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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曰

殷

其

時

世

家

大

室

習

於

沃

饒

之

利

而

民

亦

安

土

重

遷

於

是

反

復

誥

諭

作

盤

庚

三

篇

殷

道

復

興

諸

侯

畢

朝

元

祀

庚

子

都

於

殷

按

通

志

今

吉

州

曁

河

津

縣

書

序

祖

乙

於

耿

作

祖

乙

元

祀

丙

申

前

編

耿

在

河

中

府

龍

門

縣

邢

在

邢

州

隴

岡

縣

而

鄭

康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六

七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成

嘗

曰

祖

乙

居

耿

以

後

奢

侈

踰

禮

土

地

迫

近

山

川

常

圯

焉

至

陽

甲

立

盤

庚

爲

之

臣

乃

謀

徙

居

湯

舊

都

民

居

耿

久

奢

淫

成

俗

故

不

樂

從

夫

曰

居

耿

以

後

民

居

耿

久

則

商

七

王

之

胥

都

耿

可

徵

矣

北

屈

城

吉

鄕

二

十

里

有

古

屈

城

北

屈

也

按

左

傳

曰

二

屈

杜

預

註

二

當

爲

北

姚

襄

城

州

西

南

五

十

里

後

漢

姚

襄

所

築

西

臨

黃

河

爲

周

齊

交

爭

地

北

齊

武

平

初

斛

律

明

月

破

周

兵

於

此

齊

武

平

二

年

斛

律

光

築

平

隴

諸

戍

還

復

令

率

步

騎

五

萬

出

平

陽

攻

姚

襄

白

亭

城

皆

克

之

獲

其

城

主

儀

同

大

都

督

等

九

人

捕

擒

數

千

人

二

年

二

月

周

遣

將

攻

邊

右

丞

相

斛

律

光

禦

之

左

丞

相

段

韶

亦

請

行

五

月

到

服

秦

城

周

人

於

姚

襄

城

南

更

起

城

鎭

東

樓

定

陽

又

作

深

塹

斷

絕

行

道

韶

密

抽

壯

士

從

北

襲

之

又

潜

人

渡

河

吿

姚

襄

城

中

令

內

外

相

應

渡

者

千

有

餘

人

周

始

覺

於

是

合

戰

大

破

之

獲

其

彜

同

若

干

顯

寳

等

諸

將

欲

攻

其

新

城

韶

曰

此

城

一

面

阻

河

三

面

地

險

不

可

攻

即

得

之

一

城

地

耳

不

如

更

作

一

城

塞

其

要

道

破

服

秦

城

並

力

圖

定

陽

計

之

長

者

將

士

皆

然

之

六

月

徙

圍

定

陽

其

城

主

開

府

議

同

楊

範

固

守

不

下

韶

登

山

望

城

勢

縱

兵

急

攻

之

七

月

屠

其

外

城

時

韶

病

軍

中

以

子

城

未

克

謂

蘭

陵

王

高

長

恭

曰

此

城

三

面

重

㵎
險

阻

無

路

唯

慮

東

南

一

路

耳

賊

若

突

圍

必

從

此

出

但

簡

精

兵

專

守

自

是

成

擒

長

恭

乃

命

壯

士

千

餘

設

伏

於

東

南

澗

其

夜

果

如

所

策

賊

出

城

伏

兵

繫

之

大

潰

範

等

面

縳

盡

獲

其

衆

周

天

和

五

年

齊

於

姚

襄

鎭

築

伏

隴

等

五

城

以

處

戍

卒

驃

騎

大

將

軍

劉

雄

齊

公

憲

攻

之

五

城

皆

拔

憲

復

遣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六

八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雄

與

柱

國

宇

文

盛

於

齊

長

城

西

連

營

防

禦

齊

將

段

孝

先

等

率

衆

圍

盛

營

外

先

有

長

塹

大

將

軍

韓

歡

與

孝

先

戰

不

利

雄

身

負

排

所

部

二

十

餘

人

據

塹

力

戰

孝

先

乃

止

是

年

齊

王

憲

北

攻

姚

襄

城

陷

之

時

汾

州

又

見

圍

日

久

糧

援

絕

憲

遣

柱

國

宇

文

盛

運

粟

以

饋

之

憲

自

入

兩

乳

谷

克

齊

柏

社

城

進

軍

姚

襄

齊

人

嬰

城

固

守

憲

遣

柱

國

譚

公

會

築

石

殿

城

以

爲

汾

州

之

援

齊

平

原

王

段

孝

先

蘭

陵

王

長

恭

兵

大

至

憲

命

將

士

陣

而

待

之

大

將

軍

韓

歡

爲

齊

人

所

乘

遂

奔

憲

自

督

將

戰

齊

兵

稍

却

會

日

暮

乃

各

收

軍

六

年

齊

將

孝

先

攻

汾

州

刺

史

史

楊

敷

突

出

爲

孝

先

所

擒

總

宰

字

文

護

令

中

外

府

水

曹

參

軍

郭

榮

於

汾

州

觀

形

勢

時

