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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縣
蔣
基
重
修

别
錄

述

異

紀

兵

述
異

周
舊
志
定
王
二
十
一
年
梁
山
崩

按
春
秋
梁
山
崩
注
云
梁
山
在
馮
翊
夏
陽
縣
北
穀
梁
傳

梁
山
崩
注
云
梁
山
晉
之
望
通
鑑
前
編
梁
山
崩
壅
河
三

日
注
云
梁
山
在
今
韓
城
縣
北
則
非
縣
境
之
梁
山
明
矣

舊
志
誤

秦
史
記
秦
本
紀
武
王
三
年
渭
水
赤
三
日

漢
書
五
行
志
昭
襄
王
三
十
四
年
渭
水
赤
三
日

按
秦
居
渭
陽
渭
水
數
赤
劉
向
以
爲
近
火
沴
水
也
天
戒

若
曰
勿
爲
刻
急
將
致
敗
亡
秦
卒
不
改
至
始
皇
滅
六
國

二
世
而
亡
永
壽
故
漆
縣
地
其
西
境
實
渭
水
所
逕
秦
漢

之
際
驟
罹
兵
革
是
其
驗
矣

漢
西
京
雜
記
元
封
二
年
大
寒
雪
深
五
尺
三
輔
人
民
凍
死
者

十
有
二
三

後
漢乾

州
志
建
武
二
年
饑
人
相
食
黃
金
一
斤
易
荳
五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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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
漢
書
五
行
志
延
熹
四
年
六
月
右
扶
風
地
震
時

漆

好

畤

俱

屬

右

扶

風

晉
十
六
國
春
秋
前
秦
苻
堅
建
元
四
年
七
月
梁
山
崩

按
此
卽
周
太
王
所
踰
之
梁
山
也
在
晉
時
新
平
郡
南
後

十
餘
年
堅
死
新
平
遂
亡
其
國
此
爲
先
兆
也

後
魏魏

書
靈
徵
志
延
興
二
年
二
月
白
雀
見
於
扶
風
郡
魏

扶

風

郡

治

好

畤

隋
隋
書
五
行
志
開
皇
六
年
七
月
關
中
旱
米
價
踴
貴

按
宋
元
以
前
祥
異
之
獨
著
於
永
壽
者
絶
少
而
關
中
乃

全
秦
之
地
全
秦
俱
旱
則
一
邑
可
知
觀
舊
志
所
載
永
壽

水
旱
與
明
史
所
書
陜
西
水
旱
年
月
悉
符
益
見
天
災
流

行
不
遺
下
邑
故
謹
志
之
後
俱
仿
此

唐
玉
海
太
宗
貞
觀
三
年
邠
州
永
壽
縣
麟
見

唐
書
五
行
志
貞
觀
二
十
二
年
九
月
邠
州
大
疫
時

永

壽

屬

邠

州

遣

醫
療
之

冊
府
元
龜
貞
元
十
七
年
五
月
戊
寅
好
畤
縣
風
雹
害
麥

宋
宋
史
五
行
志
乾
德
二
年
陜
西
諸
州
縣
有
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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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玉
海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九
年
乾
州
永
壽
縣
産
三
角
羊

按
乾
州
志
太
宗
九
年
知
乾
州
魏
昇
獻
三
角
羊
疑
卽
玉

海
所
載
三
角
羊
事
而
傳
聞
稍
異
耳

宋
史
五
行
志
淳
化
元
年
乾
州
旱
時

永

壽

屬

乾

州

乾
州
志
天
禧
四
年
十
一
月
天
有
赤
氣
如
埽
箒
長
七
尺
占

爲
兵
疫

金
金
史
五
行
志
大
定
二
十
年
二
十
六
年
關
中
諸
縣
大
稔
衞

紹
王
崇
慶
二
年
大
旱
斗
米
至
八
千
錢

元
元
史
五
行
志
泰
定
帝
三
年
六
月
乾
州
永
壽
縣
雨
雹

元
史
文
宗
本
紀
陜
西
自
泰
定
二
年
至
文
宗
元
年
凡

四

年

不

雨
大
饑
民
相
食

元
史
五
行
志
天
歴
二
年
乾
州
諸
縣
饑
順
帝
至
正
十
二
年

閏
三
月
全
秦
地
震
二
十
六
年
四
月
奉
元
路
黃
霧
四
塞
元乾

州

永

壽

縣

俱

隸

奉

元

路

明
名
山
藏
永
樂
十
二
年
三
月
陜
西
諸
縣
饑
疫

陜
西
通
志
宣
德
三
年
陜
西
大
旱
饑

英
宗
實
錄
正
統
十
年
六
月
陜
西
全
省
災
疫
敕
禱
西
嶽
華

山舊
志
成
化
二
十
年
大
旱
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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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續
文
獻
通
考
成
化
二
十
二
年
乾
州
大
饑
武
功
民
王
瑾
殺

