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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
修
縣
志
序

大保

魏
賡
颺

一
邑
之
於
天
下
其
纍
黍
乎
數
十
年
之
於
世

宙
其
湏
臾
乎
以
纍
黍
之
㣲
湏
臾
之
頃
而
曰

吾
惜
其
文
献
之
無
徵
潛
德
之
未
闡
為
之
起

凡
例
續
遺
書
孳
孳
焉
惟
𢙢
弗
逮
吾
其
過
計

已
夫
雖
然
天
下
者
邑
之
積
也
世
宙
者
年
之
積

也
誠
𦗟
其
無
聞
焉
爾
已
則
他
時
雖
有
馬
班
良

史
繼
洙
泗
而
成
書
亦
祇
觕
舉
夫
帝
治
王
猷
而

民
物
事
為
軼
遺
不
少
夫
縣
賁
致
命
惟
見
檀

弓
綘
縣
疑
年
第
傳
左
氏
不
有
紀
述
殆
其
冺
而

此
吾
所
以
拳
拳
於
永
川
縣
志
也
縣
昔
無
志
乾

隆
中
前
令
王
張
二
君
始
成
之
越
至
道
光
中
而

胡
君
續
修
之
至
於
今
又
五
十
年
矣
其
間
兵
燹
頻

臨
沈
君
勵
守
土
之
節
城
亡
與
亡
而
邑
之
人
或
捍

封
疆
以
死
綏
或
完
清
白
以
赴
義
洎
乎
經
營
㡳

定
偉
績
尤
多
一
時
區
畫
防
維
類
可
遺
將
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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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楷
則
倘
殘
編
莫
續
遺
緒
就
湮
居
其
位
而
不
為
之

傳
是
則
余
之
過
也
且
前
此
之
書
事
原
創
始
僅

存
崖
略
分
門
則
序
次
或
淆
論
著
則
緒
言
多
闕

考
山
川
而
莫
詳
其
處
定
經
緯
而
或
舛
其
方

此
皆
有
待
於
今
亟
宜
訂
定
非
前
疎
而
後
密

實
因
易
而
創
難
踵
事
者
必
增
其
華
斯
之
謂

矣
爰
因
邑
人
之
請
商
諸
搢
紳
採
其
軼
事
撰

著
踰
時
而
書
成
弛
者
已
彰
闕
者
已
補
設
施

於
治
得
有
所
循
如
有
過
　
溪
鐵
嶺
而
訪
厥

圗
經
庶
亦
諒
其
信
今
而
傳
後
也

光
緒
十
九
年
癸
巳
仲
秋
月
署
理
縣
事
江
右

景
山
許
曾
蔭
謹
譔

太保

魏
□
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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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

修

縣

志

序

大保

魏
□
颺

予

昔

行

役

由

渝

玉

成

都

　

道

經

永

川

為

古

昌

州

其

山

或

如

城

郭

如

波

濤

其

水

或

如

鏡

之

瑩

澈

為

带

之

環

繞

其

泉

石

相

撞

交

瑽

瑽

若

潄

玉

聲

其

平

原

竹

𡬾

隂

翳

民

居

稠

宻

鷄

犬

聲

相

闻

熙

熙

然

有

富

庶

象

憇

此

若

不

忍

去

然

廹

於

役

不

能

久

留

玉

成

都

𦗟

鼓

數

年

竟

依

班

敘

𥙷

搜

斯

邑

回

憶

曩

昔

通

時

其

風

景

如

立

目

前

可

繪

諸

圖

畫

意

者

人

生

出

而
筮
仕
淂
一
邑
而
治
之
與
其
地
之
山

水

人

物

或

不

無

□

□

錄

欤

比

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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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檄

欣

然

玉

署

見

㕔

□

宏

敝

窓

牖

玲

瓏

若

搆

自

近

時

者

輒

心

異

之

竊

以

國

家

太

平

於

今

二

百

餘

年

矣

各

郡

縣

衙

署

縱

不

倾

颓

亦

皆

古

樸

兹

何

所

焕

然

維

新

访

諸

邑

紳

乃

蹙

额

曰

咸

豊

十

年

间

小

醜

跳

梁

有

張

逆

者

率

烏

合

薄

诚

下

環

攻

維

時

内

無

守

偹

外

少

救

援

城

遂

䧟

昔

之

衙

署

一

炬

焦

土

贼

熄

後

措

貲

重

建

遂

改

厥

覌

予

阅

太

息

者

人

之

憶

自

红

羊

幻

刼

玉

今

又

踰

卅

年

其

间

册

籍

銷

磨

老

成

凋

谢

文

献

無

徵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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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考

古

之

懼

也

兹

□

諸

紳

續

修

邑

乗

於

前

志

所

已

登

者

偹

錄

之

未

登

者

輯

𥙷

之

始

於

前

署

縣

江

右

许

君

景

山

予

蒞

任

將

告

厥

成

觀

其

書

有

興

有

则

石

蔓

不

支

甚

為

欣

慰

讀

斯

志

者

果

知

所

勸

懲

争

相

砥

勵

捋

風

俗

醕

美

人

文

焕

發

為

一

邑

先

是

则

宰

斯

土

者

所

焚

香

而

默

禱

也

矣

文保

魏
賡
颺

光
緒
十
九
年
癸
巳
嘉
平
月
知
縣
事

楚
北
㴻
臣
吳
若
枚
谨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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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縣

