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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
口
㕔
志
序

志
者
史
之
餘
也
作
史
難
作
志
亦
不
易
偏

方
郡
邑
徃
徃
廢
而
不
舉
城
口
自
道
光
壬

午
改
设
以
来
廳
志
缺
如
壬
寅
春
予
来
守

兹
土
访
察
民
间
俗
当
文
献
無
徵
殊
悒
悒
焉

癸
卯
秋
案
牘
稍
暇
輒
欲
薈
萃
天
文
地
理

時
事
沿
革
吏
治
民
風
著
為
成
書
以
備
稽

考
乃
招
致
都
人
士
分
行
採
访
洪
生

錫

疇

專

司
編
輯
惟
於
輿
地
之
廣
袤
险
易
人
物
之

忠
孝
節
烈
則
予
親
自
决
裁
不
稍
假
手
焉

斯
時
也
客
有
促
席
前
告
者
曰
志
不
可
以

濫
也
同
於
史
必
嚴
以
核
之
斯
足
以
训
来
兹



 

城

口

廳

志

卷
一
　
　

序

　
　
　
　
二

信
後
世
也
予
應
之
曰
客
胡
為
信
史
而
疑
志
也

予
自
束
髪
授
史
傳
迄
今
二
十
餘
年
每
見
其
附

會
不
一
傳
闻
互
異
或
因
子
孫
聞
達
用
諱
其
祖

父
之
愆
尤
或
據
疑
似
流
傳
遂
定
其
生
平
之

罪
案
千
百
年
後
迄
無
定
論
史
之
不
可
信
也

当
如
此
又
何
論
乎
㕔
志
且
夫
志
稱
微
而
不
稱

𢙣
比
第
以
垂
勸
耳
人
惟
存
此
好
名
之
心
始

可
引
而
進
於
善
若
並
此
心
而
無
之
又
何
所
顧
忌

而
不
為
故
君
子
樂
成
人
美
恒
寛
予
之
以
堅
其

為
善
之
志
使
以
為
不
無
濫
舉
□
慨
從
而

芟
之
則
非
所
以
激
勸
人
心
之
意
也
告
者
唯
唯

而
退
於
是
旁
搜
博
採
弗
惮
勤
劳
十
閱
月
而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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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一
　
　

序

　
　
　
　
三

成
書
分
二
十
卷
冠
以
小
序
意
在
經
持
風
教

表
章
典
型
庶
廳
中
文
献
不
致
日
就
淪
胥

而
已
如
曰
必
其
谨
□
同
於
良
史
則
官
非
南
董
義

殊
筆
削
一
任
後
人
疑
之
信
之
非
予
所
敢
知
也

且
事
屬
創
始
考
核
未
精
引
稱
未
當
補
其

闕
畧
以
俟
後
之
守
土
者
　
旹

道

光

甲

辰
重
午
後
一
日
毘
陵
劉
紹
文
昀
谷
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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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姓

氏

　
　
　
四

修
志
姓
氏

總
裁城

口
廳
通
判
儘
先
補
用
同
知
直
隷
州
知
州
　
劉
紹
文

昀

谷

江

蘇

武

進

監

生

校
閲署

城
口
分
駐
髙
觀
埸
經
歴
　
吳
逢
盛

旭

軒

安

徽

涇

縣

供

事

城

口

廳

儒

學

訓

導
　
彭
雲
漢

倬

庵

雙

流

庚

午

舉

人

署

城

口

儒

學

訓

導
　
蕭
岱
瑞

揖

𠅘

宜

賓

廩

貢

城

口

廳

照

磨
　
吳
崑
海

玉

軒

廣

東

平

逺

監

生

分
校候

選

直

隷

州

州

判
　
　
袁
天
生

健

𤲅

廳

人

　

　

恩

貢

候

選

訓

導
　
　
李
爲
方

蕙

圃

廳

人

嵗

貢

候

選

訓

導
　
　
袁
玉
琴

月

青

廳

人

嵗

貢

廪

膳

生
　
　
陳
守
學

敏

之

廳

人

編
輯廩

膳

生
　
　
洪
錫
疇

叙

𠅘

廳

人

採
訪廪

膳

生
　
　
唐
全
元

晋

吉

廳

人

廪

膳

生
　
　
袁
　
苞

竹

軒

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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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五

