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以史为镜，可觇国运兴替；以志为鉴，乃知一方得失。值此印台迈

入 “转型发展，追赶超越”之新阶段，重新审视其过往的历史，于深化

对区情的认识，传承文化，进而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更好地助推

富民强区将大有裨益。

历史的印记浓缩着一方地域的灵魂，也承载着一方文明生生不息的动

力。印台，古称同官。追寻印台走过的历史，《同官县志》便是最好的资

料。现存 《同官县志》从秦起述至民国，囊括天文、地理、建置、物产、

人物、宗教、教育、风俗、司法、武备、交通、水利、工商、田赋、官秩、

杂术、古迹、艺文等各个方面，荦荦大端，搜罗备尽。无论是孟姜女的凄

美传说，还是葛洪成仙的奇谈轶闻；无论是耀州古瓷的发展源流，还是秦

王府琉璃厂的兴衰盛替；无论是山川风物的千奇百秀，还是人文宦迹的升

沉殊致；大到地方兴衰、兵燹战乱，小到一人一事、一乡一里都可在 《同

官县志》中得到来龙去脉。《同官县志》中所记载的舆地风物、往躅遗迹

可以为发掘今日印台之价值提供重要依据，所收录的名儒美宦、孝子贤妇

的嘉行芳迹也有助于今日印台之道德文化与廉政建设。

《同官县志》传世至今有三部，即明万历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县令刘

泽远敦请名儒寇慎编纂之 《同官县志》，清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知县袁

文观纂修之 《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 （１９４４）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



察专员于正东聘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务主任黎锦熙总纂

之 《同官县志》。明清两部多为手抄本，年湮世远，又历战乱变迁，大都

散佚。民国 《同官县志》，年代较近，传世最广。其参酌旧志，秉承新

时，创意重修，资料翔实，搜罗详尽，体例完善，蔚然大观，为关中名

志。此次整理在２００６年出版之基础上，对照电子版藏书，借助多重工

具，多方考量，慎重求证，重新考订字词、断句，更正错讹，补充疏漏，

力求更加完善，更接近原志。书稿的厚重只是客观纸张，书稿中所蕴含

的数千年历史文化才是真正的矿藏。诚如民国二十一年 《重印同官县志

记》所说，同官虽系斗大山城，菁华亦有所钟。整理过程中，我辈深感

承担的不只是几部旧籍重新面世的责任，而是古同官历史的沉厚以及为

今日之发展推波助澜的使命。这种横亘古今的厚重感，以及它对今日的

重要意义都让我们感到眼前的书稿之珍贵，肩上的责任之重大。谨小慎

微，惟恐不周。然而毕竟学识有限，尽管力求精准，也不免有疏漏之处，

有待方家雅正。

编史修志，彰往察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旧志的保存与流传也

是这一优良传统的重要部分。在整理 《同官县志》的过程中，我们体味历

史魅力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整理志书之工作对地方发展的重大意义。历

史绵长，未来长远，修书为镜，资治一方。作为方志工作者，我们要做的

还远远不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修志人的学习和探索永

无止境。庆幸此再版 《同官县志》能赶上印台文化兴区的发展进程，诚愿

此志书能为塑印台兴区之魂添花增彩，助力于印台文化之大发展。

铜川市印台区 《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４月



校点说明

一、本次整理校点 《同官县志》是应印台社会各方要求，在２００６年

旧志整理基础上，再次整理校点的一部旧志资料书。

二、本次整理坚持尊重历史、求实存真的原则。以现存于世的明、

清和民国三部 《同官县志》藏书影印电子版为蓝本，详加考订，严格校

勘，重新排版，成为本次整理校对版 《同官县志》。

三、本次整理所参考 《同官县志》藏书的电子影印版分别是：明版

《同官县志》崇祯年间手抄本 （陕西省图书馆藏书）、清版 《同官县志》

乾隆三十年手抄本 （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五十八年印行，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藏书）、民国版 《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四、本次整理为了充分尊重原著，保存原志风貌，改变了２００６年旧

志整理中用括号来区分注释的方法，采用大小字号区分正文和注释。其

中正文用宋体小四，注释用楷体五号，严格按照原著中大小字各自的位

置、篇幅进行区分。

五、本次整理中标点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５８３４－２０１１） 《标

点符号用法》的要求，维持２００６版正确的标点，改正２００６版有误的标

点。“按”后一律使用冒号。



六、本书对于明、清、民国三部同篇中文字、语辞存在差异之处，

未敢妄改，依然各保留其原状，以便于方家考证。如明版 《同官县志》

中礼部侍郎王图 《题姜女祠》中 “钗影不缘风日灭”，在清版 《同官县

志》中作 “钗影不缘岩石灭”。

七、对于民国 《同官县志》卷二十七中的 《同官注音符号发音表》，

２００６年旧志整理中，为了便于阅读将表中注音符号下方所附之国际音标

替换为汉语拼音。今保留其汉语拼音，但为体现原书风貌，特将原著中

注音符号所对应国际音标再附于后，并严格按照汉语拼音书写规则规范

其对应汉语拼音。

八、本书在２００６年旧志整理基础上，对照电子影印版，补缺不删

余。即对于２００６版所没有而影印电子版有的内容予以补充，对于２００６

版有而影印电子版未体现的部分内容，维持２００６版不变。











同官县志序

同官，《禹贡》雍州之域也。秦隶内史，汉置?臿，晋设频阳，迨其

播迁，拓拔氏崛起北荒，乃因铜官川建铜官县焉。宇文周因之，去铜字

为同，沿革迄今，几两千年矣。鍃递之间，隶属屡更，县治累迁。今其

城依虎踞，铜漆为池，形势险固，纵世事万变，而山川终古。且以地褊

而当南北要道，故历经兴亡，废垒独多。往昔争战之遗迹，文物之废墟，

尤班班可考也。临其地者，宁无发思古之幽情者乎？抗战军兴，三秦冲

要。同官肩负西京，指臂洛，遥制敌寇，尤为国防之重镇。年来经济

建设，同官矿藏丰富，煤产月二万余吨，实冠于西北，军需民用，咸利

赖之。其于抗建，贡献殊大！惟夷考其历代之变迁。文物之盛衰，与夫

山川道里之详，风化民俗之情，则邑乘失修，载籍阙如，未尝不慨然兴

叹一方文献之缺也！夫县志者，盖所以稽事载典，彰往昭来也。若旷然

而弗修，其守土有司，将何以考俗准治哉？文献之征，岂可阙乎！第三

行政区余专员正东有志于斯文，创意重修区属各县旧志，为时仅一载，

而初稿草成，其志其事，可谓壮矣。既修同官县志成，请序于余。余览

其书，灿然大备，而体例新颖，为旧志所无。至若记载之实，考订之精，

印订之美，犹其余事焉。诚为近代方志之新构，岂仅备一方之文献而已

哉。因是为序。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夏五月三十日钱塘芾南祝绍周



同官县志序

同官前志为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先生所手订，距今一百七十九

年矣。历经兵燹，孤本仅存。虽有民国二十一年翻印本，近亦不可多得。

且于地方事迹，一无续补，征考难悉，废坠堪虞。三十一年春，余倡修

区属洛川、中部、宜君、宜川、同官、黄龙各志，同之官民亦以为当务。

和绅文蠧、李绅榻山尤洞谙掌故，深悉民情，殚力竭神，草成初稿。三

十三年春初，《洛川志》成书，余复聘黎劭西先生代为审核，讹者正之，

疑者辩之，和李两绅，复亲为雠校。田县长在养对此赞诩甚力，与王绅

少文、姬绅命新等妥筹剞劂之费，余则仅从旁策划调度以期其成。兹幸

此志能于中宜各志之先，刊成出版，勉酬夙愿。嗣是生斯土与官斯土者，

倘能踵事增华，勿更迟至百数十年以后，则为幸甚矣。

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湖北大冶余正东仅撰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同官县志序

同官地近陕北，邑小而民贫。观其人文，虽无关中各邑之盛，而以

山川险峻，地方瘠苦，人无外嗜，故其风俗纯朴，有足称者。旧有县志，

记载缺略，百年以来，未能续修，文献散佚，识者憾焉。余君正东为陕

西第三区督察专员，慨然念地方政治之变迁，文物之隆替，无所记述，

于是倡修县志，而同官适为三区所辖之县，遂与洛川等志同时修纂。搜

罗采集逾一年之久，而新志观成。体例虽云从新，记载务求翔实。后之

人欲于是邑考风问俗，读此志，可以了然而无遗矣。其裨益于政教，岂

浅鲜也哉？

牟平彭昭贤



同官县志序

周官诵训，邦国之记籍攸传；地志山经，方舆之胜览斯备。前事不

忘，后事之则。典章文物，关系盛衰；文献不征，仲尼斯叹。故一国有

一国之史，而一县有一县之志。溯源地志，创始汉书，历代踵因，风物

斯显。况县志为国史之渊薮，而国史乃县志之集成，所以记文献而昭来

兹，备沿革而知损益，意义乎尚矣。同官县志，创始于万历戊午，其

后增修，已历三次。余重宰兹土之上年，本区专员余公簿书鞅掌之余，

留心典籍，鉴于各县方志或年久失修，或散佚不传，影响政治经济文化

之建设、忠孝节烈民风之垂示綦深且巨，慨然下令，整理重修，并聘黎

劭西先生董总纂之责。本县遵令组织委员会，延聘士绅王蕴章、寇湘阳、

姬命新、和文蠧、李榻山、杨春荣等为采访员，由和文蠧、李榻山、杨

春荣等秉椽笔，主初稿，广采资料，穷搜冥索，较之原志，大有增益，

分门别类，序列井然。其中尤以地质、地形、水文、矿业、农业、财政

等篇纪载详尽，前志所无。阅期年而脱稿，核定付梓。余于重修斯志因

有感焉：社会演进，靡有止境，后胜于今，犹今之胜于昔也。与斯役者，

变通成规，昕夕研核，以适时代之需要，权衡在心，斟酌至当。余两宰

兹土，先后五易阳秋，正值抗建方殷，而环境特殊，财政支绌，尔后建

设，万端待理，所望贤明绅硕，参镜斯志，共图进步，并留心地方文献，



以时搜集，俾易踵事增华，则斯志之新修，其意义乃足以继往而开来，

承先而启后矣。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渭南田在养序



同官县志序

陕之同官，壤地褊小，清乾隆时，巡抚毕沅议省并，吴人顾森适流

寓于此，移书力争，乃已。邑人以为 “?臿干城”焉。其隶属亦无定，

清代原属耀州，自雍正时耀改散州，始属西安府，民国初隶关中道，嗣

隶第七行政督察区，三十年改隶第三区，迄今年本志印未竣时，复议改

隶第二区。二区专署新置于耀，则犹清之属耀州矣，而向之隶三区，则

犹晋唐之属北地宜君也。然其矿藏特富，现月产煤约二万吨，倘三倍其

产量，尚可开采二百年。考古家每艳称耀州宋瓷，实出同官，耀固无陶

土，销场所在耳。孟姜女之讴歌历三千年，其生没遗迹，传皆在此。是

其邑虽小，而颇具全国性与历史性，异乎洛川之但为区治者矣。余核印

《洛川志》甫竣，即从事同官，邑志虽成于乾隆，而民国有续稿二十四

卷，李君榻山之所撰也。自三区余专员正东倡率修志，复依所颁类目修

订补充，精缮得二十册，则前年李君及和君文蠧、杨君华亭共为之者也。

三区专署所颁类目，悉采余所草之 《方志今议》，原稿条分件系，巨细不

违，余核定时，转多省变，盖视其材料之翔实与否，不容为体例所拘牵

也。计得三十篇，具详例目。

方 《洛川志》之成，余曾为长序，谓比事属辞，区区易为，吃紧工

作，仍在材料之搜集。盖今人之于方志，犹多误解，时代已殊，陈见未

去。第一过重文辞，不知志乘叙述，但贵简明有条理，了无支蔓复杂虚



套之辞，果能是，用白话文且更佳也。稍进则知重编次体裁，实则头脑

清楚而常识充足者，秉笔发凡，于体裁亦无何等问题也。大问题只在材

料之不实不尽而已！余所举材料来源三宗：一曰实地调查，二曰档案整

理，三曰群书采录，皆非易事。调查必依科学方法，至少亦须据 《方志

今议》中所拟二十余种表目，一度普查，自核洛志，知此事非对县政人

员先施训练不可，则省县政府之事矣，于是图难于易，易 “实地调查”

为 “方桌访问”。兹核同志，此层最为顺手，和李二君，深悉邑故，相处

一室，时经三月，一有疑问，随举随答。且李君于二十四年续编时，跋

涉山川，采查登录，法即未备，功已可钦。至其次之档案整理，则非先

有统一之类码与平昔之责成不可，又中央政府之事矣，于是易为 “报告

抄送”。复次之群书采录，则每邑为之，甚不经济，宜有统筹全国之工作

机构，又中央学术机关之事矣，于是易为 “旧志剪贴”。兹核同志，前者

原稿已就地征集抄入，偶有未备，或误于手民，自所难免。后者又以印

校仓促，乾隆旧志固已囊括其中，而雍正之省通志，民国两宋伯鲁、联奎

之续通志稿，以及县所旧隶之耀州、西安两志，乃竟未遑参稽，颇为遗

憾惟原稿亦曾略参续通志稿。总而言之，新修方志，得如同官者，酌古准

今，披文怀质，纵理想未符，而风声足树矣。

自春三月迄夏五月，余与和李两君径寓印刷厂中，昼夜督印，进度

颇速，盖原定出版期在本年一月，当时付稿无多，嗣乃随核随印，而李

君病矣，促其遄归，和君独任校雠。东路战局忽紧张，常有空警，厂在

东城根，又稍南移，用是排印工作颇受影响。日者东都告急，风鹤频惊，

斯志竟能于板荡中成书，亦大足资纪念。余将度陇，亟述其颠末如此。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黎锦熙序于西京崇礼路泰华印刷厂。



同官县志序

邑志修自清乾隆乙酉邑令豫章袁文观，迄光绪末，其间失修者垂一

百四十余年矣。宣统初，省垣续修通志，札县采访寄稿。邑宿佘君葆初

承充斯役，记载颇为详赡。惜经辛亥改革，强半散佚。民国己巳冬，国

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冯总司令玉祥饬县采编新志材料，时乐陵白公如琳

权县篆，命不佞司采编之役。事竣后，继复有续修县志之举，未及半数中

辍。岁甲戌，合肥刘公学海长县事，以县志关乎地方之掌故与一邑之文

献，锐意续修，聘李君榻山司采编。经一年又六月之努力，跋山涉水，

搜岩剔谷，其详尽精核，大纲子目，郎若列眉，较袁志有过之无不及。

未及付梓，适丁七七之役搁置。岁壬午，第三区行政督察专署余专员正

东有编纂三区方志之举，饬县荐数人采访，时掌县篆者为龙门姚公文蔚，

以寇君湘阳、李君榻山、杨君华亭、姬君志周、王君蕴章及不佞六人列

荐，由余专员特聘充役。讵姬君就中部县民政科长职，寇王二君亦因别

事羁身，弗克参预秉笔。且篇目未颁，无从着手，嗣九月十一日奉到专

署所颁 “编修方志预拟篇目”、“采访须知”、“工作准则”及各项 “调查

表”五十六种，即在县政府召开工作进行会议，复增聘县党部、县政府

各科室各指导员督学、各乡镇长及士绅数人采访，以期速蒇厥事。遂于

二十八日开始编修，假煤矿公会为会址，其负编纂重要工作者为李杨二

君。不佞年近周甲，粗俚无文，窃不自揆，以从事二君之后，滥竽充数，



复延李君景民司绘事。惟是志乘一书，一邑之掌故，一代之文献，地方

之因革，政治之损益所资借镜者也。非旁采博稽，难得精确之记载。第

沧桑递变，绅家藏书无多，兵燹频遭，县政府旧档难悉。虽以李君之

再度刘郎，驾轻就熟；杨君之闳通淹贯，博学多闻，几感无从着手之苦。

本编篇目，一依专署所颁，其为本县所无或考稽难悉者，宁缺无滥，免

贻臆造之讥。凡为篇三十，为目一百有五，为总分图二十有二，总计五

十余万言。惟李杨二君及不佞均系兼职，弗克专心从事，为时四阅月，未

能完成，窃自愧恧；又因限于经济，既作复辍。至去年八月田县长涵三

再权县篆，专署一再督促，乃再从事斯役。特学殖荒落，未能精详考订。

复由余专员聘湘潭黎君劭西 （锦熙）司总纂。期间缺者补之，讹者正之，

精心考研，总归至当。而于方言谣谚中之 “声母”、“韵母”及 “同音字

谱”独具心得，不厌求详。不佞与李君复从事校役，与黎君相处者三阅

月，朝夕谈论，开益良多。兹全编已经印竣，爰叙其事之巅末而为之记。

时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壬申五月，邑人和文蠧序于西京寓室。



同官县志序

昔孔子论夏礼殷礼。以杞宋之无征，致慨于文献之不足。是文献系

乎一代之制度风化，綦深且重。古者列国莫不有史，而方志之掌，见于

《周礼》。秦汉以降，郡县斯志，风土人事，传述靡缺。吾同邑志，创始

不可考，据明寇永修氏志序，始于嘉靖之杨曹州。嗣后迄清乾隆乙酉，

已经四次纂修，惜版本无存。宣统至民国甲戌，又复三度采编。民国三

十一年季冬，奉令重修，邑人名宿，多参与焉。济济一堂，寒暑研讨，

贯精力，广采访。其属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物荦荦诸大端，无不搜罗

详尽。旧志各门，既多补益，新增诸目，尤切时要。县长田公涵三，重

宰吾邑，对斯志之纂修，尤多擘划与策导。自春徂冬，历时周岁，蒇事

付印，蔚成大观。上可备党国政治之采择，下可供观风士夫之参考。嘉

言懿行，矜式后来，善者劝而恶者惩，裨益良非浅鲜。抑尤有进者，吾

邑偏处北鄙，地瘠民贫，质胜于文，教化迟落。至矿产之掘采，陶瓷之

改良，荒山僻壤之垦植，文化经济之建设，尤属急不容缓。观风贤令，

邑绅硕彦，参酌斯志，因时措施，化贫瘠为庶富，振鄙野于文明，庶斯

志与事功将永垂于不朽。蕴章忝列采访，赘数言弁诸简端云。

邑后学王蕴章序于同官财务委员会。



纂修姓名

主　修：

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 大冶余正东

同官县长 渭南田在养涵三

总　纂：

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务主任 湘潭黎锦熙劭西

采　编：

同官县煤矿业同业公会主席陕西师范学堂肄业清增生 邑人和文蠧

同官县中山镇镇长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肄业 邑人李蔚文榻山

同官县陈炉镇中山中心学校校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

邑人杨春荣华亭

绘　图：

陕西省地政人员训练班毕业 邑人李景民

采访主任：

同官县政府第一科科长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邑人翟增烈新三

采　访：

同官县党部书记长陕西中山学院毕业 三原孙志刚

同官县司法承审 咸阳郭延龄益轩

同官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 邑人王少文蕴章



同官县政府秘书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邑人姬命新志周

陕西师范学堂毕业清廪生 邑人寇湘阳

军运代办所长三中毕业 邑人任忠杰

第二科科长单师毕业 邑人杨树中

县财务委员会委员 邑人杨维新

第一科科员防空训班毕业 邑人赵保信

兴国煤矿经理 邑人杨松年

财政部田管处第一科科长 邑人王郁斌

县财务委员会委员 邑人董勋俊

财政部田管处第二科科长 邑人雷彦坤

黄堡镇长 邑人石生玉

县督学一师毕业 邑人王佐贤

红土镇长 邑人刘远鑫

县督学一师毕业 邑人白树荣

陈炉镇长 邑人王玉瑞

县指导员一师毕业 邑人张景贤

石柱镇长 邑人寇振金

县指导员 邑人刘致信

文明乡长 邑人李生璧

县指导员单师毕业 邑人孟聚业

金锁镇长 邑人郑彦荣

缮　写： 邑人和敬文



凡　例

一、本志依 《方志今议》之拟目，全书共三十篇，篇为一卷。冠以

序、目、凡例为卷首，跋为卷末，分装四册。

二、清乾隆袁志，悉为分析，入各篇中，以存掌故而备文献。称引

时曰 “旧志”，袁志所引旧志则改称 “前志”。

三、文不拘体：全篇有为图者卷一之疆域总图，有为表者卷三之大事年

表，卷二十五之氏族表，有为文录者卷三十之丛录，但辑旧志序例。各篇中亦

随宜附入图、表、谱、或专件。

四、重要叙述为正文，资以发挥、补充，及事例、引证等概为小注，

其整篇不宜割裂者则低一字为附录。

五、前志艺文一类，汇录诗文，篇幅最广，兹皆解散，依事类分入

各篇小注或附录，即 《方志今议》所拟 “文征”一目，亦不复设。

六、原拟目之农矿志，分为农业与矿业二篇，以本邑矿业发达也。

合作志增名曰合作救济，党务志曰党团社会，以内容应为所包括也。

七、本志体裁新创，采访未周，征引多疏，鲁鱼难免，深望博雅君

子，随时赐以教益，以便勘误补遗。并拟逐年增辑，俾以后续编有藉，

不复更如前之迟至百数十年，致文献难征也。





同官县志目录

卷一　疆域总图 （１－４）

卷二　建置沿革志 （５－２０）

一、疆域沿革

二、县城迁建

三、衙署设置

四、乡镇区划 （附关堡村里沿革）

１．中山镇　　２．黄堡镇　　３．文明乡　　４．石柱镇

５．红土镇　　６．陈炉镇　　７．金锁镇

卷三　大事年表 （２１－３２）

卷四　地质志 （３３－５２）

一、地层排列概述

１．奥陶纪石灰岩

２．石炭二叠纪含煤系 （图一至图六）

３．三叠纪：甲、下三叠纪 （石千峰系）

乙、上三叠纪 （延长层）

４．侏罗纪：甲、下侏罗纪 （瓦窑堡煤系）

乙、上侏罗纪 （安定层及宜君层）

５．红色土　　６．黄土层　　７．近代冲积层



二、地层分布略图 （图七）

１．海陆变迁　　２．褶绉 （图八）　　３．断层 （图九至图十）

三、地质演变略史

卷五　气候志 （５３－６２）

一、本区及本县气候概况

二、风向

三、气温

四、雨量 （附表）

五、霜雾及冰雹

六、物侯 （附）各种节气晷候表

卷六　地形志 （６３－７４）

一、地形区

１．北部　　２．中部　　３．南部　　４．漆水沟槽

二、地形期

三、县城地形位置 （附图）

四、山脉略说

１．北部诸山　　２．东南及中部诸山　　３．县城附近诸山

（附）八景　　 （附）同官山水图

卷七　水文志 （７５－８２）

一、县境重要河流

１．径流系数 （水量指数）　　２．排水量及排水指数

３．水位变化及其原因 （附水位图）

二、漆水之流水型

三、漆水之含沙量及其堆积作用



四、水道略说

１．漆水　　　２．沮水　　３．不入漆沮诸水　　４．泉

（附）水利　　１．渠堰　　２．水力作用

卷八　人口志 （８３－９０）

一、动态之分析

１．历年增减　　２．生死率　３．移动率

二、静态之分析 （数量、密度）

卷九　生物志 （９１－９４）

一、植物

１．谷属　　　２．纤维属　　３．蔬属　　４．果实属

５．木材属　　６．花属　　　７．草属　　８．药材属

二、动物

１．家畜及家禽　　２．野兽及飞禽　　３．鳞介　　４．昆虫

卷十　农业志 （９５－１２４）

一、农业

１．土壤：甲、山坡区　　　乙、平原区　　　丙、河谷区

２．农情：甲、农民生活概述　　　　乙、农户类别及数目

丙、土地等级及租额　　　丁、租佃手续及纳租法

戊、耕地分配情形　　　　己、生活费状况

庚、农贷

３．地政：甲、田地种类及亩数　　乙、各种地亩价格

丙、地权分配

４．农产：甲、作物种类及收获量　　乙、种获时期

丙、施肥及除草　　　　丁、蚕桑与蜂蜜 （农民副业）



二、林木

１．种类及分布：（甲）果树　　 （乙）木材

２．林政：（甲）苗圃　　 （乙）植树

３．林产：（甲）产量　　 （乙）收获时期

三、畜牧

１．畜谱　　２．畜数　　３．畜产　　４．牧养

卷十一　矿业志 （１２５－１４４）

一、种类及分布

１．煤　　２．瓷及水泥

二、矿量

三、矿质 （煤）

四、采矿方法 （煤）

１．方柱法　　　２．长壁法　　３．焦煤采炼法

４．采煤工具　　５．搬运

五、矿业调查

１．煤矿业　　２．瓷及水泥

六、运销及价格

１．煤　　２．瓷及水泥　　 （附）杂谈

卷十二　工商志 （１４５－１５８）

一、工业

１．种类沿革：（甲）陶瓷业　 （乙）水泥业

（丙）铁工业　 （丁）造纸业

（戊）纺织业　 （己）面粉业

（庚）皮革业　 （辛）石灰业



（壬）砖瓦业

２．一般概况

二、商业

１．商业调查　　２．集市沿革

卷十三　交通志 （１５９－１６６）

一、道路

１．铁道公路　　２．县乡道路　　３．市镇街道

二、桥梁

三、驿铺

四、交通工具及运输

五、邮电

１．邮政沿革　　２．电报　　３．电话

卷十四　合作救济志 （１６７－１８０）

一、县乡仓储

二、社会救济

１．历代灾荒及赈济年谱　　２．慈善机关

三、合作事业

１．沿革　　２．行政　　３．组织及业务

４．附随业务　　５．合作教育

卷十五　吏治志 （１８１－２１０）

一、行政组织沿革考

二、历代职官政绩谱

１．唐　　２．宋　　３．金　　４．元

５．明　　６．清　　７．民国



三、政牍录要

卷十六　财政志 （２１１－２４４）

一、国省各税

１．地丁正供 （附粮政）　　２．征榷杂税

二、地方财政

１．机构沿革　　２．捐税种类　　３．收支概况

４．民众负担

三、金融

１．货币　　２．金融机关及公债　　 （附）度量衡

卷十七　军警志 （２４５－２６２）

一、保安

１．清代汛防 （附武职谱）　　２．民国驻军及匪患年谱

３．团队编制　　４．清乡工作　　５．防御工事

二、警察

三、兵役

１．壮丁征数　　２．宣传工作　　３．征集经过

４．兵役示范区

卷十八　自治保甲志 （２６３－２８２）

一、地方自治略史 （附选举谱）

二、保甲

１．初办情形　　２．机构调整　　３．干部训练

４．户口编查　　５．壮丁训练　　６．经费统筹

卷十九　党团社会志 （２８３－２９８）

一、中国国民党县区党部



１．沿革　　２．组织　　３．经费　　４．宣传工作

５．党员统计与分布

二、民众团体

１．农会　　２．商会　　３．教育会　　４．妇女会

５．同业公会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部

１．沿革　　２．组织　　３．经费　　４．工作

卷二十　卫生志 （２９９－３０６）

一、人民体格及卫生环境

二、地方疾疫

三、卫生行政及医药

四、禁烟问题

１．烟毒略史　　２．禁种　　３．禁吸禁售禁运

五、缠足及蓄辫之禁革

卷二十一　司法志 （３０７－３１６）

一、司法制度沿革

二、诉讼案件统计

三、司法经费及法收

四、检验

五、看守所

１．组织及经费　　２．所址及房屋

３．人犯待遇及戒护　　４．押犯统计

六、缮状处

七、上诉及刑事执行处



八、历任司法人员谱　　 （附）要案汇录

卷二十二　教育志 （３１７－３５４）

一、科举时代之教育

１．县学　　２．书院　　３．社学私塾等

二、科第表

三、教育行政沿革

四、教育经费

五、学校教育

１．中学　　２．小学 （附学校分布图）　　３．师资训练

六、毕业表

七、社会教育

１．特种教育　　２．中山教育馆　　３．图书馆

４．识字运动及新生活运动　　５．体育场

卷二十三　宗教祠祀志 （３５５－３７８）

一、儒教群祀

１．文庙　　２．儒教系统群祀　　３．旧列祀典庙坛

４．名人专祀

二、释道寺观及杂祀

三、各教情形

１．佛道　　２．回教　　３．基督教

卷二十四　古迹古物志 （３７９－３９６）

一、冢墓

二、古城堡及传说遗迹

三、石刻及其他古物



１．魏碑　　２．唐碑　　３．宋金以降碑　　４．其他

卷二十五　氏族表 （附封荫谱）（３９５－４１０）

卷二十六　风俗志 （４１１－４２８）

一、日常生活及民情概述

１．衣　　２．食　　３．住　　４．行

二、岁时祝祭

三、礼仪

１．婚嫁　　２．丧祭　　３．寿诞及其他祝贺

四、术数迷信

卷二十七　方言谣谚志 （４２９－４８２）

一、方音谱

１．纽韵表：（甲）声母　　 （乙）韵母

（附一）声调谱　　 （附二）注音举例

２．同音常用字汇

二、方言分类词汇

１．名物　　２．动静　　３．虚助

三、俗谚类征

四、通俗文艺

卷二十八　人物志 （４８３－５１０）

一、贤能

二、学艺

三、忠勇

四、义行

五、孝友



六、节烈

卷二十九　艺文志 （５１１－５２２）

一、总部 （札记、经注）

二、哲学 （伦理学）

三、宗教 （术数）

四、语文

五、自然科学 （天文）

六、应用技术 （医、农）

七、文学 （附白话作品）

八、史地

卷三十　丛录 （５２３－５３１）

前志序例



书书书

同官县志卷一
疆域总图

绪言

方志虽原于汉志，实窻于图经，故疆域总图，当为冠冕。同官壤地

褊小，而位置适居全省之中。经界广袤，据图为说，星野旧纪，附存为

掌故云。

（图见插页１）

说

同官县境，介于东经一百零八度五十九分四十秒至一百零九度零二

分，及北纬三十五度零七分二十秒至三十五度零八分四十秒之间，位于

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之南端，适居全省疆域之中心。北界宜君，西接

耀县，东与蒲城富平为邻，南亦同富平耀县接壤。旧志：“东界蒲城县五十

里 （实四十五里），至白水县一百二十里；东南界富平县三十里 （实四十里），至县

治一百三十里 （原按：明末旧志谓东至白水界五十里，今考白水中隔蒲城地，不与

县界接）。西界耀州四十里 （实八十里），至淳化县一百二十里；西北界宜君县五十

里 （实四十五里），至县治九十里。南界耀州五十里 （实五十五里）至州治七十里；

西南界耀州五十里，至西安府二百四十里。北界宜君县六十里 （实五十五里），至

中部县一百六十里；东北界蒲城县六十里，至县治一百四十里 （东北实界宜君五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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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南北长五十二公里，东西广六十五公里。旧志：“东西广百里 （实

一百二十五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 （实一百一十里）”。面积称六千八百七十

五方华里。旧志：“邑于郡 （按：指西安府）属最小，东西南三面界他邑者，率平

畴沃壤也；北境复岭层峦，川岩盘登，人迹罕到。夫申画郊圻，慎固封守，苟经界

既正，故不待聚米画沙，而已了如指掌矣。昔陆清献公有言：封疆虽设，可以限地，

不可以限人。是在惠怀斯土者哉！”

（附）旧志 《星野》：“《周礼·保章氏》郑康成注：‘鹑首，秦也。’《春秋元命

苞》：‘东井、舆鬼，散为雍州，分为秦国。’ 《史记》： ‘天赐秦穆公鹑首之地。’

《天官书》：‘东井、舆鬼雍州。’《汉书·地理志》：‘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

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皆属焉。’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秦之分也。’ 《月令章句》：‘自井十度至柳三度，

谓之鹑首之次，芒种夏至居之，为秦之分野。’《晋书·天文志》：‘自井十六度至柳

八度为鹑首，……秦之分野，属雍州。’ ‘费直起井十二度，蔡邑起井十度，陈卓、

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并云东井、舆鬼雍州。’《唐书·天文志》：‘东井、

舆鬼，鹑首也。主三辅及北地、上郡诸地之分。’《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古雍

州之域，汉三辅北地、上郡及弘农、陇西、五原、西河、云中之境。’ 《天文分野

书》：‘井鬼在未，自井九度至柳三度，属秦分雍州，则陕西永兴、凤翔、凤、陇、

、丹、同、华、耀、坊、延、、兴元及西夏之西偏、秦凤之西北，皆秦分也。’

《明史》：‘自井九度至柳三度，鹑首之次也。陕西布政司所属之西安府、同、华、

乾、耀、等州，皆井鬼分。’《明世法录》：‘自井八度三十三分三十八秒起，历井

二十三度鬼二度柳五度一十二分三十八秒，共二十九分一秒，为鹑首之次。其辰在

未，斗炳建午，律应蕤宾。’《明一统志》：‘西安府，《禹贡》雍州之域。’《天文》：

‘井鬼分野。’旧志：‘同入东井一度。’”钦天监测觜九度至井二十六七度为鹑首之

次，其余井度并与鬼四度俱入鹑火。旧志按语云：“自司马氏述天官，后之作史者

皆志天文。汉、晋、隋、唐，谭星家纷如聚讼，其说往往难通。雍在西而鹑首在南，

果何解与？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南北两界，其说又已穷矣。论秦者历代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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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井、舆鬼为雍州，而费直蔡邑京房张衡辈有井一度入鬼二度及井十二度入柳五

度之说。李淳风 《法象志》且谓北地入尾。然则分星分野，固未可以为据也。至析

而求之，某度某分，更凿矣。考同原属三辅北地郡，据诸家书，其入井而不及鬼柳

也明矣。”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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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
建置沿革志

绪　言

一、疆域沿革

二、县城迁建

三、衙署设置

四、乡镇区划 （附沿革）

　　１．中山镇　　　　２．黄堡镇　　　　３．文明乡

　　４．石柱镇 ５．红土镇 ６．陈炉镇

　　７．金锁镇



绪 言

同官古属雍州，秦隶内史，汉设?臿，晋曰频阳。苻秦置军，后魏

建县，铜官之名，乃见于史。北周以后，沿用今名，宜、耀、西安，叠

所隶属。县城襟带铜漆，久历岁年；乡镇废垒独多，区划亦早。以沿革

言，实渭北之古邑，延南之旧戍也。名号屡易，部隶多歧，城池廨署，

关堡村落，凡系建置，述其因革。古迹名胜，则入他篇，偶亦因便互详，

可参检而并观也。

一、疆域沿革

《禹贡》属雍州之域，秦属内史地，隶于司隶校尉。汉景帝二年，置

?臿县，分内史为左右，属左内史。县与今之耀县，皆汉?臿地也。按：

《江邻几杂志》：“赵龙图师民自耀过同，说?臿庙，疑?臿亦是一兵器，其秦铸兵

之所乎？”。魏废?臿，侨置泥阳，为北地郡。晋于频山之阳，置频阳县，

县地入于频阳，隶冯翊郡。苻秦于?臿东北铜官川置铜官护军。按：当在

济阳寨。后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罢铜官护军，置铜官县。旧志云：“县虽

设于汉，治则立于魏。”按：当在今县治东南十里高坪原。以土门护军入焉，属

北地郡。宣武时，仍析铜官置土门县。庄帝永安元年，属宜君郡，西魏

因之。北朝尚有黄堡石保两县在此。周武帝建德四年，徙铜官故县于今县东

北一里频山下，去金为 “同”，旧志：“今县之名，窻于北周，其名同官者，盖

因川名也，而或者以漆沮既同 （见 《书·禹贡》）而得名，其说殊误。”属宜川。

隋属京兆郡。大业二年，省宜川及土门县，隶雍州。义宁二年，复自雍

州改属宜君郡。唐武德元年，罢宜君郡，立宜州。贞观初，以县隶宜州。

十七年，罢宜州及土门县，复隶雍州。天授二年，以永安县置宜州，县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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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隶之。大足元年，又罢宜州，改隶雍州。梁开平二年，自京兆府改属

同州。后唐同光元年，始自同州隶属耀州。耀州在宋属永兴路，金属京

兆路，元属奉元路，明改为西安府，县皆隶焉。明景泰初移今治。清雍正

三年，改耀州为直隶州，县仍隶之。十三年，改耀州为散州，县属西安

府。乾隆四十一年，陕抚毕沅议裁治，分属耀宜，时昆山顾森流寓同官，系毕表

叔，寄书谏阻，事遂寝。民国纪元后，初属陕西省关中道，继属关中区，后

属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区，现属第三行政督察区。按：耀县近于东河掘得魏

碑一座，系北雍州宜君郡 “黄堡县”碑，而旧志县西五十里石柱原，于魏时为 “石

保县”，属中部郡。南区党家河魏碑，则为 “秦川县”所立。魏时之土门护军，为

县属之东南部，则苻秦时所置铜官护军，惟同官川一隅耳。至后魏太武真君七年，

罢铜官护军置铜官县，始以土门护军入焉。至隋大业时，始将各地逐渐隶入。

二、县城迁建

苻秦时，于铜官川置铜官护军，在县治西山。旧志：“太元九年，堰铜

官水以困姚苌，即此。”即今之济阳寨也。详后乡镇。后魏因铜官川置铜官

县，在今治东南十里，宋 《太平寰宇记》：“铜官故城在县东南十里，后周建德

四年徙今治 （此今治谓频山故城）”，即今之高坪原；后周去金为同，改县治

于今治东北一里频山下。旧志云：“宋敏求 《长安志》：‘铜官在永安元年属宜君

郡，周自今县东南十里徙于今治。乔三石 《耀州志》：‘周武帝徙铜官故县于今县东

北一里，去铜字为同。然则故城之在县东北一里者，即后周所建也。’旧志 （明末

本）谓故城在县东北里许频山下，迨后周，患漆同两水，徙城于今治。其说误矣。”

按：自后周建德四年 （五七五）迄明景泰元年 （一四五）九百年间，究竟何时徙

于今治，旧志缺载，待考。旧皆有城，其古迹无复存者，惟见瓦砾累累而已

互详 《古迹志》。明景泰元年，檄县筑城凿池，知县樊荣始为筑浚，南北

半附虎头山即虎踞山、嶂山之麓，而印台、济阳、虎头三山均包于城内。

７

同官县志卷二　建置沿革志



旧志：“《寰宇记》谓铜官故城在县东南十里，则其先非无城也。乔三石 《耀州志》

谓旁以龙虎诸山为城，以漆水为池，盖指形言耳。前志谓同官旧无城，果何据欤？

《陕西通志》以为后周武帝建德四年建，明景泰元年始为筑浚，则又即以后周之城

为今城矣，皆承前志之误耳。今城筑于明景泰初，无疑也；则其自频山而徙今治也，

其即始于此时欤？”。会漆水啮崩，荣亦迁去，知县傅鼐继修，成化十九年，

知县颜顺始续成之。弘治元年夏，城崩，知县王恭重修，作石堤以障漆

水。嘉靖三十二年，虏报甚急，知县亢庆鸿增修。周四里，高一丈，池深一

丈，四门皆有覆屋。万历元年，修丽醮，雉堞以砖。门四：名其东曰望

函，西曰拱羌，南曰文明，北曰迎恩，又东凿二水门。十八年，水崩迎

恩门，知县屠以钦改置正北门，题曰镇远门。二十一年，知县马铎以北

门直突，筑北瓮城，建宣威门。东门圮于水，久塞，四十一年，知县梁

善士复辟之，题曰启元门。建覆屋三楹。崇祯年间，知县刘泽远扁其四门：曰

北接灵朔，曰东来紫气，曰日近长安，曰西镇戎羌。崇祯末年，移居山寨，城

圮。清康熙二十四年，三山土窑因阴雨倾塌，压死四十余人，居民震怖，

吁请修城，时知县雷之采以旧城辽阔，人不足守，且工大，恐费不资，

乃截西城之半，隔印台、济阳、虎踞三山于外，建筑新城。周二里三分有

奇，凡四百七十丈，顶宽五尺，底厚一丈。旧志： “按：城制旧高二丈，延袤四里

三百五十步，南北半附山麓，隍深一丈。”后频被水患，城址渐促。自康熙年间改

修截筑，视昔规模仅半，城与山寨不相符矣。二十八年，知县黄锦心继修，题

其东曰迎紫，西曰永宁，北曰镇平，南曰成化。乾隆十八年，知县曹世

鉴复增修之，改南门于西偏。道光十四年，邑绅孙扬祖捐银三十四万两，

筑石根，墙至雉堞均用砖包，添筑东西二炮台，四门均建楼屋三间，改

迎紫曰望函。同治八年，知县严德芬于成化门东开文明门。光绪十四年，

知县徐锡
!

以旧东门南向不便，改筑正东门，建朱衣阁于上。十九年，

知县刘福荫重修永宁门楼；二十六年，知县顾?增修之。民国后，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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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崩毁，随时修补。三十年，县长吕绍熊以旧镇平门汽车行驶不便，封

闭之，而于街道直北开门，径达北关。城外桥洞，用旧桥石条箍成，系里人李

忠智监修，是年七月工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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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堤，明万历二十一年，知县马铎以漆同二水为城患，筑堤障之，

自金山东环城，延接嶂山之麓。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增修。旧志引前志：

“漆同二水，为城患甚，往多挑浚，以娱目前，縻费不资。马令乃作是堤，高下广

阔，俱随水势，旁植杨柳数百。城赖堤全者已二十余年，因名曰马公堤。岁久渐溃，

刘令增筑甚厚，驱水东去百丈许，患可永杜云”。经清迄今，历有修筑。最近

为民国二十二年，石工颇固。又旧志云：“县城东南隅曰花园，其地势最卑。古

有石门，乃昔新兴坊大道，传闻当年骑马过桥下者，扬鞭才可及其顶。康熙二十四

年截筑南北城，而西未及筑。六月十三暴雨，西城三山水陡下，冲激而东，石门尽

为沙泥淤塞。今石台犹在，其门迹去地仅尺许。上有白衣大士庙。按：白衣庙今已

改朱衣楼，即魁星楼也”。

三、衙署设置

县政府　在县城西北隅。大堂五楹，明景泰初知县樊荣建。西安府知

府吴孟祺题其堂曰节爱堂，并为节爱堂辞，略云：“夫今之吏弊，大较有四：曰贪，

曰酷，曰谄，曰傲而已。有一于是，罪何能逭？昔李文靖公沆，宋贤相也，犹曰：

‘《论语》如 “节用”“爱人”二字，尚未能行，终身诵之可也。’非文靖能身体而

默识，亦岂知其真未能耶？大哉圣言，义斯备矣。盖惟节用，则必视国犹家而不贪；

惟爱人，则必视民如伤而不酷。不贪则其志卓，而何所于谄？不酷则其气平，而何

有于傲？二善立而四弊去，非圣人之言，其孰与于斯？余自作县至今，每以是存心

出政，而愧于未能，抑觉其得力处亦颇在是。乃思与诸贤共之，而以名其听政之堂。

诚欲诸君予诵法圣言，直与文靖为匹，而余一日之长，得以乐观其成，是吾名堂之

义也。”堂东为典史厅，西为銮驾库，后俱为积贮库。堂前东西吏舍各十二夹甬，

皂隶站班房二。中为戒坊，旧有戒石亭，久废。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新建。

清康熙四十年，知县吴翰珍复毁。前为仪门，西南为狱门。东为
!

侯祠，祠前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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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宾馆，馆前有催科所。后废为马厩，旋改为仓。大门三楹，旧有鼓楼，重檐复屋，

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所增建者，康熙四十年，知县吴翰珍拆毁。乾隆三十年，

知县袁文观重建大门，改建鼓楼于东街。堂后为宅门，宅门之内，正厅五楹，颜曰

退思堂；左右厢房各三楹。又后为内宅，宅东书室五楹，前有隙地；又东南书室三

楹；宅西居室前后各三楹，西北为厩。清同治十年，知县王兆庆重修；光绪

二十四年，知县黄肇宏增修。光复时，二堂毁于火，民国五年，知事郭

鹏重建之。二十五年，县长刘学海于东院建县府办公厅五楹，
"

侯祠改

建政警队。

旧佐二衙署　典史署，在县署西南。清康熙十八年，知县雷之采增

修。民国元年，知事胡应文改为监理财政局，十八年县长白如琳改为看

守所。其他大都早废，如县丞署在县署东，明宣德年间裁废、主簿署在丞署

后，明万历年间裁废、巡检司署在县北三十里金锁关，清顺治十三年裁废、漆水

驿驿丞署见 《交通志·驿站》。

旧行署及其他　如察院行署在县署东南。明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范重

修。清乾隆元年，知县张尔戬奉文拆毁；三十年，知县袁文观捐俸重建营署。后改

为女子小学运动场，男女合校后，划归县立中学、布政司行署在县署东。久废，

后先农坛即其故址、按察司行署在布政司行署西，久废等。又如医学在县治东、

僧会司在县治北门外重兴院、道会司在县治清宁观，皆久废。

按：近年新置机关，分详各篇，此不复列。

四、乡镇区划 （附关堡村里沿革）

明初编户二十三里同川、东阳、南阳、西阳、北阳、上官、长宁、长乐、神

水、丹青、柳池、修文、忠孝、永受、安阳、资惠、集贤、雷平、永受、阜厚、和

丰。其一里失纪；弘治十五年，并一十三里同川、东阳、上官、神水、南阳、

丹青、修文、忠孝、长宁、永受、资惠、安阳、集贤；崇祯八年，并八里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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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受、修文、忠孝、东阳、安阳、资惠、集贤；十五年，并六里按：旧志载崇祯

十二年，兵荒相继，饿死者几什九，故仅存六里矣，即清之同川、东阳、修文、

忠孝旧志：“明洪武间，有王居敬者，应荐辟，历官怀庆府知府。靖难兵起，一家

十口俱死署中。相传里名忠孝者，以唐孝子周智寿、周智爽及王之尽忠而得名。然

王之宦迹，史志难以稽考，旧志修于万历年间，何以逸而未载耶？姑附于此”、安

阳、永受六里也。乾隆时，同川里领在城及村一百一十六，东阳里领村

一百零八，修文里领村八十，忠孝里领村三十九，安阳里领村三十五，

永受里领村一十五。东乡共九十九村，分十七堡；南乡共六十五村，分

十九堡；西乡共一百二十村，分二十三堡；北乡共一百零八村，分十六

堡。以上据旧志。旧志于六里下各列村名，四乡各堡下复将村名分列，兹从省。

里设里长，管田赋；乡有乡长，堡有保长，管治安。民元以后，初分六

区十三联保；现为七乡镇，四十九保，八百八十一甲。兹分镇谱其村落，

并考明其沿革。

１．中山镇　此城关及近郊，凡七保。镇公所在第二保南寺沟。

第一保　城内四街

第二保　济阳寨　龙凤湾　南寺沟　萧家咀　安家坡　南关　桃园村

第三保　印台山　杨家沟　杨家匾　背坡

第四保　虎头山　北凹里　河东坡　北关

第五保　宜古村　十里铺 （分东西）　西王益村　蒲地王　南雷村　北雷村

　官酒铺　苏家庄　五里铺

第六保　东王益村 （按：旧志载元宗室益王之后，入明以王为姓，居此村，

故名。并详 《氏族志》）　高家原　高平原　店子坡　小豆村　郭家咀

第七保　灰堆坡　墙下原　韩家原　咀稍头　柏庙　桑皮头　孙家坪

上各保所属中，第二保之济阳寨有关建置沿革，特述如下：

济阳寨　在县治西济阳山上，即故铜官护军，苻秦时设。有土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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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丈，为元末防守地，其前即两截泉也。明嘉靖间大修之。元末张良弼遣

判院虎林赤、都事吴进贤，筑山寨为据守计，即此寨也。明嘉靖三十二年，虏报甚

急，知县亢庆鸿乃大修之，得故窖，窖尚有元末藏粟，有洞，旁穿数百尺取水，今

故迹犹存，即两截泉也）。迄崇祯间复大修之。附录邑人寇慎重修碑记如下。

明寇慎：重修济阳寨碑记 （寇，明参政）

环同皆山也，而济阳独耸然秀出，踞邑城上游。古人因其势而缮修之，垒山堑

谷，而寨得以名焉。元末张思道尚屯兵于此，然旧迹湮没，仿佛仅存者，一井、一

亭及城址而已。顷自崇祯己巳 （二年），戍卒弄戈，亡命蜂起，延祸七年，乙亥秋，

贼数万压境，吾同遂拉焉溃决，如振槁叶；焚虏杀掠，白日为惨；人人股栗，始聚

众决策，而事济阳之役矣。时带守道江右陈公良训可其事，遂捐俸倡首。容城梁公

奏发帑金二百四十两，以梁明经可贤、冯文学珍、温茂才所闻、刘茂才绵庚、孙茂

才世绵董其事。时余方巡兵冀北，两儿瑞征、泰征，捐三十金倡之，而习威远孔言

捐金四十两，寇武安遵典捐金三十两，杨别驾瑜以下亦输捐有差。于是募役程工，

畚钟如云，镌颓削漫，筑缺增高，而墉崔然，而雉翼然，复扼其要害，锁以重门，

开二井以备缓急。邑之卜居筑室者，争先如鹜；其官署得请，亦草创十数楹，内外

略如衙署。一时比闾鳞次，宁妇子，联亲戚，几幸有宁宇者，相庆甚欢也。然尚有

虞者，西南平冈，漫足奋其驰骋。余方归里，适邑侯孔公甫临，借箸佥谋，咸谓惟

高台可制。而艰于资，余复捐金二百两，而寇武安亦复以五十金佐之。凡备物酬庸，

诸不给者，公悉任焉。为筑台三座，皆崇窿七仞；而中一台巍然杰出，尤为雄观。

雉以甓，门以重扉；西南隅缭以崇垣，下抵深沟；连接层台，表里山河，以有此

毕工者，公力居多焉。余杖屦而登，见断崖千仞，幽壑无际，远近诸山，若旌若盖，

若螺若髻，若渴马游龙之赴海，幽阜连波，一奋一止，皆拱揖下风。噫嘻，高而险

哉！倘亦秦关百二之一乎！因是有吊古之思焉。方其剪荆辟榛，伐山开道，以创兹

壁垒也，勿论经费不资，其经画胼胝，心力与山溪俱尽矣。回首数十年前，荒田野

草，倘非今日缮修，将日削岁浸，令后人求其败瓦颓垣，亦灰飞烟销而不可得。吁，

亦可慨也！夫治乱相寻，如昼之必夜，呼之必吸，前人不戒，后人之师也。后之君

３１

同官县志卷二　建置沿革志



子，勿狃安袭常，敝屣斯寨，复为后人追而叹之，则善矣。是役也，自甲戌 （崇祯

七年）迄丁丑 （十年），首尾者三年，历事者三公：首事则东鲁房公讳思哲，襄中

则楚沔萧公讳叔昌，而底厥成者则缺里孔公讳尚标也。后此督工，则有生员寇?、

乡约王家梁云 （旧志附注云：“按：房公思哲，旧志不载，岂以其为署篆而逸之欤？

明之官师，悉仍其旧，今亦不能援新志之例，列入宦迹，然有此碑，亦可藉以不朽

矣”）。

清初寨有县署，康熙间始毁之。旧志 《杂记》 （卷十）载：“济阳寨旧有

县署，大堂、吏舍俱如现署制。先时县令多居寨署，康熙初年，知县冯元飚乃移下

城，夜为贼伤其臂。四十六年，吴令翰珍拆毁。今遗址犹存。乾隆三十年，知县袁

文观为立碑识之。”又 “署东有铅药库一所，储火药一百八硐。乾隆二十年四月十

六日，知县曹世鉴移储于今署之东仓，方移就，击火出，烟焰弥天，人与木石冲激

空中，死者二十四人，惊死一人，伤者一人，须臾瓦砾灰烬。先是移库前三日夜，

风雨大作，雷电交驰，有磺气袭人，人咸以为兆之先见云。”按：今皆为公地，无

建筑矣。

２．黄堡镇　此南乡，凡七保。镇有旧城，在镇南二里。建筑年代不可

考，史载晋升平初，姚襄自杏城进据黄落堡，秦苻生遗苻黄眉击败之。旧志谓即此

镇。但就地势考之，当在黄龙山一带，龙与落一声之转耳。北魏孝武帝时，为黄

堡县。此据魏碑，尚待考。查耀县民乐园近年得魏碑一座，系北魏孝武帝永熙二

年，北雍州宜君郡黄堡县民人所立。黄堡南距耀县三十里，北距同官四十里，似无

建县必要，然镇今存庙碑载黄堡瓷陶场始于晋，则北魏建县，或即以黄堡业瓷之故

欤？抑同官分县也？分县之说，系父老相传，亦待考。宋熙宁初，改建黄堡镇。

在金尤为重镇。内有关帝庙，今圮。北有泰山庙，或云即德应侯庙改建，今为本

镇中山中心小学。明嘉靖二年，修寨于旧镇北二里。旧志谓嘉靖三十五年复筑

堡城。明末因乱移镇于寨内，即今之黄堡寨城也。寨系独出之阜，西临小河，

北临漆水，均高十余丈；东南土崖，高五六丈至七八丈。惟西北一角，有小道通北

原。大可二百余亩，半住居民，半为商号，镇公所亦在焉。民国二十六年后，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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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移于街市。旧志：“镇西南有立佛湾，相传昔有延安人到过黄堡之南河，为暴

水所溺，忽见岸立一人抒臂拯之，得不死。及抵岸，乃知其为神也。遂塑像立庙祀

之，因名其地为立佛湾。又立佛湾南仅百步，俗谓 “焦赞胡同”，道旁白骨如乱麻，

相传焦赞昔日行劫于此，杀人之所积也。明邑进士寇慎 《夜过黄堡故墟》五律：

“此堡创何代？经今成废邱。颓垣宿鬼火，残树号鸺
"

。露草牵衣泪，秋声动客愁。

沧桑何足问？大块一浮沤。””

第一保　黄堡镇　河东沟　瓦窑沟　韩家村　新城里　红崖上　小河那　吕

家崖　北寺里

第二保　李家沟　漆家山　黑池原　杜家原　庙背后

第三保　史家原　湾子里　孟家原　石家凹　杨家凹　嘴子上　远庄　文明

原　大老池　黎家庄　韩家原

第四保　梁家原　韦家原　长畛里　王家匾　凤凰村　土桥子

第五保　董家河　党家河　董家圪塔　冯家桥

第六保　南村　西柳池　东柳池　中柳池　吕家坡

第七保　石凹里　王家原　石坡里　贺家原　新村

３、文明乡　此西乡，凡五保。乡公所在干桥庙。

第一保　赵家原　南嘴　孙家河　王家河　炭窠沟　杏林　松林

第二保　避难村 （旧志：“邑西二十里避难村，当宋元改革之际，军兴旁午，

人心未定，保家一牌书两面，宋至则应宋，元至则应元。孤村孑遗，遭之如羊豕；

惟此村可守，人皆避难于此，故名其村曰避难云。”）曾家坳　崔家坡　莫火村　鸭

口　川口

第三保　刘寨咀　要险　南嘴　南头　孝慈村　西头　生地凹　簸箕掌

第四保　演池村 （分上下）　龙尾村 （分上下）　吕村凹

第五保　寇家原　党家原　圪豆村　要险　石古村　张村　神周村　郑家河

　葫芦村　边家河　化沟里　庙底里　范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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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石柱镇　此亦西乡，凡十保。镇为北魏所置石保故县地。旧志：

“石堡县，在县西北五十里，即今之石柱原也。石保在北魏时原统于中部郡，《魏书

·地形志》：‘中部郡领石保县。’周闵帝元年，进阎庆为石保县公，即此。今又名

故县村”。按：今分二村：曰石柱原，曰故县村，皆有堡 （属第一保）。居民均业

农，近以镇公所驻此 （在开福寺南碉堡上），始有商民三数家耳。

第一保　活龙村　京兆村　木章村　石柱原　故县村　庄家咀

第二保　青龙村　阿来村　克坊村　金圪 　吊咀里

第三保　东窑里　西古村 （分上下）　僧寅村 （原有堡，在县西六十里，其

南三里隔沟有庵。昔传庵住比丘七八十人。齿渐繁，有道行者日讲内典，弟子等在

堡左右，朝耕夕耨，以资斋供。明末渐散，后即以僧寅名村。今僧寅南三里之庵里

村，即其遗址）　张家湾　墓坳里　杨家原

第四保　阿古村　铁龙头　卢家原　峁里　上安村　沈家壕　毛家山

第五保　韩古庄　杨皮坳　马咀里　穆家塬　崭头原　白联

第六保　腰节村　白石 （分上下）　光明村　马原

第七保　皇家原　上官　沟西　东古庄　西古庄　开福村　开福咀　李家咀

第八保　修文　同德　吴庄　来兴 （分上下）　卢村 （分南北）　坳里

南堡子

第九保　梁寨河 （分南北）　庄子上　韩家原　子田河　龙首　焦寨

桃园　杨庄

第十保　市上　掌儿沟　县头原　白原

５．红土镇　此东乡，凡七保。镇建自宋时，以方围数十里皆系红土

层而得名也。有堡寨二：一为孙家堡，住居民；一即红土镇。堡用土筑成，周围

一里有奇，内驻镇公所，有商号十余家。

第一保　萧家渠　店子村　西王家　乌泥川　菩萨里　冯家原　李家湾　红

花沟　邵家沟　背倒树塔　簸箕掌　孙家匾　孙家堡　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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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保　西庙塔　八面窑　槽子窑　铁炉　萧家塔　桐花沟　上塔　伍家塔

　铁家庄　罗圈崖　租子沟　望夕塔　红崖　艾家庄　杨家塔　马塔里　套家塔　

余家河　高家沟　观音堂　陈家河　老虎沟　田家窑　李家塔　党家

第三保　庞家河　太和寺　坡石村　苟儿村　鳌背村 （分南北）　罗家塔　

坡底　下枣园　庞家堡　北窑上

第四保　周家灵　麻家庄　车防沟　高家沟　谈家庄　蔡庄塔　祁家沟　崖

窑　北崖窑　唐家原　史家河　刘村　尖角　寇村　老池　党家塔

第五保　萧家沟　萧家河　水沟　许家沟　膺家堡　官庄　北沟　甘草原　

南神阁　北神阁　许家那　河家沟　橡树峁

第六保　高寨湾　童家原　官道上　南古寨　北古寨　要险里　上枣园　三

棱圪塔　李家圪塔　原树上　柏树峁

第七保　圪列神庙　鹞子沟　大要险　寨子沟　北台子　灰嘴子　云梦山　

瓦渣岭　南堡子　东塔里　孺子河　三丈河　柳塔里　北窑窠　小石盘　篬坪里　

王家河　古深　南斗村　高家沟

６．陈炉镇　此东南乡，凡七保。镇在县东南三十里，盖以陶炉陈列

而得名也。莫考所始，相传黄堡镇陶业废后，居民移陶于此。村长五里有奇，居

民沿崖以瓷砖洞而居，上下左右，层叠密如蜂房。建有四堡在南曰南堡，北曰

北堡，西曰西堡，又曰崔家堡，西堡之南曰永受堡，均以瓷砖砌就，各约数十亩，

除南堡外，各有居民二三家至十余家。其建始皆不可考，惟崔家堡系明崇祯丙子所

筑 （据清乾隆间镇进士崔乃墉 《炉山风土记》所附炉山图歌跋语，谓崔家堡作于其

曾祖竹公，当崇祯丙子丁丑间，以避流贼之乱，居民于承平后尽移去，惟其家守旧

庐百余年云。按：今崔氏旧祠尚在堡中。兹附录此歌，以明二百年前本镇之景物：

“凭心遥写陈炉山，欲作寰瀛画壁看。悬之斋中日夕坐，默然如归石城巅。石城东

峰对我堂，卓起文笔摩青苍。北峰对峙如朝日，俨然云屏列前行。有路可寻兴山寺，

古庙孤槐彷徨是。南堡西堡咫尺间，疑有铜梁和尚至。为指湾环高家村，委蛇陂陀

７１

同官县志卷二　建置沿革志



达柴门。宛如身在佛殿前，安得以呼响山垣。葱茏柳树杏花烟，仿佛石桥流水边。

青帘瓷瓯应还在，不得游行日翩跹。欲寻我友招携处，清凉寺外参差数。上崖下崖

前后湾，石洞土屋独记取。记取破屋临石台，柴门一径撑古槐。餐霞洞有旧书籍，

悄然寻思见章句。试取石橙登楼望，西原露草心凄怆。年年封树客魂中，不如亲依

白云嶂。白云迢递去无穷，纸上犹堪认旧丛。云山点染人心曲，泉石烟霞有路通。

一帘深下篆香清，寻梦时时诗句成。他日松菊相对处，醇醪蔺蕙话丹青。”又 《咏

陈炉镇》七绝十首录三： “岭上盝云岭半霞，苍崖碧树出人家。层层洞口琼云护，

九岛三山向背斜。有巢营窟周陶复，郁郁千家烟火迷。山外遥看长不夜，星流月奔

互参差。一轮旋转地浮空，范土为形物象工。赤炭洪炉如炼石，前民利用酬神

功”）。四堡四方相向，各距三五里，中为陶民所居，有东西二街，东曰上街，西曰

坡子。居民七百余户，为本县之首镇焉。陶瓷及煤业均盛，详 《工商志》及 《矿业

志》。

第一保　暗庄子　王石凹　潘家河　四合沟　半截沟　雷家坡　崖窑　沟口

　黄古寨　马家河　张家村　安和村　张家坡　芋园里　罗家山 （分东西）

第二保　上店　魏寨　石窑上　罗家岭　任家湾

第三保　立地坡　安村　马村 （分上下）　壑险　店儿上　魏湾里　杜家凹

　岭背后　柳沟里　杨家岭　西嘴里　雒家圪

第四保　傅家嘴头　
#

峪村 （分上下）　罗寨　周家村　枣儿村　张家沟　

枣园子　赵家庄　南洼里　郭家渠

第五保　马家窠　南头　腰街　北头　北沟　水沟　盐店匾 （镇公所驻此）

　后崖上

第六保　窑院里　永受村　关家嘴　崖窑里　水泉头　坡子里　湾里　桥

南北

第七保　宋家崖　嘴头村　高家那坡　双碑原　上原里　平原上　王家院　

穆家庄　东西义兴　孙家坳

上第三保之立地坡，昔曾建镇，特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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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镇　在县东南四十里石马山麓。石马山为东南诸山最高之峰，以山

似石马故名。上有白马庙，互详 《地形志》。建自宋时，陶业亦盛。山南有盆景

峪，相传宋杨六郎曾与胡人拒战于此，今农樵尚偶拾其箭簇云。明代为秦王府琉

璃厂址，盆景峪中有陶窑之迹，殆厂址所在也。厂存碑文，详 《工商志》。山上

有宝瓶堡依山顶以瓷砖修砌，其建筑年月已不可考。惟明末七义烈曾据守此堡

（详 《军警志》）。今堡内已无居民。

７．金锁镇　此北区，凡六堡。镇有金锁关，历代均为重戍。旧志：

“在县北三十里。关有神水峡，高山夹峰，绝壁千尺，水流汹涌，响震山谷。实为

榆塞秦关襟喉要地。魏收志同官有关山，疑即此也”。明嘉靖间，筑关城，设巡

守官。明嘉靖三十年，巡抚张珩议以州南下省城，金锁关至为冲要，宜筑城戍

守，以防套寇突犯。从之。三十二年，参政张唤命知县亢庆鸿始筑关城及二水关，

置巡司，设守备驻扎。按：关门三座：通延榆者二座，通宁夏、甘肃者一座。皆用

石条砌成。第一座关门有石刻金锁营三大篆字。城堞由关门东越同水，至女回山巅，

筑寨一座，异常险固。明末流寇毁之，清初乃裁移巡守诸缺。崇祯六年，流

贼号 八大王，率众二万余攻城，城陷，官民庐舍焚眀殆尽，于是关城遂废。清顺治

十三年，裁巡司缺。康熙十七年，移守备驻耀州。旧志云： “乾隆二十六年，陕抚

明公巡边行县，议欲复修，寻以调任江西去，不果。”按：今城堞已圮，字匾无存，

惟关门及寨尚存，关后半崖有石佛像一尊而已。镇公所驻第一保纸坊。明王崇古

《同官道中春雪即事》四绝之一：“金锁关雄雪阵屯，凝华积翠失山村。乍闻羌笛落

梅调，疑是春风度玉门”。又 《金锁关即事》七律：“牡丹川北兜零发，柳树坪西羽

箭稠。分陕独怜金锁夜，抱关犹记玉门秋。征人倚堞烟双峡，病戍筹边月半楼。稍

喜嫖姚整戎幕，荒村拂曙听鸣鸠”（按：王为明嘉靖间延安兵备副使）。

第一保　窑窠　渠村 （分前后）　宫家原　炉子上　庄子上　西村　路家原

　马杓沟　罗圈里　前畛里　柳湾　顺河村　王家坡　纸坊 （镇公所驻此）　走马

梁　塔里　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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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保　要险　郭家河　冯家河　蔡家原　前台上　南台上　堡子 （分前

后）　西沟里　张家岭　石板坊　周家河　南沟里　灯盏窝　里村　爱博村　由家

峁　路村　蒲家山　西华圪塔　蒲家沟　上官山　对面山　石窑

第三保　花石崖　姚湾　仲家山　姬家山　郝家坊　庙山　韩家峁　老窑子

　范市　崧章　金马庄　金牛庄　南沟里　卞家庄　棉花坡　半截沟　霸王庄

第四保　金锁关　高崖底　庐家凹　马连滩　草店子　石桥　花庄子　寇家

庄　稻草洼　仓坊坪　堆底下　细子梁　菜里坡　桐树圪 　官地　坟沟　李家山

　杨家坪　前河里　台台沟　酒沟　庙湾　李家沟　双山　南湾　塔泥河　草沟　

高桥　十五里铺　新庄子　庄子 （分前后）

第五保　香炉山　滑子坡　庞海　菜庄子　东塔　鸭蹄沟　王家原　后龙坊

　龙坊　杨家河　西河里　要险　细米梁　西沟岔　西豆沟　槽头　鹿角凹　高家

科　三门寺　葡萄村　河村　槽里　黄家塔

第六保　沙家原　李家庄　马入沟　匣子 （分前后）　武家河　枣庙　雷家

沟　武家原　梁家塬　何家原　安乐村　山底下　县口　深沟　麻子沟　许家峁　

窑里　马家原　刘家埝　翟家庙　马家村

按：明患套虏，故同官建置，多于清时，然无当于地方之荣枯也。兹附旧志所

载二诗，可觇其概。明参政陈其学 《同官夜意》七绝：“荒城夜雨滴梧桐，夹膝无

情梦事空。漆水铜川烟正冷，不知何处落征鸿！”又明主事叶懋赏，《同官有感》七

律：“宜君百里入同官，满目萧条未忍看。闾巷半随风雨圮，村墟空有雪霜寒。三

边逆虏师难退，二月新丝肉却剜。无限幽情随漆水，夜深呜咽下高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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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三
大事年表

　　旧志列纪事一目，所纪大抵历代兵争匪患之有关本邑者，今为大事

年表，是固宜采，然大事岂限于兵匪？抑且摭拾殊未备也，兹亦未遑搜

补；若乃建设之与文化，诚足以称大事，亦仅就各篇中择次其荦荦者，

旁求博稽，皆待异日。虽然，一邑单纯，事未必大，国内外大事实为其

来龙去脉，倘衬托以观之，则二千年来之邑乘，其梗概固不外事，是在

善读者耳。

时代年号 本县大事 国内外大事参考

汉景帝二年 （西元前

一五五）

初置?臿县，即本县及宜君、

耀县地，属左内史。

时周亚夫等屯兵备

匈奴。

汉桓帝永康元年 （西

元一六七）

先零羌寇关中?臿，张奂遣兵

击破之，?臿平。时奂以九卿

督幽、并、凉三州。 （《后汉

书》。旧志误入晋，因惠帝亦有

此年号也。）

上年大秦王 （罗马）

安敦入贡中国。倭国

大乱。

晋武帝
置频阳县 （县地属之），隶冯

翊郡。

晋惠帝元康六年 （西

元二九六）

卢水胡反，北地太守死之。都

尉张光避戍马栏山 （按：县北

有此山，参 《地形志》。但宜君

亦有此山），贼围百日不解，梁

王彤遣司马索靖救之，光得还

长安。 （靖即北地太守湛之子，

父子并有功北地。乔三石 《耀

州志》）。

齐万年及羌胡反，明

年周处与战败死。时

罗马分东西两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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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年号 本县大事 国内外大事参考

晋怀帝永嘉三年 （西

元三九）

秋七月，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

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栏

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

为乱，屯新丰，与芒荡合党。

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遣将淳于

定破茫荡、五斗叟，并斩之。

（《晋书·怀帝纪》）

刘渊自称汉帝，都平

阳。罗马始禁虐待天

主教徒。

东晋成帝咸和八年

（西元三三三）

北羌四角王薄勾大等扰北地，

与石斌相持，石蹈等率骑掎勾

大之后，与斌夹击，破之，勾

大奔马栏山。（《晋书》）

时赵帝石勒死，子弘

嗣 （县地属赵），明

年，石虎篡立。晋陶

侃卒。

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西元三八四）

姚苌屯北地，秦帝苻坚讨之于

赵氏坞 （《晋书》。地在县北二

里频山之南），又揠同官川水以

困之 （当在济阳寨。并详 《古

迹志》）。

上年苻坚侵晋，大败

于肥水。是年姚苌自

称秦王。明年，坚被

杀。晋谢安卒。

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

七年 （即宋文帝元嘉

廿三年，西元四四六）

罢苻秦时所置铜官护军，始置

铜官县 （当在今县治东南十里

高坪原），属北地郡。

时魏毁佛寺，平西域。

宋克 林 邑 （今 安 南

境）。

后魏孝文帝太和八年

（南齐武帝永明二年）
令铜官以席布充税。（《魏书》）

明年，魏诏均田，禁

巫卜。

后魏孝庄帝永安元年

（梁武帝大通二年，西

元五二八）

铜官及所析土门县 （宣武帝时

析置），自北地郡改属宜君郡

（后至西魏因之）。

上年天竺禅僧达摩来

广州。东罗马行民法。

周武帝建德四年 （陈

宣帝太建七年，西元

五七五）

始改铜官为同官，徙治 （在今

县治东北一里频山下），属宜

川郡。

明年，周破齐灭之，

中原全归周。是年英

吉利始建国。

隋炀帝大业二年 （西

元六六）

省土门县 （并省宜川郡），以县

隶雍州 （隋末复改属宜君郡）。

始置进士科。明年筑

长城。倭国遣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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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年号 本县大事 国内外大事参考

唐太宗贞观元年 （西

元六二七）

县属宜州 （宜州系高祖武德初

罢宜君郡所改置。是后终唐世，

县或属宜或属雍。详 《建置

志》）。

分十道，征突厥。前

五年 （武德五年西元

六二二），穆哈默德为

回 教 王，回 教 纪 元

元年。

唐高宗上元元年 （西

元六七四）

十二月丙子，党项寇美原、同

官，大掠而去 （《通鉴》）。

帝称天皇，后 （武氏）

称天后。时吐蕃入寇。

梁太祖开平二年 （西

元九八）

县自京兆府改属同州。晋王李

克用卒，子存勖 （即后唐庄

宗）嗣。

明年梁自大梁迁都

洛阳。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西元九二三）

县始自同州隶属耀州。（以后历

宋、金、元、明，迄 清 初 皆

同）。

是年灭梁，都洛阳。

明 年，岐 王 李 茂 贞

入贡。

宋高宗建炎二年 （即

金太宗天会六年，西

元一一二八）

冬十一月，王庶至京兆，节制

陕西六路军，授曲端团练使，

充节制司统制，端不欲属庶。

金谍知端庶不协，并兵攻延。

时端尽统泾原精兵□淳化，庶
日移文驱其进兵，端不听，乃

遣吴攻华州，拔之。端自分

蒲城而不攻，引兵趋耀之同官。

后迂路由之三水与会襄乐。

明年，帝奔镇江。金

陷南京 （归德府），立

刘豫为齐帝。

明太祖洪武二年 （西

元一三六九）

常遇春入关中，元驻县守将遁

去，遇春遣典史高护抚定之。

（旧志据乔三石 《耀州志》）

是 年 陷 元 都，元 帝

北遁。

明代宗景泰元年 （西

元一四五）

知县樊荣，奉檄筑城凿池。（详

《建置志》）

上年瓦剌执英宗北去，

是 年 请 和。后 三 年

（一四五三）土耳其灭

东罗马。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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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成化十九年

（西元一四八三）

县城数圯于水，知县颜顺续筑

成之。

明年，四川地震三百

余次。

明孝宗弘治元年 （西

元一四八八）

漆水溢，东城崩，知县王恭始

作石堤以障之。

王恕辅政。前二年，

葡人始发见南非洲好

望角。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西元一五四七）

知县亢庆鸿修济阳、永宁二寨，

时俺答入寇，抵宜君，闻有备，

遁去 （旧志云：“北虏万骑从长

城而下，同官戒严，顷以崎岖

不便，长驱遁去”）。

时曾铣总督陕西军务。

是后俺答屡寇北边。

倭寇浙江及闽。

嘉靖二十九年 （西元

一五五）

巡抚傅凤翔行县，念民贫苦，

且邑当南北西延之冲，转运繁

剧，乃议留驿传银每年百二十

两为用直费，刻石仪门下以为

常规 （后至万历十年，复裁之，

转输不减往日，而所议规辄中

止，于是民日益劳，不任供送

矣。旧志。参补 《财政志》）。

俺答犯京师，焚掠引

去。耶稣会教士始东

来。后八年 （一五五

七），葡人得澳门。

嘉靖三十八年 （西元

一五五九）

知县杨万祺始修县志 （今早

佚）。
文征明卒

明神宗万历元年 （西

元一五七三）

知县吴创建城楼砖堞 （详

《建置志》）。

张居正辅政，以武备

废驰，诏举将才。上

年西班牙人取吕宋。

万历八年 （西元一五

八）
知县杨光溥重删县志 （今亦佚）

丈量天下田亩。明年，

意人利玛窦来华。荷

兰始建国。

万历十二年 （西元一

五八四）

回众千群啸聚文王山，劫掠纸

房、陈炉诸村，居民大震动；

大军平之 （又宣传富平人欲穿

红土坡山，引水灌美原以下田，

诸村居河饮者皆忧之。事旋

寝）。

前年免天下逋赋。张

居正卒。时满洲部长

努尔哈赤起兵侵辽东。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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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八年 （西元一

五九）

漆水崩城北门 （迎恩门），知县

屠以钦改置正北门 （名镇远

门）。后三年，知县马铎筑雍

城，建宣威门。又筑堤障水，

名马公堤。

后年，宁夏孛拜作乱。

日本陷朝鲜。

万历四十六年 （西元

一六一八）

知县刘泽远聘邑进士寇慎重修

县志，创问以书院，增筑护城

马公堤。

前年满洲主称帝 （清

太祖），建元天命。是

年侵辽。后三年取沈

阳，定都辽阳。

明思宗崇祯七年 （西

元一六三四）

贼帅满天星等，率十余万人攻

破县城，杀掠劫烧，人民奔山

上据守，经三日贼始去。时总

兵某提兵二万驻耀州，置酒高

会，置若罔闻 （旧志）。

是时流贼四窜，五月

陕贼再陷凤县、汉南；

六月，洪承畴等厄贼

汉中，贼诈降，陈奇

瑜信之。贼出栈道，

陷麟游、永寿，故及

同 官 也 （《二 申 野

录》）。

崇祯十年 （西元一六

三七）

知县孔尚标缮器筑堡以御寇

（十三年，补修县志）。

上年李自成大掠陕西。

时满洲改国号曰清，

征降朝鲜。英人始来

广州。

崇祯十五年 （西元一

六四二）

冬，闯贼窃踞省城，遣伪将刘

宗敏率贼数十万攻延绥，道经

邑境，居民逃窜，闾阎一空

（旧志）。

自成复陷开封。明年

破 潼 关。又 明 年 陷

北京。

清世祖顺治元年 （西

元一六四四）

闯乱旱荒，死亡十七，村墟田

芜，而钱粮仍额，知县熊封力

请得除去粮九千九百余石，以

入抛荒，民稍得生。

元年李自成自北京西

奔，二年死。上年法

王路易第十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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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 （西元一六

四九）

流贼刘洪才攻掠，县城陷，知

县何得美死之。（旧志七年三月

刘洪才乘叛将王永声势，率贼

二千余陷城，民奔山寨固守，

会吴王大兵至，遁去。按寇慎

《七义烈碑记》，作 “己巳”：乃

“巳丑”之误，巳丑即是年也。

参 《人物志·忠勇》。

摄政王多尔衮卒。河

西匪乱是年始平。明

年，明永历帝 （桂王）

奔梧州。郑成功侵漳

州。英克林威尔责英

王罪，杀之。

清圣祖康熙元年 （西

元一六六二）

教谕纳以洪倡建学宫，文庙

一新。

上年吴三桂兵入缅甸，

杀永历帝。郑成功卒

于 台 湾。诏 禁 女 子

缠足。

康熙十七年 （西元一

六七八）
移金锁关守备官于耀州

吴三桂称帝于衡阳，

寻死。

康熙十八年 （西元一

六七九）

知县雷之采截筑新城，隔三山

于城外。修明史。开博学鸿

词科。

后三年顾炎武卒。

康熙六十年 （西元一

七二二）

庆阳饥民劫掠西乡演家池数村，

知县董瞮率乡兵逐之，皆遁去。

上年平西藏。后二年，青海反，

年羹尧岳锺祺平之。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

（西元一七三五）

知县张尔戬重建明伦堂。改耀

州为散州，县始属西安府。

准葛尔部请和。英创

石印。前三年 （一七

三二），华盛顿生。

清高宗乾隆十七年

（西元一七五二）
知县曹世鉴重修文庙

上年南巡。颁经史于

书院。

乾隆三十年 （一七六

五）

知县袁文观新修县志。创立颍

阳书院。

平回部乱。时英人瓦

特始创蒸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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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宗道光十四年

（西元一八三四）

邑绅孙扬祖捐银三十四万两修

城，均用砖包，添筑炮台 （二

十六年?赐云南道世职）。

后五年中英鸦片战起。

前五年英始成铁路。

法国七月革命。比利

时独立。

清穆宗同治元年 （西

元一八六二）

春，回变起，县西乡韩家原有

回民数十家，知县张德立系而

抚之，无扰 （详 《吏治志》）。

上年始设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普王维廉第

一立。时美国南北战

争起。

同治二年 （西元一八

六三）

九月，冯元佐由富平来。踞陈

炉镇劫掠，势大震；其党程景

鹏号副元帅，分踞黄堡镇、石

柱镇及济阳寨。嗣受招安讨回，

兵败，元佐死，景鹏逃同，为

其下属雷致远所杀。

左宗棠定浙江。明年，

曾国荃拔金陵，洪秀

全自杀。又明年，捻

扰北方，僧格林沁战

没。又明年，回人陷

伊犁。总理生 （同治

五年一八六六）。

同治六年 （西元一八

六七）

二月，甘省回众突入耀州、蒲

城，县城陷。八月，刘典与高

连升率所部趋耀州，前队抵同

关，回遁中部，高命总兵刘端

冕率轻骑追之。十月十四日，

回众复入黄堡镇，劫去军粮二

千七百斤，扰及近城十余里之

宜兴村及高家原，刘孝忠驰击

之，窜焦家坪。

东捻平。十月，刘松

山等由白水、洛川、

进驻宜川、延川、延

长，追剿西捻另股勾

结回众之犯耀州者。

普败奥交和，德奉普

王为盟主。明年，日

本明治天皇立。

同治九年 （西元一八

七）

回变略定，高连升部自洛川移

驻宜君杨家店，因闹饷哗变，

戕主帅，焚掠及县城，居民避

入山寨，城市一空。桂锡祯率

兵拒守，讨平之 （互详 《军警

志·武职谱》）。

天津焚教堂，杀法人。

普法战起，明年，普

围巴黎，和；普王为

德帝。俄占伊犁。又

明年，曾国藩卒。

清德宗光绪三年 （西

元一八七七）

大饥，人相食，逃入甘者甚多

（参 《救济志》。凡历代天灾均

见 《救济志》，本表不详）。

左宗棠征回，明年定

新疆。英王始兼印度

帝。美创电话。

光绪十六年 （西元一

八九）
基督教初来县传教

曾国荃卒。明年立北

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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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 （西元

一八九八）

巡抚魏光涛派标兵兴筑耀同驿

路。（先是驿路缘山倡仄，驰驱

不便，是后始成坦途）。

西太后复听政，杀维

新党六士，是为戊戌

政变。上年德占胶州

湾，是年俄租旅顺，

英租威海。明年法租

广州湾，英租九龙。

光绪二十六年 （西元

一九）

大旱，饥，开常平仓赈济，后

补道江西潘民表捐财散放，又

于西安行在请准发帑 （互详

《救济志》）。

八国联军破北京，后

及帝奔西安。明年，

辛丑和约成，赔款四

万五千兆。

光绪三十年 （西元一

九四）

潘民表呈准总督升允，建窑复

兴同官瓷。寻卒，事遂辍 （互

详 《工商志》）。

日俄开战于辽沈，中

国守局外中立。明年

俄海军败，议和。

光绪三十一年 （西元

一九五）

改颍阳书院为小学堂 （详 《教

育志》）

派戴泽等考察各国宪

政。明年，预备立宪。

宣统三年 （西元一九

一一）

中美订立合同，开采县北四十

里金牛庄煤油。改革后仍采炼，

欧战起始辍，机器为军人毁作

造枪之用 （互详 《矿业志》）。

九月初六日，革命军起，逐官

吏，焚二堂，十月，薛其昌，

王守身率队驻县，三日宵遁。

省派总查朱汉廷巡县，委典史

黄慕臣权县事，人心略定。

十二日清帝退位。上

年日本灭朝鲜。是年

西藏、外蒙皆独立。

民国元年 （一九一二）

中国同盟会陕西支会同官分会

成立。旋改为中华国民党支分

部 （详 《党团志》）。九月省议

员初选议员十二人，次年一月

赴省复选，寇之苏当选，梁文

德候补 （详 《自治志》）。

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

旋北迁。明年，国会

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

总统。明年解散国会。

三年 （一九一四）
袁世凯帝制运动酝酿，国民党

县分部无形解散。

裁各省都督。欧洲大

战 起。巴 拿 马 运 河

开通。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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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 （一九一五）

四月，陕西巨匪郭坚率三千余

人经县，陷城寨，肆淫掠 （详

《军警志》下同）。

日本提二十一条迫我

承认。冬，西南起义。

明年袁世凯改元洪宪，

五月死，黎元洪继任。

六年 （一九一七） 高峻扰同
张勋复辟，旋败。我

对德奥二国宣战。

七年 （一九一八）

一月，套匪卢占奎扰同。三月

派杨生荣驻同，开炮局。次年

九月，曹老九率匪军驻扰县南

黄堡镇。

缔中日军事协约。欧

洲大战止；明年，巴

黎和会开，我国代表

拒 绝 签 字；五 四 运

动起。

九年 （一九二）

三月，靖国军各路与泾阳驻军

互争县城，旋调解。十一月田

维勤部营长王某 （号小王）率

变兵陷县城，复攻济阳寨，未

得逞。

直皖内战起。国际联

盟成立于瑞士。

十年 （一九二一）
春，靖国军变兵张老四率匪众

占据县城。

广州非常国会举孙文

为大总统。华盛顿会

议开。

十三年 （一九二四）

驻军许天兴设炮局，征民工大

造枪弹。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

民党，县党部成立 （详 《党团

志》）。

前年直奉内战，是年

再起，国民军入北京，

执政府成立。明年，

总理卒于北京。上海

五卅事件起。国民政

府成立于广州。

十七年 （一九二八）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县。

县公署改称县政府，知事改称

县长。

上年国民政府定都南

京。是年济南惨案起。

六月，国民革命军入

北京，改为北平，南

北统一。

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 县长侯景贤重印乾隆间旧县志

上年九一八事变起。

是年上海一二八事

变起。

９２

同官县志卷三　大事年表



时代年号 本县大事 国内外大事参考

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

实行禁烟，县为第一期禁种县

份，铲除烟苗 （详 《卫生志》）。

六月异党刘子丹等侵入西区石

柱原一带，区助理韩广盈及团

十八名死之 （详 《军警志》）。

日侵长城一带。塘沽

协定成。

二十三年 （一九三四）

三月十一日刘子丹陈学鼎等，

侵入南区黄堡镇及梁家原，区

长梁崇峻及居民范清海死之

（详 《军警志》）。

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

咸榆公路同官段完成。八月东

北军北开过境。架设环境电话。

县境烟苗铲绝。实行烟民登记，

成立戒烟所。始征储县仓谷一

千石。

实行法币制度

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 续征县仓谷三千五百九十石

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

一月，异党贺龙由富平率众驻

扎陈炉镇、立地镇及黄堡镇至

县城附近 （详 《军警志》）。

上年双十二事变。是

年七七事变起，抗战

军兴。十一月，迁陪

都重庆。

二十七年 （一九三八）
一月，县奉令实行征兵。第十

六军董钊部驻县监修碉堡。

二十八年 （一九三九） 县府设禁烟科

二十九年 （一九四）

七月中旬，异党侵扰西区石柱

镇六、七、八、九、十各保。

十二月，驻县后方医院伤兵李

永成等发生暴动 （均详 《军警

志》）。是年县改属第三行政督

察区 （原属七区）。第二战区在

黄堡镇设立铁工厂、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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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年号 本县大事 国内外大事参考

三十年 （一九四一）

县奉令田赋征实，于夏忙开始。

县立初级中学成立。整理街道，

筑碎石路，开辟北门，省银行

在县设立分行。始课所得税及

利得税，成立查征所。一月始

征煤炭产销税。组设各级合

作社。

三十一年 （一九四二）

五月土地陈报开始工作 （十二

月，即报完成，旋呈请复查整

理）。七月一日陇海路咸同支线

黄堡站正式通车。县银行成立，

屠宰税改归县政府征收。

三十二年 （一九四三） 设立卫生所

上表于民国十七八年以后，县事加详，为便稽考也。表中未悉载者，

分详于各志中。国内外大事较略，为时代甚近，尚易联忆而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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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四
地质志

绪言

一、地层排列概况

１．奥陶纪石灰岩

２．石炭二叠纪含煤系 （图一至图六）

３．三叠纪：甲、下三叠纪 （石千峰系）

乙、上三叠纪 （延长层）

４．侏罗纪：甲、下侏罗纪 （瓦窑堡煤系）

乙、上侏罗纪 （安定层及宜君层）

５．红色土

６．黄土层

７．近代冲积层

二、地层分布略图 （图七）

三、地质演变略史

１．海陆变迁　　２．褶绉 （图八）　　３．断层 （图九、图十）

　　



绪　言

同官山谷纵横，矿藏丰富，地质构造，较为复杂。经省建设厅技正

白士倜氏于民国二十五年调查邑东南一带煤田地质，著有 《同官煤田地

质》一篇。三十一年，白家驹氏复受本省第三区专员公署之委托，著有

陕西省第三区 《七县地质志》，志中亦于同官为特详。兹摘取汇编，略增

地名，则亦访询于矿区而得者，要皆概况，尚冀专家继此实勘而详察之，

于邑之富源，当更能有所发见也。至若矿质产量，开采经营，则矿业一

志，别为专篇，合而观之，俾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相携而并进，则所造

于斯邑者，无量也夫，无量也夫！

一、地层排列概述

同官高原，系由红色土及黄土所构成，较古岩层，为所覆盖，惟东

北西北东南各山岭及有沟谷之处，始见零星局部之岩层露头，欲藉此区

区者以确定各地层之排列，及其厚度构造，殊属不易。兹先将境内所有

之地层，自下而上，分别述之：

１．奥陶纪石灰岩

奥陶纪石灰岩来自山西，经韩城曾发现于龙门一带，称为龙门石灰岩、

白水而至县境内，是为同官最古之岩层，分布于县境南部。由白水经蒲

城界入境后，经西峪口、明王寺而至陈家河之东，复沿老虎沟、余家河、

潘家河直至陈炉镇东之任家湾。复自上店以南，沿富平交界处西南行，

组成北嘴梁、东罗山、橡树梁、石马山、立地坡、鳌背山等巍峨山脊高度

另详 《山水志》。西行至孟家原、湾子村、史家原沟中，则忽隐忽现。蜿

蜒至黄堡镇南之土桥子、王家匾，又概成低缓之丘陵。伸展入耀县境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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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名之药王山。其在黄土原内出露者，东起陈炉镇西之嘴一作咀头村，经

宝贝梁、周家村，至罗寨、上
#

峪村、下
#

峪村等处，虽多为黄土或红

色土所覆蔽，然可于沟谷间侵蚀深处见之。再西展至二十里铺、药王后

洞及石坡山、铁龙山、毛家山一带，则此灰岩拥起成山峰矣。

本纪灰岩大部成块状，层理模糊不清。色青黑带蓝，亦有呈灰白色

者。发现于县境东南山脊及西展各地者，为此灰岩出露本区各县者之最

下部。其上覆以层状灰岩，层厚由二十公分至一公尺，色灰黄带红，亦

有青灰色者，显露于铁龙山、石坡山及上店至光明寺之间。再上则覆以

深灰黑色之板状灰岩，为本纪灰岩之最上部，成层最薄，薄者仅半寸，

厚者亦不过一尺，断面常显方解石晶面大抵表皮皆风化呈黄色。质坚硬，击

之发火星，方解石呈脉状。又前述之层状灰岩内，常夹有青灰色页岩一层，

厚一尺至二尺不等，可作陶瓷器之釉药。如在潘家河西之石灰岩中，夹有板

岩一层，却厚十余公尺，因逆掩断层关系，受动力影响，呈破裂卷曲之状。此种板

状石灰岩，各层厚薄相异，由四五公厘至十公分不等。面极平整光滑，击之其声铮

铮，宛如磬音。板岩之最上一层，厚约半公尺，略含矽质，内有馒首状之结核。其

下一层，内有同心之轮形条文，并夹有极小之燧石。板岩各层，剥落至易，面亦平

坦，土人常用作铺地材料。其质之细致者，亦用作瓷器之釉料。

本纪灰岩之总厚，就立地坡南与富平交界之白靖峪中测得者，约二

百五十公尺，惟尚有埋没于黄土下之部分，未计入耳。因底部尚未出露，故

灰岩厚度是无法测得。但据民初美国煤油技师王国栋 （Ｈ．Ｌ．Ｆｕｌｌｅｒ）马栋臣 （Ｆ．Ｇ．

ｃｌｌｏｐ）在其他区域所测者，为一七公尺。

本纪灰岩与较新之石炭二叠纪煤系，以最鲜明而不整合之关系接触

面上，至其与较古岩层之关系，亦即以底部未露，无法测得。因当时之侵蚀作

用，造成许多裂缝，常有铁矿及其他土状物质充填其中焉。在白靖峪中有一

石灰岩洞，因地下水分之浸濡，石灰岩十分软化，含有结晶及核状之黄铁矿及黄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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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土人认为银矿者即此也。曾采炼，未成功，近尚秘之。

本纪灰岩含化石甚少惟在潘家河村南之灰岩内，觅得假软体动物 （ｍｏｌｌｕｓ

ｃｏｉｄｅａ）化石二种：属于贝类 （Ｂｒａｃｈｉｏｐｏｄａ）者，有 ｏｒｔｈｒｈｇｕｃｈｕｌａｌｉｎｎｅｇｉ；属于苔

虫类 （Ｂｒｇｏｓｏａ）者，有ＢｅｉｅｎｉｃｅａＣａ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ｅｎｓｉｓ。又在潘家河村西之板页岩内，觅

得三叶虫 （Ｔｒｉｌｏｌｔｅ）化石一种，为 ａｓａｐｂｕｓｓｐ。又雷家坡有 ＤｏｌｍｏｎｌｌｄｏｘＴｏｓｔｕａｉａ

（Ｄｄｌｍ）一种。北嘴梁有 Ｌｏｐｎｏｓｐｉｒｄｓｐ．Ｏｒｔｎｏｒｈｇｒｃｎｕｌｄｌｓｐ．Ｌｉｒｇｕｌｄｓｐ．Ｏｒｔｎｉｓｓｐ．

Ｒｄｘｉｒｅｓｑｉｒｄｓｐ．Ｐｌｃｅｔｃｒｅｎｉｓｓｐ．六种。由已得之化石证明，此石灰岩 （及石灰

板岩）当属于奥陶纪中部或上部。

２．石炭二叠纪含煤系

第一图　
!

村沟之剖面图

Ｌ黄土层　Ｓｂ与Ｓ，石岩纪页岩

砂岩　ＬＳ，奥陶纪石灰岩
奥陶纪石灰岩之上，为石炭二叠纪，本纪煤系，惟横贯同官中部，

北与三叠纪之石千峰系相连，南与奥陶纪岩层为不整合之接触。煤系地

层，大部为红色土及黄色土所掩盖，亦惟在冲刷浸蚀之沟渠内显露耳。

由本煤系所造成之山岭，除陈炉镇南山外，实不多见。其出露于漆水沟

槽内者，有十里铺、王益村、灰堆坡及县城附近与黄堡镇附近之庙坡、

仁义沟、小河沟、新村沟等处。在东南者，如陈家河、椿树沟、祁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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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炉镇南山、北沟、立地坡、马家窠、安村、上店、壑陷、庙底沟等处。

在西南者，如炭窠沟、枣园子、份子村、韩古庄等处，本纪岩层亦在再

发现。由此可见其在县境分布之广矣。

本纪岩层总厚度，在陈炉镇南山所测者，约为二百三十公尺。

本纪岩层，大抵由砂岩、页岩递积成层，间亦夹有薄层石灰岩。其

倾斜度极缓，倾角平均为七八度，最陡处亦鲜超过十五度者。在矾水沟中

之
#

村沟及湾子沟、上店等处，均有本纪砂岩页岩，与奥陶纪石灰岩不整合接触之

部面露头 （如第一图）。奥陶纪石灰岩之倾角，多在二十度左右，本纪砂岩页岩之

倾角常较少，且走向亦多不同，故二纪成为不整合之关系。本纪含煤系，既由多

层砂岩与页岩相间而成，在县城附近有清晰之剖面呈露，可察知其构造

属单斜褶绉。至岩层走向，大致为北六十度东，倾斜向西北约十度。兹

将县城附近西寨子至灰堆坡之剖面图示之如下 （第二图）：

第二图　县城附近剖面图

黄土层：Ａ、冲积层１、绿色砂石，质致密坚硬。２、紫色页岩，其色紫红如猪

肝，为沙泥混杂质之页岩，厚约十公尺。３、灰绿色沙岩，色较上层砂岩为灰，颗粒

亦较粗，厚约三公尺。４、绿色页岩，为泥质，风化甚烈，厚约二公尺。５、褐色沙

岩，色为暗绿略近灰黑，质坚硬，击之发火星，厚约二点六公分。６、五花页岩，由

深兰、浅灰、黄紫、黑各色页岩，相间组成，中亦夹有薄层砂岩，总厚约十五公尺。

７、红石，在五花页岩之底部，有厚约一公尺之红色石一层，本身为泥质，内含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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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铁砂甚多。８、灰砂岩，色银灰，质粗糙疏散，内含云母甚多，厚约二点四公

尺。９、深灰色砂页岩，质松散，含云母质颇多，有植物化石遗迹，因风化甚烈，过

于破碎，无完好者可资鉴别，厚约八公尺。１０、黄色砂岩，色黄、质硬、成块状，

内有黄色轮形条文，厚约十二点八公尺。１１、杂色页岩层，此层页岩，厚约十公尺

至十五公尺，由黄、灰、黑各色页岩构成。灰色钙质页岩中，含植物化石甚多，可

资鉴定者，有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ｉｓ．Ｐｅｃｏｐｔｅｒｉｓ．ｃａｌａｍｉｔｅ．１２、白砂岩，色白，颗粒粗，质颇

硬，厚约八公尺。１３、黑色页岩：内夹有薄层砂岩四层，甚薄之煤炭五层。

本纪岩层走向，其在东南区者，亦大致为东北倾斜向西北。兹并附

陈炉镇南山之剖面，以示本纪各层岩层之厚度及其性质 （第三图）：

第三图　石炭二叠纪煤系剖面图

ａ、页岩，厚约十七公尺：上半部约八公尺，中夹红色结核，故风化面呈猪肝

色；下半部约九公尺，变为紫色，中含黄色薄页岩三层。　　ｂ、砂岩，厚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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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上部五公尺，岩粒为绛紫色石英，中部十五公尺，为含云母黄砂岩，以上两

部均风化，下部约五公尺，系由白色砂岩组成。　　ｃ、页岩，因其颜色之不同，而

分为自上而下之五层：一、紫黑页岩，厚一公尺半；二、紫绿页岩，厚一公尺；三、

灰页岩，厚一公尺半；四、灰黄页岩，厚十七公尺；五、云母黄页岩，厚九公尺；

共厚三十公尺。　　ｄ、含云母黄砂岩，厚约半公尺。　　ｅ、页岩，上部为灰色，

厚五公尺；下部含白云母黄色砂质页岩，厚达七公尺以上。　　ｆ、褐铁矿层，厚二

十公寸。　　ｇ、石英黄砂岩，上部含有小铁核，厚十四公尺。　　ｈ、灰页岩，厚

二十公尺。　　ｉ、黄绿砂岩，厚十一公尺，易风化。　　ｊ、灰黄页岩，间夹极薄

之砂岩，共厚十三公尺。　　ｋ、沙岩，上部为厚十六公尺之块状灰砂岩，与砂质

页岩组成，易风化。下部约有七公尺之紫黄灰色砂岩。共厚二十三公尺。　　ｌ、黄

页岩，厚一公尺半。　　ｍ、含白云母薄层灰砂岩，厚十三公尺。　　ｎ、灰黄页

岩，厚四公尺。　　ｏ、块状石英白色粗砂岩，易风化成红色，厚四公尺。　　ｐ、

黑色页岩，厚三公尺，含植物化石。　　ｑ、厚约尺许之薄煤层。　　ｒ、青深灰页

岩，厚六公尺。　　ｓ、一公尺厚之煤层。　　ｔ、黑砂岩。　　ｕ、石灰岩，状如灰

页岩，为奥陶纪灰岩。

矿区实测本纪岩层，尚有可记述者。如民国二十五年建设厅探矿处

在灰堆坡打钻，其钻眼除黄土层７．７４公尺外，即系由白砂岩打起。迄是

年九月八日，钻眼已深６８．４８公尺，尚未穿透含煤系全部。兹将此钻眼

所已探得各岩层之厚度，用柱状图表示如下 （第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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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图

又王石凹一作
$

、椿树沟、祁家沟、四合沟一带，新旧法开采之煤井

甚多，兹就各矿打井结果总和，得知岩层之性质及厚度。兹将王石凹地

层柱状剖面图示下 （第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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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图

王石凹西之椿树沟内，本纪含煤系亦颇整齐清晰，显露于地表。附

其剖面图如下 （第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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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图

　　Ｌ红色土　　ＬＳ奥陶纪石灰岩　　５褐绿砂岩　　６五花页岩　　７红石

８灰砂岩　　９深灰色砂页岩　　１０黄砂岩　　１１杂色页岩　　１２白砂岩

１３含煤砂岩页岩　　ａｂｃｄ煤层　　ｉ逆掩断层

观此剖面图，可知椿树沟附近之地层，与县城附近极相似，惟各层

之厚度少有变异耳。此处煤层，距地面甚近，故二三人合伙挖炭之井，

星罗棋布，惟煤层早已吃空，现所采者，不过残余之煤柱，故不能作大

规模之经营也。

总上以观，可证此含煤系岩层，概由砂岩页岩相间而成；其中所夹

之薄层石灰岩，厚由二三公寸至一二公尺，而砂岩之在此系上部者常较

厚，至下部则较薄也。

本岩层所含化石，已采得者计二十余种，皆植物化石也。复兴沟 （即

康家沟）采得者，有 ＣａｌａｍｉｔｏｆｖａｔｃｍＳｔｏｒｎ三种。椿树沟及永受村采得者，为

Ｃｏｒｄａｔｅｓｏｆｆ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ｓｇｅｉｎ一种。灰堆坡采得者，有Ｐｅｃｏｐｔｅｒｉｓ，ｆｌｅｔｈｏｐｙｅｄｓ，ｕｅｕｒｏｐ

ｔｅｒｉｓ，ｚａｒｉｏｐｔｒｉｓ，Ｃａｉ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ａ六种。陈家河西沟采得者，有 ａｌｏｔｈｏｐｔｅｒｉｓＮｏ

ｕｒｈｔｅｒｉｓ，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ａ，ｏａｌｅｍｉｔｅｓ四种祈家采得者，有 ＬｏｐｉｄｏｄｏｄｒｏｎＣａｈｍｉｔｏｓ两种。东

十里铺南泉有 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ａ，Ｃａｊａｍｉｔｏｓａｎｎｕｌｄｒｉｎ，Ｐｅｃｏｐｔｅｒｉｌ，ｍａ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ａｌｅｔｈ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ｎｔｈｒａｃｏｍｒｇａ，ｗａｒｄｉｆｏｒｍｉｓｇｒａｂａｕ六种。陈炉镇药王庙与有 ｅｃｏｐｔｅｒｉｓ，Ｎｅａｒｏｐｔｅｒｉ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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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ａＣａｊａｍｉｔｏｓ四种，由此证明本系岩层为石炭纪上部或二叠纪下部，

故统名之曰石炭二叠纪。

３．三叠纪　再分为二：

甲、下三叠纪 （石千峰系）　本系岩层，大部出露于县境东北即陕

北盆地之南边缘。由宜君之大棋盘延伸入境，出露于云梦山、三丈河、李

家沟至乌泥川一带；西行至北高山、塔泥河、马兰山、姬家山等处均属

之；西南经蒲家山，延伸至文王山、武王山之南，本系岩层即行消逝，

使石炭二叠纪煤系与侏罗纪煤系此纪煤系多出露于文武王山南北直接接触。

本岩层多为红色砂岩及页岩所组成但真正红色岩层，不过占全系四分之

一，每层厚亦只数尺。其他岩石，多呈黄色、浅灰黄色、浅红色、灰白色或灰绿色，

因风化后，红色岩石遂将其他岩层玷染为红色，故其出露处，骤观之，疑其皆为红

色岩石所造成也。境内如乌泥川沟槽及红土坡一带，此种岩石最多。惟本

岩层分上下二部，其分布于县境者为下部。下部以红色页岩及砂质页岩

为主，间夹以薄层红砂岩，凡红页岩露头处，多呈碎块状或片状，常造

成平缓之坡巅焉。

其厚度，在县境者，约百余公尺。全系厚度，据王国栋与马栋臣二氏在山

西境内测得者，为一千公尺；其出露于本区者，据谢家荣氏报告，为六百公尺，然

亦就东部言即，若至宜君同官一带不能有此厚度矣。

其化石甚少，县境既系本岩层下部，则皆植物化石。据王竹泉氏在韩

城本系底部觅得少许植物化石，上部砂岩始有爬行动物之碎骨化石。鉴定结果，

本系岩层时代应归于下三叠纪，与其下之石炭二叠纪煤系为整合之接触

无角度之不整合，常有过度层之存在。系顶部初见本系岩石时之红色页岩甚薄而少，

再上则红色岩层渐渐增多，成层亦加厚，有时超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于煤系之

外，与奥陶纪灰岩直接接触，又与较新底层之上三叠纪延长层详下亦为整

合接触亦有过度层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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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上三叠纪 （延长层）　本岩层在县境范围甚狭，惟金锁关西北

之金牛庄、南沟及霸王庄、棉花坡、范市一隅，略有出露之处。此由陕

北盆地绵延而来，经洛川全境及中部宜君之东缘，止于此处。蕴藏煤油

颇丰，岩石隙中，常有油点滴出。民国元年，中美曾合资开?。再向西

南，则本层岩石绝迹。

本岩层整合覆于其下石千峰系红色砂页岩之上，接触处并无砾岩及显著

之假整合相隔，惟其底部为由石千峰系渐变为本层岩石过渡层，乃灰色砂岩页岩与

紫红色砂岩之互层，间有呈绿色之砂岩或页岩，厚约四十公尺。再上则无紫色砂岩

之踪迹，大部为灰色或灰绿色砂岩，间夹以灰绿色之砂质页岩。岩有斜层构造，成

薄层，骤视之如页岩，实则细粒之薄层砂岩也。本层之顶部，为绿色块状砂岩，质

硬，组织致密，有时亦夹有薄层之灰绿页岩。总厚度约一千公尺，物化石相当

丰富。ＨＴ５Ｋ〗因境内出露范围甚狭，故不详述。

４．侏罗纪　亦分为二：

甲、下侏罗纪 （瓦窑堡煤系）　本岩层多为灰色或灰绿色砂岩及页

岩所组成，与其下之延长层颇类似。砂岩之构造亦有成斜层状者，且常

夹有黑色页岩及煤层。但此煤层在县境内者苦不甚厚，如桐树圪崂、胡

芦村以北、马鞍桥等处所发现者，厚约一公寸至三公寸，而黑页岩亦厚

二三公寸。其确实厚度，因未测验，未便悬断。惟在甘泉县者约为三公尺。其中

富含植物化石。含煤层之上，即为不含煤层，位本系之顶部，下有厚层灰

白色砂岩，有时成块状厚约百公尺，含有植物化石一种。再上则为灰色砂岩

页岩及黑色页岩于顶部之灰色页岩内，亦有植物化石一种。本系岩层，分布甚

广，自甘泉县经洛川西北、中部、宜君，而至县境金锁关以北桐树屹

崂及文王山、武王山一带，自武王山之南出县境而至耀县之东北。

乙、上侏罗纪 （安定层及宜君层）　本岩层惟在金锁关以西与宜君

交界之处，如胡家坊、蒲家山一带，稍有出露，为质软成板状之淡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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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白色砂岩，并有粗粒砾岩，岩层稍受变动。厚约三十公尺。

５．红色土

红色土在县东及东南区一带分布甚广。其与黄土层接连界线，并不

甚显。在东区周家陵、麻家庄、奥北神至红土坡一带，有大量红色土露

于地表；东南区自周家村以东安马村及陈炉镇一带，亦多为红色土所覆。

此土全体为砂质壤土及粘土，中含钙质结核颇多，形状不一，常排集成

层，与红色土相间平行，或成条带状构造，或间杂于红色土内。此土系

风成层，初沉积时，与黄土相似，但后经氧化，故呈红色，其中钙质结

核之产生，则由雨水下降，溶取土中灰质，至适当地位，复行沉积而成。

此红色土大致随已成形之岩层而停积，概属平铺，并无倾角。厚约一二公尺至三

十公尺。论其在地质史上之时代，当属上新统相当于丁文江氏所谓 “三门

系”，居于黄土层之下，三趾马红土层 （蓬蒂系）之上。其时代应系洪积时之底，

与周口店产猿人之洞穴层可以约略比较也。

６．黄土层

县境除东南一隅为红色土外，其余大部分面积均为黄土层，覆于红

色土及其他较古岩层之上。其中间有红色土层，形如条带，厚约一公尺，上下

判然，有一二层或五六层者。黄土色黄质细，宜于农事。此为黄河流域所习见

者。论其成因，与红色土层同属风成停积。惟其生成时代之气候较红色

土生成时代当为寒冷，而干旱之情形亦远过之。其总厚度约三十至六十

公尺。在地质史上所属之时代，则为更新统属洪积后期。

７．近代冲积层

近代冲积层，系原有岩层经风化而成细沙土壤或石子，再由雨水河

流搬运，而沉积于河旁两岸者。沉积现象，可于河流沟壑中寻得之，往

往夹有厚度不一，时为囊状、时成层状之卵石数层。故此种冲积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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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土质膏腴，最宜农事；有时石砾混杂，不便耕耘。在漆水两岸者，如

县城附近王益村、十里铺、黄堡镇一代；在沮水川者，有子千河、梁寨

河、庵里、同家卫、穆家原等处；他如雷平川，乌泥川，亦有小量之

沉积。

兹将前述各纪岩层，自下而上，总括如下：

一、奥陶纪：大部为块状及厚层青灰色石灰岩

二、石炭二叠纪：砂岩、页岩及薄层石灰岩，夹煤层。厚二百三十

公尺。

三、下三叠纪石千峰系：红色砂岩及页岩

四、上三叠纪延长层：灰色或绿色砂岩页岩之互层，中上部多块状砂

岩，呈斜层构造。总厚约千公尺金牛庄及南沟煤油即出自此层，在县境范围

颇小。

五、下侏罗纪瓦窑堡煤系：灰色砂岩中夹黑页岩及薄煤层。总厚约五

百公尺。

六、上侏罗纪安定层宜君层：红色灰色砾岩或砂岩，厚约百公尺。以

上为第一类地层。在本纪岩层之上，尚有一层，为白垩纪 （保安系）自甘泉经

县、中部、宜君而西逝，以未出露县境，故不列目。

七、上新统及洪积统：红色土及黄土。自上新统以下，为第二类地层。

时代较新，无曲褶现象，几成水平式之层次。县境及迤北各县，殆全为此类地层所

覆盖也。

八、冲积层：为近代河流两旁之沉积物。厚度不定。

二、地层分布略图 （第七图）

县境以奥陶纪石灰岩为最古，横亘于县城黄堡镇之间，成一背斜形。

与富平交界处，亦此岩层组成之巍峨山脊。以石炭二叠纪岩层为最广，

６４

同官县志 （民国）



位于背斜南北，构成广大之煤区。其他如下三叠纪岩层，出露于县境东

北云梦山、北高山及西南文王武王二山之前。上三叠纪岩层，惟金牛庄、

南沟等处稍有显露。下侏罗纪岩层，则出露于文王武王二山南北及金锁

关以北桐树圪 各地。上侏罗纪岩层，则于金锁关之西、胡家坊之南见

之。除奥陶纪石灰岩及下三叠纪、下侏罗纪各岩层稍露于地表外，余均

为红色土及黄土所覆盖。

三、地质演变略史

１．海陆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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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当寒武纪以后，大陆下沉或海水升进，以致大部面积，俱为海

水所覆盖，而淹没于深海之底，经过整个奥陶纪，造成广厚之石灰岩。

迨后海水退缩或大陆升起，经过一长时期之剥蚀作用，遂使志留、泥盆

二纪地层，完全无存。至石炭纪，始又有浅水侵入，忽涨忽缩，忽进忽

退，因而形成页岩砂岩再三再四之相间重叠。二叠纪以后，上新统以前，

有一造山运动时期，县境北部盆地边缘，褶曲强烈，而造成东西向之高

山，倾角过大，有时几近直立，断裂时有所见。复经过一长时期之剥蚀，

然后始有上新统之红色土及更新统之黄土层，相断由风吹来而停积，此

所以红色土或黄土，均以不整合之关系而覆盖于古代地层之上也。

２．褶绉

县境之石炭二叠纪煤系，适位于一背斜构造之两翼。其轴部出露之

岩石，为奥陶纪石灰岩，由东而西，横亘于煤区之中部，此背斜构造之

中轴也。石炭二叠纪含煤层，则分布于此灰岩之南北两方。在灰岩北翼

出露之含煤系，倾斜大致向西北，倾角平均十度；在南翼出露者，倾斜

大致向东南，倾角约七八度。此背斜之北，为县城向斜层；背斜之南，

为黄堡向斜层。二向斜内出露之岩层，除黄土及红色土而外，皆为石炭

二叠纪煤系，煤业特胜。县城向斜之北，则与陕北盆地南缘相连；黄堡

向斜之南，则被东西向之各断层切断。背斜层顶部，原来当有含煤系之

沉积，因侵蚀较易，故今已剥落净尽，遂致下部之石灰岩，峥嵘突出，

显露于地表。

在此背斜构造北翼之含煤系，地层本身，又成多数之小背斜与小向

斜构造。惟轴向概为西北与东南，倾角均在十度左右，与前述之背斜同，

可证其发生褶绉之动力来源与方向固皆相同也。今略举此小背斜之所在及岩

层之走向与倾斜，即可见一般。如在王益村、洞子沟，含煤系岩层之走向，为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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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度东，倾角十二度向东南；在灰堆坡一代含煤系岩层之走向，为北六十度东，倾

角八度向西北，此为一小背斜构造也。又如县城四周含煤系岩层之走向为北六十度

东，倾角八度；在顺河村煤系之走向，为北五十五度东，倾角十五度向东南，此则

为一小向斜之构造也。

褶绉之构成当属横压力，而今大小褶绉之轴向，概为东北西南，然

则此横压力之来，不为西北，即属东南也明矣。此煤区之东南，距所谓

八百里秦川之渭河流域之北边缘，约十余华里；渭河槽形断层之发生，

对此褶绉之生成，不能无关，是则谓此横压力之来，由东南方，当不

诬也。

县境煤田面积，大部为红色土及黄土所覆盖，故其构造实况，殊难

详测。上所述者，但就沟渠及河槽内各岩层零星露头之走向与倾角之变

动，以及地形之征象，约略推知县境煤区之构造，适成一背斜层。兹更

附一图以证明之：（第八图）

第八图　灰堆坡至黄堡剖面图

ＬＳ奥陶纪石灰岩　　Ｄ黄土层　　Ａ冲积层　　ａｂｃｄｅｆ石炭二叠纪砂岩页岩

３．断层

甲、四合沟断层　此断层之走向，为东北而西南，东北起潘家河，

西南迄雷家坡，正沿沟谷之方向而行者也。西北为降下部分，东南为上

升部分，故沟北为石炭二叠纪煤系，沟南即为奥陶纪石灰岩。灰岩因断

层之涨力关系，故呈板页状，且多扭转破碎之处。煤田受此断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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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即以断层为止境矣。因此断层经过四合沟南口，故名四合沟断层：（第

九图）

第九图　四合沟附近剖面图

ｔ逆掩断层　ｐｅ石炭二叠纪砂岩页岩　ＬＳ奥陶纪石灰岩
乙、井坡断层　井坡即北沟居陈炉镇之西北，陈炉镇山巅俱为煤系砂

岩页岩，西降而至山腰之嘴头西堡一带，则为奥陶纪石灰岩，此则含煤

系覆于石灰岩之上，显而易见，情理然也。然西至井坡沟底，煤系又突

然出露，似反居奥陶纪石灰岩较下之部位者，则井坡断层使然也。观第十

图。井坡断层之走向，亦取东北西南，与岩层之走向一致，此属走向断

层。其所降部位，则西北下降，东南上升，当属正断层。井坡断层东北

起自北沟井坡，西南展至崖窑，惟中间一段，为红色土所覆盖，未曾

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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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图。　井坡附近剖面图

ｆ断层　Ｌｓ奥陶纪石灰岩　ｐｅ石炭二叠纪砂岩页岩
丙、老虎沟断层　陈家河煤矿之东约二里，有沟曰老虎沟，沟之方

向，约略为西北东南向。石炭二叠纪煤系岩层，由陈家河而东，至此沟

为止境。沟中所见，均为奥陶纪石灰岩，亦有板状及扭转现象，似由动

力所致。且此石灰岩之部位，亦高出石炭二叠纪岩层之上，故信其为断

层使然。此断层之走向，为北稍偏东，南稍偏西，而西南端又适为四合

沟断层所截断，故其发生时期，当较四合沟断层为早。至此断层东北引

伸至何处，为黄土所覆，无由探知矣。

４．不整合

石炭二叠纪含煤系与奥陶纪石灰岩成不整合之关系，已如前述。但

此不整合之情状，只可以走向及倾角而定，并无其他砥砾岩层等之象征。

在矾水沟中、瓦窑沟中、北沟中均有含煤系与奥陶纪石灰岩接触之处，

二者之间，虽无砥砾岩层以作不整合之佐证，但二者之走向倾角，均截

然不同，则其为不整合之接触，昭然甚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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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五
气候志

绪言

一、本区及本县气候概况

二、风向

三、气温

四、雨量 （附表）

五、霜雾及冰雹

六、物侯 （附）各种节气晷侯表



绪言

同官气候干燥，风土浑朴，故人民气质淳厚，刚直轻生，富于保守

性而薄于进取心，更因壤地硗瘠，恃天为食，故勤俭自足，不事他求，

以致缺乏互助精神，气候之所关亦大矣。兹记其要点，并摘附晷候诸表，

民事农功，备参检焉。

一、本区及本县气候概况

本区各县，位于陕北盆地之南部，南接秦川，北近沙漠；气候干燥，

冬春常在冰点以下，夏季时亦酷热。中国全国位于北温带，系大陆性质，为高

低两气压所支配，即冬季之西北季风与夏季之东南季风也。冬季之高气压，起于西

伯利亚及蒙古平原，分散于全国，而成冷干天气；夏季之低气压，起于太平洋及中

国沿海，吹向内地，而成温暖或炎热天气。更因热带寒带之相距，南岭北岭之阻隔，

而全国气候，乃生区别。其大要可分四区：在珠江流域，热风可以时至，西北风又

为北岭所阻，故气候和暖，为温热区带。长江流域，位于秦岭以南，南岭以北，西

北风亦难吹入，而热流亦可时至，故气候尚无大寒，可称湿温区带。黄河流域自西

北高原沿黄河而下，为干燥之西北季风所常至，而湿润之东南季风则时为北岭所阻，

故冬日严寒，河水皆冰，夏日酷热，沙漠犹甚，可称干温区带。本区即位于斯带之

南中部，为干燥性气候区域。至于第四区，乃蒙古新疆一带之干寒区矣。然东得

黄河之调剂，南受秦川之和风；西北两部，山岭绵亘，亦可稍阻西北风，

故气候较秦川稍寒，较延榆甘肃则稍温也。同官位于本区之南缘，东西

北三面环山，缺乏大森林以调节气候，故冬严寒而夏酷热，夏季复昼热

夜寒。且境内南北气候，亦相差甚大，南暖北寒。例如南区种麦在白露

后二十日，收获在芒种后十日；北区种麦则在白露前二十日，收获则在

夏至后十日。东西二区，适当其中，种麦在白露前十日，东南区在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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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日；收获则东西二区在端午节，东南区在节期前后。

二、风向 （风向、风速、季节变化、卓越风）

春夏二季，多东南风，风力和，平均每秒六米，植物赖以发育。秋

冬二季，多西北风，秋季风力稍强，每秒十米；冬季更强，每秒十六米。

卓越风以夏秋二季为多，冬季也间有之，风向不定，每秒约二十米，扬

尘飞沙，遮盖天日，害及禾稼。

三、气温 （日温差、年温差、季节变化）

夏热冬寒，春秋温和。夏以七月最热，约摄氏九十五度以上；冬以

十二月最寒，约零下十度。日温相差，寒热均约一度，然亦有数日不变

者。年温间有相差，如民国十八年冬季之奇寒，三十一年夏季之奇热。

四、雨量 （年雨量、季节分配、降雨之成因、雨量之可靠性）

在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元年，为雨量最多时期，常有霖雨三四

十日者。夏季暴雨，每日二次三次，亦有连日不断者。民元以来，每年

雨量颇少，常患不足，冬季雨量最少，平均每年降雪二次。若气候反常，

恒一冬无雪，如民国二十一年旧历九月十一日至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无雪雨。春季雨量较增，以四月旧历三月间为多。夏季雨量最多，民间有

“伏里瓦沟不干”之谚，又多暴雨。秋季雨量不定，或全秋无雨，或秋雨

连绵，如民国十七年全秋未雨，二十三年自旧历九月八日连阴雨至十月

十三日方晴。降雨之成因，多由于大地之高气压，致起东风，携带沿海

及黄河潮湿之气而来，故遇天气蒸热，则三数日内必雨，民间有 “东风

三日不由天”之谚。每年雨量可靠之月，多为旧历三、八、十三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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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亦有 “八十三月雨”之谚。

附民国二十一、二十四、三十一三年雨量表备参，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雨量表

以公厘为单位，下同

一月
十七 十八 廿七 廿八 廿九

３ ３ ６ ３ ７

二月
一 廿三

５ ７

四月
十

３

五月
二 四 十 廿七

７ １０ ２ ３

六月
十四 十九

２ ４

七月
九 十二 二十 廿四 三十

１ ８ ３ ３ ７

八月
十三 十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６ ３ ５ １０ ３

九月
九 十三 十四 十八 二十 廿五

３ ３ ７ １０ ７ ６

十二月
廿三 卅一

１ ２

全年雨量

共计一百

五十二公

厘 （本年

丰收，雨

水调匀）

附注 一、二、十二各月皆系降雪，九月十日雹，大如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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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雨量

一

月

十七

４

二

月

六

１４

三

月

二十 廿七

２ １６

四

月

四 五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８ １６ ７ ５ ８ ４

五

月

一 廿四

３ ３

六

月

十三 十六 十八 十九 廿七 三十

１８ １２ １４ ２０ ３０ ４０

七

月

四 五 六 七 九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１２ ２０ １６ ８ ２５ １６ ２８ ６ １９ ４５

八

月

二 三 六 八 九 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六 廿七 廿八

１０ １２ ２０ １８ １７ ２４ １２ ３０ ４５ ２０ ３０ ５０ ２０

九

月

六 七 八 九 十一

２０ ２４ １８ ３ ３５

十

月

十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廿五

２ ４ ７ ３ ２
十

一

月

五 六 十一 十三 廿七 廿九

６ ２ ５ ５ ２ ４
十

二

月

八

３

全年降

雨量共

计八百

八十一

公厘 （

本年山

洪暴发

，霪雨

为灾）。

附注 一、二、十一、十二各月皆雪，三月雪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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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雨量

三

月

九

１

四

月

八 十五 廿四 廿五

１２ １ ２ １

五

月

十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１ ２ ５ １ ２ ３ １ １

六

月

十二

１

七

月

十四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九 三十 卅一

１ ２ １ １ ２ ３ １

八

月

十四 廿五

１ ５

九

月

五 九 十一 廿三

１ ２ １ １

十

月

二 十

２ １

全年雨

量共计

五十八

公厘 （本

年雨水缺

乏）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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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霜雾及冰雹

霜降节前即降霜，约当旧历九月初旬，盖气候早夜寒而午温也。春

季麦苗勃发，常降严霜即黑霜，恒在旧历三月初旬，被霜之处，顿成巨

灾，麦即无收。霜之起因，由于风雨之后，天气清明，夜间气候骤寒，

常在冰点，以致露结为霜，故低洼之地更甚，近数年来，几无年不有，

农民患之。农歌云：“不怕秋风起，只怕春霜落。黑霜行过处，庄稼无收获。农人

唤奈何！”晚春及夏季，浓雾弥漫，亦害及禾稼。夏秋之间，因气压过低，

时降冰雹，大者如鸡卵害稼最烈。农歌云： “黑云一片。霎时间，雷鸣电闪。

骤雨急风，冰雹大如鸡卵 （音乱，上声）。过处禾无完。年年六七月间。叹我这儿

（两字合音）常遭凶残。天年！”

六、物侯

卉序如桃花开于三月初旬，落于下旬或四月初旬。柳叶于二月中旬

萌芽，九月下旬黄落。候鸟则有反舌鸟，俗名 “算黄算获”形似鹊，大如

鸡雏，深绿色，羽生光彩，嘴青爪红，于四月中旬由东南方来，五月中旬向

西北方去。种谷虫形似鸽而较小，灰黑色，绿嘴白爪，于三月中下旬来，五

月初旬去。其来去方向，与反舌鸟同。燕于二月中旬由东方来，八月中旬仍

向东方去。

（附）各种节气晷候表以下各表，均照续省通志稿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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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交时先后时分表

（以经度为次）

节　气
比京城时分早

分数 秒数

比省城时分迟早

分数 秒数
附记

时分 二九 三二  三六

同官位长安东经九

分，故比省城迟三

十六秒。

至日永短时分表

（以经度为次）

日永刻 分 秒 日短刻 分 秒 附记

五七 七 二六 三八 七 三四

昼永则短刻即夜，

夜永则短刻即昼，

故不复出。

分至午正日高弧度表

附记：同官为七度以上地 （以经度为次）

春秋分

午正日

高弧度

分 秒

日高

余

弧度

分 秒

冬至午

正日高

弧度

分 秒 余弧度 分 秒

五四 五四  三五 六  三一 二五  五八 三五 

夏至午

正日高

弧度

分 秒
余

弧度
分 秒

七八 二三  一一 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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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日出入时分表

夏

至

日出日

入时
刻 分 秒 冬至

日出日

入时
刻 分 秒

寅正

戍初
三初 三一

四一

一三

辰初

申正
初三 一一三

一三

四一

北极出地经纬度分表

（以极高纬度为次）

北极度 分 秒 西经度 分 秒 附记

三五 八  一九 一 

经纬度系同官

煤矿技正林

雨农氏所定。

日中平时与标准时对照表

地方相应平时

时 分 秒

标准时

时 分 秒
附　记

上午

十二
 三六

上午

一一
四四 五八

此标准时系指陇蜀时区之

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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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季太阳出没时刻表

附记：同官与西安相同

冬至出夏至入 七点零九分 冬至入夏至出 四点五十一分

小寒出芒种入

大雪出小暑入
七点零六分

小寒入芒种出

大雪入小暑出
五点五十四分

大寒出小满入

小雪出大暑入
六点五十三分

大寒入小满出

小雪入大暑出
五点零七分

立春出立夏入

立冬出立秋入
六点四十九分

立春入立夏出

立冬入立秋出
五点十一分

雨水出谷雨入

霜降出处暑入
六点三十二分

雨水入谷雨出

霜降入处暑出
五点二十八分

惊蛰出清明入

寒露出白露入
六点十二分

惊蛰入清明出

寒露入白露出
五点四十八分

春分出秋分入 六点

各季昼夜长短时刻表

冬至昼夏至夜 九点四十二分
小寒大雪昼芒种小

暑夜
九点四十八分

大寒小雪昼小满大

暑夜
十点十四分

立夏立冬昼立夏立

秋夜
十点二十二分

雨水霜降昼谷雨处

暑夜
十点五十六分

惊蛰寒露昼清明白

露夜
十一点三十六分

春分秋分昼春分秋

分夜
十二点

清明白露昼惊蛰寒

露夜
十二点二十四分

谷雨处暑昼雨水霜

降夜
十三点零四分

立夏立秋昼立春立

冬夜
十三点三十九分

小满大暑昼大寒小

雪夜
十三点四十六分

芒种小暑昼小寒大

雪夜
十四点十二分

夏至昼冬至夜 十四点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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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六
地形志

绪　论

一、地形区

１．北部　　　　２．中部　　　　３．南部

４．漆水沟槽

二、地形期

三、县城地形位置

四、山脉略说

１．北部诸山 ２．东南及中部诸山　　　３．县城附近诸山

（附）八景 （附）同官山水图



绪　论

同官面积区区，其东西南三面界出蒲、富、耀者，率平畴沃壤也，

而境内则恃煤层陶土为生。北境则复岭层峦，岩谷盘磴，惟中部高原，

稍有平野，又为沟谷割裂。故虽密迩省垣，而富庶不及邻封一镇者，以

地形所限也。虽然，界北诸邑，则更如杜甫诗所云：“我从华原来，不复

见平陆。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此金锁关以北之风物也。以此相

较，则地形之所赋于同官者，不尚足以自豪欤？

一、地形区

同官地形，可分北、中、南及漆水沟槽四部：

１．北部　北部纯为山地，乃陕北盆地之南缘。东北自棋盘山、云梦

山被漆水上流切断，棋盘山沿宜君边界而西，有北高山、东庙山、马栏

山。至哭泉岭，又被铜水切断。形成县境北部两大沟槽。由哭泉岭西行，

有西高山、润山，再西则为文王山、武王山。诸山环于县境北部及东北

西北一带，东西广一百三十华里，南北袤二十五华里，山沟纵横错杂。

各山高度，平均在海拔一千二百公尺至一千四百公尺之间。各山除少数岩

石出露外，大部均为薄层黄土及红色土覆盖，亦可树艺五谷。

２．中部　中部为黄土高原，地形以漆水河分为东西二部，地势大致

平坦，惟至漆水河谷附近及下游，有逐渐下降之势。东部为黄色土及红

色土所构成，其界限虽不甚显，大致自东区之周家陵及东南区之周家村以东地面，

多为红色土，以西则多为黄色土。西部则全为黄土层。高原之上，并无岩石

露出。地土干燥，水源缺乏，饮料常成重大问题。间或因近代风雨之剥

蚀，造成窄深之Ｖ形沟渠如下图，岩层由沟壁暴露，地质可藉以研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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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自岩隙流出，饮料亦聊有来源。在东部者，有乌泥川河谷、汉井泉沟

谷及猪娃沟、史家河、陈家河、东合联、北沟、矾水河、庙底沟、韩家

原沟等沟谷，纵横错乱，方向不一；在西部者，有北雷村沟、雷平川、

扁担沟、西沟及武王山前之开福沟、修文沟、掌儿沟、白原沟等沟谷，

大致均由北向南，界于两小原之间。此等沟谷，深度大抵自三十公尺至

百余公尺。以故中部地段虽为平坦高原，皆被沟谷切断，实无一广原也。

最大者如西区之文明原、石柱原等，其宽度不过五六里，鲜有过十里者。因之交

通困难，只因一沟之隔，不惟车马难行，而人畜亦须绕越或升降十数里，

始可由此岸达彼岸，实则沟之宽度，两岸相距不过百余公尺耳。有时沟谷

甚狭，而黄土与红土所成之绝壁，竟有达数百尺者，黄堡寨西北小河沟谷，即其例

也）。

王益村西Ｖ型沟剖面图

Ｌ黄土　Ｂ红色土　Ｓ石炭二叠纪砂页岩
３．南部　南部为石灰岩造成之崎岖山峰，如东南边缘之东罗山、橡

树梁、石马山、鳌背山等。此山系自白水而来，沿县东南境与富平交界

处西南行，入耀县境内，耀县城东之药王山，即此山系之一峰。各山高

度，均在海拔一千一百公尺至一千四百公尺之间。山之南坡，即入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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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为渭河流域之黄土台地形，地势陡然低落，所谓八百里秦川，一