志

舊

序

大保

魏
賡
颺

今

聖

天

子

開

石

渠

之

阁

集

白

乕

之

英

大

修

天

下

一

統

志

曰

出

探

访

使

搜

羅

稗

官

野

史

逸

事

瑣

言

列

傳

襍

记

而

外

又

徵

各

省

郡

縣

诸

志

㕥

偹

檢

讨

而

英

井

素

號

文

献

之

邦

獨

無

志

考

屢

徵

無

應

宰

斯

邑

者

窘

乎

乙

未

秋

余

署

兹

土

甞

与

荐

紳

先

生

言

及

修

志

一

事

如

凌

子

育

德

魏

子

傚

祖

宋

子

珩

謝

子

道

榮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序

　

　

　

　

　

　

　

七

劉

子

有

彬

等

類

皆

博

學

好

古

之

士

俱

若

欣

然

有

志

又

淂

黄

君

鈞

手

錄

一

冊

闻

已

潛

心

十

秊

其

綱

領

條

目

研

阅

之

下

規

模

已

就

惜

予

未

遇

其

人

囙

为

之

開

館

设

局

與

諸

君

子

採

芳

擷

華

俾

無

匿

采

然

而

大

厦

之

輪

奐

非

一

木

所

能

成

也

狐

裘

之

燦

燿

非

一

腋

所

能

就

也

是

不

能

不

藉

於

四

方

有

志

之

士

相

為

佽

助

㕥

成

千

古

示

朽

之

盛

事

上

以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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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國

家

採

访

之

意

下

以

彂

此

邦

文

献

之

光

是

則

予

與

諸

君

之

所

願

也

乾
隆
四
十
年
知
永
川
事
王
诰
序
并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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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縣

志

舊

序

省
郡
州
孙
之
□
志
與
國
之
各
一
史
相

為
表
裏
者
也
皆
所
㠯
紀
舆
圖
明
学
校

载
典
禮
傳
人
物
與
嘉
言
㦤
行
也
我

國
家
大
一
統
之
□
重
熙
累
洽
聲
教
覃
敷

疆
與
則
掌
之
職
方
人
才
□
貢
之
天
府
户

口
阤
役
則
編
之
版
圖
風
詩
歌
谣
則
採
之
輶

斬
而
□
諸
太
史
文
物
典
章
至
明
且
偹
復

敕
修
天
下
鄉
國
志
一
時
宇
內
省
郡
州
孙
□
不
仰

承
德
意
各
纂
成
書
故
雖
彈
丸
小
邑
亦
□

書
志
豈
永
屬
文
獻
之
邦
而
顧
可
阙
耶

丙
申
科
余
奉
檄
来
蒞
永
邑
是
此
邦
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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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將
詩
書
敦
禮
教
彬
彬
然
有
文
雅
風
盖

深

沭

盛
明
雅
化
百
有
餘
年
培
植
之
所
致
也
至
山

川

制

度

民

物

節

義

等

事

亦

當

勒

先

一
書
㠯
𡸁
久
遠
而
不
替
用
昭

圣
天
子
神
明
之
治
曷
可
□
乎
㦲
兹
□
□
積

学
黄
君
搜
羅
事
實
博
閲
强
記
草
創
於

肯
前
令
主
公
誥
倡
修
於
□
而
諸
搢
紳
士

如
凌
子
育
德
魏
子
傚
祖
宋
子
珩
刘
子
有
彬

谢
子
道
榮
等
皆
博
雅
好
古
每
㠯
版
心
耤

記
事
其
書
莫
可
稽
考
為
恨
谓
徒
恃
黄

君
手
錄
錄
書
終
亦
抱
殘
守
缺
日
复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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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將
并
此
而
珠
沉
□
埋
也
深
用
惜
□
特

將
草
本
一
編
邀
集
邑
中
学
識
兼
優
之

士

議

设

公

□

纂

易

成

書

而

屬

余

為

序

余

惟

化

吏

十

年

久

疎

華

墨

自

慚

固
陋
何
能
潤
色
然
□
事
之
举
心
竊
慕

乎
因
不
揣
體
裁
未
當
詞
不
雅
馴
略
赘

数

言

㠯

并

其

首

猗

与

休

哉

是

書

一
成
上
足
㠯
偹
輶
轩
之
採
而
永
邑
之

舆
啚
以
紀
学
校
㠯
明
典
禮
以
载
人
物
之
与

嘉
言
㦤
行
均
頼
以
可
傳
而
可
考
也
谓
非

与
史
柶
表
裏
也
乎
因
援
茟
而
為
之
序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知
永
川
事
张
心
鑒
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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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重
修
縣
志
序

