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一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統
轄

郡
州

邑
縣

唐

冀
州
之
域

虞

冀
州
之
域

夏

冀
州
之
域

商

冀
州
之
域

周

晉
國
漢

志

注

云

夏

桀

居

天

門

卽

天

井

也

縣

南

地

名

埀

周

初

爲

翟

人

鐸

遏

父

所

據

春

秋

中

晉

并

其

地

韓
三

家

分

晉

上

黨

之

高

都

初

屬

魏

欲

與

韓

易

楚

趙

不

欲

恐

韓

得

二

縣

兼

兩

上

黨

則

羊

腸

以

上

危

故

以

兵

止

易

後

卒

與

韓

易

其

年

月

莫

考

據

史

記

赧

王

十

六

年

韓

以

高

都

與

周

上
黨
史

記

列

國

分

野

上

黨

屬

趙

亦

大

槪

言

之

耳

正

義

云

三

家

分

晉

趙

有

上

黨

儀

沁

韓

有

上

黨

澤

潞

其

半

屬

魏

考

魏

都

安

邑

遷

翼

城

與

高

都

濩

澤

相

近

則

二

邑

自

當

屬

魏

又

戰

國

策

日

趙

若

高
都
先

屬

魏

中

與

韓

易

後

卒

歸

魏

赧

王

四

十

七

年

韓

馮

亭

以

上

黨

十

七

邑

歸

趙

未

嘗

以

高

都

歸

趙

也

據

史

記

秦

莊

襄

王

元

年

䝉

驁

伐

魏

取

高

都

三

年

䝉

驁

伐

魏

高

都

汲

郡

㧞

之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二

魏
初

魏

以

上

黨

二

縣

易

韓

南

陽

赧

王

二

十

六

年

魏

欲

以

秦

兵

伐

韓

求

故

地

無

忌

教

以

存

韓

絶

秦

安

魏

通

上

黨

於

共

寗

則

故

地

可

得

王

從

其

言

韓

以

故

地

歸

佐

秦

伐

韓

魏

則

上

黨

長

子

爲

趙

所

有

據

此

則

韓

魏

分

地

以

泫

氏

爲

界

秦

上
黨
郡
始

皇

二

十

六

年

分

以

爲

郡

高
都

漢

并
州
高

帝

元

年

建

置

上
黨
郡
有

天

井

關

高
都

陽
阿
侯
國

并
州

上
黨
郡
建

安

十

八

年

分

置

樂

平

郡

高
都

陽
阿

後
漢

三
國

魏

因

漢

制

晉

上
黨
郡
成

帝

咸

和

三

年

石

勒

䧟

上

黨

升

平

元

年

北

燕

取

上

黨

郡

太

和

五

年

秦

王

猛

執

北

燕

上

黨

太

守

慕

容

越

郡

縣

皆

降

太

元

十

一

高
都
惠

帝

永

興

元

年

劉

淵

遣

劉

躍

㓂

高

都

陽
阿
晉

初

省

後

復

置

晉

書

略

見

魏

書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三

年

西

燕

慕

容

永

僭

號

分

上

黨

置

建

興

郡

十

三

年

爲

慕

容

埀

所

滅

元
魏

建
興
郡
初

仍

舊

名

高
都
郡
武

帝

太

平

眞

君

九

年

省

建

興

改

置

建
興
郡
成

帝

和

平

五

年

復

置

以

高

都

之

建
州
莊

帝

子

攸

永

安

二

年

高
都

陽
阿

罷

建

興

改

置

建

州

分

設

陽

阿

考

本

紀

永

安

三

年

退

停

建

興

之

高

都

據

世

隆

傳

北

據

建

州

紀

傳

不

合

北
齊

建
州
宣

帝

天

保

七

年

并

省

州

縣

廢

陽

阿

建

州

領

郡

二

據

大

陽

河

清

年

碑

記

云

陽

阿

故

縣

高
都

北
周

高
平
郡
武

帝

宣

政

二

年

建
州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四

