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開
州
志

卷
之
二

一

開
州
志
卷
之
二

王
崇
慶
集

建
置
志
第
二

城
池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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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二
十
四
里
宋
熈
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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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金
元
及

我大
明
因
之
弘
治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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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州
李
嘉
祥
大
加
修
鑿
城

池
始
高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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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迎
春
成
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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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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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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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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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墻
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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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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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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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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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郡
縣
莫
先
焉
既
而
知
州
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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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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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今

之

洲

城

即

唐

得

勝

寨

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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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

徙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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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代

晋

始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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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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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漢

徙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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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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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

淵

至

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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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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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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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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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

于

此

即

今

之

治

也

今

澶

淵

故

城

在

州

南

五

里

得

勝

寨

在

州

南

三

里

見

府

志

嘉
靖
十
三
年
甲
午
春

廵
撫
都
御
史
周

移
檄
郡
縣
重
修
我
城
及
其
池
隍

知

州

孫

巨

鯨

編

集

民

夫

幾

七

千

餘

人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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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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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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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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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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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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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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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城

用

煥

然

盖

民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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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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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

守

李

嘉

祥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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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在

扵

弘

治

十

三

年

母

乃

数

與

吁

異

哉

王
崇
慶
曰
保
民
莫
如
城
池
未
有
城
池
不
固
而

可
守
者
此
易
所
謂
設
險
也
昔
者
李
公
之
有
是

役
百
姓
盖
嗷
嗷
焉
未
幾
薊
盗
群
起

刼
郡
邑

鮮
能
免
者
而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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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
人
始
思
李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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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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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子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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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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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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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署
州
治
在
城
之
西
北
隅
元
大
徳
八
年
州
尹
弭
禮

建
至
正
十
五
年
州
尹
張
禎
重
修

明
洪
武
二
年
判
官
歐
陽
莘
永
樂
元
年
判
官
李
珣
景

㤗
天
順
間
知
州
李
迪
成
化
間
知
州
胡
璟
弘
治
間
知

州
王
瑩
皆
相
繼
葺
修
頼
以
不
墜
十
一
年
李
嘉
祥
知

州
事
拓
隘
起
廢
偉
麗
甲
於
鄰
境
矣
見

府

志

嘉
靖
癸
未

知
州
朱
紈
新
攺
鎮
寜
堂
有
王
崇
慶

堂
後
爲
尊
美

堂
又
後
爲

梧
軒
又
後
爲
一
鶴
堂
又
後
爲
披
雲
樓

樓
之
下

以
室
知
州
宅
署
在
焉
郡
堂
之
西
有
同
知

宅
有
馬
判
官
宅
其
東
南
有
民
判
官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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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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廨
皆
附
於

地
如
制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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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爲
月
䑓
爲
甬
路
又
前

爲
戒
石
亭
又
前
爲
儀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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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爲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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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門
之
東
西

爲
申
明
旌
善
亭
又
前
爲
榜
房
又
前
爲
鍾
皷
樓
郡
獄

在
儀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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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
仗
庫
在
夾
室
宣
化
坊
在
大
門
外

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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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夫
郡
者
群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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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如
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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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失

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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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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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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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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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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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重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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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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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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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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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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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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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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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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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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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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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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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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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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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址
也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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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徳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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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弭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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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延
祐

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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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四
年
監

郡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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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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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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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又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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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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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張
持

敬
興
廢
葺
敝
頗
爲
完
整

明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知
州
文
有
禎
永
樂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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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官
李

珣
徐
昱
皆
效
力
崇
飭

㤗
定
攺
元
脩
治
中
爲
明
倫
堂
堂
之
東
爲
日
新
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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飬
正
齋
西
爲
時
習
齋
爲
文
籍
庫
堂
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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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廊
之

後
爲
饌
堂
饌
堂
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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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舎
其
前
爲
育
賢
門
又
前

爲
儒
學
門
門
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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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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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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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
宅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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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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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門
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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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制
又
東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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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今
廢

天
順
己
卯
増
廣
基
地
凡
二
百
畒
有
竒
在

學

後

知

州

李

迪

立

有

甘

澤成
化
三
年
建
御
書
閣
在

明

倫

堂

後

知

州

謝

鳯

立

今

撤

攺

爲

饌

堂

弘
治
十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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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
知
州
李
嘉
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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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閣
在

大

成

殿

後

高

可

三

閣
之
下

以
書
舎
凡
三
十
楹
謂
之
新
號
房

云

王
崇
慶
曰
吾
猶
及
公
於
皷
篋
時
也
其
所
謂
振

振
君
子
與
生
徒
宿
號
之
教
自
公
而
後
無
聞
焉

公
之
蒞
吾
開
也
每
政
暇
出
諸
生
不
意
或
躬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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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
扣
其
業
或
呼
之
郡
署
以
試
其
文
而
又
間
行

賞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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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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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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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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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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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
風

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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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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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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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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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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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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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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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孫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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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敬
一
亭
遵

明
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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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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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前
有
敬
一
等
箴

屬
署
金
堤
巡
檢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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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東

