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餉

司

一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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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君

程

復

葺

之

倉

之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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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

載

郡

乘

者

可

考

鏡

矣

嗣

是

議

者

謂

營

路

業

置

倉

而

不

豐

如

故

不

已

虛

乎

遂

議

裁

而

倉

遂

傾

過

半

嗟

乎

此

蓋

計

睫

前

耳

歲

丁

酉

余

銜

命

來

計

是

鎭

値

□

□

□

□

需

餉

孔

急

前

部

永

春

李

公

視

篆

東

曹

議

開

蘆

浙

引

凡

二

萬

以

體

軍

興

故

事

召

商

中

納

余

上

繳

制

府

邢

公

撫

臺

李

公

僉

俞

繕

永

豐

貯

之

木

石

甎

瓦

藉

資

官

帑

工

匠

量

鳩

州

縣

創

造

者

凡

十

二

楹

補

葺

者

十

五

楹

新

蓋

碑

亭

二

所

大

門

一

座

神

祠

官

廳

類

皆

修

飭

之

經

始

於

丁

酉

之

冬

落

成

於

戊

戌

之

夏

甫

及

一

週

而

廢

墮

煥

然

聿

新

是

事

也

主

裁

則

兵

憲

蒲

城

樊

公

經

制

則

管

郡

事

副

憲

新

城

徐

公

而

奉

行

之

者

則

盧

龍

葉

君

洎

諸

賢

令

也

餉

廳

隋

君

新

涖

與

有

力

焉

顧

士

運

商

夙

習

長

蘆

不

習

浙

引

巧

脫

者

觀

望

掉

臂

□

幾

於

苦

窳

余

數

數

請

大

司

徒

楊

公

方

得

允

改

而

諸

商

始

翕

然

樂

就

後

有

斷

此

而

開

者

其

尙

殷

監

浙

焉

役

旣

竣

盧

龍

請

紀

其

事

余

惟

永

郡

神

京

左

輔

也

顧

不

重

耶

乃

阻

塞

限

海

邊

關

禁

制

延

袤

可

四

百

里

許

且

土

瘠

民

貧

夫

以

彈

丸

之

區

而

襟

喉

三

韓

擁

衞

都

會

其

鄭

重

若

此

主

客

舊

額

數

幾

十

萬

而

歲

徵

民

栗

米

僅

四

萬

有

奇

止

足

支

兩

月

士

餉

若

遇

海

□

交

□

徵

調

四

集

旱

澇

歲

儉

民

多

轉

徙

當

是

時

召

買

則

室

空

如

懸

折

給

則

腹

以

待

是

不

可

深

長

思

乎

古

稱

未

雨

而

徹

桑

土

未

濟

而

謹

衣

袽

言

貴

預

也

昔

荆

川

唐

公

嘗

請

復

海

運

斯

說

蓋

自

天

津

出

洋

以

達

灤

河

海

日

灤

達

郡

最

爲

省

旋

以

臺

議

驚

濤

而

止

太

守

孫

公

亦

常

議

通

運

河

自

王

家

閘

引

灤

導

青

以

入

交

流

進

黑

洋

出

大

沽

入

運

河

以

通

於

天

津

乃

所

勘

議

鑿

鑿

可

據

試

一

倣

而

行

之

則

歲

可

省

太

倉

十

萬

餘

緡

而

水

旱

師

旅

始

無

可

虞

矣

無

則

廣

積

貯

平

東

驚

底

定

請

將

新

開

鹽

引

留

貯

永

豐

勿

拘

年

例

時

其

斂

散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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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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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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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謬

竽

西

秦

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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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矣

乃

若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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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久

遠

圖

永

利

則

以

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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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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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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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千
八
百
三

十
九
石
九
斗
七
升
五
合
社
倉
額
貯
穀
二
千
二
百
七
十

九
石
零
九
升
三
合

以
上
二
倉
穀
石
均
經
厯
任
虧
缺
無
存
咸
豐
元
年
知
縣

喬
文
蔚
奉
文
勸
捐
得
穀
三
百
石
報
明
另
項
存
儲
及
交

代
案
內
僅
折
價
入
交
作
抵
並
無
實
存
穀
石

義
倉
六
處

一
在
十
八
里
鋪
城

東

十

八

里

一
在
橫
河
莊
城

北

二

十

里

一
在
濾
馬
莊
城

北

五

十

里

一
在
柏
家
店
城

南

二

十

里

一
在
安
河
莊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一
在
閻
各
莊
城

西

六

十

里

共
存
穀
三
千
八
百
八
十
三
石
零
九
升
又
應
存
各
年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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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倉
儲

四

捐
穀
二
千
七
百
八
十
四
石
六
斗
二
升
二
合
五
勺
道
光

六
年
知
縣
趙
塘
於
城
內
添
建
義
倉
六
閒
坐
落
倉
坡
觀

音
廟
後
修
復
律
馬
莊
義
倉
一
處
餘
皆
借
用
廟
宇
分
儲

道
光
十
三
年
因
災
散
放
全
數
已
動
用
無
存
其

建
修

復
之
倉
厫
亦
久
經
坍
塌

知

縣

趙

塘

改

建

義

倉

碑

記

云

義

倉

之

制

蓋

倣

自

隋

長

孫

平

其

道

在

於

勸

輸

以

勤

收

貯

以

備

荒

歉

而

董

其

事

於

倉

正

於

儲

蓄

之

法

最

爲

得

要

不

獨

視

常

平

倉

之

設

於

城

市

徃

來

守

候

無

煩

鄕

民

之

勞

卽

彼

社

倉

之

在

村

落

者

計

息

收

耗

亦

微

於

此

有

別

故

自

古

三

倉

並

建

官

民

相

濟

惟

義

倉

爲

更

便

於

民

盧

龍

僻

處

邊

塞

地

瘠

民

貧

一

切

救

荒

之

䇿

尤

不

可

以

不

豫

城

之

西

南

鄕

九

百

戸

舊

有

義

倉

遺

址

原

爲

賑

窮

濟

急

而

設

但

因

歲

久

年

湮

牆

垣

廢

壞

屋

宇

傾

頽

不

能

蓋

藏

是

有

倉

而

無

倉

也

無

倉

便

無

積

貯

也

無

積

貯

是

無

民

命

也

其

可

不

爲

大

懼

乎

今

承

乏

是

邑

卽

舉

行

救

荒

之

政

而

下

其

令

於

鄕

其

在

九

百

戸

者

遂

有

好

義

之

士

移

建

於

郝

家

莊

之

觀

音

庵

旣

堅

且

固

可

永

遠

爲

蓋

藏

而

且

捐

輸

穀

石

充

溢

其

中

余

甚

嘉

之

此

亦

軫

恤

困

乏

之

有

同

心

而

豐

凶

不

可

諉

之

天

數

舉

可

以

人

力

調

濟

也

推

而

行

之

又

何

難

於

濟

衆

又

何

難

於

復

古

豈

獨

因

積

陳

陳

爲

一

方

所

恃

以

不

恐

也

哉

茲

因

其

落

成

之

後

樂

爲

之

序

而

記

之

蓋

司

其

事

者

一

爲

光

耀

張

生

一

爲

繼

善

李

生

云

遷
安
縣

常
平
倉
在
儀
門
內
西
隅
凡
十
二
厫
共
三
十
九
間
額
儲
穀

五
千
七
百
八
十
五
石
東
新
倉
在
大
堂
左
西
新
倉
在
大

堂
右

社
倉
在
常
平
倉
內
額
貯
本
穀
二
千
二
百
八
十
一
石
八
斗

五
升

息
穀
八
百
一
十
八
石
八
斗
以
上
二
倉
穀
石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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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倉
儲

又
四

巳
動
用
無
存
厫
亦
久
廢

喜
峯
口
倉
共
七
厫
二
十
一
閒
額
儲
穀
八
千
石
係
存
本

縣
並
理
事
廳
灤
盧
撫
昌
樂
六
屬
穀
石
以
備

河
等
處

蒙
古
需
用
口
糧
之
資
久
經
動
用
無
存
厫
亦
久
廢

義
倉
八
處

一
在
包
各
莊
去

城

五

十

里

一
在
沙
河
驛
去

城

四

十

里

一
在
新
集
去

城

七

十

里

一
在
羅
家
屯
去

城

五

十

里

一
在
三
屯
營
去

城

一

百

二

十

里

一
在
喜
峯
口
去

城

一

百

八

十

里

一
在
建
昌
營
去

城

四

十

里

一
在
黃
花
峪
去

城

以
上
義
倉
八
處
額
儲
穀
四
千
五
百
五
十
七
石
七
斗
六

升
久
經
動
用
無
存
嘉
慶
道
光
年
閒
四
次
共
捐
義
穀
一

萬
一
千
五
百
二
十
八
石
三
斗
一
升
嗣
經
動
用
一
千
七

百
七
十
四
石
有
畸
尙
存
九
千
七
百
五
十
四
石
有
畸
於

本
城
三
屯
營
喜
峯
口
沙
河
驛
羅
家
屯
建
昌
營
復
建
義

倉
六
座
分
儲
備
用
今
已
經
厯
任
動
用
無
存
厫
亦
漸
廢

三

屯

營

巡

檢

王

仲

淇

重

修

義

倉

記

云

義

倉

之

設

所

以

儲

豐

歲

之

有

餘

資

凶

年

之

不

足

裒

多

益

寡

有

備

無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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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十
三
倉
儲

