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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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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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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最
亦
和
氣
之
爲
也
耶
志
物
產

物
產

穀
屬黍

有

紅

黃

白

黑

黧

五

色

其

黑

色

卽

爾

雅

所

謂

秬

也

黏

者

可

以

釀

酒

不

黏

者

卽

爾

雅

所

謂

秠

也

俗

謂

之

糜

卽

稷

也

稷
詩

云

維

糜

維

爾

雅

云

赤

梁

粟

白

梁

粟

高

誘

曰

關

西

謂

之

糜

冀

州

謂

之

䵖

說

文

云

糜

穄

也

然

則

糜

也

䵖

也

稷

也

總

一

物

耳

俗

謂

之

糜

稻
爾

雅

翼

云

一

名

□

其

黏

者

爲

糯

可

釀

酒

不

黏

者

爲

粳

爲

□

粱
俗

謂

之

粱

穀

按

爾

雅

□

□

曰

赤

粱

粟

曰

白

粱

粟

然

則

粱

穀

又

不

獨

止

此

也

穀
穀

乃

百

穀

總

名

爾

雅

翼

云

古

以

米

之

有

殼

皆

成

粟

是

知

穀

之

種

不

一

也

蜀
黍
俗謂

之

高

粱

鎭

舊

志

作

蜀

黍

有

紅

黃

白

三

色

黏

者

不

黏

者

麥
月

令

四

月

麥

秋

至

州

夏

至

後

方

熟

有

大

小

二

種

大

曰

□

麥

爾

雅

云

大

麥

宜

爲

飯

小

曰

來

牟

詩

曰

貽

我

來

牟

荍
麥
荍

音

喬

俗

訛

曰

蕎

一

種

苦

者

謂

之

苦

蕎

元

許

有

壬

詩

曰

坡

遠

花

全

白

霜

輕

實

便

黃

杵

頭

麫

退

黑

磑

齒

雪

流

香

玉

葉

翻

盤

薄

銀

絲

出

漏

長

元

宵

貯

膏

火

蒸

黑

笑

南

鄉

胡
麻
爾

雅

翼

云

苣

勝

胡

麻

之

黑

者

莜
麥
俗

訛

油

麥

夏

秋

二

種

豌
豆
有

大

小

二

種

綠

白

黧

三

色

豇
赤

白

二

種

小
豆
靑

赤

白

黧

四

色

炙

轂

子

云

九

穀

小

豆

居

其

一

黃
豆
大

小

靑

三

種

黑
豆
大

小

二

種

蠶
豆
夏熟

菉
豆
爾雅

云

王

芻

扁
豆
亦

作

藊

蘇
子
本

草

爲

紫

蘇

子

菜
子
用

以

爲

油

千
穗
穀
實可

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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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菓
屬榛

有

大

小

二

種

郁
李
李

而

小

者

山

谷

有

之

李
有

紅

黃

二

種

棃
一

名

快

菓

大

曰

棃

小

曰

桃
有

夏

桃

秋

桃

柰
似

林

檎

而

大

分

靑

赤

白

三

種

一

蔕

或

十

五

實

或

七

實

木

草

云

味

酸

苦

澀

多

食

令

人

肺

壅

棗
廣

雅

云

棗

有

狗

牙

雞

心

牛

頭

羊

角

獮

猴

細

腰

之

名

葡
萄
張

騫

使

大

宛

得

之

有

夏

秋

二

種

酸

甜

二

味

櫻
桃
一

名

朱

英

一

名

麥

英

紅

者

朱

櫻

黃

者

蠟

櫻

沙
菓
本草

作

莎

棠

也

食

之

令

人

不

渴

飮

水

見

府

志

蘋
菓
卽

佛

經

所

云

蘋

婆

菓

也

見

府

志

無
花

菓
不

花

而

結

其

菓

於

葉

間

其

種

得

之

雲

南

大

理

府

見

一

統

志

胡
桃
俗

謂

之

核

桃

松
子

其

葉

五

出

者

有

子

見

一

統

志

杏
實

似

梅

而

甘

味

薄

管

子

五

沃

之

土

宜

杏

白
菓
一

名

銀

杏

宋

初

始

入

貢

一

名

鴨

脚

子

栗
花

靑

黃

色

實

有

房

多

刺

如

蝟

山
木
瓜
一

名

文

官

唐

德

宗

時

有

獻

者

遂

官

其

人

周

花

木

託

木

瓜

有

五

一

名

山

木

瓜

㮕
棗
一

名

羊

棗

霜

後

方

熟

石
榴
多作

盆

景

植

之

杮
赤

實

菓

方

書

杮

有

文

稜

者

治

癰

立

効

楸
似

沙

菓

而

小

酸
棗

檳
子

木
屬松

有

子

小

而

味

香

栢
有

香

栢

刺

栢

槐
周

禮

注

槐

之

爲

言

懷

也

取

懷

人

之

義

椿
有

香二

種

椵
爾

雅

椵

木

槿

郭

注

曰

白

曰

椵

楸
梓屬

榆
爾

雅

榆

白

枌

先

生

莢

後

生

葉

柳
有河

柳

垂

柳

自

煬

帝

賜

姓

通

曰

楊

柳

楊
白

楊

葉

長

靑

楊

葉

圓

赤

楊

霜

降

則

葉

赤

棠
即

棃

也

木

可

刋

書

棗
亦

可

刋

書

菓

似

梨

□

酢

舊

志

作

嗇

非

樺
皮

可

貼

弓

檀
木

彊

韌

葉

槐

可

爲

車

杆
葉

似

松

而

有

刺

桑
博

物

志

野

桑

爲

弓

不

膠

漆

而

利

樗
通

志

木

易

大

不

堪

器

用

蔬
屬蔥

葷

菜

張

騫

使

西

域

得

之

蒜
張

騫

使

大

宛

得

之

益

能

化

食

損

能

昬

□

獨

窠

蒜

可

以

療

疾

去

毒

有

野

生

□

蒜

茄
一

名

落

蘇

紫

曰

二

色

芹
一

名

楚

葵

芥
有

靑

芥

白

芥

馬

□

紫

芥

皺

葉

芥

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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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夏

芥

臘

芥

其

味

辛

韭
有

靑

紫

二

色

菠
稜
俗

名

菠

菜

萵
苣
俗

名

生

菜

卽

興

渠

也

芫

荽
一

名

胡

荽

張

騫

使

大

宛

得

之

蘿
蔔
爾

雅

葖

蘆

菔

今

訛

爲

蘿

蔔

本

草

云

萊

菔

白
菜

菘

也

今

有

黃

芽

安

肅

之

美

蘑
菰
有

紫

白

二

色

丁

香

羊

肚

之

異

蕫
蒿
蕫

一

作

藤

葫
蘆

同

而

形

異

刀
豆
俗

曰

眉

豆

菜
豆

豇

豆

黑

子

茄
蓮
俗

曰

玉

蔓

菁

蔓
菁
芥

山
藥
薯

也

避

唐

代

宗

諱

改

名

薯

藥

避

宋

英

宗

諱

改

名

山

藥

甘
露
屠本

畯

野

菜

箋

曰

甘

露

草

何

闌

珊

堪

綴

步

搖

照

玉

環

口

嚼

蕭

爽

齒

牙

間

名

曰

玉

□

蕨
齊

魯

曰

蕨

鼈

以

其

初

生

似

鼈

脚

莧
有

灰

莧

熟

食

比

家

莧

更

美

蒲
筍
卽

葦

筍

也

地
輭

名

地

耳

雨

後

多

生

樹

花
生

寶

峯

山

中

葉

婆

娑

可

愛

味

甘

美

淸

香

芍
藥
春

三

月

采

食

甜
苣
紫

莖

黃

花

黃

花
生

山

谷

間

花

未

開

采

食

龍
芽
卽

升

麻

之

三

四

月

采

食

貫
仲

甜
菜

稠
菜

瓜
屬王

瓜
一

名

俗

謂

黃

瓜

西
瓜
五

代

蕭

幹

出

西

域

得

之

故

名

近

有

白

綠

二

色

黃

瓤

黑

子

者

佳

甜
瓜
陸

機

瓜

賦

有

兔

頭

貍

首

卽

此

香
瓜
廣

雅

有

蜜

筩

之

名

南
瓜
陸

機

有

黃

㼐

白

㼐

之

名

疑

卽

此

畨
瓜
形

似

南

瓜

而

色

異

倭
瓜
似

南

瓜

而

形

長

東
瓜
形

長

而

色

綠

有

浮

白

絲
瓜
似

王

瓜

而

皮

皺

乾

則

成

絲

故

名

菜
瓜
似

甜

瓜

不

堪

食

鹽

用

瓜

花
屬牡

丹
稱

曰

花

王

取

以

冠

首

雖

無

佳

植

幸

有

其

種

探
春
先

春

開

花

白

色

幽

香

臘
梅
有黃

白

二

種

迎
春
黃

花

先

春

開

望
春
初

春

開

花

四

出

名

虎

蹄

梅

木
槿
仲

夏

月

木

槿

榮

□

名

舜

華

榴
花
有

紅

粉

白

三

種

薔
薇
有

紅

黃

粉

三

種

紅

者

尤

香

珍
珠
花
一

名

米

殻

花

白

無

香

丁
香
白

者

香

紫

者

金
銀
花
卽

左

□

藤

八
仙
花
花

香

葉

臭

秋

開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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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蝶

