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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百
○
三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乾

隆

志

卷

十

二

　

後

有

新

增

官
職
修
而
后
規
制
立
自
城
郭
宮
室
府
庫
以
及
坊
里
津
渡

橋
梁
莫
不
有
一
定
之
式
焉
葢
合
羣
工
之
心
思
耳
目
成
一

代
之
綱
紀
文
章
蜀
志
稱
武
侯
約
百
官
從
權
制
撫
兆
姓
示

儀
軌
立
法
施
度
各
究
其
極
此
物
此
志
也
作
規
制
志

城
池

漳
州
城
池
唐
五
代
俱
無
考
宋
初
築
土
爲
子
城
週
圍
四
里
爲

門
六
東
曰
名
第
曰
淸
漳
西
曰
登
仙
曰
朝
眞
南
曰
雲
霄
北

曰
慶
豐
咸
平
二
年
始
浚
濠
環
抱
子
城
大
中
祥
符
六
年
郡

守
王
冕
加
浚
西
濠
又
于
西
南
隅
鑿
水
門
接
潮
汐
通
舟
楫

𥪡
木
栅
爲
外
城
圍
一
十
五
里
紹
興
間
郡
守
張
成
大
毁
子

城
撤
外
城
東
西
北
三
靣
木
栅
築
以
土
獨
南
一
靣
阻
溪
而

子
城
之
濠
皆
在
城
內
矣
其
後
復
于
西
北
浚
河
一
道
入
故

濠
而
雙
分
其
流
焉
蓋
城
旣
環
于
外
卽
以
舊
濠
洩
城
中
之

水
潦
也
嘉
定
四
年
郡
守
趙
汝
譡
始
砌
東
門
以
石
高
十
級

長
五
百
餘
丈
紹
定
三
年
郡
判
林
有
宗
復
砌
西
南
北
三
靣

長
二
千
五
百
餘
丈
爲
級
二
十
高
一
丈
七
尺
建
樓
櫓
浚
河

湟
當

爲

城

之

外

濠

今

城

改

而

濠

亦

不

可

考

矣

闢
七
門
東
曰
朝
天
西
曰
安
豐
南

曰
通
津
北
曰
貢
珠
西
北
爲
小
闗
門
西
南
爲
龍
溪
門
東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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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
百
四
十
五

爲
朝
宗
門
城
上
建
候
亭
二
其
下
爲
閘
河
三
是
歲
郡
守
江

模
至
發
帑
助
役
次
年
城
成

時

董

役

學

職

陳

正

義

楊

士

復

黃

恭

之

皆

進

官

有

差

淳

祐
九
年
郡
守
章
大
任
重
脩
東
西
北
門
增
築
城
背
並
砌
石

路
與
城
相
周
匝
元
至
正
二
十
六
年
陳
有
定
據
閩
命
總
制

郡
事
官
張
理
問
改
築
東
西
北
三
靣
而
縮
入
之
獨
南
一
靣

仍
舊
城
視
紹
定
舊
城
僅
三
之
二
門
惟
闢
東
西
南
北
四
門

環
城
浚
濠
東
起
自
北
門
環
東
門
至
東
南
城
深
二
丈
廣
五

丈
西
起
自
西
北
環
西
門
至
西
南
城
深
一
丈
八
尺
廣
四
丈

南
臨
大
溪
北
依
山
而
壑
之
爲
乾
濠
其
內
濠
于
南
偏
作
東

西
二
水
關
出
會
外
濠
以
入
于
溪
東
北
一
帶
以
城
中
閒
地

勢
轉
高
水
勢
不
得
南
下
别
爲
小
溝
從
東
北
隅
城
下
穿
一

小
閘
出
外
濠
中
二
十
七
年
明
師
取
閩
漳
城
仍
舊
重
加
脩

築
周
城
爲
女
墻
一
千
五
百
一
十
四
各
門
月
城
內
外
並
建

樓
月
城
上
爲
女
墻
各
六
十
戰
樓
二
十
有
五
城
舖
二
十
有

三
水
關
樓
二
正
統
七
年
指
揮
使
楊
隆
重
建
西
北
內
外
門

樓
天
順
五
年
東
門
內
外
樓
爲
颶
風
所
㧞
楊
隆
重
建
外
樓

五
間
成
化
五
年
廵
撫
滕
昭
檄
分
廵
僉
事
黃
隆
重
建
內
樓

七
間
十
四
年
西
水
闗
樓
壞
指
揮
王
景
重
建
城
東
南
趾
舊

築
土
堤
以
捍
溪
流
然
潦
至
輙
壞
九
年
廵
撫
張
瑄
命
作
石

堤
城
趾
始
固
十
八
年
知
府
姜
諒
甃
築
外
堤
高
一
丈
三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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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百
三
十
四

長
一
百
餘
丈
廣
一
十
丈
作
亭
其
上
顏
曰
保
安
郡
人
陳
舒

爲
記
宏
治
十
四
年
指
揮
同
知
侯
汴
于
城
西
北
隅
建
威
鎭

亭
據
登
高
山
之
上
正
德
問
城
漸
圮
知
府
陳
洪
謨
重
葺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知
府
顧
四
科
二
十
八
年
知
府
盧
璧
並
有
修

築
隆
慶
元
年
知
府
唐
九
德
以
城
北
山
後
地
僻
修
窩
舖
三

間
令
百
戶
一
員
守
之
五
年
知
府
羅
靑
霄
同
知
羅
拱
辰
重

脩
各
城
垣
敵
臺
二
十
一
座
及
四
門
月
城
又
於
巽
方
撤
舊

樓
改
建
八
角
樓
題
曰
威
鎭
閣
配
北
城
威
鎭
亭
制
甚
雄
壯

郡
人
黄
伴
有
記
先
是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因
地
方
有
警
知
府

李
僑
慮
以
各
城
水
閘
䟱
虞
創
用
鉄
柱
置
閘
口
於
是
城
河

淤
塞
潮
水
不
通
隆
慶
六
年
知
府
羅
靑
霄
乃
命
撤
去
鉄
柱

復
令
沿
河
居
民
挑
濬
潮
水
復
通
舟
楫
無
阻
仍
命
百
戸
一

員
司
啓
閉
百
姓
便
之
萬
歴
十
九
年
南
城
樓
災
推
官
龍
文

明
重
脩
三
十
七
年
知
府
韓
擢
因
新
改
南
橋
露
三
台
洲
改

命
南
門
曰
三
台
東
曰
文
昌
北
曰
太
初
西
曰
太
平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海
㓂
墮
城
悉
載
所
砌
石
投
之
海
中
　
世

子
王
恢
復
十
三
年
再
築
城
週
圍
一
千
九
百
七
十
一
丈
一

尺
垜
口
一
十
零
二
十
有
四
窩
舖
七
十
七
間
四
門
各
築
城

樓
而
威
鎭
閣
及
東
西
水
闗
樓
並
廢
四
城
樓
一
時
草
創
其

後
亦
漸
傾
圮
康
熙
八
年
副
將
袁
如
桂
于
城
上
增
設
火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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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百
八
十
八

局
一
十
八
閒
改
南
門
名
曰
時
阜
十
年
廵
海
道
陳
啓
泰
脩

築
東
門
樓
三
十
六
年
龍
溪
知
縣
田
廣
英
脩
築
南
城
樓
五

十
年
各
縣
奉
部
文
脩
葺
圮
廢
窩
舖
五
十
三
年
知
府
魏
荔

彤
因
威
鎭
亭

故趾

築
　
萬
壽
亭
城
中
濠
歲
久
復
淤
塞
雍
正

七
年
廵
道
朱
鴻
緖
始
開
濬
之
城
內
居
民
得
免
水
患
雍
正

十
年
龍
溪
知
縣
劉
良
璧
建
北
門
樓
次
年
并
脩
外
樓
復
脩

南
門
外
樓
重
建
西
門
內
外
樓

北

樓

高

二

丈

七

尺

五

寸

西

樓

高

二

丈

三

尺

以

形

家

言

西

宜

低

小

北

宜

高

大

故

也

乾
隆
二
年
良
璧
來
守
郡
重
建
威
鎭
閣
俗
所

謂
八
卦
樓
也
基
與
城
齊
高
出
城
六
丈
有
奇

董

其

役

者

郡

紳

王

材

六

年
知
府
張
廷
球
復
濬
城
中
濠
之
淤
塞
未
竟
厥
緖
十
三
年

知
府
金
溶
重
加
疏
浚
東
西
分
流
雨
水
不
壅

東

西

二

閘

在

南

城

門

左

右

地

勢

高

下

略

相

等

相

傳

二

閘

之

水

能

視

海

之

潮

汐

爲

進

退

今

南

溪

久

淺

惟

朔

望

及

秋

潮

盛

長

潮

始

入

城

至

城

中

北

橋

等

處

地

勢

甚

高

閘

口

凡

數

丈

潮

不

能

到

二
十
二
年
威
鎭
閣
爲
雷
所
震
壞

其
頂
二
十
四
年
知
府
蔣
𠃔
焄
重
脩
三
十
年
東
門
外
樓
燬

于
火
龍
溪
知
縣
宋
學
源
重
築
焉
城
中
生
齒
漸
繁
內
濠
之

溝
屢
次
疏
濬
而
未
有
厲
禁
近
河
居
民
每
積
糞
穢
或
潛
𣓪

瓦
礫
餘
土
于
河
內
數
年
之
間
濠
復
壅
塞
三
十
五
年
大
水

城
中
民
屋
衝
决
不
可
勝
數
三
十
八
年
廵
道
蔣
𠃔
羣
詳
請

開
浚
令
紳
士
分
董
其
役

進

士

鄭

蒲

劉

希

周

等

而
壅
者
復
通
今

國
家
承
平
百
有
餘
年
無
所
事
於
設
險
之
守
而
城
以
衛
民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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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百
一
十
七

𤨔
于
城
金
湯
之
固
豈
可
廢
弛
哉

龍
溪
縣
城
池

附

府

規

制

漳
浦
縣
舊
無
城
垣
宋
乾
道
間
縣
令
薛
世
淸
始
立
三
門
西
曰

應
龍
北
曰
永
豐
東
北
一
門
無
名
嘉
定
間
縣
令
高
稷
又
建

東
門
曰
東
溪
改
永
豐
爲
拱
辰
獨
南
門
尙
缺
淳
祜
初
縣
令

趙
與
淯
建
西
門
樓
元
至
正
十
二
年
逹
魯
花
赤
買
撒
都
剌

始
築
城
圍
七
里
皆
砌
以
石
高
一
丈
二
尺
爲
四
門
建
樓
焉

𤨔
城
浚
濠
深
三
尺
廣
一
丈
西
北
𠋣
山
者
塹
之
明
正
德
五

年
流
賊
蠭
起
知
縣
胥
文
相
建
窩
舖
二
十
三
所
重
建
北
門

樓
改
名
曰
朝
天
七
年
城
圮
知
縣
劉
桐
重
築
增
卑
而
高
圍

一
千
一
百
七
十
三
丈
嘉
靖
六
年
知
縣
周
仲
又
於
城
內
增

築
上
馬
道
及
淸
理
城
外
侵
地
舊
城
濠
堙
塞
者
皆
令
民
疏

導
之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劉
欽
命
增
築
城
垣
高
四
尺
爲
舖
二

十
四
座
扁
東
門
曰
將
印
西
門
曰
仰
德
南
門
曰
迎
薰
北
門

曰
拱
極
更
闢
水
門
二
仍
于
各
門
增
築
月
城
周
千
百
有
九

十
八
丈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龍
雨
復
創
敵
樓
一
十
六
座
南
北

郭
外
中
逵
各
爲
高
樓
名
其
南
曰
鎭
南
北
曰
仰
北
而
北
樓

更
高
峻
可
瞭
逺
萬
歴
初
城
中
馬
道
大
半
頺
塌
七
年
知
縣

朱
廷
益
增
葺
易
土
爲
灰
間
以
石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墮
于
海
㓂
十
三
年
鎭
守
總
兵
楊
㨗
知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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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
百
三
十
七

李
之
琦
與
邑
紳
蔡
而
烷
等
更
築
城
高
二
丈
許
周
一
千
七

百
九
十
八
丈
垜
千
九
百
五
十
有
二
減
窩
舖
三
增
敵
樓
二

復
築
臺
于
城
之
西
北
扁
曰
千
秋
保
障
十
五
年
總
兵
王
進

功
增
建
女
墻
于
城
之
四
周
城
池
之
制
至
茲
大
備
康
熙
十

三
年
總
兵
劉
炎
作
炮
臺
于
鷄
籠
山
與
城
爲
犄
角
時
千
秋

臺
久
廢
十
六
年
城
守
遊
擊
張
國
傑
毁
炮
臺
重
脩
之
三
十

三
年
知
縣
朱
自
陞
從
耆
民
鄭
大
忠
等
請
以
千
秋
臺
有
傷

風
水
申
請
上
憲
拆
毁
復
令
通
邑
里
班
脩
築
周
城
之
傾
圮

者
惟
南
北
二
敵
樓
久
廢
爲
墟
尙
未
議
舉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邑
人
以
舊
制
東
西
南
各
有
水
門
以
洩
城
內
溝
渠
之
水
順

治
間
海
宼
日
伺
防
守
官
閉
而
築
之
今
昇
平
已
久
宜
復
知

縣
陳
汝
咸
乃
詳
督
撫
開
東
西
二
水
門

邑

紳

藍

瑗

任

其

役

南
水
門

閉
塞
如
故
四
十
六
年
大
水
東
門
城
崩
六
丈
餘
陳
汝
咸
捐

俸
重
脩
乾
隆
三
年
知
縣
長
庚
重
築
四
門
俱
錫
以
名
東
曰

賓
日
西
曰
涵
淸
南
曰
迎
薫
北
曰
控
鶴
西
北
門
曰
千
秋
于

乾
隆
十
八
年
復
圮
於
水
知
縣
徐
尙
忠
重
脩
築
焉

長
泰
縣
城
舊
惟
土
牆
圍
二
百
五
十
三
丈
高
一
丈
宋
紹
定
間

㓂
至
如
入
無
人
之
境
端
平
中
縣
令
鄭
師
申
增
築
土
城
爲

四
門
東
曰
武
勝
西
曰
順
成
南
曰
登
科
北
曰
良
岡
元
至
正

間
主
簿
陳
文
積
廣
其
基
千
三
百
餘
丈
至
明
初
始
砌
以
石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七
　

四
百
二
十
四

建
樓
鑿
濠
歲
久
漸
壞
正
德
十
年
知
縣
趙
珮
列
木
栅
以
補

其
缺
十
三
年
知
縣
朱
絃
拓
而
大
之
凢
築
城
九
百
九
十
一

丈
瀕
溪
者
高
一
丈
五
尺
負
山
者
一
丈
三
尺
東
臨
溪
南
浚

濠
西
北
因
山
爲
塹
馬
道
窩
舖
樓
櫓
悉
備
後
雉
堞
窩
舖
傾

壞
知
縣
陳
塘
王
用
文
相
繼
脩
理
嘉
靖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傑
夫
議
增
築
城
垣
未
果
三
十
五
年
知
縣
蕭
廷
宣
增
高
三

尺
各
砌
以
石
改
建
四
門
樓
易
舊
額
東
曰
賓
陽
西
曰
旺
金

南
曰
迎
薰
北
曰
閱
武
及
增
置
窩
舖
一
十
七
座
敵
樓
一
十

六
座
西
南
門
外
爲
通
濟
接
武
二
石
橋
己
未
全
城
之
功
實

賴
早
計

邑

人

盧

岐

嶷

有

記

萬
歴
二
年
雨
水
暴
漲
東
門
樓
及
東
南

城
一
帶
並
壞
知
縣
張
應
丁
脩
之
十
年
積
水
城
壞
知
縣
方

應
時
脩
十
九
年
復
壞
知
縣
蔣
良
鼎
脩
三
十
一
年
颶
風
大

作
敵
樓
舖
垜
盡
壞
知
縣
管
橘
復
脩
以
西
郊
地
勢
衍
曠
樓

舖
尚
缺
乃
建
樓
一
座
高
可
瞭
遠
額
曰
金
湯
𣱵
固
有
記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海
宼
墮
之
撤
城
石
堆
東
溪
水
次
欲
運
之

厦
門
時
方
旱
水
淺
舟
不
得
行
大
師
至
㓂
遁
知
縣
柴
𠃔
欽

取
回
舊
石
依
故
址
築
焉
乾
隆
十
四
年
知
縣
張
𢡟
建
重
築

增
高
一
尺
𣐟
口
凢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有
八
周
圍
俱
砌
以
石

而
城
垣
始
固

南
靖
縣
城
舊
城
元
至
正
十
六
年
縣
尹
韓
景
晦
初
築
以
土
西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八
　

