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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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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志

叙
一

重
續
定
襄
縣
志
叙

邑
之
有
志
所
以
攷
往
俟
來
摭
虛
証
實

著
旌
别
昭
勸
懲
勵
人
心
而
振
風
俗
咸

於
是
乎
在
志
之
爲
義
綦
重
哉
襄
邑
舊

無
志
有
之
自
邑
人
處
士
劉
紹
先
始
奈

其
義
多
滲
漏
且
無
定
裁
垂
數
十
年
有

無
極
安
公
起
而
纂
輯
之
視
舊
志
爲
加

詳
而
梗
概
乃
定
焉
迨
萬

四
十
年
豫

章
王
公
重
爲
整
修
残
缺
者
補
遺
失
者

序
總
核
舊
志
益
以
新
裁
遂
儼
然
爲
一

邑
成
書
後
越
九
十
餘
載
至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珠
崕
王
公
復
續
而
潤
色
之
去
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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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志

叙
二

存
眞
芟
繁
潤
藻
祖
述
麟
經
而
神
明
其

意
其
義
嚴
其
詞
贍
其
事
周
詳
而
明
備

稽
地
理
則
山
川
形
勢
瞭
如
指
掌
也
考

建
置
則
縣
治
規
模
燦
若
列
睂
也
論
田

賦
則
土
地
之
肥
瘠
户
口
之
登
耗
炳
若

日
星
也
而
且
壇
壝
祀
典
之
嚴
明
官
師

人
物
之
紀
載
灾
祥
藝
文
之
畢
録
煌
煌

乎
雲
漢
爲
章
誠
一
邑
之
鉅
觀
矣
哉
然

越
今
又
十
六
載
餘
矣
其
間
天
時
人
事

之
變
遷
沿
革
損
益
之
逓
嬗
所
爲
昔
未

有
而
今
爲
創
昔
已
故
而
今
復
新
者
每

月
異
而
歲
不
同
焉
倘
及
今
勿
紀
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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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旣
久
文
獻
凋
零
後
有
作
者
勢
必
名
存

失
實
信
疑
叅
半
未
免
有
决
裂
紕
謬
之

患
余
以
冀
北
庸
流
承
乏
襄
宰
每
披
閲

往
牒
旴
衡
時
事
不
禁
切
續
貂
之
志
顧

其
事
或
有
欽
遵

上
諭
而
爲

皇
仁
所
由
推
者
或
有
奉
自

憲
裁
而
爲

功
令
所
宜
守
者
或
則
有
裨
於
國
計
民

生
之
大
或
則
有
關
於
倫
常
風
化
之
原

或
則
氣
運
之
隆
特
有
邁
於
往
古
或
則

人
情
之
變
宜
昭
戒
於
來
兹
何
者
宜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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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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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俸
以
倡
修
何
者
宜
設
法
以
補
救
諸
凢

事

不
一
而
足
四
載
以
來
夙
興
夜
寐

既
謀
於
同
復
㫁
於
獨
固
不
敢
好
大
喜

功
於
事
之
可
以
仍
舊
者
過
爲
紛
更
亦

不
敢
怠
惰
偷
安
使
事
之
宜
整
於
今
者

姑
爲
因
循
謹
於
簿
書
之
暇
與
邑
之
紳

士
叅
互
考
訂
續
著
爲
書
其
要
總
歸
於

勵
人
心
振
風
俗
以
期
與
安
王
諸
君
子

前
後
相
印
則
庶
可
無
愧
厥
心
並
可
告

無
罪
於
襄
民
矣
是
爲
叙
峕

雍
正
五
年
歲
次
丁
未
孟
夏
朔
日

勅
封
文
林
郎
知
定
襄
縣
事
益
津
王
會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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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盛
斯
氏
題
於
公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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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
襄
縣

志
叙

夫
志
寓
治
理
也
治
理
者
何
宜
土
俗
也
恤
民
瘼
也
紀
興

革
也
明
祭
統
也
昭
成
憲
也
樹
芳
軌
也
考
文
物
也
匪
志

莫
寓
志
可
缺
焉
不
講
乎
曩
予
奉
命
来
治
定
襄
襄
舊
無

志
嘉
靖
末
邑
人
劉
紹
先
採
集
故
實
苐
專
而
弗
通
繁
而

弗
理
且
缺
而
弗
備
質
之
治
理
焉
未
也
越
今
歲
己
卯
政

暇
乃
造
里
大
夫
張
君
及
傅
劉
二
春
元
問
焉
曰
孔
子
謂

祀
宋
不
足
徴
也
文
獻
不
足
故
也
文
不
足
獻
任
之
予
家

食
時
嘗
纂
予
極
志
以
備
缺
典
今
襄
志
之
缺
三
君
子
謂

何
僉
曰
二
百
年
餘
曠
典
也
幸
斯
文
主
張
敢
不
賛
成
遂

綜
核
古
今
延
訪
物
議
考
訂
謬
誤
補
綴
漏
遺
定
為
七
卷

曰
地
里
曰
賦
役
曰
建
置
曰
秩
祀
曰
宦
業
曰
人
物
曰
藝

林
事
按
舊
編
義
裁
新
例
去
取
精
於
决
擇
是
非
恊
之
輿

論
公
而
通
秩
而
理
詳
而
備
葢
範
今
垂
後
勿
疑
也
合
而

觀
之
辨
川
谷
之
勢
則
土
俗
可
宜
酌
盈
縮
之

則
民
瘼

可
恤
考
創
建
之
原
則
興
革
有
據
逹
祈
報
之
義
則
祭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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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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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
明
遵
憲
以
廸
哲
則
循
良
嫓
美
繼
軌
以
思
齊
則
俊
髦

