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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
修
登
州
府
志
卷
之
九

公
署
倉

厫

公

所

附

登
州
府
署
在
城
西
北
隅
舊
爲
州
署
明
洪
武
元
年
知
州

李
思
齊
建
九
年
升
爲
府
增
置
僚
屬
各
署
後
屢
有
修

葺
崇
禎
十
六
年
知
府
陳
鍾
盛
重
修

國
朝
因
之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知
府
趙
瓚
修
大
堂
三
十
四
年
知
府
張

爲
矱
修
二
堂
道
光
十
七
年
知
府
英
文
修
大
門
儀
門

三
堂
光
緖
四
年
知
府
賈
瑚
修
大
門
二
堂
今
大
門
三

楹
入
門
爲
甬
道
東
爲
土
地
祠
祠

前

舊

爲

淸

戎

廳

後

改

爲

寅

賓

館

久

廢

祠
北
有
門
爲
同
知
署
其
南
爲
軍
儲
倉
甬
道
之
西
有

門
爲
經
厯
署
儀
門
三
楹
東
西
有
掖
門
入
門
兩
廊
爲

科
房
各
十
二
楹
中
爲
大
堂
三
楹
舊

置

經

厯

司

照

磨

所

於

堂

左

右

皆

久

廢

東
西
夾
室
爲
豐
益
庫
和
豐
倉
俱

仍

舊

名

前
立
戒
石
坊

後
爲
二
堂
五
楹
卽
靜
貴
堂
金

大

定

閒

刺

史

王

克

温

建

後

改

爲

寅

恭

堂

國

朝

道

光

閒

知

府

英

文

仍

題

舊

名

東
室
爲
官
廳
西
室
爲
柬
房
堂
東
爲

馬
神
廟
堂

側

舊

有

儀

仗

庫

兵

器

庫

架

閣

庫

俱

久

廢

堂
後
爲
宅
門
三
楹
東

西
門
房
各
三
楹
兩
旁
隸
役
房
又
各
三
楹
知

府

宅

東

舊

爲

同

知

宅

南

爲

推

官

宅

又

南

爲

經

厯

宅

今

同

知

宅

如

故

推

官

經

厯

二

宅

久

廢

軍

儲

倉

卽

其

址

也

西

舊

爲

通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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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宅

