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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仁

攻

寳

炬

南

汾

州

己

卯

拔

之

大

統

三

年

右

軍

大

都

督

賀

拔

勝

攻

尅

河

東

略

定

汾

絳

汾

州

之

北

離

石

以

南

悉

遭

抄

掠

居

人

阻

斷

河

路

周

勳

州

刺

史

韋

孝

寬

深

患

之

而

地

入

於

齊

無

方

誅

剪

欲

當

其

要

處

置

一

大

城

恭

帝

二

年

乃

於

河

西

徵

役

徒

十

萬

甲

士

百

人

遣

開

府

姚

岳

監

築

之

岳

以

兵

少

爲

難

孝

寬

曰

計

成

此

城

十

日

即

畢

旣

去

晋

州

四

十

餘

里

一

日

創

手

二

日

僞

州

始

知

設

令

晋

州

徵

兵

二

日

方

集

謀

議

之

間

自

稽

三

日

計

其

軍

行

二

日

到

我

之

城

隍

足

得

辦

矣

乃

令

築

之

齊

人

果

至

南

道

疑

有

大

軍

仍

停

留

不

進

其

夜

又

令

汾

水

以

南

傍

介

山

稷

山

諸

村

所

在

縱

火

齊

人

謂

是

軍

營

遂

收

兵

自

固

版

築

克

就

如

其

言

周

冡

宰

宇

文

護

令

中

外

府

水

曹

參

軍

郭

榮

於

汾

州

觀

形

勢

時

汾

州

與

姚

襄

鎭

相

去

懸

遠

榮

以

爲

二

城

孤

逈

勢

不

相

救

請

於

州

鎭

之

間

更

築

一

城

以

相

控

攝

護

從

之

俄

而

齊

將

段

孝

先

攻

陷

姚

襄

汾

州

二

城

榮

所

立

者

獨

能

自

守

齊

段

孝

先

攻

汾

州

同

宇

文

護

作

浮

橋

出

兵

渡

河

與

孝

先

戰

孝

先

於

上

流

縱

大

筏

以

擊

之

護

令

榮

督

便

水

者

引

取

其

筏

以

功

授

都

督

周

天

和

六

年

北

齊

武

平

二

年

也

齊

段

韶

圍

汾

州

周

刺

史

楊

敷

固

守

韶

曰

城

三

面

重

㵎
皆

無

走

路

惟

慮

東

南

一

道

耳

精

兵

專

守

此

必

成

擒

令

壯

士

十

餘

伏

東

南

㵎
口

會

敷

粮

盡

走

伏

起

擒

之

遂

取

汾

州

大

司

馬

齊

王

憲

率

衆

出

自

龍

門

齊

將

新

蔡

王

康

德

潜

軍

霄

遁

憲

乃

渡

河

攻

其

伏

龍

等

四

城

二

日

盡

拔

之

又

攻

張

壁

克

之

斛

律

明

月

時

在

華

谷

弗

能

救

乃

北

攻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七

九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姚

襄

城

陷

汾

州

又

見

圍

日

久

憲

遣

柱

國

宇

文

盛

運

票

饋

之

憲

自

兩

乳

谷

壟

克

齊

柏

社

城

使

柱

國

譚

公

會

築

石

殿

城

以

爲

汾

州

之

援

齊

平

原

王

段

孝

先

蘭

陵

王

高

長

恭

引

兵

大

至

大

將

軍

韓

歡

爲

齊

人

所

乘

遂

退

憲

身

自

督

戰

齊

人

稍

却

會

日

暮

乃

各

收

軍

譙

王

儉

爲

行

軍

總

管

與

齊

王

憲

討

天

柱

於

河

東

破

之

斬

首

三

千

級

宣

政

元

年

九

月

汾

州

劉

受

邏

千

舉

兵

反

韶

上

柱

國

越

王

盛

爲

行

軍

元

帥

率

衆

討

平

之

唐

天

復

元

年

晋

周

德

威

李

祠

昭

取

慈

州

二

年

復

陷

德

威

復

取

之

金

興

定

三

年

遣

近

侍

局

直

長

溫

敦

百

家

奴

刑

部

侍

郞

奧

屯

故

撒

合

徙

吉

州

之

民

於

丹

州

以

避

兵

鋒

州

民

重

遷

遮

道

控

訴

百

家

奴

令

召

晋

安

兵

將

護

老

幼

以

行

衆

意

兵

至

必

見

强

乃

譟

入

州

署

殺

百

家

奴

胡

撒

合

畏

禍

狥

衆

與

會

飮

歌

樂

盡

日

衆

肩

輿

導

擁

讙

呼

拜

謝

而

去

後

治

罪

金

末

年

於

牛

心

寨

僑

治

州

吉

隰

便

宜

經

畧

使

楊

正

守

之

元

破

寨

正

闔

家

墜

崖

正

墜

河

元

己

卯

權

兵

馬

都

元

帥

之

天

祥

下

河

東

平

陽

河

中

岢

嵐

絳

石

隰

吉

崞

等

處

八

十

餘

城

己

卯

詔

石

抹

也

先

以

黑

軍

分

屯

太

原

平

陽

隰

吉

岢

嵐

諸

郡

所

將

皆

猛

士

衣

黑

爲

號

故

曰

黑

軍

庚

寅

關

中

兵

屯

吉

州

酋

領

楊

鐵

鎗

以

數

千

人

判

河

東

南

路

都

元

帥

李

守

正

出

兵

擒

之

明

崇

禎

三

年

正

月

賊

王

嘉

孕

陷

府

谷

他

賊

入

山

西

犯

吉

州

襄

陵

太

平

曲

沃

十

六

年

高

傑

渡

河

屯

紥

州

境

數

日

焚

毀

村

舍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七

十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十