五

法

至

善

也

三

屯

舊

有

義

倉

三

楹

在

精

忠

廟

內

西

偏

創

自

何

人

始

於

何

歲

文

獻

均

無

可

考

因

代

遠

年

湮

穀

旣

久

虛

倉

亦

側

余

自

涖

任

以

來

卽

爲

諮

訪

留

意

焉

乙

亥

秋

大

稔

適

宮

保

督

憲

那

公

奏

明

興

復

義

倉

舊

制

詳

議

條

款

轉

飭

各

屬

一

體

勸

捐

余

奉

檄

卽

邀

紳

士

張

葵

楊

桂

等

勸

輸

不

數

日

得

穀

六

百

石

有

奇

爰

議

儲

穀

之

所

而

眾

惟

齟

訥

以

甫

經

捐

穀

勢

難

與

修

倉

並

舉

也

會

候

選

副

郎

姚

開

第

邑

廩

生

張

蘊

至

與

之

商

確

卽

慨

允

於

捐

穀

之

外

分

任

出

資

修

整

舊

倉

以

備

儲

穀

余

當

卽

會

同

倉

正

尙

廷

擢

倉

副

孟

五

倫

鳩

工

庀

材

尅

日

興

修

自

倉

厫

以

及

壇

垣

悉

以

甎

木

灰

石

灌

砌

以

期

鞏

固

嗟

乎

麥

舟

高

義

自

古

恆

稱

漂

飯

遺

風

今

猶

不

泯

覘

人

心

之

好

義

知

今

昔

有

同

然

後

之

君

子

顧

名

思

義

同

此

振

奮

將

見

屢

豐

有

象

儲

蓄

盈

甯

是

固

守

土

者

之

深

願

也

姚

君

字

振

奎

捐

穀

三

百

石

修

倉

銀

五

十

兩

張

君

字

德

昭

捐

穀

一

百

石

修

倉

銀

二

十

五

兩

除

義

穀

數

目

及

捐

戸

姓

名

隨

時

報

明

請

奬

外

茲

將

修

倉

顚

末

用

勒

諸

石

以

垂

久

遠

云

撫
甯
縣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西
原
建
四
厫
十
九
閒
康
熙
末
知
縣
裘
君

弢
添
建
二
厫
十
二
閒
倉
亭
三
閒
小
房
二
閒
今
實
存
倉

厫
二
十
九
閒
倉
夫
房
二
閒
額
儲
穀
一
萬
四
千
石
今
實

存
五
千
九
百
二
十
三
石
社
倉
在
常
平
倉
內
應
存
穀
三

千
三
百
五
十
五
石
一
斗
一
升
今
俱
無

義
倉
七
處

一
在
榆
關
城

東

二

十

里

一
在
留
守
營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一
在
曹
東
莊
城

西

十

五

里

一
在
萬
家
翟
坨
城

西

南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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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十
三
倉
儲

六

一
在
平
房
店
城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一
在
臺
頭
營
城

北

三

十

里

一
在
董
家
莊
城

東

北

十

五

里

以
上
倉
厫
均
已
坍
廢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署
知
縣
李
長
棣

於
城
內
察
院
口
改
建
倉
厫
五
閒
倉
神
廟
値
㝛
房
四
閒

道
光
六
年
知
縣
李
鈺
勸
捐
義
穀
二
千
六
百
四
十
五
石

添
建
倉
厫
十
閒
倉
神
廟
一
閒
與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所
建

合
爲
一
處
原
存
穀
四
千
五
百
石
今
實
存
三
千
七
百
四

十
九
石

附

論

積

貯

序

蓋

聞

救

荒

無

奇

策

預

備

焉

而

巳

預

備

云

者

藉

富

歲

所

儲

濟

凶

年

之

乏

如

周

制

所

謂

餘

一

餘

三

是

也

然

小

民

終

歲

勤

劬

半

入

官

租

半

給

婦

子

所

獲

不

足

以

償

所

用

卽

欲

少

有

積

而

勢

常

不

能

萬

一

歲

不

登

富

室

廩

有

餘

資

窮

簷

瓶

無

半

菽

於

是

饑

饉

迫

而

流

亡

多

流

亡

多

而

農

業

廢

農

業

廢

則

彼

此

均

無

所

賴

富

者

亦

不

得

不

轉

而

爲

貧

矣

當

國

者

憂

之

以

爲

常

平

之

倉

常

設

也

賑

貸

之

典

時

行

也

一

則

動

淹

時

曰

一

則

僅

屬

虛

文

以

至

平

時

雖

有

預

備

之

名

臨

事

終

無

救

荒

之

實

古

來

積

弊

往

往

然

也

今

聖

天

子

軫

恤

民

瘼

各

憲

遵

部

頒

行

郡

縣

皆

積

穀

備

饑

眞

久

安

長

治

之

至

計

也

撫

邑

雖

小

七

十

里

凋

瘵

之

餘

較

他

屬

尤

爲

難

緩

所

冀

闔

邑

紳

衿

商

民

稍

有

餘

蓄

各

量

力

樂

輸

以

爲

思

患

預

防

之

圖

遇

豐

年

則

滯

穗

遺

秉

不

過

減

太

倉

之

一

粒

遇

凶

歲

則

朝

饔

夕

飱

有

資

亦

得

殫

力

耕

耘

而

不

至

於

曠

業

安

知

所

入

者

不

什

倍

於

所

出

耶

上

裕

軍

國

下

爲

身

家

計

莫

善

於

此

矣

然

則

預

備

一

策

非

爲

救

荒

之

要

圖

抑

亦

屢

豐

之

早

兆

也

昌
黎
縣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西
南
十
二
厫
共
四
十
九
閒
額
儲
穀
一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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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十
三
倉
儲