邑
之
有
志
所
以
詳
載
一
邑
之
疆
域
山
川
士
君
子
之
嘉

言
善
行
貞
女
節
婦
之
芳
型
懿
修
與
夫
户
口
賦
税
祠
廟

壇
宇
橋
梁
道
路
靡
不
臚
列
可
一
覽
得
之
誠
為
政
之
不

可
缺
者
也
昔
朱
文
公
守
南
康
下
車
之
初
首
詢
志
書
文

公
大
儒
猶
以
此
為
重
况
其
下
者
乎
修
於
辛
卯
嵗
奉
檄

秉
鐸
於
兹
甫
涖
任
即
索
志
書
一
觀
而
不
可
得
蓋
自
明

季
兵
燹
後
僅
存
志
略
乾
隆
中
雖
經
重
輯
越
六
十
年
漫

漶
殘
缺
殊
多
未
詳
且
書
之
存
者
亦
無
幾
　
縣
台
胡
个

園
先
生
來
守
是
邦
政
通
人
和
百
廢
俱
舉
適
　
府
憲
王

西
躔
公
纂
修
府
志
檄
取
各
州
縣
志
以
憑
彚
纂
於
是

縣
台
延
致
多
士
開
館
編
輯
舉
其
綱
領
𩔖
其
條
目
取
舊

志
之
繁
穢
者
删
之
謬
誣
者
正
之
缺
略
者
補
之
且
徵
諸

故
老
摭
以
新
聞
遠
覽
旁
搜
爬
梳
剔
抉
莫
不
虚
衷
審
諦

據
事
取
義
不
濫
不
支
毋
黨
毋
偏
以
求
協
夫
中
正
而
一

邑
之
事
物
文
獻
已
備
焉
　
先
生
可
謂
得
為
政
之
本
矣

閲
數
月
而
書
成
呈
一
部
於
府
自
是
凡
披
覽
者
觀
其
户

口
足
以
知
富
教
之
善
政
觀
其
賦
税
足
以
識
徵
收
之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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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宜
觀
其
學
校
足
以
見
人
才
之
振
興
觀
其
職
官
賢
哲
可

以
覘

朝
廷
之
舉
用
而
為
循
良
之
典
型
將
使
生
於
斯
宰
於
斯
遊

厯
於
斯
者
覩
直
筆
於
新
編
挹
風
流
於
前
代
勉
為
循
吏

勉
為
節
義
勉
為
敦
德
純
學
各
修
其
業
以
繼
先
哲
之
光

於
勿
窮
也
則
是
書
之
有
補
於
治
化
豈
淺
鮮
哉
予
濫
竽

教
職
例
得
附
言
簡
端
第
弇
鄙
無
文
適
撫
卷
而
滋
愧
耳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桂
月
既
望
永
川
縣
教
諭
靜
軒
龔
翼
修

謹
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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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重

修

縣

志

序

永

邑

據

三

巴

之

勝

當

四

達

之

衢

上

接

瀘

榮

下

通

渝

璧

北

控

銅

足

南

抵

江

津

盤

紆

峙

屹

隐

然
據
天
險
焉
而
其
民
樸
其
𠉇
醕
其
地
代
生
䝨
哲

然

而

髙

凨

亮

節

詳

者

見

於

文

人

學

士

之

记

述

軼

者

或

僅

留

於

鄊

里

父

老

之

傳

閈

盖

往

往

而

有
則
山
川
制
度
人
物
事
蹟
亦
分
條
而
考
核
之
非

所

以

信

於

今

傳

於

後

也

道

光

𢈏

子

冬

余

奉

檄

来
蒞
兹
土
公
餘
之
暇
取
邑
志
而
披
覧
之
見
規
制

𨿽

偹
而
殘
缺
尚
多
志
固
前
任
王
公
誥
與
張
公
心

鑑
所
創
修
於
乾
隆
乙
未
者
也
距
今
已
六
十
餘
年

矣

其

间

當

删

润

增

正

補

輯

以

𡸁

诸

久

遠

者

又

曷

可

勝

道

哉

兹

奉
　
郡

守

王

西

躔

先

生

倡

修

重

慶

府

志

并

徵

各

州

縣

志

以

備

檢

讨

而

永

邑

志

書

仍

前

简

畧

宰

斯

邑

者

愧

焉

用

是

余

與

龔

廣

文

静

軒

同

年

商

及

重

修

而

静

軒

𨍭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序

　

　

　

　

　

　

　

十

四

属

邑

中

學

識

𠔥

優

之

士

淂

文

學

李

子

墉

為

編

纂

孝

㢘

鍾

子

烜

胡

子

灝

等

為

協

纂

略

者

詳

之

浮

者

黜

之

讹

者

正

之

未

錄

者

访

而

增

之

分

類

按

次

採

芳

擷

華

不

数

月

而

告

竣

於

余

余

思

邑

志

之

修

也

豈

猶

是

好

鋪

張

矜

博

洽

新

一

時

之

耳

目

云

爾

哉

将

上

以

備

國

家

輶

軒

之

採

下

以

彂

此

邦

文

獻

之

光

也

是

故

辨

星

□

則

江

山

之

原

委

可

晰

詳

建

置

則

廢

與
之
淂
失
可
知
纪
田
賦
户
口
則
闾
阎
之
盛
衰
可

騐

玉

若

祠

祀

志

崇

禮

典

也

官

師

志

重

職

守

也

𨕖

舉

學

校

志

人

才

所

自

出

也

忠

臣

義

士

孝

子

節

婦

彰

善

行

勵

凨

𠉇

也

而

物

産

祥

異

藝

文
雜
著
诸
條
皆
考
据
所
必
及
則
亦
未
可
略
乎
使

後

之

覽

者

控

制

有

要

遵

守

有

方

興

觀

有

由

見

闻

有

助

則

是

書

之

成

其

有

闗

於

世

道

人

心

也

大

矣

余

樂

其

能

與

史

相

發

明

也

爰

為

之

序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序

　

　

　

　

　

　

　

