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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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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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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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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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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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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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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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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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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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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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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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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客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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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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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衆

阻

撓

商

客

各

投

別

鎭

訓

等

啣

脚

夫

違

憲

等

事

具

呈

前

任

批

查

恭

逢

憲

天

下

車

雖

蒙

飭

禁

但

紙

示

難

埀

永

久

伏

乞

俯

賜

叙

詳

各

憲

勒

石

永

禁

等

情

據

此

奉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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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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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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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棍

徒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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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法

以

致

士

民

具

呈

到

縣

詳

請

布

政

司

曁

本

府

嚴

申

飭

禁

今

奉

撫

憲

批

開

如

詳

勒

石

永

鎭

一

面

責

令

兩

鄰

地

方

如

有

脚

夫

仍

前

肆

橫

卽

行

密

報

印

官

逐

名

嚴

拿

盡

法

重

處

枷

示

務

除

民

害

仍

俟

藩

憲

批

示

遵

行

旋

又

奉

布

政

司

批

開

民

間

婚

喪

以

及

貿

易

應

用

扛

脚

諸

夫

自

應

聽

從

民

便

未

便

任

其

分

疆

立

限

恣

肆

苛

索

仰

蘇

州

府

飭

令

勒

石

永

禁

取

碑

摹

送

查

各

等

因

仰

縣

奉

此

令

卽

勒

石

永

禁

嗣

後

民

間

一

切

婚

喪

大

事

及

鋪

戶

商

賈

貨

物

應

需

人

夫

俱

應

聽

從

民

便

自

行

僱

募

其

前

項

惡

棍

盡

行

革

除

如

有

愍

不

畏

死

之

徒

仍

欲

托

投

勢

宦

結

納

豪

奴

分

立

疆

界

仗

威

結

黨

勒

索

害

民

者

許

受

害

民

人

等

卽

行

稟

縣

以

憑

嚴

究

解

憲

從

重

治

罪

決

不

輕

貸

凛

之

愼

之

須

至

碑

者

︵

李

邃

庵

禁

革

脚

夫

始

末

記

︶
里

之

肩

挑

脚

夫

向

推

强

有

力

者

爲

脚

頭

餘

人

受

其

統

轄

每

商

賈

搬

運

貨

物

苛

索

無

厭

若

民

間

偶

自

肩

舁

羣

聚

肆

鬨

若

夙

有

嫌

怨

遇

風

雨

昏

黃

時

輙

故

爲

留

難

極

其

凌

暴

他

人

莫

敢

誰

何

也

然

此

輩

之

終

於

嚴

禁

而

不

可

息

者

則

自

有

故

凡

督

撫

司

道

行

縣

時

責

各

鎭

脚

夫

守

候

如

近

日

江

灣

一

鎭

每

次

多

至

六

十

餘

人

縣

官

先

期

徵

集

守

候

之

日

人

給

錢

貳

分

半

役

則

倍

之

常

不

足

餬

口

加

以

晴

雨

無

時

道

途

覊

滯

彼

爲

脚

夫

者

無

以

瞻

其

家

室

則

不

得

不

取

