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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景
定
建
康
志
卷
之
二
十
三

周
應
合
修
纂

城
闕
志
四諸

倉

廣
濟
倉
有
東
西
倉
又
有
新
倉
西
倉
在
大
軍
倉
後
崇
道

橋
南
東
倉
在
武
雄
營
側
新
倉
在
廣
濟
西
倉
北
乾
道
四

年
留
守
史
公
正
志
以
親
軍
寨
及
作
院
地
增
拓
舊
基
西

偏
建
爲
新
倉
轉
運
副
使
趙
公
彥
端
爲
記

倉
記
上

臨

御

之

六

年

中

都

之

倉

廩

實

乃

始

建

豐

儲

倉

著

粟

百

萬

然

議

者

猶

謂

宜

放

古

實

邊

之

意

藏

之

外

便

時

天

官

貳

卿

史

公

正

志

躬

獻

納

而

彥

端

掾

公

府

皆

與

聞

之

未

幾

公

出

鎭

建

康

彥

端

亦

將

漕

江

東

踵

至

焉

會

秋

上

熟

其

糶

二

十

幾

㠯

病

農

公

乃

推

前

議

大

出

庫

錢

歛

而

藏

之

㠯

均

本

末

戒

先

僃

而

廪

人

病

委

積

之

無

所

也

㠯

告

蓋

昔

之

爲

倉

者

三

曰

廣

濟

曰

常

平

日

大

軍

緜

亘

錯

峙

凡

百

有

餘

楹

自

他

郡

眂

之

可

謂

壯

矣

惟

帝

之

別

都

天

下

勁

兵

良

馬

在

焉

歲

之

經

入

無

慮

數

十

萬

斛

漕

江

而

下

者

舳

艫

數

千

里

方

其

流

衍

坌

集

雖

佛

廬

賓

傳

爲

之

充

仞

而

皁

棧

之

共

有

至

於

露

積

者

然

古

帝

王

之

居

也

其

廪

廥

之

制

宜

雄

盛

閎

博

後

世

可

考

而

圖

記

獨

稱

吳

苑

倉

在

苑

城

內

於

晉

爲

太

倉

餘

無

聞

焉

苑

城

今

都

城

也

㠯

當

時

運

瀆

推

之

於

廣

濟

爲

近

皆

距

城

之

西

偏

外

薄

于

江

中

則

秦

淮

注

焉

轉

漕

之

利

古

今

蓋

同

之

於

是

因

廣

濟

之

北

徹

故

官

冶

又

告

于

大

將

從

旁

軍

營

得

地

凡

百

有

一

十

丈

爲

屋

八

十

有

四

楹

度

受

粟

五

十

萬

斛

高

明

曠

夷

深

厚

固

嚴

輸

者

不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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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守

者

易

力

然

儲

材

于

素

市

工

㠯

直

農

不

去

野

商

不

辟

塗

斧

斤

齊

和

丹

堊

絢

煥

故

新

相

臨

逈

出

其

表

中

役

有

沈

茷

舉

於

江

莫

之

主

名

取

而

用

之

旣

巨

且

良

民

懷

不

擾

益

㠯

歎

異

始

於

乾

道

四

年

秋

九

月

戊

辰

冬

十

有

二

月

甲

寅

乃

告

成

焉

公

偉

人

也

其

在

朝

廷

嘗

爲

上

陳

天

下

大

計

上

命

坐

反

復

酬

聽

率

漏

下

十

數

刻

其

輟

公

之

來

固

不

專

於

奉

法

令

剸

煩

劇

然

適

疆

場

無

事

而

獄

訟

簿

書

之

屬

又

廓

廓

無

足

省

故

得

㠯

其

餘

力

爲

一

方

長

久

之

圖

自

城

池

邑

屋

細

大

畢

舉

兹

其

一

也

公

平

生

慷

慨

不

治

財

及

在

官

則

觳

然

如

他

人

之

私

方

天

子

㠯

儉

先

天

下

乃

者

郡

國

㠯

潦

聞

者

衆

旣

優

其

復

除

又

從

而

賑

禀

之

而

太

倉

之

富

自

若

也

公

之

境

人

食

三

鬴

亦

蠲

其

八

十

三

蓋

君

臣

之

間

㠯

儉

登

濟

者

如

此

夫

道

上

德

意

而

采

方

國

之

風

者

使

人

職

也

故

幷

記

之

㠯

昭

示

來

者

俾

知

富

國

之

道

自

儉

始

五

年

春

三

月

辛

未

左

朝

請

郞

直

顯

謨

閣

權

發

遣

江

南

東

路

計

度

轉

運

副

使

公

事

趙

彥

端

記

左

朝

奉

郞

新

差

權

通

判

楚

州

軍

州

主

管

學

事

賜

緋

魚

袋

杜

易

書

幷

題

額

平
止
倉
在
廣
濟
倉
之
左
嘉
定
中
留
守
余
公
嶸
建

省
劄
沿
江
制
置
使
兼
知
建
康
府
余
嶸
申
嶸
叨
守

陪
都
因
去
夏
水
灾
之
後
僃
知
此
邦
雖
名
爲
繁
庶

而
民
生
最
艱
素
無
蓋
藏
日
食
所
須
仰
給
商
販
米

舟
一
日
不
至
米
價
卽
倍
騰
踴

苦
高
糴
便
至
流

莩
萬
一
上
江
歲
歉
鄰
邦
遏
糴
則
狼
狽
尤
甚
欲
盡

濟
則
事
力
有
限
欲
平
糴
則
蓄
積
無
餘
以
是
數
拾

萬
之
生
齒
常
寄
命
於
泛
泛
之
舟
楫
而
米
價
低
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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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之
權
又
倒
持
於
牙
儈
之
手
遇
灾
倉
皇
坐
視
太
息

偶
嶸
到
任
以
來
節
約
妄
費
財
計
粗
裕
卽
以
拾
伍

萬
緍
轉
糴
他
郡
隨
糴
隨
糶
相
續
不
絶
以
故
商
販

通
民
食
粗
給
於
是
規
剏
一
倉
名
曰
平
止
盡
以
拾

伍
萬
緍
永
充
此
倉
糴
本
其
錢
米
並
委
常
平
倉
庫

官
主
掌
如
有
侵
移
證
常
平
條
法
施
行
其
倉
敖
木

石
堅
好
造
作
精
緻
下
砌
以
磚
復
鋪
以
板
外
繚
以

墻
復
包
以
磚
風
雨
不
侵
蒸
濕
不
入
委
堪
耐
久
其

糴
糶
條
目
具
載
須
知
謹
具
申

朝
廷
併
以
須
知

申
繳
伏
乞

指
揮
劄
下
建
康
府
遵
守
條
約
證

應
常
平
條
法
不
得
妄
有
侵
移
仍
於
交
承
項
目
帳

內
登
載
以
防
歲
久
漏
落
窠
名
實
爲
邦
民
之
幸
伏

候
指
揮
右
劄
付
建
康
府
從
所
申
事
理
施
行
準
此

嘉
定
拾
㭍
年
拾
貳
月
日
押
平

止

倉

須

知

本

府

戸

口

緐

庶

日

食

米

二

千

餘

石

民

無

蓋

藏

全

仰

客

販

客

舟

稀

少

價

卽

踴

貴

抑

之

則

米

不

來

聽

之

則

民

艱

食

常

平

數

千

斛

府

廪

又

無

餘

積

官

旣

無

以

持

平

其

權

盡

出

牙

儈

向

來

雖

屢

行

招

誘

之

法

而

勢

或

有

所

格

雖

畧

有

先

僃

之

蓄

而

數

已

申

朝

廷

伸

縮

旣

不

自

由

緩

急

實

無

以

濟

是

數

十

萬

之

民

命

常

禀

禀

而

無

所

恃

近

因

水

災

諸

證

僃

見

職

思

其

憂

盍

爲

之

計

今

將

當

職

到

任

以

來

撙

節

到

錢

壹

拾

伍

萬

貫

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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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循

環

糴

本

更

不

申

作

朝

廷

之

數

賤

則

糴

貴

則

糶

隨

糶

隨

糴

循

環

無

窮

權

旣

在

我

米

價

自

平

實

爲

永

久

之

利

今

具

須

知

下

項

一

今

剏

造

新

倉

五

敖

以

平

止

爲

名

取

李

悝

所

謂

使

民

適

足

賈

平

則

止

之

義

一

平

止

倉

不

許

本

府

及

諸

司

占

借

以

開

異

時

無

窮

之

害

事

當

謀

始

不

可

不

謹

一

遇

米

平

則

糴

糴

價

視

時

高

下

或

置

場

於

本

府

或

收

糴

於

鄰

郡

或

於

客

舟

輻

湊

之

時

一

遇

米

貴

卽

糶

糶

價

止

視

元

糴

之

數

所

有

元

行

收

糴

船

腳

般

擔

之

費

明

行

加

上

不

得

過

數

一

糴

本

錢

收

附

常

平

庫

本

庫

官

掌

之

一

糴

米

糶

米

須

擇

廉

能

誠

實

官

吏

庶

所

糴

無

侵

欺

濕

惡

所

糶

無

夾

雜

减

尅

之

一

倉

官

不

專

屬

㕔

分

但

隨

時

於

職

曹

官

以

下

委

廉

能

誠

實

之

人

提

督

出

納

或

廣

濟

倉

官

可

委

卽

就

委

兼

管

一

平

止

倉

合

干

人

只

用

廣

濟

倉

人

兼

充

一

城

內

五

廂

城

外

二

廂

已

造

魚

鱗

圖

以

銀

朱

土

朱

墨

字

三

色

標

題

其

委

係

下

戸

日

糴

之

家

了

然

在

目

恐

民

居

遷

移

增

减

不

常

宜

每

歲

春

首

編

排

一

次

計

口

出

給

歴

頭

大

人

日

壹

升

小

兒

半

升

旣

糶

卽

於

各

戸

歴

頭

內

齪

一

某

日

糴

訖

印

子

一

每

遇

糶

米

於

廣

濟

倉

諸

廊

置

場

廂

官

彈

壓

般

腳

之

費

可

省

出

納

之

弊

易

防

一

五

縣

並

已

如

式

剏

造

魚

鱗

圖

或

遇

諸

縣

糴

價

踴

貴

亦

當

發

米

賑

糶

所

有

船

腳

錢

不

可

於

元

糴

價

上

再

加

一

措

置

招

誘

客

米

先

從

制

司

給

公

據

付

客

人

及

牒

沿

江

諸

郡

勿

與

遏

糴

仍

劄

沿

江

稅

務

不

得

輙

收

米

船

力

勝

錢

及

苛

留

等

其

米

船

將

帶

到

稅

物

除

將

本

府

從

來

收

稅

則

例

舊

例

饒

减

三

分

外

更

與

减

饒

一

分

客

米

官

米

兩

相

資

助

貴

糴

之

患

可

以

常

免

一

如

遇

客

米

稀

少

市

價

踴

貴

許

民

戸

赴

府

陳

狀

出

糶

願

永

行

之

誰

忍

廢

此

竊

觀

古

今

之

事

玩

視

而

不

爲

蹔

作

而

輙

廢

艱

難

創

始

於

前

容

易

隳

壞

於

後

此

無

他

人

心

不

同

所

見

或

異

不

原

其

作

事

之

初

意

不

念

其

用

心

之

良

苦

不

以

國

事

爲

一

體

遂

爾

自

分

町

畦

姑

摭

一

二

事

明

之

淛

右

圍

田

幾

年

議

除

中

閒

嘗

遣

使

决

去

矣

未

幾

復

興

反

過

其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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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屯

