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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合
縣
志
略
卷
十
八

官
守
略

宦
績

宦

績

不

拘

總

部

分

部

之

職

官

凡

有

功

績

於

吾

合

者

分

其

朝

代

摘

其

事

狀

列

諸

宦

績

一

則

景

仰

先

賢

再

則

鼓

勵

來

者

使

現

在

及

末

來

官

期

士

者

有

所

觀

感

焉

志

宦

績

漢唐
　
蒙
曾

爲

番

陽

令

武

帝

建

元

中

風

曉

南

越

南

越

食

蒙

蜀

蒟

醬

蒙

問

所

從

來

曰

道

西

北

牂

牁

江

出

番

禺

城

下

蒙

歸

長

安

問

蜀

賈

人

曰

獨

蜀

出

蒟

醬

多

特

竊

市

夜

郞

夜

郞

者

臨

牂

牁

江

江

廣

百

餘

步

足

以

行

船

蒙

迺

上

書

說

武

帝

拜

蒙

爲

中

郞

將

將

千

人

食

重

萬

餘

人

由

巴

苻

關

入

見

夜

郞

侯

多

同

先

置

犍

爲

郡

立

夜

郞

南

夷

兩

縣

一

都

尉

其

後

武

帝

復

遣

馳

義

侯

遺

及

郭

昌

衞

廣

八

校

尉

率

夜

郞

精

兵

下

牂

牁

江

同

會

番

禺

會

南

越

已

破

郭

昌

衞

廣

等

引

兵

還

行

誅

頭

蘭

遂

開

牂

牁

郡

領

縣

十

七

然

南

中

開

闢

之

功

應

以

唐

蒙

爲

第

一

周

雖

有

莊

蹻

沂

江

入

滇

秦

雖

有

常

頞

通

道

置

縣

因

史

文

過

簡

荒

遠

難

稽

故

列

唐

蒙

首

選

且

開

通

江

流

尤

關

吾

邑

也

吳
　
霸
華

陽

國

志

武

帝

拜

蒙

爲

都

尉

開

牂

牁

郡

以

吳

霸

爲

太

守

蒙

斬

竹

王

夷

濮

咸

怨

訴

霸

表

竹

王

三

子

爲

列

侯

陳
　
立
字

少

遷

臨

邛

人

成

帝

河

平

中

夜

郞

王

興

與

鈎

町

王

禹

漏

臥

侯

兪

更

舉

兵

相

攻

大

將

軍

王

鳳

用

杜

欽

之

言

選

任

職

太

守

往

察

其

尤

不

軌

者

而

先

正

之

鳳

薦

陳

立

往

立

至

且

同

亭

召

興

入

見

數

其

罪

斬

之

鈎

町

漏

臥

皆

震

恐

屈

降

惟

興

妻

父

翁

指

與

興

子

務

邪

收

餘

衆

脅

迫

旁

二

十

四

邑

反

帝

遣

都

尉

萬

年

等

平

之

夷

亂

悉

平

謝
　
暹

牂

牁

郡

功

曹

光

武

時

公

孫

述

據

蜀

暹

乃

與

郡

大

姓

龍

傳

尹

董

氏

保

境

爲

漢

遣

使

從

　

番

禺

江

奉

貢

光

武

嘉

之

並

加

褒

賞

號

爲

義

郞

按

當

日

取

道

番

禺

江

入

貢

必

先

經

過

三

合

地
唐南

　
卓
字

昭

嗣

初

爲

拾

遺

以

諫

謫

松

滋

令

大

中

時

︵

大

中

爲

宣

宗

年

號

︶

爲

黔

南

觀

察

使

有

羯

鼓

錄

附
吳
振
棫
黔
語
貴

陽

府

忠

烈

廟

俗

稱

黑

神

祀

唐

頓

邱

南

公

霽

雲

與

張

許

同

死

睢

陽

者

也

舊

傳

霽

雲

子

承

嗣

以

婺

川

別

駕

賜

紫

金

魚

袋

歷

施

涪

二

州

多

善

政

劉

闢

叛

以

無

備

謫

永

州

請

從

軍

討

王

承

忠

柳

宗

元

代

爲

作

狀

其

卒

也

三

州

人

感

之

爲

立

霽

雲

祠

而

以

承

嗣

附

洪

武

初

貴

州

都

指

揮

程

暹

依

民

俗

建

焉

然

未

列

祀

典

景

泰

間

貴

州

按

察

使

王

憲

請

於

朝

始

列

於

正

祀

按

施

涪

二

州

雖

近

牂

牁

然

非

所

轄

承

嗣

以

不

職

貶

永

州

何

以

貴

陽

祀

之

惟

雲

溪

友

議

載

南

中

丞

卓

爲

黔

中

經

略

使

大

更

風

俗

凡

是

溪

谷

呼

吸

文

字

皆

同

秦

漢

之

音

甚

有

聲

譽

云

云

唐

時

黔

涪

等

十

五

州

牂

莊

等

五

十

一

羈

縻

州

皆

爲

黔

府

所

轄

故

稱

卓

爲

轄

公

死

而

祀

之

因

稱

轄

神

後

人

或

訛

南

中

丞

爲

忠

臣

因

以

睢

陽

之

事

當

之

耳

黑

神

則

轄

神

轉

音

之

訛

也

羽

高

按

黔

省

正

祀

應

以

唐

蒙

爲

當

否

則

以

南

卓

稍

近

之

至

承

嗣

父

子

無

功

於

黔

何

能

永

明

禋

祀

嘗

聞

之

友

人

萬

仿

韓

君

言

黑

神

廟

必

爲

川

鄂

邊

鄙

士

司

之

私

廟

殆

土

司

力

侵

入

黔

疆

其

廟

亦

移

入

黔

省

久

之

以

訛

傳

訛

加

以

程

暹

建

立

王

憲

請

□

逐

相

沿

至

今

此

亦

是

一

說

并

志

之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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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
景
陽
通

