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知
縣
事
侯
官
鄭
善
述
蕉
溪
氏
重
修

山
陰
潘

昌
燕
如
氏
參
訂

建
置
志
城

池

公

署

正

祀

學

校

坊

表

街

巷

鄕

里

集

塲

堡

寨

堤

堰

橋

梁

古

蹟

墳

墓

寺

廟

理
繁
治

宰
官
爲
難
分
土
乂
民
綱
領
是
務
故
䕶

衞
有
城
蒞
治
有
署
興
文
育
才
則
重
學
校
明

告

䖍
則
崇
祀
典
坊
表
以
旌
賢
陵
墓
以
思
故
街
巷
鄕

里
驗
廬
井
之
殷
繁
堤
堰
橋
梁
識
水
利
之
扼
要
集

塲
本
諸
貿
遷
堡
寨
防
其

發
以
及
往
蹟
留

宇
遺
勝
皆
王
政
所
不
遺
也
志
建
置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一

城
池

城
以
前
無
考
正
德
十
四
年
王
邑
候
築
土
城
開
四
門

東
寧
遠
西
豐
樂
南
迎
薰
北
拱
極
各
建
層
樓
三
間

按

正

德

辛

未

羣

盗

起

山

東

轉

掠

河

朔

邑

嘗

被

民

始

知

懼

時

以

延

臣

議

增

築

郡

縣

之

無

城

郭

者

至

乙

亥

御

史

盧

公

與

邑

侯

王

公

請

助

鄰

封

得

霸

州

及

永

淸

縣

各

以

其

衆

來

助

自

是

歲

七

月

至

明

年

四

月

而

城

完

周

方

五

里

二

百

六

十

有

九

步

東

西

徑

三

百

八

十

步

南

北

徑

七

百

有

八

步

高

連

女

墻

共

二

丈

三

尺

下

濶

與

高

同

上

濶

七

尺

五

寸

用

役

夫

三

十

五

十

人

食

米

二

千

三

十

有

五

石

用

木

以

根

計

者

三

千

七

百

九

十

餘

灰

鐡

石

炭

以

斤

計

者

十

五

萬

七

千

三

百

六

十

二

全

文

載

藝

文

後

集

舊
甎
城
自
嘉
靖
二
十
九
年
邑
侯
蘇
公
請
於
當
道
始

修
之

工

興

於

本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訖

於

次

年

五

月

終

周

方

上

下

高

濶

丈

尺

與

土

城

同

用

甎

三

百

一

十

餘

萬

灰

二

百

九

十

餘

萬

斤

役

夫

以

日

計

者

四

十

餘

萬

人

新
甎
城
自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邑
侯
何
公
因
舊
城

隘

且
有
傾
圮
者
復
請
于
當
道
鳩
工
庀
材
增
土
加
甓
因

舊
制
而
重
修
之

工

興

於

本

年

三

月

三

日

訖

于

四

月

二

十

日

用

甎

九

十

四

萬

三

千

六

百

九

十

有

八

灰

六

十

三

萬

三

千

一

百

六

十

有

六

斤

役

夫

以

日

計

者

八

萬

九

百

三

十

有

六

人

高

□

女

墻

共

二

丈

九

尺

下

濶

三

丈

三

尺

上

濶

九

尺

垜

口

一

千

二

百

一

十

有

一

崇

禎

四

年

邑

令

申

請

兩

院

塞

砌

六

百

垜

口

中

留

砲

眼

越

三

月

而

竣

事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崇

禎

二

年

秦

邑

侯

調

至

以

城

垜

□

□

□

□

□

修

國

朝

順

治

間

叠

遭

河

冲

康

熙

十

八

年

□

□

□

□

□

十

四

年

六

月

大

雨

五

日

洪

水

橫

流

□

行

□

□

□

□

土

墟

司

士

者

每

嘆

工

繁

費

重

修

葺

□

□

□

□

□

□

□

池
明

嘉

靖

六

年

李

邑

侯

玞

深

一

丈

□

□

□

三

丈

役

夫

二

千

五

百

人

四

十

三

年

何

□

□

□

慶

重

崇

禎

三

年

秦

邑

侯

士

奇

重

深

三

□

□

□

四

丈

餘

四

門

設

弔

橋

兩

岸

築

堤

高

七

尺

□

□

人

公
署

縣
治
規

模

依

學

宮

之

右

營

建

極

體

制

□

□

□

於

明

洪

武

二

年

又

九

年

重

修

天

順

門

□

□

邑

侯

端

重

修

成

化

十

年

朱

邑

侯

善

拓

其

基

悉

□

□

□

苐

恐

勞

民

傷

材

□

召

邑

民

之

富

而

尚

義

者

□

□

□

曹

□

牛

珣

李

綱

蘇

哲

勸

以

相

成

彼

時

堅

等

□

□

□

□

□

不

日

而

工

就

緒

臨

下

有

堂

禦

暴

有

門

□

□

□

梁

倉

庫

次

舍

燦

然

畢

具

縣

治

大

槩

定

矣

後

相

□

□

□

丹

楹

刻

宇

氣

勢

巍

峩

至

官

聯

要

詳

相

繼

亦

冠

□

輔

牧
愛
堂
三間

穿
堂
二

間

今

毁

二
堂
五間

庫
房
四

間

在

堂

東

側

鑾
駕
庫
三

間

在

堂

東

向

南

幕
㕔
五

間

在

堂

西

向

南

六
科
房
東

西

各

五

間

戒
石
亭
一

座

在

堂

前

二
門
三間

土
地
祠
三

間

在

二

