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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寕
縣
志
　

卷
首
　
　
　

序

　
　
　
　
　
　
一

續
修
武
寧
縣
志
序

邑
之
有
志
也
自
昔
而
已
然
志
之

流
傳
也
迄
今
而
大
備
前
明
之
世

沒
於
灰
燼
者
無
考
矣
自
馮
君
其

世
首
事
草
創
規
模
已
立
厥
後
鄒

君
應
元
梁
君
鳴
岡
石
君
讚
韶
相

繼
而
釐
訂
之
亦
既
漸
臻
美
備
矣

及
道
光
四
年
陳
君
雲
章
廣
爲
搜

討
分
門
別
類
拾
遺
補
闕
燐
燐
炳

炳
綱
舉
目
張
斯
則
武
邑
志
大
成

之
會
也
然
而
余
竊
有
説
焉
武
邑

踞
修
江
上
游
爲
江
右
名
區
上
下

數
百
年
人
才
挺
生
賢
俊
之
士
奚

止
什
伯
其
間
爲
忠
孝
爲
節
義
及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序

　
　
　
　
　
　
二

有
嘉
言
懿
行
佑
啟
後
人
者
代
不

乏
人
至
今
察
其
士
習
類
多
蓄
道

德
而
能
文
章
觀
其
民
風
俱
能
禁

佚
遊
而
崇
勤
儉
蓋
名
山
佳
水
倍

於
他
邑
毓
秀
鍾
英
綿
綿
翼
翼
以

故
地
愈
靈
則
人
愈
傑
總
計
廿
餘

年
來
或
以
德
行
稱
或
以
文
藝
著

或
以
科
名
顯
其
足
以
垂
諸
簡
册

而
增
邦
家
之
光
者
又
不
知
凡
幾

矣
况
夫
物
有
變
遷
事
有
因
革
地

有
轉
移
非
續
有
成
書
其
不
至
於

湮
沒
者
幾
何
哉
嵗
戊
申
　
大
憲

議
修
省
志
檄
各
屬
勸
捐
余
乃
以

續
修
邑
乘
謀
之
紳
耆
都
人
士
多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序

　
　
　
　
　
　
三

勇
於
赴
功
莫
不
奮
然
興
起
樂
捐

貲
以
相
從
事
時
封
君
張
渾
齋
先

生
聞
之
慨
然
曰
此
余
之
未
了
事

也
曩
者
甲
申
之
舉
余
忝
爲
主
修

今
日
之
事
諸
公
任
勞
足
矣
一
切

糜
費
某
當
一
人
任
之
毋
煩
諸
公

之
解
囊
也
議
甫
定
先
生
適
仙
遊

嗣
君
星
曹
繼
其
志
而
行
之
乃
設

局
於

上
諭
亭
之
右
延
邑
中
學
優
品
粹
者
共

理
焉
前
志
有
缺
者
則
補
之
有
畧

者
則
詳
之
有
譌
訛
者
則
更
正
之

體
例
條
目
胥
仍
其
舊
新
編
入
者

凡
數
千
言
矢
公
矢
慎
無
濫
無
遺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序

　
　
　
　
　
　
四

每
有
取
錄
必
折
衷
於
余
然
後
載

五
月
之
久
告
厥
成
功
以
渾
齋
先

生
賢
喬
梓
之
好
義
而
復
有
諸
君

子
之
急
公
宜
其
修
之
易
而
成
之

速
也
余
承
乏
兹
土
既
數
月
矣
其

於
人
心
風
俗
及
疆
域
之
形
勢
地

方
之
利
弊
已
彷
彿
得
其
大
畧
今

又
獲
與
諸
君
子
共
襄
盛
舉
採
訪

乎
百
里
之
外
分
列
於
數
卷
之
中

雖
窮
鄉
僻
壤
而
有
美
必
彰
雖
寒

士
貪
民
而
有
善
必
錄
竊
私
心
自

慰
以
爲
見
聞
之
愈
得
以
周
徧
而

無
遺
也
後
之
官
斯
邑
者
按
其
紀

載
想
其
規
模
而
因
籌
其
撫
字
則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序

　
　
　
　
　
　
五

所
以
興
利
除
弊
而
立
長
治
久
安

之
策
者
皆
可
於
是
書
求
之
也
於

戲
此
豈
徒
爲
徵
文
考
獻
之
資
也

哉道
光
二
十
有
八
年
嵗
次
戊
申
季

冬
月

賜
進
士
出
身

勑
授
文
林
郎
知
武
寧
縣
事
前
署
奉
新

縣
事
加
三
級
紀
錄
三
次
滇
南
蒙

陽
李
珣
撰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職

名

　
　
　
　
　
一
　

　

