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一

懷
慶
府
爲
續
脩
志
書
以
存
文

獻
事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七
月
一

十
八
日
蒙

廵
撫
河
南
等
處
地
方
提
督
軍

務
兼
理
河
道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四
級
閻

憲
牌
照
□

郡
邑
有
志
必
信
必
徵
□
□
□

後
其
間
博
而
不
支
簡
而
能
盡

彬
彬
大
雅
上
之
可
列
於
職
方

下
之
可
藏
於
石
室
葢
有
關
於

政
治
者
非
淺
也
豫
省
當
天
下

之
中
道
里
所
均
古
聖
先
賢
大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二

半
發
跡
於
斯
則
軒
輶
所
至
未

有
不
訪
其
故
實
者
而
郡
邑
之

志
巳
三
十
餘
年
莫
之
增
脩
其

爲
遺
漏
者
多
矣
又
昔
年
脩
志

止
取
僃
文
未
加
考
訂
或
限
以

日
或
所
託
非
人
本
都
院
逐

一
查
閱
府
志
如
河
南
南
陽
縣

志
如
宜
陽
河
陰
蘭
陽
等
志
荒

悖
失
倫
莫
可
枚
舉
至
於
安
陽

汲
縣
乃
彰
德
衞
輝
兩
府
首
邑

竟
無
志
書
尤
爲
缺
典
今
本
都

院
巳
將
通
省
志
書
設
局
脩
正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三

而
各
府
州
縣
所
送
續
册
未
能

畫
一
各
通
志
所
載
限
於
定
格

不
能
如
府
州
縣
之
詳
則
三
十

餘
年
所
遺
書
十
之
六
七
自
此

漸
遠
漸
至
凋
殘
文
獻
無
徵
何

從
取
信
矧
此
三
十
年
皆
我

皇
上
生
聚
敎
養
之
所
培
育
其
戸

口
日
增
土
田
日
闢
文
治

而

風
俗
厚
災
祥
見
而
官
民
警
安

可
不
大
書
特
書
以
爲
一
代
之

盛
典
哉
擬
合
通
行
續
脩
爲
此

牌
仰
該
府
官
吏
照
牌
事
理
卽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四

延
擇
文
學
名
儒
熟
知
典
□
□

於
史
事
者
博
採
典
章
蒐
羅
遺

軼
其
舊
志
未
載
者
一
一
補
之

舊
志
之
舛
譌
者
悉
改
正
之
不

得
以
同
名
疑
誤
相
沿
不
得
以

稗
官
小
說
攙
人
本
都
院
又
恐

各
屬
參
差
不
齊
未
歸
畫
一
□

凡
例
開
明
粘
單
於
右
悉
照
此

爲
䂓
程
若
夫
叙
論
之
古
雅
典

茂
俱
屬
才
人
之
大
筆
在
乎
各

自
留
心
稿
成
先
錄
草
本
呈
送

本
都
院
披
閱
裁
定
其
所
費
紙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五

張
工
料
須
量
力
捐
資
愼
勿
絲

毫
派
之
民
間
諒
此
不
朽
之
盛

事
可
指
日
觀
成
也
速
速
計
粘

單
一
紙
等
因
到
府
蒙
此
合
行

續
脩
爲
此
牌
仰
該
縣
官
吏
照

牌
僃
蒙
憲
牌
内
事
理
該
縣
速

卽
延
擇
文
學
名
儒
熟
知
典
故

長
於
史
事
者
博
採
典
章
蒐
羅

遺
軼
其
舊
志
未
載
者
一
一
補

之
舊
志
之
舛
譌
者
悉
改
正
之

不
得
以
同
名
疑
誤
相
沿
不
得

以
稗
官
小
說
攙
入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六

撫
憲
恐
各
属
參
差
不
齊
未
歸

畫
一
將
凡
例
開
明
粘
單
於
右

悉
照
此
爲
䂓
程
若
夫
叙
論
之

古
雅
典
茂
俱
屬
才
人
之
大
筆

在
乎
各
自
留
心
稿
成
先
錄
草

本
一
様
二
册
申
送
本
府
以
凴

順
序
府
志
呈
送
披
閱
裁
定
其

所
費
紙
張
工
料
須
量
力
捐
資

愼
勿
絲
毫
派
之
民
間
諒
此
不

朽
之
盛
舉
可
指
日
觀
成
也
火

速
火
速
須
至
牌
者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一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蒙

