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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治
宁
夏
新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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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汝
砺
　
编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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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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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校
注





　
　
宁
夏
新
志
序

志
书
一
方
之
史
也
所
以
备
纪
载
便
历
览
使
人
得
以
观
感
于
前
而
兴
起
于

后
关
系
攸
大
岂
曰
小
补
之
哉

宁
夏
当
陕
右
西
北
三
边
其
一
重
镇
也

远
在

河
外
本
古
戎
夷
之
地
历
代
来
叛
服
不
常

入
我
圣
朝
混
一
寰
宇
尺
天
寸
土


尽
归
职
方

兵
燹
之
后
图
志
无
可
考
者


宣
德
中
藩
府
庆
靖
王
问
学
宏
深
好
古
博
雅
创
编
宁
夏
一
志
到
今
七
十
余

年
事
多
不
悉
盖
前
无
所
传
后
无
所
继

故
耳
弘
治
己
未
予
奉
命
巡
抚
是
方


经
理
边
备
之
余
考
古
遗
迹
漫
无
足
征
病
之
恒
叹
以
为
缺
典

会
镇
人
地
官
郎

中
胡
公
良
弼
丁
外
艰
家
居
乃
讬
之
重
为
纂
修

胡
公
博
学
多
识
慨
然
考
经
史


参
旧
志
询
之
稗
官
故
老
采
以
金
石
之
文
诸
家
之
说
古
今
事
有
关
于
地
方
者


上
而
天
文
下
而
地
理
中
而
人
物
收
录
无
遗

不
逾
年
而
成
书
为
类
若
干
为

目
若
干
厘
为
若
干
卷
用
心
勤
且
劳
矣


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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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惟
图
经
其
来
也
远