四
百
一
十
三

南
瀕
雙
溪
東
北
濬
城
濠
城
圍
六
百
六
十
三
丈
闊
一
丈
高

一
丈
五
尺
四
靣
各
爲
門
明
洪
武
間
縣
丞
王
以
能
重
脩
正

統
十
三
年
爲
鄧
宼
所
䧟
成
化
十
六
年
更
葺
嘉
靖
六
年
知

縣
傳
銓
砌
以
石
高
一
丈
餘
闢
四
門
東
曰
迎
恩
西
曰
豐
泰

南
曰
豐
濟
北
曰
望
闕
各
建
城
樓
東
北
西
三
靣
爲
濠
西
南

延
帶
溪
水
窩
舖
十
有
二
間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推
官
陳
信
署

縣
事
重
脩
同
知
龍
遂
爲
記
嘉
靖
末
有
饒
宼
之
變
城
遂
破

旋
復
又
旋
陷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林
挺
春
撤
舊
甃
垜
移
築
于

大
帽
山
之
𪋤
離
舊
城
二
里
許
垣
周
五
百
四
十
丈
未
竣
工

遷
去
隆
慶
五
年
知
縣
曾
球
續
築
成
之
垂
三
十
年
民
不
適

其
居
萬
歴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宗
愈
乃
移
建
于
元
故
址
廣

六
百
二
十
七
丈
有
奇
高
二
丈
四
尺
有
奇
敵
臺
一
十
四
座

窩
舖
一
十
二
間
敵
樓
四
門
四
以
通
往
來
另
築
水
関
以
洩

漲
潦
東
曰
惠
淑
南
曰
保
極
西
曰
和
義
北
曰
禔
福
仍
濬
濠

以
衛
城

國
朝
因
之
順
治
十
二
年
爲
海
宼
所
墮
十
三
年
知
縣
鄭
宰
奉

命
循
前
址
築
之
仍
闢
四
門
東
曰
環
珠
西
曰
卧
龍
南
曰
懷

來
北
曰
玉
映
雍
正
四
年
城
嚙
于
水
衝
崩
若
干
丈
知
縣
彭

璋
請
帑
金
完
脩
七
年
知
縣
金
鼎
錫
重
葺
四
門
乾
隆
二
年

知
縣
袁
本
濓
復
請
帑
金
重
築
城
始
完
固



 

漳
州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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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九
　

四
百
一
十
五

平
和
縣
城
始
于
明
正
德
十
四
年
署
印
漳
平
知
縣
徐
鳳
岐
建

高
一
丈
八
尺
內
城
五
百
六
十
三
丈
四
尺
外
城
五
百
九
十

六
丈
二
尺
城
闢
四
門
各
爲
敵
樓
設
水
門
二
旁
列
窩
舖
二

十
雉
堞
計
一
千
二
百
八
十
四
後
四
門
壞
知
縣
謝
明
德
重

脩
萬
歴
三
年
知
縣
楊
守
一
以
縣
東
門
在
東
北
隅
橫
衝
縣

署
乃
改
東
門
于
正
東
街
仍
塞
水
門
復
開
小
水
門
于
東
門

舊
址
偏
右
增
高
城
垣
四
尺
共
爲
二
丈
二
尺
其
窩
舖
倒
塌

無
存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伍
匡
世
重
脩
共
六
處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李
一
鳳
重
脩
𣸸
建
二
處
共
八
處
崇
正
三
年
知
縣
袁
國

𢖍
重
建
窩
舖
二
十
四
處
六
年
知
縣
王
立
凖
重
建
四
城
門

樓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署
縣
事
孫
之
翰
駐
防
張
光
榮
增
脩
雉
堞
窩

舖
十
二
年
海
宼
拆
毁
十
三
年
五
月
知
縣
劉
一
蛟
遵
前
址

重
築
仍
闢
四
門
東
曰
朝
天
南
曰
迎
薰
西
曰
挹
𤕤
北
曰
拱

極
康
熙
五
十
七
年
城
西
北
隅
圮
知
縣
王
相
重
脩
乾
隆
七

年
知
縣
周
緝
敬
增
建
魁
樓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胡
邦
翰
植
以

松
栢
城
垣
始
鞏
固
焉

詔
安
縣
城
在
宋
爲
南
詔
塲
又
爲
沿
海
廵
檢
寨
元
至
正
甲
午

右
丞
羅
良
命
屯
營
陳
君
用
砌
築
石
城
六
百
四
十
五
丈
高

一
丈
二
尺
東
臨
溪
西
南
北
依
山
鑿
乾
濠
而
已
明
初
置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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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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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制

上

　
　
　
　
　
十
　

四
百
一
十
九

把
截
所
尋
罷
正
統
十
四
年
鄧
宼
猖
獗
漳
宼
乘
之
攻
圍
八

閱
月
耆
老
許
尙
端
凃
膺
等
與
衆
力
禦
之
旣
而
潮
兵
至
城

賴
以
全
宏
治
十
七
年
設
南
詔
守
禦
千
戶
所
始
拓
城
西
偏

而
廣
之
砌
以
石
圍
一
千
三
百
六
十
丈
高
一
丈
六
尺
嘉
靖

九
年
設
縣
遂
爲
縣
城
十
二
年
知
縣
何
春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李
尚
理
皆
重
脩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龔
有
成
增
高
城
垣
三
尺

築
南
門
月
城
東
西
南
北
畔
各
築
敵
臺
浚
濠
四
周
半
通
海

潮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梁
士
楚
仍
築
外
城
周
圍
長
一
千
二
百

餘
丈
及
築
西
闗
城
圍
三
百
餘
丈
內
外
壯
固
邑
人
賴
之
迨

後
承
平
日
久
居
民
築
室
濠
上
爲
市
舍
崇
正
八
年
知
縣
王

政
岐
奉
文
淸
濬
潮
水
復
通
十
年
署
印
通
判
朱
統
鈨
復
脩

城
濬
濠
申
禁
不
許
再
築
室
濠
上

國
朝
因
之
順
治
十
二
年
爲
海
宼
所
墮
十
三
年
知
縣
歐
陽
明

憲
更
築
康
熙
六
十
年
知
縣
郭
愚
重
修

海
澄
縣
城
明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因
地
方
宼
亂
軍
門
阮
鶚
令
民

築
土
堡
議
合
八
九
二
都
共
圍
一
城
𨂍
溪
爲
橋
築
垣
其
上

委
通
判
汪
銓
督
民
築
灰
土
垣
內
外
厚
一
丈
有
奇
高
一
丈

八
尺
馬
道
覆
石
版
外
環
河
闊
二
丈
已
頗
就
緖
次
年
倭
至

遂
輟
繼
以
土
惡
煽
亂
返
據
爲
穴
隆
慶
元
年
設
縣
將
二
都

分
爲
二
堡
八
都
東
北
一
帶
仍
其
舊
垣
而
脩
葺
之
西
邊
沿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十
一
　

四
百
三
十
三

溪
一
帶
亦
令
築
灰
士
垣
與
舊
垣
相
連
南
邊
一
帶
爲
草
坂

堡
附
焉
隆
慶
四
年
本
府
知
府
羅
靑
霄
議
以
南
北
相
距
丈

數
倍
東
西
有
乖
形
勝
且
不
便
防
守
仍
撤
草
坂
堡
縮
入
又

于
東
邊
拓
地
若
干
動
支
官
帑
砌
以
石
知
縣
王
穀
又
於
丁

糧
內
派
徴
佐
之
始
工
於
隆
慶
五
年
十
一
月
訖
工
於
六
年

八
月
周
圍
長
五
百
二
十
二
丈
零
高
二
丈
一
尺
月
城
三
重

窩
舖
一
十
有
二
垜
口
二
千
四
十
有
五
闢
門
四
東
曰
淸
波

西
曰
環
橋
南
曰
揚
威
北
曰
拱
極
又
於
新
亭
闢
一
小
東
門

以
便
往
來
萬
歴
六
年
知
縣
周
𧙓
改
西
爲
通
津
南
爲
耀
德

北
爲
承
恩
八
年
於
西
南
北
三
隅
各
設
水
門
以
便
汲
十
年

知
縣
瞿
寅
改
南
內
門
曰
萬
峯
雄
峙
北
外
門
曰
大
海
朝
宗

於
東
北
築
晏
海
樓
以
障
海
口
東
北
之
虛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毛
鳴
鳳
議
再
擴
不
果
乃
仍
舊
制
增
高
三
尺
改
湖
美
大
東

門
爲
小
東
門
新
亭
小
東
門
爲
大
東
門
題
曰
迎
陽
小
東
門

知
縣
龍
國
祿
題
曰
觀
海
天
啓
二
年
知
縣
劉
斯
徠
築
東
北

一
闗
中
爲
複
壁
上
通
馬
道
連
港
口
堡
以
爲
固

國
朝
順
治
九
年
正
月
守
將
赫
文
興
叛
引
海
宼
入
據
增
設
炮

臺
一
座
復
設
月
城
於
東
南
二
門
形
家
目
爲
扼
吭
仍
于
四

城
增
築
圓
臺
五
處
安
置
炮
位
又
擴
腰
城
自
中
權
闗
袤
亘

十
餘
里
南
腰
城
外
另
𣸸
灰
礫
月
城
一
圈
壓
阻
龍
脉
港
口



 

漳
州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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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十
二
　

五
百
零
九

堡
過
溪
橋
頭
并
築
月
城
浚
月
溝
而
腰
城
之
外
壞
民
舍
掘

墳
墓
浚
溝
通
潮
開
東
北
閘
建
澄
波
門
吐
納
干
海
斷
地
脉

塞
咽
喉
迨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胡
鼎
建
議
請
復
還
東
南

二
門
開
其
所
閉
串
門
去
其
新
設
曲
壘
兩
門
生
氣
始
復
然

大
東
譙
樓
脩
改
狹
小
四
城
窩
舖
毁
無
一
存
有
待
脩
葺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陳
世
儀
以
晏
海
樓
久
壞
卽
舊
基
重
建
乾
隆

二
年
樓
復
圮
知
縣
嚴
暻
擴
而
高
大
之
崇
六
丈
八
尺
周
圍

一
十
六
丈
分
三
層
下
二
層
用
石
上
一
層
架
木
規
制
雄
峻

屹
然
崇
墉
矣

廢
衛
所
附

衛

已

廢

矣

城

復

于

隍

何

當

復

載

然

鎭

海

于

海

濱

爲

險

要

之

地

于

漳

郡

爲

文

物

之

藪

郡

人

咸

有

請

復

之

思

故

附

之

鎭
海
衛
城

今

隷

海

澄

在

漳

浦

縣

二

十

三

都

太

武

山

之

南

鴻

江

之

上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江

夏

侯

周

德

興

築

以

備

倭

其

城

周

圍

八

百

七

十

三

丈

皆

砌

以

石

城

背

廣

一

丈

三

尺

城

高

二

丈

二

尺

爲

女

墻

一

千

六

百

六

十

爲

窩

舖

二

十

爲

垜

口

七

百

二

十

東

西

南

北

分

四

門

後

以

東

門

失

險

常

閉

别

開

一

水

門

凢

五

門

各

有

樓

城

下

傾

𨺗

以

海

爲

濠

歲

久

城

傾

圮

正

統

十

三

年

指

揮

同

知

桂

福

修

宏

治

間

指

揮

袁

信

重

脩

嘉

靖

四

十

年

五

月

饒

賊

䧟

城

隆

慶

三

年

總

兵

張

元

勲

重

脩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遷

界

城

在

界

外

遂

廢

康

熙

二

十

年

復

修

爲

汛

防

城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水

陸

分

界

防

守

官

兵

隷

海

澄

陸

路

五

十

七

年

漳

浦

知

縣

汪

奉

憲

檄

𣸸

築

炮

臺

田

座

雍

正

十

三

年

衛

城

戶

籍

改

隷

海

澄

乾

隆

二

年

海

澄

知

縣

嚴

𥋓

重

脩

五

年

復

脩

陸
鰲
千
戶
所
城

置

廢

同

鎭

海

故

以

𩔖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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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六
百
九
十
一

在

漳

浦

縣

十

五

都

舊

爲

靑

山

廵

檢

司

地

改

爲

所

其

城

周

圍

五

百

五

十

丈

垣

靣

廣

一

丈

高

二

丈

砌

以

石

女

墻

八

百

六

十

有

五

窩

舖

一

十

有

五

有

東

西

南

北

門

又

闢

水

門

門

各

有

樓

城

外

以

海

爲

濠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遷

界

城

遂

廢

銅
山
千
戶
所
城

今

隷

詔

安

銅

山

原

爲

民

間

牧

藪

士

名

東

山

明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江

夏

侯

周

德

興

奉

命

築

沿

海

城

始

爲

之

所

壘

石

以

城

周

圍

五

百

五

十

一

丈

廣

一

丈

高

二

丈

一

尺

女

墻

八

百

五

十

五

窩

舖

十

所

城

闢

四

門

西

南

各

建

樓

東

北

臨

海

二

門

俱

閉

塞

嘉

靖

十

年

漳

浦

知

縣

鄭

禧

始

議

開

二

門

東

門

增

甕

城

二

十

三

年

把

總

陳

言

創

二

門

樓

三

十

六

年

倭

警

衆

議

東

北

城

圮

且

卑

具

呈

於

漳

南

道

王

時

槐

願

自

脩

築

委

詔

安

縣

知

縣

龔

有

成

勘

脩

益

卑

以

高

易

土

以

石

東

北

始

爲

崇

墉

城

環

海

爲

濠

　

國

朝

康

熙

三

年

海

宼

焚

圮

十

八

年

重

築

雍

正

十

三

年

改

隷

詔

安

今

爲

水

師

駐

防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秦

其

煟

添

建

四

門

城

樓

道

光

九

年

知

縣

陳

盛

韶

倡

捐

浚

濠

懸
鐘
千
戶
所
城

在

詔

安

縣

四

都

周

圍

五

百

五

十

丈

砌

以

條

石

垣

靣

廣

一

丈

高

二

丈

女

墻

八

百

六

十

一

窩

舖

一

十

五

東

西

南

北

四

門

上

各

有

樓

其

東

西

二

門

阻

海

北

門

通

路

西

門

塞

之

外

環

海

爲

濠

明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十

月

倭

賊

䧟

城

隆

慶

六

年

重

脩

○

以

上

三

城

俱

明

洪

武

三

十

年

江

夏

候

周

德

與

奉

詔

建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遷

界

城

遂

廢

海
澄
九
都
港
口
二
城
附

澄

縣

凡

三

堡

城

其

一

爲

縣

卽

草

坂

堡

也

九

都

港

口

二

堡

仍

舊

久

漸

傾

圮

明

萬

歴

十

四

年

知

縣

周

炳

謀

于

防

海

姚

應

龍

節

次

重

脩

天

啓

二

年

紅

毛

入

宼

墻

復

傾

頺

知

縣

劉

斯

徠

銳

意

更

築

太

史

李

世

奇

時

爲

孝

亷

力

贊

勷

之

以

港

口

東

北

靣

海

最

爲

敵

衝

易

灰

而

石

中

爲

複

壁

上

通

馬

道

高

一

丈

數

尺

週

三

百

五

十

丈

九

都

則

學

宫

在

焉

其

重

與

縣

城

等

四

靣

環

砌

皆

石

高

一

丈

七

尺

週

三

百

二

十

丈

有

餘

矻

然

輔

車

邑

治

　

國

朝

順

治

九

年

海

宼

圍

漳

州

不

克

九

月

遁

還

毁

九

都

城

墟

其

地

宼

平

止

築

半

月

城

以

障

西

復

浚

池

而

週

之

學

宮

之

地

靈

减

矣

今

惟

港

口

城

與

邑

治

並

存

云



 

漳
州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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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十
四
　

七
百
五
十
九

公
署

萬
壽
宮

在

城

北

隅

卽

通

判

舊

署

址

改

建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知

府

暴

煜

龍

溪

知

縣

陶

敦

和

創

建

邑

紳

鄭

蒲

任

其

役

中

爲

　

　

