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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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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郵

傳

廟

祠

寺

觀

育

嬰

堂

養

濟

院

漏

澤

園

義

塜

附

記
曰
有
其
舉
之
莫
敢
廢
也
其
有
廢
之
莫
敢
舉
也
其
說

固
然
而
亦
有
不
盡
然
者
世
代
有
遞
遷
山
川
有
更
變
形

勢
有
利
便
政
治
有
因
革
往
往
昔
之
所
有
而
今
無
之
昔

之
所
無
而
今
有
之
彭
邑
幾
經
移
徙
而
人
民
輻
輳
聯
絡

防
衞
水
陸
通
衢
行
李
四
達
今
之
視
昔
其
改
舊
而
圖
新

者
知
不
可
以
一
二
數
也
存
者
詳
之
廢
者
畧
之
舊
者
仍

之
新
者
增
之
庶
後
之
人
有
所
考
焉
志
建
置

城
垣

邑
治
三
面
環
山
高
者
數
百
仞
巖
壁
陡
峻
天
然
險
阻
惟
臨
江

一
面
平
衍
宋
元
只
設
土
城
明
初
尙
仍
其
舊
宏
治
間
知
縣
王

琦
於
東
南
二
嶺
設
栅
門
城
西
中
街
口
立
通
衢
門
正
德
間
流

賊
剽
掠
知
縣
何
士
鳳
於
臨
江
處
列
栅
爲
守
嘉
靖
初
知
縣
曾

棠
撤
舊
創
新
并
建
二
木
門
三
年
九
江
兵
備
副
使
謝
公
廸
建

議
易
以
磚
城
命
知
縣
李
孟
燾
料
理
甃
築
左
起
鳳
凰
右
連
丫

髻
亘
長
一
百
七
十
四
步
連
垜
子
高
者
僅
七
尺
濶
五
尺
闢
二

門
每
門
建
樓
一
座
西
扁
曰
大
觀
北
扁
曰
拱
辰
六
年
知
縣
柯

遷
先
創
北
城
上
串
樓
百
餘
問
續
於
南
嶺
空
處
補
城
四
十
六

歩
門
扁
曰
文
明
東
嶺
空
處
補
城
四
十
二
歩
門
扁
曰
賓
日
三

賢
祠
後
空
處
各
補
城
四
十
餘
歩
環
山
左
右
凡
可
通
人
跡
者

悉
因
宋
元
故
址
纍
石
爲
堞
四
周
略
具
而
猶
未
完
盗
賊
不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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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潛
入
至
萬
厯
初
署
印
本
府
通
判
葉
朝
榮
閱
視
建
議
翻
□
加

增
缺
者
補
之
卑
者
高
之
仄
者
移
之
隘
者
闢
之
治
馬
道
通
行

登
城
由
是
保
障
有
賴

國
朝
乾
隆
八
年
知
縣
李
松
泰
請
帑
修
築
計
週
五
里
一
千
零

七
十
二
丈
五
尺
崇
一
丈
二
尺
不
等
自
賓
日
門
至
文
明
門
長

三
百
一
十
八
丈
五
尺
文
明
門
至
大
觀
門
長
三
百
七
十
五
丈

五
尺
大
觀
門
至
拱
辰
門
長
四
十
七
丈
拱
辰
門
至
賓
日
門
長

三
百
三
十
一
丈
五
尺
外
城
崇
一
丈
二
尺
者
計
長
一
百
七
十

五
丈
馬
道
計
長
五
百
二
十
三
丈
山
險
無
馬
道
處
計
長
五
百

四
十
丈
五
尺
山
巓
崇
八
尺
者
長
一
百
八
十
一
丈
崇
九
尺
者

長
一
百
七
十
六
丈
五
尺
動
帑
金
六
千
五
百
四
十
八
兩
二
錢

一
分
三
毫

縣
城
自
前
明
萬
厯
至
今
閱
一
百
六
十
餘
年
頺
壞
巳
久
知

縣
李
松
泰
於
乾
隆
九
年
二
月
請
帑
興
工
日
率
縣
尉
王
名

爵
廵
檢
朱
宏
道
營
千
總
何
雲
龍
分
叚
督
工
至
十
年
四
月

工
竣
中
以
南
門
樓
座
有
壓

聖
宮
龍
脈
推
擴
十
數
步
北
門
向
方
未
吉
改
建
樓
櫓
事
儉

民
便
昔
爲
殘
缺
之
域
今
則
保
障
無
虞
守
禦
有
資
矣
嘉
慶

十
二
年
知
縣
鄒
文
炳
重
築
東
南
二
門
外
屏
墻
今

咸
豐

二
年
粤
逆
告
警
知
縣
郭
毓
龍
以
邑
城
年
久
失
修
難
守
□

捐
修
葺
明
年
正
月
賊
至
工
未
半
而
申
止
咸
豐
七
八
年
大

軍
雲
集
分
路
下
勦
賊
遂
棄
遁
節
經
代
縣
張
開
誠
仇
松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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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紹
謙
計
議
續
修
雖
倉
卒
鳩
工
難
以
持
久
然
亦
得
以
救

濟
一
時
同
治
二
年
春
知
縣
趙
宗
耀
蒞
任
偵
賊
上
竄
力
議

趕
修
爲
固
守
計
未
幾
大
股
賊
果
蜂
聚
因
急
起
團
勇
隨
時

補
砌
且
戰
且
守
城
幸
全
三
年
秋
署
縣
諶
瑞
雲
詳
請
勸
捐

接
修
工
興
於
四
年
正
月
竣
於
六
月
趙
縣
囘
任
内
城
環
山

險
峻
濱
江
平
衍
處
老
脚
多
坍
塌
均
經
破
土
重
修
較
舊
尤

爲
鞏
固
云

公
署

縣
治
在
東
南
山
下
元
末
兵
燬
明
洪
武
元
年
知
縣
黃
安
泰
卽

宋
元
舊
址
建
德
政
㕔
明
恕
堂
左
右
列
六
房
㕔
前
二
十
步
爲

戒
石
亭
亭
前
十
餘
步
爲
儀
門
儀
門
前
數
步
爲
旣
濟
池
池
前

數
步
爲
大
門
自
儀
門
北
轉
三
十
步
爲
譙
樓
譙
樓
前
十
餘
步

爲
總
憲
尙
書
父
子
進
土
牌
坊
堂
後
少
右
十
餘
步
爲
知
縣
廨

㕔
左
十
餘
步
爲
縣
丞
廨
宣

德

二

年

官

裁

廨

廢

堂
左
十
餘
步
爲
典
史
廨

右
十
餘
步
爲
主
簿
廨
宣

德

年

間

官

□

廨

廢

幕
㕔
居
正
㕔
之
右
吏
舍
居

丞
㕔
之
西
土
地
祠
居
吏
舍
之
北
正
德
六
年
知
縣
何
士
鳳
以

堂
傾
址
卑
悉
撤
舊
構
運
土
崇
基
創
㕔
曰
牧
愛
堂
曰
景
賢
次

六
房
次
儀
門
先
後
落
成
嘉
靖
己
卯
知
縣
林
時
暢
改
修
廨
舍

明
年
冬
月
縣
㕔
堂
庫
火
時
暢
權
宜
甃
壁
架
梁
爲
堂
三
間
移

置
申
明
旌
善
二
亭
於
旣
濟
池
左
右
申
明
面
北
旌
善
面
南

嘉
靖
丁
未
知
縣
劉
廷
賓
創
㕔
三
間
扁
曰
節
愛
改
創
譙
樓
視

昔
頗
爲
宏
敞
監
房
在
儀
門
内
右
舊
制
西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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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署

