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一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黃
沙
漠
漠
雨
雪
霏
霏
非
邊
地
之
景
象
耶
輪
軌
輻
凑
百
貨
雲
屯
非
物
質
之

文
明
耶
西
鎬
東
洛
雖
鄰
勝
國
舊
都
漢
瓦
秦
磚
絕
少
先
朝
故
物
殘
缺
剝
蝕

文
獻
無
徵
此
考
古
者
不
禁
躊
躇
扼
腕
者
也
登
郝
中
丞
之
講
學
室
物
是
人

非
覩
李
將
軍
之
看
花
樓
垣
頽
瓦
敗
而
况
去
今
未
遠
僅
二
三
百
年
前
之
遺

跡
茲
就
見
聞
所
及
分
類
述
之
志
古
蹟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二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看
花
樓
　
　
在
東
門
外
商
戶
院
內
其
地
係
明
寧
遠
伯
李
成
梁
故
宅
樓
址

猶
存
有
石
額
尺
許
其
面
若
梅
幹
參
差

石
羊
　
　
舊
譙
樓
南
有
石
羊
二
相
傳
係
遼
東
總
兵
官
李
成
梁
祖
塋
前
之

物
今
因
廢
譙
樓
改
建
八
角
樓
將
石
羊
移
於
城
隍
廟
中

鐵
牛
　
　
在
城
內
西
北
隅
圓
通
寺
門
前
左
右
各
一
今
惟
生
鐵
二
堆
有
形

而
已

石
人
石
馬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屠
樓
子
村
相
傳
係
李
成
梁
祖
墳
前
之
物

石
貓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貓
崖
子
村
西
山
旁
柴
河
中
有
巨
石
亭
亭
獨
立

其
上
復
有
橫
石
蹲
踞
如
貓
狀
故
名
其
村
曰
貓
崖
子

將
軍
石
　
　
亦
在
貓
崖
子
村
西
巨
石
丈
餘
臥
柴
河
中
相
傳
唐
薛
仁
貴
東

征
時
飮
水
處

七
眞
洞
　
　
城
東
六
十
里
太
平
寨
山
陰
有
洞
其
洞
外
有
石
床
石
棋
盤
棋

子
洞
中
時
有
蝙
蝠
外
出
飛
翔

汎
河
洞
　
　
城
南
三
十
里
汎
河
站
村
東
汎
河
北
岸
有
小
廟
一
廟
旁
有
洞

石
棚
　
　
城
南
十
二
里
帽
峯
山
其
山
巓
之
西
面
舊
有
石
棚
後
爲
俄
人
所

毁
棚
內
並
有
石
洞

朝
陽
洞
　
　
城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催
陣
堡
村
迤
東
約
三
里
許
山
半
有
廟
廟

旁
有
石
洞
頗
深
長
其
地
有
蛇
大
二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三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古
石
佛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石
佛
寺
村
西
遼
河
旁
山
上
有
石
佛
一
尊
手

有
所
似
執
圭
璧
之
類
皆
係
以
石
爲
之
不
知
何
代
之
物
土
人
不
知
保
存

今
埋
沒
土
中
矣

古
鐵
井
　
　
大
汎
河
村
北
三
四
里
許
新
興
堡
村
南
有
古
鐵
井
一
今
猶
存

俗
名
北
古
城
子

古
祠
廟

孔
廟
　
　
在
縣
城
內
東
南
隅
儒
學
署
東
院
明
正
統
元
年
建
學
宮
於
鐵
嶺

衞
治
東
南
伊
時
但
有
學
宮
而
無
訓
導
嘉
靖
十
六
年
重
修
後
廢
淸
康
煕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許
志
進
於
此
捐
建
聖
殿
三
楹
櫺
星
門
一
楹
餘
詳
學
宮