門

外

東

側

迎
賔
館

三

間

在

二

門

外

東

側

大
門
一

座

舊

治

上

層

有

鍾

皷

樓

三

間

後

易

樓

址

淨

拓

大

門

三

間

今

仍

之

石

獅

一

雙

東

西

木

坊

二

座

今

廢

申
明
亭
在

縣

治

大

門

左

今

廢

旌
善
亭
在

縣

治

大

門

右

今廢

獄
門
二重

獄
□
廟
一間

獄
房
東

西

各

二

間

俱

在

二

門

内

西

側

男
輕
監

二間

女
監
□

間

俱

在

大

門

内

西

側

義
倉
西

房

三

間

門

樓

圍

墻

全

邑

侯

陳

公

捐

俸

新

建

俱

在

堂

西

南

東
公
廨
三間

西
公
廨
八

間

俱

在

堂

西

側

今

俱

廢

磚
影
門
一

座

在

人

門外

知
縣
宅
儀
門
一

座

外

有

宅

門

房

東

西

各

一

間

三
堂
五間

大
㕔
五

間

寢

室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三

内
外
書
房
各

五

間

大
小
住
房

間

箭
㕔
三

間

在

宅

西

偏

主
簿
宅
在

知

縣

宅

後

今

廢

正
㕔
五間

東
西
廂
房
各

二

間

二
門
一間

大
門
一間

後
儀
門
一間

二
堂
三間

寢
室
五間

後
廂
房
東

西

各

二

間

大
小
住
房
共

七

間

涼
亭
一

座

在

宅

後

東

偏

典
史
宅
在

知

縣

宅

後

西

北

隅

正
㕔
三間

東
西
房
各

三

間

二
門
一

間

大
門
一間

二
堂
三間

穿
堂
一間

寢
室
三間

書
房
二間

大
小
住
房

六間

涼
亭
一

座

宅

西

側

陰
陽
學
今

廢

官

尚

存

醫
學
今

廢

官

尚

存

僧
會
司
西

街

三

佛

寺

後

邑

侯

孫

織

綿

修

道
會
司
縣

治

東

北

長

眞

觀

邑

紳

傅

公

好

禮

與

衆

士

民

重

修

今

復

漸

圮

城
守
尉
公
署
南

街

西

向

將

壞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固

由

大

等

請

以

縣

集

地

租

讓

一

年

修

葺

今

僅

修

頭

門

三

間

其

固

山

大

及

兩

章

京

私

宅

俱

係

南

街

圈

駐

旗

兵

之

所

自

南

門

内

至

角

兒

上

並

無

民

居

營
房
八

間

建

縣

治

後

城

隍

廟

巷

駐

把

總

營

兵

處

所

□

駝

信

安

兩

汎

輪

換

今

廢

教
塲
在

城

北

東

西

長

一

百

八

十

八

步

南

北

濶

四

十

五

步

□
□
㕔
三

間

今

廢

□
□
里
墩

南
十
里
墩

柳
泉
墩

林
城
墩

翟
村
墩

大
沙
垡
墩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四

舖

縣前

二
舖

北
十

里

至

東
玉
舖

東
八

里

至

西
内

舖

西
十

八

里

至

馬
村
舖

南
十

八

里

至

柳
泉
舖
十

里

至

沙
垡

舖
十

二

里

至

牛
堝
舖
村

名

麟

窩

店

舊

有

大

門

一

間

二

門

一

間

正

㕔

三

間

廂

房

各

二

間

後

房

三

間

今

俱

無

存

此

地

南

接

霸

州

大

道

烟

火

斥

堠

往

來

節

駐

商

旅

經

營

皆

于

此

停

驂

亦

中

途

一

大

鎭

實

固

邑

一

大

都

會

也

養
濟
院
北

門

外

北

街

迤

北

正
㕔
三

間

官

府

稽

查

孤

貧

之

所

儀
門
一座

東
西

住
房
各

五

間

大
門
一

座

舊

大

小

住

房

十

八

間

正

㕔

三

間

年

久

傾

圮

僅

存

空

地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邑

侯

鄭

善

述

搆

□

重

建

倉
房
四座

大
堂
東
前

後

二

座

各

五

間

儀
門
外
東

西

二

座

各

五

間

俱

邑

侯

鄭

善

述

修

葢

冰
窖
二

所

一

在

土

地

前

一

在

衙

後

草

塲

東

每

冬

藏

冰

八

百

三

十

塊

以

備

廵

幸

附
紀
前
後
修
建
姓
氏

大
堂
知

縣

徐

天

德

修

二
堂

三
堂

内
宅
知

縣

武

廷

适

修

穿
堂

警
石
坊
知

縣

李

本

宸

修

迎
賔
舘
知

縣

王

尊

修

今

廢

大
門

二
門
知

縣

張

安

世

修

兩
廨

後
宅
知

縣

鄭

善

述

修

書
舍

幕
舘
知

縣

鄭

善

述

建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五

欽
差
公
署

南
分
司
在

北

新

街

西

大
堂
三間

東
西
房
各

三

間

二
堂
五間

寢
室

五間

二
門
三間

大
門
三間

鼓
亭
二座

旌
竿
二

北
分
司
在

牛

市

巷

南

大
堂
三間

東
西
房
各

三

間

二
堂
五間

寢
室

三間

二
門
三間

大
門
三間

鼓
亭
二座

旌
竿
二

俱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建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百