殿

陛

九

級

兩

廡

設

文

武

直

房

三

十

七

年

廵

道

蔣

𠃔

焄

知

府

李

師

牧

龍

溪

縣

知

縣

崔

繹

復

于

殿

前

建

鐘

鼓

樓

二

座

儀

門

外

又

建

外

朝

房

一

所

仍

令

鄭

蒲

董

役

焉

分
廵
汀
漳
龍
道
署

舊

爲

廵

海

道

署

在

府

治

東

北

明

嘉

靖

九

年

廵

海

副

使

謝

汝

儀

知

府

陸

金

卽

鎭

撫

司

地

并

拓

民

居

剏

建

制

極

宏

偉

十

年

副

使

羅

英

繼

而

成

之

莆

田

鄭

岳

爲

記

萬

歴

七

年

廵

海

道

移

駐

興

化

府

于

是

分

守

漳

南

道

移

署

于

此

今

漳

南

道

改

爲

分

廵

汀

漳

龍

道

署

仍

舊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廵

道

張

維

寅

重

脩

三

十

九

年

廵

道

蔣

𠃔

焄

重

葺

內

署

并

建

西

㕔

漳
州
府
署

在

府

城

南

唐

貞

元

二

年

徙

州

治

于

龍

溪

卽

今

治

也

元

爲

路

明

爲

府

考

宋

制

府

前

有

雙

門

冠

以

樓

篆

書

州

額

于

其

上

門

內

有

鼓

門

亦

冠

以

樓

樓

上

有

銅

壼

漏

箭

以

司

昏

曉

其

外

左

爲

崇

仁

門

右

爲

懷

恩

門

嘉

泰

元

年

郡

守

方

銓

重

建

鼓

樓

翼

以

飛

觀

在

崇

仁

懷

恩

門

之

上

其

內

左

爲

州

治

署

右

爲

鈐

司

署

州

治

門

西

向

文

東

武

西

同

由

鼓

樓

門

出

元

因

之

明

洪

武

元

年

知

府

潘

淋

重

建

中

爲

大

堂

前

爲

露

臺

䕶

以

石

欄

下

爲

丹

墀

中

爲

甬

道

前

爲

戒

石

亭

又

前

爲

儀

門

外

爲

大

門

丹

墀

兩

旁

爲

廊

東

爲

吏

戶

禮

房

西

爲

兵

刑

工

房

大

堂

後

爲

川

堂

爲

後

堂

川

堂

之

旁

爲

軒

後

堂

之

西

爲

架

閣

庫

儀

門

之

前

爲

廣

濟

庫

正

統

八

年

知

府

甘

瑛

以

外

門

不

宜

偏

出

又

鼔

樓

在

西

太

高

乃

奏

改

從

中

闢

路

而

出

前

立

坊

扁

曰

帥

正

成

化

十

八

年

知

府

姜

諒

重

建

大

堂

後

堂

及

土

地

祠

并

移

舊

建

南

隅

文

昌

坊

之

申

明

亭

東

北

隅

之

旌

善

亭

于

府

大

門

外

左

右

嘉

靖

元

年

知

府

張

鵬

扁

大

堂

曰

牧

愛

撤

後

堂

而

新

之

曰

帥

正

卽

大

門

外

舊

坊

額

也

遷

廣

濟

庫

于

後

堂

之

東

以

石

爲

之

𩿾

自

爲

記

遷

架

閣

庫

于

廣

濟

庫

之

舊

址

八

年

知

府

陸

金

重

脩

大

門

乃

立

後

堂

碑

郡

人

林

魁

爲

記

十

四

年

知

府

孫

裕

重

建

申

明

旌

善

二

亭

二

十

一

年

知

府

顧

四

科

重

建

儀

門

三

十

年

大

堂

頺

壞

知

府

盧

𤩹

脩

之

三

十

四

年

二

月

𥘉

五

日

獄

囚

吳

天

祿

等

反

獄

燒

毁

府

堂

曁

六

房

三

十

五

年

知

府

曾

三

陽

重

建

其

門

外

之

左

爲

延

賓

舘

舊

爲

省

愆

所

三

十

七

年

知

府

李

光

宸

改

建

四

十

年

知

府

桂

嘉

孝

改

扁



 

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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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十
五
　
　

八

百

曰

漳

州

府

隆

慶

四

年

知

府

羅

靑

霄

以

大

門

單

薄

乃

縮

入

改

建

譙

樓

砌

石

爲

門

置

大

鼓

其

上

觀

望

旣

壯

防

衛

亦

周

郡

人

吳

善

爲

記

後

堪

輿

家

以

風

氣

閉

塞

爲

言

萬

歴

二

十

三

年

知

府

楊

維

嶽

改

建

仍

如

舊

制

中

設

大

門

兩

邊

置

角

門

知

府

韓

擢

又

改

設

總

爲

一

門

內

廨

在

府

署

後

淸

軍

同

知

舘

海

防

同

知

舘

督

糧

通

判

舘

督

捕

通

判

館

推

官

廨

理

刑

舘

經

歴

照

磨

知

事

檢

校

等

署

俱

在

府

公

廨

內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海

宼

墮

城

官

署

悉

拆

毁

府

署

亦

廢

十

三

年

　

王

師

克

復

僅

依

舊

址

築

城

而

有

司

暫

借

民

居

爲

署

康

熙

五

年

理

刑

王

錫

琯

先

建

理

刑

舘

六

年

理

刑

奉

裁

乃

暫

以

理

刑

舘

爲

府

署

十

年

知

府

孫

揚

始

重

建

府

大

堂

及

儀

門

大

門

餘

公

廨

悉

爲

民

居

十

七

年

七

月

颶

風

暴

作

大

門

倒

壞

三

十

二

年

知

府

靳

治

揚

議

淸

地

起

建

旋

調

臺

不

果

四

十

九

年

知

府

魏

荔

彤

建

大

門

重

脩

大

堂

於

甬

道

東

西

建

立

六

房

規

模

宏

厰

五

十

二

年

復

建

二

堂

川

堂

及

仰

文

樓

其

貲

悉

捐

俸

而

府

署

猶

仍

理

刑

舘

之

舊

乾

隆

四

十

年

六

月

大

堂

前

楹

被

大

雨

傾

壞

知

府

李

維

鈺

重

脩

屬
署
　
南
勝
海
防
同
知
署

舊

在

府

城

淸

軍

舘

之

東

明

隆

慶

二

年

增

設

海

防

始

建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毁

于

宼

十

六

年

同

知

閔

子

奇

暫

置

在

後

街

舊

係

蔡

家

民

宅

雍

正

十

三

年

移

駐

平

和

縣

南

勝

舊

署

今

改

爲

公

舘

石
碼
糧
捕
通
判
署

舊

在

府

城

府

署

後

之

西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毁

于

兵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通

判

姚

萊

買

後

街

錢

局

爲

署

原

係

總

督

姚

啟

聖

置

局

造

錢

後

部

估

銀

三

百

兩

通

判

姚

萊

捐

俸

買

之

舊

有

督

捕

督

糧

二

㕔

今

并

爲

一

乾

隆

八

年

移

駐

龍

溪

縣

石

碼

舊

署

遂

廢

遺

址

改

建

　

　

萬

壽

宮

其

旁

𨻶

地

改

建

軍

裝

局

經
歴
司

在

府

大

堂

右

知

府

潘

琳

建

明

成

化

間

同

知

何

璧

光

重

建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毁

康

熙

十

年

經

歴

司

黨

吾

鼎

重

建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七

縣

捐

貲

重

脩

司
獄
司

在

儀

門

之

右

舊

在

東

坂

後

街

明

宏

治

七

年

知

府

汪

鳳

改

建

于

此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知

府

顧

四

科

重

建

壘

石

作

閘

門

更

建

樓

于

其

上

前

後

俱

石

圍

之

　

國

朝

順

冶

十

二

年

毁

康

熙

十

年

司

獄

司

杜

思

念

重

建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七

縣

捐

貲

重

脩

丹
霞
驛

在

察

院

之

東

古

驛

在

府

治

西

宋

淳

祐

間

郡

守

章

大

任

建

于

朝

天

門

外

元

至

正

間

徙

府

治

東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府

潘

琳

移

建

于

此

九

年

改

名

淸

漳

尋

復

舊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諸

署

俱

廢

獨

驛

尙

存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丹

霞

驛

丞

裁

移

甘

棠

驛

丞

于

此

乾

隆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十
六
　

七
百
四
十
五

二

十

一

年

驛

丞

復

裁

驛

站

歸

龍

溪

縣

管

理

今

驛

廨

尚

存

大

堂

後

堂

花

㕔

及

前

樓

諸

所

以

供

驛

使

往

來

停

宿

陰

陽
學

原

在

府

治

內

大

門

外

之

左

醫
學

在

大

門

外

之

左

今

廢

僧
綱
司

在

開

元

寺

道
紀
司

在

元

妙

觀按

舊

署

有

淸

軍

同

知

舘

在

府

署

後

之

東

督

糧

通

判

舘

在

府

署

後

之

西

理

刑

舘

在

淸

軍

舘

前

係

明

正

德

六

年

推

官

胡

寧

道

𣸸

建

照

磨

所

在

府

大

堂

右

知

事

廨

在

經

歴

廨

前

檢

校

廨

在

照

磨

廨

後

今

官

俱

裁

署

廢

行
署
　
試
院

在

元

妙

觀

之

左

原

雜

造

局

地

明

宏

治

十

七

年

知

府

汪

鳳

建

爲

察

院

行

署

萬

歴

三

十

一

年

知

府

韓

擢

復

改

布

政

司

行

署

爲

察

院

署

而

此

署

空

廢

後

割

後

堂

爲

張

何

祠

止

遺

前

堂

數

楹

三

十

三

年

龍

溪

知

縣

袁

業

泗

改

脩

前

堂

爲

公

署

三

十

七

年

知

府

閔

夣

得

改

爲

雲

龍

書

院

旋

毁

　

國

朝

改

爲

行

署

以

爲

上

司

往

來

停

宿

之

處

又

爲

提

學

試

院

康

熙

三

十

年

各

學

士

子

具

呈

于

二

門

內

起

葢

瓦

厰

爲

試

棚

湫

隘

不

能

容

則

通

元

妙

觀

以

充

之

四

十

九

年

風

雨

厰

壞

五

十

五

年

重

脩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自

大

堂

至

儀

門

盡

圮

二

十

四

年

廵

道

張

維

寅

知

府

余

文

儀

偕

七

邑

紳

士

重

建

購

官

地

之

入

于

民

者

擴

而

新

之

二

十

五

年

知

府

蔣

𠃔

焄

知

縣

吳

宜

爕

增

建

試

棚

甬

道

之

上

並

葢

明

瓦

㬢

光

映

射

風

雨

不

侵

邑

紳

吳

開

業

鄭

蒲

董

其

事

三

十

八

年

廵

道

蔣

𠃔

焄

復

買

民

地

拓

建

試

棚

東

西

各

十

餘

間

士

咸

德

之

按

公

署

舊

有

廵

海

道

府

舘

在

舊

廵

海

道

署

左

今

廢

布

政

分

司

在

府

治

西

北

丹

霞

之

右

蓮

華

招

善

寺

故

址

也

初

建

府

治

之

西

明

天

順

八

年

移

建

此

處

萬

歴

三

十

一

年

更

改

爲

察

院

署

卽

父

老

所

傳

新

察

院

衙

也

今

廢

爲

民

居

漳

南

道

在

府

衞

二

署

之

間

元

亷

訪

司

分

司

故

址

也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府

潘

淋

建

爲

按

察

分

司

舊

署

成

化

七

年

改

爲

漳

南

道

署

今

廢

　

龍

亭

庫

舊

制

漳

南

道

與

漳

州

府

衛

共

一

鼓

樓

同

門

出

入

內

有

大

曠

廷

一

所

明

隆

慶

元

年

知

府

唐

九

德

拆

毁

鼓

樓

建

憲

度

坊

一

座

將

大

廷

隔

斷

酌

居

中

稍

前

處

建

龍

亭

庫

于

道

衛

之

間

以

藏

儀

仗

漳

南

道

居

其

左

衛

居

其

右

今

庫

頺

壞

　

叅

將

府

舊

爲

法

濟

寺

明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叅

將

楊

鎭

改

建

今

廢

　

鎭

撫

司

在

漳

州

衛

前

之

右

覊

候

輕

犯

之

所

今

廢

　

稅

課

司

在

南

門

橋

之

南

明

嘉

靖

十

五

年

裁

革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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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十
七
　

七
百
七
十
四

造

局

在

北

門

街

之

北

明

嘉

靖

十

年

裁

革

今

混

入

民

居

　

又

有

舊

布

政

分

司

左

府

舘

及

舊

漳

南

道

左

府

舘

又

有

西

淸

書

院

在

東

坂

後

街

亦

係

公

署

改

建

今

俱

廢

龍
溪
縣
署

在

府

治

之

西

按

舊

志

縣

治

之

建

未

詳

所

始

宋

淳

熙

十

二

年

縣

令

趙

不

病

重

脩

嘉

定

四

年

縣

令

陳

士

會

復

修

紹

定

四

年

縣

令

蘓

應

𢖍

𡑭

脩

元

因

之

明

洪

武

初

知

縣

楊

保

誠

重

脩

匾

其

大

堂

曰

道

愛

堂

東

爲

幕

㕔

西

爲

架

閣

庫

儀

門

內

之

東

爲

監

獄

儀

門

外

之

東

爲

土

地

祠

正

統

二

年

知

縣

顧

鴻

重

建

大

堂

及

架

閣

庫

成

化

五

年

知

縣

張

寧

重

建

後

堂

十

五

年

縣

丞

吳

鵬

買

民

屋

增

廣

吏

舍

并

以

舊

架

閣

庫

址

增

建

公

廨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李

棨

重

脩

大

堂

易

其

額

曰

平

政

立

石

坊

于

大

門

外

曰

司

牧

嘉

靖

十

年

知

縣

兪

璉

撤

司

牧

坊

建

鼓

樓

又

當

街

建

二

石

坊

曰

一

方

民

社

曰

百

里

絃

歌

邑

人

林

魁

爲

之

記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林

松

徙

二

石

坊

于

大

門

外

之

左

右

大

門

上

爲

譙

樓

前

築

拱

辰

垣

十

餘

丈

易

戒

石

亭

以

石

坊

徙

土

地

祠

于

儀

門

外

之

西

而

勿

喜

亭

居

東

卽

預

備

倉

故

址

也

後

祠

徙

東

西

爲

延

賓

舘

扁

其

堂

曰

拜

善

縣

丞

廨

在

縣

署

東

主

簿

廨

在

縣

署

西

典

史

廨

在

本

署

後

吏

舍

在

縣

署

之

西

南

旌

善

亭

申

明

亭

在

譙

樓

外

之

左

右

舊

在

樓

內

宏

治

十

六

年

知

縣

姚

𩿾

所

建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樓

徙

亭

在

樓

外

矣

　

國

朝

順

治

十

一

年

海

宼

墮

城

公

署

槪

拆

毁

十

二

年

大

兵

克

復

知

縣

董

帷

建

後

衙

一

所

餘

皆

未

及

康

熙

二

年

知

縣

馬

備

重

建

大

堂

十

七

年

知

縣

魏

明

德

始

建

大

門

儀

門

乾

隆

二

年

知

縣

王

裕

璸

重

葺

大

堂

六

年

知

縣

李

芬

建

內

廨

六

間

十

一

年

川

堂

儀

門

漸

圮

知

縣

袁

本

濓

重

脩

屬
署
　
崋
崶
縣
丞
衙

舊

在

縣

署

大

堂

東

　

國

朝

乾

隆

十

一

年

移

駐

崋

崶

暫

賃

民

屋

以

居

乾

隆

十

四

年

縣

丞

李

瓆

始

建

署

及

吏

役

房

舘

焉

典
史
衙

在

縣

署

大

堂

西

江
東
廵
檢
司

在

角

尾

國

朝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新

設

江
東
馬
驛

在

縣

東

二

十

八

都

宋

爲

通

源

驛

元

至

王

二

十

二

年

改

今

名

明

洪

武

七

年

知

府

許

榮

重

建

嘉

靖

十

九

年

通

判

周

南

充

拓

驛

基

脩

建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驛

丞

裁

驛

站

歸

龍

溪

縣

管

理

今

驛

舍

尙

存

後

進

三

區

又

有

公

舘

在

江

東

橋

西

甘
棠
驛

在

縣

南

六

七

都

地

屬

漳

浦

交

界

元

至

正

二

十

五

年

設

建

明

洪

武

八

年

知

府

許

榮

重

脩

正

統

十

四

年

宼

燬

景

泰

五

年

知

府

謝

騫

重

建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知

府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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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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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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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上

　
　
　
　
十
八
　

七
百
四
十
八

𤩹

脩

後

毁

移

在

丹

霞

驛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驛

丞

裁

驛

站

歸

龍

溪

縣

管

理

按

縣

舊

有

主

簿

廨

在

縣

署

西

今

廢

　

柳

營

江

廵

檢

司

在

縣

東

二

十

七

都

栁

營

江

之

西

明

洪

武

三

年

設

爲

柳

營

江

掣

制

所

隷

𥂁

運

使

司

十

四

年

改

爲

批

驗

䀋

引

所

正

統

九

年

廵

按

張

淑

奏

改

爲

廵

檢

司

　

