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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任

陳
尚
爵
四

川

眉

州

人

吏

員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任

三
水
縣
知
縣

宋
李

沐
字

公

澤

爲

三

水

縣

尹

興

滯

弊

庻

務

脩

舉

奸

蠧

一

于

前

灼

見

情

僞

哀

死

恤

刑

獄

無

繋

激

貪

勵

俗

稱

爲

清

白

邑

民

思

之

繪

其

像

于

圓

寂

院

有

德

政

堂

記

見

后

明
楊

豫
字

素

定

保

定

府

清

苑

舉

人

值

縣

治

新

設

累

㐫

荒

賑

濟

有

方

脩

造

有

法

仁

厚

化

民

風

俗

丕

變

百

姓

德

之

馬
宗
仁
字

本

元

眞

定

府

新

樂

人

恩

生

成

化

二

十

二

年

任

築

城

池

百

廢

振

舉

德

政

城

池

記

見

后

喬

聦
山

西

鄕

寜

人

監

生

劉

淵
四

川

閬

中

人

監

生

劉

璿
北

直

人

監

生

田

賦
山

西

汾

陽

人

監

生

趙

璽
山

西

沁

水

人

監

生

正

德

七

年

任

脩

城

垣

創

建

南

門

邑

民

稱

治

張

琮
山

西

臨

汾

縣

人

監

生

正

德

十

五

年

任

趙
應
奎
北

直

隷

衡

水

縣

人

監

生

劉

儀
字

來

鳯

湖

廣

安

陸

州

舉

人

嘉

靖

十

年

以

新

都

教

諭

陞

任

處

官

清

約

爲

政

□

□

恩

及

黎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十
六

庻

威

□

豪

强

廟

學

公

署

多

所

脩

建

繼

楊

之

後

一

人

而

已

張

珩
四

川

漢

州

舉

人

嘉

靖

十

四

年

任

建

啟

聖

祠

李

璞
南

直

饒

陽

縣

人

監

生

候

臣
字

世

勲

山

西

觧

州

人

監

生

嘉

靖

十

六

年

任

蒞

政

公

勤

脩

舉

廢

墜

治

尚

嚴

明

綽

有

氣

節

勧

善

懲

惡

吏

民

畏

服

創

脩

䂖

門

廵

檢

司

并

預

備

倉

覈

二

所

李
時
春
遼

東

鉄

嶺

衞

監

生

嘉

靖

十

九

年

任

立

身

公

平

處

事

剛

果

置

造

文

廟

白

鉄

噐

二

百

件

銭
若
遇
字

子

遇

江

西

南

昌

府

舉

人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以

簡

州

學

正

陞

任

作

興

士

䫫

改

建

公

署

創

省

耕

樓

并

府

署

西

關

門

堞

三

所

祖

進
北

直

固

安

縣

舉

人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任

蔣
廷
珮
遼

東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以

遵

化

衛

經

歴

陞

政

尚

寛

平

人

心

悅

服

虞

鯉
山

東

朝

城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任

卒

于

官

國
朝
王

儒
山

東

人

貢

士

順

治

五

年

任

典
史

王

全

雷

宇

陳

寵

孫

淇

趙

紳

王

韓

弼

㳺
自
言

殷

璋

于
時
高

劉

華

王
世
臣

學
職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十
七

國
家
稽
古
右
文
崇
儒
重
道
誠
以
學
校
爲
人
才
風

化
之
源
聯
之
以
師
儒
訓
之
以

卧

申
之
以
憲
臣
邃
其
堂
宇
厚
其
廩
禄
崇
其
體

綂
清
其
秩
業
以
立
師
道
而
多
善
人
之
意
無
乎

其
弗
至
以
正

朝
廷
而
治
天
下
之
端
有
在
也
爲
是
職
者
俯
仰
于

昭
代
作
飬
之
中
瞻
依
於
至
聖
宫
墻
之
側
絳
帳
宏

開
青

遶
座
可
不
思
後
學
之
宗
我
乎
臺
院
藩

臬
諸
公
鳴
皷
升
堂
談
經
論
治
相
於
雍
容
揖
遜

於
几
席
之
傍
可
不
思
逹
人
之
優
我
乎
章
絳
委

蛇
冠
帶
椘
椘
高
堂
廣
厦
之
下
經
籍
滿
前
琹
書

錯
雜
視
諸
紛
紛
塵
土
者
又
有
間
也
至
若
寮
舎

歷

而
或
踈
廪
粮
有
時
而
或
匱
則
非
學
職
所

能
爲
也

學
正

元
李
克
敏
勤

於

啟

廸

士

多

成

就

見

元

志

明
李
文
學
洪

武

二

十

九

年

任

楊

清
山

西

平

定

州

舉