并

長

平

高

都

二

郡

爲

高

平

郡

以

建

州

之

隋

澤
州
開

皇

三

年

罷

高

平

郡

爲

澤

州

以

建

州

之

長
平
郡
煬

帝

大

業

初

於

丹

川

置

長

平

郡

州

廢

建
州

丹
川
十

八

年

改

建

州

爲

丹

川

唐

澤
州
高

祖

武

德

元

年

置

本

長

平

郡

治

八

年

徙

治

端

氏

建
州
武

德

元

年

置

三

年

析

晉
城
舊

唐

書

武

德

元

年

置

澤
潞
軍
肅

宗

至

德

二

年

置

節

度

使

治

潞

州

上

元

二

年

兼

領

沁

州

寶

應

元

年

兼

丹

川

置

晉

城

之

蓋
州
武

德

六

年

廢

建

州

改

置

蓋

州

析

置

蓋

城

高
平
郡
元

宗

天

寶

元

年

改

澤

州

爲

高

平

郡

仍

轄

晉

城
澤
州
肅

宗

乾

元

元

年

復

改

高

平

郡

爲

澤

州

移

丹

川

於

源

澤

水

北

與

新

唐

書

不

合

丹
川

蓋
城
武

德

九

年

丹

川

蓋

城

并省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五

領

陳

鄭

四

州

代

宗

廣

德

元

年

增

領

河

陽

三

城

昭
義
軍
大

歴

元

年

賜

號

昭

義

軍

建

中

元

年

兼

領

澤

潞

丹
川
天

二

年

更

置

丹

川

後
唐

昭
義
軍

澤
州
唐

末

澤

屬

晉

五

代

史

職

方

考

以

澤

歸

晉

考

梁

紀

開

平

二

年

晉

稱

天

五

年

梁

主

入

澤

州

以

攻

潞

爲

存

丹
川

晉
城

朂

所

敗

進

攻

澤

州

不

克

中

間

不

見

晉

得

澤

州

年

月

歐

陽

子

以

爲

史

有

缺

悞

據

硤

石

山

梁

牒

石

刻

係

晉

天

六

年

澤

尙

屬

梁

又

據

李

嗣

昭

開

元

寺

銅

鐘

記

稱

天

十

一

年

七

月

本

年

六

月

嗣

昭

妻

楊

郡

君

峽

石

山

亦

有

石

壁

詩

刻

是

晉

得

澤

州

當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六

在

天

八

九

年

間

後
晉

昭
義
軍

澤
州
仍

轄

丹

川

晉

城

季
漢

昭
義
軍

澤
州
季

漢

元

年

稱

天

福

十

二

年

史

宏

肇

取

澤

州

丹
川

晉
城

後
周

昭
義
軍

澤
州
顯

德

元

年

帝

入

澤

州

閱兵

丹
川

晉
城

宋

昭
義
軍
宋

初

仍

昭

義

軍

至

道

三

年

分

天

下

爲

十

五

路

屬

河

東

道

澤
州
本

唐

高

平

郡

晉
城
省

丹

川

入

晉

城

有

天

井

關

靖

康

元

年

改

雄

定

金

河
東
南
路
金

初

置

昭
義
軍
貞

祐

四

年

潞

州

改

孟

州

復

潞

州

南
澤
州
天

㑹

六

年

以

與

北

京

澤

州

同

加

南

字

天

德

三

年

復

去

南

字

澤
州
元

光

二

年

升

爲

節

鎭

曰

忠

昌

軍

晉
城
有

太

行

山

丹

水

白

水

天

井

關
晉
城
至

元

三

年

省

陵

川

入

晉

城

後

復

置

元

平
陽
路
元

初

爲

平

陽

路

晉
寧
路
大

德

九

年

以

地

震

改

晉

寧

路

設

司

候

司

至

元

三

年

省

澤
州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七

明

平
陽
府
明

初

澤

州

平

陽府

澤
州
省

晉

城

併

入

九

年

改

直

國
朝

山
西
布
政
司

澤
州
初

仍

明

舊

雍

正

六

年

陞

州

爲

府

附

郭

設

縣