四

國
朝
康
熙
十
一
年
縣
令
喩
良
改
建
向
北
㕔
堂
内
廨
儀
門
吏

舍
悉
撤
重
修
獨
缺
大
門
未
建

乾
隆
三
年
知
縣
李
松
泰
建
鏡
山
堂
一
間
宅
門
三
間
遞
年
修

建
大
堂
增
高
二
堂
基
址
三
間
建
甬
道

上
諭
牌
坊
一
座
大
門
牌
坊
一
座
科
房
一
十
八
間
改
建
三
堂

右
書
房
二
間
餘
房
二
間
三
堂
南
書
房
三
間
餘
房
二
間
厨
房

二
間
内
書
房
五
間
住
房
七
間
内
大
門
一
座
旁
書
房
一
間
後

房
五
間
庫
房
二
間
俱
係
捐
亷
建
造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鐸
撤
申
明
亭
并
勸
吏
員
程
學
鴻
捐

出
房
屋
五
間
園
基
一
方
開
署
前
向
東
北
大
路

儀
仗
庫
舊

在

縣

㕔

後

黃
册
庫
在

縣

治

左

收
支
庫
舊

在

縣

㕔

後

架
閣
庫
在

縣

治

右

今

俱

廢

典
史
署
在
治
右
十
餘
步
明
宣
德
年
間
建

國
朝
典
史
王
子
鐧
構
聞
喜
亭
於
廨
内
典
史
何
正
宗
建
後
廨

屋
三
間
典
史
王
名
爵
建
書
房
二
間
典
史
陸
崧
修
建
大
堂
三

間廵
檢
署
在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馬
當
鎭
洪
武
十
六
年
建

國
朝
嘉
慶
十
八
年
廵
檢
陳
漢
九
重
修

咸
豐
三
年
粤
匪
壓
境
縣
署
典
史
署
及
馬
當
廵
檢
署
俱
燼
七

年
克
復
後
歐
陽
與
南
東
嶺
下
嚴
家
巷
住
屋
一
重
前
至
公
路

後
至
公
路
左
至
公
路
右
前
至
公
路
右
後
至
王
姓
屋
因
事
歸

公
作
爲
合
邑
公
所
厯
任
知
縣
借
爲
官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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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
甲

周
官
大
司
徒
施
教
法
於
邦
國
都
鄙
令
五
家
爲
比
使
之
相
□

五
比
爲
閭
使
之
相
受
又
族
師
五
家
爲
比
十
家
爲
聯
此
保
甲

之
法
所
由
昉
也
管
敬
仲
之
軌
連
有
制
鄭
子
産
之
都
鄙
有
章

仲
長
統
之
言
於
漢
蘇
威
之
行
於
隋
皆
此
制
也
至
宋
熙

耑

代
募
兵
因
王
安
石
誤
執
賈
疏
軍
政
之
說
而
忘
其
爲
體
國
經

野
安
養
興
教
之
大
法
乃
不
善
行
之
失
豈
法
之
弊
乎
明
王
文

成
議
曰
補
其
偏
而
救
其
弊
則
賦
役
可
均
連
其
伍
而
制
其
什

則
外
侮
可
禦
警
其
薄
而
勸
其
厚
則
風
俗
可
湻
導
以
德
而
訓

以
學
則
禮
樂
可
興
凡
有
司
之
高
才
遠
識
者
亦
不
必
更
立
法

制
但
循
此
而
潤
色
修
舉
之
則
一
邑
之
冶
眞
可
不
勞
而
致
又

曰
連
屬
其
形
勢
輯
睦
其
鄰
里
務
要
治
官
如
家
愛
民
如
子
富

哉
言
乎
本
末
具
舉
矣

國
家
功
令
最
重
保
甲

列
聖
諭
訓
煌
煌
臣
工
奉
行
凡
一
切
政
教
之
及
民
者
必
於
此

是
稽
而
前
志
未
載
疎
莫
甚
焉
至
於
坊
鄕
市
鎭
都
圖
各
地
名

日
不
一
而
統
之
以
保
甲
則
無
不
一
者
著
之
於
篇
俾
山
川
人

物
有
所
麗
云
董

楁

縣
治
二
坊

一
坊
在
大
街
東
北
至
閔
家
橋
楓
門
以
南

二
坊
在
大
街
西
南
至
袁
家
山
高
橋
以
西

城
内
分
五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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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市
中
街
通
大
江
邊

市
東
街
通
邑
厲
壇

市
南
街
通
山
川
壇

市
西
街
通
社
稷
壇

市
北
街
通
新
司
今

爲

城

守

營

縣
治
分
四
鄕
一
十
六
都
都
分
十
甲
甲
有
里
長
里

役

今

革

新
興
鄕
在
縣
治
東
北
舊

有

九

都

今

併

爲

七

第
一
都

第
二
都

第
三
都

第
四
都

第
五
都

第
十
二
都

第
三
十
三
都

五
柳
鄕
在
縣
治
南
舊

有

四

都

今

併

爲

三

第
十
三
都

第
十
五
都

第
三
十
都

建
安
鄕
在
縣
治
西
舊

有

九

都

今

併

爲

二

第
二
十
都

第
二
十
五
都

太
平
鄕
在
縣
治
東
南
舊

有

九

都

今

併

爲

四

第
六
都

第
七
都

第
八
都

第
九
都

附
郭

一
坊

東
門
三
保

北
門
三
保

共

甲

二
坊

南
門
四
保

西
門
一
保

共

甲

新
興
鄕

一
都

平
鄉
寨
上

保

下

保

二
都

東
寨
保

西
寨
保

南
寨
保

北
寨
保

共

甲

三
都

甲
寨
保

淸
涼
寨
保

東
寨
保

南
寨
保

西
寨
保

北
寨
保

共

甲

四
都

沈
灣
寨
保

鶯
山
寨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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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黃
山
寨
保