通

判

有

二

宅

一

改

爲

倉

倉

南

爲

諸

幕

府

宅

又

南

爲

羣

吏

廨

後

俱

廢

萬

厯

四

十

六

年

知

府

徐

應

元

卽

其

地

建

三

楹

曰

雅

齋

後

建

草

亭

曰

適

適

亭

一

改

爲

經

厯

宅

門
內
爲
三
堂
名
淸
暉

堂
五
楹
東
西
廊
各
三
楹
西
有
廳
五
楹
卽

雅

齋

故

址

東
有

廳
七
楹
皆
接
見
賓
僚
地
西
廳
之
前
周
列
十
餘
楹
則

幕
友
棲
止
處
也
堂
後
爲
內
宅
正
室
七
楹
兩
廊
各
三

楹
後
室
亦
七
楹
大
門
外
有
二
坊
東
曰
環
齊
重
地
內題

十

城

師

帥

西
曰
表
海
雄
封
內

題

全

省

屏

藩

照
牆
之
南
舊
有
一
坊

曰
東
海
保
障
門
左
有
旌
善
亭
後
改
爲
羈
候
所
門
右

有
申
明
亭
今
俱
廢

海
防
同
知
署
在

府

治

內

東

偏

經
厯
司
署
在

府

治

內

西

偏

儒
學
敎
授

署
在

府

學

東

偏

訓
導
署
在

府

學

西

偏

豐
益
庫
在

大

堂

左

和
豐
倉
舊在

南

門

內

街

東

後

移

於

大

堂

右

又

舊

倉

在

府

署

東

北

康

煕

年

建

雍

正

八

年

又

建

新

倉

舊

志

夏

稅

柒

萬

玖

百

玖

拾

叁

石

壹

斗

捌

升

叁

合

秋

糧

壹

拾

陸

萬

伍

千

陸

百

陸

拾

壹

石

叁

斗

叁

升

貳

合

今

俱

廢

又

善

積

倉

在

府

署

東

明

崇

禎

十

六

年

防

撫

曾

櫻

卽

布

政

分

司

址

改

建

亦

久

廢

軍
儲
倉
在

海

防

廳

前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知

府

諸

鎮

建

大

門

三

楹

厫

神

廟

三

楹

官

廳

三

楹

內

其

四

厫

儲

穀

以

備

海

疆

緩

急

咸

豐

五

年

知

府

汪

承

鏞

重

修

自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至

二

十

六

年

三

次

儲

穀

叁

千

貳

百

捌

拾

石

零

咸

豐

三

年

增

穀

陸

拾

壹

石

光

緖

三

年

正

月

因

嵗

歉

撥

給

各

州

縣

設

厰

施

粥

陰
陽
學
在

府

治

西

府

設

正

術

一

人

州

設

典

術

一

人

縣

設

訓

術

一

人

醫
學
在

府

治

西

府

設

正

科

一

人

州

設

典

科

一

人

縣

設

訓

科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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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僧
綱
司
附

劉

家

溝

三

元

宮

府

設

僧

都

綱

一

人

副

都

綱

一

人

州

設

僧

正

一

人

縣

設

僧

會

一

人

道
紀
司
附

后

土

宮

府

設

道

都

紀

一

人

副

都

紀

一

人

州

設

道

正

一

人

縣

設

道

會

一

人

鼓
樓

在

府

治

東

卽

望

仙

門

遺

址

順

治

六

年

知

府

張

尙

賢

重

修

鐘
樓
在

縣

治

西

與

鼓

樓

對

峙

明

洪

武

十

一

年

指

揮

謝

觀

建

演
武
廳
卽

鎮

標

敎

塲

舊

爲

文

武

訓

練

兵

役

之

所

今

馬

快

久

不

操

演

惟

學

政

嵗

試

及

府

縣

試

較

馬

射

於

此

各

州

縣

皆

詳

軍

壘

蓬
萊
縣
署
在
府
城
鐘
樓
東
明
洪
武
元
年
典
史
宋
文
忠

建
景
泰
三
年
知
縣
李
謹
五
年
知
縣
宋
敞
萬
厯
十
七

年
知
縣
董
守
緖
各
增
建
修
葺
崇
禎
五
年
燬
於
兵
六

年
知
縣
左
永
圖
劉
邦
弼
相
繼
重
修
如
式

國
朝
順

治
十
七
年
知
縣
成
克
襄
修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康
煕
九

年
知
縣
高
崗
復
增
修
大
堂
後
爲
知
縣
宅
堂
東
舊
爲

縣
丞
宅
西
爲
主
簿
典
史
宅
今
縣
丞
宅
移
外
主
簿
宅

廢
典
史
移
於
舊
縣
丞
宅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及
儀
門
東

之
寅
賓
館
俱
久
廢

縣
丞
署
在

鐘

樓

西

路

北

巷

內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東

偏

儒
學
敎
諭
署
在學

宮

東

偏

訓
導
署
在

學

宫

東

偏

常
平
倉
舊

在

城

東

北

隅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建

名

預

備

倉

後

移

於

縣

治

內

一

名

馬

園

倉

九

厫

四

十

八

閒

額

儲

穀

柒

萬

叁

千

叁

百

石

又

有

永

豐

倉

久

廢

社

倉
一

在

辛

店

五

厫

二

十

閒

一

在

巨

峯

六

厫

二

十

五

閒

縣

志

額

儲

穀

叁

千

玖

百

柒

拾

叁

石

壹

斗

肆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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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今

額

儲

穀

貳

千

叁

百

肆

拾

玖

石

叁

斗

肆

升

肆

合

叁

勺

陰
陽
學
今廢

醫
學
今廢

僧
會

司
附

地

藏

庵

道
會
司
附

萬

夀

宮

養
濟
院
舊

在

預

備

倉

東

明

洪

武

九

年

建

後

改

置

城

隍

廟

後

今

改

置

東

門

內

太

平

營

南

草

房

四

十

閒

現

共

存

八

閒

又

普

濟

堂

舊

在

道

署

後

今

改

置

南

門

內

遊

擊

署

後

草

房

三

十

三

閒

現

存

七

閒

又

迆

西

舊

有

育

嬰

堂

久

廢

舊

存

銀

伍

百

兩

發

商

生

息

以

贍

孤

貧

接
官
亭
一

在

城

南

三

里

橋

一

在

二

十

里

埠

茶

棚

黃
縣
署
舊
在
北
門
內
迆
西
明
洪
武
元
年
知
縣
彭
舉
徙

於
德
政
坊
卽
今
署
也
成
化
十
一
年
知
縣
胡
淸
嘉
靖

閒
知
縣
賈
璋
萬
厯
閒
知
縣
張
彚
選
各
重
修
大
堂
後

爲
知
縣
宅
堂
東
舊
爲
縣
丞
宅
其
南
爲
典
史
宅
堂
西

爲
主
簿
宅
今
縣
丞
宅
廢
主
簿
宅
廢
爲
馬
神
廟
又
堂

東
舊
有
幕
廳
架
閣
庫
西
有
贊
治
廳
大
門
外
有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宅
內
有
環
翠
樓
俱
久
廢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東