餘

步

激
揚
坊
一座

石
獅
一雙

大
堂
三間

東
西
廂

房
各

三

間

在

堂

前

穿
堂
三間

寢
室
三間

後
東
西
房
各

二

間

二
門
一間

左

右

角

門

大
門
三間

影
門
一座

官
亭
各

三

間

在

大

門

東

西

旌
竿
二

間

今

廢

北
察
院
在

城

隍

廟

西

側

大
堂
三間

東
西
廂
房
各

二

間

在

堂

前

穿
堂
三間

寢
室
三間

後
東
西
廂
房
各

二

間

二
門
一

間

左

右

角

門

大
門
三間

影

門
一

座

今

廢

正
祀

社
稷
壇
在

城

西

北

一

里

許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城

南

一

里

許

神

厨

庫

房

宰

牲

房

俱

廢

祭

器

什

物

今

壇

戸

備

之

邑
厲
壇
在

城

北

一

里

許

祭

器

等

物

地

方

人

等

備

之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後

街

固

安

舊

有

城

隍

廟

歲

久

將

傾

明

成

化

丙

申

邑

侯

朱

諱

善

下

車

謁

神

愀

不

自

安

而

於

民

未

敢

遽

勞

以

役

越

明

年

丁

酉

大

旱

禱

神

而

雨

又

明

年

雨

潦

河

溢

禱

神

而

水

患

息

侯

沐

神

休

卽

欲

經

營

會

冰

浮

大

木

至

者

數

十

章

民

又

掘

地

得

瘞

錢

以

白

於

官

侯

曰

今

此

之

物

上

不

病

公

而

下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六

不

妨

民

搆

神

祠

以

荅

嘉

□

乃

其

時

矣

度

地

鳩

工

又

率

諸

僚

捐

俸

佐

之

適

蟊

傷

稼

侯

又

憫

焉

禱

於

神

一

夕

莫

知

所

之

尋

禱

雪

復

響

應

民

益

欣

忭

趨

事

不

日

而

落

成

焉

廟

中

諸

祠

道

院

無

不

煥

然

過

者

咸

拭

目

俯

躬

加

聳

後

嘉

靖

己

未

春

邑

鄕

宦

解

狀

楊

維

聰

率

衆

增

修

門

廡

垣

墉

較

前

益

麗

正
殿
三間

寢
殿
三間

東
廂
福
神
廟
三間

西
廂
九
子
母
廟
三間

羣
祠
二

十

四

間

各
里
屯
土
地
殿
三

間

卽

二

門

鐘
皷
樓
各

一

座

東

火
神
殿
三間

西
八
蜡
殿
三間

大
門
三

間

屬

馬

殿

道
院
一所

周

匝

體

制

之

全

廟

貌

極

森

嚴

瞻

者

無

不

起

敬

所

費

葢

不

貲

焉

馬
神
廟
在

東

街

四

十

七

年

邑

侯

□

□

□

馬

圈

後

建

祠

一

楹

大
殿
三間

後
㕔
三間

僧
舍
二間

門
樓
一座

明

會

典

云

二

八

月

上

旬

擇

□

祀

司

馬

馬

祖

先

牧

牝

牡

驪

黃

孳

□

長

養

所

係

匪

輕

國

家

馬

政

賴

之

漢
關
侯
廟
在

縣

治

前

西

街

金

明

昌

間

建

元

延

祐

三

年

重

修

明

弘

治

五

年

重

修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重

修

明

會

典

云

漢

前

將

軍

壽

亭

侯

關

公

廟

五

月

十

三

日

祭

侯

旣

載

在

祀

典

又

起

義

於

與

固

安

接

壤

列

縣

正

祀

固

宜

元

豫

章

李

仝

其

畧

曰

固

安

附

城

之

西

南

隅

舊

有

義

勇

武

安

王

廟

剏

於

金

明

昌

間

歷

歲

滋

久

棟

宇

損

壞

邑

人

王

君

柔

語

從

子

秉

忠

曰

兹

廟

不

葺

且

仆

時

延

祐

三

年

十

有

二

月

也

明

年

春

卽

興

工

衆

以

君

與

從

子

富

而

好

義

翕

然

樂

助

不

日

告

成

越

二

年

予

分

敎

是

州

王

君

過

予

徵

文

爲

識

予

曰

惟

王

昔

佐

蜀

昭

烈

雄

南

征

北

伐

之

威

誓

將

踣

曹

仆

孫

復

振

炎

劉

之

□

而

天

時

人

事

之

不

齊

□

弗

克

究

故

身

雖

沒

而

有

不

忘

者

存

其

英

風

烈

氣

㒺

間

邇

遐

赫

赫

顯

應

福

利

民

生

如

響

豈

非

得

孟

氏

浩

然

之

氣

者

生

爲

名

臣

□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七

爲

明

神

者

歟

至

若

王

勲

業

姓

氏

備

載

史

傳

者

予

獨

畧

焉

遂

書

其

說

而

係

之

以

辭

曰

歌

舞

會

兮

擊

皷

淵

淵

士

女

集

兮

車

馬

□

闐

殽

馨

香

兮

旣

豐

腆

酒

多

旨

兮

如

流

泉

神

之

來

兮

㨗

影

響

隨

不

見

兮

風

冷

然

橫

四

海

九

州

洋

洋

如

在

兮

神

之

德

降

福

兮

穰

穰

輔

正

直

兮

安

爾

室

炎

遠

舉

兮

不

可

留

雲

收

雨

止

兮

寂

寂

返

泰

初

兮

逍

遙

長

與

物

兮

無

極

正

殿

上

懸

有

義

勇

武

安

王

廟

六

字

金

延

祐

五

年

九

月

翰

林

編

修

官

牛

師

厚

書

勢

之

飛

動

如

龍

翔

鳳

翥

眞

可

寳

也

後

萬

曆

年

間

勅

封

爲

協

天

大

帝

後

又

封

爲

伏

魔

大

帝

神

威

遠

鎭

天

尊

邑

侯

孫

諱

織

錦

舊

殿

前

剏

大

殿

三

間

配

殿

馬

殿

各

三

間

有

狀

元

朱

國

祚

狀

元

錢

士

升

二

碑

以

誦

威

嚴

至

今

焚

修

者

愈

盛

舊
殿
一間

新
殿
三間

東
西
配
殿
各

三

間

影
門
一座

大
門
三

間

卽

馬

殿

道
院
五間

義
塜
一

在

北

門

外

一

里

許

一

在

南

門

外

一

里

許

一

在

西

門

外

西

南

隅

各

有

石

碑

記

之

凡

流

寓

無

墓

及

本

邑

貧

乏

者

人

分

一

席

葬

之

其

德

掩

骼

埋

胔

之

遺

意

歟

學
校

儒
學
在

縣

治

左

明

洪

武

三

年

建

八

年

增

修

成

化

九

年

敎

諭

郁

珎

始

蒞

敎

見

廟

學

隘

陋

又

以

訓

導

公

廨

去

學

宮

遼

遠

欲

變

易

之

以

縣

丞

公

廨

抵

明

倫

堂

後

欲

遷

移

之

當

時

可

其

請

制

度

一

如

□

日

崇

高

宏

廣

氣

宇

璀

璨

可

觀

後

又

相

繼

修

葺

入

門

遵

路

升

堂

及

室

雅

稱

之

先
師
廟
五間

東
西
廡
各

五

間

㦸
門
三間

名
宦
祠
三

間

在

㦸

門