七

石
今
現
存
穀
五
百
零
一
石
社
倉
在
常
平
倉
內
現
存
穀

五
十
石

息
穀
八
十
石

明

陳

王

庭

重

修

昌

黎

縣

倉

記

云

昌

黎

故

有

倉

一

預

備

倉

在

治

西

南

隅

正

統

中

置

一

北

倉

在

治

東

北

隅

隆

慶

中

置

皆

積

贖

穀

備

賑

歲

久

而

圯

榱

棟

傾

撓

上

雨

旁

風

地

氣

浥

蒸

往

往

耗

破

坐

主

守

者

罪

萬

厯

丙

辰

六

月

劍

門

楊

侯

至

任

閱

見

存

粟

可

三

萬

斛

有

竒

米

豆

雜

糧

秏

之

一

且

漸

就

腐

敗

慨

然

議

新

之

謂

穀

價

半

糧

更

可

久

貯

以

糧

易

穀

便

請

於

兵

憲

劉

公

報

可

無

何

其

得

五

萬

斛

有

奇

明

年

丁

巳

春

相

地

經

營

計

蠹

殘

不

任

斧

斤

遂

市

材

鳩

工

遷

南

倉

之

神

廟

於

廳

事

後

而

增

築

倉

舍

於

遺

趾

故

凡

二

十

六

閒

今

拓

爲

三

十

六

北

倉

十

四

閒

今

拓

爲

十

七

鋪

墊

故

用

席

藁

等

物

旣

速

朽

而

民

以

折

派

爲

累

今

悉

更

以

板

凡

一

朞

而

兩

倉

告

成

堅

壯

軒

竦

雖

基

緒

仍

前

而

規

模

別

刱

費

皆

由

於

捐

俸

節

省

官

民

無

有

所

與

今

戊

午

春

其

鄕

紳

渭

源

令

張

君

以

狀

來

不

佞

庭

讀

未

竟

躍

然

曰

有

是

哉

昌

黎

自

是

無

饑

歲

矣

夫

災

異

之

來

禳

之

不

如

救

之

救

之

不

如

備

之

故

周

禮

載

荒

政

十

二

而

王

制

以

三

十

年

之

通

制

國

用

然

當

時

所

謂

餘

在

民

閒

而

巳

未

必

官

府

更

有

儲

偫

也

至

漢

耿

中

丞

壽

昌

通

其

法

爲

常

平

厯

世

稱

便

焉

本

朝

州

縣

置

預

備

倉

實

得

常

平

遺

意

而

有

司

多

具

文

玩

之

大

都

染

指

自

嫌

則

疑

而

沮

逆

旅

視

官

則

狃

而

廢

及

倉

卒

莫

支

不

過

藉

口

天

行

以

罪

歲

解

耳

孰

如

吾

楊

侯

經

始

圖

終

不

費

帑

金

不

煩

民

力

而

埽

因

循

之

㝛

以

興

積

貯

之

永

利

用

詳

曲

悉

歲

不

能

災

其

焉

用

罪

之

而

且

禳

之

往

者

蘊

隆

爲

虐

歲

嘗

歉

矣

然

人

猶

二

鬴

未

任

病

也

而

危

疑

恇

擾

莫

有

固

心

賴

守

牧

極

力

撫

綏

乃

定

假

令

饑

饉

荐

臻

小

民

開

口

待

哺

而

國

儲

空

虛

公

私

交

困

其

何

以

應

之

楊

侯

親

承

旱

蝗

之

餘

戒

己

然

防

未

然

故

不

修

救

而

修

備

要

在

坻

京

倉

箱

隱

然

爲

億

兆

之

所

寄

命

而

屬

意

深

遠

不

欲

以

荒

政

見

奇

昔

蘇

子

瞻

論

常

平

之

法

以

爲

穀

貴

之

時

千

斛

在

市

物

價

自

平

一

市

之

價

旣

平

一

邦

之

民

自

足

今

以

五

萬

斛

展

轉

流

通

充

而

廣

之

三

年

九

年

之

蓄

自

可

持

驗

於

今

日

何

憂

饑

歲

哉

昌

黎

隸

右

北

平

號

三

輔

劇

邑

楊

侯

以

文

學

政

事

提

衡

其

閒

作

人

勸

農

闢

土

清

賦

訟

辨

撫

流

汰

宂

諸

治

績

未

易

殫

述

特

敘

其

作

倉

始

末

如

此

侯

姓

楊

氏

名

于

陛

别

號

諧

明

四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倉
儲

八

川

劍

州

人

義
倉
八
處

一
在
石
橋
營
城

東

關

二

里

後

移

本

城

西

街

城

隍

廟

內

一
在
蛤
泊
城

西

二

十

六

里

一
在
靜
安
莊
城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一
在

裏
堡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一
在
石
門
店
城

西

五

十

里

一
在
赤
崖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一
在
姜
各
莊
城

南

六

十

五

里

一
在
施
各
莊
城

南

三

十

里

共
存
穀
四
千
三
百
十
八
石
九
斗
二
升
零

息
穀
八
石

六
斗
九
合
零
今
實
存
四
千
七
百
零
六
石
六
斗
三
升
零

七
勺

灤
州

常
平
倉
舊
在
治
西
北
後
移
建
治
東
共
十
厫
額
儲
穀
一
萬

八
千
石
今
止
存
一
厫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重
修
其
餘
皆
廢

穀
石
無
存
社
倉
無
厫
在
常
平
倉
內
額
存
穀
二
千
八
百

九
十
二
石
五
斗
九
升
三
合
又
息
穀
一
百
五
十
石
今
俱

無明
知

州

周

宇

社

倉

議

云

直

隸

永

平

府

爲

議

立

社

倉

大

廣

積

儲

以

備

災

變

事

照

得

病

民

莫

大

於

災

荒

而

救

荒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倉
儲

九

莫

要

於

儲

蓄

况

永

平

密

邇

關

塞

不

但

天

災

足

慮

而

且

變

亂

可

虞

設

無

倉

穀

備

荒

則

雖

都

城

百

雉

民

弗

舉

守

金

錢

百

萬

何

以

療

飢

此

預

備

倉

之

粟

與

常

平

倉

之

粟

原

係

積

貯

在

官

而

不

可

輕

爲

出

入

者

也

廼

者

小

民

借

貸

歲

以

爲

常

不

與

則

窮

民

無

藉

與

之

則

凶

歲

難

防

而

有

司

只

顧

目

前

不

顧

日

後

歸

恩

一

已

貽

患

他

人

倉

穀

有

出

而

無

還

積

貯

月

消

而

日

減

則

何

益

於

民

生

而

地

方

又

焉

賴

之

該

本

府

查

得

一

府

六

屬

數

萬

軍

民

倚

賴

而

倉

穀

寥

寥

甚

爲

可

慮

隨

亦

酌

之

見

聞

參

之

輿

論

除

本

府

及

各

屬

自

理

積

穀

再

求

自

已

廣

儲

以

資

預

備

外

查

得

民

閒

宜

各

立

社

倉

縣

官

收

掌

置

立

循

環

登

報

上

司

不

必

查

盤

春

時

借

放

民

閒

秋

時

加

二

還

倉

不

得

市

恩

濫

與

亦

不

得

拖

欠

短

少

然

此

欲

責

之

官

買

何

時

得

就

今

議

欲

於

秋

成

豐

收

時

仍

出

民

閒

每

地

一

畝

輸

穀

一

合

官

量

設

處

蓋

立

倉

房

三

兩

所

或

在

城

市

收

完

積

貯

就

將

附

近

居

民

編

撥

看

守

春

時

申

請

動

支

借

放

或

在

鄕

村

大

荒

則

量

借

於

稍

便

之

家

平

時

則

止

借

於

貧

民

以

助

布

種

多

不

過

一

石

少

或

五

斗

或

三

斗

秋

時

及

早

催

徵

每

斗

加

二

還

倉

積

之

一

年

則

一

千

有

二

百

之

入

積

之

十

年

則

一

千

有

二

千

之

入

此

豈

不

足

以

備

非

常

而

禦

災

耶

如

或

行

之

不

得

其

人

而

謂

催

徵

未

便

又

或

姑

息

於

加

二

之

說

而

謂

抵

斗

亦

可

是

謂

自

逸

是

謂

邀

名

則

有

司

之

無

實

心

於

地

方

可

知

矣

合

無

呈

候

詳

示

備

行

所

屬

州

縣

遵

行

修

舉

完

日

將

行

過

緣

由

積

過

穀

石

另

文

呈

報

施

行

緣

由

呈

詳

蒙

順

天

巡

撫

吳

永

平

兵

備

副

使

武

批

據

議

立

社

倉

廣

積

貯

誠

備

荒

之

急

務

卽

通

行

各

州

縣

詳

定

修

倉

處

所

每

州

縣

約

幾

處

修

倉

之

費

作

何

設

處

通

限

三

月

內

完

報

待

收

時

卽

徵

穀

入

倉

可

也

仍

候

撫

院

詳

示

行

繳

蒙

此

續

於

四

十

五

年

據

灤

州

申

報

按

畝

徵

完

穀

三

千

五

百

石

七

升

三

合

九

勺

七

杪

五

撮

見

在

本

州

前

新

建

社

倉

收

貯

等

因

又

蒙

永

平

兵

備

副

使

劉

案

驗

䝉

順

天

巡

撫

劉

批

該

本

道

呈

詳

前

事

悉

如

議

行

以

後

見

在

者

嚴

稽

出

納

未

完

者

速

行

追

究

庶

充

盈

之

效

可

臻

本

院

實

嘉

與

同

心

矣

此

繳

義
倉
十
處

一
在
榛
子
鎭
城

西

北

九

十

里

一
在
石
佛
口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倉
儲

十

一
在
開
平
城

西

九

十

里

一
在
古
冶
城

西

六

十

里

一
在
稻
地
城

西

南

百

二

十

里

一
在
茨
榆
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一
在
司
各
莊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一
在
胡
各
莊
城

南

九

十

里

一
在
倴
城
城

南

六

十

里

一
在
馬
城
城

南

二

十

里

共
存
穀
六
千
四
百
八
十
七
石
七
斗
八
升
六
合
又
存
息

穀
八
石
嗣
古
冶
稻
地
茨
榆
坨
司
各
莊
義
倉
俱
廢
本
城

東
街
添
建
一
處
共
七
處
係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興
建
道
光

七
年
先
後
勸
輸
穀
石
存
儲
今
實
存
義
穀
八
千
八
百
六

十
九
石
一
升
五
合
並
無
息
穀

樂
亭
縣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東
南
明
萬
厯
閒
知
縣
潘
敦
復
同
預
備
倉

