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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類

二

建
置
志
一

政
治
類

城
池

廨
署

倉
庾

敎
場

鈔
關

區
治

局
所

城
池

城
舊
址
有
五
詳
見
古
蹟

甎
城
明
正
統
十
四
年
兵
部
尙
書
于
謙
建
議
築
城
詔
平
江
候
陳
豫
御

史
孫
曰
良
董
其
役
至
景
泰
元
年
東
撫
洪
瑛
始
卜
今
地
築
城
高
三
丈

二
尺
厚
二
丈
四
尺
圍
九
里
一
百
步
西
北
隅
特
出
俗
稱
幞
頭
城
門
有

四
東
曰
威
武
南
曰
永
淸
民
國
改
爲

中
山
門

西
曰
廣
積
因
倉

名
也

北
曰
鎭
定
周
圍
戍
樓

八
戍
舖
四
十
六
今毀

人
馬
陟
降
處
曰
蛾
眉
甬
道
外
鑿
隍
深
廣
皆
九
尺

匝
於
城
弘
治
八
年
兵
備
副
使
陳
璧
增
建
女
牆
築
月
城
叠
石
爲
四
橋

因
門
命
名
正
德
五
年
副
使
趙
繼
爵
八
年
副
使
李
充
嗣
嘉
靖
十
五
年

副
使
張
邦
敎
淸
順
治
十
年
副
使
傅
維
鱗
相
繼
修
葺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知
州
佟
世
祿
復
修
州
人
胡
源
濋
鐫
石
記
之
亁
隆
三
十
二
年
知
州
戴

知
誠
請
帑
重
修
越
二
年
竣
工
耗
銀
十
萬
六
千
兩
有
奇
改
高
二
丈
一

尺
下
厚
二
丈
五
尺
上
厚
一
丈
五
尺
咸
豐
四
年
太
平
軍
陷
城
同
治
十

一
年
州
牧
王
其
愼
重
修
民
國
五
年
東
城
垣
燬
於
雷
者
二
十
餘
丈
六

年
大
雨
西
城
雉
堞
及
南
門
城
樓
均
傾

縣
知
事
阮
忠
模
補
修
之
復

增
修
東
南
隅
之
魁
星
樓
爲
瞭
望
所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縣
長
徐
子
尙
於

城
之
西
南
隅
另
闢
一
門
名
曰
博
源
交
通
稱
便
焉
惟
迭
經
兵
燹
元
氣

不
復
城
中
人
烟
寥
落
非
復
當
年
繁
盛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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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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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
城
爲
城
西
南
貿
易
地
明
正
德
六
年
盜
起
瀛
灞
兵
備
副
使
趙
繼
爵

掘
塹
築
土
以
衞
城
外
之
民
曰
邊
墻
亦
名
羅
城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巡
撫

曾
銑
得
邱
文
莊
公

書
曰
臨
淸
宜
跨
河
爲
城
於
是
自
城
之
亁
方
至

巽
方
緣
邊
墻
拓
而
廣
之
延
袤
二
十
里
跨
汶
衛
二
水
建
新
城
俗
名
玉

帶
城
東
西
各
二
門
東
曰
賓
陽
曰
景
岱
西
曰
靖
西
曰
綏
遠
南
曰
欽
明

北
曰
懷
朔
水
門
三
臨
汶
河
者
一
踞
衞
濱
者
二
各
建
戌
樓
爲
月
城
四

戌
舖
三
十
二
池
之
深
闊
垣
之
高
廣
一
如
甎
城
而
闉
闍
之
宏
敞
過
之

州
人
方
元
煥
有
碑
記
見

藝

文

志

二
十
五
年
按
察
副
使
李
遂
鑿
二
水
道
二

十
八
年
副
使
丁
以
忠
於
靖
西
綏
遠
之
間
增
闢
一
門
曰
西
雁
三
十
年

東
撫
王
忬
建
敵
台
三
十
二
座
三
十
八
年
副
使
張
鑑
修
戰
艦
增
樓
櫓

水
門
各
築
翼
樓
設
雲
橋
射
竇
以
嚴
攻
守
形
式
大
備
自
淸
中
葉
王
倫

之
變
歷
一
百
六
十
餘
年
雖
城
闉
盡

而
內
部
中
洲
一
帶
街
衢
洞
達

燈
火
萬
家
蔚
然
爲
全
市
繁
盛
中
心
較
甎
城
之
虛
有
其
表
未
可
同
年

語
也

按
磚
城
亦
名
新
城
土
城
亦
名
舊
城
時
人
所
稱
與
舊
志
互
異
志

文
以
築
城
後
先
爲
新
舊
而
土
人
則
以
土
城
爲
舊
磚
城
爲
新
今

但
稱
磚
城
土
城
以
免
含
混

廨
署

縣
署
在
磚
城
中
明
洪
武
時
自
曹
仁
鎭
移
置
中
洲
景
泰
間
始
徙
今
治

弘
治
己
酉
知
州
張
矰
廓
而
新
之
爲
正
門
儀
門
甬
道
中
穿
戒
石
亭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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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
爲
正
堂
五
楹
榜
曰
宣
政
左
右
各
三
楹
曰
分
政
贊
政
後
爲
二
堂
三

堂
各
五
楹
二
堂
曰
和
衷
三
堂
曰
思
政
又
其
後
爲
官
宅
東
西
屋
宇
十

數
爲
庫
三
在
正
堂
兩
翼
曰
鑾
輿
庫
架
閣
庫
國
用
庫
二
堂
東
爲
豐
盈

庫
胥
吏
室
分
列
墀
之
東
西
吏

部

尙

書

王

㒜

臨

淸

州

治

記

見

藝

文

志

淸
雍
正
十
二
年
知
州
陳

留
武
重
修
於
正
門
兩
翼
增
置
二
坊
左
曰
保
惠
右
曰
阜
成
咸
豐
四
年

城
陷
廨
宇
焚
燬
暫
假
試
院
辦
公
同
治
十
一
年
知
州
鄧
瑛
就
舊
址
重

建
之
增
置
東
西
花
廳
書
房
各
院
宇
及
門
外
列
屋
五
十
餘
間
爲
隷
役

室法
院
在
縣
政
府
西
花
廳
院
民
國
十
七
年
七
月
成
立
前
廳
爲
訟
庭
旁

舍
爲
書
記
處
文
卷
室
今
改
爲
地
方
法
院
臨
淸
分
庭

檢
察
處
在
縣
署
書
房
院
民
國
十
七
年
七
月
成
立

管
獄
員
署
即
前
吏
目
署
與
縣
署
同
時
建

監
獄
一
所
圍
墻
四
十
八
丈
今
改
爲
四
十
六
丈
高
一
丈
五
尺
內
院
墻

橫
十
二
丈
高
一
丈
一
尺
自
民
國
改
良
監
獄
增
修
敎
誨
室
作
業
室
炊

室
餐
室
浴
室
病
室
厠
所
等
其
設
備
甚
周
非
復
從
前
黑
暗
矣
罪
輕
者

別
修
民
刑
事
兩
看
守
所
各
有
優
待
室
炊
室
則
民
刑
兩
所
共
之

廢
署
列

表

二

以

廢

置

後

先

爲

序

廢
署
表
一

名

稱

所

在

備

考

州

同

署

土

城

馬

市

街

西

淸

季

移

永

淸

門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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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州

判

署

在

二

閘

口

西

學

官

署

在

文

廟

西

明

景

泰

初

平

江

候

陳

豫

創

建

淸

順

治

十

七

年

僉

事

駱

騰

捐

俸

增

修

之

民

國

十

六

年

改

建

爲

縣

立

第

六

高

級

小

學

卽

今

文

廟

小

學

巡

檢

署

城

北

王

家

淺

距

城

十

五

里

淸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創

修

民

國

初

改

爲

稅

收

分

卡

今

廢

協

鎭

署

廣

積

門

外

迤

西

明

萬

歷

二

十

一

年

建

設

參

將

後

改

總

兵

淸

順

治

十

八

年

改

協

鎭

署

內

有

正

堂

有

寧

遠

堂

後

爲

官

宅

門

外

爲

材

官

廳

旗

牌

廳

閱

射

㕔

等

淸

末

廢

今

夷

爲

民

居

都

司

署

甎

城

永

淸

門

內

迤

北

東

向

淸

康

熙

辛

酉

創

修

正

堂

兩

序

爲

禮

兵

刑

工

粮

馬

六

科

廢

署

表

二

名

稱

所

在

備

考

臨

淸

兵

備

道

署

在

縣

署

西

南

有

明

禮

部

侍

郞

許

成

名

兵

備

題

名

碑

記

不

詳

其

廢

置

年

月

都

察

院

行

台

縣

署

西

北

舊

有

憲

台

坊

司

行

台

皆

在

縣

署

北

衞

署

在

縣

署

東

北

明

工

部

郞

中

王

良

柱

重

修

臨

淸

衞

碑

記

頗

詳

其

建

置

規

模

漕

運

行

台

衞

河

東

岸

工

部

北

河

行

署

土

城

中

洲

太

僕

行

署

中洲

戶

部

督

餉

分

司

署

甎

城

西

北

隅

明

初

置

淸

乾

隆

改

爲

萬

壽

宮

民

國

十

四

年

拆

毀

工

部

營

繕

司

署

中

洲

工

部

廠

明

置

淸

改

建

爲

試

院

今

爲

臨

淸

初

級

中

學

鼓

鑄

局

東

水

門

外

有

罏

三

十

餘

座

明

崇

禎

間

設

屬

工

部

淸

屬

倉

部

每

年

領

銀

八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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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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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兩

買

銅

鑄

錢

支

應

各

屬

兵

餉

停

止

年

月

未

詳

醫

學

署

縣

署

西

亭

台

久

圮

以
上
表
例
各
署
皆
己
廢
毁
姑
存
其
名
以
見
設
官
因
革
之
始
末

云倉
庾

磚
城
內
倉
廒
有
三
一
曰
廣
積
倉
俗
稱
大
倉
在
廣
積
門
內
一
曰
常
盈

廒
俗
稱
小
倉
廒
二
連
計
百
間
久
圮

一
曰
臨
淸
廒
八
十
一
連
連
十
間
均
附
於
大
倉
西
北
隅
貯
谷
二
十
萬

石
有
奇
明
嘉
靖
間
重
修
三
倉
規
模
益
閎
民
國
初
年
警
備
隊
移
駐
其

中
十
七
八
兩
年
拆
毁
無
餘
隙
地
八
十
畝
劃
歸
省
立
十
一
中
學

水
次
倉
在
中
洲
馬
市
街
明
洪
武
間
創
名
水
次
兌
軍
倉
有
西
廒
三
連

南
廒
東
廒
各
五
間
今
改
築
爲
公
安
局
駐
所

預
備
倉
在
縣
署
東
就
帥
府
舊
址
建
造
計
廒
七
十
餘
間
今
併
圮
新
倉

在
縣
政
府
大
門
內
前
曰
永
備
後
曰
永
豐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縣
長
徐
子

