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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
城
志
凢
例

一
誌
中
書
法
多
倣
山
東
通
志
東
昌
郡
志
提
其
綱
而

詳
其
目
庻
斯
邑
之
實
録
後
人
有
稽
焉

一
古
今
事
蹟
以

纂
集
首
疆
域
次
户
賦
次
官
職
祀

典
次
學
校
選
舉
人
物
文
章
祥
異
而
終
之
以
雜
志

盖
建
立
縣
邑
旣
定
然
後
山
川
景
物
有
所
附
田
賦

户
役
有
所
出
由
是
則
可
以
建
官
而
祀
神
由
是
則

可
以
興
教
而
逹
材

夫
考
徳
以
文
驗
治
於
天
又

皆
理
之
不
可
緩
者
而
業
說
異
端
斯
其
為
雜
而
役

之
矣
略
有
次
第
云

一

志
以
疆
域
建
置
户
賦
分
爲
三
綱
今
削
去
建
置

係
之
官
職
以
官
署
城
池
橋
渡
之

皆
有
司
事
也

疆
域
備
一
邑
封
畛
户
賦
係
一
方
命
脉
皆
如

名

一
户
賦
以
給
公
上
之
需
官
職
以
理
士
民
之
政

有

記
載
率
多
缺
畧
今
獨
致
詳
始
末
與
夫
經
理
之
方

使
繼
此
者
踵
而
行
之
有
所
斟
酌
以
稱
民
便
焉

一
祠
典
所
以
崇
徳
報
功
也
他
志
徃
徃
附
之
學
校
今

特
提
為
一
綱
者
示
崇
重
也

一
河
渠
巳
見
山
川
官
職
志
又
志
河
防
者
盖

國
家
以
河
運
為
重
而
本
縣
原
設
主
簿
一
人
又
爲
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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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
事
甚
大
務
也
矧
河
流
出
没
不
常
時
有
衝
决
實

城
守
繫
之
故
又
爲
之
立
目
焉

一
名
宦
人
物
書
之
将
以
為
吏
士
之
勸
是
必
終
始
完

徳
無
纎
芥
可
議
者
始
可
立
傳
近
日
有
纂
輯
者
乃

一
㮣

録
今
考
其
人
名
宦
惟
関
西
姚
公
人
物
惟

交
阯
劉
公
行
己
矯
矯
人
鮮
克

餘
只
取
其
一
節

耳
非
所
以
要
其
生
平
也
今
亦
姑
存
以
俟
來
者

一
官
職
政
教
之
所
出
歴
代
官
司
逺
無
從
稽
今

郡

通
諸
志
參
以
耳
目
所
及
者
以
次
編
年
薄
示
懲
勸

見
任
不
著
事
迹
者
逺
嫌
也
人
物
亦
然

一
學
校
官
職
之
所
司
選
舉
學
校
之
所
出
人
物
實
視

此
而
成
焉
一
事
也
而
分
三

者
以
非

出
于
此

亦
特
志
之
以
示
崇
重
而
小
目
不
足
以
該
之
也

一
武
城
自
漢
趙
公
苞
以
後
諸
先
哲
由
薦
辟

者
最

盛
唐
自
崔
群
崔
堰
諸
君
俱
以
進
士
起
家
選
舉
志

不
志
之
者
以
不
能
詳
其
年
代
况
此

人
特
其
可

見
者
不
能
盡
其
餘
也
不
能

其
餘
又
何
為
志
之

哉
故
特
見
之
人
物
傳
云

一

志
人
物
多
分
事

似
詳
而
無
體
今
止
用
賢
逹

以
舉
其
全
孝
友
以
考
其
行
武
功
以
考
其
績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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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夫
之
選
也
至
扵
貞
烈
亦
女