人

正

統

末

年

任

教

人

有

方

陞

山

東

東

昌

府

同

知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十
八

張

鵬
四

川

長

縣

人

監

生

天

順

六

年

任

王

勉
河

南

山

縣

舉

人

成

化

八

年

任

順

天

府

同

考

試

官

黄

鉞
四

川

巴

縣

舉

人

成

化

十

七

年

任

五

典

文

陞

隴

州

知

州

田

禎
山

東

利

津

縣

舉

人

弘

治

六

年

任

學

慱

教

嚴

以

優

制

去

任

弘

治

九

年

士

人

保

於

吏

部

復

任

江

西

考

試

官

後

官

至

長

史

馬
呈
圖
四

川

篷

州

舉

人

弘

治

十

八

年

任

馮

鈛
貴

州

平

越

府

舉

人

陳

賢
四

川

華

陽

縣

舉

人

正

德

八

年

任

書

篆

詩

作

人

咸

重

之

賀

龍
山

西

汾

州

府

汾

陽

人

貢

士

王
宗
佐
四

川

綿

竹

縣

監

生

嘉

靖

九

年

以

狄

道

縣

訓

導

陞

任

謝

淵
河

南

釣

州

監

生

嘉

靖

十

年

任

以

監

元

特

授

畦

岸

體

度

見

之

者

歛

容

慱

雅

之

斈

遇

之

者

礼

重

嚴
崇
義
四

川

蒼

溪

縣

監

生

嘉

靖

十

七

年

以

岐

山

縣

訓

噵

陞

任

平

易

近

人

表

裏

一

致

己

亥

冬

十

有

日

卒

于

官

年

七

十

張
本
立
字

孔

道

山

東

壽

光

縣

監

生

嘉

靖

十

九

年

以

永

靖

縣

訓

導

陞

任

事

接

物

真

率

平

易

立

心

制

行

正

大

光

明

詩

字

人

所

快

覩

陞

兖

府

教

授

鄭
希
魁
字

德

元

湖

廣

竹

谿

縣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以

浙

江

昌

化

縣

訓

禀

陞

見

任

楊
雲
梯
山

西

舉

人

從

學

正

中

戊

辰

進

士

宋
居
州
漢

中

城

固

人

貢

士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十
九

范
文
光
四

川

內

江

人

舉

人

陞

南

京

國

子

監

學

錄

□

陞

員

外

國
朝
師
克
成
三

原

縣

人

貢

士

順

治

二

年

任

從

本

學

中

丙

戍

鄕

試

副

榜

宋
時
彦
山

西

大

同

府

山

隂

縣

人

貢

順

治

三

年

任

訓
導

明
曹

鑑
河

南

汜

水

縣

舉

人

成

化

五

年

任

賈

哲
山

西

朔

州

舉

人

弘

治

五

年

任

何
子
竒
四

川

榮

縣

舉

人

弘

治

六

年

任

學

問

教

䂓

爲

先

後

稱

首

後

以

入

選

部

元

授

知

州

周

浩
四

川

䕫

州

府

監

生

弘

治

十

年

任

姜

淮
山

西

浮

山

縣

人

監

生

謝

爵
四

川

通

江

縣

人

監

生

路
雲
漢
山

東

曹

縣

監

生

正

德

四

年

任

威

儀

典

重

教

約

詳

宻

張

欒

州

人

監

生

李

梁
直

行

唐

縣

人

監

生

陞

咸

陽

縣

教

諭

張

錦
直

眞

定

府

人

監

生

苟

珂
四

川

南

部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七

年

任

持

身

端

謹

諸

士

禮

敬

李

相
山

西

大

同

府

廣

昌

縣

人

監

生

衡
守
璧
四

川

亭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十

二

年

任

卒

于

官

楊

庠
河

南

祥

符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十

三

年

任

後

陞

教

諭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宋

玊
山

西

太

原

府

興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十

五

年

任

鄒
崇
禮
字

世

序

湖

廣

麻

城

縣

監

生

嘉

靖

十

六

年

任

心

田

豁

□

課

士

亦

勤

陞

四

川

新

津

縣

教

諭

趙

山
四

川

南

□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年

任

陞

宣

撫

司

教

授

周
大
奎
字

文

宿

直

元

