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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i

館

陶

縣

志

新
序

一

館
陶
縣
續
修
縣
志
序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春
二
月
余
由
嘉
祥
調
任
館
陶
旣
視
事
郭
君
子
嵐
李

君
蔭
淸
等
來
謁
謂
續
修
縣
志
巳
吿
成
請
余
爲
之
序
余
署
濰
縣
署
嘉

祥
皆
逢
是
役
緣

上
憲
注
意
民
生
欲
知
全
省
沿
邊
扼
塞
之
形
與
人
民
丁
口
登
耗
之
數

並
各
縣
社
會
之
習
尙
與
政
教
之
實
施
通
令
編
輯
縣
志
報
省
以
備
採

擇
爲
山
東
通
志
之
修
館
陶
開
局
於
甲
戌
年
終
竣
編
於
丙
子
歲
首
當

是
時
丁
君
伯
謙
在
任
甫
脫
稿
而
丁
君
去
職
余
取
稿
而
閱
之
見
民
性

質
直
誠
樸
歷
有
所
書
士
敦
品
行
農
勤
稼
穡
近
且
振
尙
武
之
精
神
明

親
上
敬
長
之
大
義
曩
聞
館
陶
民
馴
易
治
信
不
誣
己
夫
官
與
民
必
息

息
相
通
而
後
可
以
相
信
相
信
相
孚
而
施
治
乃
可
與
圖
功
養
民
之
政

非
一
端
行
之
必
貫
以
誠
敎
民
之
事
亦
多
術
導
之
必
順
其
勢
値
此
民

心
望
治
之
餘
力
戒
虛
浮
泄
沓
之
習
囹
圄
宜
淸
也
必
欲
使
人
無
寃
獄

萑
苻
宜
靖
也
必
欲
使
野
無
游
民
事
有
可
因
者
因
之
不
遽
改
絃
更
張

弊
有
可
革
者
革
之
絕
不
因
陋
就
簡
對
此
心
乃
可
對
百
姓
對
百
姓
乃

可
對
上
官
余
將
振
廢
起
衰
與
民
衆
共
圖
郅
治
也
民
衆
庶
其
輔
我
而

共
策
進
行
乎
是
書
爲
一
縣
之
史
援
古
可
以
證
今
彰
往
可
以
察
來
內

中
論
列
實
獲
我
心
事
皆
可
信
不
取
傳
聞
之
詞
言
不
蹈
虛
絕
無
靡
麗

之
語

嚴
無
濫
寗
質
無
華
其
對
於
財
政
經
濟
建
設
實
業
敎
育
武
備

以
及
立
法
司
法
諸
大
端
言
之
娓
娓
論
之
綦
詳
可
爲
今
後
借
鏡
之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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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新
序

二

至
其
徵
文
考
献
猶
爲
餘
事
耳
閒
嘗
論
之
昔
人
之
政
雖
不
合
於
今
也

善
師
其
意
則
無
往
而
不
宜
今
日
之
法
固
可
埀
諸
後
也
僅
襲
其
外
則

推
行
而
多
滯
徒
善
不
足
以
爲
政
徒
法
不
能
以
自
行
古
人
已
明
明
詔

我
矣
敢
不
盡
心
力
而
爲
之
乎
茲
因
論
志
書
並
連
類
及
之
聞
是
書
出

於
高
唐
劉
君
之
手
而
協
修
監
修
分
纂
襄
纂
與
採
訪
諸
君
子
無
不
踴

躍
從
事
要
皆
丁
前
任
督
飭
之
力
居
多
余
幸
觀
厥
成
特
以
付
之
梓
謹

弁
數
語
用
誌
其
緣
起
云
爾
是
爲
序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署
理
館
陶
縣
縣
長
王
華
安
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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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新
序

三

續
修
館
陶
縣
志
序

盛
衰
時
也
强
弱
勢
也
因
革
人
也
殷
因
夏
禮
周
因
殷
禮
損
益
因
時
折

衷
定
制
繼
周
雖
百
世
可
知
殷
鑒
不
遠
周
監
二
代
湯
武
革
命
舊
邦
維

新
迄
周
而
斯
文
大
備
天
下
爲
公
而
夏
家
之
揖
讓
乃
變
征
誅
之
局
井

田
古
制
而
秦
廢
之
阡
陌
遂
嚴
疆
界
之
分
慨
自
秦
縣
而
後
皇
帝
威
權

無
尙
專
制
淫
威
聿
逞
詩
書
火
而
墮
聰
明
法
制
苛
而
箝
口
舌
上
自
天

子
以
下
逮
庶
人
階
級
判
若
天
淵
內
由
京
師
而
外
達
郡
邑
肥
瘠
視
同

秦
越
故
其
興
也
勃
焉
而
其
亡
也
亦
忽
焉
此
無
他
失
其
民
者
失
其
心

也
自
是
而
漢
而
唐
而
宋
而
元
而
明
而
淸
代
狃
家
天
下
之
故
智
唯
逞

軍
國
權
之
主
義
開
國
縱
亦
代
有
聖
仁
而
繼
統
者
每
易
變
本
加
厲
攬

數
千
年
興
亡
史
民
族
主
義
皆
被
摧
於
帝
制
主
義
以
故
治
日
常
少
而

亂
日
常
多
歷
代
國
史
及
一
統
志
郡
邑
志
紀
事
編
年
災
禍
頻
見
此
豈

運
數
之
多
乖
乃
人
謀
之
不
善
下
結
民
怨
即
上
干
天
和
故
書
曰
皇
天

無
親
惟
德
是
輔
民
心
無
常
惟
惠
之
懷
民
之
所
歸
天
必
祐
之
治
一
國

如
是
治
一
省
如
是
治
一
邑
亦
莫
不
如
是
國
積
各
省
而
成
省
集
各
縣

而
立
猶
指
臂
之
相
使
不
容
歧
而
二
之
也
館
陶
舊
屬
東
郡
劇
邑
民
國

革
新
廢
府
改
隷
東
臨
道

國
民
政
府
統
一
後
直
隸
山
東
省
縣
有
志
始
於
明
萬
歷
初
淸
康
熙
十

四
年
乾
隆
元
年
一
再
續
修
之
維
時
政
尙
寬
大
司
牧
者
亦
多
賢
君
子

保
惠
教
誨
乘
時
利
濟
故
寬
民
之
政
如
均
里
均
牌
除
崔
糧
包
空
孝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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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新
序

四

沙
薄
減
則
等
皆
其
興
革
之
犖
犖
大
者
實
心
實
政
後
先
輝
映
嘉
道
以

降
逮
於
咸
同
災
荒
迭
儆
繼
以
兵
燹
道
殣
相
望
流
離
日
多
館
之
民
氣

索
然
矣
迨
光
緖
間
水
旱
頻
仍
萑
苻
潛
滋
宰
斯
土
者
非
顢
頇
失
機
輙

操
切
僨
事
其
賢
者
每
又
不
久
超
遷
館
之
民
猶
是
也
而
生
日
蹙
而
力

日
耗
蓋
厄
於
凶
歲
者
十
之
一
二
而
病
於
苛
政
者
十
之
三
四
也
志
之

云
者
與
史
相
通
貴
於
直
書
而
尤
貴
於
實
徵
非
可
以
臆
見
參
也
况
館

志
自
乾
隆
初
間
失
修
迄
今
已
二
百
年
中
經
變
亂
官
署
之
簡
册
旣
多

摧
殘
私
家
之
撰
箸
亦
多
散
佚
此
次
奉
檄
續
修
期
限
攸
迫
蒐
羅
裒
集

尤
非
易
易
淸
如
以
異
縣
人
旣
不
獲
受
敎
於
館
之
先
輩
諸
君
子
於
邑

中
聞
見
又
千
百
不
能
備
一
二
承
縣
長
丁
公
伯
謙
邀
襄
斯
舉
自
慚
譾

陋
非
筆
削
才
幸
得
李
君
蔭
淸
蒐
輯
於
前
諸
君
子
校
訂
於
後
編
次
成

書
共
爲
十
帙
綱
十
有
一
而
目
詳
其
中
首
之
以
地
理
終
之
以
雜
志
體

裁
畧
倣
舊
志
其
有
於
國
體
未
合
者
則
酌
删
之
新
志
所
必
要
者
則
增

輯
之
特
是
二
百
年
中
區
域
之
隷
屬
戶
口
之
增
殖
民
生
之
豐
耗
物
產

之
盈
朒
以
及
政
教
興
革
之
事
文
化
消
長
世
運
升
降
之
機
已
不
知
其

幾
許
變
遷
遠
者
旣
苦
文
獻
久
乏
近
者
又
慮
其
屢
更
靡
常
時
事
日
新

月
異
而
歲
不
同
即
制
因
時
變
政
由
俗
革
而
得
人
則
政
舉
失
人
則
政

廢
館
之
地
不
改
闢
館
之
民
不
改
聚
長
民
者
善
於
撫
字
而
敎
養
之
爲

之
民
者
善
於
自
治
勇
於
自
衞
相
與
努
以
以
建
設
一
文
明
强
固
之
新

館
陶
於
邑
乘
中
留
一
革
命
之
大
紀
念
是
則
私
衷
所
慇
慇
期
望
者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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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新
序

五

是
爲
序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高
唐
劉
淸
如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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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舊
序

六

明
萬
歷
四
年
初
修
縣
志
序

東
昌
府
在
東
藩
號
稱
劇
郡
而
館
陶

之
則
爲
鉅
邑
歲
癸
酉
余
以
公

除
來
牧
茲
邑
入
其
境
問
厥
誌
咸
曰
無
焉
時
深
惜
之
而
未
遑
也
及
今

三
載
年
穀
順
成
而
政
務
簡
息
迺
得
究
心
於
是
遂
以
屬
學
翰
銓
齋
趙

君
一
泉
劉
君
晴
川
江
君
以
領
之
開
局
於
季
冬
而
竣
編
於
歲
首
余
得

總
其
成
焉
復
就
正
於
鄕
大
夫
方
伯
春
林
武
公
咸
有
所
評

乃
付
之

梓
人
叙
曰
誌
豈
易
言
哉
仰
以
觀
於
星
文
俯
以
察
於
井
牧
中
以
浹
於

人
事
旁
以
麗
於
物
情
加
筆
削
於
成
書
而
示
從
違
於
實
錄
一
時
成
之

百
世
傳
之
一
人
作
之
萬
人
信
之
化
理
關
焉
是
誌
之
繫
也
豈
易
言
哉

道
從
世
變
人
懷
己
私
務
博
者
濫
矜
能
者
誇
鬬
靡
者
浮
喜
誕
者
詭
四

弊
生
而
誌
日
病
矣
他
如
列
國
之
語
藻
思
幽
詞
出
於
賢
哲
之
手
後
世

君
子
猶
或
非
之
况
其
次
焉
者
乎
是
邑
也
僻
在
一
隅
會
於
兩
畿
邇
孔

孟
之
鄕
聞
詩
禮
仁
義
之
教
流
風
餘
韻
世
漸
人
靡
迄
用
有
成
迨
我
明

興
兩
祖
之
所
覆
育
列
聖
之
所
陶
成
以
至
今
日
二
百
年
於
茲
矣
追
琢

成
章
鳶
魚
率
性
化
行
而
俗
美
長
德
而
幼
造
民
安
而
物
阜
誌
不
容
以

一
日
無
也
凡
爲
帙
有
四
援
其
舊
典
廣
以
新
聞
稽
之
僉
言
附
以
獨
見

誌
土
俗
則
世
運
之
升
降
見
焉
誌
賦
役
則
民
生
之
豐
耗
見
焉
誌
食
貨

則
物
貢
之
多
寡
見
焉
誌
職
官
則
政
敎
之
隆
汙
見
焉
誌
科
貢
則
人
文

之
顯
晦
見
焉
以
至
沿
革
創
廢
之
微
災
祥
藝
文
之
末
莫
不
綱
凡
而
備

載
之
歷
歷
然
如
指
諸
掌
百
世
之
下
其
可
讀
而
知
乎
繼
自
今
典
教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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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舊
序