芍
藥
重

叠

鮮

豔

足

供

□

賞

蜀
葵
有

五

色

大

小

二

種

向
日
葵
詩

□

有

葵

花

向

日傾

菊
其

種

不

一

玉
簪
花

香

有

毒

藼
卽

萱

花

一

名

宜

男

草

石
竹
花
卽

□

□

山

丹
□

二

種

雞
冠
有

紫

黃

白

三

種

粉
圑
一

名

纒

枝

牡

丹

水
紅
花
蓼

金
盞

似

小

黃

菊

臭

不

可

上

手

十
樣
錦
卽

雁

來

紅

海
棠
木

本

有

鐵

梗

垂

絲

草

本

有

秋

海

棠

色

嬌

豔

而

輕

盈

可

愛

錦
荔
枝
金

絲

水

鼈

俗

名

□

蒲

萄

剪
紅
羅
有

紅

黃

二

色

望

江
南
花

黃

槐

葉

罌
粟
一

名

米

囊

小

者

名

爲

□

擡

頭

又

名

虞

美

人

鳳
仙
花

可

染

人

指

甲

翠
娥
眉
一

名

扁

竹

月
季
俗

名

月

月

紅

探
春

柳
葉
桃
又

名

夾

竹

桃

草
屬艾

博

物

志

號

冰

臺

稗
葉

似

稻

而

粟

似

穀

葦
蘆屬

蘆
卽

葭

也

小

曰

萑

荻

蒲
有

水

菖

蒲

馬
藺
訛

書

蘭

茨
菰
一

名

雕

苽

苜
蓿
得

之

大

宛

可

爲

菜

水
蔥
生

水

中

高

七

八

尺

山
蔥
生

山

野

藜

蘆

俗

曰

三

葉

藜

蘆

四

葉

蔥

誤

食

殺

人

薤
生

山

澤

垂
盆
一種

葉

長

有

花

一

種

葉

細

無

花

卽

麥

冬

苗

蠍
子
草
俗名

刷
箭
草
卽

木

賊

野
葡
萄

□

小

而

酸

澀

藍
苗
園

圃

種

之

出

靛

蓼
水

處

甚

多

龍
鬚
草
卽

垂

絲

蒺
藜
爾雅

茨

蒺

藜

地
椒
秋

後

結

實

色

紅

味

辛

辣

西

人

多

種

服

之

元

許

有

王

詩

曰

凍

雨

催

花

紫

輕

風

散

野

香

剌

沙

尖

葉

細

敷

地

亂

條

長

楚

客

收

盈

裹

奚

童

擷

滿

筐

行

㕑

供

草

具

調

鼎

爾

非

良

菸
音

烟

園

圃

多

種

卽

今

所

謂

烟

也

花
椒

秫
稭
可

織

蓆

石
屬煤

炭
出

西

山

者

名

宿

火

炭

出

東

北

山

者

名

硬

炭

礬
有

靑

色

者

紅
土
出

美

峪

所

赭
石

多

硃

而

不

堅

石
灰
東

山

石

燒

土
粉
色

白

用

以

漿

衣

白
士
用

以

堊

墻

火
石
處處

有之

泔
子
土
東

西

窑

溝

出

用

以

造

盆

甕

經

歲

運

於

京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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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禽
屬鶴

水

鳥

閒

有

之

鸛
似

鶴

好

水

禽

經

仰

鳴

則

晴

俯

鳴

則

陰

國

朝

初

集

于

玉

皇

閣

被

人

弋

之

而

去

鴉
廣

雅

云

有

三

種

純

黑

反

哺

者

烏

小

而

腹

下

白

不

反

哺

白

項

而

羣

飛

者

謂

之

鴉

有

黑

羽

而

嘴

趾

皆

紅

者

謂

之

紅

嘴

鴉

鵲
說

文

鵲

知

太

歲

之

所

在

博

物

志

鵲

巢

開

口

背

太

歲

雁
隨

陽

鳥

也

冬

適

南

方

仲

春

歸

北

方

烏
烏

之

巨

嘴

者

善

避

弋

射

雀
古

今

注

一

名

嘉

賓

今

之

棲

宿

簷

下

者

有

山

雀

靑

紅

黃

鳳

頭

者

不

一

種

皆

善

鳴

州

人

多

籠

養

之

燕
子
按

燕

三

種

巢

于

簷

下

者

名

巧

燕

巢

于

屋

梁

者

名

拙

燕

羣

飛

樓

閣

者

無

後

趾

名

麻

燕

鷂
隼

也

鷙

鳥

莊

子

云

鷂

爲

鸇

爲

布

穀

久

復

爲

鷂

此

物

變

也

其

有

似

鷂

而

小

一

名

曰

鳩
聚

也

能

鳩

聚

陽

氣

郯

子

九

鳩

其

一

鳴

鳩

卽

布

穀

也

又

曰

班

鳩

有

文

采

月

令

驚

蟄

後

鷹

化

爲

鳩

鷹
郯

子

五

鳩

爽

鳩

其

一

卽

鷹

也

月

令

鳩

化

爲

鷹

無

後

趾

陸

佃

云

性

淫

而

無

定

匹

俗

謂

之

花

豹

鳶
鴟

類

鳴

則

風

生

風

生

則

塵

埃

起

俗

名

鵝

老

鴟

鵰
大

鷙

鳥

用

翮

爲

箭

羽

雉
性

耿

介

善

鬬

漢

避

吕

后

諱

名

野

雞

鶉
月

令

云

季

春

之

月

田

鼠

化

爲

鴽

鴽

卽

鶉

俗

名

鵪

鶉

莎
雞
大

如

鴿

無

後

趾

憨

急

羣

飛

見

之

占

爲

荒

旱

之

兆

鶡
雞
月令

曰

鶡

旦

是

也

葢

夜

鳴

求

旦

之

鳥

俗

名

寒

號

虫

其

糞

爲

五

靈

脂

石
雞
色

似

斑

鳩

而

大

花

文

短

尾

嘴

趾

赤

色

半
癡
其

性

癡

俗

謂

半

翅

啄
木
爾

雅

云

卽

斷

木

又

名

堅

打

木

鴛
鴦
匹鳥

也

鶻
鷙

鳥

俗

名

兔

鶻

靑
莊
水

鳥

也

大

似

鶴

常

立

沙

灘

竟

日

不

動

鷦
巢

于

葦

筤

剖

葦

食

其

虫

一

名

襪

雀

噪
天
疑

卽

蒿

雀

能

逐

更

夜

鳴

鶯
名

曰

黃

鶯

又

名

黃

鸝

寶

峯

山

有

之

水

鴨
鳬

也

水

鳥

鶿
䳓
俗

稱

灰

鶴

與

雁

同

往

來

鶺
鴒
卽

䳭

也

飛

則

鳴

行

則

搖

首

尾

相

應

似

比

兄

弟

黃
雀
詩

肇

允

彼

桃

蟲

疏

云

今

鷦

鷯

小

黃

雀

也

鷗
卽

鷖

也

似

白

鴿

而

羣

飛

訓

狐
惡

鳥

也

俗

名

杏

虎

麻
雀
多

巢

槐

樹

角
雞
俗

名

攪

雉

鵝
名

家

雁

鴨
在

家

曰

鴨

雞
以

司

晨

也

鴿
有

家

鴿

野

鴿

十
二
紅

倒
弔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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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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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

物
志

六

獸
屬虎

山

獸

之

君

豹
似

虎

有

班

文

赤

毛

黑

文

曰

赤

豹

白

毛

黑

文

曰

白

豹

熊
似

豕

山

居

冬

蟄

熊

經

曰

其

美

在

掌

鹿
夏

至

角

解

牝

曰

麀

牡

曰

鹿

仲

冬

角

解

牝

曰

麀

牡

曰

麔

又

麈

似

鹿

而

大

羣

鹿

視

麈

所

往

古

之

談

者

揮

焉

總

名

曰

鹿

麞
性

善

驚

一

曰

麝
如

小

麋

香

在

臍

麅
似麞

兔
每

月

生

家

兔

有

白

黑

二

種

狐
善疑

狸
伏獸

豺
仲

秋

豺

乃

祭

獸

狼
善

顧

其

性

滑

近

年

往

往

入

城

傷

人

貛
油

可

通

結

肉

似

豕

而

肥

蝟
身

有

刺

如

錐

名

曰

刺

蝟

靑
羊
一

名

羷

角

盤

三

匝

黃

羊
一

名

羳

無

角

善

走

元

許

有

壬

詩

草

美

秋

先

腯

沙

平

夜

不

藏

輕

條

文

豹

健

臠

炙

宰

夫

忙

有

肉

須

供

世

無

䰟

亦

似

麞

少

年

非

好

殺

假

爾

試

穿

楊

黃
鼠
穴

處

秋

畜

黍

稷

以

備

冬

食

人

馴

地

猴

捕

之

許

有

王

詩

北

產

推

珍

味

南

來

怯

陋

容

肥

宜

不

武

人

拱

若

爲

恭

發

掘

憐

禽

獼

招

或

水

攻

君

無

急

盤

饌

幸

曰

不

穿

墉

地
猴
一

名

文

猴

俗

名

夜

猴

黃
鼠
狼
色

黃

氣

臊

尾

可

作

筆

鼠
蒼質

白

文

班

駁

可

愛

俗

呼

爲

吉

靈

兔
鼠
前

短

後

長

如

兔

食

禾

稼

俗

呼

爲

跳

兔

斑
鼠
俗

謂

班

倉

會
鼠
卽

一

名

土

鼠

無

目

黑

色

似

小

猪

形

俗

呼

爲

瞎

老

沙
鼠
似

鼠

長

尾

荒

年

遍

地

皆

是

猫
郊

特

牲

云

迎

猫

虎

之

神

爲

其

食

田

鼠

也

故

字

從

苖

犬
小

曰

狗

大

曰

犬

羊
有

黑

白

二

色

一

名

羱

一

名

䍪

元

許

有

壬

秋

羊

詩

塞

上

寒

風

起

庖

中

急

上

供

戎

盤

春

玉

碎

肥

羜

壓

花

重

肉

淨

胭

脂

透

膏

凝

琥

珀

濃

年

年

神

御

殿

頒

餕

每

霑

儂

牛
風

俗

通

曰

牛

乃

耕

農

之

本

百

姓

所

養

爲

用

最

大

禮

諸

侯

無

故

不

殺

牛

故

王

法

禁

殺

我

州

西

人

賣

買

專

此

爲

利

馬
多

自

□

外

至

者

騾
驢

馬

所

生

驢
一名

蹇

豕

鱗
屬鯉

秋

後

間

有

之

鮎
秋

河

漲

後

有

之

鼈
間

有

之

鰕
不

堪

用

田
雞
俗

名

靑

雞

按

州

雖

有

桑

乾

洋

河

水

勢

湍

激

無

停

蓄

之

處

故

鱗

族

鮮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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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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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蟲
屬虸