二

月

闖

賊

旣

陷

西

安

分

遣

衆

履

冰

渡

河

州

遂

破

置

僞

官

屬

國

朝

順

治

元

年

十

月

大

兵

至

黑

龍

關

把

總

衞

敏

起

兵

應

之

初

十

日

破

城

僞

知

州

潜

遁

六

年

五

月

衞

敏

作

亂

八

月

陷

城

七

年

二

月

平

按

通

志

周

保

定

中

離

石

生

數

寇

汾

北

勳

州

刺

史

韋

孝

寬

於

險

要

築

城

置

兵

粮

以

遏

其

路

建

德

五

年

北

齊

武

平

七

年

十

一

月

東

伐

趙

王

招

率

兵

馬

稽

令

行

軍

總

管

韋

先

寬

圍

守

華

谷

以

接

應

之

韋

孝

寬

克

其

四

城

華

谷

在

雙

柏

朴

峪

武

平

二

年

築

同

治

五

年

捻

逆

張

總

玉

竄

入

陜

西

一

帶

山

右

戒

嚴

秋

恊

鎭

鄧

統

領

大

原

團

勇

三

百

駐

防

吉

州

河

口

十

月

平

陽

總

鎭

蔣

復

領

平

陽

營

兵

數

百

駐

紥

吉

州

城

六

年

三

月

賊

擾

龍

王

西

岸

兵

勇

齊

紥

河

口

防

守

八

月

太

原

勇

撒

回

九

月

平

陽

總

鎭

蔣

卸

任

十

月

平

垣

營

茅

津

遊

擊

谷

景

昌

領

本

營

兵

三

百

餘

衆

兼

轄

太

原

鎭

標

右

營

都

司

張

德

豹

領

本

營

兵

三

百

餘

衆

防

堵

龍

王

十

一

月

平

陽

總

鎭

陳

復

帶

元

享

利

貞

五

營

鍊

勇

分

防

吉

州

沿

河

一

帶

抵

河

數

日

聞

固

關

有

警

遂

復

領

軍

而

北

十

九

日

賊

由

陜

西

宜

川

至

龍

王

七

郞

窩

河

口

是

時

冰

橋

正

固

賊

屢

撲

渡

不

郤

遊

擊

谷

以

有

病

在

城

遂

泒

都

司

張

德

豹

千

總

郝

恭

把

總

米

輔

國

同

本

州

知

州

余

澐

等

督

率

各

營

兵

勇

日

夜

禦

賊

殺

傷

甚

多

及

二

十

二

日

早

賊

始

郤

退

六

十

餘

里

是

日

總

鎭

陳

亦

由

大

甯

將

勇

移

回

抵

河

時

賊

退

已

遠

是

夜

遂

以

新

來

勇

更

番

守

河

三

更

後

偶

不

及

備

賊

以

數

十

騎

潜

渡

冰

橋

先

將

火

藥

點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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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縣

志

卷
七

十
一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及

兵

聞

知

而

賊

勢

己

不

可

禦

矣

軍

中

潰

亂

死

者

不

可

勝

計

都

司

張

德

豹

千

總

郝

恭

把

總

米

輔

國

皆

力

戰

死

之

二

十

三

日

五

鼓

賊

遂

竄

入

吉

州

城

游

擊

谷

景

昌

及

姪

杏

林

額

外

劉

海

潮

等

俱

死

之

距

城

四

十

里

以

內

各

村

俱

被

蹂

爛

火

光

燭

天

二

十

六

日

老

湘

營

劉

精

銳

營

宋

領

軍

追

及

賊

遂

靑

石

峽

馬

皮

峪

舖

頭

峪

三

官

峪

竄

入

河

津

稷

山

太

平

襄

陵

一

帶

臘

月

初

三

日

兵

始

起

完

城

鄕

死

者

及

擄

者

共

數

千

人

焚

掠

一

空

初

六

日

有

小

股

賊

五

百

復

由

陜

西

渡

河

竄

入

州

城

初

七

日

復

由

蒲

縣

界

竄

入

平

陽

府

十

九

日

何

鳴

高

領

亨

字

營

練

勇

紥

駐

州

城

二

十

三

日

又

有

小

股

賊

數

百

由

州

南

石

泉

村

山

堠

鎭

竄

入

鄕

甯

縣

是

時

州

城

無

官

者

一

月

七

年

正

月

始

委

官

員

二

月

候

補

道

鄧

裕

生

廵

行

州

境

查

報

災

傷

復

蒙

山

西

按

察

使

陳

統

領

練

勇

紮

駐

城

中

三

月

記

名

總

鎭

彭

統

領

春

福

二

營

練

勇

駐

防

河

口

至

八

年

五

月

撒

九

管

帶

觀

益

二

營

閻

駐

防

七

郞

窩

龍

王

咸

字

營

常

泰

字

營

徐

升

字

營

怡

三

營

更

番

防

守

馮

家

集

蛤

蟆

灘

麻

子

灘

三

處

九

年

四

月

平

陽

營

都

司

德

領

大

兵

來

防

河

口

觀

益

兩

營

撒

去

九

月

升

泰

兩

營

亦

撒

留

咸

字

營

朱

熊

先

後

駐

紮

麻

子

灘

統

領

樹

字

新

軍

六

營

提

督

軍

門

節

制

晋

軍

水

陸

等

營

張

分

防

河

口

設

險

守

要

增

築

碉

墻

平

治

道

途

上

平

渡

關

下

至

蛤

蟆

灘

沿

河

岸

有

小

河

難

通

處

俱

築

橋

以

接

之

道

路

平

坦

如

砥

州

人

便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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