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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一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萊
陽
宋

琬
撰
次

府
學
訓
導
徐

香
叅
訂

蕭
山
張
朝
琮
續
纂

盧
龍
敎
諭
胡
仁
濟
校
輯

城
池昔

夫
子
之
答
言
游
以
城
郭
溝
池
爲
小
安
之
事
而
王
公

設
險
之
用
于
大
易
繫
之
下
陽
虎
牢
春
秋
特
書
以
示
守

邦
之
訓
聖
人
之
情
見
乎
辭
矣
兹
郡
自
慕
容
氏
大
城
肥

如
魏
熙
平
城
肥
如
之
後
于
史
更
無
可
徵
跡
其
歷
代
攻

守
之
故
亦
得
失
之
林
也
兵
革
初
定
垣
墉
荒
圮
府
城
西

偪

河
屢
遭
衝
齧
岸
復
善
崩
時
勤
築
塞
司
土
之
君
子

豈
得
曰
守
在
四
鄰
而
不
講
乎

府
城
高
三
丈
有
奇
厚
二
丈
周
九
里
十
三
歩
前

代

修

建

年

月

無

考

明

洪

武

四

年

指

揮

費

愚

等

拓

其

東

而

築

之

砌

以

磚

石

門

四

東

曰

鎭

東

南

曰

德

勝

西

曰

望

京

北

曰

拱

辰

其

西

北

别

有

一

門

曰

小

水

西

門

門

各

有

臺

有

樓

有

重

門

曲

而

盡

制

其

南

門

之

東

二

百

歩

當

學

宫

前

有

奎

星

閣

又

東

十

歩

下

水

關

上

有

慿

虛

閣

東

門

之

北

有

臺

最

高

上

有

望

高

閣

又

北

上

水

關

上

有

覽

樓

西

北

隅

有

武

備

樓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景

泰

中

叅

將

胡

鏞

知

府

張

茂

弘

治

中

知

府

吳

傑

嘉

靖

中

兵

備

副

使

溫

景

葵

隆

慶

中

知

府

劉

庠

萬

曆

中

任

鎧

張

世

烈

馬

崇

謙

徐

凖

推

官

沈

之

唫

天

啓

中

兵

備

副

使

張

春

國

朝

康

熙

十

二

年

城

西

北

傾

塌

六

丈

餘

郡

守

唐

公

敬

一

捐

俸

補

築

三

十

六

年

被

水

復

傾

郡

守

梁

公

世

勲

郡

丞

彭

公

爾

年

修

築

按

今

城

上

樓

閣

盡

頺

惟

下

水

關

上

卽

奎

星

閣

亦

久

損

壞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郡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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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

華

公

黃

重

修

池
深
二
丈
廣
五
丈
東

北

而

南

阻

山

爲

塹

北

慿

肥

水

入

爲

西

塹

其

北

隅

有

文

會

亭

臨

之

迤

南

而

東

皆

蓮

池

深

廣

其

西

城

下

有

磚

石

泊

岸

以

防

齧

洩

水

有

渠

汲

水

有

級

其

制

頗

備

盧
龍
縣

民
堡

北
三
十
里
安
山
曰
松
崖
西
三
十
里
赤
峰

曰
安
河
東
三
十
里
新
羅
寨
曰
雙
望

遷
安
縣
城
高
三
丈
厚
丈
二
尺
周
五
里
舊

土

垣

明

景

泰

中

廵

撫

鄒

來

學

敬

縣

甃

以

磚

門

四

上

各

有

樓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天

順

中

知

縣

江

徵

弘

治

中

張

濟

正

德

中

羅

玉

嘉

靖

中

許

檣

卿

韋

文

英

羅

鳯

翔

隆

慶

中

隋

府

萬

曆

中

申

安

錢

吾

德

張

九

三

崇

禎

中

高

承

埏

國

朝

順

治

五

年

張

玉

康

熙

九

年

王

永

命

十

七

年

張

一

諤

池
深
二
丈
廣
三
丈
萬

曆

中

知

縣

申

安

引

河

繞

之

民
堡

南
四
十
里
曰
沙
河
驛
西
六
十
里
曰
新
店
西
北
六
十

里
曰
羅
家
屯

撫
寧
縣
城
高
二
丈
九
尺
厚
丈
餘
周
千
一
百
六
十
四
丈
舊

土

城

一

座

在

陽

河

東

二

里

明

洪

武

十

三

年

徙

河

西

兎

耳

山

東

永

樂

三

年

於

舊

縣

址

置

撫

寧

衛

成

化

三

年

府

同

知

劉

遂

指

揮

陳

愷

復

建

縣

于

舊

治

乃

于

衛

東

立

縣

合

爲

一

城

今

衛

裁

衛

務

歸

併

山

海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弘

治

中

知

縣

李

海

指

揮

陳

勲

嘉

靖

中

通

判

李

世

相

知

縣

叚

延

宴

指

揮

林

雲

漢

知

縣

姜

宻

隆

慶

中

張

彜

訓

萬

曆

中

管

縣

事

通

判

雷

應

時

指

揮

張

耀

先

國

朝

康

熙

六

年

知

縣

王

文

衡

十

二

年

譚

琳

十

六

年

劉

馨

二

十

年

趙

端

池
深
二
丈
廣
二
丈

民
堡
山寨

北
二
十
里
曰
馬
頭
嶷
三
十
里
曰
羊
角
山
西
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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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里
曰
鵓
鴿
堂
西
北
三
十
里
曰
鵬
岩
東
三
十
里
曰
塔
子
山
南

三
十
里
曰
兎
嘴
岩

昌

縣
城
高
三
丈
厚
丈
餘
周
四
里
舊

土

垣

明

弘

治

八

年

知

縣

殷

圮

甃

以

磚

門

四

上

各

有

樓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弘

治

中

知

縣

陳

綱

嘉

靖

中

秦

志

仁

李

希

洛

胡

溪

楚

孔

生

隆

慶

中

張

存

智

萬

曆

中

孟

秋

吳

應

選

胡

科

石

之

峰

馮

恩

洪

霖

吳

望

岱

王

漢

傑

楊

于

陛

天

啓

中

尙

䥥

國

朝

順

治

中

程

量

劉

彦

明

康

熙

十

一

年

王

曰

翼

十

八

年

陳

邦

齊

池
深
三
丈
五
尺
廣
四
丈
東

西

門

有

棧

板

南

北

門

有

弔

橋

民
堡

東
二
十
里
曰
裴
家
莊
西
三
十
里
曰
蛤
泊
五
十
里
曰

靜
安
六
十
里
曰
莫
各
莊
南
五
十
里
曰
套
里
六
十
里
曰
石
各

莊灤
州
城
高
二
丈
九
尺
厚
二
丈
周
四
里
二
百
餘
歩

時

築

見

沿

革

明

景

泰

二

年

廵

撫

鄒

來

學

檄

州

同

楊

雄

甃

以

磚

門

四

上

各

有

重

樓

有

四

角

樓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弘

治

中

知

州

孔

經

嘉

靖

中

張

國

維

陳

士

元

隆

慶

中

署

州

事

府

同

知

賀

溱

知

州

崔

炳

劉

欲

仁

萬

曆

中

鄭

珫

白

應

乾

張

元

慶

何

士

偉

周

宇

池
深
二
丈
廣
三
丈

民
堡

東
南
二
十
里
曰
馬
城
六
十
里
曰
倴
城
西
四
十
里
曰

石
佛
莊
九
十
里
曰
榛
子
鎭
西
南
八
十
里
曰
司
家
莊

樂
亭
縣
城
高
二
丈
八
尺
厚
一
丈
五
尺
周
三
里
舊

土

垣

明

成

化

元

年

廵

撫

本

檄

知

縣

元

弘

甃

以

磚

門

四

上

各

有

樓

有

四

角

樓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成

化

中

知

縣

李

瀚

弘

治

中

田

登

正

德

中

縣

丞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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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鴻

嘉

靖

中

知

縣

相

文

祥

隆

慶

中

李

邦

佐

萬

曆

中

于

永

淸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金

星

瑞

池
深
一
丈
四
尺
廣
三
丈
五
尺

民
堡

東
二
十
里
曰
胡
家
坨
三
十
里
曰
黃
瓜
口
西
北
六
里

曰
連
北
店
西
三
十
里
曰
新
寨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曰
馬
城
南
三

十
里
曰

各
莊

山
海
衛
城
高
四
丈
一
尺
厚
二
丈
周
八
里
一
百
三
十
七
歩
四

尺
明

初

中

山

王

徐

達

創

衛

立

關

始

建

此

城

土

築

磚

包

其

外

門

四

上

各

有

樓

水

門

三

居

東

西

南

三

隅

以

泄

城

中

積

水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嘉

靖

中

管

關

兵

部

主

事

吕

䕃

陳

綰

孫

應

元

萬

曆

中

王

邦

俊

楊

植

員

外

郎

邵

可

立

副

將

劉

孔

尹

池
深
二
丈
五
尺
廣
倍
之
外

有

夾

池

廣

深

半

之

門

各

有

橋

以

通

徃

來

南
北
翼
城
在

南

北

水

關

邊

城

上

明

廵

撫

楊

嗣

昌

建

各

周

三

百

七

十

七

丈

有

竒

東
羅
城
在

東

關

外

接

連

大

城

高

二

丈

三

尺

厚

一

丈

周

五

百

四

十

七

丈

四

尺

東

通

盛

京

孔

道

萬

曆

中

管

關

兵

部

主

事

王

邦

俊

永

平

兵

備

副

使

成

遜

請

建

國

朝

康

熙

四

年

移

關

時

通

判

陳

天

植

都

司

孫

枝

茂

守

備

王

御

春

同

修

西
羅
城
明

崇

禎

十

六

年

廵

撫

朱

國

棟

請

建

工

未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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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
廨永

平
介
在
東
陲
非
若
中
原
上
國
富
州
雄
郡
有
美
之
堂

凝
香
之
閣
可
以
形
之
文
墨
侈
爲
風
流
而
自
監
司
守
令

之
居
與
臺
部
駐
節
之
所
不
過
以
時
塓
館
蔽
風
雨
辟
燥

濕
而
已
且
以
歲
凶
民
貧
多
廢
不
治
而
邊
亭
鎭
遏
之
處

昔
人
剏
爲
廨
署
無
慮

十
百
區
今
並
委
之
榛
莽
邑
似

窮
邊
官
如
傳
舍
此
亦
郡
事
之
一
變
可
爲
增
慨
者
矣
舊

貫
雖
存
荒
基
難
構
故
但
錄
其
見
存
者
于
書
以
告
後
之

人
時
勤
塗
墍
焉

府
治
在
城
中
平
山
上
明

洪

武

二

年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正

綂

中

知

府

李

文

定

張

茂

成

化

中

周

晟

嘉

靖

中

曹

懷

萬

曆

中

劉

澤

深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修

葺

堂

治

堂
東
經
歷
司
今

在

經

歷

宅

辦

事

次
庫
西
照
磨
所
今裁

次
架
閣
庫
廢

兩
翼
東
署
門
次
八
房

次
鑾
架
庫
西
署
門
次
八
房
次
大
潤
庫
中
甬
道
戒
石
牌
亭
前

儀
門
外
東
土
地
祠
寅
賓
館
今廢

西
司
獄
司
堂
後
爲
穿
堂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郡

守

梁

公

世

勲

改

爲

宅

門

入
爲
後
堂
左
爲
花
㕔
郡

守

梁

公

世

勲

建

北
爲
知
府

衙
東
爲
理
刑
㕔
今

裁

廢

馬
政
㕔
今

裁

廢

又
前
爲
檢
校
宅
今

裁

廢

衙

西
爲
淸
軍
㕔
糧
捕
㕔
今

裁

歸

併

淸

軍

㕔

又
前
爲
知
事
今

裁

廢

照
磨
今裁

廢

經
歷
宅
次
列
吏
舍
廢

大
門
前
治
東
申
明
亭
廢

西
旌
善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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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廢

