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修

武

縣

志

原
序

一

重
修
修
武
縣
志
序

邑
之
有
志
與
國
史
雖
有
繁
簡
大

小
之
殊
然
天
文
地
理
兵
農
禮
樂

官
師
人
物
之
賢
否
民
俗
士
風
之

美
惡
靡
不
畢
載
由
邑
而

而
省

國
史
取
裁
焉
以
成
一
代
掌
故
故

其
重
則
一
也
今
値
□
□
聖
代
車

書
一
統
郡
縣
莫
不
有
志
前
人
創

之
於
始
規
模
巳
具
後
來
踵
事
增

華
宜
乎
無
難
而
一
行
作
吏
往
往

因
簿
書
鞅
掌
率
因
循
不
果
歲
久

年
湮
凡
政
事
之
得
失
制
度
之
變



ZhongYi

修

武

縣

志

原
序

二

更
名
卿
碩
儒
之
芳
躅
文
人
韵
士

之
著
述
莫
從
究
其
本
末
原
委
或

傳
聞
異
辭
疑
信
相
叅
搜
羅
考
訂

頗
有
不
詳
不
備
之
憾
則
涖
兹
土

者
有
不
能
辭
其
責
焉
夫
□
□
國

家
承
□
陶
養
生
息
百
有
餘
年
風

氣
日
開
人
文
日
起
土
物
日
繁
民

俗
日
茂
雖
星
分
疆
域
無
攺
於
舊

而
其
間
賢
人
君
子
秉
道
守
節
建

功
立
名
後
先
輝
映
其
流
風
餘
韵

皆
足
以
轉
移
葊
陋
振
勵
末
習
而

不
亟
爲
表
彰
使
後
起
之
士
觀
感



ZhongYi

修

武

縣

志

原
序

三

無
自
奮
興
末
由
豈
有
心
於
風
俗

人
心
者
哉
余
承
乏
來
脩
樂
其
士

之
樸
而
民
之
淳
以
間
繙
閱
邑
志

惜
其
六
十
年
來
之
事
闕
焉
未
登

而
且
天
文
則
室
觜
莫
辯
沿
革
則

衛
魏
不
分
循
吏
無
傳
人
物
誤
載

以
及
官
師
古
蹟
陵
墓
藝
文
等

遺
編
舛
謬
不
可
枚
舉
急
思
更
訂

顧
以
不
文
又
戴
星
出
入
未
遑
撡

筆
今
年
春
同
年
友
李
花
南
適
脩

衛
郡
志
畢
遂
延
致
之
與
邑
紳
士

共
相
商
確
無
間
晨
夕
就
舊
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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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原
序

四

闕
者
增
之
誤
者
正
之
或
删
其
事

或
益
其
文
凡
三
閱
月
而
書
成
雖

不
敢
謂
可
與
國
史
相
表
裏
而
必

徵
必
信
使
古
今
盛
衰
治
亂
之
迹

因
革
損
益
之
殊
以
及
名
公
碩
士

布
衣
貞
女
之
善
政
厚
俗
潛
德
懿

行
悉
登
簡
端
犁
然
可
攷
以
偹
一

邑
之
掌
故
使
邑
之
人
士
益
有
所

觀
感
而
興
起
或
庶
幾
無
悖
作
者

之
遺
意
焉
是
爲
序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歲
在
丁
丑
孟
夏

知
縣
事
宜
興
吳
映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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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凡
例

一

重
修
修
武
縣
志
凡
例

一
修
武
舊
無
志
明
冷
令
宗
元
始
創
爲
之
繼
修
者
署

令
鄭
順
治
十
五
年
重
加
編
輯
令
志
則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邉
令
憬
所
修
也
邑
士
爲
余
言
舊
志
尚
多
皆

爲
當
時
秉
筆
者
删
去
惜
求
其
本
不
復
可
得

一
舊
志
天
文
沿
革
等
門
各
自
分
編
而
于
建
置
人
物

則
又
以

相
從
殊
失
體
裁
今
改
爲
志
表
傳
共
二

十
六
門
各
繫
以
小
序
體
例
庻
覺
畫
一

一
修
武
旣
爲
魏
地
分
野
自
當
屬
觜
參
觹
然
諸
書
皆

言
室
壁
分
野
未
便
删
去
故
列
諸
說
于
前
而
附
以

婁
辯
從
古
從
今
惟
其
是
爾

一
舊
志
沿
革
寥
寥
數
語
漢
晉
後
魏
不
詳
竝
置
山
陽

舛
訛
殊
甚
今
據
諸
史
詳
叙
原
委
于
前
列
表
于
後

觀
者
睂
目
了
然

一
户
口
田
賦
實
關
國
計
民
生

國
家
子

元
元
良
法
美
意
高
出
千
古
如
衛
地
攺
爲

縣
管
丁
銀
攤
入
地
糧
滋
生
人
口
永
不
加
賦
皆
爲

詳
書
而
附
恤
政
于
後
明
以
前
則
無
可
攷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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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凡
例