國

朝

乾

隆

八

年

裁

　

逓

運

所

在

江

東

馬

驛

外

門

樓

之

左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裁

廢

　

香

州

稅

課

局

在

縣

北

二

十

三

四

都

臨

溪

明

嘉

靖

四

年

裁

廢

漳
浦
縣
署

在

縣

城

東

西

兩

街

之

中

唐

開

元

四

年

建

景

龍

間

縣

令

李

圭

繚

以

周

垣

官

廨

始

不

與

民

居

混

雜

宋

紹

興

二

十

三

年

縣

令

陳

貫

通

重

建

淳

祐

八

年

縣

令

楊

浩

然

復

大

而

新

之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張

理

重

建

大

堂

左

爲

典

史

㕔

右

爲

庫

房

大

堂

後

爲

川

堂

聫

于

後

堂

龍

亭

庫

在

大

堂

東

架

閣

庫

在

大

堂

西

東

廊

之

南

爲

際

留

倉

西

廊

之

南

爲

監

獄

中

爲

甬

道

南

爲

戒

石

亭

外

爲

儀

門

儀

門

之

外

東

爲

神

祠

有

舊

預

備

倉

西

爲

新

預

備

倉

又

南

有

大

門

門

上

爲

譙

樓

後

遭

兵

燹

歴

景

泰

成

化

宏

治

間

知

縣

林

瑛

劉

璧

汪

瑛

吳

雲

俱

嘗

脩

葺

之

正

德

間

知

縣

胥

文

相

始

築

崇

墉

蔽

于

譙

樓

之

西

嘉

靖

七

八

年

間

東

西

吏

舍

及

儀

門

相

繼

災

知

縣

周

仲

重

脩

焉

內

衙

在

縣

川

堂

後

縣

丞

廨

在

縣

署

東

主

簿

廨

在

縣

署

西

典

史

廨

在

縣

丞

廨

前

吏

舍

在

縣

署

東

旌

善

亭

申

明

亭

在

譙

樓

門

外

之

左

右

舊

在

縣

門

內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張

玉

文

建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孟

美

移

建

于

此

　

國

朝

康

熙

十

二

年

知

縣

喬

甲

觀

重

建

大

堂

扁

曰

親

民

堂

改

舊

典

史

廨

爲

寅

賓

舘

以

舊

主

簿

㕔

爲

典

史

廨

而

預

備

倉

移

在

堂

之

右

原

在

儀

門

之

西

不

知

誰

徙

于

此

其

川

堂

後

堂

今

俱

圮

甬

道

兩

房

吏

舍

亦

半

毁

餘

如

絃

歌

堂

凈

凉

閣

宣

詔

亭

頒

詔

亭

簡

淸

室

淸

佐

㕔

名

𨿽

存

而

跡

久

廢

如

幕

㕔

庫

房

際

留

倉

預

備

倉

架

閣

庫

西

厫

寅

賔

舘

跡

𨿽

存

而

制

則

廢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洽

遠

重

建

譙

樓

三

間

三

十

五

年

知

縣

于

良

鈞

重

脩

內

署

屬
署
　
雲
霄
縣
丞
衙

在

縣

署

東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年

縣

丞

劉

自

強

重

脩

乾

隆

元

年

移

駐

雲

霄

鎭

典
史
衙

在

縣

署

西

卽

舊

主

簿

㕔

　

國

朝

乾

隆

十

三

年

典

史

王

三

錫

重

脩

陰
陽
學

在

縣

治

南

孝

義

坊內

醫
學

在

縣

治

仙

雲

坊

舊

惠

民

藥

局

上

二

署

今

俱

廢

僧
會
司

在

興

教

寺

內

道
會
司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十
九
　

七
百
八
十
四

在

崇

眞

觀

內

臨
漳
馬
驛

在

縣

治

西

北

仙

雲

坊

內

宋

置

名

仙

雲

驛

元

改

此

名

明

因

之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張

理

重

建

正

統

十

四

年

燬

于

㓂

景

泰

七

年

知

府

謝

騫

重

建

正

德

間

知

縣

何

烱

重

脩

今

爲

民

居

驛

屬

典

史

兼

管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奉

文

驛

站

歸

縣

管

理

雲
霄
驛

在

縣

南

六

都

元

時

置

明

洪

武

十

一

年

南

詔

驛

驛

丞

黑

中

建

成

化

十

年

圮

十

三

年

同

知

蔣

璿

復

建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驛

丞

裁

驛

站

歸

縣

管

理

盤
陀
嶺
廵

檢
司

在

八

都

明

正

統

間

置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移

駐

雲

霄

乾

隆

元

年

仍

駐

盤

陀

按

屬

署

舊

有

古

雷

廵

檢

司

在

縣

南

九

都

後

葛

廵

檢

司

在

九

都

靑

山

廵

檢

司

在

十

五

都

井

尾

廵

檢

司

在

二

十

三

都

今

俱

裁

廨

廢

管

糧

㕔

在

縣

門

內

今

廢

主

簿

廨

今

爲

典

史

署

行

署

舊

有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北

舊

稅

課

司

地

明

正

統

五

年

建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年

知

縣

楊

遇

暫

築

常

平

倉

于

㕔

事

故

址

餘

皆

駐

兵

　

漳

南

道

分

司

在

縣

治

左

明

洪

武

初

知

縣

張

理

建

卽

提

刑

分

司

成

化

七

年

改

爲

漳

南

道

分

司

今

久

廢

知

縣

楊

遇

暫

築

爲

常

平

倉

　

府

舘

在

臨

漳

驛

之

右

今

廢

　

又

有

督

捕

舘

在

雲

霄

驛

北

明

萬

歴

初

府

通

判

駐

劄

見

劉

庭

芥

雲

霄

事

紀

舊

志

誤

　

另

有

逓

運

所

在

臨

漳

馬

驛

之

前

明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裁

廢

長
泰
縣
署

在

縣

城

東

北

負

羅

侯

山

南

向

科

峯

南

唐

保

大

十

四

年

以

武

安

塲

爲

縣

始

建

邑

治

宋

淳

熙

初

縣

令

王

孝

恭

重

脩

扁

其

堂

曰

道

愛

紹

定

五

年

汀

宼

燬

民

居

殆

盡

惟

署

獨

存

縣

令

鄭

師

申

復

脩

淳

祐

間

縣

令

趙

與

垣

復

建

丞

簿

㕔

元

至

正

間

宼

亂

殘

燬

無

餘

主

簿

陳

文

積

更

建

之

明

洪

武

初

知

縣

鄧

淸

重

脩

中

爲

大

堂

堂

左

爲

典

史

㕔

右

爲

架

閣

庫

儀

門

之

左

爲

土

地

祠

右

爲

監

獄

儀

門

外

爲

大

門

大

門

外

爲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大

門

之

上

爲

譙

樓

成

化

間

知

縣

劉

鐸

更

建

內

署

于

大

堂

後

正

德

十

三

年

知

縣

朱

絃

復

脩

門

堂

內

外

徧

植

果

𣗳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塘

作

石

庫

于

堂

右

萬

歴

九

年

知

縣

方

應

時

脩

儀

門

東

西

六

房

剏

親

賢

舘

于

儀

門

外

之

東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管

橘

建

思

過

軒

于

堂

後

東

偏

自

爲

記

脩

大

堂

易

扁

曰

偕

春

堂

譙

樓

儀

門

圮

壞

俱

重

建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譙

樓

災

雍

正

四

年

大

堂

棟

柝

傾

塌

知

縣

張

宗

仁

壓

焉

乾

隆

九

年

知

縣

張

宏

緖

捐

俸

重

建

親

民

堂

較

舊

制

稍

狹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得

御

捐

俸

并

勸

邑

紳

捐

金

改

復

大

堂

舊

制

重

建

譙

樓

邑

紳

楊

新

基

董

其

事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七
百
五
十
一

屬
署
　
典
史
衙

舊

在

大

堂

左

明

成

化

十

年

知

縣

劉

鐸

改

建

在

儀

門

之

東

　

國

朝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典

史

彭

智

秉

重

建

陰
陽
學

在

大

門

外

之

東

偏

醫
學

在

大

門

外

之

西

偏

僧
會
司

以

祥

光

寺

爲

之

今

圮

道
會
司

在

縣

治

之

東

以

威

惠

廟

爲

之

按

縣

舊

有

丞

簿

衙

元

至

正

間

宼

燬

今

丞

簿

並

裁

驛

署

舊

在

縣

治

後

東

北

隅

今

廢

廵

檢

司

原

在

縣

東

南

欽

化

里

後

改

建

于

朝

天

嶺

側

明

萬

歴

十

八

年

移

置

溪

口

以

察

白

桐

磨

鎗

等

隘

出

入

非

常

今

裁

其

行

署

有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西

按

察

分

司

之

右

明

末

毁

廢

其

地

賃

民

葢

屋

輸

租

于

官

　

按

察

分

司

在

布

政

分

司

之

左

今

廢

其

地

與

布

政

分

司

同

南
靖
縣
署

舊

署

元

至

正

十

六

年

建

明

正

統

六

年

典

史

周

鼎

重

建

十

四

年

燬

于

宼

景

泰

二

年

主

簿

卜

應

麟

重

脩

成

化

十

五

年

知

縣

張

本

重

建

大

堂

及

東

西

廊

後

堂

川

堂

庫

房

儀

門

典

史

㕔

譙

樓

大

門

廨

舍

悉

備

嘉

靖

元

年

知

縣

施

祥

重

建

譙

樓

二

十

九

年

主

簿

羅

盛

重

脩

四

十

年

饒

賊

入

城

悉

被

燒

燬

止

存

主

簿

典

史

廨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林

挺

春

重

脩

前

後

堂

次

年

徙

新

城

將

堂

宇

折

蓋

前

堂

後

堂

又

𣸸

建

川

堂

儀

門

大

門

并

六

房

幕

㕔

萬

歴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宗

愈

遷

復

舊

城

卽

原

儒

學

故

址

鼎

建

縣

署

中

爲

大

堂

扁

曰

親

民

北

爲

川

堂

爲

後

堂

額

曰

學

道

愛

人

衙

舍

在

署

之

正

西

爲

堂

房

二

十

七

間

幕

㕔

在

署

之

正

東

爲

堂

六

楹

東

南

爲

主

簿

衙

西

南

爲

典

史

衙

前

爲

露

臺

下

爲

丹

墀

中

爲

甬

道

兩

廊

爲

六

房

南

爲

儀

門

延

賔

舘

在

儀

門

外

之

東

後

爲

土

地

祠

儀

門

西

爲

監

獄

北

爲

吏

典

廨

舍

六

房

承

發

舖

長

諸

廨

共

爲

屋

一

十

四

間

正

西

爲

龍

亭

庫

東

北

爲

架

閣

庫

西

北

爲

庫

房

最

前

爲

譙

樓

大

門

外

左

右

爲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規

制

峻

整

　

國

朝

康

熙

七

年

知

縣

白

拱

薇

重

建

思

補

堂

一

十

七

年

知

縣

孟

振

玉

重

建

古

樓

及

六

房

五

十

年

知

縣

劉

宗

業

重

脩

後

樓

雍

正

四

年

大

堂

傾

圮

知

縣

彭

璋

重

建

乾

隆

八

年

知

縣

姚

循

義

重

脩

後

堂

屬
署
　
典
史
衙

舊

在

大

堂

西

南

今

改

建

在

主

簿

衙

地

陰
陽
學

在

縣

署

東

南

今

廢

醫
學

舊

制

在

坊

前

街

舊

聖

侯

廟

地

今

廢

僧
會
司

在

安

福

寺

西

去

縣

治

一

里

今

廢

道
會
司

舊

在

坊

𣱵

門

街

今

廢

𣱵
豐
廵
檢
司

在

縣

北

韓

婆

徑

明

正

統

五

年

設

初

名

韓

婆

廵

檢

司

景

泰

二

年

改

今

名

　

國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一
　

七
百
四
十
四

朝

乾

隆

二

年

奉

憲

移

駐

山

城

和
溪
廵
檢
司

在

縣

北

𣱵

豐

里

南

靖

龍

巖

二

縣

交

界

處

明

正

統

五

年

設

年

久

傾

壞

萬

歴

二

十

四

年

廵

檢

陳

所

學

重

建

　

國

朝

乾

隆

三

年

奉

憲

移

駐

水

潮

按

縣

舊

有

丞

簿

衙

今

並

廢

又

行

署

有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明

成

化

十

年

圮

因

沒

入

民

間

萬

歴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宗

愈

淸

回

改

置

府

舘

　

漳

南

道

原

在

縣

治

東

偏

明

隆

慶

五

年

知

縣

曾

球

遷

建

新

縣

東

南

遺

址

鬻

之

民

間

萬

歴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宗

愈

遷

復

舊

城

卽

原

城

隍

廟

故

地

鼎

建

今

廢

　

府

公

舘

原

在

東

門

內

久

廢

改

作

丁

令

公

祠

知

縣

陳

宗

愈

改

建

于

舊

布

政

司

地

今

廢

○

平

南

驛

在

𣱵

豐

里

金

山

社

今

驛

裁

廨

廢

平
和
縣
署

在

邑

中

區

明

正

德

十

四

年

設

縣

署

縣

事

施

祥

創

建

縣

署

其

制

中

爲

大

堂

前

爲

露

臺

又

前

爲

甬

道

又

前

爲

戒

石

亭

爲

儀

門

堂

之

左

爲

典

史

㕔

右

爲

龍

亭

庫

堂

之

後

爲

川

堂

爲

後

堂

左

後

爲

庫

右

後

爲

架

閣

庫

又

大

堂

後

爲

內

署

大

堂

額

曰

親

民

堂

嘉

靖

五

年

知

縣

王

祿

建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于

縣

門

前

左

右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陳

中

立

徙

其

廨

千

東

偏

典

史

廨

在

本

㕔

之

左

吏

舍

在

典

史

廨

之

左

後

知

縣

王

立

凖

復

建

一

堂

以

當

宅

門

額

曰

以

臨

軒

儀

門

內

之

左

爲

士

地

祠

右

爲

監

獄

儀

門

外

左

爲

禁

舖

稍

前

爲

回

心

倉

後

儀

門

壞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謝

明

德

脩

正

前

爲

大

門

門

上

爲

譙

樓

而

縣

之

東

西

有

提

鈴

巷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姜

遂

初

重

脩

蒞

政

堂

此

舊

制

也

後

燬

于

兵

　

國

朝

康

熙

四

年

知

縣

王

道

光

始

建

尊

五

堂

爲

出

治

之

所

非

親

民

堂

舊

址

矣

三

十

三

年

知

縣

巫

元

東

重

建

大

堂

并

龍

亭

庫

贊

政

堂

及

儀

門

譙

樓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郭

廷

彩

再

建

內

衙

樓

舍

并

退

思

堂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陸

惇

宗

重

脩

屬
署
　
典
史
衙

在

大

堂

之

左

　

國

朝

屡

次

脩

葺

乾

隆

四

十

年

典

史

鄭

啟

謨

重

脩

陰
陽
學

在縣

左

今

廢

醫
學

在

縣

右

今

改

爲

扁

井

社

學

漳
汀
廵
檢
司

原

小

溪

廵

檢

司

設

縣

後

改

爲

漳

汀

廵

檢

司

奉

憲

移

駐

蘆

溪

今

又

移

駐

琯

溪

按

縣

行

署

舊

有

　

布

政

分

司

署

在

縣

治

東

明

已

廢

其

地

佃

民

間

歲

輸

其

稅

于

官

　

漳

南

道

署

在

學

宮

前

今

改

爲

敎

塲

　