夫
也
故
特
志
之

一
文
章
不
能
廣
載
惟
釆
其
有
関
一
邑
之
大
體
及
可

以
備
本
志
之
闕
畧
者
録
之
或
第
㫁
章
摘
句
各
附

于
本

之
下
以
備
覧
觀

一
祥
異
所
志

取
灾
異
而
不
及
休
祥
者
志
以
示
戒

非
以
導
侈
也

一
疑
跡
怪
事
固
不
敢
信
但
土
俗
流
傳
圗
志
登
載
已

乆
難
以
遽
削
姑
存
之
雜
志
以
俟
明
哲

一
英
賢
有
功
茲
邑
者
理
宜
立
傳
第
考
其
人
於
茲
邑

殊
不
相
渉
難
以

入
故
特
附
之
雜
志
以
俟
後
之

脩
輯
者
考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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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
城
縣
志
目
録

疆
域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郷
屯

景
致

風
俗

星
野

山
川

形
勝

古
蹟

墟
墓

户
賦
志
卷
之
二

户
口

地
畆

稅
糧

徭
役

屯
田

荘
田

河
灘

馬
政

課
程

物
産

官
職
志
卷
之
三

職
秩

題
名

名
宦

武
備

䘏
政

城
池

河
漕

橋
渡

公
署
街

坊

市

舖

附

祀
典
志
卷
之
四

壇
壝
馬

神

廟

附

城
隍

呉
公
祠

名
宦
祠

郷
賢
祠

忠
臣
祠

烈
女
祠

生
祠

學
校
志
卷
之
五

學
制

廟
貌
啓

聖

祠

敬

一

亭

祭

□

書

籍

附

書
院

社
學

選
舉
志
卷
之
六

進
士

舉
人

嵗
貢
例

貢

叢

舉

附

封
典
恩

䕃

附

人
物
志
卷
之
七

賢
逹

孝
友

武
功

貞
烈
義

士

附

文
章
志
卷
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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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制
命

雜
文

雜
詩

祥
異
志
卷
之
九

雜
志
卷
之
十

寺
字

神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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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
一
卷
疆
域
志

晋
江
見
洲
尤
麒
輯

晋
江
淺
泉
陳
露
輯

邑
人
髙
可
大
挍
正

禹
貢
分
州
必
以
山
川
而
别
封
域

有
民
社
者
各

專
所
守
武
城
爲
東
郡
要
區
實
古
趙
地
平
廣
曠
濶

四
無
山
阜
東
比
強
齊
歲
飭
武
備
邑
之
得
名
蓋
本

於
此
然
興
革
靡
常
遷

匪
一
罔
核
古
昔
間
乃
本

之
境
土
考
之
星
次
驗
之
風
物
參
之
川
陵
一
邑
大

致
猶
有
足
徴
失
茲
不
紀
後
之
文
獻
何
述
乎
作
疆

域
志

沿
革武

城
禹
貢
冀
州
之
域
春
秋
為
晋
東
鄙
地
晋
因
備

齊
始
城
焉
七
國
爲
趙
地
趙
惠
文
王
封
公
子
勝
爲

平
原
君
食
邑
東
武
城
此
蓋
其
地
也
秦
属
鉅
鹿
郡

漢
置
東
武
城
縣
改
属
清
河
郡
東
漢

清
河
國

宋
以
來
仍
属
東
清
河
郡
隋
開
皇

郡
發
改
清
河

縣
仍
别
置
武
城
縣
属
貝
州
唐
徙

濟
渠
西

縣

址

仍
属
貝
州
宋
徙

濟
渠
東
古

謂

之

東

流

村

為
今
治
属
恩

州
金
如
宋

元
改
属
高
唐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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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
朝
因
之

山
東
東
昌
府
髙
唐
州
廣
四
十
里
袤
七
十

五
里
上
覲

京
師
七

百

五

十

里

北
隣
故
城
七

十

里

南
接

夏
津
五

十

里

東
抵
恩
縣
七

十

里

西
距
清
河
五

十

里

南
取

東
昌
一

百

八

十

里

東
取
高
唐
九

十

里

東
南
取
濟
南
二

百

八

十

里

至
南
京
一

千

六

百

三

十

里

郷
屯郷

三
治
平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居
賢
縣

東

南

十

八

里

徳
化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屯
十
八

傳
官
縣

西

十

五

里

西
李
官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苦
水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洪
官

縣

北

十

五

里

馬
圈
縣

北

三

里

雙
塚
縣

北

十

二

里

祝
官
縣

北

十

里

南
朱

官
縣

南

十

里

南
李
官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鄭
官
縣

東

二

十

里

魏
官
縣

東

南

十

五里

占
官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小
朱
官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唐
留
縣

