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沔

陽

志

七

沔

陽

城

國

初

乙

巳

指

揮

沈

友

仁

循

故

址

築

正

德

戊

寅

知

州

濂

葺

之

周

千

一

百

有

六

丈

厚

丈

二

尺

髙

倍

之

門

五

東

曰

仁

風
舊

曰

大

東

南

曰

南

紀
舊

曰

荆

南

西

曰

長

夏
舊

曰

栢

𣗳

北

曰

建

興
舊

曰

大

北

曰

楚

望
舊

曰

小

北

俱

叙

更

名

城

東

𠋣

蓮

花

二

池

西

南

北

皆

𠋣

河

朱

昂

云

𤨔

城

皆

水

因

河

為

濠

形

若

螃

蠏

是

也
按

沔

陽

在

漢

晉

並

為

雲

杜

縣

地

郡

縣

志

沔

陽

縣

即

楚

王

城

今

故

志

有

廢

沔

陽

縣

當

即

今

所

也

梁

置

沔

陽

郡

故

志

即

雲

杜

城

或

不

在

今

所

西

魏

置

建

興

縣

周

復

州

治

于

此

即

今

治

也

則

城

亦

當

創

於

是

時

矣

祭

酒

鐸

記

沔

故

有

衛

與

州

治

同

城

城

不

知

起

何

時

由

今

自

沔

而

觀

寔

不

可

以

一

日

無

城

也

城

之

盛

民

猶

舟

焉

舟

任

萬

斛

而

釁

及

分

寸

則

不

得

為

舟

同

濟

者

共

命

殆

矣

然

則

有

城

不

繕

治

又

尚

得

為

城

哉

矧

一

日

不

可

無

城

之

地

而

亦

使

其

城

不

得

為

城

不

待

智

者

視

猶

殆

舟

矣

沔

間

江

漢

以

為

州

江

實

受

湘

江

湘

以

上

為

荆

岳

為

巴

蜀

爲

辰

沅

長

沙

𢖍

𣱵

漢

以

上

爲

安

陸

為

襄

鄖

為

南

鄧

漢

中

由

沔

而

下

則

漢

陽

武

黄

九

江

諸

郡

不

勝

計

也

是

故

海

内

之

人

水

陸

交

集

㓂

賊

姦

宄

恒

發

平

時

若

属

有

潢

池

之

孽

逺

相

根

蔓

則

喉

襟

重

輕

實

兹

焉

是

繫

故

曰

不

可

一

日

無

城

也

正

德

丙

子

祥

符

李

川

甫

以

奉

訓

大

夫

來

守

沔

未

三

月

属

江

漢

合

漲

没

城

趾

二

尺

風

雨

彌

月

助

為

崩

囓

患

大

夫

憂

之

列

栅

以

守

重

民

飢

未

遑

治

也

明

年

水

復

大

至

城

壞

四

百

丈

大

夫

曰

民

連

飢

𨿽

賜

租

與

賑

未

甦

也

城

今

大

壞

完

之

則

民

方

病

不

完

是

以

殆

舟

共

濟

如

之

何

則

可

出

而

謀

之

寮

友

寮

友

曰

財

力

在

民

今

其

若

民

何

謀

之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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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

衞

使

曰

吾

士

之

病

乆

矣

大

夫

入

而

復

自

謀

焉

既

而

得

之

曰

患

吾

城

者

水

也

吾

誰

謀

其

反

謀

之

水

乎

乃

移

書

諸

當

路

曰

沔

多

陂

澤

水

傷

農

陂

澤

滋

利

矣

請

以

征

魚

之

羡

為

城

費

許

焉

時

都

御

史

吳

公

獻

臣

奉

　

