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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卷
一
序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葭
縣
志
序

中
國
何
以
治
曰
中
國
之
縣
治
則
國
治
矣
縣
何
以
治
曰
一
縣
之
晨
村
治

則
縣
治
矣
是
以
修
縣
志
者
必
於
一
縣
之
禮
教
風
俗
土
宜
壹
是
加
詳
所

以
促
村
治
之
改
進
也
民
國
法
制
尤
重
自
治
識
者
謂
自
治
以
縣
為
單
位

縣
治
又
必
以
農
村
為
單
位
其
意
葢
即
在
此
葭
縣
志
書
成
邑
紳
苗
植
庭

張
鏡
川
携
榆
付
刋
適
濟

南

供
職
榆
陽
軍
部
相
晤
出
志
稿
數
帙
嘱
為
文

以
序
撿
閲
一
過
深
有
所
契
不
敢
以
謭
陋
辭
溯
是
志
重
修
於
清
光
緒
甲

午
州
牧
李
仁
山
先
生

三
十
餘
年
中
經
張
鏡
川
魏
楚
翹
楚
南
昆
仲
及

閆
邇
安
諸
君
賡
續
增
脩
延
至
民
國
十
七
年
趙
君
九
樞
張
君
子
實
精
心

合
作
乃
燦
然
成
帙
焉
濟

南

於
民
國
十
四
年
由
横
山
來
宰
斯
邑
躬
逢
其

盛
得
参
末
議
比
次
年
調
任
府
谷
時
葢
已
畧
具
規
模
矣
今
隔
數
年
九
樞

子
實
兩
君
復
博
採
精
硏
遂
成
一
完
美
無
瑕
之
偉
作
内
容
豐
贍
無
俟
贅

言
然
濟

南

竊
有
進
者
慨
自
晚
近
歐
風
東
漸
國
粹
蕩
然
士
商
競
尚
奢
侈

辳
工
相
習
逰
惰
甚
者
藉
口
自
由
平
等
事
事
力
求
觧
放
視
禮
敎
如
仇
讐

道
德
墮
落
風
俗
於
以
日
漓
縣
之
有
志
乗
所
以
備
一
邑
辳
村
之
觀
感
救

弊
補
偏

諸
久
逺
未
可
為
一
時
風
尚
所
束
縛
細
繹
諸
篇
闗
于
禮
敎
敷

陳
特
詳
其
殆
具
匡
時
勵
俗
之
苦
心
乎
顧
所
貴
乎
提
倡
道
德
在
躬
行
不

在
空
談
正
已
化
人
相
觀
而
善
必
其
人
德
望
夙
孚
足
為
一
般
辳
村
民
衆

素
所
敬
仰
而
矜
式
之
者
乃
克
有
濟
國
為
辳
村
之
所
積
而
成
有
辳
村
則

城
市
亦
賅
之
然
則
戒
怠
惰
以
導
之
勤
祛
奢
汰
以
示
之
儉
講
信
義
息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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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卷
一
序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訟
以
教
之
禮
讓
各
城
市
辳
村
負
有
鄉
望
之
紳
耆
皆
與
有
責
焉
果
能
以

身
作
則
黙
化
潛
移
葭
蘆
一
隅
將
可
為
全
國
之
辳
村
倡
則
是
志
之
作
正

其
嚆
天
耳
濟

南

不
敏
願
拭
目
以
觀
郅
治
之
盛
云

前

署

葭

縣

知

事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上
旬
陸
軍
第
八
十
六
師
軍
法
處
長

河
南
鞏
縣
劉
濟
南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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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卷
一
序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脩
葭
縣
志
序

縣
之
有
志
猶
國
之
有
史
也
一
代
政
治
之
興
廢
文
化
之
優
劣
莫
不
載
諸

史
册
而
一
縣
之
山
川
形
勢
風
教
禮

以
及
建
置
沿
革
物
産
方
言
亦
胥

與
志
内
紀
之
則
縣
志
之
與
國
史
固
並
重
而
不
可
偏
廢
者
也
葭
縣
舊
志

自
清
光
緒
甲
午
州
牧
李
仁
山
繼
續
重
修
迄
今
三
十
餘
年
時

世
異
國

體
變
更
地
方
情
形
今
昔
異
觀
其
間
可
記
可
志
之
事
亦
已
多
矣
故
民
國

丙
辰
知
事
李
懷

聘
請
魏
楚
翹
張
鏡
川
諸
先
生
因
修
通
志
之
便
徵
文

攷
獻
續
輯
成
帙
其
後
知
事
史
吉
人
柯
秦
屏
兩
公
督
同
縣
紳
詳
加
釐
訂

前
任
陳
公
韻
軒
復
請
趙
君
九
樞
張
君
子
實
搜
集
舊
志
及
前
二
次
修
訂

之
本
刪
繁
補
遺
始
克
完
成
是
志
也
先
後
修
訂
三
次
起
丙
辰
迄
己
已
厯

十
四
年
之
久
費
此
極
大
經
營
不
可
謂
非
認
真
將
事
也
然
修
訂
雖
成
終

未
付
梓
庚
午
春
余

捧
檄
來
葭
見
歴
年
凶
荒
凡
百
廢
弛
正
思
所
以
起
衰

救

者
邑
紳
咸
以
縣
志
付
印
為
請
並
告
其
始
末
余

聞
之
不
禁
慨
然
曰

縣
志
經
前
數
任
暨
諸
君
子
旁
求
博
採
殫
精
竭
力
草
創
修
飾
既
成
帙
而

中
止
功
虧
一
簣
不
亦
大
可
惜
耶
然
當
此
饑
饉
之
餘
財
窮
力
盡
籌
茲
數

百
元
之
印
費
亦
大
非
易
而
又
恐
風
雲
時
事
瞬
息
變
幻
此
機
一
失
不
惟

諸
公
之
心
力
空
勞
而
地
方
最
要
之
典
籍
又
將
㪚
失
無
存
古
人
云
莫
為

之
前
雖
美
弗
彰
莫
為
之
後
雖
善
弗
傳
余

當
竭
盡
棉
薄
以
樂
觀
厥
成
焉

嵗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嵗
次
庚
午
七
月
上
浣

葭
縣
縣
長
趙
夀
祺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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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序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修
縣
志
序

慨
自
近
世
以
來
禮
義
衰
道
德
亡
人
欲
横
流
不
可
遏
止
外
患
甚
於
宋
末

内
憂
埒
於
明
亡
上
焉
者
力
趨
歐
風
置
國
粹
於
不
顧
下
焉
者
聼
邪
説
之

横
行
直
奔
汚
流
此
誠
可
為
痛
哭
者
也
壬
申
七
月
余
來
牧
斯
土
縣
中
縉

紳
耆
舊
僉
謂
縣
誌
之
有
闗
風
化
也
至
要
且
重
倡
義
復
修
苗
公
植
庭
魏

公
楚
南
張
公
鏡
川
張
公
子
實
皆
為
一
時
賢
俊
越
五
閲
月
博
訪
周
咨
編

撰篆
成
帙
將
以
付
梓
而
請
序
於
余
余
以
半
生
戎
馬
未
嘗
學
問
憂
患
餘
生

避
囂
塵
而
來
此
亦
聊
代
賣
瓜
種
柳
已
耳
愧
無
皇
甫
之
才
敢
序
太
冲
之

賦
第

弟
辭
不
獲
為
書
數
語
曰
晉
之
乘
楚
之
檮
机
魯
之
春
秋
漢
之
史
記
代

代
有
史
省
縣
有
誌
其
實
一
也
夫
史
所
以
記
事
也
而
誌
亦
所
以
記
事
也

可
者
褒
之
其
不
可
者
貶
之
而
忠
孝
節
義
之
可
泣
可
歌
者
均
詳
而
記
之

使
後
之
人
知
所
景
慕
移
風
易
俗
端
頼
於
斯
豈
不
懿

貴
歟
至
山
川
河
流
土

地
物
産
之
紀
不
過
使
人
知
覆
載
在
茲
從
而
愛
䕶
之
耳
余
慨
夫
今
世
之

道
衰
德
微
國
亡
之
無
日
其
挽
救
之
方
在
使
國
人
知
忠
孝
仁
愛
信
義
和

平
之
不
可
或
廢
也
上
倡
之
而
下
和
之
則
忠
孝
節
義
之
行
不
難
復
見
於

今
於
此
知
縣
誌
之
不
可
不
修
不
可
不
急
於
修
其
修
誌
之
功
於
斯
著
矣

尤
願
後
此
豪
傑
忠
義
之
士
輩
出
於
葭
山
蘆
水
之
間
其
誌
更
為
不
虛
修

矣
是
為
序

葭
縣
縣
長
續
心
原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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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卷
一
序

一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脩
葭
縣

序

嘗
攷
禹
紀
山
川
漢
收
圖
籍
歴
代
相
因
郡
邑
有

雖
非
國
史
可
備
方
聞

然
斷
代
為
書
近
聞
蓋
闕
閲
時
既
久
存
簡
復
稀
不
有
續
編
曷
由
徵
信
矧

政
體
更
新
建
設
萬
端
不
特
封
建
專
制
諸
作
無
當
於
用
即
典
章
文
物
政

治
風
化
等
項
亦
應
凖
則
時
宜
斟
酌
損
益
俾
察
往
可
以
知
來
信
今
即
以

廸
後
葭
名
邑
也
余
以
漢
南
末
學
來
宰
斯
土
覩
城
市
之
荒
蕪
覘
民
生
之

凋
敝
猥
不
自
諒
輒
思
所
以
振
興
之
邑
舊
有

亦
以
嵗
久
失
修
缺
遺
滋

甚
披
覽
之
餘
未
嘗
不
喟
然
而
嘆
曰
昔
之
雄
鎮
今
何
衰
落
至
此
哉
語
云

前
事
不
忘
後
事
之
師
毋
亦

乗
不
修
昔
賢
之
條
教
制
度
所
以
興
利
除

化
民
成

與
夫
鄉
邦
長
老
所
以
詔
其
子
弟
飭
其
田
畝
儀
型
當
時
以

範
於
後
世
者
無
所
資
以
考
信
後
之
人
亦
無
所
資
以
觀
感
奮
起
有
以

使
然
哉
是
則

之
云
者
非
徒
以
記
往
事
載
陳
迹
而
已
其
有
貢
獻
於
革

故
更
新
創
制
進
化
者
為
值
尤
大
續
修
之
舉
曷
可
緩
已
於
是
徵
之
史
乗

訪
之
鄉
老
撮
要
纂
輯
冀
成
完
篇
第
以
政
務
紛
繁
遽
難
卒
業
適
值
陝
西

通

局
新
訂
目
録
普
令
續
修
爰
舉
趙
君
九
樞
張
君
子
實
專
任
其
事
旁

搜
博
採
拾
遺
補
缺
酌
古
準
今
悉
心
擬
撰
書
既
成
不
飾
詞
以
誇
前
代
不

增
美
以
炫
後
人
綱
舉
目
張
有
條
有
序
後
之
體
國
經
野
採
風
問

者
或

將
有
取
於
斯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二
月

漢
中
陳
琯
識
於
葭
縣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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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卷
一
序

二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葭
縣
續

序

夫

者
何
即
記
録
過
去
之
事
以

示
將
來
者
也
但
越
時
既
久
凡
地
方

上
之
河
山
形
勝
秩
官
宦
績
與
夫
文
獻
風
化
等

不
無
變
更
若
不
續
加

修
輯
其
何
以
昭
示
來
茲
乎
是
以
陳
公
自
蒞
任
以
來
於
簿
書
鞅
掌
之
外

即
汲
汲
以
修

為
務
又
值
通
志
局
新
訂
目
錄
督
促
編
修
則

之
續
也

豈
容
緩
哉
第
念
脩

必
以
士
紳
之
見
聞
為
依

若
山
川
古
蹟
物
産
風

何
者
脱
遺
何
者
紕
繆
苟
不
從
士
紳
中
確
徵
其
實
率
爾
操
觚
則
文
雖

佳
語
雖
精
未
有
不
薄
淮
陽
而
取
罪
戾
者
也
因
舉
九
樞
趙
子
子
實
張
子

博
採
遺
文
訪
諸
耆
艾
得
名
公
光
達
騷
人
逸
士
之
詩
文
記
序
編
輯
成
篇

遂
使
河
山
形
勝
秩
官
宦
績
與
夫
文
獻
風
化
等

無
所
脱
遺
無
所
紕
繆

而

為
完
書
矣
余
以
榆
陽
下
士
承
審
斯
土
讀
其
書
如
讀
史
之
列
傳
春

秋
之
左
氏
公
羊
穀
梁
不
禁
擊
節
稱
賞
曰
陳
公
之
有
功
於
邑
二
子
之
有

功
於
公
固
相
與
有
成
也
因
不
揣
謭
陋
勉
紀
巔
末
一
以
揚
陳
公
之
毅
力

任
事
一
以
表
二
子
之
精
心
結
撰
云
是
為
序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二
月

