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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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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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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龍
門
縣
志
卷
之
四

營
搆
志

自
上
棟
下
宇
之
制
興
而
堂
以
聽
政
室
以
寧
居
臺

以
望
國
氛
庫
以
謹
葢
藏
亭
榭
坊
表
諸
制
具
備
義

各
有
取
也
龍
邑
雖
僻
在
邊
隅
而
締
造
自
昔
營
□

良
多
要
皆
有
關
國
計
非
徒
餙
觀
瞻
也
若
不
紀
載

維
詳
後
將
修
葺
無
稽
爲
志
營
搆

衙
署縣

署城
東
北
隅
正
德
元
年
建
係
下
北
路
餉
府
公
署
卽保

定

通

判

行

府

萬
歴
十
八
年
龍
門
改
屬
中
路
葛
峪
餉
府

移
駐
此
署
爲

河

間

通

判

□

府

王
公
從
詔
重
建
崇
禎
八
年

龍
門
仍
屬
下
北
路
順
治
六
年
裁
中
路
併
爲
下
北

路
餉
府
復
駐
於
此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改
爲
縣
署

内

負

城

臺

基

上

房

一

重

五

間

又

正

宅

一

重

五

間

左

右

橫

房

各

三

間

正

宅

外

東

上

一

重

五

間

東

下

内

厨

房

一

重

三

間

正

宅

外

西

上

一

重

三

間

西

下

書

房

一

重

三

間

□

□

□

□

□

□

□

□

□

□

□

□

□

□

内

厨

房

東

又

一

重

小

房

三

間

西

書

房

两

廂

房

各

一

小

間

正

宅

照

壁

外

對

㕔

一

重

五

間

外

大

堂

五

間

大

堂

左

外

厨

房

二

間

大

堂

□

□

事

□

堂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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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間

三

堂

左

右

横

房

各

一

間

大

□

前

左

□

科

房

各

三

間

前

二

門

一

間

□

左

右

角

門

各

一

間

頭

門

三

間

□

壁

一

座

左

□

□

門

上

題

□

□

平

□

□

右

□

□

門

上

題

□

勞

無

倦

左

柵

□

外

牌

坊

一

座

署

内

左

書

□

□

一

重

三

間

左

右

橫

□

各

二

間

左

書

房

下

一

重

三

間

左

右

橫

房

各

三

間

前

土

地

祠

一

□

三

間

更

左

前

□

一

通

前

㕔

一

間

左

負

城

□

列

馬

房

七

小

間

煑

料

房

一

間

右

㕔

□

三

□

下

□

賓

舘

一

重

三

間

敎
諭
署

文
廟
明
倫
堂
後
正
綂
初
年
新
建
爲
社
學
署
宏
治

元
年
重
建
爲
衛
學
署
今
□
縣
學
署

典
史
署

城
東
南
隅
原
係
衛
經
歷
署
自
經
歷
奉
裁
衛
守
備

署
傾
圮
移
駐
此
□
今
改
縣
後
卽
爲
典
史
署

都
司
署

正
德

年
建
原
係
城
守
守
備
署
順
治
初
年
葛
峪

㕘
將
移
駐
於
此
自
十
三
年
改
設
龍
門
路
都
司
卽

爲
都
司
署

中
軍
守
備
署

順
治
十
三
年
設
都
司
中
軍
守
備
以
倪
總
戎
舊
宅

置
爲
公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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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把
總
署