宿
客
而
食
之

舊
志
宏
治
五
年
武
陵
塔
上
有
瑞
雲
五
彩

二
申
野
錄
宏
治
八
年
二
月
陜
西
天
門
開
人
馬
百
萬
自
下

而
上
正
德
六
年
夏
五
月
有
龍
墮
於
乾
州
長
數
十
丈
目
光

如
火
開
合
閃
閃
可
畏
四
足
據
地
北
行
至
永
壽
界
得
水
飛

去名
山
藏
嘉
靖
初
立
陜
西
州
縣
大
旱
疫

續
文
獻
通
考
嘉
靖
七
年
陜
西
大
饑

舊
志
嘉
靖
七
年
大
旱
饑

乾
州
志
嘉
靖
七
年
大
饑
八
年
飛
蝗
蔽
天

名
山
藏
嘉
靖
十
年
大
旱
螟

續
文
獻
通
考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陜
西
地
震
或
一
日

連
震
數
次
或
累
日
震
不
止

舊
志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夜
地
大
震
十
三
日

夜
至
二
十
一
日
微
震
二
十
二
日
午
後
復
大
震
少
頃
止
三

十
五
年
正
月
五
日
地
震
五
月
四
日
十
八
日
十
九
日
二
十

日
六
月
十
九
日
俱
震
三
十
六
年
三
月
兩
日
相
盪
明

紀

不

書

史

失

之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地
又
震
三
十
七
年
二
月
九
日
十
日
俱

震張
志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夏
麥
䨇
岐
四
十
三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雨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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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宗
實
錄
隆
慶
二
年
陜
西
地
震
告
災
華
山

續
文
獻
通
考
隆
慶
二
年
陜
西
大
旱

張
志
隆
慶
二
年
五
月
雨
雹
四
年
七
月
雨
雹
如
鷄
卵
傷
稼

二
申
野
錄
萬
歴
十
四
年
陜
西
大
旱

張
志
萬
歴
十
四
年
大
旱

續
文
獻
通
考
萬
歴
十
九
年
三
月
初
六
日
陜
西
黃
氣
蔽
天

白
晝
晦
暗
徐
而
變
爲
黃
色
天
鼓
大
鳴

張
志
萬
歴
二
十
三
年
五
月
雨
雹
烽
火
臺
一
雹
大
如
牛
形

四
五
日
始
消

陜
西
通
志
萬
歴
三
十
八
年
秋
八
月
不
雨
至
次
年
夏
四
月

民
多
疫
死

張
志
萬
歴
四
十
二
年
天
鼓
鳴
片
時
彷
彿
礟
聲
墜
地
閃
爍

如
電
四
十
四
年
秋
飛
蝗
入
境
稍
傷
稼

陜
西
通
志
萬
歴
四
十
八
年
關
中
大
饑
十
歲
兒
易
一
斗
粟

張
志
天
啟
元
年
十
月
初
十
日
夜
有
白
氣

如
刀
經
宿
方

散
四
年
七
月
初
二
日
地
大
震
六
年
夏
大
旱

二
申
野
錄
崇
禎
元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五
鼓
全
秦
天
赤
如

血
巳
時
漸
黃
日
始
出
八
月
恒
雨
霜
殺
稼

張
志
崇
禎
二
年
大
旱
饑

陜
西
通
志
崇
禎
七
年
秋
全
省
蝗
大
饑
冬
全
省
地
大
震
壞

屋
傷
人
不
計
其
數

張
志
崇
禎
七
年
十
月
初
十
日
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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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
野
錄
崇
禎
十
年
三
月
陜
西
天
鼓
鳴