蚄
唐

書

虸

蚄

害

麥

稼

夏

間

常

有

之

蜣
蜋
古

今

注

謂

轉

□

本

草

謂

推

車

客

又

名

鐵

甲

將

軍

蜥
蜴
爾

雅

蠑

螈

蜥

蜴

蝘

蜒

守

宫

四

名

總

曰

螭

大

曰

山

龍

緣

木

曰

蝘

蜒

在

草

曰

蠑

螈

在

屋

曰

守

宫

捕

蝎

曰

蝎

虎

又

名

壁

虎

蜘
蛛
游

絲

入

目

傷

明

溺

人

生

瘡

長

脚

者

呼

爲

蟢

子

埤

雅

云

此

虫

着

人

衣

則

有

喜

螢
月

令

云

季

夏

腐

草

爲

螢

爾

雅

螢

火

一

名

夜

光

一

名

宵

燭

蟫
衣

書

中

虫

本

草

謂

之

衣

魚

一

曰

壁

魚

又

名

蠧

魚

陰

陽

變

化

錄

有

將

有

王

王

在

不

敢

螫

無

王

則

羣

死

有

二

王

卽

分

之

飛

必

環

衞

有

隊

行

列

化

書

有

君

臣

之

禮

是

也

又

土

穴

居

作

房

又

大

曰

馬

又

木

出

林

上

木

蠅
不

一

蚋
蚊

之

小

者

蚊
冬

蟄

夏

出

晝

伏

夜

飛

蠅
虎
蛛

之

小

者

捕

蠅

食

之

蝌
蚪

木

作

科

斗

蝦

之

子

也

螟
蛉
爾

雅

螟

蛉

桑

虫

馬
蚿
形

如

蚯

蚓

又

似

蚰

蜒

人

觸

之

則

側

卧

如

環

方

言

蟬

小

者

謂

之

麥

其

大

者

謂

之

馬

蚰
蜒
濕

氣

化

生

聞

人

髮

脂

油

香

入

人

耳

及

諸

竅

中

爾

雅

名

入

耳

蟪
蛄
蟬屬

蛭
馬

蛭

水

虫

腹

黃

者

名

馬

黃

有

草

蛭

水

蛭

能

咂

牛

馬

人

血

蛆

爾

雅

蟦

蠐

螬

之

屬

蛇
毒

虫

其

舌

雙

其

耳

聾

其

聽

以

目

其

盤

向

壬

其

毒

在

涎

其

行

也

紆

其

食

也

吞

州

有

黑

白

花

三

種

菜

花

蛇

無

毒

白

脊

黑

烏

俱

有

毒

蚯
蚓
月

令

孟

夏

蚯

蚓

出

冬

至

蚯

蚓

結

斑

蝥
甲

蟲

甲

上

有

黃

黑

斑

文

俗

訛

爲

斑

猫

蟬
月

令

仲

秋

蟬

始

鳴

蟻
蚍

蜉

也

冬

蟄

壅

土

成

封

日

螘封

螟
小

雅

去

其

螟

螣

生

苗

心

中

食

苗

虫

蝶
嗅

花

以

鬚

代

鼻

其

形

不

一

蛾
蝶

之

小

者

化

生

不一

蜻
蜓
方

言

蝍

蛉

六

足

四

翼

蠍
蠆

尾

虫

陶

景

云

雄

蝎

螫

痛

止

一

處

雌

蝎

螫

痛

牽

衆

處

蝸
牛
似

嬴

白

色

頭

有

兩

角

蝦
蟇
水

畜

秋

間

羣

鳴

蝙
蝠
夜

飛

食

蚊

其

糞

淘

有

夜

明

砂

藥
屬甘

草

黃
精

黃
芩

扁
竹

狼
毒

藜
蘆

紫
草

蒼
术

防
風

薄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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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升
麻

柴
胡

桔
梗

車
前

紫花

地
丁

草
鳥

芍
藥

芫
花

知
母

枸

麥
冬

苦
參

荆
芥

地
榆

茵
陳

麻
黃

黨
參

葶
藶

蓁
艽

杏
仁

藁
本

大
黃

益
母

大
㦸

遠
志

紫
蘇

欵
冬
花

沙
參

葛
根

郁
李
仁

酸
棗
仁

桃
仁

地
骨
皮

威
靈
仙

兔
絲
子

馬
兜
鈴

木
賊

石
花

紅
娘
子

萊
服
子

五
味
子

桑
白
皮

白
鮮
皮

虎
骨

熊
膽

麝
香

蜂
蜜

五
靈
脂

當
歸
卽
荷
苞

牡
丹
根

蒺
藜

板
藍

馬
勃

保
安
州
志
物
部
卷
一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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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

雜
紀

九

保
安
州
志
物
部
卷
二

雜
紀塞

垣
墩
臺
按

塞

垣

東

自

延

慶

四

海

冶

定

安

堡

起

西

至

山

西

大

同

府

平

遠

堡

止

共

八

百

七

十

六

里

四

十

六

步

東

自

定

安

固

邊

新

興

鎭

塞

平

安

長

溝

口

石

城

峪

石

城

峪

東

將

軍

嶺

將

軍

嶺

二

將

軍

嶺

三

將

軍

嶺

四

將

軍

嶺

五

將

軍

嶺

初

將

軍

嶺

中

秤

溝

彎

四

海

冶

口

高

山

肆

靖

長

靖

鎭

虎

長

生

口

長

生

口

西

長

靖

邊

長

四

大

大

石

嶺

三

大

石

嶺

大

石

廟

西

大

安

久

安

安

邊

安

靖

永

鎭

新

倉

房

溝

以

上

四

海

冶

界

永

鎭

關

北

口

韮

菜

衝

二

韮

菜

衝

韮

菜

衝

口

韮

菜

衝

三

蕨

菜

衝

二

靖

虜

靖

虜

西

石

峪

三

石

槽

峪

新

石

槽

峪

二

石

槽

峪

頂

東

山

東

山

□

□

黃

土

嶺

尖

山

尖

山

二

外

州

蔡

官

嶺

擒

虎

蔡

官

嶺

擒

虎

鎭

口

□

□

獨

虎

□

□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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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九

站

九

十

里

至

□

克

令

爲

第

四

十

站

一

百

里

至

者

令

爲

第

四

十

一

站

一

百

三

十

里

至

温

艮

爲

第

四

十

二

站

一

百

三

十

里

至

烏

泥

了

特

爲

第

四

十

三

站

一

百

里

至

哈

達

兔

爲

第

四

十

四

站

八

十

里

至

哈

喇

牛

洞

爲

第

四

十

五

站

一

百

里

至

各

魯

地

爲

第

四

十

六

站

六

十

里

至

塔

處

爲

第

四

十

七

站

八

十

里

至

烏

爾

兔

爲

第

四

十

八

站

一

百

里

至

失

力

咯

喇

招

爲

第

四

十

九

站

一

百

里

至

推

河

爲

第

五

十

站

九

十

里

至

烏

爾

兔

爲

第

五

十

一

站

八

十

里

至

鄂

力

葢

爲

五

十

二

站

一

百

里

至

烏

塔

爲

第

五

十

三

站

一

百

里

至

白

達

利

克

爲

第

五

十

四

站

七

十

里

至

扎

咯

爲

第

五

十

五

站

九

十

里

至

哈

魯

吉

力

咯

喇

兔

爲

第

五

十

六

站

七

十

里

至

霍

包

喇

爲

第

五

十

七

站

八

十

里

至

賁

吧

兔

爲

第

五

十

八

站

八

十

里

至

鄂

包

吉

力

咯

喇

兔

爲

第

五

十

九

站

六

十

里

至

吉

力

兔

爲

第

六

十

站

七

十

里

至

大

汗

的

令

爲

第

六

十

一

站

一

百

二

十

里

至

圖

門

木

拉

免

爲

第

六

十

二

站

一

百

里

至

東

彔

噶

爲

第

六

十

三

站

九

十

里

至

花

石

魯

圖

爲

第

六

十

四

站

六

十

里

至

烏

哩

牙

素

台

爲

第

六

十

五

站

六

十

七

里

至

阿

拉

達

爾

爲

第

六

十

六

站

六

十

八

里

至

伯

爾

乎

爲

第

六

十

七

站

六

十

九

里

至

霍

都

克

烏

蘭

爲

第

六

十

八

站

六

十

里

至

依

克

吉

斯

爲

第

六

十

九

站

七

十

一

里

至

巴

各

吉

斯

爲

第

七

十

站

七

十

二

里

至

朱

勒

爲

第

七

十

一

站

七

十

三

里

至

布

古

爲

第

七

十

二

站

七

十

四

里

至

阿

拉

各

林

圖

爲

第

七

十

三

站

七

十

五

里

至

蘇

勒

布

拉

克

爲

第

七

十

四

站

七

十

六

里

至

巴

各

淖

爾

爲

第

七

十

五

站

七

十

七

里

至

依

克

淖

爾

爲

第

七

十

六

站

八

十

里

至

哈

拉

克

訥

爲

第

七

十

七

站

八

十

一

里

至

扎

合

布

拉

克

爲

第

七

十

八

站

八

十

二

里

至

哈

拉

烏

素

爲

第

七

十

九

站

八

十

五

里

至

科

布

多

爲

第

八

十

站

王
建
廣

人

祖

姑

爲

平

文

后

生

昭

成

帝

建

少

尙

宫

主

登

國

初

爲

外

朝

大

人

與

和

跋

等

十

三

人

同

典

庶

事

參

與

國

計

參

合

之

役

帝

欲

簡

擇

俘

中

有

材

能

者

留

之

其

餘

悉

給

衣

糧

遣

歸

建

勸

帝

阬

之

帝

旣

而

悔

焉

後

攻

和

龍

帝

使

人

登

巢

車

招

其

衆

城

內

人

皆

曰

恐

如

參

合

之

衆

故

堅

守

求

全

日

月

命

耳

帝

聞

之

顧

建

唾

其

面

胡
叟
家

於

密

雲

以

酒

自

適

少

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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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

