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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卷
九
　
　
　

崑

山

顧

炎

武

寧

人

輯

成

都

龍

萬

育

燮

堂

訂

孫
世
芳
宣
府
志
序

高
皇
帝
光
復
軒
虞
治
區
宇
四
百
年
染
夷
甿
庻
徙
居
庸
關

南
舊
郡
邑
守
宰
盡
罷
其
戍
居
兵
卒
武
吏
馭
之
要
亦
一
時

權
宜
已
爾
　
文
皇
帝
乘
三
駕
餘
威
圖
復
郡
邑
舊
制
而
鼎

成
之
極
淵
慮
未
紓
向
微
　
仁
　
宣
二
宗
命
憲
臣
來
監
卽

政
敎
號
令
有
所
不
行
又
何
敢
以
一
方
文
獻
責
介
胄
也

秦
始
皇
帝
分
天
下
爲
三
十
六
郡
其
一
上
谷

漢
高
帝
五
年
分
上
谷
郡
地
爲
涿
郡
各
置
郡
守

關

南

曰

涿

北

曰

上

谷

武
帝
元
封
元
年
分
天
下
爲
十
三
部
郡
屬
幽
州
縣
曰
沮

陽
今

保

安

衞

泉
上

今

懷

來

阪

泉

北

潘
今

懷

來

衞

軍
都

保

安

東

南

後

移

昌

平

居
庸

今

爲

關

雊
瞀

今

鎭

城

北

夷
輿

今

懷

來

衞

寕
今

永

寧

北

雲

州

東

昌
平

今

隷

順

天

廣
寧

今

延

慶

府

涿
鹿

今

保

安

州

且
居

元

開

平

地

今

棄

境

外

茹
棄

興

和

地

女
祁

今

雲

州

北

下
落

今

鎭

城

又
置
陽
原

今

順

聖

西

禎
陵

今

萬

全

左

右

衞

代
今

蔚

州

衞

廣
昌

今

置

千

戸

所

别
屬

代
郡
云
　
光
武
十
五
年
徙
上
谷
吏
民
居
庸
東
避
匈
奴
增

調
屯
兵
備
之
二
十
六
年
歸
所
徙
吏
民
以
昌
平
居
庸
南
屬

廣
陽

今

順

天

府

其
泉
上
夷
輿
且
居
茹
女
祁
並
省
餘
八
縣
存

晉
武
帝
太
康
元
年
分
郡
地
置
廣
寧
郡
以
沮
陽
居
庸
縣
屬

上
谷
下
落
涿
鹿
縣
屬
廣
甯
餘
爲
鎭
分
屬
　
魏
高
祖
太
和

元
年
合
上
谷
廣
甯
爲
東
燕
州
改
下
落
曰
文
德
湯
原
曰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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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寧
餘
仍
舊
後
又
于
長
寧
東
置
安
塞
軍

今

順

聖

東

城

劉

守

光

破

晉

王

軍

于

此

齊
顯
祖
天
保
九
年
改
東
燕
州
爲
北
燕
州
置
長
寧
永
豐

二
郡

涿

鹿

西

屬

長

寧

東

屬

永

豐

　
隋
文
帝
開
皇
七
年
名
易
州
爲
上
谷

郡
省
北
燕
州
以
諸
縣
屬
涿
郡
尋
增
置
油
雲
陽
壽
開
陽
三

縣
屬
焉

三

縣

今

北

路

地

　
唐
高
祖
武
德
元
年
改
郡
稱
州
七
年
高

開
道
誅
改
懷
戎

懷來

復
爲
北
燕
州

開

道

據

懷

戎

以

突

厥

入

宼

劉

世

讓

禦

之

以

敵

盛

進

保

武

川

敵

壞

城

世

讓

棚

柜

兎

至

是

開

道

將

張

金

樹

誅

開

道

歸

正

云

　

武

州

唐

置

漢

下

落

今

鎭

城

正

統

中

葛

峪

人

拓

地

得

遺

碣

謂

爲

武

川

是

也

若

偏

關

則

漢

武

州

縣

去

此

遠

矣

　
太
宗
貞
觀
八
年
復
改

北
燕
爲
嬀
州
其
武
州
西
没
于
突
厥
者
咸
取
之
屬
河
北
道

高
宗
永
徽
元
年
置
狼
山
都
督
府

今

懷

來

西

永

樂

陽

王

師

駐

此

改

良

山

元
宗
天
寶
二
年
改
嬀
川
爲
嬀
州
郡
以
山
後
諸
縣
屬
其
武

州
仍
領
縣
文
德

倚郭

　
穆
宗
長
慶
二
年
改
嬀
川
郡
復
爲
嬀

州
領
縣
一
懷
戎

鎭

西

曰

堆

北

曰

白

陽

度

曰

雲

治

曰

廣

邊

俱

今

東

北

路

改
涿
鹿
爲
新

州
領
縣
四
永
興

倚郭

礬
石

軍都

龍
門

今衞

德
安

今衞

改
廣
甯
爲
儒

州
領
縣
一
縉
山

今

永

寧

衞

古

縉

雲

氏

所

都

屬
盧
龍
道
尋
改
屬
河
東

武
宗
會
昌
中
置
山
北
八
軍
武
州
曰
雄
武
新
州
曰
武
定

後唐

同

光

中

改

威

塞

軍

嬀
州
曰
淸
平
儒
州
曰
縉
陽
長
寧
曰
橫
野
蔚
州

曰
忠
順
其
彰
國
順
義
二
軍
西
屬
應
朔
　
後
唐
天
祐
十
一

年
契
丹
入
宼
武
新
嬀
儒
四
州
以
次
陷
遂
改
武
爲
歸
化
州

嬀
爲
可
汗
州
新
爲
奉
聖
州
餘
仍
舊
次
年
晉
王
存
朂
命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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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嗣
源
復
取
之
封
潞
王
淸
泰
三
年
河
東
節
度
使
石
敬
塘
割

山
後
諸
州
賂
契
丹
　
遼
聖
宗
開
泰
八
年
分
歸
化
地
置
德

州
下
刺
史

德

州

今

萬

全

左

衞

地

領
縣
宣
平

今

張

家

口

堡

懷
安
天
成

成

今

作

城

安

西

改

作

大

同

威
寧

今

左

衞

西

北

置
北
安
州
興
化
軍

漢

女

祁

縣

地

今

云

州

東

二

百

里

上
刺
史
領
縣
利
民

漢

且

居

置
宏
州
博
寧
軍
下
刺
史
領
縣
永

寧
縣

倚

州

郭

卽

順

聖

州

州

北

卽

永

寧

也

順
聖

廢

安

塞

軍

置

今

順

聖

東

川

　
興
宗
重
熙
五

年
置
興
州
中
興
軍
領
縣
宜
興
興
安

俱

漢

女

祁

地

元

属

興

和

路

治
以
節

度
使
又
陞
武
定
忠
順
二
軍
俱
爲
節
鎭
　
金
太
宗
天
會
二

年
改
宏
州
博
寧
軍
爲
保
寕
尋
廢
軍
存
州
領
縣
仍
二
其
永

寧
改
曰
襄
寧
順
聖
如
故
其
鎭
曰
陽
門

貞

祜

二

年

改

縣

今

懷

安

地

世
宗
大
定
七
年
改
歸
化
州
爲
宣
化
州
領
縣
宣
德

倚

郭

今

鎭

城

柔
遠

在

德

勝

口

卽

今

萬

全

右

衞

尋
省
德
州
以
所
屬
縣
來
屬
　
章
宗
明

昌
三
年
陞
柔
遠
縣
爲
撫
州
置
上
刺
史
至
承
安
二
年
陞
節

鎭
名
鎭
寧
軍
領
縣
柔
遠
集
寧

今

懷

安

西

北

豐
利

今

興

和

棄

地

威
寧

懷

安

東

北

仍
置
昌
州

郎

蕁

麻

林

今

訛

爲

洗

馬

云

并
寶
山
縣

今

八

寳

山

來
屬

明
昌
六
年
置
桓
州
威
遠
軍

雲

州

東

北

舊

開

平

地

卽

金

蓮

川

降
節
度
爲
刺

史
領
縣
淸
塞
　
衞
紹
王
大
安
元
年
陞
奉
聖
州
爲
德
興
府

置
尹
領
縣
德
興

倚

郭

更

永

興

名

嬀
川

今

懷

來

衞

縉
山

更

名

儒

州

望
雲

今

雲

州

礬
山

今

礬

山

堡

割
宣
德
之
龍
門
縣
屬
　
大
安
三
年
元
兵
侚
桓

撫
二
州
因
陷
德
興
嬀
川
縉
山
宏
州
　
至
寧
元
年
元
陷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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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德
改
宣
寧
州
置
山
東
路
總
管
府

