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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志，
亦
史
也，

所
以
信
今
而
传
后
也。

秦
邑
旧
志
失
考，

城
池、

疆
域、

人
物、

山
川，

散
见
于
州
志
中，

未
能
详

也。

西
江
淡
庐
先
生
詴謼
来
宰
是
邑，

百
废
俱
举，

文
献
所
在
尤
加
意
焉。

惧
一
邑
事
迹
愈
久
而
愈
失
真
也，

因
旁
采
断
碣
残

碑
所
载，

与
夫
耆
旧
詵謼
所
流
传，

萃
为
一
集。

书
甫
詶謼
成，

而
淡
庐
调
任
山
丹，

因
嘱
序
于
余。

余
窃
维
史
兼
三
长，

非
优

于
才
学
浅
者
不
能
作，
亦
非
优
于
才
学
浅
者
不
能
述。

余
素
不
文，

且
甫
接
篆
詷謼
任
事，

诸
凡
蝟
集
詸謼，

几
无
掺
觚
詺謼
之
暇，

惟
即
是
书
所
由，

始
聊
书
数
言，
弁
詻謼
于
简
端
詼謼，

以
俟
后
之
君
子
征
文
考
献
续
辑
于
不
朽
云。

道
光
十
八
年
詽謼
岁
次
戊
戌
长
至
日
署
秦
安
县
事
中
州
张
梯
书

注
释：

詴謼
严
长
宦，

字
淡
庐，

江
西
雩
都
︵
今
江
西
于
都
︶
人。

道
光
壬
午
︵
道
光
二
年，

公
元
一
八
二
二
年
︶
恩
科
进
士。

道
光
十
五
年
︵
公
元
一
八
三
五
年
︶
补
授
秦
安
知
县。
道
光
十
八
年
调
任
山
丹
知
县。

道
光
二
十
年
任
皋
兰
知
县。

︽
重
纂

秦
州
直
隶
州
新
志
︾
称
严
长
宦『

与
怀
宁
陈
世
镕、

钱
塘
陈
墉、

长
白
桂
懋
同
以
文
辞
名
陇
上，

长
宦
顾
独
喜
程
朱
为
己
之

学，

为
政
实
事
求
是，

不
狥
上
官
喜
怒，

临
民
有
干
略
威
严，
举
坠
修
废，

百
务
俱
理，

化
革
陋
俗，

舆
论
翕
然，

归
之
洊

擢
至
广
西
浔
川
府
知
府，

未
任
而
卒。』

严
长
宦
是
清
爱
国
政
治
家、
民
族
英
雄、

史
学
界
称
其
为
近
代
中
国
第
一
人
臣
林

则
徐
的
门
生。

林
则
徐
于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七
月
︵
公
元
一
八
四
三
年
八
月
︶
在
致
郑
夫
人
及
长
子
汝
舟
信
中
曾
言
及：『

严

长
宦
曾
任
甘
肃
首
县
︵
编
者
按：

即
皋
兰
︶，

又
经
升
官，

何
以
过
陕
来
见
并
土
物
亦
不
以
藉
手
也？

此
亦
出
乎
意
外
之
一

端。』

可
见
严
长
宦
在
林
则
徐
流
放
途
中，

并
没
有
在
政
治
上
避
嫌，

而
去
看
望
了
他，
这
从
另
一
个
侧
面
反
映
了
严
长
宦

的
人
品
和
为
人，

是
十
分
难
能
可
贵
的。

詵謼
耆
旧，

年
高
望
重
者。

︽
汉
书·

萧
育
传
︾：『

上
以
育
耆
旧
名
臣，

乃
以
三
公
使
车，

载
育
入
殿
中
受
策。』

唐
杜
甫

︽
忆
昔
︾
诗
之
二：『

伤
心
不
忍
问
耆
旧，

复
恐
初
从
乱
离
说。』

詶謼
甫，

刚
刚，

才。

詷謼
印
信
通
谓
之
篆，

俗
称
接
印
曰
接
篆。

詸謼
蝟，

通
猬。

蝟
集，

比
喻
事
多
而
繁，

像
刺
猬
的
毛
那
样
聚
在
一
起。

詺謼
掺，

音
闪，

持，

握。

觚，

音
孤，

古
代
作
书
写
用
的
木
简。

掺
觚，

操
觚，

原
指
执
简
写
字，

后
即
指
写
字。

晋
陆
机
︽
文
赋
︾
云：『

或
操
觚
以
率
尔，

或
含
毫
而
邈
然。』

詻謼
弁，

序
言，

序
文。

此
处
为
作
序
言。

詼謼
简，

战
国
至
魏
晋
时
代
的
书
写
材
料，

是
削
制
成
的
狭
长
竹
片
或
木
片，

竹
片
称『

简』，

木
片
称『

札』

或

『

牍』，

统
称
为『

简』。

若
干
简
编
缀
在
一
起
叫『

策』

︵
册
︶。

后
泛
指
书
籍，

信
札。

简
端，

书
的
开
头。

詽謼
道
光
十
八
年，

公
元
一
八
三
八
年。

四
八
三

四
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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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志，

