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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
寧
縣
志
序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度
。
省
頒
各
縣
施
政
準
則
，
將
修
縣
志
一
項
，
列
爲
縣
政
工
作
之
一
。
時
余
忝
宰
斯

邑
，
以
本
縣
志
書
，
雖
於
民
國
八
年
開
局
編
修
，
民
十
以
後
，
分
纂
經
已
脫
稿
；
然
尚
未
付
印
成
書
，
且

爲
時
已
久
，
幾
經
變
故
；
旣
不
免
遺
失
，
復
多
失
時
間
性
，
乃
於
廿
四
年
春
，
决
定
從
新
篡
修
；
並
請
莫

星
五
先
生
出
任
編
纂
，
地
方
金
庫
主
任
雷
朝
宣
先
生
爲
籌
備
員
，
韋
君
玉
崗
爲
助
理
，
纂
修
未
竟
，
余
即

奉
命
遷
調
。
瞬
經
兩
載
，
今
復
蒞
斯
土
，
適
全
書
方
告
成
；
乃
命
速
付
手
民
。
綜
計
本
縣
縣
志
之
纂
修
，

閱
時
幾
二
十
年
，
費
欵
幾
達
二
萬
元
，
耗
費
如
許
之
時
間
及
人
力
財
力
，
始
告
成
，
其
艱
難
不
問
可
知
，

而
縣
志
之
作
用
與
價
值
，
於
此
概
可
想
見
。

攷
縣
有
志
乘
，
乃
濫
觴
於
有
名
一
代
：
康
對
山
撰
武
功
志
，
韓
邦
靖
撰
朝
邑
志
，
已
開
修
志
先
聲
。

自
是
厥
後
，
鄭
献
甫
撰
象
州
志
，
颜
義
宣
撰
遷
江
志
，
言
簡
意
賅
，
尤
足
爲
後
來
編
志
者
之
榜
樣
，
而
主

持
縣
政
者
，
逐
均
認
修
志
爲
必
要
工
作
：
蓋
縣
志
所
紀
載
，
係
包
括
山
川
、
風
俗
、
物
產
疆
域
、
事
蹟

、
人
物
以
及
典
章
制
度
等
項
，
廣
蒐
軼
事
，
博
徵
文
献
，
上
稽
往
古
，
下
逮
今
茲
，
蔚
成
一
部
縣
之
史
乘

，
使
讀
者
藉
以
明
瞭
其
山
川
之
險
易
，
風
俗
之
淳
澆
，
物
產
之
豐
穑
，
疆
域
之
廣
狹
，
事
蹟
之
存
廢
，
人

物
之
優
劣
，
以
及
典
章
制
度
之
興
革
：
舉
凡
與
國
計
民
生
有
關
者
，
靡
不
紀
載
，
可
見
志
書
亚
非
一
時
一

地
之
文
献
掌
故
而
已
，
洵
足
與
一
部
信
史
等
量
齊
觀
。

吾
人
觀
察
方
志
之
內
容
，
覺
得
與
社
會
各
方
面
均
有
關
係
；
尤
其
對
於
政
治
，
更
有
極
大
之
關
係
；

蓋
政
治
之
設
施
，
以
能
適
合
於
時
代
與
社
會
之
需
要
爲
重
要
原
則
。
然
如
何
方
能
不
違
反
此
原
則
？
非
明

瞭
時
代
與
社
會
之
情
形
不
可
。
能
明
瞭
時
代
與
社
會
之
情
形
始
能
因
時
因
地
以
制
宜
，
而
收
事
半
功
倍

邕
寧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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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效
。
一
國
如
是
，
一
省
如
是
，
一
縣
亦
如
是
；
縣
志
耶
提
供
吾
人
以
時
代
與
社
會
之
情
形
，
以
爲
施
政

