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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一

應
州
續
志
卷
之
五

應
州
知
州
南
豐
吳
炳
纂
輯

官
師
志
封

建

職

官

名

宦

兵

防

通
考
云
古
者
文
武
合
而
爲
一
大
臣
出
可
以
將
八
可
以
相

小
臣
簪
筆
可
以
待
問
荷
戈
可
以
前
驅
後
世
司
文
墨
者
不

能
知
戰
陳
被
介
胄
者
不
復
識

編
於
是
文
武
之
途
分
矣

予
謂
文
武
雖
不
能
相
通
業
已
身
任
其
地
皆
不
宜
聽
其
泯

沒
無
傳
舊
志
於
遼
金
時
彰
國
軍
節
度
文
武
兼
轄
者
旣
未

搜
載
卽
近
如
元
之
敎
諭
明
之
指
揮
亦
復
任
其
闕
遺
史
傳

猶
留
姓
名
志
乘
不
登
爵
秩
何
以
逭
後
死
之
責
耶
爰
廣
摭

廿
二
史
并
各
祠
廟
石
刻
别
爲
敘
次
雖
未
盡
得
其
全
而
較

前
志
所
增
不
啻
倍
之
或
可
稍
吿
無
罪
矣
夫
次
官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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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封
建

北
魏
金
城
公
周
觀

魏
書
本
傳
觀
代
人
驍
勇
有
膂
力
每

在
軍
陳
必
應
募
先
登
以
軍
功
屢
進
爲
都
軍
副
將
鎭
雲

中
神
䴥
中
進
爵
金
城
公

唐
金
城
侯
李
道
廣

唐
書
李
元
紘
傳
道
廣
武
后
時
同
鳳

閣
鸞
臺
平
章
事
封
金
城
侯

金
城
伯
李
朝
隱

唐
書
本
傳
朝
隱
開
元
時
遷
大
理
卿
封

金
城
伯

宋
金
城
侯
趙
德
潤

宋
史
宗
室
列
傳
德
潤
字
温
玉
淳
化

元
年
授
右
領
軍
衞
將
軍
四
遷
右
羽
林
將
軍
卒
贈
應
州

刺
史
封
金
城
侯

炳
按
北
魏
有
懷
荒
鎭
金
城
戍
又
有
金
城
郡
唐
有
隴
西

金
城
郡
又
有
應
州
金
城
縣
金
城
之
名
不
一
或
疑
封
爵

未
必
皆
係
境
內
然
周
觀
旣
屬
代
人
又
爲
雲
中
鎭
將
其

進
爵
爲
公
宜
卽
州
之
金
城
是
應
州
不
始
於
唐
亦
卽
此

可
証
趙
德
潤
封
爵
在
宋
淳
化
初
年
其
地
雖
入
於
契
丹

然
閒
取
他
境
地
名
以
爲
封
號
南
北
朝
皆
有
其
事
蓋
非

實
封
食
邑
也
本
傳
明
書
卒
後
封
贈
可
知
惟
二
李
所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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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三

或
非
其
地
未
敢
必
耳
前
之
志
應
者
因
仍

陋
以
致
舊

聞
放
失
故
寧
存
之
不
敢
蹈
其
覆
轍
云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四

職
官

應
州
刺
史

西
魏

唐

陵

見
北
史

北
周

張

羡

見
子
張
煚
傳

李

超

見
子
李
景
傳

隋唐
君
明

開
皇
初
卒
於
官

見
北
史
○
隋
書
柳
彧
傳
唐

君
明
居
母
喪
娶
雍
州
長
史
庫
狄
士
文
之
從
父
妹
治
書

侍
御
史
柳
彧
劾
之
二
人
竟
坐
得
罪
按
此
與
北
史
異

五
代
後
唐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李
從
璋

明
宗
姪
明
宗
卽
位
拜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見
家

人
傳

石
敬
塘

明
宗
時
拜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大
同
振
武
威
塞
等

軍
蕃
漢
馬
歩
軍
總
管

本
紀

張
敬
達

字
志
通
代
州
人
少
以
騎
射
事
莊
宗
爲
廳
直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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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五