田

之

議

自

中

興

後

上

下

講

明

不

知

其

幾

淮

西

漕

臣

亦

旣

經

營

成

緒

卒

撓

廢

於

寓

公

其

他

庶

事

不

可

槩

舉

未

嘗

不

撫

事

歎

息

自

顧

投

老

世

味

日

澹

豈

復

有

立

事

取

名

之

心

只

緣

今

夏

梅

霖

過

多

長

江

上

流

同

時

水

災

故

江

之

下

流

騰

漲

尤

甚

秦

淮

之

河

又

貫

城

中

江

潮

大

信

適

助

其

瀾

外

水

旣

高

內

水

莫

泄

遂

致

公

私

軍

民

之

居

濱

於

河

者

悉

遭

巨

浸

踰

旬

不

退

一

時

傾

帑

錢

倒

廪

粟

分

遣

官

吏

奔

走

家

至

以

賑

之

而

客

販

不

通

牙

儈

乘

時

邀

利

貧

民

下

戸

幾

至

餓

殍

遂

又

出

常

平

米

减

價

賑

糶

甫

及

旬

餘

倉

吏

以

匱

告

亟

議

遣

官

吏

就

永

豐

圩

糴

米

二

萬

餘

斛

又

倉

猝

不

能

遽

至

是

以

苦

心

勞

思

剏

立

此

倉

然

自

領

郡

以

來

秋

苖

斛

面

盡

行

蠲

除

諸

邑

二

稅

以

十

年

所

催

之

數

取

其

酌

中

年

分

爲

準

商

稅

之

額

重

加

裁

减

收

稅

則

例

至

减

三

分

在

城

回

稅

永

與

除

放

微

至

稅

務

補

虧

等

錢

亦

與

除

去

今

此

糴

本

錢

十

五

萬

緍

皆

由

克

己

自

律

撙

節

浮

費

所

積

非

有

生

財

之

術

區

區

述

此

誠

有

望

於

後

來

體

國

愛

民

之

君

子

監

其

此

心

有

以

維

持

增

廣

之

實

闔

郡

生

靈

之

幸

轉
般
倉
淳
熙
六
年
置
在
上
水
門
外
淮
水
北
岸
置
監
官

一
員

大
軍
倉
在
下
水
門
內
北
接
廣
濟
倉
監
官
一
員

平
糴
倉
隷
轉
運
司
嘉
定
八
年
眞
公
德
秀
創
之
民
賴
其

惠
雖
歉
歲
市
無
貴
糴
不
六
七
年
糴
本
化
爲
烏
有
舊
籍

無
復
存
者
嘉
定
十
四
年
岳
珂
復
置
未
久
亦
廢
淳
祐
十

二
年
舒
滋
復
置

嘉
定
省
劄
承

議

郞

權

發

遣

江

南

東

路

轉

運

判

官

岳

珂

申

照

得

本

司

所

管

九

郡

建

康

留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六

都

民

物

繁

庶

絶

在

下

流

因

船

腳

道

路

之

遙

平

時

米

價

最

高

於

它

郡

次

則

徽

州

陿

山

多

田

少

與

廣

德

小

壘

俱

在

水

次

不

通

之

地

太

平

寧

國

山

圩

田

相

半

高

下

旣

殊

或

旱

或

澇

難

得

全

熟

池

州

南

康

雖

通

水

次

素

少

積

貯

惟

饒

信

舊

來

產

米

卻

緣

溪

港

夏

漲

則

販

鬻

貪

價

多

輸

泄

於

下

流

歲

事

或

稍

不

登

則

秋

冬

水

涸

縱

使

有

米

接

濟

亦

無

逆

水

可

致

之

理

故

非

於

間

暇

時

爲

之

圖

度

則

民

食

之

慮

必

軫

顧

憂

珂

自

祗

服

馳

驅

濫

書

下

考

適

緣

商

總

領

到

任

趲

辦

軍

儲

頓

段

倂

發

淮

上

綱

運

幷

䝉

朝

廷

指

揮

對

撥

米

斛

一

年

之

間

已

及

四

十

一

萬

八

千

餘

石

比

之

去

年

以

前

雖

是

軍

興

年

分

每

歲

不

過

五

萬

石

幾

及

十

倍

以

此

倍

費

雇

發

漕

計

頗

費

支

吾

第

珂

謹

守

公

勤

極

力

裁

節

浮

冗

見

今

庫

管

錢

物

比

珂

到

任

交

承

之

外

幸

已

有

增

無

虧

今

珂

願

以

本

任

內

趲

積

到

錢

先

於

本

路

八

州

軍

撥

糴

本

椿

糴

米

四

萬

石

內

建

康

係

會

府

勢

須

樁

積

稍

多

方

可

接

濟

旣

在

珂

置

司

去

處

容

珂

一

面

躬

親

續

行

措

置

增

數

樁

糴

別

具

申

聞

外

八

郡

各

糴

五

千

石

趁

此

秋

熟

委

本

司

主

管

錢

物

官

逐

州

通

判

監

糴

於

本

處

令

敖

收

貯

專

一

充

平

糴

支

用

見

令

責

領

官

錢

歸

各

州

日

下

起

糴

仍

委

各

官

每

一

員

催

促

兩

郡

往

來

譏

察

米

價

催

糴

限

在

日

近

糴

足

以

後

年

分

每

歲

九

月

趁

米

出

起

糴

於

一

兩

月

內

糴

足

至

次

年

二

月

以

後

農

務

東

作

舊

米

價

長

二

麥

未

收

之

際

止

照

元

本

價

直

量

搭

官

吏

糜

費

每

石

不

許

過

二

百

文

出

糶

委

本

司

錢

物

官

拘

收

元

本

次

歲

收

糴

如

初

如

此

則

龍

斷

之

民

每

歲

乘

時

閉

糴

要

利

者

必

可

警

戢

而

靑

黃

不

接

之

際

各

郡

有

五

千

石

之

米

在

市

米

價

自

不

能

長

其

上

件

糴

米

本

錢

並

係

珂

以

本

任

所

積

自

認

抱

糴

候

每

一

郡

糴

足

逐

郡

具

所

糴

錢

米

實

數

供

申

朝

廷

將

來

替

滿

卽

不

敢

侵

動

元

交

割

前

政

漕

計

錢

數

並

行

抱

認

登

足

亦

不

敢

分

毫

侵

動

朝

廷

樁

管

本

司

錢

米

之

數

伏

望

鈞

慈

詳

珂

所

陳

事

理

特

與

先

次

劄

下

本

司

從

申

施

行

仍

乞

倂

賜

劄

下

從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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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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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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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司

徧

牒

逐

州

軍

通

判

照

應

遵

守

椿

管

出

納

如

州

郡

輙

緣

它

用

妄

有

侵

移

許

本

司

將

當

職

官

具

名

奏

劾

乞

比

擅

用

朝

廷

樁

管

法

坐

罪

公

吏

仍

從

决

配

貴

得

民

間

永

久

均

被

實

惠

又

申

照

得

珂

自

申

請

以

後

卽

行

分

委

寧

國

府

南

陵

縣

丞

承

奉

郞

張

琮

徽

州

歙

縣

丞

從

政

郞

王

槐

饒

州

判

官

承

直

郞

乘

寧

國

府

監

稅

從

事

郞

汪

敎

中

等

官

賫

發

糴

本

前

去

逐

州

軍

收

糴

各

五

千

石

節

次

承

諸

郡

申

到

別

敖

安

頓

已

將

及

數

又

續

次

委

本

司

幹

辦

公

事

承

直

郞

李

知

孝

於

建

康

府

廣

濟

倉

招

糴

到

米

一

萬

石

係

一

頓

先

行

糴

足

已

行

開

具

供

申

但

照

得

上

件

米

雖

係

珂

任

內

趲

積

糴

到

一

司

財

計

本

皆

朝

廷

之

物

卻

恐

諸

州

於

春

夏

之

間

爲

見

係

已

入

朝

廷

帳

冊

須

欲

申

審

不

敢

擅

行

支

糶

及

至

冬

間

粒

米

狼

戾

又

不

敢

再

以

元

錢

趁

時

收

糴

上

下

牽

掣

橫

生

顧

慮

非

惟

發

歛

不

時

豪

民

壟

斷

增

價

自

若

民

不

被

惠

有

失

平

糴

之

意

兼

新

陳

不

易

積

盫

久

之

必

有

耗

折

遂

成

無

用

深

切

可

惜

乞

免

附

朝

廷

樁

管

文

從

本

司

令

項

拘

不

拘

糶

糴

月

日

責

在

逐

州

知

通

常

要

本

錢

存

在

於

春

夏

之

間

出

糶

接

濟

細

民

冬

間

仍

舊

收

糴

樁

積

它

時

緩

急

亦

可

僃

朝

廷

科

撥

支

遣

不

致

有

失

指

準

實

九

郡

民

生

莫

大

之

幸

伏

候

指

揮

右

劄

付

江

東

轉

運

司

從

所

申

事

理

將

今

來

所

糴

米

五

萬

石

免

行

收

附

帳

椿

管

仍

徑

自

行

下

所

部

州

郡

照

應

常

切

遵

守

施

行

準

此

淳
祐
省
劄
朝

請

郞

試

司

農

少

卿

提

領

江

淮

茶

鹽

所

兼

江

東

路

轉

運

判

官

兼

尙

書

省

提

領

分

司

財

用

臣

舒

滋

狀

奏

照

對

臣

猥

以

非

才

誤

恩

將

漕

嘗

拜

手

莊

誦

國

史

咸

平

二

年

詔

諸

路

轉

運

司

申

淳

化

惠

民

之

制

歲

豐

熟

則

增

價

以

糴

饑

歉

則

减

直

以

糶

懿

範

昭

然

以

平

糴

惠

民

爲

先

而

奉

行

朝

廷

仁

政

者

實

漕

臣

之

責

竊

照

參

政

眞

德

秀

將

漕

江

東

嘗

於

建

康

創

平

糴

倉

事

久

廢

自

後

尙

書

岳

珂

撥

米

一

萬

石

樁

留

爲

建

康

平

糴

之

僃

未

幾

亦

廢

近

歲

尙

書

陳

塏

寓

治

當

塗

就

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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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八

平

糴

而

建

康

司

存

之

地

則

猶

闕

焉

且

建

康

爲

留

都

會

府

兵

民

繁

庶

歲

事

小

歉

米

價

易

翔

卽

有

待

哺

嗸

嗸

之

窘

若

非

官

司

預

爲

儲

蓄

則

何

以

爲

水

旱

之

僃

臣

廉

朴

自

將

不

敢

妄

費

除

交

割

錢

數

有

增

無

虧

外

粗

有

趲

剩

幷

屢

政

積

下

米

斛

因

前

歲

水

澇

賑

糶

價

錢

今

就

建

康

府

復

置

轉

運

司

平

糴

倉

撥

糴

到

米

一

十

萬

石

般

運

水

腳

倉

敖

等

費

約

計

五

百

餘

萬

貫

十

七

界

官

會

內

七

萬

石

樁

頓

建

康

府

廣

濟

倉

三

萬

石

樁

頓

寄

納

倉

候

起

置

倉

敖

日

令

項

拘

樁

所

積

米

斛

照

本

司

見

行

體

例

每

歲

春

冬

兩

次

賑

濟

或

遇

歉

歲

糴

價

增

長

則

减

直

賑

糶

卻

將

價

錢

於

秋

成

措

置

收

糴

樁

管

接

續

惠

民

如

所

部

州

縣

或

以

歉

告

則

可

以

推

廣

賑

䘏

庶

幾

江

左

一

路

之

民

俱

被

朝

廷

之

實

惠

所

有

起

蓋

倉

敖

及

合

行

事

件

從

本

司

一

面

措

置

施

行

奏

聞

事

照

得

平

糴

倉

近

年

以

來

在

在

有

之

始

意

未

嘗

不

欲

惠

民

多

因

官

吏

非

人

弊

倖

百

出

或

移

易

他

用

或

妄

稱

折

欠

監

平

人

補

納

反

爲

民

害

今

舒

運

使

能

以

趲

剩

錢

糴

米

置

倉

此

意

亦

可

嘉

尙

必

須

後

人

相

與

扶

持

毋

致

侵

移

作

弊

專

責

都

吏

掌

管

遇

歉

歲

則

發

糶

秋

成

則

補

還

立

爲

經

久

規

模

可

也

仍

月

具

數

日

置

具

申

朝

廷

凡

遇

新

舊

交

承

皆

分

明

登

載

簿

書

同

交

割

帳

狀

申

上

庶

可

拘

確

免

墮

前

弊

合

議

行

下

右

劄

付

江

東

轉

運

司

照

所

申

及

㸃

對

內

事

理

疾

速

措

置

施

行

申

尙

書

省

準

此

咸
淳
元
年
七
月
馬
公

光
祖
判
云
當
使
三
來
開
閫
昇
人
愛
余
余
亦
愛
昇

人
公
帑
所
儲
毫
分
不
敢
妄
費
思
欲
爲
此
邦
建
一

久
遠
利
益
事
無
如
平
糴
呈
撥
米
價
錢
差
人
糴
足

十
萬
石
倂
令
創
倉
敖
盛
貯
續
踏
逐
到
舊
稻
子
倉

基
址
鼎
新
創
造
屋
四
十
六
間
敖
一
十
二
座
以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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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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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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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