文
昌
宮
　
　
在
孔
廟
東
院
尊
經
閣
下
今
廢

城
內
關
帝
廟
　
在
城
內
中
街
淸
康
煕
年
間
修
有
郝
公
浴
撰
文
康
煕
十
三

年
縣
令
彭
其
㑺
倡
捐
重
修
乾
隆
間
地
震
毀
之
縣
令
賽
尙
阿
防
禦
崔
守

興
等
倡
捐
修
之
增
修
後
殿
廟
門
內
並
築
有
戲
樓

西
關
關
帝
廟
　
　
在
西
關
大
街
民
國
三
年
因
奉
令
關
岳
合
祀
遂
設
關
岳

木
主
於
尊
經
閣
下
民
國
十
八
年
因
其
地
址
湫
溢
經
縣
長
黃
世
芳
將
關

岳
木
主
並
配
享
及
東
西
廡
各
木
主
均
移
於
此
關
帝
廟
中
現
稱
關
岳
廟

鄕
賢
祠
　
　
在
孔
廟
內
櫺
星
門
外
西
側

孝
子
祠
　
　
在
孔
廟
內
櫺
星
門
外
東
側

節
孝
祠
　
　
原
在
城
內
舊
典
史
署
大
門
外
迤
西
淸
雍
正
六
年
建
同
治
八

年
縣
令
福
培
倡
捐
重
修
奉
祀
旌
表
各
節
烈
婦
之
木
主
今
移
於
孔
廟
內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四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櫺
星
門
外
西
側

龍
母
廟
　
　
在
孔
廟
前
康
煕
七
年
建

火
神
廟
　
　
一
在
南
門
裡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縣
令
永
安
修

火
神
廟
　
　
一
在
西
關
前
街

山
神
廟
　
　
城
內
南
街
又
名
七
聖
祠
順
治
十
年
建

城
隍
廟
　
　
城
內
西
街
康
煕
八
年
縣
令
賈
宏
文
重
修
乾
隆
四
年
縣
令
李

君
珠
又
修
咸
豐
間
增
修
寢
宮
今
寢
宮
併
入
第
二
小
學
校

廣
嗣
庵
　
　
城
內
西
南
隅
道
光
十
六
年
縣
令
富
顯
重
修

圓
通
寺
　
　
城
內
西
北
隅
爲
境
內
最
古
之
廟
按
舊
縣
志
云
明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置
鐵
嶺
衛
有
古
刹
在
城
東
北
隅
伊
時
衛
城
在
今
縣
城
之
西
故
云

東
北
隅
也
宣
德
三
年
指
揮
使
施
興
因
舊
址
營
之
名
之
曰
圓
通
寺
天
順

六
年
重
修
有
陳
循
撰
文
文
詳
見
藝
文
志
萬
曆
二
十
三
年
寧
遠
伯
李
成

梁
重
修
淸
崇
德
八
年
賜
銀
建
碑

慈
淸
寺
　
　
在
城
東
龍
首
山
上
其
前
殿
名
三
淸
觀
東
臨
柴
河
西
瞰
市
廛

南
有
古
浮
屠
一
座
院
內
松
蔭
蒼
凉
門
外
有
石
碣
一
係
邑
貢
生
魏
燮
均

撰
並
書
碑
陰
題
有
鐵
嶺
八
景
古
塔
於
民
國
十
七
年
邑
人
重
修
在
塔
中

得
石
碑
一
今
將
石
碑
築
於
塔
東
側
石
亭
之
東
墻
中
以
期
永
遠
保
存
又

於
塔
中
得
銅
鏡
一
銅
佛
一
銅
碑
一
其
文
曰

重
修
秀
峰
寺
塔
記

秀
峯
寺
建
於
嚚
州
城
東
三
里
柴
河
之
西
龍
山
之
陽
即
今
水
潮
寺
也
原
無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五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塔
弘
治
己
酉
信
士
高
璟
建
此
塔
於
秀
峯
之
巓
爲
此
寺
狀
色
後
三
十
餘
年

