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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羅

立

士

人

祠

元

帝

於

其

上

每

遇

上

巳

日

士

女

駢

臻

木

峪

山
在

城

北

四

十

五

里

泉

流

石

磴

間

夜

靜

微

□

琴

瑟

聲

取

以

煮

茶

泉

味

無

出

其

右

者

兩

山

葱

薈

淹

潤

可

嘉

搆

寺

泉

崖

爲

習

靜

者

所

憇

金

山
在

府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奇

巖

峭

壁

崒

嵂

可

愛

懸

谷

山
俗

呼

眞

谷

在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谿

谷

邃

折

危

崖

垂

覆

山

腰

靈

泉

迸

出

竹

木

陰

森

多

唐

宋

遺跡

沐

澗

山
在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山

勢

四

圍

飛

泉

可

沐

□

貞

梧

桐

遍

覆

崖

谷

間

每

新

雨

初

霽

異

爲

歌

鳴

使

人

有

遺

世

之

想

晉

魏

夫

人

修

眞

于

此

後

于

南

嶽

飛

昇

唐

宋

名

人

多

遊

覧

者

蛟

脊

龕
在

沐

澗

西

南

形

如

蛟

龍

眷

背

龕

前

有

石

刻

蛟

脊

龕

三

字

尚

存

不

可

考

其

年

代

方

山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四

而

峰

巒

兀

丹

木

繞

其

北

土

田

平

曠

頗

爲

腴

美

馬

頭

山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上

有

石

柱

鐡

環

相

傳

洪

水

懷

山

時

民

嘗

繫

舟

于

此

碗

子

城

山
在

城

北

五

十

里

山

勢

險

峻

其

形

如

碗

上

有

古

城

栢

山
在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内

有

劉

自

肰

庵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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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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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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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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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八

十

二

廼

山
在

城

北

□

□

□

□

□

旋

□

□

□

□

□

□

山
在

城

東

北

六

十

□

□

太

□

之

□

林

□

□

□

□

臬

山
在

□

□

二

□

□

□

□

□

□

□

陽

落

山
在

□

□

□

□

□

□

□

□

□

□

雲

巖

山
在

□

□

□

□

□

□

□

□

深

□

□

□

□

□

□

□

孤

山
在

城

□

□

□

里

山

□

□

□

三

尖

山
在

□

□

□

□

□

□

三

峰

□

□

故

名

臨

川

山
在

城

□

□

四

十

里

龍

門

山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紅

嶺

山

□

□

山
俱

在

□

西

□

太

行

陘
在

城

西

□

三

十

里

一

□

□

□

連

山

中

斷

□

陘

太

行

首

□

□

□

□

□

□

□

中

有

八

陘

□

其

一

也

沁

水
在

□

□

二

□

□

□

山

西

□

□

綿

山

穿

太

行

□

濟

□

□

□

□

□

入

黃

河

□

□

□

浪

暴

漲

不

常

水

經

注

□

□

□

□

□

之

少

□

□

相

璠

日

少

水

令

沁

水

也

沁

水

□

□

石

門

謂

之

沁

口

魏

土

地

記

日

河

内

郡

□

王

縣

西

七

十

里

有

沁

水

左

逕

沁

水

城

西

附

城

□

南

流

□

門

其

木

□

分

爲

二

水

南

出

爲

朱

溝

□

沁

木

又

□

沁

□

故

城

北

葢

藉

水

以

名

縣

矣

又

□

逕

沁

水

亭

北

東

右

□

小

沁

水

又

東

邘

水

注

之

又

東

逕

□

□

□

故

城

北

又

東

朱

溝

枝

津

入

焉

又

東

與

丹

□

合

又

東

光

溝

水

注

之

又

東

南

流

逕

成

鄕

城

北

□

□

□

中

都

亭

南

又

合

界

溝

水

又

東

過

州

縣

北

□

□

□

□

木

注

之

又

東

過

懷

縣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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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山
川

九

□

有

□

□

□

沁

水

□

其

南

□

□

□

流

入

□

河

□

水
在

城

東

北

十

二

里

源

出

山

西

澤

州

界

内

穿

大

行

南

□

二

十

里

入

于

沁

近

河

多

竹

水

田

園

皆

□

此

水

灌

漑

爲

利

最

博

水

經

泩

丹

水

出

上

黨

高

都

縣

故

城

東

北

阜

下

俗

謂

之

源

源

水

山

海

經

曰

沁

水

之

東

有

林

焉

名

曰

丹

林

丹

水

出

焉

丹

水

東

□

□

□

于

丹

谷

卽

劉

越

石

扶

風

歌

所

謂

丹

水

者

也

丹

水

又

東

南

出

山

逕

鄈

城

西

又

南

屈

而

西

轉

光

□

水

出

焉

又

西

逕

苑

鄕

城

北

南

屈

東

轉

逕

其

城

南

東

南

流

注

于

沁

謂

之

丹

口

竹

書

紀

年

日

晉

出

□

五

年

丹

水

三

日

絶

不

流

幽

公

九

年

丹

水

出

□

□

□

卽

此

□

也

唐

開

元

十

□

□

□

□

□

□

爲

□

□

□

□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邘

臺

村

水

經

注

沁

水

又

東

邘

水

注

之

今

涓

涓

幾

絶

流

矣

□

池

水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太

行

山

泉

畔

有

堯

廟

廟

前

處

處

有

泉

掬

手

可

飮

而

東

南

蒹

葭

□

映

灌

田

可

□

流

二

十

里

入

于

沁

水

經

注

沁

水

□

小

沁

城

東

右

合

小

沁

水

水

出

北

山

臺

渟

淵

南

□

爲

臺

渟

水

南

東

□

沁

水

卽

北

水

矣

□

□

泉
在

城

西

北

懸

谷

山

龕

下

逶

迤

谿

谷

□

作

鐘

磬

□

珮

之

音

泉

畔

種

竹

數

十

竿

扶

踈

可

□

□

□

泉
在

城

北

水

峪

山

寺

前

□

甘

而

潔

可

以

煮

茶

課

蜜

泉
在

城

東

北

明

月

山

寺

後

泉

上

有

亭

亭

前

種

竹

數

十

竿

□

井
在

明

□

山

寺

内

連

環

二

井

相

□

僅

十

尺

許

□

澗

泉
在

城

西

北

貝

澗

山

泉

出

兩

山

之

間

或

斷

或

續

南

流

十

餘

里

入

于

沁

泍

澗

泉
在

城

西

北

沐

澗

山

臨

川

泉
在

城

西

北

臨

川

山

山

龕

爲

寺

寺

前

後

有

二

泉

淸

瑩

可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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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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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川

十

朱

溝
水

經

注

朱

溝

水

自

濟

源

孔

山

南

分

爲

二

水

一

水

南

出

爲

朱

溝

水

于

沁

水

縣

西

北

自

枋

□

□

南

流

又

東

南

于

野

王

城

西

枝

渠

左

才

焉

以

周

□

漑

東

逕

野

王

城

南

又

屈

逕

其

城

東

而

北

注

沁

水

奉

溝
水

經

注

奉

溝

水

上

承

朱

溝

于

野

王

城

西

東

南

至

温

入

于

河

沙

溝
水

經

注

沙

溝

水

分

朱

溝

南

派

東

南

逕

安

昌

城

西

東

南

流

入

于

陂

界

溝
水

經

注

界

溝

水

上

承

光

溝

東

南

流

長

明

溝

水

出

焉

又

南

逕

中

都

亭

而

南

流

注

于

沁

今

遺

沼

尚

存

淵

而

不

流

矣

長

明

溝
水

經

注

長

明

溝

上

承

野

王

縣

東

北

界

溝

分

枝

津

東

逕

雍

城

南

寒

泉

水

注

之

又

東

逕

射

犬

城

北

故

長

明

溝

水

東

入

石

澗

東

流

蔡

溝

水

入

焉

白

馬

湖

白

馬

溝
水

經

注

白

馬

溝

水

首

受

白

馬

湖

湖

一

名

朱

管

陂

陂

上

承

長

明

溝

湖

水

東

南

流

逕

金

亭

西

分

爲

二

水

一

水

東

出

爲

蔡

溝

一

水

南

流

八

于

沁

白

馬

湖

今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湖

畔

有

寺

謂

之

白

馬

寺

今

湖

水

流

入

小

丹

河

矣

小

丹

河

疑

卽

長

明

白

馬

故

道

特

古

渠

逕

石

澗

南

流

于

沁

今

渠

逕

石

澗

東

入

于

預

耳

蔡

溝
水

經

注

蔡

溝

水

州

縣

北

上

承

白

馬

溝

東

會

長

明

溝

水

又

東

逕

修

武

之

具

亭

北

入

吳

陂

光

溝
水

經

注

光

溝

水

首

受

丹

水

東

南

流

界

溝

水

出

焉

又

南

入

于

沁

關

津

橋

梁

大

斛

關
在

縣

城

北

太

行

山

唐

□

碗

子

城

關
在

縣

城

□

太

行

山

□

□

□

所

經

實

險

隘

之

地

唐

置

丹

河

橋
在

縣

北

十

二

里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山
川

十
一

□

河

橋
在

縣

北

二

里

□

□

□

□

修

□

□

□

□

□

□

河

庫

銀

五

十

兩

並

□

河

橋

□

四

十

□

□

□

實

數

倍

仍

累

民

間

非

經

久

可

行

之

道

也

利

津

橋
在

城

内

西

街

濟

水

上

覧

勝

橋
在

城

内

東

北

濟

水

上

指

方

橋
在

城

内

東

北

濟

水

上

舉

仙

橋
在

縣

治

西

濟

水

上

舊

傳

橋

成

時

邑

人

謝

景

修

昇

仙

于

此

史

公

隄
在

城

西

北

二

里

卽

古

陽

隄

明

知

府

史

東

昌

始

築

石

障

水

水

不

敢

嚙

民

立

碣

日

史

公

隄

沁

水

渡
在

城

北

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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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十
二