欽
差
廵
撫
河
南
等
處
地
方
提
督

軍
務
兼
理
河
道
兵
部
右
侍
郎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三

級
顧

憲
票
照
得
該
府
申
送

志
書
本
部
院
巳
經
核
定
合
發

原
本
前
去
以
凴
採
緝
爲
此
票

仰
懷
慶
府
官
吏
照
票
事
理
卽

將
各
志
内
有
批
改
粘
簽
之
處

仍
飭
所
屬
改
正
刊
刻
另
呈
核

入
通
志
以
彰
文
獻
以
垂
永
久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憲
牌

二

毋
得
遲
違
速
速
須
票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一

河
内
縣
志

河
内
有
志
自
明
萬
歷
丁
酉
始

也
邑
人
賓
吾
王
先
生
發
凡
舉

例
實
當
創
始
之
任
越
五
十
年

復
裒
集
而
增
益
之
先
生
之
嗣

自
玉
與
有
勞
焉
又
三
十
餘
載

爲
今
上
庚
午
是
時

大
中
丞
閻
公
塡
撫
兩
河
披
觀

邑
諸
志
或
體
裁
未
當
或
芳

蕤
鮮
播
恐
其
保
殘
守
闕
若
存

若
亡
而
文
采
不
彰
於
遐
邇
也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二

檄
所
在
脩
輯
以
成
一
時
之
盛

河
内
侯
李
公
素
躭
典
墳
雅
擅

博
物
之
譽
手
檄
欣
然
以
其
事

屬
蕙

蕙

足
盤
盤
而
不
進
者
久

之

念
□
翁
先
生
珠
玉
在
前

有
所
裁
損
人
將
謂
我
度
巳
跡

削
他
人
足
耳
增
以
繪
綵
不
幾

乘
大
輅
笑
椎
輪
乎
則
宜
辭
者

一
茂
惡
爾
矛
怡
愉
相
醻
文
人

態
也
操
不
律
於
桑
梓
之
中

濫
則
成
穢
刻
則
招
怨
將
何
所

措
其
筆
墨
則
宜
辭
者
二
覃
懷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三

郡
乘
余
兄
紫
睂
氏
之
所

連

也
人
蓄
油
素
家
懷
鉛
筆
蕙

復

濫
叨
兹
役
綴
學
之
士
豈
必
出

於
一
門
則
宜
辭
者
三
枚
臯

才
也
速
行
無
善
跡
古
人
巳
有

其
論
他
邑
有
朝
受
事
而
夕
報

命
者
遲
之
又
久
不
過
旬
日
而

止
能
如
阮
元
瑜
之
簡
書
如
雨

彊
力
敏
成
乎
則
宜
辭
者
四
居

日
邑
侯
則
又
遣
一
使
來
促

謂
子
大
夫
其
就
舘
矣
討

遐

廣
採
訪
見
聞
邑
有
司
之
職
也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四

選
義
按
部
攷
辭
就
班
亦
鄕
先

生
之
事
也
蕙

旣
不
克
辭
於
是

網
羅
載
籍
穿
穴
史
册
以
摭
河

内
之
軼
聞
然
於
宋
元
以
上
徃

徃
有
文
獻
無
徵
之
慨
焉
夫
其

無
徵
豈
一
朝
一
夕
之
故
乎
士

必
休
養
而
後
有
絃
誦
絃
誦
而

後
有
典
文
上
溯
徃
昔
亦
河
内

生
民
之
不
幸
而
士
君
子
之
所

悼
痛
也
秦
兼
山
東
或
㧞
懷
或

㧞
野
王
或
發
河
内
民
十
五
以

上
旣
已
囊
括
四
海
衞
元
君
猶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五

阻
山
而
保
野
王
殆
欲
以
螳
背

當
車
輪
乎
光
武
破
赤
睂
於
射

犬
聚
射
犬
邑
東
鄙
也
於
是
推

轂
子
翼
轉
輸
治
械
未
嘗
乏
絶

又
南
破
蘇
茂
追
至
洛
陽
而
還

雖
牧
民
禦
衆
此
子
可
使
而
河

内
之
民
巳
困
矣
及
定
鼎
□
□

尙
分
軍
士
於
河
内
何
眷
眷
懷

此
都
也
一
方
而
外
更
無
完
實

之
邦
哉
自
此
以
降
難
以
縷
舉

其
尤
著
者
李
郭
之
亂
董
承
來

屯
張
楊
奉
米
而
河
内
一
困
晉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六

氏
失
馭
劉
淵
十
將
軍
據
太
行

劉
聰
石
勒
攻
懷
執
裴
整
而
河

内
一
困
劉
越
石
以
郭
默
爲
河

内
守
劉
參
攻
之
劉
曜
復
列
三

屯
攻
之
而
河
内
一
困
吕
護
以

河
内
降
晉
慕
容
恪
皇
甫
眞
帥

六
萬
之
師
深
溝
高
壘
坐
守
野

王
而
河
内
一
困
元
顥
入
洛
爾

朱
榮
破
河
内
誅
珍
孫
而
河
内

一
困
李
育
德
降
唐
矣
宋
王
泰

爲
世

鎭
懷
州
劉
德
威
自
太

行
東
圍
河
内
而
河
内
一
困
唐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七

武
宗
之
討
澤
潞
也
王
茂
元
屯

萬
善
科
斗
敗
雍
店
焚
而
河
内

一
困
迨
乎
梁
唐
之
際
抑
又
甚

焉
嗚
呼
河
内
固
四
通
之
地
而

歷
代
必
爭
之
塲
也
歲
月
幾
何

剥
復
無
端
休
養
者
寡
安
有
絃

誦
絃
誦
者
尠
安
有
典
文
何
恠

乎
文
獻
凋
落
而
石
室
二
酉
之

藏
不
見
於
太
行
之
下
乎
今
邑

侯
銳
意
文
敎
將
事
惟
謹
皇
皇

哉
此
天
下
之
勝
事
千
載
一
時

矣
行
當
勒
爲
成
書
傳
之
其
人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八

猥
以
譾
薄
謬
承
兹
任
雖
竭
力

經
營
思
以
塞
委
任
之
望
然
蚊

負
之
誚
尙
可
言
哉
同
事
者
明

經
則
史
君
璉
諸
生
則
余
從
孫

健
健
卽
余
兄
紫
睂
氏
中
子
之

子
也
相
與
窮
日
攷
訂
丙
夜
商

確
比
意
同
力
庻
幾
昔
人
之
義

若
翦
其
榛
楛
增
其
闕
畧
正
其

紕
漏
續
其
芬
芳
則
蕙

亦
未
遑

多
讓
焉
昔
陳
壽
善
於
紀
述
李

延
壽
究
悉
舊
事
所
作
二
史
皆

有
紀
傳
而
無
志
志
之
作
不
戞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序

九

戞
乎
難
哉
苟
博
文
君
子
矜
其

固
陋
而
示
之
訓
辭
以
匡
正
其

不
逮
亦
鄙
人
之
宏
願
也
蕙

珥

筆
竢
之
矣

賜
進
士
出
身
原
任
戸
部
廣
東
淸

吏
司
員
外
郎
邑
人
蕭
家
蕙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李
序

一

河
内
縣
志

橒

家
世
粤
東
以
丁
卯
秋
杪
綰

綬
是
邑
相
距
數
千
里
地
旣
濶

絶
風
土
亦
異
初
視
事
茫
乎
畔

岸
及
取
邑
乘
觀
之
始
而
知
其

梗
槩
旣
而
辨
其
情
俗
久
而
悉

其
條
貫
於
是
廢
書
歎
曰
志
之

不
可
以
巳
也
如
是
夫
但
河
邑

自
明
萬
歷
丁
酉
始
有
志
歷
六

十
餘
年
至
我

朝
順
治
戊
戌
復
行
脩
舉
其
間
湮

遠
事
多
草
創
未
免
大
樸
未
彫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李
序

二

魯
魚
錯
見
不
能
無
難
讀
之
感

焉
庚
午
秋
膺

撫
都
憲
閻
大
人
檄
命
脩
輯
邑

志
諄
諄
以
古
良
史
相
訓
諭
橒

奉
檄
惕
然
久
有
志
未
逮
亟
乃

延
邑
紳
計
部
蕭
先
生
以
曁
史

明
經
璉
蕭
庠
生
健
同
任
捃
摭

纂
脩
之
事
橒

前
而
揖
曰
蕭
先

生
老
成
典
型
饒
知
典
故
史
明

經
與
蕭
生
又
端
而
能
文
涉
筆

落
紙
自
擅
三
長
然
昔
人
謂
左

氏
失
之
誣
司
馬
子
長
是
非
頗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李
序

三

謬
於
聖
人
是
二
子
後
世
尙
有

遺
譏
也
今
非
博
採
而
嚴
收
之

秉
以
虛
公
不
誣
不
濫
烏
能
勸

懲
有
加
使
一
邑
之
志
傳
爲
惇

史
乎
况
今

聖
天
子
致
治
郅
隆
車
書
一
綂
疆

宇
日
闢
聲
敎
日
廣
雖
窮
陬
遠

澨
咸
歸
版
籍
將
輯
綂
志
登
之

蘭
臺
僃
資
彤
管
顧
不
偉
哉
蕭

先
生
顧
史
明
經
與
蕭
生
曰
唯

唯
于
是
開
局
魯
齋
祠
始
事
於

季
秌
告
竣
於
仲
冬
業
巳
繕
冩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李
序

四

成
書
矣
旣
而
以
脫
藁
匆
遽
挂

漏
猶
多
乃
於
今
年
夏
初
復
理

前
業
期
在
旁
搜
遠
紹
考
訂
該

洽
以
力
追
古
作
者
之
風
橒

受

而
校
讐
之
彬
彬
乎
質
而
有
文

簡
而
有
法
翻
然
躍
喜
肅
然
改

容
起
而
謝
曰
是
可
以
得
宰
一

邑
之
法
矣
夫
膺
騰
撇
波
而
濟

水
不
如
乘
舟
之

衝
蒙
涉
田

而
致
遠
不
如
道

之
疾
故
創

始
者
後
來
之
範
也
今
書
具
在

觀
山
川
綿
亘
疆
域
繡
錯
今
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李
序

五

邑
非
古
之
國
乎
軄
任
至
重
吾

何
以
副
之
田
賦
盈
耗
戸
口
多

寡
元
元
之
肥
瘠
非
長
吏
之
欣

戚
乎
烹
鮮
不
易
吾
何
以
理
之

城
池
畯
險
王
中
丞
之
遺
烈
也

溝
渠
溺
漫
袁
司
馬
之
勞
勩
也

徽
風
如
在
吾
何
以
繼
之
學
校

如
故
也
皷
篋
而
㳺
者
猶
有
許

文
正
何
文
定
之
風
規
乎
習
俗

如
故
也
聚
族
而
處
者
猶
有
丁

蘭
王
友
貞
之
摰
性
乎
此
守
士

者
之
化
也
吾
何
以
倡
之
昔
高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李
序

六

仲
舒
博
通
典
籍
齊
澣
練
習
時

務
姚
元
之
每
坐
二
人
以
質
所

疑
曰
欲
知
古
問
高
君
欲
知
今

問
齊
君
邑
乘
之
作
僃
載
今
古

非
爲
宰
者
之
高
齊
歟
是
時

閻
大
人
巳
遷
去

大
中
丞
顧
大
人
以
秩
宗
學
士

出
撫
兩
河
謹
身
帥
先
與
元
元

休
息
於
無
事
省
徭
役
之
勞
除

害
羊
之
政
凛
凛
庻
幾
有
德
讓

君
子
之
遺
烈
矣
橒

承
下
風
敢

自
謂
能
以
經
術
飾
吏
事
或
可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李
序

七

籍
表
帥
而
追
慕
前
休
淳
龎
之

風
不
減
如
昔
彼
都
人
士
沐
浴

撫
部
憲
德
化
彷
彿
周
召
分
陜

時
將
以
是
編
爲
周
南
召
南
僃

小
行
人
之
辨
異
而
周
知
焉

峕康
熙
三
十
二
年
歲
次
癸
酉
仲

夏
河
内
縣
知
縣
南
海
李
橒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史
序

一

河
内
縣
志
序

郡
邑
有
志
亦
古
之
有
史
乎
然

志
之
作
較
史
爲
倍
難
史
兼
褒

貶
據
事
直
陳
而
巳
志
以
考
前

徽
誇
殊
絶
極
衆
人
之
所
炫
曜

善
則
書
惡
則
不
書
例
也
古
人

以
不
虛
美
爲
實
錄
辭
涉
揄
揚

必
鏤
形
肖
貌
使
瑕
瑜
隱
隱
鉛

槧
間
庻
乎
讀
者
如
身
酬
對
焉

否
則
人
人
皆
曾
史
之
行
在
在

成
瓖
瑋
之
觀
何
以
