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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志

星

野

附

臺
史
氏
曰
夫
遼
左
控
朝
鮮
而
右
引
燕
薊
前
襟
溟
渤
而
後
負
沙
漠
蓋
東

北
一
都
會
也
而
遼
陽
廣
寧
開
原
三
大
鎭
雄
據
鼎
峙
稱
爲
形
勝
之
區
故

宋
元
以
往
彊
藩
黠
虜
更
遞
竊
據
者
不
一
而
咸
能
再
世
不
失
豈
非
以
地

利
之
足
藉
與
迺
按
往
牒
作
爲
圖
考
俾
覽
者
不
下
几
席
而
廣
輪
阨
塞
洞

然
於
目
前
矣
圖
首
全
鎭
次
列
衞
各
繫
之
以
說
者
以
竟
圖
之
所
未
備
也

星
土
分
野
雖
若
恍
忽
然
周
禮
所
載
宜
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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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亦
備
著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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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遼
轍
還
方
垂
覩
覽
形
勢
若
延
袤
數
百
里
岡
阜
原
衍
相
屬
者

惟
遼
陽
以
南
數
衞
則
然
耳
其
餘
衡
約
無
過
百
里
縱
三
四
倍
之
塞
垣
踔

遠
道
里
紆
回
故
守
則
力
寡
而
備
多
戰
則
獨
支
而
應
緩
疆
場
之
事
難
矣

難
矣
聞
之
耆
老
云
開
原
抵
廣
寧
財
三
百
里
國
初
時
故
道
隱
然
可
指
若

徙
築
亭
障
於
此
而
以
遼
瀋
海
州
等
處
三
四
將
領
五
七
備
禦
星
置
棊
布

則
一
舍
之
內
旌
旗
相
望
卒
然
吿
急
呼
吸
相
應
較
之
今
日
之
事
勞
逸
衆

寡
不
相
什
百
也
耶
況
囊
括
膏
腴
可
省
轉
輸
之
十
二
而
三
岔
河
水
草
肥

美
甲
於
全
鎭
苟
擇
其
便
利
創
置
監
苑
則
雲
錦
之
登
宜
無
訾
焉
雖
然
此

非
可
以
俄
頃
爲
也
聞
之
鈞
州
馬
公
有
志
於
此
隨
以
遷
去
乃
已
若
朝
廷

擇
人
久
任
責
效
於
數
年
之
後
而
無
令
牽
制
於
一
切
之
法
則
闢
國
百
里

安
知
今
無
其
人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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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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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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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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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因

遼

陽

舊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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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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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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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里

二

百

九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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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泰

和

東

二

南

平

夷

北

廣

順

西

肅

淸

正

北

鎭

遠

俱

有

樓

角

樓

四

東

南

曰

籌

邊

東

北

曰

鎭

遠

西

北

曰

平

胡

西

南

曰

望

京

鐘

樓

一

建

於

都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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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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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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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士

城

處

東

寧

衞

內

附

夷

人

永

樂

間

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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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原

移

於

本

城

以

處

歸

附

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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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丙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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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揮

王

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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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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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今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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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北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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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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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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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西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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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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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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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二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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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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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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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門

樓

二

東

翊

鎭

西

迎

恩

雲

門

諸

公

有

記都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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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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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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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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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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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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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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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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僉

書

都

司

宅

一

儀

門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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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房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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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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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司

內

宅

二

西

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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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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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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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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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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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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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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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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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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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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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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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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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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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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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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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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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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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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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穀

盡

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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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

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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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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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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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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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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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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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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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先

師

殿

三

間

東

西

廡

各

九

間

戟

門

五

間

戊

寅

建

明

倫

堂

五

間

志

道

等

四

齋

各

三

間

神

廚

九

間

觀

德

廳

三

間

景

泰

癸

酉

御

史

謝

燫

建

尊

經

閣

四

間

弘

治

壬

子

御

史

宗

鑑

建

東

西

號

房

各

十

五

間

戊

午

御

史

羅

賢

改

建

櫺

星

門

三

間

正

德

乙

亥

御

史

劉

成

德

設

雅

樂

嘉

靖

己

丑

御

史

王

重

賢

拓

其

南

方

壘

土

爲

山

鑿

泮

池

甲

午

御

史

常

時

平

築

臺

增

建

尊

經

閣

五

間

敬

一

箴

亭

三

間

丁

酉

御

史

史

褒

善

重

修

殿

廡

堂

齋

增

新

學

坊

三

東

興

賢

西

育

才

南

化

龍

增

建

敎

授

宅

一

訓

導

宅

二

大

門

三

間

辛

丑

御

史

胡

文

舉

建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各

三

間

於

閣

東

甲

子

仲

春

五

月

先

師

殿

兩

廡

戟

門

俱

災

御

史

黃

襄

重

建

本

年

分

守

參

議

張

邦

土

呈

准

本

道

議

處

本

學

優

等

生

員

每

名

月

給

糧

一

石

折

銀

二

錢

五

分

課

紙

五

十

張

名

曰

薪

水

學
田

嘉

靖

乙

丑

巡

按

御

史

李

公

輔

諭

司

衞

官

員

議

處

學

田

耕

種

以

爲

周

給

寒

儒

之

計

據

定

遼

中

等

六

衞

掌

印

指

揮

王

大

改

等

呈

議

城

西

士

保

等

屯

荒

田

一

塊

丈

量

約

二

十

餘

頃

堪

以

開

作

學

田

復

令

踏

勘

相

同

隨

備

規

制

行

委

管

屯

指

揮

王

棟

佟

承

祖

等

親

詣

本

佃

於

高

阜

去

處

踏

丈

一

段

九

頃

每

頃

足

三

十

日

四

面

均

停

畫

成

井

字

居

中

一

頃

爲

佃

戶

房

身

園

地

週

圍

八

頃

每

頃

召

二

人

共

佃

合

用

牛

二

隻

子

種

糧

二

石

五

斗

聽

俱

給

與

佃

戶

二

人

蓋

房

三

間

幷

農

器

等

用

共

給

銀

四

兩

秋

成

所

收

糧

石

一

半

交

儒

庫

收

貯

一

半

幷

柴

草

給

原

種

之

人
正
學
書
院

都

司

治

西

南

中

廳

三

間

後

廳

三

間

講

堂

三

間

東

西

號

房

各

二

十

間

北

號

房

十

一

間

儀

門

三

間

大

門

三

間

西

倉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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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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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三

間

東

敎

官

房

三

間

弘

治

甲

寅

巡

按

御

史

樊

祉

創

建

嘉

靖

乙

丑

巡

按

御

史

李

輔

增

建

改

扁

今

名

選

取

河

東

都

司

等

學

生

員

講

習

於

中

示

科

條

給

薪

粟

日

稽

月

試

武
書
院

都

司

治

西

北

中

堂

五

間

東

西

號

房

各

十

間

觀

德

廳

三

間

箭

樓

一

座

大

門

三

間

武

弁

羣

英

坊

一

嘉

靖

戊

子

巡

按

御

史

王

重

賢

創

建

甲

子

巡

按

御

史

李

輔

重

修

增

建

號

房

三

間

取

本

科

鄕

試

武

舉

羣

居

其

中

定

會

示

程

優

以

供

給

俾

各

閑

習

騎

射

精

通

韜

畧

乙

丑

會

武

中

式

二

十

人

察
院

都

司

治

西

肅

政

堂

五

間

抱

廈

廳

一

間

東

皂

隸

房

五

間

西

抄

案

房

五

間

塞

門

一

堂

後

中

廳

五

間

穿

堂

六

間

東

西

小

房

二

間

東

本

房

五

間

後

堂

五

間

東

廚

房

二

間

西

文

卷

庫

五

間

後

冰

玉

堂

五

間

東

卷

房

三

間

西

書

吏

房

三

間

東

修

政

小

堂

三

間

西

觀

德

亭

一

草

亭

一

井

亭

一

儀

門

三

間

大

門

三

間

坊

二

東

曰

激

揚

西

曰

貞

肅

正

德

乙

亥

巡

按

御

史

劉

成

德

因

苑

馬

寺

舊

基

改

建

嘉

靖

乙

丑

巡

按

御

史

李

輔

增

修

院

前

榜

房

二

十

間

中

建

更

樓

三

間

扁

其

南

曰

宣

達

北

曰

明

遠

院

之

西

坊

一

曰

紀

綱

重

地

都
察
院
行
臺

察

院

左

　
按
察
分
司

察

院

右

　
　
布
政
邊
備
分
司

都

司

治

西

北

正

廳

五

間

東

西

皂

隸

房

各

五

間

中

廳

三

間

寢

堂

五

間

東

西

廂

房

十

間

後

堂

五

間

觀

德

亭

三

間

書

房

三

間

吏

書

房

十

間

儀

門

三

間

大

門

三

間

外

値

房

十

五

間

坊

二

東

曰

司

宣

西

曰

保

釐

嘉

靖

乙

卯

分

守

參

議

趙

介

夫

因

總

鎭

府

舊

基

改

建

苑
馬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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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左

　
　
太
僕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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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治

西

南

隅

正

廳

五

間

東

西

廂

房

十

間

中

廳

五

間

穿

廳

三

間

寢

堂

五

間

儀

門

三

間

西

馬

神

廟

五

間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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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

宅

一

區

大

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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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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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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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曰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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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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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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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准

兼

管

西

平

等

處

兵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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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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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治

東

北

正

廳

五

間

穿

廳

三

間

中

廳

五

間

東

西

廂

房

六

間

小

廳

三

間

涼

亭

三

間

東

西

儀

房

十

間

寢

房

七

間

廂

房

十

間

樓

三

間

馬

神

土

地

廟

六

間

箭

廳

三

間

廚

房

六

間

儀

門

三

間

大

門

三

間

中

軍

廳

六

間

直

房

十

二

間

坊

二

東

曰

閫

外

長

城

西

曰

河

東

重

鎭管
糧
通
判
公
署

都

司

治

西

　
岫
巖
通
判
行
署

苑

馬

寺

前

定
遼
中
衞

都

司

治

東

南

永

樂

九

年

改

建

正

堂

五

間

抱

廈

三

間

東

西

吏

房

各

一

十

間

後

堂

三

間

二

門

十

二

間

大

門

五

間

以

下

各

該

衞

署

制

數

俱

同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中
前
後
四
千
戶
所

俱

衞

治

內

定
遼
左
衞

都

司

治

西

南

洪

武

十

年

指

揮

徐

玉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中
後
三
千
戶

所
俱

衞

治

內

稅
課
司

都

司

治

西

北

神
機
庫

都

司

治

西

南

隅

定
遼
右
衞

都

司

治

西

洪

武

十

年

指

揮

王

庸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右
後
二
千
戶
所

俱

衞

治

內
定
遼
前
衞

都

司

治

東

北

洪

武

十

年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定
遼
前
庫

都

司

治

東

北

左
右
前
後
四
千
戶
所

俱

衛

治

內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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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圖
考
　
　
　
　
　
　
五