舊
衛
時
察
院
宣

德

六

年

建

今

圮

公
舘
南

關

今

圮

演
武
㕔
城

東

三

里

永

樂

年

建

□
□

龍
門
關
堡
公
舘
乾

隅

今

圮

防
守
官
㕔
東

門

外

今

圮

金
家
庄
公
舘
坎

方

今

圮

防
守
官
㕔
乾

隅

今

圮

三
岔
口
堡
公
舘
通

衢

今

圮

防
守
官
㕔
坎

方

今

圮

演
武
㕔
堡

外

里

許

今

圮

鵰
鶚
堡
察
院
天

順

七

年

建

今

改

馬

神

廟

把
總
署
正

綂

十

三

年

建

原

係

守

備

官

㕔

官
店
景

泰

六

年

建

今

圮

演
武
㕔
宣

德

五

年

建

長
安
嶺
察
院
南

門

内

景

泰

三

年

建

今

圮

分
司
景

泰

三

年

建

今

圮

□
□
官
㕔
景

泰

三

年

建

長
安
守
禦
千
戸
所
宏

治

三

年

建

有

吏

目

鎭

撫

二

㕔

今

俱

圮

官
店
景

泰

五

年

建

今

圮

演
武
㕔
城

北

三

里

正

綂

二

年

建

趙
川
堡
公
舘
坎

方

今

圮

把
總
官
㕔
乾

隅

原

係

操

守

官

㕔

演
武
㕔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圮

大
白
陽
堡
公
舘
通

衢

今

圮

操
守
官
㕔
艮

隅

今

圮

小
白
陽
堡
公
舘
通

衢

今

圮

操
守
官
㕔
巽

隅

今

圮

演
武
㕔
堡

外

今

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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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葛
峪
堡
察
院
通

衢

成

化

年

建

今

圮

河
間
行
府
正

德

□

年

□

河

間

府

通

判

管

宣

府

中

路

□

□

因

駐

此

□

今

圮

守
備
官
㕔
成

化

元

年

建

演
武
㕔
嘉

靖

■

■

年

建

常
峪
口
公
舘
通

衢

今

圮

操
守
官
㕔
坎

方

今

圮

靑
邊
口
公
舘
震

方

今

Ⱨ

操
守
官
㕔
兌

方

今

圮

羊
房
堡
公
舘
坎

方

今

圮

操
守
官
㕔
東

門

内

今

圮

演
武
㕔
堡

外

里

許

今

圮

倉
庫
明

制

設

倉

共

十

六

座

□

惟

本

城

及

鵰

鶚

長

安

趙

川

葛

峪

五

處

□

貯

縣
治
廣
盈
倉
乾

隔

宣

德

□

五

年

建

備
荒
倉
成

化

■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東

□

内

天

順

■

年

建

神
鎗
庫
城

巽

隅

景

泰

二

年

建

軍
器
庫
城

坎

方

景

泰

二

年

建

火
藥
局
景

泰

五

年

建

今

移

置

武

廟

金
家
庄
堡
倉
成

化

■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成

化

三

年

建

今

圮

龍
門
關
堡
倉
宣

德

■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宣

德

三

年

建

今

圮

三
岔
口
堡
倉

今

圮

草
塲
今

圮

鵰
鶚
堡
鵰
鶚
倉
宣

德

五

年

建

備
荒
倉
成

化

十

年

建

今

圮

神
鎗
庫
成

化

七

年

建

草
塲
成

化

十

年

建

今

圮

火
藥
局
景

泰

五

年

建

長
安
嶺
長
安
倉
城

乾

隅

景

泰

三

年

建

備
荒
倉
城

乾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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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草
塲
成

