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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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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卷
一
百
十
六
　

□

□

顧

炎

武

寕

人

輯

成

都

龍

萬

育

燮

堂

訂

河
套

雍
人
曰
河
套
舊
名
析
支
渠
搜
又
名
新
秦
中
又
名
朔
方
郡

地
其
週
迴
六
七
千
里
其
土
肥
饒
可
耕
桑
三
面
阻
河
敵
難

入
寇
而
我
易
防
守
故
自
古
帝
王
及
前
　
明
皆
保
有
其
地

以
內
安
外
攘
而
執
其
要
也
百
十
年
來
乃
失
之
北
敵
使
巢

穴
其
中
譬
之
門
庭
之
內
容
狐
鼠
焉
如
之
何
其
不
乘
墉
穴

壁
而
耗
所
蓄
也
封
疆
大
臣
誠
能
昭
我
明
德
以
壓
服
其
心

修
我
武
備
以
掃
除
其
衆
則
經
綸
之
學
可
於
此
而
顯
行
由

是
以
紹
卽
墨
之
烈
亦
庻
幾
焉
耳
故
詳
圖
其
地
於
前
備
說

其
事
於
後
末
以
管
見
附
焉

河
套
地
沿
革
畧

唐
虞

爲

析

支

渠

搜

今

考

寕

夏

東

北

河

木

遇

山

析

爲

二

枝

□

有

析

枝

城

水

經

曰

河

自

朔

方

東

轉

經

渠

搜

縣

故

城

北

葢

近

朔

方

之

地

書

曰

織

皮

崑

崙

析

枝

渠

搜

西

戎

卽

敘

是

也

周
爲

朔

万

地

詩

云

天

子

命

我

城

彼

朔

方

是

也

春
秋

爲

羗

戎

所

居

秦
爲

縣

四

十

四

號

新

秦

中

始

皇

二

十

三

年

命

蒙

恬

□

逐

匈

奴

收

河

南

地

以

陰

山

爲

塞

築

四

十

四

縣

城

徙

臨

河

謫

戍

以

充

實

之

築

邊

因

山

險

谷

溪

繕

補

起

臨

洮

至

遼

東

萬

餘

里

恬

嘗

居

上

郡

以

統

治

之

王

恢

曰

壘

石

爲

城

樹

榆

爲

塞

匈

奴

不

敢

飮

馬

於

河

應

劭

曰

新

秦

者

始

皇

遣

蒙

恬

得

其

河

南

造

陽

之

北

地

十

里

甚

好

乃

爲

築

城

郭

募

內

郡

貧

民

以

充

實

之

謂

之

新

秦

□

後

秦

亂

其

地

沒

入

匈

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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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
爲