使
明
宗
時
屢
遷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本
傳

應
州
節
度
使

尹

暉

魏
州
大
名
人
廢
帝
時
爲
應
州
節
度
使

本
傳

應
州
刺
史

康
思
立

山
陰
諸
部
人
少
爲
騎
將
從
莊
宗
破
梁
夾
城
戰

柏
鄕
累
以
功
遷

騎
指
揮
使
明
宗
卽
位
歴
應
州
刺
史

有
善
政

本
傳

五
代
晉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張
彦
澤

出
帝
時
拜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見
本
傳
○
按
高

祖
以
應
州
八
於
契
丹
則
出
帝
時
不
應
晉
有
彰
國
軍
也

存
以
俟
攷

宋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張
廷
翰

乾
德
中
以
隨
平
蜀
功
授
侍
衞
馬
歩
軍
都
虞
侯

領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本
傳

王
承
衍

駙
馬
都
尉
太
平
興
國
初
遷
應
州
刺
史
拜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本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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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六

康
保
裔

眞
宗
初
尋
遷
并
代
州
都
部
署

忠
義
傳

曹

璨

至
道
初

本
傳

彰
國
軍
留
後

王
繼
勲

明
德
皇
后
母
弟
乾
德
四
年

外
戚
傳

應
州
觀
察
使

李
漢
超

太
平
興
國
初
爲
關
南
廵
檢
遷
應
州
觀
察
使

本
傳

劉
承
規

大
中
祥
符
時
拜
宣
政
使
應
州
觀
察
使

本
傳

應
州
兵
馬
都
監

王

侁

太
宗
時

本
傳

應
州
都
廵
檢
使

解

暉

雍
熙
初

本
傳

應
州
刺
史

侯
莫
陳
利
用

雍
熙
二
年

本
傳

按
應
州
石
晉
天
福
時
入
契
丹
其
後
宋
雖
收
復
旋
卽
失

之
不
宜
有
節
度
刺
史
等
官
但
宋
制
奉
朝
請
者
有
遥
領

使
職
守
邊
者
亦
有
遥
郡
刺
史
或
卽
其
類
未
可
知
也
旣

已
見
正
史
卽
當
備
錄
以
資
考
証



ZhongYi

應
州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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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五

七

遼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蕭
敵
烈

宗
應
歴
四
年

耶
律
海
里

景
宗
保
寧
初

耶
律
學
古

景
宗
乾
亨
二
年
時
南
境
未
靜
民
思
休
息
學

古
禁
宼
掠
以
安
之

韓

倬

聖
宗
統
和
二
年
由
武
衞
大
將
軍
拜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兼
侍
衞
親
軍
兵
馬
都
指
揮
使

艾

正

統
和
四
年
以
應
州
附
於
宋
詔
遣
使
賜
樞
密
使

斜
軫
密
旨
及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杓
窊
印
以
趣
征
討
按

國

語

解

云

杓

窊

鷙

鳥

總

稱

以

爲

印

紐

取

疾

速

之

義

凡

調

發

兵

馬

則

用

之

與

金

魚

符

銀

牌

畧

同

牛

璘

聖
宗
開
泰
二
年

耶
律
宏
古

聖
宗
太
平
元
年

耶
律
仙
童

興
宗
重
熙
時

韓
雱
金

謝
十
之
父

韓
謝
十

道
宗
淸
寧
時
十
年
十
一
月
以
爲
惕
隱
按

惕

隱

夷

離

畢

俱

係

遼

貴

職

蕭

撤

淸
寧
時
歴
北
靣
林
牙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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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八

耶
律
頗
的
一
道
宗
咸
雍
八
年
改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歴
南
院

宣

使

奚
抄
只

道
宗
太
康
七
年
由
夷
離
畢
爲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耶
律
大
悲
奴

天
祚
時
本
紀
謂
乾
統
中
本
傳
謂
天
慶
中

未
知
誰
是

應
州
節
度
使

骨
只

聖
宗
詔
第
山
西
諸
將
功
過
而
賞
罰
之
應
州
節
度

使
骨
只
以
聞
敵
逃
遁
奪
官

以
上
俱
見
遼
史

應
州
節
度
判
官

石
篤

大
安
二
年

見
興
福
寺
石
幢

節
度
推
官

劉
守
榮

重
熙
九
年

見
淨
土
寺
石
幢

應
州
觀
察
判
官

宋

雄

統
和
四
年
與
艾
正
同
以
應
州
降
宋

見
宋
史

金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移
剌
胡
剌

世
宗
大
定
時
應
州
僧
與
世
宗
子
永
功
有
舊

將
訴
事
於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求
永
功
手
書
與
胡
剌
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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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九