府

舘

在

東

門

內

今

改

爲

常

平

倉

詔
安
縣
署

明

嘉

靖

十

年

設

縣

時

建

通

判

陳

賢

董

其

役

合

漳

南

道

府

舘

故

地

并

材

木

而

爲

之

大

堂

之

西

爲

典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二
　

七
百
六
十
五

史

㕔

堂

後

爲

內

廨

東

爲

吏

舍

儀

門

之

東

爲

土

地

祠

西

爲

監

獄

凡

事

草

創

而

已

十

二

年

知

縣

何

春

改

建

典

史

廨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尤

敷

改

建

大

門

壘

石

爲

臺

構

重

樓

其

上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廖

暹

闢

𨻶

地

作

保

𨤲

坊

以

障

于

縣

廨

之

後

又

以

石

塡

大

門

女

墻

而

平

之

扁

曰

詔

安

縣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李

尚

理

廢

保

𨤲

坊

以

恊

向

明

之

義

剷

前

衢

之

高

而

取

其

羡

土

以

補

廨

舍

之

卑

于

是

前

平

直

而

後

塽

塏

二

十

八

年

𣸸

設

捕

盗

主

簿

改

建

吏

舍

卽

其

地

而

建

廨

焉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梁

士

楚

以

吏

舍

旣

改

爲

主

簿

廨

皆

寄

宿

民

間

不

便

乃

拓

主

簿

衙

後

地

爲

之

崇

正

七

年

知

縣

王

政

岐

重

建

大

堂

高

三

尺

前

翼

以

石

欄

拓

縣

東

地

爲

寅

賔

舘

其

旌

善

申

明

二

亭

舊

在

大

門

外

左

右

知

縣

廖

暹

建

後

廢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宼

燬

縣

治

十

四

年

知

縣

歐

陽

明

憲

重

建

大

堂

并

兩

廊

吏

舍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知

縣

秦

烱

重

建

申

明

亭

于

大

門

照

墻

之

次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姚

循

義

捐

俸

重

脩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楊

慰

復

脩

屬
署
　
典
史
衙

在

縣

大

堂

之

西

陰
陽
學

舊

在

縣

西

南

今

廢

醫
學

舊

未

設

漳
潮

分
界
廵
檢
司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元

時

設

在

南

靖

之

埔

平

定

南

寨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徙

于

漳

浦

五

都

正

德

十

五

年

徙

置

于

此

初

未

有

廨

卽

𢊊

堂

居

之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署

縣

同

知

龍

遂

建

今

廢

移

廨

于

縣

城

東

門

之

內

行
署
　
公
舘

在

縣

治

之

左

原

漳

南

道

署

故

址

　

國

初

設

于

南

門

內

之

左

係

許

姓

祠

址

康

熙

五

十

年

許

姓

具

呈

清

復

仍

移

築

于

此

按

縣

舊

有

洪

淡

廵

檢

司

在

五

都

北

埔

元

設

于

四

都

之

沔

洲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徙

今

所

　

金

石

廵

檢

司

元

設

于

龍

巖

縣

聚

賢

里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徙

五

都

山

東

社

今

俱

廢

又

行

署

舊

有

漳

南

道

署

在

縣

治

右

隆

慶

五

年

僉

事

梁

士

楚

改

爲

團

練

道

前

𥪡

二

木

坊

左

坊

安

壤

重

地

右

坊

貞

肅

明

臺

後

爲

漳

南

道

署

今

廢

　

府

舘

前

志

云

在

縣

城

北

舊

在

城

西

卽

今

典

史

衙

後

遷

北

門

今

廢

又

有

南

詔

守

禦

千

戶

所

在

縣

治

之

東

今

廢

　

南

詔

驛

在

縣

城

內

宋

初

爲

臨

水

驛

在

北

関

外

明

洪

武

初

改

名

南

詔

今

裁

署

廢

海
澄
縣
署

明

隆

慶

元

年

設

縣

知

府

唐

九

德

乃

就

縣

民

陳

甫

所

捐

地

創

置

四

圍

土

墻

高

各

一

丈

六

尺

深

四

十

五

丈

闊

二

十

五

丈

中

爲

大

堂

後

爲

二

堂

左

爲

軍

器

庫

右

爲

糧

餉

庫

二

堂

後

爲

三

堂

後

爲

內

署

東

爲

幕

㕔

西

爲

書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三
　

六
百
○
三

齋

堂

後

爲

樓

大

堂

前

爲

甬

道

爲

戒

石

亭

兩

廊

爲

書

吏

庫

爲

架

閣

庫

東

西

共

十

六

間

又

前

爲

儀

門

東

西

爲

角

門

東

角

門

外

爲

土

地

祠

祠

前

舊

有

延

賓

舘

後

改

爲

倉

西

角

門

外

爲

監

獄

又

前

爲

大

門

上

爲

譙

樓

置

洪

鐘

萬

歴

間

知

縣

龍

國

祿

建

大

門

外

爲

旌

善

亭

申

明

亭

縣

丞

廨

在

大

堂

左

典

史

廨

在

大

堂

右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年

知

縣

陳

世

儀

復

建

後

樓

五

間

五

十

年

知

縣

韓

鍾

以

儀

門

傾

圮

捐

俸

重

修

乾

隆

十

四

年

知

縣

汪

家

琭

重

葺

二

堂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陳

鍈

脩

內

廨

及

譙

樓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王

作

霖

重

建

大

堂

高

大

寛

廣

悉

依

舊

制

楹

柱

皆

易

以

石

屬
署
　
縣
丞
衙

在

大

堂

左

明

隆

慶

六

年

建

典
史
衙

在

大

堂

右

明

隆

慶

元

年

建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典

史

孫

雲

重

建

海
門
廵
檢
司

在

四

五

都

靑

浦

社

舊

在

海

門

山

明

正

統

六

年

知

府

甘

瑛

以

其

地

民

悍

奏

置

廵

檢

司

以

控

馭

之

七

年

盡

徙

其

民

散

處

內

地

遂

移

廵

檢

司

于

北

門

外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廵

檢

阮

玉

華

詳

請

建

署

二

十

六

年

重

葺

按

屬

署

舊

有

濠

門

廵

檢

司

在

三

都

嵩

㠘

島

尾

廵

檢

司

在

二

十

三

都

漳

浦

分

界

處

俱

明

洪

武

間

設

今

俱

裁

廨

廢

又

行

署

　

安

邊

舘

在

海

滄

澚

明

嘉

靖

九

年

建

至

三

十

九

年

燬

于

宼

尋

脩

葺

萬

歴

間

鬻

于

民

間

崇

正

四

年

知

縣

梁

兆

陽

贖

還

改

爲

採

風

𤼵

賑

之

所

及

士

民

講

學

誦

法

題

曰

觀

化

堂

內

爲

社

倉

今

廢

　

海

防

舘

在

縣

治

之

右

卽

靖

海

舘

舊

基

明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同

知

鄧

士

元

改

建

後

爲

督

餉

舘

又

爲

積

穀

倉

今

廢

餉

舘

在

港

口

康

熙

間

燬

于

宼

圭

㠘

公

舘

知

縣

傳

櫆

建

今

廢

倉
厫置

倉
之
法
由
來
已
久
歴
代
各
有
規
制
明
有
常
平
預
備
際

留
及
社
倉
義
倉
名
目

國
朝
多
因
舊
制
順
治
十
一
年

各
府
州
縣
預
備
等
倉
責
成
該
道
員
稽
察
舊
積
料
理
新
儲
每

年
二
季
造
册
報
部
十
二
年
令
各
衙
門
自
理
贖
鍰
春
夏
積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四
　

六
百
二
十
五

銀
秋
冬
積
穀
悉
入
常
平
倉
備
賑
十
七
年
議
准
常
平
穀
春

夏
出
糶
秋
冬
糴
還
平
價
生
息
遇
凶
荒
按
數
給
散
貧
民
康

熙
十
八
年

題
准
地
方
官
整
理
常
平
倉
每
歲
秋
成
勸
諭
官
紳
士
民
捐
輸

米
穀
照
例
議
敍
鄉
村
立
社
倉
鎭
店
立
義
倉
十
九
年
又
覆

准
直
省
常
平
倉
穀
畱
本
地
備
賑
社
義
倉
穀
畱
本
村
備
賑

𣱵
停
恊
解
外
郡

漳
州
府
常
平
倉

在

察

院

之

西

舊

在

府

內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知

府

徐

克

敬

移

建

今

所

一

十

一

厫

一

百

一

間

宏

治

初

僅

存

四

厫

四

十

一

間

十

一

年

通

判

梁

紈

建

正

堂

三

間

爲

監

收

所

止

存

大

小

一

十

厫

三

十

六

間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倉

大

使

楊

復

生

重

建

正

堂

一

座

倉

六

間

其

餘

尙

租

與

民

間

起

葢

房

屋

又

府

署

寅

賓

舘

旁

倉

厫

二

間

府

署

內

箭

道

倉

厫

三

十

四

間

碩

仁

橋

倉

厫

六

間

四

處

倉

厫

共

四

十

四

間

乾

隆

三

十

年

歸

并

龍

溪

縣

屯
糧
倉

在

糧

捕

㕔

署

內

　

國

朝

康

熙

七

年

裁

漳

州

衛

官

屯

糧

散

歸

各

縣

龍

溪

則

歸

糧

捕

㕔

乾

隆

三

十

年

歸

併

龍

溪

縣

按

郡

舊

有

預

備

倉

在

常

平

倉

內

東

西

各

一

西

隅

者

舊

在

香

洲

社

後

燬

于

宼

成

化

九

年

知

府

王

文

改

建

一

在

城

內

凈

衆

寺

西

一

在

城

外

東

嶽

廟

右

一

在

城

外

山

川

壇

左

今

俱

廢

又

新

義

倉

在

東

門

街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知

縣

線

應

彩

奉

部

文

建

今

廢

龍
溪
縣
新
倉

在

大

堂

東

西

共

十

間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線

應

彩

重

建

署

後

倉

厫

十

五

間

雍

正

十

二

年

知

縣

劉

良

𤩹

乾

隆

五

年

知

縣

李

芬

先

後

創

建

又

法

濟

寺

倉

厫

五

十

間

雍

正

七

年

知

縣

吳

道

來

十

一

年

知

縣

孫

國

柱

乾

隆

元

年

知

縣

申

景

雲

四

年

知

縣

王

裕

璸

先

後

造

建

又

開

元

寺

倉

厫

八

間

乾

隆

七

年

知

縣

章

璠

建

社

倉
共

四

十

二

所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奉

文

設

立

　

一

在

東

廂

葱

園

社

　

一

在

南

廂

上

下

沙

社

　

一

在

北

廂

社

俱

附

郭

　