十

五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嵗
次
癸
夘
仲
秋
月
上
浣

知
永
川
縣
事
个
圓
胡
筠
謹
序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一

增
修
縣
志
姓
氏

監
修

欽

加

同

知

銜

署

理

永

川

縣

事

江

右
　
許
曾
蔭

景

山

欽
加
同
知
銜
特
授
永
川
縣
知
縣
武
昌
　
吳
若
枚

澍

臣

會
辦永

　
川
　
縣
　
教
　
諭
　
劍
　
州
　
　
劉
在
英

季

含

永
　
川
　
縣
　
典
　
史
　
江
　
右
　
　
楊
印
銓

鶴

儕

制
科
朝
考
一
等
壬
午
北
闈
副
榜
卽
選
知
縣
　
黃
麟
元

兆

瑞

壬

午

科

舉

人

主

講

經

味

書

院
　
伍
奉
璋

特

軒

己

卯

科

副

榜

主

講

錦

雲

書

院
　
汪
　
杰

雨

甘

嵗

貢

生

主

講

東

皋

書

院
　
陳
煥
庭

炳

山

總
纂辛

卯

科

舉

人
　
馬
愼
修

晉

卿

協
修壬

午

科

舉

人
　
朱
維
垣

晴

川

嵗

貢

生
　
陳
振
先

海

椿

分
校附

貢

生
　
淩
煙
閣

玉

章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二

郡
　
　
　
　
　
　
庠
　
　
　
　
　
生
　
林
茂
修

貢

三

邑
　
　
　
　
　
　
庠
　
　
　
　
　
生
　
王
翰
臣

鼎

周

邑
　
　
　
　
　
　
增
　
　
　
　
　
生
　
鍾
崇
熙

載

菴

邑
　
　
　
　
　
　
增
　
　
　
　
　
生
　
楊
宏
恩

少

海

邑
　
　
　
　
　
　
廪
　
　
　
　
　
生
　
凌
瑞
圖

樞

南

郡
　
　
　
　
　
　
庠
　
　
　
　
　
生
　
謝
　
鵬

耔

雲

經
事邑

　
　
　
　
　
　
庠
　
　
　
　
　
生
　
蔣
萬
鍾

毓

齋

邑
　
　
　
　
　
　
監
　
　
　
　
　
生
　
張
尙
温

玉

如

繪
圖邑

　
　
　
　
　
　
庠
　
　
　
　
　
生
　
陳
開
靜

遠

峯

邑
　
　
　
　
　
　
庠
　
　
　
　
　
生
　
王
翰
臣

鼎

周

校
勘嵗

　
　
　
　
　
　
貢
　
　
　
　
　
生
　
陳
振
先

海

椿

邑
　
　
　
　
　
　
增
　
　
　
　
　
生
　
楊
宏
恩

少

海

邑
　
　
　
　
　
　
廪
　
　
　
　
　
生
　
鍾
毓
英

奉

廷

督
刊邑

　
　
　
　
　
　
庠
　
　
　
　
　
生
　
蔣
萬
鍾

毓

齋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三

繕
稿文

　
　
　
　
　
童
　
　
　
　
　
　
生
　
黃
崇
孝

雲

鶴

文
　
　
　
　
　
童
　
　
　
　
　
　
生
　
康
朝
尊

子

謙

文
　
　
　
　
　
童
　
　
　
　
　
　
生
　
朱
先
型

典

臣

文
　
　
　
　
　
童
　
　
　
　
　
　
生
　
張
　
棠

行

南

文
　
　
　
　
　
童
　
　
　
　
　
　
生
　
楊
洪
休

允

孚

文
　
　
　
　
　
童
　
　
　
　
　
　
生
　
謝
開
甲

禹

門

文
　
　
　
　
　
童
　
　
　
　
　
　
生
　
張
德
增

崇

修

采
訪

文
　
　
　
生
　
劉
秉
南
　
　
武
　
　
　
生
　
曾
恕
屏

文
　
　
　
生
　
鄒
用
章
　
　
文
　
　
　
生
　
張
　
本

文
　
　
　
生
　
趙
培
堃
　
　
文
　
　
　
生
　
堯
輝
鑫

文
　
　
　
生
　
劉
德
基
　
　
武
　
　
　
生
　
任
玉
堂

文
　
　
　
生
　
吳
錫
霖
　
　
武
　
　
　
生
　
晏
河
淸

文
　
　
　
生
　
蕭
樹
芳
　
　
武
　
　
　
生
　
吳
家
亭

李
茂
軒
　
　
　
　
　
　
　
　
黃
海
山

監
　
　
　
生
　
陳
汾
雲
　
　
武
　
　
　
生
　
陳
煥
章

監
　
　
　
生
　
張
西
柳
　
　
監
　
　
　
生
　
劉
廸
光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四