日
葭
縣
承
審
員
拓
守
謙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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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卷
一
序

三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脩
縣

序

縣

自
光
緒
甲
午
李
司
馬
仁
山
重
修
後
迄
今
三
十
餘
年
其
間
滄
桑
變

更
歐
風
漸
染
政
治
改
革
不
有
續
志
以
紀
其
實
上
之
無
以
備
輶
軒
之
採

訪
下
之
難
以
為
考
鏡
之
資
借
居
斯
土
者
不
可
不
急
為
纂
次
之
以
繼
往

而
開
來
故
鏡
川
張
子
礎
翹
魏
子
同
起
草
創
楚
南
魏
子
邇
安

子
相
繼

增
修
旁
蒐
博
採
亦
極
大
費
時
日
與
精
刀
矣
第
其
詞
意
冗
繁
法
例
凌
亂

恐
未
足
以
昭
示
來
茲
丁
卯
孟
秋
漢
南
陳
公
來
宰
吾
邑
百
廢
俱
興
即
欲

成
就
其
書
適
值
客
軍
駐
境
供
支
浩
繁
閭

瘡
痍
未
瘳
無
暇
顧
及
越
明

年
戊
辰
夏
值
陝
西
通

局
新
訂
目
録
督
促
修
志
適
與
陳
公
初
願
相
符

以
公
家
學
淵
源
知
識
宏
博
何
難
出
其
素
所
藴
蓄
崇
論
偉
議
逺
追
龍
門

近
法
對
山
以
著
成
一
家
言
而
猶
必
殷
殷
然
延
及
菲
葑
不
肯
以
編
纂
自

居
者
公
之
謙
撝
之
心
為
之
也
余

貧
病
交
侵
筆
硯
荒
蕪
以
持
蠡
之
見
效

續
貂
之
舉
詎
能
贊
成
鴻
典
雖
然
隸
属
編
氓
誼
實
難
辭
仍
以
張
子
等
草

本
為
型
模
刪
繁
就
簡
補
漏
闕
疑
不
敢
以
毁
譽
定
取
舍
不
敢
以
愛
憎
判

是
非
㕘
以
諸
書
質
之
衆
史
旁
徵
於
稗
官
野
乗
閲
三
月
而
告
蕆
視
舊
稿

不
無
異
同
然
同
非
苟
同
則
異
非
好
異
猶
隔
年
之
百
葉
不
能
作
今
嵗
之

憲
書
也
茲
因
編
輯
成
帙
將
付
剞
劂
故
畧
叙
梗
概
以
備
輶
軒
之
採
風
官

民
之
考
鏡
庶
文
獻
不
至
廢
墜
地
方
有
所
觀
感
風
化
政
治
蒸
蒸
日
上
以

無
負
陳
公
修

之
本
意
焉
是
為
序

時
在
中
華
民
國
十
七
年
嵗
次

戊
辰
小
陽
月

甘
肅
候
補
直
隸
州
州
判
趙
思
明
九
樞
父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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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縣
志

卷
一
序

四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修
葭
縣

序

縣
之
有

猶
國
之
有
史
其
最
要
者
如
疆
域
之
廣
袤
建
設
之
沿
革
人
事

之
遞
邅
政
體
之
變

皆
所
以
昭
示
來
茲
而
備
後
人
考
鏡
者
也
史
自
馬

史
記
一
書
體
例
大
備
後
之
修
史
者
皆
取
法
焉
而
修

者
亦
多
仿
效

之
以
為
纂
言
紀
事
之
則
如
吾
陝
之
武
功

是
已
是
史
也
而
可
通
乎

矣
吾
華
自
民
國
肇
造
以
來
中
央
政
府
即
以
纂
修
清
史
為
前
提
而
於
修

一
舉
尚
付
闕
如
則
以
戰
事
紛
紜
大
局
未
定
遂
不
暇
議
及
焉
迨
至
北

伐
成
功
南
北
統
一
中
央
政
府
對
於
纂
修
清
史
既
積
極
進
行
復
由
行
政

院
頒
發
條
例
仲
令
各
省
纂
修
通

省
政
府
因
亦
通
令
各
縣
編
輯
縣

以
為
通

取
材
之
資
而
葭
縣

遂
於
十
七
年
春
告
成
焉
予

之
住
所
與

葭
接
壤
聞
其
殺
青
有
日
尤
為
闗
心
爰
急
求
其
全
稿
而
披
閲
之
見
其
行

文
簡
當
記
事
精
詳
與
古
為
新
有
條
不
紊
洵
足
為
修

之
標
凖
至
其
編

纂
則
由
縣
長
陳
韻
軒
先
生
與
同
邑
趙
君
九
樞
張
君
子
實
諸
君
子
協
力

擔
任
悉
心
撰
擬
其
續
志
所
載
則
自
民
國
紀
元
以
來
舉
凡
一
切
新
政
良

法
胥
備
載
之
並
能
於
奉
令
後
尅
期
成
書
為
陝
北
各
縣
之
先
登
尤
足
稱

為
才
識
兼
優
難
能
可
貴
矣
抑
更
有
進
焉
者
茲
當
建
設
時
期
訓
政
伊
始

勵
行
自
治
實
以
縣
為
單
位
凡
所
設
施
罔
不
日
新
而
月
異
所
望
有
識
之

士
於
其
進
化
之
遲
速
成
績
之
優
劣
隨
時
紀
録
之
以
供
續
修
之
採
擇
則

異
日
編
輯
成
帙
可
為
陕
北
邑
乗
開
一
新
紀
元
是

也
而
又
通
乎
史
矣

豈
不
懿
歟
前

清

增

生

北

京

内

務

部

地

方

自

治

模

範

講

習

所

畢

業

第

三

屆

省

議

會

議

員

厯

任

膚

施

綏

德

定

邉

等

縣

縣

長

郭
維
藩
謹
序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序

五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修
葭
縣
志
姓
氏

裁
定

上
海
中
國
公
學
專
門
部
法
律
本
科
畢
業
署
理
葭
縣
縣
長
陳

琯

撰
次

甘
肅
試
用
直
隸
州
州
判
宣
統
己
酉
科
拔
貢

趙
思
明

陝
西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曾
充
本
縣
教
育
局
局
長
張
德
華

協
輯

陝
西
師
範
學
堂
畢
業
曾
充
本
縣
髙
等
小
校
校
長

張
景
澐

候
銓
直
隸
州
州
判
光
緒
丁
酉
科
拔
貢

魏

超

陝
西
師
範
學
堂
畢
業
曾
充
本
縣
髙
小
校
校
長

魏

越

前
清
廩
生
曾
充
本
縣
實
業
學
校
校
長

寳
賢

襄
校

委
署
葭
縣
承
審
員

拓
守
謙

葭
縣
公
安
局
局
長

馬
龍
驤

卸
任
綏
德
縣
知
事

苗
天
培

候
銓
訓
導

任
履
成

候
選
直
隸
州
州
判
宣
統
己
酉
科
拔
貢

劉
建
漢

北
京
中
華
大
學
校
預
科
畢
業
本
縣
教
育
局
局
長

喬
吉
甫

前
清
廪
生
本
縣
財
務
局
局
長

閆
福
昌

本
縣
農
㑹
㑹
長

任
師
顔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序

六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代
理
葭
縣
公
安
局
局
長

張
嗣
祖

張
應
泰

北
京
平
民
大
學
校
畢
業
本
縣
髙
小
校
校
長

王
國
英

教
育
督
學
員

張
廷
楨

葭
縣
財
政
局
局
長

苗
晋
仁

葭
縣
二
課
課
長

張
廣
莘

陝
西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建
設
局
局
長

李
䕃
棠

採
訪

清
貢
生
葭
縣
奉
祀
官

髙
承
誥

清
附
生

劉
維
鰲

清
附
生

李
相
密

本
縣
縣
議
會
議
員

任

暄

清
增
生

吕
文
斌

清
廪
生

鈔
鴻
業

清
增
生

張
世
彦

清
附
生

白
玉
魁

清
廪
生

李
韶
華

榆
林
道
地
方
自
治
畢
業

寳
信

繕
寪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序

七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建
設
局
書
記

任

樂

農
村
自
治
籌
備
處
股
員

張
廷
棟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序

八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葭
縣
志

凡
例

一
舊

成
於
清
嘉
慶
十
四
年
鐵
嶺
髙
公
西
嵐
編
輯
發
刋
實
具
創

之

美
光
緒
二
十
年
續
修
者
為
宜
陽
李
牧
仁
山
惟
原
書
均
失
之
簡
略
迄

今
滄
桑
變
更
閲
時
久
逺
政
教
風

隨
潮
流
為
轉
移
其
中
應
增
删
者

實
多
例
如
宗
教
門
之
耶
穌
天
主
今
增
録
之
以
符
新
章

一
舊
志
多
師
前
人
規
格
分

叙
次
今
依
陝
西
通

局
目
錄
畧
事
變
通

如
封
爵
列
於
選
舉

末
以
取
事

相
近

一
名
宦
人
物
久
而
論
定
存
者
加
以
飾
詞
則
近
於
諛
非
所
以
徵
信
也
然

如
程
公
離
葭
已
歴
年
所
去
思
一
碑
失
今
不
書
誠
恐
淹
没
人
善
故
所

以
登
載
者
以
表
不
忘
已
往
一
示
勸
勉
將
來

一
舊

凡
觸
忌
諱
者
文
章
雖
佳
不
載
今
值
言
論
自
由
時
代
如
明
柴
希

髙
上
郝
郡
守
書
及
其
他
有
闗
政
教
風

者
要
當
區
别
錄
取
以
示
不

淹
没
人
善
云

一

内
有
仍
沿
前
人
底
稿
稍
加
修
飾
者
有
自
出
機
杼
從
新
編
綦
者
惟

地
處
邊
荒
聞
見
尟
陋
又
乏

考
書
籍
其
有
訂
證
未
詳
援
引
失
當
者

願
就
正
博
雅
君
子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目
錄

九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續
修
縣

目
錄

卷
一

天
文

星

度

地
理

山
川

地
圖

歴
代
沿
革
表

疆
域
附

村

鎮

建
置

衙
署

坊
市

職
官

文
武

名
宦

貢
賦

户
口

粮
賦

雜
税

牙
帖
税

屯
運

倉
儲

轉
運

蠲
賬

徵

釐
金

税

酒
税

學
校

書
院

學
額

選
舉

科
目

武
科

學
堂
畢
業

掾
吏

封
爵

附

蔭

生

交
通茶

錢
幣

祀
典

文
廟

關
岳
廟

宗
教

釋
道
教

天
主
教

耶
穌
教

祥
異

卷
二

人
物

勇
畧

孝
子

節
婦

人
瑞

隱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目
錄

十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古
蹟

紀
事

德
音

兵
事

風

志

習
尚

時
令

禮
節

方
言

藝
文

物
産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天
文

一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天
文

星

度

舊

星
野
氣
候
分
為
兩
門
星
野
僅
列
分
野
星
名
於
北
極
髙
度
偏
度
日

出
入
時
刻
及
節
氣
先
後
多
缺
而
未
備
今
依
通

局
義
例
改
星
野
為
星

度
併
氣
候
入
星
度
門
賡
續
舊

分
别
補
列
由
縣
治
測
得
北
極
出
地
三

十
八
度
七
分
距
京
師
偏
西
六
十
度
十
二
分
節
氣
較
京
師
先
十
六
分
太

陽
夏
至
出
寅
正
二
刻
十
一
分
入
戌
初
一
刻
四
分
冬
至
出
辰
初
一
刻
四

分
入
申
正
二
刻
十
一
分
縣
治
群
山
叢
錯
北
近
邊
塞
純
為
大
陸
性
質
霖

雨
稀
少
荒
旱
迭
見
常
年
春
多
疾
風
夏
多
驟
雨
秋
末
冬
初
朔
風
自
沙
漠

來
故
氣
候
早
寒
焉

地
理

山

川

葭
縣
羣
山
糾
紛
棋
布
於
全
境
其
大
幹
分
為
三
脈
一
北
自
神
木
入
境
沿

黄
河
秃
尾
河
而
南
若
斷
若
續
若
髙
若
下
蜿
蜒
百
餘
里
至
秃
尾
河
盡
而

止
一
西
北
自
榆
林
入
境
沿
葭
蘆
川
岸
東
南
行
百
數
十
里
迤
邐
至
於
治

城
而
落
脈
一
胚
胎
於
榆
米
分
趨
於
西
北
西
南
境
内
者
面
積
頗
廣
搆
成

五
女
榆
木
烏
龍
倍
甘
荷
葉
螅
蜊
等
川
之
分
水
嶺
岡
巒
起
伏
綿
延
至
沿

河
一
帶
而
止
大
抵
全
境
山
脈
起
於
西
北
迤
至
東
南
其
形
勢
則
西
北
卑

小
東
南
髙
峻
直
至
黄
河
岸
口
漸
成
巉
崖
絶
壁
其
他
蕞
爾
部
婁
起
伏
於

全
境
内
者
均
由
此
三
脈
分
析
而
出
焉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地
理

