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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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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建

永

平

府

城

樓

碑

記

云

京

師

之

東

有

永

平

府

蓋

孤

竹

國

也

雖

爲

禹

貢

冀

州

之

地

然

舜

分

十

有

二

州

已

隸

於

幽

矣

至

秦

爲

遼

西

郡

漢

屬

右

北

平

魏

爲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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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元

爲

永

平

路

國

朝

始

改

路

爲

府

置

永

平

衞

戍

守

府

故

有

城

築

土

而

已

卑

隘

不

稱

洪

武

四

年

指

揮

費

愚

廓

其

東

而

大

之

周

圍

至

九

里

十

三

步

其

形

勢

則

東

表

碣

石

西

界

灤

河

大

海

在

其

南

羣

山

限

其

北

山

之

外

爲

朔

漠

之

地

城

有

四

門

東

曰

高

明

南

曰

德

勝

西

曰

鎭

平

北

曰

拱

辰

門

上

有

樓

旁

有

雉

堞

相

屬

已

壯

偉

宏

麗

矣

而

於

城

之

東

南

曁

北

三

最

高

處

又

各

爲

樓

以

望

烽

火

名

之

曰

望

高

樓

太

宗

文

皇

帝

建

北

京

以

其

畿

內

東

藩

且

爲

重

鎭

襟

喉

之

地

朝

鮮

諸

番

朝

貢

必

由

之

路

乃

增

置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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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勝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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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控

制

守

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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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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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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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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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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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兵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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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懈

惰

往

往

命

大

臣

之

剛

廉

者

俾

總

其

事

且

典

其

機

焉

聖

天

子

踐

祚

之

初

都

察

院

左

僉

都

御

史

麻

城

鄒

公

來

學

實

以

提

督

軍

務

巡

撫

是

邦

旣

徧

閱

關

隘

悉

設

險

固

守

以

防

外

患

顧

視

永

平

城

樓

頽

毁

俱

盡

無

以

壯

觀

內

服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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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方

會

歲

屢

登

人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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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乃

聚

工

材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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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舊

而

重

建

之

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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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者

則

總

兵

官

都

督

僉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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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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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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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

僉

事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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曁

都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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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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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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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府

知

府

張

茂

亦

皆

協

力

助

成

其

事

蓋

經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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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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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秋

七

月

十

六

日

而

落

成

於

是

年

之

十

月

十

五

日

文

武

勤

於

奉

公

故

用

雖

費

而

不

以

爲

侈

軍

民

樂

於

趨

事

故

成

雖

速

而

不

以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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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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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力

於

釋

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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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若

其

他

所

爲

者

何

可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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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語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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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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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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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以

不

記

其

成

之

歲

月

乃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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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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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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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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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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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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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者

而

鄒

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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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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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戎

之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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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故

不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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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以

歸

之

明

邑

人

兵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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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下

水

關

孤

竹

閘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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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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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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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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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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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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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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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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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自

界

嶺

厯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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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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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揖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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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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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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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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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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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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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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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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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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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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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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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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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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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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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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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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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甚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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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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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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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甚

焉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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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水

關

看

花

樓

下

有

水

閘

足

障

而

葺

修

無

法

往

往

潰

決

不

能

禦

徒

切

望

洋

之

歎

我

厯

下

孫

公

止

孝

來

凡

求

瘼

撫

字

罔

不

竭

心

力

一

時

百

度

維

新

憫

茲

水

患

捐

餼

甃

修

不

括

民

閒

一

錢

子

來

功

就

天

塹

地

平

中

流

一

柱

河

伯

海

若

難

以

肆

虐

矣

北

平

士

若

民

相

與

飮

功

德

水

請

記

於

予

予

以

公

之

三

善

政

參

志

之

公

不

嘗

練

鄕

兵

乎

語

曰

兵

猶

水

也

其

衝

突

若

波

濤

之

卒

至

公

講

武

於

閭

井

聞

而

興

起

今

可

戰

者

得

君

子

營

五

千

人

公

治

兵

卽

治

水

也

公

不

嘗

修

學

校

乎

堪

輿

家

九

星

以

文

曲

爲

水

盧

邑

人

士

久

不

達

於

公

車

公

振

起

之

而

崔

氏

昆

季

翻

錦

浪

而

出

其

餘

鼓

鱗

甲

以

待

秋

風

者

尤

眾

公

之

治

士

卽

治

水

也

至

其

令

如

流

水

轉

民

淸

波

澡

德

浴

身

不

受

濁

淖

則

淵

渟

澤

湄

北

川

而

東

之

矣

嗟

乎

蒼

赤

猶

水

能

載

舟

猶

能

覆

舟

故

曰

防

民

之

口

甚

於

防

川

有

公

若

此

安

忍

不

傳

之

後

世

而

見

之

版

築

之

力

造

福

北

平

哉

是

役

費

金

錢

百

八

十

四

兩

俱

公

捐

處

工

肇

天

啟

五

年

九

月

落

成

於

十

月

其

神

速

乃

爾

予

爲

之

記

而

賡

其

歌

歌

曰

萬

川

兮

千

折

而

必

東

河

澌

兮

翕

受

而

湯

容

肥

兮

駕

鼇

山

而

雷

呴

蕩

折

兮

若

蛙

竈

之

沈

空

夷

兮

授

金

之

綠

字

畚

臿

兮

若

雲

湊

而

龍

從

春

流

無

恙

兮

桃

花

之

水

秋

色

依

然

兮

瓠

子

之

宮

不

必

沈

白

馬

兮

銀

效

西

門

之

卽

特

錫

圭

兮

爭

頌

禹

疏

之

功

知

同

樓

櫓

城

隍

次

第

而

金

湯

兮

爲

郡

藩

之

陳

守

觀

察

之

張

公

更

復

有

繼

賢

而

起

者

甯

晉

之

張

令

卓

然

樹

駿

而

流

鴻

予

恐

使

其

膚

功

懋

績

湮

以

沒

兮

敬

作

歌

以

爲

四

公

之

標

銅

崇

禎

歲

次

戊

辰

菊

月

吉

日

馮
虛
閣
在
府
城
下
水
關
城
上
今
廢

望
高
閣
在
府
城
東
門
之
北
今
廢

元
覽
樓
在
府
城
北
上
水
關
城
上

武
備
樓
在
府
城
西
北
隅

文
會
亭
在
府
城
北
隅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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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鐘
樓
在
郡
治
東
古
城
址
上
有
元
帝
閣