之
考
鏡
。
爲
政
者
能
把
握
時
代
與
社
會
，
則
政
治
之
設
施
，
自
能
適
應
時
代
與
社
會
之
要
水
，
而
成
爲
良

好
政
治
。

綜
上
所
述
，
縣
志
之
作
用
與
價
值
，
不
可
謂
不
大
。
現
本
縣
縣
志
，
適
於
發
動
對
日
全
面
抗
戰
之
時

期
出
世
，
俾
邕
中
人
士
，
人
手
一
篇
，
藉
此
以
互
相
研
討
，
互
相
策
動
，
改
進
縣
政
，
鞏
固
抗
日
救
國
基

礎
。
回
憶
宋
時
狄
武
襄
將
軍
三
鼔
奪
崑
崙
，
造
成
平
南
之
偉
績
。
崑
崙
在
望
，
諒
吾
邕
人
士
，
必
能
聞
風

起
舞
，
貫
澈
焦
土
抗
戰
主
張
爲
本
縣
縣
志
重
新
寫
過
最
光
榮
之
又
一
頁
。
則
此
書
之
作
用
與
價
值
，
尤

足
與
狄
武
襄
平
南
史
先
後
互
相
輝
映
。

窃
以
本
書
由
纂
修
以
迄
殺
靑
，
均
經
余
手
，
余
不
敏
，
實
覺
榮
幸
之
至
。
即
地
方
亦
覺
得
榮
幸
。
然

余
覺
得
志
書
係
專
屬
紀
載
事
實
，
吾
人
讀
志
書
，
必
須
用
新
之
歷
史
觀
與
社
會
觀
，
去
分
析
去
理
解
許
多

事
寶
之
現
象
與
演
變
；
去
發
見
其
中
存
任
之
因
果
規
律
；
又
須
從
具
體
之
情
况
，
去
研
求
每
一
種
事
實
之

現
象
與
演
變
之
特
質
及
其
主
要
契
機
。
必
如
此
，
方
能
把
握
志
書
之
內
心
，
而
志
書
乃
能
爲
我
用
。
否
則

與
過
去
讀
遊
記
，
讀
帝
王
傳
。
讀
名
人
傳
、
讀
忠
臣
孝
子
或
烈
女
傳
，
並
無
異
致
。
如
此
讀
志
書
，
則
志

書
僅
等
於
簿
記
，
等
於
流
水
帳
而
已
，
其
能
有
助
於
吾
人
認
識
時
代
與
社
會
者
幾
希
，
其
能
有
助
於
吾
人

之
改
進
政
治
者
尤
幾
希
。
修
志
難
，
讀
志
難
，
用
志
尢
雖
。
故
人
於
用
志
之
方
法
宜
三
致
意
焉
。
是
爲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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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
華
民
族
居
今
日
而
圖
生
存
，
必
須
推
進
文
化
，
上
與
列
強
齋
驅
，
有
識
者
皆
知
之
，
故
建
設
要
矣

；
然
欲
所
建
設
者
肯
■
悉
中
，
推
行
盡
利
，
非
依
據
事
實
不
可
，
則
知
史
尤
要
矣
。
史
之
所
紀
，
無
論
記

過
去
，
記
現
在
，
皆
事
實
也
。
建
設
者
，
創
造
將
來
者
也
；
離
過
去
與
現
在
之
事
實
，
而
希
望
創
造
將
來

，
亦
始
終
屬
于
希
望
而
已
。

文
化
之
進
步

原
有
程
序
，
不
能
憑
虛
，
不
能
躐
等
，
乃
蟺
蛻
于
時
代
，
而
胚
胎
于
地
理
者
也
。
紀

載
文
化
之
史
，
有
時
間
之
史
，
「
歷
史
」
之
書
是
也
。
有
空
間
之
史

「
地
理
」
之
書
是
也
。
有
空
間
而
兼
乎

時
間
者
，
「
方
志
」
是
也
。
知
時
間
之
史
，
始
知
時
代
之
需
要
，
始
能
補
民
族
之
短
而
展
其
長
；
知
空
間
之

史
，
始
知
環
境
之
需
要
，
始
能
去
民
衆
之
害
，
而
興
其
利
。
依
據
二
者
而
從
事
建
設
，
因
時
因
地
之
制
宜

，
始
非
玄
想
，
始
非
紛
更
，
而
爲
合
理
之
建
設
，
始
可
推
進
文
化
。
策
効
將
來
。

「
方
志
」
與
文
化
之
關
係
，
古
之
聖
哲
，
久
已
深
知
。
尚
書
爲
政
治
之
書
，
孔
子
删
書
，
列
入
禹
貢
。

禹
貢
雖
寥
寥
短
篇
，
其
性
質
實
爲
方
志
，
乃
方
志
之
最
古
者
也
。
管
子
山
高
乘
馬
之
書
，
亦
列
人
水
地
一

篇
，
故
其
治
儕
也
，
因
海
濱
爲
舄
鹵
之
地
，
乃
提
倡
工
商
漁
鑛
各
業
。
國
以
富
強
，
則
建
設
而
能
適
合
環

境
之
效
也
，
朱
子
知
南
康
軍
，
下
車
時
首
以
郡
志
爲
問
。
顧
亭
林
志
在
用
世
，
足
跡
徧
南
北
，
彈
畢
生
之

力
，
以
成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一
書
，
亦
欲
依
據
「
方
志
」
以
資
建
設
者
也
。

以
前
「
歷
史
」
之
性
質
，
以
紀
君
主
之
事
實
爲
多
，
「
方
志
」
則
紀
及
民
衆
，
民
國
以
前
，
爲
君
主
專
政

時
代
，
論
史
者
每
視
「
方
志
」
不
及
「
歷
史
」
之
重
，
乃
君
主
之
勢
力
使
然
，
非
「
方
志
」
之
價
值
不
及
「
歷
史
」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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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旣
建
，
政
體
已
易
君
主
爲
民
主
，
而
國
難
日
亟
，
更
非
努
力
建
設
，
以
推
動
文
化
之
前
進
，
不

能
生
存
，
故
各
省
開
局
修
志
之
舉
，
風
起
而
雲
湧
焉
。

邕
寧
方
志
之
存
于
今
者
，
僅
有
南
寧
府
志
一
書
，
但
已
軼
出
縣
之
範
圍
以
外
，
且
修
志
之
年
代
，
爲

前
淸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
距
今
已
將
九
十
載
，
其
所
記
載
者
自
非
現
今
環
境
之
眞
相
，
其
不
足
以
資
老
鏡
明

矣
；
况
當
時
所
謂
補
修
前
志
者
，
僅
有
「
職
官
」
「
選
舉
」
「
節
孝
」
「
藝
文
」
四
門
，
非
切
干
實
用
者
耶
。