二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黄
河
在
縣
東
境
為
晋
陝
之
天
然
界
限
由
神
木
入
境
吳
堡
出
境
計
長
二

百
二
十
里
廣
二
百
丈
平
均
深
度
一
丈
二
尺
能
載
容
萬
觔
之
船
舶
兩
山

夾
束
水
性
湍
急
瞿
塘
灧
澦
之
險
不
一
而
足
凡
小
水
滙
入
之
處
亂
石
堆

積
土
人
呼
之
為
磧
葭
境
二
百
餘
里
内
著
名
大
磧
有
五
曰
葭
蘆
磧
在
治

城
南
曰
死
孩
兒
磧
在
譚
家
坪
曰
烏
龍
磧
在
峪
口
村
曰
馬
鬃
磧
在
峪
口

村
南
十
里
曰
翻
人
皮
磧
在
荷
葉
坪
船
舶
經
此
輾
轉
曲
折
擺
蕩
以
行
少

或
不
慎
每
致
遇
險
故
河
水
雖
形
深
廣
卒
難
行
駛
汽
船
惟
沿
河
一
帶
土

壤
肥
沃
最
宜
棗
梨
居
民
種
植
因
以
為
利
惜
無
深
港
大
汊
水
産
不
蓄
漁

業
未
興
耳



ZhongYi



ZhongYi

民國

上

古

三

代
春

秋

戰

國

秦

兩

漢

三

國

魏晋

南北朝

隋

唐

五

代

宋

金

元

明

清

葭

縣

屬

陝

北

榆

林

道
上

古

為

五

龍

氏

出

治

之

所
春

秋

属

白

翟

圁

隂

縣

属

西

河

郡

圁

隂

西

魏

為

真

鄉

縣
隋

廢

郡

為

真

鄉

縣

開

光

縣

改

銀

州

為

儒

林
析

真

鄉

儒

林

二

縣

地

復

置

銀

州

一

名

銀

川
没

於

西

夏
太

平

興

國

七

年

五

月

夏

人

獻

銀

州

雍

熙

二

年

二

月

夏

再

襲

銀

州

據

之

五

月

復

銀

州

至

道

三

年

十

二

月

夏

人

請

降

以

銀

州

與

之

元

豐

四

年

十

月

再

復

銀

州

五

年

八

月

以

銀

州

故

城

西

南

為

河

水

所

侵

於

永

樂

川

築

新

城

距

故

城

二

十

五

里

名

銀

川

寨

九

月

夏

人

破

銀

川

寨

元

符

二

年

以

葭

蘆

寨

為

晋

寕

軍

属

河

東

路

割

石

州

之

臨

泉

縣

隸

焉

崇

寕

四

年

復

銀

川

寨

仍

為

銀

州

五

年

四

月

廢

州

為

銀

川

城

大

觀

三

年

又

以

隰

州

之

定

胡

縣

隸

晋

寕

軍

建

炎

三

年

金

人

取

晋

寕

軍

晋

寕

軍

隸

汾

州

大

定

三

年

升

軍

為

州

二

十

四

年
葭

州

領

縣

三

神

木

府

谷

吳

堡

属

延

安
洪

武

七

年

降

州

為

縣

属

綏

德

十

二

月

復

升

為

州
清

初

因

明

之

舊

雍

正

三

年

葭

隸

陝

西

布

政

司

所

戰

國

属

魏

上

郡
東

漢

因

之
驄

馬

城

後

周

為

真

鄉

郡

又

置

開

光

郡

及

銀

州
州

後

又

降

州

為

縣

并

属

雕

隂

郡
郡

為

闗

内

道

以

儒

林

真

鄉

開

光

並

撫

寕

四

改

晋

寕

為

葭

州

領

神

木

府

谷

吳

堡

三

縣

属

延

安
領

三

縣

如

前

乾

隆

元

年

罷

直

隸

與

神

木

府

秦

属

上

郡
蜀

漢

属

魏

縣

隸

焉

谷

二

縣

并

隸

榆

林

府

以

吳

堡

轉

属

綏

德

歴
代
沿
革
表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三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疆

域

按
縣
境
黄
河
東
繞
蘆
水
西
流
所
轄
疆
域
東
西
最
狹
處
五
十
餘
里
南
北

最
長
處
二
百
八
十
里
面
積
一
萬
六
千
三
百
四
十
方
里
境
内
向
分
十
二

地
方
旬
清
宣
統
二
年
改
分
五
區
以
治
城
為
城
闗
區
岔
道
舖
响
石
寺
車

兒
會
三
地
方
為
西
北
區
界
牌
德
勝
廟
開
光
三
地
方
為
北
區
古
木
神
泉

舖
烏
龍
舖
三
地
方
為
西
南
區
浮
圖
峪
螅
蜊
峪
倍
甘
三
地
方
為
南
區

東
渡
黄
河
抵
山
西
臨
縣
治
一
百
四
十
里

西
距
米
脂
界
五
十
里
抵
縣
治
一
百
一
十
里

南
距
吳
堡
界
一
百
一
十
里
抵
縣
治
一
百
七
十
里

北
距
神
木
界
一
百
七
十
里
抵
縣
治
二
百
六
十
里

西
北
距
榆
林
界
五
十
里
抵
縣
治
二
百
里

西
南
距
綏
德
界
九
十
里
抵
縣
治
一
百
九
十
里

東
南
距
山
西
離
石
縣
治
二
百
三
十
里

西
南
距
省
城
一
千
三
百
里

東
北
距
京
師
一
千
六
百
里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四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葭
縣
全
境
向
分
十
二
地
方
詳
載
舊

然
於
各
地
方
村
鎮
名
稱
全
未
登

録
殊
属
缺
憾
兹
將
各
村
名
列
入
以
備
辦
理
村
政
者
之

考

界
牌
地
方

羅
家
灘

西
豆
峪

毛
家
坬

沙
坡

郭
家
溝

李
家

新
庒

梁
家
集

東
溝
村

西
溝
村

申
家
李

新
庒

强
家
溝

羅
家
墕

李
治
家

黄
市
塌

王
春
梁

賀
盤
家

長
盛
灣

牛
家

圪
塝

白
家
條

劉
家
坢

張
家
園

王
家
山

柳
樹
峁

全
家
溝

金
家
坬

坢
上

萬
户
峪

劉
于
家

新
柴
灣

蘭
家
會

張

家
墕

牛
家
坢

雲
家
坢

焦
家
村

沙
坪
寺

張
家
坢

馬
步
墕

界
牌
村

殿
則
墕

髙
家
川

黄
谷
地

黄
谷
地
新
庒

兔
兒
溝

劉
樂
則
溝

馮
家
山

强
武
家
峁

銀
道
墕

白
家
坢

梁
家
新

庒

梁
家
峁

郗
家
村

蘇
家
村

薛
家
會

張
家
溝

徐
家
坢

賀
家
坬

麻
堰
峯

羊
系
塄

蕳
草
坢

大
坬
村

大
坪
村

李
家

坢

雲
家
坬

白
家
梁

李
家
峁

崖
磘
峁

强
家
峁

武
家
灣

芝
蔴
塄

任
家
坪

應
牛
崖

蛾
家
墕

趙
石
梯

張
家
坬

榆
林

灣德
勝
廟
地
方

魏
家
石
坢

髙
仁
里
峁

甜

渠

寨
則
梁

陽
溝

塌

大
黄
峁

賀
家
東
溝

髙
家
沙
塌

李
萬
家
梁

青
楊
溝

石

圪

髙
家
坬

黄
蒿
梁

喬
家
岔

李
家
灘

石
磘
塌

楊
辛
灣

楊
柳
溝

劉
國
忠

馬
家
灣

陽
溝

漢
樂
則
溝

任
家
山

石

家
溝

劉
家
坢

荈
草
坡

荈
草
坢

㕁
家
坡

㕁
家
灣

舍
窠
灣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五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大
石
頭
溝

花
石
崖

劉
家
陽
崖

何
家
陽
崖

前
何
家
溝

後

何
家
陽
崖

王
家
深
溝

白
家
塌

碾
兒
峁

王
家
峁

胡
家
塌

謝
家
南
溝

火
連
峁
塌

前
後
謝
家

楊
家
新
庒

蘇
泥
家

賀
家

溝

張
家
溝

磘
圪

白
草
墕

寨
捐

秧
則
塄

新
寨
則

陳

家
溝

劉
家
坢

任
福
家
峁

郭
家
圪

龍
尾
峁

郭
家
河
坬

賀
家
大
梁

白
家
大
庒

馬
家
塌

馬
家
渠

雷
家
墕

劉
家
石
坢

牛
家
沙
墕

牛
家
庒
則

葫
蘆
旦

才
兒
梁
劉
沙
坬

白
家
山

趙
家
崖
磘

張
家
崖
磘

王
連
溝

張
家
山

楊
道
墕

代
全
峁

蘇
槐
家

馬
家
溝

趙
家
溝

劉
懷
家

髙
念
文

任
念
公
老
庒

任
念
公
新
庒

王
家
坬

張
國
泥

賀
信
峁

賀
家
崖

陳
河
灣

白
家
梁

永
興
川

水
磨
村

世
世
塌

馬
家
墕

王
家
墕

桃
柳

溝

柳
巷

井
溝
峁

楊
家
崖

堡
兒
坬

開
光
地
方

瓦
磘
溝

壑
則
溝

白
家
坢
黑
龍
灘

髙
家
新
庒

崖

磘
溝

牛
圈
溝

胡
家
新
庒

白
家
渠

石
灰
磘

花
舍
窠

十
字

墕

涼
水
井

虎
頭
峁

駝
材
峁

韓
家
坬

頁
梁
灣

黄
家
溝

老
牛
嘴

才
新
梁

梢
溝

魚
合
灣

棗
樹
墕

趙
家
坢
村

田
家

寨

武
家
石
坢

煙
洞
山

王
家
梁

曹
家
磘
則

郭
家
磘
則

前

清
草
溝

楊
家
坢

四
字
川

馬
家
梁

沙
壥
則

常
家
庒

後
清

草
溝

洞
兒
崖

王
家
崖

任
家
庒

劉
家
溝

要
則
澗

圪

會

盧
家
舖

房
家
老
庒

黑
白
溝

楊
會
塌

房
家
崖

石
瓦
寺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六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紅
花
渠

