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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物
産

夏
后
德
膺
天
休
而
鳥
獸
咸
若
文
王
化
洽
南
國
而
葭
蓬
繁

多
物
産
雖
微
可
以
覘
郅
治
也
欽
惟

列
聖
締
造
以
後
凡
通
都
大
邑
各
有
茂
對
時
育
之
仁
即
各
有
樽

節
愛
養
之
義
如
開
原
一
邑
林
麓
山
川
燥
溼
不
一
飛
潛
動

植
發
育
皆
同
何
待
再
誦
七
月
一
詩
詳
陳
烹
葵
剥
𣕤
始
見

大
化
翔
洽
物
産
之
美
備
也
哉

穀
屬

稷
禮

記

謂

之

明

粢

明

一

統

志

作

𣘤

今

呼

糜

子

米

晚

種

早

熟

邊

地

尤

宜

黍
稷

之

黏

者

爲

黍

今

呼

大

黄

米

可

釀

酒

米

粉

充

貢

蜀
黍

種

始

自

蜀

今

呼

高

糧

土

人

率

多

飯

此

漚

爲

米

粉

食

品

所

珍

歳

以

充

貢

又

入

麯

燒

酒

供

　

祀

私

燒

者

禁

黍

稭

有

工

部

壯

丁

交

官

黏
蜀
黍

一

種

殻

黄

一

種

殻

黒

與

蜀

黍

無

異

但

性

黏

耳

又

一

種

笤

帚

黍

性

亦

黏

穗

長

可

爲

帚

稻
即

詩

之

稌

俗

呼

爲

秔

米

有

紅

白

二

種

黏
稻

俗

呼

糯

米

供

　

祀

用

之

粟
古

以

米

之

有

稃

殻

者

稱

粟

今

以

殻

之

最

細

而

圓

者

爲

粟

穀

曰

飯

穀

米

曰

小

米

按

周

禮

九

穀

六

穀

之

名

有

粱

無

粟

則

粱

亦

粟

也

今

之

小

米

色

黄

即

黄

粱

也

以

此

充

正

賦

其

秸

可

餧

牲

畜

八

旗

以

之

上

官

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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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者

最

佳
秫

爾

雅

謂

之

衆

色

赤

性

黏

俗

呼

小

黄

米

亦

有

色

黒

性

黏

者

均

可

造

黄

酒

供

　

祭

祀

宴

賔

客

也

小
麥

詩

謂

之

來

邊

地

寒

涼

於

春

間

清

明

前

布

種

六

月

伏

日

収

成

夏

無

霧

雨

則

稔

去

殻

色

白

爲

麪

最

佳

大
麥

詩

謂

之

牟

作

麴

造

酒

用

蕎
麥

伏

種

秋

収

其

麪

可

食

稗
宜

下

濕

地

米

最

甘

滑

玉
蜀
黍

莖

葉

如

蜀

黍

子

藏

包

中

俗

呼

包

皃

米

内

務

府

漚

粉

充

貢

薏
苡

漢

馬

援

征

交

趾

載

其

種

還

今

名

草

珠

子

米

入

藥

曰

薏

苡

仁

種

之

者

少

蘇
爾

雅

謂

之

桂

荏

今

有

紫

白

二

種

収

子

榨

油

通

行

　

京

省

脂
麻

即

油

麻

俗

呼

芝

麻

萞
麻

子

斑

紅

如

牛

蝨

者

可

入

藥

黯

花

者

俗

名

大

麻

子

二

種

俱

可

榨

油

火
麻

雄

曰

枲

雌

曰

苴

子

曰

黂

可

榨

油

皮

漚

爲

麻

曰

線

麻

内

務

府

以

之

上

官

大
豆

古

謂

之

菽

今

分

黒

白

黄

褐

青

斑

諸

色

易

霉

爛

不

可

久

貯

小
豆

有

黧

白

赤

黄

黒

數

種

赤

者

入

藥

緑
豆

粒

粗

而

深

緑

者

爲

上

粒

潤

而

淡

緑

者

次

之

黒
豆

即

大

豆

之

黒

色

者

可

造

醬

亦

可

餧

牲

畜

黄
豆

即

大

豆

之

黄

色

者

造

醬

作

腐

亦

可

榨

油

豌
豆

爾

雅

謂

之

戎

菽

遼

志

謂

之

回

鶻

豆

今

有

大

小

二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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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樹
豆

𩔗

如

南

省

蠶

豆

無

枝

蔓

園

中

有

種

植

者

盛

夏

方

収

豇
豆

莢

必

䨇

生

有

紅

白

二

種

長

而

肥

者

充

蔬

皮

薄

者

秋

成

食

子

名

打

豇

藊
豆

色

亦

不

一

白

者

入

藥

雲
豆

種

來

自

雲

南

而

味

更

勝

俗

呼

六

月

鮮

蔬
屬

韭
禮

經

名

豐

本

可

供

祀

今

爲

常

蔬

山
韭

獨

莖

一

葉

詩

六

月

食

鬱

即

此

爾

雅

謂

之

藿

葱
春

發

名

羊

角

秋

種

以

白

露

山
葱

爾

雅

謂

之

茖

葉

似

黎

凡

山

韭

山

葱

内

務

府

以

時

採

取

入

貢

蒜
小

蒜

中

國

種

也

大

蒜

張

騫

由

西

域

得

種

今

有

紫

皮

白

皮

二

種

小
蒜

生

田

原

間

今

呼

小

根

菜

菘
俗

呼

白

菜

有

二

種

肥

厚

嫩

黄

者

爲

黄

芽

白

窄

勁

者

爲

箭

桿

白

芥
有

數

種

俗

以

大

芥

爲

芋

芥

以

小

芥

爲

花

葉

芥

芹
有

水

旱

山

三

種

赤

白

二

色

惟

山

芹

充

貢

藕
鬆

脆

次

於

南

省

菠
薐
菜

唐

太

宗

時

尼

波

羅

國

所

獻

今

呼

菠

菜

又

山

中

出

一

種

名

山

菠

菜

亦

可

充

貢

萵
苣

俗

呼

生

菜

蕓
薹

俗

呼

𦤀

菜

子

可

榨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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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莧
菜

赤

白

二

種

皆

可

茹

園

蔬

中

無

之

馬
齒
莧

本

草

一

名

五

行

菜

以

其

葉

青

梗

赤

花

黄

根

白

子

黒

也

蒝
荽

種

傳

西

域

俗

呼

香

菜

小
茴
香

西

域

種

也

本

草

一

名

蒔

蘿

秦
艽

結

艽

長

於

𣕤

而

上

鋭

生

青

熟

紅

味

極

辛

土

人

多

食

之

又

一

種

結

艽

向

上

者

曰

望

天

艽

同
蒿

形

氣

同

於

蒿

亦

可

茹

蔞
蒿

爾

雅

作

蘩

詩

于

以

采

蘩

是

也

今

呼

蒥

蒿

菜

内

務

府

採

以

入

貢

蕨
莖

色

青

紫

末

如

小

皃

拳

𥘉

生

時

即

採

入

貢

俗

呼

吉

祥

菜

苦
蕒

即

詩

之

荼

與

𦬊

也

月

令

四

月

苦

菜

秀

即

此

葉

似

苦

苣

而

細

斷

之

有

白

汁

花

黄

似

菊

根

葉

皆

可

茹

俗

呼

䒼

馬

菜

葵
菜

古

人

常

食

詩

云

烹

葵

及

菽

今

罕

供

蔬

者

灰
藋

俗

呼

灰

條

菜

土

人

茹

之

蓼
種

𩔗

不

一

此

地

僅

有

馬

蓼

地
膚

爾

雅

謂

之

王

彗

今

呼

掃

帚

苖

嫩

可

茹

老

時

可

爲

帚

子

入

藥

名

地

膚

子

薺
師

曠

云

歳

欲

甘

甘

草

先

生

薺

是

也

開

細

白

花

結

莢

如

小

萍

而

有

三

角

𥘉

生

可

茹

詩

其

甘

如

薺

即

此

蓫
詩

言

採

其

蓫

俗

名

羊

蹄

夏

至

即

枯

子

名

金

蕎

麥

根

似

大

黄

古

人

以

爲

惡

菜

今

並

無

食

之

者

蘿
蔔

爾

雅

曰

　

蘆

萉

今

以

圓

而

皮

紅

者

爲

大

蘿

蔔

長

而

色

白

者

爲

水

蘿

蔔

長

而

黄

赤

色

者

爲

胡

蘿

蔔

其

子

入

藥

名

萊

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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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批
藍

南

方

謂

之

芥

藍

葉

可

擘

食

故

北

人

謂

批

藍

山
藥

本

名

薯

蕷

亦

可

入

藥

黄
瓜

種

出

西

域

今

爲

常

蔬

倭
瓜

種

出

東

洋

絲
瓜

瓜

時

以

石

墜

之

則

直

老

則

筋

如

亂

絲

圃

中

間

有

種

之

者

冬
瓜

本

草

一

名

白

瓜

西
瓜

白

子

白

皮

白

瓤

者

爲

三

白

最

佳

有

緑

皮

倭

瓜

瓤

者

亦

佳

紅

瓤

者

次

之

香
瓜

有

黄

皮

緑

皮

白

皮

三

種

苦
瓜

一

名

錦

荔

芰

又

名

癩

葡

萄

亦

堪

作

蔬

壺
盧

即

𠣻

瓜

也

今

以

長

者

名

𤬄

子

圓

者

名

壺

盧

皆

可

食

又

有

細

腰

者

爲

藥

壺

盧

小

而

扁

者

爲

油

壺

盧

老

而

堅

皆

可

備

器

用

又

壺

盧

亁

可

充

貢

紅
花
菜

即

山

丹

花

東

坡

詩

堂

前

種

山

丹

錯

落

瑪

瑙

盤

則

今

之

捲

丹

也

黄
花
菜

一

名

金

針

菜

有

二

種

矮

者

春

日

開

花

高

者

夏

日

開

花

晒

亁

充

貢

蒲
芛

出

遼

河

土

人

採

取

醬

爲

小

菜

甚

佳

歪
脖
菜

沙

參

苖

鎗
頭
菜

蒼

朮

苖

筆
管
菜

黄

精

苖

小
筆
管
菜

玉

竹

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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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蘑
菰

種

𩔗

不

一

黄

蘑

榆

蘑

榛

蘑

青

白

粉

蘑

六

種

内

黃

蘑

歳

入

貢

木
耳

土

人

呼

爲

黒

菜

内

務

府

採

佳

者

入

貢

龍
芽

有

二

種

樹

龍

芽

葉

如

椿

而

大

𥘉

長

刺

條

來

年

於

頂

上

吐

芽

採

爲

茹

其

條

便

枯

地

龍

芽

即

升

麻

苖

葉

亦

相

似

有

毒

食

則

可

以

殺

人

草
屬

檾
麻

種

之

田

中

以

備

用

土

人

需

此

爲

繩

藍
一

名

靛

草

内

務

府

設

靛

莊

爲

染

布

之

用

靛

花

入

藥

名

青

黛

茜
草

可

染

絳

詩

稱

茹

蘆

即

此

内

務

府

採

以

充

貢

烟
草

冬

可

禦

寒

土

人

尤

多

吸

之

惟

松

山

堡

焦

家

園

子

出

者

最

佳

芸
香
草

葉

𩔗

豌

豆

而

細

叢

生

可

以

避

蠧

土

人

動

以

薰

烟

矬
草

可

治

水

器

入

藥

名

木

賊

内

務

府

採

以

充

貢

羊
草

出

山

原

間

備

飼

牛

羊

之

用

靰
𩋷
草

土

人

至

冬

頼

以

裹

脚

外

穿

靰

𩋷

温

暖

無

比

水
𥟑
草

扁
担
草

俱

生

田

原

間

可

飼

馬

章
茅

可

苫

屋

黃
背
草

層

層

有

節

可

代

章

茅

塔
子
頭

窪

地

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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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荻
爾