朔

方

郡

武

帝

元

朔

二

年

遣

衞

靑

取

河

南

地

主

父

偃

言

河

南

地

肥

饒

外

阻

河

請

城

之

省

轉

輸

廣

中

國

滅

敵

之

木

也

上

用

偃

計

立

爲

朔

方

郡

募

民

徒

者

十

萬

口

復

繕

蒙

恬

所

築

塞

因

河

爲

固

領

縣

十

日

三

封

朔

方

修

都

臨

河

呼

遒

窳

□

渠

搜

沃

野

廣

牧

臨

戎

是

也

其

後

霍

去

病

擊

敗

匈

奴

休

屠

王

殺

昆

邪

王

降

漢

自

是

隴

西

北

地

河

西

邊

宼

益

少

减

北

地

以

西

戎

卒

半

四

年

置

南

都

尉

治

元

狩

元

年

山

東

大

水

徙

其

貧

民

於

關

西

朔

方

新

秦

中

七

十

餘

萬

口

皆

邱

給

縣

官

使

者

分

護

費

以

億

計

東
漢

亦

因

之

領

城

六

日

臨

戎

三

封

朔

方

沃

野

廣

牧

天

城

晉
亦

置

朔

方

郡

後

晉

亂

姚

興

以

赫

連

勃

勃

爲

安

北

將

軍

鎭

朔

方

僭

稱

天

王

築

城

建

都

於

此

後
周

爲

朔

州

周

武

帝

自

河

曲

靈

夏

有

番

戎

部

落

立

朔

州

以

統

之

隋
置

勝

州

榆

林

郡

煬

帝

築

長

城

東

至

砦

河

西

距

榆

林

車

駕

幸

榆

林

突

厥

啓

民

可

汗

來

朝

於

此

地

隋

疆

域

北

至

五

原

北

境

惟

至

於

河

唐
爲

朔

方

軍

經

畧

軍

太

宗

貞

觀

四

年

李

靖

破

突

厥

於

陰

山

張

員

相

擒

之

通

典

曰

太

宗

納

温

彦

博

議

置

餘

種

於

河

南

朔

方

之

地

綱

目

云

處

突

厥

降

衆

東

至

幽

州

西

至

靈

州

砦

紹

亦

破

匈

奴

奪

得

河

南

之

地

因

置

州

郡

以

領

之

高

宗

調

露

元

年

以

降

突

厥

置

魯

州

麗

州

含

州

塞

州

依

州

契

州

以

唐

人

爲

刺

史

謂

之

六

胡

州

武

后

長

安

四

年

並

爲

匡

長

一

州

中

宗

神

龍

二

年

置

蘭

池

都

督

府

分

六

州

爲

縣

元

宗

十

年

復

置

魯

州

麗

州

塞

州

十

年

遷

邊

人

於

河

南

及

江

淮

間

二

十

六

年

還

所

遷

邊

戸

置

宥

州

宥

州

本

漢

三

封

縣

地

及

延

思

等

縣

天

寳

中

改

寕

邊

郡

後

寄

理

於

經

畧

軍

憲

宗

元

和

十

五

年

復

置

宥

州

於

長

澤

縣

隷

夏

綏

□

節

度

使

唐

未

拓

拔

思

恭

鎭

是

州

討

黃

巢

有

功

賜

姓

李

有

銀

夏

綏

宥

靜

五

州

之

地

宋
大

宗

太

平

興

國

中

李

繼

俸

納

國

復

爲

王

士

後

陷

於

趙

德

明

真

宗

時

有

唐

龍

鎭

地

居

險

峻

東

至

黃

河

二

十

里

河

之

東

曰

東

躔

河

之

西

曰

西

躔

騎

兵

所

不

能

及

蕃

人

有

來

義

二

族

嘗

持

兩

端

事

契

丹

及

夏

國

後

爲

契

丹

所

□

□

族

來

歸

朝

廷

憫

其

窮

而

欵

塞

優

容

之

仁

宗

景

祐

中

爲

夏

所

併

今

廢

在

河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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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
滅

夏

□

州

廢

至

元

八

年

立

西

夏

口

興

等

尚

書

省

以

隷

之

明
洪

武

初

撥

緩

德

衞

千

戸

劉

寵

屯

榆

林

莊

莊

北

由

河

套

直

至

黃

河

千

有

餘

里

正

純

中

賊

人

河

套

擾

邊

□

　