償

舖

戶

以

充

其

費

康

煕

中

太

學

徐

伊

文

創

裁

脚

夫

之

議

定

舖

戶

津

貼

有

事

則

脚

夫

出

力

通

鎭

出

錢

仍

如

僱

募

者

然

時

脚

頭

有

氣

力

懼

其

議

成

不

利

多

方

阻

撓

終

於

不

勝

因

得

盡

革

平

時

措

勒

把

持

之

弊

但

津

貼

一

項

終

散

而

無

紀

其

或

先

事

收

之

及

時

用

之

經

理

始

終

必

有

專

任

當

日

人

心

渾

厚

又

排

年

方

行

雖

合

里

糧

務

並

歸

一

二

人

之

司

其

事

者

而

役

亦

從

之

所

以

貼

然

共

享

其

利

也

分

縣

以

來

寶

山

爲

海

疆

重

地

上

官

絡

繹

不

絕

於

是

從

通

邑

河

夫

內

抽

一

千

名

數

繳

銀

公

貯

以

爲

承

應

差

使

之

用

不

復

累

民

乾

隆

二

十

二

三

年

臺

檄

淸

查

河

夫

盡

裁

一

千

名

數

因

而

脚

夫

復

興

就

我

邑

六

七

鎭

無

不

然

者

蓋

明

知

其

害

而

無

以

止

之

也

時

家

孟

載

王

修

大

學

舊

議

約

里

衿

嚴

斌

凌

雲

志

等

極

陳

利

害

於

劉

邑

尊

勒

碑

申

禁

仍

辦

通

鎭

津

貼

以

應

僱

役

而

尤

重

在

米

舖

議

以

石

輸

二

文

緣

糧

食

運

行

其

累

特

重

故

也

十

數

年

來

遵

行

不

替

他

鎭

脚

夫

或

以

參

錯

誤

差

而

吾

鎭

獨

恃

有

津

貼

緩

急

畢

應

卽

有

司

亦

受

其

利

顧

自

排

年

久

廢

而

地

方

之

爲

保

甲

者

又

欲

藉

以

侵

漁

而

不

可

假

之

出

納

其

勢

必

待

士

商

經

理

無

可

諉

者

特

近

年

險

猾

之

習

漸

不

可

止

狡

者

將

借

科

歛

名

色

以

中

人

而

敗

其

議

卽

當

事

深

懲

其

科

斂

之

妄

而

拖

累

豈

有

涯

哉

且

里

中

見

小

之

輩

吝

惜

錙

銖

計

圖

侵

隱

則

又

必

嚴

爲

覺

察

以

杜

效

尤

故

公

事

集

一

人

之

勞

怨

又

加

奸

民

之

震

撼

得

不

思

同

心

共

濟

以

善

其

後

乎

夫

成

議

一

廢

將

來

脚

夫

之

害

不

可

勝

言

已

至

而

欲

復

之

勞

費

又

將

百

倍

襲

前

人

已

定

之

規

裕

後

日

無

疆

之

利

得

不

永

念

之

歟

自

是

而

後

里

中

徭

役

槪

由

鎭

中

殷

六

圖

雨

二

十

五

圖

現

編

承

當

歷

年

旣

久

縣

署

有

公

務

出

差

輙

憑

一

差

票

著

地

保

喚

車

轎

往

上

海

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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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卷
三

鹽
法

貨
物
稅

雜
捐
稅

四

如

大

場

等

處

每

年

約

費

四

十

千

文

同

治

十

一

年

知

縣

曾

廣

照

洞

悉

此

弊

乃

按

里

給

錢

禀

州

立

案

勒

碑

於

縣

署

及

本

鎭

關

帝

廟

內

現

編

擔

負

始

得

稍

輕

然

尙

有

過

站

陋

規

每

年

需

三

十

四

千

文

若

新

官

蒞

任

須

叧

增

一

分

名

曰

雙

過

站

兩

圖

現

編

苦

累

不

堪

光

緖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金

元

烺

復

裁

撤

糧

耆

改

用

現

編

而

賠

糧

之

弊

害

乃

益

甚

至

辛

亥

民

國

成

立

前

弊

乃

一

律

革

除

鹽

法

江

灣

故

有

鹽

課

宋

設

江

灣

押

袋

官

凡

鹽

五

十

斤

爲

一

石

六

石

爲

一

袋

又

設

監

江

灣

鹽

場

官

明

設

江

灣

鹽

場

大

使

後

裁

又

改

設

考

巡

司

兼

巡

鹽

鹽

公

堂

向

設

於

嘉

定

現

又

分

設

局

於

本

鄕

結

一

圖

邢

家

木

橋

鎭

中

各

鋪

戶

之

業

鹽

者

皆

至

邢

家

木

橋

販

運

分

售
本

鄕

結

一

結

九

一

兩

圖

光

緖

間

卽

由

嘉

寶

引

商

設

棧

運

銷

年

認

正

額

二

百

引

帑

額

八

百

引

辛

亥

革

政

後

滬

軍

都

督

復

批

准

張

元

豐

設

棧

於

此

認

額

多

至

三

千

引

不

分

正

帑

遂

啟

紛

爭

旋

經

財

部

一

律

取

銷

另

由

引

商

顧

永

泰

張

和

興

等

禀

准

承

辦

開

設

公

永

和

鹽

棧

認

額

三

千

引

不

分

正

帑

每

引

繳

課

銀

四

元

貨

物

稅

向

時

設

有

釐

捐

局

民

國

後

始

改

設

稅

務

分

所
稱

吳

淞

稅

務

江

灣

分

所

在

香

花

橋

南

殷

五

圖

凡

水

陸

貨

物

往

來

一

律

抽

捐

年

約

三

千

元

以

棉

花

爲

大

宗

雜

捐

稅

牙

帖

稅

官

牙

行

帖

前

淸

時

行

之

已

久

如

花

米

六

陳

磚

瓦

石

灰

之

類

各

舖

戶

恒

指

定

貨

物

捐

帖

開

行

並

常

年

納

稅

民

國

四

年

而

後

改

牙

帖

爲

長

期

登

錄

稅

及

短

期

登

錄

稅

每

年

約

可

收

銀

一

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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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卷
三