︽周
礼
︾有
职
方
图
汉
有
郡
国
志
唐
有
十
道
图
宋

有
九
域
志
肆
惟
我
朝
有
︽大
明
一
统
志
︾
至
于
一
省
一
郡
一
邑
亦
各
有
志

是

知
志
者
世
之
大
典
不
可
阙
亦
不
可
略

不
阙
不
略
凡
沿
革
废
置
可
得
而
识


山
川
地
理
可
得
而
考

风
俗
物
产
可
得
而
知

城
郭
疆
域
藩
封
关
隘
桥

梁
军
垒
祠
庙
学
校
人
物
贞
烈
文
献
宦
迹
事
事
物
物
亦
可
得
而
征

且
宁

夏
地
方
千
里
有
中
路
有
东
路
有
西
路
虽
古
夷
域
亦
实
雍
州
之
地

然
自
秦

历
汉
逮
唐
郡
国
其
地
旧
矣


左
黄
河
右
贺
兰
山
川
形
胜
鱼
盐
水
利
在
有

之

人
生
其
间
豪
杰
挺
出
后
先
相
望
者
济
济

况
今
灵
州
之
建
靖
虏
渠
之
开


利
边
亦
博
且
远
矣

诚
今
昔
胜
概
之
地
塞
北
一
小
江
南
也

图
志
之
作
岂
可

少
哉

是
志
也
不
伤
︵烦
︶︹繁
︺不
伤
简
详
略
适
宜
去
取
攸
当
开
卷
一
览


宁
夏
千
百
年
已
然
之
迹
殆
不
出
户
庭
︵瞭
︶︹了
︺然
于
心
目
间

呜
呼
盛
典
也


嗣
是
而
有
作
焉
推
广
附
益
使
前
有
传
而
后
有
继
又
不
能
无
望
于
有
道
之
君
子


弘
治
十
四
年
︵一
五
○
一
年
︶辛
酉
夏
四
月
吉
旦
　
　
　
　

赐
进
士
第
通
议
大
夫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曹
南
王
珣
　
识

二

弘
治
宁
夏
新
志
签
注



　
　
目
　
　
录

卷
第
一宁

夏
总
镇

建
置
沿
革
　
分
野
　
郡
名
　
形
胜
　
风
俗
　
界
至
　
山
川
　
城
池

藩
封
︵图
系
附
︶
　
人
品
　
物
产
　
土
贡
　
田
赋
　
差
役
　
户
口
　
优
赡

宝
印
　
公
署
　
坛
壝
　
宫
　
园
　
轩
　
楼
阁
　
亭
　
斋
馆
　
坞
榭
　
池
沼

庄
所
　
洲
渚
　
桥
渡
　
景
致
　
街
坊
　
市
集
　
仓
库
　
驿
铺
　
学
校
　
寺
观

祠
庙
　
水
利
　
关
隘
　
斥
︵候
︶︹堠
︺
　
边
防
　
屯
戍
　
属
城
　
营
堡

牧
马
监
苑
　
管
堡
　
官
吏
　
军
马
　
禄
俸
　
军
饷
　
输
运
　
古
迹
　
陵
墓

卷
第
二人

物

一

目
录



宗
室
文
学
　
流
寓
　
科
目
　
监
生
　
恩
封
　
武
阶

孝
行
　
忠
节
　
烈
妇
　
孝
妇
　
义
民

宦
迹

主
将
　
副
将
　
镇
守
内
臣
　
巡
抚

游
击
将
军
　
督
储
　
监
枪
内
臣
　
都
指
挥

朝
使
　
俘
捷
　
祥
异
　
仙
释
　
乡
饮
　
祭
祀
　
经
籍

卷
第
三灵

州
　
盐
池
　
牧
马
监
苑

韦
州
　
花
马
池
营
　
兴
武
营
　
宁
夏
中
卫
　
广
武
营

卷
第
四沿

革
考
证

二

弘
治
宁
夏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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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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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五赫

连
夏
考
证

卷
第
六拓

跋
夏
考
证

卷
第
七文

章

卷
第
八杂

咏

目
录
终

三

目
录



　
　
凡
　
　
例

一
　
︽宁
夏
志
︾︵板
︶︹版
︺行
已
久
然
作
于
宣
德
初
年
其
事
迹
简
略
必
有

待
于
今
日
增
补
也

但
考
核
不
敢
以
不
严
去
取
不
敢
以
不
公
于
旧
志
则
固
不
能

无
功
罪
于
其
间
矣


二
　
仰
靓
︽大
明
一
统
志
︾及
陕
西
志
固
皆
尽
善
尽
美

然
志
一
统
者
宜
略

而
不
详

志
一
省
者
宜
详
而
不
悉

今
︽宁
夏
志
︾志
一
方
也
故
特
加
详
焉
见

者
幸
勿
诮
其
冗
碎


三
　
事
迹
若
多
涉
于
簿
会
盖
志
所
以
识
其
实
也

凡
关
于
国
家
切
于
生
民

者
所
必
志

若
嫌
于
簿
会
饰
以
虚
文
是
欺
世
之
为
也
何
以
取
信
于
人
哉

有

志
于
边
事
者
观
此
未
必
无
小
补
云


四
　
分
野
具
总
镇
属
城
不
重
志


四

弘
治
宁
夏
新
志
签
注



五
　
节
孝
悉
据
正
史
及
考
诸
遗
编
征
诸
耆
宿
参
诸
公
论
有
遗
志
无
滥

志
也
六

　
宦
迹
在
前
代
者
据
正
史
在
国
朝
者
序
其
时
之
先
后
而
不
遗
其
人
备
参

考
也

然
有
贤
者
有
未
贤
者
有
贤
而
未
纯
者

贤
者
固
不
敢
没
其
贤
未
贤
与

未
纯
者
居
乡
而
非
其
大
夫
尤
所
不
敢
也

明
哲
者
据
志
自
见


七
　
属
城
有
衙
门
者
大
书
无
衙
门
者
略
书
之

其
小
者
但
书
其
名
尔


八
　
沿
革
赫
连
拓
跋
三
考
证
悉
据
经
史
及
朱
子
通
鉴
纲
目


九
　
本
朝
续
纲
目
摘
编
然
事
有
宾
主
文
非
一
事
则
固
不
能
免
乎
僭
为
去

取
之
罪


五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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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书
目

禹
贡
　
汉
书
　
晋
书
　
隋
书
　
唐
书
　
唐
会
要
　
唐
六
典
　
郦
道
元
水
经

司
马
温
公
通
鉴
　
通
鉴
续
编
　
朱
子
通
鉴
纲
目
　
舆
地
广
记
　
宋
史

辽
史
　
金
史
　
自
警
编
　
武
经
总
要
　
容
斋
·
三
笔
　
宋
文
鉴
　
夏
国
枢
要

范
文
正
公
文
集
　
山
堂
考
索
　
李
焘
长
编
　
梦
溪
笔
谈
　
桯
史
　
文
苑
英
华

文
献
通
考
　
元
史
　
元
文
类
　
元
经
世
大
典
　
清
类
天
文
　
方
舆
胜
览
　

皇
明
祖
训
　
宁
夏
志
　
大
明
官
制
　
陕
西
志
　
大
明
一
统
志
　
夏
城
诗
集

凝
真
稿
　
樗
斋
随
笔
录
　
沧
洲
愚
隐
录
　
忍
辱
文
集

六

弘
治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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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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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治
宁
夏
新
志
签
注
说
明