建
久
廢
後
於
舊
基
重
修
倉
廒
二
座
每
座
五
閒
共
十
閒

內
存
厯
年
徵
存
民
屯
米
豆
以
備
支
放
並
撥
解
兵
糈

社
倉
在
常
平
倉
內
穀
石
無
存

義
倉
六
處

一
在
東
鄕
胡
家
坨
離

城

十

八

里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倉
儲

十
一

一
在
西
南
鄕
堰
上
村
離

城

十

七

里

一
在
南
鄕
馬
頭
營
離

城

二

十

七

里

一
在
北
鄕
高
莊
窩
離

城

十

八

里

一
在
東
南
鄕
湯
家
河
離

城

二

十

五

里

一
在
東
北
鄕
夏
莊
離

城

十

里

以
上
俱
乾
隆
十
六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奉
文
建
久
廢
道
光

十
年
知
縣
張
霖
奉
文
於
縣
治
東
南
節
孝
祠
後
總
建
義

倉
一
所
三
厫
共
九
閒
倉
門
一
倉
房
一
內
藏
穀
三
千
四

百
一
十
四
石
零
五
升
現
實
存
二
千
三
百
九
十
八
石
二

斗
三
升
九
合
八
勺

明

焦

竑

樂

亭

縣

建

新

倉

記

我

國

家

古

立

法

以

積

貯

爲

大

計

歲

儉

有

助

軍

儲

有

供

程

其

盈

以

殿

最

有

司

者

故

自

畿

輔

郡

邑

而

下

廩

庾

相

望

然

恬

熙

久

遠

矣

令

甲

雖

具

有

司

或

陽

以

名

應

之

往

秦

晉

吳

越

歲

一

吿

祲

輒

輸

內

藏

以

給

甚

且

議

支

轉

漕

之

粟

而

竟

無

療

於

龜

腸

蟬

腹

之

氓

此

僅

一

方

一

歲

之

非

時

而

中

內

俱

困

矣

矧

望

於

佐

軍

興

之

急

乎

蓋

卑

者

不

府

於

官

府

於

橐

高

者

徵

會

簿

書

槁

心

竭

力

庶

幾

歲

滿

得

代

可

幸

無

罪

顧

安

有

深

思

遺

力

及

此

者

哉

樂

亭

爲

三

輔

奥

區

地

有

遺

秉

民

無

斂

穧

舊

帑

虺

敗

爲

尤

積

粟

雅

不

甚

饒

而

多

露

積

自

潘

君

之

令

也

出

牛

百

八

十

蹄

穀

種

三

百

餘

而

民

始

知

緣

南

畝

種

粟

以

鍾

計

若

預

備

若

社

倉

若

義

倉

若

常

平

倉

三

萬

二

千

有

七

百

而

官

始

知

有

贏

糧

請

帑

金

五

十

拓

倉

而

新

之

環

者

爲

廒

五

十

五

楹

北

者

爲

祠

三

楹

中

蹲

者

爲

亭

一

東

西

峙

者

爲

門

二

而

粟

始

知

有

蓋

藏

余

因

數

成

績

而

慨

嘆

於

君

之

能

任

事

也

食

爲

民

天

積

貯

爲

民

大

命

姑

無

暇

遠

引

卽

邇

者

扶

風

馮

翊

吿

薦

饑

矣

島

艘

塞

馬

吿

交

鬨

矣

有

如

萬

分

一

轉

徙

之

民

腹

而

待

哺

不

逞

之

徒

瞋

日

而

語

雖

長

孺

發

淮

南

之

粟

而

降

人

仰

塞

下

之

供

人

所

腐

心

莫

庴

者

君

不

寬

然

應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倉
儲

十
二

之

有

餘

哉

嗚

呼

自

干

進

之

風

熾

任

事

之

效

微

當

官

者

往

往

有

不

屑

之

心

視

其

官

如

傳

舍

前

者

旣

以

遺

之

後

後

者

復

以

委

之

前

展

轉

相

仍

坐

待

其

事

之

自

壞

君

旣

奮

身

倡

首

而

繼

是

任

者

不

能

纘

其

成

或

又

從

而

墮

壞

之

此

豈

復

有

人

理

也

乎

君

名

敦

復

余

鄕

夏

津

人

癸

未

進

士

三

爲

令

所

至

有

能

聲

而

未

調

猶

勤

其

官

若

此

其

德

未

有

涯

也

余

固

因

請

而

樂

書

之

邑

人

張

九

鼎

義

倉

行

云

修

義

倉

倉

初

築

百

姓

攤

錢

賣

卻

屋

縣

吏

捉

人

挽

甎

木

一

夫

入

城

一

家

哭

修

義

倉

倉

旣

成

又

比

百

姓

捐

穀

秔

皁

隸

持

籤

夜

出

城

沿

村

挨

門

察

富

戸

匹

婦

穉

子

都

登

名

鄕

民

苦

辭

乏

升

斗

一

歲

收

藏

難

餬

口

封

納

官

糧

巳

不

支

再

要

捐

輸

復

何

有

里

胥

發

怒

聲

如

雷

抗

官

羣

捽

入

城

來

縣

官

一

見

謂

阻

眾

滿

杖

嚴

押

受

刑

重

百

姓

聞

風

魂

魄

飛

典

衣

鬻

產

易

糧

送

倉

內

積

儲

果

有

無

一

方

民

脂

竟

使

枯

縣

官

又

著

循

良

績

題

報

移

文

稱

樂

輸

嗚

乎

前

年

曾

見

修

義

倉

勸

捐

也

說

備

凶

荒

未

幾

水

澇

年

歲

惡

不

聞

有

司

發

倉

糧

老

弱

嗷

嗷

饑

欲

死

守

吏

日

賣

倉

中

米

臨
榆
縣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北
久
廢
應
存
穀
三
十
二
石
六
斗
二
合
在

義
倉
廒
寄
存

社
倉
久
廢

義
倉
九
處

一
在
李
家
堡
城

東

二

十

里

一
在
傅
家
店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一
在
范
家
店
城

西

三

十

里

一
在
黑
山
窰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一
在
石
門
寨
城

北

四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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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一
在
海
洋
莊
城

西

四

十

里

一
在
深
河
堡
城

西

六

十

里

一
在
蔡
各
莊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一
在
駐
操
營
城

北

七

十

里

舊
存
穀
四
千
三
百
四
石
九
斗
四
升
現
倉
廒
坍
塌
穀
石

無
存

本
城
義
倉
三
座

一
在
太
傅
廟
前
廒
五
閒
應
存
穀
九
百
二
石
五
斗
三
升

四
合
三
勺
又
寄
存
常
平
倉
穀
三
十
二
石
六
斗
二
合

一
在
文
昌
宮
側
廒
三
閒
應
存
穀
六
百
三
十
五
石
二
斗

七
升
七
合
六
勺

一
在
南
水
門
內
厫
六
閒
應
存
穀
五
百
九
十
三
石
七
斗

四
升
九
合
八
勺
三
抄

以
上
三
倉
各
有
倉
夫
一
名
每
按
季
各
給
工
食
銀
一
兩

五
錢
同
治
元
年
詳
修
迄
今
厯
任
隨
時
修
補

山
海
倉
在
臨
榆
城
內
管
糧
通
判
署

舊
制
設
有
倉
官
順
治
八
年
歸
關
廳
厫
一
座
共
三
十
八

閒
陸
續
坍
塌
道
光
六
年
修
整
一
次
今
基
址
僅
存
每
年

昌
黎
坐
派
屯
米
一
千
七
百
石
零
五
斗
九
勺
草
三
千
朿

灤
州
坐
派
屯
米
八
百
九
十
九
石
四
斗
二
升
九
合
一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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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同

治

三

年

由

昌

黎

改

派

草
無
撫
甯
坐
派
屯
米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石

草
五
千
束
樂
亭
坐
派
屯
米
二
百
五
十
石
草
四
千
朿
臨

榆
坐
派
屯
米
九
百
石
草
七
千
束

每
年
界
嶺
口
箭
桿
嶺
青
山
口
等
處
邊
儲
米
一
百
零
一

石
一
斗
六
升
六
合
豆
一
百
一
十
四
石
二
斗
五
升
六
合

三
勺
石
門
黃
土
大
毛
義
院
等
處
邊
儲
米
一
百
三
十
石

零
二
斗
四
升
一
勺
豆
一
百
四
十
五
石
七
斗
一
升
零
三

勺
鐵
永
南
海
赤
洋
牛
頭
等
處
邊
儲
米
九
十
九
石
九
斗

七
升
六
合
六
勺
豆
七
十
二
石
四
斗
一
升
八
合
二
勺
以

上
各
款
米
石
係
支
給
旗
綠
兩
營
及
過
往
行
糧
孤
貧
口

糧
等
項
需
用
豆
草
係
支
給
永
協
營
馬
及
過
往
行
糧
需

用每
年
奉
省
協
撥
甯
錦
二
州
縣
兵
米
四
千
四
百
石
此
款

係
由
嘉
慶
十
三
年
奏
准
奉
文
協
撥
挽
運
車
腳
口
袋
等

費
於
司
庫
領
銀
一
千
三
百
三
十
三
兩
一
錢
三
分
尙
不

敷
運
並
於
永
屬
七
州
縣
捐
攤
津
貼
共
銀
四
百
四
十
兩

奉
米
專
支
給
旗
營
兵
糈

每
年
山
海
關
學
田
租
正
米
四
百
九
十
九
石
二
斗
一
升

六
合
又
丈
出
學
田
租
米
二
百
零
六
石
九
斗
三
升
六
合

二
勺
以
上
共
米
七
百
零
六
石
有
畸
內
除
支
給
廩
生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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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士
外
餘
米
均
搭
放
兵
米
孤
口
糧

