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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卷
三

一

寧
國
府
志
卷
之
三

直
隷
寧
國
府
知
府
任
丘
黎
晨
校
刋

秩
綂
紀

先
王
經
理
邦
國
莫
不
建
牧
立
監
陳
殷
置
輔
然
後
有

屬
可
聯
而
六
秩
備
庶
事
其
康
夫
綱
維
之
理
由
尊
以

逮

非
是
則
渙
矣
漢
制
州
刺
史
以
六
條
察
郡
非
六

條
不
得
問
故
郡
雖
大
政
上
䟽
闊
隋
唐
罷
州
牧
而
任

部
使
者
於
是
監
郡
之
使
日
衆
所
責
於
郡
者
彌
廣
郡

小
食
祿
之
吏
日
增
諺
曰
十
牧
一
羊
幾
何
而
治

本
朝
郡
縣
承
用
元
制
筦
庫
而
下
頗
多
剰
員
然
固
不

爲
敝
孔
子
曰
周
因
於
殷
殷
因
於
夏
其
所
損
益
百
世

可
知
明
人
情
所
習
不
易
奪
也
今
天
下
要
郡
率
置
衞

其
法
畧
與
府
兵
同
然
而
兵
吏
皆
廪
於
縣
官
又
廢
都

隷
之
法
郡

得
以
察
其
怠
舉
取
報
而
已
尺
伍
旣
虚

廪
食
弗
繼
彼
所
謂
軍
政
者
吾
無
足
觀
焉

知
府
一
人
正

四

品

掌
印

佐
同
知
一
人
正

五

品

清
軍
兼

巡
捕

通
判
二
人
正

六

品

督
糧
一
人

巡
捕
一
人
嘉靖

九

年

省

以

同

知

攝

推
官
一
人
正

七

品

理
刑

吏
房
司
吏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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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典
吏
二
人
戶
房
司
吏
二
人
典
吏
四
人
禮
房
司
吏
一

人
典
吏
二
人
兵
房
司
吏
二
人
典
吏
四
人
刑
房
司
吏

二
人
典
吏
四
人
工
房
司
吏
二
人
典
吏
四
人
勘
合
科

司
吏
一
人
典
吏
一
人
架
閣
庫
典
吏
一
人
承
發
司
典

吏
一
人
門

子

一

十

一

人

皂

隷

五

十

二

人

快

手

三

十

人

凡
朝
貢
慶
會
并
有
事
於
臺
省
並
直
達

詔
令
勘
劄

至
則
謹
受
以
下
於
屬
凡
六
邑
之
政
皆
禀
受
約
束
府

必
劑
量
重
輕
爲
之
出
令
大
者
申
白
撫
按
而
後
行
其

在
漕
運
總
督
操
江
及
提
學
巡
江
巡
倉
諸
臺
者
亦
如

之

委
佐
一
人
入
賀

萬
夀
節
通
判
常
以
七
月
督

餉
南
京
事
竣
受
牒
而
還

幕
經
歷
司
經
歷
一
人
正

八

品

掌

印

佐
知
事
一
人
正

九

品

典

吏
一
人
門

子

二

人

皂

隷

八

人

照
磨
所
照
磨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佐
檢

校
一
人
未

入

流

嘉

靖

九

年

省

典
吏
三
人
門

子

一

人

皂

隷

四

人

凡
䑓
司
秩
在
五
品
下
者
移
文
皆
下
經
歷
司
以
逹
于

府
其
報
上
亦
由
之
凡
文
卷
照
磨
所
主
其
勘
覈
今
印

並
歸
于
堂
官
經
歷
以
降
備
奔
走
而
已

屬
儒
學
教
授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佐
訓
導
四
人
未

入

流

司
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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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人