尙
奉
令
積
谷
偕
邑
紳
張
自
淸
等
籌
欵
六
萬
元
爲
倉
儲
基
金
在

軍

事

還

款

內

撥

支

並
拆
城
牆
磚
築
圓
式
倉
二
購
谷
六
千
石
實
之
各
區
之
倉
亦
繼
續
成

立
正
在
籌
備
中

敎
場

蓄
銳
亭
卽
牧
馬
所
在
兵
備
道
署
西
明
嘉
靖
間
副
使
張
邦
敎
修

武
生
肄
業
館
在
閘
河
北
岸
鰲
頭
磯
之
西
爲
武
職
廕
習
生
習
射
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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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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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州
敎
場
在
靖
西
門
外

演
武
廳
在
威
武
門
外
明
景
泰
間
平
江
侯
陳
豫
創
修
地
址
百
餘
畝
淸

初
重
修
凡
四
次
爲
守
將
閱
兵
之
所
每
逢
歲
試
學
使
者
考
武
於
此
光

緖
間
知
州
陶
錫
祺
復
修
之
大
廳
九
楹
極
宏
敞
觀
射
台
峙
其
東
西
則

爲
馳
馬
較
射
之
埓
廳
後
之
迴
廓
翼
舍
煥
然
一
新
民
國
四
年
拆
毀
七

年
改
建
爲
棉
業
試
驗
場

自
民
國
以
來
趨
重
體
育
凡
警
團
防
軍
及
學
校
所
在
各
有
操
塲

均
就
平
地
無
事
建
築
矣

鈔
關

臨
淸
居
運
河
要
衝
百
貨
駢
集
明
宣
德
四
年
設
關
於
此
內
有
廳
堂
有

倉
庫
有
巡
欄
舍
儀
門
之
外
南
爲
舍
人
房
北
爲
船
料
房
前
爲
正
關
有

坊
二
曰
裕
國
曰
通
商
南
側
爲
玉
音
樓
又
臨
河
爲
坊
曰
國
計
民
生
坊

之
北
爲
閱
貨
廳
河
內
沈
鐵
索
達
兩
岸
開
關
時
撤
之
隆
慶
元
年
關
主

事
劉
某
購
北
鄰
民
房
五
十
餘
間
擴
充
之
淸
乾
隆
十
年
巡
撫
喀
爾
吉

善
檄
知
州
王
俊
重
修
有
碑
記
民
國
十
九
年
廢
二
十
二
年
魯
北
民
團

軍
指
揮
部
駐
防
其
間
指
揮
趙
仁
泉
增
建
舍
宇
形
勢
益
復
崇
煥

分
關

分
關
之
在
境
內
者
曰
前
關
曰
南
水
關
曰
北
橋
口
曰
樊
村
廠
曰
尖
塚

口
凡
五
處

區
治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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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區
治
表

名

稱

區

公

所

所

在

轄

治

村

鎭

第

一

區
西
南
關

行
宮
廟

七
十

五
鎮

第

二

區
城
西
南
唐
家
園

距
城
三
十
里

六
十

五
村

第

三

區
城
南
辛
莊
距

城
十
五
里

七
十

村

第

四

區
城
東
十
方
院

距
城
五
里

六
十

四
村

第

五

區
城
北
十

二
里
莊

七
十

村

第

六

區
城
西
老
官
寨

距
城
十
五
里

五
十

六
村

第

七

區
城
西
南
台
莊

距
城
二
十
里

五
十

三
村

第

八

區
城
西
南
東
來
寨

距
城
五
十
里

五
十

六
村

第

九

區
城
直
西
下
堡
寺

距
城
六
十
里

六
十

六
村

第

十

區
直
北
邊
境
桑
園

鎮
距
城
九
十
里

十
六

村

局
所

局
所
表

名

稱

所

在

沿

革

公

安

局
馬
市
街

水
次
倉

淸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成
立
初
名
廵
警
局

民
國
二
更
年
名
警
察
事
務
所
十
七
年

改
爲
公
安
局
十
九
年
設
分
局
四
並
增

消
防
衞
生
及
水
上
警
察
各
隊
復
於
下

堡
寺
桑
園
尖
塚

各
鎮
設
分
駐
所

財

政

局
縣
政
府

西
院

民
國
七
年
成
立
初
名
財
政
管
理
處
十

七
年
改
爲
財
政
局
今
併
爲
縣
府
第
三

科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政
治
類

九

建

設

局

鰲
頭
磯

甘
棠
祠

民
國
九
年
成
立
初
名
勸
業
所
十
三
年

七
月
改
實
業
局
十
七
年
八
月
改
建
設

局
今
併
爲
縣

府
第
四
科

敎

育

局

大
寺

西

清
光
緖
三
十
年
裁
學
正
立
視
學
所
尋

改
勸
學
所
民
國
十
二
年
八
月
奉
令

改
稱
敎
育
局
今
爲
縣
府
第
五
科
四
局

之
設
自
前
代
至
今
迭
有
變
遷
要
皆
爲

縣
政
佐
治
機

關
故
附
於
此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建
置
志
二

文
化
類

孔

廟

學

署

義

學

試

院

書

院

學

校

國
術
館

雹
影
院

圖
書
館

講
演
所

體
育
塲

進
德
會

報

館

孔
廟

孔
廟
在
甎
城
中
明
景
泰
間
平
江
候
陳
豫
創
建
弘
治
時
副
使
陳
璧
擴

而
新
之
計
大
成
殿
八
楹
高
八
仞
東
西
廡
各
十
楹
東
廡
之
南
爲
祭
器

庫
北
爲
酒
尊
所
西
廡
之
南
爲
樂
噐
庫
北
爲
供
給
所
戟
門
六
楹
崇
廣

與
廟
稱
東
西
各
一
門
曰
金
聲
曰
玉
振
中
爲
泮
池
嘉
靖
時
建
欞
星
門

極
翬
飛
之
致
門
外
爲
鄕
賢
祠
名
宦
祠
東
西
各
置
一
坊
爲
德
配
天
地

道
冠
古
今
照
壁
一
直
永
淸
門
大
街
中
嵌
太
和
元
氣
四
字
廟
之
西
爲

明
倫
堂
學
官
居
之
淸
咸
豐
甲
寅
燬
於
兵
燹
同
治
七
年
州
牧
陶
紹
緖

與
邑
紳
募
資
重
修
費
二
萬
四
千
餘
金
亦
鉅
工
也

崇
聖
祠
在
大
成
門
東
州
人
林
秀
建

尊
經
閣
在
大
成
殿
後
淸
康
熙
間
州
人
周
亦
達
繼
父
大
蘭
志
損
貲
獨

建
閱
十
年
始
蕆
事
同
治
十
一
年
重
修
今
毀
明

李

東

陽

修

孔

子

廟

記

州

人

汪

灝

重

修

尊

經

閣

記

均

見

藝

文

志學
署

學
官
有
學
正
一
員
訓
導
一
員
署
在
文
廟
之
西
明
景
泰
間
平
江
候
陳

豫
創
建
中
爲
明
倫
堂
前
爲
重
門
後
爲
退
省
堂
齋
宿
堂
左
右
爲
倉
湢

東
北
爲
射
圃
成
化
間
增
置
三
齋
曰
篤
信
敏
行
思
誠
弘
治
時
增
東
西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一

號
舍
淸
順
治
十
七
年
重
修
明
倫
堂
後
爲
學
正
居
室
堂
之
西
爲
訓
導

署
民
國
十
六
年
就
其
址
改
建
爲
縣
立
高
級
小
學
校

義
學

義
學
爲
文
化
建
設
之
一
考
試
之
基
礎
學
校
之
先
聲
也
前
代
敎
育
淵

源
於
此
其
經
費
出
於
學
田
有
官
立
私
立
之
別
特
表
而
出
之

義
學
表

學

址

類

別

經

費

成

立

年

月

創

建

姓

名

縣
治
東

名

內

義

學

官

立

官

發

淸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知

州

佟

世

祿

廣
濟
橋

名

外

義

學

官

立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鰲
頭
磯

官

立

同

上

雍
正
十
三
年

城

西

大

廟

莊

官

立

學

田

五

十

畝

同

上

城

南

茶

菴

同

上

學

田

二

頃

同

上

城

北

塔

灣

同

上

學

田

一

頃

九

十

四

畝

同

上

城

西

呂

寨

私

立

學

田

二

頃

學

舍

十

八

間

雍
正
十
年

崔

紳

捐

資

獨

建

城

北

胡

官

屯

公

立

學

田

八

十

畝

宅

一

區

邑

人

林

濤

等

三

十

餘

人

城

西

趙

莊

公

立

學

田

百

畝

乾

隆

間

趙

莊

人

賈

士

治

王

大

成

等

合

建

按
義
學
之
設
始
於
淸
初
由
城
及
鄕
逐
漸
擴
充
至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改
爲
蒙
養
學
堂
計
二
十
五
處
在
城
廂
者
十
三
在
鄕
區
者
十

二
所
有
欵
產
設
專
員
督
理
民
國
以
來
改
爲
初
級
小
學
今
擴
增

至
二
百
九
十
五
處
學
子
萬
餘
其
學
田
之
多
學
欵
之
裕
有
由
來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二

也試
院

臨
淸
士
子
向
就
試
於
東
昌
自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升
爲
直

州
武
城
夏

津
邱
縣
屬
之
知
州
李
濤
就
中
洲
工
部
舊
署
始
建
考
棚
其
費
由
一
州

三
縣
擔
任
繼
任
州
牧
王
溥
蕆
其
事
照
壁
左
右
爲
轅
門
東
曰
掄
才
西

曰
育
士
大
門
內
爲
宋
五
子
祠
儀
門
內
考
棚
四
十
九
間
上
梲
三
重
各

設
窗
以
通
光
線
棚
盡
處
有
坊
曰
人
文
蔚
起
坊
東
西
爲
內
堂
號
爲
四

縣
生
童
覆
試
之
所
大
堂
五
楹
曰
文
昌
堂
後
廳
爲
學
使
退
息
室
東
西

列
屋
幕
僚
分
居
之
洵
傑
構
也
淸
末
罷
科

邑
紳
冀
瀾
折
毀
改
築
小

學
堂
其
中
鉅
材

而
小
之
非
後
舊
日
之
雄
偉
矣
民
國
八
年
省
立
十

一
中
成
立
校
長
范
步
瀛
仍
其
址
堊
而
新
之

書
院

淸
源
書
院
舊
址
在
試
院
內
後
遷
南
司
口
路
東
前
院
爲
諸
生
肄
業
室

後
院
廳
堂
山
長
講
學
其
中
東
北
隅
有
藏
書
樓
北
側
院
爲
游
藝
圃
每

月
課
士
一
次
擇
優
給
奬
淸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改
爲
校
士
分
館
今
爲
縣

立
女
子
小
學
所
藏
書
籍
歸
圖
書
館
保
存

學
校臨

淸
州
中
學
堂

在
鈔
關
街
淸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知
州
莊
洪
烈
創
修
院
宇
凡
六
講
室
校

舍
百
數
十
間
頗
閎
峻
中
間
築
樓
藏
書
萬
餘
卷
民
國
二
年
改
爲
省
立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三