北

五

十

里

大
興
無

屯

民

皆

散

曹
官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大
阜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兀

蘭
縣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按
郷
為
土
民
屯
為
遷
民
洪
武

制
則
然
今
無
復

辨
矣

景
致

志
載
有
八
景
不
著
作
者
名
氏
今
考
之
遺
迹
不

無
存
者
第
其
詳
不
可
得
聞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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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層
城
夕
照
在

城

西

衞

河

倒

影

泮
井
泉
聲
在

文

廟

前

東
流
鉤
月

在

城

東

北

河

勢

如

鈞

月

然

南
浦
浮
烟
在

城

西

十

里

地

洿

積

水

為

景

花
園
春

色
地

名

在

治

平

郷

栁
林
秋
霽
在

河

涯

抑

林

舖

桃
園
曉
露
甲

馬

營

北

有

桃

園村

蓮
池
暮
雨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俗

謂

之

紅

花

口

按
郡
志
有
澹
村
勝
跡
饒
陽
古
塔
二
景
竊
謂
此
邑

旣
非
子
游
之

則
無
澹
村
可
知
且
饒
陽
小
塔
不

為
壮
觀
敢
以
為
然
耶

風
俗民

風
朴
厚
俗
尚
禮
節
質
直
好
義
不
事
浮
屠
力
稼

穡
務
蠶
績
文
士
彬
彬
有
古
風
烈
志

民
務
農
桑
士

敦
禮
義
人
才
有
正
大
之
氣
郷
俗
有
孝
友
之
稱
郡志

髙
亢
尚
氣

激
輕
生
新増

按
郡
志
俗
尚
為
古

年
以
來
則
見
朴
厚
者
漓
矣

禮
失
之
野
矣
質
直
諼
矣
浮
屠
事
矣
耕
績
惰
矣
士

風
日
驕
煽
矣
分
門
割
户
尚
闘
輕
生
日
異
一
日
矣

嘗
維
持
其
間
而
力
弗
之
逮
也
夫
俗
繫
於
風
風

者
政
之
動
也
移
易
之
機
惟
有
力
者
共
啚
之

星
野武

城
古
冀
州
地
其
在
天
文
當
畢
昴
大
梁
之
次
也

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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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按