丘
濬
大
學
衍
義
補
　
臣
聞
雲
谷
一
帶
其
設
墩
臺
以
守
候

也
有
大
邊
小
邊
大
邊
以
謹
斥
堠
小
邊
以
嚴
守
備
今
誠
能

于
大
邊
墩
臺
之
間
空
缺
之
處
因
其
崖
險
隨
其
地
勢
築
爲

城
墻
以
相
聯
綴
寔
爲
守
邊
長
久
之
計
高
閭
所
爲
大
鎭
不

過
十
里
一
夫
一
月
之
功
可
成
三
步
之
地
强
弱
相
兼
不
過

十
萬
人
一
月
可
就
臣
竊
以
爲
今
山
後
沿
邊
之
地
東
起
永

寧
之
四
海
冶
西
抵
保
德
之
河
壖
自
西
而
東
計
其
所
長
一

千
三
百
二
十
里
而
已
其
間
墩
臺
相
望
遠
者
十
數
里
近
者

數
里
就
其
空
處
而
加
築
塞
之
功
延
引
以
相
連
接
亦
無
甚

勞
費
者
昔
人
謂
一
月
可
就
臣
以
謂
三
年
可
期
遇
夫
邊
方

無
警
之
秋
米
谷
豐
登
之
歲
孟
夏
仲
秋
天
氣
温
涼
之
候
量

撥
騎
兵
以
爲
防
護
借
十
萬
人
之
工
力
費
十
數
萬
之
貲
糧

三
年
之
中
僅
勞
一
百
十
八
日
成
此
千
百
年
莫
大
之
功
然

則
邊
城
宼
盗
永
淸
國
家
籓
籬
益
厚
高
閭
所
謂
五
利
者
彼

徒
托
之
空
言
而
我
今
日
實
享
其
利
矣
又
曰
斥
堠
以
遠
爲

宜
以
高
爲
貴
以
簡
爲
便
葢
近
則
緩
不
及
事
低
則
候
不
及

遠
煩
則
人
少
而
費
多
臣
請
以
今
日
邊
事
言
之
且
如
宣
府

一
處
腹
裏
墩
口
二
百
七
十
二
所
沿
邊
共
四
百
五
十
六
所

卽
此
一
處
以
例
其
餘
其
城
砦
之
設
皆
當
要
害
之
處
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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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容
議
但
墩
臺
之
數
則
恐
失
之
太
多
矣
臣
愚
以
爲
設
墩
臺

以
候
望
也
相
去
之
遠
近
當
以
火
光
可
見
砲
聲
可
聞
爲
限

夫
以
方
丈
之
土
堆
十
數
之
孤
卒
持
一
二
日
之
水
米
出
于

數
百
里
之
外
其
孤
危
甚
矣
苟
非
地
險
而
徑
迂
勢
高
而
食

足
其
乘
隙
者
幾
何
不
爲
敵
斬
首
去
如
狄
山
也
哉
臣
竊
以

爲
宜
遣
行
邊
大
臣
會
同
守
邊
將
帥
躬
行
邊
地
相
其
形
勢

審
其
形
便
于
凡
舊
日
墩
臺
可
省
者
省
之
可
增
者
增
之
可

并
者
并
之
大
抵
主
于
遠
而
簡
聲
聞
可
相
接
日
力
可
相
及

處
則
立
爲
一
墩
其
于
衆
墩
之
間
要
害
之
處
立
爲
一
堡
使

之
統
其
附
近
諸
墩
有
事
則
相
爲
接
應
墩
統
于
堡
堡
統
于

城
如
臂
指
之
相
使
如
氣
脈
之
周
流
于
外
墩
之
二
三
十
里

以
次
通
報
于
城
中
其
墩
之
制
必
極
高
望
墩

之
下
於
二
三
里
四
周
俱
築
爲
土
墻
高
四
五
尺
許
橫
斜
錯

亂
彼
此
相
入
人
須
委
曲
然
後
可
行
使
敵
馬
不
能
侵
近
其

墩
之
上
除
堠
卒
自
持
口
糧
外
當
蓄
一
月
水
米
以
防
不
測

若
夫
烽
燧
之
制
古
人
晝
則
舉
燧
夜
則
舉
烽
偶
遇
風
動
則

煙
斜
而
不
能
示
遠
値
霖
雨
則
火
鬱
而
不
能
土
明
宜
於
墩

臺
之
上
立
爲
長
竿
分
爲
三
等
上
懸
紅
燈
以
燈
數
多
寡
爲

敵
緩
急
衆
寡
之
候
所
謂
紅
燈
者
煆
羊
角
効
魚
魫
計
爲
之

而
染
以
紅
遇
夜
則
懸
以
示
遠
數
百
用
間
舉
目
可
見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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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宣
府
鎭
志

關
隘

東
路
永
寧
城
韓
家
口
　
石
墻
口
　
水
泉
口
　
井
泉
口

柳
溝
口
　
張
家
口
　
東
灰
嶺
口
　
西
灰
嶺
口
　
塔
兒
峪

口
　
大
紅
門
口
　
小
紅
門
口
　
懷
來
城
合
河
口
　
石
盤

口
　
佛
峪
東
口
　
石
岩
寺
口
　
佛
峪
西
口
　
水
峪
西
口

水
哈
東
口
　
水
峪
總
口
　
盤
道
口

右

九

處

係

北

山

邊

口

　
板
橽

峪
口
　
水
峪
觀
口
　
大
闗
王
嶺
口
　
棒
搥
峪
西
口
　
大

小
口
　
大
石
嶺
口
　
棒
搥
峪
東
口
　
東
崖
口
　
小
門
王

嶺
口

右

九

處

係

南

山

隘

口

　
保
安
舊
城
　
美
峪
關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今

廢

保
安
新
城
井
兒
窪
口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寺
兒
溝
口
　
棗
兒
溝
口

俱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窑
子
頭
口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西
洪
贊
口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東
水
泉
口

城

西

北

八

里

　
隆
慶
州
城
居
庸
關

在

城

南

五

十

里

兩

山

夾

峙

一

水

中

流

關

灣

南

北

四

十

里

懸

崖

峭

壁

最

爲

險

要

　
南
路
順
聖
東
城
興
寧
口

城

東

北

二

十里

　
柳
溝
口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蔚
州
衞
隘
關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今

名

西

門

口

通

靈

邱

廣昌

　
唐
山
口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通

繁

峙

崞

縣

　
美
峪
口

城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舊

美

峪

關

山

水

秀

麗

多

異

烏

通

保

安

州

　
九
官
口

城

東

南

三

十

里

通

易

州

淶

水

　
鴛
鴦
口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通

宣

府

　
神
仙
口

城

北

五

十

里

通

順

聖

州

　
林
關
口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通

代

州

迤

西

諸

縣

　
直
峪
口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通

五

臺

代

州

　
北
口

城

南

三

十

里

又

名

龜

峪

口

通

廣

昌

　
東
五
岔
口

與

西

五

岔

口

俱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通

西

城

　
松
子
口

城

東

六

十

里

通



 

