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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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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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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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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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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牟
平
縣
志
總
目

二
十
六
年
徵
集

之
書

卷

首序凡

例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插
影
片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附
引
用
書
目

全

縣

總

圖
插
勝
蹟
影
片

卷

一地

理

志

一

位

置

氣

候

土

質

山

水
插
影

片

物

產

卷

二地

理

志

二

沿

革
插
圖

古

蹟

建

築
插
影

片

卷

三地

理

志

三

社

會
插
各
區

分
圖

卷

四政

治

志

一

黨

務

自

治

敎

育

財

政

卷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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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總
目

總
目

二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政

治

志

二

實

業

交

通

武

備

司

法

卹

政

附
縣
府
組
織
及
縣
政
計
劃

卷

六政

治

志

三

職

官
附
封
建

卷

七文

獻

志

一

鄉

宦

登

進

忠

烈

孝

義

耆

宿
附民

文

學

技

術

寓

賢
插
名
人

影
片

卷

八文

獻

志

二

列

女

卷

九文

獻

志

三

藝

文

金

石
插
影

片

卷

十文

獻

志

四

通

紀

雜

志

方

言

附
補
遺
表
及
正
誤
表

附
捐
款
題
名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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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一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

序

一夫

志

者

記

也

記

其

事

以

信

今

傳

後

俾

以

往

者

不

至

磨

滅

後

來

者

可

資

參

考

也

况

乎

共

和

創

建

念

有

餘

載

其

間

政

治

之

改

革

風

俗

之

轉

移

物

力

之

盈

絀

與

夫

文

化

升

降

之

原

因

民

生

消

長

之

關

係

非

條

分

縷

晰

筆

之

於

書

恐

官

治

無

所

考

證

民

治

無

所

依

附

則

修

志

之

舉

誠

要

矣

！

余

自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冬

忝

蒞

斯

土

每

接

見

邑

中

人

士

詢

及

邑

乘

僉

云

﹁

寜

海

州

自

民

國

易

今

名

舊

志

所

載

皆

七

十

年

前

故

事

至

今

未

續

修

﹂

余

聞

之

瞿

然

次

年

春

乃

約

集

宿

學

鴻

儒

如

于

琴

泉

王

柳

村

楊

梅

村

諸

君

反

覆

硏

討

釐

訂

綱

目

而

縣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於

六

月

間

成

立

甫

數

月

奉

令

調

任

壽

光

瀕

行

時

嘗

謂

諸

君

子

曰

﹁
無
論
如
何

拮
据

必
以
志
書

告
成
爲
歸
宿

﹂

諸
君
子
亦
深
韙
此

言

洎

握

壽

篆

諸

君

復

一

再

寄

稿

請

求

審

定

余

於

政

務

餘

暇

展

閱

來

稿

關

於

舊

志

沿

革

之

錯

譌

悉

行

辨

誤

物

產

之

闕

漏

概

爲

補

遺

門

類

之

分

合

絕

不

抄

襲

其

不

合

現

代

者

如

星

野

捐

職

封

廕

各

門

悉

去

之

若

夫

黨

務

敎

育

實

業

交

通

宗

敎

凡

舊

志

所

無

者

又

無

不

綱

舉

而

目

張

；

且

也

附

捐

雜

稅

無

一

非

民

間

膏

血

則

詳

細

登

載

冀

後

之

掌

握

財

政

者

撙

節

用

途

減

輕

負

擔

此

其

中

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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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二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深

意

存

焉

余

竊

喜

是

書

告

成

當

不

為

海

内

達

人

所

訕

笑

是

年

十

月

諸

君

又

以

函

來

謂

縣

志

將

屆

出

版

請

以

一

言

弁

簡

首

余

不

斐

益

以

年

來

簿

書

鞅

掌

文

學

愈

荒

蕪

然

自

今

年

五

月

奉

令

各

縣

續

修

縣

志

余

在

壽

亦

與

二

三

者

舊

徵

文

考

獻

纂

修

志

乘

今

牟

人

問

序

於

余

是

余

與

牟

壽

兩

縣

之

文

人

學

士

先

後

結

文

字

之

緣

亦

平

生

快

事

也

或

者

是

書

一

出

使

官

治

有

所

考

證

民

治

有

所

依

附

且

於

魯

邦

文

獻

稍

有

補

於

萬

一

是

又

余

與

諸

君

子

所

竊

幸

也

故

樂

為

之

序

以

歸

之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下

旬

菏

澤

宋

憲

章

序

於

壽

光

官

廨

序

二牟

平

古

嵎

夷

地

僻

居

荒

裔

地

曠

人

稀

故

禹

貢

曰

﹁

嵎

夷

既

略

﹂

三

代

而

後

逐

漸

開

闢

歷

二

千

餘

年

以

至

於

今

遂

成

繁

榮

區

域

以

言

形

勢

則

崑

嵛

盤

亙

黄

海

環

繞

之

罘

成

山

之

間

屹

然

成

一

都

會

而

縣

境

適

為

水

陸

文

通

中

樞

；

以

言

古

蹟

則

始

皇

輦

道

東

牟

侯

封

猶

想

見

秦

漢

之

盛

而

麻

姑

七

真

人

故

址

亦

時

見

稱

於

史

乘

；

以

言

人

物

則

賢

若

劉

太

尉

武

若

姜

元

帥

文

若

范

殿

撰

孝

若

卜

通

判

；

卓

卓

人

望

皆

足

顯

當

時

而

傳

後

世

；

至

於

氣

候

之

温

和

物

產

之

美

備

風

俗

人

情

之

樸

厚

尤

為

魯

東

特

色

披

閱

舊

志

︵

寜

海

州

志

︶
能

勿

油

然

而

興

感

乎

？

惟

查

舊

志

所

載

僅

限

於

清

同

治

三

年

以

前

迄

今

已

閱

七

十

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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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三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其

間

世

局

有

變

遷

政

體

有

改

易

物

質

進

化

尤

日

新

月

異

而

歲

不

同

不

但

舊

志

未

列

者

各

須

標

立

綱

目

即

舊

志

已

列

者

亦

隨

時

代

轉

移

有

增

修

竄

改

之

必

要

徵

文

考

獻

事

極

繁

難

此

固

地

方

人

士

之

責

而

亦

職

司

守

土

者

所

當

竭

力

提

倡

者

也

宋

前

縣

長

憲

章

任

期

内

曾

召

集

士

紳

成

立

牟

平

縣

縣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聘

于

君

琴

泉

王

君

柳

村

楊

君

梅

村

担

任

編

纂

籌

備

甫

完

旋

調

任

去

中

經

停

頓

者

半

年

餘

余

於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夏

遵

奉

上

峯

修

志

通

令

重

新

召

集

縣

志

委

員

會

款

由

地

方

自

籌

一

切

編

纂

事

宜

仍

請

于

王

楊

三

先

生

分

任

之

續

舊

增

新

補

闕

正

誤

經

草

創

討

論

修

飾

各

種

手

續

稿

凡

數

易

而

始

成

持

以

示

余

並

索

序

言

弁

其

首

余

觀

其

分

門

别

類

條

理

井

井

語

簡

而

明

事

詳

而

確

採

用

舊

志

而

不

為

體

例

所

拘

變

更

舊

志

而

不

沒

記

錄

之

實

是

編

一

出

愈

見

舊

志

有

修

正

之

必

要

余

蒞

牟

瞬

近

二

載

對

於

牟

境

地

理

民

情

見

聞

頗

熟

得

是

編

以

資

考

證

所

有

吏

治

得

失

地

方

利

害

益

瞭

然

如

指

掌

矣

是

爲

序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署

理

牟

平

縣

長

周

義

章

序

序

三縣

之

有

志

所

以

紀

地

理

之

變

遷

政

治

之

得

失

文

獻

之

升

降

尤

要

者

在

繪

寫

社

會

現

狀

俾

一

般

民

衆

生

活

全

體

呈

露

舊

志

通

病

大

抵

文

多

質

少

貴

耳

賤

目

詳

貴

族

而

略

平

民

封

建

習

氣

不

足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四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法