片沃野，为陕省农业特盛之区。此灰岩复由陈炉镇之嘴头显出，西行经

宝贝梁、周家村、罗寨、上下
#

峪村之沟谷底部，至二十里铺、药王后

洞，出露于漆水沟槽，名飞仙山，山岩嵯峨，高与原齐，咸同陇海支线，

即由半山凿石而过，上为悬岩，下临漆水，异常险峻。此灰岩复过漆水

西南行，为石坡山、铁龙山，两山界于西南二区之间，高约八百公尺。

山北曰西原，地势较高，略与山等；山南曰南原，地势下降，位于山麓。

此即横亘县境东西之奥陶纪石灰岩，为南北两背斜煤区之枢轴者也。除东

南边缘诸山外，漆水以东，实再无真正之山岭，不过高原被侵蚀成沟谷，其边缘略

呈崎岖之状，如县城东南之龙蟠山，北之虎踞山，即其类也。

４．漆水沟槽　漆水为县境较大之河流，沟槽亦较宽敞，咸榆公路、

陇海咸同支线，均沿漆水沟槽修筑。河水两岸，系冲积地层，田多肥沃。沟

槽北连西原之铜水，其形状，在金锁关以北及县南二十里铺、药王后洞

一带者，因岩石关系，沟面极狭。自金锁关以南，以药王后洞为界，北

如纸坊、顺河村、县城附近、王益村、十里铺一带，南如黄堡镇、王家

匾、董家河各地，沟面皆较广，而东西两原，在此等处亦成坡状，或逐

层高起之梯状。故此漆水沟槽，实形成为南北两小盆形地。

总之，同官为山原区地形：奥陶纪石灰岩组成之山岭，屹立于南部；

三叠、侏罗各纪岩石组成之山梁，环峙于北部。原谷纵横，河流渺小，

东北高而西南低，而石炭二叠纪煤层，则几遍露于全境，是其特性也。

十五万分之一等高线图，已配入卷一疆域总图，可参照。

二、地形期

县境地形，既为半山谷半平原体，其发育之历史，则有最古寒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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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奥陶纪石灰岩所造成高低广厚之山峰，如东南之东罗山、橡树梁、石

马山、鳌背山、三泉山及横亘中部之嘴头、飞仙、石坡、铁龙、白马等

山皆是。迨海水退而大陆升，至石炭纪，复有二叠纪之煤层存留暴露于

沟谷间，而三叠、侏罗各纪岩石，因受地球运动而折曲，而掀起，以成

县境东北之山岭，复经长时期之剥蚀，然后上新统之红色土及更新统之

黄土层，相继由风吹来而停积，而覆盖焉。其各河谷，在第三纪中新统

末年所成之侵蚀面上即唐县期侵蚀面。即当开始发生，后经上新统、洪积

世之红色土及黄土沉积充填，直至下洪积世末年之侵蚀期即清水期，而复

显露。现则切割已深，入唐县期侵蚀面下五十至二百公尺，故多造成深

沟狭谷地形，如漆水沟槽、沮水沟槽及雷平川、扁担沟、乌泥川、矾水

河等河谷皆是。此县境地形演变之大概也。参照 《地质志》之地质演变。

三、县城地形位置

县城位于漆水沟槽内，适当全境中部。铜水由西北而来，漆水自东

北而至，于县城东北里许相合，经东门外南流，直贯县境。城东二里原

畔，有龙虎豹各碉屏峙；城西有虎头、印台、济阳、永宁诸寨环立；金

山、武家原卫于北；嶂水、碑楼原拱于南。实环山带水，形胜之区，又

咸榆公路之要冲也。（图见插页２）

旧志 《形胜》 （卷一）引 《地理志》： “南则关中之襟喉，北则延宁之要害”。

《西安府志》：“峰峦环峙，原阜旋回；右带铜川，左襟漆水。”《耀州志》：“北控神

水峡，以龙虎诸山为城，以漆水为池，内依济阳寨、永宁寨，足备缓急，其阻扼甲

于他处。”明末旧志：“群山错峙，北当金锁之冲；铜水奔流，南据上游之势”。又

按语云：“邑之南境有黄堡寨，北则有金锁关，洵所称严疆者哉！然明季时小蠢寇

关，蜂屯直入，若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又何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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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脉略说

１．北部诸山　县境北部山脉，为桥山山系之分支，由宜君入县境。桥

山山系由甘肃六盘山分出，经固原、庆阳入陕，为中部县正西之子午岭、太白山。

再分四支，其一支东南行，又南折至宜君之马栏镇，复分三支，一支正南行，经姚

渠镇而入县境。西南为文王山，文王山之西曰武王山，上各有庙，再西延

而入耀县境是为宜君西南煤矿之重要产地。按：旧志： “文王山，在县西北四十

里，上有文王庙。《雍大记》云：‘文王射丰于此。’康熙三十九年重修 （祠祀篇又

称庙在县西六十里）。武王山与耀州耙楼山接界，上有武王庙，康熙四十二年重

修。”又云：“按 《通志》，文武本一山，以分东西二峰故名，今登高凭眺，想当年

射丰胜事，丰镐旧都，宛然在目，而二圣之芳踪，乃永垂于山区僻壤也。今其庙固

庳隘无足纪者，然地以人传，庙以人重，岂可忽哉？”两山高耸，东西对峙，今碉

楼林立，为防御特区之重地。文王山之东，为牛角山、定家山，岗峦起伏，支

脉错综，蜿蜒于胡芦村、铁门一带，亦县境西北之屏障焉。为周家河铁门东北即

县西之雷平川上游所切断，而成百余公尺之狭深河谷。

桥山山系又一分支入境者即由马栏镇分为三支之一，正东行为凤凰山，入

县境东南行为蒲家山、上官山，折而南为润山旧志：“一名圣水山，在县西北

十里，中有方石，每润则雨。”蒲家山东出者为姬家山，沿胡峰川水东南行，

至金锁关之西而为仲家山。蒲家山正脉东北行过胡峰川为金马山、哭泉

岭。金马山东南为西高山旧志：“在县西北三十里”及西庙山。又自胡家峰

沿川北岸东南行，至金锁关北为女回山、神水峡。旧志：“女回山在县北四

十里，西高山之东。”《唐书·地理志》：“同官县有女回山。”《潜确类书》：“俗传

秦筑长城，孟姜女负其夫骸，经此而返，故名女回。”又县志 （明末本）：“其山横

遮无路，道忽从峡口出。世传秦兵追姜女迫，山忽转移，追兵迷途，姜得以免。二

说并存，书以传疑。”神水峡在县北四十里 （按：实三十里），西与女回山接，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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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削，险阻并于石门。峡有两路：东北通榆林，西北通甘宁。哭泉岭传为孟姜女

哭夫之地，有哭泉，相传姜女负夫骸至此，道渴，哭之，泉水涌出。泉在今宜君

哭泉镇南，与县接界，明末旧志误谓在境内北高山上，《通志》承之，袁氏旧志始

正之。支出南行，为马栏山，沿铜水东岸南至马兰店以地多马兰得名。旧

志：兰一作栏。山在县之北三十里，即晋元康间都尉张光戍守地。哭泉岭东行，

为石盘山旧志：“在县北四十里。”《魏书·地形志》：“铜官县有石盘山”，其南

为北高山，为同官八景之一。山在县治东北四十里，为漆水所出。上有女华神

祠，故亦名女华山，即东庙山也。旧志引 《寰宇纪》：“女华山，高峰秀出，每有大

风雷，多从华岳至此。”故老云，华岳君女在此山上，因立祠。每旱，祈祷多验。

石盘山东行过漆水河谷，为云梦山、小棋盘山，东沿而入白水境，尽于

洛水西岸。由棋盘山蜿蜒至收水镇。北即为暗门山，遂抵洛河。此支南坡即与同

官白水煤田盆地比邻，是为渭北繁盛之区。云梦山岁有庙会焉。石脊嵯峨，林木

葱翠。石窑数孔，中供佛像，初有数僧主持，现存一人，每年由附近村民，筹备庙

会一次。诸峰多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至一千四百公尺，西北高而东南低，

层峦叠障，耸峙县北，此境内之真山也。

２．东南及中部诸山　县境东南山界及中部各山峰，为自白水经蒲城

而来之奥陶纪石灰岩所结成。此岩曾发现于韩城龙门一带，称为龙门石灰岩，

来自山西，其走向由东北而西南，自韩城经白水、蒲城而至县境陈家河之东。沿老

虎沟、余家河、潘家河之东南，为东罗山、西罗山、罗家岭、橡树梁、

石马山旧志：“在县南三十里立地镇。上有白马神祠，前为石池，清莹可鉴。岁旱

祷之，雨”、鳌背山旧志：在三泉山东，冈峦似之，故名。与富平县明月山接界、

金维山、三泉山旧志：“在县东南三十里，与耀州将军山接界。”按：将军山今属

富平等，高度三四百公尺。自是遂入耀县耀县城外有名之药王山，即其一峰。

此诸山脊，巍峨险峻，起伏环回，与富平为界。可以南望终南，遥瞰渭水。俯视山

下，平畴沃壤，阡陌纵横，洵胜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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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之横亘于县境中部者，有药王后洞之飞仙山，今咸榆公路所

经也，为同官八景之一，即 “仙洞朝霞”也。旧志：“在县南二十里，中有

石洞，俗传为葛稚川 （晋葛洪）升仙处，有碑。别详 《古迹志》。”又旧志载飞仙

山之南有凤凰原，今名尚存，一野地耳。西渡漆水，衍为西南两区交界

之石坡山、铁龙山山岭有古墓，翠柏掩盖，相传为王翦父墓。旧志：“上有石洞，

居人皆呼为银矿”、白马山旧志： “在县西南五十里，南接耀县界，上有白马庙。

《金史·地理志》：“同官县有白马山。”

３．县城附近诸山　县城附近，东有龙蟠山其状蜿蜒如龙，与虎山对峙，

西北有虎踞山状如虎踞，县城依于山麓。下有石泉，曰虎溪泉，其水清冽，取用

不竭，供居民数百家之饮料。旧志： “一名虎头山，其泉流引县治中，雍正间，泉

涸。”按：民国初浚之复其故，济阳山在城西南，上有寨，为同官八景之首

别详八景；下有方泉，居民饮水之源也。此泉干冽异常，三山及城内人民恃为

饮料。旧志：“一名汲灵泉。昔人于月下见二羊相触，叱之，不见。明日，与其处

掘之，才二尺许，得泉，味极甘冽，宜酒。故老云，唐时常御用焉。有光禄吕公碑

颂。”按：此碑早佚。附清乾隆间知县袁文观所为颂备参。如下：

清袁文观：方泉颂有小引

邑固多名泉，而灵泉独以开元?谕碑著。方泉为一方利济，于唐时有光禄寺卿

吕公碑颂，惜其文不传。而当年台阁倾颓，空余故址，数百年来，莫有问者，致使

名胜久湮，甚可叹也。明季永修氏作志，谓其文字半存灭，不可读晓，书法轩举，

大似柳公权。今则尽为牧竖樵夫所磨没，而丰碑中断，遗额犹存。余因其故碑作颂

以记之，用以传胜迹于不朽云尔。其颂曰：

济阳之麓，有冽方泉。其色湛湛，其流涓涓。配洛之位，合矩之全。坤德之静，

王道之平 （音 ｐｉａｎ）。琼浆酝味，玉液呈鲜。月支亚美，云母争妍。深不?仞，坐

可观天。何须抱瓮，且任投钱。辘轳自废，禽雀难缘。石床索绠，亿万斯年。

印台山则在城正西，与虎踞、济阳二山南北相接。方而微圆，形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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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故名。旧志：“三山皆旧城所附，自截筑新城，山乃在城外矣。城民大半居三

山之上，其城下居者，特十之二三耳”。嶂山又在城西南，北与济阳相接。上

有永宁寨，与济阳寨均详 《建置志》 《古迹》。以上四山，拱峙城西，为县城

屏障，实皆西部高原支出之土阜，以其屹然高险，故以山名也。金山在

城西北三里，为东岳庙址，前有姜女祠，后有灵泉观三处皆分详 《古迹》

及 《祠祀志》，附诸碑记，可互观，县之八景，此复占其二焉清乾隆前且占其

三，袁志易之。此山岩石嶙峋，松柏葱翠。最高处曰耸天峰。水出山腹，从崖而下，

有飞雨声，名曰飞泉，袁令易名瀑泉，取为八景之一，以易灵泉也。其下有和月泉，

泉水清冽，风景幽雅，每当夏暑，炎热灼人，一莅此地，清凉沁骨，因之游人如蚁，

络绎不绝，洵佳景也。频山在城东北，旧治故城所在地也。即今武家原，当漆

铜二水交汇处。详 《古迹志》。以上山脉，参看后附之 《同官山水图》。（图见插

页３）

（附）八景旧志，略加注

济阳夕照　城之西隅，有济阳寨，近城保障也。峰峦秀出，每日归崦嵫，赤

霞绚彩照曜，时久不昏。寨上旧有 “夕照亭”，今废 （详前及 《建置志》 《古迹

志》）。

仙洞朝霞　即葛仙养真处也。去县 （南）二十里。其山皆石，块磊奇异。洞

口当山之阴，每值天晓，霞光掩映如绣，时久不歇 （详前及 《古迹》）。

姜祠清风　即姜女殉夫处也。去县 （北）二里金山岩下，有石洞，旁有泉

流，呜呜如泣如诉，清冷沁人肌肤，后人名其泉曰 “姜女泪池”。池水滴如聚珠，

掬之则散，复之仍圆，亦奇景也，岩前有亭，绿杨环列，柳丝风拂，清爽异常 （见

前，详 《古迹》及 《祠祀志》）。

瀑泉飞雨　泉在岱岳庙之西北，其水自山崖飞下，去地数丈，喷若洒珠，有

潇潇风雨之致，本名 “飞泉”。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置石于岩透水，水从石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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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出，形如瀑布，故更其名曰 “瀑泉”（见前，互详）。

三山春雪　去县三十里 （谓县北金锁关），三山鼎立 （约指女回山、马栏山、

仲家山而言也）。春深雪霁，登高晴望，乱峰献玉，万树飞花，云影天光，晃耀岩

壑。常引辔两峡间，水流有声，凝冻犹结，恍如人在冰壶 （三山见前，互详）。

二水冬冰　县北漆同二水，东南分流 （按：分流二字当改为流汇），潆回山

麓，冬月冰结，凭高俯眺，犹如银屏铺地，万顷玻璃，光浮若镜，朝晖斜映，夜月

中临，景色犹为清绝。昔人所谓长虹匹练，信不诬也 （详 《地文志·水道》）。

高峰连云　去县四十里有北高山，山之高不知其几千丈也。登其巅，万山皆

附，极目四眺，秦境已半收矣。上有女华祠，亦称灵异 （详见前）。

炉山不夜　即陈炉镇也。其山自麓至巅，皆为陶场，土人燃火炼器，弥野皆

明；每莫夜远眺，荧荧然一鳌山灯也 （详 《工商志》）。

按：旧志八景，曰 “济阳夕照、仙洞朝霞、姜祠清风、石隙见金、灵泉福境、

高峰连云、炉山不夜、奇峰天堑”。夫金钗显应，流传近诞，有之亦古迹，非景也。

且石隙即姜祠，其去灵泉仅数武耳，一地而三景居之，取境亦殊不广。故僭为另?，

仍存旧本。后之览者，其河汉余言否也？ （此为清乾隆间袁令所定，尚有 “八景”

五律题咏，并附于此）：

济阳夕照　步屐西城外，岚光锁翠微。山僧经欲歇，林鸟倦犹飞，远树摇空

碧，层峦荡夕晖。赤城如在望，凭眺暮忘归。

仙洞朝霞　绝登临幽壑，危楼倚断霞。青牛来紫气，白鹤养丹沙。滩急涛声

壮，山凹树影斜。葛仙修炼处，洞口散天花。

姜祠清风　胜迹姜祠古，芳魂石洞幽。三山通地脉，二水共川流。雨过千畦

绿，风来万树秋。祠前松柏在，明月照荒邱。

瀑泉飞雨　岱岳连云岫，灵岩接水涯。草间常委露，树杪亦飞丝。堪笑方诸

拙，宁惊石鼓奇！冬来冰冻结，洞口挂琉璃。

三山春雪　三山天作堑，两峡石为关。断岸云千尺，危桥水一湾。春融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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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雪霁玉开颜。鹤氅惭仙迹，澄怀揽辔间。

二水冬冰　漆水从东下，铜川自北流。劲风冰冻合，寒月镜光浮。沙白银涛

静，霜清晓日柔。东风知不远，春色在高楼。

高峰连云　层峦天际回，古寺入云深。谷响闻雷动，泉光见月沉。秦关烟外

出，华岳雨中临。无限登高意，飞鸿万里音。

庐山不夜　日落炉峰夕，林间树色暝。村灯秋暗月，野火夜沉星。似接燃山

景，疑昭梦泽灵。?肞驱怪石，到处喜飞萤。

３７

同官县志卷六　地形志





同官县志卷七
水文志

绪　言

一、县境重要河流

二、漆水之流水型

１．径流系数 （水量指数）　　２．排水量及排水指数

３．水位变化及其原因 （附水位图）

三、漆水之含沙量及其堆积作用

四、水道略说　 （附水利）



绪言

《禹贡》 “漆沮既从”，谓二水西东相从并入渭也。沮水自当以环绕

黄帝桥陵者为主，下流入洛，或上古竟洛水皆名以沮而入渭焉，漆水则

自同官发源。而同官亦仅此一主流也，故虽无科学设备，亦勉述其水文。

灌溉之利尚微，故不别志水利，而附于此。

一、县境重要河流

同官县境之重要河流，为漆沮二水。漆水此包铜水而言发源于北高山

及哭泉梁，南流直贯县境，至黄堡镇之党家河入耀县界，全长一百一十

华里，为黄堡一带人民饮料之源。兹就此水，究其水文。沮水发源于宜君，

经本县西南境内，东南流入耀，仅长二十五华里，河谷狭小，裨益民生颇少。其他

如雷平川、雄同川、乌泥川等水，流型更小，然尚有益。其全境水系及河川密度，

并详上 《同官山水图》。

二、漆水之流水型

漆水为卵石河床，其降度约为五百分之一至三百五十分之一。河道

最宽处约五十公尺，狭处约二十公尺。最高水位即洪水时期，最深为三公

尺八，最低水位即枯水时期，最浅仅三公寸。河床糙率为零点三五。

１．径流系数 （水量指数）　系数视流域之大小、地势之高卑、土壤

之松紧、森林之多寡及降雨之大小骤缓等而有不同。漆水上游，山岭重

叠，土壤沙砾，森林缺少，多骤雨，少渗润。今以县城为准假定县城东门

外为水文站，其上游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公里，但每次降雨量约八公厘至

十公厘，降雨面积约七十至九十公里，普通洪水量每秒约一百二十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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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则其径流系数，约为零点四五至零点五五。

第一图

２．排水量及排水指数　漆水之排水量，以七八两月为最大，而最大

洪水量约每秒三百五十立方公尺。以十二月及一月为最小，约每秒七立

方公寸，故普通洪水量，约每秒一百二十立方公尺，而普通清水量，约

每秒九立方公寸。

第二图

３．水位变化及其原因　漆水之水位变化极大：普通以一、二、三及

十、十一、十二各月为水位最小时期，水面最低，四、五、六各月较高，

七、八、九各月最高。而每遇暴雨，则水位犹高。兹就历年经验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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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变化无定，须以水尺测验，同官尚无水文站之设备，故其标准尚难确定也，计

算该河床平均宽约四十公尺，最高水位为四公尺，最低水位为零点三公

尺，则其水位变化，可以图示之如下：

如河床大致不变，水位高，则流量亦随之而大，下图示水位与流量

之关系，可知水位之消长与流量之大小密切相关，其变化即由是而生也。

第三图

三、漆水之含沙量及其堆积作用

漆水河之含沙量，最大可至百分之十，最小则仅百分之零点五。每

当洪水暴发之际，石块及砂砾顺流而下，堆积于河床两岸或下游。然以

河谷狭隘，比降较大，砾石河床，含沙亦少，除县城附近、王益村、十

里铺及黄堡镇前后略有冲积地区外，全河尚无过甚冲刷及淤积之处。

四、水道略说

１．漆水　漆水有二源：其一出于县北五十里之哭泉梁，古名铜官川

水，南经金锁关而有神水峡之险隘。两山对峙，夹岸为谷，水流其间，形如匹

练，身履凝视，恍如冰壶。再南经纸坊镇而至金山岩下。上为山峰，翠柏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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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间溪，飞空似雨。下临此水，滚滚东行。晓天霞光，映射翠峦，景色幽丽，为行

人游眺之所，复东南行，与漆水合流于县城东北一里之处。旧志：“铜官川在

县东北一里，西南流合漆水入耀州界。”《水经注》：“铜官水出?臿县东北，而西南经

铜官川，谓之铜官水；又西南流经县东，即 《禹贡》沮水之源。合慈马诸川，经县北

子午岭，受榆谷水，南流与漆水洽。”（按：此非县境内之漆水也）。《寰宇记》：“铜官

川在县北五十里。”旧志：“铜官川源出哭泉。”今考哭泉在县北五十里，《寰宇记》盖

指其源处言也。其又一源即名漆水，出北高山旧志谓 “以地多漆木而名”，今物

产并无漆树，经杨家河、武家河、枣庙、雷家沟等地，西南行，合铜官川水

此为剥蚀而成之深谷河道，无可记载。二水相合，统名曰漆，经县城东门外，

南流至十里铺，河谷渐宽。两岸多冲积地域，阡陌纵横，园林相间；绿杨环列，

春暖花明，自具风味，煤矿火车，亦别有生机也。左有雄同川水，发源于史家

河，西南流至灰堆坡而注之。在县城东南约五里。旧志谓在县东四十里，殆就其

远源言也。同官煤矿第三厂位于川口，以轻便铁路与五里铺第一厂相通，煤车往来，

络绎不绝。右有雷平川水，发源于马鞍桥、周家河，西南流界西北二区，经

王家河、雷平寺而注之。旧志：“川在县西廿里。”又引明末旧志：“雷雄二水，岁

溢而善崩，甚为城患。且终县境无灌溉利。”复南经二十里铺、药王后洞，流于

石灰岩狭谷之中两岸削壁，喷注溪流，昔人有 “一溪喷晴雪，两山堆翠云”之咏，

至兔窝岭而出峡谷，经黄堡镇两岸工厂林立，瓷业繁茂，为县中重要工业区域，

复南流，至党家河入耀县境。

２．沮水　沮水发源于宜君之子午岭，经耀县流入县境，左有吕村，右

有沙罗诸水南流注之。南流复入耀县境，旧志：“即宜君水，又名梁寨河。”《耀

州志》：“宜君水自耀州西北受府西河，南入同官县境，为梁寨河，又南受吕村河，又

西南受沙罗水，又南复入耀境。”《地理今释》：“沮水源出中部子午岭，西南流，经宜

君同官二县境，至耀州城南，会漆水。东南入富平县界。”为深谷河道，卵石河

床，沿岸稍有冲积地带，在境内裨益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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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耀州志》：“漆沮上源同官，下委富平，故同官诸水皆会于漆沮；其不入

漆沮者，为乌泥川与大小石盘耳。”旧志曾考订漆沮二水诸旧说，今备录之：“按：

《寰宇记》：‘漆水自同官县东北界来，经华原县 （华原今并入耀州）合沮水。’《地

理今释》：‘漆水源出同官县北高山，经流城东，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与沮水

合。此即 《禹贡》之漆沮也。’又按：《地志》谓漆水出扶风县，《水经》亦以为出

扶风杜杨县俞山，杜杨今岐山普润县之地，亦汉漆县之境，此之漆，即 《诗》所

谓 “自土沮漆”者是也，其水入渭在沣泾之上。县境经耀州者，入渭在沣泾之下，

正与 《禹贡》合。其以郑白二渠为漆沮者，盖沮漆之源虽发于同官，惟富平石川河

正当其地，为郑白二渠之所入，世遂以二渠为漆沮者，误也。若洛水亦名漆沮，则

以漆沮故道自富平经白水南而东注于洛，故古人多以洛水为漆沮。自郑渠淹废，漆

沮自富平断绝，不复入洛。程氏大昌谓雍地四漆沮，而实三派，可谓得其归矣。”

今按：《禹贡》“漆沮既从”，蔡传谓 “漆水出同官县，沮水出子午岭，皆经华

原而合流，同至朝邑而入渭。二水相敌，故并言之。既从者，从于渭也。” 《寰宇

记》谓漆水自同官县南流，西南至耀州，与沮水合，此即 《禹贡》之漆沮也。夫漆

沮下游在富平，名石川河，经临潼境，至交口入渭。蔡传谓自朝邑入渭者，自是洛

水，非漆沮也。且富平朝邑东西相距数百里，而富平地势东高西下，并有温泉河之

隔，石川河何能东流而至朝邑？其误可知。该 《禹贡》所谓漆者，当系本县之漆

水，经耀县富平而入渭者也。漆下游名石川河者，乃后人因其为卵石河床而名之也。

至本县西境之沮水，耀县志名曰宜君水，与中部之沮水同出子午岭，一沿岭北东流，

一沿岭南南流，后人因蔡传之言，遂以彼疑此，而期与 《禹贡》相合耳。 《禹贡》

所谓沮者，恐即今之洛水。洛水之名，始于 《周礼》之 “其浸渭洛”，迄 《汉书·

地理志》始明言其源流。今沮水发源于中部之子午岭，经中部县城而与洛合，或即

上古洛水之源而初名沮者也，夏禹治沮，自桥陵始，故以名焉。由西而东，乃先言

漆而后言沮，既从者，东西相从而入渭，非合流也。况本县之漆沮，水量甚微，自

耀合流，至渭颇远，何言既从？而洛较大于漆沮，何以 《禹贡》反遗而不书？由是

而 《禹贡》之漆沮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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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入漆沮诸水　甚少，举其较大者如下：

乌泥川：在县东四十里旧志谓在县东北五十里，源出车挽沟，东流，北

受汉井泉水旧志：“在县东北三十里，南流合乌泥川。”经红土镇，东南流，入

蒲城县界。

小石盘川：在县东北四十里，循北高山，北合大石盘水旧志：“在县东

北三十里”，东流入宜君县界。

４．泉　境内诸古泉今大都涸废分见 《古迹志》。惟西门外之方泉已详

《地形志》，城西南南寺沟之榆柏泉在真武祠前。两岸犬牙相错，如龙口出水，

因又号龙溪泉。水色极清，宜茶。后人绕泉多树榆柏，故名。 （今已无柏，而代以

柳）。北门外虎踞山下之虎溪水，居民尚恃以为饮料。

（附）水利

同民向不知水利，清时惟城北及河东坡等渠，引铜漆两流以灌园耳。

迄同治十一年，知县王兆庆劝民开渠，然犹在附城、南关、灰堆坡、王

益村等处，而各乡镇未有也。光绪十三年，训导罗彦芳佃民地种稻，以

身率先，民始知水利，于是县南十五里川口村及十里铺等处，引雷平川

水灌田六百八十亩；城北顺河村、柳湾、纸坊一带，引铜川水灌田二百

六十余亩；红土镇引乌泥川灌田六十余亩；文明乡之王家河、孙家河，

引雷平川上游水灌田三四十亩；石柱镇之穆家原、马嘴、吕曲河、梁寨

河、同家卫、巷里、子千河一带，引沮水灌田五百余亩。但漆铜二水，

因山洪时发，河身移动不一，若遇旱灾，则河源告竭，收效殊鲜耳。

１．渠堰　谱之如下：

同光渠：在城北校场，溉地二百四十亩。清乾隆时开，引铜水，灌菜圃。

河东渠：在城东河东坡，溉地一百五十余亩。清同治时开，引漆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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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菜园。

利济渠：在县境西南董家河，溉田三十余亩。清光绪二十六年，由该村

人民创开。

农化渠：在城南一里，溉田三十余亩。民国十八年，王世崇、李尉文、

刘生学等创办。

民主渠：在西王益村，溉田一百四十亩。

公益渠：在东王益村，溉田八十余亩。引高坪沟水。

自治渠：在东王益村，溉田一百五十余亩。以上三渠，民国十九年，由

民人余治章等创开。

民生渠：在灰堆坡，溉田一百三十余亩。引雄同川水。十九年，由民人

孙福发、孙登云等创开。

中山渠：在东十里铺，溉田百余亩。二十年由该村村民共同创开。

明道渠：在东十里铺南泥古村，溉田三十余亩。引溢泉水。二十年，由

民人郭子衡等创开。

汉井渠：在红土镇城南，溉田十余亩。二十二年，由民人孙纪考创开。

按以上各渠，均于各河上游，引水灌溉田园，无巨大工程可述。

２．水力利用　略谱如下：

河东水磨：在城东南半里。清光绪十三年，由商号大顺兴油房所建。引漆

水，于石磨下设木轮，藉水力冲激旋转，以代畜力。日磨菜子二石余。民国六年废。

顺河村水磨：在东北五里顺河村。由商民万盛通所建。

雷家沟水磨：在城东北三里。民国二十五年，由民人寇丛生所建。

同官煤矿制粉厂：在城南半里。二十八年，由寇丛生所建。

黄堡镇水磨：计三座，一引小河水，二引漆水，均人民所建，以磨油或

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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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八
人口志

绪言

一、动态之分析

１．历年增减　　　２．生死率　　　３．移动率

二、静态之分析 （数量密度）



绪言

同官户口，自明嘉靖以后，逃亡者十七；至崇祯末，凋残几尽；经

清康乾诸朝之生息，稍见增加，乃复罹同治之回变，光绪之奇灾，闾鲜

炊烟，田多荒绝。民国以来，渐臻兴复，但十载以前，政局未定，时遭

兵匪之扰攘蹂躏，十八年复罹饥馑，二十一年又有虎疫之流行，于人口

影响甚巨。迄三十年陇海铁路咸同支线告成，外籍人移入者日伙，户口

由是增加。本篇但列诸表，虽甚简陋，而视数可以绎理，毋待烦言也。

一、动态之分析

１．历年增减

历代人口消长表

时代 户数 口数 附注

明

民户１８００
军户５２２
杂役户５８０

自此至清乾隆间，但据旧志。

明永乐年间 ２９０５
明嘉靖年间 ９１５ ２１６００
明万历年间 ９１５ ３４５６７
清顺治元年 ５５９７ ２６６８５
十年 ５７９２ ２８６７２
康熙元年 ６０８４ ２９９９８
十年 ６３１０ ３０１１８
二十年 ６３５０ ３０４２７
三十年 ６３８０ ３０５７０
四十年 ６４５２ ３１１２７
五十年 ６５１３ ３１３３８
六十年 ６５２１ ３１５１２
雍正十年 ６５１８ ３１４９７

旧志云： “按：嘉靖以前，其口数

不可得而详。据旧志 （明末本）所

载，历经成、弘、正、嘉，共逃户

一千九百九十，只存此数。”

旧志又云： “按：古者户口登

耗必书，所以觇盛衰，察盈虚，盖

民命若斯之重也。明宣宗尝与群臣

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

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斯言可

谓尽之矣。邑自明嘉靖以后，户之

逃亡者十七；然户绌而口盈，盖昔

之户并，而今之户分也。至崇祯末

年，凋残几尽，其时六里亦仅有其

名耳。虽经百十余年生聚教训，而

元气犹未尽复，岂非地瘠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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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户数 口数 附注

乾隆十年 ６５２９ ３１５３８
二十年 ６５４２ ３１６４３

三十年 ６５４８ ３１７１８ 以上均据旧志。

嘉庆年间 ６４６５ ３２４６０

道光年间 ６３４０ ３２１６１

咸丰年间 ６４６８ ３３０８０

同治年间 ５８４３ ３２８６０

光绪年间 ４８５６ ２０８６０ 户口最少，尚不及明嘉靖间。

宣统年间 ４９８０ ３２６８０

民国二十三年 １０１０９ ５１５７５
二十五年 ９３６１ ５０２９４
二十六年 ９６１５ ４９９４２
二十七年 ９３９４ ４７２７１
二十八年 １０４２４ ５００４８
二十九年 １０５１１ ５０８５３

户口突增。自是年起，邑编保甲，

其逐年户口分区、性别、识字、有

无职业及老弱壮丁等分项统计表，

均见 《自治保甲志》，本篇不详。

三十年 １０８１５ ５０７３８ 本年加入同官煤矿及陇海路员工家

属，三一六户，九六三口。

三十二年 １１４９１ ５１９４８

２．生死率　以民国三十年度为例

民国三十年度各月人口生死率比较表

月份 出生人数 百分比 死亡人数 百分比 备注

一至三月 ３２５ ２７．６ ２２４ ２５．４

四至六月 ３１９ ２７．１ ３０６ ３４．７

七至九月 ３２４ ２７．５ ２４９ ２８．３

十至十二月 ２１１ １７．８ １０３ １１．７

合计 １１７９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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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年龄女子生育率统计表

年　岁 １８至２８ ２９至３８ ３９至４８ 备注

生育率百分比 ４５ ３５ ２０

各级年龄人口死亡率统计表

年岁
出生至

１０岁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１－６０ ６１－７０ ７１－８０

死亡率

百分比
３０ ５ ３ ８ １０ １８ ２０ ６

按：上表，出生至十岁者死亡率最大，婴儿保育宜注意矣。六十以

上次之，五十以上又次之，而二三十岁者死亡率最小，则普通情况也。

３．移动率　亦以民国三十年为例

民国三十年度各月人口移入移出统计表

年月
人口

总数

移入

人数
性别 人数 百分比

移出

人数
性别 人数 百分比

一至三月 ４６７７６ ４８９ 男

女

２８０
２０９ １ ４９８ 男

女

４０９
８９ １．１

四至六月 ４７３５ｌ ８７５ 男

女

４０５
４７０ １．９ ５２３ 男

女

３２３
２００ １．１

七至九月 ４７７９２ １１３０ 男

女

５００
６３０ ２３．６ ５５６ 男

女

３０６
２５０ １．１

十至十二月 ４８２６９ ７７７ 男

女

３７７
４００ １．６ ４０６ 男

女

３０６
１００ ０．８

总计 ３２７１ １９３８

按：移入人口多于移出者，其原因在陇海路咸同支线告成，矿工林

立，故工商来者日多；而移出者则瘠地生计难支，就食他方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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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静态之分析

１．人口密度。各乡镇人口密度，简表如下：

乡镇别 中山镇 黄堡镇 文明乡 石柱镇 红土镇 金锁镇 陈炉镇

数　量 ７６５８ ９２０１ ５５２９ ２２０５ ６９２４ ５７９２ １０６３９

密度

（百分比）
１５ １８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１ ２０

合计 ５１９４８人

　　按：陈炉镇人口密度最大者，以有煤瓷两业也；黄堡镇次之者，以

其交通便利，现成工业区也。交通关系最重，金锁、文明、地面辽阔，

而人口密度反小者，即因山沟阻隔故耳。

２．本籍及外籍。据民国三十一年调查，各统计其户口数，表之如下：

省别 县别 户数 口数 备考

本省 本县 ８３１０ ３８３４０

山阳 ５５２ １９２３

镇安 ２７７ ９８０

合阳 １４４ ８３８

耀县 １７８ ８２８

富平 １６５ ６２２

宜君 １９９ ５５３

蒲城 １３３ ５１５

朝邑 １２３ ４７９

商县 １１５ ４６２

澄城 ６１ ２５７

长安 ５１ ２０８

洛南 ２２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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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别 县别 户数 口数 备考

米脂 ２４ １５０

三原 １８ ６７

宝鸡 １０ ８５

华县 １６ ７１

乾县 １２ ６４

潼关 １２ ６１

淳化 １４ ５５

平民 ９ ５０

临潼 ７ ２２

旬邑 ３ ２１

蓝田 ３ １６

洋县 ２ １５

高陵 ３ １４

洛川 ２ ７

华阴 ３ ７

礼泉 ４ １５

周至 １ ８

渭南 ３ ５

榨水 １ ５

城固 １ ３

河南 洛阳 １０９ ６５０

开封 ３５ ２０７

偃师 １１８ ５４４

巩县 ９５ ４６０

灵宝 ５０ ２４１

郑州 ６ ３３

孟津 １８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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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别 县别 户数 口数 备考

卢氏 ５ ２９

渑池 １２ １２２

商丘 ２２ １０８

扶沟 １９ １０２

新安 １５ ８９

泌阳 １０ ８２

荥阳 １２ ６４

汜水 １２ ５２

山西 万全 ６０ ３６８

夏县 ５３ ３３９

芮城 ５５ ２７１

平陆 ４７ ２６６

运城 ２０ １３５

乡宁 １０ １３２

河津 １８ １３１

永济 １５ １０２

垣曲 １３ ８５

吉县 １０ ８１

荥河 ５ ２５

山东 曹县 ３６ １７５

济宁 １０ ６４

滕县 １ ５

四川 成都 ２４ １３６

南充 ５ ３３

绵县 ５ ２６

巴县 ２ ８

湖北 襄阳 ２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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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别 县别 户数 口数 备考

麻城 １５ ７７

湖南 岳阳 ６ ２０

江苏 铜山 ５ ２２

上表中，凡属商、洛各县籍者，系清光绪末年迁来东北二区佃垦。属二

华、澄、合及山西籍者，或于清末迁来，或抗战迁来，多营工商业。属蒲、

富、耀、宜等籍者，于清光绪初至今，先后迁入，经营煤矿及农瓷各业。属

河南山东籍者，大都为矿工，或难民有家室而营手工负贩各业。属川湖各省

籍者，则散居城乡，职业不齐，要皆成家立业，户籍可资考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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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九
生物志

绪言

一、植物

１．谷属 ２．纤维属 ３．蔬属

４．果实属 ５．木材属 ６．花属

７．草属 ８．药材属

二、动物

１．家畜及家禽　　　２．野兽及飞禽　　　３．鳞介

４．昆虫



绪言

志生物，必举境内所产，无论丰啬，陈其品汇，纳于科学；特产不

必其有用也，但分析其所以为特而已。同官生物果无特产耶？专家未及

调查，未敢断言。兹仅就所闻见，谱列其名，分类通俗，聊备一格，次

于 《人口志》之后，藉以略知居民生活与自然生物界之关系，并以备

《农业志》之参考焉。

一、植物

１．谷属　大麦、小麦有红白两种，又有红蓝白蓝之别。　稷俗名糜，形如

黍而小。农家冬食，名糜面馍，味甚甘。又可酿酒。　粱俗名谷，写作谷，即小

米。旧志云：“即粟”。种分黄、白，粥食。　秫俗名桃秫，即高粱。甚少，饲畜

　大豆即黄豆　小豆分二种：一饭小豆，煮食。一蛮小豆，较大，饲畜。　黑豆

　绿豆　豇豆　豌豆　蚕豆以上豆类旧名菽。　荞麦古作罺。　玉蜀黍俗名

包谷。旧志即名黍，有黑白赤三种，粥食。　稻俗名大米，即粳也。旧志：“惟东

乡间有种者”。今已无，北乡间有之。居民不食，饭馆备以供客。旧志又云：“民食

麦为主，而五谷皆可种，稻则独鲜，以山多故也，故其价两倍于他处。”　芝麻旧

志作脂麻。榨油，即香油，食用。又以佐糖。　篦麻子油供燃料。　火麻子兼作

药用。

２．纤维属　棉不发达　麻绳索用

３．蔬属　白菜　菠菜　青笋即莴苣　葫芦即瓠子　辣椒甚多　红萝卜

　白萝卜　芹水芹、圆芹　葱　蒜　薤即小蒜　茄芥　王瓜　南瓜　菜瓜

绿色　笋瓜黑色　搅瓜似笋瓜而小　芫荽　苋　人瞰红色野菜，煮而瞏食。　

蔓青小菜子。旧志：“俗亦田芥。”今无此称。　刀豆　胡豆　角豆　马铃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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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洋芋　蕨莲同官特产。形圆，皮绿，肉实，切片，生熟食皆佳。　花椒木本，

颇少。

旧志有筒蒿、不老、黄花等，今无所闻。有云： “邑为入山之吭，其地渐寒，

南去耀州才七十里耳，而物候迟速迥殊。蔬菜之鬻市者，州境罢市，此地尝新，新

旧接给，蔬食之味颇足无厌也。”按：今气候相差不如是之剧也，就金锁关以北言

之或然耳。

４．果实属　桃最多，仁可为药。　杏次多，仁可为药。　李　梨　柿尖扁

两种　枣昔多，今少。　樱桃　葡萄　核桃亦多，仁可为药。　石榴　花杏

即沙果，蜜果。　林檎　软枣　苹果　西瓜　香瓜俗名梨瓜，按旧志，清初枣

及核桃独多，中叶则皆寥寥矣。今核桃仍多，枣则少。

５．木材属　松　柏籽可为药　桐　楸　槐花可为药　椿臭椿最多　榆　

柳今杨柳亦多　白杨易长　青杨即插杨，长不大。　桑　杉　杜梨　青
$

　

皂角　橡　构

６．花属　牡丹　芍药　萱草　玉簪　蔷薇　珍珠　水红　蝴蝶　茨

梅　海棠　山丹　绒花　月季　金簪旧志作金盏　棋盘　石竹　鸡冠　荷

花即莲　葵　菊种类甚多，如八月菊、金菊、无丝菊等　风仙花即指甲花　十

样锦旧志：“按邑之花种虽多，然民间鲜有植者。而山花多异，春日陟冈跻峻，万

树玲珑，千枝历乱，不异鹤林阆苑也。”按：此县北之景物也。

７．草属　苇　芦根可为药　艾叶可为药　蒿其类甚多　茅　荻　葛根可

为药　榛　莎　千岁　苜蓿春可食，种以饲畜。　蕨　薇皆不食　蔓草其类

甚多，参 《农业志》牧畜。

８．药材属　半夏不能用　柴胡　黄芩　薄荷　荆介　防风　甘草　升

麻　连翘　苦参　瓜蒌　花粉　紫苏　枸杞以下四种不能用　地黄　天冬

　麦冬　牵牛　牛子　枳壳　葳蕤　冬花　秦九　蒺藜　茜草　黄柏　

大黄　沙参　远志　麻黄　地丁　白芍　谷精草　夏枯草　蒲公英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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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花　地骨皮　车前子　郁李仁　大蓟　小蓟　丹皮　紫苑　黄精　枣

仁酸枣仁　刘寄奴　甘遂　来服籽　鹤虱　苍耳子　茵陈　黄耆　红蓼花

　山楂　山药不能用　黄药　桑寄生

（附）　牛黄　鹿茸甚少　鳖甲　蛇　蝉蜕　礓蚕　全蝎　蜂蜜　鹿

角　龟板　豹骨　水蛭　虻虫　兜铃以上皆动物药品　神曲应作，六味

合制

二、动物

１．家畜及家禽　马　骡　驴　牛　羊绵羊山羊　猪　犬　猫　兔间有

家兔　鸡　鸭　鹅甚少，旧志云： “同民不养鹅鸭，率以二羊易一鹅，岂不怪

欤？”但以今物价言，无此事矣　鸽间养于家

２．野兽及飞禽　豹旧志有虎，今无之矣。　狼　鹿　狐　
%

分猪
%

、狗

%

二种，好食瓜。　鼠　黄鼠　田鼠　野兔　野猪　狍　狸即野猫　黄羊大

于猫，而食猫　雉俗名锦鸡　鹌鹑　鸠　鹰大　鹞小　乌鸦纯黑　寒鸦白脖

项　燕　雀即瓦雀　鸢　鸱　鹗二者鸣声不同　喜鹊　寒号俗名杀人强盗，鸣

声似之。　　鸨俗名花鸨　布谷　啄木　白头翁　反舌　杜鹃　黄鹂

　田鸡俗名刮拉鸡　白鹭　鹳　雁　黄莺

３．鳞介　鱼无大者　鳖甚多，有食者。　蛤　蟹　蛙　水蛇旧志云：“邑

之河渠甚浅，且水皆山泉寒冽，故鱼类鲜育。其河涯中所藏蓄者，止此而已 （按：

只列蛤、鳖、蛙、蟹），然邑人亦多不知取也。”

４．昆虫　蜂养者甚多　蚕间有饲者，均详 《农业志》。　蝶蝉　蝇甚多　

蚊不多　蛾　蝎本作砆　蟋蟀　螳螂　蟪蛄　蜘蛛　蚂蚁　壁虎通称蝎虎

　蜻蜓俗名蜇驴蜂　阜冬　猴子即草虫　放羊虫　斑蟊　萤俗名明火虫　蝙

蝠　络纬　宵小俗呼白丁，多足行速，北名钱串子。　錌即蚰蜒，蜈蚣类。　

蛴螬极蛆　蜣螂亦粪虫，俗名屎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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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
农业志

　　绪　言

一、农业

１．土壤：甲、山坡区　　　乙、平原区　　　丙、河谷区

２．农情：甲、农民生活概述　　　　乙、农户类别及数目

丙、土地等别及租额　　　丁、租佃手续及纳租法

戊、耕地分配情形　　　　己、生产消费状况

庚、农贷

３．地政：甲、田地种类及亩数县　　　乙、各种地亩价格

丙、地权分配

４．农产：甲、作物种类及收获量　　　乙、种获时期

丙、施肥及除草　　丁、蚕桑与蜂蜜 （农民副业）

二、林木

１．种类及分布：（甲）果树　　　 （乙）木材

２．林政：（甲）苗圃　　　 （乙）历年植树情形

３．林产：（甲）产量　　　 （乙）收获时期

三、畜牧

１．畜谱　　　　２．畜数　　　　３．畜产　　　　４．畜牧



绪言

吾国以农立国，大部人民均居农村之中，以故农村社会为全国之基

础。同官农民约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乃以土壤瘠薄，山沟纵横，

以致农产不丰，难云自给。处此世界竞争、人口激增之际，若不急图改

进，宁免饥馑之忧？故于农村之组织、农民之生活、土壤之培进、籽种

之改良，诸待精研，应知实况。兹篇所记，皆目下农业情形，森林、畜

牧，连类而及，意在明利弊以资兴革云尔。

一、农业

１．土壤：同官土壤可分为三区四层：三区曰山坡区、平原区、河谷

区，就其界划而言也。四层曰黄土层、红土层、冲积层、风化层，就其

质地而言也。兹依区以述其略：

甲、山坡区：金锁关，西至马鞍桥，北至塔泥河，东至红土镇之东

北、东南部及陈炉镇之东南部，均为山坡区。岗峦起伏，山沟相间，可

耕之地，半为斜坡，半为小原。此北区一带，为风化土壤，即由紫绿色

页岩风化而成者。土质疏软，缺乏黏性及腐植质，天雨冲流，互易位置，

小苗禾稼，不易种植，故多植玉蜀黍、马铃薯之类。间遇平坦，略艺麦

菽。红土镇一带，均为风成红色土壤，钙质结核颇多，土质坚硬，稍含

腐植，五谷皆宜，而收量较少，故仍以玉蜀黍为多耳。陈炉镇一带，东

北部亦红色土壤；东南部系一种陶土，亦由风化而成，缺乏腐植质及黏

性，植谷不蕃，故居民大半以陶为业。间有少数原坡地，麦黍亦颇昌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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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土壤分布图

乙、平原区：附城及西、南各区，均为黄土层，半平原区。其土壤

成分，多为壤土、粘土、腐植土及钙质等组合而成。土质肥沃，疏密适

中，五谷皆宜，为同官产麦区域。惜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加以黑霜、

冰雹、虫蝗之害，致收数往往减少。

丙、河谷区：沿漆水两岸，北起纸坊，南至黄堡镇、董家河一带，

均为冲积层土壤。其成分系原有岩层经风化所成之细沙土壤，或石子再

由雨水、河流、山洪搬运沉积而成，富于腐植质。有时土质膏腴，最宜

农事；有时石砾混杂，不便耕耘，亦为同官产麦之区。惜面积狭小耳。

沮水川、乌泥川、雷平川、扁担沟等河谷，亦有少数冲积层，然均不及

县川之土壤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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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情

甲、农民生活概述：同官为大陆气候，全境干燥，北尤干寒。漆同

二水会流，直贯县境，沿河一带河谷区，稍有平坦饶沃之冲积土壤，东

西南诸平原区，土壤尚多腐植质，虽宜种植五谷，又以水量缺少，无法

灌溉。夏秋收获，丰年尚足自给，歉收即成饥岁。食品以麦为主，杂粮

为副。农民生息于自然环境之中，勤劳俭朴。日食：夏秋三餐，冬春二

餐，菽藿素淡，非年节婚丧多不肉食。棉、单衣一件，可换服二年或三

年，类皆粗布。除士绅富室外，率皆短服褐衣。原居有厦屋，山居多窑

洞。妇女缝烹之外，协助农场。以上食衣住参 《风俗志》。民元以来，兵匪

骚扰，军阀勒索，官吏横征暴敛，浮支滥派，益以军粮之负担，牲畜之

支应，更复水旱天灾，疫疠流行，鸦片充斥，以致农村濒于破产。迩年

烟毒禁绝，苛杂蠲除，民生稍觉宽适，然一切支应浩繁，物价逐年高涨，

仍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按：旧志 “风土”类 （卷四）云：“农，服田力穑，

然山坡荒地，事倍功半。民苦征徭，招佃代种，少收租钱，以应差派。无恒产者，

佣工食力而已。”是居瘠苦而病征徭，今昔所同慨也。

乙、农户类别及数目：农户可分为四类，①自耕农，即自有其田者；

②佃农，全租他人之地者；③半自耕农，则兼耕己地与佃地者；④帮农

及雇农，助人耕者，复有日工、月工、季工、年工之分。兹分类表其户

口数目如下：

同官农户分类数目表

（民国三十一年调查）

乡镇别 户数 人口数
自耕农 佃农 半自耕农 帮　农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中山镇 １０３２ ６９２６ ５２２ ２８７６ ３８１ １７４１ ４６３ ２１１１ ６６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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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别 户数 人口数
自耕农 佃农 半自耕农 帮　农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黄堡镇 １２３６ ８９０ｌ ９２１ ４６７４ ３５２ １７５３ ４１２ ２３０２ ５４ １７２

文明乡 １０４２ ５３３５ ６０８ ３０６３ ２５８ １０３３ ２８７ １０２８ ４１ ２１１

石柱镇 １０８９ ６０４５ ５４５ ２９７１ ３０１ １４１２ ２８４ １５０６ ３９ １５６

红土镇 １１６４ ６８６３ ５８３ ２５６２ ６３９ ６６７ ３７１ １２１７ ７１ ２１７

金锁镇 １１４２ ５５４３ ３５１ １６２５ ４２８ ２１３４ ３８３ １３５６ １３０ ４１８

陈炉镇 １３６２ ７６２６ ６２５ ３２０４ ３０８ １２５２ ５３３ ２８５５ １１６ ３１５

总计 ８０６７ ４７２３９ ４１５５ ２０９８５ ２６６７ １２１９２ ２７３２ １２３７５ ５１３ １６８７

附记：石柱镇八、九、十三保，以情形特殊，未能计入。

　　自耕农，除富农外，亦多能自给。佃农及半自耕农，勤俭诚朴者可

自给，然稍歉收，或遇婚丧，即需借贷。帮农则日求升合，怠惰者或沦

为乞丐。

丙、土地等别及租额：同官气候，南北相差，地土肥瘠亦异，故佃

农纳租数额，各乡不同。兹表如下：

同官各乡镇土地等别及每亩租额比较表

乡镇别
土地等别及每亩租额 （旧斗，每斗四十市斗）

上平地中平地下平地 原地 沟地 梯地 坡地 高坡地 山地 滩地

中山镇 ２斗 ２斗 １斗
５升 １斗 ８升 ６升 ５升 ３升

黄堡镇 ２斗 １斗
５升 １斗 １斗 ８升 ６升 ５升 ４升

文明乡
１斗
２升 １斗 ８升 ８升 ６升 ６升 ５升 ３升

石柱镇
１斗
５升 １斗 １斗 ８升 ８升 ６升 ５升 ３升

红土镇 １斗 ８升 ６升 ６升 ５升 ４升 ３升 ２升

金锁镇 １斗 ８升 ７升 ６升 ５升 ４升 ３升 ２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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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别
土地等别及每亩租额 （旧斗，每斗四十市斗）

上平地中平地下平地 原地 沟地 梯地 坡地 高坡地 山地 滩地

陈炉镇 １斗 １斗 ８升 ８升 ６升 ６升 ５升 ３升

总计

附记：中山镇及金锁镇有少数水地，多系自耕，故未列入。

租额平均约占数量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丁、租佃手续及纳租法　佃户租地，有具契约者，有口约者。租子

俗作子或籽，即佃户所纳之租，论无课租即纳租股、钱租即纳租钱皆须凭中画

押，订明承租土地之地点、亩数、段数、四至及每年纳租数目。租田契约

式：立写租地人某某某，因无地耕种，今租到某村某处地几段几亩，东至某处，西

至某处，北至某处，南至某处，四至分明。同中言明，每年出租籽几石几斗几升，

麦秋各半 （或纯麦纯秋），不许拖欠。如有拖欠，即由地主另租。倘不拖欠，地主

亦不得随意转租他人。若粮价涨落，田赋增减，当由双方同商，涨租。恐后无凭，

立租约为证。（押）说事人某 （押）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立。盖章 （押）。

纳租法可分五种：一、物租，年纳麦谷若干。但凡水田肥田，无论

年成丰歉，租课不得短欠，名定租法。二、分租法，订明成数，按照每

亩收获量佃主照分。三、议分法，每届农产成熟，佃主协议，按三七或

四六分配即佃户分七成或六成，地主分三成或四成。四、钱租法，通行范围不

广，惟附城水田多纳租金，每亩四十或五十元近年租价涨贵，多改租实粮。

五、力租法，雇农每年工资颇少，地主另以地若干亩给于耕种而不收租，

俗名捎种。

戊、耕地分配情形　据民国三十一年调查，全县共有耕地三十八万

零四百余亩，共农户八万零六十七户，每户平均耕地三十七亩强。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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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以地面广狭、人烟疏密不同，故分配多寡亦异。每农户平均耕地最

多区域为西区，计五十八亩；东区三十八亩；中区二十九亩；东南区二

十亩；南区十七亩；北区地面辽阔，人口密度最稀，每户平均六十七亩，

然大半为佃农。兹将三十一年农户耕地分配及面积两表，分列如下：

同官各乡镇农户耕地分配统计表

乡镇别
十亩未满 十亩以上 三十亩以上 五十亩以上 百亩以上 合计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中山镇 １６０ １５ ２４０ ２５ ３７０ ３５ １５１ １７ １１２ ８ １０３３

黄堡镇 １９３ １５ ３９９ ３６ ２９８ ２５ ２２４ ２７ １２２ ８ １２３６

文明乡

石柱镇
３２０ １５ ５３３ ２５ ６７３ ３５ ３１５ １７ １９２ ８ ２０３３

红土镇 １２０ ８ ２３４ １５ ２９０ １７ ５４０ ３５ ４３０ ２５ １１６４

金锁镇 ８２ ８ １５６ １５ １７８ １７ ３９２ ３５ ３３４ ２５ １１４２

陈炉镇 １９６ １５ ３１４ ２５ ４９０ ３５ ２０１ ２０ １６１ ９ １３６２

同官各乡镇农民耕地面积调查表

乡镇别 农民人数 农地亩数 平均每人亩数 备　考

中山镇 ６９２６ ３０１２４ ４．２
附城水地较多，可种
蔬菜瓜果。凡有水地
农户，每户不过数亩。

黄堡镇 ８９０１ ４１２５０ ４．５

文明乡
石柱镇

１１３８０ １０４８７０ ８．５
石柱镇以东多自耕农，
以西及文明乡以北多
佃农。

红土镇 ６８６３ ６８１８０ ９ 山地多，原地少。

金锁镇 ５５４３ ６８６３４ １３ 多山坡地。

陈炉镇 ７６２６ ３９０７０ ４．８ 山坡地亦多。

按：上表，中山镇、黄堡镇及陈炉镇，每人平均耕地四五亩，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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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收获三斗，则每人年得食粮一石三斗余，尚足自给。文明乡石柱镇

地面广大，土壤肥沃，每人平均耕地八亩，以亩获三斗计，每人年得食

粮二石四斗，为全县富庶之区。红土镇每人虽有耕地九亩，而山原相间，

如亩获二斗五升，则所得亦可自给。金锁镇山坡瘠地，平均收获二斗，

其平均耕地虽多，但多佃户，半出租课，遇歉即困。

己、生产消费状况　兹将二十三年及三十一年所调查之同官农户每

年生产消费状况，分别表之如下：

子、永业地主 （千亩以上）

年别
收入 （租课）

（石）
价值 （元）

田地费用

（元）

其他费用

（元）
备注

廿三年 １００－３００ ５００－１５００ ８０－２３０ ４００－１０００

卅一年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０１６５００－５５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丑、百亩以上农户

年
别

乡镇别 收入 （石）
价值
（元）

田地费用
（元）

其它费用
（元）

附注

廿
三
年

中山镇 ３０－９０ １５０－４５０ ５０－２００ ６０－２６０
百亩以上者，大半
收 租 数 石 或 十
数石。

黄堡镇 ３５－１００ １８０－５００ ５０－２２０ ６０－２６０
此镇人民农暇贩卖
煤炭，年可收入五
六十元。

文明乡
石柱镇

３８－１２０ １９０－５２０ ５５－２２０ ６５－２８０ 同前

红土镇 ２８－８５ １４０－４２０ ４０－１７５ ６０－２７０
此镇半自耕农居
多， 年 须 纳 租
数石。

金锁镇 ２５－８０ １２０－４００ ５０－２００ ５０－１５０ 此镇佃农居多，年
须纳租十分之二。

陈炉镇 ３０－８５ １５０－４３０ ５５－２２０ ５０－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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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别

乡镇别 收入 （石）
价值
（元）

田地费用
（元）

其它费用
（元）

附注

卅
一
年

中山镇
２０－７５ ３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４００００

本年粮价上半年约
八九十元，下半年
约二百元。

黄堡镇 ２２－７８ ３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文明乡
石柱镇

２５－９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５００００

红土镇 １８－７０ ２２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４８０００

金锁镇 ２５－８５ ２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４００００

此镇杂粮居多，故
价小而费大。

陈炉镇 ２０－７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寅、百亩以下农户 （各乡镇平均数）

农户别 年别
收入

（石）

价值

（元）

田地费用

（元）

其他费用

（元）
附注

五十亩

以上

廿三年 １５－３０ ８０－１６５ ３０－６０ ４０－１００

卅一年 １０－１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三十亩

以上

廿三年 ３．５－９ ２０－４５ １０－２００ ２０－５０ 入不敷出

三十年 ２－６ ３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７０００ 同前

按：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旱灾，麦价每斗八元，杂粮每斗五元有

奇，较侈之家，灾后如洗，饿毙流离者甚多。二十三、四年间，农产收

获虽增，而复谷贱伤农，麦价每斗五角，杂粮三角，佃农小农，除纳租

外，所余无几，日用颇感困难，而雇农及工人等日得工资三四角，转能

维持生活。至二十五年后，粮价稍昂，农民生活亦较便。迩年百物昂贵，

差款浩繁，而粮赋征实，军粮派征，并给驻军草料，所发价款，仅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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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四，农民负担之重，至三十一年渐达极度。

庚、农贷　省县银行未成立前，民间借贷，利率不一，初为月息二

分三分，继增五分至八分，甚或十分，更有奸民小贷大放，月息竟由十

分十五分至二十分之多，致穷民受亏殊甚。且农民借贷，并有谷息之法：

借洋一元，年息五升或八升；借粮一斗，年息三升至五升。又今年借杂

粮一斗，翌年还麦一斗或一斗二升至一斗五升；借麦一斗，翌年还杂粮

二斗；或借粮时，按市价，越期加息归还。又有预支法：富家贷款于农

民，预买下期农产物，定以低廉价值，俟收获后，无论谷价低昂，须按

所定价还。自三十一年省县银行先后成立，贷款较易，然以期限迫促，

手续繁难，农民借贷者尚少。同年县合作指导室给农民贷款一十六万元，

然非社员之农民不能借贷，实患亦难遍及详 《合作志》。

（附）农人组织，如农会等，别详 《党团社会志》。

３．地政

《汉书·董仲舒传》言： “至秦则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是土

地私有制，战国后乃确立。田多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多不耕。然私有

制度之中，亦有名为公地者，就同官论，可分数种：一、族地或祖地，

即先人遗产传作祭田者。二、乡村地，即乡村公产或庙产，昔用以办本

乡公事，今改为保学基金者。三、学田，如前代明伦堂田地，以供学子

膏火，后改为教育基金，今统归县政府收支者。四、寺院地，昔为僧道

居士所主持，近亦多收归保学基金者。五、教会地，即基督教所主持者。

六、官产，即无主之荒山荒地，收归公有者。此等土地，向以权责未定，

每为豪强所侵，名为公地，实多私?，土地整理，未容忽视。又境内官

荒虽无多，而私荒在在皆是，则垦务实关系民生，亦地政之要图也。

甲、田地种类及亩数　县于明时，有官地三十七顷九十亩一分七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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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五千九百零一顷七十二亩二分七厘。清时原额民地折正一等地六千

六百六十二顷七十一亩五分，除荒地外，实熟地一千七百二十四顷六十

一亩九分七厘。光绪三年大旱，报明逃亡绝户荒地一百零四顷四亩一分

二厘。至光绪十年，实熟地一千六百二十顷二亩零七厘。民元以后仍旧。

自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以外县人民迁来甚众，东北乡一带荒地，多有

开辟，故三十一年清丈地亩，增加颇巨。兹列地政处同官土地陈报表

如下：

同官土地陈报丘亩分类统计表

地

类
地目 丘数

亩数以亩

为单位
地目 丘数

亩数以亩

为单位

田

地

小堰田 ４３ １９６．４４ 坡地 １９０１６ １０６９６．９３

沟地 １３ ３５．１８ 高坡地 ２２３５ １２９．３０

城市宅地 １６２ １６３．９０ 芦苇地 ５７ ４２３．６６

乡镇宅地 ３２３ ３９４５．２５ 滩地 １５５ １４１５．８０

乡村宅地 ８６７６ １７１１．００ 坟地 １８０７ １９８５１．８９

基地 ３１２５ ６２１．２４ 荒地 ４９５７ ２６２３７．９３

菜园地 ４０６ ２２１．７５ 荒坡地 ３４５３ ２１．８５

果园地 ９６ ９７．２２ 义地 ２７ ３２７．７２

水地 ２１ ８３２２．３６ 煤炭场 ９２ １３７．１８

上平地 １７７０ ３１４７２．７１ 窑场 ４６５ ２８．１７

中平地 ８５０６ ６３１２４．０９ 瓷泥池 ２３８ ２１７５．７６

下平地 １４８６２ ９９８８１．６８ 禾场 ２８８５ ２１７５．７６

原地 ２１９３２ ８９４４．７５ 沙地 ２８６ １３６３．５０

沟地 ２０７２ ６１１６４．８５ 石沙地 ４１ ２１５．０５

梯地 １６６１７ ８０６０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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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类
地目 丘数

亩数以亩

为单位
地目 丘数

亩数以亩

为单位

山

地

矿山 １ ２．８０ 荒山 ６０６１ ９０２０７．７９

林山 ２７ ９７５．３４ 石山 ４８ １４６７．４２

柴山 ２７ １９４．１２

荡 涝池 １５４ １１０．４９

合计：丘数＝１２０６４９；亩数＝５２２６２５．５４
附注：本志农情所记耕地亩数，系除去山地及涝池，据实际耕地而言，

故与此表之总数不同。

按：清丈地亩人员，多系青年学生，初次查丈，未有经验。而本县人民，亦不

知查丈为何事，并未注意，致令亩数等级与实际相差颇巨，有张冠李戴者，以小作

大者，优劣相反者。以故征收田赋，较前更乱，而额加数倍，人民负担激增。现虽

奉令更正，恐亦难正确矣。

乙、各种地亩价格　土地价格，明以前无可考。传明末水地每亩平

均约值钱五百文，平地三百文，其他原地坡地约百文，山地五六十文。

至清康乾时，稍有增益，清末约增八倍。民元以后逐年增加，而各乡镇

以气候关系，土地肥瘠，至不一致：中山、黄堡、石柱、文明各镇，水

地平均约值四十元，平地二十元，坡地原地约十元；而红土、金锁、陈

炉各镇，则相差一倍。三十一年清丈地亩后，始将全县地亩价格，按照

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时价，平均规定。兹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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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地亩分类价格表

地

类
地目

每亩地价

廿九

年度

卅年

度

卅一

年度

三年

平均

地目

每亩地价

廿九

年度

卅年

度

卅一

年度

三年

平均

田

地

堰田 ８０ １８０ ２８０ １８０ 梯地 ６ １５ ２４ １５
沟田 ４０ １２０ ２００ １２０ 坡地 ７ １５ ２３ １５

城市宅地 ３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 ５００ 高坡地 ３ ８ １３ ８
乡镇宅地 １５０ ３００ ４５０ ３００ 芦苇地 ７ １５ ２３ １５
乡村宅地 ８０ ２００ ３２０ ２００ 滩地 ４ ８ １２ ８
基地 ９０ １８０ ２７０ １８０ 坟地 ４ １０ １６ １０
菜园地 １３０ ２８０ ４３０ ２８０ 义地 ５ １０ １５ １０
果园地 ８０ ２００ ３２０ ２００ 沙地 ６ １５ ２４ １５
水地 １４０ ２８０ ３２０ ２８０ 场面地 ４０ ８０ １２０ ８０
上平地 ４０ １００ １６０ １００ 石沙地 ３ ５ ７ ５
中平地 ３５ ８０ ２１５ ８０ 矿山地 ２ ３ ４ ３
下平地 ２５ ６０ ９５ ６０ 煤炭场 ８０ ２００ ３２０ ２００
原地 ２０ ４０ ６０ ４０ 窑场 １３０ ２８０ ４３０ ２８０
沟地 １５ ３０ ４５ ３０

山 林山 ２ ５ ８ ５ 柴山 ２ ３ ４ ３
荡 涝池 ４ １０ １６ １０

附注：本表所列，为规定平均价格。若其村民勤劳俭朴，耕地不敷而购买不易，

遂令地价昂贵。如村民怠惰成性，或将地逐渐出售，或致荒芜，则地价

低廉。

丙、地权分配　县无大地主，收入最多者每年收麦秋租諽不过百余

石，其次为自耕农，而佃农、半自耕农收数略等，帮农最少。故地权分

配，并无特殊情形。兹列一表备参如下：

７０１

同官县志卷十　农业志



地权分配表

内质 外　形 名　称 所有权 附　注

永业权 不收租 纳税
自耕

自营

自业地

自粮地

永自

耕农

不耕永

业权
收租 纳税

不耕

不营

自业地

自粮地

永业

地权

全 县 不 过 二

十户

半永业权 不收租 纳半税
自耕

自营
半自耕户

半自

耕农

暂耕权 不收租 不纳税
自耕

自营
租耕地 佃农

暂业权 不收租 纳税
自耕

自营

买活地

（当地）

暂自

耕农

赎取权 不收租 不纳税
不耕

不营

卖活田

（当与人者）

虚名自

耕农

系将地暂当于

人而约期赎取

不耕

暂业权
收租 纳税

不耕

不营
买活地

暂业

地权

系当他人之地

而 复 转 租 于

人者

按：同官地权，种类颇多，情形不一。永业权者往往因田赋关系，

出卖于人，非但将所卖之地田赋带去，并将他地之粮加带，如此出卖数

度，则地多粮少矣。典当地更有转当者，届赎取时，亦有因故不能赎取

者。租地亦有转租者，且土地异常分散，如一家所有之地，散布于村之

各方，有数段者，有数十段者。此家之地在彼家之中，彼家之地又在此

家之内，互相交错，管理既属困难，而改良土壤及施肥等工作均不易实

施。其原因固系山坡地段丘过多，亦为地权不一之故。三十一年清丈地

亩，规定科则，则此种情形，当可逐渐改良矣。

４．农产

甲、作物种类及收获量　同官每年收获分夏秋二季：夏季以大小麦、

扁豆、菜子为大宗，秋季以糜谷、荞麦、玉蜀黍、豆类、棉花为大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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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每亩可收获三斗，共产粮可达十万余石，尚足自给。歉收则仅有半

数，即赖邻封之接济矣。惟境内气候不齐，土壤亦异，各乡产量，往往品

同而数不同。兹以民国二十四年为例，分季按类分六乡区列表如下：

二十四年夏季及秋季农产品收获量分区调查表

本年收获颇丰，调查较详

（子）春季

种类 区别 亩数 每亩平均产量 共计收获量 （石）

小麦

１ １７４４９ ４斗５升 ７８５２．０５
２ ３２７１６ ３斗５升 １１３８２．７
３ ４３７１６ ４斗 １７４８６．４
４ ２８９５７ ３斗 ８２８８．７１
５ １４３５４ ２斗５升 ３５８８．５
６ ２９９５２ ３斗５升 １０４８．２
合计 １６６４５０ ５９４７９．９５

菜子

１ ３７３９ ２２４．３４

２ ６９６９ ６升 ４１８．１４

３ ９３６７ ５升 ４６８．３４

４ ６２０５ ５升 ３１０．２５

５ ３０７５ ４升 ２４６

６ ６４１８ ２５６．７２

合计 ３５７７３ １９２３．８

扁豆

１ １３０８ １升 １３０．８

２ ２３２３ ７升 １６２．６ｌ

３ ３１２４ １升 ３１２．４

４ ２０７０ １升 ２０７

５ １０２７ ６升 ６１．６２

６ ２１４１ ６升 １２８．４６

合计 １１９９３ １００２．８９

总计 ２３８０６３ ６８３４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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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秋季

种类 区别 亩数 每亩平均产量 共计收获量 （石）

荞麦

１ ３３３９ ５升 １６６９．５

２ ４４１４ ４斗５升 ２０１７０．８

３ ７３１７ ５升 ３６５８．５

４ ２８０２ ４斗３升 １２０４．８６

５ ２９１７ ３斗８升 １１０８．４６

６ ５０３４ ４斗 ２０１３．６

合计 ２５８９３ １１６７２．７２

粟：小米

１ １１０３ ４斗８升 ４９６．３５

２ ２２４２ ５斗２升 １１６５．８４

３ ６８７８ ５斗 ３４３９

４ ２８６２ ４斗３升 １２３０．６６

５ ２９０７ ３斗８升 １１０４．６６

６ ３３５６ ４斗８升 １６１０．８８

合计 １９３４８ ９０４７．３９

糜子

１ ４５７０ ５斗５升 ２５１３．５

２ ２２８２ ５斗 １１４１

３ ２４６９ ５斗６升 １３８２．６４

４ １４１６ ４斗８升 ６７９．６８

５ ５８２４ ４斗５升 ２６２０．８

６ ５０８０ ５斗 ２５４０

合计 ２１６４１ １０８７７．６２

玉蜀黍

１ １１２３ ５斗５升 ６１７．６５

２

３ ７３１７ ５斗 ３６５８．５

４ ４２２８ ４斗８升 ２０３９．０４

５ １１６８８ ６斗 ７０１２．８

６ １６７８ ４斗 ６７１．２

合计 ２６０５４ ７０７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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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秋季

豆：黄豆、

黑豆、

小豆

１ １０１３ ３斗５升 ３５４．５５

２ ２２０２ ４斗 ８８０．８

３ ２４０９ ４斗８升 １１５６．３２

４ ２８３２ ４斗５升 １２４．４

５ ５８４２ ３斗９升 ２２７１．３６

６ １６３２ ４斗５升 ７３４．４

合计 １５９１２ ６６７１．８３

稻

１

２

３ ９２ ６斗 ５５．２

４ １２ ６斗 ７．２

５ ３４ ５斗５升 １８．７

６

合计 １３８ ５１．１

棉

１ ２６４ １５斤 ３９６６斤

２ ２０４４ ２０斤 ４０８９０斤

３ １１８３ １５斤 １７７４５斤

４ ６０８ １０斤 ６０８７斤

５

６ ９３７ １５斤 １４０６２斤

合计 ５０２９ ８２７５０斤

总计 １１４０１５ ４５８５４．１８石

附注：按：第一区即今之中山镇，第二区黄堡镇，第三区文明乡石柱镇，第四区

红土镇，第五区金锁镇，第六区陈炉镇。小麦每斗计四十市斤 （即二十公

斤），大麦三十二市斤，菜子三十五市斤，扁豆四十三市斤。

按：此二表，全县实熟地三十五万二千零七十八亩此亩数与前土地陈

报丘亩分类统计表之亩数不同，因土地查丈原与实数不合，现正奉令更正中也。二

十四年共产粮壹拾一万肆千壹百玖十玖石八斗贰升，平均每亩三斗，是

１１１

同官县志卷十　农业志



即丰收之年，仅足自给者也。近数年麦秋歉收，每亩平均不过一斗五升；

卅一年粮价突涨，每斗麦价一百五六十元，杂粮一百元，致人民有食用

不足者，幸有宜君、白水、蒲城各县负贩运粮接济。迩来平抑粮价，军

民争购，外粮不至，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民元至十六年，常感农产剩余，又

形成谷贱伤农情形。

又按：改良种籽，因县农业试验所尚未成立，农民自依经验，企图

增加收获，如五谷则检颗大粒多者另储作种，并验某地宜植某谷或某种

籽如麦有红、白及红蓝、白蓝四种。果树、蔬菜，亦多方采择芽种，以谋

改良。

乙、种获时期　每年农产无论麦、秋，惟收一料即一次也。而各种农

作物播种、发芽、收获之时期，又以境内气候与地形关系，各区多有不

同。兹不分详，但就普通情形，顺月份而表之如下：

同官农作物播种发生与成熟月份表

农作物 大麦 小麦 荞麦 扁豆
黄

黑豆
糜谷

玉蜀

黍
菜子 稻 蓖麻 棉花

一月 地冻 地冻 地冻 地冻

二月 发生 发生 发生 发生 播种 播种

三月
出土

３寸
出土

３寸
出土

２寸
出土

４寸 出土 出土

四月
出土

８寸
出土

８寸
出土

３寸
出土

７寸
出土

３寸
出土

３寸

五月
出土１
尺５寸

出土１
尺５寸

出土

４寸
播种

出土

播种

出土

播种

出土
成熟 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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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 大麦 小麦 荞麦 扁豆
黄

黑豆
糜谷

玉蜀

黍
菜子 稻 蓖麻 棉花

六月 成熟 成熟 成熟
出土

２寸
出土

３寸
出土

５寸
高４
寸

出土

８寸
出土

４寸

七月 播种
出土

３寸
出土

４寸
出土１
尺２寸 播种

高６
寸

出土

１尺
出土

５寸

八月 发生
出土

８寸
出土

９寸
出土

４尺 发生
高１
尺

出土

３尺
出土

１尺

九月
播种

出土

播种

出土

出土

２寸 播种
出土

１寸
出土

尺８寸
出土

６尺
出土

１寸 成熟
出土

５尺
出土

２尺

十月
出土

２寸
出土

２寸
出土１
尺２寸 发生 成熟 成熟 成熟

出土

１寸 成熟 成熟

十一月
出土

２寸
出土

２寸 成熟
出土

１寸
出土

１寸

十二月 地冻 地冻 地冻 地冻

附注：麦类：播种，南区在白露后２０日，北区在白露前２０日，东区在白露前１０
日，而东南区则在白露后３日；次年收获，南区在芒种后１０日，北区在夏
至后３日，东区及东南区皆在端午节时。其他作物以此例推。

丙、施肥及除草

（子）施肥　普通肥料，分厩肥、堆肥、人屎尿、草木灰、绿肥、油

渣、豆粕数种。施用有基肥、补肥二类：基肥于播种时施之，补肥于浅

耕 （锄）前施之。东北各区，多施基肥；中南西各区，则基补兼施或间

施。其肥料缺乏之处，则施用绿肥，其法：如拟将某地种麦，而以地远，

或无肥料可施，则于春夏之交，种植荞麦或豆类，待其青苗长成，施以

深耕，将青苗覆于土内，令其发酵腐化，土壤即变肥沃，以代基肥；然

三年只收两料耳。兹将各种作物施肥之种类、次数、分量等情形，谱之

如下：

小　麦　一、基肥，每亩施用厩肥或堆肥二千三百公斤 （三十余驮），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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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三年施用一次，间亦施用草木灰五六驮。

二、补肥；每亩施用厩肥或堆肥二十驮，约二千五百公斤。

大　麦　年施基肥一次，每亩约一千公斤。

荞　麦　年施基肥一次，每亩约八百公斤，将粪擂面，搅种子于内，一人深

耕前行，一人用背笼装粪，以手抱撒犁沟，名曰拿粪。

豆　类　年施基肥一次，每亩约一千五百公斤。

糜　谷　年施基肥一次，每亩约八百公斤，其施法与荞麦同。

玉蜀黍　年施基肥一次，每亩约五百公斤。

菜　子　与荞麦同。

　　稻　基补兼施，亦用厩肥，堆肥，或用油渣，豆粕，皮渣，猪毛等。

蓖　麻　间施基肥一次，每亩约一千公斤。

棉　花　基补兼施，每亩约三千五百公斤。

蔬　菜　一，基肥，用厩肥或堆肥每亩三千公斤，草木灰三百公斤。

二、补肥，用厩肥或堆肥，每亩一千五百公斤，人粪尿五百公斤，

油渣一百公斤。

瓜　类　基补兼施，每亩约三千余公斤。

果　类　年施补肥一次，仍以厩肥堆肥为主，或间施油粕、人屎尿。

如上列施肥情形，多系冲积地或近村地。荒地较远地运输不便，则

两年一料，名曰歇壤地。即两年中其地休息一年也。西北东各地区，地广人

稀，耕地以多为主；中南各区，人烟较多，耕地以肥为主。

（丑）除草　除草之次数及日期，各种作物颇不一致。兹简述之：

大小麦，清明节前后除草一次。早糜谷，四月下旬除草一次，六月

中旬一次。次糜谷，五月下旬一次，七月上旬一次。玉蜀黍，六月下旬

除草一次，七月中旬或下旬一次。菜子，三月中旬除草一次。蓖麻，五

月下旬除草一次，七月中旬一次。棉花，自五月上旬出土后，至九月结

４１１

同官县志 （民国）



实，共除草四次或五次。

丁、蚕桑与蜂蜜 （农民副业）

（子）蚕桑　同官素无蚕桑业。民国三年，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山阳

李希聃，由西安购得湖南蚕种，在校试养，蚕茧坚厚，抽丝颇多，流传

民间，一时养者颇众。然以桑无专园，采叶不易，饲养又不得法，蚕种

变劣，更多病症，功大利微，遂复失传，良可惜也。

（丑）蜂蜜　同官养蜂之家，约百余户，有一群者，有数群者，共计

有二百四十余巢。但率皆拘守旧法，且管理不善，饲养不周，蜂来则安

之，去亦无法收回，任其自然，故繁殖甚缓。民国二十七年，县图书馆

馆长寇丛生，由西安购得意大利蜂四箱，继增至十六箱，按法饲养，繁

殖颇速，人民仿效，购者甚多。乃以三十年春秋严寒，花木凋萎，蜂无

所采，更因气候素冷，箱巢疏薄，致大半冻饿而死，存者仅六箱耳，而

旧蜂以巢囊坚厚，地势向阳，虽未割蜜，而死者尚少云。

蜜之产量及价格：旧蜂每群平均年产蜜三十市斤，计二百四十群共

产蜜七千二百余市斤。意大利蜂以气候关系，每箱年产蜜仅二十五、六

市斤，如加深刻研究，令地气适宜，将来或有可观。至其价格，旧蜜因

味甘质浓，在二十六年，每市斤值洋四五元，迄三十一年，每市斤可售

洋六十余元。意大利蜂蜜质稀味薄，每市斤仅售洋四十余元。然县用之

新蜜，大都由富平、蒲城一带输入。旧志 “货属”类亦列有 “蜡蜜”。

二、林木

林木可尽地方之地利，广农村之副产，增国家之收入，又能调节雨

量，蕴蓄水分，巩固沙碛，范制洪水，且腐植土壤，使瘠变为肥，故植

林诚要务也。同官童山瘠地，所在多有，但得水源，植林尚易，近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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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倡导经营，人民亦颇乐于栽种，二十八、九年修筑碉堡材料，大半皆

漆水沿岸新植之杨柳也。惟自同官煤矿设厂及咸同支线通车以来，其工

人喜伐树木而不给价，人民争持，即被毒殴，该矿附近外籍商民亦效工

人所为，加以驻军之摧残，车骡夫之攀折，公路树木，损伤无遗。其他

山林，以燃料增值，斧斤不时而入，致蓊蔚丛林，顿成秃阜，嫩株小枝，

亦被偷割，遂使人民不惟不植，并将已植者伐去。故今后之林业，固在

政府之经营，而成林之树木，尤赖政府之保护也。

１．种类及分布　分果树、木材两类，述其成林与分布概况：

（甲）果树　果木有桃、杏、李、梨、柿、枣、核桃、林檎、花杏即

沙果或蜜果、苹果、软枣、石榴、樱桃、葡萄。其成林者，有桃、杏、

李、梨、柿、枣、花杏等。全县分布桃林七十三处，分布于附城者，南关

四，安家坡、柏庙、王益村各二，高平原、高家塬、泥古村、十里铺各一；在东南

区者，罗寨村十三，付家嘴头、壑陷各一；在南区者，史家咀子二，梁家塬、孟家

原、远庄、长畛、董家河、党家河、南村、柳池、凤凰村、王家匾、南北原、土桥

子、石坡、贺家原各一；在西区者，莫火村三，神州村、杏林、避难村、崔家坡、

上安村、穆家原、白原、马嘴各一；在东区者，坡底村、太和寺、枣园子、冯家原、

东王村各一；在北区者，柳湾、和家原、刘家埝、马家原、梁家原、西村、炉子上、

枣庙、武家原、匣子里、槽里、龙坊河各一。七十三处中，以南关、罗寨、桃园每

园有树百余株，为最大，而品味亦较优。他皆十数株至数十株耳。杏林三十五

处，分布于北区柳湾、纸坊、雷家沟、枣庙、武家河，东区南堵村、麦章河、枣园

子、陈家河，东南区付家咀头、
#

村、马村、壑陷，南区庙背后、黑池原、梁家原、

孟家原、大老池、远庄，西区杏林、王家河、神州村、演池、阿来村、石柱原一带，

中区惟柏庙、墙下原、小豆村各地有之，均系小型果园。其他各村尤为散株矣。梨

园十二处，东南区下马村四，南区梁家原、史家咀子、孟家原、董家河、董家圪

塔、杜家原、冯家桥各一，北区刘家埝、和家原各一。枣园二十八处，以南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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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村为多，东南区周家村、罗寨等村次之，其在东区、北区、西区者，仅四五处

耳。花杏园二十四处，中区南关一，柏庙二，东十里铺、泥古村、高平原各一；

南区史家咀子四，孟家原、文明原、远庄各一；余在西区莫火村、上下鸭口、演池、

龙尾一带及东南区罗寨、付家咀头各村。余多散植而不成林，如柿园分布于中

区、南区、西区及东南区，成林者不过三数处，余均沿地畔散植之，核桃树以北

区东区为最多，西区文明乡北部亦有植者，均散而不成林，共约三千余株，葡萄以

附城为多，菜园地内及小家院内多有植者，南区梁家原亦有几株，软枣凡植柿各

村，均广植以备接柿，林檎无专园，凡花杏皆由林檎粘接，故林檎园即花杏园。苹

果、梅、李，亦有林檎接成，石榴亦无大园，惟植菜园地及院内，樱桃惟东南区

东合联一带，稍有野生等。

（乙）木材　材木有松、柏、桐、椿、槐、榆、桑、柳、楸、杨、插

杨、皂角、杜梨、青
$

。其他有橡、构、椒。成林者惟松、柏、杨、柳

四种，全县分布松林五处分布于东区云梦山及北区姬家山、仲家山一带，均无

巨材，惟用以做椽。柏林三处金山柏林，蚕姑庙柏林，纸坊柏林。其他各地，则

庙院或坟茔有三五株者，十数株者，亦有二三十株者。大者以作棺椁，小者以作檩

椽，皆天然林也；人造林有杨柳林凡三处，惜戕伐矣。以东王益村之杨柳林

为最大约二万余株，为佘治章兄弟所手植。民国十八年，县长白如琳书赠 “林业模

范”四字匾额以资鼓励。至二十四、五年，县城附近，北起金山，南迄十里铺，杨

柳青葱河岸，遍地成林，既壮观瞻，复添幽景。不意在王益村迄十里铺者，为同官

煤矿及陇海铁路之斧斤所伐，在县城附近者，又为军队所摧残，现存者不过十之一

二耳。其不成林之材木，以槐、椿、楸、桐、杜梨为最多，山坡田畔，村庄

坟园，到处皆是。皂角、青
$

次之，皂角生于原野，青
&

多在山边。其他则如

橡林，多供燃料，亦天然林。有周家陵、陈家河、塔泥河、李家山等橡林，而

北境山地沟坡，遍地橡树成林，大小不一，可作器具，可烧木炭，亦为山居人民重

要燃料，至于椒、构，则偶一见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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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林政

（甲）苗圃　县初无苗圃设置，民国十八年，县长白如琳将县北金山

划为苗圃，又于东岳庙前改建亭台、鱼池，山下庙地四十亩种植各种树

苗，以便人民移植，派员专司其事。二十二年，归建设局管理。二十六

年，庙被军队占住，圃遂废。至三十年，县长吕绍熊提倡造林运动，设

法保护树木。以树苗采取不易，遂择定校场官地十二亩为苗圃，派员秧

苗其中，以椿、槐、软枣为最多。嗣奉令将林务员裁撤，而此项经费亦

无着，无人经理，几至荒废。县府乃召集临政会议，公决将苗圃荒芜隙

地，划拨一小部分，佃人耕种，不收租息，即令其负育苗及管理之责，

树苗赖以发蔚，遂分发人民移植焉。

（乙）历年植树情形　民国十八年，县长自如琳提倡植树，来年令各

乡人民每人至少须植树一株，设圃育苗，并于耀县购买插杨树苗数驮，

分发民间栽种，沿漆水两岸之杨柳林，实始于此。二十四年春，县长刘

学海于植树节发动全县人民，各备树苗，沿公路分段栽植，并率领县府

及各机关职员，在金山下隙地栽种，先后共植树一万八千余株，然以植

不得法，灌溉不时，活者颇少。二十五、六两年，均经补植，迄鲜成效。

二十七年，县长田在养复严加督饬，又令人民于地角门首随时栽种，不

论老幼男女，每人须植树五株，令各级保甲人员严加监督，故是年植树

颇多，县中各种果园，大半始于此也。三十年，县长吕绍熊复积极倡导，

于公路两旁，植树二万二千余株，复令各乡镇长督饬人民，每人至少再

植三株，更于路旁缮制布告标语，劝令人民保护，如有毁伤，即予惩罚。

三十一年，县长姚文蔚依其成法，亲赴沿途督促，并于秋季树籽成熟之

际，令各乡镇长督饬人民采集树籽，又令每保选择公地二亩，实行育苗，

以备来年移植按：本县公路两旁树木，历年栽植，成活殊少；即乡村植树，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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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仅十之二三。其故由于气候干燥，水源缺乏，山原之地，每至春季，取水常在数

里或数十里以外，加以煤矿铁路员工及军人之强行伐取，往来行人脚夫之任意攀折，

以致徒劳无益。故今后植树，不求其多，当以浇灌保护为要务，以达植一株而活一

株之目的也。

３．林产

（甲）产量　同官可种植而未种植之地，面积约三万余亩，林业未

兴，其产量尚难言之。然果品颇有可观：年产桃约一百二十余万枚，柿

约六百余万枚，梨约五万斤，杏约十万余斤，枣约五万余斤，花杏约六

十余万枚，葡萄约一万八千余斤，核桃约四百余石。共价值约一百五十

二万余元。至于木材，则境内既无大森林，所有树木成材者亦少，故所

产尚不足本县之用。其应用木料，大半由宜君建庄、焦家坪一带运来

者也。

（乙）收获时期　兹将果树每年发芽、开花、结实、成熟时期，谱之

如下：成熟即收获矣。

桃：发芽于旧历二月中旬，开花于三月上旬，结实于四月中旬，成

熟于六月中旬或下旬。杏：发芽于旧历二月上旬，开花于二月下旬，结

实于三月中旬，成熟于五月上旬及中旬。柿：发芽于旧历二月下旬，开

花于五月上旬，结实于五月下旬，成熟于七月上旬至八月下旬。梨：发

芽于旧历二月中旬，开花于三月上旬，结实于四月中旬，成熟于七月中

旬。枣：发芽于旧历二月，开花于三月，结实于四月，成熟于七月。葡

萄：旧历三月上旬始芽，四月上旬始花，下旬结实，七月下旬及八月中

旬成熟。核桃：芽于旧历三月上旬，花于三月下旬，结实于四月中旬，

成熟于八月中旬。

至木材之收获，多在十年以上，所谓 “十年树木”也。林业发达之

后，再为详述。至每年物候，则槐、椿、楸、桐、榆、皂，均于旧历三月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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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落叶。杨柳于旧历二月发芽，九月落叶。其他各树木大致相同。

三、畜牧

１．畜谱　同官普通家畜，谱之如下：不恒见者不列也。

（甲）有蹄类：牛　邑产形体较小而强壮，色多赤黄。角弯无枝而中空；臼

齿强，上颚无门齿及犬齿；喉下有垂肉。肢短，各具四趾，旁二趾不着地，趾端均

有蹄。毛短，尾小，尾端具丛毛。为反刍动物，用以耕田，拉磨，为主要家畜之一。

马　体雄健，毛色较杂。上下颚均有门齿犬齿臼齿六对，而犬齿最小。四肢长大，

腿步筋肉强壮，每趾仅一趾发达，蹄便驰行。境内山坡纵横，原沟相间，骑行不便，

故畜马者颇少。

驴　形似马，惟体较小而不及其健壮，用以运物耕田，为邑中农民最主要普

遍之家畜。骡　形态在马驴之间，体强大健壮，能负重，行亦速，用同驴，亦为本

县主要家畜之一。

羊　分山羊绵羊两种：山羊毛长色黑，头具两角，健捷好斗。绵羊较山羊略

大而驯，毛白无角。均有四蹄，为反刍动物。猪　形肥色黑，耳大尾小，最大者重

二三百斤，普通则百余斤耳。以上二种专供食用。

（乙）食肉类：犬　种类甚多，形态不一，毛粗体壮者曰熊犬，毛细长者曰

细犬，形小而毛长者曰狮犬。牝小牡大，牝弱牡强，用以守夜。畜犬之家多饲以粗

粝食粮。猫　形态及其特性，与各地同。畜以捕鼠。

（丙）家禽类：鸡　翼短而小，足健行速。虽云司晨，畜之实供食品。鸭

　体肥翼短，略同各地，用以佐食。

２．畜数　同官家畜，以牛驴骡羊为主：自耕农多畜一骡二牛，或一

驴三牛；小农及佃农，普通一驴一牛，或一驴二牛，亦有独畜二牛者。

中区南区农户，多畜一骡一驴，或倍之，或二牛；北东二区，骡驴较少，

牛羊较多，每家畜牛至少四五头，并有畜驴或骡一头羊一群者。兹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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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调查之各种家畜数量及价值分乡表之，并以二十五年比较之，

如下：

民国三十一年度全县各种家畜数量价值表

（合共数见下表）

数量 （头） 价值

乡镇

中

山

镇

黄

堡

镇

文

明

乡

石

柱

镇

红

土

镇

金

锁

镇

陈

炉

镇

合

计

估计平均每头

价值 （元）

估计全县总共价值

（百元）

骡 １２５ ４６４ ２７１ ３４９ ２６５ １０８ ５０３２０８５ ５０００ １０４２５０

马 １６ ２１ ６ ５ １５ ７ ２０ 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００

驴 ２２６ ６４４ ３７５ ７８３ ５２０ ３３４ ５９３３４７５ １５００ ５２１２５

牛 ５０２ ８４６ ３７１ ７５２ ９６３ ８９２ ５８４４９１０ ８００ ３９２７０

羊 ４５６ ５７４ ４６４ ５５８ ５３１ ５６０ ４５１３７７４ １００ ２１７４

猪 １２５ １５０ ９１ １０５ ３４０ ３０８ ２２０１３３９ ６００ ８０３４

犬 ９０３ ８５０ ５２８ ４７０ ５９５ ５３０ ５５０４４２６

猫 ８７０１０２１４４５ ５６０ ６６３ ２８９ ４７３４３２１

鸡 １８６０２２４０１７０２３０５１４６９２２５６０２２８０１８３８５ ８ １４７１

鸭 ３４ ２０ ６９ ２０ １４

附

注

查卅一年下半年约增六倍至

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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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五年度全县家畜总数及价值表

类别 骡 马 驴 牛 羊 猪 鸡 鸭

数量 （头） １９６４ ６０ ２８３７ ４５７５ ３７４１ ２９６５ ２０５４３ １０２

估计平均每头

价值 （元）
８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３ １５ １ １

估计全县总共

价值 （元）
１５７１２０ ２７００ １１３４８０１６０１２５ １１２２３ ４４４７５ ２０５４３ １０２

附注

同官犬猫向不货卖，故两表价值皆未列入。各畜本年合共总数为

３６７８７头，卅一年 （上表）则为 ４２８０５头；本年合共价值为
５０９７９５元，卅一年 （上表）则为２０９１３８００元，相差甚大。

３．畜产　本地不产骡驴马各驹，每年三、四、八、十一各月，人民

分赴富平、三原、咸阳、兴平一带，购驹饲养，驴则多购成年者，而县内

城关乡镇市集及各大古会，临县人民亦相率驱驹来售。其他各畜，均产

本境，但牛亦间有购自富平、耀县，羊亦有购自宜君、中部及甘肃正宁

一带者。

畜之所产惟羊毛：全县山羊约二千三百余只，每年三月剪毛一次，

每只平均剪毛半斤，共畜剪毛一千一百余斤；绵羊约一千四百只，每年

三、六、九月各剪一次，每只每次可剪毛二斤，年共剪毛七千四百斤。

其价值：三十一年度，山羊毛每斤平均约值二十五元，绵羊毛每斤约值

三十六元。但产量颇少，人民大半用以做毡，故出境者甚鲜。

４．畜牧　全县荒山荒坡草地，约一十五万一千余亩。荒山多在北区

金锁关以北，及东区西区北部；荒坡荒地则散布各区。共可牧牛万余头，

羊十万余只。惟县境水源缺乏，牧草不蕃；山地饮料多取诸沟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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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惟莎、芦、茅、蒿之类耳。

牧放时期：县南各地之牛，以草地颇少，多不放牧；北部山地，则

全年放牧；中部原地，春夏秋三季放牧，冬则喂养。

兽疫：以牛、猪为最多，羊次之，马、驴、骡则杂病多而疫病少，

鸡、犬疫则数十年仅一见耳。兹将兽疫名称及易患之畜，谱之如下：

牛：软脚瘟四蹄不能全立，互相移动，鼓胀肚腹膨胀，气粗，倦卧不起，

肠泄泄黄黑水而不能食。猪：肠泄病状与牛相同，猩红热周身内外红点成片，

寒热不食。马、驴、骡：肺炎咳喘不食，俗名曰腔，嗓黄喉下出痈，肿而不食，

腔黄腔前出痈，肿而不食，肷黄病状亦然，黑汗风周身大汗不止，结症大小便

不通，卧起不安。羊：肤热病周身生疮毛落。鸡：沙症卅一年患此多死。

兽疫病源，多因气候干燥及四时不正，毒疠之气由口鼻中入，传于

肠胃，发生高热所致。其中以软脚瘟、肠泄、各黄、结症为最流行。其

死亡数，民国元、五、八、十二、十八、二十三、二十七、三十一年，

均有牛疫，而以五年、十八年、三十一年为最，全县约共死亡五千三百

余头。猪以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为最，甚有全槽相继死亡

殆尽，约共死亡三千八百余头。马、驴、骡则患各种杂症死者约二千六

百余匹。羊疫每年均有，而以养育者之洁否为转移。三十一年忽有鸡瘟，

死者颇众。

兽疫防治方法，因县无兽医专科，预防无法，惟于各种畜得病后，

即延土法兽医治疗，如方投症，亦有愆者。兹列各病治法，以资参考：

软脚瘟，用乌蛇散。腹泄，用败毒散。各黄症，用消黄散。喉喘，用黄

龙散。黑汗风，则用草木灰扑于周身。

３２１

同官县志卷十　农业志



第一册重要勘误表

卷次及

篇名
页次 行次 误 正

卷一疆

域总图

一下

第三图 同官县旧境图 同官县旧志图

卷二建制

沿革志

五上 四 秦时设 上脱 “苻”字

五下 五，小注二 击火出 上脱 “相”字

七上 六，小注一 菩萨裸 菩萨里

七上 十一，小注一 三眣眣塔 三眣圪塔

八上 十一 巡守 巡司

卷四

地质志

一上 绪言二
“三十一年”下脱

“白家驹氏”四字

二上 六 盇 脉

二下 八 浸 侵

二下 十一 桩 椿，下同

五上 九 “曰石”下脱 “炭”字

五下 六小注首行 一干公尺 一千公尺

五下 七小注 ，即 “，”删，“即”字改 “之”

卷七

水文志

一上 十二
'

堡镇之 下脱 “党”字

一下 十二 清水量 流水量

卷九

生物志

一上 十三 “空白” 秫

一下 六 笋瓜黑色 笋瓜白色

二上 十二 蛇 下脱 “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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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一
矿业志

绪　言

一、种类及分布

二、矿量

１．煤　　　　　　２．瓷及水泥

三、矿质 （煤）

四、采矿方法 （煤）

１．方柱法　　　　　２．长壁法　　　　　３．焦煤采炼法

４．采煤工具　　　　５．搬运

五、矿业调查

１．煤矿业　　　　　２．瓷及水泥

六、运销与价格

１．煤　　　　　　　２．瓷及水泥

（附）杂谈



绪言

同官矿藏丰富，矿厂林立，为陕省重要生产区域之一。煤称上品，

实冠西北。初以交通不便，未能大量开采，迄咸榆公路与陇海铁路之咸

同支线先后告成，矿业逐渐发达。惟铜、铁、石油，正待勘测，遑云采

炼？陶瓷、水泥，则属化学矽酸工艺，特原料所出，亦难得之宝藏也。

兹篇详述煤业，至冶金、采油，盼之将来，而抟埴作器，虽旧传珍品，

今且复兴，以事属工艺，其详则让诸 《工商志》云。

一、种类及分布

矿产种类，已开采者，以煤为大宗，其次为瓷土及水泥，而未开采

者尚有铁矿、石油及黄铜矿等。各矿分布地点，兹列举之：

煤　　同官煤田，以横贯东西之大背斜石灰岩，天然划分为南北两

区。北区煤田，西南起自韩古庄，沿铁龙头山而东北，经陈炉镇直达陈

家河，长约一百二十余里，最宽处在县城附近，南北约二十里，东西约

三十里。现开采者，有五里铺、灰堆坡、十里铺、炭窠沟、桐树沟、碾

道、孙家坳、野鸡花、马家河、三四井、雷家坡、祁家沟、崖窑、四合

沟、椿树沟、王石凹、陈家河等处。南区煤田，北起子山，南至史家

塬、湾子村沟、凤凰村，东至壑俗作壑陷、立地坡，东西长约四十余里，

南北宽约三十里。现开采者，有立地坡、张家沟、壑陷、庙底沟、新村

沟、羊泉里、庙背后等处。北区煤层，位于大背斜之北翼，故其倾斜方

面，大致为西北；南区煤层，位于南翼，故倾向东南。

瓷　　制瓷之陶土俗名矸子，矸音干，为石炭二叠纪之一种鸽青色及

红黄色页岩，由岩内掘出风化后始用之。外涂之釉药，为奥陶纪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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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夹之页岩与煤系中之另一种页岩，产于富平之明月山。耐火土及药

碱，则产于窑厂之附近。以上原料，除白色釉药取自富平外，其余则分

布于黄堡镇、立地坡、上店、陈炉镇及县城附近。其他如石膏、颜料、

铬盐等原料，则由外省购入。现开办者，有陈炉镇之陶瓷一百二十一厂，

黄堡镇之建新瓷厂、新新瓷厂及水泥厂之附瓷厂。

水泥　　水泥原料为奥陶纪石灰石、石炭二叠纪砂石、矸子土即白

垩坩石、铁矿石、石膏等。除石膏由白水、潼关采购外，其余均采自黄

堡镇南寺附近。

铁　　县城北二里虎头山及东北五里之雷家沟，均有赤铁矿露出，

而雷家沟尚有曾开采之遗迹。他如孙家坳沟、铁龙头山、南寺等地，其

奥陶纪石灰岩与石炭二叠纪煤系接触处及石炭二叠纪煤系内，亦常有铁

矿发见。邑绅杨松年，曾以土法在孙家坳试验，成绩尚佳，将来或可设法开采。

石油　　石油矿蕴藏于县西北金牛庄南沟一带之上三叠纪延长层中。

民国元年，中美合资开采，经理刘治洲用旋转法打钻，井深四千余尺，

每日出油七百余斤，嗣后每日出油至一千五六百斤，油质颇佳。民国四

年以第一次欧战歇业，遗址尚存。

黄铜矿　　县东南立地坡南之盆景峪，有黄铜矿露头，土人向认为

银矿者也。

二、矿量

１．煤　　同官之石炭二叠纪含煤系，其所含煤层，与每层距离及厚

度，略可测知。此须从事钻探，毕事方能详确。惟县境煤区，均有土法采煤之井，

且已有穿透含煤系而至石灰岩者，故不难粗略测算也。兹将探测所得之各煤井

深度及所有岩层及煤层之厚度，用柱状剖面图示之如下：其煤层在半公尺

以下者，因无开采价值，故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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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北部各煤层显向西北倾斜，足证向传 “东高西下，南仰北低”之说为不

诬。今试以四井与北沟为标准而言，灰堆坡、五里铺煤层显然低下，因此两地居于

四井及北沟之西北故也。崖窑略在四井之东南，故煤层位置略为升高。祁家沟略在

崖窑之北，故煤层位置略为低落。而王石凹又在祁家沟之东，故煤层又上升。陈家

河则在王石凹之北，故煤层又低降。可知县境北部煤层，大致均向西北倾斜，并鲜

复杂之变动。至于南部，则又显然异趣，煤层改向东南倾斜，恰与北部煤层成背斜

之构造，所以黄堡新村沟在庙底沟之南，新村沟之煤层遂较低于庙底沟也。

综观所示，各煤井之柱状图，知同官煤区至少有可采之煤层三层，

而以Ｂ煤层即自上而下之第二层为最厚，由１．３公尺至３．６公尺；Ａ煤层第

一层及Ｃ煤层第三层，平均亦均在一公尺以上。在黄堡新村沟煤井内，尚

发现有第四层煤，厚一公尺。祁家沟、庙底沟二处，在 Ｂ煤层以上复有

梢炭一层，厚亦近一公尺。统计新村沟煤四层，共厚４．４公尺；庙底沟

连梢炭四层，共厚６．２公尺；祁家沟连梢炭四层，共厚６．７公尺；王石

凹三层，共厚５．６公尺；陈家河仅 ＡＢ两层，即共厚３．９公尺；北沟 ＡＢ

两层，亦共厚２．９公尺；此二处若采掘至 Ｃ煤层，则其总厚亦自在４公

尺以上。总之，同官石炭二叠纪含煤系，倾斜平缓，煤层略近水平，即

有倾角，亦多在七八度左右，故若开采深度至三百公尺，其煤即可尽行

采出。计全县南北矿区面积，约 ４４７０００００平方公尺矿区北部，东西长约

１１０００公尺，南北宽约２７００公尺，计面积２９７０００００平方公尺；其南部，东西长约

５０００公尺，南北宽约３０００公尺，计面积１５００００００平方公尺，合计如上，煤层总

厚度平均以４公尺计，煤之比重以１．３计以总厚度及比重乘面积，即得总储

量，全煤区之总储量，即为２８４４４００００公吨。除已采出者及不能采取者

外，姑以半数为可采量，亦应为 １４２２２００００公吨。以日产二千公吨计，

约可供二百年之开采。

现正开采之煤其产量试以月计，民国三十一年，统计同官煤矿平均

９２１

同官县志卷十一　矿业志



每月可产煤一万余吨，其余各民矿每月约产煤八九千吨，共计每月产煤

约二万吨左右。

２．瓷及水泥　　原料储量，含于矿土者，不可得知。就出品产量言，

则瓷器每月平均可出大小粗细共一百万件有奇。建新瓷厂平均月出二万五千

件，新新瓷厂八千余件，陈炉镇各窑则平均每月约出一百万件。水泥俗称洋灰产

量每月平均约八百桶。

三、矿质 （煤）

同官煤田所产，均属烟煤，炭分多，灰分少，发热力大，质料颇佳，

惟稍有硫火之嫌耳。陕西省化验所就各地各层之煤样，验得结果，兹表

如下：

同官煤质分析表

产　　地
成　　分 （％） 煤性

水分 挥发分 固定炭 灰分 硫分 黏分

陈家河Ｂ层煤 １．０８ １７．６６ ７４．９１ ６．３５ １．７２ 团结

陈家河Ｂ煤层下部 ０．６３ １７．２４ ７３．７８ ８．３５ １．８５ 团结

四井 ０．５１ １４．６２ ６０．６２ １９．６０ １０．６６ 团结

北沟窝窝沟 ０．４５ １６．１２ ７０．３７ １３．０５ ７．９７ 团结

王石凹Ｒ煤层 ０．６４ １８．１１ ６１．７３ １９．５２ ４．０８ 团结

王石凹Ｂ层煤下部 １．４７ ２０．７３ ６５．１４ １２．６６ ６．２４ 半团结

庙底沟Ｂ层煤梢炭 ０．５７ １７．９２ ６６．５６ １４．９４ ５．１９ 团结

庙底沟Ｃ层煤 ０．４２ １３．８６ ６８．８３ １６．８２ ６．６５ 团结

灰堆坡新井 ０．４５３ １３．８６９ ７５．７５４ ９．９２４ ５．０１０ 团结

灰堆坡旧井 ０．５２８ １１．２４５ ６４．５４ｌ ２３．６８６ ３．７４０ 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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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表观之，以陈家河煤质为最佳，灰堆坡、王石凹次之，他处则

稍劣。此三处皆属第二层即图中之Ｂ煤层煤样，故知县境煤田之第二层煤，

成层较厚，煤质又佳，各矿采掘，当以此第二层为主要。又按表所分析，

其性团结，油性亦显著，陈家河及碾道二处之煤，烧之即行凝结。且有炼焦之

可能。现同泰公司炼焦之煤，系天庭煤质性良好，运销颇易；县西炭窠沟亦于三十

年试炼，现已成功，每日可出焦煤十余吨，惟煤质稍逊耳。

四、采矿方法 （煤）

县境煤层，深埋于石炭二叠纪砂页岩之下，故必先深凿直井达煤层，

然后开隧道采煤。井口普通为圆形，如岩层松软，井壁须用木板箍成六

角形，或用砖石砌成圆形，方免塌陷之虞。一见煤层，须另掘一井以通

气，两井相距自十公尺至二十公尺。取煤之隧道，其方向视煤层之形状

及煤劈开性之方向而定，有平行者，有相交者。其采掘多为方柱法及长

壁法。兹并诸法列举之：

１．方柱法　　两井下取一横巷以通风，后开二直巷并进，稍远则更

开横巷以通直巷之风，为矿槽即通路，即成天然之方柱。斜层煤采掘法，亦

用方柱法而稍异，如煤层倾角太大，则沿煤层斜面开二横道，一运输，一通风，相

距约十尺至十五尺，二者连以矿槽。运道高度，以煤层之厚薄而异，宽三尺。二横

道进度可至百余尺，中间须留煤柱。挖煤之处，约宽５尺至７尺。缘煤层性质与顶

底之岩石，皆或软或硬，故方柱之尺寸亦须随而变更也。

２．长壁法　　但取一甚宽之直巷。县境岩层，软页多而硬页少，故

此法危险性大，今鲜有用者。

３．焦煤采炼法　　焦煤即人造之无烟煤。此种煤层虽薄，可以炼焦，

大约自四公寸至一公尺；煤层上下，为鸽青色页岩俗名曰矸者，质疏，成

小板块状；采掘用方柱法。其挖炉炼焦之法，与各地同。在平地挖一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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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公尺、深一公尺之圆形炉一座，上围以砖，旁开炉口；炉底开横沟互通；炉壁

脚下开穴七八孔以通空气，然后将煤捣碎，过筛成面，和水如泥。先以柴少许堆穴

上，覆以煤末燃之，火渐烈，将所和之煤逐渐装入，以满为度，上覆泥面，空气由

炉纳入。火焰由四周喷出，约七日燃透，即闭塞四周穴孔，使焰由煤顶隙中透出，

气道既不流通，火即自灭。于是以水泼之，分裂成块，自炉搬出，堆于煤场。每炉

平均可出焦炭十吨左右。共需时约二星期。所得焦煤，约为总煤量百分

之五十五。

４．采煤工具　　有纯用人力，以铁锤上安钢錾挖掘者；有半用人力，

以炸药轰击者。采煤之特种油灯，每人以油布裹之于额上。初步施工，

先挖煤之底层，后挖煤之两侧，方能用力少而大块多。

５．搬运　　井下搬运，均用小条筐装煤于四轮小车上，以人力挽之，

运至井下，堆于岩房中，再装入大筐，井上以辘轳绞之出井。每小车约

装煤六十市斤；每大筐约装煤一百五十市斤，使用锅炉之矿，每筐可装

半吨或一吨。井上绞煤，常用八人。煤出井后，由人力运至堆煤场。同

官煤矿，则井上下均有轻便铁道，井上锅炉高车咸备，提煤及上下运煤

则用压车焉。

五、矿业调查名称、地点、开办年月、资本、业务、产量、价格、运销情形

１．煤矿业

同官煤矿　为陕西省政府及陇海铁路局合办，名曰 “陕西省政府陇

海铁路局同官煤矿理事会同官矿厂”。矿区总面积为三千六百五十六顷九

十二亩二公厘，分布于县城周围、漆水两岸，南自十里铺，北至泰山庙。

如孙家坪、桑皮头，史家河、灰堆坡、前原上、王益村、十里铺、南雷村、北雷村、

安家坡、桃园里、济阳寨、官酒铺等处，共有煤井六孔，均系直井一二号井在

第一厂，三四号井在第二厂，五六号井在第三厂。三六号井，专为提煤之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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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则通气提煤并用。井深均在四十三至七十六公尺之间；井口直径二公尺至三

公尺不等。所产煤有大炭、二炭、碴炭、混煤四种大炭每吨售洋五百元 （此

三十二年上半年价格，下半年涨至七百元，年底九百元，三十三年春已至一千五百

元。以下三种准此）。二炭三百八十元，碴炭三百四十元，混煤一百二十元。产量

则二十九年二万零六百三十八公吨每公吨二千市斤。三十年约九万公吨，

三十一年十万五千七百一十四公吨。至其开办、组织、资本、设备、职

工及井内情形，兹附录一调查文件，并以按语添注如下：

宋国荃　同官煤矿厂调查记见 《陕行汇刊》七卷二期，三十二年四月

（Ａ）筹设之经过　中国煤矿，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有辽宁 （昔奉天）之抚顺、

河南之六河沟、山西之大怀左，江西之萍乡、河北之开滦、山东之中兴、河南之清

化等煤厂，在中国素负盛名，品质之佳，产量之大，可供本国之用而有余。自九一

八后，东北矿区，被敌占有，继之七七事件发生，所有以上各矿，均先后沦为敌有。

内地煤炭，蕴藏虽丰，多未开采。陕西煤藏储量，据估计为７１９５０兆吨，占全国储

量２９．５３％。陕西省当局为求燃料自给计，由陇海路局长钱宗泽倡办同官煤矿厂，

与省政府会同办理此事，于二十七年获得具体决定，设立筹备委员会。省府出矿区，

并认股三分之一，路局认三分之二。二十八年七月，成立管理委员会。同时开掘第

一厂第一号井，掘至不及二十尺时，即有大量水涌出，每小时约流八十加仑。经过

四个月长时间之研究，以洋灰堵塞内面水源，始告成功，乃得继续开掘，至二十九

年六月一日，该井始有煤层出现。七月一日，改为理事会。至九月间，二厂井落成，

同时收买二厂三厂。至三十年下期，二号井开始筑圈井贯道等工程。直至三十二年

四月一日，正式完成升降机，“吊煤”、“换班”改用蒸汽动力递送，为今日西北唯

一之新法煤炭产地。

（Ｂ）矿厂之面积与组织　该矿分三厂，第一厂在同官县城南之五里铺，第二厂

在十里铺，第三厂位于一厂以东二里许之灰堆坡。其三厂领采总面积为三千六百五

十六公顷九十二公亩二公厘，总储量约五千万公吨。该矿系由陕西省政府与陇海路

局合资经营，隶属于理事会 （设在西安），由该会聘请矿长，下设矿师、秘书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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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于一二三厂设机务 （二厂未设）、土木、采购、库务、账务、文书、事务等股及

矿警队。

（Ｃ）资本与矿厂设备　该矿资本，由陕西省政府认总额 （原定资本为二百万

元）三分之一，陇海路局认三分之二，实收仅有七十五万元 （按：三十一年为一百

二十五万元）。原动设备，一、卧式双锅炉 （美国制造）一部 （价值六万元）。二、

立体锅炉 （英国制造）二部，共九马力 （价值二万元）。三、立体锅炉 （比国造）

一部，十二马力 （价值二万五千元）。四、立体锅炉二部，十马力 （值二万五千

元）。五、小型立体锅炉 （比国造）一部，八马力 （值一万元）。

机器设备　一、一吨卷扬机 （按：俗名高车）一部 （宝鸡厂，值三万五千七百

余元）。二、半吨卷扬机三部 （宝鸡厂，值四万六千一百余元）。三、蒸汽水泵一部

（美国造，值一万五千元）。四、蒸汽水泵二部 （英国造，值八千元）。五、单拉杆

水泵一部 （值一万五千元）。六、双心压泵一部 （美国造）。七、单心压泵二部 （美

国造）。八、刨床一部 （美国造，值三万二千元）。九、泵床二部 （美国造，值二万

元）。十、砂轮机一部 （值一千元）。矿厂面积，总计三厂共有六百四十一亩余 （旧

亩）。房舍有办公室、职员工人住宅、洗澡室、理发室、俱乐部，此外有医院一所、

职工学校一所，共计三百余间，其他尚有运动场设备等。房产约值一百二十万元

（按：三厂总办事处设于五里铺第一厂内）。

（Ｄ）产销情形　该厂产品，计有大炭、二炭、原煤，混煤等四种。计第一厂第

一井，日可产五百吨 （二井尚未出煤）；第二厂日可出三十吨 （人力开采，现已采

罄）；第三厂日可出三百吨。计三厂日可出煤八百三十吨，月计可出二万五千吨。

为半烟煤。大部供机车之用，其余多销于西安、宝鸡及咸同段沿线各地，由咸同段

火车运输。

（Ｅ）职工现状　矿长为高冠杰，陕西米脂人，日本东京帝大学校采矿冶金系毕

业，回国后曾任河南中原煤矿公司工程科科长及陕西省建设厅探矿处处长等职。该

矿之能有今日成绩，由于高君努力之结果。现有职员一百七十人 （此外医院医师看

护等十余人，学校教员十余人，尚未计在内），月薪最高二千五百元，最低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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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共计二十一万元。工人二千人，每月最高工资一千五百元，最低八百三十元不

等，月支一百八十万元；学徒五人，学习二年三年不等，每月工资及津贴共七百余

元。年终按照经济部颁发矿业奖金办法办理。米代金、膳、宿、技术津贴等，均包

括在薪资数内。外有采煤奖金、提煤奖金等之规定。职工因公务伤亡者，给予二月

以上之抚恤费 （按：采煤工人系用里工制，每十五人设一工头统率之，每六十人设

一监工整理之。其他工程，多采包工制）。

（Ｆ）营业情形　近来年营业总计约二千万元。其资负情形，固定资产约六百三

十七万八千元，流动资产约三百四十五万四千元，其他资产约二百五十二万二千元；

固定负债约一百八十万元，流动负债二百七十一万元，其他负债七百六十八万五千

元；在一年来盈余一百万元。

（Ｇ）井内一瞥　该厂设备及组织情形略述于上，惟井内情形亦经乘便考察。在

未下井之先，承工程处某君领至更衣室，将笔者所着之衣袜等物完全卸去，换以专

备下井之外衣，头戴笠帽，右手执短木杖，左手提清油灯。至第二井即上升降机，

机器开动即直达二十丈深之井底。由某君领导进直大道，长约三百余公尺 （另有西

大道，长约二百余公尺），向南折转南大道，内有轻便铁道之设，以便运煤；至井

底出口处，复向东转入一小道，行约数十丈，则为产煤之地层，高不及四尺 （按：

此矿煤层约在五尺左右），行走甚为不便，须腰弯至四十余度而行。同时内部施用

火药爆炸，气味殊为恶劣 （按：矿顶为甚厚之石层，故用炸药凿煤，不虞倾覆也），

且湿度亦较井外为高。井内工人纯成黑色，每人头上包以很厚之头布，额上用油布，

裹以油灯，绿色火焰由额上冒出，每人身荷煤筐，在井中蠕动。现时每人每天工作

十二小时，每月能工作二十余日，每日必掘出四百公斤煤炭，多奖少罚。此种生活

自属困苦，但较之私营而用土法开采者之待遇则又为优适。例如土法开采之工人，

虽已有十日换班、半月换班之规定，其衣食住在工作期间均在井内，无见天日之机

会；该厂则为每日十二时一班，两相比较，大有天壤之别。

新民煤矿公司　矿区位于县南十里铺。二十六年三月创办，资本五

万元，有直井二口。有半吨绞车两部、高车两部。所用工人采里工制。所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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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夹有石渣，煤层四尺左右。二十六年产量四千公吨，二十七年九千公

吨。由牲口、大车、小车运往耀县、三原各处销售。嗣以水大及产量缺

少而停工。

民立煤矿公司　矿区位于东南区四合沟。二十七年筹办，二十八年

正式营业，资本五万元。矿区十六公顷，矿井六孔，均系直井。口径四

尺，深二十丈至三十丈。有高车一部，三节卧式锅炉一具，抽水机一部。工人有工

外一百八十余名，里工二百七十余名，所产为烟煤，产量则二十八年产三千

零八十公吨，二十九年五千公吨，三十年五千五百公吨，三十一年五千

八百公吨。运于黄堡站，由火车转运耀县、三原、咸阳、西安等处，或

用驮骡运销于富平、高陵一带。三十一年六月，以运销不利停采。

同泰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矿区位于县东三十里之王石凹。二十九年

八月开办。资本初为十万元，现增至二十万元。矿区三百一十二公顷，

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１．８公尺，深４５．５３公尺。有三节卧式锅炉二部、高车一

部，其组织：设总经理一人 （闫瑞庭），经理、协理各一人，董事七人，科主任三

人，矿师一人，里外工人三百五十人。待遇：总经理月支五百元，其他职员三百元

至四百元，工人五百元至七百二十元。采掘用方柱法，所产烟煤能炼焦，煤层二三

尺 （现正开凿第二层，测知当有九尺厚）。每月约采煤九百吨，全数炼焦 （三十一

年每吨平均售洋五百元）。由牲口运于黄堡车站，转销三原、西安等处。又

由牲口运销于本县各地及富平一带。

协建煤矿公司　矿区位于县西南四十里韩古庄。三十年九月开办。

资本额为五十万元。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二公尺，深一百二十公尺。使用三节

卧式锅炉一具，高车一部。设备尚未健全。组织：设经理一人，协理一人，董事五

人，里外工人八十余人。待遇同同泰公司。年可产三千八百吨每吨售洋六百元至

八百元 （三十一年价，以下各家皆准此）。用大车运至耀县车站。复由火车运

至西安、宝鸡等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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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煤矿公司　在县东三十里陈家河。此为本县历史最久之煤矿，

开采已二百余年中曾一度停采。矿区面积一百七十公顷二十六公亩三十七

公厘。股本分为三十二分，由四大股东掌管，资本额并无确定数目。有

直井二孔。井口直径二公尺，井深一百一十六公尺。业务即由四大股东协议管

理。采矿工人，则按股分配，归各股东自雇；不雇工人者，采得之煤，即无其份，

谓之 “荒股”。井下工作，则由合资所雇之 “底经营” （即工头）指挥一切。采得

之煤，除提过给与山主、绳、笼、铁、木、锐粗及其他公共开支外，其余按各股下

井人数分配。各家之煤，又归各家出售。此可称为合采分销制。因是厂内煤堆林立，

售主纷歧，煤价亦时有参差不齐之感。近始改称公司，有矿权代表一人，经

理一人，协理一人。在未改组前，井上绞把工人二十四名，由索客 （提煤者）二

人轮流管理。井下工人六十八名，分十五人挖煤 （俗名窝班），四十五人推车 （俗

名脚家），杂工四人，而以底经营 （工头）二人，带管 （小工头）四人轮流分别管

理之。井下每一工人，规定昼夜出煤四笼 （约合八百老斤），工作三十五日，始行

上井换班；但因工人招募不易，经理往往令工人连班一次，故常有七十日方换班者；

近以工人待遇提高，少有连班情事。绞煤向用木制辘轳一座，长一公尺，直径五公

尺，绳为麻制。轮流绞煤，每班八人，绞煤一百笼 （每笼约重二百斤），换班一次。

改组后，井上工人，按时换班提煤，用平轮一座，形似水车，以牲口四匹拉拽，半

日一换。所产烟煤，无夹石，可熔铁，为全县最优煤质。煤层十六尺左右

因水大无汲水机，只能采取九尺。每日可产煤五十吨每吨平均价值七百元。用

牲口运销于富平、蒲城一带。

中兴煤矿公司　在县城东南二十里武家沟即四井窠。十六年开采，十

七年出炭，资本十五万元。矿区三十五公顷三十五公亩五十九公厘。股

东有五大股，业务即由五大股东协议进行每股有管账一人，管理工人及售煤

各事。煤之产销，亦系采合产分销制。直井二孔。相距五公尺，一通风，一出煤，

井口直径二公尺，深１０５公尺。里外工人共六十余人。提煤用平轮一座。所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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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质最优，煤层九尺。每日可产二十吨每吨售洋五百元。用牲口运销

于蒲城、富平、高陵各地。

中新煤矿公司　在县东南二十里苜蓿坡。二十九年开采，资本五万

元。矿区面积二十一公顷二十公亩四十四公厘。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二

公尺，深一十九丈。组织系合伙合工分营。职员十一人，工人三十名至六十名不定。

一号井用大天盘 （平轮四马拉转），二号井则用人力绞起。所产烟煤，煤层九

尺。每日可产十余吨每吨售洋五百元。用牲口运销于蒲城、富平、耀县各

地。余同上陈家河。

华阳煤矿公司　在县东南二十里张家沟即野鸡花。十六年开办，分两

大股东，资本五万元。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一点五公尺，井深九十五公尺。

里外工人六十五名，亦为合产分销制。所产烟煤，煤层六尺，每月可产煤一

千二百吨每吨值五百元，由牲口运销于富平各镇。

华胜煤矿公司　在县南三十里椿树沟。二十七年开办，资本三万六

千元，矿区五十五公顷一公亩三十九公厘，由四大股东推行业务。有直

井二孔。井口直径二公尺，深四十五公尺。里外工人四十八名。所产烟煤能熔

铁，煤层三尺至五尺。每月产六百吨每吨售洋六百元。由黄堡站煤商运销

于三原、西安各处。

同成煤矿公司　在十里铺南。二十八年开办，资本三万八千元，三

十年续补至十万元，矿区五十七公顷。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二公尺，深四

十二公尺。系公司组织，有经理 （李慈方）、协理各一人。董事五人，科主任三人，

矿师一人，里外工人一百二十四人 （多豫籍），待遇与同官煤矿略同。以直井不深，

用土法提煤。所产烟煤有夹石，煤层三尺至四尺。每月可产煤一千吨每吨

价值五百元。由火车运销耀县、三原、咸阳、西安一带。

同心煤矿公司　在县南三十里庙底沟。清乾隆五十三年开采，后因

回乱停歇，至民国十四年继续开办。共分一百零四股，资本不定，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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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公司同一矿区。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一点三公尺，深二十六丈。厂设经理、

协理各一人，会计一人，工头二人，里外工人五十余人。以工人数目不定，故每月

产煤最无确数。其采煤方法及搬运情形，与陈家河相似。所产烟煤不甚佳，煤

层四五尺。平均年可产五千五百吨每吨售洋五百元，由牲口运销于黄堡车

站及附近村庄。

同兴煤矿公司　在县南二十五里杨家沟即杨泉里。二十七年开办，资

本五万元，矿区五十八公顷九十八公亩十三公厘，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

一点八公尺，深六十二公尺。组织有经理、协理、董事，矿师、工头等，里外工人

七十余名。所产为夹石烟煤，煤层五尺。每月可产六百余吨每吨价洋五百

元。运销与上庙底沟同。按：此矿最近所出，大半为板渣 （石片），售于水泥

厂，作烧水泥之用，其价与煤相等。

同善煤矿公司　在县西南四十里新村沟距黄堡镇五里，距耀县二十五里。

十七年开办，资本由十五万元增至二十万元，矿区二十五公顷十五公亩

十公厘，有直井二孔。相距四点一公尺，井口直径一点三五公尺，深一零五点二

八公尺。业务由董事会推行，采煤用支柱法，以脊石为轻页岩，易陷落，故用方柱

之宽，多为十至十三公尺。坑内上下壁皆轻页岩，故需支柱颇多，每隔三或四公尺，

即有支柱一架。提煤用平轮一架，以牲口四匹拉拽。共有工人六十余人。所产烟

煤间有夹石，煤层四尺左右。每年平均可产六千余吨，每吨平均价七百

元。由大车牲口运销于黄堡、耀县车站及附近村庄。

新华煤矿公司　在县东南三十里矾水河碾道里。二十七年开采，资

本一万五千元。矿区五十六公顷四十三公亩八十七公厘，有直井三孔。

井口直径一点四公尺、深六十五公尺。业务由经理协理协议推行。共有工人五十余

名。所产烟煤，煤层五尺至六尺。每年可产五千六百吨每吨平均五百元。

由牲口运销于黄堡车站及附近村庄。

大兴煤矿公司：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北沟。二十四年开采，资本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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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元，续增至五万元，矿区五十六公顷四十三公亩八十七公厘。有直

井二孔。井口直径一点四公尺，深四十三公尺。业务由股东四人协议推进。共有

工人三十六名。每年可产煤五千余吨每吨平均六百元，运销于陈炉镇各陶场

及富平一带。此矿因水量颇大，另有水井一孔，设有辘轳，用牛皮包绞

水，每日不停。

兴国煤矿公司　在县南二十里孙家坳。二十九年三月开采，共分二

千股，资本额初四万元，现二十万元。有直井三孔。井口直径二公尺，深八

十二公尺。厂设经理协理各一人，董事九人，监事三人，股主任三人，工人五十五

名。所产烟煤夹有石片，煤层五尺至六尺。每年产煤六千吨每吨售五百五

十元。由牲口运销于黄堡车站及县城附近。

利群煤矿公司　在县南十里铺。二十九年十月开采，三十一年七月

见煤，资本十六万元。矿区正在绘图领照中。有直井二孔。深十八丈，一井排

水，一井出煤。组织有经理一人，职员六人，工人一百二十人。所产烟煤，煤层

四尺左右。每日产二十吨每吨售洋六百元。用车畜运销于县城附近及黄堡

车站。

合众煤矿公司　在县南十五里川口沟内。二十八年开采，三十年见

煤，资本初为五万元，继增至二十万元，矿区五十二公顷。有直井二孔。

深十七丈。组织有经理一人，职员五人，工人五十人。所产烟煤能炼焦，煤层

二公尺左右，挖掘最难。每日出煤十五吨，可炼焦十吨每吨售洋一千一百

元。用车牲畜运销于黄堡耀县各站。

同兴华记　在县南二十里庙背后。二十八年开办，三十年出煤，资

本三千元，继增至五万元，矿区与同兴领一矿照。有直井二孔。井口直径

二公尺，深十六丈。组织有经理一人，职员九人，工人四十名。所产烟煤，煤层

五尺上下，每日产二十吨每吨洋七百元。用牲畜运销于黄堡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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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义煤矿公司　在县东三十里华山顶，由同庆公司改组而成。有井

四孔，深二十二丈。分为四部，每井成一小合伙，资本均在五万元。组织

均为合工分营制，对外名义，有总经理一人，每井有经理一人，职员二人，工人十

名。所出烟煤层九尺至十尺。每日每井可产四吨每吨售洋七百元。用牲畜

运销于富平各地。

振兴公司　在县东三十里椿树沟。二十八年开采，资本五万元。有

井五孔直径一公尺八，深十三丈。经理褚崇愉，系对外代表。内分两部分，各有经

理及职员三人，工人十名至十五名。各自为政，均系小规模合工分营。所产烟煤，

煤层七尺，每月可产一百吨每吨售洋六百元。煤质尚佳，厂无储煤，但农忙则

停。用牲畜运销于富平各地。

民益煤矿公司　在县西十里炭窠沟。二十四年开采，资本二千元，

有直井二孔。井深二十丈。业务由股东三人推行，共有工人三十余名。所产为

烟煤，煤层四尺，年可产二千六百吨每吨四百五十元。运销于附近各村。

其他如同发公司，在县西四十里王家沟 （现停）。新兴公司，在县东

二十五里崖窑；复新公司，在县东南三十里立地坡；天兴公司，在县南

二十五里康家沟；同和公司，在县东南二十里永受村；新盛公司，在县

南四十里壑陷沟；民兴公司，在县南三十五里桐树坪；久兴公司在县西

南四十里史家沟。此八处均为小矿，忽采忽停，工人亦忽有忽无，故产

量无法统计。

县中各小煤矿，虽皆以人力开采，而自咸榆公路及陇海铁路咸同段

修成后，交通较便，销路渐广，各矿一时多加改进，组设公司，购用机

械，实有蒸蒸日上之势。三十一二年间，陇海路车皮不敷，商运不能畅

行，加以生活日高，用度过巨，遂致各矿纷纷停业，而咸阳西安又大起

煤荒，近已设法筹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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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瓷及水泥　　陶瓷业在黄堡镇者，自宋代即驰名，虽失传于金元，