南

一

百

八

十

里

今

廢

税
課
局
在

州

治

東

南

洪

武

六

年

立

今

廢

隂
陽
學
在

州

治

東

北

街

有

庭

有

門

洪

武

十

一

年

立

醫
學
與

隂

陽

學

鄰

洪

武

十

七

年

立

成

化

七

年

四

月

同

知

詹

靖

重

脩

有

監

丞

閻

禹

錫

僧
正
司
在

州

治

東

南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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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國

寺

洪

武

十

五

年

立

社
學
在

北

街

弘

治

七

年

知

州

王

瑩

立

一

在

西

街

今

廢

鄉

外

盡

廢

行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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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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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治

東

成

化

七

年

八

月

知

州

謝

鳯

脩

有

四

明

楊

守

陳

有

振

肅

激

楊

坊

太

僕
分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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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治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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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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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址

有

太

僕

寺

坊

大
名
府
舘
在

察

院

東

成

化

元

年

知

州

謝

鳯

立

有

甘

澤

倉
庫
預
備
倉
在

州

治

東

夾

道

北

凡

百

五

十

楹

後

先

脩

立

存
留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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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治

儀

門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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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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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預

備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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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倉

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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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

道

北

王
崇
慶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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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
所
以
延
國
脉
重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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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莫
之

可
一
日
缺
也
予

謂
倉
廪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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囹
圄
貴
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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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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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矣
乎

樓
庫

在

堂

之

左

右

知

州

朱

統

攺

爲

樓

庫

在

堂

東

飬
濟
院
在

州

治

東

北

巷

有

庭

有

舎

有

門

景

㤗

五

年

脩

嘉

靖

戊

子

知

州

張

寰

重

脩

有

飬

濟

院

坊

演
武
塲
在

太

僕

寺

西

有

庭

有

垣

有

旗䑓

觀
鳬
亭
在

清

河

堤

上

知

州

朱

紈

立

有

王

崇

慶

迎
春
舘
在

迎

春

門

外

嘉

靖

戊

子

知

州

張

寰

立

皷
吹
廊
在

東

北

二

門

甕

城

内

每

爲

廊

厦

四

間

爲

迎

送

皷

吹

之

所

知

州

夏

國

孝

立

明
道
書
院
在

城

隍

廟

東

知

州

龍

大

有

立

有

學

士

劉

龍

王
崇
慶
曰
此
程
子
伯
淳
書
院
也
院
立
自
龍
子

始
也
先
生

别
駕
於
開
坐
議
新
法
忤
王
安
石

故
故
夫
塞
河
之
役
其
浮
海
之
餘
也
然
而
君
子

之
澤
則
潤
屋
身
後
富
貴
之
家
則
置
室
鮮
終
天

理
人
欲
之
明
效
其
不
可
揜
如
此
夫

仰
山
亭
在

儒

學

東

䆠

賢

祠

中

同

知

潘

塤

立

見

正

録

玉
介
堂
在

仰

山

亭

後

潘

塤

立

見

正

祀

録

北

㕔
在

拱

北

門

外

正

徳

十

年

知

州

張

懋

賢

立

漏
澤
園
在

拱

北

門

外

鍾
樓
在

名

䆠

鄉

賢

祠

東

八

蜡

廟

前

弘

治

問

李

嘉

祥

立

崇
義
書
院
在

州

東

十

八

郎

里

元

國

子

生

唐

兀

象

賢

崇

喜

之

所

䢖

顔
宗
道
書
院
在

州

南

慶

祖

里

月

城

村

今

廢

橋
梁
石
川
橋
在

迎

春

門

外

知

州

張

寰

立

有

王

崇

慶

浮
翠
橋
在

洪

洋

山

南

距

城

五

里

弘

治

間

知

州

王

瑩

重

脩

南
甎
橋
在

朝

陽

門

外

北
石
橋
在

拱

北

門

外

南

溪
橋
在

州

東

南

汉

河

頭

距

城

八

十

里

急
逓
鋪
凡
九
有
舎
有
門

揔
鋪
在

州

治

前

天

順

丁

丑

脩

白
倉
在

州

北

十

五

里

子
岸
在

州

南

二

十

五

里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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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在