　
遼

海

叢

書

定
遼
後
衞

都

司

治

西

北

洪

武

十

年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四
千
戶
所

俱

衞

治

內
東
寧
衞

在

北

城

中

洪

武

十

九

年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及
中
左
六

千
戶
所

俱

衞

治

內

自
在
州

東

寧

衞

治

西

北

隅

先

年

建

於

開

原

後

改

建

於

此

正

堂

五

間

東

西

吏

房

各

五

間

中

堂

五

間

後

堂

五

間

儀

門

一

間

大

門

三

間社
學
六

各

近

衞

建

每

學

門

樓

一

座

書

堂

三

間

軍
器
局

六

軍
儲
倉

六

預
備
倉

六

養
濟
院

都

司

治

北

草
場

六

敎
場

安

定

門

外

漏
澤
園

肅

淸

門

外

六
衞
鹽
場

百

戶

各

一

員

六
衞
鐵
場

百

戶

各

一

員

遼
陽
在
城
驛

本

城

西

關

內

洪

武

十

八

年

設

左

衞

前

所

帶

管

百

戶

一

員

遞
運
所

城

西

八

里

洪

武

二

十

年

設

右

衞

帶

管

百

戶

一

員

朝
鮮
館

安

定

門

外

夷
人
館

泰

和

門

外

鞍
山
驛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中

衞

帶

管

百

戶

一

員

遞
運
所

本

驛

內

俱

洪

武

二

十

年

設

前

衞

帶

管

百

戶

一

員

安
插
百

戶
所

本

驛

城

內

虎
皮
營
城
驛

城

北

六

十

里

舊

屬

瀋

陽

衞

正

統

初

調

撥

後

衞

左

所

帶

管

百

戶

一

員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俱

洪

武

二

十

年

設

後

衞

左

所

帶

管

百

戶

一

員

安
插
百
戶
所

本

驛

城

內

本
城
鋪
舍

城

西

首

山

鋪

十

五

里

沙

河

鋪

三

十

里

長

店

鋪

四

十

五

里

井

泉

鋪

七

十

五

里

城

北

接

官

亭

十

里

爛

泥

鋪

二

十

五

里

山

坳

鋪

四

十

五

里

板

橋

鋪

六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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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六

　
遼

海

叢

書

海
州
衞
城

洪

武

九

年

靖

海

侯

督

同

本

衞

指

揮

劉

成

等

修

築

週

圍

六

里

五

十

三

步

有

奇

高

三

丈

二

尺

池

深

一

丈

一

尺

闊

三

丈

五

尺

週

圍

六

里

八

十

三

步

門

四

東

鎭

武

南

廣

威

西

臨

淸

北

來

遠

鼓

樓

在

衞

治

之

東

中

衢

鐘

樓

初

建

於

衞

治

東

山

之

麓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都

指

揮

顧

忠

移

於

軍

儲

倉

之

北

關
廂
三

一

臨

淸

門

外

一

廣

威

門

外

一

來

遠

門

外

正

德

戊

辰

都

指

揮

馬

深

土

築

俱

金

州

衞

調

操

軍

士

分

任

嘉

靖

庚

辰

都

御

史

蔣

應

奎

奏

展

俱

新

募

軍

士

分

任

察
院
行
臺

西

門

北

　
　
參
將
府

在

海

州

衞

治

西

北

隅

舊

備

禦

公

署

改

建

　
　
備
禦
公
署

衞

治

東

北

隅

嘉

靖

三

十

年

都

指

揮

閔

國

建

海
州
衞
治

城

西

北

隅

洪

武

九

年

指

揮

劉

成

創

建

正

德

八

年

春

廳

災

十

三

年

指

揮

劉

臣

重

修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公

署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洪

武

十

八

年

指

揮

劉

成

創

建

宣

德

九

年

遷

城

西

門

內

弘

治

五

年

巡

撫

李

純

遷

城

東

南

隅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巡

按

李

輔

增

修

學

坊

扁

曰

海

岳

儲

英

社
學

軍
器
局

衞

治

東

北

軍
儲
倉

城

東

門

內

山

巓

預
備
倉

在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軍

儲

倉

內

養
濟
院

城

東

南

隅

草
場
　
敎
場

城

西

北

一

里

漏
澤
園
二

一

在

西

門

外

一

里

一

北

門

外

三

里

鹽
場
百
戶
所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鐵
場
百
戶
所

城

東

九

十

里

海
州
在
城
驛

城

西

關

內

遞
運
所

城

北

關

內

耀
州
驛

城

南

六

十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牛
莊
驛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沙
嶺
驛

城

西

北

九

十

里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安
插
百
戶
所
二

一

東

昌

堡

內

一

西

平

堡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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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七

　
遼

海

叢

書

蓋
州
衞
城

本

隋

之

蓋

牟

城

遼

辰

州

舊

址

洪

武

五

年

指

揮

吳

玉

創

建

土

築

九

年

靖

邊

侯

開

廣

南

面

砌

磚

週

圍

五

里

八

十

八

步

高

一

丈

五

尺

池

深

一

丈

五

尺

闊

一

丈

八

尺

週

圍

五

里

一

百

二

十

七

步

門

三

東

順

淸

南

廣

恩

西

海

寧

俱

有

樓

嘉

靖

甲

子

管

屯

指

揮

盧

沛

築

敵

臺

於

城

垣

之

四

角

南
關

廣

恩

門

外

察
院
行
臺
　
　
苑
馬
寺

舊

設

在

永

寧

監

城

內

後

嘉

靖

戊

午

題

准

兼

兵

備

駐

劄

于

此

　
　
撫
民
通

判
公
署

岫

巖

駐

劄

距

都

司

東

南

三

百

里

蓋
州
衞
治

城

正

中

洪

武

癸

亥

指

揮

吳

立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四
所

公署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洪

武

癸

亥

指

揮

吳

立

張

良

佐

創

立

在

衞

治

西

南

隅

嘉

靖

癸

亥

巡

按

御

史

黃

襄

重

修

增

鄕

賢

名

宦

祠

宰

牲

房

改

天

香

閣

爲

文

明樓

社
學

軍
器
局

在

衞

治

內

軍
儲
倉

衞

治

東

南

預
備
倉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在

衞

治

西

養
濟
院

衞

治

東

南

隅

草
場
　
敎
場

城

東

二

里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城

西

四

十

里

鐵
場
百
戶
所

城

北

九

十

里

蓋
州
在
城
驛

城

南

關

內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西

熊
岳
驛

城

南

六

十

里

遞
運
所

在

驛

城

內

五
十
寨
驛

城

南

一

百

一

十

里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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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八

　
遼

海

叢

書

復
州
衞
城

本

金

永

康

縣

舊

址

洪

武

十

五

年

因

舊

修

築

永

樂

四

年

指

揮

蔡

眞

甃

砌

以

磚

週

圍

四

里

三

百

步

高

二

丈

五

尺

池

深

一

丈

五

尺

闊

一

丈

五

尺

門

三

東

通

明

南

迎

恩

北

鎭

海

嘉

靖

癸

亥

巡

撫

王

之

誥

添

設

門

禁

敵

臺

三

東

北

二

西

面

臺

一

門

外

護

門

臺

各

一

察
院
行
臺

復
州
衞
治

城

正

中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四
所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舊

在

城

西

北

隅

正

統

元

年

遷

於

城

中

嘉

靖

癸

卯

遷

於

城

東

南

隅

社
學

軍
器
局

南

門

西

軍
儲
倉

衞

治

西

南

預
備
倉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在

衞

治

西

養
濟
院

衞

治

西

北

草
場
　
敎
埸
　
漏
澤
園

南

門

外

東

南

鹽
場
百
戶
所

城

西

四

十

二

里

鐵
場
百
戶
所

城

北

九

十

里

復
州
在
城
驛

本

城

西

關

內

遞
運
所

本

驛

東

欒
古
驛

城

南

六

十

里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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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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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圖
考
　
　
　
　
　
　
九

　
遼

海

叢

書

金
州
衞
城

本

元

萬

戶

府

舊

址

洪

武

四

年

都

指

揮

馬

雲

葉

旺

修

築

十

年

指

揮

韋

富

包

磚

週

圍

六

里

高

三

丈

三

尺

深

池

一

丈

二

尺

闊

六

丈

五

尺

門

四

東

春

和

西

寧

海

南

承

恩

北

永

安

角

樓

四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都

御

史

王

之

誥

添

設

角

樓

四

南
關

承

恩

門

外

北
關

永

安

門

外

察
院
行
臺
　
　
金
州
守
備
公
署

衞

治

西

南

隅

金
州
衞
治

城

東

北

隅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中
左
五
所

四

在

衞

治

一

在

旅

順

口儒
學

洪

武

十

七

年

創

建

於

衞

治

西

南

正

統

二

年

指

揮

左

讓

遷

於

城

東

南

隅

舊

無

神

廚

嘉

靖

丙

午

備

禦

王

朴

於

學

西

拓

地

增

建

社
學

軍
器
局

南

門

內

東

軍
儲
倉

衞

治

西

北

預
備
倉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養
濟
院

衞

治

西

南

隅

草
場
　
敎
場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城

東

北

一

百

三

十

里

鐵
場
百
戶
所

城

東

二

百

三

十

里

金
州
在
城
驛

衞

治

南

關

內

遞
運
所

衞

治

北

關

內

石
河
驛

城

北

四

十

里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木
場
驛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旅
順
驛

城

西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遞
運
所

本

驛

城

內

旅
順
城

南

北

二

城

金

州

城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俱

臨

海

北

城

洪

武

四

年

都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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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驛

南

關

街

北

遞
運
所

城

南

門

外

東

牽
馬
嶺
驛

城

東

五

十

里

遞
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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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十
三