而建新，新新等新式瓷器厂今且代兴；陈炉镇复有土法瓷窑百余处：资

料固可属之矿产，业务则视制造之成品，故其工厂调查，别于 《工商志》

详之。水泥厂规模亦相当，以与陶瓷同属矽酸工业，故亦详 《工商志》。

六、运销与价格

１．煤　　同官煤炭销路，在东南区各矿，大都售于富平、蒲城一带；

沿咸榆公路及陇海咸同支路各矿，则由火车大车运销于耀县、三原、高

陵、咸阳、西安及宝凤各地，此其大概也其详分见前各矿调查中。至其价

格，在民国二十四年，每吨平均块煤售一十三元，渣煤八元，末煤四元；

嗣后逐渐增加。至三十一年，每吨平均块煤售九百元，渣煤六百元，末

煤四百元，近更激涨。其逐年煤价指数，别详专书。

２．瓷及水泥　　其成品之运销及价格，并详 《工商志》。

（附）杂谈

按：旧志风土类 （卷四） “货属”：有煤炭、硫磺、白矾、皂矾、矾红及磁器

等，大抵亦矿业也。附按语云：“乔三石 （按：纂有 《耀州志》）谓同官山出煤炭、

瓷器，顷亦有硫磺、矾红诸物，人赖以治生。然即此数生业中，磺已禁不取矣。余

皆异地之人，作苦贩负焉。然则同民之积于疲痿也，从来久矣。”此则百余年前之

情况也。

又邑人相传：昔有某道台私访，至陈家河炭窠 （旧称煤矿为炭窠也），被窠主

抓工入井，不得亟出，乃自道其职名，窠主骇，囚之终身。某道台在井中啮指出血，

每日书其职名于大块煤上，冀见者营救也。时所产煤仅销富平乡间，无注意字迹者。

三年后，同官知县某以陈家河煤，质良易燃，特购之，炉旁审视，始辨为某道台血

书，即调营兵围而出之，盖长官失踪，三年积案，至是乃破，遂罪窠主而封其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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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前清时炭窠多法外行动，如毙人命，例偿三十金。煤工每抓路人充之，可不给

资也。

近年又有一故事：陈炉镇三井炭窠，井中水至，煤工三十人被淹。一工人有老

母无以为生，每日往质窠主，必得其子尸首。经岁余，窠主雒鬼者，为淘井，始知

当时水入他道，工人非淹毙，乃久饿并窒息而死也。一一出之，尸抵井外，复苏者

二十九人，老媪之子亦得活。惟一死者，体有伤痕，鞫诸人，则云其人极饿而啮人

为食，故共殴毙之耳。人死岁余而复活，颇为奇事，然生理上本有 “假死”，如虫

蛇之蛰，一冬不食，及春蠕动。井内空气稀薄，略近真空，人体不腐，潮土易发养

气，略吸即足延其生。《聊斋志异》所载 “龙飞相公”事，正此类也。此事真实非

传伪，窠主雒鬼民国初年尚存，为人历历道之。

陈炉镇煤厂最多，煤质最良，然规模皆小，新式大矿业则在中山镇 （五里铺、

十里铺）也。如前文所记各厂，大部皆属陈炉，益以 “炉山不夜”之陶场，瓷器清

脆之声，行者聒耳。而半山房屋，类皆砖砌窑洞，利用瓷窑拆下之红砖，往往道路

之下，正为屋顶，红砖破罐，叠为院墙，瓦砾煤渣，堆如山积，远而望之，大有楼

台重叠，金碧辉煌之观也。次则为黄堡，又次则中山与红土，皆同官繁盛之煤业

市镇。

同官之煤南销，而本邑烧炕，则喜用宜君之 “架炭”，城北三十里金锁镇，即

架炭运销之场所也。架炭产于宜君之焦家坪，在镇西北十余里，山道驮运，其煤易

燃，一火烧尽，块大，俗亦名大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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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二
工商志

绪言

一、工业

１．种类沿革：（甲）陶瓷业　 （乙）水泥业　 （丙）铁工业

（丁）造纸业　 （戊）纺织业　 （己）面粉业

（庚）皮革业　 （辛）石灰业　 （壬）砖瓦业

２．一般概况

二、商业

１．商店调查 ２．集市沿革



绪言

一邑之工业与商务，其关系不仅在地方经济也。同官陶瓷，且占有

历史之一角，乃民间墨守陈法，没落千年，负其地利矣。自陇海路咸同

支线告成，始有各种新式工厂之设立，商业亦渐应运而兴。今昔相形，

直不可同日而语。今后惟在广植专材，务尽地利，交通既繁，产销自畅，

一邑之幸，全国之福也。

一、工业

１．种类沿革

（甲）陶瓷业　　同官黄堡镇瓷器，宋代早已驰名，即现代鉴古家所

称之宋器，精巧绝伦。惜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尔

失传。土人耕种，偶有所得，居为奇货，非至亲厚友，不示观也。自黄

堡瓷失传后，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

所存者惟陈炉耳。然以人民穷苦，销路滞塞，故至今仍制粗瓷。自抗战

以来，黄堡镇复有新式瓷厂之设立，制造耐火材料、隔电器材等。兹将

沿革情形，分地略述如下：

（子）黄堡镇瓷　　黄堡镇故瓷厂，在县南四十里，创始未祥，据县

境宋熙宁时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碑载云：“晋永和中，有晋人柏林，

传居民以陶术。”或其始也。地方故老相传：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

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所制之瓷，经鉴定为宋器，式样雅朴，刻画工

巧，釉色精美，上裂冰纹，虽欧瓷之艳丽，景瓷之细致，亦弗能相匹。

近年颇为中外人士所珍视，竟有囊巨资来斯地以重值觅购者。但因年久，

地形变迁，掩埋地下，挖掘未悉其处，得之匪易，间或得之，完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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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多破损，购者竟持破瓷片以去，或误购陈炉瓷之仿佛宋器者。民国二十四

年，中委张继、省主席邵力子谒黄帝陵过同，察阅故瓷，惜其久废，檄

县试验恢复，付资本六千元，聘工仿制，颇有成效。旋因抗战军兴，资

款不继，遂罢。二十九年，新式瓷厂继起，如下：

建新实业公司瓷器厂　　设于本镇。二十九年冬，山西芮城人薛鸿

林创办。兹附一调查报告并略加按注如下：

丁承懋　　同官工业调查 “建新瓷厂”三十年秋季调查。见 《陕行汇

刊》六卷五六合期 《同官经济报告》。

厂为西安建新实业公司之陶瓷部 （公司在西安北门内 家巷九号），另有铁厂

及化学厂，统制陶瓷及耐火砖，资本十万元。廿九年春间开始筹备，八月十五日开

工，卅年元旦举行燃火典礼 （报告经济部备案，领得工字第１９４号工厂登记证），

厂内设经理、厂长各一人，下设总务、工务、营业、会计四股，每股各设主任一人，

技师事务员若干人。现有工匠二十二名，学徒四十名，杂工等二十八名。山西河南

及本地籍工人均有，供饭之外，月给一百三十四元。学徒一年毕业，除两季制服而

外，并有十元零用 （按：工作均为里工制。又利润分配，股东百分之五十，职工百

分之四十，董监事劳工百分之十）。所用工具均系旧式，计有手动辘轳十五台

（盘），用以制造圆型；瓷土 （球）粉碎机十二台，用以研碎资料，内有四台系用水

力发动；石碾三台，用以粗研资料；沉淀池四座，用以精制原料；水簸池一座，用

以研碎原料；压砖机一台，用以压制耐火砖；喷雾器一架，用以敷釉于坯上；碾料

辘轳三个，用以粉碎砖料；干燥窑二座，用以干燥瓷坯；烧瓷窑二座 （孔），用以

烧瓷。厂基在漆水河岸，新建房屋窑洞七八十间。烧瓷窑为厂中最大建筑，此外如

办公室、制作室、存坯库、成品库、运动场、俱乐部、宿舍、马厩等，应有尽有。

惟因无机器，故发动均用畜力。近正研究利用水力以为研料之用。

瓷土名为大粘土，普通称为坩子土，即产于黄堡镇附近，质腻、色青，烧后成

灰白色，含氧化铝约百分之二十七，能耐摄氏一千六七百度之高温。另有长石，为

制造细瓷之惟一原料，陕境尚未觅得此种原料。为灰色石头，来自富平，质地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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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烧后每带黄色。

制造程序，将大粘土放令风化，数月、详加拣选，剔去不洁不纯者。若作精细

瓷品时，更须以磁石吸其铁的成分。再将已风化之碎灰，倾入水籁池，加多量之水，

以牲口拖搅拌器，搅拌至糊状，将其上层较稀之浆，移放沉淀池中。二三十日后，

水渐蒸发，即可使用。釉为石质，粉碎最难，而又必须粉至极细，先将釉料击成碎

块，置于碾上碾为粗粉。釉药、石灰石、石英等各成粗粉后，依适当之配合，加水

置球磨机 （按：即粉碎机）罐中，以畜力使罐旋转，磨击不已，稍粗颗粒，变成极

细，约一昼夜，即可使用。

每窑成本约为三千元，烧煤占去其半，烧成能卖五六千元。初烧因技术火性之

未能精确，多有损坏或破碎，或歪斜，或麻癞，不能出售，近已渐进。惟耐火砖损

耗甚少，而利亦大，大窑烧砖一万二千块，小窑九千块。成本只五六千元，卖价在

万元以上，各工厂多来定制，以为建筑锅炉之用。其制法，系以坩子土烧砖碾碎，

再制再烧即成，需要温度为摄氏一千三四百度，耐火性在一千六百度至一千七百度。

生坯放入匣钵内，再将匣钵重叠，满装窑内；另置测温锥多枚于窑口内易于窥

见之地位，窑顶之测温口内亦悬测温锥多枚。升火之后，封闭窑门，后留一添煤小

口，昼夜添煤不息，并逐渐加多，约四昼夜，火色作亮白色，窑内测温锥，由外向

内，渐次熔化，迨最后一锥熔化后。则由窑顶测温口取一测温锥而检视其熔化之程

度；直至检视合度，停止添煤，密封煤口，约一昼夜后，渐渐开启窑门，使自然冷

却，冬日约须四五日，夏日约须七八日，取出匣钵，制品乃成。该厂近发明一种连

续式焙烧窑，窑具两门，一出一入，连续不断，省事省时，需煤亦少。

照该厂产量估计，每年可产各式碗碟五万件、杯壶茶具器皿约十万件、隔电器

材一万件、卫生医药用具 （按：如瓷馏瓷管等）五千件、耐火砖二百吨，共值约二

十万元 （按：三十一年调查，月可出货品约二万五千件，颇有产不应求之势）。

新新实业公司瓷器厂　　在本镇小河西岸。二十九年五月河北磁县

人王振家开办，次年春出货，资本十万元，每股一千元，最大股东为宝鸡酒精

厂经理王焕燃。内有大小瓷窑各一孔，手摇工轮八盘，轧砖机一架，沉淀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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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及其他装备。组织甚简单，有经理、技师，会计、临时售货员等。工人共十一名，

学徒十余名。制成品有茶具、饭具等类为日用粗瓷，但较土瓷为佳，月出约值

七千元。兼烧耐火砖。近因销路滞塞，业务不振据三十年调查，其小窑月烧两

窑，大窑须四十天做成一窑。过去已做六窑，每窑损坏均为十之六七，故三十年内

尚无利润。

（丑）立地镇瓷　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宋初，镇东橡树岭北兴隆沟居

民数十户，陶瓷为业；元初，移陶于镇；历明天顺、成化、至清康熙雍

正时，居民千余户，为本镇陶业最盛时期；至嘉庆时停废。创制者在元

初有陈宗升，能造大缸大盆，每器可容粟三石有奇，为陶冶巨擘，其窑

名大器窑。今大缸存者仅一二器，在本镇寻姓家中。明洪武时，有杨氏中兴

窑，嘉靖时，有陈、寻、张三姓合办之昌盛窑。清康乾时，有光朗窑、

坚久窑、长盛窑、光明窑、坚刚窑等。传当时陶冶分三等，各举行头，

不得乱烧。所制属黑窑及瓮窑，距镇五里之马家窠为碗窑，其故器皆远

逊于黄堡镇之瓷矣。

琉璃厂　　此虽古迹，实关工业。盖明时所制琉璃，专供秦王府盖

造之用。兹附一文，藉明其概：

明苏民　　重修立地坡琉璃厂敕赐崇仁寺下院宝山禅林碑记 （苏，明

侍郎。此文 “虽记寺，而实昭厂之由”，故自 《宗教祠祀志》移附于此）

邑东南隅名立地坡者，乃圣祖开天之后，分封诸藩，特赐秦国，以为专造琉璃

厂地也。当是时，宝山禅林实建其中。其地川原迥旷，出产干泥，足以造陶器之用。

正统、景泰、天顺、成化间，皆尝经理督造。迨嘉靖甲申乙未之岁，秦宫室及承运

等殿，复动工重建，而琉璃之费无穷。敕赐飞鱼服承奉正凤冈张公沂，副使段公斌、

王公泾、高公飞、贾公戬、杜公翊咸建议修造。王嘉是举，遂疏请于朝，天子俞允。

事下，陕西抚按三司府衙州县，乃定夫役工价于各属，一准工部所题，而琉璃厂又

今日之所急也。是地东连民田，北通官道，西南以山为界，而宝山禅林又崇仁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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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冈叠騋环于外，石川漆沮会于中。盖寺历有年，殿宇颓圮。凤冈公命门正李文章

督厂之便，乃选材作栋，新以丹漆，铸以鸣钟，逾月而成。风冈公曰不可无记以昭

将来。未几，李门正文章乃磨石请予为记。予闻斯地多河山之胜，而斯厂之兴，与

禅林并永，予虽记寺，而实昭厂之由，使后之窥伺是厂者，知天朝之赐不敢侵谋，

将永传勿替也。时嘉靖十七年八月。

（寅）河东坡瓷　　在县东门外里许。清光绪十四年，知县徐锡 试

制未成；二十五年，知县黄肇宏又试亦未成。二十七年，邑大饥，江西

潘民表携款来邑赈济，相度地势，集股开办。改进清瓷即细瓷窑，泥土取

诸县南二十里之音卫子山石炭二叠纪砂页岩。二十八年，派邑人赵志清赴

江西景德镇考察，雇工匠十余名返，初试于西安西岳庙内，有成效，三

十一年，遂移县制作。出品虽稍逊于景瓷，但每窑均有出色之品数种，

因配食具数桌进呈清太后，大得优奖。经五六寒暑，成绩颇著。嗣潘疾

卒，各股东有回籍者，移居者，家落无资力者，款绌不继，遂停。今旧

址犹存。

（卯）上店镇瓷　　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制瓷颇粗。创废失考。

（辰）陈炉镇瓷　　在县东南三十里。住民八百余户，星布于半山

间，为邑巨镇。镇民俱业陶，而以农为副业。陶场南北三里，东西绵延

五里，炉火杂陈，彻夜明朗，故有 “炉山不夜”之称，为同官 “八景”

之一。创始无考，惟镇中窑神庙碑云 “创自周至五年”，周至年号，亦尚

待考。

业陶居民，计可分为瓷户、窑户、行户、贩户四类。瓷户即做瓷坯

之人，家有瓷土，碾成瓷泥，就窑户场所，制坯上药，计满一窑，装窑

升火，煤由窑主出，火由瓷户烧，烧成出货，瓷户窑户各半均分。行户

即悉数买去，再由贩户驮运各埠销售。民国三十年时窑户计三十余家，

行户九家，贩户或外来，无定数，瓷户以余暇种田，整年惟制坯烧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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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户、瓷户平时在行号陆续借用款项，出货后，行户即将尾数找清，习以为常，其

直接售于贩户者甚少。瓷行九家中，以永兴垣为大，存货甚多。

所制瓷器，窑分三行：曰碗窑烧制碗盏者、曰瓮窑烧制瓮罐一类者、曰

黑窑各种杂件，分地制作，各不相侵，即镇民所谓 “三行不乱”是也。此

规矩系由立地镇马家窠诸窑相传至此，历有年所。亦由三类瓷货，不便杂置一窑之

内，因其体积大小、身份厚薄，放置方便之种种关系，与火力温度各有不同之故

也。后复有 “小货窑”专烧制小零件，如茶酒具、瓶属、玩具等之加入，兹将

各行分布地域列下：

碗窑制地　　上街三社、嘴头、马家窠、窑院、永受村。

瓮窑制地　　水泉头、坡子里。

黑窑制地　　任家湾、桥南、桥北即昔之段家桥南北。

小货窑制地　　宋家崖

造瓷之窑曰作窑，各有分地；烧器之所曰瓷窑，数家共之。

其制作之经过，先于暇时凿入山腹，取陶土即坩子土，曝于旷野使风

化，移入圆池，引水浸之；架木耙耙之，渐成泥汁，泄入方地，蛰淀为

泥，负运至陶场应用。作器者曰 “作头”，将泥揉搓成块，置石轮上，相

其出入即视器之大小也。以手造作成器，晒干为坯，装入冶炉，以炭火烧

之，即成。凡黑器，均用黄土和水成汁，加于坯上，曰黑药，烧成则色

黑，有软硬黑褐之别软者微带黄，硬者纯黑，褐者微带红也。白器则坯上加

白土曰 ，敷 后则坯白，又取奥陶纪石灰岩中一种青灰色页岩，和水

碾为细汁，加 上，曰白药；复用石蓝涂以花纹，烧成则为白底蓝花。

又用白药一、黑药七、黏土三为混合药药之，其色香黄，多冰纹。若更加

石蓝于混合药中，则成绿豆色，亦有冰纹。白药加石蓝，则成蔚蓝。各色颇似黄堡

古瓷，惟质较粗而光泽不足耳。

本镇之瓷窑共四十余所。作窑共一百二十一厂：计黑窑十一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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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窑三十九作厂，碗窑七十一作厂。其产量附表如下：

陈炉镇瓷窑产量统计表三十年调查

名　称 全年所烧窑数 每窑产量 每窑价值 备　考

黑窑

（包小货窑）
３３ １２００件 １３００元

出品 为 酒 鰼、笔

罐、茶壶、茶杯及

大小罐子并各小

物品。

瓮窑 ９８ １４５０件 １５００元 出品为瓮及大小

盆等。

碗窑 ２０７ ４０２００件 ３３５０元 出品为大小碗碟。

销路：本省各地，河南西部，甘肃全省。惟本镇之瓷，制者只求数

量之加多，不究品质之改进，因缺指导专才，遂无试验工作，故陇海铁

路既通，外瓷流入，销路悉被剥夺，瓷业几至停顿，镇民疾首蹙额，咸

感失业之虞。嗣以抗战军兴，东路阻滞，本镇之瓷，复见活跃，但此不

过短时之现象，仍当为长久之企图耳。

（乙）水泥业　此新兴之新工业也。

陕西省企业公司水泥厂　　在黄堡镇南寺。民国二十八年十月，本

省企业公司委派郭琢如来县开办。资本额初为三十五万元，卅一年增至

三百四十万元。建烧窑四座洋灰窑，石灰窑 （新式，能连续出灰加料）、瓷窑、

大砖窑等。设备完整全部机器为原料粉碎机、成品粉碎机、配料机、升降机、运

输机、发电机、选粉机等，发动力有汽车头、火车头各一部。他如理化仪器等咸备。

其组织为厂长、副厂长及工务课，会计课、总务课，课之下有制造系、机械系、理

化系、陶瓷部，各系主任由工程师兼代。工人学徒共百名。房屋皆新建，除办公室、

机器房外，余均为土窑洞，每洞工料为五百元 （二十九年）。原料采自镇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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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如石灰石、砂石、白垩坩石、铁矿石等，惟石膏采自白水、潼关。互见 《矿业

志》。制造用半干半湿法。过去曾用土窑手工制造，以成分稍差，未出售，留自

用。月产水泥八百桶每桶重一百六十二公斤。卅一年价格为一千三百元。运销

本省及河南一带。又以镇为宋瓷策源地，拟复兴十里瓷场，故附设陶瓷

部。请准资本五万元，招工研制，出品颇精。

（丙）铁工业　此亦新兴之新工业也。

第二战区经济委员会铁工厂：在黄堡镇。民国二十九年，经济部委

托第二战区经济建设委员会，派李兴杰来县创办。资本十万元经济部拨

发。建厂房十六间，窑洞六孔，机器动力略备。机器为车床 （元车）六部、

钻床二部、铣床一部、牛头刨床一部、龙门刨床一部，又虎头钳十把、化铁炉一座、

铁炉三盘。原动机为汽车头，二十九年二月以五万五千元，由西安购设。组织为厂

长一人 （李兴杰，字汉三，山西人，专研机器制造），下设工务、事务、会计等组，

主任、技士、技术员、工务员、事务员等职员二十人；工人一百名；学徒五十余人，

工余上课。

原料采自西安、耀县及本县各地。制造用手工机器参合法。汽车头改

为发动机，原用木炭为燃料，嗣以炭少值昂，改烧焦炭，每小时需三斤至十四斤，

只在炭炉之外，加一过滤器，以使火焰纯洁。出品为织布机月出三部、纺纱机

月出五十锭，三十一年每锭值为二千元。新式，短期内可完成；计有弹花机六部

（头道三部，二道三部），拉条五部，并条五部，粗纱二部，精纺十部，外加动力，

能纺纱十六支到二十二支，二十四小时出纱一包及其他如三十年承造耀县铁工厂全

部机器。

（丁）造纸业　此则新兴之旧工业也。本地用纸，全恃蒲城，实则造纸原

料及利用河水，邑皆较便利也。

第二战区经济委员会造纸厂　　在黄堡镇。亦为二十九年第二战区

经委会派李兴杰来县所创办，资本二万六千元。建厂房十四间又办公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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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宿舍六间。设备器件石碾二盘，抄纸池 （即纸槽）九个，压光机一部，组织：

厂长由铁工厂厂长李汉三兼任，另有主任事务员五人，主持全厂任务，此外全由铁

工厂人员兼办。工人二十余名。原料用麻绳头、烂布、废棉、破鞋底、烂

纸、构壤予即构树皮，南山所产，从西安运来，其余均在本地收买。近又用马

兰草试制此草出金锁关山中，纤维甚纫，纸亦有筋。制造用碾洗抄造之土法制

纸过程，为切料、蒸料、碾料、制浆、沉砂、制纱等六个步骤，出品为土报纸，

月产五六百刀三十年每刀成本八元，三十一年每刀值五十元，运销西安或供第

二战区司令部自用，营业平平。

（戊）纺织业　民间旧鲜此业，惟黄堡镇、石柱镇属各村前有之，出

品专供自用。前志云： “同民不事绩纺。”又云： “妇女纺绩虽疏，而女红亦不

废”。近年布贵，各乡始均事纺织。最近始设工厂，如下：

陕西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及同官县政府合设同官纺织工厂：在县

城北关。民国三十年三原职校拨款二千元，本县县政府募款一千元，委

邑人姬成新筹办。旋以资少，复募股五万元。设置生产工具约值十万元。

布机二台，拉梭机一台，纺纱机二台。原料用十六支及二十支洋纱、棉花等，

采购于宝鸡、富平、三原、临潼及本县各地，制法用手工。出品为洋布月产一

百五十丈、土布月产一百二十丈。又斜布月一百五十丈，条格布月九十丈、洋袜、

毛巾皆月六十打、土纱等。销于县境各地。价格较市低廉，竟成供不应求

之势。

（己）面粉业　昔仅城中一二户，所制专供县各机关之用。近年交通

便利，工商云集，业此者激增。除用畜制外，南门外、王益村、黄堡镇

各处，均有水磨之设，专制面粉，以给工商之需。

（庚）皮革业　县有六家，除五里铺专制鞋底外，余均农用之绳索及

畜需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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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石灰业　昔为陈炉镇窑户附业。近以交通便利，建筑需此甚

多，故黄堡镇至县城，沿途有石灰窑十余处。

（壬）砖瓦业　民居多系窑洞，故昔时制砖瓦者仅一二家。近以工业

需要，应运剧增，全县共有大小砖瓦场十二处。

２．一般概况

各业工人数目，据三十一年调查，表之如下：

种

类
瓷
纺

织

造

纸

水

泥

铁

工

皮

革

砖

瓦

石

灰

石

匠

泥

水

匠

饭

馆

裁

缝

五

金
油 酒

苇

席
染
竹

器

总

计

各

工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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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最大五十岁，最小十五岁。

待遇：三十一年时，年工工资最多八千元，最少四千元；月工最多

一千元，最少五百元。旧雇长工，以旧历正月十五后起，腊月二十三后

止。短工如天雨仍照常作工。雇工手续，由熟识者介绍，讲定工资，书

名账簿，便入厂。

劳资情感融洽。同业工会，惟陶瓷、皮革、缝纫、五金、理发各业

有之，亦仅具其名而已。

二、商业

１．商店调查　据三十一年调查，表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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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城关原有官盐店二家，今存一家，亦将歇业。盐从花马池驮运而

来，报税后，往往沿街售罄，故官盐店无必要矣。碱亦从神木经榆林驮来，情形同

上。又酒坊二家、油坊四家皆停闭。邑产菜油，不足供用，各矿油灯需要甚

大，大部分从富平、临潼运来，多由杂货店售出。商店资本，最大老店约三四

千元，新店约两万元就三十年计。其捐款负担，三十年度按全县总额担任

百分之五，为十万零七千五百余元，正式商税尚不在内，详 《财政志》。

２．集市沿革　　经济市集，在商业未发达之地方，尤关重要，且多

具有相当历史。兹分地列述之：

中山镇　县城清代市集在城内明远街。旧志云：“集以每日早。岁有三会：四

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止，七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十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

止”。其后，此三月之集会先后废止。继之者二月初十之药王庙会，三月二十八日

之太山庙会。九月十三之关帝庙会，均为三日骡马买卖大会，称为三大古会。民至

今，三大古会仍按时集会，而明远街之早集则改为五日一集，逢五逢十，地点移北

关，亦有骡马买卖及各种货物交易等。

黄堡镇　县南四十里。旧志云：“集以三、六、九，无会。”嗣以每月初一、

二、三，三日集会，后改为初二、十二、二十二。买卖骡马及各种货物。

陈炉镇　县东南三十里。旧志云：“每日集。会三：四月十三日起至十五日

止，六月十三日起至十五日止，十一月十三日起至十五日止。”今仍为每日集市，

另有三月初三之清凉寺古会、四月八日之上街关帝庙古会、六月十三及十一月十三

之腰街古会，均为三日骡马大会。

红土镇　县东三十五里。每月逢七集会，买卖骡马货物。

石柱镇　县西四十里石柱原。每月逢八集会，买卖骡马货物。又文明乡在

县西二十五里曾家坳，无集会。人民赴集者，半赴此处，半赴中山镇。旧志载西乡

无集场，此较为新兴者。按：县北如金锁镇，在县北三十里，无集会。又按：旧志

载：“立地镇，在县东南四十里。无集。会三：五月十三、十四两日，九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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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两日，十二月十六、十七两日。”今则集会及古会皆无。又：“上店镇，在县东

南四十里。无集会。”今亦无。

又按：旧志按语云：“邑之市集渺矣哉！明远一街，坊肆百余座耳，布粟蔬薪

而外，更无长物，余皆于会期取给焉。其在四镇者 （按：谓黄堡、陈炉、立地、上

店），惟陈炉称最。每集各设牙行，岁共输税银六十余两。惟西乡无集场，向来亦

私勒税，近奉吕席二公裁革，民甚便之，勒石于仪门外”。

各集市之货物，皆日常用品及牲畜等，遇农忙则有农器，遇冬令则

有衣帽之类。旧志 《货属》载有 “柳器”，今织者仍多，充斥市集。逢集会时

之人数，通常集会即每月例会，在八百人以上至二千人；古会即各市镇所特

立者则在五 千人以上。至逢集与背集之人数比较，则惟石柱镇相差最大

背集时，仅及逢集时人数十分之一，而逢集时人数亦较他镇为最多红土次之，

黄堡又次之，中山最少。

商会，各乡镇无之。县商会之组织及其工作状况，别详 《党团社会

志》。按：旧志 “风土”类卷四记工商云： “工朴斫，无奇伎淫巧。木、

石、土、金，亦各有匠，然亦只能供宫室器械粗拙之用。其稍能精者，

则皆异地之人也。商贾轻逐末，鲜奇赢；市肆集场，不过日用器皿之属。

间有负土产营贩他处者，如各窑窠之煤炭、陈炉镇之瓷器。至于他方作

客，终岁贸迁，则通邑并无一人。”此则百余年前之工商概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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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一、道路

１．铁道公路　　　２．县乡道路　　　３．市镇街道

二、桥梁

三、驿铺

四、交通工具及运输

五、邮电

１．邮政沿革　　　２．电报　　　　　３．电话



绪言

交通为文化之枢纽，经济之命脉，地方政治、社会风习，均视之为

转移。同官地僻而居冲要，产繁而阻山沟，货弃于地者多矣，人民亦固

步自封。贸易者每出耀县之途，赋讼者始仰邑城之盛。今虽咸榆公路贯

通，陇海支线深入，沿线村镇，自较便利，而乡道犹昔，穷谷峻阪，易

驮为挽，尚非易事，改筑坦途，工程尤巨，况乃困于徭役，民力竭矣！

交通建设，尚何云乎？

一、道路

１．铁道公路

陇海路咸同支线：南自耀县入境，起黄堡镇之党家河，经黄堡站，

至中山镇之泥古村坡下桃园站，今延及五里铺矿厂。全长十九公里。民

国二十八年建修，迄三十一年一月完成。坡度为千分之一五。

咸榆公路：民国二十年秋，省建设厅派员监修，本县征集民工兴筑。

由耀县孝义坊入境，经冯家桥、黄堡镇、县城、金锁关至塔泥河、哭泉

坡上，入宜君县境。共长百一十五华里，路面宽一丈八尺，沿旧驿路改

筑，两旁掘水沟，植树木。如二十里铺，药王后洞、鸡儿架之石碥路，系咸榆

路工程处包工轰炸而成。全路于二十四年二月竣工，先后共征用民工九万余

名。省汽车管理局于是年八月设同官专站于南街。自咸阳每日开票车一

次，抗战后停。军用汽车，县无车站，但少停于南关耳。

２．县乡道路

县道自县城南至黄堡镇四十里，北至金锁关三十里，即公路所经也，

西至石柱镇四十里，东至红土镇四十里，东南至陈炉镇三十里，又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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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至宜君焦华镇三十里，黄堡镇至陈炉镇三十里，石柱镇至耀县三十里，

均人畜所行小道，宽度三尺至五尺。其他各村庄间道路亦略同。

３．市镇街道

县城街道狭隘，市面萧条。民国十八年，县长白如琳展宽五尺，改

筑鱼脊形。自是历年屡有改修。至三十年，县长吕绍熊照马路式，重新

测量修筑，一律铺垫砂石，并将十字街口以南立坡修为漫坡，又将北门

东移，使城内正街与北关成直线，两侧砌以台缘，商民往来颇便。

黄堡镇原仅商户数家，为往来行客尖站之所：自二十八年同官煤矿

开采，造纸厂、铁工厂、水泥厂、瓷场先后在镇成立，及三十一年陇海

路咸同支线开车后，市面骤繁近复有开辟市场之决议。他如金锁镇、陈炉

镇，亦因煤炭瓷业渐繁荣，但街道皆如旧。

二、桥梁

咸榆公路，起县南区土桥子、新村河、黄堡小河、李家沟、子河、

二十里铺、川口，经中区太山庙至北区前后柳湾、马莲滩、金锁关有十三

处沟峡、塔泥河等，计桥梁二十七处，均于二十四、五年由建设厅派员督

修钢筋混泥石桥各一座，甚坚固。其间旧有桥梁，如：

蛤蟆桥　在县南二十里，兔窝岭水所经。清光绪二十四年，防军统带舒

秀松派兵重修。今公路经过之。

通济桥　在县南二十五里，众山暴水所经。亦为清光绪二十四年，防军

所重建。今亦行公路。

乾　桥　在县南五十里，暴水所经。明嘉靖庚寅生员董高创建，清乾隆

二年，居民重建。民国十六年，董家河居民复重修。亦行公路。而镇南桥则废

矣。桥在县南一里，嶂山暴水所经。清雍正六年重修；嘉庆十八年，南关居民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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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重修。民国二十四年，公路下移，桥废。

城关诸桥之存者，惟：

虎溪桥　在北门外虎踞山下，暴水所经。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重

修，后圮于水，居人架木为梁。清康熙五十四年，知县孔尚复造石桥。有碑。民

国十八年重修。三十一年，北门东移，桥亦随之。余皆废，如钟楼桥在县

治明远街中，昔为济阳山水所经。明万历三十四年，居民重修，清康熙二十四年，

截筑西城，水从南流，桥废、龙溪桥在县城南门外济阳山下，泉水所经。明万历

三十六年，居民重修。后水门淤塞，民以为田，桥遂废、临漆桥在县治东街之北，

亦济阳山水所经。清乾隆间废、义济桥在县治北龙王庙前。明万历四十年，居民

习童蒙田木新建。清乾隆间废等。旧志云：“邑，山区也，而众水所经，为城患者，

漆同为甚。城西向附三山，水皆从城中行，故桥梁之在城者，不一而足。今堤成

（谓明万历间之护城堤），而三山之水复南下，四境之河渠，且将卧崾眠虹矣，而桥

之可历历数者有此，民又何病涉也哉？”

三、驿铺

清制：漆水驿，南至耀州顺义驿七十里，北至宜君云阳驿九十里。

设驿丞，署在县署东北皇华街，顺治十七年即裁撤。其驿马及马夫，皆

有定额明初，额设中马八匹，驴十头，折马五匹。万历八年，檄漆水驿招募马正副

二十六匹。清初，额设马骡二十七匹头。顺治十三年，增拨泾阳县马三匹，共马三

十匹。康熙十五年，裁马十五匹；二十年，复马六匹；二十五年复裁共马十八匹；

三十五年拨协边塘马五匹；四十六年，拨协青桥镇马四匹，实驿马九匹，年支草料

银二百一十两六钱 （实每匹给银八两）。又原额设县马五匹，康熙十五年，裁二匹；

二十九年，全裁。马夫，则原额设十八名，康熙十五年，裁七名；二十一年，复三

名；二十五年，复裁；二十九年，裁二名，止留九名；三十五年，拨协边塘马夫二

名半；四十六年，拨协青桥镇马夫二名，实在留马夫四名半，年支工食四十八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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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实每名年给口食钱十八千文）。光绪二十九年，试办邮政，驿夫仍旧。民

国元年，改驿归邮，夫马全裁。

此外又有铺司之设。乾隆初，凡七铺，各设铺司，计总铺五名在县治

东南大成街。久废，后复设，归县署。原设铺司八名，乾隆九年裁三名。余皆四

名，即飞仙铺在县南二十里。久废，乾隆九年复设铺司四名、朝阳铺在县南四十

里。原设铺司八名，乾隆九年裁四名、丰泽铺在县南五十里。原设铺司六名，乾

隆九年裁二名、曲掌铺在县北十里。久废，乾隆九年复设铺司四名、神水铺在县

北三十里。乾隆九年新设铺司四名、赤渠铺在县北四十五里。旧设铺司八名，乾

隆九年裁四名是也。共计铺司二十九名，年支工食银一百七十四两。旧志

云：旧有雷平铺在县南十里，佐右铺在县南三十里，俱裁。迄乾隆三十年后，全

裁。旧志云：“邑当关边孔道，轮蹄踵至，昔固疲奔命矣。今承平日久，蜂午不惊，

而驿递且虞不给者，岂汰之过欤？抑上下差役征索之烦也。且今之公文，大半皆由

马递，由铺递者十不得一，计者欲并此以归马，诚莫善于此，而卒无建此言者，格

于成例，骤难更张耳。”

民国三十二年，省驿运管理处耀宜驿运分站设于县之北街。

四、交通工具及运输

邑有火车，自三十一年一月通五里铺后，专运煤。每日两次，平均约三

百吨。迄十月，每日增运三次，运输量亦比照增加。七月一日，黄堡站始售客

票每日一次。公路汽车，则以载客为主，货运多恃骡马驴，大都驮载，大

车甚少。全县骡马驴共约六千余匹，而驴数最多，骡次之，马不过数十匹。每日

可行六十里至百里，三十一年工资需二十元至三十元，今约十倍。

邑当陕北要冲，居宜川、洛川前卫，凡关指金锁关以上各地之货运、

军运，悉赖咸榆公路之转输，此路纵贯邑南北，致邑民苦于运输工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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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依照后方勤务部之规定，组设同官县军运代办所其组织，

据三十一年十月调查，所长由县长兼任，无给；副所长一人，月薪六十元。总务、

财务、征集、通信四组组长各一人，每人五十元；总务、财务、征集、通信四组组

员各一人，每人四十元。勤务三人，共九十元。公费三百六十五元。合计月支八百

七十五元。经费每月除由某集团军兵站分监部领五百元外，余三百七十五元由地方

款津贴，县府核发。将全县应征民夫五百六十名及骡驴一千一百二十头，

编组为运输队七队、五十七班，经常负责运输过境军品。以三十一年上

半年为例，计此项运输，共需骡驴三千四百零二十一头。计一月至六月，

运军粉２０５５８袋，军麦１１３７０７包，弹药若干箱，故共需驴３４０２１头。按规定每头运

麦四包，给运费十元八角。北去宜君，往返三日，人畜费用三十余元，每头赔二十

余元，共计赔垫六十万零四百二十余元之巨。是后物价日涨，赔累当然更大。兹将

自二十七年四月一日起至三十一年十月止，四年半之间，所有本县承运

之军品数量及领发运费，总而表之如下：

品名 数量 （市斤）

服装 ６０６６６０

面粉 １７１１６６０５

小麦 １３９８０５６０

小米 ８５０９６０

大米 ３６８４８５６

麻绳头 ２５８００

报纸 ７１６００

卫生材料 １０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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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数量 （市斤）

空麻袋 ３５５８０

弹药

合计 ３７５９９０２６

共支运费数 ９８７２０５．６５元

附注

表中合计运输数量为三千七百五十九万九千零二十六市斤，每驮骡平

均按二百市斤计，共需骡驴一十八万七千九百九十五头。每头往返宜

君一次盘费按三十元计，共需国币五百六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元。除

颁发运费九十八万七千二百零五元外，人民赔垫四百六十五万二千六

百四十五元。

按：自三十一年一月火车通至五里铺，耀县军运代办所裁撤，所有军运，直达

五里铺或桃园站，本县人民须至车站装运，往返又需半日，路费称之；且洛川、中

部、宜川等县守碉部队，常至宜君自运食粮，因之咸榆公路咸洛段之运输，本县虽

地瘠民贫，骡马无多，而征发乃最繁重，故五年之间，赔累至四五百万元之巨。

五、邮电

１．邮政沿革　民国元年至二十四年三月，仅有 “邮寄代办所”。在中

山街，由商家代办，用人夫挑担递运。是后始正式成立 “三等邮局”。初设于

东街城隍庙，二十六年抗战开始，庙为后方医院占用，乃租用东门内杨氏空宅，邮

件改用驮骡递运。其路线，南通西安，北至延榆。二十五年，黄堡镇设邮

寄代办所一处；卅一年，金锁关亦设一处。并拟于陈炉、红土、石柱各设邮

柜一处，以便商民。

２．电报　向属交通部延榆电报线，经境线路全长一百一十五华里。

二十四年三月，始设立报务处。抗战以来，改设电报局，与邮政局同在

一处。初同设城隍庙，合室办公，今亦同租东门内杨氏空宅。

３．电话　长途电话，统归电报局办理。内设总机一座，坐机一座，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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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境内长度亦为一百一十五华里。南通三原、西安，北通中部、洛

川；防空线东通大荔，西通旬、淳。环境电话，二十四年秋季由建设厅

派员架设。总机初设县府内，二十七年，以警报频传，改设于印台山窑洞。现复

移设县府大堂西侧，并设电话管理所。管理员一人，工匠二人，接线生三人。县

府设分机两座，七乡镇公所各设分机一座。线路全长一百九十华里。电话网以

县城总机所在为中心，南并长途联络线，经十里铺、二十里铺、子河至黄堡镇公

所；北经柳湾到金锁镇公所。东北则经周家陵、庞家河至红土镇公所；东南经王益

村、义兴村至陈炉镇公所；西南经北雷村、王家河、下龙村至石柱镇公所；又自王

家村分支至乾桥庙文明乡公所，又自总机可直达同官煤矿。

６６１

同官县志 （民国）



同官县志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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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仓庾之制，其来久矣。名曰常平，其义可知。自宋朱熹采王安石之

成法，立社仓制，迄今而新合作制度兴，其县各级合作社，用意不谋而

合，而同官合作社之 “附随业务”，尤可谓社仓法之应时改进者也。然积

谷收放，向易滋弊，故治法仍赖治人。至于赈灾恤贫，虽历代重视，颁

明诏，列正供，然救济事业，尚属消极性质，兹篇叙其梗概，非所重耳。

一、县乡仓储

旧志以 “仓储”入 “恤政”论之云：常 （常平仓）社 （社仓）之设，所

以调谷贵贱，调食有无，备荒之善政也。载清乾隆间，县有常平仓三处额谷八

千石，分东仓在县署东南，即故寅宾馆催科所也。共二廒：元字廒五楹，亨字廒

五楹，乾隆六年知县张尔戬新建，二十年，毁于火，知县曹世鉴重修、西仓在县署

西南，即故预备仓也。共二廒：利字廒五楹，正字廒五楹，乾隆七年知县张尔戬建

修、南仓在县署南，共四廒：富字廒六楹，康熙四十四年知县吴翰珍建修，乾隆十

五年知县张擎重修；有字廒六楹，日字廒六楹，俱乾隆十五年知县张擎重修；新字

廒九楹，雍正二年知县王勋建修。又有社仓六处：同增社在县西二里济阳寨、

东增社在县东十五里庞家河、修增社在县西十五里王家河、忠增社在县南四十

里王家匾、安增社在县东南三十里
#

峪村、永增社在县东南三十里陈炉镇。以

上六社，据当时谷数共六千六百四十四石零；各有廒三楹俱雍正十三年建。

此清制也。时尚有同川、安阳、东阳三里义仓各一处，皆积储散放，以

济极次贫民。光绪二十七年大后，屡年丰绥，义社各仓，逐渐废毁，

仅存常平仓二处，积京斗谷六千石。民国初，积谷为军人挪用，仓寻废。

迄民国二十年，政府始令各省县整实仓储，以备不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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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县仓在县府西南，即西仓旧址建修。民国二十二年，建筑一廒，共五

楹。二十四年，县长刘学海，又建一廒，亦五楹，东偏室三间，共费一千六百元，

容谷一千五百石。民国二十四年，随粮附征谷一千石并将赈务会存谷一百四十

石归并。旋奉省令：全县共须储谷四千五百九十石，县仓储谷二千三百九

十石；各区另设区赈仓，共储谷二千二百石。故县仓于二十五年复征，

以足其数，区仓亦于是年成立。兹将三十一年依额并特办征积之仓谷调

查，表之如下：

同官县征积仓谷仓麦数目调查表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

县乡镇仓
现存数量

（石）
保管委员

特办仓

现存数量

（石）
保管委员

附注

县　仓 １９５２８８８
杨明初

白荫亭

姬子周

（民生仓办）

（麦）５０１７７２

姬子周

任忠杰

白荫亭

查民生仓系省方汇

来专款四万元所购

之麦，并非汇储。

县乡镇仓 ８６５７６８
李榻山

任忠杰

姬子周

（商务会办）

（麦）１０２３８５
（谷）４２７４３

冯茂斋

杨维勤

中山镇仓 １８３３８
施建财

杨生宽

姬得运

（麦）１７５１２８
（谷）４３９１０

施建财

党文俊

博爱乡乡仓 ３７６８７
孙长有

余恤民

宋云卿

查县乡镇仓原存

２４１８６８５石。自三
十年二月份起至三

十一年六月底止，

鼠耗谷三十四石一

斗五升七合，又三

十年员工补给动用

１５１９７６５石。除此
如上数。

黄堡镇镇仓 ３９２１３
张志贤

杨　金
张述先

（麦）４１８２２ 张志贤

王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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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镇仓
现存数量

（石）
保管委员

特办仓

现存数量

（石）
保管委员

附注

梁塬乡乡仓 ３５９９３ 梁崇仁

梁萝周

石柱镇镇仓 ８３０７５
杜春芳

寇振金

杨志谦

（麦）３９８８１６
（谷）１４６２６５

杜春芳

杨志谦

民治乡乡仓 无 无
查民治乡情形特

殊，故无收。

文明乡乡仓 ２１４２４３
陶福凯

寇志兴

寇心敬

（麦）１９４５３３ 寇子兴

寇心敬

红土镇镇仓 １５９４１４
谢建章

王清禄

杨文正

（麦）１９４５３３
（谷）４８７５５

谢建章

左新荣

忠义乡乡仓 １０９８８
周桂堂

杨遇春

王清禄

纸坊镇镇仓

（即金锁镇）
１５６２１７

杨述坤

李相清

赵玉奎

（麦）１４５８７７
（谷）５９４１８

杨树坤

赵玉祥

区靖乡乡仓 １５１８８２ 任　振
余子善

陈炉镇镇仓 ５５０１４
梁虎臣

穆生治

袁福寿

（麦）４１８２２ 郭永言

梁虎臣

民新乡乡仓 １７３８９３
郭永言

和文蠧

赵聚贵

合计 ４０５３５０５ （麦）２５４９４８４
（谷）３４２１５４

以上均系市斗计

算。谷 指 连 皮 之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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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救济

１．历代灾荒及赈济年谱

旧志以灾荒入 “祥异”，今续清乾隆以后以迄于今，赈济蠲免诸荒

政，未能悉考，但就所得，系年为谱，可一览而知也。

唐　　神龙元年四月，雨雹，杀鸟兽。大雨，水漂民居五百余家。太和三年四

月，暴水漂没居民二百余家。十月癸丑，伏内火。十一月庚子，刺京兆上言：同官

等八县早霜，损稼共二千三百四十顷。

元　　至大二年七月，蝗。天历二年四月，饥。

明　　天顺二十二年，大旱，虫鼠食稼。成化二十三年大饥，人相食。嘉靖

三十四年，黑眚见，大饥。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有声，同漆二河水涨，坏公私庐

舍以百计。万历十年，岁饥。十一年，苍龙见于文王山 （按：此祥异）。十四年夏

六月，飞蝗蔽天西去，不为灾。十五年春，蝗蝻食禾；七月，大饥，民食草木，道

?相望，有以石纳粮者。十六年，野有苍狼噬人，往来城中无禁。十七年，黑龙见

于东南 （祥异）。崇祯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天赤如血；巳时，渐黄，日始出，

全陕皆然 （祥异）。二年，飞蝗从东南来，天日为黯，触人面目，挥之不去，禾苗

立尽；岁大饥，米斗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钱，民饿死者无算。七年秋，蝗，

大饥；冬，地震。十二年，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雨雹，半日乃止；

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食。

清　　顺治三年，雨雹，积地数寸，禾稼尽伤。四年，雨雹，伤稼。五年，

蝗飞蔽天，禾有尽食无余者，亦有绝未伤者。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王益村山崩。十

二年夏，大旱。十四年，牛大疫，人多废耕。十六年，上店镇沟中夜闻有声如烈风

怒发，旋有白气如练，东飞十余里，化为蛇，长二丈余，头大如杵，垂于富平之底

店，须臾不见 （此祥异）。十七年，虎昼食人，牲畜被害甚众，县令冯元飚祷于土

地祠，乃息。康熙十三年夏，大旱，秋禾无获。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济阳寨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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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死四十余人。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暴雨，城东南平地水深丈余，民有漂没者。

三十年夏，飞蝗蔽天，岁饥，斗米六钱。三十一年，大疫；夏五月，麦大熟。五十

二年，地震。五十九年，自春徂冬不雨。六十年，大旱，斗米八钱；六月十七日，

始雨，秋大熟。六十一年，暴雨，漂民居甚众。雍正十年，大旱；十月，雨，农始

种麦。十一年，大旱。十二年，大旱，斗米四钱。乾隆二年三月初一日，明伦堂火。

按：是年有灾，廷赐赈银六千两。三年十一月二十四夜，地震。十年六月初六日，

雨雹，如弹子；十七日，又雹，坏庐舍无算。十三年夏四月，陨霜杀麦；秋七月二

十九日，大风拔木；八月，旱；十月初一日，地震。十五年夏，雨雹；十二月初一

日，地震。十六年三月辛亥 （十四日），雨雹，山头如雪，数日始消。十七年春，

彗星见于西南；夏，大旱；六月十一日，雨雹，如李实者，十四日，又雹，岁大饥，

斗米五钱；八月初一日申时，有星陨于西北。十八年，苍狼食人，见于西原。十九

年四月初十日，陨霜杀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大雨雹。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

东乡十八村被雹，麦禾尽伤。二十七年夏，大旱 （以上均据旧志，其按语云：“同

自后周乃有今名，其前多散见于内史、冯翊、北地郡，故自汉晋五代地理、五行诸

书，其记载皆无可采，独断自唐，为切而可据也。然世代湮遥，考稽难悉，仅即其

见于 《通志》者、《明史》者，录而补之。前志百四十年矣，书册尚可搜求，父老

亦多闻见，备书于册。于以见盛世不讳偏灾，乃见灾也。人事有抚绥，天变不为害，

此灾之所以为祥也哉！”以下据采访续）。

乾隆十三年四月，陨霜；七月，大风拔木。十六年三月，雨雹，山头如雪。十

七年六月，雹如李，岁大饥，斗米银五钱。十八年，苍狼食人。廿二年，东乡十八

村雹伤，麦无收。四十三年，彗星见 （此无关灾荒，存祥异之旧记也。后同）。嘉

庆三年，铜水涨，崩城东北隅。七年，王益村山崩，死伤八十余人。十四年，疫，

民废耕。道光二年，雨雹。四年正月，地震。十二年，铜水泛，坏公私庐舍以百计。

二十年，雨雹，岁饥。二十三年，旱，蝗，斗粟银八钱。咸丰元年，地震。八年。

地震。同治元年，彗星见西南。按：是年有灾，赐赈麦谷各二百石，由泾阳县拨发。

五年，雨雹。六年，大旱。七年，大饥，斗麦七千。十一年，地震。光绪三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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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人相食，卖妻鬻子，逃甘肃者无数。按：赐赈银一万八千两，并蠲免本年夏秋

二税。十八年，旱，牛疫，十室九空。二十四年，雨雹，麦无收。二十六年，自夏

徂冬不雨，粮价奇昂。按：赐赈银五万两，蠲免本年秋税及二十七年夏税。二十七

年，大饥，人食树皮草根。二十八年，彗星见。宣统二年，漆同水涨，伤禾无算。

三年，彗星数见。

民国　　元年秋，大旱。二年，麦欠收。三年，蝗食麦。五年，牛疫。六年，

旱，蝗，牛疫。九年冬，地震，声如巨雷，山谷簸动，历数小时，损伤空前。十四

年，麦价奇昂，斗三元余。十五年，蝗食麦苗，无收。十六年，北区翟家庙等处冰

雹成灾。按：由省赈务会拨赈款一千元。十七年，自夏徂冬不雨。十八年，旱灾，

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者无算；冬，大雪，果树多冻死。按：

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

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十九年，大旱，麦秋无收；地微震。按：省赈会

发赈一千五百元，并豁免军麦折价洋七千余元。二十年春，旱，陨霜杀麦；烈风怒

吼，昼夜不息；夏，北区雹，麦秋无收。按：省赈会发洋一千元。又按：自十七年

至二十年大旱四年，南区东南区颗粒不收，中东北西四区赖暴雨，十八年秋季薄收。

是时兵匪相乘，南西各区杀人甚众，搜括炮烙，十村九空，灾民达二万余口，实数

百年来未有之劫也。二十一年，旱；春陨霜；夏雨雹。二十二年春，黑霜，受灾达

三万四千五百亩，损失二十万元。夏，雨雹，山洪暴发，冲伤禾稼无算。按：以南

区东南区麦欠收，呈请省府借给民谷一百四十石，二十三年归还。二十三年春，陨

霜；夏，雨雹，秋欠收。二十四年夏，山洪暴发，漆水暴涨，冲伤禾稼。二十六年

春，陨霜，夏，雨雹，北乡尤甚。二十九年，夏秋霪雨八十余日，棉蒴落，秋实霉

坏。三十年春，大风怒吼，陨霜，夏雨雹；秋，大旱，欠收。三十一年春，陨霜，

麦欠收；夏，雨雹；秋，霪雨为灾。三十二年，西北雨，陨霜，二麦欠收，每亩平

均不及一斗。按：赈务会民国十八年成立，设常委一人，司事一人，办理全县赈务

事宜。二十二年裁。

２．慈善机关　　同官无慈善之机关及团体。清有养济院在县署东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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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久废。乾隆二十年，知县曹世鉴新建于县南门外，额设孤贫二十名每年额银

七十五两余，见 《财政志》。例分四季散放，后折合银元，今由县府散放。又漏

泽园，即义地，今有之，但甚小。原在县城北一里，东西六十步，南北四十

步。明万历十年，知县杨光溥置，清乾隆时即仅存遗址。旧志又列 “义冢”，云：

一在县城南二里，东西四十步，南北六十步，明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置；一在

县城北二里，东西二十六步，南北五十步，清乾隆十九年知县曹世鉴置。二十四

年，奉省政府令办理公墓，未举行。令各乡村共同购地一块，将所有坟墓移于

一处，以省地土而利民生。乃人民旧习颇深，非强制不易举行也。

三、合作事业

１．沿革　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省农业合作事务局派员至县指导劝农

贷款，设互助社，是为本县办理合作事业之始。二十五年，改组互助社

为信用合作社；并指导组织新合作社。至三十年，始奉令推进县各级合

作社，即今各乡镇之合作组织。

２．行政　二十六年以前，尚未设主办合作行政人员，所有合作社及

互助社，均由省合作事务局及合作委员会先后主持。备案及审核手续，县政

府不过转达公文，奉颁登记证而已。二十六年十二月，县府始设置合作登记

员一人。审核合作社登记文件，并办理关系合作之公文。至其准否成立，仍由省

合作委员会主持。同时省合作委员会办事处亦派指导员一人，常川驻县，

办理外勤指导工作。至二十九年，始由县府经办汇报。合作社准驳登记之

权，由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交由县府办理，指导人员仍由省派。三十年三月，县府

始添设合作指导室，内设助理指导员及登记员各一人，分办内外勤工作。

七月，奉令充实合作指导室组织，列为丙等县，设置主任指导员一人、

助理二人，主持推动全县合作行政及事业。合作行政，乃入正轨。

３．组织及业务　县于十八年大旱之后，民生凋敝，急需贷款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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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十四年之办理劝农贷款，组织互助社，备受农民欢迎。始未信任，以

过去军阀官吏有种种欺骗情形也，经县府党部及地方人士之宣传，方得推行。一年

之间，即成立互助社四十四，社员达八百五十八人，贷款七千七百零二

元。以七厘息，每人贷洋十元至十五元。惟互助社尚系临时急贷性质，组织

简单，而县因交通不便，经管人才缺乏，于正式合作社之组织，尚感困

难。计自二十五年开始，至二十九年止，共组织合作社五十五社，参加

社员一千三百七十九人，共认社股一千九百一十八股，共缴股金五千零

八十八元。兹将各年度所组合作社，列表如下：

同官县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各种合作社统计表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底截止）

年

次

种

类

成

立

社

数

业　务

组织

理事会

（人）

监事会

（人）

评定会

（人）

社员

人数

（人）

共认

股数

（股）

社股

金额

（元）

已缴

金额

（元）

附注

２５信
用
３

存款、放

款、储金

及代理收

付款项。

５ ３ ５ ５５ ６３ １２６ １２６

组织中，

尚 有 社

员大会，

系 全 体

社员出

席。

２６信
用
２０ 以下同 以下同 以下同 以下同 ５４１ ６０５ １２１０ １１９６ 下表同

２７信
用
４ 以下同 ７９ ７９ １５８ １５８

２８信
用
１１ 以下同 ２０３ ２２１ ４４２ ４４２

２９信
用
１５ 以下同 ２７１ ２７１ ５４２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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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次

种

类

成

立

社

数

业　务

组织

理事会

（人）

监事会

（人）

评定会

（人）

社员

人数

（人）

共认

股数

（股）

社股

金额

（元）

已缴

金额

（元）

附注

２９产
销
１ 瓷业 ９ ７ ９ １３０ ２５７ １２８５ ５１４

２９消
费
１
日用品

售给社

员

７ ５ １ ００ ４２２ ２１１０ ２１１０

合

计
５５ １３７９ １９１９ ５８７３ ５０８８

至于县各级合作社，自二十年奉令组设，办理边区农贷，至三十一

年四月止，共组成三十六社，计参加社员二千一百零九人，共认二千二

百二十五股，已缴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元。同年四月，领回贷款十六万元，

五月至六月，又次第贷给各社。兹将县各级合作社情形，分乡统计，列

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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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县各级合作社统计表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底截止）

乡镇

名称

保

数
种类

社

数

组织机构

理事

会

（人）

监事

会

（人）

社会

人数

（人）

共认

社股

（人）

社股

金额

（元）

三十一

年度放

款金额

放款

利息
附注

中

山

镇

７

镇合

作社
１ １２ ７ ５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５０ １３６．８０

由本镇

一、 二

三、四保

合组。

保合

作社
３ ８ ５ ３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０ １４７．８４

金

锁

镇

６

镇合

作社
１ １２ ７ ５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１１０ １０６．５６

由本镇

第一保

组成

保合

作社
５ ８ ５ ３ ３２３ ３２３ ３２３０ ３１０．０８

红

土

镇

７

镇合

作社
１ １２ ７ ５ ５５ ５５ ５５０ ５２．８０

由本镇

第一保

组成

保合

作社
６ ８ ５ ３ ２６２ ２６２ ２６２０ ２５１．５２

陈

炉

镇

７

镇合

作社
１ １２ ７ ５ ８０ ８０ ８００ ７６．８０

由本镇

第五保

组成

保合

作社
６ ８ ５ ３ ３５４ ４４６ ４４６０ ４２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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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名称

保

数
种类

社

数

组织机构

理事

会

（人）

监事

会

（人）

社会

人数

（人）

共认

社股

（人）

社股

金额

（元）

三十一

年度放

款金额

放款

利息
附注

黄

堡

镇

７

镇合

作社
１ １２ ７ ５ ５８ ５８ ５８０ ５５．６８

由本镇

第一保

组成

保合

作社
６ ８ ５ ３ ３０１ ３０１ ３０１０ ２８８．９６

文

明

乡

５

乡合

作社
１ １７ ７ ５ ８４ ８４ ８４０ ８０．６４

由本乡

二、 四

保合组

保合

作社
３ ８ ５ ３ １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６０ １３０．５６

石

柱

镇

１０

镇合

作社
１ １２ ７ ５ ５０ ５０ ５００ ４８．００

由本镇

第一保

组成

保合

作社
３２２５ ２２２５０

合计 ４９
乡镇７

保２９
３６ ２１３３ ３２２５ ２２２５０ ２１１４．４０

总附注：业务参照 《合作社法》第二条各款之规定，择其性质相同者，分部办

理之，故表中此项未列。放款利息系遵照省政府规定月息八厘。

４．附随业务　二十七年，省合作委员会为便利平粜，及使农民对产

品脱售，得到合理价格起见，发动合作社附设 “简易农仓”，县于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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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办理，至二十九年，共成立十一所，计先后存小麦三百八十九石

五斗，贷到抵押借款八千六百二十七元。存粮均按期脱售，贷款亦已还

清，农村颇获其益。

５．合作教育　二十五年，省农业合作事业局于办理合作社之先，召

集全县各互助社社长及书记，于县城办理合作讲习会，讲授合作知识十

星期，共参加人员五十八人。二十八年，利用农暇时期，分区举办合作

社职员小组训练。计分全县为三区，召集各合作社重要职员，讲授合作知识，宣

扬合作精神。计先后参加合作社职员共一百五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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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五
吏治志

绪言

一、行政组织沿革考

二、历代职官政绩谱

　　１．唐　　　２．宋　　　３．金　　　４．元

　　５．明　　　６．清　　　７．民国

三、行政纪略



绪言

同官建邑虽古，而前志职官，题名表始自唐，宦绩至明始渐详焉。

兹但合而谱之，若博稽史籍，可著于篇者当不止此。继前志而采访者，

百余年间，尤欠详备，姑汇存之，以待稽考耳。

一、行政组织沿革考自清以前据旧志

西汉　县令一人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

三百石，丞秩四百石至三百石、尉秩与丞同、乡三老、亭长、啬夫、游徼各

一人。成帝时，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一人。

后汉　设五官掾、乡佐、里魁、什、伍各一人。裁经师。余如西

汉制。

魏　县令一人，丞一人，尉一人。

晋　县令一人小县置县长、主簿一人。旧志云：“按：晋设县令、主簿外，

有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徼、议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

史、书佐干、户曹掾史干、法曹门干、曹掾史、仓曹掾史、贼曹掾史、兵曹史、吏

曹史、狱小史、狱门亭长、都亭长、贼捕掾、乡啬夫、治书史、牧官掾、六部尉、

法曹佐、士曹佐、市令等官。殆周官府史胥徒之制欤！。”

北魏　县令三人，相一人。

隋　县令一人，丞、尉、正尉各一人。旧志云：“按：隋之官制，设于县

者，有功曹、主簿、曹佐、市令等官，其官属各有佐史，合九十九人”。

唐　县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二人。同官为畿县，设有录

事二人、史二人，司功佐三人、史五人，司仓佐四人、史七人，司户佐

四人、史七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四人，问事四人，白直十

人，帅二人，市令、佐、史、经学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四十人。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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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按唐之置令，有京县、畿县之分。京为盛，畿次之。其余诸县，设官亦与畿县

等，但分上、中、中下、下四等，为官之多寡。贞元初诏择十省郎治畿赤、故畿令

多用省官。官之设，至隋唐而极繁矣。后之设吏书、役卒，殆其遗意也。

五代　县令一人。

宋　县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一人，巡检司一人。旧志云：

“按：宋初无丞簿，熙宁四年乃令户二万以上置丞，咸平四年令户五千以上置主簿。

其令与尉，亦皆建隆三年所置也。”

元　达鲁花赤一人，伊一人，簿一人，尉一人，典史一人。旧志云：

“按：元设县有中、下之分，地理志所载，惟陇州所属源县为中县。余悉为

下县。”

明　知县一人，丞一人宣德年裁，主簿二人宣德年裁一，万历年全裁，

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宣德年裁一，万历年全裁，金锁关巡检

一人，漆水驿驿丞一人，阴阳训术一人，医学训科一人，僧会司一人，

道会司一人。

清　知县一人，典史一人，儒学教谕一人康熙五年裁，训导一人康熙

五年复，巡检一人顺治十三年裁，驿丞一人顺治十七年裁。旧志云：“按：县令

亲民之官，自古重已。丞尉于唐宋时多为进士初任，赞府少府之号，职固匪轻焉。

此与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异？辅车之势，曷可少哉？自明设教职，清因之，文治

蒸蒸盛矣。泛弁之设，已详于兵防，故不复赘也。”

（附）吏胥：县典吏一人，典史攒典一人；县书吏七房：曰吏，曰

户，曰礼，曰兵，曰刑，曰工，曰仓，凡十四人。胥役曰快手后称快班，

曰民壮，曰皂隶后称皂班，曰仵作，曰门子，曰库子，曰轿伞夫，曰斗

级，曰禁卒，曰更夫，曰马夫，曰铺兵；典史胥役：曰门子后有禁卒，曰

皂隶，曰马夫；儒学胥役：曰门斗，曰斋夫，曰膳夫，曰庙夫。其名数

俱见赋役。旧志云：“按：吏胥，贱役也，然府史胥徒，载在 《周官》，皂隶台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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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闻左氏，彼固皆受禄于官者也，故得与职官附列。他如乡约、木铎、保长，虽亦

在官之人，而禄不及，故不载；孟子谓庶人在官者，以有禄故也”。

民国　县长初称知事，十六年始改今名、秘书二十七年设、承审初称审判，

十六年始改今名。详 《司法志》，县政府初称县公署，亦十六年所改设民政科初

称第一科，二十八年改此名，三十二年复为第一科，掌民、教、建、财政科初称

第二科，二十八年改，三十二年复为第二科。详 《财政志》、教育科初为劝学所，

十六年改为教育局，二十二年裁局并科，称教育股，二十八年改科，三十二年归并

第一科。详 《教育志》、建设科十六年为建设局，二十二年，裁局并科称建设股，

二十八年改科，三十二年并第一科、粮政科三十年设，三十二年并田赋管理处。

并详 《财政志》、兵役科二十八年设，三十年移并民政科，旋移国民兵团，设兵役

专任副官，三十二年改设第三科，并管军事征用。详 《军警志》、禁烟科二十八年

设，三十年移并民政科，三十二年归第一科。详 《卫生志》，又设指导员三人二

十八年为保甲巡回督导员，三十年改今名、督学二人前属教育局，裁局并科后裁，

三十年复设、技士一人三十年设、又有合作室二十八年设，主任一人、会计室

三十年设，主任一人、警佐室初为警察所，十六年为公安局，二十三年裁局改设

公安助理员，二十八年改今名。详 《军警志》及卫生助理员二十二年设，三十年

移并民政科，设卫生科员一人，三十二年改设卫生所，互详 《卫生志》。

附县政府组织系统图依三十二年现制 （见下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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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代职官政绩谱

１．唐

县令：杨敬福华阴人、杜殷濮阳人、窦晏洛阳人、董全素虞乡人。

丞：李思文宗室

尉：李荆宗室人也。其行事不少概见，然志称其以文列上等，擢县正尉，盖

亦文吏也、卢景涿州人、裴复、仲子陵为县尉时，论宗庙迁附礼有见。

２．宋

县令：宋宗谔 （以县令累迁赞善大夫，入祀名宦）旧志云：“前志黄堡

镇将，有刘得安、张化成二人，监黄堡酒税并烟火，有吕闰一人，昔人谓黄堡为重

镇，此可见矣。宋时官斯土者，惟宋宗谔以名宦著，其余湮没何可胜道？而三人者

独不朽焉，殆所谓铁中铮铮者欤！不然，何以能传也？”

３．金

主簿：梁襄字公赞，绛州人。大定三年进士，任县主簿。后调耀州，三迁

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庆阳府推官。（《金史》本传）

４．元

达鲁花赤蒙古语官长之义。元于各行省，凡路、府、州、县，皆置达鲁花赤

为长官，以蒙古人任之，县别置县尹为贰：周菊至元年任，迷失不花至元年任，

杨茂。

县尹：王寿、王浩后迁耀州、赵者、孙彝。

主簿：曹彦博、王仲元。

５．明

知县：鲁俊招远人、杨项祥符人，举人、周俊洛阳人、席中泌阳人，自给

事中谪来，前志以惠称、张贵珉上虞人，有惠政。见 《全陕通志》、郭蠧太原人，

正统年任。有 《姜女祠记》，按：今佚。旧志云：“前志误为郭，而 《通志》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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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录，则所谓恺悌慈良，去思犹在，虽前志所遗，未可弃也”、张镛、樊荣景泰元

年，檄同官筑城凿池，荣力肩巨任 （详 《建置志》）。时当多故，抚驭有方、傅鼐

新河人，举进士，累官至御史，谪知同官事。城工数圯于水，鼐继荣续筑。前志称

明政、颜顺景州人，成化十九年任。续筑县城，重修学庙。有廉声、杨茂夹江人，

成化二十一年任。值岁饥，赈济有方，灾民赖之。见 《陕省通志》、王恭长垣人。

弘治年任。时东城崩，复筑之，始作石堤以障漆水，后马刘二令作护城堤，皆其所

基藉也 （互详 《建置志》、张博安州人 （题名表作安邑），正德十二年任。善应对，

亦能集事，又善事上官，调知风翔。《乔三石志》、郑晓成都人，进士。正德十四

年，自风翔调来。循谨，美仪容。累官至参议、于宗尧济源人，正德十六年任、

袁勋章邱人，贡士，嘉靖元年任。有才略，令在必行，诸事立办，盗贼屏迹。以能

调渭南，历升长史。去后，民思之不置、姚宪交城人。贡士。嘉靖四年任、李焕

代州人，贡士。嘉靖九年任、郭嘉顺岳池人。贡士。嘉靖十年任、庞德崇阳曲

人，嘉靖十一年任。敦崇学校，以治行称。后以赈济事问罢，人甚惜之、王时暹

汉川人，嘉靖十四年任、白镇平定州人，贡士，嘉靖十六年任。性慈惠，有集事

才。为民擘画甚周，不惮劳瘁，百姓德之。后迁司马。有遗爱祠见 《祠祀志》、李

衡沾化人，贡士，嘉靖十九年任、阮华施州卫人，贡士，嘉靖二十年任、王昱稷

山人，贡土，嘉靖二十一年任、崔钦安阳人，贡士，嘉靖二十四年任、亢庆鸿字

应时，号渐庵。淳县人，贡士，嘉靖二十六年任。建儒学奎光楼 （见 《祠祀志》）。

修济阳永宁二寨 （济阳寨详 《建置志》，永宁寨详 《古迹志》），为县防守计甚密

（增修县城，详 《建置志》）。时西虏犯顺，抵宜君，闻道险有备，遁去。莅政最久，

甚得民心。自平定 （白镇）后，称能吏者，无过亢也、李焕然沅川人，贡士，嘉

靖二十四年任。性慈廉。以风土不习，力求改教去、董应诏平定州人，贡士，质

实坦易，不萦情利禄。逾年，力求致仕去、杨万祺字长青，曹州人，举人，嘉庆

三十八年任。性浑厚质直，喜缄默。修邑志，有贤声。按：杨曹州所修，殆为邑志

之始。见万历邑志寇序、樊廷表南部人，贡士，嘉靖四十一年任、郭昭朗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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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贡士，嘉靖四十二年任、彭好古江西籍，河南夏邑人，省事爱民，清操绝俗，

不以家累自随。后卒于官，囊无余金，邑人共治棺办殓，立祠祀之，并祀名宦。见

《祠祀志》。临川李绂为之传，录下。

清李绂：同官令太常寺少卿彭公传 （据旧志题总督李绂，临川人，又

《官师志》本传云有 《临川李穆堂公传》）

彭公讳好古，字子述。先世自江西庐陵徙河南夏邑。父举人，讳中美，有儒行。

母刘氏，生公时，云有异兆。弱冠，举嘉靖丁酉乡试。十试于礼部，不售，就县职。

得直隶新城，理极卫，如无事。刻苦自励。居数月，遣家累归，曰： “费多，非妄

取不能，吾不为也！”时有欲行元人水田之议者，檄下新城：白沟河水利可用。公

为书白上官，言：“夺民桑枣禾黍成利，冀粳稻未必然之获，不可一。春分浴种需

水，而白沟冰始泮；入秋未收稻，而九河下流倒漾，稻且无遗种，不可二。农器水

陆异用，农事南北异习，养农师，易农具，多费困民，不可三。”事乃中止。至穆

庙时，兴水利，三辅骚然，民益思公功。新城与兴州屯地牙错，民地占籍颇赢，奸

民以欺隐持小民，请清丈，公力持不可，谓 “丈量事烦扰，增课无几，而重困吾

民，且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大吏韪之。后江陵张公居正大括民田，朋家作仇，

新城父老唧叹，谓向非彭公，此令不待今日矣。新城有为缇帅者，善大学士徐公阶，

属所知讽公曰：“由我通相公，可立跻台省。”公谢曰：“吾闻相公贤，若由窦以进，

必以为不肖矣。”府推官侯则素贪冒，行县时，公不具例金，因短公于巡抚张公。

张，襄阳人，公姻娅有分巡襄阳者，张方为举人，以事相迕，因迁怒公，又入推官

谮，遂调公新安简县。新城民千余人赴吏部乞留，尚书杨公博曰： “令果贤耶？调

则难为令，留则难为巡抚。”遂改令陕西同官。同官，古?臿地，边饷所道，田瘠

而役烦，士习苦窳。公日劝农桑，课经义，教养并修。漆沮水啮城，筑其岸捍之。

大市陈炉村为陶冶所，盗哨聚其间；公劝筑小堡，严更堠，盗因以息。石州之乱，

三秦震动；县有金锁关，为西安咽喉地，公察其西南高山，筑济阳寨，与关为犄角，

屹然天险。俄获一谍者，军门讯之，云：石州虏使侦道，欲由延安趋长安，今已知

险难越，无忧也！同官以 “漆沮既同”得名，山高水驶，田不可稻。耀州富平欲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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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通漆沮灌田，其邑人吏部尚书孙公丕扬主之。公抗言： “劳己民以利邻，非智，

同官固不为；用人力以利己，非仁，耀州富平独安乎？”孙公无以夺，第曰：“令强

项，强项！”已而直隶巡抚张公移节抚陕西，同列危之。公笑曰：“吾尽吾职已耳。”

既至，果檄公察平凉、延安、巩昌、凤翔四府兵马钱粮，意以困公。公夏出冬归，

历三千余里，登对款件，无毫发舛迕。张公大才之，悔向时不能知公。然公寻得疾，

遂不起。检橐止俸银四两，士民尽伤，共伐木为棺，同僚赙助，始得归葬，而巡抚

赙尤厚。公清劲，屹然特立，遇事径行，务利民，不苟悦上官，卒能使忮者悔心，

非所谓诚能动物者耶？子八人：从吾、健吾、淑吾、征吾、行吾、端吾、七贤、八

士。健吾进士，任泾阳令，循卓有父风。端吾尤知名，由进士仕至右通政。赠公太

常寺少卿。

赵维孟县人，举人，隆庆四年任。有遗爱祠、吴光威州人。贡士。万历元年

任。宽易圆融，政绩显铄。城楼复屋，雉堞砖，皆所创建 （详 《建置志》）。后迁

府同。有去思碑、李一本浮山人。贡士。万历六年任。性方正，不苟吨笑，善威

仪。后迁别驾、杨光溥怀来卫人，贡士，万历八年任。按：重修县志，删削嘉靖

杨志，阅者嫌其语焉不详。见万历刘志寇慎自序、潘汝臣岢岚人，贡士，万历十

三年任。爱民好士。时频年大饥，道馑相望，汝臣悉力赈救，全活甚众、屠以钦

武陵人，贡士，万历十五年任。前志有云： “满腔恻隐之心，四载循良之政”、马

铎定兴人，举人。万历十九年任，雄才大略，多所建立。而申减荒粮，修筑河堤，

尤功之最伟者。后改知偃师县，士民思之，有遗爱祠寇慎碑记，录下：

明寇慎：邑侯马公遗爱祠碑记 （寇，邑进士）

人生不朽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爵禄名位不与焉。士君子

陟华跻巍，每以不能有一于此，以垂休流鸿为憾。矧当凋敝之邑，繁剧之冲，任以

劬
(

之职，兼此三者而悉备于一身，如公者，盖甚难矣！方公之剖符而来同也，识

者为公扼腕，而公独慨然曰：“盘根错节，正利器之场，矧同为左冯翊地，古循良

接踵，岂易民而化哉？”未几，即出郊问民疾苦及一切窳砦与故时所施行状，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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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稍稍仍之葺之；其不可者，于是起而改弦促柱而更张之。邑所最苦者莫过于荒

粮，公为之调停改折，多方招佃，荒山变为桑麻，而鸿雁不歌矣。尤莫弊于催科，

若皂卒入乡，鸡犬弗宁。公特以露布传谕，远近接踵上输，赋额辄盈，而蒲鞭高悬

矣。且大户两税告完，即放归农，划其例馈，蠲其役使，裁省其冗费，真如卵翼而

濡沫之也。城迫水患，几于鱼民，往时稍加阻塞，辄复没去，数百金钱尽委之于波

臣。公独躬率衙役，高其堤，丰其坊，直驱狂澜而东之，迄今金汤无恙也。岁省膏

脂且不赀矣 （按：详 《建置志》）。他如除凶顽以安善类，修学校以崇教化，严武备

以待暴客，修囹圄以防不虞，诸善政更仆未易数也。公尤善文辞，暇日过学宫，躬

率博士弟子，与之诵说六籍之遗，而校雠其艺，每至饥疲不忍去。而人文为之丕振，

且门无私谒，政无贿成，乃冰其清，乃玉其洁，其揭诸堂聊以自明云： “眼前皆赤

子，头上有青天。”美哉，融融乎，行以彰轨矣！其大雅之不群乎！夫政以庇民，

功也；文以饰治，言也；行以彰轨，德也。公今去十年余矣，同人士铭公于心，碑

公于口，千百年当如一日也，而尚可朽哉？公讳铎，定兴人，举人。

朱之聘涪州人，举人，万历二十四年任、董廷范直隶静海人。贡士。万历二

十七年任。其政绩前志不载，而父老犹传其当年有遗爱祠焉 （详 《祠祀志》、李光

表云南蒙自人，选贡，万历三十年任。为治简易，性气醇恬，人多思之。有遗爱祠

（见 《祠祀志》）、张士科章邱人，贡士，万历三十六年任、梁善士泰安人，选

贡，万历三十九年任。清弊革蠹，汰冗省费。后改知宁乡。曾于学宫建藏书楼，寇

慎为之记，详 《教育志》、韩自任南宫人，贡士，万历四十二年任、刘宪马邑人。

贡士，万历四十二年任、刘泽远祥符人，万历间举人，四十五年任。催科不扰，

建书院 （详 《教育志》）、奎楼、河堤 （详 《建置志》）诸公署，并修县志 （今佚。

又序及寇慎自序，均载丛录）。文风丕变，署制一新、孙如兰睢州人，举人、康

大猷鸡泽人，恩贡，黄道星河间人，选贡、陈大道襄陵人，选贡、丁弘誉举

人，崇祯三年任。升巩昌府同知、顾鸿初举人，崇祯年任、萧叔昌沔阳州人，选

贡，崇祯八年任、房思哲山东人，崇祯年任。见 《修济阳寨碑记》、孔尚标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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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孔子六十四代孙。选贡，崇祯十年任。真心朴貌，惠政宜民。值时多故，赈饥

御寇，缮器筑堡，备竭绸缪之力。修县志 （增补万历刘志，有寇慎序，见丛录。原

书佚）。《孟姜女集》详 《古迹志》，有序，旧志题 《孟姜女传》，不知是否孔作也，

维持风化，县治更新。后人思其遗爱，为立德政碑。

按：旧志云：“自宋以来，祀名宦者，宋赞美为首称，而其行事已不可概见，

况余人乎！明之彭、马、李、仲固俎豆千秋矣。袁章邱、亢崞县、刘祥符，《通志》

俱特书名宦，而现祀名宦之四人，乃仅列之总录，何哉？”

县丞：萧良、范铨蒲州人，有明以后，丞之以惠著者，铨其首称也、王震、

张寿新乡人、张糲唐县人。有惠政，去之日，百姓遮道攀留。有去思记、吕彦

士、温鉴、何坤。

主簿：张纲灵石人、李佑束鹿人、车棠石州人、史钦遵化人、常继河内

人、陈言梁山人、杨绍光高平人、孟江辽州人、侯克忠茂州人、李维垣大城

人、张轸东平州人、王宾兴县人，令行禁止，强横敛迹，而人称其惠，殆所谓宽

猛相济者欤？、刘廷拱五台人、郭维荣大同人、刘文端、郑畏天五台人、王峰

蔚州人、龚维鳌桃源人、李应亨介休人、马洲文安人，万历十七年任、欧阳准

潼川人，万历二十年任、范文娄虞城人，万历二十二年任、贾扬名赵城人，万历

二十五年任、王进业赞皇人、阎文魁直隶人，万历二十八年任、应文璧应天人，

万历三十一年任、李存一泸州人，万历三十四年任、李文炳临晋人，万历三十五

年任、田子仪含山人，万历三十六年任、张应舜临海人，万历四十二年任。

典史：高护乔 《三石志》：“往开平王入关中时，元同官守将自遁去，开平王

遣典史高护抚定之。”旧志云：“护或即开平王署置同官者，或他县官，不可知矣。”

余以护实同官首功，故叙论焉、李俨西平人，成化年任、姬福、冯伯万、高世

崇、秦彪、郭绅屯留人、孙东臣东阿人、高国祯应州人、袁恭、张嘉猷岢岚

人、王
&

保定人、吴世强赵州人、张周肥乡人、李蒿眉阳人，嘉靖年任、贾宁

武城人，万历十四年任，前志称其弭盗有方，盖亦无忝厥职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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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羅荣昌人，万历十六年任、牛天福永宁人，万历十八年任、陈虞四川

人，万历二十年任、加福襄陵人，万历二十二年任、徐光荣函昌人，万历三十三

年任、陈应元仁和人，万历三十四年任、霍守信上元人，万历三十七年任、汪

国用祁门人，万历四十年任、黄有基福清人，万历四十三年任、张其志 州人，

万历年任、刘乔林崇祯年任、罗国彦崇祯十一年任、陈陛崇祯年任、胡守身崇

祯年任、贾从民崇祯年任。

金锁关驿丞：卢□旧志：“按：邑之金锁关、漆水驿，旧设巡检、驿丞各一

人，清初始裁。昔之官斯土者固不乏人，而旧志概不录。今得传闻者有驿丞卢某，

而名亦亡焉。余详其事于杂志，不没其真也。呜乎！以卢生大节而尚失其名，他何

论矣？慨哉！”按：旧志 《杂记志》：“崇祯年间，贼攻金锁关，驿丞卢某单骑往谕，

被害。时当创革，竟失其名，然至今传者犹知卢驿丞也。后人有诗吊之曰：传闻司

剧有卢生，殉难年来已失名。碧血不随神水逝，关城铁石表铮铮。”

教谕：张桂荣本县人，洪武初年任。见 《教育志》、徐允达上虞人。擢山西

佥事，历按察使，旧 《陕西通志》载名宦中，旧志云：“今考雍正十三年复修 《通

志》，竟佚其名，而宝鸡教谕徐永达亦历山西按察使，殆其误与？”、孟瑜临颍人，

举人、史鉴偃师人。乔三石 《耀州志》谓鉴通 《诗》《礼》《春秋》三经。旧 《陕

西通志》载名宦中，雍正续修 《通志》列于总录、崔福夏县人、马祥安邑人，举

人、李贤定州人、吴玺阆中人，训迪有方，风教丕著，尤善说 《春秋》，后迁助

教、知州、张柱涪州人，登弘治壬戌进士。官至知府，风教甚著、易完资阳人、

李秀春长寿人，举人。累官至御史佥事。祀名宦、王荆璧阌乡人、杨谨定襄人、

王经辽东人、李仪四川人、田稔榆社人、张如楫、冉府清苑人、王博古永州

人、张宾靖虏卫人、阎淳古交城人、张继甘泉人、王镐陇西人、李仲元河内

人、李逢时阳人、周庸礼新安人、苏兆民太和人，举人，端谨善化，后登万

历壬辰进士，官至知府、黄桂芳河津人、张应科杞县人、左逢源保定人、赵桐

山东人、任振民安化人、卢宾朔州人、宋朝会秦州人、谢绪巩昌人。有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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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不合，力求致仕去、夏大猷茌平人、邓洙阳曲人、王克宽稷山人、王慎思

镇番卫人、张国俊秦州人、孙汝褒绥德州人、白成绣安定人、丁应观安邑人。

质朴力追古道，词华雅有文名，操持粹白，理学精研，所著有 《学易堂集》行

于世。

训导：齐纲泌阳人、吕让详符人，举人，后籍同官、高蔚高平人、阎恭孟

县人，举人、魏复宗商水人、马豫霍州人、王介青神人、李恭崇庆州人、彭希

宗和顺人、孙鹏崇善人。《乔三石志》：近时训导，盖数称二孙子云，二子皆甘贫

苦行人也。鹏分俸养亲，常不免饥寒，而守义不衰，可以为师矣、刘东升巴县人、

陈寿卫辉人、孙瞮辽东人，升合水教谕。前志称其善教、王如楫寿阳人、白灿

五台人、仲迁旧志云：“考前志与今名宦祠，公之姓字可以千秋矣。惜其行事不少

概见，且并里居俱亡焉。《通志》修于雍正十三年，尚不录。呜呼！学校人才之地，

师儒教化之原，而湮没若此，宜士风之顿也”、鞠进书耀县人。倜傥有气节，博学

善属文，约束诸生，条规严肃，寻迁教谕、高应举临县人、杨如松合水人、李

廷相南和人。性醇懿，甘贫，善教、刘经白河人、赵汝佐定襄人、王汝愚阳

人、蔺爱凤翔人、谢复初巩昌人、张敷教庆阳人、李茂育凤翔人、罗文灿渭

远人、王纲两当人。旧志云：“按：有明知县，其以惠政称者，则有鲁俊、周俊二

人；教谕以风表著者，则有孟瑜、崔福、马祥、李贤四人；训导以教业称者，则有

吕让、阎恭二人。皆载于旧志，并录之。明以前所书，悉依原本，一字之美，不敢

遗也”。

６．清

知县：熊封旧志谓不知何许人也。顺治初年来任。明末闯贼之乱，民死亡者

十七，村里为墟，而钱粮仍额。封力请于当事，得除万金，以入抛荒。百年后民犹

德之。有寇慎碑记，录下：

清寇慎：创建邑侯熊公德政祠序

余读史至汉之元康、神爵间，每叹其循吏之盛。然掩卷思之，亦寥寥不过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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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亦不过数事。岂造化若或秘之耶？盖悬鱼瘗鹿，介乎节哉！若触事棘手，亦巾

帼之检柙耳。霹雳掣电，迅乎才哉！若肯寂未尝，亦冥鸿之蒿矢耳。惟廉而不刿，

敏而不竞，仅得一邑侯熊公焉，何也？同山陬一荒邑，田不一成，民不一聚，而介

于泾原蒲富之间，悉索敝赋，矧值新造，洪荒再辟，四郊多垒，征发旁午，弹丸一

同，如蚊 之负泰山，微公周旋于其间，将索同于枯鱼之肆矣。时麦草之输，荆棘

之征，粮草之运厂，铜钢之报富，邻封疲于奔命，轮敝蹄穿，闭门撤业以避；公独

力请，而同得免焉。兵丁之征，照粮虚额，以三千二石派，公力以半应。且邻封丁

给三四十金，公独以十金应。间有悍夫比例耸告上台，公亦屹然不动，止征给以犒

赏而已，此犹其小者也。同介万山，半多不毛，兼以蝗旱频仍，死亡略尽，弥望蓁

莽，百里无烟，赋额空设，敲扑徒苦。公单车履亩，感目伤心，章疏十上得请，减

去万余之赋，此功岂寻常嘉赖一时而已哉！然此犹其显焉者也。同当边腹之冲，羽

檄狎至，戎马生郊，大兵至此，虽节制森严，然薪水之供，岂无少扰？公调停其间，

俾士卒欢心，爱屋及乌，鸡犬不惊。且以神水以上，嵌崎险阻，荆棘满路，马难驰

驱，改路东行，向之轮蹄交冲者，今变而为息肩安枕之区矣，此则同民之受赐而不

知者也。大抵公穆如春风，濯如新柳，不言而饮人以和，于此有以服公之养；襟度

汪洋，如千顷之波，澄不清而挠不浊，于是有以服公之量；敷施明健，如操万斛之

舟于震山排涛之中，不惊不愕而操纵自如，于此有以服公之才之识。此岂智、名、

勇、功，于一蛕蛕廉之称也哉？诸父老戴德思报，谨按祀典云：“劳施于民则祀之，

御灾捍患则祀之。”施之于公，甚有当焉。欲建祠祝于不衰，特借余数言以叙谱端。

夫以公之鸿猷霜守，行当树骏流鸿，为开国元祀。异时青史大书特书，当卑元康神

爵诸公于下风者，区区一同，特为之兆云尔。虽然，召棠寇柏，孔泉羊碑，至今侈

谈，则此祠也，亦志同人没齿不忘于有斐君子尔。

萧嘉熙直隶人，顺治年任、龚鲲安陆人，进士，顺治年任、曹有武字梅梁，

江南太仓州人，由贡生来宰于邑。时方草创，军兴旁午，百务纷如蹳集。公飞刍挽

粟，内安外攘，上下晏然。莅任期年，惠泽鸿施，沦浃显铄。未几因公被议，檄下，

阖邑错愕，奔赴讼冤；各台亦改容慰勉之，然格于初议，竟不能回也。去之日，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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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号泣攀辕者以万计。寇慎有碑记，附下：

清寇慎　邑侯曹公去思碑记

邑侯曹公以娄东钜儒剖符而宰同也，绅士即之蔼然，民望之穆然，胥吏接之怡

怡然。视政甫期也，德化翔洽，四民诚和，皆私相谓曰： “安得长治吾土？庶抚我

乎！”是于公之未去也即虞其去，虞其去而挽之不去，如此其皇皇也！无何而檄下

罢公矣，通邑为之错愕，士哗于庠，曰：“胡夺我师也！”氓哗于市，曰：“胡夺我

父母也！”农哗于野，旅哗于涂，曰：“胡夺我仁君也！”即妇女儿童厮养走卒亦哗

于室，曰：“胡绝我濡沫，去我卵翼也！”解组之日，万众跳号，山川震动，风云为

黯，深山穷谷，樵叟牧竖，皆释担弃犊，奔走六百余里，讼冤于各台，鼎沸波涌。

各台亦改容慰勉之，而势不及回矣。众始挥涕而归，且叹曰： “竽笙异操，枘凿难

投，古昔皆然，洵无足怪。”第能夺者，吾侯腐鼠一官耳，其若吾侪小人耿耿之直

道何？因醵金鸠工肖貌而尸祝之。噫！公何得此于民哉？同之民侗而愿，非能巧饰

以媚上也。且公纯心质行，非事干誉之术、要结之方，笼络以愚众也，而公何得此

于民哉？盖窃尝问之民心矣，皆曰：土瘠民贫，贡赋维艰，向尝增耗以佐费矣。公

则令输者自封之，典钥者无参焉，而余羡省矣。且苞苴戒通，束矢绝锾，至日用所

需，悉从内偿，不欲饔飧扰民也，故因以思公之廉矣。赋重农稀，荆莽弥目，向尝

责熟以包荒矣；公则极力上陈，上熟起科，荒芜者不与焉，而赔累豁矣。且旁无借

丛，郊无硕鼠，虽檄使狎至，捐廪以馆谷之，而里甲不闻焉。故因以思公之仁矣。

时方草昧，经制无式，刍粟之飞挽，力役之征发，与夫无艺之诛求，琐如蹳毛，公

恳请宽缓，至再至三，宁以身为孤注，毋以民为鱼肉，因思公之胆力为何如？四郊

多垒，戎马未息，其輇之恐喝，悍卒之咆哮，不曰军兴之不具，则曰地方之纵盗，

陵轹县宰，鞭笞胥吏，溪壑无厌。公孑然一身，抵持其间，饩牵而外，一无所应，

渠亦气索而止，因思公之强毅为何如？一审编也，户口之登耗无遁，差徭之轻重靡

爽；一质成也，曲直无逃于鉴，胜负靡争于衡，役无偏苦之嗟，狱无终讼之凶，其

公而且明可思也；一当机也，批导于肯綮之会，调剂其缓急之宜；一驭吏也，宁取

其椎鲁少口，毋悦其诈诞斗捷，故案无胶滞之牍，庭无舞文之奸，其才而有识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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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其襟度之渊深，不可以意气激，不可以声色窥也。气宇之凝定，纷然投之而不

乱，卒然临之而不惊也。若此气量，闻风且想慕，而矧亲炙之者乎？此犹其可纪者

耳。而公之于民，直以精神相往来，如春风之袭，荣物而无迹；时雨之润，膏苗而

难名。太史公传循吏，谓居无赫赫之名，而去则见思，其公之谓乎！其公之谓乎！

呜呼！公行矣，江南多胜地，徜徉于云山烟水之间，莼可羹也，鲈可脍也，琴可弹

也，荣辱无挂于身，是非无咎于心。岁时伏腊，神游于畏垒，桐乡姓字，千载犹馨，

而所得亦多矣。向令公毁道趋时，民肥己，吾侪于公当何如哉？于是构祠于通衢，

肖貌而蒸尝之，歌咏而诵祝之。其祝公福者曰：“太华峨峨兮，河流涟涟。君子纯

嘏兮，岳峙川绵。”其祝公寿者曰：“初月丰规兮，旭日东明。夭寿平格兮，日升月

恒。”其祝公多男者曰：“凤耀九苞兮，麟德五高。公孙振振兮，麟趾凤毛。”歌阕，

余音铿然，山林若为之助韵者，不佞忻然书之以献。公讳有武，字梅梁，太仓州人。

张于鼎山东人，贡士，顺治年任、何德美河南人，顺治初，由华州州同署

篆。六年，流贼刘洪才大肆攻掠，城陷，德美被执。洪才絷之龙蟠山之下，刃颈而

胁之，德美骂不绝口，死之。后人有诗哀之曰：“无端狂寇踞山城，妄欲忠贞识主

盟。杲舌不随冤剑断，龙山草木血纵横。”诗虽不工，亦可藉以不朽也、王国辅辽

东人，顺治年任。时蜀变告警，大兵进讨，征发旁午，郡县各应军需，转输相属于

道，邑不通车运，牛驴驮载不继，派选丁壮担负。国辅号泣为百姓请命，得从末减，

民困以苏、冯元英慈水人，举人，康熙初年任。政持大体，不事苛细，至剖决事

理，动中肯綮。才优而量裕，故为治多余闲，大有鸣琴饲鹤之风焉。其人格具详寇

慎寿文中，附下：

清寇慎：邑侯冯公寿序

邑侯冯公之宰吾同也，方浃岁矣，德政犁然，载颂与人者齿颊为芬。兹九月朔

旦，为公揽揆之辰，二三吾侪，谋所以举觞而称祝者，属辞于不佞。第不佞髦矣，

而且不文，其何以揄扬万一？虽然，嘉乐明德，即不文何病焉？窃惟世之介眉寿者，

其藻缋比兴，固不一哉！然惟孔子之言曰 “仁者寿”，则为实而可据，且尤推本于

静焉。静而若耽玄守寂之为也，于经世宰物之道何居？其必试之猝然而不惊，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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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然而不乱者，始足以证无役之神、宁谧之体，兹得之吾侯冯公焉。公治行为三辅

冠，吾民所父母戴而神明仰者也。试举公之所以静者而诵言之，可乎？曰者，法令

密矣，征发烦矣。簿书之勾稽，甲可而乙否；条议之杂沓，朝遵而夕更。与夫无谓

之虚文，不急之琐务，令人鞅掌攒眉，莫可解结者，兹一当公之擘画，曾闻有一龃

龉否？曾闻有一留滞否？惟审其时势，酌其缓急，顺物情而利导之；不更张以阶历，

亦不因循以养奸；若庖丁之解牛，肯綮熟尝而芒刃不挫；若临淮之治兵，号令一发

而旌旗改色。且气定神闲，湛如太虚，任风云万变，电霆迅发，而清宁自如。噫！

可谓真静矣！先儒云： “从动中打熬得过，而静体自现”。其公之谓乎！矧琴鹤孤

清，声色无以荡志；服食简洁，廉淡足以养心。《传》曰：“无欲故静”。又曰：“静

而有常故寿”。故称公为君子万年者，以其所修持者固也。不宁惟是，五方之性，

在东为仁，而公发祥于东土，已居长生之乡；五行之气，于秋属金，而公灵钟于三

秋，独得坚贞之体。夫修之人者至，而且得之天者全，以此卜寿，如麒麟应日，方

诸应月，理之必然，亦数所不易者，宁事吞桃啖枣，熊经鸟伸为哉？《传》所谓八

千岁为春秋，意在此乎？诸君子粲然解颐曰：“持是可以当南山之祝矣！”

熊舆固始人，举人，康熙年任。政务宽大，而才识精明，民敬爱焉、王云凤

汾水人，举人，康熙年任。迁霍州知州、雷之采字亮先，大兴籍，江西安义人。

由官生任鸿胪寺序班，康熙十八年，出宰于同。甫莅任，诸务毕举。尊经阁、义学、

捕衙、吏舍皆其所新建。而截筑新城 （详 《建置志》），后之言得失者皆归之，然省

力节费，顺民之欲，因利乘便，亦势之不得不然也。尝购蚕种教民，邑始知蚕事。

尤善听断，剖决如流，民间有 “雷不歇店”之谣。《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

不留狱。”之采之谓也。后以刁民诬罢，公论惜之、黄锦心湖州人，举人，康熙年

任。按：继修城垣，题四门，见 《建置志》、朱廷铉江阴人，进士，自淳化令来

署。时大饥，逃亡者道路如织；廷铉多方设赈，民用安集。有去思碑。后累官至御

史、武令谟孟县人，进士，康熙三十年任。旧志载有 《和壁间原韵》七律：“原隰

昀昀羡既方，登高此日水天长。邀朋有愿招鸿集，作吏无能引鹤翔。麦秀惟期经宿

雨，稻黄犹虑早飞霜，政闲缓步穿荒径，把酒临风夜未央。”又朱其钶 《和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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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世难寻却老方，登临始觉路偏长。紫花密衬山蹊艳，黄叶频招艺苑翔。狂饮漫

看金岭月，欢游遑计板桥霜。函关佳气洵无限，跃马归来夜未央”、刘元标涿州

人，康熙年任，调澄城县、邓永锡荆门州人，举人，康熙年任、吴翰珍邵武人，

岁贡。康熙四十年任、孔尚号防右。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也。举人，康熙

四十八年任。雅度宜人，清操绝俗。莅任七载，休息无为，周恤民瘼。去之日，民

思之，有德政碑、汪?徽州人，进士，康熙五十六年任。升主事、董瞮赣榆人，

岁贡，康熙五十八年任。性机警善断，吏不能奸。饥民为盗，劫掠乡村，瞮单骑麾

役迅擒之。爱士恤民，岁饥，发粟，日久，状悉焚之，不责还。有 《莅任偶成》五

律二首：“袜线才初试，弹丸地颇宜。俗醇知政简，赋薄想民熙。暇日休酣饮，公

余莫赋诗。兵兴方未已，何以慰疮痍？父母名难称，斯民直道存，代疱虽五日，寄

命足千村。利钝谁能料？升沉讵足论？郎官列宿应，敢效虱居
)

！”、王勋正白旗

人。监生，康熙六十年任、赵恒祚字方山，沾化人，进士，雍正三年任。崇文学，

课督儒生，持重老成，士民畏而爱之。莅政三年，调任咸阳。按：在任有马杓潭投

文驱妖故事。详 《水文志》、曹永著丰润人，捐贡，雍正五年任。初为威县教谕，

留心吏治，以议仓储为当事保荐，擢邑令。寻迁州、边汝言任邱人，举人，雍

正六年任、杨绎泌县人，进士，雍正十三年任。调周至、张尔戬武威人，由生员

保举，雍正十三年任。为人刚毅精敏，有决事才。重建明伦堂 （见 《教育志》），续

修石堤，不避劳怨。旧规仓粮红朽，辄发民易之。尔戬曰：“盖藏不谨，典守之责，

岂以累民？”寻以霉烂落职。尔戬曰： “吾瘠一身以肥百姓，何憾乎？”宦囊如洗，

鬻产以偿，民有欲代赔者，尔戬卒不受、周振芳宛平人，乾隆二年任。省事爱民。

狱无冤，时称循良。莅任六年，有口皆碑，去之日，人咸思之。 （按：旧志缺载，

续通志稿亦无）、刘春暄绥阳人，举人，乾隆八年任、王润建水人，举人，乾隆

九年任、吕正音长寿人，举人，乾隆十一年任。持身以俭，待物能宽，决讼不事

鞭扑。尝重建崇圣祠。后调任蒲城、席绍苹吴县人，生员保举，乾隆十二年，自

咸阳丞来署。慈祥恺易。时值大旱，建龙骨车，率民溉田，日昃不暇。革西乡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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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石仪门外，按：此碑今佚，参 《财政志》、庄树嘉阳湖人，举人，乾隆十四年

任、吴祖正都匀人，乾隆十四年任、毛
'

濮州人，监生，乾隆十五年任）、张擎

镶黄旗汉军监生，乾隆十五年任、曹世鉴字镜湖，宁海州人，由举人官齐河教谕；

乾隆十七年，迁邑令。性俭约，与民休息。而城垣 （见 《建置志》）、文庙及龙王庙

（均见 《祠祀志》）多所修举，不以厉民。莅任十载，民甚德之。以任满，升同知

去、胡基大兴人。乾隆二十七年任。轻刑簿敛，建立甚多。（按：旧志及续通志稿

均未载）、袁文观崇仁人，进士，乾隆二十八年任。劝政爱民，狱无冤滞。重修县

志，颇详明，今本志据之 （其序例及总目均详丛录）。建颍阳书院及学署，由是士

风丕振 （均详 《教育志》）、叶藩仁和人，进士，乾隆三十任。

按：以上清乾隆三十年以前县令，皆据旧志，所补者仅数人耳。旧志按语云：

“邑令唐以前渺已，后之长吏非乏人，而姓名落落仅存什一，余皆风流澌灭，文献

无征，岂不慨欤？”昔吴公治行为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余何论矣？署篆旧例不

书，其先已不可详。清初以来，有署一二年，政绩可纪者矣，概举而削之，于义殊

未安也，而例又不得与任事者并书。余仿 《唐书·忠孝传》之例，列于总录：其顺

治年间署者，则有何德美 （河间人）、刘世俊 （失其籍）。康熙年间署者，王尔谦

（虞山人）、张鼎新、张芳、吴宾、王道恕 （失其籍）、朱廷铉 （江阴人）、程正本

（泸州人）。雍正年间署者，则有谢立 （永嘉人）。乾隆年间署者，则有张中行虞乡

人、王世爵 （镶黄旗人）、孙宗翰 （阳湖人）、郭仙 （仙游人）、席绍苹 （吴县人）、

吴祖正 （都匀人）、张勤绪 （遂宁人）、柴缉生 （仁和人）、田邦基 （失其籍）。其

有德政可纪者，亦得与宦迹总列云。

杨衍嗣沅江人，进士，乾隆三十一年署任、杨永泽兰山人，举人，乾隆三十

二年署任、王锡朋威远人，举人，乾隆三十六年任、王挥吉嘉定人，举人，乾隆

三十七年任、任重武乡人，举人，乾隆四十二年任、朱士蛟嘉庆初至十一年。调

补华阴、徐葆甫秀水人，道光八年任、孔传勋句容人，举人，道光二十四年任。

修河堤，实仓储，整顿六里社仓 （参 《合作志》），邑民立石志德、王儒绶交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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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道光二十五年任、黄达璋道光二十九年任。时漆水暴涨，北城崩塌，率民

筑堤护城，朝夕巡视，以积劳卒于任、陈秩五字淳斋，信阳州人。道光末至咸丰

五年任。善书工诗，金山顶存大字题刻，又有打虎救父行墙碑，在县府二门内左侧。

兹录其 《元旦》七律：“贺岁归衙换锦袍，四街清净断喧嚣。深山炭贱人衣薄，古

驿差烦马骨高。六里风谆无窃鼠，千家春转尽包羔。使君亦有同民乐，独捻吟须饮

浊醪”、鄂锦正红旗人，生员，咸丰六年任、杨增思武威人，进士，咸丰八年任。

振兴文教，整理书院膏火，文风丕振、张德立同治初年任。时回变初萌，邑韩家

原多回籍，虞其勾结为患，击数人于狱中，朝夕供食饮，以恩相感。嗣回众蜂拥临

城索讨，即缒出，群回叩首呼青天，欢跃而去，阖境无忧。南门外立有德政碑、周

文会商城人，同治三年任。时兵差络绎，拉民担挑；多方保全，兵不入城，市肆不

扰，民赖以安、严德芬字心香，上海人，同治五年任。时回变未靖，督修城垣，

率民守护，卒获安全。去之日，士绅祖饯，并禀请入祀名宦。有 《己巳嘉平念日交

卸铜川篆务喜作》七律： “盼到瓜期力已殚，临歧犹自念凋残。一州管领会何补？

二载辛勤始觉安。愧说茧丝留治谱，好携琴鹤伴归鞍。向阳小草倾葵切，共沐尧天

雨露溥。”又 《留别后任王子余》七律：“八载交情相契深，铜川重会喜知音。留青

待植寇公竹，雅化犹思宓子琴。愧我才疏逐雀鼠，赖君政善感佥壬？堂前博种千行

柳，志爱行人好惜阴。”又后任王兆庆 《饯别》七律四首：“两载恩周浃髓深，泮林

潜已化鹗音。思公颂作鸿遵渚，廉吏归携鹤与琴。爱士亲为抡甲乙 （公捐廉增添书

院膏火，又勤课士子），度功遑复计辛壬？甘棠到处君先树，一路行人憩美阴。鹏

程万里境犹宽，漫计归思捉钓竿。心镜千年传漆水，口碑一语达长安。知君燕翼延

责绶 （公少君以正郎供职曹部），愧我鸠居枉素餐。诗永菁莪征雅化，覃敷文教足

瞻观。勋高名宦崇新祠，亮节昭昭比四知。教有春风能育物，化如霖雨总因时。恤

刑颂早称慈母，捐赈情同哺弱儿 （公捐赈济饥，活人不少）。蕞尔山城遗惠在，清

勤两字是吾师。祖饯南郊别恨多，柳条攀折碧痕挖。重逢漆水三生幸，怕奏阳关一

曲歌。秀丽诗才花粲锦，光明心地月临波。金汤巩固劳辛甚，但愿从今诵止戈。”

按：其时和诗饯别者几百首，不具录，但录邻邑举人书院掌教王笈 （字石村） 《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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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五古：“循良兼英武，卓哉严明府！甘雨初下车，恸念民疾苦。城阙久废颓，

廛市无商贾。环视原上村，可怜尽焦土！来此蹂躏区，街头人三五。新政他未遑，

赈饥勤字抚。倡捐书俸金，救死岂小补？渐次城垣，心劳事旁午。一意振斯文，

下士三握吐。黎元困已苏，指日乐安堵。无何患气深，北风吹鼙鼓。溃勇数万人，

攻杀猛如虎。万姓齐沸腾，赖此民社主。运筹甚从容，雄略堪御侮。相持两日余，

狂孽就刀斧。惊定即成欢，士庶惧忭舞。载道传口碑，杜母与召父。行矣将别迁，

闾里失恃怙。攀辕泣沾巾，杯酒献肺腑。邑人祝长生，此心照千古”、王兆庆字子

余，禹州人，同治六年任。劝民种桑，开渠溉田，邑民始知水利。详 《水文志》、

王浩同治七年任、赵廷琪禹城人，拔贡，同治十二年任。光绪六年以勒休卸任。

时大旱数年，粥赈并呈蠲赋二百余石、刘璋毓宁乡人，军功，光绪六年任、梁济

谦闽县人，举人，光绪七年任。建六里义仓，各积麦谷二千石，又整顿常平丰豫两

仓，庚子岁荒，多赖全活、王光烈皋兰人，监生，光绪十年任。设六里局，清粮

赋、刘福荫江夏人，光绪十四年任。省刑罚，裁冗费；振兴文教，政暇以吏为师。

在任十一年，去之日，士民涕泣，送之境外。有 《阅行北乡》五律：“出城三十里，

远近几人家。驿路蔓菁子，野田荞麦花。关开金锁固，山转石屏遮。雨后秋容静，

归来放晚衙”、徐锡献阳朔人，光绪二十年任 （采访册作十四年任）。曾申请上台

由善后局拨银一千两，发商生息，以资寒士膏火。又于城东创立瓷窑，试办陶业，

因署期满去任，事遂中辍，人咸惜之，互见 《工商志》、周鉴文宁乡人，监生，光

绪二十三年署任、王绍曾陇西人。监生。光绪二十四年任、黄肇宏大冶人，进

士，光绪廿五年任。重修文庙，捐俸课士。补筑河堤，复开城东瓷窑，颇有成绩，

因年荒，中辍，互见 《工商志》、常润凤台人，光绪二十五年任、顾?兴化人，

举人，光绪二十六年任。时值大饥，设粥厂。清太后西巡，亲赴省请赈款五万余两，

又请潘民表来县，私赈三万余两，民赖生全、刘瑞麟郑州人，进士，光绪二十七

年任。饥馑之后，劳来安集，民以苏息、马犹龙光绪二十八年任、张允襄丰润

人，光绪二十八年任、陈丕业安定人，生员，以军功保举，光绪三十一年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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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折狱神明，人多爱之、卢秉钧陇西庄浪人，进士，光绪三十二年任。老成

持重，为政务持大体、刘鹤年黄岗人，光绪三十三年任，宣统二年复任。时值变

法，学堂章程，更改纷纭，乃手拟条规，俾资遵守，士论称之、左一芬光绪三十

四年任、罗柏龄清化人，宣统元年任、周庆云西川人，举人，宣统三年任。刚果

明敏，长决事才。

典史　张应科顺治年任。下同、李蔚、苗硕、赵秉山阴人，康熙元年任、

项之瑞康熙年任。下同、吕清、章元震绍兴人，康熙年任。治有能名。先任赵秉

卒于官，贫无以治丧事，且家属无一在同者，灵柩厝庙中数年。元震始终悉力营办，

捐俸据金，赵乃得归葬、余人杰山阴人，康熙年任、罗乾清阳人，康熙四十四年

任、高其可康熙年任。下同、方文岳、段拱屋登封人，康熙五十二年任、潘涵

保定人，雍正三年任。升高台主簿、周振芳宛平人，乾隆二年任、王国泰山阴

人，乾隆五年任、田多稼山阴人，乾隆十三年任、陈文谟太平人。乾隆十八年

任、张申庚浮山人，乾隆二十年任。升吏目、胡基太兴人，乾隆二十七年任、刘

谦高安人，侯补主簿，乾隆二十八年任、张琦余姚人，补吏目，乾隆二十九年署。

按：自此以上，均据旧志。以下采访册无。

教谕　王国祯顺治年任、刘谦保安人。顺治年任、宋宰顺治年任、纳以

洪字海若，临洮人，康熙元年任。明季兵焚，学宫荒废者二十余年，乃毅然倡修，

学门、戟门、棂星门、泮池次第修举，文庙一新，士风丕振。有寇慎碑记，详 《祠

祀志》，以后教谕缺裁。

训导：田遇龙通渭人，康熙六年任。博学能文，奖进士类，不愧师道、贾

前席康熙年任。下同、常致中、王佳保安人，升富平教谕、张□、李□、艾

三奇清涧人、杨蔚贡生，康熙五十一年任、刘以贵康熙五十九年任、张修宁夏

人。雍正二年任、陈经纬石泉人，雍正五年任、魏文炳安塞人，雍正六年任。品

行高卓，训士多所成就，诸生咸爱敬之、冯世泰商州人，雍正年任、石铎灵州

人，雍正年任、葛登第皋兰人，乾隆九年任、成康世蒲城人，乾隆十年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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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俭岐山人，乾隆十五年任、席丰陇州人，乾隆二十一年任、李辅世商南人，乾

隆二十五年任、罗彦芳光绪年任。兴水利，详 《水文志》、屈还超、吴癱乾州

人，光绪二十七年任、张绍骞华州人。

武职千总、把总，详 《军警志》。

７、民国

县知事：黄荩臣辛亥鼎革时，以典史维持秩序、李尚志富平人，民国元年

任、胡应文耀县人，元年任。时值改革之后，土匪滋扰，乃创办民团，剿抚兼施，

匪始敛迹、何重熙光山人，清进士，曾任度支部主事。二年任。政简刑清，庭可

罗雀、呼延桢咸宁人，三年任、陆玮曾吴县人，四年任、黄钺信阳人。五年任、

郭鹏五年任、黄福藻大冶人，肇宏子，六年任、鲁林焱举人。七年任。质直俭

仆，勤政爱民，吏役畏服，莫敢欺罔、梁文德本县人，七年任，八年重任、陈愈

愚陕南人，七年任、孙维栋山东人，八年任。时驻军滋扰，民不聊生，多方维持，

俾不得逞。卒因数与驻军相忤，遂投劾去，人多惜之、张维直陕南人，九年任、

李西圆十年任、薛正清龙门人，十年任。性坦率，胸无城府。为政简易，不事苛

细。又裁革清季由粮赋带征城守营兵米 （县府大堂有碑，见 《财政志》），百姓便

之。其同官县铭云：“有民嫠孤，有里虚邑。孰尸至此？孰愍而辑？浩浩漆流，济

阳嶷岌；其色黯惨，其波渫涪。人繇地灵，事以诚立。既从之功，莫谓难袭。劈山

获矿，团埴为什；苟利其用，贫窭奚恤？姜女贞烈，志乘有述；苟正其德，尝轨岂

轶？斯民三代，斯地匪瘠。敢告司牧，勒之贞石。”又工书法，好求古迹、谢兰扶

风人，十一年任。性方鲠，不苟言笑。治民以恻隐为心，折狱以持平为务、胡应

宏耀县人，十六年任、王文伯蒲城人，十三年任、马天闲耀县人，十三年任、

苏仲逸澄城人，十四年任。政尚宽大，甚得民心。又精歧黄，贫民有病，辄为诊

治，人咸思之、王干侯咸阳人，十五年任、张治东泾阳人，十六年任。

县长十七年后改称：　邓德模天水人，十七年任、白如琳山东乐陵人，十

八年任。性机警，多奇智。时大饥，又值大军过境，多方应付；设粥厂，募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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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避劳苦，躬自督率，饥民赖以全活、潘恩桐安徽人，十九年任、张道芷河南

人，十九年任。宽和、郭秀璋山西赵城人，二十年任、侯景贤华县人，二十一年

任。重印乾隆邑志二百余部，有序，见丛录、杜炳言蒲城人。二十二年任、杨孝

英岐山人，二十二年任、刘学海安徽合肥人，二十三年任。添设国民学校，清查

保甲，筑碉堡，时邑成绩为全区冠。在任三年。寻升任第一区行政专员、田在养

字涵三，渭南人。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本科毕业。二十六年由礼泉调署。

值抗战开始，征发浩繁，务期不误国病民。政府厉行禁烟，派忠实人员分赴各乡镇

劝导搜查。在任五年，为民国以来任事最久者。三十二年八月，复由中部调署、吕

绍熊字梦飞，洛南人。西安中山大学毕业。三十年二月任。艰苦自励，创办中学，

修筑街道。期年调三区专署科长。卸任后年余，兴国煤矿经理杨松年，称其廉洁自

持，精勤自矢，努力苦干，事必躬亲，闻其困乏，特致接济。吕复书云： “前接子

鸿先生信，汇来台端赐给之款三千六百元，正拟致谢间，复由子周兄捎来一万元，

云作为本年股息之预支，且谓台端为人崇尚义气，对绍熊作风素所钦佩等语。回忆

前在贵县县长任内时，对于台端仅属闻名，并未晤谈，乃于卸职后，如此关怀，实

令愧感交集。现今社会，竟有尚义如台端者，隆情厚谊，不惟个人铭感，且可使今

后为官者知好官并非无好下场，而知所勉励矣”。时同官县立中学募书捐，遂提一

部分购赠焉、姚文蔚字焕青，山西河津人。三十一年二月任，次年八月去任。

秘书民国廿二年设：

陈云程、阎士飞、胡锡明韩城人，两任、周静盭、王嘉谟商县人、杨

人麟南郑人、姬命新本县人。

民政科长廿二年设：　屈正卿、张邦杰、刘玉宾、姬命新第一科科长，

卅二年改设，兼教育建设、王嘉谟、翟增烈。

财政局长十七年设：　梁蓬莱、王少文、杨维新均本县人、张绅、雷

炎本县人。

财政助理员二十二年裁局设：　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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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科长廿六年设：　陈翰华富平人、雷渤南郑人。

第二科科长卅二年改名称：　杨树中本县人，参照 《财政志》。

劝学所长九年设立：　梁文德、任侠、寇之苏、翟守愚、冯志旭、冯

成彦。

教育局长十七年改设：　韦思贤、杨春荣、姬命新。

教育助理员二十二年裁局设：　白树荣。

教育科长二十六年设：　冯均瑞、翟增烈均本县人，三十二年归并第一

科，参照 《教育志》。

劝业所长十一年设：　梁文德、佘治章。

建设局长十七年设：　翟守愚、和文蠧、杨维新均本县人、顾莲荫大荔

人、常钧、张郁穰四川人、任继薛本县人。

建设助理员二十二年裁局设：　杨维新。

建设科长二十二年设：　王广谕、姚焕章旬邑人。三十二年归并第

一科。

兵役科长二十六年设：　马贻云富平人。

第三科科长三十二年改设：　郭清廉本县人。参照 《军警志》。

粮政科长三十一年改设：　任忠杰本县人。三十二年裁归田赋管理处参

照 《财政志》。

禁烟科长二十六年设：　陈俊杰河南人。三十年归并第一科参照 《卫生

志》。

卫生助理员二十三年设：　梁恒昌本县人。

公安局长十七年设：　杨维新、武寿兰、叶屏藩长安人。

公安助理员二十二年裁局设：　段维文。

警佐二十六年改设：　孙光业、陈益之、冯伯铭参照 《军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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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牍录要

余正东：本区一贯之施政方针与今后之推进民国三十一年区行政会议开

幕词

三十一年度陕省三区行政会议开幕，同时举行九月份国民月会，六县局长补行

宣誓就职，三百四十三特种教育工作人员举行参加特教工作宣誓，本区各县地方行

政干部联合训练所特种教育班及兽疫防治训练班毕业，区卫生展览会开幕。七种大

会，合并举行，意义虽云复杂，归纳亦甚简单。因地方政治工作，不外管、教、养、

卫四字。区行政会议与县局长宣誓，是加强管字以展开教、养、卫；特教人员训练

与宣誓，是充实教字以发扬管、养、卫；兽疫人员之训练，是办理养字以辅助管、

教、卫；九月份国民月会与卫生展览，是注重卫字以推动管、教、养。所以今日七

种大会同时举行，意义虽多，实际上可谓是管教养卫会议，易言之，即一种新县制

会议。盖政治设施既不外管教养卫，而管教养卫四者间之联繁又非常密切。每一点、

一线、一面，均与全体有关，所以管教养卫四者宜同时并举；有时亦可先注重某一

点，自然旁及其他，是谓以一贯三；或先进行二三点，达到中心目的，是谓殊途同

归。然此须视时间与空间之关系而决定。故管子时，齐国以渔盐立国，土地不多，

其言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此管子因环境关系，而以推动管教

卫之工作。孔子时，列国兵争，人民难于安居乐业， 《论语》： “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是孔子因当时情势，欲由养而教以完我管卫之工作。总裁在确

定新县制各级组织纲要上言：“本案之基础精神，在唤起民众，发挥民力。”所谓唤

起民众者，是主张以教之手段推动管养卫之工作。此皆因时间与空间之不同，故其

着手点亦略异。

两年半以前正东来洛川之初，适发生富县事变，未及一月，而绥德事变复起。

咸榆公路宜君属之二十里铺，保安大队附李裴然被戕。偏桥及七里店各学校校长教

员，竟持手抢绑架学生百数十名北去，各县奸宄潜伏，或公开活动，风声鹤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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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皆兵。而地方绅士与民众，有质其子弟，藉取连系者；有对地方事件，悉不闻问，

企图避免将来之纠纷者。至各县公务员之恶化与腐化，亦有不可忍言者，各县民众

负担亦奇重，各方援助，多因本区卫字工作不健全，而裹足不前。再从各县县志观

察，洛宜等县在二三百年前，均系八九万人；近年来，将因抗战迁徙此间者一律计

算在内，仅及半数，甚且不及三分之一，足征各县人口之日渐减少。本署曾于三十

年令卫生院就洛川一部分妇女调查统计，每百人中约生四百五十三婴孩，其死亡者

二百二十八，而生存者仅二百二十五，及至成人，又须死亡若干，可见人口一代要

少一代，此为数量方面之情形，至于质素方面，更不待言。本区文化教育，自前清

同光以来，日趋低落：大学生几如风毛麟角，中学生约计三千三百人中仅有一名，

即小学生当时亦总计不过万人。文化教育如此，故一切之基层各部，如学校教师、

保甲人员，其素质自然低劣。

本省 《续通志稿》载刘光?先生所作泾阳宜君等县知县 《徐邵卿传》有云：

“宜君广袤六百里，居民辽阔，贪污不能为弊，循良亦难为治，故官斯土者，多不

事事，朝夕冀出山”。一是诚可以想见当日宜君之实际情形，又堪为本区一幅惟妙

惟肖之政治写真。观过去之史实及现在之情势，即知本区是 “官不安于位，民不安

于野”，且现因特区关系，更可谓 “振古如斯，于今为烈”矣。管、教、养、卫，

均需要迫切，而尤以卫字为最，盖官民不安，皆与卫字最有关系。惟当时本区决定

之施政方针，非从正面之卫字入手，乃从管、教二字推及养字，盖欲由管教养三字，

渐次完成本区对于卫字之使命。此非不注重卫字之工作，实乃管教养卫四字同时并

进，惟对于管教养三字工夫特别明朗化，以更谋卫字于无形中达成任务，所谓管教

养殊途而同归于卫者是也。兹将针对当时所办管教养之重要工作及今后之推进，略

述于后：

（一）检讨管字 “由齐至鲁”——— 《中庸》曰：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

以重，修道以仁。”自古为政，莫不注重主持政教者之本身，所谓以身作则，推己

及人，事理明显，毫无疑义，何况在此空间，在此时间？故本署在两年半前即订定

守则：“对上绝对服从，对下指导辅助，对本身则力求健全，以身作则，以期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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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政治风尚。”此项守则，载在二十九年出版之 《三区一年》中。本署同仁，自

两年半前迄于今兹，虽云 “欲寡其过而未能”，但无日不在 “修己以安人”、“修齐

而后治平”之训示中作工夫。至于行政技术方面，在二十九年六月区行政会议时，

第一案即提出 “决定中心工作，厉行计划、实施、考核制度，以竞赛运动完成其使

命案”，可谓最先实行 “行政三联制”者。自此案决定后，本署即订定甲乙两种

“行政效率考核表”，对于各县办理每一件政务，均分别列表，注明其 “迅速”与

“确实”情形，平衡考核，于本区 《老实话》报公开发表，以资竞赛。因各县之不

断努力，故一切政务，尚少废驰，如保甲之不断整编，贪污之以时清除，自治之日

益开展，朝气之逐渐提高，是皆管字之稍有成就，以为教养二字以及卫字之前锋。

然就个人所见，仍然时感不足。今后之设施，应体会 “由齐至鲁”之意，确信 “自

立为立人之基，自救为救人之始”，厉行 “行政三联制”，以期树立 “由鲁至道”之

根基。

（二）检讨教字 “由量到质”———往年本人曾向各方再四说明三区一切工作，

应注重 “人”的方面，因为人的数量太少，一代少于一代，人的质素亦有问题。中

学生不见多，乡镇长多不识字，时感一切基层干部人才之难得。欲求人的数量与质

素皆能好转，最基本之办法，惟有从教字下手，所以本署对于教育，当欲尽其最大

之努力。如：（１）上届区行政会议，即列教育为中心工作，并成立尊崇教师之决议

案。（２）二十九年曾派高级干部分往各县召开教育会议，以倡导重视教育之风气。

（３）二十九年复曾派高级干部分驻各县，长期督办民教工作。（４）二十九年曾发表

《告全区教师及民众书》，发起本区 “学麦运动”，并劝告学生家长为教师捐制棉衣。

（５）印布教育宗旨，分发全区所有学校应用，以正学风。（６）筹办洛川中学。（７）

三十年，本人曾亲赴各县召开教育会议。 （８）通知宜川及同官筹备各该县中学。

（９）尽力保送各县教师赴省受训，或倡办假期讲习。（１０）清除奸伪分子，以安定

教育界。（１１）督促学龄儿童入学。以减少将来文盲。（１２）救济贫苦学生，培植优

秀青年。（１３）办理 《老实话》报，长期免费供给各县保教人员阅读。此外如本区

训练所之联合举办，本署工艺传习所之成立，各种团队之集中训练，各县局方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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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纂等等，此皆运用教字一贯政策之各项工作。推行以来，曾收微效，比较可述者：

第一即根据 “变民风易，变士风难”之古语，已安定全区之人心，并提起全区官绅

民众对教育之新认识。第二则当时各县中学生，统计每万人中不过三人，现在每万

人中已有六十人以上；全国在战前每二千人不过中学生一名，抗战以来，教育特别

发达，截止三十年度，每六百人已有中学生一名，本区现在情况，则每一百五十人

即已有中学生一名。至于小学生，全区学龄儿童，连黄龙山之难民计算在内，已有

百分之六十以上入学，本区中小学之统计，原为全国最落后之一位，但此两三年中，

已有显著之进步。以后中学生陆续毕业，一部分升学，一部分服务，届时地方一切

干部，其素质自然可望提高，而升学者自然可望深造。本人曾言：“三区处境艰困，

与其谓为政治斗争，无宁谓为文化斗争”。三区乃外地人不愿来工作之地点，我辈

要稳定三区，巩固三区，莫如培植三区之本地青年最为有效，此乃本署两三年来以

教字推动管养而达成 “卫”字任务之大略情形。至于今后之办法，就本人所见，似

应注重 “由量到质”，因本区教育，在数量方面，暂时不必再求过分之发展；在质

素方面，今后应加以十二万分之努力。故本届区政会议之提案，特别注重教育上之

质的充实，除小学主张会考外，中学方面，拟实行每星期小考及厉行留级制度，并

增加导师，每级由一人增为两人，以加强学生之管理，健全学生之人格，俾能切实

认识做人做事之道理。希望各县局长今后将一部分精神，移至学校中 “实看实教”，

以期全区教育之质素与数量同时并进。

（三）检讨养字 “由华而实”———关于养字，在本区更觉异常艰苦。去年始正

式推动，因本地之力量不足，外来之力量，复因地方情形特殊，亦不易参加，如省

银行办事处之设立，农业贷款之实施，各县纺织工厂、造纸工厂以及各级合作社、

县银行之普遍成立，垦荒造林之提倡，在人才与资金均感缺乏时，一点一滴之成就，

都是从整日整夜之工作中得来。我辈为求养字之工作推进，于苦口婆心中曾创造一

种理论，即：现在办理工厂，或是公共造产，只要能作得出货，不必问赚钱折本，

我辈目的是为生产，不是为赚钱。孔子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

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总理、总裁主张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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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畅其流”，莫不注重生产，从未言及赚钱。如某县办理工厂，在此抗战时期，若

非私人舞弊，原不容易折本；即不赚钱，亦为政府应办之事业。因为公营事业，不

比私人营业；私人营业，往往剥削学徒血汗，以及他人之剩余价值，甚感囤积居奇；

公营事业纵令学徒学成即去，苟可藉此谋生，亦即为社会上减少一人消费，加多一

人生产；公家纵令折本，实际上已有利于社会，所谓政治者，即为社会福利而推行

之事业也。我辈并非主张应该折本，乃是万一折本，就政治立场而言，仍属成功。

至于民众负担之过重，亦曾屡向上峰陈述。总之本区养字工作，在此未曾开发之处

女地，现虽稍具基础，如农贷已达百余万，金融机构与各级合作已普遍建立，工业

已由手工而进于机械，农业已由原始现象而设所改良推广，但仍嫌准备不足，效率

不高，今后应当 “由华而实”，以扩大其成果。是乃由 “养”字工作，以推动 “管

教”二字，而完成 “卫”字之任务。

总之，本区二三年来之一贯施政方针，为管、教、养、卫同时并重，但从正面

下手者，特别注重管教养三字，现加检讨如上；今后尤须 “由齐至鲁”， “由量到

质”，“由华而实”步步前进，以期达到卫字之全部成功。绝不可因现在地方之极度

安谧，与管教养工作之稍有成就，而中途自画，不求进步！我辈必须百尺竿头，更

加努力，使管教养卫四字齐头并进，分工合作，以达成新县制所赋予吾人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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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六
财政志

　绪　言

　一、国省各税

１．地丁正供：（甲）明制　　　 （乙）清制

（丙）现制　　　 （附）粮政机构

２．征榷杂税：（甲）盐引　　　　　　　 （乙）契税

（丙）牙税 （附当税）　　 （丁）畜屠斗税

（戊）产销税 （矿税，附矾税）

（己）直接税

（子）印花税　 （丑）营业税　 （寅）所得税

（卯）利得税　 （附）遗产税

（庚）统税

（子）烟酒税 （附牌照税）　 （丑）其他货税

　二、地方财政

１．机构沿革　　　２．税捐种类

３．收支概况　　　４．民众负担

　三、金融

１．货币　　　　　２．金融机关及公债　　　 （附）度量衡



绪言

国家税制，关系国计民生至巨，若定制得其法，用人复得其宜，非

但地方民生，不感压迫，且可化无用为有用，调有余以补不足。近年政

府厘定税制，无不审慎周详，国税县款，严格划分，直接征收，以期平

衡而祛积弊，意至善也。同官地瘠民贫，负担甚重，虽由税额不能少于

他县，要其原因尚别有在。兹特胪列实况，略及沿革，有未晰者，互详

农业、交通、军警诸篇。地方收支，与国家税榷征发在在关联，害于国

者必祸于民，福于民者亦必利于国也。

一、国省各税

１．地丁正供

地粮丁银，本为二事，自清康熙末诏据五十年丁数，永为常额，而

雍正初遂并丁于地，不另征解，于是地丁合为一词，即以表赋税粮银，

而租课、杂赋等，渐皆并入，为正供焉。

（甲）明制

叙田赋税制，须先明地亩数及丁数。旧志：“明官地三十七顷九十亩

一分七厘，民地五千九百一顷七十二亩二分七厘。丁数无考。旧志按语云：

“明亦征丁，而前志阙焉，岂其时初定一条鞭法，赋役一归于地，故略之耶？而乔

志亦不载，此不可解也。”其赋税，原额一万四千四十一石二斗九升九合五

勺四抄此正统后额。弘治十四年，布政使文贵奏除荒粮一千四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

三合 （原除五千一百八十二石三斗三合；嘉靖十六年，复添红德城清平仓粮四千六

百五十四石二斗七升，止除此数），续增新收开垦起科并抛荒召佃粮六百九十七石

七斗五升二合七勺。实征粮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五石六斗六升一合九勺四抄。

征收分夏秋两税：夏税实征粮四千二石六斗七合九勺原额四千一百九十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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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二升八合九勺；除荒粮七百九十九石五斗三升二合三勺，增新收粮六百一十石