東

向

南

鄕
賢
祠
三

間

在

㦸

門

西

向

南

宰
牲
所
三間

祭
噐
所
三

間

俱

在

㦸

門

□

東

西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八

泮
池
一

在

聖

廟

前

中

立

取

文

墨

淵

泓

㸃

水

蛟

龍

之

趣

雖

前

人

制

作

甚

善

但

未

有

藏

聚

津

津

之

藴

自

明

崇

禎

三

年

春

邑

侯

秦

甫

下

車

環

視

橋

門

卽

加

意

於

靑

矜

輩

以

泮

池

有

源

乃

克

酌

不

竭

川

是

於

中

之

深

厚

處

剏

其

井

一

以

爲

筆

底

波

瀾

之

象

一

以

爲

五

星

環

聚

之

兆

今

士

子

歡

欣

進

取

皆

邑

侯

鼓

舞

之

力

也

星
門
三楹

東
西
木
坊
二座

影
門
□座

泮
宮
門
一間

明
倫
堂
三間

進
德
齋
三

間

在

堂

東

今

廢

修
業
齋
三

間

在

堂

西

今

廢

敬

一
亭
三

間

今

漸

圮

儀
門
一間

尊
經
閣
在

儀

門

左

邑

人

右

副

都

御

史

蘇

志

臯

有

重

修

尊

經

閣

按

閣

本

金

國

固

安

縣

護

國

仁

王

佛

閣

飛

騎

尉

兼

管

常

平

倉

李

成

彦

重

修

自

爲

記

有

所

謂

璧

璫

玉

瑱

極

雕

刻

之

工

藻

井

雲

楣

窮

締

搆

之

巧

者

乃

傑

閣

也

明

正

德

丙

寅

劉

侯

湜

以

釋

氏

不

可

通

學

宮

遂

並

入

於

學

宮

高

聳

揷

天

居

聖

廟

左

以

爲

巽

峯

後

敎

諭

楊

東

山

改

爲

尊

經

閣

邑

侯

何

諱

永

慶

又

重

修

之

復

仍

舊

名

尊

經

閣

予

以

閣

之

所

藏

不

獨

六

經

諸

子

百

家

皆

在

焉

惟

曰

尊

經

者

以

經

爲

重

也

邵

子

曰

易

爲

生

民

之

府

書

爲

長

民

之

府

詩

爲

牧

民

之

府

春

秋

爲

藏

民

之

府

以

配

夫

天

之

春

夏

秋

冬

宜

其

非

諸

子

百

家

所

可

比

而

同

之

也

謂

之

尊

者

恭

敬

奉

持

夙

夜

匪

懈

易

日

無

有

師

保

如

臨

父

母

夫

如

是

則

學

人

文

士

可

不

知

其

重

而

尊

之

也

哉

雖

然

非

徒

尊

之

而

巳

觀

其

文

以

味

其

言

得

其

言

以

嚮

於

道

斯

無

負

先

達

意

耳

日

久

漸

頽

後

食

廩

蘇

爾

和

主

張

修

之

時

在

崇

禎

二

年

和

卽

臯

重

孫

也

侯

奉

職

識

五
經
各

一

部

四
書
一部

性
理
通
鑑
各

一

部

爲
善
陰

孝
順

事
實
各

一

部

五
倫
書
一部

洪
武
正
韻
一部

明
會
典
一部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九

明
倫
大
典
一

部

閣

以

前

諸

書

不

能

盡

載

今

俱

遺

失

文
昌
祠
三

間

尊

經

閣

前

康

熙

五

十

年

知

縣

鄭

善

述

修

啓
聖
祠
三

間

舊

在

廟

左

何

邑

侯

永

慶

改

建

於

尊

經

閣

前

明

崇

禎

二

年

王

邑

侯

之

鼎

改

於

聖

殿

後

以

爲

自

上

而

下

有

次

第

相

承

之

脉

附
祭
器
什
物

祝
版
一

爵
一

百

五

十

七

登
五

鉶
二十

簠
四

十

一

簋
四

十

一

籩
一百

八

十

四

豆
一

百

八

十

四

酒
罇
五

酒
罇
卓
三

篚
九

牲
匣
八

木

盤
二

百

一

十

香
案
十一

香
爐
四

十

五

燭
臺
四

十

五

對

供
卓
四

十

三

毛

血
盆
八

痊
毛
血
盆
八

帨
三

洗
盆
架
各一

酒
勺
五

幕

四

滌
牲
桶
八

鍋
八

䉻
盤
西

敎
諭
宅
在

堂

後

房
五間

儀
門
二座

寢
室
五間

廂
房
東

西

各

二

間

書
房
三間

訓
道
宅
在

堂

東

㕔
房
三間

寢
室
三間

廂
房
東

西

各

二

間

書
房
一間

射
圃
在

長

眞

前

今

廢

觀
德
亭
三

間

中

有

射

器

豊

一

楅

一

乏

一

笙

三

鹿

中

一

有

籌

八

十

布

侯

一

旌

一

鐘

一

鼓

一

磬

一

有

架

咸

合

式

篚

罍

朴

尊

觶

帨

盆

勺

斯

禁

壼

案

弓

矢

決

遂

之

屬

亦

時

措

焉

有

敎

諭

楊

東

山

撰

今

廢

社
學
縣

鄕

俱

有

今

漸

廢

義
學
北

門

外

街

東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徐

天

德

建

有

詳

文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猶
龍
書
院
縣

治

東

傍

長

眞

觀

今

廢

學
田
四

頃

餘

萬

曆

間

邑

侯

李

公

伯

華

置

邑

人

監

察

御

史

傅

好

禮

有

記

今

被

圈

名
宦
祠
祀

明

知

縣

王

公

宇

蘇

公

維

馮

公

子

履

梅

公

國

禎

黃

公

奇

遇

教

諭

楊

公

東

山

韓

公

垍

國

朝

知

縣

朱

公

國

治

順

天

撫

院

宋

公

權

三

省

總

督

朱

公

長

祚

李

公

蔭

祖

撫

院

于

公

成

龍

守

道

邵

公

嗣

堯

鄕
賢
嗣
祀

晉

廣

武

侯

張

公

華

梁

洮

陽

縣

侯

張

公

弘

策

元

民

李

公

天

翼

明

封

丘

知

縣

張

公

素

兵

部

尚

書

王

公

復

代

府

長

史

楊

公

和

太

僕

寺

卿

狀

元

楊

公

維

聰

侍

讀

榜

眼

楊

公

維

傑

遼

東

廵

撫

蘇

公

志

臯

臨

江

知

府

張

公

承

叙

山

東

廵

撫

張

公

允

濟

太

常

寺

少

卿

傅

公

好

禮

遼

東

廵

撫

郭

公

光

復

茂

州

知

州

祖

公

志

伊

杭

州

同

知

李

公

天

祥

柘

城

知

縣

于

公

進

善

内

黃

教

諭

李

公

時

康

駙

馬

都

尉

楊

公

春

元

貴

陽

知

府

郭

公

九

圍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甲
子
我

皇
上
特
頒
萬
世
師
表
匾
額
于
天
下
學
宮
又
五
十
一
年

壬
辰

上
以
朱
子
有
功
聖
教

議
優
崇
奉

旨
依
禮
部
議
覆
爰
升
朱
子
木
主
於
十
哲
之
次
人
士
踴

躍
瞻
拜
恐
後

聖
朝
崇
文
重
道
之
典
永
垂
奕

矣

附
紀
前
後
修
建
姓
氏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明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何
永
慶
修