生
　
張
寅
芳
　
　
　
　
　
　
　
　
熊
孝
先

戴
炳
堂
　
　
　
　
　
　
　
　
劉
觀
成

管
宗
山
　
　
　
　
　
　
　
　
劉
紹
洛

陳
三
益
　
　
　
　
　
　
　
　
馮
玉
峯

羅
德
齋
　
　
　
　
　
　
　
　
羅
漢
臣

馬
及
川
　
　
　
　
　
　
　
　
周
元
溪

文
　
　
　
生
　
邵
　
淵
　
　
　
　
　
　
　
　
陳
仕
祥

張
峻
齋
　
　
監
　
　
　
生
　
洪
永
吉

陳
雨
田
　
　
監
　
　
　
生
　
淩
梓
鄕

羅
章
鑑
　
　
　
　
　
　
　
　
樊
澤
之

石
光
雲
　
　
　
　
　
　
　
　
梁
樂
軒

監
　
　
　
生
　
何
永
祥
　
　
　
　
　
　
　
　
劉
漢
源

郭
蘭
軒
　
　
　
　
　
　
　
　
姜
均
平

監
　
　
　
生
　
易
森
榮
　
　
監
　
　
　
生
　
唐
淸
盛

周
敬
亭
　
　
　
　
　
　
　
　
康
恆
升

楊
沛
亭
　
　
　
　
　
　
　
　
彭
漢
卿

劉
肇
基
　
　
　
　
　
　
　
　
唐
讚
廷

譚
建
侯
　
　
　
　
　
　
　
　
吳
碧
山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五

吳
應
濟
　
　
　
　
　
　
　
　
吳
曉
垣

閔
沛
西
　
　
　
　
　
　
　
　
何
用
霖

周
祝
三
　
　
　
　
　
　
　
　
唐
文
封

謝
龍
恩
　
　
　
　
　
　
　
　
李
錫
臣

陳
柏
安
　
　
　
　
　
　
　
　
陶
北
坪

劉
光
廷
　
　
　
　
　
　
　
　
余
可
坪

監
　
　
　
生
　
蕭
登
雲
　
　
監
　
　
　
生
　
張
廷
珍

龍
淮
三
　
　
　
　
　
　
　
　
李
海
坪

監
　
　
　
生
　
張
德
軒
　
　
　
　
　
　
　
　
陳
烜
亭

楊
正
立
　
　
　
　
　
　
　
　
張
子
衡

卓
東
坪
　
　
　
　
　
　
　
　
鍾
葉
靖

監
　
　
　
生
　
張
立
三
　
　
　
　
　
　
　
　
余
輔
臣

監
　
　
　
生
　
曾
國
源
　
　
監
　
　
　
生
　
李
良
芳

武
　
　
　
生
　
楊
占
元
　
　
監
　
　
　
生
　
吳
成
準

文
　
　
　
生
　
曾
先
午
　
　
監
　
　
　
生
　
張
鴻
烈

五
品
衘
州
同
　
蕭
文
孚
　
　

增文

　
　
　
生
　
萬

師宗

孟

增
　
　
　
生
　
傅
夢
良
　
　
文
　
　
　
生
　
李
文
烜

文
　
　
　

生童

　
周

鍾

濓

顧

曲

　
　
文
　
　
　
童
　
劉
治
平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六

乾
隆
原
修
姓
氏

監
修王

　
誥

江

西

金

谿

舉

人

署

永

川

知

縣

張
心
鑑

江

南

陽

湖

舉

人

任

永

川

知

縣

纂
修黃

　
鈞

邑

庠

生

淩
育
德

乾

隆

丙

子

副

榜

魏
傚
祖

乾

隆

辛

丑

進

士

宋
　
珩

乾

隆

嵗

貢

生

劉
有
彬

乾

隆

庚

子

舉

人

謝
道
榮

乾

隆

嵗

貢

道
光
重
修
姓
氏

監
修胡

　
筠

江

西

新

昌

進

士

任

永

川

知

縣

龔
翼
修

廣

安

州

拔

貢

任

永

川

縣

教

諭

纂
修李

　
墉

郡

庠

生

鍾
　
烜

乙

未

　

恩

科

舉

人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七

胡
　
灝

庚

子

科

舉

人

分
　
校

周
　
鼎

邑

嵗

貢

　
　
　
　
何
堉
彬

邑

嵗

貢

冷
培
元

邑

嵗

貢

　
　
　
　
蕭
愛
春

郡

增

生

任
思
泉

邑

嵗

貢

　
　
　
　
胡
　
坦

邑

增

生

何
遠
封

邑

嵗

貢

　
　
　
　
邵
　
溶

邑

增

生

李
芳
三

邑

增

生

　
　
　
　
石
玉
堂

邑

附

生

段
沐
恩

邑

從

九

　
　
　
　
周
承
統

邑

從

九

劉
學
修

邑

從

九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一

凡
例

一
縣
沿
革
治
亂
風
土
物
情
必
資
志
爲
攷
鏡
永
自
唐
開
治

逮
今
千
二
百
餘
年
載
籍
之
宏
博
燼
於
明
季
兵
火
無
隻

字
存
者
故
乾
隆
編
輯
粗
具
規
模
道
光
續
修
尤
多
紕
繆

茲
爲
摉
討
更
訂
未
敢
沿
襲
舊
文
誠
以
信
今
傳
後
必
使

披
覽
一
過
俾
人
得
所
勸
懲
斯
爲
體
要
未
知
於
古
悉
有

合
焉
否

一
是
志
分
總
目
九
門
每
門
子
目
各
以
類
從
篇
首
以
小
序

引
之
篇
尾
加
按
字
略
爲
斷
制
非
以
此
炫
長
也
志
猶
史

也
蓋
欲
人
知
所
法
戒
爲
後
來
之
龜
鑑
也
若
但
隨
事
登

記
如
斷
爛
朝
報
直
屠
酤
帳
簿
耳
非
但
文
不
雅
馴
亦
於

邑
之
得
失
毫
無
關
係
故
每
篇
俱
爲
起
訖
間
以
意
發
明

之
較
散
漫
無
歸
者
差
爲
得
體

一
縣
志
多
首
列
天
文
夫
一
邑
之
在
天
下
猶
稊
米
耳
邑
治

未
立
而
侈
譚
天
文
將
何
所
指
茲
爲
首
立
邑
治
區
畫
疆

域
始
別
分
野
之
星
度
以
北
極
出
地
高
下
按
里
差
測
算

有
一
隅
之
地
卽
應
一
隅
之
天
在
天
成
象
在
地
成
形
其

真
實
對
待
有
不
爽
者
不
但
較
無
據
空
談
似
有
把
握
卽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二