信
遠
邇
昭

直
筆
乎
故
曰
志
之
作
較
史
爲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史
序

二

倍
難
志
難
矣
爲
河
内
之
志
則

尤
難
何
也
河
内
覃
懷
首
邑
前

代
或
爲
州
或
爲
郡
或
爲
縣
刺

史
二
千
石
治
中
别
駕
大
將
軍

之
署
廨
存
焉
事
關
州
郡
槩
而

存
之
是
蔓
衍
也
槩
而
置
之
是

漏
脫
也
前
代
或
爲
州
或
爲
郡

或
爲
縣
封
域
之
廣
陿

異
有

名
爲
河
内
而
不
附
於
今
之
邑

者
有
不
名
河
内
而
實
爲
今
之

邑
者
攷
辯
不
詳
任
情
無
例
不

幾
煙
墨
不
言
受
其
驅

扎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史
序

三

無
情
任
其
搖
襞
乎
是
又
梁
簡

文
之
所
深
譏
也
璉

從
邑
士
後

無
能
爲
役
然
戮
力
究
職
幸
有

同
心
如
司
馬
卬
之
王
河
内
趙

伯
陽
之
令
懷
州
攷
諸
沿
革
俱

在
今
之
武
陟
敢
蔓
衍
乎
所
謂

不
敢
槩
而
存
焉
者
也
至
司
馬

獻
王
之
爲
典
農
溫
尙
書
之
爲

節
度
雖
非
邑
宰
而
開
通
溝
瀆

利
河
内
者
至
今
未
艾
敢
漏
脫

乎
所
謂
不
敢
槩
而
置
焉
者
也

山
濤
爲
河
内
人
今
其
地

武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史
序

四

陟
特
同
郡
耳
杜
喬
亦
河
内
人

今
其
地

衞
源
郡
且
不
同
矣

所
謂
名
爲
河
内
而
不
附
于
今

之
邑
者
也
竹
書
梁
惠
王
元
年

韓
趙
伐
我
鄈
城
京
相
璠
曰
山

陽
西
北
六
十
里
有
鄈
城
水
經

注
曰
丹
水
逕
鄈
城
西
鄈
非
今

淸
化
乎
唐
明
皇
登
太
行
言
志

蘇
頲
應
制
有
平
指
洛
陽
川
之

句
雖
太
行
千
里
非
一
邑
得
私

此
非
太
行
之
在
河
内
者
乎
所

謂
不
名
河
内
而
實
爲
今
之
邑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史
序

五

者
也
范
蔚
宗
自
比
孟
堅
謂
搏

贍
可
不
及
之
整
理
未
必
愧
也

余
軰
敢
自
謂
整
理
哉
庻
幾

比
此
志
云
爾
雖
然
馬
班
兩
史

皆
父
子
相
繼
而
成
今
惠
子
之

五
車
不
遑
披
也
阮
氏
之
七
畧

未
暇
校
也
分
星
災
祲
能
擬
繁

露
緯
書
乎
城
郭
署
舍
能
擬
遷

殷
營
洛
乎
山
川
疆
域
能
擬
水

注
山
經
乎
官
師
人
物
能
擬
列

傳
世
家
乎
以
旬
月
之
方
當
古

人
兩
世
之
作
掛
一
漏
萬
何
所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史
序

六

解
免
傳
曰
言
之
不
文
行
之
不

遠
尤
吾
儕
所
爲
反
覆
流
連
而

不
能
己
巳
者
也

峕
皇
淸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歲
次
癸
酉

仲
夏
吉
日
歲
貢
生
史
璉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跋

一

跋庚

午

冬

編

次

邑

志

旣

成

尋

以

匆

匆

報

命

挂

漏

滋

多

今

年

夏

五

復

取

前

書

益

肆

力

摭

務

期

不

疎

不

溢

而

止

又

閱

月

而

告

竣

是

役

也

從

祖

計

部

公

實

董

厥

事
小

子

健

亦

得

協

贊

其

間

大

厦

將

搆

尋

尺

不

廢

雖

一

木

之

枝

敢

辭

榱

桷

之

用

然
小

子

健

於

是

不

能

無

感

焉

徃

余

大

父

比

部

公

綴

輯

郡

乘

順

治

之

己

亥

歲

也

匆

遽

脫

稿

意

殊

不

自

得

是

時
健

方

週

一

歲

大

父

抱

置

膝

上

與

坐

客

談

及

郡

志

戲

謂
健

曰

兒

他

日

能

纘

爾

祖

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跋

二

志

乎

□
□
作

應

聲

一

坐

大

噱

大

父

埀

老

時

猶

述

其

言

以

爲

調

笑

而

今

巳

矣
健

自

顧

本

乏

材

用

不

諳

作

述

視

王

元

禮

子

姓

遜

其

累

葉

之

光

生

劉

孝

綽

門

中

不

堪

七

十

之

列

上

下

千

百

年

間

貞

人

哲

士

鴻

功

顯

迹

至

浩

博

矣

限

以

太

行

緣

以

濟

沁

其

足

以

攄

懷

舊

之

蓄

念

發

思

古

之

幽

情

者

豈

少

乎

聞

見

未

廣

家

鮮

乘

書

訪

諸

父

老

或

傳

說

互

異

以

愛

惡

爲

妍

媸

考

其

遺

文

或

鑿

空

搆

立

未

必

如

中

郎

之

紀

太

邱

也

據

事

實

錄

昌

黎

尙

不

敢

率

爾

爲

之

况

短

才

而

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跋

三

大

雅

所

難

者

哉

夫

過

大

梁

者

佇

想

乎

門

游

九

原

者

流

連

於

隨

會

前

賢

芳

躅

與

過

而

廢

也

寧

過

而

存

之

如

李

章

之

爲

吏

綱

亦

少

密

矣

然

威

譽

諠

赫

擬

之

翁

歸

廣

漢

疇

不

謂

然

詭

激

無

行

李

宗

閔

黨

人

之

見

耳

舊

唐

書

據

其

說

以

抵

義

山

義

山

寧

無

心

折

乎

合

柱

之

有

弟

保

母

之

爲

君

則

闕

焉

而

不

書

非

闕

也

善

善

欲

其

長

惡

惡

欲

其

短

耳

先

大

父

有

言

吾

所

弁

言

因

時

因

地

不

敢

假

貸

他

人

亦

欲

他

人

無

從

假

貸
小

子

健

雖

未

能

仰

步

祖

武

然

尙

思

墨

守

此

志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蕭
跋

四

而

不

忘

也

康

熙

癸

酉

仲

夏

邑

人

蕭

健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舊
序

一

河

内

縣

舊

志

序

林

環

昌
河

内

令

嘗

讀

禹

貢

首

冀

州

而

先

紀

底

績

於

覃

懷

者

葢

所

以

治

源

而

溥

平

成

之

化

也

然

其

中

山

川

有

書

田

賦

有

書

卽

地

產

物

類

亦

有

書

者

則

禹

貢

一

書

實

爲

後

代

志

書

之

祖

也

且

其

中

山

川

有

書

田

賦

有

書

地

產

物

類

有

書

而

猶

書

祗

德

以

爲

先

圖

者

則

明

乎

讀

志

者

之

不

僅

於

讀

志

書

也

讀

志

書

者

之

不

僅

於

讀

志

書

則

溯

洄

編

摩

每

令

人

觀

感

於

志

書

之

先

而

興

發

於

志

書

之

後

者

也

河

邑

有

志

葢

前

此

者

矣

明

神

宗

朝

邑

令

解

州

侯

公

始

其

事

洪

洞

盧

公

終

其

業

而

纂

集

編

定

者

爲

鄕

先

正

賓

吾

王

公

也

自

是

滄

桑

逓

變

紀

載

散

闕

迨

皇

淸

戊

戌

歲

宫

保

部

院

賈

大

人

撫

憲

中

邦

黼

黻

治

畧

嘉

績

徧

敷

以

脩

輯

豫

志

爲

古

今

激

揚

亟

務

遂

檄

各

郡

邑

續

殘

綴

遺

垂

南

國

之

信

史

誠

鉅

典

也

河

邑

志

原

孫

令

公

曁

自

玉

王

邑

紳

董

厥

役

而

未

竣

己

亥

冬

環

昌

甫

蒞

兹

土

適

逢

盛

事

雖

吏

務

鞅

掌

而

奉

命

弗

遑

時

與

鄕

先

生

蕭

紫

睂

諸

公

叅

訂

考

核

有

存

者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舊
序

二

有

者

有

曩

而

今

存

者

有

曩

存

而

今

者

大

率

嘉

美

則

增

而

繁

則

去

要

克

當

於

可

可

存

而

止

爰

自

冬

徂

春

壽

梨

告

成

乃

如

瞻

疆

域

形

勝

則

太

行

屏

乎

其

北

丹

沁

帶

乎

其

東

而

鼎

峙

以

表

赤

城

之

鎭

安

瀾

以

沛

紫

陌

之

膏

者

良

足

重

矣

閱

里

鎭

土

田

雖

六

十

三

之

繡

錯

碁

置

萬

一

千

之

望

杏

瞻

蒲

第

邇

來

畆

荒

賦

劇

民

瘠

徭

多

且

地

當

荆

楊

雍

冀

之

孔

道

軍

需

旁

午

絡

繹

疲

于

奔

命

而

疏

引

運

漕

更

爾

繁

重

維

艱

鴻

未

寧

於

攸

居

漁

又

苦

於

竭

澤

繭

絲

乎

保

障

乎

不

禁

洊

發

而

深

省

矣

若

夫

叔

達

以

典

農

稱

大

業

以

淸

簡

著

袁

鳳

翔

鑿

山

開

河

之

蹟

王

節

鉞

捍

寇

禦

侮

之

勛

四

公

治

譜

所

最

表

者

尸

祝

弗

衰

奕

世

下

猶

凛

凛

有

生

氣

至

於

苟

變

推

重

子

子

思

羲

伯

見

嘉

于

楊

俊

編

洪

範

外

傳

而

穆

元

休

儒

規

可

宗

展

魯

齋

遺

書

而

許

文

正

之

道

風

堪

挹

嗣

而

敎

化

翔

洽

鴻

碩

蔚

起

如

何

文

定

之

幹

時

周

竹

溪

之

梗

槩

婁

糓

原

之

篤

學

王

藩

憲

之

史

才

諸

皆

質

行

白

著

尤

爲

榆

邦

鼎

吕

者

而

能

不

動

觹

鞢

弓

冶

之

佩

耶

抱

聞

之

市

夫

負

擔

聽

講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舊
序

三

□

□

□

□

□

子

□

饔

聞

說

郭

巨

而

泣

眞

性

眞

情

賢

□

□

正

黙

相

感

耳

進

而

披

均

糧

脩

濟

諸

疏

議

以

及

□

