
六
間
敎
員
室
三
間
校
長
室
二

間
事
務
員
併
成
績
室
三
間
廚
室
三
間
工
友
室
二
間
儲
藏
室
五
間

大
門
三
間
重
門
一
間

學
宮

學
宮
在
縣
治
東
南
元
至
正
二
年
知
縣
牛
天
章
建
元
末
毀
于
兵
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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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彭
子
潤
重
建
正
統
間
知
縣
張
雲
韓
溫
相
繼
重

修
成
化
四
年
知
縣
劉
蕘
以
制
狹
拓
而
新
之
嘉
靖
三
年
知
縣
王
齡

隆
慶
二
年
知
縣
王
琢
玉
萬
曆
三
十
年
知
縣
劉
永
脈
各
重
修
四
十

年
知
縣
李
天
祺
同
敎
諭
王
孫
昌
各
捐
俸
修
敬
一
亭
王
孫
昌
又
修

敎
諭
宅
置
公
座
題
名
匾
三
木
對
聯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李
三
畏
建
廟

門
左
右
二
坊
東
曰
金
聲
玉
振
西
曰
江
漢
秋
陽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賈

三
策
重
修
龍
門
坊
繕
修
前
星
門
三
楹
匾
曰
文
廟
門
左
爲
文
昌
祠

三
楹
內
爲
㦸
門
三
楹
戟
門
東
爲
名
宦
祠
三
楹
門
西
爲
鄕
賢
祠
三

楹
戟
門
內
爲
先
師
廟
七
楹
廟
前
東
西
二
廡
各
十
一
楹
東
中
五
楹

祀
先
賢
北
三
楹
爲
圖
書
府
南
三
楹
爲
點
齋
堂
西
中
五
楹
祀
先
賢

北
三
楹
爲
祭
噐
庫
南
三
楹
爲
更
衣
亭
廟
後
啟
聖
祠
三
楹
啟
聖
祠

西
爲
明
倫
堂
五
楹
王
孫
昌
匾
曰
立
雪
登
雲
堂
前
東
爲
進
德
齋
五

楹
西
爲
修
業
齋
五
楹
堂
後

守
祭
噐
亭
東
爲
敎
諭
宅
正
廳
三
楹
北
房
三
間
正
房
三
楹
東
房
三

間
西
房
三
間
齋
南
訓
導
東
西
各
一
正
廳
三
楹
正
房
五
楹
東
房
五

間
西
房
五
間
正
南
爲
儀
門
三
楹
最
南
爲
大
門
三
楹
大
門
前
蹲
踞

石
獅
二
座
是
金
泰
定
年
物
南
瀕
城
爲
泮
池
崇
禎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熙
訓
導
蓋
國
彥
于
泮
池
周
圍
砌
以
磚
搆
橋
三
洞
起
級
達
城
城
頭

東
南
隅
爲
奎
光
樓
自
叠
遭
水
患
漂
沒
殆
盡
所
不
壞
者
惟

先
師

殿
肤
皆
漶
漫
漂
搖
僅
蔽
風
雨
餘
皆
頽
垣
敗
壁
廢
址
荒
砌
而
已
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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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天

津

文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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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康
熙
十
二
年
知
縣
王
公
楷
慨
肤
以
重
修
爲
已
任
與
訓
導
要
胤
昌

捐
俸
庀
材
爲
紳
士
倡
首
得
邑
人
太
學
生
溫
恂
遵
父
僉
事
溫
如
玉

遺
命
捐
銀
三
百
兩
以
襄
事
筮
吉
經
始
殿
廡
齋
署
行
當
次
第
落
成

矣
光
緖
十
七
年
邑
侯
戚
朝
卿
見
殿
廡
傾
斜
捐
資
重
修
輪
煥
一
新

民
國
十
八
年
邑
侯
陳
錫
疇
改
明
倫
曰
中
山
堂
內
築
講
台
木
橙
三

十
條
今
毀
於
兵
名
宦
祠
敬
一
亭
改
爲
建
設
局
辦
公
室
鄕
賢
祠
恭

愼
齋
改
爲
學
校
講
室
其
餘
大
成
殿
東
西
廡
及
各
房
舍
日
見
傾

都
人
士
曷
計
及
之

公
署

東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彭
子
潤
建
大
門
三
楹
二
門

三
楹
東
西
便
門
二
座
正
堂
三
楹
匾
□
□
正
捲
□
三
楹
東
西
皂
隸

房
各
三
間
後
堂
五
楹
□
□
一
座
東
廚
房
五
間
西
監
書
房
五
間
後

堂
北
□
□
亭
一
座
知
縣
劉
希
尹
劉
永
脉
各
重
修
淸
康
熙
七
年
漳

水
入
城
渰
毀
無
餘
九
年
知
縣
王
公
楷
建
寢
房
五
間
穿
廊
七
間
東

廚
房
五
間
西
書
吏
房
五
間
大
堂
三
間
東
西
皂
隸
房
六
間
馬
棚
四

間
二
門
三
間
東
西
角
門
二
間
大
門
三
間
外
廚
房
二
間
官
廳
三
間

規
模
弘
廠
營
繕
精
密
視
曩
有
加
焉

今
廢
地
址
售
商
會

西
察
院
在
縣
治
北
大
門
三
楹
二
門
三
座
正
堂
三
楹
匾
曰
澄
淸
東

西
皂
隸
房
各
二
間
後
堂
三
楹
東
西
各
三
楹
知
縣
劉
希
尹
劉
永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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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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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各
重
修
壞
於
水
地
址
在
縣
治
大
仙
樓
後
道
北