雅

謂

之

蕭

蘆
一

名

萑

詩

八

月

萑

葦

一

名

葭

詩

蒹

葭

蒼

蒼

爾

雅

葭

蘆

註

曰

葦

一

物

而

三

名

也

黃
草

可

染

黃

色

歳

取

入

貢

馬
蘭

如

蒲

而

小

花

藍

無

香

可

染

緑

色

根

可

爲

刷

月

令

荔

挺

出

即

此

子

入

藥

名

蠡

實

老
少
年

一

名

秋

紅

一

名

雁

來

紅

春

夏

葉

色

青

黃

至

秋

則

漸

紅

如

花

土

人

謂

之

老

來

變

一

名

十

様

錦

香
蒲

蒻

如

笋

可

食

茸

入

藥

名

蒲

黃

菖
蒲

生

水

中

俗

呼

𦤀

蒲

萍
浮

生

水

面

或

云

楊

花

所

化

紫

背

者

入

藥

藻
葉

大

者

曰

馬

藻

葉

細

者

曰

水

藴

詩

云

采

藻

重

其

潔

也

土

人

呼

水

藴

爲

雜

草

冬

取

食

之

名

凍

青

菜

蓬
爾

雅

釋

名

云

齧

彫

蓬

薦

黍

蓬

今

人

統

呼

爲

蓬

子

蒿

鐵
杆
草

歳

取

充

貢

貓
兒
眼
草

猪
毛
草

土

人

採

茹

入

藥

爲

扁

蓄

木
屬

松
種

𩔗

不

一

此

地

産

果

松

杉

松

黃

松

俱

多

桑
村

屯

中

間

有

種

植

者

子

名

桑

椹

紫

黒

可

食

榆
詩

謂

山

有

樞

是

也

有

花

榆

刺

榆

二

種

榆

樹

臃

處

花

紋

尤

勝

可

飾

器

用

土

人

呼

爲

樹

胞

槐
爾

雅

疏

葉

大

而

黒

者

名

懷

槐

晝

合

夜

開

者

名

守

宫

槐

細

而

青

緑

者

謂

之

槐

今

山

中

皆

有

之

花

入

藥

未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物
産

　
　
　
　
　
八

開

者

名

槐

子

可

染

色

刺
楸

木

質

堅

硬

花

紋

精

細

造

作

箱

櫃

桌

面

多

用

之

出

東

山

遠

近

珍

焉

青
楊

葉

大

而

圓

採

爲

箭

笴

充

貢

白
楊

如

青

楊

葉

微

小

皮

白

木

宜

箭

笴

一

種

生

水

澤

者

多

合

抱

刳

爲

槽

盆

性

不

燥

烈

内

務

府

入

貢

柳
桮

棬

之

屬

多

用

之

直

長

者

採

取

入

貢

備

帳

房

之

用

楸
𩔗

核

桃

樹

其

木

可

爲

鎗

桿

及

船

槳

每

歳

採

取

備

用

皮

堅

韌

亦

可

束

物

柞
高

大

堅

實

中

爲

車

材

皮

黄

充

貢

可

染

色

木

心

黃

朽

者

可

爲

火

絨

黑

龍

江

貢

木

火

絨

即

此

青
剛
柳

亦

柞

𩔗

俗

呼

小

葉

柞

煖
木

或

曰

即

黃

蘗

木

皮

煖

可

墊

鐙

心

包

弓

把

細

者

中

爲

鞭

桿

又

薩

哈

爾

兀

喇

出

小

煖

木

形

𩔗

杉

松

木

質

尤

堅

入

水

年

久

化

爲

安

石

可

充

砥

礪

之

用

皂
莢
樹

刺

長

皮

潤

結

角

如

猪

牙

者

入

藥

長

而

肥

厚

者

多

脂

長

而

瘦

薄

者

枯

燥

子

黒

明
開
夜
合
木

一

名

金

銀

柳

結

子

如

花

至

冬

不

凋

木

理

細

潤

老
鸛
眼

一

名

鼠

李

木

堅

緻

有

花

紋

子

黒

赤

如

鴉

眼

皮

可

染

色

樺
皮

似

山

桃

有

花

紋

紫

黒

色

可

裹

弓

背

内

務

府

採

樺

皮

充

貢

木

包

紋

極

細

雕

刻

各

玩

物

最

佳

椵
葉

大

皮

黒

紋

細

微

赤

者

曰

紫

椵

人

參

多

生

其

下

内

務

府

所

貢

椵

板

即

此

質

白

者

曰

糠

椵

皮

可

製

繩

引

火

鎗

軍

中

需

之

又

可

結

作

蓑

衣

花
柜
柳

質

堅

緻

可

爲

鎗

桿

蠟

虫

食

之

一

名

蠟

條

亦

出

白

蠟

東
瓜
木

似

柜

柳

皮

色

青

名

水

柜

柳

高

且

直

者

作

旗

杆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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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荆
條

一

云

牡

荆

成

叢

疏

𡙁

故

又

名

楚

一

種

葉

圓

花

紫

枝

柔

細

可

爲

筐

筥

一

種

粗

硬

者

名

鐵

荆

條

根

可

爲

骲

頭
花
屬

長
春
花

柔

條

紛

披

黃

花

爛

熳

逐

時

開

放

丁
香
花

紫

白

紅

三

色

生

山

原

者

名

野

丁

香

金
雀
花

形

如

小

雀

黄

花

小
桃
紅

花

色

鮮

紅

芍
藥
花

有

紅

白

紫

諸

色

根

可

入

藥

玟
瑰
花

紅

者

可

入

食

品

即

玫

瑰

石
榴
花

有

紅

白

二

色

不

結

菓

者

名

番

花

石

榴

山
丹
花

紅

花

六

瓣

一

名

紅

百

合

其

跗

未

開

者

亁

之

即

紅

花

菜

鳯
仙
花

俗

呼

指

甲

草

性

能

透

骨

子

入

藥

名

急

性

子

木
槿
花

朝

開

暮

歛

即

詩

之

舜

華

生
菜
蓮

花

有

數

色

子

入

藥

名

𦉍

粟

虞
美
人

似

生

菜

蓮

而

小

蜀
葵
花

花

色

不

一

俗

呼

黍

菊

花

紫

者

可

𣑱

色

紅

白

者

可

治

𢃄

疾

一

種

莖

短

花

小

而

單

者

錦

葵

也

俗

呼

小

黍

菊

向
日
蓮

獨

莖

頂

作

黄

花

大

如

椀

向

日

而

轉

亦

名

葵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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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雞
冠
花

形

如

雞

冠

有

黃

白

紅

三

種

草
芙
蓉

即

萬

壽

菊

高
麗
菊

似

草

芙

蓉

而

小

黄

赤

色

六
月
菊

爾

雅

謂

之

盗

庚

色

深

黃

入

藥

名

旋

覆

花

蘐
草
花

一

名

鹿

葱

喜

生

陰

地

花

六

出

四

垂

亁

則

爲

金

針

菜

相

傳

食

之

可

以

忘

憂

詩

云

焉

得

蘐

草

言

樹

之

背
紅
藍
花

花

可

染

色

俗

呼

爲

紅

花

可

入

藥

馬
櫻
花

花

如

絨

一

名

合

歡

其

葉

晝

舒

夜

捲

金
盞
花

黄

花

如

盞

秋

深

猶

茂

玉
簪
花

一

名

白

鶴

仙

未

開

時

如

白

玉

搔

頭

黃

紫

者

差

小

捲
丹
花

六

出

四

垂

大

於

山

丹

先

結

子

枝

葉

間

入

秋

開

花

於

頂

根

如

百

合

可

充

蔬

石
竹
花

枝

如

竹

花

色

不

一

子

入

藥

名

𧄒

麥

牽
牛
子

蔓

生

花

色

不

一

俗

呼

喇

叭

花

子

入

藥

名

黒

白

丑

剪
秋
羅

有

紅

黃

諸

色

四

圍

参

差

如

剪

秋
海
棠

入

秋

始

花

色

亦

嬌

艷

荷
包
花

花

似

荷

包

鬚

亦

如

穗

醉
八
仙

紫

如

丁

香

江
西
臘

花

似

菊

色

亦

不

一

枝

頗

揺

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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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水
紅
花

高

者

丈

餘

多

生

下

濕

地

詩

隰

有

游

龍

即

此

今

人

圃

中

往

往

植

之

繡
毬
花

叢

生

如

毬

白
茶
花

花

片

四

出

其

香

似

南

茉

莉

者

又

名

山

茉

莉

月
月
紅

即

月

季

花

牽
枝
牡
丹

花

粉

紅

色

蔓

生

俗

呼

爲

串

枝

蓮

扁
竹
蘭
花

花

形

三

角

即

射

干

花

山
胭
脂
花

有

紅

黃

紫

白

諸

色

俗

呼

茉

莉

花

又

名

粉

團

花

子

磨

爲

粉

曰

茉

苨

粉

可

代

官

粉

杏
花

桃
花

李
花

荷
花

詩

謂

之

菡

萏

爾

雅

謂

之

芙

渠

今

名

蓮

花

有

紅

白

二

色

菊
花

禮

記

季

秋

之

月

鞠

有

黃

華

奉

天

地

寒

諸

花

皆

不

能

及

時

而

開

惟

菊

應

節

色

不

一

果
屬

松
子

山

中

最

多

歳

取

入

貢

榛
子

香

美

甲

於

他

省

經

荒

火

燒

落

者

尤

佳

内

務

府

採

取

八

貢

山
𣙁

爾

雅

曰

朹

檕

梅

土

人

呼

爲

山

裏

紅

佳

者

蜜

餞

入

貢

朱
櫻

禮

云

□

桃

爾

雅

楔

荆

桃

今

名

櫻

桃

其

紅

白

相

間

者

名

玉

櫻

棠
棃

即

杜

棃

味

甘

酸

不

一

有

赤

白

二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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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葡
萄

園

産

者

大

而

味

佳

有

紫

碧

圓

長

之

别

山

産

者

實

小

味

酸

而

色

黒

其

尤

小

而

深

黒

者

即

詩

之

薁

也

花
紅

實

紅

黄

色

蜜

餞

八

貢

㯽

子

似

花

紅

而

大

秋

子

似

花

紅

而

小

皆

柰

之

屬

有

謂

花

紅

即

林

檎

者

恐

誤

輭
𣕤

其

形

如

𣕤

色

青

味

甘

蜜

餞

充

貢

蓮
實

俗

呼

爲

蓮

蓬

郁
李

爾

雅

謂

之

棠

棣

今

多

生

山

原

間

子

如

櫻

桃

仁

可

入

藥

菱
一

名

芰

色

有

黒

紫

角

有

三

四

水

泡

中

多

生

之

芡
俗

呼

雞

頭

入

藥

名

芡

實

桃
可食

杏
可食

李
可食

枸
奈
子

形

如

麥

味

酸

色

赤

内

務

府

採

之

充

貢

燈
籠
果

外

垂

絳

囊

中

含

赤

子

如

朱

櫻

俗

呼

紅

姑

娘

山
核
桃

生

楸

樹

上

形

似

胡

桃

而

長

皮

殻

堅

厚

肉

味

頗

勝

藥
屬

遠
志

苖

名

小

草

即

詩

之

葽

益
母
草

防
風

桔
梗

古

名

薺

苨

即

杏

葉

菜

□

其

名

葉

菜

根

爲

甜

桔

梗

今

有

苦

梗

産

𧰼

牙

摩

裏

紅

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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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合