三斗一升二合三勺，如此数，内有存留七百二十二石九升九合，有起运二千四百

七十九石，又解韩府禄粮八百一石五斗八合九勺焉。秋税实征粮九千三百二

十三石五升四合四抄原额九千八百四十九石四斗七升六勺四抄，除荒粮六百一十

三石六斗二升五合，增新收并召佃粮八十七石二斗八合四勺，如此数，内亦有存

留五百三十三石九升五合六勺，有起运八千六十一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四抄，又

解秦府禄粮七百二十八石七斗四升六合三勺焉。粮税之外，复有马草、绢、

丝棉之征此亦原于地者，共征银四百二十六两二钱三分原额地亩马草一万二

千三百一十二束十斤十一两八钱，除抛荒草二千一百五十三束二斤，增新收草一千

四百九十五束一斤十两二分，实征马草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四束，折银三百四十五两

八钱四分零。绢一百一十二匹一丈一尺，折银七十八两六钱五分五厘零。丝棉二斤

十四两，折银一两七钱三分五厘。合计如此数。

万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钱梦得奏准本县上等凋敝，额粮例征七分，

余额停免，实征夏秋粮八千一百八十三石三斗三升六合五勺，折银八千

七百五十六两一钱六分五厘。迄二十七年，照一条鞭法，重定额款，原

额征银四千四百八十六两六钱三厘三毫，遇闰加银二百八十二两四钱三

分二厘三毫。

此外复有银差及力差所谓差徭钱，亦原于丁者：银差共征银一千八十四

两二钱三厘三毫内公费丁银三百三十九两九钱八厘三毫，家具银三十两，乡饮、

祭祀、芒神、土牛银九十六两，盐钞、磨课、军器、药味银一百五十六两八钱四分

四厘，秦府官瓶、按察司油蜡、本府清军厅马夫共银三十两五钱九分二厘，举人盘

费、坊价银四十六两五钱二分九厘，扣解漆水驿辅陈、库子富户布价银共十九两九

钱三分，本县薪马夫银一百四十两，贡士盘费银一十八两，儒学斋膳银四十四两，

本县仓库、书算纸扎共银三十八两四钱，仓夫一名银三十二两，修理仓廒并铺垫银

二十两，巡检司马价银二十八两，馆夫五名银三十两，孤老银一十四两，此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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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杂费开支也。力差共征银三千四百二两四钱内机兵二十四名、民壮八十二

名、弓兵二十名共银一千一百四十一两二钱，接递夫一百二十名、马十五匹共银一

千五百三十两，县堂、分司、儒学门子七名共银四十三两八钱，县堂并接递皂隶三

十八名共银二百七十三两六钱，书手四名、文庙夫一名、姜女祠夫一名、灯夫十名、

鼓夫五名共银一百二十七两八钱，铺司兵三十名、禁卒五名共银二百七十六两，官

仓学仓本色收头二名银十两。此皆工食开支也。

按：自明万历间定额粮例征七分，折银八千七百余两，而一条鞭法

行，额款但折征银两。时知县马铎又申请改折荒粮，详 《吏治志》。后至明清

之间，以军需浩繁，征解仍按本色，拨运仓储，不依折色，解银司库矣。

兹附录明参政邑人寇慎一文如下：

明寇慎：请折本色文

切癤同官弹丸山城，昔称上等凋疲，山高土瘠，户少人愚。是以年来旱蝗频仍，

而此地被灾独酷；盗贼出没，而此地遭患更深，仅存孑遗数百，不敌邻封一村。家

无牛具，人力代耕，苦愁万状，难以笔述。今奉明文，每年钱粮，本色征解。盖惟

正之供，自当应尔，但念山地瘠薄，亩获数升，无论籴买无出，且路距省城二百余

里，万山崎岖，车辆不通，肩挑背负，运送有几？约一石之粮，计五石之费，储之

太仓，利仅秋毫；致之同民，害重丘山。矧今盗贼蜂起，道梗难行，明示一播，百

姓惊惶，咸思逃亡。恳祈目击穷愁，备悉苦情，转申上台，准照旧例折色征解，庶

国税不误，残民更苏矣。

又明末耀州得减税十分之三，寇有 《耀州牧宋公祠碑记》，附下备参：

粤稽田赋之额，陕以西惟西安一郡土壤为诸郡甲。耀，属区也，田硗而赋重，

考成十分，与诸属等，历二百五十余年矣。自公拜御史，内请于司农，外告于院司，

集义疏闻，初请减十之二，再减十之三。当国家需财之日，而公得以减税允其请，

一时惊异数云。按州粮一万八千石零，该输银一万八千两零；减三分，计每年减五

千四百两零，十年计减五万四千两零，十年内三年得蠲租，百年内可三十年无税，

耀民子子孙孙食惠无既矣。或曰：议减病国。余曰：天下苦赋役不均久矣，奉额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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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小民急不能择，舍穑事而走险，弄兵潢池，卒成我天子忧，亦曾讲于本末缓急

之道欤？冯欢焚券而田文盛，汲黯发粟而武帝兴，公为耀，即为国也。余与公同登

礼闱，公能得之于耀，而余不能得之于同，他日过公祠也，匪惟敬之，抑且愧之矣。

（乙）清制

旧志：“原额民地折正一等地六千六百六十二顷七十一亩五分，除荒

外，实熟地一千七百二十四顷六十一亩九分七厘。旧志按语云：“同错壤山

丛，地可亩计者什之三四耳；余皆跨岭越溪，即土著之人亦难指数，甚至鸟道猿径

不可著足者，皆科粮地也。吁，此同之所以困哉！朝廷免除荒地五千六十余顷

（按：知县熊封所请，详 《吏治志》），地之入册者仅有此数。今承平日久，民皆乐

业，若使执鱼麟风旗之式，造册编图，则故额可复也；而朝廷宽大，使瘠土之民，

长游化日，呜呼！休哉！。”其赋税，原额共粮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五石四斗二

升九合九勺四抄，共征银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两七钱五分四厘零零数为一丝

六忽六微一纤六尘。按旧志所记银数，于分厘下尚有毫、丝、忽、微、纤、尘、渺、

漠、沙、洙、涯、洒十二位，今凡正文中皆节去而以零字代之，原文改入注中，以

存掌故而省目力。除荒外，每亩科粮二升，实粮三千四百四十九石二斗四

升，共征银三千六百五十五两一钱六厘零五毫七纤六渺六漠八沙。旧志按语

云：“顺治康熙初年，因粮于地，为数参差。康熙三十年，知县武令谟乃按地科粮，

率以每亩二升为额，虽便书算，然硗确之地，受累无穷矣。”原额民丁共折下下

丁九千四百四十六丁，俱归荒粮豁免；行差实在丁二千七百四丁本有行差

丁九千一百六十九丁；除逃亡外，实二千五百八十五丁，节年招回并审出自首丁一

百一十九丁，增减如上数。康熙五十五年奉文：直省丁粮，但据五十年丁

册，定为常额；以后编审新增人丁，名为 “盛世滋生”，永不加赋。后至

雍正十三年编审新丁，免赋不载。惟至乾隆中，复征抵补屯更丁共四百

名按：屯更者，官地而民耕种，赋籍仍属之官。明季北山置卫所，军地屯田，清初

裁并而屯田散之民间，是为 “民屯地丁”；明之废藩壮田，清为更名升科，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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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地丁”：合而简称之曰 “屯更”也。旧志载雍正五年屯更之数，已均入地粮；

乾隆元年，复征抵补屯更丁，其数为元年编审出屯更丁九丁，六年七丁，十一年九

十六丁，十六年九十六丁，二十一年九十六丁，二十六年九十六丁，合计屯更丁共

四百。其赋税，原额共征丁银三千六百九两九钱四分六厘零五毫八微四纤

二尘四渺一漠。除优免逃亡外，每丁征银三钱八分二厘零一毫六丝六忽六微

八纤四尘四渺，实征银一千一百七十九两五钱八分三厘零七毫九丝七微七纤

九尘五渺。雍正五年以粮载丁，共减银六百八十二两六钱四分一厘零八毫

七丝八微三纤一渺二漠，实征银四百九十六两九钱四分一厘零九毫一丝九忽

九微四纤九尘三渺八漠，又屯更丁银一百五十一两八钱五厘零八毫七丝四忽

六微六纤三尘四渺六漠六沙六洙六涯六洒，均摊入地粮征解。旧志按语云：“陕

省屯更之例，起于雍正五年，其时以粮载丁，而同得从。乾隆元年复抵补豁除之数，

同应抵补银二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一厘四毫七丝八忽五微二纤。元六两年共抵补银

六两一钱一分四厘六毫六忽九微五纤四渺，其余二百一十八两五钱三分六厘八毫一

丝一忽五微六纤九尘六渺，于十二年奉文：分作六次，于编审之年摊征。除已抵补

外，尚欠二次抵补银七十三两三钱七分六厘，应于乾隆三十一、三十六两年编审补

足。”此外又征均徭银二百四十四两四钱二分八厘零二毫五丝七忽二微五纤

九渺九漠六沙。以上皆正额也。其属额外征收者，则有额外停免丁银一百

八两五钱一分六厘零五毫一丝二忽一微二纤八尘三渺。雍正五年摊入地粮征解。

内计正银七十二两六钱四分六厘八毫一丝七忽七微一纤二尘，军籍丁正银三十五两

八钱六分九厘六毫九丝四忽四微一纤六尘三渺，二项共计如上数，额外停免粮银

五十八两九钱一分一厘零二毫九丝九忽三微五纤九尘六渺。乾隆二年摊入地粮

征解。内计正银一十四两一钱二分六厘七毫一丝五忽三微五纤九尘六渺，军籍粮银

四十四两七钱八分四厘五毫八丝四忽，二项共计如上数，额外匠价按明季有匠籍，

大工作即值役；清初俱除为民，匠人折价人官，免其应役，银一百一十五两八钱

三分乾隆二年摊入地粮征解，额外课程按清律载：课者，税也；程者，额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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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征入少府充私用，唐宋以后归公。陕省旧例，除佳州系各渡水手完纳外，均系铺

户出办），银二十二两八钱七分。合计正额、额外，共实征银四千五百四

十三两六钱八分五厘零五毫六丝三忽四微二纤二尘四渺一漠六洙六涯四洒。应征

银数本为四千八百五十四两四钱一分三毫六丝三忽四微二纤二尘四渺一漠六洙六涯

四洒，内除兵米、豆、草三色抵银三百一十两七钱二分四厘八毫，故实征为此数。

其解缴亦有定法：一曰起运，解司者也，共银三千八十二两二分六

厘零五毫六忽九微七纤六尘七渺一漠六洙六涯四洒，遇闰加银一十八两七钱六

分四厘零六毫四丝四忽六微八纤九尘二渺六漠六沙。具列项目计药味 “课程之

类”脚价银二钱九分九厘五毫六丝二忽二微九纤六尘二渺。解司兵饷银二千七百六

十四两七钱七分三厘九毫四忽九微四纤五尘一渺一漠六洙六涯四洒。站支新垦银二

十二两二钱五分九厘九毫八忽六微五尘八渺，站支浮银二两三钱七厘二毫九丝九忽

五微六纤二尘六渺，自首新增银四钱一分一厘六毫一丝三忽八微三纤六尘三渺，自

首站支银一钱四分九厘七毫八丝三忽九微九纤四尘七渺；夫马新垦丁银增二十二两

二钱五分五厘三毫五丝七忽五微二纤二尘三渺，夫马浮银八钱三分七厘三毫二丝三

忽八微四纤。半留纸扎银五钱三分一厘七毫五丝二忽三微七纤三尘七渺。驿盐道边

塘银二百六十八两二钱。旧志按语云： “旧有户、礼、兵、工项下夏税秋粮各款，

康熙三年总归户部汇解，名曰地丁钱粮。陕西起运，俱解司，无解部项，故旧款皆

不载”。二曰存留，备支者也，共银一千四百六十一两六钱五分九厘零五

丝六忽四微四纤五尘七渺，遇闰加银四十一两一钱三分八厘零。支用项目可

约为五类：一、祭祀典礼春秋祭祀银二十六两二钱二厘二毫八丝三忽三微一纤

三尘，霜降祭旗纛银一两七钱八分七厘九毫二丝八微七尘二渺；乡饮银一两五钱四

分一厘三毫一丝四微八纤九尘，但此类存县留用之额尚不足用，则须具文赴司领给，

计司领项下有：文庙春秋丁祭不敷银三十五两二钱七分八厘零，春秋均祭银一十一

两八钱七分零；关帝春秋祭银一十六两七钱六分，五月十三祭银五两一钱二分；雩

祭银四两；外夫马闰月工料银二十一两六钱：以上共银九十四两六钱二分八厘，具

７１２

同官县志卷十六　财政志



文赴司领给。二、官府俸工知县俸银 （旧分俸、薪，顺治年并作俸）二十四两二

钱五分七厘一毫六丝九忽八微五纤九尘五渺；门子二名工食银一十二两，皂隶一十

四名八十四两，仵作二名一十二两，马快八名一百三十四两四钱，民壮二十二名一

百三十二两，禁卒八名四十八两，轿伞扇夫七名四十一两，库子四名二十四两，斗

级四名二十四两，钟鼓夫五名一十三两三钱三分二厘，杠夫十二名一百二十九两六

钱。典史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门子一名工食银六两，皂隶四名二十四两，马夫

一名六两。三、学校薪膳训导俸银四十两，廪生二十名银六十四两，斋夫三名工

食银三十六两，门斗二名一十四两四钱，膳夫二名一十三两三钱三分二厘。四、

驿铺饷料铺司二十九名工食银一百七十四两，马夫四名半工食银四十八两六钱，

驿马草料银二百一十两六钱，修理马号银九两。五、孤贫救济孤贫二十名，口粮

并布花银七十五两八分六厘三毫七丝一忽九微七纤七尘。此可窥见当时由国库

支拨之地方概算矣。旧志按语云：“前志所载存留之外，有银差、力差二项，共

银四千四百八十有奇。今自雍正乾隆以来，以粮载丁。一切额外杂征均入地粮征解，

其数仅与明之银力二差等，而存留仅有此数，何今昔判若霄壤也？盖省无益之费，

因以罢无艺之征，大成裕之休，可谓尽之矣”。

其随赋加征之 “耗羡”，则额征地丁加一五即每正银一两，征银一钱五

分。耗银，计六百八十七两一钱三厘零七毫六丝七胡六纤三尘四漠三沙八洙九

涯，专为养廉办公之用内支知县养廉银六百两，公费银二百二十两；典史养廉银

六十两。除支外，尚不敷廉费银一百九十二两八钱九分六厘二毫三丝二忽九徽三纤

六尘九渺一漠六沙一洙一涯于耀州关支。旧志按语云：“耗羡之名 （按：意谓恐经

征 “耗”折而加征，后乃成为 “羡”余也），其来已久，其前皆有司大吏，私相侵

受；雍正四年，乃以耗羡归公，而定为养廉之额。嗣后以一五为率，多者裒之，寡

者益之，私戢而公以裕矣”。

上所述为清乾隆中之正供定制旧志按语云： “古者计口授田，因田制赋。

《禹贡》‘则三壤’尚已；《周礼·太宰》：‘以九赋敛财贿。’赋非尽出于田，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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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田而赋者也。三代而后，赋民之法不一，论者群以唐之租庸调为近古，杨炎作

两税，当时病之，然其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今不易。盖尝论之，能授田则租

庸调为良法，无授田则租庸调为弊政，今之不能行授田之法者势也；而复税庸调，

则有田者拥膏腴，而丁多者力殚矣，有明之弊可鉴也。迨一条鞭之法行，而民困稍

苏，惜其行之未久，会国家多故，辽饷方加，练饷复继，于是里甲均徭，浮于岁额

矣。上下之交困，凡以此也，岂法之不善哉？今丁不加赋，地以归丁，尤法之善，

仁之尽，可垂万世而不易也。同自清初除荒免赋，至今休养生息百数十年而岁不加

额，故民生以聚，民气以和也。今邑之荒地虽渐辟，然山地硗确，垦佃者半外来无

业贫民，旋种旋荒，若据现在起科，则民命立蹙矣”。后至光绪三年旱灾，报明

逃亡绝户荒地一百零四顷四亩一分二厘五毫，蠲免粮二百零八石八斗二

升四合，故光绪以后实征熟地一千六百二十顷二亩零七厘五，额粮三千

二百四十石四斗一升五合零，每石按一两四钱二分，折征库平银四千六

百零一两三钱八分九厘。迄宣统初，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其田赋类之调

查说明，兹摘其关于本县者，谱而注之如下：

民地丁：每石折征银壹两四钱四分七厘八毫四丝四忽，每两连耗共

收市平银一两六钱，申合库平一两五钱六分五厘平余在内。

课程：每两连耗收市平银一两六钱，申合库平一两五钱六分五厘。

按：课程在乾隆中未摊入地粮，至是仍独征也。

药味折价：每两收市平银一两六钱，申合库平同前。原属起运项目，

不知何时特征。

大平余民屯更平余：每正银一两收银四钱一分四厘。平余即耗羡之类，

耗羡已摊入地丁，则其征额又在旧征之耗羡外矣。

课程平余：每正银一两收银同前。

药味折价平余：每正银一两收银同前。

小平余：每两收银四分五厘。以上四项平余乃报册分列，实际征收时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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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曰平余耳。

催粮费：每年由差徭项下拨给钱二百四十串文。粮差下乡，须按亩并按

两，或由差徭项下及各里长给予口食钱也。

旧差徭：每民地丁一两收差钱四百六十文。大差常差，出钱出夫，各有

不同，陕省向系收钱支差，但极重，巡抚谭钟麟曾酌减。此项不报部，解省善后局

（后改为财政局）。其后并入下项赔款差徭。

赔款差徭：每民屯更正银一两收银四钱。光绪二十八年，因新定庚子赔

款，数巨期迫，清代祖制，不准加赋，遂一律加征差徭 （此项亦名 “规复差徭”，

其解释为规复谭抚奏定之数，上项旧差徭钱数，实已统于其内），汇解上海。

拨支防营：额米粮一百零八石八斗零七合，豆一十八石五斗四升。

此项豆草已准抵正赋防兵拨支之用

本色草：征草九百零六束四分。拨支防兵，准抵正赋。

如上各项，则清末之正供而民国承之者也。每年征收总额详后表。

（丙）现制

民国初承清制，继而废两改元，今复按元征实。初如绿营兵米，依

旧征收，十一年始裁撤。县知事薛正清立碑记于大堂，附下：

薛正清：裁撤兵米碑记

军备之宜缩减亟矣，竭全国脂膏供亿，使社会事业无由发展，何莫非麇集鸟合，

漫无限制之兵额有以致之？同官旧有兵米征额，盖清代由田赋项下划出银一百二十

五两，另征作绿营饷糈。民国纪元，绿营裁撤，而兵米犹征，且以其羡额补助地方

租税，浮支滥用莫可究诘，甚非所以核名实而重赋税也。正清视事斯邑。询之士民

佥称不便；爰以县令裁撤，正供之数，仍归田赋并征，藉苏民困。尤望军界当局，

急图军备之缩减，以活国脉以拯时艰，毋徒苦同胞为也！权县事龙门薛正清谨撰书。

继以货币用元，征银不便，且征收人员，于平头、银色，易于作奸，

乃废两改元颇晚，约当二十年后。每库平银一两按一元五角折合，并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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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正银同时附征耗羡、平余、赔款、差徭等款，兹附一表如下：

地丁正副各种税率表

科目 银两额数
折合银元

总数
税率单位

折合

元数
附　注

地丁
四千六百零一两三

钱八分九厘
６９０２．０８４ 一两 １．５

税 率 单 位，

即每银一两，

按一元五角

折合。

附征耗羡
六百九十两二钱零

八厘
１０３５．３１２ 一钱五分 ０．２２５

即每征银一

两，附 征 耗

羡一钱五分

（后准此）。

庚子赔款
六百一十九两九钱

四分五厘
９２９．９１８

一钱三分

四厘七毫

三丝

０．２０２１

平余
一千九百五十二两

八钱二分九厘
２９２９．２４３ 四钱二分

四厘四毫
０．６３６６

留支差徭
一千二百二十两六

钱一分
１８３０．９１５

二钱六分

五厘二毫

七丝

０．３９７９

本项于十八

年划归地方

财政局征收，

作为地方款，

嗣废除。

合计
九千零八十四两九

钱八分一厘
１３６２７．４７２

一两九钱

七分四厘

四毫

二十二年，省令划一全省折征办法，改称 “本色粮折征”。是年财政

厅长李志刚，因本省田赋，名目繁杂，流弊滋泛，遂厘订整顿办法，划一名称，将

全省各县地粮等，一律改称县本色粮折征。计旧六里共额征粮三千二百四十石

零四斗一升五合零五抄，折银四千六百零一两三钱八分九厘已详前。以二

元七角折算，共合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三元七角五分，即每斗粮应纳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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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三厘四毫也。此项地丁正附，统行解省，地方款亦随粮附加，由百

分之三十渐次增加至百分之百。三十年，中央新订本年下期田赋改征实

物办法，按照二十九年度县正附税总额核算计征即二十九年度每元抵纳粮一

斗三升，改征粟谷三市斗。县奉令征收粟谷，依赋额正附共二万二千六百一

十六元六角六分，每元折收三市斗，半年应征粟谷三千三百九十二市石

四斗九升九合，除陇海路咸同支线占用民地及西区石柱镇六七八九十等

保情形特殊，不能征收外，实征粟谷三千三百四十一石六斗二升一合。

是时县粮政机构成立。三十一年，由田赋带征军麦，赋粮每元以二

市斗五升折征，共收小麦五千六百五十四石一斗六升五合；军粮每元以

一市斗五升折征，共收小麦三千三百九十二石四斗九升九合。卅二年，

按照查丈地亩，暂借征军赋粮八千四百包，每包重二百市斤。按：县之土

地瘠薄，面积狭小，此次查丈地亩，经办人员及地方人士皆未注意，致以少丈多，

以劣报优者不知凡几。准以面积，较邻县多至数倍；农民有全年所得尚不敷粮赋之

半者。现已通知更正，由田赋管理处兼办。详 《农业志》之地政。兹因田赋定数须

待土地整理，并注于此。

（附）粮政机构　县初设粮食管理委员会，专管粮食之生产、存销、

调查、登记、统计等工作。三十年九月，奉令组织粮政科，范围较其他

各科为大，人员亦多。并设指导一人，以辅粮政之进行。是年实行经征经收

划分制，设两经收处：一在黄堡镇李家沟，一在中山镇济阳寨。三十一

年，废除前制，统归田赋管理处办理，内分一二两科。乡镇设立分处，

除原设两处外，又增设陈炉镇分处，以便民众交纳。抗战以来，军粮为重，

历年征购，附数备参，计：总库屯粮小麦四百包 （二十九年一月），第十战区购粮

委员会第三期军麦四千包 （二十九年五月），军事委员会陕西省购粮委员会第一期

军麦七千包 （二十九年十月），陕北屯粮四千二百包，军政部军粮局驻陕两粮局三

至七五个月给养小麦二千九百八十包，陕北一年屯粮小麦二千四百五十九包。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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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屯粮一千五百六十七包，三十一年由粮赋带征军麦 （小麦）三千三百九十二

市石四斗九升九合。

２．征榷杂税

（甲）盐税　清制：原额引三百五十道，运盐必凭引以为信，无引为私

盐，有禁。，增引九道，代销高陵、蒲城、长武、夏县引一十八道，余引

四百八十道后裁。每引掣盐二百四十斤，额征课银三钱九分八厘零。原额

征课银三钱二分。顺治十三年每引加银七分八厘零。十五年加课五分，康熙十七年

加课七分，二十四年除五分加课，二十八年除七分加课，仍照顺治十三年定额如此

数。外征纸价银三厘，赈济盐丁米价银一分二厘，共课银一百五十五两

七钱零。内额课银一百四十四两五钱七分一厘零，增课银三两七钱一分七厘五毫

五丝三忽五微，代销课银七两四钱三分五厘一毫七丝，每八引为一把，合十五

把为一名，每名征收大锭五十两。内除正课四十八两、纸价银三钱六分一厘七

毫五丝三忽、赈济银一两五钱，每锭多银一钱三分八厘二毫四丝七忽，合算名曰扣

锭，归公充饷。增引每名纳课银四十六两二钱四分五厘零，比额课每名少银三两七

钱五分四厘零；雍正六年，照额课一体征收。余引尽销尽解，课无定额，各引奏销。

雍正八年定例：本年盐引，限以明年六月内清查，十月解部。每引一名，输官钱

银十一两、公务银二十四两八分，公费银六两。旧志按语云：“《金史》：‘兴

定三年，诏运解盐入陕西，以济调度。’后旋禁。元中统四年复行，至今不废。然

则陕省之食解盐，自金始也 （按：后名潞盐）。历代盐法，利害相半。自花马 （属

定边县）、鱼堡二盐行，而商课通矣。明季豪猾窝奸，商蠹国，莫此为甚。今则

吏治肃清，商无扰累；近复减课带征，以纾商力，以裕民食，诚通惠尽善之道也。

呜呼！休哉”！乾隆以后，大抵民运民销。引不用以行盐，土商持以按丁按户摊

收钱文还课。嘉庆间，陕北各县多经奏准归入地丁摊征矣。迄于清末，本县另无

盐课。民元以来，买卖自由；二十八年，始归商卖，共设官盐店二家，

由省盐务局直接管辖。每百斤课税一元四角，是年约售盐拾万斤，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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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一千四百余元。三十一年税额一百零八元，全年约售四万余斤，共课

税四万余元。三十二年税额增至四百二十八元，然以私盐充斥，官盐月

只能售千余斤，近来查禁私盐，稍有起色。

（乙）契税

旧志：“税课：地税银二两九钱一分。”按：清代契税每两收税三分。

宣统元年，部令买税收九分，典契收六分，而典契向未验收；二年，上

解契税银三两。民国三年，部章规定买契按六分、典契按三分征税，税

款尚无定额。十六年，财政部公布验契条例：凡人民所有权不动产契据，

无论新旧典卖，均应一律呈验注册，税按六分征收。二十年，省财政厅

令民间契据，一律登记，粘贴登记证，契纸每张收费一元，各县按定额

派收。然登记多未实行。本县派额为三千六百元；二十三年，全年仅收

三百二十八元二角七分二厘。二十四年，财政厅为整顿税收，令自五月

十六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无论新旧典卖白契约，均减轻三分之一，

按买四典二验税，免予处罚，是年共收洋一千零零三元六角。二十五年

财政厅颁布 《修正整理契税暂行章程》，由七月一日起实行，买契按百分

之四，典契按百分之二征收。三十年后递增，而经收亦改归田赋管理处。

兹将二十六年以后之税收，表之如下：

种类年份
买契 典契

税率 税收 税率 税收

契纸

价数
共计 附注

二十六年 ４％ ２７３７．３４ ２％ ３７５．３７ ４４８．５ ３５６３．２１
契纸每张五

角，后无增

减。

二十七年 ４％ ２１６１．６８ ２％ ４２２．０６ ５１４．０ ３０９７．７４

二十八年 ４％ ２１８８．３１ ２％ ３３９．００ ３３４．０ ２８６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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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年份
买契 典契

税率 税收 税率 税收

契纸

价数
共计 附注

二十九年 ４％ １９４３．１５ ２％ １７９．８８ １８６．０ ２３０９．０３

三十年二月 ４％ ３４８．９６ ２％ １１５．８０ ５６４．７６

三月份起 ５％ ４０８３．２５ ３％ ２５６．９４ １７４５ ４５１４．６９

三十一年一至七月，税率照旧。八至十二月买

契百分之十，典契百分之六。共收二万四千

余元。

９０００ 改归田赋管

理处经收

三十二年买契百分之十五，典契百分之十，共

收八万八千余元。

（附）推收费　民国二十年，省财政厅令设 “县推收所”，专司不动

产粮户过割事宜。每契一张，征收置业人推收费五角。县于二十年六月

成立县推收所，嗣以经费不敷，移归第二科兼办，三十一年统归田赋管

理处办理。

（丙）牙税营业税类

旧志：“税课：牙税银一十九两五钱。旧有璜税银一两，乾隆二十二年

裁，只存此数。”迄于清末，县额征银二十两，实征银二两八钱，其收不

敷解，由官赔垫银十七两二钱，按：《清会典》载凡城庙衢市，山场镇集，舟

车所凑，货财所聚，择民之良者，授之帖以为 “牙僧”。使辨物平价，以通贸易，

而税其帖曰 “牙税”。康乾各朝，禁止私立牙行名色，州县滥给牙帖及衙役捏充牙

行，而把持行市，律有罚则。陕省额定牙税银二千二百六十五两二钱 （系专案奏销

候拨，后定为遣派日本游学及监督经费并五校经费），派之各属，而同官则牙户倒

闭者无人承充，故由地方官赔解也，实则领有牙帖三张杂货行一张，炭行一张，

陈黄红粟行一张。年各纳帖税银二十两。民国以后，换领三等下则牙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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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牙帖亦分三等九则，但同一等则中税银复有参差。嗣以各地旱灾，而中宜

各县丰收，县遂为食粮集中出口之地，故有商人永丰德、三义成、温秉

、张景贤及炭行五盛昌等六人，先后陆续请领六等牙帖六张，每张帖

捐洋八十元，年纳税洋二十元，共洋一百二十元。二十九年，黄堡镇增

加斗行二处，县城北关三处，陈炉镇一处，红土镇一处，共七处，年收

洋一百四十元，由县府汇解。

（附）当税

旧志：“税课：当铺二座，税银十两。”清道光时，尚依例年征此数。

至同治回变后皆歇业。

（丁）畜屠斗税亦为营业税类

旧志：“税课：畜税银二十八两四钱四分。”清末仍由县署征收，额

解银三十两七钱六分八厘，实征一百五十二两五钱零三厘，盈余一百二

十一两七钱三分五厘。按：《清会典》载：“凡牲畜之鬻于市者，防其暴盗，有

牛马税、猪羊税，实于稽征税课之中，寓维持商务之意。”陕省沿边游牧地，杂税

以此为大宗 （集会多市骡马，故会税亦包其中）。府县同城者，或归知府征收。向

属解款，但或抵补他税，或津贴学堂等。其盈余则地方官之私人矣。但向未设卡，

亦未招包，由科代收，尽收尽解。民国十三年，驻军团长左协中，以军

饷不足，招商包收，年包二千四百元。十八年，始归县政府经收。又加

屠税、斗税。按：屠税征于宰割之时，又类畜税之 “落地税”矣。斗税则 “销

场”也。畜税经常征自 “出产”，集会则亦征自 “销场”者，统名曰杂税，招商

包收五千六百元，提取四成为教育费，余上解。包额历年增加。二十四

年，财政厅令改杂税名为畜屠斗税，公开投标，包额六千一百六十九元。

由包商按月照数清交县府，分别转解省库。二十九年奉令改归县政府派

员征收，额乃大增。三十年，畜税改归营业税局征收。迄三十二年畜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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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皆裁撤，屠税改归地方。兹将二十六年以后之税率及包额，表之如下：

品类年份
牲畜税 屠宰税 斗捐

税率 包额 税率 包额 税率 包额
总计 附注

二十五年
照价百

分之五
４７００ 猪四角

羊三角
８００

每斗收

买户一

厘四毫

５００ ６０００

畜税包骡、

马、牛、驴、

猪、羊，

屠税只有

猪、羊。

二十六年
照价百

分之五
４７００ 猪四角

羊三角
８００ 卖 户

七毫
６５０ ６１５０

二十七年

（下半年）

照价百

分之五

半年

２７００
猪四角

羊三角

半年

４００
半年

３３７ ３４３７

二十八年
照价百

分之五
５５００ 猪四角

羊三角
１５００ １９６０ ７９６０

二十九年
照价百

分之五
２０６０２ 猪四角

羊三角
１３４７ 买卖户

各二角
８４０ ２２７８９

本年改归

县 府 收。

内元以下

四舍五入

三十年
照价百

分之五

改归营

业税局

征收

猪九角

羊三角

买卖户

各四角

三十一年
照价百

分之五

猪九角

羊三角

买卖户

各四角

三十二年
奉令

裁撤

猪九角

羊三角

改为地

方税

每百元

各收二

元五角

奉令裁

撤但各

粮行仍

私收如上

率。

（戊）产销税矿税

清初但税矾。嗣乃税煤，年纳煤税钱四百二十串。由省矿务局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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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奏销，开采者向矿务局请领执照，因时开时歇，故不作的款。并随税附征

钱一千一百二十串光绪三十年，拨给城守营津贴钱六十串，典史津贴钱六十串，

县署津贴五百串，高等小学堂钱二百四十串，巡警钱二百六十串。宣统初，改归

劝业道征收。民国初，由县署年收煤税一千二百串又自清光绪末年起，煤矿

年解县立高等小学堂学费一千四百四十串，由高等小学堂直接征收。民国沿之。自

地方款实行摊派，废学费名词，煤矿负担标准，改由总额内划出一部分，名曰 “商

捐”，按照各煤矿营业状况分配，由财政局经收。三十年由煤矿业同业公会收缴县

府。旧经征之煤税，则早废除矣。迄三十年，中央规定煤税，始归 “财政部

陕晋税务管理局同官煤矿区产销税稽征局”征收。兹将三十年以后之产

量及税额，表之如下：

同官煤矿区产品税额表

税率每年皆百分之五，税额系逐期照总局之定价而定。

年
份类

额

二十年下期

（七月后）

三十一年上期

（一至三月）

三十一年下

期（四月后）

三十二年上期

（一至七月）

三十二年下

期（七月后）

大

炭

每日产量

（公吨）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税额 （元） ５．３２ ３９．６ ８．５８ １３．７６ ３４．４

收数 （元） ４２．１６ ３１６８ ６４０４ １３７６ ３４４０

二

炭

每日产量

（公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２０

税额 （元） ４．６７ ３４．８ ７．５４ １２ ２２．８８

收数 （元） ４６．７００ ３４８０ ７５４０ １４４０ ３２２５．６

渣

炭

每日产量

（公吨）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８０ １８０

税额 （元） ４．１７ ３１．２ ６．７６ １０．８８ ２３．５２

收数 （元） ６６．７２ ４６８０ ９４６４ １９５８．４０ ４２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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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类

额

二十年下期

（七月后）

三十一年上期

（一至三月）

三十一年下

期（四月后）

三十二年上期

（一至七月）

三十二年下

期（七月后）

混

煤

每日产量

（公吨）
３０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３００ ３００

税额 （元） １．６７ １２．６ ２．７３ ５．６０ １５．４４

收数 （元） ５０．１０ ２５２８ ７６４４ １６８０ ４６３２

焦

炭

每日产量

（公吨）
１００ １５ ２５ ２０

税额 （元） １２４．８ ２７ ２６．７２ ４７．０４

收数 （元） １２４８ ４０５ ９６８０ ９４０．８０

合

计

产量（公吨） ６２０ ６１０ ６１５ ７２５ ７２０

收数 （元） ２０５．６８ ７６１０４ ８５１０．２０ ７１２２ １６４７２

附注

每日产量，

同官煤矿

约四百吨，

其他约二

百余吨。

税局误解法

令，比上期

加征八倍有

余，三个月

后更正如下。

（附）矾税

旧志：“税课：矾税银二两四钱。”税起于雍正年间，县民赵可金在本境

炭窠煎矾 （按：系采取炭铜煎之），报纳税银二两四钱。至今皆赵姓纳税。乾隆以

后迄于清末，历年解司库报拨，民国停征。按：旧志所载税课，除盐引外，

惟地税、牙税、当税、畜税及矾税五项，年共课银六十三两二钱五分。此清乾隆中

本县征确之总额也。

（己）直接税

（子）印花税　省烟酒印花税局派销本县全年印花税票洋一千二百

元，由县政府分派商会、各煤矿及各区公所代销汇解。二十三年十一月，

财政部令全国印花一律改归邮局代售，由商民自行购买。数目不等年销

数。三十二年十月，复由 “陕晋税务管理局耀县直接税务分局同官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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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直接分派，城关商户共分派七千余元月销数。

（丑）营业税　财政部陕晋税务管理局耀县直接税分局后简称财部直接

税分局同官查征所于三十年成立，征收营业税，按营业总收入额为标准，

征收率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本县城关每月税洋三百二十元；三十一

年，每月即增至四千四百余元，三十二年，每月增至一万七千余元。

（寅）所得税及利得税　三十年，财部直接税分局派员到县课征二十

九年税款，按各商户营业账目、资金、所得纯益若干课所得税。国府公布

所得税办法：（甲）凡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二千以上营利之所得

及官商合办营利事业之所得。 （乙）属于一时营利事业之所得，薪金报酬之所得

（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薪金报酬之所得）。（丙）证券存款所得

（公债、公司债、股票及存款利息之所得），均须课征所得税。其甲项税率：所得合

资本实额百分之十未满百分之十五者课税百分之四；未满百分之二十者课百分之六；

未满二十五者百分之八，三十者百分之十，四十者百分之十二，五十者百分之十四，

六十者百分之十六，七十者百分之十八，七十以上者一律课税百分之二十。其罚则：

不依限报告，或怠于报告及隐匿不报，或虚伪之报告，均须科以五百元以下之罚金，

较重者，税局得移请法院，科以漏税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之罚金，或一年以下之

有期徒刑或拘役。欠缴税额者，亦须科以罚金。超过若干，课利得税名曰非常时

期过份利得税。其办法：在抗战期间，凡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二千元以

上之营利事业、官商合办之营利事业及一时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百分之二

十者，除依所得税法征税外，得依法征收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过分利得税为中央

税，由所得税征收机关兼办，得依其性质，按年、按月、或一次征收之。其税率：

利得额超过资本额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者，按其超过额征百分之十；超过额

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者，征百分之十五；三十五者征百分之二十，四十者百分之二

十五，四十五者百分之三十，五十者百分之三十五，五十五者百分之四十，六十者

百分之四十五，六十至一百者百分之五十，一百至二百者百分之五十五，二百以上

者一律百分之六十。其罚则：纳税义务人逾限定期间不为利得额之报告时，主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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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机关得径行调查，并决定其应纳税额，限令缴纳，纳税义务人不得请求复查。纳

税人不于限定期间缴清税款时，除令其缴纳外，并得科以所欠税额二倍以下罚金，

隐匿不报或为虚伪之报告者，得科以应纳税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其情节重

大者，得并科七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是年，城关各商户共课所得税三

千六百五十四元，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共课所利得税合计三十八万余元。

各煤矿二十九年课所得税洋三千八百零七元三角八分，三十年课所得税

一万七千七百零八元二角一分、利得税七千一百三十五元六角七分，三

十一年课所得税一十二万一千零一十八元五角五分、利得税九万七千三

百八十三元零六分。

（附）遗产税　亦由财部直接税局查征。三十二年十一月，县成立遗

产税评价委员会，由财部函聘本县士绅二人及查征所长，县政府司法承

审共四人为委员。尚未实行查征。

按：税收制度，近臻改善，如厘定直接税法是也。惟奸商隐瞒、人员私弊，有

所难免。如本县于三十一年查征二十九、三十两年所利得税时，尚未能实际调查各

商户营业情形及账簿，不过择稍大商户，大约估计其资金及盈余而征收之。三十二

年，查征三十、三十一两年所利得税时，始将各商号账簿调局详查，然多不免伪造，

或报以无账，查征员亦无他法，仍按营业大概情形征收之；间有少数商家以真实账

簿呈报，亦即按实征收。其结果，伪账及估计者征税少，而真实者反征税多。更有

赔累负债，而犹课利得税者。至遗产税，则以地瘠民贫之同官，无大富户，又无现

代化之家庭组织，遗产多仅足为子孙糊口之资，或竟有不敷丧葬费用者；依法征税，

似尚有困难也。

（庚）统税

二十九年起征收，初为第三区税务局，三十二年改名为 “财政部陕

西税务管理局洛川税务分局同官查征所”。历年机构改革，人事更易，档卷散

佚不全，故二十九年以前之货类及征收数目，难悉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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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烟酒税　此税初系独立征收，二十一年由省财政厅直接招商包

收，每年额数不定，二十四年包额为六百元。嗣归统税局征收。全县共

有烧房二处，每烧酒一次，初征税四十元，继增至四百元。三十二年一

至十月份，共收二万零八十元。

（附）烟酒牌照税　二十四年由县府征收，年收八九十元。二十九年

奉令停收。

（丑）其他货税　兹将三十二年度一至十月份，所征各种税类及征收

数目，列举如下：

旧统税即水泥税　八十三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元。

新统税竹木、皮毛、陶瓷等税　一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四元。

矿产税煤税　一百五十九万六千四百六十一元。

四宗并前项烟酒税　共计征收洋二百六十三万三千四百二十九元。

按：统税之征及土货者，实原于旧日之厘金。陕省自清咸丰八年始有之，坐贾

与行商并征。坐厘北山各府州属免办，同官属西安府，由县官查抽报解，旋即减免。

行厘置卡沿边，形似关税，实则国内土货之通过税也。迄回变后，需款浩繁，乃推

广设于腹地，而同官则尚无局卡，直至民国三十年始有百货统税之征焉。清末惟洋

货领有 “子口税单”，自通商口岸至内地某处，免予重征，载在约章，是洋货反得

免厘，因此土货有混充洋货者。然既到达某处，即与内地货物相等，宣统初，惟川

省征收洋货之落地税。今则不分土洋，概凭税单焉。

二、地方财政

１、机构沿革

民国三年，以地方款入复杂，支应浩繁，始成立财政局；内设局长

一人，事务员一人，局役三人；受县署节制，统辖各乡保所办一切筹款

及支应事宜。十五年，改委员制，设常务委员一人，委员五人。时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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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踞，任意派款，举凡粮秣日用及零星小费，均由地方支应，正款不继，

派之民间。十八年改为财务局，地方各机关经费及杂项，年造预算，呈

请省府核准支用，然仍支应驻军一切费用。二十一年，又改委员制，旋

财政厅令复为财政局。二十二年裁局并科。改为财政股，移附县政府内，

设助理员一人，书记一人。始核实预算，按数筹支，而驻军粮用，另行

筹拨，方免支应。抗战以来，军用浩繁，整理税杂，逐渐加征。二十八

年，改设财政科，掌管地方收支各款，另设财务委员会，专办筹划稽核

各事。三十年，财政部统税局及直接税局之稽征所次第成立，中央税收

机关与地方判分明晰，而畜斗等杂税豁免，各项税率则大为增加焉。

２、税捐种类

举现行者，其沿革则已详前。

（甲）田赋附加　民国十八年，将留支差徭费划归财政局征收，作为

地方款。至二十二年，以地方款不敷开支，留支差徭既经废除，乃于田

赋项下附加征额百分之三十。二十三年增至百分之七十五。二十四年财

政厅令增至百分之九十九，年征一万二千三百余元。三十年，一并改征

实物。

（乙）煤税　二十年，预算年征煤税九千五百元，值百抽三，有招商

包收者，有煤窠自行包收者。后以销路滞塞，年仅收洋四千零四十一元。

二十九年四月奉令停止征收。煤税征自运户，三十年以后，地方派款，并入商

捐，征自矿商。

（丙）商捐　二十五年，预算年征商捐五千二百四十元，大半由煤窠

按营业情形酌量分担，其余由各商号担任。三十年规定负担分数，商会

按照全县派款总额认担百分之六；县境各煤矿认担百分之九点五。嗣减

为百分之九，三十一年十一月复增为百分之十二，由县府令派煤矿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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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会依照各煤矿产量及营业状况分别派收汇交焉参照前产销销税注。

（丁）屠宰税　原系省税已见前，三十一年，改归县府征收，作为地

方税。全年共收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九元。上半年每猪一头收九角，羊收五角，

共收一千一百三十元；下半年每猪收九元，羊三元，共收一万零二百二十二元。三

十二年全年共收三万五千六百二十一元。上半年每猪一头收十八元，羊六元，

共收洋八千七百七十一元；下半年每猪收三十六元，羊十二元，共收洋二万六千八

百五十元。

（戊）营业牌照税　三十一年亦由省税改归县府征收，作为地方税按

营业等级征收百分之几。三十一年收一千七百零三元。三十二年收六千八百

三十七元。

（己）房捐　二十九年奉令征收城关房捐，凡商人自用者按百分之

五，典与人者按典价百分之十征收。二十九年收五百余元。三十年收一

千四百五十元。三十一年收七千五百七十六元。三十二年七月，自房改

收千分之五，典房收百分之五，是年共收二万二千六百余元。

（庚）筵席捐　三十二年十一月起征收，全月收二万五千元。

（辛）娱乐捐一名乐户捐　三十二年起，在黄堡镇十里铺一带征收花

捐，上半年收三万五千六百余元，十一月全月收七千余元。此外有中央

及省库补助费：二十七、八两年，中央共补助五千四百元，省库共补助

七千八百五十四元。三十年至三十二年补助费见后岁入预算表。

３、收支概况

举二十四年及最近三年省府核定之预算书据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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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二十四年地方岁入岁出预算合表

岁入之部 岁出之部

款别
数目

（元）
附注 款别

数目

（元）
附注

田赋

附加
１２３００ 按赋额 １２４２５元

附加百分之九九
保安费 １５２７６ 训 练 服 装 等 费

在内

煤税 ４０４１ 保甲费

保甲整理费

２１８４
４５５

十三联保整理费

各三十五元

瓷税 ３５００

以陈炉镇瓷户呈

报运销滞塞，并

未实行征收。次

年财厅减为八百

元，亦无效。

政警费 ２６７６

财政费 ５４０
助理员薪金年支

二百四十元，补

助费三百元。

药捐 ２４０
即四家烟行各按

营 业 情 形 捐 洋

若干

教育费

文献会费

８３８２
３６０

是年续修县志，

成立文献委员会。

商捐 ５２４０ 建设费 ６００

助理员薪金年支

二百四十元，环

境电话管理费三

百六十元。

房租 ２４０ 司法费 １５３６

地租 ４３０ 卫生费 ３００

官款

息金
６４０ 地方

杂支
３２４０

畜屠斗

四成税
２２２０ 预备费 １３１８

合计 ２８８５１ 合计 ３６８６７

总附注：收支相抵尚不敷八千零一十六元 （仅敷八成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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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地方岁入预算表 （单位：元）

科　　目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数目 数目 数目
附　注

地
方

契税附加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０

田赋附加 １３６６８ ３１９８１ ９２４９５
三十一、二两年，奉
令田赋征实，所收之
款系由中央拨发。

由省分给及中央划拨
营业税

７５００ ６８６００ １９２９５４ 三十年系由省分给

中央划拨印花税 １２００ ２３６２８

捐
税

房捐 ２４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商捐 ５２４０
屠宰税 ５０００ ８２７２
猪税 １３０００
羊税 ７０００
营业牌照税 ４０００
乐户捐 ３２００

规
费

留县契纸价 ４０ ４０
留县官卖典纸半价 ２０ ２０
留县推收执照费 １００ １００
罚金及禁烟罚金 ４５００ 内三千元为禁烟罚金
执照费 ８００

租
息

地租及房租 ４３０ ４３０ ５００
教育款产 ２００００
县银行及平民工厂
盈余

１５００ 内五百元系工厂盈余

基金生息及股息红利 ６５０ ６５０ １０７００
三十二年系利息一万
元，股息五百元，红
利二百元。

补
助
费

中央补助费 ２３７６０ ８４８００
省库补助地方款 ３２４００
省库补助救济费 １０４
特种拨补款 ６６８３８
国民教育补助费 ３６００
国民兵团补助费 １６１７９
中央特别补助费 ４４０００
加强陕北行政机构补
助费

３２９６４

特种教育补助费 ３０００
预算不敷补助款 （未
核定收入）

２６２０１３ ６３８３７２ 自民商派补如前列
“煤捐”之类

合计 １５１９９０ ４９６０７７ １０７８９２１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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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地方岁出预算表 （单位：元）

科　　目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数目 数目 数目
附　注

县行
政 （
附训
练）

县政府行政费 ３５７９６ ７９７２２ １０６６８０
县政府机要费 ９６００
县政府旅费 ２４００ ７２００ ３８４００
政警费 ３８４０
县地方行政干事训练费 ６４５００ ８１４７１

财
务
行
政

赋税征收处及地方款
稽征处费

２２２０ ５０９４ ８０４０ 赋税征收处三十一年
改组

财务委员会费 ６０８４
民生仓管理费 ７２０
县仓管理费 １０８０

合
作
救
济

合作员薪公费 ６３６
合作指导员补助费 ２４０
孤贫口粮 １０４ １５６ ３１２
赈济会费 ９００

保
甲

保甲经费 １９９２０ ２９８８０ ３５６１６
５５２７２

各乡镇公所经费，保
办公处经费。

保
安
及
军
警

保安队费 ２３７６０
警察队经费 ３３９６ ２３５２６ ２７２６４
国民兵团经费 １１９８７ ４０７７６
国民兵团临时费 ３７６６
防空监视队哨经费 １５６０ ２３４０
自卫队费 １２７３４
乡镇队费 １０６６８
动员委员会经费 １２００ １８００
国民兵团官兵粮款 ８２４０
警察主食及副食费 ４６０
防空监视哨主食及副
食费

８２

国民兵团、警察及防
空人员服装费

２０８５０ １８３００
１９８００

国民兵团，
警察人员。

寄押各监所军政犯口
粮衣被费

１２６０ １８９０ ９６００

交
通

环境电话管理所费 １７４０ ２６１０ １１４００
联络及环境电话 设
备费

５４４４ ８１６６ １６３３２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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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数目 数目 数目
附　注

教
育

中等教育费 ３３２２０ ４２５６０ 即县立中学

国民教育费 １９４００ ９７７６０
中山镇中心小学费 ３４２３６
陈炉、黄 堡、石 柱、
红土等四镇中心 小
学费

８１０７２

金锁、文明两镇中心
小学费

２７１４４

保国民学校补助费 ３３１２０
师资训练费 ５０００

社会教育费 ４５６ １０８０ １７５００ 三十二年为县立中山
教育馆经费

国内专科以上公费生
经费

３５０

奖学金 ５００ ４７００ ５８００ 中等学校肄业生

童子军训练费 ４０８ １２９６ ２０４０ 三十二年为指导员费

国民体育费 １８２

卫
生

禁烟经费 ５９００
县立卫生所费 ７３２０
清道夫工资 ２２４

预备
金

第一预备金 ７６２ １５９７３
第二预备金 １０４７６ ３１５８６

９８８００ 三十二年合并为一

特别
临时
费

边区特别事业费 １３２００
其他经费 ４００００
生活补助费 ２０８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１９９０ ４９６０７７ １０７８９２１

按：县地方收支，民元以来即入不敷出，所有历年不敷之款，均派自

民间；近年虽由中央省库补助，仍感不足，故岁入表中所列补助费之末，

“预算不敷”未核定收入一项，皆由民间派征以资弥补者，不可不察也。

４、民众负担

民众有正规负担，并地方款岁入不敷之派补，已如上述。而县境接

近特区，大军云集，运输浩繁，需用殊多，以县之人口地亩比例之，实

较他邑负担为重。兹将三十一年度各种军事征用赔垫数字表列如下：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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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三十一年以前，军事征用赔垫数字，每年约数十万至数百万。

至三十二年赔垫数，统计表虽未列出，而约数竟在八千万元以上矣。

三、金融

１．货币

（甲）制钱、钱帖、铜元

清乾嘉间，民间通用制钱。迨同治回变，地方残破，制钱缺乏，遂

有当十当百等钱。光绪中叶，当十当百钱禁用，而钱法愈坏，竟以四大

六小 （即沙眼私钱）通行，名曰 “倒四六”。益以庚子旱荒，百物奇昂，

民间贸易，均以商号钱帖为便利 （光绪二十八年，知县马犹龙禁制钱与

商号钱帖相辅而行）。嗣有当十当二十铜元两种通行市面，人民喜其携带

便利，乐于使用，制钱逐渐贬值。直至民国十五年，制钱始绝迹于市场。

（乙）银币

从前市面交易，制钱而外，纯粹用银。清光绪三十二年，银元通流市

面，商民以用银不便，均以之兑换银元。民元以后，交易纯用银元，辅币

则有一角二角及铜元等。二十四年，政府以白银流出颇多，施行法币，将

所有银币收归国有，禁民使用；至二十六年，银铜各币，完全绝迹。

（丙）纸币

清道光以后，地方钱商，均出钱帖，分五百、一串、二串三种，通

行本县市乡及宜君中部一带。然多伪造，易滋流弊。民元以后，依旧通

行。十八年，县长白如琳严加取缔，始行绝迹；而西北银行纸币盛行市

面，有一元、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角六种。十九年，该项纸币

忽失信用，商民损失颇重。二十年后，市面通行陕西省银行纸币。二十

五年，法币通行，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为最多，现行者有一

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二十五元、五十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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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百元十一种。三十一年，县银行成立，以小票缺乏，两次共出十元

县币二十万元，周转市面，旋奉令收回销毁。

２．金融机关 （省县银行）及公债

（甲）省银行　　陕西省银行同官办事处，于民国三十年八月一日成

立，地址设于南街。其组织主任以下，分会计、出纳各部，业务有放款、存款、

汇兑三项。款由西安总行汇寄。

（乙）县银行　　同官县银行，于三十一年成立，地址设于北街。其

组织分总务、营业、县库、会计、出纳各股。其业务为农村放款、定期放款贴现放

款及存款汇兑等。股本总额三十一万元。三十一年出十元县币十万元，三

十二年将旧票收回，复出新票十万元，商民称便，嗣奉令收销。

公债：三十年，奉令担任救国公债七万元；同年奉令担任战时公债

七万元。

（附）度量衡　　度与衡，全境均以官裁尺及库平为准，惟量制极形

复杂。如同官标准量每斗为二十四筒半筒标准量，相传为县署及城隍庙所用之

笺筒，复有县斗每斗重四十市斤、黄堡斗三十八市斤、陈炉镇斗四十二市斤、金

锁镇斗三十六市斤、红土镇斗最小，三十市斤之区别，纷繁杂乱，不能统一文

明乡则半用县斗，半用黄堡斗；石柱镇则半用黄堡斗，半用耀县斗，每致纠葛。自

政府采用万国公制度量衡为标准制，前清末年，初以其制度，为确定我国旧制之

长度、重量及容量之标准。民国四年公布 《权度法》，以公制定为乙制，与营造库平

制之定为甲制者并行，而万国公制之在我国始有。及十七、十八年，国府先后公布

《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与度量衡法》，以公制为标准制，使与由标准制导出之市用制

并我国民间习惯相辅而行，数千年我民族于度量衡之浪漫积习，至是始减少其障碍与

阻力，邑境市面之度制即市尺，比官裁尺小五分及衡制即市斤合库平十三两四钱。

已逐渐实施，惟量制即市斗，小麦每斗重一四点五市斤，虽有一度之改进，但

人民狃于积习，转嫌烦琐，是在政府之严加取缔也。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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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重要勘误表

卷次及

篇名
页次 行次 误 正

卷十一

农业志

三上 十二 硫火 硫分

三下 十一 王舍娃
即上表之 “王舍

$

”他处之

“王石凹”同

四上 五 一层见煤 一见煤层

四下 十小注二行 皆或软或硬 “皆”字删

六下 十一小注首行 阎端庭 阎瑞庭

七上 十一小注首行 直径五公尺 直径，五公尺

九上 十一 矿区与同兴领一矿照 租用同与公司矿区

一下 第二条 陈家河 老虎沟

一下 第三条

其事系故老传闻，“三井炭窠”非，“经岁余”亦

太久，据传井被淹后，鸠工排水淘泥，及出井已

七日矣。

卷十二

工商志

六上 二 枸攘予 构瓤子

七上 四 情感蚀洽 情感融洽

八上 三小注二行 民至今 民元至今

卷十三

交通志

一下 五 共长 ? 共长一

四上 八 经境路线 县境路线

卷十四

合作

救济志

一下 五 光绪
下脱 “七年知县梁济谦整顿

各仓。详 《吏治志》”

二下 小注七 者。
下脱 “按：知县潘汝臣悉力

赈救，全活甚多。”

四下 表后首行 自二十年 自三十年

卷十五

吏治志

一上 目录三 行政纪要 政牍录要

四上 十小注一 嘉庆 嘉靖

四下 十一 光杨溥 杨光溥

七下 小注九 ?毛 蹳毛

一下 十二小注二 十六年任 十二年任

卷十六

财政志
一上 目录下排 （甲）（乙）等字 （１）（２）（３）（４）（１）（２）

二上 十二 漆水驿辅 漆水驿铺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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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七
军警志

绪言

一、保安

１．清代汛防 （附）武职谱　２．民国驻军及匪患年谱

３．团队编制　　　　　　　４．防御工事

二、警察

三、兵役

１．壮丁征数　　　　２．宣传工作　　　　３．征集经过

４．兵役示范区



绪言

同官俗朴民淳，勤劳安业，宵小之徒，不易潜踪，故邑境匪患尚少；

然东西边界，多属萑苻，故自民国初年至办理保甲以前，近边村镇，颇

遭荼毒，而驻军则五花八门，团警则兵惰械窳，所患岂在匪哉？抗战军

兴，较前宁谧，而征发严紧，差徭浩繁，卫国之责，民固任之，安辑之

方，仍视军警之有以善其事耳。

一、保安

１．清代汛防

清制：金锁关营原驻扎守备一员，康熙十七年移驻耀州，后改设都

司，兼辖同官、耀州、淳化三处。又分防驻县外委千总一员，马战兵三

名，守兵四十二名；分防金锁关外委一员，守兵二十名其粮秣，官员马二

匹，兵丁马二匹，岁共支六月 （春三冬三）乾银二十一两六钱 （司领），六月料三

十石八斗五升七合一勺四抄零，草一千四百四十束 （县给）。马兵四名，岁共支八

月 （扣四季月）银六十三两九钱九分 （司领），四月 （四季）粮四十五石七斗一升

四合二勺六抄零 （县给）。守兵六十二名，岁共支八月银四百九十五两九钱九分九

厘三毫六丝零 （司领），四月粮三百五十四石二斗八升五合七勺零 （县给）。

（附）武职谱

外委千总驻县：

寇三礼淳化人，康熙三十四年任、景美本县人，康熙四十四年任、李荣本

县人，康熙五十五年任、黎可礼西安人，雍正六年任、张弘振潼关人，乾隆九年

任、张天锡潼关人，乾隆二十年任、谢以文商南人，乾隆二十七年任。旧志云：

“驻县外委千总，原系经制把总；雍正六年，以黎可礼军前有功改称。康熙以前，

其名皆不可考，故缺之”、雷喜堂富平人，光绪年任。下同、范纯礼长安人、翁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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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章咸宁人，宣统年任。

外委把总驻金锁关：

门可进耀州人、李耀本县人、宋璋耀州人、宋伟耀州人、杨义耀州人、

金灿本县人。按：以上皆据旧志。乾隆三十年以后，档案无存，皆缺。

驻军将领：

桂锡桢同治年回变，统兵一营驻城。嗣高军哗变，戕主帅，围城两日夜，桂

坚守不退，城卒获全。邑人立石志德，题曰 “戡乱拯民”、高万祥光绪十一年驻

防。时军报甚急，添筑城堞，民赖以安、董升官光宣间驻防、王尔栋湖南人，宣

统三年驻防。次年即值鼎革，王之财产衣物悉被部下掠夺，生命家口尚获安全。

２．民国驻军及匪患年谱

民国以前，军事匪情，已载大事年表。盖史籍所纪，关系全局者多，

不能特详一地，故旁行斜上之表足以概之。而近三十余年，则邑之故老

所身受而目击者，诚志乘所宜详也。故断自民国为始而谱之如下：

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六日，同官光复。

同官地偏而当南北要道，故辛亥改革之际，为时数月，而祸乱迭更。九月六日，

邑人白喜以洪汉军名义，响应省垣，逐官吏，焚二堂。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士

寇蜂起，四民惶恐。邑绅董汉丞 （承舒）与白喜定计，请知县回署维持现状，而以

同官光复情形禀省。旋北路安抚使井勿幕 （蒲城人）委白为北路第一管带，遂克复

中、宜、、洛数县，进驻耀县。会党郑吉安、胡正虎 （二人均驻防旧部）等，恶

白与地方民党结合，不克肆行，遂计诱于宜君而杀之，主持县务，北路消息隔绝，

同民大恐。时省东西境正激战，井使不遑北顾，委薛其昌 （耀县人）代行职权，十

月，薛偕王守身 （富平人，绰号黑脊背）率兵百余来县。邑绅孙廷瑞、董汉承等，

利用歌老会首姚龙田 （振乾），率民团收缴郑胡枪械而杀之，延薛入城安抚。惟双

方部属多系前清刀客，旧有仇隙，又互争权利，积不相能，即夜发生误会，开枪巷

战，民团失败，幸未害及人民；薛复诛戮郑胡党与数十人，并收没旧储长龙、劈山、

７４２

同官县志卷十七　军警志



抬枪等防城器械。驻城三日，一夕忽传蒙回兵进据金锁关，全军宵遁；居民素慑回

乱，彻夜逃亡，比及天明，城内不见烟火。既而省派四路总查朱汉廷来县，坐薛以

自相残杀之罪，始知薛乃畏罪潜逃，所谓蒙回兵入境者，徒托词耳。朱遂委典史黄

荩臣权县事，薛亦不复来，人心略定。未几临时政府成立，共和始奠。

民国四年四月，巨匪郭坚扰同。陕省督军陆建章，为袁世凯帝制中坚人

物，护法军起，旅长陈树藩，响应之，郭坚时据白水，受陈之招，于四月六日，率

匪兵三千余人经同赴三原，城寨均陷，大肆淫掠，惨无人道，昼夜无宁时。

六年，土匪高峻扰同。淫掠甚惨。盘居十余日，始开拔南下，复扰及梁家

原、王家匾等村，受祸尤烈。次年受西北靖国军编入第五路。

七年，套匪卢占奎掠同，并派旅长杨生荣驻扰三年。一月四日，卢占

奎率套匪万余，马万余匹，经同赴耀县、三原一带，城关居民逃避一空。其众四出，

捉人拉票。所驻民家，器物俱毁，储粮则人食马践，抛弃院内，粪粮相杂，厚达尺

余。人民被拉去者，不死即伤。相继半月，方始过尽。三月，又派其第三支队旅长

杨瑞亭 （生荣，靖边人）驻同，仅枪数十枝，遂派款拉票，招工匠开设炮局以充军

备，毁金牛庄石油厂机器。年征粮赋三四次以供挥霍。派兵四出，攻毁人民团体。

受害最烈者，为文明乡、陈炉镇及金锁镇之一部。烧杀奸掠，无所不为。驻扎三年

殆去。同之不振，实基于此。

八年九月，曹老九驻扰黄堡镇。匪军黑夜四出劫掠，枪声时起，历三阅

月，开拔而去。

九年三月，靖国军各路及泾阳驻军互争县城。陕西靖国军，地面狭小，

各路驻军形成割据。当三月卢匪离同后，县城被泾阳驻军田玉杰部许天彪占据，而

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臣，率兵一队，驻南关灰堆坡，第四路团长靳伯伦，率

兵一团驻城南蒲池王原，而驻富平兴市镇之第四路部属康振邦，又派兵一队据城东

东原、桑皮头一带，互争地盘，致相冲突。嗣经地方士绅调解，杨虎臣、康振邦等

相率引去，县遂归第四路靳伯伦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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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变兵营长王某号小王陷县城，攻济阳寨。王某属陈树藩部驻洛

川旅长田维勤部，率变兵三百余人，至同，陷县城，复攻济阳寨，寨民竭力守御，

未得逞。翌日南赴高陵，归顺靖国军第三路第三支队王祥生。

十年春，变兵连长张老四据同。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二支队连长张老四

（失其名），于春间率变兵一百五十余名犯同。时县虽为第四路辖地，未有驻军，城

防由民团维持，众寡不敌，城破，被收缴民团枪五十枝。张霸据县城数日，旋被第

四路营长胡景铨击溃，王被杀，乱平。

十三年，许天兴驻防。十一年，陕西靖国军改编东开，全省政令统一，渭

北一带，暂由泾阳驻军田玉杰维持。至十三年春，富平人许天兴，派驻本县，藉其

兄天彪之力，得营长职，仅率徒手数十人至县，派款征粮，设炮局，造枪弹，至次

年遂有枪四百余枝，皆同民血汗所铸成者也。

十四年，陕北镇守使派营长左世允驻防。陕北镇守使井岳秀 （崧生，蒲

城人）派营长左世允 （长安人）率兵一营驻同。纪律稍整。左亦精明和蔼，与士绅

相处颇洽，事皆先商后行。军需供应，亦较俭约。又注意地方建筑，今之招待所

（即前财委会）内房舍及旧女学 （即旧儒学署）校舍，其遗念也。故虽有炮局之设，

而人民不甚苦之。十七年五月升旅长，北开 （现任高部师长，驻神木）。

十七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米文和师驻防。师长米文和，于八月率

兵一师驻同，纪律颇严明。惟军需支应浩繁，时值大旱，哀鸿遍野，而该师粮秣不

能稍减，遂将全县食粮搜刮一空，致人民迁徙饥饿毙者不可胜计。至十九年四月，

方始东开，除派牲口八百匹外，复将沿路乡村骡马驴牛拉掠一空。至河南陕州境，

将牲畜变卖，人民充兵，其还归者，仅半数耳。

十九年，甘军马赞良团驻防。甘军团长马赞良，率兵一团，于六月来同，

粮秣支应，均须地方供给。所部多回民，全县牛羊，食去大半。及十一月开拔时，

复拉去牲口四百余匹，直送平凉，还者颇少。是年国民军征派壮丁，本县派四

百名。各村雇兵以应时国民军驻扎陕、甘、豫三省，与中央军大战于豫鄂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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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伤亡过多，乃于陕甘各县征派壮丁。邑派征四百名，由县府分派区村，时值大

旱，人民谋生不暇，各区雇人以应，每名需洋八十至百五十元，甚至三百余元。所

雇多无业游民，须送至大荔检验，检验之际，或遇挑剔勒索，不遂则须另雇，以故

每村雇兵费平均三百余元，全县共二万四千余元，是亦人民之意外负担也。

二十年，陕北镇守使左旅卢明芳连驻防。时陕北左世允旅驻扎洛川，派

机枪连连长卢明芳率兵一连驻同。卢出身行伍而忠厚和蔼，纪律尚严，支应裁减，

驻扎数年无间言。

二十二年六月，异党刘子丹等侵入西区。异党刘子丹、王太吉等，率众

千余至西区石柱原一带，颇杀人，连扰四次。区公所助理韩广盈率团丁八名，与激

战数小时，以众寡不敌同遇害。

二十三年三月，刘子丹等复侵入南区。三月十一日拂晓，刘子丹及陈学

鼎等，又分途侵入黄堡寨及梁家原，赚开堡门，收去民团步枪八枝；区长梁崇峻

（子峰）以在家无备被戕，居民范清海 （子筹）单身抗杀三人，以力不敌遇害。时

县城驻防军一连，而保安团队亦以人少枪劣，未能抵御，故任其所为而去。

二十四年，左旅屈志鹏营驻防。九月，左旅营长屈志鹏，率兵一营，与卢

明芳对调，屈精干善战，严纪律，常率兵赴乡剿匪。故是年刘子丹等只略侵西北乡

一带，一次即出境。

是年八月至次年三月，东北军过境。八月，东北军王以哲部过境，派骡

驴千五百匹，直送延安，人畜死者颇多。次年三月，东北军北开者接连月余，日派

牲口数百，送至洛川，以县政府派专人保护，还者尚多。

二十五年，中央陆军第四集团军任云章团驻防。团长任云章，于春间率

部驻同。任，耀县人，县绅素识者颇多。尚称和洽。惟同时有中央别动队第五中队

驻同训练壮丁，队长为吴兴士，颇严厉。

二十六年一月，异党贺龙据东南区。二十五年双十二事变后，贺龙由富

平率众进驻陈炉镇及立地镇，本年渐分布黄堡镇及县城附近。借粮秣先后约千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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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经中央决议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全部开拔而去。

二十七年，陆军第十六军董钊部驻防。第十六军军长董钊，率全军驻扎

本县及中部、宜君一带，规划监修碉堡，军纪严明，态度和蔼，人民称道。

二十九年，省保安第三团吴邦治团驻防。本省保安团驻同团长吴邦治，

公忠体国，严约官兵，闾阎安谧。七月中旬，异党侵入西区石柱镇在第六、

七、八、九、十各保地段宣传活动，收缴保甲枪支，常攻石柱镇公所碉楼，国军尽

力防堵，后稍敛。收复第六保。十二月，驻县后方医院伤兵暴动。十二月十四

日下午，驻县军政部九二后方医院伤兵荣誉队班长刘海峰，因酗酒在县政府滋扰，

经院交县府管押儆戒。晚九时后，该院伤兵郭玉、李永成、杜新存、王有贵等，鼓

动伤兵暴动，寻殴林院长及郝副官，林宅逃避一空，城内驻军闻讯，枪声四起。暴

动者蜂拥至城防部队二十四师第一营营部，不克入，旋割断电线，情势严重。赖驻

军及地方团队，以武力弹压制止，迄十五日晨，派兵至院将祸首郭玉、李永成、杜

新存，王有贵、杜文贵、赵川遥、张正等七名，捕拿到案，经会同本县党政军各机

关负责人员，审讯一次，坚不吐实，遂一并解送到驻县陆军第十六军军部讯办。嗣

该部于三十年一月四日移防三原时，转交驻耀陕西省洛区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

部讯办云。

三十年，省保安第九团某团及陆军一九六师某师驻防。九月，保安九

团与三团对调。该团纪律不整，驻扎月余，附城叠次发生抢案，县固向无匪踪也。

嗣经调驻西区碉堡线。十一月间，一百九十六师移驻本县，亦仅月余，附城一带，

连续发生抢案及无头命案三十余起，以无苦主，故未悉其原因。

三十一年，陆军第八十军王文彦部驻防。三月，八十军移防本县，一切

尚佳。惟每日 “流差”所需草料甚巨，均由人民负担，按中央规定所发之代价，尚

不及所费之什一，此中赔累，难以数计 （参 《财政志》）。次年七月，王升任去，

调第八师师长袁朴继之。

（附）记历年 “流差”情形　陕省差徭，曰兵曰流，已摊赋税。今仍有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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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与大。邑多山坡，道路崎岖，运物、代步并须驴骡。民元以来，驻军、行军、

公务员等，往来均须派差支应，甚或军官亲友眷属、私人所购什物，亦须派差运送，

而又过站不放，抑或将人打跑，牲口变卖，或押留多日，非钱不赎，而差役剥削，

尚次焉者，以故流差为邑中一大问题，官绅会议多次，均无良法。初定以各区有道

远不及者，故以中区支应流差，外五区则支应过境 “大差”；继以流差过繁，日十

余匹，中区只有牲口一百七十八匹，每家月须五次，每次需盘费数元，故二十三年

复由县务会议决议：每日流差三头以下，中区支应，多则分派各区。二十四年，中

区又改支五头；他区以道远故，往往被差役欺蒙，名曰 “烂差”，每驴费数十元。

旋又决议：每区买驴二匹，专支流差；大军过境则各区分派。抗战以来，又以军运

关系，中区专支流差，仍复按数输送军运。近则军差愈繁，日须二三十匹，致中区

人民有倾家破产者矣。

（附）关于历年军事之地方损失调查表

类别 数量
发领

价款

地方损失

价款 （元）
附注

民国元年成立粮台一次送

至耀县拨给驻军
麦２００００石 无 １６０００ 每石平均八元

七年至九年成立粮台一次

供给卢占奎麦
麦１７５００石 无 １７５０００ 每石平均十元

七年至九年供给卢占奎匪

军草料

草３６０００００斤
料１３５００石 无

３６０００
７９５００

每百斤平均一元

每石平均六元

十三年至十五年驻军营长

许天兴及左协中派征食粮

由支应局办理

麦６８８３石 无 ６８８３０ 每石平均一十元

十七年八月至十九年四月

供给米文和全师食粮
麦１７０４５石 无 ５３５２２５ 每石平均五十元

米文和驻军草料
草３８６０００斤
料１４４２２石 无 １９３００ 每元平均二十斤

每石平均四十元

十九年马赞良驻征用食粮 麦２２５０石 无 ８８２００ 每石平均四十元

供给马赞良团草料
草３６００００斤
料１３５００石 无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５０００

每元平均三十斤

每石平均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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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数量
发领

价款

地方损失

价款 （元）
附注

二十年二月至二十年九月

每月津贴驻军卢明芳连二

百四十元

洋１２０００元 无 １２０００

二十六年贺龙驻扎陈炉镇

向各大住户借麦
８００石 无 １６０００ 每石平均二十元

元年至二十六年支应驻军

及零用费

每年平均

１００００元 无 ２６００００

元年至二十六年支应驻军

及过境军人牲口

差驴

７３５００头 无 ７３５０００
每头平均每次赔

累十元，均系中

山镇支应

二十六年至三十年供给驻

军草料数

草３５００００斤
料１５０００斤

２５０００元
６００００元

２２５０００
２１９００００

每元平均五斤，

每石平均十五元

三十年供征大车及驻军草

料数

草１５６２１３斤
料８８８４２斤

６２４８８元
２２２１００元

３１２４４２６
１３９３２２０

每斤市价五角

（每百斤领价四

元），每百斤市

价一百八十元，

每百斤领价二十

五元

二十七年四月至三十一年

十月军运牲口赔累数

军用品

３７５９９０２６斤
９８７２０５
元

４６５２６４５
每牲口运输一次

赔累路费洋三

十元

二十七年至三十年支应军

人往来牲口

差驴

５４０００头 无 １７２００００ 中山镇每日所支

流差

沿碉堡线驻军运煤运粮

牲口
２２００头 无 ６３６０００

修筑碉堡费
子母碉堡

１３７座 ４８６９０元 ２３９５０２ 共费洋

２８８１９２元

其他费用 ５０００００ 如驻军用具及过

境费用等

合　计 １４０５４８３
元

１７１３８８４８
元

３５２

同官县志卷十七　军警志



总附注：本表所列数目，纯系历年由军事损失者，他如匪患及一切

意外损失，已无法统计，故未列入。抗战以来军事征用赔累，详 《财政

志》。

３．团队编制

略依先后述之，有为军事组训而设者，不尽属地方之警备也。

（甲）保卫团及保安大队　民国二十一年，成立县保卫团，设团长一

人，县长兼任；副团长一人，由省保卫委员会委任；训练员、事务员各

一人。时初办，仅有团丁二十六人，枪二十六枝。二十二年，添设队长

二人、班长四人；共团丁四十一人，枪三十二枝，经费月支四百八十一

元。六区各联，均组设为分团。二十四年九月，奉令改为保安大队，统

编各区分团，与军队编制相同。如某区有事，即派队分驻。兹将保安大

队编制谱之如下：

大队长一人。由县长兼，无给职、大队附少校，一人。月薪四十元、副官

中尉，一人。二十元、队长中尉，三人。每员二十元，合计六十元、书记少尉，

一人。十五元、军需少尉，一人。十五元、司书上士，一人。十元、班长中士，

九人。每名八元，合计七十二元、队兵一等兵，九十九人。每名六元，合计五百九

十四元、号兵上等兵，一人七元、勤务兵一等兵，三人。每名六元，合计十八

元、炊事兵二等兵，六人。每名五元，合计三十元，总计：官佐八人，兵百十

九人；月共支八百八十一元，年支万五百七十二元。公费月支四十元；附公

安助理一员，月支二十元；服装费年支七百二十元；保安预备费年支三千二百六十

四元 （预备费须呈请核准后方能开支）：合计保安经费年支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六元。

共有长短枪一百二十枝。

迄二十七年九月底奉令裁撤，十月即调驻县。

（附）各区保卫分团组织沿革　民元以后，地方不宁，盗窃时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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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组织自卫团体，取名曰联。中区有十二社、十五社；南区有南八联、北十联；

西区有沟东联、沟西联；东区有东八联、西八联、铁炉联；北区分六联，有纸坊联

等名称；东南区有陈东联、陈西联、东合联、保安联。每联设联头一人，副联

头一人，司账文牍二人至五人不等，联丁六人至十人。枪枝均系民有，

或数枝，或数十枝，星罗棋布，破碎支离，浮支滥费，莫可究诘。十八

年区公所成立，遂将各联归并，分为六区。二十一年县保卫团成立，改

为保卫分团。迄二十四年，一律统编入保安大队。兹分区述之如下：

中区办事处：　中区以附城未设分团，惟设办事处于永宁碉堡内。

办事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团丁六人，总归区长指挥。全区民有长枪六

十余枝，月支经费六十二元。二十四年，归并保安队。

第二区保卫分团：　在南区黄堡寨。二十二年区公所裁撤始改设，

置团长一人，事务员一人，班长一人，团丁十二人，勤务二人，长枪十

三支，月支经费一百三十二元。归县总团指挥，办理剿匪清乡保卫等事

宜。二十四年裁。

第三区保卫分团：　在石柱镇故县村。设团长一人，助理员一人，

事务员二人，团丁二十二人，长短枪二十五枝，月支经费二百零三元

（余同第二区分团）。

第四区保卫分团：　在东区红土镇。东界蒲富，民性刚直，因多匪

患，自卫最早。清末即有东西联及铁炉联之组织；民国三十年，设局红

土镇，举镇民路六合为联头，统一各联，筹办枪枝；至十八年，全镇有

枪三百余支，匪徒无敢犯者。二十二年改编后，团部有长短枪二十四枝，

为全县保卫分团之冠。月支经费二百零三元余同上。

第五区保卫分团：　在北区金锁关，后移纸坊镇，有团丁十八名，

枪十八支，民有枪二十五枝。月支经费一百三十二元余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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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区保卫分团：在东南区陈炉镇。十八年，保安、东合二联归并

于镇；二十六年，始改编为本区分团，共团丁十二名，枪十二支。月支

经费一百三十元余同上。

（乙）义勇壮丁常备队简称义壮队　二十七年三月，奉省军管区司令

部颁发 《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列办法》，遵照编组成立常备队一

中队，设上尉队长一人，少尉分队长二人，中尉队长一人，准尉特务长

一人，士兵一百四十三名。月需经费三百九十二元五角九分，包谷三十

一石，均由地方殷实之家筹募。十月呈准增为四分队，士兵增至六百名。

二十八年十一月，奉令改编为国民兵团义壮常备队一分队，官兵七十七

名，经费由团管区司令部领发。暂编国民兵团义壮常备队一分队，官兵

六十六名，经费由前义壮队原经费内开支，其训练遵照军事委员会军训

部新兵教育纲领实施之。

（丙）社会军事训练队简称社训队及后备队　二十七年，奉令组织社会

军事训练队，总队部设少校军训教官兼总队附一人，上尉督练员二人

（事务员一人，书记一人，勤务二人），下设分队七队，每队设分队长一

人，班长四人，办理一切组训事宜。月支经费六百七十元。二十九年三

月裁撤。裁撤后，改设后备队一队，设上尉队长一人，由前社训队督练

员改充；分队长三人，士兵四十二人。专司训练后备壮丁事宜。旋亦

裁撤。

（丁）国民兵团及附设常备队　县国民兵团，于二十九年三月一日组

织成立，团长由县长兼任，设中校副团长一人，少校团副二人，二等军

医一人，中尉书记一人，中尉督练员四人，中尉事务员一人，准尉事务

员一人，准尉司书一人，传达兵一人，炊事兵一人，共十五人。三十年

支经费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七元，三十一年支经费四万零七百七十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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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兵团内附设常备队一队，设上尉队长一人，少尉分队长二人，班长

六人，征集各乡镇壮丁分期训练，并办理指拨应役壮丁各事宜。旋于三

十年裁撤关于壮丁训练事宜，详 《保甲志》。

（戊）自卫独立分队　亦附设于国民兵团内，设上尉队长一人，分队

长二人，士兵七十二名，步枪六十九枝，专司地方警卫事宜。按团防之

制，前代已有之。前志载明正统十四年，令天下招募民壮，就本地官司

率领操练，遇警调用。时邑设教场于城北迎恩门后名宣威门外正北为即戎

堂，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重建。左为敌台，南为关西精锐坊，左右翼二角门，

四围皆墙，万历三十九年知县梁善士建，四十五年知县刘泽远重修，迄清俱废，

仅存其遗址。清尚额设民壮八十二名，乾隆时仅存四之一耳。旧志云：

“虽亦奉操练之名，已大非设立初意矣，故于兵防特删焉。夫古者寓兵于农，制已

不可复。今国家休息百余年，海宇又安，边荒绥定，昔之军垒险地，尽平原乐土也，

岂不休哉？虽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讲，守土者谁欤？尚无虚縻国饷也。”

其后多由人民组织自卫团体。今则兵役、保甲、民众组训，配合为之。

法不厌精，利弊相倚，穷则通变，故屡更也。

４．清乡工作

民初边境时有股匪窜扰，均经人民自卫团体随时清剿。二十三年办

理保甲后，至今宁谧无匪患。邑有清乡局，于二十年奉令成立，附于县

政府局长一人，由县长兼任，副局长一人，事务员一人。月支经费三十元，六区

各设清乡分局，由区公所兼办。首先清查户口，发贴门牌，按甲取连坐

切结。其时十户为甲，五甲为排，二排为村，十村或十五村为区。每户具切结一

纸，凡同具连坐切结之本邻住户，如有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其余各户，应速密

报甲长，递报区长，转报清乡局县府核办。倘有瞻徇隐匪，概以庇纵论罪。而甲排

村区，递受密报，而不严守秘密，及不从速转报者，亦同。但挟嫌诬捏者反坐。甲

排长对于已经出具切结各户，随时侦察有无为匪、通匪、窝匪情事，分别具报，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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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隐匿失察时，即依法惩办。住户遇亲友来家寄宿时，当先报告甲长，依次递报备

查，并随时检查枪械凡人民及卸职军警、公务员、各法团所有自卫枪枝，令其一

律呈验烙印，发给执照，存留底册。如有新购，限于五日内补验烙印。废坏者，查

明注销。凡经查验之后，如有未烙印之枪械，即以私藏论。清乡局于半月内，将

办理情形呈报省总局一次，三月办竣。是后保甲制度实施，其清查户口

诸事，均详 《自治保甲志》。

５．防御工事

清制设弩台二：一在县北一里，一在县南一里，俱久废。又塘泛二：

一在县北三十里金锁关，一在县南二十里铺又康熙五十九年添设塘兵一名于

县之东南军台岭，乾隆二十二年裁。此犹后之碉堡线及交通网也。碉堡之筑

甚早，自明季寇乱，人民设法自卫，修筑堡寨；又经清同治回变，重加

补葺，故全县旧有堡寨七十九座。以西南二区为多，中区次之。民国二

十三年，省令修筑碉堡，藉资防守；县长刘学海即分令各区，补旧筑新，

依式规划。除将旧有堡寨七十九座概行补葺外，新建者有永宁等堡九座。

二十九年及三十年，县境第一第二两线碉楼，先后奉令完成一百二十四

座。兹谱其重要者如下：

永宁碉楼在城西嶂山，即永宁堡旧址。基广南北四丈，东西三丈，高三丈。

上盖覆屋三间，四周均有围墙、雉堞，可住兵一排。二十三年建、石柱碉楼在县

西四十里石柱原开福寺北干沟北岸。基广十六方丈，盖覆屋四间，下有窑孔三洞，

上有围墙雉堞，为县西屏障。二十三年完成、永安碉楼在县南一里碑楼塬，龙碉

在县东南三里龙蟠山上，依文昌阁旧址修建、虎碉在县正东塬上、豹碉在县东河

坡塬上，永静碉在县北三里频山上、永绥碉在县北虎踞山上。以上各碉，均于

二十四年三月筑成。

他如济阳、印台、虎踞各名寨，亦于二十四年增修。二十七年冬，

奉令修筑碉堡线，于二十八年春季开始，至三十年三月完成，先后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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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两线共筑成子母碉一百三十座，在县境内者一百二十四座。在宜君

境内者六座，地点皆由陆军第十六军二十四师、二十八师、一零九师、保安第三团

等部队勘定，监视修筑。其第一线由宜君之袁家山入境，经金锁关沿西塬南行，至

县城附近，复由县西塬经文明乡西南行，至黄堡石柱二镇交界之铁龙山折而西行，

经石柱镇之阿姑村、吊嘴、卢家塬、马嘴等村，至耀县之柳林镇，共筑母碉二十一

座，子碉七十座。第二线由西区石柱镇之文王山起南行，经上官、沟西、白石、光

明、马原等地，折而东南，经杨家原、生寅等村，至韩古庄之毛家山止，共筑母碉

六座，子碉三十座。其碉堡线及交通网图以关系军事，兹暂从略。各碉前后重

叠，东西参差，左右相倚，通以壕沟，掩以战垒，驻兵防守，洵为坚固。

两线共需民工四万零五百余个，泥工一万三千五百个，木工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个，

材料费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二元八角。其征发费用，已发四万八千六百九十元四

角，尚不敷二十三万九千五百零二元四角，均由人民负担。县境碉堡线，初由保

安第三团，继由第九团防守，今由一百六十五师防守。

二、警察

民国元年，设立巡警教练所于北街。一年毕业后，成立巡警队一队，

置队长一员，班长三名，警士二十四名，来复枪二十七枝历年增购毛瑟枪

及五响枪十余枝，办理附城警卫各事。四年，枪被郭坚收去，警察队解散。

嗣又设团警队，承办警察事务，有枪五十枝。十年，复被变兵张老四收

缴。直至十五年，奉令成立公安局，有局丁二十人，长枪十余枝，兼办

警察事务。二十三年裁局并科，局丁归并保卫团，设公安助理员一人，

指挥团丁，亦兼办警察事务。惟性质笼统，更调频繁，难期专一，遂于

二十四年组织警察一班，由公安助理员负责指挥并授以警察须知、违警罚

法、卫生警察等学科，以资应用。二十六年，公安助理员裁撤，公安班附于

县政府，设班长一人，曰公安警察。二十七年，复奉令正式成立警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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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旧差役汰弱留强，并公安警察，合编为三班，曰政务警察队简称政警

队，共有政警二十四人，置警佐一人，巡官一员，兼办司法事宜。三十

年七月，改编为警佐室，设警佐一员，督察员一员，巡官二员，事务员

一员，司书一名，警长五名，警士五十名编五班清道夫一名，勤务三名，伙

夫三名，年支经费二万七千二百六十四元。

三、兵役

１．壮丁征数

二十六年七七抗战军兴，十月，县即奉令组织 “兵役征募委员会”，

实行宣传、调查、抽签，计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征送一十六次，共壮丁

一千五百七十一名，并抽调保安队现役兵一百三十一名。二十八年二月，

奉令组设兵役科，督同常备队专办征拨壮丁事务。迨三十年四月，先后

征送壮丁二十八次，共计壮丁一千七百二十八名。三十一年四月，兵役

科裁撤，所有兵役事务，概归国民兵团办理；至是年十月底止，每月一

次，征送壮丁一千三百二十五名，先后三次，共计壮丁四千七百五十五

名，内甲级壮丁三千三百五十四名，乙级壮丁一千四百零一名。三十二

年，国民兵团裁撤，征拨壮丁，归第三科继续办理。合计五年之间，同

官征送壮丁凡四千七百五十五名。

２．宣传工作

自二十六年十月实行征兵，其兵役征募委员会，即由县府职员及地

方士绅组织之，分别轮流赴乡宣传。又组织 “民众抗敌后援会”系由县党

部、县政府及地方机关联合组设，制定各种标语漫画、通俗宣传词等，每届星期日

及各乡镇逢集日，全体动员，分赴各乡镇宣传兵役及一切抗敌工作。更由男女学校

组织新剧团，每逢国庆纪念，在城内南街体育场化妆表演各种爱国戏剧，以资宣

传。二十八年八月，奉省动员委员会令，调整 “动员委员会”。为适应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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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工作之要求起见，遵令聘任地方各机关热心人士及公正士绅为委员，县长及党务

指导员分别兼任主任及副主任委员，外设专任秘书、书记各一人，并设宣传、调查

统计、组训、征募等四科及指导员等，以资协助宣传事务。又奉省军管区司令部

令，分设 “兵役询问处”。因一般民众对于兵役制度、兵役法规，多不明了，因

之疑虑恐惧，甚或规避兵役。为使役政顺利推行，饬于民教馆、县立小学、各保学

及联保办公处，普遍附设兵役询问处，以馆员、小学教员、保学教员、联保书记等

为解答人员，县遵即次第成立共六十九处，以便民众随时随地询问兵役情形。是年

举行 “兵役宣传周”先后二次，又组织 “兵役宣传委员会”。专司宣传及

督导筹划事宜，以期宣传力量，深入农村。二十九年三月，由全县各机关学校

组织 “宣传队”。每星期出校宣传，寒暑假全体出动化妆宣传。并于每次壮丁出

发时，开欢送大会，以资鼓励。人民经多方宣传，渐知爱国，逃避较少，三

十年十月，自动报名为志愿兵者，有李志超等八人。除开欢送会外，并将其

姓名事实书于城内南街招待所对面墙壁，以广宣扬而励后来。八人姓名为：李志超、

许洪、段忠有、梁成功，吕生福、乔德法、郭祥瑞、刘文生，均本县籍。

３．征集经过

二十六年七月初次征集壮丁时，准备不完，急于拨补，仓促未能抽

签。二十七年一月征集时，即实行抽签由县政府主办，并由兵役征募委员会

协助调查。所有适龄壮丁，均经联保办公处详查造册，呈报县政府，定期按名抽签，

次第征拨。二十八年二月，兵役科成立，专办征调事宜；三月，组设县及

联保 “兵役协会”，协助办理。划分全县为七征兵区。按保甲组织行政之便

利，就全县七联保划分之，规定各区抽签日期，按期抽拨。嗣以壮丁多于中签后

逃避，遂依照每次奉令配赋兵额，按各联保人口数比例分配征调。十月，

以此办法互有利弊，复实行抽签。二十九年三月，以各乡镇征集、训练，

机构未全，于每乡镇设镇队副一人受国民兵团之节制指挥。常驻乡镇公所，协

助乡镇队长 （即乡镇长）督同各保甲长，办理宣传、调查、征集、训练壮丁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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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凡出征逃回者，随即逮捕送交。惟查二十八年度调查统计全县适龄

壮丁七千五百八十名，除已征过三千一百四十五名，并免役者计二千四

百五十八名，应缓役者计一千五百六十一名，仅余壮丁四百二十六名，

而每月配赋额数六十七名，仍须按数拨补，以致抽签办法，无从进行。

三十年度，后照各乡镇人口比额征要，而各保乱拉强派，弊窦丛生。三

十一年七月，实行调查，将及龄、逃跑、隐匿各壮丁，查明造册抽签，

中签者计八百余名焉。逃役之防止办法，分罗缉、检举二项：一、令饬各级保甲

人员，详密组织，随时缉捕。二、榜示人民，凡检举逃匿壮丁一名，除缓役三月外，

予以相当奖金；并将逃役者父兄羁押惩办，以儆效尤。至抗敌军人家属之慰问及救

济，即依照优待条例，对于穷苦之抗属，减免临时捐物及劳役；如遇生活不能维持，

或遭遇灾害时，则随时查明，慰问救济；并于农忙时，组织党政军学获麦队，实行

为抗属获麦及任一切工作。

４．兵役示范区

二十八年九月，指定中山镇为全县兵役示范区。该镇各级保甲人员，依

照兵役法令，切实推行，尚称顺利。是年双十国庆纪念日，印制宣传品，召集全镇

保甲人员及民众，开会于城内大操场讲述兵役意义，阐明征募方法。旋由县政府、

县党部、动员委员会、城内男女学校派员分赴各保，进行宣传调查工作。完毕后，

将调查所得之现役及缓役、免役壮丁姓名，列榜张贴，传锣使镇民阅榜检举。并派

员守坐榜侧，解答疑问及接受民众审诉事宜，随时查明更正，俾免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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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八
自治保甲志

绪言

一、地方自治略史

二、保甲

　　１．初办情形　　２．机构调整　　３．干部训练

　　４．户口编查　　５．壮丁训练　　６．经费统筹



绪言

同官自清末至今，虽叠遭兵匪之患，但人民淳朴，地方尚称安谧。

民元以后，自治组织，多不健全；即十八年之区村制，虽曰自治团体，

亦不过承上驭下之筹款与差务机关耳。至二十四年保甲编查完竣后，自

治稍具基础。近年施行新县制，自治机构，形式完成，而以抗战方亟，

防边难懈，欲名实之不相违，尚待他日耳。

一、地方自治略史

清宣统三年，设立自治公所、参事会、县议会于旧儒学内，选送士

绅孙应瑞、寇希莱赴省自治训练班受训，回县后，专主其事。惟系初办，

无甚建树，不过对于地方事务，稍能参加意见耳。民国元年，自治公所

及参事会裁撤，成立临时县议会，推选士绅梁文德润伯、寇希莱宋臣、孙

应瑞吉甫、和鸣珂文蠧、冯致和平之、佘鼎彝宝初、寇培铭新三、梁子健卓

甫、翟守愚直生、党秀林瑞亭等十人为议员，与监理财政局同设于旧典史

署内，并推梁文德为议长兼财政局长，协办地方自治事宜。迨省议会成

立，始奉令改为正式县议会。民国三年帝制运动发生后裁撤。

乡村自治，在清时，每村有乡约一人，数村合举联头一人。民元后，

仍袭其名。但联数过多，而联头亦多不识字，一切事务，不易推行。十

八年，省令各县办理地方自治，县遂依法组织，将原有市镇划分六区，

区设区长一人，副区长、佐理事务员各一人，区丁六人至十二人。区长

秉承县长办理全区一切行政及公共事宜。每区分若干村，设村长；村分

二排，有排长；排分五甲或十甲，有甲长；甲分十户，有户长。二十三

年，省令裁局并科，区制亦废，其一切事务，统归各级保甲人员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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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当时区村谱之如下：

中山区　由附城各村及外十五社、三十七村组成，共编十二村、二

十四排。

同阳区　即南区，由黄堡镇所辖五十六村组成，共编十村、二十

二排。

人和区　即西区，由石柱镇所辖一百九十三村组成，共编十九村、

三十八排。

利民区　即东区，由红土镇所辖九十九村组成，共编十六村、三十

二排。

兆丰区　即北区，由金锁关所辖一百五十六村组成，共编十村、二

十排。

保安区　即东南区，由陈炉、立地、上店各镇所辖六十七村组成，

共编十三村、二十六排。

全县共计六百零八小村落利民、兆丰二区，限于地形，有二三户为一村者，

共编八十一村、六十二排。

二十九年实行新县制，地方自治始与保甲制度融合为一。其机构，详

《吏治志》之组织图；其乡镇区划，详 《建置志》。三十年，奉令筹设乡镇民代

表会。其保民大会实行选举保长及副保长，甲户长会议亦于是年开始举

行，是为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会议选举之始。三十一年，奉令组设县参

议会，规定七乡镇各选一人充议员，复由议员中推选二人，呈报省政府

择委一人为议长，办理一切立法事宜。兹将保长副保长当选姓名及三十

二年照新章申请检核之参议候选人，分别表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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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民选保长、副保长表

（三十一、三十二年）

年
别乡

镇
别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中山镇

一保副孙寿亭、二保杨九成、三

保副姬愈新、六保宋承彦、七保

副孙荣先

一保副索志义、四保副王振海、

五保副王嘉谋、六保副李长民

黄堡镇

一保张荣昌、二保张志治、三保

副王国栋、六保郝秉祥、七保郝

发贤

一保副刘尚武、二保副杜英杰、

三保杨锡龄、七保郝发政

文明乡

一保王白宽、一保副马长义、二

保王世春、四保韩刚、五保佘

霖春

一保陈子和、二保王存玺、四保

杨恒春、五保刘忠宽

石柱镇

一保石良法、二保杜生禄、三保

王聚贤、四保副李成栋、七保杨

志廉

二保副陶阳春、三保副童佩荣、

五保安志华

红土镇
一保副杨志久、三保副崔如银、

五保韩东魁

二保副党文成、五保副刘子政、

一保赵志俊

金锁镇
一保赵彦龙、一保副张文彦、四

保副黄君永、六保副杨济华
一保刘裕信、二保黄忠玉

陈炉镇
一保副王鸿儒、三保副赵国玺、

四保范生秀、五保副侯德福

五保张生明、六保副赵文荣、七

保周兴镐

同官县第一次申请检核参议会议员候选人谱三十二年

中山镇：张培明、佘可观、李蔚文、冯均瑞、杨维新；

黄堡镇：王少文、董勋俊、杨春荣、梁文汉；

文明乡：任忠杰、任良材、吕儒元、李生璧；

石柱镇：白树荣、景邦泰、唐治家、姬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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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镇：刘远鑫、雷炎、唐述海、杨志厚；

金锁镇：刘裕信、郑彦维、温秉鑫、樊德文；

陈炉镇：任继薛、高步嵩、王玉瑞、王郁斌、郭国藩；

人民团体：杨树坤、苏青山、任仰之、孙丕基、姬益新、梁恒昌、

杨红儒、杨松年、董林哲

以上合格条款，系照省县公职候选人考试条例，合于第七条第二、

三、五、七诸款者。

（附）民初省议员选举谱

民国元年十二月，本县初选省议员，共有选民二万余人，被选十二人；二年一

月，被选者同赴西安，在四府街湖广会馆复选投票，得正议员一人，候补一人。兹

将初选人复选人姓名附谱如下：

初选十二人：寇之苏字湘阳，清廪生，师范毕业、梁文德清附生，宣统三

年加入同盟会、寇希莱
*

生、和鸣珂清增生，师范肄业。民元入同盟会、寇佩

铭廪生、冯致和增生、赵登第童生、雒恒信童生，陈炉镇联头、梁子建附生、

寇葆谦增生、张凤仪增生、赵创业字基丞，童生。复选二人：寇之苏正选议

员、梁文德候补议员。

二、保甲

保甲为吾国旧法，向称 《周礼》启其端，管仲、商鞅承其绪，王安石创其

制，王守仁、曾国藩神其用，是也。其节目虽或纤密，要不外今之所谓组织

民众，训练民众，充实自卫力量，以保乡里而已。同官乡镇区划，清代

分为六里，里各领若干村，已详 《建置志》，而同时四乡各分若干堡，堡

复各领若干村，则保甲制度也。兹据旧志，谱之如下：

东乡　共九十九村，领以十七保：第一保河东坡、孙家坪、桑皮头、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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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村；第二保党家塔、寇村、尖角里、王家老池；第三保刘村、程家原、桥子

上、赵家匣、鹿台村、官地里；第四保北古寨、南古寨、南要弦、北要弦、钮家

嘴、枣园里、三棱圪塔；第五保麻家庄、姚家嘴、炭家庄、车湾沟、鳌背村、陈

家河、周家沟、赵家塔、观音堂；第六保祁家沟、雷家坡、潘家河、罗家山、马

家河；第七保彭家山、赵家塔、杨家庄、新庙塔、武家塌、萧家塌、铁龙沟；第

八保惠家沟、狗儿村、坡石村、租子沟、漆家庄；第九保庞家河、太和寺、麦长

河、南斜里；第十保孙家匾、簸箕掌、红土坡、店子上、萧家渠、邵家沟；第十

一保东王家、西王家、菩萨里、乌泥川；第十二保元树村、洞子沟、蒋家岭、高

家湾、葛条塌、同家原、何家沟；第十三保甘枣原、嘴儿头、杨家庄、南神阁、

北神阁、官庄原、宁家堡、徐家河；第十四保冯家原、萧家堡、萧家河、李家湾；

第十五保水沟村、山照河、南堡子、孺子河、羊安岭、相陵儿、灰堆里；第十六

保小棋盘、瓦窑岭、寺背后、普崖、枣园村；第十七保大庄窠、鸭回岭、南斗村、

膺家地、庞家塌、 蒲村、雷家圪塔。

南乡　共六十五村，领以十九保：第一保东王益村、西王益村、灰堆坡、

庙嘴里、东十里铺、西十里铺；第二保泥古村、川口河、鸭口河、二十里铺；第

三保韩家原、墙下村、小豆村、店子上、高坪原；第四保张家村、安合村、景家

坡、魏寨；第五保上店镇；第六堡陈炉镇、北沟里；第七保马家窠、永受村；

第八保立地镇、枣儿村、苜蓿店；第九保东义兴、高家原、西义兴、孙家坳；第

十保上
#

峪村、下
#

峪村、罗寨村、周原村、嘴头、丰禾村；第十一保黄堡镇、

新村、李家沟、吕家崖；第十二保王家原、石凹里、石坡原；第十三保吕家原、

南村；第十四保王家匾、土桥子；第十五保凤池村、东柳池、西柳池；第十六

保党家河、冯家桥、董家河；第十七保黑池原、庙背后、安阳村、马村；第十八

保史家原、孟家原；第十九保梁家原、韦家原、南韩家原、大老池、文家圪塔。

西乡　共一百二十村，领以二十三保：第一保蒲池王、慢坡里，官酒

８６２

同官县志 （民国）



铺、安家坡、桃原里；第二保苏家庄、神武村、公家原、郭家河、冯家河；第三

保艾卜河、习家峁、常家河、白家河、范寨村、化圪塔；第四保寇家塬、党家塬、

蔡家塬、赵家渠，铁门庄；第五保周家河、铺子里、张家岭、李家渠、牛角湾；

第六保胡芦泉、边家河、化沟里，郑家河、红崖圪塔；第七保沙锅炉、木瓜沟、

庙底里、杏林村、朱家窑窠；第八保神周村、张村、松林村、孙家河、王家河；

第九保北雷村、南雷村、赵家原、圪堵村、赵家河、北村里、枣园子；第十保磨

活村、曾家坳、崔家坡、避难村；第十一保上演家池、下演家池、上龙尾村、下

龙尾村；第十二保阿来村、青龙堡、阿姑村；第十三保活龙村、故县村、石柱

塬、木长村、京兆村、北窑窠；第十四保上安村、金圪 、铁龙头、克坊村、卢

家原；第十五保上西古村、下西古村、僧寅村、杨家原；第十六保韩古庄、马嘴

里、穆家原；第十七保马原村、光明村、上白石村、下白石村、上官村、沟西里、

腰节里；第十八保开府村、东古庄、西古庄、王益堡、李家堡、郝家坳、上来兴

村、下来兴村、西吴村；第十九保龙首村、梁寨村、焦寨村、桃园村、寺上村、

杨庄村；第二十保修文村、南楼村、北楼村、姚家埝、南庄、吴庄、同德村；第

二十一保史村、马家塬、赵家沟、白原村、现头村、阎家河；第二十二保安里

河、梨园庄、吕村河、桃村坡、韩家原、暂头原、元古庄；第二十三保南头村、

西头村、孝慈村、刘寨嘴、吕村凹。

北乡　共一百零八村，领以十六保：第一保雷家沟、枣庙村、武家河、

马家原、刘家埝、翟家庙、马家村；第二保顺河村、王家坡、柳湾村、崖窑里；

第三保冯家村、前渠村、后渠村、贺家楼子；第四保武家原、梁家原、党家原、

何家原；第五保前匣子、后匣子、宋家峁、沙家原、寇家峁、毕家庄、侯家崖、

甘沟凹、杨家河、三门寺，后槽里、原领沟、蒲落村；第六保太子庄、西坡村、

吕居村、何村、高窑村；第七保仓坊坪、官地里、王家原、桐树圪 、细嘴梁、

寨里坡、渠池铺、狗槽里、庙山里；第八保县口村、深沟里、孟家塌、祁家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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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家庄、马人沟；第九保杨家坪、麻窝里、北塌里、高桥儿、黑古庄、湫沟里、

双山上、塌泥河、火眼头、杨家散岔；第十保金牛庄、金马庄、范家寺、蒿长里、

边家庄、庙山子、韩家峁、白家峁、斜蒿沟；第十一保纸房里、草店子、走马岭、

安乐村、山底里、花沟子、石塌里；第十二保金锁关、仲家山、崔家山、姚家湾、

姬家塌、三十六条 ；第十三保前胡家峰、后胡家峰、渠家庄、牛家梁、王家梁、

半截沟；第十四保霸王庄、棉花坡、草沟里、李家沟、白家窑窠、前老庄里、后

老庄里；第十五保肃嘴塌、王家庄、六极塌、西村、路家原、罗圈里；第十六保

前花石崖、后花石崖、前嘴儿头、后嘴儿头、蒲家山、上官山、庙山里。

旧志按语云：“古者轨里连乡之制，原所以籍人丁而联村落。今之里长、乡保，

即其遗意也。同五方杂厝，居徙无常；地不能以限人，人亦不能属于里。故里长之

所统者，地亩之所居也；乡保之所管者，室家之所定也。析甲于里，而赋役有经；

联村于乡，而保甲可按。此教养之要枢，而为治者所宜详也，故词繁而不杀云。”

又其自序中云：“五方杂厝，三户成村，议者以为莫善于保甲。然今昔之论保甲者，

案牍几如蜂积，而利弊恒相因。不明其意，难收其效；徒泥其法，且滋之累。故予

独详其村堡于乡里，而不别立保甲之条也。”今按：保甲之有名无实者已久矣，故

上谱之用，尚在检校今昔村名之异同，保甲虽沿其制，实无其法也。

迄民国二十二年，中央复规定施行保甲，列为要政之一，县之所为，

用详叙焉。

１．初办情形

县为本省首先试办保甲十县之一。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奉令编查

保甲户口，县长杨孝英召集地方各机关士绅，开编查保甲大会，成立

“保甲户口编查委员会”，依照奉颁 《陕西省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暂行办

法》及 “进度表”之规定，讲习、宣传、编查，逐步进行。惟以位处山

陬，地面辽阔，民智简陋，视为创举，所编户口，多不实在。县长刘学

海积极规划，另行编查，但仍觉按照规定办法，委用编查员，办理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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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于七月间，利用暑期，招集全县乡村小学教师七十六名，设立 “暑期

训练班”，实施训练一月，加授编查保甲户口各课，期满后，即分发各乡

村，分别担任编查工作。每人各执一册，编查一保，并佐以县府职员，地方士

绅，规划指导。首先挨户清查，依乡村户口多少、地形差别，划定十户为

甲，十甲为保，六保至十二保为一联保。计当时共查得五万一千五百七

十五口，一万零一百零九户，按照各乡情形，编为十三联保、八十一保、

九百一十甲。十月，编查完竣，即印制保甲户口编查册及各种表式、门

牌，分发各联保，依式填造悬挂，呈报存查。兹将编查情形及所编保甲

户口数目，分别述之：

（甲）编户　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依照原有乡镇、村落、比邻之

家屋，由东而西，先南后北，顺序挨户编组。分住户、特户二种，户设户长。

住户即男女长幼同居之人民家庭，户长由各户家长或指派能处理家务之人充当之。

特户即寺、庙、观、庵、学校、机关、公共团体等，即以主管人为户长。更以联

保为单位，编列号数，挂贴门牌书明口数、男、女、大、小、职业、壮丁、学

龄儿童、枪支等项。如有因避匪或被灾，全户迁徙逃亡者，应暂时保留其甲户之顺

序，俟归来时，补其号数。甲长每月将本甲户口变动情形，填表递报一次。

（乙）编甲　十户为甲，设甲长。由各户长内指派品行端方、业务正当者

一人充任之。甲长在本人住宅内办公，行文用私人名章或签押，门首悬挂 “某乡镇

联保第几保第几甲甲长”木牌，以资识别，牌长一尺二寸，宽四寸，厚五分。如

限于地势及管理不便时，则不限定十户。

（丙）编保　十甲为保，设保长由编查员就本保内，遴选明白文义之公正

人士三人，呈请县政府择委一人充当，立保公所即在保长本人住宅内，或择保内

适当地点办公。行文用保图记，加盖私人名章。门首悬挂 “某乡镇联保第几保保

长”或 “保公所”木牌，牌长二尺，宽四寸，厚五分。如必要时，亦不限定

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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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编联保　有集六保或七八保至十二保为一联保者，设联保主任

及其办公处。主任由编查委员就本乡镇各保长或士绅内，遴选乡望素孚者三人，

呈请县政府择委一人兼充或专任之。联保主任办公处，就原有公共处所设立。由县

政府刊发图记。门首悬挂 “某乡镇联保办公处”木牌。牌长宽厚如前。联保主任、

保甲长，经委派后不得藉故推诿。兹将是年编查结果列下：

同官县二十三年保甲户口统计表

区别
联保

名称

保

数

甲

数
户数

现住

人口

不识字

人口

无职业

人口

老弱

人口

壮丁

人数

第一区

（中山区）

中山镇联保

博爱乡联保
１２１２６１３３２男３５８８

女２９０７
男２７５６
女２７０３

男２
女０

男１４７３
女１２３８ 男１６１９

第二区

（同阳区）

黄堡镇联保

梁塬乡联保
１１１３１１３６３男４２１５

女３６３４
男３５２２
女３６２９

男１５
女４

男２４５８
女２１２５ 男１５９２

第三区

（人和区）

文明乡联保

石柱镇联保

民治乡联保

１９２１０２３６６男６５７２
女５７９１

男６０７４
女５７０１

男１
女１

男３３５０
女２９３１ 男２７１２

第四区

（利民区）

红土镇联保

忠义乡联保
１６１８３２０２９男５１１７

女４１８６
男４６４８
女４１８０

男１
女０

男２１４６
女１９４１ 男２５４７

第五区

（兆丰区）

金锁镇联保

纸坊镇联保
１０１０４１１５４男２９５７

女２４４２
男２６９４
女２４４２

男１
女０

男１２８２
女１１３４ 男１１４７

第六区

（保安区）

陈炉镇联保

民新乡联保
１３１５６１８７５男５７２８

女４４８２
男５１０３
女４４８０

男１２６
女１１

男２４７３
女２２１３ 男２４７１

合　计 １３联保 ８１９１０１０１０９男２８１３２
女２３４４２

男２４７７０
女２２３６０

男１４６
女１６

男１３０８２
女１１４９２男１２１１５

附注 壮丁人数，系单双丁合计。家有二人以上为双丁，一人为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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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老弱：男老４３２１，女老３８２７；男弱１０７２９，女弱８１３４。职业

百分比：农８５，工２，商２，学９，兵１，游民１。

（戊）户口总编查　编查委员于保甲户口编定后，复同联保主任、保

甲长等，将已编定各户挨户清查，填给门牌令其实贴于同样之木牌上，悬挂

户门易见之处，不得失坏。并将住户户口分甲填写调查表，特户户口分保填

写调查表各填二份，以一份存保，一份存联保办公处存查，更造具各联保保甲

编查册及住户、特户户口统计表各二份，以一份存联保办公处，一份呈报县府

备查。县政府即汇造全县保甲编查册及统计表四份，均呈报民政厅，分别存

转备查。

（己）连坐切结。　同甲各户，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自具

结后，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纵匪、窝匪情事，如有违犯者，其他各户，即密

报惩办，倘有瞻徇隐匿，各户均有连坐之责。

（庚）户口变动　每届月终，由保长督同甲长，挨户清查；将各户增

减人数，分别填入门牌增减字下；并将各户异动情形，填写住户、特户

户口变动呈报表各二份，以一份存保，一份呈联保办公处备查，联保主任则汇报

县政府，转呈民政厅存转。

（辛）保甲公约　县府就地方情形，用白话文拟具全县 “保甲公

约”：呈经民政厅核准之后，广为印制，分发各保甲张贴。通衢及公共处所

墙壁，粉书公约条文。由各级保甲人员，督同各住户共同遵守。附录如下：

一、本公约系遵照陕西省政府颁发 《编查保甲户口暂行办法》第十三条之规

定，由县政府拟具，呈经陕西省民政厅核准。凡本保甲内住户人等，都应共同遵守。

二、凡住户须相相稽查，有行迹可疑之人，或系匪徒，应报告保甲长，细心盘

诘。如隐匿不报，应负连坐之责。亦不得留难好人，妄生事端。

三、遇有匪警即鸣钟或锣，警告大众，听保甲长指挥，齐集戒备。

四、遇有风、火、水灾，也须分别鸣钟或锣，大众闻声，齐集救护，不得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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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暇时，须受训练，以便防御匪盗。

六、修碉楼、堡寨、堤堰及有关公共益的工程，应协力工作，以求坚固。

七、公路私路电杆、电线、水渠、桥梁并一切公共建筑物，须留心保护，不得

损坏。

八、种树、植果、畜牛、牧羊等事，应尽力举办，广资生产。

九、原有森林、新栽树木及田间农作物，须互相照料，不准牲畜践伤，盗卖

偷伐。

十、工商事业须加意维持，并提倡合作社及讲求改良方法。

十一、应采矿产，须协力赞助，不得阻挠。

十二、不准吸食洋烟，开设烟馆，偷种烟苗，聚赌渔利，重利放债。

十三、不准酗酒械斗，唆讼为非。

十四、对于男子留辫，女子缠足，以及迎神赛会等事，须极力纠正。

十五、孝亲、敬长、睦族、厚邻等事，应竭力劝勉，以维风化。

十六、恤孤、济贫、筹赈、积仓等事，须共同举办。

十七、儿童已及学龄，须劝令一律就学；年长失学者，劝令赶即补习。

十八、有不遵守公约者，由保甲长报告联保主任，察酌事实，或责令赔偿，或

处以不满一元之罚金；情节较重者，由联保主任呈报县政府核惩。

（壬）查验枪支　全县民有枪支，于二十六年八月，依照本省 《查验

民有枪支暂行办法》之规定，由县府督同各级保甲人员详确调查，编号

烙印，全县共计八百九十一支七九步枪六百八十九支，马枪五十四支，套筒枪

一十六支，水连珠二十四支，三八式枪二支，自来德八支，七粒米三支，小八响二

支，折腰枪一十八支，六轮枪一支，百米临枪二支，三保险枪一支，大八音手枪一

支，手提机枪二支，单响枪三支，小口径三支，共计如上数。二十八年六月整理

保甲时，复调查烙印一次，共计七百九十二支七九步枪四百八十二支，七九

马枪五十八支，驮背枪三十三支，水连珠二十九支，套筒枪六十九支，三八式枪七

十五支，七米粒枪六支，六五步枪二支，左轮手枪一支，捷克式枪二支，小口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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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自来德一十支，大八页手枪一支，毛瑟枪五支，双背剑手枪二支，折腰枪三

支，六轮手枪一支，八响手枪一支，四大件手枪三支，六米粒枪一支，短折腰枪一

支，套筒手枪一支，共计如上数。惟查以上枪支多有残缺不全者。

（癸）厉行壮丁警备班守望巡查联防会哨　二十八年八月整理保甲

后，为运用保甲组织，发挥人民自卫力量，防制盗匪汉奸，求保地方安

宁起见，依照奉颁 《壮丁队守望巡查联防会哨、保甲交通纲要暂行办法》

之规定，于全县四十九保，遴选本保壮丁，各编警备班，每班十人。班

长由保长兼充；副班长二人，由保长选择曾受军事训练之优秀壮丁充任。

壮丁十人：三人守望，五人巡查，二人通讯，由县政府按照实际情形，

指定地点，俾资守望。二十九年三月保甲总复查时，又于各村庄堡寨，

增设盘查所一处，由该管保甲长指定地点，每日派居民携带警报器如铜

锣、庙钟之类，在村口、城门或高岗、要道，轮流守望盘查。凡往来形迹可

疑之人，严加盘诘，如遇汉奸、盗匪嫌疑重大或不服盘查者，即行逮捕递送县府究

办。如有匪警，即鸣锣或钟，附近民众闻警，即刻携带武器，驰赴出事

地点围剿。若有轮值不到，或不忠于职守者，由保长查明，呈报县府惩

办。实行以来，颇著成效。

２．机构调整　二十三年编查之初，每联保仅设联保主任一人，其时

一切政务，概由区团办理。至二十五年二月，奉令将区团裁撤，事务移

由联保办公处办理，以人少事繁，遂增设书记一人，公役二名。迄二十

八年六月，县府奉令添设 “保甲巡回督导员”三人，常用在各联保巡回

督导保甲外勤工作；保甲科员一人，办理保甲文件表册等内勤工作。二

十九年，实施新县制。三月，奉令联保改名乡镇。县共编一乡、六镇，

设正副镇长各一人，干事一人，事务一人，公役二人，公丁六人，办理

一切行政、自治事宜。三十年，又增设镇队附一人，事务员一人，专办

配赋及组训壮丁事宜。每保设正副保长各一人，保书记一人，保公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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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增加保甲经费，补给食粮。保甲机构，渐臻健全其组织图并见 《吏

治志》。又三十年，保送学生二十人赴三区专署 “户籍人员训练班”受

训。三十一年，于县府成立 “户籍室”，以保甲科员为户籍主任，下设督

导员一人，户籍员十八人，经常分配于各乡镇，办理户籍事宜亦归乡镇长

指挥。

３．干部训练　二十三年十月间，县长刘学海筹办保甲长训练班，将

全县保甲长九百九十一人，分别调县实施训练，每期二周。至二十四年

二月，次第训练完毕。二十五年二月，奉 “中部等县保甲特种训练委员

会”令，饬切实整理保甲，并组织保甲队。遂选送联队副十三名，赴省

受训三个月。后筹设小队副训练队，每保选送完全小校毕业学员一人，

训练两月。结业后，各联队副小队副皆分别委派各乡保，督饬训练全县

保甲队。同年七月，为健全保长办事能力起见，于小队副结业后，继办

保长训练队，一月期满，仍回原保服务。

二十六年六月，各联保主任先后奉令赴陕西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所设之 “保甲干部人员训练班”受训一次，一月期满。九月，县长

田在养将全县保长、小队副分三次召集县府，个别谈话，考核其学历、

经历、思想及对于保甲认识之程度，评定等第，作整顿去留之标准。复

于十月中遵照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颁发之 “整理保甲注意事项”，筹设

“保甲干部人员训练班”，遴选优秀小学毕业生七十八人，严加训练三星

期，择优次第委充保长、小队副等职，上次考核不称职之保甲人员，一

律更换，以臻健全。

二十七年一月，召集全县联保主任，保长、联队副、小队副及各级

保甲人员，分期轮流到县，实行增进训练一月。八月，奉民政厅令，调

各联保主任先后赴 “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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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四月，奉民政厅令，调本县办理保甲人员赴省战时工作干

部第四训练团受训第一期毕业者，系联保书记段忠学等七名；第二期系保甲科员

郑文蔚；第三期系联保主任王崇谦等七名。均先后期满回县，各供原职。六月，

县开保甲讲习会及联保讲习会为清查户口计，另详后。八月，奉省政府颁发

“保甲长训练办法”及 “预算标准”，复办保甲长训练班，切实训练一

月。惟甲长训练，以人数过多，集中县城不易，县长田在养拟定授课时

间表，并派指导人员，协助各联保分别集中适当地点，严加训练，自二

十九年二月开始，训练两周。各级保甲人员，经多次训练后，其办事能

力，大为加强。

三十年，新县制已实施，需要新干部，由中央规定省设训练团，调

训县府干部人员及乡镇长副。三十一年，第三区专员公署开办所属各县

“地方行政干部联合训练所”于洛川，本县各乡镇长副并遴选之保长副

等，皆先后送训结业。

４．户口编查　自二十三年初次清查户口以后，二十五年二月，奉

“中部等县保甲特种训练委员会”饬，切实整理保甲队，乃将全县保甲户

口复行调查，编查结果，保、甲、户略有变更，计全县十三联保、七十

八保、八百零一甲、九千三百六十一户，男二万七千二百零四口，女二

万三千零九十口。并将全县壮丁七千三百五十四人，分编为十三联队，

七十八小队，六百五十班。

二十六年八月，复奉民政厅令，举办户口总清查。县长田在养遂督

同各级保甲人员及地方各机关团体士绅，全体动员调整清查，于十月清

查完竣，结果亦略有变更，计全县共编十三联保、八十一保、七百九十

七甲、九千六百一十五户，现住男二万七千零九口，女二万二千九百三

十三口。并将各种民有枪支八百九十一支编号烙印已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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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十一月间，办理户口异动查报一次，计查得十三联保、七

十七保、七百九十七甲、九千三百九十四户，男二万四千六百七十口，

女二万二千六百零一口。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壮年男子七千一百零三人，

内十八岁至三十五岁者五千七百二十五人，截至二十八年四月底止，已

调训者一千八百八十四人。七月，成立 “社训队”，原有保甲队组织遂暂

撤销。

二十八年四月中，奉民政厅令，彻底调理保甲组织，县长田在养即

于五月中办理完竣。将原有保甲组织，依照地方自然形势及旧日习惯，

缩编为七联保即中山、黄堡、石柱、文明、红土、陈炉、金锁等、四十九保、

八百二十五甲，共辖九千一百零九户。六月，奉陕西省第七区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电，调保甲科员赴彬县参加讲习会，回县后，复委派督导员方

中权等四员来县，会同召集县属社训干部五十人及各联保主任、各机关

职员、各学校教职员、地方士绅等七十一人，在县开 “保甲讲习会”后，

即编为七组，携带各项应用表册，分赴各联保，招集保甲长及保立小学

教员，开联保讲习会。七月六日，开始进行清查户口、整理保甲工作。

迨调查完毕，复由县长及督导人员举行复查，考核实在，计全县七联保、

四十九保、八百二十五甲、一万零四百二十四户，现住男二万八千五百

六十八口，女二万四千四百八十口。自九月份起，按月办理户口异动。

二十九年，实施新县制。奉令联保改名乡镇。三月，七区专署为增

进保甲效能，以切实际需要，电发 《第七区各县保甲总复查实施办法》

《各县壮丁警备班守望巡查联防会哨通则实施办法》《各县依期戒绝烟民

实施办法》各一份到县，务于四十日内办竣具报。县长田在养为使工作

迅速确实起见，即召集各联保主任、各机关、团体、学校，开扩大县务

会议，筹设进行办法，更召集县府督导复查人员开小组会议。设 “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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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工作督导团”，以县长、秘书为正副团长，各科长、保甲巡回督导员为

团员，分携应用表册，前赴各乡镇，督同各级保甲人员、小学教师、士

绅开乡镇会议。三月二十一日开始工作，分保分甲挨户复查。对于每户男

女老幼数目，调查实在，年龄考核正确，他如职业情形，经济状况，家内有无枪支，

已否烙印领照，有无烟民，是否登记施戒，均与原调查表一一对照，分别更正，并

检查门牌是否完整，悬挂是否适当，随时指正补充，甲、保、乡、镇逐级逐层

复查完竣，由署派委员会同县长分赴各乡镇抽查，尚属实在，统计全县

七乡镇、四十九保、八百八十甲，一万零五百一十一户，男二万六千二

百三十三口，女二万四千六百二十口。

三十年二月，奉令办理保甲总复查，县长吕绍熊即照奉颁 《清查户

口实施纲要及工作大纲》，召集全县各机关、团体、士绅，组织工作团，

并按乡镇数目编为七队，仍先开讲习会，由八日起，各队携带应用表册，

分赴指定之乡镇，督同保甲长切实挨户清查，并调理乡镇保甲行政区域，查

登民有枪支，办理逐级联保连坐，改订保甲公约，甄审各级保甲人员，填发新门

牌。于三月十五日办理完竣，共计七联保、四十九保、八百四十甲、一

万零四百九十九户，男二万六千七百三十九口，女二万三千零三十六口，

内壮丁六千八百零五名，民有枪支七百八十一支。特户：有寺庙八处，

法人团体及公共处所一百四十七户，计五千一百二十四口。自此次复查

后，其应填各项，颇为详密。

三十一年六月，县长姚文蔚派员协同中山镇镇长，将该镇五、六、

七各保所住之同官煤矿及陇海路员工家属，编入所在地保甲内，计共编

十五甲、三百一十六户、九百六十三口。

兹将是年九月之调查表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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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三十一年住户户口统计表

三十一年九月查填

项

别乡
镇
别

保

数

甲

数

户

数

人口

总数

现住

人数

他往

人数

不识

字人

数

无职

业人

数

老弱

人数

壮丁

人数

学龄

儿童

枪支

数目

备

考

中山镇 ７１４５１９４７ 男４１４３
女３５１５

３８１６
３４４５３２７７０

２４７４
２０２６

１７１９
１４７７

１３８９
１１６３

１２５２
１５０９

４６５
３４６ １２６

黄堡镇 ７１２７１７９６ 男４８７１
女４３３０

４１８０
４３３０６９１１０

２４７７
３１９０

３９３
４２９

８７１
８５７

１３９０
１７３９

６３１
６５９ ７８

文明乡 ５ ９７ １４２１ 男２８３５
女２６９４

２６５６
２６９４ １７９ ２０７９

２４０５
９９７
１２６７

１０３８
９９０

７１７
８６５

３７３
３１５ ８８

石柱镇１０１１４１２０９ 男３３５４
女２８５１

２８０８
２８５１ ５４６ ２２００

２４１４
１０３２
１０８０

１１１７
１０８０

６６６
１０４６

５７６
４８２ １２１

红土镇 ７１３４１７６４ 男３７６６
女３１５８

３３８７
３０９０

３７９
６８

２６２２
２９７０

１３８４
１１７４

１４９８
１２４２

１０４７
１０５６

５３９
６１５ １５４

金锁镇 ６１１０１４２３ 男３１８５
女２６０７

２９３９
２５９４

３４６
１３

１９４３
１８１９

５２４
４９８

１８２９
１４７５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９

３７３
３５５ ７９

陈炉镇 ７１５３２１１２ 男５６８９
女４９５０

４９６３
４９４２

７６２
８

３６４４
３８１１

１２６
９３

１９３０
２０１８

１６７５
１８３１

１０９７
８２８ ９８

合计 ４９８８０１１４９１男２７８４３
女２４１０５

２４７４９
２３９３６

３０９４
１６９

１７４４５
１９６３５

２８１５５
６９００５

９６７２
８８２５

７８５７
９１５５

４０５４
３６００７４４

附注：查石柱镇原为十保，自二十九年七月后，半被异党盘据，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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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收复第六七两保。本表石柱镇保数栏，仍按原有保数填列；甲以下各

栏，暂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各保实际清查数字填列。

５．壮丁训练　自二十三年编制保甲户口后，县长刘学海令饬各联保

主任，随时督同保甲长，将各保甲内年满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男

丁，编为保甲队，于农暇时训练之，使其担任本地救灾、御匪及其他公

益之事。二十四年冬，中央别动队第五中队驻县训练壮丁，分为三期，

每期二百余人，三周毕业，于二十五年三月完竣。二十七年，仍经各联

保及社训督导员分别集中训练，迄至年终，先后共调训者一千八百八十

四人。是年奉令成立 “社训队”，设军训教官一人，督练二人，事务、书

记各一人，勤务二人。四月，招集小学毕业生多人，加以考核，共取三

十六人，组 “壮丁在营模范队”一队，一月毕业，即分发各联保组设分

队七队，实行训练壮丁，督练员随时赴各分队督导，先后受训壮丁共二

千八百二十九名，嗣又训练小学教师一百一十六人，在营模范队四十二

人，专负训练壮丁责任。二十九年，兵役科、常备队、自卫队、后备队

次第成立，遂将社训队裁撤，改由后备队训练壮丁。三十年，兵役科改

组为 “国民兵团”，并依照各法令之规定，以乡镇为单位，将各地适龄壮

丁，分配编组各级 “国民兵队”，实施训练，逐年推行。

６．经费统筹　联保主任及保甲长等，初为无给职，二十三年，规定

联保办公费每月十元，二十四年增至十四元，由各保人民负担，另由各

联保每月轮流派壮丁二人，以资服役。二十五年，规定全年保甲经费二

千三百四十元，列入地方预算，由县政府统筹开支。嗣以生活日高，遂

由各保人民每月津贴保甲人员食粮一斗或二斗。二十七年，以地方款不

敷，奉令按八成开支，联保办公费每月仅支十一元二角。至二十八年七

月，省令联保经费每月增至七十元，保甲人员方始支薪计联保主任月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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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书记月支十四元，公丁二人各支七元，办公费二十二元，保长月支薪公十

元，以物价日涨，历年均有增加。二十九年后，新县制实施，每乡镇按

规定月支经费二百一十九元，每保月支五十三元，七乡镇四十四保，年

共支四万六千三百八十元；并由三十年七月份起，一律补给食粮。然以

物价高涨不已，各级保甲人员，生活尚未安定，故有三十二年增加预算

之议。

按：保甲制度，颇似农村警察，自二十九年实施新县制，其意义乃

扩大，盖已与地方自治制度交融矣，故上所叙列，二者不分。且户口诸

表，应列入 《人口志》者以及民间枪数、社训办法，应列 《军警志》

者，皆于此篇连类而互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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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十九
党团社会志