□

太

行

諸

咏

則

指

陳

時

艱

惻

然

可

念

而

綴

景

□

□

又

若

引

人

於

瑤

琹

載

撫

玉

纎

空

冰

沸

出

煙

霞

千

畆

矣

且

也

山

如

濤

則

龍

興

川

如

嶐

則

雲

起

韋

平

睂

□

趾

可

方

駕

洛

陸

珠

樹

軌

足

嗣

徽

又

豈

非

靑

箱

世

濟

允

爲

後

進

觀

型

而

玉

筍

班

升

絡

盡

惜

陰

味

道

者

□

雖

然

此

特

序

其

畧

焉

者

也

畧

者

而

覽

於

邑

志

之

詳

譬

如

歸

衆

津

於

一

壑

滙

之

各

疏

其

流

也

抑

邑

志

其

小

焉

者

也

小

者

而

合

於

豫

志

之

全

譬

如

導

百

川

於

巨

浸

納

之

共

成

其

大

也

故

曰

禹

書

爲

後

代

志

書

之

祖

也

使

讀

志

書

者

之

不

僅

作

志

書

觀

將

見

祗

愼

勵

翼

同

襄

化

理

仰

撫

臺

輯

志

激

揚

之

休

功

且

將

□

禹

之

明

德

偕

遠

矣

謹

拜

手

而

序

其

端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姓
氏

一

脩

志

姓

氏

總

裁

前

總

裁

閻

興

邦

提

調

李

國

亮

胠

介

社

祖

文

明

陳

義

睴

周

銓

元

懷

慶

府

知

府

加

一

級

劉

維

世

督

糧

通

判

徐

肇

顯

河

捕

通

判

卞

之

鈞

督

理河

内

縣

知

縣

李

橒

河

内

縣

縣

丞

王

玉

校

梓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姓
氏

二

河

内

縣

儒

學

敎

諭

李

璦

河

内

縣

儒

學

訓

導

抗

冠

世

纂

脩原

任

戸

部

廣

東

淸

吏

司

員

外

郎

蕭

家

蕙

歲

貢

生

史

璉

懷

慶

府

儒

學

廪

膳

生

員

蕭

健

續

纂

脩

候

補

敎

諭

蕭

瑞

苞

考

訂兵

部

武

選

司

主

事

楊

賜

昌

直

廣

平

縣

知

縣

候

主

事

孫

聚

貴
天

乙

癸

卯

辛

未

科

進

士

任

倫

僃
子

美

原

任

江

南

靈

壁

縣

知

縣

劉

振

儒
通庚

原

任

山

東

齊

東

縣

知

縣

閻

文

煥
心庚

戌

福

建

大

田

縣

知

縣

王

錫

祉
子

寧

丁

酉

江

南

□

由

縣

知

縣

楊

奕

紳
景

□

乙

卯

原

任

山

東

安

丘

縣

知

縣

馬

若

䕫
振

□

例

監

採

輯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姓
氏

三

癸

卯

舉

人

徐

煥
文

侯

丙

午

舉

人

張

庚
潛

石

己

酉

舉

人

馬

振

龍
濶

武

壬

子

舉

人

張

泍
汝

元

乙

卯

舉

人

任

作

舟
濟

侯

辛

酉

舉

人

宗

成

學
奎

耀

甲

子

舉

人

楊

顯

宗
克

纘

丁

卯

舉

人

宋

世

昌
憲

文

庚

午

舉

人

劉

愫
素

心

庚

午

舉

人

王

溥
天

如

庚

午

舉

人

鄒

恂
心

玉

庚

午

舉

人

鄒

庚
若

耶

癸

酉

舉

人

董

芝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凡
例

一

凡

例

九

則

庚

午

冬

叔

父

纂

脩

邑

志
苞

以

抱

病

不

與

然

叔

□

□

踰

杖

國

不

勝

淡

經

營

之

苦

一

切

弁

言

槩

命

□

刀

及

今

年

有

復

脩

之

役

邑

侯

李

夫

子

遂

以

委

苞

自

顧

微

賤

希

當

大

任

謹

書

其

梗

槩

如

左

庻

乎

知

我

罪

我

有

所

折

衷

云

周

禮

小

史

掌

邦

國

之

志

注

謂

諸

侯

之

國

志

其

土

地

風

俗

物

產

貢

賦

之

書

也

元

觀

手

抄

亦

云

張

華

至

瑯

嬛

福

地

有

萬

國

志

然

則

國

之

有

志

尙

矣

嘗

論

之

省

志

日

月

也

郡

志

經

星

也

邑

志

緯

宿

也

若

邑

乘

畧

于

郡

乘

不

幾

煩

簡

倒

置

乎

是

編

特

爲

增

益

以

與

郡

乘

相

稱

水

經

注

載

河

内

山

川

古

蹟

最

爲

詳

確

道

元

以

燕

趙

人

來

仕

洛

陽

是

邑

必

素

所

廻

翔

地

也

據

酈

注

特

增

古

蹟

一

圖

並

以

史

書

所

見

附

之

庻

覽

者

開

卷

瞭

然

云

河

内

爲

覃

懷

首

邑

歷

代

州

郡

治

此

名

宦

宦

蹟

不

入

太

守

刺

史

將

昔

人

治

理

之

美

不

幾

付

諸

東

流

乎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凡
例

二

况

祀

典

内

有

寇

子

翼

及

五

太

守

祠

公

署

内

有

郡

守

廨

舍

而

獨

不

可

厠

名

名

宦

之

列

是

何

說

也

今

將

守

牧

皆

爲

增

入

至

舊

志

名

宦

内

載

司

馬

卬

曁

二

漢

懷

令

諸

公

史

記

明

書

司

馬

卬

都

朝

歌

漢

懷

縣

今

之

武

陟

也

與

河

内

何

涉

悉

汰

去

以

免

越

爼

唐

宋

河

陽

節

度

使

頗

多

元

老

大

賢

河

内

雖

其

属

邑

然

署

舍

未

嘗

在

此

故

不

收

錄

若

温

造

李

元

淳

軰

疏

河

渠

河

内

受

其

利

賴

迄

今

人

猶

思

之

其

可

置

乎

故

亦

登

之

名

宦

從

民

志

也

從

來

志

乘

亦

有

用

表

體

者

必

門

分

彚

别

或

爲

表

或

爲

攷

或

爲

列

傳

世

家

方

覺

秩

然

條

理

如

李

滄

溟

靑

州

志

張

崌

崍

寧

波

志

是

也

苟

志

體

中

入

表

體

一

二

反

覺

前

後

不

倫

今

將

沿

革

職

官

表

改

作

直

書

以

正

體

裁

漢

鄭

司

農

父

子

范

蔚

宗

以

爲

河

南

人

資

治

通

鑑

則

謂

河

内

鄭

興

鄭

衆

劉

貢

甫

熟

于

漢

事

其

所

考

據

必

確

故

俱

列

之

人

物

至

尹

和

靖

乃

河

内

先

生

子

漸

之

孫

亦

遵

續

通

鑑

收

釆

非

闌

入

也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凡
例

三

河

内

古

三

河

之

一

太

行

以

南

黃

河

以

北

皆

其

地

也

自

宋

熙

豐

間

黃

河

南

徙

而

河

内

始

陸

走

魏

博

矣

說

者

謂

風

氣

宣

洩

無

復

當

年

之

舊

然

許

文

正

何

文

定

崛

起

元

明

間

翻

覺

上

掩

先

民

豈

非

豪

傑

之

士

不

爲

風

氣

所

囿

者

乎

于

藝

文

中

詳

爲

表

彰

以

風

來

者

許

文

正

病

文

籍

之

煩

語

錄

而

外

述

作

無

多

何

文

定

與

王

子

康

對

山

爲

友

故

文

章

于

簡

朴

中

亦

頗

有

脩

辭

之

樂

藝

文

因

遺

書

爲

去

取

非

敢

于

兩

公

有

所

低

昂

也

康

熙

歲

次

癸

酉

夏

五

旣

望

河

内

後

學

蕭

瑞

苞

謹

識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目
次

一

河

内

縣

志

目

錄

卷

之

一

圖

攷

建

置

沿

革

星

野
附

災

祥

疆

域

形

勝

鄕

鎭

風

俗

城

池

公

署

倉

庫

田

賦
附

戸

口

鹽

引

驛

傳

卷

之

二

學

校
附

學

田

禮

器

樂

器

樂

舞

生

書

院

祀

典

山

川

關

津

橋

梁

水

利

物

産

職

官

科

貢
附

封

廕

武

僃

武

科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目
次

二

爵

封
附

城

□

古

事

古

蹟

寺

觀

陵

墓

卷

之

三

名

宦
附

宦

蹟

人

物

孝

義

忠

烈

列

女

方

技

游

寓

仙

釋

雜

記

卷

之

四

藝

文
詔

誥

䟽

表

書

序

傳

碑

記

上

卷

之

五

藝

文

記

下

墓

碣

祭

文

詩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一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考

登

太

行

之

□

□

□

□

□

□

□

右

濟

□

靑

□

□

□

□

身

在

畵

圖

中

寧

待

□

靑

□

□

耶

然

周

□

掌

□

□

□

司

空

酇

侯

收

圖

籍

於

秦

府

所

以

睹

阨

塞

知

形

勢

□

太

行

隔

閡

晉

豫

羊

腸

詰

屈

自

古

□

之

圖

考

亦

曷

□

少

哉

若

夫

丹

沁

交

流

濅

灌

萬

井

則

者

人

經

國

之

□

雲

雨

由

人

小

民

所

恃

以

爲

命

者

也

并

圖

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二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三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四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五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圖

