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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滿

城

縣

志

略

序

縣

志

者

縣

之

史

也

輿

地

之

廣

狹

政

局

之

推

遷

文

化

之

盛

衰

物

力

之

消

長

以

及

前

賢

往

哲

節

母

孝

婦

之

事

蹟

胥

於

縣

志

乎

備

之

故

縣

志

雖

局

於

一

方

實

與

國

史

相

表

裏

苟

非

具

有

史

事

三

長

者

未

易

操

觚

率

爾

也

才

不

充

則

發

撝

不

盡

學

不

博

則

搜

輯

不

宏

識

不

精

則

棄

取

不

當

難

矣

而

在

今

日

爲

尤

難

倒

專

制

以

共

和

黜

官

權

爲

民

治

百

度

維

新

道

與

時

進

民

國

二

十

年

來

其

因

革

廢

置

又

有

不

可

湮

沒

之

歷

史

存

焉

際

茲

新

舊

交

替

之

時

詳

古

則

病

今

詳

今

則

薄

古

今

則

不

可

病

也

古

亦

未

可

薄

也

此

而

欲

秉

筆

從

事

戛

戛

乎

其

難

哉

十

八

年

夏

余

奉

檄

來

任

滿

城

亟

索

舊

縣

志

而

閱

之

欲

以

知

山

川

土

俗

政

治

措

置

之

得

失

而

殘

缺

不

完

原

版

亦

復

漫

滅

陵

亂

不

可

摹

印

嗒

然

久

之

越

月

楊

君

東

川

來

過

談

及

縣

志

失

修

自

淸

乾

隆

中

葉

迄

今

近

二

百

年

數

過

時

可

亟

宜

修

補

楊

君

甚

韙

余

說

也

旣

而

軍

興

徵

索

煩

累

終

日

鞅

掌

於

簿

書

無

暇

他

務

然

楊

君

時

相

過

從

則

相

與

籌

畫

及

之

今

年

二

月

奉

省

令

徵

集

志

料

刻

期

呈

送

乃

幸

有

機

可

乘

籌

欵

亦

易

遂

召

集

各

機

關

當

事

及

城

鄕

紳

耆

謀

之

僉

曰

此

事

非

楊

君

担

任

不

可

楊

君

盖

邃

於

舊

學

當

選

國

會

而

又

多

服

地

方

之

務

熟

悉

國

家

新

政

兼

明

習

法

律

者

也

羣

焉

一

致

相

推

重

復

延

聘

時

賢

宿

儒

十

餘

人

設

局

從

事

焉

四

越

月

藳

成

請

余

言

弁

首

因

取

而

讀

之

曰

此

新

志

也

爲

綱

者

六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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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目

者

四

十

有

一

綱

欲

其

括

目

欲

其

詳

因

事

成

文

以

類

相

附

不

病

今

不

薄

古

洵

卓

卓

乎

一

縣

文

獻

之

林

也

顧

余

窃

有

說

焉

天

道

十

年

一

變

今

人

創

製

每

每

突

過

乎

古

人

方

當

訓

政

建

設

時

期

民

治

發

展

與

日

俱

新

十

年

以

後

已

往

者

皆

爲

陳

迹

吾

烏

知

今

之

新

志

不

又

爲

後

人

所

唾

棄

耶

雖

然

窮

變

則

通

者

政

之

常

軌

因

時

制

宜

者

道

之

大

經

處

今

日

之

局

修

今

日

之

志

如

是

焉

而

已

足

矣

後

有

博

雅

君

子

續

成

一

邦

之

憲

典

則

徵

文

考

獻

生

面

別

開

當

必

有

最

新

之

志

出

焉

非

余

之

所

敢

逆

揣

也

茲

編

縣

志

也

楊

君

顧

不

自

居

顏

曰

志

略

其

即

此

意

留

以

有

待

於

後

賢

也

歟

民

國

二

十

年

八

月

下

旬

滿

城

縣

縣

長

香

河

陳

寳

生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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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滿