　

　

　

　

一

百

八

十

字

修
志
職
名

纂
修武

　
寧
　
縣
　
知
　
縣
　
滇
　
南
　
　
　
李
　
　
　
珣

協
修武

　
寧
　
縣
　
教
　
諭
　
臨
　
川
　
　
　
范
　
佩
　
蘭

武
　
寧
　
縣
　
訓
　
導
　
建
　
昌
　
　
　
楊
　
泰
　
階

主
修邑

　
增
　
生
　
議
　
敘
　
通
　
判
　
　
　
張
　
向
　
斗

總
理邑

進
士
前
署
湖
北
武
昌
黃
州
等
府
同
知
　
　
　
張
　
富
　
經

分
纂邑

進
士
前
任
安
徽
廣
德
直
隷
州
建
平
縣
知
縣
　
　
　
陳
　
世
　
馨

邑
　
　
　
　
　
舉
　
　
　
　
　
人
　
　
　
王
　
文
　
桂

邑
　
　
　
　
　
舉
　
　
　
　
　
人
　
　
　
葛
　
利
　
賓

邑
　
　
　
　
　
舉
　
　
　
　
　
人
　
　
　
余
　
承
　
翼

邑
　
　
　
恩
　
　
　
貢
　
　
　
生
　
　
　
鄧
　
匡
　
淳

邑

副

貢

候

選

直

隷

州

判
　
　
　
車
　
秉
　
源

邑
　
　
　
副
　
　
　
貢
　
　
　
生
　
　
　
王
　
　
　
萱

邑
　
　
　
　
　
廩
　
　
　
　
　
生
　
　
　
邱
　
攀
　
桂

邑
　
　
　
　
　
廩
　
　
　
　
　
生
　
　
　
舒
　
以
　
長

邑
　
　
　
　
　
庠
　
　
　
　
　
生
　
　
　
張
　
光
　
藻

邑
　
　
　
　
　
庠
　
　
　
　
　
生
　
　
　
余
　
毅
　
彰

邑
　
　
　
　
　
庠
　
　
　
　
　
生
　
　
　
柯
　
　
　
燿

分
理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職

名

　
　
　
　
　
二
　

　

　

　

　

　

三

十

五

邑
　
　
　
　
　
監
　
　
　
　
　
生
　
　
　
劉
　
朝
　
岱

分
校邑

　
　
　
　
　
庠
　
　
　
　
　
生
　
　
　
杜
　
華
　
祝

繕
稿邑

　
　
　
　
　
儒
　
　
　
　
　
童
　
　
　
冷
　
紹
　
曾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職

名

　
　
　
　
　
三
　

　

　

　

　

　

一

百

四

十

一

前
局
修
志
姓
氏

乾
隆
庚
午
分
修

張
應
遴

邑

舉

人

盛
　
樂

邑

拔

貢

王
之
臣

邑

廩

盛
朝
麟

邑

廩

余
　
螭

邑

增

盧
金
鏡

郡

增

陳
鳳
騰

邑

附

生

李
　
斐

邑

附

生

乾
隆
庚
午
繕
校

余
必
遇

陳
肇
曾

盛
鴻
畧

盛
　
典

張
一
飛

以

上

均

邑

庠

彭
鵬
飛

吏

員

乾
隆
癸
酉
分
修

余
騰
蛟

邑

進

士

任

刑

部

主

事

盛
大
謨

邑

歲

貢

乾
隆
癸
酉
繕
校

費
　
煌

乾
隆
壬
寅
分
修

楊
光
斗

邑

舉

人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職

名

　
　
　
　
　
四
　

　

　

　

　

　

一

百

二

十

五

盛
元
績

邑

舉

人

盧
金
鏡

郡

貢

生

余
鳴
珂

邑

舉

人

盛
　
翼

副

貢

洪
　
謙

歲

貢

方
　
瑍

歲

貢

余
光
廷

邑

增

乾
隆
壬
寅
總
理

費
冠
武

邑

庠

分
校熊

鎭
瀾

恩

貢

張
　
紳

郡

貢

黃
州
衞

邑

庠

潘
崇
桂

捐

貢

李
趣
堂

歲

貢

張
明
遠

邑

增

陳
毓
江

郡

庠

張
鳳
英

郡

庠

夏
日
瑚

邑

庠

潘
　
江

理

問

職

余
廷
相

余
廷
楨

余
廷
傑

石
琢
玉

俱

監

生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職

名

　
　
　
　
　
五
　

　