亦
史
也，

所
以
信
今
而
传
后
也。

秦
邑
旧
志
失
考，

城
池、

疆
域、

人
物、

山
川，

散
见
于
州
志
中，

未
能
详

也。

西
江
淡
庐
先
生
詴謼
来
宰
是
邑，

百
废
俱
举，

文
献
所
在
尤
加
意
焉。

惧
一
邑
事
迹
愈
久
而
愈
失
真
也，

因
旁
采
断
碣
残

碑
所
载，

与
夫
耆
旧
詵謼
所
流
传，

萃
为
一
集。

书
甫
詶謼
成，

而
淡
庐
调
任
山
丹，

因
嘱
序
于
余。

余
窃
维
史
兼
三
长，

非
优

于
才
学
浅
者
不
能
作，

亦
非
优
于
才
学
浅
者
不
能
述。

余
素
不
文，

且
甫
接
篆
詷謼
任
事，

诸
凡
蝟
集
詸謼，

几
无
掺
觚
詺謼
之
暇，

惟
即
是
书
所
由，

始
聊
书
数
言，

弁
詻謼
于
简
端
詼謼，

以
俟
后
之
君
子
征
文
考
献
续
辑
于
不
朽
云。

道
光
十
八
年
詽謼
岁
次
戊
戌
长
至
日
署
秦
安
县
事
中
州
张
梯
书

注
释：

詴謼
严
长
宦，

字
淡
庐，

江
西
雩
都
︵
今
江
西
于
都
︶
人。

道
光
壬
午
︵
道
光
二
年，

公
元
一
八
二
二
年
︶
恩
科
进
士。

道
光
十
五
年
︵
公
元
一
八
三
五
年
︶
补
授
秦
安
知
县。

道
光
十
八
年
调
任
山
丹
知
县。

道
光
二
十
年
任
皋
兰
知
县。

︽
重
纂

秦
州
直
隶
州
新
志
︾
称
严
长
宦『

与
怀
宁
陈
世
镕、

钱
塘
陈
墉、

长
白
桂
懋
同
以
文
辞
名
陇
上，

长
宦
顾
独
喜
程
朱
为
己
之

学，

为
政
实
事
求
是，

不
狥
上
官
喜
怒，

临
民
有
干
略
威
严，

举
坠
修
废，

百
务
俱
理，

化
革
陋
俗，

舆
论
翕
然，

归
之
洊

擢
至
广
西
浔
川
府
知
府，

未
任
而
卒。』

严
长
宦
是
清
爱
国
政
治
家、

民
族
英
雄、

史
学
界
称
其
为
近
代
中
国
第
一
人
臣
林

则
徐
的
门
生。

林
则
徐
于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七
月
︵
公
元
一
八
四
三
年
八
月
︶
在
致
郑
夫
人
及
长
子
汝
舟
信
中
曾
言
及：『

严

长
宦
曾
任
甘
肃
首
县
︵
编
者
按：

即
皋
兰
︶，

又
经
升
官，

何
以
过
陕
来
见
并
土
物
亦
不
以
藉
手
也？

此
亦
出
乎
意
外
之
一

端。』

可
见
严
长
宦
在
林
则
徐
流
放
途
中，

并
没
有
在
政
治
上
避
嫌，

而
去
看
望
了
他，

这
从
另
一
个
侧
面
反
映
了
严
长
宦

的
人
品
和
为
人，

是
十
分
难
能
可
贵
的。

詵謼
耆
旧，

年
高
望
重
者。

︽
汉
书·

萧
育
传
︾：『

上
以
育
耆
旧
名
臣，

乃
以
三
公
使
车，

载
育
入
殿
中
受
策。』

唐
杜
甫

︽
忆
昔
︾
诗
之
二：『

伤
心
不
忍
问
耆
旧，

复
恐
初
从
乱
离
说。』

詶謼
甫，

刚
刚，

才。
詷謼
印
信
通
谓
之
篆，

俗
称
接
印
曰
接
篆。

詸謼
蝟，
通
猬。
蝟
集，

比
喻
事
多
而
繁，

像
刺
猬
的
毛
那
样
聚
在
一
起。

詺謼
掺，

音
闪，
持，
握。

觚，

音
孤，

古
代
作
书
写
用
的
木
简。

掺
觚，

操
觚，

原
指
执
简
写
字，

后
即
指
写
字。

晋
陆
机
︽
文
赋
︾
云：『

或
操
觚
以
率
尔，

或
含
毫
而
邈
然。』

詻謼
弁，

序
言，

序
文。

此
处
为
作
序
言。

詼謼
简，

战
国
至
魏
晋
时
代
的
书
写
材
料，

是
削
制
成
的
狭
长
竹
片
或
木
片，

竹
片
称『

简』，

木
片
称『

札』

或

『

牍』，

统
称
为『

简』。

若
干
简
编
缀
在
一
起
叫『

策』

︵
册
︶。

后
泛
指
书
籍，

信
札。

简
端，

书
的
开
头。

詽謼
道
光
十
八
年，

公
元
一
八
三
八
年。

四
八
三

四
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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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修
秦
安
县
志
序

史
有
三
长
尚
詴謼
矣，

顾
史
才
詵謼
不
世
出，

而
史
书
代
有
成
编，

则
以
载
笔
詶謼
之
职
不
容
旷
詷謼
也。

县
志
为
一
邑
之
史，

其

可
久
付
残
缺
乎？
秦
安
自
有
明
胡
公
可
泉
修
志，

迄
今
三
百
年
无
嗣
音
詸謼。

其
间
天
时
人
事
之
变
迁，

湮
没
不
传
者
多
矣。

宦
乙
未
詺謼
莅
任，
欲
修
未
果。

明
年，

同
年
刘
德
熙
自
江
右
詻謼
来
甘，

因
以
嘱
之。

刘
子
亲
履
山
川，

引
证
经
史，

阅
一
年

成
书。

其
体
例
仿
旧
而
稍
增，

其
于
疆
域、

沿
革
有
足
补
旧
志
所
未
逮
詼謼
者。

惟
是
文
献
无
徵，

阙
疑
不
少，

姑
俟
博
雅
之

士
补
其
残
缺，

是
载
笔
者
不
得
已
之
苦
衷
也。

若
谓
兼
三
长
而
附
作
者
之
林，

刘
子
谦
让
未
遑
詽謼
云。

道
光
十
八
年
孟
冬
月
知
秦
安
县
事
江
右
严
长
宦
撰

注
释：

詴謼
尚，

本
义
为『

摊
开』

，

引
申
为『
众
所
周
知』

、『

大
家
都
知
道』

。

詵謼
史
才，

修
史
的
才
能。

南
朝
梁
刘
勰
︽
文
心
雕
龙·

诔
碑
︾：『

夫
属
碑
之
体，

资
乎
史
才。』

此
指
有
修
史
才
能
的
人。

詶謼
载
笔，

携
带
文
具
以
记
录
王
事。

借
指
史
官。
︽
新
唐
书·

褚
遂
良
传
︾：『

对
曰：「

守
道
不
如
守
官，

臣
职
载
笔，

君
举
必
书。」』

詷謼
旷，

旷
废，

荒
废，

耽
误。

詸謼
嗣
音，

谓
继
承
前
人
的
事
业，

如
响
应
声。

清
陈
鳣
︽
对
策·
文
选
︾：『

唐
宋
元
明，

各
有
沿
袭；

班
扬
张
左，

孰

可
嗣
音？』

严
复
︽
古
今
文
钞
序
︾：『

三
十
年
以
往，

吾
国
之
古
文
辞，

殆
无
嗣
音
者
矣。』

詺謼
道
光
十
五
年，

公
元
一
八
三
五
年。

詻謼
刘
德
熙，

字
穆
士，

江
西
省
赣
州
府
长
宁
县
︵
今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
人。

清
道
光
二
年
︿
公
元
一
八
二
二

年
﹀
举
人，

道
光
十
三
年
︵
公
元
一
八
三
三
年
︶
进
士，

补
殿
试
钦
点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曾
奉
命
参
与
编
纂
︽
四
库
全
书
︾。