志

載

宋

景

陽

眞

定

人

開

寶

八

年

廣

右

諸

夷

作

亂

詔

景

陽

率

師

征

之

悉

定

廣

右

復

進

兵

都

匀

等

處

西

南

以

平

詔

建

總

管

於

大

萬

谷

樂

等

處

授

景

陽

寗

遠

軍

節

度

使

都

總

管

以

鎭

之

景

陽

撫

綏

勞

來

甚

得

遠

人

心

而

柳

慶

民

多

歸

附

其

蘇

趙

周

高

蘭

蔡

南

容

七

姓

舉

族

附

焉

卒

贈

太

尉

諡

成

子

孫

世

爵

其

士

爲

宣

慰

宋

氏

羽

高

按

景

陽

由

廣

右

之

柳

慶

︵

柳

卽

今

柳

州

慶

卽

今

慶

遠

︶

進

兵

都

匀

沂

江

西

上

必

經

三

合

而

達

都

匀

况

七

姓

舉

族

以

附

中

有

蘭

姓

貴

州

此

姓

罕

見

惟

三

合

普

𡉫

猶

有

此

姓

是

否

卽

七

姓

中

蘭

姓

之

遺

裔

姑

附

志

之

待

考

元曲
立
吉
思
元

世

祖

至

元

二

十

年

六

月

四

川

行

省

參

政

曲

立

吉

思

討

平

九

溪

十

八

洞

以

其

酋

長

赴

闕

定

其

地

爲

州

爲

縣

建

置

總

管

府

隸

順

元

路

其

詳

見

年

紀

劉
德
祿
元

至

元

二

十

九

年

正

月

八

番

都

元

帥

劉

德

祿

言

新

附

蠻

洞

因

籍

戶

懷

疑

竄

匿

詔

招

集

之

詔

曰

爰

自

前

宋

歸

附

五

十

餘

年

閱

實

戶

數

乃

有

司

當

知

之

事

諸

郡

皆

然

非

獨

爾

播

自

今

以

往

咸

奠

厥

居

流

行

失

所

者

招

諭

復

業

有

司

常

加

存

恤

毋

致

煩

擾

重

困

無

民

按

莫

與

儔

廢

定

雲

府

考

引

宋

景

濂

楊

氏

家

傳

云

大

德

三

年

楊

漢

英

奏

改

南

詔

驛

道

分

定

雲

以

東

隸

播

西

隸

新

部

可

證

趙

宋

時

定

雲

東

屬

播

地

德

祿

所

言

新

附

蠻

洞

當

有

今

三

合

地

在

內

明

矣

幹
羅
思
至

元

二

十

六

年

置

八

番

羅

甸

宣

尉

司

首

以

幹

羅

思

爲

宣

慰

使

時

諸

蠻

叛

陷

不

常

幹

羅

思

於

二

十

九

年

二

月

招

附

桑

州

生

苗

羅

甸

國

古

州

等

洞

酋

長

三

十

一

所

詔

民

十

二

萬

九

千

三

百

二

十

六

戶

詣

闕

貢

獻

按

西

自

羅

甸

東

及

古

州

當

兼

有

三

合

舊

地

明吳
　
良
定

遠

人

洪

武

五

年

古

州

八

萬

諸

洞

苗

亂

良

以

江

南

侯

充

總

兵

官

佩

征

南

副

將

軍

印

率

師

討

平

之

直

通

龍

里

獨

淸

洞

巖

苗

據

險

久

不

下

良

以

計

破

之

殲

其

衆

按

黎

平

府

有

古

州

龍

里

二

司

疑

通

都

江

以

下

河

道

當

在

此

時

顏
　
成
字

景

昭

湘

潭

人

後

家

江

都

容

貌

魁

梧

壯

有

膽

略

洪

武

九

年

從

傅

友

德

平

蜀

破

貴

州

蠻

克

普

定

授

普

定

衞

都

指

揮

同

知

已

而

征

雲

南

有

功

進

征

西

將

軍

鎭

貴

州

建

文

初

班

師

四

年

以

左

都

督

封

鎭

遠

侯

又

出

鎭

貴

州

招

諭

合

江

州

十

五

寨

來

歸

申

嚴

號

令

威

惠

並

行

羣

蠻

震

攝

卒

年

八

十

五

贈

夏

國

公

謚

武

毅

南

中

人

士

立

祠

祀

之

何
　
福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都

督

軍

事

移

兵

討

都

匀

蠻

俘

斬

萬

計

二

十

四

年

拜

平

羌

將

軍

討

平

越

州

叛

蠻

阿

資

破

降

之

擇

地

立

柵

處

其

衆

置

甯

越

堡

遂

平

九

名

九

姓

諸

蠻

鄧
廷
瓚
字

宗

器

巴

陵

人

景

泰

五

年

進

士

成

化

十

年

初

設

程

番

府

舉

瓚

異

等

出

守

時

方

草

昧

瓚

以

淸

潔

治

之

居

程

番

九

年

四

境

晏

如

遷

山

東

參

政

弘

治

二

年

貴

州

黑

苗

叛

敕

瓚

爲

巡

撫

提

督

軍

務

號

令

嚴

明

初

爛

士

苗

賊

七

千

人

攻

圍

楊

安

保

都

指

揮

劉

英

統

兵

覘

之

爲

所

困

四

年

爛

土

酋

乜

富

架

重

惡

龍

等

叛

五

年

冬

十

月

壬

戌

貴

州

巡

撫

鄧

廷

瓚

太

監

江

德

會

師

入

討

七

年

三

月

癸

巳

廷

瓚

會

同

湖

廣

總

兵

官

顧

溥

貴

州

總

兵

官

王

通

等

分

道

進

剿

副

使

吳

倬

遣

熟

苗

詐

降

富

架

誘

令

入

寇

伏

兵

擒

其

父

子

官

軍

乘

勝

連

破

百

餘

寨

生

繫

長

脚

以

歸

羣

蠻

震

慴

廷

瓚

因

言

都

匀

淸

平

二

衞

九

長

官

司

其

人

皆

世

祿

自

用

其

法

恣

虐

激

變

苗

民

亂

四

十

餘

年

今

元

凶

就

除

非

大

更

張

不

可

請

改

爲

府

縣

設

流

官

與

士

官

兼

治

庶

可

久

安

因

上

言

善

後

十

一

事

帝

悉

從

之

遂

設

府

一

曰

都

匀

州

二

曰

獨

山

麻

哈

縣

曰

淸

平

顧
　
溥
明

史

顧

成

傳

弘

治

五

年

十

月

貴

州

都

匀

苗

乜

富

架

作

亂

自

稱

都

順

王

梗

滇

蜀

道

詔

溥

充

總

兵

官

帥

兵

八

萬

討

之

分

五

路

刻

期

並

進

誅

富

架

父

子

斬

首

萬

計

凌
文
獻
浙

江

遂

安

人

弘

治

七

年

巡

撫

鄧

廷

瓚

旣

平

乜

富

架

長

脚

之

亂

因

請

郡

縣

其

地

設

流

官

與

土

官

兼

治

帝

從

之

除

文

獻

知

府

事

諭

之

曰

朕

惟

都

匀

遠

在

貴

州

東

南

因

無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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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官