共

甲

五
都

中
寨
保

東
寨
保

西
寨
保

共

甲

十
二
都

東
寨
保

西
寨
保

南
寨
保

北
寨
保

共

甲

三
十
三
都
六
股
寨
保

接
源
寨
保

蕭
老
寨
保

魏
家
寨
保

汪
家
寨
保

周
家
寨
保

余
家
寨
保

磨
盤
寨
保

白
沙
寨
保

五
家
寨
保

蔣
家
寨
保

孫
家
寨
保

沙
灣
寨
保

絲
茅
寨
保

共

甲

五
柳
鄕

十
三
都

長
嶺
寨
保

淸
竹
寨
二保

永
安
寨
上

保

下

保

楓
林
寨
保

共

甲

十
五
都

裡
栅
寨
保

長
樂
寨
保

楊
塘
寨
保

黄
土
寨
保

共

甲

三
十
都

定
安
寨
保

獨
山
寨
保

柘
林
寨
保

湖
西
寨
保

仁
磯
寨
保

黃
土
寨
保

竗
智
寨
保

共

甲

建
安
鄕

二
十
都

黃
土
寨
保

永

寨
保

法
通
寨
保

摩
旗
寨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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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長
西
寨
保

龍
池
寨
保

箬
嶺
寨
保

共

甲

二
十
五
都
懸
魚
寨
保

白
㙮
寨
保

富
鄕
寨
保

武
山
寨
保

前
武
寨
保

梧
桐
寨
保

共

甲

太
平
鄕

六
都

東
寨
保

西
寨
保

南
寨
保

北
寨
保

共

甲

七
都

平
安
寨
上

保

下

保

共

甲

八
都

橫
山
寨
保

高
坂
寨
上

保

共

甲

下

保

大
功
寨
左

保

右

保

石
壁
寨
保

九
都

中
寨
保

東
寨
保

西
寨
保

南
寨
保

北
寨
保

共

甲

坊
表

宣
功
坊
通

縣

治

五
柳
坊
因

靖

節

名

明
倫
坊
舊

文

廟

前

普
明
坊
縣

治

南

靖
節
坊
舊

淵

明

祠

前

思
賢
坊
元

時

社

學

前

崇
儒
坊
舊

儒

學

前

騰
蛟
坊
舊

學

右

起
鳳
坊
舊

學

左

今

合

爲

一

坊

儒

學

櫺

星

門

外

孝
感
坊
儒

學

右

澄
淸
坊
通

按

察

分

司

後

改

肅

淸

迎
恩
坊
通

察

院

旬
宣
坊
通

布

政

分

司

朝
宗
坊
縣

治

東

以

上

各

坊

今

廢

陶
狄
流
風
坊
縣

市

中

靖
忠
坊
三

賢

祠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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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九

千
佛
坊
通

普

明

寺

都
憲
坊
爲

都

御

史

黃

信

立

都
諫
坊
爲

給

事

中

劉

昱

立

賓
賢
坊
爲

舉

人

張

克

敬

立

□
衣
坊
爲

御

史

周

泰

亨

立

攀
桂
坊
爲

舉

人

歐

陽

暹

立

擢
秀
坊
爲

舉

人

歐

陽

昕

立

登
俊
坊
爲

舉

人

宋

濟

立

經
魁
坊
爲

舉

人

江

瀹

立

驄
馬
坊
爲

御

史

張

紳

立

步
月
坊
爲

舉

人

曹

遜

立

進
士
坊
爲

進

士

劉

鐸

立

都
諫
坊
縣

市

中

城

隍

廟

右

爲

都

給

事

中

丁

湛

立

父
子
進
士
坊
爲

進

士

曹

文

緯

父

子

立

兄
弟
進
士
坊
爲

進

士

陶

欽

䕫

欽

臯

立

總
憲
尙
書
父
子
進
士
坊
爲

進

士

曾

璠

曾

省

吾

立

元
戎
坊
爲

鎭

守

陝

西

等

處

總

兵

官

左

軍

都

督

黃

明

臣

立

貞
節
坊
在

計

家

巷

爲

計

成

能

妻

王

氏

立

貞
節
坊
在

計

家

巷

爲

庠

生

計

如

玉

妻

謝

氏

立

貞
節
坊
在

縣

前

大

街

爲

陶

欽

民

妾

江

氏

立

貞
節
坊
在

三

十

都

定

山

鄕

爲

陶

養

化

妻

時

氏

立

貞
節
坊
在

三

十

都

定

山

鄕

爲

廪

生

丁

與

祺

妻

陶

氏

立

國
朝

百
嵗
坊
在

縣

治

土

地

祠

前

爲

耆

民

汪

汶

明

立

節
孝
坊
在

賓

日

門

外

演

武

㕔

側

爲

凌

基

元

妻

歐

陽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拱

辰

門

内

衢

左

爲

朱

昌

邦

丁

氏

立

在

拱

辰

門

内

衢

右

爲

洪

自

許

妻

歐

陽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項

家

山

爲

項

秉

芳

妻

汪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三

都

柯

姓

宗

祠

側

爲

生

員

柯

在

揚

妻

屠

氏

立

烈
婦
坊
在

馬

當

鎭

爲

胡

文

光

妻

汪

氏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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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十

節
孝
坊
在

二

都

狄

公

祠

左

側

爲

生

員

歐

陽

垓

妻

張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二

都

將

軍

廟

側

爲

□

貢

生

歐

陽

瑜

妻

汪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二

坊

諶

□

住

所

大

路

側

爲

諶

煥

子

妻

歐

陽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二

坊

涼

亭

大

路

側

爲

方

學

龍

妻

項

氏

立

節
烈
坊
在

十

三

都

六

山

壠

本

氏

墓

前

爲

胡

瑞

節

妻

王

氏

立

百
嵗
坊
在

三

十

都

劉

像

本

宅

左

側

爲

劉

爾

宜

妻

魏

氏

立

樂
善
坊
在

二

十

都

法

通

寺

李

宅

上

首

爲

廪

生

李

友

松

妻

何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十

五

都

計

家

衕

爲

庠

生

項

攀

妻

劉

氏

儒

儒

士

項

玉

堂

妻

周

氏

立

節
孝
坊
在

十

五

都

新

橋

爲

柯

高

苑

妻

陳

氏

立

郵
傳

龍
城
郵
原
設
驛
丞
一
員
書
手
一
名
皂

八
名
雍

正

八

年

全

裁

原
額
差
夫
一
百
零
五
名
半
又
協
夫
一
十
七
名
半
全

裁

嗣
後
差
夫
奉
設
五
十
四
名
雍
正
十
一
年
奉
裁
一
十
六
名
現

存
差
夫
三
十
八
名

原
額
馬
一
十
八
匹
嗣
裁
二
匹
乾
隆
十
五
年
撥
協
萬
安
縣
馬

四
匹
乾
隆
二
十
年
又
裁
减
二
匹
實
存
設
差
馬
一
十
匹

縣
治
驛
道
西
抵
湖
口
縣
計
程
九
十
里
自
四
月
朔
至
九
月

底
東
抵
建
德
縣
計
程
一
百
四
十
里
十
月
朔
至
三
月
底
北

抵
東
流
縣
計
程
一
百
二
十
里
山
路
修
阻
兼
多
溪
港
支
河

每
遇
洪
水

流
飛
遄
苦
乏
舟
楫
馬
瘏
僕
痡
所
由
來
也
是

在
有
司
者
加
之
意
焉
舊

志

縣
站
舊
縣
南
十
里
元
至
正
間
提
領
宋
仲
遠
馬
貞
建
元
末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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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澤
縣
志