水

利

道

元

注

沁

枝

析

條

分

詳

哉

其

言

之

也

朱

溝

沙

溝

□

溝

非

㵼

沁

水

漑

田

者

乎

光

溝

界

溝

長

明

溝

白

馬

□

非

㵼

丹

水

漑

田

者

乎

渠

有

以

秦

名

者

相

傳

邑

之

水

利

自

秦

始

是

時

史

起

歌

於

鄴

下

白

公

顯

于

關

中

□

内

居

其

間

倣

而

爲

之

理

或

肰

耳

夫

舄

鹵

爲

沃

□

古

人

以

爲

艶

談

世

或

有

欲

化

沃

壤

爲

舄

鹵

者

人

□

之

不

同

豈

若

是

遠

哉

惵

惵

黔

首

中

心

藏

之

矣

沁

河

枋

口

水
在

沁

口

以

木

爲

門

取

水

灌

漑

故

名

漢

安

帝

□

初

二

年

□

河

内

修

理

舊

渠

通

利

水

道

以

漑

□

私

田

疇

魏

野

王

典

農

司

馬

孚

請

修

枋

口

于

是

累

□

爲

門

以

資

漑

田

隋

盧

賁

爲

懷

州

刺

史

决

沁

水

漑

□

曰

利

民

渠

温

潤

渠

民

頼

其

利

唐

節

度

使

崔

□

□

沁

口

秦

渠

漑

田

千

頃

又

刺

史

李

元

淳

决

沁

渠

七

□

餘

里

又

節

度

使

温

造

復

懷

州

古

秦

渠

枋

口

堰

漑

田

五

千

頃

元

懷

孟

總

管

譚

澄

令

民

鑿

唐

温

渠

引

□

□

以

漑

田

中

綂

二

年

遂

奉

詔

開

渠

引

沁

水

以

達

于

□

名

曰

廣

濟

明

隆

慶

丁

卯

太

守

紀

公

誡

開

通

濟

河

及

廣

惠

南

北

河

由

此

觀

之

枋

口

渠

始

于

秦

漢

屢

淤

□

濬

至

明

萬

歷

間

邑

令

袁

公

應

秦

山

穿

洞

懸

閘

□

岸

間

啓

閘

受

水

閉

閘

障

水

至

今

始

無

壅

塞

之

患

廣

濟

渠
明

萬

歷

年

間

縣

令

袁

公

應

泰

鑿

山

□

□

□

□

口

引

沁

水

由

濟

源

縣

界

入

河

内

經

温

武

二

□

至

唐

郭

村

入

黃

河

廣

八

丈

長

一

百

五

十

里

分

二

十

四

堰

使

水

各

有

時

刻

刻

石

紀

功

其

下

□

□

□

有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十
三

濟

渠

支

堰

渠

利

仁

渠
明

成

化

間

邑

人

山

西

副

使

□

道

寧

創

開

自

□

口

廣

濟

渠

下

引

沁

水

□

縣

城

西

北

至

東

郭

□

口

入

于

沁

豐

稔

渠
明

嘉

靖

間

邑

民

楊

□

等

□

開

自

枋

□

引

沁

水

經

縣

西

崇

義

鎭

入

□

□

後

與

利

仁

□

合

口

亦

名

利

豐

渠

附

阿

合

馬

請

□

水

利

奏

元

文

宗

天

歷

三

年

懷

慶

路

同

知

阿

合

□

言

天

久

亢

旱

夏

麥

枯

槁

秋

穀

種

不

入

土

民

匱

于

食

近

因

訪

問

耆

老

咸

稱

丹

水

澆

漑

近

山

田

土

居

民

深

得

其

利

沁

水

亦

可

漑

田

中

綂

間

奉

詔

開

渠

設

官

提

調

遇

旱

則

官

爲

斟

酌

騐

工

多

寡

分

水

澆

漑

後

經

霖

雨

渠

口

淤

塞

隄

堰

頽

圮

河

渠

司

亦

革

罷

有

司

不

爲

整

治

因

致

廢

壞

今

五

十

餘

年

渠

口

及

舊

渠

跡

俱

有

可

考

□

䝉

依

前

浚

治

引

水

漑

田

于

民

大

便

可

令

河

内

使

水

人

戸

自

傭

工

力

疏

通

渠

口

立

牐

起

堰

仍

委

□

知

水

利

之

人

多

方

區

畫

視

水

緩

急

設

立

牐

堰

自

下

使

冰

遇

旱

放

牐

澆

田

値

潦

閉

牐

退

水

公

私

便

益

上

從

之

詔

本

路

委

官

相

視

施

行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十
四

健

按

元

有

兩

阿

合

馬

世

祖

時

平

章

政

事

者

專

□

□

上

之

奸

也

其

爲

懷

慶

路

同

知

於

地

方

有

開

水

利

之

功

則

在

文

宗

天

歷

之

世

相

厺

五

十

餘

年

名

姓

雖

同

人

品

固

不

侔

云

附

袁

公

應

泰

廣

濟

渠

水

利

記

廣

濟

洞

渠

石

閘

一

座

兩

空

每

空

流

水

高

四

尺

濶

五

尺

六

寸

閘

北

面

寛

三

丈

二

尺

高

三

丈

望

水

門

二

座

東

西

角

門

二

座

上

欄

杆

十

空

閘

板

鉄

索

滑

車

俱

全

閘

夫

看

守

石

洞

長

二

十

一

丈

底

濶

一

丈

二

尺

高

一

丈

石

河

長

二

十

三

丈

底

濶

一

丈

二

尺

深

七

丈

九

尺

山

神

廟

迤

南

上

接

入

廣

濟

河

身

□

濟

源

縣

官

莊

里

民

葢

汝

器

地

五

畆

價

銀

五

兩

并

兩

岸

壓

占

山

坡

地

一

十

五

畆

俱

該

縣

除

粮

永

不

起

科

共

地

二

十

畆

地

名

郭

登

閘

修

連

豐

稔

河

架

橋

一

座

陰

洞

四

空

每

洞

中

高

五

尺

一

寸

濶

四

尺

三

寸

兩

頭

各

高

七

尺

五

寸

長

二

丈

五

尺

許

村

開

減

水

河

一

道

長

一

里

零

九

十

丈

濶

四

丈

用

價

買

濟

源

縣

許

村

民

毁

廷

檜

等

地

一

十

七

畆

二

分

三

厘

九

毫

共

用

價

錢

二

十

九

千

五

十

七

文

移

關

該

縣

除

粮

大

河

欄

水

閘

一

座

兩

空

減

水

閘

一

空

北

官

路

橋

一

座

利

仁

河

架

橋

一

座

閘

夫

二

食

用

價

買

沈

良

貴

地

一

十

八

畆

價

銀

一

十

八

兩

□

□

耕

種

看

守

本

閘

納

粮

租

稞

准

作

工

食

大

豐

堰

□

永

欄

水

閘

一

座

兩

空

每

空

濶

四

尺

四

寸

分

水

閘

一

空

下

高

二

尺

濶

一

尺

八

寸

上

濶

四

尺

六

寸

減

水

置

賈

本

縣

利

上

四

啚

九

甲

吳

宗

孝

等

中

下

地

二

十

畆

□

銀

八

兩

閘

夫

承

粮

耕

種

看

守

本

閘

永

遠

遵

守

太

平

堰

失

十

五

名

各

處

疏

桃

河

工

免

調

經

年

補

修

看

守

太

河

張

村

至

分

水

石

隄

岸

并

千

倉

渠

架

橋

以

防

不

虞

西

七

里

屯

分

水

石

處

河

南

萬

盈

等

十

一

堰

口

濶

七

尺

三

寸

比

河

永

濟

等

四

堰

口

濶

五

尺

七

寸

底

幇

各

長

十

一

丈

八

尺

深

四

尺

五

寸

西

官

路

大

磚

石

橋

一

座

兩

空

南

士

里

大

磚

石

橋

一

座

俱

本

縣

俸

贖

官

銀

修

建

初

鑿

太

行

山

穿

洞

并

修

建

大

石

閘

架

橋

及

減

水

河

閘

橋

分

水

石

等

處

委

官

公

直

甄

周

南

王

尚

智

蕭

守

祖

侯

應

時

趙

陽

趙

九

所

張

思

聰

張

思

周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十
五

黄

延

壽

李

應

光

時

化

成

齊

李

太

運

李

應

守

叚

國

玉

李

邦

寧

郝

有

義

葢

汝

能

馬

九

敘

張

守

志

具

䝉

本

縣

知

縣

袁

申

請

撫

河

按

三

院

守

廵

河

三

道

及

本

府

并

河

㕔

詳

允

准

給

冠

帶

牌

扁

奬

賞

外

又

䝉

申

諸

管

理

河

道

兼

管

水

利

河

南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右

叅

政

兼

按

察

司

僉

事

朱

批

本

縣

申

陳

情

乞

恩

以

勵

勤

苦

事

本

縣

看

得

廣

濟

洞

之

開

也

遠

近

駭

焉

謂

山

之

石

未

易

而

成

功

未

可

必

也

幸

賴

本

道

主

持

于

上

加

意

勸

相

原

委

各

公

直

王

尚

智

等

感

激

戮

力

裏

粮

從

事

有

三

年

山

上

不

告

竣

誓

不

旋

踵

者

有

面

目

黎

黑

指

堕

膚

裂

或

感

病

力

疾

猶

無

懈

志

者

有

家

有

䘮

及

水

災

盗

患

義

不

反

顧

者

有

捐

資

以

犒

匠

作

爭

先

成

功

者

三

年

如

一

日

衆

人

如

一

心

肰

後

透

石

山

開

洞

建

閘

引

水

灌

田

波

及

五

邑

利

被

萬

家

業

䝉

院

道

嘉

其

成

功

准

給

冠

帶

仍

奬

賞

有

差

矣

夫

有

永

頼

之

功

者

宜

食

永

賴

之

報

各

役

所

有

利

地

委

應

各

免

夫

役

一

名

子

孫

同

衆

永

遠

用

水

如

本

身

地

少

不

足

夫

一

名

者

免

盡

本

身

不

得

冐

免

他

人

各

給

帖

□

永

久

遵

守

庻

激

勸

有

道

而

人

心

益

勵

等

因

具

申

照

詳

䝉

批

王

尚

智

等

山

引

水

灌

漑

五

邑

田

畆

而

精

勤

三

載

方

告

成

功

其

當

酧

勸

爲

何

如

者

如

議

各

免

夫

一

名

子

孫

同

衆

永

遠

用

水

第

不

得

冐

免

他

人

各

給

帖

文

遵

照

繳

䝉

此

擬

合

給

帖

帖

仰

本

役

照

帖

事

理

如

遇

本

河

起

夫

興

工

之

日

卽

照

後

開

地

畆

數

免

其

本

身

利

夫

一

名

子

孫

同

衆

永

遠

用

水

如

本

身

利

地

短

少

不

足

夫

役

一

名

者

止

免

盡

本

身

不

許

冐

免

他

人

永

爲

遵

守

第

一

永

益

堰

第

二

永

利

堰

第

三

常

豐

堰

俱

順

入

第

一

堰

共

夫

三

十

一

名

半

老

人

葢

汝

能

第

四

廣

豐

堰

順

入

豐

稔

河

第

五

永

福

堰

順

入

利

仁

河

第

六

天

福

堰

夫

二

名

第

七

廣

福

堰

夫

十

四

名

第

八

和

豐

堰

夫

八

名

三

堰

共

夫

二

十

四

名

老

人

李

士

楚

第

九

大

豐

堰

減

水

夫

六

十

二

名

半

又

新

興

堰

夫

十

八

名

順

入

一

堰

共

夫

八

十

名

半

老

人

盧

三

顧

第

十

大

有

堰

夫

四

十

六

名

老

人

王

行

外

鄭

府

三

分

□

一

日

第

十

一

太

平

堰

夫

十

五

名

老

人

湯

文

清

第

十

二

廣

有

堰

夫

十

一

名

半

外

公

田

二

名

老

人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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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内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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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二
水
利

十
六

琴

第

十

三

永

濟

上

中

下

三

堰

夫

一

百

二

名

老

人

□

冠

張

烱

王

九

星

第

十

四

廣

阜

堰

夫

八

名

老

人

宰

光

賢

第

十

五

新

興

堰

夫

十

九

名

半

順

入

大

豐

堰

夫

十

八

名

止

存

夫

一

名

半

老

人

李

進

祿

第

十

六

廣

隆

堰

夫

四

名

半

第

十

七

萬

盈

堰

夫

四

十

三

名

老

人

王

應

舉

第

十

八

常

濟

堰

夫

十

五

名

半

老

人

劉

夏

正

第

十

九

興

隆

堰

夫

九

名

半

老

人

嚴

光

明

第

二

十

興

福

堰

夫

十

四

名

老

人

劉

福

增

第

二

十

一

宏

福

堰

夫

二

十

七

名

半

老

人

梁

谷

完

第

二

十

二

萬

億

堰

夫

八

名

半

老

人

梁

誦

第

二

十

三

大

濟

堰

夫

十

名

第

二

十

四

永

□

□

夫

七

名

老

人

李

尚

梧

廣

濟

洞

自

洞

至

河

内

縣

累

□

□

□

地

方

河

長

六

千

九

百

六

十

四

歩

河

内

縣

□

方

至

分

水

石

河

長

八

千

二

百

歩

大

豐

堰

減

水

河

河

内

縣

長

四

十

五

里

温

縣

七

十

五

里

投

入

黃

河

永

濟

堰

北

河

投

入

宏

福

堰

長

一

萬

五

千

四

十

歩

尚

香

西

城

水

河

長

五

百

四

十

□

投

入

沁

河

廣

有

堰

投

入

沁

河

長

六

千

二

百

五

十

□

萬

盈

等

堰

南

河

河

内

縣

河

長

一

萬

一

十

七

歩

□

縣

□

長

一

千

二

百

歩

武

陟

縣

河

長

一

萬

二

千

八

十

歩

投

□

黃

河

河

内

縣

頂

濟

源

縣

界

利

上

三

啚

八

甲

歲

字

一

號

中

心

區

頭

狄

虎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六

步

利

上

四

啚

五

甲

潤

字

一

號

中

心

楊

希

全

西

北

角

撅

頭

史

應

祿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六

歩

寛

平

五

啚

八

甲

日

字

一

號

中

心

杜

臣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六

歩

寛

平

五

啚

八

甲

東

北

角

撅

頭

揚

宗

禮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六

歩

崇

上

六

啚

十

里

温

金

字

五

廻

四

號

中

心

司

道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五

歩

四

□

尺

四

寸

崇

上

六

啚

十

里

東

南

角

撅

頭

李

住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八

歩

崇

上

□

啚

二

甲

西

南

角

撅

頭

梁

□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八

歩

崇

上

二

啚

十

里

西

北

角

□

頭

王

魁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八

歩

温

水

字

四

六

□

□

邊

中

心

馬

守

安

東

北

角

撅

頭

魏

崇

湯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濶

六

歩

崇

下

五

啚

三

甲

□

水

字

一

廻

六

號

中

心

崔

敖

東

北

角

撅

頭

魏

來

李

思

聰

内

除

廣

濟

七

里

南

堰

河

身

濶

五

歩

西

北

□

撅

頭

李

翏

内

除

七

里

南

堰

河

身

濶

四

歩

温

縣

太

平

鄕

四

啚

八

甲

天

字

十

一

號

十

四

區

中

心

趙

來

朝

内

除

廣

濟

河

身

□

六

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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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武

陟

縣

天

宇

十

五

號

第

十

二

區

外

刷

邊

九

區

區

□

秦

漢

西

北

角

撅

頭

張

朋

内

除

河

身

地

二

十

二

畆

□

厘

四

毫

附

袁

公

應

泰

廣

濟

渠

申

詳

條

欵

記

河

内

令

袁

公

山

開

廣

濟

事

竣

恐

歲

久

滋

條

列

事

宜

牒

府

道

院

司

皆

得

當

勒

縣

署

摘

欵

著

于

左

一

明

河

基

以

防

侵

占

本

河

自

太

行

山

洞

引

水

經

濟

源

孟

縣

河

内

温

縣

武

陟

達

於

黃

河

延

袤

一

百

五

十

里

濶

八

丈

俱

係

除

粮

官

地

又

價

買

濟

源

民

田

□

減

水

河

一

道

以

防

泛

溢

衝

决

之

患

長

一

里

零

九

□

丈

濶

四

丈

亦

係

移

關

該

縣

除

粮

永

爲

官

地

如

隣

河

居

民

侵

種

兩

岸

湮

没

舊

制

以

盗

决

隄

防

治

罪

一

定

渠

堰

以

均

利

澤

本

河

一

渠

共

分

二

十

四

堰

第

一

永

益

堰

由

官

莊

至

休

昌

長

三

里

第

二

永

利

堰

第

三

□

豐

堰

俱

并

入

永

益

堰

第

四

天

富

堰

由

許

村

長

二

□

第

五

永

福

堰

順

入

利

人

河

第

六

廣

福

堰

由

許

□

□

莊

入

豐

稔

河

歸

黃

河

長

一

百

二

十

里

第

七

和

豐

□

由

辛

村

高

村

長

五

里

第

八

廣

豐

堰

由

東

許

村

金

□

至

小

營

入

黃

河

長

一

百

二

十

里

第

九

大

豐

堰

□

□

西

李

家

橋

曲

溝

杮

園

土

坯

賈

村

至

黃

悶

可

□

□

入

黃

河

長

一

百

三

十

里

第

十

大

有

堰

由

南

北

□

至

沙

岡

長

三

十

里

沙

岡

有

鄭

府

寄

莊

地

七

頃

五

十

畆

除

本

堰

三

分

水

一

日

第

十

一

太

平

堰

由

武

冡

□

張

家

作

至

劉

家

莊

長

一

十

里

第

十

二

廣

有

堰

由

七

里

橋

故

事

馬

舖

至

古

澗

人

沁

河

長

二

十

五

里

第

十

三

永

濟

堰

由

䕶

城

視

策

彭

城

尚

香

鎭

至

蘇

王

東

□

福

堰

長

七

十

里

尚

香

西

砌

欄

水

閘

減

水

入

沁

河

□

十

四

廣

阜

堰

由

南

屯

沙

岡

至

辛

王

長

一

十

里

第

十

五

新

興

堰

由

里

村

冷

家

莊

賈

村

至

北

眞

長

一

十

八

里

第

十

六

廣

隆

堰

由

王

王

長

二

里

第

十

七

萬

盈

□

由

分

水

石

七

里

屯

衛

村

至

彭

城

長

三

十

里

第

十

□

常

濟

堰

由

住

村

珍

珠

莊

高

照

至

耿

家

莊

入

澇

河

□

黃

河

長

六

十

九

里

第

十

九

興

隆

堰

由

郭

村

王

里

□

家

莊

至

□

張

長

一

十

□

里

第

二

十

興

福

堰

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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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尚

香

鎭

至

劉

家

莊

長

一

十

里

第

二

十

一

宏

福

堰

□

蘇

王

南

徐

澗

至

南

張

長

一

十

王

里

第

二

十

二

萬

億

堰

由

西

冷

至

東

周

長

十

里

第

二

十

三

大

濟

堰

由

□

冷

至

杜

家

莊

長

八

里

第

二

十

四

永

通

□

由

保

封

□

宋

趙

莊

至

唐

郭

八

黃

河

長

四

十

里

中

間

支

渠

之

□

各

堰

者

遍

滿

原

隰

不

妨

随

便

開

導

惟

此

二

十

四

大

堰

較

其

遠

近

酌

其

盈

縮

民

以

稱

均

平

矣

此

中

如

强

有

力

者

擅

開

一

堰

計

日

分

水

卽

減

别

堰

之

利

若

係

上

流

尤

宜

嚴

禁

一

泄

餘

水

以

免

泛

溢

本

河

水

勢

頰

濬

兼

以

秋

雨

驟

集

溝

澮

之

水

入

于

河

不

無

囓

隄

之

慮

前

子

本

河

要

害

處

所

開

□

水

河

一

道

以

泄

之

□

動

本

縣

積

剩

公

費

銀

建

立

石

閘

一

座

但

水

勢

疾

□

建

瓴

兩

岸

易

于

衝

塌

宜

用

石

砌

兩

幇

以

埀

永

久

□

有

設

立

修

理

本

河

公

田

租

穀

每

年

一

百

二

十

石

□

支

一

年

以

供

其

費

庶

石

隄

完

固

蓄

泄

僃

而

水

利

□

永

矣

一

設

閘

夫

以

便

防

守

本

河

洞

口

及

減

水

河

□

與

分

水

處

所

俱

有

設

立

石

閘

以

時

啓

閉

惟

閘

□

□

頼

相

應

于

石

洞

設

二

名

減

水

河

分

水

閘

名

一

□

□

名

工

食

銀

七

兩

二

錢

查

有

本

縣

冗

役

吹

□

可

裁

□

名

青

夫

洎

鋪

陳

庫

夫

可

各

裁

一

名

改

給

閘

夫

工

□

庶

無

加

派

之

擾

一

分

水

次

以

禁

攙

越

大

旱

之

時

□

以

水

利

爲

命

乃

强

梁

者

肆

爲

兼

併

而

小

民

涓

□

□

望

焉

於

是

相

率

而

告

高

阜

或

疾

視

吞

聲

莫

敢

誰

何

應

編

定

水

分

自

下

而

上

挨

次

引

灌

除

大

月

浸

河

水

一

日

各

堰

不

得

呈

討

引

灌

外

每

月

以

二

十

九

日

□

率

每

日

百

刻

共

計

二

于

九

百

刻

共

夫

四

百

六

十

□

名

每

名

分

全

河

水

六

刻

二

分

七

厘

七

毫

自

第

二

一

四

堰

而

上

至

第

八

堰

共

夫

四

百

六

十

名

半

分

全

□

水

二

十

五

日

六

時

每

月

兩

輪

每

輪

一

十

二

日

九

□

上

輪

自

初

一

日

子

時

起

至

十

三

日

□

時

止

下

□

□

十

五

日

午

時

起

至

二

十

八

□

寅

時

止

以

十

分

計

之

萬

盈

等

十

一

堰

四

分

二

厘

廣

有

等

二

堰

二

分

八

□

太

平

等

四

堰

三

分

爲

一

□

自

第

七

堰

而

上

至

第

一

堰

共

夫

五

十

五

名

半

分

□

河

水

三

日

六

時

每

月

兩

□

每

輪

一

日

九

時

□

□

□

十

三

日

酉

時

□

□

十

王

巳

時

止

下

輪

自

二

□

□

□

卯

時

起

至

二

□

九

日

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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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

止

以

十

□

□

□

天

□

□

□

□

四

分

四

厘

永

□

□

□

□

五

分

六

□

□

□

□

各

堰

近

融

照

夫

綸

灌

□

□

□

□

□

□

□

建

一

閘

一

閘

之

中

詩

百

歩

□

□

一

□

□

□

水

□

□

□

□

田

俱

各

用

鎻

總

管

司

之

□

□

用

水

之

□

□

□

□

閘

及

陰

洞

依

次

放

水

攙

□

之

□

不

□

而

□

□

矣

如

仍

前

恃

强

攙

越

計

畆

罰

穀

俱

入

廣

濟

□

□

□

田

穀

僃

修

河

之

用

一

栽

樹

木

以

固

隄

□

谷

處

□

□

多

□

□

樹

以

其

根

株

盤

結

可

以

固

隄

而

□

□

□

□

□

于

春

初

之

時

着

令

各

□

本

河

居

民

徧

□

□

□

□

□

之

後

□

河

成

林

不

惟

隄

岸

堅

固

而

□

□

□

□

□

□

□□

河

水

利

丹

水

源

出

晉

之

高

平

縣

至

河

内

出

山

名

曰

丹

口

丹

口

外

分

十

九

渠

灌

漑

民

田

一

千

五

百

頃

有

奇

其

在

前

代

一

見

於

水

經

注

再

見

於

唐

楊

承

仙

遺

愛

又

見

元

史

河

渠

志

歷

時

久

遠

葢

賢

守

令

修

復

之

力

多

焉

在

東

岸

者

曰

上

秦

渠

□

小

丹

河

□

三

郭

渠

□

董

下

渠

白

沽

渠

張

濟

渠

老

武

渠

太

保

渠

張

金

渠

陳

添

渠

郭

魯

渠

流

澇

渠

花

園

渠

以

上

諸

渠

流

經

西

吳

村

莊

西

村

新

莊

鴨

王

村

許

良

鎭

狄

家

嶺

呂

家

店

陳

萬

村

機

房

村

前

李

村

後

李

村

小

莊

後

小

莊

速

□

司

廟

關

王

廟

西

莊

劉

家

十

字

二

仙

廟

閃

家

莊

西

張

店

東

張

店

濟

村

陳

家

莊

洛

村

劉

村

小

屯

袁

家

莊

西

馬

村

陳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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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村