撫

治

往

往

自

相

殺

奪

不

得

安

身

而

又

時

出

刧

掠

爲

地

方

之

害

近

因

貴

州

鎭

巡

等

官

奏

請

特

飭

大

師

征

之

旣

已

克

平

各

官

奏

如

永

樂

年

間

事

例

開

設

府

治

州

縣

銓

除

流

官

撫

治

之

以

警

其

後

今

從

其

請

設

立

都

匀

府

而

以

新

開

獨

山

麻

哈

二

州

淸

平

一

縣

并

舊

設

邦

水

平

舟

平

浪

四

長

官

司

屬

其

管

轄

僉

舉

爾

文

獻

熟

知

民

事

諳

曉

彝

情

堪

任

知

府

故

特

升

爾

往

知

府

事

賜

以

璽

書

蓋

重

其

任

也

夫

新

府

之

設

與

舊

郡

不

同

外

彝

之

治

與

內

地

殊

異

非

徒

賴

汝

撫

安

而

實

資

爾

控

制

爾

須

深

體

朕

委

任

之

意

稽

考

制

度

創

造

衙

門

宣

布

條

章

立

爲

一

定

規

模

使

人

有

所

遵

守

凡

府

中

一

應

該

行

之

事

當

備

之

物

合

用

之

人

一

一

悉

如

內

地

若

力

有

不

及

則

度

以

待

時

勢

有

未

可

則

留

以

待

後

順

其

土

俗

之

宜

施

以

安

利

之

政

歸

附

者

安

之

使

得

其

所

流

移

者

招

之

使

復

其

業

仍

須

時

常

戒

勉

所

屬

土

官

頭

目

人

等

諭

以

大

義

開

其

善

端

俾

其

遵

守

法

度

謹

守

地

界

辦

納

粮

馬

不

致

臨

用

有

缺

撫

恤

彝

民

不

許

非

法

虐

害

如

有

多

娶

妾

媵

以

庶

奪

嫡

爭

襲

官

職

及

窩

隱

賊

人

爲

盜

分

贜

者

具

奏

問

革

改

設

流

官

凡

係

彝

情

務

要

與

都

匀

衞

指

揮

協

和

議

行

遇

有

漏

殄

殘

賊

或

生

苗

竊

發

卽

便

起

調

官

軍

士

兵

剿

捕

以

靖

地

方

不

許

執

抝

誤

事

其

公

差

官

員

人

至

府

但

有

違

法

生

事

爾

具

實

奏

聞

所

屬

土

流

官

吏

軍

民

人

等

敢

有

倚

恃

刁

撥

違

法

傲

慢

者

爾

須

嚴

加

禁

革

輕

則

會

官

問

擬

如

律

例

發

落

重

則

奏

聞

區

處

爾

尤

宜

廉

公

仁

恕

奉

法

循

理

體

朝

廷

一

視

同

仁

之

心

以

彝

治

彝

使

之

日

染

月

化

而

皆

囿

於

華

夏

禮

法

之

中

庶

稱

委

任

爾

其

欽

承

毋

怠

毋

忽

史
　
韜
新

添

衞

指

揮

征

陳

蒙

爛

土

有

功

弘

治

間

遷

都

指

揮

調

征

普

安

盤

江

歿

於

陣

張
　
庠
蓬

溪

人

正

德

進

士

嘉

請

十

年

以

副

使

兵

備

都

淸

饒

治

略

十

一

年

豐

甯

土

司

楊

桓

叛

庠

大

破

之

高
　
翀
字

允

升

新

淦

人

嘉

靖

三

十

五

年

由

貴

州

布

政

陞

巡

撫

會

麻

哈

州

土

同

知

宋

珠

煽

賊

王

三

等

作

亂

翀

調

總

兵

石

邦

憲

集

兵

平

之

又

都

匀

苗

阿

頭

阿

章

等

不

納

粮

馬

掠

殺

人

民

翀

檄

兵

備

項

廷

吉

調

土

兵

剿

平

之

淸陳
于
中
號

磊

峯

四

川

涪

州

舉

人

淸

雍

正

十

二

年

官

獨

山

知

州

性

廉

知

勇

値

凱

里

苗

變

增

築

獨

山

土

城

團

練

鄕

勇

并

詳

請

修

三

脚

土

城

時

烽

煙

告

警

而

獨

城

反

聚

梨

園

子

弟

終

日

闐

喧

人

怪

問

之

答

曰

示

叛

苗

以

無

恐

耳

苗

探

不

得

虛

實

卒

不

敢

逼

視

城

賴

以

安

孫
紹
武
漢

軍

正

紅

旗

人

以

監

生

起

家

雍

正

初

授

玉

屏

知

縣

五

年

黎

平

謬

衝

花

苗

作

亂

從

知

府

張

廣

泗

討

之

有

功

遷

銅

仁

同

知

尋

降

獨

山

知

州

七

年

十

二

月

古

州

來

牛

定

旦

二

寨

以

諸

苗

叛

二

寨

地

廣

人

衆

在

諸

苗

中

尤

爲

兇

悍

時

總

督

鄂

爾

泰

遣

官

修

都

江

縴

道

二

寨

以

□

道

成

官

兵

可

以

出

入

不

利

於

己

乃

誘

合

革

招

革

雄

搖

排

搖

晒

擺

調

方

勝

諸

寨

數

十

以

阻

之

副

將

趙

文

英

遣

土

舍

林

天

錦

吳

和

禧

招

撫

之

和

禧

爲

所

殺

文

萬

請

益

兵

堵

禦

鄂

爾

泰

奏

討

之

耳

謂

都

江

一

水

在

古

州

諸

葛

營

之

南

由

諸

葛

營

西

沂

流

爲

上

江

可

達

都

匀

東

沿

流

爲

下

江

可

達

廣

西

柳

慶

濱

江

山

洞

諸

苗

多

未

歸

服

非

粤

兵

協

剿

難

以

開

通

乃

調

慶

遠

副

將

潘

紹

周

永

寗

參

將

施

善

元

各

率

兵

由

沈

口

進

以

慶

遠

知

府

徐

嘉

炎

監

其

軍

會

文

英

軍

沂

都

江

而

上

以

通

水

路

使

紹

武

及

都

匀

副

將

卜

萬

年

率

兵

由

三

脚

𡉫

取

來

牛

以

拒

上

游

又

調

桂

林

副

將

董

芳

以

兵

由

茘

波

三

洞

至

平

宇

以

爲

聲

援

八

年

正

月

紹

周

善

元

先

後

抵

諸

葛

營

文

英

以

二

十

一

日

往

攻

定

旦

兼

程

進

據

其

後

山

賊

施

銃

砲

以

擊

官

兵

進

敗

之

奪

其

大

砲

銅

鼓

鐵

甲

焚

其

巢

諸

苗

皆

竄

入

林

谷

自

都

江

至

平

宇

沿

四

十

餘

寨

亦

乞

撫

有

八

飛

者

陽

就

撫

而

陰

謀

攻

官

軍

總

督

鄂

爾

泰

巡

撫

張

廣

泗

檄

紹

武

同

萬

年

芳

及

守

備

高

允

升

合

兵

進

剿

隴

寨

二

月

十

四

日

紹

武

同

等

抵

隴

寨

前

山

賊

蟻

聚

都

江

兩

岸

大

譟

犯

官

軍

紹

武

以

官

軍

爲

正

土

兵

爲

奇

張

五

路

以

分

賊

勢

自

寅

至

未

砲

殺

數

十

人

賊

始

退

保

寨

中

紹

武

同

萬

年

等

督

兵

進

攻

奪

賊

船

以

渡

直

逼

寨

門

銃

砲

齊

發

賊

不

能

支

從

後

山

遁

遂

破

其

巢

二

十

一

日

移

師

攻

八

飛

賊

伏

箐

以

伺

官

軍

搜

箐

斬

數

賊

餘

皆

遁

於

是

布

養

豐

柳

擺

勞

諸

寨

咸

乞

降

願

納

粮

應

役

而

來

牛

搖

排

搖

晒

革

招

雄

諸

寨

復

聚

衆

截

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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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