吾
邕
人
士
，
欲
與
地
方
之
文
化
以
裨
國
事
，
因
于
民
國
八
年
開
局
重
修
，
舉
邑
中
先
輩
周
培
懋
諸
先

生
任
纂
修
之
責
，
中
經
不
少
變
故
，
至
二
十
四
年
，
再
請
莫
星
五
先
生
任
編
纂
，
至
今
而
後
告
成
，
先
後

幾
將
二
十
年
矣
，
注
重
事
實
之
著
述
，
而
又
網
羅
古
今
，
棣
通
天
人
，
不
易
言
也
。

從
來
「
事
實
勝
于
雄
辯
」
，
必
先
洞
察
自
然
，
然
後
能
征
服
自
然
，
必
先
能
深
悉
環
境
，
然
後
能
改
造

環
境
，
自
此
書
告
成
，
關
于
邕
寧
一
縣
中
，
靜
而
目
然
之
現
象
，
動
而
人
事
之
現
象
，
藉
此
可
以
知
其
崖

畧
；
一
切
改
治
經
濟
教
育
等
之
建
設
，
亦
得
有
所
依
據
，
以
求
適
合
環
境
，
而
收
推
行
盡
利
之
效
。
今
當

吾
省
努
力
建
設
之
時
，
而
是
書
適
成
，
此
邕
人
之
幸
，
亦
官
斯
邑
而
負
建
設
之
任
者
之
幸
也
。
余
以
邕
人

而
官
邕
邑
，
是
書
之
成
，
躬
逢
其
盛
，
考
鏡
之
資
，
首
獲
其
助
。
則
幸
之
尤
幸
者
也
。
書
此
以
慶
是
書
之

戚
，
亦
以
志
余
之
幸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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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吾
縣
向
無
志
乘
。
縣
事
祇
附
載
府
志
。
而
府
志
又
日
久
失
修
。
其
間
域
疆
之
沿
革
。
人
羣
之
進
化
。

風
俗
之
變
遷
。
物
產
之
增
殖
。
交
通
之
利
便
。
類
皆
隨
時
代
以
演
進
。
而
今
昔
懸
殊
。
不
有
志
書
。
無
論

不
能
昭
茲
來
許
。
而
考
鏡
將
從
何
資
乎
。
民
國
八
年
。
地
方
人
士
乃
倡
議
創
修
。
民
十
以
後
。
採
訪
旣
已

完
竣
。
分
纂
亦
經
脫
稿
。
所
撰
志
稿
綜
計
七
十
餘
册
。
惟
因
種
種
關
係
。
尚
未
纂
修
。
存
藏
於
縣
敎
育
局

中
。
局
址
在
舊
縣
自
治
會
。
時
予
供
職
民
圑
司
令
部
。
亦
同
寓
焉
。
十
九
年
夏
闆
滇
軍
犯
邕
。
圍
城
數
月

不
解
。
烽
火
蔓
延
。
教
育
局
悉
爲
軍
隊
駐
紮
。
凡
厥
器
物
。
多
爲
毁
棄
。
志
稿
亦
被
散
擲
。
予
亟
設
法
爲

之
檢
存
。
然
查
其
中
交
通
一
門
失
其
半
。
建
置
一
門
失
二
册
。
食
貨
一
門
全
失
。
詎
非
可
惜
哉
。
惟
幸
所

失
不
多
。
餘
尚
完
好
。
則
又
竊
喜
也
。
夫
天
下
事
物
。
非
經
折
挫
。
則
其
美
勿
彰
。
便
南
杞
梓
。
皆
搜
自

風
霜
剝
蝕
而
來
。
諸
子
六
經
。
亦
撥
目
咸
陽
灰
燼
而
得
。
今
吾
縣
志
稿
。
其
將
無
同
。
惟
未
纂
輯
成
書
。

又
恐
再
蹈
覆
車
之
慘
。
用
是
深
懼
。
洎
二
十
四
年
。
予
適
充
本
縣
地
方
金
庫
主
任
。
而
以
縣
志
纂
修
爲
當

今
之
急
務
。
乃
在
縣
務
會
議
提
案
。
衆
皆
贊
同
。
於
是
公
推
莫
先
生
星
五
担
任
纂
修
。
偉
先
生
玉
崗
助
之

。
予
亦
分
任
籌
備
之
責
。
今
則
全
書
告
或
。
星
五
先
生
迺
進
朝
宣
而
書
曰
。
斯
志
之
成
。
爾
與
有
力
焉
。

不
得
無
序
言
。
謹
對
曰
唯
唯
。
然
予
實
不
文
。
何
言
之
足
紀
。
且
亦
何
力
之
有
。
但
予
竊
喜
斯
文
未
墜
於

地
。
若
有
呵
護
於
其
間
。
特
假
予
以
存
之
。
則
後
人
之
珍
惜
愛
護
。
視
同
拱
璧
。
當
百
倍
於
予
。
此
則
予

之
私
心
自
慰
也
。
旣
退
。
因
詳
其
顚
末
。
爲
之
序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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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方
志
之
書
。
體
例
與
史
同
。
惟
史
則
斷
以
代
。
志
則
名
以
地
。
此
其
稍
異
。
然
内
容
所
紀
。
如
地
理
之
沿

革
。
建
置
之
夔
遷
。
食
貨
之
盈
虚
。
戶
口
之
息
耗
。
典
章
制
度
之
損
益
。
學
校
選
舉
之
異
同
。
與
天
地
方

之
治
亂
興
衰
。
風
俗
之
奢
儉
純
駁
。
利
弊
得
失
。
鈪
細
畢
陳
。
其
足
以
資
行
政
之
法
戒
。
與
人
民
之
觀
感

者
。
較
史
尤
切
。
實
爲
地
方
萬
不
容
少
之
載
籍
。
顧
我
縣
自
晉
隋
以
來
。
千
有
六
百
餘
載
。
而
無
志
何
也

。
然
亦
嘗
爲
之
矣
。
考
文
廟
古
碑
記
。
及
文
淵
閣
目
錄
。
在
趙
宋
時
。
有
建
武
志
二
册
。
邕
州
志
一
册
。

又
鬬
書
集
成
所
引
有
宣
化
縣
志
之
名
。
正
皆
爲
我
縣
之
舊
志
。
未
知
軼
於
何
時
。
有
錄
無
書
。
至
明
嘉
靖

時
。
始
有
南
寧
府
志
之
刊
。
遞
淸
康
煕
乾
隆
間
。
曾
經
二
次
續
修
。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又
繼
修
。
即
今
所
在