七

是
者
因
材
質
之
宜
爲
啟
迪
之
術
可
以
作
人
矣
司
牧
於
是
者
肄
剛
柔

之
習
達
寬
猛
之
方
可
以
立
政
矣
觀
風
於
是
者
聽
淳
疵
之
音
盡
節
宣

之
道
可
以
貢
俗
矣
即
其
已
具
而
校
讐
之
非
徒
備
一
方
之
文
獻
己
也

則
是
誌
之
成
豈
徒
然
哉
若
夫
節
烈
之
舉
藐
焉
寡
儔
非
故
抑
之
也
與

其
溢
美
而
無
徵
寧
闕
如
也
秉
彜
好
德
人
心
所
同
表
揚
風
敎
勵
世
之

典
則
有
後
之
君
子
在
又
何
亟
焉
梓
完
題
其
首
曰
館
陶
新
誌
與
摭
搓

之
勞
者
凡
十
有
二
人
因
並
列
之
左
云

明
萬
歷
四
年
元
月
知
館
陶
縣
事
灤
城
李
冲
奎
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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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舊
序

八

淸
康
熙
十
四
年
重
修
縣
志
序

志
何
昉
乎
自
周
禮
職
方
氏
辨
九
州
之
域
而
疆
理
以
分
後
世
置
郡
列

縣
於
是
倣
古
列
國
史
各
輯
一
方
風
土
政
敎
興
革
之
事
俾
一
人
撫
方

夏
者
覽
圖
披
册
周
知
海
內
大
勢
而
輕
重
布
之
用
以
紹
芳
猷
於
往
古

垂
烱
鑒
於
來
茲
此
王
者
大
一
統
之
規
模
未
可
執
方
隅
之
見
測
矣
顧

志
在
一
邑
輿
圖
旣
隘
廢
置
移
易
靡
常
昔
人
嘗
以
此
爲
論
余
謂
不
然

自
昔
分
幷
更
遷
之
故
莫
不
釐
然
可
具
考
故
欲
得
輿
地
之
全
蹟
必
先

耑
主
一
邑
然
後
合
之
而
郡
而
省
以
通
纂
一
代
成
編
則
輯
一
邑
之
書

者
其
條
分
縷
晰
之
功
葢
可
少
乎
哉
陶
巖
邑
也
踞
舟
車
之
衝
人
民
蕃

庶
土
肥
而
俗
淳
賢
豪
鍾
生
累
代
相
暎
古
名
人
勝
槪
所
在
有
遺
趾
焉

顧
邑
乘
之
修
創
自
明
萬
歷
初
年
閱
今
已
百
載
其
間
風
會
固
殊
人
事

亦
代
謝
更
兼
鼎
革
兵
火
之
餘
故
籍
寥
寥
無
存
者
嗟
夫
此
百
年
中
豈

乏
人
哉
乃
或
與
寒
風
苦
雨
而
俱
盡
否
則
偕
殘
碑
斷
碣
而
同
湮
其
僅

存
者
葢
十
之
三
四
未
逮
也
茲
邑
侯
楚
潛
鄭
公
以
名
進
士
來
蒞
吾
土

翔
洽
吏
民
懷
其
德
而
樂
其
爲
政
數
年
間
興
衰
起
頽
百
務
具
舉
每
詢

及
邑
志
不
禁
慨
然
嗟
歎
久
之
値
聖
天
子
統
一
區
宇
修
輯
天
下
全
書

勅
下
郡
邑
令
各
述
其
志
以
献
屬
予
假
憩
田
里
公
乃
商
予
曰
邑
志
不

可
以
再
稽
此
中
秘
之
責
也
予
聞
而
滋
懼
念
生
也
晚
旣
不
及
受
敎
先

輩
諸
諸
子
又
世
籍
郡
城
邑
中
聞
見
什
不
能
備
一
二
且
非
筆
削
材
寧

克
膺
斯
任
幸
有
汪
君
儀
甫
舊
輯
陶
山
攷
一
書
廣
搜
旁
錄
殫
苦
心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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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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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年
典
問
頗
詳
固
文
献
之
徵
也
取
而
細
披
之
復
衷
裁
於
郡
志
以
爲

模
楷
編
列
大
綱
有
十
而
目
詳
其
中
首
之
以
圖
考
終
之
以
雜
志
體
裁

略
備
而
又
芟
牽
引
之
辭
崇
典
核
之
要
詳
時
事
之
變
叅
固
陋
之
議
寧

嚴
勿
濫
寧
簡
勿
雜
寧
闕
疑
以
俟
考
稽
勿
輕
信
而
恣
臆
說
雖
三
代
直

道
難
以
復
行
然
去
私
去
僞
必
誠
必
愼
此
寸
心
烱
然
固
將
寄
諸
千
秋

之
下
者
也
至
甘
棠
遺
思
守
此
土
者
多
賢
君
子
芳
聲
偉
伐
恐
歷
久
失

傳
故
名
宦
一
傳
殊
歎
寥
落
隱
居
自
好
寄
跡
深
山
與
鶴
鹿
伍
者
率
不

不
留
顯
名
氷
霜
潔
操
或
賷
志
深
閨
中
而
泯
沒
弗
彰
者
未
必
無
人
焉

之
數
者
或
典
册
之
靡
徵
或
蒐
羅
之
難
徧
或
仍
前
人
之
論
斷
而
失
眞

或
採
野
老
之
傳
聞
而
鮮
當
補
罅
漏
而
續
成
書
是
所
望
於
將
來
者
矣

斯
編
也
托
始
乎
汪
君
之
裒
集
受
成
于
鄭
公
之
裁
定
復
得
諸
君
子
精

以
校
讎
予
雖
幸
預
編
摩
僅
贊
襄
之
力
耳
後
之
人
攬
圖
而
興
曰
斯
當

日
徵
文
考
獻
以
備
輶
軒
之
採
而
壯
盛
朝
大
一
統
之
模
者
也
其
駑
駘

附
驥
共
靑
雲
而
施
不
朽
矣

淸
康
熙
十
四
年
中
秋
日
翰
林
院
編
修
邑
人
耿
願
魯
撰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舊
序

十

淸
乾
隆
元
年
續
修
縣
志
序

我
國
家
重
熙
累
洽
久
道
化
成
列
聖
相
承
作
述
著
美
洪
綱
畢
舉
萬
目

具
張
其
遵
道
路
而
同
風
俗
者
固
合
千
萬
世
而
斂
時
錫
福
也
雍
正
五

年
歲
在
丁
未
詔
修
直
省
通
志
以
照
同
文
之
盛
于
是
畿
甸
侯
衛
罔
不

率
俾
共
事
蒐
羅
以
襄
盛
軌
時
館
陶
邑
宰
涇
川
趙
君
知
希
賢
達
士
也

裒
集
舊
聞
益
以
新
緖
爲
續
乘
凡
一
十
二
卷
上
之
郡
守
嘉
魚
金
公
啟

洛
潤
色
成
書
乃
未
謀
剞
劂
而
相
繼
苃
舍
是
稿
遂
什
襲
於
諸
生
李
子

志
杜
之
手
乙
卯
秋
余
自
堂
邑
來
攝
館
篆
披
閱
舊
志
慨
其
殘
缺
銳
意

修
舉
而
竊
未
逮
也
適
得
趙
君
續
志
于
李
生
之
篋
遂
付
諸
梨
棗
而
爲

之
序
曰
凡
邑
之
有
志
山
川
人
物
風
氣
之
盛
衰
相
因
而
見
也
土
宇
版

章
戶
口
之
登
耗
隨
世
而
易
也
此
其
大
者
其
他
踵
事
增
華
姑
不
具
論

然
盛
衰
數
也
而
實
因
乎
人
登
耗
人
也
而
實
關
乎
數
不
爲
之
剖
晰
著

明
無
貴
乎
載
筆
者
矣
館
陶
爲
晉
趙
東
鄙
自
秦
縣
以
來
向
稱
名
邑
再

成
之
邱
不
足
以
當
名
山
之
限
然
而
大
河
遷
徙
自
泠
礫
以
北
陶
實
當

其
衝
前
瓠
子
而
興
歌
後
宣
房
而
兆
役
陶
之
爲
陶
蓋
亦
昏
墊
相
乘
矣

今
者
洪
濤
南
去
無
復
汛
濫
之
憂
漳
衛
交
流
不
煩
推
輓
之
力
廟
堂
之

碩
畫
君
相
之
共
咨
不
知
幾
費
經
營
而
後
獲
此
安
瀾
之
慶
也
故
曰
數

也
而
實
因
乎
人
陶
賦
舊
甲
澶
洛
自
元
明
始
改

東
昌
世
廟
以
前
和

鈞
關
石
代
無
成
令
萬
歷
末
年
定
爲
條
編
之
額
賦
爲
中
上
我
世
祖
章

皇
帝
入
關
定
鼎
新
政
反
商
而
惟
正
之
供
厥
惟
由
舊
陶
之
地
不
改
闢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舊
序