城

縣

志

略

序

天

下

之

事

事

物

物

成

虧

之

數

莫

不

有

其

機

焉

先

時

後

時

皆

失

之

機

也

者

隨

感

而

應

道

家

之

所

謂

緣

釋

家

之

所

謂

因

也

吾

滿

縣

志

失

修

自

淸

乾

隆

中

葉

迄

今

百

八

十

餘

年

世

事

之

推

轉

政

局

之

變

遷

都

人

士

可

泣

可

歌

之

事

蹟

曷

可

勝

道

其

間

詎

無

一

二

賢

達

官

紳

籌

思

及

此

欲

筆

之

而

信

今

傳

後

者

徒

以

上

不

督

催

下

不

力

勉

或

以

款

無

所

出

而

中

止

焉

或

以

在

事

未

久

而

無

暇

焉

甚

哉

成

事

之

難

也

夫

人

爲

一

事

莫

患

乎

知

其

當

爲

而

不

即

爲

又

莫

患

乎

本

不

肯

爲

而

侈

言

當

爲

二

者

皆

自

欺

以

欺

人

也

雖

然

知

其

當

爲

矣

又

肯

即

爲

矣

且

官

紳

相

與

籌

謀

而

爲

之

矣

而

終

不

能

成

者

何

也

機

未

至

也

民

國

十

八

年

夏

陳

公

星

垣

來

長

滿

城

覽

舊

志

之

蕪

雜

殘

缺

年

久

失

次

慨

然

有

志

焉

旣

而

軍

興

疲

於

供

應

欵

旣

維

艱

時

亦

弗

給

然

余

則

深

信

陳

公

必

終

爲

之

非

空

言

以

欺

人

者

盖

有

待

也

今

年

省

令

各

縣

徵

集

志

料

區

以

門

類

限

以

時

期

爲

纂

修

民

國

省

志

計

則

躍

然

喜

曰

機

至

矣

乃

召

集

各

機

關

首

長

城

鄕

紳

耆

期

爲

一

舉

兩

得

之

計

而

以

編

纂

之

責

相

屬

余

退

而

自

念

老

朽

無

新

學

識

殊

不

足

發

揚

黨

治

取

信

時

賢

雖

然

此

事

固

素

志

也

老

朽

閒

廢

又

幸

可

得

老

友

數

人

分

任

其

事

此

數

老

友

者

又

皆

閒

廢

家

居

如

余

之

無

所

事

事

於

此

抒

其

蠡

管

之

見

相

與

蒐

集

而

討

論

之

倘

亦

因

緣

湊

合

而

機

之

相

感

應

者

歟

凡

四

閱

月

藳

成

是

非

得

失

覽

者

自

能

詳

之

非

余

之

所

敢

知

也

是

爲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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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民

國

二

十

年

八

月

中

旬

邑

人

楊

式

震

書

於

滿

城

縣

修

志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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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修
姓
氏

一

滿

城

縣

志

略

編

修

姓

氏

監

修

滿

城

縣

縣

長

陳

寳

生
香

河

總

裁

前

國

會

衆

議

院

議

員

楊

式

震
邑

人

編

纂

前

參

事

會

參

事

陳

昌

源
邑

人

前

縣

議

會

議

員

趙

繼

曾
邑

人

前

實

業

局

局

長

田

汝

霖
邑

人

前

淸

山

東

知

縣

張

瑞

昌
邑

人

前

淸

山

東

縣

丞

張

國

昌
邑

人

繪

圖

前

北

平

公

安

局

科

員

趙

學

曾
邑

人

採

訪

縣

敎

育

局

局

長

郝

瓘
邑

人

縣

建

設

局

局

長

張

鴻

志
邑

人

縣

財

務

局

局

長

尹

子

元
邑

人

縣

公

安

局

局

長

趙

椿
昌

平

縣

兩

級

女

子

小

學

校

校

長

魏

金

聲
邑

人

前

縣

議

會

議

長

范

蔚

林
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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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修
姓
氏