卷
之
三

郵
傳

十
一

廢
址
爲
民
田

楊
梓
馬
站
新
興
鄕
縣
北
四
十
里
元
至
正
初
提
領
柯
爲
甫
向

敏
仁
孫
貴
相
繼
修
元
末
兵
廢
其

基

址

山

地

國

朝

乾

隆

間

鄭

元

等

控

歸

春

衣

書

院

高
塘
馬
舖
五
柳
鄕
縣
南
五
十
里
舊
爲
浩
州
置
今
廢

罡
老
店
新
興
鄕
六
都

瓦
店
古
爲
樂
城
縣
官
道
今
廢
爲
民
舍

總
舖
縣
前
土
地
祠
左

白
楊
舖
縣
南
十
里

新
橋
舖
縣
南
二
十
里

靑
山
舖
縣
南
三
十
里

太
平
舖
縣
南
四
十
里
以

上

通

湖

口

縣

新
興
舖
縣
北
十
二
里

洪
山
舖
縣
北
二
十
里

走
馬
舖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以

上

通

東

流

縣

咸
豐
間
粤
匪
之

軍
符
雨
急
常
遞
恐
壅
於
郵
傳
於
是
有
腰

站
之
設
陸
路
則
棠
山
老
店
馬
當
香
口
水
程
則
流
澌
橋
小
孤

香
口
等
處
添
跑
夫
製
划
船
各
站
之
夫
或
三
名
七
名
十
數
名

不
等
盪
平
後
奉
文
全
撤
今
存
者
只
城
驛
馬
四
匹
夫
二
名
差

夫
三
十
八
名
舖
司
兵
三
十
三
名

廟
祠

至
聖
廟
見

典

禮

崇

祀

條

關
帝
廟
舊

在

西

門

外

河

濱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火

搬

邑

庠

淩

健

捐

修

上

重

職

監

丁

世

馥

捐

修

下

重

道

光

十

三

年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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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祠

十
二

水

衝

圮

基

址

坍

入

大

江

職

監

歐

陽

瑺

捐

城

内

學

宮

左

側

基

地

一

方

建

造

時

因

無

正

門

出

路

復

買

歐

陽

瑺

廟

門

前

左

邊

店

屋

一

重

並

買

生

員

歐

陽

軾

右

邊

店

屋

一

重

又

童

生

歐

陽

琨

捐

門

前

臨

街

基

地

一

片

給

諫

丁

湛

裔

孫

生

員

周

紹

遠

裔

孫

各

捐

門

前

臨

街

地

基

一

片

共

計

橫

闊

四

丈

四

尺

直

長

十

四

丈

二

尺

十

六

年

合

邑

聚

捐

建

仍

造

廟

門

前

臨

街

左

右

店

屋

二

重

以

供

香

火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俟

籌

貲

再

造

文
昌
宫
一

在

縣

署

後

見

崇

祀

條

一

在

明

儉

堂

左

咸

豐

間

皆

燬

於

賊

陶
靖
節
祠
在

縣

治

東

南

唐

景

龍

中

建

白

居

易

禱

柴

桑

古

村

路

栗

里

舊

山

川

不

見

籬

下

菊

但

餘

爐

中

烟

及

至

明

成

化

中

增

祀

唐

狄

文

惠

公

嘉

靖

間

知

縣

戴

璋

又

增

祀

趙

忠

毅

公

遂

易

名

三

賢

祠

三
賢
祠
在

縣

治

東

丫

髻

山

下

咸

豐

三

年

被

賊

燬

二
雲
樓
同

治

元

年

邑

侯

李

士

棻

新

建

於

城

内

東

嶺

祀

陶

狄

二

公

故

以

二

雲

名

樓

蓋

取

望

雲

停

雲

之

意

陶
狄
二
賢
祠
在

舊

縣

南

唐

景

龍

中

建

祀

陶

潛

狄

仁

傑

後

移

縣

治

而

祠

不

存

元

周

楷

守

江

州

復

合

祠

祀

之

狄
公
祠
在

舊

縣

治

西

北

去

今

治

二

十

五

里

祀

唐

狄

公

仁

傑

宋

紹

興

間

賜

額

顯

正

嘉

慶

甲

申

封

忠

烈

侯

明

賜

公

爵

謚

額

題

唐

司

空

梁

國

狄

文

惠

公

之

廟

天

順

己

卯

典

史

李

紀

重

建

并

置

祭

器

宏

治

己

酉

知

縣

徐

俊

於

祠

前

建

樓

三

間

今

燬

癸

亥

都

御

史

林

俊

謁

祠

令

知

縣

王

琦

扁

以

白

雲

蓋

感

公

太

行

望

雲

事

嘉

靖

辛

丑

知

縣

林

時

暢

以

重

簷

峭

角

風

雨

侵

蠧

乃

撤

省

就

固

容

觀

亦

偉

惜

左

右

翼

房

未

備

續

增

之

廟

中

有

茶

花

一

株

廣

蔭

二

丈

許

花

開

每

騐

科

名

廟

前

有

古

柏

二

株

枯

而

復

翠

時

有

微

煙

淡

含

咸

豐

三

年

均

被

賊

毁

傷

士

林

惜

焉

忠
義
祠
咸

豐

三

年

粤

匪

蹂

躪

中

間

來

去

靡

常

至

同

治

二

年

而

尤

酷

各

鄕

勇

死

者

纍

纍

矣

當

事

者

隨

時

報

䝉

恩

頒

賜

䘏

銀

同

治

四

年

邑

紳

將

領

得

銀

建

祠

於

城

内

計

家

巷

置

祭

田

若

干

畝

春

秋

享

祀

弗

替

焉

教
忠
祠
在

瀼

溪

港

祀

凌

註

經

及

殉

難

鄕

勇

百

七

人

咸

豐

十

一

年

六

九

都

十

二

都

公

建

並

置

祭

田

方

海

春

有

記

文
孝
宫
古
雷
公
祠
在

城

隍

廟

左

乾

隆

乙

亥

冬

祔

雷

公

木

主

於

内

丙

子

知

縣

何

炳

奎

題

舊

額

僧

繹

雲

暘

谷

卓

鍚

於

此

後

移

普

明

寺

右

側

咸

豐

間

賊

毁

雷

公

見

名

宦

文
孝
廟
城

隍

廟

左

火

帝

廟

後

丁

壬

二

姓

修

造

咸

豐

五

年

賊

燬

英
烈
廟
馬

當

鎭

淸

涼

寺

左

唐

貞

觀

間

祀

梁

昭

明

太

子

統

相

傳

淸

涼

寺

乃

統

棲

隱

之

地

因

立

廟

焉

宋

紹

興

甲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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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祠