化

十

年

建

今

圮

火
藥
局
兌

□

今

圮

藥
房
南

門

内

景

泰

六

年

建

今

圮

趙
川
堡
保
安
倉
宣

德

三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宣

德

三

年

建

今

圮

大
白
陽
堡
倉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圮

小
白
陽
堡
倉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圮

葛
峪
堡
倉
艮

隅

成

化

元

年

建

草
塲
乾

隅

成

化

元

年

建

今

圮

神
鎗
庫
巽

隅

成

化

九

年

建

今

圮

常
峪
口
堡
倉
宣

德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圮

靑
邊
口
堡
倉
宣

德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圮

羊
房
堡
倉
成

化

元

年

建

今

圮

草
塲
成

化

元

年

建

今

圮

長
安
嶺
鐘
樓
城

巽

隅

正

綂

十

二

年

建

鼔
樓
城

内

山

麓

景

泰

五

年

建

葛
峪
堡
鼓
樓
成

化

元

年

建

牌
坊縣

城
大
市
坊
一

曰

迎

恩

一

曰

鎭

遠

給
諫
坊
爲

兵

科

給

事

中

王

致

祥

立

察
院
公
署
坊
前

曰

澄

淸

東

曰

觀

風

駐

節

西

曰

淸

塞

行

邊

今

圮

一
品
元
戎
坊
爲

都

督

倪

尙

忠

立

誥
勅
顯
揚
坊
爲

□

□

□

知

□

文

□

科
第
坊
爲

舉

人

魏

淸

旌

里

額

曰

飛

騰

父
子
登
科
坊
爲

魏

□

□

廷

□

□

貞
節
坊
奉

旨

旌

表

監

生

曹

賢

妻

沈

氏

生

員

沈

□

妻

邢

氏

葛

之

覃

妻

王

氏

竇

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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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長
安
嶺
大
市
坊
南

曰

承

恩

北

曰

永

安

今

圮

葛
峪
堡
大
市
坊
東

曰

澄

淸

南

曰

承

恩

北

曰

靖

朔

今

圮

壇
廟縣

城
文
廟
詳

學

校

志

武
廟
縣

西

衛

堂

舊

址

康

熙

七

年

衛

守

備

王

之

屏

中

軍

守

備

王

福

仝

建

火

藥

局

移

此

城
隍
廟
宣

德

三

年

建

旗
纛
廟
永

樂

年

建

今

都

司

署

内

梓
潼
廟
城

西

北

隅

鄕

大

夫

竇

文

建

關
帝
廟
城

内

有

三

火
神
廟
天

啓

三

年

建

馬
神
廟
景

泰

三

年

建

三
皇
廟
像

係

劉

瀾

塑

元
帝
廟
正

綂

初

年

建

奎
星
樓
城

東

南

隅

舊

係

角

樓

康

熙

七

年

通

判

黃

玉

鉉

衛

守

備

王

之

屏

改

建

奎

星

樓

普
濟
寺
正

綂

十

四

年

都

督

楊

洪

重

建

萬

歴

年

都

督

倪

尙

忠

重

修

觀
音
寺
城

内

有

二

藥
王
廟
東

關

廂

八
蜡
廟
大

東

門

外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建

東
嶽
廟
小

東

門

外

龍
神
廟
小

東

門

外

萬

歴

三

十

七

年

建

三
官
廟
西

關

外

懸
珠
觀
南

門

外

南

巖

上

南
巖
寺
南

巖

上

社
稷
壇
城

北

隅

離

城

一

里

厲
壇
城

北

隅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城
隍
壇
城

東

南

隅

離

城

一

里

餘

龍
門
關
堡
城
隍
廟

關
帝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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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
廟

龍
神
廟

馬
□
廟
以

上

五

廟

俱

在

二

道

街

城

墻

下

金
家
□
城
隍
廟
長

安

街

梓
潼
廟
城

北

頭

今

圮

□
帝
廟
城

東

頭

眞
武
廟
城

西

頭

龍
王
廟

馬
神
廟
街

中

三
官
廟
北

隅

子
孫
廟
後

街

三
岔
口
堡
城
隍
廟
堡

中

梓
潼
廟
堡

中

關
□
廟
□

街

馬
神
廟
□

街

玉
帝
廟
北

山

上

元
帝
廟
北

山

上

龍
神
廟
北

山

上

二
淸
廟
東

門

外

三
官
廟
西

門

外

雕
鶚
堡
城
隍
廟
石

橋

街

宣

德

六

年

建

玉
帝
廟
城

北

□

□

上

隆

慶

四

年

建

元
帝
廟
堡

中

宣

德

九

年

建

武
當
廟
城

中

□
帝
廟
甕

城

内

萬

歴

二

十

二

年

建

旗
纛
廟
永

樂

年

建

馬
神
廟
景

泰

二

年

建

壽
星
樓
南

城

龍
神
廟
關

廂

萬

歴

三

十

二

年

建

觀
音
寺
一

在

臨

淸

街

一

在

西

關

地
藏
寺
西

關

萬

歴

五

年

建

普
照
寺
西

門

外

成

化

二

年

建

魁
星
樓
捧

盒

山

三
官
廟
□

雲

山

嘉

靖

甲

申

年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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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葛
峪
堡
城
隍
廟
西