彚
征
以
至
徵
文
以
稽
蹟
陳
詩
以
觀
風
將
金
石
之
遺
日

月
輝
煌
倡
和
之
節
民
物
熙
恬
矣
一
展
卷
間
而
治
理
之

效
如
指
諸
掌
其
有
禆
兹
邑
豈
淺
鮮
哉
既
脱
藁
捐
俸
付

梓
人
三
閲
月
而
告
完
事
予
慶
其
成
也
謹
述
其
意
于
首

簡
以
告
襄
人
且
以
告
夫
繼
令
者
云
峕

萬

己
卯
知
定
襄
縣
事
無
極
安
嘉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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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
修
定
襄
縣
志
叙

襄
之
有
志
也
自
己
卯
無
極
安
公
始
徵
之
矣
先
是
世
廟

末

士
劉
紹
先
掇
拾
郡
乗
之
舊
益
以
所
聞
見
次
第
其

事
藏
之
且
久
而
未
有
定
裁
安
公
取
而
潤
色
之
而
一
邑

之
志
乃
成
志
地
理
則
無
恤
之
雄
圖
可
馮
而
吊
也
志
賦

役
則
瘠
土
之
窶
氓
可
撫
而
有
也
志
建
置
則
規
創
之
大

畧
可
拓
而
飾
也
志
秩
祀
志
宦
業
則
事
神
治
人
之
義
可

縷
而
指
也
志
人
物
志
藝
文
則
徴
文
攷
獻
之
故
可
學
而

識
也
混
沌
之
習
剖
為
文
明
襄
之
山
川
神
靈
咸
嘉
頼
之

固
一
時
甚
盛
舉
也
苐
蕳
袠
弗
清
謄
繕
且
惡
而
諸
所
紀

載
亦
多
畧
而
弗
賅
存
而
弗
核
如

太
傅
劉
殷
誤
為
襄

人
猶
曰
忻
襄
舊
相
属
也
乃
漢
冠
軍
侯
霍
去
病
博
陸
侯

霍
光
反
遺
而
未
録
山
川
無
恙
亦
率
有
存
亡
它
可
知
耳

豈
事
囏
於
創
始
作
者
不
任
誤
遺
而
義
無
取
於
襲
訛
述

者
何
妨
洗
刷
矧
時
閲

十
載
之
久
中
間
新
故
之
相
推

損
益
之
相
乗
沿
革
之
殊
勢
質
文
之
互
變
日
異
而
月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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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叙

二

同
又
非
復
疇
曩
之
梗
概
矣
嘗
試
為
之
卒
業
不
覺
有
揮

毫
吊
古
之
想
爰
自
奉
璽
書
臨
蒞
以
來
日
諮
訪
鄉
紳
故

老
間
得
於
所
聞
輙
記
諸
頴
楮
思
一
旦
更
而
為
之
猶
存

乎
見
少
也
頃
者
再
從
玉
帛
之
會
而
還
計
瓜
期
將
及
非

稍
一
折
衷
而
更
鐫
之
前
念
終
成
虛
矣
始
聚
二
三
文
學

共
相
揚
扢
裒
輯
而
授
余
余
不
厭
紬
繹
為
之
去
瑕
葺
敝

加
以
新
裁
增
所
未
有
或
謀
於
同
或
㫁
於
獨
筆
削
其
文

詞
庚
置
其
卷
帙
益
以
災
祥
志
備
修
穰
者
之
採
擇
三
閲

月
而
告
竣
雖
於
舊
章
多
所
决
裂
然

正
增
損
總
歸
於

斥
贋
存
真
以
無
謬
於
是
非
之
實
而
止
則
安
公
之
意
且

得
余
始
暢
祀
宋
之
歎
可
無
作
矣
付
之
剞
劂
氏
以
俟
將

來
斯
亦
一
方
文
獻
得
失
之
林
也
乃
余
則
尤
有
深
計
焉

今
夫
家
督
總
一
家
則
自
内
及
外
垣
屋
菑
畬
以
逮
窖
廪

孳
畜
亞
旅
奴
僕
之
属
靡
不
時
時
料
理
息
息

救
稍
未

就
緒
汲
汲
焉
忘
日
夜
廢
寢
食
而
圖
之
猶
慮
瘠
耗
偶
偏

失
其
故
也
所
云
不
愧
家
兒
者

若
此
况
提
有
四
封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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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二

内
者
乎
又
况
瘠
疲
如
襄
而
可
不
時
為
之
致
念
乎
葢
嘗

歷
覧
疆
域
周
察
風
土
而
知
其
地
非
有
沃
衍
之
澤
也
其

民
非
有
葢
藏
之
富
也
其
俗
又
非
有
敦
龎
不
變
之
風
也

故
得
其
治
則
歡
欣
鼓
舞
人
有
樂
生
之
心
不
得
其
治
而

疾
首
蹙
額
轉
徙
立
至
矣
守
土
者
奈
何
不
念
及
此
也
念

之
此
其
時
矣
此
建
置
田
賦
余
毅
然
與
之
更
始
每
篇
之

中
三
致
意
焉
皇
天
后
土
實
式
臨
之
即
起
安
公
印
可
於

一
堂
不
知
幾
為
躊
躇
幾
為
太
息
而
余
能
一
日
忘
襄
民

乎
哉
後
之
君
子
以
愛
一
家
之
心
愛
此
一
方
民
要
於
厚

下
無
務
必
同
期
在
便
國
不
嫌
因
應
天
子
前
席
而
問
蒼

生
執
此
臚
列
敶
之
豈
惟
襄
之
凋
瘵
庶
幾
有
瘳
將
文
治

之
隆
永
底
無
斁
斯
志
之
作
又
奚
翅
僅
僅
傳
信
已
也
余

且
藉
手
為
襄
人
歌
樂
利
於
無
窮
耳

萬

丙
辰
知
定
襄
縣
事
豫
章
王
立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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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續
修
定
襄
縣
志
叙