汾

州

與

姚

襄

相

去

懸

遠

榮

以

二

城

孤

迫

勢

不

相

救

請

於

州

鎭

之

間

更

築

一

城

以

相

控

攝

護

從

之

俄

而

齊

將

段

孝

先

攻

陷

姚

襄

汾

州

二

城

惟

榮

所

立

者

獨

能

自

守

古

騏

縣

路

史

漢

騏

候

在

河

東

按

漢

志

河

東

郡

有

騏

縣

師

古

曰

騏

音

其

南

汾

州

舊

唐

志

元

魏

置

後

周

改

汾

州

後

齊

改

西

汾

州

隋

爲

文

城

郡

武

德

元

年

改

汾

州

五

年

改

南

汾

州

改

慈

州

仵

城

故

縣

州

北

六

十

五

里

後

魏

世

祖

時

名

京

軍

縣

太

和

二

十

一

年

改

五

城

郡

隋

廢

郡

以

縣

屬

文

城

郡

唐

爲

五

城

屬

慈

州

舊

唐

志

後

魏

置

仵

城

縣

取

鎭

戌

名

也

今

按

隰

州

境

內

有

仵

城

鎭

即

其

地

平

陽

府

舊

志

載

於

吉

州

古

蹟

內

以

其

曾

屬

汾

州

慈

州

耳

姑

存

以

証

之

平

昌

故

縣

北

魏

志

世

祖

名

刑

軍

太

和

二

十

一

年

改

隋

開

皇

初

省

入

伍

城

縣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六

九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文

城

故

縣

州

北

六

十

里

城

隍

廟

尙

存

後

魏

曰

仵

城

隋

改

文

城

縣

唐

顯

慶

三

年

移

仵

城

縣

東

北

文

村

新

唐

誌

天

佑

三

年

更

名

屈

邑

吉

鄕

故

縣

本

唐

吉

昌

縣

宋

更

名

吉

鄕

元

至

元

二

年

省

入

吉

州

吉

鄕

故

縣

州

東

北

七

十

里

定

陽

故

縣

舊

魏

志

延

興

四

年

置

幷

置

定

陽

郡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十

八

年

改

名

吉

昌

大

業

初

置

文

城

郡

治

此

古

龍

門

水

經

注

龍

門

之

上

有

古

龍

門

牛

心

寨

州

西

六

十

里

西

臨

黃

河

金

楊

貞

所

築

僑

治

吉

州

今

其

遺

址

微

存

倚

梯

城

州

西

南

龍

門

上

口

壘

石

爲

之

東

北

高

據

峻

嶺

西

南

俯

臨

黃

河

懸

崖

絕

壁

百

有

餘

丈

以

其

險

峻

異

常

非

梯

莫

上

故

名

庖

羲

故

宮

在

人

祖

山

頂

上

建

伏

羲

廟

舊

碑

傳

爲

故

宮

鷄

亭

北

魏

志

五

城

縣

有

鷄

亭

舊

志

作

庖

山

誤

慈

烏

戌

舊

唐

志

武

德

八

年

改

南

汾

州

爲

慈

州

以

郡

近

慈

烏

戌

故

也

孝

子

原

州

西

一

里

孝

子

馮

愈

故

址

也

石

佛

崖

寬

井

河

上

有

心

經

觀

音

經

五

代

唐

永

貞

年

刻

石

洞

在

州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可

容

百

人

中

有

水

泉

昔

人

避

兵

於

此

石

豚

在

大

天

灣

河

中

豐

國

鐵

冶

州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明

洪

武

初

設

後

革

天

井

在

大

天

灣

河

中

舊

歲

旱

禱

之

輒

應

雍

正

十

年

夏

偶

旱

知

州

甘

士

瑛

率

屬

親

往

虔

禱

越

日

甘

霖

如

注

年

大

有

有

州

民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六

十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感

其

神

建

天

井

龍

王

廟

以

庇

神

焉

知

州

甘

士

瑛

立

碑

以

記

之

八

景

附

孟

門

夜

月

壺

口

秋

風

錦

屛

疊

翠

石

孔

飛

泉

小

橋

流

水

古

洞

瑤

桃

佛

閣

晴

嵐

壽

山

夕

照

凝

翠

亭

在

城

南

錦

屛

山

山

陡

生

石

岸

上

有

平

地

半

畝

許

昔

人

建

亭

於

上

名

曰

凝

翠

亭

下

即

佛

閣

晴

嵐

今

遺

址

猶

存

馮

公

祠

祀

金

尙

書

馮

公

延

登

楊

公

祠

在

州

西

麻

庫

掌

祀

金

尙

書

吉

隰

經

略

使

楊

公

貞

祀

有

祭

田

數

百

畆

今

尙

存

蘭

公

祠

在

州

東

關

祀

國

朝

河

南

山

東

江

南

河

帥

總

督

蘭

公

第

錫

嘉

慶

三

年

奉

旨

發

帑

勅

建

坊

刻

御

書

勤