据
湖
南
岳
阳
市
志
办
提
供
的
︽
清
末
临
湘
县
知
县
名
录
︾，

刘
德
熙
在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
公
元
一
八
四
三
年
﹀
至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任
临
湘
知
县，

其
后
调
任
耒
阳
知
县。

在
这
期
间
曾
与
人
合
作
整
理
吴
之
章
诗
集
︽
泛
梗
集
︾，

并
作
︽
泛
梗
集
序
︾。

同
年：

指
年
龄
相
同。

又
明
清
乡
试、

会
试
同
榜
登
科
者
称『

同
年』

。

清
代
科
考
先
后
中
式
者，

其
中
式
之
年
甲
子
相

同，

亦
称
﹃
同
年
﹄。

严
长
宦
与
刘
德
熙
进
士
不
是
同
年，

是
年
纪
相
当
还
是
乡
试
同
年，

无
考。

江
右，

即
今
江
西。

詼謼
未
逮，

不
及，

没
有
达
到。

詽謼
遑，

闲
暇。

未
遑，

谦
让
都
来
不
及。

指
不
好
意
思
接
受
别
人
的
推
崇。

︽
汉
书·

贾
谊
传
︾：『

谊
以
为
汉
兴
二
十

余
年，

天
下
和
洽，

宜
当
改
正
朔，

易
服
色
制
度，

定
官
名，

兴
礼
乐。

乃
草
具
其
仪
法，

色
上
黄，

数
用
五，

为
官
名
悉

更，

奏
之。

文
帝
谦
让
未
皇
︵
遑
︶
也。』

四
八
五

四
八
六

明清秦安志集注



重
修
秦
安
县
志
序

史
有
三
长
尚
詴謼
矣，

顾
史
才
詵謼
不
世
出，

而
史
书
代
有
成
编，

则
以
载
笔
詶謼
之
职
不
容
旷
詷謼
也。

县
志
为
一
邑
之
史，

其

可
久
付
残
缺
乎？

秦
安
自
有
明
胡
公
可
泉
修
志，

迄
今
三
百
年
无
嗣
音
詸謼。

其
间
天
时
人
事
之
变
迁，

湮
没
不
传
者
多
矣。

宦
乙
未
詺謼
莅
任，

欲
修
未
果。

明
年，

同
年
刘
德
熙
自
江
右
詻謼
来
甘，

因
以
嘱
之。

刘
子
亲
履
山
川，

引
证
经
史，

阅
一
年

成
书。

其
体
例
仿
旧
而
稍
增，

其
于
疆
域、

沿
革
有
足
补
旧
志
所
未
逮
詼謼
者。

惟
是
文
献
无
徵，

阙
疑
不
少，

姑
俟
博
雅
之

士
补
其
残
缺，

是
载
笔
者
不
得
已
之
苦
衷
也。

若
谓
兼
三
长
而
附
作
者
之
林，

刘
子
谦
让
未
遑
詽謼
云。

道
光
十
八
年
孟
冬
月
知
秦
安
县
事
江
右
严
长
宦
撰

注
释：

詴謼
尚，

本
义
为『

摊
开』

，

引
申
为『

众
所
周
知』

、『

大
家
都
知
道』

。

詵謼
史
才，

修
史
的
才
能。

南
朝
梁
刘
勰
︽
文
心
雕
龙·

诔
碑
︾：『

夫
属
碑
之
体，

资
乎
史
才。』

此
指
有
修
史
才
能
的
人。

詶謼
载
笔，

携
带
文
具
以
记
录
王
事。

借
指
史
官。

︽
新
唐
书·

褚
遂
良
传
︾：『

对
曰：「

守
道
不
如
守
官，

臣
职
载
笔，

君
举
必
书。」』

詷謼
旷，

旷
废，

荒
废，

耽
误。

詸謼
嗣
音，

谓
继
承
前
人
的
事
业，

如
响
应
声。

清
陈
鳣
︽
对
策·

文
选
︾：『

唐
宋
元
明，

各
有
沿
袭；

班
扬
张
左，

孰

可
嗣
音？』

严
复
︽
古
今
文
钞
序
︾：『

三
十
年
以
往，

吾
国
之
古
文
辞，

殆
无
嗣
音
者
矣。』

詺謼
道
光
十
五
年，

公
元
一
八
三
五
年。

詻謼
刘
德
熙，

字
穆
士，

江
西
省
赣
州
府
长
宁
县
︵
今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
人。

清
道
光
二
年
︿
公
元
一
八
二
二

年
﹀
举
人，

道
光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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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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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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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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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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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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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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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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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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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参
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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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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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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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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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阳
市
志
办
提
供
的
︽
清
末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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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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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录
︾，

刘
德
熙
在
道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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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年
︿
公
元
一
八
四
三
年
﹀
至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任
临
湘
知
县，

其
后
调
任
耒
阳
知
县。

在
这
期
间
曾
与
人
合
作
整
理
吴
之
章
诗
集
︽
泛
梗
集
︾，

并
作
︽
泛
梗
集
序
︾。

同
年：

指
年
龄
相
同。

又
明
清
乡
试、

会
试
同
榜
登
科
者
称『

同
年』

。

清
代
科
考
先
后
中
式
者，

其
中
式
之
年
甲
子
相

同，

亦
称
﹃
同
年
﹄。
严
长
宦
与
刘
德
熙
进
士
不
是
同
年，

是
年
纪
相
当
还
是
乡
试
同
年，

无
考。

江
右，

即
今
江
西。

詼謼
未
逮，

不
及，
没
有
达
到。

詽謼
遑，

闲
暇。

未
遑，
谦
让
都
来
不
及。

指
不
好
意
思
接
受
别
人
的
推
崇。

︽
汉
书·

贾
谊
传
︾：『

谊
以
为
汉
兴
二
十

余
年，

天
下
和
洽，

宜
当
改
正
朔，
易
服
色
制
度，

定
官
名，

兴
礼
乐。

乃
草
具
其
仪
法，

色
上
黄，

数
用
五，

为
官
名
悉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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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帝
谦
让
未
皇
︵
遑
︶
也。』

四
八
五

四
八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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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安
县
志
纂
修
姓
名

总
修

甘
肃
秦
安
县
知
县
加
同
知
衔
詴謼

严
长
宦
雩
都
人，

壬
午
进
士。

协
修

甘
肃
秦
安
县
儒
学
训
导

左

詹
宁
州
詵謼
人，

岁
贡。

总
纂

前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刘
德
熙
长
宁
人，

癸
巳
进
士。

协
纂

原
任
广
西
永
福
县
知
县
前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张
思
诚
本
县
人，