　
遼

海

叢

書

錦
州
城

本

遼

錦

州

元

永

樂

縣

舊

址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指

揮

曹

奉

修

築

週

團

五

里

一

百

二

十

步

高

二

丈

五

尺

成

化

十

二

年

都

指

揮

王

鍇

增

廣

南

北

四

十

五

丈

東

西

九

十

五

丈

弘

治

十

七

年

參

將

胡

忠

備

禦

管

昇

併

城

南

關

週

圍

六

里

一

十

三

步

形

勢

若

盤

俗

謂

之

盤

城

池

深

一

丈

二

尺

闊

三

丈

五

尺

週

圍

七

里

五

百

七

十

三

步

門

四

東

寧

遠

南

永

安

西

廣

順

北

鎭

北

鐘

鼓

二

樓

並

建

於

衞

治

之

通

衢

察
院
行
臺
　
　
錦
州
守
備
公
署

在

衞

治

內

遼
右
書
院

在

本

城

洪

武

癸

丑

巡

按

御

史

樊

祉

建

廣
寧
中
屯
衞
治

舊

設

於

寧

遠

永

樂

間

指

揮

曹

奉

改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俱

衞

治

內

廣
寧
左
屯
衞
治

廣

順

街

永

樂

間

指

揮

劉

剛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正

統

元

年

都

御

史

李

𤀹

創

建

成

化

間

於

城

隍

廟

得

元

加

封

先

師

碑

知

爲

文

廟

舊

址

弘

治

間

副

使

李

貢

參

將

胡

忠

備

禦

孫

鎭

重修

社
學

軍
器
局
二

中

屯

在

衞

治

東

北

左

屯

在

衞

治

東

南

軍
儲
倉
　
預
備
倉

俱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養
濟
院
　
草
場
　
敎
場

城

東

南

二

里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二

一

城

南

六

十

里

一

城

南

八

十

里

鐵
場
百
戶
所
二

一

城

西

六

十

里

正

德

七

年

改

白

花

寨

一

城

南

一

百

里

成

化

十

七

年

改

蓋

州

小
淩
河
驛

城

南

三

十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杏
山
驛

城

西

南

十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松
山
中
左
千
戶
所

宣

德

間

建

城

週

圍

三

里

十

二

步

闊

一

丈

嘉

靖

癸

亥

巡

撫

王

之

誥

包

築

高

二

丈

五

尺

門

一

四

角

更

房

各

一大
淩
河
中
左
千
戶
所

宣

德

間

建

城

週

圍

三

里

十

三

步

闊

一

丈

嘉

靖

癸

亥

巡

撫

王

之

誥

包

築

高

二

丈

五

尺

門

一

四

角

更

房

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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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十
四

　
遼

海

叢

書

廣
寧
右
屯
衞
城

本

元

閭

陽

縣

之

臨

海

鄕

舊

址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置

永

樂

中

指

揮

徐

琦

李

通

開

築

週

圍

四

里

三

百

六

步

高

二

丈

九

尺

池

深

八

尺

闊

一

丈

週

圍

五

里

八

十

六

步

門

三

東

鎭

海

西

迎

恩

北

永

安

察
院
行
臺
　
　
右
屯
備
禦
公
署

嘉

靖

乙

丑

巡

撫

王

之

誥

奏

設

廣
寧
右
屯
衞
治

城

東

北

隅

原

設

於

廣

寧

洪

武

癸

丑

遷

右

屯

城

甲

戍

指

揮

屠

文

建

嘉

靖

甲

子

巡

撫

王

之

誥

重

修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前
中
四
所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在

衞

治

東

嘉

靖

甲

午

巡

按

御

史

常

時

平

題

請

建

學

乙

未

巡

按

御

史

王

珩

始

立

學

兼

設

敎

官

社
學
　
醫
學

陰
陽
學

軍
器
局

城

西

南

隅

軍
儲
倉

衞

治

北

預
備
倉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養
濟
院
　
草
場

敎
場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城

南

二

十

一

里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設

鐵
場
百
戶
所

舊

設

中

屯

衞

連

山

驛

天

順

間

改

蓋

州

衞

石

柱

子

距

城

六

十

里

十
三
山
驛

右

屯

衞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遞
運
所

十

三

山

驛

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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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十
五

　
遼

海

叢

書

廣
寧
前
屯
衞
城

本

魏

之

集

寧

縣

唐

瑞

州

故

址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都

指

揮

曹

毅

因

舊

修

築

週

圍

五

里

三

十

步

高

三

丈

五

尺

宣

德

正

統

間

備

禦

畢

恭

鄧

鐸

相

繼

包

砌

池

深

一

丈

闊

二

丈

週

圍

六

里

二

百

步

門

三

東

崇

禮

南

迎

恩

西

武

寧

城

中

通

衢

建

鐘

鼓

二

樓

南
關

迎

恩

門

外

察
院
行
臺
　
　
按
察
兵
備
分
司
　
　
前
屯
備
禦
公
署

在

儒

學

東

廣
寧
前
屯
衞
治

崇

禮

街

北

洪

武

癸

酉

指

揮

黃

旺

創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舊

在

城

西

北

隅

成

化

辛

丑

巡

按

御

史

王

嵩

因

廢

圓

通

寺

改

建

弘

治

癸

亥

巡

按

御

史

余

濂

增

修

建

號

舍

鑿

泮

宮

軍
器
局

城

西

南

隅

軍
儲
倉
　
預
備
倉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在

中

前

所

養
濟
院
　
草
場

敎
場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城

東

南

塔

山

口

七

十

里

鐵
場
百
戶
所

城

西

麋

子

峪

七

十

里

沙
河
驛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高
嶺
驛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中
前
所
城

城

週

圍

二

里

二

百

六

十

九

步

高

三

丈

池

深

一

丈

闊

二

丈

週

圍

四

里

二

百

步

南

門

一

宣

德

三

年

指

揮

葉

興

建

敎
場

中
後
所
城

城

週

圍

三

里

六

十

九

步

高

三

丈

池

深

一

丈

闊

二

丈

週

圍

四

里

二

百

步

城

門

二

宣

德

三

年

建

西
路
遊
擊
府

嘉

靖

甲

子

侍

郞

葛

縉

奏

設

中
後
所
治



 

寧　　　　　　逺　　　　　衞　　　　　境　　　　　圖



 

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十
六

　
遼

海

叢

書

寧
遠
衞
城

舊

無

城

宣

德

間

總

兵

巫

凱

都

御

史

包

懷

德

題

奏

合

前

屯

錦

州

之

地

於

曹

莊

湯

池

之

北

始

建

衞

城

週

圍

六

里

八

步

高

二

丈

五

尺

池

深

一

丈

闊

二

丈

週

圍

七

里

八

步

門

四

東

春

和

南

迎

恩

西

永

寧

北

廣

威

都

督

焦

禮

於

衞

治

中

衢

建

鐘

鼓

二

樓

嘉

靖

甲

子

副

使

陳

絳

重

修

察
院
行
臺
　
　
參
將
府

衞

治

東

南

隅

舊

守

備

公

署

嘉

靖

二

十

年

巡

撫

劉

儲

秀

奏

設

　
　
按
察
兵

備
分
司

在

永

和

街

北

原

寧

遠

衞

改

建

　
　
按
察
分
司

察

院

東

寧
遠
衞
治

永

寧

門

內

舊

備

禦

公

署

改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宣

德

五

年

都

指

揮

劉

斌

始

建

廟

學

於

衞

治

東

景

泰

癸

酉

都

督

焦

禮

重

修

成

化

間

巡

按

御

史

王

紳

增

修

社
學

軍
器
局

城

內

南

隅

軍
儲
倉
　
預
備
倉

在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養
濟
院
　
草
場

敎
場

城

南

一

里

宣

德

五

年

都

指

揮

劉

斌

建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鐵
場
百
戶
所

城

西

南

麻

子

峪

十

八

里

連
山
驛

城

東

北

三

十

二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曹
莊
驛

城

西

南

一

十

三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東
關
驛

城

西

六

十

里

遞
運
所

在

本

驛

內

塔
山
中
左
所
城

週

圍

三

里

一

百

八

十

四

步

高

二

丈

五

尺

城

門

三

樓

三

宣

德

五

年

指

揮

李

旺

建

嘉

靖

癸

亥

巡

撫

王

之

誥

兵

備

陳

絳

重

修

加

高

三

尺

備
禦
公
署

所西

塔
山
中
左
所
治
　
敎
場

沙
河
中
右
所
城

週

圍

三

里

一

百

八

十

四

步

高

二

丈

五

尺

城

門

二

樓

二

宣

德

五

年

指

揮

張

敬

建

嘉

靖

癸

亥

巡

撫

王

之

誥

兵

備

陳

絳

重

修

加

高

三

尺

沙
河
中
右
所
治
　
敎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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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十
七

　
遼

海

叢

書

瀋
陽
中
衞
城

本

元

之

瀋

州

洪

武

二

十

一

年

指

揮

閔

忠

因

舊

修

築

週

圍

九

里

一

十

餘

步

高

二

丈

五

尺

池

二

重

內

闊

三

丈

深

八

尺

週

圍

一

十

里

三

十

步

外

闊

三

丈

深

八

尺

週

圍

一

十

一

里

有

奇

門

四

東

永

寧

南

保

安

西

永

昌

北

安

定

南
關

保

安

門

外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新

建

週

圍

六

百

七

十

九

丈

俱

遊

兵

軍

住

察
院
行
臺

衞

治

西

南

　
　
瀋
陽
遊
擊
府

在

衞

治

西

南

隅

嘉

靖

辛

丑

都

御

史

孫

檜

奏

設

　
　
瀋

陽
備
禦
公
署

在

衞

治

西

瀋
陽
中
衞
治

城

東

南

隅

元

總

管

府

舊

址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正

統

二

年

都

御

史

李

𤀹

奏

設

在

衞

治

東

社
學

軍
器
局

衞

治

西

北

軍
儲
倉

衞

治

西

北

預
備
倉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衞

治

西

南

養
濟
院

衞

治

西

南

隅

草
場

衞

治

西

南

隅

敎
場

城

東

一

里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海

州

城

西

南

梁

房

口

鐵
場
百
戶
所

安

平

山

城

東

九

十

里

瀋
陽
在
城
驛

南

關

正

中

遞
運
所

城

南

四

里

撫
順
城

城

東

八

十

里

本

古

貴

德

地

洪

武

十

七

年

創

立

週

圍

三

里

有

奇

池

深

一

丈

闊

二

丈

城

門

一

曰

迎

恩

撫
順
備
禦
公
署

在

所

治

東

撫
順
千
戶
所
治
　
撫
順
所
倉
　
預
備
倉
　
敎
場

蒲
河
城

城

北

四

十

里

正

統

二

年

建

週

圍

七

百

二

十

五

丈

四

尺

池

深

一

丈

闊

二

丈

門

二

蒲
陽
書
院

在

所

城

內

嘉

靖

十

三

年

巡

按

御

史

常

時

平

建

蒲
河
備
禦
公
署

在

所

治

西

蒲
河
中
左
千
戶
所
治
　
軍
器
局
　
蒲
河
所
倉
　
預
備
倉
　
敎
場

城東

南

一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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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十
八