廪

膳

生
　
　
羅
先
登

㕔

人

廪

膳

生
　
　
謝
騰
芳

㕔

人

增

廣

生
　
　
袁
汝
楫

㕔

人

增

廣

生
　
　
王
化
南

㕔

人

附
　
　
　
　
　
　
　
　
生
　
　
朱
中
選

㕔

人

繪
圖廩

膳

生
　
　
洪
錫
疇

謄
清候

選

從

九

品
　
　
張
世
昌

賡

堂

㕔

人

管
局
督
梓

候

選

直

隷

州

州

判
　
袁
天
生

候

選

訓

導
　
李
爲
方

查
案
書
吏

吏

房

典

吏
　
鄒
榮
琳

户

房

典

吏
　
陳
道
平

工

房

典

吏
　
袁
善
書

刑

房

稿

書
　
陳
紹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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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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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録

　
　
　
六

城
口
㕔
志
目
録

卷
之
一
　
星
野
志

卷
之
二
　
沿
革
志

卷
之
三
　
疆
域
志
　

附

城

池

　

形

勢

　

闗

隘

　

場

鎮

　

塘

舖

　

津

梁

道

里

卷
之
四
　
山
水
志
　

附

寨

洞

卷
之
五
　
古
蹟
志

卷
之
六
　
風
俗
志

卷
之
七
　
賦
税
志
　

附

𥂁

法

　

茶

□

　

蠲

賬

卷
之
八
　
户
口
志
　

附

保

甲

　

徭

役

卷
之
九
　
公
署
志
　

附

倉

儲

　

義

塚

　

牌

坊

卷
之
十
　
學
校
志
　

附

學

田

　

書

院

　

義

學

卷
十
一
　
祀
典
志
　

附

祠

廟

卷
十
二
　
武
功
志

卷
十
三
　
兵
營
志
　

附

汛

防

卷
十
四
　
職
官
志

卷
十
五
　
選
舉
志

卷
十
六
　
人
物
志

卷
十
七
　
列
女
志



 

城

口

廳

志

卷
一
　
　

目

録

　
　
　
七

卷
十
八
　
物
産
志

卷
十
九
　
雜
類
志
　

附

祥

異

　

紀

聞

卷
二
千
　
藝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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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凡

例

　
　
　
八

凡
例

一
志
同
於
史
史
記
天
文
地
理
以
該
法
象
詳
食
貨
溝
渠

以
廣
利
用
彙
禮
樂
兵
刑
以
括
典
制
錄
藝
文
圖
籍
以

備
著
述
其
他
人
物
列
傳
悉
皆
發
潛
德
之
幽
光
標
贒

喆
之
實
蹟
故
一
代
之
事
燦
然
可
考
而
後
之
修
志
者

因
之
今
仿
此
例

一
是
編
爲
改
設
城
口
創
始
之
作
所
以
信
今
傳
後
備
一

廳
之
實
錄
也
採
訪
不
得
不
詳
考
核
不
得
不
確
去
取

不
得
不
嚴
其
載
入
太
平
舊
志
者
因
之
未
載
者
增
之

已
載
而
有
訛
誤
者
正
之
傳
聞
異
辭
者
悉
遵
闕
疑
之

例
一
各
志
首
列
里
野
昉
於
周
禮
九
州
分
野
之
説
然
天
道

髙
逺
未
易
管
窺
而
記
載
流
傳
不
盡
符
合
今
謹
遵

大
清
一
統
志
並
川
省
通
志
所
定
爲
準
附
採
各
史
占
騐
於

圖
考
之
後
以
備
叅
考

一
疆
域
凡
境
内
之
山
川
四
隅
八
至
具
爲
圖
説
城
池
公

署
則
别
爲
一
圖
至
於
形
勢
關
隘
津
梁
道
里
皆
附
於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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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九