澤
州
府

鳳
臺
縣
新

設

舊

一

百

七

十

三

里

今

一

百

五

十

四

里

沿
革
考

澤
爲
古
冀
州
域
路
史
云
桀
始
遷
於
埀
註
謂
天
門
在
澤

州
太
行
之
上
戰
國
策
云
夏
桀
居
天
門
卽
天
井
也
博
物

志
云
縣
南
地
名
埀
今
高
都
村
南
有
埀
棘
山
信
陵
君
以

爲
埀
都
是
也
周
時
爲
翟
人
鐸
所
據
春
秋
中
晉
滅
之
三

家
分
晉
史
記
以
上
黨
屬
趙
不
過
大
槪
言
之
正
義
云
趙

有
上
黨
儀
沁
韓
有
上
黨
澤
潞
其
半
屬
魏
考
魏
都
安
邑

遷
翼
城
與
濩
澤
高
都
相
近
則
二
邑
屬
魏
無
疑
戰
國
策

云
魏
初
欲
以
二
縣
易
韓
南
陽
楚
趙
不
欲
恐
韓
得
二
縣

兼
兩
上
黨
則
羊
腸
以
上
危
故
以
兵
止
易
後
卒
與
韓
易

其
年
月
莫
考
據
史
記
赧
王
十
六
年
韓
以
高
都
與
周
又

二
十
六
年
魏
欲
以
秦
兵
伐
韓
求
故
地
無
忌
教
以
存
韓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八

絶
秦
安
魏
通
上
黨
於
共

王
從
其
言
韓
以
故
地
歸
又

赧
王
四
十
七
年
韓
馮
亭
以
上
黨
十
七
邑
歸
趙
高
都
不

在
其
內
故
史
記
莊
襄
王
元
年
䝉
驁
伐
魏
取
高
都
三
年

䝉
驁
伐
魏
高
都
㧞
之
註
云
高
都
在
今
澤
州
秦
始
皇
二

十
六
年
分
上
黨
郡

高
都
漢
高
帝
元
年
於
上
黨
郡
之

高
都
分
設
陽
阿
侯
國
後
漢
爲
陽
阿
縣
在
今
大
陽
鎭
魏

因
漢
制
晉
初
仍
上
黨
郡
有
高
都
省
陽
阿
後
復
置
劉
石

苻
慕
容
割
據
其
地
至
西
燕
慕
容
永
分
置
建
興
郡
魏
土

地
記
以
爲
治
陽
阿
按
水
經
注
陽
阿
水
北
出
陽
阿
川
南

流
逕
建
興
郡
今
陽
阿
故
城
在
陽
阿
水
東
北
非
南
流
所

逕
桃
固
嶺
有
地
名
建
興
鄕
西
臨
陽
阿
水
當
爲
建
興
舊

治
元
魏
初
仍
舊
名
武
帝
太
平
眞
君
九
年
省
建
興
改
置

高
都
郡
在
今
縣
治
非
漢
之
高
都
也
成
帝
和
平
五
年
復

置
建
興
郡
廢
陽
阿
以
高
都

焉
莊
帝
子
攸
永
安
二
年

罷
建
興
改
置
建
州
在
今
治
分
設
陽
阿
考
本
紀
永
安
三

年

朱
世
隆
退
停
建
興
之
高
都
而
世
隆
本
傳
以
爲
北

據
建
州
紀
傳
不
合
北
齊
建
州
領
高
都
陽
阿
宣
帝
天
保

七
年
并
省
州
縣
廢
陽
阿
大
陽
河
清
年
碑
記
亦
云
陽
阿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九

故
縣
北
周
武
帝
宣
政
二
年
并
長
平
高
都
爲
高
平
郡
領

建
州
隋
開
呈
三
年
罷
高
平
郡
置
澤
州
仍
領
建
州
十
八

年
改
建
州
爲
丹
川
據
仁
壽
二
年
碑
記
云
澤
州
丹
川
縣

與
隋
書
合
煬
帝
大
業
初
於
丹
川
置
長
平
郡
新
唐
書
高

祖
武
德
元
年
置
澤
州
本
隋
長
平
郡
治
治
濩
澤
在
陽
城

境
又
云
高
平
縣
治
本
長
平
郡
前
後
自
相
矛
盾
且
隋
志

旣
謂
丹
川
置
長
平
則
丹
川
卽
係
濩
澤
更
涉
穿

考
是

年
復
置
建
州
三
年
析
丹
川
置
晉
城
果
如
此
說
則
丹
川

旣
屬
今
治
晉
城
自
係
别
置
宜
乎
後
人
有
晉
城
在
高
都

村
之
疑
也
據
舊
唐
書
武
德
元
年
移
丹
川
於
源
澤
水
北

係
漢
高
都
故
城
非
北
魏
所
置
北
魏
高
都
卽
齊
周
建
州

隋
丹
川
唐
晉
城
統
在
今
治
不
得
以
源
澤
水
北
之
丹
川

強
爲
䝉
混
也
八
年
徙
澤
州
治
端
氏
故
城
在
沁
水
境
九

年
丹
川
蓋
城
并
省
入
晉
城
太
宗
貞
觀
元
年
廢
蓋
州
徙

澤
州
治
晉
城
元
宗
天
寶
元
年
改
澤
州
爲
高
平
郡
仍
轄

晉
城
與
四
義
唐
石
幢
合
府
志
悞
作
二
年
肅
宗
乾
元
元

年
復
改
郡
爲
澤
州
至
昭
宗
天

二
年
更
置
丹
川
五
代

丹
川
晉
城

澤
州
無
所
更
易
職
方
志
以
澤
屬
晉
考
□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十