命

以

便

宜

行

荒

政

至

聞

之

曰

猶

之

為

民

也

助

其

費

幾

三

之

一

於

是

白

金

以

鍰

計

得

凡

百

八

有

竒

故

事

城

有

役

軍

民

同

之

大

夫

乃

使

度

城

三

分

壞

之

二

於

民

自

餘

以

遺

軍

士

併

以

兩

計

白

金

八

十

給

之

約

日

即

工

出

納

敦

事

咸

選

擇

人

使

之

遂

庀

財

用

募

丁

壮

執

鍤

荷

杵

負

土

石

就

事

者

足

相

躧

以

至

大

夫

既

授

之

方

法

時

復

乘

城

眂

勸

犒

徒

匠

胥

勤

績

用

以

瞬

而

異

肇

手

於

戊

寅

三

月

之

丙

寅

為

日

二

百

二

十

有

八

而

訖

工

縝

實

完

好

至

樓

櫓

竿

幟

奐

焉

改

觀

時

巡

撫

都

御

史

秦

公

國

聲

僉

事

孟

公

望

之

按

沔

問

民

隱

於

諸

里

居

暨

諸

生

者

諸

里

居

暨

諸

生

述

大

夫

所

以

𥙿

民

及

之

二

公

登

視

焉

有

歌

於

其

野

者

曰

曕

彼

新

城

乃

忘

厥

舊

安

吾

為

宗

急

吾

知

所

走

胡

不

吾

聞

吾

于

力

是

助

復

有

和

之

者

曰

新

城

有

嚴

𡘤

失

故

所

𨿽

有

奸

虣

孰

敢

予

侮

而

今

而

後

釋

予

斨

釋

予

斧

爰

肆

力

於

畦

畞

秦

公

顧

孟

公

曰

子

聽

之

歳

大

侵

久

矣

吾

宜

怨

咨

之

聞

也

乃

今

舉

大

役

而

民

有

不

知

者

而

庇

及

於

卒

伍

政

可

知

矣

守

人

不

當

如

是

乎

有

官

吾

郡

縣

皆

令

若

兹

吾

豈

其

復

犯

風

露

是

不

可

不

丕

視

厥

𩔖

使

繼

今

有

聞

也

諸

里

居

介

其

學

之

師

賔

走

諸

生

於

東

岡

魯

鐸

請

記

諸

樂

石

鐸

𨿽

病

憊

嘗

攝

筆

從

紀

事

之

後

其

得

謂

在

家

不

知

為

記

之

大

夫

名

濂

舉

中

士

為

第

一

人

出

身

進

士

有

文

學

顯

名

今

名

復

顯

於

有

政

修

城

其

一

也

自

公

之

暇

輙

留

意

書

史

為

文

章

蔚

然

成

家

孔

子

曰

學

而

優

則

仕

仕

而

優

則

學

又

曰

有

文

事

者

必

有

武

備

其

大

夫

之

謂

也

時

正

德

歳

在

庚

辰

五

月

七

日

立

石景

陵

即

漢

雲

杜

縣

隋

唐

宋

皆

為

郡

治

其

城

最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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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故

志

國

初

指

揮

琛

知

縣

天

麟

築

洪

武

己

巳

大

水

壞

成

化

乙

未

知

縣

繼

宗

重

築

土

城

壬

寅

知

縣

綰

弘

治

己

未

知

縣

端

相

繼

修

久

之

圮

正

德

甲

戌

知

縣

良

玉

築

秋

丸

髙

厚

綂

二

丈

周

六

百

八

十

有

五

丈

門

四

曰

南

薫
舊

曰

荆

南

曰

東

陽
舊

曰

馬

人

曰

西

成
舊

曰

鴈

呌

曰

北

拱
舊

曰

北

城

四

面

皆

湖

因

以

為

隍
祭

酒

鐸

記

景

陵

舊

有

衞

盖

襄

荆

以

東

漢

沔

以

北

隨

郢

以

南

此

最

廣

衍

足

牲

鮮

絲

卉

稻

梁

之

利

自

古

四

方

有

事

所

争

趣

也

衣

食

招

𢯦

備

九

州

之

人

𨿽

平

時

不

無

蘖

芽

其

間

者

是

故

宜

有

城

　

國

朝

調

衞

金

州

城

猶

無

恙

民

所

恃

如

故

洪

武

己

巳

水

决

隄

城

壞

𨿽

第

為

周

垣

實

不

能

為

有

無

以

予

所

聞

見

景

泰

二

年

盗

入

刦

縣

庫

弘

治

四

年

既

刦

庫

復

斫

獄

取

劇

盗

去

正

德

庚

午

盗

自

獄

出

因

嘯

聚

屠

掠

村

郷

虜

女

婦

刦

丁

壮

為

徒

晝

踏

關

呼

官

府

示

將

直

入

狀

以

挾

取

所

怨

及

庫

實

富

民

所

移

徙

三

司

長

副

集

官

民

宣

慰

兵

數

閱

月

僅

乃

殱

之

此

皆

城

壞

以

後

事

也

陳

侯

以

辛

未

名

進

士

下

車

之

明

年

適

河

北

大

盗

起

　