卷
九

北

直

八

　
　
　
　
　
七

五臺

　
金
河
口

城

東

七

十

里

　
廣
昌
所
倒
馬
關

城

南

七

十

里

通

唐

縣

相

傳

楊

彥

郞

過

此

馬

仆

因

名

西

十

里

有

岳

嶺

口

　
白
石
山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接

白

石

山

通

唐

縣

景

泰

三

年

修

築

石

墻

塞

之

　
寕
靜
口

城

東

南

三

十

里

通

易

州

　
浮
圖
峪
口

城

東

三

十

里

通

紫

荆

關

西
路
萬
全
右
衞
德
勝
口
關

城

北

三

里

　
野
孤
嶺
關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紫
溝
堡
東
洋
河
口

在

堡

西

北

十

里

　
張
家
口
堡
張
家
隘
口

在堡

北

五

里

通

境

外

　
北
路
龍
門
衞
湯
池
口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蝦
䗫
口

在

城

南

三

十里

　
長
安
所
施
家
口
　
三
岔
口
　
中
路
龍
門
關

宣

德

五

年

□

高

二

丈

東

西

中

門

三

重

城

樓

三

座

　
八
寶
山
壩
口
　
湯
池
壩
口
　
蝦
䗫
口

墩
臺

東
自
四
海
冶
鎭
南
新
墩
起
至
西
陽
河
南
士
山
天
城
界
止

沿
邊
共
遠
一
千
八
百
六
十
五
里
五
十
九
步
共
墩
臺
九
百

八
十
四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該
六
千
八
百
八
十
八
員
名
附
郭

腹
裏
臺
一
十
九
座
四
衞
所
分
宗
　
鎭
城
腹
裏
墩
臺
二
十

三
座
共
該
一
百
十
一
員
名

泥
河
臺

城

東

十

五

里

　
東
勝
臺

城

東

四

里

　
靑
山
臺

城

北

二

十

里

　
洋

河
臺

城

南

四

里

　
娘
子
山
臺

城

南

三

十

里

　
榆
林
臺

城

南

六

十

里

　
十

八
拌
臺

城

南

八

十

里

　
淸
水
河
臺

城

西

二

十

里

　
草
場
平
定
臺

城西

五里

　
草
塲
新
立
臺

城

西

十

五

里

　
磨
兒
山
臺

城

北

二

十

里

　
鷂
兒

嶺
臺

城

東

二

十

里

　
西
高
山
臺

城

北

五

里

　
烟
洞
山
臺

城

北

十

五

里

雙
山
兒
臺

城

北

七

十

里

　
東
沙
嶺
臺

城

北

十

五

里

　
西
沙
流
臺

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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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

十

里

　
榆
林
海
兒
凹
臺

城

北

三

十

里

　
新
興
臺

城

東

十

里

　
預
防

墩
　
預
瞭
墩
　
預
報
墩
　
預
偵
墩

東
路
永
寧
城
東
自
鎭
北
墩
起
西
至
懷
來
界
止
地
遠
二
百

九
十
五
里
沿
邊
墩
臺
十
一
座
守
瞭
官
軍
七
十
七
員
名
腹

裏
墩
二
座
守
瞭
官
軍
一
十
員
名

鎭
北
墩
　
關
北
口
墩
　
蕨
菜
口
墩
　
關
北
口
接
墩
　
馬

道
墩
　
劉
子
村
東
墩
　
平
梁
墩
　
梁
山
墩
　
千
家
店
墩

獨
山
墩
　
支
界
墩

俱

係

永

寕

衞

　
擒
宼
墩
　
鎭
口
墩
　
三

岔
墩
　
總
接
墩
　
預
置
墩
　
預
堅
墩

右

係

隆

慶

左

衞

懷
來
城
東
自
盤
道
口
起
西
至
保
安
紅
賛
口
界
止
地
遠
一

百
七
十
里
四
五
十
步
沿
邊
墩
臺
十
五
座
守
瞭
官
軍
一
百

五
員
名

盤
道
墩
　
黃
柏
寺
西
墩
　
水
峪
總
墩
　
佛
峪
西
墩
　
懷

來
墩
　
狼
山
墩
　
土
木
墩
　
平
砲
墩
　
乾
河
石
墩

係

沿

邊

九

座

属

懷

來

衞

　
西
岩
寺
墩
　
張
家
營
墩
　
佛
峪
東
墩
　
石
柈

墩
　
東
洪
贊
墩

右

沿

邊

墩

六

座

属

隆

慶

右

衞

　
棒
搥
峪
墩

係

腹

裏

保
安
舊
城
腹
裏
墩
臺
十
二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六
十
員
名

東
南
角
墩
　
小
箭
口
墩
　
灰
窑
東
嶺
墩
　
北
尖
山
墩

西
狐
山
墩
　
美
峪
站
南
墩
　
三
岔
口
墩
　
石
塔
墩
　
虹

橋
梁
墩
　
鳳
凰
山
墩
　
水
泉
墩
　
西
高
山
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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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保
安
新
城
東
自
西
洪
贊
口
起
至
宣
府
前
衞
八
寶
山
壩
口

止
地
遠
一
百
四
十
里
五
十
步
共
墩
臺
十
五
座
守
瞭
官
軍

七
十
六
員
名

西
洪
贊
墩
　
麻
峪
裏
口
墩
　
麻
峪
外
口
墩
　
麻
峪
小
尖

山
墩
　
井
兒
窑
墩
　
窑
子
頭
墩
　
永
安
墩
　
石
門
墩

雷
家
站
墩
　
東
水
泉
墩

右

十

座

属

保

安

衞

　
西
水
泉
墩
　
鷄
鳴

墩
　
威
鎭
墩
　
小
尖
山
墩
　
南
縈
墩

右

五

座

属

美

峪

所

四
海
冶
堡
東
自
鎭
南
墩
起
西
至
永
寧
界
止
地
遠
一
百
里

共
墩
二
十
九
座
守
瞭
官
軍
夜
不
收
一
百
二
十
三
員
名

鎭
南
新
墩
　
鎭
南
口
墩
　
鎭
北
東
口
墩
　
鎭
北
東
口
接

墩
　
鎭
南
口
接
墩
　
將
軍
嶺
東
中
墩
　
四
海
冶
口
墩

四
海
冶
口
新
墩
　
高
山
墩
　
長
城
嶺
墩
　
長
生
口
外
山

墩
　
長
生
口
墩
　
大
石
嶺
二
墩
　
大
石
嶺
墩
　
寧
川
墩

倉
房
溝
墩
　
陰
平
墩
　
永
城
墩
　
鎭
遠
墩
　
中
順
墩

鎭
敵
墩
　
常
寧
墩
　
鎭
南
墩
　
靖
邊
墩
　
大
石
嶺
三
墩

寧
靖
墩
　
安
邊
墩
　
高
山
墩

南
路
順
聖
州
西
城
腹
裏
墩
臺
共
十
五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八

十
五
員
名

黃
花
梁
　
破
臺
子
　
張
見
臺
　
孤
山
燈
　
一
吐
泉
臺

西
新
庄
臺
　
一
柳
營
臺
　
柳
樹
灶
臺
　
回
回
村
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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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家
泉
臺
　
大
峪
溝
臺
　
黃
洋
坡
臺
　
響
水
溝
臺
　
順
聖