一
　
本
志
属
明
代
宁
夏
地
方
志
书
由
宁
夏
巡
抚
王
珣
主
持
户
部
郎
中
胡
汝

砺
编
纂
成
稿
于
弘
治
十
四
年
︵一
五
○
一
年
︶但
未
刊
印

明
正
德
七
年
︵一
五

一
二
年
︶冯
清
任
宁
夏
巡
抚
次
年
主
持
在
原
志
稿
基
础
上
予
以
补
修

嘉
靖
七

年
︵一
五
二
八
年
︶宁
夏
巡
抚
翟
鹏
再
次
主
持
补
修
内
容
下
延
至
正
德
九
年
︵一

五
一
四
年
︶故
按
古
代
修
志
贯
例
补
修
志
书
应
改
为
正
德
宁
夏
新
志

签
注
本

以
补
修
志
稿
为
蓝
本
并
遵
循
原
志
志
名
在
签
注
本
后
附
辨
正
文
章
予
以
说
明


二
　
全
志
约
二
十
万
字

卷
首
有
﹃宁
夏
城
图
﹄﹃国
朝
混
一
宁
夏
境
土
之

图
﹄
正
文
八
卷

卷
一
宁
夏
总
镇

卷
二
人
物
宦
迹
朝
使
俘
捷
祥
异
仙

释
乡
饮
祭
祀
经
籍

卷
三
灵
州
守
御
千
户
所
韦
州
宁
夏
后
卫
兴
武
营
守

御
千
户
所
宁
夏
中
卫
广
武
营
平
虏
城

卷
四
沿
革
考
证


卷
五
赫
连
夏
考

证

卷
六
拓
跋
夏
考
证

卷
七
文
章

卷
八
杂
咏
类

志
前
有
王
珣
序
文
卷

九

弘
治
宁
夏
新
志
签
注
说
明



八
首
页
载
胡
汝
砺
后
序
加
盖
印
章
签
注
本
置
于
卷
末


三
　
卷
七
文
章
只
列
卷
名
而
无
其
文
查
弘
治
十
四
年
志
稿
亦
如
此
胡
汝

砺
后
序
亦
称

﹃功
实
严
乎
三
月
志
仅
成
乎
七
卷
﹄签
注
本
保
留
卷
名
以
求
真

实
并
冀
望
同
仁
考
究


四
　
本
志
稿
藏
于
浙
江
宁
波
天
一
阁

签
注
本
据
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
影

印
本
五

　
原
志
卷
二
人
物
缺
首
页

因
︽嘉
靖
宁
夏
新
志
︾在
︽弘
治
宁
夏
新
志
︾基

础
上
编
纂
而
成
经
两
志
比
较
和
考
证
应
缺
隋
唐
宋
元
历
代
人
物

故
于
︽嘉

靖
宁
夏
新
志
︾中
节
录
相
应
人
物
以
供
参
考


六
　
原
志
卷
下
分
目
细
目
繁
多
部
分
层
次
不
清

为
了
便
于
阅
读
签
注

本
在
保
持
原
志
体
例
结
构
基
础
上
分
别
以
序
号
黑
体
和
楷
体
标
明
不
同
目
级
层

次
以
求
清
晰


七
　
原
志
卷
四
至
卷
六
内
容
均
以
编
年
体
形
式
予
以
记
录

为
便
于
查
阅


签
注
本
在
干
支
纪
年
之
后
一
律
用
︵
　
︶加
注
公
元
纪
年



一

弘
治
宁
夏
新
志
签
注



八
　
为
适
应
更
多
读
者
签
注
本
采
用
简
化
字

个
别
人
名
地
名
专
用
名

词
保
留
繁
体
字

原
志
错
别
字
以
︵
　
︶注
明
并
以
︹
　
︺更
正

增
补
之
字
也
以

︹
　
︺表
明

无
法
辨
认
用
□
表
示
一
□
表
示
一
字

个
别
错
误
记
述
在
卷
后

以
注
释
形
式
予
以
说
明


九
　
原
志
中
的
夹
注
采
用
双
行
小
字
签
注
本
一
律
改
用
单
行
排
印

凡
正

文
又
多
以
黑
体
排
印
以
示
区
别


一

　
本
志
签
注
出
版
承
蒙
宁
夏
社
会
科
学
院
领
导
的
支
持
和
地
方
史
志
专

家
吴
忠
礼
先
生
热
心
指
导
和
审
定

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
编
辑
人
员
郭
永
顺
马
宗
明


盐
池
县
史
志
办
原
主
任
张
树
林
宁
夏
党
校
校
刊
编
辑
吴
娟
在
编
辑
和
校
正
方
面

做
了
细
致
的
工
作

诚
致
谢
意


范
宗
兴

二


八
年
仲
夏一

一

弘
治
宁
夏
新
志
签
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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