十
一

也
陶
之
民
不
改
聚
也
而
楡
園
蹂
躪
之
餘
丹
漳
橫
溢
浸
灌
幾
二
十
年

昔
之
膏
壤
變
爲
磽
瘠
司
牧
者
歲
必
取
盈
去
鄕
者
積
重
難
返
撫
字
心

勞
催
科
政
拙
不
得
已
而
調
停
輕
重
設
爲
包
荒
之
法
其
初
爲
權
宜
之

計
以
廣
招
徠
而
不
知
遲
之
又
久
竟
成
厲
民
之
政
也
今
聖
天
子
勤
求

民
瘼
湛
恩
汪

與
日
俱
深
减
稅
蠲
租
不
以
墨
守
成
法
爲
最
治
故
凡

豁
除
民
病
之
請
朝
奏
而
夕
報
可
今
爲
陶
計
履
畝
而
征
之
仍
其
舊
則

無
沾
蓋
於
不
毛
之
土
無
吹
索
于
來
復
之
民
乘
時
利
濟
善
推
所
爲
斯

則
今
日
之
急
務
也
故
曰
人
也
而
實
關
於
數
也
蓋
天
地
之
氣
化
必
有

待
於
參
贊
之
聖
人
而
補
救
之
事
功
必
遠
勝
於
垂
創
之
成
法
其
理
固

然
則
人
與
數
之
交
著
其
功
者
也
趙
君
之
續
是
志
也
知
之
而
未
嘗
言

之
毋
將
曰
自
有
能
言
之
者
余
之
叙
是
志
也
言
之
而
未
嘗
行
之
毋
將

曰
自
有
能
行
之
者
今
而
知
綸
綍
之
所
旁
求
與
輶
軒
之
所
採
擇
固
即

陳
詩
納
賈
之
意
豈
徒
侈
一
統
之
盛
而
畢
三
長
之
能
事
也
哉
是
爲
序

淸
乾
隆
元
年
端
月
之
吉
管
堂
縣
攝
館
陶
縣
事
甬
上
張
興
宗
撰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舊
序

十
二

重
刻
館
陶
縣
志
序

邑
之
有
志
猶
國
之
有
史
也
所
繫
詎
淺
鮮
哉
館
陶
志
創
自
前
明
萬
歷

年
間
至
國
初
一
再
續
修
燦
然
大
備
余
於
今
年
初
奉
檄
攝
篆
茲
土
下

車
後
搜
得
薛
子
良
玉
及
宋
子
金
鏡
珍
藏
志
書
閱
之
繫
是
乾
隆
元
年

舊
集
嗣
遂
失
修
夫
乾
隆
迄
今
百
有
餘
歲
矣
遐
思
其
間
形
勢
變
遷
人

物
代
謝
正
有
多
需
記
載
者
披
覽
之
餘
慨
焉
興
修
舉
之
志
公
暇
延
紳

耆
詢
商
僉
言
代
遠
年
湮
中
經
兵
燹
莫
由
攷
稽
分
存
故
家
之
舊
書
亦

復
盡
嗟
散
佚
一
旦
修
舉
恐
非
易
易
而
余
懷
耿
耿
難
釋
然
也
囑
各
加

意
採
訪
旋
即
設
局
相
待
以
期
蒐
輯
成
帙
濟
美
前
徽
適
諸
生
耿
子
明

斗
等
以
薛
子
宋
子
所
藏
舊
志
原
本
先
行
繙
刻
廣
諸
流
傳
爲
請
幷
問

序
於
余
余
固
譾
陋
然
思
此
舉
可
繼
往
開
來
亦
正
聊
勝
於
無
謹
綴
弁

言
使
之
重
付
手
民
一
仍
其
舊
俾
讀
是
書
者
撫
編
觸
懷
藉
得
各
述
見

聞
以
爲
重
修
地
未
始
非
感
發
之
一
助
余
實
有
厚
望
焉
是
爲
序

淸
光
緖
十
九
年
歲
次
癸
巳
秋
七
月
旣
望
署
館
陶
縣
事
金
陵
劉
家
善

謂
元
氏
撰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舊
序

十
三

重
印
館
陶
縣
志
序

蓋
聞
莫
爲
之
前
雖
美
弗
彰
莫
爲
之
後
雖
盛
弗
傳
是
故
纂

紀
要
彰

微
闡
幽
前
之
事
也
繼
往
開
來
發
揚
光
大
後
之
事
也
館
陶
爲
振
古
名

邑
而
志
書
剏
修
於
明
季
淸
初
迭
經
增
修
始
稱
裒
備
後
之
考
風
土
闞

文
物
徵
節
義
者
乃
得
有
所
取
鏡
焉
前
賢
之
功
偉
矣
盛
矣
余
以
民
國

十
九
年
秋
來
守
是
邦
適
當
匪
亂
之
餘
士
婦
之
襟
淚
尙
溼
商
民
之
驚

魂
未
定
撫
綏
流
亡
整
備
團
務
費
時
數
月
方
慶
安
居
然
因
修
治
鄕
村

道
路
挖
濬
縣
城
濠
塹
建
設
各
區
電
話
以
及
實
行
自
治
法
案
改
劃
縣

區
成
立
區
公
所
訓
練
鄕
鎭
長
籌
備
淸
鄕
等
等
要
政
之
故
對
於
本
縣

志
書
未
暇
寓
目
每
引
爲
憾
今
幸
地
方
少
安
庶
政
就
緖
思
欲
求
縣
志

而
讀
之
縣
府
無
存
焉
詢
之
四
局
無
存
焉
徵
諸
四
鄕
費
幾
許
調
查
之

力
始
於
王
射
斗
處
得
之
噫
何
其
僅
耶
設
非
王
君
爲
縣
中
耆
宿
博
學

好
古
者
則
此
一
部
亦
恐
不
可
得
得
毋
使
一
再
修
志
之
前
賢
難
安
於

九
原
乎
爰
詳
披
閱
其
內
容
係
重
修
於
康
熙
十
四
年
而
紀
事
止
於
雍

正
十
三
年
及
光
緖
十
九
年
知
館
陶
縣
事
劉
家
善
重
刻
而
未
修
是
在

有
淸
已
有
百
數
十
年
之
缺
略
繼
以
民
國
肇
造
推
翻
專
制
改
建
共
和

開
亘
古
未
有
之
變
局
其
間
之
興
革
除
疆
域
外
幾
完
全
另
成
一
系
統

况國
民
政
府
成
立
制
度
又
經
一
變
一
言
重
修
亟
當
重
修
矣
惟
採
訪
需

時
編
纂
需
材
設
局
需
費
非
期
以
歲
月
難
望
成
書
業
與
縣
屬
四
局
局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舊
序

十
四

長
及
各
區
區
長
等
詳
商
辦
法
更
端
進
行
目
前
所
急
不
可
緩
者
則
舊

志
成
書
己
將
絕
跡
設
非
速
謀
翻
印
匪
惟
無
以
彰
前
賢
廣
流
傳
且
恐

幷
舊
日
風
土
文
物
土
婦
節
義
尙
膾
炙
人
間
者
亦
渺
乎
不
可
聞
矣
吾

爲
此
懼
乃
先
收
舊
本
捐
廉
而
付
諸
梓
非
敢
云
示
後
世
聊
以
使
前
賢

之
功
不
自
我
而
墜
則
私
衷
其
慰
云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年
八
月
館
陶
縣
縣
長
保
陽
盧
少
泉
撰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十
五

重
修
縣
志
姓
氏
淸

康

熙

十

四

年

知
館
陶
縣
事
潛

江
鄭
先
民
增
修

儒
學
訓
導

濱

州
王
中
興
仝
修

翰
林
院
編
修
邑

人
耿
願
魯
編
次

內
閣
中
書
舍
人
邑
人
高
重
光

候
選
通
判

邑

人
文
運
隆

舉

人

邑

人
鄒

魯
仝
編

貢

生

邑

人
汪
鳳
翔
輯
述

主

簿

山

陰
王

詔

典

史

南

昌
萬
國
讓
督
刻

文

庠

生
牛
維
嶽

么
文
捷

姚

純

耿
願
愚

耿
願
良

文

蔚

李

景

冀

諾

秦
英
奇

侯
良
屛
仝
訂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十
六

續
修
縣
志
姓
氏
淸

乾

隆

元

年

知
館
陶
縣
事
涇

川
趙
知
希
草
修

署
館
陶
縣
事
黔

南
曹

纕
繼
修

攝
館
陶
縣
事
甬

上
張
興
宗
督
修

儒
學
敎
諭

大

野
呂
心
佐

敎

諭
不

夜
于
光
祖

訓

導

孫

銓
仝
修

主

簿

楊
山
立

典

史

黃
世
爵

舉

人

耿
賢
舉

姚

班

貢

生

王

珏

王
大
光

李

溥

霍
秉
仁

州

同

徐

璉

李
志
杜

監

生

高

枚

李
志
棟

汪
之
佐

李
志
梓

庠

生

卜
繹
孔

劉
廷
瓚

公
栢

劉
廷
瑞

卜

友

秦
之
璽

秦

謙

孫
宅
揆

鄭

杜

王
永
光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十
七

鄭

柱

王
溥
光

王

珍

李
志
樸

汪
道
炘

李
志
樞

宋
效
濂

李
志
本

李
志
東

李
志
楠
編
校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十
八

重
刻
縣
志
姓
氏
淸

光

緖

十

九

年

知
館
陶
縣
事
金

陵
劉
家
善

儒
學
敎
諭
平

陽
王
學
益

署

訓

導
平

陵
趙
燦
廷

廩

生

耿
明
斗
校
對

劉
士
林
校
對

翟
蘭
彬
校
對

增

生

史
元
英
校
對

歲

貢

候
選
訓
導
樊
金
泰

廩

生

胡
化
南

趙
燦
輝

熊
廷
獻

閻
淸
臣

宋
金
鏡

增

生

趙
樹
穀

馬
維
驤

張
召
棠

梁
肇
敏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十
九

重
印
縣
志
姓
氏
民

國

二

十

年

縣

長

盧
少
泉

秘

書

邢
長
春

第
一
科
科
長

單
慶
林

第
二
科
科
長

朱
紹
韓

公
安
局
局
長

吳
天
錫

建
設
局
局
長

王
金
芝

敎
育
局
局
長

郝
寳
善

財
政
局
局
長

張
鸞
芹

第
一
區
區
長

趙
之
濬

第
二
區
區
長

王
元
泰

第
三
區
區
長

程
官
雲

第
四
區
區
長

沈
欽
文

第
五
區
區
長

霍
瑞
雨

第
六
區
區
長

韓
樹
棟

第
七
區
區
長

么
富
恭

第
八
區
區
長

郝
介
眉

商
會
會
長

張
拱
辰

副

會

長

張
冠
甲

縣
法
院
審
判
官

仇
立
鼎

檢

察

官

黄
敦
漢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二
十

續
修
縣
志
姓
氏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督
修
署
理
館
陶
縣
縣
長
豫