一
山
水
附
以
河
源
具
爲
圖
説
若
寨
洞
有
實
係
昔
年
教

匪
滋
擾
居
民
藉
以
避
難
保
全
一
方
者
例
得
以
寨
洞

附
書
否
則
仍
從
山
水

一
古
蹟
爲
古
人
遺
蹟
所
托
以
不
朽
者
必
其
人
可
傳
其

事
可
傳
而
其
地
遂
歷
久
而
不
廢
城
口
地
屬
偏
僻
爲

古
名
贒
罕
至
之
區
故
亦
無
甚
表
著
之
蹟
今
謹
就
見

於
通
志
舊
志
者
採
入
缺
遺
者
增
之
此
外
如
山
水
間

之
竒
蹟
勝
景
□
自
天
然
吉
金
貞
石
由
來
已
久
者
皆

附
於
末

一
賦
税
並
載
鹽
茶
暨
乎
蠲
賬
共
爲
一
志
至
保
甲
徭
役

則
皆
附
於
户
口
志
中

一
學
校
爲
造
士
之
本
我

朝
崇
儒
右
文
超
軼
前
古
城
口
學
校
初
興
更
宜
鄭
重
其
事

至
設
立
書
院
及
各
義
學
皆
爲
樂
育
人
才
有
合
於
黨

庠
鄉
校
之
義
例
得
附
書

一
祀
典

壇
廟
祀
宇
儀
文
度
數
各
有
不
同
謹
遵

頒
定
功
令
分
别
詳
載
至
無
關
祀
典
之
庵
觀
寺
廟
皆
附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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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凡

例

　
　
　
十

一
城
口
爲
昔
年
白
蓮
教
匪
倡
亂
出
沒
之
地

王
師
勦
辦
於
茲
十
載

德
威
逺
播
撻
伐
用
張
武
功
之
盛
前
古
不
逮
例
應
大
書
特

書
以
彰

駿
烈
至
於
營
制
邊
防
則
别
爲
一
志

一
職
官
文
武
並
列
以
見
我

朝
揆
奮
之
義
初
無
畸
重
且
見
庻
司
百
職
各
有
專
責
城
口

原
屬
大
平
應
照
舊
志
採
入
至
改
設
以
後
者
按
歷
任

先
後
挨
次
備
載
其
有
善
政
昭
彰
或
以
死
勤
事
者
則

於
各
名
下
詳
著
節
錄
不
别
設
政
績
忠
節
各
門
庻
免

混
淆

一
選
舉
城
口
甚
少
今
□
就
從
前
曾
沐

㤙
賞
並
已
注
銓
選
現
貢
成
均
及
議
叙
考
職
各
人
員
載
入

以
備
一
體

一
各
志
人
物
標
題
不
一
𩔖
城
口
文
獻
無
徵
即
見
於
舊

志
者
亦
書
缺
有
閒
惟
嘉
慶
初
年
教
匪
滋
事
其
間
義

民
之
奮
勇
死
敵
節
士
之
罵
賊
捐
軀
烈
女
之
不
屈
被

害
者
不
可
殫
述
茲
查
平
定
教
匪
案
内
有
已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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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凡