中
有
坊
曰
保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重

修

東
爲
文
官
㕔
久

廢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重

建

顔

曰

聚

星

堂

西
爲
武
官
㕔
廢

前
有
坊
曰
古
北
平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重

修

臨
衢

盧
龍
縣
治
在
府
治
東
南
舊

在

府

治

後

明

隆

慶

二

年

知

縣

趙

敬

簡

移

于

此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國

朝

康

熙

十

年

知

縣

魏

師

叚

十

七

年

吕

憲

武

堂
東
庫
儀
門
外
左
寅
賔
館
廢

後
土
地

祠
右
獄
堂
後
爲
後
堂
東
爲
知
縣
衙
及
堂
後
西
爲
書
房
又
西

爲
典
史
衙
吏
舍
列
各
衙
前

遷
安
縣
治
在
城
内
西
北
明

洪

武

初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弘

治

中

知

縣

張

濟

嘉

靖

中

徐

州

萬

曆

中

王

淑

民

白

夏

國

初

順

治

十

一

年

張

自

涵

康

熙

九

年

王

永

命

十

七

年

張

一

諤

堂
東
西
二
庫
儀
門

外
東
寅
賔
館
前
土
地
祠
西
倉
獄
後
堂
後
爲
知
縣
衙
東
主
簿

衙
今

裁

廢

東
南
典
史
衙
西
吏
舍

撫
寧
縣
治
在
城
内
東
北
明

洪

武

七

年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成

化

中

知

縣

姜

鎬

弘

治

中

劉

玉

國

朝

順

治

中

王

全

忠

康

熙

七

年

王

文

衡

堂
東
西
二
庫
儀
門
外
東
土
地
祠
西
寅
賓

館
後
堂
後
爲
知
縣
衙
東
主
簿
衙
今

裁

廢

前
典
史
衙
西
吏
廨
前

近
儀
門
爲
獄

昌

縣
治
在
城
内
東
南
明

正

綂

中

知

縣

王

璽

重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弘

治

中

白

純

道

嘉

靖

中

文

世

英

楚

孔

生

隆

慶

中

孟

秋

萬

曆

中

胡

科

石

之

峰

王

漢

傑

楊

于

陛

國

朝

康

熙

十

八

年

陳

邦

齊

堂
東
西
二

庫
東
幕
㕔
西
軍
儲
㕔
儀
門
外
東
土
地
祠
寅
賓
館
西
獄
後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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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後
爲
知
縣
衙
堂
西
縣
丞
衙
今

裁

廢

前
典
史
衙
吏
廨
列
堂
左

灤
州
治
在
城
内
東
街
明

洪

武

初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正

綂

中

知

州

劉

弁

成

化

中

李

端

弘

治

中

吕

鎰

正

德

中

高

堂

嘉

靖

中

趙

葉

陳

士

元

萬

曆

中

張

元

慶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張

勿

執

堂
東
幕
西
庫
儀

門
外
東
寅
賔
館
土
地
祠
祠
東
北
爲
儀
仗
庫
西
爲
獄
大
門
爲

譙
樓
堂
後
爲
知
州
衙
後
圃
有
山
麓
有
池
有
軒
有
亭
堂
東
同

知
衙
今

裁

廢

前
吏
目
衙
今

移

西

西
判
官
衙
今

裁

爲

吏

目

宅

前
列
吏
舍

樂
亭
縣
治
在
城
内
東
南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王

文

貴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洪

武

中

章

似

蘭

劉

晟

永

樂

中

于

繼

賢

成

化

中

李

瀚

隆

慶

中

李

邦

佐

萬

曆

中

于

永

淸

堂
東
幕
西
庫
儀
門
外
東
土
地

祠
寅
賔
館
西
獄
後
堂
後
爲
知
縣
衙
東
縣
丞
衙
今

裁

廢

前
典
史

衙
堂
西
南
吏
舍

山
海
衛
治
在
鎭
城
西
門
内
前

代

建

修

年

月

無

考

州
縣
戒
石
儀
門
大
門
方
位
六
房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視
府
而
制

有
差
其
堂
坊
各
有
名
名
更
不
常
並
非
定
制
不
具

永
平
監
軍
兵
備
道
在
府
治
東
南
二
百
歩
舊

爲

南

察

院

嘉

靖

四

十

年

兵

備

溫

景

葵

拓

而

改

之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隆

慶

中

楊

兆

萬

曆

中

孫

應

元

葉

夢

熊

成

遜

國

朝

康

熙

八

年

改

爲

通

永

道

移

駐

通

州

今

爲

工

部

分

司

署

堂
西
茶
㕔
前
爲
書
吏
舍
堂
後
爲
後
堂
廢

西
爲
住
宅

有
花
亭
西
有
射
圃
亭
今

爲

工

部

筆

帖

式

宅

儀
門
外
東
土
地
祠
西
賔
館

廢

大
門
外
東
中
軍
㕔
南
府
㕔
西
州
縣
㕔
俱廢

東
西
有
皷
角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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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八

有
坊
各
二
廢

戸
部
分
司
在
府
治
東
北
二
百
歩
永
豐
山
西
麓
嘉

靖

四

十

五

年

建

今

廢

兵
部
分
司
在
山
海
關
今裁

察
院

府
城
三
一
督
學
察
院
在
永
豐
山
巓
歲

久

壞

甚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重

修

記

載

藝

文

一
大
察
院
在
督
學
東
今

廢

爲

草

塲

一
小
察
院
在
府

治
東
南
廢

灤
州
在
治
東

遷
安
二
一
在
治
北
一
在
治
東

南

撫
寧
在
治
西

昌

在
治
東
北

樂
亭
在
治
西

山

海
衛
在
文
昌
祠
右

廵
撫
公
館
在
城
外
東
南
二
里
今
廢
出
廵
居
察
院

太
僕
公
館
在
城
外
東
南
二
里
今
廢
州
縣
稱
分
寺
遷
安
廢
爲

南
察
院
撫
寧
在
治
東
北
昌

在
治
西
灤
州
在
察
院
東
樂
亭

在
治
西
百
歩
名
雖
存
而
皆
爲
上
司
公
館

府
館
在
盧
龍
縣
左
爲
通
判
馬
㕔
今
館
移
駐
山
海
關

府
通
判
公
署
在
山
海
關
分
司
北

屬
司

司
獄
司
在
府
内

稅
課
司
在
府
前
街
左
譙
樓
前
今裁

稅

務

歸

併

經

歷

司

廵
檢
司
舊
在
樂
亭
西
南
三
十
里
新
橋
海
口
萬
曆

四
十
三
年
移
榛
子
鎭

陰
陽
正
術
在
府
治
東
南

醫
正
科

在
府
治
東

盧
龍
縣
附

灤
州
陰
陽
典
術
醫
典
科
並
在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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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西

遷
安
陰
陽
訓
術
在
治
南
醫
訓
科
在
治
西

撫
寧
並
在

治
東

昌

並
在
治
北

樂
亭
陰
陽
在
治
南
醫
在
治
北

僧
綱
司
在
府
城
南
隆
敎
寺

道
紀
司
缺

灤
州
僧
正
司
在

城
南
廣
福
寺
道
正
司
缺

遷
安
僧
會
司
在
城
東
宣
覺
寺
道

會
司
在
城
東
南
昊
天
觀

撫
寧
僧
會
司
在
治
南

昌

僧

會
司
在
治
北
崇
興
寺

樂
亭
僧
會
司
在
治
南
其
道
會
司
俱

缺

山
海
僧
正
司
在
西
羅
城
地
藏
菴
道
正
司
缺

各
衛
公
署
多
廢
不
具
舊
山
海
衛
改
爲
制
府
今
爲
滿
洲
駐
防

署武
職
公
署
舊
志
所
載
甚
多
各
邊
營
路
無
處
不
有
察
院
公
館

今
並
廢
錄
其
見
存
者

滿
洲
駐
防
固
山
大
章
京
帶
子
筆
帖
式
公
署
在
城
東
南
隅
康熙

三

十

四

年

自

灤

州

移

駐

因

地

促

分

宅

于

永

豐

山

下

協
鎭
署
在
城
東
南
隅
明

係

永

鎭

中

營

設

副

將

一

員

舊

無

公

署

國

初

照

舊

設

副

將

改

立

公

署

卽

白

氏

花

園

舊

址

順

治

六

年

定

經

制

永

平

設

立

綂

轄

副

將

一

員

標

下

改

設

左

右

兩

營

守

備

二

員

九

年

裁

去

山

海

副

將

其

所

轄

東

協

四

路

營

衛

地

方

歸

併

本

協

綂

理

協
標
左
營
署
本

營

前

朝

原

係

永

鎭

中

營

舊

無

公

署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定

經

制

永

平

設

立

綂

轄

副

將

一

員

標

下

改

設

左

右

兩

營

守

備

二

員

永

鎭

中

營

改

爲

協

標

左

營

守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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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恊
標
右
營
署
本

營

前

朝

設

永

左

營

逰

擊

一

員

駐

劄

永

平

府

城

原

無

額

設

公

署

順

治

元

年

將

永

左

營

改

爲

永

平

城

守

營

逰

擊

六

年

改

爲

山

永

恊

標

右

營

守

備

山
海
路
原

設

經

理

鎭

總

兵

官

一

員

順

治

七

年

裁

後

改

設

副

將

一

員

十

年

併

永

平

副

將

管

理

本

路

原

設

叅

將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爲

都

司

總
兵
署
今

城

守

滿

州

大

人

居

住

副
將
署
因

副

將

併

永

平

改

爲

察

院

今

頽

壞

都
司
署
原

係

公

署

後

察

院

往

來

官

員

住

歇

今

本

路

都

司

見

住

石
門
路
原

設

叅

將

一

員

今

改

都

司

都
司
署
原

係

叅

將

署

察
院
二
所

義
院
口

原

設

守

備

一

員

今

照

設

石

義

中

營

副

將

一

員

駐

劄

本

河

口

設

花

塲

峪

營

守

備

一

員

駐

劄

花

塲

峪

正

河

口

並

順

治

六

年

□

守
備
署

察
院
一
所

花
塲
峪
守

備
署

大
毛
山

原

設

提

調

一

員

今

改

爲

操

守

設

城

子

峪

營

逰

擊

一

員

駐

劄

正

河

口

順

治

六

年

裁

操
守
署

黄
土
嶺

原

設

守

備

一

員

今

改

爲

操

守

添

設

一

片

石

營

叅

將

一

員

添

設

黄

土

嶺

營

逰

擊

一

員

並

順

治

六

年

裁燕
河
路
原

設

叅

將

一

員

中

軍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守

備

守
備
署
原

係

叅

將

署

臺
頭
營
原

設

副

總

兵

一

員

中

軍

一

員

把

總

一

員

順

治

元

年

照

六

年

改

都

司

一

員

十

三

年

改

操

守

一

員

餘

並

裁

操
守
署
原

係

副

總

兵

署

把
總
署

界
嶺
口
原

係

守

備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操

守

操
守
署
原

係

守

備

署

副
將
署
前朝

原

設

燕

界

中

恊

副

將

一

員

順

治

元

年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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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青
山
口
原