一

在

高

許

林

社

一

在

方

碩

社

一

在

吳

眞

社

一

在

石

碼

社

一

在

鄭

周

林

社

一

在

王

五

倫

社

俱

十

一

都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五
　

八
百
二
十
六

一

在

楊

鄭

吳

社

一

在

林

尾

社

一

在

連

任

社

倶

十

二

三

都

一

在

謝

前

塘

社

一

在

林

堂

社

一

在

西

文

社

一

在

大

寶

社

一

在

山

兠

社

俱

二

十

一

都

一

在

黃

柑

社

一

在

陳

宏

講

社

俱

二

十

二

都

一

在

都

張

奇

社

一

在

磁

窑

社

一

在

金

沙

社

一

在

寨

坂

社

一

在

沙

建

社

俱

二

十

三

四

都

一

在

桃

源

社

一

在

浦

西

社

一

在

昇

平

社

一

在

龍

嶺

社

一

在

華

崶

社

一

在

宜

招

社

一

在

歸

德

社

俱

二

十

五

都

一

在

茶

園

社

一

在

內

林

社

俱

二

十

六

都

一

在

雲

林

社

一

在

蔡

吾

唐

社

俱

二

十

七

都

一

在

劉

瑞

社

一

在

澚

頭

社

一

在

許

茂

社

俱

二

十

八

都

一

在

石

美

社

一

在

田

裡

社

俱

二

十

九

都

按

縣

舊

有

預

備

倉

在

儀

門

外

明

嘉

靖

間

知

縣

林

松

徙

于

府

常

平

倉

內

厫

一

計

十

間

又

舊

有

社

倉

二

十

所

成

化

間

知

府

姜

諒

以

郡

境

連

年

水

旱

民

無

所

儲

蓄

乃

講

求

朱

文

公

社

倉

法

命

屬

邑

鄉

都

各

倣

建

之

勤

富

民

出

粟

歲

豐

則

歛

歲

歉

則

散

選

公

正

者

爲

社

正

副

以

司

出

納

一

在

一

二

三

都

金

沙

社

一

在

四

五

都

沙

塘

尾

一

在

中

和

保

一

在

漸

山

社

瑞

香

院

俱

六

七

都

一

在

八

都

林

坑

社

一

在

九

都

霞

苑

社

以

上

今

屬

海

澄

一

在

十

一

都

觀

音

院

旁

一

在

十

二

三

都

古

縣

社

舊

預

備

倉

址

一

在

二

十

一

都

雙

路

口

一

在

二

十

二

都

翁

建

社

一

在

二

十

三

四

都

松

洲

社

一

在

華

崶

社

一

在

桃

源

社

一

在

藍

徑

社

一

在

宜

招

社

一

在

苦

竹

社

俱

二

十

五

都

一

在

二

十

六

都

翰

林

社

一

在

二

十

七

都

後

坑

社

一

在

二

十

八

都

官

埭

社

一

在

二

十

九

三

十

都

石

尾

社

今

已

俱

廢

漳
浦
縣
常
平
倉

一

在

丞

㕔

前

卽

漳

南

道

署

舊

址

一

在

布

政

分

司

內

知

縣

楊

遇

建

在
鄉
倉

一在

雲

霄

一

在

何

家

保

一

在

赤

湖

社
倉

共

一

十

二

所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奉

文

建

置

一

在

梁

山

一

在

錦

營

一

在

海

雲

一

在

舊

鎭

一

在

馬

坪

一

在

石

榴

坂

一

在

盤

陀

一

在

杜

潯

一

在

下

佈

一

在

高

林

一

在

檺

潯

一

在

洋

尾

橋

按

縣

舊

有

際

留

倉

在

縣

治

東

廊

之

南

預

備

倉

二

所

一

在

縣

堂

西

明

知

縣

張

理

建

于

儀

門

外

之

西

厫

後

知

縣

房

寰

改

建

一

在

典

史

幕

㕔

後

社

倉

五

所

一

在

縣

鼓

樓

之

西

一

在

十

都

杜

潯

一

在

八

都

無

象

舖

一

在

九

都

後

山

港

口

一

在

二

十

八

都

檺

潯

義

倉

七

所

一

在

崇

直

觀

內

一

在

六

都

雲

霄

一

在

八

都

後

葛

一

在

十

五

都

赤

湖

一

在

十

七

都

佛

潭

橋

一

在

二

十

三

都

関

頭

一

在

二

十

人

都

檺

潯

𣸸

設

倉

五

一

在

祠

邊

一

在

舘

前

一

在

興

教

寺

山

門

下

一

在

興

教

寺

鐘

樓

下

一

在

崇

眞

觀

洞

仙

宮

俱

萬

歴

三

十

三

年

設

大

扺

權

借

僧

寺

爲

之

鎭

海

預

備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六
　

七
百
三
十
六

倉

在

舊

鎭

海

衛

城

內

地

原

屬

浦

銅

山

倉

在

銅

山

舊

隷

詔

安

後

屬

漳

浦

陸

鰲

常

盈

倉

在

陸

鰲

所

洪

武

間

建

先

屬

所

後

屬

本

縣

以

上

諸

倉

今

俱

廢

長
泰
縣
預
備
倉

在

縣

堂

西

明

嘉

靖

六

年

推

官

黃

直

按

丞

簿

㕔

故

址

改

建

一

座

三

問

左

右

各

三

厫

移

舊

東

西

二

倉

入

之

今

虛

其

中

作

倉

㕔

元

亨

利

正

四

倉

俱

在

左

右

際
畱
倉

明

洪

武

年

知

縣

鄧

淸

郎

儀

門

右

爲

之

今

名

地

倉

後

儀

門

東

復

建

一

倉

今

名

天

倉

統

共

倉

房

六

十

一

間

社
倉

共

十

四

所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奉

文

建

置

一

在

人

和

里

南

津

社

一

在

欽

化

里

京

元

社

一

在

方

成

里

旺

后

社

蔡

山

社

一

在

㳟

順

里

山

重

社

坂

尾

社

一

在

彰

信

里

西

湖

社

大

夫

坊

社

一

在

石

銘

里

春

芳

社

上

蔡

社

一

在

旌

孝

里

甘

棠

社

溪

邊

社

一

在

善

化

里

赤

嶺

社

江

都

社按

縣

舊

有

東

西

二

倉

在

仁

和

彰

信

里

正

統

間

知

縣

劉

奎

復

置

中

倉

設

北

倉

于

旌

孝

里

成

化

間

知

縣

劉

鐸

又

設

仁

義

禮

智

四

倉

後

推

官

龍

文

明

復

設

常

平

倉

于

城

隍

廟

後

知

縣

盧

洪

遠

又

設

社

倉

十

所

今

俱

廢

南
靖
縣
常
平
倉

在

縣

署

西

明

萬

歴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陳

宗

愈

建

社
倉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奉

文

建

置

分

貯

三

十

二

社

各

社

長

家

並

未

起

葢

社

倉

按

縣

舊

有

預

備

倉

凡

五

所

一

在

由

義

囷

下

社

一

在

習

賢

里

張

倉

社

一

在

安

福

寺

左

一

在

舊

城

隍

廟

右

一

在

舊

縣

署

西

又

萬

歴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宗

愈

遷

復

舊

城

卽

原

縣

治

故

址

鼎

建

預

備

倉

一

所

兩

廊

建

厫

十

座

又

際

畱

倉

舊

在

縣

西

又

各

鄉

置

義

倉

一

十

五

所

一

在

坊

聖

宫

後

一

在

張

公

祠

一

在

習

賢

里

一

圖

張

倉

五

顯

廟

左

一

在

安

福

寺

一

在

習

賢

里

二

圖

竹

員

溪

尾

社

一

在

東

門

外

蔡

姐

廟

後

一

在

歸

德

里

一

圖

官

員

嶺

子

壚

一

在

由

義

里

一

圖

穴

口

官

寨

地

一

在

由

義

里

二

圖

慈

濟

宮

邊

一

在

𣱵

豐

里

一

圖

西

洋

坪

墩

營

一

在

吳

宅

𢊊

堂

前

曠

地

一

在

和

溪

司

曠

地

一

在

田

坑

舖

邊

一

在

居

仁

里

一

圖

上

牙

庄

一

在

居

仁

里

馬

坪

五

社

公

廟

邊

今

俱

廢

平
和
縣
新
倉

在

縣

左

城

隍

廟

之

右

原

府

舘

舊

址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巫

元

東

購

地

置

倉

前

後

三

座

中

建

官

㕔

兩

旁

建

倉

房

共

十

間

豫
豐
倉

在

山

隔

卽

海

逆

吳

淑

附

近

田

園

入

官

之

產

設

倉

收

貯

社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七
　

七
百
二
十
二

倉
舊

設

二

十

七

處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奉

文

建

設

今

并

一

十

一

處

一

在

城

內

一

在

崎

嶺

一

在

霞

寨

一

在

山

隔

一

在

翠

薇

一

在

南

勝

一

在

五

寨

一

在

𤲅

後

一

在

大

溪

一

在

盧

溪

一

在

坪

𡋙

按

縣

舊

有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大

門

內

回

心

倉

在

儀

門

外

之

左

今

並

廢

詔
安
縣
新
倉

在

縣

治

儀

門

內

左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知

縣

秦

烱

建

倉

厫

五

間

中

爲

倉

㕔

乾

隆

五

年

知

縣

蘓

石

麟

于

署

後

復

建

十

一

間

乾

隆

九

年

知

縣

程

運

靑

于

大

堂

西

又

建

十

二

間

乾

隆

十

年

知

縣

榮

健

于

儀

門

內

更

建

九

間

乾

隆

十

三

年

知

縣

姚

循

義

于

署

內

又

增

建

八

間

倉

厫

共

四

十

五

間

社
倉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奉

文

置

社

倉

十

所

一

在

東

闗

外

一

在

三

都

西

潭

村

一

在

三

都

寶

橋

村

一

在

四

都

上

湖

村

一

在

四

都

梅

州

村

一

在

五

都

西

埔

墟

一

在

二

都

金

溪

社

一

在

二

都

　

下

社

一

在

徑

口

村

一

在

秀

篆

社

按

縣

舊

有

預

備

倉

在

南

詔

倉

內

之

東

原

爲

際

畱

倉

明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縣

吳

桂

𣸸

設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李

尚

理

重

脩

改

爲

預

備

倉

南

詔

倉

在

舊

驛

後

明

宏

治

十

八

年

建

有

監

收

㕔

及

斗

級

房

東

西

二

厫

知

縣

李

尙

理

脩

并

貯

際

留

倉

糧

米

社

倉

舊

在

縣

署

內

懸

鐘

倉

在

本

所

今

俱

廢

海
澄
縣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大

門

東

偏

舊

名

際

畱

倉

明

隆

慶

五

年

知

縣

王

穀

建

後

龍

國

祿

改

名

預

備

今

名

常

平

倉

嚴
家
倉

在

港

口

城

內

順

治

九

年

海

宼

設

此

拆

民

屋

爲

之

嚴

家

屋

最

大

故

名

嚴

家

倉

　

國

朝

平

復

後

仍

因

之

倉

厫

共

十

五

間

雍

正

十

三

年

知

縣

嚴

𥋓

重

脩

大
有
倉

在
土
城
內
共
十
五
間

　

國

朝

乾

隆

六

年

知

縣

黃

曾

奉

文

建

社
倉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汪

家

琭

奉

文

建

設

五

所

一

在

土

城

大

有

倉

一

在

東

路

浮

宮

社

一

在

西

路

美

山

保

一

在

南

路

鄒

岱

社

一

在

北

路

海

滄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署

縣

事

陳

鼎

奉

文

續

設

社

倉

六

所

一

在

東

路

橋

南

甲

一

在

東

路

石

阜

社

一

在

西

路

龍

潭

社

一

在

南

路

金

豐

保

一

在

北

路

永

昌

保

一

在

北

路

新

安

堡按

縣

舊

有

義

倉

二

所

一

在

大

泥

天

妃

宮

內

明

萬

歴

十

年

建

一

在

三

都

崇

正

五

年

知

縣

梁

兆

陽

建

併

相

本

倉

餘

地

設

立

社

學

敎

養

兼

焉

一

社

學

社

倉

在

海

滄

舊

爲

安

邊

舘

萬

歴

間

舘

廢

其

地

變

鬻

民

間

崇

正

四

年

知

縣

梁

兆

陽

贖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八
　

六
百
四
十
八

還

更

築

爲

采

風

發

賑

之

區

及

土

民

講

學

讀

法

題

曰

觀

化

堂

而

其

內

爲

社

倉

又

公

署

義

倉

在

縣

署

右

故

有

舘

穀

所

葢

鎭

海

軍

儲

也

後

改

拆

邑

倉

幾

廢

崇

正

十

一

年

知

縣

金

汝

礪

重

建

前

爲

公

憇

以

集

冠

裳

後

爲

倉

厫

以

備

陳

因

云

今

俱

廢
坊
表

坊

表

所

以

傳

也

其

存

其

廢

俱

志

之

郡
治
負
郭
龍
溪
縣
　
整
綱
飭
紀
察
吏
安
民
二
坊

在

廵

道

前

舊

爲

閩

南

風

紀

粤

北

重

鎭

明

海

道

謝

汝

儀

易

籌

邊

貞

度

　

國

朝

改

分

守

道

爲

分

廵

兵

備

道

易

爲

安

內

攘

外

揆

文

奮

武

乾

隆

八

年

廵

道

王

廷

諍

又

易

今

名

憲
度
坊

在

廵

道

前

舊

爲

肅

淸

海

嶽

明

知

府

唐

九

德

易

此

名

今

廢

東

南
保
障
坊

在

府

治

前

舊

爲

承

宣

保

釐

後

易

保

釐

南

土

屏

翰

全

閩

乾

隆

八

年

廵

道

王

廷

諍

改

易

今

名

東
南
名
郡
坊

舊

爲

德

政

坊

明

知

府

甘

瑛

改

曰

帥

正

知

府

張

𩿾

改

曰

海

隅

聲

敎

知

府

唐

九

德

易

此

名

知

府

韓

擢

改

府

路

移

之

今

廢

泮
宫
坊

在

府

學

左

興
仁
講
讓
二
坊

在

府

治

左

右

　

國

朝

乾

隆

二

年

知

府

金

溶

重

脩

一
方
民
社
百
里
絃
歌
二
坊

在

縣

治

左

右

舊

爲

淸

漳

首

邑

坊

騰
蛟
起
鳳
坊

在

縣

學

前

明

嘉

靖

閒

知

縣

林

松

立

舊

爲

泮

宮

儒

林

坊

輔
仁
振
德
坊

在雲

龍

書

院

左

右

明

知

府

関

夢

得

立

今

廢

行
春
坊

在

東

舖

明

洪

武

八

年

知

府

許

榮

立

後

改

爲

三

俊

坊

今

廢

萬
松
峯
坊

在

後

街

道
學
北
溪
陳
先
生
坊

在

後

街

敎
授
陳
公
祠

坊
在

府

泮

宫

前

龍
江
書
院
坊

在

淨

衆

院

邊

芝
山
景
行
坊

在

芝

山

書

院

左

山

川
坊

在

南

関

外

南

壇

社
稷
坊

在

郡

西

関

外

控
制
全
閩
坊

在

馬

坪

街

明

廵

海

道

謝

汝

儀

立

今

廢

五
星
聚
奎
坊

在

舊

府

路

口

爲

尚

書

朱

天

球

林

士

章

戴

耀

侍

郞

盧

維

正

石

應

岳

立

理

學
名
臣
詞
林
俊
彥
坊

卽

歩

靑

霄

舊

址

在

府

前

左

知

府

唐

九

德

爲

理

學

周

瑛

𦒋

林

林

震

立

今

廢

昭
代
忠
臣
坊

在

龍

亭

街

爲

僉

都

御

史

贈

兵

部

侍

郞

謚

忠

愍

周

起

元

立

三
世
宰
貳

坊
在

龍

亭

庫

前

爲

封

侍

郞

蔣

玉

山

贈

侍

郞

蔣

相

戸

部

侍

郎

蔣

孟

育

立

六
代
承
恩
坊

在

雙

門

頂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二
十
九
　

七
百
一
十
六

爲

封

御

史

洪

明

子

叅

議

洪

異

孫

封

知

府

洪

日

瑞

曾

孫

知

府

洪

公

諧

元

孫

封

僉

事

洪

文

馨

雲

孫

副

使

洪

時

蕃

立

進
士
坊

在

東

舖

街

爲

景

泰

甲

戍

科

吳

孜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在

步

武

街

爲

天

順

甲

申

榜

陳

宏

立

七
科
進
士
坊

在

東

舖

隆

慶

四

年

爲

嘉

靖

庚

戍

癸

丑

丙

辰

巳

未

壬

戍

乙

丑

戊

辰

科

立

今

廢

世
美

坊
在

東

舖

爲

贈

御

史

洪

明

主

事

洪

日

瑞

立

大
中
丞
坊

在

東

舖

爲

副

都

御

史

吳

善

立

繡
衣

坊
在

東

舖

爲

御

史

陳

惠

立

今

廢

大
總
制
坊

在

漁

頭

廟

爲

兩

廣

總

督

吳

善

立

大
京
兆
大

中
丞
坊

在

東

舖

爲

副

都

御

史

王

應

麟

立

世
廌
坊

在

東

舖

爲

贈

御

史

陳

志

敏

子

御

史

陳

宏

贈

御

史

陳

諲

子

御

史

陳

遷

立

聚
奎
坊

在

東

門

街

爲

景

泰

丙

子

舉

人

陳

讓

胡

壆

陳

耀

王

豫

戴

和

蔡

靖

宋

球

林

同

鄭

普

立

今

廢

宫
保
坊

在

東

街

大

司

徒

舊

基

爲

尚

書

潘

榮

立

世
美
坊

在

東

橋

爲

舉

人

郭

邦

寧

郭

鏗

郭

潮

郭

舒

立

探
花
坊

在

上

街

邊

東

橋

少
司
徒
坊

在

東

橋

俱

爲

户

部

侍

郎

謝

璉

立

邦
伯
坊

在

東

橋

爲

池

州

知

府

郭

舒

立

喬
梓
聯
芳
坊

在

東

橋

爲

進

士

吳

孜

子

舉

人

吳

法

立

今

廢

名
第

坊
在

東

橋

爲

唐

元

和

進

士

周

匡

物

立

都
憲
坊

在

上

街

爲

都

御

史

潘

榮

立

總
帥
閩
粤
坊

在

上

街

爲

總

兵

晏

繼

芳

立

步
武
坊

在

上

街

爲

進

士

陳

宏

及

姪

舉

人

陳

謨

立

今

廢

登
靑
𤨏
坊

在

上

街

爲

給

事

中

蕭

璿

立

父
子
進
士
坊

在

上

街

爲

萬

歴

庚

辰

科

陳

映

戊

戍

科

陳

以

珪

立

父
子

侍
御
坊

在

上

街

爲

贈

御

史

温

必

充

御

史

温

如

璋

立

興
賢
坊

在

上

街

今

廢

世
科
第
坊

在

步

武

街

爲

知

縣

陳

謨

御

史

陳

遷

舉

人

陳

師

曾

學

正

陳

師

旦

舉

人

陳

魁

選

立

叅
政
坊

在

北

橋

爲

侯

忭

立

理
學
名
臣
坊

在

北

橋

爲

兵

部

郞

中

林

雍

立

三
世
柱
史
坊

在

北

橋

爲

王

以

通

王

尚

賢

王

命

璿

立

太
史
坊

在

北

橋

爲

翰

林

院

編

脩

呂

旻

立

狀
元
坊

在

塔

口

街

舊

爲

拱

辰

坊

隆

慶

六

年

知

府

羅

靑

霄

改

今

名

一

靣

爲

明

初

徴

對

人

才

第

一

劉

駟

一

靣

爲

宣

德

庚

戍

科

狀

元

及

第

林

震

立

憲
伯

坊
在

海

道

後

爲

副

使

謝

彬

立

繡
衣
坊

在

旗

纛

廟

前

街

爲

御

史

吳

批

立

今

廢

會
魁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正

統

乙

丑

第

三

名

周

宣

立

今

廢

澄
淸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今

廢

武
俊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景

泰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七
百
○
二

癸

西

舉

人

丁

鵬

立

今

廢

父
子
侍
御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封

御

史

蔡

謨

御

史

蔡

夢

說

立

內
臺

肅
憲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御

史

沈

汝

梁

立

今

廢

登
俊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嘉

靖

壬

子

舉

人

蔡

應

孫

李

瑚

等

立

父
子
中
憲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楊

泮

楊

維

馨

楊

聯

芳

立

進
士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成

化

己

丑

科

陳

耀

等

立

三
世
叅
知
坊

在

東

坂

後

街

爲

贈

參

政

沈

純

仁

沈

時

畏

叅

政

沈

維

毗

立

柱
史
坊

在

衛

前

爲

御

史

洪

異

立

今

廢

世
勲
坊

在

衛

前

爲

侯

忭

侯

熙

立

今

廢

憲
伯
坊

在

漁

頭

廟

爲

副

使

陳

宏

立

大
司
成
少
宗
伯
坊

在

衛

前

街

爲

禮

部

侍

郞

國

子

監

祭

酒

呂

旻

立

進
士
坊

在

衛

前

街

爲

嘉

靖

乙

丑

科

林

梓

等

立

都
憲
坊

在

南

市

街

爲

都

御

史

魏

富

立

今

廢

父

子
少
卿
坊

在

南

市

街

爲

封

太

僕

寺

少

卿

吳

流

川

子

吳

華

立

殿
中
執
法
坊

在

南

市

街

爲

御

史

劉

霖

立

岳
伯
廷
尉
坊

在

南

市

街

爲

知

府

王

昇

立

進
士
坊

在

南

門

內

爲

正

德

戊

辰

科

吳

士

典立

多
賢
坊

在

南

市

街

爲

嘉

靖

己

酉

科

舉

人

立

今

廢

司
徒
大
夫
坊

在

南

市

街

爲

郎

中

顏

階

立

今

廢

父
子
進
士
坊

在

南

市

街

爲

嘉

靖

丙

辰

科

黃

文

豪

萬

歴

己

丑

科

黃

一

龍

立

尚
書
探

花
坊

在

雙

門

前

爲

禮

部

尙

書

林

士

章

立

奕
世
文
昌
坊

在

西

橋

街

爲

宋

尙

書
顏
師
魯
顏
頣
仲
立

進
士
坊

在

西

橋

爲

成

化

丙

戍

科

顏

格

立

解
元
坊

在

西

橋

爲

永

樂

癸

卯

解

元

汪

凱

立

接
武

坊
在

西

橋

爲

汪

凱

子

範

立

今

廢

大
夫
第
坊

在

西

市

頭

爲

潮

州

府

同

知

洪

晳

立

進
士
坊

在

西

隅

爲

宏

治

己

未

科

石

腆

陳

和

林

文

煥

立

孝
義
忠
義
貞
節
坊

在

西

市

頭

明

洪

武

間

爲

指

揮

同

知

侯

名

得

都

指

揮

使

覃

桓

山

海

関

總

兵

覃

維

堦

指

揮

使

侯

陞

曁

妻

王

氏

指

揮

同

知

侯

鑑

以

及

孝

義

吕

崇

義

呂

崇

爵

立

六
進
士
坊

爲

隆

慶

辛

未

榜

趙

範

唐

堯

鈗

鄭

時

章

林

𩿾

飛

吳

琯

石

應

岳

立

遺
愛
坊

明

萬

歴

間

爲

知

縣

王

士

昌

立

椘
滇
偉
績
坊

　