明

主

事

陳

綰

荒

政

記

云

嘉

靖

丙

辰

秋

歲

大

不

登

遼

民

重

困

初

關

西

人

率

仰

給

遼

東

至

是

遼

人

悉

出

其

銀

錢

雜

物

以

易

粟

關

內

近

關

等

處

粟

頓

空

關

西

人

乃

浮

山

東

之

粟

至

豐

臺

輦

運

抵

山

海

展

轉

接

賣

比

至

其

地

費

已

數

倍

斗

粟

至

三

四

錢

至

六

七

錢

富

者

猶

傾

囊

自

給

貧

民

遂

無

從

得

食

始

剝

木

皮

和

穅

秕

食

之

又

刮

苔

泥

作

粉

以

啖

謂

之

土

麪

然

多

腫

懣

以

死

乃

相

率

咼

死

人

肉

食

之

久

則

掠

生

人

食

之

婦

女

童

穉

獨

出

走

道

上

輒

爲

人

掠

去

有

桀

猾

者

紉

皮

爲

貫

以

索

三

五

爲

夥

見

人

行

則

掩

其

後

其

首

而

索

搤

其

喉

瘖

不

能

出

語

卽

拕

持

去

臠

共

食

之

官

司

禁

不

能

得

捕

至

卽

承

曰

食

人

應

死

不

食

亦

死

與

其

餒

死

孰

與

飽

而

死

也

初

就

杖

殺

之

後

捕

多

不

能

如

法

益

無

所

憚

甚

或

子

死

父

食

妻

死

夫

食

曰

不

則

爲

他

人

食

軍

士

宰

官

馬

食

往

往

脫

巾

呼

號

出

不

遜

語

廣

甯

爲

甚

當

事

亟

爲

請

年

例

銀

夙

所

逋

欠

給

發

之

多

不

能

厭

其

求

屬

國

見

遼

境

士

民

疲

憊

常

使

人

伏

匿

脫

閒

候

糧

米

過

輒

邀

遮

出

塞

道

路

阻

塞

米

益

騰

貴

春

夏

少

雨

疫

氣

盛

行

民

乏

牛

具

籽

粒

無

力

以

種

極

目

荒

磧

說

者

以

爲

秋

成

復

無

望

云

論

曰

古

稱

人

將

相

食

未

必

眞

相

食

也

至

易

子

析

骸

殺

奴

妾

等

事

皆

在

圍

城

中

出

萬

死

不

得

已

之

計

未

有

饑

饉

若

斯

其

極

者

也

蓋

遼

境

僻

介

絕

域

其

所

容

通

往

來

者

止

山

海

關

一

路

非

通

邑

大

都

舟

車

輻

輳

之

所

也

又

其

地

鄰

不

毛

無

蹲

鴟

橡

栗

之

產

故

一

憊

至

此

夫

全

遼

二

十

五

衞

橫

亙

二

千

餘

里

地

大

荒

甚

卽

當

事

不

能

爲

之

處

聖

天

子

發

粟

賑

貸

恩

至

渥

矣

然

轉

輸

難

而

博

施

未

易

豈

所

謂

堯

舜

猶

病

者

與

議

者

欲

請

少

寬

海

禁

使

西

引

豐

臺

之

粟

東

通

登

萊

之

販

而

尙

未

及

行

然

則

救

荒

果

無

奇

策

矣哉又

與

遼

東

撫

巡

諸

公

書

云

夫

遼

東

之

荒

極

矣

敝

關

切

近

觸

目

劌

心

愧

不

能

上

鄭

俠

之

圖

亦

嘗

抱

鄰

父

之

憂

竊

爲

議

之

今

之

所

謂

救

荒

者

非

請

發

內

帑

乎

非

悉

發

官

廩

乎

非

勸

借

富

民

乎

夫

請

發

內

帑

大

工

鼎

興

司

農

吿

匱

年

例

外

不

能

多

發

矣

悉

發

官

廩

遼

之

廩

庾

所

積

幾

何

勸

借

富

民

自

霖

雨

壞

蓋

藏

外

國

掠

屯

堡

富

者

轉

爲

貧

矣

今

之

所

恃

惟

關

西

糴

買

一

節

耳

然

薊

永

歲

本

不

登

加

以

沿

邊

糴

買

軍

餉

其

資

遼

東

者

所

謂

以

升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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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之