詔

有

司

不

得

無

城

侯

慨

然

欲

為

𣱵

久

計

属

父

老

語

之

父

老

曰

所

願

也

第

如

勞

費

何

時

庾

府

皆

如

懸

罄

侯

乃

召

富

民

大

賈

曰

城

為

汝

盖

藏

也

財

没

於

盗

孰

與

出

十

一

以

助

吾

築

召

丁

壮

曰

城

實

汝

保

障

也

身

没

於

盗

孰

與

分

力

以

助

吾

築

皆

應

曰

惟

命

侯

既

自

捐

俸

若

干

僚

属

所

捐

又

各

若

干

四

境

之

内

翕

然

響

應

富

民

以

緡

錢

至

丁

壮

以

畚

鍤

至

樵

荻

為

薪

烈

石

為

灰

者

以

舟

車

至

侯

悉

以

籍

登

記

令

公

實

員

役

司

之

旣

乃

闕

隄

涸

湖

覆

舊

築

為

城

趾

窑

於

縣

周

凡

百

一

十

有

二

煙

縷

四

合

上

紏

為

雲

霧

者

連

𢿙

月

甎

成

重

每

一

釣

少

窳

者

輙

弗

舉

焉

百

爾

云

具

人

匠

既

集

乃

署

為

十

有

四

工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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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

散

聚

之

節

負

者

蟻

升

築

者

鱗

積

甃

焉

𢖍

從

適

均

灌

焉

燥

濕

得

所

督

作

者

心

同

服

役

者

力

齊

萬

手

繽

紛

歌

謡

𨼆

耳

知

事

事

而

不

知

勞

也

侯

旦

暮

臨

眡

有

慰

無

亟

盖

若

父

兄

率

子

弟

治

其

垣

墉

室

廬

而

意

及

其

曾

雲

者

也

戒

事

於

九

年

之

七

月

以

十

年

之

八

月

告

成

所

需

例

為

白

金

計

之

為

兩

者

三

千

六

百

七

十

有

八

民

所

赴

工

積

五

十

一

萬

二

千

九

百

四

十

有

二

城

髙

二

丈

有

竒

厚

加

於

髙

者

五

尺

周

廻

六

百

八

十

五

丈

四

門

髙

二

丈

四

尺

其

深

幾

倍

之

樓

髙

不

及

城

者

二

尺

門

扉

皆

以

鐡

衣

之

門

之

内

各

為

屋

三

楹

於

傍

以

居

門

者

闢

城

内

外

地

各

丈

許

責

所

居

得

訶

禁

汙

踐

又

增

築

外

隄

舎

民

其

上

伺

不

虞

也

復

於

南

樓

置

鐘

鼓

以

警

昏

曉

城

外

襟

湖

帶

河

若

天

設

隍

塹

郷

邑

民

大

和

會

下

復

登

諦

觀

焉

富

民

曰

今

而

後

貲

誠

吾

有

矣

丁

壯

曰

今

而

後

身

誠

吾

有

矣

女

婦

曰

今

而

後

保

吾

所

家

而

定

吾

所

歸

矣

其

嘗

罹

盗

者

則

泣

且

歎

曰

向

使

侯

來

不

莫

吾

寜

有

疇

昔

盖

不

啻

家

室

成

而

婦

子

相

慶

也

夫

天

下

之

事

備

害

防

患

以

衛

民

生

者

莫

如

為

城

其

勞

實

稱

之

民

鮮

弗

病

且

怨

者

景

陵

城

廢

百

三

十

年

來

躬

自

失

恃

如

向

所

云

者

知

幾

令

矣

侯

至

纔

三

載

而

百

年

之

大

功

成

於

朞

月

人

惟

樂

有

所

恃

而

不

知

勞

與

費

焉

非

其

賢

逺

於

人

有

如

是

乎

是

年

　

朝

廷

以

䑓

貟

之

缺

召

侯

縣

人

士

攀

卧

不

得

留

既

去

而

思

之

益

深

斵

石

為

碑

属

汪

淵

曾

明

軰

來

求

予

記

之

嗚

呼

吾

行

天

下

見

所

謂

賢

守

令

多

矣

求

夫

誠

心

為

民

如

侯

不

多

見

也

侯

之

為

政

㢘

公

明

恕

為

吾

人

所

思

者

豈

勝

紀

述

建

城

其

逺

且

大

者

也

姑

書

而

鐫

之

石

用

慰

所

思

侯

名

良

玉

字

德

夫

蜀

之

富

順

人

與

侯

協

心

者

嚴

君

輔

胡

君

洪

孫

君

炫

蔡

君

德

器

劉

君

翹

其

一

時

僚

佐

師

賔

也

凡

預

是

後

者

悉

於

碑

隂

勒

之

分

司

東

門

内

曰

按

察

中

為

堂

後

為

軒

為

後

堂

前

為

東

西

序

為

儀

門

為

門
都

御

史

餘

姚

陳

雍

詩

要

使

官

清

民

自

安

莅

官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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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猛

莅

民

寛

井

泉

自

守

來

無

𥁞

膏

血

于

今

剥

已

殘

心

事

滿

懷

何

處

寫

眉

頭

終

日

為

誰

攅

行

途

不

必

論

牛

喘

一

雨

翻

成

五

月

寒

副

使

江

賜

詩

到

處

民

生

尚

未

安

寸

心

那

得

片

時

寛

菲

才

計

　