二

縣

財

務

局

文

牘

趙

書

元
邑

人

前

敎

育

局

局

長

劉

法

嚴
邑

人

前

省

議

會

議

員

孔

憲

章
邑

人

鄕

村

師

範

學

校

校

長

李

秉

珣
邑

人

校

對

縣

商

會

會

長

盧

鴻

齡
易

縣

前

縣

議

會

副

議

長

郗

硯

田
邑

人

前

淸

生

員

康

丕

基
邑

人

縣

政

府

科

長

阮

延

藻
浙

紹

縣

政

府

科

長

韓

乃

文
靜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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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目
錄

一

滿

城

縣

志

略

目

錄

卷

首編

輯

大

意

縣

境

全

圖

縣

境

西

北

山

圖

縣

城

關

全

圖

卷

一畺

域

一

沿

革

位

置

山

脈

河

流

卷

二畺

域

二

面

積

氣

候

名

勝

卷

三建

置

一

城

池

機

關

所

在

區

鄕
集

市

表

附

卷

四建

置

二

交

通

廟

祠

古

蹟
陵

墓

附

卷

五縣

政

一

機

關

組

織

財

政

卷

六縣

政

二

田

賦

戶

口

自

治

敎

育

卷

七縣

政

三

實

業

倉

儲

養

濟

金

融

治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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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目
錄

二

卷

八風

土

一

宗

敎

民

生

禮

俗

歌

謠

方

言

卷

九風

土

二

物

產

卷

十人

物

一

鄕

賢

卷

十

一

人

物

二

孝

義

隱

逸

卷

十

二

人

物

三

列

女

卷

十

三

人

物

四

名

宦

流

寓

方

外

卷

十

四

史

蹟

一

金

石

大

事

記

軼

聞

卷

十

五

史

蹟

二

舊

制

卷

十

六

史

蹟

三

舊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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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編
輯
大
意

一

滿

城

縣

志

略

卷

之

首

編

輯

大

意

一

方

志

之

書

義

例

各

殊

或

以

門

類

叙

分

或

以

綱

目

歸

納

義

例

何

常

惟

適

而

已

因

事

制

宜

隨

時

達

變

膠

枉

貌

襲

二

者

均

譏

茲

編

括

以

六

綱

曰

畺

域

曰

建

置

曰

縣

政

曰

風

土

曰

人

物

曰

史

蹟

而

分

自

以

類

附

之

但

取

一

覽

了

然

非

泥

古

以

爲

例

也

一

舊

志

年

遠

失

修

編

次

陵

亂

不

易

檢

閱

又

專

制

時

代

崇

尙

與

今

不

合

如

星

野

分

疆

徒

資

聚

訟

封

誥

大

典

亦

係

私

榮

其

他

廢

制

汰

官

早

經

根

本

取

消

己

無

叙

述

之

必

要

茲

槪

從

刪

削

其

有

與

今

制

沿

革

相

關

者

亦

略

叙

及

弗

遺

一

民

國

肇

造

在

中

史

實

爲

創

格

淸

季

變

法

以

來

朝

令

夕

改

舉

棋

不

定

近

二

十

年

來

迄

今

現

行

法

令

又

各

有

其

沿

革

歷

史

均

宜

詳

述

惟

自

民

國

二

年

改

六

房

爲

科

檔

册

零

落

厥

後

科

員

屢

易

新

人

文

卷

半

歸

散

失

以

故

調

查

維

艱

凡

所

叙

述

多

係

訪

聞

記

憶

年

月

稍

有

不

符

閱

者

諒

之

一

田

賦

最

爲

複

雜

淸

承

明

制

多

屬

因

仍

惟

近

畿

五

百

里

內

圈

佔

民

田

實

爲

特

別

虐

政

流

毒

至

今

未

已

滿

城

官

租

旗

圈

佔

有

全

縣

三

分

之

二

留

買

升

科

已

越

四

年

尙

未

淸

理

完

竣

所

有

征

額

僅

據

現

時

册

簿

暫

行

編

叙

俟

淸

理

就

緖

額

征

確

定

另

爲

更

正

一

古

蹟

物

產

方

志

家

多

入

地

理

以

二

者

地

理

之

所

資

以

考

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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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編
輯
大
意