十
三

嵗

旱

鄕

人

徧

禱

弗

應

夜

夢

神

吿

曰

吾

梁

太

子

蕭

統

也

受

命

食

此

方

福

此

民

災

旱

吾

當

禦

之

今

得

請

於

帝

雨

將

至

矣

及

寤

雷

雨

大

作

嘉

定

甲

申

賜

號

英

烈

元

末

兵

廢

明

初

重

修

有

客

題

壁

云

碧

瓦

籠

烟

翠

朱

門

映

日

開

萬

團

金

作

棟

干

片

玉

堆

階

帝

重

親

書

額

臣

欽

手

篆

碑

眞

心

扶

社

稷

風

雨

應

時

來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十

一

年

重

修

闗
帝
廟
一

在

彈

子

嶺

一

在

項

家

山

名

城

樓

古

刹

一

在

九

都

女

兒

橋

寨

口

朱

勉

子

孫

建

立

三
閭
大
夫
祠
在

小

孤

洑

咸

豐

三

年

燬

於

賊

咸

豐

十

年

水

營

遊

擊

鄔

世

遴

移

建

於

龍

津

寺

左

劉
猛
將
軍
廟
在

西

門

外

河

干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閤

邑

仍

關

帝

廟

舊

基

新

建

咸

豐

間

賊

燬

東
嶽
廟
在

北

門

外

咸

豐

間

賊

燬

屈
原
相
公
廟
在

九

都

梅

源

濓
溪
祠
在

九

都

橋

亭

蓮

山

公

晚

居

廬

山

蓮

花

峰

下

嘗

塟

鄭

太

君

於

九

江

三

起

山

卒

塟

太

君

墓

左

子

孫

因

家

九

江

後

一

支

遷

居

彭

澤

橋

亭

村

立

祠

祀

公

明

周

任

賢

尙

賢

國

朝

周

之

偉

生

員

旂

等

皆

承

祀

焉

土
地
祠
一

在

衙

前

百

嵗

坊

一

在

儒

學

門

内

其

衙

前

者

係

邑

令

王

廷

藩

率

鄕

約

王

暄

程

子

燦

洪

曙

初

等

重

建

將
軍
廟
一

在

一

都

縣

東

十

五

里

廟

係

社

戸

衆

姓

建

基

係

陶

姓

捐

一

在

陶

峯

尖

後

圮

陽

張

二

姓

遷

建

百

頃

宅

左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同

治

二

年

重

修

後

有

觀

音

堂

右

有

涼

亭

爲

行

人

憇

息

之

所

一

將

軍

殿

在

亂

石

灣

口

姚
王
廟
一

在

八

都

昔

傳

此

廟

有

平

猿

異

跡

故

血

食

甚

盛

一

在

縣

治

南

門

内

嘉

慶

間

重

修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金
龍
四
大
王
廟
在

金

剛

料

王

姓

謝

諱

緒

爲

趙

宋

諸

生

聞

厓

山

敗

恫

宋

祀

巳

斬

遂

於

金

龍

山

下

赴

水

而

死

明

太

祖

起

兵

决

戰

淮

揚

夢

有

諸

生

謝

緖

許

返

黃

河

水

助

戰

後

果

緣

逆

流

得

㨗

遂

勅

封

爲

王

因

列

行

四

死

於

金

龍

山

下

故

稱

金

龍

四

大

王

至

今

淮

揚

一

帶

事

之

尤

謹

東
山
大
王
廟
在

縣

治

北

丫

髻

山

右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同

治

初

居

民

仍

舊

基

建

屋

三

楹

祀

觀

音

像

香

火

稱

盛

廟

内

左

廂

祀

藥

王

道

光

間

教

諭

詹

鳯

池

捐

廉

買

東

關

外

沖

内

洪

姓

門

首

陸

地

壹

畝

永

爲

香

火

其

地

係

洪

新

發

佃

西
山
大
王
廟
在

鳳

凰

山

基

址

係

陶

汝

玉

之

業

咸

豐

間

賊

燬

龍
王
殿
一

在

十

三

都

富

陽

嶺

山

下

有

泉

大

旱

泉

出

渾

水

則

三

日

内

必

雨

古

名

法

雨

菴

廟

前

公

路

并

狗

脚

灣

路

係

汪

仁

仲

公

裔

捐

修

一

在

小

孤

洑

磯

頭

楊
泗
將
軍
廟
在

東

門

外

教

塲

口

九

江

總

鎭

普

承

堯

建



ZhongYi

彭
澤
縣
志

卷
之
三

寺
觀

十
四

周
王
廟
在

八

都

媽

媽

橋

晏
公
廟
在

六

都

發

洪

嶺

下

眞
君
殿
一

在

金

剛

□

一

在

三

十

都

定
江
王
廟
在

西

門

外

劉

猛

將

軍

廟

後

賊

燬

大
社
廟
在

二

十

五

都

富

鄕

坂

寺
觀
附

黃
山
廟
在

三

都

張

姓

下

手

有

地

二

畝

五

分

以

供

香

燈

之

資

法
官
廟
在

十

五

都

長

樂

南

寨

相

傳

法

官

魯

昉

明

永

樂

間

來

此

沒

塟

山

后

屢

現

靈

異

衆

姓

刻

像

祀

之

嘉

慶

元

年

本

寨

士

庶

重

修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同

治

元

年

居

民

復

建

大
廟
在

十

三

都

縣

東

十

五

里

朱

瞬

公

裔

建

内

有

朱

文

公

眞

像

曁

西

方

大

德

禈

師

佛

像

嵗

旱

求

雨

立

應

普
明
寺
縣

治

西

鳳

凰

山

南

唐

西

方

禪

師

□

錫

於

此

始

額

普

明

宋

紹

興

間

建

明

洪

武

間

重

修

永

樂

間

僧

行

海

重

建

大

雄

殿

後

興

廢

不

一

國

朝

乾

隆

丁

卯

知

縣

李

松

泰

倡

首

建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正
覺
寺
縣

治

北

觀

音

山

下

南

唐

昇

元

二

年

建

國

朝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僧

豁

然

募

修

職

監

周

之

泰

捐

有

田

地

僧

亦

自

置

有

産

俱

載

碑

記

咸

豐

三

年

寺

被

賊

燬

同

治

初

僧

募

化

因

舊

基

搆

屋

數

椽

其

前

殿

併

神

像

仍

未

備

云

安
禪
寺
新

興

鄕

縣

東

十

里

建

於

漢

元

末

兵

燬

明

洪

武

九

年

歐

陽

尙

誠

捐

資

重

建

寺

門

有

石

舟

前

有

花

礄

之

勝

崇
梵
寺
在

新

興

鄕

縣

東

五

十

里

宋

隆

興

間

僧

無

隱

修

創

明

洪

武

二

年

僧

道

謙

重

修

嘉

靖

丙

午

僧

正

明

眞

印

建

龍
津
寺
在

縣