璟
姪
孫
醫
官
釜
修
于
嘉
靖
甲
辰
四
十
八
年
坍
塌
日
甚
鎭
守
總
兵
寧
遠
伯

李
公
成
梁
每
于
擒
胡
拓
地
之
賜
即
動
修
寺
建
塔
之
心
故
於
萬
曆
辛
夘
令

工
師
盧
兵
李
應
時
僧
陶
法
明
法
顯
率
匠
役
殘
缺
者
補
之
原
無
者
增
之
粉

飾
修
治
雖
罄
賞
資
不
恤
也
是
此
塔
燦
然
一
新
繼
高
公
而
再
見
也
岡
因
玩

感
謹
特
發
心
功
是
助
緣
善
信
勒
之
於
碑
以
爲
後
世
記
云

萬
曆
十
九
年
六
月
吉
旦
庠
生
高
岡
書
記

其
一
銅
碑
但
刻
錄
捐
資
姓
名
茲
不
錄
現
在
銅
碑
銅
佛
銅
鏡
均
存
於
寺
之

西
廊
中

文
昌
宮
　
　
原
在
銀
岡
書
院
郝
公
祠
之
前
即
今
敎
育
局
局
長
辦
公
室
也

有
像
二
尊
現
將
其
像
移
於
孔
廟
舊
尊
經
閣
上

郝
公
祠
　
　
即
供
奉
中
山
郝
復
陽
先
生
在
今
敎
育
局
後
院
舊
爲
中
山
先

生
謫
居
時
講
學
處

祖
越
寺
　
　
在
龍
首
山
慈
淸
寺
之
北
其
門
北
向
爲
工
人
賽
會
之
地
俗
名

曰
祖
師
廟
廟
前
眺
望
風
景
極
佳

高
臺
廟
　
　
在
東
關
爲
昔
日
迎
春
之
地
雍
正
六
年
修

龍
王
廟
　
　
在
東
關
四
眼
井

二
虎
廟
　
　
在
東
關
距
山
甚
近
門
前
有
石
虎
二
故
名

社
稷
壇
　
在
南
門
外
今
無
存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舊
址
在
社
稷
壇
附
近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六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農
神
廟
　
　
在
南
門
外
淸
雍
正
六
年
縣
令
高
烈
倡
修
嘉
慶
七
年
縣
令
德

春
重
修

銅
鐘
寺
　
　
在
西
關
後
街
相
傳
舊
有
銅
鐘

厲
壇
　
　
城
西
北
俗
呼
孤
魂
台

三
官
廟
　
　
在
北
關
明
萬
歷
年
修

藥
王
關
　
　
在
北
關

財
神
廟
　
　
在
北
關
淸
乾
隆
七
年
縣
令
德
春
倡
修

以
上
各
祠
廟
均
在
城
內
及
各
關

治
城
迤
東
諸
村
之
祠
廟

保
安
寺
　
　
城
東
十
二
里
熊
官
人
屯
北
山
上
光
緖
年
間
重
修
殿
宇
三
層

因
山
搆
造
金
碧
輝
𤾗
今
之
區
立
小
學
校
在
其
院
內

龍
泉
寺
　
　
城
東
三
十
里
宿
老
屯
淸
崇
德
八
年
建

火
神
廟
　
　
亦
在
宿
老
屯
淸
崇
德
八
年
建

黃
石
䃳
子
古
廟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黃
石
䃳
子
村
西
山
上
地
臨
柴
河
形

勢
獨
擅

觀
音
閣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催
陣
堡
北
嶺
半
山
中
山
嶺
峻
險
車
馬
通
行

不
易

大
安
寺
　
　
亦
在
催
陣
堡
淸
崇
德
八
年
建

保
安
寺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花
豹
冲

朝
陽
寺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二
里
𨠋
酪
屯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七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上
帝
廟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撫
安
堡

映
水
寺
　
　
亦
在
撫
安
堡
村
迤
北
山
之
半

治
城
迤
南
諸
村
之
廟

太
安
寺
　
　
城
南
二
十
九
里
殷
家
屯
明
萬
曆
二
十
二
年
李
朝
住
建
淸
崇

德
八
年
賜
銀
重
修

慈
覺
寺
　
　
城
南
三
十
二
里
汎
河
站
地
踞
高
山
下
臨
汎
河
殿
宇
三
層

永
安
寺
　
　
城
南
三
十
三
里
大
汛
河

上
帝
廟
　
　
在
大
汎
河
明
弘
治
四
年
建
碑
文
見
藝
文
志

𤣥
帝
廟
　
　
亦
在
大
汎
河
明
隆
慶
元
年
重
修

關
王
廟
　
　
亦
在
大
汎
河
明
萬
曆
四
十
二
年
重
修

火
神
廟
　
　
亦
在
大
汎
河
明
萬
曆
年
間
重
修

永
寧
菴
　
　
亦
在
大
汎
河
明
萬
曆
八
年
新
建

地
藏
寺
　
　
亦
在
大
汎
河
淸
崇
德
五
年
寺
僧
郭
寬
禮
等
重
修

眞
武
廟
　
　
亦
在
大
汎
河
咸
豐
年
間
御
史
鄧
慶
麟
捐
資
重
修
鄧
係
本
邑

人
事
詳
鄕
宦
志
其
廟
甚
古
建
立
年
月
不
可
考

湧
泉
寺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魏
豹
冲
明
萬
曆
三
十
六
年
李
大
將
軍
成
梁