二

一
職
官
列
代
制
度
不
一
今
錄
諸
史
百
官
志
于
前
列

表
于
後
庻
覽
者
有
所
攷
焉

一
舊
志
無
名
宦
有
政
績
可
紀
者
于
職
官
名
下
附
綴

一
二
語
今
特
增
入
然
舊
志
旣
失
載
湮
沒
不
彰
者

固
巳
多
矣

一
職
官
舊
志
所
無
而
增
入
者
必
書
所
據
于
下
其
他

人
物
古
蹟
等

人
所
易
見
不
復
詳
注

一
舊
志
人
物
傳
語
□
簡
甚
至
割
裂
史
傳
訛
彼
作
此

如
元
史

魯
曾
傳
御
史
刻
中
丞
史
顯
夫
簡
傲
魯

曾
開
實
封
于
大
夫
前
曰
中
丞
素
持
重
不
能
與
人

周
旋
御
史
以
人
情
刻
之
非
公
論
由
是
皆
知
其
直

乃
舊
志
云
魯
曾
舉
進
士
授
翰
林
院
編
修

攺
監

察
御
史
刻
中
丞
史
顯
夫
簡
傲
又
刻
伯
顏
之
黨
朝

廷
肅
然
誤
以
御
史
卽
魯
曾
遂
妄
加

攺
二
字
直

謂
魯
曾
刻
顯
夫
錯
謬
如
此
豈
不
可
笑
今
據
正
史

悉
錄
本
傳
其
太
冗
者
則
稍
節
焉

一
修
武
人
物
以
韓
文
公
爲
第
一
今
倣
史
例
特
立
儒

林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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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凡
例

三

一
舊
志
止
載
韓
文
公
公
父
叔
兄
子
皆
不
爲
立
傳
今

俱
增
入

一
人
物
新
增
者
數
人
皆
據
釆
訪
公
論
不
敢
一
辭
虛美

一
文
苑
係
新
增

一
舊
志
有
隱

夫
隱

者
韜
光
歛
影

徵
辟
頻
加

匿
焉
不
出
諸
君
或
名
列
成
均
或
巳
攷
職
特
未
仕

耳
未
可
云
隱

故
删
去
此
門
諸
君
則
分
列
于
文

苑
孝
義
各
門
下

一
人
物
現
在
者
雖
名
公
鉅
卿
皆
不
載
不
特
恐
阿
私

所
好
且
人
須
葢
棺
論
定
也
惟
節
孝
巳
旌
表
者
例

得
書

一
列
女
巳
旌
表
及
年
例
符
者
例
得
登
載
其
有
年
分

無
攷
不
應
槪
書
然
係
釆
訪
公
舉
不
敢
妄
爲
去
取

故
附
見
于
後
亦
君
子
善
善
欲
長
之
意
耳

一
藝
文
必
于
邑
有
關
者
方
載
其
他
雖
鴻
篇
鉅
製
不

敢
妄
登
以
蹈
文

之
誚

一
舊
志
藝
文
內
有
字
句
不
可
解
者
疑
有
脫
簡
錯
字

旣
無
本
人
文
集
可
對
又
不
敢
妄
爲
删
改
惟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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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凡
例

四

無
疑
者
爲
較
正
一
二
其
餘
不
得
不
仍
其
舊

一
雜
識
係
新
增

一
是
役
也
廹
于
時
日
又
無
群
書
以
資
攷
訂
徵
引
遺

漏
舛
訛
恐
所
不
免
惟
是
闕
者
增
之
謬
者
正
之
陋

者
文
之
疑
者
辯
之
頗
有
苦
心
閱
者
鑒
之
可
爾

嘉
禾
李
謨
詅
癡
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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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序