也

余

於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秋

攝

篆

牟

平

下

車

伊

始

首

先

考

察

境

内

形

勢

問

民

疾

苦

又

屢

開

縣

政

會

議

及

鄉

長

會

議

討

論

地

方

興

革

事

宜

對

於

牟

邑

土

俗

民

情

經

濟

文

化

粗

知

大

概

適

縣

志

委

員

會

重

修

牟

平

縣

志

脫

稿

出

以

見

示

余

觀

其

續

舊

增

新

注

重

社

會

適

合

今

日

之

用

；

惟

原

稿

大

綱

共

分

十

三

條

系

統

不

貫

似

仍

爲

舊

志

所

拘

其

中

紀

載

因

材

料

缺

乏

之

故

又

往

往

詳

略

不

均

質

諸

同

人

僉

以

為

有

修

正

之

必

要

惟

時

編

纂

工

作

業

經

結

束

而

總

纂

于

琴

泉

先

生

應

齊

東

修

志

之

聘

已

赴

濟

南

九

月

余

因

公

晉

省

親

攜

志

稿

將

覓

局

印

刷

與

于

先

生

面

議

修

正

事

先

生

慨

然

應

允

引

為

己

任

年

終

由

齊

東

囘

濟

遂

開

始

工

作

所

需

材

料

一

面

重

向

本

縣

調

查

由

委

員

王

君

采

臣

校

對

員

于

君

吟

秋

採

訪

員

常

君

中

孚

任

其

事

；

一

面

與

校

對

員

于

君

希

聖

親

往

圖

書

館

查

書

往

各

機

關

訪

事

；

隨

編

隨

印

隨

印

隨

校

孜

孜

矻

矻

凡

八

閱

月

而

工

竣

全

志

共

分

地

理

政

治

文

獻

三

大

門

綱

舉

目

張

條

理

一

貫

其

中

紀

載

專

重

事

實

而

於

社

會

現

狀

民

衆

生

活

尤

三

致

意

焉

是

編

一

出

不

但

為

地

方

信

史

行

政

者

借

資

考

鏡

亦

可

以

知

所

措

施

矣

余

既

嘉

于

先

生

等

之

熱

心

毅

力

又

竊

喜

管

見

偶

合

親

見

大

功

之

告

成

也

爰

述

顚

末

而

為

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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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五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洛

陽

王

昭

旭

序

序

四余

自

幼

喜

聞

父

老

談

地

方

故

事

又

慣

享

海

濱

氣

候

之

佳

山

水

之

勝

與

風

俗

人

情

之

厚

後

雖

壯

遊

十

數

省

終

年

旅

外

而

囘

憶

故

鄉

未

嘗

不

惓

惓

於

心

目

也

每

擬

據

所

見

聞

編

為

鄉

土

志

以

餉

桑

梓

乃

為

人

事

所

牽

遲

遲

數

十

年

卒

未

得

間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夏

宋

縣

長

憲

章

倡

修

牟

平

縣

志

越

明

年

周

縣

長

義

章

又

遵

令

修

志

先

後

皆

招

余

擔

任

編

纂

余

關

心

地

方

文

獻

久

矣

雖

年

老

學

荒

何

敢

以

不

文

辭

？

乃

勉

從

諸

君

子

後

竭

盡

駑

鈍

從

事

工

作

其

時

訪

稿

既

未

繳

齊

縣

卷

又

多

散

失

參

考

書

更

左

支

右

絀

在

在

俱

形

手

經

同

人

等

多

方

徵

集

合

州

志

原

料

而

鎔

冶

之

續

舊

增

新

而

稿

以

粗

脫

二

十

四

年

秋

經

縣

志

委

員

會

審

查

全

稿

囑

余

負

責

修

正

余

以

修

正

非

短

期

所

能

完

而

付

印

又

難

久

待

只

可

俟

付

印

時

圖

之

遂

因

事

赴

濟

南

去

九

月

王

縣

長

昭

旭

攜

稿

至

濟

南

付

印

與

余

又

面

議

修

正

王

文

學

士

也

所

述

修

志

意

見

悉

與

余

合

乃

决

定

一

面

修

稿

一

面

付

印

查

牟

志

修

正

要

點

不

在

潤

色

文

字

而

在

補

充

材

料

開

編

伊

始

訪

稿

與

縣

卷

及

參

考

書

皆

不

應

手

雖

有

班

馬

良

才

何

能

求

全

？

今

擬

重

新

整

理

非

大

加

蒐

輯

不

可

！

濟

南

為

齊

魯

文

化

中

心

有

各

機

關

可

以

訪

事

有

圖

書

館

可

以

閱

書

有

四

方

通

人

可

以

就

正

見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六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見

聞

聞

皆

吾

師

友

遇

有

徵

詢

本

縣

事

件

郵

傳

亦

甚

便

利

由

是

分

别

調

查

廣

收

博

採

隨

查

隨

編

隨

編

隨

印

隨

印

隨

校

經

許

多

繁

難

手

續

而

十

册

牟

平

縣

志

始

克

出

現

是

役

也

歷

時

八

閱

月

用

書

百

餘

種

助

理
四

五

人

奔

走

各

機

關

與

圖

書

館

及

徧

訪

通

人

殆

無

虛

日

參

互

考

正

將

原

稿

翻

修

過

半

而

仍

多

不

詳

不

備

之

處

甚

矣

著

述

之

難

也

！

一

人

之

精

力

有

限

大

衆

之

知

識

無

窮

補

缺

正

誤

請

俟

高

明

諸

君

子

！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琴

泉

于

清

泮

序

於

濟

南

新

柳

園

序

五夫

縣

之

有

志

原

為

備

一

邑

之

掌

故

與

文

獻

以

之

察

地

理

詳

物

產

覘

風

化

攷

政

敎

證

明

民

力

消

長

之

關

係

社

會

進

展

之

過

程

意

貴

明

通

辭

戒

冗

濫

俾

官

治

有

所

考

證

而

善

施

行

；

民

治

知

所

損

益

而

資

發

皇

如

是

而

志

書

始

有

價

值

！

非

徒

為

炫

文

藻

新

耳

目

也

吾

邑

向

以

寜

海

州

名

州

之

有

志

明

嘉

靖

間

創

始

於

焦

公

師

正

；

清

康

熙

初

繼

起

者

為

楊

公

孝

夫

然

皆

僅

備

鈔

稿

概

未

付

梓

士

夫

之

得

寓

目

者

甚

屬

寥

寥

；

降

及

同

治

三

年

舒

牧

磐

叔

得

吾

鄉

宮

先

輩

壽

卿

所

著

志

書

證

證

錄

遺

稿

始

據

之

編

次

為

二

十

六

卷

刊

行

於

世

惟

出

於

倉

卒

勦

襲

而

成

未

暇

為

精

密

之

鑑

别

錯

雜

蕪

濫

其

何

能

免

也

今

則

山

川

如

故

國

體

已

更

政

治

刷

新

民

風

丕

變

欲

謀

修

志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七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是