設

守

備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操

守

操
守
署
原

係

守

備

署

建
昌
路
原

設

叅

將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都

司

都
司
署
原

係

叅

將

署

察
院
二
所

車
營
都
司
署
原

設

都

司

裁

千
總
署

桃
林
口
原

設

守

備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操

守

操
守
署
原

係

守

備

署

劉
家
口
新

設

守

備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操

守

操
守
署
原

係

守

備

署

冷
口

原

設

守

備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改

操

守

操
守
署
原

係

守

備

署

副
將
署
原設

建

冷

中

營

副

將

一

員

順

治

六

年

裁

蒲
河
營
順

治

十

三

年

新

設

都

司

一

員

無

署

南
海
口
順

治

十

三

年

新

設

守

備

一

員

無

署

劉
家
墩
營
順

治

十

三

年

新

設

守

備

一

員

無

署

叅
將
署
原

係

叅

將

一

員

裁

馬
頭

營
坐
營
官
署
今

並

頽

壞

教
塲

府
城
在

河
西
里
許

遷
安
在
西
門
外

撫
寕
在

西
門
外

昌

在
城
西
南
二
里
許

灤
州
在
城
西
三
里

樂
亭
在
城
北

山
海
在
南
門
外

倉
塲

永
豊
倉
在
府
治
東
里
許
大
察
院
前

草
塲
在
東
北

城
下

山
海
倉
在
營
西
南
草
塲
在
東
南

石
門
倉
在
營
西

北
草
塲
在
東
南

黄
土
嶺
倉
在
營
東
北
草
塲
在
西
南

義

院
口
倉
并
輸
石
門
黄
土
嶺

臺
頭
倉
在
營
西
北
草
塲
在
左

界
嶺
倉
在
營
南
草
塲
在
前

燕
河
倉
在
營
内
道
西
草
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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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在
城
外
西
北

劉
家
營
倉
在
營
南
草
塲
在
右

建
昌
倉
在

營
東
北
草
塲
在
東
南

太
平
倉
在
營
内
山
上
草
塲
在
北

五
重
安
倉
在
營
西
北
草
塲
在
城
外
東
北

漢
兒
莊
倉
在
營

西
南
草
塲
在
城
外
東
南

洪
山
口
倉
在
營
内
西
南
草
塲
在

東
南

喜
峰
口
倉
在
營
東
南
草
塲
在
西

靑
山
倉
在
營
東

南
草
塲
在
正
北

三
屯
倉
在
營
城
西
北
角
草
塲
在
大
東
門

外
迤
北

撫
寧
縣
倉
在
縣
西
草
塲
在
衛
署
東
燕

河

太

平

漢

兒

界

嶺

劉

家

山

海

石

門

倉

屬

府

三

屯

屬

遷

安

撫

寧

倉

屬

縣

喜

峯

屬

遵

化

州

預
備
倉

盧
龍
在
望
高

樓
下
卽
東
盈
倉
基

遷
安
在
治
内

撫
寧
在
治
西

昌

在
治
南

灤
州
在
治
西
北

樂
亭
在
治
東
南

山
海
在
治

西
北
其

際

留

儒

學

驛

逓

養

馬

諸

倉

俱

久

廢

濟

軍

倉

在

各

營

不

具

海
運
倉
在
府
城
察
院

後

社
倉
二
一
在
府
治
東
北
一
在
城
隍
廟
西
廢

義
倉

撫

寧
在
儒
學
東

昌

在
治
東
北

山
海
在
治
西
北
隅

譙
樓

府
城
鳴
遠
樓
在
治
東
康

熙

六

年

郡

守

李

公

興

元

修

歲

久

壞

甚

四

十

九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重

修

記

載

藝

文

鐘
樓
在
舊
道
署
左
卽

舊

東

門

基

洪

武

初

建

國

朝

康

熙

六

年

災

七

年

副

使

錢

公

世

淸

重

修

撫
寧
在
縣
前
廢

昌

皷
樓
在
治
東
北
鐘
樓

在
東
城
上

灤
州
在
治
大
門
上

山
海
在
城
中
心

驛
逓

屬
府
者
城
南
二
里
曰
灤
河
馬
驛
東
二
里
曰
東
關
逓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十
三

運
所
今
併
于
驛
又
東
六
十
里
曰
蘆
峰
口
驛

遷
安
縣
西
六

十
里
曰
新
店
逓
運
所
今
併
七
家
嶺
驛

遷
安
縣
七
家
嶺
驛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今
移
沙
河
灤
陽
馬
驛

在
縣
西
北
百
六

十
里
今
移
三
屯
營

撫
寕
縣
治
東
南
爲
西

逓
運
所
今
并

蘆
峰
口
驛
東
四
十
里
爲
榆

馬
驛
有
察
院
公
館

山
海
城

西
門
外
曰
遷
安
馬
驛
屬

永

平

府

衛
治
東
北
曰
東
門
逓
運
所

公
舘

盧
龍
二
一
在
三
十
五
里
雙
望
堡
一
在
二
十
里
安
河

堡

遷
安
六
一
在
灤
陽
驛
一
在
七
家
嶺
有
察
院
一
在
東
北

四
十
里
孤
莊
一
在
東
北
七
十
里
長
嶺
峯
一
在
東
北
九
十
里

河
南
大
寨

昌

四
一
在
城
東
百
歩
曰
昌

館
一
在
東
二

十
里
張
各
莊
一
在
西
三
十
里
兩
家
店
一
在
西
五
十
里
靜
安

堡

灤
州
二
俱
在
西
九
十
里
榛
子
鎭

樂
亭
在
城
北
團
店

舖

盧
龍
縣
自
府
治
南
四
十
歩
爲
總
舖
東
十
里
國
家
舖
又

八
里
第
二
舖
又
十
里
雙
望
舖
又
十
二
里
至
撫
寕
背
陰
舖
自

總
舖
而
西
十
里
石
梯
子
舖
又
十
里
白
佛
店
舖
又
十
二
里
安

河
赤
峯
舖
又
十
里
至
遷
安
色
山
舖
自
總
舖
而
南
二
十
里
周

王
舖
又
十
里
至
灤
州
劉
各
莊
舖
自
總
舖
而
西
北
十
五
里
分

水
嶺
黑
石
舖
又
十
五
里
至
遷
安
沙
河
舖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十
四

遷
安
縣
自
治
南
十
五
歩
爲
總
舖
南
十
五
里
沙
河
舖
又
十
里

盧
龍
黑
石
舖
自
總
舖
而
西
南
十
八
里
有
西
徑
可
達
七
家
嶺

又
二
十
里
黑
崖
子
舖
而
分
東
西
自
東
十
里
沙
窩
舖
又
十
里

色
山
舖
又
十
里
至
盧
龍
赤
峯
舖
自
西
十
里
馬
波
舖
又
十
里

岳
榆
舖
又
十
里
至
灤
州
甸
子
舖
自
總
舖
而
西
北
十
五
里
龍

起
舖
又
十
五
里
金
山
院
舖
又
二
十
里
羅
家
屯
舖
又
三
十
里

大
寨
舖
又
十
五
里

城
舖
又
十
五
里
白
廟
舖
又
十
里
至
灤

陽
驛
爲
遵
化
界
自
總
舖
而
西
北
百
里
遷
陽
舖
又
十
里
灰
嶺

舖
又
十
里
孩
兒
舖
凡
一
百
二
十
里
達
古
城
驛
出
口
外

撫
寕
縣
自
治
東
二
十
歩
爲
總
舖
東
五
里
横
山
舖
又
十
里
白

石
舖
又
十
里
馬
坡
舖
又
十
五
里
深
河
舖
又
十
里
團
山
舖
又

十
里
張
果
老
舖
又
十
里
豊
臺
舖
又
十
里
紅
花
店
舖
又
十
里

遷
安
驛
出

自
總
舖
而
西
五
里
綠
灣
舖
又
十
里
蘆
峯
口
舖

又
十
里
義
院
嶺
背
陰
舖
又
十
里
至
盧
龍
雙
望
舖

昌

縣
自
治
東
十
歩
爲
總
舖
西
十
里
石
堠
子
舖
又
十
里
柳

河
舖
又
十
里
梭
頭
灣
舖
又
十
里
營
城
舖
又
十
里
訾
家
舖
通

盧
龍
八
里
舖
自
總
舖
而
東
北
張
各
莊
有
舖
廢
外
距
撫
寕
紅

花
店
舖
一
百
二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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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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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十
五

灤
州
自
治
東
二
十
五
歩
爲
總
舖
南
十
里
大
柳
舖
又
十
里
馬

城
舖
又
十
里
長
寕
舖
過
此
爲
樂
亭
界
自
總
舖
而
北
十
里
劉

家
莊
舖
過
爲
盧
龍
界
自
總
舖
而
西
北
七
十
里
甸
子
舖
又
十

里
牤
牛
橋
舖
又
十
里
榛
子
鎭
舖
又
十
里
狼
窩
舖
又
十
里
鐡

城
坎
舖
凡
一
百
十
里
爲
豊
潤
界
有
公
館
與
縣
共
之
外
距
撫

寕
地
馬
坡
深
河
二
舖
百
三
四
十
里

樂
亭
縣
自
治
西
十
歩
爲
總
舖
西
北
十
里
曹
家
莊
舖
又
二
十

里
淀
流
河
舖
過
縣
界
凡
六
十
里
至
灤
州
東
北
距
撫
寕
地
團

山
舖
百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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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十
六

學
宫夫

魯
作
泮
宫
詩
人
致
頌
王
澤
衰
缺
子
衿
刺
焉
是
治
亂

之
本
關
於
庠
序
者
非
淺
鮮
也
自
道
隆
之
世
雖
偏
方
下

邑
五
乘
之
都
百
家
之
社
莫
不
有
學
而
末
乃
陵
夷
不
振

絃
誦
聲
微
戈
鋋
運

曷
怪
乎
髦
士
之
難
成
而
上
理
之

未
臻
也
永
平
地
屬

京
畿
學
兼
府
衛
右
文
之
意
特
重

於
外
郡
而
歷
久
傾
頺
半
嗟
茂
草
余
承
乏
是
邦
亟
率
郡

邑
畢
力
修
整
宫
牆
廟
貎
次
第
煥
新
至
於
舊
日
學
田
久

遭
圈
占
祭
器
書
籍
傳
守
無
多
邇
來
禮
容
樂
舞
頗
亦
稍

稍
肄
習
所
望
後
之
君
子
述
子
游
之
盛
心
追
文
翁
之
雅

化
使
黃
山
濡
水
之
間
復
見
科
名
文
物
之
盛
豈
非
是
邦

之
幸
也
夫

府
儒
學
在
治
北
一
百
五
十
歩
舊

志

云

創

建

年

月

莫

考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元

延

祐

中

總

管

府

達

魯

花

赤

也

孫

秃

至

正

中

總

管

賈

惟

貞

明

正

綂

中

知

府

李

文

定

天

順

中

周

晟

成

化

中

王

璽

王

問

弘

治

中

吳

傑

正

德

中

何

詔

唐

䕫

嘉

靖

中

李

遜

隆

慶

中

兵

備

沈

應

乾

知

府

劉

庠

萬

曆

中

兵

備

宋

守

約

知

府

辛

應

乾

張

世

烈

徐

凖

國

朝

順

治

中

副

使

宋

公

琬

郡

守

楊

公

呈

彩

康

熙

六

年

李

公

興

元

十

六

年

常

公

文

魁

三

十

六

年

梁

公

世

勲

郡

丞

彭

公

爾

年

四

十

八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明
倫
堂
兩
序
東
西
齋
前
儀
門
大
門
外
東
西
二
坊

後
堂
兩
楹
爲
號
舍
廢

又
後
敎
授
宅
廢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敎

授

孫

麟

詳

請

借

居

北

平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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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十
七

院

堂
左
三
訓
導
宅
廢

今

訓

導

居

武

學

右

舍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訓

導

徐

香

修

建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西
兩
廡
前
露
臺
㦸
門
左
右
爲
名
宦
鄕
賢