胡
刺
得
書
奏
之
上
謂
宰
相
曰
永
功
以
書
囑
事
胡
刺
此

雖
細
微
不
可
不
懲
也
凡
人
小
過
不
治
遂
至
大
咎
有
犯

必
懲
庶
幾
能
改
是
亦
敎
也
皆
曰
陛
下
用
法
無
私
臣
下

敢
不
畏
敬
於
是
永
功
解
職

大
懷
貞

大
定
時
字
子
正
遼
陽
人

張
萬
公

章
宗
時
字
良
輔
東
阿
人

以
上
俱
見
金
史

王
端
仁

章
宗
明
昌
四
年

見
重
修
廟
學
碑
記

牙
改

宣
宗
貞
祐
中
爲
李
鵬
飛
誣
殺
詔
完
顏
伯
嘉
治
之

幹
勒
合
打

貞
祐
四
年
以
同
知
太
原
府
爲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宣
撫
副
使

彰
國
軍
節
度
副
使

阿
喜

宗
室
子
好
學
問
襲
父
北
京
路
筈
柏
山
猛
安
聽
訟

明
決
人
信
而
愛
之
察
亷
能
除
彰
國
軍
節
度
副
使
改
上

京
留
守
判
官
提
刑
司
奏
彰
國
軍
治
狀
遷
同
知
速
頻
路

節
度
事

完
顏
䘱

明
昌
元
年
以
御
史
臺
薦
除
授

應
州
招
討
使

蒲
察
通

世
宗
時

以
上
俱
見
金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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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十

彰
國
軍
節
度
判
官

程
元
凱

大
定
十
八
年

見
覺
興
寺
石
幢

錄
事
司
錄
事

王

詒

大
定
十
八
年

見
覺
興
寺
石
幢

應
州
敎
授

牛

鑄

王
同
門

本
州
人

應
州
學
正

宋

沖

本
州
人

應
州
學
錄

張
安
仁

四
人
俱
見
明
昌
四
年
重
修
廟
學
碑
記

元
金
城
縣
敎
諭

劉
思
温

誠
中

二
人
俱
見
泰
定
元
年
重
修
廟
學
碑
記

明
應
州
知
州

秦

貴

見
正
統
三
年
明
倫
堂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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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十
三

張
三
省

劉
乾
元

李

蛟

四
人
俱
見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重
修
元
帝
廟
碑

李
充
道

灤
州
人
萬
歴
十
三
年
見
覺
興
寺
鐘

劉
戢
民

解
州
人
天
啓
二
年
見
佛
宮
寺
鐘

李
世
元

陽
曲
縣
人
崇
正
十
三
年
見
淨
土
寺
碑

高
彥
臣

張
進
中

二
人
萬
歴
時
俱
見
學
宮
二
坊
曁
射
圃
記

常
如

天
啓
六
年
見
西
門
外
觀
音
寺
鐘
以
上
三
人
祇

書
博
士
敎
官
未
審
是
學
正
訓
導
附
載
於
後

以
上
舊
志
俱
遺
漏
補
書
於
此
其
已
載
者
不
必
重
錄

國
朝

按
舊
志
雍
正
四
年
以
前
知
州
吏
目
學
正
訓
導
俱
已
全

載
兹
自
四
年
以
後
知
州
至
訓
導
正
署
備
錄
雍
正
十
一

年
奏
准
於
安
東
衞
舊
地
添
設
廵
檢
司
一
員
駐
劄
西
山

口
前
村
分
轄
左
右
二
里
二
十
二
村
莊
專
司
稽
查
匪
類

兼
督
逋
欠
錢
糧
舊
志
無
今
詳
載
於
吏
目
之
後

應
州
知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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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十
四