石
溝
兒

張
文
宣

石
家
塌

胡
家
圪

磘
峁

安

崖
底

王
家
岔

前
杜
家
溝

後
杜
家
溝

王
家
南
溝

王
大
家
坢

劉
家
渠

沙
舍
窠

馮
家
塌

龎
家
磘
則

白
家
南
溝

車
兒
會
地
方

木
瓜
樹
峁

髙
家
寨

坬
上
叚
家
溝

崖
磘
上

窠
灣

開
和
峁

劉
家
崖
磘

賀
家
寨

高
家
峁

水
灣
坢

陳
家

墕

高
陳
梁

山
神
圪
塔

陳
家
泥
溝

柳
樹
峁

水
灣
溝

前
鄭

家
溝

後
鄭
家
溝

斗
范
梁

陽
坢
上

劉
家
溝

何
家
坬

煖
渠

山

高
家
坬

朱
家
坬

劉
賢
家

李
家
坬

安
魚
梁

高
家
坢

高
家
圪
凹

劉
家
坬

薛
家
園

廟
峁
上

楊
家
灣

白
家
舖

白

家
后
坬

白
家
下
坬

鄭
家
坬

徐
家
磘
頭

窠
溝

高
昌
家

昌
家
溝

草
垜
塄

王
家
坬

馬
家
溝

王
元
家

劉
家
渠

張
起

家
溝

劉
國
具

家
寺

寨
溝

磘
兒
坬

灣

賀
家
倉

袁
家
溝

棃
兒
灣

寨
渠
村

長
溝
村

徐
家
西
坢

王
國
具

徐
家
峁

郝

家
坬

余
家
山

杜
家
圪

薛
家
溝

趙
大
林

雲
家
馬
頭

徐

家
東
溝

順
意
峁

土
寨

老
虎
塄

後
寨
上

張
家
老
庒

高
家

新
庒

要
邦
村

郭
家
坪

涼
水
井

馬
連
塌

响
石
寺
地
方

折
家
坢

周
家
梁

廟
兒
梁

李
洞
家
坢

園
則
河

白
草
園

家
梁

打
鷹
圪
塔

馬
能
峁

任
家
溝

郭
家
坢

桃
樹
峁

黑
龍
廟

老
庒
峁

苦
菜
圪
塔

蔴
黄
界

喬
家
墕

沙

坡
坬

佛
殿
山

小
峁

劉
家
峁

老
庒
墕

党
家
山

馬
家
岔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七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新
庒

富
家
塌

崖
磘
坬

磘
兒
灣

王
家
寨

黑
圪
塔

煖
水
溝

程
家
要

潘
家
圪
塔

余
家
山

尚
家
寨

塔
兒
山

王
家
坬

雙
廟
山

王
家
坢

沙
圪
塔

余
地
千

山
神
梁

瓜
地
溝

棗
樹

梁

大
圪
塔

馬
家
新
庒

近
伯
溝

張
坬

高
滿
溝

馮
家
圪

趙
家
梁

李
家
坬

白
成
家

康
家
寨

張
家
坬

岔
道
舖
地
方

屈
家
庒

崔
家
坢

張
家
庒

崖
坢
上

前
後
呂
岩

家
村

呂
岩
南
村

石
峁
上

蘆
子
峁

土
溝
村

腦
坢
圪
塔

白

家
墕

賀
家
梁

馬
連
峁

賀
家
峁

桑
墕
村

泥
河
溝

高
家
脊

黑
梁
溝

栁
溝

高
家
墕

通
秦
寨

高
家
塄

郭
家
老
庒

程

家
坬

高
家
園

王
家
川

向
陽
灣

賀
家
坬

屈
家
坬

王
家
墕

馬
家
坢

魏
家
坢

羊
道
渠

高
家
園

洛
家
山

大
㑹
坪

小

㑹
坪

潘
家
坢

吳
家
山

大
岩
岔

王
大
家
溝

李
家
坬

張
家

坢

玉
家
庒

小
陽
溝

大
陽
溝

崔
家
峁

羅
家
山

家
新
庒

家
坬

家
坪

包
家
山

暴
家
坬

瓦
磘
坡

小
里
旺

張

家
坡

李
后
家

陳
家
墕

薛
家
墕

李
家
溝

大
坬
村

徐
家
溝

魏
家
坬

桑
溝

西
溝
坢

沙
灣

後
曹
家
坬

前
曹
家
坬

上

雲
石
峁

中
雲
石
峁

下
雲
石
峁

新
柴
灣

古
木
地
方

王
家
峁

馮
家
圪

石
劵
峯

杜
家
峁

十
里
家
梁

强
家
坬

奶
頭
山

殷
家
坬

挖
石
塌

槐
樹
峁

石
家
坬

劉
家

崖
磘

趙
家
溝

史
家
溝

劉
倉
坬

梁
家
岔

小
坬
則

中
圪
塔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八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廟
兒
梁

刁
和
峁

舊
谷
地
峁

張
家
山

槐
樹
灣

轆
軸
峁

逯
家
園

高
家
山

莊
家
園

胡
家
峁

賀
家
園

賀
家
沙
墕

寳

兒
梁

後
楊
家
坢

李
高
家
坢

陳
家
坢

柏
泉
則

王
新
庒

西

峰
梁

高
崖
梁

蔡
家
溝

斗
圪
塔

劉
端
山

蔡
地
峁

張
藍
家

溝

大
厦
墕

奥
則
墕

王
車
坢

壕
則
溝

芝
蔴
架

程
家
溝

高
武
溝

牛
姓
墕

喬
家
磘
則

大
梁
上

尚
家
峁

貓
兒
巷

久

兒
坪

元
峁
村

陽
路
溝

磨
家
川

李
家
園

曹
家
石
坢

米
風

塌

灶
火
溝

陳
家
山

楊
家
墕

神
靈
廟

熟
地
圪
塔

呂
家
墕

大
柏
樹
峁

高
邦
近

木
碓
白

榆
樹
峁

曹
家
墕

三
皇
廟

寒
草
溝

前
楊
家
坢

劉
家
新
庒

墩
兒
山

李
閏
家
山

沙
峁
上

劉
家
陽
坬

劉
全
塌

十
家
墕

柏
樹
墕

劉
世
才
溝

董
家
圪

高
家
圪
塔

下
村

王
家
墕

草
垜
塄

桃
柳
溝

紅
地
圪
塔

妹
家
山

靴
帽
圪
塔

張
家
山

帕
則
圪
塔

楊
家
磘
則

楊
家

園
則

後
石
坢

神
泉
舖
地
方

張
家
溝

張
家
堡
則

高
陽
灣

卧
虎
灣

蘇
家
坬

張
家
崖
磘

白
家
渠

申
家
溝

孟
家
山

髙
家
溝

武
家
峁

蔡
地
兒

王
連
溝

王
家
灣

白
草
坬

劉
家
溝

張
家
石
坢

髙

家
園

大
李
家
坬

白
龍
廟

崔
家
西
山

黑
龍
灘

河
川
炭
磘
峁

崔
家
河
底

石
磘
坢

大
西
溝

小
石
板
橋

西
峯
則

馬
家
墕

强
家
坬

下
坬

髙
起
家
坬

陳
家
墕

見
虎
墕

中
石
家
坬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九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朱
家
山

大
石
板
橋

暴
石
家
坬

石
嘴
峯

小
李
家
坬

申
家
灣

大
李
家
坬

史
家
灘

龍
虎
灣

呂
家
坪

李
家
溝

廣
盛
塌

姚
家
圪
堵

蔚
家
山

張
家
墕

薊
家
溝

高
圪
塔

起
家
峁

元

團
峁
溝

李
柏
亮
溝

喬
家
圪

張
家

磘
窠
峁

白
家
窨
則

周
家
溝

姚
家
溝

張
家
圪
堵

劉
家
峁

前
梁
峁

王
家
石
坢

秦
馬

大
王
廟
溝

志
兒
山

老
庒
墕

賀
河
溝

石
磘
溝

天
家
山
龔
家
坬

落
古
峁

尚
家
溝

新
舍
窠

劉
家
峁

玉
家
溝

韮
菜
溝

陳
家
圪
台

郭
家
渠

史
家
溝

家
峁

趙
家
坡

墕
頭

馬
家
溝

留
毛
溝

王
家
墕

暖
水
溝

曹
家
庒

神
泉
舖

李
家
坪

墕
頭

家
坪

高
家
溝

韓
宏
道

園
則
溝

高
家

圪

前
賀
家
灣

後
賀
家
溝

韓
倉
家
溝

雷
家
老
庒

郭
家
圪

王
成
家

李
家
庒

高
家
坢

馬
步
墕

申
家
坢

猪
蹄
溝

烏
龍
舖
地
方

李
家
山

秋
頭
峁

黄
家
圪

高
家

葭
州
圪

塔

柴
家
老
庒

双
宜

高
處
墕

柴
家
坢

李
家
川

石
板
村

魚
坬

王
木
匠
溝

前
後
東
垣

徐
家
墕

單
樹
梁

天
池
花
澗

官
庒

大
圪
塔

任
家
坪

新
庒

家
坪

張
慶
家
山

馬
家
條

奥
家
渠

紅
崖
窖
窠

劉
家
渠

高
家
寨

張
文
正

圪
桃
樹
墕

杜
家
峁

柴
家
岔

徐
家
墕

杜
家
老
庒

張
家
峁

梁
家
山

武
家
坬

韓
家
墕

坪
墕

玉
家
溝

髙
家
坪

牛
家
圪

劉
家

渠
雷
家
新
庒

李
家
圪
塔

董
家
坪

徐
家
坪

暴
家
庒

蘆
家
坪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劉
百
治

張
家
溝

任
家
山

紫
圪
堵
坪

劉
家
石
坢

穆
家
坬

申
家
庒

烏
龍
舖

古
城
山

白
家
峁

高
井
坪

新

窠

郭

家
坢

孫
家
坬

呂
家
溝

塄
頭

浮
圖
峪
地
方

木
頭
峪

小
坢
上

張
家
坪

新

窠

曹
家
坬

杜
家
園

任
家
墕

張
家
圪

敖
家
墕

前
坢
上

葉
則
坪

王

甯
山

薛
家
坢

高
家

高
坢

雷
家
坢

喬
家
峁

于
家
山

羊
圈
山

張
家
溝

大
坬
村

于
家
峁

合
心
圪
塔

張
家
原
寨
則
上

香

爐
石

喬
家
寨

喬
家
棗
坪

賀
家
墕

喬
家
南
山

喬
家
老
庒

喬
家
新
庒

前
賀
家
溝

後
賀
家
溝

店
頭
鎮

艾
河
坪

㹀
牛
溝

宋
家
山
西
山
上

喬
家
圪
塔

劉
順
家
坬

前
後
思
家
溝

烏
狼

峰

高
家
坬
墩
兒
山

張
仁
家
坬

長
寕
峁

張
順
家
溝

鉄
樓
峁

柳
家
山

秦
梁

沙
梁

高
家
山

峪
口

黑
石
岩

牛
圈
溝

東
山
上

李
家
坬

元
坬
則

林
家
灣

梨
山

羊
道
溝

井
坢

棗
樹
条

高
愛
家
溝

高
家
坪

張
家
坬

鉄
樓
溝

高
李
家
溝

武
家
山

賀
家
坢

劉
家
溝

木
瓜
溝

白
草
圪
塔

木
廠
灣

張

喜
坢

南
河
底

譚
家
坪

桑
間

十
字
坬

小
郭
家
坢

王
家
渠

陳
家
坬

張
家
山

王
家
溝

趙
家
坬

桃
同
圪
塔

塔
山

任

家
坢

岳
家
坡

馬
家
渠

李
家
寨

秦
梁
上

李
温
家

大
頁
嶺

峰

小
頁
嶺
峯

獅
則
崖

馮
家
山

倍
甘
地
方

倍
甘
村

高
家
圪

白
家
甲

孫
家
塄

長
溝
条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一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寨
則
灣