之
府
志
也
。
距
今
將
近
百
年
。
無
論
日
久
失
修
。
即
修
矣
。
而
縣
事
衹
屬
附
見
。
甚
多
疎
畧
。
謂
之
府
志

則
可
。
究
不
得
謂
之
縣
志
。
然
則
我
縣
無
志
。
蓋
己
久
矣
。
夫
天
下
事
因
襲
則
易
。
創
造
恆
難
。
矧
在
修

志
。
當
其
網
羅
放
失
。
考
訂
古
今
。
用
力
之
勤
。
非
足
迹
徧
天
下
。
閉
戶
十
餘
年
。
毋
能
爲
役
。
故
負
奇

挾
策
之
士
。
多
謝
不
爲
。
而
老
師
宿
儒
。
勾
乙
丹
黃
。
恆
欲
躋
身
作
者
之
林
。
成
一
家
言
。
昭
示
來
許
。

然
而
尋
墜
緒
於
茫
茫
。
抱
缺
守
殘
。
每
以
文
獻
無
徵
爲
憾
。
且
爲
之
而
無
其
時
。
有
其
時
而
無
其
財
。
終

亦
未
易
以
竟
其
業
。
嘗
試
言
之
。
在
昔
淸
咸
同
間
大
亂
。
幾
二
十
年
。
地
方
之
事
正
多
。
吳
觀
察
德
徵
。

親
爲
蕩
平
寇
亂
之
人
。
鑒
我
縣
無
志
。
嘗
彙
纂
事
畧
。
擬
爲
創
修
。
傳
信
將
來
。
旣
而
他
調
。
不
果
。
遞

光
緒
壬
寅
癸
卯
。
地
方
又
亂
。
前
後
六
七
年
。
我
縣
爲
兵
衝
。
不
減
咸
同
時
也
。
事
平
後
。
團
局
諸
老
。

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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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圑
局
改
組
爲
修
志
局
。
指
賓
興
款
爲
修
志
費
。
擧
鍾
侍
御
德
祥
爲
總
纂
。
已
進
行
矣
。
旋
以
興
學
方
亟