建
淸
崇
德
八
年
賜
銀
重
修

永
興
寺
　
　
在
城
南
六
十
里
懿
路
明
洪
武
初
年
建

城
隍
廟
　
　
亦
在
懿
路
此
廟
最
古
崇
德
八
年
重
修

子
孫
聖
母
廟
　
　
亦
在
懿
路
崇
德
八
年
修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八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慈
蔭
寺
　
　
亦
在
懿
路
崇
德
八
年
修

地
藏
寺
　
　
亦
在
懿
路
崇
德
八
年
賜
銀
重
修

興
隆
寺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三
岔
子
崇
德
八
年
建
今
改
耶
穌
敎
堂

治
城
迤
西
諸
村
之
祠
廟

龍
王
廟
　
　
城
西
五
里
馬
蓬
溝

喇
嘛
廟
　
　
城
西
十
五
里
三
台
子
爲
黃
敎
喇
嘛
聚
會
之
所

眞
武
廟
　
　
城
西
二
十
里
鎭
西
堡

大
台
山
廟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大
台
山
半
有
廟
旁
有
洞
今
塞

觀
音
閣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大
靑
堆
子
村
西

延
壽
寺
　
　
城
西
六
十
里
王
千
總
堡
子
崇
德
八
年
賜
銀
重
修

治
城
迤
北
諸
村
之
祠
廟

龍
王
廟
　
　
城
北
五
里
雙
岔
口

遞
運
所
村
古
廟
　
　
城
東
北
五
里
遞
運
所
村
佛
堂
神
廟
明
洪
武
年
間
創

修
嘉
靖
年
間
接
修
萬
曆
十
九
年
重
修

古
城

銀
州
古
城
　
　
在
今
城
迤
西
已
詳
建
置
沿
革
門
建
於
遼
金
時
代
明
洪
武

移
鐵
嶺
衛
於
此
即
其
地
也
係
仍
古
之
舊
城
抑
係
另
建
新
城
殆
不
可
考

至
淸
廢
衞
改
縣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移
建
今
城
詳
見
城
池
門
今
尙
有
舊
蹟

可
尋

撫
安
古
城
　
　
按
舊
縣
志
金
代
築
之
在
今
城
東
五
十
里
撫
安
堡
北
門
石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九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額
猶
存
曰
來
遠
門
考
金
史
本
境
無
撫
安
縣
然
其
地
確
係
古
城
今
其
村

之
廟
即
北
門
舊
址
而
建
也
據
土
人
云
掘
土
每
掘
出
陶
器
如
盤
盂
之
類

確
係
土
質
决
非
瓷
類
約
係
高
麗
之
物
其
城
或
爲
高
麗
城
歟

貴
德
州
古
城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大
范
河
村
詳
見
建
置
沿
革
門
其
地
自

遼
金
以
迄
明
代
屢
有
建
置
中
左
千
戶
所
即
其
地
也
考
其
村
之
古
廟
及

碑
碣
所
載
確
係
重
鎭
無
疑
今
其
村
尙
有
東
西
南
北
四
關
之
稱
惟
係
何

鎭
名
不
可
詳
考
其
城
周
圍
三
里

新
興
縣
古
城
　
　
金
代
築
之
在
今
城
南
十
五
里
新
興
堡
村
南

挹
婁
古
城
　
　
在
城
南
六
十
里
懿
路
其
地
自
漢
以
迤
有
明
屢
有
沿
革
或

爲
挹
婁
國
或
爲
挹
婁
縣
其
城
之
北
門
猶
存
城
墻
舊
基
皆
爲
人
民
建
築

房
舍
城
周
圍
三
十
五
里

鎭
西
堡
古
城
　
　
明
李
成
梁
戰
挿
漢
處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鎭
西
堡
原
有
古

城
不
知
建
於
何
代
城
基
尙
存
後
在
北
門
城
基
上
立
眞
武
廟
鐵
像
階
下

有
石
匾
題
曰
永
安
門
約
係
西
門
堡
西
里
許
有
永
安
堡
村

石
佛
寺
古
城
　
　
在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石
佛
寺

銅
山
縣
古
城
　
　
按
金
史
南
有
柴
河
北
有
淸
河
西
有
遼
河
應
在
今
之
城

北
或
即
明
之
鐵
嶺
衞
舊
城
抑
即
今
之
城
址
然
今
之
縣
城
確
非
古
之
舊

城
雙
城
縣
古
城
　
　
在
城
西
六
十
里
古
城
子
村
遺
蹟
尙
有
可
尋

咸
平
府
古
城
　
　
在
城
北
二
十
里
平
頂
堡
村
遼
金
時
或
爲
咸
平
府
或
爲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咸
平
縣
皆
其
地
也
今
其
村
人
尙
稱
其
村
西
曰
城
上
村
東
曰
城
下

