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邠
州
誌

序

一

邠
州
誌
叙
舊

叙

附

後

國
家
裂
寓
內
地
爲
都
爲
省
以
至
□
州

邑
又
各
籍
其
境
內
山
川
風
物
文
献
科

條
諸
所
因
革
使
輯
爲
一
書
□
之
曰
志

焉
所
從
來
久
矣
夫
自
九
丘
山
而
一
綂

尊
職
方
成
而
王
㑹
舉
彼
聖
王
者
握
圖

御
籙
詎
籍
版
籍
典
記
輝

繁
富
以

詡
無
外
也
哉
盖
志
者
識
也
以
寄
王
迹

扵
不
息
而
肅
然
一
志
無
敢
或
越
焉
者

也
是
故
晋
以
乘
識
楚
以
檮
杌
識
區
區

覇
國
宜
無
侈
譚
廼
素
王
維
世
亦
且
取

魯
史
以
爲
權
書
寄
道
法
焉
乃
知
志
者

古
史
之
遺
而
郡
邑
之
志
卽
古
列
國
之

史
體
國
經
野
觀
風
範
俗
稽
故
實
于
當

年
囬
醇
和
于

古
所
係
邦
典
至
重
也

故
文
中
子
曰
史
之
失
也
記
煩
而
志
寡



ZhongYi

邠
州
誌

序

二

曰
其
述
春
秋
也
邪
正
之
迹
明
故
考

焉
而
皆
當
殆
謂
是
歟
夫
邠
業
有
志
矣

頋
開
基
有
周
其
民
則
旣
庻
旣
蕃
之
遺

也
其
俗
則
乃
積
乃
倉
之
舊
也
山
川

峙
則
皇
過
不
殊
也
土
地
隂
陽
則
原
隰

未
改
也
夷
考
其
風
何
以
古
若
彼
以
今

若
此
哉
嗚
呼
爲
周
之
邠
仁
爲
秦
之
邠

詐
爲
唐
之
邠
夷
爲
宋
希
文
之
邠
義
此

其
故
盖
難
言
之
矣
司
土
者
入
其
疆
披

其
圖
籍
能
不
于
宣
尼
適
衞
之
言
三
致

嘅
乎
是
書
它
弗
叙
叙
大
旨
者
盖
書
成

扵
先
守
者
爲
太
原
萬
君
凢
越
四
紀
而

不
佞
始
代
之
庖
焉
有
書
無
叙
讀
者
惜

之
因
謬
言
以
引
諸
首
若
夫
考
古
今
之

廢
興
定
一
時
之
實
録
按
是
非
之
筆
削

成
一
家
之
㣲
言
可
信
可
傳
不
詭
扵
道



ZhongYi

邠
州
誌

序

三

法
則
余
盖
非
其

人

哉

則

余

盖

非

其

人

哉
旹

萬
曆
巳
亥
春
日
知
邠
州
事
江
右
上
饒
楊
延
裕
撰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凢
例

一

凢
例一

邠

西
安
府
山
川
□
勝
則
據
境
土
所
切
載
星

分
野
則
從
府
宿

一
地
理
凖
一
統
志
詩
國
風
書
禹
貢
玊
海
地
理
通
釋

山
海
經
方
輿
勝
覽
陜
西
通
志
本
州
舊
志
及
聞
見

有
據
者

一
官
師
著
姓
氏
貫
址
其
政
事
文
章
有
卓
異
者
則
立

傳
本
名
之
下
因
詳
□
以
寓
褒
貶
表
循
良
以
彰
徃

績
一
典
賦
乃
民
人
社
稷
□
繋
故
圖
載
考
註
獨
詳

一
人
物
備
收
明
彚
於
郡
也
賢
者
書
如
官
師
法

一
名
䆠
鄕
賢
在
者
書
名
不
書
事
迹
盖
郡
志
病
夫
溢

羙
公
議
定
于
晚
節
姑
虛
以
俟

一
文
章
有
關
政
教
建
置
者
録
之

一
事
專
紀
載
爲
一
郡
而
設
非
家
乘
公
式
可
例
故
於

上
官
先
脩
之
名
悉
書
不
諱

一
城
池
公
署
廟
學
祠
宇
陵
墓
景
物
俱
啚
而
記
之
詳

付
本
啚
之
下
便
檢
閱
也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凢
例

二

制
詞
載
其
目
尊

國
典
也
不
詳
載
者
異
家
譜
也
節
義
孝
行
詳
書
表
正
氣

也
一
事
物
之
細
㣲
典
禮
之
通
行
物
産
之
同
有
民
生
之

日
用
悉
不
書

一
舊
志
言
渉
無
稽
文
字
泛
收
事
跡
戾
於
正
道
者
刪

去
不
録

一
陜
西
通
志
庚
子
年
脩
於
竹
林
寺
時
邠
以
年
歉
民

窘
遂
致
錯
誤
簡
略
錯

誤

如

以

□

侍

郞

爲

見

任

僉

都

御

史

劉

儀

制

爲

舉

人

辛

巳

劉

進

士

作

淳

化

人

簡

略

如

公

劉

墓

太

王

廟

春

秋

祀

典

不

録

弘

治

以

後

科

第

䆠

迹

不

收

一

人

之

䫫

今
悉
增
正

一
舊
志
無
凢
例
小
序
殊
無
統
紀
今
僣
例
如
右
僣
序

千
各
條
之
端

續
例
一

條

一

重
梓
志
完
以
後
事
績
姑
俟
再
續
惟
職
制
卷

中
隨
意
自
傳
刋
行
志
館
不
敢
與
聞



ZhongYi

邠
州
誌

目
錄

三

目
録土

地
卷
之
一

分
野

建
革

疆
域

形
勝

風
俗

山
川

古
蹟

城
池
堡

□

津

□

附

公
署

學
校

集
塲

鄕
里

舖
路

村
舎

壇
壝
廟

祀

陵

墓

附

土
産



ZhongYi

邠
州
誌

目
錄

四

政
事
卷
之
二

職
制

州
守

學
職

戸
口

賦
役

武
備

人
物
卷
之
三

帝
王

先
哲

科
第貢

例
貢

封
官

恩
䕃

武
職

節
孝

雜
科



ZhongYi

邠
州
誌

目
錄

五

藝
文
卷
之
四

制
命

撰
記

題
詠

景
物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六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七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八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九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一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二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三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四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五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六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七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八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十
九

邠
州
誌
卷
之
一

旌
德
姚
本
校

郡
人

奉
恩
撰

地
理分

野曆

以
授
人
時
肇
自
陶
唐
舜
齊
七
政
周
用
五

紀
咸
以
仰
観
之
道
徴
天
人
交
感
之
理
馮
相
㑹

天
位
於
周
官
大
史
正

年
以
序
事
推
歩
宿
離

未
之
有
改
而
附
麗
於
天
貞
明
埀

所
以
冐
下

土
而
候
氛
祲
又

王
政
之
鴻
綱
也
故
首
之
以
分
野

禹
貢
雍
州
之
域
天
文
并
鬼
天
官
書
云
東
井
輿
鬼
之

次
春
秋
元
命
苞
曰
東
井
鬼
宿
散
爲
雍
州
班
固
漢
志

曰
鶉
首
天
文
鬼
宿
雍
州
秦
爲
井
鬼
之
分
自
井
十
度

至
柳
三
度
陳
卓
魏
大
史
自
井
十
六
度
至
柳
八
度
辰

在
未
主
雍
州
費
直
說
周
易
曰
起
井
十
二
度
蔡
邕
月

令
章
句
起
井
十
度
皇
甫
謐
帝
王
世
紀
起
井
十
六
度

至
柳
八
度
唐
書
天
文
志
曰
東
井
居
兩
河
之
隂
華
隂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以
西
北
地
属
之
文
獻
通
考

緯
考
云
自
東
井
十
六

度
至
柳
八
度
爲
鶉
首
於
辰
在
未
分
野
属
雍
范
蠡
諸

葛
亮
譙
周
京
房
張
衡
軰
並
云
輿
鬼
東
井
自
雲
中
入

東
井
一
度
至
上
黨
入
輿
鬼
二
度
然
則
唐
書
及

緯

考
爲
詳
邠
處
乾
隴
涇
寧
之
中
當
西
安
之
西
北
古
之

秦
梁
芮
邰
杜
有
扈
宻
湏
諸
國
相
連
鶉
首
當
其
分
野

建
革周

官
以
保
章
辨
地
域
職
方
以
逺
近
節
道
路
必

古
今
㑹
同
而
后
可
知
徃
事
也
然
興
革
具
在
先

後
頓
殊
或
因
於
前
而
附
之
以
土
地
或
革
於
後

而
省
其
属
領
□
籍
因
世
代
而
屢
更
指
歸
以
考

索
而
未
的
爰
者
建
革
所
以
明
斯
地
之
由
也

禹
貢
雍
州
岐
山
之
北
原
隰
之
野
傳
曰
廣
平
曰
原
下

濕
曰
隰
□
地
在
豳
按
方
輿
勝
覧
云
邠
在
虞
夏
爲
西

戎
地
公
劉
脩
后
稷
之
業
居
于
豳
國
春
秋
戰
國
皆
属

秦
秦
属
內
史
漢
爲
栒
邑
属
右
扶
風
北
地
安
定
三
郡

東
漢
置
新
平
郡
領

縣
魏
因
之
南
北
朝
後
魏
廢
□

縣
置
白
土
縣
置
南
豳
州
后
廢
北
豳
州
遂
去
南
字
西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一

魏
置
衡
州
隋
大
業
復
爲
豳
州
焬
帝

州
廢
置
永
夀

縣
属
北
地
郡
義
寜
二
年
柝
北
地
郡
之
新
平
三
水
復

豳
州
領
永
夀
縣
唐

因
之
開
元
十
三
年
因
優
恤
岐

周
府
兵
幸
豳
以
䫫
幽
字
改
爲
邠
天
寳
三
載
復
爲
新

平
郡
乾
元
復
邠
州
宋
爲
新
平
郡
静
難
軍
節
度
使
属

永
興
路
乾
德
二
年
以
永
夀
縣
属
乾
州
熈
寜
五
年
以

乾
興
懷
逺
二
寨

邠
州
領
淳
化
新
平
三
水
宜
祿
四

縣
金
爲
邠
州
属
熈
河
路
元
因
之
属
莊
浪
路

改
属

鳯
翔
府
又
直

陜
西
省

皇
明
仍
爲
邠
州
省
新
平
宜
祿
二
縣

西
安
府
領
縣
二

曰
淳
化
曰
三
水
郡
舊
名
曰
新
平
曰
静
難
今
編
戸
二

十
七
里

淳
化
縣
淳

化

卽

上

古

黄

帝

時

雍

畤

萬

靈

明

庭

故

甘

泉

縣

天

圓

丘

處

也

漢

武

帝

種

梨

成

園

爲

梨

園

鎭

属

雲

陽

縣

昭

帝

改

趙

夫

人

墓

曰

雲

陵

以

其

地

爲

雲

陵

縣

東

漢

省

縣

置

撫

夷

護

軍

南

北

朝

後

魏

罷

護

軍

别

置

雲

陽

縣

隋

開

皇

郡

廢

唐

武

德

析

雲

陽

置

石

門

縣

貞

観

元

年

更

名

雲

陽

天

授

二

年

以

雲

陽

置

州

大

足

元

年

州

廢

京

兆

府

五

代

唐

同

光

三

年

析

耀

州

宋

淳

化

以

雲

陽

金

龜

等

六

鄕

爲

淳

化

縣

金

亦

爲

淳

化

縣

元

因

之

移

縣

治

于

三

水

改

爲

三

水

縣

至

正

十

八

年

復

徙

今

治

属

鳯

翔

府

邠

州

皇

明

仍

爲

淳

化

縣

西

□

府

邠

州

編

戸

十

八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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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二