第
七
中
學
三
年
併
於
東
昌
今
爲
縣
立
第
一
高
等
小
學
藏
書
移
貯
圖

書
館

省
立
十
一
中
學

成
立
於
民
國
八
年
五
月
在
舊
試
院
前
院
新
築
者
爲
校
長
室
圖
書
館

及
理
化
儀
器
室
考
棚
舊
址
改
爲
宿
舍
前
後
正
廳
均
改
爲
講
室
左
右

旁
舍
職
敎
員
分
住
之
初
立
時
僅
兩
級
不
百
人
自
張
元
亨
任
校
長
來

學
生
日
衆
校
址
不
能
容
乃
擴
體
育
塲
於
校
外
賃
民
房
爲
學
生
寄
宿

舍
至
二
十
二
年
在
甎
城
內
大
倉
舊
址
新
建
校
舍
規
模
閎
大
尙
未
竣

工

聯
立
鄕
村
師
範
學
校

在
威
武
門
外
棉
業
試
驗
場
之
西
民
國
八
年
建
初
爲
棉
業
講
習
所
嗣

改
爲
第
二
職
業
學
校
未
幾
停
辦
校
舍
亦
强
半
傾

二
十
年
鄕
師
成

立
孫
寳
賢
長
斯
校
就
址
增
建
舍
宇
一
新

縣
立
小
學

縣
立
小
學
表

名

稱

校

址

沿

革

第

一

小

學
在
鈔
關
街
臨
淸

中
學
堂
舊
址

初
名
模
範
兩
等
小
學
民
國
十
一
年

始
改
今
稱
其
規
模
完
備
成
績
優
良

爲
全

縣
冠

第

二

小

學
城
西

趙
莊

淸
末
成
立
民
國
十
一
年
遷
於
趙
莊

邑
紳
賈
健
明
捐
地
六
畝
磚
萬
方
助

興築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四

第

三

小

學

城
南
荆

林
莊

建
於
民
國
十
三
年
校
舍
四
十

間
十
八
年
遭
匪
刦
設
備
一
空

第

四

小

學

城
西

呂
寨

民
國
十
六
年
十
月
崔
登
雲
監
修
屋

多
平
式
因
地
屬
邊
鄙
來
學
者
甚
少

第

五

小

學

城
西
下

堡
寺

初
立
爲
臨
館
合
校
在
尖
塚

民
國
十
七
年
二
月
遷
今
地

第

六

小

學

磚
城
內

文
廟
西

初
立
爲
乙
種
蠶
業
學
校
在
鈔
關
街

尋
罷
民
國
十
六
年
邑
人
張
樹
楠
田

繼
光
就
學
署
舊
址
改
建
斯

校
城
內
之
有
高
小
自
此
始

第

七

小

學

第
十
區

桑
園
鎭

十
九
年
六
月
成
立
其
購
地
建

築
設
備
等
費
由
本
區
擔
任

第

八

小

學

城
南

朱
莊

原
爲
該
村
初
級
小
學
十
八
年
改
爲

第
三
小
學
分
校
至
二
十
一
年
經
敎

育
行
政
委
員
會
議
决

提
改
爲
高
級
小
校

女

子

小

學

南
司
口
淸
源

書
院
舊
址

初
附
鈔
關
第
一
小
學
十
三
年
遷
紙

馬
巷
十
九
年
遷
今
址
舍
宇
仍
書
院

之舊

私
立
小
學

育
才
小
學
民
國
十
七
年
成
立
初
在
禮
拜
寺
內
二
十
年
遷
油
簍
巷
購

民
宅
改
造
之

武
訓
小
學
在
西
南
關
御
史
巷
初
爲
義
學
民
國
七
年
改
爲
武
訓
兩
等

小
學
十
七
年
始
定
今
稱
自
前
淸
光
緖
間
武
訓
以
乞
丐
積
資
創
建
斯

校
邑
人
王
丕
顯
繼
其
志
募
鉅
金
建
崇
樓
廣
廈
蔚
稱
傑
構
十
九
年
又

購
學
田
四
頃
餘
収
其
租
爲
經
費
之
補
助

育
英
小
學
民
國
三
年
郡
人
趙
月
潭
所
創
辦
校
址
初
在
鍋
市
街
繼
遷

於
吉
士
口

按
學
校
一
目
詳
敎
育
志
茲
僅
書
其
所
在
地
與
槪
况
餘
從
略
其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五

旋
興
旋
廢
無
關
建
置
者
不
錄

國
術
分
館

成
立
於
民
國
二
十
年
尋
停
辦
二
十
三
年
恢
復
館
址
遷
進
德
會

電
影
院

臨
淸
電
影
之
術
萌
芽
於
民
國
初
年
至
二
十
二
年
冬
始
在
大
寺
佛
殿

改
建
影
院
掩
映
之
影
片
頗
稱
通
俗

圖
書
館

民
國
十
九
年
張
樹
梅
長
敎
育
委
丁
詠
南
爲
圖
書
館
籌
備
主
任
就
大

寺
後
殿
改
建
搜
集
前
書
院
藏
書
萬
餘
卷
並
增
購
萬
有
文
庫
及
通
俗

小
說
百
數
十
種
置
架
陳
列
之
內
附
閱
報
所
翌
年
徐
福
田
繼
任
館
長

添
設
無
線
電
收
音
機
創
民
衆
快
報
及
新
劇
社
附
其
中

講
演
所

民
國
八
年
成
立
在
大
寧
寺
之
魯
般
殿
旋
即
停
頓
十
年
秋
復
立
十
二

年
遷
考
棚
街
文
昌
閣
東
院
十
七
年
併
於
縣
黨
部
之
週
報
社
十
九
年

燬
於
兵
夏
五
月
敎
育
局
籌
備
恢
復
擴
文
昌
宮
之
東
偏
建
夏
屋
容
百

人
添
置
留
聲
機
及
無
線
電
機
規
模
粗
備
復
在
鄕
間
設
講
演
分
所
四

處

二
十
年
民
衆
敎
育
館
奉
令
成
立
凡
講
演
圖
書
出
版
健
康
游
藝

等
部
均
附
之
圖
書
館
講
演
所
成
立
在
前
其
餘
各
部
尙
待
續
辦

故
另
述
之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六

體
育
塲

公
共
體
育
塲
在
汶
河
南
岸
購
地
三
十
六
畝
高
曠
平
坦
植
樹
數
千
株

繞
其
四
周
場
內
南
爲
蹴
踘
場
西
爲
鞦
韆
塲
中
築
跑
道
周
四
百
米
崇

樓
矗
其
東
高
兩
級
爲
層
臺
以
備
演
劇
登
其
上
可
攬
全
市
之
勝
成
立

於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秋
七
月

進
德
分
會

臨
淸
進
德
分
會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民
團
指
揮
趙
仁
泉
建
在
汶
河
南
岸

就
體
育
場
擴
而
治
之
築
廳
事
極
軒
敞
左
右
皆
有
亭
一
爲
武
訓
紀
念

亭
一
爲
趙
公
紀
念
亭
又
有
草
亭
一
踞
鳳
嶺
之
巓
供
人
登
眺
四
周
繚

以
短
垣
中
植
花
木
二
十
三
年
元
旦

行
開
幕
典
禮
不
期
而
會
者
數

萬
人
領
導
之
效
於
茲
可
見

報
館

報
館
表

名

稱

所

在

沿

革

新

臨

淸

文
昌

閣
內

民
國
十
八
年
成
立
尋
改
黨
政
週
報
又

改
黨
聲
始
終
屬
於
縣
黨
部
今
停
刋

臨

淸

日

報

在
耳
朶

眼
街

二
十
二

年
發
刋

民

衆

快

報

大
寺
內

圖
書
館

二
十
年
徐
福
田
創
組
逐
日

刋
發
今
屬
民
衆
敎
育
舘

自

治

半

月

刊

附
第
一

區
公
所

二
十
二
年
春
成
立

聘
薛
鏡
主
編
輯

中

校

週

刊

考
棚

街

二
十
一
年
十
一
中
學

出
版
星
期
六
刋
發

報
紙
爲
通
俗
之
利
噐
文
化
之
導
線
外
埠
報
紙
以
天
津
大
公
報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文
化
類