　
遼

海

叢

書

鐵
嶺
衞
城

即

遼

金

時

嚚

州

故

城

城

週

圍

四

里

六

十

步

高

二

丈

池

深

一

丈

五

尺

闊

三

丈

週

圍

五

里

有

奇

門

四

東

撫

夷

西

承

恩

南

慶

雲

北

威

遠

角

樓

四

察
院
行
臺
　
　
鐵
嶺
備
禦
公
署

鐵
嶺
衞
治

城

北

隅

洪

武

二

十

年

設

遼

東

城

北

二

十

六

年

改

移

今

治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前
後
四
所

俱

衞

治

內

儒
學

正

統

四

年

創

設

嘉

靖

甲

寅

增

修

社
學

軍
器
局

城

東

北

隅

軍
儲
倉
　
預
備
倉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養
濟
院
　
草
場

敎
場

城

西

北

一

里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蓋

州

衞

八

角

湖

鐵
場
百
戶
所

奉

集

堡

城

南

二

百

一

十

里

嚚
州
驛
　
遞
運
所

俱

在

城

西

關

內

懿
路
城

城

南

六

十

五

里

本

舊

挹

婁

廢

城

永

樂

五

年

保

定

侯

修

築

週

圍

三

里

三

百

四

十

三

步

高

一

丈

池

深

九

尺

闊

二

丈

週

圍

四

里

三

百

一

十

步

門

二

南

通

明

北

招

遠

關
廂
一

嘉

靖

庚

戌

備

禦

張

九

思

改

築

丁

巳

包

砌

挹
淸
書
院

所

城

內

嘉

靖

辛

丑

兵

備

黃

雲

建

懿
路
備
禦
公
署

在

所

治

東

懿
路
中
左
左
二
千
戶
所
治
　
旗
纛
廟

嘉

靖

己

未

備

禦

王

朴

創

建

養
濟
院
　
懿
路

驛
所

治

南

關

敎
場

城

西

北

一

里

漏
澤
園

汎
河
城

正

統

四

年

都

指

揮

畢

恭

奏

設

週

圍

七

百

一

十

五

丈

高

二

丈

池

深

一

丈

二

尺

闊

二

丈

門

二

東

安

遠

西

承

恩

汎
河

中
左
千
戶
所
治
　
養
濟
院
　
敎
場



 

開　　　　原　　　衞　　　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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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圖
考
　
　
　
　
　
　
十
九

　
遼

海

叢

書

開
原
城

本

元

黃

龍

府

舊

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平

定

東

土

始

設

三

萬

衞

二

十

五

年

設

遼

海

衞

因

舊

址

包

築

週

圍

十

二

里

二

十

步

高

三

丈

五

尺

池

深

一

丈

闊

四

丈

週

圍

一

十

三

里

零

二

十

步

門

四

東

陽

和

西

慶

雲

南

迎

恩

北

安

遠

角

樓

四

鐘

鼓

樓

二

在

衞

治

中

衢

察
院
行
臺
　
　
按
察
兵
備
分
司

在

城

西

北

隅

嘉

靖

辛

丑

建

　
　
參
將
府

城

東

北

隅

提
督
馬
市
公
署

城

西

南

隅

　
開
原
備
禦
公
署

三

萬

衞

治

西

南

三
萬
衞
治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指

揮

劉

顯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俱

衞

治

內

　
中
中
等
三
千
戶
所

遼
海
衞
治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指

揮

阮

瑢

創

建

經
歷
司
　
鎭
撫
司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千

戶
所

俱

衞

治

內

右
右
等
四
千
戶
所

安
樂
州

在

察

院

東

儒
學

元

有

文

廟

舊

址

在

今

三

萬

衞

北

街

有

大

德

年

加

封

碑

記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始

創

廳

三

間

三

十

一

年

開

設

學

校

永

樂

四

年

備

禦

都

指

揮

儲

欽

仍

舊

址

重

修

嘉

靖

壬

戍

兵

備

僉

事

王

可

立

重

修

社
學

軍
器
局
二

一

衞

治

東

一

衞

治

西

軍
儲
倉
二
　
預
備
倉
二

在

各

軍

儲

倉

內

錢
帛
庫
　
養

濟
院
　
草
場
　
敎
場

城

北

一

里

漏
澤
園

鹽
場
百
戶
所
二

一

蓋

州

西

北

平

山

一

海

州

西

南

梁

房

口

鐵
場
百
戶
所
二

一

威

寧

營

東

一

甜

水

站

北

開
原
在
城
驛

迎

恩

門

西

遞
運
所

迎

恩

門

外

中
固
城

永

樂

五

年

創

建

爲

撫

順

站

中
固
備
禦
公
署

中
固
撫
順
驛

城

南

四

十

五

里

敎
場

城

北

一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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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遼
志
卷
一
　
　
圖
考
　
　
　
　
　
二
十

　
遼

海

叢

書

永
寧
監
城

蓋

州

城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永

樂

七

年

創

建

週

圍

三

里

八

十

步

高

一

丈

七

尺

池

深

一

丈

五

尺

闊

一

丈

二

尺

東

西

南

三

門

嘉

靖

己

未

苑

馬

寺

卿

陳

暹

屬

守

備

陳

善

增

高

包

築

察
院
行
臺

永
寧
監
公
署

在

城

正

中

儒
學

舊

無

嘉

靖

十

八

年

奏

建

苑
馬
寺
　
錄
事

宅一

圉
長

宅二

監
六

曰

昇

平

曰

新

呂

曰

遼

河

曰

長

平

曰

安

市

曰

永

寧

上

五

監

俱

廢

止

永

寧

監存

苑
二
十
四

曰

甘

泉

曰

安

山

曰

河

陰

曰

古

城

曰

夾

河

曰

龍

臺

曰

耀

州

曰

駝

山

曰

黃

山

曰

沙

河

曰

馬

鞍

曰

石

城

曰

平

川

曰

新

安

曰

廣

安

曰

平

山

曰

南

豐

曰

高

平

曰

長

川

曰

名

山

曰

復

州

曰

龍

潭

以

上

二

十

二

苑

俱

廢

止

淸

河

深

河

二

苑

見

存



 

星　　　　野　　　圖



 

全
遼
志
卷
一
　
　
沿
革
　
　
　
　
二
十
一

　
遼

海

叢

書

按
天
文
志
尾
去
極
一
百
二
十
七
度
箕
去
極
一
百
二
十
一
度
半
周
禮
保

章
氏
以
星
土
辨
九
州
之
地
皆
有
分
星
以
察
妖
祥
鄭
玄
注
曰
箕
尾
燕
分

前
漢
地
理
志
曰
燕
地
尾
箕
分
野
漢
天
文
志
曰
尾
箕
幽
州
帝
王
世
紀
曰

自
尾
十
度
至
斗
七
度
曰
析
木
之
次
今
燕
分
野
晉
志
曰
遼
西
東
入
尾
十

度
至
南
斗
十
一
度
爲
析
木
於
辰
在
寅
燕
之
分
野
屬
幽
州
唐
天
文
志
曰

箕
尾
爲
燕
分
星
曰
析
木
宮
曰
人
馬
時
曰
寅
州
曰
幽
宋
天
文
志
曰
箕
尾

析
木
之
次
初
尾
九
度
外
末
斗
十
一
度
內
于
分
爲
燕
于
辰
在
寅
于
野
爲

幽
自
漢
渤
海
九
河
之
北
皆
析
木
之
分
尾
星
得
雲
漢
之
末
派
海
物
龜
魚

麗
馬
故
當
九
河
之
下
流
濱
於
渤
碣
皆
北
紀
之
所
窮
也
箕
與
南
斗
相
近

故
其
分
自
遼
水
之
陽
盡
朝
鮮
三
韓
之
地
在
吳
越
之
東
與
高
麗
皆
燕
分

也
又
女
宿
下
十
二
國
有
名
無
星
者
其
妖
祥
與
遼
東
亦
有
占
焉
歷
考
諸

紀
載
尾
箕
爲
遼
東
分
星
無
疑
矣

沿
革
志

載
籍
稱
舜
分
十
有
二
州
而
以
冀
東
北
爲
幽
州
靑
東
北
爲
營
州
則
遼
之

入
中
國
也
逖
矣
秦
漢
以
來
中
更
聖
僞
蓋
以
孤
懸
之
地
而
東
鄰
夫
餘
濊

貊
西
逼
匈
奴
烏
桓
中
國
守
徼
乘
塞
勢
隔
於
遙
制
而
力
敝
於
遠
輸
爾
也

漢
武
撻
伐
四
夷
置
樂
浪
玄
菟
等
四
郡
終
古
稱
爲
遠
略
晉
唐
之
間
始
終

棄
取
靡
一
他
或
奸
雄
僭
竊
黠
酋
分
割
廢
興
離
合
之
故
紛
然
錯
焉
我
國

家
定
鼎
燕
京
而
以
遼
東
爲
左
臂
緣
古
居
重
之
義
控
制
諸
夷
斯
固
萬
年

有
道
之
長
基
也
余
慨
往
跡
揚
盛
治
謹
紀
古
今
沿
革
如
左
方
云

遼
東
禹
貢
冀
靑
二
州
之
域
粤
自
虞
舜
分
冀
東
北
爲
幽
州
即
今
廣
寧
以

西
之
地
靑
東
北
爲
營
州
即
今
廣
寧
以
東
之
地
夏
商
建
長
來
王
皆
屬
中

國
周
景
王
吿
晉
人
曰
武
王
克
商
有
天
下
肅
愼
燕
亳
吾
北
土
也
肅
愼
今

開
原
之
地
召
公
封
燕
屬
燕
封
內
秦
始
皇
虜
燕
王
喜
以
其
地
置
遼
東
郡

漢
因
之
初
箕
子
封
朝
鮮
地
在
遼
東
東
南
漢
武
帝
克
朝
鮮
置
樂
浪
玄
菟

眞
蕃
臨
屯
四
郡
俱
在
遼
東
徼
外
止
割
遼
東
三
縣
高
顯
候
城
浿
水
屬
玄



 