三
水
縣
三

水

在

故

豳

谷

其

地

啇

周

時

俱

属

雍

州

漢

属

渭

南

郡

大

元

年

属

右

扶

風

更

始

間

仍

属

渭

南

郡

漢

永

三

水

人

盧

芳

據

此

吳

漢

撃

之

不

克

西

魏

置

恒

州

隋

大

業

三

年

廢

爲

縣

改

属

京

兆

郡

唐

仍

属

雍

州

宋

属

永

興

軍

元

移

爲

淳

化

縣

爲

三

水

縣

至

正

十

八

年

知

縣

賈

克

禮

移

置

爲

於

淳

化

縣

國

因

之

成

化

十

四

年

復

立

今

縣

西

安

府

邠

州

編

戸

十

三

里

疆
域土

宇
廣
狹
郡
邑
攸
分
而
星
列
兹
地
又
簷
牙
相

望
據
一
綂
之

聖
治
固
若
通
天
下
而
無
用
區
别
云
者
然
相
地
制

邑
度
地
居
民
綂
宗
旣
定
界
限
隨
之
故
疆
域
明

則
玩
索
之
間
一
郡
措
之
掌
上
矣
推
而
大
之
不

出
戸
庭
而
知
天
下
其
在
兹
夫
其
在
兹
夫

東
西
廣
三
百
六
十
里

南
北
廣
二
百
里

東
南
至
西
安
府
正
南
至
鳯
翔
府
正
西
至
平
凉
府
北

至
慶
陽
府
俱
三
百
五
十
里

東
到
涇
陽
縣
二

百

八

十

里

東
南
到
永
夀
縣
七

十

里

南
到
麟
逰
縣
一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到
靈
臺
縣
一

百

二

十

里

西
到
涇
州
一

百

八

十

里

西
北
到
寜
州
一

百

四

十

里

北
到
眞
寜
縣
八

十

里

東
北
到
宜
君
縣
一

百

六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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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三

形
勝

東
指
甘
泉
南
枕
梁
山
西
距
回
中
北
臨
䂖
門
元

志

涇
水
遶
其
北
邠
崖
峙
其
南
依
山
爲
城
地
勢
雄
壮
一綂

志山
川
秀
麗
地
勢
雄
偉
有
周
肇
興
之
所
實
天
造
之
扼

塞
舊

志

淳
化
縣
䂖

門

仲

山

擁

其

前

後

左

有

高

嶺

右

有

深

溝

依

山

爲

城

臨

水

爲

池

三
水
縣
鷄

阜

山

雄

其

左

槐

堡

峙

其

右

丑

峯

擁

後

三

水

靣

南

風
俗五

方
有
性
千
里
殊
風
此
古
人
所
以
入
國
而
必

問
俗
也

聖
化
所
被
四
海
咸
凖
而
習
尚
所
在
容
有
不
盡
同

者
邠
之
俗
尚
仍
於
有
周
盖
安
於
耕
蚕
仁
厚
而

被
王
業
根
本
之
餘
休
漸
以
二
南
關
睢
之

布

未
敢
必
謂
愈
於
他
邦
然
較
之
一
時
諸
土
頗

見
重
厚
至
若
風
氣
旣
開
民
生
日
夥
頑
囂
病
夫

純
謹
宄
詐
蠧
夫
質
實
侈
服
食
以
崇
虛
文
恣
妄

踰
以
僣
禮
度
是
小
人
之
逞
欲
也
移
易
之
機
其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四

於
在
位
者

有
先
王
遺
風
漢

志

邠

民

好

稼

穡

務

本

業

有

先

王

遺

風

俗
尚
勤
儉
詩

豳

風

農

桑

衣

食

之

本

豳

俗

純

儉

素

約

太
王
躬
仁
邠
國
貴
恕
太

史

書

其
俗
質

而
厚
其
人
朴
而
易
理
業
尚
播
種
畜
積
唐

尚

書

鄭

豦

誨

壁

記

野
無
惰
農

有
高
廪
元

志

軍
無
多
難
唐

德

宗

朝

大

守

高

崇

文

啓

曰

軍

名

静

難

諒

永

無

多

難

之

虞

郡

號

新

平

願

屢

見

太

平

之

士
勤
詩
書
代
不
乏

人
舊

志

六
禮
悉
遵
晦

家
禮
屏
絶
浮
屠
不
事
工
賈

歲
時
令
節
薦
獻

掃
餽
遺
拜
賀
之

儀
物
與
諸
郡

同淳
化
縣
剛

勁

朴

厚

重

耕

讀

男

不

商

販

女

少

紡

績

三
水
縣
民

務

農

桑

俗

尚

勤

儉

但

厚

日

以

漓

風

日

以

下

革

汚

維

新

斯

其

時

也

倡

以

闗

□

正

以

周

官

或

可

復

古

公

之

遺

風

山
川兩

儀
奠
而
山
川
乃
宅

峙
乎
兹
土
百
貨
頼
之

邠
處
郡
山
之
中
屏
障
四
合
故
風
氣
之
萃
絪
緼

㑹
合
谿
澗
崖
谷
多
出
水
泉
以
先
王

川
先
河

之
意
尤
重
本
者
之
所
取
也
况
出
雲
雨
以
翕
張

天
地
之
化
時
灌
漑
以
禆
益
化
工
之
全
又
不
可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五

得
而
略
者

紫
㣲
山
在

州

城

內

上

有

金

宋

屯

兵

故

□

夀
山
在

州

城

外

東

南

高

峻

平

頂

數

十

家

聚

落

如

者

之

居

荗

林

脩

竹

景

致

瀟

洒

見

一

統

志

邠
山
在

州

城

南

鳯
皇
山
見

景

目

邠
谷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卽

公

劉

立

國

處

三
水
河
州

東

三

十

里

邠
岩
岩嶔

委

曲

百

折

猿

啼

鶴

唳

瀑

布

飛

濺

見

方

輿

勝

覧

涇
河

源

岍

頭

山

經

州

城

北

東

去

入

涇

陽

縣

界

沮
按

禹

貢

雍

州

沮

旣

從

蔡

氏

曰

水

寰

宇

記

自

耀

州

同

官

縣

東

北

界

來

經

華

原

縣

合

沮

水

沮

出

北

地

郡

直

路

縣

西

境

金

宜

君

縣

寰

宇

記

沮

水

出

坊

州

昇

平

縣

至

朝

邑

縣

東

南

入

渭

孔

氏

傳

曰

在

涇

水

之

東

水

經

注

洛

水

闞

駟

以

爲

沮

之

水

史

記

正

義

括

地

志

云

洛

水

源

出

慶

州

洛

源

縣

此

同

名

沮

非

古

公

所

渡

者

也

按

詩

自

土

沮

言

公

劉

來

居

杜

興

沮

之

地

又

按

十

三

州

志

水

出

縣

西

北

至

岐

山

東

入

於

渭

后

漢

註

縣

故

邠

州

新

平

縣

也

山

海

經

云

羭

次

之

山

水

出

焉

詩

率

西

水

滸

鄭

康

成

云

循

西

水

涯

沮

水

側

也

周

紀

云

古

公

去

邠

渡

沮

徐

廣

曰

水

在

杜

陽

山

下

顔

氏

曰

水

在

新

平

當

以

詩

傳

爲

正

今

武

功

縣

北

邠

州

之

南

東

入

于

渭

者

是

芮
水
出

城

西

東

入

于

涇

大

雅

曰

止

族

乃

宻

芮

鞠

之

卽

洪
龍
河
州

西

卽

過

澗

水
簾
河
州

西

十

里

大
峪
河
州

東

三

十

里

南
河
州

城

東

卽

皇

澗

以

上

四

水

皆

可

灌

田

因

欠

脩

築

反

爲

民

害

黑
水
河
州

西

四

十

里

源

崇

信

縣

至

邠

入

于

涇

安
化
河
州

西

二

十

里

惠
濟
泉
在

州

東

錦
谷
泉

鳴
玊
泉
○
一
碗
泉
俱

州

東

明
岨
山
在

州

西

十

里

水
簾
洞
在明

岨

之

麓

洞

中

有

水

出

深

不

可

極

公
主
川
州

東

南

唐

姜

慶

尚

新

平

公

主

賜

第

於

此

龍

栢
山
在

州

北

三

十

里

山

形

高

聳

上

多

叢

栢

池
河
○
不
溢
池
○
䂖
龍
窩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六

□

景

目

惠
民
泉
在

州

西

翠

雲

下

仰
天
池
今

涸

在

州

西

南

七

十

里

地

兌

教

塲

民

地

舞

断

者

取

其

餘

地

乃

以

上

見

方

輿

勝

覧

及

本

州

舊

志

淳
化
縣
甘
泉
山
一

名

䂖

皷

原

俗

云

磨

䂖

嶺

在

縣

□

北

九

十

里

週

六

十

里

關

中

記

□

甘

泉

宮

在

甘

泉

山

上

漢

書

單

于

火

通

于

甘

泉

卽

此

山

也

䂖
門
山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兩

山

壁

立

如門

仲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卽

鄭

國

渠

引

涇

水

之

處

牛
山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嵳
峩

山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古

名

荆

山

大
唐
山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鳯
凰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巴
山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下

有

䂖

將

雨

則

湫

出

避
暑
山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相
山
一

名

寨

盤

嶺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五
鳯
山
在

縣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山

有

五

峯

如

鳯

形

故

名

張
果
老
崖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車
箱
坂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八

里

縈

紆

曲

折

可

通

單

軓

神
兎
嶺
在

縣

東

十

里

夀
峯
在

縣

北

門

外

䂖
蛇
阜
在

淳

化

河

中

有

䂖

阜

如

蛇

狀

因

名

淳
化
河
在

縣

東

乾
溝
河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涇
河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姜
嫄
河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入

于

涇

臨
江
潭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金
泉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甘
泉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白
龍
泉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小
師
泉
在

縣

東

南

馬
跑
泉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雲

陵

城

西

通
潤
溝
在

縣

北

二

十里

小

溝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三
水
縣
肖
塔
山
在

縣

東

四

里

鷄
阜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里

許

䂖
門
山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兩

山

夾

立

如

門

勢

極

高

峻

俗

傳

爲

秦

太

子

扶

蘇

賜

死

處

刻

墮

落

不

可

考

黑
䂖

巖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梁
渠
川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支
唐
川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三
水
河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七