鼓
樓
在
郡
署
大
門
東

國

朝

郡

守

張

朝

琮

新

修

鼓

樓

記

云

予

至

永

平

之

三

年

歲

則

大

熟

嘉

穀

盈

野

自

兩

穗

至

於

四

五

穗

者

踵

而

獻

蓋

嘗

陟

明

遠

之

樓

以

臨

郊

牧

而

望

西

成

時

則

有

若

賓

客

寮

友

列

坐

而

語

歲

豐

客

有

吿

予

者

曰

公

前

來

攝

是

邦

曾

指

斯

樓

謂

吾

儕

曰

此

屋

不

修

且

壞

我

若

久

於

是

必

新

之

黃

山

濡

水

與

聞

斯

言

今

公

爲

政

亦

旣

三

年

矣

猶

未

可

以

云

久

乎

公

所

至

喜

修

廢

墜

豈

獨

無

情

於

是

邦

乎

予

應

曰

然

是

吾

心

也

微

子

命

予

幾

食

言

於

是

棟

梁

椽

柱

檻

欄

之

欲

朽

者

甍

甓

甎

之

殘

破

不

完

者

丹

雘

粉

飾

之

殷

者

修

之

治

之

復

其

舊

觀

工

旣

畢

又

會

同

人

命

酒

以

落

之

抑

且

私

念

其

故

以

吿

於

客

昔

者

魯

爲

長

府

楚

建

章

華

君

子

譏

其

攺

作

而

病

其

速

成

意

者

勦

民

興

築

之

事

得

已

而

不

已

非

爲

政

者

所

宜

有

也

而

予

今

之

所

以

不

食

其

言

者

無

乃

自

貳

其

過

也

歟

客

曰

不

然

我

聞

三

代

之

際

天

子

之

庭

雞

人

嘑

旦

諸

侯

則

掌

漏

吿

時

凡

所

以

謹

夙

夜

示

警

守

也

今

郡

國

守

臣

實

惟

古

者

大

國

之

諸

侯

而

斯

樓

之

制

則

周

官

掌

固

夜

三

鼜

以

號

戒

之

意

也

夫

固

可

以

一

鼓

而

作

勤

政

之

氣

再

鼓

而

宣

從

欲

之

風

三

鼓

而

鳴

天

地

之

朗

也

不

然

而

昔

之

作

之

者

謂

何

而

豈

得

已

也

哉

予

深

喜

客

之

有

以

啟

我

也

於

是

乎

記

若

其

雲

山

之

勝

風

物

之

美

游

覽

者

宜

自

得

焉

至

於

資

材

之

所

出

工

力

之

所

費

其

不

足

書

者

皆

不

復

云也明

王

世

貞

永

平

道

中

詩

云

盧

龍

左

馮

翊

白

馬

舊

安

西

浴

日

滄

溟

小

摧

天

碣

石

低

虎

沈

飛

將

羽

龍

出

慕

容

題

驅

傳

令

支

塞

問

津

卑

耳

溪

荒

祠

孤

竹

並

讓

國

大

名

齊

引

首

哀

兵

鏃

沾

膺

愧

馬

蹄

榆

關

秋

一

帶

愼

莫

動

征

鼙

東

蔭

商

永

平

詩

云

肥

子

城

高

北

斗

懸

燕

關

東

去

路

依

然

誰

知

戎

騎

揮

戈

地

翻

見

邊

疆

撤

堠

年

春

轉

漁

陽

霜

壓

磧

雲

開

碣

石

水

連

天

墨

胎

社

稷

今

何

處

獨

有

西

山

二

子

傳

谷

繼

宗

盧

龍

道

中

詩

云

白

雪

盧

龍

道

靑

氈

使

客

車

日

瞻

滄

海

近

雲

帶

碧

山

斜

烽

火

宵

傳

警

材

官

曉

建

牙

降

王

能

款

塞

歸

及

報

重

華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五

國

朝

崑

山

顧

炎

武

永

平

詩

云

流

落

天

涯

意

自

如

孤

蹤

終

與

世

情

疏

馮

驩

元

不

曾

彈

鋏

關

令

安

能

强

著

書

榆

塞

晚

花

重

發

後

灤

河

秋

雁

獨

飛

初

從

茲

一

覽

神

州

去

萬

里

徜

徉

興

有

餘

澤

州

陳

廷

敬

北

平

懷

古

詩

云

淺

草

寒

沙

路

春

風

數

騎

行

常

思

射

虎

石

何

處

北

平

城

沒

羽

邊

雲

動

收

弦

塞

月

橫

書

生

無

燕

頷

因

爾

倍

含

情

又

次

北

平

詩

云

薊

門

行

已

盡

杳

杳

復

孤

征

落

日

遼

西

郡

春

風

右

北

平

登

高

望

遠

海

飮

馬

出

長

城

不

作

關

山

使

誰

知

邊

塞

情

大

興

朱

珪

恭

和

御

製

過

永

平

府

詠

事

元

韻

云

天

兵

振

旅

指

東

旋

埽

蘀

雄

風

迅

破

堅

王

氣

雲

龍

遲

震

業

使

臣

首

鼠

遞

懲

愆

義

宣

不

殺

迂

三

舍

仁

算

無

遺

出

萬

全

禹

蹟

山

河

歸

一

統

撫

時

攬

勝

更

光先滇

西

師

範

永

平

道

中

次

南

池

韻

云

漠

漠

黃

雲

帶

野

平

朔

風

吹

送

晚

鴉

聲

石

橋

沙

磧

空

春

水

落

日

寒

煙

見

古

城

山

接

九

邊

靑

不

斷

柳

當

三

月

翠

初

生

卽

今

海

宇

無

征

戰

漏

永

嚴

關

角

自

鳴

又

永

平

郡

郭

聞

鐘

詩

云

蕩

蕩

古

盧

龍

孤

城

鎖

萬

峰

河

流

吞

郡

闊

草

色

入

關

濃

國

已

迷

肥

子

碑

猶

紀

慕

容

臨

邊

無

限

感

坐

倚

一

樓

鐘

新

化

歐

陽

紹

洛

盧

龍

道

中

詩

云

畿

東

形

勝

數

平

州

有

客

來

爲

汗

漫

遊

終

古

雲

煙

迷

海

氣

一

天

風

雪

擁

邊

樓

關

山

未

攺

燕

遼

舊

鞌

馬

頻

驚

歲

月

周

莫

指

遺

蹤

誇

射

虎

漢

家

飛

將

不

封

侯

南

皮

張

太

復

登

北

平

郡

城

詩

云

羣

峰

四

遶

鬱

崔

巍

睥

睨

橫

空

亦

壯

哉

石

矗

虎

頭

銜

日

落

河

飜

龍

勢

破

山

來

涼

風

朔

雪

三

冬

盡

白

草

黃

雲

萬

里

開

一

望

榆

關

接

遼

瀋

當

年

戈

甲

仰

邊

才

昌

黎

齊

喬

年

登

北

平

城

樓

詩

云

西

風

吹

朔

漠

白

露

下

遙

天

日

落

千

峯

靜

河

流

一

帶

煙

采

薇

歌

尙

在

射

虎

事

空

傳

不

盡

蒼

茫

意

低

徊

念

古

賢

遼

陽

劉

文

麟

永

平

府

詩

云

邊

風

如

箭

客

衣

單

白

草

黃

沙

一

望

寬

水

爲

太

淸

偏

激

急

山

非

甚

峻

自

峯

巒

層

厓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六

細

路

征

輪

緩

落

日

孤

城

畫

角

寒

太

息

漢

家

飛

將

勇

不

侯

因

失

倖

臣

歡

昌

黎

王

煦

盧

龍

懷

古

詩

云

平

州

重

鎭

控

燕

幽

拔

地

峯

巒

郭

外

周

一

帶

春

雲

凝

遠

塞

千

家

煙

樹

覆

層

樓

采

薇

公

子

常

辭

國

射

虎

將

軍

竟

不

侯

弔

古

閒

行

經

晚

渡

漆

灤

嗚

咽

抱

城

流

亭

張

鳳

翔

晚

登

永

平

城

樓

詩

云

危

樓

直

上

與

雲

齊

繞

郭

峯

巒

一

望

迷

萬

點

星

光

天

咫

尺

滿

城

燈

火

屋

高

低

長

街

露

冷

秋

蟲

咽

絕

塞

風

涼

戰

馬

嘶

鄕

思

怦

怦

消

不

得

幾

聲

歸

雁

過

河

西

張

山

盧

龍

道

中

詩

云

匹

馬

盧

龍

道

風

沙

二

月

天

鑿

山

通

細

路

曡

石

護

高

田

野

店

難

留

㝛

舟

人

橫

索

錢

不

禁

行

役

苦

僮

僕

亦

悽

然

又

發

郡

城

詩

云

亂

山

圍

不

住

匹

馬

出

平

州

舊

壘

如

峰

立

長

河

帶

石

流

抗

懷

飛

將

事

回

首

少

年

遊

無

限

滄

桑

感

蕭

蕭

兩

鬢

秋

盧
龍
縣
附

郭

安
山
堡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松
崖
堡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安
河
堡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赤
峯
堡
在
城
西
三
十
里

新
羅
寨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雙
望
堡
在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明
嘉
靖
閒
建
案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以

上

皆

民

堡

今

俱

廢

惟

雙

望

東

西

有

門

明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蒙

古

入

犯

至

雙

望

堡

卽

此

澤

州

陳

廷

敬

雙

望

堡

詩

云

千

里

營

平

道

靑

㝠

萬

仞

山

煙

烽

雙

望

堡

征

戍

幾

人

還

塞

柳

春

光

斷

邊

鴻

夕

照

閒

蕭

條

懷

古

意

匹

馬

近

榆

關

桃
林
營
堡
在
府
城
北
五
十
里
距
邊
城
十
三
里
明
萬
厯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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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七

建
甎
城
高
一
丈
二
尺
周
里
半
東
西
南
三
門

桃
林
口
城
在
縣
北
六
十
三
里
甎
城
高
三
丈
六
尺
周
里
半

南
北
西
三
門

明

兵

備

劉

景

耀

桃

林

詩

云

野

水

年

年

去

不

還

荒

林

面

面

出

高

山

小

舟

晚

泊

鴛

鴦

渚

畫

角

秋

生

虎

豹

關

出

塞

將

軍

誰

俠

骨

中

原

赤

子

正

愁

顏

悲

笳

遙

對

啼

猿

急

暮

日

爭

如

歸

鳥

閒

燕
河
營
城
府
東
北
五
十
里
距
邊
城
十
里
甎
石
城
高
二
丈

四
尺
門
四
周
三
里
餘
明
萬
厯
閒
建
城
外
西
南
隅
舊
有

敎
場
將
臺
廳
壁
刻
仁
智
信
勇
四
大
字
高
丈
餘
少
保
戚

繼
光
題
本
路
參
將
高
如
桂
刻
石
幕
下
陳
忠
言
書

重
峪
口
堡
府
東
北
六
十
里
距
邊
城
八
里
石
城
高
一
丈
周

里
餘
東
西
門
各
二
南
門
一
明
宏
治
十
三
年
建
今
廢

遷
安
縣
城
高
三
丈
五
尺
周
圍
一
千
二
百
三
十
丈
共
計
六

里
半
有
奇
城
內
大
街
五
中
爲
是
面
坊
城
外
有
南
北
關

舊
本
土
垣
高
二
丈
一
尺
周
五
里
許
建
築
莫
知
所
始
明

景
泰
二
年
巡
撫
鄒
公
來
學
奉
勅
檄
縣
甃
以
甎
有
學
宮

舊
在
城
外
成
化
四
年
增
築
東
城
以
包
之
舊
止
西
南
北

三
門
宏
治
十
三
年
知
縣
張
濟
增
築
東
門
正
德
七
年
知

縣
羅
玉
建
北
樓
嘉
靖
十
二
年
知
縣
許
穡
卿
建
南
樓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韋
文
英
建
東
樓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羅
鳳
翔

建
西
樓
城
東
北
較
卑
隆
慶
元
年
知
縣
隋
府
增
高
一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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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八

有
四
隅
有
角
鋪
四
面
有
腰
鋪
門
樓
設
闉
扁
額
東
曰
肅

淸
海
濱
南
曰
阜
安
嵐
甸
西
曰
夾
輔
神
京
北
曰
鎭
靜
邊

陲
二
十
五
年
北
門
樓
燬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錢
吾
德
修
甕

城
三
十
年
知
縣
張
九
三
修
北
門
樓
崇
禎
十
四
年
知
縣

高
承
埏
重
修

國
朝
順
治
五
年
南
樓
燬
知
縣
張
玉
重
修
康
熙
九
年
知
縣

王
永
命
修
城
建
西
門
樓
額
曰
屹
然
西
鎭
十
九
年
知
縣

張
一
諤
修
城
東
北
隅
三
十
餘
丈
五
十
七
年
知
縣
喬
于

瀛
修
城
垣
及
北
門
樓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喬
鍾
吳
於

城
陴
樓
堞
之
殘
缺
者
悉
加
修
葺
攺
題
東
門
曰
豐
樂
西

曰
阜
安
南
曰
惠
甯
北
曰
祺
福
同
治
元
年
署
知
縣
方
汝

翊
修
補
北
門
甕
城
計
三
十
餘
丈
同
治
七
年
署
知
縣
胡

如
川
修
理
四
城
馬
道
以
及
門
樓
女
牆
凡
殘
缺
處
均
修

補
完
固

池
深
一
丈
廣
三
丈
萬
厯
十
二
年
知
縣
申
安
加
以
疏
濬
引

河
流
環
之
四
圍
植
柳
順
治
五
年
知
縣
張
玉
復
濬
嗣
皆

頽

迄
今
沙
壅
水
涸
疏
濬
維
艱

明

敎

諭

張

文

明

新

增

城

記

云

遷

安

在

漢

爲

令

支

在

唐

爲

安

喜

迨

明

御

世

仍

隸

於

右

北

平

距

邊

陲

僅

四

十

里

許

昔

値

無

事

學

宮

尙

建

於

東

郭

門

外

繼

因

變

成

化

癸

已

上

命

拓

之

城

周

垣

東

北

隅

獨

卑

隘

弗

類

夫

東

北

當

建

昌

之

衝

嘉

靖

庚

戌

歲

北

邊

有

警

舉

邑

懍

懍

莫

不

欲

嚴

整

險

峻

以

爲

固

守

之

具

斯

時

雖

各

盡

輸

其

財

以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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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九

之

不

惜

也

甫

平

又

苦

其

難

而

寢

之

己

未

歲

晉

蒲

羅

公

鳳

翔

以

名

科

尹

茲

土

嘗

以

人

和

地

利

爲

重

見

邊

方

不

靖

恆

厪

西

顧

之

憂

嗟

爾

眾

曰

民

爲

邦

本

城

以

衞

民

專

城

之

命

寄

之

於

我

而

卑

隘

若

此

若

不

豫

爲

之

所

奚

以

衞

民

而

固

本

耶

乃

議

增

城

事

計

長

短

則

自

東

聣

以

抵

西

堞

槪

有

七

十

餘

丈

揣

高

低

則

接

垛

口

與

腰

牆

統

有

一

丈

二

尺

始

得

與

帀

雉

連

亙

而

齊

等

比

議

材

費

約

甎

灰

若

干

以

裕

用

約

穀

粟

若

干

以

食

工

因

請

裁

於

上

報

可

又

思

增

城

者

本

以

衞

民

也

使

盡

民

之

力

與

民

之

財

城

雖

高

實

爲

厲

階

池

雖

深

實

爲

陷

阱

以

衞

民

者

病

民

猶

弗

城

也

因

自

爲

設

處

得

甎

三

萬

六

千

六

百

一

十

五

數

得

灰

三

萬

六

千

六

百

一

十

五

觔

仍

謀

捐

俸

以

補

其

不

足

於

時

鄕

土

夫

感

義

而

動

爭

出

其

所

有

以

自

輸

居

民

之

效

義

者

亦

然

不

旬

日

得

甎

以

方

計

者

四

萬

九

千

六

百

六

十

五

灰

以

觔

計

者

四

萬

九

千

九

百

三

十

五

公

又

割

俸

資

得

菽

粟

以

石

計

者

十

有

三

因

命

醫

官

徐

良

能

以

董

厥

事

省

祭

姚

仲

進

贊

之

公

日

省

月

試

庶

民

樂

役

如

子

之

來

趨

父

事

自

七

月

九

日

癸

酉

卜

吉

鳩

工

迄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辛

卯

三

閱

月

而

百

雉

雲

興

矣

規

制

仍

舊

而

壯

麗

有

加

匪

惟

足

以

慰

王

公

設

險

之

心

而

尤

足

以

杜

敵

人

窺

伺

之

念

公

之

軫

念

於

茲

其

重

負

亦

可

以

少

紓

矣

鄕

士

夫

梅

如

玉

王

湻

父

老

李

廷

賓

吳

祥

等

欲

永

其

傳

徵

言

於

予

顧

予

譾

劣

弗

能

揄

揚

然

亦

不

容

終

袐

遂

妄

僭

以

次

其

事

昔

寇

萊

公

知

歸

時

嘗

植

柏

於

庭

民

德

之

謂

之

曰

萊

公

柏

蘇

文

忠

公

知

杭

時

嘗

葑

田

於

湖

民

利

之

名

之

曰

蘇

公

隄

今

明

公

之

城

萬

世

永

賴

其

與

城

謝

城

齊

城

朔

方

無

異

遺

愛

甚

大

感

於

心

而

頌

於

口

者

安

知

遷

邑

之

民

無

歸

杭

之

民

將

效

其

譽

二

公

者

爲

明

公

譽

曰

羅

公

城

哉

是

爲

記

國

朝

邑

令

王

永

命

修

遷

安

縣

城

記

云

遷

安

距

永

平

府

四

十

五

里

左

環

分

水

右

據

尖

山

灤

河

經

南

塞

城

倚

北

山

川

四

固

爲

攸

聚

矣

我

淸

混

一

區

宇

建

極

京

師

縣

相

距

四

百

七

十

里

實

爲

左

輔

要

地

余

以

康

熙

九

年

庚

戌

承

乏

茲

土

城

垣

摧

圯

雉

堞

崩

頽

門

無

鎖

鑰

之

防

民

鮮

安

枕

之

樂

不

勝

殷

然

念

曰

王

公

設

險

古

志

之

矣

城

池

所

藉

以

安

守

者

也

今

若

此

非

惟

無

以

壯

觀

內

服

威

視

遠

方

其

謂

吾

民

之

保

障

何

會

奉

道

府

檄

倒

塌

城

垣

該

地

方

官

設

法

捐

輸

修

理

未

及

兩

月

而

催

修

者

凡

五

行

乃

集

邑

紳

公

議

雖

士

民

樂

言

捐

助

咸

有

費

大

貲

絀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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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易