古
墳
墓

李
總
兵
祖
墓
　
　
相
傳
舊
譙
樓
下
係
明
總
兵
李
成
梁
祖
墓
原
在
譙
樓
前

有
石
羊
二
即
墓
前
之
物
今
因
毀
譙
樓
改
建
八
角
樓
將
石
羊
移
至
城
隍

廟
李
總
兵
墓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新
坆
有
李
成
梁
墓
墓
前
石
人
石
馬
今
已

沒
於
土
中

李
總
兵
墓
　
　
城
東
三
十
里
小
屯
村
有
李
成
梁
之
子
總
兵
李
如
松
之
墓

墓
前
石
坊
石
碑
及
石
人
馬
等
物
今
皆
毁
壞

輔
國
公
墓
　
　
淸
輔
國
公
噶
布
喇
之
墓
在
城
東
六
十
里
大
甸
子
墓
前
有

九
眼
蛟
龍
碑
巍
然
獨
存
碑
極
高
大
其
墳
地
數
十
日
皆
爲
墳
主
所
價
賣

今
惟
餘
小
草
房
一
所
係
看
墳
人
所
住

僖
國
公
墓
　
　
淸
僖
國
公
之
墓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遞
運
所
尙
有
祭
田

趙
家
溝
古
墓
　
　
在
城
東
十
里
趙
家
溝
有
淸
輔
國
將
軍
之
墓
墓
地
極
寬

廣
松
樹
林
甚
多
墓
前
碑
碣
猶
存
御
賜
碑
文
尙
可
辨
識

金
氏
古
墓
　
　
淸
初
侍
郞
金
玉
和
金
維
城
父
子
之
墓
在
城
北
十
二
里
椴

木
嶺
子
九
眼
蛟
龍
碑
尙
存
亦
鐫
御
賜
碑
文

金
氏
古
墓
　
　
淸
順
治
八
年
金
炳
世
母
王
氏
葬
此
在
石
佛
寺
村
南
墓
前

左
右
二
碑
猶
存

古
浮
圖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一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城
內
白
塔
　
　
在
城
內
西
北
隅
圓
通
寺
後
十
三
級
相
傳
唐
太
和
二
年
建

明
寧
遠
伯
李
成
梁
家
屬
補
修
有
銅
牌
一
上
書
捐
欵
人
姓
名
淸
光
緖
年

間
墜
落
現
銅
牌
猶
存
寺
中

龍
首
山
古
塔
　
　
在
城
東
龍
首
山
上
有
九
級
古
塔
民
國
十
七
年
邑
人
見

塔
將
傾
圮
募
資
補
修
於
塔
中
得
石
碑
一
碑
載
明
宏
治
年
間
建
此
塔
補

修
畢
復
將
石
碑
建
以
石
亭
置
碑
於
其
中

城
南
小
塔
　
　
城
東
南
三
里
許
駐
蹕
山
有
七
級
小
塔

塔
灣
小
塔
　
　
城
東
十
里
小
白
梨
溝
村
西
山
上
有
小
塔
今
已
傾
圮

石
佛
寺
塔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石
佛
寺
村
西
山
上
有
塔
七
級
不
知
建
於

何
代古

碑

圓
通
寺
古
碑
　
　
明
天
順
年
間
立
有
陳
循
撰
文
陳
爲
明
大
學
士
謫
於
鐵

嶺
因
流
寓
焉

雙
塔
寺
古
碑
　
　
城
南
大
范
河
村
古
爲
范
河
城
有
建
豎
汎
城
雙
塔
記
碑

記
汎
城
創
自
明
正
統
年
間
係
弘
治
四
年
古
南
陳
儀
撰
文
有
石
塔
二

𤣥
帝
廟
古
碑
　
　
城
南
大
汎
河
有
重
修
𤣥
帝
廟
碑
明
隆
慶
元
年
立

關
王
廟
古
碑
　
　
城
南
大
汎
河
有
重
修
關
帝
廟
碑
明
萬
曆
四
十
二
年
立

永
寧
菴
古
碑
　
　
城
南
大
汎
河
有
新
建
永
寧
菴
碑
係
明
萬
曆
八
年
晋
陽

賀
讚
撰
文

火
神
廟
古
碑
　
　
城
南
大
汎
河
有
重
修
火
神
廟
碑
明
萬
曆
年
間
立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二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遞
運
所
古
碑
　
　
城
東
北
五
里
遞
運
所
村
有
重
修
佛
堂
神
廟
碑
明
萬
曆