根

如

蒜

頭

有

瓣

又

一

種

子

生

葉

間

可

入

食

品

地
丁

有

紫

花

黃

花

二

種

又

名

蒲

公

英

兔
絲

爾

雅

謂

之

唐

蒙

今

多

生

豆

田

中

農

家

往

往

以

之

飼

豕

蒲
黃

人
葠

岀

清

河

溝

者

爲

最

蠡
實

木
賊

青
黛

升
麻

玉
竹

蒼
朮

黄
精

服

食

上

品

博

物

志

云

太

陽

之

草

名

黄

精

𥘉

生

苖

土

人

採

食

之

名

筆

管

菜

鹿
茸

鹿

角

之

𥘉

生

者

方

書

麋

茸

利

𥙷

陽

鹿

茸

利

補

陰

今

但

知

鹿

苴

不

知

有

麋

茸

角

之

大

者

可

熬

膠

熊
胆

虎
骨

虎
脛

一
枝
蒿

一

名

五

龍

草

老
鸛
嘴

蔓

生

枝

間

結

角

形

如

鸛

嘴

入

藥

治

風

亦

可

染

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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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五
靈
脂

即

寒

號

虫

糞

豨
薟
草

爾

雅

茢

薽

豕

首

即

今

之

豨

薟

草

金

稜

銀

線

素

莖

紫

荄

可

治

風

病

因
陳

因

宿

根

而

生

細
辛

一

名

少

辛

管

子

云

五

沃

之

土

羣

藥

生

少

辛

是

也

醫

家

以

遼

細

辛

爲

佳

通

行

各

省

産

𧰼

牙

山

者

蘄

州

尤

珍

之

五
味
子

抱

扑

子

云

五

味

者

五

行

之

精

其

子

有

五

味

爾

雅

謂

之

荎

藸

凡

入

藥

以

遼

東

子

少

肉

厚

者

爲

勝

今

𧰼

牙

摩

裏

紅

諸

山

頗

産

之

柴
胡

𧰼

牙

山

南

北

皆

産

之

枯
芩

一

名

𣏓

芩

又

名

□

婦

惟

𧰼

牙

山

最

多

獨
活

一

名

獨

揺

草

形

似

芹

菜

産

於

𧰼

牙

摩

裏

紅

谷

中

葶
藶
子

形

如

小

掃

帚

邑

南

八

里

橋

所

産

最

多

苦
參

即

野

□

根

威
靈
仙

生

象

牙

諸

山

醫

家

治

瘋

症

有

奇

效

牛
蒡
子

一

名

惡

實

葉

亦

可

爲

火

絨

瞿
麥

即

石

竹

花

石
葦

生

石

上

烟

筒

山

多

有

之

禽
屬

鷄
易

及

禮

記

俱

稱

翰

音

按

本

草

遼

有

食

鷄

角

鷄

二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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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雉
尚

書

謂

之

華

蟲

禮

經

謂

之

疏

趾

今

呼

野

鷄

每

七

月

捕

雉

雛

供

　

祀

冬

月

有

野

雞

圍

羅

雉

入

貢

鵝
肥

美

勝

他

處

鴨
周

禮

庶

人

執

鶩

即

此

内

務

府

冬

月

入

貢

鷄

鴨

鵝

蛋

戸

部

莊

交

官

備

用

鵠
俗

名

天

鵝

鶉
性

喜

鬪

土

人

俗

爲

鵪

鶉

惟

青

蛙

化

者

則

不

鬪

鷹
禮

記

季

夏

之

月

鷹

乃

學

習

孟

秋

之

月

鷹

乃

祭

鳥

一

名

鵊

鳩

種

𩔗

不

一

古

以

出

遼

海

者

爲

上

白

鷹

尤

爲

鷙

猛

寗

古

塔

諸

山

有

之

鵰
似

鷹

而

大

色

黒

山

海

經

謂

之

鷲

今

多

岀

寗

古

塔

諸

山

其

品

不

一

上

等

色

黒

者

曰

皂

鵰

花

紋

者

曰

虎

斑

鵰

黒

白

相

間

者

曰

接

白

鵰

小

而

花

者

曰

芝

蔴

鵰

羽

宜

箭

翎

鵰

之

最

大

者

能

捕

麞

鹿

山

中

間

有

之

燕
有

越

燕

胡

燕

二

種

今

土

人

以

善

搆

巢

者

爲

巧

燕

不

善

搆

者

爲

拙

燕

凡

燕

秋

後

多

蟄

山

崖

之

内

至

春

始

甦

來

依

人

簷

屋

間

來

去

皆

以

社

故

曰

社

燕

鴿
依

人

鳥

也

來

去

無

定

一

名

鵓

鴿

鵲
一

名

靈

鵲

開

戸

必

背

太

歳

如

歳

多

風

則

巢

下

枝

俗

呼

喜

鵲

雀
依

人

小

鳥

俗

呼

家

雀

野
鴨

爾

雅

鸍

沉

鳧

以

性

好

没

故

名

今

湖

泊

最

多

有

緑

頭

尖

尾

黄

脚

等

名

樹
鷄

似

雉

而

小

脚

有

毛

爾

雅

註

云

鵽

鳩

大

如

鴿

似

雌

雉

鼠

脚

無

後

趾

出

北

方

沙

漠

池

俗

呼

沙

鷄

鴻
鴈

禹

貢

謂

之

陽

鳥

詩

疏

云

大

曰

鴻

小

曰

雁

月

令

季

秋

鴻

雁

來

賔

季

冬

雁

北

嚮

即

此

練
鵲

似

鵲

而

小

黑

褐

色

頂

上

披

一

𢃄

一

名

𢃄

鳥

長

尾

白

羽

今

呼

拖

尾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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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黄
鸝

即

詩

之

黃

鳥

一

名

倉

庚

慈
烏

色

黒

能

及

哺

者

俗

呼

老

鴉

鴛
鴦

形

如

小

鴨

色

黃

有

文

紅

頭

翠

𩮻

止

則

相

偶

飛

則

成

雙

青
𪅂

鵜

𩔗

一

名

信

天

緑

俗

名

青

莊

魚
鷹

大

於

鴉

色

黒

鈎

嘴

食

魚

一

名

釣

魚

郎

蝙
蝠

爾

雅

謂

之

服

翼

夜

飛

晝

伏

糞

入

藥

曰

夜

明

砂

蠟
嘴

即

桑

扈

之

屬

啄

如

黃

蠟

畜

之

可

爲

玩

紅
料

色

紅

善

鳴

花

者

謂

花

料

又

謂

麻

料

啄
木

爾

雅

曰

鴷

啄

木

嘴

如

錐

長

數

寸

形

色

大

小

緑

黒

不

一

諸

鳥

舌

皆

根

於

喉

而

藏

於

啄

惟

啄

木

舌

根

通

腦

後

舌

尖

引

之

逾

長

樹

中

蠧

蟲

雖

潛

穴

𨻶

皆

能

鈎

取

食

之

俗

呼

啄

木

官

子

打
蟈
鳥

形

如

小

水

𩿤

而

大

首

翅

尾

黒

色

胸

下

白

縮
脖
鳥

灰

色

形

如

鸛

翅

大

脚

高

飛

則

縮

頸

俗

呼

縮

脖

子

山
和
尚

𩔗

山

喜

鵲

而

小

尾

短

灰

黒

色

哥
哥
鳥

其

鳴

自

呼

千
里
紅

頂

有

紅

毛

喜

食

蘇

子

俗

呼

蘇

雀

可

入

食

品

柳
葉
兒

色

淡

緑

小

如

指

其

微

大

者

曰

串

柳

皃

鳴
鳩
鳥

禮

記

仲

春

之

月

鷹

化

爲

鳩

仲

秋

之

月

鳩

化

爲

鷹

即

此

形

大

于

□

鳩

長

尾

一

名

布

穀

獸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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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牛
禮

記

祭

宗

廟

之

禮

牛

曰

一

元

大

武

今

以

純

黒

供

　

祀

馬驢驘羊
禮

記

羊

曰

柔

毛

豕
禮

記

豕

曰

剛

𩮻

俗

呼

爲

𧳯

犬
種

𩔗

甚

多

田

犬

最

大

可

以

制

虎

圍

塲

用

之

貓
捕

鼠

獸

禮

記

大

蜡

迎

貓

即

此

虎
東

山

有

之

邊

外

間

有

白

質

黑

章

者

尤

猛

鷙

圍

中

得

之

充

貢

豹
似

虎

而

小

白

面

團

頭

色

白

者

曰

白

豹

黒

者

曰

鳥

豹

文

圓

者

曰

金

錢

豹

最

貴

重

文

尖

長

者

曰

艾

葉

豹

熊
小

曰

熊

大

曰

羆

一

云

羆

似

熊

黄

白

色

今

山

中

熊

𩔗

不

一

有

人

熊

𧳯

熊

猴

熊

狗

熊

諸

名

𤢪

得

入

貢

鹿
冬

圍

充

貢

麞
鹿

屬

無

角

即

詩

之

麕

冬

圍

充

貢

麅
麞

𩔗

色

蒼

赤

冬

圍

充

貢

狼
皮

毛

青

白

者

貴

狐
色

赤

毛

極

温

煖

集

腋

爲

裘

尤

貴

重

貉
壯

如

貍

性

好

睡

貛
似

狗

而

矮

體

肥

行

鈍

皮

宜

茵

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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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兔
禮

記

謂

之

明

視

蝟
似

鼠

有

毛

刺

脚

短

尾

長

物

犯

之

則

形

縮

毛

張

如

集

矢

俗

呼

刺

蝟

皮

人

藥

野
狸

狐

𩔗

口

方

色

蒼

黃

有

斑

似

猫

善

搏

俗

呼

野

猫

野
𧳯

山

中

有

之

𤢪

得

入

貢

艾
虎

鼠

𩔗

能

捕

鼠

鼬
鼠

俗

呼

黃

鼠

狼

又

名

騷

鼠

皮

可

爲

㡌

尾

堪

造

筆

𪕐
鼠

頭

似

免

尾

有

毛

黃

黒

色

性

好

在

田

間

食

穀

豆

易

與

詩

所

云

碩

鼠

遼

金

元

時

用

以

供

饌

名

爲

黃

鼠

今

呼

豆

鼠

鼢
鼠

常

穿

地

以

行

禮

云

田

鼠

即

此

貂
鼠

皮

甚

輕

煖

染

色

充

貢

水
族
屬

鯉
詩

陳

風

必

河

之

鯉

魴
俗

呼

鯿

花

鱖
一

名

鰲

花

鯽
清

河

者

佳

鮎
即

詩

之

鰋

身

圓

性

偃

無

鱗

生

流

水

者

色

青

生

止

水

者

色

青

黄

鮠
無

鱗

似

鰋

而

大

俗

呼

槐

子

魚

鱧
圓

而

長

細

鱗

色

黒

首

有

七

㸃

作

北

斗

𧰼

俗

呼

黒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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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鱒
身

圓

而

長

赤

脉

貫

瞳

爾

雅

一

名

鮅

俗

呼

赤

眼

魚

鰷
形

狹

而

長

鱗

白

而

細

其

性

浮

俗

呼

白

漂

子

鱓
似

蛇

無

鱗

腹

黃

俗

呼

黃

鱓

鰌
似

鱓

而

短

爾

雅

謂

之

鰼

俗

呼

泥

鰍

鱉
俗

呼

團

魚

又

名

脚

魚

甲

入

藥

蟹
俗

呼

旁

蟹

至

秋

味

腴

蛙
即

鼃

一

名

田

雞

有

時

化

爲

鶉

土

人

呼

爲

青

蛙

水
獺

形

以

狗

而

小

長

尾

色

青

黒

水

居

食

魚

將

取

魚

必

先

祭

月

令

云

正

月

獺

祭

魚

蟲
魚

蝲
蛄

蟹

身

魚

尾

澤

畔

石

下

有

之

島
子
魚

頭

尖

色

白

細
鱗
白

圓

身

細

鱗

多

岀

山

𣴑

狹

處

黃
鯝
魚

似

白

魚

而

頭

尾

不

昻

濶

不

踰

寸

長

不

徑

尺

土

人

呼

爲

黄

骨

子

蛤
什
螞

歳

取

充

貢

黃
顙
魚

似

鮎

而

小

背

青

黃

色

無

鱗

俗

呼

昻

剌

赤

色

者

爲

紅

昻

剌

蟲
豸
屬

蜂
俗

以

在

地

作

房

者

曰

土

蜂

大

黄

蜂

曰

馬

蜂

釀

蜜

者

曰

蜜

蜂

内

務

府

有

蜜

丁

取

蜜

交

官

蜜

中

煉

岀

者

爲

黃

蠟

按

蜜

蜂

採

花

釀

蜜

得

人

汗

者

功

最

上

螫

人

者

罪

至

死

則

蜂

不

獨

有

君

臣

且

有

刑

賞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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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蟻
種