臺
　
預
澗
臺
　
樺
山
臺

順
聖
川
東
城
腹
裏
墩
臺
共
十
一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五
十
五

員
名

鰲
魚
口
臺
　
寧
山
臺
　
萊
山
臺
　
東
黃
花
梁
臺
　
高
達

子
梁
臺
　
盤
道
山
臺
　
水
峪
口
臺
　
大
勝
口
臺
　
段
家

莊
臺
　
臺
子
籹
臺
　
靠
河
墩

薊
州
衞
腹
裏
墩
臺
十
四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七
十
員
名

直
峪
墩
　
許
家
營
墩
　
石
門
望
川
墩
　
渡
口
河
墩
　
樺

澗
嶺
墩
　
殷
家
莊
墩
　
煖
泉
墩
　
七
里
河
墩
　
古
家
疃

墩
　
南
新
莊
墩
　
黃
梅
寺
墩
　
袁
家
墩
　
神
仙
鎭
墩

玉
皇
廟
墩

廣
昌
所
腹
裏
臺
共
五
座
守
暸
官
軍
二
十
五
員
名

東
岳
廟
臺
　
韓
村
臺
　
玉
皇
廟
臺
　
石
門
臺
　
豐
山
臺

西
路
萬
全
右
衞
東
自
張
家
口
起
西
至
洗
馬
林
止
共
墩
臺

六
十
五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三
百
九
十
員
名

萬
載
臺
　
野
狐
嶺
關
西
臺
　
靖
寧
臺
　
野
狐
嶺
西
空
小

臺
　
寕
遠
臺
　
德
勝
臺
　
野
狐
嶺
西
第
二
臺
　
紅
崖
臺

永
安
臺
　
擒
宼
臺
　
平
敵
臺
　
小
尖
山
臺
　
虞
嶺
臺

西
空
小
臺
　
防
邊
臺
　
虞
臺
嶺
東
第
二
臺
　
鎭
安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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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嶺
臺
　
石
山
新
臺
　
永
固
臺
　
大
勝
臺
　
虞
臺
嶺
第

一
臺
　
永
鎭
臺
　
石
咮
山
臺
　
威
鎭
臺

右

沿

邊

臺

十

二

座

腹

裏

三

座

属

新

開

口

守

備

管

轄

　
尖
山
臺
　
水
溝
東
臺
　
水
溝
臺
　
水
泉
臺

水
溝
西
臺
　
虞
臺
嶺
臺
　
西
空
小
臺
　
虞
臺
嶺
西
臺

西
河
臺
　
絕
宼
臺
　
鎭
靜
臺
　
鎭
口
臺
　
鎭
邊
臺
　
西

河
口
西
臺
　
新
河
口
小
臺
　
新
河
口
大
臺
　
東
塞
臺

鎭
口
臺
　
制
敵
臺
　
新
立
臺
　
威
敵
臺
　
威
勝
臺
　
中

塞
臺
　
高
山
臺
　
桃
山
臺

右

沿

邊

二

十

座

腹

裏

一

座

屬

新

河

口

守

備

管

轄

　
鎭

塞
臺
　
德
勝
口
關
臺
　
夏
家
口
溝
臺
　
石
咮
山
臺
　
三

岔
口
臺
　
遠
靖
臺
　
永
靖
臺
　
靜
寧
三
墩
　
平
淸
墩

鎭
堡
臺
　
宣
寧
墩
　
雕
山
臺

俱

係

腹

裏

属

萬

全

右

衞

守

備

管

轄

萬
全
左
衞
沿
邊
墩
臺
共
十
三
座
守
瞭
官
軍
夜
不
收
共
八

十
一
員
名

黑
山
臺
　
石
門
兒
臺
　
李
家
庄
臺
　
束
砦
山
臺
　
瓦
窑

山
臺
　
没
皮
山
臺
　
石
味
兒
臺
　
白
腰
臺
　
大
王
山
臺

柳
溝
臺
　
興
寧
嶺
　
興
寧
嶺
南
口
臺
　
三
都
澗
臺

懷
安
衞
城
腹
裏
墩
臺
共
十
三
座
守
瞭
官
軍
六
十
五
員
名

沙
陂
臺
　
團
山
臺
　
人
頭
山
臺
　
白
草
梁
　
石
山
臺

閆
家
臺
　
馬
家
臺
　
平
風
砦
臺
　
黃
上
梁
臺
　
土
山
臺

小
石
山
臺
　
栲
栳
臺
　
平
頂
山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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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柴
溝
堡
東
自
洗
馬
林
平
鹵
西
臺
起
西
至
西
洋
河
馬
頭
山

止
地
遠
四
十
三
里
一
百
八
十
步
共
墩
臺
三
十
九
座
守
瞭

官
軍
夜
不
收
共
一
百
八
十
七
員
名

平
敵
西
空
小
臺
　
中
高
山
東
空
臺
　
中
高
山
臺
　
紅
山

臺
　
中
高
山
西
空
臺
　
威
勝
東
空
臺
　
威
勝
臺
　
南
高

山
東
空
臺
　
寺
溝
臺
　
南
高
山
臺
　
平
宼
臺
　
東
大
山

東
空
臺
　
紅
山
五
臺
　
平
宼
四
臺
　
石
山
西
空
臺
　
東

大
山
臺
　
東
北
山
石
臺
　
東
洋
河
口
臺
　
永
昌
臺
　
涌

勝
臺
　
水
關
臺
　
萬
丈
崖
臺
　
寧
靜
臺
　
沙
嶺
兒
臺

靖
邊
臺
　
西
大
山
臺
　
小
尖
山
臺
　
制
敵
臺
　
平
頂
山

臺
　
牛
心
山
東
空
臺

以

上

属

柴

溝

堡

　
牛
心
山
口
臺
　
牛
心
山

臺
　
永
威
臺
　
盤
道
溝
臺
　
牛
心
山
四
墩
　
靖
敵
二
臺

靖
敵
四
臺
　
靖
敵
墩
　
大
尖
山
墩

以

上

属

度

口

堡

　
預
靖
臺

洗
馬
林
堡
東
自
新
河
口
中
砦
臺
起
西
至
柴
溝
堡
平
虜
小

臺
止
地
遠
四
十
七
里
二
百
一
十
四
步
共
墩
臺
六
十
二
座

守
瞭
官
軍
三
百
六
十
三
員
名
□

鎭
安
臺
　
威
靖
臺
　
西
塞
臺
　
安
邊
臺
　
西
小
石
臺

東
孤
山
臺
　
東
孤
山
東
臺
　
滅
宼
臺
　
東
孤
山
東
空
臺

東
孤
山
西
臺
　
鎭
邊
臺
　
鎭
寧
臺
　
鎭
敵
東
臺
　
鎭

宼
臺
　
鎭
敵
東
空
臺
　
鎭
敵
臺
　
鎭
敵
西
空
臺
　
鎭
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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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四
臺
　
西
孤
山
臺
　
西
孤
山
東
臺
　
永
安
東
臺
　
永
安