辛
亥
立

宿
老
屯
古
碑
　
　
城
東
三
十
里
宿
老
屯
村
有
重
修
神
祠
碑
明
萬
曆
四
十

六
年
立

三
官
廟
古
碑
　
　
城
北
關
三
官
廟
有
古
碑
一
上
下
皆
壞
文
亦
剝
蝕
殊
難

辨
識
明
嘉
靖
癸
亥
年
立

輔
國
公
神
道
碑
　
　
在
城
東
六
十
里
大
甸
子
村
東
里
許
碑
極
偉
大

輔
國
將
軍
墓
碑
　
　
城
東
五
里
趙
家
溝
淸
國
將
軍
額
儀
墓
前
有
碑
康
煕

五
十
七
年
立

陳
公
德
政
碑
　
　
陳
公
名
藝
江
蘇
宜
興
縣
人
民
國
元
年
蒞
本
縣
知
事
六

年
離
任
邑
人
思
之
立
德
政
碑
於
龍
首
山
西
坡
題
曰
萬
家
生
佛
碑
文
糢

糊
不
可
辨
識

古
額

致
知
格
物
之
堂
　
　
敎
育
局
係
前
銀
岡
書
院
舊
址
原
爲
中
山
郝
復
陽
先

生
住
室
先
生
手
書
致
知
格
物
之
堂
匾
額
至
今
猶
存
先
生
因
謫
居
講
學

於
此
開
本
境
文
化
之
先
詳
見
寓
賢
卷

尊
經
閣
　
　
孔
廟
東
院
舊
有
尊
經
閣
其
匾
額
係
曾
國
藩
書
今
藏
孔
廟
之

大
成
殿
中

毘
盧
眞
境
　
　
龍
首
山
之
巓
慈
淸
寺
佛
殿
上
懸
毘
盧
眞
境
匾
額
係
明
人

傅
山
書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三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觀
音
海
會
匾
額
　
亦
在
慈
淸
寺
筆
姿
蒼
老
不
知
何
人
所
書

地
藏
幽
都
匾
額
　
亦
在
慈
淸
寺
筆
勢
飛
舞
不
知
何
人
所
書

攬
勝
　
　
龍
首
山
上
慈
淸
寺
東
廊
外
懸
攬
勝
匾
額
一
方
書
法
蒼
偉
乾
隆

年
間
鐵
嶺
縣
知
縣
許
志
進
書

魁
星
樓
之
四
匾
額

東
面
　
　
光
照
龍
山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鐵
嶺
縣
訓
導
岳
琰
書

南
面
　
　
文
煥
離
明
同
治
九
年
鐵
嶺
掌
路
記
防
禦
雙
成
立

西
面
　
　
筆
參
造
化
同
治
九
年
歲
貢
生
周
暉
書

北
面
　
　
星
輝
斗
極
同
治
九
年
鐵
嶺
縣
訓
導
劉
玉
林
書

古
關
隘

山
頭
關
　
　
城
北
二
十
里
平
頂
堡
村
遼
金
時
代
嘗
置
咸
平
府
或
咸
平
縣

山
頭
堡
村
之
南
平
頂
堡
村
之
北
山
岡
按
盛
京
通
志
明
時
設
山
頭
關
淸

順
治
十
五
年
又
設
關
於
此
今
廢

古
邊

老
邊
　
　
城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大
台
山
南
有
邊
壕
俗
名
曰
老
邊
經
心
田
堡

永
安
堡
鎭
西
堡
增
盛
堡
過
遼
河
歷
高
台
子
藥
王
廟
西
邊
由
鮑
家
岡
子

入
瀋
陽
界
北
邊
由
大
台
山
上
修
起
北
經
老
邊
入
開
原
界

古
墩
台

城
西
二
十
里
鎭
西
堡
村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有
古
墩
台
在
大
靑
堆
子
村
及
小

靑
堆
子
村
附
近
又
由
城
南
頭
台
子
經
二
台
子
新
興
舖
得
勝
台
大
汎
河
城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四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南
舖
腰
舖
大
八
里
莊
至
新
台
子
入
瀋
陽
界
此
係
伊
古
傳
遞
公
文
之
台
站