國

驚

鬚

白

終

日

征

途

嘆

歲

殘

遥

望

　

翠

華

空

目

㫁

夢

迴

萱

𣗳

幾

眉

攅

清

燈

公

暇

幽

懷

切

且

酌

盃

醪

敵

夜

寒

僉

事

長

安

田

登

詩

塵

海

巢

身

計

未

安

踈

庸

真

負

　

主

恩

寛

白

雲

縹

渺

郷

心

逺

青

鏡

蕭

騷

客

𩯭

殘

葵

藿

傾

天

霄

漢

隔

崆

峒

𠋣

劍

斗

星

寒

東

風

桃

李

隨

流

水

索

寞

無

言

蜂

蝶

攅

慈

谿

顧

英

詩

蘧

蘧

昨

夜

卧

衾

安

衣

帶

腰

圍

未

覺

寛

良

藥

有

方

知

病

利

不

才

無

計

起

民

殘

驛

𠅘

過

處

征

途

逈

城

郭

辭

秋

落

葉

攅

聞

道

沔

湖

魚

蟹

足

瀟

蕭

茭

葦

水

流

寒

學

之

前

曰

布

政

制

與

按

察

同

而

差

小
俱

正

德

乙

亥

知

州

濂

重

建

景

陵

分

司

縣

東

曰

按

察
景

秦

中

知

縣

庸

修

西

南

曰

布

政
成

化

弘

治

中

知

縣

綰

端

修

俱

制

如

州

而

廣

州

署

近

西

門

中

為

堂

後

為

軒

為

後

堂
嘉

靖

辛

卯

知

州

儲

同

知

賢

判

官

賢

重

建

左

右

為

庫

東

為

幕

堂

又

東

為

知

州

廨

舊

在

堂

後

前

為

判

官

廨
舊

吏

目

廨

嘉

靖

丁

亥

改

西

為

同

知

廨

前

為

吏

目

廨

幕

堂

後

為

添

註

官

廨

堂

之

前

兩

翼

為

六

房

中

為

戒

石

𠅘

又

前

為

儀

門

門

東

為

吏

舎

西

為

獄

又

前

為

門
按

洪

武

九

年

改

府

置

州

以

府

為

衛

而

徙

州

城

西

肇

建

者

志

失

其

人

宣

德

間

知

州

鏞

同

知

信

判

官

顒

修

正

綂

癸

亥

又

建

志

失

其

人

天

順

間

知

州

立

同

知

逹

修

弘

治

間

知

州

濟

建

正

德

間

知

州

咸

濂

頥

修

設

官

知

州

一

人

同

知

一

人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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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官

一

人
同

知

判

官

添

註

無

定

貟

吏

目

一

人

吏

司

八

人

典

十

有

六

人

州

行

署
在

縣

前

弘

治

中

知

州

濟

創

學

署
見

儒

學

縣

同

𣱵

豐

倉
舊

在

州

東

北

廢

為

射

圃

今

在

小

北

門

内

即

衛

倉

也

莫

詳

其

始

天

順

五

年

知

州

立

重建

設

官

大

使

一

人

副

使

一

人

吏

攅

典

一

人

稅

課

局
舊

在

十

字

街

西

後

徙

江

北

設

官

大

使

一

人

吏

攅

典

一

人

隂

陽

學
在

東

門

内

設

官

典

術

一

人

醫

學
二

學

共

一

所

正

綂

十

年

典

科

何

誠

造

今

廢

設

官

典

科

一

人

僧

正

司
在

報

恩

寺

設

官

僧

正

一

人

道

正

司
在

玄

妙

觀

設

官

道

正

一

人

廵

檢

司

二

沙

鎮
在

沙

湖

茅

鎮
在

茅

埠

俱

成

化

中

都

御

史

劉

敷

奏

建

知

州

珵

創

茅

鎮

司

今

圮

設

官

巡

檢

各

一

人

司

吏

各

一

人

驛

四

漢

津
州

東

北

渡

口

正

德

中

知

州

濂

重

建

候

埠
州

東

六

十

里

潘

子

安

詩

桂

花

開

過

菊

花

開

三

月

辭

家

九

月

回

帆

背

夕

陽

天

外

去

鴈

分

秋

色

水

邊

來

嘉

禾

雲

偃

懷

周

德

落

木

風

髙

愧

楚

材

莫

恠

舉

盃

無

飮

興

𠋣

門

慈

母

正

徘

徊

沙

湖
州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剅

河

州

西

北

六

十

里

初

省

正

德

中

都

御

史

秦

金

奏

復

置

省

深

江

驛

入

焉

俱

知

州

濂

建

設

官

丞

各

一

人

吏

各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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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河