六

璉

按

舊

志

諸

圖

皆

出

畵

工

之

手

今

則

爲

蕭

子

健

之

所

繪

冩

也

至

古

蹟

一

圖

舊

志

不

載

蕭

子

經

營

位

置

使

歷

代

遺

踪

燦

若

列

睂

何

可

冺

焉

因

並

記

之

使

後

之

披

覽

斯

圖

者

知

所

由

來

云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七

建

置

沿

革

河

内

殷

實

之

名

昉

於

鄧

禹

光

武

亦

曰

河

内

殷

富

吾

將

因

是

而

起

及

觀

古

今

沿

革

之

際

始

知

漢

河

内

郡

兼

汲

共

溫

軹

隆

慮

蕩

陰

諸

城

邑

何

其

廣

也

今

長

短

相

覆

數

十

里

特

古

河

内

什

一

耳

猶

或

狃

于

昔

人

之

論

過

矣

夫

引

艨

艟

而

納

諸

㘬

堂

杯

水

中

未

有

不

膠

何

者

無

力

以

負

之

也

孱

國

而

蒙

殷

富

之

名

得

無

類

是

乎

河

内

縣

古

冀

州

地

周

官

軄

方

氏

曰

河

内

曰

冀

州

禹

貢

覃

懷

地

商

畿

内

地

班

固

志

云

河

内

殷

之

舊

都

周

爲

邘

國

又

爲

雍

國

之

西

境

東

周

畿

内

地

左

傳

王

與

鄭

絺

杜

預

曰

在

野

王

縣

西

南

後

賜

晉

文

公

爲

晉

南

陽

地

邑

名

野

王

晉

人

執

晏

弱

于

野

王

卽

其

地

也

戰

國

爲

魏

野

王

葵

城

地

竹

書

紀

年

烈

王

六

年

趙

成

侯

偃

韓

懿

侯

若

伐

魏

葵

京

相

璠

日

在

脩

武

縣

西

六

十

里

後

又

属

韓

赧

王

五

十

一

年

秦

伐

■

汝

野

王

尋

又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八

属

衞

秦

始

皇

六

年

秦

㧞

魏

濮

陽

衞

元

君

角

將

其

支

属

徙

居

野

王

阻

其

山

以

守

河

内

二

世

元

年

廢

角

爲

庻

人

始

置

縣

秦

爲

三

川

郡

之

北

境

其

東

鄙

爲

武

德

縣

孟

康

曰

始

皇

東

廵

置

自

以

武

德

定

天

下

故

名

項

羽

立

司

馬

卬

爲

殷

王

王

河

内

漢

爲

野

王

武

德

波

三

縣

地

属

河

内

郡

司

校

尉

部

昭

帝

始

元

元

年

改

冀

州

王

莽

置

六

隊

郡

改

野

王

曰

平

野

後

隊

東

漢

仍

爲

野

王

武

德

波

三

縣

地

属

河

内

郡

司

校

尉

部

三

國

魏

因

之

冀

州

晉

廢

武

德

波

入

野

王

河

内

郡

治

此

司

州

懷

帝

永

嘉

二

年

劉

淵

遣

劉

聰

等

十

將

軍

南

據

太

行

又

使

劉

聰

劉

曜

趙

國

圍

河

内

河

内

人

執

太

守

裴

整

以

降

于

是

爲

劉

淵

地

河

内

督

將

郭

黙

收

裴

整

餘

衆

自

爲

塢

主

劉

琨

以

黙

爲

河

内

太

守

于

是

又

爲

晉

地

劉

曜

攻

河

内

太

守

郭

黙

于

懷

列

三

屯

圍

之

黙

食

盡

帥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九

衆

投

李

矩

于

新

鄭

野

王

復

陷

于

淵

石

勒

攻

冠

軍

將

軍

梁

巨

于

武

德

巨

踰

城

遁

軍

人

執

之

勒

如

武

德

數

其

罪

而

害

之

又

使

石

虎

帥

衆

自

軹

關

西

入

擊

趙

河

東

河

内

是

時

爲

後

趙

地

燕

慕

容

恪

皇

甫

眞

將

兵

討

吕

護

護

嬰

野

王

城

自

守

乃

築

長

圍

攻

之

䕶

食

盡

奔

滎

陽

野

王

遂

属

於

燕

海

西

公

太

和

五

年

苻

堅

滅

燕

河

内

于

是

爲

秦

地

及

慕

容

垂

㫠

秦

使

其

將

可

足

渾

譚

攻

野

王

㧞

之

又

爲

燕

地

南

北

朝

宋

仍

爲

野

王

縣

属

河

内

郡

司

州

後

魏

爲

野

王

州

二

縣

地

懷

州

河

内

郡

治

野

王

武

德

郡

治

州

隋

改

野

王

爲

河

内

縣

改

州

爲

邢

邱

縣

大

業

初

改

名

安

昌

又

廢

懷

縣

入

焉

唐

爲

河

内

武

德

二

縣

地

高

祖

武

德

二

年

析

河

内

置

太

行

紫

陵

忠

義

三

縣

又

置

北

義

州

四

年

省

三

縣

人

河

内

廢

北

義

州

入

武

德

懷

州

河

内

郡

俱

治

河

内

属

河

北

道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十

□

仍

爲

河

内

武

德

二

縣

地

属

河

北

西

路

懷

州

河

□

郡

治

河

内

設

防

禦

使

建

隆

元

年

陞

防

禦

爲

團

練

使

復

舊

熙

寧

間

省

武

德

爲

鎭

属

河

内

元

祐

初

復

爲

縣

金

爲

河

内

縣

南

懷

州

治

此

河

東

南

路

置

沁

南

軍

節

度

使

皇

綂

間

置

黃

隄

都

大

勾

管

司

大

定

閒

置

行

元

師

府

興

定

間

罷

行

元

帥

府

置

招

撫

司

有

鎭

四

武

德

柏

香

萬

善

淸

化

元

爲

河

内

縣

燕

南

河

北

道

初

置

懷

州

太

宗

四

年

行

懷

孟

州

事

憲

宗

六

年

世

祖

在

潛

邸

以

懷

州

爲

湯

□

邑

七

年

改

懷

孟

路

總

管

府

延

祐

六

年

以

仁

宗

潛

邸

改

懷

慶

路

明

仍

爲

河

内

縣

懷

慶

府

治

此

國

朝

因

之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一

星

野

星

之

分

野

以

測

祲

祥

志

天

文

敢

不

愼

耶

或

以

河

内

爲

魏

地

則

謂

觜

觹

參

分

野

以

河

内

爲

衞

地

則

謂

室

壁

分

野

或

又

以

東

西

境

兩

屬

之

然

歟

否

歟

古

人

謂

陰

陽

之

精

發

於

天

者

本

乎

地

地

無

定

分

星

豈

有

定

哉

詳

載

室

壁

如

舊

志

而

以

婁

廣

宗

觜

觹

參

一

辨

附

于

後

匪

日

騎

牆

庻

乎

世

之

博

物

者

得

以

取

衷

焉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二

黄

帝

分

星

次

自

危

十

七

度

至

奎

四

度

日

豕

韋

之

次

一

名

□

訾

於

辰

在

亥

謂

之

大

淵

獻

於

律

爲

太

簇

斗

建

在

寅

今

衞

分

野

史

記

衞

地

營

室

東

壁

之

分

野

今

之

東

郡

及

魏

郡

之

黎

陽

河

内

之

野

王

朝

歌

皆

衞

分

野

前

漢

書

地

里

志

衞

地

營

室

東

壁

之

分

野

後

漢

書

自

危

十

度

至

壁

八

度

謂

豕

韋

之

次

立

春

驚

蟄

居

之

衞

之

分

野

□

天

文

志

河

東

入

張

一

度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三

河

内

入

張

九

度

東

郡

入

角

一

度

自

危

十

六

度

至

奎

四

度

爲

娵

訾

於

辰

在

亥

衞

之

分

野

屬

并

州

營

室

東

壁

衞

并

州

隋

地

里

志

冀

州

古

堯

之

地

舜

分

州

爲

十

二

冀

州

析

置

幽

并

其

於

天

文

自

胃

七

度

至

畢

十

一

度

爲

大

梁

屬

冀

州

自

尾

十

度

至

南

斗

十

一

度

爲

析

木

屬

幽

州

自

危

十

六

度

至

奎

四

度

爲

娵

訾

屬

并

州

自

柳

九

度

至

張

十

六

度

爲

鶉

火

屬

三

河

則

河

内

河

東

也

唐

天

文

志

營

室

東

壁

娵

訾

也

初

危

十

三

度

餘

二

千

九

百

二

十

六

秒

一

太

中

營

室

十

二

度

終

奎

一

度

自

王

屋

太

行

而

東

得

河

内

至

北

紀

之

東

隅

北

負

彰

鄴

自

河

濟

之

交

涉

滎

波

濱

濟

水

而

東

得

東

郡

之

地

古

邶

鄘

衞

凡

胙

邘

雍

共

微

南

燕

昆

吾

豕

韋

之

國

自

閣

道

王

良

至

東

壁

在

豕

韋

爲

上

流

當

河

内

及

彰

鄴

之

南

得

山

河

之

會

爲

離

宫

又

循

河

濟

而

東

接

元

枵

爲

營

室

之

兮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四

□

月

陰

氣

進

踰

乾

維

始

上

□

□

□

□

□

□

□

□

□

□

□

升

氣

悉

究

與

内

規

相

接

故

自

南

氏

達

于

西

□

得

雲

漢

□

氣

爲

山

河

上

流

自

北

正

達

于

東

正

得

雲

漢

降

氣

爲

山

河

下

流

娵

訾

在

雲

漢

升

降

中

居

水

行

正

位

故

其

分

野

當

中

州

河

濟

間

且

王

良

閣

道

由

□

垣

絶

漢

抵

營

室

上

帝

離

宫

也

内

接

成

周

河

内

皆

豕

韋

分

唐

地

里

志

河

北

道

葢

古

幽

冀

二

州

之

境

孟

懷

澶

衞

及

魏

博

相

之

南

境

爲

娵

訾

明

一

統

志

禹

貢

冀

州

覃

懷

之

地

天

文

室

壁

分

野

明

淸

類

分

野

書

澶

懷

衞

相

皆

衞

分

也

天

文

星

指

室

壁

周

禮

疏

云

營

室

東

壁

衞

并

州

分

野

白

閣

道

王

良

至

東

壁

爲

河

濟

之

上

流

河

内

及

鄴

南

得

河

山

之

會

爲

離

宫

又

循

河

濟

而

東

接

元

枵

爲

營

室

之

分

魏

太

史

令

陳

卓

更

言

郡

國

所

入

宿

度

有

柳

七

星

張

屬

周

三

輔

而

日

河

内

入

張

九

度

是

又

以

爲

鶉

火

之

□

□

記

北

斗

七

星

夜

半

建

者

殷

中

州

河

濟

間

附

邑

人

廣

宗

令

婁

樞

星

野

魏

分

與

衞

分

考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五

天

文

雖

未

之

習

而

地

理

則

有

所

據

國

之

遷

徙

雖

無

常

而

星

之

分

野

則

有

定

按

周

禮

保

障

氏

以

星

土

辨

九

州

之

地

所

封

封

域

皆

有

分

星

以

觀

妖

祥

班

固

地

里

志

稱

魏

地

觜

觹

參

之

分

野

其

界

自

高

陵

以

東

至

河