廪
膳
生
員
四
十
人
增
廣
生
員
四
十
人
附
學

生
員
不
置
額
今
一
百
人
門

子

一

十

人

斗

級

三

人

庫

子

三

人

凡
學
政
悉
以
卧

從
事
每
督
學
䑓
使
至
則
申
飭
之

而
責
提
調
於
府
教
授
與
訓
導
必
謹
受
之
退
以
課
于

諸
生
視
選
舉
入
額
多
寡
爲
其
殿
最
凡
主
郡
禮
儀
之

事司
獄
司
司
獄
一
人
正

九

品

掌

印

獄
典
一
人
禁

子

一

十

七

人

凡
囚
之
出
入
司
獄
謹
籍
其

以
聽
于
府
凡
囚
必
審

輕
重
别
其
寢
處
病
與
餒
者
必
報
府
療
而
飼
之
獄
之

曲
直
疑
允
司
獄
不
得
辯
日
嚴
扄
鑰
察
械
繫
以
爲
常

稅
課
司
大
使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司
吏
一
人
巡

攔

八

人

凡
商
儈
屠
市
之
稅
皆
有
常

使
以
時

之
而
輸
其

直
于
府
凡
民
間
貿
易
田
宅
必
操
劵
契
造
司
求
印
印

而
藏
之
以
待
奸
僞

永
實
庫
大
使
一
人
舊

省

惟

庫

記

存

攅
典
一
人
庫

子

七

人

凡
六
縣

輸
及
雜
賦
若
諸
贖
金
悉
儲
之
凡
出
納
必

掌
於
守
攅
典
毋
敢
議
謹
守
簿
牒
以
待
命

軍
儲
倉
大
使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佐
副
使
一
人
未

入

流

攅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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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人
斗

級

一

十

二

人

凡
主
六
縣

輸
若
宣
州
衞
屯
田
及
諸
司
贖
榖
府
衞

宣
城
縣
官
吏
月
俸
軍
人
孤
老
廪
糧
並
取
給
焉
惟
贖

榖
則
謹
儲
以
備
荒
政

織

局
大
使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佐
副
使
一
人
未

入

流

司
吏

一
人
堂

長

九

人

絡

絲

匠

九

十

八

人

匠

四

十

五

人

織

匠

四

十

五

人

紡

線

匠

一

十

五

人

絡

緯

匠

九

人凡

幣
有
常

絲
與
練

之
費
並
給
于
府
使
謹
察

其

以
督
成
事
幣
成
委
佐
若
使
一
人
納
于
内
帑
皆

送
府
覆
視
而
後
遣
若

朝
旨
别
有
所
需
非
局
所
常

業
者
則
府
給
重
貨
市
易
以
供

宛
陵
驛
驛
丞
一
人
未

入

流

掌

記

驛
吏
一
人
廪

給

庫

子

二

人

館

夫

二

人

鋪

陳

庫

子

二

人

站

船

四

水

夫

一

百

人

凡
館
榖
之
事
丞
掌
其
計
帳
賔
至
則
陳
之
凡
廪

庖

饌
若
夫
馬
皆
取
給
於
宣
城
惟
舟
則
於
驛

南
湖
河
泊
所
大
使
一
人
未

入

流

掌

記

攅
典
一
人

魚
潭
河
泊
所
大
使
一
人
未

入

流

掌

記

攅
典
一
人

凡
業
漁
有

處
亦
有

課
使
以
時
征
之
其
輸
于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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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部
者
爲
生
銅
熟
鐵
魚
線
膠
翎
毛
輸
府
則
以
鈔
居
工