隆
慶
二
年
知
縣
馮
子
履
續
修
邑

人

都

御

史

蘇

志

臯

有

記

萬
曆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官
箴
修
邑

人

都

御

史

張

允

濟

有

記

萬
曆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孫
織
綿
修
邑

人

都

御

史

郭

光

復

有

記

崇
禎
十
三
年
教
諭
韓
垍
修
邑

人

知

縣

曹

慶

麟

有

記

國
朝
康
熙
十
六
年
大
殿
知
縣
王
錫
韓
修

康
熙
十
八
年
地
震
東
西
廡
傾
圮
署
縣
衞
旣
齊
修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奉
憲

現
任
各
官
捐
修
■
學
宮
議

叙
照
壁

星
門
泮
池
魁
星
樓
東
西
墻
知
縣
武
廷
适

修
并
建
泮
橋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㦸
門
泮
橋

星
門
金
聲
玉
振
坊
署

縣
張
□
修

康
熙
五
十
年
知
縣
鄭
善
述
以
照
壁
外
廹
民
居
無
道

路
行
者
悉
從
内
爲
通
衢
雖
東
西
各

下
馬
石
牌
而

地
多
勲
貴
旗
員
安
焉
乘
車
騎
過
者
無
從
稽
也
以
至

下
役
厮
卒
侵
犯
時
有
漫
無
究
詰
䙝
慢
殊
甚
跼
踳
不

寧
因
捐
重
價
買
墻
外
之
屋
始
得
改
路

坊
表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二

顯
祐
坊
在

城

隍

廟

東

巷

口

今

廢

激
揚
坊
在

東

察

院

西

巷

口

育
賢
坊
在

泮

宮

門

外

今

廢

登
雲
坊

進
士
坊

晝
錦
坊

大
司
馬
坊

宫
保

坊
俱

爲

王

復

建

今

廢

世
科
坊
爲

王

瑁

建

今

廢

文
英
坊

進
士
坊

少
司
空
坊
俱

爲

劉

永

建

今

廢

振
耀
坊
爲

王

欽

建

今

廢

世
進
士
坊
爲

王

欽

王

繼

芳

父

子

建

今

廢

蜚
英
坊

進
士
坊
俱

爲

劉

泰

建

今

廢

集
英
坊
爲王

璲

建

今

廢

步
蟾
坊
爲

楊

和

建

今

廢

鳴
鳳
坊
爲

段

補

之

建

今

廢

掇
桂
坊
爲

張

志

建

今廢

一
耀
龍
門
坊
爲

王

和

建

今

廢

騰
蛟
坊
爲

張

崇

德

建

今

廢

解
元
坊

狀
元
坊
今廢

翰
林
坊
今

廢

俱

爲

楊

維

聰

建

鄕
貢
坊

榜
眼
坊
俱爲

楊

維

傑

建

今

廢

亞
魁
坊
爲

楊

維

誠

建

梯
雲
坊
爲

劉

元

善

建

今

廢

鄕
貢
坊

進
士
坊
俱

爲

王

松

建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曹

濡

建

今

廢

經
魁
坊

都
憲

坊
俱

爲

蘇

志

臯

建

今

廢

恩
榮
坊
爲

南

京

刑

科

給

事

中

張

永

建

今

廢

諫
議
坊
爲張

思

誠

建

恩
榮
坊
爲

工

部

主

事

段

進

建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段

鍊

建

今

廢

攀
桂
坊

爲

牛

盛

建

今

廢

飛
黃
坊
爲

孫

子

賢

建

今

廢

天
衢
坊
爲

劉

傑

建

今

廢

文
奎
坊

爲

韓

春

建

今

廢

翀
霄
坊

進
士
坊

豸
史
坊
俱

爲

李

鸞

建

翀

霄

坊

豸

史

坊

今

廢

一
鶚
橫
秋
坊
爲

張

橫

建

誥
封
坊
爲

禮

部

郎

中

王

相

建

今

廢

科
第

傳
芳
坊
爲

王

煒

建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王

煒

建

今

廢

文
魁
坊
爲

龎

標

建

今

廢

賔

薦
坊
爲

牛

應

龍

建

貞
節
坊
爲

陳

妻

張

氏

建

嘉

靖

辛

酉

孫

啟

䝉

重

修

靑
雲
坊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三

爲

梁

相

建

貞
節
坊
爲

李

順

妻

馬

氏

建

起
鳳
坊
在

白

村

爲

辛

志

淸

建

雲
漢
坊

在

彭

村

爲

李

達

建

恩
誥
坊
爲

何

其

智

建

進
士
坊
以

上

六

坊

俱

廢

柱
史
坊

俱

爲

傅

好

禮

建

覃
恩
奕
世
坊
爲

郭

光

復

建

節
烈
坊
一

爲

王

萬

榮

妻

程

氏

建

一

爲

張

自

友

妻

李

氏

建

街
巷

十
字
大
街

縣
前
大
街

東
街

西
街

南
街

北
街

北
新
街
在

縣

治

西

巷

北

至

三

官

廟

南

至

關

帝

廟

巷

南
新
街
在

關

帝

廟

巷

以

南

至

城

下

今

廢

東
新
街
在

大

察

院

巷

以

東

今

廢

藥
局
巷
在

關

帝

廟

巷

轉

東

司
空
巷
在

縣

前

大

街

轉

東

有

司

空

里

坊

今

廢

牛
市
巷
在

大

察

院

巷

以

南

曹
家
巷
在

狀

元

坊

以

東

關
帝
廟
巷
在

南

新

街

以

北

城
隍
廟
巷
在

縣

治

後

察
院
巷
在

縣

治

激

揚

坊

東

坊
廂
澄

淸

坊

通

關

廂

二
里
在
城

鄕
里
附

屯

鄕
六

里
三
十
六

萬
春
鄕
官

庄

里

東

徐

里

魏

村

里

南

趙

里

負

郭

里

魏

村

屯

俱

在

縣

西

北

二