泊

所

二

十

一

下

五

湖
東

南

二

百

八

十

里

陽

名

湖
東

百

七

十

里

司

馬

小

陽
東

南

九

十

里

沙

湖
東

百

二

十

里

上

帳

湖
西

北

百

八

十里

下

帳

湖
東

北

百

八

十

里

陽

孟

池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馬

骨

泛
北

八

十

里

中

下

襄

河
東

北

六

十

里

潱

馬

潭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葫

蘆

三

灣
西百

三

十

里

白

雲

三

汊
西

北

二

百

里

風

波

蒿

䑓

湖
西

北

二

百

里

剅

河

新

掘

口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段

下

小

港
南

五

十

里

直

歩

湖
東

南

四

十

里

西

湖
東

南

九

十

里

李

二

河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張

家

池
東

南

百

四

十

里

白

螺

湖
南

二

百

里

許

家

池
南

二

百

里

設

官

所

官

各

一

人

吏

攅

典

各

一

人

國

𥘉

河

泊

所

有

長

下

河

官

港

湖

螺

子

瀆

西

港

湖

烏

流

湖

千

金

湖

剅

口

百

石

湖

青

山

湖

黄

蓬

湖

賽

港

湖

統

三

十

有

一

正

統

間

長

下

省

入

叚

下

小

港

官

港

螺

子

省

入

直

歩

西

港

省

入

西

湖

烏

流

省

入

張

家

千

金

省

入

白

螺

百

石

省

入

剅

河

青

山

省

入

風

波

正

德

間

黄

蓬

省

入

許

家

賽

港

省

入

直

歩

便

民

倉
在

七

里

院

内

預

備

倉
𣱵

豐

倉

南

知

州

頥

建

舊

四

一

在

七

里

院

一

在

剅

河

一

在

黄

蓬

一

在

演

武

塲

俱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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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惠

民

藥

局
在

十

字

街

西

景

泰

癸

酉

六

月

災

明

年

甲

戌

建

申

明

旌

善

𠅘
按

察

司

前

故

志

申

明

附

城

轄

二

西

轄

一

上

轄

一

南

轄

四

中

轄

六

俱

廢

養

濟

院
舊

男

女

各

一

在

東

門

外

七

里

院

弘

治

間

知

州

弘

宜

徙

縣

署

舊

景

陵

衛

洪

武

三

年

廢

為

縣

中

為

堂

後

為

堂

曰

退

思

知

縣

廨

其

後

縣

丞

廨

東

主

簿

廨

西

典

史

廨

東

之

南

堂

兩

翼

曰

庫

東

曰

幕

堂

又

東

曰

架

閣

庫

堂

之

東

西

序

曰

六

房

前

曰

儀

門

門

東

西

曰

吏

廨

又

東

曰

儀

仗

庫

前

曰

譙

樓
景

泰

四

年

知

縣

庸

修

弘

治

己

未

知

縣

端

重

建

如

前

按

察

副

使

金

陵

沈

鍾

記

邑

令

周

侯

自

弘

治

戊

午

下

車

以

來

顧

㕔

事

歳

久

老

將

就

壓

縱

横

支

柱

日

光

下

漏

風

雨

周

旁

歳

餘

事

有

成

蹟

且

以

豈

弟

父

母

乎

民

民

率

信

之

侯

視

所

積

公

帑

頗

亦

有

餘

羡

始

移

請

當

路

委

以

為

𠃔

爰

發

所

積

市

材

鳩

工

一

髪

不

以

侵

於

民

俶

事

於

己

未

冬

十

二

月

壬

寅

迄

庚

申

春

二

月

望

告

成

華

朴

中

度

罔

過

而

靡

亦

罔

不

及

而

陋

正

本

堂

知

縣

綰

記

景

陵

縣

治

仍

衛

之

舊

貫

自

公

㕔

而

下

無

一

宇

可

蔽

風

雨

為

退

息

所

成

化

甲

辰

春

始

以

㕔

北

之

𨻶

地

為

堂

堂

垂

成

匠

氏

左

抱

丈

尺

右

執

䋲

墨

𤨔

棟

四

顧

棟

正

而

後

東

西

為

窓

二

南

北

為

門

倍

之

盖

隨

方

面

廣

狹

以

折

中

於

棟

也

堂

之

成

有

頼

於

棟

者

如

此

邑

之

治

顧

不

係

於

令

之

正

乎

然

令

之

所

以

正

者

亦

惟

正

身

焉

耳

正

身

以

正

人

而

逺

近

大

小

如

䋲

墨

之

凖

丈

尺

之

量

莫

不

一

歸

於

正

猶

棟

之

正

而

堂

以

成

也

嗚

呼

堂

成

於

棟

棟

為

堂

之

本

也

邑

治

於

令

令

為

邑

之

本

也

居

此

堂

者

盍

思

所

以

正

其

本

乎

然

則

是

堂

之

建

非

爲

安

𨓜

謀

也

因

扁

以

正

本

云

仕

學

堂
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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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嵗