十

里

店

太

保

莊

崔

家

莊

殷

家

莊

東

大

梨

園

西

大

李

園

丁

家

莊

胡

家

莊

胭

粉

莊

前

桺

莊

後

桺

莊

東

南

村

牛

家

莊

下

水

磨

下

水

磨

店

莊

頭

磨

頭

南

道

東

中

道

西

中

道

七

方

村

途

王

村

兼

軍

莊

上

奇

城

下

奇

城

蘇

家

寨

花

園

管

家

衚

衕

馬

營

西

上

莊

東

上

莊

淸

化

鎭

泗

溝

五

里

店

顏

家

莊

栗

家

莊

董

家

莊

唐

家

莊

濟

家

莊

又

趙

村

簾

子

張

家

村

竹

園

馮

家

村

楊

家

莊

皁

角

□

村

井

石

橋

小

新

莊

南

岳

村

謝

家

莊

水

碾

磚

井

張

于

蔣

家

村

前

李

家

窪

後

李

家

窪

官

莊

武

家

莊

墳

李

村

太

子

莊

蘇

家

莊

家

谷

托

王

家

谷

托

瞿

家

莊

玉

皇

廟

村

尚

家

村

家

村

范

家

莊

東

尚

家

莊

導

塲

寺

各

灌

漑

民

田

不

等

在

西

岸

者

曰

土

淸

渠

下

淸

南

北

二

渠

中

泗

渠

康

濟

渠

秘

澗

渠

廣

濟

民

渠

以

□

諸

渠

流

經

張

家

坡

廉

家

坡

山

王

莊

西

張

家

坡

郭

□

莊

趙

家

莊

萬

善

鎭

西

萬

作

景

明

唐

王

莊

馬

家

莊

道

口

路

家

莊

□

□

莊

□

家

邪

沙

灘

園

官

莊

屯

結

義

廟

李

家

巷

雙

磨

村

徐

家

巷

馮

家

巷

姑

姑

□

王

家

莊

張

家

莊

蓮

花

池

范

家

莊

楊

□

□

□

郎

塞

□

臺

石

家

莊

新

店

王

家

□

七

里

橋

義

河

沁

陽

葉

家

屯

薛

家

莊

□

□

家

莊

徐

家

屯

董

家

莊

水

北

關

百

金

□

各

□

民

田

不

等

小

丹

河

爲

大

丹

河

九

堰

之

一

取

口

在

諸

渠

之

上

往

□

除

小

丹

河

一

渠

通

衛

濟

漕

外

大

丹

河

餘

水

下

流

聽

民

灌

漑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四

月

内

於

小

丹

河

口

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二
十
一

橫

河

築

壩

加

草

加

土

民

田

涓

滴

不

沾

水

澤

太

守

劉

公

維

世

邑

令

李

公

橒

屢

詳

爲

民

請

命

一

云

東

作

方

殷

稍

愆

節

漑

沃

壤

變

爲

荒

瘠

一

云

糓

黍

茭

草

二

麥

非

得

水

無

以

發

越

根

苖

結

實

子

粒

撫

憲

閻

公

總

河

部

院

王

公

相

繼

親

勘

父

老

遮

道

泣

陳

王

公

眷

顧

宛

如

家

人

臨

行

賜

詩
詩

見

後

邑

民

皆

歡

呼

刻

石

河

上

以

紀

之

撫

都

院

原

檄

内

叙

總

河

部

院

疏

稿

畧

載

于

左

竊

照

臨

淸

以

北

一

帶

運

河

每

歲

重

運

經

臨

歷

多

淺

阻

細

閱

丹

河

發

源

太

行

山

至

丹

河

口

分

渠

九

道

大

丹

一

河

直

歸

懷

慶

沁

河

其

餘

六

渠

民

間

引

水

種

竹

漑

地

約

計

一

千

四

百

餘

頃

止

小

丹

河

上

秦

河

二

渠

灌

漑

所

餘

之

水

涓

流

通

衞

臣

仰

體

皇

上

漕

運

民

田

均

關

要

之

至

意

諭

令

所

在

紳

士

者

民

於

每

歲

三

月

初

用

竹

絡

裝

石

橫

塞

八

河

渠

使

水

歸

小

丹

河

入

衞

以

濟

漕

留

涓

滴

之

水

以

漑

地

至

五

月

盡

重

運

過

完

則

開

八

河

渠

用

竹

絡

裝

石

塞

小

丹

河

口

以

防

山

水

漫

溢

士

民

咸

爲

稱

便

其

小

丹

河

經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二
十
二

脩

武

獲

嘉

以

達

合

河

鎭

之

處

若

有

淺

阻

責

令

□

河

各

官

量

爲

疏

浚
以

下

係

彰

衞

兩

府

水

利

不

詳

載

所

有

微

臣

查

看

過

丹

衞

河

道

各

情

形

理

合

題

報

伏

乞

皇

上

鍳

勅

部

議

覆

施

行

閱

丹

河

有

作

王

新

命
潼

川

人

總

河

循

隄

西

上

溯

洪

濤

丹

渚

泓

深

藴

□

膏

源

出

太

行

分

尢

派

流

通

沁

水

潤

千

郊

天

生

涓

□

皆

資

物

我

借

汪

洋

一

濟

漕

疏

築

不

煩

宣

塞

便

國

民

永

賴

此

滔

滔

原

註

季

春

用

竹

絡

裝

石

塞

八

渠

□

水

歸

小

丹

河

以

濟

漕

用

涓

滴

之

水

以

潤

田

仲

夏

□

開

八

渠

塞

小

□

河

以

便

民閱

丹

河

次

總

河

王

公

原

韵

□

□

□

興

邦
河

南

撫

院

習

習

風

和

不

起

濤

源

從

山

右

沛

滋

膏

八

渠

啟

閉

環

千

畆

一

水

分

流

入

四

郊

稻

葉

始

生

還

借

潤

桃

花

初

漲

恰

通

漕

濟

川

自

有

經

綸

在

笑

宣

房

怒

浪

滔

廵

視

丹

河

題

壁

一

首

閻

興

邦
河

南

撫

院

沁

之

丹

林

丹

水

所

出

流

經

野

王

漑

田

千

百

今

藉

通

□

籌

度

良

策

無

壅

無

閉

絡

以

竹

右

涓

涓

不

息

長

我

□

稷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二
十
三

陪

視

丹

河

題

壁

一

首

劉

維

世
本

府

太

守

東

流

激

洩

石

奉

使

相

隨

兩

問

津

潑

水

成

詩

欣

水

部

餘

波

終

惠

在

波

臣

稻

粱

足

灌

漳

通

魏

丹

楫

濡

漕

涇

道

秦

不

是

川

賢

太

守

潤

沾

九

里

豈

吾

仁

堯

河

水

利

源

出

揑

掌

堯

池

流

經

長

樂

魯

村

淸

河

高

村

解

住

魏

村

沁

陽

入

於

沁

自

淸

河

下

邑

令

邸

公

存

性

脩

安

阜

河

灌

民

田

五

百

餘

頃

其

淸

河

上

流

居

民

隨

便

引

用

附

李

政

脩

安

阜

河

記

吾

懷

北

枕

太

行

故

多

川

澤

之

利

前

令

扶

風

袁

公

旣

枋

口

引

其

水

灌

漑

田

疇

以

萬

億

計

百

姓

饗

其

利

矣

後

十

餘

年

而

有

我

邸

侯

侯

㨗

才

淵

識

方

駕

袁

公

而

至

䘏

災

導

利

亦

惟

袁

公

是

凖

所

巳

開

之

澤

侯

善

䕶

之

勿

蠧

於

㚥

胥

手

其

所

欲

開

夫

開

者

侯

開

剏

之

而

益

濟

其

所

不

及

屬

己

未

大

䘲

驕

陽

肆

虚

民

不

沾

天

澤

者

浹

歲

矣

瀕

渠

之

田

猶

及

藝

半

菽

其

它

磽

瘠

者

竟

畆

皆

赤

婦

子

嗷

嗷

至

草

鏺

樹

以

朝

暮

盡

則

顚

頓

塡

溝

壑

耳

侯

曲

爲

法

乳

哺

之

稍

稍

有

起

色

巳

乃

下

令

日

均

暵

也

而

沃

土

之

民

與

瘠

土

異

則

天

澤

之

不

如

地

利

審

矣

且

邑

故

澤

國

今

沿

山

諸

泉

豈

無

有

祈

休

於

汙

瀦

令

可

導

爲

渠

者

乎

游

波

有

浩

瀚

而

歸

無

用

者

乎

尾

閭

有

淤

塞

未

飭

治

者

乎

余

不

侫

無

能

周

行

隴

畆

卽

推

食

食

爾

終

未

徧

孰

與

不

涸

之

源

聽

而

自

食

之

爲

大

也

先

是

堯

王

廟

有

泉

河

發

源

行

麓

迤

邐

入

沁

前

□

若

令

議

興

者

數

矣

而

功

不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水
利

二
十
四

就

至

是

有

以

其

利

止

陳

者

侯

下

其

事

於

倅

蘭

君

蘭

君

出

行

水

一

日

得

其

理

輒

報

日

水

利

何

常

因

其

勢

而

導

之

耳

此

泉

由

揑

掌

村

至

淸

河

而

淸

河

不

能

食

其

利

若

必

就

淸

河

後

故

渠

繞

行

則

沾

漑

無

幾

而

潰

□

之

害

且

不

支

異

時

民

勞

而

無

成

績

大

抵

坐

此

今

第

由

淸

河

前

古

道

中

折

而

東

則

地

勢

平

衍

而

下

順

何

患

旁

溢

又

高

村

以

下

十

餘

里

胥

環

絡

此

中

誠

得

引

水

高

下

更

相

漑

受

歲

可

令

畝

一

鍾

是

百

世

之

利

也

侯

乃

以

是

上

監

司

太

守

旣

得

可

遂

興

卒

治

之

屬

災

厲

之

餘

民

貧

不

能

具

畚

鍤

侯

復

庀

嘉

肺

之

羡

廪

以

佐

不

給

而

時

抶

其

惰

越

旬

日

遂

告

成

焉

渠

廣

一

丈

深

八

尺

東

西

延

袤

可

十

五

里

灌

田

約

五

百

頃

而

贏

是

役

也

淸

河

㚥

民

有

忌

其

成

阻

撓

者

侯

以

三

尺

威

之

得

寢

環

渠

利

戸

念

成

功

之

不

易

而

欲

垂

之

永

賴

也

漑

上

請

於

侯

賜

名

曰

安

阜

而

因

屬

記

於

不

侫

不

侫

至

黯

淺

無

能

楚

其

辭

以

張

大

侯

功

德

茅

括

而

叙

之

使

異

日

□

侯

澤

者

睹

安

阜

之

名

則

思

所

以

創

繼

侯

職

者

襲

安

阜

之

功

則

思

所

以

守

今

日

居

侯

上

者

嘉

安

阜

之

休

則

思

所

以

廣

昔

西

門

豹

爲

鄴

發

民

治

十

二

渠

澤

流

于

鄴

其

君

祝

令

吾

臣

皆

如

西

門

豹

之

爲

人

臣

也

斯

非

藉

水

利

何

以

上

聞

人

主

哉

侯

之

繼

袁

公

而

布

利

者

夥

矣

一

旦

天

子

聞

之

下

璽

書

徵

擢

以

爲

群

吏

風

則

侯

豈

直

安

阜

一

邑

卽

安

阜

天

下

田

是

矣

侯

諱

存

性

登

丙

辰

進

士

直

之

昌

黎

人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物
產

二
十
五

物

產

河

内

山

峭

而

崷

水

繚

而

幽

產

于

人

中

弸

而

外

彪

宜

乎

有

袤

瑋

尤

異

之

物

生

其

間

今

藥

物

竹

箭

而

外

何

寥

寥

也

山

海

經

謂

太

行

多

金

玉

嘗

縱

步

巖

岫

間

徘

徊

久

之

如

望

海

上

三

神

山

矣

子

翼

治

河

内

伐

淇

園

之

竹

以

爲

箭

意

其

時

野

王

尚

未

有

竹

也

今

貢

竹

以

兹

土

爲

良

豈

古

今

生

物

亦

有

盛

衰

轉

移

乎

葭

灰
魏

祖

珽

信

都

芳

以

律

管

吹

灰

試

之

無

騐

後

得

河

内

葭

灰

應

節

便

飛

餘

灰

卽

不

動

也

竹

葫

蘆

巴

地

黃

山

藥

補

骨

脂

紫

菀

車

前

子

皂

角

知

母

牛

膝
陶

隱

居

云

莖

長

有

節

似

牛

膝

故

名

圖

經

云

有

二

種

莖

節

紫

而

大

者

爲

雄

淸

而

小

者

爲

雌

天

門

冬
抱

樸

子

云

杜

子

微

服

天

門

冬

日

行

三

百里

李

桃

柿

白

楊

柳

梓

榆

樗

桑

槐

周

禮

河

内

惟

冀

州

其

利

松

栢

共

畜

惟

牛

羊

其

穀

宜

黍

稷

漢

懷

縣

有

工

官

唐

懷

州

貢

平

紗

平

紬

枳

亮

茶

牛

膝

金

懷

州

貢

橙

明

河

内

貢

生

地

黃

五

十

斤

熟

地

黃

五

十

斤

乾

山

藥

五

十

斤

葫

蘆

巴

五

斤

國

朝

河

内

貢

竹

康

熙

年

裁

免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二
十
六

職

官

劉

寵

受

錢

於

皓

髪

王

渙

留

祠

于

洛

陽

小

民

無

德

不

酧

况

邑

之

慈

父

母

哉

方

欲

懷

我

風

愛

永

載

遺

賢

而

宋

元

以

前

落

落

然

少

所

傳

述

此

亦

考

古

者

之

大

恨

也

唐

明

皇

妙

簡

銅

墨

錫

以

戒

辭

五

代

後

風

飈

雲

散

而

河

内

所

頒

獨

存

宜

乎

河

内

多

賢

令

長

接

跡

于

千

萬

禩

矣知

縣

明

陶

一

晟

李

讓
京

衞

人

監

生

趙

充

張

翔
安

肅

人

舉

人

王

福
慶

陽

人

舉

人

徐

泰
平

鄉

人

舉

人

韓

夙
繁

峙

人

舉

人

馬

應

祥
西

安

衞

人

進

士

靳

德

平

人

舉

人

劉

慶
寧

夏

衞

人

進

士

李

晹
棗

强

人

進

士

吳

鎰

□

英
遵

化

人

進

士

薛

甫
蒲

州

人

舉

人

高

傑
平

涼

衞

人

進

士

王

濟

民
平

陸

人

舉

人

胡

仲

誥
靳

水

人

進

士

黃

燿
秀

水

人

舉

人

王

維

賢
中

江

人

進

士

徐

璣
鄞

縣

人

舉

人

錢

鑾
當

人

監

生

賀

鑑
祁

門

人

舉

人

方

瑞
□

州

人

舉

人

劉

汝

韋
咸

寧

人

舉

人

陳

志
德

州

人

進

士

梅

如

玉
遷

安

人

舉

人

楊

世

鳳
臨

淸

人

進

士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二
十
七

胡

三

□
麻

城

人

舉

人

康

淸
餘

姚

人

舉

人

楊

維

璧
樂

至

人

監

生

朱

可

進
永

淸

人

舉

人

喬

翔

鳳
安

邑

人

舉

人

康

用

賢
合

州

人

舉

人

周

道

東
應

城

人

舉

人

王

象

蒙
新

城

人

進

士

王

麟

趾
德

平

人

進

士

黃

中

色
滕

縣

人

進

士

侯

加

采
解

州

人

進

士

盧

夢

麟
洪

洞

人

進

士

袁

應

泰
鳳

翔

人

進

士

傅

宏

都
武

定

州

人

進

士

趙

天

宿
朝

邑

人

進

士

胡

沾

恩
永

年

人

進

士

邸

存

性
昌

人

進

士

劉

餘

祜
宛

平

人

進

士

張

樞
平

定

州

人

進

士

許

國

翰
涇

陽

人

進

士

金

煉

色
漢

中

人

進

士

李

希

揆
南

寧

人

進

士

楊

調

鼎
成

安

人

進

士

周

而

淳
掖

縣

人

進

士

王

漢
掖

縣

人

進

士

丁

泰

運
澤

州

人

進

士

國

朝張

元

祚
薊

州

人

歲

貢

于

雲

石
金

壇

人

進

士

孫

灝
大

興

人

進

士

林

環

昌
晉

江

人

貢

士

李

質

素
翼

城

人

進

士

張

爾

猷
藁

城

人

歲

貢

劉

馪
鳳

陽

人

進

士

姚

履

敬
江

寧

人

准

貢

李

橒
南

海

人

舉

人

見

任

縣

丞

明

韓

肇
嘉

定

人

監

生

常

瑾
淸

源

人

趙

晙
臨

潼

人

吏

員

郭

彥

安
上

虞

人

國

維
冀

邑

人

劉

潮
聊

城

人

魯

鐸
撫

寧

人

進

士

劉

明
濮

州

人

官

生

蘇

徵
曹

縣

人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二
十
八

趙

良
泰

州

人

李

諫
靑

州

人

于

璉
岷

州

人

劉

坤
廬

江

人

魏

鉞
曹

州

人

孔

陽
馬

邑

人

劉

師

增
平

原

人

左

史
井

研

人

畢

曉
新

城

人

趙

燦
興

縣

人

李

時

蕃
歸

州

人

李

榮
威

州

人

萬

戸
潛

山

人

李

棐
江

陵

人

王

一

經
臨

邑

人

陳

旭
堂

邑

人

邵

克

智
寧

陽

人

謝

天

叙
良

鄕

人

韓

詩
蒲

縣

人

許

汝

爕
交

河

人

馬

斯

才
德

州

衞

人

朱

大

儒
蒲

臺

人

趙

宗

鼎
文

□

人

選

貢

唐

時

雍

蘭

性

芳

汪

延

慶

吳

天

爵

張

喜

柴

成

□

廖

以

成

張

允

振

傅

相

武

鍾

應

梅

張

世

祥

國

朝張

元

碩
趙

州

人

趙

光

旭
山

陰

人

孫

昌

謨
寧

晉

人

恩

貢

錢

綸
霸

州

人

貢

監

尹

舉

辛
平

鄉

人

歲

貢

楊

日

煒
大

興

人

吏

員

李

震

鳳
富

平

人

㧞

貢

王

玉
金

吾

衞

人

□

生

見

任

主

簿

明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二
十
九

郭

通
秦