衡
正
泰
階
平
陰
陽
和
風
雨
時
十
二
字
爲
記
專
一

椿
頓
上
件
米
十
萬
石
今
開
具
條
畫
如
后

一

照

文

思

院

斛

造

一

石

斛

五

斗

斛

各

三

十

斗

及

連

柄

升

各

二

十

當

官

較

制

雕

記

倂

造

三

色

籌

共

一

千

五

百

根

發

下

遇

收

支

畢

拘

收

本

倉

不

許

移

用

一

於

本

府

三

通

判

中

委

一

員

充

提

督

官

凡

倉

中

管

鑰

一

應

事

務

任

責

提

督

所

有

合

差

譏

察

倉

官

一

員

專

任

出

納

之

責

請

提

督

官

於

本

府

職

曹

官

中

差

能

事

者

充

之

以

才

不

以

序

仍

專

差

都

吏

充

統

轄

拘

確

收

支

專

一

任

責

補

糴

每

年

須

管

數

足

一

每

遇

靑

黃

不

交

市

糴

驟

貴

先

喚

上

牙

人

供

具

時

直

實

價

卻

於

時

價

中

减

價

二

分

出

糶

謂

如

時

價

每

石

二

十

貫

則

减

作

十

六

貫

之

若

時

價

頓

貴

又

在

臨

時

斟

酌

痛

减

一

出

糶

必

减

時

價

卻

恐

米

數

因

此

銷

折

今

別

撥

十

八

界

會

一

十

萬

貫

置

解

庫

一

所

名

曰

咸

淳

助

糴

庫

則

例

並

依

本

府

解

庫

趁

到

息

錢

專

充

補

糴

管

要

糴

足

十

萬

石

之

數

若

歲

久

息

羡

則

增

數

收

糴

一

天

時

不

常

豐

歉

難

必

設

遇

歲

饑

當

行

賑

濟

本

府

自

有

區

處

不

許

將

本

倉

米

及

助

糴

庫

錢

作

賑

濟

支

移

此

米

本

以

濟

艱

糴

纔

遇

價

貴

便

當

出

糶

卻

不

可

逆

慮

補

糴

之

難

從

而

掯

數

今

州

縣

常

平

米

亦

多

是

官

司

不

肯

擔

負

以

致

陳

積

腐

壞

反

爲

公

私

之

累

今

旣

有

庫

息

裨

助

則

補

糴

不

難

但

有

一

說

若

遇

豐

年

發

糶

不

盡

未

免

有

陳

盫

灰

蛀

之

患

合

用

以

新

易

陳

今

著

爲

例

如

有

糶

不

盡

米

從

本

府

作

軍

粮

支

遣

卻

於

輸

納

秋

苖

時

撥

數

就

倉

交

納

盤

量

抵

還

庶

幾

此

米

常

新

又

免

般

擔

勞

費

一

糶

在

春

夏

糴

在

秋

冬

糶

到

本

錢

須

是

拘

椿

有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所

今

仰

提

督

機

察

官

將

糶

到

錢

卽

日

拘

工

寄

收

常

平

庫

令

置

簿

籍

必

糴

米

方

支

如

有

分

文

移

易

並

依

常

平

法

一

出

糶

照

本

府

甲

牌

戸

口

三

日

一

次

每

大

口

五

升

小

口

三

升

憑

由

交

錢

給

米

其

有

經

紀

小

民

於

當

糴

日

分

凑

錢

不

上

或

出

外

他

幹

未

曾

收

糴

者

許

於

後

次

一

倂

補

糴

不

許

邀

阻

一

甲

牌

戸

或

有

遷

移

或

口

數

增

减

或

貧

富

升

降

請

提

督

官

行

下

各

廂

每

季

從

實

鈔

具

結

罪

保

明

仍

不

時

覈

實

如

有

欺

弊

廂

官

對

移

廂

吏

重

斷

仍

許

人

陳

訐

一

出

糶

合

分

場

分

以

防

壅

併

城

內

分

六

場

城

外

分

四

場

各

就

寺

觀

廟

宇

寬

閑

去

處

東

廊

交

錢

西

廊

糶

米

庶

免

壅

併

之

患

一

出

糶

每

場

委

監

官

一

員

吏

人

庫

子

㪷

子

各

一

名

十

場

分

作

兩

日

每

日

各

支

㸃

心

錢

監

官

一

貫

轎

番

等

人

共

二

貫

吏

人

庫

子

㪷

子

各

六

百

文

十

八

界

一

置

場

糴

米

掇

斛

拔

手

等

人

寧

無

糜

費

若

官

司

不

與

區

處

則

必

漁

取

於

客

販

之

人

所

合

照

苖

倉

官

拘

錢

例

斟

酌

裁

减

除

倉

官

免

支

外

每

石

計

支

糜

費

六

十

文

十

八

界

但

苖

倉

則

取

之

於

納

戸

本

倉

卻

不

當

取

之

於

糶

戸

今

從

助

糴

庫

息

錢

內

每

年

照

所

糴

客

米

數

禀

支

此

只

是

防

其

漁

取

糶

戸

耳

若

本

府

自

於

諸

司

回

糴

卻

不

當

支

專

知

一

十

文

攢

司

貼

司

共

六

文

斗

衆

二

十

文

腳

夫

等

一

十

文

門

司

二

文

門

子

一

文

請

匙

匣

一

文

一

在

倉

之

米

以

新

易

陳

固

無

十

分

耗

折

但

米

之

蛀

腐

多

在

經

梅

之

際

卻

是

四

月

以

後

糶

不

盡

之

米

直

待

新

穀

登

場

方

可

換

易

此

時

則

不

能

無

些

少

耗

折

創

立

之

始

若

不

曲

盡

其

慮

卻

恐

向

後

日

積

月

累

耗

折

必

多

其

流

弊

必

至

於

入

則

取

羸

斛

面

出

則

减

尅

斛

面

以

補

不

足

豈

不

有

失

初

意

今

立

爲

定

式

凡

糴

到

之

米

自

次

年

四

月

以

後

未

曾

支

糶

者

每

石

與

豁

耗

折

一

升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一

一

前

項

雜

支

並

於

解

庫

趁

到

息

錢

支

給

平

糴

倉

落

成

設

醮

詞

聚

粟

積

倉

懼

民

饑

之

由

已

獻

花

酌

水

冀

天

聽

之

鑒

衷

蠲

潔

落

成

屏

營

望

賜

伏

念

臣

某

久

司

漢

鑰

稔

察

昇

甿

末

作

成

風

於

服

田

乎

何

有

窮

閻

拊

哺

惟

艱

食

之

是

憂

力

樽

公

餘

剏

儲

乎

糴

粒

粒

皆

知

於

辛

苦

家

家

期

遂

於

飽

溫

必

求

實

惠

之

旁

周

更

賴

後

人

之

增

廣

念

吏

有

時

而

代

去

孰

守

成

規

惟

心

與

帝

以

相

通

庶

幾

永

保

願

鑒

老

臣

之

經

始

曲

綏

民

命

以

圖

終

億

秭

旣

豐

千

燈

相

續

崇

墉

栗

栗

將

百

載

以

常

存

多

黍

陳

陳

無

一

夫

之

不

獲

○

門

牌

詩

人

人

飽

喫

昇

州

飯

世

世

常

存

老

守

心

○

記

云

我

朝

本

仁

立

國

置

常

平

倉

與

義

倉

並

葢

以

取

民

者

還

以

予

民

作

法

良

矣

歲

久

蠧

於

支

移

隱

謾

吏

持

空

鑰

相

授

受

部

使

者

一

詰

治

之

株

連

不

辜

而

銖

粒

弗

可

得

易

地

通

患

幾

以

養

人

者

害

人

矣

天

時

不

齊

豐

儉

迭

異

趙

淸

獻

富

文

忠

寂

寂

笑

人

地

下

民

有

遇

荒

而

莫

之

救

以

死

間

有

爲

平

糴

者

視

饑

由

已

豐

而

入

儉

而

出

較

元

直

無

取

贏

或

可

助

常

平

義

倉

之

不

及

庚

寅

辛

卯

余

令

干

越

年

饑

勸

分

不

遺

餘

力

僅

活

疲

羸

旣

又

諭

大

家

貲

助

倣

平

糴

僃

先

具

凡

得

我

心

之

同

然

者

桴

應

響

畣

爲

斛

四

千

計

公

家

之

積

與

大

家

所

益

略

相

半

余

嘗

諗

于

西

山

眞

公

公

喜

爲

記

顚

末

會

余

去

弗

繼

而

直

幸

存

後

一

二

紀

間

遇

水

灾

邑

人

籍

以

摺

運

寶

祐

初

余

守

當

塗

儲

粟

二

萬

亦

盡

吾

心

焉

耳

矣

陪

京

生

齒

甲

江

左

歲

一

告

侵

操

瓢

乞

食

恤

恤

莫

之

適

商

饕

儈

簸

箕

權

以

乘

其

急

而

糴

價

翔

不

能

遏

見

大

夫

瞪

視

噤

莫

敢

下

禁

切

之

令

幾

若

負

牧

芻

之

寄

者

余

心

撫

焉

載

稽

往

牒

名

存

實

歉

舊

平

糴

所

儲

三

萬

昇

數

百

萬

家

脫

値

緩

急

杯

水

救

輿

薪

之

燎

戞

戞

乎

何

以

制

其

昂

而

抑

其

踴

也

廼

縮

汎

節

浮

糴

七

萬

斛

通

舊

積

合

爲

一

十

萬

度

地

建

屋

以

廪

以

峙

扁

曰

咸

淳

平

糴

倉

又

輟

芝

楮

二

十

萬

立

助

糴

庫

歲

取

息

以

補

其

價

之

折

閱

官

吏

斗

級

簿

書

費

給

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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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二

式

然

余

志

不

於

是

畫

也

增

益

相

因

至

去

乃

止

告

成

之

日

揭

䖍

籲

天

願

俾

勿

壞

於

虖

天

地

生

物

之

德

祖

宗

立

國

之

仁

均

是

心

耳

余

雖

不

敏

獨

於

昇

人

有

緣

余

愛

其

民

民

亦

愛

余

今

承

乏

三

矣

老

至

而

耄

及

之

行

且

乞

身

去

所

以

爲

此

邦

計

者

惟

是

心

在

天

下

事

莫

難

於

經

始

亦

莫

難

於

繼

成

其

嗣

今

與

我

同

志

者

庶

維

持

於

不

壞

不

滅

而

後

可

昔

後

村

劉

公

嘗

創

平

糴

于

浦

城

西

山

記

之

曰

必

秉

盡

亡

而

後

此

倉

可

廢

噫

此

心

法

也

惻

隱

之

心

人

皆

有

之

心

心

相

印

得

無

望

於

後

之

人

後

村

書

倉

門

兩

扉

曰

且

與

吾

民

留

飯

椀

豈

無

來

者

續

心

燈

余

於

是

倉

亦

云

咸

淳

二

年

正

月

十

五

日

記

觀

文

殿

學

士

金

紫

光

祿

大

夫

沿

江

制

置

大

使

兼

知

建

康

軍

府

事

兼

管

內

勸

農

營

田

使

兼

江

南

東

路

安

撫

大

使

馬

步

軍

都

總

管

兼

行

宮

留

守

節

制

和

州

無

爲

軍

安

慶

府

三

郡

屯

田

使

金

華

郡

開

國

公

食

邑

四

千

一

百

戸

食

實

封

捌

伯

戸

馬

光

祖

撰

并

書

朝

奉

大

夫

祕

閣

修

撰

江

南

東

路

計

度

轉

運

副

使

兼

本

路

勸

農

使

借

紫

趙

孟

頫

篆

蓋

○

王

積

翁

賦

稷

思

堂

頌

皇

帝

卽

位

之

明

年

改

元

咸

淳

下

詔

藩

侯

以

下

爲

朕

培

植

根

本

大

使

同

知

馬

公

治

昇

尤

於

根

本

注

意

築

廪

儲

粟

揭

之

曰

咸

淳

平

糴

倉

揚

休

命

也

扁

治

事

之

㕔

曰

稷

思

堂

示

不

忘

民

也

公

三

握

麟

符

裹

忱

秉

忠

藏

感

思

報

自

昧

爽

至

中

昃

涖

事

無

懈

容

公

之

思

深

矣

夫

思

者

天

理

之

所

存

民

胞

物

與

之

體

驗

也

稷

思

天

下

之

饑

猶

已

饑

之

稷

何

爲

汲

汲

哉

解

於

其

思

天

理

流

行

有

不

容

不

然

者

公

慨

思

陪

都

生

齒

益

蕃

忽

歲

侵

卽

艱

糴

廼

縮

浮

費

愽

米

十

萬

石

作

室

廪

峙

揀

吉

告

成

靑

紅

濕

新

攀

星

納

月

公

之

思

其

少

遂

矣

乎

汝

別

駕

治

其

凡

汝

郡

功

曹

司

其

出

納

以

才

不

以

序

約

法

歛

散

侵

移

有

罰

公

之

思

其

周

悉

矣

乎

古

者

春

攽

秋

歛

有

旅

師

焉

恤

民

囏

厄

有

遺

人

焉

辦

谷

待

用

有

廪

人

焉

藏

餘

待

頒

有

倉

人

焉

周

公

之

制

度

可

謂

詳

矣

孟

子

曰

周

公

思

兼

三

王

其

有

不

合

者

仰

而

思

之

其

入

周

公

之

思

人

矣

南

軒

謂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三

惟

孟

子

此

篇

能

發

明

周

公

之

心

然

則

后

稷

奏

艱

食

稷

之

思

也

周

公

制

委

積

周

公

之

思

也

公

之

置

平

糴

公

之

思

也

嗟

夫

稷

以

民

饑

而

思

民

公

以

思

民

而

思

稷

所

思

以

名

斯

堂

不

亦

宜

乎

門

生

王

積

翁

採

諸

民

風

爲

之

頌

曰

厥

初

生

民

維

汝

后

稷

思

天

下

饑

敎

民

播

穡

其

思

伊

何

心

起

經

綸

阻

饑

由

己

痒

痾

切

身

農

事

開

國

周

重

歛

散

迄

用

康

年

魚

麗

晏

粲

平

糴

蕃

魏

曰

惟

爾

悝

壽

昌

之

規

漢

人

便

之

我

宋

義

倉

徧

于

天

下

平

準

之

法

創

于

淳

化

熙

豐

柄

臣

過

思

變

更

元

祐

反

思

蒼

生

以

寧

雀

鼠

遯

肥

塵

沙

積

厲

豈

不

爾

思

公

私

交

累

陪

京

故

國

翠

華

大

都

聚

廬

寔

繁

孰

懷

永

圖

北

平

鉅

公

三

尹

東

土

區

脫

旣

淸

綢

繆

牖

戸

乃

積

乃

倉

立

粟

埋

梁

不

負

爾

腹

以

永

蓋

藏

堂

曰

稷

思

維

公

初

意

我

思

民

饑

心

焉

不

置

心

心

相

續

如

佛

傳

燈

剗

弊

益

匱

以

莫

不

增

后

稷

云

遠

萬

年

胥

契

今

之

視

稷

後

猶

今

視

嘉

祐

廣

惠

五

夫

社

倉

前

思

魏

公

後

思

紫

陽

公

將

告

歸

帝

曰

未

老

天

相

耆

俊

過

中

書

考

惟

仁

必

壽

惟

德

永

年

昇

人

歌

之

作

此

頌

焉

後
記
云
余

之

三

至

金

陵

也

欲

爲

邦

人

創

平

糴

一

倉

積

米

十

萬

斛

夏

糶

冬

糴

以

濟

乏

食

自

咸

淳

乙

丑

秋

七

月

至

丙

寅

春

正

月

共

得

七

萬

石

事

力

僅

僅

弗

克

繼

則

以

前

帥

王

公

埜

所

蓄

三

萬

斛

足

成

之

且

識

之

曰

儻

未

卽

去

不

以

是

畫

今

自

二

月

以

迄

八

月

再

糴

三

萬

合

爲

十

萬

而

王

公

舊

積

不

與

焉

蓋

其

初

己

申

朝

廷

椿

管

不

欲

混

此

數

也

夫

出

糶

之

價

微

損

固

足

以

見

惠

養

之

心

收

糴

之

價

不

常

則

不

可

無

變

通

之

法

此

助

糴

庫

所

由

設

也

庫

始

爲

本

芝

楮

二

十

萬

今

陸

續

增

至

八

十

五

萬

雖

然

猶

未

也

緝

累

充

廣

歲

衍

月

益

俾

所

入

常

有

加

於

今

日

則

此

庫

不

爲

無

助

毋

已

則

糴

價

但

可

畧

减

不

可

用

今

日

之

例

减

之

太

驟

以

致

後

日

難

補

若

夫

輟

有

餘

以

助

不

足

使

十

萬

斛

之

數

永

永

無

墜

不

無

望

於

後

之

人

是

歲

重

陽

日

馬

光

祖

謹

書

三
記
云
平

糴

倉

之

設

自

咸

淳

乙

丑

七

月

至

丙

寅

正

月

得

米

七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四

萬

石

又

自

二

月

至

六

月

再

得

三

萬

石

合

爲

十

萬

石

余

嘗

記

其

畧

矣

丁

卯

冬

糴

二

萬

衍

而

爲

十

二

萬

戊

辰

春

再

糴

三

萬

總

而

爲

十

五

萬

如

雞

哺

雛

勺

積

龠

累

所

以

及

此

數

者

偶

値

歲

稔

司

造

實

嘉

相

之

然

爲

是

倉

深

長

之

慮

有

二

焉

其

一

餘

米

不

可

久

頓

當

以

新

易

陳

庶

米

色

常

新

而

民

被

實

惠

其

二

糶

之

價

常

損

糴

之

價

常

多

恐

異

時

措

置

糴

本

之

艱

有

折

閱

台

額

之

患

於

是

先

創

助

糴

一

庫

爲

本

百

萬

收

息

補

糴

又

懼

其

所

入

之

微

也

則

再

創

西

庫

以

佐

之

合

兩

庫

爲

本

二

百

萬

然

余

志

猶

未

愜

也

輟

郡

帑

之

有

餘

助

兩

庫

之

不

足

俾

是

倉

是

庫

相

爲

無

窮

則

余

雖

去

猶

不

去

也

咸

淳

戊

辰

夏

五

上

澣

光

祖

書

制
置
司
倉
附
本
府
廣
濟
倉
內
又
有
小
倉
三
所
曰
東
倉

曰
西
倉
曰
中
倉
並
在
南
門
裏
沙
窩
一
帶

古
苑
倉
吳
大
帝
赤
烏
三
年
使
御
史
郄
險
鑿
城
西
南
自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五