豈

墨

守

成

規

所

能

塞

責

者

耶

？

寜

海

與

牟

平

論

輿

地

之

名

稱

既

係

有

别

而

州

志

與

縣

志

隨

時

代

為

體

例

亦

難

强

同

可

知

州

志

之

不

便

續

修

縣

志

之

急

應

創

立

不

待

煩

言

而

解

矣

余

以

衰

朽

餘

生

慘

遭

喪

亂

輟

學

已

久

尚

有

何

能

？

乃

亦

忝

與

斯

役

追

隨

同

人

之

後

時

逾

一

年

稿

凡

三

易

足

不

適

履

削

亦

大

難

；

目

無

定

標

立

之

尤

急

蓋

於

銷

納

原

有

題

材

參

訂

相

當

義

例

不

知

幾

經

遲

疑

？

幾

費

思

考

？

始

將

新

舊

鎔

化

為

一

而

終

未

敢

自

信

為

完
善
！
諺
云

﹁
事
非
經
過

不

知
其
難
﹂

是
誠

閱
歷
有
得
之
言

尚
望

弘

達

通

儒

爲

之

補

遺

指

疵

以

匡

不

逮

云

爾

！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柳

村

王

照

琴

識

序

六癸

酉

之

夏

六

月

初

旬

宋

縣

長

斌

甫

有

倡

修

牟

平

縣

志

之

舉

余

適

南

遊

旋

里

被

聘

為

編

纂

委

員

以

固

陋

辭

未

邀

允

准

及

宋

公

升

調

壽

光

周

縣

長

繼

任

仍

不

允

辭

遂

濫

竽

充

數

焉

竊

思

志

書

之

修

端

賴

通

儒

如

余

之

學

殖

荒

落

才

識

平

庸

何

能

為

役

？

幸

而

追

隨

琴

泉

柳

村

諸

君

子

之

後

志

合

道

同

為

謀

相

與

質

疑

問

難

獲

益

良

多

體

例

有

所

遵

循

事

實

有

所

依

據

雖

中

經

障

礙

未

免

有

掣

肘

之

虞

然

精

神

團

結

一

致

進

行

卒

令

吾

牟

自

淸

同

治

三

年

以

至

今

日

七

十

年

來

之

文

獻

信

而

有

徵

得

以

垂

諸

久

遠

亦

快

事

也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八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惟

是

榮

慚

附

驥

技

愧

雕

蟲

譬

如

鏡

工

鏡

鏡

成

而

不

敢

自

照

姸

媸

矣

是

為

序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歲

次

乙

亥

初

夏

楊

春

萼

梅

村

氏

謹

識

序

七曩

者

予

於

民

國

元

年

秋

捧

檄

署

寜

海

州

寜

海

者

牟

平

之

舊

稱

也

當

是

時

國

體

初

更

烟

台

都

督

府

甫

經

取

消

客

軍

林

立

險

象

環

生

曲

將

軍

同

豐

方

在

烟

台

遣

散

軍

隊

而

縣

境

與

烟

台

壤

地

相

接

影

響

所

及

風

鶴

頻

驚

；

縣

内

自

光

復

後

秩

序

紊

亂

半

年

且

四

易

牧

令

縣

政

之

難

於

措

施

蓋

可

知

矣

予

以

一

介

書

生

初

膺

民

社

丁

兹

時

會

兢

兢

焉

深

懼

弗

勝

在

任

兩

載

有

餘

其

間

改

州

為

縣

復

改

寜

海

縣

為

牟

平

縣

法

制

頻

更

棼

絲

待

理

日

夜

孜

孜

所

以

安

地

方

而

培

元

氣

者

則

聽

訟

焉

而

已

捕

盜

焉

而

已

催

科

撫

字

焉

而

已

至

於

徵

文

考

獻

固

有

志

焉

而

未

能

逮

也

牟

平

居

東

海

之

濱

深

山

大

澤

民

俗

樸

厚

自

東

漢

以

來

忠

烈

孝

友

節

義

代

不

乏

人

士

君

子

之

生

其

間

者

類

皆

有

强

毅

貞

固

之

氣

能

主

持

清

議

官

府

行

政

果

有

裨

於

國

計

民

生

則

羣

起

而

贊

助

之

反

是

亦

羣

起

而

阻

撓

之

無

所

隱

忍

阿

附

蓋

天

性

然

也

予

既

與

都

人

士

誠

信

相

孚

而

又

愛

其

山

川

名

勝

時

因

公

入

鄉

詢

民

間

疾

苦

往

往

於

山

巔

水

涯

俯

仰

流

連

不

忍

去

如

崑

嵛

山

旡

染

寺

烟

霞

洞

與

夫

無

極

大

崮

諸

名

山

皆

為

予

足

跡

之

所

經

臨

；

又

嘗

於

無

極

大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序序

九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崮

間

會

同

海

陽

縣

令

勘

界

勘

荒

蓋

以

荒

地

數

十

頃

逼

近

山

嶺

嶺

峻

削

陡

聳

不

可

攀

仰

鄉

民

習

其

途

徑

羣

擁

予

而

上

歷

層

峯

陟

絕

巘

周

覧

其

形

勢

乃

力

主

開

荒

均

利

就

山

頂

招

集

山

南

北

附

近

居

民

撫

慰

而

勸

導

之

於

是

以

兩

縣

激

烈

之

爭

歷

二

百

餘

年

忿

懣

糾

紛

而

莫

能

解

者

片

言

立

决

咸

以

為

便

事

竣

諸

父

老

猶

扶

持

予

高

瞻

遠

眺

以

為

樂

事

之

類

此

者

不

可

一

二

數

追

憶

舊

遊

宛

然

在

目

然

已

二

十

餘

年

矣

予

初

離

任

邑

紳

之

蒞

濟

者

輒

就

予

問

起

居

既

而

風

塵

奔

走

音

問

疎

闊

而

軍

興

以

後

聞

縣

城

迭

遭

兵

燹

滄

桑

更

易

文

物

凋

殘

予

又

未

嘗

不

惴

惴

焉

以

城

郭

人

民

為

念

蓋

不

獨

别

來

舊

雨

經

過

名

山

之

不

能

忘

情

已

也

今

春

于

琴

泉

先

生

造

予

商

縣

志

體

例

且

屬

為

序

予

乃

悉

縣

志

一

書

業

經

琴

泉

與

王

柳

村

楊

梅

村

諸

先

生

纂

修

完

竣

特

以

兹

事

體

大

不

憚

詳

求

董

志

事

者

復

責

琴

泉

一

人

覆

覈

而

審

定

之

；

琴

泉

良

史

才

也

！

每

見

其

論

一

事

察

一

物

必

博

訪

周

諮

而

後

論

定

至

事

物

之

有

關

考

據

者

又

必

冒

寒

暑

尋

求

載

籍

以

窮

原

而

竟

委

推

其

心

雖

章

實

齋

先

生

之

於

亳

州

永

清

殆

不

過

是

則

此

編

之

足

為

信

史

無

疑

也

！

予

樂

觀

厥

成

遂

拉

雜

書

之

以

為

序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濟

南

任

方

同

奉

剛

甫

敬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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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凡
例