方
今

聖
天
子
在
上
車
書
一
統
薄
海
内
外
十
五
省
廣
袤
幅
員
無

遠
弗
屇
其
間

郡

州

縣
棊
布
星
羅
莫
不
有
山
川

形
勝
官
師
人
物
之
志
流
鴻
彩
於
盛
明
揭
懿

於
封
域

葢
省
郡
州
邑
之
有
志
猶
國
之
有
史
也
史
氏
代
有
專
家

援
引
幽

程
量
謹
嚴
苟

祖
述
麟
經
而
變
通
其
義
不

足
以
鳴
於
天
下
後
世
故
史
遷
作
史
記
尚
黄
老
而
齊
孔

墨
羞
貧
賤
而
羡
富
貴
識
者
譏
之
司
馬
光
資
治
通
鑑
允

稱
良
史
然
義
利
稍
偏
有
紫
陽
綱
目
而
始
正
史
學
之
難

固
如
是
乎
况
晋
乗
與
魯
春
秋
同
出
一
時
六
卿
三
晋
之

事
編
次
臚
列
悉
載
右
國
定
襄
雖
三
晋
之
一
彈
丸
黑
子

典
籍
依
然
老
成
猶
在
統
志
所
不
能
傋
者
分
著
郡
志
郡

志
所
未

者
獨
詳
縣
志
志
豈
易
言
哉
襄
舊
志
無
傳

傳
於
邑

士
劉
紹
先
掇
拾
滲
漏
垂

十
年
無
極
安
公

縁
而
纂
緝
之
又

十
年
豫
章
王
公
芟
蕪
潤
藻
遂
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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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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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邑
之
書
亦
云
偉
矣
顧
自
明
萬

丙
辰
迄
今
九
十
有
七

年
時
移
代
嬗
迭
經
變
遷
而
志
仍
舊
文
慮
無
以
備
觀
覧

昭
勸
戒
時
炯
以
海
表
書
生
承
乏
襄
宰
披
閲
往
牒
流
連

者
久
之
不
禁
喟
然
歎
曰
釋
今
勿
徴
後
將
失
實
舉
凡
風

俗
之

淫
人
才
之
枯
菀
户
口
之
登
耗
賦
税
之
盈
虛
文

獻
凋
零
信
疑
叅
半
即
遠
攷
他
書
近
諮
街
談
巷
語
而
十

得
六
七
未
免
决
裂
紕
繆
每
從
簿
書
餘
暇
籌
躇
再
四
圖

有
以
續
之
而
日
坐
風
塵
鞅
掌
中
勞
勞
俗
吏
有
志
未
遑

恭
値

今
上
御
極
之
五
十
一
年
蠲
賑
頻
施
湛
恩
汪
濊
熙
熙
然
皥

皥
然
擊
壤
歌
衢
共
樂
堯
天
舜
日
守
兹
土
者
敢
不
黼
黻

太
平
珥
筆
以
備
輶
軒
之
釆
乎
爰
進
邑
之
紳
士
耆
宿
旁

摉
舊
乗
徧
討
遺
編
凡
稗
官
野
史
㫁
碣
荒
碑
咸
蒐
羅
折

衷
以
求
歸
於
確
當

得
邑
明
經
牛
翰
垣
手
鈔
志
槀
叅

互
印
證
三
閲
月
而
續
志
以
成
按
舊
志
裒
次
八
卷
今
悉

因
之
如
輿
圖
星
野
前
帙
已
備
畧
加

訂
而
田
賦
異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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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則
户
口
殊
其
数
邑
有
壇
壝
則
經
界
宜
清
也
試
有
科
額

則
選
舉
宜
詳
也
學
校
以
崇
教
化
城
垣
以
固
封
守
忠
孝

節
烈
與
日
月
而
争
光
詞
賦
詩
歌
紀
休
明
而
㒺
替
他
如

祭
器
兵
防
屯
田
水
利
一
切
祥
瑞
災
祲
風
尚
物
産
之
屬

歲
久
舛
訛
又
安
可
任
其
湮
没
荒
墜
乎
惟
當
新
舊
志
絶

續
之
交
使
徒
挾
繁
氣
生
才
臆
决
而
影
附
則
洸
洋
自
恣

易
掠
浮
響
之
詞
所
幸
紳
士
耆
宿
皆
考
究
根
極
之
儒
錯

錯
然
元
本
不
已
裁
浮
闢
謬
存
信
闕
疑
而
予
才
識
踈
庸

學
殖
荒
落
亦
復
漫
試
校
讎
芟
削
雷
同
摒
擋
窠
臼
雖
不

敢
謂
無
一
挂
漏
而
孜
孜
矻
矻
綱
舉
目
張
若
與
曩
時
安

王
二
公
後
先
相
符
異
代
同
心
焉
嗟
嗟
士
人
策
名
清
時

罕
所
樹
立
甚
者
舉
平
生
所
誦
習
而
弁
髦
之
服
古
入
官

之
謂
何
時
炯
夙
承
家
君
庭
訓
此
來
萬
里
孤
踪
兢
兢
以

清
白
自
矢
六
載
拮
据
日
惟
覆
餗
素
餐
是
懼
尚
能
禀
經

酌
雅
援
古
訂
今
揆
是
非
之
正
恊
褒
貶
之
宜
以
爲
邑
乘

光
乎
然
襄
固
幷
冀
故
地
歷
傳
爲
秀
容
爲
晋
昌
因
革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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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叙