一

修
修
武
縣
志
序

歲
乙
酉
余
奉

命
來
修
拜
篆
之
餘
輙
披
閲
邑
乘
知

志
修
於
康
熈
三

十
四
年
世
遠
年
湮
幾
多
淪
佚
迄

今
上
御
宇
之
二
十
二
年
前
令
津
門
吳
公
慨
念
前

力

肩
斯
任
與
邑
中
紳
士
商
確
而
重
輯
之
分
門
別

次
序
梨
然
俾
數
十
年
來
規
制
之
沿
革
賦
額
之
增

减
山
川
之
形
勝
以
及
學
校
人
文
義
夫
貞
婦
炳
炳

朗
朗
固
巳
按
册
可
稽
燎
如
指
掌
惟
是
檢
閲
梨
棗

缺
而
不
全
且
前
此
校
勘
未
詳
字
多
魯
魚
必
至
久

焉
莫
辨
余
急
圖

輯
之
而
薄
書
碌
碌
未
有
睱
也

越
數
月
奉

憲
議
修
豫
中
通
誌
檄
取
縣
志
以
供
採
擇
計
邑
志
自

丁
丑
迄
今
又
經
八
載
其
間
政
務
逓
更
人
物
迭
起

種
種
事
實
筆
不
勝
書
况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邑
遭
水

患
我

皇
上
軫
念
民
艱

賜
金
賜
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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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序

二

鴻
恩
浩
蕩
實
千
古
未
有
之
曠
典
尤
宜
敬
謹
編
入
以
昭

一
邑
信
史
今
逢

大
憲
宏
開
省
舘
雅
意
修
明
則
斯
志
也
將
以
統
入
全

書
永

掌
故
烏
容
因
其
闕
畧
置
焉
勿
道
哉
爰
薄

捐
亷
俸
召
前
董
事
者
卽
此
新
書
重
加
考
訂
凡
邇

年
來
邑
之
人
士
沐
浴

皇
恩
飮
和
食
德
以
及
職
官
選
舉
孝
義
節
烈
諸
欵
按
年

增

疑
者
詳
之
訛
者
正
之

門

體
裁
悉
仍
其

而
修
殘

缺
校
勘
維
詳
袛
期
葑
菲
之
採
上
偹

憲
裁
卽
前
令
修
志
苦
心
不
致
功

一
簣
是
亦
繼
斯

土
者
之
責
也
書
旣
上
因
筆
以
紀
之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歲
在
丙
戍
仲
春
月
知
縣
事
廣
川

戈
雲
錦
書
於
官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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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序

一

重
修
修
武
縣
志
序

修
之
有
志
未
詳
所
自
昉
据
前
邉
令
弁
言
曾
載
修
於

康
熙
乙
亥
之
歲
距
今
葢
花
甲
一
週
矣
以
今
視
昔

山
川
猶
是
風
物
猶
是
而
此
六
十
年
中
沿
革
之
異
制

增
减
之
異
額
與
夫
禮
俗
奢
儉
之
殊
尚
人
材
賢
畯
節

義
之
特
出
其
乘
時
通
變
良
有
非
嚮
昔
所
可
同
日
語

者
矧
我

皇
朝
聖
聖
相
承
深
仁
厚
澤
涵
濡
百
有
餘
年
修
邑
瀕
處

黄
北
宻
邇
畿
輔
德
敎
所
敷
沾
被
最
先
故
其
井
疆
沃

衍
河
渠
整
秩
絃
誦
遍
乎
黨
塾
撡
修
奮
乎
編
氓
一
切

政
紀
文
物
類
足
以
備
攷
䆒
而
資
持
循
烏
容
略
焉
弗

詳
耶
且
夫
志
中
之
體
例
有
通
及
者
有
專
属
者
如
賑

貸
贍
恤

舉
旌
掦
諸
渥
典
或
通
乎
一
郡
或
通
乎
一

省
邑
特
隅
舉
而
一
時
治
理
亦
攸
著
焉
若
夫
維
地
有

靈
挺
生
人
傑
則
名
賢
里
居
桑
梓
增
榮
雖
輔

繡
錯

之
區
彼
此
不
能
相
借
吾
豫
夙
爲
文
章
理
學
淵
藪
而

紹
絕
學
衍
道
脈
實
維
洛
陽
二
程
夫
子
千
古
之
言
道

學
者
莫
尚
焉
起
八
代
覺
中
天
寔
維
昌
黎
韓
公
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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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原
序