绪言

一、中国国民党县区党部

　　１．沿革　　　　２．组织　　　　３．经费

　　４．宣传工作　　５．党员统计与分布

二、民众团体

　　１．农会　　　　２．商会　　　　３．教育会

　　４．妇女会　　　５．同业公会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部

　　１．沿革　　　２．组织　　　３．经费　　　４．工作



绪言

政党乃集合多数在政治上抱同一信仰、同一目的而为同一行动者组

织而成。清季内政腐败，外力压迫，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国父奔走国

内外为救亡运动，始有革命之组织，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即负此历史的

任务者也。新生力量，尤在青年，故近复有三民主义青年团辅之而兴。

此皆以建立三民主义之新中国为目的者，虽其性质仍属社会团体，而国

家定制，党为最高，产生中枢，领导一切，则其在地方之组织及工作，

自宜特具专篇。而所领导之民众职业等团体，在同官更未见有过去之历

史，故按其成立之时序，而叙于其间焉。

一、中国国民党县区党部

１．沿革　中国国民党，乃领导全国国民建国之唯一政党，故今通都

大邑，普设机构，指导工作动向，启迪民族意识，促进大同途径，完成

革命巨业。同官僻居山陬，风气闭塞，革命思想，输入较晚。清宣统三

年，邑人梁润伯由耀人樊灵山、胡定伯等介绍，加入 “中国同盟会”，回

县主持会务，人民畏祸，入会者鲜。改革后，始有 “中国同盟会陕西支

会同官分会”之设立，征求会员，一时加入者颇多。嗣改组为 “中华国

民党”。时值第一届选举，被选者均为党员。民国三年，袁氏帝制萌芽，

捕杀党人，党务中辍。十三年，改组为 “中国国民党”，由邑人冯又文任

县党部常务委员。十七年，因人事更变，复辍。二十年，省党部委陈子

刚筹设 “同官县党务委员办事处”，二十二年，改组为 “同官县党务指导

员办事处”，指导员为张启纯，分正式、预备两项征收党员。此后历经寇

喻谦、赵守真、卢清山、景敬斋、翟履德、孙志刚等任指导员。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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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奉令改组为 “同官县党部”，任孙志刚为书记长，由是党务机构，渐

臻健全。

２．组织　党之基本组织为区分部，乃党与民众联系之枢纽，故本县

之区分部，迭经改组，以期健全。兹将县党部之内部组织及区分部组织，

分别列表如下：

同官县党部内部组织及工作人员姓名表

职别 姓名 别号 年龄 籍贯 经　历 党证字号 到职年月日 备考

书记长 孙志刚 ３５ 陕西

三原

曾任股长、指

导员等职
陕字０１６６５ ２８年６月

干事

兼秘书
全焱东 中城 ３７ 陕西

富平

曾充、书记

干事等职
秦字４６９５３ ２９年８月１日

助理

干事
金子衡 ３２ 陕西

三原
曾充教员 ３０年１０月７日

录事 李忠荣 ３１ 陕西

同官
曾任教员 秦字６７９３１ ３１年１月１日

同官县各区区分部组织及工作人员姓名并党员概数表

区

别

区分部

名称

书记

姓名

组训

姓名

宣传

姓名

所辖

党员
区分部所在地 改组年月

备

考

第

一

区

第一区分部 张培明 李　斌 寇富林 １７ 民众教育馆 ３１年６月７日
二 杨全盈 王学敬 赵志杰 ２２ 中山镇中心学校 ３１年６月１０日
三 杨仲书 王嘉谟 王佐贤 １７ 县政府 ３１年６月５日
四 严木三 魏英哲 郑培玉 ２１ 同官中学 ３１年５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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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别

区分部

名称

书记

姓名

组训

姓名

宣传

姓名

所辖

党员
区分部所在地 改组年月

备

考

第

二

区

一 王培基 赵克明 王　谦 ２１ 同官商会 ３１年６月１２日
二 郭清廉 赵文培 董志奇 ２０ 同官国民团 ３１年６月２日
三 郑彦荣 马百骏 崔生勤 １９ 纸坊镇小学 ３１年６月２日
四 郭景岐 赵保信 杨九畴 １６ 县政府 ３１年６月６日

第

三

区

一 何忠哲 杨保森 王桃园 １７ 中山镇一保 ３１年６月９日
二 寇文谦 索志义 杜建玉 １９ 济阳寨 ３１年６月１３日
三 杨生仓 姬玉鑫 李生炎 １５ 印台山 ３１年６月２０日
四 贾景儒 王振海 孙起中 １７ 河东坡 ３１年６月６日

第

四

区

一 何国柱 许元良 刘维乾 １５ 志新成书店 ３１年６月８日
二 吴青文 朱伟 李仲文 ２８ ３１年６月１２日
三 赵百年 黄德锡 刘玉亭 １４ 北关小学 ３１年６月５日

第

五

区

一 温思亮 侯思财 高天才 ２２ 陈炉镇二保 ３１年５月２６日

第

六

区

一 白树栋 杨志廉 杨明哲 １７ 石柱镇小学 ３１年６月４日

直

属

区

一 张文辉 张作善 张炎龙 ２３ 黄堡镇公所 ３１年５月２０日
二 寇良谋 曹克英 王尚志 ２２ 文明乡公所 ３１年６月５日
三 郑玉明 赵思文 王玉瑞 ２７ 陈炉镇小学 ３１年５月２８日
四 魏建昌 柯玉斌 王志仁 ２７ 红土镇小学 ３１年６月７日

合

计
二一 ４１６

３．经费　党务经费，向由中央党部直接兑发。本县党部自二十年起

至二十七年二月止，每月经常费一百捌拾一元；自二十七年三月起至二

十九年六月止，每月按前数入扣，实发洋壹百肆拾肆元肆角；二十九年

七月起至三十年十二月止，每月增为贰百玖拾元；自三十一年元月起，

每月增为五百三十元。三十二年，每月由县发给公粮每人两份每份麦三

市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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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宣传工作　党中政策之实施，悉赖广大民众为原动，使民众明了、

信仰，起而为实现主义努力，为求自由平等奋斗，则赖宣传，乡镇宣传

队，兹省冗不叙，但将县宣传委员会工作人员，列表如下：

同官县宣传委员会职员表三十二年一月制

职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学历 经历 实在业务
备

考

主任

委员
孙志刚 男 ３４ 陕西

三原

西安中山

学院毕业

曾充科长、

干事等职

同官县党部

书记长

总干事 张培明 男 ２４ 陕西

同官
师毕业

曾充教员、

书记长职

同官县动员

会书记长

总务

股长
全焱东 男 ３７ 陕西

富平

立诚中学

毕业

曾充干事、

书记等职

党部干事兼

秘书

干事 纪步周 男 ２３ 陕西

同官
师毕业

曾充教员

录事

同官县党部

录事

编撰

股长
王蕴章 男 ４２ 陕西

同官

西安一中

毕业

曾 充 校 长

委员

同官县财务

委员会主任

干事 李斌 男 ２３ 陕西

同官

同官县一

高毕业
曾充教员

同官财务委

员会录事

指导

股长
姚文蔚 男 ４４ 山西

河津

法政专门

毕业

曾充秘书、

县长
同官县县长

干事 杨人麟 男 ３５ 陕西

南郑

西安中山

大学毕业

曾充科长、

秘书

同官县政府

秘书

委员 吴青文 女 ３２ 陕西

长安

西安女师

毕业

曾 充 女 高

校长

同官县女校

教员

赵志杰 男 ３３ 陕西

同官

河南反

省院

曾充教员、

校长

同官县一高

校长

白荫亭 男 ４０ 陕西

同官

第三师范

毕业

曾充教员、

校长

同官县政府

督学

王佐贤 男 ３６ 陕西

同官

西安一师

毕业

曾充教员、

校长

同官县政府

督学

任忠杰 男 ３５ 陕西

同官

三原三中

毕业

曾充教员、

校长

同官县粮政

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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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党员统计与分布　党之生命，须永远继续吸收新生力量，乃能延

续，因此介绍党员，亦即每一党员之经常工作也。介绍对象，应着重社

会各种职业，逐渐普遍扩展。兹将本县党员之性别、学历与职业、籍贯、

分布等，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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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众团体

国父遗嘱云：“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中央党部及社会部所订

各项 “民运法规”，即因一般散漫民众，惟有加以组织，方能立于本党领

导之下，受党之训练而兴起，以从事于共同奋斗也。近年又颁 “非常时

期人民团体组织办法”，省会成立 “社会处”，以便领导民众，使各个团

体，遵守法律，联成一气。兹将本县过去至现在成立之人民团体，分别

述之。

１．农会　地方农会，组织最难。我国自黄帝以农立国，姬周以教稼开基，

下至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李悝地力尽而农利兴，皆由在上者提倡之。秦汉而后，

农政不讲，赋税日繁，以致地力瘠荒，产量无增。百年来，又受各帝国主义之经济

压迫，富者穷而贫者无法谋生，农村濒于破产，故必秉承，国父遗教，实行民运法

规，乃能救药也。民国三十年，县始组织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

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展为主旨。兹将其组织动向分别

列后：

（甲）组织目标　一、农民运动，以抗战建国纲领为一般工作之准

绳。二、各级农会，务须达到绝对防止土劣之操纵把持。

（乙）组织原则　一、农会组织，采民主集权制即农会之最高权力机关

为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其监察权，则交于大会产生之干事长或监察会。

二、农会由党部辅导农民，自行组织。三、农民构成分子，禁止非现在

从事农业者参加。四、先行组织基本团体，即乡农会；由基本团体逐级

推行，须由党部经过相当时期之指导与考核，认为健全后，始得合组上

级团体，即县农会。

（丙）重要业务计划　一、提倡粮食储蓄、调剂，以防水、旱、虫灾

及推进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增进农民知识，改良农民生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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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灌溉，改良农具、种子、肥料及培植森林以及农民农业之调查、统

计事项。二、办理政府之咨询及委托事项。

（丁）现有组织机构　列表如下：

同官县农会组织概况表

名称 负责人 会员数 党员数 会址所在地 备考

黄堡镇农会 刘尚义 ８１７ ３１ 黄堡镇

陈炉镇农会 梁恒昌 ８６６ ３８ 陈炉镇

金锁镇农会 杨树坤 ７３４ １８ 金锁镇

红土镇农会 杨鸿儒 ７８４ ３８ 红土镇

文明乡农会 邵起财 ７１４ ３１ 文明乡

２．商会　县之商会，历史亦短。我国自神农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降及东周，管仲以鱼盐致富强，弦高以贩牛救国难，其时并不轻商也，而吕

不韦且以商贾盗人国。自汉初特制商贾之律，禁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

之。虽孝惠高后时以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遂

形成后世数千年重士轻商积习。逊清末季，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以其过剩生产，

畅销我国，土货日见滞销，商界觉悟，始有商会组织，而同官则无之也。民国十

八年，本党始督促组织商会，其主旨在联络商情，图谋发展工商业及增

进工商业之公共福利。选冯明昶为会长曾出席西安总商会会议，十余年来，

历经赵鸿愈、党永林、杨维勤、张明杰、冯懋斋之整理改进，始克完备。

三十一年六月改组，票选孙培基为主席。其组织：设常务委员三人，处

理日常事务；执行委员五人，执行大会议决事件；监察委员七人，审察

执行委员会处理之会务，稽核财政之出入，均为名誉职。雇用书记兼办

事员一人，专司文牍、会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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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育会　抗战发生，民运勃兴县除商会系旧有外，其他如农会、妇女

会、各同业公会，均在党部领导之下，风起云涌，争先恐后，次第申请成立，教育

界始有县教育会之筹设。三十年二月，由教育科长翟增烈等，呈请县党

部转呈省党部许可组织。经派全焱东前往视察，认为合格。于同年三月四日，

由指导员全焱东招集发起人，指导筹备，推定翟增烈等为筹备员，呈报县政府备案。

嗣定章程草案，呈请县党部核准。四月一日正式成立。由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

常务干事及干事等职员。旋于五月推广组织乡镇教育会，以便发展地方教

育，研究教育设计及推进 《教育会法》第一章第三条所载各项职务。兹

将本县教育会会员姓名略历及各区会负责工作人员，分别列表如下：

同官县教育会会员表

皆党员

姓名
年

龄
籍贯 学历 简历 通讯处

备

考

翟增烈 ３９ 同官 省立一师毕业
曾充小学教员、校

长、动员会干事
县政府教育科

王建新 ２０ 同官 省立一师毕业
曾充小学教师、训

练班教务主任
大成街中心小学

赵志杰 ３１ 同官 河南反省院毕业
曾充小学教员、现

任小学校长
大成街中心小学

张文辉 ２５ 同官 省立三师毕业
曾充小学教员，现

任小学校长
黄堡镇中心小学

郑斌 ３４ 山西
山西运城农校

毕业
现任中心小学教员 大成街中心小学

唐树海 ２１ 同官 省立蒲中毕业 现任中心小学教员 大成街中心小学

杨志厚 ２１ 同官 省立蒲中毕业 现任中心小学教员 大成街中心小学

白树荣 ３４ 同官
省立一师师训班

毕业

曾充小学教员、校

长，现任县督学
大成街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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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

龄
籍贯 学历 简历 通讯处

备

考

董崇信 ２７ 同官
私立立诚中学

毕业
现任中心小学教员 大成街中心小学

王蕴章 ４２ 同官 省立一中毕业
曾充小学校长、财

政局长等职
财委会

姬命新 ３９ 同官
省立一师及政训

班毕业
曾充教育局长 财委会

任忠杰 ３０ 同官
省立三中及师训

政训班毕业
曾充高小校长科长 财委会

冯均瑞 ３６ 同官
省立一师及政训

班毕业

曾充督学及教育

科长
财委会

张景贤 ３８ 同官
省立一师及师训

班毕业

曾充小学教员及保

甲督学
县政府

张文智 ２４ 山西 私立乐中毕业 曾充高小教员 县政府

董春轩 ４７ 同官 省立一师毕业
曾充小学教员及财

政局长
县政府

吴青文 ３４ 长安 省立女师毕业 曾充女校教员 县政府

同官县教育会及区教育会负责工作人及会员概数表

名称 负责人 会员数 党员数 所在地点 备注

同官县教育会 翟增烈 ３７ ３７ 同官县教育科

同官县第一区教育会 何纪云 ２４ １３ 同官县中山镇

同官县第二区教育会 王佐贤 ２９ １３ 同官县黄堡镇

同官县第三区教育会 白树栋 ２８ １２ 同官县文明乡

同官县第四区教育会 左新直 ２６ １２ 同官县红土镇

同官县第五区教育会 何沼荣 ２６ ８ 同官县金锁镇

同官县第六区教育会 杨春荣 ５３ １４ 同官县陈炉镇

合计 （七处） １８４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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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妇女会　妇女会以唤起妇女国民责任心，提高其道德与智能，参

加国民革命，而增进自身及国家之福利为宗旨。于二十九年十一月，由

发起人吴青文等呈请县党部许可组织。经书记长孙志刚审察，认为合格。十二

月，在县党部召集发起人指导筹备。推定吴青文为筹备员，呈报县府备案；寻定章

程，呈报县党部核准。十二月十七日，正式成立，选举常务理事及理事职

员。旋于三十年一月，奉省党部许字六六四号许可证。会员七十四人，理事六

人，常务理事一人为吴青文。其职务，即遵 《妇女组织大纲》第二条所

载各项任务实行。

５．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分商业同业公会、工业同业公会两种。商业

为百货、旅馆、煤炭等，工业为陶瓷、缝纫等，又煤矿业依照 《工业同

业公会法》第五十八条 “矿业同业公会适用本法之规定”，亦为工业性

质。均于党部指导之下，经过相当程序，依法选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复由常委内推一人为主席；并选定监察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候补监察

委员均奉有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人民团体组织许可证。兹分述如下：

（甲）商业同业公会　其主旨在维持增进同业间公共利益。其任务，

一、关于会员商品之共同购入、保管、运输及其他必要之设施；二、关

于会员营业之统制；三、关于会员营业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计。

（乙）工业同业工会　其主旨在谋工业之改良、发展及矫正同业之弊

害。其任务，一、关于会员之制品及原料材料之检查、取缔，并事业经

营上必要之统制。二、关于会员制品之共同加工，或发售原料材料之共

同购入等。三、关于会员业务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计。

（丙）煤矿同业公会　其主旨同工业公会。其任务在提倡全境矿产，

执行主管区署命令，督导改善矿工待遇及研究、调查、统计事项。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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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商、工、矿业同业公会组织概况表

名　称 主席

姓名
会员数 党员数

会址所

在地

许可证

号数

备

考

同官百货商业同业公会 任仰之 １０ １０ 北街德茂生 ９６０

同官旅馆商业同业公会 李明臣 ８ ７ 北街仁义店 ９６２

同官煤炭商业同业公会 郑彦维 １１ ４ 金锁关 ９５７

同官饭馆商业同业公会 杨玉山 ７ ７ 世兴馆 ９５９

同官粮食商业同业公会 姬益新 ９ ４ 北关永丰德 ２０５７

同官国药商业同业公会 姚世宏 ９ ８ 西街 ２０５６

同官陈炉镇陶瓷工业同业

公会
李逢时 ２８ ７ 陈炉镇 １０７５

同官银铁工业同业公会 雷振海 ９ ４ 北关 １０２８

同官缝纫工业同业公会 郭金海 ７ ５ 北街新兴成 ２２６４

同官煤矿业同业公会 和文蠧 ２３ ２３ 北街门牌九号 ２０５５

合计 （十处） １２１ ７９

按：上表中同官煤矿业同业公会，于三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呈省

政府 “同官五里铺煤矿是否国营事业？应否加入公会？以均负担”一案，

旋于九月二十五日奉批：“呈悉。查 《工业同业公会法》第十一条规定：

‘凡有机械动力之设备，或平时雇用工人在三十名以上之工厂，不论公营

或民营，除关系国防之公营事业或法律规定之国家专营事业外，均应为

工业同业公会会员’。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矿业同业公会，适用本

法之规定’等语。该矿系本府与陇海路局合办之公营事业，非国营事业，

亦非关系国防之公营或国家专营事业，依法应加入当地煤矿业同业公

会。”故现今县中各工业机关，均为同业公会一份子，平均负担地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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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矣。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同官区队部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正敌寇深入之时，本党临时全国代表

大会于武昌决议，组织 “三民主义青年团”，以本党总裁兼任团长。意在

集中全国优秀青年，在同一组织之下，予以统一之训练，俾能共同参与

抗建伟业，以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陕西东陈敌兵，北踞特区，

且过去之青年运动，在复杂之政治环境下，始终呈现一种纷乱状态。在

西北活动具有相当历史基础之青年小组织，原有 “西北青年抗敌协会”

及 “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等，但从 “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团部”筹

备成立以后，一一解散，于是陕省之青年运动，渐告统一。

１．沿革　二十九年九月，省支团部以同官地当陕北往来要道，决定

建立本团组织，加强思想堡垒；但为财力所限，仅以 “直属区队”名义

设立，并选派同志佘可观兼任区队长，于九月十五日正式宣告成立。

２．组织　区队成立未久，组织工作尚在急剧发展中。其要点在力求

普遍，并着重于女青年工作。兹将区队及各分队组织概况，分别列表

如下：

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团部直属同官区队

内部组织及工作人员姓名表

职别 姓名 年龄 籍贯 经历 团登字号 到职年月
备

考

区队长 佘可观 ２３ 陕西同官
曾充小学教员、

中山民校校长等
秦００１９４ ２９年４月

区队副 郑彦荣 ３５ 陕西同官
曾充小学教师国

民兵团上尉副官

战干

０１６６９ ２９年１０月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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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队组织及工作人员姓名并团员人数表

分队名称
分队长

姓名

现有团员

男 女
分队所在地 成立年月日 备考

第一分队 郭清廉 １７ ３ 县政府 ２９年１０月

第二分队 宋鸿哲 １５ ２ 大成街 ２９年１０月

第三分队 郭平权 １４ ２ 五里铺 ３０年４月

第四分队 董崇信 １２ １ 黄堡镇 ３０年４月

第五分队 张明杰 １２ 文明乡 ３０年４月

第六分队 李希文 １５ １ 陈炉镇 ３０年４月

合计 分队 （六） ８５ ９

３．经费　区队每月经费，除工作人员兼职不另支薪外，由支团部补

助事业费四十元，三十一年度每月增为八十元。

４．工作

（甲）训练　组织严密，训练更宜切实周到。凡团员之精神训练，体

格训练、科学训练，为目前训练重心；利用各种方式，把握时间空间，

使其灵活运用。其实施纲要：一、一般训练，为督促同志业余进修，增

进工作效率；举办团务讲习会；按期举行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及区分队

长联席会议；举行团员入团训练等。二、经常训练，为分队会议、书指

导等。

（乙）宣传　一、遵照中央颁发之 《宣传要点》，灵活运用民众集会

及纪念日，以各种不同之方式，作口号宣传。二、遇有国内外重大事件

发生，遵照中央指示，并斟酌地方情形，举行扩大宣传。三、分发中央

及支团部有关宣传主义、政纲及抗建书报刊物等。四、出版青年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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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社会服务　一、指导青年生活及升学就业辅导。二、协办体育

竞赛。三、提倡并协助合作社之改良与发展。四、特约免费施诊所。五、

协办当地防疫及清洁运动。六、参加邮电检查。七、举办中央令办募款、

慰劳及赈济运动。八、举办补习学校及民众学校。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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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
卫生志

绪言

一、人民体格及卫生环境

二、地方疾疫

三、卫生行政及医药

四、禁烟问题

１．烟毒略史　　　２．禁种

３．禁吸禁售禁运

（甲）烟民登记　　 （乙）戒烟所　　 （丙）禁烟科

（丁）公膏发售所　 （戊）调研　　　 （己）总检查

（庚）缉私

五、缠足及蓄辫之禁革



绪言

卫生今为健康要政，禁烟更系民族隆污，人民素不讲求，端赖政府

督进。此非仅同官一邑然也。惟同官于前者尚无相当设施，虽中西医药，

有营业者，然多不学无术，督进改善，既乏力量，以致频年疫疠，制止

无方。所幸人口稀疏，空气清洁，泉水甘冽，饮食简朴，熟食沸饮，夙

成习惯，故每次疫疠，为时尚少，然人民之健康与体格，终不可不于卫

生行政上亟为注意也。至禁烟之政，循令推行，本篇特叙其详，以资县

政之参镜云。

一、人民体格及卫生环境

同官地瘠民贫，乡人大半窑居，大户数窑一院，小家惟有一窑，人

畜聚处，粪溺杂陈，蚊蝇纷集。光线不足，且多潮湿，而民性复疏懒，

常不粪除。室内设备，又极简陋，大人蹲居地上，小儿嬉笑土间。以故

疾病丛生，身体衰弱，尤以妇女为甚。一人感疫，全家传染。加以饮食

不节，劳役过度，大都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婴孩大半不育，妇女中年

多死，平均寿数以四十为率。中区及西南两区，房屋较多，然限于地势，

居室狭隘，巷道逼仄，故亦多病；间有三五富裕之家，稍形宽绰清洁

而已。

二、地方疾疫

地方疾疫，以伤寒天花为最多，痢症胃病次之，妇女则以痨病产褥

为甚。兹以民国二十二年中山镇为例，列其疾病分类统计表如下：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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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二年中山镇各月疾病分类人数统计表

计本镇人口五千四百九十五口

月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合计

伤寒 ２２ １６ １１ ２ １３ ２５ １６ ９２
类伤寒 １８ ７ ４ ２ ５ ３ ８ ９ ５ ６１
痢疾 １９ ２０ ３ ５ １ ３０ ５１ ６ ７ １４３
斑疹 ８５ ６２ ７８ １６ １４ ８ １１ １ ２ ５ ２８２
天花 ７６ ９０ １１２ ３２ ９ ２４ ４ ３ ４６ ３９６
霍乱 ４０ ２８ １３ ５１ ３０ ３ ７ ９ １１ ２０ １７２
喉症 ３３ ２７ ５０ ３ ２ ６ ６ ２０ ２０ １６７
头疼 ９ ５ １７ ６ ８ １ ４６
疡毒 ４ ２ ８ ２ １ １１ ４ ２ ３ ３７

其他发热及疼 ６４ ５０ ２２ ４１ １ ２８ １９ ２ ９ ２３５
中风 １５ ２１ １１ １ １ ３ １１ ３ ３４ １００
肺痨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４

呼吸系病 ２４ １９ １３ ９ ５ ３ ８ ３ ８４
其他痨病 ３７ ４０ ２６ ３１ ４０ ３８ ２６ ２８ ３６ ２１ １１ ３３４
胃病 １２０ ８７ ５４ ６８ ７０ ９５ ８３ ６４ ５０ ４４ ７ ６２２

肠泻及肠炎 ９ １８ ２６ ２ ２４ ８９ ９４ ５３ ２８ １９ ３６２
心胃病 ８６ ９８ ８８ ７８ ７１ ８２ ６０ ６２ ２１ １９ ９ ２８ ７０２
产褥病 １２ ５ １ ２ ７ ４ １６ ９ ４ ２ ６２
老衰 ９１ ８０ ８１ ８０ ７９ ７４ ７４ ７０ ７０ ５８ ５８ ６ ８２１

婴儿初生之死亡 １２ ２ ５ ３ ９ １ ７ ３ ６ ４８
早产 ８ ７ ４ ２ １ ５ ４ ８ ３９
半产 ２５ １６ ３ ７ １２ １６ ３ ６ １１ ９９

四六撮口脐风

（婴儿）
７ １２ ７ ９ ７ ５ １ ４１

中毒 １ ５ １ ８ ５ ２０
虚弱 ５ ４ ４ ５ ３ ４ ５ ６ １０ ５１
外伤 ２ ２ １１ ６ １ ２ １ ２５
跌打 １ ２ １ ２ ６
总计 ７７１６９９５９３４０９３３７３４３３４３４３０３８９３０１１７４２２８５０１７

按：二十二年为疾疫最多之年，惟伤寒胃病较少，其他各年则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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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二病为多。东北二区，人口稀少，空气较洁，传染不易，故是年疫

疠稍轻。

三、卫生行政及医药

民国二十三年，省设防疫训练所，县府选送学员一名梁恒昌受训，期

满回县，始组设卫生股，附设防疫处，实行种痘工作。年支经费三百六十

元，二十四年加入地方预算，改为三百元。二十六年，以药品不继，防疫处无

形取消。二十九年，卫生股裁撤，于民政科设卫生科员一人，专司地方

卫生工作。如清洁街衢，通溶沟渠，建筑公共厕所及垃圾箱，取缔不洁之食物，

废止妓娼等。惟以款窘，成效颇鲜。三十一年，省卫生处令设卫生院及乡镇

卫生所。

全县共有中药店二十二家，小医院及西药房六处，中西医生亦皆未

经甄别。中医稍知方歌，即赴邀者之请；不识文字，竟执割疮之刀。西医来者，

多非专材，药亦不全，数月即去。

四、禁烟问题

１．烟毒略史　同官并非产烟区域每年种者不过数百亩耳，乃以南区董家

河、梁家塬一带人民，初赴甘肃贩卖棉花，继而渐带烟土，大获厚利，

贩者日多，遂至烟毒充斥，人民疾苦烟土亦有来在西府一带者。民国初，年耗

约三十余万元。民国六年至九年，以西路不通，甘土不能入境，烟价倍增

每两价银一十六两，穷苦烟民大半戒除，县知事鲁林焱、孙维栋等，藉时

施禁，将及肃清六年施禁一次，至七年吸者已少，百无一二；不意十年后西路

大通，烟禁废驰，贩吸如初矣。

２．禁种　民国二十二年，省会禁烟，定同官为本省第一期禁种县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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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春，县长刘学海亲率保卫团赴各区铲烟。是年秋，偶有偷种者，经

保甲长举发，惩办数人，烟苗遂绝。自二十四年五月铲绝后，历年再未发现

偷种情事。

３．禁吸禁售禁运

（甲）烟民登记　第一期烟民登记，自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五年八

月，共登记烟民三千六百零一人计发普通执照五百七十四张，每张五圆；贫民

执照二百三十八张，每张六角，赤贫二角。二十六年九月，县长田在养，会同

省民政厅委员举办第二期清查及补登烟民，迄十二月，除死亡迁徙及戒

除者外，共登记烟民二千四百五十七人计发普通执照一百六十一张，贫民执

照一千八百九十五张，赤贫执照三百九十三张。二十七年八月，整饬第二期烟

民，并补行清查登记，实登记二千零八十五人计发普通执照一百零七张，贫

民执照一千五百四十二张，赤贫执照四百三十六张。二十八年奉省令最后清查，

补登烟民，自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五日止，共登记一千一百三十一人，

二十九年一二两月自首补登者三十人，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一人计发普通执

照六十三张，贫民执照八百一十五张，赤贫执照二百六十三张。每次发给戒烟执

照后，令至戒烟所受戒执照系省府颁发，由县府转发烟民。所收照费，以四成解

厅，二成留县办理登记及戒烟所费用。

（乙）戒烟所　县戒烟所于二十四年十月奉令组织成立地址在中山街。

所长一人，事务员一人，月支经费四十元，由各烟行负担，凡烟民登记给照，并

查灯数后，即分期传集到所施戒时先后两次戒除者约五六十人。烟民在所不时

由县长所长训话，并上课识字唱歌。二十五年冬，所址驻军，中途停办。二

十六年一月，县长田在养另择所址，实施戒除，二十七年二月，以军兴

无款复停。迄十一月，禁烟列为要政，复择所址并增购药品戒治。计自

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底，先后共戒除烟民八百八十六人。所设所长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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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卫生助理员兼任，书记一人，勤务一人。月支事务费七十元，事业费七十一元，

共一百四十一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奉令扩大戒烟所组织，本县设二级戒

烟所一处。设所长、医务主任及训导员、事务员、书记各一人，医务生三人，司

书二人，看护生三人，勤务二人，伙夫二人。月支经费及事业费一千九百八十九元，

省府核发。自二十九年一月改组，至六月底裁撤，先后传所戒绝者三百七

十六人，报告在家自动戒绝者七百七十八人，死亡三人。

（丙）禁烟科　二十八年八月，民政厅令县府组设禁烟科科长一人，

科员、事务员、书记各一人，勤务一人，月支经费二百二十八元。承县长命办理

一切禁烟事宜。三十年一月，归并民政科设科员、事务员各一人，书记一人，

月支经费一百五十元。三十一年，书记裁撤，办理禁烟善后工作。

（丁）公膏发售所　清时，县惟有烟房二家，售卖生熟各膏。民元以

后，增设二家。十八年到二十七年，竟有烟馆十余家，各按大小，月缴

附加烟款。二十七年七月，由省禁烟总局招商包办，名曰公膏发售所包期

六月，第二期另行投标，自二十八年二月起，至八月止，期满，民政厅令收

归官办，至十一月底，共售洋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元。除成本及经费外，共

得纯益二万五千元，均解缴西安禁烟专款保管委员会核收。自是公膏发售所改

组，迄二十九年三月间，除县城本所外，各乡镇共设分所七处、委托分

售所一处，实行凭照购吸烟民购膏时，须持烟民执照及购吸计数表，公膏所发

售员依照表列分量售膏，不得多给。四月一日起，县发售所奉令裁撤，各镇

分售所一律改为委托办理；截至四月十日，以厉行限期戒绝，均停止发

售。计共售出公膏七万七千六百三十元。均经解交三原公膏发售处核销，该

所经费月需八百五十元，即系向三原该处请领。自二十八年八月迄二十九年三

月，平均每月烟民总吸量约熟膏一千零三两。

（戊）调验烟民　自二十九年四月公膏发售所裁撤后，即组设巡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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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队二队，分赴各乡镇实行调验。除死亡迁徙外，先后共调验烟民七百

三十五人，成绩尚佳。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组织巡回调验队，第一次于

是年八月二日到县，圈定烟民七百一十五名，除死亡迁徙及石柱镇情形特殊无法召

集外，计共调验四百四十名，惟三名尚有吸食嫌疑，余皆无瘾及类似病症。至十一

月二十日，该队第二次到县调查，计共调验烟民三百一十三名。两次共调验七百三

十三名。

（己）总检查　第一次总检查，系二十九年八月，由县中党政军学各

界及民众在南大街操场举行，名曰禁烟总检查大会。事前印制布告标语，张

贴各乡镇保。参加者一千余人，工作二十日。组织检查队二队，分赴各乡保挨

户检查，计查获吸食嫌疑犯十起。第二三次总检查，亦于是年十月、十二

月分别举行仍召开大会，由第七区专署所派委员充任队长，率领地方组成之队员

四名、队丁五名，分赴各乡保检查，两次计共查获吸食嫌疑犯三十九起均经依

法审讯执行。

（庚）缉私　县向无土膏行店，民间存土已于各发售期内售罄，故检

查结果，迄未发见大宗存土。二十八年八月，县府组设查缉队，随时分

赴各乡镇查缉，以经费无多，获案颇少。二十九年九月起，改由所属行

政督察区署之督察队查缉。是年九月十二日，第七区专署缉私督察第一队及第

二队，先后到县查缉，每次一月完竣。三十年一月，陕省戒烟督察员第一组

到县查缉一月。是年本县改隶第三区，故四月、八月、十月第三区专署

禁烟查缉督察队先后至县查缉三次，每次约一月。计自二十八年八月起，

至三十年年终，共缉获案件三百七十八起均经分别审讯依法判处，呈报陕西

全省保安司令部核示执行。三十一年，县西接近特区，间有烟土输入，愚民

间复偷吸。县长姚文蔚呈请区署，仍组查缉队一队，以资清查而肃烟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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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缠足及蓄辫之禁革

清末鼎革，县之学生及基督教徒，多有自动剪辫者。民国元年，由

县署组织剪辫队，并由地方热心人士编制通俗歌词，分赴各乡宣传，颇

著成效。至十一年，全县蓄辫男子百无一二矣。妇人放足者惟中南二区

为多，他处仍如旧习，县曾组织天足会，实行劝导罚办。每遇一缠足妇女，

罚其家长洋五圆。一时放者颇多，但旧俗难移，改变形式，缠者如故。嗣经严令解

放，并令各校学生不得与小足女子结婚，妇女疑惧，自行解放。迨二十三年女校

成立，规定小足女子不得入学，恶俗渐革。今中、南、东南三区二十内

外女子皆天足，故女生亦以此三区为多。其他各乡，幼女亦渐无复缠

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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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夫社会秩序不至紊乱，人民生命财产有所保障者，惟赖法律，人皆

知之。惟同官人口不繁，民情素厚，自昔即以兴讼为不誉，因之案件无

多，司法虽未完全独立，于社会固无若何影响也。且县府审判人员，对

于寻常案件，犹尽量省略程序，缩短时间，早为结束。以故案无积压，

民鲜怨咨。特行政处分过多，冤抑在所难免耳。看守所统计押犯，烟犯

特多，抢亲骂官，民无法律常识，则又非徒恃法律所能改进者矣。

一、司法制度沿革

民国以前，司法与行政不分，所有审判、检察职务，悉由知县办理。

民国元年后，虽增设承审员一员，然因经费无着，承审员由县知事随时

任用，时有时无。十六年后，司法经费规定由县地方款开支，承审员始

由高等法院直接委派。然对于审理案件，多以堂谕代判决，鲜有发给判

决书者。至于记录、文书事务，在二十七年前，由总务科主任兼办。二

十九年后，始增设司法书记员一人，亦由省高等法院委派。惟因民情笃

厚，每年统计民刑案件，至多不过八十余起，而提起上诉者更属寥寥，

其淳朴忍让之风，概可想见。

前清牢狱在典史署右侧面积一亩余，周围砖墙，狱舍三间，牢子住室三间。

女狱舍一间。狱神庙一间，民国以来，逐渐拆废，今为空地。至临时押所，

则在县署大门外右侧民快班后，名曰 “厅子”，辛亥鼎革，会党焚之，后

复重建为看守所今为县党部。民国十八年，县长白如琳始改旧典史署为同

官县看守所。设所官一员，由省高等法院委派。

今县司法，尚未完全独立，仍由县府兼理。凡简易案件，承审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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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之责，其关系地方之案件，县长由交承审员审判，共同负责。其组

织，承审员、书记员而外，增设录事二员、检验员一员、执达员一员。

均由县长商之承审员任用。法警、庭丁，因乏经费，未设专人，职务由公安警察

兼办。

二、诉讼案件统计

近数年来，县内交通便利，客民日增，讼案较前繁多。其中民事案

件，大抵先行和解，若不成立，方开庭辩论，依法判决。当事人接到判决

书后，如若不服，于二十日内提起上诉；若过期而不上诉者，即宣告确定，依法执

行。至刑事案件，则判决后亦可于十日内提起上诉；过期即由县府将全案卷宗呈送

省高等法院检察处，由检察官附具意见书函送本院刑庭复判，若核准后，罪犯解送

监狱执行。然人民对于民事刑事诉讼之区别，仍多未明了也。民事诉讼，如

关于金钱、土地、建筑物、粮食、物品、证券、船舶、人事等，发生纠纷，原告请

求确认后，着被告给付返还赔偿履行，此种诉讼，属之民事；其审判费，除人事诉

讼征收七元八角外，其余按其诉讼标的之大小，遵照司法部规定 “征收审判费用章

程”以定其多寡。刑事诉讼，如关于杀人、伤害、妨害婚姻及家庭、妨害自由、妨

害名誉及信用、遗弃、盗窃、侵占、诈欺、背信、重利恐吓、掳人勒赎、毁弃损害、

伪造文书印文、伪证及诬告等，自诉人或告诉人认为被告有犯罪之情形而提起诉讼

者，属之刑事。附注于此，以资参考。兹将近六年来受理之民刑诉讼案件数

目，附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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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各月份

受理民刑案件数目统计表

年份及种类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合计

二十六年
民 ４ ２ ４ ９ ４ ２ ４ ３ ８ ８ ３ ９ ６０

刑 ４ ２ １ ５ ５ ４ ３ ３ ３ ３０

二十七年
民 ８ ３ ２ ３ ５ ２ ９ ６ ６ ４ ４ １ ５３

刑 ３ ３ ２ ２ ２ ５ ６ ６ ５ ５ ４ ５ ４８

二十八年
民 ３ ２ ３ ４ ６ ２ ３ １ ３ ４ ３ ４ ３８

刑 １ ３ ２ ３ ４ ２ ２ ２ ５ ５ ３ ３ ３５

二十九年
民 ４ ５ ４ ５ ５ ３ ６ ６ ５ ４ ４ ４ ５５

刑 ３ ４ ２ ３ ４ ５ ４ ２ ２ ２ ５ ３ ３９

三十年
民 ５ ３ ５ ７ ２ ２ ６ ６ ４ ４ ６ ３ ５４

刑 ４ ４ ２ ２ ３ ５ ３ ４ ５ ３ ５ ４ ４５

三十一年
民 ８ ２ ３ ６ ７ ４ １０ ８ ２ ３ ７ １１ ７１

刑 ８ ２ ５ ８ ８ ５ ８ ４ ５ ４ ５ ６ ６８

此六年间民刑诉讼之中，何种案件较多，何种较少，何种竟无，兹

按照司法行政部规定名称，分类如下，以资比较：

同官县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至三十一年十二月

民刑案件分类比较表

（甲）民事

案件 土地 金钱 建筑物 粮食 人事 物品 杂件 证券 船舶

数目 ９３ ６７ ６２ ４５ ３９ １０ ８ 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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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刑事

案

件

伤

害

妨害婚

姻及家

庭

妨害

自由

盗

窃

伪证

及诬

告

诈欺背

信及重

利

遗

弃

杀

人

妨害名

誉及信

用

伪造文

书印文

恐吓及掳

人勒赎

毁弃

损坏

数

目
５５ ４７ ３３ ２９ １７ １５ １４１３ １２ １２ １０ ８

至案件终结，种类如何，可知诉讼当事人能否相互让步。兹以民国

三十一年为例，列表如下：

同官县民国三十一年民刑案件第一审终结种类统计表

民刑 撤回 驳回 和解 判决 合计

民事 ２２ ２５ ２４ ７１

刑事 ３４ ４ １０ ３０ ７８

三、司法经费及法收以民国三十一年为例

全年经费共四千五百九十六元：内俸给费三千二百三十六元，办公

费六百二十四元，特别费六百三十六元。

全年法收共二千八百八十九元零六分：内诉讼费一千二百八十五元

九角六分。缮状撰状费一千七元一角：民事状纸费四百七十八元，

刑事状纸费一百四十八元。

四、检验

县检验员系由省高等法院所办 “检验员训练班”毕业。从前检验陋

规，完全革除。惟如遇洗擦伤痕血迹时所用之棉花等物，则须由当地备办。如检

验尸体，被告未经政府判定是否犯罪，而告诉人即向其要求上好衣棺，

１１３

同官县志卷二十一　司法志



此从前之恶习，今已禁革。

五、看守所

１．组织及经费　设所官一员、主任看守一员、医士一员、看守五人、

所丁一人。羁押人犯规定三十人。民国三十一年度，全年经费为五千九

百二十八元所官月支七十元；主任看守月支二十五元；看守一名月支二十元，其

余四名月各支十八元；所丁月支十六元。余均为办公费、购置费、特别费，由国

库开支。

２．所址及房屋　所址在县城西北隅。所内共有房屋十三间，二道围墙

裹之。西房三间，中为看守宿舍，两旁二间或为普通司法及军事，行政各犯羁押室，

因乏经费，各室仅置一大床铺。室之前檐，因天窗过小，颇觉灰暗，空气亦不佳。南

房一间为厨房，内围墙外，北房六间，东首三间为所官宿舍及办公室，西首一间为厨

房，两间为女犯羁押室。东面门房三间，中间为大门，两边为主任看守等宿舍。南北

外墙之内，有男女厕所各一。惟室小而过少，过去押犯，时有时无，尚可将

就，近因烟犯增加，甚感拥挤。已绘图呈请司法行政部拨款新修。

３．人犯待遇及戒护　被押人犯口粮，除能自备者外，贫者每日每人

按照规定粮数发给；并按规定数目，每名每日发给盐、菜、炭、水等费

三角。为防止强暴者有轨外行动，必要时加以脚镣。

４．押犯统计　县之民情朴厚，诉讼案件不多。何种案件必须管押，

与其人数多寡，可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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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看守所民国三十一年度各月份押犯分类统计表

种类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合计

普通司法犯 １ ２ ２ １ ４ １０
烟案 １２ １３ １９ １５ １９ ６ ７ ７ １０６
军事犯 ６ ５ １０ ４ １ ３ ７ ２ ８ ３８
行政犯 ６ １ ２ １ ２ ３ １ ２ １８
其他

六、缮状处

民国二十六年，省高等法院为谋诉讼人之便利起见，通令各县设立

缮状处；县因诉讼稀少，仅设缮状员一人。三十年七月，因经费关系，

缮状员奉令取消，改由司法录事兼办。计撰费每百字收费一元，缮费每

百字收费五角不满百字者，按一百字计算。民事状纸，每大张售价三元；刑

事状纸一元。

七、上诉及刑事执行处

上诉法院为陕西高等法院，地址在长安。徒刑执行监狱为陕西省第

六监狱，地址在乾县。

八、历任司法人员谱自民国二十三年起

承审员：何伟勋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到任，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卸任、周

临丰山西人。二十五年六月九日到任，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卸任、王云鹏本省人。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卸任、康振华本省人。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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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月七日卸任、郭延龄本省人。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

所官：雍学书本省人。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任，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卸

任、魏思问乾县人。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到任，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卸任、朱

守志河北人。三十年十二月一日到任，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卸任、王昭桂山东人。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到任。

（附）要案汇录

仇杀冤案一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夜半，陇海铁路咸同路本县黄堡镇工程处工头李廷树

暨其父李翔九，均被人杀害于该镇刘家村窑洞内，其情甚惨。该路警察所警长陈永

庆闻讯后，立即带警前往查验。因工人蓝金亭、刘文昌、张天莱等情形可疑，遂即

拘捕，由该所长冯文达审讯。严刑拷供，强迫招认。该蓝金亭等受刑不支，死而复

生者数次，终于迫不得已而分别承认。所长冯文达认为此案办理完满，遂将各犯及

口供一并呈送本县政府，请即依法按供处罪。县政府接到此案后，因为关系重大，

立即开庭侦察。连讯四次，该蓝金亭等不但坚决否认有杀人情事，且是晚所宿地方

均有同宿者具结证明，并未出棚他去云云。县府以侦察情形与警察所所送口供大相

悬殊，因案关人命，遂不厌求详，派干员往工地密查。经三次调查结果，始知杀人

者系刘华堂、刘二个、聂新明等三人所为。此三人均系河南方城县人，杀人后即潜

逃回家矣。已死李廷树、李翔九，亦系河南方城县人，在家时即与此三犯有仇，故

被害。县府遂据情密咨方城县政府，请其拘拿各该犯，依法惩办以慰幽魂。后据方

城县政府咨复，已将各该犯捕获到案，经多方研讯，各该犯均分别供认杀害李廷树、

李翔九父子属实，业已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矣。至蓝金亭、刘文昌、张天莱等

三人，据凶犯刘华堂等均供称并无谋杀人情事。本县政府遂依 《中华民国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蓝金亭、刘文昌、张天莱等均无罪，当庭释放。

由此可见严刑取供，不知屈死许多良善，作恶凶犯，任逃何处，总不易于漏网也。

抢婚案一

本县中山镇二保民人刘顺林，生有一女，名笃学。年方五岁，刘顺林即许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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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民妇左王氏之子肖起为妻。彼时肖起年已十四，因家境贫寒，未曾入学读书。民

国三十年，笃学年始十五，因在本县女子小学读书，稍具知识，对于其父代订之婚

约，颇不满意。不料被左肖起闻知，即于是年三月十一日率众抢娶。刘笃学坚决不

从，后因情势凶恶，遂乘隙逃至同学张聪明家躲避。不幸又被左肖起闻知，纠领十

余人由张家后墙越入，竟将笃学抢去。本县警佐陈益之闻讯后，即带警士前往救护，

甫入左肖起家，即见刘笃学被群众围于中间。刘笃学一见警佐，即大呼救命。陈警

佐遂将双方当事人带至县府，刘笃学随即依法起诉。本县 “妇女协进会”各委员又

联名援助。经县府再三审讯，以笃学坚决不愿履行其父代订之婚约，遂依 《中华民

国民法》第九百七十二条载 “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之规定，将两造由其

父母代订之婚约宣告解除。左肖起败诉后，又提起上诉。其母左王氏以其子已将媳

抢夺至家，被警佐带去，又经县府判决婚约无效，竟大发雌威，对于警佐百般诽谤。

经县长再三解释，彼终执迷不悟，反对县长任意侮辱。遂被管押，数月后始行释放。

其子所提起之上诉又被驳回。从此全县无有法律常识之民众，咸知男女订婚，须男

女当事人成年后自行订定。若男女未成年，由其父母代订者，务须取得男女同意，

绝不可冒昧从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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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二
教育志

绪言

一、科举时代之教育

　　１．县学　　２．书院　　３．社学及私塾

二、科第表

三、教育行政沿革

四、教育经费

五、学校教育

１．中学　　２．小学 （附学校分布图）　　　３．师资训练

六、毕业表

七、社会教育

１．特种教育　　２．中山教育馆　　　３．图书馆

４．识字运动及新生活运动　　　　　５．体育场



绪言

同官陬邑，民习耒耜，鲜闻弦歌。往年虽立书院，设乡塾，而就学

者无几。英才固不乏人，有以贫瘠弃业者矣。清同治后，迭遭兵燹，时

罹灾，民生既已凋敝，文教愈致衰颓。改革以后，叠经邑人士之努力，

热烈倡导，逐渐设施，迄今县属小学，已及百数，穷僻角落，均为配设。

而中学建于黉宫，负笈于外者亦日有增益，民智以牖，而人才蔚兴，当

可拭目而待矣。

一、科举时代之教育

１．县学

自宋迄清，郡县皆立学校，通称 “儒学”，各设学官俗称教官或学老

师，但以扶持风教，表率士林，近代绝鲜讲肄之事如明知县马铎则曾讲艺其

中，详 《吏治志》。同官于清初，教谕、训导并设，康熙十五年裁教谕，只

设训导一员，其官即古之博士助教，其弟子则生员也，实则但做官称冷

官，不讲学，故皆谱入 《吏治志》。其弟子亦仅于学使取录入学后一叩见

焉而已。然其入学考试程序，则颇繁也。

县学考试程序：一、县试，先向儒学领取印制之结，上填三代姓名及曾祖妣、

祖妣、母姓氏，与己身年、貌，里甲、廪保二人 （一派保，儒学指派；一认保，与

考试人切近者为之，或业师兼，并须场门唱保），业师各书名画押，五童生互结

（类今之连环保），然后送学盖印。须出老师印红费若干，礼房卷费若干 （视家道丰

啬而定，此就首场而言；若向后各场，但出卷费，即以名次先后为高下矣）。二、

府试 （在西安府），由本年应出贡之首贡赴省具保，首场印红费卷费，即以县试最

后一场名次为多寡 （县试第一名称县首，所出特多，以其稳进学也）。三、院试

（在三原），廪保及印卷各费略同县试，但不再具结。谒见派认各保及府试首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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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须具贽见礼 （制钱二百文，装红封套内，上书贽敬二字）。取录进学，即名

“秀才”，例须送老师 （训导）棚费钱六串文，送廪保钱二串文，不另酬。又于学院

迎送之日，进学者须备钱一串五十文，内五十文为杂费，一串送府内名为 “胭粉

钱”。此后回县向儒学办理入学手续 （亦须商费，略同市道）及游泮池，而 “小考”

之事毕矣。县试由本县知县主试，府试则西安府知府主试，院试则由皇帝钦命提督

陕西学政之学使主之，皆小考也。

儒学之建置有三：

学署　　在文庙西北。明洪武八年知县鲁俊建，末季倾废，遗址无

存，历官皆就民舍居，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创建于旧明伦堂之右。

讲堂三楹，前东西厢房各二椽，堂后居室三楹，左右厢房各三椽。署前旧有儒学门

三楹 （按：即后之明伦堂，今为县立中学教室），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乾隆

三十年袁亦重修。创建学署有碑记，附下：

清袁文观：新立学署碑记

学宫之旁，新居数椽，为司铎者之官廨。明季倾圮，几无容膝之所，历官皆就

民舍居。予以朔望行释奠礼，学博李君屡以为言，而士子之执羔贽雁者，亦未尝过

而卒业，辄毅然谋所以新之。窃思学校之慎重师儒也，必遴选当时之耆硕，以为多

士楷模，而遵其道不可不厚其糈，隆其任不可不闳其宇，故成均则有六堂，外郡州

县则有学署，所以崇其体而安其业也。于是先生设函丈，弟子筑精舍，飞鸟革，

梦栋相属，讲诵之余，彻乎里巷。洎自今物力耗绌，一有兴作，率皆艰于创始，较

之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殆有甚焉。且为民牧者，视衙第犹若传舍，粉垩丹閕，苟

安目前，矧广文冷秩闲曹，寒毡苜蓿，诚有如昌黎之所嘲者，而谓能出其赢羡以为

一日栖息计哉？爰召匠氏而董其成，一切陶瓦木植，皆予出诸廉俸，而多士亦共乐

襄其成。凡构内署三间，正厅三间，斋溜庖蔃又六间，阅五月而工竣。第予将践代，

不无草寒之讥。然自此可以拥皋比，可以娱朝夕，可以勤课读，可以礼宾僚。即乘

轩而戾止者，亦得于采风之暇，快睹弦歌，用以大普圣天子礼陶乐淑、教育人材

之雅化，是则予之所私幸矣。若曰广厦之庇，锡类苍黎，则又予之所滋恧也夫！

９１３

同官县志卷二十二　教育志



民国历充公所，今与学宫同为县立中学校址。

明伦堂　在文庙后五楹。明万历四十三年知县刘宪重修。清乾隆元年

毁于火，知县张尔戬重建。三十年，知县袁文观重修旧堂之东西有博文、约

礼二斋，各五楹；前有乐育坊、左义路、右礼门。乾隆间已俱废。例为刊立卧

碑，行礼宣读之所。顺治九年，谕府厅州县刊立卧碑，置诸学署明伦堂之左，晓

示生员遵守。康熙三十九年，议准直省奉钦颁上谕十六条，每月朔望，地方官宣读

讲说，化导百姓，令士子亦守训饬，恭谨率从。四十年，御制教条发直省学宫，每

月朔望，令儒学教官传集各学生员，宣读训饬，务令遵守；如有不遵者，责令教官

并地方官详革，从重治罪。雍正三年，议准士子诵习，必早闻正论，俾德性坚定。

七年，议准令地方官将钦定卧碑、御制训饬士子文敬谨刊刻，装璜成帙，奉藏各学

尊经阁内。遇督抚学院到任及按临，各教官率生员贡监诣明伦堂行礼。毕教官恭奉

宣读，令诸生拱听。如有无故规避者，传学戒饬。后废移其额于学署大堂。

尊经阁　在旧明伦堂后，高台复屋。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壁间

刻敬一诸箴碑，其台址犹存，阁后有空地，旧阁之东偏为教谕宅，右东为训导宅。

三十九年，梁善士来知县事，藏书其中。

邑进士寇慎为之记，附下：

明寇慎：邑侯梁公藏书阁记

国有世宝，则载籍是已。昔韩宣子聘鲁见 《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鲁

矣。”王孙圉称左史倚相曰：能读 《三坟》《五典》《八索》《九邱》。由斯言之，断

简残编，足以华表国体；微词片语，亦可光烛四邻。即夏后氏之璜、商之彝，垂之

弓，和之竹矢，与之较薭轩轾，犹未可同年而语也。我圣祖息马论道，暨列祖绍天

阐学，于天禄石渠之藏犹汲汲焉。一时宿儒所秘，二酉所藏，莫不无胫而鳞集。洵

文明盛运，超轶古昔哉！而是邑僻在山陬，典籍之藏独蔑如焉。邑侯泰安梁公慨之，

特购书若干，藏之于尊经阁。是虽学海之万一哉，然后之君子，闻风兴起，积累而

充禼之，至丛以邓林，森以武库，而溯其所自，梁公开始之功不容诬也。虽然，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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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群书，旁搜远罗，非以侈厚藏也，将为反约地耳。第令视犹枯竹，付之掌故，耳

目不涉，探讨不加，纵牙签万轴，汗牛充栋，竟何益乎？是又梁公遗书微意也，多

士勉旃！谨记之。公讳善士，泰安人。

兵燹久废。清康熙初，知县雷之采新建。见 《吏治志》。旧志学校门

缺载，今为中山镇中山中心小学礼堂。

其学额：清制廪膳生员简称廪生二十名，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二十名，

原定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岁科两试各入学八名，武生岁试入学八名。嘉庆

时，拨给宁陕文学一名，嗣后岁科两试，附生各入学七名。光绪二十七

年，停止武生岁试。三十一年，奏辨学堂，文学亦停。

其学田：明万历三十二年，督学使臧尔劝以百金檄县购置学田，时

无应者，有司权籴谷三百石，储预备仓以恤缓急，未久浸废。清乾隆三

十年，知县袁文观清查出官地共若干亩，拨入学田，以充贫士膏火之用。

旧志按语云： “自有明制科取士，士之发名于时者，必以黉宫为阶梯，而廪有余，

贫有粮，惠岂不渥耶？我国家兴贤造士，虽深山穷谷，文教日蒸蒸焉。同蕞尔小邑，

而英才俊彦不乏其人，然大率以贫瘠弃业。夫贫贱者，士之所安，而非上所以待士

也。洪范曰：‘既富方谷。’然则风教之本，盖可识矣。”

２．书院

崇正书院：在县治北二里，即故频山寺也。明嘉靖八年，御史王义

行县，改置书院。后废。

问以书院：在文庙东南，讲堂三楹，左右书房十间，明万历四十六年，

知县刘泽远建，时课士于其中是岁士果登科，后废。旧志按语云：“古者党庠

州序之设，教之途亦广矣哉！今书院义学殆其遗意欤！同之先，‘崇正’、‘问以’

之名犹在也，而当年皆以不久即弛，迄今频山古刹，蔓草荒墟，而刘公壬泽，杳不

可寻，吁！何其惫也！赌颍阳之新模，应奋然以起矣。”

颍阳书院：在文庙东旧志云在县治南门之西 （讲堂三楹，东西书舍各三间；

１２３

同官县志卷二十二　教育志



堂前门屋三楹；堂后东西书舍各二间；又内室三楹）。清雍正十一年，谕各省府县

设立书院。乾隆二十九年，知县袁文观创建。其碑记附下：

清袁文观：创立书院碑记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盖无地而非学，无人而不学也。汉唐

以来，代有兴替，而书院之名，则自宋季始。廉溪、白鹿、鹅湖、岳麓，海内所称

四大书院是也。厥后士大夫犹建立精舍，延乡先生之有德行文章者主坛坫，此诚师

古之遗意耶！关中自横渠夫子皋比设教，因之眉县、泾阳各立讲塾以祀之，今之省

门，其继起者也。同官古?臿地，僻界荒隅，数百年未遑营建。夫化民成俗，必由

于学，方今圣天子加意作人，厘正文体，使多士无观摩肄习之所，欲望其蒸然日上，

翕然丕变也，其道无繇。予承乏兹邑，未敢闲焉。以文教为己任，而士子来谒，大

都朴厚少文，质地自古。惜其模范未立，闻见多拘，亟欲起而振刷之。会得邑中隙

地，延袤约计数弓，首捐俸廉，卜日缔造。于是庀材鸠工，凡栋桷?栌暨瓴?飌?，

皆咄嗟而办。共建讲堂三间，寝室三间，前后东西学舍各六间，大门三间。不华不

俭，不崇不庳，居然为艺林文苑汇一方之灵秀焉。创始于去冬，落成于今夏。工竣，

众咸以文请垂不朽。爰引诸生而告之曰：“多士亦知创建之意乎？《易》之系同人

也，曰 ‘其利断金’。《礼》之记善问者，曰 ‘如攻坚木。’言砥砺切磋，必资师友

之助也。今既群居萃处于兹，且有明师以为之启迪，予于此盖良有厚望焉。纵不若

昔人之规条悉备，教思无穷，亦藉手以仰副圣朝菁莪蒶朴之万一云尔。然更有进焉，

予方以部曹铨次入都，不获亲见弦歌之盛，而沿流必沂其源，念典不忘其朔，异日

者多士奋自卓立，里居则为贤士，入朝则为良臣，佥曰：‘此袁使君之赐也。谓非

千载一时也哉？’因丽牲于碑而为之记。

咸丰间，知县杨增思始为筹定经费。道光二年，谕各省督抚认真书院稽

核，延学品兼优者住院考课；其向不到馆，支取乾修者，严行禁止。其时县之书院，

并无膏火基金，尚谈不到此也。杨令始为筹捐，有碑记，附下：

清杨增思：捐书院膏火碑记

今大子御极之三年，临雍讲学，挤门观听者踵至。遂诏天下整理书院，务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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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为之启迪，俾士子有所观摩，庶几教尊而化成也。故我朝文治，至斯益盛。同

官为关中襟喉，山环水抱，必有钟灵秀而生者，而通经致用之才，恒不数见，岂果

甘于废弃欤？抑奖进无人，讲求无术欤？乾隆二十八年，邑令袁公创立颍阳书院，

规模初就，而修脯膏火，一切缺如。余承乏兹土，欲因袁公之所设者，为延师课士

计；而年来以河防、城楼、文庙各工作，有志未逮。虽时以吏为师，顾未若掌院之

专任其事。时岁庚申 （咸丰八年），方集绅耆而筹之，邑监生孙君思发曰：“同之士

风不振数十年矣，何幸使君有此举也？某有麦谷三千石，愿输而充焉。”乃自运平

粜，得制钱三千，发典按月一分生息；又益以岁入地租钱九十串文，由是书院之经

费差足。夫学校修而文化兴，师道立则善人多，同之多士，争自琢磨于其际，耳目

心思，渐引渐开，其学问经术，日积日厚，他日为各臣，为通儒，安知不以袁公创

之于前与余之继于后者为不可少之举也哉？至于垂之久远，渐臻恢廓，则又在后之

莅是邑者。

光绪三十三年，改为颍阳小学堂。宣统元年，改为高等小学堂；三

年，又改为同官县立两等小学堂。今为中山镇中山中心学校。

３．社学私塾等

社学及义学　社学在儒学南仁寿坊。明隆庆间，开大成街，并其地，

屋宇久废。旧志按语云：“社学之设，惟明为盛。然其时皆乡先生司其事，城乡市

镇，无地无之。前志谓其在乡村者，移徙无定，故不具载，则其时间未尝无学也。

今仁寿坊之遗迹已不可识，历乡村而问之，且茫然莫应也。士风之靡，岂朝夕故

哉？”其东且有射圃旧志：“在文庙前社学之东，久废。”按语云：“先王尚德之风

渺已！后之造土者，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及焉。明初，诏郡县生员皆

令习射，朔望于公廨闲地习之，其于文事武备之意可谓至矣。迨后击球穿柳，沿习

渐失其真，岂古人省度钦止意哉？夫弧矢之事，男子生而已然，学者从事圣人久矣，

矍相之圃，盖可忽乎哉？”清康熙五十二年，谕令直省州县多立义学社学，

延请名师，萃集孤寒子弟，励志读书，免其差役，由地方官量给廪饩，仍报学政查

核。时知县雷之采已新建义学见 《吏治志》。但旧志学校门未载义学。雍正元

３２３

同官县志卷二十二　教育志



年，又谕大乡巨镇，多立社学。后不详。

私塾及家塾　私塾之设，由乡先生自动成立，招收附近学生，修金

自由馈送，其数目视学生程度为差，大率蒙学每年馈送制钱两串，童生

每年八串至十串不等。家塾由富绅聘请师资，在家设立，名曰 “专馆”，

教授自己子弟，邻生亦可附学。此项师资，较普通程度稍高，每年修金

五十两至百两不等修金皆就清末言。其教学情形，则蒙生即小学生注重诵

读，间解字义；童生即准备应科岁试者，凡未取入县学者皆称童生，入学即成秀

才注重练习八股文及律诗试帖诗皆律体也，温诵讲解四书、五经皆须遵用宋

元儒之注解，四书有兼诵朱注者。迄同治元年，尚谕各省学政，校阅试艺，悉以程

朱义理为宗，较高明者，指导点阅史鉴，辨记声律即四声平仄等，为律诗

计也。

二、科第表

以进士、举人及贡生例贡在外为限，皆由正式考试，当时所谓教育，

此为其结晶也。进士考试名 “会试”，在京，三年一次，试期在阴历三月

故称春闱。中式者于四月底殿试，以入翰林者为华贵，余皆授官职称 “甲

科”即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状元、榜眼、探花，一称三鼎甲；二甲即入翰林

者，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与试资格为各省举人。举人考试名

“乡试”，在省城，试期在八月故称 “秋闱”，中式者次年北上会试称计偕，

或就教职；与试资格为各府州县学生员，贡生仍须应试，监生亦得应试。

贡生分五种：一、恩贡，遇国家恩典，特诏举行，凡儒学各取一名；二、

拔贡，每十二年逢酉于儒学中选拔一次清末废科举，留拔贡，广其额，较易

得；三、岁贡，府学每岁一人，州学三岁二人，县学三岁一人，得者例

补训导职；四、副贡，乡试之副榜也；五、优贡，各省学使三年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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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儒学廪生中考举优生一次此皆就清制言，明制不尽如此。

进士 举人 贡生

元
张桂荣明初官本县

教谕。

明

洪

武

张福十七年甲子科，

官至副使。张重二十

九 年 丙 子 科，广 西

副使。

雷雨监察御史官江西道。高威成都府知

府。杨希孟安庆府知府。康清东昌府

通判。刘甫。

永

乐

陶甄三年乙酉科，榆

次知县迁赵府审理。

梁耜十二年甲午科，

靖州训导。

毕蠡县知县。直端徐沟县丞。李信

沁水主簿。

正

统

刘敏六年辛酉科，公

安 知 县，详 《人 物

志》。

刘顺光录寺监事。李福郑州训导。潘

番石州训导。张诚合州府照磨。张讨

阳武县丞。梁能汝宁府检校。任纲大同

府断事。

景

泰

杜表元年庚午科，崞

县教谕。贺寿 癸酉

科， 四 年。 李 节

同上。

习庆静乐县丞。周钧井研知县。郝忻

东胜卫经历。杨觯沧州吏目。何望回

卫辉府经历。任聚黎城主簿。冯和太谷

主簿。

天

顺

冯宁三年己卯科，贵

子，进士。刘居正六

年壬午科，敏子，大

竹知县。

张恺衡州府磨。阎宣清江主簿。孙项

长子主簿。杨盛大同卫经历。佘安莱芜

主簿。光森长子县丞。李禧通州经历。

何盛汾州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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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举人 贡生

成

化

冯宁

二年丙

戌科罗

伦榜。

官至佥

事。

详 《人

物志》。

习伦二十二年丙午科，

良佐子，巴县知县。

详 《人物志》。

王玺武安主簿。王佐沔阳州判。习良

佐庆子，候补国子监学正。武蠧苏州府

经历。李素。宋经顺庆府知事。杨芝

沧州吏目。宋钦房山县丞。毕麟代府典

义。习中新郑知县。张节□□典宝。

李俊长葛训导。习贡庆从孙，通判。

张与资阳主簿。

弘

治

张友直十四年庚申

科，孝义、壶关知县。

温举资阳知县。习锐璧山知县。翟俊

威远知县。周相归德府判官。雷春山东

布政司都事。何彻威县知县。宋录清苑

主簿。寇瓒太原府检校。路文。

正

德

刘爵十年壬甲科，居

正从子，鄢陵知县。

姚邦荣大竹主簿。牛镛岳池县丞。王

玑州同知。周尚文渔台县丞。李大绍

禧子，大同知县，详 《人物志》。温时

学。李鬢盱眙县丞。何节襄城主簿。

何叙节弟，营山知县，详 《人物志》。

马文昌乐平知县。

６２３

同官县志 （民国）



进士 举人 贡生

嘉

靖

刘邦聘十九年庚子

科，爵从子，详 《人

物志》。王良宾庚子

科，知州。

党直森子，平江县丞。孙延龄武定州

判。萧九成垣曲知县。张九德昭化主

簿。王道守正长子，潜山主簿。王逵守

正次子，河间府通判，详 《人物志》。

何世泰彻子，聊城主簿。党虞臣直子，

灵石县丞。寇鸿儒兰阳主簿。李大宾。

侯藩臣。王性讷玑子，顺义县丞，迁

纪善。宋庆邹平知县。习鬢中孙，良乡

知县，详 《人物志》。冯岽乐陵县丞。

薛孟魁。习佩开封府经历。高荐孟县

知县。路士攀商丘主簿。孙奉先。习

继荣锐幼子，代州州判。杨桂邬城训

导。冯永昌变柳训导。刘邦靖爵幼子，

南部主簿。冯增宁孙，阜城县丞。习谟

伦孙，乐至知县，详 《人物志》。刘邦

辅爵从子，彭水主簿。李待用夏县

主簿。

隆

庆

党谋孟县主簿。徐行滑县主簿。习希

雍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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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举人 贡生

万

历

王 道 成

二十九年

辛丑科张

以 诚 榜。

官 华 阳

县，迁吏

部 员 外。

寇慎四十

四年丙辰

科钱士升

榜。官副

使， 详

《人 物

志》。

王化四年丙子科，良

宾子，临晋知县。王

道成二十八年庚子科，

化子，进士。寇慎三

十四年丙午科，遵孟

子，进士。寇遵典四

十六年戊午科，鸿儒

孙，详 《人物志》。

马友善伏羌教谕。寇嘉谏亳州同知，

迁肃府审理，详 《人物志》。何汉舞阳

主簿。王维宁即墨知县。刘沐香河知

县。李渤翼城主簿。王维藩逵长子，

钜鹿训导。罗希信永宁主簿，迁工正。

习自强灵宝主簿。冯观鸿胪寺序班。

王世勋六安学正。张乾德州同知。温

如云归德经历。刘乔梧邦聘孙。姚世

业文水县丞。王宦西乡训导，迁褒城教

谕。习养进谟子。阎应宣平利训导。

侯屏长清训导，迁固原学正。党濂。

李发。寇瀛鸿儒子。何世鸣凤翔训导，

详 《人物志》。习孔言伦四世孙，威远

知县，详 《人物志》。李淳。寇遵孟嘉

谏子，文县教谕，详 《人物志》，子慎。

冯嘉言观长孙，山西汾州府经历。刘复

性保定府通判，详 《人物志》。

天

启

冯光国宁曾孙，福山训导，迁山西稷山

王府教授。冯诏宁四世孙，安定训导迁

洋县教谕。杨瑜丽江府通判。冯嘉谏

《观次子，凤翔训导》。李惟亨。温煦

秦安训导。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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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举人 贡生

崇

祯

冯珍宁四世孙，山海关兵备道，详 《人

物志。冯泰运嘉言长子，乐县安庆训

导，迁教谕。刘乔竎昭化训导，详 《人

物志。侯化龙榆林训导。刘弈庚乔竎

子，浚县主簿，详 《人物志》。梁可贤

安邱训导。王谕平遥训导。刘复一

州学正。刘绵庚 长子训导。侯士龙扶

风教谕。侯乘龙。雷跃龙府谷训导。

马飚沔阳州州同，详 《人物志》。

清

顺

治

习 全 史

九年壬辰

邹 忠 倚

榜。官杭

同知，详

《人物

志》。

习全史八年辛卯科，

孔言孙，进士。侯锡

爵十四年丁酉科。侯

锡祜 丁酉科，泰征

长子。

冯文菁珍长子，乙酉拔贡。王征贤丙

戌岁贡，城武知州。寇锡祉瑞征长子，

戊子拔贡，四会知县。崔柱戊子岁贡，

延川教谕。冯庚明泰运长子，庚寅岁

贡，泸州知州。习壮行壬辰岁贡，城固

训导。寇瑞征慎长子，甲午岁贡。寇

泰征慎次子，乙未拔贡，庐陵知县。郭

维翰丙申岁贡。党霁戊戌岁贡，秦州学

正。寇悌庚子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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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举人 贡生

康

熙

崔 乃 镛

六十年辛

丑科邓钟

岳榜。官

翰林院庶

吉士，历

迁湖北督

粮道。详

《人 物

志》。

崔重辉五年丙午科，

柱子。延安府教授，

详 《人物志》。冯?

二十六年丁卯科，珍

幼孙，详 《人物志》。

温毓秀三十五年丙子

科，繁峙知县。王殿

京四十一年壬午科，

国正长子。崔峤五十

二年癸已恩科，重辉

三子，汉中府教授。

崔乃镛五十九年庚子

科，昆 长 子，进 士。

崔钟琅庚子科，嵛长

子，进士。

杨维钦壬寅岁贡，详 《人物志》。李所

调壬寅恩贡。张应岳甲辰岁贡。傅凤

丙午岁贡。雷中天戊申岁贡。李腾芳

庚戌岁贡。习佩璜全史次子，壬子拔

贡，休宁知县。寇亨征慎从子，壬子岁

贡，全县教谕。寇禧征慎从子，甲寅岁

贡。刘还一丙辰岁贡，高台教谕。冯

襄运戊午岁贡。冯贺明泰运次子，庚申

岁贡。寇锡祺慎次孙，壬戊岁贡。孟

可宗甲子岁贡。许熊乙丑拔贡。温中

钦丙寅岁贡。寇凤音遵典子，戊辰岁

贡，宁远训导。冯贲明襄运长子，壬午

岁贡。孙世绵壬申岁贡。习佩玑全史

幼子，癸酉副贡，南皮教谕。崔昆重辉

长子，甲戌岁贡。寇沃心凤音子，丙子

拔贡，庄浪训导。王殿京国正长子，丁

丑拔贡。刘宗武戊寅岁贡，庄浪训导。

冯佩琚贺明子，庚辰岁贡，西乡训导。

赵经世壬午岁贡，镇原训导。杨藻维钦

次子，甲申岁贡。冯资明襄运次子，丙

戌岁贡。冯赉明泰运幼子，戊子岁贡。

寇锡吴慎幼孙，庚寅岁贡。温而厉壬

辰岁贡。温斐然癸已恩贡。王御世甲

午岁贡。赵肃衮丙申岁贡，紫阳训导。

寇锡?戊戌岁贡。温仲芳庚子岁贡。

张超壬寅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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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举人 贡生

雍

正

崔钟琅元

年恩科于振

榜。官长清

县。赵屏

晋十一年

癸丑陈絯

榜。官户部

主 事，迁

永 平 府

知府。

崔钟琰元年癸卯，昆

幼子。寇率先二年甲

辰科，慎五世孙。赵

屏 晋 七 年 已 酉 科，

进士。

李尔鸾癸卯恩贡。郭永绳癸卯岁贡。

崔仑重辉次子，癸卯拔贡。王风乙己岁

贡。许子瑾熊长子，丁未岁贡，城固训

导。赵增爵己酉岁贡。许子瑜熊次子，

辛亥岁贡。寇廷梁慎五世孙，癸丑岁

贡。冯茂焘珍曾孙，乙卯岁贡，排皋兰

训导。

乾

隆

赵莹六年辛酉科，西

宁教谕升府教授。陈

涿九年甲子科。靳超

同上。崔钟十七年

壬申恩科，乔长子。

王丰年十八年癸酉

科。陈大雅二十一年

丙子科。郝坪二十四

年己 卯 科。以 上 据

旧志

侯绳武丙辰恩科。陈国栋丙辰岁贡，

商南训导。习深戊午岁贡，在监肄业。

王又京国正次子，庚申岁贡，西和训

导。寇翊壬戌岁贡。穆彦甲子岁贡。

宋锡经丙寅岁贡，宝鸡训导。何碧戊辰

岁贡，崇信训导。乔岑己巳恩贡。寇琳

泰征孙，庚午岁贡，成县训导。张明泰

辛未恩贡。范俊壬申岁贡。何希贤甲

戌岁贡。黄良恭丙子岁贡。杨杠戊寅岁

贡。许钐庚辰恩贡。王玉宾庚辰岁贡。

崔州乃镛子，壬午岁贡。崔泰钟琰长

子，甲申岁贡。以上据旧志崔钟玮岁

贡。高绍周。王乔岁贡。乔文英岁

贡，平凉教授。孙岱恩贡。寇潜岁贡，

紫阳训导。郭植岁贡，宁羌训导。段璧

岁贡。王锡辂岁贡。习云翔岁贡。崔

开岁贡。李维世岁贡。牛伯宿岁贡。

范栋岁贡，隆德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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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举人 贡生

嘉

庆

冯以引
十三年戊

辰科

冯以引十二年丁卯

科，进士。赵曰从丁

卯科。

梁宏宅岁贡。张祖绳岁贡。杨树莅岁

贡。王德华岁贡。郭如刚恩贡。李弈

范岁贡，甘泉训导。全世安恩贡。靳

东岁贡。温吉士岁贡。梁元晋岁贡。

梁绳晋岁贡。

道

光

谢怀清岁贡。郭世宁岁贡。李复昌岁

贡。李本源岁贡。赵运昌恩贡。郭邦

畿岁贡。郭铎岁贡。史景马岁贡。李

本源岁贡。许林钟岁贡。赵自昌岁

贡。李成蹊岁贡。赵芝岁贡。赵一士

岁贡。李芳桂岁贡。赵绪祖岁贡。赵

循祖岁贡。梁培岫己酉拔贡。赵一凤

岁贡。

咸

丰

及

同

治

李秀兰岁贡。郭文灼岁贡。张金监岁

贡。和潮恩贡，侯铨直隶州分州。梁府

恩贡，孝廉方正。赵勉斋岁贡，翰林院

待讼。杨喜庚岁贡。史景监岁贡。李

均岁贡。王凤鸣岁贡。杨及时恩贡。

梁向荣恩贡，试用训导，即用教谕。萧

维翰岁贡。穆怀清岁贡。寇肇康岁

贡。寇丙心戊辰恩贡。寇佐清壬申恩

贡。佘仍兴壬申岁贡。寇怀亨岁贡。

光

绪

及

宣

统

赵承翰
十七年辛

卯科。签

制 山 东，

以亲老告

近河南。

赵介十六年庚寅，后

更名承翰，进士。

杨发林丁丑岁贡。张云丁丑恩贡。梁

凤鸣甲午岁贡。孙继述丁酉拔贡。寇

敬清戊戌岁贡。张维翰岁贡。张奉先

岁贡。佘秉彝岁贡。崔辅唐宣统己酉

恩贡。许炳章己酉岁贡。杨锺泰己酉

岁贡。史允中己酉拔贡，候铨直隶州州

判，分发甘肃。梁宗杰己酉拔贡。郭

维城庚戌岁贡。杨大栋岁贡。崔望琳

岁贡。杨锡梦庚戌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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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旧志按语云：“自隋开进士科，后之得人才者惟此途最盛，唐时缙绅

虽位极人臣，或以不由进士为耻，进士诚重哉，邑自明以前者皆不传，而二百七十

年间仅三人耳。百余年来，士之列清华，书澹墨者，已辟前此所未有，而其数更过

焉，文治之盛，蒸蒸日上矣。山川郁积之气，有开必先。有志之士，发奋其所以为

雄，安在其以地限哉？”

举人　　旧志按语云： “自设乡贡，而举人已有其名，然其时皆举于乡者也。

宋以来，惟春放榜，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廷试举人，非常例也。秋闱乡试，盖自元始。

明因其制，而举贡遂与进士、杂流三途并用矣。邑之举于乡者二十人，而陟巍科者

殊少，甲重举轻，积习之势然也。永修氏以同之士气率质重强悍，耻与仕路委蛇，

亦风会固然哉！语云，“竽瑟不调，枘凿不入”，盖谓是矣。”

贡生　　旧志按语云：“自明废荐举，甲科日益重，而举贡日益轻。然邑之士

藉是以显者，雷御史冯参政之赫弈，岂在甲科下哉。明选多英才，监试辄居上等，

而甲科人才由之。今之贡亦不一矣，而得人惟拔贡称盛，其于古选士之意，斯为近

之，贡岂可量耶？恩以典重，岁以年充，所由又与副异矣。”

（附一）例贡谱监职附。例贡及监生，多由捐纳而得，故旧志别为一表。迄

清末则人人皆得捐监，不可究诘矣。此虽无关教育，但捐纳初制，亦须具有相当资

格，故附于此。

明：刘公正敏子、刘仁居正子，大足主薄、刘义宜川典膳、刘越茂州史目、

冯时彦宁子，太原主薄、王守正大同县丞、习显章、冯朝彦定兴县承、温尚志

辉县主薄、温尚礼洪洞县主薄、温文明安阳主薄、王性愚光录寺监事、牛山木温

江主簿、习继文遂宁主薄、王宗藁光录寺监事、温文炳大邑主薄、雷苏望春子，

秦王府典膳、寇 音光录寺署丞，党文聪内乡知县、党政梓潼知县、党玉官训

导、王茂泰安学正、党修正贯县训导、王贤路侯门教谕、党见可、冯人彦以下

监生庆府典膳。冯浪王府工正、温文宁王府工正、温尚义王府差官。

清：赵康屏晋长子，钱塘知县、赵观肃衮子、冯缙珍长孙，监生，海澄县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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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其品四科从子，监生，广西布政司照磨、王达监生，曹州州同、冯文庄珍幼子，

监生，候补县丞、温煜附生，州同职。以上按旧志。其后略续如下：杨述训例贡、

张振安例贡、梁本例贡、杨坊例贡，议叙训导、张志杰例贡、阎大礼例贡、雒

述祖例贡、乔炽例贡、杨舒泰光绪镇安训导、杨治泰山阳、商州训导。

旧志按语云：“功名之途，不以资格限。西汉以来，如张廷尉、黄颖川、司马

长卿皆由输纳以进，初未尝以此稍自贬损也。邑前后数君子皆关右豪侠，入资拜爵，

耻与编氓者伍，志克自表见，倘所谓功名之士者耶？世之拥金钱刀币，老死不出者，

贤不肖何如也？”

（附二）掾吏谱此亦无关教育，然资历与经验，亦可属其范围，故依旧志并

附焉。

明：何拱拯阳城主簿、罗维襄垣大使、温文衡驿丞、景凤阳乐至主簿、

刘嘉闰河泊副使、习珍锐孙，博望驿丞、习四科户部检校，详 《人物志》孝友、

习弘儒东安典史、余百省清州府永阜仓大使、刘乔林江津典史、李绍泌永平驿

丞、孙贵太原大使、王用贤海澄典史、李之用太平典史、徐俭滑县典史、李

崇古宁山卫经历、任翔羽岚县阜史、罗国彦宁乡典史、王荐贤、温如霞、雷

大法，党荦、刘宗商、刘焕、李长茂、任三畏、冯杰。

清：李吐馨灵石典史，详 《人物志》、冯哲进贤典史，田生桂梅新驿丞、

田在楷绍兴检校、王运泰太平典史、宋国仁绍伯驿丞、杨维默叶县典史、王

凤诏平和典史、习圣功博白巡检、孙弦济南照磨、党珠典史、李景明贵州典

史、王宠纶宜宾南河典史、刘尔清洪江驿丞、郝鸣琏典史、郝梅琏子，内江典

史，迁巡检、刘鸾吕梁洪巡检、李懋驿丞、罗佑肥城典史、张弘印河泊所、寇

若朴英德驿丞、刘奇交城典史，以上据旧志，后不详。

旧志按语云：汉武帝元光五年八月，诏 “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

县次给食，令与计偕”。故石奋以小吏起家，赵都以邮掾发迹。此皆西秦人物，赫

然在人耳目焉。明之吏与进士科贡三途并用，而限于资格，仕之以此跻巍显者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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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多以吏途为奸薮，前志谓邑多不吏，吏率凛凛奉法，所谓瘠土之民，机智未闲，

信哉！夫因体能质，从以明务习术，与秦汉之吏并美焉，整训之方，盖在有司矣”。

（附三）武举及武弁谱武举凭考试，武弁则经历也。

武举　清：段文英顺治甲午科，江南建阳卫都司、王国正康熙壬子科，长

乐所守御，详 《人物志》、张岩乾隆丁卯科。以上按旧志，以下访册。旧志按语

云：“唐志：‘长安二年，始制武举，而郭汾阳社稷功臣，遂崛起其间焉。’邑风气

劲悍，尚武勇，宜科目之盛矣，乃自明有武会举。至今百数十年，竟未有破天荒者

耶？其举于郡者亦仅此三人，何风之不竞也？呜呼！请缨之士，其有待而兴乎！”

张曙嘉庆丁卯科、梁松年嘉庆癸酉科、穆茂春道光癸未科、杨建中道光丁酉

科、杨建极道光己亥科、贾维清道光癸卯科、寇赞清同治乙酉科、梁钟麟光绪

甲午科、穆青云光绪丁酉科。

武弁　明：和清肃州卫前所千户，赠武略将军，详 《人物志》、杨彦得宽

河卫指挥同知，详 《人物志》、李郁陕州弘农卫千总、刘斌洪武中以军功封百户

爵、杨伸安东卫指挥使，详 《人物志》、李敢镇南卫右所百户、温所知山西宁武

关都司、温所受武生，湖广千卫山千总、党从戎举将材，累官至参将，详 《人物

志》、李馨山海关镇标前营外委。

清：寇徽音遵典子，湖广长沙副将，详 《人物志》、习全胜宁南侯中军守备、

习全恕壮行子，甘州营守备、寇锡秖慎孙，生员，以军功授云南中营守备、冯文

煜广西梧州守备、金鼎累官至参将，旧志谓详 《人物志》，但名只见于其子作砺传

中、金铭鼎弟，神木营千总，屡署守备事、金作砺鼎长子，累官至游击，详 《人物

志》、金援砺鼎四子，广东朝阳营千总、金振砺鼎幼子，广东琼州镇把总

以上按旧志，后不详。

旧志按语云：“明宣德五年，令天下都司卫所，于所属官及行伍内，岁选智勇

廉能者一人。此明举将材之始也。而杨党二子，戮力行间，功高汗马，可谓壮哉！

而寇徽音之威扬嵩洛，金作砺之德服台湾，所谓鹰虎之材，爪牙可任者也。邑之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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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行伍者，且较科目为盛焉。贾太傅云：‘勇于公战。’此可以观矣。”

三、清末兴学及教育行政沿革

清末鉴于国势之凌替，遂废科举，兴学堂，县于光绪三十年，改颍阳

书院为颍阳小学堂，知县兼监督聘富平田秀起为教习，课目侧重国文、经义，三

十年，邑人史允中由省立师范学堂毕业，回县任教习。三十二年，令改为高等小

学堂，并设劝学所经费皆详后。三十三年，知县刘鹤年拟定学堂条规见 《吏

治志》，宣统三年，遂改为同官县两等小学堂聘咸阳毛钟秀、程葆箴为教习。是

时科目渐备，且毛为关中名儒，渊博为学生所敬仰，未久鼎革而去，邑人惘然。民国

初，改为同官县高等小学校，委邑人翟守愚为校长。当时风气未开，仍多

以洋学堂目之，就学者殊鲜，仅学生二十余名。二年，第一届学生毕业，

即委赴各市镇巨村，设立国民小学，计成立者十余处，余悉私塾。嗣每届

毕业学生皆尽先任用，委往乡村取缔私塾，改设小学。时教育行政尚无负

责机关，皆校长商同知事为之。迄七年靖国军兴，套匪卢占奎部投诚就编

过同，校被所部杨旅占驻，校务中辍。延至九年，开拔去后，始重行整顿

开学，学生稍增，数达六十余名。十年冬，参加富同耀三县联合运动于富平，人

始知同之学校尚不后于人也。十一年，劝学所始复成立于东街，第二高等小学

成立于陈炉镇，国民模范小学成立于学署。是年秋，耀县全体员生来县参观，

自是学风丕振。全县人士多热忱于教育，督设乡村小学，取缔私塾，筹集基金，勒

令学童入学。十七年，奉令改劝学所为教育局。以人事更变无常，影响颇巨。是

年举办暑期小学训练一次。十八年，移局于大成街学署中。时值大，而县立

学校及乡村小学尚维持未辍。是年成立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及文献委员会，

十九年，移女子小学附局中。成立通俗讲演所，辟建公共体育场。三十年，设立

师范讲习所，成立图书馆。二十一年，参加富同耀联运会于耀县。二十二年，裁局

并科，改为教育股，设助理员一人，移县政府内。二十三年，举办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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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行识字运动，成立民众夜学，扩充女初小为女高小。是年复办暑期小学教

师训练班。二十四年，举行各高级小学学生讲演竞赛会。二十五年，又办三次暑期训

练班。二十六年，设立黄堡镇小学。二十八年，教育股复改设为教育科是年

夏，又办四次暑期训练班，设立小学教师训练班于北寺。时县属第七行政区专署在

县，赞许本县教育 “为七区冠”。二十九年冬，复举行各高级小学学生演讲竞

赛会。三十年，成立县立中学于文庙，夏间举办全县国民体育运动会及五次暑期

训练班。并分期扫除文盲。三十一年，添设红土镇、石柱镇两中心学校。三十

二年，教育科归并第一科。

四、教育经费

明万历三十二年，县以督学使臧尔劝檄，始置学租，未久而罄详前。

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清查出官地若干亩数未详拨作学田。咸丰八

年，邑绅孙思发捐麦三千石变价三千缗，输入颍阳书院见前碑记。光绪十

三年，邑绅杨舒泰，佘仍同禀请藩司，拨库银五百两。十四年，知县徐

锡 禀请善后局拨银一千两，均发商生息，以备修脯及膏火之需。三十

年改为官立小学堂后，遂以为经费，仍迭有所筹集焉。按：宣统元年陕西清

理财政说明书 “岁入杂款类”云，奉藩司发之款一：原拨县书院膏火本银五百两，

发商生息，月息一分，满年可得息银六十五两六钱五分，现拨充高等小学堂经费。

筹发之款四：由差徭盈余项下提本钱一千二百三十九串四百九文，发商生息，近年

该商歇业，光绪三十四年禀请免利追本，又提本钱一千四百九十九串三百二十一文，

再高等小学堂旧本生息本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串文，又绅民捐集学堂经费本银四百九

十四两。统计上四项，除免利追本之款无息外，余发商生息，月息一分计，满年可

得息钱四百六十九串四百文，息银六十四两二钱二分，按季交纳上各款支用，然收

支尚远不能相抵也。宣元陕西财政说明书 “岁出教育款”云，官立高等小学堂

一，光绪三十年就书院改建，附设师范傅习所一，初等小学堂二。本年共支薪工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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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银七百五十三两三钱三厘。所有筹定经费，出自官款者，提人奉发书院本银五百

两，年息六十两，书院原存本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串，年息钱二百六十三串五百二十

文，又三十一年禀明由县署煤税律贴项下每年拨助钱二百四十串。出自地方款者，

绅民新捐生息本银四百九十四两，应入息银五十九两二钱八分。以入抵出，不敷尚

多。劝学所则虽有开支，并无经费宣元说明书又云，劝学所一，本年共支薪水

夫马等费银二百五两 （无的款）。

民国成立，县立高小仅一处，仍以租息为经常费其时学级少，学生数亦

少，经费差足。二年，有流支差徭之提成划入，五百四十元。又有四成杂税

之拨归无定额，视税入之多寡而定。九年，学生数及学级增加，遂由县各煤窑

筹学捐以补之。十一年，劝学所复成立，所需经费，亦由煤税月给洋若干。

同年陈炉镇第二高小成立，则以该镇之瓷税、驮捐为经费。十六年，奉令

成立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由财政局长、一高校长及教员一人

兼任；设事务员一人，专司收支；工友二人专司催收。十七年，煤窠之月捐、炭

税以及瓷税、驮捐皆奉令取销；是后教育经费，仅有流支差徭、四成杂税、

租课、息金等项，岁收微细，不敷之数，由地方补助费拨给。二十三年，

省财政厅令将所有教育款产移并财政股，以利统筹收支，并撤销教育基金

保委会。但因事关教育，于财政股仍特设管理基金事务员一人，专司其事；

又组设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由各县立学校教员中推一人为主任委员。三

十年，省令撤销，遂将款产、文契、完全移并财政科办理。

自二十三年后，县教育经费，皆逐年编制预算，呈准后，由各校向

县政府每月具领据支给。其岁出入之项目详 《财政志》，兹将历年收入总

数，谱之如下：

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县教育经费，每年为八千三百八十二元。省

发义教补助费，二十六年三百六十元，二十七年四百零八元。

二十八年：经费六千零八十五元。义教补助费，中央发二千零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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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省库发二千七百六十元。

二十九年：经费一万二千三百五十六元。义教补助费同上年。

三十年：经费四万零四十元。上级发国民教育补助费一万二千四百

八十元。

三十一年：经费十三万八千零五十六元。补助费，中央一万二千元，

省库三千六百元。

五、学校教育

１．中学　县各小学学生卒业后，多感乏资升学。三十年，邑人士开

会商讨，筹捐款项，将孔庙修葺，创建县立中学。秋季招初级生两级，

聘严木三为校长，黾勉经营，教育科长翟增烈亦奔走规划，规模略具。

三十一年秋，又并中山镇中山中心学校分校为校址，添招初中一级，师

资训练班一班，现有学生四班，凡二百零七名。校中有 “同官县立初级中学

建校记”碑，邑绅杨春荣作，文云：窃维启迪民智，莫先教育；培植英才，首需校

所。吾同虽山童水驶，灵秀难称，但聪颖之士，代不乏人，乃以地瘠民贫之故，无

力负笈远游，致令鹏志莫举。邑人士兴念及此，莫不感慨系之，民国二十九年，奉

七区专署令，设立县中，时田公涵三握县篆，讵料计划粗拟，田公去职。县旋隶三

区，事遂寝。三十年，邑人士复集议完成斯举，时吕公绍熊长县篆，毅然率众兴事；

三区专员余公正东，亦督促颇力，遂成立建校委员会。划文庙及女子小学为校址，

募集国币三十三万一千余元，鸠工修葺。聘严君木三长校事。严君莅职后，朝夕擘

划，忠职勤事。初招学生两班，逾年即扩为四班。今则济济一堂，弦诵翕如。近又

蒙八十军军长袁君茂松，本县县长田君涵三首倡捐资，成立清寒学生奖学基金；复

由校长严君木三慨捐义囊，创设教员年功加薪基金；由是校事一切初备，学子无失

学之苦，教师得修脯之益。回溯斯校之筹设，与现今之完备，固由邑人士之群策群

力，若非爱护诸公热心襄助，曷克臻此？后之来斯校者，当思植本浚源之匪易，应

力培育其成长，发扬而光大之，庶无负于有劳惠者之苦心矣。同人本斯校成立之经

过，爰识其巅末，并将姓名勒诸贞珉，用垂不朽云。

２．小学　略叙五中心学校之沿革，余则附分布图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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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山镇中山中心学校　在城内大成街，由颍阳书院改建。清末

民初经过已详前。迨民国十一年，陈炉镇第二高级小学校成立，遂改为

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二十一年春，奉令改为县立大成街小学。二十八

年，省府主席蒋鼎文，谒陵过县，往还驻节此校，曾捐国币三百元，令建教室一座，

以资纪念；三十年，复奉令改为中山镇中心学校；三十一年，又奉令改为

中山镇中山中心学校。共有学生十二级，四百八十九名。

（乙）陈炉镇中山中心学校　在县东南三十里陈炉镇，就清凉寺改

建，成立于民国十一年，初为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校。二十一年以后，奉

令改名称如前例。历年以校址附山临崖，未能扩充，仅有学生三级。三

十一年，奉令分设初级部三级于药王庙。共有学生六级，二百五十名。

（丙）黄堡镇中山中心学校　在县南四十里黄堡镇，就东岳庙改建，

成立于二十七年，初为县立黄堡镇小学，三十年以后改称如前例。共有

学生六级，一百五十九名。

（丁）红土镇中山中心学校　在县东四十里红土镇，就关帝庙改建，

成立于三十年。共有学生六级，一百三十六名。

（戊）石柱镇中山中心学校　在县西四十里石柱镇，就开福寺改建，

成立于三十年。有学生六级，一百七十七名。

（己）各保中山国民学校　民国二年时，初级小学亦名国民学校，县

已设十余处。十一年劝学所复成立后，逐渐督设初等小学，至十八年已

达八十余处。后又向东北西北边地推广。迄今共九十四处，其本校计四

十九处，分校计四十五处。每保多者四校，少亦一校，计共四十九保，

平均每保约有两校，学无向隅；数量尚有可观，校无虚设。惟嗣后应对

质素，切加注意耳。

（附）同官县各级学校分布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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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师资训练　清末初设高小，即附设一师范传习所。民初则高小毕

业生即以师资论事见前，而负笈学师范于外者尚不乏人。县中自办之师资

训练，则为十七年之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虽时仅数周，而于教师之砥

砺，裨益多矣。二十年，鉴于师资缺乏，乃设师范讲习所于第一高小内。

设主任一人，由教育局长兼；副主任一人，由一高校长兼；聘专科教员一人，期为

一年；第二届学员毕业后，以款绌停办。二十九年，复设小学教师训练

班于城外北寺内，三十年第一届学员卒业，又以经费无着遂停。此外于

十七年之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后，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三

十年各继续举办之，为时皆仅数周耳。

六、毕业表

大学及专科，以教部备案为准。三十二年十二月调查。

姓名 里贯 毕业学校及年份 经历及现任职务
附
注

大
学
及
专
科

何尚志 文明乡刘寨村
上海大学十四年，
留俄

大学教授等 殁

梁　鼎 黄堡镇董家河
国立北京大学十五
年，留俄

寇喻谦 中山镇济阳寨 上海文化大学二十年
省党部组织科长，紫阳、
同官县指导员

殁

寇乾生 中山镇济阳寨
江苏教育学院二十
四年

师义教班主任，现任渭
南地干训练所教育长

郭亚雄 中山镇宜古村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二十
八年

蒲中教务主任，西安高中
兴国中学教员，现任省立
二中史地教员

梁梦虎 黄堡镇梁家塬
上海体育专科学校二

十八年
三职安康中学体育主任，
七区党务视察员

梁邦彦 陈炉镇上街里
国立西北农林专校二
十九年

现任直接税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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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里贯 毕业学校及年份 经历及现任职务
附
注

特
种
专
科
（军
警
政）

郭殿邦 陈炉镇原口子 陕西省巡警学堂元年 县长等 殁

党秀林 中山镇东街 同前 殁

郭镇邦 陈炉镇原口子 同前十三年 县长等

梁希贤 黄堡镇梁家塬
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
十六年

二十七师少将、副师长等

佘纪善 中山镇王益村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
十年

二十七师副团长等

王振中 黄堡镇王家匾
陕西省警官学校二
十年

警察局长巡官新编十二旅
副官等，现任新编三十四
师驻平凉办事处主任。

特
种
专
科
（军
警
政）

靳景云 陈炉镇上街里
庐山陆军军官学校二
十一年

宁陕及同官国民兵团副团
长，现任石泉国民兵团副
团长

梁梦松 黄堡镇梁家塬
洛阳黄埔军校分校二
十六年

营长等

李景民 中山镇南关
陕西省地政训练班二
十八年

李景文 中山镇虎头山 同前三十年

吴劲 陈炉镇柳沟村
中央军官第七分校三
十年

雷彦芳 红土镇枣园子 中央军校三十一年

赵守杰 黄堡镇李家沟 同前

梁崇仁 黄堡镇梁家塬 七分校三十一年

高
中

姬成新 中山镇印台山
省立西安高级中学二
十六年

高小教员等

郝少儒 黄堡镇石凹村 同前 高小教员等

寻文俊 陈炉镇立地镇 同前 高小教员等

郑培玉 金锁镇纸房村 同前三十一年
县中学教员，现在国立西
北师范学院肄业

寇继贤 文明乡寇家坳
省立蒲城中学高中部
三十一年

现任大成学校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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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里贯 毕业学校及年份 经历及现任职务
附
注

师
范
科

高
级

旧
制

王建新 中山镇蒲池王
省立西安师范高师部
二十九年

本县师训班教导主任县
督学

梁昌彦 陈炉镇上街里 同前

寇之苏 中山镇济阳寨 省立师范学堂元年
本县高小校长，劝学所
长，省议员，靖国司令部
副官，高陵县长

翟守愚 中山镇济阳寨 同前
本县教育建设局长，高小
校长

殁

董生荣 黄堡镇董家河 省立第一师范七年 本县高小教员、财政局长

任良材 文明乡演池村 同前 高小校长

梁文汉 黄堡镇董家河 同前十一年 高小校长

任　侠 黄堡镇王家砭 同前 劝学所所长 殁

冯成彦 黄堡镇冯家桥 省立第三师范十三年 教育局长，教员 殁

师
范
科

初
级
简
易

寇振鹏 中山镇济阳寨 省立第一师范十四年 高小校教员

寇俊 中山镇龙凤湾 省立第三师范十五年 县督学等 殁

翟增藩 中山镇济阳寨 同前 县督学等 殁

韦思贤 黄堡镇韦家塬 同前 教育局长、校长督学等 殁

杨春荣 黄堡镇文明塬 同前
教育局长、校长督学、教员，
现任陈炉镇中心学校校长

翟增烈 中山镇济阳寨 省立第一师范十六年
高校长、省动员会干事，
现任本县教育科长

姬命新 中山镇印台山 同前
教育局长、女校长、动员
会书记、民政科长，现任
中部县民政科科长

翟增勋 中山镇济阳寨 省立第三师范十七年 高校长等 殁

白树荣 石柱镇石柱塬 省立第一师范二十年
教育助理员、区视学女校
校长、动员会书记长，
等，现任县督学

王佐贤 黄堡镇王家匾 同前
教员、校长等，现任县
督学

冯均瑞 中山镇济阳寨 同前
教员、教育科长，现任国
立西北农学院庶务

梁学智 陈炉镇上街里 同前，二十一年 小学教员

雷　通 中山镇东街
省立西安师范二十
七年

史汉杰 黄堡镇史家原 省立同州师范三十年
成德中心小学教员，现任
陈炉镇中心学校教员

唐治家 石柱镇卢家河 省立县师范三十年 现任石柱镇中心学校校长

景邦泰 石柱镇卢家河 同前三十年 现任红土镇中心学校教员

王正兴 文明乡王家河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石柱镇中
心学校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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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里贯 毕业学校及年份 经历及现任职务
附
注

职
业

高
级

初
级

李醒民 中山镇韩家塬
省立三原高级职业学
校三十年

小学教员，现任县府财政
科员

李济民 黄堡镇石坡里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黄堡镇中
心学校教员

高步崧 陈炉镇嘴头村
省立三原第三职业学
校十七年

督学、小学教员、联保
主任

梁鼐 黄堡镇董家河 同前

梁崇俊 黄堡镇梁家塬 同前 小学教员、区长等

党文俊 中山镇东街里 同前 小学教员、联保主任等

宋鸿哲 中山镇高家坪 同前
小学教员、校长事务员
等，现任县中事务主任

职
业
初
级

寇德让 中山镇蒲池王 同前二十七年 小学教员

寇鸿勋 文明乡赵家原 二十七年 现任县府建设科员

赵乘翔 黄堡镇黑池塬 同前二十八年
小学教员，现任仙阳县合
作指导员

初
级
中
学

王少文 黄堡镇王家砭 省立第一中学十四年
高小校长、财政局长助理
员，现任财委会主任委员

冯敬业 中山镇龙凤湾 同前
教育局长、民政厅宣传团
主任科员、南郑县长，现
任镇坪县长

任良桢 文明乡演池村 私立成德中学十六年 民政厅科员 殁

张志贤 黄堡镇李家沟 省立第一中学十六年 镇长等

梁国伟 陈炉镇上街里 私立敬业中学十六年
现任本县军运代办所总务
组长

雷炎 红土镇枣园村 同前
高小校长、教员、财务助
理员、区长等，现任军代
所副所长

梁国义 陈炉镇上街里 同前 小学教员

梁国瑜 陈炉镇上街里 同前

梁梦周 黄堡镇梁家原 同前

梁梦熊 黄堡镇梁家原 同前

郭荣廷 陈炉镇原口子 私立民兴中学十六年

何聚瑞 中山镇十里铺 省立第三中学十七年 小学教员，镇长等

王建业 中山镇蒲池王 同前 小学教员 殁

杨华栋 中山镇杨家匾 同前
保甲、巡回督导员等，现
任中部县府科员

梁复礼 黄堡镇梁家塬 私立立诚中学十七年 小学教员及联保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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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里贯 毕业学校及年份 经历及现任职务
附
注

初
级
中
学

梁国桢 黄堡镇梁家原 同前 小学教员

任继薛 陈炉镇湾里 私立民立中学十七年
建设局长、小学教员、建
设厅技士

郭崇侃 陈炉镇坡子里 同前 小学教员 殁

李希泌 陈炉镇水泉头 同前 区长等 殁

穆国瑞 陈炉镇湾里 同前

张作善 黄堡镇李家沟 私立立诚中学十八年
小学教员、镇长等，田管
处黄堡稽征主任

赵守真 黄堡镇李家沟 省立第二中学二十年 紫阳及同官县党务指导员 殁

梁振海 中山镇高家桥 同前

邵璞 文明乡西头村 同前 县视学区长等 殁

赵志杰 中山镇南街里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中山镇中
心小学校校长

赵志道 中山镇南街里 同前
小学教员、省勤员会总务
主任，现任省立第二实小
教员

高禄瑞 陈炉镇那坡子 私立民立中学二十年

任忠杰 文明乡西头村
省立第三中学二十
一年

小学校长、教员，粮食会
主任委员，现任县粮政
科长

张景贤 黄堡镇新城街
省立第一中学二十
一年

小学教员、县府保甲督导
员，现任县府指导员

梁恒昌 陈炉镇上街里 同前 卫生助理员，戒烟所所长

张志治 黄堡镇李家沟 同前
小学教员、事务员等，现
任黄堡镇第二保保长

高虎臣 陈炉镇那坡子
私立民立中学二十
二年

联保主任等

吕儒元 黄堡镇吕家凸
省立第三中学二十
二年

小学教员等

黄生林 石柱镇京兆村 同前 小学教员、户籍员等

董忠善 黄堡镇董家河 同前 小学教员

任维薛 陈炉镇任家湾
省立第二中学二十
五年

张文辉 黄堡镇南村
省立第三中学二十
六年

小学教员等职，现任黄堡
镇中心学校校长

董崇信 黄堡镇董家河
私立立诚中学二十
六年

小学教导主任，现任黄堡
镇中心学校民教部主任

杨杰 中山镇蒲池王
省立第三中学二十
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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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里贯 毕业学校及年份 经历及现任职务
附
注

初

级

中

学

杨超 中山镇蒲池王 同前

张炎龙 黄堡镇李家沟 同前 小学教员、校长等

杨树荣 陈炉镇杜家凹 同前 小学教员

赵守清 黄堡镇李家沟 同前 小学教员

王格言 文明乡莫火村 同前 小学教员

韦树善 黄堡镇韦家塬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黄堡镇中
山中心学校民教部主任

杨明士 黄堡镇孟家塬
省立第二中学二十
七年

王鸿儒 黄堡镇韩家塬 同前
小学教员等，现在中央军
校第七分校肄业

袁文华 陈炉镇凸子上
私立民立中学二十
七年

小学教员，现任陈炉镇中
心学校教员

任治乱 陈炉镇湾里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泾阳小学
教员

鄂文华 中山镇南雷村
省立第三中学二十
八年

王义生 中山镇蒲池王 殁

刘天秀 陈炉镇周家村
私立乐育中学二十
八年

小学教员

唐述海 红土镇和家湾
省立蒲城中学二十
九年

小学教员，现任中山镇中
心学校小学部主任

杨志厚 红土镇冯家原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红土镇中
心学校校长

杨维岳 石柱镇木章村
省立第三中学二十
九年

小学教员，现任中山中心
学校民教部主任

左新直 红土镇西庙村 省立蒲城中学三十年 现任中山镇中心学校教员

张炎 文明乡要险村 私立池阳中学三十年

冯富全 黄堡镇家屹塔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田管处黄
堡镇分处事务员

王思奇 红土镇上王家 国立第十中学三十年 现任中山镇中心学校教员

冯全盛 中山镇济阳寨 私立力行中学三十年 保学教员，现任同

杨廷奇 石柱镇阿来村 省立第三中学三十年 现任石柱镇中心学校教员

侯树杰 陈炉镇半截沟 同前
现任红土镇中山中心学校
民教部主任

周士瑞 文明乡穆家窑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直接税务
局事务员

邵志刚 文明乡西头村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中山镇中
心学校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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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里贯 毕业学校及年份 经历及现任职务
附
注

初

级

中

学

王西金 红土镇西窑村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中山镇中
心学校教员

任兴国 黄堡镇王家匾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黄堡镇中
心学校

杨尚志 中山镇虎头山 同前 现肄业兴国中学高中部

李孝蔚 中山镇南关 私立立诚中学三十年
曾任小学教员，现任八十
军军法处书记

吕恩昌 黄堡镇吕家崖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黄堡镇中
心学校教员

梁茹莲 黄堡镇梁家塬
私立立诚中学三十
一年

女

唐义泰 石柱镇楼家原 同前 现任中山教育馆馆员

郝少傅 黄堡镇石凹里
省立兴国中学三十
一年

小学教员，现任黄堡镇中
心小学教员

孙儒雅 中山镇南关 同前 女

李珍珠 中山镇南关 同前
小学教员，现任中山镇中
心学校教员

女

王忠信 红土镇干草村
省立第三中学三十
一年

小学教员，现任中山镇中
心学校教员

孙忠杰 金锁镇纸坊村
私立池阳中学三十
一年

王文学 中山镇济阳寨 同前 现任田管处事务员

刘忠善 黄堡镇黑池塬 私立池阳中学

刘菊兰 中山镇蒲池王 省立三原女子中学校 殁

党义民 中山镇东街
省立蒲城中学三十
二年

现肄业兴国中学高中部

七、社会教育

教育侧重将来主人翁之儿童教育，应兼顾及当时社会骨干之成人训

练。民国二十四年，同官始推广民众补习教育，时为十三联保，每联保

设立民众学校一处，专聘教员司其校事，其他县立小学及保学，均附设

民众学校。三十年，奉令改小学为国民学校，内分小学部及民教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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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民众学校撤。

肃清文盲工作，就三十年调查数目表列如下：

乡镇别 男 女 总计 备考

中山镇 ３４２ ５８２ ９２４

黄堡镇 ４５８ ８９１ １３４９

陈炉镇 ６１６ ９１６ １５３２

石柱镇 ３０２ ５０９ ８１１

文明乡 ２６６ ３９７ ６６３

金锁镇 ３３９ ５２６ ８６５

红土镇 ６２６ ８５８ １４８４

合计 ２９７６ ４６８０ ７６５６

惟同官民教，已于特种教育冶为一炉，兹但提纲，分叙于后。

１．特种教育　特种教育，诞生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收复地区之善后

办法，首施于赣、豫、皖、鄂、闽五省，办法为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不泥成法，不拘一格；施以管教养卫之合一训练，以达成潜移默化之目

的为指归”。二十五年，复推广至湘陕两省，但中经事变，无形停顿。迨

二十六年七月，始补行办理，首先实施于陕北及关中各县。二十七年春，

省教育厅设立本县中山民众学校二处；二十八年，教育部增拨巨款，加

强本省特教事业，复于本县增设三处，分配境内有特殊情形之各市镇，

实施特教；惜师资太差，收效殊鲜。三十年度，配合于国民教育，遂将

原有中山民校悉依法改为中山国民学校。三十一年，教部令颁调整各省

特种教育设施要点，并划定本省同官等二十三县统办特教，将原有国、

社、义教合并冶于一炉。于是全县中心国民各校概冠以 “中山”二字。

兹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各中山民校概况，表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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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特教设施概况表

年

份
校名

校长

姓名

教员

姓名

班别及学生数

成

人

班

妇

女

班

儿

童

班

合

计

校址
成立

年月

每月

经费
附注

二

十

七

年

第一中

山民校
赵积学 无 ３８ 无 ５２ ９０ 北关

二十七

年一月
６９元

第二中

山民校
李振魁 无 ４３ 无 ７５ １１８ 红土镇 同 同

总计 ８１ １２７２０８ １３８

二

十

八

年

至

二

十

九

年

第一中

山民校
佘可观蒋世瑞 ５２ ４０ ６３ １５５ 中山镇

王益村
已见前 ６９元

第二中

山民校
李振魁张文鼎 ３２ ２８ ６０ １２０ 红土镇 同 同

第三中

山民校
史兆民董忠善 ３０ ２２ ３０ ８２ 文明乡

二十八

年九月
同

第四中

山民校
宋鸿哲郭恒益 ３２ ４５ ７０ １４７ 陈炉镇 同 同

第五中

山民校
贺芝田田汉杰 １８ ２０ ３０ ６８ 金锁镇 同 同

每年 １６４１５５２５２５６７ １２４５

二 十 八

年 至 二

十 九 年

各 校 经

常 费 由

教 厅 就

特 教 经

费 项 下

转 发 各

校。 自

三 十 年

一月起，

将 各 校

改 设 为

中 山 国

民学校，

经 费 常

增 加，

由 县 统

筹发给。

三十一年既奉令统办特教，则全县中山中心及国民各校之概况，即

属特教范围，兹并表之如下其沿革及分布等概况则已详前学校教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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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三十一年中山中心及国民学校概况表

参照分布地图

校

别
校名

数

量

校长

姓名

教职

员人

数

班次及学生数

民教部 小学部

成

人

班

妇

女

班

高 低

成立

年月

每月

经费

备

考

乡镇中

山中心

学校

中 山 镇 中 心

学校
１赵志杰 ２１ ５１ ４８ １５７ ２１９

三十

一年

七月

２３７４

陈炉镇中山中

心学校
１杨春荣 ９ ５０ ５０ ７２ １１１ １１６２

黄堡镇中山中

心学校
１张文辉 ９ ４２ ３０ ５８ １０１ 同

石柱镇中山中

心学校
１唐治家 ７ ４０ ２５ ３０ ４５ 同

红土镇中山中

心学校
１杨志厚 ７ ４２ ３０ ２２ ４１ 同

保中山

国 民

学校

某镇某保中山

国民学校
９４保长兼 １０１ ５９４０６１２０４５１６２２４２ 均同 ８９７２

２．中山教育馆　详述其组织办法，以备参照。

（甲）沿革　三十一年，本省统办特教，并令办特教县份，均应设置

中山教育馆一所，为辅导全县特种教育之中心机关。七月，令将本县原

有之民众阅览室，改设为中山教育馆，由教厅委任佘可观为馆长。

（乙）组织　依照 《陕西省统办特教县份设置中山教育馆办法》乙

等馆之规定，其组织系统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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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经费　每月一千四百二十元薪水占百分之五十，计七百一十五元；

事业费占百分之三十，计四百二十九元；办公费占百分之二十，计二百八十六元。

设备费年支六百元。此外教厅每年补助三千元。

（丁）事业设施

（子）馆本部事业：一、书报室，二、中山纪念室，三、卫生室，

四、陈列室，五、游艺室，六、民众问事代笔处，七、运动场，八、短

期训练，九、党团活动，十、各种委员会。（丑）社会活动事业：一、中

山农场，二、中山合作社，三、表证农家，四、特约茶社，五、巡回书

车，六、大众壁报，七、露天阅报处，八、时事简报，九、通俗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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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庭访问。（寅）辅导工作：一、通讯研究，二、特教研究会，三、

巡回教学队。

３．图书馆　二十年成立，附设教育局内；二十二年裁局并科，移孔

庙内；二十八年复迁于南街节义祠内。嗣因书籍微少，于二十九年改为

书报阅览处，设主任一人；现移归中山教育馆。

４．识字运动及新生活运动　识字运动，于二十三年，以二月十日三

里洞古会、三月二十八日金山寺古会、九月十三日北关古会举行三次，

又于北城门外书字若干，进城者必令其认识，分别奖惩。嗣后一再检讨，

此系治标而非治本之法，乃致力于各校民众补习教育之推行，遂废。新

生活运动，则自二十二年，蒋委员长倡导于南昌，全国一致遵行，县于

二十三年即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由县党部及县属各机关组织之。

拟订卫生条例，举行清洁检查。并成立劳动团，由各机关各学校组织之。修

理住所，整理道路，对己则有习劳之益，对公复有服务之美。

５．体育场　十九年辟建公共体育场于南街，设置高台、平台、木马、跳

坑等。二十三年后整治之。地虽平坦适宜，乃因经费无着，管理无人，各

项设施，逐渐俱废，惟存篮球一场。今为驻军建筑窑洞多孔，以作军营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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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重要勘误表

卷次及篇名 页次 行次 误 正

卷十七军警志 一下 三，小注一 三年殆 三年始去

卷十八自治保甲志 二下 末行 初选十二人：
下脱“寇之苏”

三字

卷十九党团社会志 七下 七 主官区署 主管官署

卷十九党团社会志 八上 表后按语 机关，均为 团体，均为

卷二十一司法志 一上 绪言四 特行政处分
特法外之行政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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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三
宗教祠祀志

绪言

一、儒教群祀

１．文庙　　　　　　２．儒教系统群祀

３．旧列祀典庙坛　　４．名人专祀

二、释道寺观及杂祀

三、各教情形

１．佛道　　　２．回教　　　３．基督教



绪言

儒教儒学，名称向已有之，秦汉时对百家而言，晋唐以来实对异教

而言也。崇德报功，迎猫祭虎，虽不尽同于其他宗教，要其祠祀典礼，

自可齐观。同官于诸教皆无所特崇，但为次录旧典，登记故物。盖信仰

须切于民生，故窑神乃其所专祀矣，而矿神独无者，何哉？

一、儒教群祀

１．文庙　即孔庙，旧与儒学即县学合称学宫。在县署东南大成街。明

洪武八年，知县鲁俊因宋旧址修建。宣德五年，知县李公佐重修。按寇慎

碑记，尚有万历十五年知县屠以钦增建，十九年知县马铎更新。清康熙年间知县

熊舆、王尔谦、武令谟、孔尚、黄锦心，乾隆年间知县张尔戬、吕正

音、曹世鉴、袁文观各重修。兹附康熙元年重修碑记如下：

清寇慎：重修学宫碑记碑见存庙

余邑学庙，始兆无考。惟据所睹碑记，则有武陵屠公增建，又有定兴马公更新。

嗣后随敝随新，递不乏人，皆罔敢亵越以为俎豆羞。惟明不造，兵燹荐仍；斋庑门

廊，俱烬爨炎；环堵宫墙，凭陵无余。伤哉，鼓箧释菜之地，鞠为茂草！迄今二十

余年，皆掉臂而无一问之者。适西宁纳公，振铎兹庠，举奠而睹其状，忾叹者久之，

进多士而告之曰：“庙替则不肃，不肃则神恫，学圮则业荒，业荒则士贰。神恫士

贰，则教窳而礼亡，世道晦塞矣。兹吾于诸友谋，欲光复庙貌，培吾道而作士气可

乎？”时有以财绌举赢难之者，公曰：“吾业已筹之矣。事特难于谋始耳！吾捐吾盘

中所有，诸友肯佐一臂，酌缓急而渐图之耶？语云：‘涓涓不已，渐成河海。’诸友

其谓之何？”众咸跃然色喜曰：“善！吾师此举，先圣且式灵之，敢不恭命？”于是

量赀输财，命日庀工，先建学门三楹，寻及棂星、戟门、泮池。除秽治堕，以钟其

秀；连屏列壁，以大其观。且循墙植树，葱蔚林立，宛若杏坛在望焉。外观严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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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渐及于堂奥，虽力或未遑，而规模宏远矣。他日陈俎豆而歌鹿鸣，则公缔造之功，

岂容湮没？多士将记之贞珉，而属笔于余。余按 《春秋》，工作虽一土一木，亦书

以示戒。独鲁侯作泮宫则无讥，且采其诗歌，以咏昭明德。公是役也，其远光于鲁

侯乎！夫公以一命寒毡，当斯文否塞之秋，毅然崛起，剪荆棘而兴礼乐。耿耿一念，

闲先圣，开来学，吾道何幸欤！惟道重而公滋重，公重而多士亦因公以为重。徼公

之惠，灵气感发，将必有奋翮南溟、昂首天衢者矣。是公之大有造于同也，而公且

于庙祀不朽矣。公讳以洪，字海若，西宁卫人。

后至光绪廿五年，知县黄肇宏始复修理之。

有碑记，略云：“岁己亥春正月，肇宏捧檄来同，既受事之明日，循例恭谒文

庙，礼成，顾瞻堂庑墙垣，半就圮败，心焉悼之。乃谋诸司铎，屈吾与邑人士之有

事于文庙者，为修理计。佥乞禀请上宪，就地筹捐，并请于差局存款拨用钱一百贯

以资经始。禀上，均蒙准可。择吉于七月初六日开工，迄十月十五日落成。省视工

料，坚致如式，庙貌焕然一新。共实用钱七百一十一串有奇。”

民国以来，偶驻军队；廿四年，有所增葺。

是年中央委员张继、邵元冲、国府派员邓家彦、本省主席邵力子、党指委宋志

先、郭英夫、建设厅长雷保华、省府委员李志刚等，于清明节赴中部谒黄帝陵，经

县阻雨，览文庙叹其将倾，以县长刘学海请，捐款三百五十元重修。复商士绅王少

文、杨命初、白树荣、翟值生、任忠杰等，由各区队长、联保主任、各小学校长、

煤窠代表分别捐募，前后共得一千余元，修葺大成殿东西庑，并于殿东新建厢房五

楹、大门三楹及四周围墙。嗣将县立图书馆附设其内，用宣文化。今为县立中学

校址。三十年令设初中，无地址，遂将文庙改设。庙前围墙，改建新式大门，门内

西偏添建教室三间。

按：旧志载文庙规制及祀典甚详，兹备录而略注之，以存掌故：

先师庙：至圣先师孔子位庙中南向，四配位殿之两旁，各东西向。复圣颜

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后升有子、朱子，共十二哲。位视四

配稍后，亦东西向。闵子损、冉子耕、冉子雍、宰子予、端木子思 （赐）、冉子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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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由、言子偃、卜子商 （以上俱唐开元八年配享）。颛孙子师 （宋咸淳元年配

享）、有子若 （乾隆二年配享）、朱子熹 （康熙五十一年配享）。旧志叙其沿革云：

夫子庙祀，汉、魏、晋、隋已有州郡立庙春秋释奠之礼。其间或谥大成，或赠太师，

或称先师，或称先圣，尊号亦不一矣。唐谥文宣王，始正夫子南面之位 （旧以周公

南面，孔子西面）。宋真宗欲封孔子为帝，或谓周止称王，不果，加号至圣。元复

加号大成。明初定制，每岁仲春秋上丁。以太牢祠孔子於国学，礼乐用天子制。嘉

靖九年，以张璁议，易像为主，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题曰至圣先师。改大成

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清顺治二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十四年，

改至圣先师孔子。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各赐匾额，通行直省各学悬挂。其庙配

位，唐以前惟颜子。贞观二十二年，诏以专门圣学二十二人配享 （左丘明、卜子

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

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至开元八

年，以颜子十人为十哲，曾子居其次。二十七年，赠颜子为公，闵子以下九人为侯，

曾子以下七十子为伯。宋咸平三年，晋十哲为公，曾子以下七十子为侯，左丘明以

下二十一人封伯。孟子之封公配享，始于宋元丰六年。子思之从祀，始于大观二年。

至咸淳元年，乃以颜曾思孟为四配，封为兖国公、絣国公、沂国公、邹国公，进颛

孙子为十哲。元至顺元年，加四配复圣、宗圣、述圣、亚圣之号。明嘉靖九年，四

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

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并罢封爵。按先师庙通称大成殿，今为县

中大礼堂。

两庑东西各五楹：先贤　蘧子瑗、林子放、澹台子灭明、宓子不齐、原子

宪、公冶子长、南宫子适 （适 《家语》作绦）、公皙子哀、商子瞿、高子柴、漆雕

子开、樊子须、司马子耕 （考 《家语》作犁）、商子泽、梁子、巫马子施、冉子

孺、颜子幸 （《家语》作颜辛）、伯子虔、曹子恤、冉子季、公孙子龙、漆雕子徒父

（《家语》作添雕从）、秦子商、漆雕子哆 （《家语》作侈）、颜子高 （《家语》作颜

刻）、公西子赤、壤驷子赤 （壤 《家语》作穰）、任子不齐、石子作蜀、公良子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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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夏子首 （首 《家语》作守）、公肩子定、后子处 （《家语》作石处）、郑子单、奚

容子?、罕父子黑、颜子祖、荣子旗、勾子井疆、左子人郢 （《家语》作左郢）、秦

子祖、郑子国、县子成、原子亢籍 （《家语》作原桃）、公祖子句兹 （《家语》无句

子）、廉子薭、燕子?、叔仲子会、乐子縕 （《家语》作乐欣）、公孙子舆如、狄子

黑、絡子巽、子蔑子 （夫子兄，孟皮子，名忠）、陈子亢、公西子?、琴子南 （《家

语》作琴牢）、颜子之仆、步叔子乘、施子之常、秦子非、申子枨、颜子哙、左丘

子明、颜子何、秦正冉，县子 （雍正二年配祀）、牧子皮 （雍正二年增祀）、乐王

子克 （雍正二年升祀）、公都子 （雍正二年升祀）、万子章 （雍正二年升祀）、公孙

子丑 （雍正二年升祀）、周子敦颐 （宋淳元年祀）、程子颢 （宋淳元年祀）、程

子颐 （宋淳元年祀）、张子载 （宋淳元年祀）、邵子雍 （宋淳元年祀）。

先儒　公羊氏高 （唐贞观二十一年祀，下同）、谷梁氏赤、伏氏胜、高堂生、

董氏仲舒 （明洪武二十八年祀）、孔氏安国 （唐贞观二十年祀）、后氏苍 （明嘉靖九

年祀）、毛氏苌 （唐贞观二十一年祀，下同）、杜氏子春、郑氏康成、诸葛氏亮 （清

雍正二年祀）、范氏宁 （唐贞观二十一年祀）、王氏通 （明嘉靖九年祀）、韩氏愈

（宋元丰七年祀）、范氏仲淹 （康熙五十四年祀）、胡氏瑗 （明嘉靖九年祀，下同）、

欧阳氏修、司马氏光 （宋咸淳元年祀）、杨氏时 （明弘治八年祀）、尹氏蔰 （清雍正

二年祀）、罗氏从彦 （明万历十二年祀）、张氏拭 （宋景定二年祀）、李氏侗 （明万

历十二年祀）、胡氏安国 （明正统二年祀）、吕氏祖谦 （宋景定二年祀）、陆氏九渊

（嘉靖九年祀）、蔡氏沈 （明正统二年祀）、黄氏干 （雍正二年祀，下同）、陈氏淳、

真氏德秀 （明正统二年祀）、魏氏了翁 （雍正二年祀，下同）、何氏基、王氏柏、陈

氏贜、赵氏复、金氏履祥、许氏谦、许氏衡 （元皇庆二年祀）、吴氏澄 （明正统八

年祀）、薛氏蠧 （明隆庆五年祀）、胡氏居仁 （明万历十二年祀，下同）、陈氏献章、

王氏守仁、蔡氏清 （雍正二年祀，下同）、罗氏钦顺、陆氏垅其。旧志亦叙沿革云：

《史记》所载弟子七十七人，数与 《家语》合，独公伯寮、秦冉、?单， 《家语》

不载，而别有琴牢、陈亢、县当其数。文翁石室图七十二人，比 《家语》少公西

与、县直、原桃、公眉、公夏首、句井疆、絡巽、颜何八人，而别有蘧瑗、秦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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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放三人。苏子由 《古史》又七十九人。

杜氏 《通典》乃于 《史记》所载七十七人之外，益以蘧瑗、林放、陈亢、申

枨、琴牢、琴张六人。明嘉靖九年，林放、遽瑗、秦冉、颜何与公伯寮同罢；申党，

申枨、琴牢、琴张各以重出厘去其一。清雍正二年，复林蘧秦颜四人祀，增祀县直、

牧皮共八十二人。跻于殿者十二人，配崇圣者二人，东庑所祀三十三人，西庑所祀

三十四人。其乐正克、赤、万章、公孙丑，皆后之所升也。先是明崇祯十五年，以

左邱明亲授经于圣人，改称先贤，改宋儒周、二程、张、朱、邵六子称先贤，位七

十子下，诸儒之上。然仅及於国学内关里庙廷，康熙二十五年，乃通行郡县。又按

宋初绘七十二贤及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一人像于东西朝板壁。明嘉靖九年，以张璁议

罢戴圣、刘向、郑众、马融、卢植、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贾逵、郑康

成、范宁祀，时荀况 （以宋元丰七年）、吴澄亦与俱罢。雍正二年，复郑范二人祀；

乾隆二年，复吴澄祀。按：乾隆以后，尚叠有增加，迄于清末，兹不复详。今两庑

牌位皆空，为县中学生宿舍矣。

庙门　即戟门也，三楹。明万历二十六年，署任知县李璋重修。其称戟门者，

以列戟故也。宋太祖建隆三年，诏庙门立戟十六枝；大观四年，增为二十四枝。

泮池　在棂星门外。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三十九年，知县梁善士围

以棂墙，中有桥。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引城西方泉水入池。改建两翼门，东

曰圣域，西曰贤关。

棂星门　在泮池内石柱三楹。

崇圣祠　在圣庙东，三楹。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屠以钦建。清康熙二十九年

知县黄锦心、乾隆十三年知县吕正音各重修。中祀：肇圣王木金父公、裕圣王祈父

公、诒圣王防叔公、昌圣王伯夏公、启圣王叔梁公。配享：颜氏无繇、曾氏点、孔

氏鲤、孟氏激宜。从祀：周氏辅成 （明万历二十三年祀）、张氏迪 （清雍正九年

祀）、程氏繤 （明嘉靖九年祀，下同）、朱氏松、蔡氏元定。旧志亦叙其沿革云：

“圣父自宋已封齐国公，元晋封启圣王。明正统三年，裴侃言：‘文庙宜正父子以叙

彝伦’；颜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无繇、子皙、伯鱼，父也，从祀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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庑。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纥元追封启圣王，而颜孟之父俱封公，

伯鱼子皙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颜孟父俱配启圣王殿。至嘉靖九年，以张璁议建启

圣祠，题主曰 ‘启圣公’。颜曾思孟父为配，俱称先贤。清雍正九年，加封孔氏五

代为王，更名崇圣祠。”

祭器　先师：帛一、磁爵三、牛一、羊一、豕一、登一、
+

二、二、簋二、

笾十、豆十、樽一。四配：帛一、磁爵三、羊一、豕一、
+

二、二、簋二、笾八、

豆八、樽一。十二哲：帛一、磁爵一、羊一、豕一、
+

一、一、簋一、笾四、豆

四、樽一。两庑：帛一、铜爵一、豕首一、一、簋一、笾四、豆四、樽 （东西各

三）。崇圣祠：帛一、瓷爵三、羊一、豕一、
+

二、二、簋二、笾八、豆八、樽

一。旧志云： “按 《阙里志》祀先圣，备四代礼乐，虞、夏、殷、周，四尊俱设，

他可知矣。器数自宋国子监用笾豆各十，天下府州县各八；明成化十三年加笾豆各

十二，府州县各十，从祭酒周洪谟之请也。嘉靖九年，以张璁议，复如旧制。清康

熙二十三年，祀以圜丘之礼，于阙里崇儒重道之典，斯诚超轶千古矣。”

乐器　编钟、编磬、应鼓、搏拊、排箫、琴、瑟、笙、笛、箫、籾、?、埙、

篪、麾、节、羽、硁、干、戚。旧志云： “按：唐开元二十七年，诏祀先圣乐用宫

悬，舞用六佾。宋政和六年，赐堂上正声大乐一副于阙里。明成化十二年，祭酒周

洪谟奏请增乐舞为八佾。嘉靖九年，辅臣张璁复议如旧制。夫议减议增，皆不失尊

崇之意。圣人金声玉振，乐之大成集焉，何所容增减之数哉？”

乐章　迎神奏昭平之章 （无舞）：“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

师。祥徽麟绂，韵答金丝。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初献奏宣平之章 （有舞）：“予怀明德，玉振金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

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亚献奏秩平之章 （有舞）：“式礼莫愆，升堂再献。响协鼓镛，诚孚垒玩。肃肃

雍雍，誉貔斯彦。礼陶乐淑，相观而善。”

终献奏叙平之章 （有舞）：“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于论思乐。惟天

,

民，惟圣时若。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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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馔奏懿平之章 （无舞）：“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黉宫，畴敢不肃。礼成

告彻，毋疏毋渎。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奏德平之章 （无舞）：“凫绎峨峨，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泽无疆。聿昭

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胶庠。”

旧志云：“按：《阙里志》：‘古今祠先圣之乐，不相沿袭。’自隋以前，有夏永

雅之名；唐真观二年乃造十二和乐；至宋以安为名，金以宁为名，元因宋旧亦以安

名，而别增彻馔、送神二曲。明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府学，令州县如式

制造。清康熙八年，订正乐章，改和字为平字，名中和韶乐，五十五年，通行直省。

今所载者，则乾隆年间所定，直省郡县所遵行者也。”

祝文　先师：“维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曰：惟先师德隆千

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属文教昌明之会，正礼和乐节之时。

辟雍钟鼓，咸恪荐于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春 （秋），祗率彝章；

肃展微忱，聿将祀事。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配。尚飨！”

崇圣：“维王弈叶钟祥，光开圣绪；盛德之后，积久弥昌。凡馨教所诞敷，率

循源而溯本。宜肃明?之典，用申守土之忱。兹届仲春 （秋），聿将祀事。配以先

贤颜氏、先贤曾氏、先贤孔氏、先贤孟氏。尚飨！”

又忠义孝弟祠 （祠见后）：“维灵禀赋贞纯，躬行笃实。忠诚奋发，贯金石而不

渝；义问宣昭，表乡闾而共式。癨事懋彝伦之大，性挚莪蒿；克恭念天显之亲，情

殷棣萼。模楷咸推夫懿德，纶恩特阐其幽光。祠宇惟隆，岁时式祀。用陈尊簋，来

格几筵。尚飨！”

又节孝祠 （祠见后）：“维灵纯心皎洁，令德柔嘉。矢志完贞，全闺中之亮节；

竭诚致敬，彰阃内之芳型。茹冰砨而弥坚，清操自励；奉盘?而匪懈，笃孝傅徽。

丝纶特沛乎殊恩，祠宇昭垂于令典。癨循岁祀，式荐尊醪。尚飨！”

旧志云：“按：祭必有祝，《礼记》作其祝号，《周礼》谓祝号有六，皆祝史称

之以告神也。而体此以行于圣庙，亦孝告慈告之意焉耳。”

２．儒教系统之群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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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光楼　即魁星楼。在崇圣祠西南。明嘉靖年间建，久废。有光禄卿马理碑

铭，见明末旧志，今无考。时堪与家谓东南卑弱，不利文风，知县刘泽远改建魁星

楼于文庙东南，半附其城，重檐覆屋，祀魁星之神于其上。寻亦废。知县张于鼎复

移置于南郭东隅城上。清康熙三十三年，知县武令谟重修。今存空宇。

文昌祠　在崇圣祠东。明万历三十八年，知县张士科创建。清康熙二十九年

知县黄锦心、乾隆二十七年知县曹世鉴各重修。每岁春秋二仲月，祭以太牢。今归

中山镇中山中心学校，又旧有文昌阁在县城东南二里许东山之巅，明崇祯五年知县

顾鸿初建，十八年折毁。今遗址犹存，改为碉堡矣。旧志云： “世传文昌主科录，

士多祀之；魁星尤世所奉为文明主，功名者必侈奉焉。故并列于学校云”。按：自

科举废后，此二神祠皆成古迹，民间不复崇奉，惟家龛或尚存文昌焉。

名宦祠　在学宫戟门左，三楹。康熙五十九年，知县董瞮重修。列祀凡五人：

宋赞善大夫宋宗谔，明知县彭好古、马铎，儒学教谕李秀春，训导仲迁。今祠为县

中校长室及会客室等。

乡贤祠　在学宫戟门右，三楹。列祀凡九人：明山西按察使佥事冯宁，山海

关兵备道佥事冯珍，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寇遵典，直隶河间府通判王逵，湖广公安

县知县刘敏，山西大同县知县李大绍，四川威远县知县习孔言，陕西文县教谕寇遵

孟。今况同上。

忠义孝弟祠　在学宫西南 （今为中山大街）。雍正二年，?於学宫内建忠义

孝弟祠，别择地营节孝祠，春秋致祀。七年，知县边汝言创建三楹。内祀凡十三人：

明忠臣冯贵、张崇福，唐孝子周智寿、周智爽，元孝子强安、王忠，明孝子冯光癉、

习显、何源、习四科，明义士张邦彦、何士能、王翥。按：历充医院、图书馆等公

用，今为驻军招待所。

节孝祠　在忠义孝弟祠后，三楹。雍正七年知县边汝言创建。内祀凡二十人：

明烈女温氏、习启蒙妻庞氏、张邦彦妻党氏、李梅妻习氏、周仪妻冯氏、冯宣妻雷

氏、王民妻宋氏、孙守忠妻王氏、彭邦彦妻王氏、李启东妻梁氏、李遇妻赵氏、习

完初妻王氏、清冯宾明妻宋氏、习佩珂妻侯氏、寇锡珂妻杨氏、李尔鹏妻刘氏、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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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妻刘氏、梁凤喈妻王氏、孙正本妻冯氏、梁晋络妻寇氏。按：今况同上。

忠烈祠民国二十七年新立。在北门外。旧马王庙改建。

大殿三楹，外围土墙。内祀抗战阵亡将士。已入祠者六人：高大年 （陈炉人）、

刘天奎 （同上）、崔世全 （石柱人）、夏志富 （红土人）、田玉才 （同上）、刘振

（同上）。应入祠者四十四人：史奖生、王荣武、张大志、冯正明、李得禄、董保

全、张恩禄、李世丹、田则民、杨忠堂、田玉勤、白星奎、李有志、熊汉斌、王学

昌、王好人、李新有、徐志成、罗万鸿、恒彦文、李勤才、罗世全、阎清泉、李秀

德、杨江顺、王教齐、朱有朗、刘福有、曹立成、李广珍、张生民、焦成贵、闫明

生、崔建泰、焦成仁、刘复汉、许占元、张光烈、温光、梁秀山、封万复、王仁才、

王作民、杜三娃。

３．旧列祀典诸坛庙

社稷坛　在县西北，北向。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埋二石主于坛南，只露

圆尖，其形似钟，剡上而下植于土。又为瘗坎于坛北，四出，陛三级。坛外为闦，

周圆，四门，围墙共一百三十二步。祭以春秋仲月上戊。雍正三年定制：祭品羊一、

豕一、帛一、
+

一、笾豆各四、簋各二。附坛地一亩有馀。按：今为荒圃。旧志

云：“礼书社祭五十之癨，稷祭五谷之神，自古以勾龙、周弃配。明以前，社稷多

为二坛；洪武十年，始罢配享，合为一坛，盖准诸举社则稷从之意也。今郡县各因

其制，岁有其祀。又洪武八年定制，命各州县耆老，岁以春秋仲月致祭于五土五谷

之神；每里立社一，谓之里社。今废。”

风云雷雨山川坛　在城东南隅，南向。立三石主于坛北，不设瘗坎，余制祭

品俱如社稷。四门，周围一百四十四步。祭以春秋仲月。雩祭亦于是坛，又以城隍

合祭。附坛地一亩有余。按：今辟为公共操场。旧志云：“《周礼·大宗伯》：‘以賧

燎祀风师雨师，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秦汉以来，各有其祀。至唐天宝以雷师同祀雨

坛。明初增云师于风师之次。此诸祀之所由来也。洪武三年。始合天神地癨为一坛。

阴阳一气，义诚得矣。独以城隍合祭，则未知何本也。”

先农坛　在县治东北，雍正三年建。坛制陈设俱如社稷，帛用青色。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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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二百九十六步。正屋三楹，中奉神牌。旁两厢，为储农器藉谷之所。祭以季春

月，行耕耩礼。附坛地三亩有余。按：今为苗圃。旧志云： “国之大事在农，古者

有藉田之礼，由来重已。然祀典自秦以前不可考，汉以后代有废兴，后乃藉祀俱亡

焉。今隆礼肇祀，郡县皆得有坛，诚旷典哉！”

邑厉坛　在河东，遇祭河涨不能渡。明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刘泽远移置城北

宣威门外。岁以清明中元十月朔晡时祭，祭品同前，外设馒头汤饭于坛之东西。祭

之日，迎城隍神像于坛中，南向。祭毕，像行，各官旁立候过，揖送如礼。按：今

坛为民地。旧志云：“《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厉祭所以祀无祀鬼神

也。自古王者至公卿大夫士皆有祭，祭虽始于子侨，至明初令天下郡邑立坛，其后

岁乃有常祀焉。独邑于祭后设姜女木主，特牲以祭。虽于礼未有明文，亦钦崇节仪

之不容巳者欤！又按：明洪武八年，命各州县耆老每里立无祀鬼神坛，岁以春秋仲

月致祭，谓之乡厉，然今鲜行之者。”

关帝庙　在县北 （镇平门）外。明嘉靖十八年、崇祯三年、十六年、清康熙

十七年各重修。大殿五楹、献殿三楹、东西厢房各三楹，院前戏楼三楹、立马门三

楹、门外照壁、殿左僧房三间。春秋祭品：牛一、豕一、羊一、帛一、爵三、笾十、

豆十，五月果品五盘，不用笾豆，余如前仪。后殿三楹，中祀光照公、裕昌公、成

忠公。春秋祭品：羊一、豕一、笾八、豆八、帛一、爵三，五月如庙祭仪。旧志云：

“前志谓关帝庙实禹祠，端冕凝旒，严然禹像。夫神于元大历时已封义勇武安王，

则当年尊崇庙貌，固以王封之矣。神之祀，于明未显，前志未深求，而谓后人以关

王当之为误，实自误耳。清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

代公爵，供奉后殿。岁春秋祀以太牢。各县如制。今神之冕旒像祀，且遍穷乡僻壤

焉，岂独同哉？”兹附明清间碑记如下。

明寇慎：关帝庙墙碑

关帝之为灵昭昭也，尸而祝之者盖偏华夷云。吾邑庙貌，古朴无华，孤峙无异，

殆山陬褊壤，为物力所诎与？曩余列画廊于西序，第规制过小，雅不壮观，心窃歉

然，以俟后之君子。吾家度支公淑吾以俸馀百金，于中央创献殿三楹，虽为地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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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而体制崇隆，巍然成一宏摹，视曩时之朴陋孤峙者，殊别为一观矣。或曰：名

都钜封，前宫后寝，轮奂烨然，肥裌丰粢者，不知凡几，神何取此山陬而楼以
-

飨

乎？余曰：否。神乘气机以默运，天地间何者非气？则亦何者非神？谓邑小而不足

以来神也，将亦谓邑小而无天地则可。第之无而致有者，惟在于人心耳。古涧毛可

荐，亦徒恃有明信在；则是役也，将矢心时，神已昭格之乎！如日以山陬而弃之，

神或不作是世情观也。是工之始末，盖与城隍庙之鳌山相终始，彼已有记云。

后至光绪二十一年，复葺建之有碑记，附下

清赵维垣：重修关帝庙碑记赵，邑人，四川候铨知县

盖有非常之功德，必有非常之祀典。御灾、捍患，劳定国，死勤事，则祀之者，

代不乏人。自帝君由汉迄今二千余年，丰功伟烈，虽时世沿革，而载在史册，藏之

名山，传之其人，彪炳寰宇，迨德施生民，赫声濯灵，前哲已颂之详且尽，固无能

名，而亦不敢道其只字，致遗续貂之讥。惟通都大邑，无论庙貌崇焕，即穷乡僻壤

之间，四时报赛。亦莫不竭诚致敬，无敢少懈。说者曰：由侯而王，由王而帝，而

佛天尊矣。其威灵显著，犹日之丽天，水之行地，固无往而不在，真所谓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况春秋俎豆。享以太牢，用佾舞，独尼山尊隆，而帝君行同匹偶，蒲月

更加大祭，殆过之无不及焉。噫！盛矣哉！非至德其孰能与于斯？邑北门外旧有帝

君庙，肇造年月，弗能考矣。兵燹后，栋宇倾圮，墙垣坍塌，见者伤心。虽有志欲

葺，而力有未逮。徒抱鞭长莫及之叹。乙未春，有张万顺等，信义人也，以重建慷

慨为己任。集众商议，询谋佥同，遂据情禀县，蒙刘明府 （按：邑令刘福荫）批

准：每年九月十三正会六天，历有年所；又续四天，自十三日起至二十二日止，所

收畜税，以资香火费用。非敢违制也，理缘情制，君子不远于人情，故立为定制以

昭来兹。于是鸠工庀材，邀匠师估计，工非千余金不可。除收庙内之百缗生息不计，

下余不敷，在外募化，不让土壤，不择细流，俾裘成集腋以襄厥功。所以重建启圣

祠三楹，献殿三楹，南庑二间，大殿五间，乐楼一座，大门三间，俱亮椽揭瓦，修

葺完好。以及道院、戏房、照壁，并四面围墙，缺者补之，无者增之。阅有十六月

而功告竣焉。是举也，道路熙攘之民，咸耳而目之，色而喜之，谓非诸君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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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创于始，抑非神灵之呵护，实难观厥成。今则丹焕彩，金碧辉煌，岂徒壮观

瞻而已哉？规模粗具，至尽善尽美，以俟后之君子踵事增华者。爰举巅末而书之

（按：此碑碑阴尚有邑人苏景恂一记，附录之：“余尝如解梁，见解梁人情直谅，风

俗果毅，说者谓犹有关帝遗风焉。其间父老为余言；‘帝父讳毅。娶胡氏，五月十

三日长子平生。’ 《祀典》载五月十三日祭后汉前将军，盖以俎豆馨香志帝喜也。

《三国演义》谓平为帝螟蛉子，妄甚。故余谓为帝题联作颂，不能按 《三国演义》

圈套，适足贻笑大方。次子兴，史谓绰有父风，曾为武乡侯平蛮将军，勋猷不著。

相传滇南象岭有关索祠宇，香烟甚盛，殆兴之德功，洽于尔地，人民遂相沿袭，误

以为索耳。又云：‘帝少好 《周易》，晚岁乃好 《春秋》。’夫 《周易》《春秋》，圣

圣相传之心法，而帝则始终好之，真所谓豪杰气宇，贤圣心胸，名流多额帝祀曰

“亘古一人”，非虚语也。又云： ‘有一公宿于帝祠，梦帝示以 “文武同怒”四字，

最为肖帝情形，其非假梦以骇俗可知，而人亦可即此等以识帝之真际焉。’邑北关

旧有关帝庙，主持元发，因庙倾圮，募仗木?，出金葺之，以便青莲开眼，白石点

头。又琢石狮二座，立于山门。陈山人狂夫之言，载有孟德 “强悍如狮”一语，余

谓此狮足代孟德司帝锁钥，孟德可谓兴有荣施矣。今元发欲记其事，丐文于余，余

计帝之威灵显应，标炳人寰，何须书生饶舌？因即帝之世系学术，世俗所未悉知者，

梗概言之，以为读演义者指南云”。

民国曾为工厂民国十三年，将献殿三楹，改修作平民工厂，东西僧舍为宿

舍，后以款绌停办。其旧历九月十三之庙会，今式微矣。如上文碑记中所云九

月十三日之古会，后仍为骡马大会三日，可以续至旬余，四方商贾云集，城内商民

诣庙进香，演戏酬神。因畜税归庙会经收，费有所出，自税归国家征取后，不复能

演戏，故式微矣。近且驻军，为后方医院，有门禁。

城隍庙　在县府东街，明洪武四年重修，盖沿宋旧址也。嘉靖十八年，知县

白镇又增修之。寝宫五楹，川堂三楹，东西膳房各三楹，大殿五楹，献殿五楹，前

石坊三楹，左右钟鼓楼，八卦亭，仪门。八卦亭中竖石碑 （即记神功碑，为明万历

四十年举人寇慎记并书），前有狮楼。东角门旁灯山楼三楹，西角门旁鳌山楼三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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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俱重檐覆屋。东腋仁母殿三楹，西腋瘟神殿三楹，两廊神怪室各十楹，大门三

楹。岁与山川邑厉同祭，俗以诞辰亦祭，祭品与社稷同。旧志云：“城隍，《祀典》

不载。然自汉唐以来，代有其祀，至宋祠益盛。后之议者，谓其卫民之功，与社稷

并，故宜有祀。世俗以五月十一为神诞辰，故于是日庙祀。夫城隍非人，鬼也，安

有诞辰？盖自秦臣冯尚有梦感之说，后乃迁就附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谬矣。

明初合于于山川坛，?封显佑伯，后皆罢去，惟建庙设木主焉。今之祀者，犹塑像

造怪。岁仍与山川邑厉同祭，而庙祭不行焉，抑又何哉？”后重修者，为道光十二

年、光绪十年 （知县王兆庆重修照壁、钟楼、八卦楼、道院、东西戏楼）、民国二

十三年 （由商会伐庙柏四株为经费，修竣东戏楼，时两楼均倾圮也），迄今香火亦

废。驻后方医院，商民格于门禁，不复进香，仅由商会供给一庙户看守。明末寇慎

《城隍庙古柏》七律：“一度严寒一度苍，玉颜不改玉枝长。百年积露鳞生藓，六月

崇阴殿凛霜。鹤憩危巢风扰梦，月窥斜隙影移梁。生来浩气冲霄汉，不向东风伴众

行 （按：献殿内古柏二株，冲梁栋而出，大可二人合抱，今尚存，余皆伐去）。”又

邑令孔尚标和作：“庭前古柏郁苍苍，直干凌云日月长。造化不禁沾雨露，坚贞苦

令傲风霜。材高岂但依廊庙？岁久还须作栋梁。昭代叟奇今正切，会看物色到

君行。”

八蜡庙　在县北皇华街。旧无庙，附祭于社稷坛。明万历三十年，知县董廷

范建。岁以春秋二仲戊日祭。祭品：羊一、豕一、兔一、帛一、爵二、鰼二、
+

一、

笾四、豆四、二、簋二。又以四月初八、腊月初一日祭。按：今久废矣。旧志云：

“自伊耆氏始为蜡，其后惟天子诸侯行之。八主之说，郑王各异。明嘉靖九年，令

天下有司立八蜡庙。其议独宗横渠，并易冬祀于春秋，与古异矣。君子观吹豳击鼓，

思息老移民，以乐一日之泽而已。若夫迎猫祭虎，眉山苏子以为近于倡优所为，宜

子贡以为若狂也”。

马神庙　在县署西。雍正十年，知县张尔戬新建，即故花园箭亭址也。在城

北者亦名马王庙此在八蜡庙西，俗呼为马王庙。康熙十一年知县王云凤、四十二

年知县吴翰珍各重修。旧志云：“驷本房星，上应大宿。《诗》称伯祷，由来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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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春祭马祖，而先取马社马步，于夏秋冬各祭焉。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

宋因之。至明，始定以春秋二仲月。邑祭以三月初三、六月二十三、十月初十，习

俗相沿，从之可也。后之立庙者，绘像、塑像、木主皆用之，三睛六臂之状，尤沿

习之失也。”今改为忠烈祠，详前节。

龙神庙　在县署北城外。乾隆二十年，知县曹世鉴创修。岁以二月初四、八

月二十五日祭。祭品与社稷同。今已倾圮。旧志云：“祭法：‘能出云为风雨者皆曰

神。’龙之为灵昭昭也，而 《祀典》不载。明时有大小青龙祠，相传有卢僧寓西山，

时久旱，有二童子来寺，入潭，化二青龙，遂得雨，因建龙祠于潭上。宣德中，加

二龙封号，建大圆通寺，春秋祭之，后亦罢去。清雍正五年七月，奉上谕：龙神专

祠，各省雨泽，地方守土大臣，理应虔诚供奉。特造各龙神大小二像，可着该省督

抚迎请，供奉本地，虔诚展祀。钦此。嗣后州县各立庙宇，岁祀如常。”

衙神庙　在县府二门外，即土地祠，旧
!