城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任

孫

霑
山

西

遼

川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任

丁

憂

去

任

楊

義
字

時

中

四

川

梁

山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任

王
三
策
字

子

董

直

平

鄕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任

陳

齡
山

西

氏

縣

人

舉

人

嘉

靖

二

十

九

年

任

後

陞

北

監

學

錄

官

至

長

史

陳

瑋
山

東

濵

州

舉

人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任

事

親

甚

孝

問

學

亦

優

張
家
珍
山

西

平

谷

縣

人

貢

士

張

陜

西

秦

州

人

貢

士

國
朝
吳
用
賔
北

直

隸

保

安

州

漯

陽

郡

人

淳
化
縣
教
諭

明
楊

崇
四

川

綿

州

舉

人

有

善

教

聲

陞

唐

府

長

史

徐

昇
四

川

重

慶

府

人

監

生

王
堯
臣
山

西

忻

川

舉

人

以

三

原

知

縣

謫

任

篤

學

勤

教

陞

西

華

知

縣

趙
文
奎
河

南

儀

封

縣

人

監

生

王

繼
大

寜

都

司

監

生

正

德

末

年

任

德

高

而

教

嚴

陞

琰

成

□

府

教

授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一

彭

璜
四

川

金

湯

縣

人

嘉

靖

四

年

任

候

山

西

蒲

州

舉

人

嘉

靖

十

年

任

學

優

勤

教

陞

惠

寜

知

縣

杜

惇
四

川

南

充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十

三

年

任

沈

科
河

南

沈

丘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任

郭

相
山

西

臨

汾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任

耿
文
璿
山

西

觧

州

人

監

生

生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任

訓
導

奐

冐
河

南

信

陽

縣

人

監

生

郗

珎
北

直

新

城

縣

人

監

生

楊

錦
山

西

蒲

州

人

監

生

善

書

王
汝
崗
山

西

陵

川

縣

人

監

生

陞

寜

夏

弘

化

主

府

教

授

楊

祐
北

直

容

城

縣

人

監

生

史

經
河

南

汝

寜

府

人

監

生

正

德

十

三

年

任

曹

士
河

南

啇

丘

縣

人

監

生

嘉

靖

四

年

任

三
水
縣
教
諭

程
良
傑
四

川

眉

州

舉

人

楊
時
俊
四

川

城

都

府

人

監

生

王

紳
北

直

獲

鹿

縣

人

監

生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二

康

平
北

直

昌

平

州

人

監

生

高

昇
河

南

臨

頴

縣

人

監

生

陞

山

海

衞

教

授

□

蔣

棫
四

川

墊

江

縣

人

監

生

左

賛
四

川

大

邑

縣

人

監

生

王

紳
山

西

平

順

縣

人

監

生

陳
宗
禮
字

子

復

河

南

南

陽

衞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年

以

新

城

縣

訓

導

陞

任

陞

臨

清

王

府

教

授

訓
導

辛
思
顔
四

川

廣

安

州

人

監

生

朱

璣
四

川

內

江

縣

人

監

生

彭

順
四

川

樂

至

縣

人

監

生

張
瀚
海
河

南

睢

州

人

監

生

張

鳯
四

川

廣

安

州

人

監

生

郭

岐
山

西

高

平

縣

人

監

生

陞

山

陽

縣

教

授

□

吉
河

南

舞

陽

縣

人

監

生

周

棐
四

川

大

竹

縣

人

監

生

陞

蜀

府

引

禮

周

制
山

西

絳

州

人

監

生

夏

儒
四

川

墊

江

縣

人

監

生

教

人

有

方

陞

零

陵

□

教

論

楊
世
豪
山

西

五

臺

縣

人

監

生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三

呉

賢
四

川

西

充

縣

人

監

生

王

四

川

德

陽

縣

人

監

生

陞

韓

城

縣

教

諭

楊

本
四

川

安

岳

縣

人

監

生

問

學

慱

洽

甘

劉

翀
四

川