例

　
　
　
十
一

旌
典
者
固
宜
備
誌
其
湮
沒
者
亦
必
詳
加
採
訪
務
求
無
遺

無
濫
若
平
時
之
孝
義
贒
良
敦
行
積
學
稱
爲
一
鄉
善

士
者
必
俟
蓋
棺
論
定
現
在
者
概
不
錄
至
於
貞
節
之

婦
女
多
以
貧
而
見
遺
無
論
已
故
現
在
與
例
相
符
者

皆
與
焉
茲
編
分
爲
人
物
列
女
二
卷
凡
忠
義
節
孝
貞

烈
悉
統
於
中
而
於
各
名
下
詳
著
節
錄
以
記
事
實
他

志
有
名
宦
儒
林
文
苑
流
寓
𨼆
逸
仙
釋
藝
術
等
門
今

爲
境
内
所
無
悉
從
其
闕

一
物
産
城
口
最
饒
舊
志
未
能
盡
載
如
御
麥
名
包
榖
者

並
有
名
洋
芋
者
廳
民
頼
以
爲
食
十
居
其
九
又
如
厚

樸
花
鹿
啣
草
吐
綬
雞
之
類
均
爲
他
志
𥤱
見
茲
特
博

採
無
遺
詳
加
考
証
以
著
於
篇

一
通
志
有
雜
類
一
門
今
傚
此
例
如
事
實
無
多
而
又
不

可
缺
遺
者
皆
統
於
此

一
藝
文
惟
取
名
人
所
作
有
闗
繫
政
治
風
俗
山
川
地
勢

者
雖
文
不
甚
佳
亦
可
取
爲
考
証
之
資
其
無
關
廳
境

者
概
不
錄

一
是
編
目
錄
按
天
地
人
物
次
序
分
門
各
爲
一
卷
終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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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凡

例

　
　
　
十
二

雜
志
藝
文
凡
二
十
卷
於
各
卷
之
首
撮
其
大
指
爲
之

小
序
庻
睂
目
較
然
便
於
省
覽



 

城

口

廳

志

卷
一
　
　

星

野

　
　
　
十
三

城
口
廳
志
卷
之
一

星
野
志

周
禮
保
章
氏
分
列
垣
宿
以
辨
九
土
實
爲
星
象
分
野

之
始
史
記
天
官
書
觜
觿
參
屬
益
州
言
蜀
分
者
又
莫

先
於
是
然
前
漢
書
謂
巴
蜀
廣
漢
犍
爲
東
井
輿
鬼
而

以
觜
觿
參
屬
魏
後
漢
書
則
以
軫
爲
秦
蜀
諸
史
所
載

不
無
異
辭
鄭
康
成
有
言
九
州
分
野
之
書
既
亡
後
世

堪
輿
之
説
易
渉
於
誕
是
以
星
分
域
當
時
已
不
能
無

疑
矣
我

朝
璇
璣
精
審
時
憲
書
法
定
天
周
三
百
六
十
度
歲
周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以
整
馭
零
諸
法
皆
定
髙
卑
合
準
宫
度
釐

然
洵
爲
萬
世
不
易
之
經
考

大
清
一
統
志
四
川
之
夔
州
石
砫
綏
定
太
平
爲
翼
軫
分
野

餘
皆
井
鬼
今
城
口
廳
治
由
太
平
改
設
其
分
野
仍
宜

以
翼
軫
爲
定
特
繪
翼
軫
二
宿
圖
並
採
羣
書
之
異
同

列
宿
之
躔
次
分
野
之
雜
占
備
觀
覽
焉
志
星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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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星

野

圖

　
　
十
四

翼
宿
全
圖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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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一
　
　

星

野

圖

　
　
十
五

軫
宿
全
圖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按
步
天
歌
翼
宿
内
有
東
甌
五
星
軫
宿
四

有
軍
門
二
星
土
司
空
四
星
器
府
三
十
二
星
今
凖

欽
定
儀
象
考
成
翼
宿
内
無
東
甌
星
列
步
天
歌
之
二
十
二
星

則
增
之
七
星
焉
軫
宿
内
無
軍
門
土
司
器
府
星
列
步

天
歌
之
十
四
星
測
增
之
八
星
焉

晉

書

天

文

志

翼

南

五

星

曰

東

區

蠻

夷

星

也

　

宋

史

天

文

志

東

甌

五

星

晉

志

在

二

十

八

宿

之

外

　

乾

象

新

書

屬

張

宿

　

武

密

書

屬

翼

宿

與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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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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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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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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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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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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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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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鬼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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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井
輿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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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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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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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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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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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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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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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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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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軫
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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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之
次
無
疑

列
宿
十
二
次
考

律

歷

志

凡

十

二

次

日

至

其

初

爲

節

至

其

中

爲

中

實

沈

初

鶉

尾

初

張

十

八

度

立

秋

中

翼

十

五

度

處

暑

終

于

軫

十

一

度

　