。
款
被
提
充
。
以
致
未
能
兼
顧
。
局
遂
立
撤
。
囘
思
修
志
動
議
及
其
實
行
。
近
在
三
十
年
前
。
遠
在
六
十

年
前
。
均
遭
失
敗
。
嗚
呼
。
其
作
其
輟
。
果
有
時
耶
。
民
國
成
立
。
省
會
遷
邕
。
我
縣
旣
稱
首
善
。
而
志

書
久
付
闕
如
。
遑
言
文
化
。
遲
至
民
國
八
年
。
地
方
人
士
。
乃
議
開
局
創
修
。
舉
莫
君
景
垣
爲
總
理
。
周

培
懋
前
輩
爲
總
纂
。
馮
君
景
洪
、
蒙
君
起
鵬
，
曾
君
唯
儒
、
與
炳
奎
四
人
爲
分
纂
。
閱
時
數
載
。
費
疑
萬

餘
。
事
還
未
蒇
。
而
民
十
濾
遭
政
變
。
志
局
受
茲
影
響
。
停
顿
經
年
。
嗣
俊
繼
續
爲
之
。
十
三
年
各
分
纂

次
第
脫
稿
。
十
四
年
。
又
有
滇
軍
據
城
之
役
。
志
局
駐
兵
。
公
私
物
件
。
散
失
殆
盡
。
志
稿
預
早
攜
出
。

得
以
無
恙
。
亦
云
幸
矣
。
此
後
庶
幾
從
容
編
纂
。
早
勒
成
書
。
俾
無
遺
墜
。
乃
時
事
多
艱
。
天
竟
不
慭
遺

一
老
。
總
纂
遽
歸
道
山
。
總
理
亦
捐
館
舍
。
馮
分
纂
又
相
繼
物
故
。
負
責
修
志
六
人
。
已
弱
其
三
。
悲
夫

悲
夫
。
由
是
事
遂
擱
置
。
所
有
志
稿
暫
庋
藏
於
敎
育
局
中
。
詎
料
十
八
年
。
共
黨
竊
政
方
去
。
十
九
年
滇

粤
之
敵
又
來
。
圍
城
之
役
。
至
百
日
而
嚴
始
解
。
戰
禍
之
烈
。
爲
從
來
所
未
有
。
餐
及
黑
豆
。
紀
念
到
今

。
斯
時
志
稿
己
蠹
蝕
過
半
。
復
爲
駐
兵
擲
棄
。
幸
而
察
覺
尙
早
。
得
以
追
還
。
然
其
中
損
失
已
多
。
又
民

二
十
一
年
。
省
志
采
輯
處
成
立
。
展
轉
攜
出
借
抄
。
復
失
去
其
少
半
。
嗚
呼
。
該
志
稿
旣
劫
於
兵
。
劫
於

蠹
。
又
劫
於
保
存
之
不
力
。
幸
劫
之
未
盡
。
後
來
猶
得
補
苴
掇
拾
。
以
竟
其
業
。
似
有
數
存
焉
。
惟
囘
溯

志
局
設
立
以
來
。
前
後
不
過
十
餘
年
。
而
天
時
人
事
。
變
遷
已
如
此
。
則
社
會
之
變
遷
。
從
可
識
矣
。
民

二
十
四
年
秋
間
。
縣
務
會
議
。
乃
有
志
稿
編
纂
之
提
議
。
舉
雷
君
朝
宣
爲
籌
備
員
。
韋
君
玉
崗
爲
助
理
兼

邕
寧
縣
志

序

七



采
輯
員
。
請
炳
奎
出
任
編
纂
。
假
前
縣
自
治
會
址
爲
修
志
局
。
炳
奎
自
顧
老
病
。
恐
難
勝
仼
。
旣
不
獲
讓

。
又
念
志
書
爲
一
縣
掌
故
所
關
。
不
忍
再
聽
其
湮
沒
。
用
敢
竭
其
騖
鈍
。
引
爲
已
責
。
補
其
闕
佚
。
增
其

未
備
。
蒐
討
故
實
。
排
比
校
勘
。
自
任
事
以
來
。
目
秋
徂
冬
。
晷
刻
不
離
。
時
値
天
寒
歲
暮
。
陳
雲
乍
合

。
北
風
鑽
隙
而
入
。
庭
階
雪
花
紛
紛
下
。
嚴
寒
砭
人
。
致
手
僵
不
能
執
管
。
肘
下
辟
邪
。
溫
度
已
過
嘗

至
夜
分
始
寝
。
不
以
爲
苦
也
。
逾
年
下
間
。
乃
克
整
理
就
緒
。
時
又
值
抗
日
軍
興
。
動
員
令
下
。
凡
百
工

作
。
救
國
爲
忙
。
局
務
暫
弛
。
余
急
抱
志
稿
囘
里
。
續
竟
前
功
。
至
夏
曆
中
秋
節
。
大
體
吿
竣
。
其
間
有

必
要
補
輯
處
。
再
延
長
二
月
。
統
計
十
六
閱
月
而
書
成
。
爲
門
十
有
四
。
爲
卷
四
十
四
。
類
目
三
百
餘
。

都
凡
六
十
萬
餘
言
。
雖
不
敢
謂
蔚
爲
大
觀
。
矜
言
創
獲
。
但
年
餘
來
仰
屋
之
勤
。
從
此
可
付
手
民
。
俾
建

武
邕
州
諸
舊
志
絕
而
復
續
。
則
文
化
事
業
。
庶
幾
循
是
基
礎
。
得
以
推
廣
於
將
來
。
此
豈
僅
余
之
幸
哉
。

殺
靑
旣
竟
。
因
書
其
顚
末
。
弁
之
簡
端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歲
次
丙
子
夏
曆
十
月
旣
望
縣
人
莫
炳
奎
書
於
垠
西
村
之
老
退
軒

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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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志

姓

氏

倡

修

前
保
衞
團
總
局

代
表

何

焕

黃
宗
憲

黃
宸
松

總

理

前

淸

拔

貢

莫
景
垣
湘
平

助

理

縣
模
範
小
學
校
校
長

韋
玉
崗

籌

備

縣

金

庫

主

任

雷
朝
宣
昭
民

審
定
發
刊

邕

寧

縣

長

謝
祖
莘
竭
愚

陳
壽
民

邕
事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九



總

纂

前

淸

拔

貢

莫
炳
奎
星
五

分

纂

前

淸

舉

人

曾
唯
儒
穎
伯

前
縣
勸
學
所
所
長

馮
景
洪
海
秋

前
省
教
育
科
科
長

蒙
起
鵬
雲
程

前

淸

拔

貢

莫
炳
奎
星
五

採

訪
採
訪
前
爲
十
八
人
可
追

記
者
二
人
後
補
聘
三
人

前
揚
美
鄉
自
治
會
議
員

梁
廣
邦
運
德

前
亭
子
鄉
自
治
會
議
員

杭
汝
琨
玉
階

縣
府
第
二
科
長

禤

潔

明

縣
模
範
小
學
校
校
長

韋

玉

崗

縣
府
第
三
科
長

梁

上

燕

邕
寧
縣
志

修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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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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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議
評
議
十
八
人
可