方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百

歸
仁
鄕
公

由

里

西

張

里

西

辛

里

固

城

里

彭

村

里

當

渠

里

彭

村

屯

俱

在

縣

西

南

二

方

嘉
禾
鄕
曲

溝

里

賈

家

里

禮

讓

里

馬

庄

里

南

舖

里

林

城

里

趙

家

里

曲

□
屯

賈

家

屯

俱

在

縣

東

西

南

方

里
仁
鄕
南

房

里

西

内

里

黃

垡

里

馬

慶

里

沙

屯

馬

慶

屯

陳

村

屯

俱

在

縣

東

南

二

方

德
義
鄕
西

湖

里

張

化

里

今

改

張

賢

里

俱

在

縣

東

北

二

方

歸
化
鄕
三

安

屯

新

安

屯

足

業

屯

進

賢

屯

豐

厚

屯

今

豐

厚

并

于

進

賢

俱

在

坊

廂

集
塲

縣
城
内
外

初

三

十

三

二

十

三

北

街

初

十

北

新

街

初

五

南

新

街

今

街

廢

并

于

北

新

街

初

八

十

八

二

十

八

南

街

十

五

二

十

五

西

街

二

十

三

十

東

街

知
子
營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每

月

初

一

初

六

十

一

十

六

二

十

一

二

十

六

日

柳
泉
店
在

縣

南

十

八

里

每

月

初

四

初

九

十

四

十

九

二

十

四

二

十

九

日

沙
垡
在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每

月

初

五

初

十

十

五

二

十

二

十

五

三

十

日

牛
堝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每

月

初

二

初

七

十

二

十

七

二

十

二

二

十

七

日

獨
流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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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每

月

初

五

初

十

十

五

二

十

二

十

五

三

十

日

馬
庄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每

月

初

三

初

八

十

三

十

八

二

十

三

二

十

八

日

南
舖
頭
在

縣

南

七

十

里

每

月

初

四

初

九

十

四

十

九

二

十

四

二

十

九

日

韓
寨
在

縣

東

南

十

八

里

每

月

初

一

初

六

十

一

十

六

二

十

一

二

十

六

日

丞
相
庄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每

月

初

四

初

九

十

四

十

九

二

十

四

二

十

九

日

彭
村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每

月

初

二

初

七

十

二

十

七

二

十

二

二

十

七

日

王
馬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每

月

初

五

初

十

十

五

二

十

二

十

五

三

十

日

曲
溝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每

月

初

四

初

九

十

四

十

九

二

十

四

二

十

九

日

禮
讓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每

月

初

一

初

六

十

一

十

六

二

十

一

二

十

六

日

堡
寨
附

□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六

章
信
堡
今廢

牛
堝
堡
方

八

百

丈

今

廢

然

鎭

店

尚

自

弘

厰

爲

邑

南

之

巨

望

禮
讓
堡
方

三

百

六

十

五

丈

與

牛

堝

堡

俱

明

嘉

靖

時

創

建

水
寨
元

石

抺

孛

迭

兒

以

黑

軍

鎭

守

固

安

水

寨

今

不

知

所

在

韓
寨
卽

古

韓

侯

城

知
子
營
按

舊

志

元

伯

華

丞

相

屯

軍

于

此

其

家

傳

報

生

子

遂

改

馬

慶

店

爲

知

子

營

堤
堰

自
元
朝
至
元
三
年

民
兵
築
渾
河
堤
九
年
再
築
以
防

河
水

大
德
六
年
築
渾
河
堤
長

八

十

里

仍

禁

豪

家

毋

侵

舊

河

令

屯

軍

及

民

耕

種

延
祐
二
年
霖
雨
壞
渾
河
堤
堰

卒
補
之

泰
定
三
年
渾
河
決

軍
民
萬
人
塞
之
元

史

明
天
順
初
渾
河
在
縣
西
二
十
餘
里
楊
僊
務
北
自
蘆

溝
橋
流
入
縣
境
時

水
溢
縣
丞
王
瑛
請
于
當
道
奏

倩
鄰
境
夫
萬
餘
助
修
東
岸
堤
堰
北

自

良

鄕

縣

界

南

抵

覇

州

界

百

餘

里

直

亘

如

引

䋲

高

如

丘

阜

上

植

榆

柳

久

之

根

盤

土

固

水

循

故

道

成
化
初
甄
家
等
口
潰
決
水
患
相
仍
邑
侯
李
公
量
借

屯
種
軍
併
力
築
砌
而
隄
防
復
固

萬
曆
中
渾
河
潰
溢
邑
侯
周
公
復
築
大
堤
及
護
城
堤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七