告

竣

之

慮

余

則

毅

然

以

爲

已

任

時

當

盛

冬

庀

材

候

舉

閒

尋

聖

駕

東

巡

奔

走

於

橋

梁

供

張

而

未

遑

也

踰

年

春

將

有

事

城

垣

又

有

督

修

冷

口

邊

城

之

役

余

思

修

理

縣

城

令

專

責

也

過

此

不

修

恐

有

不

及

修

者

矣

遂

詳

報

各

憲

眾

心

齊

驅

併

力

合

作

經

始

於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吿

竣

於

五

月

初

八

日

其

閒

鼓

眾

勸

徒

殫

才

竭

力

爲

時

僅

三

閱

月

而

報

大

成

者

無

一

工

之

不

舉

不

堅

無

一

處

之

或

漏

或

瑕

也

噫

此

非

吾

民

之

樂

於

趨

事

而

能

遹

觀

厥

成

乎

因

呼

父

老

而

撫

之

曰

城

郭

堅

固

外

患

可

不

生

內

奸

可

不

作

尙

其

各

和

爾

室

家

各

睦

爾

鄕

里

敦

樂

土

而

勤

本

業

庶

幾

實

符

遷

安

之

名

而

久

安

以

供

翼

我

神

京

於

無

疆

哉

計

修

倒

塌

城

垣

並

垛

牆

二

十

一

處

共

一

百

四

十

五

丈

四

尺

造

冊

申

送

在

案

又

未

入

報

冊

而

修

者

係

前

令

已

報

修

而

未

完

則

西

面

垛

口

二

處

計

五

十

九

丈

一

尺

南

面

垛

口

一

十

二

處

計

三

十

四

丈

二

尺

外

此

而

建

城

角

窩

鋪

立

甕

城

內

房

設

鎖

鑰

謹

防

禦

以

與

民

共

休

息

焉

其

捐

輪

姓

名

勒

列

左

方

以

垂

永

久

夫

修

葺

城

垣

固

令

分

內

事

耳

何

謂

是

屑

屑

哉

余

於

此

殆

有

深

慮

焉

念

我

國

家

當

承

平

之

日

而

令

有

司

完

固

城

池

古

聖

王

安

不

忘

危

之

意

也

儻

政

之

不

修

人

將

嗟

怨

城

非

民

而

誰

與

守

哉

余

又

不

禁

念

是

役

而

兢

兢

云

建
昌
營
城
縣
北
四
十
里
甎
城
高
三
丈
周
圍
四
里
許
門
三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有
月
城
有
樓
外
有
小
西
門
小
北
門
敎

場
在
城
西
北
距
冷
口
十
里

明

徐

學

古

秋

日

建

昌

有

警

詩

云

秋

氣

何

蕭

索

千

山

落

木

空

黃

霾

吹

野

戍

赤

羽

急

山

戎

碣

石

雕

戈

擁

榆

關

鐵

騎

雄

將

軍

頻

授

鉞

一

戰

報

重

瞳

戚

繼

光

和

韻

詩

云

飛

羽

遼

河

上

移

軍

灤

水

東

前

驅

皆

大

將

列

陳

盡

元

戎

夜

出

榆

關

外

朝

看

朔

漠

空

但

期

常

獻

馘

不

敢

望

彤

弓

國

朝

邑

令

靳

榮

藩

遷

安

口

號

云

舞

衫

歌

扇

話

從

前

五

十

年

來

禮

敎

全

學

取

唐

風

吟

蟋

蟀

建

昌

已

有

武

城

絃

自

註

云

建

昌

營

素

號

繁

華

今

皆

書

聲

絃

歌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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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一

撫

甯

宋

赫

建

昌

營

觀

王

軍

門

閱

兵

詩

云

玉

帳

牙

旗

向

曉

開

軍

麾

一

轉

掣

雲

囘

龍

蛇

結

陣

堅

於

壁

鵝

鸛

分

行

動

若

雷

柔

遠

不

忘

嚴

武

備

承

平

仍

自

重

邊

才

須

知

聖

主

憂

危

意

曾

御

雕

弓

自

挽

來

又

建

昌

郭

外

詩

云

嫩

柳

重

重

照

客

顏

風

光

淡

沱

最

相

關

不

知

射

雁

村

邊

草

綠

過

溪

橋

第

幾

灣

徐
流
營
城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距
口
五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二
百
六
十
二
丈
二
尺
東
西
南
三
門

徐
流
口
城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五
里
石
城
高
丈
七
尺
周
二
百
二

十
四
丈
有
奇
門
曰
東
曰
南

五
重
安
城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百
二
十
七

丈
五
尺
門
曰
西
曰
南

太
平
寨
城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亦
曰
太
平
營
舊
設
太
平
路

參
將
石
城
高
二
丈
六
尺
周
五
百
六
丈
六
尺
塹
五
十
一

丈
東
西
南
門
各
有
樓
西
山
關
北
水
關
鐘
鼓
樓
敎
場
在

城
南

明

總

兵

戚

繼

光

練

武

太

平

守

將

王

君

祿

邀

登

南

廟

望

北

山

古

刹

詩

云

憶

昔

從

戎

向

北

陲

重

來

持

節

鬢

成

絲

夜

懸

炎

海

熢

煙

夢

時

聽

嚴

關

杕

杜

詩

古

戍

寒

雲

過

鐵

馬

中

原

晴

日

閃

牙

旗

安

危

賴

有

諸

君

在

酹

酒

還

期

下

月支

上
靑
山
營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石
城
高
二
丈
四
尺

周
二
百
三
十
一
丈
二
尺
門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下
靑
山
營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二
百

四
十
三
丈
門
曰
東
曰
南
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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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二

爛
柴
溝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里
石
城
高
丈
四
尺
周
百
三
十

丈
三
尺
門
在
南

漢
兒
莊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甎
城
高
二
丈
周
五
百

二
十
六
丈
門
三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敎
場
在
城
東

灤
陽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甎
城
高
丈
餘
周
六
百
丈

門
三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以

上

二

營

爲

各

路

營

兵

赴

三

屯

操

練

之

所

三
屯
營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石
城
高
三
丈
周
圍
七

里
門
三
東
曰
賓
日
西
曰
鞏
京
南
曰
景
忠
各
有
重
城
敎

場
在
城
西
至
喜
峯
口
六
十
里

明

三

屯

營

總

兵

官

都

督

李

公

邊

政

記

云

署

都

督

僉

事

鄒

平

李

公

自

新

鎭

薊

門

之

八

年

當

聖

天

子

龍

飛

之

初

以

年

陳

乞

歸

老

營

衞

諸

戎

帥

下

逮

卒

旅

聞

之

懼

相

率

詣

余

强

留

止

之

余

不

能

遏

公

固

不

可

衆

相

與

嗟

惜

請

建

碑

紀

績

以

垂

將

來

蓋

不

待

去

而

後

思

也

余

亦

不

能

遏

東

人

若

曰

維

薊

之

鎭

自

古

檀

以

極

榆

關

內

護

京

師

外

控

夷

虜

大

口

三

十

八

小

口

七

十

四

列

營

三

十

二

戎

衞

十

六

自

太

傅

徐

公

來

城

關

口

築

亭

陣

人

有

所

恃

然

久

或

玩

湮

自

公

之

爲

總

戎

吾

見

祁

寒

盛

暑

短

衣

輕

騎

涉

險

相

度

分

督

左

右

參

歲

加

脩

塞

峻

處

剗

偏

坡

漫

處

甃

石

壁

蜿

蜒

山

巓

踰

數

千

里

屹

然

一

巨

防

也

喜

峯

之

口

尤

其

稱

大

朵

顏

三

衞

道

是

貢

往

時

旣

進

墳

山

關

猶

俾

露

㝛

殊

失

柔

遠

之

意

公

乃

卽

關

內

造

大

屋

十

有

八

閒

繚

以

周

垣

至

則

居

之

墳

山

之

上

內

險

外

夷

姦

黠

易

以

攀

緣

窺

伺

公

截

立

墩

臺

且

砌

石

牆

五

百

餘

丈

夷

人

感

悚

益

堅

內

嚮

並

邊

耕

地

俱

民

業

我

兵

獨

資

餽

運

而

生

聚

日

繁

家

口

或

不

給

咸

困

於

食

公

令

旁

墾

餘

地

以

自

賦

每

歲

夏

秋

之

交

預

檄

老

稺

尋

採

山

菜

榛

橡

之

屬

計

口

收

積

官

爲

守

之

以

備

荒

凶

人

免

流

移

其

貧

病

無

倚

婚

嫁

失

時

與

死

喪

不

能

葬

者

又

皆

有

措

備

之

儲

以

爲

助

羅

穴

谷

關

外

四

十

里

曰

黃

門

有

龍

潭

元

世

立

廟

人

傳

其

神

異

驗

甚

公

遇

歲

旱

輒

遣

官

詣

禱

迎

以

歸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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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三