勅

右

府

都

督

王

禎

鎭

守

始

奏

築

榆

林

城

及

沿

邊

寨

堡

墩

臺

以

控

制

之

成

北

七

年

巡

撫

王

銳

奏

置

榆

林

衞

八

年

巡

撫

余

子

俊

奏

築

大

邊

城

東

自

延

綏

黃

甫

川

北

距

河

西

至

寕

夏

紅

山

堡

南

至

黃

河

四

十

里

宏

治

間

總

制

秦

□

築

二

邊

城

北

爲

河

套

東

自

黃

甫

川

南

距

河

西

過

乾

澗

又

西

過

徐

斌

水

又

西

過

淸

沙

峴

又

西

過

靖

邊

衞

又

西

北

至

花

兒

岔

乃

後

大

邊

城

西

紅

山

橫

城

堡

側

賊

數

入

總

制

楊

一

淸

西

距

河

東

接

大

邊

築

新

城

有

四

十

餘

里

後

大

邊

城

由

淸

水

至

定

邊

營

一

帶

賊

復

數

入

總

制

王

瓊

南

距

乾

澗

乾

□

北

過

定

邊

又

西

過

花

馬

池

北

又

西

過

興

武

營

北

接

新

邊

城

築

二

百

三

十

餘

里

後

花

馬

定

邊

營

所

地

鹻

城

惡

敵

復

數

人

總

制

唐

龍

中

改

築

城

四

十

餘

里

後

乾

澗

乾

溝

賊

復

數

入

總

制

劉

天

和

北

起

乾

溝

南

過

乾

澗

接

二

邊

築

六

十

餘

里

總

三

百

里

計

號

新

大

邊

城

總

制

楊

守

禮

初

修

邊

□

四

十

里

以

北

皆

爲

河

套

地
河
環
套
地
序
畧

按
水
經
河
水
東
經
富
平
縣
故
城
西

富

平

卽

今

寕

夏

又
北
逕
薄
骨

□
鎭
城

城

在

河

渚

上

赫

連

果

城

也

在

靈

州

東

北

又
經
典
農
城
東

世

謂

之

邊

城

又

北

經

上

河

城

東

世

謂

之

漢

城

薛

瓚

曰

上

河

在

富

平

縣

□

□

馮

叅

爲

典

農

都

尉

屯

此

以

事

農

又
東
北
經
亷

縣
故
城
東

王

莽

時

爲

西

河

亭

又
東
北
經
渾
懷
障
西

地

理

志

曰

渾

懷

都

尉

治

塞

外

者

也

大

和

後

魏

初

曰

齊

平

徙

歴

下

民

居

此

去

北

城

三

百

里

又
東
北
歴
石
崖
山
西

去北

城

五

百

里

又
北
過
朔
方
臨
戎
縣
西
又
北
有
枝
渠

枝

渠

東

注

以

漑

田

又

北
屈
而
爲
南
河
出
焉

河

自

靈

州

北

行

至

此

始

析

而

東

向

矣

又
屈
而
東
流
爲

北
河

河

分

流

析

枝

城

在

此

東
經
高
闕
南

史

記

趙

武

靈

王

襲

邊

自

代

並

陰

山

下

至

高

闕

爲

　

山

下

有

長

城

其

山

中

幽

望

若

關

焉

古

今

常

置

重

捍

以

防

塞

道

漢

元

朔

四

年

衞

靑

敗

右

賢

王

於

高

□

卽

此

處

也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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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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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
臨
河
縣
東
經
陽
山
南
與
南
河
合