侯祠故址也。正殿三楹，前有围墙。

乾隆二十一年知县曹世鉴重修。旧志云：“萧相国
!

侯 （何），以吏掾起家，而委身

佐命，膺茅土，为汉首勋。太史公谓其与闳夭、散宜生争烈，岂不伟哉？后之役于

官者多祀之。至与土地并居一祠而位其上，则边城相沿之陋也。”今改为县警

佐室。

４．名人专祀

周文王、武王庙　在县西五十里文王山。奇峰绝顶，碧影遥连。上有洞，

供文王后妃像，上覆石板，用代陶瓦，以其峰高而风劲也。清康熙三十九年重修。

武王山与文王山并峙，上无庙宇 （旧志谓上有武王庙，康熙四十二年重修），而多

乔木，以险峻而斧斤惮入，故村人祠事，独在文王山焉。参 《地形志·山脉》。

秦孟姜女庙　在县北二里金山崖灵泉下详 《古迹志》。

彭公好古遗爱祠旧志：在县南文明门内，久废。马公铎、白公镇、李公光

表、赵公维遗爱祠旧志： “俱在彭公祠左右，今俱废”。董公廷范遗爱祠旧志：

“在县北永安门内，背虎头山，面古迎恩门，今废为戏楼。按：戏楼今亦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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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志云：“坛，祭之大者。邑之庙祀，独昵城隍，关庙更无远不届矣。其庙貌

亦极巍焕，非他庙所及，故志于二庙独详其制，固使人知钦奉之尊，而当年缔造宏

规，庶不令后人侵没。其非 《祀典》所载，则为淫祀不祥，古人所禁。邑之诸寺

观，如灵泉姜女祠，固胜迹芳踪，并寿千古矣；余皆仙灵古迹，不可磨没者。彭马

诸公，当年祠祀，赫乎皇哉！今者败垒荒虚，故迹了不可寻，而故老犹能为余述而

识之，直道固不磨哉！诸公之遗爱可以不朽矣。

二、释道寺观及杂祀各按所在地点，略以附城南、东南、西、西南、

东北为次

　　东岳庙　在县北二里金山之麓。宋徽宗政和间建西元一一一一至一一一

七。金世宗大定三年即南宋孝宗隆兴元年，西元一一六三年。道士常存信重修

原大殿五楹，复创建三清殿三间。炳灵公殿、嘉应侯殿、西齐王殿，法堂、三门、

客厅、廊庑、厨库、寮房咸备。明弘治、天启、清顺治、康熙、乾隆间各重

修。道光间，知县陈秩五重修并书 “和月泉”、“耸天峰”刻石记之。民国十

九年，县建设局改建为农棉试验场改戏楼为来雨亭。二十三年，商会重修，

复改为金山苗圃现为驻军分驻地。此在邑之近郊，风景颇胜，旧志有诗，附此。

清邑令雷之采 《春日游泰岳庙》七律：“登览恰逢春胜日，林皋古陌费跻攀。游来

漆水盘纡径，坐对松云缭绕山。猿鸟且能知逸趣，渔樵亦识乐清闲。虽无靖节高风

隐，诗酒同舟快此间。闲来缓步到郊坛，古柏森森鸟道寒。万叠
.

连迟日远，一池

水接野云看。诗成不觉频呼酒，兴至全忘自脱冠。为爱桃源穷未尽，几翻回首别为

难。又训导贾前席和作：佳境适逢春丽日，松萝绕径强登攀。和阳已拂垂杨柳，残

雪犹余对面山。洞里水云长不断，坛前禽鸟尽多闲。使君政暇遨游胜，千古风流在

此间。又白寿宸和作：政成多暇陟春坛，老树扶竦尚带寒。石径滑时穿水过，野庵

深处扫云看。呼朋不觉频携手，尽醉何妨倒着冠。壁上有诗催和韵，兴来拈句亦

非难。”

灵泉观　在东岳庙右侧石洞内。有泉，传饮之已疾，祷之能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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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灵泉。石洞方广丈许，后人庄塑玄帝像于其中，泉涌玄帝座前石穴中，寒冽异

常。岁旱，祷之立应。洞草冬青，香气不歇。人病，取水和药，多愈。有唐开元

时?谕碑。金大定时，?赐观名，有碑记，附下：

金杨峻：灵泉观记文中自称名 “峻”，旧志题杨峻，华原人。又删节原文，

亦有增益之语，碑见存观中，兹照录原文而略校注之。

粤以玄璞未分，窃冥而含五太；渊宗至寂，恍惚而蕴二神。虽寓强名，难穷妙

体。上无复祖，惟我是身，在乎太初太易之前，生乎无象无形之内；尘劫虽坏，亘

古常存，分清浊而肇乾坤，运化育而诞景曜；允为万气之祖，宏辟众妙之门。钻仰

而弥高弥坚，究诘而至玄至妙。熟知空洞而内隐别体？宁测太冲而中蕴至真？肇自

公孙黄帝之登极也，以道化天下，志洞清虚，心倾妙有；感遇西王母而降驾，授帝

玉像元始天尊，帝置宫中道观之上，晨夕朝谒，然宫观之号，由黄帝之始也。厥后

汉唐，仙宫道观，棋布天下。去县之北仅二里余，有灵泉观者，实岱宗之行宫，振

（旧志改为镇）铜川之福地。形势雄壮，殿宇峥嵘。西腋巅 （旧志作金）峰之云岗，

翠侵户牖；东瞰漆水之烟浪，润澈轩
/

；南面孤祠，暮雨犹孟姜之泣泪；北觇神水，

鹿苑隐梵僧之译经。周回顾盼，岚光堆里，松罗影中，霍阙连云，重楼耸汉，诚一

方之奇观也。政和初，道士寇景安，乃元魏天师谦之苗裔，酷厌尘纲，栖心物表，

飘然而止此。忻然曰：吾颐真之地也。未迨再期，创建太极殿于西岩之上。日以焚

修为事，逮四十馀载而羽化。师法眷孙常存信。经营住持，性颇敦厚，心尚恬淡，

言论朴直。授伏魔戒律严肃，拟碧潭之明月，清无纤翳；驱邪疗病，应犹谷声，挈

幼扶耄以求救治获痊愈者，不为少矣。由是父老莫不钦慕其行业，暨召斋醮，远迩

云臻。迄大定初，王师南征，军需匮乏，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法师喜曰： “斯庙

虽誶东岳圣帝之庙名，然非朝廷攸赐。窃观庙有甘泉 （旧志增在唐开元时已奉?谕

一语），疫疠者饮之辄愈，乡老目之曰灵泉，不若具厥事迹陈告，倘得一额，兹亘

今之难遇也。”诸道友咸怿其说，法师遂以状闻省部；迨于?下，赐今名额。法师

欣然曰：况吾教中，立观度人，最为鸿因，今契吾宿昔之志矣。由是萌心营葺，鸠

工市木；创建三清殿，重修岱岳祠、炳灵公殿、嘉应侯殿、西齐王殿，法堂、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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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廊庑、厨库、寮房，咸罄 （极）严备；塑像绘壁，尤臻极妙。若斯经营三十

余载，厥工告毕。参差殿阁，瓦砌鸳鸯而凝烟；屈曲廊庑，阶琬琰而晃日。重门

启钥，风光疑壶中之洞天；危槛横虹，眼界拟海面之阆苑。莓苔毡径，薛蔓绣堵。

晓卷珠帘，耸天峰蘸揉蓝之碧；夜凉玉宇，和月泉飞素练之寒。虽曰华胥，未易过

也。法师曰：生平之愿足矣！或曰：大道无形，上真非象，胡为劳役形神，而事土

木之功耶？师答曰：道虽无形，无形莫弘其道；真虽非象，非象奚彰其真？虽微妙

而差别，终有无以相依。昔黄帝睿圣聪哲，尚祀玉像于道观之上。余何人哉？安敢

不营葺观宇，钦事真圣哉？至大定岁次大荒落，师春秋七十有五而羽化。门人有二：

长曰李冲虚，次曰党冲惠，孙前管内威仪裴宗微。小师党冲惠谓余曰：本观爰古岳

祠，不知元起何代也？先师住持，垂逮三纪，昼不暇餐，夕不暇寐；罄竭囊惬，专

事经营，暨于完就。然厥勤劳固非一朝一夕矣。况本观额名，虽荷宏恩所赉，非先

师不克得也。冲惠虽不肖，滥叨冠裳，夙昔追省，诚虑先师平昔之勤绩，湮灭于千

载之下，荐恐后世莫知创赉观额之由，烦公为我纪之，刊于翠琰，庶俾后人知本观

肇始之根因耳。余辞曰：峻沮滨布衣，假使有倚马之才，难免雌黄；不如求文于权

贵，虽匪吐凤之句，褒愈金玉。冲惠曰： “此聋瞽之识见，况文章天下之公论，幸

公勿辞！”仆不获己，勉书记。铭曰： “至道希夷，元精一气；观听无形，生先象

帝。实似渊宗，靡知谁子；难穷难诘，强名强字。宏肇妙门，溥育群汇；昭明兔乌，

天地；中诞人居，上竖君治。逮于轩皇，洞究至理；格彼玄女，密授奥旨。玉

像钦崇，道观肇启。宫阙葺修，秦汉奢炽。黄冠党公，紫府杰士；佩篆捧符，馘妖

剪祟。德服耆义，行播远迩；殿宇经营，囊笥捐弃。耸云楼台，晃日金翠。福振铜

川，雄莅漆水。皇恩优渥，宝恩颁赐。勤勋一身，住持三纪。遒摭元因，乃书铭记。

万载千春，永播休美。”金大定年月日立石。

如碑所记，此观与东岳庙实不分也。今石洞内泉后一庑，供无量寿佛，

即所谓灵泉观也。旧志拾遗载有神话，今附于此：“元至元八年，蜀人常德明，事

叔母廖氏甚善。后避兵北徙，至中部，廖疾甚，医谓必得附子可愈。德明走秦川，

购之市，苦无负。狠狈归，过邑之灵泉观，取米而炊。米囊旧有一胡桃，取置其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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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毕，掇之，怪实且沉；以火烛之，乃一大附子也。且喜且愕，持归药母，果愈。

万户刘秉中为记立石 （碑见存观中，文见 《古物志》）。”又附录： “崇祯间有杨遇

者，游于灵泉观，见一人烧炉融铁，取观内草点之，倾皆成金。遇喜曰： ‘今识此

草，致富无难矣。’如法炼之，其铁不化。知者曰：‘彼仙术也，内丹既成，则外丹

始成矣；子凡夫也，岂易为之？’遇遂入终南山，不知所终。”

清宁观　在县署新东兴坊，久废见旧志。按：尚存明初一碑，文在重修文

庙碑阴，考系后者借用，详 《古物志》。

重兴寺　在县城北虎头山下。清康熙二十二年，知县雷之采重修。中有石

坊，乾隆间圮。有二石柱，上刻 《金刚经》系唐永淳间物，今存其一，移藏县府。

又有塔七层，始建未详。今尚存。详 《古物志》。

孙真人祠　在县南三里，祀唐孙思邈。明万历六年知县李一本建。即清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药王洞一名三里洞。每年旧历二月初十日集古会三日，并演

剧娱乐，以祝孙真人诞期。有庙产苇园十三亩、地三十亩、银百余两。民国十九年，

将庙产划归南关灰堆坡蒲池王各小学为基金；留产地三十亩为庙夫香火之资。

圪罗寺　在县南四十里黄堡镇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有南北二寺，南寺有

唐陀罗尼经序碑，今存，详 《古物志》。

大圣庙　在黄堡镇凤池村有清乾隆二十三年碑记，附如下

清陈大雅：大圣庙碑记陈，邑举人

天地一幻境也，泥于有无真假之端者皆固也。夫见以为无。何者是有？见以为

假，何者是真？况鬼神之道，生于人心，虽杳杳冥冥，莫可究诘，而精之所凝，神

于焉在，亦何假非真，何无非有也哉？余少读 《西游记》，见大圣苦身修炼，脱然

尘寰，超然物表，七情不能扰，六贼不能害，干戈剑戟不能伤，风雷水火不能损，

以至山精鬼怪，龙蛇犀象以及昆虫羽族草木之妖，莫能撄其锋而当其锐，未尝不抚

卷三叹也。今夫灵台方寸，谁无是山？斜月三星，谁无是洞？磨炼凭文武之火，而

三三数满，谁不可齐天？修为藉阴阳之功，而九九丸成，谁不可大圣？顾逐逐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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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劳尘嚣，□□身堕於魔瘴中而莫之省，反疑齐天大圣为假设之事，必无之人也，

不亦怪哉？戊寅春，余省舅氏于凤凰堡，其西南隅有庙焕然，父老告余曰：此孙大

圣祠也。叩其故，则以旱魃为灾，而凤池村祈请之雨泽，乃无异于凤仙郡虔祷之甘

霖也。响应之神，不可无报，构堂而奠，所自来也。余闻而喜之，喜其风俗淳朴，

众志专一，而微者显，幽者著也。虽其祀之意非有触于修省之怀，然而诚之所格，

神于焉在，则是祠也，即花果之山、水帘之府也；即西方如来之胜境，南无斗战胜

佛之栖止也。嗣是而虎豹远迹，嗣是而魑魅潜避，嗣是而风调雨顺，嗣是而物阜民

安，里人之荷神庥者将无既矣。余故不辞其请而为之记。

德应侯庙　宋熙宁中建，故址在黄堡镇。黄堡旧有陶场，居人建紫

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知州奏封其神为德应侯，以晋人柏林配享。

有碑，录如下：

宋张隆：黄堡镇瓷窑封德应侯碑记碑见存庙。旧志缺载。略加注

熙宁中，尚书郎阎公作宰华原郡 （按：今耀县）。粤明年，时和政通，奏上山

神封德应侯。贤侯上章，天子下诏，明神受封；庙食终古，不其盛哉？侯居黄堡之

西南，附于山椒；青峰回护，绿水旁泻，草木奇怪；下视居人，如在掌内。居人以

陶业为利，赖之谋生，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

均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煅炼累日，赫然乃成。击

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人犹是赖以为利，岂不归于神之功也？至有

绝大火，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掬，昆虫活动，皆莫究其所自来，必曰神之化

也。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日以废泥投水，随波而下，至于山侧，悉化为白泥，殊

无毫发之余混沙石之中，其灵又不可穷也。殿之梁间，板记且古，载柏翁者，晋永

和中 （穆帝年号，当西元三四五至三五六），有寿人耳，名林而其字不传也，游览

至此，酷爱泥土变态之异，乃与时人传火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工得法，愈精于前矣。

民到于今为立祠堂，在侯之庙中，永报休功，不亦宜乎？一方之人赖侯为衣食之源，

日癨敬畏，曾无少懈。得利尤大者，其惟茂陵马化成耳，岁以牲豚荐享，又喜施财

为之完饰，此所谓 “积善之家，宜有余庆”者也。《易》曰：“显诸仁，藏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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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合侯之功矣。隆退栖林泉之下，久不弄笔砚。一日，太原王从政至于门，且言马

君事侯之勤，俾为文刻诸石，将使万古之下，传之无穷；又皆知侯因阎太守而位列

于山，其功当不在王公之下矣。斯诚可记，固无惜荒唐之言，直笔以书之。大宋元

丰七年 （西元一八四）九月。

窑神庙　在县东南三十里陈炉镇，即黄堡德应侯庙移建。不知移自

何年，据梁板记为 “周至五年创建”，周至年号待考。明万历、天启、清

康熙五十七年、光绪间各重修。祀虞舜冕旒龙兖，居中。因其陶于河滨也、老

子居左。司火、雷公居右。造器。今祀此三神，庙名仍袭德应侯旧称，殊

误。旧志：黄堡不陶，陶于陈炉，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岁有社祭旧历正月二

十日，各村落居民扮社虎，穷工极巧，争妍斗丽，以侑神；八月十五日，亦祭献

如仪。

清凉寺　在县东南三十里陈炉镇创建年代不可考。旧志云康熙四十六年重

修。清道光间重修，规模颇大，并有四圣祠。镇人赵绪祖为制韵语碑记文

云：“功浩大，不易成，首事诸君费经营，立功且立名。献殿大，五楹多，丹楹节

刻非一科，正好供我佛。栖神厨，非大厦，宝洞三座甚古雅，一佛二菩萨。东佛窑，

西佛窑，佛上有佛法力高，廿四天尊朝。关圣祠，仍旧贯，体贴帝心不改变，一心

只有汉。广生祠，四明楼，接梯连步登瀛洲，檐前卧斗牛。左黑虎，右灵官，四圣

祠前古柏寒，毕世不改观。一天门，韦默阁，百丈层台接碧落，奇想谁能若。歌舞

台，为报赛，斋明盛服祭如在，人心谁不快。志愿大，功乃奇，无德无才谁敢为，

宜乎万古垂。”观此碑记，此寺之规模及为杂祀可见矣。岁有古会以旧历三月初三

集会三日，兼演戏酹神，士女进香颇盛。民国十年以后，改建为县立第二高等小学

校，今改称同官县陈炉镇中山中心学校。会税改归国家征收，故集会较之往昔，仅

十之一矣。

兴山寺　在陈炉镇明嘉靖四年建。后废，今尚存遗迹。今为娘娘庙附清乾

隆重修碑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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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崔钟琰：重修娘娘庙碑记崔，邑人，乾隆候铨知县

盖闻理有可据，实有可指者，人必表其功而纪之，且详纪之，使当时后世尊之

而信之也。此在事事物物皆然，而何论于神？呜呼，语神于宇内，其封爵不齐，名

号不一，有其名则有其实，有其实则可述其功德，可凛其威福，理有可据，实有可

指，谁敢议其荒渺无稽而不为之尊，为之信哉？即如神之所谓娘娘者，祠宇香火，

遍寰区矣；功德威福，何偿不炳炳乡人耳目也？然按其义，娘娘原为美女之辞。古

有以圣人而称圣母者，有以帝王而称皇后者，并无娘娘之称；娘娘之称，不知始自

何代，不知封自何君，而举世多称奉娘娘也。独不思天地一阴阳耳，太极亦阴阳耳，

人不能外，物不能外，鬼神亦不能外。阳先而阴后，阳施而阴受，阴阳相生相济而

万物生焉。在易之卦曰 “坤为土，为母”，坤元之生，义取诸此。 《搜神记》曰：

“三月十八日，后土娘娘圣诞。”其或世人不悉其理，而以土神讹传为女像，尊其名

号而奉祀之，以为娘娘如何功德，如何威福，遇灾为之祈免，遇福为之祈降。士绅

先生间亦因其乡俗而尊信之，余何独不然？然以其理而揆之，则娘娘不必确指其为

女人，亦不敢确指其不为女人。何也？确指其为女人，则有阴无阳，其阴孤矣，独

阴不生，奚以养万物？《易》又谓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

义也；如娘娘之称，圣人之言不几诬人哉？且其夫主何姓，何讳，何爵？而不得与

其妻并享香火也？《书》曰 “牝鸡司晨”，于人亦为异事，而敢以律聪明正直之神

乎？人谓其神如是，其神岂如是乎？确指其不为女人，宇内之神祠皆女也，或竖其

碑，或题其匾，皆女人也；详纪其功德，悉道其威福，亦皆为女人也；而余独谓其

神不如是，其神或果不如是乎？同邑之陈炉镇北堡兴山寺，旧有娘娘庙，由来久远，

不记其始于何代。社人散布星罗，人心纷杂，以祷雨而应，初合而为一，后分而为

二，即其庙而重修之。中为娘娘大座，左配以太白之神三，右配以人母之神三，庄

严其体貌，而增饰其仑奂。于开光时，社人率虔心报赛，以勒诸石碣请，岂曰夸输

赀经理之能哉？大要述其娘娘神之功德，凛其娘娘神之威福，且嗣后三庙尊神，呵

护一方，有祷必应，人物康阜，而不负一时善男信女之婆心也，即以神固理有可据，

实有可指云尔。余无学无识，以其理有可据，实有可指，不畏其见哂于士绅先生而

６７３

同官县志 （民国）



遗笑于当时后世也，敢妄为之文而书之于碑。乾隆四年岁次己未，五月上浣。

兴元寺　在县东南十五里高平村。隋开皇十三年建宋绍兴九年、明正

德二年各重修。旧志云：今久废。其遗址石碑犹存。

崇仁寺　在县东南四十里立地镇明嘉靖十七年重修，清乾隆间废。按：即

琉璃厂崇仁寺禅院，明碑记附入 《工商志》。

玄帝庙　在立地镇街东首。明建南向，正殿三楹。有清嘉庆四年重修碑

文，见 《古物志》。今为陈炉镇第三保国民学校。

雷平寺　在县西二十里雷平川清康熙五十九年重修。

干桥庙　在县西二十五里文明乡干桥子，祀送子娘娘。其始建不可考，

清咸丰五年、同治三年各重修。正殿五间，后殿三间，厢厦东西各三间，山门三间。

现为文明乡乡公所。

开福寺　在县西四十里石柱镇。创建甚古，云在唐元和间。元至元

六年重修有碑，今存寺中。清乾隆十六年及民国三年皆重修。地基十五亩；正殿

三间，献殿三间，厢房六间，厨房二间，山门一间。以旧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

八集会，会期各一日。民国后，联头办事公所在内设立，兼设初级小学。近因地方

情形特殊，镇公所移故县村碉楼，寺为同官县石柱镇中山中心学校。

兴国寺　在县西八十里修文村明万历三年建。今废。

白马庙　在县西南五十里白马山上。清乾隆十八年重建。山近耀州界，

俗传庙不利于耀州，州人夜纵火焚之，遂废。又县南立地镇石马山，旧志载亦有白

马神祠，土人祷雨。均互详 《地形志》山脉。

三门寺　在县东北三十里清雍正七年重修。今尚存

女华神庙　在县东北四十里北高山清康熙三十五年重修。详 《地形志·

山脉》。

三、各教现况

１．佛道　同官全邑，不见有着袈裟、戴黄冠者明时尚有之，参 《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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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乡镇僧寅村，各寺观并无僧尼道士住持。间有称道士或道人，倚庙产

为生者，服饰亦与俗无异，又或称住持，称庙夫，皆无业者为之。

清光绪间，县南五十里文明原及县北十里走马梁两处，均聚众讲道，

名居士堂，称大道教。其道一本禅宗，以明心见性、戒杀放生为宗旨。教徒男女

兼收。不饮酒，不茹荤。但不髡耳。改革后，新教育兴，入教者日少，文明

原教堂已消灭，走马梁教堂尚有信徒男女十余人云讲经说法，供奉香火，政

府拟取缔之。

２．回教　清同治回变前，县西乡韩家原有回民数家；变后无复存者。

３．基督教　清光绪中叶，有往来传教者。至光绪二十八年，始在县

南街设立谈道所，英教士邵涤源每于礼拜日来县谈道，信道者约七十余

人。今在县西门外杨家沟购定董氏住宅一院为教堂。其教务未见有发展，亦

无新入教之人。

８７３

同官县志 （民国）



同官县志卷二十四
古迹古物志

绪言

一、冢墓

二、古城堡及传说遗迹

三、石刻及其他古物

　　１．魏碑　　　　　２．唐碑

　　３．宋金以降碑　　４．其他



绪言

胜地遗踪，名贤芳躅，与河山而并寿，共日月以争光。然陵谷变迁，

风霜剥蚀，樵牧践扑，兵工毁夷，以故废冢荒墟，残碑剩品，徒供凭吊，

偶得摩挲而已。同官古迹，有孟姜女殉夫处，墓洞讴歌，已垂千载，虽

其事出传说，抑全国妇孺所乐道，近今学府所深研者也。魏唐古碣，宋

明陶瓦，关中诸邑，斯亦未遑多让焉。汇为兹篇，以俟博雅。

一、冢墓略以时代为次

秦孟姜女墓　县北二里金山崖下有 “姜女石洞”，传即姜女葬处。有

石龛广可丈许，土人为塑像立祠，即 “孟姜女庙”也。像为二人：左范

郎，右姜女。俗传谒者虔诚拜祷，常有金钗一股从石隙中坠下寸许，人

皆见之。故同官旧传八景之一有 “石隙见金”也参 《地形志》。宋嘉佑中

仁宗末年，西元一五六至一六三，县令宋宗谔重修元至正二年，县尹孙彝有

碑记。明嘉靖二十五年，知县亢庆鸿增编祭银、庙夫一名，寻复裁。旧庙即附石

龛前，后圮。清康熙三十五年，知县武令谟改建祠亭于石龛下题其额曰

“金钗显烈”，去原庙六十余步；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重修，建楼三楹。

门外道旁石碑，传即姜女殉夫处也。碑碣林立，翠柏掩映，流水洋洋，

好事者题咏甚多。兹汇存旧志所载诗文如下：

孟姜女传失名，见旧志，标题如此，实 “姜女集序”也。清邑令袁文观谓传

述者为尚书李如圭云。

秦始皇时，有孟姜女者，相传楚地澧人，范郎妻也。姓姜氏，行一，故曰孟姜

女云。归三日，范郎赴长城之役，姜女恒登台望归，今澧州有望夫台，其遗迹也。

台傍有竹，以针刺叶，碎细如线，今其地竹叶犹宛如线然。其地又有石镜，州人名

曰 “烈女遗镜”，岂其望夫不归，遂弃掷妆具而不复用耶？今二物并存，岂天留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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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遗迹，以阴骘彝伦也耶？范郎久不归，姜亲制寒衣往送，自楚而北，经尧都，浍

水涨，不得渡，则手拍南崖而哭，浍为之浅而可涉。今浍河南浒沙岸有手迹数十，

自古及今，岸崩者数矣，而其迹不灭，亦天与留遗迹也。自是赍衣至城所，寻问范

郎不见，人曰：“此人从事，力绵而功寡，吾大人执而埋之版筑中矣。”烈女乃绕城

而哭，哭声震地，城一隅为之隳。隳所云雾之中，范郎见其像；烈女即其处而求骸，

多不可辨识，乃啮指，以血滴骸，见指血渗入其骨不可拭者，知为夫骸，遂负之而

归。盖由君子济渡经雕阴而奔也。时夫长白其事于主将，主将命骑追之。烈女至宜

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涌甘泉，济其渴焉。今其地名曰 “哭泉”，

有铺焉，亦以哭泉名，其遗迹也 （按：县北界哭泉岭，铜水发源焉）。时烈女倦甚，

不能奔趋，而追骑将及，忽山峰转移遮路，若前无迳然，追者乃拨马而反，于是烈

女始脱于难 （按：县北有女回山，详 《地形志·山脉》）。烈女由是南至同官水湾，

筋力竭矣，知不能返澧，乃负骸置之西崖石龛之下坐于其傍，遂瞑目而逝。同官人

重其节义，乃即其遗骸，塑双像而祠之。其龛中石隙，祠人致诚，以烛燎之，则有

金钗出见，示神异焉。古今诗人过其祠者，罔不题诗祠壁。然不著其为何许人。或

曰：“即 《左传》 《孟子》所载杞梁之妻。”后人辨其非是，是矣，然终莫详所出。

太史迁著 《史记》，志秦汉事，荆轲以刺客得书，邓通韩嫣以佞幸得书，卓氏以货

殖得书，烈女乃遗而不录，致后人惑疑，此史迁之失也。则夫古今诗人，咏叹其事，

均有关于风化，胡可泯耶？今录其存者，刊而布之四方，名曰 《姜女集》云。

明李一本：祭姜女文李，明耀州知州

甚哉，秦之无道也！役姜之夫而尽其力，又积之长城之下，卒使姜万里而来，

一哭而崩长城，出而负之此山之下死焉。甚哉，秦之无道也！然侈姜事者，以为刺

竹而竹线，弃镜而镜石，手岸而岸痕，涉浍而浍浅，哭泉而泉涌，入山而山回；隔

万里而望之湘台之上，出乱骸而验之指血之中；生无金钗之饰，而死有金钗之应；

君子有信有不信焉。余以为信者固非，而不信者亦非也。愚之生，后姜且数千百年，

非竹、非镜、非石、非山，胡为至此而形神俱爽，见其山若独明，水若独秀，咸凛

凛焉有生色？又胡为而入其祠，见其像，尚如泪痕之在，欲手挽范郎之衣而与之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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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及见范郎之像，又若阳阳然以有姜为幸，死而无恨者！数事之异，又何疑耶？

又况后千百世同愚是感者，尚不知其几千百人耶？嗟乎，秦之无道也！子房以一击

而中其副车者，为秦之杀其君也；陈胜以一呼而乱其山东者，为秦杀其父兄子弟也；

沛公以一入而破其咸阳者，因天下报秦之心而为之报仇也。然子房之所凭藉者，千

金之力士；陈胜之所凭藉者，狐鸣之异迹；沛公之所凭藉者，天下之谋臣；而姜独

以一妇人精诚之泪而堕之，甚哉，秦之无道而姜能亡之也！儒者知秦之为天亡，而

不知亡之于姜，何也？盖以一妇人而知报其夫，仰天捶心，一哭而城为之崩，且示

以数者之异，则知秦之可报无难也。而天下豪杰不起而报之，何也？愚于是而益有

感于豪杰之起因夫姜，而断然谓之日：亡秦者，姜也。不然，则数事之异，皆秦之

妖。夫妖之兴，为秦也，非为姜也。姜如有知，其额而享之矣。

题咏姑以旧志已载者为限，略次时代。

宋　张脄 （侍制）《咏姜女》七绝：烈妇丛祠倚翠岑，哭城遗烈可悲吟。秋霜

劲节男儿事，何意天钟女子心？

宋　宋宗谔 （县令）《姜女吟二首》七律：竹叶含情缕缕青，菱花落涧自分明。

悲凉关月有时望，凄断巫云何处行？双手拍来分岸迹，一泓涌出写幽贞。可怜万杵

长城怨，博得娥眉几哭声？九渊填郁地零开，洒血濡枯辨草罧。走鹿未须惊鹄怨，

穷途不信有山回。双钗紫气堪横斗，半袖清风送落梅。函谷衡阳千载恨，行人只说

泪泉隈。

明　邢云路 （副使）　 《挽姜女诗》八首 （五绝）：其一 《送别》：送君行役

去，泪下满衣裳。一别关山道，何时返故乡？其二 《思夫》：自君之出矣，寂寞守

孤帷。君去自不返，妾悲君岂知？其三 《寻夫》：迢递长城道，箏鍃少妇身。夫君

在何处？愁杀望夫人。其四 《过浍》：烈女千年迹，河桥百代名。有时风激濑，犹

似哭声声。其五 《哭长城》：一哭心断绝，再哭城崩缺。秦皇如未知，天地为震裂。

其六 《滴血认骨》：阴云愁黯黯，仿佛见夫魂。沥血渗枯骨，吞声万古冤。其七

《负骨返同》：结发百年期，谁知中道绝？负骸无瘗所，死共山中穴。其八 《力竭殉

夫》：自古谁无死？求仁已得仁。千年祠宇在，愧杀二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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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余子俊 （布政）《题烈女七绝》：人世纲常若个扶？士廉女洁本同符。笑他

溷俗营营者，立马祠前感愧无？

明　杨巍 （都御史）《题姜女祠壁》七绝：烈女山头还有庙，秦人塞上已无城。

经过莫听漆河水，犹似当年?泪声。

明　王崇古 （副使）《读孟姜女祠诗率成八首》七绝：寒衣珍重赍长城，痛悼

人亡雉堞倾。闾左闺中应洒泪，望夫齐愧断肠声。登台掷镜眺边关，不为行云惨别

颜。一哭城崩秦鹿走，咸京谁上望夫山？遥瞻绝塞朔云间，九死殉夫岂望还？招得

遗魂埋旧骨，千秋同对女回山。楚水愁烟白日曛，寄衣宁伴石榴裙？亡秦久自传三

户，更惨贞娥哭塞云。泉溜山回呵户随，秦兵何事逐娥眉？虎狼习惯焚书旧，不贵

殉夫节烈奇。清冽涓涓飞翠阿，山灵似应泪滂沱。杨清细品玄泉味，全异听音似镜

波。风驰追骑下边关，地卷云迷隐玉鬟。虚亿暴秦能走石，不如烈女自回山。三日

离情百岁心，甘从绝塞倚藁砧。芳魂应化鸳鸯鸟，常友韩朋墓上禽。

又 《过哭泉祠》五律二首：姜女来千里，荒祠隔万山。哭泉疑楚泪，刺竹拟湘

斑。遗骨悲难返，贞魂苦未还。漆川与江水，流恨日潺潺。浍崖传手迹，回岭贮金

精。造化真怜节，山灵解护名。塞垣今荡析，祠宇古峥嵘。愈信扶苏事，天应报

女贞。

明　蒲 （御史）《经孟姜祠有感》五律：姜女祠前过，千年名未湮。寄衣曾

入塞，堕泪独伤神。遂至捐躯日，犹存在世身。坚贞藏石室，激俗可新民。

明　寇慎 （邑进士） 《姜女泪池》七律：漫道鲛人珠泪奇，何如烈女泪成池。

鲛人泪尽珠还止，此泪千年永陆离。

明　王世懋 （提学）《孟姜女祠歌》七古：同官城边姜女祠，正史不传传口碑。

精灵疑是杞梁妇，节概宁比华山畿。秦皇昔日拒强胡，长城自谓千年图。明年役罢

祖龙死，亡国却是骊山徒。空令白骨积城下，哀哀寡妇吁天呼。当时埋骨知多许，

独有贞名耀千古。长城不祀蒙将军，儿童能道孟姜女。吁嗟乎！长城遗址犹可没，

姜女之名终不灭！

刘余泽 《哭泉》七绝：哭彻黄泉泉水生，只今犹记哭泉名。杞人剩有忧时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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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应吞第一声。

又 《拜姜女祠留题志感》七律：祠外潺盢漆水流，祠前山色黯凝愁。楚台石在

犹悬镜，秦地城崩已共穈。胡马几嘶青草月？杜鹃长叫白杨秋。可怜紫塞寒烟里，

多少征人骨未收！

又 “题姜女祠二首”（七律）：千秋义节气嶙峋，石壁祠前古迹新。堪笑须眉同

草木，独留冰玉愧风尘。罢妆弃镜石犹碧，刺竹停针叶自春。城与筑城人尽朽，于

今还说哭城人。摧城负骨亦奇哉，遗像双双古洞隈。石壁故留钗影照，水泉犹带哭

声来。孤云碧嶂常如昨，万古丹心竟不灰。欲吊芳魂何处是，断岩残柏有余哀。

王图 （侍郎）（?臿人） 《题姜女祠二首》七律：贞心苦节凛清秋，云树苍茫

洞壑幽。钗影不缘岩石灭，手痕常傍岸沙留。望夫台上千行泪，追骑山前万缕愁。

试看涧边东去水，而今犹带哭声流。　烈女祠堂隐翠微，凭虚欲问世相违。不将劲

质偕幽梦，徒使芳魂伴夕霏。秦地只余心独冷，楚江应化蝶双归。逐臣节妇千年恨，

惆怅风前对落晖。

王安仁 《题姜女祠》七律：去国寻夫几万程，荒山完节一身轻。竹枝犹写登高

恨，泉水空闻痛哭声。?日青松余正气。悲风白骨怨长城。秦灰既冷芳名烈，愧杀

人间儿女情。

明　王淑? （邑进士）《题孟姜女》七律：祠前春草踏还生，今昔犹传姜女名。

判死一身归大块，误人百岁是长城。形留石镜寒生魄，泪滴岩泉夜有声。故国云山

隔湘楚，芳踪何处觅归程？

清　柴缉生 （署令，仁和人） 《题姜女祠用明进士王淑?韵》七律：贞魂万载

死犹生，妇竖争传姜女名。谁道五丝难续命，方知一哭可倾城。祠前已遂同衾愿，

泉下还闻咽泪声。十二金钗常隐现，抽簪应计楚江程。

清　袁文观 （邑令，崇仁人） 《署令柴八月波题姜女祠用前明进士王淑?韵余

即韵和之》：须眉千载感冯生，烈女芳踪独显名。石镜分飞悲楚国，寒衣自剪泣秦

城。云笼坠堞无夫骨，地涌甘泉有哭声。得到西崖心已死，独怜追骑苦归程。

又 《题姜女祠》（有序）七律二首：邑之金山有姜女祠，名胜洵为一邑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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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女者，纷如聚讼。其以为楚之澧人，则自尚书李如圭始。然其传述，多荒谬不可

稽。县北有女回山，据 《潜确类书》：姜女负夫骸经此而返，故名。俗传秦兵追姜

女急，山忽转移，其说殊诞。夫曰女，则姜固同之女也；曰女回，则同固姜所生之

地也。《一统志》以为同官人，更何疑欤？因作诗二律以纪之：长城远历万山隈，

此日西崖见女回。夫骨不随追骑去，芳魂旋向故乡来。金针石镜传疑幻，竹叶沙崖

事可猜。独有祠前松柏老，何须凭吊望夫台？砏岩石洞历千秋，胜迹原为烈女留。

月照青枫孤寺出，烟含翠柏万山幽。碑残苔藓香犹在，水滴珠圆泪共流 （祠前有姜

女泪池）。勒马祠前频俯首，断云斜日不胜愁。

秦　王将军墓　在县西南五十里铁龙山上，相传为王翦父墓墓巅有柏

树二，状如伞盖，百里外尚可望见。互见 《地形志》山脉。

唐　单雄信墓　在县治西四十里故县村开福寺侧一里许。无碑，有石

羊一，毁其半。旧志云：“按：《通志》 《唐书·单雄信传》：‘曹州济阴人。东都

平，斩洛渚。’同官非本籍，又非洛师近地，曷为西葬关中耶？附于疑冢，信不

诬矣。”

元　都尉钟升墓　在县西北三十里神水乡崔家堡。有碑，碑为耕者

没其半，其存者载为元大德四年间也。成宗年号，西元一三。墓前有石

人一，石虎三，石羊一。

明　和武略将军清墓　在县东南二十里上
#

峪村南二里许。有碑，载

其事略。详 《人物志》。

明　冯佥事宁墓　在县东四十里地南神鹅详 《人物志》。

明　雷御史雨墓　在县东二十里地曰枣园。

明　寇中宪大夫永修墓　在县南十五里义兴村详 《人物志》。

苏驸马墓　在县西七里苏家庄。旧志云： “康熙年间，村民刘某往田中，

田为暴雨冲开一穴，掘之，有铜门。故老曰：‘相传此地昔有苏驸马冢，亦不知何

时人也。’刘某惧而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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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驸马墓　在县西二十里曾家坳。清末土人修地，掘出铜印一颗，方约二

寸，字系方篆，文曰 “弹压之印”。疑即驸马故物。

清　党将军从戎墓　在县东北五里党家塔。

清　崔中宪大夫伯 墓　在县东南二十里双碑塬。

二、古城堡及传说遗迹

先故城，次关寨。传说遗迹，则以时代先后为序。

铜官故城　在县东南十里高坪村，北魏置。详 《建置沿革志》。旧志云：

其故城不可复识，而故老犹相传昔年建县云。

同官故城　在县北一里频山下，北周置。旧志：“据明末旧志，谓瓦砾犹

存，余皆湮灭，惟古墓数眆，累累于荒烟蔓草间。山南有小寺，亦半就倾圮；寺后

有石碑，字剥落不可识。”按：今则全为土人垦种之地矣。略详 《建置志》。

石保故县　在县西北四十里石柱原故县村。北魏置。详 《建置志》。

黄堡旧城　在县南四十里黄堡镇之南三里，古黄堡瓷陶场，北魏孝

武帝时为黄堡县详 《建置志》。按：旧志列 “义亭”为古迹之一，云乔三石 《耀

州志》：“后魏徙北地郡于宜君县界义亭故城”。则义亭当在县北境，今废久不传，

邑人不复知有此名矣。富平亦尝徙义亭，当别为一地，盖富平不得越同官而徙于宜

君界也。

济阳寨　在县西济阳山上，为苻秦铜官护军所在地详 《建置志》。其

东有夕照亭在寨东突出之峰峦上，基高三丈，亭高一丈五尺，于日没时，照耀绚

采，时久不歇。后废。即今之鼓楼嘴。上建文昌阁，高丈余。登临其上，可远眺嵯

峨及秦岭。

永宁寨　在县西南隅嶂山之上，与济阳寨为犄角。明嘉靖三十二年，知

县亢庆鸿筑有土城，周围一里许，高丈馀。今皆倾圮，其遗址犹存。民国二十四年，

县长刘学海建碉楼其上，名曰永宁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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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堡镇　一名黄堡寨。在县南四十里。宋建镇，明修寨。前时居民

守御地也详 《建置志》。

金锁关　在县北三十里。宋以来重戍也详 《建置志》。

南古寨　在县东北十五里。四面皆沟，一径仅通峡。上平旷，有井池，古

人避兵之地。

西梁堡　在县东南三十里。故址犹存，昔人据险守御处。

文王山　在县西五十里。传为周文王射丰处详 《地形·志山脉》及 《祠

祀志》。

飞云岭　在县东南四十里立地镇石马山西。传晋文公获魏姑于此。

镇南二十里富平索家坡，有文公庙焉。

赵氏坞　在县北三里频山之南，为苻坚讨姚苌处。 《晋书·苻坚记》：

“晋太元九年 （孝武年号西元三八四），姚苌屯北地，苻坚讨之于赵氏坞。”《通鉴》

胡注：“赵氏坞近同官川。后为川水冲决，尽成沙砾，今呼为赵家滩。”

葛真人洞　在县南二十里飞仙山上，名飞仙洞。传为晋葛稚川洪仙

迹。此见前志。旧志谓后好事者建庙于石洞之崖，肖孙真人思邈之像于其中，且即

以为耀州孙真人之后洞 （故称药王后洞），洞中空四十里。世俗于二月初二日药王

诞辰，竞观洞口烟出，以为自耀州通来。其说殊诞。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为

立碑识之，以正其谬。按：庙像只是道服，为葛为孙皆可。民国三十年，陇海路咸

同支线经过，洞口被塞，而庙尚存。互详 《地形志·山脉》。又按：境内诸洞，每

传神话，旧志又载县北二里有 “神禹金洞”。相传昔有樵于所者，闻空中有人呼声

曰：“添油人来！”樵者循声之所止，趋入洞，阒无人，惟燃灯一盏于洞中。视其

灯，油将尽，樵者添之，得黄金一小靛。靛铸有字，曰 “添油银三两”。及出，洞

不见也，惟一枸木杂于荒草间。樵者默识而归，语其家人，携锄以至，则满山荒芜

矣。至今传有樵夫谣云：“石窑儿前，石窑儿后。一片黄金洞里扣。知其门者为老

枸。”后人于山崖凿一石洞，上书 “漆从既渭”四字，以为即金洞也。殊谬。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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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雷家沟半崖石刻，字大三尺余，崖高，姓名难识。《禹贡》“漆沮既从”，蔡注

云：“渭大漆小，既从者，以少从长之意。”漆从既渭，文理未妥。

兔窝岭　在县南三十里。与金牛岭接。相传唐太宗为秦王时猎兔于

此。石上有兔形矢迹。

金牛岭　在兔窝岭南，俗传唐秦王射虎处。云有牧儿遇虎于此，一黄牛

与虎格斗，得免。会秦王擒刘黑闼归，射虎岭上，获之，因名。

敬德洗马处　在石柱镇西三里许沟谷中。相传唐太宗避暑宜君之玉华宫，

曾驻跸镇之开福寺，尉迟敬德从扈时事。

方泉　在西门外。一名汲灵泉，传唐时尝御用。有柳公权书方泉两大

字。清知县袁文观立碑记其事，详 《地形志·山脉》。唐帝游玉华宫宜君时，尚用

此水，今泉移北十余步，里人以上泉呼之，但无水耳。

唐程国公第　在董家河西一里许。清光绪时，有农人在此掘出藏银一大石

槽，相传为唐时程国公第云。

盆景峪　在县东南四十里石马山南即立地镇南。传为宋杨六郎拒胡人

处详 《建置志》。

莱公泉　在县东十里寇村。传系宋寇准读书处详 《人物志》。

清廉泉　在县署西园之南以昔有廉官称。今井迹无存，其址为军运代办所。

王益村　在县南七里。传为元末益王隐避之地详 《建置志》。

两截泉　在济阳寨前小崖下。元末居民避寇处。泉去地二百余丈，中有

洞，旁穿数里，与民居通。元末兵乱，居民尽山居，为固守计，避寇穴藏，通井取

水，中有断道，上以石条封之。先时井迹犹存，后成为路。清乾隆三十年，知县袁

文观立石识之。今遗迹尚存。

芹井泉　在文庙后。水味甚佳，旧志谓比他井每斤重二两。传系明洪武

二年常遇春行兵至此所凿。井本在旧教谕署内，自教谕裁废，泉亦淤。清乾隆

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复浚之，立碑井侧，今碑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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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境内古泉，如三山泉一名暖泉。在县东南一里许，西流入漆。浴之，

愈宿疾、亭子泉在县东一里，上有马氏祠亭。亭泉俱久废、马杓潭旧志：“去县

北十五里有马杓沟，沟西二里为马杓潭。潭广十余丈，其深无底，望之甚黑，莫敢

逼视。夏秋间，每有暴风迅雷，必雨冰雹，甚为民害。居民请方士治之，怪祟益烈。

雍正四年，知县赵恒祚作驱妖文，投水中祭之，其害顿已”、狗?泉旧志：“距县

二十里军台岭，岭去南北二沟甚远，居民取水甚艰。一日，有人往沟下取水，有狗

伏于岭上，以爪?地。其人于其处掘之，才数尺，得泉焉，故俗呼为狗?泉。又名

其村曰狗中神村。”按：今名狗儿村，属东乡红土镇第三保，改狗为苟矣等，皆称

古迹，附见于此。

琉璃厂　在县东南四十里立地镇。明秦王府造琉璃瓦处。镇出白土，

可为瓷器。明初?造琉璃厂以供秦王府盖造之用。有嘉靖十七年重修碑记，附详

《工商志》。厂已久废。镇之白马山南盆景峪中有其遗迹。

宝瓶堡　在县东南四十里立地镇石马山上。为明末七义烈据守之处。

山上有莲花台，洵为胜景。

按：以上所列古城堡及传说之遗迹，尚有与山水、建置等篇互见，或此略彼详

之处，未能尽为贯串也。

三、石刻及其他古物

１．魏碑魏碑及唐碑，境内尚多，诸未拓者，暂不列入

魏秦川县开国公碑　在县南五十五里党上河城门内。魏道武帝天兴

元年即东晋安帝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系八棱碑一座，共高三尺五寸：碑身高二

尺五寸，围二尺；碑座高一尺，围六尺，四方形。字系魏体，为天兴元年秦川县开

国公康所立，并有女媳颜福、妾桓呵、妃妻宙、男陪宙欢标等名号。

青龙魏碑　在县西四十里青龙村。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即梁武帝普通四年，

西元五二三。高九尺，宽三尺，厚二尺。题大魏正光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己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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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镌佛像满，佛高二寸。旁刻佛夫子及雍州北地宜君同官井门三县等字。

大统魏碑　在中山镇中心小学校。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年梁武帝太清三

年，西元五四九。高二尺二寸，宽一尺零五分，厚六寸，碑座一方，宽高厚均一尺

二寸五分。题大统十五年。上刻佛像三尊，惜字迹磨灭，不复成文。

２．唐碑

唐　咸亨碑　在黄堡镇韩家村前。唐高宗咸亨元年西元六七。四棱

碑四座，均高五尺，宽二尺，厚八寸。每座有大佛像八尊，小佛像十三尊。二座南

向，二座东西相向。另有一座，高二尺，无头。自陇海路咸同支线路基由该村经过，

碑已半埋置土中矣。

唐　永淳碑　城北重兴寺故物，今置县府二堂后西廊下。唐高宗永

淳元年西元六八二。高五尺，围三尺。八棱，中有长方孔一个。旧志谓上刻 《金

刚经》，但字亦磨灭难识矣。

唐　陀罗尼经序碑　在黄堡旧城对山圪罗寺。唐穆宗长庆元年西元八

二一。系八棱碑一座。高一丈，围四尺，底座一层。碑身一层，刻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序。字似右军笔法，尚完整。顶分九层，第七层刻佛像十六尊，余刻兽头花纹。

开福寺唐碑　在县西石柱原开福寺。系八棱唐碑二座，刻 《金刚经》。又

有四棱碑一座，刻像，字迹剥落不全，以石击之，声若钟罄。民国十一年，县长薛

正清刻字以记之。

３．宋金以降碑

县政府二堂墙碑　宋徽宗政和三年西元一一一一。系通判朝散陈公留题。

文云：老杜有 “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之句，乃同官邑诗也。余行邑过此，偶

无令长，遂寄榻县宇。步履后圃，荒芜不治，独有四柏郁然于草莽间，与菅茅并处，

良可叹也！后之来者，当有瘦马长官，定能为四柏主人，幸无忽此语也！政和三年

三月望日，日休书。

金　尚书礼部牒　在县北二里灵泉观。金世宗大定三年即南宋孝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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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元年，西元一一六三。文云：尚书户部差委耀州发卖所据耀州佑德观道士党存信，

状告见任同官县，神水乡北郭下村院一所，自来别无名额，已纳讫合著钱数，乞立

灵泉观名额。勘会是实，须合给赐者。牒奉敕可。特赐灵泉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三年月日，令史向升，主事安假权、郭一。奉议大夫行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

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宣威将军郎中耶律，侍郎奉敕户部。

金　灵泉院碑　已详 《祠祀志》（以下凡已详载碑文于他篇者，或其碑与文

皆佚而他篇已记明其时代与地点者，此皆不复列）。

元　常氏孝感碑　元至元八年 （世祖初，西元一二七一）。在县北二里灵泉

观。文云：甚哉，孝之大也！孝也者一性之真，五常之本，百行之首，万善之端也。

孩提而知爱其亲，岂非赋于禀气受形之初，天理混融，真纯无伪而使然耶？天之予

我以至善之理而或悖之，是安于暴弃者也。具人之形而能尽人之性，用之而随加展

拓，使私欲无所障碍，而天理得以流行，则五常万善，无所不至焉。是故人之为德

莫大于孝，孝之为孝莫切于爱亲。爱至矣，则礼无不恭；礼恭矣，则诚无不尽，诚

既尽矣，则大孝之名，达乎四海，通于神明，感于天地。古有之：枯井而出泉，寒

冰而跃鲤，泣竹而生笋，瘗子而获金，此无他，孝诚之至也。以是而思，则本然之

才，初无限量；极天下善无不可为者，其善不善之分，独在于为不为耳。蜀士常君

德明鉴之，资禀诚信，家世业儒，孝敬纯至，根于天性。至元庚午冬，文会间，出

示池阳诗社诸公雅制，以赞其孝异，名章隽语，脍炙人口。因用以郝侯贤昆弟为介，

丐叙其事，且道其所以然曰：己亥之兵，既破广汉，仆之父母骨肉，凋丧殆尽，独

与叔母廖氏间关北徙，流寓中部之下王里。叔母素多疾，问安视善，躬侍汤药，不

啻所生。一日，疾大作，命医诊治，医云胃府痼寒，元气虚败，得附子而药之，尚

或可愈。时中部荒墟，绝无市肆，适当大冬，冰雪冱寒，跋涉数百里，来市附子于

秦川。凡阗阆贵所会，如京兆，如楼底，如龙桥，遍历诸市，旁搜曲访，百求而不

可得。遂狼狈而归，道宿同官县治之北灵泉观之三清殿，取所负米而炊。囊中旧有

一胡桃，取置囊侧。食竟，掇之，怪其沉且实，以火烛之，乃一大附子也。仆于是

时，如恍如惚，可喜可愕，心魄为之动荡，再拜持归，以进叔母，疾果良愈。初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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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叔母也，但知力供犹子之职，非欲耍誉于乡闾，徼福于神明；灵贶之报，自愧

庸鲁，其何以致？然不著之金石，无以彰神明之德，取信于将来，敢百拜以请。余

闻而惊异，勉为论次之，且告曰：夫天地之道，其妙而不可测者谓之神，显而不可

欺者谓之明。一言一行之善，则天道神明，鉴临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掩。其影响之

应，间不容发，况乎以至孝之心，尽诚于叔母，使崔孝芬之遗风复睹于当代，则君

事亲之孝为可知矣，宜乎感格之如是也。噫！君年运往矣，培植可固，诚能推神明

福善祸淫之报，扩孝亲之功，克为善之道，进进而不已，新新而不既，犹始然之火，

引之而煌煌；始达之泉，疏之而浩浩。他日庆流后裔，忠孝起宗，吾知其自君而发

之。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天道昭昭，信不诬矣，君其勉哉！元至元八年总

管五路奥鲁万户刘秉中撰。

明　清宁观碑　明洪武十三年 （西元一三八）。碑存文庙。文云：皇明洪

武十三年十有一月，敕礼曹开设道教衙门于天下。府州县晨昏祝延圣寿，启迪人心，

咸归于善，以共享太平之福于无穷焉。同官为县虽僻处深山之中，然自石门飞仙迤

逦而来，
0

岩崎曲，壁立万仞，水声潺潺，……渐开，以次而阔，至金锁关极焉。

鳖背峙其东，济阳枕其西，三川交流，漆沮环绕。拖青蓝之可掬，叠翠螺之堪搅。

佳桧翁郁，茂林修竹，……泉观也。迄今百有余年，前知县付公下车视事，三载之

间，政洽民和，百废俱举，藩宪嘉其贤能，邻邦誉其德政，黎民感戴，士类作颂。

……圣节，皇太子千秋，习庆贺礼仪，以其距县三里许，不便焚修行事，乃捐俸购

地于县治之东，鸠工庀材，庸迂于斯，时布政司东莱周公郁，……王事而来，爰及

乃谋，会言嘉止。肆县丞河东范铨，主簿阌乡贾颢，典史肥乡张本，训导泫氏高宇，

咸捐俸出赀。凡百尔君子，富者，……是堂庑廉隅，鼓翼而天棘，宇檐阿乌革而翠

飞。塑像冠裳丽然，绘形彩色绚若。尹喜安期为之辅，飞琼宛陵为之丞。图星君于

……，天神府蓬瀛仙境，诚关陕之雄镇也，凡宦官达士，道经于斯者，咸敬仰而瞻

礼焉。因匾其额曰清宁观，本道教清虚无为，奠安庶……日月之初志。成于成化甲

午四月之吉，庖蟢门房，垣堵未备。傅公荣升奉训大夫知秦州事，奉檄之任，奉蓓

城颜公顺来知县事，乃……于道道洽政洽，泽润生民是也，羽士李道玄，夙承票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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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操严洁，亦可谓事道者也，祈余记其事之巅末，勒诸贞珉，用垂不朽。予……于

地之□道本无为，包乎天下之外，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引之后而不见其终。放之

则弥六合，其大无外；卷之则退藏于密，其……流山峙罔识其端倪。四时错行，日

月代明，道之屈伸也，风霆鼓舞，霜露凋润，道之 阖也。污之不辱，饰之不荣，

挠之不浊，澄之不……墨，知荣守辱，知尊守卑，非道无为乎？身斯道者，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窍，又非道之玄又玄者乎？昔胡域为虐，驾青……白单慑

之而番邦以妥。无远弗届，无滞不通。旱涝祷之必应，疹疫叩之必效。道教裨益人

国如此，故我朝廷援汉永寿二年故事，封张道灵四十三代孙张宇初为真人于龙虎山，

以为道宗，两京建道录司以阐道教，设道记道正道会司衙门……咸底于善，以共享

太平无穷之福者，用是故耳。傅公谋及寮森黎庶而为斯举者，其能知重朝廷之所重

欤！公名鼐，字天和，罗纶榜进士，前四川道监察御史，恒山新河人也 （按：此碑

现在文庙大成殿前左侧，文为重修文庙碑记，此记在碑阴，知系后者借用无疑，本

文连抬头共十八行，内有十三整行，文义实不衔接，读不成句。及细绎第十二行末

“卷之则退藏于密其”第十三行首 “流山峙罔识其端倪”等语，每行剥缺字数当在

十三字，故于每整行之间用破折号以示缺文。不知当日移置时，嫌其笨重而割截欤？

抑代远年湮而剥蚀欤？然不可考矣）。

清　玄帝庙碑　清嘉庆四年。在立地镇。镇举人赵曰从撰。文云：里中玄帝

庙，肇基有明。迄今数新，乃复剥蚀坍漶。已未秋，鸠工莅事，罔敢多于前功。袭

故厦，黝楹垩壁，涂饰粗护，辍复作，明年蒇事。将署名，因阅故记，咸曰：补地

理，奠朔方，固已。抑思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爽厥筭鑣，罔攸闻，乃克敬典在

德，薰蒿?怆，日监在兹，不可度，矧可射？呜呼！继自今有众咸造勿亵，罔有越

厥志，永绥兹道，恒对越于尔室，钦厥止，常厥行，勖醇庞，铲浇漓，各敷心腹肾

肠，胥匡以生，俾臻仁里，允若兹，诚感肆无弗届，嗳乎，忾乎，如在上下左右，

祈影随，祷响应，圣人神道设教，展也可征，惟冀我里懋戒哉！

按：同官各地碑刻，以拓钞未遍，除已入各篇此外，本篇姑存其实经采访而得

者，并与他篇所录互详，尚未可例以金石目录文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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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其他

石刻遗迹及诸艺术品尚有阿古村六朝佛像在县西二十里阿姑村庙内。系

石佛坐像一尊，高三尺，嵌空玲珑，精巧无比、高坪寺塔刻经在县东南十五里高

坪村，即同官故城也，佛寺有塔四层，刻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字迹糊模，多不

可辨、俗传李陵碑在县东二十里庞家河东。上半李陵造像，文字剥落不全以及题

字刻石如县南二十里蛤蟆桥旁，石刻 “一溪喷滢雪，雨山堆翠云”显张仲书，民

国三十一年，修筑咸榆公路毁。金锁关后半崖，石刻 “雄关天堑”四大字，清陕抚

叶伯英书。陈炉镇炉山清凉寺山门刻诗八首，赵循祖书。县北二里金山姜女祠，如

明冯宁题刻咏姜女诗等外，其金山顶石刻，“耸天峰”三大字，大如斗，灵泉观旁

半崖石刻 “和月泉”三大字，皆邑令陈秩五书。陈氏又书 “虎口救父行”，刻碑县

府二门墙侧。又二堂后西廊下，有古碑帽一顶，刻同官县铭，民国十一年县长薛正

清题书。城西永宁碉楼石刻 “永宁”二大字，石柱碉楼石刻 “石柱”二字，县长刘

学海书。

按：清乾隆间知县袁文观喜刻石立碑，今依旧志录此备考：方泉碑 （前志济阳

山下方泉傍一丰碑，中断，额书 “唐光录卿吕公颂”七字，中文字半存灭，不可读

晓；书法轩举，大似柳公权。今去寇氏作记时又百五十余年矣，篆额犹存，碑字尽

为居人磨没。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即其石立方泉碑，有颂。按：此颂本志附入

《地形志》）、两截泉碑 （在济阳山下）、旧县署碑 （在济阳山上）、芹井碑 （在县署

东文庙后）、孟姜女成神处碑 （在县北二里）、飞仙洞碑 （在县南二十里）、同官故

城碑 （在县北二里频山下）、铜官故城碑 （在县东南十里高坪村）、寇莱公读书处碑

（在县东北十里寇村。以上均乾隆三十年知县袁文观立）、严禁钱粮陋规碑 （在县署

仪门西，顺治十年知县王国辅立）、永革私派里马碑 （在县署大门外，康熙四十五

年知县吴翰珍立）、知县孔尚德政碑 （在县署大门东，康熙五十四年立）、永革西

乡私税碑 （在县署仪门外乾隆十三年为知县吕正音席绍苹立）、新建学署碑 （在学

署西）、新建义学碑 （在县署南。以上二碑，皆乾隆三十年为知县袁文观立）、知县

袁文观去思碑 （在县署东颍阳书院左）、知县袁文观德政碑 （在县城南二里，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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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三十年立）等。雕刻之立石南大街孙姓宅内门首有立石八座，刻竹兰菊梅，为凸

形花纹，精巧绝伦。石供桌城隍庙献殿有石供桌一个，刻凸凹花纹，亦颇精巧。石

坊南大街石坊二座，刻凹凸花纹及坊名大字，今废。又旧志载当时所有石坊，为民

义坊 （在县署东，康熙二十五年重修）、诚求保赤坊 （在县署东钟楼桥上，康熙四

十六年为知县吴翰珍立）、真民父母坊 （在县署东明远街中，康熙五十二年为知县

孔尚立）、习侯氏贞节坊 （在县署明远街北）、寇杨氏贞节访 （明远街南）、李刘

氏贞节坊 （北城外。以上乾隆六年建）等。又附载当时废坊，有迎恩坊、宣化坊

（皆在县治南）、阜民坊、循礼坊 （皆在县治北）、魁英坊 （明永乐三年为举人陶甄

立）、登科坊 （永乐十二年为举人梁耜立）、义民坊 （正统三年为义民何仕能立）、

步蟾坊 （景泰元年为举人杜表立）、文英坊 （景泰四年为举人贺寿立）、龙门跃浪坊

（天顺三年为举人冯宁立）、折桂坊 （天顺六年为举人刘屠正立）、进士坊 （成化二

年为进士冯宁立）、登云坊 （成化二十二年为举人习伦立）、掇巍科坊 （弘治十四年

为举人张友直立）、节义坊 （万历十一年为节妇王氏立）、贞节坊 （万历三十一年为

烈妇冯氏立）等。按：城庙石坊皆以有碍交通拆去，今仅存城隍庙外两石坊耳等。

又有瓦刻如济阳山寇公祠瓦刻 “清白遗后”四字，明范允临书。大成街小学

上房，有瓦刻 “立雪”“卧云”四字，系用朱文公笔法，坚卓遒劲。中山大街孙姓

庭堂，有瓦刻 “福寿”二字，大三尺，系邑人李秉之仿陈博笔意书。又有瓦刻诗二

首，李秉之书。木刻如城隍庙大殿格子门及廊檐，木刻二龙戏珠并花木草水等。陈

炉镇街西梁姓门楼，木刻檐一个，颇华丽。县城南街孙姓、东街杨姓各家，均有木

刻桌椅，十分精巧，为近代所无焉。

他如铜器、陶瓷之类，则有宋钟县府门前西偏院内有钟一口，高四尺五寸

围称之，刻大宋国三月丙子，男王守贵、守中、守礼，女丁香，父王厚，母刘氏，

多病供养僧像，造像六尊、明宝山寺钟立地镇宝山寺有钟一口，高四尺许，明嘉

靖四十年，僧悟瑞、僧悟定造、元大器窑瓷盆立地镇元时有大瓷窑，专烧大缸、

大盆，每件容粟三石有奇，今存一缸一盆，缸破，盆存寻姓家中。互详 《工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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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琉璃瓦宝山寺佛殿琉璃瓦，即明时该镇琉璃厂所造。瓦长尺余。宽六寸，碧绿

辉煌，质料坚固等，不备详。旧志引 《懒真子》：“政和中，有仕于关中者，于同

官蒲氏见汉印，文云 “辑濯丞印”。文奇古非隶非篆。辑读如楫，濯读如棹，盖船

官也。上林有船官，辑棹有令丞，此盖丞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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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五　氏族表
（附封荫谱）

同官地小民稀，昔多聚族而居，故村庄多以姓名。如冯家桥、王家匾、

董家河、梁家塬、李家沟等。元明两代，末季寇乱，民间十室九空。如今李

家沟已无李姓，赵家塬亦无赵姓。当时新族皆多自山西迁来，在今皆称旧族

矣。清末自湖北及商洛各县来佃垦者，东北两区几占十分之四五。近由

邻邑及河南来经商或任工农劳作，因而成家立业者，亦殊不少。此则各

氏族之来源也参 《人口志》。表中不能一一析言，且所列各姓及其人数，

大都定居有田产者据土地陈报表未必能概括全邑之氏族。惟是耆献人材，

附注数字，各姓自按笔画检寻之，亦略足供参镜耳。

笔画 姓别 总人数 分布乡镇 人物及附注

２
丁 １６ 文明乡４，陈炉镇５，红土镇７。
卜 ８ 金锁镇８

４ 王 ４７６１
中山镇 ５９１，文明乡 １２４３，石柱
镇 ６０８，黄堡镇 ７８５，陈炉镇
４６０，红土镇８２５，金锁镇２４９。

进士 １，举人 ５，贡生
２５，掾吏５，武举１，贤
能 １，武功 １，学艺 １，
忠勇１，孝友１，义行１，
高师毕业１，特专１，初
中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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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王姓人最多，各地皆多同姓不宗者，本区王姓，著者有四宗：（一）蒲
池王原王姓，据其族耆老相传，为明建文帝烈臣景清之后。然其谱籍失传，无从

考悉，始祖王丕显，亦未详何处人，初为山东督粮道，以被诬戍同官。初居县西

四十里之西古村，后移至王家河。其后王良宾嘉靖粮举人，移住城内；良宾子化，

亦举人，子道成，万历进士。皆详 《教育志》。至是族始盛，立祠南门外，曰王

家祠堂。明末寇乱，家及祠堂均毁于火，乃迁住蒲池王原。至清康熙时，举人王

殿京纂修家谱，后以不慎遗失。嗣是连绵至今，散居于西古村，王家河及蒲池王

者约５０余户。（二）杏林王姓，为元末益王之后，益王逃至本县西乡杏林村，遂
家焉。据其族耆老及民间相传，益王初至县南王益村隐居，继而谣诼蜂起，乘夜

西行，至炭窠沟西原乞火未得，因名其地曰莫火村。遂至避难村居之，后复迁居

松林。益王死，其后复迁杏林，历明至清，均安居业农。清末至今，始稍有入学

者。故无族谱。惟存皮卷轴一帧，上画益王及宫官宫女多人，南关亦有其裔，访

者幼时常至其家贺年，曾一见之；此轴现存北雷村，不示人观。族人散居于杏林、

松林、避难村、莫火村、北雷村、柏庙村、南关者，约８０余户。 （三）王家匾
姓，明初由山西洪洞迁来，住于黄堡镇之王家匾。累世业农，户族蕃衍，明清科

第间出。民元以来，文风大盛，县绅之中，颇占地位。全族有１３０余户。 （四）
陈炉镇王姓，据崔乃镛 《炉山风土志》载：“此姓于明中叶由山西洪洞迁来，以

陶为业。其后繁衍，科第亦间出。”今分布于店儿上、芋园、王家院、杜家洼、

永受村者９０余户。

尹 １９ 中山镇 ５，文明乡 ４，石柱镇 ６，
金锁镇４。

方 ３７ 中山镇６，黄堡镇６，红土镇１０，
金锁镇１５。

牛 ８０ 文明乡 ５，石柱镇 ５，红土镇 ５，
金锁镇６５。 贡生３

毋 １０ 陈炉镇５，金锁镇５。
尤 ６ 金锁镇６
井 ６ 红土镇５，金锁镇１。
文 ４０ 石柱镇４０
毛 １３ 中山镇４，石柱镇５，红土镇４。

５

左 ２１８
中山镇 ２４，文明乡 １０，石柱镇
１１０，黄堡镇 ２９，红土镇 ４１，金
锁镇４。

中学毕业１

田 ３８９ 中山镇 ３２，石柱镇 ３０，陈炉镇
８９，红土镇１７４，金锁镇６４。 掾吏１

申 ９ 文明乡９

石 ５５５
中山镇 ６，文明乡 １５，石柱镇
１２５，黄堡镇 ２１２，陈炉镇 １４９，
红土镇３８，金锁镇１０。

中学毕业５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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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史 ４６２
中山镇 ４１，石柱塬 ４，黄堡镇
３４８，陈炉镇９，红土镇４６，金锁
镇１４。

贡生３，中学毕业１。

白 １７４ 中山镇 １１，文明乡 １０，石柱镇
１２８，黄堡镇５，红土镇２０。 中学毕业１

司 ５ 金锁镇５
包 ６ 中山镇１，石柱镇５。
冉 １４１ 陈炉镇９０，红土镇５１。

６

任 ６４８
中山镇１０，文明乡２０１，石柱镇
３，黄堡镇９３，陈炉镇１５８，红土
镇６５，金锁镇９０。

贡生２，掾吏１，中学毕
业８。

朱 ８５ 中山镇３０，文明乡５，石柱镇５，
陈炉镇１１，金锁镇３４。

江 １０ 金锁镇１０

同 ４０ 中山镇 １６，石柱镇 １５，陈炉镇
４，金锁镇５。

邢 １９６
中山镇 ６２，石柱镇 ６９，黄堡镇
９，陈炉镇６，红土镇１１，金锁镇
３９。

伊 ８ 中山镇５，文明乡３。
祁 １５ 中山镇４，红土镇１１。
伍 ７９ 中山镇５，黄堡镇６，红土镇６８。
吉 １８ 中山镇９，陈炉镇４，红土镇５。
艾 １４ 陈炉镇１４。

阮 ７２ 中山镇 ４３，石柱镇 １４，红土
镇１５。

匡 ２０ 红土镇２０。
年 ５ 红土镇５。

７

杜 ５２４
中山镇 １７，文明乡 １０，石柱镇
２７７，黄堡镇１８１，陈炉镇１４，红
土镇１０，金锁镇１５。

举人１

吕 ３２８ 中山镇 １０，石柱镇 １４，黄堡镇
２７２，金锁镇３２。 中学毕业２

余 ４５ 文明乡１５，陈炉镇４，红土镇５，
金锁镇２１。

佘 １６６ 中山镇１２２，文明乡２０，石柱镇
３，陈炉镇５，金锁镇１６。

贡生３，特专毕业１，中
学毕业１。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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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佘姓，族耆相传，始祖原籍江苏，北宋时官邑令，遂家焉。明天顺间有佘安，

岁贡；清同光时，佘仍兴及子秉彝皆岁贡，为县名士，富著作，分详 《教育志》、

《人物志》、《艺文志》。今人口颇少，南寺沟、王益村、苏家庄者不过１０余户耳。

７

汪 ３４ 中山镇５，文明乡４，红土镇１５，
金锁镇１０。

何 ７９３
中山镇３４５，文明乡８４，石柱镇
１０，黄堡镇 ２２，陈炉镇 １９１，红
土镇２２，金锁镇１１９。

贡生 １０，掾吏 １，孝友
１，义行２，中学毕业１。

按：何姓旧族，明景泰时有贡生何望回，其孙何彻贡生，彻子节官襄城主簿，彻，

叙官营山知县，为县望族，后式微，至清乾隆时，始有贡生何碧。均详 《教育

志》。今散居约１２０余户。

７

邵 ６１ 文明乡４８，石柱镇９，金锁镇４。 中学毕业生１

李 ２６８５
中山镇３５ｌ，文明乡２６０，石柱镇
３９１，黄堡镇 ３８１，陈炉镇 ５２１，
红土镇４９２，金锁镇３６１。

举人 １、贡生 ２４、掾吏
６、武功 １、武弁 ３、贤
能 ２、学艺 ３、中学毕
业７。

按：李姓人数居第４位，分宗未详。印台山李姓，为县旧族。明永乐时李信、天
顺时李喜、正德间李大绍，皆贡生。详 《教育志》。今有３０余户，又有南关李
姓等。

７

沈 ９ 中山镇５，金锁镇４。
邱 １９ 石柱镇１０，黄堡镇９。
车 ５ 石柱镇５

宋 ５５２
中山镇１６３，文明乡３０，石柱镇
１１０，黄堡镇 １０１，陈炉镇 １２９，
红土镇１９０。

贡生４，掾吏１，中学毕
业１。

吴 ４７５
中山镇 ５，文明乡 ２１，石柱镇
１７７，黄堡镇５１，陈炉镇１６８，红
土镇３３，金锁镇２０。

延 ５ 红土镇５
辛 ４ 红土镇４
宏 ２４ 石柱镇１０，红土镇１４。
岑 １０ 红土镇１０

８
周 ２２５

中山镇 ３９，文明乡 １９，石柱镇
１５，黄堡镇３，陈炉镇１０，红土
镇１３０，金锁镇１４。

贡生３，中学毕业１。

杭 ４７ 中山镇４２，金锁镇５。

００４

同官县志 （民国）



８

金 ４７ 中山镇３１，石柱镇３，红土镇４，
金锁镇５。 武弁５，封赠４。

林 １４ 中山镇５，石柱镇４，陈炉镇５。

和 １８８ 陈炉镇１８８。 武功１，封赠３，贡生１，
孝友１，义行２。

按：和姓不知所始，据族谱载：为同官安愈村 （今上
#

峪村）人，明洪武初和清

以战功著，嗣后孝友相继，均详 《人物志》。今居上
#

峪村、南洼里及罗寨者

３５户。

８

武 １７１ 中山镇 ５１，黄堡镇 ５，陈炉镇
５１，红土镇６４。 贡生１

岳 ３３ 中山镇５，石柱镇２４，红土镇４。

孟 ３０７ 中山镇 ５２，石柱镇 ５，陈炉镇
２１９，红土镇１３，金锁镇１８。

明 ４ 红土镇４。
官 ４ 红土镇４。
屈 １８ 中山镇４，黄堡镇１０，红土镇４。
居 ４ 中山镇４。
虎 ９ 黄堡镇９。
呼 ２６ 陈炉镇２６。
尚 ３７ 金锁镇３７。
念 １０ 金锁镇１０。

９

郝 ９６８
中山镇 ２０，文明乡 ４，石柱镇
１４８，黄堡镇６１３，红土镇２９，金
锁镇１５７。

举人１，贡生１，掾吏２。
高中毕业１，中学１。

姚 ４１１
中山镇 ４０，文明乡 ７４，石柱镇
２０１，陈炉镇４，红土镇３４，金锁
镇５８。

贡生１

范 ５１５
中山镇 ９１，石柱镇 ５，黄堡镇
１４，陈炉镇 ３３４，红土镇 ４８，金
锁镇２３。

贡生１

段 ４４８
中山镇 ７４，文明乡 ２８，石柱镇
１０，黄堡镇 ８１，陈炉镇 ２８８，红
土镇９，金锁镇８。

武举１

胡 １７１
中山镇 ９２，文明乡 １０，石柱镇
９，黄堡镇３６，红土镇９，金锁镇
１５。

封 １００ 文明乡４，石柱镇９２，陈炉镇４。
姜 ２９ 陈炉镇１５，红土镇１４。
纪 ３４ 红土镇３０，金锁镇４。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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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施 ２７ 中山镇２２，金锁镇５。
苟 ２７ 中山镇２２，红土镇５。
苗 １７ 中山镇１３，金锁镇４。
柳 １６ 中山镇１１，红土镇５。
柯 ９ 文明乡５，红土镇４。
南 ５ 中山镇５
洪 ４ 文明乡４
郜 ６８ 石柱镇１４，黄堡镇５４。

１０ 寇 １７２８
中山镇７０８，文明乡４３０，石柱镇
３４１，黄堡镇４，陈炉镇８，红土
镇２９，金锁镇２０８。

进士 ２，举人 ３，贡生
２６，掾吏１，武举１，武
弁 ２，封荫 ３，贤能 ３，
武功１，孝行１，忠勇４，
大学毕业２，高中１，中
学５。

按：寇姓人亦多，为县之望族。明初由山西榆次迁中部，复迁同官。初住城内，

业农。至寇嘉谏子遵孟及孙寇慎登万历进士，祠乡贤，均详 《人物志》。今散居

于济阳山、蒲池王、寇家坳 （按即曾家坳）、西村等地者，约１７０余户。其裔孙
寇湘阳见 《教育志》。

１０

高 １２６９
中山镇 ８９，文明乡 ４５，石柱镇
２２３，黄堡镇 １４５，陈炉镇 ６８８，
红土镇６４，金锁镇１５。

贡生３，武功１，中学毕
业３。

郭 １１３３
中山镇１１０，文明乡３２，石柱镇
１０，黄堡镇 ５８，陈炉镇 ７８９，红
土镇４７，金锁镇８７。

贡生８，孝友１，义行２，
大学 毕 业 １、中 学 毕
业４。

陈 ８４１
中山镇１１２，文明乡１８３，石柱镇
１９，黄堡镇 ９８，陈炉镇 １６７，红
土镇１３８，金锁镇７０。

举人２，贡生１。

马 １８５
中山镇 ４８，文明乡 ３０，石柱镇
２３，黄堡镇９，陈炉镇１６，红土
镇３５，金锁镇１４。

贡生２，忠勇１。

连 ４４ 中山镇１２，文明乡３２。

陶 ２９７ 文明乡２０８，石柱镇７１，黄堡镇
４，金锁镇１４。

孙 ９７５
中山镇４２９，文明乡３４，石柱镇
２６，黄堡镇 １４，陈炉镇 １５０，红
土镇３２２。

贡生６，掾吏１，义行３，
中学毕业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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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孙姓旧族，明天顺间有孙顶，贡生，见 《教育志》。户口颇盛，明末寇乱，

逃亡殆尽。至孙扬祖时，为县首富，道光十四年，捐资修城，以工代赈，赠世职，

扬祖子思发，复捐资修文庙，捐麦助书院膏火；至继述，光绪拔贡，主讲颍阳书

院，不受修脯。均详 《人物志·义行》今为望族，有３０余户。

１０ 党 ６９０ 中山镇 ６６，文明乡 ８５，黄堡镇
２３７，红土镇２７６，金锁镇２６。 武弁１，中学毕业３。

按：党姓于明初由山西迁来，住治城东街。初业农。隆庆时有贡生党直，其子虞

臣官灵石县丞，曾孙从戎举将材，分详 《教育志》及 《人物志》，族始盛。明末

寇乱星散，大都迁住党家河。今有６０余户。

１０

侯 ５５０
中山镇 ５１，文明乡 １４，石柱镇
９８，黄堡镇９，陈炉镇３４１，红土
镇２６，金锁镇１１。

举人１，贡生６，中学毕
业１。

袁 ２０４
中山镇１４，文明乡５，石柱镇５，
黄堡镇 ４，陈炉镇 １６１，金锁
镇１５。

中学毕业１

徐 １４９ 中山镇４，文明乡５，陈炉镇１０，
红土镇１３０。

韦 １０２ 黄堡镇１０２ 师范毕业１，中学１。

唐 ８４ 文明乡 ３１，石柱镇 １９，陈炉镇
１０，红土镇１５，金锁镇９。 中学毕业２

索 ２５ 中山镇１６，文明乡４，金锁镇５。

姬 ６４ 中山镇 ３１，文明乡 １０，石柱镇
９，红土镇１４，金锁镇１０。

高中毕业１，中学１，义
行１。

阴 ８３ 石柱镇５０，黄堡镇３３。

秦 ７６ 中山镇 ４２，文明乡 ３，石柱镇
１０，红土镇９，金锁镇１２。

柴 ３０ 石柱镇２５，陈炉镇５。

夏 ２８ 中山镇 １１２，文明乡 ８，红土镇
４，金锁镇４。

席 １８ 石柱镇９，红土镇９。
耿 １７ 中山镇３，石柱镇１０，红土镇４。
梅 ２０ 金锁镇２０
晋 １０ 中山镇１０
凌 ５ 金锁镇５
晏 ５ 陈炉镇５
晁 ４ 中山镇４
奚 ４ 陈炉镇４
殷 ３ 中山镇３
师 ３ 红土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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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张 ４０１５
中山镇５１２，文明乡４９９，石柱镇
７１５，黄堡镇 ７７８，陈炉镇 ５４０，
红土镇８３５，金锁镇１７１。

荐辟 １，举人 ３，贡生
１５，武举２，掾吏１，义
行３，中学毕业７。

按：张姓人多，仅亚于王，邑分诸宗，略次于下：（一）生寅张姓，为旧族，乃

元末举人张桂荣之后，聚居于石柱镇生寅村。历明至清乾嘉间，渐富饶，同光时

富甲一乡。今渐微，散居于石柱镇，文明乡各村者，约４７０余户。（二）李家沟
张姓，明初由山西赵城迁来，聚居于黄堡镇之李家沟。正德间，张友直举人 （见

《教育志》）。其后累世业农。至清光绪时，复以手工业起家，为该村首富，今有

８０余户 （南村张姓，亦旧族，聚居于黄堡镇之南村。明洪武时，有举人张福，其

孙张成贡生均详 《教育志》）。族始盛。今有４０余户。其他如桑皮头张姓，坡底
张姓，黄堡镇张姓，董河张姓，崖窑张姓，亦皆明时旧族。

１１ 梁 １３１６
中山镇２４５，文明乡１０５，石柱镇
１０，黄堡镇 ８５０，陈炉镇 ３５，红
土镇５１，金锁镇２０。

举人 １。贡生 １１，武举
２，大学毕业１，专科３，
中央军校３，中学１４。

按：梁姓于元末由山西迁来，住陈炉镇上街，累世以陶为业。至明正统间有举人

梁耜，传四世，至崇祯时，有贡生梁可贤，均详 《教育志》。清乾隆时，以陶致

富，为全镇冠，后科第相继至今，其支系于清初住梁家塬，业农。民国十六年有

梁希贤曾充副师长，见 《教育志）。今散居陈炉镇、梁家塬、十里铺者约 ２００
余户。

１１ 崔 ６３４
文明乡１０４，石柱镇７１，黄堡镇
１６，陈炉镇 ３７０，红土镇 ２１，金
锁镇１６。

进士２，举人３，贡生９，
忠勇１。

按：崔姓于明中叶由山西洪洞迁来，初居陈炉镇之那坡，业农；其支系迁于咀头，

业陶，其族谱载：二世祖嵩，由禀生恩授儒官，相延冠裳四世，至清康熙时，五

世祖柱贡生，其子重辉举人，曾孙乃镛进士入翰林，详 《人物志》；乃镛弟钟琅，

雍正进士；钟琰、钟，皆举人，颇极一时之盛，均见 《教育志》。同光间式微，

今有７０余户。

１１ 习 ２１ 中山镇１２，陈炉镇４，金锁镇５。
进士 １，举人 ２，贡生
２１，掾吏４，武弁２，贤
能５，孝友２，义行１。

按：习姓亦为本县四大姓之一，明景泰间贡生习庆，子良佐，孙中及锐皆见科第

表。清康熙时习全史登进士，详 《人物志》。至乾嘉间尚盛，今子孙凋零，惟存

数户。

１１

常 １３６
中山镇９，文明乡１０，黄堡镇４，
陈炉镇 １５。红土镇 ７４，金锁
镇２４。

阎 ４８１
中山镇 ３５２，文明乡 ５，石柱镇
５１，黄堡镇４５，陈炉镇４，金锁
镇２４。

贡生２

４０４

同官县志 （民国）



１１

黄 １４４ 中山镇 ９，文明乡 ６４，石柱镇
２８，黄堡镇４３。 中学毕业１

许 ７８ 石柱镇 １５，黄堡镇 １４，陈炉镇
１０，红土镇３６，金锁镇３。 贡生５

寻 ８３ 文明乡５，陈炉镇７８。 高中毕业１
康 ６６ 红土镇６６
曹 ４０ 中山镇２６，石柱镇９，红土镇５。
毕 ２２ 红土镇２２ 贡生２
鄂 １０ 中山镇１０ 中学毕业１
鱼 ５ 红土镇５
娄 ４ 红土镇４

１２ 冯 ５４９
中山镇１２２，文明乡１８０，石柱镇
５１，黄堡镇４０，陈炉镇１０，红土
镇８５，金锁镇６１。

荐辟１，进士２，举人１，
贡生 ２３，掾吏 １，贤能
１，学艺 １，孝友 １，中
学毕业５。

按：冯姓旧族，亦望族也。散住约百余户，其嫡系则居城西济阳寨。据其族谱叙：

乃北宋执政冯京之后；南渡后，以武职隔绝于关西。在同官之始祖名子兴者，避

元之乱，携家隐居县东之南神沟，耻就胡职，耕耨自给。历三世，至明初有冯贵

应人才辟，其子宁登成化进士，传四世而有冯珍为崇祯时山海关兵备道，祀乡贤。

皆见 《人物志》。

１２

彭 ２１７ 中山镇 ３，文明乡 ２０１，石柱镇
４，红土镇９。

温 ５１２
中山镇１３０，文明乡１５．石柱镇
４，黄堡镇５，陈炉镇３０４，红土
镇５４。

举人 １，贡生 １５，掾吏
１，武弁２。

按：温姓旧族，初住治城南街，始祖举，明弘治时贡生；其曾孙如云官归德经历，

如云子所知官宁武都司，所受官湖广千卫千山总。传三世，至清康熙时。有举人

温毓芳。详 《教育志》。后式微。散居各镇业农，今在王益村、武家河、上店、

石窑、半截沟者，约１１０余户。

１２

傅 ９２９
中山镇 ４４，文明乡 ９５，石柱镇
１９１，黄堡镇５４，陈炉镇５１０，红
土镇１６，金锁镇１９。

惠 １０２ 中山镇 ５ｌ，文明乡 １５，陈炉镇
２６，红土镇４１，金锁镇９。

程 ４７ 中山镇 ５，石柱镇 １０，黄堡镇
１５，红土镇９，金锁镇８。

乔 ２６２ 中山镇８４，陈炉镇１５０，红土镇
１４，金锁镇１４。 贡生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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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贺 ３１７ 中山镇 ４０，黄堡镇 ５，陈炉镇
２５８，红土镇１０，金锁镇４。 举人１

景 １０８ 中山镇５，石柱镇４，陈炉镇８９，
红土镇１０。 掾吏１

童 １０８ 中山镇 １４，石柱镇 ８９，黄堡
镇５。

喻 ３７ 中山镇３３，黄堡镇４。

越 ３２８ 石柱镇 ５，黄堡镇 ９，陈炉镇
２０３，红土镇６４，金锁镇２０。

焦 ４８ 黄堡镇５，陈炉镇５，红土镇３８。
邹 ２９ 文明乡１０，红土镇１９。
单 ５ 陈炉镇５
费 ５ 陈炉镇５
云 ５ 红土镇５
汤 ４ 红土镇４
宁 ４ 红土镇４

１３ 杨 ２７４６
中山镇５１１，文明乡３０１，石柱镇
４９１，黄堡镇 ３５０，陈炉镇 ２３８，
红土镇５２０，金锁镇３３５。

贡生 １１，学艺 １，武举
２，武弁 １，掾吏 １，武
功 ２，义行 １，孝友 ２，
忠勇２，中学毕业９。

按：杨姓人多，居第３位，其分宗不详。惟东街杨姓，山西洪洞县杨家崖塔儿下
人，元末避红巾之乱迁来，初居杨家沟，耕读为业，支族繁衍，惜族谱失传。至

清康熙时，有凤歧，生五子。长子仲，居北乡之姬家塔，第五子荣，居治城东街。

六传而至生芄，乾隆间顾森
1

，家始昌。子坊例贡；坊子舒泰、治泰，皆贡生；

分详 《人物志》及 《教育志》。

１３

贾 ２５２
中山镇 ９５，文明乡 ２４，石柱镇
３，陈炉镇１１，红土镇１０９，金锁
镇１０。

董 １００７
中山镇 １７，文明乡 ８８，石柱镇
１１，黄堡镇８６１，陈炉镇４，红土
镇５，金锁镇２１。

义行１，中学毕业３。按
据族谱，元末迁自山西

榆次。

雷 ２６６
中山镇 ２５，文明乡 １４，石柱镇
１０８，黄堡镇 ３５，陈炉镇 １０，红
土镇４３，金锁镇３１。

贡生６，掾吏１，中央军
校毕业１，中学毕业２。

路 ２３４ 中山镇 ３，文明乡 １５，陈炉镇
１６，红土镇１８０，金锁镇２０。 贡生２

靳 ５１３ 中山镇 １０１，文明乡 ４，陈炉镇
３５７，红土镇２１。

举人１，贡生１，中央军
校毕业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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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解 ５２ 石柱镇１５，陈炉镇３７。

万 ３９ 中山镇５，陈炉镇４，红土镇２０，
金锁镇１０。

詹 ２０ 红土镇２０
叶 １４ 中山镇９，陈炉镇５。
廉 ４ 陈炉镇４
普 ４ 红土镇４

赵 １５３８
中山镇２１０，文明乡２４１，石柱镇
１５，黄堡镇４０４，陈炉镇２４４，红
土镇２４２，金锁镇１８３。

进士 ２，举人 １，贡生
１３，武功１，孝友１，中
央军校毕业１，中学５。

按：赵姓亦多，邑有诸宗 （一）陈炉镇赵姓，据 《炉山风土志载》：明中叶由山

西洪洞迁来，世以陶农为业。至清雍正时，有赵屏晋进士，子康贡生，从堂孙承

翰复登光绪进士，均详 《教育志》及 《艺文志》。今有３０余户。（二）治城南街
赵姓，明初由山西迁来，初营商，继复业农，为治城富庶之家。至清光绪时，有

赵维垣者，以生员办理庚子赈济劳绩。例受四川候补知县。今有３０余户。（三）
立地镇赵姓，据 《立地镇志》载，明初由山西迁来，初住镇东橡树梁，后移陶于

立地坡，至清康熙时，赵肃兖岁贡；其曾孙曰从，嘉庆举人，均详 《教育志》，

今有４０余户。其他如李家沟赵姓，土桥子赵姓，陈家河赵姓，均明时旧族。

１３

翟 ７６ 中山镇 ４４，文明乡 １４，红土镇
４，金锁镇１４。

贡生１，举人１，中学毕
业 ４。按：族谱记为明
初迁自山西，住济阳寨。

雒 １９７ 中山镇 ６０，黄堡镇 ４，陈炉镇
１０３，红土镇３０。 贡生１。

郑 １８５
中山镇 ４９，文明乡 １４，石柱镇
１５，黄堡镇１６，红土镇５，陈炉
镇４０，金锁镇４０。

高中毕业１。

齐 ３４ 中山镇１５，文明乡５，金锁镇１４。

邓 ８１ 中山镇５，文明乡２１，石柱镇５，
陈炉镇１９，红土镇３１。

廖 ９ 红土镇９。
荣 ９ 金锁镇９。
赫 ４ 金锁镇４。
管 ５ 金锁镇５。
闻 ５ 中山镇５。
畅 ４ 红土镇４。
熊 ４ 红土镇４。

１５ 刘 ２１８４
中山镇４０２，文明乡５２５，石柱镇
９２，黄堡镇１９５，陈炉镇２３８，红
土镇３６６，金锁镇３３０。

举人 ４，贡生 １４，掾吏
８，武弁１，中学毕业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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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刘姓人多，居第五位，亦旧族，聚居于县西苏家庄，其族谱始于明洪武初之

刘斌，为常遇春部兵，后以军功封百户爵。子孙多贡士，《人物志》中刘敏、刘

邦聘、刘复性、刘弈庚等，皆其后也。至清乾嘉间仍盛，为同官五大姓之一。同

光以来渐式微，今散居约２００户。

１５

潘 ６６ 文明乡４１，陈炉镇２５。 贡生１

樊 ５８ 文明乡 ５，石柱镇 １６，黄堡镇
１５，金锁镇１７。

诸 ２０ 中山镇２０。
蔡 ７５ 中山镇７０，红土镇５。
谈 ３０ 红土镇３０。
慕 ７ 红土镇７。

１６

穆 ２１７ 中山 镇 １９，黄 堡 镇 ９，陈 炉
镇１８９。

贡生２，武举２，中学毕
业１。

龙 １０９ 文明乡１０４，金锁镇５０
蒋 ６４ 红土镇６４。
钱 １４ 石柱镇１４。
静 １０ 陈炉镇１０。
骆 ５ 红土镇５。
卢 ４ 中山镇４。
鲍 ３ 红土镇３。

１７

肖 ５４９
中山镇 ６５，文明乡 １２，石柱镇
６，黄堡镇１１，红土镇３８５，金锁
镇７０。

贡生２

薛 １９０ 中山镇 １０，文明乡 １５，陈炉镇
１１３，红土镇４１，金锁镇１１。

谢 ３５ 文明乡５，黄堡４，红土镇２６。 贡生１。
燕 ４１ 陈炉镇４１。
戴 ３２ 中山镇１８，红土镇１０，金锁镇４。

１８

韩 ３４５
中山镇４５，文明乡１９０，石柱镇
１０，黄堡镇７０，陈炉镇１０，红土
镇２５，金锁镇４。

庞 １５５ 中山镇 ５，红土镇 １４０，金锁
镇１０。

颜 ２８１ 陈炉镇２８１。
聂 １４９ 文明乡１０，金锁镇５。

魏 １７０
中山镇 ２０，文明乡 ３６，黄堡镇
４，陈炉镇１０，红土镇７６，金锁
镇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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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关 ９６ 陈炉镇９６。
简 ３０ 金锁镇３０。
丰 ５ 陈炉镇５。

１９
罗 ２６８ 中山镇５５，陈炉镇１４９，红土镇

６０，金锁镇４。 贡生１，掾吏１。

谭 ４ 金锁镇４。
蓝 ４ 金锁镇４。

２０
苏 １３３ 石柱镇 １０，文明乡 ８４，石柱镇

２５，黄堡镇９，陈炉镇５０

严 ５８ 黄堡 镇 １５，陈 炉 镇 ９，红 土
镇３４。

２１
铁 １０２ 黄堡镇 １３，红土镇 ８５，金锁

镇４。
顾 ５ 石柱镇５。

２２
权 ９９ 中山镇３，黄堡镇５，红土镇９１。
龚 ４ 金锁镇４。

按：本县民情素乏团结性，兄弟叔伯析居后多不相闻问，故于氏族

谱系，纂叙者少。上表中所附按语，除冯杨二姓据其族谱外，余则族谱

遗失，或并无片纸只字，其来源世系，多得之于各族耆老传说耳。语简

者则并入附注中，不别为按语矣。

清乾隆间崔乃镛 《炉山风土志》载：“邑仅六里，炉山为永受里十甲人所居。”

其他如同川、东阳、安阳、忠孝四里，稍稍二三姓附之，惟无修文里人耳 （今亦有

之）。诸姓皆传先世为山西洪洞人所迁徙，其土著人戴、翟、陶等姓俱无其一，张

姓式微。凡由洪洞来者皆为蕃衍。其大族有王、段、宋、郭、张、高、崔、任、梁、

侯、靳、郑、许、李、赵、田、穆、武、孙、雒、徐、呼、孟等。他如刘、曹、邓、

牛等姓，皆徙自外境及他村镇。今山西人虽多，而附籍而殊鲜。以余所见闻，里老

及前辈师儒，皆能家训子弟为陶农煤炭正业，无敢纵恣之人。今则子弟稍长，以遵

守父兄之教为耻，酗酒游赌，俗日浸坏，法令虽严，具文而已。

（附）封荫谱

明：和义、和德、和兴永乐初以子清，赠三代武略将军 （此据墓碑）、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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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副提举。以子宁赠刑部主事、刘录以子邦聘赠沈府左长史、寇遵孟以子慎应

封，不受，详 《人物志》、寇沂以子遵典赠户部员外，贵州清吏司主事、冯光耀

廪生，以子珍赠永平府清军海防同知、党九鸾武生。以孙从戎贵赠怀远将军、党

世魁以子从戎贵赠怀远将军。

清：习完真生员。以子全史累赠杭州府同知、寇瑞征以子锡祉赠四会知县、

金榜以孙鼎赠怀远将军、金大印以子鼎赠怀远将军、金斗环即大印。以孙作砺累

赠怀远将军、金鼎以子作砺赠怀远将军、崔重辉举人。以子峤、孙乃镛累赠东川

府知府、崔
(

岁贡。以子乃镛累赠东川府知府、赵效政以孙屏晋累赠永平府知

府、赵司鼎以子屏晋累赠永平府知府、赵肃冕以子滢赠西宁教渝、冯绰以子懋

焘赠皋兰训导、寇格心生员。以叔徽音荫累官横州知府。

旧志按语云：“前志谓有明封君皆忠厚长者，故令子濯濯，克大家声，斯言谅

哉！自古厚薄之源，祸福之本也。夫阴谋者后废，阴德者后昌，观史之所以论陈邴

者，不较然耶？乖裕者可以见矣。”以上据旧志，以下据采访册。赵承翰以叔循祖

荫恩骑尉、佘彬以叔仍吉荫云骑尉、佘鼎彝以叔祖仍吉荫云骑尉、马成家以祖

鸣群荫云骑尉、孙思贵以父扬祖荫云南道、孙绍文以祖扬祖荫督阃府、孙绍先

以祖迈祖荫四川候铨知府。

按：古者封荫之制，所以酬有功而励英才，固有裨益于社会人心，实封建制度

之饩羊耳。方今强敌凭陵，抗战方殷，为父兄者，应劝勉子弟身赴戎机，克敌制胜，

保卫国家，造福社会，食报正且无穷！岂封荫虚荣所能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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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六
风俗志

绪言

一、日常生活及民情概述

１．饮食　　　２．衣饰　　　３．住宅及用具

４．家庭组织及社会活动

二、岁时祝祭

三、礼节

１．婚嫁　　　２．丧葬　　　３．寿诞及其他祝贺

四、术数迷信 （附录）



绪言

同邑民多质直，少机智，颇有古风。惟地当延榆北道之冲，五方杂

处，土著七而客籍三，金锁镇及西区石柱镇之西，皆侨居之民也，以故

风俗不能齐一。此篇所记，但就现况类次其略，而旧志所载百余年前之

风习，去其重复，分附于后，以较同异而识变迁。夫后之视今，亦犹今

之视昔；教育推展，交通畅达，市习已渐更矣，乡俗行且化之，继今百

年之后，视今之所谓时髦者，又将曰古风焉。然则移风易俗，亦视其时

代之标准如何，以同官论，其生活之朴质与礼仪俗情之笃厚者，宜任其

存留，而迷信固陋之同于他方而忤于时代者，教化之力必将有以革之，

此不待蓍蔡而决者矣。

一、日常生活及民情概述

１．饮食　普通以小麦为主品，间以杂粮，以蔬菜为副品。茹荤肉

时，多在逢节过年。惟东北二区，则玉蜀黍、马铃薯为常食，以其地产

麦不丰故也。冬日为早午两餐，余季皆为早午晚三餐。如遇婚、丧、寿

诞等事，早以
)

详 《方言志》为主，午以酒菜为主，贫者设八碗一品

席，富者则为三八席酒菜八碟 （五寸碟荤素各四），行菜八样 （四大四小），座

菜八碗。

２．衣饰　衣服多为自制之粗布，服外来货者多系公务人员及富者耳。

农服旧时左衽制，履皆牛鼻式。公务人员及学生则着制服，履多方口圆口之

类。遇庆贺等事，士人则衣袍褂。

３．住宅及用具　居民多依地势凿土崖成洞，名之曰 “窑”，犹存太古

穴居之风。进深普通在一丈以上，或六七尺，宽窄高低称之。门设于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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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面墙。采光通气，有天窗及窗。虽鲜观瞻之美而冬暖夏凉，尚为舒适。瓦

房，城镇及乡村之富者建筑之。墙用土坯，亦有用陶砖者，惟陈炉镇则

用瓷砖，以其地产不假外求故也。顶覆以瓦，若草房皆客籍为之。普通

家具为箱柜、桌、椅之类，农事用具为犁、耧、耱、耙、锨、镢、栲栳、

杈、扫帚、绳、水桶、扁担、土车、铡刀、草笼等，炊具为盆、瓮、锅、

鏊、碗、碟、箩、簸箕、筛子、、碾等。燃料普通为煤炭，北乡东乡

及西乡之一部则用柴薪。外如行路工具等见志。以上衣食住及交通工具，其

名类及质用皆详 《方言志》。

４．家庭组织及社会活动　家族喜聚居。有五世同居，九并同堂者，当时

传为美谈，蔚成风气，遂形成大家庭制。近因生活关系，析居者渐多矣。纳妾者

大都因发妻不育之故，童养媳则因母家贫难自给也。承嗣过继，须同族

长戚邻书立嗣单后，离生父而由嗣父负养育责任，收义子与继嗣同。析

产，但须立析产书，各执一份，另立门户。社会活动，则换谱之事间有，

结社之事无闻。至盖房掘井之帮忙，冠婚丧葬之互助，其风尚休穆也。

消闲娱乐，则因多数业农，终岁碌碌，加之征发频仍，从不知娱乐为何

事，城市亦无娱乐场所之设备也。

按：清乾隆旧志引明季前志： “同民专务稼穑，不事纺织，不习商

贾，民少生业，故贫。然亦能蓄积节用，不事华靡，礼义多疏略，但俗

信巫觋，重淫祀。西北惟力田?薪，东南多窑冶以为生谋”。

旧志卷四 《风土》又申之云：“邑当延榆北道之冲，五方杂处，侨居

之人与土著之人各居其半，而北乡一带尤十居其七，室家如寄，迁徙无

常。其有恒产者，亦大半穷苦。杂错而居，争竞易起，颇为地方之累。

然其民率多朴陋，惯习劳
*

，鲜刁健生事之徒，故能习而安焉。本地之

民，大都安于疲痿，而醇朴之风此其近古者。屋宇质陋，绅富间置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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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间多土穴居，名曰土窑。宾筵所供，珍错鲜御。衣多布素，器惟瓦瓷。

惟风气刚悍，一言不合，即有短见以轻生者，妇人尤甚。又云：“妇女纺绩

虽疏，而女红亦不废。不事膏沐，亦操井臼。贫家妇兼及耕获之事。诗云：同我妇

子，
2

彼南亩。殆犹古遗风欤”！而嗜酒好闲，呼卢喝雉，习若恒业，尤其骤

难返者。穷苦之深，视财如命，富厚者节啬自守，公私馈送，斗酒只鸡

可以为礼，慷慨尚义者更少。至于创修寺庙，报赛神明，则不吝重费，

亦其沿习久也。考 《陇蜀余闻》：“风俗尚白，男妇皆以白布裹头，虽元

旦吉礼亦用之。说者谓：西方，金也，山曰太白，故多尚白，从来远矣。

今邑之东南乡多类此，城内或不尽然。”

《史记·货殖传》： “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其人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

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地亦穷险。”《汉书·地理志》：

“汉都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

侠通奸；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

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隋书·地理志》：“京兆皇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

淆，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

此古今之所同焉。”《宋史·地理志》：“其民慕农桑，好稼穑，大抵夸尚气势，多游

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朱子诗传》：“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

生轻死。”又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王维桢云：“关中故俗，其人质

直尚气，鲜儇黠诡佞之习，乃今渐浇古朴，闾阎构讼，百伪朋兴。” 《广皇舆考》：

“西安府，其俗男耕女桑，先勇力，尚气概”。

以上旧志所引旧藉，广及关中，不限于同邑也，故附存之。又其按语云：下之

习尚，上之政教也。一道同风之世渺已，其后政异而俗亦殊焉，时代递迁，升降亦

屡易矣。由今之世，志古之道，亦为治得失之镜也。化导之权，盖自上操哉！又所

记百余年前之士风云：士习举业，勤训课。然经书而外，绝少见闻。笔墨之余，亦

亲耒耜。故通才颇少。近亦不乏英姿伟特之士，而局于见闻，甘自颓废者，以奖进

无人，讲求无术故也。同之学校，自明季以来，倾圮不举，士不见槐市衣冠者已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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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余年矣。今文教诞敷，近复以诗律取士，酌雅歌风，蒸蒸蔚起矣。而邑之学署

新成，书院继立，士气振励，倍异曩时。其按语云：匹夫修行于乡，而薰德者善良，

万石君、王彦方是已。二人皆以乡里之士，而子孙循其家法，盗贼畏其知名，且较

朝廷之法律更严。吾故于四民而深望于士，俗所由成必有自矣。

二、岁时祝祭月日指旧历

１．新年　正月初一日，黎明即起，于祖先、五祀灶神、门神、土地、财

神、火神及各神前，焚香点烛，化黄即烧黄表，放纸炮即爆竹，并以羹、饭

及酒果献。次向父兄贺年，村邻于数日内互相拜贺，早间款以烙面荞面和

汁，烙于鏊，切细，浇肉汤、馄饨，午间款以火锅八碗酒馔旧志：名曰拜神子

（按乃拜神主之音讹）。又以木炭悬之门，曰去瘟疫。元旦至元宵，舂磴不事，交易

不行 （近日有元旦开市者），贫者亦过破五。

２．立春　旧制迎春典礼，入民国即废，故打春之俗亦不复行。旧志：

立春前一日，有司迎勾芒神于东郊。城内及三山居民，争扮杂伎。观春女士以麻豆

撒土牛，谓之散疹。立春日，人争裂土牛皮以涂槽，曰祛蚍蜉，祈牲畜肥裌也。又

以线贯豆挂牛角，用禳儿疹。

３．破五　正月初五日，俗名 “破五”，吃馄饨，曰 “补五穷”。旧志：

“正月五日，剪纸人送掷门外，谓之送穷。饱食谓之填五穷。又正月十日，名老鼠

嫁女，是夜家人灭火早寝，恐惊之也。”按：今俗元宵前，妇女多不事针黹，曰

“不当，”意谓不当工作，有所忌也。

４．元宵　正月十五日晚，名元宵，亦名上元节。先一日晚，以酒果

祭献各神，仪同元旦。是日早晚皆点烛焚香，放纸炮。屋内各处晚皆点

灯，旁置饼，名 “伴灯馍”。小儿外家所送灯笼，亦尽数点完，各伴以头儿饼

（俗名嘴巴子，小麦面制，长圆有尾，前粘两黑豆，包馅蒸食），新嫁娘母家送大纱

灯或玻璃者，尚间有之。俗谓 “明十五”。又谚云：“十五灯，不要空”。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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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元节，比户街衢，张灯设宴，放烟火，打秋千为戏。居民各立社会，宰猪羊，

设香烛，张鼓乐，或庙或家以娱神。是夜用熟面汤杂果菜，曰元宵茶。又用面为不

托 （即饽
3

，俗名面窝窝），名灯盏，注油燃灯；至十六日早，作羹食之，示收灯

也 （今间有之，则因灯盏不够，故以面窝窝代之耳）。十六日夜，妇女结队出游，

俗谓之走百病。又二十日为天穿，以红缕系饼饵掷之屋上，谓之补天。

５．二月二日　名 “龙抬头”。前夕将?子抬开俗谓?子为青龙。是日炒

豆或炸麻花食之，曰 “咬蝎子尾”。妇女停针一日，恐伤龙目也。旧志：

二月二日，以年初干饼散家众，谓之咬蝎尾。又二月三日早，取元旦所作黄米大磨

（按即馍，假借之字）和烧黑豆啖，谓之咬蝇子。

６．上巳　三月三日为上巳，古人多是日修禊，今人率不复举行旧志：

上巳踏青。

７．清明　多在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寒食”为清明之前一日，即上

年冬至后之一百五日，故亦称 “一百五”：新丧家多于是日备酒馔、冥资

上新坟。清明日，再备至祖先墓拜扫献新。并以五色纸剪长绺悬树上，

随风飘舞。寒食至清明后一日，戏秋千，男女竞赛以为乐，是三日妇女

停针又旧志：三月十八日，士女出城祀后土庙祈嗣。谷雨日 （三月中节）贴压蝎符

于壁。书咒其上曰：“谷雨日，谷雨晨，奉请谷雨大将军。茶三盏，酒三巡，逆蝎

千里化为尘。”按祈祠今改四月八，见后。谷雨偶书单贴屋壁，名谷雨单，词云：

“谷雨三月中，蝎子到门庭；手执七星剑，先斩蝎子虫。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

令”。

８．四月八日　娘娘庙会，妇女入庙烧香祈子又旧志：四月一日男女带皂

荚叶，曰已头痛。又以此日占秋粜贵贱，风从西南来者必贱，逆此者贵。四月八日，

民间各带皂角枝。是月麦熟，女为新麦食，送母家，谚曰：“麦上场，女看娘”。

９．端午　名 “天中节”，为吊楚屈原弃粽之日粽又名角黍。外家或岳

家，送外甥或新女婿及女以裹肚、香囊、副以角黍、麻花及果品姑姨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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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早门悬艾叶，饮雄黄酒，食角黍。小儿系以五色彩缕，谓可续命；

手足心涂以雄黄酒，谓可避蝎螫虫咬。旧志：端午悬艾虎，戴艾叶，饮雄黄菖

蒲酒以御瘟疫。小儿女所系彩缕，名日续命缕。又用蒲艾纸牛贴门，名曰镇病。

１０．六月六　民间各晒衣服，谓可避虫蛀。旧志：六月六日为迎女节，新

嫁女母家授以单衣，谓之避凉。五更时取水作曲，曰压曲。又于是日作酱，曰不生

虫。晒书籍衣服，曰虫不啮。藏水待用，曰久不坏。

１１．巧节　七月七日为巧节。相传此夕牛郎过天河与织女相会，鹊填桥焉。

妇女至夕，具偶像，名巧姑娘，设瓜果，焚香奠酒，又以面蒸成剪刀、

尺及各花样供献。预泡豆芽长尺许，亦陈偶像前，旁置清水一碗，妇女

孩童竞将豆芽掐置水中，视影之妍媸，以断人之巧拙，曰 “掐巧”。旧

志：七月七日，民间具果鸡蒸食相馈。幼女设果酒豆芽，祀告织女神，以豆芽漂水

碗中，视影以觇巧拙，又以此夕穿七孔花针，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

宜子之祥。又中元日 （七月十五日），农家早向陇头择禾之长茂者，悬五色纸旗，

名曰田幡。

１２．中秋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祀先祭神亦如元旦，惟所献以月饼及

时果为主。晚间陈瓜饼供月，邀友赏月聚饮。又为此日有雨来年元宵必

雪故谚云：“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年元宵雪打灯 （一作灯晃雪）。”又旧志：七八月

秋霖亦吉，忌不周风，此风至，天气必肃，农家忌之。

１３．重阳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 “九属阳”故云。是日士绅招朋登高，饮

菊花酒，农民则否。又谓此日有雨，冬必多雪，谚云 “重阳不下看十三，

十三不下一冬干”。旧志：九月九日作枣糕，饮茱萸酒。家具食馔牲酒，亲戚相

馈送，儿童于此日登高以为戏。又此日雨则冬必雪，来年豆麦成，又霜降忌早。

１４．冬祭　十月一日，鸡鸣时，制纸衣焚于堂前或门外，并烧纸奠酒

旧志云：十月朔日上坟，制纸衣焚墓上，俗名送寒衣。又以此日占春粜贵贱，风从

东来者春贱，逆此者贵。又秋成报答土功，祭献山神。城村居民多唱影戏，以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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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经月不绝。