十
七

益
世
報
最
爲
普
遍
本
地
之
報
則
民
衆
快
報
日
售
千
紙
最
爲
發

展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宗
敎
類

十
八

建
置
志
三

宗
敎
類
寺

觀

淸

眞

寺

耶

穌

教

堂

天

主

敎

堂

寺
觀

臨
淸
寺
觀
所
在
多
有
名
目
綦
繁
茲
區
分
爲
神
道
類
釋
敎
類
道
敎
類

賢
哲
類
叢
祠
類
列
表
於
左

寺
廟
表
一

神

道

類

所

在

建

築

時

代

附

記

城

隍

廟

縣

署

東

明

景

泰

間

建

前

朝

列

禮

典

今

爲

指

揮

部

第

二

營

駐

兵

地

每

年

舊

歷

正

月

十

五

五

月

二

十

八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均

有

會

文

昌

祠

一

在

文

廟

東

明

萬

歷

時

建

久

一

在

考

棚

街

明

景

泰

間

建

文

昌

本

星

名

後

人

以

張

亞

子

附

會

之

八

蜡

廟

廢

河

北

岸

上

灣

街

明

洪

武

初

建

按

八

蜡

內

先

嗇

卽

神

農

司

農

卽

后

稷

劉

猛

將

軍

廟

上

灣

街

淸

雍

正

三

年

建

相

傳

劉

猛

將

軍

爲

驅

蝗

之

神

將

軍

名

宰

字

平

國

宋

人

諡

文

淸

馬

神

廟

中洲

明

弘

治

時

按

周

官

牧

人

掌

夫

馬

之

屬

春

祭

馬

祖

卽

天

駟

星

先

農

壇

永

淸

門

外

淸

雍

正

五

年

一

說

洪

武

二

年

置

改

建

爲

中

山

林

社

稷

壇

廣

積

門

外

明

洪

武

二

年

今

基

督

敎

堂

後

尙

有

遺

跡

龍

王

廟

衞

河

南

水

門

內

淸初

祀

宋

人

謝

緖

封

金

龍

四

大

王

漳

神

廟

汶

河

北

滸

淸

康

熙

六

十

年

祀

漳

河

之

神

火

星

廟

所

在

多

有

古

人

不

忘

火

化

之

功

故

祀

火

星

以

祝

融

配

享

土

地

廟

村

鎮

皆

有

祀

里

社

之

神

本

公

羊

傳

社

者

土

地

之

主

也

世

俗

以

韓

文

公

當

之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宗
敎
類

十
九

殊

荒

謬

寺
廟
表
二

釋

敎

類

所

在

建

築

年

月

附

記

大

寧

寺

大

寺

街

中

間

明

時

建

淸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燬

於

火

後

復

其

舊

今

改

爲

中

山

市

場

縣

長

馬

銳

書

額

前

院

改

爲

電

影

院

後

殿

爲

圖

書

館

靜

寧

寺

土

城

懷

朔

門

內

元

時

建

一

名

彌

陀

寺

塑

像

極

工

殿

宇

亦

宏

麗

明

尙

書

胡

濙

有

碑

記

邑

十

景

泥

寺

春

暉

卽

此

天

寧

寺

土

城

欽

朔

門

內

明

永

樂

三

年

門

外

唐

槐

一

株

其

古

柏

蒼

蔚

亦

數

百

年

有

白

石

觀

音

像

傳

係

掘

地

所

得

因

以

爲

廟

滿

寧

寺

城

東

十

里

元

時

建

俗

稱

紅

寺

殿

宇

構

造

極

人

工

之

巧

民

國

二

十

年

折

毀

大

佛

寺

汶

河

南

岸

明

州

人

汪

珙

建

淸

光

緖

間

寺

址

三

畝

餘

明

大

僕

寺

少

卿

慈

谿

姜

應

麟

有

碑

記

京

西

檀

柘

寺

方

丈

僧

慧

寬

重修

永

壽

寺

土

城

懷

朔

門

外

明

萬

歷

間

州

人

柳

佐

建

內

有

鐵

鑄

大

士

像

高

三

丈

二

尺

寺

前

有

塔

高

十

丈

與

寺

同

時

建

觀

音

堂

大

寺

前

北

向

明

時

建

今

爲

工

會

禪

覺

寺

灰

炭

廠

今

爲

民

衆

第

二

小

學

校

圓

覺

寺

城

西

老

官

寨

明

時

建

淸

同

治

間

有

高

僧

嗜

佛

典

搜

集

經

藏

甚

富

多

元

明

善

本

築

一

室

滿

貯

其

中

蓮

花

庵

懷

朔

門

外

爲

運

河

堤

工

最

險

要

處

十

方

院

城

東

五

里

村

以

寺

名

淸初

昔

爲

十

方

常

住

今

爲

第

四

區

聯

莊

分

會

駐

所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宗
敎
類

二
十

多

寳

寺
舊

城

中

傳

有

萬

石

佛

及

舍

利

塔

高

三

丈

今

淨

域

寺
城

西

西

倉

集

唐

時

建

觀

音

寺
城

西

黎

博

店

淸

初

建

光

緖

間

重

修

有

明

唐

英

字

匾

一

方

字

尙

完

好

地

址

今

爲

集

市

交

易

塲

二

月

十

五

十

月

十

五

均

有

會

淸

涼

寺
景

岱

門

外

有

古

檜

二

株

高

六

七

尋

傳

係

漢

時

植

舊

志

所

稱

之

南

林

雙

檜

卽

此

今

無

寺

亦

碑

移

大

佛

寺

慈

航

院
城

西

南

南

北

街

淸代

屋

宇

頗

多

尼

僧

住

持

右
表
所
列
係
規
模
較
大
或
有
古
蹟
所
在
者
餘
如
城
內
之
廣
濟

寺
水
月
庵
福
田
庵
等
城
東
之
西
方
境
準
提
庵
城
北
之
圓
覺
寺

寳
泉
寺
琉
璃
廟
城
南
之
大
藏
庵
彌
勒
庵
觀
音
祠
城
西
之
大
士

殿
衞
羅
庵
多
福
寺
石
佛
寺
凈
土
寺
等
不
下
數
十
鄕
區
小
廟
尙

不
勝
計
釋
敎
之
盛
於
此
可
見

寺
廟
表
三

道

敎

類

所

在
年

代

附

記

無

爲

觀
汶

河

東

岸

淸

康

熙

時

淸

高

宗

南

廵

立

碑

於

此

鐫

臨

淸

歌

二

首

觀

圮

碑

尙

存

靈

官

廟
衞

河

西

岸

奉

小

說

所

稱

之

趙

壇

王

靈

官

老

君

堂
蝎

子

坑

北

老

子

爲

道

敎

之

祖

道

家

奉

爲

老

君

眞

武

廟
懷

朔

門

外

久

靜

樂

宮
車營

今

爲

公

安

分

局

天

齊

廟
縣

署

西

北

淸

初

建

祀

東

嶽

大

帝

卽

封

神

傳

所

附

會

之

黃

飛

虎

今

爲

大

隊

部

駐

兵

處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宗
敎
類

二
十
一

五

龍

宮
衞

河

西

內

祀

眞

武

三

月

三

日

有

會

牲

畜

木

料

最

盛

呂

祖

閣
鰲

頭

磯

三

元

閣
南

司

口

淸

季

重

修

閣

下

壘

石

爲

臺

踞

衞

津

最

高

曠

登

其

上

帆

滿

目

頗

饒

風

景

今

爲

水

上

警

察

駐

所

南

華

堂
牐東

今無

右
爲
境
內
寺
觀
屬
於
道
家
者
較
釋
敎
爲
少

寺
廟
表
四

賢

哲

類

軒

轅

宮

奉

軒

轅

皇

帝

境

內

之

機

戶

祀

之

公
輸
子
祠
大

寺

東

偏

一

名

魯

班

殿

土

木

工

人

奉

之

今

爲

公

安

第

一

分

局

太

公

廟
欽

明

門

外

祀

太

公

望

今

圮

三

義

廟
壩口

祀

三

國

時

劉

關

張

大
藥
王
廟
上灣

黃

帝

著

內

經

神

農

嘗

百

草

故

奉

之

爲

主

今

駐

大

隊

部

關

岳

廟
廣

積

門

外

明

正

統

二

年

建

民

國

二

年

關

岳

合

祀

十

七

年

拆

毀

詳

見

禮

俗

志

祀

典

機

神

廟
廣

積

門

內

螺

祖

爲

黃

帝

妃

敎

民

育

蠶

爲

衣

服

製

成

之

祖

故

機

戶

織

女

皆

祀

之

此
類
除
關
帝
廟
外
爲
數
寥
寥
且
多
狹
陋
亦
不
詳
其
建
築
年
月

可
見
當
時
社
會
之
崇
拜
先
哲
遠
不
如
其
迷
信
釋
道
也

寺
廟
表
五

廟

祠

類

所

在

時

代

附

記

碧

霞

宮
衞

河

東

滸

淸

時

建

供

泰

山

神

女

封

碧

霞

元

君

俗

稱

娘

娘

舊

歷

四

月

中

旬

鄰

封

所

在

附

記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宗
敎
類

二
十
二 數

十

縣

來

者

甚

衆

名

曰

朝

山

每

值

會

期

土

人

木

像

扮

社

伙

觀

者

雲

從

有

萬

人

空

巷

之

勢

九

月

九

日

又

有

會

亦

頗

盛

實

爲

全

境

商

業

消

長

所

關

行

宮

廟
大

寺

街

中

淸

時

建

爲

碧

霞

元

君

巡

行

駐

駕

之

所

在

其

中

社

伙

極

多

今

爲

第

一

區

區

公

所

歇

馬

廳
城

東

南

汶

河

北

岸

淸

代

建

民

國

初

年

重

修

爲

碧

霞

元

君

停

駕

之

所

舊

歷

四

月

一

日

有

接

駕

會

游

人

潮

湧

香

火

極

盛

與

泰

山

神

會

相

銜

接

娘

娘

廟
所

在

多

有

以

在

天

橋

北

者

淸

初

建

性

質

與

上

同

中

設

初

級

小

學

校

爲

最

大

茲

育

菴
城

南

南

壇

亦

供

娘

娘

尼

僧

住

持

中

設

初

級

小

學

萬

家

園
衞

河

西

舍

宇

頗

多

有

尼

姑

十

餘

均

能

持

誦

經

卷

惟

中

供

碧

霞

元

君

及

關

壯

繆

殊

荒

唐

竈

王

廟
衞

河

西

飯

館

及

食

品

店

均

奉

之

爲

厨

業

工

會

集

會

之

所

在

㿀

疹

祠
威

武

門

內

不

知

所

本

其

像

遍

體

皆

瘠

患

痘

疹

者

供

之

致

廢

醫

葯

其

愚

可憫

張

仙

廟
永

濟

橋

北

本

蜀

花

蕊

夫

人

之

託

詞

後

人

附

會

爲

之

立

廟

求

子

嗣

者

供

之

殊

荒

謬

右
表
所
列
率
多
淫
祠
今
雖
破
除
迷
信
而
此
類
未
盡
廢
除
每
逢

會
期
香
火
之
盛
一
如
前
日
亦
革
新
民
俗
者
所
有
事
也

淸
眞
寺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宗
敎
類

二
十
三

淸
眞
寺
有
三
爲
回
敎
民
族
所
建
一
在
衛
濱
下
渡
口
俗
稱
老
禮
拜
寺

其
臨
河
水
亭
頗
峻
偉
一
在
馬
家
大
院
爲
中
寺
亦
名
新
寺
在
洪
水
坑

上
者
爲
東
寺
規
模
較
小
若
城
西
之
洪
官
營
城
北
之
八
里
圈
城
南
之

焦
莊
等
亦
各
有
寺
爲
鄕
居
回
族
禮
拜
之
所

按
回
族
出
於
亞
拉
伯
一
名
大
食
國
謨
罕
默
德
爲
創
敎
主
回
敎

東
漸
在
李
唐
盛
時
其
徙
居
臨
淸
在
元
明
之
際
相
傳
老
禮
拜
寺

爲
明
常
遇
春
所
建

耶
穌
敎
堂

敎
奉
耶
穌
爲
主
淸
光
緖
十
二
年
︵
西
歷
一
八
八
六
年
︶
美
國
金
佛
闌

牧
師
來
臨
傳
敎
初
僅
僦
屋
以
居
嗣
於
果
子
巷
蓆
廠
街
創
修
敎
堂
三

處
庚
子
變
起
悉
燬
於
火
光
緖
辛
丑
始
在
南
北
街
擴
地
百
畝
重
行
建

築
附
設
培
眞
學
校
及
華
美
醫
院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併
於
德
縣
邑
人
因

其
醫
院
設
備
甚
周
且
多
華
人
捐
欵
特
集
貲
保
留
之

天
主
敎
堂

天
主
敎
堂
有
三
淸
光
緖
初
法
國
敎
士
費
雲
龍
創
建
其
在
大
鼓
巷
及

倉
家
莊
者
均
燬
於
光
緖
庚
子
拳
匪
之
變
惟
城
西
北
小
蘆
之
敎
堂
尙

存

按
天
主
耶
穌
源
出
於
基
督
均
爲
一
神
敎
因
新
舊
敎
之
衝
突
宗

派
遂
致
兩
歧
但
淸
季
至
今
經
數
十
年
之
宣
傳
而
境
內
入
敎
者

寥
寥
可
表
臨
民
之
特
性
焉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實
業
類

二
十
四

建
置
志
四

實
業
類

棉
業
試
驗
塲

中
棉
軋
花
廠

縣
立
苗
圃

縣
立
林
塲

農
事

試
驗
塲

私
有
桑
圍

私
有
柳
坡

井
泉
乙
種
蠶
業
小
學

棉

業
傳
習
所

縣
境
僻
處
濟
西
風
氣
謭
陋
對
於
農
工
生
產
素
不
講
求
有
利
棄
於
地

之
憾
民
國
初
元
地
方
實
業
始
漸
萌
芽
而
事
屬
草
創
恒
多
簡
陋
時
至

今
日
感
於
經
濟
之
惶
恐
知
非
空
言
所
可
救
濟
於
是
實
業
建
置
日
有

起
色
較
前
大
備
矣

山
東
省
立
第
一
棉
業
試
驗
埸

埸
在
磚
城
東
門
外
自
民
國
七
年
開
始
籌
備
就
演
武
廳
舊
址
擴
而
治

之
築
屋
宇
七
十
三
間
全
埸
面
積
計
一
百
二
十
二
畝
分
區
育
植
各
種

棉
花
以
資
改
善
其
中
設
備
因
十
九
年
被
兵
損
失
頗
鉅
繼
續
添
置
者

機
器
則
有
六
馬
力
汽
油
發
動
機
一
具
附
各
式
軋
花
機
十
四
架
榨
包

機
一
具
儀
器
則
有
顯
微
鏡
二
溫
度
計
五
氣
壓
計
二
測
量
器
測
微
尺

噴
霧
器
日
照
計
雨
量
計
蒸
發
計
地
濕
計
風
信
器
各
一
具
外
則
圖
書

十
餘
種
而
已

中
國
棉
業
貿
易
公
司
軋
花
廠

中
棉
公
司
爲
本
縣
新
興
企
業
之
一
所
設
軋
花
廠
在
博
源
門
外
多
福

寺
舊
址
佔
地
十
餘
畝
共
築
房
屋
八
十
餘
間
於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宣
吿
成
立
內
置
蒸
汽
發
動
機
爲
五
十
馬
力
附
軋
花
機
五
十
部
全
部