蔡

邕

月

令

章

句

周

天

三

百

六

十

五

度

四

分

度

之

一

分

爲

十

二

次

日

月

之

所

躔

也

地

有

十

二

分

王

侯

之

所

國

也

每

次

三

十

度

三

十

二

分

之

十

四

日

至

其

初

爲

節

至

其

中

爲

申

氣

自

張

十

二

度

至

軫

六

度

謂

之

鶉

尾

之

次

立

秋

處

暑

居

之

楚

之

分

野

　

皇

甫

謐

帝

王

世

紀

自

天

地

設

闢

未

有

經

界

之

制

三

皇

尚

矣

諸

子

稱

神

農

之

王

天

下

也

地

東

西

九

十

萬

里

南

北

八

十

五

萬

里

及

黄

帝

受

命

始

作

舟

車

以

濟

不

通

乃

推

分

星

次

自

張

十

八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曰

鶉

尾

之

次

于

辰

在

巳

今

楚

分

野

　

晉

書

天

文

志

自

張

十

七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爲

鶉

尾

于

辰

在

巳

楚

之

分

野

屬

荆

州

　

□

書

律

歷

志

張

七

至

軫

一

鶉

尾

巳

　

舊

唐

書

天

文

志

鶉

尾

巳

初

起

張

十

五

度

一

千

七

百

九

十

五

秒

二

十

二

少

中

翼

十

二

度

二

千

四

百

六

十

一

秒

八

半

終

軫

九

度

　

宋

史

律

歷

志

觀

天

歷

張

宿

十

七

度

少

入

楚

之

分

已

統

天

歷

張

十

五

度

七

十

三

分

秒

四

十

四

入

楚

分

鶉

尾

之

次

　

元

史

律

歷

志

張

十

五

度

五

十

六

分

三

十

五

秒

外

入

楚

分

鶉

尾

之

次

　

明

史

天

文

志

張

十

六

度

至

軫

九

度

鶉

尾

之

次

赤
道
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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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三

統

歷

翼

十

八

度

軫

十

七

度

　

唐

書

大

衍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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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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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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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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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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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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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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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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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

軫

十

度

三

十

分

　

明

史

崇

禎

元

年

測

翼

二

十

度

三

十

八

分

軫

十

五

度

三

十

分

黄
道
宿
度

後

漢

書

永

元

銅

儀

翼

十

九

度

軫

十

八

度

唐

書

大

衍

歷

翼

十

九

度

少

軫

十

八

度

太

　

宋

史

崇

天

歷

翼

十

九

度

少

軫

十

八

度

　

宋

史

明

天

歷

翼

十

九

度

半

軫

十

八

度

太

　

宋

史

元

祐

觀

天

歷

翼

十

九

度

半

軫

十

八

度

太

　

宋

史

崇

寧

紀

元

歷

翼

二

十

度

軫

十

八

度

　

元

史

授

時

歷

翼

二

十

度

九

分

軫

十

八

度

七

十

五

分

　

明

史

崇

禎

測

翼

十

七

度

軫

一

十

三

度

三

分

翼
宿

翼
文

獻

通

考

翼

二

十

二

星

增

星

七

黄

道

在

夀

星

鶉

尾

宫

赤

道

在

鶉

尾

宫

距

中

西

第

二

星

去

極

一

百

一

十

二

度

四

十

二

分

去

張

宿

距

星

十

八

度

三

分

五

禮

通

考

今

測

翼

一

星

黄

經

八

宫

一

十

九

度

二

十

三

分

緯

南

二

十

二

度

四

十

一

分

赤

經

八

宫

一

十

一

度

零

九

分

緯

南

一

十

六

度

三

十

七

分

　

禮

記

月

令

孟

夏

之

月

昏

翼

中

孟

秋

之

月

日

在

翼

　

史

記

天

官

書

翼

爲

羽

翮

主

逺

客

　

淮

南

子

東

南

方

曰

陽

天

其

星

翼

軫

　

晉

書

天

文

志

翼

二

十

二

星

天

之

樂

府

𥅁

倡

又

主

逺

客

負

海

之

賓

星

明

大

禮

樂

興

四

裔

賓

動

則

蠻

裔

使

來

　