州

人

監

生

張

泰
完

縣

人

舉

人

郭

福
岢

嵐

人

舉

人

宗

傑
鉅

野

人

劉

讓
石

州

人

竇

興
平

原

人

劉

冕
曹

縣

人

張

庸
涇

州

人

馬

總
三

元

人

裴

政
大

同

人

魏

名
元

城

人

馬

天

祿
太

平

人

李

棟
益

都

人

任

悌
滕

縣

人

王

明

理
嶧

縣

人

毛

存

仁
太

平

人

魏

廷

哲
龍

門

人

賈

有

道
鄒

縣

人

原

廷

璽
長

治

人

路

梅
邢

臺

人

柴

業

儒
舘

陶

人

張

大

謨
江

都

人

張

瓚
榮

縣

人

權

重
遼

東

人

陳

詳
臨

淸

人

陳

楫
山

陰

人

李

天

秩
唐

山

人

許

元

孝
樂

安

人

張

希

曾
全

州

人

孫

瑋
鹽

山

人

馬

性
金

華

人

徐

大

烈
常

山

人

邢

德

溢
大

城

人

監

生

楊

克

肖
盧

龍

人

監

生

汪

增

采

鍾

振

球

繆

士

傑

王

朝

叙

蘭

嘉

禾

陳

宏

勲

莊

際

春

孫

承

謨

順

治

二

年

主

簿

缺

裁

典

史

明

李

璽
盩

厔

人

吳

亮
壽

張

人

史

丘

縣

人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三
十

周

城
餘

姚

人

高

逾
威

縣

人

常

松
襄

陽

人

賈

時

用
蕭

縣

人

李

□

純
黃

縣

人

胡

志

高
元

城

人

熊

高
豐

城

人

俞

相
山

陽

人

薛

侃
榮

河

人

入

名

宦

陳

灌
鄞

縣

人

葛

名

卿
當

人

鄭

鑑
涇

縣

人

范

禎

陶

世

宦
黃

岡

人

白

廷

科
樂

亭

人

李

實

秀
淸

豐

人

曹

劉

寵
黃

岡

人

于

文

淵
蓬

萊

人

沈

儒
太

湖

人

范

應

泰
諸

城

人

胡

深

臧

守

巳

李

碩

婁

國

相

沈

志

復

周

勲

魯

治

國

惠

世

龍

魏

收

國

國

朝貢

于

廷
六

興

入

季

貞

始
會

稽

人

魏

樑

材
華

州

人

牛

東
澤

州

人

和

暠
會

寧

人

魏

永

祚
徐

溝

人

葉

喬

年
旰

人

王

維

城
鹽

山

人

見

任

敎

諭

明

張

祖
咸

寧

人

郭

維
樂

平

人

傅

鼎
臨

川

人

蹇

茂
巴

縣

人

陳

禾
進

賢

人

袁

寧
天

台

人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三
十
一

李

翀
高

唐

人

張

顯

宗
京

衞

人

舉

人

顧

衎
華

亭

人

彭

流
鄱

陽

人

舉

人

羅

箎
大

興

人

舉

人

吳

必

用
相

陰

人

宰

廷

俊
江

夏

人

曾

釗
泰

和

人

舉

人

唐

儒
安

邱

人

王

應

元
鳳

翔

人

舉

人

嚴

密
來

安

人

徐

秀
掖

縣

人

杜

德

孚
紹

興

人

楊

秉

和
昆

明

人

舉

人

華

冕
江

夏

人

紀

鸞
雲

南

人

潘

昌

化

人

陳

善
江

夏

人

舉

人

梅

澹
星

子

人

初

一

旦
博

興

人

舉

人

曹

應

昌
安

化

人

解

繼

賢
廣

元

人

石

珦
臨

桂

人

潘

思

誠
河

源

人

舉

人

杜

完
閿

鄉

人

陳

天

寵
崇

仁

人

舉

人

羅

袍
羅

山

人

周

必

孝
泰

興

人

謝

夢

龍
儀

封

人

經

邦

訓
廣

西

人

舉

人

余

斗

方
舉

人

朱

光

宇
舉

人

□

允

中

川

人

舉

人

郭

永

堅

祁

有

代
舉

人

劉

涵

淸
舉

人

李

呈

章
信

陽

人

舉

人

趙

有

年

董

繼

舒
□

海

人

洪

道

逋
尉

氏

人

舉

人

郭

世

魁
山

西

人

郝

承

祚
趙

州

人

國

朝溫

之

鼎
儀

封

人

馮

天

培
襄

城

人

歲

貢

李

天

培
新

鄭

人

歲

貢

張

其

道
眞

陽

人

舉

人

魏

孟

津

人

舉

人

李

璦
汝

陽

人

舉

人

見

任

訓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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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三
十
二

明

賈

度
臨

汾

人

監

生

王

定
沙

縣

人

姚

冕
華

亭

人

彭

鍾
晉

川

人

魏

守

正
定

興

人

劉

芳
朝

邑

人

索

昌

平

人

劉

宗
簡

縣

人

李

貫
岐

山

人

王

輔
穀

城

人

薛

宗
荏

平

人

崔

巍
洪

洞

人

逯

章

人

舉

人

張

繼

文
堂

邑

人

任

侃
徐

州

人

鄭

樞
太

平

人

汪

振
河

間

人

王

詔
山

陽

人

謝

景

暘
邯

鄲

人

禹

錫
三

河

人

齊

瓊
天

台

人

劉

尤

峰
刑

臺

人

蔣

蘭
山

東

人

陸

元
□

州

人

任

廷

諤
忠

州

人

王

棟
福

山

人

李

傑
南

京

人

張

陽
桐

城

人

林

義
亳

州

人

張

一

言
合

江

人

孟

誨
德

平

人

金

山
保

定

人

高

良

弼
武

定

州

人

戴

擢
興

州

衞

人

趙

國

玉
祁

州

人

李

彥
鄖

陽

衞

人

要

學

古
榆

次

人

昌

應

期
河

南

衞

人

劉

采

山
交

城

人

鄭

守

義
翼

城

人

戴

㭿
沔

池

人

陳

嘉

謨
臨

桂

人

郭

三

俊
登

封

人

趙

廷

器
汲

縣

人

趙

瑟
鷄

澤

人

□

子

秀
鄧

州

人

李

夢

得
監

利

人

張

克

魯

□

□

雷

胡

應

龍

吳

可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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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職
官

三
十
三

程

希

顏

周

萬

里

張

國

謨

成

大

器

馬

之

杜

有

容
祥

符

人

馬

士

登
洛

陽

人

吳

體

乾
祥

符

人

蔡

見

龍
睢

州

人

王

乾
柘

城

人

馬

宜

國
河

南

衞

人

陳

治

道
保

定

人

李

伯

珍
大

同

人

張

虞

機
吳

橋

人

王

皇
德

州

人

楊

文

選
祥

符

人

陳

學

古
□

鄕

人

吳

光

前
西

平

人

袁

賓

朋
安

陽

人

宋

斗

魁
平

陽

人

國

朝楊

芳

遠
渑

池

人

王

紹

武
長

葛

人

雷

振

先
商

水

人

王

居
陽

武

人

李

鳴

雷
柘

城

人

王

光

鼎

川

衞

人

順

治

十

五

年

缺

裁

至

康

熙

十

七

年

設

復

張

佶
商

邱

人

歲

貢

齊

牧

民
陳

州

人

歲

貢

薛

益

善
汜

水

人

歲

貢

劉

經

濟
禹

州

人

歲

貢

焦

栻
鄭

州

人

歲

貢

抗

冠

世
彰

德

人

歲

貢

見

任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科
貢

三
十
四

科

貢

累

代

崇

重

制

科

群

材

並

用

俊

乂

響

臻

何

文

定

學

行

嶽

嶽

爲

世

儒

宗

王

嶧

令

置

之

循

吏

傳

中

龔

少

卿

劉

叔

方

其

人

也

政

事

則

王

方

伯

博

治

則

婁

廣

宗

一

邑

之

士

殊

聞

顯

迹

彬

彬

乎

質

有

其

文

焉

乃

有

謂

制

科

興

則

君

子

不

得

不

爲

小

人

薦

舉

復

小

人

不

得

不

爲

君

子

者

殆

猶

未

爲

篤

□

也

進

士

唐

李

商

隱
仕

大

學

博

士

工

部

員

外

郎

□

羲

叟
商

隱

弟

累

爲

賓

佐

李

廷

珪
商

隱

子

尙

書

左

丞

後

周盧

多

遜
仕

宋

至

兵

部

尚

書

宋

盧

察
多

遜

子

仕

州

掾

簿

尉

□

昱
拱

之

子

大

中

祥

符

八

年

進

士

穆

衍
直

龍

圖

閣

知

慶

州

拳

曾

伯
賜

進

士

出

身

仕

至

端

明

殿

學

士

明

洪

武

甲

戌

科

路

確
仕

僉

事

庚

辰

科

陳

賓

景

泰

辛

未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科
貢

三
十
五

科

趙

瑛
仕

御

史

甲

戌

劉

濟
舉

人

鐸

子

仕

郎

中

成

化

丙

戌

科

楊

仕

按

察

使

己

丑

科

李

鑑
仕

太

僕

寺

少

卿

戊

戌

科

吳

道

寧
仕副

使

辛

丑

科

宋

守

約
仕

同

知

宏

治

癸

丑

科

王

紹
仕

布

政

巳

未

科

郝

綰
知

縣

潤

子

仕

副

使

壬

戌

科

何

瑭
解

元

由

翰

林

歴

官

禮

部

侍

郎

右

都

御

史

贈

尚

書

謚

文

定

公

見

鄉

賢

正

德

甲

戌

科

吳

守

中
副

使

道

寧

子

仕

知

府

王

暘
仕

副

使

嘉

靖

癸

未

科

范

安
仕

御

史

見

鄉

賢

丙

戌

科

周

道

仕

御

史

見

鄉

賢

丁

未

科

劉

涇
由

翰

林

仕

知

府

入

名

宦

至

副

使

鄉

賢

己

未

科

何

永

慶
仕

右

通

政

見

鄉

賢

壬

戌

科

蕭

守

身
仕

知

府

見

鄉

賢

萬

歷

庚

辰

科

高

薦
仕

知

縣

癸

未

科

高

世

芳
仕

僉

事

乙

未

科

崔

養

蒙

仕

郎

中

戊

戌

科

范

濟

世
仕

太

子

太

保

丁

未

科

楊

嗣

脩
仕

右

僉

都

御史

庚

戌

科

王

所

用
仕

布

政

見

鄉

賢

顧

師

曾
仕

主

事

見

鄉

賢

楊

之

璋

叅

政

初

東

子

仕

禮

部

郎

中

丙

辰

科

史

應

選
仕

副

使

見

鄉

賢

李

政

脩
仕

叅

政

見

鄉賢

天

啟

乙

丑

科

史

應

聘
應

選

弟

仕

叅

議

見

鄉

賢

崇

正

甲

戌

科

沈

加

顯
仕

叅

議

見

鄉

賢

國

朝順

治

丙

戌

科

蕭

家

蕙
選

貢

永

嗣

子

刑

部

家

芝

弟

仕

戸

部

員

外

郎

楊

運

昌

由

翰

林

仕

禮

部

右

侍

郎

兼

翰

林

院

學

士

高

明
仕

知

府

范

發

愚
仕

僉

事

見

孝

義

瞿

□

達
仕

知

縣

孫

允

裕
仕

副

使

丁

刻

科

范

印

心
鄕

賢

安

之

孫

仕

㕘

議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科
貢

三
十
六

□

鄉

賢

蕭

家

芝
選

貢

永

嗣

子

戸

部

家

蕙

兄

仕

刑

部

郎

中

山

西

恤

刑

胡

翼

聖
知縣

己

丑

科

戴

元
仕

知

縣

婁

聚

元
授

知

縣

竇

可

權
仕

推

官

見

鄉

賢

壬

辰

科

楊

蕃

生
仕

僉

事

見

孝

義

乙

未

科

陳

應

遴

己

亥

科

侯

執

纁
仕

知

縣

申

錫
仕

知

縣

賈

光

烈
仕

知

縣

鄒

㺭
仕

知

府

見

孝

義

辛

丑

科

徐

士

傑
仕

知

縣

郝

年
授

知

縣

康

熙

庚

戌

科

劉

振

儒

仕

知

縣

閻

文

煥
仕

知

縣

辛

未

科

任

倫

僃

舉

人

明

洪

武

癸

酉

科

路

確
見

進

士

乙

卯

科

□

□
仕

主

事

陳

賓
見進

士

永

樂

癸

未

科

鄧

穀

張

復

□

□
仕

主

事

張

士

祥

乙

酉

科

程

禮
以

監

□

中

式

籍

城

戊

子

科

范

宏

劉

敬

張

昱

蘇

復

亨

辛

卯

科

劉

容

李

鑑

趙

浦

路

義
仕

教

授

張

亹

閻

壽
仕

知

縣

甲

午

科

田

厚
仕知

縣

郭

文

博

趙

丁

酉

科

張

璉

關

諒
仕

知

府

蘇

寧

庚

子

科

郭

敦

楊

志

許

勉

郭

賢

癸

卯

科

王

黻
兩

任

嶧

縣

知

縣

見

鄉

賢

崔

璿
仕

敎

諭

張

本
仕

敎

諭

王

昌

韓

敏

宣

德

丙

午

科

王

濟

安
同知

閻

瑾

壬

子

科

劉

鐸
仕

敎

諭

楊

志

寧
仕

敎

諭

正

綂

戊

午

科

張

璧
仕

助

教

甲

子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科
貢

三
十
七

科

趙

瑛
見

進

士

景

泰

庚

午

科

李

璧
仕

撿

挍

癸

酉

科

劉

濟

見

進

士

丙

子

科

李

翀
仕

訓

導

天

順

己

卯

科

楊

見

進

士

王

文

善
黻

之

孫

仕

訓

導

喬

聰
仕

通

判

李

鑑
見

進

士

成

化

辛

卯

科

宋

守

約
見

進

士

甲

午

科

帥

鑑
仕

知

縣

丁

酉

科

吳

道

寧
見

進

士

路

談
仕

通

判

庚

子

科

張

汝

寛
仕

知

縣

丙

午

科

蘇

玹
仕

知

縣

□

治

己

酉

科

孫

廉
仕

知

縣

壬

子

科

薛

宗

德
仕

知

縣

乙

卯

科

郝

綰
見

進

士

戊

午

科

朱

崇

學
仕

知

縣

劉

燦
仕

知

州

辛

酉

科

何

瑭
解

元

見

進

士

劉

宗

敬
仕

知

縣

甲

子

科

王

璣

韓

佶

仕

知

州

庚

午

科

張

鵬
仕

知

縣

吳

守

中
見

進

士

丙

子

科

范

安

見

進

士

嘉

靖

乙

酉

科

婁

樞
仕

知

縣

見

鄉

賢

周

道
見

進

士

戊

子

科

陳

萬

言
仕

知

縣

辛

卯

科

張

應

時
仕

知

州

丁

酉

科

劉

涇
見進

士

管

策
仕

同

知

庚

子

科

李

濶
仕

知

縣

程

大

用
仕知

縣

癸

卯

科

婁

烱
仕

知

縣

張

宗

信
仕

主

事

許

世

道
魯

齋

八

世

孫

仕

知縣

王

明

汲
仕

員

外

丙

午

科

張

鏞
仕

同

知

己

酉

科

孫

以

德

仕

知

縣

何

永

慶
見

進

士

壬

子

科

韓

三

接
仕

郎

中

陸

槐
仕

知

縣

乙

卯

科

笏
仕

知

州

戊

午

科

蕭

守

身
見

進

士

唐

文

華
仕運

同

甲

子

科

胡

誥
仕

知

府

隆

慶

丁

卯

科

張

國

弼
仕

知

縣

庚

午

科

楊

初

東
仕

叅

政

見

鄉

賢

萬

歷

癸

酉

科

高

薦
見

進

士

内

子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科
貢

三
十
八

科

高

世

芳
見

進

士

己

卯

科

吳

際

時
仕

知

縣

鄒

之

任
仕

推

官

見

鄉賢

士

午

科

馬

之

蕭

永

命
進

士

守

身

子

乙

酉

科

王

三

驅

許

宗

曾
魯

齋

九

世

孫

馮

祺

戊

子

科

王

所

用
見

進

士

辛

卯

科

吳

遂
經魁

范

濟

世
見

進

士

甲

午

科

楊

嗣

脩
見

進

士

崔

養

蒙
見

進

士

李

价

丁

酉

科

張

顧

問

庚

子

科

張

化

德

楊

之

瑋
叅

政

初

□

子

癸

卯

科

馬

惟

德
仕

知

縣

魏

自

勉

陳

來

朝
仕

同

知

見

鄉

賢

楊

之

璋
見

進

士

丙

午

科

陳

來

賓

仕

知

縣

董

一

經
仕

知

縣

己

酉

科

顧

師

曾
見

進

士

馮

文

耀

王

繁

允
仕

知

縣

壬

子

科

史

應

選
見

進

士

洪

啟

綬

蔡

敏

鉉

乙

卯

科

李

政

脩
見

進

士

史

應

聘
見

進

士

葉

茂

春

辛

酉

科

賀

利

見

丁

卯

科

閻

士

鰲

癸

酉

科

沈

加

顯
見

進

士

蕭

友

槐
仕

敎

諭

李

一

鄂
仕

知

州

范

廷

茂

司

銓

仕

知

縣

丙

子

科

鄒

世

芳

己

卯

科

范

印

心
見

進

士

杜

之

璧
仕

知

府

關

鼎

鼐
仕

知

州

源

崙
仕

知

縣

壬

午

科

王

之

翰
仕

知

州

丁

運

昌
仕

推

官

衞

寧

殷
仕

知

縣

宋

之

周

國

朝順

治

乙

酉

科

張

紳
仕

知

縣

蕭

家

芝
見

進

士

蕭

家

蕙
見

進

士

高

明
見

進

士

范

發

愚
見

進

士

孫

允

裕
見

進

士

戴

元
見

進

士

瞿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科
貢

三
十
九

四

達
見

進

士

楊

竒

藴
仕

推

官

張

炳
仕

敎

諭

王

復
仕

推

官

楊

運

昌
見

進

士

丙

戌

科

胡

翼

聖
見

進

士

婁

聚

元
見

進

士

竇

可

權

見

進

士

侯

執

纁
見

進

士

徐

邦

俊
仕

知

縣

馬

雲

騰
仕

同

知

戊

子

科

范

廷

華
見

進

士

李

元

辛

卯

科

楊

蕃

生
見

進

士

閻

文

煥
仕

知

縣

成

土

臣
仕

知

州

見

孝

義

甲

午

科

史

左
仕

知

縣

孟

帝

知

仕

敎

諭

陳

應

遴
見

進

士

郝

年
見

進

士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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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中