在

縣

南

源

宜

君

縣

竸

窩

山

經

□

黄

嶺

三

水

西

四

十

里

入

于

涇

温
凉
河
在

縣

西

三

里

冬

温

夏

凉

故

名

連
家
河
在

縣

東

北

其

源

出

馬

欄

山

南

入

于

三

水

河

玊
泉
在

縣

東

二

里

玊

泉

観

之

左

味

甚

甘

羙

或

幹

穢

衣

卽

涸

稍
泉
在

縣

東

三

里

四

時

常

從

高

山

湧

出

螃

蠏

産

馬

白
馬
泉
在

縣

東

大

像

寺

之

下

金
泉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半

川

村

其

水

色

黄

松
林
泉

在

秦

輝

鎭

松

林

坡

下

水

出

如

珠

萬
夀
湫
在

故

城

北

三

十

里

大

曆

間

因

風

雷

而

聚

峪

○
義
峪
○
麻
峪
俱

在

縣

東

三

里

肖

塔

山

之

下

蒲
峪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甘

峪
在

縣

南

十

里

鋪

柳
峪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後
峪
在

縣

北

十

里

古
蹟因

徃
大
復
古
之
心
推
來
爲
未
然
之
鑒
君
子
之

於
考
古
亦
尚
論
所
先
也
豳
國
肇
自
有
周
之
先

風
存
詩
傳
事
紀
左
史
其
世
代

殊
而
芳
躅
遣

址
鴻
休
緒
餘
今
猶
尚
有
存
者
兹
土
徃
蹟
法
所

得
詳
若
夫
托
始
無
原
傳
聞
無
稽
者
姑
置
之

履
跡
坪
見

一

純

志

在

州

南

門

外

姜

嫄

出

祀

郊

禖

履

巨

人

跡

于

此

隘
巷
在

州

治

南

生

后

稷

之

所

生

民

之

詩

曰

誕

賞

之

隘

巷

卽

此

地

狼
乳
溝
在

州

南

卽

乎

林

寒

氷

之

地

凌
隂
在州

東

三

十

里

公

劉

藏

氷

處

陶
復
陶
穴
按

詩

傳

陶

也

復

重

也

豳

地

苦

寒

今

仍

其

俗

古
豳
亭
見

寰

宇

記

周

太

王

建

雉

堞

之

傍

俯

観

湖

水

波

濤

滚

滚

舟

楫

徃

來

一

州

之

偉

観

也

古

公
城
在

州

南

山

上

於

州

城

相

連

平

原

據

險

造

□

于

有

周

堅

壁

深

隍

□

繼

脩

于

歷

代

訛

傳

地

□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八

乃

畜

水

之

坎

也

姚

本

登

城

次

少

司

馬

韻

□

□

山

頂

古

公

城

廬

舘

何

年

廢

作

耕

礎

燬

猶

能

生

雨

意

遷

誰

復

樹

風

聲

空

将

禾

黍

懐

王

跡

怕

把

臺

隍

議

狄

兵

劔

西

風

千

里

望

塵

雲

烟

草

不

勝

情

義

渠
城
古

義

渠

王

之

國

也

在

宜

祿

鎭

北

見

方

輿

勝

覽

故
邠
州
城
南

北

狹

而

東

西

依

水

唐

城

也

四

靣

廣

闊

而

東

南

亘

於

山

頂

宋

城

也

俱

於

今

城

相

因

乾
興
寨
州

南

一

里

半

元

蔡

思

題

南

邠

盛

地

少

與

侔

我

來

時

與

諸

君

逰

飛

泉

六

月

鳴

琅

球

桃

花

兩

岸

夾

涇

鶉
觚
城

漢

属

北

地

后

魏

改

宜

禄

在

州

西

宜
山
在

宜

祿

縣

南

隋

牛

弘

題

簷

前

無

數

好

峯

巒

□

眼

詩

腸

氷

雪

寒

不

識

宜

山

眞

靣

目

請

君

來

此

依

欄

干

折
墌
城
在

宜

祿

北

五

里

唐

太

宗

圍

薛

仁

杲

於

此

果

誤

作

杲

見

昭

陵

八

駿

圖

淺
水
故
城
在

宜

祿

北

五

里

后

魏

今

廢

宜
祿
廢
縣

州

西

八

十

里

宋

元

因

之

后

廢

今

設

有

驛

逓

路

通

州

邉

涇

邠

兩

逺

迎

送

疲

勞

民

亦

負

嵎

徤

訟

道

路

四

逹

盗

賊

出

没

官

民

俱

苦

之

總

制

楊

公

一

清

於

嘉

靖

三

年

下

復

縣

之

議

民

庻

翕

然

主

其

事

者

謂

公

分

更

□

緩

其

議

不

報

且

以

脩

理

靡

費

爲

詞

夫

城

池

公

寓

文

廟

城

隍

俱

存

請

命

置

官

漸

以

脩

理

閱

歲

之

間

諒

能

底

績

則

迎

送

可

以

省

夫

馬

之

苦

催

徴

得

以

立

及

時

之

限

聼

理

近

專

而

逃

逋

無

怙

終

之

强

緝

□

嚴

速

而

軍

粮

省

按

伏

之

費

百

姓

引

領

幾

三

十

年

□

上

者

憫

涇

邠

之

疲

極

復

此

縣

治

則

防

秋

可

以

省

□

二

之

奔

馳

屯

軍

可

以

省

指

揮

之

騷

擾

上

下

兩

安

幸

惟

釆

之

新
平
廢
縣
在

州

南

□

所

建

也

夏
候
坡
在

州

東

五

里

䂖

尚

存

舊

傳

夏

候

氏

所

居

卜
卦
臺
在

州

西

城

外

顯

應

院

后

□

光

裔

卜

宋

太

祖

處

䂖

虎

䂖

柱

尚

存

奉

恩

中

□

登

臺

大

志

在

人

原

有

定

塵

埃

物

色

識

尤

難

荒

臺

遥

映

平

林

月

光

射

洪

龍

澗

水

寒

蒲
澤
谷
在

州

東

七

里

山

谷

中

宋

人

潘

邠

老

讀

書

處

相

公
□
州

西

六

十

里

進

賢

里

隋

吏

部

尚

書

牛

弘

故

宅

公
孫
庄
在

州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漢

公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二
十
九

孫

賀

故

宅

今

俗

呼

孫

村

鄧
艾
廢
祠
唐

郭

子

儀

建

在

州

城

南

門

南

第

二

敵

樓

傍

文

見

后

鹿
角
將
軍
廢
祠
在

姜

嫄

廟

東

南

山

半

詩

文

見

后

賀
家
谷
在

州

西

南

唐

人

賀

桂

故

宅

令
公
庒
在

州

西

南

六

十

里

枝

村

里

五

代

時

史

弘

肇

所

居

皇
澗
○
過
澗

在

州

東

西

城

側

西
湖
在

州

西

北

隅

范

文

正

公

眉

夀

堂

故

址

開
元
古
塔
貞

観

尉

遅

恭

監

造

州

城

內

西

南

白
兎
岩
州

西

十

里

岩

䂖

青

赤

兎

形

白

色

王
維
山
水
啚
贈長

安

薛

無

四

時

啚

䂖

刻

在

吏

目

㕔

后

臨
涇
閣
○
向
月
堂
俱

在

山

城

上

凌

峯

寺

宋

人

建

今

廢

落

無

文

淳
化
縣

荆
山
舊

傳

爲

黄

帝

處

未

知

是

否

甘
泉
山
明
庭
在縣

北

地

理

志

黄

帝

治

萬

國

朝

諸

候

乃

作

合

宮

兼

明

庭

布

政

於

甘

泉

卽

此

圓
丘
在

甘

泉

山

甘
泉

宮
在

縣

北

林
光
宮
○
甘
泉
通
天
宮
○
紫
殿
漢

成

帝

永

始

四

年

行

幸

甘

泉

郊

㤗

畤

神

光

降

于

紫

殿

諸
候
邸
黄

帝

朝

諸

候

于

甘

泉

因

名

通
靈
臺
漢

武

帝

內

傳

曰

鈎

弋

夫

人

旣

香

聞

十

餘

里

帝

哀

悼

疑

其

非

常

人

也

乃

起

通

靈

臺

益
夀
舘
○
延

夀
舘
史

記

曰

武

帝

從

公

孫

卿

之

言

作

二

舘

竹
宮
○
高
光
宮
○
仙
人
観

○
迎
風
観
○
夀
宮
○
永
安
故
城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雲
陵
城
在縣

北

三

十

里

漢

武

帝

築

梨
園
鎭
在

金

龜

鄕

王

褒

雲

陽

宮

記

曰

車

箱

坂

下

有

梨

園

漢

武

帝

築

之

大

一

頃

樹

數

百

株

青

翠

繁

宻

望

之

如

車

盖

鎭

因

名

之

唐

李

克

用

以

井

師

討

邠

岐

軍

駐

此

喫
茶
嶺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練
軍
塲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退
駕
原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李

宻
庒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老
君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三
水
縣
古
公
鄕
在