１５．冬至　黄昏时，焚楮奠酒，谚云：“冬至黄昏年半夜”旧志云：拜

仪如元旦。又初九雪，九九皆有雪，宜大冻，二麦敛藏必固。

１６．五豆　十二月四日晚，煮杂豆为糜，五日黎明即起祀先，邻居互

相馈送，谓之 “吃五豆”。俗为若待天亮速子即瓦雀方言鸣，来年糜谷必

被速子所食旧志云：食之已五毒。

１７．腊八　鸡鸣即起，煮大小米为粥。以猪肉、豆腐、粉条等及杂菜

烩粥内，名 “腊八粥”其祀先，馈送，俗忌皆与五豆同旧志：并饭穷人。

１８．祀灶　俗谓腊月二十三日为灶君上天奏事之期，烙饼盈盘名 “灶

火
+

”，晚贴灶君印像供之，全家焚香跪拜，并以饧糖涂印像口，谓恐以

恶事奏上帝也。小儿难成长者，用线编长成二三尺之绠，折回中挽一结，

下坠铜钱数枚，红白色不等，于燃烧表上燎之，曰 “燎锁”。谓小儿戴此

即可长生，燎锁时，许以猪或羊或鸡或清油细盘，俟寄锁者成年时供献，

曰 “赎身”又旧志：二十四夜，设糟馔果酒祀灶，扫舍。

１９．除日　全舍扫除刷新。下午神前及各门换贴春联，薄暮，祀先及

祭神如仪。晚，合家团坐聚饮，守岁，给儿童压岁钱俗名拽魂钱。夜，于

祖先神主前焚化冥资，然后就寝旧志：除夕换春灯，竖桃符，设岁宴，聚饮守

岁。优人扮钟馗，遍诣人家，鸣锣击鼓，曰驱鬼。旧志按语云：古者三百六旬之期，

二十四番之信，令节芳辰、美景胜事，其始一二人倡之，后乃成为俗□焉。浸传而

失真，适足为俗病也。然记有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此孔子 “猎

较”意哉！为治者与物同春，则四序可知矣。

商店年节惟祭财神，余不及也。元旦晚，将字号名片与素有往来者

由门隙投入，次早店伙拾得，即知某家拜年，须答礼。破五前铺门紧闭；

破五后，即可开门营业。请春酌约在元宵节前收账需过腊月二十三，端午中

秋两节例不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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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仪

１．婚嫁

（甲）订婚　只凭媒灼之言。由男家备酒馔邀关说人宴饮，曰 “央

媒”。复择日备酒肉，媒人持赴女家，曰 “上门”。女家若允亲，将所携

酒饼留女家，即为允亲之证。不允则否。男家再择吉日，着媒通知女家，

至期备酒肉礼物 “四色六色八色十二色不等”，男家长辈同媒人往女家，

女家妆女出拜，午间款以酒菜面条，曰 “带汤”若用酒席盛馔，曰 “大带

汤”，即 “许字”也不用庚允帖。卜吉时，男家诣星家合婚人告以男女年庚

星家合算，以命相与日不犯刑、冲、破、害、天罡、河魁诸煞，取天月二德，或天

德合月德合为吉，择妥结婚吉日，商诸女家订婚与结婚相隔日期，视男女之年

龄而异，最短者数月，最长者十数年。结婚年龄，普通均在十七八岁左右，贫家男

子有在二十以上至三十者，女子则从未有过二十岁者。纳采时，由男家择吉下

帖，及期，备酒筵请媒人及女家族戚饮宴，置聘金及布匹等于案上，曰

“送礼”。新郎衣冠出拜媒人及女嫁族戚，曰 “谢媒”及 “拜丈人”。是

时由媒人及女家将所陈聘金退出若干，曰 “回礼”。次日，男家偕媒将前

置各物送往女家。女家设筵答之，曰 “接礼”。嫁女前数日，女之族属亲

属赠以衣料或钱币，曰 “送添箱”。结婚前一日，男家持成衣一套送往女

家，并问来客多寡及妆奁件数，曰 “谱客”。

（乙）结婚　结婚前夕，男家邀邻友饮宴多系晚辈。按女家之妆奁多

少，分派人数，并请一年长者须有原配者，谓之 “全命”，为领袖，名

“迎客”。婚日，迎客偕乐司等往女家迎亲，领导致贺毕，女家款以酒食，

即由迎客分派抬轿搬嫁妆事务。女家所备妆奁箱柜椅等物，由男家指派之人扛

抬先行，曰 “搬嫁妆”。新妇着男家所带红衣，头戴凤冠，覆以红巾，静候

９１４

同官县志卷二十六　风俗志



上轿。先由送女族属一人，持火炬烘轿内并绕轿三匝，曰 “燎轿”，然后

抱新妇入轿，鸣爆起行。一人在前压黄表绺，曰：“压钱马”；二人在轿

左右扶持，曰 “帮轿”；其余男女乘牲口前后相随，曰 “送女”。男家大

门两旁竖草捆，用红衣覆之；如门外有碾俗谓为碾白虎也，亦用红被覆之。

婿则簪花披红恭候。轿至，着二少妇平辈者以茶壶嘴插花及红纸喜封付

新妇，曰 “接轿”。接轿毕，男家着一人燎轿周围左右各转三匝，并鸣爆，

女家着二少妇女家如无相当人，男家亦可选用，但须嫂辈者为宜。扶新妇出轿

入门，扶新妇者曰 “扶女”。又一人向新妇撒以谷草节、黄表纸谓如有祟

拦路，贪拾钱不顾也。于是夫妇并立，跪拜天地、五祀、月老，曰 “拜天

地”，礼为四兴四拜。毕，入洞房。男先入，踏床 （炕）四角，出，人扶新妇

入，男并行，曰 “挤门”。入洞房坐帐，新郎持红筷子须用搬嫁妆人由女家持

回者。挑去新人面巾，曰 “揭盖头”。午间家长先向门外奠酒三杯，曰

“告奠”即告天地之义。请老小外家披红插花，新郎拜，然后谢媒及亲友

并女戚，乃其由姊丈前导新夫妇新妇伴以两扶女，周转筵前，曰 “转圆”。

晚间交盏换杯，换吃面条，曰 “换碗面”即古合卺礼也，于是由其姊丈及

亲邻弟辈 “闹房”如说笑话及 “捞鱼”、“折花”等戏，至午夜始散。翌晨，女

家先送馄饨至婿家，曰 “开门汤”。是日新郎新妇先拜祖先神主，次拜亲

友及翁姑，曰 “指大小”，受拜者各赠以首饰或钱币，曰 “拜礼”。女家

诸眷悉来看女，曰 “看三”；午间由岳家指示新郎向新亲行礼，曰 “认

亲”。凡来宾庆贺者，先向主家祖先焚香叩首，再向主家双揖曰 “恭喜”，主家答

揖曰 “大家都喜”。其贺礼，外家花红鞋袜，姑姨姊鞋袜均附大小饼，朋友则喜幛

或礼币，亦有送对联或印画者。主家喜筵，早间
4

，午间酒席 （从前婚筵开销不

过百数十元，颇称丰备，近则动辄五六千元，最近非数万元不办）。其迷信，忌马

前三煞 （如申年忌鸡、牛、蛇，酉年忌虎、马、狗等相之人，属此年庚者，自知趋

避）孕妇、再娶男、再嫁妇、孀妇不能参加结婚仪式，曰取 “全命”也。

０２４

同官县志 （民国）



（丙）回门　结婚次日午饭后，女家下帖，迎女婿及女往，曰 “回

门”亦曰 “回面”。次日设筵款婿，各邻居备酒肉往贺，曰 “看女婿”。下

午夫妇同归。

（丁）婚后　新妇于归后，除结婚回门计三日外，往婿家只五日，共

计八日，即须归宁，曰 “遨兀幺阳十。”亦住八日。在遨十前之五日内，

新妇黎明即起，涤翁姑溺器，打扫庭院，入厨生火毕，然后洗脸梳妆。

每日应邻居邀宴，拜辞翁姑始出门，下午返家复往堂上拜见，礼所谓

“出告反面”，尚能保存。遨十返家，任普通工作。

纳妾事尚不多见。招赘者无有，如年老无子嗣，即过近房癙辈承祧；

若为女招赘，户族反对，谓之 “异性乱宗”。兼祧偶有之，两房各娶一

妻，将来生子，各开门户。离婚事则因民风淳厚，男虽极贫，女虽极陋，

各安天命，白头相守，不相离弃，俗谓 “一竿到底”。近来教育发达，女

权渐伸，离婚案件，已开端倪。

大族结婚与贫户结婚，礼仪无异，惟筵席较丰，铺张较大。续弦如

娶闺女，仪同新婚；如娶再醮之妇，则较简单，礼金交后，不论昼夜，

即行娶归。再醮妇上马前不复坐喜轿，或乘驴，但不骑骡，谓不生产也，先与

前夫烧纸，然后上马撒钱名分灵钱。哭泣而去。到男家时，再婚男于门首

先与亡妇烧纸，然后拜堂。

按：旧志 《礼仪》云： “婚礼，先凭媒妁。六礼 （问名、纳采、纳征、纳吉、

奠宴、告庙）不能备，士大夫家止以名庚帖相通；庶民多用财物，往往有论财致逾

期者。临娶，具衣冠钗珥布帛，多寡不一。亲迎之礼，贵胄知礼者间一行之。婿家

用二少妇，名娶女客 （按：即 “扶女”）今多不行，惟女家行之。新妇乘轿，婿簪

花披红前导。凡女家之亲属皆送至婿家。入门，拜祖先，合卺；相引新郎夫同过筵

间，谓之转筵。是日即谒祖庙，拜翁姑，亦有于三日行者。次日，妇之姑姐诸母悉

来看女，送馄饨，名曰捻饭。并迎女及婿往，本日即归，俗谓之回面。婚三日，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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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请女家客；新婿新妇先后出拜，两姓亲族各与拜礼，谓之做三日。过是则五日、

十日，妇家请婿，谓之转五住十。此礼俗兼行者也。其贫家不能成礼。幼即童养过

门；男子无力早娶者，更多利此，往往以弱女而字壮夫，失婚姻之正矣 （按：此百

余年前之俗，大同小异）。”

２．丧葬

（甲）初丧　初丧，为死者着寿衣男着衬衣袍褂等至多七件，女则以五件

为度，即 “小殓”也。小殓后，炕下烧纸，移尸灵床，铺以能响动之草，

面覆以纸，曰 “苫脸纸”。灵床停堂中，至第三日下午入殓，棺内下铺黄

土，上复红褥，旁用香末或柏叶纸包垫实，尸上覆红单，又用新棉蘸酒

拭死者面。然后盖棺，即 “大殓”也。

（乙）开吊　入殓之次日，即为丧后第四日，始开吊，所谓 “三日望

生，四日成服开吊”也。丧家用素纸糊门，并剪素纸为长绺，用竿竖立

大门外。男妇俱衣孝服。书讣于门前，曰 “丧牌”，柩前?白帐，帐前设

祭桌，上陈祭品，两旁设男女草装座位名坐草，即寝苫枕块之意，亲友来吊

者，给以白帽布，名 “散孝”甥婿辈间有给孝衣者吊奠仍行跪拜礼，甥婿内亲

必举哀吊礼，甥婿备大饼，冥资，并献牲，外家 （或娘家）则备祭饭十碗。远亲用

小饼，友朋用条帐或钱币。

（丙）出殡　开吊后卜吉出殡卜吉法。用化命 （死者之八字）及长子孙命

相与山家 （即阴宅方向）配合，以不犯刑冲为吉。亦有于首七即出殡者 （不择吉）：

殡之前夕，酒馔祭奠士绅多延宾相六人，以备依 《朱子家礼》，在柩前家祭，并

延大宾二人 “祀土”、“题主”。戚属亦奠酒男由外家开奠，女由娘家开奠，然后

行家祭礼，先期功之亲，各行一奠献礼，次由孝子或承重孙行三献礼有献

帛、爵、馔、读祝、侑食各仪。复由孙奠茶毕，送宾入宾馆，翌晨出殡，行

起柩礼，毕，孝子捧纸盆摔路旁，执绋前行，曰 “扯纤”。乐司少者四五

人，多则八人、十二人、十六人不等前导，亲朋前后送丧。至墓下葬，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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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器，如小桌椅，上列祭器，曰 “墓用”，旁立纸童男女。实土成冢，行

“祀土”、“题主”等礼，孝子抱主归家，行 “安主”礼。

（丁）葬后　葬后首两夕，在往墓所之道旁初近后远焚麦秸，曰 “打

怕怕”。第三日，备馄饨往墓祭献，男女及亲戚均往馄饨须长妇提焚纸时

先将墓整理完密，曰 “全山”。此后三七、五七、尽七、百期、周年、二

周年，均祭献先灵，备馔款客。至三周年，则宰牲铺张，祭墓释服。守

制三年，即期功之丧亦然。

按：旧志云：丧礼：初丧三日大殓，五日成服，即吊奠。亲友给帽布，至亲或

孝衣；有力之家，不别亲疏，悉与孝帛，名曰通孝。棺木甚劣，间有用椁者，士大

夫颇遵家礼，能禁作佛事，题主祀土如仪。然富贵之家，奢张戏乐，杂用俳优 （按

系皮影戏或傀儡戏，今尚有之），亲朋相助，以娱吊客，此则背情逆理之甚，胡可

训也？独其持服甚严，期功之服，白巾素履不去体，三周始除服，女之既嫁者亦然，

礼则过之。于情未为失也。又述祭礼云：祭无专庙，缙绅间有之，余俱设木主一，

祀其先于寝室。四时之祭，独重仲春，男女皆赴茔拜扫，羊豕面食备具，无者斗酒

只鸡，焚香号泣。孟冬设时食，诣墓所以祭，其他如元旦、长至、朔望、忌辰，亦

未尝不祭也。然仪节多略焉。至于乡社赛神，春祈秋报，各醵钱谷，具牲醴，不惜

重费。沿习成风，由来久矣 （参岁时祝祭）。又附按语云：同之于礼。亦俭矣哉！

而丧祭之仪，犹有过文灭性者，人事日趣于靡，顾不信哉？随俗书之，其得失固可

互见也。夫古礼之复杂，今之坊民者，因其俗，副其诚，虽未适中，然亦宁俭毋奢

之意也。

丧俗迷信，如焚冥币，先年概用蒲城兴市镇所造烧纸上打钱痕及金

箔，近不多见。概用火纸、冥币、金箔及大锞、金银山等。又如 “出

殃”，视死者所掐何指，即推定何时出殃如子午卯酉掐中指丑未辰戌手掌舒，

寅申己亥手拳曲。至期全家移避，逾二小时后始归又有六时无殃，如 “建”为

太岁，“破”大耗，“平”为勾陈，“收”作绞，“开”太阴星，“执”小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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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寿诞及其他祝贺

（甲）寿辰　大抵六十岁始祝贺。被贺者衣寿衣寿帽即预制临终时所着

者。此俗或以为奇，但本地结婚者尚借着以为寿征，坐于中庭，午前，贺者向

之跪拜祝寿。

（乙）诞生　催生：至期服以催生药剂如柞木饮，无忧散之类。初生：

无祝贺产妇但端坐倚被褥上，以防血潮，饮清米汤，并服生化汤。三朝：产妇母

家备童衣、裹肚及挂面、酱菜、干饼送之，邻里则捧面条往贺，曰 “下

奶”。满月：宴亲友，即汤饼会，各赠以贺礼。如月内友朋聚饮二三次

者，曰 “吃喜”，送礼颇优。周岁：仪同满月。

（丙）迁居　先祭房，宰雄鸡，以血绕房洒之如剧中 “打台”然。戚

友乡里鸣爆竹，并携樽酒往贺。如新建房屋，于上梁日，书吉联贴之，

“宴工匠，赏以花红。”及落成，复宴泥木匠，谓其多善镇压术。如有开

罪，则置恶物而家多殃。

四、术数迷信

１．占卜　操此术者，多用 “增删卜易”、 “文王八卦”、 “大小六壬

课”，或用 “退步天罡”，断人休咎。但皆乡间士子所习，无藉此营业者，

至如在神庙抽签、挂袍、许愿等，迷信甚深。

２．命相　如合男女婚，忌 “鸡狗不到头”，“白马犯青牛”或 “子午

一冲”、“丑未一冲”与 “子刑卯”、“丑刑未”之类。算八字等，亦皆士

子副业。

３．堪舆　即阴阳二宅之风水、山向，以及动土、建造等事，则有专

业者，俗尚重视，然精者颇少。

４．巫祝与神鬼　邑无巫祝，惟近有所谓 “顶神”者，设立神堂，以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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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为业其法：请神时，先焚黄表，神即下降附于其身，病者跪拜于前，顶神云

系何病，说给药方，服之间有生效者，但其误人亦属不少，政府已严令取缔。

附录

旧志于风土后有 “化导”一目，乃袁令文观之谕世文也。兹亦附录于此，以见

百余年前所谓施政化俗之方。文云：

生聚宜有道也。昔仲尼适卫，首叹其庶。《大学传》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财。”人之所系重矣哉！夫阴阳和而后万物得，夫妇者，人道所从出也。近闻乡

民婚嫁，论财构讼。择婿只图聘礼，故有以少女而嫁老夫。取媳苟得妆奁，何妨以

秀民而取村妇？童养之女，得金五六两，即许过门；再醮之妇，索礼数十金，殊乖

大体。甚至行同贾竖，一女二婚；岁偶凶荒，卖妻鬻子。而同姓联婚，相沿竟不以

为丑。极宜返此恶风，富贵贫贱，各以门户相当；礼可粗成，财不必较。庶男女以

正，婚姻以时；民有室家之聚，自不至轻去其乡。此实生聚之本源也，故首发之。

力作宜勤苦也。同民专务穑事，非不劳且苦矣。然惟恃诸地亩，望之天年，一

遇饥荒，束手无策。即农业一端，山坡荒地，皆异地之人垦种，业主收取租钱，免

赋而已。其他煤炭瓷器，有财力者，取自然之利，偶一为之；而耐苦习劳，奔走负

贩者绝少。此岂非积习之靡使然哉？至女红与农事等，男耕女织，衣食之利出焉。

邑境不产棉花，然邻境皆可收买，纺而织之，女工所出，可供布帛之用。东乡亦有

蚕事，昔年雷令锐志为之，未竟其事而去，此同民之不辰也。夫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欲收其利，先习其功，吾民其勉乎哉！

子弟宜教训也。人生气质不齐，岂能一一望其有成？然不可不使读书。即愚鲁

者，能认识几字，日后为农工商贾，亦不受人欺诳。不特此也，即如乡约、保正、

户首，以下至胥役，皆有当官之责，亦非目不识丁之人可充。今邑中各项人等，能

识字者竟十无一二；其贫不能教者半，父兄之弃其子弟者亦半也。昔王心敬家训有

云：“南人无生子不教读书者，此意甚好。盖人性本善，一经读书，无论气质，好

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识得二三分理义，亦是保身保家之道，我北人见浅，但家贫

便不令子孙读书，甚且阖乡百十家无一蒙师，此风最是可惜。日后子弟但非痴聋?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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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当六七岁时，必须令之从师读书，下些义理种子”。其言最为深痛，余故录之，

以为邑之不教子孙者戒。

士类宜培植也。四民士为首，转移风化亦于士为先。邑之士，其天资质愿，大

有可与为善之机，其识见迂拘，端藉因材而笃之术。近来甘自颓废者，大半以读书

为不足重轻之数，故至此。若概从而阻抑之，则志气愈堕矣。但为士者宜愈知自爱，

保重身名。若或干于外事，作奸犯科，律有明条，法无可贷，身败名裂，更甚平民。

夫人材出于学校，教化本于师儒；同之学署，废不举者百有余年，历司铎者皆僦民

舍居。余下车即戚然伤之，因与绅士谋，不逾年而学署以成，书院继起，士气振厉，

已见其端，而延师讲学，膏火有资，砥励数年，而士风有不丕变者，吾未之闻也。

乡保宜得人也。县令虽亲民之官，然百务兼营，势难周悉，故设立乡保，亦古

者乡三老遒人之意也。去夏到任，问及城村各乡保，俱属轮充当差之人，询以公事，

忙无以应。且远近参差，有无互异。余甚骇之，乃定为制：在城共设乡约二人，保

正八人；四乡各设乡约二人，每五里为一保，每保设保正二人，皆以公明正直、精

健廉干者充之。每朔望集绅士于明伦堂，宣讲圣谕广训，乡保人等，两班侍立敬听。

至律令甚烦，小民难悉，择其有关风化性命者，如不孝不悌，以及赌博斗殴命盗等

情，刻立科条，明白晓谕，使人知畏法远罪。其在四乡者，岁以四仲之月各一至。

其行礼一一如前仪。保正所领各堡共若干村，每村设地方一人；十家为一牌，有牌

头一人；先取具十家连环保结，如一家为匪，十家甘罪；则十家之人如一家，凡所

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皆于是乎在。故乡保得其人，而保甲可行

矣。推之一堡以至一乡，由一乡以及四境，又何难风移而俗易也哉？

善良宜崇奖也。人情有所慕而为善，有所畏而不敢为恶，其有所畏者，法制禁

令，在有司廉明，自能发奸摘伏，除暴戢邪，非可以语言罄也。而奖赏之方不立，

则民无所激劝，无所慕效。今衙门之内，书役固为官办事者也；外而户首为经理钱

粮之人，社正副为经管社仓之人，乡约保正为查察地方之人，其有能实心办事，钱

谷早完，盗贼不起，于四季之月，量功给赏。至于岁终，酌给匾额，或列诸旌善亭。

须在平时留心察访，果系为人公正，乡里推服，则赏不滥而人知劝矣。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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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愚宜劝导也。邑鲜刁奸好事之民，然游闲赌博者不少；人秉刚强不驯之性，

故争斗轻生者更多。此皆不顾身家，罔知利害；习染已非一日，变化非可刻期。其

或有以至亲切戚，因一言不合，即至鸣官；甚至兄弟伤残，父子讦讼，此尤为逆情

背理之甚者。凡此等类，非系争财，即系斗气。审断之下，须当忍耐小心，推心置

腹，晓以大义，动以至情；毋遽加鞭扑，以全姻戚之情；宜格外矜全，以深悔艾之

隐。即至差役隶卒，除犯法必究外，其寻常过失，登记卯簿，有功者免之，则刑可

省而人有自新之路矣。

神会宜禁革也。春祈秋报，原所不废。然行乎其所当行，应止乎其所当止。邑

信巫觋，尚淫祀，演戏酬神，不惜重费，此风最盛，尊信之深，牢不可破。夫神聪

明正直，惟德是辅，尔等果能孝亲敬长，勤业务农，足不履城市，身不到法堂，便

是无量之福。虽拈一炷香，烧半幅纸，神必佑之。若不孝不悌，作奸犯科，纵日日

设醮演戏，建庙念经，徒费财无益。况邑之戏会，名为事神，实为开赌，甚且有收

赌钱以还戏债者。丧辱身名，诱坏子弟，殊堪痛恨，深可怜惜。若使各村各堡，以

戏会之钱，为积谷之本；改焚符烧香之会，为买粮救荒之计；从睦姻任恤之中，作

福德果报之基，诚为真正善事。此条先年富平令乔履信行之，余姑节采其说，邑之

人士其尤而效之可也。

又自附按语云：“治以靖盗安良为本，则保甲尚已。编查之法，昔人论之甚详，

然徒视为具文，不过有名无实，又或过于苛细，转致骇俗惊愚。此所以未见保甲之

益，先受保甲之累也。法因地而制宜，事随时而善变。章程具在，可不必详；变通

之宜，难以悉举。余故于 《风土志》中，不言保甲，惟详其村落于乡里，更严其责

成于保地，仿而行之，保甲不外是矣。今就邑之风气所关，酌其利害得失，立为化

导八条，此古人所谓涵育熏陶，诱掖奖劝之意也。其感孚在心性之中，其驱率在科

条之外。若夫形格势禁之事，律例具详，非笔墨所能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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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七
方言谣谚志

绪言

一、方音谱

１．纽韵表：（甲）声母　　　　　 （乙）韵母

（附一）声调谱　　　 （附二）注音举例

２．同音常用字汇

二、方言分类词汇

１．名物　　　　２．动静　　　　３．虚助

三、俗谚类征

四、通俗文艺



绪言

同官地虽褊小，而方言较复杂：东区近蒲富，舌音多入浅喉；南区

混耀而北羼宜君，耀音富唇齿，而宜君则读 “棍”为 “贡”而 “人”为

“绒”者也。今以城郊为准，谱其音读，汇其词类。三区七县，此为最

南，密迩秦川，旧志所谓 “多西北官话，无难解者”是矣。集谚以察俗

尚，陈谣以观民风，虽未备，皆可读云。

一、方音谱

１．纽韵表一名同官注音符号发音表

表例：一、以本地方音需用之注音符号为主。其音为国音所无者，则按照相当

音位，增列方音注音符号于表中，简称 “方符” （方符系三十二年教育部国语会之

修订草案，凡已习国音注音符号者，读之自喻）。二、注音符号亦名国音字母，故

称 “声母”、“韵母”，分为二表 （声母古称 “纽”，即子音，语音学上名辅音；韵

母即古之所谓 “韵”，今母音，语音学上名元音，但国音字母之鼻声韵母不纯为母

音元音）。三、每字母下注 “国际音标”，此为发音之定准，凡习语音学者读之皆能

吻合，本表列此备查，不加说明。四、又其下注一国字，即是本字母之读法。除方

符外，最好照国音读；如照方音读，亦可，但声母下所注字其韵母不合国音，韵母

下所注字则上有声母，本表皆加 （　　）为记。五、韵母中有不用以拼音者，则加

（　　）为记。六、附注一栏，颇关重要：凡发音方法、方国比较、转变来源等，

皆略有说明，本地方音之特征，此栏中已精为提要矣。

（甲）声母三十一个，比国音二十四个，少 “ ”一个，多 “、 、 、 、

、 、 、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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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部

位

塞爆声 塞擦声

不送

气

送

气

不送

气

送

气

鼻

声

摩擦声

不带

音
带音

附注

两唇

ㄅ
［ｂ］
玻

［ｐ］

ㄆ
［ｐ］
玻

［ｐ‘］

ㄇ
［ｍ］
摩

［ｍ］

此行同国音，惟ㄅ母所拼之
字 有 少 数 转 入 ㄆ， 如
步、败。

唇齿

ㄈ
［ｆ］
佛

［ｆ］

国音ㄈ下有 ，但不用，实

则常用不带音之 ，歪、

威、弯、温、汪、翁 皆 是

也；方音同，亦同以代，遂

不列。音位曰 “唇齿”者，

谓下唇与上齿，相触而发

音也。

舌

尖

平

舌

尖

ㄗ
［ｚ］
资

［ｔｓ］

ㄘ
［ｃ］
此

［ｔｓ‘］

ㄙ
［ｓ］
思

［ｓ］

ㄙ’
［ｚ］
儿

［ｚ］

国音ㄓ、彳、ㄕ一部分之字
转入此，如之、乍、柴、诗

（多数为旧属庄、初、床、

山诸纽者）。此行合口呼有

转入ㄐㄑㄒ之撮唇呼者，如
钻、存、孙与捐、群、薰不

分。ㄗ母字亦少数转ㄘ，如
字、造。 为方符，ㄖ母字
转，如肉、仍。

正

尖

舌

ㄉ
［ｄ］
得

［ｔ］

ㄊ
［ｔ］
特

［ｔ’］

ㄋ
［ｎ］
讷

［ｎ］

ㄊ之齐齿呼全转为平舌尖面
音，如提、天与齐、千不

分。ㄋ之齐齿呼全改为 ，

如泥、牛；合口呼多变为ㄌ
之撮唇，如暖、嫩。ㄉ母字
亦少数转ㄊ，如杜、蛋。

舌边

ㄌ
［ｌ］
勒

［ｌ］

与ㄋ分别最清。惟合口呼亦
多变为撮唇，如乳、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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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部

位

塞爆声 塞擦声

不送

气

送

气

不送

气

送

气

鼻

声

摩擦声

不带

音
带音

附注

尖

腭

翘

舌

尖

ㄓ
［ｚｈ］
知

［?］

彳

［ｃｈ］
池

［?‘］

ㄕ
［ｓｈ］
十

［］

ㄖ
［ｒ］
目

［］

合口呼全转为撮唇尖面音，

如猪、川、水、入。生母字

亦少 数 转 彳，如 赵、郑。

（此下各行类推，不论举，

大都去声字，旧音者。）［尖

腭］谓舌尖翘起与上腭相

触，上腭俗名天花板。 （ㄖ
下日字，方音读儿，此依国

音注。）

尖

面

平

舌

尖

面

［ｚ］
绩

［ｓ］

［ｃ］
妻

梯

［ｓ‘］

［ｓ］
西

［ｓ］

此三母为方符，其字有二来

源：一为ㄊ之齐齿呼，如
梯、厅；二为ㄐ、ㄑ、ㄒ齐
齿呼之 “尖音”。如绩、精、

妻、清、西、星 （与 “国

音” 之 基、经、欺、轻、

希、兴有别，而妻、清则与

梯、厅不分）。

撮

唇

尖

面

［ｚｈｕ］
朱

［‘］

［ｃｈｕ］
厨

［‘，］

［ｓｈｕ］
书

［‘］

［ｒｕ］
如

［’］

此四母亦方符。其字皆翘舌

尖音之合口呼所变，如展、

转，上字ㄓ母，下字即此
也。拼音时，其下不必再用

ㄨ。此两行曰 “尖面”者，

谓舌尖与舌面之前部，同时

并用以发音也 （本行乃前行

之圆唇化，与合口呼稍别，

故分之）。

舌

面

ㄐ
［ｊ］
基

［ｔ］

ㄑ
［ｑ］
欺

［ｔ‘］

［ｎｉ］
你

［］

ㄒ
［ｘ］
希

［］

ㄐ、ㄑ、ㄒ 同国音，惟以
“国 音” 字 （即 旧 历 见、

溪、群、晓、匣者）为限，

而 “尖音”字 （即旧历精、

清、徒、心、邪者）则皆另

为平舌尖面音。国音不用，

此以拼了之齐齿呼，又拼一

部 分 “一 ” 母 字， 如

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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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部

位

塞爆声 塞擦声

不送

气

送

气

不送

气

送

气

鼻

声

摩擦声

不带

音
带音

附注

舌根

ㄍ
［ｇ］
格

［ｋ］

ㄎ
［ｋ］
客

［ｋ‘］

［］
（额）

ㄏ
［ｈ］
（黑）

［ｘ］

同国音。惟ㄤ ㄞ国音不用，
此以拼一部分国音无声母之

字，如我、安、欧。

（乙）韵母

十七个 （连计），与国音同，惟ㄢㄅ发音略异。其结合韵母二十二个，比国音

二十一个 （除ㄛ不计），多ㄩㄛ一个。

法

类

韵母 结合韵母 附注

开口ㄙ
呼 （
ㄨㄩ 各

如其韵）

（“ 舌

位” 及

唇鼻）

齐 齿 呼

（“”
起）

合 口 呼

（“ㄨ”
起）

撮 唇 呼

（“ㄩ”
起）

“舌位”分前、中、

后三部位，皆就舌

面而 言，不 涉 舌

尖；又分上升、半

升、半降、下降四

形式，升即关，降

即开。

单

韵

母

开

口

韵

母

ㄚ
［ａ］
阿

［ａ］

舌前下

降，口开

ㄚ
［ｉａ］
鸦

［ｉａ］

ㄨㄚ
［ｕａ］
蚌

［ｕａ］

全同国音

（ㄛ ［ｏ］
哦 ［ｏ］）

舌后半

开，唇圆

ㄨㄛ
［ｕｏ］
窝

［ｕｏ］

ㄩㄛ
［üｏ］
约

［ｙｏ］

ㄜ上皆带ㄨ，故ㄛ
不单拼，但拼音上

一律用ㄜ亦可。国
音ㄜ韵拼ㄎㄏ者多
入此，如科、何。

国音无一ㄜ，只一
背字，方音虽有，

亦徒省。ㄩㄜ国音
无，此以拼ㄩㄝ音
一部分字，如约、

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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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韵

母

口

韵

母

ㄜ ［ｅ］
蠿

［］［］

舌后半

开，唇

不圆或

舌中不

升不降

国音拼ㄍ母者，方
音同，如哥、个；

拼ㄎ少，如可；ㄏ
殆 全 入 ㄨㄜ。拼
ㄉ、ㄗ两组者，皆
转它韵。故此韵用

之甚少；亦如国音

例，兼以表语言中

“舌中不升不降”

之音。

ㄝ ［ｅ］
诶

［］

舌前近

中半降

唇平

ㄝ
［ｉｅ］
叶

［ｉ］

ㄩㄝ
［üｅ］
月

［ｙ］

方音ㄝ比国音舌位
稍移后，似带舌中

之 为尾音。国音

ㄜ韵拼ㄓ组者多入
此， 如 者、 车、

舍、熟。

声

化

韵

母

（

ㄓ

［］知
［］资）

舌尖上

升，唇平

此母国音方音皆不

用以拼音，但表示

皆有此韵耳。此两

行名 “声化”者，

谓作用皆在舌尖，

为 舌 尖 声 母 所

同化。

ㄦ
［ｅｒ］儿
［ｒ］

舌中，卷

尖

国音方音皆独用不

拼声母，亦皆富于

此种卷舌韵尾。日

字俗称此音。

齐

齿

韵

母

 ［ｉ］
衣

［ｉ］

舌前上

升，唇扁

国音ㄟ韵少数字转
入此，如碑、被。

合

口

韵

母

ㄨ ［ｕ］
乌 ［ｕ］

舌后上

升，唇

紧圆

方音比国音唇较

开。国音ㄡ韵少数
字转 达 入 此，如

谋、否。但方音拼

ㄉㄗ两组之字又概
转ㄡ，如笃、土、
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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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韵

母

撮

唇

韵

母

ㄩ ［ü］
迂 ［ｙ］

舌 前 上

升， 唇

紧圆

复

韵

母

齐

齿

韵

母

收

合

口

韵

母

收

ㄞ
［ａｉ］
（哀）

［ａｉ］

前 ㄚ
加

ㄞ
［ ｉａｉ］
崖

［ｉａｉ］

ㄨㄞ
［ｕａｉ］
歪

［ｕａｉ］

ㄩㄞ
［üａｉ］
［ｙａｉ］

ㄞ同国音。ㄞ有
国音ㄝ韵之字，
如皆、街。ㄩㄞ及
后 栏 之 ㄩㄟ、
ㄩㄤ，皆不用于拼
音，乃表示撮唇尖

面四个声母下拼ㄞ
及ㄟ、ㄤ者，实皆
系此结合韵耳。

ㄟ ［ｅｉ］
腪

［ｅｉ］

关ㄝ加


ㄨㄟ
［ｕｉ］威
［ｕｅｉ］

ㄩㄟ
［üｅｉ］
［ｙｅｉ］

ㄟ比国音小，舌位
较前，且较升。国

音ㄜ韵拼ㄉ、ㄍ、
ㄗ三组之旧入声字
皆转入此。ㄩㄟ与
ㄩㄞ 同，不 以 拼
音，说详上栏。

ㄠ ［ａｏ］
（熬）

［ａｏ］

后ㄚ加
ㄨ
（近ㄛ）

一ㄠ
［ｉａｏ］
妖

［ｉａｏ］

ㄠ比国音深，舌位
较后，收音之义亦

较不显而近ㄛ。

ㄡ ［ｏｕ］
（ 欧 ）

［ｏｕ］

ㄛ后加
ㄨ

ㄡ
［ｉｕ］又
［ｉｏｕ］

ㄡ比国音圆，收音
之ㄨ甚不显，故整
个似ㄛ。国音ㄨ韵
拼ㄉㄗ两组之字入
此，又拼ㄓ组一部
分字转ㄗ组后亦入
此， 如 阻、 初、

锄、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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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

声

韵

母

鼻

声

化

ㄢ
［ａｎ］
（安）

［］

前ㄚ稍
关带鼻音

ㄢ
［ｉａｎ］
烟

［ｉ］

ㄨㄢ
［ｕａｎ］
湾

［ｕ］

ㄩㄢ
［üａｎ］
冤

［ｙ］

ㄢ与ㄣ皆不以舌尖
收鼻音，但于ㄚ与
ㄝ同时发鼻音，故
曰鼻声化，与国音

稍异。ㄢ国音较
开 而 方 音 仍 关。

ㄨㄢ拼ㄋ、ㄌ则转
ㄩㄢ，如 暖、乳；
ㄗ组亦然，如攥、
窜、酸与卷、劝、

宣不分。

ㄣ
［ｅｎ］
（恩）

［］

前ㄝ带
鼻音

ㄣ
［ｉｎ］
因

［ｉ］

ㄨㄣ
［ｕｎ］
温

［ｕ］

ㄩㄣ
［üｎ］
云

［ｙ］

参照前注。ㄣ与
ㄩㄣ，国音只于一
与ㄩ后加鼻尾，方
音仍存鼻化之ㄝ
（稍关）。ㄨㄣ亦如
前例转ㄩㄣ如嫩、
轮，又如尊、存、

孙 与 君、群、勋

不分。

鼻

声

随

ㄤ ［ａｎｇ］
（昂）

［ａ］

后ㄚ收
鼻声

一
［ｉａｎｇ］
央

［ｉａ］

ㄨㄤ
［ｕａｎｇ］
汪

［ｕａ］

ㄩㄤ
［üａｎｇ］
［ｙａ］

ㄤ比国音，ㄩㄤ舌
位较后。尢不以拼

音，说详ㄞ栏。

ㄥ ［ｅｎｇ］
□ ［］

中ㄜ收
鼻声

ㄥ
［ｉｎｇ］
英

［ｉ］

ㄨㄥ
［ｏｎｇ］
翁

［ｕ］

ㄩㄥ
［ｉｏｎｇ］
雍

［ｙ］

全同国音，惟ㄨㄥ
比国音唇更紧圆，

ㄩㄥ 确 系 ㄩ 起。

ㄨㄥ拼ㄗ组之字不
转ㄩㄥ；拼 组之

字不可省ㄨ。 （因
ㄨㄥ实已离ㄥ，另
成一韵，国音新韵

十七庚外另为十八

东也。）

（附一）声调谱

说明：表示调值，须用 “五线谱”，以印刷不便，简谱又易滋误会，故只于下表中，

以一般之 “调值圆线记号”说明之，验诸唇吻，不难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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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四声，同国音。 （调

类谓一切字共分为若

干声调，某字应为某

声，各归其类。除入

声为国音所无外，凡

字之分配平上去者，

千余年来，全国大体

一致。）

调

值

国

音
高平 中升 低降升 高降

同

官

方

音

阴平调值与国音正相

反；阳平则全相同；

上声高低有殊；去声

升降异势。习国音之

标准调值者，一比较

即了然。 （调值谓各

调类在口头上之实际

音值，某字虽同属某

声，两地一致，而读

时之高低升降则两地

可以大异，故书本上

之调类为最统一者，

口头上之调值为最纷

岐者，不可不知。）

调号

无号。

必要时，

可作—

（横）

＇（挑） （̌拐） （`捺）

全照国音，加于韵母

之右上角。 （只分调

类，不表调值。）

例字

妈坡翻汤 麻婆凡糖 马叵反倘 骂破饭烫 此行四字，同音异调。

三深中诸 民谋华如 主远语此 义虑调类 此行四字，拆配成句。

变调

如复合词，国音：两上声相连，则上一字变阳平；上声字下连他字，则

成半上 （即低降而不升）。凡双字紧连，下一字多成轻声 （低平）。方

音：双字紧连，上一字阴多变上 （高平易听清故），下一字皆似阴平

（低平同轻声故）。又凡阴平字于语时欲提高者多变上声。不悉述，可

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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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注音举例下注国音，本地读音与国音不同者，则下注方音，同音不

复注。方国对照，以资比较而便矫正。（因印刷上无 “注音国字”字模，故省略四

声之 “调号”。又重见各字皆未重注。）

我 （ｗǒ）　你 （ｎǐ）　他 （ｔā）　都 （ｄōｕ）　是 （ｓｈì）　中 （ｚｈōｎｇ）

（ê） （ｓｉ）

国 （ｇｕó） 人 （ｒéｎ） 实 （ｓｈí） 行 （ｘǐｎｇ） 国 （ｇｕó） 字 （ｚì）

（ｇｕｉ） （ｃｉ）

读 （ｄú） 音 （ｙīｎ） 标 （ｂｉāｏ）准 （ｚｈǔｎ） 化 （ｈｕà） 统 （ｔǒｎｇ）

（ｄｏｕ）

一 （ｙī） 国 （ｇｕó） 语 （ｙǔ） 德 （ｄé） 始 （ｓｈǐ） 克 （ｋè）

（ｄｅｉ） （ｓｉ） （ｋｅｉ）

己 （ｊǐ） 履 （ｌǔ） 礼 （ｌǐ） 知 （ｚｈī） 耻 （ｃｈǐ） 注 （ｚｈù）

（ｌｉ）

音 （ｙｉｎ） 符 （ｆú） 号 （ｈǎｏ） 歌 （ｇē）

２．同音常用字汇即名同官方音字谱

谱例：一、依教育部公布 “国音常用字汇”之体裁，以本地方音之所有之声母

纽韵母韵为纲，顺序排列，诸同音字，再别四声调，藉便检寻。二、凡方音与国音

读法相同之字，概无记号。其拼音即纽韵及调类即四声皆与国音异者，下旁作

“⊙”；音异而调尚同者，作 “。”，音同而仅调异者，作 “·”，皆注明国音读法，

藉资比较而便纠改。三、凡同字而异读者，注明其音义；其较重要者，则分标 （１）

（２）等数码以醒眉目。四、国音及本地四声 （调类），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而无入声，谱中凡旧属入声之字，概聚列某声之下，上加横线，用资识别，藉

便研习旧体诗词者分辨平仄，阴阳为平，上去入皆仄，故凡阴阳平中之入声字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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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① 五、以三千五百常用字之普通意义为范围，凡俗词土语，另见 “方言分类词

汇”，谱中概不阑入。因此谱之目的，一在就单字以辨方国音读之异同，一在藉比

较以利国语教学之矫正也。 （邑中各级学校、于教学国语、国文以及其他科目时，

只须注意此谱中字旁有记号者，皆照字下所注国音改读，即读音统一矣。）

［Ｂ］　　 ［ａ］阴平：巴芭疤吧哑巴，助词·如你来吧叭把 （１）介词，如把

头抬起，国音上声 （以后简称国上）与 （２）同八；上声：把 （２）一把刀，把持

靶；去声：爸霸罢。

［ｏ］阴平：玻菠钵拨薄博国音阳平 （以后简称国阳）驳国阳膊胳膊，国

阳轻声 （以后简称轻）卜国音 （以后简称国）ｂｕ上；上声：跛播国音去声 （以

后简称国去）；去声：簸动词用则上声。

［ａｉ］上声：摆；去声：拜。

［ｅｉ］阴平：北国上百国ｂａｉ上，下同柏柏树特变上迫国 ｐｏ去；阳平：值

国ｂｏ阳；上声：悲国音阴平 （以后简称国阴）；去声：背名动同，国名词阴，

如 “背东西”，同官如 “背地里”，则又音ｐｅｉ去声贝辈。

［ａｏ］阴平：包苞鲍国去刨手挖，国 ｐａｏ阳；上声：宝保饱；去声：报

豹抱暴。

［ａｎ］阴平：般搬班斑颁扳；上声：板版扮打扮、扮演则阴 （混搬字），

国去扁国ｂｉａｎ上；去声：半。

［ｅｎ］阴平：奔；上声：本。

［ａｎｇ］阴平：帮邦膀 （１）肩膀，国上同 （２）；上声：榜膀 （２）手膀绑

梆国阴；去声：蚌谤傍镑磅。

［ｅｎｇ］阴平：崩。

［ｉ］阴平：卑国ｂｅｉ阴，下同碑婢国去，下同臂逼荸荸荠，国阳笔国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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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去，下同壁璧辟毕哔愎；上声：比彼；去声：敝蔽弊毙闭篦备国 ｂｅｉ去，

下同被。

［ｉｅ］阴平：鳖；阳平：别。

［ｉａｏ］阴平：标膘 （隫）肥大也彪；上声：表婊裱。

［ｉａｎ］阴平：边编鞭；上声：匾贬卞 （国去）；去声：遍
,

辨

辩便 （１）便利变。

［ｉｎ］阴平：宾滨；去声：殡鬓。

［ｉｎｇ］阴平：冰兵槟国ｂｉｎ阴，槟榔上声：丙柄饼禀；去声：并饼?病

土音或亦ｐｉｎｇ去。

［ｕ］阴平：不国去；上声：补堡国ｂａｏ上；去声：布怖。

［Ｐ］　　 ［ａ］阴平：帕国去；阳平：趴趴在地下休息，国阴爬爬行杷琶拔

国ｂａ阳；去声：怕耙国阳。

［ｏ］阴平：坡波国正读 ｂｏ阴泼泼水，活泼音 ｂｏ勃国 ｂｏ阳，下同渤；阳

平：婆脖国ｂｏ阳，下同薄 （读音仍ｂｏ阳；上声：颇朴国ｐｕ阳；去声：破。

［ａｉ］阳平：排牌；去声：派败国ｂａｉ去魄国ｐｏ去。

［ｅｉ］阴平：坯杯国ｂｅｉ阴拍国ｐａｉ阴；阳平：培陪赔白国ｂａｉ阳；上声：

呸唾骂声，国阴胚国阴；去声：配佩倍国ｂｅｉ去，下同焙。

［ａｏ］阴平：抛脬眼脬、尿脬剖国 ｐｏｕ上或阴；阳平：袍胞国 ｂａｏ阴跑国

上；去声：炮泡雹国ｂａｏ阳刨刨子，平木器，国 ｂａｏ去爆爆竹，国 ｂａｏ去；但爆

炸、爆发同国音。

［ａｎ］阴平：潘攀盼国去绊国 ｂａｎ去；阳平；盘蟠；去声：判叛伴国

ｂａｎ去，下同拌办瓣。

［ｅｎ］阴平：喷 （１）喷水】；阳平：盆；去声：笨 （国 ｂｅｎ去）喷 【（２）

喷嚏，国ｐｅ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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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阳平：旁螃膀 （３）膀胱 ；去声：胖棒国ｂａｎｇ去。

［ｅｎｇ］阴平：烹。阳平：朋棚硼彭膨蓬篷；上声：捧碰国去。

［ｉ］阴平：批披；阳平：皮疲脾枇琵痞国上，读音同国音鼻国ｂｉ阳；上

声：鄙国ｂｉ上譬国去庇国国 ｂｉ去，下同避劈僻国去，下同辟；去声：屁匹国

上，下同疋布疋。

［ｉｅ］阴平：瞥撇撇捺，国上。

［ｉａｏ］阴平：漂 （１）漂浮飘；阳平：瓢嫖；去声：票漂 （２）漂白、

漂亮。

［ｉａｎ］阴平：偏；阳平：便 （２）便宜，上声篇国阴片国去；去声：骗

辫国ｂｉａｎ去。

［ｉｎ］阳平：贫频；上声：品；去声：牝聘拼 （２）拼音国阴拼拼命，国

阴正读ｐａｎ去。

［ｉｎｇ］阳平：平坪评萍屏瓶凭。

［ｕ］阴平：铺扑；阳平：葡蒲菩圃国上仆；上声：铺埔谱捕国 ｂｕ上，

下同哺扑国阴卜俗称萝卜国ｂｏ阳；去声：铺步国ｂｕ去，下同部簿孵国ｆｕ阴。

［Ｍ］　 ［ａ］阴平：妈抹 （１）抹布，国ｍｏ上同 （２）；阳平：

麻鮉蟆；上声：马蚂码声骂。

［ｏ］末国去，下同沫莫寞漠膜没殁；阳平：麽疑问语助，轻摩磨魔；上

声：抹 （２）抹灰；去声：馍国无，作馍，阳。

［ａｉ］阳平：埋；上声：买；去声：卖迈。

［ｅｉ］阴平：默国ｍｏ去麦ｍａｉ国或去，下同脉；阳平：煤媒梅霉玫枚墨

国ｍｏ去；上声：美每。

［ａｏ］阴平：摸国又音ｍｏ阴；阳平：毛矛矛盾；长矛则音阳茅猫国阴蘑

国ｍｏ阳；上声：卯；去声：冒帽貌贸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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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阳平：瞒馒馒头蒸馍蛮；上声：满；去声：慢漫。

［ｅｎ］阴平：焖煎也国去；阳平：门们；去声：闷。

［ａｎｇ］阳平：忙盲氓芒茫；上声：莽蟒。

［ｅｎｇ］阳平：蒙朦盟萌懵国上；上声：猛蜢；去声：孟梦。

［ｉ］阴平：秘国去，下同密蜜；阳平：迷谜咪国阴，同官形容读去；靡

国上眉国ｍｅｉ阳觅国去；上声：米。

［ｉｅ］阴平：灭国去下同蔑。

［ｉａｏ］阳平：苗描；上声：杪秒渺；去声：妙庙。

［ｉａｎ］阳平：绵棉眠；上声：免勉冕娩；去声：面。

［ｉｎ］阳平：民；上声：敏悯皿闽国阳

［ｉｎｇ］阳平：明鸣名铭；上声：冥国阳；去声：命。

［ｕ］阴平：木国去，下同目牧睦；阳平：模模样，但国音 “模范”音 ｍｏ

阳摹摹仿，国 ｍｏ阳谋国 ｍｏｕ阳；上声：亩母牡牡丹，但 “牝牡”则读阴某国

ｍｏｕ上；去声：暮墓募慕幕。

［Ｆ］　　 ［ａ］阴平：发法国上，下同发；阳平：乏阀罚伐国阴。

［ｏ］阴平：佛缚国去，同官读音上；上声：拂国ｆｕ阳，下同佛。

［ａｎ］阴平：番翻；阳平：凡烦繁矾；上声：反返；去声：饭贩?犯

范泛。

［ｅｎ］阴平：分 （１）分开纷吩 “吩咐”渐变上；阳平：填坟焚；上声：

粉；去声；分 （２）本分份忿奋粪。

［ａｎｇ］阴平：方芳坊；上声：仿纺访彷；去声：放。

［ｅｎｇ］阴平：封丰蜂风疯；阳平：冯逢缝 （１）裁缝峰 （国阴，下

同）锋；上声：讽 （国去）；去声：奉俸凤缝 （２）门缝。

［ｉ］国音ｆｅｉ阴平：非飞；阳平：肥；上声：匪妃国去；去声：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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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废。

［ｕ］阴平：夫麸袱国阳，下同福幅蝠复国去，下同。但同官 “复兴”读阳

覆；阳平：扶芙符孚浮俘伏服服装、服从，但 “衣服”、 “佩服”则读阴讣

国去；上声：府俯腐斧甫辅肤国阴赴国去否国 ｆｏｕ上腹国去；去声：付附咐

嘱咐，“吩咐”读阴父妇负副富赋敷国阴，同官读音又阳。

［Ｄ］　　 ［ａ］阴平：搭答国阳；阳平：达；上声：打；去声：大。

［ａｉ］阴平：呆；上声：歹逮逮住，但 “逮捕”读去；去声：代袋贷待

怠带戴。

［ｅｉ］阴平：得国ｄｅ阳，下同；亦ｄｅｉ上，应当意，同官无德。

［ａｏ］阴平：刀刀子，近上；上声：倒 （１）倒下岛捣祷导蹈国去，下同

悼；去声：到倒 （２）倒出道盗。

［ｏｕ］国音ｄｕ并入阴平：都皆也。“都市”国ｄｕ阴，同官不分兜督国ｄｕ阴

笃国上；阳平：独国 ｄｕ阳，下同读；上声：斗抖抖陡赌国 ｄｕ上，下同堵肚

（１）指胃如猪肚；去声：豆痘逗斗度 （１）度日，度量。国ｄｕ去，下同渡镀。

［ａｎ］阴平：丹单担 （担）（１）动词，担任；上声：胆诞 （国去）；去

声：旦但担 （１）名词担子。

［ａｎｇ］阴平：当 （１）应当档；上声：党；去声：荡当 （１）典当，上

当档挡 （国上）党 （姓，国上）。

［ｅｎｇ］阴平：登灯；上声：等；去声：凳瞪镫鞍镫。

［ｉ］阴平：低滴嫡国阳，下同的；阳平：敌；上声：底抵诋；去声：

第帝。

［ｉｅ］阴平：爹蝶国阳，下同叠迭。

［ｉａｏ］阴平：刁貂凋雕?；去声：苇吊钓掉。

［ｉｕ］阴平：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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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阴平：颠巅癜滇惦念也，国去；上声：典点；去声：店电殿奠。

［ｉｎｇ］阴平：丁钉叮疔；上声：顶鼎；去声：定锭订。

［ｕ］皆转入ｄｏｕ韵。

［ｕｏ］阴平：多疑问同；阳平：夺度 （２）揣度国去；上声：朵躲；去

声：剁惰堕。

［ｕｎ］阴平：堆；去声：对兑碓碓窝队。

［ｏｎｇ］阴平：东冬；上声：董懂；去声：栋冻动动弹则音ｔｏｎｇ去。

［üａｎ］国音ｄｕａｎ阴平：端；上声：短；去声：段缎断。

［üｎ］国音ｕｎ阴平：蹲盟瞛炖国去；上声：趸盹国去饨馄饨，或亦音ｄｕｎ

去；国ｔｕｎ阳；去声：钝顿吨盾。

［Ｔ］　　 ［ａ］阴平：他塌拓国去塔国上；阳平：踏国去，下同榻獭。

［ａｉ］阴平：胎苔；阳平：台抬；去声：太泰态太大夫，国ｄａｉ去。

［ｅｉ］阳平：特国ｔｅ去。

［ａｏ］阴平：滔叨掏绦绦子近上涛；阳平：桃逃萄淘陶；上声：讨稻

国去；去声：套。

［ｏｕ］国音并入，阴平：偷秃国阴突国 ｔｕ阳；阳平：头投途国 ｔｕ阳，下

同涂屠徒图牍国ｄｕ阳，下同毒；上声：土国上，下同吐；去声：透兔国ｔｕ去

杜国ｄｕ去，下同肚 （２）肚腹。

［ａｎ］阴平：摊滩贪；阳平：谈痰潭弹 （１）动词弹琴、动弹坛檀；上

声：坦袒毯瘫国阴睱挥子，国音ｄａｎ上；同官动词用音；去声：炭探淡国 ｄａｎ；

去声：蛋弹 （２）名词弹子，炸弹

［ａｎｇ］阴平：汤；阳平：唐塘糖搪堂膛螳棠；上声：傥倘躺；去

声：烫。

［ｅｎｇ］：阴平：腾国阳吞国ｔｕｎ阴；阳平：疼藤誊滕。

４４４

同官县志 （民国）



［ｉ］ｔｉ及ｔｉｅ、ｔｉａｏ、ｔｉａｎ、ｔｉｎｇ，其声母均转 ［ｃ］，详后。

［ｕ］ｔｕ韵母转ｏｕ。

［ｕｏ］阴平：拖脱；阳平：驼驮舵国 ｄｕｏ；去声：妥椭扁圆托国阴，下

同皏；去声：唾。

［ｕｉ］阴平：推；阳平：颓；上声腿；去声：退蜕。

［ｕａｎ］阳平：团。

［ｏｎｇ］阴平：通；阳平：同铜桐童僮潼瞳；上声：桶统筒国正读阳蘙

国去；去声：痛洞国ｄｏｎｇ去。

［Ｎ］　 ［ａ］阴平：纳国去，下同呐捺；阳平：拿；上声：哪那；去声：

那或音ｎａｉ去。

［ａｉ］上声：乃奶；去声：奈耐。

［ａｏ］上声：脑恼；去声：闹。

［ｏｕ］国音ｎｕ转韵，阳平：奴；上声：努弩；去声：怒。

［ａｎ］阳平：南难 （１）难易男；去声：难 （２）灾难。

［ａｎｇ］阳平：囊。

［ｅｎｇ］阳平：能聋国ｎｏｎｇ阳。

［ｕｏ］阳平：挪；上声：诺国去；去声：懦糯。

［ｅｉ］去声：内国ｎｕｎ去。

［ｏｎｇ］阳平：农浓脓；去声：弄。

［ü］ｎü声母转ｎｉ。

［Ｌ］　　 ［ａ］阴平：拉啦助语辣国去蜡腊；上声：喇。

［ａｉ］阳平；来莱去声赖癞

［ｅｉ］阴平：勒国正音ｌｅ去肋国ｌｅ去。

［ａｏ］阳平：劳痨捞国语音阴，同官语音或去牢；上声：老；去声：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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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国音ｌｕ并入阴平：鹿国 ｌｕ去，下同辘禄录；阳平：楼搂国亦读上

卢国ｌｕ阳，下同炉庐芦颅；上声：篓或阳鲁国１ｕ上，下同虏掳卤；去声：

漏陋路国ｌｕ去，下同露。

［ａｎ］阳平：兰拦栏蓝篮；上声：览揽懒；去声：烂。

［ａｎｇ］阳平：狼郎螂廊；上声：郎；去声：浪。

［ｅｎｇ］上声：冷。

［ｉ］阴平：哩助语荔国去履国ｌü上力国去，下同立粒栗历厉；阳平：离

篱笊篱璃梨犁黎厘；上声：李里理俚娌鲤礼狸国阳；去声：利俐痢例厉疠

励丽吏隶。

［ｉｅ］阴平：列国去，下同烈裂猎上声咧咧嘴，语助读轻。

［ｉａｏ］阳平：辽撩疗聊廖国去；上声：了嘹；去声：料撂撂开，俗

称撩。

［ｉｕ］阴平：六国去绿国 ｌü去，下同?；阳平：流琉留榴瘤刘；上声：

柳；去声：绺国上。

［ｉａｎ］阳平：连莲廉廉镰奁怜；上声：脸；去声：练镹炼殓敛。

［ｉｎ］阳平：林淋邻麟鳞临；去声：吝赁。

［ｉａｎｇ］阳平：良凉量 （１）商量粮梁粱：上声：两俩辆国去；去声：

晾谅亮量 （２）度量。

［ｉｎｇ］阳平：伶零龄铃翎凌陵绫灵；上声：领岭；去声：令另。

［ｕ］ｌｕ韵转ｏｕ。

［ｕｏ］阴平：洛国去，下同络骆落乐 （１）快乐，国 ｌｅ去烙国 ｌａｏ去 （下

同）酪；阳平：骡螺罗锣箩萝逻。

［ｕｉ］国音ｌｅｉ阳平：雷；上声：累积累，但 “走累”读去儡垒；去声：

类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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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ｇ］阳平：隆窿窟窿龙咙胧笼；上声：拢陇。

［ü］阴平：律国去率 （２）效率；阳平：驴；上声：旅缕；去声：虑

滤屡国上。

［üｏ］去声：略国ｌüｅ去，下同掠裸国ｌｕｏ上。

［üｅ］阴平：劣国ｌｉｅ去。

［üａｎ］阳平：鸾国ｌｕａｎ阳联国 ｌｉａｎ阳恋国 ｌｉａｎ去；上声：暖国 ｎｕａｎ上；

去声：乱国ｌｕａｎ去卵国ｌｕａｎ上。

［ｕｎ］阳平：伦国ｌｕｎ阳，下同轮沦仑；去声：论国ｌｕｎ去嫩国ｎｅｎ去。

［Ｇ］　　 ［ｅ］阴平：哥歌戈搁割鸽鸽子近上，布鸽如ｇａｏ轻各国阳或去阁国

阳，下同葛蛤；上声：胳胳膊，臂也。国阴，字一作圪圪塔，山峰；纥缝、疙

瘩皆国阴；去声：个。

［ａｉ］阴平：该；上声：改；去声：盖丐。

［ｅｉ］阴平：格国ｇｅ阳，下同革隔；去声：给 （１）单用，国上。

［ａｏ］阴平：羔糕高膏；上声：槁稿；去声：告。

［ｏｕ］阴平：钩勾沟；上声：狗苟；去声：垢够彀购蠹国 ｄｕ去，下

同妒。

［ａｎ］阴平：干肝竿甘柑乾 （１）乾燥；上声：赶秆敢感杆混?，国阴；

去声：干赣俗误读贡或戆ｚｈｕａｎｇ去。

［ｅｉ］阴平：根跟。

［ａｎｇ］阴平：缸肛冈岗国又上刚钢纲；上声：港；去声：杠。

［ｅｎｇ］阴平：更 （１）打更，变更耕俗读 ｊｉｎｇ阴庚羹粳国 ｊｉｎｇ阴；上声：

梗哽耿；去声：更 （２）更加。

［ｕ］阴平：孤沽菇辜箍骨国上，下同?谷；上声：古鼓股姑国阴，下

同估国 “估衣”则读去；去声：故固雇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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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阴平：瓜蜗刮；上声：寡剐；去声：卦褂挂褂。

［ｕｏ］阴平：锅郭睳国上；上声：果子油条裹；去声：过。

［ｕａｉ］阴平：乖；上声：拐；去声：怪。

［ｕｎ］阴平：闺归龟国国 ｇｕｏ阳；上声：轨鬼诡癸；去声：桂鬼瑰玫

瑰，国阴刽国ｋｕａｉ去。

［ｕａｎ］阴平：官棺观鳏关冠闩门闩，国 ｓｈｕａｎ阴；上声：管馆；去声：

灌罐贯。

［ｕｎ］上声：滚；去声：棍。

［ｕａｎｇ］阴平：光；上声：广；去声：逛。

［ｏｎｇ］阴平：工功攻公蚣弓躬供单读，“供给”上，“上供”去恭宫；上

声：拱巩；去声：共贡。

［Ｋ］　　 ［ｅ］阴平：苛瞌 “瞌睡”近上渴国上咳 “咳嗽”近上，国阳刻国

去；上声：可。

［ａｉ］阴平：开；上声：凯楷揩国阴慨国上概国ｇａｉ去，下同溉。

［ｅｉ］阴平：客国ｋｅ去，下同克。

［ａｏ］上声：考禕拷烤；去声：靠犒。

［ｏｕ］阴平：抠捐挖；上声：口；去声：扣。

［ａｎ］阴平：刊堪勘校勘；国 “查勘”读去，此不分龛；上声：砍；去

声：看 “看守”读阴，同国。

［ｅｎ］阴平：恳国上，下同垦；上声：肯。

［ａｎｇ］阴平：康糠慷；去声：抗炕。

［ｅｎｇ］阴平：坑。

［ｕ］阴平：枯窟哭酷国去；阳平：躃国 ｈｕ阳；上声：苦；去声：裤

5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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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阴平：夸；去声：跨。

［ｕｏ］阴平：科国ｋｅ阴阔国去，下同括扩；上声：颗国ｋｅ阴去声：课国

ｋｅ去。

［ｕａｉ］上声：块国去快筷会 （２）会计狯。

［ｕｉ］阴平：亏窥规国ｇｕｉ阴；阳平：葵魁；上声：傀；去声：愧溃馈

柜国ｇｕｉ去，下同，同官读音同国跪。

［ｕａｎ］阴平：宽；上声：款
6

嵌ｑｉａｎ阴。

［ｕｅｎ］阴平：昆
(

；上声：捆啃国ｋｅｎ上；去声：困。

［ｕａｎｇ］阴平：匡筐眶国去；阳平：狂；上声：况旷矿。

［ｏｎｇ］阴平：空 （１）空虚；上声：孔恐；去声：空 （２）闲空控。

国音各韵母不加声母者：

［ａｉ］阴平：哀国ａｉ阴，以下皆准此挨；阳平：呆俗作鎚，呆用为誺；上

声：矮；去声：爱艾碍碍。

［ｅｉ］阴平：额国ｅ阳。

［ａｏ］阴平：熬 （１）熬菜；阳平：熬 （２）煎熬；上声：袄；去声：傲

奥澳懊。

［ｏｕ］阴平：欧殴呕国正读上沤国去；上声：偶藕。

［ａｎ］阴平：安鞍庵；去声：岸案按暗。

［ｅｎ］阴平：恩。

［ａｎｇ］阴平：肮肮脏昂国阳。

［ｕｏ］阴平：恶国ｅ去；阳平：俄国ｅ阳，下同蛾鹅哦吟哦鄂国 ｅ去，下

同鳄；上声：我国ｗｏ上；去声：饿国ｅ去。

［Ｈ］　　 ［ａ］阴平：哈笑声瞎国ｘｉａ阴；去声：下 （２）语音，国ｘｉａ去，下

同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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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阴平：骸国阳骇国去核国 ｈｅ阳；又 ｈｕ阳，此同劾国 ｈｅ阳；阳平：

孩鞋国ｘｉｅ阳；上声：海蟹国ｘｉｅ去；去声：亥害。

［ｅｉ］阴平：黑；上声：嘿惊讶声，国阴。

［ａｏ］阴平：蒿；阳平：豪毫号 （２）号哭；上声：好 （１）好歹；去

声：号 （１）记号好 （２）喜好。

［ｏｕ］阳平：侯喉猴；上声：吼；去声：候后後厚。

［ａｎ］阴平：酣憨；阳平：寒函涵含韩咸国 ｘｉａｎ阳；上声：喊罕鼾国

阴；去声：汉汗旱悍憾。

［ｅｎ］阳平：痕；上声：很狠；去声：恨。

［ａｎｇ］阳平：杭航行 （２）银行；去声：巷国ｘｉａｎｇ，下同项。

［ｅｎｇ］阴平：亨哼；阳平：恒茎国ｊｉｎｇ阴；去声：杏国ｘｉｎｇ去。

［ｕ］阴平：呼忽惚；阳平：胡湖蝴葫糊狐壶乎斛；上声：虎唬；

去声：沪护互。

［ｕａ］阴平：花；阳平：华砇哗 “哗啦”国阴划 “划拳”读去滑猾；去

声：化画话划。

［ｕｏ］阴平：呵国ｈｅ阴活获国去，下同霍豁喝国 ｈｅ阴鹤国 ｈｅ去；阳平：

丞国ｈｅ阳，下皆同和何河荷合盒阖；上声：火伙夥；去声：祸货贺国

ｈｅ去。

［ｕａｉ］阳平：怀槐淮；去声：坏。

［ｕｉ］阴平：灰恢诙挥辉徽汇国去回蛔或国 ｈｕｏ去，下同惑；上声：

毁悔诲国去，下同晦；去声：惠贿汇会 （１）聚会绘彗秽讳。

［ｕａｎ］阴平：欢；阳平；还环；上声：缓皖国 ｗａｎ上；去声：换唤

患幻。

［ｕａｎ］阴平：昏婚荤；阳平：魂馄浑浑全，浑水阴，浑浊去，混蛋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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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混国上，惟混账亦去。

［ｕａｎｇ］阴平：荒慌；阳平：黄磺簧；上声：恍谎晃胱膀胱，国 ｇｕａｎｇ

阳诓过ｋｕａｎｇ阳，此混谎。

［ｏｎｇ］阴平：烘轰；阳平：红鸿洪宏横过 ｈｅｎｇ阳，下同衡；上声：

哄；去声：
-

。

［Ｊ］　 ［ｉ］阴平：基箕肌几饥几 （１）几乎机讥鸡羁稽髻过去激及国

阳，下同级吉急击给国上屐国阴；阳平：极；上声：己几；去声：季技妓

记纪忌寄既计继冀。

［ｉａ］阴平：加枷痂嘉家佳夹甲国上；上声：假贾；去声：架驾稼庄

稼，轻嫁价。

［ｉｅ］阴平：揭结国阳，下同诘劫；阳平：洁盓竭孑。

［ｉａｉ］国音皆ｊｉｅ阴平：皆阶街；上声：解押解读去；去声：介芥界疥

戒诫届。

［ｉａｏ］阴平：交郊娇骄胶浇；上声：饺绞狡皎缴侥侥幸，俗 ｉａｏ阳搅

矫；去声：叫教教使之意读阳校 （２）校对；校尉较觉 （２）睡觉。

［ｉｕ］阴平：鸠纠究国去，下同柩；上声：九久韭；去声：舅俗或 ｑｉｕ

去臼救。

［ｉａｎ］阴平：肩坚兼间 （１）中间癚奸监艰；上声：检俭碱?茧减拣

简涧；去声：见剑建健毽鉴舰间 （２）间隔苋国ｘｉａｎ去赚国ｚｈｕａｎ去。

［ｉｎ］阴平：今矜巾斤金筋襟；上声：谨仅紧锦；去声：近禁劲。

［ｉａｎｇ］阴平：江豇疆缰僵姜；上声：讲；去声：降 （１）降落虹读

音ｈｏｎｇ阳。

［ｉｎｇ］阴平：京鲸经惊荆兢；上声：举娶过娶上；去声：巨拒距句具

飓锯据惧剧矩国上国ｃｈｕ阴聚趣国ｑ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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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ｏ］国音皆ｊｕｅ，阴平：脚国阳，由语音ｊｉａｏ上，下同角觉 （１）觉悟。

［üｅ］阴平：决国阳，下同诀掘；阳平：绝。

［üａｎ］阴平：捐钻国 ｚｕａｎ阳，钻子去；上声：；去声：卷倦攥国

ｚｕａｎ去眷绢。

［üｎ］阴平：君均军尊国ｚｕｎ阴，下同遵；去声：郡菌俊峻。

［ｉｏｎｇ］上声：窘。

［Ｑ］　　 ［ｉ］阴平：欺期国阳，又期年 ｊｉ阴，同官不分乞国上讫国去；阳

平：其旗棋奇骑岐歧祈；上声：起岂启；去声：气汽契器弃去国ｑｕ去，同

官读音同泣。

［ｉａ］阴平：掐恰国上；上声：卡。

［ｉｅ］阴平：怯歉国ｑｉａｎ去；阳平：茄。

［ｉａｏ］阴平：敲跷阳平乔侨桥荞翘；上声：巧；去声：窍轿国ｊｉａｏ去。

［ｉｕ］阴平：丘；阳平：求球毯；去声：旧国ｊｉｕ去。

［ｉａｎ］阴平：牵谦铅阳平黔钳虔乾 （１）乾坤缄国 ｊｉａｎ阴；上声：遣；

去声；欠件回ｊｉａｎ。

［ｉｎ］阴平：钦；阳平：琴勤鉞禽擒芹。

［ｉａｎｇ］阴平：腔；阳平：强 （１）强弱；上声：强 （２）勉强。

［ｉｎｇ］阴平：轻卿倾；上声：顷；去声：庆磬罄。

［ü］阴平）区驱岖趋蛆曲弯曲，国歌曲上，但同官不分屈国阳；阳

平：渠；上声：取。

［üｏ］阴平：却国 ｑｕｅ去，下同确悫国又读 ｏｅ阳鹊雀 （１）读音嚼国 ｊｕｅ

阳，又音ｊｉａｏ阳。

［üｅ］阴平：缺。

［üａｎ］阴平：圈；阳平：权拳全泉；上声：犬；去声：劝券窜国 ｃｕ

２５４

同官县志 （民国）



ａｎ去。

［üｎ］阴平：村国ｃｕｎ阴；阳平：群裙屯国ｔｕｎ阳存国ｃｕｎ阳；上声：国

ｃｕｎ上；去声：囤国ｔｕｎ阳寸国ｃｕｎ去。

［ｉｏｎｇ］阳平：穷。

［Ｎ］　　 ［ｉ］国ｎｉ或ｉ，阴平：匿国ｎｉ去，下准此溺逆；阳平：尼呢毛呢，

又疑助泥 （１）泥土宜国阳，下同疑仪；上声：你国 ｎｉ上，下准此拟；去声：

腻泥 （２）拘泥。

［ｉａ］阴平：押国ｙａ阴，下准此鸭压阳平牙芽；上声：哑。

［ｉｅ］阴平：捏国ｎｉｅ去，下同孽国去业国ｙｅ去。

［ｉａｏ］阳平：淆国ｘｉａｏ阳坳国ａｏ阴或去；上声：鸟国ｎｉａｏ上咬国ｙａｏ上；

去声：尿国ｎｉａｏ去。

［ｉｕ］阳平：生国 ｎｉｕ阳，下准此；上声：扭纽钮；去声：谬国正读 ｍｉｕ

去拗国ａｏ去。眼国ｙａｎ上；去声：念国ｎｉａｎ去，下同廿。

［ｉｎ］阳平：银国ｙｉｎ阳；去声：地银子国ｙｉｎ去。

［ｉａｎｇ］阳平：娘国ｎｉａｎｇ阳；上声：仰国ｙａｎｇ上。

［ｉｎｇ］阳平：宁甯国 ｎｉｎｇ阳，下同甯姓读去咛拧扭也凝；去声：硬国

ｙｉｎｇ去。

［ü］上声：女国ｎü上。

［üｏ］阴平：握国ｗｏ去，下同龌。

［Ｘ］　　 ［ｉ］阴平：希稀溪嬉牺兮畦国 ｑｉ阳吸；阳平：辒国阴；上声：

喜禧国正读阴；去声：系戏。

［ｉａ］阴平：虾；阳平：霞
.

国去侠狭峡匣辖洽国 ｑｉａ；去声：夏下

（１）读音。

［ｉｅ］阴平：歇蝎血国上ｘｕｅ；阳平：协胁挟国ｘｉｅ阳穴国ｘｕ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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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ｉ］国音ｘｉｅ，阳平：偕谐；去声：械懈。

［ｉａｏ］阴平：嚣枭；上声：晓；去声：效
/

校 （２）学校孝酵。

［ｉｕ］阴平：休；上声：朽嗅国去臭国ｃｈｏｕ去。

［ｉａｎ］阴平：掀；阳平：贤嫌闲闲衔；上声：显险；去声：现宪县

献限陷。

［ｉｎ］阴平：欣；去声：衅衅。

［ｉａｎｇ］阴平：香乡；阳平：降 （２）降服；上声：响享响；去

声：向。

［ｉｎｇ］阴平）兴 （１）兴起；阳平：形刑型行 （１）行动；去声：幸俸

兴 （２）兴趣。

［ü］阴平：虚嘘畜 （１）养畜，国去，下同蓄须需戌恤国去，下同癅

肃国ｓｕ去，下同；宿粟；阳平：徐俗国ｓｕ阳上声：许；去声：序屿国 ｙｕ去

叙絮绪穗国ｓｕｉ去续。

［üｏ］国音ｘüｅ阴平：削国去，又音ｘｉａｏ阴；阳平：学国动词读ｘｉａｏ阳。

［üｅ］阴平：靴雪国上。

［üａｎ］阴平：轩宣酸国ｓｕａｎ阴；阳平：悬眩国去弦国ｘｉａｎ阳旋；上声：

选；去声：馅国ｘｉａｎ去算国ｓｕａｎ去，下同蒜。

［üｎ］阴平：?瞕勋孙国ｓｕｎ阴；阳平：旬询循巡驯；上

声：盫国ｓｕｎ上，下同损；去声：训逊。

［ｉｏｎｇ］阴平：兄凶?胸汹酗国ｘｕ阳；去声：熊雄。

［Ｚ］　　 ［ｉ］国音 ｊｉ阴平：积绩迹即国阳，下同唧籍辑寂脊国上鲫国去，

下同稷缉国 ｊｉ去；阳平：疾嫉；上声：挤；去声：祭际济剂荠 “荸荠”

轻阴。

［ｉｅ］阴平：接节国阳；阳平：截睫；上声：姐；去声：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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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ｏ］阴平：焦蕉椒；上声：剿国语音ｊｉａｏ阴。

［ｉｕ］阴平：揪租国ｚｕ阴；上声：酒。

［ｉａｎ］阴平：煎尖笺；上声：翦践国去；去声：箭贱饯渐荐。

［ｉｎ］阴平：津浸国ｊｉｎ阴；上声：；去声：尽烬进晋。

［ｉａｎｇ］阴平：将 （１）将来浆桨国上 ｊｉａｎｇ；上声：奖蒋；去声：将

（２）将士酱匠。

［ｉｎｇ］阴平：精睛晶；上声：井；去声：净静甑国ｚｅｎｇ去。

［Ｃ］　 ［ｉ］国音ｔｉ或ｑｉ阴平：梯国 ｔｉ阴，下同踢妻国 ｑｉ阴，下同?七漆戚

膝国ｘｉ阴，同官读音同；阳平：提国 ｔｉ阳，下同盽堤题啼蹄蒂国 ｄｉ去笛国 ｄｉ

阳，下同籴齐国 ｔｉ阳；上声：体国 ｔｉ上；去声：涕国 ｔｉ去，下同剃替嚏屉弟

国ｄｉ去，下同缔递地读音ｄｉ去，同国音砌国ｑｉ去脐国ｑｉ阳集国ｊｉ阳。

［ｉｅ］阴平：贴国ｔｉｅ阴，下同帖妥帖，但 “柬帖”国上，“碑帖”国去，同

官不分铁国ｔｉｅ上切国 ｑｉｅ阴，但 “一切”读去妾国 ｑｉｅ去；阳平：碟国 ｄｉｅ阳，

下同叠；上声：且国ｑｉｅ上。

［ｉａｏ］阴平：挑但 “肩挑”、 “挑夫”读上；国 ｔｉａｏ阴；阳平：条国 ｔｉａｏ

阳，下同调 （１）调和樵国 ｑｉａｏ阳，下同；上声：雀 （２）语音 ｑｕｅ阳；去声：

跳国ｔｉａｏ去，下同粜调 （２）调查，调换，国 ｄｉａｏ，同官读 “音调”同国音俏国

ｑｉａｏ去。

［ｉｕ］阴平：秋国ｑｉｕ阴，下同鳅；去声：就国ｊｉｕ去。

［ｉａｎ］阴平：天国 ｔｉａｎ阴，下同添千国 ｑｉａｎ阴，下同迁签
0

；阳平：

田国ｔｉａｎ阳，下同甜填前国 ｑｉａｎ阳，下同钱潜；上声：舔国 ｔｉａｎ上浅国 ｑｉａｎ

上；去声：佃国ｄｉａｎ去，下同垫。

［ｉｎ］阴平：亲国ｑｉｎ阴；阳平：秦国ｑｉｎ阳；上声：寝国ｑｉｎ上。

［ｉａｎｇ］阴平：抢国 ｑｉａｎｇ阴；阳平：墙国 ｑｉａｎｇ阳，下同蔷；上声：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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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ｑｉａｎｇ上。

［ｉｎｇ］阴平：听 （１）耳听，国 ｔｉｎｇ阴，下同厅青国 ｑｉｎｇ阴，下同清蜻；

阳平：廷国阳，下同庭蜓亭停情国 ｑｉｎｇ阳晴；上声：挺国 ｔｉｎｇ上，下同艇请

国ｑｉｎｇ上；去声：听 （２）听其自然，国ｔｉｎｇ去。

［Ｓ］　　 ［ｉ］国音ｘｉ阴平：西犀悉蟋析昔国阳，下同惜息媳熄袭锡
1

国ｘｕ

去，阳平习席?；上声：洗；去声：细。

［ｉｅ］阴平：些泄国去，下同屑薛国 ｘｕｅ阴；阳平：斜邪；上声：写；

去声：谢卸泻。

［ｉａｏ］阴平：宵消销逍箫萧；上声：小；去声：笑。

［ｉｕ］阴平：修羞；去声：袖秀绣锈。

［ｉａｎ］阴平：先仙鲜 “鲜少”读上；阳平：涎读音 ｙａｎ；上声：藓癣国

ｘｕａｎ上；去声：
2

线腺羡。

［ｉｎ］阴平：新辛薪心；阳平：寻国 ｘｕｎ阳；去声：信讯国 ｘｕｎ去，下

同迅。

［ｉａｎｇ］阴平：相 （１）互相箱厢湘襄镶；阳平：祥详；上声：想；去

声：象像橡相 （２）宰相。

［ｉｎｇ］阴平：星腥猩；上声：醒；去声：性姓。

按：上ｚ、ｃ、ｓ三母所属之字，大都由ｊ、ｑ、ｘ分出，故以次之。此

种分别，合于旧音，即 ｊ、ｑ诸字原属 “见溪群”，ｘ原属 “晓匣”者，

同官不似国音之与 “精、清、从 （ｚ、ｃ）及心、邪 （ｓ）”相混 （在近代

戏曲上亦谓之分 “尖音”与 “团音”也。其 ｊ、ｑ、ｘ所属各字，照此标

准应分而未分者，谱中概用 “…”以隔之，以便研究。）惟ｃ母之字，有

从ｔ母来者，则此间方音之特征 （ｃ母谱中，亦用此 “…”以隔其下之尖

音），然如洛川及关中一带，多并ｄ、ｔ两母之齐齿呼皆读如ｚ、ｃ或ｊ、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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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则 “ｄｉ”，已国音化矣。且撮口呼ü亦不复分尖音，概同国语，惟ｚ、

ｃ、ｓ之合口呼复多转入。要之本地此三尖音，因其为齐齿呼，发音连带

舌面，异于ｚｃｓ，仍近ｊｑｘ，习国音时，任其存留亦可。惟如 ｔｉ之转 ｑｉ以

及其他距国音太远者，则当注意字下所注，依国音矫正之，以资统一。

［ＺＨ］　　阴平：知蜘支织汁执国阳，下同职掷质秩国去；去声：智致

制置滞稚治。

［ｅ］国音ｚｈｅ阴平：遮螫浙国去；阳平：折摺；上声：者；去声：这

俗或读ｚｈａｅｒ蔗。

［ａｏ］阴平：招朝 （１）朝夕；去声：召照兆。

［ｏｕ］阴平：州洲周盷；上声：肘宙国去；去声：昼。

［ａｎ］阴平：毡毡瞻占沾粘粘贴，形容则 ｒａｎ阳；上声：展；去声：?

占战颤国ｃｈａｎ去。

［ｅｉ］阴平：真贞侦诊针斟砧；上声：枕诊疹；去声：振账震阵镇。

［ａｎｇ］阴平：张章；上声：掌长 （１）生长；去声：杖仗帐账胀涨

“涨价”国上，同官不分障瘴怅国ｃｈａｎｇ去。

［ｅｎｇ］阴平：征徵蒸；上声：整拯；去声：正政症证。

［ｕ］ｚｈｕ转ｚｈｉ。

［ｕｏ］阴平：酌国阳；阳平：着 （１）着落，沉着。

［ＣＨ］　阴平：吃尺国上赤国去，下同斥叱；阳平：池迟持直国 ｚｈｉ阳，下

同值植殖癙；上声：耻侈。

［ｅ］国音ｃｈｅ阴平：车；阳平：彻国去，下同澈撤辙国 ｚｈｅ阳，下同辄；

上声：扯。

［ａｏ］阴平：超；阳平：潮朝 （２）朝向，去声赵国ｚｈａｏ去，同官读音同。

［ｏｕ］阴平：抽；阳平：酬绸稠筹仇；上声：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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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阳平：蝉缠；上声：谄。

［ｅｎ］阴平：嗔；阳平：陈沉忱臣尘；去声：趁称 （２）不称。

［ａｎｇ］阴平：昌娼猖；阳平：长 （１）长短肠场常 （１）平常；上声：

厂敝氅倡国去；去声：唱畅丈国ｚｈａｎｇ去，同官读音仍同国音。

［ｅｎｇ］阴平：称 （１）称呼；阳平：成城诚呈程承乘澄惩拯国ｚｈｅｎｇ上；

上声：逞骋；去声：秤郑国ｚｈｅｎｇ去。

［ｕ］ｃｈｕ转ｃｈｉ。

［ｕｏ］阴平：戳盖戳，但 “戳穿”读 ｃｕｏ阴；阳平：着 （２）着急。 “睡

着”国音ｚｈａｏ阳，“着凉”阴。

［ＳＨ］　阴平：湿失式国去，下同拭室识适饰；阳平：十什拾石食实；去

声：世誓逝势。

［ａ］阴平：卅国去煞国 ｓｈａ去；上声：洒傻国上，同官俗读 ｇｕａ阴厦国

ｓｈａ去撒萨国去。

［ê］国音ｓｈｅ阴平：奢赊设国去，下同摄涉；阳平：蛇舌；上声：；

去声：社舍射麝。

［ａｏ］阴平：烧；阳平：绍国去；上声：少 （１）老少；去声：少 （２）

县少。

［ｏｕ］阴平：收；上声：手守首；去声：受授寿售兽。

［ａｎ］阴平：砄；阳平：蝉国 ｃｈａｎ阳，下同蟾；上声：闪陕；去声：

扇善膳缮鳝擅阐国ｃｈａｎ上。

［ｅｎ］阴平：身申伸绅深；阳平：神娠国阴辰国 ｃｈｅｎ阳，下同晨；上

声：审婶沈姓也；去声：甚慎。

［ａｎｇ］阴平：商伤；阳平：裳国轻，正读ｃｈａｎｇ阳尝国 ｃｈａｎｇ阳，下同常

（２）姓也；上声：赏偿国ｃｈａｎｇ阳；去声：上尚晌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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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阴平：升
3

癉声；阳平：绳；去声：胜媵剩盛圣。

［ｕｏ］阴平：灼国ｚｈｕｏ阳；阳平：杓水杓，国作勺，去，语音 ｓｈａｏ阳。下

同芍。

［Ｒ］　　 ［ê］国音ｒｅ阴平：热国去；上声：惹。

［ａｏ］阳平：饶；上声：扰；去声：绕。

［ｏｕ］阳平：柔。

［ａｎ］阳平：然燃；上声：染。

［ｅｉ］阳平：人仁壬；上声：忍；去声：刃纫认任姓则阳平饪。

［ａｎｇ］阴平：壤国上酿国ｎｉａｎｇ去；上声：嚷；去声：让。

［ｕｏ］阴平：若国ｒｕｏ去，下同弱。

［ＺＨ］　　国音ｚｈｕ阴平：朱蛛珠诸猪；上声：主煮；去声：注盰蛀驻

著箸铸贮国上。

［ａ］阴平：抓。

［ｏ］阴平：桌捉；阳平：浊浊镯琢啄。

［ê］阳平：拙国ｚｈｕｏ阳。

［ｅｉ］阴平：追锥；去声：缀坠赘。

［ａｎ］阴平：专砖；上声：转；去声：传 （２）传记篆。

［ｕｎ］上声：准
4

。

［ａｎｇ］阴平：
5

庄装妆椿；去声：壮状。

［ｏｎｇ］阴平：中 （１）中间忠衷终锺钟；上声：肿种 （１）种子；去声：

众仲中 （２）中意种 （２）种地。

［ＣＨ］　　国音ｃｈｕ阴平：出帚国上；阳平：除厨储；上声：处 （１）处理；

去声：处 （２）处所住国ｚｈｕ去，下同柱

［ｕｏ］阳平：凿国ｚｕｏ阳，或ｚｕｏ去。

９５４

同官县志卷二十七　方言谣谚志



［ｕａｉ］上声：揣。

［ｕｉ］阴平：吹炊；阳平：垂锤捶槌。

［ｕａｎ］阴平：川窒钏国去；阳平：传 （１）相传；上声：喘；去声：

串篡国ｚｈｕａｎ上踹国ｃｈｕａｉ去。

［ｕｎ］阴平：春；阳平：纯莼尊鹑；上声：蠢。

［ｕａｎｇ］阴平：窗疮；阳平：床；上声：闯；去声：创撞国去。

［ｏｎｇ］阴平：冲充春；阳平：虫崇重 （２）重复；上声：宠；去声：

铳重 （１）轻重，国ｚｈｏｎｇ去。

［ＳＨ］　　国音ｓｈｕ阴平：书舒输；阳平：殊国阴术国去上声：暑薯鼠黍
6

国去；去声：树恕庶述。

［ｕａ］阴平：刷；上声：耍。

［ｕｏ］阴平：说朔读音ｓｕｏ阴硕蟀；上声：所国ｓｕｏ上。

［ｕａｉ］阴平：衰；去声：帅率。

［ｕｉ］阴平：绥国 ｓｕｉ阴摔国 ｓｈｕａｉ阴；上声：水；去声：睡税瑞国

ｒｕｉ去。

［ｕａｎ］阴平：拴；阳平：船国ｃｈｕａｎ阳。

［ｕｎ］阳平：唇国ｃｈｕｎ阳；去声：顺瞬。

［ｕａｎｇ］阴平：双霜孀；上声：爽。

［Ｒ］　　国音Ｒｕ阴平：入；国去；阳平：如儒孺；上声：汝乳。

［ｕｉ］上声：蕊锐国去。

［ａｎ］上声：软。

［ｕｎ］去声：闰润。

［ｏｎｇ］阳平：绒茸；上声：冗。

按：上四母所属之字，皆自 ｚｈ、ｃｈ、ｓｈ、ｒ之合口呼转来，故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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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然同官ｚｈ、ｃｈ、ｓｈ、ｒ之合口呼，实是转成 ｚ、ｃ、ｓ之圆唇化耳，依

音理当次于彼，而乃次于此者，则本谱系以国字为本位，务使本地方音，

源头清楚，流变分明，始易矫正以从国音，故此四个方符形体，特令与

ｚｈ、ｃｈ、ｓｈ、ｒ相仿佛也。（前之ｚ、ｃ、ｓ亦准此例。凡全国各地方符之形体，及

其在全国字母中排列之次序，皆以此例为准。同官声母三十一，即照此此谱次序读

之，前之纽韵表系示发音部位之次序，非字母排列之次序也。）

［Ｚ］　　 ［ｉ］阴平：资姿兹滋辎恣国去之国 ｚｈｉ阴，下同芝支枝肢祗

敬也；上声：子姊紫滓止国ｚｈｉ上，下同址趾旨指纸；去声：志国 ｚｈｉ去，下

同?痣至痔挚帜。

［ａ］阴平：渣国ｚｈａ阴扎国ｚｈａ阴，“挣扎”阳札国ｚｈａ阳，下同闸蚱蚂蚱，

国去轧国ｙａ去；阳平：杂炸 （１）油炸。国ｚｈａ阳；去声：乍国ｚｈａ去，下同诈

炸 （２）爆炸眏栅。

［ａｉ］阴平：栽哉灾斋国 ｚｈａｉ阴；上声：宰载年载，“驮载”国去，同官

不分；去声：再债国ｚｈａｉ去，下同寨。

［ｅｉ］阴平：则国ｚｅ阳，下同责摘国 ｚｈａｉ阴或 ｚｈｅ阳窄国 ｚｈａｉ上或 ｚｅ去；

阳平：择国ｚｅ阳，下同泽宅国ｚｈａｉ阳或ｚｈｅ去；上声：贼国阳或ｚｅ阳。

［ａｏ］阴平：糟遭缫缫丝，国 ｓａｏ阴；上声：早蚤枣澡藻爪国 ｚｈａｏ上，

下同找；去声：灶造皂罩国ｚｈａｏ去。

［ｏｕ］阴平：诌胡诌骤国去粥国 ｚｈｏｕ阴或 ｚｈｕ去妯国 ｚｈｏｕ阳竹国 ｚｈｕ阳，

下同烛筑逐嘱国ｚｈｕ上祝国ｚｈｕ去触国ｃｈｕ去；阳平：族国 ｚｕ阳，下同卒；上

声：走祖国ｚｕ上，下同阻组；去声：奏皱国ｚｈｏｕ去，下同绉助国ｚｈｕ去。

［ａｎ］阴平：眨簪国ｚｈａ上；上声：斩国 ｚｈａｎ上，下同盏；去声：赞
7

站国ｚｈａｎ去，下同栈暂蘸蘸水溅溅泥，国ｊｉａｎ去。

［ｅｎ］上声：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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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阴平：脏；去声：葬藏 （２）西藏脏国阴。

［ｅｎｇ］阴平：增曾 （１）曾祖争国 ｚｈｅｎｇ阴，下同睁筝；去声：赠挣挣

钱，国ｚｈｅｎｇ去。

［ｕ］ｕ韵转ｏｕ。

［ｕｏ］阴平：昨国阳作国去撮国ｃｕｏ去；去声：左国上，下同佐。

［ｕｉ］上声：嘴或转ｚｈｅｉ上；去声：最醉罪。

［ｏｎｇ］阴平：宗棕踪；上声：总；去声：纵粽。

［Ｃ］　　 ［ｉ］阴平：雌差 （３）参差痴国ｃｈｉ阴；阳平：慈磁瓷翅国ｃｈｉ去；

上声：此齿国ｃｈｉ上；去声：次刺字国ｚｉ去，下同自。

［ａ］阴平：叉国 ｃｈａ阴，下同差 （１）差错相差。国又读去擦插安插读 ｚａ

阴，国ｃｈａ阴察国ｃｈａ阳；阳平：茶国ｃｈａ阳，下同查；去声：诧国ｃｈａ去，下

同岔咱国ｚａ阳。

［ａｉ］阴平：猜才国阳钗国ｃｈａｉ阴，下同差 （２）差使；阳平：才材财裁

柴国 ｃｈａｉ阳，下同豺；上声：??彩睬；去声：菜蔡在国 ｚａｉ去，同官读

音同。

［ｅｉ］阴平：侧国ｃｅ去，下同测厕策册拆国ｃｈａｉ阴或ｃｈｅ去；阳平：贼国

ｚｅｉ阳，同官读音同。国读音ｚｅ阳。

［ａｏ］阴平：操钞国 ｃｈａｏ阴，下同抄；阳平：曹槽嘈巢国 Ｃｈａｏ阳；上

声：草炒国ｃｈａｏ上，下同吵；去声：糙国阴躁国ｚａｏ去，下同燥。

［ｏｕ］阴平：粗国ｃｕ阴初国 ｃｈｕ阴，下同畜 （２）牲畜。国 ｃｈｕ去促国 ｃｕ

去；阳平：愁国 ｃｈｏｕ阳锄国 ｃｈｕ阳轴国 ｚｈｏｕ阳；上声：瞅国 ｃｈｏｕ上楚国 ｃｈｕ

上；去声：凑措国ｃｕｏ去。

［ａｎ］阴平：餐参 （１）参加搀国 ｃｈａｎ阴；阳平：蚕残馋国 ｃｈａｎ阳，下

同谗惨产国ｃｈａｎ上，下同铲；去声：灿惭国阴绽国ｚｈａ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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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阴平：参 （３）参差；去声：衬国ｃｈｅｎ去。

［ａｎｇ］阴平：仓苍沧舱；阳平：藏 （１）收藏。

［ｅｎｇ］阴平：撑国ｃｈｅｎｇ阴；阳平：层曾 （２）曾经。

［ｕ］ｕ韵转ｏｕ．

［ｕｏ］阴平：搓龊国 ｃｈｕｏ去；去声：错挫坐国 ｚｕｏ去，下同。同官读音

同座。

［ｕｉ］阴平：崔催摧；去声：翠悴啐瘁脆。

［ｏｎｇ］阴平：聪葱匆从 （２）从容；阳平；从 （１）服从）丛。

［Ｓ］　　 ［ｉ］阴平：思司私丝斯撕厮蛳诗国 ｓｈｉ阴，下同）施尸师狮豕

国ｓｈｉ上，下同弛氏国ｓｈｉ去；阳平：嗣国去时国 ｓｈｉ阳，下同匙过 ｃｈｉ阳祠国 ｃｉ

阳，下同词辞；上声：死始国ｓｈｉ上，下同矢屎史使驶示国 ｓｈｉ去；去声：四

肆似巳祀饲俟寺是国 ｓｈｉ去，下同视试嗜市柿侍恃士仕事伺国 ｃｉ去，下同。

但同官语音同赐。

［ａ］阴平：沙国ｓｈａ阴，下同纱砂痧杀。

［ａｉ］阴平：腮鳃；上声：筛国ｓｈａｉ阴；去声：赛晒晒国ｓｈａｉ去。

［ｅｉ］阴平：塞国读音ｓｅ去色国ｓｅ去 （下同）或ｓｈａｉ上啬涩骰国ｓｈａｉ上虱

国ｓｈｉ阴；阳平：谁国ｓｈｕｉ阳，同官读音同。

［ａｏ］阴平：骚风骚。但 “骚扰”读ｚａｏ阴捎国ｓｈａｏ阴，下同梢艄；上声：

扫嫂稍国ｓｈａｏ阴；去声：臊国阴哨国ｓｈａｏ去。

［ｏｕ］阴平：搜苏国ｓｕ阴，下同酥疏国 ｓｈｕ阴，下同蔬梳叔国 ｓｈｕ阳束国

ｓｈｕ去；阳平：速国 ｓｕ去熟国 ｓｈｕ阳或 ｓｈｏｕ阳塾国 ｓｈｕ阳，下同赎蜀国 ｓｈｕ上，

下同属；上声：数 （１）动词。国ｓｈｕ上；去声：嗽素国 ｓｕ去，下同诉溯塑瘦

国ｓｈｏｕ去漱国ｓｈｕ去，下同数 （２）名词。

［ａｎ］阴平：三山国ｓｈａ阴，下同衫杉删；上声：伞；去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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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阴平：森参 （２）海参。国ｓｈｅｎ阴，去声渗国ｓｈｅｎ去。

［ａｎｇ］阴平：桑丧 （１）吊丧；上声：嗓；去声：丧 （２）丧失。

［ｅｎｇ］阴平：僧生国ｓｈｅｎｇ阴，下同牲笙甥；上声：省国ｓｈｅｎｇ上。

［ｕ］ｕ韵转ｏｕ。

［ｕｏ］阴平：唆梭缩索国上；上声：锁琐。

［ｕｉ］阴平：虽；阳平：随；上声：髓；去声：遂隧岁碎。

［ｏｎｇ］阴平：松嵩；上声：悚耸；去声：宋送讼颂诵。

［Ｚ］国音Ｒ［ｏｕ］阴平：肉国ｒｏｕ去，读音ｒｕ去辱国ｒｏｕ去，下同褥。

［ｅｎｇ］阳平：仍国Ｒｅｎｇ阳，此母即 ｓ母之带音者 （所谓浊音），故以次之，

字甚少，音则显有殊异。

［ａ］阴平：啊语助，又叹词阿 （１）同上。

［Ａ］阴平：唉叹词，下同哎。

［ａｎ］上声：俺。

［ｅｒ］阴平：日国ｒｉ去；阳平：儿而；上声：耳尔；去声：二贰。

［Ｙ］　阴平：衣依医裔国去，下同缢一揖乙国上易 （１）交易，国亦去亦国

去，下同邑益溢抑；阳平：移姨怡遗伊国阴役国去 （下同）疫逸上声以倚已

尾 （１）语音去声意异肄易 （２）难易义议毅艺谊咦叹词，国阳。下同胰蚁国上

亿忆译驿翼腋国语音ｙｅ去，下同液。

［ａ］阴平：鸦呀语助，又叹词丫耶国 ｙｅ阴或阳，同官读音或同；阳平：

衙；上声：雅；去声：亚亦上讶。

［ê］阳平：爷冶国去叶国去，下同页谒；上声：也野；去声：夜。

［ａｉ］阳平：崖捱国ａｉ阳埃国ａｉ阴，下同挨。

［ａｏ］阴平：腰邀妖竨国上；阳平：摇遥谣窑姚；上声：舀舀水；去

声：要耀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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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阴平：忧优悠幽；阳平：由油尤犹邮游?；上声：有友酉；去

声：又幼右佑诱釉。

［ａｎ］阴平：烟菸咽 “吞咽”同 “矻”去，“哽咽”ｉｅ阴胭焉；阳平：延

筵言檐炎阎盐颜沿缘国ｙｕａｎ阳；上声：演掩衍；去声：燕雁宴晏谚唁砚焰

厌验艳。

［ｅｎ］阴平：因姻音殷阴吟国阳；阳平：寅淫；上声：引隐瘾饮尹；

去声：印荫孕国ｙｕｎ去。

［ａｎｇ］阴平：央秧殃鸯怏国去；阳平：羊洋阳扬杨；上声：养痒痒；

去声：样恙映国ｙｉｎｇ去。

［ｉｎｇ］阴平：英应 （１）应该鹰婴樱莺；阳平：迎营萤盈赢蝇；上声：

影；去声：应 （１）答应。

［Ｗ］　　阴平：鸟鸣污诬巫国阳屋兀国去，下同勿物沃国ｗｏ去；阳平：吾

梧吴蜈无毋音近ｖｕ；上声：五伍午仵武侮舞芜国阳怃国ｆｕ上戊国去；去声：

悟晤误务雾恶 （２）好恶。

［ａ］阴平：蛙哇洼袜国去；阳平：娃；上声：瓦。

［ｏ］阴平：窝莴倭倭奴读ｗｅｉ去阿国ｅ阴；去声：卧。

［ａｉ］阴平：歪 “口字旁一个歪”招呼词，国作喂；去声：外。

［ｅｉ］阴平：威；阳平：围违帷为 （１）行为危桅微以下三字实音 ｕｉ，因

己渐国音化，故未另列。可将Ｖ母，补入纽韵表之声母中，再察其迁变。本谱字左

皆以为记。惟维；上声：伟苇纬委痿诿猥尾 （２） （读音）萎，国阴。下同

煨巍国阳伪国去；去声：畏?鈋 （２）因为胃谓渭卫魏位未近 ｖｅｉ去，下同味

“有味”俗读ｙｕ去。

［ａｎ］阴平：湾弯豌挖国ｗａ阴；阳平：完顽丸；上声：晚挽睝宛碗
7

婉腕国去；去声：万蔓国ｍａ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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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阴平：温瘟；阳平：文蚊纹闻；上声：稳；去声：问。

［ａｎｇ］阴平：汪；阳平：王亡忘国语音去；上声：往枉网；去声：旺

望妄。

［ｅｎｇ］阴平：翁；去声：瓮。

［ü］　　阴平：迂淤於国阳裕国去，下同玉欲浴欲郁
8

狱；阳平：余馀鱼

渔愚俞榆与盂域国去；上声：雨宇与 （１）相与羽禹语予 “我”义读阳；去

声：遇寓御誉驭喻谕愈豫预与 （２）参与芋尉国ｗｅｉ去，下同慰育或阴。

［ｙｕｏ］国音ｙｕｅ阴平：约乐 （２）音乐，国去。下同药国语音 ｙａｏ去，下同

钥岳国去，下同岳跃虐国ｎüｅ去，下同疟国或ｙｕｅ去。

［ｙｕｅ］阴平：月国去，下同
9

阅越粤。

［ｙｕａｎ］阴平：鸳渊冤鸢；阳平：元原源员圆袁猿辕园援；上声：

远；去声：院愿怨苑。

［ｙｕｎ］阳平：云云纭匀；上声：允；去声：运韵 “熨帖”读去。

［ｙｏｎｇ］阴平：拥臃融国 ｒｏｎｇ阳；阳平：庸佣容国 ｒｏｎｇ阳，下同溶矪熔

蓉荣；上声：勇涌蛹永泳；去声：用佣。

二、方言分类词汇一名同官方雅

略例：一、分类准照 《词类大系》 （即 《方言调查表目》，乃将 《新著国语文

法》之五类九品变通而成），大别为名物、动静、虚助三类，每类再分子目。二、

所采之词，以本地民众通行而异于标准国语及大区域之普通方言者为限。三、每一

方言特有之词，均释以国语或文言所用之词，释法貌似 《尔雅》，但实为叙述上之

清楚便利起见，故不用对照列表之体裁。四、方言之词，用文字虽或平常，但本地

音读之异于国音者，必须按照 《方音字谱》查注其方音读之，否则全非本地风光

矣。其字或音为方音字谱所未收者，本篇特注其音及调于字下，已收者不复注。五、

凡用法举例、词义引申、本地异称、古字通转等，皆随宜附加小注。六、本词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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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式之词典，旨在认识地方语词之特征，与 《方音字谱》用法不同，盖检寻矫正

之用较小，而比较研究之用较大也。七、本词汇仅以述明事实与主，尚未推衍源流，

故但名 “词汇”，不能目为 “方音考”。如能藉此资料，再就 《古今文字声义通表》

以求之，则本地之土语俚言，无字可表者，皆与 《说文》 《广韵》诸书中跃然而

出矣。

１．名物

（甲）人类

（子）亲族及品类　父曰达 ｄａ入声入阳平，即爹字古音。旧志：父谓之

“爹爹”，今不闻矣。又 “爸爸”向亦不用，今外路人偶用之。母曰妈旧志父亦曰

“达达”，母曰 “妈妈”。今叠用二字者鲜，曰妈妈所以称伯母也。后母或曰姨通

亦称妈。又一般称继母不亲其儿女者，曰姚婆。盖舜继母姚姓。不慈也。一作吆，

无义；或作妖，义不适当。

祖父曰爷旧志：“诸神皆曰爷，官亦谓之爷”。盖最高之称。祖母曰婆旧志

“祖曰爷爷，祖母曰婆婆”。今亦少叠用。曾祖父母曰老爷、老婆高祖以上，叠

加老字；旧志 “高祖父母曰祖爷，祖阿婆。”今已不用。又云： “伯叔祖父母亦曰

爷、婆，而冠以行。外祖父母曰外称呼时读ｕｅｉ去声爷、外婆。妇呼翁姑亦曰

达、妈。对人则称阿公、阿家。伯父曰伯，伯母曰妈妈上妈字读上声妈；

叔父亦曰达，而冠以行，叔母曰姨南乡黄堡以南则称娘娘。凡父辈，皆依其年

龄长幼称伯或叔，女者称为婶。旧志：“伯父母曰阿伯、阿姆，叔婶亦冠以行而谓

之爹妈”。今已略变。呼岳父曰姨夫，岳母亦曰姨旧志：“妻母曰姨姨。”今不

叠。对人则称丈人、丈母。兄曰哥，妇称夫兄同。弟曰兄弟，但呼为老

几依其行或以其名。凡平辈年长者曰穸 ｔｕ６去声，即大字之中古音也。余亦依

行称老几。妯娌曰先去声后。连襟曰挑担一称两担子。谓人妻，少曰媳妇，

中年曰婆娘，老年曰老婆太太、老太太，以称官长眷属，民间无之。夫妻无互

称相互以哎 （ａｉ上）代之，对人则妻称己夫为掌柜的，旧志： “夫曰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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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夫称己妻为我屋里的犹云室人、内人也。幼小者通曰娃：呼某娃子。

幼男曰小子娃，幼女曰女娃。女长未嫁者曰姑娘未嫁而夫死者曰女儿寡，亦

曰望门寡，已嫁者曰客人旧志：“女及笄曰客人”。实则女初生即以客人目之也。

壮年男人曰小伙子，老年曰老汉犹云老头儿。短命者曰硬头子，旧志曰硬朗

儿。同乡曰一锨当是县字音转土上人。称商店学徒曰相公旧志：“称秀才曰相

公”工匠曰师有技艺者曰把式。又旧称理发匠曰待诏。兵曰老总。旧志：“兵谓之

将爷”。富人曰买主一曰财东。旧志：“穷人曰紧汉＂。今通称穷汉。衣食粗足者

曰便家。劳力者曰下苦的赶脚者曰泥腿子。短工曰日子活，其收麦者曰麦客子。

包工工头曰揽头。挑担卖京货者曰货音讹为 ｈｕ上郎。乞丐曰挂坡子通称要饭

的。扒手曰绺娃子劫者曰土匪，偷者曰贼娃子。欺人者曰哄儿匠 （旧志曰把儿

客），说谎话者曰诳 （ｈｕａｎｇ上）皮胎。赌徒曰毂辘子。诞妄者曰二家梁 （谓两山梁

脊无所适从也）。

（丑）身体　面孔曰眉眼旧志：“脑后曰脑勺子。腮曰牙叉骨。颧曰脸喀才

（按喀音ｋｅ平。通称颧骨）”。后颈窝曰项梢窝。肩膀曰胛音甲骨子。旧志：

“项骨曰锁子骨”即肩项间骨也。脐曰脖脐窝。旧志：腹股间曰臁 （ｑｉａｎ）窝。

臀曰尻ｇｏｕ阴平蛋子男阴曰逑 （ｑｉｕ阳平），女阴即通称 （ｐｉ阴平）。膝曰磕膝盖

儿。大便日巴上声屎，小便曰尿尿。皆上动下名。

（乙）生活政俗

（子）食　烙饼即面制厚大饼曰锅盔。用器特制之面条曰
)

音 ｈｕｏ

（阳）ｌｕｏ（轻）。一作活络，相传创制者名何乐，御厨也。其器木制，铁底钻孔，

置面其内，上压以木心，面从孔下入锅。汤食干食皆宜。供神素品曰麻叶。面

制薄片，切长方形，长约三寸，宽寸许，中以刀划成六条，套而翻之。

炸以油，专供神，名 “清油细盘”。余见 《风俗志》。以下各项，均与 《风

俗志》及 《农业志》互详，不复。

８６４

同官县志 （民国）



（丑）衣　短褂曰小衫。大褂曰长衫。旧志： “袍曰开襟”，此清制官服

之衬衣，通称开气袍，今已废。背心曰褂褂一名顺身。衣袋曰手衩。

（寅）住　土坯垒墙等用者曰?誃音ｈｕ（阳）ｊｉ（阴）。旧志作胡基。泥坯

曰泥基子 （和麦秸作，方形，大二尺许，厚仅二寸，盘炕用，砌炕曰盘炕也） （铺

炕用者曰炕砖，陈炉镇特产）。窑有土窑凿土崖成洞、胡基窑砌胡基成洞，外旁

筑墙，上覆薄土、砖窑作法同上。其外至顶通称崖背。厦子有单间两檩一椽，即

单檐、鞍间三檩两椽，则双檐似马鞍，故名，俗作安。灶炕接连通火处曰炉

巷。厕曰毛子亦曰后院、土阜筑墙曰寨子。村城曰堡子。

（卯）用具　农具有犁其前铁头为铧 （ｈｕａ阳），犁后翻土者曰逼土。耱ｍｏ

去。枣条横编，人立其上平地用，二畜拽。耧ｌｏｕ阳。荞麦及豆外，播种用。三腿，

上有小斗，下端安小铧，人摇而畜拽之。耙 ｂａ去碎土块及除草用，三十二铁齿，

长约六尺，二畜拽。掀 ｘｉａｎ阳，一作竒。长柄之铲，铁头者其铲半铁拆粪土

用，铁者整地 用，木者扬场用因风扬麦，去其皮壳也。镢 ｊｕｅ阳。挖地、芟

柴用，铁制，木柄。栲栳 （阴近上）（轻）。拨粪种 （荞麦种子杂粪），用柳条制，

自肩头于左胁，以右手拨撒于犁沟。杈ｃａ阴，挑拨禾杆及柴用，四齿者铁木两种，

六齿十齿者木制。镰有铁项镰 （长铁项，下安木柄，割草用）、夹镰 （铁质，木柄，

上加刃片，用仝上，较利）、笨镰 （无铁项，割条子用）、删 （ｓａｎ去）镰 （木制而

曲），曲头安刃片，割麦用。铡刀ｃａ阳。一作铡。碎草用。有木墩，铁叶包口，两

旁有齿，刀以拴连于端等。石磨曰 ｗｅｉ去声子。磨面曰推。大石盘曰碾

ｎｉａｎ去子中有桩、转石碌碡 （ｃｏｕ阴），畜拽之碓曰碓椎，坎曰碓窝舂以手，曰

踏 （阳平）米，少量小米、荞麦、椒类用之。大量则用碾磨。平底浅锅曰鏊音ａｏ

去。烙食物用。盛酒器曰酒鰼即ｚｕｉ即樽字音转。掸子布或皮条所制曰摔ｓｈｕｉ阴

子以之除衣尘 （曰掸）。书之封面书皮曰褙子旧志：“笔曰生活”今不称。

（辰）政俗　岁歉曰遭年程。粮价曰斗头。负债曰烂子行贿曰塞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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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劫曰刁儿抢。祭祀焚黄色纸曰遶ｄｉａｏ去表也曰化黄。傀儡戏曰肘呼子。岁

时礼节诸名，详 《风俗志》。

（丙）生物　参 《生物志》及 《农业志》

（子）动物　牡牛小者曰 ｐｏ阴平牛，已骟者曰犍 ｊｉａｎ阴平牛；牝曰

乳牛。小牛不分公母曰牛娃子。牡羊通曰羯ｊｉｅ上声子，传种者曰骚ｓａｏ上声

虎。小羊曰羊羔子。牡马曰儿马；牝曰骒 ｋｕｏ上声马。小马曰马驹子骡准

此。牡驴曰叫驴。牝曰草驴。小驴曰驴驹子。牡猪曰牙猪；牝曰草猪。

猪中岁曰喀郎子。旧志 “小猪曰猪猪”按洛川旧志：“音客娄，或转作可朗。”可

知即此。牡犬曰牙ｙａ阳平狗。牝曰草狗。牡猫曰郎猫，牝曰女猫。鸢曰饿

老鼠。曰杏呼即猫头鹰，鸣声似之，俗谓闻之不祥，鸱曰鸱角子鸣时，以

ｃｉ（鸱）声应之。鸠曰班子。喜鹊曰雅雀。瓦雀曰速子形如麻雀胸有块肉，谚

云：像鸡不像狗，会跳不会走。杜鹃曰杀人强盗以其鸣声似之也。黄鹂曰黄瓜

卢。蝙蝠曰夜别呼。蟋蟀曰醋蜘蛛。蚁曰蚍蜉马。

（丑）植物　谷小米皮曰糠，麦皮则曰麸子。远志苗曰野扁豆。柴胡

苗曰鸡舌头。车前子曰猪耳朵。土茯苓曰地瓜。瓜蒌曰臭瓜马兜铃亦称

臭瓜。

（丁）自然界

（子）天象及时间　半晴阴曰搭阴子云遮月曰蒙月子，旧志作笼。雹曰

冷雨或曰硬雨。霰曰地油子。冰曰冰凌书志作冬轮。黎明曰漏明早起曰打啼

（读为齐）鸡。薄幕曰擦黑。午前曰前晌，午后曰后晌午饭曰晌午饭。昨日

曰夜ｙａ阴平来越一日曰前日，越二日曰先 （上声）前日。月杪曰月尽月大小曰

大尽小尽。去年曰年时间一年曰前年。明年或曰过年。

（丑）地理及方所　山之过峡处曰崾
0

即要险，窝处曰圪崂音ｇｅ轻 （阴

转上）ｇｅ（轻）。屋角曰圪里圪 ，高处曰疙瘩 ｄａ阴平。凡物似之者皆曰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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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地曰原俗作塬。两原间无水曰沟。自原至沟之路曰坡沟地平坦者曰埝

沟。河道两旁之地曰平川。田外余地曰歇善音ｘｉｅ（阴）ｓｈａｎ（阴）。处所曰搭：

这边那边曰这搭、兀 ｗｕ去，书志作务搭。边曰岸：东边西边曰东岸、西

岸。上边下边曰头起、底下。里头曰里首亦曰赫ｈｅ头。

（戊）其他无形名词 （略）

２．动静

动静词各带熟语，即成语，不再解剖；三目中略以文法为次如动词之

分内动、外动，不再标题。

（甲）动词　 说话曰言喘呼人不应曰叫不喘。争吵曰嚷仗斗殴曰打棰。

食言曰拉沟语言无味曰说淡话。瞎话曰胡轮。稍歇曰缓打盹儿曰丢盹。臀着地

曰蹲ｄｕｎ阴。如狗之坐，不着地曰圪蹴 ｇｅ（上）ｄｉｕ（阴轻）。摇摆曰不列。

进来曰后来，出去曰前去。发怒曰着气。咳痰任喉亦曰唾。拿曰汉音 ｈａｎ，

如云 “把报纸汉来”。夺物曰刁。丢脸曰撂人撂，扔也，抛也。肩扛曰掂。留

下曰丢下丢，留也。与国语意义恰相反。丢失曰失遗或单曰遗。丢开曰撂开。

收拾曰打折。量谷曰按。大称称物曰吊。耕地曰结地。伐木曰打树。赶

牲口曰吆如云吆车。买酒曰灌如往沽酒曰灌酒去，肉曰割。庆贺赴席曰吃汤

水旧志：“庆贺曰追往”但为出嫁之女来往之称。分娩曰上炕。孵鸡娃曰暖。

（乙）形容词　长曰吊ｄｉａｏ远古义。大曰穸 ｔｕｏ老去，托见前。小曰碎。

粗曰壮。全曰浑读阳平。好曰? ｌｉａｏ对妇女谐辞。坏恶曰瞎。闲缓曰消停。

舒适曰蒇ｃｈａｎ上声和合式曰蒇。快速曰哗喇旧志作 “哗的”。爽利曰决脆犹

云干脆。事办妥曰到路。穷曰没法食不足曰接不上。旧志： “不满曰破斗子”。

今少用。事不如意、物不顺手曰麻眼亦曰麻搭，犹麻烦也。人做事不爽利曰

“际麻眼”，如云 “你真是际麻眼”。烦腻曰厌嫌一曰颇烦。畏见人曰不出撑。危

险曰悬虎。可怜人曰惜惶。憎人之语曰眼黑 ｙａｎ（上）ｈｅｉ（轻）音转为 ｙ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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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ｈｅｎ（轻），字一作惹恨。骂人语曰巴他的。水滚曰煎。凉而不甚冷曰沁

ｓｅｎ去声。脏曰奴。

（丙）状事词　即客观副词，旧称状词及成语

事完成曰毕。无妨曰不咂 ｚａ上声的一曰不怕咂。丝毫无碍曰百不咂。突

然曰不徐顾犹云猛不防。答然曰对，曰就是。状炎凉曰瞅ｃｏｕ上声红灭黑亦

曰检高失低，即趋炎附势之意。大手笔曰大起大卧势派大曰舞马长枪。遇事张

皇曰拍手掸脚事成反悔曰反骨弄尸。竞取曰睁眉和眼。唆是非曰一嘴两舌说

空话曰神来神去。小儿顽皮曰上身打脸。暴怒曰摔碟拌碗。

３．虚助凡与标准国语及普通方言相同者，不列入。

（甲）代替　 （子）人称：他，有时曰 。ｎｉａ去声。咱，兼自方对

方言。用同国语。（丑）指示：那曰兀ｗｕ去，一曰 ｎａｉ去ｕａｉ轻，上字

实即那字转音，下字语助耳。意同那个，用或如那么。指地所一曰 儿

ｗａ上，通称兀搭，已见前。这读如致 ｚｈｉ去，指地所读曰
:

儿 ｚｈａｒ去。通用这

（致）搭

（乙）衡量　 （子）名物量词：数物一个曰一 、二个曰两同国语，

读阴平 。旧志：“几人曰几块”。此陕南方言，同官仍以 为助。全房曰一座，

窑曰一孔。薄层曰一牡拉。如云 “一牡拉雪”、“一牡拉棉花”。余例推。（丑）

数量副词：动作一度曰一下 ｈａ去。或含比较，如云 “放快一下，犹快点儿”、

“快些”也。差不多曰帮间，大约曰大模上声儿一曰亥吧。几乎曰蹊乎儿。

稍曰些微间。特别曰越外犹格外，额外也。后附之很亦曰太如云 “热的太”，

即 “热的很”。加重则曰 “太太”。（寅）时间副词：过去曰往日，现在曰镇

张番犹云这会儿，旧志作 “镇藏番”。将来曰久日以后。事初曰起头，临毕

曰落尾子。一会儿顷刻工夫曰一下ｈａ去声儿着ｚｈｕｏ轻声。

（丙）疑问　甚么曰啥 ｓａ去声，即甚字变声转。单用为代词；下加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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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形容词。怎么曰咂 ｚａ上声，即怎字变声转。专用作副词，下不加名词。旧

志：怎么曰诈上声。甚么曰沙入声。记音未精，亦得方言之要。问何地曰

阿ａ去搭；问几时日遭番哩。诘其无定曰害咂，一曰准啥。疑问语助用么

ｍｅ阳轻，如云 “他来了么”？与否定之 “没”同音，不用吗。

（丁）否定　不可曰驳即不可二字合音，原为叵字另音上，禁戒词犹北平

之 “别”。

（戊）辅佐　 （子）后附助动：现行曰 “着”读如绰，如云 “你立

着”。固定曰 “住”。完毕曰 “了”读如字，或转啦。已成曰 “下”如云

“我打下一孔窑”、“梦下一个好梦”。（丑）主观副词：居然曰值然。反正横

竖左右曰页顺如云 “页顺你听不懂，我不言喘了”。特地曰单故。如云 “我今天

单故来看你＂，谓特来也。

（己）关系　 （子）介词：北语之 “管”曰 “看”如 “我管他叫老哥”

谓把他叫做老哥也，此用看代管。及到曰投到如云 “投到天明再说”。（丑）连

接词：和曰再如云 “我再你”，即我和你也。或用 “连”。平列。或许曰或管此

选择。但是曰就是此转折。不但曰不光此进层。宁读如能读去声。此审决。

（庚）声态　 （子）语助词：句末或语首：表语气完结曰 “啦”ｌａ。如

云 “吃了饭啦 （过去）。饭时啦 （现在）。麦快熟啦 （未来）”。表明决曰 “哩”，

ｌｉ或ｌｉｅ。如云 “他正吃饭哩”。用之最多更示警确，偶用 “吗”、 “啊”。疑问用

“么”，已见前。语首或用 “先”无义，如云 “你先看”即你看耳。（丑）感叹

词独用：惊叹呼间俱用 “ ”。惊叹阳平，呼问上声。应诸通用也。呼猫

或曰牧至ｚｉ去儿，吆喝牲畜曰得儿 （阴或去）（此方符为闪舌塞擦声，舌尖须

颤动），略同北平。

三、俗谚类征

略例：一、分类标准，不以语言而以事类，因谚语重在内容意义，精曰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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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涉，故值以世界学术分类法统摄之。所注数码，即采用图书十进法之类码也。

（分类时宜如此，但编次时则视材料之分量与性质，稍变其顺序，略更其名目，原

类码仍注其下，以便与他方俗谚联络比较）。二、地方谚语，尽量择其能代表地方

环境、生活习俗及民性者；其流行之通谚则择其带有地方语言色彩者 （惟本篇则据

同官采编原册所收，概予分类，通谚亦不删省，藉示整理谚语方法之实例）。三、

名物、词义、询访明确，彻底注释，惟字之音读，凡已见方音字谱者，除叶韵处外，

其方音不复注 （读时必先参纽韵表及方音字谱，识其体系，何字与国音异读，方不

失本地风光。前之词汇，后之歌谣，皆准此例）。四、细参旨意，并察用途 （即民

众引用此谚时，系在何种场合），略附评判，以免误解，且使分类正确。五、本篇

亦仅由采编者举其所知，尚非全面调查。六、谜语及歇后语 （即俏皮话）地方性

少，暂从略。

（甲）个人修养及心理关于衣食住之修养及卫生者，分见后。

人不错成圣，马不错成龙。言寡过不易，作圣无难也。装龙像龙，

装虎像虎言身分也。说出不算，做出便见重实践也。荞麦地里刺苋花即小

蓟，草属，花红微紫。妨禾苗，人恶之，人家不夸自己夸戒虚骄也。打牛千鞭，

不舍爱惜之意粟米一粒此即 “当思来处不易”之旨，劝惜物也。子孙不如我，

要钱原作要下，指一切资产言做甚么？徒供浪费子孙胜过我，要钱做甚么？

无所用之。此达观，贬贪痴也。四十不发，穷根札下此即 “四十五十而无闻，

斯不足畏”之旨，贵及时也。穷是本等富是命勉安贫也。以上做人教训。以下心

理描写。媳妇要好娘家转去声，伙计要好年年换谓久则生厌，迁地为良也，互

言之。宁塞瓶口阳平口，口较小。不塞瓮口口较大。谓避重就轻也。怕怕处有

鬼即 “疑心生暗鬼”之意），痒痒处有虱。天旱了刮风，人穷了造谎。

（乙）一般礼教兼家庭、社会各方面者入此

官不入民房，父不入媳房。　官打民不辱，父打子不羞。

（丙）家庭伦理情况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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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亲，骂的爱。不打不骂看得外。　不厮打不成弟兄。父少不下

犹云少不了，不能少也子的媳妇，子少不下父的棺材。　三冬不敌一夏，侄

儿不如亲娃。　四十得一子，儿子把老子吃到死以上伦理观念及亲子关系。

一家十五口，七嘴八舌头谓人多嘴杂也。难说话，婆娘女子娃谓辩不出

理来。龙多了天旱此据旧历本言之，如正月初一至十二，某日为辰，即为几龙治

水，以占验旱涝也，媳妇多了怕做饭依赖推诿也。以上一般家庭情况。

穿衣吃饭量家当。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此言家庭生活。

以下就一般生活方法及制度分项言之。（子）饮食　添一斗，不如减一口。大

口小口，一月三斗平均数。人上十几口，吃饭如雷吼又：男子吃饭，狼吞虎

咽；女子吃饭，细嚼细咽。做活就得一伙人多为佳，吃饭就得你我人少则省。

蒸吃省，烙吃费，连锅下面面带汤也才得对节省之意。辣子姓张，越吃越

香姓张者，取其叶韵而已。 （丑）衣饰　十件单，抵不住一件棉。十件夹，

抵不住一牡拉薄棉一层也。人的衣裳，马的鞍场场似为之音转。谓皆须装饰

也。又通谚：三分人材，七分打扮。女人俏，三分孝净素故也；骡马快，一升

料陪衬。（寅）住居　住房住北房，冬暖夏天凉。招客容易起客难。招客

有主，寄马有桩谓租房须找房主也。宁要停丧，不叫成双家宅忌讳如此。

（卯）产业　此实民法上之继承问题，以关系家庭习惯，故次于此　哥东弟西，

老三出去谓析产等第如此。长子不离老庄，次子不离马房。 （辰）婚姻

（此实社会现象，以事属家庭，故次于此）。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嫁了

官员当娘子，嫁了屠户翻肠子，嫁了卖豆腐的掀黄子豆成盘，去皮备磨，曰

黄子。宁教男大十，莫叫女大一：男大十，不算大；女大一，像他妈。新

媳妇到门前，还得个老牛钱谓花销每难预算也。女死连根烂，男死还一半

谓退礼也，参看 《风俗志》。想争吵，办个小 （谓纳妾）。想淘气，领班戏 （此属社

会职业，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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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社会道德情况及生活

骂人休揭短，打人休打脸。轻车避重车转动较易也，炭车避瓮车物值

不同也。吃人饭，跟人转当人伙计，须听指挥。进了谁家门，就是谁家人兼

指伙计雇身，不限媳妇。以上教训，以下情况。　有千年邻家，没有百年亲戚

邻可不变，戚定有疏时也。亲不亲，财帛分又：人当贫时休追亲，因为追往来

往也贱了身；一样礼物都拿上，主人还有两般心。亲戚不共财，共财两不

来。穷到街前无人问，富到深山有远亲言世态炎凉也。争气不养家，养家

不争气谓争气与讼可致破产，养家则须忍气也。招下婆娘指赘婿及赘于寡妇家者

赁下房，到底不气长去住不能自主也。事大事小，见官便了。天高皇帝远，

拳头便是知县官谓政权难下逮，不如实力解决也。此二条兼政治观念。以上社会

情况，以下社会生活。　年年防旱，夜夜防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蝗

虫吃了田，少不下雇工的钱。家又升合粮，不做娃中王一作猴儿王。谓童

蒙馆师也。此兼初等教育。货值当时下谓时价，地卖连畔价卖主连畔便耕，可

多出价。房屋、房基皆然。此兼经济价格。

（戊）卫生医药

早晨吃饱，上午吃少，晚上不吃才好。吃饭先喝汤，省得问单方。

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见人不见人，先看搀面盆看清洁否。若要

不害病，地方打扫净。脸要常洗，衣要常换，有病要立时看。男怕穿靴

病至足肿必危，女怕戴帽头肿则难治。上瘩背疮也，手由肩上搭向下及之，在肩

下不算瘩，下瘩近腰上见肝花。眼痒烂，疮痒散疮痒则收口矣。眼痛洗脚，

强如吃药云去虚火。

（己）婴儿保育本属家庭，以与卫生有关，故次之　人生人，吓死

人；生下人，喜煞人。四十五，认娘母谓四十五日。三翻六坐九爬爬一就

月数言，十二个月叫爹爹俗仍读达达。七岁八岁，猫狗见不得见则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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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韵ｅｉ与岁叶。疙背初种下雨，地结硬甲也荞麦灌耳子糜苗初出土形似马耳，急

雨灌之糜，月里娃娃得下痞 ｐｉ阳平。小儿胃病，将来成积块，不易治。小孩

安，忍饥寒。

（庚）术数：命相　男子嘴大吃四方，女子嘴大吃细糠。男打瞌睡屋

生光，女打瞌睡守空房。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叫你商量事此实以孔孟

之年寿为标准耳。

（辛）天象以下皆农谚。月日均阴历也

（子）岁时　早晨立了秋，晚上凉飕飕。三九三三九之第三日也，冻破

砖。四九五九，冻了锅里稀粥。六九半，冰消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

衣担。七九八九，阳坡里看绿。二八月，乱穿衣单夹棉裘皆有人着。十一

月，穿齐备谓一律也。以上言寒暑。过了五豆腊月初五食五豆，参 《风俗志》，

长一斧头太阳光阴较长，如长一斧柄也。过了腊八，长一杈把去声。过了年，

长一椽。过了正月十五，长得没模上声。没模，无限之意。十月天，碗里转

去声，好婆娘做不下三顿饭谓日最短也。年怕中秋月怕半，日头怕得晌午

端端正当中也。以上言昼日长短。

（丑）天气预测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看有云则当雨也。云往西，

水济济阴平。云往南，水淹潭。云往东，一场空。云往北，乌洞黑。嵯峨

山戴帽出云也，长工睡觉。东晴西暗，等不得早饭。日落西边红，必定来

日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日落胭脂红，无雨也有风。夜晴没好

天，等不得鸡叫唤。亮一亮，下一晌。早雨没多时，饭时雨不停滴。呼

轰之声转雷大，白霈之假用雨小。东虹呼雷西虹雨，南方有虹下白雨。烟

雾上天，收拾准备之意挂鞭挂鞭不打牛，谓有雨也。烟雾落沟，收拾吆牛背

轭读ｇｅ头呼牛背之曳犁而耕，谓必晴也。以上测昼夜间之晴雨。初三初四不见

月，连阴带下半个月。七阴八下九不晴，十日晒的顶子疼以上就阴历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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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之晴雨。