蘆

州

人

監

生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任

戸
口民

惟
邦
本
而
其
要
則
存
夫
版
籍
復
具
其
總
於

志
者
重
民
數
也
然
備
書
歷
年
之
額
欲
使
知
其

减
也
其
所
以
損
益
者
可
以
求
其
端
矣

漢
属
右
扶
風
北
地
安
定
三
郡
東
漢
晋
隋
因
之
統

領

未

定

且

地

之

疆

域

無

常

戸

口

未

詳

唐
新
平
郡
戸
二
萬
二
千
九
百
七
十
七
○
口
一
十
二
萬

五
千
二
百
五
十

宋
邠
州
戸
五
萬
八
千
二
百
五
十
五
○
口
一
十
六
萬
二

千
一
百
六
十
一

明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戸
三
千
一
百
五
○
口
三
萬
四
千
八

百
五
十
五

永
樂
十
五
年
戸
三
千
五
百
五
○
口
三
萬
七
千
七
百

二
十
一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四

弘
治
十
五
年
戸
三
千
四
百
九
十
九
○
口
一
萬

七
百
二
十

嘉
靖
二
十
年
戸
二
千
九
百
七
十
○
口
二
萬
七
百
二

十
九

淳
化
縣

戸

二

千

五

百

四

十

八

口

三

萬

三

千

一

百

五

十

三

三
水
縣

原

額

戸

一

千

八

百

四

十

二

㐫

荒

□

亡

一

千

五

百

二

戸

見

在

戸

七

百

三

十

五

原

額

口

三

萬

一

千

二

百

八

十

二

㐫

荒

迯

亡

一

萬

三

千

二

百

三

十

五

見

在

口

一

萬

七

千

四

十

七

賦
稅
徭

役

啇

稅

站

粮

抛

荒

咐

惟
正
之
供
古
今
通
義
任
土
作
貢
九
州
頓
殊
邠

之
田
粮
有
成
數
徭
役
有
定
額
坐

則
每
年
兩

行
之
編
差
則
間

一
行
之
立
法
旣
善
民
受
其

亦
多
矣
但
抛
荒
爲
啟
弊
之
門
餘
銀
爲
病
民

之
蟊
地
皆
承
種
則
粮
宜
實
起
坐
以
下
倉
足
矣

名
半
徴
以
恤
民
實
所
以
成
奸
也
役
旣
有
定
則

數
求
足
用
民
皆
被
其
惠
矣
徴
餘
銀
以
富
國
實

所
以
損
下
也
近
以
涇
河
泛
漲
澗
泉
洶
溢
溝
洫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五

可
灌
之
田
崩
圯
日
甚
近
濡
膏
腴
之
地
䂖
沙
埒

積
累
賦
以
致
逃
亡
啼
饑
以
趨
溝

又
不
但
大

時
之
旱
潦
也
目
撃
斯
民
可
悲
者
多
矣

官
民
夏
地
二
千
二
百
三
十
一
頃
二
十
八

三
分
二

厘
原
額
夏
粮
一
萬
三
千
四
百
一
十
二
石
二
斗
四
合
二

勺
官
民
秋
地
八
千
四
百
四
十
四
頃
一
十

五
分

原
額
秋
粮
二
萬
七
千
八
百
四
十
石
六
斗
五
升

農
桑
大
絹
一
百
二
十
七
疋
零
一

八
尺
三
寸

馬
草
三
萬
四
千
七
百
九
十
八
束

新
平
驛
夏
粮
四
百
石

秋
粮
一
百
五
十
石

宜
禄
驛
夏
粮
三
百
石

秋
粮
三
百
石

編
入
馬
站
夏
粮
二
千
二
百
八
石
五
斗
五
升

秋
粮
八
千
七
十
三
石
六
斗
六
升

驢
站
夏
粮
三
千
一
百
二
十
石
二
斗

秋
粮
五
千
六
十
八
石
八
斗

牛
站
夏
粮
七
千
五
十
一
石
五
斗
二
升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六

秋
粮
一
萬
九
百
三
十
四
石
六
斗
三
升

餘
站
夏
粮
一
千
三
十
石
一
斗
一
升
三
合

秋
粮
三
千
七
百
五
十
八
石
五
斗
三
升
九
合

鳯
翔
府
僉

宜
禄
驛
黑
豆
粮
三
百
石
此

項

本

州

無

行

惟

每

年

秋

成

該

驛

官

吏

徑

領

任

意

出

入

亦

不

□

報

查

孝

居

民

之

豪

訐

者

恊

分

所

得

因

循

日

久

於

民

嗚

呼

催

征

急

於

彼

處

民

受

十

分

之

苦

侵

盗

肆

於

此

處

官

無

半

分

之

益

驛

傳

之

庻

何

所

仰

給

抛
荒
夏
粮
除
免
二
千
六
百
五
十
一
石

秋
粮
除
免
三
千
八
百
三
十
五
石

此
係
成
化
二
十
年

奏
准
勘
明
事
例

嘉
靖
元
年
夏
粮
內

撥
固
原
倉
三
百
一
十
七

石
有
零
每
石
價
銀
七
銭
秋
粮

撥

韓
府
一

倉
每
石
價
銀
八
銭
嘉
靖
二
年

夏
粮

秦

郡
永
豊
三
倉
每
石
價
銀
六
銭
秋
粮

秦
郡
二

倉
每
石
價
銀
七
銭
本
州
原
坐
蘭
州
秋
輕
粮
小

布
五
百
石
暫
換
于
靈
臺
縣
邠
州
替
納
固
原
一

倉
每
石

銀
三
銭
官
庫
减
半
布
疋
輕
粮
七
十

石
暫
換
□
耀
州
邠
州
替
納
紅
德
一
倉
每
石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七