□

南

三

十

里

民

尚

勤

儉

□
三
水
城
在

縣

東

五

里

東

西

八

里

南

北

三

里

遺

址

門

落

臺

基

俱

存

舊
學
在

新

學

前

宋

宜

和

二

年

建

遺

剥

落

大
塔
在

縣

前

七

級

八

角

乃

一

邑

之

竒

観

小
塔
在

寳

峯

院

之

前

次

於

大

塔

故

名

槐

堡
在

縣

西

五

十

歩

四

壁

懸

崖

上

二

層

共

有

平

地

二

頃

餘

昔

張

思

道

李

思

齊

□

此

門

基

尚

存

防

秋

脩

築

避

患

極

爲

要

地

官
家
䂖
洞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宋

金

人

避

兵

于

此

其

山

高

三

百

尺

上

有

䂖

室

三

百

餘

內

有

石

門

䂖

坑

䂖

□

至

正

十

九

年

造

有

存

焉

誠

避

兵

之

所

岩

下

有

□

昔

□

一

祈

雨

有應

城
池重

関
設
險
用
戒
不
虞
山
谿
示
固
地
利
攸
在
故

百
雉
有
嚴
乎
分
定
而
金
湯
永
壮
乎
封
疆
卽
建

置
之
頻
仍
則
增

副
薄
謀
捄
䟽

以
時
其
民

力
者
又
典
守
者
之
首
務
也
嗚
呼
覩
川
原
之
荒

壘
足
以
慨
唐
宋
之
徃
躅
視
民
居
之
攸
奠
足
以

慶

皇
啚
之
悠
久
也

城
圍
九
里
三
分
池
深
二

子
墻
二
重
城
高
東

南

靣

各

三

西

北

靣

各

三

丈

七

尺

有

竒

口
二

千

三

百

六

十

敵
臺
四

百

三

十

二

戍
樓

六

十

二

座

吊
橋
東

西

門

各

一

座

城
門
四
皆
覆
屋
重
簷
東
曰
太
平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一

遺
澤
西
曰
公
劉
啓
化
北
曰
姜
嫄
祖
武
皆
知
州
□

禮
增
建
南
曰
后
稷
開
基
知
州
姚
本
建

山
城
於
今
城
相
連
宋
金
繼
脩
元
末
李
思
齊
令
部
將

何
近
仁
重
脩
城
高
三

周
圍
五
里
池
深
二

堅

實
高
厚
非
近
代
可
及

雄
望
樓
僉

事

徐

萬

壁

知

州

徐

涇

建

給

事

中

申

价

登

樓

和

唐

代

廵

韻

肩

輿

逺

上

太

王

城

風

土

猶

存

舊

日

耕

紫

巘

西

來

呈

秀

色

濁

□

東

去

咽

聲

使

臣

採

訪

頻

移

節

聖

主

憂

勞

不

用

兵

稱

重

故

人

良

晤

少

一

尊

傾

倒

交

情

時

與

李

兵

憲

僅

可

同

登

兵

憲

同

鄕

人

也

淳
化
縣
城
圍

五

里

三

分

高

三

五

尺

上

闊

一

下

濶

二

五

尺

南

北

西

以

溝

爲

隍

東

以

河

爲

隍

三

靣

有

門

門

各

一

樓

東

曰

迎

和

南

曰

阜

民

北

曰

拱

極

三
水
縣
城
圍

五

里

三

分

成

化

十

四

年

知

縣

楊

豫

成

化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馬

宗

仁

正

德

七

年

知

縣

趙

璽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蔣

廷

珮

繼

脩

共

濶

一

三

尺

髙

三

五

尺

池
□

二

五

尺

深

一

墩
堡

水
簾
䂖
堡
南

北

朝

時

土

人

鑿

以

避

兵

依

山

直

上

數

入

䂖

洞

中

少

許

上

出

䂖

井

餘

南

行

䂖

數

十大
峪
堡
州

南

三

十

里

高

處

山

頂

勢

極

險

要

冉
店
堡
州

西

六

十

里

停
口
堡
州

西

四

十

里

墩
各

□

堡

各

一

座

橋
梁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二

千
金
橋
州

西

門

外

廣
濟
橋
州

東

門

外

嘉

靖

丙

午

兵

備

道

僉

事

劉

公

志

□

脩

此

橋

大

木

則

價

易

於

咸

陽

木

厰

甃

䂖

則

以

防

秋

軍

丁

取

於

本

州

䂖

窩

積

至

千

餘

公

陞

去

橋

遂

不

果

時

州

主

承

委

逺

出

監

脩

城

門

者

冐

破

磚

價

而

以

此

塞

之

用

未

半

而

一

川

之

䂖

蕩

然

矣

嗣

劉

公

之

羙

意

者

又

何

人

哉

涇
河
水
北
渡
通

三

原

涇

陽

榆

林

等

路

高
渠
渡
通

慶

夏

等

路

上

二

渡

夏

秋

行

船

遇

冬

則

撻

木

橋

覆

薪

築

土

以

便

病

渉

里

甲

供

其

木

材

水

夫

趋

其

力

役

至

春

暮

則

拆

回

寄

倉

以

備

次

年

之

用

意

甚

善

但

法

立

旣

久

弊

端

日

滋

以

脩

不

足

爲

名

而

科

派

全

橋

之

料

經

收

者

出

入

之

賄

賂

者

營

求

之

每

歲

秋

□

持

劵

以

索

於

鄕

村

者

計

粟

二

千

餘

䂖

閭

蕭

索

鷄

犬

靡

寜

知

州

姚

本

深

燭

民

申

革

此

弊

且

區

處

有

條

誠

邠

民

之

至

利

也

恐

後

之

官

事

紛

更

吏

爲

埋

沒

而

羙

意

或

息

特

附

公

移

用

啚

永

托

知
州
姚
本
申
文
爲

區

處

橋

梁

以

省

民

擾

事

准

本

州

知

州

姚

本

関

稱

勘

得

本

州

涇

河

西

北

通

慶

寜

夏

有

高

渠

渡

東

北

通

涇

陽

三

原

榆

林

有

水

北

渡

□

年

至

冬

十

月

搭

盖

橋

梁

渡

各

一

架

所

費

木

植

柴

薪

均

於

槩

州

二

十

七

里

十

排

出

辦

就

近

收

貯

搭

盖

守

爲

常

䂓

巳

不

計

年

職

歷

任

以

來

二

十

六

年

經

搭

一

次

照

得

中

間

有

不

便

民

者

如

地

方

窵

逺

里

分

率

多

攬

與

城

民

代

納

所

値

之

外

倍

取

三

四

或

者

又

將

濫

之

物

强

行

交

納

主

收

人

役

畏

其

街

民

䫫

皆

忍

受

橋

成

之

後

一

經

汲

溢

朽

腐

□

塌

再

者

水

夫

視

木

植

非

其

巳

有

多

於

氷

觧

之

時

不

行

用

心

管

顧

拆

收

以

致

被

水

推

蕩

乘

機

取

所

以

百

無

一

存

至

下

年

搭

橋

仍

舊

攤

泒

是

以

□

橋

之

資

而

歲

爲

槩

州

之

擾

目

擊

心

傷

深

爲

不

寜

故

至

二

十

七

年

搭

橋

預

行

計

處

帖

□

官

監

查

木

植

朽

濫

者

不

許

街

民

强

納

今

春

□

觧

着

落

水

夫

以

時

拆

卸

不

許

漂

踈

失

中

間

木

植

除

砍

削

鑿

孔

毁

損

不

堪

者

當

就

給

戸

領

燒

瓦

片

以

備

脩

各

衙

門

外

其

堪

備

下

年

搭

橋

者

大

約

仍

存

一

半

見

今

收

貯

白

兎

鋪

內

及

本

州

空

廨

中

其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三

所

欠

一

半

照

得

兩

渡

原

設

船

各

一

水

夫

各

十

名

近

䝉

各

增

船

一

各

增

水

夫

十

名

每

年

每

夫

一

名

准

均

銀

三

兩

自

仲

冬

至

季

春

中

間

四

個

月

渡

有

橋

梁

水

夫

閑

每

各

里

徴

空

月

銀

一

兩

則

每

渡

可

得

銀

二

十

兩

黑

水

渡

五

名

照

例

徴

銀

五

兩

收

麥

之

時

徴

完

此

銀

責

令

本

州

佐

二

官

一

員

收

買

木

植

以

竢

搭

橋

輳

舊

木

所

欠

一

半

之

數

大

約

足

以

用

其

鋪

橋

柴

草

卽

將

舊

木

不

堪

者

或

就

合

水

夫

兌

換

或

市

上

兩

平

易

用

亦

無

不

如

此

則

價

資

出

自

水

夫

其

管

理

必

加

周

愼

木

植

非

由

衆

納

其

釁

自

無

所

生

年

承

一

年

永

爲

遵

守

斯

槩

州

免

橋

之

擾

而

輿

梁

亦

無

不

成

之

患

矣

縁

係

區

處

橋

梁

以

省

民

擾

事

理

職

未

敢

擅

便

合

関

本

州

煩

爲

轉

逹

施

行

等

因

到

州

准

此

擬

合

就

行

爲

此

今

將

前

項

縁

由

理

合

具

申

伏

乞

照
詳
明
示
施
行
湏
至
申
者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申
本
年
六
月
中
䝉