臺
　
永
安
西
空
臺
　
永
安
西
臺
　
靑
山
臺
　
牛
心
山
臺

杏
溝
臺
　
兎
兒
臺
　
紅
梁
臺
　
黃
土
梁
臺
　
威
遠
東

臺
　
威
遠
臺
　
拒
敵
臺
　
紅
山
臺
　
永
寧
臺
　
舊
堡
臺

沙
嶺
東
臺
　
沙
嶺
臺
　
雙
山
臺
　
鎭
口
臺
　
北
高
山

東
臺
　
北
高
山
臺
　
平
敵
東
臺
　
平
敵
西
臺
　
石
山
臺

白
美
臺
　
破
敵
臺
　
土
山
臺
　
虎
山
臺
　
洗
馬
林
總

臺
　
古
城
臺
　
永
寕
臺
　
沙
兒
嶺
東
空
臺
　
沙
兒
嶺
西

臺
　
洗
馬
林
護
水
臺
　
高
山
臺
　
永
寕
東
空
臺
　
馬
鞍

山
臺
　
水
泉
墩
　
關
西
墩
　
黑
龍
臺

西
陽
河
堡
東
自
柴
溝
堡
起
西
至
大
城
止
地
遠
五
十
三
里

三
百
五
十
步
沿
邊
墩
臺
四
十
一
座
守
瞭
官
軍
二
百
八
十

七
員
名
腹
裏
臺
一
座
守
瞭
官
軍
五
員
名

馬
頭
山
臺
　
盤
道
山
臺
　
大
洪
山
臺
　
東
箭
轄
臺
　
中

箭
轄
臺
　
西
箭
轄
臺
　
秦
寕
臺
　
東
石
山
臺
　
總
制
臺

永
平
臺
　
東
小
石
臺
　
境
門
臺
　
寧
靜
臺
　
鮑
家
屯

臺
　
西
小
山
石
臺
　
雅
兒
崖
臺
　
西
陽
河
臺
　
桃
花
臺

鎭
口
臺
　
靖
塞
臺
　
花
山
臺
　
西
陽
河
中
臺
　
黑
堰

臺
　
西
河
臺
　
制
勝
臺
　
鎭
河
臺
　
永
寧
臺
　
中
土
山

臺
　
靜
敵
臺
　
南
土
山
臺
　
陽
河
五
墩
　
鎭
西

一二

臺



 

卷
九

北

直

八

　
　
　
　
　
十
四

守
河

一二

墩
　
守
河
三
墩
　
西
界
墩
　
鎭
谷
墩
　
威
勝
墩

鎭
西
墩
　
黑
溝
墩

張
家
口
堡
東
自
東
高
山
臺
起
西
至
野
狐
嶺
止
地
遠
五
十

四
里
五
十
四
步
墩
臺
共
四
十
七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三
百
二

十
三
員
名

東
高
山
臺
　
克
敵
臺
　
張
家
口

東西

臺
　
西
高
山
臺
　
張

家
護
門
臺
　
紅
崖
口
臺
　
乾
河
口
東
臺
　
乾
河
口
臺

水
泉
臺
　

大小

乾
河
口
臺
　
永
安
臺
　
拒
敵
臺
　
平
頂
山

臺
　
鎭
關
臺
　
鎭
川
臺
　

大小

尖
山
臺
　
平
頂
嶺
崇
　
平

頂
嶺
北
臺
　
鎭
寧
臺
　
長
安
臺
　
野
河
嶺
東
三
臺
　
新

寕
臺
　
黑
山
臺
　
東
砦
臺
　
野
狐
嶺
東

一二

臺
　
平
夷
臺

制
勝
臺
　
水
泉
山
墩
　
鎭
口
臺
　
水
泉
五
臺
　
平
山

臺
　
平
靖
臺
　
野
狐
關
嶺
臺
　
石
花
墩
　
境
門
墩
　
護

關
墩
　
鎭
敵
墩
　
紅
崖
墩
　
乾
河
二
墩
　
水
泉
墩

右

係

沿

邊

威
靖
墩
　
護
水
臺

右

係

腹

裏

　
防
宼
墩

北
路
開
平
衞
東
自
雲
州
起
西
至
馬
營
止
地
遠
一
百
三
十

九
里
一
十
六
步
沿
邊
墩
臺
共
六
十
一
座
守
瞭
官
軍
四
百

六
十
一
員
名
腹
裏
墩
四
十
四
座
守
瞭
官
軍
二
百
三
十
一

員
名

小
松
竹
墩
　
寧
敵
墩
　
鎭
安
門
墩
　
靑
石
嗟
墩
　
接
嗟



 

卷
九

北

直

八

　
　
　
　
　
十
五

墩
　
靑
泉
墩
　
鎭
敵
墩
　
接
寧
墩
　
安
寧
墩
　
安
靜
墩

上
韭
菜
墩
　
平
定
墩
　
樺
定
墩
　
鎭
宼
墩
　
正
韭
菜

墩
　
小
尖
山
墩
　
尖
山
　
　
水
泉
墩
　
永
護
墩
　
正
北

墩
　
鎭
嶺
墩
　
雙
盤
道
墩
　
瞭
川
墩
　
平
泉
墩
　
安
慶

墩
　
平
戎
墩
　
威
敵
墩
　
深
溝
墩
　
東
凉
墩
　
韭
菜
南

墩
　
永
豐
墩
　
西
凉
墩
　
瞭
遠
墩
　
靑
遠
墩
　
羊
川
墩

鎭
寧
口
墩
　
鎭
寧
墩
　
雙
望
墩
　
正
盤
道
墩
　
永
寧

墩
　
偏
嶺
兒
墩
　
永
鎭
墩
　
鎭
門
大
墩
　
鎭
門
墩
　
桺

河
墩
　
棠
梨
墩
　
永
慶
墩
　
鎭
邊
墩
　
望
海
墩
　
鎭
海

墩
　
水
定
墩
　
平
敵
墩
　
平
宼
墩
　
寧
靜
墩
　
鎭
敵
墩

鎭
川
墩
　
高
山
墩
　
賽
峯
墩
　
石
嵯
墩
　
新
□
墩

望
川
墩

右

係

沿

邊

　
棋
柈
山
墩
　
鎭
寧
墩
　
槐
家
衞
墩
　
東

平
墩
　
總
高
東
勝
墩
　
平
夷
墩
　
靑
山
墩
　
鎭
中
口
墩

白
塔
兒
墩
　
山
泉
墩
　
寧
鎭
墩
　
境
寧
墩
　
舊
莊
山

墩
　
毡
帽
山
墩
　
鎭
磐
墩
　
滅
宼
墩
　
接
宼
墩
　
永
靜

墩
　
保
安
墩
　
窑
子
頭
墩
　
寕
砦
墩
　
境
安
墩
　
西
寕

墩
　
大
石
溝
墩
　
北
山
墩
　
永
安
墩
　
東
北
栅
子
墩

東
北
山
墩
　
東
山
墩
　
常
勝
墩
　
鎭
口
墩
　
分
嶺
墩

總
接
墩
　
汝
沙
嶺
墩
　
兎
兒
墩
　
敵
勝
墩
　
西
冲
墩

大
嶺
墩
　
獨
石
墩
　
三
山
墩
　
長
家
墩
　
西
山
墩
　
石



 