王
華
安

督
修
前
署
館
陶
縣
縣
長
平
陰

丁
世
恭

協
修
第
五
科
科
長
邑
人

郝
寶
善

監
修
第
三
科
科
長
邑
人

張
靑
箱

正

纂
淸
歲
貢
生
五
等
嘉
禾
章
前
山
東
臨
朐
縣
知
事
歷
任
鄆
城
臨
邑
臨
淸

霑
化
等
縣
承
審
員
高
唐
淸
平
文
登
平
原
城
武
等
縣
法
院
檢
察
官

劉
淸
如

分
纂
邑
舉
人

汪
毓
藻

分
纂
邑
優
廩
生

李
蔭
淸

襄
纂
薦
任
職
邑
庠
生

王
繼
曾

襄
纂
前
道
區
區
長

郭
子
嵐

襄
纂
前
仁
區
區
長

于
愼
皐

襄
纂
山東

高
等
師
範
畢
業
前
署
四
川
達
縣
縣
長
么
俊
生

襄
纂
山
東
河
海
工
程
測
繪
學
校
畢
業

崔
德
隆

第
一

採
訪
員

淸
貢
生

李
繼
昌

廩
膳
生

任
致
敏

邑
庠
生

崔
寳
璋

邑
庠
生

張
經
正

武
庠
生

杜
淸
臣

杜
淸
河

張
壬
辰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二
十
一

第
二
區
採
訪
員

邑
庠
生

鄭
光
斗

邑
庠
生

張
淸
雅

邑
庠
生

李
逢
曈

邑
優
廩
生

王
雲
階

王
元
良

劉
興
隆

第
三
區
採
訪
員
廩
膳
生

張
鳳
文

廩
膳
生

張
耀
宗

邑
庠
生

劉
佩
珩

武
訓
小
學
校
長

張
善
守

張
丕
芳

王
誠
齋

第
四
區
採
訪
員
邑
庠
生

王
建
鐸

邑
庠
生

靳
東
溪

第
三
師
範
畢
業

鄭
元
善

山
東
公
立
農
業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辛
攀
桂

山
東
公
立
農
業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王
如
山

第
五
科
敎
育
委
員

沈

文

初
樹
勳

劉
登
瀛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二
十
二

第
五
區
採
訪
員

邑
庠
生
山
東
高
等
學
校
畢
業

張
鸞
芹

邑
庠
生

呂
臨
川

邑
庠
生

孫
廷
英

邑
庠
生

孫
占
元

山
東
公
立
農
業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楊
景
時

第
三
師
範
畢
業

武
硯
峯

邑
庠
生

范
沛
瀾

教
育
經
費
委
員
會
會
計

解
煜
軒

張

廉

第
六
區
採
訪
員

邑
庠
生

閻
公
弼

邑
庠
生

張
煥
然

邑
庠
生

張
華
國

陜
西
財
政
訓
練
班
畢
業

張
維
藩

民
衆
敎
育
館
館
員

王
毓
淸

第
五
科
教
育
委
員

古
明
霞

李
益
齋

王
延
芳

韓
俊
傑

張
金
鐘

第
七
區
採
訪
員

東
昌
初
級
師
範
學
堂
畢
業
金
廷
楨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二
十
三

前
第
七
區
區
長

么
富
恭

前
第
四
區
區
長

李
書
勳

陶
鎭
完
全
小
學
敎
員

胡
英
竒

山
東
省
單
級
總
所
畢
業

魏
鳳
瑞

城
內
完
全
小
學
敎
員

孫
陞
名

第
八
區
採
訪
員

國
務
院
存
記
簡
任
職

郝
逢
泰

邑
庠
生

閻
一
枝

邑
庠
生

連
登

邑
庠
生

劉
錫
麟

城
內
完
全
小
學
校
長

段
富
勳

劉
衞
卿

羅
化
翎

王
怡
庭

劉
景
璋

郝
立
勳

閻
兆
麟

劉
英
才

邑
庠
生

吳
西
庚

編
校

魏
春
芳

事
務
員

薛
景
秀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修
志
姓
氏

二
十
四

助
修
縣
志
姓
氏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王

占

元

助

洋

貳

千

元

張

維

璽

助

洋

陸

百

元

劉

國

楨

助

洋

肆

百

元

張

俊

峯

助

洋

叁

百

元

焦

麟

祥

助

洋

叁

百

元

張

維

衡

助

洋

貳

百

元

閻

公

猷

助

洋

貳

百

元

劉

景

略

助

洋

貳

百

元

王

繼
維

曾

助

洋

壹

百

元

馬

獻

夫

助

洋

壹

百

元

范

築

先

助

洋

伍

拾

元

崔

振

東

助

洋

伍

拾

元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凡
例

二
十
五

凡
例

一

館
志
自
淸
乾
隆
丙
辰
續
修
後
迄
今
已
二
百
稔
中
經
兵
燹
文
獻

寡
徵
光
緖
末
年
雖
有
鄕
土
志
之
編
輯
然
以
稽
考
不
便
亦
有
未

盡
詳
備
者
民
國
革
新
舊
志
體
例
間
有
未
叶
時
宜
茲
加
補
訂
尤

爲
不
易
自
不
得
不
酌
爲
增
輯
以
符
新
制
疏
漏
之
處
尤
多
遺
憾

一

舊
志
綱
有
十
二
目
四
十
六
每
篇
綱
目
下
各
有
序
茲
編
綱
十
一

目
五
十
九
凡
十
帙
迄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止
各
篇
綱
目
下
亦
弁
數

語
第
國
體
旣
更
事
例
自
殊
旣
難
斷
代
爲
書
體
裁
攸
關
自
不
能

不
酌
加
通
變
以
應
趨
勢

一

舊
志
輿
圖
建
置
兩
篇
內
編
列
御
迹
封
爵
坊
表
等
目
今
以
國
體

更
新
御
迹
一
目
不
詳
封
爵
編
入
大
事
志
內
坊
表
列
入
雜
志
以

便
稽
考

一

舊
志
編
列
選
舉
賦
役
學
校
三
綱
今
彙
列
於
政
治
篇
內
以
明
統

系
分
標
以
一
二
三
四
等
字
以
淸
節
目
至
財
致
經
濟
原
理
不
同

學
術
攸
别
茲
爲
分
别
叙
述
而
以
舊
志
田
賦
列
於
財
政
項
下
戶

口
另
列
一
目
以
便

考
舊
制
科
舉
與
新
制
學
校
併
列
於
教
育

項
下
更
增
列
建
設
實
業
武
備
三
目
俾
觀
者
注
重
民
生
民
族
各

主
義

一

法
治
黨
務
二
綱
舊
志
所
無
今
以
國
體
改
爲
共
和
實
行
三
民
主

義
採
用
五
權
憲
法
法
治
與
黨
務
均
屬
要
中
之
要
茲
故
分
别
編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凡
例

二
十
六

列
撮
其
旨
歸
俾
後
之
觀
者
藉
研
討
自
治
原
理
正
確
黨
的
認
識

發
揚
民
族
主
義

一

凡
舊
制
如
封
爵
等
之
不
適
時
宜
或
未
合
國
體
者
要
未
始
不
可

備
考
古
者
之
借
鑑
或
師
其
意
而
變
通
以
盡
利
若
盡
削
其
迹
亦

殊
乖
酌
古
準
今
之
本
旨
故
增
輯
大
事
志
一
篇
備
記
舊
典
新
制

曁
先
後
災
祥
變
亂
等
事
以
資
考
證

一

舊
志
職
官
祀
典
二
編
間
有
未
合
新
制
茲
將
祀
典
易
爲
禮
俗
因

革
並
舉
以
通
時
變
職
官
則
昔
今
官
秩
幷
列
增
入
政
績
鄕
官
二

目
凡
歷
任
官
佐
之
有
功
於
民
及
本
籍
人
士
之
遊
官
外
省
者
順

序
備
錄
舊
志
名
宦
一
編
所
載
即
彙
列
於
本
篇
政
績
項
下
以
期

便
覽

一

宗
敎
舊
志
未
詳
現
行
約
法
旣
予
人
民
以
信
敎
自
由
權
世
界
各

國
亦
莫
不
賴
有
宗
敎
以
表
彰
民
族
之
固
有
特
性
幷
養
成
其
一

般
信
仰
心
我
國
擴
大
民
族
主
義
以
蘄
大
同
之
治
則
宗
敎
信
仰

亦
宜
應
現
代
趨
勢
以
闡
明
其
旨
歸
而
淑
一
其
同
然
之
善
性

一

人
物
一
篇
仍
皆
載
其
已
故
者
至
現
任
現
存
則
於
職
官
篇
鄕
宦

項
下
僅
述
其
經
歷
恪
守
作
志
成
規
不
敢
阿
私
變
例
至
節
烈
雖

非
現
代
潮
流
所
崇
尙
然
於
我
國
禮
教
風
化
攸
關
仍
於
篇
末
載

入
列
女
一
目
各
依
年
代
先
後
列
述
其
行
實
但
歷
年
旣
久
舊
者

旣
難
徧
爲
搜
輯
新
者
亦
應
詳
加
考
徵
錄
必
擇
尤
事
務
求
實
仍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凡
例