欽
差
廵
撫
陜
西
等
處
地
方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謝

批

據
申
具
見
節
省
民
財
之
意
依
擬
施
行
此
繳

黑
水
渡
通

平

凉

固

原

甘

肅

諸

路

夏

秋

泛

漲

水

甚

洶

湧

然

風

浪

亦

不

竟

日

故

不

設

船

至

冬

寒

沍

則

搭

木

橋

以

便

過

徃

材

木

薪

土

俱

停

口

所

牛

夫

二

百

名

供

之

春

暮

折

收

本

所

歷

年

緒

用

盖

橋

迫

近

所

前

力

出

者

衆

故

不

勞

而

集

材

因

與

舊

故

不

費

而

成

立

法

善

而

亦

便

於

守

者

也

水

夫

五

名

甚

爲

閑

曠

景
村
渡
州

東

十

里

㫁
涇
渡
州

東

三

十

里

飮
馬
渡
州

城

東

俱

便

道

也

淳
化
縣
永
安
橋
在

縣

北

門

外

䂖
橋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賽
公
橋
在

縣

南

三

十

四

里三
水
縣
西
溪
橋
在

迎

恩

門

外

杜
家
橋
在

西

溪

橋

之

西

二

里

赤
道
橋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四

在

杜

家

橋

之

西

五

里

暗
橋
在

縣

北

□

唐

川

岸

兩

傍

懸

崖

中

間

道

路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分

廵

道

副

使

周

公

洪

範

建

鉄

門

一

重

上

覆

屋

三

間

其

勢

甚

險

可

以

防

患

公
署堂

高
亷
逺
嚴
冠
履
所
以
正
名
分
重
門
陛
級
飬

君
子
所
以
治
野
人
若
□
逺
則
情
隔
而
上
下
孚

乎
仁
愛
則
辟
人
非
所
以
爲
異
近
則
易
狎
而
彼

此
專
事
乎
邉
幅
則
階
下
巳
逺
於
萬
里
故
覩
重

門
之
洞
啓
足
以
况
爲
政
之
心
秉
水
鑑
之
無

足
以
燭
蔀
封
之

身
居
廣
厦
細

之
上
而
閭

民
癮
實
恫
瘝
乃
身
者
矣
詳
公
署
脩
葺
之
年

月
又
所
以
明
偉
績
而
思
作
者
之
賢
勞
也

州
治
在

東

街

洪

武

二

年

設

十

三

年

州

同

知

張

斌

增

脩

大

門

依

古

城

皷

樓

在

上

字

扁

知

州

㑹

稽

沈

書

嘉

靖

己

酉

知

州

姚

本

重

脩

并

建

過

㕔

一

所

餘

見

啚

儒
學
在

州

治

西

舊

在

州

東

門

外

洪

武

六

年

判

官

莫

彦

英

改

元

萬

夀

宫

爲

今

學

餘

見

啚

射
圃
在

學

西

知

州

侯

明

建

房

舎

墻

垣

僅

存

故

址

黍

離

如

然

社
學
在

城

內

者

三

曰

在

城

在

南

街

曰

東

隅

在

隘

巷

曰

西

隅

在

西

街

餘

二

十

四

區

在

各

里

地

方

欽
差
整
飭
邠
州
等
處
兵
備
道
在

州

西

街

嘉

靖

庚

子

廵

撫

趙

公

廷

瑞

因

邉

事

騷

繹

部

駐

邠

以

邠

爲

関

輔

咽

喉

三

邉

扼

塞

䟽

請

設

官

隨

下

無

名

勑

書

以

分

廵

関

內

道

帶

管

所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五

屬

旣

多

地

復

窵

逺

具

□

而

巳

戊

申

廵

撫

謝

公

蘭

□

心

邉

事

特

□

上

請

改

降

坐

名

勑

書

一

道

関

防

一

顆

遂

以

僉

事

一

員

住

劄

邠

州

創

建

公

寓

李

僉

憲

僅

可

知

州

姚

本

宜
禄
廵
檢
司
舊

建

宜

禄

鎭

中

弘

治

甲

子

總

制

楊

公

一

清

過

邠

以

該

鎭

設

有

驛

逓

居

民

輻

輳

而

冉

店

道

路

四

逹

爲

盗

賊

衝

途

移

置

冉

店

去

州

六

十

里

隘

門

據

險

深

溝

巨

中

道

□

容

一

車

盤

誥

足

以

捕

奸

細

地

利

足

以

聲

□

夷

廵

檢

無

貪

懦

之

徒

弓

兵

精

少

杜

之

選

實

封

疆

之

一

固

也

苟

恣

以

爲

暴

則

地

之

利

適

爲

民

之

害

矣

防

守

按

宜

屯

軍

於

此

及

白

吉

鋪

爲

得

舊

□

州

城

停

口

等

□

皆

無

用

者

望

當

道

者

□

而

行

之

稅
課
局
□

設

宜

禄

鎭

洪

武

十

三

年

改

本

州

隘

巷

口

嘉

靖

十

一

年

以

稅

少

裁

革

條

記

繳

廻

新
平
驛
在

州

治

西

洪

武

五

年

設

永

樂

十

三

年

知

州

毛

□

□

增

建

成

化

九

年

驛

丞

劉

璽

嘉

靖

十

五

年

驛

丞

衛

衡

各

重

建

逓
運
所
近

西

城

舊

建

在

北

門

外

景

㤗

知

州

劉

輅

改

建

于

此

屢

次

重

脩

亦

頗

完

備

停
口
逓
運
所
在

州

西

四

十

里

洪

武

十

六

年

大

使

李

謙

嘉

靖

八

年

大

使

段

裕

重

脩

甚

善

嘉

靖

二

十

年

因

黑

水

河

崩

圯

大

半

移

置

於

所

東

空

地

宜
禄
驛
在

州

西

八

十

里

宜

禄

鎭

永

樂

十

五

年

驛

丞

許

詳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驛

丞

郭

富

各

重

脩

宜
禄
逓
運
所
在

驛

西

洪

武

十

六

年

大

使

崔

彦

吉

重

脩

隂
陽
學
○
醫
學
俱

在

州

治

西

洪

武

十

七

年

典

術

張

世

荣

典

科

胡

岐

各

創

建

僧
正
司
在

城

內

興

寺

今

爲

習

儀

易

服

之

所

道
正
司
舊

在

玊

峯

観

中

□

廢

移

置

隘

巷

玄

眞

観

側

飬
濟
院
在

西

街

路

南

知

州

顧

問

重

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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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六

邠
州
官
倉
在

州

治

西

大

門

一

座

二

門

一

座

官

二

座

厫

房

全

預
備
倉
○
草
塲

清
軍

在

城

隍

廟

內

東

與

州

相

聯

嘉

靖

元

年

州

同

知

劉

璋

創

建

劉

吏

員

也

建

置

合

乎

䂓

矩

政

事

亦

多

可

稱

申
明
亭
在

州

治

西

門

一

座

正

房

三

門

廂

房

四

間

地

因

舊

基

屋

宇

則

知

州

姚

本

創

建

餘

二

十

六

里

各

一

區

旌
善
亭
在

申

明

亭

西

知

州

郝

元

亨

建

總
鋪
在

州

治

前

北

向

牌

坊

一

座

大

門

三

間

榜

房

四

間

亭

一

座

正

房

五

間

廂

房

各

三

間

知

州

李

鑾

增

設

演
武
塲
在

州

城

西

門

外

舊

因

民

地

嘉

靖

壬

寅

僉

事

徐

公

萬

以

空

閑

官

地

兌

換

入

官

原

建

演

武

㕔

三

□

門

一

座

知

州

姚

本

重

脩

增

建

官

三

間

於

本

之

南

漏
澤
園
一

在

南

坡

上

斥

堠

東

側

一

在

川

山

壇

之

東

地

名

孝

子

坪

義
塚
知

州

顧

問

置

計

地

二

五

分

文

見

后

請
見

二
所
一

在

南

坡

下

一

在

西

関

外

嘉

靖

甲

午

署

州

事

鳯

翔

府

同

知

光

州

彭

祥

建

彭

署

篆

未

久

脩

建

甚

多

且

整

齊

堅

久

治

官

事

如

家

事

嗚

呼

賢

哉

閱
防
亭
一
所
在

紫

㣲

山

北

向

官

三

間

左

右

列

鐘

皷

樓

二

座

廂

房

各

一

座

知

州

姚

本

創

建

行
署

察
院
在

州

治

西

布
政
分
司
在

察

院

西

按
察
分
司
在州

北

向

淳
化
縣
縣
治
在

西

街

宋

淳

化

中

建

知

縣

宅

在

正

堂

後

典

史

宅

在

賛

政

後

監

囚

所

預

備

倉

馬

廐

公

廨

書

院

俱

在

儀

門

內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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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七

儒
學
在

城

內

西

街

在

縣

治

東

後

遷

縣

治

南

正

德

間

遷

于

此

教

諭

宅

在

明

倫

堂

西

訓

導

宅

在

明

倫

堂

東

射
圃
在

城

東

南

隅

社
學
在

縣

治

前

申
明
亭
在

縣

治

前

旌
善
亭
在

縣

治

前

隂
陽
學
在

縣

治

前

醫
學
在

縣

治

前

僧
㑹

司
在

北

門

外

夀

峯

寺

道
㑹
司
在

南

門

外

保

眞

観

演
武
塲
在

縣

南

一

里

許

飬
濟
院
在

縣

治

前

漏
澤
園
在

夀

峯

寺

南

行
署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南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南

府
署
在縣

治東三
水
縣
縣
治
在

布

政

分

司

之

左

大

門

一

座

上

盖

皷

樓

五

間

二

門

牧

愛

堂

東

連

庫

房

西

連

幕

亭

儀

□

所

承

司

吏

戸

禮

兵

刑

工

房

各

六

間

堂

後

有

延

賔

堂

退

思

堂

宅

舎

俱

知

縣

楊

豫

建

凉

亭

劉

儀

建

省

耕

樓

□

若

愚

建

西

有

典

史

宅

馬

房

一

所

土

地

司

□

監

俱

在

儀

門

外

儒
學
在

縣

東

成

化

十

四

年

知

縣

楊

豫

建

號

廢

署

縣

事

邠

州

吏

目

喬

荗

亨

重

建

教

諭

宅

一

所

訓

導

宅

二

所

學

倉

六

間

射
圃
在

文

廟

之

左

今

廢

社
學
與

醫

學

并

旌
善
亭

在

城

舗

之

右

申
明
亭
在

城

舗

之

左

官
預
二
倉
在

縣

西

楊

豫

建

中

有

牧

粮

亭

劉

儀

建

後

厫

侯

臣

建

演
武
塲
在

西

関

外

長

一

百

五

十

步

濶

八

十

歩

亭

三

間

旗

臺

一

座

劉

儀

建

隂
陽
學
在

縣

南

西

向

知

縣

馬

宗

仁

建

醫
學
與

隂

陽

學

并

䂖
門
廵
檢

司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䂖

門

山

之

下

侯

臣

建

今

廢

僧
㑹
司
在

縣

東

北

大

像

寺

內

道
㑹
司
在

縣

東

北

三

里

水

泉

観

之

內

飬
濟
院
在

縣

北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八

行
署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西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府
署
在