偏

黃
山
巡
檢
司
署
在

城

西

南

六

十

里

儒
學
敎

諭
署
在

學

宮

東

偏

訓
導
署
在

學

宮

西

偏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西

卽

雍

正

閒

所

建

新

豐

倉

故

址

額

儲

穀

肆

萬

肆

千

石

舊

有

預

備

倉

黃

字

倉

大

豐

倉

俱

久

廢

社
倉
在

縣

治

西

額

儲

穀

壹

萬

貳

千

壹

百

叁

拾

肆

石

肆

斗

壹

合

貳

勺

常
裕
倉
在

縣

署

大

堂

東

卽

羈

候

倉

故

址

舊

儲

富

戸

捐

穀

貳

千

玖

百

石

每

年

春

借

秋

收

爲

普

濟

堂

口

糧

嘉

慶

十

四

年

糶

穀

易

錢

肆

千

伍

百

緡

存

典

生

息

按

月

發

給

貧

民

陰
陽
學
在

德

政

坊

醫
學
在

樂

育

坊

僧
會
司
附

海

晏

寺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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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
司
附

東

嶽

廟

養
濟
院
一

在

城

南

街

東

巷

今

移

於

西

關

卽

黃

縣

驛

故

址

知

縣

伍

煒

建

一

在

縣

署

西

北

乾

隆

六

年

知

縣

沈

士

龍

捐

建

又

普

濟

堂

在

北

馬

集

又

育

嬰

堂

在

縣

署

東

公
館
在黃

山

驛

爲

大

吏

往

來

駐

節

之

所

福
山
縣
署
在
城
東
北
隅
金
天
會
中
建
元
延

四
年
將

軍
安
遠
在
管
民
長
官
鹿
在
山
明
洪
武
十
年
知
縣
蔡

晞
仁
知
縣
段
堅
朱
真
郭
玉
祝
獻
應
珊
嘉
靖
元
年
典

史
陳
福
十
八
年
知
縣
黃
文
章
萬
厯
三
十
年
知
縣
宋

沾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葉
繼
龍
宋
大
奎
崇
禎
三
年
知
縣

彭
蓽
輝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知
縣
李
騰
龍
康
煕
六
年

知
縣
張
大
本
十
二
年
知
縣
羅
博
乾
隆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經
邦
二
十
年
知
縣
李
祖
材
各
增
建
修
葺
大
堂
爲

親
民
堂
堂
後
爲
知
縣
宅
堂
東
舊
爲
縣
丞
宅
後
廢
爲

主
簿
宅
又
廢
爲
典
史
宅
堂
西
舊
典
史
宅
廢
儀
門
外

舊
有
寅
賓
館
大
門
外
有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及
大
堂
東

西
之
營
房
庫
房
贊
政
廳
架
閣
庫
俱
久
廢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東

偏

煙
臺
巡
檢
司
署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儒
學
敎

諭
署
在

學

宮

後

訓
導
署
在

學

宮

西

偏

登
萊
靑
兵
備
道
署
咸

豐

十

年

設

東

海

關

稅

務

局

於

煙

臺

海

口

同

治

二

年

以

本

道

爲

監

督

移

駐

煙

臺

增

建

道

署

常
平
倉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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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厫