也

古
礮
台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石
佛
寺
山
上
有
古
礮
台
上
有
刻
石
文
曰
架
礮
台
相
傳
築

自
明
代河

堤

由
西
起
經
藥
王
廟
村
西
面
黃
河
子
至
索
龍
岡
子
朱
爾
山
後
山
根
止
又
由

此
起
而
南
約
十
餘
里
至
瀋
陽
界
止
約
之
此
堤
由
汎
河
入
遼
河
之
處
起
西

南
延
遼
河
一
帶
以
防
遼
水
之
汎
濫
也

古
長
溝

長
溝
一
　
　
由
法
庫
界
獅
子
峪
西
山
下
起
經
王
千
總
堡
子
東
田
家
窩
棚

前
後
網
戶
屯
宗
荒
地
蔡
牛
彔
堡
子
紅
山
嘴
入
遼
河

長
溝
二
　
　
又
名
小
麒
麟
河
由
上
魏
台
冲
群
山
峙
亘
楊
士
屯
孤
家
子
經

懿
路
新
台
子
安
心
台
諸
民
屯
東
中
西
三
長
溝
沿
村
由
西
小
河
口
入
遼

河
長
溝
三
　
　
由
遼
海
屯
東
山
起
經
牛
彔
岡
子
新
興
堡
二
十
里
堡
得
勝
台

北
入
蓮
子
湖
又
經
康
煕
樓
南
章
家
窩
棚
至
鮎
魚
臥
子
入
遼
河

以
上
三
溝
昔
年
約
係
河
流
或
爲
由
山
中
發
出
之
水
所
經
過
也

名
勝

鐵
嶺
古
銀
州
地
東
倚
龍
山
西
帶
遼
河
南
有
汎
河
北
環
柴
水
不
但
占
地
勢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五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上
之
形
勝
其
風
景
亦
頗
堪
遊
覧
騷
人
遷
客
對
景
留
題
地
以
人
傳
歟
抑
人

以
地
傳
歟
茲
歷
述
其
名
勝
如
下

龍
首
山
　
　
在
城
東
里
許
爲
邑
中
名
勝
之
最
山
巓
有
慈
淸
寺
東
西
兩
廊

陳
設
古
器
及
名
賢
書
畫
民
國
十
年
邑
紳
曾
憲
文
募
集
資
金
就
廟
之
山

門
改
建
酒
樓
三
楹
額
曰
醉
翁
樓
官
紳
往
往
晏
飮
於
此
樓
之
上
下
滿
璧

琳
瑯
多
係
名
人
題
詠
豋
樓
遠
望
萬
瓦
麟
麟
呈
於
眼
底
西
眺
遼
河
帆
檣

如
織
俯
視
麒
麟
河
環
繞
如
帶
麒
麟
河
即
柴
河
也
廟
內
東
建
半
墻
亭
廟

之
西
側
爲
宿
雲
亭
寺
前
爲
警
察
守
望
樓
再
南
爲
陶
然
亭
亭
南
爲
九
級

浮
屠
已
詳
前
志
塔
之
左
側
新
築
石
亭
亭
內
建
石
碑
邑
紳
金
化
昆
撰
文

記
述
重
修
古
塔
並
保
存
塔
中
之
古
石
碑
始
末
塔
南
爲
滴
翠
亭
再
南
爲

魁
星
樓
樓
原
在
城
之
東
南
隅
城
墻
角
上
因
山
上
新
建
亭
臺
故
移
魁
星

樓
於
此
樓
之
西
建
小
房
一
間
題
曰
野
人
窩
樓
之
南
山
巓
上
爲
稻
香
亭

總
之
龍
首
山
實
爲
邑
中
天
然
之
最
佳
名
勝
雖
經
人
工
極
力
點
綴
尙
不

掩
其
本
來
面
目

帽
峯
山
　
　
在
城
南
十
二
里
爲
邑
中
八
景
之
一
昔
年
雲
樹
參
天
山
頂
西

側
有
石
棚
今
已
毁
山
中
有
朝
陽
寺
風
景
幽
邃
但
局
勢
較
小
現
已
爲
人

所
報
領

茨
溝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顧
官
屯
村
東
北
草
木
森
茂
山
中
有
聖
水
寺
風