追
記
者
三
人

前

淸

舉

人

謝
登
庸
臥
山

前
縣
自
治
會
議
長

蔡
繼
襄
少
牧

前
廣
西
省
議
員

李

枬
香
樹

校

對
李

少

杰

歐

星

垣

邕
寧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一
一



凡

例

一
方
志
要
分
門
紀
錄
。
與
編
年
之
史
不
同
。
惟
門
之
下
有
類
。
類
之
下
又
有
目
。
多
者
百
餘
。
少
亦
數
十

。
若
非
各
門
篇
首
作
一
總
序
。
以
爲
提
挈
。
何
由
綱
舉
而
目
張
。
斯
事
馬
氏
通
考
最
爲
擅
長
。
斯
書
限

於
尺
幅
。
賅
括
爲
難
。
然
重
要
處
已
爲
揭
出
。
尚
無
罣
漏
。

一
門
類
中
。
其
正
文
有
未
備
處
。
最
好
前
後
附
以
序
論
或
案
語
。
加
以
發
明
。
使
閱
者
窮
源
而
竟
委
。
司

馬
溫
公
通
鑑
。
多
用
此
法
。
如
首
敘
三
家
分
晉
。
使
非
揭
論
於
前
。
則
託
始
之
意
。
讀
者
何
由
而
知
。

馬
端
臨
通
考
。
每
門
多
作
小
序
。
皆
是
此
意
。
至
作
一
總
論
於
後
。
如
息
關
蔡
氏
之
廣
治
平
畧
。
異
常

警
策
。
更
能
使
讀
者
倍
加
興
奮
。
斯
書
惜
限
於
時
日
。
未
能
徧
爲
之
。

一
志
內
稱
引
舊
說
。
無
論
爲
正
史
雜
史
。
或
近
人
雜
著
。
必
標
註
其
書
名
。
示
有
本
也
。
至
爲
調
杳
所
得

。
關
於
各
機
關
檔
案
者
。
亦
必
詳
焉
。
餘
則
畧
。
志
稿
中
於
採
訪
二
字
。
大
註
特
註
。
夫
採
訪
原
屬
空

洞
之
名
辭
。
義
無
所
取
。
其
用
以
隔
別
上
面
引
書
者
存
之
。
餘
多
删
去
。

一
疆
域
沿
革
。
非
圖
不
明
。
茲
從
漢
晉
以
來
。
與
夫
現
在
行
政
區
城
。
悉
心
鉤
考
。
得
圖
二
十
二
。
惟
十

五
鄉
全
縣
五
彩
圖
經
失
。
以
現
今
區
域
經
已
變
更
。
尚
未
補
繪
。

一
戶
口
。
從
前
史
志
。
均
編
入
食
貨
門
。
隸
田
賦
下
。
蓋
戶
籍
爲
賦
役
所
從
出
。
且
計
口
授
田
。
戶
口
息

耗
。
皆
與
食
貨
相
關
。
編
入
食
貨
門
。
自
屬
確
當
。
茲
編
於
地
理
鄉
圖
下
。
取
其
聯
屬
。
以
類
相
從
。

不
復
沿
襲
。

一
水
利
。
初
附
入
山
川
。
因
其
體
也
。
今
移
入
農
田
。
取
其
用
也
。
且
農
田
水
利
。
比
義
較
切
。

一
禮
敎
廢
興
。
關
係
治
亂
至
鉅
。
而
學
宮
爲
禮
敎
發
源
之
地
。
與
羣
記
不
同
。
今
雖
等
於
魯
之
靈
光
。
然

邕
事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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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哲
四
配
。
兩
無
先
賢
先
儒
。
必
詳
載
之
。
並
著
爲
痛
切
之
論
。
或
者
譏
其
不
合
潮
流
。
惟
余
但
求
心

之
所
安
。
世
俗
之
好
惡
不
顧
也
。
或
有
以
諒
之
。

一
省
志
。
紀
地
方
亂
事
。
均
入
前
事
門
。
惟
前
事
範
圍
甚
廣
。
而
亂
事
一
節
。
不
足
以
盡
之
。
茲
以
兵
事

分
門
。
而
以
前
事
列
目
。
災
祥
亦
前
事
也
。
附
於
末
。
於
名
義
上
較
切
。

一
府
志
列
有
安
南
事
略
一
門
。
然
安
南
從
前
乃
中
國
藩
屬
國
。
惟
國
史
乃
得
備
書
。
列
之
志
乘
。
無
論
縣

志
府
志
。
即
省
志
。
分
立
門
類
。
未
免
近
僭
。
但
其
事
歷
來
與
我
縣
有
密
切
關
係
。
不
得
不
詳
爲
紀
之

。
茲
以
附
見
前
事
。
夾
註
於
正
文
下
。
庶
事
得
其
詳
。
而
義
無
礙
。

一
淸
咸
同
間
。
與
光
緒
末
造
。
盗
匪
蠭
起
。
殺
人
如
麻
。
慘
無
人
道
。
雖
其
間
不
少
帶
有
民
族
革
命
意
識

。
然
虎
兕
出
柙
。
是
誰
之
過
。
編
者
據
事
直
書
。
不
敢
稍
有
遷
就
。
殆
亦
羅
蘭
皮
人
不
爲
假
自
由
行
罪

惡
者
恕
之
旨
也
。

一
凡
傳
志
人
物
。
必
以
穆
予
三
不
朽
之
說
。
以
爲
標
凖
。
方
合
登
載
。
茲
志
稿
中
。
從
新
採
訪
與
爲
立
傳

者
。
所
列
有
四
十
餘
人
。
其
中
或
有
未
盡
符
乎
標
準
者
。
似
未
足
以
資
矜
式
。
當
經
評
議
會
討
論
。
多

未
滿
。
淤
是
以
投
票
法
行
之
。
以
憑
表
决
。
結
果
。
除
去
二
十
一
人
。
此
二
十
一
人
。
姑
滅
其
名
。
不

得
不
著
其
姓
。
則
有
若
陶
。
若
蒙
、
若
龔
、
若
李
、
若
李
、
若
梁
、
若
梁
、
若
雷
、
若
曾
、
若
曾
、
若

蕭
、
若
潘
、
若
韋
、
若
玉
、
若
雷
、
若
龐
、
若
陳
、
若
謝
、
若
張
、
若
班
、
若
連
、
若
而
人
。
皆
大
衆

信
以
爲
無
立
傳
資
格
者
也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由
省
志
采
輯
處
。
增
謝
岳
生
覃
杜
榮
二
人
。
後
又
增
梁

本
檀
黃
國
琦
二
人
。
謝
覃
有
克
復
城
池
捍
衛
鄉
梓
之
功
。
梁
黃
之
學
問
文
章
吏
治
。
均
爲
地
方
人
士
所

公
認
。
當
然
無
媿
。
此
外
概
屏
不
錄
。
蓋
爵
位
富
貴
。
可
以
巧
取
。
而
名
斷
不
可
以
倖
獲
。
懸
格
不
得

不
嚴
也
。

邕
寧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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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
三