州

南

沙
堌
堆
在

州

南

楊
村
在

州

南

山
木
村
在

州

南

六

十

里

井

店
在

州

西

六

十

里

五
里
在

州

北

門

外

府

堤

口

王
崇
慶
曰
橋
梁
王
政
也
郵
逓
王
命
也
故
皆
不

憚
煩
以
書

坊
四
牌
樓
坊
在

十

字

街

心

東

扁

憲

副

西

都

憲

南

顓

□

名

都

北

汲

黯

故

里

知

州

龍

大

有

立

爲

侯

春

侯

英

父

子

云

進
士
方
伯
坊
立

為

谷

琰

攀
龍
坊
立

爲

趙

躍
龍
坊

進
士
坊
俱

立

爲

劉

輔

今

廢

昂
霄
坊
立

爲

馮

灝

擢
第
坊
立

爲

丙

子

侯

英

今

廢

戌
進
士
坊
科
第
名
家
坊
俱

立

爲

王

綸

附
鳯
坊
立

爲

丁

丑

尹

本

戊
辰
進
士
坊
地
官
憲
䑓
坊
孝
㢘
坊
俱

立

爲

王

崇

慶

辛
未
進

士
坊
繡
衣
坊
俱

立

爲

王

溱

勑
封
御
史
坊
立

爲

王

瑞

峻
節
清
風

坊
立

爲

馬

載

圖

妻

劉

氏

亞
魁
坊
立

爲

郭

維

藩

廢

以
上
諸
坊
俱
州
治
大

街
東

司
諌
坊
立

爲

紀

欽

柱
史
坊
大
㢘
訪
坊
俱

立

爲

程

鑑

鵬
程
坊
立爲

撖皡

乙
丑
進
士
坊
冬
官
坊
俱

立

爲

劉

守

逹

戊
辰
進
士
坊
持
憲

两
藩
坊
俱

立

爲

孫

經

勑
贈
吏
部
主
事
坊
立

為

孫

釗

辛
巳
進
士

坊
都
諌
坊
銀
䑓
坊
俱

立

爲

趙

瑞

勑
封
給
事
中
坊
立

爲

趙

晟

壬

辰
進
士
坊
立

爲

王

佐

聚
奎
坊
立

爲

甲

子

科

趙

聰

梁

舉

劉

守

逹

李

珏

郝

能

以
上
俱
州
治
大
街
南

翔
漢
坊

辰
進
士
坊
俱

立

爲

王

範

勑
封
刑
部
主
事
坊
立爲

王信

乙
丑
進
士
坊
都
憲
坊
俱

立

爲

李

珏

繡
衣
坊
立

爲

張

晳

戊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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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舉
人
坊
立

爲

李

宏

乙
丑
進
士
坊
紫
薇
坊
氷
蘖
坊
俱

立

爲

王

□

勑
封
戸
部
主
事
坊
立

爲

王

漙

辛
巳
進
士
坊
柱
史
坊
俱

立

爲

王

世爵

勑
封
御
史
坊
立

爲

王

緒

凌
雲
坊
立

爲

乙

酉

張

以
上
俱
州
前
小
巷

經
魁
坊
立

爲

呉

厚

今

廢

旌
表
孝
行
坊
立

爲

訓

導

張

秋
官
進
士
坊

俱

立

爲

孫

聦

容
䑓
坊
孝
行
坊
俱

立

爲

序

班

馬

宗

範

丁
丑
進
士
坊
地

官
憲
䑓
坊
俱

立

爲

宋

欽

方
伯
坊
立

爲

王

範

癸
酉
舉
人
坊
辛
巳

進
士
坊
地
官
坊
俱

立

爲

王

紀

勑
封
户
部
主
事
坊
立

為

宋

寳

以
上
俱
州
治
大
街
西

及
第
坊
立

爲

劉

矩

乙
未
進
士
坊
立

爲

王

或

旌
表
孝
行
坊
立

爲

御

史

甘澤

皇
都
得
意
坊
立

爲

甲

午

姚

震

毓
秀
坊
立

爲

乙

酉

張

昇

蟾
窟
分
香

坊
立

爲

士

子

李

純

旌
表
孝
行
坊
立

爲

知

縣

甘

潤

旌
表
貞
烈
坊
立

爲

劉

貞

妻

楊

氏

甲
辰
進
士
坊
立

爲

楊

聦

戊
午
舉
人
坊
立

爲

王

綖

國
瑞
坊

立

爲

乙

酉

劉

應

祥

戊
辰
進
士
坊
立

爲

胡

巍

叢
桂
坊
立

爲

丁

卯

料

王

崇

慶

王

縉

孫

綸

王

溱
以
上
俱
州
治
大
街
北

科
第
坊
立

爲

丙

子

李

麒

鯨
魚
化
日
坊
立

爲

乙

酉

魯

□

孝
行
坊
立

為

任

勉

今

廢

以
上
儒
林
巷

辰
進
士
坊
旌
表
孝
行
坊
俱

立

爲

侯

英

旌
表
孝
行
坊
立爲

判

官

侯

旌
表
孝
行
坊
立

爲

生

員

陳

璋

旌
表
貞
節
坊
立

爲

王

荘

妻

劉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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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州
志

卷
之
二

八

旌
表
義
民
坊
立

爲

張

英

上

諸

坊

多

廢

以
上
俱
清
河
街

飛
熊
坊
立

爲

甲

午

張

綉

在

趙

村

今

廢

王
崇
慶
曰
夫
人
之
傳
者
名
名
之
永
者
實
故
實

之
所
在
君
子
致
力
焉
開
自
春
秋
而
後
代
不
乏

人
然

近
世
耳
目
所
及
苟
非
凌
駕
震
耀
卓
然

當
代
曽
不
三
五
十
年
氷
澌
泯
滅
人
已
無
知
之

者
而
况
馳
聲
四
方
哉
夫
國

所
重
無
如
樹
坊

立
扁
表
厥
宅
里
謹
用
表
出

與
君
子
朂
之
圖

所
以
不
朽
者

開
州
志
卷
之
二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