大
學
在
預
備
倉
右
陰
陽
學
在
預
備
倉
東
醫
學
在
預
備
倉
西
僧
儈

司
在
圓
照
寺
道
儈
司
在
迎
祥
觀
各
處
廳
堂
房
舍
均
不
下
十
數
間

槪
爲
漳
水
渰
沒
今
廢

積
穀
倉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西
北
舊
正
廳
三
楹
大
門
一
間
北
厫
房
十
三
間
東

西
厫
房
各
九
間
明
正
統
五
年
知
縣
劉
亨
建
嘉
靖
元
年
知
縣
桂
蕚

重
修
鑄
銅
嘉
量
一
件
九
年
縣
丞
陳
蓋
增
葺
東
西
厫
房
各
六
間
萬

歷
十
年
知
縣
栢
正
又
增
葺
南
厫
東
西
各
五
間
年
久
正
廳
傾
頽
大

門
敝
壞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劉
永
脉
重
修
大
門
一
座
剏
建
二
門
一
座

將
嘉
量
廳
改
建
於
北
厫
正
中
又
將
南
厫
西
五
間
移
北
與
東
厫
相

並
仍
爲
義
倉
社
倉
天
齊
廟
等
處
共
三
十
一
所
淸
康
熙
九
年
知
縣

王
公
楷
重
修
舊

縣

志

社
倉
三
十
一
所
今
廢

成
安
縣
舊
有
常
平
倉
因
年
久
失
修
坍
塌
無
遺
復
就
該
倉
東
邊
邑

人
公
修
義
倉
四
鄕
積
穀
於
此
至
光
緖
二
十
六
年
舉
辦
城
防
局
招

鄕
勇
將
積
穀
售
出
欵
歸
城
防
局
開
支
及
民
國
元
年
巡
警
敎
練
所

就
義
倉
地
址
敎
練
巡
警
民
國
七
年
縣
立
女
學
校
遷
移
義
倉
內
卽

今
之
高
級
女
學
校
常
平
倉
舊
址
改
爲
女
學
校
操
塲

養
濟
院

養
濟
院
在
縣
治
東
北
大
門
一
間
東
西
南
北
房
共
二
十
間
井
一
口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二
十
二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明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劉
凍
修
萬
歷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劉
永
脉
重

修
正
房
六
間
南
房
六
間
大
門
一
座
淸
康
熙
十
年
知
縣
王
公
楷
重

修
舊

縣

志

今
縣
治
大
仙
樓
後
井
猶
存
光
緖
年
間
邑
侯
戚
公
朝
卿
見

養
濟
院
舊
址
凹
凸
不
平
重
修
維
艱
於
東
關
南
街
道
東
建
草
房
數

椽
容
止
貧
窮
名
曰
留
養
局
今
倒
塌
止
餘
破
屋
敗
壁
而
已

演
武
場

演
武
場
在
城
南
里
許
亭
房
三
間
將
臺
一
座
明
萬
歷
二
十
九
年
知

縣
劉
永
脉
重
修
舊

縣

志

今
南
關
外
中
山
林

壇
壝

社
禝
壇
在
城
西
北
明
洪
武
三
年
縣
丞
陳
世
和
建
宰
牲
房
三
間
磚

龕
二
座
門
坊
一
座
今
廢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城
東
南
明
洪
武
三
年
縣
丞
陳
世
和
建
宰
牲

房
三
間
磚
龕
三
座
門
坊
一
座
今
廢

邑
勵
厲
壇
在
城
東
北
明
洪
武
三
年
縣
丞
陳
世
和
建
宰
牲
房
三
間

門
坊
一
座
今
廢

先
農
壇

先
農
壇
舊
志
漏
載
所
有
往
昔
之
建
置
亦
無
由
考
惟
在
勝
淸
時
代

每
年
知
縣
親
詣
先
農
壇
舊
址
扶
犁
地
址
在
東
關
東
郊
外
建
設
局

編
植
桑
株

㈢
區
域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二
十
三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成
安
在
淸
光
緖
年
間
創
辦
警
政
劃
全
縣
爲
中
東
南
西
北
五
區
殆