　

　

　

　

一

百

五

字

潘
紹
翼

耆

民

分
繕楊

賡
詠

李
家
輝

張
一
鵬

羅
若
春

陳
光
國

盧
　
鰲

上

皆

邑

庠

程
　
式

監

生

龔
聯
奎

捐

貢

葉
世
春

張
正
楠

李
蕚
飛

上

俱

童

生

繪
圖盛

遇
夔

主
修余

志
達

邑

庠

道
光
甲
申
主
修

張
紹
璣

封

職

輔
修余

　
相

監

生

分
纂陳

世
馨

進

士

盛
　
翽

揀

選

知

縣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職

名

　
　
　
　
　
六
　

　

　

　

　

　

一

百

二

十

字

方
　
觀

數

職

程
　
鏡

邑

廩

張
成
筠

邑

庠

喻
志
恢

增

生

鄧
匡
淳

恩

貢

余
鳴
臯

舉

人

王
賚
卣

邑

廩

夏
　
賢

郡

庠

張
光
藻

邑

庠

林
材
順

監

生

陳
　
策

儒

童

分
理雷

秉
春

監

生

張
景
春

理

問

督
理黃

家
禮

舉

人

潘
音
吕

舉

人

潘
文
錬

舉

人

盛
　
翹

拔

貢

吳
嘉
言

嵗

貢

雷
應
時

郡

庠

繕
稿吳

　
覺

邑

庠

盛
紹
丙

庠

生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職

名

　
　
　
　
　
七
　

　

　

　

　

　

二

十

四

字

方
道
蘭

儒

童

周
恭
錕

儒

童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一
　

　

　

　

　

　

四

百

四

十

七

凡
例

一
武
邑
志
書
草
創
於
馮
詳
備
於
鄒
梁
有
續
修
石
有
增
輯
體

例
條
目
大
畧
相
同
前
令
陳
奉

列
憲
議
修
江
西
通
志
核
定
程
式
頒
布
各
屬
飭
修
縣
志
以

備
採
摭
所
有
别
類
分
門
悉
遵
通
志
編
纂
茲
重
奉

列
憲
議
修
江
西
通
志
飭
屬
增
輯
是
書
故
門
類
不
敢
擅
更

仍
遵
通
志
編
纂

一
是
書
分
爲
三
十
二
門
釐
爲
四
十
四
卷
首
星
野
崇
天
也
次

沿
革
形
勢
城
池
山
川
水
利
紀
地
也
建
學
校
設
公
署
立
書

院
修
人
道
也
由
是
而
田
賦
正
風
俗
美
土
產
繁
有
兵
衛
武

事
之
防
關
津
驛
鹽
之
便
錄
古
蹟
封
爵
秩
自
選
舉
不
遺
其

名
紀
名
宦
人
物
寓
賢
列
女
特
表
其
實
推
之
仙
釋
方
技
祥

異
祠
廟
塋
墓
寺
觀
合
而
備
諸
藝
文
廣
而
徵
於
雜
記
體
例

分
而
次
序
定
此
志
乘
之
大
凡
也

一
星
野
渺
茫
難
稽
借
引
每
多
幻
鑿
前
志
據
留
雪
草
訂
入
考

核
精
詳
議
論
深
通
陳
志
因
之
兹
覽
星
圖
諸
書
有
與
武
邑

分
野
相
渉
者
增
錄
數
條
以
資
博
雅
採
擇

一
沿
革
馮
志
不
詳
今
仍
從
鄒
本
據
正
史
路
史
安
志
白
志
諸

書
考
証
分
合
興
廢
著
之
爲
表
臚
列
世
代
以
便
稽
閱

一
形
勢
背
楚
面
吳
叢
山
四
峻
界
連
八
邑
防
守
尤
難
前
志
附

於
山
水
之
後
今
遵
頒
式
分
列
俾
牧
民
者
有
所
考
焉

一
城
池
疆
域
前
志
分
爲
二
卷
以
坊
市
都
里
附
疆
域
今
遵
頒

式
列
城
池
卷
疆
域
附
坊
市
都
里
附
增
村
莊
附
庶
數
百
里

內
大
綱
細
目
瞭
如
指
掌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二
　

　

　

　

　

　