治

北

五

里

小

孤

洑

東

岸

唐

武

后

天

授

中

建

宋

黃

山

谷

有

碑

記

明

嘉

靖

初

勅

建

小

孤

天

后

行

宮

重

修

是

寺

國

朝

嘉

慶

丁

卯

年

僧

西

懷

普

募

重

修

自

置

香

積

田

地

共

柒

拾

叁

畝

捌

分

許

載

碑

記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廟

築

僞

城

克

復

後

平

其

城

十

年

水

營

遊

府

鄔

世

遴

創

修

復

舊

制

焉

天
后
寺
在

小

孤

山

國

朝

乾

隆

間

僧

遐

觀

迭

經

募

修

並

續

置

有

香

火

田

地

共

壹

百

壹

拾

柒

畝

零

詳

刋

碑

石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克

復

後

水

營

彭

友

勝

等

舟

師

泊

山

下

捐

資

重

修

廟

貌

尤

壯

麗

云

淸
涼
寺
縣

北

三

十

里

馬

當

重

建

於

元

國

朝

乾

隆

間

衆

姓

重

修

右

側

建

文

昌

宫

後

有

觀

音

閣

咸

豐

間

兵

燬

文

昌

宫

道

光

申

年

移

建

於

文

孝

宫

右

咸

豐

間

亦

燬

集
福
寺
在

太

平

鄕

縣

東

六

十

里

唐

時

建

燬

於

元

明

洪

武

三

年

僧

廣

太

重

修

明

未

兵

燬

僧

旭

菴

重

建

又

於

彭

澤

東

流

二

縣

界

置

香

積

田

八

十

餘

畝

徒

孫

藴

空

共

襄

成

之

國

朝

康

熙

九

年

知

縣

劉

進

有

碑

記

嘉

慶

甲

戌

東

邑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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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澤
縣
志

卷
之
三

寺
觀

十
五

□

造

佔

東

邑

知

縣

李

斷

仍

歸

彭

澤

移

文

存

卷

咸

豐

五

年

□

慶

同

治

六

年

復

建

小
桂
寶
林
寺
在

太

平

鄕

縣

南

五

十

里

唐

永

湻

元

年

建

迨

至

明

正

德

十

二

年

僧

大

欽

重

修

殿

宇

峻

麗

至

今

稱

盛

寺

側

有

觀

音

堂

□

長

什

建

眞
如
寺
在

建

安

鄕

縣

南

八

十

里

南

宋

開

禧

時

建

咸

豐

癸

亥

粤

逆

欲

焚

大

殿

僧

□

禪

持

械

死

事

詳

殉

難

上
廣
福
寺
古

名

山

寺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唐

永

湻

五

年

封

五

岳

建

諸

寺

值

年

豐

稔

名

曰

廣

福

僧

雪

溪

創

建

有

西

峰

古

井

寺

内

現

有

石

輪

輪

上

鐫

有

宋

朝

輪

藏

□

字

舊

志

載

於

下

廣

福

寺

誤

下
廣
福
寺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有

輪

藏

極

華

紹

興

初

巨

盗

李

成

犯

江

西

駐

軍

寺

下

留

一

宿

將

以

質

明

焚

燒

而

南

且

欲

盡

縣

人

是

夜

成

設

榻

藏

殿

睡

正

熟

間

藏

轉

動

不

止

成

疑

其

下

有

伏

僕

將

爲

已

害

起

呼

健

將

在

帳

前

者

秉

炬

仗

劍

接

續

入

視

寂

無

一

人

而

藏

聲

愈

響

旋

運

愈

速

成

甚

懼

卽

具

衣

冠

詣

佛

所

焚

香

謝

過

隨

卽

寂

然

迨

旦

引

衆

行

過

縣

秋

毫

不

犯

百

里

賴

以

全

活

寳
華
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舊

縣

始

於

唐

明

天

順

己

卯

典

史

李

紀

重

修

被

粤

匪

焚

燬

有

㙮

尙

存

玅
智
寺
三

十

都

縣

西

三

十

里

元

至

正

間

僧

沈

覺

顯

創

後

僧

映

波

承

受

寺

左

右

屯

地

七

片

計

二

畝

二

分

嘉

慶

十

一

年

合

社

捐

資

買

受

故

屯

田

地

十

一

畝

六

分

塘

一

口

契

俱

劉

健

太

收

□

十

一

年

推

受

故

屯

地

四

升

塘

二

口

俱

有

碑

記

嘉

慶

季

年

火

災

倉

穀

全

燬

道

光

初

重

修

寺

宇

咸

豐

間

粤

逆

焚

之

法
濟
寺
唐

貞

觀

間

僧

續

芳

建

寺

左

有

㙮

後

僧

指

南

瑞

雲

重

修

并

增

轉

輪

華

嚴

二

菴

銅
鈴
寺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建

安

鄕

創

於

唐

元

和

間

明

宏

治

間

僧

覺

性

重

修

鷲
峰
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太

平

鄕

宋

湻

化

元

年

建

元

兵

燬

明

宏

治

間

僧

通

全

重

修

後

朱

然

六

劉

仲

旻

子

孫

重

建

靈
蔭
寺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會

田

坂

僧

永

淸

募

建

周

禮

捐

基

寳
相
寺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建

安

鄕

唐

貞

觀

間

建

咸

豐

四

年

燬

於

賊

定
安
寺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定

山

下

晉

天

福

元

年

建

明

正

統

間

僧

圓

悟

修

後

燬

僧

淵

白

□

白

梅

石

松

石

重

修

咸

豐

三

年

賊

燬

同

治

十

二

年

居

民

倡

議

重

修

聶

接

福

應

出

錢

貳

百

肆

拾

于

文

潘

水

貴

應

出

錢

壹

百

肆

拾

千

文

峯
林
山
勝
蹟
菴
縣

東

三

十

里

明

嘉

靖

僧

明

璽

勝

蒼

建

山

上

有

讀

書

巖

三

字

隱

然

可

識

相

傳

淵

明

遺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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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澤
縣
志