祠
前
泮
橋
左
右

亭
前

星
門
廟
西
敬
一
亭
廢

射
圃
廢

啓
聖
祠
在
廟
左

盧
龍
縣
儒
學
在
縣
治
南
明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胡

昺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景

泰

中

胡

琮

天

順

中

敎

諭

李

倫

成

化

中

徐

潤

訓

導

王

論

郭

淳

弘

治

中

知

縣

李

景

華

吳

杲

知

府

吳

傑

嘉

靖

中

同

知

張

守

知

縣

王

大

猷

吳

道

南

楊

保

慶

兵

備

沈

應

乾

萬

曆

中

知

縣

潘

愚

兵

備

葉

夢

熊

知

府

孫

維

城

推

官

沈

之

唫

知

縣

王

袞

王

象

恒

天

啓

中

孫

止

孝

崇

禎

中

張

煊

國

朝

順

治

中

梁

應

元

趙

汲

康

熙

中

閔

峻

魏

師

叚

吕

憲

武

敎

諭

朱

持

正

知

縣

衛

立

鼎

陳

夢

熊

四

十

八

年

灤

河

溢

城

中

大

水

祠

廡

門

垣

盡

皆

坍

塌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晏

賔

敎

諭

胡

仁

濟

竭

力

修

葺

明
倫
堂
左

㕔
廢

右
學
倉
廢

堂
後
敎
諭
宅
右
訓
導
宅
廢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訓

導

王

拱

宸

修

建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東
兩
廡
㦸
門
左
右
祀
名
宦
鄕
賢
廟
後
敬

一
亭
廢

啓
聖
祠
在
亭
西
康

熙

五

十

年

教

諭

胡

仁

濟

改

建

東

北

隅

遷
安
縣
儒
學
在
治
東
明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蕭

頥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永

樂

中

知

縣

邢

冕

宣

德

中

廵

按

御

史

余

思

寛

正

綂

中

知

縣

商

輅

景

泰

中

費

永

寧

成

化

中

教

諭

胡

憲

嘉

靖

中

都

御

史

孟

春

知

縣

溫

志

敏

陳

策

王

鍚

韋

文

英

羅

鳯

翔

萬

曆

中

王

淑

民

馮

露

申

安

張

鑑

張

廷

拱

崇

禎

中

任

明

道

國

朝

順

治

中

教

諭

蔣

文

燦

康

熙

中

知

縣

武

綋

周

王

永

命

張

一

諤

屈

明

基

教

諭

杜

維

楨

明
倫
堂
後
爲
敬
一
亭
廢

號
房
左
右
列
堂

廢

西
南
教
諭
宅
後
訓
導
宅
前
左
爲
學
門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前
兩
廡
㦸
門
左
右
祀
名
宦
鄕
賢

啓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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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十
八

祠
在
堂
東

撫
寧
縣
儒
學
在
治
東
南
明

洪

武

十

一

年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成

化

中

知

縣

姜

鎬

弘

治

中

劉

玉

嘉

靖

中

葉

宗

蔭

通

判

李

世

相

萬

曆

中

知

縣

張

訓

徐

汝

孝

國

朝

康

熙

中

王

文

衡

譚

林

劉

馨

教

諭

辛

進

修

知

縣

趙

端

明
倫
堂
後
敬
一
亭
廢

東
北
爲
教
諭
宅
西
訓
導
宅
廢

今

訓

導

居

學

前

東

山

書

院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東
兩
廡
㦸
門
左
右
祀
名
宦
鄕
賢

啓
聖

祠
在
廟
左

昌

縣
儒
學
在
治
西
南
創

建

年

月

無

考

元

大

德

四

年

縣

尹

劉

修

明

永

樂

十

五

年

知

縣

楊

禧

重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弘

治

中

殷

張

雲

鳯

嘉

靖

中

鳯

胡

溪

楚

孔

生

隆

慶

中

孟

秋

萬

曆

中

吳

應

選

石

之

峯

吳

望

岱

楊

于

陛

撫

寧

知

縣

署

縣

事

徐

汝

孝

崇

禎

中

秦

士

英

國

朝

順

治

中

推

官

劉

增

知

縣

宋

薦

教

諭

吳

鳯

起

孫

兆

禎

訓

導

王

渠

康

熙

中

知

縣

王

曰

翼

訓

導

李

維

楫

明
倫
堂
兩
齋
後
號
房
廢

堂
後
爲
敬
一
亭

後
教
諭
宅
左
訓
導
宅
廢

今

訓

導

賃

居

民

房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東
兩
廡
㦸
門
左
右
祀
名
宦
鄕
賢

啓
聖

祠
在
廟
左

灤
州
儒
學
在
治
西
北

淸

寧

五

年

建

元

至

正

四

年

知

州

孫

明

撤

而

新

之

至

明

洪

武

四

年

李

益

謙

重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洪

武

中

劉

政

永

樂

中

談

輝

陶

安

正

綂

中

劉

弁

天

順

中

鄭

鼐

成

化

中

楊

鼐

弘

治

中

吕

鎰

汪

曉

正

德

中

陳

傅

高

堂

嘉

靖

中

劉

體

元

張

士

儼

陳

士

元

隆

慶

中

推

官

陳

訓

萬

曆

中

知

州

鄭

珫

張

元

慶

劉

從

仁

林

養

棟

李

喬

嶽

周

宇

國

朝

順

治

中

朱

伸

府

同

知

署

州

事

劉

日

永

州

同

史

在

德

康

熙

中

知

州

張

勿

執

學

正

白

學

曾

王

子

梴

訓

導

韓

文

煋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十
九

明
倫
堂
兩
齋
廢

東
出
爲
居
仁
門
西
出
爲
由
義
門
又
前
東
西

儒
學
二
門
東
學
門
左
魁
星
樓
堂
後
敬
一
亭
廢

東
學
正
宅
廢今

學

正

居

魁

星

樓

北

聚

奎

堂

西
訓
導
宅
廢

今

訓

導

賃

居

民

房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前
兩
廡
㦸
門
東
西
名
宦
鄕
賢
祠

啓
聖

祠
在
廟
東
南
隅
聚
奎
堂
北

樂
亭
縣
儒
學
在
治
西
金

天

會

中

邑

人

進

士

李

杭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縣

令

韓

㫤

邑

人

進

士

鮮

于

仲

權

元

至

元

中

縣

尹

柴

立

本

明

洪

武

中

知

縣

王

文

貴

正

綂

中

吕

淵

天

順

中

董

昱

縣

丞

狄

春

成

化

中

知

縣

王

弼

李

瀚

弘

治

中

郝

本

田

登

嘉

靖

中

楊

鳯

陽

萬

曆

中

林

景

桂

于

永

淸

杜

和

春

天

啓

中

劉

檄

國

朝

康

熙

中

于

成

龍

金

星

瑞

訓

導

柴

育

德

明
倫
堂
後
爲
敬
一
亭
左
教
諭
宅
右
訓
導
宅
廢

今

訓

導

柴

育

德

修

建

儀
門
内
號
舍
廢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右
兩
廡
㦸
門
東
西
名
宦
鄕
賢
祠

啓
聖

祠
在
廟
左

山
海
衛
儒
學
在
衛
治
東
明

正

綂

元

年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正

綂

中

守

備

王

整

教

授

張

恭

天

順

中

指

揮

劉

剛

成

化

中

主

事

尙

綗

胡

贊

吳

志

蘇

章

熊

祿

尙

縉

嘉

靖

中

黃

景

䕫

鄔

閱

隆

慶

中

任

天

祚

萬

曆

中

孟

秋

王

邦

俊

張

時

顯

遵

化

廵

撫

李

頥

主

事

李

本

緯

員

外

邵

可

立

崇

禎

中

山

永

廵

撫

楊

嗣

昌

朱

國

棟

關

内

道

范

志

完

國

朝

順

治

中

關

内

道

楊

茂

魁

通

判

楊

生

輝

康

熙

中

教

授

韓

國

龍

通

判

陳

天

植

周

廷

潤

教

授

張

璞

訓

導

梁

薛

一

明
倫
堂
東

齋
曰
文
成
廢

西
齋
曰
武
備
廢

堂
後
敬
一
亭
廢

西
教
授
宅
東

訓
導
宅
前
爲
學
門
門
内
道
左
爲
號
舍
廢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東
南
兩
廡
㦸
門
東
西
祀
名
宦
鄕
賢
左
爲