己
巳
詶謼
进
士。

分
校

新
选
陕
西
长
安
县
儒
学
教
谕

蒲
生
新
本
县
人，

戊
寅
詷謼
举
人。

县
学
生

张
世
垲

采
访

县
学
生

汪
呈
图

李
承
霪

孙

志

徐
献
琛

督
刊

秦
安
县
典
史

吴
承
恺

注
释：

詴謼
清
朝
县
令
品
级
为
正
七
品，

但
由
于
当
时
具
备
资
格
的
人
颇
多，

而
官
缺
有
限，

故
也
有
五、
六
品
同
知、

通
判

借
补
知
县
之
职，

或
因
某
种
特
殊
原
因
而
钦
授
较
高
职
衔，

还
有
经
考
核，

政
绩
卓
异
本
应
升
迁，

但
经
地
方
百
姓
请
求
连

任
获
准，

在
原
级
上
加
职、

加
衔
而
给
于
行
政
奖
励
者。

同
知
衔，

正
五
品。

州
同
知，

正
六
品。

詵謼
宁
州，

今
甘
肃
宁
县。

詶謼
嘉
庆
十
年，

公
元
一
八○

五
年。

詷謼
嘉
庆
十
九
年，

公
元
一
八
一
四
年。

四
八
七

四
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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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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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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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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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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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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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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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翰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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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刘
德
熙
长
宁
人，

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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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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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任
广
西
永
福
县
知
县
前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张
思
诚
本
县
人，

己
巳
詶謼
进
士。

分
校

新
选
陕
西
长
安
县
儒
学
教
谕

蒲
生
新
本
县
人，

戊
寅
詷謼
举
人。

县
学
生

张
世
垲

采
访

县
学
生

汪
呈
图

李
承
霪

孙

志

徐
献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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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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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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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承
恺

注
释：

詴謼
清
朝
县
令
品
级
为
正
七
品，

但
由
于
当
时
具
备
资
格
的
人
颇
多，

而
官
缺
有
限，

故
也
有
五、

六
品
同
知、

通
判

借
补
知
县
之
职，

或
因
某
种
特
殊
原
因
而
钦
授
较
高
职
衔，

还
有
经
考
核，

政
绩
卓
异
本
应
升
迁，

但
经
地
方
百
姓
请
求
连

任
获
准，
在
原
级
上
加
职、

加
衔
而
给
于
行
政
奖
励
者。

同
知
衔，

正
五
品。

州
同
知，

正
六
品。

詵謼
宁
州，
今
甘
肃
宁
县。

詶謼
嘉
庆
十
年，
公
元
一
八○

五
年。

詷謼
嘉
庆
十
九
年，
公
元
一
八
一
四
年。

四
八
七

四
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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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安
县
志
目
录

卷

一

舆

志

星
野
疆
域
气
候
风
俗

卷

二

建

置

附
古
迹
塚
墓

卷

三

学

校

卷

四

食

货

附
水
利
物
产

卷

五

武

备

历
代
戎
事
附

卷

六

官

师

名
宦
传

卷

七

选

举

卷

八

人

物

上

卷

九

人

物

中

卷

十

人

物

下

列
女

卷
十
一

艺

文

上

卷
十
二

艺

文

中

卷
十
三

艺

文

下

卷
十
四

图

考

补
遗

秦
安
县
志
卷
一

舆
地
第
一

星
野

鹑
首
詴謼
之
次
东
井
詵謼
分
詶謼。

按
︽
史
记·

天
官
书
︾：『

东
井、

舆
鬼，

雍
州。』

︽
唐
书·

天
文
志
︾：『

东
井
居
两
河
詷謼
之
阴，

自
山
河
上
流，

当
地
络
詸謼
之
西
北。

舆
鬼
居
两
河
之
阳，

自
汉
中
东
尽
华
阳
詺謼，

与
鹑
火
相
接，

当
地
络
之
东
南。』
据
此，

则
秦
安
为
东
井
之
分，

明
白
无
疑。

而
旧
志
援
︽
晋
书
︾
所
载
陈
卓
詻謼
之
说，

谓
为
营
室
分
野，

不
知
其
不
足
据
也。

星
野

之
可
据
者，

莫
如
太
史
公
詼謼
与
僧
一
行
詽謼。

︽
史
记
︾
以
天
街
謥謲謼
南
北，

分
占
夷
夏
謥謳謼。

一
行
亦
以
为
山
河
之
象
存
乎
两
戒
謥謴謼，

北
戒
为
胡
门，

南
戒
为
越
门
謥謵謼。

︽
史
记
︾
以
陇
蜀
为
中
国
山
河
维
首，

鹁、

碣
为
尾
謥謶謼。

一
行
亦
以
为
云
汉
謥謷謼
起
于
箕、

尾，

分
为
二
道，

合
于
天
津
謥謸謼，

没
于
天
稷
謥謹謼。

其
言
皆
相
吻
合。

是
故
仰
观
垣
野
而
精
气
下
属
于
地，

俯
察
山
河
而
脉
络
上
昭

于
天。

其
义
至
精，

其
论
至
确，

历
稽
诸
史
及
古
今
天
官
家
言，

未
有
能
易
之
者
也。

︽
晋
书
︾
自
东
井
十
六
度
至
柳
八
度

为
鹑
首，

于
辰
謥謺謼
在
未，

秦
之
分
野，

既
与
诸
书
不
异。

陈
卓
亦
明
云：

营
室、

东
壁，

卫
謥謻謼，

并
州
謧謲謼。

东
井、

舆
鬼，

秦，

雍
州。

独
于
郡
国
所
入，

则
二
州
互
易。

其
分
此，

直
传
写
之
误
耳，

奚
足
以
为
典
要
乎？

故
特
辨
而
更
之，

以
符

九
州
分
星
之
定
界。

而
入
度
之
浅
深
多
寡，

则
姑
存
而
不
论
云。

注
释：

詴謼『

鹑
首』

及
下
文『

鹑
火』

均
为『

十
二
次』

名
称。『

十
二
次』

依
次
名
为
星
纪、

玄
枵、

娵
訾、

降
娄、

大
梁、

实
沈、

鹑
首、

鹑
火、

鹑
尾、

寿
星、

大
火、

析
木。

每
次
都
以
二
十
八
宿
星
宿
为
标
志。

但
由
于
有
些
星
宿
跨
属
相
邻

两
个
次，

因
此
十
二
次
中
各
次
的
界
限
与
二
十
八
宿
不
能
完
全
对
应。

四
八
九

四
九
零

明清秦安志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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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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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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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安
县
志
卷
一