雜
紀

十
四

每

言

父

母

淚

下

若

孺

子

之

慕

春

秋

當

祭

之

前

先

求

旨

酒

美

膳

將

其

所

知

廣

常

順

陽

上

谷

侯

法

儁

攜

壺

執

榼

至

郭

外

空

靜

處

設

坐

奠

拜

盡

孝

思

之

敬

順

陽

等

數

子

稟

叟

奬

示

頗

涉

文

流

魏

書

胡

叟

高

行
周
嬀

州

人

通

鑑

注

行

周

嬀

州

廣

邊

軍

雕

窠

村

人

世

爲

懷

戎

鎭

將

父

思

繼

兄

弟

皆

以

武

勇

雄

於

西

北

行

周

爲

明

宗

帳

前

裨

將

趙

德

鈞

識

之

謂

明

宗

曰

此

子

貌

厚

而

小

心

他

日

必

大

貴

宜

善

待

之

梁

晉

軍

河

上

明

宗

東

襲

鄆

州

行

周

將

前

軍

夜

遇

雨

軍

中

欲

止

行

周

曰

此

天

助

我

也

卽

夜

馳

涉

濟

入

其

城

莊

宗

滅

梁

以

功

歴

端

絳

二

州

刺

史

明

宗

時

從

平

朱

守

殷

克

王

都

屢

遷

振

武

彰

武

昭

義

節

度

使

晉

高

祖

時

爲

西

京

留

守

平

安

從

進

出

帝

中

代

景

延

廣

爲

親

軍

都

指

揮

漢

高

祖

起

太

原

故

唐

許

王

李

從

益

召

行

周

將

拒

漢

行

周

不

從

高

祖

入

京

師

加

守

中

書

令

徙

鎭

天

平

封

臨

淸

王

周

太

祖

時

進

封

齊

王

卒

贈

尙

書

令

秦

王

子

懷

德

仕

宋

以

開

國

勲

封

渤

海

郡

王

五

代

史

本

傳

盧
文
進
有

女

幼

而

美

新

州

團

練

使

李

存

矩

求

之

爲

側

室

文

進

以

其

大

將

不

敢

拒

雖

與

而

心

常

歉

之

因

與

亂

軍

殺

存

矩

而

攻

新

州

武

州

不

克

遂

奔

契

丹

同

光

中

契

丹

數

以

奚

騎

出

入

塞

上

人

無

歲

爲

唐

患

者

十

餘

年

皆

文

進

爲

之

也

五

代

史

列傳

遼
十
二
宫
一
府
自

上

京

至

南

京

總

要

之

地

各

制

提

轄

司

內

奉

聖

州

有

義

長

永

興

積

慶

彰

愍

崇

德

興

聖

延

壽

等

八

宫

提

轄

司

文

忠

王

府

提

轄

司

遼

史

兵

衞

志

按

此

所

謂

御

帳

親

軍

是

也

志

稱

恩

意

親

洽

兵

甲

犀

利

教

陳

完

習

簡

天

下

之

精

銳

聚

之

腹

心

之

中

使

懷

舊

者

歲

深

增

新

者

世

盛

軍

制

之

良

者

也

遼
鄉
丁
西

京

大

同

府

懷

安

縣

丁

六

千

州

永

縣

丁

二

萬

順

聖

縣

丁

六

千

奉

聖

州

永

興

縣

丁

一

萬

六

千

礬

山

縣

丁

六

千

龍

門

縣

丁

八

千

望

雲

縣

丁

二

千

歸

化

州

文

德

縣

丁

二

萬

可

汗

州

懷

來

縣

丁

六

千

蔚

州

靈

仙

縣

丁

四

萬

定

安

縣

丁

二

萬

飛

狐

縣

丁

一

萬

靈

邱

縣

丁

六

千

儒

州

縉

山

縣

丁

一

萬

遼

史

兵

衞

志

節
鎭
學
金
學
額
大

定

二

十

九

年

置

節

鎭

學

增

養

士

之

數

奉

聖

州

十

五

人

桓

撫

皆

十

人

金

史

選

舉

志

奉
聖
馬
餌
升
公
敢

爲

大

言

著

書

十

萬

言

號

北

辛

子

大

畧

以

談

兵

爲

主

嘗

曰

古

人

兵

法

非

不

盡

但

未

有

北

辛

子

五

十

里

火

雨

耳

元

好

問

中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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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紀