國

朝

康

熙

間

爲

總

兵

許

鳳

立

繡
衣
坊

在察

院

前

爲

御

史

陳

宣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在

布

政

司

前

街

爲

宏

治

丙

辰

科

謝

傑

黃

坼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在

丹

霞

驛

前

爲

成

化

己

丑

科

董

安

立

今

廢

龍
章
褒
寵
坊

在

北

橋

爲

贈

户

部

主

事

林

泰

立

節
孝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一
　

六
百
九
十
四

承
恩
坊

在

甘

棠

驛

總

督

熊

文

燦

爲

都

御

史

馬

鳴

起

母

贈

太

淑

人

林

氏

曁

奉

姑

冡

婦

鳴

起

妻

贈

淑

人

洪

氏

立

旌
孝
坊

在

府

路

下

爲

明

成

化

間

孝

子

王

彜

立

今

廢

四
科
進
士
坊

在

舊

府

路

口

爲

甲

辰

丁

未

癸

未

丙

戍

科

立

世
科
坊

在

西

河

墘

爲

進

士

鄭

和

及

孫

舉

人

鄭

訥

立

今

廢

崇
孝
坊

在

馬

道

街

爲

指

揮

同

知

侯

鑑

立

今

廢

經
魁
坊

在

後

營

爲

景

泰

丙

子

科

陳

讓

立

今

廢

春
卿
世
德
坊

在馬

道

橋

頭

爲

禮

部

員

外

郎

盧

譚

立

達
尊
坊

爲

宋

少

卿

孫

昭

光

立

今

廢

萬
石
坊

爲

宋

郡

守

周

純

林

磐

王

聘

曾

旼

林

元

立

今

廢

移
忠
坊

爲

宋

大

觀

進

士

戴

天

澤

立

今

廢

甘
泉
坊

爲

宋

張

公

懋

及

第

立

今廢

孝
義
坊

爲

明

陳

元

甫

五

世

同

居

謝

元

德

割

股

事

母

立

今

廢

介
福
坊

爲

吳

企

李

剛

俱

年

過

九

十

立

今

廢

英
儒
坊

爲

宋

吏

部

尚

書

顏

師

魯

立

今

廢

梯
雲
坊

爲

宋

陳

𢖍

及

第

立

今

廢

晝

錦
坊

爲

宋

黃

少

卿

子

符

寶

兄

弟

登

科

及

第

立

今

廢

紹
仙
坊

爲

宋

蘓

元

及

第

立

今

廢

晝
錦

坊
爲

提

學

劉

堂

立

今

廢

祖
孫
秉
憲
坊

在

東

門

外

爲

都

御

史

戴

時

宗

及

監

察

御

史

戴

燝

立

卽

舊

都

憲坊

寵
膺
初
命
坊

爲

封

給

事

中

江

道

藴

立

都
諫
坊

爲

都

給

事

中

唐

元

欽

立

文
憲

坊
爲

提

學

副

使

林

魁

立

六
榜
文
魁
坊

爲

嘉

靖

乙

卯

戊

午

辛

酉

甲

子

隆

慶

丁

卯

庚

午

科

舉

人

立

元
魁
坊

爲

萬

歴

癸

酉

科

解

元

柯

挺

及

同

榜

又

丙

子

科

解

元

劉

廷

蘭

及

同

榜

立

進
士
坊

爲

萬

歴

戊

辰

榜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萬

歴

庚

辰

榜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萬

歴

甲

戍

榜

蔡

乾

釡

韓

濟

等

立

四
科
進
士
坊

爲

嘉

靖

壬

辰

戊

戍

己

未

乙

丑

榜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萬

歴

辛

未

榜

立

今

廢

司
諫
坊

爲

給

事

中

蕭

璿

立

莆

田

周

瑛

書

德
安
坊

明

正

統

十

四

年

立

今

廢

迎
恩
坊

明景

泰

元

年

立

今

廢

登
雲
坊

在

東

街

爲

舉

人

盧

琛

立

今

廢

雙
節
坊

爲

元

萬

戶

府

知

事

闞

文

興

曁

妻

王

氏

立

表
忠
坊

爲

元

達

魯

花

赤

迭

理

彌

實

立

代
廵
全
椘
督
學
三
吳
坊

爲廵

按

湖

廣

南

京

提

學

御

史

柯

挺

立

奕
世
都
閫
坊

爲

都

指

揮

僉

事

吳

文

曁

從

孫

都

指

揮

使

吳

憲

立

絲

綸
晉
寵
文
武
憲
邦
坊

爲

兵

備

副

使

蔡

國

正

立

丁
未
進
士
坊

爲

萬

歴

丁

未

榜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二
　

六
百
七
十
七

蔡

思

充

洪

時

蕃

等

立

千
秋
名
史
坊

爲

給

事

中

魏

呈

潤

立

覃
恩
錫
爵
坊

爲

　

國

朝

海

澄

公

黃

梧

立

所
向
無
前
坊

爲

　

國

朝

福

建

提

督

藍

理

立

三
邊
節
鉞
坊

爲

　

國

朝

甘

肅

總

兵

柯

彩

立

以

上

俱

在

東

門

外

累
世
恩
榮
坊

爲

御

史

黃

泮

立

折
衝
之
才
坊

並

在

南

廂

　

國

朝

康

熙

間

爲

都

督

藍

瑗

立

宮
保
名
帥
坊

在

赤

嶺

爲

　

國

朝

廣

東

提

督

許

正

立

春
宮
翼

德
坊

在

翠

林

爲

王

府

紀

善

鄭

深

道

立

世
科
進
士
方
伯
坊

爲

布

政

使

林

同

立

進
士

坊
爲

宏

治

癸

丑

榜

張

綽

立

文
英
坊

爲

舉

人

鄭

發

立

登
第
坊

在

象

坑

社

爲

舉

人

黃

霆

立

登

科
坊

爲

舉

人

林

僑

立

今

廢

恩
寵
坊

爲

舉

人

吳

界

立

今

廢

父
子
中
丞
坊

在

石

碼

爲

贈

副

都

御

史

蔡

宏

安

蔡

德

流

立

今

廢

二
代
榮
褒
坊

爲

贈

副

都

御

史

吳

祥

吳

章

𡧃

立

世
科
坊

爲舉

人

林

鈞

立

今

廢

旌
孝
坊

在

鎭

門

南

一

爲

明

孝

子

邱

子

能

立

一

爲

　

國

朝

孝

子

邱

𣱵

彰

立

詔
旌
坊

在

文

山

新

港

明

隆

慶

三

年

廵

撫

凃

澤

民

爲

元

義

士

蕭

景

懋

重

建

以

上

俱

在

十

一

都

進
士
坊
　
廌

繡
坊

俱

爲

副

使

黃

熒

立

三
朝
重
望
坊
　
名
宦
鄉
賢
坊
　
欽
賜
祭

塟
坊

在

檺

林

舖

俱

爲

兵

部

侍

郎

兩

廣

總

督

吳

善

立

祖
武
同
繩
坊

在

檺

林

舖

爲

王

會

王

節

王

志

遠

立

梯
雲
坊

爲

舉

人

郭

亨

立

以

上

俱

在

十

二

三

都

淸
風
高
節
坊

爲

御

史

蔡

夢

說

立

綸
音
寵
錫
坊

爲

封

大

理

寺

評

事

戴

養

健

立

奕
世
承
恩
坊

爲

郎

中

戴

以

讓

立

二

千
石
坊

在

梅

溪

爲

𢖍

州

知

府

吳

士

典

立

世
錦
坊

爲

户

部

員

外

郎

陳

璜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天

順

庚

辰

榜

林

同

立

今

廢

以

上

俱

二

十

一

都

觀
光
坊

爲

舉

人

鄭

敞

立

今

廢

戴
良
岡
坊

昂
霄
坊

爲

舉

人

鄭

賢

立

今

廢

以

上

俱

二

十

二

都

進
士
坊

爲

正

統

戊

辰

榜

楊

紹

立

今

廢

世

美
坊

爲

宋

進

士

楊

汝

南

明

進

士

楊

紹

舉

人

楊

𢖍

楊

榮

卿

立

淸
囊
籌
國
坊

明

萬

歴

間

爲

戶

部

郎

中

盧

碩

立

亞
魁
坊

爲

舉

人

李

寶

立

今

廢

以

上

俱

三

十

三

四

都

進
士
坊

在

二

十

五

都

爲

𣱵

樂

丙

戍

榜

顏

寶

立

今

廢

寬
惠
𧺯
桓
坊

　

國

朝

康

熙

六

十

年

爲

福

建

提

督

黃

陞

立

旌
孝
坊

在

二

十

六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三
　

六
百
九
十
六

都

赤

嶺

爲

宋

孝

女

陳

氏

立

今

廢

繡
衣
坊

爲

御

史

侯

由

立

今

廢

澹
泊
寧
靜
坊

爲

東

閣

大

學

士

林

釬

立

進
士
里
坊

爲

成

化

丁

未

榜

蔡

杲

曾

𨓜

立

今

廢

折
桂
坊

爲

舉

人

李

勤

立

今

廢

經

笥
燕
翼
坊

爲

大

學

士

林

釬

祖

林

崇

祿

父

林

繼

盛

立

昭
代
隆
恩
坊

爲

右

副

都

御

史

蔡

文

立

欽
賜
祭
塟
坊

爲

右

副

都

御

史

蔡

文

立

登
瀛
洲
坊

在

后

吉

社

後

爲

成

化

丁

未

科

庻

吉

士

蔡

杲

立

登
科
坊

在

浯

滄

溪

爲

成

化

丁

酉

科

舉

人

陳

淸

立

萬
石
芳
踪
天
府
三

膺
坊

在

池

宅

社

爲

進

士

歴

任

知

府

陸

元

正

立

科
第
傳
芳
坊

爲

進

士

曾

𨓜

子

舉

人

曾

沂

立

以

上

俱

在

二

十

七

都

布
衣
陳
先
生
里
門
坊

爲

理

學

陳

眞

晟

立

南
園
雨
露
奕

世
恩
光
坊

爲

天

啓

間

林

文

望

立

父
子
進
士
坊

爲

宋

進

士

陳

沆

陳

淼

立

今

廢

孝
節

坊
爲

元

漳

州

路

敎

授

魏

亦

顏

妻

廖

氏

立

以

上

俱

二

十

八

都

進
士
坊

爲

宋

進

士

康

德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永

樂

甲

申

科

黃

仲

瑤

立

進
士
坊

爲

宏

治

壬

戍

科

林

魁

立

世
承
天
寵
坊

爲同

知

吳

僩

父

懃

封

文

林

郞

百

歲

翁

立

文
魁
坊

爲

舉

人

張

堅

立

六
世
同
居
坊

　

國

朝

乾

隆

十

九

年

爲

貢

生

陳

茂

椿

立

以

上

二

十

九

都

綸
褒
完
節
坊

爲

節

婦

張

氏

立

旌
節
坊

一

在

後

營

爲

明

節

婦

周

氏

立

今

廢

　

一

在

濟

美

巷

爲

明

陳

師

閔

妻

王

氏

立

今

廢

一

在

十

二

三

都

　

一

爲

明

王

霽

峯

妻

楊

氏

立

今

廢

　

一

爲

明

鄭

曇

妻

李

氏

立

　

一

爲

明

顏

波

妻

鄭

氏

立

　

一

爲

明

洪

夢

韓

妻

鄭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一

都

爲

明

謝

珊

妻

張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七

都

鶴

鳴

舖

爲

明

陳

性

寵

妻

黃

氏

立

　

一

爲

明

陳

文

滔

妻

曾

氏

立

昇
平
人
瑞
坊

一

在

二

十

五

都

爲

里

民

湯

誇

百

有

二

歲

立

　

一

在

二

十

六

都

爲

里

民

林

敬

百

有

三

歲

立

　

又

爲

里

民

林

二

百

有

二

歲

立

　

一

在

二

十

七

都

爲

里

民

侯

雄

百

有

三

歲

立

貞
壽
坊

一

在

城

內

少

司

徒

街

爲

趙

伸

妻

郭

氏

百

有

二

歲

立

　

一

在

十

三

都

浯

淇

塘

爲

顏

時

培

妻

蔡

氏

百

歲

立

嗣
徽
坊

在

北

廂

一

靣

爲

元

魏

亦

顏

妻

廖

氏

立

一

靣

爲

國

朝

雍

正

間

生

員

魏

彬

妻

洪

氏

立

　
貞
節
坊

一

在

北

廂

爲

蕭

志

寶

未

婚

妻

李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四

都

爲

林

維

城

未

婚

妻

謝

氏

立

烈
婦
坊

一

在

十

三

都

　

坑

爲

明

黃

衷

誠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四
　

七
百
五
十
六

妻

朱

氏

立

一

在

十

一

都

爲

　

國

朝

鄭

理

牛

妻

周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六

都

爲

陳

語

妻

郭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九

都

龍

江

爲

王

潤

妻

李

氏

立

烈
女
坊

在

十

一

都

　

國

朝

爲

黃

元

陽

女

二

姐

立

節
孝
坊

一

在

城

內

須

知

巷

爲

何

爲

心

妻

蔡

氏

立

　

一

在

麫

線

巷

爲

生

員

顏

家

駒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西

河

墘

爲

陳

凖

妻

林

氏

立

爲

蔡

德

一

妻

廖

氏

立

　

一

在

南

廂

爲

錢

光

祿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北

廂

爲

楊

𣱵

基

妻

李

氏

立

　

又

爲

張

宏

含

妻

宋

氏

立

　

一

在

十

一

都

爲

生

員

鄭

元

正

妻

陳

氏

立

又

爲

蔡

進

璞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十

二

都

爲

生

員

楊

炳

妻

盧

氏

立

　

一

在

十

二

三

都

五

里

亭

爲

張

士

朝

妻

趙

氏

立

木

棉

𢊊

爲

李

天

楷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種

德

橋

爲

陳

元

壽

妻

黃

氏

立

又

爲

顏

時

培

妻

王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一

都

一

爲

吳

煒

妻

王

氏

立

一

爲

趙

孟

坡

妻

王

氏

立

　

一

爲

生

員

周

松

妻

許

氏

立

一

爲

張

思

語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六

都

一

爲

施

錡

妻

葉

氏

立

　

一

爲

生

員

林

日

𥌓

妻

陸

氏

立

　

一

爲

林

元

仰

妻

戴

氏

立

　

一

爲

王

士

朋

妻

陳

氏

立

　

一

爲

游

梓

妻

陳

氏

立

　

一

爲

黃

謙

六

妻

戴

氏

立

　

一

爲

謝

昌

祚

妻

曾

氏

立

　

一

爲

趙

賜

妻

蘓

氏

立

　

一

爲

趙

與

湯

妻

蘓

氏

立

一

爲

黃

大

德

妻

楊

氏

立

　

一

爲

陳

元

垐

妻

邱

氏

立

　

一

爲

黃

綸

彬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周

鼎

梁

妻

楊

氏

立

　

一

爲

郭

植

妻

許

氏

立

　

一

爲

貢

生

林

耀

澄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七

都

爲

蘓

鳴

鳳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八

都

　

一

爲

郭

守

智

妻

陳

氏

立

　

一

爲

康

椿

妻

謝

氏

立

　

一

在

二

十

九

都

新

岱

上

店

爲

陳

綬

𣸸

妻

謝

氏

立

　

一

石

美

南

門

爲

黃

善

德

妻

張

氏

立

　