全
遼
志
卷
一
　
　
沿
革
　
　
　
　
二
十
二

　
遼

海

叢

書

菟
耳
昭
帝
罷
眞
蕃
築
遼
東
玄
菟
城
蓋
併
彼
四
郡
爲
一
郡
而
遼
東
自
若

也
王
莽
時
烏
桓
據
遼
西
明
帝
末
烏
桓
鮮
卑
迭
相
侵
據
漢
末
公
孫
度
取

之
分
遼
東
爲
遼
西
中
遼
郡
三
國
魏
滅
公
孫
氏
置
東
夷
校
尉
居
襄
平
而

分
遼
東
昌
黎
等
五
郡
隸
平
州
晉
改
遼
東
郡
爲
國
尋
爲
鮮
卑
慕
容
廆
所

據
後
魏
仍
爲
遼
東
郡
隋
初
又
爲
高
句
麗
所
據
唐
太
宗
伐
高
麗
復
其
地

置
蓋
遼
二
州
高
宗
平
高
麗
盡
得
高
麗
地
置
都
督
府
九
又
設
安
東
都
護

府
於
平
壤
以
統
之
總
章
二
年
徙
都
護
府
治
遼
州
玄
宗
開
元
初
以
高
麗

別
種
大
祚
榮
爲
渤
海
郡
王
遼
東
地
在
勃
海
郡
內
祚
榮
十
二
世
孫
彝
震

僭
號
改
元
有
五
京
十
五
府
六
十
二
州
爲
海
東
盛
國
時
上
京
龍
泉
府
中

京
顯
德
府
係
遼
東
地
餘
府
州
乃
東
夷
故
地
不
在
遼
東
之
內
而
遼
西
之

地
仍
在
契
丹
焉
五
代
時
契
丹
愈
大
併
渤
海
盡
有
遼
東
故
地
置
東
平
郡

尋
陞
南
京
復
立
中
臺
省
號
大
遼
又
改
爲
東
京
遼
陽
府
又
析
遼
西
爲
中

京
大
定
府
金
初
因
之
後
置
遼
陽
府
以
會
寧
爲
上
京
改
遼
上
京
爲
北
京

元
爲
東
京
路
尋
改
遼
陽
路
建
行
中
書
省
幷
統
高
麗
本
朝
洪
武
四
年
置

定
遼
都
衞
八
年
改
爲
遼
東
都
指
揮
使
司
十
年
革
所
屬
州
縣
置
衞
永
樂

七
年
復
置
安
樂
自
在
二
州
今
領
衞
二
十
五
州
二
隸
山
東
布
政
使
司

遼
陽

在

城

都

司

六

衞

一

州

巡

按

察

院

行

太

僕

寺

分

守

道

副

總

兵

駐

劄

於

內

前

代

無

考

自

虞

舜

肇

封

始

以

其

地

爲

營

州

夏

商

皆

屬

中

國

至

周

分

封

隸

燕

封

內

秦

併

燕

名

其

地

曰

遼

東

以

其

遠

在

九

州

之

東

又

兼

遼

西

而

言

漢

滅

秦

易

其

名

曰

襄

平

漢

初

有

襄

平

侯

統

通

矯

制

納

周

勃

於

北

軍

討

平

諸

呂

是

也

漢

末

爲

公

孫

度

所

據

傳

及

淵

三

國

時

魏

破

之

置

東

夷

校

尉

居

襄

平

郡

晉

改

郡

爲

國

後

淪

於

高

麗

唐

太

宗

伐

高

麗

復

其

地

五

代

陷

於

契

丹

其

主

阿

保

機

修

遼

東

故

城

以

居

名

曰

東

平

後

陞

爲

遼

陽

府

屬

縣

九

金

因

之

屬

縣

四

元

爲

遼

陽

路

國

朝

洪

武

四

年

置

定

遼

都

衞

八

年

改

爲

遼

東

都

指

揮

使

司

十

年

革

所

屬

州

縣

置

衞

定
遼
中
衞

本

漢

襄

平

遼

陽

二

縣

及

遼

東

郡

治

所

晉

廢

遼

復

置

遼

陽

縣

爲

東

平

郡

本

朝

洪

武

十

年

罷

縣

十

七

年

置

衞

領

千

戶

所四定
遼
左
衞

領

千

戶

所

三

定
遼
右
衞

領

千

戶

所

二

定
遼
前
衞

領

千

戶

所

四

以

上

三

衞

俱

洪

武

四

年

置

爲

千

戶

所

至

十

年

陞

爲

衞



 

全
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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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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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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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遼

海

叢

書

定
遼
後
衞

領

千

戶

所

四

洪

武

四

年

置

初

名

遼

東

衞

治

得

利

嬴

城

尋

徙

于

此

八

年

改

定

遼

後

衞

東
寧
衞

洪

武

十

三

年

置

五

千

戶

所

曰

東

寧

女

直

南

京

海

洋

草

河

各

領

所

部

夷

人

十

九

年

置

衞

併

五

所

爲

左

右

前

後

四

千

戶

所

仍

置

中

及

中

左

二

千

戶

所

以

謫

戌

者

實

之

自
在
州

永

樂

七

年

置

治

開

原

城

內

所

領

新

附

夷

人

後

徙

治

于

遼

陽

城

內

海
州
衞

在

遼

陽

城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分

守

海

蓋

參

將

駐

箚

於

內

魏

隋

以

前

同

遼

陽

本

蓋

牟

地

高

麗

爲

沙

卑

城

唐

置

澄

州

渤

海

爲

南

海

府

遼

爲

海

州

南

海

軍

治

臨

溟

縣

金

天

德

初

改

爲

澄

州

元

屬

縣

二

曰

析

木

曰

臨

溟

本

朝

洪

武

初

平

遼

東

九

年

革

州

縣

設

衞

治

領

五

千

戶

所蓋
州
衞

在

遼

陽

城

南

二

百

四

十

里

苑

馬

寺

駐

箚

於

內

漢

以

前

同

海

州

本

遼

東

郡

地

隋

初

高

麗

據

之

爲

蓋

牟

城

海

金

復

皆

其

屬

地

唐

破

高

麗

拔

其

城

爲

蓋

州

渤

海

因

之

遼

以

路

通

辰

韓

改

爲

辰

州

遼

海

軍

節

度

使

陞

奉

國

軍

附

郭

置

建

安

縣

金

罷

葛

蘇

館

建

辰

州

遼

海

軍

又

爲

蓋

州

奉

國

軍

元

爲

蓋

州

路

至

大

六

年

併

爲

東

京

支

郡

省

熊

岳

湯

池

二

縣

入

建

安

縣

八

年

併

建

安

入

本

州

元

末

劉

益

歸

附

本

朝

洪

武

九

年

罷

州

置

衞

領

五

千

戶

所

尋

調

後

所

於

寧

遠

小

沙

河

復
州
衞

在

遼

陽

城

南

四

百

二

十

里

晉

隋

以

前

同

海

州

唐

置

州

五

代

歸

契

丹

爲

遷

民

縣

屬

黃

龍

府

後

又

置

復

州

懷

德

軍

屬

縣

二

曰

橫

山

化

成

後

改

縣

曰

永

寧

金

改

永

寧

曰

永

康

元

州

縣

並

廢

及

平

章

劉

益

歸

附

始

仍

州

治

本

朝

洪

武

十

年

革

州

縣

十

四

年

設

衞

領

四

千

戶

所金
州
衞

在

遼

陽

城

南

六

百

里

金

復

守

備

駐

箚

於

內

唐

以

前

同

海

州

舊

有

沙

卑

城

高

宗

平

高

麗

置

州

五

季

淪

于

契

丹

遼

亡

歸

金

元

置

萬

戶

府

本

朝

洪

武

四

年

劉

益

歸

附

設

衞

領

六

千

戶

所

二

十

年

調

所

領

中

左

所

於

旅

順

口

二

十

一

年

調

後

所

於

義

州

廣
寧

在

遼

陽

城

西

三

百

三

十

里

在

城

四

衞

鎭

守

總

兵

巡

撫

都

察

院

戶

部

分

司

分

巡

道

遊

擊

駐

箚

於

內

本

漢

遼

東

之

無

慮

縣

西

部

都

尉

治

所

晉

屬

平

州

唐

置

巫

閭

守

捉

城

渤

海

爲

顯

德

府

地

置

顯

州

奉

先

軍

遼

置

乾

州

廣

德

軍

爲

大

寧

屬

郡

金

改

爲

廣

寧

府

領

廣

寧

望

平

閭

陽

鍾

秀

四

縣

置

鎭

寧

軍

節

度

使

元

改

爲

路

屬

三

縣

廣

寧

望

平

閭

陽

元

末

也

速

納

哈

出

往

來

互

畧

其

地

本

朝

廢

州

縣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建

廣

寧

衞

二

十

五

年

封

建

遼

王

改

廣

寧

中

護

衞

次

年

復

改

廣

寧

衞

廣
寧
衞

領

千

戶

所

五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改

廣

寧

中

護

衞

爲

廣

寧

衞

廣
寧
中
衞

領

千

戶

所

四

廣
寧
左
衞

領

千

戶

所

五

廣
寧
右
衞

領

千

戶

所

三

以

上

三

衞

洪

武

二

十

七

年

置

治

于

大

淩

河

開

設

廣

寧

中

護

衞

二

十

八

年

設

左

右

護

二

衞

永

樂

元

年

改

左

右

中

護

衞

爲

廣

寧

左

右

中

三

衞

徙

於

此

義
州
衞

在

遼

陽

城

西

四

百

二

十

里

分

守

錦

義

參

將

駐

箚

於

內

即

古

東

營

燕

郡

舜

十

二

州

爲

營

州

境

禹

貢

屬

冀

州

商

及

周

初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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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沿
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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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遼