二

之
言
古
文
者
莫
尚
焉
修
雖
覃
懷
属
邑
不
若
洛
之
爲

王
城
帝
都
而
地
以
人
重
得
韓
公
而
益
彰
間
讀
舊
唐

書
公
本
傳
云
昌

人
新
唐
書
則
誤
云
鄧
州
南
陽
人

按
唐
懷
孟
二
州
皆
春
秋
南
陽
地
卽
左
傳
所
謂
晉
啓

南
陽
者
也
漢
隋
皆
属
河
內
郡
與
鄧
之
南
陽
無
干
又

唐
始
以
孟
州

河
南
府
繼
復
以
河
南
四
縣
入
河
陽

三
城
使
其
後
復
攺
爲
孟
州
公
每
自
言
歸
河
陽
省
墳

墓
張
籍
祭
公
詩
亦
云
舊
塋
盟
津
北
修
故
與
孟
同
壤

河
陽
城
故
蹟
在
焉
此
宜
覈
辨
以
詔
將
來
而
舊
似
未

加
深
攷
則
其
他
之
畧
焉
弗
詳
者
又
烏
能
概
其
必
無

也
耶
夫
卽
蕞
爾
弹
丸
亦
旣
時
有
宜
詳
之
事
地
有
待

詳
之
人
則
編
纂
叠
績
宜
有
其
舉
之
罔
或
廢
者
而
顧

遲
久
罕
聞
何
也
葢
邑
之
衆
務
惟
令
長
是
賴
非
其
人

之
志
不
役
於
徵
文
考
献
卽
其
力
之
局
於
筐
篚
繭
絲

欲
其
覃
思
簡
帙
條
次
部
區
蔚
然
成
書
宜
其
難
也
邑

侯

吳
君
以
江
左
偉
英
膺

特
簡
來
豫
試
宰
花
縣
不
數
月
間
百
廢
具
舉
爰
以
公
餘

從
事
修
輯
舉
六
十
年
中
之
政
紀
文
物
覼
縷
分
明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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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原
序

三

前
乙
亥
載
修
之
志
有
倍
該
焉
者
則

侯
之
才
猷
過

人
豈
可
以
道
里
較
哉
震

於
著
述
之
林
未
窺

穾
辱

侯
葑
釆
獲
與
襄
事
之
列
有
厚
幸
焉
因
不
辭
固
陋
而

序
之
如
此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歲
在
丁
丑
孟
夏
修
武
學
博
弋
陽
黄

汝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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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武

縣

志

原
序

四

修
武
縣
志
原
序

邑
之
有
志
也
猶
國
之
有
史
志
葢
綦
重
哉
然
而
難
言

之
矣
好
廣
收
者
或
失
之
濫
務
約
取
者
又
失
之
遺
文

□
乎
質
則
繡
繪
纂
組
旣
無
以
存
信
有
質
無
文
則
朴

僿
鄙
俚
又
難
以
行
遠
甚
矣
志
之
難
也
修
舊
有
志
自

盛
朝
順
治
十
五
年
重
爲
修
輯
舛
訛
者
皆
巳
攺
正
失
倫

者
皆
巳
叙
秩
繁
蕪
者
皆
巳
刪
除
遺
畧
者
皆
巳
增
入

固
足
以
表
彰
往
跡
而
昭
示
來
兹
矣
但
由
己
亥
以
迄

今
閱
三
十
餘
年
所
無
論
剞
劂
漫
漶
刓
不
可
讀
而
歲

叙
逓
遷
升
降
非
一
户
口
田
賦
之
豐
耗
人
物
風
俗
之

盛
衰
以
及
官
師
科
目
沿
革
興
除
之
迭

時
事
日
增

而
載
籍
多
缺
後
有
作
者
將
誰
前
聞
此
前
撫
都
憲

有
檄
命
修
輯
之
舉
憬
癸
酉
之
夏
承
乏
是
邑
而
此
志

於
辛
未
春
業
巳
脫
稿
繕
寫
成
書
矣
其
間
有
無
挂
漏

是
否
正
僞
受
事
旣
淺
稿
復
上
呈
無
從
而
叅
稽
之
也

未
及
鏤
板
會

公
遷
去
今
大
中
丞
顧
以

聖
天
子
聲
敎
四
訖
海
隅
日
出
罔
不
率
俾
將
大
車
書
一

統
之
盛
纂
輯
統
志
備
爲
一
代
成
書
檄

原
稿
諄
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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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