在

縣

治

內

二

厫

在

縣

治

外

六

厫

在

關

帝

廟

路

西

共

八

十

一

閒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何

樂

善

捐

建

額

儲

穀

叁

萬

柒

千

石

舊

有

預

備

倉

豐

盈

倉

俱

久

廢

社
倉
五

閒

在

縣

治

大

門

東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何

樂

善

添

建

額

儲

無

存

陰
陽
學
在

縣

治

西

南

醫
學
在

縣

治

西

南

僧
會
司

附

福

聖

寺

道
會
司
附

修

真

觀

養
濟
院
在

城

西

關

路

南

卽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知

縣

郭

玉

所

建

之

惠

民

局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何

樂

善

重

修

又

普

濟

堂

一

在

縣

治

西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鄭

枚

重

建

十

二

年

知

縣

程

大

模

增

建

一

在

魚

池

村

東

又

育

嬰

堂

附

普

濟

堂

內

棲
霞
縣
署
在
城
北
隅
金
天
會
中
建
大
定
初
縣
令
李
自

牧
元
大
德
閒
縣
尹
王
鼎
臣
各
重
修
元
季
燬
於
兵
明

洪
武
三
年
主
簿
牟
敬
祖
重
建
正
統
成
化
閒
知
縣
姜

畇
婁
鑑
路
真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揆

國
朝
順

治
二
年
知
縣
霍
叔
瑾
三
年
知
縣
金
本
重
十
八
年
知

縣
翟
進
仁
各
增
建
修
葺
康
煕
元
年
又
罹
兵
燹
四
年

知
縣
胡
璘
重
修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阮
汝
璟
乾
隆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慤
存
光
緖
二
年
知
縣
王
汝
綬
各
增
修
大

堂
爲
補
思
堂
堂
後
爲
知
縣
宅
堂
東
舊
爲
縣
丞
宅
再

東
爲
典
史
宅
堂
西
爲
主
簿
宅
後
縣
丞
主
簿
二
宅
廢

移
典
史
宅
於
堂
西
又
堂
東
西
舊
有
幕
廳
架
閣
庫
儀

門
外
有
寅
賓
館
大
門
外
有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俱
久
廢



ZhongYi

增
修
登
州
府
志

卷
九
公
署

七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西

偏

儒
學
教
諭
署
在

學

宫

後

訓
導
署
在

學

宫

東

偏

常
平
倉
舊

四

厫

五

十

一

閒

在

縣

治

東

偏

卽

縣

丞

廢

宅

故

址

雍

正

八

年

知

縣

伍

環

建

三

厫

十

五

閒

在

東

街

乾

隆

八

年

知

縣

徐

渤

重

修

今

存

十

七

閒

額

儲

穀

叁

萬

柒

千

伍

百

柒

拾

玖

石

肆

斗

捌

升

叁

合

柒

勺

舊

有

預

備

倉

義

倉

保

赤

倉

俱

久

廢

社
倉
一

在

寨

里

集

一

在

蛇

窩

泊

一

在

桃

村

集

一

在

觀

裏

集

共

四

處

明

萬

厯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思

鼇

建

縣

志

額

儲

社

穀

叁

千

叁

百

陸

拾

壹

石

零

今

額

儲

伍

百

拾

壹

石

伍

斗

陰
陽
學
在

北

門

內

今

廢

醫
學
在

北

門

內

今

廢

僧
會
司
附

延

福

寺

道

會
司
附

城

隍

廟

養
濟
院
在

北

門

外

明

洪

武

閒

建

嘉

靖

十

三

年

修

又

普

濟

堂

在

城

西

門

內

布

政

分

司

舊

址

原

存

錢

玖

拾

柒

緡

伍

百

光

緖

四

年

知

縣

黃

麗

中

籌

添

錢

壹

百

壹

拾

貳

緡

伍

百

以

備

孤

貧

養

贍

又

嬰

育

堂

在

城

隍

廟

西

接
官
亭
一

在

沙

河

今

徙

置

寨

里

一

在

榆

林

今

廢

皆

明

成

化

閒

知

縣

路

真

建

又

城

西

三

里

有

送

客

亭

招
遠
縣
署
在
城
中
央
明
洪
武
三
年
建
知
縣
嚴
鳳
盧
綬

各
重
修
崇
禎
十
七
年
燬
於
兵

國
初
遷
於
迆
西
買

民
宅
居
之
後
屢
興
作
大
門
原
東
向
嘉
慶
閒
知
縣
姚

榮
琳
改
南
向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許
鍠
重
修
仍
改

東
向
大
堂
後
爲
二
堂
原
爲
思
補
堂
再
後
爲
三
堂
道

光
十
九
年
知
縣
陳
國
器
合
而
一
之
二
堂
後
爲
知
縣

宅
堂
東
舊
爲
縣
丞
宅
西
爲
主
簿
宅
後
俱
廢
又
大
堂

東
西
舊
有
縣
丞
主
簿
二
堂
儀
門
外
有
寅
賓
館
大
門



ZhongYi

增
修
登
州
府
志

卷
九
公
署

八

外
有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俱
久
廢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東