月

如

流

忽

焉

一

春

仕

無

餘

力

學

未

日

新

面

墻

日

偪

心

茅

日

深

嗚

呼

聖

禹

尚

惜

寸

隂

綰

何

人

也

可

以

因

循

格

物

致

知

誠

意

正

心

以

窮

乎

理

以

脩

乎

身

稽

之

於

古

驗

之

於

今

主

之

惟

敬

進

之

惟

勤

誅

茅

之

銍

去

墻

之

斤

墻

平

茅

𥁞

庻

幾

乎

人

堂

今

廢

設

官

知

縣

一

人

縣

丞

一

人

主

簿

一

人

典

史

一

人

吏

司

八

人

典

九

人

乾

鎮

巡

檢

司
縣

東

八

十

里

成

化

十

三

年

奏

建

知

縣

繼

宗

立

設

官

廵

撿

一

人

吏

一

人

乾

灘

驛
巡

檢

司

東

成

化

十

六

年

奏

建

知

縣

綰

立

端

修

設

官

丞

一

人

吏

一

人

隂

陽

學
縣前

設

官

訓

術

一

人

醫

學
縣前

設

官

訓

科

一

人

僧

會

司
在

東

禪

寺

設

官

僧

會

一

人

道

會

司
在

丹

䑓

觀

設

官

道

會

一

人

倉

三

廣

儲
縣

西

知

縣

綰

立

端

修

預

備
北

門

外

嘉

靖

丁

亥

知

縣

相

重

立

兩

便

乾

灘

驛

西

綰

記

兊

運

者

賦

於

民

而

兊

於

軍

也

景

陵

收

於

縣

倉

河

隘

且

淺

軍

船

不

能

入

則

出

其

米

於

乾

灘

採

蘆

為

蓬

而

貯

之

軍

以

米

濕

為

辭

未

免

賂

之

嵗

科

戸

歛

如

常

事

然

癸

卯

秋

綰

乃

度

地

會

木

石

委

典

史

陳

顯

督

之

作

倉

曰

兩

便

或

謂

便

於

民

則

不

便

於

軍

何

以

兩

便

為

曰

賦

入

於

倉

而

民

不

勞

焉

兊

出

於

倉

而

軍

無

辭

焉

謂

之

兩

便

不

亦

宜

乎

今

廢

亭

六

申

明
縣東

旌

善
縣西

鄰

里
申

明

南

綰

記

自

古

者

授

宅

之

制

壞

而

不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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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敎