東

河

内

是

以

河

内

爲

觜

觹

參

之

分

野

矣

又

日

衞

地

營

室

東

壁

之

分

野

也

東

郡

魏

郡

河

内

野

王

朝

歌

皆

衞

分

也

是

又

以

河

内

爲

營

室

東

壁

之

分

野

矣

史

記

正

義

亦

以

河

東

河

内

爲

魏

地

□

觹

參

之

分

野

河

内

之

野

王

朝

歌

爲

衞

地

營

室

東

壁

之

分

野

兩

分

之

失

正

與

漢

書

同

朱

子

釋

詩

日

今

懷

衞

澶

相

□

濮

等

州

開

封

大

名

府

界

皆

衞

境

也

是

以

衞

爲

前

所

失

之

衞

與

後

所

都

之

衞

交

舉

而

互

言

之

旣

以

河

内

□

魯

衞

之

衞

矣

及

釋

孟

子

則

日

河

内

河

東

皆

魏

地

是

以

河

内

爲

趙

魏

之

魏

則

自

懿

公

失

國

之

後

河

内

錫

於

周

分

於

魏

言

之

也

吾

嘗

詳

考

河

内

之

域

屬

衞

與

屬

魏

之

制

河

内

本

殷

之

舊

都

周

旣

㓕

殷

分

其

畿

内

爲

三

國

詩

國

風

邶

鄘

衞

是

也

邶

封

武

庚

管

叔

尹

鄘

蔡

叔

尹

衞

以

監

殷

民

謂

之

三

監

書

序

曰

武

王

崩

三

監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六

叛

周

公

誅

之

盡

以

其

地

封

康

叔

遷

邶

鄘

之

民

於

洛

邑

故

三

國

之

詩

同

風

至

十

六

世

懿

公

爲

狄

所

㓕

齊

桓

伐

狄

而

更

封

衞

於

楚

丘

是

爲

文

公

子

成

公

遷

都

帝

印

今

之

濮

州

也

樂

記

謂

桑

間

濮

上

之

音

是

已

襄

王

十

七

年

以

河

内

地

與

晉

賈

逵

云

晉

有

功

賞

之

以

地

陽

樊

溫

原

攢

茅

之

田

也

使

河

内

屬

衞

天

王

安

□

奪

彼

以

與

此

則

河

内

非

衞

明

矣

左

傳

謂

晉

始

啟

南

陽

葢

小

脩

武

之

南

陽

非

今

唐

鄧

之

南

陽

也

魏

本

周

同

姓

之

國

晉

獻

公

㓕

之

以

封

其

大

夫

畢

萬

及

三

家

分

晉

而

河

内

更

屬

於

魏

魏

惠

王

三

十

一

年

獻

河

西

地

於

秦

徙

都

大

梁

國

仍

稱

魏

而

所

都

之

地

實

非

魏

也

且

魏

分

晉

地

在

刪

詩

之

後

詩

有

魏

風

有

唐

風

有

衞

風

唐

卽

晉

也

今

山

西

平

陽

府

是

也

衞

則

衞

之

東

郡

浚

邑

澶

淵

之

地

是

也

魏

爲

河

内

無

疑

矣

漢

費

直

蔡

邕

魏

陳

卓

唐

李

淳

風

僧

一

行

星

歷

之

說

各

有

不

同

樞

獨

愛

鄭

漁

仲

之

論

日

漢

魏

諸

儒

言

星

土

者

或

以

州

或

以

國

辰

次

度

數

其

歲

星

遷

徙

亦

非

天

文

之

正

不

可

爲

據

又

况

魏

徙

大

梁

則

河

西

合

於

東

井

秦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十
七

□

宜

陽

則

上

黨

入

於

輿

鬼

吾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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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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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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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

而

長

乎

晉

天

文

志

亦

謂

河

西

四

郡

爲

室

壁

分

野

乃

越

岐

雍

遠

分

於

六

千

里

之

外

益

不

可

曉

史

記

天

文

志

營

室

至

東

壁

爲

并

州

分

野

昔

舜

因

翼

州

太

廣

分

其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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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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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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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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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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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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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

隘

民

儉

嗇

而

褊

急

也

河

内

之

野

人

似

之

伐

檀

園

有

桃

性

狷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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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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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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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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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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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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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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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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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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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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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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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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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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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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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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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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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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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五

月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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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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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禾

稼

後

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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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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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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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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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河

内

獻

白

雉

太

宗

泰

昌

三

年

八

月

河

内

大

雨

水

復

其

租

稅

高

祖

太

和

元

年

八

月

河

内

民

席

衆

家

雞

雛

近

尾

上

復

有

一

頭

口

目

俱

二

頭

皆

從

頸

後

各

有

二

翼

二

足

旁

行

是

時

世

宗

頗

任

群

小

更

有

朋

黨

邪

佞

干

正

之

驗

太

和

二

年

十

二

月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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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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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自