一
婦
女
貞
操
。
爲
吾
國
舊
女
德
最
重
。
今
雖
訿
爲
吃
人
禮
敎
。
然
信
羲
貞
潔
究
羼
人
間
美
德
。
要
亦
不
可

磨
滅
。
但
婦
女
遭
遇
不
同
。
此
外
賢
才
者
儘
多
。
似
宜
廣
爲
搜
羅
。
以
免
遺
漏
。

一
夀
爲
人
生
難
得
之
數
。
然
以
一
縣
之
大
。
人
民
之
衆
。
七
十
八
十
歲
者
。
所
在
恒
有
。
當
經
評
議
會
論

定
。
額
限
自
八
十
五
歲
以
上
。
方
合
登
載
。
茲
附
人
物
志
末
。
稱
爲
人
瑞
。

一
凡
志
有
風
俗
一
門
。
現
代
新
史
學
特
重
紀
述
人
羣
各
種
動
態
風
俗
殊
不
足
以
盡
之
。
特
立
社
會
一
門
。

而
轉
以
風
俗
附
自
。
方
能
盡
容
納
之
量
而
免
漏
萬
之
失
。

一
凡
風
景
要
屬
自
然
環
境
之
勝
。
或
爲
人
工
建
策
之
美
。
所
關
教
育
文
化
甚
鉅
。
吾
縣
向
亦
循
例
列
。
有

八
景
。
在
昔
林
泉
臺
榭
。
要
足
遊
目
騁
懷
。
徒
以
年
久
棄
置
。
多
就
荒
蕪
。
現
在
地
方
當
局
。
頗
已
知

其
關
係
之
重
。
從
事
修
葺
。
稍
假
時
日
。
或
可
盡
復
舊
觀
也
。

一
凡
各
種
記
序
。
各
種
題
詠
。
均
爲
志
乘
掌
故
所
關
。
府
志
俱
載
人
藝
文
內
。
茲
經
已
附
入
各
門
類
下
。

不
復
登
載
。
以
免
重
複
。
惟
此
外
尙
多
遺
漏
。
似
宜
廣
爲
搜
羅
。
依
府
志
例
。
俱
行
載
入
。
以
備
考
覽

。
惜
限
於
時
日
。
未
能
也
。

一
祠
祀
。
著
於
古
經
禮
典
。
至
爲
隆
重
。
惟
現
代
以
其
近
涉
迷
信
。
無
論
關
于
祀
典
有
無
。
除
交
武
廟
經

復
擧
行
外
。
餘
皆
廢
除
。
茲
據
府
志
所
有
者
錄
之
。
以
爲
餼
羊
之
存
。
殿
於
書
末
。
此
外
擇
其
一
二
關

係
者
登
之
。
餘
從
畧
。

一
採
訪
十
八
人
。
評
議
十
八
人
。
例
合
登
載
。
惟
名
單
經
己
遺
失
。
無
從
詢
問
。
茲
就
可
以
追
記
者
錄
之

。
餘
從
闕
。

邕
寧
縣
志
凡
例

邕
寧
縣
志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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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

寧

縣

志

目

錄

卷

首序
言

修
志
姓
氏

凡
例

插
圖

地
理
志
一

輿
圖

自
兩
漢
訖
民
國

沿
革

附
表

疆
域

氣
候

經
緯
度 

氣
壓
附
表 

雨
量
附
表

面
積

地
質

地
理
志
二

山
川
上

地
理
志
三

山
川
下

形
勢

邕
事
縣
志

目
錄

一
五



關

隘

地
理
志
四

舊
鄉
圖
表
上

地
理
志
五

舊
鄉
圖
表
下

歷
史
戶
籍

近
代
戶
籍

現
今
戶
籍
表

地
理
志
六

新
鄉
區
表

附
對
照

建
置
志
一

郡
縣
考
證

南
寧
改
省
紀
事

城

垣

外
濠
池

内
濠
池

水

溝

水

井

舊
文
武
公
署
附
廢
薯

邕
寧
縣
志

目
錄

一
六



現
今
新
暑

附
新
暑

舊
倉
庫

建
置
志
二

街
市

附
名
稱
沿
革

主
要
墟
集

地
方
自
治
機
關

城
鄉
自
治
會 

區
鄉
公
所

城
市
碼
頭
調
査

卷

二

職
官
志
一

縣
官

附
表

職
官
志
二

駐
縣
官
上

附
表

職
官
志
三

駐
縣
官
下

附
表 

藩
封
表

職
官
志
四

宦
績
列
傳
上

驪
官
志
五

宦
績
列
傳
下

附
貪
酷
吏

食
貨
志
一

一
七

邕
寧
縣
志

目
錄



田
賦

田
赋
沿
革
一

沿
革
二

沿
革
三

沿
革
四

沿
革
五

舊
稅
課

鹽
法

關
稅

梹
榔
稅

統
稅

鉛
廠

牙
行
稅

典
當
稅

舊
解
額

生
銅

翠
毛

翎
毛

黄
麻

新
稅
課

印
花
稅

煙
酒
公
賣

煙
酒
牌
照
捐

油
糖
榨
捐

地
方
雜
捐
煙
絲
捐

花
捐

屠
猪
捐

屠
牛
捐

生
熟
鹽
附
加
捐

鹽
頭
捐

硝
磺
附
加
捐

船
行
附
加
捐

道
巫
捐

磚
瓦
石
灰
捐

稅
契
附
加
捐

防
費
附
加
捐

生
熟
藥
膏
照
証
費
附
加
捐

田
賦
執
照
費

生
猪
牛
捐

生
牛
照
証
費

娛
樂
捐

茶
樓
酒
館
損

爆
竹
捐

橫
渡
捐

商
舖
捐

房
捐
附
加
捐

冥
鏹
捐

人
民
負
擔
菸

酒

税

印

花

税

田

賦

契

税

營
業
稅

藥
照
稅

防
務
特
捐

地
方
雜
稅
捐

包
捐
經
費

其
他
收
入

歲
入

附
加
收
入

縣
稅
收
入

縣
財
產
收
入

縣
事
業
收
入

縣
行
政
收
入

歲
出

（
經
常
門
）

行
政
費

公
安
費

財
務
費

教
育
費

實
業
費

交
通
費

衛
生
費

補
助
費

撫
卹
費

債
務
赞

總
預
備
費
（
臨
時
門
）

行
政
費

教
育
費

交
通
費

食
貨
志
二

農
田
分
配
農
田
分
配
調
查
表
一

調
查
二

恒
產
調
查
附
佃
農

墾
荒

饅
頭
塘
墾
場

棉
羊
墾
場

各
區
領
墾

水
利

舊
有
水
利

新
開
水
利

防
水
埌
壩

宋
來
水
利

農
產
調
查
附
表
二

蔗
農
調
查
表

牧
畜
產
量
調
查
表

邕
寧
縣
志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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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業
表