四

百

四

十

五

一
山
川
名
勝
前
志
於
異
跡
可
採
及
見
諸
詩
文
者
已
爲
㸃
綴

今
更
補
錄
以
備
遊
覽

一
水
利
關
係
民
生
堰
塘
其
所
重
也
惟
水
道
原
委
長
短
灌
漑

田
畝
多
寡
呈
請
者
未
必
無
僞
採
訪
甚
難
確
實
恐
轉
滋
後

事
故
但
紀
其
名

一
學
校
自
學
宮
祭
器
書
籍
鄒
梁
石
志
紀
載
極
詳
陳
志
惟
增

入
學
宮
重
修
姓
名
兹
附
載
黃
姓
捐
獻
嵗
科
兩
試
文
武
新

生
束
修
經
費
田
畝
及
城
鄕
賓
興
會
館
資
籍
於
後
蓋
二
者

均
爲
隆
重
師
儒
作
養
人
才
起
見
故
彚
紀
之

一
公
署
前
志
附
城
池
後
倉
儲
附
田
賦
後
今
遵
頒
式
列
公
置

卷
附
倉
儲
又
附
建
置
以
皆
有
事
鳩
工
各
從
其
類
也

一
書
院
前
志
附
於
學
校
今
遵
頒
式
分
列
其
各
鄕
都
續
建
社

學
亦
採
訪
補
入
以
爲
振
興
者
勸

一
田
賦
宋
元
縣
志
毁
於
兵
燹
馮
志
但
取
明
季
原
額
及

國
朝
實
徵
編
載
今
無
可
考
鄒
梁
兩
志
原
荒
新
陞
先
後
互
異
今

據
嘉
慶
十
八
年
賦
役
全
書
核
載

一
風
俗
舊
志
稽
圖
志
記
序
及
古
今
文
集
有
關
涉
者
錄
之
今

就
耳
目
所
著
增
輯
數
條
亦
採
民
風
者
有
所
不
廢
也

一
土
產
前
志
頗
畧
今
遵
頒
式
分
列
博
採
詳
紀
以
辨
物
宜

一
兵
衞
舊
志
列
名
武
備
今
遵
頒
式
訂
正
凡
兵
馬
器
械
本
縣

營
案
牘
詳
細
列
入

一
武
事
前
志
名
寇
警
附
武
備
後
今
遵
頒
式
訂
正
補
舊
增
新

頗
爲
詳
備

一
關
津
武
寧
不
通
巨
商
向
無
榷
關
之
設
而
橋
梁
是
建
舟
渡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三
　

　

　

　

　

　

三

百

九

十

四

是
修
亦
徵
利
涉
擇
其
重
者
載
之

一
驛
鹽
前
志
但
紀
舖
兵
而
鹽
引
缺
載
兹
遵
頒
式
據
案
冊
編

入
一
古
蹟
舊
本
搜
羅
頗
廣
辨
訛
亦
詳
皆
從
畱
雪
草
訂
入
今
畧

加
一
二
以
補
其
遺

一
封
爵
秩
官
選
舉
順
序
朝
代
分
載
姓
名
地
里
而
名
宦
人
物

例
有
列
傳
原
不
係
名
位
之
崇
卑
惟
視
其
人
之
高
下
所
以

示
勸
懲
也

一
選
舉
例
自
優
貢
歲
貢
以
上
始
得
列
名
其
不
由
選
舉
及
無

科
代
可
考
凡
受
一
命
者
悉
以
文
秩
武
秩
分
列
選
舉
後

一
名
宦
前
志
已
據
傳
分
列
其
未
登
名
宦
而
政
績
實
有
可
紀
者

依
前
志
仍
增
入
宦
蹟
後

一
人
物
關
係
甚
重
前
志
所
載
不
敢
擅
移
陳
志
謹
遵
頒
式
分

編
增
入
儒
林
文
苑
三
人
奉

旨
入
祀
昭
忠
祠
武
弁
四
人
茲
增
入
宦
業
一
人
惟
陳
志
旣
改
前

志
義
行
爲
善
士
附
人
物
後
擇
有
好
義
敦
行
者
確
訪
增
入

茲
仍
此
志
但
以
敦
行
爲
先
而
慷
慨
好
義
者
俱
得
與
書
以

昭
奬
勸

一
列
女
前
志
頗
稱
詳
愼
今
以
己

旌
而
有
事
實
及
未

旌
而
奇
苦
堪
憫
者
悉
爲
立
傳
惟
案
府
志
循
常
守
節
例
不
克

旌
原
奉
有
准
入
府
縣
志
之

旨
而
窮
鄉
蔀
屋
力
不
克
請
旣
據
呈
明
亦
不
妨
畱
備
採
訪
兹
謹

分
列
以
孝
女
附
焉
巾
幗
之
榮
倘
亦
維
持
風
化
之
一
道
云



 