河

南

上

承

西

河

東

經

臨

戊

縣

故

城

北

又

東

經

臨

河

縣

南

又

東

逕

廣

牧

縣

故

城

北

又

東

逕

都

尉

治

逕

流

二

百

里

許

始

相

合

矣

漢

書

注

曰

陽

山

在

河

北

史

記

曰

秦

使

蒙

恬

擊

邊

渡

河

取

高

闕

據

陽

山

卽

此

又
南
逕
馬
陰
山
西
又
東
南
逕
朔
方

縣
故
城
東
北

詩

所

謂

城

彼

朔

方

是

也

漢

元

朔

二

年

衞

靑

取

河

南

地

爲

朔

方

郡

使

校

尉

蘇

築

朔

方

城

卽此

又
自
朔
方
東
轉
逕
渠
搜
縣
故
城
北

地

理

志

曰

朔

方

有

渠

搜

縣

中

部

都

尉

治

王

莽

之

渠

搜

亭

也

又
東
逕
稒
陽
城
南

其

城

南

面

長

河

北

臂

連

山

秦

始

皇

逐

匈

奴

並

河

上

以

東

屬

之

陶

山

築

亭

障

爲

河

上

塞

徐

廣

曰

陶

山

在

五

原

北

又
東
過
臨
沃
縣
南

王

莽

之

振

武

也

又
東
流
石
門
水
南
注
之
枝
津
出

石

門

本

上

承

大

河

於

臨

沃

縣

東

流

北

漑

田

南

北

二

十

五

里

又
東
逕
塞
泉
城
南
又
東
過
雲
中
楨
陵
縣
南
沙
南
縣

北
從
縣
東
屈
而
南
過
沙
陵
縣
西

河

由

高

闕

東

行

至

此

始

析

而

南

流

又
屈

而
南
流
白
渠
水
注
之

水

出

塞

外

西

注

沙

陵

湖

又

行

芒

湖

水

南

逕

鍾

山

山

卽

陰

山

東

西

千

餘

甲

單

于

之

苑

囿

也

自

考

武

出

師

攘

之

漢

北

匈

奴

失

陰

山

過

之

無

不

哭

又
南
過
赤
城
東
又
南

過
定
襄
桐
過
縣
西
河
水
於
二
縣
之
問
有
君
子
濟

漢

桓

帝

幸

愉

中

代

地

洛

陽

大

賈

賫

金

隨

帝

後

夜

行

迷

失

道

以

金

與

津

長

津

長

封

送

之

卒

其

子

尋

求

父

喪

發

塚

舉

戸

資

費

一

無

所

損

舉

金

悉

以

與

之

津

長

亦

不

受

事

聞

帝

曰

君

子

也

卽

名

其

津

焉

濟

在

雲

中

城

西

南

二

百

餘

里

又
束
過

西
河
圁
陽
縣
東

西

河

郡

漢

武

帝

元

朔

四

年

置

王

莽

改

曰

歸

新

□

水

出

上

郡

白

土

縣

圁

谷

東

逕

其

縣

南

地

理

志

曰

圁

水

出

西

河

郡

東

入

河

又
南
諸
次
之
水
入
焉

水

出

上

郡

諸

次

山

東

逕

榆

林

塞

世

又

謂

之

榆

林

山

卽

漢

書

所

謂

榆

溪

□

塞

者

也

自

此

迤

南

可

入

陝

西

葭

州

地

矣

河
套
地
廣
袤
畧

河
套
東
至
山
西
偏
頭
關
地
界
西
至
寕
夏
鎭
地
界
東
西
二



 

卷
一
百
十
六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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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千
餘
里
南
自
邊
牆
北
至
黃
河
遠
者
八
九
百
里
六
七
百
里

近
者
二
三
百
里
惟
黃
甫
川
稍
近
川
南
焦
家
坪
兩
岸
夾
山

氷
先
合
後
泮
及
娘
娘
灘
羊
圈
子
渡
口
交
冬
氷
堅
故
邉
人

率
其
衆
或
自
坪
或
灘
或
渡
口
以
入
套
元
史
河
源
附
錄
朱

思
本
曰
自
洮
水
與
河
合
又
東
北
流
過
達
旦
地
凡
八
百
餘

里
過
豐
州
西
受
降
城
折
而
東
流
過
達
旦
地
古
天
德
軍
中

受
降
城
東
受
降
城
凡
七
百
餘
里
折
而
正
南
流
過
大
同
路

又
西
南
入
陝
西
榆
林
衞
境
然
河
源
束
北
流
所
歴
皆
西
番

地
至
蘭
州
凡
四
千
五
百
餘
里
始
人
中
國
又
東
扎
自
寧
夏

過
達
且
地
凡
二
千
五
百
餘
里
始
人
河
東
境
內
也

河
套
山
川

犂
元
山

在

古

城

南

東

牛
心
山

在

黃

羊

城

東

海
于
山

在

石

瑤

山

城

東

駱
駝
山

麥
垜
山

在

省

嵬

城

東

北

□
兒
海
子

在

牛

心

山

東

北

紅
鹽
池

在

蓮

花

城

東

南

長
鹽
池

在

蓮

花

西

城

北
海
子

在

白

城

子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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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佛
堂
寺
溝

在

鴛

鴦

城

東

鴛
鴦
湖

在

佛

堂

寺

西

咂
把
湖

在

駱

駝

山

東

夘
孩
水

在

泒

三

俱

北

入

於

河

紫
河

後

世

謂

之

紫

河

汊

也

石
崖
山

山

文

有

戰

馬

之

狀

陽
山

在

河

北

馬
陰
山

在

河

東

北

河
套
古
蹟

富
平
故
城

在

省

嵬

城

西

北

鄆
懷
障

在

忻

都

城

東

北

朔
方
臨
戎
縣
故
城

在

咂

□

湖

北

臨
戎
縣
故
城

在

高

闕

東

河
目
縣
故
城

在

河

南

朔
方
郡
城

在

河

南

渠
搜
縣
故
城

在

渠

□

縣

東

河
陰
縣
故
城

在

西

安

縣

東

西
安
縣
故
城

在

渠

搜

縣

東

沙
南
縣
故
城

在

河

陰

縣

東

唐
龍
鎭

在

勝

州

境

東

至

黃

河

二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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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洪
門
鎭