𩔗

不

一

大

者

曰

蚍

蜉

小

者

曰

螘

俗

呼

麻

蟻

力

舉

等

身

鐵

鬪

時

有

行

列

謂

之

蟻

陣

螢
詩

名

熠

燿

今

名

火

蟲

月

令

季

夏

腐

草

化

爲

螢

至

夜

有

光

蛾
蠶

蛾

而

外

凡

草

木

蟲

以

蛹

化

爲

蛾

者

甚

衆

蝶
形

色

黃

白

大

小

不

一

皆

蟲

所

七

蚓
禮

記

孟

夏

蚯

蚓

岀

冬

至

之

日

蚯

蚓

結

俗

呼

曲

蟺

白

頸

者

入

藥

蠓
一

名

蠛

郭

璞

曰

蠓

飛

螘

則

天

風

舂

則

天

雨

凡

草

木

葉

有

泡

起

中

生

小

蟲

如

蠓

泡

處

乾

脆

蟲

即

飛

岀

蛇
種

𩔗

不

一

大

者

往

往

有

冠

幘

名

烏

稍

其

短

小

名

七

寸

子

者

最

毒

蠅
善

亂

色

詩

以

刺

讒

其

聲

在

翼

牡

者

腹

大

生

蛆

蛆

復

化

蠅

蚊
齧

人

飛

蟲

長

吻

如

針

一

名

蚋

虻
俗

呼

瞎

虻

亦

草

根

所

化

夏

月

最

多

酷

齧

牛

馬

行

人

苦

之

蜾
蠃

亦

名

土

蜂

純

雄

無

雌

負

桑

蟲

而

爲

子

即

螟

蛉

也

蠟
蟲

大

如

蟣

蝨

食

花

柜

柳

木

涎

著

枝

莖

收

煉

成

白

蠟

較

川

産

者

微

黃

蟋
蟀

似

蝗

而

小

正

黒

光

澤

如

𣾰

善

跳

好

鬪

秋

後

則

鳴

爾

雅

謂

之

蛬

一

名

促

織

俗

呼

趨

趨

蟪
蛄

便

腹

青

色

秋

鳴

以

股

冬

亦

可

畜

交

春

即

死

所

謂

蟪

蛄

不

知

春

秋

也

爾

雅

謂

之

蟧

蛁

俗

名

聒

聒

螳
蜋

月

令

仲

夏

螳

蜋

生

俗

呼

刀

郎

深

秋

乳

子

作

房

著

樹

枝

是

爲

螵

蛸

𧏙
蜋

黒

甲

蟲

一

名

蛣

𧏙

一

名

推

車

客

俗

呼

使

客

郎

所

轉

之

丸

納

於

土

坎

子

生

其

中

蜻
蜓

六

足

四

翼

羣

飛

水

際

爾

雅

謂

之

負

勞

鼅
鼄

大

者

爲

鼅

鼄

小

者

爲

蟢

子

長

踦

者

即

詩

之

蠨

蛸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物
産

　
　
　
二
十
一

壁
錢

似

蜘

蛛

而

色

斑

壁

上

作

幕

如

錢

負
蟠

即

詩

之

伊

威

俗

呼

濕

生

蟲

蝸
牛

爾

雅

謂

之

䗂

蝓

池

澤

中

小

螺

白

色

頭

有

两

黒

角

涎

畫

屋

壁

悉

成

銀

色

或

云

可

避

毒

蟲

蠍

最

畏

之

又

土

蝸

生

旱

地

草

上

或

石

上

俗

呼

鼻

涕

蟲

二

種

皆

入

藥

水
蛭

俗

呼

馬

蝗

蛇
師

即

蜥

蜴

俗

呼

馬

蛇

子

蚰
蜒

𧰼

蜈

蚣

而

細

長

即

爾

雅

之

螾

𧍢

蜈
蚣

廣

雅

謂

之

蝍

蛆

貨
屬

棉
花

線
麻

黃
烟

石
灰

木
炭

蜂
蜜

充

貢

黃
蠟

藍
靛

燒
酒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物
産

　
　
　
二
十
二

麫
筋以

上
物
産
各
屬
太
繁
從
簡
不
俱
載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二
十
三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古
蹟
之
由
來
久
矣
或
係
戰
爭
會
𥂀
之
地
或
屬
山
林
川
澤

之
竒
勝
地
名
都
更
僕
難
數
也
即
如
開
原
地
處
邊
隅
爲
數

代
所
都
之
域
其
州
郡
之
沿
革
城
邑
之
變
遷
原
可
按
册
而

𥡴
分
疆
以
考
也
第
世
多
兵
火
而
代
有
滄
桑
求
其
古
蹟
之

昭
然
百
無
一
二
亦
孰
從
禾
黍
秋
風
中
指
爲
肅
愼
扶
餘
之

界
辨
爲
遼
金
元
明
之
壤
乎
不
過
酌
古
凖
今
約
畧
而
舉
耳

扶
餘
國

按
後
漢
書
在
元
□
郡
北
千
里
南
與
高
句
麗
東
與
挹
婁

接
土
平
敞
宜
五
穀
出
名
馬
赤
玉
貂
豽
唐
渤
海
大
氏
置

扶
餘
府
今
縣
治
界
内
皆
其
地
也
　
按
三
國
志
扶
餘
去

漢
元
菟
郡
千
里
南
與
高
句
麗
東
與
挹
婁
西
與
鮮
卑
接

北
有
弱
水
方
可
二
千
里
其
民
土
著
有
宫
室
倉
庫
牢
獄

多
山
陵
廣
澤
土
宜
五
穀
其
人
彊
勇
謹
厚
飮
食
皆
用
俎

豆
會
同
拜
爵
洗
爵
揖
讓
升
降
以
殷
正
祭
天
其
國
善
養

牲
出
名
馬
赤
玉
貂
貁
美
珠
珠
大
者
如
酸
𣕤
有
軍
事
祭

天
殺
牛
觀
蹄
以
占
吉
凶
蹄
解
者
爲
凶
合
者
爲
吉
共
居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二
十
四

䘮
男
女
皆
純
白
著
布
面
衣
去
環
珮
大
體
與
中
國
相
彷

彿
今
以
道
里
計
扶
餘
去
漢
遼
東
郡
尚
一
千
四
五
百
里

今
之
開
原
去
遼
陽
城
僅
三
百
餘
里
而
赤
玉
美
珠
相
傳

出
今
黒
龍
江
境
内
則
扶
餘
府
尚
在
邊
外
甯
古
塔
黒
龍

江
之
境

通

志

黃
龍
府

本
渤
海
扶
餘
府
遼
太
祖
平
渤
海
還
至
此
有
黃
龍
見
更

名
龍
州
黃
龍
府
開
㤗
九
年
遷
其
城
於
東
北
領
益
威
清

雍
安
遠
五
州
黃
龍
遷
民
永
平
三
縣
金
廢
府
改
屬
隆
州

今

按

其

地

在

縣

界

内

其

五

州

三

縣

地

不

可

考

然

皆

黃

龍

所

轄

亦

今

縣

治

所

及

之

地

也

永
平
縣

渤
海
大
氏
置
遼
因
之
金
廢

黃
龍
縣

本
渤
海
長
平
縣
遼
併
富
利
佐
慕
肅
愼
置
爲
黃
龍
府
附

郭
縣

遷
民
縣

本
渤
海
永
甯
縣
遼
併
豐
水
扶
羅
置

祥
州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二
十
五

遼
置
祥
州
瑞
聖
軍
𨽾
黄
龍
府

懐
德
縣

遼
置
𨽾
祥
州

益
州

遼
置
益
州
觀
察
屬
黃
龍
府

靜
遠
縣

遼
置
屬
益
州

安
遠
州

遼
置
安
遠
州
懷
義
軍

威
州

遼
置
威
州
武
甯
軍

清
州

遼
置
清
州
建
甯
軍

雍
州

遼
置
刺
史
屬
黃
龍
府

通
州

本
扶
餘
國
王
城
渤
海
號
扶
餘
城
遼
太
祖
攺
屬
龍
州
聖

宗
更
置
通
州
安
遠
軍
統
通
遠
安
遠
歸
仁
漁
谷
四
縣
金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二
十
六