二
十
七

守

嚴
母
濫
之
例
以
重
名
節

一

藝
文
一
篇
除
採
錄
通
志
所
載
經
史
子
集
並
金
石
類
外
文
類
詩

類
則
錄
舊
志
所
載
間
有
渉
及
採
訪
所
得
者
要
皆
以
有
關
政
敎

風
化
或
深
饜
人
心
者
按
類
輯
入
其
僅
關
於
個
人
贊
述
之
文
類

限
於
篇
幅
礙
難
備
錄
閱
者
見
諒

一

是
書
編
次
功
僅
期
月
舛
誤
失
檢
蹐
駁
滋
多
訂
而
正
之
擴
成
完

書
敬
俟
後
之
博
學
君
子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綱
目

二
十
八

續
修
館
陶
縣
志
目
錄

卷
之
一

地
理
志

輿
圖

分
野

沿
革

方
域

山
川

城
池

建
置

形
勝

古
蹟

陵
墓

附
八
景

卷
之
二

政
治
志

區
域

戶
口

制
度

財
政

經
濟

建
設

實
業

敎
育

武
備

卷
之
三

法
治
志

立
法

司
法

卷
之
四

黨
務
志

秘
密
時
期

公
開
時
期

整
理
時
期

經
費

黨
員

黨
務
槪
要

民
衆
團
體
及
其
他

卷
之
五

大
事
志

典
制

災
祥

兵
警

封
爵

封
贈

褒
掦

卷
之
六

禮
俗
志

典
禮

風
俗

卷
之
七

宗
敎
志

釋
敎

道
敎

基
督
敎

卷
之
八

職
官
志

官
牒

政
績

鄕
宦

卷
之
九

人
物
志

顯
達

義
行

孝
友

儒
林

忠
烈

方
技

烈
女

卷
之
十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綱
目

二
十
九

藝
文
志

經
部

史
部

子
部

集
部

文
類

詩
類

金
石
類

卷
之
十
一

雜
志

遺
蹟

軼
聞

附
錄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一

三
十

館
陶
縣
志
卷
之
一

地
理
志

輿
圖

分
野

沿
革

方
域

山
川

城
池

建
置

形
勝

古
蹟

陵
墓

考
周
禮
以
司
徒
爲
地
官
凡
以
地
者
載
養
萬
物
立
司
徒
掌
邦
敎
亦

所
以
安
擾
萬
民
體
國
經
野
固
圉
宅
師
地
理
之
有
關
於
國
計
民
生

者
至
繁
且
鉅
自
封
建
易
爲
郡
縣
一
邑
之
輿
地
與
全
縣
之
文
化
進

退
生
計
贏
絀
地
方
安
危
均
有
特
殊
之
密
接
關
係
館
陶
地
屬
古
冀

州
界
在
齊
趙
魏
衛
之
交
號
稱
劇
邑
雖
曠
野
平
原
向
無
高
山
大
川

之
峻
險
然
枕
陶
山
襟
衛
水
北
曁
東
北
接
界
臨
淸
西
北
西
南
又
毗

連
冀
省
扼
南
北
咽
喉
古
稱
奧
區
有
由
來
已
况
民
俗
勤
儉
有
陶
唐

氏
之
遺
風
禮
敎
沾
濡
沐
孔
孟
子
之
餘
澤
現
値
民
國
更
新
科
學
競

進
尤
以
本
境
之
地
理
爲
自
然
人
文
兩
科
學
之
基
礎
則
凡
爲
治
爲

學
曁
務
農
工
商
各
業
者
亦
罔
不
以
地
理
爲
其
權
輿
也
志
地
理

一

輿
圖

館
古
名
邑
自
戰
國
時
趙
置
館
於
陶
邱
館
陶
蓋
於
此
得
名
其
地
枕

陶
山
襟
衛
水
處
齊
魯
西
偏
曩
爲
燕
京
通
衢
久
巳
號
稱
劇
邑
舊
有

圖
式
畫
其
城
郭
山
川
鄕
鄙
之
狀
惟
自
民
國
更
新
政
府
治
權
與
人

民
政
權
並
行
相
輔
新
劃
自
治
區
域
與
舊
劃
區
域
不
無
變
異
原
製

舊
圖
與
續
製
新
圖
均
足
備
考
古
徵
今
者
之
披
覽
而
資
其
觀
感
茲

特
分
照
舊
式
新
式
重
爲
繪
圖
如
左
圖
列
首
册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二

三
十
一

二

分
野

淸
類
天
文
志
室
壁
在
亥
自
危
十
三
度
至
奎
一
度
屬
衛
分
河
北
今開

封

白

馬

大

名

澶

懷

衛

相

濮

皆

其

地

唐
天
文
志
營
室
東
壁
娵
訾
也
自
王
屋
大
行
而
東
得
漢
河
內
至
北

紀
之
東
隅
北
負
漳
鄴
東
及
館
陶
聊
城
又
自
河
濟
之
交
渉
滎
波
濱

濟
水
而
東
得
東
郡
之
地
古
邶
鄘
衞
凡
胙
邘
雍
共
微
觀
南
燕
昆
吾

豕
韋
之
國
自
間
道
王
良
至
東
壁
在
豕
韋
爲
上
流
當
河
內
及
鄣
鄴

之
南
得
山
河
之
會
爲
離
宮
又
循
河
濟
而
東
接

枵
爲
營
室
之
分

輿
地
考
曰
營
室
衛
分
野
今

靈

昌

濮

陽

之

西

北

境

博

平

之

西

南

境

皆

是

考
舊
志
原
繪
有
分
星
舊
圖
茲
依
式
重
繪
如
左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二