十
五

集敘

至
元
二

十

三

年

二

月

帝

御

德

興

府

行

宫

紹

江

南

學

校

舊

有

學

宫

田

復

給

之

以

養

士

元

史

選

舉志

元
史
設
官
奉

聖

州

織

染

局

院

長

一

員

局

副

一

員

奉

聖

州

管

地

提

領

三

員

二

官

屬

大

都

等

路

怯

憐

口

民

匠

總

管

府

元
奉
聖
州
官
制
提

舉

司

達

魯

花

赤

一

員

奉

聖

州

無

提

舉

同

提

舉

副

提

舉

各

一

員

元

史

百

官

志

宣
宗
卽
位
范
濟
詣
闕
言
八
事

其

二

曰

備

邊

之

道

守

險

爲

要

淸

野

堅

壁

使

無

所

得

俟

其

憊

而

擊

之

得

利

則

止

毋

窮

追

毋

深

入

此

守

邊

之

大

要

也

其

三

言

塞

上

兵

不

在

多

在

於

堪

戰

今

宜

選

其

壯

勇

勤

加

訓

練

但

令

乘

城

擊

柝

趨

走

庶

幾

得

其用

居
庸
以
北
俗

擇

葬

地

以

騐

蛇

盤

免

穴

爲

上

水

東

日

記

桑
乾
船
道
御

史

宋

儀

望

嘗

言

桑

乾

河

出

金

龍

池

下

古

定

橋

會

衆

水

東

蘆

溝

入

可

千

餘

里

惟

大

同

卜

村

有

亂

石

宣

府

黑

龍

灣

有

峻

崖

二

處

僅

可

四

五

十

里

其

水

雖

淺

亦

二

三

尺

撫

臣

侯

嘗

駕

小

舟

自

懷

來

至

黑

龍

灣

更

自

懷

來

載

米

逆

水

達

古

定

橋

河

渠

志

火
器
宣

府

吳

兌

善

制

火

器

造

將

軍

炮

百

滅

鹵

千

三

□

銃

萬

創

雙

輪

車

隨

營

轉

向

舊

炮

楔

木

多

震

死

兌

易

以

乾

士

氣

完

不

震

北

部

嘗

笑

炮

如

雷

然

災

者

當

之

能

再

擊

耶

器

成

引

北

使

觀

之

炮

舉

若

連

珠

移

時

不

絶

乃

嚙

指

而

去

崇
禎
兵
額
張

鳳

翼

以

宣

大

兵

寡

上

言

國

初

額

軍

宣

府

十

五

萬

一

千

今

止

萬

七

千

乞

增

萬

人

分

營

訓

練

且

月

餉

人

止

五

錢

安

能

赳

桓

之

士

一

人

食

二

人

餉

帝

並

從

之

明

史

本

傳

都

督

府

供

柴

炭

役

宣

十

七

衞

所

軍

士

採

之

邊

關

宣

宗

初

以

邊

軍

不

□

他

役

詔

免

其

採

伐

而

令

歲

納

銀

二

萬

餘

兩

食

貨

志

焚
荒
之
制
每

年

冬

十

月

初

爲

始

本

鎭

總

兵

官

統

領

官

軍

三

千

由

靑

邊

口

出

境

經

三

坌

溝

至

黃

草

灘

上

合

河

且

行

且

焚

至

晚

囘

兵

凡

二

日

副

總

兵

統

領

本

營

官

軍

三

千

由

張

家

口

出

境

經

紅

厓

兒

至

羊

圈

溝

且

行

且

焚

至

晚

囘

兵

凡

二

日

新

遊

擊

將

軍

統

領

本

營

官

軍

三

千

由

靑

邊

口

出

境

經

三

坌

溝

至

紅

崖

兒

與

舊

遊

兵

會

且

行

且

焚

凡

二

日

北

路

叅

將

統

領

本

路

官

軍

三

千

由

獨

石

口

出

境

入

馬

營

堡

又

由

馬

營

出

境

入

赤

城

龍

門

等

處

且

行

且

焚

凡

二

日

西

路

參

將

統

領

本

營

官

軍

三

千

由

膳

房

堡

出

境

入

洗

馬

林

又

由

洗

馬

林

出

境

入

柴

溝

等

堡



ZhongYi

保
安
州
志

卷
八

雜
紀

十
六

且

行

且

焚

凡

二

日

東

路

參

將

統

領

官

軍

三

千

由

永

城

出

境

入

四

海

冶

堡

且

行

且

焚

凡

二

□

此

正

統

已

後

相

沿

之

制

也

宣

府

鎭

志

保
安
衞
文
獻
故
家
有

二

沈

氏

皆

浙

產

一

爲

沈

桂

明

成

化

時

代

父

成

保

安

者

一

爲

沈

練

嘉

靖

時

建

言

編

置

保

安

者

桂

爲

孝

子

練

爲

忠

臣

其

後

人

家

於

此

者

皆

以

詩

書

世

其

業

明
初
鎭
城
人

烟

輳

集

里

宅

櫛

比

不

獨

四

門

通

衢

爲

然

雖

西

北

西

南

兩

隅

僻

街

小

巷

亦

無

地

葢

駐

防

官

軍

旣

不

下

二

萬

而

宣

府

前

後

三

衞

興

和

一

所

自

指

揮

以

下

官

八

百

餘

員

合

計

官

軍

戸

口

不

下

三

萬

有

餘

而

紳

衿

士

民

商

賈

雜

處

其

中

尤

不

可

數

計

迨

至

隆

萬

已

後

人

烟

里

宅

漸

非

昔

比

至

啓

禎

時

師

旅

頻

山

飢

饉

洊

臻

流

離

死

徙

之

餘

遂

致

西

北

半

城

幾

同

曠

野

于

是

居

人

稍

稍

耕

作

其

間

歴

年

久

遠

漸

成

湮

没

然

當

時

各

街

祠

廟

碑

碣

及

附

近

官

姓

名

尙

有

可

考

而

知

者

明

萬
歴
間
有
星
隕
于
保
安
城
東
火

光

燭

天

居

人

掘

其

處

得

石

高

廣

八

尺

黑

赤

色

如

螺

䯻

舁

置

州

衙

前

鑱

二

字

于

上

日

介

石

蕎
麥
川
松
樹
廟
口
西
厓
上

有

字

二

行

云

紅

葉

秋

將

信

鳥

啼

春

帶

音

石

剝

而

字

明

桑
乾
河
嘗

于

嚴

冬

日

冰

無

故

自

裂

襞

積

兩

岸

河

神

廟

中

有

僧

嘗

見

霧

氣

中

有

物

一

角

觸

冰

云

晉
懷
帝
永
嘉
王
浚
上

谷

廣

民

以

幽

州

刺

史

王

浚

謀

逆

歸

併

州

刺

史

劉

琨

于

中

山

於

是

浚

伐

琨

歸

其

民

按

綱

目

劉

琨

遣

劉

希

合

衆

于

中

山

王

浚

殺

之

驅

掠

代

上

谷

廣

三

郡

士

女

而

去

所

以

著

浚

之

暴

也

曰

伐

琨

歸

其

民

則

失

其

實

矣

孝
武
帝
二
十
一
年
爲

後

拓

跋

魏

皇

始

元

年

魏

王

珪

攻

燕

上

谷

廣

二

郡

降

魏

魏

置

大

都

督

府

領

軍

戎

按

資

治

通

鑑

晉

孝

武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魏

王

珪

遣

王

建

等

擊

燕

廣

太

守

劉

亢

埿

斬

之

徙

其

部

落

于

平

城

燕

上

谷

太

守

開

封

公

詳

皝

之

曾

孫

也

棄

郡

走

則

但

攻

廣

未

嘗

攻

上

谷

也

又

晉

太

元

二

十

一

年

爲

魏

登

十

年

以

爲

皇

始

元

年

悞

魏
太
和
元
年
合

上

谷

廣

爲

東

燕

州

其

縣

下

洛

曰

文

德

陽

原

曰

長

後

又

于

長

東

置

安

塞

軍

按

魏

書

地

形

志

太

和

中

始

置

燕

州

于

恒

州

東

部

據

水

經

注

則

廣

郡

于

燕

州

非

以

廣

爲

燕

州

也

上

谷

說

無

考

若

東

燕

州

則

爲

東

魏

天



ZhongYi

保
安
州
志

卷
八

雜
紀

十
七

平

中

僑

置

邑

地

形

志

東

魏

天

平

中

置

東

燕

州

亦

非

太

和

年

隋
文
帝
開
皇
七
年
名易

州

爲

上

谷

郡

省

北

燕

州

以

諸

縣

屬

郡

尋

增

置

油

雲

陽

壽

開

陽

三

縣

附

焉

三

縣

今

北

路

地

按

名

易

州

爲

上

谷

與

宣

郡

無

涉

後

齊

北

燕

州

本

以

東

魏

僑

置

東

燕

州

爲

之

東

燕

州

所

平

昌

上

谷

偏

城

三

郡

六

縣

與

後

齊

所

置

長

永

豐

二

郡

不

同

又

北

燕

州

所

二

郡

無

屬

縣

隋

先

廢

二

郡

後

省

州

作

縣

則

將

置

縣

時

止

一

北

燕

州

置

縣

屬

涿

郡

時

亦

止

一

懷

戎

縣

而

已

據

隋

書

省

北

燕

州

爲

懷

戎

縣

無

所

謂

諸

縣

也

又

開

皇

七

年

無

考

據

隋

書

易

州

置

上

谷

郡

在

開

皇

元

年

廢

北

燕

州

在

大

業

初

又

據

隋

書

地

理

志

開

陽

縣

在

馬

邑

郡

油

雲

陽

壽

二

縣

在

榆

林

郡

涿

郡

未

聞

有

此

三

縣

彼

葢

因

隋

書

開

陽

縣

注

云

唐
高

宗
永
徽
元
年
置

狼

山

都

督

府

在

今

懷

來

西

按

縣

有

狼

山

堡

故

志

爲

是

說

考

唐

地

理

志

宣

郡

舊

地

惟

嬀

蔚

武

新

四

州

而

無

狼

山

其

狼

山

都

督

府

雲

中

都

䕶

志

謂

永

徽

元

年

以

歌

邏

祿

右

廂

部

落

置

顯

慶

三

年

改

狼

山

州

安

北

都

督

府

葢

覊

糜

州

不

在

境

內

穆
宗
長
慶
二
年

改

鹿

爲

新

州

領

縣

四

一

日

龍

門

俱

置

刺

史

屬

盧

龍

道

尋

改

屬

河

東

道

按

唐

未

置

新

州

地

理

已

詳

之

長

慶

說

不

知

所

據

至

所

謂

皆

置

刺

史

者

若

指

新

州

則

一

州

耳

不

應

言

皆

若

指

四

縣

則

不

當

有

刺

史

貞

觀

十

道

開

元

十

五

道

亦

未

聞

有

盧

龍

惟

兵

志

有

平

盧

道

唐
武
宗
會
昌
年
置

山

北

八

軍

武

州

曰

雄

州

新

州

曰

武

定

嬀

州

曰

淸

平

儒

州

曰

縉

陽

長

曰

橫

野

蔚

州

曰

忠

順

其

彰

國

順

義

二

軍

西

屬

應

朔

統

置

團

練

使

按

唐

書

地

理

志

山

北

諸

州

惟

蔚

州

東

北

有

橫

野

軍

乾

元

元

年

徙

天

成

軍

合

之

而

廢

橫

野

軍

又

西

有

淸

塞

軍

貞

元

十

五

年

置

又

嬀

州

有

淸

夷

軍

垂

拱

中

置

懷

戎

西

有

武

軍

北

有

廣

邊

軍

又

嬀

蔚

之

間

有

懷

柔

軍

又

代

州

北

有

大

同

軍

本

大

武

軍

調

露

二

年

曰

神

武

軍

天

授

二

年

曰

平

狄

軍

大

足

元

年

復

更

名

大

同

其

西

有

天

安

軍

天

寶

十

二

年

置

又

有

代

北

軍

永

泰

元

年

置

凡

九

軍

據

綱

目

梁

王

瑱

乾

化

三

年

晉

師

狥

山

後

八

軍

不

曰

九

軍

豈

至

是

已

廢

其

一

與

且

據

遼

史

同

光

二

年

莊

宗

復

新

州

陞

威

塞

軍

無

改

武

定

之

說

唐

亦

無

長

州

其

置

團

練

使

說

本

遼

史

亦

後

唐

事

唐
昭
宣



ZhongYi

保
安
州
志

卷
八

雜
紀

十
八

帝
時
契

丹

入

武

新

嬀

儒

等

州

以

次

陷

没

遂

改

武

爲

歸

化

州

嬀

爲

可

汗

州

新

爲

奉

聖

州

餘

仍

舊

晉

王

存

朂

命

李

嗣

源

復

取

之

按

遼

史

本

紀

太

祖

九

年

十

一

月

攻

蔚

武

新

嬀

儒

五

州

自

代

北

踰

陰

山

盡

有

其

地

遂

改

武

州

爲

歸

化

州

嬀

州

爲

可

汗

州

太

宗

會

同

元

年

石

晉

獻

地

又

改

新

州

爲

奉

聖

州

武

州

爲

歸

化

州

地

理

志

又

以

新

武

二

州

爲

石

晉

獻

地

時

所

改

可

汗

州

則

太

祖

因

奚

王

之

舊

名

三

說

不

一

要

之

太

祖

紀

只

言

改

武

嬀

二

州

原

未

嘗

言

改

新

州

也

兩
鎭
三
關
志
云

代

湯

所

封

同

姓

子

爵

按

史

記

趙

世

家

言

襄

子

并

代

古

今

諸

注

家

俱

失

其

得

封

之

始

路

史

雖

云

湯

時

有

貸

子

相

然

作

貸

無

同

姓

說

燕
置
上
谷
郡
治

州

在

今

懷

來

境

內

按

燕

治

城

于

古

無

考

據

水

經

注

城

在

今

萬

全

漢
羮
頡
侯
都

潘

縣

在

今

懷

來

城

內

上

谷

屬

縣

泉

上

軍

都

並

在

今

懷

來

境

內

按

水

經

注

潘

縣

在

縣

之

西

南

境

上

不

在

城

泉

上

無

考

據

宣

鎭

志

阪

泉

之

上

說

則

在

今

保

安

州

又

據

水

經

注

軍

都

在

居

庸

關

漢
幽
州
部
屬

縣

如

沮

陽

軍

都

劬

瞀

鹿

茹

下

洛

等

縣

地

龍

門

之

土

壤

在

焉

按

沮

陽

在

今

延

慶

軍

都

在

居

庸

關

南

劬

瞀

在

廣

昌

東

茹

縣

在

雞

鳴

山

西

十

里

下

洛

在

雞

鳴

山

西

南

三

十

里

鹿

爲

今

保

安

州

漢
潘
縣
爲
廣

縣
按

潘

縣

今

保

安

懷

來

境

廣

縣

在

今

萬

全

漢
以
涿
鹿
縣
屬

郡
按

漢

書

涿

鹿

縣

屬

上

谷

郡

晉
廢
潘

軍
都
爲
鎭
按

晉

地

理

志

廣

郡

三

縣

其

次

曰

潘

燕

國

十

縣

其

四

曰

軍

都

晉
置
廣

郡
時
西

屬
廣

按

西

爲

代

郡

之

陽

原

桑

乾

東

安

陽

及

上

谷

郡

之

昌

平

縣

地

晉

昌

平

縣

仍

上

谷

其

三

縣

已

不

可

考

據

晉

代

郡

領

縣

四

代

廣

昌

平

舒

富

城

三

縣