（壬）农业

（子）气候时令及年成预测：清明前后一场雨，强如秀才中了举。有

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伏伏有雨，九九有雪。庄稼汉要吃面，

九九都不旱谓要有雪也。庄稼汉，要吃米，一伏一场雨。雨洒尘，饿死

人。九月雷声发，倒旱一百八一百八十日，谓将半年无雨也。以上经验之谈。

要知柴米价，月月看初八月上弦则价贱，不上弦则是月物贵。两头大，饿死

娃；两头小，吃不了指正月十二月阴历月建大小而言。收秋不收秋，先看五

月二十六，五月廿六滴一点，陈炉镇山上买大碗谓将丰收也。重阳不下看

十三，十三不下一冬干。金神过五，荞麦糜谷纳折 ｓｈｅ股产多穗重，垂折茎

股。谓历书年神方位图若有五金神者，主丰收也。以上据旧历推测，不尽验，多

迷信。

（丑）农艺及作物经验其单言某种作物者，列入后农作物　提耧下籽入由

铡口向上送，须有技术麦秸ｊｉａｎ，扬场能使左右锨左右手使锨皆宜，此谓农人能

干也。正月猪庄稼未发，任其跑，二月猫号春不守家，三月里婆娘满地跑捡

地菜也。六月晒，七月盖将地耱平，免再无雨难施工也。麦黄种糜，糜黄种

麦。干锄糜子见露湿即发黄也湿锄谷谓小米，露水地里锄黑豆豆宜湿也。蚕

老一时，麦熟一晌言其速也。

（寅）农作物及园艺　棉：立了夏，不种棉。枣：五月旱，枣儿辫繁

盛如一条辫也。蔬：六月韭，驴见走不好吃也。九月韭，佛开口香味可口。

草：正月茵陈白色药属，浸酒甚佳二月蒿至二月则变绿色，三月割来当柴烧

至三月长成，尚可饲畜；五六月茂盛，无所用之。

（卯）畜牧　七指初生日月数骡八马牛岁半，要使驴驹得二年。四角

搅到谓拌草匀称，畜自能食尽，强如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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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俗文艺

略例：一、通俗文艺以歌谣为主。歌谣分类应以体裁为标准，同时视歌者为何

等人，地方习惯上有何种名称，斟酌划定；因歌谣属文学性，与谚语异也 （但于另

一立场，照谚语所用类码，再分析其内容，以觇民俗，亦可）。二、次为杂曲 （配

以管弦者），又次为戏剧 （化妆表演或用机械动作者），多通行品，其有地方性者，

亦不限于一邑，故杂曲但择其流行当地者，举一二例，而戏剧则述其类略而已。三、

歌谣与儿童及社会教育，均有密切关系。故近年有新撰者、改良者或略易其词句以

适应现今抗建之教育方针者。唯调查歌谣，须尽先凭客观事实，获得民间真相，系

历史性的工作；一面依主观的旨趣，革新通俗文艺，则教育性的工作也。本篇应以

前者为主，故凡经改易者及新制之歌谣尚未通行者，皆暂从省。四、一地方之歌谣，

其分量皆相当丰富，调集整理，宜为专书；本篇但就访册所录，叙其类要，而附其

词于注中，以节篇幅。

１．歌谣以徒歌者为限

（甲）儿歌及一般民歌　其母题同于各地者，如 “鸦鹊尾巴长”，兴

也，言人娶媳后忘母恩也。词云：麻鸦鹊 （喜鹊类，灰色），尾巴长，娶下媳妇

不爱娘。把娘背到沟畔里，媳妇坐到热炕上。蹬了一脚咕噜当 （滚下沟也），哎哟

哎哟我的娘！。“小白菜”，兴也，言人后母往往歧视子女也。词云：小白菜，

地里黄，七岁八岁离了娘。跟上爹爹还好过，谁料爹爹娶后娘？娶下后娘三年整，

生下弟弟比我强。他吃肉，我喝汤，捞起筷子泪汪汪。亲娘想我，我想亲娘。亲娘

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心中。河里开花河里落，我想亲娘谁知道。其地方性较

强者，如 “红豆豆”，兴也，写女儿心理也。词云：红豆豆，剥米米，我给

吴家做女女。吃的吴家饭，当的吴家家。吴家后院栽菊花。一朵菊花没栽起，忽听

黄狗咬喳喳。媒人哥哥到我家。“媒人哥哥你咋 （怎么，做甚，（详词汇））呀！”，

“给你大姐发的媒来啦！＂，“我大姐没长到十七八，带不了钥匙当不了家。”妈妈呀！

你驳 （不要，勿也，（详词汇））愁！半夜起来梳光头。出房先扫前后院，再进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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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饭。缸里舀来清凉水，瓦瓮舀来雪白面。三把两把团和成，放在案上杆杖擀。

擀成赛过一张纸，切成赛过千条线，决不叫娘受埋怨”。“一斗麦＂，赋也，言妯

娌劳逸不均也。词云：一斗麦，倒在子没人推，大姐推，二姐罗，丢下三姐怕

做活。教洗锅，不洗锅，钻到房子去包脚。教抹瓮，不抹瓮，后院里树上去吃杏。

教扫院，不扫院，打扮身道前后转。教抹门，不抹门，跑到门外就骂人。教扫场，

不扫场，拿上扫帚去撵狼。“槐子槐”，兴也，写妇人心理也。词云：槐子槐，

搭戏台，娘家哥哥叫娃看戏来。又没头 （谓首饰），又没鞋，和他碎达过不来 （碎，

小；达，爹也。小爹，俗指翁之子，此语埋怨其丈夫也）。

其纯为旧日儿歌者，则如 “捶背石”。词云：捶背石 （即捣衣石也），当

郎郎，我娘叫我洗衣裳。洗的净净的，捶的硬硬的，打发哥哥上学堂。去呀骑的土

黄马，回来坐的单杆轿。一百归子 （乐人也）一百号。先 （发语词）看热闹不

热闹？。

（乙）秧歌　新年所用。上元灯节前后。其序为开场歌词云：进的场子

鞠一躬，抬起头来是亲朋。亲戚朋友莫笑话，因为热闹到这搭。锣一声，鼓一声，

吓的我胆战心又惊。胆战怕的高师父 （指唱得较好的），心惊怕的曲子生。进到场

子鞠一躬，先来问声众弟兄：今年新年过的好？一家大小都安宁、移场歌词云：

走罢一家又一家，不觉来到这一家。前槽骡子后槽马，祖祖辈辈 （世世代代）享荣

华、暂停歌词云：高高山上一披麻 （一披，量词），两个蝎子向上爬。你爬你爬只

管爬，停住锣鼓喝杯茶、散场歌词云：进的场子把脚煞 （停住），四边灯笼向起

搭。你搭你搭只管搭，打起锣鼓走了罢！高高山上一口钟，钟下有着一窝蜂，打了

钟来跑了蜂，蜂王领上一绺风 （言行速也）。其开场歌后所唱者，多为拜年曲

及绣八仙、五更鸟、钉缸、卖花线、卖樱桃、放风筝等小曲，配以管弦

也小曲属后一类，词从略。

（丙）叫卖歌例如：粽子托呀！五毛钱一个呀！及巫歌等，从略。

２．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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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类甚多，多配以三弦、胡琴，节以四叶瓦两手各执其二，厚竹片所制

或加摔子铜制，圆形，两自相击。兹举 “踏雪寻梅”为例词云：（月调）冬冷

天寒，草木凋残，雪花儿纷纷飘满天；最爱的梅花开放在雪山。（背弓调）孟浩然

抬头用目观：一天风景真好看！转面来我把琴童一声唤。雪满寒山上，梅开庾岭前。

你随我踏雪寻梅把景玩。（缸调）书童听言莫怠慢，忙收拾行装庭院前；牵出驴儿

忙打点，提鞭挂镫捆雕鞍。孟浩然忙将衣帽换，书童也将蓑衣穿。三尺宝剑腰间挂，

一张瑶琴肩上担。我骑驴儿你步便，一老一少登阳关。 （五更调）出门来用目观，

风景在目前，云横秦岭，雪拥蓝关，柳絮儿风飘灞桥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江上行客断绝，老渔翁独钓寒江雪。（银纽丝）行过山头到荒村，北风吹雁雪

纷纷。前路无知己，行人欲断魂，见牧童忙把酒家问。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

有人家。雪飘芦花压，风摆酒旗斜，到那里沽酒把寒气打。葡萄美酒斗十千，饮他

个熏熏醉梦间。主人不相识，囊中自有钱。酒醉后再把梅花探。（连厢调）饮酒已

毕入深山，山山是雪雪连天。行到水尽山穷处，见一树梅花开岭前。梅花绽，雪花

翻，雪里梅花朵朵鲜。它不与桃李争春艳，它偏与松柏耐岁寒。题一联诗句把它赞，

折一枝梅花插鬓间。（银纽丝）山寺鸣钟昼已昏，见牧童还家向篱门。渡头归路隔，

落日已黄昏，见樵夫他把山村进。万里寒风冷逼身，一天暗露湿乌巾。宿烟沙岸暝，

渔火认江村，何须隔水把樵夫问？（背尾调）忙催驴儿渡远津，望茅屋且随沙路入

江村。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正是游山玩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月尾调）人生在世，知命乐天。须学那高人逸士了俗缘，莫教那浮云富贵把心牵。

诸君子，且请看，你看我孟浩然踏雪寻梅何等幽闲！

（附）四季歌　失其曲调，故附于此。词云：春天最快活，庆元旦，

家家乐，逐去瘟疫乡人傩。牡丹儿初放，海棠儿零落。闲去园林听鸟歌，

景最乐。万紫千红，山清水绿波。　夏天最酒乐，着单衫，怀袒剥，凉

树底下曲膝坐。光头儿精脚，裤腿儿挽着。纸竹扇子风偏多。若倦卧，

凉窑板床，臭虫一个没。　秋天最喜欢，秋锄毕，地翻完，迎神报赛唱

乱弹。荞豆花开绽，糜谷穗宣翻。风调雨顺庆尧天。广收田，千仓万箱，

１８４

同官县志卷二十七　方言谣谚志



丰登斯盈满。　冬天最自在，到饭熟，睡起来，豆儿米粥酸黄菜。羔羊

皮褂子，鸡窝子毡鞋。日头酽了靠墙晒。情畅快，炒菜燎酒，坐炕上

喝来。

３．戏剧

纯系秦腔。于农暇时，为迎神报赛，集众自演，名曰 “家戏”。古会

酬神时，则多订他处剧社演唱。冬暇集资订演傀儡戏及灯影戏，有碗儿

腔、窝宫腔、秦腔等。近在邑境营煤瓷业者，多河南籍，因之河南戏曲

亦渐流入。民国三十一年，邑人集资组织秦腔剧社，曰 “同声学社”。杂

耍及说书等，昔均无之，自陇海咸同支线通车后，大鼓书、竹板书等始逐渐流入。

按：旧志 《风土志》（卷四）《方言》云：“按：邑多西北官话，无难解者。然

乡村鄙俚之语，不通其音，则下情不透。”今只就听审时所闻记之，亦初筮者之须

知也。夫声音之道，与性情通。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然则官民之

相通盖可识矣。此旧时官修志乘辑录方言之旨趣也。其进乎此者，则摭其字源可考

者标而释之，无系统也；其不及此者，则偶加点缀而已。谚语所不置虑，歌谣更卑

视之，不为甄录。实则拟之经典，歌谣足以当风 “诗”，谚语所以证 “礼”俗；类

汇词名，固 《尔雅》之流亚；音谱文字，尤 《小学》之真诠。故方言谣谚一志乃方

志中最典重皇之品，今欲明 “经”，必自兹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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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八
人物志

绪言

一、贤能 （附武功）

二、学艺 （隐逸附）

三、忠勇

四、义行

五、孝友

六、节烈 （烈女）



绪言

同官山童水驶，一例能笃生哲人，岂必有雄流杰峙，而后川岳钟灵

哉？虽然，昔人固已评之：刚质有余，灵秀不足。以故往志所载贤能武

功忠义节孝之士女，后先相望；而学艺之专才，则不少概见。夫志人物，

将以为教育计也。时移代异，法制亦更，本篇于旧志虽未删去一人，而

其畸行孤标，囿于一人一家者，旨在存掌故而非示提倡。今当本国家教

育方针以造人才，则后之人物将辐辏于何类，断可识矣。

一、贤能 （附武功）

秦：王翦　翦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将兵六十万击荆。荆悉国中兵以拒秦。

翦坚壁不肯战，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

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

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秦

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 （节录 《史记》本传）。

旧志云：“按：《史记》：‘王翦频阳人。’频阳在秦原属今之富平地。自苻秦于频阳

置土门护军；魏真君八年，罢土门护军，以其地入同官。今县西南五十里铁龙村有

王将军墓，相传为翦父墓也 （见 《古迹志》）。 《广舆记》以王翦为同官人，岂无

据欤？”

汉：赵食其　?臿人。武帝即位十八年，以主爵都尉从大将军，斩首六百

六十级。元狩三年，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明年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

失道，当斩，赎为庶人。（《汉书》本传）。

宋：（流寓）寇准　字平仲，华县人。侨居县之东山，去城十里许，

竖有小碑，明万历初犹存其半，今并为耕夫所没。尚有四棱碑一，字迹

漫灭，不可认识。旁有一泉，公所汇也，迄今名其村曰寇村云。

明：张崇福洪武初。应人才辟，为北平按察司佥事，迁广西副使，执法不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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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后以被诬，永戍。（前志）

冯贵字显忠，永乐十七年，应人才辟，为工部营缮所副使。宣德初年，以平

汉功，赐金币宝钞各有差，升云南黑盐井副提举。寻致士归。以子宁贵，赠刑部主

事。旧志 《选举·荐辟》按语云： “明荐举盛于洪武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铨选，

故二子以此显，而后遂不复见焉。明以前岂翳无人？而尽付之湮没，则当年秉笔者

之责也，岂不慨哉？”

刘敏正统六年举人。知湖广公安县，有惠政，详 《公安志》中，祀名宦，

乡贤。

冯宁字靖之。贵子。登成化二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历四川佥事，兵备道。

统芒部诸土官，地甚险远，往时上官无一人至者；宁攀木缘山，亲履其地，抚御有

方，诸夷畏服。祀乡贤。

习伦字秉彝，成化二十二年举人。知巴县，巴当三江孔道，繁剧难治；伦至，

厘剔诸弊，无事不集。岁饥，捐俸助赈，民赖以全。当事嘉其廉能。后以刚直被诬，

事明，上官强之仕，不应，竟挂冠归。

李大绍性方严，有气节。应正德间选贡。官大同知县，有廉声。

何叙正德间，由贡生官营山知县，有惠政。见 《陕西通志》。

王逵嘉靖间贡生。性质直强毅。官直隶河间知县，迁大同通判，改河间府。

为治明作有功，人甚思之。崇祀名宦。

刘邦聘嘉靖十九年举人。初任高平教谕，擢交城知县，迁曹州知州，寻改蓟

州，举循良第一。累官至沈府长史。所在有贤声。

习鬢嘉靖间岁贡，中之孙也。初知直隶良乡，调山西蒲县，所在有廉声 （旧

志作鸾，选举门作髯）。

习谟嘉靖壬寅恩贡，伦之孙也。四川乐至知县，以廉惠称。

寇嘉谏万历癸酉恩贡，官亳州同知，迁肃府审理。忠诚端亮，以廉能称。

寇遵孟字仰山。庭训以孝友为先。性耿介，以子慎贵，应封，志欲大，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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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膺岁荐，官河南光山训导，迁本省文县教谕。崇祯三年，崇祀乡贤。

寇慎字永修，号礼亭，遵孟子也。万历丙辰进士，授刑部主事，调工部，历

虞衡司郎中，出守苏州。值大水岁饥，立法全活，复捐俸以足漕粮，开滨海淤地，

请减赋额，苏人赖之 （贾志）。逆矫旨逮周忠介于吴，民知抚臣某 （按：即毛一

露）以畜怨忠介欲甘心焉，咸愤懑不平，一时呼而集者万余人。某蹙甚，挟公为

解。民见公，辄叩头呼曰：公能活吴人，不能活周吏部耶？公用好言劝慰，民伏地

悲哀，久之，卒歼缇帅。抚臣乘间幸脱，挟公力也。抚臣幸免，则心?公得民，又

内愧，益逞其毒，欲旁摭缙绅廉茂之有志节者；公又以危词力争，某稍稍慑，益猜

公右诸正人，日夜刺公短。公廉明无间，且终惮公得民，不能有所加 （徐碑去思

跋）。后升昌平副使，转山西冀宁道，剿剪毛贼，斩首四百余级，调朔州，告归。

优游林下三十余年，闭门潜思，著有 《四书酌言》《历代史汇》《山居日记》等集。

祀名宦、乡贤。清乾隆十年，升祀郡名臣祠 （参 《艺文志》）。顾炎武为墓志铭，

附下：

顾炎武　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

天启六年 （西元一六二六），寇公为苏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试见公，

被一言之奖。于今四十有四年，当在清康熙九年 （西元一六七），而始得至铜官，

拜公于墓下。其年二月某日，公之次子泰征迁公之兆，改葬于县东南之义兴原，而

属余为之铭。余，苏人也，公之遗事在于苏，救一方之困，而定仓卒之变，为余所

目见者，不可以无述。往者熹庙之时，太监魏忠贤擅政，苏松道参政朱童蒙者，以

杖杀不辜为苏人所哗，具文称病。巡抚周公起元疏劾，得旨：巡抚削职为民，擢童

蒙为太仆寺少卿，俾之修怨于东林，而斥逐异己。此党祸之所由起也。乃公之守苏

也，未期月而遭水灾，米斗至银二钱四分。公乘舟出郊，劝民兴工筑圩，以食农民；

复至阊河干，立转般客货之法，以食市中游手之民；城中织户数千人，以年荒罢织，

适宣大延绥甘肃遣官积银数万市缎匹，公又设法表散，督之织造，以食业机之民，

民无饿殍而人心帖然，则民固已颂公之德矣。奉旨征漕，而大水之后，粒米无出，

百姓嚣然。巡抚既去，州县官并以朝觐赴京，公行香至城隍庙，万人群拥而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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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之曰：“尔等何为者？”皆跪告曰：“漕米无从得尔。”公曰：“奈京仓告匮！尔辈

亦有晓事者，顾策将安出？”众曰：“惟明公为民请命！”公曰：“三百亩以上纳米，

三百亩以下折银，可乎？”众稽首曰：“敢不竭力以从。”公乃亲巡属县，限以期会，

而手自计之，尚亏额万余石。乃括内赎锾公费及移借帑金，招商给帖，入楚买米，

兑运上船，陆续至江，而巡漕御史受内指，以疏请折漕四分为前抚罪，并欲陷公，

驳称米色不一，勒停江口。公亲往争之曰： “罪在知府，何与军民？且吴中无米，

自楚买之，安得一色？愚不知太仓之米果皆一色乎？”御史辞屈，又廉知公清正，

无可罪，乃许其过江，而民既诵公之德，且服公之才略矣。于是六年春，织造太监

李实疏论前抚周公及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六人欺君

蔑旨，结党惑众，阻挠上供。奉旨：差锦衣校尉逮捕。顺昌，吴县人也。为吏部文

选司员外，素清介，士民皆愤懑不平。校尉之来，复多横索。三月辛酉，抚按等官

至校尉所居西察院宣旨，有生员王节等数十人具呈呼吁，百姓各执香随之，至万余

人；抚按二院不能禁，校尉称旨驱之，众曰：“尔奉魏忠贤令，焉得称旨？”直趋上

堂，擒校尉群殴之，毙一人，抚按逃入溷厕，公挺身入，从容语曰： “今日周吏部

赴京，未必便死，汝等作此举动，反贻之害。不如各散归家，本府于上台计，具疏

保救，庶或可全。”至日晡时众始退。公命医疗重伤者，以兵守之。而驿丞奔告：

“有校尉往浙江者，舟至胥门外索供应。”众共击之，火其舟。公急出城慰谕。校尉

匿舵尾下，幸不死，具衣冠送之出境。然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

千百为群，屯聚不解，而抚按亦以兵自卫。公知抚按素与织监善，说之令求解于忠

贤，疏中委曲其事。而阴具舟于河干，数日天雨，围者少怠，公急亲往西察院，谓

校尉曰：“可去矣！”馈之赆，并死者之尸，宵行送之出境。然后宣旨，令周吏部就

逮入京，而守兵空署如故。越一日，众始知已行，而惧罪仍屯不解；公密询得首事

者颜佩等五人，以他事摄之下狱，乃榜曰： “罪人已得，馀无所问。”于是一麾而

散，二院解严，各归衙视事，而前疏亦下，责擒首恶而已。于是同三府推官审拟斩

二人，戍三人；狱上，有旨五人具枭示。抚按命公监刑，五人稽首谢曰： “吾等激

于公义，累明公矣。”遂慷慨就戮。先是忠贤得织监密报，惧激吴民之变，彷徨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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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抚按疏上，但谓从役李国柱踏伤偶死；阁臣亦言国体所，不可播闻，遂依之，

票旨得不深究，而缇骑自此亦不更出，然其所以周旋上下之间，化大事为小事者，

公一人之力也。向非公平日之恩素结于民心，当此众怒如水火之时，焉知不激之挺

而走险，以成意外之患耶？然宵人皆以公为前抚周公所厚，适旨下，勘御史周宗建

赃罪，公坐以旷官溺职，第追夺其俸；忠贤怒，持之不下，而于他疏批曰： “近日

府官扶同以俸作赃，明是侮朕。”公自度不免，会丁继母忧解官，归不数月而忠贤

败，使再迟之期年，公之得罪亦未可测也。按状：公讳慎，字永修。其先自山西之

榆次徙中部，再徙同官，祖嘉谏，肃府审理。父遵孟，文县教谕。公中万历四十四

年进士 （西元一六一六），历刑部浙江司、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迁虞衡司郎中，

迁苏州知府。丁继母及父忧，崇祯元年 （西元一六二八）服阕，补广平知府。在任

三月，迁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奉敕监军。以前任苏州工部钱粮未完，降佥

事，分巡冀宁，剿贼有功。敌入山西，陷崞县，公守宁武，拒之甚力，颇有斩获。

迁山西布政使参议，分守朔州。以崇祯八年 （西元一六三五）乞休，时年五十有

八。而同官先为贼所残，公归，乃卜居山寨。又八年，李自成陷长安，被执，幽於

秦府。贼有知公清官者，薄其追饷，放归。优游林下，读书自娱者三十五年 （时清

康熙八年，西元一六九九），无病而逝，年九十有三。配习氏，惟孝克勤，能相夫

子以成厥家，封恭人，先公十年卒 （清顺治十六年），年八十有二。子二人：瑞征、

泰征。孙十二人，曾孙十人，玄孙十二人，公及见玄孙而没。惟公治剧定变，有叔

敖子产之风。若其七岁丧母而哀毁如成人；迎父丧于文县，冒干戈而以柩返；捐金

以济三党之厄，赈里人之饥，其善行不能尽述。而余尝至关中，一寓书于公，时公

年垂九十，犹细书手答至二百余言，其恭也如是。铭曰：廉而劲，才而正。一方之

人知其爱利百姓。是以当事变之来，片言而定。宜其寿考且康而子孙蕃盛。新卜斯

原，既安既靓。是公之所以返于真以复其性者耶！

寇遵典　号淑吾，万历四十六年举人，初任山西静乐县，调河南武安，所至

有声。二县之民，为立生祠；去之日，缙衿童孺，卧辙攀辕，竟日不得行；镌石德

政录，拟于威侯苗裔，业公后身，其诵慕之诚如此。后累官户部主事。清顺治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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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祀乡贤，康熙四十六年，入祠武安名宦。

何世鸣　万历间，由岁贡官凤翔训导，人称为淳笃君子。

习孔言　字道轩，伦四世孙也。两中副车，以明经廷对，擢四川阆中训导，

迁山西襄陵教谕，列荐剡第一，升四川威远县知县，治威三载，有善政，甚得民心。

崇祯丙子，以年老乞休，威民于去后思之，久而弗衰。康熙五年，阖邑吁请入祀名

宦。十三年，崇祀乡贤。

刘复性　幼颖异，以神童称。泰昌 （光宗）庚申应选贡，官直隶保定府别

驾，发摘多奇中，人比之包龙图。

冯珍　字待吾，崇祯元年拔贡，官直隶真定通判，历定州、临城、无极、曲

阳、赞皇、元氏六州县事。以能擢永平司马，寻迁山海关兵备道，兼右参政。宠遇

优渥，赏赐屡加。清康熙十二年，崇祀乡贤。

刘弈庚　拔贡，任浚县主簿。乔祀 （详忠勇）之子也，有父风。崇祯十五

年，摄县篆，时贼势猖厥，虏杀乡村，百姓争赴县城避乱，守令戒严，城门坚闭；

弈庚违令挥吏开之，民得进城，全活者万余人。今李家道口生祠存焉。德政具详浚

志中，祠浚名宦 （兼入孝友，详后）。

（附）武功　

和清　安阳里安愈村人 （今上
#

峪村）洪武九年，以惯战头目，调拨大宁卫

后所；廿五年，改营州中护后所。三二年 （按即惠帝建文元年，靖难兵起革除之）

十月，大宁归顺 （归燕王也），随军征讨；十一月，郑州坝大战，全胜，旋取广昌。

卅三年 （即建文二年）正月，取蔚州，攻围大同；四月，白沟河大战，全胜；五

月，攻围济南；八月，升本所小旗。卅四年 （建文三年）三月，夹河大战，全胜；

十月，攻克西水寨，升本所总旗。卅五年 （建文四年）五月，泗州归顺；六月，渡

江，克金川门，升武略将军肃州卫前所副千户。永乐二年，钦与世袭，封赠三代

（节抄墓碑）。

杨　伸　以武弁任山东安东卫指挥佥事，骁勇谙韬略。正德间，流贼起，奋

不顾身，斩首获虏。升指挥使，进阶昭勇将军 （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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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彦德　资惠里人。有勇力，征鱼儿海子哈喇，有功，擢宽河卫指挥同知

（按：旧志 《选举表·武弁》名字作得）。

党从戎　字居智。体貌魁伟，举将材，任山海关大毛山守备，迁河南南汝都

司，升广西中营游击，历右营新大路参将，威服苗疆，诰封怀远将军。

清：习全史　字继迁，号庚青，登顺治九年 （壬辰）进士。初令泾县，补内

江，有声。迁杭州府同知，甫莅任，禁苞苴，戢强暴，风力赫然。尤善听断，诸暨

某持两胫足屡控不止，全史曰：“此必暮夜行窃，为主人所折，顾以误人可乎？”立

投于江，某惊服。吴藩之变，两浙震动，轴轳蔽江而下，制府谓全史曰： “兵饷重

事，非公莫任也。”全史日夜勤劳，输睝不匮。时群贼啸聚山谷，将军某获山中民

数千，欲尽屠之，全史力争之曰： “若曹皆避乱民耳。”将军忿然曰： “尔欲纵叛

耶？”争益力，请于制府，令鞫之，得实，尽释之，人皆服其胆识。后卒于官，贫

无以殓，制府李邺园公为归其榇。

李吐馨　顺治二年以掾吏任灵邱典史 （旧志 《选举表》作灵石）。会大同姜

砡叛，土寇蜂起，令某?怯无能；．吐馨招集乡勇，示以大义，兵民咸感泣御寇，城

赖以全。

崔乃镛　字伯趝，号餐霞。进士，入翰林。气宇严峻。雍正二年，官云南寻

甸州知府，初不纷更，鄂尔泰督云贵，奇其才。寻升东川府知府。乾隆二年，升湖

北督粮道。惟时漕运为美缺，官楚三年，乃举向之苛鮨运丁，剥削库帑，侵蚀漕粮

等积弊，悉予革除，忌者媒蘖其短，贬谪渭南，时年六十有三云。有自传，出自家

藏遗稿。附下：（参 《艺文志》及 《建置志》。

清崔乃镛：　餐霞先生传

餐霞先生者，西安北邑同官人也。其年在六十三时，羁于渭南，渭南无知先生

者。先生闭户著书，慨然曰： “功不建，名不著，悠悠逐口实；纵复顽健，奚补于

世？丈夫气不衰，存此志俟之。偶于罪罚，为徒胥伍，恪承君命耳，莫以色为也。”

盖先生官于楚，遭谗被谪，壬戌年 （乾隆七年西元一七四二）六月入渭也。先生气

宇傲岸，稍不合，则奋然作色，援据今古，正言以启之。古事必口述其巅末，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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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史；今事必详列其利害邪正无遗类，往往致人忌。荆襄之际，上官之嫌，大率

由此。先生曰：“学问变化气质，而余于不善不能容，至于罹患而不可改，书之咎

耶？”官楚三年，督漕运也。往时粮储，得之者群贺以为美缺，利在取羡于运丁，

剥削于帑库，侵蚀于有漕州县；通气在各郡漕卒，销融在各县吏胥，无不载宝而还

者，督漕共以为佳，实可叹也。先生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而祸由此酿。群

已为蛆，独挥而掷之，欲不逢怒，岂可得乎？然从面斥而数之，益坚其不逞之心。

渭上之役，先生曰：“此天网之一面也。如班第、王云翔辈，盖将有不杀何名之毒

矣。”然先生自雍正二年甲辰 （西元一七二四）官云南，乾隆二年丁巳 （西元一七

三七）出滇中，方在壮盛之年，夙不谙仕宦风涛，何以十四年声施洋溢，辄得合于

上官也？先生之气骨嶙峋，久为杨江阴高章之所赏，江曰倔强，章云憨直。先是丙

午 （雍正四年西元一七二六）西林 （按：鄂尔泰号）督云贵，初入境，面斥先生

曰：“汝当参劾！”先生曰：“诚如大人言，然可参者何在？大人岂不教而杀乎？”西

林曰：“因循耳！”先生曰：“若是，则通省皆可参，不第职也。”西林曰：“如尔言，

则当何如？”曰：“教之以道而不从，则参劾无怨”。西林颔之。初莅任。语寮属曰：

“人告我以寻甸州可参也。初来迎，试之以利害，弗怵。此人可大用。然吾且磨砺

之以老其才矣。”先生始治寻甸，日以民事为务，宁息之，勿扰也。顺导之，勿逆

也。不以纷更张弛为事，故曰因循也。先生自是后，乃以地方水利为言。西林曰：

“善！”

赵屏晋　字周翰。进士，官户部主事，历迁永平府知府。性方耿，有气节。

为治明作有功，时称循良。和糰之役，竟被严旨，人皆冤之。

（附）武功

寇徽音　字绳之。由行伍授山西都司，再擢河南参将。时嵩洛间多啸聚，徽

音出奇计悉获之。又折节下士，论交多寒素。值岁凶，诸儒咸赖其恤。后迁长沙

副将。卒于官。

金作砺　字玉生，鼎长子也。武弁出身，以捕海寇有功，历任福州台厦守备，

迁云霄营游击。平朱一贵之乱，克复全台，推升副将，恩赐甚厚。寻以病乞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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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卒。

王国正　字乐天，号北秦。登康熙壬子武举。癸亥，官广东长乐所守御，历

任六载，兴利革弊，军民不扰，曰有文吏才，好礼贤士，恤孤寡。以父年老，力请

终养；解组之日，长之人士深爱戴之，勒石以志其德。

高　森　字木天。武生，同治间，以军功官固原右营千总。时火延烧主将房

舍，森从窗冒火将主将负出，得无恙。屡立战功，赉予优厚。后卒于官。

佘立功　字次德，绿营步兵。同治初回变，以韩家原获匪有功，授马兵。陕

抚叶伯英阅边验操，授六品军功，以外委在营候补。后卒于官。按：旧志贤能武功

传并列为 《乡型》，按语云：昔人谓志于功名者，利禄不足以动其心。夫士始居约

时，褐衣蔬食不厌，志岂常在温饱耶？邑之士非能概律以温公之行也，而其风气劲

质，习寒素，好矜尚，斯为近之。数君子皆先后发名于时者也。明末以来，人材忠

节武勇之著，卓乎尚已，而风声所树，遗爱在人。固绩用之章章者，即一德一才，

具能各自表现，亦有可称道。功以性成，名由素定，从来久矣。

二、学艺 （隐逸附）

晋：流寓葛洪　字稚川，素事修炼养真，于县之飞仙山石洞中亡，时年八十

一，其貌不改平生，体仍温柔，举之入棺，轻如空衣然，时谓之得尸解云。所著

《抱朴子》行于世。

唐：流寓杜甫　字子美，少陵人。遍游秦蜀，常驰车坊间，栖止县境者数

日，有 “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之句，留置署壁间。

皮日休　字绍义，襄阳人，尝览胜关中，驻城旬日而去。留题短记，宋政和

三年为刻碣于县署壁间，今嵌二堂东边墙内，文见 《古迹志》。（按：旧志谓 “明季

其碣犹存”，盖当时未见，以为佚耳）。以上据旧志 “流寓”。旧志按语云：“地无阅

古今，人无虑亿千百万，泯民者莫之能举也；贤人君子偶至是邦，则引以为幸，传

之道之，甚且私而据之。宰是邦、生斯土者，大都湮没，而稚川石洞，杜皮诗句，

至今犹传诵焉，莱公且以村名也。呜乎！地以人传，岂不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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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崔重辉　康熙十五年举人。初任绥德学正，迁延安教授，丕振士风，聿

新文教，学者仰为南郭东陵。解组后，键户十九年。尤喜奖进士类，崔氏家学，皆

重辉教之也 （著述详 《艺文志》）。此据旧志 “乡型”。以下据?访册。

王子满　武生，乾隆时人。酷嗜经史，书法遒劲，尝拟武庙楹联云：“有号侯

王帝，代代加封，都是将军意外事。无称魏蜀吴，人人臣汉，方消夫子心中忧。”

颇能抉出关帝的当日心事。生平留心掌故，随录成帙，乾隆二十九年，知县袁文观

修县志，资以?辑。知县杨增思尝品骘邑中人材，谓王生之才，实不敢以武人目之，

即吾等进士对之，亦有愧多矣。

流寓顾森　
8

山顾炎武族裔。乾隆二十二年，流寓同官。生平多著述，尤好奇

门占验等术。又刊行者，有 《云庵遗稿》二卷，《回春梦传奇》二卷，余藏外孙杨

坊家。坊为之传。附下：

清：杨坊　顾云庵先生传　　坊，邑人，传见孝友。文稍删节

先生姓顾，讳森，字廷培，一字锦柏，别号云庵，余外祖也。原籍江苏长洲，

为吴大族。其服伯讳者，以传胪仕至河南巡府。祖小谢公，江东名士，工诗，有

《消夏录唐诗选》行世。父鹤涧公，隐居不仕。公受庭训，颖悟非常，闾里咸以大

器相期许。乃成童而孤，因贫废学，与胞兄大外祖讳彬、弟三外祖讳林，北游京华，

从事馆阁，义叙得涿州判，六年考满，制军特列荐章引见，奉旨候升用，时与州牧

周公极相得也。越明年 （乾隆二十五年），里民为借马一事，阍讼州牧，遂波及公，

窜谪西安，置同官，先是涿之士民，知公代人，受过，欲为讼冤，公固止之，泰然

也。来秦时，途中犹著 《西行录》，沿途风土古迹，尽入奚囊。入关后，历为幕宾，

咸知公为博物君子也。时陕之上台，半属亲朋，每遇人有恳求，无不竭力成就或挽

回之。乾隆四十四年，毕秋帆 （沅）中丞议裁同官，分属宜耀，得公一言而止，六

里士民，至今犹称颂弗替 （六里送有 “?臿干城”匾及联，悬挂中庭。制赠万民衣

一领，则坚辞不受，众寄存质库多年。及公将殁，环跪榻前，强披公身，点颔以谢，

越日而逝）。是在他人必自夸，而公乃卑以自牧，不以名势经意如此。年七十，杜

门谢客，仍手不释卷。著有 《云庵杂录》数十册，自天文地理，山川人物以及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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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可骇可愕，皆手抄，务有据。惟分类繁，无力编订。先刊行 《回春梦传奇》

一书。栽云制霞，熏香摘艳，而旨在忠孝，兼悲壮淋漓之慨焉。先慈居恒以未能表

彰公之手泽为憾，用略述颠末，以志不忘云。

李均　字秉之，咸同间岁贡。书法盛称一时，酷嗜王石谷山水，兼习翎毛花

卉，时人得其片纸尺幅，皆珍藏之，购者亦不惜巨资云。

李师白　字子青，同川里人。刻苦嗜学，尤得力于 《周易》，安贫授徒，著

《周易笔解》若干卷，未及刻，遭回变，毁于火，士皆惜之。

李维纲　字提山，文章书法，名噪一时。肄业各大书院，屡列前茅。同光间

陕抚保恒器重之，延入署课读。著述甚富，无子，殁后多散佚。

佘仍兴　字诗庵，同治壬申岁贡，三荐不售，遂绝意进取，授徒养亲。质朴

守道，一时邑之名士，多出其门。著作甚富，花门之乱，毁于火。主讲邑颍阳书院

六年，以学款不足，岁修只取其半。与知县刘达五深相契，讲学论道，绝口不谈他

务；有请托关说者，严拒之。教读四十余年，只三易东，年七十，犹能作真楷，且

手不释卷云。

佘秉彝　字葆初，岁贡后改鼎彝，初肄业于关中、味经、宏道各大书院，恒

居前列。困于棘围，屡荐不售。因亲老，家居授徒著书。光复后，徇地方人士之请，

叠办要务，竟以积劳成疾卒。著有 《十三经证案》三十卷， 《嚼墨草》 《公于草》

《芜园草》各一卷，《吼崖遗史》二十卷。因无资，未梓行。

赵维鼎　字次昌，号亦楼，博学能文，书法秀劲。肄业关中书院，与牛雪樵

相伯仲。归里后，筑一楼自居，故号亦楼，读书其中，不下楼者二十余年，历任县

令咸敬仰之。

冯　竆　邑庠生？家奇贫，恒不举火，歌咏自得，有箪飘陋巷之慨。入问何

所乐？曰：“吾不知天地间何物可入吾胸中，只觉得一种浩荡之气，我心自无时不

适，无时不快耳。”又问何以不仕？曰：“自讨苦也，吾不为。”

杨发林　字阴棠，恩贡。精歧黄，有延医者，虽风雨午夜，未尝不去，且无

问贫富不索谢。五子均入邑庠。三子锡彤纯静笃学，殇于疫。适有邻村人为子病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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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家人以公初殇子，未报，公适出而见之，怒责家人曰： “吾子死，命也；邻

人子病，吾往治，或可活，胡不通也？”随之去三日始归。其济世活人之心，久而

弥笃。后长子锡铎继承父业焉。

高先升　岁贡，陈炉镇人，以家寒隐于陶，渐致丰裕。子九人，孙二十八人，

多好习武业，九子及长孙，均入武庠，故每岁武试，邑人有 “无高不开考”之谚。

光绪中叶，家口至一百余人，五世同堂，均俭朴笃实，恭敬温和，无纨
5

嚣张习气

及诟谇凌厉之声，论者谓有张公艺 “九世同居＂之遗风焉，年八十余卒。

三、忠勇

明：杨先升廪生、赵凤喈、杜三秦、任增魁、杨库、雷加赤、陈登第

皆立地镇人，所谓明季七义烈是也。寇慎有碑记，注附如下：

明寇慎：七义烈碑记

日星丽天而太空不晦，川岳亘世而大地常辉，义烈之在人也亦然。自逆闯首祸，

余孽未熄，其乌合兽聚，蔓延陆梁，复拥刘洪才以为渠率，蹈藉屯堡，蹂躏三辅，

官兵云翔而莫制者，数年于兹矣。迨己巳 （按：崇祯二年，与所叙事不合，应是己

丑之误，己丑为清顺治六年）岁暮，始出太峪，越底镇，逾上店，翱翔于陈炉，索

金帛，要饩供，莫敢逆其颜行。其立地镇人谋曰： “震邻急矣！然降心揖寇，污行

也，重币和戎，逆节也。此巾帼所羞，其何以戴有须眉哉？”于是伐鼓肃众，为战

守具，周之以木樵校联，布之以蔺石渠答。部勒甫定，而前驰至矣。堡人杜三秦、

赵凤喈等，率所部横击，悍如啸虎，贼遂踉跄却去。越翼日，组练映雪，旗幢干云，

虏空营而来，邻堡遂陷，彼获据建瓴之势以凭陵我，乘我外围未缮，瑕衅可乘，堡

人犹背城借一，酣战不已，贼亦大创，第众寡不敌。伤哉，杜三秦、赵凤喈等遂毙

凶锋矣！然堡人犹贾其余勇，乘墉对垒，而生员 （廪生）杨先升指挥一面 （独当南

堡，贼未敢近），并任增魁、杨库、陈登第、雷加赤各捍御信地，从睥睨间抛石击

贼，皆中炮而毙 （旧志谓四人，贼皆去后以火药伤死）。伤哉！痛哉！然贼亦引去

矣。（堡赖以全）是役也，我堡之战死者杨生等七人，而贼之应弦而倒者不知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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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咋指相戒，不复鸣镝南下，从此萎靡不振以至剪灭，不可谓非子房一击之力也。

因此有感于七义士焉！其抱志忠贞，足以决衡云；其赴义果决，足以贯白虹；可以

为击贼之笏，可以溅侍中之血，可以固睢阳之守，可以断常山之舌。惜国家无有用

之者，而令英风浩气以草莽掩也！悲夫！堡人赵凤鸣、赵光前等特请余勒之碑铭以

托不朽，铭曰：“维水泱泱，维山峨峨；义烈既殁，生气不磨。杲杲者日，灿灿者

星，侠骨义胆，昭揭上清。”

刘乔椿　由岁贡官四川昭化训导。邦聘之孙也。崇祯十一年，张献忠围城急，

令尉俱遁，乔椿固守。贼城外劫掠，哭声震天，乔椿素勇，善骑射，率士民出城杀

贼，三日，矢尽刀折，城陷被执，不屈，死之。事详 《四川勤王录》及 《昭化县

志》。

马　飙　字电如，贡士。崇祯十五年，任沔阳州州同。贼陷承天，督兵堵战：

贼袭飙后，飙驰马冲其前，所向披靡。贼至愈众，下马奋呼，家丁数人背城与战，

犹射杀贼数十人，矢尽力竭，不屈，贼怒，用劲挺通中而死。藁葬城东二十一载，

子来启殡易棺，颜色如生 （《湖广志》）。

崔　栋　邑增广生，陈炉镇人也。遭流寇劫掠，村民皆筑堡穿窑，为避乱计。

栋独曰：“众寡之不敌，此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虏去来无定，难以守御，徒费财力

耳。不如散逸山林，侦贼踪以为聚散，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且虏欲得财，吾示之以

虚，使贼无意于我，可图活耳；若聚而守之，是饵盗也。”于是人皆以为栋为可倚，

从逃者数十人。栋固知不免，然以人之附己，不忍去也。一日，遇贼蜂至，栋计匿

偕行者，而独以身撄贼锋；贼欲降之，栋大骂不止，遂被害。其子承先，号泣救父，

亦为贼所杀。

清：王金门　永受里人也。年十七，应童子试，邑令何德美首拔之。后德美

为流贼刘洪才所杀，金门趋救，枕尸而哭，厉声叱曰：“逆贼杀吾父母，吾誓不与

汝共戴天矣！”拔所佩小刀直刃贼，贼磔之。寻吴三桂兵至，以同民从贼杀官，欲

屠其城；忽云雾迷蒙，白昼欲瞑，吴大疑。谍者回报，谓山隈处有一老人号泣；吴

执而诘之，乃曰：”吾子王金门为救县父母而死于贼，吾恨不能殉吾父母以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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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哭也。“吴顾谓镇将曰：”同未叛也。乃引兵去。“以上据旧志 《义行》，以下据采

访册。

张五十　陈炉镇人。同治元年，冯元佐、程景鹏率众数千，由富平县之底店

来陈炉镇，占踞北堡焚掠；延至二年八月，始行开拔，复大杀掠。团丁张五十手执

长矛，奋勇直前，护救逃难妇孺，被创倒地，遂以身殉。镇绅以五十家贫，拨庙地

十亩赡养其母，立案竖碑焉。

寇炜、寇崇、寇纯　宗族伯仲，时所称三义烈是也。同治二年，□破邑之

济阳寨，搜劫不息。寇纯等纠集勇丁百余人，奋力击之，少却。翌日，众蜂入，邻

堡印台、虎头二山相继陷，纯、炜犹竭力拒战，贼亦创甚；然势孤援绝，遂遇害。

先是寇崇独当永宁一寨，守御甚严，贼莫敢近；及见纯、炜已死，知势不可为，犹

奋臂呼众，抛石击毙十余人；贼以长矛由城头拖下，遂以身殉。

赵循祖　廪生。陈炉镇人，承翰叔父。同治时，□攻县城，知县陈衍昌避于

济阳寨。嗣靖安、镇西两营来县剿贼，名为官军，较贼尤残酷，循祖因县城失守，

诣县令筹商，半途遇匪索财物子女，循祖审知为官军，晓以大义，不听，遂破口大

骂，夺矛拒之，被匪众攒刺，遂遇害。事闻，祀忠义祠，并荫其侄承翰恩骑尉世职。

佘仍吉　廪生。同治时，□破县城，搜索无厌。吉有别墅在西区邀贤村，归

家时遇贼被执，使献财物子女，吉痛骂不屈，以石击贼首立毙，余贼怒，以刀刺其

胸，卒。有司上其事，祀忠义祠，荫云骑尉世职。

马鸣群　武生。王益村人。有胆略，膂力过人。同治二年九月，程景鹏由陈

炉镇来县，占据济阳寨，自号大元帅，劫财杀人。扬言大队至，执鸣群令筹饷六万

两；鸣群家故丰，窥贼众，不敌，欲乘隙逃，程觉，囚之，鸣群大骂，夺左右刀砍

杀数人，为贼攒刺而死。有司上其事，入祀忠义祠，荫其孙成家云骑尉世职。

寇自定　蒲池王原人，同治□乱，村人缮治城堡，尚未完备，突于十年十月，

其众蜂至。村中丁壮用木板桌椅等物，堵塞缺口，竭力抵御；奈众寡不敌，自定竟

及于难，同时殉难共二十六人。惜年久，姓名不传矣。

吕发　黄堡镇人。有护胆略。同治时，□攻黄堡寨甚急，发立寨门，执矛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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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男女入寨，全活甚众。后贼围攻，受伤而死，年二十二。

民国：白喜　字乐天，同川里人。少孤贫，有大志。为人佣工，既而曰：

“欲图大事，非联络四方同志不可。”遂投身官役，广结纳。辛亥九月初一日，省垣

反正，喜见时机已至，遂纠合同志，于初六日晚克复县城。旋被北路安抚使井勿幕

委为第一管带，收复、洛、中、宜等县，兵不血刃。又率健儿进驻耀县，方图与

省垣接洽，不意前驻县防军旧部胡正虎、郑吉安初用事，忌其功，又虞其制肘，诱

至宜君，潜害之。

童德福　字寿亭。少投身官役，旋入会党。反正后，随姚振乾叠剿巨匪，多

建奇绩。会东和联有匪警，率民团防剿，驻雷家坡庙内，富平某艳其枪枝，乘夜遣

人勒收，并德福枪杀之。

穆青云　字子登，武举。陈炉镇人。粗解文字，尚气概。光复后，力办地方

支应。邑当南北冲途，军差络绎，索粮派款，难厌其求；间有失纪军人咆哮肆威，

皆能应付，不为威力所挠。民国七年，套匪卢占魁第三支队驻同，炮厂林立，科派

繁重，人民弗堪；云结民团与抗，并联络东西两区为援助，初不计手无利器也；旋

失败，遂固守镇之西堡，匪部架梯环攻，卒不能克。九年，受靖国军第四路委，办

同官民团，与匪部大战于义兴村东之山神庙，斩获甚众，并戕其营长某，卒澈初志。

时镇经兵燹，地方残破，房舍为墟，居民流亡，云劳来安集，市镇渐复旧观。后为

怨家所忌，阴遣人枪刺之，年四十九。

颜德荣　第三保马村农家子，陈炉镇团丁。民国九年，穆子登 （青云字）因

全县民众不堪套匪卢占魁部队之虐，奉西北靖国军第四路岳司令 （维峻）委办同官

民团，德荣时亦投效其中，屡出剿匪，恒居人先，论功行赏，则独独谦让未遑，因

之提为随丁。后穆以刚愎偾事，惨罹于难，其素所赏识者多坐视，惟德荣勇往救护，

遂以身殉，镇人士多痛惜之。

韩广盈　石柱镇区公所助理，二十二年与团丁八名同殉职。详 《军警志》。

梁崇峻　黄堡镇区长。

范清海　二十三年同殉职，详 《军警志》。高大年等五十人二十六年抗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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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阵亡将士，姓名详 《祠祀志》。

四、义行

明：何仕能　里人也。豪侠好义，正统三年岁饥，仕能捐杂粮千石，全活数

千人。有司状其事，诏旌其门。

王　翥　成化二十一年大饥，翥出粟赈之，且散种田间，有司旌其门。

张邦彦　万历十年大饥，彦出粟赈活数百人，有司旌其门曰 “尚义”。

清：郭古　安阳里人。少孤贫，依族侄保为生。崇祯间，遭寇乱，与族侄俱

为贼所虏；古绐贼曰：“请执我，使儿取金以赎。”贼许之。翌日，儿不至，贼持匕

首曰：“汝子何久不来？”古泣曰：“我无子，彼实吾族侄也，虽非至亲，然饱暖我

者十年于兹矣，故以死报。请杀我以全吾侄！”贼义而释之。

杨维钦　康熙岁贡，有胆略，馆于上店镇。会吴□兵过富平，道经上店镇，

居民皆逃匿，吴怒其不接己也，欲屠之；维钦单骑入营陈状，吴怒乃息，镇赖以全。

村民勒石以志之。

习全美　同川里人也。世业农，家有余粟。康熙六十年饥，施粟全活数百家，

里人共义之，举乡饮。

郭养伦　忠孝里陈炉镇人也。性和厚，乐施与。康熙雍正年间，频遭岁荒；

养伦三出粟赈之，家人惧其难继也，而养伦行益力；里人高其义，举乡饮。卒之日，

取贫者债券数百金，悉命其子焚之；并嘱之曰：“尔曹当以恤灾救民为念，勿以刻

薄坏吾家声也！”

庞　林　东阳里人也。以农为业。性好施；邻里婚丧，极力助之，卒不问偿。

以上据旧志。旧志按语云：“古来闾巷刺草之民，一节之奇，皆得书于史。邑之士，

其事迹彰著者，既标提而立传矣。而王者为、宁希恭、孟友谅、孙林、陈邦彦五人

者，《通志》总列于义行，而旧志缺焉。今其事虽不传，而其名不容没也；并援唐

书元史之例，总列姓名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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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世　字垂裕，时雍高祖。柔善恭逊，重义轻财。家素丰；因年老无嗣，

举债券悉焚之，后有人还债至门者，以无券不收。尝典村人田八亩，播种荞麦，已

三寸许；当地者称贷赎地，乘夜将荞麦犁翻，来相谓曰： “吾赎地，已将荞麦犁

过。”世不与较，听其赎。而富室闻犁荞事，颇不平，不贷与资，村人复来曰：“吾

不赎地矣，汝复种去！”是年荞适无收，次年种麦大熟。拟纳妾以续嗣，适朝邑壕

东营大荒，前往媒娶，有一活人妻，媒者赚以为孀，事已成交，闻妇家哭声甚凄，

不类，严诘之，以实告，公曰：“吾为无子而纳妾，今欲生子，岂可使人夫妻分离。

吾宁无子，不忍为此，财礼奉送，以赎吾过。”媒者转告，延至妇家，夫妇涕泣拜

谢。逐不复娶。时妻张氏已五旬，忽有娠，生一子，名恂，和氏由此昌大焉。

孙杨祖　字耀廷。道光十四年，以治城倾圮，且系土筑，乃捐资购料，城底

砌以石条，上用砖包，周围一律；又添筑东西二炮台。时值荒歉，以工代赈，全活

饥民不少。计费银一十四万两有奇。当事上闻，赠云南道世职。互详 《建置志》。

孙思发　杨祖次子。崇儒重义，有父风。时文庙倾圮，乃捐赀重修，庙貌焕

然。又以文风不振，由于寒士膏火不继，故作辍无恒，乃捐麦谷三千石，粜钱三千

串，发商生息，为书院肄业诸生膳奖之需。有司上其事，陕抚以 “集义崇文”四字

旌其闾。互详 《教育志》。

杨生芄　性慷慨好义。其行事不少概见。惟于书院捐购书籍，资助膏火二事，

当时诸生多称道之。邑绅捐助书院，继孙思发之后者，一人而已。

孙继述　字武成，拔贡。品端学优，尝主讲颍阳书院，不受修脯，月课膏火

必自给。先是邑书院，款恒苦不足，从此每年积余，发商生息，肄业诸生，莫不赖

之，邑令黄肇宏以 “春蔼士林”表其闾。

和本健　字康庵，好学不倦。理县刑科事，不受非义之财，已所费常称贷于

人，以是廉名远播。尝收修文里粮，里人纳粮至科，健不在，皆怀金不纳，必俟其

至始输，其为人所信服如此。常诲子孙曰：士农工商，皆可托业，惟公门决不可住！

不受财，无以资生；若受财，又悉属法网，于心安乎”？

张鸿序　武生。少失怙，家故贫。后以苦力致富，始习武入庠。光绪庚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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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赈粮百余石，自行散放，以济本村饥邻，全活颇多。事后上闻，援例奖花翎

千总衔，村人又以 “乐善好施”四字表其闾。

民国：张子孝　黄堡镇第三保文明原人。性慈善，仗义疏财，喜济人困，光

绪庚子辛丑岁大，将旧所储粮，悉赈邻里，多所全活。事后，受惠者以 “救危扶

困”、“泽及乡闾”、“乐善好施”等匾表其闾。光复后，慨然以提倡改良教育自任，

将住宅划出一院，内有土窑二孔，设立初级小学，捐地一百八十亩为常年经费，若

课本、制帽及一切用品均购置完备。其年之间，斯校声誉日隆，全邑无出其右者。

雷王氏　茹素礼佛。抗战军兴，热心爱国，临殁前，特嘱其子雷炎，于身

后丧葬费宜特别省俭，节余之款，捐给学校。炎尊遗命，慨捐建学校费一万元。

县长姚文蔚题 “泽及童蒙”匾额奖赠，并呈请给予一等奖状云。

五、孝友

唐：周智寿唐书作同啼智寿、周智爽　高宗永徽初，父为族入安吉所害，

智寿与弟智爽候诸途，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

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

爽血尽乃止。见者伤之。《唐书》本传。

元：强安　见 《元史·孝友传》。以事亲笃孝著闻，天子尝表其门。

王忠　生七岁，丧父，事母以孝称。洪武三年，有司以闻，诏旌其门。

明：习显　字克光。少丧母，哭泣三年，不逐群儿戏。朝夕事父，未尝离。

及父殁，庐墓三年，不归私室。有司贤之。扁其门曰 “孝行”。

何源　有孝行，父殁庐墓三年，有司贤之。

冯光升　生员。父殁庐墓三年，有司上其事，督学使旌之曰 “孝行”。

习四科　字建楼。以掾吏官户部检校。少丧母，事父以孝闻，父每所欲，辄

顺致之。父殁庐墓三年。有司列其名于彰善亭。

刘弈庚　已见前贤能。性亦至孝。母早丧，继母妒而悍，日夜谋所以害弈庚

１０５

同官县志卷二十八　人物志



者，以父防护密，不得间，久之，母恚甚，以剪锥弈庚头，血流昏仆。父怒，打母，

欲出之，有顷弈庚苏，泣谓父曰： “此儿夺母剪误伤耳。”时弈庚方八岁，父大奇

之，母由是感悔，竟以慈终。

清：冯彩　字大章，号逸庵。父文藻，有文学，家教甚严，常谓彩曰： “汝

从学，知扬名显亲之道乎？”彩乃刻志励业。父有 《西山草堂诗集》，临终语彩曰：

吾一生精神在此，汝无忘！每展卷，声泣并下。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举于乡；彩痛

父丧志以没。号泣累日，对客时犹潸潸泪下沾衣也。母慰之，稍解。及母卒，方殡，

会霖雨，墙屋欲圮。彩抱棺哭，家童趣之行，不能得，已而墙倾而棺无恙。里人异

之。令欲言状，寻以忧去不果。

寇率先　字范来，号希夫。为人刚正守礼，乡里咸敬惮之。少事二亲，家贫，

藉铺谷供养，甘旨不缺；自奉啜菽饮水，怡然也。亲殁，丧葬祭必以礼，或笑其迂，

而率先行益力。除后，每遇亲忌日，拜奠哭泣如初丧。雍正二年甲辰举于乡，威

望益重。然虽处城市，绝不干谒公庭。至处宗族乡党间，事无大小，皆能以公平了

之；虽悍劲者，得率先一言，无不帖然。

温四姐　东阳里温中任之女。中任务农北乡王家原，女六岁丧母，中任挟女

归武家河，途遇猛虎，搏中任坐跨下，女惊仆地，解所着红衣掷虎身，以首触虎口；

虎跃起，衔中任皮帽，攫所乘驴而去，女抱中任哭，俄而中任苏，掖父踉跄归里，

时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女由是得哑症，一岁始能言。中任年七十一卒。

女见父面虎抓痕，谈及救父时事，辄惊痛不已，按：知县信阳陈秩五有 《虎口救父

行》（碑刻见存县府二门墙侧），附下：

清陈秩五：　虎口救父行并序

同官东阳里温四姐，随父过武家河，猝遇虎攫其父，女惊，以红衣掷虎，随手

格而头触之；虎舍其父，攫所乘驴去。竭力唤父苏，遂病哑，年余始愈。康熙晚年

事也，女仅六岁。邑志载之而无歌咏，为作此篇。

狂风卷沙沙如雨，空谷怨号败叶舞。稚女骑驴父执鞭，瞥眼跳出班烂虎。虎向

驴头过，女已驴背堕，惊心骇魄唤阿爷，爷早在虎跨下坐。救爷无术急何择，红衣

２０５

同官县志 （民国）



凭空向虎掷，身随衣进逼虎身，以头相触以手格，一格再格虎已愕，一触再触虎忽

跃。舍爷攫驴逐风驰，呼爷爷已昏无知，竭力唤苏扶持返，口忽不语心伤悲。阿爷

抚女泪盈把，汝能救我何竟哑？日日祝天天亦怜，岁余果又能言也。吁嗟乎！同官

古有女孟姜，远负夫骨归故乡。彼以节著此以孝，遥遥千载两相望。至今父老东阳

社，谈救父事尚泣下，一诚固结虎亦驯，君不见六岁女儿温四姐！

冯英　北雷村人。幼丧母，哀毁天至，乡里异之。父嗜酒，喜客，日需钱千

余供饮；家故贫，苦不继，英营煤窠以赡。有壤窠，人谓死气，莫敢入，英力攻之，

俄而窠陷，人以为英死也。旁有窦，英出焉，以窦所出炭取倍利，咸称为孝感所致。

父饮于城，常暮归，英风雪必至，立侯门外，俟瓮罄而后掖之行。父醉怒，辄打英，

英笑受杖，人怪问之，英曰： “吾父曾杖英，英哭父愈怒，笑则怒息也。”后父馰

老，不能赴城饮，英令妻酿醇醪，敦所与俱饮以娱之。父死，日夜呼号，家人不能

得一语，其晨昏拜跪伏立之状，如父在定省然。以上据旧志。

旧志按语云：“家庭无奇行，尽其德之庸，而奇行见焉。观二周复仇义迫，视

死如归，遐哉史册争光矣！元明二代，卓卓七人，亦各有所见也。本朝冯氏二子，

以士大夫而克笃庭闱，乃其倾墙坏窠，俱若有鬼神为之呵护，至德之感，岂偶

然哉？”

杨坊　字立甫。十二岁失怙，家故贫，母顾氏碾米获利供坊读。坊曰：“儿安

坐，使母日夜辛苦，儿不忍也！”欲废读，母怒不听之。是五鼓起，代母操作，毕，

始入塾。母殁，每念及，辄食不下咽，曰：“吾母捣米之苦，乌能忘也？”

杨俸　庠生。幼丧父，事母以孝称；每有所欲，辄顺致之；母殁，庐墓三年，

有司上闻，旌其门曰 “孝义”，县城南街有 “孝义坊”。民国三十年，县长吕绍熊以

县当南北要冲，为咸榆公路枢纽，有碍交通，毁之。南门外所竖 “抗战阵亡将士纪

念碑”，即其坊之一柱。

赵俊　字文珊。拔贡，受徒自给。弟承翰肄业泾阳味经书院，家中冗务，悉

决于父；俊每夜五鼓，必自塾归，挑水俟门外，恐父起再挑也。后就馆城内，每食

必市粗饼，有问之者，曰： “吾家固不丰，父常啖蔬食，日勤操作；吾安坐，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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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精细者？”后承翰捷南宫，俊不事舌耕，日侍父侧；及父殁，每语及，辄泣数行

下，曰：“不敢忘父辛苦也。”

和时雍　字穆斋。庠生。事父母以孝，处兄弟以友，时家庭食指七十余，恒

产入不敷出，主家政者除供给饮食外，举凡吊贺之酬应，冬夏之衣物，均须自备。

时雍舌耕自给，盈余悉储蓄生息，以备不时之需。父母属纩时，适值回变，衣衾悉

不称意，后与子孙道及，辄泣下沾襟。生平雅善饮，嗜戏曲，及居丧，勺滴不入口，

三年不观剧。光绪丁丑之荒，负债者率多逃亡，乃举券悉焚之，存亡概不取偿。著

有 《野处杂俎》四卷。八十余犹日作楷书数百，卒年九十一，因自号九十翁云。

郭维城　字斗垣，岁贡。幼丧母。入庠后，因家贫无力进取，遂舌耕自给。

事继母，承顺色笑，言词委婉，时供甘旨；对于异母弟友爱倍至，有过则多方晓譬，

从不以怒责相加，以故一门雍穆，见者称之。

六、节烈 （列女）

秦：孟姜女　传已见 《古迹志》，兹再照录旧志所引。《郡国志》：“适范植

三日，植赴役长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寻夫骨，无辨，啮指血验得之。”

马志：“负遗骸归，至?臿，道中山巅，渴甚，号哭，山忽出泉，因名曰哭泉。在

今同官城北。亦死西山石穴中，邑人怜之，并其夫遗骸偕葬，有祠墓侧。”乔三石

《耀州志》：“澧州人也。其夫姓范氏，亡其名，人称曰范郎，秦始皇时，范郎役长

城下，久不归，人言死生不可知，孟姜乃自往长城下，问其夫所在，人曰： ‘秦法

役怠者辄填城土中死，死人如乱麻，独尔夫也？’于是孟姜乃往来城下哭，昼夜不

辍，久之，城从哭处崩。见崩土中骨出，又多不可辨，孟姜又哭祷曰：妾愿以指血

试骨，是妾夫，血入；非妾夫，不入。’已而果遇血入骨者，乃自信范郎也。负其

归，历数千里，至同官金山岩下，力困竭，饥渴死。同官人因就岩下为祠，即其骸

塑像祀之。今澧州有镜石、针刺竹、望夫台，及浍河手迹、北高山哭泉，相传皆孟

姜故迹也。《一统志》载为同官人，今定为澧州，则自尚书李如圭始。”

明：雷氏　冯宣妻。年二十一而宣卒，姑舅怜其少，劝使改适，氏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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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更二夫尚可为人耶？”事舅姑愈谨，守节终身无异。有司贤之，为旌其门宋氏

王民妻。二十六而守节。母疾甚，焚香祀天，割臂以医，寻愈，里人莫不叹异。有

司旌其门、冯氏周仪妻。仪卒，氏痛甚，不食，欲死。家人强灌之，则啮其杯破，

曰：我自安此，奈何苦我？至六日，不死，乃自缢柩旁 （马志）、王氏孙守忠妻，

忠早卒，一子尚在襁褓，守节五十余年，卒年八十，有司扁其门曰 “节寿”、习氏

李梅妻。夫亡，无子，家甚贫，亲党劝之嫁，氏曰： “有姑在，可事。”遂坚贞自

守，有司匾其门曰 “节孝”、王氏彭邦贵妻。年二十四而寡，事祖姑赵氏极诚敬，

待卑幼皆有恩。赵怜其幼，喻使改适，氏剪发自残，以示不二。性好乐施，济人不

责偿。万历十年大饥，输杂粮一千石入官赈济，有司上其事，诏旌曰 “节义”、党

氏张邦彦妻。年二十而邦彦亡，氏即以死誓，姑谕抚孤大义，勉止，遂绝迹不出中

阃，事姑甚孝。有司表其门曰 “贞节”、梁氏李启东妻。年二十四守节，事姑抚

子，备尝艰辛，八十四卒，有司表其门、庞氏习启蒙妻。年二十一守节，事翁姑，

抚遗孤，年八十二卒，有司旌其门曰 “贞节”、赵氏李遇妻。年二十勤苦守节，教

子入庠，年八十，有司表旌 （贾志）、温祥妲东阳里人也，父所知，为宁武关守

备。祥年十三，许配拔贡刘弈庚之子萃至，遭流贼劫掠，城破被获，贼迫之，祥厉

声曰：“我名门之女，岂肯从贼求活耶？”遂以头触石，流血被面，骂不绝口。贼恨

杀之，数日后，面犹如生。巡按传上其事，立坊旌表。

清：王氏生员习完初妻。年二十五，夫亡，三女皆幼，矢志守节。明季寇乱，

乡人皆出走，氏泣曰：“吾未亡人，将何立？”遂自经，因缳绝而复苏，不食，阅十

一日不死，会寇退，乃复食，众异之。年八十卒。顺治十三年，题旌、宋氏廪生冯

明妻。年二十七守节，抚二孤，俱成立，有声黉序，历三十八年卒。雍正九年题

旌、侯氏生员侯邦相女。年十五，适廪生习佩珂，七载而夫卒，无子，屡欲自尽，

长姒许氏哀之，以次子湛为氏子。及长，入泮，有文名，亦早卒，遗妇刘氏。姑媳

日夜号泣，邻里贤之，历五十二年卒，年七十三。乾隆六年题旌、刘氏习湛妻，耀

州监生刘公布女。年二十三而湛卒，湛父佩珂伯仲皆再世单丁，乃抚外孙温姓者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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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后。与姑侯氏两寡相依，历三十八年卒，年六十一。乾隆六年题旌、杨氏耀州庠

生杨周谟室女，年十八，适同川里人寇锡衶，六载而寡，有遗腹子。弟锡 夫妇早

卒，遗幼子女，亦抚之如所生，故寇氏两门不绝，皆氏力也。子琳，贡成均。守节

四十三年卒，乾隆六年题旌、刘氏李尔鹏妻，同川里生员刘裔之三女。年三十三而

寡，几不欲生，姑捧四岁儿劝之，乃止。未几，儿亦殇，抚侄为嗣，教子成立。守

节三十四年卒。乾隆六年题旌、寇氏梁晋络妻，同川里寇养心室女。夫亡，嗣子辕

甫十岁，舅姑均老，家贫甚，纺绩以事以育，守节历五十年。乾隆二十六年题旌、

王氏梁凤喈妻，同川里王穆女。年二十二而夫亡，子魏守方襁褓，家故贫，氏力纺

绩，虽寒暑夜不倦，奉姑舅二十余年，守节四十一年，乾隆二十七年题旌、冯氏孙

正本妻，东阳里冯轶女。年十五适孙，越七年夫亡无嗣，以正本二弟子文承继。正

本之弟三人皆相继殁，遗侄具幼，氏抚之如一，延师督课；嗣子与侄四人皆入泮。

历节六十一年。乾隆二十八年题旌、习世科妻党氏同川里党瀛女。世科病，氏泣

祷于神，割股以进，夜梦神语曰：“汝夫命当死，怜汝志，增寿三旬。”及醒，世科

病渐愈。一月复病，遂不起。有子二：长其品，方三岁；次其哲，方一岁。世科谓

氏曰：“汝年少子幼，毋以吾累汝也。”氏痛哭，自毁其面以矢志。及殓，以头触

棺，死而后苏者数次。葬之日，临圹欲以身殉，亲戚携二子至侧泣劝，乃已。遭崇

祯末年寇乱，岁复饥，日课二子读书，啖糟糠，迄无二志，后二子以名显。历五十

余年卒，寿八十、生员罗哲妻王氏哲贫无子，携王并二女出馆富平。哲病革，促

王治装归里，王知夫之恐己再醮富人也，剪发自誓。已而哲亡，王营殡葬毕，遣其

次女归，自经而死、千总金援砺妻彭氏江南徐州千总彭韵之室女。性勤俭，随援

砺朝阳署中，中馈皆亲自操作，不御侍婢。援砺患沉病不起，彭日夜侍左右，衣不

解带者半载，已而援砺辞休，道卒，扶榇归里，家贫，藉邻戚资营葬。未葬前数月，

终朝抚棺涕泣，至是拜墓归，绝饮食者数日。族众劝立侄承继，彭乃饮食，自是亲

授经书，教育成立，勤女红以佐日用。守节三十七年，食不茹荤，衣裳缟素。年六

十一卒、武生郝宦妻张氏耀州处士张可久室女。年十五归郝，越五载而夫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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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必死，翁姑劝之曰：“吾夫妇俱年老，尔子方一岁，若尔死，吾夫妇与二子俱死

矣。”乃立志守节，家贫，惟事纺绩以供朝夕，虽盛暑隆冬，机杼之声，夜分不息。

翁姑常谓人曰：“若非媳，吾老夫妇久无生矣。”乡里久犹称之。其子世德，躬耕事

母。守节四十年，年五十九卒、杨东景妻羊氏东阳里羊宗尧女、年二十三而夫

亡，遗腹二月生男，家贫，奉两世翁姑。翁瞽而多病，羊饮食卧起与依，冬月侍立

床下，手足冻裂无怨容。子崇，亦能自成立、习安妻田氏宜君田敏长女。性贞洁，

能耐清苦。二十二守节，子有志仅三岁，遗腹生一女。翁老无依，家贫，频值年荒，

举家嗷嗷待毙，田日夕勤苦，经理内外，邻里亦怜恤之。奉翁十余年无怠，抚孤成

立。历四十年。以上据旧志。旧志按语云：“按：《诗》首 《关睢》，多言女德。列

国之风，贞淫不一，而守节自誓，独 《柏舟》一诗，贞节自古难哉！自 《后汉书》

传列女，大都皆以变显。夫精金以烈火流光，松柏以岁寒见节，故女非节烈不传，

固所遭之不幸也。国家旌表之典，固已有美必彰矣；而僻壤穷檐，子孙式微，其埋

珠沉璧者正自不少，则表贞操，激颓俗，闺中懿行，风化之关也。真不可磨，赝不

容乱，匪细故矣。”

段崇隆母高氏、妻靳氏段生员。姑妇皆守节，抚其子生梅成立，为生员、

王印?妻罗氏、弟王印玖妻郭氏妯娌皆守节、梁名卿妻魏氏守节，抚其保抱

之小叔梁凤池，以羊乳乳之，得成立，以嗣梁后、郭百雉母王氏年二十余夫亡，

抚百雉兄弟成立婚娶；且勤于耕，苦于陶，有农夫不堪其苦者，卒以善理家名、张

焕功妻李氏年十八守节，其子圣儒既壮复亡，更抚诸孙，悉成立焉、靳圣启妻

李氏守节抚孤、段峨妻梁氏守节，孝事舅姑，善教幼子，家道赖以不替、靳瑜

妻王氏守节，家贫子幼，虽食菜糠，恬如也。

以上皆据崔乃镛 《炉山风土记》补。以下据访册。流寓婆卜妇新疆厄鲁特人。

乾隆二十年流寓同官，隆洲顾森为之长传，附下：

清　顾森：婆卜妇传　 顾，详前 《学艺》

婆卜妇者，新疆厄鲁特彝妇也。夫名和通，在其部为百夫长。其主助恶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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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剿灭之，俘获男妇三千余人，法当骈诛，制宪黄公廷桂表奏贷其死，分给陕甘

各署为奴。婆卜妇夫妇并其姑派隶同官县，乾隆二十年事也。和通年壮力健，娴弓

马；妇貌端庄，不苟言笑，工针指，事主惟谨，奉姑孝，伉俪甚笃。旋通汉语，居

常服于上；妇则闭门缝纫，足不出户，未几，姑病死，妇蹙踊哀痛，逾于寻常。三

十三年，□匪作孽，滇南用兵，当事者知厄鲁特彝众骁勇，奏闻，调为前驱。诏下

三秦，共挑得四百余人，和通预焉。濒行，妇劝以国恩当报，含泪送之。后和通等

至滇，甚出死力，战殁者三之一，水土不服病死者又过之。旋得信，和通已病殂；

妇闻之，日则号泣于野，夜则暗泣室中，哀毁骨立，几不欲生，邑主怜而慰之。嗣

有恩旨：“念伊等为国捐躯，其眷许送回本处。如在内地结姻，不愿归者，听之。”

妇曰：“我姑葬于是，我夫殁于南，我何归为？遵前命于此服役终身可也。”宰为转

申上游，遂留不去。时年未三旬，人怜其无所归依，屡欲与之执柯，咸峻拒之，矢

志不移，愈久愈坚。至寒食等节，备纸钱祭礼，哭拜于姑之墓；复至南郊，望南遥

祭其夫，号哭尽哀，行旅为之感叹。虽风雨泥途，亦不少懈。不特邑人钦之，历任

邑侯咸重其节，不以奴隶目之也。余知之最详。妇今老矣，知其志之已不可移，乘

余尚能握管，爰为之传。并作赞曰：“疆分异域，胄出遐荒，仁风一被，趋义惟强，

夫殁王事，妇守纲常。心甘荼蘖，志凛冰霜。终身如一，历久弥彰。坤仪是式，妇

道孔扬。金山屹屹，漆水汤汤，千秋万岁，节妇流芳。”

杨生芄妻顾氏流寓顾森之女。适六载而夫病笃，割股进，仍不起，有子坊才

二岁余；殓时触棺不死。家故贫，以碾米供坊读，得成名，家以小康。后长孙舒泰、

次孙治泰均任教职，及亲见之。历节六十余年卒。上闻，诏旌其闾，子孙为立石坊

于东街，今废、党开运妻强氏年十九，夫染疫死，理丧无戚容，亦不甚哭，人或

疑议其忍。有子国栋未周岁，至晚，氏抱置姑怀，流泪言曰： “此子今后累祖母

矣。”诣棺痛哭，晕绝于地，众救之，不及，盖死志已决，视含殓毕，乳药始哭。

葬之日，双攒并举，见者嗟叹、寇长选妻王氏年二十一而寡，子守玉，家故贫，

寒暑纺绩，每至夜分，奉舅姑二十余年，守节四十余年，嘉庆十一年，旌表，立石

坊于西门外，今废、寇殿元妻蔡氏年二十六而守节，遗二子，未几，长子殇，痛

８０５

同官县志 （民国）



不欲生，家人抱次子劝慰之，不一年，次子亦殇，氏遂仰药，里人哀之、佘发贵

妻赵氏同治二年，发贵殉回变，遗子喜德尚幼，家极贫，氏日为邻人马氏作炊，夜

归伴子作经记，五十余年，家道以振，寿七十八、张莲兴妻周氏适六年而寡，遗

二子，持斋奉佛，以纺绩育子，历节四十余年、寇学妻失氏寇武生，氏二十八而

寡，教子力田，家法严密，子有过，引刀自矢，子赖以成家，历节五十余年、孙必

中妻阎氏早寡，遗子登才甫十岁，家奇贫，纺绩自给，子能自立，家渐裕。守节

五十余年、和瀛妻赵氏年二十二而寡，养亲教子，子自昌方周岁，以后善医著名，

历节五十余年。光绪十六年旌曰 “节孝可风”，于上
#

峪村外路侧立有碑、余仍馀

妻田氏年二十而寡，子福宽货面为生，氏昼与大姓作炊，晚归偕子作饼饵，历节四

十余年。光绪三十年旌其闾曰：“松贞兰洁”、赵德妻杨氏年二十五而寡，茹素奉

佛，教三子成家，历节五十余年、张存妻章氏年二十九而寡，以纺织供亲育子，

历节四十余年。上闻，旌曰 “松柏凌霜”、孙恒业妻杨氏年十九而寡，遗子丁喜

甫周岁，家无他丁，亲历田亩，终身无观剧庆节等事，年八十一卒，男女孙八人、

寇赞清继室张氏寇武举，氏年二十六而寡，抚前室二子百详，铭鼎如己出，长送

学，均食饩，家故寒，婚取赖氏十指，茹素奉佛，时人称为 “神姑娘”，守节五十

余年，无疾而逝。

杨海妻李氏年二十六而寡，奉祖姑与姑，抚三子成立，守节四十八年、赵发

贵妻杨氏年二十而寡，奉姑教子，纺织自给，家道渐以殷实，守节五十余年、关

建功妻杨氏夫早亡，有姑，遗二子一女。值光绪丁丑灾荒，抚二子成立。年八十

余殁，已见曾孙。

民国：姬德贞妻杨氏家县西印台山，姬兄弟四人，序长，早殁，家人十余

口，仅薄田二十亩。氏亲理家务，令弟督耕，姒督织，其子侄各就业，以身率勤俭，

故家无闲人，日渐臻小康。仁慈和蔼，年逾七旬，更乐善好施。三十二年秋，长子

命新任县府秘书，看守所囚犯，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归而言及，氏即将积存杂

粮施与三千市斤。以善行可嘉，呈报省府题匾褒奖、张德妻和氏年二十夫卒，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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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生子四维，教养成立，娶刘氏女，生二子，而四维又亡，姑妇守节。

按：邑虽偏狭，而国史久长，人物事迹，著述游踪，其散见于群籍

者，应不止此。自非遍涉精搜，固不易一一甄录，俾无剩漏也。本篇所

列，仅据旧志，续以访册而已；尚望邑之人士，考订补充，每读一书，

遇有关邑事者，即予钩稽，类抄成帙，则不但人物，即如艺文诸篇，凡

乡邦文献之宜表著者，皆能斟酌饱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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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二十九
艺文志

绪言

一、总部 （杂记、经注）

二、哲学：伦理

三、宗教：术数

四、语言文字

五、自然科学：天文

六、应用技术 （医、农）

七、文学 （附白话作品）

八、史地



绪言

同官鲜著作之才，间有之，又皆无力付梓，致散佚无传焉。即寇礼

亭之 《四书酌言》，顾云庵之 《回春梦》等，初亦刊行，今皆残缺，其

他更无论矣。兹将采访之目录，依十大部之类码，区以别之，得八部，

无 “社会科学”与 “艺术”而已。不问存佚，悉次其名，其仅存而得见

者，虽吉光片羽，亦加甄采，盖乡邦著述，一国文献之所寄，存之足以

备史征，览之亦足以察地望也。

一、总部 （）

１．杂考札记 （七一———七四）

《山居日记》八卷明寇慎撰。抄本。寇氏事迹详 《人物志》。

《梧凤笔记》四卷清崔乃镛。抄本。崔氏事迹详 《人物志》。此书或为专记

一地风物之作。

《杂俎》一卷，《见闻新集》四卷清顾森 （流寓）撰。抄本。顾氏事迹详

《人物志·学艺》。

《嚼墨斋笔记》八卷，《半耕笔记》十二卷佘鼎彝 （原名秉彝）撰。抄

本。佘氏事迹详 《人物志·学艺》。

２．经传校注 （九）

《十三经证案》三十卷佘秉彝撰。抄本。

《易经约函要义》四卷清崔乃镛撰。抄本。

《周易笔解》□卷清李师白撰。佚。李氏事迹详 《人物志·学艺》。

《四书酌言》六卷明寇慎撰，刊本。或冠以 “晚照山居纂辑”字。

清张宝树序 （张，武功人）

余尝读燕客 《碧血录》，内载 “魏之固，苏州周吏部顺昌被逮，义民颜佩韦

２１５

同官县志 （民国）



等五人路击廷尉，苏州守寇公谕而散之”。余曰：“异哉！寇公何人？乃能消固之萌

如是耶？”夫五人之殴廷尉也，难义激于心，而怒不可遏，使当时无人解免，其固

且底于不测，寇公以一言解之，甚不易也，心异者久之。及五人临刑，又语公曰：

“公好官，当知我辈好义，非倡乱也。”余乃恍然知公之一言解众固者有由来矣。夫

今之称好官者，大率刑稍不苛，赋稍不重，否则一言一事，稍合人心，或兴小利，

或去小蠹，狱讼不淹留，谳牍不刻酷，桁杨不屡施，锁镣不加等，求所谓仕德洽于

民，惠风被于野，蝗不为灾而虎能渡河者，茫乎其未之闻也。但以闾阎不闻蹙额之

声，吏役少杀虎狼之戾，则遂沾沾自负曰：“吾好官也。”循良风闻，卓异声起矣。

而究其所好者，自好之耳，君未尝知，民未尝知。若公之好，非平时之洽于民者深，

何能使五人之遵其言，重其德，至延颈之时犹呼好官以自明哉？己未春，余主讲颍

阳书院，有门人以 《四书酌言》见示，余披读之，乃知即好官寇公之所著也。夫四

子之书，自朱子后，讲论者不下数百家，各抒一见，即各成一书，其或所见不合，

辄相驳义，马牛相争，鹬蚌相持，究之俱莫能出朱子讲义之外。寇公生胜国之末，

阉寺弄权，未得踔跞风云，大展其经邦济世之猷。退处严穴，潜心于孔孟颜曾之理，

阐其精微，疏其血脉，其生平正己正人之学，胥于是编见之。前辈陈榕门先生赠曰

“理学经济”。呜呼！榕门先生为国朝理学名臣，固用心于正己正人者也，臭味相

投，固宜其叹美不置与！世之读是编者，即以是编上求公之为人，则可悉其用心之

所在矣。余不敏，未能窥是编之奥，聊书数言，以佐后之君子读是编者，庶有当乎！

清杨增思序 （节录。杨，武威人，邑令）

公以宏博之才，学宗考亭，何难勒为成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自诩一家

之言？乃独抽秘骋妍、慊心贵当，俾先圣立言之旨，会萃于笔端，不高不浅，非近

非远，而熨贴自然，觉有恰好不易者，是乃出之真理，而斟酌尽善之无弊也。

《四书正音旁注》四卷清崔重辉撰。抄本。崔氏事迹详 《人物志·学艺》。

二、哲学 （一）：伦理学 （一九）

《野处杂俎》四卷清和时雍撰。抄本。格言。事迹详 《人物志·孝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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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 （二）：术数 （二九）

《奇门灵飞六甲星象占验风雨》一百卷清顾森撰。抄本。

四、语言文字学 （四）

《千字文解意》二卷清赵屏晋撰。刻本。赵，雍正间进士，见 《教育志·科

第表》。

五、自然科学 （五）：天文 （五二）

《日月周天行度经纬次舍缠度图歌》十二卷清崔重辉撰。抄本。《天文地

理》二十八卷，清顾森撰。抄本。

六、应用技术 （六）

《医书选择》八卷清顾森撰。抄本。

《农业必读》四卷佘鼎彝撰。抄本。

七、文学 （八）书无多，故不细分类目，但依时代次之

《西山草堂诗集》□卷清冯文藻撰。佚。文藻，冯采父，见 《人物志·孝

友》采传。

《诗抄》三卷， 《旗亭集》一卷， 《诗人姓名籍贯》一卷清顾森撰。

抄本。

《诗余》一卷，《乐府沿革》二卷顾森撰。抄本。

《回春梦传奇》二卷清顾森撰。刻本。

自序

《回春梦》何由而作也？伤余生平之命蹇也。余生自名邦，系出旧族，不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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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智识，家事多艰，未弱冠而孤，无片瓦立锥之业，人间辛苦，靡不备尝。及长，

为稻粱谋，奔走四方，三入京华，后从事馆阁，义叙授涿鹿尉。地属天下繁难首区，

日从事于车尘马足，刻无宁晷，然藉得微禄以养亲，亦不之苦，兢兢业业，黾勉供

职，大吏厕之荐剡，方以为转否为泰矣；忽为周牧事波及，削籍远窜关中，茕茕孤

旅，苦莫胜言，继之眷属来依，耕瘠地数亩，为糊口计。育一男一女，喁喁相向，

稍慰寂寥，又以为转否为泰矣。无何，男四岁而夭，今膝下惟一弱女，考余一生之

遭际，不知者必以为短行险毒，故报应之若此也。然余自问生平实无纤芥之恶，此

无他，天也，命也。天命既定，即有盖世才，拔山力，奚能挽回？今老矣！鬓毛如

雪，齿牙摇落，心如槁木，无能为矣。然悒郁之气，犹耿胸次；因思天意既不可回，

好梦或可得乎？梦者，意也，意之所及，即属梦矣；梦之所成，即为真矣，此 《回

春梦》之所由作也。藉此以消胸中之块垒，其工拙不及计也。又尝读诸家传奇，谈

忠孝者必涉迂阔，谈蕴藉者必涉放荡，文者无武功，武者不能明吏治；余故兼而收

之，以悦观者之目，非敢自矜也，阅者谅之！云庵老人自序。

张宝树题 《回春梦诗 （并序）》张，武功人

云庵顾先生，江左名族，为直隶涿州尉，未几以事去官，之秦中同官，遂家焉。

诗酒自娱，耕读为业。往时陕大吏有裁省同官之信，欲分其地与上下相连之耀州宜

君割治之，同民惶无措。先生与大吏有亲谊，乃以裁县不便之处立陈之，且辨论再

四，始得仍其旧，先生之有裨于同邑者大矣！余以嘉庆戊午冬 （三年，西元一七八

九），应同邑朱明府之聘，延主颍阳书院讲席，与先生订交。先生因出所作 《回春

梦》一帙示余，余雒诵循环，慨然兴叹。世之同人于梦而不自悟者，读先生之作，

当亦知所感也。富贵功名，转瞬间事耳！先生老矣，两耳重听，风骨眣眣，令人爱

而敬之。余固无文，勉成百韵，以弁简端。时嘉庆己未，七月望夕。

丈夫在天下，纵横任所之。穷达诚有命，富贵知何时？瞬息为千古，百年若朝

夕。至人当无梦，黄粱竟有词。一梦转豁然，抚掌笑自怡。不必薄轩冕，不必羡膏

脂；不必惊得失，不必叹合离。茫茫四海客，位置自如斯。今日有美酒，且当醉一

卮。明朝何必计？弹琴更戏诗。只求悟大道，俯仰与时随。奔波胡为者？山巅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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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先生生江左，为官不厌卑；繁难州第一，冲要不辞疲。事出自偶然，关西车且

驰。藉非先生至，同邑已改移。即此传不朽，世人那得知？先生严道貌，先生寿白

眉。回忆往日事，谈吐自解颐。杂录久盈案，日记不停披。上下罗坟典，朝夕守藩

离。世态原属幻，人心各蓄疑。回春梦似杳，回春事却奇。风花谁作主？雪月有余

思。倏忽三十载，荣枯造物持。我欲问原因，先生曰唯唯！呼童煮仙茗，因端更竟

委。少壮喜诗书，老大嗟运否。飘蓬景独怜，英雄愿未已。慷慨发悲歌，龙蛇书满

纸。禅者乃吾师，指示参终始。驰马出天关，带剑过下里。遇合信有缘，名媛兼二

美。功名不可量，文武任厥指。或为二千石，或为方面使。乃复荡妖氛，乃复诛奸

宄。特达膺主知，勋名惟吾纪。帐下一书生，功成报天子。气概吐虹霓，王侯安所

止？只此一寐间，终身奚可比？其事本所无，其愿乃如此。须臾梦里醒，仿佛衣金

紫。但愿意所适，千里即尺咫。快哉仕宦场，霜露究奚恃？今日始返真，觉得从前

理。与君抵掌谈，愿君会厥旨。八十有三春，尚堪健步履。茶罢酒一觞，肴馔奚必

侈？羲皇以上人，何忧复何喜？一醉一陶然，昔非而今是。我听爽然惊，置身竟无

地。与君一夜谈，十年书何异？先生向余言，各盍言尔志？余昔宦刑曹，屈指九令

弃。少小入文坛，亦尝妄希冀。潦倒已终身，浮游何所寄？即此住颍阳，斤斤殊多

事。是天假之缘，交游原非易。灼灼园中花，郁郁含晚翠。先生美丰骨，洵称人中

骥。余也叹不才，讵云敢随辔？先生曰不然，行藏原殊致。同是个中人，有悟亦有

寐。余乃悟前因，依稀曾春睡。有时登天门，层级高累累。愚兄正操刀，幸得厥弟

至。有时入帝廷，宫阙游多次。只任吾翱翔，殊不为自揣。京华寓十年，想系缘已

随。秋官首领微，得者亦鼓翅。余兴尚未阑，余情犹溢炽。运蹇与时违，筹划还再

四。天心竟何如？人事复何自？今得晤先生，彼此情非伪。相质且相怜，觉迷夫何

忌？世事验盈虚，碌碌人自作。水中月且明，镜里花亦萼。邯郸陌上尘，长安马中

骆，今古理同然，贤愚事复若。先生达者流，洒洒还落落。阅历几春秋，松柏林不

薄。雨露业曾沾，霜雪何为恶？豁然识解卓，多文学且博。发挥胸所怀，指示掌中

略。珠玑风自生，庙堂笔可约。南辕已无心，北辙胡不乐？种我山之田，瀹我园之

芍。有子?泮芹，有女出闺阁。亲朋话孔长，琴书趣独攫。有时高卧兴，笑取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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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不必慕高官，奚必希显爵！?臿有佳名，翩翩海中鹤。我慕先生风，我爱先生

谑，日劝世间人，莫教忙里错！贪泉饮不穷，保终须立脚。须臾是生平，片刻已如

昨。伏枕仔细参，可惊亦可愕。同此七尺躯，安得视隔膜？先生寿无垠，先生梦无

噩？名公题咏多，我竟不自度。

《云庵遗稿》二卷清顾森撰。刻本。

《公余草》二卷，《嚼墨草》二卷，《芜园草》二卷佘鼎彝撰，抄本。

按：邑人士诗文集甚少，然其书之著录于总部札记类者，亦偶存其作品，如寇

慎之 《山居日记》中，颇有俗语白话歌诗，淋漓排宕，似贾凫西鼓词，明末遗民之

作风也。录附如下：

晚照山居太平八歌：贫和富怎么？好共歹由他。聪明机巧待如何？论功劳，谁

比韩侯大？论钱财，谁似石崇多？看他们结果，看他们结果，不几年散伙！（其一）

　分春风动花灼，秋节至叶落。天运循环人怎挪？时运来，风送滕王阁；时运去，

雪入销金锅。把肩头休撮，把肩头休撮，听天公分拨。（其二）　东家长休说！西

家短由他。各把门前净里绰。得意时，勿图眼前着；失意时，莫把志气挫。亏心事

休作，亏心事休作，天在头上坐。（其三）　把古人评驳，不平事颇多。报应到底

无错讹。凶人富，前世里积作；吉人贫，带来的孽果。天道有斟酌，天道有斟酌，

定盘星肯错？（其四）　闹嚷嚷怎么？急煎煎为何？一场杂剧扯淡歌。假嘴脸拌些

生旦末；借声气唱出连哩。黑白粉搽抹，黑白粉搽抹，洗净脸是我。（其五）　

薄薄酒且喝，粗粗布且着。门无杂宾免风波。闷了时，将残篇参着；兴来时，将诗

句吟哦。良心自揣摩，良心自揣摩，胜似念弥陀。（其六）　三两间茅屋，数十亩

山坡。且居且食且捏搁。热了时，清阴听鸟歌；冷了时，曝背向日挪。任他们笑我，

任他们笑我，这清福最乐。（其七）　叹西山景落，寿百年无多。世事甘苦都尝过。

叹浮生后浪催前波，想荣华梦里一南柯。好丑名难磨，好丑名难磨，后人嘴儿多。

（其八）

晚照山居林下啸歌：随时过，莫怨尤。从来世事如浮沤。且落得山居清幽，且

落得睡到饭熟，且落得轻轻放开眉儿皱。一会间督耕课耨，一会间浇花灌柳，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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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听青林樵歌如笙奏。清菜淡饭豆儿粥。说甚人间万户侯。茅庵小，山幅辏。几竿

绿竹窗前露。玩图书八卦九畴，临钟王铁画银钩，无素琴焚香扫地把清商奏。可意

时日暖风柔，纵步处山青水绿。猛凝眸，烟云变换描不就。忘食忘富忘饥够。船放

长江自在流。少年时，没来由。闭户低头学腐流，误人的八股对偶，误人的腐烂套

数，误人的也者之乎两鬓秋。看那些战国春秋，看那些曹马石刘，看那些分南北的

梁唐晋汉周。尽力儿翻云覆手，一场扯淡甘生受。年华老，面目羞。世眼荆棘懒抬

头。寻几个田翁野叟，携上壶浊醪村酒，唱一曲浪滔滔大江东流。做一个不挂瓢的

许由，做一个不?薇的夷叔，做一个垂钓的严陵不披裘。三杯两盏黄昏后，世到沧

桑一醉休。

骂闯歌：从小做强盗。好闯将，多勇骁。无端塌上冲天帽。翅膀顶上交，罗圈束

住腰，乌蓝改作赭黄袍。乱舞蹈。三呼万岁，连我也惹得哈哈笑。笑这假装敲。糊涂

账，好蹊跷！都是他们虚圈套。说甚么政府六曹，说什么平章阁老。瞎字不识怎分晓？

更可笑，圪留圪列画下征贤诏。贤人谁肯到？没皮骨，胡唣。投我要把冰山靠。这

个来告考，那个来效劳。驴头狗面乌纱帽。献世宝。你们薄命，连我也耽搁了。耽搁

无下稍。想这事，谁肯饶？刹那惹得吴兵到。利剑挽长稍，快马跨轻刀，从天降下红

缨炮。好恶消。思量妙计，一走最为高。走向南山道。只可惜，好财宝。蓝布开气皮

脑包。摔去冲天帽，脱下衮龙袍。加上尾巴学狗跑。休嘲笑！圪里圪蹬瞎驴儿上板

桥。板桥窄又小。瞎眼睛，不凑巧。一溜溜下深深窖。冷鳖踏热鏊，臊狗脱皮毛。

窄路相逢冤家到。忙哀告。十王爷爷，贼儿子知罪了！罪恶有千条。都是他们把我

教。冤孽岂由独自造？宗敏特残暴，建秀多计巧。更有张和李古高。糊混闹。到而

今天理昭彰现世报。报应虽恰好。恨天公，何太早？半年天子从古少。三月汗马劳，

两月病打倒。刚刚一月得安饱。好心焦。梦儿里皇帝，梦儿里交割了。

谈世歌：世事太懵懂。无南北，无西东，谁是乌鸦谁是凤？分不出黑白，辨不

明青红。尿脬倒比碌碡重。太懵懂。黑暗了日月，显煞了萤火虫。世事怎奈何？无

尊卑，无小大。沈香做了烧柴货。织女星烧火，王母娘娘洗锅，洞宾掇盘柳仙坐。

怎奈何？玉麒麟变兔儿，毛老鼠长成骆驼。世事一模糊。无酸辣，无甜苦。阿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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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儿媳妇。不会爬的会舞，耍猴儿的弄虎，雷神倒摇波浪鼓。一模糊。毛鬼神遣将，

张天师教鬼忤。世事太颠倒。无贵贱，无少老。花子穿的狐皮袄。闻不着香臭，看

不着瞎好。老虎还怕哈叭咬。太颠倒。小卒儿坐帐，大将军喂马铡草。

八、史地 （九）

１．通史 （九二一）

《历代史汇》十二卷明寇慎撰。抄本。

《吼崖遗史》二十卷佘鼎彝撰。佚。

２．地志 （九二七）

《炉山风土志》二卷清崔乃镛撰。抄本。此陈炉镇风土志也，足为邑志资

源。靳序中言有 《同官志》，则采访目录中无之。备录其序如下：

自　序

天下事攘臂而前，颠而折肱，不如其袖手而观也；低眉而游，逐而陷阱，不如

其拂衣而逝也。瘴疠蛮蛋，可那烟霞之想？鲈羹荨菜，不堪风雨之忧。缅想炉山，

倩作图画。紫芝轩下，灵壁山前，缭绕梦魂，依稀萝薜。慨面目之真在，愧题品之

犹虚。辜负山灵，寂寥锦里。士无周处之折节，蛟虎曷摧？人鲜彦方之励行，宵壬

胡化？吾慨夫巨灵千古，无与焕起鸿蒙；中流东倒，谁为宏开柱石也？爰述目击，

敬俟日悬，禹标君子之乡，顿跻弦诵之风云耳。时乾隆丁巳之春，炉山崔乃镛伯敖

氏题于东郡官舍。

靳超序

姻家伯趝先生守东川旨，思返初服，作炉山图以寄志。又为风土记。壬戌之冬

（清乾隆七年西元一七四二）归而示余，属纂次续补，余受而订之，适以都门之役

未果。乙丑之夏，相与延访叙竣，因慨然日：先生诸作，盖皆有所感愤而发也。

《梧凤笔记》《芒部遗迹》《石安见闻》《钟峰石鼓》《江上烟波》皆滇楚历游之纪

实；《同官志》，承先志也；《炉山风土志》，则民生风俗之忧也。其于凋敝之象，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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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之风，低徊反复，为质实而不为粉饰，倦倦属望于挽回匡救之志切已。生于兹土，

无能感奋兴起，为邑里光，翘望诸贤，企祷司牧，亦犹先生之志也夫。时乾隆十年，

乙丑夏月，镇人靳超逊班氏书。

崔守基重订序 （清道光十九年）

《炉山风土记》，餐霞公宦东川时所作也。公居滇时，心思故土，初作炉山图以

寄意，又为是集名曰 “风土记”。乾隆乙丑之夏，与靳君逊班先生延访考证，集为

成书。二公忧风俗之颓靡，其意均也。然历久而湮，族中父老以及镇人初无见之者，

愚生也晚，每以不获睹先世之遗迹时切感慨。今岁夏，镇人业陶者以乱行规之故，

致甲乙相讼，适有言是书在靳家坡者，甲某得之以呈邑侯黄公。侯览书，不啻置身

炉镇间也。愚一闻此音，急欲睹是集而未得也。已而讼毕，将是书由邑持归，有志

诸君子咸曰：“是书有补于吾乡风俗者不浅，当存之以备异日?轩之采。”爰劝愚重

订更属以序。愚见公是集，不胜手泽之感，又何庸赘一词哉？然公作宗谱有曰：

“先人之善，不彰于世，为之后者胡法焉？”愚愧斯言，遂举是书复见之始末以记于

编。至继二公之苦心，振风俗之浇漓，则俟吾镇之仁人君子焉。时道光十九年己亥

小阳月，崔守基敬业氏书。

又：附 《炉山图歌》一卷图未见。歌已见 《建置志》。兹录其自记，并附

《炉山山居歌》及 《咏陈炉镇》诸诗于其后。

自记

万山围绕，环堵一宫。既有高人之云窝，亦情隐士之竹宝。著书不癰，捷径无

求。猥一朝而浪游，辄万里其纡辙。十年以外，旧迹全忘；五夜之中，新悲俱集。

倩吴生之笔，作寰瀛之图。时许梦归，当凭神往。尚随琴鹤，好证菊松。惟英灵不

假以移文，初服可遂；斯泉石无惭于返驾，老境堪怀尔。崔家堡，先曾祖竹公作于

前明崇祯丙子 （九年）丁丑 （十年）间，所以避流贼之乱也。然居民以堡内地狭，

而往来耕陶，朝夕弗便；升平日久，尽移而去。惟予一家守此旧处，百有余年矣。

青写家以为风水聚会之地，以其坐空朝满，四山环绕，诸山皆高，而此独低，且中

立特杰，四面来绕，万水归壑，水口在未库，华表捍门，并峙水口，所谓罗城峰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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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宜也。而南堡峰为最，耸对中庭，诚为地方灵秀，宜发科甲而贵为翰苑。但以堡

属金体，堡外山体过于瘦削，以故居者多贫，崔氏之贫，亦良由此。夫地气盛衰，

亦有其时，不能为常盛不衰；至于既衰，又复以俾之复兴也。吾群从子弟亦多有迁

徙他之之意，困于贫，皆株守于兹也。要之今日之衰，非读书之贫也，人人不讲学，

故贫耳；诿之地气，不亦惑乎？乾隆己巳 （十四年）月日附记。

（附）《炉山山居歌》七古二首：当年曾祖劈山居，不作高堂与华屋。砖为硐

山木椽，布置炉山之西麓。此宅还以砖城，三面临壑不可行。惟有东来岗岭接，

盘曲纡回达柴荆。于我历四世，子孙相传勿改易。土楼积有万卷书，衣之食之生养

计。洛中岂无盛豪华？西京剩有阀阅家。不如幽且雅，何减秦人之桃花？四十年来

沦隐乐，布袍潇洒甘藜藿。好友南堡与北堡，清凉山寺高寄托。谁知一出西堡门，

十五春秋隔山村？萍踪泛海何时定？想像炉峰劳客魂。客魂欲归不得归，聊画吾炉

朝夕依。寻索荒径每独往，指与两雏认庭闱。西南山在半山出，欲指炉山不可得。

神魂追想徨间，悠然如见炉山色。觅得赫蹄一幅素，倩君点染好笔力。四围傍拱

向中峰，石城高护环堵室。参差向背皆村落，槐柳桐樗多树植。绿山循涧小桥边，

瓦砾石路亲可即。缅想谁在斜阳中？缅想谁在洞庭侧？更知何人酒醉邀，更知何人

杯茗集。欲呼不应空想像，潸然涕洒墨花湿。何年身到不夜峰？前崖后崖炉烟黑。

朝暾暮霞照布袍，当时友好相亲随。只恐彼此老不待，中间无限悲胸意。一边看山

一边思，难将此身入山级。堂上客问何处好？山桃花满媚春日。终南白云在天边，

高隐之人神仙匹。

《咏陈炉镇》七绝七首 （原共十首，前三首已录入 《建置志》）：

滚滚山涛屹不流，平陵北斗俯沧洲。秦中胜概非云避，却有人疑海上楼。

桑麻鸡犬升平世，不用渔舟夹岸寻。试倚东峰舒凤啸，绿云黄稼满秋岑。

兴山古刹一荒城，丹壑绮宫茂草生。布施金钱谁撄去？幽期胜概思纵横。

南山北壑陂陀阴，石洞层楼古柏森。著屐偶来幽兴剧，疏风□□鸟知音。

雨霁山山翠欲流，芙容剑削碧空秋。鸿蒙辟后今千载，时有光华斗逼牛。

万壑千峰向面齐，摩肩舞袖竞攀跻。石门屹立凝寒峭，宗望于今北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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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谁敢溷名山，曳杖逍遥访道还。岳陇相亲留逋客，红尘紫陌隔云间。

《芒部遗迹》六卷清崔乃镛撰。抄本。参 《人物志》，《炉山风土记》靳序所

举尚有 《石安见闻》《江上烟波》二书，今访册中未见。

《陕甘志略》六卷清顾森撰。抄本。

《古台记略》一卷清顾森撰。抄本。

《立地镇志》二卷清赵蔺撰。抄本，蔺，本镇处士，光绪时人。

３．考古

《钟峰石鼓》二卷清崔乃镛撰。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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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官县志卷三十
丛　录

前志序例

万历同官旧志刘泽远序 （刘，知县，大梁人）

同官，长安北鄙下邑也。旧盖有志，自杨怀来之志行，而旧本不可复识矣。其

志从耀志窜入，盖同于耀为支邑，志同志其梗概耳。夫志者，志也；法不厌详，不

详则漏。且不古何程？不详何征？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有如展卷便尽，一登

高指点足矣。矧怀来距今余四十阳秋，其间陵谷变迁，政治沿革，风俗易移，与夫

人文之盛替，宦绩之?疵，不无俟于后者。走衔命之初，便欲补所未备，续所未入，

会诸务荒芜，有志未遑。越再岁，走不惮心劳，百务粗举，同之民似安于余之拙也，

于是复申前志，折简三老五更，再三商榷，佥曰唯唯。余乃敦请寇先达永修氏秉椽

笔焉，属茂才梁生可贤、杨生瑜汇辑之。而永修氏倾八斗五库之藏，悉心独断，不

遗余力，以是岁中秋下浣抵今长至之辰，三阅月而脱稿，其卷有十，其目五十有四，

其言三万有奇。上下古今，犁然大备，精核而简当，名实双美，久大兼该。余不佞，

得寓目其间，藉手成不朽大业，以无贻守土者羞，允哉，一邑之信乘也！法戒具在，

取则不远，走与士民，窃奉为蓍蔡，非止为记事之资已也。余之来同也，已期年矣，

每念高山陡涧，饶居什九；沙砾硗确，强半不毛；水之得泉于山者，洪流细派，未

足浇半亩之田；倏忽暴发，并撮壤亦化为乌有。同民之愁，何时已耶？仁人君子，

披图而览，倘亦有为穷黎扼腕者乎？同民窃翘首以待苏生矣。至居宗国而计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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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子谅有 谟守土愿窃有清焉，此余作志意也。若曰昭往迹以供见闻，奚以志为

哉？时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仲冬月。

万历同官旧志寇慎自序 （寇，邑进士）

同志始于嘉靖之杨曹州，而怀来君再删削之，阅者嫌其语焉不详，且株守四十

祀无变计，戊午春，大梁刘侯分符视同，适余归省，乃谋诸余，余谢不敏；无何而

余遭家难，侯亦政事鞅掌未遑也。日月荏苒，倏忽改期，侯劳来安集，惠穷恤孤，

剔蠹爬幽，饬圮屏?，同渐有起色，将前盟是寻。余以读礼故，再三谢去。复自春

徂秋，而侯捐俸付梓以待矣，始不获已，操觚襄事于左右，三阅月，次成十卷。本

之先达者什四，摅之意见者什六，仰副侯嘉惠后学盛心焉。噫！志，史流也，贵简

而赅，核而实，质而不俚，赡而不秽，兹有一于是哉？哓哓焉吁穷号苦，作乞怜状，

是亦穷民图耶？于志乎何有？虽然，文不娴而意善，观风君子，倘不鄙而掷之，获

尘乙览，得无有哀其状而请命者呼？而同其有瘳矣！此余之深心也，他又何知焉？

时万历四十六年岁在戊午仲冬月。

又寇遵典后序 （寇，邑举人）

粤稽周礼，小史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自汉而下，则有风土人物之志，先贤

耆旧之传，摭拾一方，盖以范风俗，存典刑，非故夸胜山川，侈美土物已也。后世

祖之，于是乎郡县之志，几于汗牛充栋矣。余邑虽蕞尔，然典制同，治理同，且山

川甲于他郡，而文献无征，方册不传，良可太息！往侯兹土者不知越几何人，率以

簿书鞅掌，蘧庐宿去，谁复加意编纂，传信往古以诏来者？今侯大梁刘公褰帷入同，

百废具兴，逾期而化行俗美，吏畏民怀，乃于画诺坐啸之暇，博访古迹，旁询宿儒，

山川名物，风土习尚，搜罗数百载之前，属永修氏条分类析，编次十卷，千秋事迹，

昭如指掌，蔚乎古史之遗矣。今而后将结覢而游者，览图籍，镜千古，曰：是亦西

京文献之区也。剖符而至者，按故实，核典章，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也。嗟嗟！

自同列郡县以来，升沉宦海，不知几更，乃景耀不朽，惟我侯与此书俱永矣。不佞

典，叨在狄门，躬逢盛典，援笔叙诸简末，以昭我侯文章饰吏治之一班云。时万历

戊午仲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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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重修旧志寇慎序

同志修于万历之戊午，越十八年而遭寇氛，简版半付煨烬，年来竟为废书矣。

阙里孔侯，抚残编而叹曰： “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

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同虽弹丸下邑，昔为天府故壤，其陵谷风会，往躅遗迹，缺

焉不载，将??长夜，观风贡俗者宁无遗憾乎？”特于拮据簿书之暇，搜掇其断简，

补辑其缺略；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义例虽仍其旧，而事实颇增于前。捐赀付梓，

镌为成书，昭示来兹，甚盛典也！盖侯渊源洙泗，以道德文章见诸事业，名世鸿裁，

足称不朽。顾余末学，前滥竽斯役，正愿执鞭博雅君子，厘其讹谬，补其阙失；兹

徼惠于侯，岂惟余小子固陋是饰，而一邑之山川田赋，官政人物，昭如列眉，将采

风者察风俗而达民隐，嘉赖岂浅鲜哉？宁第曰文章饰吏治已也。时崇祯十三年庚辰

岁仲春月。

乾隆重修同官县志钟兰枝序 （钟，陕甘学使）

古者列国皆有史，记事记言，所以彰褒贬、定是非也。自秦历汉晋唐宋，则郡

县有志而无史。志与史不同，而未尝不互相表里。故义例不精，体裁不密者，不可

以言史，亦不可以言志。纰缪杂出，挂一漏万者亦然。盖志亦极难而匪易也。江右

袁君以名进士起家茂宰，铨授左辅之同官；邑为古?臿地，僻近边隅，号称难治。

袁君莅任以来，振纲饬纪，百废俱兴，因于簿书之暇，取前志而编辑之，未几而裒

然成帙。其丙夜之校雠，丹铅之纷籍，贤且勤矣。书成，乞叙于予。予展而阅之，

见其条分缕析、考核详明，凡建置之源流，政教之沿革，山川风土之淳薄，人材选

举之盛衰，靡不了如指掌，灿若列眉，若引星辰而上，若决江河而下；苟非有学有

识，如刘知几之所谓三长者，兼擅其美，其能炳炳??， 洋洋，若是之整而瞻

也哉？夫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关中作者，自吕楠之志泾阳，康海之志武功而外，

率皆不传，岂尽因陋就简，苟且补苴，无当于史臣之纪载欤？是志也，贯穿驰骋，

洞见本原，上以备圣天子之采择，下以供士大夫之考订，其亦可以不朽也已。爰书

数语而归之以弁诸简首。乾隆三十年乙酉岁孟春月，钦命提督陕甘学政内阁学士兼

礼部侍郎通家生钟兰枝题于鹿原官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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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重修同官县志袁文观自序

甲申之夏，予奉命来宰于同，披览前志，多漶漫不可卒读，且修于前明崇祯庚

辰，至今旷百二十余年矣。其间时地之变迁，风俗之移易，田赋物产之赢绌，人材

选举之盛衰，文献无征，考稽难悉。予惕然惧，亟与绅士耆硕谋修之，众皆唯唯恐

后，而观其色若有甚难焉者。曩令之为是举也亦屡矣，然卒中止，迄无成局。盖志

之难，而修志于同更难。阻于时久者其一，阻于财绌者又其一也。去秋议修之始，

予适有兰州之行，冬还，乃即前志之磨灭者，搜讨援据，缀阙厘伪；复遍历川岩，

博采碑迹，期于纤赜不遗，而志之条理粗具。今春又有学署书院之役，端阳后乃得

搦管从事。且喜公余休暇，簿领不劳，故予得优游肆力于笔墨间，三阅月而脱稿，

为卷有十，目六十有五，言七万四千四百有奇。方书之成也，予奉大宪命分校锁闱，

冬初始克付剞劂，工竣，而予以铨次入都。志所载兴革诸事，有未及行者，所望后

之君子及邑之士夫正无穷也。邑俗多劲质，鲜儇黠风，此其最近古者。而五方杂厝，

三户成村，议者以为莫善于保甲，然今昔之论保甲者，案牍几如蜂积，而利弊恒相

因。不明其意，难收其效。徒泥其法，且滋之累。予故独详其村堡于乡里，而不别

立保甲之条，意固有在也。初予讲学明伦堂，揖见诸绅士，咸恂恂有古风，而?啬

少文，由来非朝夕故矣。然扬子有言， “骥之马，亦骥之驾，颜之入，亦颜之

徒”。况今圣天子文治翔洽，云蔚霞蒸，虽斗大山城，菁华岂或阈耶？涤其苦窳，

辟其樊笼，则大雅可登也。今秋学署书院相继并起，邑人士咸喁喁望化。予方冀于

讼庭花落之余，与诸生延师讲学，把酒谭诗，则虽甑中生尘，釜中生鱼，致足乐也。

昔顾恺之令山阴，尽日垂帘，门阶闲寂；文翁治蜀，教令广被，学比齐鲁。此皆以

文事饰吏治，于治同也，最为近之予且慕焉而愧未能也。今仁和叶君，以瀛洲仙客

继予作宰，甫下车，即毅然以斯文为己任，诸予所未遑者，行将富有而日新之，是

则予之所深幸也夫！时乾隆三十年乙酉岁一阳月崇仁袁文观书。

（附）乾隆同官县志凡例

邑志之作，明以前无传者。嘉靖后二杨旧本已不可见，今所存者惟万历四十六

年旧志，其间不无讹漏。况今历百五十余年，文献无征，考稽难悉。不惮博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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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括靡遗，传其可知，不传其不可知而已。

旧志十卷，今因之，然以古迹另为一卷，列于选举之后，轻重失宜，排次鲜当，

殊非体裁。且所列诸目，故城考核未精，山寨亦为叠见。其以现在之庙寺坟墓列入

古迹，尤为不经，今特正之。

作志各有体裁，义类总归至当，如建置所列，先乡里而后祠祀者，亦古圣王先

成民而后力于神之意也；旧志以庙貌坛闦分目于建置，而城隍八蜡竟居社稷山川之

前，又以祠庙寺观分列于古迹，而东岳关帝反居孟姜女、孙真人之后，纷错淆乱，

殊不可晓。今以坛庙为首，而寺观次之，统归于祠祀。

桥梁、市集、关险，本建置类也；旧志列于地理，今易之。

户口赋役，乃国计民生所关，此 《周官》所以为理财之书也；其间源流增损之

故，先后轻重之源，酌古准今，乃可以得与时变通之利，故旧额悉载而不删云。

风土上关政教，下系民生，为治者所宜周悉。旧志附于地理，今特另提一纲，

分以七目，巨细毕录，庶展卷之下，不啻太史?风绘图而进也。

学校另为志，亦沿旧本，而先贤先儒位次及祭器乐器等类不厌其详者，山邑陋

隅，古书少见，所以备参稽之未逮。况士列四民之首，学校为教化所先，此区区本

意也，虽有病其烦者，勿恤矣。

旧志所载秩官，明以前寥寥数人而已。今数百年来，更何从搜录？今得于古碑

者数人，既确有见闻，未便复没也，故增入焉。

旧志惟名宦数人另分目立传，然今已在大半遗脱，其于德政遗爱，建碑立祠者，

俱仅附小书数语于后，未免太略，今皆另传于宦迹。一字之美，悉从旧志所载书之。

志与国史，体同而例异。志美不志恶，正也。旧志以本邑人操觚，岂君子居是

邦之义乎？此康对山 《武功志》所以见讥于后也。况人物则又专志美，更何解焉？

今惟传其可传，而不传者可知矣。

清朝百十余年，官师房案，多不可稽，绅士亦无可?。览所存草本，大都夸奖

人物，道德文章，孝义节烈，满轴琳琅，而官师竟为逸帙，余悲且惧。幸有王生子

满，年八十余，自明季迄今，录有藏本，甚为详核，故余得备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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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贡监吏员，例皆得书，旧志监生概入于例贡，殊为蒙混。今则以监出身及

捐职人员附于例贡之后，其明万历以前未由考正者，仍从旧本。

某人之子孙必书，所以美家传也，然以祖父之名而列于子孙之下，于义未安，

今更正。

官师人物，其已入祠祀及卓乎足纪者，特书立传。若事迹不彰而舆论归之，亦

不容泯也，爰仿唐书之例，总列于篇。

没世名称，盖棺论定，故人物所传，现存者概不录。

艺文非关地方事迹，虽巨制鸿篇不录。至名胜古迹、碑铭序记，虽其文不足传，

亦采取付锓，以垂不朽。

仙术寓贤，应列入人物，旧志以杂述统之，殊乖体制，今所?者，考之古史，

访之流传，虽一见一闻，无妨采而书之，以征名山之别录，而当年世故变迁，历历

如见，其无关于事迹荒诞之语，概不录也。

志书所载，如鼓楼文庙及书院膏火等类，余皆以升任卸事，多所未遑，而志已

付梓，难以更定。然余之所以存而不削者，深望后之君子，次第举行，故特表而出

之，毋使余仅托之空言，亦以见后人之美，余不敢专也。

各卷目后必有按，皆鄙见所及，非发挥事情，即厘正讹缺，非徒循故事，饰虚

文已也。其所有辨析考核者，即注于本条之下，率以按字领之。

（又）乾隆同官县志目录并小序

卷一 《舆地志》　同自西汉建邑、密迩京畿，介在三辅，扼塞延榆，襟喉关

中，诚要地也。北道崇山峻岭，断崖绝壁，昔人谓险阻加于他处，岂偶然哉？则形

势山川，固可按实而知也。而其间沿革损益，代有迁移。辨星野，察 祥，参稽顾

可或忽哉？志舆地：星野、沿革、疆域、形势、山川、古迹、祥异。

卷二 《建置志》　国之大事，治民事神是已。一邑之中，修建创竖，所在皆

有，何莫非为此哉？临卫之地，居养之方，名以时更，制因代异，盛衰成败之间，

可以觇运会，识政教焉。今承平百十余年矣，百度聿新，靡废不举，而同之城里规

模，视昔更减，军垒故迹，且了不复存，非以昔为要地，今为简邑哉？他如坛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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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半就颓倾，古制竟不可复，则又以贫之故也。司土者能无今昔兴废之感耶？志

建置：城池、廨署、乡里、市镇、祠祀、恤政、邮政、关梁 （堤防附）、兵防、

碑坊。

卷三 《田赋志》　同自明季寇乱，民雉鸟散者十室九空，地亩半就荒芜，而征

徭仍额，民生日蹙矣。定鼐之初，即除荒粮万余，民获更生之庆者，已不啻霜雪变

为阳春，枯旱转为霖雨矣。后复滋生免赋，计地摊丁。今邑之赋额，视昔仅四之一

耳。百余年来，休养生息，厚泽深仁，亘古未有。父母斯民者，催科抚字，宁任心

劳，勿辞政拙也。志田赋：户口、地丁、赋税、起运、存留、耗羡 （司领附）、税

课、盐引。

卷四 《风土志》　同邑山高水驶，故民多刚质，少机智，颇有古风，然今日而

少变矣。《易》曰：“观民设教”。《记》曰：“纳贾陈诗”。为治者不明，夫刚柔轻

重迟速之宜，而汲汲焉冀民速化，犹解衣包火，张罗捕虎也。志风土：习尚、艺术、

礼义、岁时、方言、化导、物产。

卷五 《学校志》　同密迩镐京，辟靡善地，雅化遗风，渐被自昔。秦火煽虐，

汉承其弊，?骂儒生，乃过鲁而有太牢之祀。盖尝谓秦汉之间，圣道绝续之大机也。

其后渠阁谈经，至宋大儒辈出，西铭启钥，关学独鸣，有德有造，熏沐者尤何如也？

邑虽蕞尔，而文庙规模，独为壮丽。一切兴贤立教之地，后虽举废不时，今皆焕发，

故迹新模，犁然毕具也。志学校：学宫、祭器、乐器 （舞附）、乐章、祝文、儒学、

书院、社学、射圃、学额 （学田附）。

卷六 《官师志》　同之建邑为最古，汉晋以来，统于?臿，官斯土者，耀州之

志可详也。西魏建县，而后历唐宋金元，其间官制亦代更矣。县令而下，姓名半就

湮没，俎豆仅此数人。明以后，粗得而详焉。本朝之职，班班可按也。余考史志与

古碑中，得其可知者著于篇，俾后有览焉。志官师：官制 （附吏胥）、题名、宦迹。

卷七 《选举志》　吁！俊宾兴之典，自古尚已。汉晋以来，征辟之科不一。明

初犹不废荐举。科目自隋始，唐宋因之，至明而盛，卿相皆由此出，后乃三途并用

焉。今取士无美不备，诚所谓立贤无方也。志选举：荐辟、进士、举人、贡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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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监职附）、掾吏、武举、武弁、封荫。

卷八 《人物志》　川岳降灵，诞生哲人。邑非有雄流杰峙也，往觇胜者，率以

山高水驶为病，刚质有余而秀灵不足，其大致然也。历稽往志，忠孝节义强勇侠烈

之士，后先相望望焉，而文学之儒不少概见，地气之刚柔轻重，于人也大矣！虽然，

渭水以吕奇，眉山以苏重，崛起之士，踔跞不羁，风会且受转于人焉，岂地所能限

哉？志人物：乡型、孝友、义行、烈女、流寓。

卷九 《艺文志》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则文诚末矣。然言之无文，传之不远。

周子谓文以载道，顾可忽哉？邑鲜著作之才，然苟兴废有关，虽吉光片羽，亦缀而

辑之，所以备掌故也。志艺文：碑记、传序、杂著、诗。

卷十 《杂记志》　 《易》有杂卦，《礼》有杂记，圣贤之书所不废。后世 《见

闻录》《拾遗记》《越绝》《齐谐》皆可?之以资稽考，未可以言庞事杂弃也。夫集

狐腋以为裘，杂琼琚以为佩，则夫囊括散帙，摭拾遗事，必裒而萃之，乃无遗落也。

志杂记：纪事、拾遗、附录。

民国重印乾隆同官县志侯景贤记

夫志者，记其事物言论而恐浼焉者也。国有史，邑有志，体制不同，而记载事

物言论，昭示来兹者，其义一也。关中四大名志而外，余志不传，不能因其不传，

任其缺如。一邑有一邑应志之者，陵谷变迁，政治沿革，风俗易移，人文盛替，宦

绩?疵，以及孝子节妇，凡有关于世道人心者，搜括而备载，以俟于后者，前人之

事，后人之则也。同官虽系斗大山城，星罗居民，菁华亦有所钟，应志者多，应传

者亦不少，此同官所以特志也。近年来，邑城屡遭兵匪，简编凌遗尽矣。余于壬申

春奉檄来长斯邑，甫下车，询求志以便考察风俗人情，为敷政蓝本，再四搜求，仅

得简编不全者数册。各方抄录，今成全幅。商同士人，即行付梓。特恐再逾数年，

欲求其断简残编而不可得也。际兹灾之余，未能集材续修，是余之憾。尤祈后之

有心斯志者，重修而再续之，是所深望焉。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秋七月华县

侯景贤谨记。

民国同官县续志稿李榻山自序 （按此志稿未印行）

０３５

同官县志 （民国）



夫志者，贤哲之典籍，事物之记载，变迁之考据，人类进化之写真也，又所以

志往事昭示来兹者也。吾邑旧志，始于明嘉靖之杨曹州杨怀来二君，前志谓其语焉

不详。迨清乾隆三十年邑令袁文观重修，始较精备。袁君距今百六十余年，其间之

事事物物，人文地理，缺焉无记，此续志之所以修也。虽有佘鼎彝君之续于前，和

鸣珂君之续于后，然皆未得竣事，殊为遗憾。兹又奉陕西通志馆令续修，同人等以

之属余，而余则拙然不文，未敢言修，惟以能力所及，尽情采访，至于编辑，当折

简同人矣。且夫世界文明日进，事态日繁，一切政教、工商、经济、社会种种之进

展，一日千里，非有纪载，无以资比较，而供参考。吾邑之政教、工商、经济、社

会等等，其进步与否，固皆与人民痛痒相关，而经济尤为现代生活之中心，未可漠

视之者也。故不惮烦劳，勤加考察，务期精详，俾知此中盈虚消长，谋所以生存之

道，求所以改进之方，庶几无愧。全书分为十卷，三十四节，一百三八四目。较旧

志类目，颇有增加，乃系遵照陕西通志馆颁发采访节略，分门别类，详为记载，非

敢妄为臆造也。民国二十五年六月李榻山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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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一

志乘一书，所以记政治之兴革，社会之隆替，地利之采掘，物产之

丰窳，而供执政者之借镜，资科学家之研究者也。周秦西汉，建都关中，

同官密迩京畿，尚未建县，至苻秦始设铜官护军，北周去金为同官县，

而邑志之修，迄明中叶，寂焉无闻，非特文献无征，掌故散佚。即现今

中外人士重视之黄堡镇晋瓷，几同荒烟蔓草，良可慨矣！明嘉靖三十八

年，邑令杨曹州万祺始创修县志。中经杨怀来光溥，邑人寇副使慎及清

邑令崇仁袁文观屡次增修。惜代远年湮，旧本无存，且叙述简略，不足

供现代科学社会之需要。三十一年，同官改隶第三区行政督察区，余专

员正东慨然有兴修三区方志之举，聘县士绅六人任采访，（命新）亦侧其

列。惟时旅食中部，弗克随辑，而采编诸君，皆县名宿，前后握管六月，

始行脱稿。其中于地质、矿产、工商、农业各志，尤为详尽。又敦聘湘

潭黎教授锦熙整理润色。不惟可与关中四大名志并传，且得三十二年陕

西全省文物展览会 “取材新颖，内容充实”等优评，（命新）学识简陋，

为人作嫁，恨未得从事校役，亲炙有道以开拓心胸，复不得闻一言以自

壮。但邑志以黎公传， “同官”二字且以志而著。方今抗建方殷需材孔

亟，有志之士本是编而研究之，使地尽其利，物得其用，未始非加强抗

建力量之一助也。兹当全编印竣，聊赘数语，跋诸简末云。中华民国三

十三年五月，邑人姬命新子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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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册重要勘误表

卷次及篇名 页次 行次 误 正

卷二十三
宗教祠祀志

一下

二下

二下

十一，小注一

六，小注二

七，小注二

司铎屈吾

子弘治

邬正统

司铎屈君

明弘治

明正统

此面括弧多错，
勿拘泥。

卷二十四
古迹古物志

三上 小注八 因作诗二其 因作诗二律

卷二十五
氏族表

八上 小注首行 居第四位 居第五位

卷二十六
风俗志

七下 四 四日城服 四日成服

卷二十七
方言谣谚志

五下 三 ㄢ ㄞ
六上 四 “淡”注 国ㄉㄢ去 下脱 （下同）

六下 十二 丐 丐

七上 八 口 口

十上 倒数三骑缝 赈 赈

十一上 骑缝 日 下脱ㄗ
十四上 五 裹

;

卷二十九
艺文志

一下 八 纂辑”字

下脱 “见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经部·四书类存
目》。作三十一册，云其
学出姚江，多于朱子立
异。” （续通志稿卷一八
三）

二下 一 抄本。
下脱 “（见续通志稿卷一
八五）”

五下 小注后四 赵蔺 赵兰

五下 （考古） 下脱 “九九”

卷三十丛录 四下 四 一百三八 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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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二

同志始于明，而续修于清。迄后百有余年，未复纂修。其事物之演

变，人文之更替，无由窥知。改革后，县宰薛正清暨邑儒佘鼎彝继补百

年之缺憾。旋薛公去职，佘君物故，所耗心血，散佚无存。至二十一年

成立文献委员会，由李君榻山采辑，未成完璧。三十一年，三区专员余

有兴修三区各志之议，（新）被聘为本邑采访主任，遂邀各采访暨邑绅成

立同志编修委员会，将邑志旧编新采，冶于一炉，纲举目张，搜罗靡遗，

以存文献，并待来兹。今当付梓，援笔叙诸简末云。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春，邑人翟增烈新三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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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同官县志》后记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新整理的 《同官县志》在金秋时节出版了。

十年一梦，终成实境。全体工作人员怀着喜悦而惶恐的心情，将重新整

理校点的 《同官县志》奉献于世人。

现存 《同官县志》始修于明万历戊午年 （１６１８年），明、清两部记

述较为简略，民国一部记述比较详尽。作为印台历史上仅存的三部方志，

价值十分珍贵。

２００６年，区上组织了一批方志学者及工作人员，历经两年时间，对

明、清和民国三部 《同官县志》进行了整理并出版发行，对于推进地区

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有益作用。但由于当时印数较少，也存

在一些质量问题，十年过去，当年整理出版的 《同官县志》已经很难

找到。

为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满足各方需求，２０１６年９月区委、区政府

决定，重新整理出版 《同官县志》，并成立区委书记赵富祥担任顾问，区

长李亚莉担任主任，区委副书记焦毅，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敏，副

区长苗源担任副主任，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区委

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档案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教育科

技体育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史志办等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 《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会下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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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冯玉发同志担任，由于工作变动，２０１７年春节后由

陈友仓同志担任，史志办张续东、陈金楼、王雪艳、闫红等参与其中，

具体做好 《同官县志》再次整理出版工作。

２０１６年秋，《同官县志》再次整理工作启动以来，全体同仁以认真

负责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力求更好更快

地完成此项重任。整理旧志难在文言文的断句，难在为繁体字找到相应

的简化字，还难在古籍的字迹漫漶，难以辨识。时代的变迁、事物的变

化、语言的变异，都给旧志整理带来了难度。为了奉献给读者一版最接

近原著风貌、最真实准确，繁体字变为现代简化字、古汉语经过现代汉

语标点符号断句的 《同官县志》，我们在２００６版 《同官县志》的基础上，

又参照影印电子版 《同官县志》，相互比对，查字典、翻辞海，字斟句

酌，详加考证。常常为一典故、一生僻字、一当时的专业用语绞尽脑汁。

汗水换来果实，从冬到春到夏又到秋，时光荏苒，现存的三部 《同官县

志》终于整理完毕。为便于读者一览无余，本次新版明、清、民国三部

《同官县志》合为一套精装，也方便珍藏，提高使用效率。

新版 《同官县志》的出版，其功应归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正确领导，得益于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区级相关部门的支持。区委书

记赵富祥多次指示，要抓紧时间，加快速度，整理出高质量、高水平的

《同官县志》，为印台经济社会发展推波助澜。区长李亚莉多次询问整理

工作的进展，并拨付专项经费，要求加快进度，提高质量，以全新的

《同官县志》呈现于时代，呈现于后人。省、市方志部门也给予了专业指

导，区级各相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三秦出版社专门从事旧志校

注的编辑部主任甄仕优、编辑贾西周百忙之中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中

肯意见，值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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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同官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虽 “焚膏油以继晷，恒

兀兀以穷年”，仍不敢有怠。为志者常惴惴于资料之疏漏，文字之不工。

唯以虚心求教方家之斧正，或待后学之纠补，以为幸甚。

铜川市印台区 《同官县志》整理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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