水

救

涸

魚

也

近

以

薊

永

糴

米

者

少

遼

人

糴

買

者

多

則

有

商

販

轉

市

山

東

之

粟

自

天

津

等

處

下

船

徑

抵

豐

臺

鎭

遼

人

有

力

者

從

此

轉

搬

無

力

者

止

赴

山

海

攜

數

十

百

文

覓

升

斗

於

商

販

之

手

夫

米

價

已

騰

貴

加

以

展

轉

接

買

大

者

驢

䭾

車

輦

小

者

背

負

手

提

盤

桓

中

途

計

車

腳

之

費

浮

於

米

値

然

亦

止

可

達

廣

甯

以

西

耳

遼

陽

以

東

不

惟

隔

三

岔

河

而

平

陸

溝

渠

車

牛

莫

達

其

所

仰

給

者

惟

金

復

等

處

及

黃

山

一

帶

些

須

之

產

而

關

西

之

米

踰

河

而

東

者

絕

少

夫

轉

輸

不

通

糴

買

無

從

則

米

價

日

增

雖

月

散

金

無

益

也

說

者

以

爲

海

禁

少

寛

使

天

津

直

沽

之

船

不

抵

豐

臺

鎭

得

抵

三

岔

河

不

惟

廣

甯

以

西

可

濟

而

遼

陽

以

東

豈

至

踣

斃

如

今

日

哉

夫

救

荒

如

救

焚

溺

海

禁

固

不

可

弛

然

與

活

遼

東

千

萬

人

旦

夕

之

命

孰

重

夫

從

權

以

濟

一

時

之

急

而

年

豐

禁

復

如

故

是

從

權

以

活

千

萬

人

之

命

而

禁

復

在

也

夫

遼

鎭

之

隸

山

東

者

本

以

通

海

道

也

成

化

以

前

禁

例

未

行

文

移

往

來

花

布

鈔

錠

解

送

又

取

海

上

捷

徑

故

有

無

相

通

緩

急

相

濟

自

禁

例

一

行

公

私

船

隻

盡

廢

究

其

所

以

不

過

杜

絕

逃

軍

之

路

又

或

以

爲

泛

海

恐

引

水

寇

也

夫

欲

絕

逃

軍

惟

嚴

盤

禁

若

倭

寇

自

劉

江

望

海

堝

之

捷

其

不

至

遼

東

者

且

百

餘

年

就

慮

其

至

不

過

遠

哨

望

謹

烽

火

而

已

卽

如

江

海

時

有

倭

寇

豈

能

使

江

海

之

閒

不

行

隻

艘

乎

此

所

謂

失

火

之

家

不

火

食

之

計

也

嗚

呼

使

遼

境

時

和

年

豐

道

路

無

梗

則

可

萬

一

山

海

甯

前

咽

喉

一

線

之

地

少

有

隔

阻

則

遼

境

不

孤

懸

絕

域

乎

卽

今

盜

窺

衢

路

轉

輸

萬

難

則

咽

喉

之

不

塞

者

直

一

閒

耳

其

可

不

爲

寒

心

哉

且

登

萊

二

府

去

金

復

等

州

不

浹

日

而

近

考

之

會

典

正

統

年

閒

登

州

衞

猶

存

海

船

三

十

餘

隻

海

道

旣

廢

船

亦

無

存

夫

登

萊

阻

山

依

海

商

賈

不

行

其

地

有

羨

粟

而

無

厚

售

設

若

少

寬

其

禁

使

金

復

之

人

得

以

泛

海

貿

易

則

一

葦

航

之

而

遼

陽

以

東

皆

可

獲

濟

其

與

廣

甯

以

西

輦

輸

關

內

之

粟

者

勞

逸

奚

啻

十

倍

也

誠

欲

設

爲

防

範

則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撫

按

嘗

奏

添

邊

備

僉

事

駐

金

州

矣

今

建

議

復

添

亦

無

不

可

不

然

則

專

責

守

備

等

官

時

爲

督

察

亦

不

至

於

滋

奸

而

長

弊

就

使

有

之

較

今

日

脫

巾

腹

恐

恐

然

慮

蕭

牆

之

變

利

害

不

有

閒

乎

夫

斗

米

六

七

錢

人

相

食

不

顧

而

猶

泄

泄

然

守

懲

噎

之

過

計

愚

竊

以

爲

過

矣

夫

惟

仁

人

君

子

切

痌

瘝

之

念

而

不

惑

於

拘

攣

之

議

當

必

有

以

處

此

者

生

何

容

贅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惠
政

十
七

惠
政

牛
痘
局

在
府
城
三
條
衚
衕
光
緒
元
年
知
府
游
智
開
創
設
集
資

一
千
兩
發
商
生
息
以
每
歲
二
月
初
十
日
開
局
至
六
月

初
十
日
止
並
經
禀
明
各
憲
批
示
立
案

惠
民
藥
局

撫
甯
在
縣
治
東
今
廢

樂
亭
在
縣
治
拱
眞
閣
東
萬

厯

閒

知

縣

潘

敦

復

修

餘
無
可
考

冰
窖盧

龍
在
縣
治
北
永
豐
山
麓

撫
甯
在
縣
西
門
外
洋
河
左
側
康

熙

閒

知

縣

趙

端

創

設

樂
亭
在
縣
治
西
均
貯
倉
前

育
嬰
堂

盧
龍
在
城
隍
廟
東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奉

文

設

立

養
濟
院

昌
黎
在
城
東
南
王

懋

建

今

廢

樂
亭
在
北
關
迎
恩
橋
乾

隆

閒

知

縣

陳

金

駿

修

臨
榆
在
北
門
外
明

嘉

靖

閒

主

事

葛

守

禮

建

今

額

設

孤

貧

十

名

每

名

歲

給

銀

一

兩

八

錢

支

山

海

學

田

米

變

價

額

外

孤

貧

口

給

口

糧

銀

一

分

於

秏

羨

銀

內

支

銷

留
養
局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惠
政

十
八

盧
龍
五
處
一
在
南
關
外
一
在
范
家
莊
一
在
十
八
里
舖

一
在
雙
望
堡
一
在
燕
河
營
光

緖

四

年

南

關

留

養

局

知

府

游

智

開

重

修

款

籌

發

商

遷
安
五
處
一
在
城
一
在
建
昌
營
一
在
沙
河
驛
一
在
三

屯
營
一
在
喜
峯
口
原

有

勸

捐

銀

二

百

兩

按

月

三

分

生

息

撫
甯
一
處
在
本
城
西
關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知

縣

陳

鍾

琛

建

有

勸

捐

銀

二

百

兩

交

當

商

生

息

每

年

收

息

銀

四

十

八

兩

昌
黎
五
處
一
在
本
城
西
關
一
在
石
門
一
在
靜
安
堡
一

在
蛤
泊
堡
一
在

里
堡
知

縣

吳

世

臣

曁

土

商

輸

銀

三

百

兩

交

當

商

生

息

每

年

收

銀

七

十

二

兩

又

園

地

十

四

畝

五

分

平

房

五

閒

樹

十

五

株

每

年

收

租

制

錢

七

貫

三

百

八

文

爲

貧

民

口

糧

及

綿

衣

等

項

之

用

灤
州
二
處
一
在
城
一
在
榛
子
鎭
知

州

申

澍

曁

土

商

捐

銀

三

百

兩

交

商

營

運

收

息

辦

理

每

年

十

一

月

起

至

次

年

二

月

止

樂
亭
八
處
縣
城
四
關
各
一
處
一
在
胡
家
坨
一
在
連
北

店
一
在
湯
家
河
一
在
盧
家
河
有

交

商

本

銀

五

百

兩

輸

息

又

河

淤

地

二

頃

四

十

三

畝

征

銀

二

十

四

兩

三

錢

臨
榆
三
處
一
在
西
關
玉
皇
廟
一
在
范
家
店
關
帝
廟
一

在
深
河
娘
娘
廟
知

縣

鍾

和

梅

倡

率

勸

捐

銀

四

百

二

十

兩

交

商

生

息

每

年

自

十

月

初

一

日

起

至

次

年

二

月

底

止

收

養

道

路

無

依

及

本

地

孤

貧

之

不

在

額

者

其

銀

入

於

交

代

册

漏
澤
園
義

冢

附

盧
龍
在
縣
東
五
里
周
三
里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惠
政

十
九

遷
安
三
處
一
在
南
門
外
地
十
畝
知
縣
張
濟
建
一
在
黃

臺
山
地
二
十
畝
知
縣
張
一
諤
建
一
在
城
東
大
王
家
莊

西
知
縣
王
宏
建

國

朝

邑

人

劉

鴻

儒

漏

澤

園

記

云

古

之

仁

人

民

吾

同

胞

物

吾

偕

與

誠

見

夫

天

地

爲

吾

大

父

母

人

物

異

同

共

此

一

氣

而

林

林

總

總

猶

吾

之

伯

叔

兄

弟

支

分

而

派

遠

者

也

是

故

生

必

盡

其

養

死

必

盡

其

情

有

知

無

知

咸

無

失

所

而

後

卽

安

此

周

禮

所

以

有

墓

大

夫

之

官

西

伯

所

以

有

瘞

骨

之

舉

是

皆

大

不

忍

於

中

而

不

得

不

爲

之

安

頓

措

置

也

而

或

者

以

爲

不

然

謂

生

民

之

眾

飢

者

欲

食

寒

者

欲

衣

困

者

欲

蘇

勞

者

欲

息

此

之

弗

恤

而

委

骸

朽

骨

之

戚

戚

得

無

緩

急

失

倫

乎

故

墓

大

夫

今

廢

不

存

西

伯

之

仁

瘞

骨

亦

其

餘

耳

然

而

識

者

必

以

恤

死

爲

仁

政

卽

當

時

之

頌

西

伯

者

亦

必

以

澤

及

枯

骨

爲

首

稱

抑

又

何

說

蓋

不

忍

之

心

有

輕

重

長

短

死

者

如

此

生

者

可

知

巳

朽

者

之

不

忍

其

暴

露

如

此

存

活

者

之

不

忍

其

疾

苦

可

知

推

是

心

也

几

所

以

利

吾

民

撫

吾

眾

惠

我

田

疇

益

我

子

弟

者

必

無

不

委

曲

周

詳

者

矣

邑

宰

張

公

下

車

以

來

凡

有

禆

民

生

之

事

知

周

道

濟

未

可

更

僕

茲

復

捐

貲

置

義

冢

二

十

畝

許

於

邑

之

南

郭

孤

燐

野

鬼

其

無

恫

乎

且

此

地

襟

山

帶

河

蘊

靈

凝

秀

眠

牛

臥

馬

天

啟

佳

城

葬

於

斯

者

後

將

有

昌

大

其

門

者

矣

張

公

之

仁

覆

遷

邑

不

獨

顯

在

目

前

且

陰

及

千

百

年

之

遠

山

高

水

長

曷

其

有

極

余

故

樂

爲

之

記

以

風

後

之

在

位

者

撫
甯
在
城
東
片
石
山
康

熙

閒

知

縣

趙

端

捐

貲

買

地

十

二

畝

知

縣

趙

端

義

冢

記

云

義

冢

之

說

由

來

久

矣

顧

在

承

平

之

世

則

其

事

緩

在

亂

離

之

世

則

其

事

亟

而

又

有

所

不

暇

承

平

之

世

賢

聖

繼

作

生

民

力

耕

作

而

安

閭

里

生

有

以

養

而

死

有

以

葬

固

不

待

上

之

人

之

有

以

澤

之

也

故

曰

緩

亂

離

之

日

干

戈

四

起

和

氣

乖

而

災

癘

作

非

死

於

鋒

鏑

卽

死

於

水

旱

病

疫

斯

時

長

吏

卽

恫

目

傷

心

顧

求

芻

求

牧

救

生

者

之

未

暇

奚

暇

及

於

死

亡

乎

故

曰

其

事

亟

而

又

有

所

不

暇

唯

是

大

難

方

平

大

化

將

登

之

際

斯

民

雖

巳

安

於

衽

席

而

元

氣

末

充

衣

食

未

足

流

離

未

歸

瘡

痍

者

未

息

則

枯

骨

之

澤

非

王

政

之

周

徧

而

普

及

之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惠
政

二
十

不

能

也

國

家

定

天

下

巳

厯

三

紀

顧

江

南

黔

滇

之

閒

變

亂

再

作

戎

馬

轉

輸

徧

於

四

方

而

撫

邑

界

二

京

之

中

往

歲

東

遼

之

變

烽

火

幾

相

照

肝

腦

塗

地

者

殆

不

知

其

幾

矣

今

幸

四

方

蕩

平

然

則

義

冢

之

設

亟

且

有

暇

其

在

茲

日

與

茲

土

乎

余

任

事

朞

年

心

切

念

之

適

有

文

學

鍾

朝

鼎

有

棄

地

一

段

卽

捐

貲

買

以

爲

漏

澤

園

未

及

申

報

適

大

中

丞

于

公

檄

至

淳

勸

各

屬

舉

行

義

冢

囅

然

自

喜

何

下

吏

寸

衷

竟

與

行

臺

節

使

不

謀

而

合

也

因

敘

而

記

之

邑

人

王

瑞

徴

勸

埋

亡

嬰

義

冢

記

文

云

古

人

云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之

老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

又

云

不

獨

親

其

親

不

獨

子

其

子

休

哉

何

風

之

厚

歟

蓋

孝

慈

之

理

人

心

所

同

故

以

孝

子

而

爲

慈

父

者

又

必

欲

天

下

之

共

爲

慈

父

母

焉

斯

埋

嬰

義

冢

之

所

由

立

也

從

前

吾

鄕

陋

風

凡

兒

女

幼

亡

多

諸

荒

郊

屍

骸

暴

露

狼

犬

殘

食

雖

行

路

之

人

見

者

莫

不

酸

鼻

爲

彼

父

母

者

何

竟

很

毒

至

此

哉

其

說

曰

兒

女

幼

亡

棄

之

則

續

生

者

可

存

埋

之

則

續

生

者

難

保

噫

是

何

不

思

之

甚

也

王

道

必

本

人

情

立

子

全

憑

積

德

兒

女

者

已

之

遺

體

卽

父

母

之

遺

體

因

其

幼

亡

而

之

其

心

太

忍

忍

卽

損

德

之

階

憫

其

幼

亡

而

埋

之

其

道

近

仁

仁

卽

種

德

之

本

種

德

者

其

後

必

昌

損

德

者

其

罰

不

遠

降

祥

降

殃

毫

釐

千

里

非

可

忽

也

試

以

時

事

驗

之

如

吾

宗

兄

遂

明

初

生

四

女

皆

幼

亡

亡

則

斂

埋

之

繼

生

五

男

成

立

者

四

今

且

行

年

五

十

已

抱

五

孫

焉

余

前

所

生

兒

女

有

幼

亡

者

亦

皆

埋

之

今

復

有

子

二

人

女

三

人

亦

漸

次

成

立

由

此

觀

之

立

子

在

種

德

而

不

在

兒

信

矣

棄

兒

徒

損

德

而

未

必

立

子

益

信

矣

遂

明

先

生

吾

鄕

之

孝

子

也

孝

不

匱

而

慈

亦

不

匱

捐

施

義

冢

勸

埋

亡

嬰

客

死

無

歸

亦

許

殯

葬

且

令

男

左

女

右

分

穴

挨

埋

永

不

相

紊

斯

舉

也

可

以

見

先

王

仁

及

枯

骨

之

風

可

以

補

邑

侯

澤

被

羣

黎

之

漏

吾

鄕

之

父

老

兄

弟

諒

必

欣

然

樂

從

而

不

忍

以

亡

兒

之

骨

肉

供

犬

狼

之

一

飽

也

其

所

全

豈

有

量

與

道

光

乙

丑

昌
黎
在
城
西
南
一
里
周
四
畝
明

張

雲

鳳

李

桐

立

灤
州
在
城
東
北
一
里

樂
亭
四
處
東
鄕
在
戈
兒
崖
莊
南
西
鄕
在
饅
頭
莊
南
南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惠
政