舆
地
第
一

星
野

鹑
首
詴謼
之
次
东
井
詵謼
分
詶謼。

按
︽
史
记·

天
官
书
︾：『

东
井、

舆
鬼，

雍
州。』

︽
唐
书·

天
文
志
︾：『

东
井
居
两
河
詷謼
之
阴，

自
山
河
上
流，

当
地
络
詸謼
之
西
北。

舆
鬼
居
两
河
之
阳，

自
汉
中
东
尽
华
阳
詺謼，

与
鹑
火
相
接，

当
地
络
之
东
南。』

据
此，

则
秦
安
为
东
井
之
分，

明
白
无
疑。

而
旧
志
援
︽
晋
书
︾
所
载
陈
卓
詻謼
之
说，

谓
为
营
室
分
野，

不
知
其
不
足
据
也。

星
野

之
可
据
者，

莫
如
太
史
公
詼謼
与
僧
一
行
詽謼。

︽
史
记
︾
以
天
街
謥謲謼
南
北，

分
占
夷
夏
謥謳謼。

一
行
亦
以
为
山
河
之
象
存
乎
两
戒
謥謴謼，

北
戒
为
胡
门，

南
戒
为
越
门
謥謵謼。

︽
史
记
︾
以
陇
蜀
为
中
国
山
河
维
首，

鹁、

碣
为
尾
謥謶謼。

一
行
亦
以
为
云
汉
謥謷謼
起
于
箕、

尾，

分
为
二
道，

合
于
天
津
謥謸謼，
没
于
天
稷
謥謹謼。

其
言
皆
相
吻
合。

是
故
仰
观
垣
野
而
精
气
下
属
于
地，

俯
察
山
河
而
脉
络
上
昭

于
天。

其
义
至
精，

其
论
至
确，
历
稽
诸
史
及
古
今
天
官
家
言，

未
有
能
易
之
者
也。

︽
晋
书
︾
自
东
井
十
六
度
至
柳
八
度

为
鹑
首，

于
辰
謥謺謼
在
未，

秦
之
分
野，
既
与
诸
书
不
异。

陈
卓
亦
明
云：

营
室、

东
壁，

卫
謥謻謼，

并
州
謧謲謼。

东
井、

舆
鬼，

秦，

雍
州。

独
于
郡
国
所
入，

则
二
州
互
易。
其
分
此，

直
传
写
之
误
耳，

奚
足
以
为
典
要
乎？

故
特
辨
而
更
之，

以
符

九
州
分
星
之
定
界。

而
入
度
之
浅
深
多
寡，

则
姑
存
而
不
论
云。

注
释：

詴謼『

鹑
首』

及
下
文『

鹑
火』

均
为『

十
二
次』

名
称。『
十
二
次』

依
次
名
为
星
纪、

玄
枵、

娵
訾、

降
娄、

大
梁、

实
沈、

鹑
首、

鹑
火、

鹑
尾、

寿
星、

大
火、

析
木。

每
次
都
以
二
十
八
宿
星
宿
为
标
志。

但
由
于
有
些
星
宿
跨
属
相
邻

两
个
次，

因
此
十
二
次
中
各
次
的
界
限
与
二
十
八
宿
不
能
完
全
对
应。

四
八
九

四
九
零

明清秦安志集注



詵謼『

东
井』

与
下
文
中
的
舆
鬼、

室、

箕、

尾、

柳、

壁、

卫
均
为
二
十
八
宿
名
称。

詶謼
分，

分
星，

分
野。

见
明
嘉
靖
︽
秦
安
志·

地
理
志
第
二
︾
后
注。

詷謼
战
国
秦
汉
时，

黄
河
自
今
河
南
武
陟
县
以
下
东
北
流，

经
山
东
省
西
北
隅
北
折
至
河
北
沧
县
东
北
入
海，

略
呈
南

北
流
向，

与
上
游
今
晋
陕
间
的
北
南
流
向
一
段
东
西
相
对，

当
时
合
称『

两
河』

。

郭
璞、

邢
昺
︽
尔
雅
注
疏
︾：『

︽
禹
贡
︾

导
河
自
积
石、

龙
门，
南
流
谓
之
西
河。

至
于
华
阴，

折
而
东，

经
底
柱、

孟
津、

过
洛
汭，

皆
东
流，

谓
之
南
河。

至
于

大
伾，

折
而
北
流
过
降
水，
至
于
大
陆，

又
北
播
为
九
河，

同
为
逆
河，

入
于
海，

谓
之
东
河。

此
惟
云
两
河
者，

从
可

知。』

又『「

雍
州」

云
西
河，

自
西
河
以
西
也。』

詸謼
地
络，

犹
地
脉。

土
地
的
脉
络。
亦
指
疆
界。

︽
后
汉
书·

隗
嚣
传
︾：『

分
裂
郡
国，

断
绝
地
络。』

李
贤
注：『

络

犹
经
络
也。

谓
莽
分
坼
郡
县，

断
割
疆
界
也。』

詺謼
陕
西
洋
县
华
阳
镇，

是
历
史
上
有
名
的
巴
蜀
古
道
驿
站、

古
代
军
事
要
冲
和
经
济
政
治
要
镇。

唐
至
明
朝
中
叶，

曾
为『

华
阳
县』

县
城。

詻謼
陈
卓，

三
国
时
吴
人。

青
壮
年
时
任
吴
国
太
史
令。
善
于
星
占，

精
通
天
文
星
象，

曾
与
王
蕃
同
时
或
稍
后
作

︽
浑
天
论
︾。

公
元
二
八○

年
晋
灭
吴
后，

陈
卓
任
晋
国
太
史
令
时
绘
成
了
总
括
当
时
流
行
的
甘
氏、

石
氏、

巫
咸
氏
三
家

星
官
的
全
天
星
图，

并
写
了
占
和
赞
两
部
分
文
字。

陈
卓
所
总
结
的
全
天
星
官
名
数
一
直
是
后
世
制
作
星
图、

浑
象
的
标

准。

陈
卓
还
撰
有
︽
天
文
集
占
︾︽
四
方
宿
占
︾︽
五
星
占
︾︽
万
氏
星
经
︾︽
天
官
星
占
︾
等
占
星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詼謼
太
史
公
指
司
马
迁。