近

代

其

併

省

入

代

可

知

廣

郡

則

今

宣

萬

等

縣

也

拓
拔
魏
時
縣

名

有

更

易

者

沮

陽

軍

都

如

故

按

此

卽

宣

鎭

志

改

下

洛

曰

文

德

陽

原

曰

長

餘

仍

舊

之

意

據

魏

地

形

志

燕

郡

有

軍

都

而

無

沮

陽

故

畿

輔

通

志

謂

後

漢

廢

沮

陽

改

長

說

無

考

改

文

德

遼

史

誤

後
魏
置
懷
荒
禦
彞
二
鎭
按其

說

似

元

魏

惟

置

二

鎭

不

置

州

郡

矣

今

第

卽

二

鎭

言

之

考

魏

世

祖

置

六

鎭

資

治

通

鑑

謂

在

恒

燕

朔

三

州



ZhongYi

保
安
州
志

卷
八

雜
紀

十
九

塞

下

則

口

外

也

卽

如

禦

彝

水

經

注

謂

濡

水

所

自

出

水

出

塞

北

卽

今

灤

河

則

禦

夷

鎭

在

塞

外

懷

荒

鎭

從

可

知

矣

後
魏
世
宗
詔

源

懷

巡

撫

北

邊

六

鎭

燕

恒

朔

三

州

事

注

云

時

上

谷

稱

北

燕

州

按

本

傳

源

作

巡

行

志

改

行

爲

撫

誤

也

又

魏

地

形

志

有

燕

州

東

燕

州

無

北

燕

州

據

隋

書

則

北

燕

州

置

自

北

齊

元

魏

時

並

無

此

稱

云

又
云
隋

爲

涿

鹿

郡

按

隋

地

理

志

無

涿

鹿

郡

又
云
隋

省

北

燕

州

屬

涿

郡

時

西

地

屬

涿

唐

武

州

卽

今

宣

府

時

西

地

在

武

州

契

丹

改

武

州

爲

歸

化

州

時

西

地

屬

歸

化

按

西

地

隋

屬

靈

邱

唐

因

之

遼

爲

順

聖

三

說

並

無

考

又
云
唐

武

宗

會

昌

間

改

新

州

爲

武

定

州

按

此

因

宣

鎭

志

說

而

加

誤

者

也

鎭

志

雖

誤

遼

置

爲

唐

置

其

說

猶

謂

置

武

定

軍

于

新

州

未

嘗

廢

新

州

也

此

云

改

州

爲

軍

則

并

新

州

廢

矣

又
云
金

德

興

府

領

縣

五

德

興

嬀

州

儒

山

望

雲

礬

山

按

金

史

德

興

府

縣

六

德

興

嬀

州

縉

山

望

雲

礬

山

龍

門

州

志

本

宣

鎭

志

說

脫

去

鎭

志

割

宣

德

之

龍

門

縣

屬

八

字

故

止

於

五

縣

又

金

作

縉

山

鎭

志

改

儒

山

謂

更

儒

州

名

不

知

何

據

水
經
注
一
涿

水

自

涿

鹿

東

注

濕

水

濕

水

東

南

逕

廣

陽

郡

與

郡

分

水

漢

高

祖

六

年

分

燕

置

涿

郡

涿

之

爲

名

當

受

涿

水

通

稱

矣

故

郡

縣

氏

之

但

物

理

潛

通

所

在

分

發

故

在

上

谷

爲

耶

水

水
經
注
二
平

舒

城

東

九

十

里

有

廣

平

城

疑

是

城

也

尋

其

名

狀

忖

理

爲

非

又

西

逕

王

莽

城

南

又

西

到

剌

山

水

注

之

水

出

到

剌

山

西

山

甚

層

峻

未

有

升

其

嶺

者

魏

土

地

記

曰

代

城

東

五

十

里

有

到

剌

山

山

上

有

佳

大

黃

也

其

水

北

流

逕

一

故

亭

東

城

北

有

石

人

故

世

謂

之

石

人

城

西

北

注

連

水

又

北

逕

當

城

縣

故

城

西

高

祖

十

二

年

周

勃

定

代

斬

陳

豨

于

當

城

卽

此

處

也

應

邵

曰

當

桓

都

山

作

城

故

曰

當

城

也

又

逕

故

代

東

而

西

北

流

注

祁

水

祁

水

西

有

隨

山

山

上

有

神

廟

謂

之

女

郎

祠

方

俗

所

祠

也

祁

水

又

北

逕

桑

乾

故

城

東

而

北

流

注

于

濕

水

地

理

志

曰

祁

水

出

平

舒

縣

北

至

桑

乾

入

濕

是

也

濕

水

東

北

逕

石

山

水

口

水

出

南

山

北

流

逕

空

侯

城

東

魏

土

地

記

曰

代

城

東

北

九

十

里

有

空

侯

城

也

其

水

又

東

北

流

注

濕

水

濕

水

又

東

逕

潘

城

縣

北

東

令

協

陽

關

水

出

協

谿

魏

土

地

記

曰

下

洛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有

協

陽

關

關

道

西

通

代

郡

其

水

東

北

流

歴

笄

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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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紀

二
十

闞

駰

□

笄

頭

山

在

潘

城

南

卽

是

山

也

又

北

逕

潘

縣

故

城

左

會

潘

泉

故

瀆

瀆

舊

上

承

潘

泉

于

潘

城

中

或

云

舜

所

都

也

魏

土

地

記

曰

下

洛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有

潘

城

城

西

北

三

里

有

歴

山

山

上

有

虞

舜

廟

十

三

州

記

曰

廣

平

城

東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有

潘

縣

地

理

志

曰

王

莽

更

名

樹

武

其

泉

從

廣

十

數

步

東

出

城

注

協

陽

關

水

雨

盛

則

通

注

陽

旱

則

不

流

惟

洴

泉

而

已

關

水

又

東

北

流

注

于

濕

水

又

東

逕

雍

洛

城

南

魏

土

地

記

曰

下

洛

城

西

西

二

十

里

有

雍

洛

城

桑

乾

水

在

城

南

東

流

者

也

濕

水

又

東

逕

下

洛

縣

故

城

南

王

莽

之

下

忠

也

魏

燕

州

廣

縣

廣

郡

治

魏

土

地

記

曰

去

平

城

五

十

里

城

南

二

百

步

有

堯

廟

濕

水

又

東

逕

高

邑

亭

北

又

東

逕

三

台

北

濕

水

又

東

逕

無

鄕

城

北

地

理

風

俗

記

曰

燕

語

呼

亡

爲

無

今

改

宜

鄉

也

濕

水

又

東

逕

温

泉

水

注

之

水

上

承

温

泉

于

橋

山

下

魏

土

地

記

曰

下

洛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有

橋

山

下

有

温

泉

泉

上

有

祭

堂

雕

檐

華

宇

浦

上

石

池

吐

泉

湯

湯

其

下

炎

凉

代

序

是

水

灼

無

改

能

治

百

疾

是

使

赴

者

若

流

池

水

北

流

入

于

濕

水

水
經
注
三
濕

水

又

東

左

得

于

延

水

口

水

出

塞

外

子

鎭

西

長

川

城

南

小

山

山

海

經

曰

梁

渠

之

山

無

草

木

多

金

玉

修

水

出

焉

東

南

流

逕

且

如

縣

故

城

南

應

劭

當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有

旦

如

城

故

縣

也

水
經
注
四
魏

土

地

記

曰

下

洛

西

北

百

三

十

里

有

大

城

于

延

水

又

東

南

逕

茹

縣

故

城

北

王

莽

之

穀

武

也

世

謂

之

如

口

城

魏

土

地

記

曰

城

在

雞

鳴

山

西

十

里

南

通

大

道

西

達

川

于

延

又

東

南

逕

鳴

雞

山

西

魏

土

地

記

曰

下

洛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有

延

河

東

北

有

鳴

雞

山

史

記

趙

襄

子

殺

代

王

于

夏

屋

而

并

其

土

襄

子

迎

其

姊

于

代

其

姊

代

之

夫

人

也

至

此

曰

代

巳

亡

矣

吾

將

何

歸

乎

遂

磨

笄

于

山

而

自

殺

代

人

憐

之

爲

立

祠

焉

因

名

其

山

爲

磨

笄

山

每

夜

有

野

雞

羣

鳴

于

祠

屋

上

故

亦

謂

之

爲

鳴

雞

山

魏

土

地

記

曰

代

城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有

馬

頭

山

其

側

有

鍾

乳

穴

趙

襄

子

旣

害

代

王

迎

姊

姊

代

夫

人

夫

人

以

弟

慢

夫

非

仁

也

以

夫

怨

弟

非

義

也

磨

笄

自

刺

而

死

使

者

自

殺

民

憐

之

爲

立

神

屋

于

山

側

因

名

之

爲

磨

笄

山

未

詳

孰

是

于

延

水

又

南

逕

且

居

縣

故

城

南

王

莽

之

久

居

也

其

水

東

南

流

注

于

濕

水

地

理

志

曰

于

延

水

東

至

廣

入

治

非

矣

水
經
注
五
又

東

過

涿

鹿

縣

北

涿

水

出

涿

鹿

山

世

謂

之

張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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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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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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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泉

東

北

流

逕

鹿

縣

故

城

南

王

莽

所

謂

褫

陸

也

黃

帝

與

蚩

尤

戰

于

鹿

之

野

留

其

民

于

涿

鹿

之

河

卽

于

是

處

也

其

水

又

東

北

與

阪

泉

合

其

水

導

源

縣

之

東

泉

魏

土

地

記

曰

下

洛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有

涿

鹿

城

城

東

一

里

有

阪

泉

泉

上

有

黃

帝

祠

晉

太

康

地

里

記

曰

阪

泉

亦

地

名

也

泉

上

東

北

流

與

尤

泉

會

水

出

尤

城

城

無

南

面

魏

土

地

記

稱

鹿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有

尤

城

泉

水

淵

而

不

流

霖

□

並

則

流

注

阪

泉

亂

流

東

北

入

涿

水

水

又

東

逕

平

原

郡

南

魏

徙

平

原

之

民

置

此

故

立

僑

郡

以

統

流

離

水

又

東

北

逕

祚

亭

北

而

東

北

入

濕

水

亦

云

水

枝

分

入

匈

奴

者

謂

之

耶

地

理

潛

顯

難

以

究

昭

非

所

知

也

水

經
注
六
闞

駰

曰

鹿

東

北

至

谷

城

六

十

里

魏

土

地

記

曰

城

北

有

淸

水

西

流

也

其

水

又

屈

逕

其

城

西

南

注

于

濕

水

濕

水

南

至

馬

逕

山

謂

落

馬

河

水
經
注
七
竹

書

紀

年

曰

燕

人

伐

趙

圍

濁

鹿

趙

靈

王

及

代

人

救

濁

鹿

敗

燕

師

于

勺

梁

者

也

今

廣

昌

東

嶺

之

東

有

山

俗

名

之

曰

鹿

羅

地

地

不

遠

士

勢

相

鄰

以

此

推

之

或

近

是

矣

所

未

詳

也

後
魏
平
文
皇
后
姓

王

氏

廣

人

年

十

三

因

事

入

官

得

幸

于

平

文

生

昭

成

帝

平

文

崩

昭

成

在

襁

褓

有

欲

害

皇

子

者

后

匿

昭

成

于

袴

中

咒

曰

若

天

祚

未

終

汝

便

無

聲

遂

不

啼

得

免

于

難

昭

成

欲

定

鼎

于

漯

源

川

后

止

之

興

復

大

業

后

之

力

也

崩

葬

雲

中

配

享

太

廟

徐
位
山
兩
戒
考
戰

國

時

燕

築

長

城

□

造

陽

至

襄

平

置

上

谷

郡

甘

羅

列

傳

曰

趙

攻

燕

得

上

谷

三

十

城

是

也

秦

滅

燕

仍

爲

上

谷

漢

因

之

屬

幽

州

治

沮

陽

縣

後

周

時

於

漢

上

谷

郡

潘

縣

置

懷

戎

縣

北

齊

省

沮

陽

入

焉

隋

屬

燕

州

後

爲

高

開

道

所

據

唐

武

德

七

年

平

之

置

北

燕

州

貞

觀

八

年

改

爲

嬀

州

嬀

州

郡

括

地

志

上

谷

故

城

在

嬀

州

懷

戎

縣

東

北

百

一

十

里

今

宣

府

城

東

南

懷

來

衞

是

也

隋

上

谷

郡

本

易

州

漢

鹿

故

安

縣

地

唐

爲

易

州

上

谷

郡

是

也

阪
泉
氏

周

書

史

記

解

武

不

止

者

亡

昔

阪

泉

氏

用

兵

無

已

誅

戰

無

休

并

兼

無

親

文

無

所

立

智

士

寒

心

徙

居

于

濁

鹿

諸

侯

畔

之

阪

泉

以

亡

註

濁

鹿

西

戎

地

名

徙

居

失

處

故

亡

王

會

解

濁

鹿

以

卬

卬

距

虛

善

走

也

嘗

麥

解

昔

天

之

初

口

作

二

后

乃

設

建

典

命

赤

帝

分

正

二

卿

命

尤

字

于

小

顥

以

臨

四

方

尤

乃

逐

帝

爭

于

鹿

之

河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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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安
州
志