紀
開
平
二
年
晉
稱
天
祐
五
年
梁
主
入
澤
州
以
攻
潞
爲

晉
所
敗
晉
攻
澤
州
不
克
明
年
十
月
梁
尙
牒
勅
峽
石
山

其
晉
得
澤
州
年
月
史
官
失
載
據
李
嗣
昭
開
元
寺
銅
鐘

記
及
其
夫
人
楊
郡
君
峽
石
山
詩
刻
俱
在
天
祐
十
一
年

晉
得
澤
州
應
屬
天
祐
八
九
年
間
宋
初
省
丹
川
入
晉
城

金
天
㑹
六
年
澤
州
加
南
字
以
别
於
北
京
澤
州
大
德
三

年
復
去
南
字
元
光
二
年
升
爲
節
鎭
曰
忠
昌
軍
仍
以
晉

城

之
元
以
澤
州
晉
城
屬
晉
寧
路
明
初
省
晉
城
入
澤

州
屬
平
陽
府
九
年
改
直

國
朝
初
仍
舊
名
雍
正
六
年
陞
州
爲
府
附
郭
設
縣
曰
鳳
臺

相
傳
晉
太
始
初
鳳
棲
於
此
據
晉
書
郡
國
奏
鳳
凰
各
一

見
亦
未
嘗
專
有
指
名
也

星
野

春
秋
緯
文
耀
鈎
曰
太
行
以
東
至
碣
石
王
屋
底
柱
冀
州
於
斗

柄
屬
樞
漢
天
官
書
魁
枕
參
首
北
斗
七
星
太
微
垣
北
一
日
天

樞
二
曰
璇
三
曰
璣
四
曰
權
五
曰
玉

六
曰
開
陽
七
曰
摇
光

一
至
四
爲
魁
五
至
七
爲
杓
蓋
七
星
之
所
主
如
此

史
記
云
晉
之
疆
侯
辰
星
占
參
伐
漢
天
官
書
五
星
屬
辰
漢
志



ZhongYi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一

注
辰
星
屬
幽
冀
并
馬
融
上
日
食
封
事
參
居
兌
位
西
方
其
分

野
屬
并
州
唐
書
曰
晉
候
辰
星
占
參
伐
鄭
漁
仲
曰
辰
星
北
方

冬
水
智
也
聽
也
張

曰
五
星
之
精
各
有
攸
屬
晉
地
以
辰
爲

斷李
淳
風
法

志
參
實
沈
之
次
於
辰
在
申
兩
鎭
三
關
考
十
二

支
配
申
之
說
也
皇
甫
謐
曰
趙
分
野
自
畢
十
二
度
至
東
井
十

五
度
曰
實
沈
之
次
於
辰
在
申
謂
之
涒
灘
於
律
爲
仲
吕
斗
建

在
已
唐
天
文
志
數
從
星
紀
起
實
沈
初
畢
十
二
度
立
夏
中
井

初
小
滿
終
井
十
五
度
蔡
邕
云
起
畢
六
度
至
井
十
一
度
謂
之

實
沈
立
夏
小
滿
居
之

帝
王
世
紀
十
二
次
屬
實
沈
春
秋
左
傳
昭
公
元
年
子
産
曰
后

帝
遷
實
沈
於
大
夏
主
參
晉
公
子
重
耳
出
奔
歲
在
實
沈
秦
伯

納
之
董
因
曰
君
以
辰
出
而
以
參
入
必
獲
諸
侯
唐
一
行
曰
觜

觹
參
伐
實
沈
之
次
初
起
畢
十
度
中
參
七
度
終
東
井
十
一
度

晉
魏
分
野
保
章
氏
實
沈
晉
也

晉
天
文
志
州
郡

次
上
黨
入
輿
鬼
二
度
又
參
觜
於
州
爲
益

春
秋
元
命
苞
曰
參
觜
流
爲
益
州
益
之
爲
言
阨
也
言
其
地
險

阨
又
曰
益
之
爲
言
隘
也
謂
物

并
决
其
氣
急
切
决
裂
非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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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二