愼

廉

潔

川

奠

成

勳

八

大

字

墳

墓

坊

表

高

人

烈

士

塚

墓

相

望

千

載

而

下

令

人

有

興

起

之

思

至

於

言

坊

行

表

原

爲

褒

揚

懿

美

後

世

或

爲

科

第

階

級

之

榮

當

以

砥

礪

人

文

之

助

記

墳

墓

坊

表

漢

留

侯

墓

在

婆

門

村

按

廣

輿

記

子

房

墓

在

平

陽

府

襄

陵

縣

舊

志

載

此

不

知

何

據

姑

存

之

以

俟

夫

世

之

博

聞

者

正

焉

金尙

書

馮

延

登

墓

州

東

北

十

里

陽

莊

村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六

十
一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經

畧

使

楊

貞

墓

州

西

六

十

里

麻

庫

掌

本

州

同

知

任

禮

厚

墓

在

麻

庫

掌

通

志

作

伍

禮

厚

誤

穆

御

史

墓

在

州

西

山

楊

村

李

元

帥

墓

在

川

莊

村

魯

都

督

墓

在

魯

家

河

屈

御

史

墓

在

上

官

坪

明參

政

陳

浩

墓

在

州

西

二

里

劉

家

原

郞

中

陳

維

藩

墓

在

州

北

原

給

事

主

丁

汝

謙

墓

在

行

平

村

副

使

劉

從

學

墓

在

城

北

原

國

朝

河

道

總

督

蘭

第

錫

墓

在

州

南

北

光

村

督

糧

道

葛

正

華

墓

在

州

北

陽

兒

原

署

兵

備

道

葛

天

柱

墓

在

州

北

陽

兒

原

坊

表

靑

雲

坊

爲

人

李

演

立

登

雲

坊

爲

人

張

謙

立

丹

桂

坊

爲

人

郭

琮

立

應

奎

坊

爲

人

張

宏

立

進

士

坊

爲

庚

戌

進

士

陳

浩

立

傳

臚

坊

在

西

村

爲

進

士

陳

浩

立

淸

要

坊

爲

給

事

中

陳

浩

立

方

岳

坊

爲

參

政

陳

浩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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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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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二

大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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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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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晝

錦

坊

爲

人

張

惠

立

進

士

坊

爲

壬

戌

進

士

張

惠

立

拔

秀

坊

爲

人

白

述

立

奪

錦

坊

爲

人

張

紀

立

一

鶚

坊

爲

人

馮

綸

立

騰

蛟

坊

爲

舉

人

陳

維

藩

立

英

傑

坊

爲

人

劉

從

學

立

進

士

坊

爲

戊

辰

進

士

陳

維

藩

立

今

存

風

憲

坊

爲

按

察

副

使

劉

從

學

立

達

尊

坊

爲

劉

從

學

立

勅

封

坊

爲

贈

刑

部

主

事

陳

廷

顯

立

恩

光

坊

爲

贈

戶

部

郞

中

劉

澤

立

今

存

正

節

坊

爲

節

婦

張

氏

立

河

東

鳴

鳳

坊

爲

人

丁

汝

謙

立

進

士

坊

爲

甲

戌

進

士

丁

汝

謙

立

靑

鎖

侍

臣

坊

爲

給

事

中

丁

汝

謙

立

聖

世

殊

恩

坊

爲

勅

封

太

常

博

士

丁

良

佐

立

孝

子

坊

爲

孝

子

陳

鳳

翀

立

節

孝

坊

爲

節

婦

蘭

繼

祖

之

妻

馮

氏

立

淸

標

彤

管

坊

爲

節

婦

督

糧

道

葛

正

華

之

副

室

邱

氏

立

寺

觀

非

祀

之

祠

宇

幾

塞

宇

宙

矣

狄

梁

公

之

後

奏

毀

無

人

然

不

敢

溷

於

祠

祀

之

列

亦

曰

非

其

鬼

之

不

可

謟

也

記

寺

觀

盤

古

廟

州

西

五

里

岳

家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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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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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羲