天

文

志

自

胃

七

度

至

畢

七

度

為

大

梁

於

辰

值

酉

趙

冀

之

分

野

魏

太

史

陳

卓

云

昴

畢

趙

冀

州

分

清

河

入

昴

九

度

清

河

即

今

恩

縣

治

漢

隋

以

耒

武

城

俱

属

清

河

今

縣

治

去

恩

僅

七

十

里

則

分

野

之

在

畢

昴

也

信

矣

山
川武

城
地
勢
平
衍
無
名
山
之
限
惟
衞
河
發
源
於
河

南
衞
輝
之
輝
縣
漢
名
屯
氏
河
隋
煬
帝
伐
髙
麗
時

䟽
之
改
名
永
濟
渠
又
名
御
河
河
流
自
臨
清
州
經

縣
城
南
遶
城
西
北
又
東
北
注
於
直
沽
入
海
黄
蘆

河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許

盖

黄

河

故

道

五
溝
河
縣

北

四

十

里

許

沙
河
縣

東

南

十

五

里

許

蔡
河
縣

西

北

五

里

許

里

人

相

傳

為

秋

胡

妻

溺

一
字
河
絃

歌

臺

西

北

三

里

許

按
五
河
盈
涸
靡
常
綿
延
經

十
餘
里
舟
楫
不
通

穀
魚
匪
産
居
民
甚
苦
之
前
此
罔
察
率
與
膏
膄
之

田
同
征
役
焉
吁
可
惻
巳

形
勝武

城
南
接
聊
清
北
通
景
徳
三
面
帶
河
地
平
土
沃

風
景
竒
勝
郡志

按
武
城
地

土
淖
又
當
衞
河
下
流
之
衝
三
面
受

害
一
遇
水
澇
堤
岸
潰
决
室
廬
蕩
没

則
浮
舟
入

坊
肆
矣
矧
惟
不
可
以
稼
穡
乎

民
者
徃
徃
不
審

實
疚
乃
以
玉
帶

城
目
爲
形
勝
之
區
其
亦
惑
於



ZhongYi

九

風
水
家
之
虛
談
矣

古
蹟

縣
址
城

西

十

里

許

蓋

漢

時

建

宋

大

觀

為

河

水

渰

没

徙

今

治

故

其

遺

址

存

晋

所

建

又

不

可

考

其

何

許

矣

絃
歌
臺

縣

址

内

臺

髙

九

只

許

吴

公

祠

在

焉

絃
歌
書

院
縣

西

南

十

里

元

泰

㝎

間

邑

人

王

仲

建

學

士

劉

文

賡

扁

學

士

張

起

岩

記

徳
星
堂
唐崔

鄲

建

宣

宗

以

其

一

門

孝

友

題

曰

徳

星

堂

今

廢

學
田
有

弍

百

畒

元

王

仲

施

國

入

於

官

泮
井
文

廟

東

嘉

靖

廿

七

年

始

見

知

縣

尤

麒

建

亭

其

上

有

扁

記

在

焉

墟
墓秋

胡
墓

縣

東

北

界

孫
伏
伽
墓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崔
群
墓
文

廟

前

耿
将
軍
墓
縣

東

北

十

八

里

有

在

焉

程
思
温
墓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元

虞

集

撰

劉
昱
墓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王
士
嘉
墓
縣

南

一

里

許

㤗

和

王

直

墓

銘

高
弼
墓
縣

西

十

二

里

于

游

祠

右

王
道
墓
縣

南

二

里

許

分

宜

嚴

嵩

撰

按
事
必
有
蹟
愛
其
人
則
思
考
其
蹟
古
人
徃
矣
而

蹟
至
今
存
如
絃
歌
臺
院
諸
賢
林
墓
是
巳
第
世
代

政
革
基
垤
湮
㓕
有
可
愴
悼
者
封
植
之
政
可
後
乎哉

按
武
城
肇
域
魏
晋
後
入
趙
為
趙
東
境
歴
千
百
年

來
朝
代
變
革
山
川
形
勝
稍
稍
僅
見
然
亦
恐
非
清

河
東
武
城
之

矣

嘗
考
之
風
土
云
燕
趙
之
士

多
慷
慨
悲
歌
今
之
民
性
雖
為
愚
弱
而
奮
疾
之
氣

時
發
作
之
似
亦
猶
有
如
風
土
所
云
而
太
史
公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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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星
土
之
次
又
明
信
足
為
左
劵
其
為
東
武
城
無
疑

矣
第
廢
基

趾
多
著
魯
蹟
况

百
年
來
官
思
學

道
士
恥
由
徑
藹
乎
絃
誦
之
風
如
前
志
之
所
述
者

豈
古
人
朴
陋
徇
名
責
實
不
暇
考
按
世
以
相
襲
遂

無
差
别
斂
考
魯
城
當
在
兖
之
費
邑
縉
紳
先
生
旣

以
今
之
武
城
當
之
觀
厥
遺
俗
良
有
攸
證
邑
之
稱

重
豈
惟
其
地
哉

第
二
卷
户
賦
志

周
禮
大
司
徒
頒
職
事
于
邦
國
都
鄙
小
司
徒
乃
經

土
地
而
井
牧
其
田
野
重
民
命
也
歲
獻
民

於
王

王
拜
受
之
重
邦
本
也
至
扵
服
役
輸
将
之
政
尤
加

詳
焉
重
民
力
也
武
城
蕞
爾
邑
而
户
役
賦
稅
較
諸

邑
為
獨
繁
今
附
以
馬
政
課
程
物
産
為
户
賦
志
示

民
社
者
知
所
重
也
重
之
則
思
爲
之
所
矣

户
口
前

代

無

考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户
五
百
二
十
二
口
三
千
二
十

永
樂
十
年
户
二
千
四
百
七
十
口
一
萬
三
千
七
百

八
十
八

天
順
五
年
户
二
千
四
百
九
十
九
口
二
萬
六
千
八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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