拒

官

軍

且

期

是

月

二

十

五

日

合

攻

大

營

紹

武

偵

知

之

令

千

總

楊

剛

等

以

兵

七

百

伏

來

牛

南

岸

下

流

戒

之

曰

聞

砲

而

動

明

日

食

時

賊

果

聚

北

岸

呼

聲

震

山

谷

紹

武

萬

年

率

守

備

殷

起

龍

高

允

升

由

南

岸

迤

𨓦

而

前

日

中

苗

見

官

軍

無

後

應

遂

渡

水

衝

之

礮

聲

起

伏

發

賊

不

知

所

爲

俘

斬

與

溺

死

者

不

可

勝

計

遂

移

營

平

定

山

議

剿

革

招

老

彌

諸

寨

而

文

英

善

元

亦

自

定

旦

來

會

次

日

紹

武

以

兵

二

千

餘

分

道

攻

革

招

苗

營

山

箐

中

不

虞

官

兵

遽

至

及

官

兵

樊

籐

逼

寨

門

乃

大

驚

空

寨

而

逃

官

兵

焚

其

巢

分

道

搜

箐

俾

爽

柳

疊

平

甲

排

吉

諸

寨

皆

刻

木

乞

降

三

月

初

七

攻

老

彌

寨

破

之

搖

排

搖

晒

諸

寨

相

率

詣

營

門

降

又

降

乍

冷

有

厄

撇

高

諸

寨

二

十

三

日

師

集

於

來

牛

凡

要

害

處

皆

分

兵

防

之

紹

武

萬

年

防

來

牛

游

擊

周

豹

防

定

旦

守

備

高

本

陽

防

寨

北

守

備

張

鳳

翥

防

八

開

游

擊

希

達

防

都

江

文

英

紹

周

率

所

部

囘

古

州

築

城

於

諸

葛

營

五

月

古

州

三

保

苗

叛

六

月

文

英

紹

周

等

討

平

之

而

來

牛

定

旦

復

叛

初

二

寨

雖

已

安

營

駐

兵

血

上

江

山

苗

數

十

寨

惟

擺

調

方

勝

爲

強

革

招

怎

冷

怎

衣

車

有

已

有

厄

龍

坡

冷

硬

烏

泥

椎

灰

諸

寨

皆

役

屬

之

來

牛

定

旦

餘

黨

誘

之

作

亂

從

之

遂

奪

柳

疊

隘

口

刦

粮

運

謀

犯

新

營

柳

疊

隘

口

者

上

江

之

咽

喉

粮

運

驛

郵

所

必

經

也

紹

武

聞

警

檄

各

路

官

兵

合

剿

並

調

八

寨

及

爛

土

普

安

土

兵

於

二

十

九

日

集

拉

纜

臺

紹

武

及

萬

年

以

兵

直

趨

柳

疊

賊

見

官

兵

衆

不

敢

出

惟

於

柳

疊

北

岸

以

火

銃

擊

官

兵

官

兵

攀

崖

逐

之

賊

潰

散

於

是

柳

疊

不

失

而

粮

運

復

通

七

月

總

兵

蘇

大

有

赴

鎭

討

之

而

滾

宗

諸

苗

又

叛

十

月

大

有

卒

巡

撫

張

廣

泗

奏

以

董

芳

署

古

州

總

兵

討

之

十

二

月

滾

宗

平

紹

武

及

萬

年

等

乃

撤

師

歸

乾

隆

元

年

四

月

從

經

略

張

廣

泗

剿

古

州

台

拱

諸

苗

餘

黨

廣

泗

奏

升

紹

武

爲

都

匀

知

府

時

游

擊

李

子

昌

已

克

擺

調

方

勝

廣

泗

令

與

曾

長

治

王

耀

祖

合

兵

而

使

紹

武

監

之

以

剿

山

苗

耀

祖

與

守

備

姜

諧

五

克

交

加

與

長

治

合

軍

攻

克

喬

港

兩

跨

䟎

坡

擺

保

羊

烏

諸

寨

又

監

長

治

軍

剿

平

八

寨

番

扛

諸

寨

九

年

遷

貴

州

按

察

使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總

督

張

廣

泗

以

紹

武

熟

悉

苗

情

且

征

苗

有

功

奏

遷

貴

州

布

政

使

十

二

月

總

督

張

廣

泗

去

任

仍

改

貴

州

總

督

爲

巡

撫

以

紹

武

爲

之

十

三

年

去

官

劉
　
岱
號

澹

齋

湖

北

宜

城

拔

貢

武

英

殿

校

書

授

兵

馬

司