廢
按

其

地

在

今

縣

城

西

南

通
遠
縣

本
渤
海
扶
餘
縣
遼
併
布
多
縣
置
爲
通
州
附
郭
縣

安
遠
縣

本
渤
海
顯
義
縣
遼
併
鵲
川
縣
置

漁
谷
縣

本
渤
海
縣
遼
因
之
金
廢

歸
仁
縣

本
渤
海
強
帥
縣
遼
併
新
安
縣
置
金
因
之
併
通
遠
安
遠

漁
谷
諸
縣
地
屬
咸
平
府
元
廢
明
於
此
設
站
在
縣
城
之

北玉
山
縣

金
承
安
三
年
置
屬
咸
平
府
貞
祐
二
年
陞
爲
節
鎭
軍
曰

鎭
安
元
廢

按

其

地

在

縣

城

之

北

隆
州

金
置
隆
州
利
涉
軍

按

金

志

古

扶

餘

之

地

遼

太

祖

時

爲

黃

龍

府

天

眷

三

年

攺

濟

州

以

金

太

祖

攻

城

時

不

假

舟

楫

之

利

也

大

定

間

改

隆

州

貞

祐

𥘉

陞

爲

隆

安

府

領

利

涉

一

縣

元

廢

通

志

云

按

其

地

應

在

縣

東

其

所

轄

東

至

永

吉

州

混

同

江

西

至

今

縣

治

之

地

也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二
十
七

利
涉
縣

金
置
隆
州
有
混
同
江
淶
𣴑
河
附
郭
元
廢

通

志

云

按

金

史

利

涉

縣

有

混

同

江

應

在

今

永

吉

州

境

前

志

係

於

開

原

縣

者

誤

也

今

查

吉

林

境

内

亦

無

淶

𣴑

河

之

名

或

古

今

稱

名

各

殊

之

故

與韓
州

本
藁
離
國
舊
治
柳
河
縣
高
麗
置
鄚
頡
府
領
鄚
頡
二
州

渤
海
因
之
遼
太
宗
置
三
河
榆
河
二
州
聖
宗
併
二
州
置

韓
州
東
平
軍
領
柳
河
一
縣
金
因
之
領
臨
津
柳
河
二
縣

元
廢
明
於
此
置
站
在
縣
城
之
西
北

通

志

云

按

魏

畧

藁

離

國

在

北

方

昔

國

王

侍

婢

有

娠

王

欲

殺

之

婢

云

有

氣

如

雞

子

來

下

身

後

生

子

捐

之

溷

中

猪

以

啄

噓

之

徙

之

馬

閑

馬

以

氣

噓

之

不

死

王

乃

令

其

母

收

畜

之

名

曰

東

明

常

令

牧

馬

東

明

善

射

王

恐

奪

其

國

欲

殺

之

東

明

走

南

至

施

掩

水

以

弓

擊

水

魚

鱉

浮

爲

橋

東

明

得

渡

魚

鱉

解

㪚

追

兵

不

得

渡

東

明

因

王

扶

餘

之

地

附

志

於

此

鳯
州

本
藁
離
國
故
地
渤
海
之
安
甯
郡
遼
置
州
爲
南
王
府
五

帳
州
地
在
韓
州
北
二
百
里
今
在
邊
外

通

志

遂
州

遼
置
本
高
州
地
在
檀
州
西
二
百
里
鳯
州
東
南
一
百
里

南
王
府
五
帳
放
牧
於
此

通

志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二
十
八

棋
州

本
渤
海
蒙
州
地
遼
置
棋
州
祐
聖
軍
領
慶
雲
一
縣
金
廢

在
今
開
原
縣
廣
甯
交
界
之
地

通

志

慶
雲
縣

遼
置
縣
曰
密
雲
屬
棋
州
後
改
慶
雲
金
併
州
入
縣
屬
咸

平
府
元
廢
明
於
此
置
站
今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慶
雲
屯
是

也
通

志

開
元
城

明
一
統
志
在
三
萬
衛
西
門
外
金
末
其
將
蒲
鮮
萬
奴
據

遼
東
元
𥘉
癸
巳
歳
岀
師
伐
之
生
擒
萬
奴
師
至
開
元
恤

品
東
土
悉
平
開
元
之
名
始
見
於
此
乙
未
歳
立
開
元
南

京
二
萬
戸
府
治
黄
龍
府
至
元
四
年
更
遼
東
路
總
管
府

二
十
三
年
攺
爲
開
元
路
領
咸
平
府
後
割
咸
平
爲
㪚
府

俱
𨽾
遼
東
道
宣
慰
司
明
始
改
三
萬
衛
今
縣
城
西
古
城

舊
址
猶
存
其
更
築
之
年
不
可
考

廢
三
萬
衛

明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置
在
城
内
今
廢
明
一
統
志
云
渤
海

爲
上
京
龍
泉
府
金
改
上
京
會
甯
府

通

志

云

按

渤

海

上

京

在

烏

喇

界

内

開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二
十
九

原

在

渤

海

時

爲

扶

餘

府

金

會

甯

府

在

今

烏

喇

之

東

明

時

衛

治

以

牙

克

薩

山

爲

界

一

統

志

誤

也

惟

潛

確

類

書

云

三

萬

衛

在

開

元

古

混

同

江

城

近

是

又

查

衛

所

屬

有

中

中

千

戸

所

前

前

千

戸

所

後

後

千

戸

所

開
原
等
處
怯
恰
千
戸
所

元
至
治
元
年
置
後
廢
址
無
考

廢
遼
海
衛

按
明
一
統
志
在
開
元
城
内
洪
武
十
一
年
𥘉
置
治
牛
莊

二
十
六
年
始
徙
此
又
潛
確
𩔗
書
云
遼
海
衛
在
中
固
城

明
特
設
撫
順
關
今
廢

查

衛

所

屬

右

右

千

戸

所

中

中

千

戸

所

前

前

千

戸

所

後

後

千

戸

所

廢
安
樂
州

明
永
樂
七
年
置
在
城
内
今
廢
潛
確
𩔗
書
云
開
元
城
北

置
安
樂
自
在
二
州
今
廢

查

自

在

州

在

都

司

城

内

安

樂

州

在

開

元

城

内

女

直

千

戸

所

草

河

千

戸

所

南

京

千

戸

所

毛

憐

千

戸

所

東

甯

千

戸

所

銅
眞
武

高

丈

餘

重

六

千

餘

斤

即

上

帝

廟

神

像

在

城

東

北

隅

其

由

來

失

考

神

極

靈

應

有

感

斯

通

銀
　
佛

重

五

十

斤

即

銀

佛

寺

神

像

在

城

西

南

隅

其

由

來

失

考

銀

佛

大

指

曾

被

賊

人

竊

取

當

時

佛

即

顯

應

賊

被

寺

中

人

拏

獲

今

猶

靈

應

鐵
　
匾

上

製

萬

古

不

夜

四

字

奇

巧

玲

瓏

在

關

帝

廟

春

秋

閣

内

懸

立

之

年

不

可

考

銅
　
鐘

在

縣

治

中

街

樓

上

高

懸

每

夜

更

夫

按

刻

鳴

之

報

更

聲

逹

四

境

極

其

洪

亮

小
石
塔

任

城

南

街

高

二

丈

圍

經

五

六

尺

餘

亭

立

中

衢

俗

傳

地

下

有

一

海

眼

故

建

塔

以

鎭

之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三
十

甘
棠
井

在

城

南

十

八

里

小

孫

家

台

土

脉

深

厚

人

物

蕃

滋

需

水

孔

急

縣

令

何

金

序

岀

郊

勸

農

至

其

地

得

清

泉

相

度

水

法

命

於

此

地

掘

井

其

木

甚

甘

因

名

甘

棠

井

蓋

亦

思

慕

遺

愛

之

意

云

花
露
臺

有

二

一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一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相

傳

邑

中

有

二

姻

親

以

華

麗

相

尚

各

築

一

臺

自

矜

其

建

置

之

年

無

考

朝
陽
寺

邑
南
梅
家
寨
距
城
四
十
里
久
有
古
廟
曰
朝
陽
寺
至
後

環
三
台
左
右
各
一
台
舊
址
僅
存
惟
井
水
甘
冽
兩
旁
花

樹
茂
密
夏
日
猶
藉
以
避
暑

龍
泉
寺

邑
南
距
城
六
十
里
馬
家
寨
後
有
山
層
叠
向
南
山
口
如

門
自
口
入
四
圍
高
聳
中
路
坦
平
參
差
果
樹
禽
音
雜
焉

土
人
建
廟
曰
龍
泉
寺
寺
前
風
送
蓮
香
清
𣴑
不
息
曰
龍

灣
祈
雨
頻
騐
昔
年
住
持
殁
後
亭
中
𦅩
像
用
木
刻
成
即

純
眞
和
尚
卓
錫
處
也
遊
人
登
山
悉
詣
寺
覽
勝
今
猶
同

於
昔
云

西

偏

復

有

娘

娘

廟

仙

人

洞

二

處

九
龍
泉

城
北
五
里
許
岡
東
偏
上
有
飛
泉
自
石
㵼
岀
盈
科
而
進

甘
冽
不
息
首
尾
相
顧
勢
如
龍
然
土
人
利
之
曰
九
龍
泉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三
十
一

龍
岡
石
塔

塔
子
溝
距
城
八
里
邑
西
北
岡
脈
起
伏
左
右
環
抱
小
塔

中
立
近
有
茅
屋
遊
覽
者
往
來
不
絶

東
塔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山
巓
有
一
塔
根
剥
落
不
齊
塔
頂
只

存
一
角
猶
屹
然
卓
立
苔
蘚
擁
䕶
古
氣
磅
礴
傳
謂
唐
貞

觀
年
徐
勣
征
高
麗
時
所
建
嘉
慶
八
年
倒
内
無
别
物
跡

址
尚
存

官
糧
窖

縣
東
南
八
十
五
里
村
之
西
北
有
一
深
坑
週
圍
約
百
丈

深
五
六
丈
相
傳
土
人
掘
地
得
糧
糧
𣏓
成
糠
謂
前
朝
屯

兵
貯
糧
之
所
故
名

五
莊
觀

邑
東
八
十
五
里
官
糧
窖
屯
東
南
境
有
山
鳥
道
盤
曲
巓

㵼
飛
泉
土
人
修
觀
於
其
中
殿
宇
宏
厰
詣
觀
四
望
清
𣴑

山
下
豁
目
賞
心

卧
龍
潭

邑
尚
陽
堡
距
堡
五
里
許
泉
自
峯
頭
下
注
直
抵
潭
心
極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三
十
二

深
龍
伏
水
中
祈
雨
靈
應
巓
有
龍
神
祠
其
聯
云
祈
雨
黒

雲
來
海
角
求
晴
紅
日
捧
天
心

波
羅
洞

邑
東
南
一
面
城
山
半
向
東
有
洞
約
高
數
十
丈
險
極
有

鳥
道
盤
轉
可
上
約
行
里
許
至
一
台
漸
平
坦
松
株
旁
繞

石
碣
中
立
碣
西
有
石
窟
徑
尺
許
水
從
窟
𣴑
出
曰
龍
口

轉
南
行
至
洞
口
寛
僅
半
屋
爐
竈
器
皿
依
然
有
舊
迹
焉

俗
傳
黃
姓
道
人
居
此
曰
波
羅
洞
洞
西
復
有
一
洞
口
用

泥
封
曰
道
人
墓

朝
陽
洞

邑
東
南
柴
河
堡
近
山
以
北
東
行
里
許
西
山
𥤮
起
怪
石

相
對
宛
如
門
戸
入
内
漸
寛
厰
約
行
五
六
里
有
一
石
峯

樹
木
叢
雜
古
廟
在
中
由
廟
前
穿
林
而
上
始
抵
洞
口
入

内
十
數
武
寛
濶
平
夷
東
北
上
有
一
透
孔
曰
洞
窗
西
南

深
長
十
餘
丈
再
進
穴
小
漸
黑

滴
溜
石

邑
東
南
關
門
山
上
有
一
石
約
長
數
丈
勢
側
若
墜
俗
傳

一
人
揺
之
動
衆
人
揺
之
不
動
因
山
下
有
泉
名
滴
溜
泉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三
十
三

故
呼
石
爲
滴
溜
云

晾
馬
亭
山

邑
東
南
距
城
一
百
二
十
里
山
勢
如
駿
馬
飮
川
不
可
勒

止
即
今
兵
峪

垂
珠
洞

𧰼
牙
山
縣
東
一
百
三
十
里
有
洞
極
厰
莫
窮
其
深
傳
謂

仙
人
對
奕
遺
如
桌
石
枰
上
有
𤥨
就
子
形

烟
筩
山

邑
東
南
距
城
一
百
三
十
里
岀
雲
直
上
接
續
不
斷
將
雨

新
晴
濃
淡
變
換
望
如
烟
筒
然

西
山
石
壺

邑
東
南
山
西
溝
山
上
有
石
高
丈
餘
狀
若
壺
望
之
儼
然

時
壺
蓋
上
起
是
日
必
雨
壺
嘴
猶
滴
清
液
焉

馬
市
舊
堡

古
來
賔
關
邑
西
四
十
里
有
土
城
一
座
官
居
城
内
西
門

外
更
有
土
城
圍
之
多
有
賣
馬
者
居
傳
謂
昔
日
以
茶
易

馬
今
名
慶
雲
堡
城
皆
廢
事
無
攷

䨇
樓
臺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古
蹟

　
　
　
三
十
四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北
有
土
隴
一
条
隴
上
有
樓
基
二
磚