去

年

七

月

至

本

年

八

月

始

雨

五

糓

種

不

入

土

歲

大

饑

斗

粟

二

千

錢

人

相

食

亂

民

所

在

嘯

聚

知

縣

王

漢

討

平

之

十

四

年

蝗

蝻

生

瘟

疫

大

作

亂

屍

橫

野

地

荒

過

半

十

五

年

地

震

十

七

年

元

日

日

無

光

二

月

三

日

並

見

雨

土

如

霰

晝

晦

國

朝順

治

元

年

冬

十

月

逆

闖

郡

城

環

攻

四

日

夜

群

見

關

帝

指

揮

城

頭

驚

退

二

年

旱

麥

盡

槁

免

錢

糧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災
祥

二
十
五

八

分

七

年

沁

河

溢

九

年

秋

霖

連

旬

沁

水

齒

隄

十

一

年

霖

雨

大

水

傷

禾

免

糧

三

分

十

四

年

東

門

城

樓

火

龍

起

十

五

年

雨

雹

康

熙

六

年

四

月

雨

雹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蝗

自

西

南

來

望

東

北

去

七

六

月

地

震

十

八

年

七

月

地

震

淫

雨

彌

月

禾

稼

多

死

二

十

二

年

十

月

地

震

二

十

三

年

旱

大

饑差

賑

濟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免

本

年

未

完

錢

糧

二

十

五

年

丁

地

錢

糧

蠲

免

五

分

二

十

七

年

春

旱

三

月

無

雨

冬

無

雪

十

二

月

奉

旨

民

八

十

以

上

者

給

絹

一

疋

綿

一

觔

米

一

石

肉

十

觔

九

十

以

上

者

倍

給
本

縣

九

十

以

上

者

十

名

八

十

以

上

者

一

百

零

九

名

二

十

八

年

三

春

無

雨

十

月

奉

撫

憲

捐

俸

賑

䘏

窮

民

院

司

道

府

縣

各

捐

給

麥

種

二

十

九

年

春

夏

大

旱

沁

冰

竭

府

縣

捐

俸

勸

諭

紳

衿

等

捐

米

給

散

窮

黎

免

錢

糧

十

分

之

二

三

十

年

大

旱

沁

水

竭

六

月

蝗

凡

被

旱

災

之

處

並

緣

山

一

帶

被

蝗

災

者

並

免

錢

糧

十

分

之

三

三

十

一

年

旱

大

瘟

疫

蠲

免

本

年

錢

糧

三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災
祥

二
十
六

十

二

年

夏

月

大

雨

傾

注

連

旬

西

隄

薄

囓

數

十

六

潰

知

府

劉

公

維

世

知

縣

李

公

橒

冐

雨

跣

足

救

止

流

村

駱

村

際

村

等

處

介

於

丹

沁

之

交

者

被

水

漂

蕩

民

人

失

布

政

使

司

李

公

國

亮

捐

俸

發

縣

賑

給

均

徧

實

惠

村

民

復

聚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四

月

初

六

日

□

震

有

聲

如

雷

東

西

城

門

樓

皆

有

損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疆
域

二
十
七

疆

域

形

勝

村

鎭

風

俗

美

河

内

者

日

太

行

雄

峙

丹

沁

揚

波

篔

簹

拂

拂

然

煙

井

如

錯

金

仁

山

所

云

小

江

南

矣

然

輪

廣

幾

何

山

據

其

背

水

吞

其

胞

况

乎

介

居

晉

豫

歷

代

戰

爭

之

際

視

此

地

殆

猶

傳

舍

習

俗

不

靡

不

暴

或

亦

勞

則

思

思

則

善

心

生

之

義

乎

李

文

饒

欲

割

澤

州

益

河

陽

軍

意

謂

澤

晉

則

太

行

之

險

在

晉

澤

豫

則

太

行

之

險

在

豫

也

乃

鴻

烈

解

稱

武

王

欲

築

宫

太

行

之

山

周

公

病

其

險

固

而

止

則

形

勝

之

說

非

耶

余

欲

度

北

邙

而

觀

卜

洛

矣

縣

係

懷

慶

府

屬

附

郭

在

省

城

西

北

三

百

里

自

縣

治

東

北

陸

路

一

千

六

百

里

達

于

京

師

廣

九

十

里

袤

九

十

五

里

東

至

武

陟

縣

界

六

十

里

西

至

濟

源

縣

界

三

十

五

里

南

至

孟

縣

界

三

十

里

北

至

山

西

澤

州

界

六

十

里

形

勝

淶

水

出

乎

其

西

淇

水

出

乎

其

東
書

傳

表

裏

山

河

土

廣

民

殷
魏

志

□

杜

舊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鄕
鎭

二
十
八

河

内

名

邦

覃

懷

巨

郡

南

蕃

鳳

□

北

□

□

□
□

□

□

□

集

□

北

鄰

于

澤

南

至

于

温
元志

沁

水

中

流

地

勢

平

曠
一

綂

志

太

行

北

峙

沁

水

東

流

舟

車

都

會

號

稱

陸

海
舊

郡

志

太

行

雄

峙

于

後

丹

沁

交

流

其

中

土

曠

民

殷

號

稱

小

江

南
郡志鄕

鎭

淸

化

鎭
卽

太

行

城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明

推

官

潘

棠

築

城

萬

歷

間

知

縣

盧

夢

麟

重

築

崇

正

間

知

縣

楊

調

鼎

重

脩

栢

香

鎭
在

城

西

三

十

里

舊

有

城

崇

正

間

鄕

宦

楊

嗣

脩

脩

築

名

日

善

建

城

尙

□

鎭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崇

義

鎭
卽

忠

義

縣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武

德

鎭
卽

武

德

城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邘

臺

鎭
卽

邘

城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萬

善

鎭
在

城

北

二

十

里

舊

有

驛

所

今

裁

風

俗

河

内

之

地

險

要

富

實

其

俗

朴

野

易

治

服

寇

恂

平

易

之

化

熙

熙

向

風

不

靡

不

暴
漢

書

地

里

志

風

土

得

四

方

之

正

是

以

習

俗

好

尙

奢

儉

得

中
元

地

里

志

好

性

理

崇

禮

義

興

淳

儉

之

化

息

崇

侈

之

習

人

淳

事

簡
明

一

統

志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風
俗

二
十
九

□

多

敦

本

好

學

力

耕

桑

而

鄙

販

鬻

尚

淸

□

而

多

□

□
舊志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城
池

三
十

城

池

公

署

倉

庫

□

□

丞

漢

綰

□

河

内

□

庚

辰

大

歉

時

也

祖

臧

孫

之

□

□

陋

渠

邱

之

晏

安

聚

衆

成

城

以

爲

重

閉

迨

乎

流

□

蹂

覃

懷

佗

邑

多

成

灰

燼

而

河

内

雉

堞

巋

然

無

□

數

萬

人

全

首

領

于

搶

攘

卽

廨

舍

華

表

不

淪

于

一

炬

焦

土

之

中

其

所

省

一

方

金

錢

寧

獨

數

十

百

緡

而

已

哉

今

天

下

太

平

無

復

或

思

或

縱

之

慮

第

沁

水

鼓

浪

北

郭

外

洪

濤

湧

起

使

人

心

悸

夫

天

下

之

患

每

伏

于

隱

微

而

發

于

人

之

所

不

僃

也

情

慇

緯

恤

詎

日

憂城

係

懷

慶

府

附

郭

據

舊

志

元

至

正

二

十

二

年

建

明

洪

武

元

年

重

築

周

圍

九

里

一

百

四

十

八

步

高

三

丈

五

尺

廣

二

丈

池

深

二

丈

五

尺

濶

五

丈

角

樓

四

敵

臺

六

警

舖

三

十

九

成

化

正

德

間

知

府

倪

顒

周

舉

重

脩

崇

正

十

四

年

知

縣

掖

縣

王

漢

重

脩

增

高

五

尺

外

濶

三

尺

易

四

門

樓

以

磚

東

日

朝

曦

西

日

萬

成

南

日

朔

南

北

日

共

極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知

縣

孫

公

灝

重

脩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公
署

三
十
一

知

府

劉

公

維

世

□

□

重

脩

四

門

城

樓

緣

濠

栽

□

數

百

餘

株

時

霪

雨

□

□

西

面

城

墻

十

餘

丈

知

縣

李

□

□

□

□

重

脩

公

署

縣

署

在

京

南

明

洪

武

二

年

建

大

門

三

間

儀

門

三

間

角

門

二

間

戒

石

銘

坊

一

座

正

堂

五

間
東

西

二

間

係

官

厚

堂

東

亭

三

間

堂

西

□

□

□

後

堂

三

間

□

□

三

□

□

書

房

三

間

西

□

□

□

□
□

□

□

□

□

庫

三

間

□

□

□

□

□

□

房

二

間

□

□

□

□

□

□
□

□

□

□

司

房

十

三

間
兵

刑

工

承

發

司

□

□

三

間

□

賓

舘

三

間

□

□

□

□

□

□

□

□

三

間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公
署

三
十
二

□

縣

宅
在

正

堂

後

縣

丞

宅
在

正

堂

東

主

簿

宅
在

正

堂

西

今

廢

典

史

宅
在

二

門

内

東

總

鎭

府
在

縣

治

西

北

分

守

河

北

道
在

縣

署

西

北

今

裁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懷

慶

府
在

縣

治

西

北

府

儒

學
在

縣

治

東

演

武

塲
在

城

外

西

南

二

里

倉

庫

豐

儲

倉
在

縣

署

北

預

僃

倉
生

縣

署

北

邑

令

李

□

橒

創

建

厫

房

□

常

平

倉
在

城

及

各

鎭

俱

有

養

濟

院
在

北

郭

漏

澤

園
四

郭

外

皆

有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田
賦

三
十
三

田

賦

元

鐵

木

兒

守

懷

不

下

明

太

祖

按

畆

而

倍

征

之

邑

賦

遂

至

九

萬

石

河

□

冀

州

南

鄙

也

土

白

壤

而

田

中

中

豈

其

地

盡

膏

腴

哉

驅

車

東

北

郊

煙

井

櫛

比

竹

木

交

蔭

似

爲

沃

野

然

猶

有

挈

以

予

人

而

不

敢

受

者

此

亦

賦

重

難

堪

之

明

驗

也

前

太

守

王

公

德

明

奏

請

均

糧

不

報

紀

公

誡

□

疏

均

糧

又

不

報

琴

瑟

不

調

則

解

而

更

張

之

豈

尚

非

更

張

時

歟

反

相

沿

之

積

習

爲

振

勵

之

宏

圖

父

老

子

弟

拭

目

望

之

矣

河

内

縣

舊

管

六

十

三

里

康

熙

十

一

年

奉

文

併

爲

四

十

里

萬

北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萬

易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淸

上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淸

下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利

上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利

下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崇

上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ZhongYi

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田
賦

三
十
四

崇

下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寛

平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在

城

一

里

二

里

三

里

四

里

附

懷

慶

衞

田

賦

戸

口

收

入

在

城

五

里

原

額

四

等

其

地

一

萬

一

千

三

百

六

十

九

頃

九

十

六

畆

六

分

五

厘

九

毫

三

絲

四

忽

一

纎

内

除

學

田

地

八

頃

三

十

八

畆

二

分

八

厘

荒

地

門

百

五

十

二

頃

一

十

五

畆

一

分

三

厘

八

毫

三

絲

屢

年

陸

續

開

懇

種

成

熟

地

一

萬

八

百

一

十

六

頃

二

十

二

畆

七

分

一

厘

三

毫

五

絲

四

忽

一

纎

内

分

上

地

一

千

六

百

七

十

三

頃

七

十

八

畆

八

分

二

厘

四

毫

一

絲

八

忽

三

微

六

纎

中

地

四

千

二

百

三

十

二

頃

一

十

二

畆

五

分

二

毫

八

絲

八

忽

八

微

九

纎

下

地

四

千

七

百

二

十

五

頃

四

十

二

畆

二

分

七

厘

五

毫

二

絲

四

忽

六

微

七

纎

極

下

地

六

百

四

十

頃

二

十

四

畆

七

分

七

厘

六

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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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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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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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

三
十
五

絲

二

忽

九

纎

照

依

賦

役

則

例

民

上

地

每

畆

派

銀

一

錢

一

分

八

厘

中

地

每

畆

派

銀

八

分

八

厘

四

毫

四

絲

下

地

每

畆

派

銀

五

分

三

厘

六

毫

六

絲

極

下

地

每

畆

派

銀

二

分

三

毫

四

絲

七

忽

寄

莊

土

地

每

畆

派

銀

一

錢

二

分

二

厘

六

絲

中

地

每

畆

派

銀

九

分

一

厘

四

毫

四

絲

下

地

每

畆

派

銀

五

分

五

厘

四

毫

一

絲

七

忽

極

下

地

每

畆

派

銀

二

分

九

毫

三

絲

五

忽

以

上

並

加

徵

漕

耗

等

頃

共

派

銀

八

萬

一

千

八

百

六

十

兩

二

分

二

厘

二

毫

六

絲

四

忽

内

除

公

田

徵

四

免

六

實

在

徵

銀

八

萬

六

百

五

兩

八

錢

三

分

二

毫

六

絲

四

忽

附

收

懷

慶

衞

原

額

地

二

百

七

十

四

頃

二

十

九

畆

八

厘

六

毫

六

絲

經

屢

年

自

首

開

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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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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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之
一
田
賦