秦
淮
北
抵
倉
城
名
運
瀆
按

實

錄

宮

城

卽

吳

苑

城

城

內

有

倉

名

曰

苑

倉

故

開

此

瀆

通

運

於

倉

所

時

人

亦

呼

曰

苑

倉

瀆

咸
和
中
修
苑
城
惟
倉
不
毁
故
名

太
倉
在
西
華
門
內
道
全
宮
城
之
西
北

古
太
倉
晉
咸
和
中
蘇
峻
反
王
師
連
敗
績
時
太
倉
惟
有

燒
餘
米
數
石
以
供
御
膳
太
倉
在
苑
城
內
亦
曰
苑
倉
乾道

中

趙

公

彥

端

廣

濟

新

倉

記

云

圖

記

獨

稱

吳

苑

倉

在

苑

城

內

於

晉

爲

太

倉

餘

無

聞

焉

此

蓋

未

考

也

古
龍
首
倉
按
隋
食
貨
志
京
都
有
龍
首
倉
卽
石
頭
津
倉

也
臺
城
內
倉
常
平
倉
東
宮
倉
所
貯
不
過
五
十
萬

古
東
倉
唐
六
典
云
東
晉
有
東
倉
石
頭
倉

古
石
頭
倉
在
石
頭
城
內
吳
置
晉
曰
常
平
倉
南
朝
因
之

唐
武
后
徙
縣
倉
以
實
石
頭
神
龍
二
年
移
倉
於
冶
城
晉史

庾

翼

傳

云

往

年

偸

石

頭

倉

米

一

百

萬

石

皆

是

豪

將

軰

而

直

打

殺

倉

督

監

以

塞

責

咸

和

二

年

蘇

峻

逼

遷

天

子

于

石

頭

以

倉

屋

爲

宮

梁

侯

景

破

臺

城

食

石

頭

常

平

倉

旣

盡

便

掠

居

人

爾

後

米

一

石

七

八

萬

錢

人

相

食

通

典

云

晉

曰

常

平

倉

自

後

無

聞

梁

亦

曰

常

平

倉

不

糴

糶

陳

因

之

古

跡

編

云

唐

武

后

光

宅

中

徐

敬

業

舉

兵

使

其

徒

崔

洪

渡

江

修

石

頭

城

以

拒

守

敬

業

平

置

爲

鎭

仍

徙

縣

倉

以

實

之

神

龍

二

年

廢

鎭

卽

移

倉

於

冶

城

何

遜

石

頭

城

詩

曰

萬

雉

極

衿

帶

億

庾

兼

量

出

蓋

謂

此

也

制
使
姚
公
希
得
任
內
增
創
轉
般
倉
轉
般
置
倉
昉
於
淳

熙
爲
屋
不
多
歲
久
損
敝
景
定
壬
戌
制
司
及
本
府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六

共
創
修
三
十
座
敖
屋

制
司
修
一
十
五
座
止
是
因
舊
修
整
用
工
不
多
其

敖
眼
以
寒
來
暑
往
秋
收
冬
藏
閏
餘
成
歲
金
生
麗

爲
號
應
副
盛
貯

朝
廷
所
撥
米
斛
自
景
定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興
工
至
當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畢
工

共
費
錢
四
萬
五
千
三
百
三
十
五
貫
有
奇

本
府
創
修
一
十
五
座
其
鼎
新
創
蓋
一
十
一
座
敖

眼
以
天
地
元
黃
宇
宙
洪
日
月
盈
昃
爲
號
增
修
舊

來
四
座
敖
眼
以
辰
宿
列
張
爲
號
自
景
定
三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興
工
至
次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畢
除

朝
廷
科
降
一
十
五
萬
貫
米
三
百
石
外
本
府
實
增

用
三
十
九
萬
九
千
五
百
餘
緍
米
九
百
一
十
石
有
奇

重
修
府
倉
景
定
四
年
鼎
新
修
創
八
月
初
四
日
興
工
至

五
年
正
月
初
八
日
畢
敖
屋
計
二
十
四
座
以
天
地

元
黃
宇
宙
洪
荒
日
月
盈
昃
劒
號
巨
闕
珠
稱
夜
光

果
珍
李
柰
爲
號
總
費
錢
一
十
五
萬
七
千
四
百
七

十
餘
緍
米
一
百
一
十
二
石
有
奇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七

大
使
馬
公
光
祖
咸
淳
二
年
四
月
內
重
修
建
康
府
城
下

倉
更
名
廣
儲
糜
錢
十
八
界
四
萬
四
千
有
奇
米
二

百
六
十
石
有
奇

創
制
司
倉
制
司
米
舊
附
廣
儲
倉
咸
淳
元
年
四
月
內
卽

廣
儲
倉
側

地
令
蓋
制
司
倉
爲
敖
四
前
後
屋
共

三
十
一
間
糜
錢
三
萬
九
千
九
百
餘
貫
十
八
界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八