縣

治

南

學
校建

學
立
師
先
王
化
民
成
俗
之
首
務
也
我

國
家
稽
古
定
制
祀
聖
配
賢
崇
其
殿
宇
腆
其
牲
幣
隆

之
以
禮
樂
極
之
以
師
尊
首
師
範
以
作
豊

之

謀
萃
人
文
以
收
彚
征
之
吉
監
三
代
而
加
詳
凖

成
周
而
更
備
者
也
廟
宇
則
載
諸
首
啚
師
生
則

詳
于
職
制

宸

則
首
諸
藝
文
兹
不
再
及
特
紀
祭
噐
書
集
及

脩
葺
之
年
月
云
耳

先
師
廟

兩
廡

櫺
星
門

㦸
門
洪

武

中

建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廵

按

御

史

卞

偉

重

脩

啓
聖
祠
在

先

師

廟

左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州

沈

建

兩

廡

未

建

敬
一
亭
在

儀

門

西

嘉

靖

十

九

年

州

判

徐

元

建

明
倫
堂
在

先

師

廟

後

洪

武

申

建

嘉

靖

七

年

知

州

郝

元

亨

重

脩

興
詩
立
禮
成
樂
三
齊

儒
林
門

儀
門
洪

武

中

建

嘉

靖

一

十

四

年

廵

按

御

史

□

偉

重

脩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三
十
九

名
宦
祠
舊

在

本

州

禮

房

之

下

后

廢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賈

朝

相

議

設

於

儒

學

二

門

西

鄕
賢
祠
在

儒

學

二

門

東

右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比
年
致
祭
屢
見
興
廢
若
嘿

□
不
及
則
在
上
者
不
知
其
弊
而
略
於

正
在

下
者
不
守
其
秩
而
四
爲
妄
恣
今
将
嘉
靖
十
七

年
儒
學
申
文
及
提
學
道
并
本
州
批
案
附
録
於

此
庻
祀
典
不
虛
僣
濫
少
革
不
然
則
興
復
之
舉

徒
爲
召
廢
之
媒
預
祭
諸
賢
深
有
匪
人
之
比
矣

邠

州

儒

學

爲

舉

復

名

宦

鄕

賢

以

隆

祀

典

事

據

闔

學

生

員

郝

占

等

呈

稱

學

校

爲

人

才

軔

之

地

風

化

所

関

祀

典

乃

國

家

典

禮

□

科

憲

度

所

在

惟

之

法

未

至

於

致

詳

故

久

行

不

能

以

無

弊

切

照

本

學

舊

有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羙

意

甚

至

前

人

宣

勞

於

國

者

托

出

身

之

地

以

不

朽

之

名

後

人

得

以

視

效

者

動

仰

□

之

思

以

勵

匪

躬

之

節

其

後

廢

弊

有

由

然

特

以

設

主

不

□

於

州

伯

定

奪

不

出

於

上

司

暱

親

者

昧

公

議

而

不

嫌

務

虛

名

者

招

人

言

而

不

恤

遂

使

洶

洶

之

議

士

論

不

堪

泛

泛

之

享

鬼

神

弗

格

各

收

木

主

祀

于

家

昭

代

之

通

典

泯

于

無

聞

一

郡

之

前

賢

槩

爾

不

録

兹

者

仰

稽

一

綂

志

書

本

州

舊

志

本

之

慱

物

旅

㑹

質

之

方

輿

勝

覽

參

之

以

父

老

月

旦

之

評

定

之

以

諸

生

聞

見

之

眞

凢

三

十

二

人

各

略

節

行

實

開

揭

粘

呈

人

才

以

節

義

爲

先

出

身

以

科

目

爲

重

循

良

取

其

大

節

而

小

惠

姑

置

政

事

取

其

昭

著

而

臆

見

不

列

盖

名

非

科

目

則

後

生

不

仰

仕

止

一

命

則

報

主

無

勲

伏

乞

申

請

□

明

示

批

行

之

日

立

主

送

祠

依

期

致

祭

其

後

有

當

入

之

人

務

合

士

論

至

公

人

心

□

愜

如

前

□

奪

方

許

預

列

庻

正

之

□

在

上

人

不

得

以

而

戚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公

任

情

之

舉

自

熄

禮

庻

乎

可

常

而

可

久

不

然

則

今

日

之

舉

徒

爲

無

益

将

來

之

廢

有

所

不

免

等

因

到

學

爲

此

擬

合

就

行

申

請

乞

爲

定

奪

施

行

湏

至

申

者

提
學
道
副
使
龔

批
明
典
禮
以
表
前
賢
誠
學
校

之
首
務
仰
州
依
揭
造
主
送
祠
致

此
繳

本
州
知
州
賈

批
㸔
得
該
學
申
定
名
宦
鄕
賢
事

属
祀
典
禮
所
當
行
且
前
後
弊
端
籌
畫
殆

待

提
學
道
明
文
至
日
施
行

名
宦
祠
十
七
位

唐

州
刺
史
張
嘉
貞

州
刺
史
房
琯

汾
陽
王
郭
子
儀

刺
史
高
崇
文

刺
史
白
孝
德

刺
史
段
秀
實

宋
判
邠
州
前
知
永
興
軍
張
齊
賢

知
邠
州
王
嗣
宗

知
邠
州
范
仲
淹

綂
制
□
端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一

金
節
度
使
高
淵

明
知
州
劉
同

知
州
何
榮

知
州
劉
濟

知
州
侯
明

判
官
莫
彦
英

學
正
鄭
希
魁
天

順

時

爲

本

官

吏
目
劉
仲
端

知
州
顧
□
問
嘉

靖

時

任

此

萬

曆

年

從

祀

鄕
賢
祠
十
五
位

漢
侍
中
李
育

隋
吏
部
尚
書
牛
弘

宋
吏
部
侍
郞
張
舜
民

述
古
殿
學
士
張
確

勾
管
驍
騎
尉
史
天
常

明
山
西
按
察
司
僉
事
蕭
伯
剛

江
西
布
政
司
左
叅
政
林
嵩

刑
部
主
事
郝
珪

戸
部
侍
郞
趙
倫

尸
部
侍
郞

本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二

太
子
少
保
戸
部
尚
書
劉
昭

沁
州
知
州
席
勤
學

汲
縣
知
縣
宋
瑭

長
蘆

運
司
同
知
劉
紳

太
原
府
知
府

譲

內
丘
縣
訓
導
池
鱗

同
知
王
汝
安
成

化

甲

午

舉

進

議

噐
銅
鍋
一
口

黄
綾
帳
五
付

琉
璃
籩
四
十
箇

銅
爵
四
十
二
箇

鍚
爵
九
十
一
箇

銅
香
爐
一
箇

鉄
香
爐
一
箇

琉
璃
香
爐
五
箇

銅
花
瓶
一
對

射
樂
銅
鐘
一
口

銅
磬

書
籍
四
書
大
全
一
部
一
十
九
本

易
經
傳
義
一
部
一
十
二
本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三

書
經
大
全
一
部
十
本

詩
經
大
全
一
部
一
十
三
本

春
秋
大
全
一
部
一
十
八
本

禮
記
大
全
一
部
一
十
八
本

性
理
大
全
一
部
一
十
二
本

五
倫
書
一
部
二
十
二
本

爲
善
隂
隲
四
部

孝
順
事
實
一
本

大
理
纂
要
集
義
一
部
六
本

漢
唐
品
藻
慱
物
策
彚
一
部
十
本

聖
篤
重
章
大
學
録
一
本

聖
製
燕
兵
冠
眠
圖
一
本

忠
静
冠
□
圖
一
本

朝

服
圖
一
本

勑
議
書
一
本

淳
化
縣

先
師
廟

兩
廡

㦸
門

櫺
星
門
在

儒

學

西

啓
聖
祠
在

先

師

廟

西

北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四

敬
一
亭
在

明

倫

堂

北

名
宦
祠
在

櫺

星

門

外

東

向

享

祀

五

立

漢

雲

陽

令

王

吉

宋

知

淳

化

張

安

祖

金

淳

化

令

梁

㐮

明

知

縣

劉

玊

縣

丞

畢

經

鄕
賢
祠
在

櫺

星

門

外

東

向

享

祀

五

位

漢

丞

相

黄

覇

明

金

華

府

同

知

張

景

芳

刑

科

給

事

中

趙

信

交

趾

當

道

知

縣

第

五

絳

州

同

知

賈

貫

噐銅

籩

二

百

七

十

一

箇

銅

爵

一

百

二

十

八

箇

琉

璃

爵

三

十

八

箇

香

爐

一

十

箇

湯

碗

五

箇

琉

璃

籩

二

百

五

十

四

箇

毛

血

碟

十

箇

黄

帳

五

付

書
籍四

書

大

全

一

部

二

十

本

易

傳

大

全

一

部

十

一

本

書

傳

大

全

一

部

十

一

本

詩

傳

大

全

一

部

十

一

本

春

秋

大

全

一

部

十

八

本

禮

記

大

全

一

部

十

八

本

性

理

大

全

一

部

三

十

本

孝

順

事

實

一

本

五

倫

書

六

十

二

本

爲

善

隂

隲

一

本

醫

方

選

要

十

二

本

漢

唐

通

鑑

品

藻

六

本

朝

□

圖

一

本

慱

物

策

㑹

四

本

聖

駕

重

幸

大

學

録

六

本

忠

静

冠

服

圖

一

本

聖

製

燕

弁

冠

服

圖

說

一

本

聖

諭

一

本

御

製

正

孔

子

祀

典

申

記

一

本

御

着

大

狩

龍

飛

録

二

本

三
水
縣

先
師
廟

兩
廡

㦸
門
楊

豫

建

櫺
星
門
泮
池
劉

儀

建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五

啓
聖
祠
在

明

倫

堂

後

知

縣

張

珩

建

敬
一
亭
在

明

倫

堂

後

劉

儀

建

名
宦
祠
在

梓

潼

宮

之

後

享

祀

三

位

魏

恒

州

守

韓

褒

宋

三

水

縣

尹

李

沐

明

知

縣

楊

豫

鄕
賢
祠
與

名

宦

祠

并

享

祀

五

位

漢

丞

相

第

五

倫

唐

同

平

章

事

第

五

宋

丞

相

第

五

均

度

支

員

外

轉

運

副

使

范

祥

資

文

閣

太

常

少

卿

范

育

噐
舊

噐

無

存

嘉

靖

十

九

年

知

縣

李

時

春

□

白

鉄

噐

二

百

件

磁

噐

一

千

件

黄

悵

五

付

書
籍
同

上

集
塲日

中
爲
市
貿
易
所
趨
輪
集
諸
地
君
子
公
物
之

治
也
日
期
定
則
知
所
守
而
不
變
坊
里
定
則
知

所
徃
而
不
惑
向
之
滋
弊
罔
人
者
今

革
矣

州
城

一
十
一
二
十
一
日
在
北
街
馬

王

廟

巷

同

三
十
三
二
十
三
日
在
東
街
隘

巷

同

五
十
五
二
十
五
日
在
南
街
南

寺

巷

同

七
十
七
二
十
七
日
在
西
中
街
廟

巷

同

九
十
九
二
十
九
日
在
西
門
街
飬

濟

院

同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六

大
峪
鎭

停
口
鎭

白
吉
鎭

香
廟
村

楊
家
庄

每
月
六
次
旬
用
三
八
日

宜
禄
鎭
月
六
次
旬
用
四
九
日

史
店

高
店

龍

馬
月
各
一
次
旬
用
一
日

淳
化
縣
月

三

十

集

輪

縣

門

前

學

門

前

北

門

內

北

関

內

南

門

內

南

関

內

鄕
集
四
通

潤

鎭

桃

渠

村

徐

村

官

庒

三
水
縣
每

月

十

土

橋

鎭

張

空

鎭

職

田

鎭

五

集

大

羽

鎭

底

廟

鎭

每

月

各

六

集

鄕
里

州
東
曰
公
劉
鄕

州
南
曰
新
平
鄕

州
西
曰
進
賢
鄕

州
北
曰
仁
義
鄕

在
城
里

臨
涇
里

永
平
里

龍
集
里

安
化
里

羅
店
里

義
門
里

東
隅
里

底
店
里

盤
龍
里

仁
義
里

龍
原
里

南
鄕
里

白
吉
里

西
隅
里

新
平
里

姜
嫄
里

公
劉
里

香
廟
里

河
合
里

停
口
里

宜
禄
里

進
賢
里

安
道
里

彭
村
里

南
村
里

支
村
里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七

淳
化
縣

南

村

里

官

庒

里

新

留

里

西

陽

里

引

安

里

蔣

家

里

梁

家

里

善

化

里

長

安

里

白

堡

里

永

里

義

門

里

淂

義

里

蒲

土

里

安

樂

里

崇

德

里

董

喬

里

齊

陽

里

三
水
縣

三

水

里

蒲

村

里

北

宮

里

南

宫

里

職

田

里

大

義

里

焦

村

里

金

泉

里

原

得

里

豊

泉

里

義

豊

里

高

□

里

舗
路

在
城
總
舗
在

州

治

前

東
路
白
店
舗

田
家
舗

大
峪
舗

西
路
白
兎
舗

張
易
舗

安
化
舗

停
口
舗

黑

庒
舗

冉
店
舗

七
里
舗

宜
禄
舗

十
里
舗

平
陽
舗

南
路
屯
里
舗

新
廟
舗

西
北
路
高
渠

舗

羅
店
舗

吕
店
舗

白
吉
舗

後
峪
舗

亞

店
舗

東
北
路
水
北
舗

北
嘴
舗

淳
化
縣

在
城
舗
縣

治

前

南
路
㤗
顚
舗

石

喬

舗

金

泉

舗

北

路

牛

村

舗

通

潤

舗

小

硤

舗

姜

嫄

舗

三
水
縣

在
城
舗
縣

治

前

西
路
魏
落
舗

原

得

舗

姚

坊

舗

南

路

甘

峪

舗

土

喬

舗

北

路

馬

坊

舗

大

羽