以
志
之
編
序
而
論
亦
理
固
然
也

一
永
治
𣬉
連
七
屬
東
抵
璧
山
西
接
榮
足
北
距
銅
梁
南
曁

瀘
合
江
津
犬
牙
交
錯
勢
等
彈
丸
而
舊
載
山
水
遺
漏
道

里
差
訛
圖
志
迷
茫
審
視
難
悉
茲
爲
開
方
計
畫
空
虛
鳥

道
無
機
器
推
測
仍
以
人
行
里
計
之
方
以
十
里
四
至
八

到
形
勢
廣
狹
較
爲
豁
目

一
墓
間
志
銘
祇
宜
列
諸
家
乘
舊
志
略
採
數
篇
附
入
藝
文

良
以
其
人
儒
行
宦
績
不
容
湮
没
故
錄
之
以
當
紀
傳
是

編
謹
從
其
例
得
徵
事
實
然
惟
趙
宋
羅
鄔
諸
公
附
載
墓

下
其
餘
或
別
立
有
傳
或
竟
無
傳
非
意
爲
輕
重
也
文
獻

無
徵
徒
致
慨
於
杞
宋
之
不
足
也
姑
等
之
郭
公
夏
五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一
物
產
郡
屬
相
同
多
闕
而
未
注
不
知
食
貨
爲
日
用
所
必

需
性
用
尤
宜
參
攷
以
資
民
質
至
風
俗
純
駁
關
世
運
盛

衰
不
得
以
嵗
節
無
異
飾
爲
美
詞
志
於
俗
之
儇
薄
未
敢

迴
護
其
古
道
猶
存
間
有
一
二
足
取
者
亦
特
爲
拈
出
俾

人
知
所
懲
勸
庶
臻
盛
治

一
永
邑
城
池
廨
署
經
張
逆
焚
燬
後
悉
創
建
完
善
紀
載
特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三

詳
關
隘
則
闕
而
不
書
非
略
也
邑
本
衝
途
雖
有
二
三
隘

口
而
隨
地
可
闌
入
無
關
扼
要
故
未
編
及
若
寨
堡
堅
壁

清
野
保
衞
閭
𨶒
實
爲
禦
變
長
䇿
增
補
之
使
未
雨
綢
繆

不
蹈
前
車
覆
轍

一
賦
役
一
門
爲
行
政
大
經
我

朝

列
聖
相
承
薄
賦
輕
徭
民
渾
知
識
且
減
緩
蠲
免

恩
諭
頻
仍
實
有
超
越
千
古
者
敬
謹
備
錄
示
不
忘
也
添
列
備

荒
一
條
永
經
旱
祲
痛
鉅
言
切
博
採
前
人
名
論
俱
屬
可

行
末
以
鄙
見
附
之
聊
當
暮
鼓

一
學
校
爲
造
就
人
材
之
地
邑
向
設
錦
雲
東
皋
兩
院
生
童

膏
火
舊
志
未
詳
現
改
季
課
爲
月
課
因
將
官
師
課
日
期

及
給
奬
多
寡
逐
一
登
載
用
埀
久
遠
近
署
縣
許
公
增
置

經
味
書
院
講
究
經
學
詞
章
於
文
風
大
有
裨
益
其
師
課

給
奬
之
數
應
照
兩
院
或
更
有
加
增
容
後
補
列

一
先
師
羣
祀
祭
期
祭
品
儀
注
厯
年
以
來
並
遵
照
會
典
及

列
聖
欽
頒
定
章
敬
謹
陳
設
舉
行
罔
敢
輕
褻
是
編
於
舊
志
略
者

詳
之
闕
者
補
之
雖
篇
幅
太
繁
亦
所
不
顧
凡
以
昭
其
慎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四