之
益
州
也
按

明

史

天

文

志

四

川

所

屬

惟

綿

州

觜

分

合

州

參

井

分

餘

皆

井

鬼

分

據

此

則

流

爲

益

州

之

說

似

精

光

流

注

兼

屬

益

州

唐
新
書
律
法
志
參
伐
爲
戎
索
爲
武
政
當
河
東
大

夏
之
墟
上
黨
次
居
下
流
與
趙
魏
接
爲
觜
觹
之
分
洛
書
甄
耀

度
西
方
白
虎
觜
觹
三
星
爲
虎
首
參
伐
十
星
中
三
星
虎
身
隅

四
星
四
足
伐
三
星
尾
也
爾
雅
星
紀
觜
觹
參
魏
分
寰
宇
通
志

澤
觜
參
井
之
分
圖
書
編
澤
州
觜
參
分
野
明
清

分
野
澤
州

屬
觜
參
分
明
史
天
文
志
山
西
太
原
平
定
保
德
岢
嵐
汾
澤
參

分
餘
郡
邑
畢
昴
觜
參
井
各
分
屬

舊
州
志
參
爲
晉
星
韓
趙
魏
衛
之
界
均
爲
晉
土
漢
班
固
配
十

二
次
以
昴
畢
趙
之
分
野
屬
冀
州
陳
卓
京
房
張

并
云
昴
畢

趙
冀
州
上
黨
應
侯
昴
畢
元
命
苞
曰
昴
畢
散
爲
冀
州
立
爲
趙

國
上
黨
趙
之
分
地
秦
趙
遇
於
長
平
太
白
食
昴
未
嘗
食
參
古

不
以
昴
建
上
黨
上
黨
屬
晉
也
晉
初
不
封
上
黨
觜
參
不
臨
上

黨
非
昴
其
孰
主
之
高
平
爲
上
黨
古
長
平
故
高
平
當
屬
昴
而

畢
在
天
街
南
陽
國
不
占
觜
觹
距
參
一
度
爲
虎
首
畫
野
在
王

屋
以
東
王
屋
陽
城
之
屏
虎
有
首
有
身
不
可
以
參
先
觜
觹
此

可
以
斟
酌
澤
之
星
次
分
合
矣

府
志
考
上
黨
諸
翟
所
居
後
滅
於
晉
故
有
晉
初
不
封
上
黨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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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三

觜
不
臨
上
黨
之
說
夫
分
國
有
變
遷
而
星
象
無
改
移
史
記
觜

觽
參
屬
益
州
爲
冀
之
域
唐
志
以
上
黨
次
居
下
流
爲
觜
觽
之

分
明
一
統
志
及
圖
書
編
以
觜
參
分
野
專
屬
從
晉
志
也
漢
志

晉
之
疆
占
參
伐
是
槪
晉
而
言
若
澤
則
差
遠
漢
地
理
志
獨
占

昴
畢
隋
史
金
史
亦
然
春
秋
元
命
苞
亦
以
昴
畢
屬
趙
長
平
之

役
太
白
食
昴
占
騐
家
又
復
主
之
是
四
星
之
體
後
先
相
附
舊

志
同
列
兹
特
詳
稽
以
資
博
覽

星
野
考

鳳
臺
爲
澤
郡
附
郭
古
稱
上
黨
占
星
分
土
度
入
輿
鬼
漢

京
房
蜀
譙
周
等
嘗
王
其
說
李
淳
風
援
以
作
志
前
人
固

辨
其
非
矣
史
記
天
官
地
志
隋
書
金
史
又
言
上
黨
分
應

昴
畢
則
泥
於
上
黨
屬
趙
而
秦
趙
戰
長
平
太
白
食
昴
之

說
不
知
三
家
分
晉
高
都
本
屬
魏
中
與
韓
易
而
卒
歸
魏

馮
亭
以
上
黨
歸
趙
未
嘗
以
高
都
歸
趙
也
且
趙
得
上
黨

三
年
卽
爲
秦
所
取
是
上
黨
非
終
爲
趙
有
也
况
秦
滅
六

國
昴
畢
相

荆
軻
刺
秦
王
太
白
襲
昴
是
昴
之
占
不
獨

在
趙
而
乃
以
長
平
之
應
牽
趙
爲
昴
畢
且
牽
魏
高
都
以

附
長
平
亦
未
可
信
矣
或
又
言
上
黨
原
非
晉
土
諸
翟
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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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星
野