每
日
可
出
皮
棉
二
萬
觔
其
內
部
組
織
計
分
營
業
工
務
機
務
總
務
等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實
業
類

二
十
五

四
部

縣
立
苗
圃

中
山
苗
圃
在
衞
河
西
土
城
墻
根
面
積
三
十
六
官
畝
自
民
國
十
二
年

成
立
逐
漸
整
頓
今
全
圃
劃
分
三
十
六
區
播
種
及
移
植
各
種
苗
木
每

年
出
圃
約
在
六
萬
株
以
上
現
存
歷
年
各
種
苗
木
共
計
四
十
餘
萬
株

縣
立
林
場

本
縣
林
場
遞
年
推
廣
計
有
六
處
一
在
先
農
壇
十
八
年
植
琹
樹
三
千

四
百
株
一
在
南
水
門
土
城
基
十
九
年
植
側
柏
白
楊
琹
樹
等
四
千
二

百
株
一
在
衛
河
西
士
城
基
二
十
年
植
琹
樹
白
楊
等
二
千
三
百
株
一

在
土
山
後
義
地
二
十
一
年
植
琹
楊
等
樹
一
千
七
百
株
一
在
天
寧
寺

二
十
二
年
植
側
柏
二
千
株
一
在
彌
陀
寺
二
十
三
年
植
白
楊
琹
樹
側

柏
等
四
千
五
百
株
其
他
如
塔
灣
柳
樹
園
磚
城
壕
道
旁
河
岸
等
處
歷

年
栽
種
者
約
在
二
十
餘
萬
株

縣
立
農
事
試
騐
塲

本
縣
舊
有
農
場
在
二
閘
口
河
灘
因
土
質
不
宜
於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奉

令
停
辦
嗣
以
農
事
試
驗
關
係
綦
重
爰
於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在
城
北
塔

灣
租
學
田
地
八
十
五
畝
暫
充
農
塲
以
備
試
驗
惟
草
創
伊
始
發
展
尙

有
待
也以

上
苗
圃
林
塲
農
場
三
項
均
屬
縣
府
第
四
科
管
理

私
有
桑
園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實
業
類

二
十
六

縣
境
蠶
業
向
不
發
達
邑
人
車
震
在
碧
霞
宮
沿
河
一
帶
購
地
一
百
二

十
畝
植
桑
七
萬
餘
株
以
便
提
倡
蠶
業
惟
所
植
並
非
湖
桑
不
宜
育
蠶

今
己
强
半
剪
削
改
爲
製
义
矣

私
有
柳
坡

自
塔
灣
東
北
沿
沙
河
一
帶
綿
旦
數
十
里
彌
望
皆
柳
居
民
或
剪
枝
作

义
或
蓄
叢
條
以
資
編
造
大
木
巨
材
殊
寥
寥
也
惟
城
南
興
隆
莊
附
近

則
平
沙
十
里
雜
樹
叢
生
夏
日
游
此
如
在
綠
天
且
中
多
喬
木
尤
非
他

處
可
比井

泉

井
泉
者
所
以
補
助
雨
量
救
濟
災
旱
也
自
溝
洫
制
廢
水
利
不
興
縣
境

井
泉
在
村
內
者
十
八
九
在
田
間
者
無
二
三
以
言
灌
漑
有
供
不
給
求

之
憾
實
因
境
內
土
地
全
部
係
沖
積
層
含
水
層
常
深
除
城
西
杜
窪
城

東
上
堤
等
處
含
水
層
較
淺
鑿
井
較
易
外
其
他
各
地
均
難
開
鑿
且
多

流
沙
每
易
傾

茲
查
全
境
舊
式
井
泉
共
有
一
萬
二
千
六
百
五
十
八

眼
而
新
法
所
鑿
僅
有
十
井
在
中
山
苗
圃
者
二
在
棉
業
試
騐
場
電
燈

公
司
及
十
一
中
學
門
前
者
各
一
在
城
西
吳
村
田
內
者
三
在
城
南
王

坊
田
內
者
二
境
內
所
有
祇
此
區
區
良
以
新
式
之
井
雖
深
而
一
遇
天

旱
仍
虞
涸
竭
且
一
經
開
鑿
動
需
千
元
收
效
寡
而
成
本
重
非
鄕
區
農

民
所
能
爲
役
也

乙
種
蠶
業
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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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實
業

二
十
七

在
臨
關
街
創
立
於
民
國
四
年
浮
沈
十
載
殊
鮮
成
績
十
五
年
秋
間
停

辦
校
址
併
於
縣
立
第
一
高
小
學
校

棉
業
講
習
所

在
威
武
門
外
民
國
九
年
成
立
附
屬
於
棉
業
試
驗
塲
建
校
舍
數
十
間

復
購
地
十
八
畝
以
資
實
習
十
八
年
就
其
地
改
爲
省
立
職
業
學
校
尋

停
辦
今
又
改
爲
聯
立
鄕
村
師
範
學
校
向
日
房
舍
强
半
傾
圮
經
孫
寳

賢
校
長
次
第
改
造
規
模
一
新
焉

甎
窰

本
縣
陶
治
之
術
詳
列
經
濟
志
工
藝
項
下
惟
臨
甎
官
窰
創
設
最
古
規

模
甚
大
其
製
造
優
良
例
爲
貢
品
自
明
初
至
淸
中
葉
境
內
之
城
垣
倉

庾
廨
署
寺
觀
及
一
切
偉
大
建
築
均
取
材
於
此
故
連
類
及
之

官
窰
表

窰

戶

名

稱

所

在

沿

革

孟

守

科
城
東
二
十
里

堡
在
淸
平
界

明
永
樂
初
創
建
設
工
部
營
繕
司
督
之
歲
徵

甎
百
萬
就
漕
艘
搭
解
運
交
通
州
淸
順
治
十

張

澤
城
南
白

塔
窰

八
年
裁
工
部
分
司
以
山
東
廵
撫
領
之
監
辦

官
爲
東
昌
同
知
承
辦
官
爲
本
州
知
州
乾
隆

暢

道
城
南
白

塔
窰

二
十

年
廢

劉

成

恩
城
西
南

弔
馬
橋

周

循

儒
城
東
北

張
家
窰

張

有

德
城
東
北

張
家
窰

備
考
共
建
窰
十
二
座
甎
式
長
一
尺
五
寸
寬
七
寸
五
分
厚
三

寸
六
分
每
塊
發
價
銀
二
分
七
釐
聲
啞
者
折
價
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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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旌
表

二
十
八

建
置
志
五

旌
表
類

牌
坊

祠
堂

牌
坊

坊
之
爲
用
所
以
旌
節
揚
名
宣
聲
威
而
紀
勝
蹟
也
形
式
雖
殊
而
意
旨

則
同
僅
列
表
於
左

牌
坊
表

名

稱

所

在

類

別

基

址

時

代

淸
標
彤
管

南
門

大
街

旌節

石

淸
乾
隆
十
六
年
爲
林

通
溡
之
妻
周
氏
建

畿
南
名
郡

縣
署

東

紀勝

木

淸
同
治

十
一
年

河
北
屛
藩

縣
署

西

紀勝

木

同

聖
不
可
知

東
門

內

神道

無

能

名

南
門

外

神道

磚

淸
羅
企

襄
書

吉

士

口

考
棚
街

東
口

神道

磚

上
有
西
方

聖
人
匾
額

掄

才

考
院

東

表功

木

淸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育

士

考
院

西

木

仝上

人
文
蔚
起

考
院

内

木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學
使
趙
佑
題

裕

國

鈔
關

東

表功

木

乾
隆

十
年

通

商

鈔
關

西

同上

國
計
民
生

關前

表功

木

同上

沙
邱
古
渡

衞
河

東

紀勝

木

乾
隆
時

王
轂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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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旌
表

二
十
九

貤

封

坊
油

□
巷

揚名

石

明

萬

歷

間

爲

封

翁

王

體

仁

建

義

烈

坊
老

胡

宅

旌德

木

乾

隆

間

爲

殉

王

倫

難

之

胡

師

抃

及

妻

劉

氏

立

墓

坊
河

南

汪

莊

神道

石

淸

河

南

廵

撫

汪

灝

之

墓

據
聞
境
內
有
名
之
坊
凡
七
十
餘
因
迭
經
兵
燹
强
半
湮
沒
茲
表

所
列
皆
尙
存
或
有
蹟
可
考
者

祠
堂

祠
堂
表

名

稱

所

在

建

築

年

代

附

記

昭

忠

祠

磚

城

內

淸

咸

豐

五

年

知

州

周

承

業

建

咸

豐

甲

寅

之

變

官

民

殉

難

者

甚

多

故

建

祠

以

表

彰

之

中

有

碑記

單

公

祠

文

廟

側

同

治

五

年

甲

寅

變

後

邑

人

爲

殉

難

學

正

單

爲

憲

建

甘

棠

祠

鰲

頭

磯

西

咸

豐

七

年

知

州

李

天

錫

有

惠

政

邑

人

爲

之

立

祠

以

誌

遺

愛

故

名

陳

公

祠

李

公

祠

側

淸

咸

豐

初

年

爲

州

牧

陳

寬

建

陶

公

祠

衞

河

西

岸

光

緖

二

十

一

年

爲

知

州

陶

錫

祺

建

杜

公

祠

汶

河

北

岸

光

緖

二

十

九

年

爲

知

州

杜

秉

寅

建

王

烈

士

祠

永

濟

橋

北

明

天

啟

時

知

州

胡

繼

銓

建

烈

士

名

朝

佐

有

傳

見

人

物

志

上
列
各
祠
舊
在
寺
廟
類
中
因
其
建
置
本
意
純
係
旌
表
與
其
他

廟
宇
性
質
迥
異
故
移
置
於
此

廢
祠
表

名

稱

所

在

附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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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旌
表

三
十

黟
國
莊
敏
公
祠

永

淸

門

內

爲

平

江

侯

陳

豫

建

鍾

公

祠

東

水

門

爲

副

使

鍾

萬

祿

建

金

公

祠

汶

河

牐

東

爲

副

使

金

礪

建

宜

公

祠

永

淸

門

外

爲

總

鎮

宜

永

貴

建

褒

賢

祠

州

署

前

爲

知

州

夏

鼎

建

杜張

二

公

祠

靜

寧

□
北

爲

知

州

杜

縉

張

文

柱

建

李

公

祠

廣

灣

橋

東

爲

副

使

李

棲

鳳

建

遺

馨

祠

磚

城

西

南

隅

爲

副

使

閻

仲

宇

陳

璧

李

充

嗣

建

孝

子

祠

州

署

前

右
表
所
列
皆
湮
沒
不
可
考
姑
存
其
名
與
地
不
沒
古
人
表
彰
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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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名
勝