更
衣
亭
廢

右
神
厨
廢

啓
聖
祠
在
堂
東
北

凡
明
倫
堂
有
兩
齋
齋
名
有
同
異
非
通
制
山
海
以
文
武
獨
異

具
之
堂
直
爲
儀
門
大
門
制
同
灤
州
遷
安
前
廟
後
堂
異
其
門

不
同
廟
臺
㦸
門
前
泮
橋

星
門
並
如
府
制
有
差
不
具
若
神

庫
神
厨
宰
牲
房

堂
號
房
耳
房
射
圃
舊
志
無
方
位
今
亦
多

廢
矣

府
武
學
在
府
治
南
舊

守

備

㕔

地

隆

慶

六

年

知

府

辛

應

乾

改

建

其

歷

年

增

修

者

國

朝

康

熙

十

六

年

郡

守

常

公

文

魁

三

十

六

年

梁

公

世

勲

郡

丞

彭

公

爾

年

四

十

八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訓

導

徐

香

前
露
臺
兩

廡
㦸
門
外
左
右
表
忠
祠
前

星
門
外
東
西
二
坊
廟

右

明

倫

堂

齋

房

號

舍

射

圃

俱

廢

今

改

爲

訓

導

宅

撫
寧
縣
武
學
在
文
廟
西
康

熙

十

六

年

知

縣

劉

馨

協

同

教

諭

聶

應

聞

捐

資

創

建

學
順

治

二

年

因

生

流

散

關

内

題

設

至

十

二

年

裁

官

歸

併

府

學

代

理

三
屯
營
文
廟
在
城
内
西
北
隅

學
田

盧
龍
一
段
一
頃
九
十
九
畝
知

府

高

邦

佐

捐

俸

置

一
段
一
頃
六

十
畝
郡

人

御

史

韓

應

庚

置

一
段
六
十
一
畝

遷
安
五
段
共
二
頃
零
六

畝

撫
寧
共
四
頃
三
十
一
畝
一
分
二
厘

昌
黎
撥
補
無
存

灤
州
圈
占
後
退
出
三
十
五
畝

樂
亭
圈
占
撥
補
無
存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一

山
海
舊

志

嘉

靖

元

年

山

海

主

事

黃

景

䕫

給

學

田

四

千

九

百

五

畝

五

年

主

事

馬

敭

增

山

海

學

田

嘉

靖

十

三

年

主

事

葛

守

禮

給

助

鄕

飮

公

費

田

一

千

二

百

二

十

四

畝

七

分

三

厘

二

十

六

年

灤

州

知

州

陳

士

元

給

州

學

田

三

頃

六

十

畝

山

石

道

志

本

學

廩

田

初

爲

關

東

瞭

望

地

居

民

私

墾

爲

業

不

知

有

賦

役

及

後

中

官

守

關

括

租

入

私

槖

民

弗

堪

命

主

事

黃

景

䕫

至

騐

衛

學

乏

廩

稽

地

歸

官

爲

生

廩

餼

後

主

事

馬

敭

續

墾

得

地

六

千

二

百

八

十

九

畝

二

分

徵

米

一

百

五

石

三

斗

廩

生

月

增

八

斗

矣

嘉

靖

十

三

年

主

事

葛

守

禮

復

藉

墾

近

郭

閑

田

徵

其

租

而

廩

生

直

增

一

石

然

時

列

優

等

者

僅

十

二

人

耳

萬

曆

三

年

主

事

裴

悉

加

丈

量

共

計

地

一

萬

六

千

九

百

一

十

四

畝

四

分

三

厘

一

毫

五

絲

共

徵

米

一

百

一

十

一

石

九

斗

六

升

五

合

九

勺

七

抄

八

撮

自

後

續

墾

者

不

無

告

增

而

荒

塌

者

時

復

告

減

前

丈

之

漸

不

免

參

差

作

弊

萬

曆

二

十

四

年

主

事

張

時

顯

各

將

任

内

舊

管

新

收

開

除

實

在

米

淸

筭

造

册

以

便

察

覈

徵

收

現

新

舊

各

册

總

封

貯

笥

中

倘

去

此

籍

則

委

官

得

以

上

下

其

手

奸

佃

得

以

亁

沒

其

額

如

近

日

欺

隱

之

弊

至

三

年

莫

覺

者

又

當

不

旋

踵

矣

故

識

于

此

以

告

來

者

此

係

關

部

支

給

廩

生

學

院

按

院

不

入

察

盤

詳

見

記

社
學

府
社
學
在
府
治
後
舊

在

城

隍

廟

西

明

成

化

九

年

知

府

王

璽

建

弘

治

中

吳

傑

修

久

廢

崇

禎

中

推

官

韓

公

國

植

移

建

於

此

以

東

郊

外

營

房

地

九

十

三

畝

爲

學

俸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郡

守

蔡

公

維

寅

復

置

義

學

膳

田

共

中

下

地

一

頃

二

十

二

畝

盧
龍
在
縣
治
南
關
廂
街
西
隆

慶

二

年

知

府

劉

庠

建

萬

曆

十

二

年

知

縣

楊

時

譽

修

久

廢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年

知

縣

倪

奭

棠

立

于

府

武

學

南

置

有

房

地

歲

租

以

供

修

膳

四

十

五

年

晏

賓

繼

之

遷
安
在
治
西
二
十
歩
弘

治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濟

建

撫
寧

在
治
南

昌

在
治
北

灤
州
在
養
正
巷

樂
亭
缺

山

海
在
城
東
南
隅
弘

治

十

四

年

主

事

徐

朴

建

書
院

孤
竹
書
院
在
府
城
東
北
隅
望
高
樓
下
今廢

北
平
書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二

院
在
府
學
南
盧

龍

縣

舊

基

隆

慶

六

年

知

府

辛

應

乾

建

廢

國

朝

康

熙

十

六

年

郡

守

常

公

文

魁

復

建

橫
渠
書
院
在
灤
州
西
關
嘉

靖

八

年

知

州

趙

葉

建

育
賢
書
院
在
榛
子

鎭
隆

慶

四

年

推

官

辛

如

金

建

雲
從
書
院
萬

曆

乙

卯

知

縣

王

臺

建

東
山
書
院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趙

端

建

並
在
撫
寧
儒
學
南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三

祀
典善

乎
郭
建
初
之
言
曰
今
之
吏
治
以
文
無
害
爲
賢
賦
稅

無
甚
缺
典
戸
者
可
矣
學
校
無
它
議
典
禮
者
可
矣
盜
賊

無
橫
發
典
兵
者
可
矣
訟
獄
無
積
比
典
刑
者
可
矣
至
祭

祀
之
敬
怠
祠
司
未

詰
太
常
不
敢
問
豈
神
孔
惠
而
享

者
乎
凡
壇
壝

制
十
必
頽
六
七
廟
宇
在
祀
典
者
官
爲

之
修
舉
民
多
求
福
而
助
非
求
福
者
否
矣
以
今
觀
之
殆

有
甚
焉
郡
邑
之
志
多
以
淫
祀
與
明
神
並
列
而
郭
志
獨

爲
之
䟽
别
其
義
正
而
考
愽
可
以
示
世
故
節
其
文
而
存

之
郭
造
卿
曰
自
舜
典
望
山
川
則
有
祀
周
禮
有
風
師
雨
師
則

風
雨
有
祭
矣
漢
以
丙
戍
日
祀
風
師
於
戊
地
以
巳
丑
日
祀

雨
師
于
丑
地
而
失
雲
雷
唐
詔
祀
雷
同
壇
則
固
有
雷
之
祀

宋
兆
風
師
于
西
郊
祀
以
立
春
後
丑
日
兆
雨
師
于
南
郊
祀

以
立
夏
後
申
日
又
以
雷
師
從
雨
師
之
神
位
而
無
雲
皆
各

壇
爲
祀
而
未

合
一
夫
雲
行
而
雨
施
可
祀
雨
而
遺
雲
乎

且
人
其
形
宇
其
地
則
祀
山
川
又
失
矣
祭
法
山
林
川
谷
能

出
雲
爲
風
雨
曰
神
是
合
山
川
雲
風
雨
爲
一
山
川
乃
體
雲



ZhongYi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四

風
雨
其
用
也
前
代
或
祀
甲
于
春
秋
乙
于
冬
夏
今
日
拜
丙

于
西
郊
明
日
拜
丁
于
北
鄙
此
皆
不
能
調
和
陰
陽
知
形
氣

合
一
之
道
也
惟
國
初
太
歲
風
雲
雷
雨
及
嶽
瀆
山
川
城
隍

諸
神
止
合
祭
于
城
南
未
有
壇
壝
專
祀
二
年
正
月
戊
申
命

禮
官
議
以
風
雲
雷
雨
師
諸
天
神
爲
一
壇
山
川
城
隍
諸
地

袛
爲
一
壇
三
年
二
月
甲
子
命
仍
合
祀
之
不
用
石
主
如
祭

社
稷
祭
器
牲
幣
加
社
稷
一
壇
改
望

爲
望
燎
示
尊
于
社

稷
也
且
慮
幽
明
路
異
而
神
鬼
難
合
故
又
以
城
隍
合
祭
之

風
雲
雷
雨
中
山
川
左
城
隍
右
時
定
仲
春
上
巳
壇
則
定
于

南
郊
是
謂
神
袛
之
壇
而
尊
于
諸
神
袛
也
今

以

戊

日

祭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府
在
城
南
三
里
南
山
之
麓

盧
龍
附

府

遷
安
在
城
西
南
一
里

撫
寕
在
城
南
門
外

昌

在

城
南
一
里

灤
州
在
城
南
六
里

樂
亭
在
城
南
八
十
歩

山
海
衛
在
城
南
一
里
府

壇

基

址

廢

壞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甃

磚

闢

治

郭
造
卿
曰
社
土
神
稷
榖
神
自
三
代
禮
不
同
漢
唐
則
益
異

矣
諸
儒
以
勾
龍
后
稷
爲
配
而
又
以
爲
非
配
卽
祀
相
承
不

知
其
失
禮
聖
祖
特
主
孝
經
說
以
社
五
土
主
稷
五
榖
主
皆

自
然
之
氣
而
非
人
爲
也
然
廣
土
諸
榖
不
能
徧
祀
故
合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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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五

以
爲
社
推
長
以
尊
稷
祭
以
春
秋
上
戊
日
戊
主
土
壇
于
西

郊
以
取
西
成
稷
左
社
右
元
年
十
二
月
巳
丑
令
府
州
縣
各

設
壇
壝
制
壇
定
式
而
庻
人
亦
祭
里
社
土
榖
此
謂
天
下
之

達
義

社
稷
壇

府
在
城
南
二
里

盧
龍
附
府

遷
安
在
城
西
北

一
里

撫
寕
在
西
門
外

昌

在
城
西
一
里

灤
州
在
城

西
一
里

樂
亭
在
城
西

山
海
在
城
西
二
里

郭
造
卿
曰
厲
鬼
災
也
春
秋
傳
鬼
有
所

乃
不
爲
厲
祭
法

王
有
泰
厲
諸
侯
有
公
厲
大
夫
有
族
厲
今
府
州
職
大
夫
康

成
云
族
衆
也
大
夫
衆
多
其
鬼
無
後
者
衆
故
曰
族
厲
自
三

代
後
或
棄
不
用
用
亦
不
詳
洪
武
三
年
十
二
月
戊
辰
命
京

都
王
國
府
州
縣
於
城
北
郊
各
立
厲
壇
頒
厲
祭
文
及
告
城

隍
文
與
壇
式
於
天
下
每
歲
三
祭
春
清
明
秋
孟
望
冬
孟
朔

主
祭
内
京
尹
外
守
令
先
期
牒
城
隍
神
祀
日
以
爲
主
祭
餘

飯
則
散
諸
民
之
無
告
者
其
哀
死
亡
䘏
無
後
至
矣
又
令

鄕
村
間
百
戸
内
立
一
壇
祀
土
榖
神
歲
一
戸
爲
會
首
春
秋

二
社
率
錢
備
少
牢
祭
畢
行
會
飮
禮
會
中
一
人
讀
抑
强
扶

弱
之
誓
又
立
一
壇
祭
無
祀
鬼
神
歲
亦
三
祭
祭
用
牲
酒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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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六

飮
讀
誓
如
祭
社
自
古
祭
禮
之
下
及
于
民
孰
有
明
備
于
今

日
哉

厲
壇

府
在
城
北
半
里

盧
龍
附
府

遷
安
在
城
北
百
歩

撫
寕
在
城
北

昌

在
城
北
百
歩

灤
州
在
城
北
一
里

樂
亭
在
城
北
百
歩

山
海
在
城
西
北

壇
自
初
設
後
正
綂
十
二
年
盧
龍
知
縣
胡
琮
重
建
成
化
六
年

知
府
王
璽
弘
治
十
四
年
知
府
吳
傑
修
之
神

袛

横

五

十

四

歩

直

三

十

三

歩

社

稷

横

五

十

五

歩

直

歩

如

神

袛

郡

厲

横

四

十

歩

直

三

十

六

歩

其

齋

宿

神

庫

神

厨

宰

牲

房

各

三

間

洗

牲

池

一

所

此

十

四

年

志

也

灤

州

神

袛

社

稷

各

直

八

十

歩

横

六

十

四

歩

厲

直

如

南

壇

横

五

十

五

歩

墻

三

壇

各

高

八

尺

柵

門

厲

南

面

一

門

樓

二

座

其

二

壇

四

方

柵

各

四

其

厨

宰

齋

房

各

三

間

樂

亭

神

袛

周

七

畆

二

分

直

十

九

歩

横

三

十

七

歩

社

稷

周

八

畆

直

三

十

五

歩

横

十

五

歩

厲

周

三

畆

四

分

直

横

各

三

十

歩

神

袛

齋

房

牲

房

各

三

間

存

其

二

厲

惟

省

牲

房

並

廢

此

嘉

靖

八

年

志

也

至

二

十

五

年

志

則

盡

廢

矣

各

縣

歩

不

具

其

房

庫

或

有

或

無

而

廢

者

多

矣

慶
五
年
知
府
辛
應
乾
改
移
社
稷
郡
厲
壇
神

袛

仍

以

社

稷

在

城

西

三

里

阻

河

命

知

縣

楊

舜

臣

改

城

南

二

里

以

郡

厲

在

城

北

四

里

濵

河

命

知

縣

潘

愚

改

北

門

外

半

里

萬

曆

元

年

撫

寕

知

縣

張

訓

昌

知

縣

孟

秋

各

築

三

壇

墻

其

厨

宰

齋

房

久

廢

矣

十

年

遷

安

知

縣

白

夏

志

神

袛

社

稷

壇

厨

宰

齋

宿

房

各

三

間

僅

門

一

座

厲

惟

厨

三

間

及

㕔

一

座

胥

廢

今

府

社

稷

□

仍

在

城

西

三

里

及

厲

壇

基

址

俱

瓌

並

係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甃

磗

闢

治

郭
造
卿
曰
鄕
社
鄕
厲
各
縣
廢
之
久
矣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遷

安
知
縣
韋
文
英
令
各
社
里
老
爲
壇
給
以
祭
文
授
以
聖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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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七