廟

人

祖

山

相

傳

伏

羲

爲

人

祖

故

此

山

亦

名

人

祖

山

舊

碑

傳

伏

羲

氏

故

宮

大

禹

廟

在

古

龍

門

上

口

猗

梯

城

魏

孝

文

立

碑

以

上

三

廟

係

古

帝

王

非

臣

民

所

得

奉

祀

故

首

列

之

石

槽

祠

元

和

志

禹

鑿

山

河

水

下

趨

峻

急

深

七

丈

經

行

之

處

元

禁

捕

魚

今

山

中

鑿

空

架

槽

闊

五

十

步

懸

注

七

十

餘

尺

魚

鼈

所

不

能

遊

號

石

槽

祠

禹

之

施

功

始

此

玉

帝

廟

北

關

東

嶽

廟

二

一

在

城

西

隅

一

在

太

度

村

雷

神

廟

北

關

外

龍

王

廟

三

一

在

淇

北

門

外

知

州

林

家

徵

重

修

一

在

壺

口

山

上

一

在

大

天

灣

號

天

井

龍

王

廟

雍

正

十

三

年

建

知

州

甘

士

瑛

有

碑

記

馬

王

廟

東

門

外

天

神

廟

二

一

在

城

北

一

在

曹

井

村

晋

文

公

祠

錦

屛

山

上

明

宣

德

已

卯

建

嘉

靖

丁

酉

州

幕

李

鯤

修

國

朝

州

守

南

鵬

重

修

王

眞

人

祠

在

曹

村

舊

志

作

曹

井

村

誤

北

極

廟

三

一

在

城

內

山

上

今

廢

一

在

北

關

外

一

在

房

村

里

二

郞

廟

在

馬

家

河

以

上

非

二

氏

專

祠

故

列

於

此

觀

音

閣

城

外

西

街

開

元

寺

州

西

今

爲

習

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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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音

寺

州

南

慈

敎

寺

州

東

佛

閣

寺

錦

屛

山

下

永

慶

寺

文

城

大

像

寺

同

樂

里

福

慶

寺

雷

家

莊
在

州

西

創

建

失

考

明

嘉

靖

間

重

修

萬

歷

二

年

三

十

六

年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屢

次

重

修

永

齡

寺

大

天

灣

佛

慶

寺

上

市

老

君

菴

五

一

在

城

北

一

在

文

城

一

在

大

天

灣

一

在

南

村

一

在

麻

庫

掌

白

衣

菴

在

州

崇

安

門

明

知

州

黃

光

煒

建

紫

微

觀

在

波

門

里

全

陽

觀

在

州

北

八

里

元

天

德

九

年

建

安

固

寺

在

安

平

村

創

建

不

可

考

附

記

同

治

間

村

人

於

寺

後

掘

得

古

物

甚

多

有

古

銅

旅

甗

一

旅

簋

一

上

皆

鑄

有

篆

銘

其

甗

云

叔

碩

父

作

旅

甗

子

子

孫

孫

永

寳

用

其

簋

較

甗

殊

小

狀

如

船

內

鑄

銘

詞

云

周

叔

姞

作

旅

簋

其

萬

年

永

寳

用

伏

永

寺

在

麥

城

村

佛

像

大

可

數

丈

手

足

甲

俱

以

古

瓦

爲

之

皇

天

后

土

廟

在

謝

悉

村

建

於

大

宋

天

聖

元

年

殿

有

蒿

梁

一

大

可

數

抱

神

座

暖

閣

後

有

木

屑

粘

合

小

門

殿

宇

結

構

詭

奇

制

作

精

巧

俗

傳

爲

公

輸

神

所

建

漢

王

廟

州

北

一

百

二

十

北

界

大

寗

一

百

二

十

里

地

勢

宏

敞

傳

聞

漢

王

曾

屯

兵

於

此

因

建

廟

焉

孔

山

寺

州

北

距

城

八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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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天

會

七

年

鑄

大

鐘

一

口

元

至

正

年

知

州

王

士

元

碑

文

猶

存

瑠

瑡

寺

在

月

間

村

北

極

廟

四

一

在

高

天

山

頂

上

一

在

五

龍

宮

一

在

西

宮

河

一

在

庖

山

頂

上
舊

志

失

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