詽謼
一
行，

唐
高
僧，

俗
名
张
遂，

河
北
巨
鹿
人，

中
国
佛
教
密
宗
之
祖。

历
数、

天
文，

并
为
大
家。

为
观
测
天
象，

创
制
黄
道
游
仪
和
水
运
浑
象，

观
测
日、

月、

五
星
运
行，

掌
握
太
阳
运
动
规
律，

重
新
测
定
恒
星
位
置，
主
持
规
模
宏

大
的
全
国
天
文
大
地
测
量，

编
制
︽
大
衍
历
︾。

有
︽
开
元
大
衍
历
︾︽
摄
调
伏
藏
︾︽
释
氏
系
录
︾︽
大
日
经
书
︾︽
七
政
长

历
︾︽
易
论
︾︽
心
机
算
术
︾︽
宿
曜
仪
轨
︾︽
七
曜
星
辰
别
行
法
︾︽
北
斗
七
星
护
摩
法
︾
等
著
作。

卒
谥
大
慧
禅
师。
唐
一

行
山
河
分
野
图
现
存。

謥謲謼
昴
︵
昴
星
团，

古
称
昴
宿，

二
十
八
宿
之
一
︶
西
二
星
曰
天
街
︵︽
晋
书·

天
官
书
︾︶。

昴，

音
卯。

謥謳謼
夷
夏，

夷
狄
与
华
夏
的
并
称，

指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与
内
地。

謥謴謼
两
戒：

一
行
和
尚
提
出
的
我
国
地
理
现
象
特
征。

北
戒
相
当
于
今
青
海、

陕
北、

山
西、

河
北、

辽
宁
一
线；

南

戒
相
当
于
四
川、

陕
南、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江
西、

福
建
一
线。

謥謵謼
北
戒
指
北
方
阻
隔
少
数
民
族
的
山
河
界
限，

故
曰
胡
门。

南
戒
指
南
方
阻
隔
少
数
民
族
的
山
河
界
限，

故
称
越
门。

謥謶謼
︽
史
记·

天
官
书
︾：『

及
秦
并
吞
三
晋、

燕、

代，

自
河
山
以
南
者
中
国。

中
国
于
四
海
内
则
在
东
南，

为
阳；

阳

则
日、

岁
星、

荧
惑、

填
星；

占
于
街
南，

毕
主
之。

其
西
北
则
胡、

貉、

月
氏
诸
衣
旃
裘
引
弓
之
民，

为
阴；

阴
则
月、

太
白、

辰
星；

占
于
街
北，

昴
主
之。

故
中
国
山
川
东
北
流，

其
维，

首
在
陇、

蜀，

尾
没
于
勃、

碣。』

︽
史
记
正
义
︾：

『

言
中
国
山
及
川
东
北
流
行，

若
南
山
首
在
昆
仑
葱
岭，

东
北
行，

连
陇
山
至
南
山、

华
山，

渡
河
东
北
尽
碣
石
山。』

謥謷謼
云
汉，

银
河。

又
名
银
汉、

天
河、

天
汉、

星
汉。

横
跨
星
空
的
一
条
乳
白
色
亮
带，

据
说
由
一
千
亿
颗
以
上
的

恒
星
组
成。

四
九
一

四
九
二

明清秦安志集注



詵謼『

东
井』

与
下
文
中
的
舆
鬼、

室、

箕、

尾、

柳、

壁、

卫
均
为
二
十
八
宿
名
称。

詶謼
分，

分
星，

分
野。

见
明
嘉
靖
︽
秦
安
志·

地
理
志
第
二
︾
后
注。

詷謼
战
国
秦
汉
时，

黄
河
自
今
河
南
武
陟
县
以
下
东
北
流，

经
山
东
省
西
北
隅
北
折
至
河
北
沧
县
东
北
入
海，

略
呈
南

北
流
向，

与
上
游
今
晋
陕
间
的
北
南
流
向
一
段
东
西
相
对，

当
时
合
称『

两
河』

。

郭
璞、

邢
昺
︽
尔
雅
注
疏
︾：『

︽
禹
贡
︾

导
河
自
积
石、

龙
门，

南
流
谓
之
西
河。

至
于
华
阴，

折
而
东，

经
底
柱、

孟
津、

过
洛
汭，

皆
东
流，

谓
之
南
河。

至
于

大
伾，

折
而
北
流
过
降
水，

至
于
大
陆，

又
北
播
为
九
河，

同
为
逆
河，

入
于
海，

谓
之
东
河。

此
惟
云
两
河
者，

从
可

知。』

又『「

雍
州」

云
西
河，

自
西
河
以
西
也。』

詸謼
地
络，

犹
地
脉。

土
地
的
脉
络。

亦
指
疆
界。

︽
后
汉
书·

隗
嚣
传
︾：『

分
裂
郡
国，

断
绝
地
络。』

李
贤
注：『

络

犹
经
络
也。

谓
莽
分
坼
郡
县，

断
割
疆
界
也。』

詺謼
陕
西
洋
县
华
阳
镇，

是
历
史
上
有
名
的
巴
蜀
古
道
驿
站、

古
代
军
事
要
冲
和
经
济
政
治
要
镇。

唐
至
明
朝
中
叶，

曾
为『

华
阳
县』

县
城。

詻謼
陈
卓，

三
国
时
吴
人。

青
壮
年
时
任
吴
国
太
史
令。

善
于
星
占，

精
通
天
文
星
象，

曾
与
王
蕃
同
时
或
稍
后
作

︽
浑
天
论
︾。

公
元
二
八○

年
晋
灭
吴
后，

陈
卓
任
晋
国
太
史
令
时
绘
成
了
总
括
当
时
流
行
的
甘
氏、

石
氏、

巫
咸
氏
三
家

星
官
的
全
天
星
图，

并
写
了
占
和
赞
两
部
分
文
字。

陈
卓
所
总
结
的
全
天
星
官
名
数
一
直
是
后
世
制
作
星
图、

浑
象
的
标

准。

陈
卓
还
撰
有
︽
天
文
集
占
︾︽
四
方
宿
占
︾︽
五
星
占
︾︽
万
氏
星
经
︾︽
天
官
星
占
︾
等
占
星
学
方
面
的
著
作。