萬
曆
四
十
一
年
邑
侯
孫
公
因
水
勢
泛
漲
將
護
城
堤

因
舊
制
而
重
築
之
高
二
丈
餘
兩
行
植
柳
至
今
森
秀

茂
宻
一
望
烟
籠
景
況
佳
麗

橋
梁

寧
遠

迎
薰

豐
樂

拱
極

四
橋
俱
駕
池
通
道

明
嘉
靖
甲
子
歲
邑
侯
何
次
第
創
建
嗣
後
或
修
或
葺

至
萬
曆
辛
酉
邑
侯
胡
公
俱
用
甎
修
崇
嶐
堅
緻
□
城

牖
然
崇
禎
三
年
庚
午
邑
侯
秦
自
獲
鹿
縣
來
調
至
邑

四
門
俱
改
爲
呂
橋
溝
深
木
堅
用
甎
石
鐵
灰
以
奠
基

址
而
駕
木
于
上
以
通
往
來
向
門
俱
用
鐵
環
以
備
拉

曵
無
事
則
爲
輿
梁
有
事
則
依
然
坑
塹
也

石
橋
在

南

新

街

昔

縣

未

築

城

時

雨

水

泛

溢

經

流

于

此

成

化

間

邑

侯

朱

公

甃

石

爲

橋

甚

堅

緻

今

圮

蘇
家
橋
在

縣

西

二

十

餘

里

今

不

存

其

地

見

爲

三

村

古
蹟

臨
鄕
故

城

名

後

省

周

惠

王

與

燕

臨

樂

武
陽
城
在

縣

西

北

燕

昭

王

之

所

築

也

今

廢

陽
鄕
城
漢

舊

縣

改

長

鄕

韓
侯
城
卽

今

韓

寨

營

在

縣

南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八

方
城
卽

今

方

城

村

在

縣

西

南

督
亢
亭
按

史

記

方

城

屬

郡

有

督

亢

亭

歇
馬
亭
在

東

嶽

廟

前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年

建

今

改

爲

獻

享

亭

弘

治

甲

寅

縣

人

劉

傑

作

記

今

廢

■

黃
金
臺
燕

昭

王

于

易

水

東

南

築

黃

金

臺

以

延

天

下

士

後

人

慕

其

好

賢

之

名

亦

築

臺

於

此

又

水

經

註

有

云

固

安

有

黃

金

臺

唐

胡

曾

有

詩

以

咏

之

■

北

乘

羸

馬

到

燕

然

此

地

何

人

復

禮

賢

欲

問

昭

王

無

處

所

黃

金

臺

上

草

連

天

讀

此

然

有

感

因

歩

韻

以

記

之

■

欲

覔

燕

臺

巳

杳

然

悠

悠

今

古

弔

英

賢

千

金

駿

市

歸

何

處

尚

有

餘

靈

映

碧

天

明

蘇

志

臯

雀
臺
在

今

縣

西

十

八

里

高

丈

餘

其

上

廣

平

數

百

歩

世

傳

趙

李

牧

守

邊

時

將

臺

舊

址

也

今

有

雀

臺

寺

靈

氣

葱

鬱

先

時

鄕

官

郭

何

辛

諸

公

肄

業

于

此

俱

掇

巍

科

張
華
宅
在

蘆

溝

河

北

岸

墳
墓

張
壯
武
華
墓
在

府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唐
楊
總
管
墓
在

知

子

營

正

南

一

里

許

邊
丞
相
墓
在

營

東

一

里

許

金
張
君
墓
在

押

敵

村

西

北

一

里

許

有

石

刻

云

明

昌

二

年

故

贈

儒

林

郎

淸

河

張

君

之

墓

見

有

石

人

石

獸

人

傳

自

扇

馬

臺

中

掘

出

轉
運
使
輔
國
蕭
公
墓
不

知

何

代

人

在

魏

村

西

五

里

元
虎
丞
相
墓
在

西

玉

村

北

半

里

許

原

有

石

龜

石

獸

等

今

不

□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九

耿
總
兵
墓
在

駝

頭

村

西

南

半

里

許

有

石

刻

云

大

元

故

武

畧

將

軍

大

都

路

都

總

管

府

判

官

宋

侯

墓

至

正

十

四

年

立

石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毆

陽

光

書

今

石

門

俱

存

張
宣
使
士
遠
墓
在

唐

陽

村

齊
孫
臏
墓
在

方

城

村

東

南

一

里

許

有

石

門

明
張
鄕
賢
素
墓
在

宣

使

墓

傍

王
贈
尚
書
騏
墓
在

豐

樂

門

西

一

里

許

莊
簡
王
鄕
賢
復
墓
在

贈

尚

書

騏

墓

傍

淡
都
御
史
成
墓
在

莊

簡

墓

前

蘇
都
御
史
志
臯
墓
在

莊

簡

墓

右

劉
侍
郎
永
墓
在

莊

簡

墓

東

北

半

里

許

楊
鄕
賢
和
墓
在

孫

郭

村

東

南

勅
建
駙
馬
都
尉
封
翁
楊
公
繼
墓
在

孝

感

村

東

□

里

許

高
都
御
史
澄
墓

張
都
御
史
謚
介

公
允
濟
墓
在

縣

北

贈
太
常
卿
前
掌
河
南
道
御
史
傅
公
好
禮
墓
在

知

子

營

都
御
史
特
贈
兵
部
侍
郎
郭
公
光
復
墓
在

淸

河

西

半

里

許

太
僕
寺
卿
狀
元
楊
公
維
聰
墓
在

孫

郭

村

林
院
侍
讀
榜
眼
楊
公
維
傑
墓
在

孫

郭

村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馮
副
使
繼
芳
墓
在

梁

家

庄

臨
江
知
府
承
叙
張
公
墓
在

張
太
僕
思
誠
墓
在

杭
州
司
馬
李
公
天
祥
墓
在

南

房

村

東

北

柘
城
知
縣
于
公
進
善
墓
在

内
黃
教
諭
李
公
時
康
墓
在

東

關

李

家

塲

西

茂
州
知
州
祖
公
志
伊
墓
在

東

嶽

廟

後

堤

内

國
朝
劉
主
事
澄
源
墓
在

無

畏

庄

西

北

上
江
廵
按
劉
公
宗
韓
墓
在

南

房

村

南
安
知
縣
李
公
橒
墓
在

小

西

湖

村

東

江
西
道
監
察
御
史
卜
公
峻
超
墓
在

白

村

寺
廟

觀
音
寺
縣

之

南

卽

三

佛

寺

正

統

年

建

本

朝

康

熙

九

年

僧

慧

末

重

修

募

香

火

地

一

頃

十

畝

後

邑

候

張

安

世

又

撥

孝

城

寺

餘

地

五

十

畝

入

寺

興
國
寺
南

黃

垡

十

里

正

德

十

年

建

寧
國
寺
孝

城

八

里

法
華
寺
白

垡

二

十

五

里

重

熙

間

重

修

有

記

隆
興
寺
孫

郭

五

里

西
佛
寺
十

里

龍
泉
寺
知

子

營

十

八

里

元

至

元

修

有

記

興
福
寺
知

子

營

錢

塘

吳

謙

有

記

載

藝

文

廣
嚴
寺
三

十

里

慶
圓
寺

□

□

二

十

五

里

元

墓

慶

元

年

□

□

□

圓

寂

碑

銘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一

崇
勝
寺
八

里

大

王

村

巳
上
俱
在
縣
東
□

名

道

里

亦

因

附

見

洪
恩
寺
唐

陽

村

十

里

一

在

劉

村

千
佛
寺
亦

在

唐

陽

村

華
嚴
寺
劉

村

十

里

聞
泰
寺
東

陽

屯

十

二

里

洪
聖
寺