諸
庫

聖
節
從
物
庫
在
府
治
西
廊

節
儀
庫
在
玉
麟
堂
東
廊

椿
積
庫
凡
四
所
一
在
府
治
一
在
府
治
之
南
劉
公
珙
建

一
在
府
治
東
陳
公
俊
卿
建
一
在
府
治
東
南
錢
公
良臣

建

都
錢
庫
在
府
僉
㕔
之
北
常
平
庫
軍
資
庫
節
制
庫
修
造

庫
節
用
庫
經
總
制
庫
公
使
庫
皆
附
焉

禮
尙
庫
在
府
治
西
㕔
馬
公
光
祖
立
家
之

爲
記
開

慶

元

年

夏

四

月

建

康

府

創

禮

尙

庫

何

以

書

始

也

初

府

號

陪

京

地

大

物

夥

諸

司

錯

立

守

臣

以

制

置

使

掌

留

鑰

冠

冕

諸

閫

歲

時

慶

勞

賓

餞

講

信

修

贄

相

望

于

道

報

施

視

儀

公

出

私

入

以

故

說

者

謂

天

下

禮

餽

之

盛

首

蜀

次

金

陵

筆

之

私

史

誇

以

爲

異

寶

祐

乙

卯

裕

齋

先

生

金

華

馬

公

以

戸

部

尙

書

來

鎭

至

之

日

首

斥

供

帳

器

幣

以

賜

戰

士

諸

饋

遺

率

遞

易

以

報

纎

毫

弗

入

私

帑

又

四

年

復

以

資

政

殿

學

士

自

京

湖

再

鎭

規

置

視

前

有

加

一

日

歎

曰

互

饋

當

禁

人

謂

吾

矯

柰

何

廼

卽

治

寺

西

偏

闢

屋

數

楹

裒

他

司

所

致

籍

入

而

吏

掌

之

若

緍

錢

若

幣

帛

百

物

悉

輦

以

輸

曁

報

也

卽

取

於

是

摭

戴

記

禮

尙

往

來

之

語

扁

曰

禮

尙

庫

成

謂

門

人

眉

山

家

之

曰

爾

其

爲

我

識

之

之

自

惟

生

晚

筆

弱

何

足

以

知

公

盛

德

鉅

美

嘗

恨

世

降

道

微

廉

恥

不

立

蓋

有

流

俗

非

義

之

事

而

士

大

夫

習

熟

見

聞

以

爲

當

然

恬

莫

之

恠

往

往

依

託

事

理

覆

蓋

其

迹

迹

是

心

則

非

名

正

實

則

悖

區

區

之

饋

諉

曰

人

情

之

常

惡

可

以

已

弗

思

我

施

彼

報

曾

不

旋

踵

交

手

付

如

取

諸

寄

其

與

攫

而

懷

括

而

囊

者

幾

何

無

他

一

自

欺

之

心

爲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十
九

之

耳

非

公

特

立

獨

行

一

介

不

取

孰

能

返

之

正

而

示

之

法

哉

蓋

公

少

從

西

山

眞

公

講

道

授

大

學

忱

意

毋

自

欺

之

旨

平

生

事

君

治

民

修

身

範

物

皆

得

諸

此

上

嘗

大

書

忠

實

不

欺

之

堂

六

字

以

賜

見

謂

稱

情

是

庫

之

設

蓋

亦

不

欺

之

餘

事

也

先

是

淸

獻

崔

公

文

節

楊

公

亦

惡

禮

饋

然

規

模

未

立

美

意

弗

嗣

禮

尙

有

庫

斷

自

公

始

事

雖

小

於

人

心

世

敎

有

關

遂

拜

手

以

書

景

定

元

年

十

月

朔

旦

門

生

承

事

郞

特

攺

差

充

沿

江

制

置

大

使

司

幹

辦

公

事

家

之

謹

記

公
使
酒
庫
在
天
津
橋
側
馬
公
光
祖
重
建
唐
爍
爲
記
開慶

攺

元

四

月

丙

子

制

置

大

使

留

守

資

政

馬

公

復

建

江

閫

爍

以

支

郡

掾

贅

制

幙

公

閫

府

政

事

前

二

三

年

修

舉

矣

獨

公

使

酒

庫

未

暇

及

越

六

日

辛

巳

廼

命

爍

曰

酒

百

禮

之

行

也

公

家

日

用

已

飭

吏

任

責

汝

其

典

司

之

越

十

日

辛

卯

特

枉

牙

纛

親

莅

庫

所

度

地

下

窄

視

屋

欹

斜

又

命

爍

曰

庫

百

物

之

藏

也

因

仍

架

陋

如

欺

弊

何

汝

其

攺

作

之

繇

是

捐

資

以

闢

地

聚

材

以

興

工

若

外

若

內

一

撤

而

新

大

門

公

㕔

皆

北

鄉

㕔

之

後

則

酒

官

便

室

也

門

之

前

則

神

宇

吏

舍

也

周

遭

于

其

左

則

麯

米

物

之

敖

七

醡

三

色

棧

之

庫

也

而

又

附

以

碓

米

之

屋

綿

亘

于

其

右

則

列

竈

攤

饋

之

場

醅

酒

供

筵

棧

之

庫

也

而

又

加

以

滌

器

浸

米

之

所

若

井

亭

若

糟

池

規

剏

具

僃

惟

䏈

屬

於

後

名

醅

庫

者

因

舊

而

葺

爾

爲

屋

凡

七

十

間

限

以

窓

戸

甃

以

磚

石

飾

以

丹

臒

他

如

鐵

冶

鑊

之

鑄

桬

栢

醡

之

造

動

用

器

具

凡

三

百

餘

靡

不

堅

固

精

緻

經

始

於

四

月

壬

辰

考

成

於

七

月

乙

卯

工

計

傭

二

萬

一

千

二

百

十

楮

計

緍

十

萬

二

千

六

百

米

計

石

五

百

二

十

六

匠

以

民

賈

雇

而

不

抑

差

物

以

市

直

收

而

不

科

擾

方

聽

事

之

成

也

公

再

涖

庫

所

大

書

六

必

二

字

揭

之

楣

間

實

取

呂

令

命

用

六

物

之

義

及

工

役

之

畢

也

又

至

庫

㕔

而

申

命

曰

庫

新

矣

酒

今

其

新

乎

有

門

戸

以

嚴

出

內

有

庫

舍

以

謹

蓋

藏

有

器

物

以

足

用

度

繼

是

則

酒

官

之

責

也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夫

酒

一

事

且

古

人

兼

用

六

物

必

無

差

貸

其

精

且

詳

如

此

況

有

大

於

酒

政

者

乎

然

則

職

斯

庫

惟

斯

義

其

必

毋

懈

怠

毌

苟

簡

毌

不

屑

經

意

事

事

勤

謹

物

物

精

潔

庶

乎

泉

香

酒

冽

可

以

共

祭

祀

可

以

奉

燕

饗

可

以

行

賜

頒

斯

無

負

公

造

庫

命

名

之

意

云

歲

中

秋

日

門

生

從

事

郞

太

平

州

軍

事

判

官

兼

沿

江

制

置

大

使

司

僉

㕔

唐

爍

謹

記

醋
庫
三
所
一
在
舊
米
市
一
在
安
樂
廬
側
一
在
轝
子
巷

雜
物
庫
在
軍
器
庫
側

鞍
轡
庫
在
節
儀
庫
側

淮
士
典
庫
在
大
木
頭
街

封
樁
甲
仗
庫
在
大
軍
庫
東

古
石
頭
庫
吳

都

賦

云

戎

車

盈

於

石

頭

注

云

石

頭

城

中

置

府

庫

貯

軍

儲

故

曰

盈

於

石

頭

今
廢

右
隷
建
康
府

制
司
庫
在
府
治
都
錢
庫
內

都
受
給
庫
在
軍
器
庫
側

軍
器
庫
在
經
武
橋
東
寶
祐
五
年
馬
公
光
祖
修
舊
增
新

申
嚴
約
束
勘

會

軍

器

庫

前

此

蠧

弊

百

出

漫

不

可

考

本

司

委

官

將

在

庫

器

甲

衣

裝

等

逐

一

分

剔

好

怯

作

三

等

排

垜

內

天

字

號

係

創

造

新

修

地

字

號

係

堪

中

支

遣

人

字

號

係

畧

損

當

修

重

新

置

籍

各

關

防

出

納

申

嚴

火

禁

創

置

防

虞

約

束

監

欑

之

刋

鏤

版

牓

釘

掛

庫

㕔

務

令

經

久

可

守

今

開

劃

下

項

一

出

納

軍

器

前

此

俱

有

情

弊

謂

如

以

堪

好

者

關

出

而

以

損

弊

者

交

入

又

有

交

受

之

時

必

要

需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一

索

堆

積

庭

下

兼

旬

累

月

得

錢

卽

交

不

得

錢

則

百

般

作

難

軍

人

貧

寒

何

所

從

出

本

司

今

旣

一

新

規

模

必

要

痛

戢

此

弊

已

牓

曉

示

門

外

許

被

擾

人

指

實

陳

告

定

追

究

犯

人

重

作

施

行

諸

軍

交

納

軍

器

若

非

元

物

卽

是

情

弊

其

雖

有

損

汚

去

處

而

本

是

元

物

者

合

卽

交

受

添

修

不

許

邀

阻

一

前

此

軍

器

走

失

皆

因

提

㸃

官

不

曾

躬

親

下

庫

出

納

及

蕩

無

門

禁

之

故

合

於

庫

前

新

創

提

㸃

官

廨

宇

一

所

旣

便

於

監

臨

又

置

門

司

一

員

貼

門

一

人

專

一

檢

視

出

入

庶

幾

可

以

革

弊

已

牓

曉

示

庫

門

其

有

輙

盜

一

物

一

件

者

並

從

軍

法

一

遇

出

戌

回

戍

敎

閱

收

支

多

者

委

制

幕

一

員

同

共

監

視

自

餘

委

提

㸃

官

一

防

虞

器

具

十

碩

缸

三

十

提

水

桶

五

十

扛

水

桶

一

十

麻

搭

二

十

箇

料

杓

二

十

箇

鈎

刀

一

十

把

大

長

梯

四

連

大

索

二

條

鐵

猫

兒

二

箇

大

斧

四

具

大

鋸

二

連

以

上

並

排

列

庫

㕔

一

防

虞

官

兵

三

十

人

係

就

敎

場

防

虞

人

內

差

撥

專

一

在

庫

逐

夜

分

鋪

知

更

提

鈴

循

邏

外

又

差

合

千

人

一

名

充

部

轄

一

每

夜

於

發

更

前

請

提

㸃

官

將

本

庫

職

掌

庫

子

防

虞

等

人

先

次

㸃

名

畢

然

後

關

下

門

鎖

如

有

不

到

之

人

卽

仰

具

申

重

作

施

行

其

本

庫

合

干

人

雖

隷

提

㸃

官

卻

不

許

使

供

私

役

本

司

亦

不

測

差

人

撞

㸃

一

在

庫

一

應

合

千

等

人

並

不

許

帶

火

入

門

遇

夜

亦

不

許

㸃

照

燈

燭

責

在

守

宿

監

官

常

切

㸃

檢

如

違

一

例

坐

罪

一

庫

內

烘

焙

弓

弩

並

請

提

㸃

官

早

晚

監

視

入

爐

開

列

火

力

炭

數

如

后

春

秋

兩

季

火

力

七

分

四

十

爐

每

一

爐

日

支

炭

一

斤

四

兩

炭

墼

六

箇

夏

季

火

力

十

分

四

十

爐

每

一

爐

日

支

炭

二

斤

炭

墼

八

箇

冬

季

火

力

五

分

四

十

爐

每

一

爐

日

支

炭

一

斤

炭

墼

四

箇

一

弓

弩

庫

眼

旣

有

火

焙

與

他

庫

眼

不

同

每

夜

須

責

庫

子

入

庫

守

宿

照

管

所

有

鑰

匙

令

作

一

匣

盛

貯

責

付

當

宿

監

官

取

掌

以

防

緩

急

次

早

仍

納

提

㸃

㕔

一

庫

子

舊

例

每

名

月

支

錢

三

貫

文

飯

食

係

各

人

自

造

本

司

旣

嚴

火

禁

遂

自

四

月

初

一

日

爲

始

行

下

火

隊

照

作

院

工

匠

例

每

名

日

支

鹽

菜

錢

一

百

三

十

文

米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二

二

升

做

造

飯

食

支

散

一

各

庫

置

庫

口

簿

一

扇

將

已

排

㸃

衣

甲

軍

裝

等

逐

一

鈔

上

遇

有

收

支

每

五

日

一

次

結

轉

請

提

督

官

僉

押

一

月

一

次

轉

上

總

簿

赴

使

㕔

呈

押

一

增

創

暑

往

字

號

庫

屋

共

六

間

計

用

工

物

錢

三

萬

三

千

三

百

五

十

二

貫

文

一

新

創

提

㸃

官

廨

宇

一

座

剏

造

門

樓

㕔

堂

屋

宇

共

一

十

七

間

并

在

下

裝

修

床

沓

等

及

週

廻

墻

圍

木

植

塼

瓦

計

用

工

物

錢

一

萬

六

百

四

十

貫

九

百

一

十

五

文

回
易
庫
在
斗
門
橋
西

抵
當
兩
庫
一
在

御
街
錦
繡
坊
之
南
一
在
寛
征
坊

惠
軍
典
庫
在
十
三
丈
街

右
隷
沿
江
制
置
司

軍
須
庫
係
安
撫
司
庫
在
軍
資
庫
之
側
防

江

靖

安

兩

酒

庫

元

隷

安

撫

司

錢

入

軍

須

庫

乾

道

八

年

將

建

康

府

酒

庫

並

撥

歸

提

領

戸

部

酒

庫

所

抱

認

本

司

兩