附
山
禽

食
貨
志
三

林
業

公
營
林
場

縣
營
林
塲

民
營
林
場

苗
圃

工
業

公
營
工
場

民
營
工
場

手
工
業
調
查
表
二

商
業
調
查

附
表

礦
產
調
查

附
淘
金

貨
幣

錢
幣
沿
革

銀
幣
沿
革

紙
幣
沿
革

金
融
機
關

省
銀
行

縣
金
庫

縣
農
民
銀
行

餉
押

平
民
借
貸
所

通
貨
管
理
法

權
度
量

舊
制 

新
制

食
貨
志
四

儲
積

舊
倉
儲

城
區
倉
儲

鄉
區
倉
儲

振
卹

公
產

鋪
屋 

田
租

田
價

物
價

六
十
年
來
穀
米
價

食
貨
志
五

物
產
上

穀
類

豆
類

蔬
類

瓜
類

芋
藷
類

野
蔬
類

邕
寧
縣
志

目
錄

一
九



食
貨
志
六

物
產
中

果
類 

竹
類 

木
類 

花
類

食
貨
志
七

物
產
上

藥
草
類 

禽
類 

獸
類 

鮮
介
類 

昆
蟲
類 

鐄
類

學
校
志
一

學
宮

附
丁
祭
禮
節

舊
學
制

附
學
田

書
院

義
學

社
學

試
院

學
校
志
二

新
學
制

中
等
學
校 

特
殊
學
校 

教
會
學
校 

城
鄉
高
初
級
小
學
校

學
校
志
三

最
新
學
制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軍
訓 

國
民
基
礎
學
校

留
學
奬
金
章
程

附
留
學
畢
業

卷

三
選
擧
志
一 邕

寧
縣
志

目
錄

二
〇



科
舉
表
上

宋
元
明

科
舉
表
下

淸

武
科
擧
表

明
淸

選
擧
志
二

五
貢

貢
擧
表
上

貢
舉
表
中

貢
舉
表
下

附
省
議
員

選
舉
志
三

軍
士
表

縉
紳
表

縉
紳
表
一

縉
紳
表
二

民
國
議
員

京
議
員

省
議
員

縣
議
員

封
贈

武
備
志
一

兵
制
上

附
宋
馬
政

兵
制
中

兵
防

營
汛

勇
營

水
師
營

練
軍
營

民
壯

兵
制
下
標
營

巡

防

親
兵
營

巡

警

民
國
以
來
兵
制

水
警
察

省
公
安
局

縣
警
備
隊

民
團

交
通
志
一

舊
驛
站
明
淸

津
渡

橋
梁

二
一

邕
寧
縣
志

目
錄



交
通
志
二

郵
政

水
陸
郵
程

航
政

電
船 

民
船

電
政

電
報 

電
話 

電
力
公
司

路
政

鐵
路 

省
路 

縣
路 

鄉
路

運
輸

省
垣
赴
各
縣
水
陸
程
期

界
務
糾
紛

通
商

卷

四

兵

事

志

前
事
一

秦
漢 

三
國
吳 

唐

前
事
二

南
漢 

宋 

附
安
南
事
畧

前
事
三

元 

明 

附
安
南
事
畧

前
事
四

明
桂
王
上 

桂
王
下

前
事
五

淸
一 

附
安
南
事
畧

前
事
六

淸
二 

德
宗
上 

附
安
南
事
畧

前
事
七

淸
三 

德
宗
下 

宣
統 

附
災
群

邕
寧
縣
志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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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人
物
志
一

列
傳
上

人
物
志
二

列
傳
下

壯
烈 

遷
客 

流
寓 

藝
術 

拳
術 

仙
釋

人
物
志
三

列
女

節
烈
並
紀 

沙
棠
村
完
節
殉
難
婦
女 

附
錄
人
瑞

社
會
志
一

風
俗

崴
時 
婚
姻 

生
壽 

喪
祭 

飲
食 

服
飾 

交
際 

承
繼 

習
慣

言
語

童
謠

民
族

漢
族 

囘
族 

土
族 
獞
族

宗
敎

道
教 

釋
教 

囘
教 

基
督
教

社
會
志
二

衛
生

醫
院

慈
善
事
業

附
團
體

司
法
概
况

法
院 

監
獄

敎
育
概
况

教
有
機
關 

教
育
團
體 

通
俗
教
育 

教
育
比
較 
學
術
研
究

民
衆
生
活
狀
况
僱
農 

勞
工 

小
販 

樵
採 

借
貸 

生
活
狀
况
表

二
三

邕
事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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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商
業
團
體

書
院 

會
館 

商
會

外
僑

外
人
遊
歴

菜
場

屠
宰

戲
院

娼
妓

風
景

藝

文

志

雜
著

古

蹟

志

故
城

附
宮
觀 

衙
暑 

亭
臺 
陵
墓 

雜
志
不
列
目

祠

祀

志

壇
廟

附
祠
宇

寺
觀

附
庵
堂

邕
寧
縣
志

錄

二
四



景 全 府 縣 新

面正府縣



一 之 廳 公 辦 總 府 縣

二 之 廳 公 辦 總 府 縣



縣

府

總

辦

公

廳

之

三

監

獄

正

面



邕

寧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金

城

區

公

所



鎭

甯

礮

台

遠

望

崑 

崙 

關



城

區

維

新

鎭

公

所

王

文

成

公

講

學

處



九

塘

鄉

公

所

金
城
區
之
九
塘
墟



廳 公 辦 所 公 區 洛 墰

校 學 礎 基 民 國 村 中 大 區 洛 墰



九

塘

鄉

公

所

金
城
區
之
九
塘
墟



廳 公 辦 所 公 區 洛 墰

校 學 礎 基 民 國 村 中 大 區 洛 墰



靑

山

塔

全

景

之

一

靑

山

譬

全

景

之

二



寺 秀 明 之 鄕 安 秀

場 林 嶺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