一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凡

例

一

本

縣

舊

志

在

明

嘉

靖

時

有

焦

志

清

康

熙

時

有

楊

志

俱

未

付

印

同

治

時

知

州

舒

孔

安

根

據

宮

卜

萬

證

證

錄

著

寜

海

州

志

始

為

印

刷

通

行

之

本

︵
簡

稱

州

志
︶
今

次

修

志

舊

志

材

料

皆

雖

採

取

而

體

例

並

不

相

沿

且

縣

名

牟

平

寜

海

州

舊

稱

已

不

適

用

故

直

命

名

為

牟

平

縣

志

一

州

志

分

門

過

多

系

統

各

不

相

貫

本

編

仿

湖

州

鄒

縣

定

縣

霸

縣

┊

新

舊

各

志

例

提

挈

要

領

總

括

為

三

大

綱

曰

地

理

曰

政

治

曰

文

獻

鉅

細

子

目

依

類

支

配

俾

閱

者

易

於

省

覧

一

星

野

之

說

多

出

附

會

故

本

編

弗

載

一

沿

革

為

地

理

上

之

歷

史

州

志

於

沿

革

多

有

缺

誤

故

山

水

古

蹟

人

物

┊

等

各

受

影

響

本

編

對

此

特

别

加

詳

意

在

清

理

宿

案

免

再

以

訛

傳

訛

一

縣

志

備

地

方

公

用

應

以

全

民

生

活

現

象

為

重

本

編

於

地

理

志

特

詳

社

會

政

治

志

特

詳

實

業

文

獻

志

特

詳

方

言

皆

力

求

通

俗

以

期

收

普

徧

之

效

一

州

志

於

職

官

人

物

收

容

稍

濫

本

編

為

存

古

起

見

茍

非

大

謬

莫

不

照

舊

登

錄

；

惟

新

續

者

限

格

較

嚴

大

抵

職

官

限

科

局

所

長

以

上

鄉

宦

文

職

限

薦

任

以

上

武

職

限

校

官

以

上

科

第

限

舉

貢

以

上

學

歷

限

畢

業

專

門

學

校

以

上

議

員

限

省

議

會

以

上

其

他

因

事

附

見

他

目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凡
例

二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者

則

不

在

此

限

一

現

存

人

物

遵

蓋

棺

論

定

之

例

概

不

立

傳

其

事

實

必

須

附

見

者

則

案

而

不

斷

一

縣

志

注

重

記

事

非

詩

文

集

之

比

而

舊

志

相

沿

類

有

藝

文

一

門

兹

特

取

其

於

地

方

掌

故

有

關

者

擇

要

登

錄

以

備

文

獻

之

徵

一

朱

子

綱

目

注

重

正

統

本

縣

在

宋

金

元

三

方

角

逐

之

際

迭

屬

金

元

若

按

正

統

記

事

則

奉

宋

為

主

名

實

全

不

相

符

故

本

編

通

紀

不

得

不

變

綱

目

體

例

一

舊

志

通

例

分

門

别

類

每

篇

必

冠

以

小

序

其

發

明

義

例

者

固

多

而

敷

衍

塞

責

者

亦

不

少

本

編

除

地

理

政

治

文

獻

三

大

綱

各

有

小

序

外

其

餘

各

目

非

有

發

明

義

例

之

必

要

不

輕

加

序

避

冗

贅

也

一

本

編

政

治

志

多

由

各

方

查

卷

或

訪

事

所

得

不

暇

徧

注

來

歷

至

地

理

文

獻

兩

志

除

自

撰

外

凡

所

引

書

類

皆

注

明

一

山

水

勝

蹟

建

築

之

較

著

者

及

名

人

有

遺

像

者

︵
遺

像

多

未

送

到
︶
分

别

攝

影

以

留

紀

念

；

至

所

繪

地

圖

未

經

測

量

方

位

距

離

難

保

不

有

出

入

閱

者

正

之

！

一

州

志

訖

於

清

同

治

三

年

至

今

逾

七

十

二

年

其

間

兵

燹

迭

經

事

多

失

考

又

新

續

事

項

日

新

月

異

而

歲

不

同

補

缺

正

誤

是

所

望

於

將

來

諸

君

子

！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一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督

修

宋

憲

章

字

斌

甫

菏

澤

人

前

牟

平

縣

縣

長

周

義

章

字

煥

文

泰

安

人

前

牟

平

縣

縣

長

王

昭

旭

字

昇

初

洛

陽

人

現

任

牟

平

縣

縣

長

協

修

于

在

華

字

鎮

西

邑

人

前

牟

平

縣

政

府

第

五

科

科

長

龍

啓

通

字

曉

亭

榮

成

人

前

牟

平

縣

政

府

第

五

科

科

長

邵

玉

鐸

字

模

堂

榮

成

人

現

充

牟

平

縣

政

府

第

五

科

科

長

監

修

楊

言

勳

字

寶

齋

邑

人

前

牟

平

縣

政

府

第

三

科

科

長

王

天

格

字

壽

平

膠

縣

人

現

充

牟

平

縣

政

府

第

三

科

科

長

總

纂

于

清

泮

字

琴

泉

邑

舉

人

前

充

山

東

省

政

府

參

議

分

纂

王

照

琴

字

柳

村

邑

庠

生

前

充

牟

平

勸

學

所

所

長

楊

春

萼

字

梅

村

邑

歲

貢

前

充

牟

平

縣

立

第

一

小

學

校

長

審

查

王

乃

繹

字

巽

齋

邑

人

前

充

山

東

省

議

會

議

員

曲

䕃

樹

字

召

棠

邑

人

前

充

牟

平

縣

商

會

主

席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二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常

瑞

基

字

輯

五

邑

人

現

充

牟

平

縣

商

會

主

席

王

嗣

訪

字

采

臣

邑

人

前

充

俄

屬

伯

利

埠

中

華

總

商

會

副

會

長

牟

平

縣

商

會

主

席

︵
兼

採

訪
︶

校

對

楊

春

藻

字

鑒

塘

邑

人

前

充

江

元

軍

艦

文

案

︵
兼

事

務

員
︶

于

清

湄

字

吟

秋

邑

人

前

充

牟

平

縣

八

里

甸

小

學

校

長

第

十

區

孤

山

鄉

鄉

長

︵
兼

採

訪

及

書

記
︶

于

在

賢

字

希

聖

邑

人

前

充

牟

平

縣

立

第

十

小

學

校

長

重

修

齊

東

縣

志

分

纂

杜

廷

詳

字

子

安

邑

庠

生

採

訪

曲

綿

梓

字

勉

之

邑

人

北

平

中

法

大

學

肄

業

常

永

燾

字

中

孚

邑

人

牟

平

師

範

講

習

所

畢

業

︵
兼

繪

圖

及

校

對
︶

張

文

光

字

鑑

堂

邑

人

前

充

牟

平

縣

立

第

六

小

學

校

長

李

鳳

翰

字

林

五

邑

人

庠

生

前

充

膠

東

道

署

科

員

勇

明

繡

字

文

卿

邑

人

山

東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現

充

牟

平

縣

督

學

荀

仲

坦

字

紫

垣

邑

人

山

東

省

立

法

政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馮

曰

同

字

文

甫

邑

人

山

東

省

立

第

一

甲

種

農

業

學

校

畢

業

現

充

牟

平

縣

政

府

第

四

科

氣

候

觀

測

員

王

德

言

字

景

昌

邑

人

現

充

縣

商

會

文

牘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三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姜