高

梧
主

簿

以

子

世

芳

封

曹

州

知

州

王

獻
歲

貢

以

子

三

□

贈

慶

雲

知

縣

范

繼

祖
以

孫

濟

世

累

贈

特

進

光

祿

大

夫

太

子

太

保

戸

部

尚

書

范

嘉

祿
以

子

濟

世

累

贈

特

進

光

祿

大

夫

楊

來

勤
以

孫

嗣

脩

累

□

陝

西

按

察

使

王

問

臣
以

孫

所

用

累

贈

通

奉

大

夫

山

西

布

政

使

司

右

布

政

王

起

茂
以

子

所

用

累

贈

通

奉

大

夫

山

西

布

政

使

司

右

布

政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附
封
廕

五
十
一

楊

棣
以

子

嗣

脩

累

贈

陜

西

按

察

使

鄒

凰
以

子

之

任

贈

□

昌

府

推

官

顧

鼎
以

子

師

曾

贈

清

豐

知

縣

董

天

福
以

子

一

經

贈

新

梁

縣

知

縣

楊

初

東
叅

政

以

子

之

璋

晉

階

中

憲

大

夫

李

從

諒
敎

諭

以

子

政

脩

封

禮

部

員

外

沈

天

祿
以

子

如

顯

贈

萊

陽

縣

知

縣

史

禮
以

子

應

選

贈

工

部

郎

中

衞

仰
以

子

池

贈

濟

州

衞

經

歷

池

由

都

吏

封

徵

仕

郎

國

朝孫

克

肖
訓

導

以

子

允

裕

封

刑

部

主

事

范

濟

美
以

子

發

愚

封

戸

部

主

事

楊

思

詔
以

孫

運

昌

贈

工

部

左

侍

郎

楊

蔚

生
以

子

運

昌

贈

工

部

左

侍

郎

杜

允

懷
以

子

之

璧

封

刑

部

郎

中

楊

思

恭
以

子

蕃

生

贈

戸

部

郎

中

侯

承

德
以

子

執

纁

贈

江

南

五

河

縣

知

縣

成

自

明
以

子

玉

臣

贈

三

河

縣

知

縣

成

王

臣
景

州

知

州

以

子

通

贈

奉

直

大

夫

徐

光
以

子

士

□

贈

福

建

浦

城

縣

知

縣

恩

廕

明

何

諮
以

祖

瑭

廕

歷

陞

撫

州

府

通

判

國

朝楊

祚

昌
以

兄

運

昌

廕

官

貢

楊

□

繩
以

父

運

昌

廕

官

貢

仕

戸

部

主

事

杜

起

宗
以

伯

之

璧

廕

官

貢

魯

纘

曾
以

祖

宗

□

□

抱

沙

喇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武
備

五
十
二

武

僃

歲

庚

辰

辛

巳

間

義

勇

一

呼

萑

苻

鳥

獸

散

居

亡

何

暴

卒

揮

戈

鄈

城

之

右

快

所

欲

而

去

矣

邑

枕

北

山

巖

岫

岧

嶤

澗

溪

幽

阻

姦

宄

出

沒

莫

可

誰

何

紫

陵

太

行

二

縣

犄

角

山

東

西

唐

豈

得

巳

耶

宋

明

以

來

犄

角

之

制

廢

細

柳

營

按

轡

徐

行

舍

兹

其

何

屬

而

貢

士

於

鄉

卽

謂

大

司

馬

之

法

盡

是

也

則

願

與

讀

矍

相

圃

觀

射

之

遺

文

云

總

鎭

國

朝金

玉

和
鉄

嶺

衞

人

工

部

侍

郎

順

治

元

年

十

月

戰

闖

寇

死

之

孔

希

貴
字

良

庵

開

原

衞

人

都

督

同

知

鮑

敬
字

濟

宇

遼

東

人

正

紅

旗

世

職

阿

思

哈

哈

畨

都

督

同

知

蔡

祿
字

全

伍

上

杭

縣

人

佟

徽

年
字

惇

五

遼

東

撫

順

人

正

藍

旗

世

職

三

等

阿

達

哈

哈

畨

傅

魁
字

聯

辰

鑲

黃

旗

漢

軍

監

生

馮

德

昌
字

益

脩

陜

西

榆

林

衞

人

林

寶
字

日

煌

福

建

漳

州

府

詔

安

縣

人

康

調

元
字

鼎

臣

慶

陽

人

劉

國

興
宣

府

人

字

□

字

見

任

將

領

國

朝李

登

科
雒

川

人

叅

將

劉

芳

聲
□

縣

武

舉

都

司

麻

允

揚
大

同

右

衞

人

武

進

士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武
備

五
十
三

蔣

永

爵
遵

化

人

武

進

士

叅

將

王

進

忠
遼

東

人

叅

將

王

承

允
河

内

縣

人

□擊

孔

國

養
陳

州

籍

遼

東

人

陳

大

德
蘇

州

人

河

南

撫

摽

大

㕔

康

兆
陜

西

人

遊

擊

潘

瑀
確

山

人

楊

璟

新
四

川

離

邪

人

壬

戌

武

舉

牛

國

用
壽

州

人

武

進

士

高

公

月
綏

德

州

人

吉

孫

畧
陜

西

籍

棗

陽

人

遊

擊

袁

振
同

安

人

叅

將

張

中

極
壽

州

籍

鳳

陽

臨

淮

人

張

應

標
陜

西

崇

信

人

陞

山

西

汾

州

叅

將

韓

元

朗
徐

州

人

于

景

泰
遼

東

人

王

起

龍
衞

輝

府

汲

縣

人

左

都

督

仍

帶

餘

功

五

次

安

時

泰

大

興

人

武

進

士

楊

鈔
臨

洮

蘭

州

人

張

鴻

元
京

衞

籍

武

進

士

曾

㨗
福

建

人

守

僃

孫

世

昌
海

州

人

林

尚

義
東

寧

衞

人

羅

登

雲
東

寧

衞

人

季

孔

孝
大同

人

項

時

道
蘇

州

人

高

有

德
遼

東

人

蕭

時

昇
遼

東

人

張

侯

疆

江

寧

人

武

進

士

郭

屏
京

衞

人

武

進

士

任

嘉

勲
山

海

衞

人

□

期

用
咸

寧

人

沈

廉
嘉

定

人

武

進

士

趙

雲

鵬
大

興

人

聶

逵
京

衞

人

武

進

士

劉

應

錫
旌

德

人

武

進士

閔

長

寧
揚

州

人

武

進

士

侯

鎭
北

直

人

武

進

士

附

祖

可

法
順

治

元

年

十

月

闖

逆

自

垣

曲

濟

源

是

時

公

爲

衞

輝

總

鎭

金

將

軍

檄

令

援

懷

公

至

而

金

將

軍

戰

歿

闖

逆

十

萬

攻

懷

城

公

率

將

士

拒

守

軍

民

整

肅

雨

射

數

晝

夜

雉

堞

間

寂

然

無

聲

賊

穴

地

□

□

公

命

城

上

掘

井

以

火

焚

之

賊

多

死

賊

置

雲

梯

無

□

公

以

火

箭

射

燒

賊

又

死

無

算

數

遣

壯

士

縋

城

□

□

斫

賊

營

□

旋

遁

去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武
備

五
十
四

□

譽
康

熙

十

三

年

禁

旅

收

總

鎭

蔡

祿

于

懷

慶

□

以

中

州

提

督

由

盂

津

渡

河

爲

犄

角

之

勢

兵

□

之

不

煩

血

刃

時

有

利

城

中

子

女

□

吊

者

人

□

籍

恐

有

屠

戮

之

旤

公

爲

力

挽

得

免

懷

人

德

公

多

爲

生

位

祀

之武

進

士

□

正

統

壬

戌

科

蕭

敬
狀

元

仕

京

州

副

總

兵

正

德

庚

辰

科

楊

鏜
千戸

中式

嘉

靖

乙

丑

科

吳

鉞
仕

指

揮

僉

事

壬

辰

科

鍾

守

元
百

戸

中

式

崇

正

辛

未

科

武

安

畿

國

朝順

治

丙

戌

科

許

朝

轉
仕

安

西

守

僃

梁

棟
仕

京

衞

守

僃

壬

辰

科

張

烱
歷

延

綏

守

僃

乙

未

科

潘

士

選
仕

溫

州

守

僃

武

舉

□

崇

正

癸

酉

科

張

鵬

翀

張

煥

如

武

建

功

丙

子

科

周

居

鎬

壬

午

科

郭

鳳

翔

王

中

一

魏

廷

麟

仕

洮

州

衞

千

總

蕭

九

成

鄒

世

培

任

斌

于

起

麟
仕

金

鄉

衞

千總

國

朝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武
備

五
十
五

順

治

乙

酉

科

郝

明

遠
仕

武

昌

衞

千

總

張

鎭

唐

文

明
仕

秣

陵

衞

千總

張

九

德

鄒

世

茂

何

澍

裴

定

遠

何

得

卿

顏

佐
改

仕

武

定

縣

知

縣

高

生

春

徐

日

龍

史

耀

張

懷
仕

杭

衞

千

總

戊

子

科

蕭

廣

生
解

元

狀

元

敬

元

孫

守

身

曾

孫

蘇

萬

邦

任

之

才
仕

千

總

何

萬

里

陸

之

俊
仕

鎭

江

衞

千

總

張

襄

治

宋

璉

李

生

竒

蘇

大

儒

鄒

世

章

蕭

好

生

羅

宏

儒

辛

卯

科

張

烱
見

進

士

甲

午

科

鄒

世

竒
仕德

州

衞

守

僃

丁

酉

科

宗

世

明

庚

子

科

謝

明

揚

丙

午

科

林

森
解元

路

周

張

旨

鄒

愫

郜

復

昌

張

素

臣

己

酉

科

鄒

鑛

壬

子

科

賈

兆

熊

乙

卯

科

沈

宏

瑾

張

祖

飛

戊

午

科

高

㧞

黃

家

斌

□

蘭

賈

繼

復

甲

子

科

胡

霖

丁

卯

科

蕭

澐

庚

午

科

劉

從

龍
解元

王

澤

溥

直

司

直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爵
封
戚
畹

五
十
六

爵

封

戚

畹

元

武

仁

由

懷

寧

嗣

綂

兄

弟

友

于

曹

丕

蕭

繹

不

當

叩

頭

階

下

耶

鄭

恭

王

直

諌

被

譴

亦

明

宗

藩

中

河

間

獻

王

齊

王

攸

之

倫

也

上

古

封

建

散

見

于

典

籍

爲

邘

爲

絺

爲

隰

爲

懷

皆

有

土

之

君

也

今

其

地

或

可

攷

或

不

可

攷

况

於

列

在

外

戚

及

連

姻

帝

室

之

家

乎

嗚

呼

漢

晉

而

上

文

獻

無

徵

者

葢

亦

多

矣

古

雍

國
左

傳

雍

文

之

昭

也

邘

國
左

傳

邘

武

之

穆

也

郗

國
巳

姓

在

野

王

西

北

漢

殷

王

司

馬

卬
卬

趙

將

定

河

内

數

有

功

漢

元

年

項

羽

立

卬

爲

殷

王

王

河

内

邘

侯

李

壽
以

新

安

令

史

得

衞

太

子

侯

一

百

五

十

戸

三

國

野

王

侯

曹

洪
洪

累

從

征

伐

有

功

文

帝

卽

位

爲

衞

將

軍

遷

驃

騎

將

軍

進

封

野

王

侯

益

邑

千

戸

野

王

侯

吕

溫
以

陷

陳

功

贈

平

遠

將

軍

豫

州

刺

史

封

野

王

侯

謚

曰

敬

河

内

侯

樊

觀
陳

留

人

爲

南

兖

州

刺

史

以

功

封

隋

河

内

縣

男

慕

容

三

藏
紹

宗

子

開

皇

中

以

功

封

河

内

公

獨

孤

信

獨

孤

皇

后

之

父

信

自

梁

還

比

大

統

三

年

至

長

安

赦

罪

復

職

拜

領

將

軍

仍

從

復

宏

農

破

沙

苑

封

河

内

郡

公

十

三

年

大

軍

南

討

時

以

蠕

蠕

爲

令

信

移

鎭

河

陽

十

四

年

進

位

柱

國

大

將

軍

次

子

善

嗣

唐

河

内

郡

王

李

潭
深

王

悰

子

憲

宗

孫

河

内

郡

公

蘇

珦
藍

田

人

以

戸

部

尚

書

封

河

内

郡

公

河

内

郡

公

常

衮
京

兆

人

衮

爲

相

散

官

朝

儀

而

無

封

爵

郭

子

儀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爵
封
戚
畹

五
十
七

言

于

帝

遂

加

銀

靑

光

祿

大

夫

封

河

内

公

元

懷

寧

王
名

海

山

後

□

大

□

是

爲

武

宗

見

古

事

明

衞

王
太

祖

子

封

于

懷

卒

鄭

王

瞻

埈
仁

宗

第

二

子

初

之

國

□

翔

遷

懷

慶

謚

曰

靖

子

渏

銑

嗣

謚

日

簡

簡

王

世

子

殤

世

孫

祐

衿

嗣

是

爲

康

王

康

王

無

子

東

垣

王

嗣

謚

日

懿

子

厚

烷

嗣

以

建

言

謫

廢

復

國

謚

曰

恭

恭

王

子

載

□

巳

封

爲

世

子

疏

請

讓

國

載

璽

不

報

疏

□

□

制

曰

可

載

璽

嗣

是

爲

敬

王

敬

王

薨

仲

子

翊

鐸

嗣

遭

闖

逆

之

變

□

府

第

鞠

爲

茂

草

矣

盟

津

王
簡

王

第

三

子

東

垣

王
簡

王

第

四

子

繁

昌

王
簡

王

第

九

子

廬

江

王
簡

王

第

十

子

德

慶

王

恭

王

第

二

子

保

平

王
讓

國

世

子

載

堉

之

孫

考

城

王
卽

翊

鐸

後

嗣

國

附

郡

人

爵

封

晉

河

内

公

郭

默
河

内

人

□

南

陽

郡

公

張

字

建

平

義

寧

中

追

封

唐

趙

國

公

王

琚
以

誅

奸

黨

有

功

進

戸

部

尙

書

封

趙

國

公

□

秦

國

公

向

拱
字

星

民

太

平

興

國

初

封

卒

贈

中

書

令

元

魏

國

公

許

字

仲

平

謚

文

正

東

平

郡

公

吕

字

伯

充

仁

宗

卽

位

召

拜

侍

讀

學

士

卒

贈

公

謚

文

穆

戚

畹

魏

虞

曹

爲

王

時

納

虞

爲

妃

毛

皇

后
黃

初

中

以

選

入

東

宫

曹

時

爲

平

原

王

進

御

有

□

出

入

與

同

與

輦

及

卽

位

以

爲

貴

嬪

太

和

元

年

立

爲

皇

后

追

封

后

母

夏

爲

野

王

君

毛

嘉
毛皇

□

□

太

和

元

年

后

立

拜

嘉

騎

都

尉

又

進

爲

奉

車

都

□

□

賜

隆

渥

□

之

封

□

平

鄉

侯

遷

光

祿

大

夫

靑

龍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爵
封
戚
畹

五
十
八

三

年

嘉

薨

追

□

光

祿

大

夫

改

封

安

國

侯

□

□

□

□

□

戸

併

前

千

戸

謚

曰

節

侯

封

后

母

爲

野

王

□

□

□

毛

曾
毛

皇

后

弟

后

立

拜

曾

郎

進

騎

都

尉

遷

駙

馬

都

尉

又

遷

□

騎

侍

郎

散

騎

常

侍

後

徙

爲

羽

林

虎

賁

中

郎

將

原

武

典

農

□

□

皇

后
故

宰

相

敏

中

曾

孫

治

平

三

年

歸

于

邸

神

宗

卽

位

立

爲

皇

后

帝

不

豫

后

贊

宣

仁

后

定

建

儲

之

義

哲

宗

立

尊

爲

皇

太

后

向

宗

良

向

宗

回
向

皇

后

之

弟

后

崩

哲

宗

追

念

不

巳

乃

數

加

恩

兩

舅

皆

位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而

自

敏

中

以

上

三

世

永

追

列

王

爵

□

謝

詔
尚

永

淳

長

公

主

授

駙

馬

都

尉

掌

宗

人

府

加

太

子

太

保

謝

守

朴
以

父

詔

□

錦

衣

衞

指

揮

同

知

謝

守

仁
以

父

詔

廕

錦

衣

衞

指

揮

僉

事

謝

文

銓
襲

錦

衣

衞

指

揮

同

知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五
十
九

古

事

河

内

北

走

上

黨

南

通

汴

洛

孟

門

峙