四

時
而
叢
䝉
峙
其
南
滹
沱
環
其
北
西
拱
藍
阜
東
枕
牛
䑓

襟
山
帶
河
儼
然
金
湯
之
勢
且
才
人
傑
士
接
踵
比
肩
載

在
史
册
班
班
可
考
繼
此
者
蜚
英
翹
秀
以
待
薪
槱
之
用

方
諸
古
人
何
多
讓
耶
獨
其
地
逼
雁
雲
俗
雖
儉
民
之
葢

藏
絶
少
良
用
慨
然
昔
朱
子
詩
註
云
晋
地
土
瘠
民
貧
勤

儉
質
樸
猶
有
陶
唐
氏
之
遺
風
自
在
後
之
賢
有
司
節
而

愛
之
以
上
報
我

國
家
久
道
化
成
之
效
下
庇
此
邦
人

飲
和
食
德
之
長
顧
名
思
義
予
敢
避
續
貂
之
誚
乎
哉
峕

康
熙
壬
辰
知
定
襄
縣
事
珠
崖
王
時
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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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

定
襄
縣
志
目
録

凡
例

圖
六

第
一
卷
地
理
志

沿
革

星
野

疆
域

形
勝

山
川

都
里

烽
堠

水
利

坵
墓

古
蹟

集
塲

風
俗

第
二
卷
建
置
志

城
池

縣
治

學
校

公
署

枋
楔

舗
舍

橋
梁

兵
防

茶
房

第
三
卷
田
賦
志

戸
口

地
糧

徭
役

里
甲

傳

課
鈔

匠
役

屯
田

物
産

第
四
卷
秩
祀
志

壇
壝

寺
觀

祠
廟

第
五
卷
官
師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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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縣
誌

目
錄

二

守
臣

知
縣

縣
丞

主
簿

典
史

教
諭

訓
導

廵
檢

倉
大
使

訓
術

訓
科

僧
會

道
會

部
使

名
宦

第
六
卷
人
物
志

薦
辟

鄊
舉

進
士

鄉
貢

應
例

掾
屬

武
功

武
舉
人

武
進
士

世
襲

封
贈

恩
廕

鄉
賢

孝
義

莭
烈

流
寓

僊
釋

賔
耆

老
農

第
七
卷
灾
祥
志

災
異

祥
瑞

第
八
卷
藝
文
志

文

墓
祭
文

詩
詞

目
錄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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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凡
例

一

重
修
定
襄
縣
志
凡
例

一
舊
志
創
始
於
無
極
安
公
掇
拾
郡
乗
之
遺
手
披
成

帙
後
豫
章
王
公
鋭
志
重
修
彚
為
八
卷
視
舊
志
加

詳
云
然
自
萬

丙
辰
以
迄
今
兹
將
近
百
年
其
間

睹
記
闕
畧
非
逺
稽
近
攷
後
雖
有
好
學
嗜
古
之
士

其
湮
没
者
多
矣
余
不
揣
仍
訂
八
卷
體
裁
義
例
悉

遵
舊
志
而
媕
鄙
空
踈
不
足
備
史
氏
之
一
臠
也

一
志
例
首
列
疆
域
山
川
重
形
勢
也
如
古
蹟
坵
墓
不

過
附
載
以
備
觀
覧
若
都
里
若
河
渠
所

甚
鉅
分

沃
瘠
而
定
額
察
原
委
以
錯
規
與
民
請
命
不
憚
再

三
或
不
無
小

云

一
修
繕
城
池
敢
云
善
政
然
未
雨
綢
繆
士
民
永
頼
富

輸
財
而
貧
効
力
踴
躍
争
先
亦
千
載
一
時
也
故
於

舊
志
為
較
詳

一
户
口
田
賦
為

國
家
重
務
寧
詳
母
畧
葢
襄
邑
僻

處
山
陬
粟
麥
而
外
所
産
無
幾
編
審
詳
核
民
力
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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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凡
例

二

舒
庶
動
牧
人
之
撫
恤
乎

一
學
校
所
以
正
人
倫
祀
典
祭
儀
皆
不
可
闕
廼
相
沿

日
久
不
特
祀
典
荒
陋
祭
儀
亦
有
不
可
問
者
今
特

捐
俸
照
例
增
設
䖍
肅
將
事
用
光
祀
典

一
選
舉
自
甲
乙
榜
而
外
以
及
恩
㧞
歲
貢
其
年
代
可

攷
者
悉
附
本
名
下

一
官
師
著
績
一
時
垂
憲
來
禩
固
不
敢

加
評
隲
其

不

削
者
仍
舊
志
也
至
近
代
循
良
亟
宜
登
録

一
䑓
使
監
司
無
論
久
近
必
書
名
者
經
濟
碩
畫
令
後

之
人
得
有
所
攷
名
實
並
傳
不
朽
也
故
仍
之

一
名
宦
鄉
賢
事
蹟
行
誼
儘
堪
分
載
舊
志
列
名
宦
於

官
師
列
鄉
賢
於
人
物
亦
足
表
章
母
取
乎
另
標
也

一
武
科
甲
列
名
人
物
以
舊
志
合
武
職
武
功
為
一
卷

故
不
移
入
選
舉

一
封
贈

國
恩
也
其
存
其
没
並
有
榮
施
凡
得
與
科

名
者
以
本
身
得
封
典
如
諸
生
布
衣
受
封
者
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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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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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三