部
之
半
並
以
銀
折
然
漁
戶
率
竄
籍
旁
縣
利
有
贏
詘

故
徵
歛
爲
難

隂
陽
學
正
術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

隂

陽

生

一

十

四

人

凡
正
術
選
諸
隂
陽
生
之
良
者
府
以
逹
于
吏
部
而
注

授
焉
有
秩
無
俸
凡
教
隂
陽
生
正
晷
漏
之
事
然
多
以

市
兒

不
閑
本
業

醫
學
正
科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

醫

生

一

十

三

人

凡
掌
方
藥
診
療
之
事
其
選
授
與
弊
視
隂
陽
學
焉

僧
綱
司
都
綱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佐
副
綱
一
人
寺

若

菴

凡

二

十

二

道
紀
司
都
紀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佐
副
紀
一
人
觀七

凡
綱
紀
之
選
取
諸
僧
道
並
授
于
吏
部
祈
禳
日
月
食

綱
紀
則
謹
率
其
徒
施
其
教
事
凡
春
秋
合
樂
於
先
師

率
以
道
童

不
問
其
良
否
若
僧
會
道
會
之
有
申
白

必
關
于
二
司

宣
城
縣
知
縣
一
人
正

七

品

掌
印

佐
縣
丞
二
人
正

八

品

同
理
縣
事
一
人
嘉

靖

九

年

省

管
糧
一
人

主
簿
一
人
正九

品

巡
捕

幕
典
史
一
人
未

入

流

○

以

上

秩

職

餘

縣

並

同

吏
戶
禮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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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刑
工
房
各
司
吏
一
人
典
吏
二
人
舗
長
司
司
吏
一
人

承
發
司
架
閣
庫
各
典
吏
一
人
諸

吏

名

餘

縣

並

同

○

糧

長

一

十

五

人

坊

長

六

人

里

長

二

百

一

十

人

老

人

二

百

一

十

六

人

在

城

總

甲

三

十

人

鄕

總

甲

如

里

長

之

○

庫

子

二

人

禁

子

八

人

門

子

三

人

皂

隷

二

十

六

人

快

手

二

十

人

屬
儒
學
教
諭
一
人
未

入

流

掌

記

佐
訓
導
二
人
未

入

流

以

上

品

秩

餘

縣

並

同

司
吏
一
人

廪
膳

生
員
二
十
人
增
廣
生
員
二
十
人
附
學
生
員
不
置
額

今
八
十
人
門

子

六

人

斗

級

二

人

庫

子

二

人

社
學
教
讀
六
人

水
陽

巡
檢
司
巡
檢
一
人
從

九

品

掌

印

餘

縣

並

同

司
吏
一
人
弓

兵

三

十

人

黃
池
巡
檢
司
巡
檢
一
人

司
吏
一
人
弓

兵

三

十

人

其
非

官
所
領
者
倉
有
斗
級
倉
夫
舗
有
司
兵
䑓
署
有
門
子

各
視
其
典
司
閑
劇
以
爲

餘

縣

並

同

詳

見

職

貢

紀

南
陵
縣
知
縣
一
人

佐
縣
丞
二
人

管
馬
一
人
嘉靖

九

年

省

以

主

簿

攝

管
糧
一
人

主
簿
一
人
巡
捕
兼
管
馬
政

幕
典
史
一
人

司
吏
七
人
典
吏
十
有
四
人
糧

長

三

人

坊

長

四

人

里

長

八

十

人

老

人

八

十

四

人

在

城

總

甲

八

人

鄕

總

甲

如

里

長

之

○

庫

子

一

人

禁

子

七

人

門

子

三

人

皂

二

十

六

人

快

手

二

十

人

屬
儒
學
教
諭
一
人

佐
訓
導

二
人

司
吏
一
人

廪
膳
增
廣
生
員
各
二
十
人
附

學
生
員
今
七
十
人
門

子

六

人

斗

級

二

人

庫

子

二

人

社
學
教
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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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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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