重
也
又
禮
樂
各
器
邑
中
尙
多
未
備
茲
繪
成
四
十
餘
圖

附
列
典
禮
志
中
庶
後
賢
觸
目
動
心
或
有
起
而
增
製
者

亦
羊
存
禮
存
之
義
云

一
永
舊
隸
昌
州
元
初
州
廢
前
代
刺
史
並
載
邑
乘
又
鄕
有

縣
丞
驛
丞
主
簿
巡
檢
各
員
經

國
朝
裁
汰
從
前
職
官
例
得
並
書
志
損
益
也
然
僅
寥
寥
數

人
與
選
舉
並
略
則
以
無
從
摉
討
不
信
不
從
也
我

朝
則
詳
記
靡
遺
蒞
任
嵗
月
鄕
會
科
目
必
纎
細
書
之
非
薄

古
榮
今
也
爵
秩
以
當
王
爲
榮
見
聞
以
近
時
較
確
猶
春

秋
大
一
統
之
義
云

一
忠
孝
節
烈
爲
人
心
風
化
所
關
永
邑
屢
經
兵
燹
其
間
奮

志
同
仇
捐
軀
殉
難
正
氣
懍
然
昭
人
耳
目
他
如
靑
年
矢

志
白
首
完
貞
以
及
敦
行
樂
善
者
允
足
立
名
教
之
防
挽

頺
靡
之
習
故
於
舊
載
新
採
備
錄
不
遺
雖
未
必
盡
協
公

評
而
善
善
從
長
亦
所
以
礪
世
而
磨
俗
故
不
嫌
累
幅
云

一
方
志
藝
文
類
傷
繁
襍
累
牘
連
篇
部
分
過
半
非
志
體
也

如
以
詞
章
爲
工
直
是
詩
賦
選
鈔
何
取
而
列
之
邑
乘
乎

升
菴
先
生
全
蜀
藝
文
志
本
屬
專
門
不
在
此
例
且
首
列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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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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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五

宸
翰
尤
爲
玩
䙝
不
恭
通
志
已
詳
辨
之
茲
編
删
去
藝
文
其
有
關

係
宜
志
者
卽
附
記
各
目
下
以
歸
簡
凈
文
章
與
德
行
相

表
裏
於
人
物
志
增
𣸸
著
述
雖
片
羽
吉
光
亦
得
收
載
庶

苦
心
孤
詣
者
不
至
湮
没
無
聞

一
僧
道
仙
佛
削
而
不
書
非
經
也
災
異
禎
祥
有
則
必
書
示

警
也
生
民
之
禍
莫
烈
於
寇
盗
一
一
書
之
志
亂
之
所
由

生
禍
之
所
由
弭
也
終
以
禦
變
者
君
子
儲
戎
器
戒
不
虞

有
備
斯
可
無
患
也
是
在
思
患
豫
防
者

晉
卿
馬
慎
修
謹
識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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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目

錄

　

　

　

　

　

　

一

增
修
縣
志
目
錄

卷
首

序增
修
姓
氏

凡
例

目
錄

圖
攷

卷
之
一

輿
地
志
上
　
邑
治

沿

革

表

附

疆
域

形

勢

附

分
野

氣

候

附

卷
之
二

輿
地
志
下
　
山
川

塘

堰

附

塋
墓

義

塜

附

古
蹟
　
物
產
　
風

俗
方

言

附

卷
之
三

建
置
志
　
城
池

街

巷

附

廨
署

庫

獄

考

棚

較

場

養

濟

院

棲

流

所

附

壇
廟

寺觀

附
塲
鎮
　
驛
遞
　
津
梁
　
寨
堡
　
坊
表

碑

碣

附

卷
之
四

賦
役
志
　
戶
口
　
田
賦

津

捐

嵗

支

附

税
課

鹽

茶

契

當

牙

保
甲

三費

團

防

附

倉
儲

濟

田

積

穀

附

蠲
政
　
備
荒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目

錄

　

　

　

　

　

　

二

卷
之
五

學
校
志
　
廟
制
　
書
院
　
學
額
　
賓
興
　
學
田

典
禮
志
上
　
先
師

名

宦

鄕

賢

忠

義

節

孝

附

卷
之
六

典
禮
志
下
　
羣
祀
　

文廟

禮
器
圖
　

文廟

樂
器
圖
　
朝
賀

鞭
春
　
祭
纛
　
救
護
　
鄕
飮

冠

婚

䘮

祭

附

卷
之
七

職
官
志
　
知
縣
　
教
諭
　
汛
防
　
典
史
　

附錄

刺
史

縣
丞
　
訓
導
　
主
簿
　
巡
檢
　
驛
丞

選
舉
志
　
進
士
　
舉
人
　
貢
生
　
薦
辟
　
武
科

吏

員

捐

職

附
卷
之
八

人
物
志
上
　
仕
宦
　
儒
林
　
孝
友
　
行
誼

義

舉

附

軍
功

忠
烈

死

難

附

卷
之
九

人
物
志
中
　
節
孝

貞

烈

賢

媛

附

卷
之
十

人
物
志
　
　
封
典

恩

蔭

附

　
耆
夀

夀

婦

附

　
著
述
　
技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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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目

錄

　

　

　

　

　

　

三

寓
賢

雜
異
志
　
祥
瑞
　
災
異
　
寇
盜
　
禦
變



 

永
川
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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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攷

　

　

　

　

　

　

一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圖

攷

　

　

　

　

　

　

二

永
邑
疆
域
東
北
狹
而
西
南
廣
石
盤
舖
一
隅
則
跨

足

榮

界

輿

球

甌

脱

銅

鑼

山

一

帶

則

跨

瀘

津

界

壤

地

孤

懸

如

神

龍

之

身

既

隱

復

見

正

非

獨

官

溪

子

邊

境

越

在

大

江

以

南

足

見

犬

牙

相

錯

已

也

通

計

𣬉

連

七

屬

縱

横

皆

百

里

有

奇

而

水

陸

交

衝

山

川

環

繞

省

志

云

四

達

之

衢

三

巴

之

勝

豈

虚

語

哉



 

永
川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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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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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攷

　

　

　

　

　

　

三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圖

攷

　

　

　

　

　

　