孫
得
封
贈
舊
志
並
載
命
婦
今
悉
因
之

一
孝
義
節
烈
維
植
天
常
並
流
峙
而
光
日
月
能
使
人

感
發
興
起
其
有
闔
學
鄉
保
公
舉
者
訪
確
畢
登

一
藝
文
率
多
增
入
者
以
鴻
篇
麗
句
不
可
澌
㓕
諸
無

於
地
方
者
又
不
在
此
例

一
風
俗
古
今
互
異
雖
民
自
趨
時
葢
亦
由
政
教
焉
畧

載
時

凡
以
云
救
也晋

昌
令
王
時
炯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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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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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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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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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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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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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圖

五

前
修
志
姓
氏

定
襄
知
縣
無
極
安
嘉
士
纂
修

邑

士
劉
紹
先
採
輯

定
襄
知
縣
豫
章
王
立
愛
增
修

邑
舉
人
梁

綵

薄
匡
宇
仝
校

續
修
志
姓
氏

定
襄
知
縣
珠
崖
王
時
炯
重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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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

儒
學
教
諭
馮
士
儼

儒
學
訓
導
王

鑑

典
史
胡
禮
乾

邑
舉
人
薄
鳯
儀

薄
而
堅

邑
貢
生
牛
翰
垣

韓
玉
珍
採
輯

薄
雯
翔

張
天
植

張

䎖

薄

浩

郅
景
雲

邑
監
生
薄

湑

張
芳
聲

邑
諸
生
呉

佺

張
二
酉

牛
亮
之

李
世
昌
仝
校

王

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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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圖

七

重
續
志
姓
氏

定
襄
知
縣
益
津
王
會
隆
續
修

儒
學
教
諭
樊
度
中

儒
學
訓
導
荆
益
祺

典
史
徐
文

邑
舉
人
薄
鳯
儀

薄
而
堅

馬

驤

薄

經

張
天
彞

鄭

相

石
如
玢

邑
貢
生
梁

㻾

張
天
植

王

掞

張

䎖

邑
監
生
張
岫
雲

張
芳
聲
採
輯

邑
生
員
李
世
昌

郭

瀚

樊

翰

韓
齊
黃

薄
學
之

夏

勷
仝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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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一

定
襄
縣
志
卷
之
一

地
理
志

夫
履
方
屨
者
察
地
形
不
出
戸
而
知
天
下
其
綜
覧
慱

也

官
小
史
耳
剽
目
沙
猶
有
風
土
之
記
方
制
之
載

親
蒞
兹
土
而
弗
能
舉
其
籍
胡
以
自
鏡
也
余
攷
㝎
襄

於
晋
為
邉
土
疆
域
至
弱
小
也
非
有
形
勝
之
固
可
難

樓
季
之
犯
然
自

趙
以
来
號
令
凡
九
嬗

因
逓
革

遞
守
逓

然
多
變
則
蕳
子
之
故
堞
是
睹
記
矣
天

官
所
稽
分
野
纒
度
且
不
能
合
况
其
它
乎
居
今
之
世

志
古
之
道
異
同
有
間
矣
作
地
理
志

沿
革

定
襄
古
冀
北
之
埜
舜
疆
理
天
下
分
冀
東
恒
山
之
地

為
幷
州
則

并
禹
貢
復
為
冀
州

因
之
則

冀
周

成
王
以
封
弟

虞
曰
唐
囙
有
晋
水
其
子
爕
更
號

則

晋
戰
國
時
趙
襄
□
滅
智
伯
分
晋
地
三
之
一
屬

趙
秦
始
皇
倂
趙
置
太
原
郡
屬
太
原
漢
為
太
原
陽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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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二

縣
地
東
漢
末
民
為

擾
他
徙
其
地
遂
空
建
安
中
曹

操
驅
聚
塞
下
流
民
以
實
地
始
置
定
襄
縣
屬
新
興
郡

魏

因
之
惠
帝
時

農
人
楊
釗
等
三
千
戸
於
此

改
晋
昌
縣
屬
晉
昌
郡
後
魏
改
秀
容
縣
屬
肆
州
復
為

㝎
襄
與
平
㓂
蒲
子
三
縣
竝
未
有
城
北
齊
武
成
河
清

二
年
周
將
楊
忠
襲
并
州
不
克
而
還
遂
扵
古
城
北
面

築
城
置
三
縣
其
中
移
肆
州
于
㕍
門
隋
初
復
立
新
興

郡

廢
開
皇
十
季
西
移
平

于
代
州
之
崞
縣
省
定

襄
復
并
秀
容
屬
雲
州
十
八
年
改
秀
容
為
忻
州
大
業

四
年
廢
州
存
秀
容
屬
樓
煩
郡
唐
初
復
新
興
郡
領
秀

容
武
德
元

罷
郡
復
忻
州
仍
秀
容
二
年
為
劉
武
周

偽
将
楊
長
材
所

四
年
大
將
李
大
恩
討
平
封
㝎
襄

王
析
秀
容
復
置
定
襄
天
寶
初
改
㝎
襄
郡
宋
元
祐
初

復
置
定
襄
縣
金
仍
㝎
襄
秀
容
屬
定
襄
郡
属
河
東
北

路
元
仍
㝎
襄
并
秀
容
竝
屬
忻
州
太
原
明
并
秀
容
於

忻
州
仍
定
襄
編
户
二
十
里
嘉
靖
十
一
年
併
一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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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三