其

左

軹

關

阻

其

右

歷

代

盛

衰

治

亂

之

故

必

由

此

徃

事

之

臚

於

載

籍

者

不

班

班

可

覩

哉

蕭

瑞

苞

日

余

譜

叙

古

事

而

恫

乎

有

論

世

之

感

焉

射

犬

破

而

寇

公

用

世

祖

創

建

武

之

勲

萬

善

屯

而

劉

氏

亡

武

宗

成

會

昌

之

業

何

其

盛

也

若

夫

爾

朱

榮

與

元

顥

相

乘

史

思

明

繼

安

氏

作

孽

當

是

時

河

内

之

民

亦

云

不

幸

矣

至

劉

石

蹂

躙

之

秌

梁

晉

交

兵

之

際

疆

塲

迭

易

一

彼

一

此

元

元

復

知

有

家

室

之

樂

乎

然

張

白

澤

純

只

海

之

於

懷

人

也

生

死

而

肉

骨

之

百

世

而

下

猶

使

人

誦

義

無

窮

焉

嗚

呼

盛

衰

治

亂

之

故

亦

何

不

由

人

乎

哉

夏夏

王

禹

元

年

壬

子

帝

卽

位

頒

夏

時

於

邘

國

商紂

辛

十

有

八

祀

西

伯

伐

邘

周穆

天

子

傳

丁

丑

天

子

此

征

戊

寅

舍

於

河

上

癸

未

至

於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野

王

甲

申

天

子

北

升

于

太

行

之

隥

而

降

休

于

兩

柏

之

下

天

子

永

念

傷

心

乃

思

淑

人

盛

姬

於

是

流

涕

七

萃

之

士

葽

豫

上

諌

於

天

子

曰

自

古

有

死

有

生

豈

獨

淑

人

天

子

不

樂

出

于

永

思

永

思

有

□

□

□

□

新

天

子

哀

之

乃

又

流

涕

宣

公

六

年

赤

狄

伐

晉

圍

懷

及

邢

邱

十

七

年

晉

侯

使

郤

克

徵

會

于

齊

齊

頃

公

□

□

人

□

□

之

郤

子

登

婦

人

笑

於

房

獻

□

怒

先

□

請

□

□

□

侯

弗

許

齊

侯

使

高

因

晏

弱

等

□

晉

人

執

弱

于

野

王

□

賁

皇

使

見

宴

桓

子

歸

言

于

晉

侯

晉

人

□

之

定

公

六

年

晉

人

執

宋

行

人

樂

祁

犁

八

年

樂

祁

歸

卒

于

太

行

士

鞅

日

宋

必

叛

不

如

止

其

尸

以

求

成

焉

乃

止

諸

州

十

三

年

齊

侯

衞

侯

次

于

垂

葭

使

師

伐

晉

將

濟

河

諸

大

夫

皆

曰

不

可

邴

意

兹

曰

可

銳

師

伐

河

内

傳

必

日

而

後

及

綘

綘

不

三

月

不

能

出

則

我

旣

濟

水

矣

乃

伐

河

内

周

烈

王

六

年

趙

成

侯

韓

懿

侯

伐

魏

葵

卽

□

城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一

赧

王

二

十

六

年

穰

侯

爲

秦

將

攻

魏

魏

獻

河

東

方

四

百

里

㧞

魏

之

河

内

取

城

大

小

六

十

餘

二

十

九

年

秦

司

馬

錯

擊

魏

河

内

五

十

一

年

秦

武

安

君

伐

韓

㧞

野

王

攻

太

行

道

絶

之

五

十

五

年

趙

王

以

趙

括

代

廉

頗

將

趙

戰

不

利

秦

王

自

如

河

内

發

民

年

十

五

以

上

悉

詣

長

平

遮

絶

趙

救

兵

秦始

皇

六

年

秦

㧞

衞

濮

陽

衞

元

君

角

率

其

支

屬

徙

居

野

王

□

其

山

以

保

魏

之

河

内

二

世

元

年

廢

角

爲

庻

人

十

八

年

端

和

將

河

内

兵

伐

趙

二

世

二

年

章

邯

北

擊

趙

大

破

之

引

兵

至

邯

鄲

皆

徙

其

民

河

内

漢高

祖

元

年

趙

將

司

馬

卬

定

河

内

有

功

項

羽

立

卬

爲

殷

王

王

河

内

二

年

三

月

高

祖

從

臨

晉

渡

將

兵

下

河

内

虜

殷

王

卬

置

河

内

郡

南

渡

平

陰

津

至

洛

陽

武

帝

建

元

六

年

河

内

失

火

燒

千

餘

家

上

使

汲

黯

徃

視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二

之

還

報

曰

家

人

失

火

屋

比

延

燒

不

足

憂

臣

過

河

内

河

内

貧

人

傷

水

旱

萬

餘

家

或

父

子

相

食

臣

謹

以

便

宜

持

節

發

河

内

倉

粟

以

賑

貧

民

請

歸

節

伏

矯

制

罪

上

賢

而

釋

之

赤

睂

别

帥

與

大

彤

靑

犢

十

餘

萬

衆

在

射

犬

光

武

進

擊

大

破

之

衆

皆

散

走

乃

南

循

河

内

岑

彭

從

河

内

太

守

韓

歆

會

光

武

狥

河

内

歆

議

欲

城

守

彭

止

不

聽

旣

而

光

武

至

懷

歆

廹

急

迎

降

光

武

知

其

謀

大

怒

收

歆

將

斬

之

召

見

彭

彭

因

言

韓

歆

南

陽

大

人

可

以

爲

用

乃

貰

歆

以

爲

鄧

禹

軍

師

耿

純

從

光

武

擊

靑

犢

于

射

犬

純

軍

在

前

去

衆

營

里

賊

忽

夜

攻

純

雨

射

營

中

士

多

死

傷

純

勒

部

曲

堅

守

不

動

選

敢

死

二

千

人

俱

持

彊

弩

各

傳

三

矢

使

銜

枚

間

行

繞

出

賊

後

齊

聲

呼

噪

彊

弩

並

發

賊

衆

驚

走

追

擊

遂

破

之

馳

騎

白

世

祖

世

祖

明

旦

與

諸

將

俱

至

營

勞

純

曰

昨

夜

困

乎

純

曰

賴

明

公

威

德

幸

而

獲

全

世

祖

曰

大

兵

不

可

夜

動

故

不

相

救

耳

劉

隆

爲

更

始

騎

都

尉

聞

世

祖

在

河

内

追

于

射

犬

以

爲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三

騎

都

尉

賈

復

從

光

武

擊

靑

犢

于

射

犬

大

戰

至

日

中

賊

陳

堅

不

光

武

傳

召

復

曰

吏

士

皆

饑

可

且

朝

飯

復

曰

先

破

之

然

後

食

耳

于

是

被

羽

先

登

所

向

皆

靡

賊

乃

敗

走

諸

將

咸

服

其

勇

姚

期

從

擊

靑

犢

赤

于

射

犬

襲

期

輜

重

期

還

擊

之

手

傷

十

人

身

被

三

創

而

戰

方

力

遂

破

走

之

今

彭

鎭

河

内

朱

鮪

大

出

軍

欲

擊

彭

時

天

霧

鮪

以

爲

彭

巳

去

今

其

具

皆

穫

黍

彭

乃

進

擊

大

破

之

肅

王

將

北

征

燕

趙

度

赤

睂

必

破

長

安

又

欲

乘

釁

并

中

而

未

知

所

寄

拜

鄧

禹

爲

前

將

軍

中

分

麾

下

精

兵

二

萬

人

遣

西

入

關

蕭

王

親

送

至

野

王

鄧

禹

初

見

蕭

王

于

鄴

卽

言

欲

據

河

内

及

更

始

舞

陰

王

李

軼

據

河

内

尙

書

謝

躬

據

鄴

各

十

餘

萬

衆

王

患

焉

將

取

河

内

以

廹

之

謂

鄧

禹

曰

卿

言

吾

之

有

河

内

高

祖

之

有

關

中

關

中

非

蕭

何

誰

能

使

一

方

妟

然

禎

無

西

顧

之

憂

吳

漢

之

能

卿

舉

之

矣

復

河

何

禹

日

恂

盡

優

文

武

有

御

衆

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四

河

内

也

乃

拜

恂

河

内

太

守

行

大

將

軍

事

寇

恂

守

河

内

講

兵

肄

射

伐

淇

園

之

竹

爲

矢

百

餘

萬

養

馬

二

千

四

收

租

四

百

萬

斛

轉

以

給

軍

朱

鮪

聞

光

武

北

而

河

内

孤

使

蘇

茂

賈

彊

將

兵

三

萬

餘

人

渡

河

攻

溫

檄

書

至

恂

卽

勒

兵

馳

出

合

戰

大

破

之

迫

至

洛

陽

而

還

時

光

武

傳

聞

朱

鮪

破

河

内

有

頃

恂

檄

至

太

喜

曰

吾

知

子

翼

可

任

也

諸

將

軍

因

上

尊

號

時

軍

食

急

乏

恂

轉

輸

前

後

不

絶

建

武

二

年

陳

俊

爲

彊

弩

大

將

軍

擊

金

門

白

馬

賊

于

河

内

破

之

鮑

永

馮

衍

知

更

始

巳

歿

乃

共

罷

兵

幅

巾

降

于

河

内

帝

見

永

問

曰

卿

衆

何

在

水

離

席

頭

曰

臣

事

更

始

不

能

令

全

誠

慚

以

其

衆

上

富

貴

故

悉

罷

之

建

武

六

年

休

諸

將

于

陽

分

軍

士

于

河

内

建

武

十

八

年

夏

四

月

戊

申

行

幸

河

内

明

帝

近

出

觀

覧

城

第

欲

遂

校

獵

河

内

東

平

王

蒼

諌

帝

覧

奏

還

宫

水

平

十

三

年

夏

四

月

辛

巳

帝

幸

榮

易

淸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五

河

登

太

行

幸

上

黨

章

帝

建

初

七

年

九

月

甲

戌

幸

偃

師

東

涉

卷

津

至

河

内

安

帝

永

初

五

年

先

零

河

東

至

河

内

百

姓

相

驚

多

南

奔

渡

河

延

光

三

年

三

月

甲

午

幸

東

平

至

東

郡

歷

魏

郡

河

内

壬

戌

車

駕

還

京

師

何

進

將

誅

宦

官

使

武

猛

都

尉

丁

原

將

千

人

河

内

燒

孟

津

火

照

城

中

以

誅

宦

官

爲

言

初

丁

原

屯

河

内

以

吕

布

爲

主

簿

甚

見

親

待

關

東

起

兵

討

董

卓

推

袁

紹

爲

盟

主

紹

與

河

内

太

守

王

匡

屯

河

内

董

卓

遣

執

金

吾

胡

母

班

將

作

大

匠

吳

脩

越

騎

校

尉

王

環

安

集

關

東

行

至

河

内

紹

使

王

匡

悉

収

繋

殺

之

曹

操

詣

揚

州

募

兵

得

千

餘

人

還

屯

河

内

初

平

二

年

袁

紹

在

河

内

雲

中

張

揚

徃

歸

之

於

扶

羅

刼

□

以

叛

董

卓

以

揚

爲

建

義

將

軍

河

内

太

守

□

平

三

年

曹

操

追

黃

巾

至

濟

北

悉

降

之

遣

使

詣

河

内

太

守

張

揚

欲

假

而

至

長

安

揚

不

聽

董

昭

說

揚

曰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六

操

天

下

之

英

雄

也

宜

通

其

上

事

若

事

有

成

永

爲

分

揚

乃

許

之

李

郭

之

變

車

駕

到

大

陽

幸

李

樂

營

河

内

太

守

張

揚

數

千

人

負

米

貢

餉

帝

幸

安

邑

張

揚

自

野

王

來

朝

謀

以

乘

輿

還

陽

諸

將

不

聽

由

是

更

相

□

□

韓

暹

攻

董

承

承

還

野

王

□

安

三

年

曹

操

擊

吕

布

于

下

□

河

内

太

守

張

揚

素

與

布

善

出

兵

東

市

遙

爲

之

勢

□

將

楊

醜

殺

揚

以

應

□

别

將

眭

固

復

殺

醜

將

其

衆

北

合

袁

紹

四

年

春

□

□

屯

射

犬

曹

操

進

軍

臨

河

使

史

渙

曹

仁

渡

河

擊

之

使

河

内

太

守

繆

尚

留

守

固

自

將

兵

北

詣

袁

紹

求

救

□

渙

仁

遇

于

射

犬

渙

仁

與

樂

進

于

禁

擊

斬

之

操

遂

濟

河

圍

射

犬

射

犬

降

操

還

軍

敖

倉

以

魏

种

爲

河

内

太

守

屬

以

河

北

事

初

操

舉

种

孝

廉

兖

州

叛

操

曰

唯

魏

种

不

弃

孤

也

及

聞

种

走

操

怒

曰

种

不

南

走

越

北

走

胡

不

置

汝

也

旣

下

射

犬

生

擒

种

操

曰

唯

其

才

也

釋

而

用

之

晉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七

□

□

永

嘉

二

年

漢

王

劉

淵

遣

撫

軍

將

軍

劉

聰

等

□

□

軍

南

據

太

行

王

彌

至

洛

陽

王

衍

遣

諸

將

屢

敗

之

彌

走

渡

河

至

平

□

劉

元

海

使

隨

劉

曜

河

内

漢

楚

王

聰

始

安

王

曜

及

將

軍

趙

國

園

裴

□

子

河

内

詔

將

軍

宋

抽

救

整

石

勒

與

王

桑

逆

撃

抽

殺

之

河

内

人

執

整

以

降

督

將

郭

黙

收

整

餘

衆

自

爲

塢

主

劉

□

□

黙

爲

河

内

太

□

□

□

攻

郭

黙

于

河

内

列

三

屯

圍

之

黙

食

盡

送

妻

子

□

質

□

□

于

□

糴

畢

復

嬰

城

固

守

曜

怒

沉

黙

妻

子

□

河

□

□

之

□

欲

□

李

矩

于

新

□

矩

使

□

誦

□

之

□

□

□

□

進

□

劉

琨

□

張

肇

□

□

□

□

□

□

長

□

□

□

□

□

□

□

□

□

漢

□

□

□

□

□

□

□

□

□

□

□

□

□

□

□

□

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弗

許

巨

□

□

而

□

□

□

□

二

□

□

□

□

□

□

□

□

萬

餘

數

□

□

□

□

□

□

劉

□

□

□

生

于

金

□

□

□

□

□

□

□

□

□

□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八

□

遵

聞

季

□

□

□

于

□

□

□

□

□

□

□

□

□

□

□

□

□

遵

舉

□

□

□

□

之

亡

也

其

將

高

昌

□

□

□

而

□

□

□

□

秦

昌

□

□

□

内

太

守

吕

護

并

其

衆

遣

使

來

□

拜

護

冀

州

刺

史

□

欲

引

□

兵

以

襲

鄴

燕

太

宰

恪

將

□

□

萬

冠

軍

將

軍

皇

甫

眞

將

兵

萬

人

共

討

之

燕

兵

至

□

王

䕶

嬰

城

目

守

恪

日

老

賊

經

變

多

矣

觀

其

守

備

□

易

狡

攻

□

内

無

蓄

積

□

無

救

援

我

深

溝

高

壘

坐

而

守

之

休

□

養

士

離

間

其

黨

于

我

不

勞

而

賊

勢

日

蹙

不

過

十

□

取

之

必

矣

何

爲

多

殺

士

卒

以

求

旦

夕

之

功

乎

乃

□

長

圍

守

之

圍

野

王

月

吕

䕶

遣

其

將

張

興

出

戰

傳

□

□

斬

之

城

中

日

蹙

皇

甫

眞

戒

部

將

曰

䕶

勢

奔

□

□

□

□

□

而

投

之

吾

所

部

士

卒

多

羸

噐

甲

不

精

□

□

爲

之