陜
西
通
志
崇
禎
十
二
年
全
省
產
白
兎
市
鬻
者
甚
衆

張
志
崇
禎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俱
飛
蝗
入
境
大
傷
禾
稼

二
申
野
錄
崇
禎
十
三
年
陜
西
大
旱
人
相
食
草
木
俱
盡

張
志
崇
禎
十
三
年
大
旱
奇
荒
人

相
食
斗
粟
直
銀
一
兩

六
錢
饑
疫
交
加
一
門
一
支
絶
亡
不
可
勝
數
永
之
凋
敝
至

此
極
矣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大
雪
竟
日
傷
稼

二
申
野
錄
崇
禎
十
六
年
乾
州
諸
縣
氷
雹
大
如
斛
毁
民
廬

本
朝張

志
順
治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雨
蕎
麥
顆
粒
甚
小
研
之
無

仁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雨
雹
小
如
卵
大
如
拳
積
地
五
寸

二
日
始
消
大
傷
禾
稼
十
一
年
六
月
初
九
日
夜
地
大
震
又

數
數
微
震
十
日
方
止

陜
西
通
志
康
熙
元
年
六
月
陜
西
大
雨
十
月
涇
渭
氷

張
志
康
熙
元
年
四
月
初
五
日
雷
雨
氷
雹
堅
如
石
塊
自
申

至
戌
禾
苗
盡
傷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霪
雨

如
注
連
綿
不
絶
城
垣
公
署
佛
寺
民
窰
俱
傾
七
年
好
留
里

穀
秀
䨇
穗
八
年
好
留
里
民
王
楓
地
內
穀
秀
六
穗

乾
州
志
康
熙
二
十
年
雷
雨
異
常
居
民
房
屋
多
傾
三
十
年

大
旱
飛
蝗
蔽
天
民
饑

陜
西
通
志
康
熙
三
十
年
大
饑
三
十
一
年
饑
疫

乾
州
志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大
稔
麥
多
䨇
岐
四
十
八
年
地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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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五
十
八
年
大
風
㧞
木

陜
西
資
政
錄
雍
正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陜
西
黃
河
清
五

年
正
月
初
六
日
涇
水
清

縣
冊
乾
隆
十
三
年
夏
四
鄕
雨
雹
傷
禾

十
四
年
秋
大
稔

十
七
年
旱
秋
禾
不
登

二
十
六
年
蝗
大
無
麥
禾

二

十
七
年
夏
東
鄕
雨
雹
傷
禾
借
給
籽
種

三
十
年
大
稔
斗

麥
錢
八
十
斗
穀
錢
四
十

三
十
二
年
大
稔

三
十
三
年

西
南
二
鄕
雨
雹
傷
秋
稼

三
十
六
年
夏
四
月
隕
霜
殺
稼

四
十
二
年
四
鄕
秋
禾
受
旱
緩
徵
地
丁
錢
糧

四
十
三

年
四
十
五
年
俱
有
秋

四
十
六
年
夏
嘉
禾
生

四
十
七

年
秋
大
稔

五
十
一
年
東
北
鄕
雨
雹
傷
禾
捐
給
籽
種

五
十
五
年
夏
大
稔

紀
兵

夏
詩
大
雅
篤
公
劉
其
軍
三
單
毛
傳
三
單
相
襲
也
鄭
箋
邰
后

稷
上
公
之
封
大
國
之
制
三
軍
以
其
餘
卒
爲
羡
今
公
劉
遷

於
豳
民
始
從
之
丁
夫
適
滿
三
軍
之
數
單
者
無
羡
卒
也
孔

疏
毛
以
爲
從
邰
徃
豳
未
得
安
定
之
時
其
爲
軍
也
分
老
弱

婦
女
爲
三
等
之
陣
而
單
營
之
鄭
言
公
劉
初
至
於
豳
丁
夫

寡
少
其
軍
有
三
惟
單
而
巳
無
羡
卒
也
正
義
云
慮
有

鈔

故
三
重
爲
軍
王
肅
云
三
單
相
襲
止
居
則
婦
女
在
內
老
弱

次
之
强
壯
在
外
言
有
僃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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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漢
書
西
羌
傳
夏
桀
之
亂
畎
夷
入
居
於
豳