海

叢

書

孤

竹

國

之

地

一

云

以

冀

州

地

廣

分

東

北

醫

巫

閭

地

爲

幽

州

則

義

之

境

實

屬

幽

州

非

東

營

名

也

戰

國

爲

燕

遼

東

界

秦

併

六

國

置

遼

西

郡

爲

絫

縣

漢

仍

秦

舊

後

漢

明

帝

時

爲

烏

桓

所

據

漢

末

公

孫

度

擊

破

烏

桓

遂

有

其

地

魏

滅

公

孫

氏

取

之

未

幾

而

入

於

晉

已

爲

慕

容

氏

所

據

苻

堅

併

之

而

拓

跋

魏

繼

有

其

土

後

歸

於

隋

隋

亡

歸

唐

唐

始

建

城

唐

未

五

代

淪

於

契

丹

改

宜

州

崇

義

軍

金

改

爲

義

州

置

弘

政

開

義

同

昌

三

縣

元

省

屬

大

寧

路

隷

中

京

元

末

也

速

納

哈

出

互

相

畧

焉

我

朝

洪

武

四

年

平

定

遼

東

二

十

一

年

調

金

州

衞

後

所

蓋

州

復

州

二

衞

前

後

各

二

所

共

五

千

戶

所

設

義

州

衞

于

十

三

山

屯

種

八

月

移

衞

治

于

義

州

二

十

八

年

調

中

所

于

廣

寧

右

護

衞

轄

左

右

前

後

四

千

戶

所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初

置

後

屯

衞

調

顯

州

懿

州

人

實

之

永

樂

八

年

徙

于

此

屬

左

右

前

後

中

五

千

戶

所

俱

隸

遼

東

都

司

國

初

以

都

司

一

員

備

禦

永

樂

十

二

年

改

爲

守

備

成

化

三

年

始

置

參

將

備

禦

仍

舊

廣
寧
後
屯
衞

在

義

州

城

內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置

初

治

舊

宜

州

永

樂

八

年

徙

于

此

領

千

戶

所

五

廣
寧
中
屯
衞

即

錦

州

城

在

遼

陽

城

西

六

百

里

守

備

駐

箚

於

內

本

漢

之

無

慮

縣

地

晉

時

爲

慕

容

氏

所

據

置

西

樂

郡

隋

唐

以

來

地

皆

空

虛

遼

始

建

錦

州

置

刺

史

爲

臨

海

軍

節

度

使

金

屬

大

定

府

元

初

張

致

叛

據

尋

復

之

屬

大

寧

路

置

永

樂

縣

本

朝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置

衞

于

東

關

驛

二

十

五

年

移

治

錦

州

三

十

二

年

調

廣

寧

屯

守

永

樂

元

年

復

回

錦

州

守

禦

領

千

戶

所

五

宣

德

三

年

于

城

南

二

十

里

松

山

堡

置

中

左

千

戶

所

屬

焉

廣
寧
左
屯
衞

在

錦

州

城

內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始

由

鞍

山

至

十

三

山

驛

擺

站

屯

種

二

十

六

年

遷

顯

州

建

衞

治

三

十

二

年

調

廣

寧

屯

守

永

樂

五

年

移

錦

州

守

禦

領

千

戶

所

五

宣

德

三

年

於

城

東

四

十

里

大

淩

河

增

置

中

左

千

戶

所

屬

焉

廣
寧
右
屯
衞

在

遼

陽

城

西

四

百

五

十

里

遼

以

前

同

廣

寧

元

屬

廣

寧

府

閭

陽

縣

之

臨

海

鄕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置

初

治

十

三

山

二

十

七

年

城

公

主

寨

故

址

移

衞

治

焉

屬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廣
寧
前
屯
衞

在

遼

陽

城

西

九

百

六

十

里

舜

分

冀

之

東

北

爲

幽

州

夏

因

之

商

爲

孤

竹

國

周

屬

燕

秦

屬

遼

西

郡

漢

仍

秦

舊

幽

州

刺

史

領

之

漢

末

爲

烏

桓

所

據

三

國

屬

魏

晉

永

嘉

以

後

慕

容

氏

據

之

置

集

寧

縣

後

入

拓

拔

魏

氏

尋

入

隋

唐

置

營

州

後

改

瑞

州

五

代

沒

於

遼

改

爲

遼

州

置

來

賓

縣

隸

中

京

大

定

府

金

改

宗

州

尋

復

爲

瑞

州

復

隸

歸

德

軍

節

度

使

元

隸

大

寧

路

屬

縣

三

曰

宗

安

海

陽

海

濱

元

季

納

哈

出

略

屬

其

地

國

朝

平

遼

東

廢

州

縣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建

衞

屬

五

千

戶

所

宣

德

三

年

又

於

城

西

五

十

里

急

水

河

增

置

中

前

千

戶

所

城

東

五

十

里

杏

林

堡

增

置

中

後

千

戶

所

屬

焉

寧
遠
衞

在

遼

陽

城

西

七

百

七

十

里

寧

前

兵

備

道

分

守

參

將

駐

箚

於

內

舊

無

城

郭

與

古

瑞

州

錦

州

接

境

相

距

幾

三

百

里

本

廣

寧

前

屯

中

屯

二

衞

地

永

樂

初

大

寧

淪

沒

而

虹

螺

山

始

入

外

境

於

是

和

州

之

墟

荆

條

之

陽

胡

馬

馳

驅

歲

相

抄

掠

總

兵

巫

凱

都

御

史

包

懷

德

上

狀

乃

割

二

州

之

地

於

曹

莊

湯

池

之

北

建

衞

治

賜

名

寧

遠

統

五

千

戶

所

又

於

城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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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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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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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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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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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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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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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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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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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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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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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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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

雖

冬

不

冰

牽
馬
嶺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白
土
嶺

城

北

七

十

里

翠
雲
屛

北

鎭

廟

內

西

北

石

高

丈

餘

廣

二

丈

厚

八

尺

下

有

南

北

孔

如

磬

桃

花
洞

城

西

閭

山

中

甘
泉

城

北

有

甘

泉

二

都

御

史

滕

昭

名

其

東

長

春

西

太

惠

崇
泉

崇

泉

寺

內

玉
泉

玉

泉

寺

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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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遼

海

叢

書

下

淸
泉

都

察

院

東

廉
泉

按

察

分

司

東

古
老
無
名
泉

城

北

一

泉

湧

出

流

入

城

東

南

隅

達

于

濠

其

水

四

時

不

竭

石
門

在

閭

山

之

麓

由

城

西

北

經

平

坂

兩

石

屹

立

如

門

有

溪

中

出

雲

壑

窈

窕

山

巒

迴

合

有

武

陵

之

幽

板
橋
河
　
馬
市
河

俱

出

閭

山

南
沙
河

城

南

十

里

楊
朗
河

出

閭

山

西

北

連

城

水

分

東

南

流

入

板

橋

河

龍
灣
河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石
子
河

城

北

四

十

里

珠
子
河
　
羊
腸
河

俱

出

白

雲

山

泥
溝
河

出

中

平

山

細
河

城

西

六

十

里

源

出

響

山

通

大

淩

河

路
河

城

東

四

十

里

平

洋

橋

入

三

岔

河

靑
水
湖

城

東

南

一

百

二

十里

高
橋
湖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蓮
子
湖

城

東

九

十

里

莽
獐
湖

城

東

九

十

一

里

雙
峰
湖

城

南

二

十

里

源

出

閭

山

東

西

沿

流

通

小

河

口

陡
坎
湖

城

東

九

十

五

里

滿
井

城

西

北

三

里

水

味

甘

美

人

人

多

汲

飮

雖

旱

亦

滿

故

名

洪

井
城

西

四

里

八
角
井

城

北

隅

義
州杵

頭
山

城

東

二

十

里

靑
山

城

東

三

十

里

有

塔

至

今

存

隘
口
山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中
路
山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白
土
山

城

東

六

十

里

駱
駝
山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萬
佛
山

城

西

十

五

里

三
山

城

西

四

十

里

鷹
窩

山
城

西

三

十

里

筆
架
山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牛
心
山

城

西

南

二

十

里

出
山

城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丫
角
山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碓
嘴
山

城

西

北

六

十

里

塔
山

城

東

一

十

五

里

擦
牙
山

城

西

北

六

十

里

八
塔
山

城

南

二

十

五里

雙
山

城

南

十

五

里

石
門
山

城

北

二

十

里

長
山

城

北

四

十

里

嘉
福
山

城

北

二

十

五

里

舊

有

龍

潭

禱

雨

即

應
隘
口
河

城

東

北

八

十

里

源

出

東

川

州

雙

峰

山

流

入

淸

河

淸
河

城

東

北

一

百

里

源

出

東

川

州

南

流

入

大

淩

河

大
淩

河
城

西

北

六

十

里

源

出

大

寧

入

義

州

境

抱

城

北

東

流

入

海

姚
河

城

西

一

里

源

出

西

南

山

北

流

入

大

淩

河

石
河

城南

四

十

里

源

出

石

房

峪

東

流

入

大

淩

河

泥
河

城

南

二

十

里

源

出

西

山

經

杵

頭

山

入

大

淩

河

王
巨
河

城

南

十

五

里

源

出

西

山

經

城

南

東

北

入

大

淩

河

柏
淩
河

城

北

九

十

里

小
山
泉

城

西

北

境

外

永

樂

間

遣

將

征

虜

聞

虜

酋

脫

古

思

脫

木

兒

在

捕

魚

兒

海

遂

由

大

寧

慶

州

兼

道

而

進

師

次

由

南

道

無

水

軍

士

渴

甚

其

地

忽

聞

有

聲

如

礮

使

人

視

之

則

四

泉

湧

出

衆

歡

呼

曰

此

朝

廷

之

福

天

之

助

也

上

嘗

夢

殿

西

北

有

小

流

泉

直

至

御

足

所

履

有

止

至

是

小

山

泉

湧

出

適

與

夢

符

錦
州紫

荊
山

城

東

十

八

里

多

產

紫

荆

故

以

名

望
海
山

城

東

南

十

五

里

可

望

到

滄

海

平
土
山

城

南

七

十

里

虹

螺
山

城

西

六

十

里

白
雲
山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土

人

以

驗

陰

晴

孤
山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乳
峯
山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中

峰

如

蓋

東

西

十

二

麓

拱

城

北

向

懸

崖

有

竇

方

深

丈

許

寒

溜

如

乳

甘

冽

可

飮

女
兒
山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翠
幕
山

城北

十里

雲
頭
山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梯
子
山

城

北

二

十

五

里

松
山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唐
帽
山

城

北

四

十

里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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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山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聖
水
山

城

東

南

五

十

里

團
山

城

東

南

五

十

里

饅
頭
山

城

北

十

五

里

碌
𥑤
山

城北

六

十

里

木
葉
山

城

東

三

十

里

上

建

契

丹

始

祖

廟

奇

首

可

汗

在

南

廟

可

敦

在

北

廟

繪

塑

二

像

並

八

子

像

相

傳

有

神

人

乘

白

馬

自

馬

盂

山

浮

土

河

而

東

有

天

女

駕

靑

牛

車

由

平

地

松

林

泛

潢

河

而

下

至

木

葉

山

二

水

合

流

相

遇

爲

配

偶

生

八

子

其

後

族

屬

漸

盛

分

八

部

每

行

軍

及

時

祭

必

用

靑

牛

白

馬

云

翠
巖
山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駱
蛇
嶺

城

西

三

十

里

錦
川

城

西

一

百

八

十

步

許

源

自

大

寧

界

匯

川

入

海

女
兒
河

城

西

南

五

里

蛤
蜊
河

城

東

十

里

小
淩
河

城

東

南

十

五

里

廣
寧
右
屯
衞

十
三
山

城

北

三

十

里

頂

有

池

巖

下

有

洞

塔
山

城

北

四

十

里

有

塔

大
淩
河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源

出

大

寧

松

山

經

義

州

東

南

入

于

海

枯
淩
河

城

東

一

　

源

出

大

淩

河

其

水

或

涸

或

盈

故

名

東

南

入

于

海

廣
寧
前
屯
衞

萬
松
山

城

西

北

一

十

五

里

東

西

四

百

餘

里

連

山

海

永

平

界

山

多

松

故

名

三
山

城

西

北

三

十

　

高

數

千

仭

三

峰

並

秀

龍

山
城

西

北

一

百

里

蘭
山

城

東

五

十

里

十
八
盤
山

城

北

九

十

里

山

縈

迴

曲

折

有

十

八

盤

老
虎
山

城

東

北

塔
山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北
山

城

北

一

十

五

里

安
家
山

城

東

北

六

十

里

印
臺
山

城

東

五

里

大
寨
兒
山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小
寨
兒
山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慶
春
山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龍
門
山

城

西

北

九

十

里

灰
山

城

西

北

五

十

里

錐
子
山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大
孤
山

城

北

四

十

里

小
孤
山

城

北

二

十

里

長
山

城

西

北

三

十

鷹
窩
山

城

東

北

七

十

五

里

蛇
山

城

北

一

十

五

里

關
山

城

北

一

十

五

里

廟
山

城

東

北

一

十

五

里

湯

池
山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架
子
山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鐵
場
山

城

北

三

十

里

九
洞
山

城

東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連

海
山

城

西

南

四

里

延

袤

南

接

海

故

名

氊
帽
山

城

北

三

十

里

窟
竉
山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有

孔

角
鹿
山

城北

二

十

里

蛇
倒
退
山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五
指
山

城

北

五

十

里

歡
喜
嶺

城

西

七

十

里

橫
嶺

城

北

二

十

里

長
嶺

城

西

三

十

里

高
嶺

城

西

二

十

里

戴
家
嶺

城

東

北

四

十

三

里

分
水
嶺

城

北

三

十

里

白

石
嶺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靑
石
嶺

城

北

三

十

里

寺
兒
峪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糜
子
峪

城

西

四

十

里

坑
兒

峪
城

西

北

七

十

里

紅
崖

城

西

四

十

里

靑
石
崖

城

東

北

六

十

六

里

黃
土
崗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黃
官
保

嶂
城

西

北

二

十

七

里

背
陰
嶂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石
梯

城

北

三

十

里

昔

人

鑿

山

爲

梯

鎭
遼
將
軍
石

城西

北

三

十

里

石

如

柱

高

數

百

丈

亭

亭

北

面

勢

若

將

軍

因

名

石

將

軍

成

化

間

都

督

王

鍇

立

石

碣

題

此

名

椴
木
衝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老
鸛
衝

城

東

北

八

十

七

里

塔
兒
衝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黃
喜
衝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碾
兒
衝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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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洞