□

乃

多

課

櫓

楯

親

察

夜

行

者

䕶

食

盡

果

□

□

□

□

□

□

所

部

圍

不

得

出

太

宰

恪

引

兵

擊

之

□

□

死

□

殆

盡

棄

妻

子

奔

滎

陽

恪

存

撫

降

兵

給

其

□

食

□

河

内

□

守

王

會

以

郡

降

于

燕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六
十
九

□

長

樂

公

丕

鎭

鄴

翟

斌

叛

慕

容

埀

請

討

之

丕

配

□

□

二

千

遣

符

飛

龍

爲

之

副

戒

飛

龍

日

埀

爲

三

軍

之

□

□

爲

謀

埀

之

主

閔

亮

李

毗

以

其

謀

吿

埀

埀

託

言

兵

少

停

河

内

募

兵

召

募

遠

近

衆

至

三

萬

殺

符

飛

龍

濟

□

焚

橋

留

可

足

渾

譚

集

兵

于

河

内

之

沙

城

渾

譚

集

兵

二

萬

餘

人

攻

野

王

㧞

之

慕

容

埀

遣

慕

容

農

畧

地

河

内

攻

陽

城

克

之

慕

容

埀

討

慕

容

永

頓

軍

鄴

西

月

餘

不

進

永

怪

之

以

爲

太

行

道

寛

疑

埀

欲

詭

道

取

之

悉

歛

諸

軍

杜

太

行

口

埀

引

大

軍

出

滏

口

入

天

井

關

後

魏

姚

興

圍

洛

陽

晉

將

辛

靖

恭

請

救

太

祖

遣

崇

以

六

千

騎

赴

之

未

至

靖

恭

敗

詔

崇

卽

鎭

野

王

太

宗

泰

常

二

年

詔

河

内

有

姚

泓

子

弟

播

越

民

間

能

送

致

京

師

者

賞

之

泰

常

八

年

三

月

幸

河

内

四

月

至

成

臯

城

閠

月

還

幸

河

内

□

登

太

行

幸

高

都

叔

孫

建

爲

相

州

刺

史

河

西

劉

虎

等

反

于

上

黨

南

河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

□

太

宗

假

建

安

平

公

督

□

□

表

等

討

虎

斬

首

萬

餘

□

餘

衆

□

走

投

沁

而

死

□

爲

不

流

□

□

□

爲

鎭

遠

將

軍

河

内

鎭

將

賜

爵

新

城

男

栗

殫

撫

導

新

邦

甚

有

戚

惠

劉

裕

伐

姚

泓

其

部

將

王

仲

德

入

滑

臺

太

宗

詔

叔

孫

建

自

河

内

向

枋

頭

以

觀

其

□

世

祖

神

䴥

二

年

上

黨

李

禹

□

□

殺

太

守

自

稱

無

上

王

河

内

守

將

擊

破

之

世

祖

崩

宋

遣

檀

和

之

等

□

□

□

平

南

將

軍

元

屯

河

内

高

祖

孝

文

三

年

太

上

皇

南

廵

至

于

懷

州

所

過

問

民

□

苦

賜

高

年

孝

悌

力

田

布

帛

太

和

初

懷

州

民

伊

祁

苟

初

三

十

餘

人

謀

反

將

殺

刺

史

文

明

□

后

欲

盡

誅

一

城

之

民

張

白

澤

諌

曰

□

天

□

物

之

生

明

王

□

民

之

命

故

殺

一

人

而

取

天

下

仁

者

不

爲

且

周

書

父

子

兄

弟

罪

不

相

及

今

群

兇

肆

虚

轘

裂

誅

盡

合

城

無

辜

柰

何

極

辟

不

誣

十

室

而

况

一

州

或

有

忠

焉

或

有

仁

者

若

淫

刑

濫

及

殺

忠

與

仁

斯

乃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一

西

伯

所

以

歎

息

□

□

俟

孔

子

所

以

回

輪

于

河

□

□

惟

聖

德

昭

明

殷

鑒

水

鏡

前

禮

止

迅

烈

之

怒

抑

雷

□

之

威

則

溥

天

知

幸

矣

昔

厲

防

民

□

卒

滅

宗

姬

文

□

輿

頌

終

摧

彊

楚

願

不

以

人

廢

言

留

神

省

察

太

后

□

之

太

和

十

七

年

九

月

車

駕

濟

河

詔

懷

州

之

民

百

年

以

上

假

縣

令

九

十

以

上

賜

爵

三

級

八

十

以

上

賜

爵

二

□

七

十

以

上

賜

爵

一

級

寡

孤

獨

不

能

自

存

者

粟

人

五

斛

帛

二

疋

孝

弟

廉

義

文

武

應

求

者

皆

以

名

聞

世

宗

幸

鄴

還

於

河

内

懷

界

帝

親

射

矢

一

里

五

十

餘

步

侍

中

高

顯

等

奏

伏

見

親

御

弧

矢

臨

原

弋

遠

弦

動

羽

馳

矢

鏃

所

逮

三

百

五

十

餘

步

臣

等

伏

惟

陛

下

聖

武

自

天

神

藝

夙

茂

巧

會

騶

虞

之

節

妙

盡

矍

圃

之

儀

□

□

攸

疊

甝

兕

懾

氣

才

猛

所

振

勍

憝

弭

心

足

以

肅

□

□

區

赫

服

八

宇

矣

盛

事

竒

迹

必

宜

表

述

請

勒

銘

射

宫

永

彰

聖

藝

詔

曰

此

乃

弓

弧

小

藝

何

足

以

示

後

葉

而

喉

脣

近

侍

苟

以

爲

然

亦

豈

容

有

異

便

可

如

請

遂

刋

于

射

所

高

聰

爲

之

辭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二

京

兆

王

愉

謀

逆

卽

位

于

信

都

之

南

世

宗

詔

李

平

討

□

愉

頻

敗

被

執

徵

赴

京

師

申

以

家

人

之

訓

至

野

王

□

語

人

曰

雖

主

人

慈

深

不

忍

殺

我

吾

何

面

目

見

至

尊

于

是

歔

欷

流

涕

絶

氣

而

死

元

义

亂

政

先

畧

舉

兵

討

之

戰

敗

亡

抵

故

人

河

内

司

馬

始

賓

與

畧

縛

荻

筏

夜

渡

孟

津

明

帝

崩

爾

朱

榮

舉

兵

晉

陽

欲

立

長

樂

王

子

攸

榮

至

河

内

遣

王

相

密

迎

子

攸

潛

會

榮

于

河

陽

南

濟

河

卽

帝

位

建

議

初

北

海

王

元

顥

南

奔

梁

梁

立

爲

魏

主

資

以

兵

將

莊

帝

永

安

二

年

顥

乘

虛

徑

進

滎

陽

武

牢

並

不

守

車

駕

出

居

河

北

乙

亥

幸

河

内

丙

子

元

顥

入

洛

上

黨

王

元

天

穆

北

渡

會

車

駕

於

河

内

元

鷙

從

駕

北

廵

旣

到

河

内

欲

入

城

鷙

奏

曰

晝

則

閉

門

夜

引

駕

入

意

趣

難

以

測

量

願

便

發

邁

帝

從

之

前

至

長

子

爾

朱

滎

聞

車

駕

北

廵

馳

傳

朝

行

宫

于

長

子

輿

駕

于

是

南

趣

榮

爲

前

驅

旬

日

之

間

兵

馬

大

集

遂

幸

河

内

元

顥

入

洛

使

都

督

宗

正

珍

孫

與

河

内

太

守

元

襲

據

河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三

内

爾

朱

榮

攻

之

元

天

穆

引

兵

會

之

㧞

其

城

斬

珍

□

及

襲

元

顥

内

逼

朱

瑞

啟

帝

北

廵

賈

顯

度

及

弟

智

俱

渡

河

朝

莊

宗

于

河

内

元

顥

入

洛

爾

朱

天

光

會

爾

朱

榮

于

河

内

元

顥

聞

河

内

不

守

親

率

百

僚

出

鎭

河

陽

旋

奔

去

至

長

社

爲

村

民

所

殺

莊

帝

殺

爾

朱

榮

爾

朱

天

光

據

北

中

城

詔

大

都

督

源

子

恭

率

兵

騎

一

萬

鎭

太

行

丹

谷

築

壘

以

防

之

爾

朱

世

隆

北

叛

河

内

固

守

詔

在

城

督

將

文

武

普

加

二

級

兵

士

給

復

三

年

爾

朱

兆

丹

谷

都

督

崔

伯

鳳

戰

歿

都

督

羊

文

義

赴

五

龍

降

兆

大

都

督

源

子

恭

奔

退

齊

孝

昭

皇

建

中

年

于

河

内

置

懷

義

等

倉

屯

以

給

河

南

之

費

周

武

帝

宣

政

元

年

正

月

辛

卯

幸

懷

州

詔

子

懷

州

置

宫

隋尉

遲

逈

見

隋

文

帝

將

圖

篡

奪

遂

謀

舉

兵

文

帝

以

韋

孝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四

□

爲

元

帥

討

逈

逈

遣

所

署

開

府

梁

子

康

攻

懷

州

魏

□

公

惇

率

衆

十

萬

人

入

武

德

軍

於

沁

東

孝

寛

等

諸

軍

隔

水

相

持

不

進

惇

布

兵

二

十

餘

里

麾

軍

少

欲

待

孝

寛

半

渡

而

擊

之

孝

寛

因

其

鳴

皷

齊

進

惇

遂

大

敗

尉

遲

逈

所

署

儀

同

薛

公

禮

等

圍

逼

懷

州

韋

孝

寛

擊

破

之

尉

遲

逈

起

兵

帝

以

諸

將

不

一

令

高

徃

監

之

受

命

便

發

遣

一

人

辭

母

云

忠

孝

不

可

兩

兼

歔

欷

就

路

至

軍

爲

橋

于

沁

水

賊

於

上

流

縱

火

筏

預

爲

土

狗

以

禦

之

旣

渡

焚

橋

而

戰

大

破

之

字

文

述

以

行

軍

總

管

從

韋

孝

寛

擊

尉

遲

逈

與

楊

文

思

等

破

迥

將

李

雋

軍

于

懷

州

述

先

鋒

陷

陣

俘

馘

甚

衆

宇

文

胄

據

武

牢

以

應

尉

遲

逈

高

祖

拜

楊

素

大

將

軍

發

河

内

兵

擊

胄

破

之

史

祥

有

文

武

材

幹

煬

帝

在

東

宫

甚

親

遇

之

及

卽

位

漢

王

諒

起

兵

遣

其

將

余

公

理

自

太

行

下

河

内

帝

以

祥

爲

行

軍

總

管

軍

于

河

陰

久

不

得

濟

祥

謂

軍

吏

曰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五

公

理

輕

而

無

謀

又

新

得

志

謂

其

衆

可

恃

恃

衆

而

驕

且

河

北

人

先

不

習

兵

所

謂

擁

市

人

而

戰

不

足

圖

也

乃

簡

精

銳

于

下

流

潛

渡

公

理

拒

之

未

成

列

祥

縱

擊

大

破

之

楊

元

感

起

兵

陽

將

襲

東

都

以

河

内

郡

主

簿

唐

禕

爲

懷

州

刺

史

唐

禕

至

河

内

馳

徃

東

都

吿

之

越

王

侗

尚

書

樊

子

葢

等

勒

兵

僃

禦

王

世

充

悉

衆

擊

李

密

密

擊

之

大

潰

世

充

僅

而

獲

免

于

是

撿

校

河

内

郡

丞

柳

爕

舉

所

部

降

于

密

唐高

祖

武

德

元

年

李

密

將

王

君

廓

帥

衆

來

降

拜

上

柱

國

假

河

内

太

守

凌

敬

說

竇

建

德

曰

今

唐

以

重

兵

圍

東

都

守

虎

牢

我

若

悉

兵

濟

河

取

懷

州

河

陽

以

重

將

戌

之

然

後

鳴

皷

建

旗

踰

太

行

入

上

黨

傳

檄

旁

郡

進

壺

口

以

駭

蒲

津

收

河

東

地

此

上

策

也

建

德

不

能

用

武

德

三

年

七

月

□

□

充

遣

宋

王

泰

鎭

懷

州

□

□

劉

德

□

自

太

行

東

圍

河

内

襲

懷

州

入

其

外

郭

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六

其

堡

聚

王

世

充

懷

州

刺

史

陸

善

宗

以

城

降

河

内

人

李

好

德

得

心

疾

妄

爲

妖

言

詔

按

其

事

大

理

丞

張

藴

古

奏

好

德

被

疾

有

徵

法

不

當

坐

治

書

侍

御

史

權

萬

紀

劾

奏

藴

古

貫

在

相

州

好

德

之

兄

厚

德

爲

其

刺

史

情

在

阿

縱

按

事

不

實

上

怒

命

斬

之

于

市

旣

而

悔

之

太

宗

貞

觀

十

一

年

九

月

丁

亥

幸

白

司

馬

坂

十

一

月

辛

卯

如

懷

州

乙

未

獵

于

麥

山

貞

觀

十

八

年

遣

使

廵

問

懷

州

高

年

宴

賜

之

開

元

六

年

賜

懷

州

父

老

帛

安

祿

山

反

顏

杲

卿

起

兵

河

北

諸

郡

響

應

凡

十

七

郡

皆

歸

朝

廷

祿

山

將

蔡

希

德

將

兵

萬

人

自

河

内

北

擊

常

山

至

德

二

年

郭

子

儀

遣

左

兵

馬

使

張

用

濟

右

武

鋒

使

軍

釋

之

將

兵

取

河

内

嚴

莊

來

降

鎭

西

北

行

營

節

度

使

李

嗣

業

屯

河

内

北

庭

兵

馬

使

王

惟

良

謀

作

亂

嗣

業

與

裨

將

荔

非

元

禮

討

平

之

安

慶

緒

聞

李

嗣

業

在

河

内

與

蔡

希

德

崔

乾

祐

將

步

騎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七

□

□

□

□

□

□

之

不

□

而

還

後

□

□

□

□

□

爲

□

□

□

□

□

□

□

□

□

非

元

禮

代

將

其

衆

□

嗣

業

□

□

□

□

□

□

□

□

史

知

留

後

事

時

諸

軍

□

□

日

久

□

□

□

□

□

□

□

□

□

□

□

□

□

□

□

□

□

西

行

□

□

□

□

□

□

元

二

□

□

□

□

□

□

使

之

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

□

□

□

□

□

□

□

於

河

□

其

□

□

□

□

□

□

□

□

□

□

□

□

□

□

□

□

□

□

□

二

月

李

光

弼

攻

懷

□

史

思

明

□

之

□

□

□

□

子

□

□

之

□

□

之

斬

首

三

千

餘

□

三

月

□

□

□

安

太

□

□

□

□

□

下

四

月

破

史

思

明

□

□

□

□

□

月

□

□

□

□

□

日

乃

㧞

之

生

擒

安

□

□

上

□

李

光

弼

□

□

東

京

光

弼

奏

賊

鋒

□

□

□

□

□

□

□

使

相

繼

督

光

弼

光

弼

不

得

已

與

□

□

□

□

□

□

□

□

□

□

□

光

弼

走

保

聞

喜

懷

□

□

□

□

□

□

應

元

年

以

□

王

□

□

天

下

兵

馬

□

□

□

□

□

□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年

□

路

□

□

□

□

□

□

□

□

□

□

爲

留

後

至

□

□

□

陽

節

度

使

王

□

元

□

□

□

三

□

□

萬

善

制

□

□

□

從

□

及

□

□

□

□

□

□

□

□

爲

北

面

招

討

使

□

□

爲

南

面

招

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軍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