□

□

成

化

十

年

建

□
帝
廟
大

街

□

永

樂

二

年

建

龍
神
廟
東

北

隅

宏

治

二

年

建

馬
神
廟
堡

東

南

隅

萬

歴

九

年

建

火
神
廟
堡

西

北

隅

□

靖

三

十

六

年

建

三
官
廟
西

甕

城

嘉

靖

六

年

建

觀
音
寺
堡

東

北

隅

宏

治

四

年

建

地
藏
寺
西

南

隅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建

常
峪
口
城
隍
廟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建

關
帝
廟
萬

歴

十

八

年

建

玉
帝
廟
崇

禎

七

年

建

東
嶽
廟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建

元
帝
廟
宏

治

十

五

年

建

龍
神
廟
天

順

二

年

建

馬
神
廟
萬

歴

六

年

建

三
官
廟
隆

慶

二

年

建

觀
音
寺
正

德

元

年

建

地
藏
寺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建

妙
峰
寺
嘉

靖

二

年

建

靑
邊
口
城
隍
廟

關
帝
廟
堡

乾

隅

玉
帝
廟
通

衢

龍
神
廟
堡

北

隅

觀
音
寺
堡

北

城

墻

下

羊
房
堡
城
隍
廟
西

北

隅

關
帝
廟
街

中

玉
帝
廟
北

城

樓

眞
武
廟
北

城

墻

□

馬
神
廟
堡

南

隅

大
佛
寺
西

城

墻

□

觀
音
堂
南

門

甕

城

内

驛



ZhongYi

龍
門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龍
門
驛
宣

德

六

年

建

今

改

爲

逓

趙
州
驛
堡

内

今

改

爲

逓

樂
字
暖
舖
城

東

北

三

里

今

圮

射
字
暖
舖
城

東

十

里

今

圮

御
字
暖
舖
城

西

十

里

今

圮

按
暖
舖
云
者

舍
便
益
之
名
亦
唐
人
邊
舖
之
謂

義
兼
廵
邏
且
有
成
周
候
舘
廬
宿
之
遺
意
焉
明
自

都
督
孫
安
肇
其
制
後
顏
彪
繼
之
十
五
年
而
始
成

其
序
以
編
字
爲
名
用
三
物
四
敎
字
云

雕
鶚
堡
浩
嶺
驛
宣

德

五

年

建

今

移

堡

内

文
字
暖
舖
堡

北

十

里

今

圮

行
字
暖
舖
堡

西

十

里

今

圮

敎
字
暖
舖
堡

南

□

十

里

今

圮

長
安
嶺
豐
嶧
驛
南

郭

外

景

泰

二

年

建

今

徙

郭

内

信
字
暖
舖
城

北

二

十

里

今

圮

敎
字
暖
舖
城

北

十

里

今

圮

物
字
暖
舖
城

南

十

里

今

圮

忠
字
暖
舖
城

南

四

十

里

今

圮

堡

内

今

改

爲

逓

附
墳
墓

明
戸
部
郎
中
李
琪
墓

都
督
倪
尙
忠
墓

□
督
張
時
傑
墓

都
督
張
永
墓

□
督
唐
璟
墓

副
總
兵
趙
文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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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副
總
兵
黃
瑄
墓