城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大

石

方

數

丈

斜

柱

石

山

之

旁

隱

然

若

洞

其

後

與

山

頂

通

相

傳

昔

人

避

兵

于

此

望
夫
臺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相

傳

爲

秦

時

姜

女

望

夫

臺

急
水
河

源

出

萬

松

山

經

城

西

五

十

里

入

海

漫
水
河

源

出

歡

喜

嶺

經

城

西

七

十

里

入

海

六
州
河

大

寧

建

州

等

六

州

之

水

合

流

自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入

境

南

流

至

蛇

山

務

入

海

桃
花
島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葦
子
溝

城

東

北

九

十

里

杏

花
溝

城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三
道
溝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芍
藥
溝

城

北

二

十

里

爛
泥
溝

城

東

五

里

瑞
潭

城

北

五

十

里

境

外

其

地

有

三

泉

迸

出

相

離

丈

餘

水

色

白

香

美

異

常

龍
潭

城

東

南

四

里

連

海

山

下

白
龍
潭

城

東

南

七

十

里

其

水

南

流

入

于

海

黑
龍
潭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蓮
花
池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仙
鶴
塘

城

東

南

十

里

八
角

井
城

東

七

十

里

聖
井

有

二

一

在

城

北

境

外

百

里

龍

山

下

其

井

涸

每

遇

旱

鄕

人

禱

之

納

瓶

取

水

頃

之

視

瓶

水

多

寡

而

雨

隨

之

其

應

如

響

一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三

山

頂

取

水

禱

雨

獲

驗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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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花

江

兀
良
河

城

北

三

千

三

百

餘

里

源

出

沙

漠

南

流

河

州

與

洮

兒

河

腦

溫

河

合

流

入

混

同

江

腦
溫
河

城

北

八

百

里

源

接

兀

良

河

南

流

入

松

花

江

斡
莫
河

城

東

北

九

百

餘

里

源

出

黃

龍

府

北

山

北

流

入

松

花

江

金
水
河

城

東

北

一

千

餘

里

源

出

黃

龍

府

東

山

北

流

入

松

花

江

即

金

人

按

出

虎

水

理
河

城

東

北

一

千

一

百

里

源

出

斡

朶

城

南

諸

山

北

流

八

松

花

江

忽
兒
海
河

城

東

北

一

千

里

源

出

潭

州

城

東

諸

山

北

流

谷

州

城

東

經

斡

朶

里

城

北

流

入

松

花

江

艾
葱
河

城

東

北

六

千

餘

里

源

出

潭

州

東

山

流

入

于

海

莽
哥
河

城

東

六

千

餘

里

源

出

潭

州

東

山

東

流

入

于

海

大
淸
河

城

東

南

十

五

里

源

出

分

水

嶺

者

名

扣

河

西

流

一

百

八

十

九

里

至

石

嘴

別

名

大

淸

河

金
線
河

在

眞

武

廟

前

源

出

東

北

隅

泉

穴

西

流

出

水

關

而

南

入

淸

河

那
木
川

城

東

一

百

里

源

出

分

水

嶺

西

南

流

入

小

沙

河

遼
海

城

西

二

百

五

十

里

源

接

艾

河

西

流

入

梁

房

海

口

灰
扒
江

城

東

三

百

五

十

里

源

出

歸

德

南

東

北

山

東

流

入

松

花

江

忽
剌
温
江

城

北

九

百

里

源

出

北

山

南

流

入

松

花

江

托
溫
江

城

北

一

千

里

原

出

長

白

山

南

流

入

松

花

江

混
同
江

城

北

一

千

五

百

里

源

出

北

山

南

流

合

松

花

江

入

于

海

黑
龍
江

城

北

二

千

五

百

里

原

出

北

山

南

流

入

于

松

花

江

阿
速
江

城

東

北

二

千

六

百

里

源

出

古

州

百

山

北

流

入

松

花

工

土
木
江

城

東

北

六

千

餘

里

源

出

長

白

山

至

北

山

東

流

入



 

全
遼
志
卷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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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遼

海

叢

書

于海

松
花
江

城

東

南

一

千

里

源

出

長

白

山

湖

中

北

流

經

南

京

城

與

灰

扒

江

合

至

海

西

與

混

同

江

合

東

流

入

于

海

關
梁鎭

北
關

開

原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夷

人

朝

貢

入

市

由

此

山
頭
關

開

原

城

南

六

十

里

淸
河
關

開

原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廣
順
關

開

原

城

東

六

十

　

靖

安

堡

新
安
關

開

原

城

西

六

十

里

慶

雲

堡

撫
順
關

瀋

陽

城

東

北

撫

順

城

東

三

十

里

建

州

夷

人

朝

貢

買

賣

由

此

白
土
廠
關

廣

寧

城

北

七

十

里

夷

人

入

市

由

此

連
山
關

遼

陽

城

東

南

一

百

八

十

里

朝

鮮

入

貢

由

此

梁
房
口
關

海

州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海

運

舟

由

此

入

遼

河

旅
撫
口
關

金

州

城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海

運

舟

至

此

登岸

鴉
鶻
關

遼

陽

城

東

三

百

三

十

里

刺
楡
關

遼

陽

城

南

一

百

七

十

里

大
片
嶺
關

海

州

城

東

一

百

一

十

里

石
門
關

蓋

州

城

東

七

十

里

連
雲
島
關

蓋

州

城

西

五

十

里

欒
古
關

復

州

城

南

六

十

五

里

哈
思

關
金

州

城

南

十

八

里

蕭
家
島
關

金

州

城

東

北

一

十

五

里

分
水
嶺
關

廣

寧

城

北

八

里

建

鎭

北

樓

三

間

魏

家
嶺
關

廣

寧

城

西

北

六

十

里

鎭
朔
關

靉

陽

城

北

三

里

女
眞
馬
市

永

樂

初

設

開

原

城

東

屈

換

屯

成

化

間

改

設

城

南

門

外

西

每

歲

海

西

夷

人

於

此

買

賣

達
達
馬
市

成化

間

添

設

于

古

城

堡

南

嘉

靖

三

年

改

于

慶

雲

堡

北

每

歲

海

西

黑

龍

江

等

衞

夷

人

于

此

買

賣

撫
順
馬
市

城

東

三

十

里

建

州

諸

夷

人

於

此

交

易

買

賣

廣
寧
馬
市

在

團

山

堡

朶

顏

泰

寧

二

衞

諸

夷

於

此

買

賣

永

樂

三

年

立

遼

東

開

原

廣

寧

馬

市

定

價

上

上

馬

絹

八

疋

布

十

二

疋

上

馬

絹

四

疋

布

六

疋

中

馬

絹

三

疋

布

五

疋

下

馬

絹

二

疋

布

四

疋

駒

絹

一

疋

布

三

疋

其

立

市

一

於

開

原

城

南

以

待

海

西

女

眞

一

於

開

原

城

東

一

於

廣

寧

以

待

朶

顏

三

衞

各

去

城

四

十

里

十

年

令

遼

東

缺

馬

官

軍

聽

於

各

馬

市

照

例

收

買

十

五

年

重

定

遼

東

互

市

馬

價

上

上

馬

一

匹

米

五

石

絹

布

各

五

疋

中

馬

米

三

石

絹

布

各

三

疋

下

馬

米

二

石

絹

布

各

二

疋

駒

米

一

石

布

二

疋

正

統

十

四

年

革

朶

顏

三

衞

互

市

成

化

十

四

年

奏

准

遼

東

馬

市

聽

海

西

並

朶

顏

三

衞

夷

人

買

賣

成
化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初
四
日
蒙
兵
部
紅
牌
榜
文
爲
禁
約
事
本
部
太

子
太
保
尙
書
余
子
俊
等
於
奉
天
門
欽
奉
聖
旨
遼
東
開
設
馬
市
許
令

海
西
朶
顏
等
三
衞
達
子
買
賣
俾
得
有
無
相
濟
各
安
生
理
此
係
懷
柔

來
遠
之
道
永
樂
宣
德
年
間
已
嘗
行
之
兩
有
利
益
但
恐
中
間
奸
詐
求

賄
之
徒
妄
生
事
端
阻
壞
邊
務
橫
啓
邊
釁
貽
患
將
來
殊
非
細
故
恁
部

裏
便
出
榜
曉
諭
禁
約
馬
市
開
原
每
月
初
一
日
至
初
五
日
開
一
次
廣

寧
每
月
初
一
日
至
初
五
日
十
六
日
至
二
十
日
開
一
次
聽
巡
撫
官
定

委
布
按
二
司
管
糧
官
分
投
親
臨
監
督
仍
差
撥
官
軍
用
心
防
護
省
諭

各
夷
不
許
身
帶
弓
箭
器
械
止
將
馬
匹
幷
土
產
物
貨
赴
役
處
委
官
驗



 