武
寧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四
　

　

　

　

　

　

二

百

一

十

七

一
寓
賢
仙
釋
方
技
祥
異
前
志
多
徵
於
史
傳
詩
歌
耳
授
而
目

覩
者
不
多
兹
加
以
採
訪
增
益
舊
聞
亦
摭
拾
之
所
不
廢
也

至
祠
廟
塋
墓
寺
觀
仍
舊
增
新
隨
類
編
記

一
藝
文
鄒
本
頗
詳
梁
陳
諸
志
各
有
增
損
茲
遵
頒
式
擇
其
有

關
地
方
世
道
人
心
者
廣
搜
博
採
以
備
文
獻
之
徵

一
雜
記
先
後
無
倫
次
而
所
收
甚
富
凡
遺
人
遺
事
遺
蹟
皆
得

備
錄
以
供
博
覽
爲
一
乘
之
殿

一
新
志
凡
遇

聖
諱

廟
諱御

名
須
敬
謹
避
某
字
用
某
字
遇
我

朝
擡
寫
字
樣
或
單
擡
頂
格
雙
擡
出
格
三
擡
本
文
槪
低
二
格

敬
謹
遵
例
擡
寫
至
志
中
字
畫
僞
體
訛
省
校
正
悉
歸
正
韻

所
以
昭
愼
重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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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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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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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目

錄

　
　
　
　
　
一
　

　

　

　

　

　

一

百

正

字

武
寧
縣
志
目
錄

卷
首凡

例
　
　
目
錄
　
　
繪
圖

卷
之
一

星
野
　

附

氣
候

卷
之
二

沿
革

卷
之
三

形
勢

卷
之
四

城
池
　

附

疆
域
　
　
坊
市
　
　
都
里
　
　
村
莊

卷
之
五

山
川

卷
之
六

水
利

卷
之
七

學
校
　

附

賓
興

卷
之
八

公
署
　

附

倉
儲
　
　
建
置

卷
之
九

書
院

卷
之
十

田
賦

卷
之
十
一



 

武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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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目

錄

　
　
　
　
　
二
　

　

　

　

　

　

一

百

○

一

風
俗

卷
之
十
二

土
產

卷
之
十
三

兵
衞
　

附

漕
運

卷
之
十
四

武
事

卷
之
十
五

關
津
　

附

橋
渡
　
　
亭

卷
之
十
六

驛
鹽

卷
之
十
七

古
蹟

卷
之
十
八

封
爵

卷
之
十
九

秩
官

卷
之
二
十

選
舉
　

附

文
秩
　
武
秩
　
封
廕
　
議
叙
　
訓

科術

　
鄕
飲

卷
之
二
十
一

名
宦

附

宦
蹟

卷
之
二
十
二

人
物
　

附

善
士

卷
之
二
十
三



 

武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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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目

錄

　
　
　
　
　
三
　

　

　

　

　

　

一

百

○

五

寓
賢

卷
之
二
十
四

列
女

卷
之
二
十
五

仙
釋

卷
之
二
十
六

方
技

卷
之
二
十
七

祥
異

卷
之
二
十
八

祠
廟

卷
之
二
十
九

塋
墓

卷
之
三
十

寺
觀

卷
之
三
十
一

藝
文
　

誥

疏

　

書

籍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傳

卷
之
三
十
三

藝
文
　

傳

卷
之
三
十
四

藝
文
　

記

卷
之
三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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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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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九

十

七

字

藝
文
　

記

卷
之
三
十
六

藝
文
　

記

卷
之
三
十
七

藝
文
　

序

卷
之
三
十
八

藝
文
　

序

卷
之
三
十
九

藝
文
　

雜

著

卷
之
四
十

藝
文
　

詩

古

體

卷
之
四
十
一

藝
文
　

詩

古

體

卷
之
四
十
二

藝
文
　

詩

近

體

卷
之
四
十
三

藝
文
　

詩

近

體

卷
之
四
十
四

雜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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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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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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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上
諭
亭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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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文
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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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縣
署
圖

城
池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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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武
寧
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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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

疆
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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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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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水
利
圖

柳
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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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太
平
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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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石
鏡
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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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紫
鹿
嶺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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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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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一

四
望
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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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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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三

朱
家
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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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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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四

書
院
圖

賓
興
館
圖



 

武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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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首
　
　
　

圖

　
　
　
　
　
十
五

考
棚
圖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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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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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六

長
樂
書
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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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七

安
樂
書
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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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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