三
十
一

建
置
志
六

名
勝
類

舍
利
塔

鰲
頭
磯

啟
秀
樓

觀
化
亭

舍
利
塔

舍
利
塔
在
衞
河
東
岸
永
壽
寺
之
南
塔
址
周
畝
餘
高
九
級
十
餘
丈
六

層
以
上
各
有
造
像
矗
立
崢
嶸
登
臨
其
上
可
望
岱
宗
爲
境
內
最
大
之

建
築
明
萬
歷
間
州
人
柳
佐
修
九
年
乃
成

鰲
頭
磯

鰲
頭
磯
在
中
洲
東
起
處
砌
以
石
如
鰲
頭
突
出
築
閣
其
上
頗
高
聳
汶

河
繞
之
當
河
運
未
停
時
糧
艘
麕
集
登
其
上
則
帆

如
林
極
目
無
際

亦
壯
觀
也
明
知
州
馬
綸
題
曰
鰲
頭
磯
州
人
方
元
煥
書
今
己
毀

啓
秀
樓

啓
秀
樓
亦
名
拱
極
樓
上
有
魁
星
閣
踞
汶
河
北
岸
高
兩
級
周
二
十
餘

丈
車
馬
往
來
其
下
北
負
城
垣
萬
屋
櫛
比
其
南
則
土
山
陂
陀
林
木
葱

蔚
春
秋
佳
日
尤
饒
勝
槪
明
景
泰
時
建
淸
康
熙
十
一
年
重
修

觀
化
亭

觀
化
亭
亦
臨
境
名
勝
之
一
當
汶
衞
二
水
之
間
其
土
埠
高
十
餘
丈
濶

百
數
十
步
名
曰
土
山
淸
道
光
初
年
於
山
之
最
高
處
築
一
亭
曰
觀
化

亭
登
其
上
可
攬
全
市
民
國
十
八
年
拆
毁
殊
煞
風
景

按
境
內
之
名
園
勝
蹟
尙
不
止
此
歷
刧
滄
桑
盡
委
蔓
草
惟
此
數

處
或
有
蹟
可
尋
或
至
今
無
恙
故
誌
之
以
免
磨
滅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三
十
二

建
置
志
七

交
通
類
道
路

橋
梁

津
渡

郵
政

電
訊

驛
跕

街
市

交
通
工
具

此
類
範
圍
甚
廣
沿
革
萬
變
稽
考
殊
難
僅
擇
其
事
關
重
要
富
有
建
置

性
者
分
類
列
述
於
下

道
路

縣
道
表

路
線
方
向

所
至
郡
縣

距
離
里
數

邊
界
里
數

中

經

市

鎭

直

東

高唐

百
一

十
里

十
五

里

東
辛
集

淸
平
屬

東

南

東昌

百
一

十
里

三
十

里

闘
虎
屯
梁
淺

鎭
堂
邑
境

正
東
偏
南

淸
平

縣

七
十

里

十
二

里

胡
里
莊
康

莊
淸
平
境

正

南

堂邑

八
十

里

三
十

五
里

李
官
莊

館
陶
境

西

南

館陶

七
十

里

五
十

里

潘
莊
鎮

館
陶
境

正

西

河
北

威
縣

百里

四
十

里

呂
寨

臨
淸

正
西
稍
南

邱縣

一
百

十
里

七
十

里

正

北

武城

七
十

里

二
十

里

油
坊
鎮

淸
河
境

東

北

夏津

六
十

里

十
五

里

松
林
鎮

淸
平

西

北

河
北

淸
河

五
十

里

三
十

五
里

十
二
里

莊
臨
淸

正
北
稍
西

河
北

南
宮

百
四

十
里

桑
園
距

城
百
里

北
倉
淸

河
境

以
上
各
道
以
臨
淸
縣
城
爲
起
點
以
鄰
封
各
縣
城
爲
訖
點
其
直

斜
各
線
距
離
均
依
官
里
核
計
所
經
村
鎭
以
最
大
者
爲
限
邊
界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類