峩
嶺
巡
檢
司
巡
檢
一
人

司
吏
一
人
弓

兵

三

十

人

隂

陽
學
訓
術
一
人
未

入

流

掌

記

○

隂

陽

生

五

人

醫
學
訓
科
一
人
未入

流

掌

記

○

醫

生

五

人

僧
會
司
僧
會
一
人
未

入

流

掌

記

○

寺

一

十

六

道
會
司

道
會
一
人
未

入

流

掌

記

○

觀

若

庵

凡

三

以

上

品

秩

章

記

餘

縣

並

同

涇
縣
知
縣
一
人

佐
縣
丞
一
人

主
簿
一
人

幕

典
史
一
人

司
吏
七
人
典
吏
十
有
四
人
糧

長

四

人

里

長

六

十

四

人

老

人

緫

甲

如

里

長

之

○

庫

子

一

人

禁

子

七

人

門

子

二

人

皂

隷

三

十

人

快

手

二

十

人

屬
儒

學
教
諭
一
人

佐
訓
導
二
人

司
吏
一
人

廪
膳

增
廣
生
員
各
二
十
人
附
學
生
員
今
七
十
人
門

子

六

人

斗

級

二

人

庫

子

二

人

社
學
教
讀

人

茹
麻
嶺
巡
檢
司
巡
檢
一

人

司
吏
一
人
弓

兵

二

十

人

隂
陽
學
訓
術
一
人
隂

陽

生

五

人

醫
學
訓
科
一
人
醫

生

五

人

僧
會
司
僧
會
一
人
寺

若

菴

凡

二

十

五

道
會
司
道
會
一
人
觀

若

道

院

凡

二

寧
國
縣
知
縣
一
人

佐
縣
丞
一
人

主
簿
一
人

幕
典
史
一
人

司
吏
七
人
典
吏
十
有
四
人
糧

長

三

人

里

長

五

十

三

人

老

人

緫

甲

如

里

長

之

○

庫

子

一

人

禁

子

六

人

門

子

三

人

皂

隷

三

十

人

快

手

一

十

五

人

屬
儒
學
教
諭
一
人

佐
訓
導
二
人

司
吏
一
人

廪
膳
增
廣
生
員
各
二
十
人
附
學
生
員
今
三
十
人
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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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六

人

斗

級

二

人

庫

子

二

人

社
學
教
讀

人

岳
山
巡
檢
司
巡
檢

一
人

司
吏
一
人
弓

兵

三

十

人

胡
樂
巡
檢
司
巡
檢
一
人

司
吏
一
人
弓

兵

三

十

人

隂
陽
學
訓
術
一
人
隂

陽

生

五

人

醫

學
訓
科
一
人
醫

生

五

人

僧
會
司
僧
會
一
人
寺

若

菴

凡

一

十

四

道

會
司
道
會
一
人
觀二

旌
德
縣
知
縣
一
人

佐
縣
丞
一
人

主
簿
一
人

幕
典
史
一
人

司
吏
七
人
典
吏
十
有
四
人
糧

長

五

人

里

長

三

十

五

人

老

人

緫

甲

如

里

長

之

○

庫

子

一

人

禁

子

六

人

門

子

二

人

皂

隷

二

十

五

人

快

手

一

十

五

人

屬
儒
學
教
諭
一
人

佐
訓
導
二
人

司
吏
一
人

廪
膳
增
廣
生
員
各
二
十
人
附
學
生
員
今
四
十
人
門子

六

人

斗

級

二

人

庫

子

二

人

社
學
教
讀

人

隂
陽
學
訓
術
一
人

隂

陽

生

五

人

醫
學
訓
科
一
人
醫

生

五

人

僧
會
司
僧
會
一
人
寺若

菴

凡

二

十

九

道
會
司
道
會
一
人
觀二

太
平
縣
知
縣
一
人

佐
縣
丞
一
人
今省

主
簿
一
人
今省

幕
典
史
一
人

司
吏
七
人
典
吏
十
有
四
人
里

長

一

十

九

人

老

人

緫

甲

如

里

長

之

○

庫

子

一

人

禁

子

五

人

門

子

二

人

皂

隷

二

十

人

快

手

一

十

五

人

屬
儒

學
教
諭
一
人

佐
訓
導
二
人

司
吏
一
人

廪
膳

增
廣
生
員
各
二
十
人
附
學
生
員
今
七
十
人
門

子

六

人

斗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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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卷
三