與

養

遂

至

為

故

事

綰

來

景

陵

乃

以

比

屋

五

家

為

鄰

此

鄰

五

鄰

為

里

使

家

属

於

鄰

各

事

一

業

鄰

聮

於

里

共

立

一

塾

業

以

飬

之

則

四

民

之

志

以

定

塾

以

敎

之

則

五

品

之

倫

以

明

間

有

不

率

敎

無

職

事

者

鄰

里

之

長

會

衆

喻

之

不

悛

而

後

聞

於

官

以

懲

之

庻

幾

綱

維

有

道

而

敎

飬

可

施

也

於

是

總

而

目

之

曰

鄰

里

作

𠅘

者

所

以

記

某

鄰

某

里

之

姓

名

云

按

此

𠅘

今

改

為

懲

惡

非

作

者

意

也

塘

垸

旌

善

南

綰

記

景

陵

古

竟

陵

陵

至

此

而

竟

故

髙

地

乏

泉

下

土

瀕

水

乏

泉

則

易

旱

瀕

水

則

易

澇

而

景

陵

旱

澇

常

相

半

故

事

救

旱

有

塘

防

澇

有

垸

先

綰

之

為

邑

者

嘗

一

修

之

柰

何

因

循

嵗

久

而

日

圮

綰

來

乃

擇

有

行

義

者

為

塘

垸

長

綂

其

里

人

以

戮

力

焉

圮

者

築

之

堙

者

鑿

之

昔

無

者

今

增

之

塘

必

深

廣

垸

必

堅

髙

而

因

以

正

經

界

勸

耕

稼

時

督

而

月

視

之

歲

終

則

論

功

以

加

懲

勸

四

五

年

農

事

修

而

衣

食

以

足

民

乃

漸

歸

於

政

敎

之

中

然

始

勤

終

怠

人

情

之

常

於

是

為

𠅘

於

邑

治

西

刻

塘

垸

丈

尺

與

長

人

姓

名

於

石

使

接

目

警

心

及

時

趨

事

不

能

自

已

而

前

日

之

成

功

可

以

乆

存

而

不

壞

庻

幾

𨓜

能

思

初

而

安

能

惟

始

也

敷

政
大

街

西

綰

立

以

揭

榜

有

記

𢖍

量
大

街

東

綰

記

度

量

𢖍

法

制

所

自

始

我

太

祖

髙

皇

帝

頒

鐡

斗

於

天

下

大

定

之

時

所

以

齊

物

範

人

也

然

斗

收

於

官

民

不

常

見

矧

承

平

日

久

安

能

保

其

無

弊

哉

綰

乃

立

𠅘

於

市

中

合

度

量

𢖍

較

以

時

制

使

法

之

不

一

者

皆

於

此

取

則

焉

庻

乎

市

價

可

平

也

舖
︹
州

二

十

有

三
︺︹
緫
︺︹
新

興
︺︹
裴

家
︺︹
濯

纓
︺︹
滄

浪
︺
白

家

橋

候

埠
︹
佘

家
︺︹
左

洑
︺︹
拖

船
︺︹
横

堤
︺︹
馬

王
︺︹
下

查
︺︹

俱

東

往

漢

陽

路
︺

新

開
︹
採

桑
︺︹
朱

家

橋
︺︹
鐵

櫃
︺︹
潘

老

人

堤

剅

河
︺︹
新

淵
︺
南

黄

俱

西

北

往

景

陵

路

磚

子
︹
石

牌
︺

俱

西

街

潜

江

路

縣

九
︹
緫
︺
新

開

趙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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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罾

洪

仕

漁

泛

洪

緊

水

口

牛

槽

桐

柱
俱

南

往

沔

陽

路

坊

八

十

有

八

州
︹
四

十

有

七
︺
　

朝

東

　

同

樂

　

仁

和
在

中

衢

東

阜

南

鎮

南

　

報

恩

　

景

福

　

定

逺
在

中

衢

南

安

西

　

武

德

在

中

衢

西

　

拱

北

　

進

賢

　

廣

濟

　

平

逺
在

中

衢

北

仙

里

依

蓮
在

中

衢

西

北

　

迎

恩
在

紅

花

堤

澄

清
在

臬

司

東

敷

政
在

藩

司

西

承

流
在

州

東

宣

化
在

州

西

啓

文
在

學

西

舊

為

育

賢

儲

俊
在

學

東

舊

為

泮

宫

上

二

坊

俱

正

德

甲

戌

知

州

咸

改

作

自

朝

東

至

此

俱

廢

學

宫
在

中

衢

北

正

德

甲

戌

知

州

咸

建

進

士

四
一

為

李

瑄

一

為

邵

暹

一

為

劉

鈺

一

為

先

中

憲

折

桂
在

迎

恩

𠅘

東

為

王

倞

世

科
在

黄

蓬

為

劉

深

登

雲

二
一

為

劉

𤥨

一

為

陳

勛

文

英
為

黄

金

觀

光
為

李

敏

利

賔
為

全

忠

登

瀛
在

漕

河

為

章

賔

歩

蟾
在

江

北

為

平

璉

梯

雲
在

上

𨵿

為

徐

璘

𩀱

桂
在

江

北

為

李

琮

青

雲
在

奠

石

湖

為

鄧

禴

文

會

在

南

門

内

為

蕭

禧

繼

芳
在

江

北

為

平

沂

登

俊
在

東

門

内

為

邵

福

世

美
在學

前

為

王

邦

霖

解

元
在

中

衢

南

為

吳

璿

飛

黄
在

小

北

門

内

為

王

瑞

登

庸
在漢

津

驛

前

為

先

中

憲

以

上

惟

學

宫

存

進

士

止

存

其

一

折

桂

以

下

俱

廢

景

陵
︹
四

十

一
︺
宣

化
在

譙

門

前

德

政
在

譙

門

東

書

林
在

縣

東

故

為

書

𨼆

知

縣

綰

易

會

文
亦

在

縣

東

通

逺
在

縣

南

古

𨼆
任

縣

西

阜

民
亦在

縣西

拱

辰
在

縣

比

澄

清
在

分

司

東

肅

政
在

分

司

西

迎

恩
在

南

門

外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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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賢
在