庫

酒

息

錢

每

月

以

乾

道

七

年

息

錢

數

爲

額

成

年

計

五

萬

七

千

三

百

七

十

一

貫

五

百

九

十

五

文

分

十

二

箇

月

取

撥

入

本

司

軍

須

庫

收

附

支

遣

續

承

提

領

所

牒

報

趁

辦

不

於

本

司

息

錢

元

額

權

减

四

分

之

一

每

月

撥

到

三

千

八

百

八

十

九

貫

一

百

八

十

四

文

○

本

司

元

有

抵

當

庫

將

錢

本

舉

借

應

副

猪

羊

牙

戸

從

便

打

發

猪

羊

客

人

收

息

解

發

續

於

乾

道

八

年

六

月

內

建

康

府

置

庫

用

本

並

從

本

府

猪

羊

打

發

務

依

舊

拘

收

息

錢

每

日

分

隷

解

納

本

司

軍

須

庫

交

納

每

月

共

收

三

千

一

百

餘

貫

文

昨

自

前

政

吳

大

資

任

內

於

淳

祐

十

年

正

月

一

日

省

廢

所

有

上

項

課

利

錢

本

府

卻

以

收

到

外

三

縣

酒

稅

錢

內

照

淳

祐

九

年

收

趁

錢

數

撥

解

本

司

成

年

共

收

八

千

三

百

一

十

三

貫

五

百

文

十

八

界

會

分

作

四

季

撥

入

本

司

軍

須

庫

收

附

支

遣

○

本

司

親

兵

雪

窨

二

所

坐

落

城

北

門

外

遇

冬

月

差

撥

官

兵

收

藏

冰

雪

至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三

夏

月

變

賣

收

錢

入

軍

須

庫

若

兩

窨

十

分

平

滿

除

公

用

支

遣

外

自

餘

約

賣

錢

三

千

貫

文

十

八

界

添

貼

支

遣

○

本

司

近

於

寶

祐

六

年

十

月

內

䝉

前

政

趙

觀

文

以

本

司

財

賦

匱

乏

支

遣

不

遂

於

沿

江

大

制

司

常

平

酒

坊

內

分

隷

奉

橋

新

昌

徐

莊

錢

村

四

坊

撥

付

本

司

每

月

共

得

息

錢

七

百

二

十

貫

文

十

八

界

續

於

開

慶

元

年

五

月

內

䝉

安

撫

馬

大

資

再

撥

新

城

吳

村

兩

坊

息

錢

二

百

二

十

四

貫

文

十

八

界

通

前

共

六

坊

一

月

計

錢

九

百

四

十

四

貫

文

十

八

界

其

錢

制

司

徑

自

催

理

只

將

乾

息

錢

撥

入

本

司

軍

須

庫

支

遣

官

屬

月

給

此

安

撫

司

財

計

之

大

略

也

右
隷
江
東
安
撫
司

大
軍
庫
在
總
領
所

都
錢
庫
在
大
軍
庫
西
廊

激
犒
庫
在
大
軍
庫
東
廊

椿
僃
庫
在
都
錢
庫
之
側

抵
當
兩
庫
一
在
舊
米
市
一
在
雞
行
街

公
使
庫
在
總
領
所
西
㕔
之
西

見
錢
庫
在
飮
虹
橋
下
保
寧
坊
之
西

右
隷
淮
西
總
領
所

錢
物
庫
在
轉
運
司
東
與
花
園
相
對

雜
物
庫
在
大
㕔
西
廊

公
使
庫
在
雜
物
庫
側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四

典
庫
在
轉
運
司
衙
之
東

右
隷
江
東
轉
運
司

鳳
臺
酒
庫
在
天
津
橋
之
南

鎭
淮
酒
庫
在

御
街
建
業
坊
相
對

嘉
會
酒
庫
在
大
木
頭
街

豐
裕
酒
庫
在
南
門
外
西
街

龍
灣
酒
庫
在
龍
灣
市

防
江
酒
庫
在
北
門
外

東
酒
庫
在
上
元
縣
之
西

北
酒
庫
在
太
平
橋
之
南

右
隷
戸
部
提
領
酒
庫
所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五

務
場

貨
務
舊
在
總
領
衙
西
今
改
爲
總
所
屬
官
廨
宇

雜
買
務
舊
在
總
領
衙
東
南
今
廢

市
易
務
舊
在
新
橋
南
今
廢

平
準
務
舊
在

御
街
東
今
廢

秤
斗
務
舊
在
壽
寧
寺
西
今
改
爲
屬
官
廨
宇

都
稅
務
在
寛
征
坊
薑
河
下

夏
稅
物
帛
場
在
府
治
設
㕔
側

受
給
修
造
場
在
頒
春
亭
側

雜
賣
場
二
所
一
在
東
南
佳
麗
樓
東
隷
制
置
司
一
在
東

南
佳
麗
樓
西
隷
總
領
所
馬
公
光
祖
立

都
船
場
在
龍
灣

柴
場
三
所
一
在
城
隍
廟
側
一
在
龍
光
門
外
一
在
朝
宗

坊
之
西

茭
草
場
在
東
門
外
轉
般
倉
側

竹
木
場
在
府
社
壇
東

王
沙
稅
務
在
靖
安
鎭

抽
分
場
在
靖
安
鎭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六

藥
局

安
撫
司
惠
民
局
在
府
治
西
淳
祐
十
一
年
十
月
馬
公
光

祖
創
撥
藥
本
收
藥
材
委
官
提
督
監
視
修
製
置
四
鋪
發

藥
應
濟
軍
民
收
本
錢
不
取
息
一

在

天

津

橋

南

一

在

銀

行

街

一

在

鎭

淮

橋

側

一

在

靖

安

鎭

總
領
所
惠
民
局
在
正
㕔
東
廊
置
五
鋪
發
賣
一

在

本

所

衙

門

東

南

一

在

太

平

橋

南

一

在

銀

行

街

一

在

鳳

臺

坊

口

一

在

御

街

長

樂

坊

左

都
統
司
惠
民
局
在
都
統
衙
內
橋
亭
東
置
二
鋪
發
賣
一在

天

津

橋

南

一

在

太

平

橋

南

雪
窨

行
宮
雪
窨
在
城
東
門
外

安
撫
司
雪
窨
在
城
北
門
外

防
江
軍
雪
窨
在
雞
籠
山
之
側

都
統
司
雪
窨
在
城
北
門
外

獄
犴

左
司
理
院
在
府
治
大
門
裏
之
右
通
判
西
㕔
之
後

右
司
理
院
在
府
治
大
門
裏
之
右
知
錄
㕔
之
後

直
司
在
府
治
都
僉
㕔
門
裏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七

總
廂
在
府
門
外
西
南

兵
馬
司
在
効
一
營
內

土
牢
在
馬
軍
營
內

上
元
縣
獄
在
縣
治
西
偏

江
寧
縣
獄
在
縣
治
西
偏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八

營
寨

侍
衞
馬
軍
凡
六
軍
四
軍
屯
城
南
一
軍
屯
城
東
一
軍
屯

府
治
西
北
與
都
統
司
諸
軍
參
錯
如
古
南
北
軍
之
制
乾

道
七
年
移
屯
每
軍
有
統
制
統
領
出
三
衙
馬
帥
以
領
之

號
行
司

鋒
軍
在
城
西
門
崇
道
橋

前
軍
在
城
南
門
外
虎
頭
山

右
軍
在
城
南
門
外
黃
家
塘
北

中
軍
在
城
南
門
外
黃
家
塘
南

左
軍
在
城
南
門
外
陰
山
之
東

後
軍
在
城
東
門
外
蔣
山
南

駐
劄
■
御
前
諸
軍
凡
六
軍
列
於
城
之
內
外
紹
興
十
二

年
移
屯
每
軍
有
統
制
統
領
官
置
都
統
制
副
都
統
制
以

領
之

遊
奕
軍
在
北
新
街
淸
化
坊

前
軍
在
桐
樹
灣
以
北

右
軍
在
高
陽
樓
及
城
東
門
外

中
軍
在
保
寧
寺
街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九

左
軍
在
北
門
裏
大
街
東

後
軍
在
上
元
縣
西
景
陽
臺
南

廂
禁
軍
營
舊
皆
茅
廬
紹
熙
中
章
公
森
盡
易
爲
瓦
屋
數

千
間
號
曰
新
營
其
隷
尺
籍
者
始
不
與
居
民
雜
比
有

詔
奬
諭
見

第

三

卷

禁
軍武

雄
第
一
指
揮
在
廣
濟
新
倉
東

威
果
第
十
三
指
揮
在

行
宮
北
證
聖
院
西

威
果
第
十
四
指
揮
在
證
聖
院
東

威
果
第
十
五
指
揮
附
威
果
第
十
四
營

全
捷
第
六
指
揮
附
威
果
第
十
四
營

忠
節
第
十
一
指
揮
附
威
果
第
十
三
營

威
果
第
四
十
四
指
揮
在
轉
運
衙
西

全
捷
第
十
一
指
揮
在
太
平
橋
北

有
馬
雄
略
第
十
一
指
揮
在
淸
化
市
南
下
街
西

橫
江
水
軍
三
指
揮
一
軍
附
威
果
四
十
四
營
一
軍

附
有
馬
雄
略
營
一
軍
附
全
㨗
十
一
營

忠
義
指
揮
在
總
領
衙
後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廂
軍効

勇
第
一
指
揮

効
勇
第
二
指
揮

牢
城
第
一
指
揮

牢
城
第
二
指
揮

剩
員
指
揮
一
營
已
上
並
坐
落
在
城
內
西
北
隅

沿
江
制
置
司
諸
軍
寨

遊
擊
軍
寨
五
所
寶
祐
四
年
馬
大
使
光
祖
建

前
軍
在
武
定
橋
南

右
軍
在
北
門
內

中
軍
在
桃
源
洞

左
軍
在
武
定
橋
西
北

後
軍
在
桃
源
洞

寨
記
寶

祐

柔

兆

執

徐

正

歲

之

三

日

制

置

使

尙

書

馬

公

受

命

募

兵

賞

明

令

修

遠

邇

悅

來

越

三

月

得

票

姚

之

士

三

千

三

百

人

辟

諸

營

以

舍

之

薪

楚

鹽

酪

凡

榻

釡

甑

不

匈

而

有

亦

旣

協

厥

居

矣

公

猶

以

人

不

根

着

怛

然

未

有

嗛

志

廼

周

爰

相

攸

得

故

營

地

於

武

定

橋

之

東

而

胥

宇

焉

謂

通

川

崔

君

泰

亨

縝

密

而

莊

謂

新

安

汪

君

洵

之

明

達

以

敏

皆

機

也

使

耦

往

涖

其

事

實

墉

實

屋

百

工

皆

作

木

章

竹

个

葦

把

釘

枚

當

其

直

而

取

秋

毫

不

以

符

移

賦

諸

下

酒

肉

淋

浪

旬

犒

月

飫

士

夫

豫

附

竟

役

不

施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一

一

箠

虹

見

而

作

駟

見

而

畢

凡

斥

幣

百

四

十

萬

緍

規

地

六

百

三

十

丈

結

屋

三

千

二

百

楹

而

皆

有

畸

南

北

其

檐

巷

以

集

于

中

道

從

其

道

門

以

達

于

四

逵

鞠

旅

有

亭

習

射

有

圃

祠

兵

有

宮

將

軍

偏

裨

各

以

裒

序

授

室

井

乎

如

田

之

洫

屹

乎

如

山

之

阿

江

以

南

營

壘

將

無

與

鴈

行

者

嗟

夫

仁

者

之

迹

熄

固

有

佚

四

體

於

高

明

風

雨

其

人

而

莫

之

隱

者

仁

隱

之

勇

不

能

赴

之

則

或

閟

于

囏

勇

赴

之

智

不

能

周

之

則

或

愆

于

素

君

子

謂

是

役

也

居

約

而

施

溥

時

詘

而

舉

嬴

工

堅

而

事

速

建

一

營

三

物

成

矣

九

月

旣

望

公

載

酒

肴

召

僚

佐

相

與

落

之

或

執

簡

請

記

成

事

公

曰

吾

惡

夫

詡

者

末

之

記

也

有

謖

而

對

曰

公

經

營

是

以

整

庇

子

士

非

以

爲

詡

也

其

亦

使

士

於

此

焉

居

則

肄

戎

昭

出

則

敵

王

愾

入

則

効

首

虜

豈

其

卽

安

而

弛

勞

委

公

貺

於

草

莽

耶

庸

勸

之

以

斯

文

俾

勿

惰

而

非

以

爲

詡

也

乃

記

門

生

朝

奉

郞

特

差

充

沿

江

制

置

使

司

參

議

官

胡

居

仁

撰

門

生

從

政

郞

差

充

沿

江

制

置

使

司

幹

辦

公

事

梁

椅

書

門

生

通

直

郞

添

差

沿

江

制

置

使

司

主

管

機

宜

文

字

汪

洵

之

篆

蓋

遊
擊
軍
新
寨
在
馬
帥
衙
之
東
開
慶
元
年
馬
大
使
光

祖
招
塡
增
剌
新
軍
日
多
遂
復
建
此
寨
以
處
之
倍

直
買
民
地
拓
基
周
廣
五
百
二
十
畝
有
奇

委
本

司
主
管
機
宜
文
字
徐
道
隆
幹
辦
公
事
林
子
譱
董

其
事
制
帳
總
統
王
雄
提
舉
官
張
勝
佐
之
是
年
五

月
經
始
明
年
三
月
告
成
宏
曠
高
爽
甲
于
諸
營
下

至
床
榻
釡
甑
莫
不
畢
僃
寨
屋
三
千
間
制
領
將
佐

衙
共
一
十
一
座
計
一
百
三
十
二
間
㸃
亭
廟
宇
寨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二

門
共
四
十
一
間
甃
井
二
十
五
所
幷
造
井
亭
一
十

二
間

防
江
軍
寨
在
城
北
門
外
耆
闍
山
下

効
用
軍
寨
三
所
一
在
府
直
街
能
仁
寺
後
一
在
武
定

橋
南
又
小
寨
在
羅
帛
市

破
敵
軍
寨
在
大
西
門
裏

精
銳
軍
寨
在
都
統
衙
後

親
兵
左
右
部
在
鹿
苑
寺
側

策
勝
軍
寨
中
軍
在
城
裏
東
北
角
右
軍
在
北
門
城
內

制
効
軍
寨
二
所
一
在
城
南
門
外
虎
頭
山
一
在
城
裏

杏
花
村

龍
灣
遊
擊
水
軍
寨
在
靖
安
鎭

靖
安
唐
灣
水
軍
寨
在
古
龍
灣
茆
草
岡

義
士
軍
在
遊
擊
中
左
後
三
軍
屯
泊

雄
武
軍
在
北
門
遊
擊
軍
屯
泊
景
定
二
年
分
屯
宜
城

江
東
安
撫
司
親
兵
寨

乾
道
五
年
史
公
正
志
建
在
府
治
東
後
廢
淳
熙
初
劉

公
珙
復
建
爲
兩
寨
一
在
宮
城
東
一
在
宮
城
北
慶
元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三