蕭

綱

貢
生
廣
東
順
德
縣
人
詳
見
舊
志

靳
治
徐

監
生
鑲
黃
旗
人
雍
正
五
年
二
月
任

張

推

山
東
人
山
陰
縣
知
縣
雍
正
五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趙

炳

監
生
鑲
黃
旗
人
雍
正
六
年
任

凌
世
升

貢
生
順
天
大
興
縣
人
渾
源
州
知
州
雍
正
九
年

三
月
署
任

雷

暢

拔
貢
生
四
川
井
研
縣
人
候
補
知
縣
雍
正
九
年

六
月
署
任

河
源
溥

監
生
正
黃
旗
人
雍
正
十
年
任

樊
天
漢

貢
生
江
蘇
長
洲
縣
人
渾
源
州
知
州
雍
正
十
一

年
六
月
署
任

葉
夢
榮

監
生
廣
東
人
雍
正
十
一
年
十
月
任

詹
紹
文

拔
貢
生
四
川
人
候
補
知
縣
雍
正
十
三
年
二
月

署
任

封
宜
孫

貢
生
江
蘇
通
州
人
雍
正
十
三
年
六
月
任

何
鳴
謙

拔
貢
生
安

靑
陽
縣
人
候
補
知
州
乾
隆
五
年

十
月
署
任

竇
容
邃

舉
人
河
南
柘
城
縣
人
乾
隆
七
年
三
月
任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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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五

十
七

李
珍
煦
□
監
生
直
隷
棗
強
縣
人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任
三
十

三
年
丁
父
憂
去

崔
洪
元

監
生
直

交
河
縣
人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任

應
州
安
東
司
廵
檢

劉
瑜
昌

吏
員
江
西
高
安
縣
人
雍
正
十
一
年
任

吳
天
祐

吏
員
廣
東
大
埔
縣
人
乾
隆
十
年
任

陳
大
本

貢
生
四
川
梁
山
縣
人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任

朱
維
億

貢
生
山
東
武
城
縣
人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任

許

霆

監
生
浙
江
錢
塘
縣
人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任

應
州
學
正

李

幹

見
順
治
七
年
重
修
關
帝
廟
碑
記

舊
志
失
載

張
行
恭

歲
貢
靈
石
縣
人
順
治
年
任
州
學
正
陞
廣
東
四

㑹
縣
知
縣
歸
占
籍
爲
州
人
卽
張
鶴
齡
之
高
祖

楊
雲
翼

進
士
平
陸
縣
人
雍
正
四
年
由
河
南
鞏
縣
知
縣

改
任
見
舊
志

孫
龍
光

盂
縣
舉
人
乾
隆
三
年
任
在
任
中
式
進
士
赴
銓

知
縣
去

劉
文
華

鄕
寧
縣
舉
人
乾
隆
十
四
年
任
保
舉
陞
四
川
萬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十
八

縣
知
縣

郭

揚

長
治
縣
舉
人
乾
隆
二
十
年
任
陞
澤
州
府
敎
授

王
錫
旂

壺
關
縣
舉
人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任
三
十
三
年
病

故
陳

芸

猗
氏
縣
舉
人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由
陜
西
商
南
縣

知
縣
改
任

應
州
訓
導

韓
文
柳

定
襄
縣
歲
貢
雍
正
三
年
任
見
舊
志

喬

菁

祁
縣
歲
貢
雍
正
五
年
任

趙
連
城

潞
城
縣
歲
貢
雍
正
十
年
任

柯
緝
武

陽
曲
縣
歲
貢
乾
隆
六
年
任
十
五
年
病
故

鄧
光
漢

平
定
州
歲
貢
乾
隆
十
六
年
任

衞
賢
尹

猗
氏
縣
歲
貢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任
三
十
一
年
病

故
張
廷
綍

榆
社
縣
舉
人
以
敎
諭
管
訓
導
事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任

炳
攷
遼
百
官
志
應
州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司
有
觀
察
使
觀

察
副
使
觀
察
判
官
又
有
轉
運
使
司
州
學
有
博
士
有
助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十
九