九

二

人

庫

子

二

人

社
學
教
讀

人

宏
潭
巡
檢
司
巡
檢
一
人

司
吏
一
人
弓

兵

二

十

八

人

隂
陽
學
訓
術
一
人
隂

陽

生

五

人

醫

學
訓
科
一
人
醫

生

五

人

僧
會
司
僧
會
一
人
寺

若

菴

凡

二

十

六

道

會
司
道
會
一
人
觀

若

廟

凡

三

凡
縣
長
貳
視
府
各
以
其
職
藏
事
幕
若
屬
亦
如
之
邑

之
有
政
必
咨
于
府
府
定
其
章
程
下
之
重
獄
必
讞
疑

事
必
請
民
綂
於
一
常
賦
責
糧
長
追
攝
若
雜
征
責
里

長
老
人
主
勾
勘
總
甲
主
巡
察
市
里
紏
其
非
違
以
報

于
縣

委
佐
一
人
督
餉
南
京
惟
太
平
治
地
最
狹
百

務
皆
董
於
令
常
以
典
史
兼
佐
職
凡
巡
檢
之
職
控
制

要
害
譏
察
異
常
姦
宄
竊
發
則
應
時
捕
擊
以
聽
府
縣

巡
捕
之
令

以
捕
盜
之
多
寡
報
于
操
江
巡
江
諸
臺

而
考
其
殿
最
凡
儒
學
隂
陽
學
醫
學
僧
會
司
道
會
司

之
職
並
同
于
府
若
教
讀
擇
里
中
醇
謹
通
句
讀
者

以
爲
鄕
塾
師
不
輕
廢
置
惟
倉
舗
諸
役
各
操
其
事
守

以
聽
于
縣

竟
則
易
之

宣
州
衞

指
揮
使
正

三

品

今
三
人

佐
指
揮
同
知
從

三

品

今
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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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指
揮
僉
事
正

四

品

今
五
人
以

上

考

選

掌

印

吏
禮
房
令
史
一

人
吏
房
典
吏
一
人
刑
工
房
令
史
一
人
典
吏
一
人
戸

房
典
吏
一
人
兵
房
典
吏
一
人
架
閣
庫
典
吏
一
人

使
以
下
並
世
襲
凡
襲
廕
及
諸
軍
政
悉
報
上
右
軍
都

督
府
以
逹
于
兵
部
每

撫
按
察
其
賢
否
閱
五

一

廢
置
之
名
曰
考
選
軍
政
常
以
一
人
綂
衞
事
謂
之
軍

政
掌
印
一
人
掌
訓
練
一
人
督
屯
田
謂
之
軍
政
僉
書

又
一
人
職
巡
捕
一
人
治
軍
噐
一
人
領
漕
艦

餉
京

師
並
以
選

而
漕
事
爲
難
謂
之
見
任
管
事
非
此
者

編
諸
行
伍
謂
之
帶
俸
差
操
故
有
運
軍
屯
軍
操
軍
局

軍
城
軍
巡
軍
之
目
並
綂
于
掌
印
各
以
其
事
修
其
政

令

委
帶
俸
一
人
入
賀

萬
夀
節
又
千
戸
一
人
百

戸
二
人
部
卒
宿
衞
南
京
謂
之
京
操
秋
行
春
返

幕
鎮
撫
司
鎮
撫
從

五

品

掌

印

今
一
人

司
吏
一
人

經

歷
司
經
歷
一
人
從

七

品

掌

印

鎮
撫
世
襲
掌
衞
之
獄
事
經
歷
則
用
流
官
銓
授
于
吏

部
使
以
文
法
吏
事
綱
紀
衞
政
衞
有
愆
違
法
得
紏
正

前
千
戸
所
正
千
戸
正

五

品

今
一
人

副
千
戸
從

五

品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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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六
人
以

上

考

選

掌

印

幕
鎮
撫
從

六

品

無

印

今
二
人

屬
百
戸
所

百
戸
正

六

品

今
十
五
人
考

選

掌

印

司
吏
一
人

中
千
戸
所
正
千
戸
今
缺

副
千
戸
今
四
人

幕
鎮

撫
今
缺

屬
百
戸
所
百
戸
今
十
三
人
以

上

品

秩

並

同

前

所

司

吏
一
人

千
戸
以
下
並
世
襲
一
人
掌
印
又
一
人
僉
書
凡
所
置

管
軍
百
戸
十
人
百
戸
不
能
皆
賢
常
以
一
人
攝

印

並
以
選

如
衞
之
制
餘
皆
帶
俸
凡
治
軍
之
政
必
咨

禀
于
衞
衞
有
事
則
下
千
戸
所
千
戸
督
百
戸
百
戸
督

旗
軍
報
成
于
衞
唯
所
鎮
撫
無
政
管
軍
百
戸
缺
則
以

鎮
撫
代

寧
國
府
志
卷
三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