里
萬

二
十
一
年
置
中
路
寧
武
道
遂
為
三

邉
縣

國
朝
因
之

忻
州
編
户
一
十
八
里

按

沿

革

苐

史

所

載

并

輯

忻

志

成

文

舊

志

漢

有

㝎

襄

太

守

唐

有

定

襄

道

行

軍

縂

管

定

襄

都

督

府

司

馬

之

䫫

而

漢

未

置

郡

置

府

何

以

稱

太

守

都

且

雲

州

㝎

㐮

大

同

志

載

應

之

地

此

何

以

說

也

忻

志

金

復

為

定

㐮

郡

置

刺

史

屬

河

東

北

路

及

閱

官

師

率

云

知

忻

州

又

何

也

如

一

秀

容

耳

或

并

定

襄

幷

忻

州

竝

難

辯

别

則

沿

革

安

能

合

哉

史

闕

文

大

都

此

存

而

不

論

可

矣

星
野

太
史
公
曰
趙
地
昴
畢
分
埜
定
襄
屬
趙
地
則
分
野
當
在

昴
畢
無
疑
其
云
一
度
僅
管
百
里
天
道
渺
茫
何
從
量
䖍

郡
志
謂
太
原
正
當
參
井
縣

志
謂
當
東
井
二
十
八
九

度
之
間
又
不
知
何
所
攷
即
日
囿
于
天
之
下
而
未
可
辯

也彊
域

定
襄
在
府
治
東
北
一
百
八
十
里
東
界
五
臺
縣
邉
家
庄

七
十
里
西
界
忻
州
北
霍
村
十
五
里
南
界
陽
曲
縣
岔
口

二
十
五
里
北
界
崞
縣
横
道
鎮
三
十
里
東
北
驛
路
經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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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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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地
理
四

荆

至
北
京
九
百
里
東
南
驛
路
經
固

至
北
京
一
千

三
百
四
十
里

形
勝

叢
蒙
山
峙
其
南
卧
虎
山
踞
其
北
東
枕
牛
臺
西
拱
藍
阜

牧
馬
水
前
瀠
滹
沱
水
後
繞
襟
山
帶
河
儼
然
四
塞
之
國

誠
一
方
保
障
而
三

鎻
鑰
也

山
川

虎
頭
山
縣

治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以

形

名

紅
泉
山
縣

治

西

南

三

十

里

山

洞

石

紅

纇

硃

砂

泉

源

不

絶

故

名

御

史

賈

統

嘗

讀

書

于

此

叢
蒙
山
縣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群

峯

聯

絡

至

此

端

聳

春

夏

雲

氣

合

輙

雨

有

雨

霽

侯

廟

景

標

蒙

山

雨

霽

詩

見

藝

文

居
士
山
縣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山

下

泉

流

側

畔

石

室

有

古

剝

落

詳

唐

王

維

兄

弟

讀

書

於

此

萬

三

十

四

年

建

塔

本

山

以

巽

冝

文

秀

三

十

七

年

偶

旱

劉

暉

村

人

妄

毁

之

可

歎

也

窰
頭
山
縣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穿

窰

取

炭

故

名

上

有

羊

腸

占

團
城
山
縣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趙

盾

避

難

遇

晚

令

軍

士

包

土

築

城

止

宿

故

名

猶

存

遺

跡

七
巖
山
縣

治

東

南

十

八

里

以

石

洞

凡

七

得

名

中

洞

最

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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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里