舗

甘

家

舗

長

嶺

舗

三

家

舗

村
舎

景
村

㫁
涇
村

大
潮
峪

公
主
川

屯
裏

□

家
頭

司
空
頭
係

臨

涇

里

地

方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八

孟

村

黄

村

望
坡
頭

支
里
村

南
峪
里

大
廣
村

楊
家
村

馬

莊
係

永

平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南

五

十

里

小
張
村

郭

村

香
花
村

趙

寨
係

龍

集

里

地

方

在

州

北

三

十

里

不
溢
池

白
兎
鎭

大
佛
鎭

張
易
渠

店
子
村

小
陵
口

後
嶺
村

里
泉
村

富
家
掌

牛
河
川
係

安

化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三

十

里

廟
嶺
村

義
門
頭

良

社

禄
長
村

秦
家
庒

大

庒

小
庒
村

吕
店
庒
係

義

門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北

四

十

里

坡
頭
庒

路

村

小
靈
臺

官
牌
里

高
渠
村

白
馬
村

百
家
宫

嘴
頭
庒
係

羅

店

里

地

方

在

州

北

二

十

里

鳴
玊
村

赤
沙
村

白
店
村

四
家
庒

蒲
澤
村

洲
村

東
関
村

係

東

隅

里

地

方

在

州

東

二

十

五

里

白
人
村

小
車
村

牛
弼
村

底
店
庒
係

底

店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南

六

十

里

卧
龍
村

史

店

龍
栢
村

蘇

村

水
北
村
係

盤

龍

里

地

方

在

州

北

二

十

里

王

村

永
安
村

高
廻
村

白

村
係

仁

義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北

七

十

里

陳
城
村

車

村
係

龍

原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北

六

十

里

西
秦
村

東
秦
村

魯
寨
村

龍
門
頭

黄
盤
村

南
洪
庒
係

白

吉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北

五

十

里

牛

村

齊
樂
村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四
十
九

鄭
郭
村

葛

村
係

□

縣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一

百

里

萬
人
村

䂖

門
村

子
頭

豊
裕
里
係

西

隅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十

里

雷

村

長
蘆
村

孫

村

白
頭
村

大
車
村

大
洪
峪

小
王
村

西
劉
村
係

新

平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南

三

十

里

師
牟
村

坊
里
村

棗
渠
村

河
西
村

河
北
村
係

姜

嫄

里

地

方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土
陵
村

井

村

金
池
村

刑

村

紅

洞

陳
澤
村

楊
家
村
係

公

劉

里

地

方

在

州

東

九

十

里

白
堡
村

高

村

盍
王
村

大
盤
村

新
庒
村

盧

村

南

村
係

香

廟

里

地

方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史
家
村

任
家
村

樊

村
係

停

口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七

十

里

宋
家
村

屯
里
村

巨
家
村

閣
村

强

村
係

河

合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一

百

里

鴨
兒
溝

粮
飯
村

焦
家
村
係

宜

禄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一

百

里

能
頭
村

相
公
庒

雒
家
村

南
孤
村

柳
家
泉
係

進

賢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北

八

十

里

地
掌
村

庫
桃
村

王

村

符
家
庒

淺

水

馬
坊
村

禄

庒

府
職
村
係

安

道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北

一

百

里

白
虹
村

方
庒
村

漂

村

宇
家
川

西

庒
係

□

村

里

地

方

在

州

西

北

八

十

里

饒
城
村

馬
務
村

魏
家
村

渾
家
村

辛

庒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係

南

村

里

地

方

□

州

西

北

七

十

里

令
公
庒

路
間
庒

柴
□
□

胡
鼻
村

平
道
村

木
盤
州

中
原
村
係

支

村

里

地

方

□

州

西

南

七

十

里

淳
化
縣

退

駕

原

孟

侯

村

常

實

鎭

南

府

村

談

村

故

縣

村

小

庒

村

鞏

村

郭

定

村

李

寨

河

東

村

丁

村
係

南

府

里

地

方

八

村

朱

鄧

村

强

村

米

倉

村

官

庒

二

王

村

魏

村

宋

家

村

臨

庒
係

官

庒

里

地

方

常

村

方

里

村

徐

村

新

留

村

秋

舎

村

北

俱

寨

三

鴨

村
係

新

留

里

地

方

西

陽

村

馮

寨

四

泉

村

□

渠

村

南

俱

寨

南

桃

渠

隂

原

村

漢

寨

嘴

頭

村

俞

寨
係

西

陽

里

地

方

九

庒

引

安

村

村

洛

浮

坊

秦

庒

東

下

村

樹

村

西

下

村

閣

架

原

餘

車

村

庫

邸

村

李

園

村

大

槐

村

嘴

頭

村

䂖

橋

鎭
係

引

安

里

地

方

梁

樓

村

城

前

村

白

草

村

油

房

村

馬

武

村

係

蒋

家

里

地

方

白

草

村

胡

家

村

牌

子

村

鳯

留

村

班

駕

村
係

梁

家

里

地

方

小

池

村

善

化

村

西

坡

村

南

家

庒

通

潤

鎭

湫

池

村

寨

子

庒

堠

子

村

柳

溝

村
係

善

化

里

地

方

□

武

村

大

圪

塔

古

城

村

西

安

村

鉄

王

村

核

桃

村

武

六

原
係

長

安

里

地

方

屯

庒

白

堡

村

古

廟

村

䂖

泉

庒

窟

蛇

村

房

村

北

桃

渠

乾

溝

村

由

通

溝

弓

王

村

係

白

堡

里

地

方

栢

林

堡

中

嘴

村

堡

子

村

營

盤

村

安

盛

村

上

南

村

下

南

村

嘴

頭

村

九

頃

村

丁

胡

村

多

富

村

曹

家

庒

三

德

村

兎

路

村

係

永

里

地

方

小

硤

村

于

家

寨

嘴

頭

村

姜

嫄

鎭

界

魚

村

北

城

村

小

原

村
係

義

門

里

地

方

梁

家

庒

牛

心

堡

温

湯

村

得

義

村

永

豊

村

平

地

村

李

宻

庒

瓜

平

原
係

得

義

里

地

方

高

家

村

曹

村

温

湯

村

朱

村

仙

家

村

孫

家

村

官

庒

鎭

皇

城

村

韓

家

村

陳

村

中

陽

村

北

庒

南

庒
係

蒲

土

里

地

方

進

陽

村

河

村

安

樂

村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一

乾

溝

村

草

地

村

牛

村

下

原

村

居

集

村

新

店

村

大

家

庒

係

安

樂

里

地

方

間

倉

村

車

呉

村

南

衚

衕

岑

地

村

係

崇

德

里

地

方

董

橋

村

庒

頭

村

嶺

上

村

孟

庒

卜

興

村

三

塚

村

三

花

村

杏

園

村

係

董

蕎

里

地

方

㤗

顚

鎭

棗

平

村

巴

村

巋

鄕

村

齊

至

村

封

贈

原

齊

陽

村

張

寨

□

虎

村

係

陽

里

地

方

三
水
縣

南

頭

村

西

頭

村

黄

禄

村

百

子

村

彭

城

村

□

原

得

里

地

方

趙

庒

百

堐

頭

景

村

係

職

田

里

地

方

義

豊

村

栢

家

坊

馬

家

庒

係

□

宫

里

地

方

店

頭

村

高

平

村

係

高

平

里

地

方

魏

落

村

郭

村

入

安

村

係

南

宫

里

地

方

壇
壝

廟
祠

墳
墓
附

民
人
社
稷
政
之
經
也
祀
典
聿
興
國
之
紀
也
春

秋
時
舉
主
祈
報
也
牲
幣
有
常
嚴
定
式
也
儀
文

㑹
同
昭
王
制
也
誠
敬
是
將

內
志
也
基
垣
有

所
妥
神
棲
也

豊
物
阜
受
純
蝦
也
嘗
聞
敬
神

則
治
民
爲
一
體
之
推
慢
神
則
政
事
爲
告
廢
之

漸
是
故
土
爰
稼
穡
而
社
稷
允
重
雨
暘
時
若
而

間

以
安
厲
壇
因
宣
祝
以
昭
戒
城
隍
職
保
障

以
衞
民
周
廟
之
崇
古
范
祠
之
表
賢
咸
有
訓
之

道
焉
禮
曰
法
施
於
民
則
祀
之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之
能
捍
大
災
禦
大
患
則
祀
之
非
此
族
也
不
在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二

祀
典
至
若
儀
節
禮
服
儀
注
備
其
目

文
牲
幣

官
制
列
其
詳
且
均
徭
有

辦
之
定
額
期
日
有

春
秋
之
定
時
從
典
禮
通
行
不
書
例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州

城

東

門

外

社
稷
壇
在

州

城

西

門

外

郡
厲
壇
在

州

城

北

門

外

鄕
厲
壇
在

各

里

地

方

凢

二

十

六

區

周
太
王
祠
□

州

城

門

外

嘉

靖

戊

申

廵

按

御

史

唐

建

姜
嫄
祠
在

□

王

祠

右

唐

節

度

使

張

憲

甫

建

嘉

靖

丁

未

年

劉

兵

憲

志

知

州

姚

本

重

脩

公
劉
祠
在

州

東

八

十

里

土

陵

村

范
文
正
公
祠
在

乒

備

道

西

成

化

年

建

嘉

靖

四

年

潘

叅

政

塤

重

脩

城
隍
廟
在

州

治

西

文

見

后

土
神
廟
在

州

二

門

外

姜
嫄
墓
在

州

東

十

見

一

綂

志

里

山

谷

中

公
劉
墓
在

州

東

八

十

里

土

陵

村

公
孫
賀
墓
在

州

西

南

三

十

里

孫

村

牛
弘
墓
在

州

西

七

十

里

進

賢

里

陶
糓
墓
在

州

西

三

里

山

□

子

邴

從

葬

符
堅
墓
在

州

西

南

□

十

里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三

史
天
常
墓
在

州

東

十

里

司

空

山

張
確
墓
在

州

西

八

十

里

宜

禄

山

侍
郞
趙
倫
墓
在

州

西

北

三

十

里

小

庒

原

侍
郞

本
墓
在

州

西

南

五

十

里

孟

村

尚
書
劉
昭
墓
在

州

西

五

里

子

□

從

葬

知
府

譲
墓
在

州

東

三

里

鳯

凰

山

下

淳
化
縣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縣

南

門

外

社
稷
壇
在

縣

北

門

□

邑
厲
壇
在

社

稷

壇

西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北

三
水
縣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縣

西

門

外

北

向

楊

豫

建

社
稷
壇
在

縣

東

門

外

劉

儀

建

邑
厲
壇
在

縣

東

門

外

南

向

劉

儀

改

建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東

楊

豫

建

嘉

靖

年

張

珩

増

脩

丞
相
祠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魏

落

村

祀

漢

唐

宋

第

五

倫

三

丞

相

小

像

存

焉

洪

武

十

八

年

建

學
士
祠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大

慈

村

祀

宋

學

士

范

祥

父

子

第
五
倫
墓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蒲

東

舎

存

文

落

侯
君
集
墓
在

縣

東

北

鷄

阜

山

巔

土
産財

貨
所
出
必
本
於
地
而
樽
節
愛
養
則
存
夫
人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四