因

大

注

遂

廟

神

內

地

頌

功

德

焉

邇

年

以

來

虎

出

爲

暴

公

曰

是

爲

戾

氣

不

早

殄

之

居

人

弗

安

乃

行

邊

禱

於

山

祇

於

是

不

數

日

二

虎

斃

於

獵

者

羣

虎

北

踰

關

去

選

東

西

路

精

卒

萬

人

供

待

優

厚

躬

親

團

練

武

藝

嫻

習

人

鼔

其

勇

皆

可

一

當

十

其

樵

蘇

戍

守

屯

牧

役

作

者

不

下

二

萬

更

番

授

事

人

均

其

勞

大

小

無

怨

言

此

固

有

成

規

潤

澤

之

公

耳

更

思

閱

古

常

存

景

慕

遂

建

都

督

陳

公

景

先

都

憲

鄒

公

來

學

數

先

輩

文

武

二

碑

於

三

屯

等

城

用

無

忘

其

勛

績

惟

公

勤

整

廉

勁

老

而

不

衰

獵

兵

書

行

軍

以

智

謀

爲

先

遇

敵

堅

陣

務

以

不

可

敗

爲

本

結

髮

從

軍

有

志

勤

王

壯

歲

中

年

樹

勞

烈

於

川

陝

在

行

伍

久

曉

暢

軍

情

故

起

小

將

以

列

督

府

守

重

鎭

宜

乎

邊

虜

知

名

而

吾

軍

畏

愛

也

茲

將

去

不

可

留

其

何

以

酬

德

願

假

辭

執

事

以

識

之

旣

而

公

章

上

聖

明

方

以

邊

寄

委

重

於

公

不

允

辭

連

營

懽

忭

而

不

欲

變

適

余

赴

召

將

行

眾

密

祈

終

事

又

請

乃

述

其

言

爲

之

記

成

化

三

十

二

年

刑

部

右

侍

部

莆

田

彭

韶

書

明

總

鎭

戚

繼

光

重

修

三

屯

營

城

記

云

國

初

捐

大

甯

藩

封

界

兀

良

哈

爲

屬

夷

賴

障

輔

郡

莫

重

薊

鎭

末

幾

匪

如

廑

我

宣

廟

出

喜

峯

貢

路

征

之

而

尙

引

外

夷

爲

梗

故

初

鎭

桃

林

口

移

於

獅

子

峪

天

順

又

移

三

屯

營

去

喜

峯

二

舍

矣

營

曰

三

屯

忠

義

衞

三

百

戸

屯

地

也

屬

遷

安

縣

西

百

二

十

里

左

山

海

右

居

庸

而

綰

轂

其

中

以

要

貢

路

示

重

非

擁

武

衞

北

城

何

以

張

形

勢

而

抗

威

棱

哉

舊

城

卑

薄

而

隘

南

有

垝

垣

爲

截

殺

營

卽

移

鎭

府

所

茇

也

二

營

閒

有

闤

闠

每

以

無

城

戒

暴

客

而

屯

戍

非

土

著

兩

防

空

營

以

行

雖

名

重

鎭

虛

亦

甚

矣

遵

化

縣

去

此

五

十

里

忠

義

三

衞

一

所

附

之

而

此

惟

三

百

戸

勢

輕

不

足

以

掎

角

鎭

府

麾

下

移

兵

餉

顧

抱

檄

印

於

衞

非

所

以

尊

統

馭

而

急

禦

侮

之

完

策

也

自

嘉

靖

來

夷

震

京

國

隆

慶

之

元

入

薊

東

陲

而

是

鎭

益

重

次

年

乃

以

余

總

理

之

邊

垣

孔

亟

經

營

六

年

次

第

就

緖

內

地

賴

以

安

堵

二

營

闤

闠

日

壯

恐

益

誨

盜

爲

夷

資

雖

增

司

守

備

非

若

軍

衞

可

永

賴

而

全

鎭

之

重

常

練

於

此

弗

足

以

容

戍

者

病

之

矣

乃

謀

闢

城

於

制

府

劉

公

撫

臺

楊

公

當

上

卽

位

詔

增

飭

邊

城

二

公

因

得

所

請

適

少

司

馬

汪

公

閱

師

而

以

移

衞

謀

之

公

於

元

年

條

其

便

宜

制

以

忠

義

中

衞

移

之

三

屯

城

內

其

掌

印

佐

貳

巡

捕

指

揮

及

千

戸

經

厯

各

一

佩

印

赴

之

旗

軍

春

秋

踐

更

而

有

警

悉

至

遂

置

衞

增

營

及

繕

建

公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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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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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百

廢

俱

舉

舊

城

益

不

足

以

居

之

矣

乃

於

二

年

秋

規

外

地

而

善

其

址

三

年

楊

公

爲

制

府

王

公

爲

撫

臺

辛

公

爲

兵

備

胥

襄

工

於

三

月

撤

南

垣

而

環

南

營

以

圍

之

凡

五

百

五

十

七

丈

高

二

丈

五

尺

加

五

尺

爲

雉

堞

而

廣

半

於

高

址

廣

四

丈

有

餘

門

三

南

曰

景

忠

東

曰

賓

日

西

曰

鞏

京

其

譙

甚

麗

而

闉

次

之

徂

暑

外

完

秋

甃

其

裏

上

下

有

埤

以

爲

之

防

次

年

春

二

月

乃

繕

舊

城

凡

六

百

一

十

六

丈

表

裏

高

厚

悉

如

新

制

冬

而

畢

役

正

北

爲

重

閣

祀

武

尤

雄

於

麗

譙

角

樓

凡

五

麗

視

於

闉

舊

東

西

重

門

於

上

爲

樓

臺

神

祠

下

旁

各

有

開

便

門

周

城

水

洞

有

二

敵

臺

有

九

環

以

牛

馬

牆

列

孔

備

睥

睨

東

闢

場

以

積

茭

藁

縱

橫

五

十

丈

其

北

有

聚

星

堂

爲

東

路

諸

將

所

屬

西

則

閱

武

之

場

旁

隍

闢

十

丈

長

二

百

丈

以

益

之

其

堂

臺

昔

卑

陋

余

新

建

而

高

敞

焉

諸

將

之

廳

事

有

五

兼

之

路

西

來

者

蓋

亦

可

寓

矣

前

爲

車

營

四

百

二

十

閒

凡

制

甚

具

所

費

公

帑

僅

六

千

餘

金

它

皆

操

奇

以

佐

之

而

城

內

外

所

刱

營

房

八

百

餘

閒

若

保

河

河

南

南

兵

輜

重

諸

署

及

守

備

司

灤

陽

驛

督

府

行

臺

城

心

撫

松

西

南

諸

館

旗

纛

馬

祖

漢

壽

忠

烈

諸

祠

不

出

三

年

一

切

吿

成

貢

夷

過

者

罔

不

驚

異

三

軍

呼

曰

壯

哉

城

也

足

以

衞

衆

矣

或

有

疑

其

制

多

異

而

因

軍

正

以

請

業

已

樂

成

則

諗

之

曰

凡

堞

戰

格

利

用

禦

遠

若

鉤

援

薄

其

下

而

頫

眎

出

擊

爲

艱

乃

於

堞

址

亦

創

睥

睨

如

懸

半

霤

可

藏

身

而

頫

擊

水

且

從

之

下

以

外

殺

孔

多

勢

分

而

注

堅

瀑

落

內

則

迤

麗

鱗

次

如

級

視

彼

內

勢

直

而

水

專

注

其

士

善

崩

外

因

以

傾

者

殊

矣

凡

池

有

隍

高

而

涸

也

其

卑

者

爲

濠

塹

故

隍

多

復

而

險

以

夷

乃

因

其

勢

淺

七

尺

而

深

三

尺

其

廣

六

七

尺

不

等

又

以

北

川

東

走

勢

不

環

抱

完

固

而

於

東

門

外

下

高

就

卑

引

以

十

丈

湖

其

長

三

百

五

十

餘

丈

深

僅

七

尺

以

所

出

土

築

爲

隄

名

曰

孟

隄

者

孟

諸

余

別

號

也

蒔

以

桃

柳

上

下

二

梁

以

跨

之

隄

之

亭

曰

同

春

留

士

中

爲

亭

名

曰

宛

在

取

諸

蒹

葭

環

流

植

荷

而

爲

將

士

休

沐

地

或

擊

楫

以

遊

焉

湖

曰

震

湖

以

在

東

方

以

取

鎭

胡

其

音

同

也

凡

邊

障

無

北

戸

舊

爲

門

三

而

已

直

北

經

涂

有

岑

樓

居

鐘

鼓

金

木

相

剋

多

水

火

災

乃

於

北

臺

旁

級

左

右

共

制

四

室

如

城

門

狀

及

所

塞

舊

門

各

虛

其

內

如

此

制

皆

爲

武

庫

以

藏

戎

器

書

伍

符

避

水

火

也

又

留

舊

南

譙

懸

貢

鼓

岑

樓

獨

懸

景

鐘

跨

通

衢

重

關

金

革

和

鳴

達

於

四

境

登

而

眺

之

樓

臺

署

廟

聯

以

闤

闠

繡

錯

而

翬

飛

謂

之

錦

城

可

也

嗟

夫

城

制

本

鯀

以

防

水

後

用

蓄

衆

乃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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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竊