祭
畢
宣
諭
遵
行

年
尋
遷
而
禮
廢
矣
邑
人
訓
導
王

謂

近
日
鄕
人
有
爲
社
會
者
春
秋
社
日
會
衆
爲
壇
祭
之
有
合

古
禮
且
遵
時
制
惜
乎
莫
之
行
也

郭
造
卿
曰
聖
朝
祀
典
城
隍
視
前
代
獨

專
祀
以
廟
宇
陪

祀
于
山
川
主
祀
乎
厲
祭
設
神
與
設
官
等
洪
武
三
年
六
月

戊
寅
詔
天
下
府
州
縣
立
廟
民
俗
修
祀
毋
敢
弛
焉
爲
其
能

禍
福
也

城
隍
廟

府
在
治
東
南
康

熙

戊

子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重

修

盧
龍
附
府

遷

安
在
治
西

撫
寕
在
治
東
南

衛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西

昌

在
治
北

灤
州
在
治
西

樂
亭
在
治
西
南

山
海
在
城

西
北
隅

三
屯
營
在
鎭
府
西
街
北

郭
造
卿
曰
旗
纛
廟
古

之
遺
也
祭
始
造
兵
法
者
不
必

指
爲

尤
矣
本
黄
帝
軍
訣
牙
旗
者
將
軍
之
精
一
軍
之
形

候
凡
始
竪
牙
必
祭
以
剛
日
纛
旗
頭
太
白
陰
經
大
將
軍
中

營
建
纛
天
子
六
軍
故
六
以

牛
尾
爲
之
在
左
騑
馬
首
自

秦
漢
至
宋
元
皆
祭
洪
武
元
年
十
二
月
巳
丑
命
衛
所
立
旗

纛
廟
于
公
署
後
制
與
社
稷
同
班
重
之
也
其
祭
祠
取
坤
方

其
人
軍
旅
其
品
同
社
稷
其
時
用
霜
降
而
以
皂
纛
稱
首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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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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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八

方
肅
殺
之
色
也

旗
纛
廟
各
衛
所
皆
有
之
今
多
廢
于
演
武
塲
祭
惟
昌

有
廟

在
治
西
北

山
海
在
衛
治
東

三
屯
營
在
演
武
塲
後

海
神
廟
在
山
海

南
海
口

郭
造
卿
曰
按
元
前
之
鬼
神
皆
有
封
爵
贈
謚
至
聖
祖
詔
革

一
洗
千
古
謬
戾
可
爲
萬
世
法
矣
今
孤
竹
廟
額
從
維
新
之

典
而
其
謚
號
仍
宋
元
之
封
豈
所
以
崇
祖
詔
而
重
清
風
也

哉
夷
齊
旣
爲
百
世
師
則
祠
視
先
師
孔
子
等
矣
古
事
先
師

不
追
謚
不
贈
爵
不
設
像
敬
之
至
也
諸
侯
薨
天
子
論
行
以

易
名
孔
子
卒
魯
哀
誄
之
子
貢
以
爲
非
禮
而
追
謚
其
可
哉

王
公
太
師
皆
漢
後
所
贈
前
此
未
之
有
其
曷
贈
於
失
國
祭

有
主
有
尸
釋
奠
先
師
有
主
而
無
尸
况
像
以
夷
俗
謂
其
如

在
是
耶
非
耶
嘉
靖

祀
典
於
孔
廟
正
位
號
革
爵
謚
塑
像

而
别
祠
啓
聖
今
孤
竹
君
有
别
祠
矣
但
夷
齊
廟
位
號
未
正

爵
謚
塑
像
未
除
是
前
守
知
重
先
正
而
尚
未
達
于
禮
也
當

大
禮
旣
議
後
永
平
守
臣
宜
請
從
孔
廟
例
木
主
稱
逸
民
先

聖
伯
子
逸
民
先
賢
叔
子
而
孤
竹
君
廟
當
稱
曰
啟
仁
不
然

何
以
祀
焉
乃
復
仍
固
陋
有
司
之
責
也
倘
請
于
禮
官
何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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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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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志

卷
之
六

二
十
九

而
不
從
乎
余
未
謝
博
士
業
至
祠
而
拜
二
子
矣
儗
草
正
祀

疏
倘
一
命
卽
上
之
今
隱
而
言
知
者
以
爲
爲
禮
不
知
者
之

謂
何
然
徃
返
孤
竹
屢
拜
徘
徊
而
不
安
若
有
負
於
二
子
焉

兹
秉
志
筆
亦
簿
正
也

清
節
廟
舊
址
無
考
明
洪
武
九
年
同
知
梅
珪
移
建
於
府
城
内

東
北
隅
景
泰
五
年
知
府
張
茂
復
建
於
孤
竹
故
城
在
府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國
朝
康
熙
四
年
知
府
彭
士
聖
修
建
四
十
年
蔡

維
寅
重
修

昌

别
有
廟
在
北
城
上

孤
竹
君
祠
在
廟
北
隔
河
之
滸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兵
備
溫
景
葵

建
按

夷

齊

舊

志

載

明

成

化

九

年

知

府

王

璽

修

廟

落

成

奏

請

賜

額

淸

節

并

䧏

祝

册

命

守

臣

春

秋

行

事

如

儀

廟

有

餘

地

百

畝

給

居

民

侯

玉

等

種

之

歲

入

租

以

供

祭

祀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知

府

張

玭

修

廟

爲

錄

引

云

匝

樹

松

楸

廣

購

祠

田

計

地

一

頃

五

十

六

畝

坐

洞

山

東

命

侯

李

何

岳

四

姓

守

之

歲

輸

柴

價

銀

三

兩

一

錢

二

分

於

盧

龍

縣

供

歲

祭

入

榖

二

十

一

石

貯

預

備

倉

爲

修

理

費

此

舊

志

斷

簡

存

者

迨

入

國

朝

有

劣

衿

石

謨

等

藉

以

圈

補

一

朝

奪

之

無

敢

問

者

順

治

三

年

兵

備

石

鎭

國

與

知

府

李

中

梧

慨

定

光

復

之

議

顧

侵

地

巳

編

入

民

粮

乃

别

撥

中

下

地

二

頃

抵

還

此

一

頃

五

十

六

畝

石

謨

等

悔

罪

不

遑

自

具

退

狀

得

反

故

物

然

廟

基

與

各

地

實

無

細

康

熙

四

年

知

府

彭

士

聖

見

廟

宇

盡

圮

重

爲

修

建

隨

行

盧

龍

縣

淸

丈

逐

段

詳

開

四

至

造

册

報

府

廟

城

内

東

地

二

十

二

畝

西

地

六

畝

五

分

城

外

地

二

十

四

段

共

地

七

十

七

畝

五

分

六

厘

又

地

十

五

段

共

地

三

十

二

畝

七

分

三

厘

七

毫

又

廟

西

南

地

六

段

共

地

一

頃

二

十

畝

四

分

四

厘

卽

石

謨

所

退

出

者

又

廟

西

南

地

二

段

共

地

一

頃

一

十

二

畝

七

厘

以

上

地

俱

砂

薄

又

離

廟

八

里

坐

落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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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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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
十

家

莊

地

六

段

共

地

一

頃

五

十

六

畝

唯

此

地

膏

腴

除

城

内

地

外

腴

薄

通

共

地

四

頃

九

十

八

畝

八

分

七

毫

其

薄

地

向

皆

守

廟

人

承

種

未

經

取

租

唯

腴

地

歲

徵

柴

價

銀

三

兩

一

錢

二

分

歲

徵

榖

二

十

一

石

有

司

積

貯

多

别

用

支

銷

竟

無

補

於

修

理

洵

名

美

而

實

不

可

循

者

也

乃

改

擇

僧

居

守

前

地

盡

歸

住

僧

承

種

薄

者

不

計

其

租

腴

者

倍

益

其

穫

住

持

可

以

守

此

弗

去

且

爲

經

理

修

葺

不

至

風

雨

飄

摇

較

于

空

存

修

費

者

勝

矣

春

秋

兩

祭

牲

醴

每

祭

需

用

一

豕

一

羊

粢

盛

餚

核

并

香

燭

焚

帛

等

物

卽

令

僧

依

期

出

備

請

官

徃

祀

永

著

爲

例

其

柴

價

租

榖

不

必

徵

于

有

司

又

有

經

承

一

畨

除

扣

虛

糜

也

地

有

籍

可

杜

侵

佔

廟

宇

百

年

興

廢

則

俟

後

之

君

子

留

意

焉

今

定

于

春

秋

二

仲

丁

後

二

日

致祭

以
上
俱
在
祀
典
其
土
神
附
府
州
縣
獄
神
附
獄
倉
神
附
倉
不

具
郭
造
卿
曰
邊
方
用
馬
其
神
亦
正
典
也
洪
武
二
年
正
月
癸

丑
命
祀
馬
祖
之
神
築
壇
于
後
湖
今
不
但
邊
衛
營
寨
而
府

州
縣
皆
有
之
典
命
太
僕
寺
祭
故
有
分
司
則
有
之
今
寺
廢

而
司
存
有
司
多
不
舉
民
間
猶
未

廢
焉
古
四
時
祭
今
惟

春
秋
古
神
曰
馬
祖
曰
先
牧
曰
馬
社
曰
馬
歩
而
司
馬
其
總

也
今
制
稱
司
馬
馬
祖
先
牧
神
廟
境
内
只
土
木
偶
槩
曰
馬

神
而
已
其
稱
皆
不
合
典

馬
神
廟

府
在
城
南
二
里

教
寺
西

遷
安
在
城
東
南
隅

撫
寧
在
治
東

昌

在
治
西

灤
州
在
治
東

樂
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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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三
十
一

城
北

山
海
在
演
武
塲
左

三
屯
營
在
旗
纛
廟
西

郭
造
卿
曰
古
禁
原
蠶
說
者
以
先
蠶
卽
辰
宫
天
駟
之
神
也

辰
宫
旣
爲
馬
爲
蠶
同
宫
莫
能
兩
大
故
禁
其
原
而
蠶
馬
則

皆
有
祠
焉
或
謂
非
天
駟
之
神
乃
始
養
蠶
之
主
則
何
所
姓

名
以
安
神
位
今
俗
稱
蠶
姑
者
卽
古
禮
之
先
蠶
也
祀
典
自

嘉
靖
九
年
祭
先
蠶
未
嘗
令
天
下
通
祀
今
有
舉
而
莫
廢
者

在
郡
南
州
縣
多
務
桑
而
有
蠶
姑
祠
猶
北
邊

尚
馬
而
多

馬
神
廟
也
諸
縣
亦
有
之
各
志
不
爲
具

蠶
姑
廟

遷
安
在
治
西
十
五
里

灤
州
二
一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麻
北
莊
一
在
城
西
七
十
里
赤
堠
社

郭
造
卿
曰
龍
興
雲
致
雨
山
川
居
之
神
化
無
方
易
位
九
五

非
民
間
所
當
祭
故
歷
代
不
詳
其
典
今
惟
京
都
命
祭
乃
天

下
在
在
有
之
因
潭
禱
雨
而
靈
之
也
在
典
不
禁
境
内
尤
多

焉
龍
神
廟

府
在
城
南
十
里
灤
河
中
流
萬

曆

十

五

年

圮

于

水

今

在

陽

山

西

麓

遷
安
在
黄
臺
山

撫
寧
在
西
郭
外

昌

二
一
在
龍
潭
一

在
蓮
池

灤
州
在
城
西

山
海
在
城
内

它

縣

多

有

之

而

各

志

不

詳

其

有

靈

勝

者

列

之

山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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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三
十
二