八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入

□

□

□

□

□

河

□

□

□

□

寡

□

自

□

□

唐

之

□

□

□

□

□

三

□

□

□

有

□

人

情

□

怯

欲

退

保

□

州

事

□

□

□

□

□

□

□

□

□

□

□

□

□

之

處

□

力

□

之

一

□

□

□

□

□

□

□

他

處

□

□

玉

宰

□

以

□

□

□

□

□

不

□

□

□

□

都

兼

□

臨

□

□

□

□

元

□

□

□

□

□

□

□

□

□

□

□

劉

公

直

等

會

薛

茂

□

□

□

□

□

□

□

□

□

□

□

善

乙

酉

公

直

等

□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七
十
九

元

□

萬

善

南

五

里

□

雍

店

巨

引

兵

繼

之

過

萬

善

□

□

城

中

守

僃

軍

弱

欲

奪

有

功

遂

攻

之

日

□

城

且

□

乃

使

人

吿

公

直

等

時

義

成

軍

適

至

茂

元

困

急

欲

帥

衆

棄

城

走

都

虞

侯

□

章

遮

馬

諌

日

賊

衆

自

有

前

半

在

雍

店

半

在

此

乃

亂

兵

耳

今

義

成

軍

至

尚

未

食

聞

僕

射

走

則

自

□

矣

願

且

彊

留

茂

元

乃

止

會

日

□

公

直

等

不

至

巨

引

兵

退

始

登

山

微

雨

晦

黑

自

相

驚

曰

追

兵

近

矣

皆

□

人

馬

相

踐

墜

崖

谷

死

者

甚

衆

王

孝

軍

萬

善

治

□

□

□

昭

義

人

甚

憚

之

薛

茂

卿

以

科

□

□

之

□

意

□

□

遷

以

無

賞

愠

懟

密

與

王

宰

通

謀

十

一

月

宰

引

兵

攻

天

井

關

茂

卿

小

戰

遽

引

兵

走

宰

遂

□

天

井

□

守

之

關

東

西

寨

皆

退

走

宰

進

攻

澤

州

□

劉

公

直

戰

不

利

公

直

乘

勝

復

天

井

關

旣

而

宰

進

擊

公

□

大

破

之

□

□

四

年

李

克

用

將

兵

五

萬

出

天

井

關

河

陽

節

度

使

諸

葛

爽

辭

以

河

橋

不

完

屯

兵

萬

善

以

拒

之

光

啟

二

年

河

陽

節

度

諸

葛

爽

薨

大

將

劉

經

等

立

爽

子

仲

方

爲

留

後

仲

方

幼

弱

政

在

劉

經

諸

將

多

不

附

張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全

義

李

罕

之

合

兵

攻

之

爲

經

所

敗

罕

之

全

義

走

□

懷

州

黃

巢

將

孫

儒

陷

河

陽

諸

葛

仲

方

奔

大

梁

儒

自

稱

節

度

使

張

全

義

據

懷

州

以

拒

之

孫

儒

屠

㓕

河

陽

而

去

□

罕

之

領

河

陽

節

度

使

自

懷

孟

至

晉

綘

百

里

間

州

無

刺

史

縣

無

令

長

田

無

麥

禾

邑

無

烟

火

殆

將

十

□

大

順

二

年

李

克

用

南

廵

澤

潞

至

懷

州

光

化

三

年

李

克

用

遣

李

嗣

昭

將

步

騎

三

萬

下

太

行

攻

懷

州

㧞

之

進

攻

河

陽

閻

□

引

兵

救

之

乃

退

李

罕

之

在

澤

州

以

兵

□

懷

州

居

民

屯

聚

摩

雲

山

罕

之

悉

攻

殺

之

立

柵

其

主

時

人

號

曰

李

摩

雲

後

罕

之

背

晉

歸

梁

梁

以

罕

之

爲

河

陽

節

度

使

行

至

懷

州

以

疾

卒

五

代

朱

溫

開

平

二

年

三

月

丙

子

如

懷

州

乾

化

二

年

六

月

友

珪

逆

八

月

十

一

日

龍

驤

軍

三

千

人

戊

懷

州

者

團

結

于

州

南

十

五

里

鞏

村

黎

明

潰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一

東

走

所

過

剽

掠

遣

霍

彥

威

討

之

唐

廢

帝

淸

泰

三

年

石

敬

塘

反

以

張

敬

達

爲

四

面

排

陳

使

敬

達

發

懷

州

彰

聖

軍

戌

虎

北

口

唐

帝

親

征

至

河

陽

心

憚

北

行

澤

州

刺

史

劉

遂

凝

潛

通

敬

塘

表

稱

車

駕

不

可

踰

太

行

唐

帝

如

懷

州

憂

沮

形

于

神

色

但

日

夕

酣

飮

悲

歌

群

臣

或

勸

其

北

行

則

曰

卿

勿

言

石

郎

使

我

心

膽

墮

地

劉

延

朗

劉

在

明

敗

于

團

柏

遁

至

懷

州

唐

主

始

知

晉

帝

卽

位

衆

議

車

駕

宜

幸

魏

州

唐

王

召

李

崧

謀

之

崧

勸

唐

主

南

還

從

之

契

丹

南

下

旣

歸

國

其

將

耿

崇

美

崔

廷

勲

與

奚

王

拽

剌

退

保

懷

州

合

兵

逼

河

陽

張

遇

帥

衆

千

救

之

戰

子

太

行

南

阪

敗

死

及

聞

史

宏

肇

將

至

廷

勲

等

擁

衆

北

遁

周

顯

德

元

年

世

宗

新

立

聞

北

漢

兵

入

自

將

禦

之

三

月

乙

酉

帝

發

大

梁

庚

寅

至

懷

州

帝

欲

兼

行

速

進

控

鶴

都

指

揮

使

趙

晁

私

謂

舍

人

鄭

好

謙

曰

賊

勢

方

盛

宜

持

重

以

挫

之

好

謙

言

于

帝

帝

怒

曰

汝

安

得

此

言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二

必

爲

人

所

使

言

其

人

則

生

不

然

必

死

好

謙

□

□

□

帝

命

並

晁

械

于

懷

州

獄

壬

辰

過

澤

州

與

北

□

□

□

劉

詞

將

後

軍

未

至

樊

愛

能

何

徽

降

于

北

漢

□

□

□

敗

樊

愛

能

何

徽

南

走

劉

詞

遇

愛

能

于

愛

能

等

□

之

揚

言

官

軍

巳

敗

績

矣

詞

不

從

引

兵

而

北

北

漢

主

尚

有

衆

萬

人

詞

至

復

與

諸

將

擊

之

帝

歸

懷

州

釋

趙

晁

之

囚

宋太

祖

卽

位

周

昭

義

軍

節

度

使

李

筠

起

兵

潞

州

從

事

閭

邱

仲

卿

說

筠

曰

公

孤

軍

舉

事

其

勢

甚

危

大

梁

甲

兵

精

銳

難

與

爭

鋒

不

如

西

下

太

行

直

扺

懷

孟

塞

虎

牢

據

洛

邑

東

向

而

聲

大

義

于

天

下

計

之

上

也

筠

不

能

用

帝

遣

石

守

信

等

擊

之

勅

曰

勿

縱

筠

下

太

行

急

引

兵

阨

其

隘

破

之

必

矣

張

保

續

歷

事

六

朝

未

嘗

有

過

從

征

李

筠

以

足

疾

留

河

内

景

德

元

年

遣

使

撫

諭

懷

孟

等

州

放

强

壯

歸

農

靖

康

元

年

以

李

綱

爲

□

河

宣

撫

使

綱

進

次

懷

州

造

戰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三

事

期

兵

集

大

舉

而

朝

廷

降

詔

罷

所

起

兵

綱

上

言

□

北

河

東

日

吿

危

急

未

有

一

人

一

騎

以

副

其

求

奈

何

甫

集

之

兵

又

皆

散

遣

且

以

軍

法

勒

諸

路

起

兵

而

以

寸

紙

罷

之

臣

恐

後

時

有

所

號

召

無

復

應

者

矣

䟽

上

不

報

金

人

入

懷

州

知

州

事

霍

安

國

等

十

三

人

死

之

金

斡

離

不

粘

沒

□

屯

軍

靑

城

馮

澥

至

自

金

軍

以

爲

□

書

左

丞

澥

與

李

若

水

至

懷

州

金

使

蕭

慶

挾

與

俱

□

紹

興

十

年

岳

飛

使

梁

興

會

太

行

忠

義

及

兩

河

豪

傑

□

金

人

于

沁

水

梁

興

在

河

北

取

懷

衞

二

州

大

破

兀

术

軍

斷

河

北

金

馬

綱

之

路

金

人

大

擾

金天

會

四

年

撒

剌

答

破

天

井

關

復

破

步

兵

干

孔

子

廟

南

宗

翰

攻

懷

州

克

之

左

淵

爲

沁

南

軍

節

度

使

世

宗

知

其

爲

人

戒

之

曰

卿

宰

相

子

練

習

朝

政

前

爲

漕

司

朕

甚

鄙

之

毋

或

刻

剝

百

姓

若

復

敢

爾

勿

思

再

用

淵

至

懷

州

未

幾

坐

前

事

除

名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四

泰

和

元

年

章

宗

謂

工

部

曰

比

聞

懷

州

橙

結

實

官

吏

檢

視

已

嘗

擾

民

今

復

進

柑

得

無

擾

民

乎

其

誡

所

司

遇

有

則

進

無

則

巳

貞

祐

四

年

議

發

兵

河

北

䕶

民

芟

麥

而

民

間

流

言

謂

官

盡

取

之

詔

遣

裴

滿

蒲

剌

都

訪

民

願

兵

與

否

還

奏

言

臣

西

由

懷

慶

東

抵

曹

單

麥

苖

苦

亦

無

多

臣

宣

布

朝

廷

發

兵

之

意

皆

感

戴

而

不

願

也

于

是

罷

之

興

定

三

年

命

樞

密

遣

官

簡

嶺

外

諸

軍

之

武

健

者

養

之

懷

州

等

城

弱

者

罷

遣

四

年

以

南

京

兵

馬

使

术

甲

賽

也

行

懷

孟

帥

府

事

胡

天

作

守

平

陽

有

功

詔

錄

其

子

定

哥

爲

奉

職

後

天

作

受

元

官

爵

招

撫

懷

孟

之

民

定

哥

聞

之

自

經

死

元太

祖

八

年

命

皇

子

术

赤

察

合

台

窩

濶

台

三

人

循

太

行

南

取

懷

孟

等

州

而

還

太

宗

時

肖

乃

臺

與

蒙

古

不

花

狥

河

北

懷

孟

純

只

海

散

术

台

氏

弱

冠

宿

衞

大

祖

帳

下

有

功

太

宗

命

佩

金

虎

符

仕

至

京

北

行

省

都

達

魯

花

赤

至

懷

値

大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五

疫

士

卒

困

憊

有

旨

以

本

部

就

鎭

懷

孟

同

僚

王

榮

潛

畜

異

志

欲

殺

純

只

海

伏

甲

縶

之

斷

其

兩

足

根

以

帛

緘

純

只

海

口

置

佛

祠

中

純

只

海

妻

喜

禮

伯

倫

聞

之

率

其

衆

攻

榮

家

奪

出

之

純

只

海

裏

瘡

從

二

子

馳

旁

郡

請

兵

討

榮

殺

之

朝

廷

遣

使

以

榮

妻

孥

資

産

賜

只

海

家

且

請

驅

懷

民

萬

餘

口

郭

外

將

戮

之

純

只

海

力

爭

曰

爲

惡

者

止

滎

一

人

耳

其

民

何

罪

若

果

盡

誅

徒

守

空

城

何

爲

苟

朝

廷

罪

使

者

以

不

殺

吾

請

以

身

當

之

使

者

還

奏

帝

是

其

言

民

賴

不

死

純

只

海

給

榮

妻

孥

券

放

爲

民

遂

以

其

宅

爲

官

廨

秋

毫

無

所

取

郡

人

德

之

以

疾

卒

皇

慶

初

贈

上

柱

國

温

國

公

謚

忠

襄

仍

敕

詞

臣

劉

敬

中

製

文

樹

于

懷

以

旌

其

功

云

中

統

二

年

詔

勿

收

懷

州

賦

稅

以

償

所

借

芻

粟

渡

江

新

附

民

留

屯

蔡

州

者

徙

居

懷

孟

貸

其

種

食

以

萬

家

奴

爲

安

撫

詔

懷

孟

牧

地

聽

民

耕

墾

三

年

詔

給

懷

州

新

民

耕

牛

二

百

俾

種

水

田

至

元

六

年

以

懷

州

稅

稞

所

爲

轉

運

司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六

□

□

徙

懷

□

□

民

□

八

百

餘

戸

居

河

西

二

十

八

年

顯

宗

過

懷

州

從

卒

馬

駞

之

屬

不

下

千

百

計

所

至

未

嘗

橫

取

於

民

二

十

九

年

完

澤

等

言

□

州

竹

課

歲

辦

千

九

十

三

錠

尚

書

省

分

賦

於

民

人

實

苦

之

宜

停

其

稅

帝

嘉

納

其

言

大

德

九

年

成

宗

不

豫

中

宫

秉

政

詔

遣

愛

育

㧞

力

八

達

與

其

母

宏

吉

刺

氏

出

居

□

州

愛

育

㧞

力

八

□

至

懷

州

所

過

郡

縣

供

帳

華

侈

悉

令

撤

去

嚴

飭

扈

從

毋

擾

于

民

民

皆

感

悅

仁

宗

降

居

懷

州

又

如

官

山

李

□

嘗

單

騎

以

從

在

懷

州

四

年

誠

節

如

一

左

右

化

之

皆

有

儒

雅

風

由

是

上

下

益

親

每

進

言

曰

堯

舜

之

道

孝

悌

而

已

矣

今

大

兄

□

朔

方

大

母

有

居

外

之

憂

殿

下

當

迎

奉

意

旨

以

娛

□

之

則

孝

弟

之

道

皆

得

矣

仁

宗

深

納

其

言

日

問

安

□

膳

婉

容

愉

色

天

下

稱

孝

焉

有

暇

則

就

孟

講

論

古

元

帝

王

得

失

成

敗

及

君

臣

父

子

之

義

孟

特

善

論

□

□

愛

懇

惻

言

之

不

厭

而

治

天

下

之

大

經

大

法

□

切

□

□

厥

後

仁

宗

入

□

内

□

□

□

武

皇

□

□

□

后

端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七

以

成

太

平

之

功

文

物

典

章

號

爲

□

□

實

孟

在

懷

州

時

啟

之

也

孟

字

道

復

上

黨

人

成

宗

崩

安

西

王

阿

難

答

謀

繼

大

統

成

后

爲

之

主

丞

相

樞

密

同

聲

附

和

中

書

左

丞

相

哈

剌

哈

孫

答

剌

罕

密

使

迎

仁

宗

于

懷

州

仁

宗

疑

而

未

行

李

孟

曰

支

子

不

嗣

世

祖

之

典

訓

也

今

宫

車

晏

駕

大

太

子

遠

在

萬

里

宗

廟

社

稷

危

疑

之

秋

殿

下

當

奉

大

母

急

還

宫

庭

以

折

奸

謀

固

人

心

不

然

國

家

安

危

未

可

保

也

仁

宗

猶

豫

未

决

孟

復

進

曰

邪

謀

得

全

以

一

紙

書

召

還

則

陛

下

母

子

且

不

可

保

豈

暇

論

宗

族

乎

仁

宗

悅

曰

先

生

之

言

宗

廟

社

稷

之

福

乃

奉

太

后

自

懷

州

還

都

仁

宗

居

懷

州

從

者

單

弱

多

懷

去

計

野

訥

獨

無

所

畏

難

仁

宗

將

自

懷

州

入

京

宫

臣

或

持

不

可

野

訥

屏

人

密

啟

曰

天

下

無

主

邪

謀

方

興

懷

寧

王

及

殿

下

人

心

所

屬

久

矣

宜

急

奉

大

母

入

定

大

計

迎

立

懷

寧

王

以

正

神

器

在

此

行

矣

仁

宗

即

白

太

后

□

二

月

至

京

師

仁

宗

在

懷

州

元

獻

太

后

召

囊

加

歹

等

諭

之

曰

今

宫

車

晏

駕

皇

后

欲

立

安

西

王

爾

等

當

毋

忘

世

祖

裕

宗

在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八

天

之

靈

盡

力

□

二

皇

子

囊

加

歹

頓

首

曰

臣

等

雖

碎

身

不

能

仰

報

兩

朝

之

恩

願

効

死

力

既

至

京

師

囊

加

歹

定

計

先

發

卒

平

内

難

仁

宗

在

懷

州

深

見

吏

旣

卽

位

欲

痛

剗

除

之

李

孟

進

言

曰

吏

亦

當

有

賢

者

□

□

變

化

激

□

之

而

□

延

祐

五

年

免

懷

州

居

民

所

輸

陜

西

鹽

□

□

時

□

□

鹽

池

爲

水

所

壞

命

懷

孟

等

處

食

陜

西

□

□

後

以

地

遠

改

食

滄

鹽

而

仍

輸

課

陜

西

民

不

堪

命

故

免

之

至

正

十

五

年

賊

勢

滋

蔓

察

罕

帖

木

兒

轉

戰

而

□

□

乃

北

至

孟

津

焚

掠

至

覃

懷

河

北

震

動

十

六

年

命

寛

徹

善

化

以

兵

鎭

遏

懷

慶

□

十

八

年

二

月

王

□

□

□

益

都

犯

懷

慶

路

□

□

□

□

之

五

月

賊

兵

踰

太

行

□

□

□

木

耳

部

將

□

□

□

敗

之

七

月

周

全

據

□

□

□

□

□

□

于

劉

福

通

時

察

罕

帖

木

耳

駐

軍

洛

陽

□

□

□

水

兒

以

兵

守

盌

子

城

爲

周

全

所

殺

全

遂

盡

□

懷

慶

氏

渡

河

入

汴

梁

二

十

一

年

山

東

群

賊

自

相

攻

殺

而

濟

寧

田

豐

□

□

賊

察

罕

帖

木

兒

自

陜

抵

洛

由

懷

慶

鼓

行

而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八
十
九

二

十

六

年

擴

廓

帖

木

兒

自

□

師

還

河

南

欲

廬

墓

以

終

䘮

左

右

咸

以

爲

奉

命

出

師

不

可

中

止

乃

復

北

渡

居

懷

慶

二

十

七

年

貊

高

殺

衞

輝

彰

德

守

禦

官

引

軍

至

淸

化

聞

懷

慶

有

僃

遂

還

明洪

武

二

年

命

副

將

軍

馮

勝

由

河

南

進

征

渡

河

克

河

内

正

統

八

年

徙

封

鄭

靖

王

於

河

内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河

内

鄭

王

厚

烷

疏

請

上

脩

德

講

學

并

進

居

敬

窮

理

克

巳

存

誠

四

箴

及

演

連

珠

十

首

以

簡

禮

怠

政

飾

非

惡

諌

神

仙

土

木

爲

規

上

手

批

其

疏

曰

爾

探

知

宗

室

有

謗

訕

者

故

兹

效

尤

彼

勤

熨

細

物

一

無

賴

子

耳

爾

眞

今

時

之

西

伯

也

請

欲

爲

爲

之

隆

慶

元

年

鄭

王

厚

烷

以

前

諌

事

元

削

爵

錮

高

墻

至

是

復

國

歸

河

内

加

祿

四

百

石

崇

正

五

年

壬

申

流

賊

自

山

西

下

攻

破

淸

化

明

年

復

大

掠

河

内

渡

河

而

南

十

二

十

三

年

連

大

旱

人

相

食

懷

慶

盗

賊

蜂

起

河

内

令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事

九
十

王

漢

討

平

之

十

四

年

賊

陷

河

南

府

德

昌

王

北

渡

入

河

内

甲

申

春

逆

賊

李

自

成

僭

位

西

安

二

月

遣

僞

將

軍

劉

芳

亮

由

山

西

襲

懷

慶

選

授

僞

河

内

令

順

治

改

元

八

月

大

兵

南

下

賊

文

武

官

吏

皆

遁

十

月

賊

復

遣

兵

由

濟

源

西

下

圍

河

内

日

不

下

而

去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二
古
蹟

九
十
一

古

蹟

寺

觀

陵

墓

史

記

諸

于

書

並

稱

趙

簡

子

殺

竇

鳴

犢

孔

子

臨

河

而

返

吾

邑

相

傳

還

轅

於

邘

城

之

南

今

其

地

猶

有

孔

子

廟

焉

何

居

酈

道

元

謂

追

思

立

廟

其

信

然

歟

閟

宫

一

古

參

天

疑

有

鬼

神

呵

䕶

非

琳

宫

字

比

也

鳴

呼

至

聖

固

非

後

學

敢

望

若

郭

巨

陳

家

于

北

郭

何

文

定

營

兆

于

南

郊

雖

其

人

與

骨

朽

矣

而

風

義

凛

凛

至

今

猶

有

生

氣

丈

夫

處

世

無

所

建

白

厭

厭

如

九

泉

下

人

能

無

使

道

季

千

載

笑

人

乎

邘

城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古

䢴

國

周

武

王

子

所

封

左

傳

僖

公

二

十

四

年

王

將

伐

鄭

富

辰

諌

曰

邘

晉

■

應

韓

武

之

穆

也

水

經

注

野

王

西

北

有

■

故

䢴

城

城

南

有

邘

臺

今

呼

爲

邘

臺

村

沁

城
在

城

西

三

十

里

水

經

注

沁

水

東

逕

沁

水

□

□

世

謂

之

小

沁

城

又

東

倍

澗

水

注

之

期

城

城

□

在

倍

澗

水

西

疑

卽

小

沁

城

也

今

名

覆

背

村

野

王

城
卽

今

之

府

城

左

傳

執

晏

弱

于

野

王

戰

國

衞

君

角

阻

山

而

保

野

王

水

經

注

沁

水

及

東

遥

野

王

故

城

北

卽

此

向

城
寰

宇

記

在

懷

之

河

内

西

北

二

十

七

里

今

呼

爲

西

向

村

安

昌

城
在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漢

縣

成

帝

時

封

張

禹

爲

安

昌

侯

卽

此

隋

置

安

昌

縣

唐

省

武

德

城
在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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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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