卷
九

北

直

八

　
　
　
　
　
十
六

廠
墩

右

□

腹

裏

馬
營
堡
東
自
獨
石
界
起
西
至
石
城
界
止
地
遠
一
百
二
十

二
里
三
十
步
沿
邊
墩
四
十
六
座
守
瞭
官
軍
二
百
八
十
八

員
名
腹
裏
墩
三
十
四
座
守
瞭
官
軍
一
百
四
十
六
員
名

鎭
疆
墩
　
孤
石
墩
　
鎭
遠
小
墩
　
望
川
墩
　
香
臺
墩

鎭
遠
大
墩
　
三
□
墩
　
五
臺
墩
　
大
石
嵯
墩
　
鎭
門
墩

十
臺
墩
　
小
石
門
墩
　
雷
山
墩
　
盤
道
墩
　
舊
小
石

門
墩
　

八九

臺
墩
　
兎
鶻
嗟
墩
　
威
遠
墩
　
沙
嶺
墩
　
小

尖
山
墩
　
水
泉
□
　
漫
嶺
墩
　
十

四七

臺
墩
　
石
𥕢
墩

靜
敵
墩
　
樺
林
墩
　
樺
皮
嶺
墩
　
二
十
臺
墩
　
䭾
腰
墩

大小

團
山
墩
　
雙
盤
道
墩
　
漫
嶺
新
墩
　
三
十
臺
墩
　
大

莽
墩
　
夏
鬼
嶺
墩
　
靑
石
嵯
墩
　
三
十

四六

臺
墩
　
師
子

墩
　
磨
兒
嵯
墩
　
三
十

七九

臺
墩
　
磨
兒
嵯
新
墩

右

係

沿

邊

沙
溝
墩
　
東
山
墩
　
三
岔
口
墩
　
柴
溝
墩
　
石
塘
墩

三
岔
口
東
墩
　
西
梁
墩
　
中
高
墩
　
卞
家
堡
墩
　
紅
山

墩
　
鎭
口
墩
　
三
磐
碾
墩
　
四
望
墩
　
總
望
墩
　
刁
家

梁
墩
　
鶯
窩
墩
　
王
英
墩
　
松
樹
堡
墩
　
撞
胡
墩
　
陡

嶺
墩
　
鎭
敵
新
墩
　
總
高
墩
　
羊
房
墩
　
金
家
梁
墩

鎭
寧
墩
　
西
寧
□
　
東
北
角
墩
　
水
口
墩
　
窑
上
墩

南
菜
園
墩
　
員
□
墩
　
西
南
角
墩
　
北
菜
園
墩

右

係

腹

裏



 

卷
九

北

直

八

　
　
　
　
　
十
七

雲
州
所
北
自
獨
石
界
起
南
至
龍
門
所
界
止
地
遠
九
十
二

里
沿
邊
墩
臺
二
十
四
座
守
瞭
官
軍
一
百
二
十
四
員
名
腹

裏
墩
臺
二
十
三
座
守
瞭
官
軍
七
十
四
員
名

南
菜
園
墩
　
鎭
界
墩
　
鎭
口
墩
　
䭾
腰
墩
　
小
松
林
墩

新
鎭
墩
　
大
松
林
墩
　
鎭
北
墩
　
鎭
北
口
墩
　
虎
山

墩
　
陸
文
衝
墩
　
平
頂
墩
　
盤
道
墩
　
尖
山
墩
　
定
遠

墩
　
平
朔
墩
　
盤
道
口
墩
　
靜
東
墩
　
鎭
邊
墩
　
鎭
敵

墩
　
三
岔
口
墩
　
擒
宼
墩
　
鎭
遠
墩

右

係

沿

邊

　
鎭
堡
墩

打
羅
墩
　
望
遠
墩
　
鎭
口
墩
　
盤
道
墩
　
駝
房
堠
　
窑

子
口
墩
　
龍
門
口
墩
　
廟
後
墩
　
站
後
墩
　
金
閣
觀
墩

雙
護
墩
　
孫
化
墩
　
大
莊
窠
墩
　
葦
子
墩
　
總
鎭
墩

煙
梁
墩
　
鎭
川
墩
　
鎭
嶺
墩
　
淸
遠
墩
　
打
羅
栅
墻
墩

永
安
墩

右

係

腹

裏

赤
城
堡
北
自
馬
營
界
起
南
至
龍
門
衞
界
止
地
遠
四
十
里

二
百
三
十
步
沿
邊
墩
臺
一
十
九
座
守
瞭
官
軍
一
百
員
名

腹
裏
墩
三
十
三
座
守
瞭
官
軍
八
十
九
員
名

擒
宼
臺
　
偏
頭
山
墩
　
鎭
敵
墩
　
小
石
嵯
墩
　
小
石
嵯

新
墩
　
野
鷄
山
墩
　
野
鷄
山
新
墩
　
鎭
宼
墩
　
野
鷄
山

門
墩
　
紅
石
嗟
墩
　
玉
石
溝
墩
　
靜
西
墩
　
石
玉
石
墩

鎭
夷
墩
　
寧
月
墩
　
小
平
頂
墩
　
常
領
墩
　
新
安
墩



 

卷
九

北

直

八

　
　
　
　
　
十
八

松
林
墩

右

係

沿

邊

　
石
門
墩
　
鎭
遠
墩
　
眞
武
廟
墩
　
紅

山
味
墩
　
舊
後
所
墩
　
鎭
路
墩
　
瞭
遠
墩
　
平
梁
墩

盤
道
墩
　
鎭
門
墩
　
柴
家
墩
　
鎭
西
墩
　
黃
土
梁
墩

永
興
墩
　
趙
家
梁
墩
　
分
鎭
墩
　
柴
家
新
墩
　
寧
靜
墩

黃
土
山
墩
　
將
軍
廟
墩
　
柳
河
墩
　
袁
家
墩
　
城
北

東
墩
　
靑
山
墩
　
堂
子
口
墩
　
新
衝
中
墩
　
總
鎭
墩

浩
門
墩
　
靑
羅
墩
　
鎭
川
墩
　
磨
石
梁
墩
　
紅
石
窑
墩

沃
麻
坑
墩

右

係

腹

裏

龍
門
衞
北
自
赤
城
松
林
墩
界
起
至
宣
府
八
角
臺
界
止
地

遠
五
十
六
里
三
百
三
十
六
步
沿
邊
墩
臺
二
十
八
座
守
瞭

官
軍
一
十
八
員
名

盤
道
墩
　
威
鎭
新
墩
　
威
鎭
墩
　
制
勝
墩
　
靖
遠
墩

人
頭
草
墩
　
總
鎭
墩
　
太
平
寺
墩
　
平
梁
墩
　
鎭
靜
墩

北
高
山
墩
　
䭾
腰
墩
　
安
邊
墩
　
北
新
墩
　
鎭
敵
墩

鎭
疆
墩
　
東
高
山
墩
　
石
門
墩
　
鷹
窩
墩
　
車
頭
溝

墩
　
鎭
宼
墩
　
制
敵
墩
　
鎭
西
墩
　
楊
家
衝
墩
　
鎭
邊

墩
　
黑
小
兒
墩
　
永
安
墩
　
分
鎭
墩
　
太
安
墩
　
東
梁

墩
右

係

沿

邊

　
乾
柴
嶺
墩
　
交
界
墩
　
總
照
墩
　
平
頂
口
墩

永
安
墩
　
鎭
寧
墩
　
剪
子
峪
北
墩
　
石
嵯
墩
　
起
風

口
墩
　
塔
兒
嶺
墩
　
雙
頂
墩
　
塔
兒
頂
墩
　
鎭
安
墩



 