二

然

古

蹟

留

遺

半

屬

前

人

之

建

置

則

以

附

入

建

置

爲

宜

物

產

各

方

不

同

原

不

盡

關

乎

地

利

傳

種

改

良

必

資

乎

人

力

製

造

原

料

或

來

自

他

方

皆

物

產

也

昔

之

談

物

產

者

不

過

資

以

考

究

物

力

之

息

耗

而

已

今

則

提

倡

實

業

與

民

生

殊

有

關

係

故

附

之

風

土

之

後

庶

較

徵

實

一

鄕

賢

名

宦

均

屬

一

邦

之

文

献

鄕

賢

以

地

傳

名

宦

以

政

顯

最

足

起

人

觀

感

者

也

或

謂

名

宦

不

可

與

鄕

賢

並

列

人

物

是

則

拘

於

方

隅

之

見

彼

流

寓

名

賢

未

必

有

功

於

此

邦

又

何

以

稱

焉

茲

編

凡

屬

前

哲

均

入

人

物

一

門

羼

雜

不

類

之

譏

所

弗

避

焉

一

舊

志

失

修

已

百

八

十

餘

年

故

老

傳

聞

難

免

訛

謬

一

時

採

訪

遺

漏

必

多

茲

編

所

叙

人

物

悉

據

畿

輔

志

保

定

府

志

舊

縣

志

參

互

考

證

按

次

編

列

其

有

新

增

入

者

悉

就

各

鄕

長

副

校

長

人

等

具

報

審

查

確

實

有

缺

無

濫

或

有

遺

漏

俟

後

調

查

續

得

再

行

補

入

一

原

徵

志

料

有

關

隘

外

僑

技

藝

著

述

四

項

本

縣

無

關

隘

外

僑

應

不

叙

列

技

藝

著

述

雖

或

有

一

得

雕

刻

之

能

數

章

文

字

之

善

而

並

無

發

明

不

成

卷

帙

均

不

足

與

於

此

選

鄕

賢

傳

內

或

載

著

有

某

某

集

者

多

未

梓

行

無

從

索

讀

故

槪

置

弗

錄

恐

蹈

冒

濫

之

譏

一

舊

志

創

修

不

知

年

月

所

自

由

明

迄

淸

續

修

已

及

五

次

盖

亦

五

百

年

之

歷

史

矣

茲

擇

其

中

有

關

掌

故

者

益

以

現

時

之

採

訪

條

分

表

列

爲

舊

制

篇

附

之

卷

末

聊

以

備

好

古

者

之

參

考

亦

軼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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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編
輯
大
意

三

類

也

一

人

物

一

門

向

以

不

列

生

存

爲

原

例

蓋

以

人

未

定

論

且

遠

嫌

也

惟

選

舉

表

生

存

之

人

一

併

列

入

非

亂

例

也

科

舉

旣

廢

萬

無

變

易

故

無

礙

於

人

之

生

存

其

他

仕

績

職

官

則

仍

按

原

例

編

載

以

已

故

者

爲

限

閱

者

辨

之

一

茲

編

爲

應

徵

志

料

原

藁

稍

加

刪

潤

姑

存

一

縣

之

槪

要

名

曰

志

略

非

敢

云

縣

志

也

後

有

博

雅

君

子

從

事

纂

修

縣

志

或

將

於

中

取

材

焉

是

亦

壤

流

之

一

助

云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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