郭
造
卿
曰
元
通
海
運
祀
天

今
永
樂
五
年
特
建
宫
于
龍

江

元
海
濵
所
祀
未

禁
之
也
郡
灤
濵
海
當
通
海
運
尤

多

志
具
之
俗
稱
聖
母
廟

天

宫

灤
州
在
治
西
門
外

遷
安
在
治
北

山
海
二
一

在
南
海
口

一
在
城
西
北

郭
造
卿
曰
北
極
佑
聖
宫
卽
南
京
眞
武
廟
也
每
歲
元
旦
三

月
三
日
九
月
九
日
遣
太
常
卿
行
禮
開
國
靖
難
神
多
效
靈

故
祀
永
平
在
靖
難
先
諸
郡
效
順
其
時
封
拜
尤
多
故
奉
其

祠
者
衆
本
道
家
之
說
于
位
在
北
于
卦
爲
坎
故
爲
玄
武
配

在
翼
軫
奠
于
武
當
郡
雖
不
可
以
旅
久
矣
本
載
祀
典
在
今

所
未

禁
者

眞
武
廟

府
城
在
鐘
樓
上

遷
安
三
一
在
東
門
内
一
在
北

外

撫
寧
在
治
西
北

昌

二
一
在
治
北
一
在
北
城
上

灤
州
在
治
北

樂
亭
在
玉
皇
閣
下

山
海
在
北

外

郭
造
卿
曰
泰
山
廟
洪
武
三
年
春
秋
合
祀
于
山
川
壇
二
十

一
年
後
春
附
祭
于
郊
秋
祭
仍

今
罷
每
歲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遣
太
常
寺
祭
本
道
家
言
泰
山
群
山
之
祖
五
岳
之
宗
天

帝
之
孫
神
靈
之
府
神
奠
泰
安
豈
得
而
旅
自
歷
代
封
禪
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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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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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三
十
三

封
民
之
謟
䙝
尤
甚
止
之
不
能
誅
之
不
勝
况
在
令
典
不
禁

而
邊
尤
資
香
錢
故
四
方
皆
若
狂
有
司
從
之
矣

東
嶽
廟

府
在
東
郭
外

遷
安
在
城
北

撫
寕
在
東
郭
外

昌

在
城
西
北

灤
州
四
一
在
城
西
北
二
里
岡
上
一
在

城
西

半
里
一
在
偏
山
一
在
開
平
城
東

樂
亭
在
東

山
海
在
東
門
外

碧
霞
元
君
廟

府
在
城
東
南
二
里

遷
安
二
一
在
北
斜

外
一
在
景
忠
山

撫
寕
在
西
郭
外

灤
州
在
城
西

樂
亭

在
城
西

元
史
元
貞
元
年
初
命
郡
縣
通
祀
三
皇
如
宣
聖
釋
奠
禮
大

皥
伏

氏
以
勾
芒
氏
之
神
配
炎
帝
神
農
氏
以
祝
融
氏
之

神
配
軒
轅
黄
帝
氏
以
風
后
氏
力
牧
氏
之
神
配
黄
帝
臣
俞

跗
以
下
十
人
姓
名
載
於
醫
書
者
從
祀
兩
廡
有
司
歲
春
秋

二
季
行
事
而
以
醫
師
主
之

許
莊
議
曰
巫
醫
兼
稱
聖
敎
所
不
廢
况
醫
切
民
命
在
中
原

南
上
業
之
者
多
郡
仍
北
俗
雖
近
醫
院
而
名
聖
最
少
民
疾

不
知
服
藥
但
信
巫
覡
及
禱
淫
神
而
至
傷
生
者
多
此
學
所

當
興
使
民
知
醫
而
安
全
之
皆
王
政
也
今
民
所
祀
藥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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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三
十
四

先
醫
或
有
三
皇
祠
而
稱
之
爲
醫
王
此
皆
未
示
以
禮
小
民

不
知
冐
禁
耳
按
洪
武
元
年
令
郡
縣
訪
應
祀
神
祗
凡
有
功

于
國
惠
愛
及
民
者
奏
著
祀
典
二
年
令
有
司
祠
祀
典
神
祗

有
不
在
祀
典
而

有
功
德
于
民
者
卽
不
祭
存
其
祠
則
凡

以
醫
稱
祀
者
非
有
功
德
于
民
乎
國
令
旣
存
其
祠
則
非
淫

祀
者
比
矣
四
年
令
天
下
罷
三
皇
以
名
分
非
民
所
得
祀
且

因
民
瀆
以
藥
王
非
所
以
尊
敬
之
也
今
宜
明
正
其
廟
而
名

之
曰
先
醫
愈
於
謟
無
徵
之
鬼
神
矣

三
皇
廟

府
在
治
北
俗

訛

爲

藥

王

廟

遷
安
在
西
甕
城

昌

二

一
在
城
東
一
在
仙
臺
山

灤
州
在
城
北
二
里

樂
亭
在
東

山
海
在
月
城

撫
□
在
北

郭
造
卿
曰
漢
前
將
軍
漢
壽
亭
侯

公
廟
洪
武
二
十
七
年

祀
于
鷄
鳴
山
每
歲
四
孟
及
歲
暮
遣
府
官
祭
五
月
十
三
日

以
侯
生
辰
又
遣
太
常
寺
祭
初
雖
革
義
勇
武
安
王
封
而
稱

壽
亭
侯
嘉
靖
十
年
南
京
太
常
卿
黄
芳
改
今
稱
自
京
師
達

四
方
祀
之
葢
亦
太
瀆
矣
而
邊
方
尤
甚
萬

曆

屮

勅

封

三

界

伏

魔

大

帝

神

威

遠

鎭

大

尊

聖

帝

君

帝
廟

府
二
一
在
縣
治
東
一
在
南
甕
城

遷
安
三
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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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三
十
五

南
門
外
一
在
北
甕
城
一
在
三
屯
營
其

它

在

邊

者

不

列

撫
寕
二
一

在
治
西
一
在
石
門
路

昌

二
一
在
治
西
一
在
城
東

灤

州
在
南
街

樂
亭
在
北
門
外
其

在

廂

屯

社

者

各

州

縣

多

有

不

列

山
海
在

城
東
二
里

郭
造
卿
曰
蜡
祭
雖
爲
民
而
報
神
亦
因
神
以
樂
人
也
其
典

歷
代
相
承
不
廢
我
朝
何
獨
闕
此
哉
是
神
與
社
稷
相
終
始

春
秋
里
社
皆
得
祭
土
榖
而
復
此
則
疑
乎
瀆
矣
然
有
大
社

大
稷
耕
籍
復
祭
先
農
則
俗
有
蜡
法
所
不
禁
也

又
曰
古

民
飮
于
鄕
而
又
于
蜡
雖
一
國
皆
若
狂
而
孔
子
不
以
爲
非

民
竭
三
時
力
而
盡
一
日
歡
也
自
漢
唐
後
則
禁
酒
賜
餔
乃

品
節
而
錫

之
耳
今
令
甲
鄕
飮
禮
舉
于
有
司
民
非
有
德

不
與
亦
有
良
善
不
得
舉
者
多
聚
于
神
壇
社
廟
爲
會
會
醵

金
爲
脩
理
社
廟
及
橋
道
需
持
齋
者
多
聚
飮
者
少
葢
生
民

之
樂
樂
不
如
太
古
遠
有
司
且
因
聚
衆
恐
如
黄
巾
白
蓮
而

禁
之
禁
之
誠
是
也
當
察
其
實
否
耳
然
每
會
之
醵
金
幾
何

旣
非
祭
典
有
司
不
爲
興
而
富
厚
者
多
嗇
孰
爲
社
田
舉
哉

嘉
靖
二
十
年
山
海

主
事
王
應
期
行
之
有
司
能
倣
其
意

度
荒
田
而
付
之
墾
蠲
其
賦
役
之
征
以
備
蜡
會
之
澤
則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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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三
十
六

旣
不
棄
而
人
神
胥
悅
也

八
蜡
廟

府
在
東
南
一
里

遷
安
在
北
門
外
一
里

撫
寕

在
縣
北

昌

在
城
西
南

灤
州
在
治
東

樂
亭
在
西

山
海
在
城
外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奉

文

塑

立

楊

威

侯

劉

猛

將

像

于

廟

中

以

禳

蝗

灾

郭
造
卿
曰
熒
惑
火
星
也
其
祥
異
有
賦
熒
惑
主
罰
于
時
爲

夏
色
青
而
變
者
暴
風
損
禾
色
白
而
昧
者
苦
雨
傷
稼
黑
則

雹
凍
變
生
赤
則
曦
暉
施
化
葢
不
但
司
火
民
社
所
以
有
廟

也
爾
雅
曰
法
祭
曰
幽
禜
發
星
註
禜
者
星
壇
也
以
昏
見
夜

出
故
曰
幽
星
祠
歷
代
有
之
與
群
星
共
祀
獨
郊
祀
六
典
唐

太
宗
夏
祀
赤
帝
熒
惑
星
于
南
方
三
辰
七
宿
從
祀
則
今
境

内
之
廟
自
唐
末
有
之
矣
葢
青
龍
天

以
水
而
鎭
以
玄
武

東
嶽
以
木
德
王
旗
纛
爲
金
德
主
城
隍
及
土
地
祠
以
土
皆

佐
社
稷
山
川
之
祭
民
非
火
不
饔
改
火
之
政
不
行
及
其
爲

災
尤
烈
至
旱
魃
爲
虐
民
祭
之
詳
豈
可
缺
此
但
廟
而
不
壇

其
俗
久
矣

火
星
廟

府
二
一
在
治
北
一
在
教
塲
左

遷
安
在
南
門
内

撫
寕
在
治
西
南

昌

在
治
東
北

灤
州
在
治
南

樂

亭
在
治
北

山
海
在
治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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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郭
造
卿
曰
文
昌
星
出
於
搜
神
記
則
不
經
且
其
踪
在
梓
潼

唐
玄
僖
播
遷
時
封
順
濟
王
歷
代
累
加
聖
號
爲
帝
君
我
朝

亦
弗
禁
士
子
多
祠
之
學
宫
其

所

傳

書

種

有

運

玄

書

有

救

劫

章

有

大

洞

嘉

靖

中

督

學

以

其

經

有

地

獄

輪

之

說

爲

妖

惑

有

金

丹

燒

煉

之

法

爲

邪

術

有

綂

仙

班

證

佛

果

之

聖

號

爲

異

端

多

欲

毁

其

廟

者

或

移

其

像

于

學

外

議

者

以

蕋

宫

金

蓮

未

必

眞

要

之

亦

可

使

人

爲

善

泥

犁

鄷

都

未

必

眞

要

之

亦

可

使

人

去

惡

况

綂

仙

證

佛

之

說

出

自

後

人

觀

其

自

言

吾

十

七

世

爲

士

夫

未

虐

民

酷

吏

周

急

濟

危

容

過

憫

孤

一

心

如

此

聼

命

于

天

雖

未

必

眞

聞

其

言

亦

可

以

感

矣

竟

未

毁

近

督

學

又

崇

祀

之

士

論

益

不

可

破

矣

但

宜

移

之

外

使

帝

君

之

自

尊

不

可

以

慁

學

宫

而

使

恠

異

之

不

别

也

文
昌
祠

府
在
東
門
内

遷
安
在
治
東

撫
寕
在
學
東

昌

在
治
北

灤
州
在
月
城
内

樂
亭
在
學
前

山
海
在

文
廟
右

玉
皇
廟

府
在
城
南
一
里

撫
寕
在
治
西
南

昌

二
一

在
仙
臺
頂
一
在
西

灤
州
在
城
東

樂
亭
在
城
正
中

山
海
在
西

奎
星
閣

府
在
南
城
上

撫
寕
在
文
廟
前
諸

縣

皆

然

不

具

載

增
福
廟

府
在
城
西
北
隅

撫
寕
在
治
西
南

昌

在
城

南

樂
亭
在
東
關

三
官
廟

府
在
北
郭
外

撫
寕
在
治
東
南

昌

在
城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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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山
上