張
家
岩

髙
家
溝

大
全
溝

劉
家
坬

富
家
墕

新
場

峁

胡
家
山

闗
甲

黑
水
坑

姚
家

闗
溝

沙
渠

葫
蘆
旦

李
家
坪

馮
家
塄

陳
家
山

白
家

後
劉
家
山

三
牛
溝

李
家
墕

馮
家
岔

張
家
坪

後
王
家
坬

前
王
家
坬

槐
樹
峁

丁
家
坪

早
坪
村

荷
葉
川

棗
林
溝

髙
忠
家
坬

王
寕
家
山

赤
牛
坬

高
義
村

新
庒

三
盛
溝

郭
家
溝

石
磘
上

南
坬

烏
狼
峰

螅
蜊
峪
地
方

荷
葉
坪

王
家
塌

張
家
塌

磧
頭
村

新
磘
村

賀
家
墕
頭

馬
家
坪

蔴
坪

任
家
小
庒

水
井
坪

南
山
上

王

處
山

喚
山
村

大
劉
坬

石
坢
上

各
虎
山

任
家
里

李
家
山

牛
草
圐
圖

螅
鎮
舖
户

螅
蜊
峪

李
家
坪

梨
樹
坬

曹
家
溝

中
庒

王
墻
溝

青
瓜
崖

馬
蹄
塔

北
坬

李
家
梁

小
舍

郭
家
溝

新
舍
窠

道
金
条

峁
上

和
尚
家
墕

中
嘴
峁

梁
家

峁

八
卦
溝

馬
連
塌

元
条
則

王
家
墕

紅
崖
卜
綻

馮
家
山

雷
家
山

老
趙
圪
凹

劉
家
下
墕

大
神
里

雷
家
溝

任
家
溝

劉
家
墕

三
牛
溝

赤
土
坡

李
家
圪
凹

康
家
墕

張
家
山

大
庒
村

曹
家
小
庒

洞
則
塌

李
家
灣

石
峁
頭

王
家
坢

東

山
上

李
家
圪
台

康
家
港

温
家
灣

火
石
山

沙
坪

蔴
地
溝

趙
家
溝

官
道
峁

圪
綹
嘴

高
家
塄

草
溝
村

長
塄
村

邊

家
園

廟
岔
上

王
家
坪

李
家
圪
峁

虎
頭
峁

神
堂
溝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建
置

十
二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建
置

城

池
圖

見

舊

嘉
慶
已
巳
以
前
詳
載
舊

厥
後
同
治
十
二
年
知
州
汪
炳
煦
補
葺
城
身

周
圍
一
十
二
叚
計
長
五
百
一
十
二
丈
八
尺
埤
堄
垜
口
二
百
二
十
間
城

樓
五
座
並
補
各
處
殘
缺
裂
縫
光
緒
十
二
年
知
州
田
運
昌
補
脩
東
城
十

餘
丈
二
十
一
年
知
州
吳
浚
棠
補
修
南
闗
東
城
十
餘
丈
二
十
八
年
知
州

陳
澤
霖
補
修
南
闗
東
城
三
丈
民
國
四
年
知
州
戴
茂
椿
補
修
西
門
城
樓

及
東
門
外
邏
城
五
年
知
州
李
瑞
瑾
補
修
南
闗
西
城
根
四
丈
縣
治
居
髙

山
之
巔
左
帶
黄
河
右
襟
蘆
水
東
西
南
三
面
距
山
巔
各
里
許
河
流

抱

居
髙
視
下
皆
危
崖
壁
立
惟
北
面
與
北
来
之
山
脈
桐
連
無
險
可
恃
城
外

百
餘
步
有
小
崗
髙
與
城
齊
其
上
舊
置
礮
台
一
座
為
北
門
鎖
鑰
承
平
日

久
半
形
傾

民
國
五
年
陝
北
土
匪
蠭
起
全
城
戒
嚴
知
事
李
瑞
瑾
以
北

顧
堪
憂

商
諸
紳
民
籌
款
鳩
工
立
興
廢
墜
又
復
增
修
雉
堞
以
為
北
城
一

帶
屏
蔽

縣
政
府

舊
志
所
載
甚
簡
畧
今
依
現
在
形
式
繪
圖
詳
説
縣
府
為
正
磘
三
孔
磘
頂

有
樓
知
州
馮
汝
鈞
重
建
題
名
一
覽
故
浩
然
樓
遺
址
也
院
有
東
西
厢
房

南
為
三
堂
為
花
庭
其
次
為
二
堂
即
法
庭
又
為
東
西
厢
房
偏
東
有
石
磘

二
孔
東
房
二
間
馬
棚
二
間
法
庭
南
為
大
堂
縣
長
陳
琯
葺
修
為
中
山
俱

樂
部
院
東
房
為
財
務
局
西
房
為
兩
課
辦
公
室
南
為
儀
門
偏
東
為
公
園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建
置

十
三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偏
西
即
舊
之
吏
目
公
署
上
下
正
房
各
三
間
西
房
三
間
儀
門
東
下
有
正

石
磘
三
孔
小
房
一
間
其
南
即
新
修
之
看
守
所
所
之
東
為
衙
神
廟
廟
之

北
為
大
門
東
向

看
守
所
在
縣
政
府
頭
門
内
就
馬
王
廟
遺
址
建
坐
北
向
南
石
磘
五
孔
迤

西
四
孔
分
民
事
刑
事
各
男
犯
室
迤
東
一
孔
隔
牆
另
作
一
院
為
女
犯
室

正
東
石
磘
三
孔
中
為
大
門
左
為
所
官
室
右
為
所
丁
室
圍
墻
高
二
丈
餘

院
寛
窗
多
光
氣
清
亮
而
冬
暖
夏
凉
尤
於
衛
生
合
宜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經
縣
長
陳
琯
剏
建

學

校

縣
立
兩
級
學
校
由
舊
學
署
溝
通
文
昌
宫
以
及
書
院
之
上
半
院
改
建
自

習
室
二
十
楹
正
磘
五
孔
南
磘
六
孔
西
下
院
枕
頭
窰
一
孔
小
房
兩
楹
教

室
四
座
在
上
校
者
緣
明
倫
堂
及
文
昌
宫
樂
樓
增
修
在
下
校
者
為
書
院

之
講
堂
改
文
昌
宫
之
西
廊
為
學
生
成
績
室
大
門
移
至
文
昌
宫
右
坐
南

向
北
門
外
為
游
戯
場

縣
立
兩
級
女
子
學
校
在
南
闗
中
山
街
路
東
大
門
一
座
面
西

南
正
磘
四
孔

内
院
向
東
教
舍
三
楹
大
門
右
邉
街
窰
二
孔
現
作
市
民
閲
報
室
民
國
六

年
買
民
房
改
建

螅
蜊
峪
髙
小
學
校
地
址
在
螅
鎮
南
槐
樹
溝
之
口
舊
螅
鎮
之
河
神
廟
也

内
宿
舍
石
窰
一
十
四
孔
磚
窰
三
孔
小
房
二
楹
教
室
三
處
一
就
舊
有
樂

樓
一
就
獻
殿
一
為
新
築
之
枕
頭
石
窰
操
場
在
校
之
南
靣
積
一
百
方
丈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建
置

十
四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民
國
六
年
苗
君
天
培
張
君
鑑
堂

創
修

店
鎮
髙
小
學
校
位
於
本
鎮
上
街
舊
興
善
寺
禪
堂
宿
舍
石
窰
五
孔
教
室

兩
處
房
舍
六
楹
操
場
一
百
六
十
五
方
步
民
國
二
年
建

烏
鎮
髙
小
學
校
建
於
本
鎮
西
頭
内
自
習
室
大
小
石
磘
十
一
孔
教
室
十

二
楹
分
為
四
所
洋
式
大
門
一
座
其
形
勢
之
巍
峩
石
工
之
精
緻
冠
絶
陕

北
民
國
八
年
由
郭
君
維
藩
創
修

萬
户
峪
髙
初
两
級
學
校
假
娘
娘
廟
地
基
教
室
六
楹
一
係
樂
樓
更
造
一

為
獻
殿
增
修
自
習
室
新
舊
磘
十
一
孔
厨
舍
二
孔
儲
藏
室
一
孔
民
國
十

七
年
賀
君
德
廣
監
修

集

市

從
前
市
鎮
列
入
舊
志
民
國
十
四
年
距
城
二
十
里
之
峪
口
村
新
立
集
市

除
每
逢
三
八
鄉
人
集
合
交
易
外
二
月
初
五
五
月
初
八
八
月
二
十
八
九

月
十
八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均
為
會
期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職
官

十
五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職
官
志

親
民
之
官
莫
要
於
州
縣
而
州
縣
者
實
風
化
所
攸
闗
政
事
所
從
出
其
職

責
綦
為
重
要
今
自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以
後
歴
任
州
縣
一
併
列
入
稍
具
其

行
狀

後
來
者
觀

感
奮
以
興
亷
正
之
心
焉

知

州

吳
浚
棠
四
川
人
㧞
貢
光
緒
二
十
年
十
一
月
署
任

周
維
棋
河
南
人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正
月
署
任

崔
驥
逺
湖
北
人
光
緒
二
十
三
年
署
任
創
辦
府
神
葭
百
貨
釐
金
當
時
雖
為
公
家
興
利
地

方
商
賈
己
暗
受
影
嚮

陳
澤
霖
字
雨
人
直
隸
人
進
士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補
授

李
晋
魁
字
康
侯
山
西
榮
河
縣
進
士
光
緒
二
十
八
年
署
任
前
任
觧
司
免
徵
地
丁
銀
六
百
餘
两
公
禀

請
購
買
京
斗
黑
豆
八
百
餘
䂖
存
常
平
倉

俞
恒
齡
字
月
如
江
蘇
丹
徒
縣
人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八
月
署
任
倡
辦
學
堂
勸
捐
經
費

方

敔
安

人
正
任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九
月
初
次
到
任
三
十
四
年
八
月
二
次
委
署

趙
思
誠
字
心
泉
直
隸
滿
城
縣
人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三
月
署
任
善
政
頗
多
紀
名
宦

田
樹
枬
山
東
曹
州
府
㧞
貢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署
任

鐘
毓
靈
字
玉
濤
四
川
永
川
縣
舉
人
宣
統
二
年
三
月
署
任

知

事

馬
祝
輿
字
子
衡
綏
德
縣
嵗
貢
生
民
國
元
年
六
月
署
任

馬
登
選
字
瀛
洲
綏
德
縣
廪
生
民
國
元
年
十
月
署
任

徐

棟
字
良
臣
淅
江
人
民
國
二
年
七
月
代
理

陳
愈
愚
字
魯
齋
山
陽
縣
人
拔
貢
民
國
二
年
十
一
月
署
理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職
官

十
六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李

源
字
寅
三
蒲
城
縣
人
民
國
三
年
四
月
署
任

石
清
泉
字
夀

鄠
縣
人
民
國
三
年
八
月
署
任

戴
茂
椿
字
桐
甫
安

人
民
國
三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李
瑞
瑾
字
懐

河
南
濟
源
縣
人
民
國
四
年
八
月
署
任

張
毓
林
字
翰

平
利
縣
人
選
貢
民
國
六
年
一
月
署
任

郭

鵬
字
摶
九
籍
貫
未
詳
民
國
七
年
七
月
代
理
一
月

李
榮
慶
字
雲
庵
河
南
葉
縣
人
宣
統
己
酉
選
貢
民
國
七
年
八
月

吳
錫
珍
字
聘
齋
直
隸
淶
水
人
拔
貢
民
國
八
年
七
月

崔
銘
新
字
稚
梅
江
蘇
銅
山
縣
人
附
貢
民
國
九
年
六
月
代
理

張

鑄
字
鼎
九
臨
潼
縣
舉
人
民
國
十
年
一
月
署
任

朱
維
勤
字
勵
生
榆
林
縣
人
法
政
大
學
畢
業
民
國
十
年
九
月
代
理

史
秉
貞
字

人
華
隂
縣
人
附
生
民
國
十
一
年
三
月
署
任

余
寳
滋
字
蘭
賓
安
康
縣
副
榜
民
國
十
二
年
四
月

柯
國
藩
字
秦
屏
鎮
安
縣
選
貢
民
國
十
三
年
三
月
署
理

王
肇
灃
字
季
斌
膚
施
縣
拔
貢
民
國
十
四
年
正
月
署
任

劉
濟
南
字
治
堂
河
南
鞏
縣
人
分
陝
薦
任
職
民
國
十
四
年
六
月
署
任

張
廷
棟
字
良
甫
富
平
縣
人
中
學
畢
業
民
國
十
五
年
一
月
署
任

康
世
義
字
宜

山
西
髙
平
縣
人
法
政
學
校
畢
業
民
國
十
五
年
冬
月
署
任

縣

長

路
德
銘
以
字
行
大
荔
縣
人
陸
軍
專
門
醫
學
校
畢
業
民
國
十
六
年
五
月
署
任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職
官