詼謼
太
史
公
指
司
马
迁。

詽謼
一
行，

唐
高
僧，

俗
名
张
遂，

河
北
巨
鹿
人，

中
国
佛
教
密
宗
之
祖。

历
数、

天
文，

并
为
大
家。

为
观
测
天
象，

创
制
黄
道
游
仪
和
水
运
浑
象，

观
测
日、

月、

五
星
运
行，

掌
握
太
阳
运
动
规
律，

重
新
测
定
恒
星
位
置，

主
持
规
模
宏

大
的
全
国
天
文
大
地
测
量，

编
制
︽
大
衍
历
︾。

有
︽
开
元
大
衍
历
︾︽
摄
调
伏
藏
︾︽
释
氏
系
录
︾︽
大
日
经
书
︾︽
七
政
长

历
︾︽
易
论
︾︽
心
机
算
术
︾︽
宿
曜
仪
轨
︾︽
七
曜
星
辰
别
行
法
︾︽
北
斗
七
星
护
摩
法
︾
等
著
作。

卒
谥
大
慧
禅
师。

唐
一

行
山
河
分
野
图
现
存。

謥謲謼
昴
︵
昴
星
团，

古
称
昴
宿，

二
十
八
宿
之
一
︶
西
二
星
曰
天
街
︵︽
晋
书·

天
官
书
︾︶。

昴，

音
卯。

謥謳謼
夷
夏，

夷
狄
与
华
夏
的
并
称，

指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与
内
地。

謥謴謼
两
戒：

一
行
和
尚
提
出
的
我
国
地
理
现
象
特
征。

北
戒
相
当
于
今
青
海、

陕
北、

山
西、

河
北、

辽
宁
一
线；

南

戒
相
当
于
四
川、

陕
南、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江
西、

福
建
一
线。

謥謵謼
北
戒
指
北
方
阻
隔
少
数
民
族
的
山
河
界
限，

故
曰
胡
门。

南
戒
指
南
方
阻
隔
少
数
民
族
的
山
河
界
限，

故
称
越
门。

謥謶謼
︽
史
记·

天
官
书
︾：『

及
秦
并
吞
三
晋、
燕、

代，

自
河
山
以
南
者
中
国。

中
国
于
四
海
内
则
在
东
南，

为
阳；

阳

则
日、

岁
星、

荧
惑、

填
星；

占
于
街
南，

毕
主
之。

其
西
北
则
胡、

貉、

月
氏
诸
衣
旃
裘
引
弓
之
民，

为
阴；

阴
则
月、

太
白、

辰
星；

占
于
街
北，

昴
主
之。

故
中
国
山
川
东
北
流，

其
维，

首
在
陇、

蜀，

尾
没
于
勃、

碣。』

︽
史
记
正
义
︾：

『

言
中
国
山
及
川
东
北
流
行，

若
南
山
首
在
昆
仑
葱
岭，

东
北
行，

连
陇
山
至
南
山、

华
山，

渡
河
东
北
尽
碣
石
山。』

謥謷謼
云
汉，

银
河。

又
名
银
汉、

天
河、

天
汉、

星
汉。

横
跨
星
空
的
一
条
乳
白
色
亮
带，

据
说
由
一
千
亿
颗
以
上
的

恒
星
组
成。

四
九
一

四
九
二

明清秦安志集注



謥謸謼
箕
四
星，

亦
曰
天
津，

又
曰
天
鸡。

謥謹謼
轩
辕
座
中
有
数
星，

曰
司
禄，

为
农
稷
之
星。

有
四
颗
星
在
轩
辕
座
下，

构
成
犁
形，

号
曰『

天
稷』

，

︽
历
学
会

通
︾
曰：『
天
稷，

农
人
之
具。』

謥謺謼
辰，

十
二
辰。

中
国
古
代
对
周
天
的
一
种
划
分
法，

大
抵
是
沿
天
赤
道
从
东
向
西
将
周
天
等
分
为
十
二
个
部
分，

用

地
平
方
位
中
的
十
二
支
名
称
来
表
示，

即：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它
与
二
十
八
宿

星
座
有
一
定
的
对
应
关
系。
当
星
宿
南
中
天
的
时
候，

这
时
十
二
辰
与
地
平
方
位
中
的
十
二
支
也
正
好
一
一
对
应，

其
顺
序

正
好
和
十
二
次
相
反。

十
二
辰
的
一
种
应
用
就
是
岁
星
纪
年。

关
于
十
二
辰
的
最
初
含
义，

众
说
纷
纭，

至
今
尚
无
定
论。

謥謻謼
卫
州，

北
周
置。

治
所
在
朝
歌
︵
隋
改
卫
县，

今
河
南
淇
县
︶，

唐
贞
观
初
移
治
汲
县
︵
今
河
南
省
卫
辉
市
︶。

唐

辖
境
相
当
今
河
南
新
乡
市、

汲
县、

辉
县、
浚
县
及
淇
县
等
地。

金
大
定
间
曾
移
治
共
城
︵
今
辉
县
︶，

贞
佑
间
移
治
胙
城

︵
今
延
津
北
︶，

元
时
复
旧。

中
统
年
间
升
为
卫
辉
路。

謧謲謼
并
州，

古
州
名，

辖
山
西
全
境
和
河
北、

内
蒙
古
部
分
地
区。

治
今
太
原。

疆
域
附
形
胜

治
在
州
北
八
十
里，

袤
詴謼
一
百
里，

北
广
一
百
八
十
里，

南
广
一
百
里。
东
至
清
水
县
界
六
十
里，

西
至
巩
昌
府
伏
羌

县
界
四
十
里，

南
至
秦
州
界
二
十
里，

北
至
平
凉
府
静
宁
州
界
八
十
里，

东
南
至
清
水
县
界
四
十
里，

西
南
至
秦
州
界
四
十

里，

东
北
至
静
宁
州
界
一
百
四
十
里，

西
北
至
巩
昌
府
通
渭
县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距
布
政
司
詵謼
五
百
六
十
里，