夏

州

地

□

邠

寕

節

度

使

張

獻

甫

築

洪

門

鎭

城

置

兵

以

防

番

冦

宋

太

宗

雍

熙

中

廢

夏

州

其

地

屬

趙

德

明

號

洪

□
石
堡
鎭

八

延

州

西

邊

鎭

塞

宋

仁

宗

至

道

中

陷

於

元

昊

號

龍

州

東
方
城

在

犂

元

山

北

金
宿
城

在

犂

元

山

西

北

石
牌
樓

在

沙

嶺

兒

東

連
城

在

沙

嶺

兒

西

東
勝
州

在

河

心

武
花
城

在

沙

壕

西

尅
留
運
城

在

武

花

城

西

北

紅
城
子

在

月

兄

海

東

南

黃
羊
城

在

牛

心

山

西

北

林
州
城

在

黃

□

城

西

北

古
城
子

在

海

□

山

東

石
瑤
川
城

在

海

子

山

西

蓮
花
城

在

紅

鹽

池

西

北

白
城
子

在

光

海

子

西

交
城
子

在

白

城

子

西

狄
靑
牢

在

佛

堂

寺

東

佛
堂
寺

在

鴛

鴦

湖



 

卷
一
百
十
六

河

套

　
　
　
八

又
罕
腦
兒
城

在

駱

駝

山

西

忭
都
城

在

又

罕

腦

兒

城

西

舊
花
馬
池

在

忭

都

城

西

北

峰
兒
城

在

舊

花

馬

池

西

省
嵬
城

在

麥

垜

山

西

北

鷄
鹿
寨

在

朔

方

盛

□

鼎

西

北

河
套
物
産

鐵
出

麥

垜

山

鹽
出

上

鹽

池

紅
鹽

出

紅

鹽

池

良
馬

出

紫

沔

隋

時

酥
油
草

牛

馬

食

之

肥

壯

按
河
套
之
地
大
河
外
環
此
天
地
設
險
以
界
華
夷
之
所

虞
夏
敘
貢
未
嘗
外
焉
自
是
以
來
凡
中
國
盛
時
咸
有
其

地
我
　
皇
祖
時
亦
然
嘗
設
立
將
士
阻
河
以
守
葢
因
天

地
之
檢
帝
王
之
軌
防
外
虞
靖
中
夏
也
後
委
之
俾
敵
人

巢
穴
於
內
因
而
侵
犯
我
鄙
幾
無
寕
歲
失
矣
昔
秦
取
其

地
募
內
郡
貧
民
充
實
其
中
然
政
教
不
聞
故
卒
没
入
匈

奴
漢
武
時
復
取
其
地
立
朔
方
郡
縣
募
民
徙
者
十
萬
口

及
山
東
大
水
徙
其
貧
民
於
中
者
又
七
十
餘
萬
口
自
是



 

卷
一
百
十
六

河

套

　
　
　
九

隴
西
北
地
河
西
邊
寇
益
多
然
當
其
時
皆
仰
給
縣
官
使

者
分
護
費
以
億
計
其
後
政
教
未
聞
亦
終
没
入
匈
奴
今

內
郡
民
十
室
九
貧
有
無
産
有
家
之
民
有
無
家
有
身
之

民
豐
歲
尙
多
缺
食
稍
値
饑
饉
則
易
於
爲
亂
故
白
蓮
赤

眉
之
徒
一
唱
轍
和
者
如
蟻
往
歲
流
賊
横
行
海
內
頃
假

賊
屢
蠢
動
山
西
皆
此
軰
也
保
釐
大
臣
誠
請
　
旨
招
募

并
諸
鑛
洞
壯
士
悉
收
蓄
之
稍
加
訓
練
皆
精
兵
也
夫
然

後
授
以
妻
室
以
漸
自
南
而
北
按
周
官
并
出
之
法
給
以

斯
地
凡
爲
邑
爲
　
爲
甸
悉
如
周
制
但
洫
澮
稍
深
廣
之

其
廬
舍
爲
堡
人
之
食
裕
倣
西
戎
雕
房
之
式
爲
之
可
也

其
始
授
田
給
費
半
載
若
種
黍
時
授
田
給
以
四
月
之
費

可
也
農
睱
則
訓
以
孝
弟
忠
信
之
道
師
律
戰
陣
之
法
如

是
三
年
可
使
有
勇
知
方
十
年
則
岐
周
之
政
可
復
邊
人

將
啄
息
遯
逃
不
睱
又
何
侵
犯
之
足
虞
哉
然
此
特
大
畧

而
已
若
夫
大
綱
小
紀
舉
而
張
之
以
合
時
宜
以
不
失
先

王
之
軌
以
盡
經
綸
之
道
則
右
當
路
君
子
云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卷
一
百
十
六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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