價
銀
五
銭
五
分
近

以

年

荒

小

災

小

民

□

告

□

䝉

准

復

但

二

處

之

借

粮

憫

其

貧

耳

今

邠

民

室

如

懸

□

地

無

立

錐

凢

權

冝

可

以

緩

死

者

皆

當

殫

慮

爲

之

以

則

好

生

之

意

夫

何

以

此

之

借

以

寛

彼

者

不

能

取

諸

彼

以

慰

此

乎

□

以

緩

期

罪

及

官

民

盍

亦

求

其

故

而

豦

之

力
差
用
銀
一
千
三
百
五
十
七
兩
七
銭
當
差
人
八
千

一
百
一
十
三
丁

兵
備
道
門
子
四
名
每
名
准
銀
四
兩
共
銀
一
十
六

兩
皇

一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四
兩
共
銀
四
十
兩

察
院
門
子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一
兩
五
銭
共
銀
三
兩

按
察
司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五
銭

布
政
司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五
銭

本
州
直
堂
門
子
六
名
每
名
准
銀
五
銭
共
銀
三
兩

儒
學
門
子
四
名
每
名
准
銀
一
兩
五
銭
共
銀
六
兩

文
廟
門
子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一
兩
共
銀
二
兩

姜
嫄
廟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啟
聖
祠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范
文
正
公
祠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社
稷
壇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太
王
祠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八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公
劉
廟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郡
厲
壇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公
劉
塋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公
瑩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三
銭

本
州
㸔
堂
庫
子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五
銭
共
銀
一
兩

本
州
直
堂
并
接
官
皂

五
十
六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共
銀
一
百
一
十
二
兩

本
州
㸔
監
禁
子
八
名
每
名
□
銀
三
兩
共
銀
二
十

四
兩

本
州
鐘
皷
夫
五
名
每
名
准
銀
一
兩
共
銀
五
兩

本
州
機
兵
三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共
銀
九
十
兩

新
平
驛
舘
夫
六
名
每
名
准
銀
十
兩
共
銀
六
十
兩

宜
禄
接
官
皂

三
十
名
每
名
淮
銀
二
兩
共
銀
六

十
兩

宜
禄
驛
舘
夫
六
名
每
名
准
銀
十
兩
共
銀
六
十
兩

宜
禄
廵
檢
司
弓
兵
三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五
銭

共
銀
七
十
五
兩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二
十
九

本
州
逓
運
所
防
夫
二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十
兩

停
口
逓
運
所
防
夫
二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十
兩

宜
禄
逓
運
所
防
夫
二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十
兩

水
北
渡
水
夫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三
十
兩

高
渠
渡
水
夫
二
十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十

兩

黑
水
渡
水
夫
五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一
十
五

兩
原

無

船

平

日

則

以

表

可

沙

冬

日

則

牛

夫

搭

橋

最

爲

閑

矌

减

退

收

價

二

橋

可

之

宜
禄
驛
接
官
門
子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五
銭

本
州
二
十
四
鋪
司
兵
共
一
百
一
十
三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共
銀
二
百
二
十
六
兩

本
州
官
倉
斗
級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兩

本
州
預
備
倉
斗
級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兩
此

差

亦

閑

儒
學
倉
斗
級
三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九
兩

新
平
驛
鋪
陳
庫
子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六
兩
共

銀

一

十

□

兩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宜
禄
驛
鋪
陳
庫
子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六
兩
共

銀

□

十

二

兩

鎭
番
倉
斗
級
一
名
准
銀
一
十
八
兩

新
平
驛
斗
級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兩

宜
禄
驛
斗
級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兩

本
府
永
豊
倉
斗
級
一
名
准
銀
三
兩

夏
粮
大
戸

柳
楊
堡
倉
大
戸
五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一

十

五

兩

鳴
沙
州
倉
大
戸
五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一

十

五

兩

安
定
縣
倉
大
戸
八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二

十

四

兩

固
原
州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三
兩

秦
府
廣
豊
倉
大
戸
本
色
一
名
准
銀
三
兩
收

授

則

三

倍

於

小

民

輸

納

則

賄

賂

於

倉

塲

所

當

嚴

禁

懲

戒

者

也

永
豊
倉
大
戸
四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共
銀
八
兩

秦
府
郡
王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二
兩

慶
陽
府
慶
儲
庫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三
兩

本
州
官
庫
改
常
積
庫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本
州
官
學
二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宜
禄
驛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一

新
平
驛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農
桑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二
兩