水
利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一

滹
水
渠
起

湯

頭

村

東

遶

横

山

村

經

建

安

合

河

久

廢

元

好

問

有

記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趙

繼

普

捐

俸

復

開

起

自

忻

口

蝦

蟆

石

十

五

里

入

縣

境

灌

溉

上

下

湯

頭

向

陽

村

于

家

庄

横

山

鳯

季

庄

林

木

入

村

縣

治

前

有

記

統

見

藝

文

通
利
渠
從

縣

北

過

砂

村

至

芳

蘭

村

深

濶

各

一

丈

初

開

於

宋

年

久

湮

塞

元

至

正

五

年

復

加

開

張

惟

善

記

見

藝

文

今

廢

北
受
羅
渠
起

忻

州

白

村

經

上

下

湯

頭

北

受

羅

于

家

庄

至

鳯

西

沙

坡

馬
房
營
渠
起

下

湯

頭

入

馬

房

營

南
受
羅
渠
起

下

湯

頭

入

南

受

羅

村

北
庄
渠
起

馬

房

營

北

經

南

受

羅

入

北

庄

南
庄
渠
起

馬

房

營

南

經

南

受

羅

北

庄

南

庄

各

村

竟

抵

西

東

作

兩

村

黄
嘴
村
渠
起

代

郡

經

南

庄

黄

嘴

竟

抵

髙

村

林
木
村
渠
起

髙

村

西

南

經

庄

頭

至

林

木

村

合

泉

水

灌

稻

田

丘
村
渠
起

髙

村

西

南

經

庄

頭

校

尉

營

入

丘

村

灣

藍
臺
村
渠
起

代

郡

經

西

營

村

入

藍

臺

按

西

營

村

在

藍

臺

北

因

河

决

五

遷

今

在

南

藍

臺

正

東

南

渠
起

代

郡

北

經

西

營

西

河

頭

各

村

入

西

西

渠
起

代

郡

南

經

羊

房

村

入

西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二

北

南
渠
起

羊

房

村

西

經

古

城

傍

入

北

北

北
渠
與

南

渠

並

列

傍

大

河

東

行

竟

抵

石

牌

灣

神
山
村
渠
起

庄

頭

村

經

北

王

進

村

師

家

灣

入

神

山

即

通

利

渠

之

故

源

也

王
進
村
渠
從

縣

北

抵

師

家

灣

晋

府

屯

地

多

頼

焉

崔
家
庄
渠
起

庄

頭

經

北

入

崔

家

庄

淤

廢

萬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立

愛

查

復

開

有

記

趙
家
營
渠
起

崔

家

庄

北

入

本

村

衛
村
南
渠
起

崔

家

庄

經

鎮

安

村

南

神

山

村

北

抵

南

作

村

合

牧

馬

河

衛
村
北
渠
與

南

渠

並

行

從

鎮

安

村

中

歴

衛

村

抵

管

家

營

許
村
渠
起

鎮

安

村

經

嘴

子

馬

城

各

村

竟

抵

劉

念

村

南
作
村
渠
起

衛

村

西

北

經

管

家

營

入

南

作

村

萬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王

立

愛

新

開

以
上
引
滹
沱
河
水

牧
水
渠
至

元

辛

未

間

開

自

智

村

南

引

水

入

古

城

由

西

酈

村

合

河

大

明

洪

武

二

十

七

年

忠

義

坊

副

使

髙

茂

率

巨

族

按

跡

再

今

廢

智
村
南
渠
起

忻

州

北

霍

村

南

入

智

村

西

智
村
西
渠
起

本

村

西

南

入

村

東

智
村
新
渠
起

本

村

西

南

入

村

北

萬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立

愛

新

開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三

西
邢
村
渠
起

智

村

東

經

西

邢

入

張

趙

村

張
村
渠
在

牧

馬

河

南

岸

待
陽
村
渠

明

天

啓

四

年

開

起

張

村

西

北

經

董

村

灌

待

陽

村

至

南

西

酈

村

縣

治

前

有

記

張

趙

揚

芳

長

安

村
渠
起

智

村

南

令

歸

道

經

西

邢

入

西

營

西

河

頭

鐔
村
渠

起

呂

布

池

合

流

北

抵

李

家

庄

分

四

小

渠

南
邢
村
渠

起

小

霍

池

經

南

王

南

邢

待

陽

各

村

至

趙

村

合

牧

河

有

記

中
霍
渠

起

三

會

水

引

灌

本

村

小
霍
渠

起

呂

布

池

引

入

本

村

官
庄
渠

起

吕

布

池

照

五

分

水

灌

本

村

有

記

以
上
引
泉
水

所

有

各

渠

記

並

詳

看

立

案

附

載

藝

文

續
志
曰
襄
邑
新
舊
渠
錯
綜
阡
陌
不
下
三
十
有
奇
或
引

滹
水
或
引
牧
水
或
引
泉
水
其
耕
澤
澤
厥
利
溥
哉
然
滄

桑
迭
變
遷
徙
靡
常
如
通
利
渠
向
從
縣
北
迤
邐
至
芳
蘭

村
久
經
截
㫁
王
進
村
渠
向
亦
直
抵
師
家
灣
今
僅
灌
本

村
而
止
蘭
臺
村
渠
向
經
西
營
村
今
其
村
屡
經
河
决
凢

五
遷
距
故
址
十
有
餘
里
故
有
昔

而
今
淤
者
有
此
通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四

而
彼
塞
者
後
之
視
今
亦
猶
今
之
視
昔
此
中
民
命
攸

爭
端
易
起
願
濱
渠
村
落
若
水
之
性
共
利
其
利
無
分
爾

我
疆
界
可
耳

坵
墓

周
趙
襄
子
墓

在

城

東

五

里

周

遭

四

十

四

畆

三

分

六

墓

占

一

十

一

畆

有

奇

外

為

學

田

萬

三

十

年

間

墓

傍

先

後

裂

墜

二

孔

内

皆

磚

砌

空

濶

如

房

磚

形

薄

小

其

為

古

制

無

疑

必

當

日

從

葬

壙

穴

耳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王

立

愛

歲

久

殘

㫁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知

縣

王

時

炯

重

建

祭

告

并

查

霍

將

軍

墓

經

千

餘

載

不

惟

碣

無

存

且

坟

塋

蕪

没

謹

按

舊

跡

重

封

銘

石

統

見

藝

文

漢
霍
去
病
墓

西

邢

村

西

墓

地

無

幾

有

㫁

墓

文

一

千

四

字

銘

一

百

七

十

六

字

中

可

句

讀

云

霍

姬

姓

今

河

東

㝎

襄

之

族

謂

後

世

漢

大

將

軍

霍

君

去

病

冠

軍

平

陽

人

子

死

國

除

慱

陸

之

胄

盡

于

孝

義

然

冠

軍

數

出

兵

鴈

門

上

郡

方

㝎

襄

豈

其

有

者

存

又

云

将

軍

同

知

八

畨

順

元

軍

民

宣

撫

司

事

霍

君

子

萬

出

㝎

襄

善

騎

射

當

至

元

壬

午

元

酋

阿

察

反

敕

四

川

湖

廣

雲

南

三

省

臣

合

聲

省

署

君

攝

千

夫

長

從

攻

會

靈

破

之

又

云

制

授

武

畧

将

軍

順

元

軍

民

宣

撫

副

使

久

之

進

同

知

軍

民

宣

撫

司

事

守

武

莭

金

符

又

云

積

勤

四

十

年

按

幾

創

始

克

少

有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五

見

爵

眎

諸

侠

子

男

秩

弗

獲

為

太

史

不

樹

先

䑓

又

云

嗣

人

後

即

無

庸

為

稽

以

紹

緒

厥

猷

王

父

諱

整

不

仕

又

云

㝎

襄

今

忻

州

所

屬

邑

其

族

數

百

人

以

東

西

小

霍

自

别

又

云

五

里

名

曰

西

興

里

為

塋

冠

軍

則

世

有

廟

祀

蒙

銘

曰

風

霆

伏

蔵

日

星

焜

煌

二

儀

清

寧

維

之

祥

熊

砲

螭

張

齚

齒

奮

攘

宛

而

龍

馴

維

將

之

良

桓

桓

嫖

娷

盪

馳

窮

荒

輪

臺

之

張

慙

徳

武

皇

維

武

莭

君

際

時

興

王

竒

霡

霂

道

光

從

戎

西

南

反

側

是

匪

黷

武

為

極

其

愚

狂

兵

則

義

孰

其

方

彼

强

方

持

我

仁

徳

將

夫

惟

將

之

所

劇

其

亦

剷

其

既

而

夷

履

域

奠

厥

居

皇

善

厥

徳

卉

裳

冠

文

嵗

事

納

錫

肆

庸

偏

禆

益

賛

其

職

歸

耒

顚

毛

雪

霜

餙

其

孝

思

有

事

定

襄

載

隳

嵯

峩

鑱

刋

題

名

千

斯

世

先

塋

之

光

延

祐

已

未

前

翰

林

國

史

編

脩

官

李

洞

譔

内

切

要

及

所

叙

流

派

名

字

殘

毁

殆

盡

必

奸

人

其

墓

旁

餘

地

所

為

恨

獲

之

晚

未

及

追

窮

其

故

耳

繹

思

義

大

都

去

病

後

代

子

孫

武

莭

君

功

成

之

後

刻

石

于

祖

塋

一

以

彰

先

人

之

一

以

昭

繼

述

之

光

前

豈

其

有

者

存

後

其

族

數

百

人

各

毁

二

字

意

必

為

子

孫

字

也

慱

陸

矦

霍

光

乃

去

病

異

母

弟

觀

慱

陸

之

胄

盡

于

孝

義

則

㝎

襄

之

霍

為

去

病

子

孫

可

知

也

叢