偏

儒
學
教
諭
署
在

學

宫

東

偏

訓
導
署
在

學

宫

西

偏

常
平
倉
舊

在

縣

治

西

南

爲

預

備

倉

明

正

統

七

年

知

縣

張

鉞

建

今

移

於

縣

署

後

一

名

官

儲

倉

額

儲

穀

叁

萬

柒

千

石

社
倉
額

儲

穀

陸

拾

石

陰
陽
學
在

城

西

南

隅

今

廢

醫
學

在

城

西

南

隅

今

廢

僧
會
司
附

大

里

院

道
會
司
附

玉

皇

廟

養
濟
院
舊

在

北

門

內

明

洪

武

八

年

建

今

移

大

街

東

又

普

濟

堂

在

縣

署

東

內

附

育

嬰

堂

萊
陽
縣
署
在
城
東
西
街
申
明
洪
武
三
年
縣
丞
陳
奎
建

正
統
五
年
知
縣
郭
敏
成
化
十
八
年
知
縣
王
麒
各
重

修
正
德
六
年
燬
於
兵
知
縣
李
黻
重
建
萬
厯
四
十
年

知
縣
文
翔
鳳
重
修
崇
禎
十
六
年
復
燬
於
兵
知
縣
關

捷
先
重
建
大
堂
後
爲
二
堂
再
後
爲
知
縣
宅
二
堂
東

爲
縣
丞
宅
其
南
爲
典
史
宅
西
舊
爲
主
簿
宅
後
廢
移

典
史
居
之
大
堂
東
西
舊
有
幕
㕔
架
閣
庫
署
東
有
寅

賓
館
大
門
外
有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俱
久
廢

縣
丞
署
在

縣

治

內

東

偏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西

偏

儒
學
教
諭
署
在

學

宫

東

偏

訓
導
署
在

學

宫

西

偏

常
平
倉
在

城

西

南

隅

卽

舊

預

備

倉

正

統

六

年

知

縣

郭

敏

重

修

額

儲

穀

肆

萬

石

社
倉
額

儲

穀

叁

百

貳

拾

肆

石

肆

斗

柒

升

伍

合

伍

勺

陰
陽
學
在縣

治

東

南

今

廢

醫
學
在

縣

治

東

南

今

廢

僧
會
司
附

興

國

寺

道
會
司
附

游

仙

宫



ZhongYi

增
修
登
州
府
志

卷
九
公
署

九

養
濟
院
在

縣

治

西

北

明

洪

武

七

年

建

又

普

濟

堂

在

城

內

西

南

隅

內

附

育

嬰

堂

海
州
署
在
城
中
央
與
南
門
對
元
辛
亥
嵗
建
至
元
二

十
七
年
皇
慶
二
年
屢
修
明
洪
武
三
年
同
知
趙
天
秩

宣
德
六
年
知
州
王
純
正
德
六
年
知
州
章
諍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知
州
李
光
先