卷
九

北

直

八

　
　
　
　
　
十
九

鎭
宼
墩
　
大
嶺
墩
　
下
剪
子
峪
墩
　
雙
望
墩
　
水
泉
墩

閆
文
道
梁
墩
　
盤
　
墩
　
大
木
梁
墩
　
剪
子
峪
南
墩

老
王
溝
墩
　
許
家
衝
墩
　
承
定
墩
　
楊
家
衝
墩
　
總

墩
　
城
北
墩
　
城
南
墩
　
城
西
墩
　
城
東
墩

右

係

腹

裏

龍
門
所
北
自
雲
川
界
起
南
至
鵰
鶚
界
止
地
遠
一
百
一
里

一
百
八
十
座
邊
墩
四
十
八
座
守
瞭
官
軍
二
百
四
十
九
員

名
腹
裏
墩
十
五
座
守
瞭
官
軍
九
十
六
員
名

雙
泉
口
墩
　
滅
宼
墩
　
滅
宼
口
墩
　
白
塔
兒
墩
　
鎭
寧

墩
　
白
塔
兒
口
墩
　
靑
峰
口
墩
　
靑
峰
墩
　
鎭
遠
墩

鎭
夷
墩
　
關
子
口
墩
　
鎭
夷
口
墩
　
沙
溝
口
墩
　
中
勝

墩
　
張
瑣
住
衝
墩
　
堂
子
口
墩
　
正
東
墩
　
正
東
口
墩

師
子
墩
　
師
子
口
墩
　
朝
陽
墩
　
朝
陽
口
墩
　
接
連

墩
　
靜
寧
墩
　
威
鎭
墩
　
磨
石
口
墩
　
石
峰
墩
　
石
峰

口
墩
　
平
宼
墩
　
平
宼
口
墩
　
三
岔
墩
　
孤
石
口
墩

松
林
墩
　
松
林
口
墩
　
鎭
邊
墩
　
鎭
敵
墩
　
升
平
墩

升
平
口
墩
　
慶
陽
墩
　
盤
道
墩
　
慶
陽
口
墩
　
亂
泉
墩

總
制
墩
　
亂
泉
寺
口
墩
　
鎭
靖
墩

右

係

沿

邊

　
北
高
山
墩

三
才
九
號
墩
　
雙
井
兒
墩
　
窑
子
衝
墩
　
接
邊
墩

鎭
江
墩
　
關
子
口
墩
　
鷹
窩
墩
　
沙
溝
墩
　
盤
堂
墩

堂
子
口
墩
　
舊
庄
墩
　
平
敵
墩
　
黑
峪
中
口
墩
　
永
安



 

卷
九

北

直

八

　
　
　
　
　
二
十

墩
　
雙
盤
道
墩
　
瞭
遠
墩
　
總
接
墩
　
鎭
戎
墩
　
雲
州

嶺
墩
　
羊
房
墩
　
西
山
嵯
墩
　
西
北
角
墩
　
鎭
安
墩

東
北
角
墩
　
北
栅
子
門
墩
　
東
南
角
墩
　
南
栅
子
門
墩

西
南
角
墩
　
接
嵯
墩
　
鎭
衝
二
墩

右

係

腹

裏

鵰
鶚
堡
自
大
嶺
暗
砲
起
至
永
寧
界
止
地
遠
一
百
四
十
一

里
墩
二
十
一
座
守
瞭
官
軍
七
十
三
員
名
腹
裏
墩
十
座
守

瞭
官
軍
四
十
二
員
名

石
墻
兒
墩
　
盤
道
嶺
墩
　
許
家
衝
新
墩
　
鎭
口
墩
　
高

陵
口
墩
　
許
家
衝
舊
墩
　
接
嵯
墩
　
盤
道
嶺
二
墩
　
務

頭
墩
　
高
陵
栅
二
墩
　
七
號
墩
　
雙
望
墩
　
袁
矮
子
舊

墩
　
東
安
墩
　
平
定
口
墩
　
大
屯
墩
　
靖
宼
墩
　
靑
羅

口
墩
　
楊
家
衝
墩
　
楊
家
衝
二
墩
　
靖
敵
墩
　
鎭
北
墩

靑
白
口
敦
　
塞
寧
墩
　
寧
界
墩
　
靖
川
墩

右

係

沿

邊

　
三

岔
口
墩
　
鎭
北
墩
　
大
鵰
鶚
墩
　
倉
上
新
墩
　
倉
上
舊

墩
　
西
北
角
墩
　
西
南
角
墩
　
東
北
角
墩
　
東
南
角
墩

右

係

腹

裏
長
安
所
自
盤
石
口
起
至
鵰
鶚
界
止
地
遠
五
十
二
里
沿
邊

墩
四
座
守
瞭
官
軍
一
十
七
員
名
腹
裏
墩
二
十
一
座
守
瞭

官
軍
三
十
四
員
名

東
山
廟
墩
　
李
老
峪
墩
　
雙
尖
山
墩
　
石
盤
口
墩

右

係

□

邊



 

卷
九

北

直

八

　
　
　
　
　
二
十
一

東
山
墩
　
西
山
墩
　
護
城
墩
　
截
路
墩
　
鎭
泉
墩
　
護

水
墩
　
平
山
墩
　
鎭
安
墩
　
鎭
門
墩
　
松
山
墩
　
鎭
遠

墩
右

係

　

裏

中
路
東
自
美
路
峪
所
界
起
至
張
家
口
界
止
地
遠
一
百
九

十
二
里
二
百
四
十
三
步
沿
邊
九
十
五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六

百
五
十
五
員
名
腹
裏
臺
十
三
座
守
瞭
官
軍
共
六
十
五
員

名光
葫
蘆
山
臺
　
八
寶
山
北
臺
　
湯
池
口
南
臺
　
湯
池
口

新
臺
　
湯
池
口
中
臺
　
湯
池
壩
口
臺
　
湯
池
口
北
臺

蝦
蟆
口
新
臺
　
蝦
蟆
口
南
北
臺
　
龍
門
關
大
臺
　
龍
門

關
南
北
臺
　
娘
子
山
臺
　
娘
子
山
口
臺
　
壩
口
臺
　
壩

口
東
西
臺
　
新
立
臺
　
六
臺
子
　
小
盤
道
墩
　
鎭
蕃
臺

松
樹
溝
臺
　
黑
臺
　
總
隘
臺

右

沿

邊

二

十

一

座

腹

裏

四

座

属

龍

門

把

總

管

轄

松
樹
溝
四
臺
　
靖
敵
臺
　
五
臺
子
　
永
安
臺
　
小
壩
口

臺
　
永
寧
臺
　
壩
口
新
立
臺
　
四
臺
子
　
安
邊
臺
　
東

盤
道
臺
　
鎭
邊
臺
　
三
臺
子
　
永
靖
臺
　
小
尖
山
臺

靖
敵
臺
　
新
立
臺
　
壩
口
臺
　
永
勝
臺
　
二
臺
子
　
總

瞭
臺
　
頭
臺
子
　
永
平
臺
　
永
平
二
臺
　
平
安
臺
　
總

鎭
臺
　
總
壩
臺

右

沿

邊

二

十

一

座

腹

裏

三

座

属

宜

府

前

衞

把

座

管

轄

　
平
安
臺

葛
峪

小中

臺
　
寧
靖
臺
　
寧
靖
二
臺
　
葛
峪
大
臺
　

右

沿

邊

臺



 

卷
九

北

直

八

　
　
　
　
　
二
十
二

五

座

屬

興

和

所

轄

　
預
築
臺

係

葛

峪

堡

沿

邊

　
長
安
臺
　
小
尖
山
臺

大
定
臺
　
東
高
山
臺
　
常
峪
口
臺
　
常
峪
壩
口
臺
　
小

常
峪
口
臺
　
常
峪
新
壩
口
臺
　
常
峪
臺
　
西
高
山
臺

西
高
山
西
空
臺
　
平
頂
山
臺
　
寧
遠
臺
　
平
頂
山
西
空

臺
　
寧
遠
西
空
臺
　
盤
道
臺
　
石
義
山
臺
　
石
義
山
西

空
臺
　
寧
遠
山
臺
　
舊
饅
頭
山
臺
　
靑
邊
口
夫
臺
　
靑

邊
口
新
臺
　
葛
峪
新
立
臺
　
鎭
北
臺
　
靑
邊
口
西
臺

靑
山
臺
　
西
高
山
臺
　
擒
宼
臺
　
何
家
堰
臺
　
何
家
堰

子
臺
　
鎭
夷
臺
　
小
河
家
堰
臺
　
平
敵
臺
　
平
山
臺

總
鎭
臺
　
柳
溝
臺
　
破
敵
臺
　
破
敵
西
空
臺
　
新
立
臺

滅
宼
臺
　
永
寧
臺
　
水
泉
臺
　
水
泉
西
空
臺
　
定
安

臺
　
東
高
山
臺
　
石
山
臺
　
接
邊
臺
　
平
安
臺
　
平
遠

臺
　
雙
山
臺

右

係

沿

邊

臺

二

十

二

座

腹

裏

臺

四

座

属

宣

府

右

衞

把

總

管

轄

大
學
衍
義
補

今
山
前
山
後
皆
吾
中
國
之
地
山
前
七
州
今
爲
畿
內
之
地

太
行
西
來
連
岡
疊
嶂
環
而
遶
之
東
極
乎
醫
巫
閭
之
境
以

爲
內
之
籓
籬
山
後
諸
州
自
永
寧
四
海
冶
以
西
歴
雲
代
之

境
重
關
列
戍
以
爲
外
之
籓
籬
苟
委
任
得
人
守
禦
有
法
可

保
其
無
外
患
也
自
昌
平
以
東
遵
化
永
平
一
帶
往
者
有
大

寧
都
司
興
營
義
會
等
衞
在
山
之
後
以
爲
外
障
其
後
移
入



 