十
七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陳

琯
字
韻
軒
沔
縣
人
上
海
中
國
公
學
專
門
部
法
律
本
科
畢
業
民
國
十
六
年

八
月
到
任
精
明
强
幹
聼
斷
勤
慎
行
己
治
事
不
避
勞
怨
剏
建
看
守
所
平

民

公

園

時

民

感

焉

學

正

古
之
於
教
官
也
或
特
舉
於
鄉
或
敦
聘
於
國
視
之
甚
重
降
至
有
清
教
官

一
職
以
作
廪
貢
等
出
身
不
甚
注
意
而
充
是
選
者
亦
以
苜
蓿
一
盤
别
無

升

途
徑
甚
至
有
以
納
粟
進
者
求
所
謂
無
曠
厥
職
勸
督
諸
生
趨
向
於

學
什
百
中
不
獲
一
二
無
怪
乎
師
道
陵
夷
士
習
囂
張
學
問
之
道
日
趨
於

卑
下
古
意
澌
滅
而
不
可
復
也
雖
然
若
曹
先
生
者
可
謂
錚
錚
皎
皎
不
愧

什
百
中
之
一
二
者
耳

曹
貽
燕
字
翼

郃
陽
縣
舉
人
两
履
葭
任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致
仕

性
謙
和
博
學
教
人
誠

懇
明
辨
疑
難
士
至
今
多
想
慕
之

馬
祝
康
字

綏
德
縣
舉
人

吳
自
新

字

白
河
縣
拔
貢

千

總

張
騰
越
湖

南

人

趙
興
邦
榆

林

人

楊
先
甲
榆

林

縣

人

韓
鍾
翊
漢
中
人
性
藴
藉
善
丹
青
尤
長
於
花
卉
翎
毛

趙
士
林
榆

林

縣

人

萬
鴻
業
甘

肅

皋

蘭

人

名

宦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職
官

十
八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汪
炳
煦
山

東

任

城

進

士

同

治

光

緒

間

两

任

葭

縣

先

後

十

餘

年

仁

恕

亷

明

士

民

愛

戴

籌

款

以

修

城

垣

捐

資

以

振

文

教

尤

其

特

著

者

葭

人

立

去

思

以

誌

不

□

趙
思
誠
字

心

泉

直

隸

滿

城

縣

人

亷

正

不

阿

為

上

峯

所

敬

憚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三

月

抵

任

是

年

十

月

去

官

在

葭

數

月

惠

政

頗

多

其

尤

著

者

為

兵

粮

一

案

初

葭

民

嵗

輸

榆

粟

一

千

八

百

餘

䂖

為

備

邉

軍

儲

號

曰

兵

粮

以

餉

邉

軍

數

百

年

來

上

下

相

安

無

事

至

是

府

尹

劉

思

翥

擅

更

舊

制

創

行

折

征

斗

米

當

時

二

百

餘

錢

定

價

加

倍

由

是

葭

民

群

起

反

抗

州

牧

方

某

庸

懦

畏

葸

不

敢

為

左

右

袒

鄉

民

劉

仲

臣

等

赴

愬

藩

院

藩

司

亷

得

其

情

頗

不

直

劉

之

所

為

時

公

方

宰

吳

邑

奉

檄

調

来

葭

下

車

伊

始

徧

詢

地

方

紳

耆

慨

然

曰

余

職

雖

微

要

亦

朝

廷

命

官

終

不

能

唆

民

脂

以

媚

上

台

力

請

收

回

成

命

且

通

稟

層

憲

言

折

征

之

□

便

劉

府

尹

懼

譴

責

飾

詞

罔

上

案

遂

翻

收

鄉

民

劉

仲

臣

等

數

人

繫

獄

上

峯

嚴

札

責

公

公

殊

不

少

動

與

邑

紳

高

紫

臣

張

藴

山

等

悉

心

籌

畫

思

所

以

挽

救

之

者

益

力

髙

尤

奔

走

呼

號

以

兹

事

為

己

任

劉

府

尹

既

偵

知

屢

思

中

傷

之

又

藉

他

案

飛

札

提

張

藴

山

以

相

脅

廹

而

高

張

不

顧

也

己

而

劉

知

公

終

不

為

所

用

乃

黜

公

去

葭

之

日

男

女

夾

道

攀

轅

以

千

計

多

有

泣

下

者

方

劉

仲

臣

之

被

逮

也

人

情

恟

恟

以

為

禍

且

莫

測

邑

紳

鼎

雲

韓

慎

餘

等

星

馳

赴

省

為

葭

民

訟

寃

詞

凡

數

上

俱

遭

駁

斥

傾

囊

售

馬

流

離

不

䏻

歸

及

公

去

葭

民

益

無

所

倚

有

師

範

生

苗

植

庭

者

邑

之

浮

圖

峪

人

也

少

負

氣

節

慷

慨

有

膽

畧

痛

民

之

憔

悴

於

虐

政

乃

憤

然

投

詞

撫

院

厯

陳

官

貪

民

困

狀

再

駁

再

覆

會

尹

失

奥

援

亦

觧

任

去

遂

得

理

撫

院

檄

府

神

葭

釐

委

趙

顯

文

就

近

確

查

趙

汾

陽

人

與

葭

有

近

鄰

誼

邑

紳

高

張

等

因

得

備

述

人

民

苦

趙

具

以

聞

案

遂

平

反

是

役

也

經

時

三

年

歴

官

數

任

卒

䏻

出

斯

民

於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職
官

十
九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水

火

者

公

之

力

也

顧

苗

髙

諸

君

不

憚

履

虎

尾

蹈

危

機

為

葭

民

請

命

其

義

亦

有

足

多

者

因

並

誌

之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貢
賦

二
十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貢
賦

户

口

按

舊

葭

縣

原

額

人

丁

三

門

九

則

不

等

俱

折

下

下

人

丁

七

千

六

百

十

三

丁

厥

後

逐

漸

加

增

洎

民

國

十

七

年

最

近

調

查

確

切

數

目

計

户

二

萬

一

千

六

百

三

十

九

人

口

一

十

一

萬

八

千

三

百

七

十

四

内

男

六

萬

二

千

六

百

七

十

二

女

五

萬

五

千

七

百

零

二

視

舊

所

載

户

口

之

加

增

不

啻

什

百

倍

焉

糧

賦

按
舊

載
全
縣
額
征
民
正
糧
一
千
七
百
四
十
五
石
三
斗
八
升
四
合
屯

正
糧
七
十
四
石
五
斗
三
升
七
合
一
勺
每
年
秋
冬
各
花
户
親
赴
榆
林
廣

有
倉
完
納
本
色
米
豆
照
依
糧
數
各
半
匀
交
至
民
國
元
年
就
近
改

本

縣
征
收
四
年
奉
令
折
征
每
市
斗
折
銀
二
錢
八
分
計
民
正
糧
折
銀
四
千

八
百
八
十
七
兩
七
分
五
釐
屯
正
糧
折
銀
二
百
八
两
七
錢
四
釐
每
正
銀

一
两
尋
又
折
銀
幣
一
元
五
角
民
糧
折
洋
七
千
三
百
三
十
元
六
角
一
分

二
釐
五
毫
屯
糧
折
洋
三
百
一
十
三
元
五
分
六
釐
民
地
丁
正
銀
二
千
八

百
一
十
八
两
三
錢
三
分
九
釐
屯
地
丁
正
銀
二
十
七
两
一
錢
一
分
二
釐

民
地
丁
耗
羡
銀
四
百
二
十
兩
七
錢
五
分
七
釐
屯
地
丁
耗
羡
銀
四
两
六

分
七
釐
隨
地
丁
三
八
平
餘
銀
一
千
二
百
四
十
三
两
四
錢
六
分
二
釐
隨

地
丁
三
分
火
耗
銀
一
百
三
十
五
两
四
錢
七
分
二
釐
照
糧
銀
每
两
以
一

五
折
算
民
地
丁
銀
折
洋
四
千
二
百
二
十
七
元
五
角
八
分
五
釐
屯
地
丁

銀
折
洋
四
十
元
六
角
六
分
八
釐
民
地
丁
耗
羡
銀
折
洋
六
百
三
十
一
元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貢
賦

二
十
一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一
角
二
分
四
釐
五
毫
屯
地
丁
耗
羡
銀
折
洋
六
元
一
角
五
分
三
八
平
餘

銀
折
洋
一
千
八
百
六
十
五
元
一
角
九
分
一
釐
火
耗
銀
折
洋
二
百
零
三

元
二
角
八
分
屯
草
八
十
八
束
二
斤
折
洋
一
元
三
角
二
分
三
釐
葭
民
謹

身
節
用
奉
上
急
公
一
聞
開
征
無
不
踴
躍
輸
將
以
供
國
家
間
有
逋
賦
多

由
天
時
不
和
水
旱
偏
災
所
致
從
無
豪
宗
强
姓
奸
胥
滑
吏
憑
恃
䕶
符
隱

匿
詭
串
頑
抗
不
納
之
弊
至
改
征
折
色
後
銀
糧
均
就
近
征
收
益
形
便
利

且
平
餘
火
耗
耗
羡
等
項
舊
属
中
飽
者
今
亦
化
私
為
公
涓
滴
皆

國
有

惟
民
納
過
半
即
放
包
納
户
墊
完
致
距
城
稍
逺
者
不
獲
自
納
反
受
包
納

户
數
倍
剝
削
殊
覺
可
歎

雜

税

正
賦
之
外
又
有
牛
馬
税
比
舊

所
載
加
増
不
啻
倍
蓰
民
國
五
年
同
屠

宰
斗
捐
議
定
本
城
及
四
鎮
招
商
包
收
鄉
間
交
易
照
地
方
之
大
小
鄉
紳

按
排
分
攤

有
所
出
民
無
閒
言
上
下
相
安
於
無
事
詎
地
方
莠
民
視
四

鄉
雜
税
為
利
藪
欲
仿
城
鎮
辦
法
於
八
年
冬
不
由
本
縣
投
票
間
接
從
省

廳
包
回
四
鄉
花
户
不
容
大
起
衝
突
幸
張
知
事
不
直
包
商
所
為
設
法
排

觧
始
將
四
鄉
雜
税
定
作
永
逺
攤
辦
每
年
認
攤
洋
二
千
三
百
零
五
元
城

鎮
包
額
歴
有
增
減
本
年
包

二
千
一
百
六
十
元
二
角
繼
此
包
數
雖
難

預
定
然
輾
轉
出
入
諒
不
至
大
有
懸
絶

牙

税

舊

載
年
征
銀
二
兩
五
錢
現
地
方
領
六
等
牙
帖
一
張
年
納
税
洋
二
十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貢
賦

二
十
二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元倉

儲

本
城
南
闗
舊
設
常
平
倉
一
處
厫
舍
九
間
官
修
儲
糧
若
干
光
緒
二
十
五

六
两
荒
年
相
繼
賑
訖
後
有
賑
餘
之
銀
若
干
又
奉
令
將
二
成
錢
糧
並
捐

輸
三
項
買
存
京
斗
黑
豆
九
百
石
近
因
厫
舍
坍
塌
黑
豆
移
儲
闗
岳
廟
前

窰
木
石
改
修
學
校
地
址
尚
在

義
倉
一
十
三
處
名
目
地
址
詳
下
所
蓄
谷
黑
豆
不
等
均
係
豐
年
勸
捐
於

地
方
殷
實
花
户
每
處
存
京
斗
糧
百
石
之
譜
責
成
就
近
紳
士
經
管
官
廳

不
過
監
察
而
已
惟
萬
户
峪
倉
前
知
州
俞
恒
齡
補
收
捐
輸
銀
買
存
京
斗

黑
豆
八
百
石
以
備
饑
饉
自
朱
子
創
立
社
倉
後
由
宋
及
今
各
處
皆
仿
而

行
之
苟
經
理
得
人
隨
年
之
豐
歉
以
為
斂
散
百
姓
無
不
蒙
其
利
益
望
職

斯
事
者
亷
慎
檢
校
勿
虚
縻
積
谷
庶
不
背
於
古
人
之
良
法
焉

本

城

闗
兵
廟

倉
窰
二
孔

車
兒
㑹

觀
井
溝

倉
窰
二
孔

開

光

安
崖
底

倉
窰
二
孔

响
石
寺

崖
窰
坬

倉
窰
二
孔

古

木

趙
家
溝

倉
窰
一
孔

界

牌

萬
户
峪

倉
窰

一

孔

房

一

間

神
泉
堡

郭
家
圪

村

倉
窰
二
孔

烏
龍
堡

本

鎮

倉
窰
三
孔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貢
賦

二
十
三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岔
道
舖

大
㑹
坪
村

倉
窰
一
孔

德
勝
廟

萬
户
峪

倉
窰

一

孔

房

一

間

浮
圖
峪

店
頭
鎮

倉
窰
二
孔

倍

甘

螅
蜊
峪

均
在
黑
水
坑

倉
窰
二
孔

轉

運

葭
地
束
臨
黄
河
本
境
所
用
油

瓷
煤
木
料
百
貨
等
項
皆
賴
黄
河
轉
運

而
來
設
遇
凶
年

夏
河
口
之
糧
買
來
轉
濟

省
陸
路
轉
運
多
用
騾
馬

近
年
漸
有
榆
林
駱
駝
運
䝉

轉
售
山
西
者

蠲

賑

宋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七
年
十
二
月
詔
赦
銀
州
常
赦
所
不
原
者
真
宗
咸
平