卷
之
三

寺
觀

十
六

集
福
菴
在

縣

東

三

里

一

名

雙

峯

古

刹

爲

彭

澤

八

景

之

一

层

巒

叠

嶂

中

有

兩

峯

矗

立

秀

甲

他

山

故

又

曰

雙

峯

□

山

下

曲

澗

流

觴

門

對

大

江

□

柱

覽

者

多

題

詠

焉

旁

有

祈

雨

壇

古

井

寳

樹

諸

勝

嘉

慶

間

僧

鏡

臺

募

修

今

僅

存

正

屋

净
居
菴
在

浩

山

絶

頂

東

晉

時

建

宋

劉

伯

五

修

仙

於

此

迨

至

明

成

化

時

道

人

圓

明

重

修

乾

隆

間

邑

人

劉

口

省

重

修

後

圮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伯

五

裔

孫

悅

彩

等

移

建

舊

址

之

右

西
山
菴
在

陶

王

山

嶺

宋

紹

興

時

建

明

正

統

道

人

江

明

道

修

鳴
山
菴
在

小

鳴

山

之

厓

元

至

正

二

年

建

明

景

泰

僧

祥

瑞

重

修

甘
露
菴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建

安

鄕

元

至

正

間

建

明

成

化

僧

覺

夀

重

修

咸

豐

間

正

殿

燬

於

賊

獅
子
菴
在

雷

峯

尖

上

嶺

有

石

孔

泓

泉

淸

瑩

四

時

不

涸

有

人

題

其

菴

曰

一

切

塵

淸

俱

是

幻

百

年

人

世

幾

迴

閒

鷹
窠
菴
明

徐

明

鋼

建

後

圮

菴

内

田

地

捐

入

春

衣

書

院

見

學

校

悟
靈
菴
縣

治

東

北

十

里

慧

遠

禪

師

曾

佳

鍚

於

此

手

植

白

牡

丹

至

今

猶

存

鎭
靈
菴
二

都

北

寨

明

嘉

靖

間

歐

陽

啟

正

建

并

置

田

地

數

十

畝

乾

隆

十

四

年

僧

雲

朗

募

建

東

邊

朝

堂

福
惠
菴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湖

西

寨

祀

許

眞

君

邑

人

何

儻

有

記

白
雲
菴
縣

南

十

五

里

唐

狄

文

惠

公

時

建

嘉

慶

間

僧

覺

元

募

修

咸

豐

四

年

賊

燬

同

治

五

年

僧

證

登

募

化

重

修

崇
福
菴
在

六

都

神

山

頭

有

鏡

石

斗

大

光

映

林

木

劉

日

省

有

攬

鏡

盪

心

胷

賦

顯
靈
菴
在

十

三

都

富

陽

山

嘉

慶

十

六

年

僧

峙

宗

募

化

重

修

荆
竹
菴
在

四

都

僧

法

定

重

修

其

田

地

菴

基

係

董

王

二

姓

捐

赤
山
菴
二

十

五

都

舊

址

廢

僧

秀

月

重

建

咸

豐

四

年

賊

燬

正

殿

八

年

僧

應

時

重

建

觀
音
福
菴
在

四

都

畢

濟

普

妻

張

氏

捐

建

助

東

邑

田

十

畝

地

十

畝

帶
水
菴
在

二

都

劉

家

橋

側

明

西

壠

劉

姓

建

乾

隆

初

僧

□

波

嘉

慶

十

年

僧

衍

悟

募

修

初

法

龍

菴

因

門

前

港

水

如

帶

解

元

劉

黻

改

題

今

名

嘉

慶

己

卯

僧

全

茂

募

建

奉

經

樓

今

三
官
殿
在

舊

岳

廟

山

后

僧

豁

然

慧

修

接

次

募

化

重

修

咸

豐

五

年

燬

於

賊

九

年

普

軍

門

承

堯

駐

軍

此

山

重

新

之

招

僧

解

凡

住

持

捐

金

買

汪

陽

二

姓

水

田

五

畝

零

干

田

陸

地

共

五

畝

九

分

坐

落

破

塢

江

姓

立

有

碑

記



ZhongYi

彭
澤
縣
志

卷
之
三

寺
觀

十
七

豐
樂
院
縣

東

八

十

里

元

天

厯

間

建

同

治

二

年

被

燬

朱

□

章

公

裔

光

潤

等

重

修

石
山
洞
菴
二

十

五

都

唐

時

建

咸

豐

四

年

賊

燬

同

治

間

衆

建

興
福
廟
在

六

都

瀼

溪

港

上

街

頭

李

雄

昌

建

興
善
寺
在

新

興

鄕

縣

東

五

十

里

唐

時

建

萬
竺
寺
在

十

二

都

新

田

坂

開

山

和

尙

卉

林

建

今

圮

神
山
寺
在

七

都

神

安

洞

口

觀
音
寺
在

縣

治

北

半

里

慈
善
菴
在

峽

山

嶺

畔

明

正

統

僧

明

喜

修

寳
林
寺
在

新

興

鄕

縣

東

五

十

里

唐

永

湻

元

年

建

洞
巖
菴
在

巖

山

洞

之

右

明

嘉

靖

間

道

人

明

慶

建

淸
興
寺
在

項

家

山

唐

時

建

寳
華
菴
在

武

山

創

於

晉

永
濟
寺
在

建

安

鄕

縣

南

五

十

里

元

至

正

初

建

萬
夀
菴
在

建

安

鄕

萬

山

嶺

明

正

德

僧

善

進

建

化
成
寺
在

建

安

鄕

縣

南

六

十

里

末

時

建

通
山
菴
在

建

安

鄕

㵼

油

嶺

明

成

化

道

人

劉

福

綠

建

法
通
寺
在

縣

南

新

興

鄕

元

時

建

天
竺
菴
在

九

都

浩

山

鍼

峯

尖

下

梅

源

張

姓

倡

建

潺
河
山
菴
在

建

安

鄕

二

十

都

明

成

化

僧

圓

鑑

建

福
勝
菴
在

新

興

鄕

十

二

都

大

沖

山

嶺

仙
眞
巖
菴
在

玉

壼

洞

左

明

成

化

間

建

五
龍
菴
在

九

都

明

道

士

明

燦

建

竹
林
山
菴
在

建

安

鄕

童

家

山

明

正

德

僧

德

□

建

道
觀
菴
十

二

都

東

龕

嶺

嘉

靖

九

年

道

士

惠

香

建

王
母
尖
菴
在

九

都

大

郎

村

明

宏

治

僧

緣

覺

建

觀
莊
菴
在

建

安

鄕

安

步

坂

明

宏

治

三

年

僧

道

昇

建

大
山
嶺
菴
十

二

都

明

正

德

間

僧

應

澄

建

宿
雲
菴
舊

縣

塘

沖

山

康

熙

戊

午

僧

九

臯

建

咸

豐

間

大
鳴
山
菴
十

二

都

明

正

德

間

建

嘉

靖

賊

燬

同

治

九

年

職

貢

許

長

蔚

重

修

正

殿

黄
花
寺
在

縣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五

□

鄉

今

廢

新
宅
菴
二

都

北

寨

新

宅

壠

歐

陽

寛

裔

捐

建

瀼
溪
鎭
菴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六

都

社

倉

貯

在

此

楓
林
菴
縣

東

五

里

前

有

茶

亭

以

息

旅

乏

往

來

便

之

長
嶺
菴
在

縣

東

十

里

峨
峰
菴
在

五

都

康

熙

間

僧

愚

菴

建

舜
天
菴
在

八

都

石

壁

金

盤

山

僧

豐

雲

修

北
壠
菴
在

十

二

都

興
龍
菴
在

縣

南

五

里

石

峯

嶺

僧

本

生

建

㙮

院

一

所

海
會
菴
在

建

安

鄕

大

坑

山

金
龍
菴
在

沙

灣

祖
師
菴
在

八

都

橫

山

橋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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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澤
縣
志