五

以
博
洽
典
核
汰
繁
文
陋
是
命
憬
遵
奉
唯
謹
隨
子
是

年
春
延
修
人
士
明
經
范
子

蔣
子
垣
校
讐
而
釐
訂

之
斟
酌
損
益
編
次
成
帙
用
登
梨
棗
憬
終
以
受
事
日

淺
告
竣
期
廹
見
聞
未
廣
蒐
羅
未
備
不
無
遺
憾
也
雖

然
河
山
不
殊
風
土
如
故
因
文
喻
化
存
乎
其
人
語
曰

鑒
於
水
者
正
其
貌
鑒
於
志
者
廸
其
行
使
産
斯
土
者

而
觀
志
女
惕
雞
鳴
士
兢
昧
旦
勤
式
榖
以
訓
子
急
賦

稅
以
供
上
同
心
協
力
祛
澆
還
淳
則
力
田
孝
悌
之
風

行
而
比
户
可
封
矣
吏
斯
土
者
而
觀
志
覽
土
宇
之
廣

狹
當
思
何
以
經
理
之
覽
户
口
之
多
寡
當
思
何
以
休

養
之
覽
學
校
人
物
之
隆
替
當
思
何
以
振
興
而
風
勵

之
別
險
易
酌
經
緯
因
人
情
時
勢
而
利
濟
之
邑
乗
具

在
今
古
同
揆
不
可
以
觀
感
而
有
得
乎
顧

兩
公
之

加
意
於
志
也
葢
亦
以
前
事
之
不
忘
後
事
之
師
豈
徒

侈
記
載
餙
觀
美
存
文
獻
於
旣
往
俟
史
徵
於
將
來
也

哉
憬

有
志
而
未
逮
也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歲
在
乙
亥
孟
夏
知
縣
事
瀛
海
邉
憬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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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一

修
姓
氏

總
裁兵

部
右
侍
郞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廵
撫
河
南
等
處
地
方
兼
提
督
銜

節
制
全
省
軍
務
駐
防
滿
洲
營
官
兵
兼
理
河
道
加
五
級
紀
録
十
次

堂

正紅

□□

璞菴

丁丑

容齋

正紅

舉人

謙之

江
山
陰
籍

湖
南
靖
州

保舉

魯存

丙辰

靜齋

鑲白

舉
人

正白

蔭南

戊辰

正藍

監生

纂
修

海文

貢生

校
閲

愼齋

王子

副傍歲貢

亭

天
大
興
籍

浙
江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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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二

儒
學
敎
諭
候

知
縣

黃
汝
震

舉人

訓
導

李

辰

歲貢

協
修

㧞
貢
候

敎
諭

姜
元
吉

採
訪

進
士
南
陽
府
敎
授

王
彭
會

㧞
貢

成

淸

歲
貢
新
野
縣
訓
導

馬

元

歲
貢
南
召
縣
訓
導

范

頴

歲
貢

薛
大
範

歲
貢

李

璧

廪
生

王
夢
蛟

廪
生

金

峩

監
生

路
天
錫

正
字

增
生

范

元

生
員

趙

甡

生
員

范
英
敏



ZhongYi

修

武

縣

志

姓
氏

三

監
生

范
先
志

督
梓

監
生

范
源
貴

監
生

趙
體
復

分
理

生
員

成
奕
錩

梁
廷
機

姜
信
期

詹
世
埾

邱
壯
鰲

楊
希
賢

張

遇

李

瑤

范
鵬
舉

王
又
元

監
生

王
士
元

張
汝
菐

趙
壽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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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范
殿
詔

馬

符

武

全

謄
録
書
吏

楊

璽

徐
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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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

修
武
縣
志
目
錄

卷
首圖

卷
一
志

星
野
圖

附

卷
二
志

疆
域
形

勝

鄕

鎭

附

城
池
街

巷

坊

表

附

卷
三
志

公
署

學
校

卷
四
志

賦
役
恤

政

附

卷
五
志

兵
防

卷
六
志

山
川
橋

梁

附

古
蹟

卷
七
志

祠
祀

陵
墓

卷
八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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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目
錄

二

風
俗

物
產

卷
九
志

災
祥

卷
十
表

沿
革

卷
十
一
表

職
官

卷
十
二
表

舉

卷
十
三
傳

名
宦

人
物

卷
十
四
傳

儒
林

卷
十
五
傳

孝
義

文
苑

卷
十
六
傳

方
技

流
寓

卷
十
七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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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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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列
女

卷
十
八

藝
文
上

卷
十
九

藝
文
下

卷
二
十

雜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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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圖

一

修
武
縣
志
卷
首

圖
周
禮
職
方
氏
掌
天
下
圖
籍
輿
地
之
有
圖
由
來
入

矣
古
來
王
佐
名
臣
豈
能
遍
閱
海
內
然
某
處
險
要

某
處
廣
袤
某
爲
天
府
之
國
某
爲
四
戰
之
區
指
示

形
勢
歴
歴
如
目
睹
良
以
有
圖
可
按
也
故
漢
祖
入

關
蕭
何
先
收
秦
籍
由
是
周
知
阨
塞
强
弱
之
處
修

雖
彈
丸
黑
子
南
控
大
河
北
跨
太
行
實
爲
三
晉

両

河

之

咽

㗋

舊

圖

歴

久

糢

糊

今

加

較

正

使

善

繪

者

束

諸

片

楮

庻

幾

採

風

君

子

按

籍

披

覽

瞭

若

指

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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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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