全
遼
志
卷
一
　
　
山
川
　
　
　
　
三
十
六

　
遼

海

叢

書

放
入
境
開
市
本
處
亦
不
許
將
有
違
禁
物
貨
之
人
與
彼
交
易
市
畢
即

日
打
發
出
境
不
許
通
事
幷
交
易
人
等
專
一
與
夷
欺
侮
出
入
貪
多
馬

價
及
偷
盜
貨
物
亦
不
許
撥
置
夷
人
指
以
貨
物
爲
由
符
同
詐
騙
取
財

分
用
敢
有
擅
放
夷
人
入
境
及
縱
容
官
軍
人
等
無
貨
者
任
意
入
市
有

貨
者
在
內
過
宿
窺
取
小
利
透
漏
邊
情
者
許
審
問
明
白
俱
發
兩
廣
煙

瘴
地
面
充
軍
遇
赦
並
不
原
宥
或
本
處
通
事
俱
不
許
有
所
求
索
或
因

而
受
害
就
彼
査
處
其
鎭
守
總
兵
等
官
尤
專
心
體
察
幷
一
應
勢
豪
之

家
俱
不
許
私
將
貨
物
假
充
家
人
伴
當
時
常
在
市
出
名
買
賣
俾
所
司

畏
勢
縱
容
無
法
關
防
如
有
聽
彼
處
巡
按
御
史
緝
訪
拏
問
具
招
發
遣

罪
不
輕
貸
敢
有
容
情
一
體
治
罪
不
許
故
違
今
將
聖
旨
事
宜
備
出
榜

文
示
仰
一
體
欽
遵
施
行

代
子
河
橋

遼

陽

城

北

三

里

東

南

山

歲

造

船

隻

僉

派

水

手

三

十

名

委

指

揮

一

員

管

理

常

川

擺

渡

至

九

月

初

搭

蓋

浮

梁

太

平
橋

遼

陽

城

鎭

遠

門

外

昇
平
橋

遼

陽

城

西

門

外

昇
仙
橋

遼

陽

城

平

夷

門

外

安
定
橋

遼

陽

城

安

定

門

外

梁
水
橋

遼

陽

城

東

北

三

里

稠
柳
河
木
橋

遼

陽

城

北

六

十

里

三
汊
河
浮
橋

海

州

城

西

七

十

里

太

子

河

羊

腸

河

珠

子

河

三

水

合

流

入

海

歲

用

葦

纜

大

船

三

十

隻

爲

梁

便

民

往

來

冬

季

冰

堅

仍

打

蘆

葦

搭

造

浮

梁

以

濟

不

通

專

委

指

揮

或

千

百

戶

一

員

把

截

譏

察

非

常

沙
河
橋

海

州

城

西

門

外

八
里
河
橋

海

州

城

南

八

里

夾
河
橋

海

州

城

西

南

二

十

里

橫
頭
橋

海

州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楊
家
橋

海

州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重
淸
橋

蓋

州

城

南

門

外

新
安
河

橋
蓋

州

城

南

九

十

里

堝
頭
河
橋

蓋

州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熊
岳
河
橋

蓋

州

城

南

六

十

里

張
果
老
橋

蓋

州

城

南

四

十

里

仙
人
橋

蓋

州

城

南

九

十

里

沙
河
橋

復

州

城

南

八

里

眞
武
橋

復

州

城

東

門

外

北
淸

渡
橋

復

州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空

洞

天

成

居

人

利

涉

新
橋

廣

寧

靖

遠

門

南

通
濟
橋

廣

寧

城

中

鼓

樓

南

鄰
泮
橋

廣

寧

儒

學

泮

宮

西

經
濟
橋

廣

寧

城

南

大
惠
橋

廣

寧

城

永

安

門

外

迎
秀
橋

廣

寧

城

拱

鎭

門

外

會
流

橋
經

濟

橋

南

長

春

大

惠

二

流

至

此

合

爲

一

長
春
橋

廣

寧

城

拱

鎭

門

內

拱
辰
橋

廣

寧

城

敎

場

南

觀
瀾
橋

廣

寧

城

泰

安

門

外

秀
水
橋

廣

寧

城

迎

恩

門

外

東
會
橋

廣

寧

新

城

宣

化

門

外

羊
腸
河
橋

廣

寧

東

三

十

五

里

平
遠
橋

廣

寧

城

湖

溝

鋪

東

三

里

廣
濟
橋

城

東

盤

山

驛

東

十

五

里

四
塔
橋

廣

寧

城

南

九

十

里

十

三
山
橋

廣

寧

城

南

九

十

里

火
燒
橋

廣

寧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通
遠
橋

義

州

城

南

門

外

山

川

壇

南

閱
武
橋

義

州

城

門

外

參

將

胡

忠

建

淩
河
橋

義

州

城

北

門

外

胡

忠

建

石
橋

錦

州

城

東

七

十

里

淩
河
橋

義

州

城

東

五

十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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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海

叢

書

里

龍
王
廟
橋

右

屯

衞

東

三

里

干
河
上
得
橋

右

屯

衞

北

五

里

枯
淩
河
橋

右

屯

衞

東

一

里

板
橋

前

屯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火
燒
橋

前

屯

城

西

三

十

里

高
橋

寧

遠

東

二

十

五

里

渾
河
木
橋

瀋

陽

城

南

十

里

由

東

梁

范

河

二

水

會

流

而

西

船

隻

擺

渡

如

代

子

河

沙
河
木
橋

瀋

陽

城

南

四

十

里

蒲
河
木
橋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柴

河
橋

鐵

嶺

城

北

三

里

遼
海
橋

鐵

嶺

城

南

十

五

里

周
勝
橋

鐵

嶺

城

北

十

里

汎
河
橋

汎

河

所

南

一

里

小

橋
汎

河

所

南

一

里

淸
河
橋

懿

路

南

關

所
泥
溝
鋪
橋

懿

路

所

南

三

十

里

淸
河
橋

開

原

城

南

門

外

馬

鬃
河
橋

開

原

城

西

三

十

里

亮
子
河
橋

開

原

城

西

五

十

里

三
山
橋

開

原

城

南

三

十

五

里

慶
雲
橋

在

開

原

城

西

門

外

太
平
橋

開

原

城

南

門

外

安
遠
橋

開

原

城

北

門

外

和
陽
橋

開

原

城

東

門

外

海
道遼

東
古
靑
州
之
域
自
周
以
下
遼
東
屬
燕
靑
州
屬
齊
疆
域
難
分
海
道

無
異
至
於
漢
伐
朝
鮮
遣
楊
僕
從
齊
泛
渤
海
荀
彘
出
遼
東
而
隋
唐
東

征
亦
分
師
航
海
豈
非
循
習
其
舊
哉
國
初
置
遼
東
即
發
兵
數
萬
戍
遼

命
鎭
海
侯
吳
禎
總
舟
師
萬
人
由
登
萊
轉
運
歲
以
爲
常
至
永
樂
四
年

平
江
伯
陳
暄
猶
督
運
至
遼
其
後
設
有
屯
田
糧
運
始
廢
止
令
山
東
歲

運
布
花
以
給
軍
士
皆
由
登
州
發
運
至
金
州
旅
順
止
卸
當
時
倭
寇
偶

犯
而
總
兵
劉
江
遂
有
望
海
堝
之
捷
其
患
亦
絕
歲
運
至
弘
治
十
八
年

船
壇
暫
止
山
東
乃
征
以
輕
齎
灌
輸
歲
豐
用
充
不
暇
購
求
嘉
靖
七
年

巡
按
王
重
賢
先
爲
即
墨
知
縣
言
有
司
苦
于
布
花
折
色
乃
請
通
海
道

復
舊
制
金
州
劉
訓
導
明
言
家
世
登
州
自
海
運
不
通
生
理
蕭
條
然
則

在
山
東
亦
自
有
利
害
矣
三
十
七
年
遼
東
荒
歉
乃
欲
求
通
先
是
邊
備

劉
九
榮
查
議
曰
海
運
之
廢
已
非
一
年
若
以
打
造
船
隻
裝
運
布
花
爲

名
則
價
値
苦
征
求
之
難
造
作
惜
人
工
之
費
萬
無
可
通
之
時
爲
今
之

計
暫
疎
海
禁
隨
民
間
有
力
者
各
置
船
隻
從
先
年
故
道
自
相
貿
易
登

金
兩
岸
設
法
稽
査
其
歲
運
布
花
仍
從
原
議
征
收
折
色
照
舊
從
關
起

解
巡
按
周
斯
盛
奏
曰
國
家
建
置
之
初
以
之
隸
山
東
者
止
以
海
道
耳

自
旅
順
口
以
望
登
萊
煙
火
可
即
泛
舟
而
往
一
日
可
至
以
山
東
之
人

適
山
東
之
地
通
舟
楫
自
有
之
道
因
天
地
自
然
之
利
更
何
所
顧
忌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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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
撫
侯
汝
諒
奏
請
一
開
天
津
海
道
一
通
山
東
糴
買
與
總
督
王
忬
科

道
先
後
所
言
同
山
東
當
事
者
雖
多
設
事
變
而
戶
部
猶
執
前
議
舟
通

數
月
逮
前
巡
撫
路
可
由
設
言
島
人
一
聞
調
船
必
棄
業
嘯
聚
急
請
停

止
部
遂
據
以
卻
諸
議
而
不
虞
其
爲
越
吟
也
夫
遼
東
旣
以
山
海
爲
關

亦
宜
以
海
防
爲
津
先
年
通
運
之
時
寧
無
稽
查
之
法
且
倭
國
與
閩
浙

相
對
去
遼
本
遠
先
固
未
嘗
以
望
海
一
咽
而
遂
推
虀
於
後
也
十
七
年

巡
撫
孫
禬
差
都
指
揮
閔
忠
齎
咨
赴
催
然
爲
馮
驩
責
債
得
致
無
幾
近

積
欠
至
七
十
餘
萬
即
是
則
海
禁
之
意
不
在
所
言
之
害
而
恐
通
後
吾

執
左
券
以
責
備
耳
矣
其
運
船
本
南
京
龍
江
關
承
造
正
德
初
以
湖
廣

災
傷
暫
議
停
止
今
並
編
列
金
州
旅
順
口
達
金
州
水
關
岸
水
程
海
島

於
左
方
使
後
得
料
遠
近
考
廢
興
備
成
法
焉

右
金
州
旅
順
關
口
南
達
登
州
新
河
水
關
岸
經
五
百
五
十
里
水
程

適
中
海
島
名
曰
羊
堝
有
石
碣
上
鐫
南
岸
達
北
岸
共
五
百
五
十
里

兩
日
內
風
力
順
可
到
先
一
日
辰
時
自
登
州
新
河
發
航
至
晚
抵
旅

順
泊
岸
次
日
辰
時
自
旅
順
發
航
至
晚
北
抵
三
汊
河
泊
岸
蓋
自
旅

順
口
起
抵
海
中
羊
堝
黃
城
二
島
約
三
百
里
自
黃
城
南
抵
欽
島
鼉

磯
島
約
三
十
里
欽
鼉
島
抵
井
島
約
七
十
里
井
島
抵
沙
門
等
島
一

百
三
十
里
沙
門
島
抵
新
河
水
關
僅
二
十
里
總
括
其
數
亦
五
百
五

十
里
各
島
相
接
如
驛
遞
而
島
之
住
戶
俱
屬
納
水
利
銀
兩
于
金
州

薛
子
曰
夫
遼
山
谿
包
絡
訏
衍
巨
麗
而
醫
閭
雄
峙
靑
海
限
帶
巋
然
爲

東
北
壯
觀
故
雖
號
用
武
之
邦
而
文
物
郁
郁
景
𧰼
腆
縟
覽
者
謂
方
諸

南
州
云
偉
人
代
作
遭
時
遘
機
樹
爲
勳
庸
崇
爲
槪
節
煥
爲
文
章
表
表

可
紀
豈
非
靈
元
精
英
之
所
毓
發
也
哉
國
家
文
敎
浸
淫
海
內
人
材
稱

爲
全
盛
而
遼
乃
風
氣
愿
僿
儒
效
闊
疎
未
足
以
昭
瓌
奇
之
鍾
也
扶
輿

淸
淑
之
氣
祕
滯
蓄
結
意
必
有
所
徯
焉
吁
士
生
兹
土
與
尸
風
化
者
盍

圖
所
以
當
其
盛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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