敎
明
地
里
誌
有
小
石
胡
峪
茹
越
諸
口
廵
檢
司
舊
志
因

陋
就

職
官
祇
載
明
州
牧
以
下
餘
皆
任
其
缺
遺
疎
矣

夫
遼
金
諸
史
並
非
僻
書
五
代
史
職
方
考
大
書
彰
國
軍

建
設
之
由
俱
昭
然
在
人
耳
目
乃
節
度
諸
使
槩
不
搜
載

而
畧
無
証
據
之
王
忠
嗣
楊
業
反
列
名
宦
之
首
不
令
人

齒
冷
耶
應
地
文
獻
無
從
稽
核
其
碑
碣
僅
存
如
明
昌
四

年
所
紀
猶
留
什
一
於
千
百
足
補
舊
志
之
闕
益
以
見
考

古
之
不
可
不
精
而
修
志
者
正
史
不
觀
殘
碑
不
錄
貽
悞

將
來
爲
可
感
也

常
如

榆
社
縣
歲
貢
明
天
啓
年
任
應
州
訓
導
見
榆
社

縣
志
○
前
已
附
載
但
據
觀
音
寺
鐘
祗
書
敎
官
未
知
是

學
正
訓
導
補
正
於
此

榆
社
縣
志
又
載
如

爲
四
川
開
縣
知
縣
當
是
由
訓
導

陞
任
也
因
倂
附
錄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名
宦

唐王
忠
嗣

舊
志
載
天
寶
初
以
大
同
軍
節
度
使
駐
應
北
討

戰
桑
乾
河
攷
唐
書
本
傳
忠
嗣
開
元
中
爲
大
同
軍
節
度

使
二
十
九
年
節
度
朔
□
兼
雲
州
都
督
天
寶
元
年
北
討

奚
怒
階
戰
桑
乾
河
三
□
三
克
耀
武
漠
北
高
會
而
還
據

此
忠
嗣
並
非
駐
應
蕭
志
直
加
駐
應
二
字
於
北
討
之
上

附
會
田
志
列
諸
名
宦
而
又
誤
載
爲
宋
舛
謬
甚
矣
至
本

傳
云
自
朔
方
至
雲
中
延
袤
千
里
據
險
築
城
斥
地
甚
遠

是
忠
嗣
有
功
於
雲
大
同
附
祀
名
宦
可
耳
總
之
與
應
州

無
涉

李
克
用

舊
志
載
僖
宗
時
克
用
殺
大
同
防
禦
使
段
文
楚

自
稱
留
後
駐
鎭
應
州
遠
近
畏
服
地
方
賴
寧
攷
五
代
史

本
紀
懿
宗
十
三
年
克
用
爲
雲
州
守
捉
使
因
父
國
昌
拒

命
亦
殺
大
同
軍
防
禦
使
段
文
楚
據
雲
州
自
稱
留
後
據

此
克
用
殺
文
楚
在
懿
宗
時
非
僖
宗
時
且
擅
據
雲
州
非

駐
鎭
應
州
舊
志
於
逆
命
之
後
添
注
數
語
殆
爲
從
祀
張

本
乎
又
本
紀
載
黃
巢
䧟
京
師
陳
景
思
承
制
以
克
用
爲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三

兵
防

唐
會
昌
三
年
以
雲
應
蔚
朔
諸
州
爲
大
同
道
罷
屬
河
東
置

都
團
練
使
領
之
未
幾
改
防
禦
使
後
升
爲
節
度
見

通

志

辨

証

五
代
應
州
故
屬
大
同
軍
節
度
後
唐
明
宗
卽
位
以
其
應
州

人
也
乃
置
彰
國
軍
五

代

史

職

方

考

遼
彰
國
軍
節
度
兵
事
屬
西
京
都
部
署
司
地

里

志

金
世
宗
大
定
五
年
設
招
討
司
以
鎭
邊
陲
西
南
路
置
於
應

州
以
重
臣
知
兵
者
爲
使
列
城
堡
濠
牆
戍
守
爲
永
制
兵志

○
金
史
西
南
路
訛
西
北
路

宣
宗
興
定
二
年
六
月
樞
密
院
言
諸
道
表
稱
元
集
兵
應
州

飛
狐
將
分
道
南
下
宜
敎
閱
兵
士
以
備
緩
急
帝

紀

元
大
德
四
年
於
西
京
黃
花
嶺
立
屯
田
六
年
立
萬
戸
府
所

屬
山
陰
馬
邑
金
城
等
凡
七
屯
地

里

志

明
洪
武
初
山
西
行
都
司
設
安
東
中
屯
衞
指
揮
使
司
初
爲

東
勝
州
仁
宗
洪
熙
元
年
改
調
本
州
轄
二
所
分
守
應
渾

懷
仁
三
城
田

志

宣
宗
宣
德
七
年
置
守
備
四
十
二
員
分
駐
懷
仁
應
州
山
陰

朔
州
等
處
兵

制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四

國
朝
順
治
十
六
年
裁
安
東
中
屯
衞
歸
幷
應
州
郡

志

應
州
營
駐
防
額
設
守
備
一
員
馬
戰
守
兵
一
百
七
十
七
名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撥
入
撫
標
守
兵
七
名
三
十
六
年
將
本
營