副

指

揮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由

鎭

寗

州

調

任

獨

山

州

宣

文

革

陋

塵

案

廓

淸

鑒

土

司

恣

暴

爲

民

害

條

陳

六

事

以

蘇

之

都

匀

府

圖

某

議

實

徵

粮

朋

宜

防

舊

疆

查

造

一

條

履

畝

勘

丈

苗

民

先

有

擾

累

之

苦

倘

僅

令

各

砦

頭

人

自

爲

首

報

則

刁

强

者

又

得

藉

此

飛

撒

或

爲

隱

匿

册

成

之

後

額

數

不

符

爭

多

爭

少

具

訟

公

庭

糾

紛

不

淸

其

爲

害

更

不

可

言

不

如

仍

舊

尙

爲

便

民

旋

經

司

道

議

可

︵

据

獨

山

縣

志

稿

︶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貴

定

叛

苗

韋

學

文

勾

結

麻

哈

狉

狆

設

計

騙

錢

散

賣

布

照

由

八

寨

蔓

及

普

安

爛

土

各

寨

多

被

騙

者

事

發

知

州

劉

岱

守

備

廖

方

大

聞

信

漏

夜

往

捕

一

一

就

縛

而

爛

土

之

劉

譚

保

江

西

人

卽

其

一

也

︵

据

舊

州

志

︶

居

官

七

載

與

學

官

謝

廷

薰

修

成

獨

山

州

志

附

條

陳

一

土

吏

土

差

宜

一

體

定

名

數

造

册

稽

查

也

查

近

奉

文

府

廳

俱

遵

例

不

許

濫

收

白

役

亦

不

許

擅

入

苗

砦

索

酒

飯

滋

擾

誠

爲

撫

綏

苗

疆

之

要

道

也

第

土

司

地

方

凡

有

催

科

差

徭

及

緝

拿

拘

提

事

俱

責

成

土

司

流

官

差

役

不

過

在

該

管

土

司

家

內

坐

守

是

土

吏

土

差

所

關

尤

重

若

輩

與

各

民

苗

聲

息

相

通

語

言

相

習

土

官

賢

則

爲

善

有

餘

土

官

不

肖

則

爲

不

善

亦

有

餘

宜

倣

照

流

官

衙

門

書

役

人

等

定

以

名

數

查

各

土

司

書

役

不

過

一

名

土

司

向

有

六

目

之

名

又

各

有

小

目

六

名

共

十

二

名

飭

造

淸

册

送

州

每

年

四

季

親

赴

點

卯

庶

可

稽

查

一

土

權

一

項

宜

永

遠

革

黜

也

　

查

土

司

一

職

各

延

幕

友

一

名

書

吏

一

名

土

目

大

小

十

二

名

已

足

辦

理

地

方

公

件

不

知

始

何

時

添

設

土

權

一

項

顧

名

思

義

頗

屬

不

經

此

職

多

係

土

官

親

長

曁

地

方

有

勢

者

爲

之

甚

或

另

立

衙

署

永

置

刑

具

苗

民

稱

爲

權

爺

畏

其

威

與

土

司

等

實

爲

陋

例

於

地

方

有

損

無

益

永

宜

黜

革

以

肅

官

常

一

實

徵

粮

册

宜

倣

照

舊

疆

查

造

也

　

州

縣

征

收

錢

粮

全

以

實

征

册

爲

憑

黔

省

苗

疆

地

方

一

應

錢

粮

僅

知

總

册

數

目

而

無

實

征

細

册

可

考

夫

州

縣

旣

無

細

數

淸

册

總

册

數

目

從

何

而

來

誠

所

不

解

卑

職

前

任

鎭

甯

州

曁

署

普

定

縣

事

兩

處

原

係

苗

疆

尙

有

實

征

册

可

考

鎭

甯

實

征

册

載

明

各

砦

原

目

花

戶

原

額

新

墾

田

粮

及

荒

蕪

實

在

各

項

總

撒

目

普

定

則

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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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某