民
國
十
七
年
南
北
統
一
又
改
區
爲
第
一
二
三
四
五
每
區
二
三
十

餘
村
不
等
縣
治
在
西
北
隅
轄
境
東
最
遠
南
次
之
西
又
次
之
北
最

近
公
安
局
敎
育
局
建
設
局
財
務
局
縣
總
團
第
一
區
公
所
男
高
初

級
小
校
女
高
初
級
小
校
均
在
城
內
第
二
區
公
所
區
分
團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之
漳
河
店
第
三
區
公
所
區
分
團
在
城
南
十
二
里
之
栢
寺

營
第
四
區
公
所
在
城
西
南
十
八
里
之
北
徐
村
第
四
區
分
團
在
城

西
南
十
七
里
之
北
豆
公
第
五
區
公
所
區
分
團
在
縣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之
店
上
堡

五
區
村
庄
名
稱
及
距
城
里
數
一
覽
表

第
一
區

村

名

距
城
里
數
村

名

村

名

距
城
數
里

高
家
庄

二

里
范
耳
庄

三

里

東
魏
村

四

里

曲

村

四

里

十

里

西
南
庄

八

里

南
姚
堡

八

里
大
姚
堡

八

里

西
姚
堡

八

里

西
魏
村

五

里
林
里
堡

五

里

東
彭
留

六

里

西
彭
留

十

里
北
漳
堡

十
二
里

南
彭
留

八

里

史
家
庄

三

里
北
魚
口

五

里

南
魚
口

八

里

北
陽
村

三

里
後
陽
寺

八

里

東
陽
寺

八

里

西
陽
寺

八

里
郭
金
山

九

里

東
南
陽

八

里



ZhongYi

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二
十
四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西

南

陽

八

里

後

南

陽

八

里

屯

裡

十

二

里

方

金

山

九

里

馮

金

山

九

里

廉

金

山

八

里

南

劉

庄

六

里

桃

圈

三

里

張

家

庄

三

里

三

里

小

堤

西

六

里

道

東

堡

五

里

道

西

堡

四

里

南北

散

湖

八

里

漳

邊

村

九

里

沙

河

十

里

團

城

村

十

里

下

河

町

十

五

里

北中南

甘

羅

十

里

吳

家

町

二

十

里

漳

河

店

二

十

里

郭

坊

西

馬

郭

東

營

郭

庄

三

十

里

東

范

町

東

馬

姜

營

大

寨

十

五

里

丁

家

庄

十

六

里

洛

町

十

六

里

東

辛

集

二

十

里

南

鄕

義

十

八

里

東

野

庄

朱

庄

崗

上

東

漳

河

鮑

家

庄

三

十

里

中西東

艾

束

栢

寺

營

十

二

里

東西後

岳

固

十

五

里

常程

重

村

二

十

里

師趙

重

村

十

五

里

李

重

村

十

七

里

大小

呂

彪

十

五

里

楊馮

崗

楊龐

庄

十

八

里

孫

庄

二

十

里

中

樓

寺

二

十

里

杜

木

營

二

十

里

廉黃

范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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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二
十
五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白

范

町

蔡

庄

李

家

町

二

十

里

抹

町

宋

村

三

十

里

趙

三

村

三

十

里

郭

三

村

王

林

十

五

里

十

五

里

辛

寨

二

十

里

辛

義

十

八

里

南

豆

公

二

十

里

北

豆

公

十

七

里

大小

霍

村

十

三

里

南

徐

村

二

十

里

東西

亦

村

大小

郭

庄

東北

徐

村

十

八

里

溫

前

十

五

里

西

辛

集

十

七

里

前後

裴

裡

二

十

里

温

東

十

二

里

溫

西

十

一

里

汪

營

十

二

里

邢

村

十

八

里

十

二

里

北

連

送

十

二

里

中北

郞

堡

十

二

里

南

郞

堡

十

三

里

東

向

陽

十

二

里

十

一

里

河

町

十

一

里

西

野

庄

七

里

北

劉

庄

十

五

里

固

子

十

五

里

柴

要

十

四

里

閻

村

十

五

里

西

化

店

七

里

朱

化

店

八

里

周

化

店

八

里

沙

窩

八

里

大

堤

西

十

二

里

西

鄕

義

十

二

里

北

鄕

義

二

十

里

東

鄕

義

路

固

三

十

里

南

渚

店

上

二

十

里

辛

庄

東

流

北

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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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安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二
十
六

天

津

文

竹

齋

印

東西

小

堤

東

河

李

庄

三

十

五

里

龐

村

十

五

里

呂

村

十

二

里

東

馬

頭

堤

四

里

㈣

面

積

成

安

縣

境

東

西

南

北

凹

凸

屈

伸

參

差

不

齊

今

按

縣

圖

截

長

補

短

併

按

全

縣

地

畝

乘

除

實

在

全

縣

面

積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三

方

里

六

百

四

十

八

方

步

計

地

六

千

零

七

十

二

頃

零

四

畝

七

分

計

全

境

面

積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六

方

里

五

千

一

百

七

十

八

方

丈

七

十

二

方

尺

四

十

二

方

寸

全

縣

地

畝

六

千

零

八

十

一

頃

二

十

六

畝

三

分

一

釐

二

毫

零

七

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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