商
孟
子
昔
者
太
王
居
邠
狄
人
侵
之

竹
書
紀
年
武
乙
元
年
邠
遷
于
岐
周
統
箋
避
狄
難
也
邠
人

從
漢

漢
書
高
帝
紀
漢
王
引
兵
襲
雍
雍
王
邯
迎
擊
漢
陳
倉
雍
兵

敗
還
走
戰
好
畤
又
大
敗
好

畤

在

永

壽

縣

西

南

漢
書
曹
參
傳
參
擊
章
平
軍
於
好
畤
南
破
之
圍
好
畤
取
壤

鄕
擊
三
秦
軍
壤
東
及
高
櫟
破
之
復
圍
章
平
平
出
好
畤
走

漢
書
樊
噲
傳
噲
從
攻
雍

城
擊
章
平
好
畤

漢
書
周
勃
傳
勃
北
攻
漆
擊
章
平
姚
卬
兵
漆

今

永

壽

縣

地

後
漢資

治
通
鑑
建
武
六
年
冬
十
二
月
帝
詔
耿
弇
軍
漆

後
漢
書
馬
援
傳
八
年
帝
西
征
隗
囂
至
漆

三
國魏

志
趙
儼
傳
太
祖
以
儼
爲
關
中
䕶
軍

統
諸
軍
羗
虜
數

來

害
儼
率
殷
署
等
追
至
新
平
大
破
之
新

平

今

永

壽

縣

及

邠

州

地

晉
晉
書
索
靖
傳
永
嘉
五
年
冬
十
月
索
綝
遷
新
平
太
守
時
長

安
巳
䧟
綝
與
雍
州
刺
史
賈
疋
等
進
救
手
擒
賊
帥
李
羗

晉
書
前
趙
載
記
元
帝
太
興
二
年
劉

曜

光

初

二

年

黃
石
屠
各
路
松



ZhongYi

永
壽
縣
新
志
卷
九

九

多
起
兵
於
新
平
聚
衆
數
千
附
於
南
陽
王
保
保
以
其
將
張

覬
爲
新
平
太
守
劉
曜
兵
擊
之
不
克

晉
書
後
趙
載
記
明
帝
太
寧
八
年
趙

建

平

四

年

冬
十
二
月
石
生

故
將
郭
權
以
生
旣
敗
據
上
邽
以
歸
順
詔
以
權
爲
鎭
西
將

軍
秦
州
刺
史
於
是
京
兆
新
平
皆
應
之

晉
書
後
秦
載
記
孝
武
帝
太
元
九
年
秦

建

元

二

十

年

姚
萇
遣
諸
將

攻
新
平
十
年
夏
四
月
新
平
太
守
苟
輔
率
男
女
萬
五
千
口

出
走
萇
圍
而
坑
之
男
女
無
遺

十
六
國
春
秋
後
秦
姚
萇
白
雀
二
年
冬
十
月
慕
容
冲
遣
尙

書
令
車
騎
大
將
軍
高
葢
率
衆
五
萬
來
侵
戰
於
新
平
南
大

破
之
葢
率
麾
下
數
千
人
來
降
拜
㪚
騎
常
侍

又
前
秦
苻

登
太
初
四
年
登
帥
衆
從
新
平
逕
據
新
豐
之
千
戸

晉
書
後
秦
載
記
安
帝
義
熙
十
一
年
後

秦

宏

治

十

七

年

赫
連
勃
勃

攻
㧞
杏
城
姚
興
入
北
地
遣
姚
弼
引
軍
向
新
平
秋
九
月
勃

勃
遣
其
將
赫
連
建
率
衆

二
縣
遂
入
新
平
姚
弼
與
戰
大

破
之
擒
建
送
於
長
安

按
新
平
非
永
壽
一
縣
地
亦
有
在
他
境
而
闌
入
者
葢
旣

爲
假
道
之
侵
卽
有
震
鄰
之
恐
故
僃
志
之

後
魏魏

書
太
武
帝
紀
太
平
眞
君
六
年
冬
十
一
月
葢
吳
遣
其
部

落
白
廣
平
西
掠
新
平

魏
書
北
海
王
詳
傳
孝
武
帝
正
光
五
年
冬
十
月
胡
琛
將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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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勤
明
達
叱
干
麒
麟
等
亂
豳
地
永