石
猶
存
相
離
不
過
丈
餘
上
有
複
道
下
設
鏇
門
間
有
城

堞
相
傳
爲
昔
時
邊
戍
之
地
建
置
之
人
無
考

五
國
城

舊

址

在

龍

岡

宋

𡽪

宗

葬

此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景
物

　
　
　
三
十
五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景
物

樓
名
黄
鶴
臺
號
鳯
凰
景
物
誠
堪
傳
矣
若
燕
都
八
景
六
橋

風
月
亦
足
發
騷
雅
而
垂
青
史
然
非
有
好
奇
者
表
揚
搜
剔

其
埋
没
於
荒
烟
蔓
草
中
者
不
知
凡
㡬
開
原
地
臨
邊
朔
雖

無
藻
扄
黼
帳
碧
樹
璇
淵
而
山
川
環
繞
景
物
可
供
玩
賞
者

甚
多
是
在
士
君
子
微
顯
闡
幽
不
惜
筆
墨
取
其
足
賞
者
志

之
庶
不
至
寂
寂
無
聞
也

舊
志
八
景

龍
岡
北
枕

在

城

北

三

里

許

按

遼

史

遼

太

祖

征

渤

海

還

次

扶

餘

府

見

岡

有

黃

龍

見

因

以

名

岡

東

起

塔

山

横

亘

城

北

蜿

蜓

猶

龍

西

至

遼

水

拱

衛

縣

城

若

屏

枕

然

故

曰

龍

岡

北

枕

清
河
夜
月

在

城

南

里

許

按

明

一

統

志

源

發

長

白

山

由

分

水

嶺

西

𣴑

至

英

額

門

北

入

境

環

抱

縣

城

色

清

味

美

月

印

川

中

上

下

一

色

故

曰

清

河

夜

月

古
塔
朝
霞

城

西

南

隅

崇

壽

禪

寺

前

有

古

塔

一

座

名

金

佛

塔

高

二

十

丈

疊

級

十

三

層

聳

入

雲

霄

爲

唐

僧

洪

理

所

建

每

曉

日

𥘉

升

霞

光

四

射

若

赤

城

然

故

曰

古

塔

朝

霞

舊

志

名

朝

霞

擁

塔

線
河
烟
柳

城

東

北

隅

眞

武

廟

前

有

水

一

渠

雖

旱

不

涸

𣶀

𣶀

細

𣴑

宛

若

金

線

兩

堤

緑

柳

一

色

烟

籠

景

物

怡

人

故

曰

線

河

烟

柳

舊

志

名

金

線

河

灣

仙
石
雲
屏

城

東

南

隅

三

皇

廟

内

有

石

一

塊

古

峭

玲

瓏

其

白

如

玉

向

無

此

石

忽

於

康

熈

𥘉

年

飛

來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景
物

　
　
　
三
十
六

屏

列

寺

中

每

當

朝

夕

如

雲

擁

䕶

故

曰

仙

石

雲

屏

舊

志

名

飛

來

仙

石

蓮
渚
薰
風

在

城

東

南

尚

陽

堡

之

東

蓮

花

峯

下

有

蓮

渚

每

當

盛

夏

荷

蓋

亭

亭

無

風

自

扇

若

引

南

薰

頗

堪

避

暑

故

曰

蓮

渚

薰

風

舊

志

名

蓮

渚

春

寒

榴
城
簇
錦

縣

東

九

十

里

有

一

古

城

南

枕

河

北

通

塞

其

山

環

列

如

城

其

花

爛

漫

似

錦

春

夏

之

時

尤

爲

極

盛

故

曰

榴

城

簇

錦

松
山
𧰼
笏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沙

河

發

源

於

此

峭

石

蒼

松

秀

若

天

成

旁

有

一

峯

形

同

象

笏

高

岀

雲

表

勢

若

朝

天

故

曰

松

山

𧰼

笏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人
事
　
公
署

　
三
十
七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人
事
公
署

國
家
命
官
敷
教
宣
德
有
時
逹
情
有
所
豈
徒
肅
觀
瞻
以
著
體

統
云
爾
哉
開
原
自
乾
隆
年
間
修
志
公
署
已
歴
歴
可
考
今

繼
前
人
之
芳
規
叙
後
日
之
増
减
用
以
表
履
任
斯
土
者
懔

敬
爾
在
公
之
義
焉
故
志
公
署

知
縣
公
署

在
城
内
東
北
隅
康
熈
三
年
𥘉
設
時
縣
令
未
有
公
署
寄

居
石
塔
寺
縣
令
何
金
序
到
任
年
餘
申
明
戸
部
以
金
市

民
房
基
址
設
公
署
在
鼓
樓
東
北
隅
歴
任
漸
次
加
増
有

大
門
大
堂
二
堂
廂
房
厨
房
各
三
間
儀
門
一
座
住
房
五

間
書
房
班
房
各
二
間
科
房
四
間
庫
一
間
至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明
亮
詳
請
借
亷
修
理
五
十
五
年
並
捐
俸
増

建
大
門
大
堂
二
堂
各
三
間
儀
門
一
座
科
房
九
間
班
房

九
間
書
房
六
間
門
房
二
間
住
房
五
問
羣
門
九
間
正
庫

二
間
𧷢
罰
庫
二
間
厨
房
三
間
又
大
堂
東
建
衙
神
廟
一

間
縣
署
大
門
外
東
建
瑞
靄
扶
餘
坊
西
建
祥
凝
渤
海
坊

今
二
坊
無
存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公
署

　
　
　
三
十
八

按
今
縣
署

照
壁
一
座
大
門
三
間
門
東
捕
班
房
四
間
查
街
役
房
二

問
門
西
壯
皂
班
房
四
間
儀
門
一
間
門
東
吏
倉
房
三
間

刑
房
二
間
東
廂
房
三
間
東
北
隅
科
神
廟
一
座
門
西
戸

房
二
間
後
正
房
二
間
禮
兵
房
二
間
工
房
二
間
馬
快
班

房
三
間
大
堂
三
間

値

宿

房

在

内

東
廂
門
子
房
前
後
五

間
二
堂
三
間

書

房

押

房

在

内

西
院
書
房
三
間
西
廂
房

二
間
再
西
院
龍
神
祠
一
座
井
一
眼
宅
門
一
座
上
房
三

間
東
西
廂
房
六
間
經
縣
令
三
神
保
添
建
西
院
内
書
房

三
間
東
耳
房
三
間
後
西
北
隅
仙
人
堂
一
間
東
院
馬
號

大
門
三
間
大
厨
房
一
所
車
夫
房
二
間

倉
厫

康
熈
二
十
一
年
縣
令
周
志
煥
建
倉
三
間
至
四
十
三
年

續
建
一
百
三
十
九
間
俱
在
縣
署
西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縣

令
多
隆
額
請
修
厫
七
十
一
間
折
變
倉
三
十
五
間
存
倉

一
百
零
四
間
二
十
七
年
縣
令
德
克
精
額
請
修
厫
三
十

三
間
後
漸
傾
圯
四
十
三
年
縣
令
明
亮
請
修
折
變
倉
四

十
二
間
存
倉
六
十
二
間
捐
建
倉
神
廟
三
間
大
門
一
間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公
署

　
　
　
三
十
九

門
房
二
間
由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縣
令
扎
興
阿
攺
建
重
修

至
咸
豐
元
年
傾
圯
甚
多
二
年
縣
令
三
神
保
捐
廉
重
修

存
倉
二
十
一
間

禁
獄

康
熈
七
年
縣
令
何
金
序
建
禁
獄
房
三
間
至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縣
令
明
亮
増
建
四
外
墻
並
建
女
牢
一
間
由
五
十

七
年
至
咸
豐
七
年
歴
任
縣
令
各
有
修
葺
今
牢
六
間

養
濟
院

原
設
六
間
雍
正
五
年
縣
令
萬
如
濟
建
院
於
迊
恩
門
外

東
首
瓦
房
三
間
牌
坊
一
座
額
設
孤
貧
三
十
四
名
每
名

大
建
月
領
口
糧
粟
米
三
倉
斗
小
建
月
領
口
糧
粟
米
二

倉
斗
九
升
每
年
十
月
𥘉
一
日
每
名
給
花
布
銀
五
錢
按

年
由
正
賦
題
銷
乾
隆
五
十
年
縣
令
明
亮
重
修
後
損
二

間
今
存
四
間

儒
學
公
署

康
熈
二
十
三
年
設
未
建
公
署
雍
正
三
年
在
城
東
南
隅

建
義
學
三
間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縣
令
多
隆
額
訓
導
丁
龍

章
以
義
學
基
址
攺
建
學
署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公
署

　
　
　
　
四
十

明
倫
堂
三
間
儀
門
一
間
大
門
一
間
照
壁
一
座
齋
夫
房

一
間
科
房
一
間
住
房
三
間
厨
房
一
間

典
史
公
署

舊
在
縣
治
南
大
門
一
間
二
門
一
間
公
所
二
間
住
房
五

間
康
熈
六
年
縣
令
何
金
序
建
後
移
城
西
街
路
北
門
房

大
堂
住
房
東
厨
西
廂
各
三
間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典
史
雷

從
雲
詳
請
借
廉
増
建
二
堂
三
間
照
壁
一
座
嘉
慶
十
二

年
典
史
高
涵
借
廉
修
理
増
建
書
房
三
間

城
守
尉
公
署

在
城
東
街
路
北
原
建
𠫊
房
二
十
一
間
所
有
左
右
二
司

銀
錢
庫
牲
畜
稅
務
司
均
在
内
按
舊
志
向
有
軍
器
庫
六

間
在
北
街
路
東
官
學
三
間
在
南
街
路
東
草
厰
在
東
街

路
北
嗣
後
歴
年
修
理
各
有
因
革
損
益

旗
倉

在
城
北
街
路
西
廣
盈
滿
三
厫
十
間
成
福
二
厫
十
間
均

康
熈
三
十
一
年
官
建
慶
字
厫
五
間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官

建
共
厫
六
座
計
倉
二
十
五
間
今
添
設
隆
字
圓
倉
六
座

八
旗
官
房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公
署

　
　
　
四
十
一

鑲
黄
旗
檔
房
向
在
北
街
路
東
今
移
南
街
路
西
堆
房
任

北
街
路
東

正
黃
旗
檔
房
在
北
街
路
西
堆
房
在
北
門
内
路
西

正
白
旗
檔
房
在
東
街
路
北
堆
房
在
東
街
路
北

鑲
白
旗
檔
房
在
南
街
路
東
堆
房
在
東
門
内
路
北

正
紅
旗
檔
房
在
北
街
路
西
堆
房
在
西
街
路
北

鑲
紅
旗
檔
房
在
西
街
路
北
堆
房
在
西
門
内
路
北

正
藍
旗
檔
房
在
南
街
路
東
堆
房
在
南
街
路
東

鑲
藍
旗
檔
房
在
南
街
路
西
堆
房
在
南
門
内
路
西

巴
爾
虎
檔
房
在
北
街
路
西

按
舊
志
八
旗
官
房
於
乾
隆
五
年
奉
文
以
七
旗
二
佐

領
每
旗
酌
留
房
六
間
共
房
五
十
四
間
以
三
間
兵
等

合
夥
居
住
以
三
間
招
賃
取
租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二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周
禮
天
官
曰
體
國
經
野
設
官
分
職
以
爲
民
極
則
是
職
官

之
設
揆
文
𡚒
武
凡
以
爲
民
也
况
開
原
内
撫
旗
民
外
鎭
邊

陲
正
德
厚
生
尤
爲
先
務
諸
君
子
既
經
營
於
前
承
乏
者
復

循
行
於
後
苟
興
養
立
教
久
而
不
懈
𠈷
秀
頑
胥
歸
於
正
庶

無
負
設
官
分
職
之
意
云

知
縣
一
員

康

熈

三

年

設

孔
𠃔
檜
　
山
東
曲
阜
人
　
至
聖
裔
舉
人
康
熈
四
年
自

錦
縣
知
縣
調

何
金
序
　
直
隸
昌
平
衛
人
恩
貢
康
熈
四
年
任

劉
超
□
　
直
隸
永
平
人
進
士
康
熈
十
六
年
任

周
志
煥
　
浙
江
鄞
縣
人
貢
監
康
熈
二
十
年
任

柯
貞
乾
　
正
白
旗
人
康
熈
二
十
五
年
任

羅
　
鍹
　
正
白
旗
人
康
熈
三
十
五
年
任

李
　
渥
　
山
東
壽
光
人
歳
貢
康
熈
四
十
七
年
任

趙
允
昌
　
直
隸
滿
城
人
舉
人
康
熈
五
十
一
年
任

王
　
彬
　
漢
軍
正
藍
旗
人
康
熈
五
十
三
年
任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三