唐

書

天

文

志

舊

經

翼

去

極

九

十

七

度

渾

天

銅

儀

測

翼

去

極

百

三

度

　

通

志

甘

氏

云

主

太

微

三

公

化

道

文

籍

　

宋

史

天

文

志

漢

永

元

銅

儀

翼

宿

十

九

度

唐

開

元

㳺

儀

十

八

度

舊

去

極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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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度

景

祐

測

騐

翼

宿

十

八

度

距

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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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星

去

極

百

四

度

　

元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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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漢

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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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翼

十

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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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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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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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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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甌

星

列

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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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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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測

增

之

　

　

　

七

星

焉

　

晉

書

天

文

志

翼

南

五

星

曰

東

區

蠻

□

星

也

　

宋

史

天

文

志

東

甌

五

星

　

晉

志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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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宿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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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屬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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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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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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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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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歌合軫
宿

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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軫

四

星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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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黄

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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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宫

亦

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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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鶉

尾

宫

距

西

北

星

去

極

一

百

有

四

度

二

十

九

分

去

翼

宿

距

星

十

六

度

五

十

九

分

　

五

禮

通

考

今

測

一

星

黄

經

九

宫

六

度

二

十

三

分

緯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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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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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

赤

經

八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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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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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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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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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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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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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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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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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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軫

四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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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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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主

車

騎

主

載

任

又

主

風

主

喪

　

索

隠

軫

與

巽

同

位

爲

風

車

動

行

疾

似

之

也

　

文

獻

通

考

甘

氏

云

軫

七

星

主

將

軍

樂

府

歌

譜

之

事

明

大

則

天

下

昌

萬

民

康

四

海

歸

王

　

宋

史

天

文

志

漢

永

元

銅

儀

以

軫

爲

十

八

度

舊

去

極

九

十

八

度

景

祐

測

騐

亦

十

八

度

去

□

一

百

度

　

宋

两

朝

天

文

志

軫

四

星

距

西

北

去

極

　

百

三

度

半

　

元

史

歴

志

軫

漢

洛

下

閎

測

軫

十

七

度

至

元

測

軫

十

七

度

三

十

分

　

徐

氏

天

元

説

玉

𢖍

之

下

爲

軫

軫

者

帝

車

之

軛

也

斗

爲

帝

車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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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軫

前

爲

□

爲

亢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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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

車

之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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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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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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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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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

必

爲

前

道

軫

後

爲

翼

爲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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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

車

後

必

設

两

旂

如

張

翼

然

蓋

自

亥

至

辰

爲

陽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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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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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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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轄

文

獻

通

考

右

轄

一

星

黄

道

在

夀

星

宫

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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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鶁

尾

宫

去

極

一

百

一

十

一

度

四

十

四

分

入

軫

宿

一

度

三

十

分

　

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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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志

轄

星

傳

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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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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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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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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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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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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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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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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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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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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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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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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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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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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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三

韓

之

國

占

典

東

甌

同

　

　

天

歌

軫

宿

内

有

　

　

　

軍

門

二

星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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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四

星

器

府

三

十

二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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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欽

定

儀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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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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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門

土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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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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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天

歌

之

十

四

星

測

增

之

八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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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天

文

志

土

司

空

北

二

星

曰

軍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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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候

彪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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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青

邱

西

四

星

曰

土

司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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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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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軫

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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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星

曰

器

府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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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府

也

分
野
雜
占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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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春

秋

緯

文

耀

鈎

荆

州

西

南

至

岷

山

北

嶇

鳥

鼠

梁

州

屬

開

星

　

史

記

天

官

書

北

斗

七

星

用

昬

建

者

杓

杓

自

華

以

西

南

　

後

漢

書

天

文

志

註

玉

𢖍

第

二

星

主

益

州

常

以

五

亥

日

候

之

己

亥

爲

巴

郡

蜀

郡

牂

柯

癸

亥

爲

犍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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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志

北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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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璣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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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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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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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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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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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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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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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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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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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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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太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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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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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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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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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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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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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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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其

進

退

皆

主

兵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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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太

陽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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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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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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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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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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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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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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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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