餘
站
粮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秋
粮
大
戸

甘
州
倉
大
戸
一
十
七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五

十

一

兩

蘭
州
倉
大
戸
一
十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三

十

六

兩

固
原
倉
大
戸
四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十
二
兩

紅
德
城
倉
大
戸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兩

韓
府
郡
王
倉
大
戸
九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共
銀
一

十

八

兩

秦
府
郡
王
倉
大
戸
八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共
銀
一

十

六

兩

本
司
廣
積
庫
大
戸
三
名
每
名
准
銀
二
兩
共
銀
六

兩
納

戸

每

緩

期

於

數

巳

收

則

興

販

以

花

消

嚴

期

截

觧

可

也

本
州
常
濟
庫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本
州
官
學
二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新
平
驛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宜
禄
驛
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餘
站
粮
大
戸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一
兩
共
銀
二
兩

高
橋

驛
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三
兩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二

固
原
州
草
大
戸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兩

魚
河
堡
草
大
戸
二
名
每
名
准
銀
三
兩
共
銀
六
兩

静
寜
州
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一
兩

西
安
年
例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五
兩

均
徭
大
戸
三
名
每
名
准
銀
一
兩
共
銀
三
兩

西
安
州
倉
草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三
兩

毛
襖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二
兩

鉄
噐
大
戸
一
名
准
銀
二
兩

倉
老
人
一
名
准
銀
五
銭

銀
差
各
項
共
用
銀
一
千
一
百
九
十
七
兩
九
銭
六
分

五
厘
五
毫
無
閏
月
用
銀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七
兩
四

銭
三
分
八
厘

一
項

表
箋
銀
二
十
四
兩

一
項
本
州
各
官
下
馬
夫
銀
一
百
二
十
兩

一
項
本
州
各
官
下
馬
皂

八
名
無
閠
月
用
銀
九

十
六
兩
有
閠
月
用
銀
一
百
四
兩
如
無
閠
月
扣

除
貯
庫
作
正
支
銷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三

一
項
民
校
銀
一
十
二

一
項
本
州
儒
學
齋
夫
八
名
無
閏
月
用
銀
九
十
六

兩
有
閏
月
用
銀
一
百
四
兩

一
項
本
州
儒
學
膳
夫
三
名
無
閠
月
用
銀
三
十
兩

有
閠
月
用
銀
三
十
三
兩

一
項
藥
味
茅
香
一
百
三
十
斤
銀
六
兩
三
銭
五
分

一
項

貢
銀
二
十
四
兩

一
項
鄕
飮
二
次
用
銀
十
兩

一
項
文
廟
二

用
銀
三
十
五
兩

一
項
社
稷
壇
二

用
銀
一
十
三
兩

一
項
風
雲
雷
雨
壇
二

用
銀
一
十
七
兩

一
項
郡
厲
壇
三

用
銀
一
十
四
兩

一
項
啟
聖
公
祠
二

用
銀
五
兩

一
項
姜
嫄
廟
二

用
銀
四
兩

一
項
公
劉
廟
二

用
銀
四
兩

一
項
太
王
祠
二

用
銀
四
兩

一
項
范
文
正
公
祠
二

用
銀
四
兩

一
項
戸
口
食

二
萬
七
百
二
十
九
口
無
閠
月
用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四

銀
三
百
七
十
三
兩
一
銭
二
分
二
厘
有
閠
月
用

銀
四
百
四
兩
二
銭
一
分
五
厘
五
毫

一
項
年
例
銀
一
百
四
十
兩

一
項
毛
襖
銀
五
十
一
兩

一
項
脩
理
公
舘
銀
八
兩
一
銭

一
項
䘮
禮
銀
二
十
一
兩
一
銭
四
分
三
厘

一
項
鉄
噐
銀
九
兩
六
銭
九
分

一
項
芒
神
土
牛
用
銀
三
兩

一
項
孤
老
布
花
無
閠
月
用
銀
二
十
三
兩
三
分
三

厘
有
閠
月
用
銀
二
十
三
兩
四
銭
六
分
七
厘

淳
化
縣

夏
地
一
千
七
百
六
十
三
頃
二
十
三

七
分
九
厘

八
毫
○
夏
粮
八
千
八
百
一
十
六
石
一
斗
八
升

九
合
九
勺
三
抄
○
秋
地
一
千
二
百
二
十
三
頃

九
十
八

四
分
七
厘
七
毫
三
絲
六
忽
○
秋
粮

一
萬
二
千
二
百
三
十
九
石
八
斗
四
升
七
合
七

勺
三
抄
六
撮
○
草
一
萬
五
千
三
百
九
十
九
□

知
縣
郭
儒
乞
查
摘
回
折
布
粮
文
西

安

府

邠

州

淳

化

縣

爲

乞

查

□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五

換

粮

□

□

疋

以