距
京
师
詶謼
三

千
七
百
里。

旧
志
云：『

四
山
旋
拱，

二
水
环
流。』

又
云：『

渭
水
临
其
南，

陇
水
涌
其
北，

大
陇
雄
于
东，

朱
圉
望
于

西。』

注
释：

詴謼
袤，

南
北
曰
袤，

东
西
曰
广，

见
︽
说
文
︾。

詵謼
布
政
司，

指
兰
州。

清
康
熙
三
年
︵
公
元
一
六
六
四
年
︶
设
立
陕
西
左、

右
布
政
司。

右
布
政
司
驻
巩
昌
︵
陇

西
︶，

辖
临
洮、

平
凉、

庆
阳、

巩
昌
四
府，

左
布
政
司
驻
西
安，

辖
陕
西
全
境。

秦
安
属
陕
西
右
布
政
使
司
巩
昌
府
秦
州

管
辖。

康
熙
五
年
︵
公
元
一
六
六
六
年
︶
改
陕
西
左
布
政
司
为
陕
西
布
政
司，

辖
陕
西
全
境。

改
陕
西
右
布
政
司
为
巩
昌
布

政
司，

移
居
兰
州，

甘
肃
独
立
设
省。

秦
安
县
属
甘
肃
巩
昌
府
秦
州
管
辖。

雍
正
七
年
︵
公
元
一
七
二
九
年
︶，

秦
州
升
为

直
隶
州
︵︽
清
史
稿·

地
理
志
︾︶，

直
隶
甘
肃
省，

辖
秦
安
等
五
县。

詶謼
京
师，

指
北
京。

山
川

环
县
皆
山，

陇
水
贯
其
中，

水
东
之
山
皆
陇
山
之
支，

最
北
者
自
主
山
出，

稍
南
出
乔
子
山
詴謼，

又
南
出
白
驼
山，

又

南
出
黑
山。

主
山
属
华
亭，

余
三
山
并
属
清
水。

黑
山
则
县
治
主
山，

而
新
阳
崖
其
尽
处
也。

水
西
之
山
皆
出
皋
山，

皋
山

旧
属
县，

今
属
通
渭，

其
支
在
显
亲
川。

东
北
者
尽
故
显
亲
县
治，

西
南
尽
单
于
山，

单
于
山
与
新
阳
崖
对
峙
陇
水
之
上，

县
山
川
以
此
为
扃
钥
詵謼
焉。

兹
各
就
其
方
位
远
近
次
于
篇。

四
九
三

四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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謥謸謼
箕
四
星，

亦
曰
天
津，

又
曰
天
鸡。

謥謹謼
轩
辕
座
中
有
数
星，

曰
司
禄，

为
农
稷
之
星。

有
四
颗
星
在
轩
辕
座
下，

构
成
犁
形，

号
曰『

天
稷』

，

︽
历
学
会

通
︾
曰：『

天
稷，

农
人
之
具。』

謥謺謼
辰，

十
二
辰。

中
国
古
代
对
周
天
的
一
种
划
分
法，

大
抵
是
沿
天
赤
道
从
东
向
西
将
周
天
等
分
为
十
二
个
部
分，

用

地
平
方
位
中
的
十
二
支
名
称
来
表
示，

即：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它
与
二
十
八
宿

星
座
有
一
定
的
对
应
关
系。

当
星
宿
南
中
天
的
时
候，

这
时
十
二
辰
与
地
平
方
位
中
的
十
二
支
也
正
好
一
一
对
应，

其
顺
序

正
好
和
十
二
次
相
反。

十
二
辰
的
一
种
应
用
就
是
岁
星
纪
年。

关
于
十
二
辰
的
最
初
含
义，

众
说
纷
纭，

至
今
尚
无
定
论。

謥謻謼
卫
州，

北
周
置。

治
所
在
朝
歌
︵
隋
改
卫
县，

今
河
南
淇
县
︶，

唐
贞
观
初
移
治
汲
县
︵
今
河
南
省
卫
辉
市
︶。

唐

辖
境
相
当
今
河
南
新
乡
市、

汲
县、

辉
县、

浚
县
及
淇
县
等
地。

金
大
定
间
曾
移
治
共
城
︵
今
辉
县
︶，

贞
佑
间
移
治
胙
城

︵
今
延
津
北
︶，

元
时
复
旧。

中
统
年
间
升
为
卫
辉
路。

謧謲謼
并
州，

古
州
名，

辖
山
西
全
境
和
河
北、

内
蒙
古
部
分
地
区。

治
今
太
原。

疆
域
附
形
胜

治
在
州
北
八
十
里，

袤
詴謼
一
百
里，

北
广
一
百
八
十
里，

南
广
一
百
里。

东
至
清
水
县
界
六
十
里，

西
至
巩
昌
府
伏
羌

县
界
四
十
里，

南
至
秦
州
界
二
十
里，

北
至
平
凉
府
静
宁
州
界
八
十
里，

东
南
至
清
水
县
界
四
十
里，

西
南
至
秦
州
界
四
十

里，

东
北
至
静
宁
州
界
一
百
四
十
里，

西
北
至
巩
昌
府
通
渭
县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距
布
政
司
詵謼
五
百
六
十
里，

距
京
师
詶謼
三

千
七
百
里。

旧
志
云：『

四
山
旋
拱，

二
水
环
流。』

又
云：『

渭
水
临
其
南，

陇
水
涌
其
北，

大
陇
雄
于
东，

朱
圉
望
于

西。』

注
释：

詴謼
袤，

南
北
曰
袤，

东
西
曰
广，

见
︽
说
文
︾。

詵謼
布
政
司，

指
兰
州。

清
康
熙
三
年
︵
公
元
一
六
六
四
年
︶
设
立
陕
西
左、

右
布
政
司。

右
布
政
司
驻
巩
昌
︵
陇

西
︶，

辖
临
洮、
平
凉、

庆
阳、

巩
昌
四
府，

左
布
政
司
驻
西
安，

辖
陕
西
全
境。

秦
安
属
陕
西
右
布
政
使
司
巩
昌
府
秦
州

管
辖。

康
熙
五
年
︵
公
元
一
六
六
六
年
︶
改
陕
西
左
布
政
司
为
陕
西
布
政
司，

辖
陕
西
全
境。

改
陕
西
右
布
政
司
为
巩
昌
布

政
司，

移
居
兰
州，

甘
肃
独
立
设
省。

秦
安
县
属
甘
肃
巩
昌
府
秦
州
管
辖。

雍
正
七
年
︵
公
元
一
七
二
九
年
︶，

秦
州
升
为

直
隶
州
︵︽
清
史
稿·

地
理
志
︾︶，
直
隶
甘
肃
省，

辖
秦
安
等
五
县。

詶謼
京
师，

指
北
京。

山
川

环
县
皆
山，

陇
水
贯
其
中，

水
东
之
山
皆
陇
山
之
支，
最
北
者
自
主
山
出，

稍
南
出
乔
子
山
詴謼，

又
南
出
白
驼
山，

又

南
出
黑
山。

主
山
属
华
亭，

余
三
山
并
属
清
水。

黑
山
则
县
治
主
山，

而
新
阳
崖
其
尽
处
也。

水
西
之
山
皆
出
皋
山，

皋
山

旧
属
县，

今
属
通
渭，

其
支
在
显
亲
川。

东
北
者
尽
故
显
亲
县
治，
西
南
尽
单
于
山，

单
于
山
与
新
阳
崖
对
峙
陇
水
之
上，

县
山
川
以
此
为
扃
钥
詵謼
焉。

兹
各
就
其
方
位
远
近
次
于
篇。

四
九
三

四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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