初
張
公
枃
重
修

寨
記
江

東

安

撫

使

司

置

親

兵

千

人

本

乾

遒

五

年

侍

郞

史

公

奏

建

康

留

鑰

之

地

控

制

淮

甸

雖

宿

重

師

而

帥

閫

弗

容

弛

僃

乞

通

本

路

禁

兵

至

建

康

朞

一

更

戍

遂

建

寨

北

門

外

九

年

有

旨

發

還

獨

建

康

兵

足

之

淳

熙

二

年

樞

密

劉

公

復

奏

卽

城

中

爲

二

寨

用

便

閱

習

雖

千

夫

之

聚

其

招

與

輯

皆

先

以

聞

國

朝

軍

旅

其

重

如

此

慶

元

乙

卯

春

寶

文

閣

學

士

尙

書

廣

漢

張

公

自

襄

陽

移

鎭

下

車

布

宣

敎

令

盜

賊

衰

息

蠲

逋

賑

荒

田

里

舒

泰

民

事

旣

舉

乃

修

軍

政

初

劉

公

徙

北

門

之

營

因

舊

綴

補

歲

久

腐

壞

風

雨

之

夜

棟

橑

伊

軋

臥

者

皆

懼

夏

大

雨

屋

十

楹

一

日

仆

地

尙

書

命

九

言

督

視

撤

舊

圖

新

統

領

崔

彥

使

臣

李

榮

率

將

校

李

保

劉

喜

蔡

俊

分

掌

役

事

使

臣

徐

升

率

軍

典

王

永

吏

魏

輔

掌

受

給

材

植

百

物

軍

典

李

瓊

尉

辛

管

金

穀

吏

羅

演

宋

繼

先

司

案

籍

爲

軍

房

甲

仗

庫

合

千

二

百

八

十

七

楹

又

建

亭

爲

主

將

號

令

㸃

集

之

所

夫

軍

旅

非

徒

習

爲

分

合

剌

射

而

已

將

敎

之

出

相

須

入

相

遜

同

隊

相

親

同

營

相

和

然

後

可

以

事

其

上

昔

晉

侯

觀

師

于

有

莘

曰

少

長

有

禮

可

用

也

因

名

東

亭

曰

觀

禮

西

曰

敎

忠

俾

士

卒

識

所

趨

嚮

亦

以

告

馭

軍

者

知

訓

齊

本

末

之

敘

云

十

月

承

直

郞

幹

辦

公

事

游

九

言

記

淮
西
江
東
總
領
所
總
効
軍
寨
四
所

一
在
江
寧
縣
北
眞
聖
廟
南

一
在
興
嚴
寺
北

一
在
馬
司

鋒
寨
東

一
在
報
恩
觀
東
北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四

廬
院

齊
六
疾
館
齊
文
惠
太
子
與
竟
陵
王
子
良
立
六
疾
館
以

收
養
窮
民

梁
孤
獨
園
梁
武
帝
普
通
二
年
於
建
康
置
孤
獨
園
以
養

窮
民

養
濟
院
在
宋
興
寺
嘉
定
五
年
黃
公
度
創
今
爲
居
養
院

省
劄
知

建

康

府

兼

江

淮

制

置

使

黃

度

奏

臣

伏

見

中

興

會

要

紹

興

七

年

高

宗

皇

帝

駐

蹕

金

陵

閏

十

月

詔

以

天

氣

寒

凛

貧

民

乞

丐

令

建

康

府

疾

速

踏

逐

舍

屋

於

戸

部

支

撥

錢

米

依

臨

安

府

例

支

散

候

就

緖

日

申

取

朝

廷

指

揮

收

養

竊

惟

不

廢

困

窮

列

聖

家

法

嘉

祐

熙

寧

次

第

增

廣

上

自

京

師

外

及

州

縣

或

給

戸

絶

官

田

或

出

常

平

錢

粟

載

在

史

官

前

後

可

攷

而

高

宗

皇

帝

於

多

事

倥

偬

日

不

暇

給

之

時

閔

民

之

窮

亦

捐

大

農

錢

米

以

贍

之

其

所

以

續

天

地

生

生

之

德

者

與

祖

宗

同

一

心

也

臣

猥

以

非

才

濫

司

留

鑰

適

當

旱

蝗

饑

饉

之

後

流

離

餓

莩

充

徧

城

邑

幾

不

忍

視

賴

朝

廷

德

澤

賜

緍

轉

粟

拯

其

囏

厄

闔

境

生

靈

免

塡

溝

壑

莫

不

衘

戴

上

恩

歌

詠

鼓

舞

唯

是

流

移

貧

民

養

于

僧

廬

者

凡

三

千

四

百

餘

人

去

歲

麥

稔

擇

其

稍

壯

者

與

之

裏

糧

散

遣

歸

業

而

孤

寡

老

疾

之

人

存

者

尙

眾

臣

遵

奉

高

宗

貽

孫

之

長

謀

推

廣

陛

下

發

施

之

德

政

府

城

舊

有

養

濟

院

前

守

臣

錢

良

臣

始

爲

規

撫

未

廣

收

養

不

多

臣

遂

於

城

南

北

剏

兩

養

濟

院

爲

屋

舍

百

間

每

院

各

度

一

僧

掌

之

所

養

貧

民

以

五

百

人

爲

額

春

夏

則

稍

汰

去

每

歲

用

米

一

千

五

百

斛

其

千

斛

取

辦

於

常

平

五

百

斛

從

府

倉

耗

米

那

撥

費

錢

二

千

緍

則

取

諸

安

撫

司

惠

民

藥

局

息

錢

出

納

稽

核

僚

吏

以

董

之

又

得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五

廢

寺

曰

宋

興

擇

僧

住

持

總

督

其

事

取

民

產

之

沒

於

官

者

爲

田

五

百

九

十

畝

山

地

等

五

百

十

有

九

畝

以

供

億

僧

徒

又

捐

千

緍

就

寺

置

質

庫

計

其

所

贏

每

三

歲

買

祠

牒

度

管

幹

有

勞

行

者

一

人

爲

僧

嗣

掌

兩

院

事

務

凡

窮

民

寒

則

爲

之

衣

病

則

予

之

藥

殁

則

爲

之

葬

埋

條

畫

區

處

麤

爲

周

悉

留

都

繁

會

之

地

四

方

失

所

流

徙

之

民

往

往

多

聚

于

此

皆

無

作

業

每

遇

隆

冬

凛

冽

之

時

米

價

稍

貴

則

號

寒

啼

饑

單

露

枯

瘁

所

在

成

羣

非

都

邑

氣

自

今

以

往

皆

得

安

居

飽

食

不

復

宛

轉

于

市

井

捐

瘠

于

道

涂

懼

其

時

改

歲

遷

來

者

不

繼

則

所

撥

錢

米

或

遂

中

輟

所

置

屋

廬

漸

至

頽

毁

是

用

不

避

屑

瀆

冒

昧

以

聞

敢

望

聖

慈

特

降

旨

行

下

建

康

府

及

江

東

安

撫

常

平

司

常

切

遵

守

所

給

錢

米

每

歲

照

數

取

撥

母

得

輙

廢

庶

幾

德

澤

深

長

與

國

同

久

干

冒

宸

旒

臣

無

任

恐

懼

之

至

伏

候

勑

旨

貼

黃

常

平

米

係

每

歲

給

養

孤

老

米

內

分

撥

藥

息

錢

係

藥

局

收

到

卽

非

解

發

官

司

等

處

錢

柴

蘆

於

建

康

府

公

使

庫

歲

計

柴

內

支

取

並

無

侵

公

私

去

處

伏

乞

照

三

月

六

日

奉

聖

旨

依

右

劄

付

建

康

府

準

此

○

黃

度

跋

云

度

守

留

都

之

二

年

歲

比

有

秋

瘡

痍

浸

復

思

廣

上

施

爰

及

今

人

共

惟

祖

宗

至

仁

同

符

三

代

在

郡

國

實

有

養

濟

之

政

高

宗

駐

蹕

詔

旨

如

丹

廼

斥

幣

餘

營

室

廬

而

養

食

之

董

以

緇

流

區

畫

纎

悉

拜

疏

上

聞

䝉

恩

報

可

聖

主

視

民

如

傷

光

昭

祖

武

嗚

呼

休

哉

事

適

權

輿

條

理

未

宻

豐

凶

歲

異

所

養

不

齊

則

緝

熙

上

恩

錫

無

告

異

時

牧

守

必

同

此

心

敬

以

德

音

載

之

於

石

嘉

定

五

年

歲

在

壬

申

七

月

旣

望

寶

謨

閣

直

學

士

朝

議

大

夫

知

建

康

軍

府

事

充

江

南

東

路

安

撫

使

兼

行

宮

留

守

司

公

事

兼

江

淮

制

置

使

黃

度

謹

題

管

轄

僧

智

壽

立

石

寶
祐

五
年
馬
公
光
祖
增
葺
居
養
院
僃
其
器
用
優
其
衣

食
廣
其
收
養
榜

云

照

對

居

養

院

創

置

有

年

些

小

租

入

旱

澇

相

繼

雖

有

疲

癃

殘

疾

之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六

人

無

以

爲

養

廂

分

不

與

申

收

大

失

初

意

今

接

續

支

撥

錢

米

下

院

給

造

衣

食

行

下

各

廂

根

刷

申

解

一

項

院

內

見

養

貧

民

冬

寒

添

置

布

襖

袴

綿

被

薦

蓆

內

襖

袴

添

支

新

綿

作

純

綿

台

做

造

襖

袴

給

散

一

項

諸

廂

孤

貧

老

弱

殘

疾

行

丐

之

人

自

入

冬

以

來

行

下

各

廂

節

次

根

刷

到

三

百

餘

人

並

送

院

贍

養

仍

接

續

根

刷

申

解

安
樂
廬
二
所
皆
馬
公
光
祖
所
立
一
在
北
門
高
陽
樓
側

寶
祐
四
年
所
創
也
一
在

御
街
西
醋
庫
後
開
慶

元
年
所
遷
也
創

廬

規

式

照

對

本

府

係

軍

民

雜

處

商

旅

往

來

之

衝

間

有

病

于

道

途

者

旣

無

家

可

歸

客

店

又

不

停

着

無

醫

無

藥

隕

於

非

命

極

爲

可

念

當

使

昨

守

當

塗

日

嘗

遵

參

政

眞

文

忠

公

帥

潭

日

規

式

創

安

樂

廬

收

養

病

人

凡

行

旅

在

途

及

傳

遞

過

軍

罪

囚

等

應

有

疾

病

並

許

經

提

督

官

自

陳

畫

時

收

入

差

醫

命

藥

全

活

甚

衆

本

府

今

倣

上

項

規

式

於

城

北

門

裏

創

置

到

安

樂

廬

一

所

擇

僧

看

守

命

醫

診

視

錢

糧

成

料

給

之

倉

庫

湯

藥

隨

證

取

之

官

局

床

榻

器

具

一

一

齊

僃

庖

溷

沐

浴

各

有

其

所

高

明

整

潔

務

使

至

者

如

歸

今

開

具

規

式

如

後

一

軍

民

在

路

遇

疾

往

往

客

店

戸

惡

其

擾

人

又

慮

傳

多

是

不

肯

安

着

本

府

已

告

示

城

內

外

客

店

戸

幷

軍

巡

地

分

遇

有

經

過

人

病

患

仰

卽

時

具

狀

經

提

督

官

隨

卽

押

下

差

醫

人

診

視

給

藥

醫

治

一

諸

司

及

鄰

郡

傳

送

到

過

軍

等

應

有

不

測

病

患

仰

防

押

人

卽

時

具

狀

經

提

督

㕔

押

下

醫

治

仍

仰

元

押

人

同

共

看

視

監

管

一

兩

獄

或

有

罪

囚

不

測

病

患

亦

仰

推

獄

具

申

本

府

取

判

押

下

醫

治

仍

責

本

牢

獄

子

同

共

看

視

監

管

一

病

人

入

廬

卽

時

差

當

月

醫

官

診

視

脉

息

證

候

其

合

用

藥

餌

經

提

督

㕔

㸃

對

批

歴

赴

安

撫

司

藥

局

支

請

責

付

醫

人

幷

看

守

僧

如

法

煎

煮

服

餌

一

病

人

入

廬

合

用

粥

米

已

置

歴

成

料

關

請

每

病

人

一

名

日

支

白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七

米

一

升

柴

炭

錢

三

百

按

日

支

給

若

病

重

不

食

者

仰

分

明

聞

其

病

愈

能

食

之

人

請

提

督

官

契

勘

量

添

半

升

勿

令

失

飽

傷

飽

反

致

成

疾

其

專

典

等

人

减

剋

作

弊

全

在

提

督

官

覺

察

錢

米

料

盡

接

續

申

關

病

愈

之

人

無

力

可

歸

者

計

其

遠

近

量

給

錢

米

津

送

出

廬

一

病

人

入

廬

應

有

隨

身

行

李

什

物

仰

專

典

卽

時

對

衆

上

簿

收

寄

令

病

人

押

字

候

痊

可

出

廬

日

照

數

給

還

取

領

一

病

民

有

疾

勢

危

篤

及

病

證

奇

異

非

見

成

圓

散

可

以

治

療

者

仰

醫

人

審

細

處

方

別

收

買

藥

材

修

合

其

當

月

醫

人

不

能

辦

者

提

督

官

申

來

或

喚

上

全

行

或

請

名

醫

同

共

診

視

一

病

人

在

廬

仰

看

守

僧

加

意

監

督

火

頭

煎

藥

煮

粥

粥

不

許

冷

藥

不

許

生

本

府

不

測

差

人

㸃

撞

如

不

留

意

並

加

責

罰

一

病

人

或

有

癱

癩

瘡

瘍

惡

疾

穢

不

堪

親

近

之

人

卻

不

許

入

東

西

兩

廂

合

移

入

別

房

醫

治

一

安

樂

廬

在

城

北

門

內

高

陽

樓

街

坐

落

東

南

路

自

五

龍

眞

聖

廟

街

入

西

北

路

自

笪

橋

一

直

取

高

陽

樓

街

入

一

安

樂

廬

屋

共

用

過

錢

六

萬

一

千

一

百

三

十

一

貫

一

百

九

十

五

文

米

三

十

一

石

七

斗

二

升

五

合

○

增

立

新

廬

安

樂

廬

所

以

休

養

病

于

道

路

無

所

於

歸

者

也

始

創

於

寶

祐

丙

辰

地

在

北

門

高

陽

樓

側

督

以

官

守

以

僧

診

視

以

職

醫

湯

藥

取

之

公

局

錢

米

給

之

帑

廪

床

榻

器

具

無

不

畢

僃

庖

溷

沐

浴

各

有

其

所

事

目

已

見

前

志

第

僻

處

一

隅

非

惟

官

府

耳

目

不

及

而

病

者

至

廬

亦

已

困

殆

開

慶

己

未

十

二

月

遂

改

建

于

御

路

北

醋

庫

後

其

屋

視

舊

廬

增

三

之

二

又

創

置

器

物

一

千

餘

件

督

守

醫

給

之

制

皆

如

故

若

夫

更

革

之

顚

未

終

成

之

歲

月

於

記

見

之

官

㕔

三

間

僧

行

職

醫

煎

煮

房

六

間

佛

堂

神

祠

二

間

廬

房

七

十

二

間

門

樓

一

間

廬

司

門

子

房

二

間

厨

屋

浴

堂

六

間

前

後

過

廊

幷

後

門

五

間

工

物

支

費

數

目

見

于

記

其

舊

廬

亦

自

兩

存

蓋

欲

各

隨

其

便

也

○

廬

記

景

定

元

年

春

二

月

甲

子

建

康

府

新

作

安

樂

廬

成

太

守

資

政

殿

大

學

士

制

置

大

使

馬

公

命

元

演

記

其

事

元

演

謝

不

能

公

色

諭

之

曰

廬

之

基

子

所

訪

廬

之

役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八

子

所

相

將

焉

辭

乃

弗

敢

替

命

初

寶

祐

丁

巳

秋

元

演

以

富

陽

尉

滿

來

長

千

謁

公

于

玉

麟

公

寘

之

幙

習

聞

閫

府

事

求

所

㠯

興

民

利

修

軍

容

者

次

第

觀

焉

尊

所

聞

也

安

樂

廬

在

北

門

高

陽

樓

側

剏

於

丙

辰

之

冬

見

其

規

畫

詳

品

式

僃

守

者

傭

者

與

鄰

而

居

者

手

額

相

告

謂

兹

廬

兩

年

行

道

疾

病

之

人

全

活

者

不

勝

計

繇

是

作

而

歎

曰

仁

矣

哉

公

之

政

歟

公

聞

之

曰

未

也

城

北

去

關

市

遠

甚

廬

以

休

病

而

趨

者

顧

以

遠

病

之

我

將

改

諸

易

鎭

荆

未

果

明

年

夏

四

月

公

再

領

昇

印

元

演

復

從

公

游

一

日

謂

元

演

曰

子

不

記

比

廬

改

作

之

言

乎

以

時

攷

之

可

矣

子

儀

圖

之

會

得

廢

寨

址

于

城

闉

廣

袤

二

十

丈

距

郡

治

百

步

而

近

公

曰

宜

哉

廼

以

十

二

月

丙

寅

庀

役

爲

屋

凡

百

楹

僧

室

醫

房

神

棲

佛

宇

煎

飪

之

所

圊

沐

之

地

衾

簀

器

用

眡

北

廬

加

詳

僃

焉

公

又

書

安

樂

坊

三

大

字

表

之

通

逵

至

是

竣

事

靡

金

錢

百

二

十

萬

米

千

斛

有

奇

昇

有

郡

以

來

廬

之

創

自

公

始

而

周

思

曲

慮

弗

便

弗

止

可

不

謂

仁

乎

蓋

自

周

官

遺

人

之

職

廢

所

謂

設

廬

宿

候

館

以

待

羇

旅

以

恤

囏

阨

者

影

響

不

存

士

一

命

以

上

婾

與

惰

錮

其

心

腐

其

力

有

民

人

而

餓

死

於

我

土

地

者

往

往

而

是

尙

能

爲

四

方

疲

癃

殘

疾

者

計

邪

惟

我

朝

眞

文

忠

公

始

作

安

樂

廬

于

壽

沙

志

士

仁

人

必

來

取

法

公

文

忠

門

人

也

學

其

學

而

政

其

政

固

宜

雖

然

公

將

佐

天

子

相

天

下

熙

寒

濯

痍

甦

醒

彫

瘵

使

大

㝢

之

內

無

一

民

一

物

不

安

且

樂

者

此

公

全

體

大

用

之

仁

也

廬

豈

得

以

顓

斯

名

哉

夏

五

中

澣

門

生

文

林

郞

特

差

充

江

南

東

路

安

撫

使

司

準

僃

差

遣

馬

元

演

記

幷

書

慈
幼
㽵
在
臯
橋
隷
江
東
轉
運
司
眞
文
忠
公
德
秀
創
置

馬
公
光
祖
增
添
月
給
嘉

定

十

年

二

月

省

劄

江

東

眞

運

使

申

切

見

建

康

府

自

去

年

饑

歉

之

後

民

食

日

艱

生

子

之

家

多

是

無

力

養

育

因

以

遺

弃

道

路

或

致

轉

死

溝

壑

殊

可

矜

憫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九

照

得

在

法

諸

災

傷

遺

棄

小

兒

官

司

給

錢

雇

人

乳

養

以

賣

戸

絶

田

宅

錢

充

而

措

置

一

事

合

隷

常

平

今

江

東

提

舉

司

與

建

康

隔

遠

奉

行

難

於

徧

及

申

請

待

報

必

是

稽

違

恐

失

朝

廷

幼

幼

之

意

德

秀

今

量

度

事

宜

將

本

司

拘

到

諸

州

縣

沒

官

田

產

措

置

人

租

佃

立

爲

一

莊

專

以

慈

幼

爲

名

計