三
十
二

謹

按

一

統

志

東

昌

天

文

危

室

分

野

考

史

記

營

室

東

壁

分

野

在

東

郡

魏

郡

文

獻

通

考

營

室

東

壁

衛

分

野

兼

得

齊

宋

趙

魏

之

交

唐

天

文

志

所

載

營

室

東

壁

得

河

內

東

及

館

陶

尤

爲

明

確

洪

邁

云

衛

受

封

河

內

後

徙

楚

丘

河

內

本

冀

州

所

部

其

分

邑

皆

在

東

郡

通

志

因

之

曰

室

壁

在

亥

衛

分

野

爲

東

昌

濮

范

臨

淸

館

陶

等

州

邑

今

據

諸

書

斷

之

館

陶

屬

室

壁

分

野

無

疑

矣

舊

志

及

臨

淸

縣

志

俱

稱

屬

昴

畢

趙

分

野

陶

非

其

地

又

晋

天

文

志

云

營

室

東

壁

衛

屬

幷

州

其

地

多

在

西

北

與

今

疆

域

不

合

又

云

柳

七

星

張

周

三

輔

分

野

河

東

入

張

一

度

河

內

入

張

九

度

益

參

錯

不

足

據

總

之

天

象

渺

茫

郡

國

廢

置

名

殊

欲

執

一

邑

分

域

强

合

纏

次

之

度

如

符

節

然

難

矣

易

曰

觀

乎

天

文

以

察

時

變

周

禮

保

章

氏

辯

土

觀

星

以

察

妖

祥

蓋

聖

人

之

所

以

修

儆

而

設

敎

也

豈

其

微

哉

復

按

新

山

東

通

志

星

分

枵

之

次

直

危

宿

是

與

一

統

志

所

載

東

昌

天

文

危

室

分

野

可

以

互

參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沿
革

三
十
三

三

沿
革

館
陶
古
冀
州
地
春
秋
時
晋
冠
氏
邑
後
屬
趙
西
北
七
里
有
陶
邱
趙

置
館
於
其
側
因
名
館
陶
秦
屬
東
郡
漢
置
館
陶
縣
屬
魏
郡
後
漢
因

之
魏
晉
屬
陽
平
郡
石
趙
徙
陽
平
郡
治
於
此
後
魏
因
之
後
周
大
象

二
年
兼
置
毛
州
隋
開
皇
初
廢
郡
誤
以
屯
氏
河
爲
毛
氏
置
毛
州
領

縣
四
堂

邑

博

平

冠

氏

臨

淸

大
業
二
年
州
廢
北
徙
四
十
里
建
今
治
爲
縣
屬
武

陽
郡
唐
武
德
五
年
復
置
毛
州
貞
觀
初
廢
爲
縣
屬
魏
州
大
歷
中
改

名
永
濟
尋
復
置
館
陶
縣
天
寶
初
屬
魏
州
魏
郡
宋
建
隆
四
年
復
置

永
濟
渠
於
館
陶
熙
寗
五
年
省
永
濟
縣
爲
鎭
入
焉
尋
復
屬
大
名
府

金
因
之
元
屬
東
平
路
至
元
二
年
改
屬
濮
州
明
洪
武
初
改
屬
東
昌

府
弘
治
二
年
陞
臨
淸
爲
州
割
屬
臨
淸
淸
朝
屬
東
昌
府
民
國
元
年

府
制
廢
改
屬
濟
西
道
三
年
濟
西
更
爲
東
臨
又
屬
東
臨
道
十
七
年

廢
道
直
屬
山
東
省
政
府

茲
列
沿
革
表
於
左
以
備
參
攷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沿
革

三
十
四

山
東
館
陶
縣
沿
革
表

兩
漢

魏
晉

後
魏

齊
周

隋

唐

五
代

宋

永
濟
縣

大
歴
七
年

析
臨
淸
置

本
縣
屬
貝

州天
寳
三
年

屬
魏
州

葉
氏
云

永
濟
縣

卽
今
縣

治
以
縣

西
郭
內

永
濟
渠

得
名
舊

志
係
臨

淸
非
是

依
一
統

志
臨
淸

州
表
永

永
濟
縣

周
屬
大
名

府

熙
甯
五
年

省
入
館
陶

爲
鎭按

宋
志

館
陶
注

熙
寗
五

年
省
永

濟
縣
爲

鎭
入
焉

尋
復
舊

葉
氏
云

省
入
臨

濟
蓋
本

續
通
考

之
誤
又

葉
氏
云

永
濟
復

置
不
見

宋
金
志

館

陶

縣

屬

魏

郡

陽
平
郡

魏
黃
初
二

年
以
魏
郡

東
部
置
屬

冀
州
治
館

陶
晉
屬
魏

州館
陶
縣

郡
志
黃
初

六
年
爲
魏

王
國
太
初

六
年
復
改

按
魏
志

水
經
注

皆
云
館

陶
爲
魏

陽
平
郡

治
獨
元

和
志
云

館
陶
魏

屬
陽
平

郡
石
趙

陽
平
郡

屬
司
川

館
陶
縣

郡
治
縣
之

館
陶
故
城

陽
平
郡

周
大
象
二

年
於
郡
置

毛
州

館
陶
縣

州
郡
治

開
皇
初
郡

廢
大
業
二

年
州
廢

館
陶
縣

屬
武
陽
郡

濟
縣
置

此
武
德
五
年

復
置
毛
州

貞
觀
元
年

廢館
陶
縣

屬
魏
州

館
陶
縣

屬
魏
州

失
考

館
陶
縣

屬
大
名
府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沿
革

三
十
五

貝
邱
縣
地

移
陽
平

郡
理
此

與
魏
志

水
經
注

不
合
未

敢
從

貝
邱
縣
地

貝
邱
縣
地

淸
淵
縣
地

金

元

明

淸

民
國

備考

館
陶
縣

屬
大
名
府

館
陶
縣

初
屬
東
平

路
至
元
三

年
屬
濮
州

館
陶
縣

洪
武
二
年

屬
東
昌
府

宏
治
二
年

屬
臨
淸
州

館
陶
縣

屬
東
昌
府

館
陶
縣

民
國
元
年

府
制
廢
置

濟
西
道
縣

屬
之
三
年

濟
西
更
爲

東
臨
又
屬

東
臨
道
十

五
年
又
析

爲
東
昌
德

臨
二
道
館

陶
縣
屬
東

昌
道
十
七

年
道
制
廢

直
屬
山
東

省
政
府

謹

按

一

統

志

東

昌

禹

貢

兗

州

之

域

郡

舊

志

兼

兗

冀

二

州

而

館

陶

屬

冀

今

考

館

陶

爲

齊

趙

衛

魏

之

交

當

屬

冀

之

東

界

宜

以

郡

志

爲

據

縣

舊

志

稱

爲

夏

觀

扈

之

國

考

其

地

在

觀

邑

非

陶

區

也

秦

漢

後

屬

東

郡

魏

郡

割

隸

不

常

逮

隋

置

毛

州

領

屬

縣

規

模

寖

宏

闢

矣

自

廢

州

爲

縣

唐

分

隸

魏

州

宋

屬

大

名

實

爲

北

沿

邊

地

後

舉

鼎

南

徙

版

圖

日

蹙

河

以

北

悉

屬

金

有

元

併

之

明

初

分

隸

東

昌

淸

朝

亦

屬

東

昌

府

隸

山

東

布

政

使

司

民

國

初

年

廢

府

改

屬

濟

西

道

嗣

又

屬

東

臨

道

後

裁

道

直

隸

山

東

省

政

府

時

代

變

遷

領

屬

縱

有

更

易

而

地

扼

南

北

咽

喉

兼

據

水

陸

通

衢

近

復

汽

車

駛

行

交

通

益

便

則

因

勢

利

民

應

機

固

圉

所

賴

於

良

有

司

者

不

尤

孔

亟

也

哉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方
域

三
十
六

四

方
域

分
經
緯
度
及
位
置
廣
袤
述
明
之

子

經
緯
度

經
度
距
舊
都
今

稱

北

平

子
午
中
綫
偏
西
五
十
四
分
當

萬

國

子

午

線

東

經

一

百

一

十

五

度

二

十

六

分

緯
度
北
極
出
地
三
十
六
度
四
十
一
分
三
十
秒
距
舊
都
北
平
卯
酉
綫

南
三
度
一
十
三
分
三
十
秒

冬
至
日
出
辰
初
一
刻
一
分
日
入
申
正
二
刻
十
四
分
晝
三
十
七
刻
十

三
分
夜
五
十
八
刻
二
分

夏
至
日
出
寅
正
二
刻
十
四
分
日
入
戌
初
一
刻
一
分
晝
五
十
八
刻
二

分
夜
三
十
七
刻
十
三
分
以

上

新

山

東

通

志

丑

位
置
及
廣
袤

館
陶
縣
在
山
東
省
治
西
南
方
由
縣
城
達
省
城
三
百
四
十
里
在
舊
東

昌
府
現

爲

聊

城

縣

治
迤
西
偏
北
方
距
離
一
百
二
十
里

北
距
舊
都
北
平
九
百
里

南
距
南
京
一
千
六
百
里

東
界
堂
邑
縣
由
縣
城
至
堂
邑
西
北
境
夫
人
村
四
十
里
至
該
縣
治
九

十
里
又

界

冠

縣

至

冠

縣

北

境

淸

水

鎭

二

十

里

東
南
界
冠
縣
中
有
邱
縣
所
轄
萬
善
集
一
村
由
縣
城
至
萬
善
集
十
八

里
至
冠
縣
治
四
十
里

南
界
冠
縣
由
縣
城
至
冠
縣
境
新
莊
村
二
十
里

西
南
界
河
北
大
名
縣
由
縣
城
至
大
名
縣
境
火
兒
寨
七
十
里
至
該
縣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方
域
山
川

三
十
七

治
一
百
一
十
里

西
界
邱
縣
由
縣
城
至
邱
縣
境
成
兒
寨
二
十
五
里
至
該
縣
治
五
十
里

西
北
界
河
北
曲
周
縣
由
縣
城
至
曲
周
東
境
東
目
寨
三
十
里
又

界

臨

淸

縣

至

臨

淸

西

南

郭

七

寨

二

十

八

里

距

威

縣

治

九

十

里

北
界
臨
淸
縣
由
縣
城
至
臨
淸
境
尖
塚
鎭
二
十
五
里
越

臨

淸

縣

境

北

至

淸

河

縣

治

一

百

里

東
北
界
臨
淸
縣
由
縣
城
至
臨
淸
縣
南
興
隆
莊
四
十
五
里
至
該
縣
治

七
十
里

東
西
廣
六
十
里
南
北
袤
七
十
五
里

五

山
川

凡
陸
地
上
隆
起
之
部
分
曰
山
水
之
穿
地
而
流
者
曰
川
昔
周
有
山

務
之
官
掌
山
林
辨
其
物
與
其
利
害
又
有
川
衡
亦

曰

水

虞

掌
辨
别
川
之

遠
近
寬
狹
及
物
之
所
出
禹
貢
言
奠
高
山
大
川
周
禮
曰
兩
山
之
間

必
有
川
焉
古
人
又
以
山
川
爲
地
望
故
泛
言
一
地
及
一
境
界
皆
曰

山
川
唐
杜
工
部
詩
云
只
疑
淳
樸
處
別
有
一
山
川
是
山
川
微
特
足

以
表
土
宜
與
物
利
而
且
關
於
民
俗
士
風
者
至
鉅
也
館
邑
地
勢
平

衍
雖
無
高
山
大
川
之
峻
險
但
以
山
屬
艮
地
陶
山
之
沙
磧
别
具
穹

嶐
之
勢
川
象
坎
流
衛
水
之
秋
漲
向
便
漕
運
之
通
是
亦
泰
山
不
讓

土
壤
河
海
不
擇
細
流
之
說
也
茲
特
將
其
顯
而
有
徵
確
而
可
據
者

列
述
於
左

陶
山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微
有
土
阜
府
志
云
陶
山
據
故
老
相
傳
在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山
川

三
十
八

館
陶
鎭
西
南
七
十
里
許
微
有
土
阜
輿
圖
志
館
陶
古
冀
州
地
春
秋

時
晋
冠
氏
邑
後
屬
趙
西
北
七
里
有
陶
邱
趙
置
館
於
其
側
因
名
館

陶
各
志
所
載
方
隅
里
數
參
差
互
異
獨
大
名
一
統
志
云
在
館
陶
縣

之
西
南
五
十
里
館
陶
鎭
之
西
北
七
里
與
諸
說
較
合
而
府
志
云
七

十
里
者
當
是
七
里
十
字
殆
衍
誤
也
淸
康
熙
幸
酉
前
縣
郞
公
奉
檄

詳
覈
親
歷
邑
西
南
查
訪
遺
址
難
明
當
爲
陶
山
記
以
續
入
縣
志
記文

詳

後

藝

文

志

內

謹

按

禹

貢

陶

邱

當

在

今

山

東

定

陶

縣

西

南

七

里

非

此

陶

山

也

明

一

統

志

明

史

藁

皆

於

館

陶

誤

引

禹

貢

金
雞
山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平
村
其
地
高
阜
崎
嶇
有
山
麓
之
狀
明
洪

武
辛
未
春
夜
耕
者
見
羣
雞
呼
鳴
於
上
初
不
疑
後
以
鞭
擊
皆
化
爲

火
光
飛
去
惟
一
火
隨
鞭
墜
地
成
一
金
雞
嗣
後
夜
屢
見
近
之
其
光

遂
滅
曉
視
之
有
雞
跡
因
名
其
地
曰
金
雞
山

考

孫

文

義

生

於

其

鄕

明

洪

武

辛

未

登

進

士

第

時

人

以

爲

文

明

之

兆

云

黃
河

古
黃
河
在
縣
西
南
自
冠
縣
流
入
縣
境
北
流
入
臨
淸
漢
武
帝

元
光
中
河
決
館
陶
成
帝
時
復
決
館
陶
即
此
今
河
絕
金
隄
即

汰

黃

隄

外

即
黃
河
舊
身
久
已
淤
爲
平
地
皆
成
沙
壓
矣

衛
河

在
縣
西
二
里
源
出
河
南
輝
縣
百
門
泉
引
淇
洹
二
流
自
直
隸

元
城
今

爲

河

北

大

名

縣
善
樂
營
入
縣
境
東
北
逕
南
館
陶
鎭
又
東
北
逕
縣

城
西
又
東
北
至
臨
淸
與
汶
水
合
爲
南
運
河
東
北
至
天
津
會
白
河

入
海
隋
疏
爲
永
濟
渠
煬

帝

征

高

麗

因

御

樓

船

過

此

故

又

名

御

河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山
川

三
十
九

謹

按

水

經

淇

水

又

東

過

內

黃

縣

爲

白

溝

屈

從

其

縣

北

與

洹

水

合

又

東

北

過

館

陶

縣

北

又

東

北

過

淸

淵

縣

西

元

和

郡

縣

志

白

溝

水

本

名

白

渠

隋

煬

帝

四

年

導

爲

永

濟

渠

亦

名

御

河

東

昌

府

志

今

名

衛

河

然

則

衛

河

本

淇

洹

合

流

之

水

也

岳

通

志

曰

衛

合

淇

洹

諸

水

僅

成

帶

河

益

以

二

漳

乃

見

浩

瀚

雙

流

交

注

所

益

豈

在

汶

濟

下

哉

宋

王

安

石

永

濟

道

中

詩

云

燈

火

悤

悤

出

館

陶

回

看

永

濟

日

初

高

卽

此

漳
河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源
出
山
西
長
子
縣
發
鳩
山
者
曰
濁
漳
出

平
定
縣
沽
嶺
者
曰
淸
漳
二
水
分
流
至
河
南
涉
縣
東
南
之
合
漳
村

始
合
爲
一
又
逕
臨
漳
縣
入
直

成
安
縣
注
魏
縣
至
元
城
縣
之
西

店
東
由
館
陶
入
衛
河
明
正
德
初
徙
元
城
之
閻
家
渡
入
衛
後
復
自

內
黃
縣
石
村
入
衞
萬
曆
二
年
漳
河
北
溢
由
魏
縣
成
安
肥
鄕
入
曲

周
縣
滏
陽
河
而
館
陶
之
流
絕
淸
順
治
九
年
漳
水
又
自
廣
平
縣
之

杜
村
逕
元
城
縣
賈
家
莊
後
繞
至
廣
平
縣
之
平
周
店
直
注
邱
縣
分

爲
兩
道
一
從
縣
西
逕
直
隷
廣
宗
縣
達
滹
沱
河
一
從
縣
東
逕
直

淸
河
縣
北
至
靑
縣
入
運
河
其
自
成
安
縣
柏
寺
營
至
館
陶
縣
楊
家

圈
莊
有
故
澤
遺
迹
漳
水
不
經
者
自
明
萬
曆
二
年
始
歷
一
百
二
十

四
載
至
淸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初
九
日
漳
水
驟
至
館
陶
與
衛
河

合
此
後
北
徙
漸
微
至
四
十
七
年
注
邱
縣
之
上
流
盡
塞
而
全
漳
入

於
館
陶
即
今
南
館
陶
鎭
所
出
之
漳
河
也
新

山

東

通

志

謹

按

淸

同

治

四

年

直

隸

元

城

縣

漳

河

漲

發

分

爲

東

西

二

支

入

縣

境

至

秤

鈎

灣

南

入

於

衛

河

是

後

夏

秋

霪

雨

水

洪

暴

發

每

易

成

災

然

漳

水

性

濁

所

過

薄

地

盡

變

膏

腴

故

居

民

憂

其

泛

溢

之

害

而

又

德

其

淤

後

之

利

者

不

少

也

屯
氏
河

考
屯
氏
故
河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東
北
流
逕
臨
淸
界
又
東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山
川