二
十
一

鄕
在
醋
流
莊
南
北
鄕
在
羅
各
莊
東
地

各

十

畝

又
古
義
冢
在
龍
王
廟
莊
後
康

熈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金

星

瑞

清

查

丈

出

地

五

畝

三

分

臨
榆
十
五
處
一
在
西
水
門
外
一
在
南
水
門
外
一
在
給

孤
寺
前
一
在
董
家
莊
一
在
石
河
沿
一
在
關
門
外
一
在

沙
鍋
店
一
在
義
院
口
一
在
硯
臺
溝
一
在
崔
家
莊
一
在

淺
水
營
一
在
周
家
莊
一
在
十
家
園
候

選

知

縣

張

雯

捨

地

二

十

畝

一
在
囘
馬
寨
候

選

州

同

董

典

捨

一
在
紅
瓦
店
民

人

解

良

材

捨

國

朝

佘

一

元

山

海

石

河

西

義

冢

記

云

嘗

讀

月

令

孟

春

之

月

骼

埋

胔

王

政

也

夫

王

政

行

於

上

澤

及

枯

骨

其

利

溥

矣

或

有

行

之

於

下

以

仰

贊

王

政

之

所

不

及

在

上

好

仁

在

下

好

義

殆

並

行

而

不

相

悖

者

歟

山

海

舊

有

義

冢

數

處

大

抵

湫

隘

傾

庂

歲

久

邱

墓

稠

曡

幾

無

餘

地

邇

有

紳

士

商

民

彙

金

作

會

施

棺

濟

乏

積

穀

備

荒

酌

量

多

寡

爲

便

民

事

未

已

也

爰

就

西

郊

文

殊

庵

右

用

價

購

撫

甯

縣

下

地

十

五

畝

益

以

本

庵

香

火

地

五

畝

擴

爲

一

大

義

冢

區

建

坊

豎

碑

冀

埀

久

遠

因

憶

昔

甲

申

王

師

入

關

與

流

寇

戰

此

地

以

西

二

三

十

里

閒

凡

殺

數

萬

餘

人

暴

骨

盈

野

三

年

收

之

未

盡

也

値

旱

約

貧

民

拾

骨

一

擔

給

錢

數

十

文

骨

盡

竊

取

已

葬

之

骸

以

繼

之

覺

而

遂

止

彼

時

但

就

坑

塹

或

掘

地

作

坎

以

合

掩

之

耳

然

所

殺

閒

多

脅

從

及

近

鄕

驅

迫

供

芻

糧

之

民

非

盡

寇

盜

也

故

瘞

埋

之

舉

上

所

不

禁

况

此

纍

纍

者

羇

旅

之

魂

則

貧

窶

不

能

辦

營

地

之

櫬

孰

非

並

育

並

生

之

儔

安

忍

聽

其

暴

露

抛

而

不

亟

爲

之

所

哉

蓋

普

天

之

下

皆

王

土

也

率

土

之

濱

皆

王

臣

也

以

王

土

葬

王

民

卽

王

政

也

下

之

好

義

本

於

上

之

好

仁

方

今

聖

人

在

上

爲

之

下

者

相

與

培

湻

風

敦

厚

道

以

爲

祈

天

永

命

之

助

故

爲

斯

舉

者

事

出

眾

情

而

命

稟

當

事

愼

勿

視

爲

愚

賤

之

私

惠

則

庶

幾

近

於

道

矣

惟

是

在

會

諸

姓

名

爲

不

可

泯

悉

鐫

諸

石

俾

後

來

者

有

其

考

據

知

所

觀

感

焉

是

爲

記

驛
站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惠
政

二
十
二

灤
河
驛
屬
盧
龍
縣
在
南
關
東
街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移
縣
署

東
院
額
設
馬
七
十
二
匹
夫
役
八
十
八
名
內
抄
牌
一
名

獸
醫
一
名
馬
牌
十
三
名
草
夫
三
名
接
遞
皁
隸
四
名
馬

夫
三
十
六
名
摃
轎
夫
四
十
名
每
歲
支
工
料
銀
四
千
三

百
三
十
九
兩
一
錢
五
分
二
釐
遇
閏
加
增
銀
三
百
三
十

四
兩
四
錢
零
九
釐
在
本
縣
地
糧
銀
內
給
銀
三
千
二
百

四
十
四
兩
九
錢
五
分
在
於
布
政
司
庫
請
領
銀
一
千
九

十
四
兩
二
錢

七
家
嶺
驛
屬
遷
安
縣
今
改
設
沙
河
額
設
馬
七
十
二
匹
夫

役
八
十
名
內
馬
夫
三
十
六
名
獸
醫
一
名
馬
牌
三
名
草

夫
三
名
抄
牌
一
名
摃
轎
夫
三
十
二
名
皁
隸
四
名
每
歲

工
科
廩
給
口
糧
協
濟
等
銀
共
四
千
五
百
零
九
兩
四
錢

三
分
三
釐
遇
閏
支
銀
四
千
八
百
一
十
二
兩
五
錢
二
分

一
釐
在
灤
州
支
銷

明

谷

繼

宗

㝛

七

家

嶺

驛

詩

云

野

館

停

車

騎

青

燈

照

綺

羅

聞

鍾

疑

近

闕

振

袂

想

鳴

珂

夜

久

霜

華

重

山

高

月

色

多

郵

人

戒

明

發

鼓

吹

渡

灤

河

國

朝

尤

侗

早

發

七

家

嶺

詩

云

邊

地

悲

風

苦

春

來

吹

不

禁

征

衣

霜

露

結

驛

道

歲

華

深

曉

色

千

村

動

寒

聲

萬

馬

吟

坐

懷

官

閣

上

初

日

照

橫

琴

陳

廷

敬

㝛

七

家

嶺

驛

詩

云

桑

柘

青

陰

花

藥

紅

殘

春

家

寄

五

陵

東

行

人

兩

地

想

思

處

盡

在

寒

鐙

古

驛

中

遼

陽

劉

文

麟

暮

投

沙

河

驛

詩

云

馬

首

頻

東

向

離

京

第

五

程

空

山

生

峭

冷

返

景

湛

虛

明

漁

火

寒

溪

渡

人

煙

小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驛
站

二
十
三

驛

城

解

裝

先

買

醉

一

慰

客

中

情

顧

學

潮

沙

河

驛

早

發

詩

云

不

斷

村

柝

長

已

過

宵

燭

短

並

程

行

休

遲

怯

冷

起

偏

緩

倦

僕

眼

未

開

出

門

喜

沙

輭

比

屋

啼

晨

雞

排

簷

多

臥

犬

野

矌

更

何

人

來

無

去

亦

罕

行

早

如

噉

蔗

佳

境

每

不

遠

星

落

自

東

稀

霜

濃

知

午

暖

下

馬

問

酒

家

聞

鍾

到

僧

館

融

融

初

日

來

萬

恐

付

一

莞

灤
陽
驛
屬
遷
安
縣
設
立
三
屯
營
額
設
馬
六
十
二
匹
夫
役

五
十
七
名
內
馬
夫
三
十
一
名
獸
醫
一
名
草
夫
二
名
馬

牌
子
二
名
抄
牌
一
名
摃
轎
夫
十
六
名
接
遞
皁
隸
四
名

每
歲
額
支
工
料
等
銀
三
千
四
百
六
十
八
兩
二
錢
五
分

七
釐
遇
閏
歲
支
三
千
六
百
八
十
三
兩
一
錢
九
分
四
釐

榆
關
驛
屬
撫
甯
縣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深
河
額
設
馬
七
十
二

匹
夫
役
七
十
六
名
內
摃
轎
夫
三
十
名
獸
醫
一
名
馬
牌

子
三
名
抄
牌
一
名
馬
夫
三
十
四
名
草
夫
三
名
皁
隸
四

名
每
歲
額
支
銀
共
四
千
零
九
十
一
兩
六
分
二
釐
遇
閏

加
增
銀
三
百
二
十
七
兩
三
錢
九
分
五
釐
在
樂
亭
支
銷

明

董

越

撫

甯

道

中

榆

關

驛

有

感

詩

云

曉

別

撫

甯

郭

天

低

海

氣

連

蒼

茫

初

出

日

惨

淡

未

收

烟

茅

屋

多

依

樹

村

氓

半

在

田

榆

關

前

驛

近

伐

鼓

正

淵

淵

國

朝

陳

廷

敬

食

榆

關

驛

有

老

卒

語

世

父

侍

御

公

令

樂

亭

時

事

詩

云

下

馬

食

驛

亭

杯

酒

乾

欲

去

憫

此

人

凋

殘

停

驂

詰

其

故

驛

卒

老

記

事

灑

泣

跪

而

語

此

地

古

要

衝

車

馬

繁

徒

御

小

縣

丁

徭

稀

取

足

外

協

助

樂

亭

籍

民

夫

十

人

九

饑

仆

當

時

陳

縣

尹

吾

民

賴

調

護

走

謁

大

府

官

抵

掌

借

前

箸

庶

人

者

在

官

定

祿

出

邱

賦

枵

腹

事

公

家

公

事

亦

繆

悞

是

時

大

府

賢

立

爲

尹

拜

疏

雇

直

餘

貲

糧

行

役

乃

犇

赴

尹

去

民

寒

饑

尹

來

有

衣

袴

驛

東

古

神

祠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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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驛
站