聞

之

古

人

矣

城

者

盛

也

所

以

盛

衆

也

衆

則

益

之

不

展

曷

以

盛

諸

城

者

成

也

一

成

而

不

可

毁

也

制

未

曲

盡

而

孰

保

其

毁

乎

故

余

九

年

於

茲

東

控

遼

左

西

護

陵

寢

爲

臺

一

千

二

百

有

餘

里

凡

五

五

標

十

五

營

皆

爲

保

障

計

於

以

重

封

疆

而

衞

社

稷

也

茲

奉

制

撫

諸

道

之

書

幸

有

餘

日

及

此

敢

不

畢

心

力

藉

將

校

百

執

之

勞

而

遹

觀

厥

成

於

重

鎭

乎

凡

我

同

事

旣

保

我

圉

而

無

罹

於

鋒

鏑

則

此

亦

可

以

忘

勞

矣

軍

正

敬

諾

鐫

之

而

示

三

軍

且

次

執

事

於

碑

左

俾

來

許

之

母

忘

是

勞

者

倫

文

敘

重

修

三

屯

營

城

樓

記

云

都

城

東

迤

可

五
百
里
許

爲

三

屯

營

迺

總

戎

大

帥

所

居

凡

沿

邊

將

卒

皆

隸

焉

誠

邊

場

一

雄

鎭

也

宣

德

初

建

於

峙

子

谷

景

泰

閒

攺

城

今

地

以

忠

義

三

屯

環

列

於

外

而

得

名

其

實

一

大

營

而

巳

地

旣

完

固

而

樓

櫓

率

亦

壯

豁

閎

麗

誠

鎭

域

之

偉

觀

也

夫

何

閱

歲

旣

久

棟

梲

欹

撓

寢

用

費

煩

正

德

己

巳

前

軍

都

督

府

同

知

馬

公

澄

用

忠

勇

謀

略

受

知

今

上

命

鎭

茲

土

至

則

拊

循

戰

士

士

皆

可

用

殊

思

奮

效

力

逾

年

仲

春

登

樓

閱

習

深

用

慨

歎

迺

度

羣

力

善

陶

者

瓦

善

匠

者

斵

善

葺

者

茨

善

圬

者

塗

墍

仍

命

偏

校

之

有

工

思

者

董

焉

迄

冬

十

月

南

城

樓

洎

四

隅

城

樓

咸

就

輪

奐

於

是

部

下

都

指

揮

使

單

聚

李

蘭

輩

謂

公

臨

戎

未

幾

而

邊

城

規

式

爲

之

鼎

新

宜

營

文

刻

石

以

永

後

祀

爰

因

刑

科

都

給

事

中

王

君

汝

溫

介

而

謁

余

夫

邊

防

之

記

記

其

可

書

者

耳

春

秋

之

義

常

事

不

書

修

葺

樓

櫓

守

圉

職

耳

惡

用

屑

屑

爲

耶

雖

然

嘗

聞

之

矣

小

者

大

之

影

緩

者

急

之

圖

末

者

本

之

昭

小

者

不

張

則

大

者

必

弛

緩

不

爲

則

急

無

據

末

不

理

其

本

從

可

知

是

以

古

之

謀

臣

良

將

知

周

萬

衆

必

治

察

乎

一

粒

一

旃

之

微

圖

惟

警

急

必

綢

繆

乎

紆

緩

無

際

力

嚴

守

備

以

爲

攻

戰

之

本

而

其

末

節

亦

罔

弗

飭

焉

不

如

是

則

無

以

蓄

威

伐

謀

而

專

閫

康

扞

寄

荒

矣

諸

君

事

舉

無

亦

以

公

於

凡

大

者

急

者

本

者

思

已

過

半

故

假

是

以

表

見

其

餘

耶

抑

猶

有

一

之

或

遺

行

將

舉

以

相

明

一

心

戮

力

務

求

其

至

而

俾

公

之

勳

業

益

永

彰

耶

不

爾

犁

庭

埽

穴

取

祁

連

登

燕

然

顧

又

若

何

而

爲

刻

哉

夫

然

則

亦

可

嘉

也

矣

於

是

乎

書

之

戚

繼

光

三

屯

新

城

工

成

志

喜

詩

云

受

降

新

築

壯

三

屯

燈

火

遥

連

十

萬

村

障

燧

層

巒

春

作

塞

風

雲

大

陸

薊

爲

門

東

迴

地

軸

山

河

固

西

擁

天

關

宮

闕

尊

百

二

城

邊

過

質

子

千

秋

同

戴

漢

家

恩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六

陶

允

宜

三

屯

呈

戚

宮

保

詩

云

薊

門

往

事

震

京

華

十

六

年

來

靜

不

譁

路

出

萬

山

通

鳥

道

城

懸

千

嶂

壓

龍

沙

空

中

雲

影

連

樓

閣

夜

半

鐘

聲

動

鼓

笳

老

將

莫

憐

心

力

破

金

湯

終

古

在

皇

家

宗

臣

塞

上

歌

送

王

侍

郎

赴

薊

鎭

云

榆

關

北

望

陣

雲

高

五

月

天

風

吹

戰

袍

共

說

總

戎

王

相

國

十

年

身

佩

呂

䖍

刀

國

朝

顧

炎

武

三

屯

營

詩

云

三

屯

山

勢

鬱

崢

嶸

少

保

當

年

此

建

旌

名

似

北

平

臨

㝛

將

制

如

河

上

築

降

城

忠

祠

日

落

來

山

鬼

武

庫

苔

封

蝕

禁

兵

一

望

幽

燕

人

物

盡

頽

垣

荒

草

不

勝

情

註

云

三

忠

祠

在

城

南

山

上

城

西

小

門

內

有

神

器

庫

高

士

奇

扈

從

過

三

屯

營

詩

云

百

雉

嵓

嵓

古

鎭

雄

野

祠

多

祀

戚

元

戎

荒

屯

黃

犢

耕

春

雨

老

樹

烏

鴉

噪

晚

風

壁

壘

遙

分

榆

塞

北

旌

旗

曾

駐

薊

門

東

登

壇

將

略

今

誰

是

寂

寂

花

開

亂

草

中

邑

令

王

永

命

恭

紀

三

屯

營

駐

蹕

詩

云

望

裏

龍

旗

掣

海

雲

晴

光

瑞

靄

競

繽

紛

六

師

濟

濟

從

神

武

萬

姓

欣

欣

祝

聖

君

自

是

虞

廷

昭

典

禮

非

同

漢

帝

樂

河

汾

昇

平

事

業

今

歡

遘

朱

鷺

鐃

歌

次

第

聞

邑

令

靳

榮

藩

遷

安

口

號

云

三

屯

塢

壁

鞏

京

師

長

說

文

皇

駐

蹕

時

開

國

承

家

謨

烈

遠

至

今

紫

氣

自

天

垂

自

註

云

天

聰

四

年

太

宗

文

皇

帝

駐

蹕

三

屯

營

見

八

旗

通

志

南

皮

張

太

復

三

屯

營

有

感

戚

少

保

故

蹟

詩

云

此

公

威

略

本

如

神

運

掌

中

樞

况

有

人

戎

馬

不

敎

驚

萬

瓦

風

雲

常

自

護

三

屯

東

方

事

去

成

龜

手

南

國

歸

來

墊

角

巾

好

上

景

忠

閒

指

點

敵

臺

無

數

屹

嶙

峋

撫

甯

宋

赫

三

屯

營

詩

云

城

壓

羣

山

勢

鬱

盤

曾

聞

少

保

舊

登

壇

少

年

習

射

猶

蹲

甲

㝛

將

揮

戈

欲

據

鞌

自

古

三

邊

須

鎖

鑰

於

今

萬

國

盡

衣

冠

太

平

不

廢

防

邊

策

爲

解

吳

鉤

一

笑

看

邑

人

馬

恂

三

屯

營

懷

戚

少

保

詩

云

練

兵

築

寨

固

山

河

故

壘

荒

殘

績

不

磨

十

六

年

功

銷

戰

伐

三

千

人

隊

肅

條

科

南

征

甲

盾

鴛

鴦

陣

北

讖

琵

琶

虎

豹

歌

紀

效

有

書

應

盡

讀

蓬

萊

少

保

問

如

何

自

註

云

少

保

未

至

時

有

琵

琶

歌

者

其

辭

云

白

豹

哥

哥

勁

又

勁

謂

前

總

兵

郭

琥

又

云

赤

虎

頭

又

來

勝

雷

也

轟

地

也

震

急

急

如

律

令

謂

少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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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七

鎭

邊

邊

境

嚴

肅

軍

伍

修

飭

也

新
店
子
城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舊

設

遞

運

所

於

此

今

廢

邑

令

靳

榮

藩

周

將

軍

故

里

說

云

遷

安

之

南

六

十

里

爲

新

店

集

或

曰

此

周

將

軍

遇

吉

故

里

也

考

明

史

大

淸

一

統

志

盛

京

通

志

山

西

通

志

並

以

將

軍

爲

錦

州

衞

人

錦

州

今

隸

奉

天

升

爲

府

距

遷

邑

千

里

而

遥

而

以

故

里

加

遷

邑

何

歟

或

又

謂

新

店

多

周

姓

卽

將

軍

之

裔

孫

奉

其

木

像

甚

謹

夫

將

軍

爲

故

明

守

甯

武

其

像

設

當

如

明

制

而

聞

其

服

色

已

與

今

同

又

何

歟

予

嘗

以

事

至

新

店

詢

所

謂

周

姓

者

鮮

能

識

字

惟

藏

判

牘

數

紙

漶

漫

蝕

蠹

略

可

辨

認

順

治

十

三

年

有

名

鼎

者

自

遼

東

來

官

台

州

右

營

都

司

駐

防

仙

居

縣

沒

於

陣

國

家

奬

其

忠

烈

許

襲

拖

沙

喇

哈

番

註

籍

通

州

左

衞

之

左

所

數

傳

後

其

世

職

爲

同

宗

者

襲

去

而

都

司

之

裔

遂

世

爲

新

店

人

因

奉

都

司

像

先

是

武

臣

五

品

以

上

例

封

將

軍

其

以

爲

周

將

軍

故

里

蓋

因

乎

此

而

指

爲

遇

吉

則

舛

也

都

司

自

遼

東

來

或

亦

遇

吉

之

宗

人

顧

譜

牒

均

無

可

稽

而

以

故

里

加

新

店

則

愈

非

也

然

其

非

遇

吉

而

並

使

死

事

者

之

子

孫

里

居

弗

傳

亦

過

也

予

故

爲

之

說

以

俟

遷

邑

之

編

志

乘

者

邑

人

馬

恂

周

將

軍

祠

詩

云

征

西

周

璽

閟

英

光

忠

武

何

曾

寄

此

鄕

易

簀

心

猶

同

縶

馬

摧

鋒

身

未

殞

飛

蝱

名

因

標

姓

翻

湮

晦

志

久

沿

訛

孰

攺

張

碑

碣

沈

埋

祠

宇

冷

雲

礽

椎

魯

老

耕

桑

案

周

將

軍

舊

志

以

爲

忠

武

靳

說

辨

爲

周

鼎

今

馬

詩

又

以

爲

周

璽

傳

聞

異

辭

故

並

載

之

以

備

考

沙
河
驛
城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傾
圯
無
存

正
水
峪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百
十
八
丈
門
曰
南

孤
窯
谷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八
十
三
丈
門
曰
南

佛
兒
峪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百
四
十
丈
九
尺
門
曰
南

劉
家
營
城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五
里
至
邊
城
八
里
萬
厯
閒
參

將
劉
宗
漢
建
裏
城
甎
高
二
丈
四
尺
周
百
二
十
三
丈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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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八

尺
門
曰
南
外
城
石
高
丈
四
尺
周
百
六
十
九
丈
六
尺
門

日
東
曰
西
距
口
五
里

劉
家
口
城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甎
城
高
二
丈
二
尺
周
一
里

門
曰
西
曰
南

河
流
口
城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今
廢
止
水
門
一
道

冷
口
城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甎
城
高
二
丈
九
尺
周
三
百
八

十
七
丈
有
奇
門
曰
東
曰
南
敎
場
在
城
南

明

督

師

孫

承

宗

瓦

窯

坡

詩

序

坡

在

冷

口

關

西

登

坡

而

北

折

向

東

遂

通

冷

口

予

閱

冷

口

抵

坡

下

戍

將

指

石

壘

曰

此

烈

婦

墳

也

當

胡

入

永

平

掠

生

口

北

出

有

少

婦

綺

服

馬

上

兩

胡

兒

捉

馬

將

下

坡

大

呼

墜

岸

死

不

知

誰

是

也

掩

其

骨

山

之

下

瓦

窯

坡

裏

邊

城

路

飛

燕

巢

林

不

見

家

擬

死

低

佪

且

不

死

尙

留

一

息

見

中

華

誰

家

少

婦

茜

裠

新

馬

上

猶

餘

不

死

身

纔

欲

下

山

山

上

死

玉

顏

終

不

染

胡

塵

山

口

猶

疑

見

漢

官

下

山

那

忍

入

呼

韓

白

溝

不

渡

差

堪

擬

莫

作

明

靑

塚

看

新

調

縹

綺

爲

誰

雄

碧

血

灕

灕

野

火

中

聽

子

回

來

烽

正

急

山

頭

猶

見

美

人

虹

石
門
子
城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二
百
十
丈

有
奇
門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白
道
子
城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白
羊
峪
城
在
縣
北
六
十
五
里
石
城
高
丈
四
尺
周
三
百
十

四
丈
三
尺
門
曰
東
曰
南

五
重
安
營
土
城
高
二
丈
五
尺
周
二
百
六
十
七
丈
四
尺
五

寸
門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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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十
九

新
開
嶺
石
城
高
丈
四
尺
周
百
六
十
九
丈
五
尺
門
曰
南
曰

北
擦
崖
子
城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四
尺
周
三
百
十

七
丈
有
奇
門
西
南
北
各
有
樓
敎
場
在
城
南

城
子
嶺
城
在
縣
西
北
八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四
尺
周
百
六
十

八
丈
五
尺
門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大
嶺
寨
城
在
縣
西
北
九
十
五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百
六

十
三
丈
一
尺
門
曰
東
曰
西

榆
木
嶺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百
四
十

七
丈
三
尺
門
曰
西
曰
南
敎
場
在
城
南

靑
山
口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四
尺
周
六
十

六
丈
九
尺
門
曰
西
曰
南

董
家
口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六
尺
周
百

九
丈
六
尺
門
曰
西
曰
南

邑

令

靳

榮

藩

遷

安

口

號

云

撫

字

催

科

兩

未

能

山

田

衝

後

額

相

仍

地

官

廣

天

恩

渥

積

欠

稍

時

口

自

增

自

註

云

董

家

口

外

等

處

水

衝

地

十

六

頃

有

奇

詳

奉

部

查

遊
鄕
口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五
寸
周
百
一
丈
二
尺
門
在
南
按圖

書

集

成

補

鐵
門
關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三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三
尺
周
百