卷
之
三

寺
觀

十
八

雷
母
尖
菴
在

九

都

女

兒

橋

山

嶺

龍
興
菴
在

二

十

五

都

傅

家

□

蕨

□

嶺

石
壁
鳴
山
菴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八

都

橫

山

内

定
慧
菴
在

武

山

之

陽

昔

僧

□

得

成

道

於

此

太
平
菴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太

平

坂

桂
花
菴
在

五

都

李

貴

祥

裔

置

有

産

業

勒

碑

靑
雲
菴
在

三

都

柯

姓

基

柯

王

歐

陽

三

姓

建

大
聖
禪
林
在

十

二

都

大

溪

山

明

崇

禎

時

建

永
鎭
菴
在

三

都

去

縣

二

十

五

里

僊
居
古
刹
在

四

都

七

鳳

山

圓
隆
菴
在

二

十

都

祖
師
殿
在

北

郭

外

觀

音

山

巓

雲
隱
菴
在

十

二

都

張

家

山

内

上
元
殿
在

三

都

馬

當

山

上

新
橋
菴
衆建

洪
山
殿
在

三

都

黃

山

頭

面

對

大

江

右

有

文

昌

閣

轉
輪
菴
建

安

鄕

道

光

二

十

年

焚

明

年

僧

靜

閒

建

柏
山
觀
縣

北

十

里

明

永

樂

間

道

士

程

紹

雅

建

仙
居
菴
在

四

都

計

吳

二

姓

捐

建

菴

内

有

碑

記

迎
眞
觀
在

灌

塘

坂

果
盒
菴
在

四

都

白

洋

湖

明

萬

厯

二

年

建

有

碑

記

修
眞
觀
在

舊

縣

東

南

梁

大

同

二

年

建

育
嬰
堂

在
縣
署
後
文
昌
閣
之
左
屋
三
間
咸
豐
三
年
遭
粤
匪
全
燬

同
治
五
年
朱
綿
祚
捐
西
關
外
路
東
店
屋
壹
重
以
廣
收
養

養
濟
院

舊
址
在
南
嶺
雍
正
十
三
年
知
縣
李
祖
旦
移
置
北
關
外
採
生

員
汪
彬
私
基
豎
造
將
城
内
原
址
悉
對
與
生
員
汪
彬
爲
業
給

有
炤
據
後
知
縣
李
松
泰
改
修
城
垣
又
將
傍
城
官
基
與
舉
人

丁
濬
對
換
北
門
外
挨
城
基
地
一
片
今
官
建
屋
五
間
額
養
孤

貧
一
十
名
每
日
給
口
粮
銀
一
分
至
額
外
孤
貧
隨
時
詳
請
收

養

漏
澤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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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澤
縣
志

卷
之
三

義
塜
附

十
九

一
在
西
門
外
一
在
南
門
外
一
在
東
門
外
通

志

義
塜
附

彭
澤
環
山
多
石
卜
兆
孔
艱
貧
者
旣
不
能
買
穴
而
在
官
又
無

閒
地
以

之
厝
於
淺
土
日
久
崩
塌
暴
露
之
棺
鱗
次
於
道
知

縣
王
廷
藩
見
而
心
惻
曰
掩
胔
骼
王
政
也
吾
爲
一
邑
宰
忍
令

枯
骨
不
被
澤
乎
亟
捐
俸
議
買
地
邑
民
鄧
友
夏
遂
以
巳
地
在

北
門
外
者
慨
捐
一
區

之
直
不
受
爰
嘉
其
義
而
樂
其
誠
卽

以
其
直
顧
役
盡
舁
百
餘
棺

焉
夜
夢
多
人
雜

前
拜
曰
謝

公
埋
塟
噫
幽
明
感
通
之
理
信
不
爽
矣
立
石
表
之
題
曰
義
塜

時
康
熙
二
十
年
冬
月
也

知
縣
何
炳
奎
云
風
俗
之
薄
莫
甚
於
停
棺
火
塟
二
事
故
湯

文
正
撫
吳
首
以
爲
禁
載
之
令
惟
是
官
之
得
禁
者
有
限
民

之
相
勸
者
無
窮
吾
願
我
彭
士
民
推
廣
王
令
之
意
就
近
各

置
義
塜
本
湯
公
治
吳
之
法
相
戒
勿
爲
火
塟
今
現
有
停
棺

無
主
及
暴
露
者
令
鄕
保
報
明
官
爲
捐
給
收
塟
有
倡
義
者

余
嘉
奬
之
舊

志

定
山
寨
定
安
寺
後
座
山
及
寺
前
木
魚
山
向
係
合
寨
公
產

今
設
爲
合
寨
義
塜

邑
侯
陳
公
嚴
禁
挖
山
開
洞
採
煤
告
示
附

爲
出
示
嚴
禁
事
據
五
都
嵗
貢
張
雲
伸
呈
稱
彭
邑
山
不
產

煤
向
有
妄
挖
者
皆
徒
勞
中
止
下
新
橋
爲
邑
下
鄕
水
口
其

西
岸
山
名
獺
山
關
鎖
各
都
保
障
甚
鉅
近
山
墳
墓
難
以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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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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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三

告
示
附

二
十

數
山
下
田
地
糧
賦
所
資
山
挨
北
落
平
係
伊
祖
墳
塜
實
命

脉
攸
關
就
公
私
合
論
卽
產
煤
亦
例
所
嚴
禁
况
從
未
聞
有

人
言
此
山
出
煤
者
宿
邑
刁
民
沈
松
柏

於
七
月
内
瞰
伊

抱
病
地
方
士
又
俱
鄕
試
謂
獺
山
產
煤
妄
言
一
出
各
山
主

皆
知
其
生
事
無
租
與
者
惟
陽
禮
亨
兄
弟
聽
誘
無
忌
妄
將

北
角
陽
祖
手
買
山
分
一
段
被
松
勒
租
直
從
宋
姓
墳
下
開

挖
與
伊
祖
墳
塜
相
距
切
近
其
違
禁

橫
地
方
不
敢
阻
問

窃
山
係
一
方
之
鎭
不
可
挖
者
一
墳
塜
所
關
不
可
挖
者
二

挖
後
沙
土
石
礫
淤
壓
田
地
糧
賦
有

不
可
挖
者
三
在
彭

邑
本
不
產
煤
豈
獨
此
番
得
意
而
棍
等
結
黨
藐
法
造
此
惡

孽
貽
害
無
窮
若
不

賜
禁
止
生
死
銜

後
禍
無
底
懇
恩

示
禁
等
情
到
縣
據
此
除
詞
批
示
并
飛
差
前
往
查
明
飭
止

外
合
行
出
示
嚴
禁
爲
此
示
仰
該
處
山
主
及
軍
民
人
等
知

悉
爾
等
須
知
開
山
挖
煤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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