十
四

澤
錯
處
其
間
春
秋
中
世
晉
乃
滅
之
參
宿
固
宜
主
晉
而

上
黨
非
晉
始
封
不
得
獨
占
爲
參
後
之
論
分
野
者
附
㑹

所
近
别
之
以
觜
觹
則
如
爾
雅
星
紀
之
衍
一
行
也
兩
岐

其
見
擬
之
曰
觜
參
則
如
清

分
野
之
守
圖
編
也
夫
觜

參
象
西
方
白
虎
觹
爲
觜
之
餘
氣
觜
實
參
之
一
體
觜
之

度
短
而
少
參
之
度
長
而
多
行
當
狹
處
則
速
行
當

處

則
遲
遲
速
旣
久
而
先
後
易
次
今
以
西
洋
湯
若
望
新
法

考
之
觜
宿
距
參
漢
測
二
度
唐
測
一
度
宋
測
一
度
迄
半

度
元
測
五
分
至
明
季
三
百
餘
年
觜
宿
侵
入
參
宿
二
十

四
分
此
天
行
之
必
然
而
無
疑
也

國
朝
纂
修
明
史
採
其
說
以
志
天
文
如
觜
宿
唐
測
在
參
前

三
度
此

句

與

新

法

不

合

似

誤

元
測
在
參
前
五
分
今
測
巳
侵
入
參

宿
故
舊
法
先
參
後
觜
新
法
先
觜
後
參
且
觜
宿
中
座
旗

九
星
祗
存
其
五
安
敢
以

小
之
觜
觹
與
參
同
論
澤
分

也
故
次
第
衆
說
之
非
而
詳
爲
辨
論
斷
以
澤
爲
參
分
主

之
以
七
星
則
斗
柄
爲
樞
屬
之
以
五
星
則
辰
占
參
伐
配

之
以
十
二
支
參
之
以
十
二
次
則
於
辰
在
申
實
沈
大
夏

也
晉
天
文
志
參
於
州
爲
益
春
秋
元
命
苞
曰
參
觜
流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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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疆
域

十
五

益
州
益
之
爲
言
阨
也
言
其
地
險
阨
又
曰
益
之
爲
言
□

也
謂
物

並
决
其
氣
急
切
决
裂
非
蜀
之
益
州
也
按
明

史
星
野
四
川
所
屬
惟
綿
州
觜
分
合
州
參
井
分
餘
皆
井

鬼
分
據
此
則
流
爲
益
州
之
說
似
精
光
流
注
兼
屬
益
州

而
言
無
庸
穿

其
說
矣

疆
域

府
治
在
太
原
省
東
南
六
百
八
十
里

郭
鳳
臺
縣
東
西
一
百

里
南
北
一
百
六
十
里
廣
輪
之

後
促
而
前
舒

東
至
峯
頭

村
距
城
五
十
里
接
陵
川
縣
界
村
西
鳳
臺
村
東
陵
川

西
至

周
村
鎭
距
城
五
十
里
接
陽
城
縣
馮
村
堡
界

南
一
至
大
口

碗
子
城
距
城
一
百
里
接
河
南
河
內
縣
斜
石
坡
界

一
至
小

口
村
距
城
七
十
五
里
接
河
內
窑
兒
頭
界

北
至
周
纂
村
距

城
五
十
五
里
接
高
平
縣
界

東
北
至
界
牌
嶺
距
城
五
十
五

里
接
高
平
縣
界

東
南
一
至
小
澤
里
距
城
一
百
一
十
里
接

河
南
修
武
縣
界

一
至
水
碓
村
距
城
一
百
里
接
河
內
縣
界

西
北
一
至
常
店
村
距
城
六
十
五
里
接
沁
水
縣
界

一
至

黄
沙
嶺
距
城
五
十
里
接
陽
城
縣
界

西
南
一
至
石
門
口
距

城
一
百
里
接
河
內
縣
界

一
至
史
家
口
距
城
一
百
里
接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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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疆
域

十
六

南
濟
源
縣
界

鳳
臺
縣
志
卷
之
一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