晏

熙

字

伯

平

邑

人

山

東

私

立

正

誼

中

學

畢

業

現

充

牟

平

民

衆

敎

育

館

館

長

于

經

文

字

會

卿

邑

人

現

充

牟

平

縣

第

五

科

科

員

︵
兼

繪

圖
︶

名

譽

採

訪

劉

慎

諤

字

士

林

邑

人

現

充

北

平

天

然

博

物

硏

究

院

植

物

硏

究

所

主

任

任

炳

南

字

中

州

邑

庠

生

現

充

牟

平

縣

第

一

區

區

立

大

寺

小

學

校

長

孫

埰

字

成

甫

邑

人

前

充

牟

平

地

方

財

政

管

理

處

管

理

員

林

逸

農

字

亦

農

邑

人

前

充

内

莒

島

社

社

長

燕

欽

祥

字

敬

堂

邑

附

貢

常

鈺

基

字

稚

南

邑

庠

生

李

祺

厚

字

駿

福

邑

庠

生

孫

迺

濟

字

傅

舟

邑

人

尤

錫

寶

字

玉

山

邑

人

矯

善

良

字

子

元

邑

人

賀

英

傑

字

俊

生

邑

人

賀

寶

昆

字

友

玉

邑

人

王

述

恩

字

錫

臣

邑

人

曲

倬

章

字

子

雲

邑

人

董

成

霖

字

雲

峯

邑

人

任

吉

棠

字

召

南

邑

人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四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王

萬

鵬

字

摶

九

邑

人

縣

志

委

員

會

之

組

織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宋

縣

長

憲

章

倡

修

縣

志

召

集

各

界

成

立

牟

平

縣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委

員

為

督

修

宋

憲

章

協

修

于

在

華

監

修

楊

言

勳

編

纂

王

照

琴

楊

春

萼

于

清

泮

邑

紳

王

乃

繹

曲

䕃

樹

第

一

科

科

長

陳

毓

麒

第

一

區

區

長

李

明

鏡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五

四

月

周

縣

長

義

章

重

新

召

集

委

員

會

委

員

為

督

修

周

義

章

協

修

龍

啓

通

邵

玉

鐸

監

修

王

天

格

總

纂

于

清

泮

分

纂

王

照

琴

楊

春

萼

邑

紳

王

乃

繹

曲

䕃

樹

王

嗣

訪

常

瑞

基



ZhongYi

督
修
王
昭
旭
修

志

人

員

合

影

時

在

周

督

修

任

内

王

到

任

後

補

單

像



ZhongYi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一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二
十
六
年
徵
集

之
書

查

宮

卜

萬

證

證

錄

凡

例

云

﹁

舊

志

自

宋

以

來

有

王

洋

東

牟

集

十

四

卷

明

弘

治

中

楊

儀

部

循

吉

有

州

志

二

卷

正

德

中

潘

學

正

鑑

有

志

稿

未

就

馬

同

知

驥

續

而

成

編

署

曰

題

銜

紀

政

錄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焦

同

知

希

程

纂

修

二

卷

未

梓

而

去

焦

公

去

古

未

遠

潘

馬

二

志

猶

及

見

之

今

亡

已

夫

！

焦

志

詞

莊

義

正

評

隲

官

守

頗

嚴

峻

毋

阿

好

史

筆

也

楊

州

牧

後

志

茍

簡

弗

及

也

﹂

按

宮

作

證

證

錄

時

猶

及

見

焦

楊

二

志

焦

楊

則

及

見

潘

馬

二

志

是

皆

信

而

有

徵

矣

；

惟

王

洋

東

牟

集

楊

循

吉

州

志

則

從

來

無

人

引

及

姑

遵

傳

信

傳

疑

之

例

分

述

如

左

東

牟

集

十

四

卷

宋

王

洋

撰

見

四

庫

全

書

地

理

部

按

宋

時

牟

平

久

無

東

牟

之

名

而

登

州

稱

東

牟

就

令

是

集

為

東

牟

地

志

亦

與

牟

平

地

志

有

别

况

查

四

庫

書

目

於

王

洋

東

牟

集

云

﹁

自

明

以

來

世

罕

傳

本

選

錄

宋

詩

者

多

未

之

及

獨

永

樂

大

典

各

韻

中

散

見

頗

多

謹

採

掇

編

訂

得

古

今

體

詩

七

百

首

雜

文

三

百

五

十

餘

首

﹂

是

東

牟

集

純

係

詩

文

集

與

牟

平

邑

乘

毫

不

相

關

宮

氏

特

為

東

牟

二

字

所

誤

耳

寜

海

州

志

二

卷

明

禮

部

主

事

楊

循

吉

撰

循

吉

字

君

謙

吳

縣

人

善

病

好

讀

書

有

顛

主

事

名

正

德

間

致

仕

著

作

幾

及

千

卷

見

明

史

文

苑

傳

按

宋

克

智

跋

舊

志

詩

注

云

﹁

焦

希

程

編

州

志

二

卷

明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二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藝

文

志

竟

屬

之

楊

君

謙

不

知

何

故

﹂

究

與

焦

志

是

一

是

二

？

俟

考

！

寜

海

州

志

稿

明

弘

治

間

華

亭

縣

舉

人

寜

海

州

學

正

潘

鑑

創

修

稿

未

成

而

罷

焦

志

云

﹁

潘

鑑

州

志

稿

雖

非

完

書

然

其

載

各

公

署

則

當

時

實

錄

也

今

從

之

﹂

稿

已

久

佚

題

銜

紀

政

錄

明

弘

治

間

代

州

舉

人

寜

海

州

同

知

馬

驥

撰

初

潘

鑑

創

修

州

志

以

無

所

考

徵

遂

不

終

篇

驥

因

作

題

銜

紀

政

錄

及

致

仕

稿

亦

就

湮

焦

志

明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寜

海

州

同

知

焦

希

程

纂

修

寜

海

州

志

稿

二

卷

中

分

七

篇

曰

地

理

民

賦

建

置

祠

祀

官

守

選

舉

人

物

稿

甫

成

而

去

未

付

刊

兹

錄

焦

希

程

寜

海

州

志

原

序

如

左

郡
大
夫
冶
山
子
曰

﹁
古
者
列
國
史
氏
咸
備

是
故
孔
子
因
魯
史
修
春
秋

以
教
後
世
；
今
之
郡
縣

古

之
列
國
也

志
可
少
乎
？
是
州
之
志

自
有
書
契
以
來

未
之
前
聞
也

吾
重
有
感
焉

秉
是
筆
者

其

在
子
乎！
其
在
子
乎！

芝
原
子
曰

﹁
唯
唯
否
否

余
聞
在
昔
天
子
史
官

必
廣
其
所
記

非
獨
人
君

之
舉

故
周
官
外
史
掌
四
方
之
志

則
諸
侯
史
記
兼
而
有
之

自
史
官
曠
絕

其
道
廢
壞

漢
武
帝
始
從

董
仲
舒
之
言

天
下
計
書
先
上
太
史

然
後
遷
固
據
而
譔
之
成
一
家
言

光
武
詔
南
陽

撰
作
風
俗

故

沛
三
輔
有
耆
舊
之
序

魯
廬
江
有
名
德
先
賢
之
讚

郡
國
之
書

由
是
而
作

後
世
可
知
者

如
陸
機
洛

陽
記
山
謙
之
吳
興
記
南
徐
州
記
崔
蔚
祖
海
岱
志
朱
育
會
稽
土
地
記
熊
默
熊
欣
豫
章
志
郭
緣
生
武
昌
志
常
寬

蜀
志
蕭
世
諴
荆
南
地
志

更
僕
未
易
悉
數

固
國
史
所
取
徵
焉
者

然
皆
藏
之
中
祕

或
散
佚
民
間

余

徒
能
聞
其
說

未
能
觀
其
要

不
知
而
作

則
吾
豈
敢
？
﹂
大
夫
曰

﹁
吾
聞
馬
氏
班
氏
世
執
其
業

子
固

太
史
氏
之
家
也

奚
其
讓
？
﹂
曰

﹁
昔
吾
先
世
之
爲
史
官

載
筆
於
館
閣
者
三
朝
矣

然
事
在
禁
密

余

曷
知
焉
？
﹂
大
夫
曰

﹁
其
事
難
知
其
義
可
知
也

矧
兹
墜
典

文
獻
是
徵

子
幸
勿
辭！
﹂
於
是
退
而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三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與
諸
生
網
羅
一
方
放
失
舊
聞