壽

縣

時

爲

廣

壽

原

雖

未

置

縣

故

豳

地

也

後
周周

書
王
羆
傳
文
帝
大
統
六
年
茹
茹
渡
河
南

候
騎
巳
過

豳
州
朝
廷
慮
其
深
入
乃
徵
發
士
馬
屯
守
京
城

唐
唐
書
兵
志
武
德
三
年
以
豳
州
道
爲
招
搖
軍
時

永

壽

隸

豳

州

唐
書
高
祖
紀
武
德
五
年
八
月
乙
卯
突
厥

邊
庚
申
皇
太

子
出
豳
州
道
以
禦

厥

舊
唐
書

厥
傳
頡
利
遣
數
千
騎
西
入
靈
原
等
州
詔
隱
太

子
出
豳
州
道
以
討
之

資
治
通
鑑
武
德
七
年
秋
閏
七
月

厥
入

遣
秦
王
世
民

屯
兵
豳
州
道
以
禦
之

舊
唐
書
肅
宗
紀
天
寶
十
五
載
六
月
辛
丑
安
祿
山
陷
潼
關

丁
酉
皇
太
子
渡
渭
而
北
夕
次
永
壽
吏
民
稍
持
牛
酒
來
獻

唐
書
肅
宗
本
紀
至
德
二
載
秋
閏
八
月
甲
寅
安
慶
緒

好

畤
渭
北
節
度
使
李
光
進
敗
之

唐
書
郭
子
儀
傳
寶
應
二
年
冬
十
月
虜

豳
州
先
驅
至
奉

天
永
泰
元
年
秋
九
月
僕
固
懷
恩
說
吐
蕃
回
紇
党
項
羌
渾

奴
剌
等
三
十
萬
掠
邠
州
入
醴
泉
奉
天
京
師
大
震

按
代
宗
本
紀
十
月
丙
寅
吐
蕃

邠
州
丁
卯

奉
天
其

時
自
北
而
南
永
壽
當
兵
衝
欲
免
蹂
躪
得
乎

舊
唐
書
代
宗
紀
大
歴
三
年
八
月
丁
卯
吐
蕃

邠
州
轉
掠



ZhongYi

永
壽
縣
新
志
卷
九

十
一

而
南
京
師
戒
嚴
節
度
使
馬
璘
逆
擊
破
之

唐
書
朱
泚
傳
建
中
四
年
冬
十
月
泚
犯
奉
天
帝
使
高
重
傑

屯
梁
山
禦
賊

唐
書
李
懷
光
傳
興
元
二
年
三
月
懷
光
奪
李
建

陽
惠
元

軍
屯
好
畤

舊
唐
書
吐
蕃
傳
貞
元
二
年
九
月
以
吐
蕃
遊
騎
及
好
畤
上

復
遣
張
獻
甫
屯
於
咸
陽

冊
府
元
龜
哀
帝
天
祐
三
年
梁
劉
知
俊
等
大
破
邠

楊
崇

本
殺
二
萬
餘
衆
奪
馬
二
千
餘
匹
擒
其
列
校
百
餘
人

後
梁五

代
史
楊
崇
本
傳
李
茂
貞
西
連
蜀
兵
會
崇
本
攻
雍
華
太

祖
遣
彬
王
友
裕
擊
之
友
裕
至
永
壽
而
卒
梁
兵
乃
旋
梁

家

人

傳

亦

載

此

事

宋
宋
史
高
宗
本
紀
紹
興
十
年
六
月
郭
浩
攻
破
金
人
於
醴
州

永

壽

本

醴

州

屬

縣

金
金
史
太
祖
本
紀
天
會
八
年
四
月
婁
室
克
邠
醴
州
降

金
史
宣
宗
本
紀
興
定
元
年
以
夏
人
侵
軼
選
精
銳
六
萬
分

屯
邠
乾
等
州

明
二
申
野
錄
崇
禎
甲
戌
六
月
洪
承
疇
等
扼
賊
漢
中
賊
詐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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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陳
奇
瑜
信
之
賊
出
棧
道
陷
永
壽
同
官

明
紀
會
纂
崇
禎
七
年
八
月
陳
奇
瑜
受
賊
僞
降
檄
諸
軍
按

甲
不
動
遣
官
監
護
降
者
又
檄
所
過
州
縣
具
糗
糧
傳
送
之

賊
度
棧
道
巳
出
險
漸
不
受
純
束
仍
肆
虜
掠
盡
殺
護
官
五

十
員
攻
陷
麟
遊
永
壽
勢
不
可
遏
矣

張
志
崇
禎
七
年
八
月
初
三
日
流
賊
破
縣
城
殺
掠
甚
慘

明
史
練
國
事
傳
崇
禎
八
年
國
事
疏
言
賊
破
麟
遊
永
壽

張
志
八
月
初
二
日
賊
又
破
城
房
屋
焚
燬
殆
盡
十
六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李
賊
長
驅
入
城
諸
民
頼
內
城
以
全

明
史
流

傳
崇
禎
十
六
年
冬
十
月
闖
賊
陷
西
安
執
永
壽

王
誼
況
以
爲
制
將
軍

本
朝漁

洋
文
集
孟
忠
毅
公
神
道

順
治
元
年
秋
賊
渠
賀
珍

萬
圍
西
安
公
遣
將
擊
之
追
北
至
永
壽
賊
遁
去

陜
西
資
政
錄
順
治
初
賊
賀
珍
犯
縣
城
知
縣
傅
性
良
禦
却

之
永
壽
縣
新
志
卷
九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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