元
年
三
月
諭
綏
銀
流
民
還
鄉
家
給
米
一
斛

金
宣
宗
元
光
元
年
二
月
詔
除
延
宥
鄜
邠
丹
葭
綏
德
租
税
仍
令
有
司
償

其
給
軍
粟
直

明
英
宗
正
統
四
年
令
沿
邉
空
閒
之
處
許
官
軍
下
户
人
丁
儘
力
耕
種
免

納
子
粒

清
德
宗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發
賑
葭
民
銀
四
千
七
百
兩
二
十

九
年
又
豁
免
葭
民
欠
糧
二
百
九
十
四
石
一
斗
六
升
一
勺

袁
大
總
統
民
國
二
年
發
賑
䘏
雹
災
銀
洋
三
百
元
四
年
又
免
田
賦
附
加

洋
二
成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貢
賦

二
十
四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徵
榷

釐
金
光
緒
二
十
三
年
知
州
崔
驥
逺
剏
辦
府
神
葭
百
貨
釐
金
總
局
設
萬

户
峪
沿
河
大
㑹
坪
桃
花
渡
木
頭
峪
螅
蜊
峪
設
分
卡
四
處
民
國
三
年

總
局
析
而
為
二
一
移
府
谷
縣
一
移
木
頭
峪
其
先
年
約
收

萬
餘
元

今
則
加
增
什
百
倍
焉
用
人
行
政
皆
官
廳
作
主
地
方
商
賈
只
照
貨
納

而
已

税
葭
縣
素
無
富
商
大
賈
經
營

務
間
有
一
二
無
非
騾
馬
駝
載
零
星

負
販
故
官
廳
僅
於
通
秦
寨
及
黄
河
各
渡
口
設
分
卡
數
處
由
榆
林
總

局
派
人
騐
票
緝
私
以
防
偷
漏
而
巳

酒
税
縣
属
地
方
北
區
西
北
區
一
帶
産
酒
頗
多
其
餘
如
西
南
區
之
烏
龍

舖
李
家
寨
南
區
之
賀
家
溝
雖
有
燒
房
所
出
無
幾
每
年
冬
初
釀
起
至

次
年
三
月
即
止
尚
不
敷
本
地
之
用
向
來
無
税
縣
署
年
只
收
規
費
錢

百
十
竿
迄
於
民
國
省
設
總
局
各
縣
分
設
支
棧
名
曰
公
賣
按
燒
房
之

大
小
以
抽
收
税
捐
縣
属
各
處
燒
鍋
年
約
納
税
捐
一
千
餘
元
公
賣
者

由
公
家
出
售
不
得
私
自
販
賣
之
意
以
酒
為
消
耗
品
特
加
重
税
寓
禁

於
征
剏
自
歐
西
諸
國
用
意
未
嘗
不
善
然
吏
坐
市
列
肆
與
民
爭
利
何

異
漢
平
準
法
云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學
校

二
十
五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學
校
志

學
校

清
時
學
制
嵗
科
併
試
定
額
二
十
四
名
外
増
撥
府
學
八
名
廪
膳

生
三
十
名
月
粮
銀
九
十
六
兩
遇
閏
加
銀
八
兩
増
廣
生
二
十
名
間
嵗

以
廪
生
循
次
應
貢
是
為
嵗
科
貢
嵗
科
貢
生
外
每
逢
酉
年
又
有
選
貢

一
名
學
田
四
百
零
三
畝
嵗
收
租
銀
八
兩
書
院
向
聘
山
長
一
人
院
中

肄
業
生
數
十
人
每
月
課
試
二
次
定
為
超
特
一
三
等
超
特
等
均
有
奬

賞
以
次
而
降
一
等
無
之
籌
有
經
費
二
十
餘
緡
儲
商
生
息
以
為
諸
生

膏
火
之
資
前
清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改
變
新
法
停
止
嵗
科
考
試
取
消
廪

膳
生
遂
依
學
署
舊
址
剏
建
高
等
小
學
堂
經
費
以
舊
存
書
院
膏
火
與

新
籌
捐
款
嵗
入
約
五
百
餘
金
作
為
常
年
的
款
鄉
間
私
塾
名
曰
初
等

小
學
堂
又
有
所
謂
䝉
養
學
堂
者
學
額
無
定
卒
業
名
曰
畢
業
高
初
各

以
四
年
為
學
期
畢
業
後
發
給
文
憑
名
畢
業
生
民
國
元
年
學
堂
改
為

學
校
高
等
以
三
年
畢
業
初
等
延
長
一
年
作
為
四
年
十
三
年
又
改
高

初
等
為
高
初
級
畢
業
年
限
初
級
四
年
高
級
二
年
名
為
四
二
制
至
實

施
强
廹
教
育
逐
漸
普
及
城
鄉
初
級
小
學
校
已
臻
至
八
十
四
處
螅
蜊

峪
烏
龍
舖
店
頭
鎮
萬
户
峪
又
陸
續
添
設
高
級
小
學
校
四
處
其
外
本

城
南
闗
又
有
女
子
小
學
校
一
處
女
校
當
萌
芽
時
代
固
難
與
男
校
並

觀
深
願
操
教
育
之
責
者
設
法
提
携
急
起
直
追
以
步
男
校
之
後
塵
庶

男
女
平
等
人
材
層
出
不
窮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選
舉

二
十
六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選
舉

自
光
緒
二
十
年

以
前
詳
舊
志

拔

貢

魏

超
光
緒
丁
酉
科
曽
充
盩
厔
藍
田
鳳
翔
等
處

高
等
小
學
校
教
員
陕
北
雜
誌
社
主
筆

劉
建
漢
宣
統
己
酉
加
額
寛
取
曽
充
本
縣
高
等
小
學
校
及
實
業
學
校
教
員

趙
思
明
宣
統
己
酉
加
額
寛
取
簽
分
甘
肅
試
用
直
州
判
曽
充
隴
東
觀
察
使
署
科
員
署
理

硝
河
城
警
察
事
務
分
所
所
長
狄
道
縣
管
獄
員
代
理
狄
道
縣
知
事

貢

生

劉

忠

申

誥

馬
國
良

曹
士
謙

苗
重
華
洛

川

縣

訓

導

高
錫
三

苗
滋
榮

張
景
嵩

杜
廷
榮
省

議

㑹

議

員

喬
國
幹

張
應
辰

李
長
枚

高
樹
本
候

銓

訓

導

張
殿
元

屈
汝
恒

杜
培
滋

苗
晋
臣
山

西

試

用

經

厯

曹
佩
趙

劉
叶
壵
候
銓
訓
導

劉
廷
選

任
履
成
候

銓

訓

導

高
長
烈
候
銓
訓
導

喬
雅
昌

廪

貢

張
佩
鈖
由
咸
寕
縣
訓
導
推
陞
耀
州
學
正

任
家
振
鳳
翔
縣
訓
導

張
炳
辰
由
醴
泉
縣
教
諭
推
陞
鳳
翔
府
教
授
民

國
元
年
署
理
紫
陽
縣
毛
壩
關
縣
丞

張
宗
善
興
平
縣
教
諭
民
國
元
年
署
理
呉
堡
縣
知
事
曽
充
省
長
公
署
科
員

苗
晋
賢
咸
陽
縣
訓
導

例

貢

曹
振
東
字
伯
藩
品
學
俱
優
猶
長
於
歧
黄
之
術
著
有
伯
藩
新
詩
未
就
而
卒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選
舉

二
十
七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高
承
誥
候

銓

訓

導

曽

任

本

縣

奉

祀

官

劉
漢
元

鼎
吉

高
如
嶽

雷
蔚
華

王
賜
元

張
希
賢

高
如
嵩

畢
業
生

杜
寳
棻
國

立

北

京

法

政

大

學

畢

業

李
鴻
緒
國

立

北

京

師

大

畢

業

王
國
英
北

京

平

大

畢

業

劉

浩
前

清

廵

檢

陕

西

法

政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李
鴻
訓
北

京

中

華

大

學

校

别

科

畢

業

曽

充

本

縣

警

佐

李
鴻
綱
北

京

中

華

大

學

校

預

科

畢

業

曽

充

螅

鎮

學

校

校

長

喬
吉
甫
北

京

中

華

大

學

校

預

科

畢

業

現

充

本

縣

教

育

局

局

長

張
振
華
陝

西

法

政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曽

充

陕

西

第

一

監

獄

一

科

科

長

任
家
齊
陕

西

師

範

學

堂

優

級

選

科

畢

業

奬

勵

舉

人

曽

充

榆

林

中

學

校

教

員

李
益
齡
陕

西

師

範

學

堂

畢

業

曽

充

本

縣

高

等

小

學

校

教

員

女

校

校

長

魏

越
陕

西

師

範

學

堂

畢

業

曽

充

本

縣

第

二

科

科

長

榆

林

鎮

川

堡

高

等

小

學

校

教

員

螅

鎮

高

等

小

學

校

校

長

任

靜
陕

西

師

範

學

堂

畢

業

曽

充

縣

高

等

小

學

校

校

長

苗
天
培
陕

西

師

範

學

堂

畢

業

曽

充

本

縣

學

務

局

局

長

署

定

邊

綏

德

等

縣

知

事

張
應
午
陕

西

高

等

廵

警

學

堂

畢

業

曽

充

省

城

南

關

區

官

及

本

縣

警

察

事

務

所

所

長

張
德
華
陕

西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曽

充

本

縣

教

育

局

局

長

李
森
樹
陕

西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曽

充

本

縣

高

等

小

學

教

員

任
家
裕
山

西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現

充

高

級

小

學

校

校

長

牛
營
清

劉
國
樑

李
大
榮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選
舉

二
十
八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高
在
位

屈
自
超

張
慕
祺

高
錫
職

高
光
祖

高
能
孝

王
好
智

張
禮
庭
現

充

高

級

小

學

教

員

以
上
十
一
人
係
陕
省
立
第
四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王
廷
傑

王
廷
臣

杜
振
甲

高
錫
爵

喬
天
保

王
永
寛

杜
寳
䕃

陳
德
仁

喬
天
普

張

聰

郭
運
昌

奎
耀

魏
纘
武

高
冠
儕

張
耀
文

高
思
敬

王

讓

李
芝
川

張
耀
武

苗
慶
渥

苗
慶
亨

李
維
祺

任
國
昌

張
書
田

張
書
春

劉
九
思

張
國
華

白
慶
雲

張
志
富

張
振
紀

曹
玉
衡

王
鎮
華

張
文
海

張
佩
釗

高
増
慶

魏
幼
武

劉
得
張

庭
耀
以
上
三
十
八
人
係
陕
北
聫
合
縣
立
榆
林
中
學
校
畢
業

任
懷
琳
建
設
局
局
員

劉
繼
寛
省
立
職
業
中
學
教
員

高
冠
章
以
上
三
人
係
山
西
辳
業
專
門
畢
業

張
承
英
陕
西
農
業
學
校
畢
業

苗
從
業
山
西
第
一
中
學
校
畢
業

郭
安
都
山
西
平
民
中
學
校
畢
業

寳
琛
陕
西
蠶
業
講
習
所
畢
業

張
慕
謙
陕
西
宣
講
所
畢
業

寳
賢

劉
增
耀
以
上
二
人
係
陕
西
自
治
研
究
所
畢
業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選
舉