論
次
其
事

蓋
聞
有
天
地
然
後
有
萬
物

故
首
志
地
理

而
分
星
具
焉
；

有
土
此
有
人
有
財

故
民
賦
次
之
；
理
財
正
辭

禁
民
爲
非

非
體
國
經
野
設
官
分
職

其
誰
與
歸？
故

建
置
次
之
；
有
事
於
民
者

必
先
乎
神

故
祠
祀
次
之
；
治
民
事
神

存
乎
其
人

雖
美
惡
頓
殊

而
要

皆
足
訓

故
官
守
次
之
；
先
有
司
則
賢
才
可
舉
也

故
次
之
以
選
舉

而
賢
才
備
矣
；
若
乃
不
是
之
出

而
皎
皎
足
稱
者

可
或
棄
乎？
故
志
人
物
終
焉

凡
七
篇

而
寜
海
之
政
亦
庶
乎
可
睹
云

楊

志

清

康

熙

十

一

年

寜

海

州

知

州

楊

引

祚

撰

綱

領

雖

分

爲

十

卷

帙

共

只

有

二

宮

卜

萬

謂

其

﹁

成

之

倉

猝

故

顛

倒

舛

錯

在

所

不

免

﹂

今

其

遺

編

與

焦

志

同

歸

散

佚

矣

附

錄

楊

引

祚

寜

海

州

志

原

序

如

左寜
海
於
登
屬
稱
名
郡

附
威
海
而
轄
文
登

亦
一
都
會
也

其
山
水
之
奇

文
物
之
盛

忠
孝
節
烈
之
卓

卓
不
朽
者

代
不
乏
人

無
乘
則
有
美
勿
彰

無
以
示
後

况
聖
天
子
通
勅
纂
修

而
此
地
崑
嵛
滄
溟

龍
門
石
洞

載
而
不
備
則
闕

備
而
不
修
則
野

既
闕
且
野

其
何
能
郡？
余
故
汲
汲
乎
與
郡
之
大
夫
士

共
輯
而
成
之

並
載
威
寜

以
其
附
乎
郡
也

文
雖
轄

其
别
有
邑
乘

故
不
載

然
此
乘
之
載

亦
止

及
星
野

山
川

人
物

事
跡

而
未
及
文
藝

以
待
後
之
君
子
之
爲
之
而
已

寜

海

州

志

證

證

錄

清

道

光

十

八

年

邑

庠

生

宮

卜

萬

撰

分

天

地

人

三

部

爲

綱

其

中

分

爲

九

節

；

天

部

曰

天

文

志

食

貨

志

風

俗

志

地

部

曰

疆

域

志

建

置

志

人

部

曰

封

建

志

職

官

志

人

物

志

藝

文

志

兹

錄

宮

卜

萬

寜

海

州

志

證

證

錄

原

序

如

左

或
曰

﹁
志
識
也

識
上
下
古
今
之
事

垂
爲
掌
故

而
與
史
書
相
表
裏

此
守
土
者
之
責

薦
紳
先
生

之
任
也

一
介
寒
酸

何
預
人
事
哉？
﹂
余
曰

唯
唯！
固
也

私
竊
以
爲
志
也
者

心
之
所
之
也

志

抒
乎
情

而
麗
乎
事

而
趨
向
判
然
矣

先
王
慮
人
事
趨
向
之
歧
也

設
外
史
掌
四
方
之
志

俾
太
史
觀

風

以
察
四
民
之
志

而
攬
其
成
書

瞭
如
指
掌

志
之
所
關

不
綦
重
歟？
西
河
毛
氏
嘗
謂

﹁
天
下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四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不
可
信
者
三