蘇

民

困

事

䝉

本

府

牌

奉

欽

差

督

理

粮

儲

陜

西

布

政

司

右

㕘

政

陶

劄

付

䝉

廵

按

陜

西

監

察

御

史

盛

批

據

本

縣

和

孟

陽

告

稱

本

縣

原

額

夏

秋

粮

二

萬

一

千

八

百

餘

石

節

年

削

少

原

折

布

輕

粮

小

民

辦

納

不

前

迯

竄

一

千

餘

戸

申

請

䝉

欽

差

廵

撫

陜

西

等

處

地

方

□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任

批

督

粮

道

查

處

咨

行

布

政

司

查

得

歷

年

實

徴

簿

內

淳

化

縣

弘

治

十

八

年

夏

粮

存

留

五

千

四

十

六

石

一

斗

內

有

折

布

粮

二

千

五

百

三

十

石

八

斗

起

運

粮

三

千

七

百

七

十

石

內

有

折

布

粮

二

千

五

百

石

八

斗

今

存

留

四

千

二

百

八

十

八

石

七

斗

四

升

內

有

折

布

粮

七

百

石

八

斗

比

舊

少

一

千

八

百

三

十

石

起

運

三

千

七

百

七

十

石

內

有

折

布

粮

一

千

石

比

舊

少

一

千

五

百

石

及

查

正

德

二

年

秋

粮

存

留

五

千

二

百

三

十

九

石

八

斗

四

升

內

有

折

布

粮

一

千

五

百

九

十

一

石

三

斗

今

存

留

一

千

四

百

五

十

一

石

二

斗

內

有

折

布

粮

一

千

九

十

一

石

二

斗

比

舊

少

五

百

石

夏

秋

粮

內

比

舊

共

少

折

布

粮

二

千

八

百

三

十

石

及

查

正

德

二

年

秋

粮

高

陵

縣

原

榆

林

廣

有

倉

折

布

粮

八

百

石

今

寜

夏

榆

林

二

倉

折

布

粮

一

千

三

百

石

比

舊

多

五

百

石

藍

田

縣

原

乾

州

并

甘

肅

二

倉

庫

折

布

粮

一

千

七

十

六

石

四

斗

今

乾

州

并

寜

夏

二

倉

庫

折

布

粮

一

千

三

百

七

十

五

石

四

斗

比

舊

多

□

百

九

十

石

一

斗

蒲

城

縣

原

乾

州

并

甘

肅

岷

州

三

倉

庫

折

布

粮

八

千

八

百

䂖

今

前

項

三

倉

庫

九

千

三

百

石

比

舊

多

五

百

石

其

餘

州

縣

大

率

不

一

通

將

節

年

削

少

本

縣

折

布

粮

三

千

八

百

三

十

石

并

高

陵

藍

田

蒲

城

三

縣

比

舊

多

折

布

粮

共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九

石

申

䝉

撫按

批

允

至

嘉

靖

十

九

年

將

前

多

折

布

粮

摘

回

本

縣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九

石

尚

少

原

額

折

布

粮

二

千

五

百

餘

石

至

今

未

䝉

查

出

□

付

存

照

今

高

陵

縣

白

世

萬

等

不

思

日

前

呈

請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六

□□

□

□

查

明

改

正

一

面

朦

□

告

要

□

□

前

布

□

思

本

縣

原

額

一

十

八

里

見

存

僅

有

七

百

餘

戸

山

田

瘠

薄

民

性

愚

騃

男

不

經

營

女

不

□

績

止

靠

夏

秋

二

禾

以

供

公

賦

秀

實

之

□

一

生

百

死

收

入

之

□

十

室

九

空

悲

號

不

絶

迯

竄

相

仍

總

使

折

布

粮

多

猶

恐

□

於

辦

納

設

□

掣

回

前

事

未

免

愈

加

困

弊

乞

查

前

卷

□

□

令

干

上

司

□

處

施

行

等

因

據

此

惟

恐

不

的

吊

取

□

行

文

卷

并

賦

黄

二

冊

查

對

與

告

相

□

擬

合

通

行

申

請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閠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申

䝉

撫按

批
西
安
府
查
議
行
令
淳
化
縣
將
前
折
色
粮
石

高
陵
縣
將
前
起
運
粮
石
各
照
舊

納
以

息

争

端

農
桑
絹
一
百
二
十
三
疋
二

四
尺
一
寸
○
絲
綿

三
斤
一
十
四
兩
○
站
價
五
千
二
十
五
兩
六

銭

四

分

力
差
門
禁

庫
司
兵
斗
級
機
兵
弓
手
皷
手
舘
夫

大
戸
共
一
百
一
十
七
名
准
銀
四
百
二
十
九

兩

二

銭

銀
差

祀
鄕
飮
婚
䘮
京
料
藥
味
柴
薪
馬
夫
年
例

貢
齋
膳
夫
茶
夫
民
校
脩
理
軍
噐
毛
襖
富
戸

孤
老
布
花
共
銀
六
百
一
十
五
兩
二
銭
二
分

鈔
折
銀
二
百
二
十
九
兩
五
銭
三
分

三
水
縣

夏
地
一
千
四
百
四
十
三
頃
六
十

二
分
一
厘
二

毫
一
絲
八
忽
○
夏
粮
七
千
二
百
一
十
八
石
一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七