雜
稅
捐

附
稅

五

改

牙

稅

爲

長

期

營

業

稅

及

短

期

營

業

稅

每

年

約

可

收

銀

二

百

餘

元

均

須

按

年

繳

淸

田

房

契

稅

本

鄕

地

價

視

他

區

爲

昂

匿

稅

者

殊

鮮

故

每

年

收

入

契

稅

銀

恒

在

七

千

元

以

上

縣

署

於

忙

漕

而

外

頗

以

此

爲

大

宗

收

入

也

土

膏

捐

本

鄕

膏

捐

在

民

國

之

初

年

約

銀

二

千

七

百

六

十

九

元

土

捐

年

不

過

銀

四

十

八

元

迨

二

年

奉

令

禁

絕

吸

煙

土

膏

捐

一

律

停

止

屠

宰

稅

自

民

國

三

年

起

鎭

中

每

日

宰

猪

七

頭

羊

一

頭

每

頭

捐

銀

六

角

由

認

捐

人

包

收

彙

解

全

年

約

銀

二

千

元

煙

酒

稅

自

民

國

三

年

起

按

舖

戶

大

小

分

甲

種

乙

種

甲

種

每

年

捐

銀

八

元

乙

種

每

年

捐

銀

四

元

六

年

以

後

槪

歸

煙

酒

公

賣

局

派

員

經

征

全

年

約

銀

九

百

元

附

稅

忙

漕

附

稅

是

項

附

稅

幷

蘆

課

在

內

總

額

銀

爲

二

千

七

百

八

十

二

元

四

角

一

分

二

釐

其

始

槪

稱

爲

自

治

經

費

旋

以

自

治

取

消

祇

撥

十

成

之

六

爲

敎

育

費

又

除

勸

學

所

抽

提

經

費

六

釐

外

實

在

年

領

銀

一

千

五

百

六

十

九

元

二

角

八

分

牙

帖

附

稅

民

國

之

初

牙

帖

兼

征

附

稅

其

爲

數

甚

微

年

不

過

約

銀

十

餘

元

三

年

而

後

財

部

重

訂

稅

章

牙

稅

歸

入

國

稅

範

圍

悉

數

解

省

附

稅

亦

因

之

停

止

八

年

冬

始

復

有

征

收

牙

帖

附

稅

撥

充

敎

育

育

經

費

之

案

由

財

廳

批

准

實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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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卷
三

附
稅

特
稅

公
欵
公
產

洋
商
年
租

六

田

房

契

附

稅

照

章

契

價

一

元

附

征

銀

一

分

全

年

約

一

千

五

百

元

原

充

敎

育

經

費

自

治

取

消

後

停

撥

特

稅

房

捐

年

約

銀

六

百

餘

元

專

充

淸

道

路

燈

經

費

花

捐

年

約

銀

一

百

元

專

充

敎

育

經

費

中

筆

費

年

約

銀

五

千

元

專

充

敎

育

經

費

船

捐

年

收

銀

一

百

二

十

元

由

滬

北

工

巡

捐

局

代

收

轉

繳

典

捐

年

約

銀

六

百

元

民

國

二

年

以

後

停

止

繳

納

本

鄕

曾

會

同

各

市

鄕

呈

縣

飭

令

繼

續

納

捐

迄

未

解

決

小

猪

捐

年

約

銀

五

十

六

元

有

奇

專

充

敎

育

經

費

鮮

肉

捐

年

約

銀

八

十

元

有

奇

專

充

敎

育

經

費

公

款

公

產

公

款

項

下

計

共

存

公

債

票

票

額

六

千

七

百

四

十

元

現

銀

九

千

四

百

元

年

可

收

息

七

百

元

公

產

項

下

依

方

單

核

計

共

田

二

百

十

二

畝

七

分

四

釐

六

毫

房

屋

五

所

校

舍

三

所

善

堂

一

所

田

地

租

年

收

四

百

七

十

六

元

房

租

九

十

七

元

洋

商

年

租

境

內

洋

商

租

地

始

以

結

一

結

九

一

兩

圖

爲

最

多

近

幾

蔓

延

及

於

全

境

每

畝

由

洋

商

繳

納

年

租

二

千

文

以

最

近

租

額

計

之

年

約

銀

五

千

八

百

九

十

三

元

此

款

除

完

納

忙

漕

及

收

租

公

費

等

外

僅

餘

十

成

之

三

歸

縣

敎

育

經

費

項

下

由

勸

學

所

支

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