王
克
家
　
山
東
臨
淄
人
舉
人
康
熈
五
十
八
年
任

萬
如
濟
　
河
南
陳
州
人
進
士
康
熈
五
十
九
年
任

陸
允
斌
　
江
南
崇
明
人
舉
人
雍
正
六
年
任

蔡
　
英
　
任
年
俟
考

曹
居
仁
　
山
東
濟
甯
州
人
舉
人
雍
正
十
二
年
任

詹
豹
畧
　
廣
西
人
乾
隆
二
年
任

蘓
爲
正
　
乾
隆
十
四
年
任

姱
　
色
　
滿
洲
正
黃
旗
人
乾
隆
十
六
年
任

多
隆
額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筆
帖
式
乾
隆
十
九
年
任

德
克精

額
　
滿
洲
鑲
黃
旗
人
進
士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任

多
隆
額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再
任

誠
　
明
　
滿
洲
正
紅
旗
人
筆
帖
式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任

燕
　
都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任

覺羅

多
福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舉
人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任

沐
　
翰
　
滿
洲
正
黄
旗
人
舉
人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任

明
　
亮
　
滿
洲
正
紅
旗
人
壬
午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一

年任

恒
　
明
　
嘉
慶
年
任

孫
　
錫
　
號
雪
帷
　
舉
人
嘉
慶
七
年
任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四

岱
　
齡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筆
帖
式
嘉
慶
十
年
任

清
　
甯
　
蒙
古
正
藍
旗
人
中
書
嘉
慶
十
八
年
任

福
　
永
　
滿
洲
正
紅
旗
人
筆
帖
式
嘉
慶
二
十
年
任

鳴
　
山
　
滿
洲
正
白
旗
人
筆
帖
式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任

覺羅

慶
啓
　
滿
洲
正
藍
旗
人
筆
帖
式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任

扎
興
阿
　
任
年
俟
考

福
　
謙
　
蒙
古
正
白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四
年
任

成
　
惠
　
滿
洲
鑲
藍
旗
人
庫
使
道
光
十
一
年
任

保
　
常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癸
酉
拔
貢
道
光
十
二
年
任

德
　
春
　
滿
洲
正
白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十
三
年
任

廣
　
和
　
滿
洲
正
紅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十
五
年
任

陳
　
鑑
　
湖
南
祁
陽
人
議
叙
知
州
道
光
十
六
年
任

音
　
德
　
蒙
古
正
黃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十
六
年
任

錫
　
齡
　
滿
洲
正
白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十
七
年
任

方
發
祥
　
四
川
成
都
人
辛
巳
舉
人
丙
戍
進
士

道

光

二

十

年

任

覺羅

春
垚
　
正
藍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任

伊
克唐

阿
　
滿
洲
正
藍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任

博
　
啓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筆
帖
式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任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五

三
神
保
　
滿
洲
鑲
紅
旗
人
壬
午
舉
人
道
光
二
十
七

年任

肇
　
麟
　
滿
洲
正
黃
旗
人
丁
酉
拔
貢
本

科

中

式

舉

人

咸

豐

三

年

任

全
　
禄
　
滿
洲
正
紅
旗
人
甲
午
舉
人
咸
豐
六
年
任

訓
導
一
員

康

熈

二

十

三

年

設

陶
光
儀
　
直
隸
新
樂
人
康
熈
三
十
二
年
任

張
　
旭
　
直
隸
贊
皇
人
康
熈
三
十
九
年
任

顧
學
仁
　
任
年
俟
考

李
一
鶚
　
直
隸
趙
州
人
康
熈
四
十
五
年
任

趙
蕃
昌
　
順
天
鹽
山
人
康
熈
五
十
年
任

李
如
瑞
　
直
隸
新
安
人
康
熈
五
十
六
年
任

李
　
鉽
　
順
天
大
興
人
雍
正
四
年
任

曹
之
琨
　
順
天
武
清
人
雍
正
十
年
任

程
　
頲
　
直
隸
南
宫
縣
人
乾
隆
九
年
任

王
篤
生
　
直
隸
鉅
鹿
縣
人
歳
貢
乾
隆
十
四
年
任

趙
毅
發
　
直
隸
昌
𥠖
縣
人
歳
貢
乾
隆
二
十
年
任

劉
　
柟
　
直
隸
天
津
縣
人
歳
貢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任

丁
龍
章
　
奉
天
府
錦
縣
人
歳
貢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任

劉
　
喆
　
直
隸
阜
城
縣
人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任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六

胡
耀
甲
　
直
隸
定
興
縣
人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任

馬
文
聲
　
奉
天
承
德
人
漢
教
習
嘉
慶
十
年
署

𥡆
貽
容
　
直
隸
束
鹿
縣
人
歳
貢
嘉
慶
十
一
年
任

崔
以
粲
　
直
隸
蠡
縣
人
舉
人
嘉
慶
十
四
年
任

王
德
教
　
直
隸
安
肅
人
甲
寅
舉
人
嘉
慶
十
八
年
任

石
從
新
　
直
隸
滄
州
人
歳
貢
嘉
慶
二
十
年
任

楊
文
照
　
直
隸
河
間
人
歳
貢
道
光
元
年
任

劉
君
佐
　
直
隸
樂
亭
人
歳
貢
道
光
四
年
任

張
擢
魁
　
直
隸
南
皮
人
歳
貢
道
光
八
年
任

王
丹
書
　
直
隸
𣵠
州
人
庚
午
舉
人
道
光
十
一

年

任

歴

任

三

次

華
長
卿
　
直
隸
天
津
人
辛
卯
舉
人
咸
豐
四
年
任

典
史
一
員

康

熈

三

年

設

單
凌
漢
　
山
西
襄
陵
人
康
熈
四
年
任

韓
大
毓
　
陜
西
岐
山
人
康
熈
十
七
年
任

馮
　
鏡
　
浙
江
山
隂
人
康
熈
二
十
三
年
任

程
　
援
　
河
南
永
甯
人
康
熈
三
十
七
年
任

徐
士
敏
　
浙
江
錢
塘
人
康
熈
四
十
八
年
任

平
　
秀
　
直
隸
高
邑
人
康
熈
五
十
三
年
任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七

吕
　
僎
　
山
東
濰
縣
人
康
熈
五
十
六
年
任

馮
　
𤐣
　
順
天
寳
坻
人
康
熈
五
十
九
年
任

李
兆
樞
　
雍
正
五
年
任

張
恭
謹
　
乾
隆
二
年
任

李
　
鎬
　
乾
隆
六
年
任

農
沛
德
　
雲
南
寳
甯
人
吏
員
乾
隆
十
七
年
任

沈
懋
祚
　
浙
江
山
陰
人
吏
員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任

農
沛
德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再
任

許
秉
忠
　
浙
江
會
稽
人
吏
員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任

雷
從
雲
　
陜
西
郃
陽
人
監
生
乾
隆
四
十
年
任

王
　
炘
　
順
天
大
興
人
監
生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任

王
鳯
池
　
順
天
大
興
人
供
事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任

高
　
涵
　
安
徽
貴
池
縣
人
供
事
嘉
慶
十
年
任
歴
任

二次

郭
肇
基
　
順
天
大
興
縣
人
供
事
嘉
慶
二
十
年
任

杭
　
珏
　
順
天
宛
平
人
供
事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任

馬
　
宣
　
順
天
大
興
縣
人
監
生
道
光
四
年
任

梁
世
華
　
順
天
大
興
人
監
生
道
光
十
一
年
任

章
　
楷
　
浙
江
山
陰
人
監
生
道
光
二
十
年
任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八

崔
秉
章
　
順
天
甯
河
縣
人
供
事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任

章
　
楷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再
任

沈
如
璋
　
順
天
大
興
人
監
生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署

蔣
壽
同
　
江
蘇
元
和
縣
人
監
生
咸
豐
五
年
署

覺羅

福
徴
　
正
藍
旗
人
咸
豐
六
年
署

𨶒
　
塏
　
直
隸
昌
𥠖
人
監
生
咸
豐
七
年
署

旗
署
職
官

城
守
尉
一
員

管
印
筆
帖
式
一
員

倉
官
一
員

倉
外
郎
一
員

歴
任
城
守
尉
職
名

喇
　
拔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任
年
俟
考

雅
　
住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任
年
俟
考

吾
逹
𩊉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任
年
俟
考

𦏛
逹
色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雍
正
八
年

圖
里
㤗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雍
正
十
年
任

阿
　
海
　
滿
洲
正
藍
旗
人
　
乾
隆
七
年
任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職
官

　
　
　
四
十
九

𥡆

爾

賽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乾
隆
十
一
年
任

巴

爾

賽
　
滿
洲
正
白
旗
人
　
乾
隆
十
六
年
任

劉

保

住
　
滿
洲
鑲
黄
旗
人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任

齊

巴

海
　
滿
洲
鑲
藍
旗
人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任

巴

爾

虎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任

倭

楞

額
　
滿
洲
正
藍
旗
人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任

額

諾

愼
　
滿
洲
正
黄
旗
人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任

宗室

恒

山

保
　
滿
洲
正
黄
旗
人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任

六

十

七
　
蒙
古
鑲
紅
旗
人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任

納

爾

虎

善
　
滿
洲
正
藍
旗
人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任

宗室

恒
　
　
伯
　
滿
洲
正
紅
旗
人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任

額

爾

恒

額
　
任
年
俟
考

保
　
　
　
雲
　
旗
佐
俟
考
　
　
　
嘉
慶
四
年
任

逹

崇

阿
　
旗
佐
俟
考
　
　
　
嘉
慶
五
年
任

宗室

合
克
吉
善
　
旗
佐
俟
考
　
　
　
嘉
慶
十
二
年
任

宗室

鍾
　
　
瑞
　
正
黄
旗
人
　
　
　
嘉
慶
十
五
年
任

宗室

烏
力
滾
㤗
　
正
藍
旗
人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任

宗室

剛

阿

塔
　
正
白
旗
人
　
　
　
道
光
九
年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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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官

　
　
　
　
五
十

宗室

德
川
　
正
藍
旗
人
　
　
　
道
光
十
三
年
任

宗室

英
凱
　
鑲
黄
旗
人
　
　
　
道
光
十
八
年
任

宗室

恩
定
　
鑲
紅
旗
人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任

宗室
素
博
麟
　
鑲
藍
旗
人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任

宗室

倫
恭
　
正
紅
旗
人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任

宗室

萬
福
　
正
黄
旗
人
　
　
　
咸
豐
元
年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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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五
十
一

開
原
縣
志
卷
之
三

學
校

學

額

附

古
之
教
者
有
塾
有
庠
有
序
有
學
以
及
頖
宫
辟
雍
名
雖
甚

異
而
所
以
化
成
天
下
則
同
也
才
雖
各
殊
而
所
以
相
助
爲

理
則
一
也
如
開
原
名
山
勝
水
毓
秀
鍾
靈
能
無
待
於
陶
淑

乎
故
凡
英
俊
之
選
賢
喆
之
興
歴
任
皆
加
優
崇
每
以
黌
宫

爲
重
不
惜
漸
次
以
經
營
而
近
年
高
㨗
者
有
人
誦
讀
者
有

人
尤
有
加
額
定
例
以
鼓
勵
士
子
亦
惟
在
司
牧
司
鐸
者
𠵊

於
栽
培
而
已

考
縣
治
北
舊
有
元
大
德
年
加
封

大
成
文
宣
王
廟
碑
明
設
三
萬
衛
學
至
成
化
中
重
修
者
三
南

城
上
有
奎
星
樓
至

本
朝
𥘉
斷
碑
遺
址
猶
存
康
熈
四
年
知
縣
何
金
序
建

聖
殿
三
間
於
城
内
東
南
隅
十
八
年
知
縣
劉
超
凡
建
櫺
星
門

三
間
左
右
木
坊
二
座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周
志
煥
重
修

正
殿
二
十
四
年
増
建

啟
聖
祠
三
間
於
殿
東
南
撰
記
詳
藝
文
志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李