蒙

山

一

名

蒙

尖

有

雨

霽

侯

廟

相

傳

為

去

病

云

世

有

廟

祀

蒙

下

毁

二

字

必

為

尖

山

無

疑

其

曰

西

興

里

為

塋

豈

古

西

興

即

今

西

邢

耶

元
魏爾

朱
塋
墓
林

木

村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又
十
五

唐

奘
墓
龍

門

村

即

白

鹿

原

俗

呼

和

尚

圍

詳

僊

釋

宋
呼
延
賛
墓
横

山

村

鎮

國

寺

後

有

文

今

廢

金
孫
九
鼎
墓
青

石

村

九

疇

九

億

附

塟

周

墓
南

王

村

元

好

問

撰

墓

表

見

藝

文

周
獻
臣
墓
附

塟

鼎

側

王

利

用

撰

表

見

藝

文

薄
松
年
墓
芳

蘭

村

郭

郛

撰

墓

表

元
甄

有
墓
東

王

村

秀

附

塟

張
安
寧
墓
南

邢

村

元

好

問

墓

表

喬
信
武
墓

安

村

樊
天
勝
墓
砂

村

天

用

附

塟

姚

榮
墓
東

古

城

外

廷

王

附

塟

李
子
敬
墓
中

霍

村

明
郭

瑄
墓
季

庄

村

賈

統
墓

村

李

奎
墓
張

村

雷

澤
墓
張

村

工

部

侍

郎

張

頥

墓

表

吴

昂
墓
南

古

城

内

禮

部

侍

郎

于

鳳

喈

墓

表

樊

墓
南

古

城

内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六

邢

洪
墓

喬

震
墓
東

古

城

外

薊

州

知

州

王

璲

撰

墓

誌

通

政

党

承

志

撰

墓

表

茂

亨

附

塟

編

修

亢

思

謙

撰

墓

誌

樊

啟

東

撰

墓

表

薄

墓
芳

蘭

村

喬

光

大

撰

墓

表

張

偉
墓
南

邢

村

大

學

士

徐

階

撰

墓

表

見

藝

文

薄

鸞
墓
芳

蘭

村

世

佑

附

塟

布

政

使

王

道

行

撰

墓

表

喬
光
大
墓
牛

臺

山

大

僕

寺

少

卿

王

治

撰

墓

誌

臨

洮

知

府

唐

頥

撰

墓

表

見

藝

文

張
九
罭
墓
南

邢

村

王

治

墓

表

樊
啓
東
墓
南

古

城

内

王

治

撰

墓

表

傅
納
誨
墓
南

古

城

内

劉
一
貫
墓
南

邢

村

鄭
東
晹
墓
龍

門

村

北

刑

科

給

事

中

萬

自

約

撰

墓

表

維

周

附

塟

鄭
友
周
墓
龍

門

村

南

傅
應
期
墓
東

南

古

城

内

諭

徳

周

如

砥

撰

墓

志

見

藝

文

陶

望

齡

撰

墓

表

傅
新
徳
墓
髙

長

村

吏

部

郎

中

清

源

王

宗

賢

撰

墓

志

大

學

士

吴

道

南

撰

墓

表

見

藝

文

漏
澤
園

在

西

城

外

二

里

許

以

鹻

鹵

不

堪

廢

棄

萬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王

立

愛

改

城

北

社

稷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七

壇

為

之

生

員

李

遇

春

以

近

宅

不

便

出

城

東

北

房

頭

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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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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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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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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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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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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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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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趙

襄

子

又

曰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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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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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

州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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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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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賈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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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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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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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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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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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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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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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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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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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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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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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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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石
在

開

門

峪

内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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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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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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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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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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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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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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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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