四

山

川

古

今

異

名

如

元

和

志

之

大

鐵

山

疑

即

雲

霧

坪

元

豐

志

之

綾

錦

山

疑

即

青

紫

山

又

輿

地

紀

勝

云

溪

山

去

縣

百

里

接

沙

溪

源

今

則

不

知

其

處

非

故

遺

也

峙

流

惟

蜀

最

奇

即

地

屬

㣲

區

亦

無

不

崱

屴

縈

紆

各

標

形

勝

永

雖

蕞

爾

邑

而

山

排

数

幹

川

滙

大

江

其

餘

羣

峯

衆

水

不

可

勝

書

全

蜀

如

豹

然

就

此

管

窺

洵

非

徒

見

一

斑

矣

是

圖

擇

其

奇

特

者

表

而

出

之

俾

披

覽

者

可

以

卧

逰

云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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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攷

　

　

　

　

　

　

五

安
設
塘
舖
圖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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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攷

　

　

　

　

　

　

六

邑

為

省

府

衝

衢

東

西

八

塘

闗

係

綦

重

僻

路

向

惟

北

有

二

舖

在

南

者

不

知

廢

於

何

時

故

舊

志

從

略

迄

光

緒

十

四

年

知

縣

韓

公

炳

杰

奉

大

憲

札

繪

圖

添

報

而

體

制

始

完

至

於

營

房

哨

樓

煙

墩

等

項

東

西

皆

偹

南

北

無

之

亦

自

昔

已

然

非

就

圮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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攷

　

　

　

　

　

　

七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圖

攷

　

　

　

　

　

　

八

縣
城
由
府
龍
降
脉
結
真
武
山
如
卧
牛
形
城
在
山

之
陽
初
建
邑
時
僅
築
土
垣
及
明
成
化
間
始
更
以

石

嗣

是

迭

加

補

葺

經

前

壬

戌

嵗

重

修

增

高

數

尺

兼

𥪡

礟

臺

規

模

遂

愈

壯

焉

自

唐

以

迄

於

今

雖

屢

經

兵

燹

而

居

民

數

千

家

鱗

次

櫛

比

繁

盛

依

然

古

云

眾

志

成

城

其

在

斯

乎

為

繭

絲

不

若

為

保

障

是

所

望

於

守

土

者



 

永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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攷

　

　

　

　

　

　

九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圖

攷

　

　

　

　

　

　

十

唐
元
和
郡
縣
志
永
川
東
西
北
三
面
並
枕
　
溪
南
接
延
陵
英
山

按
英
山
即
龍
洞
山
見
輿
地
紀
勝
諸
書
皆
言
在
縣
治
西
延
陵
未

知
何
峯
惟
附
城
有
玉
屏
石
硯
獅
子
望
城
等
名
起
伏
廻
環
與
縣

治
主
山
並
峙
　
溪
一
名
文
曲
水
自
東
遶
城
南
流
城
後
别
有
一

水
自
東
經
北
轉
西
南
與
文
曲
水
合
三
面
之
説
疑
二
水
通
稱
　

溪
也
不
然
讀
元
和
志
者
謂
唐
時
舊
治
不
在
今
所
則
治
前
之
永

字
水
邑
所
由
名
又
作
何
解
至
方
輿
紀
要
云
永
川
城
南
臨
溪
樹

木
栅
周
五
里
有
奇
今
城
外
多
街
房
其
木
栅
故
址
已
不
可
踪
跡

矣



 

永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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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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攷

　

　

　

　

　

　

十

一



 

永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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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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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攷

　

　

　

　

　

　

十

二

宋
嘉
定
間
宗
丞
梁
公
成
以
進
士
令
永
川
始
於
文
明
門
内
創

立
學
宫
厯
代
因
之
其
基
址
乃
縣
西
土
堡
崇
聖
祠
太
成
殿
勢

皆
高
峻
下
數
級
為
露
臺
東
西
列
兩
廡
又
下
數
級
為
㦸
門

左
右
建
齋
寢
再
下
為
靈
星
門
門
内
有
名
宦
鄉
賢
等
祠
惟

泮
池
地
平
餘
則
層
累
直
上
石
砌
鞏
固
厥
規
壯
焉
光
緒
十

九
年
重
修
麗
以
丹
漆
飾
以
圬
墁
覆
以
琉
璃
瓦
泮
池
復
加

磚
牆
丈
餘
穆
穆
皇
皇
踵
事
而
增
其
華
邑
人
士
春
秋
釋

奠
有
不
入
廟
思
敬
也
歟



 

永
川
縣
志
　

卷
首
　

圖

攷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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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攷

　

　

　

　

　

　

十

四

縣
署
負
真
武
山
經
同
治
初
重
修
體
制
彌
壮
或
登

四
堂
後
倉
埧
或
倚
花
㕔
下
墻
垣
俯
瞰
城
中
烟
火

數
千
家
厯
厯
在
目
古
人
卧
閣
思
理
坐
斯
堂
者
其

庶

幾

有

造

於

永

乎

㕔

署

舊

為

東

皋

驛

癸

亥

之

嵗
始
移
建
今
所
儀
門
外
石
鼓
樓
明
知
縣
王
恩
民

題
曰
昌
州
古
治
不
知
州
治
不
在
永
川
而
洞
拱
門
門

高
尤
非
州
所
宜
建
邑
之
有
此
特
為
莊
簡
王
設
也

然

則

縣

署

雖

非

州

治

即

謂

勝

於

州

治

也

亦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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