國
朝
康
煕
初
知
州
鄭
思
魯

康
煕
十
一
年
知
州
楊
引
祚
各
增
建
修
葺
大
門
上
爲

譙
樓
二
堂
爲
敬

堂
後
爲
知
州
宅
二
堂
東
爲
大
堂

堂
東
爲
州
同
宅
再
東
爲
吏
目
宅
又
大
堂
東
舊
軍
器

庫
久
廢
堂
西
舊
爲
判
官
宅
又
有
幕
㕔
巡
風
官
吏
房

州
同
宅
南
有
督
糧
㕔
吏
目
宅
東
有
射
圃
儀
門
內
有

架
閣
庫
大
門
外
有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俱
久
廢

州
同
署
在

州

治

東

吏
目
署
在

州

治

內

儒
學
正
堂
署
在

學

宫

後

訓
導

署
在

學

宫

西

偏

常
平
倉
在

城

內

八

厫

三

十

八

閒

額

存

穀

叁

萬

玖

千

石

舊

有

預

備

倉

常

豐

倉

俱

久

廢

社
倉
一

在

牟

山

社

一

在

上

峴

社

一

在

漢

村

社

一

在

崮

頭

社

一

在

善

山

社

一

在

龍

門

社

一

在

莒

城

社

一

在

龍

泉

社

一

在

南

黃

社

一

在

辛

峪

社

一

在

山

前

社

共

十

一

處

額

儲

穀

伍

百

石

穇

捌

百

叁

拾

叁

石

柒

斗

壹

升

黃

豆

叁

拾

叁

石

伍

斗

陰
陽
學
在

治

西

今

廢

醫
學
在

州

西

今

廢

僧
正
司
附

彌

勒

寺

道
正
司
附

朝

元

宫

養
濟
院
在

南

門

內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建

又

普

濟

堂

在

城

南

東

北

營

又

育

嬰

堂

在

州

治

西

以

上

三

項

邑

紳

捐

義

田

貳

百

貳

拾

伍

畝

以

爲

養

贍

舊



ZhongYi

增
修
登
州
府
志

卷
九
公
署

十

有

惠

民

藥

局

久

廢

文
登
縣
署
在
城
東
北
隅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張
鳳
建
景

泰
四
年
知
縣
朱
珣
成
化
二
十
年
知
縣
李
冕
隆
慶
二

年
知
縣
李
中
孚
天
啓
元
年
登
州
府
推
官
委
署
知
縣

事
孫
昌
齡
三
年
知
縣
解
啓
衷
各
重
修
六
年
又
建
譙

樓
於
大
門
上

國
朝
康
煕
十
一
年
知
縣
邵
沆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王

五
十
六
年
知
縣
王
一
虁
各
增
建
修

葺
大
堂
後
爲
知
縣
宅
堂
東
爲
典
史
宅
堂
西
舊
爲
縣

丞
宅
再
西
爲
主
簿
宅
後
俱
廢
又
堂
東
舊
有
幕
㕔
今

改
爲
營
房
儀
門
外
有
寅
賓
館
鐘
鼓
樓
大
門
外
有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俱
久
廢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東

偏

威
海
巡
檢
司
署
在

縣

東

北

九

十

里

原

爲

明

衞

指

揮

署

國

朝

順

治

元

年

改

爲

守

備

署

雍

正

十

三

年

裁

衞

改

爲

巡

檢

署

靖
海
巡
檢
司
署
在縣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原

爲

明

衞

指

揮

署

國

朝

順

治

元

年

改

爲

守

備

署

雍

正

十

三

年

栽

衞

改

爲

巡

檢

署

儒
學
教
諭
署
在

學

宫

東

偏

訓
導
署
在

學

宫

西

偏

常
平
倉
卽

舊

預

備

倉

康

熙

四

十

年

知

縣

佟

國

龍

移

於

署

後

修

厫

十

三

閒

知

縣

張

文

炳

增

修

二

十

閒

額

儲

穀

叁

萬

捌

千

石

舊

有

廣

盈

倉

保

赤

倉

俱

久

廢

社
倉
額

儲

穇

壹

千

壹

百

陸

拾

伍

石

陰
陽
學
在

縣

治

南

今廢

醫
學
在

縣

治

南

今

廢

僧
會
司
附

香

巖

寺

道
會
司
附

城

隍

廟

養
濟
院



ZhongYi

增
修
登
州
府
志

卷
九
公
署

十
一

在

縣

治

西

南

明

洪

武

十

八

年

知

縣

蔣

維

均

建

署

印

推

官

孫

昌

齡

增

修

又

普

濟

堂

在

西

門

內

內

附

育

嬰

堂

又

東

關

舊

有

惠

民

藥

局

久

廢

榮
成
縣
署
雍
正
十
三
年
改
衞
爲
縣
乾
隆
二
年
知
縣
羅

克
昌
建
大
堂
後
爲
知
縣
宅
堂
東
爲
典
史
宅
嘉
慶
十

六
年
知
縣
張
畬
重
修

典
史
署
在

縣

治

內

東

偏

石
島
巡
檢
司
署
在

縣

南

一

百

四

十

里

儒
學
敎

諭
署
在

學

宮

東

偏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北

卽

衞

指

揮

署

故

址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李

象

溥

道

光

十

九

年

知

縣

李

天

隲

各

重

修

額

儲

穀

壹

萬

肆

千

石

社
倉
在

四

鄉

額

儲

穇

肆

千

肆

百

陸

拾

叁

石

捌

斗

捌

升

貳

合

壹

勺

陰
陽
學
在

縣

東

北

隅

今

廢

醫
學
在

縣

城

東

街

今

廢

僧

會
司
附

潮

音

寺

道
會
司
附

城

隍

廟

養
濟
院
在

城

東

北

隅

舊

衞

指

揮

署

廢

地

知

縣

羅

克

昌

建

又

普

濟

堂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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