二
十
七
丈
門
在
南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二
十

李
家
峪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石
城
高
二
丈
五
尺
周

二
百
二
十
七
丈
門
在
南
有
樓
敎
場
在
城
南

喜
峯
口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石
城
高
二
丈
周
四
百

十
八
丈
六
尺
塹
八
十
一
丈
五
尺
西
南
門
有
樓
荒
城
在

北
有
月
城
敎
場
在
城
西
距
關
二
里

元

許

有

王

喜

峯

口

詩

敘

俗

爲

父

求

子

而

逢

之

於

此

猶

望

夫

之

有

石

也

雖

莫

究

其

年

代

名

氏

而

其

言

有

足

感

人

者

故

作

詩

以

記

之

兒

寒

解

衣

重

撫

摩

兒

飮

與

食

孰

忍

訶

長

成

與

國

遠

負

戈

一

去

不

返

當

如

何

去

時

云

戍

東

北

鄙

直

出

榆

關

渡

遼

水

白

頭

郎

罷

與

影

俱

豈

憚

山

川

千

萬

里

天

敎

此

地

適

相

逢

父

曰

從

天

墜

吾

子

笑

疲

樂

極

俱

殞

身

誰

謂

情

鍾

遽

至

此

官

家

開

邊

方

未

巳

同

生

又

別

甯

同

死

山

雲

漠

漠

風

颼

颼

山

頭

雙

塚

知

幾

秋

當

時

不

忍

一

朝

別

今

日

翻

爲

千

古

愁

猶

勝

貞

女

化

爲

石

終

古

孤

身

雙

不

得

淸

江

寒

影

日

悠

悠

行

人

一

去

無

消

息

明
唐
順
之
喜
峯
口

觀

三

衞

貢

馬

詩

云

貢

道

走

東

胡

關

門

控

北

都

每

逢

金

鏡

節

來

獻

玉

驄

駒

酋

長

花

當

後

山

川

松

漠

紆

天

衣

賜

虯

蟒

國

馬

出

騊

駼

乞

賞

孫

隨

祖

專

兵

婦

代

夫

珥

璫

珠

錯

落

襁

褓

錦

氍

毹

槃

舞

呈

鞮

革

侏

言

譯

象

胥

白

狼

回

左

衽

黑

水

作

通

衢

又

登

喜

峯

古

城

詩

云

絕

頂

孤

城

見

廢

關

短

衣

落

日

試

躋

攀

三

秋

豹

旅

方

乘

障

萬

里

龍

媒

正

滿

山
時

三

衞

貢

馬

散

牧

關

外

候

雁

似

隨

鄕

思

去

塞

花

將

送

使

臣

還

籌

邊

迂

薄

眞

無

補

空

望

伊

吾

抵

掌

閒

又

曉

發

喜

峯

詩

云

客

心

流

水

與

爭

馳

寒

壘

疎

星

度

峽

時

未

返

王

孫

猶

草

色

初

來

戍

卒

是

瓜

期

去

鄕

祗

覺

蟬

聲

似

出

塞

方

知

馬

脊

危

辛

苦

下

情

何

計

達

早

年

曾

誦

采

薇

詩

王

演

㝛

喜

峯

口

城

樓

詩

云

萬

里

秋

風

暮

華

夷

到

此

分

幾

年

望

紫

塞

今

日

㝛

黃

雲

片

月

臨

關

見

孤

軍

擊

柝

聞

燕

歌

爭

勸

酒

强

飮

不

成

醺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二
十
一

丁

廷

輔

喜

峯

口

次

郡

尊

韻

詩

云

彷

彿

江

南

路

忽

敎

倦

眼

開

山

煙

烘

日

出

野

水

傍

人

來

寺

古

依

巖

樹

城

荒

老

石

苔

隹

兵

無

擾

動

何

用

埽

塵

埃

國

朝

趙

大

經

喜

峯

口

卽

事

詩

云

幾

日

關

城

誦

採

薇

書

堪

畏

未

言

歸

調

鷹

野

外

風

初

勁

牧

馬

山

頭

草

尙

肥

上

將

乍

承

新

節

鉞

健

兒

爭

著

舊

戎

衣

誓

擒

贊

普

應

尋

約

莫

道

松

州

但

解

圍

熊

文

富

喜

峯

口

和

郡

守

李

香

林

先

生

韻

詩

云

峯

逼

重

關

險

蠶

叢

特

地

開

城

根

盤

似

蠖

山

骨

削

無

苔

衞

國

邊

牆

固

驅

氛

鐵

騎

來

雄

風

忽

迅

發

應

得

淨

征

埃

錢

塘

高

士

奇

扈

從

出

喜

峯

口

詩

云

淸

蹕

出

雄

關

鳴

笳

厯

荒

徼

夾

嶂

眞

天

開

壁

立

盡

奇

峭

往

時

設

重

戍

藉

此

爲

險

要

戰

壘

虛

風

生

孤

城

斜

日

照

年

年

荷

戈

人

未

得

息

征

調

自

從

被

至

德

遠

近

奉

明

詔

遂

使

邊

隅

民

不

用

驚

烽

燎

喜

隨

萬

乘

來

快

哉

肆

登

眺

又

䁱

行

將

入

喜

峯

口

新

霽

詩

云

雲

際

露

山

頂

靑

林

來

日

光

曉

從

六

龍

行

高

下

逾

重

岡

巖

花

落

未

殘

礀

道

餘

芬

芳

鳥

聲

辨

關

樹

人

語

如

故

鄕

鐃

歌

淸

吹

發

遠

風

旌

旆

揚

鏨

鑿

萬

仞

餘

鬱

岪

臨

大

荒

厯

茲

戰

鬬

地

壯

士

顏

慨

慷

願

施

造

化

功

處

處

知

耕

桑

英

和

喜

峯

口

詩

云

萬

重

山

作

郭

一

片

雪

當

門

地

迴

春

光

淺

年

深

古

蹟

存

幾

朝

森

壁

壘

此

日

統

乾

坤

在

德

非

關

險

秦

皇

何

足

論

鍾

昌

喜

峯

口

歌

云

山

蒼

蒼

海

茫

茫

長

城

直

亘

靑

天

長

長

城

險

絕

行

不

得

但

見

詰

屈

蜿

蜒

山

路

如

羊

腸

撼

地

濤

聲

作

龍

吼

揚

鞭

直

出

喜

峯

口

峯

下

奔

沙

團

雪

飛

峯

頭

老

樹

挾

風

走

邊

牆

凸

凹

斷

復

續

兩

崖

峙

壁

勢

一

束

雄

山

扼

險

五

丁

開

中

留

一

線

通

車

軸

古

堠

遺

址

犂

爲

田

居

人

往

往

拾

金

鏃

我

今

奉

使

出

關

來

立

馬

斜

陽

首

更

迴

白

日

陰

森

雙

峽

合

靑

天

蒼

莽

萬

山

開

吁

嗟

乎

長

城

雪

戰

場

血

至

今

猶

見

秦

時

月

我

欲

狂

歌

飮

馬

謠

古

來

壯

士

同

灰

滅

又

七

律

一

首

云

驅

馭

危

疆

鼓

角

催

雄

關

百

仞

勢

崔

嵬

無

邊

紫

塞

笳

聲

起

一

派

黃

沙

曉

霧

開

路

繞

羊

腸

紛

雉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二
十
二

堞

山

名

狐

耳

瞰

雕

臺

書

生

那

有

籌

邊

略

也

向

長

城

策

馬

來

潘
家
口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六
十
里
土
城
高
二
丈
二
尺
周

二
百
十
九
丈
六
尺
門
曰
西
曰
南
敎
場
在
城
南

東
昌
峪
城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七
十
里
一

作

東

常

峪

西
昌
峪
城
在
縣
西
北
百
八
十
里
一

作

西

常

峪

石
城
高
丈
六
尺
周

百
九
十
二
丈
九
尺
門
在
東

龍
井
關
城
在
縣
西
北
百
六
十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厚
四
尺
周

二
百
九
十
七
丈
八
尺
門
曰
東
曰
小
北
東
北
月
城
高
二

丈
周
二
十
一
丈
一
尺

撫
甯
縣
城
高
二
丈
九
尺
厚
丈
餘
周
干
一
百
六
十
四
丈
舊

土
城
一
座
在
陽
河
東
二
里
明
洪
武
十
三
年
遷
河
西
兔

兒
山
東
永
樂
三
年
於
舊
縣
址
置
撫
甯
衞
成
化
三
年
復

縣
於
舊
治
乃
於
衞
東
立
縣
合
爲
一
城
門
四
座
月
城
四

座
水
門
一
座
敵
臺
一
座
橋
四
座
樓
八
座
本
府
劉
遂
指

揮
陳
愷
建
宏
治
閒
知
縣
李
海
指
揮
陳
勳
嘉
靖
閒
通
判

李
世
相
知
縣
叚
廷
宴
指
揮
淩
雲
漢
知
縣
姜
密
隆
慶
閒

張
彝
訓
萬
厯
閒
管
縣
事
通
判
雷
應
時
指
揮
張
輝
先
崇

正
閒
知
縣
盧
以
岑

國
朝
康
熙
閒
知
縣
王
文
衡
譚
琳

劉
馨
趙
端
皆
經
修
葺
乾
隆
十
八
年
知
縣
單
烺
請
帑
重

修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沈
㥫
厚
道
光
九
年
知
縣
喜
祿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二
十
三

均
修
東
西
城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許
夢
蘭
修
內
外
城
八
百

八
十
丈
有
奇
垛
口
五
百
八
十
七
個
同
治
元
二
三
年
知

縣
孫
康
壽
修
城
樓
並
內
外
城
二
百
丈
十
三
年
知
縣
福

曜
修
東
月
城

明

大

學

士

彭

時

撫

甯

縣

新

城

碑

記

云

距

京

師

之

東

五

百

餘

里

有

府

曰

永

平

又

東

七

十

里

有

縣

曰

撫

甯

是

爲

永

平

屬

邑

蓋

其

地

在

漢

隸

右

北

平

郡

漢

以

後

率

多

荒

廢

至

金

大

定

末

陞

新

安

鎭

爲

撫

甯

縣

撫

甯

之

名

始

於

此

元

無

撫

甯

與

昌

黎

鄰

地

或

併

或

析

最

後

乃

並

置

焉

國

朝

因

之

洪

武

十

一

年

知

縣

婁

大

方

以

避

寇

故

請

遷

治

於

兔

耳

山

之

陽

永

樂

中

復

卽

舊

治

置

撫

甯

衞

而

衞

與

縣

相

去

十

里

許

皆

未

有

城

居

者

懍

焉

惟

外

患

是

懼

名

雖

曰

撫

甯

而

實

有

不

甯

者

矣

時

提

督

右

都

御

史

李

公

秉

巡

撫

右

僉

都

御

史

閻

公

本

詢

察

民

情

利

病

乃

具

疏

請

城

衞

並

復

縣

治

學

校

於

一

城

制

曰

可

於

是

鎭

守

右

少

監

龔

公

榮

總

兵

官

東

甯

伯

焦

公

壽

相

與

賦

財

鳩

工

命

永

平

府

同

知

劉

遂

撫

甯

衞

百

戸

郝

銘

督

率

軍

民

分

工

築

砌

始

成

化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越

明

年

五

月

吿

成

周

圍

一

千

一

百

五

十

六

丈

高

一

丈

有

九

尺

其

上

爲

垛

口

一

千

八

百

七

十

其

東

西

南

北

闢

門

以

通

往

來

縣

治

學

校

並

列

於

內

自

外

觀

之

城

垣

崇

固

濠

塹

深

闊

森

嚴

壯

觀

隱

然

爲

一

邑

之

保

障

矣

同

知

劉

遂

指

揮

毛

綬

具

事

本

末

致

書

兵

部

左

侍

郎

昌

黎

張

公

文

質

託

以

求

予

記

余

惟

天

下

郡

邑

有

僻

有

要

恆

因

時

勢

爲

輕

重

撫

甯

之

地

在

唐

宋

以

前

僻

居

東

北

槩

視

爲

荒

遠

未

之

重

也

迨

永

樂

肇

建

北

京

以

來

是

爲

畿

內

要

地

蓋

其

北

密

邇

邊

徼

東

控

扼

山

海

爲

遼

陽

襟

喉

其

要

且

重

如

此

故

軍

衞

置

焉

置

衞

所

以

安

民

也

而

縣

與

衞

異

治

非

因

循

之

過

與

茲

當

承

平

百

年

之

久

所

宜

思

患

而

預

防

不

合

於

一

何

以

相

守

以

安

生

民

不

固

以

城

池

亦

何

所

憑

藉

以

相

守

也

易

曰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國

斯

其

時

矣

閻

公

有

見

於

此

於

是

首

創

請

城

之

舉

而

龔

焦

二

公

乃

能

諧

謀

經

營

以

成

厥

事

府

衞

諸

雋

亦

殫

心

勞

力

以

佐

其

成

非

皆

有

忠

愛

上

下

之

心

甯

及

此

歟

可

謂

得

大

易

設

險

守

國

之

義

矣

雖

然

險

可

設

也

不

可

恃

也

繼

自

軍

憑

城

以

爲

固

民

資

軍

以

爲

安

拱

翼

京

師

將

有

賴

焉

司

軍

民

之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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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者