四
十

北
流
逕
淸
平
縣
之
北
夏
津
縣
之
南
又
東
北
逕
高
唐
及
恩
縣
界
漢

書
地
理
志
魏
郡
館
陶
河
水
别
出
爲
屯
氏
河
東
北
至
章
武
入
海
過

郡
四
行
千
五
百
里
又
溝
洫
志
屯
氏
東
北
逕
魏
郡
淸
河
信
都
渤
海

入
海
廣
深
與
大
河
等
元
帝
永
光
五
年
河
決
靈
鳴
瀆
口
而
屯
氏
河

絕
成
帝
初
淸
河
都
尉
馮
逡
謂
開
屯
氏
河
使
分
流
殺
水
力
氷
經
屯

氏
河
逕
館
陶
縣
東
又
東
北
別
河
出
焉
又
東
逕
甘
陵
之
信
鄕
縣
故

城
南
又
東
逕
甘
陵
縣
在

今

淸

平

縣

南

故
城
北
逕
靈
縣
在

今

高

唐

縣

境

北
又
東
北

逕
鄃
縣
在

今

平

原

縣

境

與
鳴
犢
河
故
瀆
合
又
東
經
淸
河
郡
北
又
東
北
逕

陵
鄕
南
又
東
北
逕
東
武
城
縣
故
城
南
又
東
北
逕
東
陽
縣
在

今

恩

縣

西

北

故
城
南
元
和
郡
縣
志
屯
氏
河
俗
名
毛
河
在

隋

時

誤

以

屯

氏

爲

毛

氏

故

遂

直

稱

爲

毛

河

在
館
陶
縣
西
二
里
逕
夏
津
縣
南
府
志
今
冠
縣
館
陶
邱
縣
茌
平
高

唐
俱
有
屯
氏
河
故
道
又
有
熙
河
在
茌
平
縣
北
七
十
里
北
流
至
高

唐
入
濟
南
府
禹
城
縣
界
其
源
無
考
蓋
即
屯
氏
河
也
按
元
和
志
謂

永
濟
渠
南
自
汲
郡
引
淸
淇
二
水
東
北
入
臨
淸
此
渠
蓋
漢
屯
氏
故

瀆
也
後
人
緣
此
爲
說
淸
淇
屯
氏
遂
混
而
爲
一
而
以
水
經
注
考
之

屯
氏
河
自
大
河
决
出
逕
館
陶
淸
淵
之
東
而
東
出
淸
河
縣
之
南
淸

淇
水
經
館
陶
淸
淵
之
西
而
東
北
淸
河
縣
之
北
今
考
衛
河
所
行
自

臨
淸
以
上
則
皆
古
淸
淇
也
自
臨
淸
以
下
淸
河
縣
南
則
古
屯
氏
元

和
郡
縣
志
之
言
頗
合
然
今
衛
河
自
武
城
以
下
又
皆
淸
淇
所
行
非

屯
氏
所
能
至
矣
新

山

東

通

志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城
池
建
置

四
十
一

謹

按

古

屯

氏

河

流

經

山

東

之

舊

東

昌

府

臨

淸

州

舊

直

隸

之

大

名

河

間

天

津

諸

府

縣

今

阜

城

之

漫

河

卽

屯

氏

河

故

瀆

入

天

津

合

子

牙

河

入

於

海

即

古

漳

河

之

下

游

也

六

城
池

舊
城

在
縣
西
南
今
縣
治
由
隋
徙
此
莫
得
其
詳
據
碑
記
自
明
成
化

三
年
丁
亥
知
縣
唐
禎
重
築
周
圍
五
里
高
二
丈
五
尺
厚
二
丈
池
深

二
丈
闊
如
之
門
四
東
曰
豐
樂
南
曰
明
遠
西
曰
臨
津
北
曰
通
都
弘

治
十
三
年
知
縣
瞿
鑑
繼
修
正
德
乙
亥
知
縣
孟
正
增
高
三
丈
五
尺

池
深
二
丈
闊
三
丈
歲
久
傾

萬
曆
二
年
知
縣
李
冲
奎
重
修
崇
禎

己
卯
知
縣
李
根
深
甃
城
三
角
牆
以
甓
西
南
缺
內
四
面
築
土
臺
各

一
建
戌
舖
於
上
淸
康
熙
九
年
知

鄭
先
民
於
城
濠
週
圍
栽
柳
八

百
餘
株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知
縣
陳
承
徵
復
修
之

學
門

在
城
東
南
隅
先
曰
文
運
明
正
德
間
給
事
中
傅
良
弼
改
曰
文

明
規
制
尙
隘
嘉
靖
間
陰
秉
暘
增
修
與
四
門
同
門
外
砌
石
橋
橋
外

建
坊
曰
萬
仞
宮
牆
崇
禎
十
一
年
淸
兵
南
下
橋
斷
門
塞
淸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郞
國
楨
復
開
鎖
鑰
啟
閉
與
四
門
同
迨
三
十
三
年
教

諭
呂
心
佐
糾
邑
人
王
昌
明
等
募
修
五
路
於
門
外
高
七
尺
闊
一
丈

屹
然
孔
道
甚
便
居
民

七

建
置

縣
治

在
城
中
偏
東
南
前
代
創
修
之
詳
無
所
考
元
至
元
間

於
水

知
縣
李
藻
葺
之
洪
武
初
頒
公
廨
式
縣
丞
歐
陽
源
依
式
創
建
正
統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建
置

四
十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袁
範
增
修
復
創
譙
樓
於
儀
門
外
成
化
年
知
縣
唐
禎

重
修
正
德
九
年
知
縣
孟
正
大
加
修
葺
嘉
靖
間
知
縣
戚
濟
創
建
鐘

樓
及
大
戶
房
東
西
二
十
四
間
隆
慶
間
知
縣
高
自
新
增
吏
舍
五
十

楹
自
是
規
模
益
弘
廓
矣

正
堂
三
間

幕
廳
一
間

後
堂
五
間

東
儀
仗
樓
三
間

西
錢

糧
庫
樓
三
間

東
西
吏
房
各
八
間

東
西
皂
隸
房
各
三
間

儀

門
三
間

東
西
角
門
二
座

儀
門
外
東
寅
館
賓
三
間

土
地
祠

三
間

快
手
房
三
間

探
快
房
三
間

儀
門
外
西
嶽
神
廟
二
間

收
祖
房
三
間

大
門
樓
一
座

鐘
樓
一
間

鑾
駕
庫
三
間

知
縣
宅
一
所

堂
棲
五
間

東
樓
三
間

西
樓
三
間

西
樓
後
房
三
間

東
書

房
五
間

東
前
書
房
三
間
左
右
各
二
門

西
房
三
間

西
廚
房

三
間

退
廳
三
間

宅
門
一
座

主
簿
宅
一
所

後
堂
房
三
間

東
西
廂
房
六
間

前
廳
三
間

東
書
辦
房
三
間

西
皂

房
三
間

東
書
房
四
間

門
二
座

後
臺
房
一
間

典
史
宅
一
所

後
堂
房
三
間

東
西
房
六
間

前
廳
三
間

東
皂

房
二
間

西
書
房
三
間

門
二
座

以
上
建
置
曁
監
獄
厫
倉
均
於
淸
咸
豐
十
一
年
三
月
敎
匪
陷
城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建
置

四
十
三

被
燬

按
察
司

在
縣
治
東
廳
序
俱
全
稱
爲
東
司
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建
淸

順
治
六
年
火
災
毀

府
館

在
縣
治
東
北
明
永
樂
六
年
建
久
廢
淸
代
水
次
倉
即
其
舊
址

布
政
司

在
縣
治
西
北
明
正
統
十
二
年
建
久
廢

監
兌
分
司

原
在
大
名
府
元
城
縣
金
灘
鎭
明
萬
歷
十
二
年
移
駐
館

陶
署
在
今
縣
治
北
二
十
八
年
復
還
金
灘
署
改
爲
行
臺
名
曰
後
司

淸
康
熙
十
年
知
縣
鄭
先
民
重
修

考

元

糧

運

由

衞

河

逕

館

陶

達

燕

京

明

因

之

故

有

移

駐

之

舉

居

民

棄

農

趨

賈

城

市

輻

輳

自

還

金

灘

人

民

歸

農

城

市

蕭

然

迄

今

行

臺

早

廢

稅
課
局

舊
志
在
縣
治
西
北
今
失
攷

南
館
陶
巡
檢
司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明
洪
武
七
年
建
淸
順
治
十

五
年
裁

南
館
陶
遞
運
所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明
永
樂
六
年
建
久
廢

陰
陽
學

在
縣
治
東
明
洪
武
七
年
建
久
廢

醫
學

在
縣
治
西
與
陰
陽
學
同
時
建
久
廢

陶
山
水
驛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明
永
樂
二
十
一
年
建
久
廢

河
亭

在
城
西
明
萬
歷
初
年
主
簿
浦
連
珠
創
建
久
廢

演
武
塲

在
北
門
外
有
堂
有
坊
淸
康
熙
九
年
知
縣
鄭
先
民
重
修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陳
冕
又
修
現
擬
築
作
敎
塲
因
困
於
財
力
未
果



ZhongYi

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建
置

四
十
四

駐
防
公
署

淸
康
熙
初
年
委
武
職
一
員
更
番
防
守
市
民
歲
斂
錢
僦

居
城
偶
康
熙
八
年
知
縣
鄭
先
民
捐
俸
購
縣
後
廢
楹
而
新
之
名
駐

防
公
署
勒
石
記
之
久
廢

先
農
壇

在
邑
東
里
許
買
地
四
畝
九
分
建
立
壇
所
每
歲
於
仲
春
上

亥
日
致
祭

民
初
就
地
植
林

社
稷
壇

在
城
西
淸
雍
正
四
年
十
月
內
知
縣
趙
知
希
奉
文
創
建
舊

例

尹
率
屬
致
祭
行
籍
田
儀
以
重
農
事

民
初
就
地
植
林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城
北
社

稷

山

川

風

雲

雷

雨

二

壇

淸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奉

文

重

修

今

廢

厲
壇

在
城
西
今
廢

忠
義
祠

在
學
宮
傍
淸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趙
知
希
建

節
孝
祠

在
城
隍
廟
側
淸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趙
知
希
建
後
移
學
宮
傍

叚
干
木
亭

自
鄭
公
搆
亭
設
祭
今
荒
蕪
如
故
淸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陳
冕
復
建
新
亭
歲
時
致
祭
伐
石
爲
文
以
記
之
今
廢

田
烈
女
亭

淸
康
熙
六
十
年
知
縣
楊
一
正
搆
亭
立
碑
今
廢

養
濟
院

在
北
門
內
有
廳
有
房
計
孤
貧
五
十
四
名
口
月
糧
銀
一
百

四
十
兩
六
錢
一
分
六
釐
銀

七

錢

三

分

按

月

支

領

又
花
布
銀
二
十
八
兩
夏

冬

二

季

支

領

淸
康
熙
六
年
後
知
縣
鄭
先
民
時
加

修
葺
有
聯
書
坊
上
云
天
地
之
大
猶
有
憾
文
王
之
政
必
先
斯

普
濟
堂

在
城
西
北
隅
堂
瓦
房
五
間
東
平
房
六
間
西
平
房
六
間
官

廳
三
間
門
樓
一
座
淸
雍
正
十
二
年
知
縣
謝
士
柱
建
十
三
年
知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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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建
置