副
總
兵
黃
鎭
墓

皇
淸
進
士
李
遵
度
墓
朱

家

營

北

山

下

附
漏
澤

龍
門
縣
漏
澤
城

外

南

北

西

隅

皆

有

漏

澤

趙
川
堡
漏
澤

葛
峪
堡
漏
澤

林

盛

論

曰

邑
之
營
搆
如
官
㕔
市
坊
倉
庫
樓
舖
咸
有
關
國

計
其
制
無
可
略
也
若
城
隍
爲
地
之
主
馬
神
司
驛

之
令
火
神
龍
王
爲
水
火
正
司
□
昌
關
帝
爲
宇
宙

正
氣
廟
祀
亦
不
可
缺
而
其
餘
香
火
叠
建
踵
祀
濫

孰
甚
焉
昔
東
漢
鄧
太
后
下
詔
郡
國
罷
祠
官
不
在

祀
典
者
朱
子
綱
目
予
之
魏
黄
初
時
禁
非
祀
著
於

令
拓
拔
魏
允
崔
浩
之
請
亦
罷
□
神
祠
著
爲
令
至

唐
武
宗
詔
毁
佛
寺
遣
御
史
分
道
督
之
五
臺
僧
多

私
奔
幽
州
張
仲
武
封
刀
二
口
付
居
庸
關
有
遊
僧

入
境
輙
斬
之
事
雖
過
激
載
在
史
編
顧
安
得
ꍊ
而

剔
□
爲
風
化
正
其
大
防
□

論
曰
□
□
之
道
闢
異
端
崇
正
教
固
巳
然
以
地
方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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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事
則
有
所
緣
起
習
□
有
所
山
安
未
可
槩
爲
□

邊
鄙
之
民
屢
遭
兵
□
逼
近
塞
外
幸
際
太
平
當

五
代
之
季
朝
秦
暮
楚
民
不

生
殺
掠
頻
仍
殆
無

虛
日
惟
時
凡
遇
供
佛
之
家
率
皆
投
戈
羅
拜
而
去

得
邀
倖
免
是
以
區
區
百
里
除
盤
山
紆
嶺
外
一
條

砂
磧
實
等
溝
渠
不
惟
□
廟
□
多
動
以
百
計
卽
山

窪
穴
處
屋
不
數
椽
而
廟
祀
不
缺
何
可
勝
紀
迺
至

編
氓
下
戸
一
蓆
之
地
罔
不
鳴
鍾
供
養
設
像
焚
□

驚
魂
甫
定
時
切
瞻
□
豈
□
民
性
使
然
要
亦
由
來

巳
久
且
也
山
野
愚
氓
□
□

聖
朝
文
教
昌
明
禮
法
大
偹
之
時
而
結
習
旣
深
驟
難
褫

革
矧
兹
荒
僻
風
氣
剛
勁
雖
□
淳
龎
易

法
□
輕

生
戮
力
食
苦
披
寒
一
遇
春
祈
秋
報
求
福
禱
災
輙

爾
雍
容
善
事
縮
頸
明
神
未
嘗
不
可
消
共
狡
獪
之

風
平
其
鴛
鷔
之
氣
後
之
君
子
惟
是
漸
仁
摹
義
講

學
明
倫
俾
吾
道
旣
明
縱
寺
觀
翬
飛
適
足
以
美
盛

世
之
觀
亦
何
害
於
治
頋
有
說
焉
君
子
爲
政
先
去

其
太
甚
者
龍
民
重
於
事
神
而
昧
於
所
以
事
神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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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
祈
禱
報
賽
自
有
常
科
仁
里
賫
誠
天
和
可
召
窮

鮮
食
一
費
於
演
戱
唱
賽
再
費
於
誦
靑
苖
經
合

計
歲
之
所
需
過
於
正
供
風
俗
所
圉
賢
者
不
免
有

告
以
少
從
蕳
約
者
倘
歲
或
薄

則
歸
罪
其
人
誰

其
任
之
是
則
所
當

於
委
曲
曉
諭
而

之
翻
然

勃
然
者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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