西

洪

寺

二

十

里

興
壽
寺
嚴

村

二

十

里

龍
興
寺
北

房

上

二

十

五

里

靈
覺
寺
北

村

二

十

里

福
嚴
寺
卽

雀

臺

寺

方

城

十

八

里

崇
寧
寺
小

沙

垡

三

十

里

崇
興
寺
蒲

老

垡

七

十

里

萬
泉
寺
南

舖

頭

七

十

里

慶
壽
寺
王

馬

四

十

里

興
國
寺
黃

垡

五

十

里

地
藏
寺
孟

江

五

十

里

玉
淸
寺
張

村

三

十

里

龍
泉
寺
禮

讓

六

十

五

里

弘
敎
寺
牛

堝

四

十

里

萬
壽
寺
柳

林

莊

七

十

里

天
橋
寺
獨

流

六

十

里

洪
仁
寺
郭

村

七

十

里

香
林
寺
林

城

六

十

里

石
佛
寺
圈

頭

七

十

里

大
善
寺
桃

園

六

十

里

聖
恩
寺
十

八

里

淸
涼
寺
賈

家

莊

五

十

里

永
慶
寺
沙

垡

三

十

里

石
經
寺
褚

林

六

十

里

觀
音
寺
六

一

在

柳

泉

十

八

里

一

在

彭

村

二

十

五

里

一

在

淮

南

一

在

荆

垡

營

一

在

龎

家

務

俱

三

十

里

一

在

趙

家

莊

七

十

里

興
隆
寺
琉

璃

村

四

十

里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二

已
上
俱
在
縣
南

禪
敎
寺
白

村

三

里

彌
陀
寺
魏

村

五

里

一

在

蘇

家

橋

二

十

里

崇
勝
寺
大

王

村

八

里

香
川
寺
門

村

十

八

里

延
福
寺
馬

村

十

五

里

興
福
寺
南

公

由

十

里

寳
慶
寺
北

公

由

十

五

里

香
林
寺
中

公

由

十

三

里

興
敎
寺
公

村

三

十

里

新
昌
寺
二

十

七

里

雲
居
寺
北

相

村

三

十

里

圓
覺
寺
南

相

村

三

十

里

雲
林
寺
北

固

城

村

三

十

里

崇
興
寺
朱

村

八

里

龍
泉
寺
南

固

城

三

十

里

延
壽
寺
義

上

村

二

十

里

石
佛
寺
十里

觀
音
寺
朱

家

莊

八

里

一

在

袁

家

莊

八

里

一

在

南

趙

村

十

七

里

一

在

新

莊

十

五

里

大
士
菴

已
上
俱
在
縣
西

昊
天
寺
張

化

村

十

里

廣
禪
寺
官

莊

八

里

華
嚴
寺
東

徐

村

十

里

崇
興
寺
西

玉

村

十

里

已
上
俱
在
縣
北

廣
嚴
寺
東

内

村

二

十

五

里

開
泰
寺
十

二

里

琉
璃
寺
南

劉

村

四

十

里

興
隆
寺
宋

村

二

十

五

里

大
悲
寺
三

十

五

里

興
國
寺
翟

村

四

十

里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三

興
壽
寺
嚴

村

三

十

五

里

慶
圓
寺
二

十

五

里

洪
聖
寺
二

十

里

已
上
俱
在
縣
東
南

新
昌
寺
三

十

里

永
慶
寺
楊

村

十

一

里

華
嚴
寺
宋

莊

三

十

里

興
圓
寺
焦

村

十

五

里

嚴
靈
寺
三

十

里

雲
居
寺
五

十

里

已
上
俱
在
縣
西
南

歸
依
寺
黑

垡

十

八

里

洪
化
寺
河

津

二

十

里

香
烟
寺
史

家

垡

二

十

里

華
嚴
寺
梁

家

莊

二

十

八

里

已
上
俱
在
縣
東
北

龍
泉
寺
岡

頭

村

二

十

五

里

興
福
寺
北

村

十

八

里

彌
陀
寺
五里

福
安
寺
門

村

十

五

里

延
福
寺
北

馬

村

十

五

里

崇
興
寺
西

玉

十

里

延
壽
寺
馬

村

十

五

里

已
上
俱
在
縣
西
北

觀
音
菴
相

家

莊

八

里

石
佛
菴
圈頭

崇
慶
菴
東

押

敵

二

十

五

里

悟
雲
菴
米

家

莊

二

十

里

華
嚴
菴
西

徐

村

十

里

波
若
菴
畢

家

莊

二

十

里



ZhongYi

固
安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四

普
濟
院
楊

仙

務

三

十

五

里

龍
泉
院
王

馬

一

知

子

營

遼

統

和

六

年

建

施
尼
院
魏

村

五

里

金

大

定

十

三

年

建

大
覺
院
褚

林

村

明

弘

治

間

修

石
佛
閣
蒲

落

垡

大
師
塔
東

徐

村

遼

天

慶

元

年

建

元

至

正

間

修

慧
峯
寺
林

城

村

契

丹

大

安

七

年

學

士

王

鼎

有

塔

記

崇

禎

二

年

修

進

士

葛

逢

夏

有

記

長
眞
觀
縣

治

東

北

隅

建

有

碑

記

眞
武
廟
在

拱

極

橋

前

縣

人

御

史

李

鸞

重

修

眞

武

廟

碑

記

其

畧

曰

謹

按

有

元

龜

蛇

見

於

高

梁

河

之

上

世

祖

召

問

侍

從

王

磐

對

以

朔

方

上

占

虛

危

其

神

元

武

其

象

龜

蛇

實

水

德

之

神

也

云

云

至

明

成

祖

文

皇

帝

賴

神

數

顯

威

靈

内

難

肅

淸

及

英

宗

皇

帝

昔

在

朔

漠

夢

寐

彷

彿

見

有

龜

蛇

之

象

在

其

左

右

未

幾

攬

轡

還

京

答

神

之

貺

史

册

炳

然

乃

知

神

之

所

以

爲

神

信

非

他

神

所

儷

也

云

云

夫

天

地

間

物

物

有

神

事

事

有

理

理

之

所

在

心

之

所

安

心

之

所

安

神

之

所

宅

神

之

所

宅

誠

之

所

格

出

幽

入

冥

此

感

彼

應

如

風

之

在

谷

所

觸

皆

通

水

之

在

地

無

往

不

達

況

乎

木

德

建

皇

極

而

恊

雨

暘

應

合

化

與

神

俱

藏

則

其

廟

貌

之

崇

享

祀

之

嚴

相

國

家

之

運

爲

生

民

之

福

庇

乎

人

而

報

乎

神

固

有

在

矣

若

非

禦

災

捍

患

而

特

出

於

人

心

邀

福

一

時

以

愚

斯

人

者

語

不

敢

及

也

一

在

彭

村

一

在

馬

莊

一

在

知

子

營

東
嶽
廟
在

縣

東

一

里

許

元

至

元

十

年

建

一

在

牛

堝

西
嶽
廟
在

方

城

十

八

里

三
官
廟
在

北

新

街

小

營

龎

家

務

二

十

五

里

龍
王
廟
在

縣

東

半

里

一

在

孫

家

莊

三

十

里

三
義
廟
在

王

馬

齊

家

務

王

家

村

六

十

里

藥
王
廟
在

東

紅

寺

各

藥

王

廟

祀

甚

多

不

能

詳

載

關
帝
廟
在

□

□

關

餘

在

村

□

不

可

勝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