學

東

毓

秀
在

學

西

昇

俊
亦

在

學

西

青

雲
在

南

門

外

𩀱

桂
在縣

北

古

城

為

元

進

士

張

淵

道

張

從

道

立

進

士
在

中

衢

為

胡

俊

經

魁
在

中

衢

為

何

慶

源

冲

霄
在

義

河

街

為

黄

鍾

故

志

為

王

誼

考

科

甲

遺

誼

歩

蟾
在

南

門

外

為

徐

顯

觀

光
在

縣

西

為

鄧

以

叅

鵬

程
在

東

門

為

何

禮

奪

錦
在

縣

東

為

何

讓

㧞

秀
在中

衢

為

雷

鐸

折

桂
在

義

河

街

為

鄧

勉

雲

衢
在

下

白

湖

村

李

端

蜚

英
在

華

嚴

湖

為

蔣

珪

冠

英
在

中

衢

為

廖

訓

登

雲
在

南

門

外

為

張

鼎

登

庸
在

義

河

街

為

李

慶

飛

騰
在

南

門

内

為

蕭

佐

自

𩀱

桂

至

此

俱

廢

文

明
在

中

衢

為

王

瑜

擢

科
在中

衢

為

何

玘

鳴

鳯
在

官

城

村

義

民

張

愈

為

郭

軒

登

科
在

北

門

内

為

郭

軒

儀

鳯

在

中

衢

為

叚

諌

攀

龍
在

中

衢

北

為

魯

鐸

會

元
在

州

司

前

為

魯

鐸

大

司

成

在

南

門

内

為

魯

鐸

亞

魁
在

南

門

内

為

程

鴻

鳴

鳯
義

河

亭

東

為

徐

鵬

橋

十

有

二

州

六
︹
江

北

城

西
︺

西

三

里

橋

不

常

有

春

夏

水

泛

則

行

舟

正

德

戊

寅

知

州

濂

增

修

而

新之

劉

家

渡
西

十

里

剅

河
西

北

六

十

里

泗

港
東

十

里

候

埠
東六

十里

孫

江

口
東

七

十

里

景

陵

六
︹
清

河
︺

北

半

里

舊

有

𠅘

弘

治

癸

丑

知

縣

貴

建

扁

曰

保

障

浮
南

門

外

元

知

府

景

亮

作

廢

義

河
南

一

里

鴈
鴈

呌

門

外

湖

堤

上

相

傳

即

鴈

覆

陸

羽

處

因

名

廢

觀

音

西

比

十

五

里

弘

治

戊

午

知

縣

端

加

修

柳

家
東

北

四

十

里

舊

為

渡

弘

治

戊

午

知

縣

端

橋

之

樓

十

有

二

閣

四

堂

二

軒

一

𠅘

五

臺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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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樓
︹
州

仰

北
︺

在

州

治

北

景

泰

中

建

今

廢

呌

佛
在

報

恩

寺

今

廢

仁

風
在

州

子

城

舊

名

漢

江

未

知

孰

是

今

更

東

門

樓

為

此

名

南

紀
即

南

門

樓

長

夏
即

西

門

樓

建

興

即

大

北

門

樓

楚

望
即

小

北

門

樓

以

上

五

門

舊

有

樓

無

名

叙

因

修

志

為

更

定

焉

漢

津

在

驛

前

正

德

十

二

年

知

州

李

濂

建

濂

詩

鴈

過

州

城

天

地

秋

溟

溟

波

浪

抱

城

□

二

毛

蚤

入

潘

安

賦

一

葉

能

添

宋

玉

愁

潦

郡

田

蕪

猶

𥩈

禄

殊

方

日

落

更

登

樓

歲

時

揺

落

悲

無

𥁞

興

在

清

江

𩀱

白

鷗

譙

樓
在

衞

前

天

順

弘

治

間

指

揮

史

宣

葉

茂

次

第

建

︹
縣
︺
望

仙
在

州

城

上

宋

晏

殊

𩔖

要

刺

史

鄭

肇

建

煙

雨
在

州

境

宋

郡

守

王

知

新

有

詩

二

樓

俱

廢

故

志

属

之

州

叙

按

宋

復

州

治

景

陵

則

此

當

属

之

縣

也

鼓

角
宋

祥

符

中

建

今

無

考

閣
︹
玉

虛
︺

在

玄

妙

觀

舊

名

玉

皇

知

州

濂

更

萬

夀
在

報

恩

寺

︹
縣
︺
寶

香
在

州

境

宋

韓

遹

建

後

為

湖

山

堂

雲

章
在

州

學

二

閣

俱

無

考

故

志

亦

属

之

州

今

正

之

堂
︹
縣

宣

化
︺

在

州

學

宋

建

今

無

考

讀

書
故

志

在

州

城

北

紫

極

觀

唐

皮

日

休

陸

龜

蒙

讀

書

于

此

皮

詩

既

見

陸

夫

子

駑

心

𨚫

伏

廐

結

彼

世

外

交

遇

之

於

邂

逅

叙

按

日

休

襄

人

龜

蒙

吳

人

相

遇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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