渥
捐
俸
建
東
西
廡
各
三
間
重
修
櫺
星
門
並
増
大
成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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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五
十
二

三
間
五
十
九
年
知
縣
萬
如
濟
訓
導
李
如
瑞
倡
士
民
捐

修

啟
聖
祠
開
鑿
泮
池
通
志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知
縣
多
隆
額
訓
導

丁
龍
章
倡
士
民
捐
修
殿
廡
門
牆
並
在
殿
西
南
増
忠
孝

祠
三
間
撰
有
𥓓
記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明
亮
訓
導
劉
喆
倡

士
民
捐
輸
重
建
奎
星
樓
於
東
南
隅
撰
有
𥓓
記
五
十
年

知
縣
明
亮
訓
導
劉
喆
倡
士
民
重
修

聖
殿
及
東
西
廡
大
成
門
櫺
星
門
左
右
坊
忠
考
祠
又
於

正
殿
後
新
建

崇
聖
祠
三
間
所
遺
殿
東
南

啟
聖
舊
祠
地
址
重
修
攺
爲

文
昌
宫
三
間
並
攺
週
圍
土
墻
修
爲
磚
砌
紅
墻
撰
有
𥓓
記
五

十
八
年
知
縣
明
亮
捐
廉
在
照
壁
南
買
民
人
魏
璉
地
一

段
東
西
長
九
丈
南
北
寛
一
丈
五
尺
作
爲
車
馬
往
來
便

路
並
改
二
坊
爲
栅
欄
以
防
行
人
道
光
三
年
王
文
雅
王

應
祥
倡
衆
捐
修
歴
二
年
告
竣
因
有
餘
貲
交
當
商
行
息

立
定
章
程
按
子
午
卯
酉
年
終
收
利
來
年
辰
戌
丑
未
計

利
酌
修
倘
遇
大
工
利
不
足
用
再
行
募
勸
未
經
捐
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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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五
十
三

官
紳
此
章
程
一
定
後
世
永
賴
至
三
十
年
知
縣
三
神
保

訓
導
王
丹
書
捐
廉
更
立
先
賢
先
儒
單
尊
神
牌
非
復
從

前
之
簡
畧
矣

崇
聖
祠

大
成
殿東

廡
西
廡

文
昌
宫忠

孝
祠

大
成
門

碑
碣
二

櫺
星
門

碑
碣
二

泮
池

泮
橋

文
廟
外
門

義
路

禮
門

即

靠

街

外

東

西

二

小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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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五
十
四

照
壁

東
西
下
馬
牌

各

有

滿

漢

文

武

官

員

旗

民

人

等

至

此

下

馬

一

行

字

奎
星
樓

在

東

南

城

上

　

神

牌

設

　

文

昌

宫

世
祖
章
皇
帝
刋
立
卧
碑
曉
示
生
員

順

治

十

四

年

經

廣

東

監

察

御

史

朱

裴

　

題

請

設

立

卧

碑

通

行

各

學
卧
碑

朝
廷
建
立
學
校
選
取
生
員
免
其
丁
糧
厚
以
廪
膳
設
學
院
學

道
學
官
以
教
之
各
衙
門
以
禮
相
待
全
要
養
成
賢
才
以

供

朝
廷
之
用
諸
生
皆
當
上
報

國
恩
下
立
人
品
所
有
教
條
開
列
於
後

一
生
員
之
家
父
母
賢
智
者
子
當
受
教
父
母
愚
魯
或
有

爲
非
者
子
既
讀
書
明
理
當
再
三
懇
告
使
父
母
不
陷
於

危
亡

一
生
員
立
志
當
學
爲
忠
臣
清
官
書
史
所
載
忠
清
事
蹟

務
須
互
相
講
究
凡
利
國
愛
民
之
事
更
宜
留
心

一
生
員
居
心
忠
厚
正
直
讀
書
方
有
實
用
岀
仕
必
作
良

吏
若
心
術
邪
刻
讀
書
必
無
成
就
爲
官
必
取
禍
患
行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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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五
十
五

人
之
事
者
往
往
自
殺
其
身
當
宜
恩
省

一
生
員
不
可
干
求
官
長
交
結
勢
要
希
圖
進
身
若
果
心

善
德
全
上
天
鑒
佑
必
加
以
福

一
生
員
當
愛
身
忍
性
凡
有
司
官
衙
門
不
可
輕
入
即
有

切
己
之
事
止
許
家
人
代
告
不
許
干
預
他
人
詞
訟
他
人

亦
不
許
牽
連
生
員
作
証

一
爲
學
當
尊
敬
先
生
若
講
説
皆
須
誠
心
聽
受
如
有
未

明
從
容
再
問
毋
妄
行
辨
難
爲
師
長
者
亦
當
盡
心
教
誨

毋
致
怠
惰

一
軍
民
一
切
利
病
不
許
生
員
上
書
陳
言
如
有
一
言
建

白
以
違
制
論
黜
革
治
罪

按

此

條

□

處

士

橫

議

也

一
生
員
不
許
糾
黨
多
人
立
盟
結
社
把
持
官
府
武
斷
鄕

曲
所
作
文
字
不
許
妄
行
刊
刻
違
者
聽
提
調
官
治
罪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製
訓
飭
土
子
文

康

熈

四

十

一

年

正

月

國
家
建
立
學
校
原
以
興
行
教
化
作
育
人
材
典
至
渥
也
朕
臨

御
以
來
隆
重
師
儒
加
意
庠
序
近
復
愼
簡
學
使
𨤲
剔
𡚁

端
務
期
風
教
修
明
賢
才
蔚
起
庶
㡬
棫
樸
作
人
之
意
乃

比
年
士
習
未
端
儒
效
罕
著
雖
因
内
外
臣
工
奉
行
未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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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五
十
六

盡
善
亦
由
爾
諸
生
積
痼
已
久
猝
難
攺
易
之
故
也
茲
特

親
製
訓
言
再
加
警
飭
爾
諸
生
其
敬
聽
之
從
來
學
者
先

立
品
行
次
及
文
學
學
術
事
功
源
委
有
叙
爾
諸
生
㓜
聞

庭
訓
長
列
宫
牆
朝
夕
誦
讀
甯
無
講
究
必
也
躬
修
實
踐

砥
礪
廉
隅
敦
孝
順
以
事
親
秉
忠
貞
以
立
志
窮
經
考
業

勿
雜
荒
誕
之
談
取
友
親
師
悉
化
驕
盈
之
氣
文
章
歸
於

醇
雅
毋
事
浮
華
軌
度
式
於
規
繩
最
防
蕩
軼
子
衿
佻
逹

自
昔
所
譏
苟
行
止
有
虧
雖
讀
書
何
益
若
夫
宅
心
弗
淑

行
已
多
愆
或
飛
語
𣴑
言
脅
制
官
長
或
隱
糧
包
訟
出
入

公
門
或
唆
撥
姦
猾
欺
孤
凌
弱
或
招
呼
朋
𩔗
結
社
邀
盟

乃
如
之
人
名
教
不
容
鄕
黨
不
齒
縱
倖
脫
褫
扑
濫
竊
章

逢
返
之
於
衷
甯
無
愧
乎
况
鄕
㑹
科
名
乃
掄
才
大
典
關

係
尤
鉅
士
子
果
有
實
學
何
患
困
不
逢
年
顧
乃
標
榜
虛

名
暗
通
聲
氣
夤
縁
詭
遇
罔
顧
身
家
又
或
改
竄
鄕
貫
希

圖
進
取
囂
凌
騰
沸
網
利
營
私
種
種
𡚁
端
深
可
痛
恨
且

夫
士
子
出
身
之
始
尤
貴
以
正
若
茲
厥
初
拜
獻
便
已
作

姦
犯
科
則
異
時
敗
檢
踰
閑
何
所
不
至
又
安
望
其
秉
公

持
正
爲
國
家
宣
猷
樹
績
膺
後
先
疏
附
之
選
哉
朕
用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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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七

惠
爾
等
故
不
禁
反
覆
惓
惓
茲
訓
言
頒
到
爾
等
務
共
體

朕
心
恪
遵
明
訓
一
切
痛
加
改
省
爭
自
濯
磨
積
行
勤
學

以
圖
上
進
國
家
三
年
登
造
束
帛
弓
旌
不
特
爾
身
有
榮

即
爾
祖
父
亦
増
光
𠖥
矣
逢
時
得
志
甯
俟
他
求
哉
若
乃

視
爲
具
文
玩
愒
勿
儆
毁
方
躍
冶
暴
𣓪
自
甘
則
是
爾
等

冥
頑
無
知
終
不
能
率
教
也
既
負
栽
培
復
干
咎
戾
王
章

具
在
朕
亦
不
能
爲
爾
等
寛
矣
自
茲
以
往
内
而
國
家
外

而
直
省
鄕
校
學
臣
師
長
皆
有
司
鐸
之
責
者
並
宜
傳
集

諸
生
多
方
董
勸
以
副
朕
懷
否
則
職
業
勿
修
咎
亦
難
逭

勿
謂
朕
言
之
不
預
也
爾
多
士
尚
敬
聽
之
哉

學
額

入
學
岀
貢
額
數

歳
考
額
入
文
武
庠
生
二
名

科
考
額
入
文
庠
生
二
名

咸
豐
五
年
因
捐
輸
銀
兩
貳
萬
壹
仟
肆
百
肆
拾
㭍
兩
陸

錢
捌
分
奉

旨
加
文
武
生
定
額
各
二
名

佾
舞
生
乾
隆
元
年
増
額
一
名
十
三
年
増
額
一
名
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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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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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八

年
増
額
三
十
八
名
共
四
十
名

今

失

考

廩
膳
生
額
設
二
名
每
名
歳
支
餼
糧
銀
肆
兩
叁
錢
玖
分

貳
𨤲

歳
貢
按
五
年
例
岀
歳
貢
一
名
如
遇

聖
恩
以
首
廩
作

恩
貢
以
次
廩
作
歳
貢
向
領
旗
匾
銀
貳
拾
兩
今
有
新
例

拔
貢
十
二
年
選
拔
一
次
旗
匾
銀
與
歳
貢
同

文
武
舉
人
進
士
旗
匾
銀
由
順
天
府
禮
部
頒
發

公
宴
公
車
銀
並
無
定
額
臨
時
憲
檄
飭
知
解
送
給
發

文
武
生
員
賓
興
銀
按
進
場
名
數
飭
知
給
發

義
學
三
間
在
學
宫
東
南
隅
雍
正
三
年
建
乾
隆
十
三
年

知
縣
多
隆
額
訓
導
丁
龍
章
以
義
學
基
址
攺
建
學
署

學
田

先
未
議
設
至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有
十
一
社
六
甲
民
王
宦

因
絶
嗣
願
將
紅
册
地
陸
拾
畝
捐
爲
學
田
詳
明
除
完
納

錢
糧
外
其
餘
糧
租
贍
給
貧
士
口
糧
每
年
貧
士
得
粟
榖

倉
斗
叁
石
壹
斗
陸
升
貳
合
壹
勺
伍
抄
叁
撮
肆
圭
又
於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丈
岀
餘
地
由
案
内
撥
岀
地
壹
仟
畝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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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九

爲
學
田
每
畝
徴
銀
伍
分
共
銀
伍
拾
兩
按
年
解
交
治
中

衙
門
以
爲
瀋
陽
書
院
膏
火
之
貲

欽
頒
書
籍

聖
諭
廣
訓

雍
正

上
諭

御
論
講
書

御
批
通
鑑
綱
目

康
熈
字
典

十
三
經
注
疏

三
禮
義
疏

書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四
書
文

明
史

朱
子
全
書

周
易
折
中

學
政
全
書

佩
文
韻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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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春
秋
直
解

唐
宋
詩
文
醇

子
史
精
華

古
文
淵
鑒

駁
吕
留
良
四
書

名
教
罪
人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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