守
兵
一
十
一
名
撥
換
殺
虎
協
馬
戰
兵
一
十
一
名
三
十
八

年
撥
入
左
衞
守
兵
一
名
寔
在
經
制
守
備
一
員
雍
正
三
年

添
設
外
委
把
總
一
員
乾
隆
元
年
添
設
火
器
營
外
委
一
員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添
設
額
外
外
委
一
員
馬
戰
兵
二
十
名
步

戰
兵
四
名
守
兵
一
百
四
十
五
名
營
馬
二
十
匹

額
設
軍
器

盔
甲
一
百
五
十
三
頂
付

腰
刀
一
百
五
十
三
口

鳥

鎗
六
十
五
杆

官
兵
備
箭
三
百
三
十
枝

蟒
緞
旗
幟

四
套

單
帳
房
二
十
一
頂

裌
帳
房
六
頂
乾

隆

元

年

新

添

五

頂

帳
房
簾
子
三
十
個
乾

隆

元

年

新

添

五

個

備
貯
五
年
火
藥
二
千

八
百
八
十
一
斤
四
兩

備
貯
五
年
鉛
丸
七
萬
二
百
顆

鎗
砲
火
繩
三
百
三
十
五
盤

銅
鑼
鍋
十
二
口
乾

隆

元

年

新

添

二

十

口其
餘
鐵
鍬
钁
斧
鐝
鐮
椿
繩
等
項
新
舊
俱
全

生
鐵
紅
衣
大
砲
一
位

生
鐵
紅
衣
砲
二
位

生
鐵
□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五

子
九
千
五
百
七
十
個

佛
郞
機
砲
二
位
以

下

乾

隆

元

年

添

置

隨
手
提
小
子
砲
十
位

虎
頭
砲
架
二
條
連
枕

大
小

藥
葫
蘆
四
個

鐵
拴
二
付

隨
砲
鐵
子
一
千
顆

盈
餘
軍
器

盔
甲
三
頂
付

腰
刀
八
口

籐
牌
三
靣

牌
刀
三
口

挑
刀
三
口

長
鎗
二
杆

鎗
頭
五
個

號
衣
帽
各
二

頂
件

棉
甲
壯
帽
六
頂
付

纒
腰
三
圍

銅
鑼
鍋
二

口
破

銅

鑼

鍋

七

口

其
餘
鐵
鍬
钁
斧
鐮
鐝
鈴
鐺
俱
全

汛
舖
十
四
處

墩
臺
十
四
座

營
房
八
十
二
閒

烟
墩

七
十
個

塘
兵
四
十
二
名

每
歲
官
兵
馬
匹
俸
餉
等
銀
二
千
八
百
四
兩
四
錢
六
釐

支
米
二
百
八
十
九
石
四
斗
零

支
豆
三
百
石

明
安
東
中
屯
衞
指
揮
使

鮑
孟
輝

世
襲
指
揮
使

鮑
崇
德

二
人
俱
見
鮑
氏
家
譜

俞

隆

正
德
十
一
年
見
佛
宮
寺
鐵
爐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六

魏

宏

見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霍
希
虁
修
元
帝
廟
碑
記

唐

增

李

培

魏

寶

馬

桓

四
人
俱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見
修
元
帝
廟
碑

梁

勲

見
萬
歴
二
年
王
家
屏
修
州
城
碑
記

虞

勲

萬
歴
五
年
見
修
北
岳
廟
碑

劉

勍

劉

勛

張

翊

黃

卿

馬
思
乾

五
人
俱
萬
歴
十
六
年
見
元
帝
廟
碑

虞

楠

萬
歴
十
八
年
見
觀
音
院
鐘

梁

琦

世
襲
指
揮
使
萬
歴
二
十
年
見
舊
志
忠
義

楊

培

萬
歴
二
十
六
年
見
蕭
志
祠
廟
條

唐
一
貞

萬
歴
二
十
六
年
見
修
關
帝
廟
廡
碑
記

梁

珍

萬
歴
三
十
四
年
見
馬
王
廟
鐘

劉

正

見
題
八
景
詩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七

楊

英

見
題
八
景
詩

俞
體
乾

天
啓
六
年
見
西
門
外
觀
音
院
碑

梁
國
柱

王

熙

楊

芳

唐

倫

四
人
俱
崇
正
十
三
年
見
淨
土
寺

黃

鉞

崇
正
時
見
淨
土
寺
鐵
爐
題
名

劉
永
昌

世
襲
指
揮
使
崇
正
時
見
舊
志
忠
義

虞
希
賢

唐
重
鼎

二
人
崇
正
時
俱
見
關
帝
廟
碑

安
東
中
屯
衞
指