邢

勝

古
蹟

四
十
五

張
興
宗
立
石
詳
見
碑
文

惠
民
藥
局

在
縣
治
西
知
縣
王
以
仁
建
生
員
王
克
正
監
施
有
惠
民

醫
案

漏
澤
園

在
城
北
四
十
歩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山
東
布
政
使
邢
移
箚
屬

邑
各
設
此
園
以
恤
貧
死
無
葬
地
者
知
縣
王
和
建
工
部
主
事
繆
昌

有
記

義
塜

一
在
城
南
三
十
步
一
在
城
東
百
歩
外
一
在
城
北
十
五
里
烟

店
一
在
西
北
十
里
趙
官
寨
南
原
置
俱
無
考
一
在
尖
塚
西
河
岸
王

宗
仁
置
淸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錢
瓆
又
置
義
塚
一
區
令
各
鄕
掩

埋
露
棺

義
田

在
東
門
外
計
八
畝
一
分
淸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知
縣
楊
一
正
置

葬
民
死
無
塚
地
及
商
旅
之
不
能
歸
葬
者

八

形
勝

館
陶
縣
西
臨
衛
河
爲
水
驛
通
衢
據
臨
淸
上
游
平
原
曠
野
利
於
車

騎
五
代
梁
唐
每
爭
爲
形
便
之
區
頗
稱
要
害
新

山

東

通

志

九

古
蹟

館
陶
縣
故
城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南
館
陶
東
春
秋
晋
冠
氏
邑
漢

置
縣
屬
冀
州
魏
郡
隋
置
毛
州
於
此
大
業
二
年
廢
屬
武
陽
郡
周
圍

八
里
今
名
東
古
城

淸
淵
縣
故
城

在
縣
西
北
十
三
里
漢
置
縣
屬
魏
郡
俗
曰
淸
陽
城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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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古
蹟

四
十
六

馮
異
追
銅
馬
賊
於
此
新

山

東

通

志

永
濟
縣
故
城

即
今
縣
治
本
爲
臨
淸
張
橋
店
唐
大
歷
七
年
析
置
縣

屬
貝
州
以
西
臨
永
濟
渠
故
名
新

山

東

通

志

卜
子
祠

在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西
河
寨
村
廟
貌
巍
巍
春
秋
致
祭
禮
記

檀
弓
篇
云
曾
子
謂
子
夏
曰
吾
與
汝
事
夫
子
於
洙
泗
之
間
退
而
考

於
西
河
之
上
西
河
古
魏
地
大
名
府
西
有
魏
縣
去
西
河
寨
村
五
十

里
大
名
府
志
載
魏
縣
東
有
禮
賢
臺
即
魏
文
侯
禮
叚
干
木
處
東
北

有
尊
經
閣
卽
子
夏
設
敎
西
河
處
後
相
沿
爲
卜
子
祠

王
良
廂

春
秋
晉
王
良
設
二
廂
以
候
趙
簡
子
後
人
即
以
王
二
廂
名

村
有
殘
碑
爲
據
村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二
里
村
東
里
許
有
碧
霞
元
君

廟
今
久

相
傳
王
良
墓
在
廟
之
左
今
不
能
確
指
其
地
矣

喬
亭
城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平
臺

漢
舊
城
名
在
縣
西
界
或
云
春
秋
魯
敗
赤
狄
于
曲
梁
即
此

長
堤

由
元
城
隨
沙
河
蜿
蜒
東
北
而
出
境
高
低
起
伏
斷
續
無
常
沙

河
爲
黃
河
故
道
築
長
堤
以
束
水
原
名
汰
黄
堤
自
黃
河
南
徙
堤
久

爲
種
植
地
在
縣
南
者
堤
上
宜
植
樹
在
東
北
者
堤
上
盡
產
棉

鳳
凰
臺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張
查
尹
固
之
間
沙
河
岸
西
汰
黃
堤
上
基

址
方
圓
約
近
二
畝
高
可
及
丈
風
撲
雨
摧
絕
不
稍
減
俗
傳
爲
鳳
凰

臺
不
知
幾
歷
年
所
矣

黃
花
臺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衞
河
西
滸
漢
明
帝
妹
封
爲
館
陶
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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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古
蹟

四
十
七

築
臺
於
此
址
湮
未
久

駙
馬
渡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因
漢
駙
馬
過
此
而
名
今
猶
爲
渡
口

蘇
康
壘

在
縣
西
南
晉
太
元
十
七
年
丁
零
翟
釗
遣
翟
都
侵
館
陶
屯

兵
於
此
新

山

東

通

志

淺
口
鎭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唐
太
和
七
年
魏
博
何
進
滔
擊
李
聽

聽
敗
走
於
此
新

山

東

通

志

蕭
城

在
縣
東
南
五
里
宋
景
德
元
年
遼
主
殂
蕭
后
攝
國
事
率
其
弟

撻
覽
侵
澶
淵
築
城
於
此
卽
歇
馬
城
時

準
請
帝
幸
澶
淵
撻
覽
方

布
陣
城
上
遣
牀
子
弩
射
殺
之
遼
人
大
挫
衂
請
盟
而
退
壘
址
尙
存

城
週
圍
十
餘
里
高
三
丈
四
門
俱
存
內
有
二
將
臺
土
人
名
曰
新
城

又
古
城

李
丞
舊
居

見
唐
皇
甫
冉
詩
今
無
攷

松
滋
監

在
縣
東
北
大
章
保
見
霍
爾
赤
傳
或
誤
爲
彭
祖
店

李
子
臺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縣
氏
張
永
修
築

透
靈
碑

相
傳
在
治
縣
十
字
街
今
無
攷

無
縫
井

在
縣
治
西
街
北
磚
筒
砌
成
未
詳
甃
于
何
人

育
英
泉

在
儒
學
西
南
隅
元
大
德
初
縣
尹
溫
仲
謙

嘉
禾
堂

元
溫
仲
謙
置
大
德
六
年
仲
謙
爲
館
陶
尹
化
民
以
德
嘗

行
農
畝
間
有
一
莖
六
穗
之
異
遂
立
嘉
禾
堂
有
碑
記
在
尖
塚
鎭

前
淸
泉
驛
卽
其
地
今
久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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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古
蹟

陵
墓

四
十
八

八
栢
亭

明
知
縣
鄺
琚
以
後
堂
舊
有
八
栢
約
高
二
丈
故
名

十

陵
墓

彭
祖
墓

在
縣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彭
祖
店
村
西
南
高
六
七
尺
佔
地
二

丈
餘考

地

輿

廣

記

彭

祖

古

陸

終

氏

第

三

子

籃

也

自

唐

歷

夏

殷

封

於

太

彭

號

彭

川

周

末

浮

游

四

方

入

蜀

有

宅

在

象

耳

山

下

一

名

彭

齡

字

幼

朔

寓

蜀

之

潼

川

自

稱

鄒

長

春

入

吳

號

甔

缻

子

游

楚

稱

祝

萬

壽

晚

寓

涿

州

終

於

武

陽

郡

彭

祖

店

村

卽

以

此

得

名

段
干
木
墓

在
城
北
里
許

考

段

干

木

魏

人

居

山

西

芮

城

墓

在

安

邑

段

村

今

館

陶

有

墓

不

知

何

據

淸

順

治

丁

酉

敎

諭

閻

應

震

于

墓

立

碑

康

熙

七

年

知

縣

鄭

先

民

新

構

一

亭

刻

石

顏

其

上

曰

淸

風

高

節

聯

其

旁

曰

直

今

傳

有

塚

在

昔

未

稱

臣

與

前

任

明

府

程

君

墓

俱

于

寒

食

重

九

親

致

祭

焉

駙
馬
墳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王
馬
固
西
郊
有
土
阜
高
約
七
尺
佔
地
畝

餘
人
遊
曠
野
往
往
羣
登
其
上
相
傳
爲
漢
室
駙
馬
墳
云

唐
段
道
超
墓

干
木
裔
孫
詳
見
藝
文

郭
公
姬
薛
氏
墓

陳
子
昂
爲
作
墓
志
銘
今
失
考
相
傳
在
薛
店
村
西

馬
恒
墓

在
縣
西
木
官
莊

元
張
元
帥
墓

在
邑
境
內
公
名
弼
詳
見
藝
文

劉
君
墓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教
授
趙
從
善
有
記

段
萬
戶
墓

在
城
西
十
三
里
淸
陽
城
西
公
名
伯
豫
父
暹
行
軍
千
戶

濮
州
太
守
伯
豫
昭
勇
大
將
軍
管
軍
萬
戶
鎭
守
杭
州
路
又
超
宗
士

禎
俱
爲
將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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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陶

縣

志

地
理
志

陵
墓

四
十
九

明
王
萬
戶
墓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莊
科
村

耿
公
墓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拐
渠
村
公
名
從
周
生
元
之
中
葉
至
明

初
子
孫
多
遷
居
郡
城
世
以
科
第
顯
綿
延
至
今
三
百
餘
年
號
望
族

郭
公
墓

在
城
西
南
麻
呼
寨
公
諱
良
詳
見
墓
志

王
家
大
墳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楊
家
墳
村
前
高
大
倍
於
尋
常
石

坊
南
向
題
曰
王
氏
先
塋
爲
明
永
樂
五
年
建
有
墓
碑
三
一
爲
明
處

士
王
孝
忠
一
爲
例
封
昭
勇
將
軍
王
孝
禮
一
爲
任
揚
州
參
將
授
鎭

國
將
軍
王
玠
之
墓

王
道
墓

在
城
北
王
集
村
南
道
王
集
人
仕
豐
城
縣
縣
丞
有
惠
政
考

績
入
都
以
疾
卒
其
子
宗
仁
卜
葬
於
斯
肅
府
長
史
邑
人
武
雷
銘
其

墓
墓
道
有
石
門
高
丈
餘
寬
八
尺
明
正
德
甲
戌
年
建

附
八
景

陶
山
夕
照
昔

人

有

咏

陶

山

詩

今

不

能

確

指

其

地

矣

蕭
域
曉
烟
即

窺

瞰

城

頹

坦

斷

壁

映

日

遙

望

如

雲

烟

頗

足

以

壯

人

志

氣

長
堤
春
色
即

汰

黃

舊

堤

斷

續

蜿

蜒

一

望

無

際

入

春

景

色

尤

佳

衛
河
秋
漲
每

歲

夏

末

秋

初

水

漲

數

尺

船

行

如

梭

欵

乃

相

接

洵

一

邑

勝

槪

也

東
嶽
晴
雲
城

東

古

刹

遠

映

河

嶽

極

目

碧

空

烟

雲

繚

繞

古
井
甘
泉
即

無

縫

井

見

古

蹟

黃
花
故
台
見

古

蹟

駙
馬
古
渡
見

古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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