二
十
九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張
應
軫

曹
鴻
儒

寳
信

張
墠
慶

李
及
時

李
向
榮

張
振
洋

張
爾
熾

張
爾
昌

張
祝
三

苗
貴
芸

苗
敷
英

張
堯
慶

寳
仁
以

上

十

四

人

係

榆

林

殖

邊

學

校

畢

業

張
鴻
訓

張
思
敬

申
佩
鎰

髙
殿
福

劉
國
藩

孫
纘
蕙

李
含
惠

以

上

七

人

係

榆

林

道

立

單

級

師

範

畢

業

杜
嗣
堯
榆

林

道

立

單

級

師

範

畢

業

曽

充

縣

教

育

局

長

任

暄
榆

林

道

立

單

級

師

範

畢

業

曽

充

縣

立

師

範

講

習

所

高

級

小

學

校

各

教

員

張
士
孝
榆

林

道

立

單

級

師

範

畢

業

苗
慶
煦
榆

林

道

立

單

級

師

範

畢

業

掾

吏

杜

蔚
宣

統

己

酉

考

取

二

等

職

員

劉
仰
瑞
由

吏

員

保

舉

知

縣

張

濬
河

南

試

用

縣

丞

高

瑾
試

用

廵

檢

張

潤
候

銓

典

史

張
葆
謙
曽

充

本

縣

二

科

科

員

代

理

本

縣

警

佐

張
葆
蕚
試

用

廵

檢

高
伯
墀
河

南

試

用

縣

丞

任
嘉
善
試

用

廵

檢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選
舉

三
十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任
嘉
崧
河

南

試

用

縣

丞

曽

充

本

縣

總

務

科

科

長

杜
碩
滋
候

銓

廵

檢

寳
賢
曽

充

本

縣

一

科

科

員

實

業

學

校

校

長

張
景
澐
陕

西

師

範

學

堂

肄

業

生

曽

充

榆

林

中

學

校

教

員

本

縣

司

法

科

科

長

建

設

局

局

長

張
廣
莘
曽

任

本

縣

賦

税

科

科

長

第

二

課

課

長

曹
潤
玉
曽

充

本

縣

第

一

科

科

員

辳

林

㑹

㑹

長

馬
象
乾
曽

充

本

縣

第

二

科

科

員

崔
有
巖
曽

充

本

縣

第

一

科

科

員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封
爵

三
十
一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封

爵

胙
土
分
茅
國
家
所
以
酬
大
功
報
殊
勲
也
葭
縣
自
設
治
以
來
從
未
有
膺

五
等
之
封
者
然
不
次
之
賞
惟
非
常
之
功
克
當
其
次
雖
一
命
之
榮
人
孰

不
欲
顯
其
親
而
揚
其
名
茲
採
舊
志
所
無
者
補
錄
之
以
示
不
淹
沒
人
云

張
恩
寛
以

子

興

元

晋

封

振

威

將

軍

高
鴻
翔
以

孫

承

謨

誥

贈

中

議

大

夫

高
鴻
飛
以

曽

孫

鏞

誥

贈

振

威

將

軍

高

慧
以

子

承

謨

誥

贈

中

議

大

夫

高

懿
以

孫

鏞

誥

贈

振

威

將

軍

張

銘
以

孫

樞

貤

封

文

林

郎

高
承
綱
以

子

鏞

誥

贈

振

威

將

軍

張
賦
澄
以

子

樞

敕

封

文

林

郎

高

愛
以

姪

承

祚

貤

贈

承

德

郎

苗
相
霖
以

子

重

華

誥

贈

修

職

郎

高

德
以

子

承

敕

授

承

德

郎

張
文
遴
以

子

憕

敕

贈

文

林

郎

高

慤
以

姪

承

貤

贈

承

德

郎

張

詔
以

子

叶

昌

誥

贈

文

林

郎

李
榮
垿
以

婿

高

承

謨

貤

贈

中

議

大

夫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交
通

三
十
二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文
通
志

清
代
驛
傳
規
制
詳
見
舊
志
民
國
元
年
裁
撤
驛
站
夫
馬
在
治
城
設

寄

代
辦
所
厥
後
又
在
烏
龍
舖
添
一
村
鎮
信
櫃
一
切
公
文
信
件
由
米
脂
分

局
派
差
傳
遞
五
日
一
週
僅
補
向
時
驛
站
之
缺
至
云
疏
通
阻
滯
便
利
交

通
則
有
尚
待
研
究
者
何
則
信
件
自
西
安
省
城
來
者
至
米
脂
即
可
直
達

葭
縣
而
信
件
自
山
西
來
者
必
先
經
由
磧
口
鎮
轉
及
米
脂
方
可
遞
到
米

脂
距
葭
百
有
餘
里
道
路
之
逺
近
與
磧
口
距
葭
等

件
往
來
由
磧
口
至

米
脂
則
自
東
而
西
由
米
脂
至
葭
縣
則
自
西
而
東
與
其
曲
折
紓
廻
繞
道

米
脂
耽
延
時
日
曷
若
在
葭
設
一
分
局
凡
遇
山
西
一
路
往
來

件
可
由

磧
口
徑
達
葭
縣
葭
縣
直
遞
榆
林
若
發
自
西
安
者
仍
由
米
脂
遞
來
如
此

辦
理
直
接
簡
便
將
來

件
急
於
星
火
咫
尺
千
里
之
説
可
以
免
矣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茶

三
十
三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鹽
茶
志

葭
縣
從
無
茶
業
商
販
用
途
亦
極
稀
少
惟
食
鹽
縣
北
梨
兒
灣
袁
家
溝
等

村
向
産
小

然
産
額
極
少
僅
供
數
村
之
用
故
無

課
全
縣
食

大
抵

由
甘
肅
花
馬
池
運
來
間
有
食
榆
屬

灣
之
小

者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錢
幣

三
十
四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錢
幣
志

縣
内
向
用
制
錢
及
商
號
錢
票
大
宗
交
易
使
元
寳
銀
錠
並
無
官
錢
局
之

設
往
往
奸
宄
之
徒
以
鵞
眼
榆
莢
等
錢
攙
雜
制
錢
之
内
使
市
靣
大
受
影

響
至
民
國
三
年
銀
幣
銅
元
始
漸
輸
入
而
鄉
民
尚
不
肯
週
行
用
元
寳
制

錢
者
猶
居
多
數
今
則
上
自
徵
收
各
機
闗
下
迄
商
民
交
易
一
律
改
用
銀

幣
銅
元
間
有
使
用
山
西
省
銀
行
紙
幣
者
制
錢
元
寳
以
運
用
不
便
人
多

不
行
使
焉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祀
典

三
十
五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祀
典
志

文
廟

地
址
詳
見
舊
志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升
為
大
祀
春
秋
二
季
由
學
正

主
之

武
廟

在
南
城
東
南
建
自
明
洪
武
間
為
武
安
王
祠
後
改
名
闗
帝
廟
清

乾
嘉
及
咸
豐
間
屢
次
重
修
為
正
殿
為
兩
廡
為
樂
樓
頭
門
外
為
石
坊
照

壁
規
模
宏
厰
與
文
廟
相
埒
民
國
五
年
改
為
闗
岳
廟
並
祀
岳
武
穆
王
數

百
年
後
猶
想
見
右
文
尚
武
報
功
崇
德
之
風
焉

宗
教
志

縣
属
從
無
回
教
釋
道
盛
行
舊

僅
詳
寺
觀
餘
不
列
載
耶
穌

天
主
之
布
教
自
清
季
始
茲
并
分
述
於
下

釋
道
教

二
教
之
中
釋
最
盛
道
次
之
鄉
俗
有
喪
風
經
禮
懴
或
延
僧
或

延
道
或
僧
道
並
延
以
超
度
亡

而
報
恩
於
已
死
之
祖
先
者
乆
已
相
習

成
風
牢
不
可
破
此
外
或
遇
有
瘟
災
修
設
經
常
臨
時
清
醮
該
僧
道
等
資

以
取
經
錢
壇
斗
之
利
頗
巨
各
寺
必
有
住
持
僧
道
分
設
正
司
各
率
其
属

以
嚴
守
清
規
降
至
晚
近
違
反
戒
律
其
弊
也
流
於
賭
博
宿
娼
吸
食
鴉
片

無
所
不
為
當
時
地
方
紳
士
不
施
以
禁
約
反
藉
尊
重
人
道
之
新
名
詞
禀

請
改
道
士
為
伙
居
得
娶
妻
生
子
以
延
嗣
續
現
在
因
該
道
士
涉
訟
縣
政

府
判
定
已
娶
者
勿
論
其
餘
不
得
繼
續
再
娶
以
復
清
淨
道
教
之
舊
規

天
主
教

影
響
於
隔
河
之
山
西
盛
行
於
拳
匪
仇
教
之
後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有
意
國
司
鐸
避
拳
匪
之
鋒
由

逃
難
至
譚
家
坪
村
之
對
靣
黄
河
岸

前
臨
流
而
望
意
似
欲
渡
適
遇
村
民
業
農
之
劉
開
堂
父
子
叔
姪
操
舟
引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宗
教

三
十
六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渡
得
免
於
難
司
鐸
感
其
活
命
之
恩
勸
其
入
教
誓
在
該
村
建
天
主
堂
以

傅
教
為
報
至
宣
統
元
年
二
月
由
西
班
牙
國
司
鐸
聶
某
經
始
修
天
主
教

堂
於
譚
家
坪
村
未
就
而
死
繼
之
者
為
魏
樂
兩
司
鐸
先
後
經
營
工
程
完

竣
今
通
秦
寨
亦
建
天
主
堂
經
理
者
為
義
國
人
該
教
教
友
漸
增
至
二
千

餘
人
各
教
士
始
對
地
方
教
民
詞
訟
案
件
尚
加
干
涉
後
漸
謹
守
條
約
除

傳
教
外
他
非
所
聞
問
是
以
民
教
之
間
可
相
安
於
無
事
云

耶
穌
教

耶
教
在
葭
繼
天
主
以
流
行
其
始
勢
力
甚
微
租
賃
民
房
以
居

至
民
國
八
九
年
瑞
典
國
某
牧
師
在
通
秦
寨
建
築
新
教
堂
後
烏
龍
舖
佈

道
員
亦
買
高
姓
街
前
舊
宅
翻
修
建
作
最
美
麗
之
新
教
堂
從
此
信
徒
日

衆
士
民
之
仰
之
者
漸
較
天
主
為

烈
耳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祥
異

三
十
七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祥
異
志

同
治
元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竟
夜
星
隕
如
雨

光
緒
五
年
五
月
地
震

光
緒
十
一
年
八
月
蘆
水
淹
近
城
之
吕
家
坪
村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閏
五
月
初
三
日
夜
聞
砲
聲
四
起
人
心
慌
恐
數
日
不
安

七
月
初
三
日
縣
西
南
鄉

家
坪
村
前
河
中
霹
靂
一
聲

起
大
石
一
塊

厚
二
三
尺
高
一
丈
五
六
尺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葭
蘆
水
漲
通
秦
寨
之
市
場
盡
被
水
淹
街
房
貸
物

受
害
甚
多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太
陽
赤
火
無
光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春
夏
大
旱
六
月
黄
河
水
清
半
日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嵗
大
熟

光
緒
二
十
八
年
夏
秋
之
交
疫
癘
流
行
暴
死
者
衆
到
處
修
醮

瘟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大
風
震
雹
大
木
斯
拔
屋
宇
被
毁

光
緒
三
十
年
九
月
初
一
日
農
大
星
落
於
西
方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大
星
又
落
於
西
方
六
月
縣
西
北
地
方
大
雨
雹
深

數
尺
十
月
朔
日
蝕
晝
晦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大
熟
斗
米
價
落
至
二
百
餘
文

宣
統
元
年
九
月
桃
李
實
十
一
月
慧
星
見
於
西
南
並
聞
雷
鳴
數
次

宣
統
三
年
蘆
河
水
清
十
日
旋
即
反
正



ZhongYi

葭
縣
志

卷
一
祥
異

三
十
八

榆林
東
順
齋
石
印

民
國
二
年
夏
葭
蘆
河
水
復
清
未
幾
有
秦
馬

神
團
之
變
六
月
大
星
晝

落
於
北
方
火
光
映
日

民
國
四
年
四
月
黄
河
水
赤
竟
日

民
國
九
年
冬
月
初
七
日
晚
二
鼓
餘
地
大
震
有
黄
霧
自
地
中
出
嚮
聲
若

萬
馬
奔
騰
之
狀
犬
皆
亂
吠

民
國
二
十
年
夏
南
鄉
木
頭
峪
一
帶
鼠
疫
大
作
六
月
中
旬
起
至
八
月
中

秋
節
止
兩
月
之
間
死
傷
男
女
老
幼
數
百
人
未
傳

者
逃
奔
各
處
避
之

數
月
不
敢
皈
家
誠
千
古
未
有
之
大
刼
也



Zhong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