尙

思

和

輯

其

心

使

居

有

以

樂

患

有

以

捍

而

奸

宄

不

敢

作

庶

幾

撫

甯

名

與

實

相

稱

長

治

久

安

永

爲

京

師

之

巨

防

也

儻

恃

城

而

怠

政

不

恤

其

人

則

人

心

嗟

怨

離

叛

雖

有

金

城

湯

池

之

險

奚

益

哉

此

又

來

者

所

宜

知

也

昔

聖

人

作

春

秋

凡

城

必

書

說

者

以

爲

重

民

力

茲

所

爲

書

者

不

獨

重

民

力

且

將

使

民

德

諸

公

不

忘

並

吿

來

者

是

修

是

葺

益

善

其

政

保

民

於

不

怠

矣

侍

郎

劉

健

撫

甯

修

造

碑

文

云

撫

甯

本

漢

驪

城

縣

今

屬

永

平

府

在

京

畿

之

內

縣

舊

治

洋

河

東

朝

鮮

遼

東

道

路

之

所

經

洪

武

庚

申

徙

河

西

兔

耳

山

永

樂

己

酉

於

縣

舊

址

置

撫

甯

衞

縣

衞

相

去

十

里

使

軺

軍

需

旁

午

迎

送

不

便

成

化

丁

亥

巡

撫

右

僉

都

御

史

閻

公

本

奏

復

縣

於

舊

治

而

基

址

已

併

於

衞

乃

於

衞

東

立

縣

縣

南

立

學

雖

垣

屋

制

度

略

備

而

一

時

草

創

不

固

廿

餘

年

來

日

就

頽

敝

不

支

風

雨

甲

辰

修

武

姜

鄗

宗

武

由

鄕

進

士

來

知

縣

事

下

車

遍

視

之

遂

以

修

造

爲

已

任

乃

謀

聚

財

捐

俸

以

倡

於

是

衞

之

官

卒

縣

之

士

民

力

有

餘

者

咸

願

出

助

命

學

官

劉

瑁

籍

記

之

先

學

校

廟

之

禮

殿

廊

廡

學

之

講

授

之

堂

肄

業

之

齋

庫

廚

門

垣

以

完

以

固

次

縣

治

視

事

之

廳

居

處

之

所

下

至

儀

門

官

廨

次

第

就

緖

縣

治

在

通

衢

之

後

爲

所

蔽

障

復

買

地

通

之

以

便

吏

民

之

出

入

昏

曉

舊

無

鐘

鼓

乃

作

新

鐘

鼓

各

二

並

建

樓

以

庤

置

焉

他

如

祭

祀

有

壇

養

濟

有

院

倉

廩

之

所

郵

傳

之

處

悉

煥

然

增

新

以

成

化

甲

辰

六

月

經

始

至

丁

未

四

月

而

落

成

凡

費

錢

之

緡

以

數

千

計

工

之

作

以

數

萬

計

他

料

物

皆

稱

是

而

民

不

知

擾

始

學

之

未

修

也

師

生

之

行

禮

講

學

卑

且

污

無

所

資

以

爲

嚴

敬

縣

之

未

修

也

官

吏

之

號

令

奔

走

隘

且

陋

無

所

資

以

爲

公

明

鐘

鼓

樓

之

未

建

也

民

生

之

出

作

入

息

刻

漏

不

明

昏

曉

不

節

無

所

資

以

爲

勸

率

今

卑

者

高

而

污

者

去

嚴

敬

之

心

油

然

可

生

隘

者

寬

而

陋

者

易

公

明

之

念

皎

然

可

著

刻

漏

明

而

昏

曉

節

民

生

之

出

以

作

入

以

息

有

所

勸

而

勉

於

成

風

俗

爲

之

丕

變

商

旅

爲

之

攺

觀

此

修

造

之

所

爲

有

益

於

縣

而

姜

君

之

爲

能

知

其

本

皆

可

書

也

姜

君

之

受

業

鄕

先

達

戸

部

主

事

張

公

士

玉

於

余

爲

同

年

進

士

嘗

聞

其

稱

姜

君

能

學

問

有

才

識

今

觀

其

治

撫

甯

則

信

然

矣

撫

甯

之

治

他

可

稱

者

尙

多

此

特

以

修

造

一

事

而

言

耳

一

時

縣

之

贊

成

其

事

若

縣

丞

張

君

儉

來

徵

記

文

若

舉

人

郭

君

欽

其

勤

劬

亦

皆

可

稱

也

故

併

書

使

歸

以

刻

之

庶

其

後

有

聞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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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樂

亭

張

國

瑞

撫

甯

修

城

碑

文

云

古

來

守

疆

土

者

莫

不

重

地

利

而

地

利

自

山

川

河

海

盤

結

紆

迴

之

外

曰

城

之

高

池

之

深

而

已

說

者

曰

三

里

七

里

亦

可

老

師

何

必

十

仞

百

步

爲

余

曰

不

然

思

患

豫

防

宰

責

也

又

且

撫

甯

爲

古

榆

關

介

在

黃

龍

元

菟

易

水

燕

山

閒

昔

稱

險

阨

今

入

邦

畿

爲

東

北

第

一

邑

當

道

重

其

地

因

重

其

人

迺

以

古

河

東

盧

公

任

焉

公

自

下

車

以

來

政

無

一

不

從

古

尤

以

城

池

爲

急

務

訓

練

鄕

壯

整

理

藥

局

更

設

滾

石

嚴

查

奸

細

或

站

臺

或

火

礮

或

懸

牌

凡

守

城

之

具

無

一

不

備

眞

神

京

之

一

大

鎖

鑰

也

更

奉

旨

接

城

八

千

餘

丈

俱

增

三

尺

許

內

築

站

臺

四

尺

許

池

更

鑿

之

而

深

其

費

貲

甚

奢

雖

有

輸

助

勿

繼

也

公

慨

然

捐

貲

成

焉

未

幾

而

霪

雨

爲

災

又

坍

二

百

餘

丈

斯

何

時

也

城

中

城

外

士

民

聞

之

無

不

膽

落

公

晝

夜

拮

据

僱

覓

街

夫

每

名

工

食

五

分

更

犒

酒

肉

工

必

至

三

更

而

後

止

且

夜

㝛

城

上

與

百

姓

同

其

艱

辛

舉

二

百

餘

丈

之

坍

圯

者

倏

然

如

故

鄕

民

咸

運

薪

粟

於

城

中

而

無

奔

山

渙

散

之

虞

矣

是

公

之

善

爲

保

障

者

賊

雖

飮

馬

河

邊

亦

可

藉

以

無

恐

撫

臺

馮

公

卽

以

績

特

聞

一

方

士

人

蒙

公

再

造

之

恩

無

不

銘

刻

五

內

欲

勒

石

以

誌

不

朽

鄕

耆

徐

好

問

黃

梅

殷

大

德

周

一

龍

等

索

余

言

以

記

余

按

公

之

善

政

多

端

不

可

枚

舉

據

修

城

鑿

池

固

若

金

湯

之

一

績

實

得

守

疆

土

之

要

務

當

超

卓

魯

龔

黃

而

上

之

矣

目

前

考

最

之

期

龍

章

寵

賁

亦

不

負

公

之

勞

瘁

也

余

不

揣

菲

劣

援

筆

以

紀

一

以

彰

公

之

善

美

再

以

望

後

之

宰

斯

邑

者

傚

公

之

注

意

城

池

時

時

修

補

我

國

家

庶

永

永

無

患

焉

公

諱

以

岑

字

叔

瞻

號

裕

南

山

西

古

河

東

太

平

縣

人

崇

禎

十

年

九

月

國

朝

禮

部

郎

中

佘

一

元

新

建

撫

甯

縣

譙

樓

記

云

讀

北

平

志

而

勝

跡

莫

備

於

驪

邑

邑

有

大

興

築

靡

不

載

而

鼓

樓

舊

闕

其

文

邑

之

改

也

於

明

成

化

閒

厯

幾

二

百

稔

不

聞

經

始

者

何

與

無

以

爲

斯

邑

肇

造

城

郭

樓

櫓

一

時

畢

興

復

煩

吾

民

不

可

遲

之

非

數

十

百

年

未

易

謀

也

康

熙

六

年

秣

陵

王

侯

來

牧

茲

邑

政

平

時

豐

與

民

休

息

旣

而

環

顧

四

邑

見

其

蜿

蜒

飛

舞

之

槪

屏

列

拱

立

之

儀

儻

非

巋

然

其

中

矗

然

直

上

者

不

足

挹

取

全

勝

稱

巖

邑

也

屢

欲

面

勢

審

材

而

卒

止

之

迺

曰

中

立

者

頭

顱

也

四

峙

者

四

支

也

苟

肢

體

不

舉

而

頭

顱

是

崇

者

何

爲

乎

邑

城

素

有

四

樓

及

二

角

樓

經

兵

燹

之

餘

皆

頽

廢

不

可

收

拾

而

西

南

二

樓

久

廢

無

迹

僅

存

闉

闍

焉

侯

曰

是

皆

不

可

不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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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爲

之

以

作

樓

之

權

輿

由

是

鳩

工

發

費

燒

甋

搆

材

出

俸

餘

以

作

之

倡

給

餼

値

以

召

之

役

未

帀

月

而

羣

廢

畢

起

侯

顧

而

笑

曰

四

肢

舉

矣

茲

不

可

不

安

頭

顱

復

於

邑

之

中

逵

揆

日

平

砥

穹

窿

其

覆

而

四

闢

其

途

其

下

足

以

通

車

馬

而

上

建

譙

樓

三

楹

矗

然

中

峙

直

可

近

窺

星

漢

俯

瞰

川

原

而

驪

邑

之

觀

於

是

乎

大

備

矣

數

役

爰

始

於

丁

未

六

月

落

成

於

戊

申

三

月

計

其

貲

費

不

下

鉅

千

而

侯

用

纔

數

百

有

餘

裕

焉

侯

慈

明

饒

幹

才

凡

其

甃

石

瓦

墁

之

需

榱

桷

丹

堊

之

用

匠

石

工

役

之

數

皆

能

預

計

不

失

銖

兩

故

能

刻

石

而

成

揮

斤

而

就

也

百

廢

俱

興

民

不

知

邑

廣

文

劉

三

德

曁

諸

衿

士

索

余

言

以

記

斯

樓

傳

曰

古

今

人

不

相

及

余

觀

前

人

重

斯

樓

之

舉

不

得

城

郭

斯

樓

櫓

並

謀

於

全

力

之

時

而

侯

起

旣

廢

之

城

郭

樓

櫓

竟

與

斯

樓

並

興

於

彫

殘

之

日

古

今

人

之

才

相

去

不

大

逕

庭

乎

侯

才

足

以

振

舉

攝

墜

茲

略

覩

一

斑

耳

後

之

君

子

慨

興

廢

之

跡

而

今

昔

之

殊

其

觀

也

按

志

披

圖

將

見

斯

樓

得

與

羣

樓

並

載

於

不

泯

者

則

自

秣

陵

王

侯

始

康

熙

六

年

明

督

師

孫

承

宗

撫

甯

雜

咏

云

大

將

雲

麾

下

大

東

排

來

十

萬

領

雄

風

班

家

夜

半

康

居

火

半

照

龍

山

夜

雨

紅

土

窟

驕

成

五

餌

通

漁

陽

鼙

鼓

北

平

東

極

知

狡

計

過

淮

蔡

雨

夜

何

如

雪

夜

功

池
廣
二
丈
深
一
丈
五
尺

鐘
樓
在
縣
二
門
東
久
廢
知
縣
王
文
衡
建
於
西
城
上
迤
北

鼓
樓
在
縣
二
門
西
久
廢
知
縣
王
文
衡
建
於
城
中
央

馬
頭
嶷
堡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羊
角
山
堡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或

作

牛

角

山

寨

鵓
鴿
堂
堡
在
縣
西
四
土
里

鵰
岩
堡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塔
子
山
堡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兔
觜
岩
堡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今

俱

廢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二
十
七

深
河
堡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城
高
共
垛
口
三
丈
二
尺
周
三
百

餘
丈
門
四
東
西
門
尙
存
門
樓
俱
廢
今
設
巡
檢
分
司

甘
泉
堡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西
接
星
星
峪
又
東
有
溫
泉
堡

臺
頭
營
城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甎
城
周
四
里
南
二
門
東
西
北