砦

粮

數

若

干

而

無

花

戶

田

畝

名

數

今

獨

山

並

此

無

之

其

每

年

銀

米

又

俱

由

土

官

差

目

經

手

收

齊

彙

解

誠

恐

加

征

飛

撒

及

征

多

解

少

等

弊

勢

所

不

免

爛

土

司

苗

民

控

告

張

乾

在

案

內

有

土

司

得

操

出

納

之

權

之

說

前

經

稟

請

布

政

司

將

實

征

册

發

交

抄

錄

蒙

批

本

司

衙

門

亦

無

實

征

册

僅

有

總

撒

目

令

卑

職

斟

酌

妥

辦

當

卽

錄

批

行

查

四

土

司

二

土

舍

迄

今

尙

未

囘

復

管

見

以

爲

苗

韁

地

方

若

蘧

照

內

地

淸

查

備

查

魚

鱗

細

册

猶

恐

滋

擾

似

宜

倣

照

鎭

寗

查

明

某

砦

頭

人

某

某

田

若

干

秋

粮

若

干

條

焉

若

干

新

墾

若

干

總

數

則

每

年

該

土

目

等

經

管

征

收

該

頭

人

等

經

手

交

納

自

有

定

數

按

照

抄

錄

事

不

煩

而

民

不

擾

其

餘

諸

弊

自

漸

次

剔

除

而

國

賦

倍

加

愼

重

矣

一

古

額

砦

長

當

客

夫

馬

各

田

宜

淸

查

勿

得

私

賣

侵

呑

也

一

苗

砦

蒙

師

宜

飭

土

司

稽

查

不

許

教

唆

詞

訟

也

一

土

司

土

舍

等

宜

一

體

飭

令

講

讀

律

令

也

高
　
權
道

光

四

年

初

任

十

八

年

復

任

有

禁

偸

盜

碑

文

立

在

五

省

會

館

甬

牆

下

字

亦

漫

脫

仍

以

〇

代

字

其

禁

示

原

文

云

爲

嚴

禁

偸

竊

山

種

以

靖

地

方

事

照

得

本

分

州

治

理

斯

土

訪

查

𡉫

民

拕

山

種

植

雜

粮

棉

花

以

及

竹

木

山

場

被

不

事

生

業

匪

徒

乘

間

偸

竊

曾

經

出

示

嚴

禁

在

案

茲

本

分

州

囘

任

斯

土

復

據

交

相

三

納

巴

平

等

寨

〇

〇

〇

〇

〇

安

堵

〇

如

有

不

法

匪

徒

擅

砍

竹

木

〇

〇

〇

〇

〇

兵

妻

反

受

辱

駡

苗

民

隈

懼

甚

不

聊

生

懇

請

仍

復

出

示

以

安

良

善

〇

〇

〇

〇

〇

深

堪

痛

恨

除

飭

差

嚴

密

查

拿

究

辦

外

合

行

出

示

嚴

禁

軍

民

人

等

知

悉

嗣

後

凡

爾

民

苗

務

須

洗

心

革

面

痛

改

前

非

母

得

妄

砍

人

家

竹

木

以

及

禾

稻

稻

草

婦

女

亦

不

得

偸

檢

他

人

雜

粮

棉

花

各

官

順

服

〇

〇

互

相

守

望

共

爲

國

家

良

善

之

民

若

再

護

惡

不

悛

一

經

拿

獲

或

被

告

發

從

重

究

辦

决

不

姑

寬

各

宜

凜

遵

勿

違

特

示

韓
　
超
字

子

通

號

南

鵒

昌

黎

副

貢

性

嚴

厲

勇

敢

有

爲

道

光

戊

申

由

三

脚

州

同

陞

任

獨

山

州

時

承

平

久

武

備

廢

弛

超

防

患

未

然

爰

飭

閤

屬

設

團

練

勇

預

聯

一

體

共

保

身

家

不

可

偸

安

目

前

自

貽

後

悔

定

弭

盜

七

則

布

四

鄕

令

倣

行

後

齋

匪

亂

幸

已

有

備

人

皆

服

其

先

見

後

官

至

貴

州

巡

撫

附

弭

盜

七

則

一

廣

團

練

城

鄕

人

戶

多

少

不

同

城

與

鄕

百

家

以

上

大

場

砦

人

戶

衆

可

合

三

十

家

爲

一

團

或

四

十

家

爲

一

團

儘

力

不

准

逾

五

十

家

之

數

恐

一

團

人

數

太

多

意

見

岐

出

號

令

不

齊

反

致

誤

事

若

小

砦

人

少

不

足

三

十

家

之

數

可

與

附

近

衆

小

砦

合

爲

一

團

或

附

近

大

砦

爲

一

團

有

事

則

男

子

自

十

八

歲

以

上

六

十

歲

以

下

盡

出

捕

賊

或

無

男

之

家

及

有

男

而

老

幼

殘

廢

不

能

出

力

者

則

隨

其

家

資

之

厚

薄

酌

出

銀

米

以

濟

公

用

一

明

號

令

城

中

與

鄕

砦

各

於

人

戶

之

極

高

處

立

小

亭

一

座

或

合

掌

棚

亦

可

須

四

面

望

得

賊

來

往

者

備

大

木

梆

小

鑼

夜

間

卽

在

亭

內

分

先

後

半

夜

輪

流

守

除

見

偸

竊

賊

立

拿

到

官

懲

辦

外

倘

見

刦

搶

大

盜

至

急

擊

梆

打

鑼

以

聚

衆

無

論

同

團

不

同

團

但

係

附

近

聞

梆

鑼

之

聲

卽

執

器

械

急

向

鳴

號

令

之

處

飛

速

齊

來

︵

下

略

︶

一

立

頭

目

五

家

聯

爲

一

保

擇

其

有

能

而

公

正

者

立

爲

保

頭

十

家

聯

爲

一

甲

擇

其

有

能

而

公

正

者

立

爲

團

正

團

副

總

管

一

團

之

事

平

旦

保

有

匪

人

或

爲

盜

或

爲

盜

賊

窩

綫

許

該

保

頭

會

同

甲

頭

團

正

副

送

究

送

一

盜

賊

及

窩

綫

必

照

後

條

賞

拔

並

給

花

紅

如

有

狥

縱

一

家

有

犯

十

家

連

坐

賊

至

則

保

甲

頭

各

率

其

屬

以

聽

團

正

副

指

揮

倘

戶

口

有

畸

零

卽

三

四

家

爲

保

十

家

爲

甲

二

十

餘

家

爲

團

亦

無

不

可

不

必

狗

疑

一

備

器

械

每

人

備

長

兵

一

件

或

長

矛

鋒

鈎

或

鳥

槍

皆

可

卽

長

五

六

尺

大

棍

亦

可

恐

賊

有

槍

炮

每

甲

備

重

褥

五

觔

棉

被

具

竹

一

段

長

與

被

等

竹

穿

二

鐵

木

又

一

柄

分

兩

岐

每

岐

之

末

各

安

小

鉄

乂

過

大

夥

匪

將

棉

用

水

浸

濕

被

邊

有

帶

數

條

將

竹

橫

繫

於

被

邊

用

乂

穿

二

環

將

被

挑

起

庶

賊

鎗

炮

鉄

鉛

子

斷

不

能

透

過

一

習

捕

捉

將

拿

賊

之

際

如

賊

少

無

器

械

但

用

鉄

鈎

等

器

圍

而

捉

之

若

賊

拒

捕

放

鎗

每

甲

一

人

挑

濕

被

先

行

餘

人

緊

緊

隨

後

任

賊

亂

放

火

鎗

我

雖

備

帶

火

鎗

不

必

理

會

至

相

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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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步