景
亦
頗
幽
雅
其
局
勢
較
帽
峰
山
稍
大

朝
陽
洞
　
　
在
城
東
南
三
十
里
催
陣
堡
村
東
三
里
許
洞
在
山
之
半
在
廟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六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之
旁
廟
亦
名
朝
陽
寺
下
臨
汎
河
一
望
村
落
瞭
然
與
龍
首
山
彷
彿
相
似

洞
中
有
巨
蛇
長
數
丈
出
洞
飮
水
村
人
往
往
有
見
之
者

大
台
山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山
上
有
廟
且
有
古
洞
爲
人
所
塞
現
又

經
住
持
道
人
開
鑿
後
臨
遼
河
風
景
頗
勝

公
園

在
龍
首
山
之
西
南
陽
昔
年
樹
木
花
果
甚
多
土
人
不
知
保
存
毀
折
殆
盡
民

國
二
年
設
共
和
俱
樂
部
於
此
現
已
改
稱
俱
樂
公
園
徧
植
花
木
業
已
成

陰
春
秋
佳
日
夕
陽
西
下
士
女
如
雲
樓
臺
亭
榭
極
盡
大
觀
誠
邑
中
最
好

之
遊
樂
塲
也
陳
公
德
政
碑
在
園
之
西
側
園
之
西
端
民
國
十
八
年
新
建

鐵
門
題
曰
俱
樂
公
園
其
楹
聯
云

登
其
巓
眼
界
大
開
豈
僅
城
郭
環
觀
山
川
共
覧

入
此
境
胸
襟
頓
豁
不
覺
心
神
活
潑
文
氣
軒
昻

知
鐵
嶺
縣
事
黃
世
芳
撰
書

鐵
嶺
八
景

邑
中
八
景
由
來
久
矣
不
知
始
於
何
代
明
大
學
士
陳
循
謫
戍
鐵
嶺
時
即
有

分
詠
八
景
詩
詩
載
藝
文
中
按
明
史
陳
係
永
樂
九
年
進
士
第
一
其
戍
鐵
嶺

時
在
英
宗
復
辟
之
初
天
順
年
間
可
知
八
景
之
已
古
矣
後
人
亦
有
詠
八
景

詩
者

山
郭
朝
煙
　
　
鐵
嶺
城
東
倚
龍
首
山
西
爲
東
郭
再
西
爲
民
居
爲
市
廛
爲

城
池
朝
暾
初
上
萬
戶
炊
煙
燦
爛
縈
繚
互
相
暉
映
登
山
一
望
可
稱
奇
觀



 
鐵
嶺
縣
志

　
　
　

卷
十
六
　
古
蹟

　
　
　
十
七
　
　

鐵
嶺
縣
立
第
一
工
科
印

柴
河
晩
渡
　
　
柴
河
逼
臨
山
下
昔
無
橋
梁
以
舟
濟
人
每
當
夕
陽
在
山
歸

人
喚
渡
前
呼
後
應
往
來
不
絕
亦
佳
景
也

蓬
渡
風
帆
　
　
城
西
五
里
之
馬
蓬
溝
乃
遼
河
之
古
渡
也
糧
船
貨
船
帆
檣

如
織
登
高
遠
眺
勢
若
浮
漚
北
極
風
沙
南
連
雲
樹
極
目
之
力
頗
稱
大
觀

帽
峯
雲
樹
　
　
即
城
南
之
帽
峯
山
也
山
頂
如
帽
雲
樹
迷
離
城
中
亦
能
望

見
龍
首
尋
秋
　
　
龍
首
山
樹
木
蔥
蘢
凉
秋
九
月
紅
葉
滿
山
吾
人
對
之
頗
增

詩
料

鴛
湖
泛
月
　
　
按
盛
京
通
志
鴛
鴦
湖
在
城
西
三
十
里
考
本
境
遼
河
西
二

十
五
里
掉
龍
灣
昔
有
荷
花
每
値
盛
開
淸
香
襲
人
而
盛
京
通
志
稱
三
十

里
是
耶
非
耶
尙
待
確
查

白
塔
橫
雲
　
　
指
城
中
白
塔
而
言
積
雨
新
睛
登
山
遙
望
碻
有
此
景

紅
崖
積
雪
　
　
城
西
二
十
里
有
紅
土
崖
俗
名
紅
崖
嘴
南
北
長
約
十
餘
里

每
逢
冬
季
積
雪
滿
山
紅
白
相
間
加
以
日
光
掩
映
眞
奇
觀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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