各
一
門
北
至
界
嶺
口
四
十
里
東
至
李
家
莊
二
十
七
里

西
至
盧
龍
燕
河
營
三
十
里

明

永

平

兵

備

劉

景

耀

臺

頭

營

新

刱

天

馬

雄

飛

樓

記

云

山

建

燕

石

東

協

凡

四

路

而

臺

頭

居

其

中

焉

臺

頭

東

控

遼

海

西

引

灤

江

南

憑

碣

石

北

倚

長

城

亦

邊

塞

重

地

也

己

巳

冬

東

兵

入

犯

郡

邑

不

守

而

臺

頭

能

以

彈

丸

之

地

保

燕

河

扼

撫

甯

爲

關

門

犄

角

撐

持

東

北

半

壁

豈

不

以

區

區

之

城

可

恃

無

恐

也

哉

城

三

面

樓

俱

有

而

南

門

獨

缺

於

所

謂

臺

頭

者

義

殊

不

協

張

君

時

傑

以

武

進

士

總

此

地

兵

毅

然

獨

刱

一

樓

而

捐

資

爲

諸

將

士

先

不

日

吿

成

中

丞

文

弱

揚

公

題

其

額

曰

天

馬

雄

飛

取

映

馬

頭

岩

而

名

也

天

馬

也

胡

繇

而

雄

飛

人

傑

則

地

靈

也

如

張

君

者

洵

一

時

之

傑

哉

景

耀

癸

酉

秋

備

兵

北

平

登

臨

斯

樓

望

茶

芽

之

晚

翠

披

蘆

壑

之

驚

風

洋

河

橫

地

而

潺

湲

界

嶺

插

天

而

嶐

嵸

居

然

塞

上

大

觀

也

樓

凡

三

閒

可

避

風

雨

霜

雪

一

層

可

藏

弓

矢

器

具

更

覺

武

庫

賴

之

矣

老

媼

六

月

而

製

寒

衣

鄰

婦

過

而

笑

之

迨

金

風

轉

氣

乍

肅

手

則

口

則

呵

又

始

知

製

衣

者

之

深

謀

遠

慮

而

臨

期

補

縫

晚

矣

大

將

之

治

邊

猶

老

媼

之

治

家

也

鄕

之

露

㝛

風

雪

者

非

茲

南

城

也

耶

則

斯

樓

之

勞

而

不

怨

蓋

有

以

夫

猛

將

之

氣

紫

黑

如

門

上

樓

而

况

實

有

樓

也

歟

哉

南

樓

蓋

臺

頭

千

載

一

大

地

利

也

後

受

斯

樓

之

福

者

其

有

繹

於

天

馬

雄

飛

云

崇

禎

六

年

巡

關

御

史

傅

光

宅

題

臺

頭

營

演

武

臺

松

樹

詩

云

細

柳

環

金

甲

孤

高

見

此

松

名

應

留

漢

將

爵

不

受

秦

封

雲

影

來

歸

鶴

風

濤

起

臥

龍

淸

霜

十

月

盡

蒼

翠

照

干

峯

國

朝

臨

榆

藺

士

元

晚

過

撫

甯

北

口

望

臺

頭

營

詩

云

萬

松

高

鎖

白

雲

窠

行

盡

煙

蘿

異

境

多

山

合

四

圍

包

古

堞

巖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二
十
八

分

兩

界

納

洋

河

斷

霞

落

日

春

鴻

渺

淡

月

寒

沙

匹

馬

過

舊

是

南

塘

飛

檄

處

只

今

惟

有

野

樵

歌

又

臺

頭

營

紫

極

宮

晚

眺

詩

云

荒

城

四

面

低

讓

出

淸

虛

府

築

臺

有

百

梯

拓

地

只

數

武

捷

足

試

先

登

翩

然

疑

化

羽

水

淺

沙

磧

平

山

缺

松

林

補

眼

底

萬

千

家

比

鱗

紛

可

數

晚

爨

起

炊

煙

白

雲

互

吞

吐

鈴

聲

語

佛

樓

神

風

動

廊

廡

翻

思

上

一

層

餘

勇

猶

能

賈

金

鎖

澀

難

開

松

扉

隔

琳

宇

老

僧

期

不

來

日

落

洋

河

浦

麻
官
營
城
在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北
至
靑
山
口
城
二
十
里
東

至
臺
頭
營
十
里
石
城
周
里
半
東
西
南
三
門
今
廢

靑
山
口
城
在
縣
北
五
十
五
里
距
邊
城
二
里
城
高
丈
六
尺

東
面
八
十
三
步
西
面
九
十
四
步
南
面
一
百
零
一
步
俱

有
門
北
面
八
十
六
步
周
圍
一
里
零
四
步
口
設
木
柵
外

有
重
垣
橫
互
水
穿
柵
入
逕
城
西
直
下
東
至
界
嶺
口
二

十
五
里
與
麻
官
營
聲
援

國
初
設
把
總
今
裁

靑
山
營
城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距
邊
五
里
石
城
高
二
丈
周
三

百
四
十
七
丈
東
西
南
三
門

東
勝
寨
城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五
里
距
邊
五
里
石
城
高
丈
五

尺
周
百
二
十
八
丈
八
尺
門
曰
南
曰
西
今
廢

乾
㵎
堡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距
邊
五
里
石
城
高
丈
四
尺
周

百
九
十
二
丈
南
西
二
門

猩
猩
峪
城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距
邊
五
里
石
城
高
丈
七

尺
周
八
十
八
丈
二
尺
本
名
宣
府
營
明
設
指
揮
二
名
兼

烽
把
總
三
名
信
官
四
名
界
嶺
口
管
轄
至
我

朝
順
治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二
十
九

年
閒
裁
撤
城
用
石
壘
高
二
丈
五
尺
周
百
二
十
丈
門
一

西
向
城
四
角
有
警
樓
今
廢
烽
墩
樓
十
二
座
炮
臺
三
座

明
萬
厯
十
六
年
春
防
修
烽
樓
在
猩
猩
峪
東
山
者
有
四

在
黃
土
峪
者
有
八
今
俱
存
炮
臺
均
廢
每
樓
周
十
四
丈

高
並
垛
口
三
丈
二
尺
上
蓋
房
三
閒
每
樓
戍
卒
五
名
由

猩
猩
峪
至
邊
牆
三
十
里
邊
牆
外
有
石
城
三
座
基
址
尙

存
外
邊
牆
一
道
里
許
牆
上
戍
樓
與
敵
樓
由
背
牛
山
下

至
孤
石
峪
入
臨
榆
界
共
二
十
五
座
明
萬
厯
四
十
六
年

春
重
修
每
戍
樓
高
並
垛
口
三
丈
五
尺
周
十
四
丈
兵
十

名
敵
樓
高
並
垛
口
三
丈
六
周
十
六
丈
上
蓋
房
三
閒
兵

十
八
名

界
嶺
口
城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口
有
山
曰
東
頂
西
頂
兩
頂

相
對
高
聳
入
雲
舊
城
在
兩
頂
之
下
中
隔
一
水
分
爲
東

西
月
城
東
月
城
自
東
頂
蜿
蜒
而
來
東
面
狹
不
足
丈
數

西
面
百
二
十
步
有
城
門
有
衙
署
有
民
居
南
面
三
百
二

十
七
步
北
面
三
百
九
十
一
步
卽
邊
城
統
計
周
二
里
零

百
十
步
西
月
城
由
西
頂
蟠
繞
而
下
多
樹
木
無
民
居
西

面
狹
不
足
丈
數
東
面
七
十
八
步
有
小
水
門
南
面
二
百

十
步
北
面
百
八
十
四
步
卽
邊
城
統
計
周
一
里
零
百
十

二
步
自
康
熙
元
年
設
把
總
一
員
馬
兵
一
名
字
識
一
名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三
十

守
兵
十
四
名
兼
管
靑
山
口
河
口
重
峪
口
冷
峯
口
汛
地

東
至
箭
桿
嶺
二
十
五
里
舊
云
三
十
三
關
此
爲
最
要
案

圖
書
集
成
云
界
嶺
口
關
城
甎
高
三
丈
五
尺
周
三
百
七

十
五
丈
四
尺
西
門
有
樓
外
有
月
城
敎
場
城
西
南
左
右

山
上
有
荒
城
案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云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土

蠻

犯

界

嶺

口

官

軍

拒

卻

之

今

有

關

城

爲

戍

守

要

地

邊

略

界

嶺

口

東

十

五

里

曰

十

八

盤

嶺

又

東

三

十

五

里

曰

牛

心

山

去

義

院

口

三

十

里

又

口

北

十

八

里

爲

棃

花

山

又

北

六

十

里

爲

茨

兒

山

又

北

三

十

里

曰

紅

石

嶺

皆

朔

騎

出

沒

處

也

明

劉

景

耀

界

嶺

詩

云

界

嶺

連

雲

際

陽

河

入

海

流

山

川

胡

地

近

風

雨

漢

宮

秋

處

處

嚴

烽

火

朝

朝

逐

馬

牛

誰

憐

漢

飛

將

白

首

不

封

侯

又

秦

總

鎭

邀

飮

界

嶺

正

觀

樓

得

才

字

詩

云

城

頭

碣

石

鬱

崔

嵬

倚

檻

春

風

塞

外

來

三

輔

河

山

時

對

酒

九

邊

烽

火

共

登

臺

秦

皇

島

上

仙

雲

散

姜

女

祠

邊

新

月

回

莫

道

書

生

無

俠

骨

毛

錐

元

負

佩

刀

才

國

朝

乾

隆

十

四

年

界

嶺

口

核

減

碑

記

云

界

嶺

口

原

額

正

加

米

七

十

一

石

五

斗

九

升

四

合

九

勺

九

抄

一

撮

豆

八

十

二

石

六

升

四

勺

三

抄

四

撮

七

圭

五

粟

在

昔

作

斗

征

收

民

苦

上

納

久

矣

乾

隆

六

年

有

婁

思

福

者

會

衆

具

呈

蒙

憲

轅

詳

申

奏

將

原

額

減

去

十

之

七

下

剩

十

之

三

今

存

正

米

二

十

五

石

五

斗

五

升

九

勺

八

抄

零

豆

二

十

八

石

六

斗

二

升

一

合

一

勺

二

抄

零

連

駙

馬

寨

糧

數

在

內

民

等

雀

躍

歡

忭

謌

頌

無

由

有

常

君

得

榮

洎

子

常

貞

恐

積

久

弊

生

與

衆

共

議

故

勒

石

以

記

其

事

俾

後

世

納

糧

之

家

知

聖

德

無

疆

抑

以

知

核

減

始

末

之

由

也

云

爾

咸

豐

九

年

界

嶺

口

減

差

碑

記

云

蓋

聞

官

以

恤

民

民

以

奉

公

官

民

一

體

由

來

舊

矣

吾

堡

小

人

向

蒙

皇

上

牧

養

之

恩

敢

不

奉

公

守

法

而

圖

免

國

家

之

差

務

乎

緣

我

界

嶺

口

一

堡

民

居

邊

關

山

稠

地

窄

奉

上

之

物

無

出

河

漲

水

發

貽

害

之

道

有

由

饑

餓

凍

餒

所

必

然

也

於

咸

豐

八

年

縣

尊

梅

公

莅

任

鄕

地

劉

永

發

差

務

循

舊

遵

辦

甚

難

民

人

鮑

希

昇

太

息

堡

之

困

苦

尤

切

具

稟

請

輕

懇

恩

上

叩

一

一

訴

其

緣

由

而

梅

公

著

念

子

民

之

困

乏

心

甚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三
十
二
城
池
上

三
十
一

側

然

布

化

宣

猷

大

展

召

伯

之

德

惠

鮮

懷

保

欲

存

鄭

僑

之

風

憐

我

一

堡

愷

切

勸

諭

謂

國

家

經

費

有

常

民

力

在

所

必

借

爲

之

斟

酌

率

以

差

務

折

辦

東

錢

三

百

貫

爲

度

梅

公

之

德

沒

世

難

忘

於

是

集

會

一

堡

二

十

三

莊

公

同

商

議

均

撥

均

劈

勒

碑

刻

銘

永

垂

不

朽

箭
桿
嶺
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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