斗
九
升
六
合
六
勺
九
撮
○
秋
地
一
千
八
百
五

頃
四
十
四

一
分
一
厘
二
毫
九
絲
四
忽
○
秋

粮
一
萬
八
千
九
百
五
十
四
石
五
斗
六
升
四
勺

四
抄
四
撮
○
草
二
萬
三
千
六
百
九
十
三
束
五

斤
三
兩
三
銭
○
農
桑
絹
一
百
四
十
三
疋
一

六
尺
六
寸
○
絲
綿
一
斤
一
十
兩
○
站
價
六
千

九
百
一
十
四
兩
四
分
有
零

力
差
門
禁

庫
司
兵
斗
級
機
兵
皷
手
舘
夫
防
夫

大
戸
共
四
百
二
十
一
名
准
銀
五
百
九
十
五

兩

二

銭

銀
差

祠
鄕
飮
冠
服
婚
䘮
年
例
軍
噐
毛
襖
京
料

藥
味
柴
薪
馬
夫

貢
齋
膳
夫
富
戸
民
校
脩
理

孤
老
布
花
共
銀
六
百
六
十
一
兩
六
銭
九
分

鈔
折
銀
一
百
九
十
三
兩
九
分
七
厘

啇
稅
課
程

邠
州
原
額
銀
六
十
四
兩
二
銭

淳
化
縣
原
額
銀
一
十
六
兩
一
分

三
水
縣
原
額
銀
一
十
六
兩
三
銭
有
零

武
備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八

安
不
忘
危
戡
定
之
上
策
也
而
衣
袽
之
裕
於
川

渉
又
思
患
預
防
之
良
啚
也
弓
矢
干
戈
啟
行
有

自
鞞
琫
容
刀
陟
巘
所
舟
治
平
日
久
民
不
知
兵

而
折
衝
禦
侮
以
威
天
下
又
在
所
當
愼
也
近
以

三
邉
戒
嚴
特
設
兵
備
道
宫
士
警
心
民
卒
思
奮

又
當
全
陜
襟
喉
之
地
精
銳
之
練
於
教
習
噐
械

之
完
於
鑪
錘
所
謂
不
戰
而
屈
人
之
兵
者
在
是矣

原
額
舊
民
壯
一
百
三
十
名

機
兵
三
十
名

秋
操
新
民
壯
四
百
七
十
名
事

專

防

秋

而

設

每

年

上

班

三

月

餘

日

農

設
防
守
指
揮
一
員

歩
軍
一
百
名

按
伏
指
揮
一
員

千
戸
二
員

官
軍
十
名

上
司
發
下
手
銃
六
百
杆
鉛

子

三

萬

箇

盔
五
十
四
頂
腦

包

□

㡌

□

甲
五
十
九
副

銅
佛
郞
機
三
十
杆

鉄
佛
郞
機
二
十
杆

分
發
宜
禄
鎭
盔
甲
四
副
仝

本
州
民
壯
領
盔
甲
十
副
全

曉
示
人
領
盔
甲
四
十
五
副

本
州
官
造
手
銃
二
百
六
杆

埀
砲
三
百
九
十
四杆

本
州
居
民
自
造
手
銃
五
百
二
杆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二

三
十
九

四
門
守
城
大
砲
十
□

淳
化
縣

原
額
舊
民
壯
八
十
八
名

秋
操
民
壮
四
百
十
二
名

官
銃
九
十
杆

民
銃
二
百
四
杆

官
造
錘
砲
三
十
四
杆

三
水
縣
同

新
設
駐
防
武
職

邠
無
駐
防
從
來
久
矣
囚
南
路
□
窖
溝
西
路
安
化

湾
土

行
刼
道
路
塞
阻
䝉

國
朝
軍
門
孟

憫
念
地
方

題
設
逰
撃
一
員
統
兵
二
百
名
駐
創
防
禦

逰
撃

謝
來
詔
字

元

臣

北

直

隸

人

丙

子

科

武

舉

順

治

六

年

任

分
廵
關
內
道
中
軍
守
備
統
兵
一
百
名
防
守

守
備

李
長
春
字

小

軒

北

直

人

順

治

三

年

本

道

委

州

防

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