我

始

開

放

近

則

易

中

我

能

中

賊

賊

必

驚

懼

至

數

步

內

以

刀

矛

棍

棒

齊

出

賊

徒

悉

可

擒

也

︵

下

略

︶

一

定

賞

恤

茲

項

若

金

出

自

官

恐

官

因

之

貧

富

不

同

致

此

舉

不

能

永

久

今

酌

立

章

程

除

官

給

賞

外

須

各

團

量

力

醵

金

預

有

公

所

交

妥

人

收

掌

以

備

賞

恤

仍

以

賊

盜

及

富

家

之

財

給

與

出

力

之

人

庶

此

方

之

害

易

除

出

力

之

人

易

聚

能

拿

獲

大

夥

強

盜

正

犯

者

每

盜

一

名

賞

給

銀

二

十

兩

正

盜

名

下

追

銀

五

十

兩

拿

獲

夥

盜

窩

家

者

每

名

賞

給

銀

十

兩

將

夥

盜

窩

家

房

產

酌

賞

力

之

人

如

有

受

重

傷

者

無

論

有

獲

無

獲

先

賞

銀

十

兩

並

給

醫

藥

調

治

皆

照

章

程

賞

恤

斷

不

失

信

一

嚴

罰

約

其

有

平

日

不

隨

頭

正

練

習

及

臨

時

托

辭

不

出

並

首

先

逃

走

者

許

該

頭

正

送

官

懲

究

以
上
据
獨
山
縣
志
稿

附
胡
林
翼
薦
韓
超
啓
敬

稟

者

韓

委

員

超

係

候

選

州

判

因

揀

發

借

挑

府

經

到

黔

其

同

班

後

之

鍾

策

勳

早

已

實

補

︵

聞

有

他

故

其

吏

已

因

此

受

罪

矣

︶

而

韓

獨

向

隅

查

該

員

應

歸

揀

發

班

補

用

得

缺

較

易

刻

下

柳

霽

縣

丞

石

丞

出

缺

韓

君

係

不

論

題

調

皆

可

酌

補

之

員

可

否

乞

恩

歸

於

酌

量

補

用

之

內

抑

或

另

調

一

現

任

府

經

而

使

補

其

所

遺

是

所

望

於

鴻

恩

逾

格

於

選

法

變

通

以

成

全

之

該

員

腹

有

十

萬

兵

胸

羅

念

一

史

沈

勇

慷

槪

一

步

百

計

殊

非

泛

讀

兵

書

侈

言

將

略

者

可

比

且

忠

勇

正

直

血

性

奇

男

子

可

爲

名

將

可

爲

良

吏

若

及

早

拔

之

大

可

爲

國

家

出

力

其

年

紀

逾

五

十

矣

再

過

五

六

年

則

恐

其

精

方

稍

遜

實

爲

可

惜

上

年

來

黎

平

卽

在

外

巡

緝

深

明

機

略

籠

絡

苗

民

得

其

心

力

本

年

正

月

抄

囘

郡

二

月

初

赴

防

所

風

雨

早

暮

不

避

幸

勤

近

日

兼

督

堡

工

訓

練

丁

壯

卑

府

視

其

駐

工

之

所

辛

勞

刻

苦

非

復

尋

常

官

吏

所

能

堪

其

迭

次

所

陳

兵

略

卑

府

採

擇

上

開

卑

府

非

敢

攘

善

也

實

因

轉

抄

不

及

故

摘

要

以

聞

竊

謂

此

材

固

一

時

之

豪

傑

如

及

時

提

挈

則

感

激

思

奮

不

待

鞭

策

此

人

雄

心

遠

略

不

與

俗

諧

而

人

亦

無

有

賞

之

者

上

年

蒙

大

人

面

奬

至

再

破

格

垂

靑

業

已

以

身

許

公

矣

當

此

需

財

之

時

用

敢

乞

請

逾

格

成

全

區

區

愚

誠

諸

維

海

納

　

羽

高

按

韓

超

屈

居

下

僚

無

人

賞

識

自

古

淪

落

者

豈

獨

韓

超

一

人

哉

然

而

韓

尙

有

胡

之

靑

眼

游

揚

備

至

後

不

數

年

韓

果

蒞

升

至

黔

撫

胡

眞

不

愧

有

知

人

之

明

曠

觀

今

世

不

屑

與

俗

諧

而

遭

靑

眼

者

能

有

幾

人

哉

侯
雲
沂
獨

山

知

州

事

績

見

年

紀

吳
兆
麟
因

三

脚

𡉫

陷

於

賊

不

能

到

任

隨

獨

山

知

州

侯

雲

沂

轉

戰

咸

豐

十

年

七

月

初

二

日

粤

賊

攻

陷

獨

山

州

城

兆

麟

與

知

州

侯

雲

沂

署

守

備

龍

建

極

同

殉

城

廖
　
弼
同

治

年

間

任

此

去

官

日

人

民

立

碑

頌

之

其

詞

曰

　

弼

公

父

台

治

劇

良

材

　

佐

政

斯

土

　

生

面

獨

開

　

下

車

伊

始

　

羣

雄

未

摧

　

散

其

羽

翼

殲

厥

渠

魁

　

耜

耕

立

市

禦

寇

防

災

　

農

商

爭

聚

　

夷

漢

無

猜

　

民

安

樂

利

　

土

歸

化

裁

　

父

兮

母

兮

　