揮
僉
事

唐

鑒

景
泰
時
見
淨
土
寺
碑

俞

棣

萬
歴
十
三
年
見
覺
興
寺
鐘

張

豪

黃

拱

尤

富

萬
歴
二
十
六
年
三
人
俱
見
修
關
帝
廟
廡
碑
記

黃

選

萬
歴
三
十
四
年
見
馬
王
廟
鐘

吳
從
周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八

吳
承
恩

二
人
俱
崇
正
十
三
年
見
淨
土
寺
碑

安
東
衞
鎭
撫
司
鎭
撫

宋
承
恩

郭
鳴
鳳

二
人
萬
歴
十
三
年
俱
見
覺
興
寺
鐘

郭

榮

見
萬
歴
十
六
年
重
修
元
帝
廟
碑

郭

都

宋
一
中

二
人
萬
歴
三
十
四
年
俱
見
馬
王
廟
鐘

應
州
守
備

陳

懷

成
化
十
五
年
見
蕭
志
公
署
條

劉

鑒

正
德
十
一
年
見
佛
宮
寺
鐵
爐

高
良
臣

見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霍
希
虁
修
元
帝
廟
碑
記

盛
愈
謙

潼
關
人
見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修
城
碑

蕭
以
望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見
蕭
志
城
池
條

李
迎
恩

夏

芳

二
人
俱
萬
歴
二
年
見
王
家
屏
修
州
城
碑
記

趙
德
乾

張
德
恩

二
人
俱
見
萬
歴
五
年
修
北
岳
廟
碑

張
天
相

萬
歴
十
三
年
見
覺
興
寺
鐘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二
十
九

尙

仁

萬
歴
十
九
年
見
蕭
志
武
備
條

鄭

儒

萬
歴
二
十
五
年
見
田
蕙
修
南
關
碑
記

韓

立

大
同
人
萬
歴
二
十
八
年
見
關
帝
廟
鐘

劉

冕

李
國
忠

二
人
俱
萬
歴
三
十
三
年
見
北
岳
廟
鐘

田
中
碩

萬
歴
三
十
四
年
見
馬
王
廟
鐘

熊

綱

代
州
人
見
桑
乾
煙
雨
題
詩

鄒
尙
信

天
啓
二
年
見
佛
宮
寺
鐘

張

繡

崇
正
十
三
年
見
淨
土
寺
碑

安
東
中
屯
衞
千
戸

劉

鑑

成
化
十
六
年
見
蕭
志
祠
廟
條

陸

秀

劉

本

陳

錫

三
人
俱
見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修
元
帝
廟
碑

王
承
業

見
萬
歴
五
年
修
北
岳
廟
碑

嚴

勵

見
萬
歴
十
六
年
修
元
帝
廟
碑

應
州
千
總

尤
漢
臣

見
萬
歴
五
年
修
北
岳
廟
碑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三
十

張

勇

見
萬
歴
三
十
三
年
北
岳
廟
鐘

安
東
中
屯
衞
百
戸

張
仲
夏

萬
歴
十
八
年
見
觀
音
院
鐘

蔡

仁

萬
歴
三
十
四
年
見
馬
王
廟
鐘

張
鳳
羽

劇
延
都

奚

貢

三
人
崇
正
十
三
年
俱
見
淨
土
寺
碑

應
州
把
總

蔣

相

見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重
修
元
帝
廟
碑

梁

熊

柴
廷
玉

二
人
俱
見
萬
歴
十
六
年
重
修
元
帝
廟
碑

以
上
舊
志
俱
失
載

國
朝

守
備
按

雍

正

四

年

以

前

舊

志

已

載

不

重

錄

楊
志
武

見
順
治
七
年
重
修
關
帝
廟
碑
記
舊
志
失
載

毛
光
祖

見
順
治
十
二
年
重
修
廟
學
碑
記
舊
志
失
載

林
元
藩

武
進
士
廣
東
澄
海
縣
人
見
舊
志
雍
正
十
年
離

任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三
十
一

魏
大
成

行
伍
大
同
縣
人
雍
正
十
年
署
任

睢
世
榮

行
伍
大
同
府
得
勝
人
雍
正
十
年
署
任

韓

烈

恩
蔭
生
陜
西
甘
州