二
十
四

至

常

此

駐

驛

南

荒

沙

磧

是

向

樂

亭

路

邇

來

四

十

年

吾

民

思

乳

哺

我

聞

驛

卒

言

雙

淚

零

如

雨

尹

吾

先

伯

父

宰

木

已

拱

墓

縣

路

邈

難

踰

古

祠

在

何

處

馳

馬

往

視

之

祠

門

日

斜

暮

故

額

宛

猶

存

戊

寅

字

細

署

戊

寅

吾

以

降

老

大

懔

百

慮

酹

酒

再

拜

行

春

風

吹

獨

樹

又

榆

關

驛

見

桃

花

詩

云

東

行

霜

草

白

成

堆

柳

塞

桃

林

待

我

來

誰

道

榆

關

春

色

晚

花

開

時

節

使

車

迴

張

琴

㝛

榆

關

詩

云

辭

家

將

百

里

薄

暮

抵

榆

關

倦

客

纔

停

轡

蒼

烟

已

沒

山

夜

寒

聞

漏

永

夢

短

對

燈

閒

欲

問

連

營

處

雞

鳴

又

路

閒

蘆
峯
驛
屬
撫
甯
縣
在
南
關
外
額
設
馬
七
十
二
匹
夫
役
八

十
七
名
內
摃
轎
夫
四
十
名
獸
醫
一
名
馬
牌
子
三
名
草

夫
三
名
抄
牌
一
名
馬
夫
三
十
五
名
接
遞
皁
隸
四
名
每

歲
額
支
銀
四
千
二
百
九
十
二
兩
七
錢
一
分
六
釐
遇
閏

加
銀
三
百
二
十
八
兩
五
錢
七
分
四
釐

遷
安
驛
屬
臨
榆
縣
在
西
關
外
乾
隆
二
年
改
隸
縣
治
額
設

馬
七
十
二
匹
夫
役
八
十
四
名
內
獸
醫
一
名
馬
牌
子
三

名
馬
夫
三
十
六
名
草
夫
三
名
抄
牌
一
名
摃
轎
夫
四
十

名
每
歲
額
支
銀
四
千
三
百
九
十
八
兩
九
錢
七
分
一
釐

遇
閏
加
銀
二
百
九
十
九
兩
一
錢
八
分
九
釐
案

明

永

樂

元

年

以

三

衞

朝

京

師

由

遷

安

東

北

境

遂

徙

驛

於

山

海

後

仍

其

名

又

畿

輔

通

志

云

遷

安

驛

洪

武

十

四

年

置

崇

正

中

歸

昌

黎

縣

應

役

建

置

年

與

郡

志

不

符

鋪
遞

盧
龍
縣
自
府
治
南
四
十
步
爲
總
鋪
東
十
里
周
家
鋪
又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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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鋪
遞

二
十
五

里
第
二
鋪
又
十
里
雙
望
鋪
又
十
二
里
至
撫
甯
背
陰
鋪

自
總
鋪
而
西
十
里
石
梯
子
鋪
又
十
里
白
佛
店
鋪
又
十

二
里
安
河
赤
峯
鋪
又
十
里
至
遷
安
色
山
鋪
自
總
鋪
而

南
二
十
里
周
王
山
鋪
又
十
里
至
灤
州
劉
各
莊
鋪
自
總

鋪
而
西
北
十
五
里
分
水
嶺
黑
石
鋪
又
十
五
里
至
遷
安

沙
河
鋪

遷
安
縣
自
縣
前
總
鋪
東
南
十
五
里
至
蘆
溝
鋪
又
東
二
十

五
里
盧
龍
屬
彭
家
店
鋪
西
南
二
十
里
至
趙
家
店
鋪
又

十
里
至
鄭
家
店
鋪
又
十
五
里
至
沙
河
驛
鋪
東
北
十
五

里
至
小
寨
鋪
又
三
十
五
里
至
冷
口
關
鋪
西
北
二
十
里

至
龍
啟
鋪
又
二
十
里
至
擂
鼓
臺
鋪
又
二
十
里
至
東
寨

鋪
又
二
十
里
至
大
寨
鋪
又
二
十
里
至
舊
城
鋪
又
二
十

里
至
白
廟
鋪
又
三
十
里
至
遵
化
州
屬
二
十
里
鋪
由
沙

河
驛
東
十
里
至
沙
窩
鋪
又
十
里
至
野
雞
坨
鋪
又
十
五

里
至
盧
龍
安
河
鋪
由
沙
河
驛
西
十
里
至
馬
坡
營
驛
鋪

又
六
里
至
七
家
嶺
鋪
又
六
里
至
新
店
鋪
又
十
里
至
灤

州
屬
王
家
店
鋪

撫
甯
縣
自
治
東
二
十
步
爲
總
鋪
東
五
里
橫
山
鋪
又
十
里

白
石
鋪
又
十
里
馬
坡
鋪
又
十
五
里
深
河
鋪
又
十
里
團

山
鋪
自
總
鋪
而
西
五
里
綠
灣
鋪
又
十
里
蘆
峯
口
鋪
又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鋪
遞

二
十
六

十
里
義
院
嶺
背
陰
鋪
又
十
里
至
盧
龍
雙
望
鋪
額
設
鋪

司
兵
三
十
名
歲
支
工
食
銀
一
百
二
十
兩
遇
閏
加
銀
十

五
兩
乾
隆
三
年
裁
銀
五
兩
實
支
十
兩

昌
黎
縣
自
治
東
十
步
爲
總
鋪
西
十
里
石
堠
子
鋪
又
十
里

柳
河
鋪
又
十
里
梭
頭
灣
鋪
又
十
里
營
城
鋪
又
十
里
訾

家
鋪
通
盧
龍
八
里
鋪
自
總
鋪
而
東
北
張
各
莊
有
鋪
廢

外
距
臨
榆
紅
瓦
鋪
一
百
二
十
里

灤
州
自
治
東
二
十
五
步
爲
總
鋪
南
十
里
棗
園
鋪
又
十
里

馬
城
鋪
又
十
里
長
甯
鋪
過
此
爲
樂
亭
界
自
總
鋪
而
北

十
里
劉
家
莊
鋪
過
此
爲
盧
龍
界
自
總
鋪
而
西
北
七
十

里
王
家
店
鋪
又
十
里
牤
牛
橋
鋪
又
十
里
榛
子
鎭
鋪
又

十
里
狼
窩
鋪
又
十
里
鐵
城
坎
鋪
凡
一
百
十
里
爲
豐
潤

界
外
距
撫
甯
地
馬
坎
深
河
二
鋪
百
三
十
四
里

樂
亭
縣
自
治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至
新
樂
鎭
鋪
接
灤
州
長
甯

鋪
界
東
北
距
撫
甯
地
團
山
鋪
百
里
舊
治
由
總
鋪
遞
曹

家
莊
鋪
再
遞
此
及
曹
家
莊
被
水
坍
塌
鋪
已
久
廢
總
鋪

亦
廢

臨
榆
縣
自
治
前
鋪
西
十
里
至
紅
瓦
鋪
又
十
里
至
豐
臺
鋪

又
十
里
至
張
果
老
鋪
又
十
里
至
團
山
鋪
撫
甯
縣
界
額

設
鋪
司
兵
十
二
名
歲
支
工
食
銀
七
十
二
兩
遇
閏
加
銀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鋪
遞

二
十
七

六
兩
咸
豐
八
年
裁
減
八
成
銀
五
十
七
兩
六
錢
僅
賸
工

食
銀
十
四
兩
四
錢
因
臨
邑
係
入
關
首
站
來
往
公
文
絡

繹
除
兵
差
緊
要
文
件
歸
馬
遞
外
其
餘
統
歸
鋪
遞
十
四

兩
四
錢
不
敷
辦
公
其
裁
減
五
十
七
兩
六
錢
之
數
仍
由

縣
按
季
捐
發

墩
撥

東
自
山
海
關
城
七
里
至
五
里
臺
又
六
里
至
欒
家
嶺
又

七
里
至
二
十
里
窪
又
六
里
至
烟
墩
嶺
又
七
里
至
湯
河

沿
又
九
里
至
鳳
凰
店
又
十
里
至
望
海
店
以

上

屬

臨

榆

又
十

三
里
至
高
臺
嶺
又
九
里
過
深
河
堡
至
馬
棚
山
又
十
四

里
過
榆
關
至
白
石
鋪
又
二
十
五
里
過
撫
甯
縣
至
蘆
峯

口
又
六
里
至
飮
馬
河
又
五
里
至
新
莊
鋪
又
十
里
至
吳

達
子
營
以

上

屬

撫

甯

又
十
里
過
雙
望
堡
至
部
落
嶺
又
五
里

至
十
八
里
鋪
又
十
三
里
至
驢
槽
兒
又
十
五
里
過
府
城

至
鴨
子
河
又
十
里
至
望
府
臺
又
八
里
至
安
河
鋪
又
七

里
至
赤
峯
鋪
又
十
里
至
野
雞
坨
以

上

屬

盧

龍

又
八
里
至
沙

河
鋪
又
十
二
里
過
沙
河
驛
至
紅
廟
又
五
里
至
馬
坡
營

又
七
里
至
七
家
嶺
又
四
里
至
新
店
子
又
六
里
至
乾
河

草
以

上

屬

遷

安

又
十
里
過
新
店
又
十
里
至
王
家
嶺
又
十
二

里
至
牤
牛
橋
又
十
八
里
至
榛
子
鎭
至
煙
墩
山
又
八
里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四
十
三
鋪
遞

二
十
八

至
白
草
窪
以

上

屬

灤

州

又
西
接
豐
潤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