樂
亭
二
一
在
城
南
一
在
城
北

山
海
在
城
南

天
仙
廟

昌

二
一
在
仙
臺
山
一
在
城
東
北

二
郎
廟

遷
安
在
東
甕
城

昌

在
治
北

灤
州
在
城
北

十
王
廟

府
在
城
東
門
内
迤
北

樂
亭
在
城
西
北
二
里

玄
壇
廟

府
在
城
東
門
内
迤
北

二
聖
廟

遷
安
在
縣
北
二
里

小
聖
廟

府
在
南
郭
外

三
義
廟

府
在
城
北
一
里

遷
安
在
城
北
四
里

李
將
軍
廟
在
府
南
八
里
祀
漢
太
守
李
廣

三
忠
祠
在
遷
安
縣
景
忠
山
祀
漢
諸
葛
忠
武
侯
宋
岳
武

王

文
信
國
公

李
臨
淮
祠
在
昌

縣
西
城
上
祀
唐
司
徒
李
光
弼

韓
文
公
祠
在
昌

治
北
祀
唐
吏
部
侍
郎
韓
愈

八
仙
廟
在
昌

仙
臺
山

張
仙
廟
在
樂
亭
東
月
城
内

韓
湘
子
祠
在
昌

西
山
下

姜
將
軍
廟
在
灤
州
西
唐
山
麓

云
將
軍
仕
後
唐
清
秦
間
鎭

碣
石
之
石
城
時
有
蛟
爲
民
害
將
軍
斬
之
人
懐
其
惠
立
廟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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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焉
此
地
自
後
唐
天
成
初
巳
屬
契
丹
安
得
淸
泰
間
乃
屬
于
唐

乎
此

記
之
不
可
信
者
也

精
忠
廟
在
府
治
北
門
甕
城
内
祀
岳
武

王
康

熙

庚

辰

浙

人

翁

贊

育

新

建

顯
功
廟
在
山
海
城
内
西
北
祀
中
山
武
寧
王
徐
達

崇
報
祠
在
三
屯
營
新
鐘
樓
東
祀
總
理
戚
繼
光

馬
公
祠
在
景
忠
山
下
祀
總
兵
馬
永

表
忠
祠
在
府
武
學
㦸
門
左
祀
明
崇
禎
巳
巳
被
執
不
屈
死
兵

備
道
張
春
庚
午
死
難
兵
備
道
鄭
國
昌
知
府
張
鳯
奇
推
官
羅

成
功
及
中
書
舍
人
廖
汝
欽
汝
寧
通
判
楊
爾
俊
東
勝
衛
指
揮

張
國
翰
陳
靖
華
城
守
中
軍
房
應
祥
忠
武
營
千
總
牛
星
耀
仇

耀
先
城
守
千
總
卜
小
峰
梁

威
胡
承
祚
張
學
閔
石
可
玩
庠

生
韓
原
洞
馮
繼
京
弟
聯
京
周
祚
新
羅
世
傑
並
弟
埈
埰
圻
胡

登
龍
子
光
奎
田
種
玉
子
福
元
姪
士
儁
李
光
春
丁
應
掄
李
文

燦
胡
啓
鴻
劉
可
廷
武
生
張
鴻
鸞
醫
官
陸
橘
郡
民
李
應
陽
張

俊
郭
重
光
張
宗
仁
張
禮
李
大
敬
張
尙
義
傅
守
望

忠
烈
祠
在
府
武
學
㦸
門
右
祀
崇
禎
庚
午
死
難
武
學
科
正
唐

之
靖
道
標
中
軍
程
應

營
路
㕘
軍
焦
慶
延
祠

旁

勒

忠
烈
祠
在
建
昌
營
西
北
祀
陣
亡
副
總
兵
蔣
承
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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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貞
女
祠
在
山
海
東
關
外
十
三
里
望
夫
石
之
巓

勸
義
祠
在
山
海
西
關
外
祀
陣
亡
㕘
將
張
世
忠

褒
忠
祠
在
山
海
西
關
石
河
西
今廢

二
李
公
祠
在
樂
亭
北
月
城
内
祀
知
縣
李
瀚
李
邦
佐
今廢

陳
公
祠
在
昌

城
外
祀
知
縣
陳
良
輔

孟
公
祠
在
陳
公
祠
左
祀
知
縣
孟
秋

吳
公
祠
在
昌

縣
東
北
祀
知
縣
吳
應
選

楊
公
祠
在
昌

縣
東
祀
知
縣
楊
于
陛

李
布
政
祠
在
府
東
北
祀
李
公
充
濁

韓
御
史
祠
在
府
東
郭
外
祀
韓
公
應
庚

忠
義
祠
在
昌

縣
北
郭
祀
守
城
死
難
者
四
十
人
明
崇
禎
中

廵
撫
楊
嗣
昌
疏
建

拽
梯
郎
君
祠
在
昌

縣
東
月
城
以
拽
梯
全
城
明
崇
禎
中
廵

撫
楊
嗣
昌
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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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惠
政昔

三
王
之
治
天
下
也
先
成
民
而
後
致
力
于
神
有
城
以

保
民
有
廨
以
居
官
有
學
以
造
士
於
是
則
神
可
得
而
歆

矣
猶
未
也
念
民
之
病
渉
也
爲
之
橋
爲
之
渡
以
濟
之
其

生
而
無
食
死
而
無
葬
也
爲
之
院
以
居
之
園
以
葬
之
其

疾
病
而
無
醫
也
爲
之
局
以
施
之
仁
哉

聖
王
之
制
乎
雖
天
下
之
所
同
而
永
平
居
畿
甸
之
東
其
首
被

者
矣
列
之
以
終
建
置
之
事

橋

府
城
三
一
在
北
門
大
街
一
在
新
城
街
一
在
下
水
關
今廢

南
關
一
曰
永
濟
石
橋
城
西
一
里
曰

河
十
里
曰
灤
河
夏
秋

以
舟
渡
冬
作
橋
舊

志

河

在

府

城

西

一

里

俗

呼

小

河

橋

春

夏

濟

以

舟

楫

秋

冬

架

木

上

實

土

可

通

輿

馬

灤

河

橋

在

西

十

里

俗

呼

大

河

橋

奔

湍

漫

滙

比

小

河

不

啻

十

七

八

舊

二

河

與

灤

潵

河

共

船

二

十

每

船

夫

十

二

名

名

銀

十

二

兩

及

歲

造

兩

河

梁

費

不

貲

多

侵

牟

科

擾

州

縣

病

之

弘

治

十

年

知

府

吳

傑

革

半

推

官

周

瑄

督

之

夏

初

防

潦

撤

之

椿

儲

于

官

稭

散

舊

易

新

備

用

民

不

擾

而

事

集

乃

日

久

弊

生

歷

年

搭

橋

奸

胥

任

意

號

民

墓

木

必

飽

慾

而

後

巳

其

稭

舊

者

盡

歸

烏

有

復

以

半

値

派

之

里

社

至

交

納

時

又

百

計

掯

索

鄕

民

莫

可

如

何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郡

守

張

公

朝

琮

訪

知

積

弊

嚴

懲

禁

革

復

循

舊

法

歌

聲

振

焉

按

一

綂

志

灤

陽

橋

在

府

城

西

南

十

七

里

卽

大

河

橋

也

府

志

灤

陽

橋

卽

潵

河

橋

互

異

遷
安
縣
西
南
三
里
黃
臺
山
下
曰
黃
臺
東
三
里
曰
三
里
東

南
十
里
曰
十
里
百
七
十
里
曰
靑
河
東
北
七
十
里
曰
靑
龍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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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北
九
十
里
曰
大
寨
百
五
十
里
曰
灤
陽
西
百
二
十
里
曰
舊
城

浮
橋

撫
寧
陽
河
上
有
橋
七
水
至
則
撤
縣
東
三
里
曰
鍾
家

莊
二
十
里
曰
渝
河
六
十
里
曰
海
洋
北
三
里
曰
李
官
營
石
橋

七
里
曰
程
家
莊
舊
縣
北
二
里
曰
棲
霞

昌

南
八
里
曰
虹

橋
西
八
里
曰
石
橋
二
十
里
曰
柳
河
三
十
里
曰
梭
灣
西
南
五

十
里
曰
槐
家
店
曰
獅
子

灤
州
南
門
外
曰
石
橋
五
里
曰
巖

山
八
里
曰
八
里
二
十
五
里
曰
御
駕
二
十
七
里
曰
龍
塘
三
十

里
曰
波
落
三
十
五
里
曰
淸
水
河
五
十
里
曰
榆
關
曰
歇
駕
六

十
里
曰
通
津
九
十
里
曰
公
安
曰
磚
窑
店
西
南
八
里
曰
八
里

二
十
五
里
曰
沂
河
九
十
里
曰
大
海
一
百
里
曰
龍
堂
西
六
十

五
里
曰
石
牛
八
十
里
曰
蔡
家
曰
雙
橋
曰
牤
牛
八
十
五
里
曰

馬
家
一
百
里
曰
唐
山
西
北
九
十
里
曰
榛
子
鎭
鎭
東
西
曰
東

五
里
曰
西
五
里

樂
亭
北
門
外
曰
迎
恩
六
里
曰
商
家
社
西

三
十
里
曰
淸
河
南
三
十
五
里
曰
解
家

山
海
儒
學
前
曰
文

明
鐘
皷
樓
北
曰
大
明
西
關
曰
卧
牛
西
二
里
曰
石
河
南
門
外

曰
探
海
羅
城
曰
咽
喉
東
門
外
曰
登
仙

渡

府
西
門
外
曰

河
十
里
曰
石
梯
子
南
十
里
曰
虎
頭
石

二
十
里
曰
于
家
河
東
北
三
十
里
曰
念
經
河

遷
安
縣
南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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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五
里
曰
瓜
村
西
北
七
十
里
曰
稔
子
口

昌

西
七
十
里
曰

灤
河

灤
州
東
四
里
曰
白
石
店
北
五
里
曰
偏
凉
汀
七
里
曰

橫
河
夏
渡
東
南
二
十
八
里
曰
寗
家
莊
南
二
十
里
曰
馬
城
九

十
里
曰
邊
落
灣

樂
亭
南
十
八
里
曰
李
家
莊
三
十
里
曰
陳

家
渡
西
南
十
二
里
曰
馬
家
莊
西
北
十
五
里
曰
楊
家
莊
二
十

里
曰
淀
流
河
北
十
里
曰
明
佛
陀

隄

在
府
城
西
門
外
元
史
大
德
五
年
平
灤
路
言
六
月
九
日

霖
雨
至
十
五
日
夜
灤
河
與
肥
如
三
河
並
溢
衝
圮
城
東
西
二

處
舊
䕶
城
隄
東
西
南
三
面
城
牆
横
流
入
城
漂
郭
外
三
關
瀕

河
及
在
城
官
民
屋
廬
糧
物
没
田
苖
溺
人
畜
死
者
甚
衆
而
雨

猶
不
止
至
二
十
四
日
夜
灤

肥
如
諸
河
水
復
漲
入
城
餘
屋

漂
蕩
殆
盡
乃
委
吏
部
馬
員
外
同
都
水
監
官
修
之
東
西
二
隄

計
用
工
三
十
一
萬
一
千
五
十
以
後
累
代
修
築
弘

治

中

知

府

吳

傑

萬

曆

中

副

使

葉

夢

熊

重

修

國

朝

順

治

中

副

使

宋

琬

重

修

養
濟
院

盧
龍
在
城
南
二
里

遷
安
在
城
東
南
一
里

撫

寧
昌

灤
州
並
在
城
東
南
隅

樂
亭
山
海
並
在
北
門
外

惠
民
藥
局

州
縣
並
稱
無
址
可
考
惟
樂
亭
在
治
西
北

漏
澤
園

盧
龍
在
縣
東
五
里
周
三
里

遷
安
在
縣
東
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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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里
周
十
畝

撫
寧
在
縣
北
一
里
周
四
畝

昌

在
縣
西
一

里
周
三
畝

灤
州
在
城
東
北
一
里

樂
亭
在
縣
西
北

山

海
在
城
西
北
一
里
周
四
畝

育
嬰
堂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奉

文

設

立

盧
龍
在
城
隍
廟
東

永
平
府
志
卷
之
六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