卷
八

雜
紀

二
十
二

隅

無

遺

赤

帝

大

懾

乃

說

黃

帝

執

蚩

尤

殺

之

于

中

冀

名

之

曰

絶

轡

之

野

乃

命

少

昊

淸

司

馬

鳥

師

以

正

五

帝

之

官

至

于

今

不

亂

蚩
尤
山

海

經

大

荒

北

經

曰

係

昆

之

山

有

其

工

之

臺

射

者

不

敢

北

鄉

有

人

衣

靑

衣

曰

黃

帝

女

魃

蚩

尤

作

兵

伐

黃

帝

黃

帝

乃

令

應

龍

攻

之

冀

州

之

野

應

龍

畜

水

蚩

尤

請

風

伯

兩

師

縱

大

風

雨

黃

帝

乃

下

天

女

曰

魃

雨

止

逐

殺

蚩

尤

魃

不

得

復

上

所

居

不

雨

叔

均

言

之

帝

後

置

之

赤

水

之

北

叔

均

乃

爲

田

祖

魃

時

亡

之

所

欲

逐

之

者

令

曰

神

北

行

先

除

水

道

决

通

溝

瀆

大

荒

□

經

有

宋

山

者

有

赤

蛇

有

木

生

山

上

名

曰

楓

木

楓

木

蚩

尤

所

棄

其

桎

梏

焦

氏

易

林

白

龍

赤

虎

戰

鬬

俱

怒

蚩

尤

敗

走

死

于

魚

口

歸

藏

啓

筮

蚩

尤

出

白

羊

水

八

肱

八

趾

疏

首

登

九

淖

以

伐

空

桑

黃

帝

殺

之

于

靑

邱

路

史

蚩

尤

傳

阪

泉

氏

蚩

尤

姜

姓

炎

帝

之

裔

也

兄

弟

八

十

人

蚩

尤

疏

首

虎

捲

八

肱

八

趾

好

兵

而

喜

亂

隳

黨

崇

讐

惽

欲

亡

厭

惟

作

五

虐

之

刑

延

于

平

民

罔

不

賊

鴟

義

姦

宄

欲

攘

矯

䖍

發

葛

盧

雝

狐

之

金

啟

九

冶

作

兵

刑

劍

撥

劍

撥

作

而

歲

之

諸

侯

相

兼

者

二

十

一

帝

榆

罔

立

諸

侯

攜

㒃

胥

伐

虐

弱

乃

分

正

二

卿

命

蚩

尤

字

于

小

顥

以

臨

而

方

司

馬

工

德

不

能

馭

蚩

尤

產

亂

出

羊

水

登

九

淖

以

伐

空

桑

逐

帝

而

居

于

濁

鹿

興

封

禪

炎

帝

乃

驅

罔

兩

興

雲

霧

祈

風

雨

以

肆

志

于

諸

侯

頓

㦸

一

怒

□

喬

亡

親

九

隅

亡

遺

文

亡

所

立

智

士

寒

心

參

盧

于

是

與

諸

侯

委

命

于

有

熊

氏

有

熊

于

是

曁

力

牧

神

皇

厲

兵

稱

旅

順

色

氣

以

振

兵

法

文

昌

而

命

將

熊

熊

貅

以

爲

前

行

鵬

鶡

雁

鸇

以

爲

旗

幟

士

旣

成

矣

逮

蚩

尤

逆

筮

之

巫

咸

曰

果

哉

而

有

咎

乃

率

風

后

鄧

伯

温

之

徒

及

又

勗

兵

鹿

之

山

三

年

九

戰

而

城

不

下

問

之

五

胥

乃

設

五

旂

五

軍

具

四

面

攻

之

三

日

而

後

得

志

傳

戰

執

尤

于

中

冀

而

誅

之

爰

謂

之

解

以

甲

兵

釋

怒

用

大

政

順

天

思

敘

紀

于

太

常

用

名

之

曰

絶

轡

之

野

身

首

異

處

以

故

後

代

聖

人

著

其

像

于

尊

彝

以

爲

貪

戒

由

其

威

械

故

貂

焉

後

有

蚩

氏

王

偉
字

士

英

攸

人

隨

父

謫

戌

宣

府

年

十

四

宣

宗

巡

幸

塞

上

獻

安

邊

頌

命

補

保

安

州

學

生

舉

正

統

元

年

進

士

由

庶

常

改

授

戸

部

主

事

英

宗

北

狩

命

行

監

察

御

史

事

集

民

壯

守

廣

平

兵

部

尙

書

于

謙

重

其

才

引

爲

職

方

司

郎

中

軍

書

塡

委

處

分

多

中

窽

嘗

上

疏

凡

事

關

機

要

請

聽

堂

上

官

而

陳

又

請

專

將

權

使

得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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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志

卷
八

雜
紀

二
十
三

斬

裨

將

以

下

爵

賞

便

宜

從

事

毋

令

中

制

帝

嘉

納

之

超

擢

兵

部

左

侍

郎

出

視

邊

小

田

兒

者

本

中

國

人

叛

出

塞

爲

邊

患

謙

屬

偉

圖

之

㑹

田

兒

隨

貢

使

入

陽

和

城

士

從

道

旁

突

出

斷

其

頭

去

使

者

不

敢

詰

後

坐

謙

黨

罷

歸

成

化

中

復

官

併
省
漢

光

武

六

年

省

四

百

餘

縣

下

洛

省

併

于

廣

當

在

此

時

府

志
後
序
吳

廷

華

葢

自

孝

昌

失

地

東

魏

及

隋

邑

多

僑

置

唐

嬀

州

以

北

亦

當

有

不

盡

復

之

漢

疆

故

都

邑

日

減

元
好
問
劉
德
柔
碑
劉

德

柔

年

甫

十

二

隨

其

人

避

兵

德

興

之

禪

房

山

旣

而

盡

室

被

俘

上

見

之

擢

爲

奉

御

後

行

尙

書

省

事

府

志

燕
然
山
三

階

志

引

職

方

地

圖

烏

桓

在

赤

城

北

五

百

餘

里

開

平

城

西

北

陰

山

東

連

狼

居

胥

又

東

燕

然

又

東

烏

桓

其

山

甚

高

東

西

千

餘

里

凡

此

亦

證

保

安

無

燕

然

山

洋
河
卽

于

延

水

修

水

北

哈

河

一

統

志

正

黃

旗

察

哈

爾

東

南

六

十

里

源

出

平

地

南

流

會

烏

爾

河

又

南

䝉

古

几

河

自

西

來

入

之

又

南

蘇

爾

扎

河

自

東

北

來

入

之

又

南

流

從

大

同

天

鎭

縣

入

邊

經

柴

溝

堡

西

北

入

懷

安

縣

界

爲

西

洋

河

卽

古

于

延

水

新
保
安
府

志

新

保

安

書

院

記

陳

世

倌

撰

保

安

舊

有

衞

學

自

改

懷

來

而

學

廢

然

學

宫

尙

存

東

有

紫

陽

書

院

木
牛
圖

李

衍

民

貧

無

牛

恐

傷

國

本

制

爲

五

樣

木

牛

曰

坐

犂

曰

推

犂

曰

擡

犂

曰

抗

活

曰

肩

犂

有

可

山

耕

者

有

可

水

耕

者

有

可

平

地

耕

者

或

用

二

人

多

則

三

人

多

者

自

舉

少

者

開

合

一

日

可

耕

三

四

畝

遂

圖

其

形

分

布

有

司

依

式

成

造

以

給

貧

民

按

此

甚

便

民

恐

難

久

耳

尹
耕
代
郡
考
葢

自

烏

桓

鮮

卑

之

雜

居

而

邊

土

漸

夷

建

安

黃

初

之

不

競

而

邊

郡

多

廢

此

論

甚

確

保
安
右
衞
考
本朝

林

盛

撰

懷

安

去

保

安

二

百

餘

里

道

里

寥

廓

又

阻

隔

宣

府

乃

懷

安

衞

城

內

舊

有

保

安

右

衞

者

何

哉

說

者

謂

懷

安

在

唐

屬

新

州

契

丹

易

新

爲

奉

聖

州

金

陞

奉

聖

爲

德

與

府

元

仍

爲

奉

聖

至

順

帝

以

地

震

改

奉

聖

保

安

州

是

保

安

州

與

懷

安

原

爲

一

州

故

懷

安

論

明

之

中

葉

宣

府

分

五

路

嘉

靖

末

以

張

家

口

左

衞

右

衞

膳

房

新

河

口

分

屬

上

西

路

以

洗

馬

嶺

柴

溝

堡

西

洋

河

與

懷

安

屬

下

西

路

今

改

縣

則

以

洗

馬

嶺

歸

萬

全

而

左

衞

歸

懷

於

廢

州

十

三

年

復

置

保

安

州

又

置

保

安

右

衞

其

右

衞

初

治

於

順

聖

東

城

維

時

州

縣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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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雜
紀