其

歲

入

委

官

掌

管

月

支

錢

米

顧

人

乳

養

凡

有

遺

棄

小

兒

卽

時

責

鄰

保

勘

會

見

得

遺

棄

分

明

再

行

委

官

審

實

附

籍

給

歴

頭

與

收

養

之

家

每

月

支

錢

壹

貫

文

米

陸

斗

至

伍

歲

止

其

無

人

收

養

者

所

屬

官

司

募

有

乳

婦

人

寄

養

月

給

一

同

至

㭍

歲

止

其

欲

以

爲

己

子

或

有

人

轉

覓

□

聽

從

其

便

仍

從

官

司

給

據

其

抱

養

之

初

襁

褓

未

僃

則

以

錢

兩

貫

文

給

之

其

病

患

者

聽

自

陳

給

與

藥

費

死

亡

者

支

錢

壹

貫

文

卽

時

除

籍

或

豐

年

遺

弃

稀

少

支

用

有

餘

則

儲

蓄

以

僃

荒

歲

賑

給

今

已

差

委

官

吏

措

置

租

佃

開

立

條

約

關

防

僞

冒

頗

爲

詳

密

深

恐

日

後

官

吏

或

移

爲

他

用

有

失

今

來

剏

立

慈

幼

莊

本

意

實

爲

可

惜

今

將

本

司

見

管

沒

官

田

產

開

具

下

項

上

元

縣

管

下

僧

智

彬

田

地

計

陸

百

玖

拾

陸

畝

叄

角

貳

拾

陸

步

王

用

賢

朱

伍

四

田

地

叄

拾

陸

畝

叄

拾

伍

步

半

溧

陽

縣

管

下

僧

德

懃

田

地

貳

百

伍

拾

伍

畝

壹

角

貳

拾

㭍

步

郞

學

諭

田

地

貳

百

伍

拾

畝

貳

拾

步

伏

乞

劄

下

本

司

照

會

容

勒

碑

紀

載

永

永

遵

守

其

於

推

廣

朝

廷

幼

幼

之

仁

不

爲

無

補

伏

候

指

揮

右

劄

付

江

東

轉

運

司

從

所

申

事

理

施

行

準

此

○

一

在

城

及

上

元

江

寧

兩

縣

管

下

應

有

遺

弃

小

兒

如

有

人

欲

收

養

者

卽

仰

赴

廂

官

尉

司

陳

詞

行

下

勘

會

是

實

將

所

收

小

兒

發

赴

提

督

官

㕔

驗

實

給

歴

照

例

月

支

錢

米

其

地

里

遠

者

許

令

每

季

一

頓

支

請

仍

量

給

纏

費

一

遺

弃

小

兒

每

人

月

支

錢

伍

百

省

米

叄

斗

如

願

爲

已

子

者

及

轉

覔

者

皆

聽

其

便

於

提

督

官

㕔

置

簿

壹

扇

就

立

小

名

以

千

字

文

爲

號

每

名

給

歴

請

至

伍

歲

止

如

無

人

收

養

者

仰

所

屬

官

司

募

有

乳

婦

人

寄

養

支

請

錢

米

至

㭍

歲

止

其

支

散

日

係

提

督

官

㕔

告

報

各

人

賫

本

司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四
十

歴

同

抱

小

兒

赴

㕔

審

驗

批

歴

支

散

一

若

有

遺

弃

小

兒

所

屬

官

司

憚

於

往

復

申

聞

及

鄰

保

隱

蔽

不

肯

以

實

告

者

當

坐

以

罪

一

所

養

小

兒

如

有

病

患

仰

經

提

督

官

㕔

自

陳

量

給

藥

費

如

不

幸

死

亡

支

埋

殯

錢

壹

貫

文

卽

時

除

籍

一

所

支

錢

米

係

於

本

司

慈

幼

莊

歴

內

每

料

關

錢

五

十

貫

米

叄

拾

石

候

月

終

提

督

官

具

收

支

之

數

赴

本

司

呈

豁

一

提

督

官

月

支

茶

湯

錢

五

貫

文

一

慈

幼

莊

手

分

月

支

紙

扎

錢

二

貫

文

一

慈

幼

莊

管

莊

人

係

蔣

山

保

寧

淸

凉

天

禧

四

寺

每

歲

輪

差

僧

一

人

行

者

二

人

專

一

管

幹

莊

務

收

支

幷

給

散

糧

種

每

月

共

支

米

伍

石

香

油

錢

十

貫

文

一

本

莊

屋

宇

及

耕

具

遇

有

損

壞

聽

申

提

督

官

㕔

僃

申

差

人

審

實

支

錢

修

葺

一

置

簿

一

扇

凡

本

莊

有

什

物

農

具

耕

牛

等

並

籍

于

簿

以

時

稽

考

一

置

簿

一

扇

在

莊

每

旬

收

支

錢

米

等

赴

本

司

呈

押

一

置

砧

基

簿

二

扇

將

本

司

撥

到

本

莊

田

產

並

開

具

坐

落

鄉

村

土

名

四

至

畝

步

內

一

扇

寄

收

本

司

錢

物

庫

一

扇

本

莊

收

管

一

本

莊

令

納

夏

秋

二

稅

但

于

官

物

並

下

管

屬

縣

分

勒

鄉

攢

紐

具

合

納

數

目

赴

本

司

具

呈

發

下

一

慈

幼

莊

坐

落

係

在

上

元

縣

長

樂

鄉

地

名

臯

橋

於

嘉

定

七

年

拘

沒

到

僧

智

彬

詭

名

置

到

莊

地

一

十

畝

莊

屋

壹

所

共

計

八

間

各

計

伍

架

又

四

厦

內

有

倉

三

眼

板

全

前

後

板

門

玖

扇

板

壁

二

扇

內

有

房

三

眼

木

窓

伍

扇

床

貳

張

厨

屋

一

間

一

厦

接

連

屋

三

間

二

厦

及

門

樓

壹

溜

板

門

全

牛

屋

一

所

計

三

間

各

計

小

伍

架

又

土

瓦

屋

三

間

各

計

五

架

在

下

安

羅

磨

壹

副

幷

羅

厨

一

副

客

屋

三

項

瓦

屋

三

間

貳

厦

內

草

屋

半

間

各

計

五

架

幷

黑

牛

一

頭

見

係

丁

亮

居

住

瓦

屋

貳

間

半

計

五

架

幷

黃

犍

牛

一

頭

幷

小

牛

兒

壹

頭

黃

牸

牛

一

頭

見

係

陳

念

乙

居

住

瓦

屋

貳

間

計

伍

架

幷

黃

犍

牛

壹

頭

見

係

王

千

乙

居

住

黃

牸

牛

壹

頭

黃

牯

牛

一

頭

黃

牯

牛

一

頭

幷

看

莊

黃

狗

兒

壹

見

係

黃

王

二

看

養

一

本

莊

田

地

立

爲

上

中

下

三

等

收

租

田

上

等

每

畝

夏

收

小

麥

五

斗

四

升

軍

斗

秋

納

米

七

斗

二

升

軍

斗

地

上

等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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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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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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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納

小

麥

伍

斗

肆

升

軍

斗

秋

納

豆

五

斗

四

升

軍

斗

田

中

等

每

畝

夏

納

小

麥

三

斗

七

合

軍

斗

秋

納

米

伍

斗

四

升

軍

斗

地

中

等

每

畝

夏

納

小

麥

貳

斗

㭍

升

軍

斗

秋

納

豆

貳

斗

七

升

軍

斗

田

下

等

每

畝

夏

納

小

麥

貳

斗

叄

升

肆

合

軍

斗

秋

納

米

貳

斗

㭍

升

軍

斗

地

下

等

每

畝

夏

納

小

麥

貳

斗

陸

升

陸

合

軍

斗

秋

納

豆

貳

斗

壹

升

陸

合

軍

斗

已

上

各

係

租

戸

自

出

耕

具

種

糧

淨

納

租

數

立

爲

定

額

每

年

責

令

管

莊

僧

行

照

夏

秋

兩

料

拘

催

送

納

如

有

頑

戸

拖

欠

仰

申

提

督

官

㕔

立

限

催

促

或

遇

災

傷

本

莊

具

申

本

司

委

官

覈

實

檢

放

實
濟
院
隷
轉
運
司
寶
祐
六
年
二
月
創
省

劄

太

中

大

夫

新

除

戸

部

侍

郞

總

領

淮

西

江

東

軍

馬

錢

糧

專

一

報

發

御

前

軍

馬

文

字

兼

提

領

措

置

屯

田

兼

江

南

東

路

計

度

轉

運

副

使

余

晦

狀

照

對

本

司

恭

準

省

劄

給

降

黃

牓

僃

奉

御

筆

俾

監

司

守

臣

軫

念

軍

民

剏

置

養

濟

慈

幼

藥

局

等

事

晦

誤

將

漕

指

務

廣

聖

恩

遠

在

部

內

旣

因

牒

訴

以

達

民

情

近

在

目

前

可

無

惠

利

以

蘇

民

瘼

竊

念

建

康

爲

今

陪

都

生

齒

繁

阜

前

參

知

政

事

臣

眞

德

秀

將

漕

日

曾

置

慈

幼

壹

局

凡

嬰

孩

之

遺

棄

于

道

有

能

收

養

者

月

給

錢

米

至

七

歲

乃

止

踰

四

十

年

相

仍

不

廢

然

鰥

寡

廢

疾

之

無

所

養

者

未

暇

慮

及

正

圖

所

以

爲

賑

贍

之

策

明

命

一

攽

敢

不

祗

奉

德

意

遂

於

本

府

右

北

廂

欽

化

橋

下

踏

逐

到

總

所

舊

北

酒

庫

後

閑

地

壹

叚

鼎

新

建

造

門

廊

房

室

通

陸

拾

餘

間

牕

牖

庖

湢

床

榻

衾

帳

色

色

具

僃

採

取

黃

牓

中

語

名

曰

實

濟

院

收

養

無

告

之

民

以

壹

百

名

爲

額

每

名

月

支

米

陸

斗

鹽

菜

錢

一

十

五

貫

文

柴

錢

五

貫

文

按

旬

給

散

且

委

通

直

郞

本

司

主

管

文

字

洪

穮

專

提

其

綱

受

給

抱

關

皆

分

兵

吏

職

之

壹

歲

通

計

米

㭍

百

五

拾

碩

錢

貳

萬

伍

千

貫

文

拾

㭍

界

竊

照

本

司

自

端

平

年

間

置

賑

惠

解

庫

壹

所

以

壹

拾

萬

貫

文

拾

㭍

界

爲

本

樁

收

利

錢

以

僃

預

糴

濟

民

因

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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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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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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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價

折

閱

本

錢

失

陷

獲

息

無

幾

自

晦

到

任

借

撥

官

錢

肆

拾

萬

貫

文

量

收

解

息

數

月

之

間

得

利

倍

之

若

滿

壹

歲

綽

有

餘

用

晦

今

將

久

例

當

得

之

錢

撥

塡

元

借

窠

名

行

下

賑

惠

庫

正

作

伍

拾

萬

貫

文

附

簿

永

充

典

本

截

自

晦

離

任

日

尙

有

利

錢

貳

萬

玖

千

餘

貫

儘

可

了

今

年

實

濟

院

月

支

之

費

本

司

蕪

湖

縣

寄

納

倉

歲

有

耗

剩

米

裨

助

經

常

今

於

本

任

內

將

收

到

米

令

樁

壹

千

碩

留

供

本

院

歲

給

自

此

每

歲

樁

撥

爲

例

且

於

漕

計

初

無

虧

損

見

今

伐

石

登

載

規

式

以

示

傳

遠

儻

繼

者

更

能

推

廣

上

恩

緝

續

善

意

使

天

民

之

窮

免

至

夭

閼

與

德

秀

之

慈

幼

局

經

久

並

行

其

於

九

重

懐

保

惠

鮮

之

政

不

爲

無

助

除

已

具

錄

奏

聞

外

欲

望

朝

廷

更

賜

奏

劄

下

本

司

照

應

施

行

貳

月

貳

拾

叄

日

奉

御

寶

批

知

外

右

劄

付

江

東

轉

運

司

從

所

申

事

理

將

上

項

庫

本

錢

令

項

具

入

交

承

帳

內

其

收

到

息

錢

專

充

養

濟

院

支

散

不

許

妄

行

移

用

具

遵

禀

申

尙

書

省

準

此

○

院

記

聖

天

子

新

美

百

度

純

亦

不

已

廼

寶

祐

五

年

冬

十

有

一

月

壬

戍

肆

攽

御

筆

風

厲

臺

郡

修

明

舉

幼

贍

窮

藥

疢

建

院

設

局

之

實

政

憂

民

恤

下

堯

舜

之

用

心

也

丁

丑

制

書

馳

傳

下

于

江

東

爰

飭

漕

臣

總

覈

一

道

九

郡

孚

浹

羣

聽

職

也

建

鄴

維

今

陪

都

生

齒

蕃

夥

先

是

㕘

預

文

忠

眞

公

深

惟

治

所

思

有

以

廣

上

德

意

不

使

嬰

孩

弃

而

不

舉

爲

支

泉

粟

以

鞠

撫

之

滿

七

歲

乃

止

人

樂

收

養

免

於

夭

閼

于

兹

四

十

載

四

明

余

公

晦

來

將

使

指

喟

然

曰

幼

而

生

生

有

攸

賴

矣

鰥

寡

孤

獨

天

民

之

窮

者

而

未

有

常

餼

非

缺

歟

將

營

圖

之

會

奉

明

詔

廼

度

地

欽

化

橋

下

明

年

春

正

月

辛

酉

工

徒

並

作

而

屋

廬

之

房

室

有

列

翼

以

門

廡

凡

六

十

間

而

贏

摭

黃

牓

語

號

曰

實

濟

院

額

以

百

人

人

予

之

米

有

常

予

之

薪

若

蔬

準

以

泉

有

常

典

之

以

官

若

吏

有

常

歲

會

之

粟

以

斛

計

七

百

有

五

十

泉

以

楮

計

二

萬

有

五

千

取

粟

於

蕪

湖

之

庾

餘

而

正

其

名

取

泉

於

賑

惠

之

藏

息

而

益

其

本

可

以

均

而

無

浮

可

以

久

而

無

匱

今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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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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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㞐

斯

宇

廪

斯

養

晝

處

而

夜

息

支

贏

而

起

疲

咸

得

其

所

以

迓

續

天

地

生

生

之

大

德

所

謂

無

告

者

不

待

告

而

知

免

矣

矧

司

存

劑

藥

剗

僞

售

眞

始

至

旣

一

新

之

朝

家

遴

布

福

星

任

之

漕

橐

於

此

可

以

觀

矣

或

曰

一

人

惠

育

元

元

必

先

其

大

者

此

特

其

細

竊

謂

不

然

揆

諸

周

官

以

慈

幼

養

老

振

窮

恤

孤

寛

疾

之

政

佐

天

子

保

安

萬

民

大

司

徒

職

焉

而

可

細

視

之

歟

上

指

仁

厚

美

有

周

將

順

惟

其

人

是

可

書

已

戊

午

寶

祐

六

年

春

二

月

旣

望

朝

奉

郞

廬

山

南

馮

去

非

記

制
使
姚
公
希
得
任
內
重
修
養
濟
院
院
創
於
嘉
定
其
來

已
久
事
關
賙
䘏
當
加
之
意
景
定
五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興
工
重
新
整
葺
總
費
壹
萬
壹
千
貳
百
余
緡
米

捌
拾
貳
石
叄
斗
有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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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康
志
卷
二
十
三

四
十
四

及
幼
局
咸
淳
元
年
正
月
馬
公
光
祖
鈞
判
參
政
眞
公
創

慈
幼
局
當
使
將
漕
時
嘗
增
月
給
而
本
府
前
此
乃
欠
舉

行
街
市
間
有
遺
棄
小
兒
合
立
規
模
收
養
仍
委
官
提
督

今
具
條
式
如
後

一

本

府

城

內

外

諸

廂

貧

民

遺

棄

小

兒

或

願

收

養

者

具

四

鄰

保

明

狀

申

提

督

官

㕔

差

人

審

實

出

給

歴

頭

照

寶

祐

五

年

大

使

已

行

例

先

支

抱

養

錢

十

八

界

四

貫

米

五

斗

月

支

十

八

界

二

貫

米

三

斗

至

七

歲

住

支

一

遺

棄

之

時

恐

未

便

有

人

收

養

遂

先

雇

乳

嬭

四

名

每

名

月

支

十

八

界

六

貫

米

五

斗

一

嬰

孩

寄

養

在

乳

嬭

家

萬

一

無

人

收

抱

亦

合

區

處

今

自

一

歲

後

照

抱

養

人

例

月

支

十

八

界

兩

貫

米

三

斗

就

令

嬭

家

權

行

撫

育

如

有

願

就

乳

嬭

之

家

接

續

抱

養

者

聽

月

給

照

支

一

每

月

一

申

民

間

抱

養

數

併

寄

養

乳

嬭

家

數

申

提

督

官

㕔

支

請

錢

米

仍

仰

各

攜

抱

當

官

㸃

名

以

防

僞

冒

其

有

病

患

者

仰

不

移

時

經

提

督

㕔

給

藥

或

有

事

故

卽

時

具

申

銷

籍

所

有

本

府

錢

米

作

四

季

成

料

撥

付

所

委

官

㕔

收

管

月

申

總

數

銷

豁

錢

一

料

以

十

八

界

五

百

貫

米

以

百

石

酒

三

百

瓶

爲

準

一

行

下

諸

廂

及

兩

縣

尉

司

嚴

督

地

分

巡

邏

諸

處

如

有

抛

棄

小

兒

仰

卽

時

申

解

提

督

㕔

每

收

一

人

與

支

犒

酒

一

瓶

如

鹵

莽

失

收

覺

察

到

官

廂

官

閣

俸

地

分

等

人

等

第

究

斷

仍

關

緝

捕

房

專

一

覺

察

一

收

到

小

兒

恐

無

衣

着

本

府

逐

時

支

撥

絹

布

幷

支

無

用

衣

服

發

下

改

造

責

令

嬭

子

付

小

兒

裝

着

景
定
建
康
志
卷
之
二
十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