其
一
道
經
紀
黄
帝
君
臣

一
姑
布
子
家
談
人
相
休
咎

一
天
下
志
書
載
山
川
疆
域
人
物

斯
三
者
弗
可
信

﹂
蓋
後
世
以
志
書
爲
具
文

諉
縮
者

其
志
慢
也
；
張
皇
者

其
志
濫
也
；
速
成
以
畢

乃
事
者

其
志
散
也

上
憲
飭
有
司
曰

﹁
爾
其
纂
修
之
！
﹂
有
司
輒
俄
延
以
待

迨
至
寢
久
寢
淹

而
放

失
日
滋

既
而
上
檄
旁
午
不
能
謝

始
委
諸
操
觚
者

刻
期
匝
月

匆
匆
至
不
及
捃
摭
採
訪
而
卒
業

嗚

呼
！
雖
有
賈
董
之
筆

許
劭
之
鑒

而
夤
緣
周
遭

觀
望
遷
就
於
其
間

殆
亦
苟
且
塞
責
而
已

烏
能
壹

其
志

以
符
志
書
之
志
哉
！
而
使
千
古
之
忠
臣
孝
子
節
婦
烈
女

其
志
可
以
貫
金
石
而
泣
鬼
神
者

怏
怏

賷
恨
於
地
下

故
曰
離
志
以
修
志

而
有
不
慢
且
濫
而
散
者
鮮
矣

惟
我
盛
朝

八
紘
畫
一

萬
國
同
文

纂
修
大
一
統
志
以
爲
首
善
之
書

星
紀
歲
時

重
天
時
也
；
山
川
疆
域

重
地
利
也
；
丁
戸
賦
役

重
人
和
也
舉
凡
人
官
物
曲
之
黻
黼
昇
平
者

罔
弗
秩
然
釐
然

兼
三
才
以
臨
九
有

其
文
同
者
其
心
同

斯
其
志
通
焉
已

寜
海
自
有
書
契
以
來

志
乘
闕
如

勝
國

志

稿
未
梓
而
旋
軼
者

不
止
焦
氏
一
書

楊
循
吉
潘
鑑
馬
驥
諸
作

有
志
汲
古
者
也

已
淪
胥
於
風
雨
燹
燼
之
餘

網
羅
惟
艱
矣
；
國
初
州
牧
楊

公
一
志

成
之
倉
猝

故
顛
倒
舛
錯

在
所
不
免
；
况
距
今
百
有
五
十
餘
年

援
古
證
今

豈
伊
人
任
哉

？
韓
子
云

﹁
尋
墜
緖
之
茫
茫

亦
旁
搜
而
遠
紹

﹂
俯
仰
桑
梓
之
邦

而
一
二
舊
聞

不
思
鄭
重
愛
護
以

永
其
傳

坐
使
零
落
銷
沉

自
此
終
古
哉
？
萬
竊
有
志
焉

而
恐
未
逮
也

遂
不
揣
賤
鄙

矻
矻
焉
思
補

其
緖
餘

凡
所
引
據

標
列
各
門
而
讎
校
之

志
之
躭
嗜
寤
寐
者
幾
三
十
年

太
史
公
曰

﹁
私
心
有
所

不
盡
鄙
陋

﹂
萬
恐
有
媿
於
古
人

而
得
罪
於
今
人
也
屢
矣

始
焉
證
諸
父
老
之
傳
聞

而
未
爲
遽
信
也

繼
焉
證
諸
殘
碑
斷
簡
也

終
焉
證
諸
國
史
也

證
諸
諸
子
百
家
也

其
信
而
有
徵
者

自
不
忍
釋
諸
手

繇
是
匯
吾
志
以
定
取
舍

題
其
籤
曰
志
書
證
證
錄

分
天
地
人
三
大
部
爲
綱

臚
爲
九
節

八
十
一
目

爲
卷
四
十

首
著
天
部

易
曰

﹁
天
垂
象
聖
人
則
之

﹂
又
曰

﹁
觀
乎
天
文

以
察
時

﹂
蓋
星
移

物
換

而
沿
革
遞
嬗
矣

故
紀
沿
革

述
以
星
野

繪
以
躔
圖

而
象
昭
焉
；
一
王
代
興

乘
天
以
美
利

利
天
下

對
時
育
物

莫
備
於
時
令

居
德
善
俗

莫
詳
於
典
禮

故
次
食
貨

所
以
開
富
教
之
源

而

不
憚
瑣
細

故
又
次
風
俗

幷
綴
以
田
家
月
令

四
禮
習
俗
二
則

繼
著
地
部

地
險
山
川
邱
陵
也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其
國

故
又
次
疆
域
；
占
鞏
固
者

必
曰

﹁
礪
山
帶
河

﹂
論
貨
殖
者

必
曰

﹁
官
山

府
海

﹂
故
次
山
水
；
棟
宇
取
諸
大
壯

故
次
城
郭
宮
室
；
以
及
驛
傳
蓋
藏
之
設

丁
男
征
科
之
需

無



ZhongYi

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五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不
畢
具

重
建
置
也
；
而
又
俯
以
察
於
地
理

知
幽
冥
之
故

故
次
祀
典
；
祀
典
以
學
校
爲
先

重
文
教

也
；
有
文
事
必
有
武
備

故
次
武
備
；
在
賁
之
彖
曰

﹁
觀
乎
人
文
以
化
成
天
下

﹂
王
者
樹
屏
藩
以
立
保

障

培
薪
槱
而
儲
干
城

用
以
宣
鴻
猷
敷
文
治
也

故
次
志
封
建
志
職
官
人
物

而
幷
志
藝
文

藝
文
備

而
三
綱
九
節
八
十
一
目
之
所
未
悉
者

胥
於
藝
文
中
取
材
焉

故
曰
展
卷
而
可
以
見
古
人
之
志
云

寜

海

州

志

清

同

治

三

年

寜

海

州

知

州

舒

孔

安

取

證

證

錄

原

稿

略

變

名

目

刊

行

之

内

分

十

門

曰

天

文

疆

域

食

貨

風

俗

建

置

封

建

職

官

人

物

藝

文

外

書

板

現

存

縣

政

府

第

五

科

兹

錄

舒

孔

安

寜

海

州

志

原

序

如

左

省
府
州
縣
皆
有
志

非
僅
記
山
川
人
物
也

亦
以
寓
政
教
勸
勵
之
權
焉

雖
省
志
府
志
州
縣
志

有
多
少

繁
簡
之
不
同

而
體
例
則
一

寜
海
州
舊
志
修
於
康
熙
初
年

僅
止
二
㠸

迄
今
一
百
八
十
餘
年

事
實

蓋
闕
如
也

於
此
而
欲
重
修

徵
文
考
獻

豈
易
言
哉
！
余
於
癸
亥
夏

來
牧
是
州

於
山
仰
崑
嵛
之
高

於
水
俯
滄
溟
之
大

與
士
大
夫
之
仁
者
賢
者
相
接

悉
其
風
俗
之
質
樸

閱
其
文
藝
之
英
華

訟
簡
賦

輕

猶
得
公
餘
補
習
舊
業

顧
而
樂
之

不
禁
有
久
於
其
任
之
思

乃
綜
應
理
公
事

而
謀
其
大
者
遠
者

先
舉
行
之

則
莫
要
於
志
書
矣

然
而
鵷
樓
鳳
閣

非
凌
空
結
撰

所
能
造
也

紀
事
述
言

非
附
會
傳

聞

所
可
憑
也

於
此
而
欲
重
修

徵
文
考
獻

豈
易
言
哉
！
人
心
造
事

誠
則
必
通

感
無
弗
應

宮

卜
萬
者

邑
故
諸
生
也

立
品
勤
學

爲
鄉
里
稱

而
獨
慨
惜
於
州
志
之
不
修

平
生
考
究
數
十
年

殘

碑
斷
簡

靡
不
搜
求

嘉
言
懿
行

靡
不
註
記

著
爲
備
志
凡
若
干
卷

曰
證
證
錄

圖
畫
抄
寫

不
敢

自
居
爲
修
志
也

吁
！
是
可
謂
有
心
人
也
矣
！
生
殁
於
丁
未
年

其
書
卽
於
是
年
止

聞
其
遺
子
弟
言
曰

﹁
後
有
修
志
者

此
書
當
有
可
采

慎
藏
之！
﹂
前
歲
寇
匪
竄
擾

宫
生
家
亦
被
燬

此
書
獨
存
無
恙

余
蒞
任
後

訪
求
其
書

得
之
其
姪
宮
寳
田
手

及
詳
爲
披
閱

其
未
盡
善
者

邀
集
賢
士
大
夫

悉
心

删
訂

以
近
十
餘
年
事
實
並
附
益
之

自
天
文
以
迄
仙
釋

分
門
計
有
十
類

都
爲
一
書

付
諸
手
民

於
甲
子
仲
夏

剞
劂
告
竣

乃
綴
言
於
簡
端
曰

余
年
十
餘
齡
時

隨
侍
先
公
宰
長
清

修
志
與
校
字
之

役

後
二
十
年
囘
靖
安
本
籍

續
修
邑
志

先
公
諭
曰

﹁
志
書
美
善

無
過
於
陸
清
獻
公
靈
壽
縣
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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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六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其
序
有
云