二
十
四

後

人

民

鮮

少

各

衞

皆

抽

內

地

餘

丁

實

之

而

保

安

右

衞

則

調

天

策

右

衞

充

二

十

年

以

懷

安

與

東

城

隣

近

又

徙

保

安

右

衞

於

懷

安

衞

城

其

指

揮

同

知

僉

事

經

歴

鎭

撫

正

副

千

戸

實

授

百

戸

試

百

戸

總

旗

小

旗

令

史

典

史

司

吏

驛

吏

數

雖

減

於

懷

安

制

則

與

懷

安

等

葢

懷

安

乃

其

正

衞

而

保

安

右

衞

則

附

入

焉

者

又

攷

其

公

署

在

今

縣

城

北

與

懷

安

各

司

錢

糧

但

錢

糧

無

多

溯

其

屬

堡

懷

安

則

左

所

屯

堡

四

右

所

屯

堡

五

中

所

屯

堡

七

前

所

屯

堡

□

後

所

屯

堡

亦

八

合

凡

三

十

有

二

而

保

安

右

衞

只

柳

河

莊

水

閘

屯

雙

屯

兒

向

陽

村

新

庄

兒

西

灣

庄

六

處

歴

百

餘

年

乃

歸

并

懷

安

一

衞

而

保

安

右

衞

裁

按

此

則

懷

安

與

保

安

原

爲

一

州

第

就

未

置

衞

時

而

言

若

明

時

設

衞

原

委

先

後

分

合

正

自

又

不

當

徒

以

金

元

舊

爲

憑

也

王
隲
字

人

岳

山

東

福

山

人

順

治

乙

未

進

士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任

分

守

口

北

道

府

城

民

房

向

無

徵

輸

年

久

多

壞

者

遂

就

屋

基

闢

爲

菜

圃

以

給

朝

夕

郡

人

多

賴

之

有

保

安

旗

人

衡

庄

頭

謀

攘

之

遂

以

奸

民

盗

種

報

部

參

奏

上

以

包

衣

官

多

䕶

庇

庄

頭

特

交

戸

部

遣

郎

中

愛

庸

員

外

郎

穆

哈

同

隲

查

丈

時

郡

民

恐

失

生

計

老

幼

嚎

哭

擁

道

幾

致

不

測

隲

慰

止

之

隨

偕

部

員

公

同

查

勘

計

地

二

十

五

頃

有

奇

並

係

祖

遺

屋

基

遂

據

實

申

覆

力

辨

其

誣

部

議

園

地

仍

歸

原

主

郡

人

乃

安

未

幾

以

前

任

四

川

省

卓

異

內

召

累

官

戸

部

尙

書

崇

祀

名

宦

郡

人

至

今

頌

之

府

志

屯
政
馬
政
府

志

明

屯

田

制

曰

軍

屯

曰

民

屯

民

屯

領

之

有

司

軍

屯

領

之

衞

所

三

分

守

城

七

分

屯

種

屯

守

之

數

臨

邊

守

多

于

屯

地

僻

屯

多

于

守

東

路

馬

駝

騾

三

千

一

百

五

十

六

匹

頭

保

安

衞

地

一

在

洋

河

邊

七

十

八

頃

一

在

騸

馬

場

五

頃

美

峪

所

地

在

洋

河

北

三

十

頃

保

安

牧

地

在

城

北

周

二

十

里

明

代

官

牧

給

邊

方

民

牧

給

京

師

國

用

不

足

則

以

茶

易

馬

于

番

軍

民

屯

種

田

地

不

得

放

荒

閒

平

地

及

山

場

腹

裡

聽

其

牧

放

營

制

保

安

衞

城

保

安

州

城

改

設

操

守

西

八

里

東

八

里

良

田

屯

沙

城

增

守

防

守

保

安

州

城

內

營

房

西

北

園

地

六

畝

五

分

校

場

餘

地

八

畝

府

治

各

衞

守

備

順

治

十

年

改

各

衞

指

揮

設

把

總

烏
桓
校
尉
駐
廣

三

國

志

烏

桓

傳

廣

漢

閻

柔

少

没

烏

桓

鮮

卑

中

爲

其

種

所

歸

信

柔

乃

因

鮮

卑

衆

殺

烏

桓

校

尉

邢

舉

代

之

袁

紹

因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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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安
州
志

卷
八

雜
紀

二
十
五

以

安

北

邊

後

袁

尙

敗

奔

蹋

頓

憑

其

勢

復

圖

冀

州

會

太

祖

平

河

北

柔

帥

□

卑

烏

桓

歸

附

遂

因

以

柔

爲

校

尉

猶

持

漢

使

節

治

廣

如

舊

遼
遺
國
璽
遼

史

宋

宣

和

四

年

遼

保

大

二

年

金

天

輔

六

年

正

月

金

人

逼

行

宫

遼

主

率

衞

兵

幸

雲

中

遺

傳

國

璽

于

桑

乾

河

十

一

月

聞

金

兵

至

奉

聖

州

遂

率

衞

兵

屯

落

昆

髓

按

遼

主

幸

雲

中

□

璽

當

是

西

之

桑

乾

河

保
安
州
志
物
部
卷
二
終



ZhongYi

保
安
州
志

卷
八

物
部

二
十
六

保
安
州
志
物
部
卷
三

舊
志
序
康

熙

辛

卯

知

州

梁
永
祚

周
禮
外
史
掌
四
方
之
志
上
之
天
子
欲
以
周
知
列
國

之
盛
衰
與
民
情
所
樂
苦
是
志
之
一
書
關
乎
政
教
風

化
非
小
焉
已
也

今
上
御
極
以
來
命
廷
臣
彚
編
一
統
志
採
四
方
郡
州
縣
志

纂
輯
成
書
由
都
會
名
區
以
及
遐
陬
僻
壤
莫
不
登
諸

覽
况
保
安
州
境
雖
係
邊
方
而
實
爲

畿
輔
重
地
者
乎
考
舊
史
保
安
爲
上
谷

屬
尾
宿
分
野

其
地
即
古
之

鹿
相
傳
黃
帝
克

尤
於
此
炎
漢
以

來
守
是
邦
者
則
有
李
廣
王
覇
耿
况
諸
名
臣
而
□
邑

代
□
相
沿
不
一
元
始
有
保
安
之
名
明
廢
而
復
置
我

朝
因
之
而
州
治
始
定
大
抵
其
民
樸
而
淳
其
俗
謹
而
厚

有
燕
趙
之
慷
慨
唐
魏
之
勤
儉
非
繁
縟
夸
毗
者
可
比

余
奉

簡
命
來
牧
是
邦
上
體

聖
天
子
精
勤
之
意
下
軫
民
間
疾
苦
之
情
所
以
左
右
而
維

持
之
者
兢
兢
焉
惟
恐
其
不
至
凡
所
設
施
必
爲
之
考

厥
前
規
儀
型
先
哲
見
夫
締
造
經
營
規
模
次
第
宫
庠

倉
廩
之
設
征
徭
貢
賦
之
宜
以
及
賢
良
之
懋
著
人
文



ZhongYi

保
安
州
志

卷
八

物
部

二
十
七

之
雀
起
載
諸
舊
志
固
己
彰
彰
矣
顧
前
此
成
於
康
熙

己
酉
之
歲
距
今
四
十
有
二
年
其
間
人
物
迭
興
時
宜

遞
變
恐
久
而
㪚
軼
不
無
湮
沒
之
虞
其
何
以
繼
往
緖

詔
來
兹
且
使
我

國
家
累
葉
重
熙
之
盛
治

朝
廷
淪
肌
浹
髓
之
湥
仁
所
以
翔
洽
於
畿
甸
者
闕
焉
弗
備

稽
考
無
從
司
土
者
何
人
余
滋
懼
焉
爰
商
諸
二
廣
文

集
州
紳
士
共
分
厥
任
考
所
己
編
續
所
未
載
閱
數
月

而
書
成
計
卷
十
有
二
計
條
以
百
付
之
剞
劂
使
後
之

覽
者
盱
衡
今
古
展
卷
瞭
如
占
風
氣
之
日
上
知
政
化

之
昭
明
庶
可
告
無
罪
於
他
日
輶
軒
之
採
云
爾
是
爲

序保
安
州
志
原
序
康

熙

己

酉

知

州

甯
完
福

保
安
古

鹿
地
也
然
屬
在

畿
輔
沭
浴

盛
化
士
秀
農
敦
商
愿
工
慤
操
而
治
之
殆
若
㸃
洪
罏
呼
順

風
官
不
勞
而
民
易
治
雖
化
邑
馴
俗
何
以
加
焉
予
承

乏
兹
郡
閱
五
載
樂
其
風
土
之
淳
士
若
民
亦
安
予
之

拙
公
退
之
暇
率
二
三
友
生
登
高
山
俯
淸
泉
挹
其
淸

靈
之
氣
不
勝
有
俯
仰
上
下
之
思
間
嘗
欲
櫽
括
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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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安
州
志

卷
八

物
部

二
十
八

□
一
代
大
典
以
示
來
兹
會
學
臺
移
檄
編
志
際
車
書

玉
帛
之
盛
値
文
明
昌
熾
之
期
時
至
事
起
猗
歟
休
哉

不
佞
有
地
方
之
責
敢
不
竭
力
從
事
隨
請
紳
監
有
文

名
者
延
之
公
署
給

筆
偕
書
人
供
饌
慰
勞
兩
閱
月

而
告
厥
成
取
而
讀
之
爲
卷
有
十
爲
考
三
十
有
八
彬

彬
乎
一
郡
之
完
書
麃
麃
乎
百
年
之
曠
舉
訪
節
孝
則

廬
墓
捐
生
有
人
徵
文
獻
則
古
處
淹
博
有
人
崇
鄉
賢

則
從
祀
血
食
有
人
敦
士
行
則
返
樸
還
淳
有
人
以
至

輿
圖
疆
界
燦
若
列
眉
賦
額
戸
徭
洞
如
指
掌
往
代
之

沿
革
俱
悉
當
時
之
利

竝
陳
無
或
遺
之
幽
踪
有
必

採
之
勝
跡
昔
江
淹
云
作
志
有
三
難
若
此
博
而
能
約

識
而
能
精
直
而
能
衷
志
之
經
緯
備
是
誠
可
爲
長
吏

之
龜
鑑
士
民
之
南
車
豈
僅
備
一
方
之
乘
補
百
年
之

□
哉
雖
然
余
不
佞
近
奉

特
旨
有
潞
河
之
轉
後
乎
此
者
有
信
史
在
懷
疑
䝉
惑
一
見

了
然
不
特
乎
此
上
以
儲

乙
夜
之
覽
下
以
備
輶
軒
之
採
未
必
非
此
誌
之
所
助
也
行

將
起
春
色
於
邊
陲
勵
風
教
於
中
土
其
於
政
治
詎
無

小
補
云

保
安
州
志
原
序
康

熙

己

酉

知

府

朱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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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我

國
家
聲
教
覃
敷
遐
陬
向
化

定
鼎
以
來

詔
修
天
下
志
於
十
五
國
之
中
窮
鄉
下
邑
幽
巖
邃
谷
罔
不

識
其
風
土
山
川
詳
其
民
情
物
蹟
雖
遠
在
荒
陬
瞭
若

指
掌
吾
州
屬
爲
右
翊
密
邇
郊
畿
而
郡
志
闕
如
儘
有

殘
缺
舊
本
兵
燹
之
後
漶
漫
披
靡
又
其
事
蹟
斷
自
永

樂
止
於
嘉
隆
百
年
來
革
故
鼎
新
其
間
孝
子
節
婦
嘉

猷
善
政
與
夫
陵
谷
之
變
遷
人
事
之
代
謝
待
文
人
而

傳
者
實
繁
有
徒
客
歲
州
父
母
甯
公
雅
意
修
志
愜
百

世
輿
情
敦
一
方
教
化
土
民
聞
之
喜
相
告
語
樂
觀
厥

成
而
屬
其
事
於
余
余
惟
固
陋
勉
圖
報
塞
偕
明
經
楊

于
輯
於
山
中
公
以
騶
從
致
之
公
署
時
枉
輿
乘
就
教

之
幸
有
成
書
以
無
廢
公
命
然
後

山
水
者
盡
高
深

問
風
俗
者
知
嚮
慕
徵
節
義
則
哲
懿
具
存
衡
科
目
則

文
明
方
盛
約
畧
兹
編
期
不
失
爲
畿
輔
重
典
由
是
而

廉
立
寛
敦
何
多
讓
馬
若
夫
辭
不
馴
備
理
不
該
博
義

不
貫
通
則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保
安
州
志
物
部
卷
三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