三
十
三

處
不
盡
有
村
故
祇
記
里
數
不
列
莊
名

鎭
路
表

方

向

所

至

鎭

經

過

里

數

東

南
劉

垓

鎮

大

辛

莊

三

十

里

正

南
焦莊

舊

縣

叚

屯

三

十

五

里

西

南
尖塚

單

屯

黎

博

寨

趙

圈

四

十

五

里

正

西
下

堡

寺

浮

橋

口

渡

河

老

軍

營

西

倉

上

十

五

里

西

北
呂寨

剛

樓

老

官

寨

張

八

莊

三

十

五

里

正

北
桑園

下

渡

口

渡

河

經

黃

莊

等

村

逾

河

北

淸

河

縣

界

九

十

里

東

北
石槽

通

德

臨

汽

車

路

經

張

官

屯

十

二

里

上
表
係
縣
治
與
市
鎭
交
通
路
線
以
縣
政
府
爲
起
點
以
各
鎭
所

在
之
地
爲
終
點
中
間
經
過
以
大
村
爲
限
其
餘
道
路
複
雜
且
無

標
準
故
從
略

汽
車
路

境
內
之
有
汽
車
路
創
自
民
國
九
年
秋
間
軍
興
以
後
運
兵
輸
餉
相
需

尤
因
近
年
始
屬
於
建
設
廳
範
圍
四
通
八
達
交
通
稱
便
焉

汽
車
路
表

名

稱

所

向

經

過

縣

訖

點

長

度

建
置
年
代

德

臨

路
東

北

行

夏

津

恩

縣

德縣

百

八

十

里

民

國

九

年

臨

館

路
西南

舘陶

七

十

里

民

國

十

年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類

三
十
四

東

臨

路

東南

堂邑

聊城

一

百

一

十

里

十

八

年

臨

濟

路

東北

淸

平

高

唐

禹

城

齊

河

歷城

二

百

八

十

里

十

九

年

橋
梁

橋
梁
表

名

稱

所

在

附

記

永

濟

橋
汶

河

北

支

一

名

天

橋

明

成

化

時

知

縣

奚

傑

建

弘

治

時

復

鑿

汶

河

北

支

通

運

橋

遂

毀

嘉

靖

時

重

修

問

津

橋
汶

河

北

支

入

衞

處

明

萬

歷

州

人

秦

大

藩

重

建

崇

禎

時

繼

修

題

爲

問

津

廣

積

橋
磚

城

廣

積

門

外

明

未

總

鎭

劉

澤

淸

鑿

隍

引

汶

水

始

建

此

橋

淸

康

熙

時

重

改

名

廣

濟

獅

子

橋
衞

河

北

岸

明

隆

慶

時

州

人

王

勛

建

爲

大

街

雨

水

滙

歸

入

衞

之

處

宏

濟

橋
鰲

頭

磯

右

明

成

化

時

廵

撫

翁

世

賢

造

舟

爲

橋

及

汶

河

南

行

遂

廢

今

架

木

爲

之

通

濟

橋
鰲

頭

磯

北

明

弘

治

時

副

使

陳

璧

造

舟

爲

之

嘉

靖

間

知

州

宛

嘉

祥

改

石

橋

爲

牐

式

後

知

州

馬

兆

英

州

人

汪

保

屢

經

重

修

州

人

方

元

煥

有

通

濟

新

橋

記

浮

橋
跨

衞

河

爲

臨

西

來

城

之

要

津

明

弘

治

時

副

使

陳

璧

創

建

萬

歷

時

於

西

岸

甃

石

爲

繂

道

淸

順

治

間

州

人

李

際

泰

募

貲

造

舟

十

二

又

於

東

岸

疊

石

二

十

餘

級

昔

人

所

稱

之

官

橋

曉

月

卽

此

乾

隆

時

毀

於

兵

燹

今

舟

餘

二

三

石

基

惟

東

岸

尙

存

月

徑

橋
汶

河

北

支

淸

順

治

九

年

商

人

邵

以

樞

建

上

樹

石

題

曰

月

徑

民

國

十

八

年

重

修

今

爲

禽

鳥

之

市

故

又

名

鴿

子

橋

會

通

橋
鰲

頭

磯

北

鰲

背

橋
鰲

頭

磯

東

北

淸

康

熙

時

僧

蓮

峯

募

築

大

橋
大

寧

寺

南

大

街

雨

水

滙

流

經

大

寧

寺

南

入

衞

河

因

置

此

橋

橋

上

每

逄

舊

歷

二

七

日

爲

禽

鳥

市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類

三
十
五

天

心

橋
灰

炭

廠

北

雪

花

橋
無

能

名

街

義

橋
水

浮

崖

以

上

三

橋

均

不

詳

建

置

年

代

表
列
各
橋
建
置
雖
古
利
濟
到
今
他
若
城
西
之
弔
馬
橋
城
南
之

土
橋
皆
無
蹟
可
尋
故
不
具
載

津
渡

汶
河
旣
廢
已
無
津
渡
可
言
惟
衛
河
貫
境
內
自
西
南
流
至
東
北
水
路

延
袤
九
十
餘
里
所
設
津
渡
距
城
最
近
者
爲
浮
橋
口
溯
流
而
上
爲
南

灣
子
三
元
閣
劉
家
口
房
村
廠
尖
塚
計
渡
口
六
浮
橋
以
下
有
二
一
曰

下
渡
口
一
曰
王
家
江
全
境
共
渡
口
八

郵
政

前
代
郵
傳
責
成
驛
站
商
民
通
信
則
倩
託
鏕
局
自
淸
末
張
文
襄
公
之

洞
議
裁
驛
站
推
行
郵
政
此
爲
中
國
創
設
郵
政
之
始
臨
淸
之
有
郵
政

爲
光
緖
二
十
七
年
初
置
郵
政
代
辦
所
二
十
九
年
改
爲
三
等
郵
局
三

十
年
陞
爲
二
等
而
包
裹
掛
號
快
遞
滙
兌
依
次
推
廣
焉
計
轄
三
等
郵

局
一
辦
公
所
十
六
城
關
信
櫃
二
處
村
鎭
信
櫃
十
處
總
局
在
鍋
市
街

代
辦
處
表

所

在

離

城

方

向

距

城

里

數

所

隸

縣

治

棗

園

正北

十五

臨淸

下

堡

寺

正西

六十

臨淸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類

三
十
六

梨

園

屯

正南

四十

冠縣

尖

莊

西南

四

十

五

臨淸

大

辛

莊

東南

十五

臨淸

干

集

西北

十七

冠縣

胡

里

莊

東南

十五

淸平

康

莊

正東

五十

淸平

倉

上

正東

三

十

五

淸平

松

林

東北

三十

淸平

王

集

正東

二十

淸平

常

屯

西北

八十

邱縣

賀

釗

西

七十

邱縣

馬

頭

鎭

七十

邱縣

信
櫃
表

所

在

距

城

里

數

所

在

區

十

二

里

莊

二十

第

五

區

石

槽

十五

第

四

區

劉

垓

子

三

十

五

第

三

區

王

坊

二十

第

三

區

焦

莊

三十

第

三

區

房

村

廠

二

十

五

第

二

區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三
十
七

單

屯

十二

第

五

區

黎

博

寨

三十

第

六

區

西

倉

四十

第

六

區

小

蘆

六十

第

九

區

靑

龍

街

河

西

街

第

一

區

馬

市

街

本市

第

一

區

電
訉

電
報
局
之
設
始
於
淸
季
初
在
螞
蜡
廟
街
光
緖
二
十
六
年
燬
於
拳
匪

民
國
四
年
復
置
移
鈔
關
街
路
東
今
與
郵
局
合
併

電
話

一
設
局
於
寧
海
巷
東
通
訊
較
遠
一
附
於
建
設
局
其
長
途
電

話
通
濟
南
及
魯
北
魯
西
各
縣
其
在
本
境
之
電
話
線
通
十
區
計
分
五

部
一
曰
臨
劉
線
自
縣
經
大
辛
莊
三
區
區
部
至
劉
垓
鎭
長
二
十
里
二

曰
臨
下
線
自
縣
經
老
官
寨
馬
店
至
下
堡
寺
長
六
十
里
三
曰
臨
桑
線

自
縣
經
棗
園
十
二
里
莊
至
北
桑
園
長
九
十
里
四
曰
臨
尖
線
經
臺
莊

張
堤
至
尖
塚
長
四
十
八
里
五
曰
臨
唐
線
自
縣
至
唐
園
長
三
十
五
里

無
線
電
廣
播
機
附
於
民
衆
敎
育
館
詳

敎

育

志

驛
跕

臨
淸
爲
水
陸
通
衢
郵
遞
浩
繁
驛
站
之
設
爲
前
朝
交
通
要
政
而
里
甲

差
撥
官
民
交
病
自
郵
政
電
訊
起
而
代
之
弊
政
始
革
所
有
陋
規
亦
剔

除
净
盡
惟
當
時
驛
站
遺
蹟
尙
有
可
考
特
表
而
出
之
以
誌
梗
槪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三
十
八

驛
站
表

名

稱
所

在
創

置

年

代
附

記

里

甲

馬

驛
鄕

里

當

差

額

馬

八

夫

四

十

八

名

用

以

協

濟

驛

馬

工

料

銀

八

百

二

十

兩

有

奇

淸

源

馬

驛
州前

明

初

重

修

額

馬

十

二

淸
源
水
馬
驛
會

通

河

南

明

洪

武

五

年

設

馬

十

二

夫

六

名

走

遞

水

夫

二

百

三

十

名

中

伙

抄

牌

獸

醫

鞍

屉

棚

廠

槽

鍘

等

項

及

夫

馬

工

銀

二

千

七

百

六

十

七兩

渡

口

水

驛
州

北

五

十

里

洪

武

二

十

八

年

設

走

遞

水

夫

二

百

三

十

名

官

發

工

銀

二

千

四

百

二

十

四

兩

淸

源

驛
州

東

南

爲

馬

驛

水

驛

之

補

助

淸

泉

水

驛
州

南

五

十

里

卽

今

之

淸

水

明

永

樂

十

二

年

制

如

渡

口

驛

久

廢

鎮

右
列
各
驛
均
屬
於
州
驛
丞
領
之
明
嘉
靖
間
州
人
程
軏
有
碑
記

已
殘
剝

此
外
尙
有
郵
舖
六
一
在
州
前
二
在
高
莊
三
在
作
述
店
四
在
劉
官
莊

五
在
吳
官
莊
南
三
十
里
六
在
新
店
明
正
德
時
重
葺
今
則
荒
煙
蔓
草

舊
址
無
存
矣

街
市

臨
淸
街
市
冠
於
濟
西
其
繁
榮
中
心
在
西
南
關
土
城
之
內
磚
城
則
市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三
十
九

井
蕭
條
較
之
土
城
十
不
及
一
茲
區
分
爲
二
部
以
便
叙
列

甎
城
街
市

甎
城
四
門
均
不
相
値
惟
東
南
兩
門
各
有
大
街
及
博
源
門
新
修
街
一

道
南
門
大
街
自
中
山
門
起
其
支
街
之
東
出
者
爲
甘
泉
庵
街
再
北
爲

火
星
廟
街
再
北
爲
州
口
街
北
至
文
廟
爲
止
接
於
東
門
大
街
其
支
街

之
西
行
者
爲
城
根
爲
州
前
街
縣
政
府
在
焉
縣
府
之
後
爲
學
後
街
爲

廣
積
倉
街
再
北
無
居
民

東
門
大
街
中
間
名
衛
井
街
西
極
文
廟
其
南
出
支
街
爲
南
營
爲
城
堭

廟
街
西
接
於
南
門
大
街
其
北
出
之
支
街
爲
北
營
左
右
皆
荒
塲
居
民

藝
禾
黍
焉

博
源
門
街
新
築
馬
路
延
袤
東
北
直
達
縣
政
府
兩
旁
市
肆
櫛
比
饒
有

維
新
氣
象

按
城
內
街
市
當
全
盛
時
代
人
煙
輻
輳
有
轂
擊
肩
摩
之
勢
自
經

兵
燹
元
氣
不
復
刦
燼
之
餘
惟
此
尙
在
若
西
門
內
三
兩
人
家
己

不
成
其
爲
街
市
北
門
之
內
則
白
骨
如
莽
瓦
礫
蒼
凉
過
其
地
者

不
勝
今
昔
之
感
焉

土
城
街
市

土
城
跨
兩
河
環
抱
磚
城
南
西
二
面
周
圍
詰
屈
二
十
餘
里
水
陸
設
門

十
其
中
闤
闠
縱
橫
綺
錯
更
僕
難
數
茲
區
分
爲
五
以
中
洲
市
㕓
所
聚

爲
中
心
餘
分
東
西
南
北
各
部
以
中
部
環
繞
之
河
線
爲
起
訖
列
述
如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四
十

左東
部
以
磚
城
南
門
外
永
淸
街
爲
最
大
舊
爲
糧
市
南
極
於
汶
河
其
附

城
橫
街
左
爲
東
梯
右
爲
柴
市
止
於
通
濟
橋
其
南
沿
河
斜
街
爲
古
樓

街
西
北
行
通
上
灣
至
鰲
頭
磯
兩
橫
街
之
中
又
有
東
西
街
名
曹
檔
街

其
中
部
則
部
落
零
星
無
復
市
衢
矣

南
部
街
市
段
落
有
三
不
相
銜
接
最
大
者
爲
車
營
在
汶
河
之
右
糧
商

聚
居
之
南
廠
街
在
其
西
南
中
隔
土
山
再
南
爲
南
水
關
爲
南
來
帆
船

停
泊
之
所
均
與
中
洲
大
街
隔
汶
河
相
望

西
部
在
衛
河
西
岸
爲
臨
西
入
城
孔
道
居
商
因
運
輸
之
便
多
業
土
產

者
計
大
街
兩
道
自
下
渡
口
西
渡
爲
棋
盤
街
接
磨
磐
街
達
西
雁
門
此

北
支
也
自
浮
橋
渡
河
而
西
爲
靑
龍
街
分
兩
歧
右
出
者
爲
花
市
街
左

出
者
爲
米
市
街
至
於
靖
西
門
此
南
支
也
兩
街
之
間
南
北
橫
街
有
三

東
濱
河
者
爲
靈
官
廟
街
中
爲
曲
巷
西
爲
打
鼓
巷
極
西
荒
地
有
眞
武

廟
舊
歷
三
月
三
日
有
會
頗
盛

北
部
在
廣
積
門
外
衛
河
之
東
汶
河
北
支
之
北
爲
回
民
聚
居
之
地
皮

貨
及
屠
宰
業
頗
發
達
其
間
街
衢
叢
雜
多
斜
行
河
流
所
限
也
所
有
南

北
通
衢
分
爲
四
支
西
端
由
問
津
橋
東
北
行
爲
牛
市
口
由
月
徑
橋
北

行
爲
牌
坊
街
合
而
爲
南
北
街
經
華
美
醫
院
前
至
於
懷
朔
門
靜
寜
寺

在
焉
中
支
出
天
橋
曲
折
北
上
歧
而
右
者
通
淸
眞
寺
岐
而
左
者
經
香

巷
達
醫
院
東
支
出
會
通
橋
北
行
經
太
平
寺
至
關
帝
廟
東
北
經
袁
家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類

四
十
一

巷
至
娘
娘
廟
其
東
西
橫
街
在
天
橋
以
西
者
爲
油
簍
巷
爲
前
後
香
巷

在
天
橋
以
東
者
爲
車
道
口
接
於
東
部
之
柴
市
爲
王
烈
士
祠
街
爲
棋

杆
街
通
於
新
西
門

中
部
汶
衞
四
繞
形
如
汀
洲
故
古
稱
中
洲
其
間
商
賈
雲
集
市
肆
星
羅

爲
全
境
繁
榮
重
心
茲
定
閙
市
爲
幹
街
餘
爲
支
街
自
鰲
頭
磯
西
行
至

吉
士
口
有
柵
欄
柵
欄
之
外
則
後
舖
街
緣
其
西
北
前
後
關
街
斜
繞
其

西
南
由
吉
士
口
入
其
東
西
幹
街
爲
考
棚
街
橫
亘
大
街
接
大
寺
街
至

丁
字
街
止
考
棚
街
路
北
有
中
學
中
學
之
東
爲
田
家
店
西
爲
紙
馬
巷

大
寺
街
路
北
有
大
寧
寺
琵
琶
巷
大
寧
巷
環
列
於
左
右
寺
前
曲
折
南

行
經
大
橋
冠
帶
巷
南
司
口
直
達
西
夾
道
大
寺
之
西
有
敎
育
局
附
近

有
街
名
十
七
街
皆
居
民
其
南
北
幹
街
自
天
橋
至
東
夾
道
南
端
三
里

餘
爲
商
業
最
盛
之
區
計
分
三
段
名
稱
各
異
北
段
爲
鍋
市
街
中
爲
馬

市
街
南
段
爲
會
通
街
北
段
之
西
有
兩
大
東
西
支
街
北
爲
果
子
巷
亦

名
竹
竿
巷
南
爲
箍
筒
巷
多
以
竹
木
爲
業
兩
巷
中
間
有
南
北
橫
街
三

曰
公
館
街
曰
稅
課
局
曰
白
布
巷
中
叚
之
馬
市
街
東
出
之
東
西
支
街

爲
後
營
街
爲
碾
子
巷
中
國
銀
行
在
焉
南
爲
寧
海
巷
皆
通
後
關
街
路

西
爲
公
安
局
駐
所
局
北
爲
史
巷
南
爲
馬
市
口
通
養
濟
院
商
會
居
之

再
南
爲
察
院
街
會
通
街
爲
大
街
之
南
叚
其
左
右
橫
街
東
出
者
有
二

通
二
閘
口
西
行
者
有
三
皆
小
巷
此
中
洲
全
市
之
大
槪
情
形
也

右
列
各
市
以
中
洲
爲
最
大
商
業
亦
最
盛
河
西
次
之
北
部
又
次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類