府
人
入
籍
四
川
合
州
雍
正

十
一
年
任

次

卿

行
伍
大
同
縣
人
雍
正
十
二
年
署
任

永

常

驍
騎
校
鑲
黃
旗
滿
洲
乾
隆
二
年
任

朱
輝
彩

武
進
士
陜
西
咸
寧
縣
人
乾
隆
四
年
署
任

黑

格

前
鋒
校
正
黃
旗
滿
洲
乾
隆
七
年
任

郝

府

行
伍
太
原
府
陽
曲
縣
人
乾
隆
二
十
年
署
任

白
達
色

䕶
軍
校
鑲
白
旗
滿
洲
乾
隆
二
十
年
任

郭
玉
都

行
伍
大
同
縣
人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署
任

太
平
保

前
鋒
校
正
藍
旗
滿
洲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任

王
成
龍

驍
騎
校
係
出
旗
漢
軍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署
任

二

格

䕶
軍
校
正
紅
旗
滿
洲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任

外
委
把
總
雍

正

三

年

添

設

杜
玉
秀

行
伍
應
州
人
雍
正
三
年
任

王
尙
奇

行
伍
山
陰
縣
人
雍
正
七
年
任

馬
日
千

行
伍
應
州
人
雍
正
十
年
任



ZhongYi

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三
十
二

李

華

行
伍
山
陰
縣
人
乾
隆
十
六
年
任

周
會
文

行
伍
大
同
縣
人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任

王
榮
宗

行
伍
渾
源
州
人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任

火
器
營
外
委
把
總
乾

隆

元

年

遵

旨

議

奏

事

案

內

添

設

乾

隆

十

一

年

奉

裁

鄭
之
會

行
伍
應
州
人
乾
隆
元
年
任
十
一
年
離
任

額
外
外
委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添

設

陸
定
富

行
伍
應
州
人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任

炳
按
明
史
兵
志
三
關
形
勢
寧
武
爲
中
路
莫
要
於
神
池

偏
頭
爲
西
路
莫
要
於
老
營
堡
鴈
門
爲
東
路
莫
要
於
北

婁
諸
口
予
攷
其
盛
時
增
官
設
備
峻
垣
深
濠
烽
堠
相
接

重
門
禦
暴
之
意
凜
凜
也
嘉
靖
閒
翁
萬
達
總
督
宣
大
以

北
婁
平
刑
等
爲
次
邊
猶
加
意
整
飭
未
極
敝
壞
沿
及
末

季
邊
防
怠
弛
伍
籍
空
虛
鴈
門
以
北
敵
騎
充
斥
烟
火
蕭

然
而
明
之
廟
社
墟
矣

國
朝
兵
制
冠
於
徃
代
雖
中
外
一
家
而
安
不
忘
危
卽
以
應
之

僻
處
荒
徼
其
聲
勢
聯
絡
大
小
相
維

閱
訓
練
不
以
一

隅
而
廢
盛
矣
哉
爰
摭
古
今
設
官
分
職
之
要
而
備
書
之

至
軍
裝
器
械
爲
營
伍
必
需
諸
志
旣
已
臚
列
未
可
遺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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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州
續
志

卷
五

三
十
三

景
泰
時
應
州
民
師
翺
製
銃
有
機
頃
刻
三
發
及
三
百
步

外
俱
試
有
騐
見
明
史
兵
志
予
懼
其
泯
滅
無
傳
也
特
附

錄
之

應
州
續
志
卷
之
五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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