邠
以
山
原
之
田
人
力
未
施
水
利
全
缺
物
産
之

出
不
足
以
當
他
郡
之
十
二
然
亦
書
重
裁
成
也

同
有
常
有
者
從
不
書
例
異
者
筆
之
附
以
小
説

民
風
係
焉
惟
藥
属
乃
利
濟
之
攸
寓
遂
備
載
之

谷
属

麦

豆

谷

黍

麻

各

種

咸

備

地

多

山

原

民

昧

溝

洫

絶

無

稱

田

帛
属

絲

絹

綿

布

織

間

有

事

者

綿

亦

少

種

計

其

自

供

十

不

建

二

三

貿

易

於

市

者

皆

販

自

他

處

價

値

低

昻

貧

者

苦

之

自

嘉

靖

甲

午

以

後

水

旱

頻

仍

民

逋

賦

累

四

郊

一

望

桑

柘

蕩

然

十

室

九

空

機

杼

供

㸑

向

之

千

石

之

家

菜

色

相

因

枕

籍

待

哺

敝

裘

綴

百

結

鶉

懸

四

三

空

正

此

時

之

謂

也

噫

風

蚕

織

之

盛

徒

付

諸

想

像

巳

矣

果
属
䂖

榴

棗

桃

櫻

桃

蒲

萄

林

檎

核

桃

鴈

過

紅

楸

子

甜

仁

杏

杮
舊

無

近

亦

有

種

成

者

梨

李

二

品

頓

異

他

處

梨

成

於

八

月

土

人

善

藏

者

春

仲

猶

鮮

李

熟

於

六

月

旬

日

卽

嘗

聞

諸

老

圃

曰

梨

接

於

杜

李

接

於

桃

必

先

培

桃

杜

三

五

年

旣

接

又

培

三

五

年

結

之

踈

者

其

樹

頗

覺

持

久

其

實

碩

大

者

不

五

年

而

樹

敗

矣

邠

之

梨

李

供

用

頗

多

種

樹

之

狡

猾

者

投

克

梨

戸

一

遇

取

用

諸

弊

滋

生

是

以

天

地

自

然

之

利

而

反

貽

民

之

害

也

民

力

猶

夫

樹

哉

菜
属
䓤

韮

茄

芹

芥

葫

蘆

蘿

蔔

白

菜

萵

苣

菠

荺

荅

園

荽

同

蒿

蔓

菁

蒜
味

原

色

赤

徑

三

寸

餘

瓜
属
黄

瓜

甜

瓜

菜

瓜

絲

瓜

冬

瓜

西
瓜
味

甘

羙

形

圓

如

斗

花
属
牡

丹

芍

藥

薔

花

玊

簮

金

盞

扁

竹

水

紅

茨

梅

蓮

菊

鷄

冠

䂖

竹

萱

草

葵

米

殻

三

春

山

茶

馬

蘭

十

樣

錦

迎

春

茨

菰

竹
地

道

相

宜

隨

處

有

之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五

木
属
松

栢

桐

柳

槐

榆

椿

桑

青

楊

白

楊

檉

柳

苦

檀

楸

禽
属
鵲

鳩

燕

雀

鵪

鶉

鴿

鵝

鴨

鷄

水

鷄

野

鷄

水

鴨

鷄

鳶

鷂

寒

鴨

金

趐

黄
鸝
嘉

靖

辛

卯

夏

五

月

始

鳴

於

察

院

代

廵

崑

山

朱

公

観

指

示

諸

生

因

嘆

地

氣

鶴

鸛
皆

非

邠

産

有

集

於

學

宫

者

累

獲

瑞

應

士

之

爲

學

固

無

関

於

此

然

勵

後

生

以

向

學

寔

一

端

也

獸
属
馬

牛

驢

騾

羊

猪

犬

猫

兎

黄

鼠

猯

狐

狼

藥
属
欵
冬
花
味

辛

温

無

毒

主

□

逆

氣

喘

喉

痺

驚

癇

寒

邪

氣

十

一

月

採

花

隂

乾

雷

公

云

用

甘

草

水

浸

一

宿

收

用

藥

性

論

云

主

療

肺

氣

治

肺

痿

肺

癰

吐

膿

知
母
味

苦

寒

無

毒

主

消

渴

中

除

邪

氣

肢

體

浮

腫

下

水

不

足

益

氣

二

八

月

採

根

風

乾

啚

經

云

能

治

溪

毒

兼

辟

射

工

日

華

子

云

止

潤

心

肺

虚

乏

安

心

止

驚

悸

甘
草
藥

中

國

老

味

甘

無

毒

主

臟

腑

寒

邪

氣

堅

筋

長

肌

爲

九

土

之

精

安

和

諸

藥

孫

思

邈

云

觧

烏

頭

巴

豆

毒

爾

雅

云

觧

百

毒

爲

藥

之

要

姚

和

衆

云

治

小

兒

尿

血

煎

膿

汁

服

蒼
术
味

苦

温

無

毒

除

消

食

心

下

急

滿

霍

亂

風

眩

頭

痛

分

隂

陽

利

水

谷

春

秋

採

根

隂

乾

神

農

經

云

久

服

長

生

唐

本

云

用

苦

酒

浸

之

去

靣

默

梁

庾

肩

吾

云

味

重

金

漿

坐

致

延

生

柴
胡
味

苦

㣲

寒

無

毒

去

腸

胃

中

結

氣

飮

食

積

聚

寒

邪

氣

推

陳

致

新

二

八

月

採

根

暴

乾

啚

經

云

治

寒

爲

最

要

者

唐

本

注

云

傷

寒

大

小

柴

胡

湯

最

爲

痰

氣

之要

黄
芩
味

苦

大

寒

無

毒

主

諸

黄

疸

膓

癖

洩

痢

逐

水

下

血

閉

瘡

疸

蝕

火

瘍

三

月

採

根

隂

乾

千

金

翼

云

治

淋

陶

居

云

圓

者

名

子

芩

破

者

名

宿

芩

深

色

堅

實

者

爲

上

防
風
味

甘

温

無

毒

主

大

風

頭

眩

骨

□

疼

痺

煩

滿

四

肢

孪

急

金

瘡

內

痙

二

十

月

採

根

□

乾

□

陽

雜

爼

云

子

可

亂

蓽

撥

藥

牲

論

云

治

經

脉

虛

□

□

節

疼

痛

車
前
子
味

□

□

□

□

□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六

毒

主

氣

癃

止

痛

利

水

道

除

濕

男

女

淋

瀝

久

服

輕

身

耐

老

蕭

炳

云

車

前

養

肝

日

華

子

云

常

山

爲

使

通

淋

澁

壮

元

陽

治

脱

精

詩

云

釆

釆

芣

莒

卽

此

物

半
夏
味

辛

㣲

寒

主

傷

寒

咽

痛

頭

痃

胷

脹

膓

鳴

痰

結

核

堅

痞

癰

腫

五

八

月

採

根

暴

乾

劉

禹

鍚

云

熟

可

以

下

痰

斗

門

方

云

去

胷

膈

壅

去

痰

開

胃

紫

靈

元

君

云

吹

末

鼻

中

治

卒

死

卽

生

細
辛
味

辛

無

毒

主

□

逆

頭

痛

腦

動

百

節

拘

挛

安

五

臟

益

肝

膽

通

精

氣

二

八

月

採

隂

乾

陶

居

云

除

痰

明

目

聖

惠

方

云

治

口

臭

及

齒

腫

痛

煑

汁

含

之

桔
梗
味

辛

苦

温

有

小

毒

利

五

臟

膓

胃

血

氣

除

寒

療

咽

腫

二

八

月

採

根

暴

乾

百

一

方

云

治

瘀

血

杜

壬

云

治

上

焦

積

千

金

方

云

煎

服

治

喉

閉

澤

㵼
味

甘

寒

無

毒

主

風

寒

濕

痺

消

水

養

臟

逐

膀

胱

三

焦

停

水

九

月

採

收

張

仲

景

云

渴

煩

小

便

不

利

入

五

苓

散

效

兎
絲
子
味

辛

平

無

毒

主

續

絶

傷

不

足

益

氣

强

筋

骨

九

月

採

實

暴

乾

脩

眞

書

云

酒

浸

爲

末

服

久

治

腰

去

風

益

壽

沙
參
味

苦

㣲

寒

無

毒

主

血

積

驚

氣

除

寒

中

益

肺

氣

二

八

月

採

根

暴

乾

葛

洪

云

諸

疝

小

腹

相

引

痛

欲

死

者

搗

末

酒

服

立

差

茅
香
花
味

苦

温

無

毒

主

中

惡

温

胃

止

嘔

吐

療

心

腹

冷

痛

枝

葉

可

煎

浴

湯

陳

藏

噐

云

令

人

身

香

肘

后

方

云

治

淋

茺
蔚
子
味

甘

辛

㣲

温

無

毒

主

明

目

益

精

血

逆

大

心

煩

久

服

輕

身

外

臺

秘

要

云

一

名

益

母

草

治

産

婦

諸

疾

簡

要

濟

衆

方

云

煎

湯

浴

新

生

小

兒

不

生

瘡

疥

丹

房

鏡

源

云

燒

灰

用

麺

湯

和

治

靣

上

風

刺

小

兒

諸

㾈

栢
子
仁
味

甘

平

無

毒

主

驚

悸

安

五

臟

益

氣

血

止

汗

久

服

令

人

潤

色

聦

明

日

華

子

云

治

風

潤

皮

膚

枕

中

記

曰

採

葉

呪

服

延

年

例

仙

傳

日

久

食

齒

落

更

生

烏
藥
味

辛

有

毒

主

風

除

寒

濕

破

積

聚

其

汁

煎

膏

曰

射

罔

注

鏃

能

殺

禽

獸

傷

人

傕

寔

四

民

月

令

云

三

月

採

收

靈

花

方

云

治

馬

□

人

瘡

勝

金

方

云

調



ZhongYi

邠
州
誌

卷
一

五
十
七

和

末

治

蠍

蜇

地
骨
皮
味

苦

寒

無

毒

除

客

頭

疼

堅

□

骨

利

大

小

膓

冬

採

根

春

夏

採

葉

秋

採

莖

兵

部

手

集

云

汁

治

暴

赤

眼

麻
黄
味

苦

温

無

毒

主

中

風

傷

寒

頭

痛

温

瘧

表

立

秋

採

莖

隂

乾

子

母

秘

録

云

治

産

後

腹

痛

干

血

艾
味

苦

温

無

毒

主

灸

百

□

作

煎

止

下

痢

吐

血

婦

人

漏

血

利

隂

氣

生

肌

肉

辟

風

寒

孟

詵

云

與

乾

姜

爲

末

宻

丸

消

一

切

冷

氣

荆

楚

記

云

五

月

五

日

懸

戸

上

辟

毒

氣

柴
属
山

林

田

稭

水

澇

皆

有

䂖
炭
嘉

靖

甲

辰

夏

六

月

民

始

䂖

取

之

淳
化
縣
谷
属
黍

稷

梁

麻

麦

豆

果
属
棗

梨

杮

杏

䂖

榴

胡

桃

菜
属
蔓菁

蘿

蔔

萵

苣

小

蒜

芥

韮

葱

薺

花
属
菊

葵

萱

草

茨

梅

石

竹

木

□

金

盞

牡

丹

芍

藥

木

属
栢

槐

柳

榆

楊

桐

椿

楸

桑

禽
属
□

鴨

鷄

鵲

野

鷄

雀

鳩

燕

鳥

鴉

獸
属
牛馬

騾

驢

猪

羊

猫

兒

兎

藥
属
白

蒺

藜

車

前

子

柴

胡

蒼

术

防

風

麻

黄

枸

黄

芩

艾

茅

香

花

葶

藶

牽

牛

瓜
属
黄

瓜

西

瓜

冬

瓜

甜

瓜

三
水
縣
谷
属
稻

餘

同

上

果
属
榛

子

銀

杏

梅

李

楸

子

林

檎

桃

軟

棗

餘

同

上

瓜
属
同上

菜
属
茄

葫

子

蒜

白

菜

蕨

園

荽

木

耳

蘑

故

黄

花

菜

苦

菜

餘

同

上

花

属
玊

簮

鷄

冠

餘

同

上

木
属
松

梓

樗

相

竹

茜

草

餘

同

上

禽
属

同

上

獸
属
虎

豹

狐

狸

野

豕

黄

鼠

藥
属
甘

草

大

黄

半

夏

苦

參

黄

連

澤

㵼

藿

香

菖

蒲

草

烏

升

麻

葛

香

木

賊

狗

春

香

附

子

逺

志

天

南

星

細

辛

荆

芥

餘

同

上

煤
炭
䂖

炭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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