四
十
二

之
車
營
面
積
雖
小
而
資
商
頗
多
東
部
則
滿
目
蕭
然
每
况
愈
下

矣
惟
街
道
偪
仄
各
部
同
病
車
不
並
駛
陰
雨
尤
泥
濘
難
行
故
誌

之
以
俟
改
良
焉

交
通
工
具

臨
淸
爲
水
陸
通
衢
其
交
通
機
械
惟
馬
與
舟
各
有
數
種
茲
列
述
之

車

淮
南
子
曰
見
飛
蓬
而
知
爲
車
註
史
考
曰
黃
帝
作
車
少
昊
時
駕

牛
虞
仲
駕
馬
此
爲
牛
馬
車
之
權
輿
境
內
此
種
甚
多
比
年
軍
興
徵
調

浩
繁
後
先
出
兵
車
三
千
餘
輛
隻
輪
不
返
影
響
交
通
非
細
故
也

小
車

古
今
事
物
考
曰
諸
葛
造
木
牛
流
馬
木
牛
卽
今
小
車
之
有
前

轅
者
流
馬
即
今
獨
推
者
用
以
裝
運
貨
物
濱
衞
碼
頭
此
車
最
多
鄕
間

亦
習
用
之

膠
皮
車

一
名
東
洋
車
初
全
市
僅
十
數
輛
今
增
至
三
百
七
十
餘
往

來
於
城
鄕
之
間
惟
道
途
坎
坷
不
良
於
行

脚
踏
車

一
名
自
行
車
前
淸
之
季
境
內
僅
見
近
數
年
來
日
增
月
盛

幾
於
家
置
戶
有
在
公
安
局
登
記
者
己
逾
千
輛
以
上

汽
車

臨
境
僻
處
魯
西
無
鐵
道
之
敷
設
自
民
國
九
年
創
修
汽
車
路

次
年
開
始
行
駛
初
不
過
爲
運
兵
輸
餉
之
需
至
十
六
年
春
始
有
商
人

組
設
德
臨
公
司
售
票
通
行
今
屬
省
府
建
設
廳
車
多
司
徒
偉
出
品

舟

淮
南
子
見
窽
木
浮
而
知
爲
舟
易
繫
辭
黃
帝
氏
作
刳
木
爲
舟
剡

木
爲
楫
此
爲
帆
船
之
濫
觴
臨
淸
爲
運
河
所
經
舟
之
種
類
頗
多
最
習



ZhongYi

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交
通

四
十
三

見
者
爲
槽
船
爲
糧
跨
子
大
者
容
千
石
最
小
者
爲
划
船
專
載
行
客
者

名
樓
船
皆
上
溯
道
口
下
達
天
津
在
此
經
過
者
年
以
三
千
計
邑
民
所

有
不
及
百
分
之
七

筏

拾
遺
記
曰
軒
皇
變
乘
桴
以
造
舟
出
則
是
未
有
舟
以
前
第
乘
桴

以
濟
矣
今
竹
木
之
排
謂
之
筏
即
桴
也
淸
華
之
竹
碣
津
之
木
皆
用
此

運
至

汽
船

臨
淸
之
有
汽
船
始
於
淸
宣
統
二
年
旋
因
機
毁
停
駛
至
民
國

二
十
年
又
通
行
船
僅
一
隻
每
十
小
時
可
達
德
縣
乘
客
容
二
百
人
惟

秋
漲
時
行
駛
無
碍
春
冬
水
落
則
有
擱
淺
之
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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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慈
善
類

四
十
四

建
置
志
八

慈
善
類
養
濟
院

施
粥
場

籌
賬
會

紅
卍
字
會

施
醫
院

牛
痘
局

賬
務
分
會

拯
溺
社

掩
骨
會

施
棺
會

因
利
局

水
會

義
地

紅
十
字
會

養
濟
院

養
濟
院
在
河
衙
廳
街
明
洪
武
時
創
淸
雍
正
時
知
州
馮
銳
重
修
初
爲

屋
六
十
間
至
光
緖
二
十
九
年
屋
僅
餘
二
十
間
爲
貧
民
棲
流
所
額
設

孤
貧
二
百
九
十
名
歲
支
糧
五
百
十
石
七
斗
餘
布
花
銀
二
百
四
十
餘

兩
浮
額
四
十
三
名
糧
由
藩
庫
頒
發
額
外
孤
貧
一
百
八
十
名
糧
由
官

捐
發
民
國
因
之

施
粥
廠

施
粥
廠
淸
光
緖
六
年
州
牧
王
其
愼
捐
俸
創
設
初
在
碧
霞
宮
嗣
移
商

會
南
側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始
出
價
二
千
三
百
餘
元
購
其
地
備
興
築
每

値
冬
令
開
廠
施
粥
三
兩
月
其
欵
隨
時
募
集
邑
人
趙
月
潭
董
其
事

籌
賑
會

旱
災
籌
賑
會
民
國
九
年
歲
大
饑
災
民
二
十
餘
萬
邑
人
車
震
沙
明
遠

張
樹
德
等
集
會
救
災
並
呼
助
於
華
洋
義
賑
會
及
上
海
廣
仁
善
堂
施

賑
糧
賑
欵
共
三
十
餘
萬
元
閤
境
飢
民
賴
以
存
活

紅
卐
字
會

紅
卐
字
會
民
國
十
三
年
創
十
八
年
添
置
診
療
所
在
汶
河
北
滸
杜
公

祠
內
附
設
之
初
級
小
學
在
河
西
陶
公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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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建
置
志

慈
善
類

四
十
五

施
醫
院

華
美
施
醫
院
在
南
北
街
基
督
敎
會
內
創
於
淸
光
緖
十
二
年
庚
子
變

後
復
擴
地
增
修
益
臻
美
備
每
年
就
醫
者
達
三
萬
人
成
績
頗
優
醫
院

爲
美
國
人
所
建
華
方
捐
欵
亦
多
故
名

牛
痘
局

牛
痘
局
淸
光
緖
十
五
年
知
州
陶
錫
祺
創
設
凡
四
處
在
鄕
者
三
在
城

者
一
二
十
八
年
又
增
四
處
均
在
西
鄕
後
漸
廢
款
亦
無
著
民
國
初
年

邑
人
車
指
南
捐
貲
籌
設
計
三
處
一
附
卍
字
會
一
在
城
西
賀
伍
莊
一

在
尖
塚
鎭賑

務
會

臨
淸
賑
務
分
會
民
國
十
八
年
奉
省
總
會
令
成
立
領
賑
洋
三
千
元
募

洋
六
百
元
縣
黨
部
主
之
次
年
三
月
黨
政
搆
兵
無
形
停
止
二
十
年
奉

令
復
立
惟
其
中
欵
項
移
作
別
用
者
千
餘
元
刻
正
淸
理
中

拯
溺
社

拯
溺
社
民
國
五
年
警
佐
李
襄
廷
創
設
拯
救
人
者
分
別
給
奬
詳
章
呈

縣
備
案
邑
人
陳
恩
普
爲
之
記
勒
諸
石

掩
骨
會

掩
骨
會
淸
初
置
每
年
春
秋
二
季
掩
埋
暴
露
枯
骨
今
仍
其
舊

施
棺
會

施
棺
會
淸
光
緖
十
年
知
州
彭
虞
孫
捐
義
棺
二
十
具
爲
創
立
之
始
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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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建
置
志

慈
善
類

四
十
六

貢
生
劉
漢
璧
爲
之
立
會
以
繼
其
事
名
同
善
堂
會
無
基
金
凡
在
會
者

按
所
施
棺
木
集
貲
償
其
價
故
推
行
至
今
無
弊

因
利
局

因
利
局
儲
蓄
基
金
以
低
息
稱
貸
所
以
利
貧
民
而
便
負
販
民
國
十
年

縣
長
楊
鳳
玉
創
設
嗣
由
邑
紳
增
置
一
處
附
於
商
會
十
三
年
紅
卐
字

分
會
附
設
一
處
今
皆
停
辦

水
會

水
會
以
營
救
火
險
爲
職
務
備
有
射
水
機
蓄
水
斗
等
會
員
有
大
小
之

分
大
會
任
欵
小
會
勞
力
每
遇
火
警
悞
者
有
罰
所
立
會
凡
四
一
曰
義

濟
會
在
河
衙
廳
街
一
曰
協
濟
會
在
灰
炭
廠
一
曰
復
源
會
在
鍋
市
街

一
曰
濟
急
會
在
衞
河
西
皆
市
民
本
互
助
精
神
自
行
籌
辦
者
也

紅
十
字
會

紅
十
字
會
有
二
一
在
稅
課
局
街
民
國
初
年
設
一
在
城
西
下
堡
寺
民

國
十
九
年
立
內
附
協
和
救
急
醫
院
頗
簡
陋

義
地

義
地
之
設
皆
係
捐
助
其
備
以
養
生
者
十
之
一
餘
皆
義
葬
地
也
境
內

凡
十
處
特
表
列
之

義
地
表

地

址

畝

數

建

置

年

月

附

記

城

西

義

田

莊

一
千
零
四

十
畝

明
北
溟

張
公
置

用
以
瞻
村
族
之
貧
乏
者
按
月
每
丁
給
粮
二
斗

女
减
半
已
嫁
而
貧
者
給
如
丁
數
又
捐
四
十
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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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淸

縣

志

建
置
志

慈
善
類

四
十
七

補

助

里

甲

差

徭

城

西

三

里

莊

北

二
十
畝

淸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浙

藩

張

朝

縉

督

漕

運

過

臨

淸

因

捐

金

二

百

兩

置

地

於

此

爲

義

塚

有

碑

記

汶

河

南

岸

三
畝
有
奇

淸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湖

北

人

置

有

碑

已

剝

落

南

廠

五
畝

淸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知

州

董

咸

豐

元

年

呈

縣

備

案

步

雲

置

汶

河

南

岸

未
詳

咸

豐

元

年

知

州

陳

寬

置

一

名

義

園

爲

四

方

官

商

厝

槥

之

地

南

水

關

東

南

十
二
畝

光

緖

十

年

衆

善

堂

置

爲

貧

民

葬

區

城

南

三

里

莊

二
畝
餘

光

緖

十

七

年

邑

人

張

語

等

捐

資

購

置

南
水
關
東

二
畝
餘

光

緖

十

七

年

邑

民

班

順

等

置

一

名

義

坑

用

以

墊

修

義

地

掩

埋

枯

骨

車

營

南

小
西
門
內

十
三
畝

十
畝

民

國

十

二

年

民

國

十

二

年

十

月

武

訓

小

學

校

長

王

丕

顯

等

募

欵

購

設

王

丕

顯

于

躍

舟

劉

宏

慶

等

募

欵

購

置

有

碑

記

據
舊
志
普
濟
堂
在
汶
河
東
岸
育
嬰
堂
在
中
洲
皆
淸
雍
正
時
置

惠
民
藥
局
在
東
河
涯
義
塚
三
處
明
弘
治
時
置
漏
澤
園
在
會
通

河
東
明
成
化
時
置
義
阡
二
處
一
在
東
水
門
外
地
十
七
畝
一
在

欽
明
門
外
地
十
四
畝
明
嘉
靖
副
使
李
憲
卿
置
凡
此
施
設
均
屬

慈
善
惟
代
遠
年
湮
跡
無
可
考
附
錄
於
後
不
沒
前
人
之
善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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