卷
九

北

直

八

　
　
　
　
　
二
十
三

故
　
京
師
東
北
籓
籬
單
薄
之
甚
異
時
卒
外
患
患
未
必
不

出
於
此
夫
天
下
之
患
往
往
出
於
意
料
之
外
然
能
謀
畫
於

未
事
之
先
而
預
有
以
防
備
之
則
可
患
者
消
冺
於
無
迹
矣

請
下
大
臣
議
居
庸
以
東
歴
黃
花
鎭
古
北
口
直
抵
山
海
關

山
之
後
皆
荒
漠
無
人
之
境
非
如
居
庸
以
西
大
小
邊
鎭
兩

層
可
以
防
備
若
何
可
以
善
其
後
而
使
之
永
無
外
忠
外
有

竒
謀
宏
略
出
於
其
中
必
不
得
已
而
臣
有
一
見
請
將
洪
武

中
大
寧
都
司
後
移
保
定
者
立
於
永
平
或
遵
化
或
薊
州
以

爲
重
鎭
凡
舊
所
屬
衞
所
移
於
㳂
山
要
害
相
爲
聲
勢
仍
於

山
之
後
去
山
五
里
或
十
里
或
三
四
十
里
量
其
地
勢
因
其

形
便
築
爲
墩
臺
就
其
空
隙
之
地
接
連
以
爲
邊
墻
就
於
其

中
擇
一
要
地
設
爲
關
鎭
屯
軍
守
備
以
爲
兀
良
哈
入
貢
之

道
一
以
衞
都
城
一
以
護
陵
寢
此
誠
千
萬
年
之
遠
謀
也
不

然
　
國
家
養
銳
積
儲
俟
吾
有
餘
力
而
其
機
可
乘
仍
復
洪

武
中
山
後
帥
閫
之
舊
俾
與
宣
府
大
同
列
爲
三
鎭
直
達
遼

東
之
境
則
是
國
家
之
險
要
旣
爲
復
得
籓
籬
厚
而
無
可
乘

之
隙
根
本
固
而
無
意
外
之
患
矣
伏
惟
　
聖
明
當
此
無
事

之
時
思
患
預
防
有
以
爲
　
國
家
萬
年
無
窮
之
慮



 

卷
九

北

直

八

　
　
　
　
　
二
十
四

舊
大
寧
論

大
寧
居
遵
化
之
北
一
百
里
沿
山
海
以
逮
獨
石
一
墻
之
外

皆
其
地
也
獨
石
山
海
離
京
師
皆
七
百
里
與
大
寧
正
相
等

國
初
建
谷
寧
遼
三
王
與
代
朔
若
連
雉
以
屏
藩
東
北
共
爲

計
深
矣
自
成
祖
割
大
寧
與
夷
宣
遼
從
此
不
通
而
京
畿
之

脊
背
單
寒
潘
袤
喜
峯
河
川
古
北
黃
花
四
海
冶
諸
口
遂
爲

當
夷
要
衝
且
職
貢
往
來
諳
熟
京
關
當
成
祖
之
世
已
煩
駕

馭
厥
後
更
爲
叵
測
正
統
乙
巳
嘉
靖
庚
戌
諸
敵
犯
內
皆
從

此
至
則
陽
順
陰
違
亦
卧
榻
鼾
睡
故
也
　
世
廟
以
前
籌
邊

者
每
議
定
居
庸
至
山
海
爲
袤
以
拒
敵
而
三
衞
興
兵
尺
寸

不
可
得
有
迢
崇
禎
戊
辰
三
將
插
罕
半
從
西
徙
半
從
東
套

而
大
寧
一
土
遂
爲
狐
嘷
兎
窟
之
墟
是
我
復
大
寧
而
通
宣

遼
之
時
也
且
都
邑
二
酋
叩
關
求
附
其
窮
獸
之
依
人
撫
而

用
之
精
卒
可
得
數
萬
以
其
人
固
其
國
圉
中
國
稍
爲
措
置

嘉
結
事
半
功
倍
其
候
也
天
子
方
銳
意
復
遼
當
事
苦
無
大

識
夫
取
敵
弱
之
所
棄
與
强
宼
之
所
守
則
孰
易
孰
難
拓
咫

尺
之
肩
背
與
復
千
五
百
里
外
之
河
東
孰
緩
孰
急
使
當
時

計
或
山
此
何
至
大
寧
口
之
入
犯
而
畿
京
之
麋
爛
耶
及
宼

退
而
天
子
决
計
復
遼
愚
謂
復
遼
不
如
復
寧
之
急
以
遼
復

而
重
遼
未
若
寕
復
而
守
寧
之
易
委
河
東
以
與
宼
其
祻
遠



 

卷
九

北

直

八

　
　
　
　
　
二
十
五

而
小
委
大
寧
以
與
宼
其
祻
近
而
大
乘
勤
王
之
師
無
征
調

之
勞
其
事
逸
藉
大
寧
之
築
爲
京
畿
之
衞
其
防
周
難
者
曰

得
之
易
守
之
甚
難
今
日
復
遼
東
遂
可
易
守
邪
所
謂
宜
令

薊
守
不
者
宼
入
大
寧
而
我
之
薊
東
宣
昌
復
可
易
守
耶
謂

宜
令
薊
宣
將
士
遠
哨
外
出
以
漸
爲
復
寧
之
舉
而
司
農
告

絀
宣
大
舊
軍
目
談
裁
汰
閎
薊
援
卒
亦
多
簡
遣
名
曰
進
寸

實
甚
退
尺
而
天
子
弗
悟
也
嗣
是
大
凌
河
不
守
宼
騎
漸
入

大
寧
過
山
後
矣
自
此
東
顧
犯
薊
西
顧
犯
宣
南
策
而
犯
京

陵
皆
不
過
一
二
百
里
所
以
攻
且
未
前
稽
延
至
今
者
虞
插

之
議
其
後
也
故
先
逐
插
過
宣
藉
以
束
挾
當
於
張
家
口
插

道
逐
宣
雲
矣
今
則
拘
插
妻
子
降
插
部
落
并
套
敵
而
攻
之

且
再
入
忻
代
矣
緣
彼
窟
穴
於
大
寧
與
薊
宣
僅
隔
一
墻
故

東
西
馳
驟
朝
發
暮
及
非
如
向
日
由
潘
鐵
而
海
葢
三
岔
以

漸
次
入
內
邊
之
千
有
餘
里
也
今
此
而
欲
爲
復
大
寧
之
舉

是
又
爭
强
宼
之
所
守
彼
且
得
挨
束
插
套
東
西
牽
制
以
乘

我
是
我
一
不
敵
而
欲
四
敵
棄
不
取
而
欲
戰
取
其
非
計
之

便
審
也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卷
九
終
　
　
　
　
　
敷

文

閣

聚

珍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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