何

日

歸

來

沈
福
鑾
光

緖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立

禁

漁

碑

於

官

塘

拜

寄

崖

其

原

文

如

次

特

署

三

脚

理

民

州

卽

陛

州

正

堂

覃

恩

加

五

級

沈

爲

出

示

重

禁

官

塘

捕

魚

以

維

物

命

事

照

得

三

脚

迤

西

之

官

塘

向

例

禁

民

捕

魚

百

有

餘

年

此

故

倣

自

成

湯

解

網

里

革

斷

𦊙

之

遺

意

是

地

方

官

紳

士

庶

爲

體

天

地

好

生

之

心

爲

廣

聖

王

仁

育

之

量

也

查

本

分

州

衙

門

每

年

冬

間

傳

集

漁

戶

捕

魚

一

日

次

日

經

汛

署

亦

接

捕

一

日

其

漁

船

兩

頭

下

兜

攔

網

中

用

獺

猫

驅

魚

又

用

魚

鷹

啣

魚

兩

日

之

間

幾

於

竭

澤

而

盡

旣

昔

年

禁

民

不

捕

不

網

而

獨

文

武

兩

署

爲

口

腹

之

欲

動

戕

數

百

物

命

反

之

於

心

能

不

惻

然

且

於

情

理

未

拾

故

本

分

州

前

年

囘

任

禁

革

本

衙

門

捕

魚

迄

今

兩

冬

不

料

不

肖

各

漁

戶

在

於

官

塘

魚

藪

之

處

違

禁

宵

夜

捕

魚

查

挐

到

案

分

別

究

責

隨

飭

於

官

塘

界

內

上

自

拜

寄

崖

起

下

至

下

碼

頭

止

立

碑

樹

石

以

官

塘

永

作

放

生

池

自

茲

重

申

禁

令

不

准

漁

戶

私

捕

及

本

衙

門

冬

間

捕

魚

之

例

一

體

永

免

立

案

存

卷

歸

入

交

代

移

交

以

期

日

引

日

長

愈

推

愈

廣

並

移

三

脚

汛

廳

查

照

外

合

亟

出

示

勒

石

自

示

之

後

如

再

有

不

肖

漁

戶

在

於

封

禁

界

內

違

禁

私

網

捕

魚

嚴

拿

到

案

從

重

治

罪

並

罰

金

重

建

官

塘

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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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七

滸

三

官

廟

以

重

物

命

而

順

輿

情

其

各

凜

遵

切

切

勿

違

特

示

　

右

諭

通

知

李
福
鍾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初

六

日

出

示

曉

諭

嚴

禁

加

費

照

得

州

屬

三

脚

船

規

原

有

定

章

除

載

米

外

槪

不

上

納

聽

客

自

便

始

自

道

光

初

年

迄

今

並

無

異

議

乃

該

處

痞

棍

吳

耀

齋

希

圖

肥

己

胆

敢

串

同

淸

江

幇

劉

興

發

等

妄

議

次

序

條

規

竟

自

立

幇

頭

名

目

朦

稟

分

州

請

示

立

案

以

致

滋

出

事

端

釀

成

上

控

之

案

茲

本

州

親

詣

查

勘

提

集

訊

明

該

古

宜

淸

江

兩

帮

實

係

爲

爭

載

加

費

而

起

且

所

定

條

規

旣

非

兩

帮

公

認

本

欠

妥

叶

應

卽

將

此

案

移

銷

並

斷

令

嗣

後

淸

江

古

宜

兩

帮

仍

照

舊

章

除

米

之

外

無

論

裝

何

物

件

槪

不

上

納

船

規

願

雇

何

船

由

商

自

便

不

准

把

持

亦

不

准

再

立

帮

頭

名

目

以

免

後

畔

所

有

勞

逢

靑

自

行

抬

入

𡉫

署

煙

箱

十

七

担

已

准

具

結

承

領

完

案

除

將

此

案

訊

斷

緣

由

稟

請

府

憲

銷

案

外

合

行

出

示

曉

諭

爲

此

仰

該

處

商

民

並

淸

江

古

宜

兩

幫

船

戶

人

等

一

體

知

悉

自

示

之

後

凡

爾

等

船

隻

往

來

三

脚

河

地

方

停

泊

出

雇

均

由

客

便

除

裝

米

仍

照

舊

章

完

納

無

論

裝

載

何

貨

槪

不

上

納

船

規

不

准

該

處

商

民

把

持

再

立

幇

頭

名

目

倘

有

妄

議

條

規

及

借

名

加

費

者

准

爾

等

來

轅

指

控

定

行

提

究

但

爾

船

戶

等

各

宜

安

分

營

生

船

到

碼

頭

聽

客

自

便

不

准

上

岸

包

攬

恃

强

爭

載

自

干

查

究

切

切

勿

違

特

示

民
國
紀
元

田
嘉
禾
見

前

趙
永
霖
民

國

四

年

某

月

三

合

紳

商

庶

人

公

立

三

合

縣

長

趙

公

湘

丞

紀

念

碑

黃

平

趙

公

湘

丞

以

民

國

三

年

夏

五

捧

撽

來

治

是

邑

未

浹

月

縣

之

父

老

昆

弟

咸

走

於

道

欣

欣

然

有

喜

色

而

相

告

曰

是

洵

爲

民

之

父

母

也

亦

越

次

載

公

將

代

以

去

而

縣

之

父

老

昆

弟

又

惘

然

如

有

失

而

相

告

曰

是

何

奪

我

父

母

之

速

也

於

乎

盛

哉

公

胡

得

此

民

哉

民

亦

胡

愛

公

之

至

於

此

極

哉

蓋

由

公

玉

之

道

讀

聖

賢

之

書

以

不

忍

人

之

心

行

不

忍

人

之

政

故

德

澤

洋

溢

乎

巖

邑

而

輿

情

自

流

露

於

不

覺

也

僅

以

興

學

校

辦

團

務

防

弭

盜

賊

爲

公

卓

然

此

滔

滔

之

政

客

中

人

亦

寗

無

其

選

而

卒

之

政

聲

愈

強

民

氣

愈

鬱

其

故

不

亦

可

長

思

耶

公

今

已

秣

馬

治

裝

行

離

去

是

邑

矣

人

民

深

惜

留

之

不

能

借

之

不

得

乃

謀

留

紀

念

竪

立

豐

碑

庶

幾

下

情

借

以

表

白

至

深

仁

厚

澤

則

未

能

稱

頌

於

萬

一

也

是

爲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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