靈
壽
土
瘠
民
貧

居
官
者
知
此

然
後
不
敢
以
紛
更
聚
斂
爲
事

土
著
者
知
此

然
後
不

敢
以
奢
華
侈
蕩
爲
能

綱
領
所
在

隨
處
提
醒

此
名
賢
覺
世
之
言

非
可
以
志
書
尋
常
論
也

﹂
寜
海

古
牟
子
國

歷
代
沿
革

在
志
已
詳

居
山
陬
海
澨
之
間

民
艱
於
食

常
仰
販
粟
於
關
東

亦
所
謂
土

瘠
民
貧
者
矣！
惟
居
官
者

因
土
瘠
而
思
有
以
肥
之

民
貧
而
思
有
以
富
之

且
有
以
教
之

爲
地
方
造

福

此
吾
志
也

若
乃
土
瘠
而
猶
朘
削
以
自
肥

民
貧
而
更
侵
吞
以
自
富

爲
地
方
造
孽

豈
吾
志
哉？

至
於
土
著

其
秀
杰
者

文
章
道
德

炳
燿
無
窮

其
樸
愿
者

恆
產
恆
心

古
風
尚
在

而
近
年
來
軍

國
急
要
之
務

無
不
踴
躍
輸
將

寇
盜
蹂
躪
之
時

又
能
同
心
守
禦

忠
義
節
烈

流
芳
千
古

尤
於
志

乘
有
光
焉

仰
京
兆
之
政
績

居
官
者
足
以
志
矣！
慕
會
稽
之
清
標

土
著
者
足
以
志
矣！

牟

平

縣

志

牟

平

縣

志

之

成

立

至

爲

繁

難

約

可

分

三

時

期

一

創

修

時

期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夏

縣

長

宋

憲

章

與

第

五

科

長

于

在

華

倡

修

縣

志

召

集

各

界

成

立

縣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先

後

聘

王

照

琴

楊

春

萼

于

清

泮

三

人

爲

編

纂

員

選

曲

綿

梓

常

永

燾

張

文

光

三

人

爲

採

訪

員

經

費

暫

由

財

政

局

墊

借

正

在

進

行

忽

調

任

壽

光

以

去

新

舊

交

替

之

際

事

遂

擱

淺

翌

年

省

令

各

縣

續

修

縣

志

於

是

地

方

人

士

自

動

籌

款

︵
詳

捐

款

題

名

錄
︶

款

集

後

請

縣

長

周

義

章

履

行

督

修

職

務

周

乃

重

新

召

集

委

員

會

聘

于

清

泮

爲

總

纂

王

照

琴

楊

春

萼

爲

分

纂

並

添

加

採

訪

員

︵
俱

詳

修

志

人

員

題

名

錄
︶
時

在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五

月

二

編

纂

時

期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夏

開

始

編

纂

將

州

志

原

有

大

綱

十

一

變

爲

十

三

曰

輿

地

曰

人

物

曰

職

官

曰

大

事

記

曰

黨

務

曰

建

置

曰

政

治

曰

財

政

曰

實

業

曰

交

通

曰

敎

育

曰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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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七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敎

曰

志

餘

由

于

王

楊

三

人

分

工

合

作

唯

一

困

難

即

係

材

料

缺

乏

訪

稿

既

不

齊

全

參

考

書

除

省

府

縣

志

數

部

外

又

他

無

所

有

至
向
縣
府
查
卷

則

動
以
﹁
檔
册
散
失
﹂
一

語
謝
之

無
米
之
炊

巧
婦

難

爲

又

不

便

久

延

時

日

作

長

時

期

之

考

慮

遂

匆

匆

脫

稿

暫

行

告

一

段

落

三

修

正

及

印

刷

時

期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秋

經

督

修

暨

各

委

員

審

查

原

稿

結

果

修

正

後

付

印

囑

總

纂

于

清

泮

負

責

修

正

于

適

因

事

赴

濟

南

九

月

縣

長

王

昭

旭

晉

省

攜

稿

將

付

印

又

與

于

面

議

修

正

于

慨

然

應

允

引

爲

己

任

適

應

齊

東

修

志

之

聘

年

終

囘

濟

遂

開

始

工

作

其

修

正

要

點

︵
１
︶
將

原

稿

十

一

綱

總

括

爲

地

理

政

治

文

獻

三

大

綱

子

目

亦

因

之

而

變

；
︵
２
︶
新

增

氏

族

武

備

方

言

三

目

與

沿

革

分

圖

及

新

鄉

鎮

分

圖

；
︵
３
︶
删

除

空

論

一

律

補

充

事

實

其

所

需

材

料

或

向

濟

南

各

機

關

採

訪

或

向

省

立

圖

書

館

參

考

或

向

本

縣

函

詢

隨

查

隨

編

隨

編

隨

印

參

互

錯

綜

事

極

繁

難

襄

其

役

者

一

爲

校

對

員

于

在

賢

擔

任

修

正

財

政

並

整

理

一

切

稿

件

；

一

爲

委

員

王

嗣

訪

校

對

員

于

清

湄

擔

任

調

查

牟

平

事

項

隨

時

報

告

；

一

爲

採

訪

員

常

永

燾

擔

任

調

查

氏

族

及

分

繪

沿

革

與

鄉

鎮

分

圖

並

整

理

一

切

稿

件

；

分

工

合

作

兼

程

並

進

凡

八

閱

月

而

工

竣

附

志

内

引

用

書

目

地

志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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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八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漢

地

理

志

後

漢

郡

國

志

補

三

國

疆

域

志

晉

地

理

志

東

晉

地

理

志

宋

州

郡

志

魏

地

形

志

隋

地

理

志

唐

地

理

志

元

和

郡

縣

志

太

平

寰

宇

記

宋

地

理

志

︵

︶

金

地

理

志

齊

乘

元

地

理

志

明

地

理

志

明

一

統

志

輿

地

名

勝

志

籌

海

圖

編

武

備

志

焦

志

清

一

統

志

方

輿

紀

要

山

東

考

古

錄

續

山

東

考

古

錄

廣

輿

記

續

通

志

大

清

通

志

山

東

通

志

登

州

府

志

登

州

沿

革

考

楊

志

幼

海

風

土

辨

證

稿

歷

史

類

史

記

︵
漢

書

以

下

撰

者

已

詳

前

地

志

類
︶

路

史

東

都

事

略

元

典

章

續

綱

目

續

稿

綱

目

三

編

明

史

紀

事

本

末

子

集

類

莊

子

離

騷

孔

叢

子

牟

子

易

林

法

言

說

文

古

今

注

晉

樂

府

刀

劍

錄

博

雅

十

六

國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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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平

縣

志

卷
首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縣
志
沿
革
小
史

九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济
南
山
東
印
刷
局
承
印

廣

韻
唐
孫
愐

撰

集

韻
宋
丁
度

撰

明

道

雜

志
宋
程
顥

撰

東

坡

集
宋
蘇
軾

撰

太

平

廣

記
宋
李
昉

撰

通

志
宋
鄭
樵

撰

貴

耳

集
宋
張
端

義
撰

漫

錄
宋
吳
曾

撰

雲

麓

漫

鈔
宋
趙
彦

衞
撰

泊

宅

志
宋
方
勺

撰

五

燈

會

元
宋
刊
本
作
釋
慧
明
撰

今
本
作
宋
釋
普
濟
撰

雞

肋

編
宋
莊
季

裕
撰

夷

堅

志
宋
洪
邁

撰

容

齋

四

筆
同上

傳

燈

錄
宋
釋
道

原
撰

續

夷

堅

志
金
元
好

問
撰

懷

州

清

真

觀

記
同上

中

州

集
同上

椒

山

集
明
楊
繼

盛
撰

元

曲

選
明
臧
晉

叔
輯

古

今

樂

錄

海

上

七

真

人

傳
明
閻
士

選
撰

神

仙

通

鑑
薛
大
訓

撰

豹

隱

紀

談
周
遵
道

撰

池

北

偶

談
清
王
士

禎
撰

五

方

原

音
清
樊
騰

鳳
撰

通

俗

約

編
清
翟
灝

撰

說

文

解

字

匡

謬
清
徐
承

慶
撰

修

志

管

見
清
張
崧

撰

牟

平

遺

香

集
清
宮
卜

萬
輯

鹽

政

史

稿
民
國
山
東
鹽

運
使
司
編

此

外

有

引

用

經

傳

及

各

縣

志

之

處

不

注

自

明

；

又

凡

引

通

志

者

大

抵

指

山

東

通

志

而

言

其

引

鄭

志

及

續

志

清

志

者

甚

少

故

志

内

習

用

通

志

二

字

名

稱

·

不

加

區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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