三
十
六

見

種

成

熟

地

二

百

七

十

九

頃

三

十

八

畆

四

厘

三

毫

五

絲

比

照

民

田

賦

役

則

例

不

足

舊

額

仍

照

舊

例

派

徵

共

徵

銀

七

百

一

十

兩

六

錢

二

分

六

厘

六

毫

五

忽

一

戸

口

原

額

三

等

九

則

人

丁

二

萬

七

千

八

百

一

十

丁

舊

志

逃

亡

人

丁

二

千

三

百

九

丁

新

增

壯

丁

一

千

六

百

七

十

一

丁

自

順

治

十

六

年

起

至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止

又

陸

續

審

編

增

出

丁

五

千

六

百

六

十

六

丁

見

在

活

丁

三

萬

二

千

八

百

三

十

八

丁

内

分

上

上

一

十

六

丁

上

中

二

十

丁

上

下

二

十

七

丁

中

上

六

十

七

丁

中

中

二

百

三

十

九

丁

中

下

六

百

七

十

六

丁

下

上

□

千

九

百

六

十

三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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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田
賦

三
十
七

□

□

六

千

三

百

二

十

三

丁

下

下

二

萬

二

千

五

百

七

丁

内

除

紳

衿

吏

優

免

實

在

人

丁

三

萬

一

千

二

百

八

十

九

丁

實

徵

丁

銀

二

千

七

百

九

十

四

兩

七

錢

四

厘

附

收

懷

慶

衞

原

額

無

照

見

在

活

丁

七

百

七

十

四

丁

實

徵

丁

銀

三

百

四

兩

九

錢

以

上

通

共

實

徵

丁

地

等

項

共

銀

八

萬

七

千

八

百

三

十

兩

八

錢

一

分

一

厘

一

毫

五

絲

二

忽

九

微

九

纎

六

埃

二

渺

五

漠

附

王

太

守

德

明

均

糧

疏

臣

按

河

南

省

七

府

一

州

計

地

則

懷

慶

狹

于

各

府

計

稅

則

各

府

輕

於

懷

慶

如

開

封

府

四

十

二

州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七

十

七

萬

九

千

九

百

八

十

石

有

零

河

南

府

十

四

州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四

十

八

萬

一

千

三

百

六

十

八

石

南

陽

府

十

三

州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一

十

一

萬

四

千

五

百

六

石

有

零

汝

寧

府

十

四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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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一
均
糧
疏

三
十
八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一

十

二

萬

一

千

七

百

八

十

八

石

有

零

衞

輝

府

六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一

十

四

萬

五

千

七

百

四

十

九

石

有

零

彰

德

府

七

州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二

十

五

萬

一

千

九

百

五

十

八

石

有

零

汝

州

四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一

十

四

萬

七

千

八

百

三

十

一

石

有

零

懷

慶

府

六

縣

夏

秋

起

存

錢

糧

共

三

十

三

萬

六

百

二

十

二

石

有

零

因

府

計

縣

因

縣

計

里

因

里

計

稅

懷

慶

之

與

各

府

其

地

之

廣

狹

稅

之

輕

重

不

辯

自

明

雖

當

大

有

之

秋

一

夫

必

貢

寸

土

不

遺

尙

不

足

以

完

該

年

之

稅

况

値

此

荒

歉

相

繼

之

歲

驅

此

溝

壑

所

餘

之

民

以

完

二

十

四

萬

有

餘

秋

稅

臣

雖

至

愚

亦

知

不

可

也

伏

望

皇

上

憐

此

殘

民

重

此

中

土

勅

下

戸

部

再

加

察

訪

如

臣

言

不

謬

將

該

年

秋

稅

暫

且

停

徵

其

自

來

偏

重

錢

糧

轉

行

撫

按

及

二

司

再

行

查

勘

如

懷

慶

之

與

各

府

果

係

地

狹

稅

重

通

融

洒

派

俾

積

年

不

平

之

事

自

此

而

平

可

也

若

口

遵

行

旣

久

久

則

難

變

此

遷

就

固

陋

之

云

豈

可

與

更

化

而

善

治

也

哉

必

不

得

已

將

七

府

各

倉

輕

糧

儘

派

本

府

本

府

各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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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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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重

糧

儘

攤

各

府

庻

稅

可

少

輕

而

民

可

少

愒

然

終

不

若

均

之

之

爲

愈

也

臣

德

明

冐

死

上

言

不

勝

戰

粟

待

罪

之

至附

紀

太

守

誡

均

糧

疏

臣

僃

員

守

職

待

罪

應

朝

例

得

據

見

聞

直

言

利

臣

不

敢

妄

越

特

以

事

關

民

瘼

之

大

者

敬

爲

陛

下

陳

之

思

惟

國

初

定

賦

止

據

一

時

土

地

之

荒

熟

起

科

初

未

嘗

有

所

厚

薄

於

其

間

也

彼

開

封

汝

寧

歸

德

南

陽

等

府

先

俱

遭

兵

其

時

地

荒

故

其

糧

頗

少

獨

懷

慶

一

府

向

未

䝉

亂

比

其

地

方

熟

故

其

糧

頗

多

糧

之

多

少

不

過

以

地

之

多

寡

爲

率

苟

如

此

其

地

如

此

其

糧

雖

至

今

行

之

亦

何

有

不

可

者

但

年

久

勢

異

而

各

府

之

荒

蕪

皆

盡

開

墾

如

西

華

縣

志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在

册

地

止

一

千

九

百

九

十

四

頃

有

竒

嘉

靖

十

一

年

新

丈

地

一

萬

九

千

七

百

七

十

頃

有

竒

永

城

縣

原

地

一

千

五

百

三

十

頃

有

竒

至

嘉

靖

十

一

年

新

丈

出

二

萬

六

千

六

百

一

十

九

頃

有

竒

在

二

縣

如

此

在

他

縣

可

知

是

土

地

實

增

倍

於

其

舊

則

糧

宜

增

而

不

增

而

顧

以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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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内
縣
志

卷
之
一
均
糧
疏

四
十

□

分

洒

之

此

輕

者

益

見

其

輕

也

至

於

懷

慶

北

枕

行

□

南

環

黃

河

中

流

丹

沁

年

年

衝

壓

則

膏

腴

變

爲

鹹

荒

者

不

下

百

十

餘

頃

又

且

有

封

藩

各

墳

址

之

開

占

是

以

糧

有

包

空

之

說

而

人

之

逃

者

相

繼

先

河

内

縣

原

編

戸

一

百

二

十

餘

里

今

併

爲

八

十

三

里

脩

武

縣

原

編

戸

六

十

里

今

併

爲

二

十

九

里

凡

他

縣

亦

皆

類

是

人

逃

而

地

漸

荒

則

土

地

巳

非

其

舊

夫

糧

宜

減

而

不

減

而

復

以

其

糧

包

賠

之

此

重

者

益

重

無

怪

乎

懷

慶

之

民

日

困

征

輸

而

卒

無

以

自

安

也

臣

奉

命

守

兹

土

入

其

境

見

其

民

心

竊

恫

焉

隨

據

河

内

等

六

縣

民

楊

光

張

相

等

連

名

吿

乞

俯

念

地

糧

偏

累

曲

賜

多

方

均

減

以

延

餘

民

等

事

因

詢

其

故

乃

查

河

南

總

賦

文

册

懷

慶

一

府

共

地

四

萬

二

于

八

百

八

十

九

頃

該

糧

三

十

三

萬

六

百

二

十

石

如

歸

德

府

七

萬

四

百

餘

頃

止

徵

糧

六

萬

七

千

六

百

七

十

餘

石

計

其

地

懷

慶

不

及

開

封

等

各

府

十

之

一

二

而

其

糧

多

不

止

於

十

數

倍

况

懷

慶

之

地

每

二

百

四

十

步

爲

畆

每

畆

徵

糧

一

斗

少

亦

不

下

八

升

五

合

其

他

各

府

之

地

每

四

百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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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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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步

爲

畆

每

畆

徵

糧

二

三

合

多

不

過

一

升

甚

者

有

數

畆

之

地

而

無

一

撮

之

糧

以

一

役

之

微

而

免

數

畆

之

稅

是

懷

慶

一

畆

之

地

足

當

各

府

三

四

十

畆

之

稅

懷

慶

不

免

有

徵

賦

包

賠

之

苦

而

在

各

府

乃

得

以

恣

飛

詭

影

射

之

奸

于

此

使

不

有

以

通

融

之

則

苦

樂

不

均

而

懷

慶

偏

重

之

累

將

何

時

巳

乎

伏

望

陛

下

俯

察

臣

言

勅

令

戸

部

吊

查

黃

册

與

河

南

總

會

文

册

一

一

對

閱

各

府

原

地

若

于

原

糧

若

干

今

增

地

若

干

該

糧

若

干

復

查

懷

慶

是

否

衝

壓

有

無

開

占

該

餘

若

干

公

視

八

府

爲

一

體

惟

計

畆

均

糧

可

增

則

增

可

減

則

減

當

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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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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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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