一

白

石

社

爲

林

兆

咸

妻

陳

氏

立

一

新

岱

徐

厝

尾

爲

徐

𢋫

儉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角

尾

猪

子

寮

爲

王

公

城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天

寶

墟

爲

韓

宗

文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西

門

堡

爲

韓

哲

夫

妻

陳

氏

立

貞
義
坊

在

赤

嶺

爲

林

聰

妻

陳

氏

立

漳
浦
縣
　
梁
山
鍾
秀
坊

在

儒

學

前

聚
英
坊
　
育
秀
坊

舊

在

儒

學

左

右

今

廢

懷
德
坊

在

北

門

內

爲

買

劉

二

令

立

玉
堂
褒
寵
坊

在

儒

學

街

爲

封

𦒋

林

院

檢

討

林

文

貢

立

雙
節
坊

在

軍

營

社

爲

舉

人

徐

輔

妻

林

氏

子

藻

婦

周

氏

立

祖
孫
父
子
縂
憲
坊

在

布

政

司

左

爲

按

察

使

陳

一

洙

贈

祖

陳

恕

父

陳

銓

立

進
士
坊

在

布

政

司

右

爲

成

化

乙

未

榜

陳

奐

立

雙
鳳
坊

在

縣

學

東

爲

明

成

化

己

丑

科

進

士

吳

環

林

表

立

聯
芳
坊

在

北

街

爲

舉

人

楊

盛

楊

武

立

歩
蟾
坊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五
　

六
百
八
十
六

在

北

街

爲

舉

人

詹

肅

立

外
臺
肅
憲
坊

爲

按

察

使

林

功

𢡟

立

廷
尉
坊

爲

大

理

寺

評

事

林

策

立

繡
衣
坊

爲

御

史

詹

惠

立

晝
錦
坊

爲

布

政

使

陳

亹

立

秋
官
大
夫
坊

爲

刑

部

郞

中

徐

表

立

以

上

五

坊

俱

在

西

街

進
士
坊

在

西

塔

巷

口

街

爲

嘉

靖

辛

丑

科

陳

梧

立

司
空
三
錫

坊
爲

贈

封

二

代

侍

郎

盧

維

正

立

邦
伯
坊

爲

知

府

林

表

立

俱

北

門

內

世
進
士
坊

爲

林

表

孫

林

敬

林

紹

立

天
官
坊

爲

吏

部

文

選

司

郎

中

盧

維

正

立

奕
世
恩
綸
坊

爲

封

副

使

趙

叔

寛

子

趙

範

立

綸
章
洊
錫
坊

爲

封

御

史

劉

大

成

立

榮
寵
天
申
坊

爲

長

史

胡

文

遠

子

副

使

胡

廷

宴

立

龍
章
寵
錫
坊

爲

贈

戶

部

員

外

郎

王

穹

子

太

常

寺

卿

王

應

顯

立

少
司
徒
坊

爲侍

郞

吳

原

立

崇
恩
坊

爲

贈

侍

郞

林

竦

林

𤇺

立

俱

在

城

隍

廟

前

文
英
坊

在

東

街

爲

舉

人

陳

㫤

立

翀
霄
坊

在

東

街

爲

舉

人

謝

祐

立

節
鉞
開
先
坊

在

北

関

外

爲

陝

西

廵

撫

胡

廷

宴

立

藩

伯
坊

在

南

門

爲

叅

政

王

春

澤

立

宮
保
尚
書
坊

爲

太

子

少

保

南

京

工

部

尙

書

朱

天

球

立

華

衮
褒
貞
坊

爲

奉

旨

特

封

安

人

陳

氏

立

俱

在

南

壇

雲
嶽
鍾
秀
坊

在

海

雲

山

麓

進

士
坊

在

西

街

爲

成

化

戊

戍

科

吳

超

立

進
士
坊

在

十

都

爲

宏

治

乙

丑

科

陳

琛

立

雙
桂
坊

在十

七

都

爲

𣱵

樂

庚

子

舉

人

陳

翼

陳

亹

立

登
科
坊

在

東

山

爲

舉

人

黃

貞

立

進
士
坊
　
地
卿

坊
俱

爲

戶

部

侍

郎

吳

原

立

恩
榮
坊

爲

布

政

使

叅

政

吳

森

立

聯
芳
坊

爲

舉

人

吳

原

吳

震

吳

泰

立

俱

在

雲

霄

秋
官
坊

爲

刑

部

郎

中

楊

守

仁

立

憲
伯
坊

爲

按

察

使

副

使

趙

範

立

俱

佛

潭

橋

進
士
坊

爲

明

歴

科

進

士

立

理
學
名
臣
坊

爲

陳

眞

晟

周

瑛

立

輿
徒
頌
德
坊

爲

按

察

使

黃

曰

謹

脩

嶺

路

立

世
閫
坊

爲

都

指

揮

使

徐

興

徐

麟

立

以

上

四

坊

俱

在

鎭

海

進
士
坊

在

陸

鰲

所

爲

宏

治

己

未

科

林

文

煥

立

人
瑞
坊

在

十

七

都

赤

湖

爲

百

有

一

歲

陳

𠃔

立

貞
壽
坊

在雲

霄

渡

頭

爲

百

有

四

歲

林

梅

元

妻

魏

氏

立

欽
賜
祭
塟
坊

在

東

関

外

爲

○

國

朝

禮

部

侍

郞

贈

尙

書

謚

文

勤

蔡

世

遠

立

孝
友
坊

在

北

門

外

爲

　

國

朝

孝

子

洪

瓊

光

立

烈
婦
坊

在

南

関

外

梅

林

塘

爲

都

司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六
　

六
百
八
十
五

僉

書

藍

雲

錦

妻

林

氏

立

節
孝
坊

一

在

東

関

外

嶺

仔

頭

里

爲

陳

富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北

廂

觀

音

亭

里

爲

周

健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南

庙

登

嬴

里

爲

贈

兵

部

尚

書

蔡

衍

鐏

妻

　

詰

封

太

夫

人

晉

贈

一

品

夫

人

林

氏

立

　

一

在

雲

霄

鎭

南

里

爲

唐

廷

藝

妻

江

氏

立

　

一

在

杜

潯

厦

盧

里

爲

盧

鴻

荅

未

婚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杜

潯

徑

口

爲

黃

彥

章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舊

鎭

里

爲

趙

世

元

妻

張

氏

立

一

在

京

仔

里

爲

劉

學

周

妻

張

氏

立

　

一

在

高

車

亭

爲

趙

茂

菁

妻

何

氏

立

雙
節
坊

一

在

下

徑

里

爲

李

友

倫

妻

林

氏

并

媳

李

振

起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京

仔

里

爲

商

聲

妻

林

氏

并

媳

商

琳

光

妻

蔡

氏

立

長
泰
縣
　
宣
化
坊

舊

在

譙

樓

南

宋

紹

興

中

改

建

明

嘉

靖

中

易

爲

天

卿

坊

移

其

址

于

碑

亭

前

之

左

右

丁街

正
陽
坊

在

南

街

元

至

正

十

七

年

立

登
龍
坊

在

東

街

立

未

詳

聯
魁
坊

在

興

賢

坊

西

街

爲

盧

姓

兄

弟

立

拱
辰
坊

在

北

街

前

興
賢
坊

在

宣

化

坊

南
元
陳
文
積
立

桂
仙
坊

在

興

賢

坊

南

高
桂
坊

在

桂

仙

坊

南

靖
遠
坊

在

北

街

拱

辰

坊

上

和
平
坊

舊

有

社

學

賓
晹

坊
在

東

街

城

門

前

正

德

十

四

年

令

朱

絃

築

城

立

阜
民
坊

在

南

街

城

門

前

金
城
坊

在

西

街

城

門前

鎭
遠
坊

在

北

街

上

耀
武
坊

在

縣

後

街

右

梯
雲
坊

在

東

街

南

通

儒

學

五
福

坊
在

南

街

東

登
科
坊

在

南

街

西

景
元
坊

在

西

街

巷

頭

錫
福
坊

在

北

街

口

世
恩

坊
在

縣

治

前

西

萬

歴

三

十

三

年

立

騰
蛟
起
鳳
坊

在

文

廟

街

爲

歴

科

舉

人

進

士

立

春
風
桃

李
秋
水
魚
龍
坊

爲

歴

科

舉

人

進

士

立

五
經
解
元
坊

爲

洪

武

庚

午

南

京

解

元

黃

文

史

立

天
卿
坊

爲

文

選

郞

中

戴

時

宗

立

狀
元
坊

爲

宣

德

庚

戍

科

林

震

立

今

廢

榮
壽
坊

在

彰

信

里

爲

贈

太

僕

寺

少

卿

戴

昀

立

喬
梓
聯
芳
坊

爲

贈

太

僕

寺

少

卿

戴

昀

子

僉

都

御

史

戴

時

宗

立

世
承
天
寵
坊

爲

封

知

州

王

廷

表

子

都

督

經

歴

王

瑩

之

孫

叅

政

王

惟

恕

立

登
科
坊

爲

成

化

己

酉

科

舉

人

王

耀

立

步
雲
坊

爲

天

順

己

卯

舉

人

謝

炫

立

甲
第
傳
芳
坊

爲

知

縣

盧

遂

按

察

使

盧

岐

嶷

立

父
子
侍
御
坊

爲

封

御

史

戴

堯

揚

子

御

史

戴

相

立

祖
孫
執
法
坊

爲

僉

都

御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七
　

六
百
八
十
个
字

史

戴

時

宗

孫

監

察

御

史

戴

燝

立

三
世
尚
書
父
子
進
士
坊

在

南

門

外

一

靣

題

贈

尙

書

戴

子

蒙

子

贈

尙

書

戴

朝

錦

孫

太

子

少

保

兵

部

尙

書

两

廣

總

督

戴

燿

一

靣

題

隆

慶

戊

辰

進

士

宮

保

尚

書

戴

燿

萬

歴

丙

辰

進

士

戶

部

員

外

郞

子

戴

壎

立

天
寵
流
芳
坊

爲

贈

戸

部

主

事

王

守

銓

子

戸

部

郞

中

王

一

范

立

都

諫
坊

爲

贈

給

事

中

唐

汝

祥

子

刑

科

都

給

事

中

唐

堯

欽

立

今

廢

薇
省
叅
知
督
府
上
佐

坊
爲

都

督

府

經

歴

王

瑩

之

子

叅

政

王

惟

恕

立

聚
奎
坊

爲

萬

歴

壬

午

科

舉

人

立

解
元
世
科

坊
爲

嘉

靖

戊

子

雲

南

解

元

薛

炳

舉

人

薛

春

立

旌
孝
坊

在

旌

孝

里

爲

孝

子

林

初

立

天
恩
褒
寵

坊
在

善

化

里

爲

贈

中

書

舍

人

王

廷

璋

立

亘
地
流
光
坊

在

彰

信

里

爲

叅

政

沈

維

毗

立

文
魁

坊
在

彰

信

里

爲

正

統

辛

酉

第

四

名

林

堅

立

登
科
坊

爲

𣱵

樂

乙

酉

舉

人

林

晶

立

今

廢

雙
桂
坊

爲

永

樂

甲

午

薛

瑩

丁

酉

薛

琇

立

今

廢

登
俊
坊

爲

𣱵

樂

乙

未

科

張

宗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爲

景

泰

甲

戍

科

楊

釡

立

今

廢

豸
繡
坊

爲

御

史

楊

釡

立

今

廢

躋
雲
坊

爲

𣱵

樂

丁

酉

科

舉

人

劉

和

立

今

廢

步
蟾
坊

爲

𣱵

樂

丁

酉

舉

人

蔡

銘

立

今

廢

登
瀛
坊

爲

𣱵

樂

甲

午

舉

人

蔡

昇

立

今

廢

錦
衣
坊

爲

錦

衣

衛

指

揮

使

楊

玉

立

今

廢

大
夫
坊

在

彰

信

里

爲

宋

銀

靑

大

夫

鄭

德

可

立

今

廢

旌
節
坊

一在

城

內

爲

明

黃

伯

英

妻

雍

氏

立

一

在

人

和

里

爲

明

李

德

淵

妻

陳

氏

立

今

並

廢

登
雲
坊

在

彰

信

里

爲

𣱵

樂

甲

申

科

戴

同

吉

盧

遂

立

今

廢

應
奎
坊

在

彰

信

里

爲

𣱵

樂

乙

未

科

唐

泰

立

今

廢

玉
潔
金
堅
坊

在

石

銘

里

待

詔

亭

爲

明

劉

志

鋐

未

婚

妻

黃

氏

立

貞
壽
坊

在

洙

濱

爲

姚

士

躍

妻

張

氏

百

有

六

歲

立

節

孝
坊

一

在

南

門

內

爲

生

員

王

文

𥳑

妻

黃

氏

立

　

一

在

方

成

里

爲

張

直

齋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旌

孝

里

爲

葉

芝

六

妻

趙

氏

立

　

一

在

溪

東

爲

鄭

時

宏

妻

王

氏

立

　

一

在

西

門

外

爲

王

以

玉

妻

蔡

氏

立

　

一

在

城

內

在

坊

爲

生

員

戴

宗

灼

妻

李

氏

立

南
靖
縣
　
崇
正
學
坊
　
育
眞
才
坊

俱

在

縣

學

前

明

萬

歴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陳

宗

愈

建

進
士
坊
　
邦
伯
坊

俱

在

學

前

街

爲

高

州

府

知

府

陳

爵

立

應
宿
坊

在

東

門

外

爲

舉

人

楊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八
　

七
百
一
十
个

叅立

登
科
坊

在

橋

南

爲

舉

人

陳

惟

聰

立

旌
節
坊

一

在

縣

治

南

爲

明

節

婦

黄

氏

立

一

在

縣

治

北

爲

明

節

婦

林

氏

許

氏

陳

二

姐

立

一

在

聖

宮

前

爲

明

節

婦

柯

氏

立

榜
眼
坊

在

城

隍

廟

右

爲

永

樂

乙

未

科

李

貞建

進
士
坊
　
地
卿
坊

俱

在

後

街

爲

戶

部

郎

中

王

玭

立

觀
光
坊

在

聖

宫

前

爲

舉

人

韓

珪立

世
科
坊

在

東

門

爲

舉

人

王

麟

立

聯
璧
坊

在

舊

儒

學

旁

爲

舉

人

陳

佐

立

少
卿
坊

在

習

賢

里

爲

大

常

寺

少

卿

陳

昂

立

繡
衣
坊

在

聖

宮

前

爲

御

史

張

寛

立

進
士
坊

在

歸

德

里

爲

永

樂

乙

未

科

江

澄

立

登
科
坊

在

居

仁

里

爲

成

化

丁

酉

科

舉

人

許

鯤

立

舉
人
坊

在

聖

宮

前

爲

宣

德

壬

子

科

舉

人

李

嶠

立

昇
平
人
瑞
坊

在

湖

源

社

爲

歲

翁

柯

正

立

百
尚
義
坊

在

院

前

社

爲

　

欽

賜

義

官

徐

澄

遠

立

進
士
坊

在

馬

坪

錦

田

爲

乾

隆

己

未

科

許

元

鍈

立

進
士
坊

在

馬

坪

官

園

一

爲

天

啓

乙

丑

科

許

光

岳

立

一

爲

順

治

辛

丑

科

許

來

音

立

一

爲

乾

隆

壬

戍

科

許

本

巽

立

貞
烈
坊

在永

豐

里

金

山

總

內

洋

頭

爲

吳

寒

妻

張

氏

立

節
孝
坊

一

在

習

賢

里

湧

口

總

龍

山

墟

爲

邱

珠

妻

黃

氏

立

　

一

在

居

仁

里

馬

坪

總

爲

許

竒

生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永

豐

里

梅

壠

總

爲

魏

睿

衷

妻

簡

氏

立

　

一

在

習

賢

里

竹

員

總

甘

棠

墟

爲

黃

日

芳

妻

吳

氏

立

　

一

在

居

仁

里

馬

坪

外

總

九

龍

嶺

爲

許

本

坤

妻

陳

氏

立

　

一

爲

許

本

宣

妻

郭

氏

立

平
和
縣
　
平
政
和
民
閩
南
要
邑
坊

在

縣

前

知

縣

王

立

凖

建

今

廢

騰
蛟
起

鳳
興
賢
育
才
坊

在

學

前

左

右

明

萬

歴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李

一

鳳

建

飛
閣
松
陰
坊

在縣

後

知

縣

胡

邦

𦒋

建

龍
章
褒
寵
坊

在

城

隍

廟

口

爲

兵

馬

指

揮

使

曾

璋

父

崇

齡

立

解
元
坊

在

南

街

爲

萬

歴

壬

午

科

解

元

謝

綗

立

亞
魁
進
士
坊

在

東

門

內

爲

萬

歴

甲

戍

科

進

士

張

佐

治

立

今

廢

昭
代
鳳
麟
坊

舊

名

歴

科

鄉

會

坊

在

東

街

今

廢

啓
秀
坊

在

縣

東

爲

舉

人

謝

瑚

許

鼎

立

今

廢

宸
渥
世
沾
坊

在

西

街

爲

戶

部

員

外

張

一

棟

父

大

志

立

百
歲
坊

在

南

門

內

爲

壽

民

曾

敦

立

建

貞
壽
之
門
坊

在

縣

後

爲

謝

謂

美

妻

曾

氏

百

歲

立

貞
烈
坊

在

淸

水

廟

前

爲

朱

赫

妻

節

烈

杜

氏

立

節
孝
坊

一

在

接

官

亭

爲

貢

生

陳

丹

藎

妻

楊

氏

立

一

在

黃

庄

爲

黃

色

紅

妻

沈

氏

立

　

一

在

大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三
十
九
　

六
百
九
十

溪

爲

生

員

葉

鵬

飛

妻

曾

氏

立

詔
安
縣
　
崇
正
學
育
眞
才
二
坊

在

儒

學

左

右

知

縣

夏

宏

建

文
昌
閣
坊

在儒

學左

省
元
坊

在

北

街

爲

宋

省

試

第

一

人

沈

子

眞

立

奪
錦
世
科
坊

在

東

南

街

爲

舉

人

許

潛

許

判

許

選

立

世
恩
坊

在

東

北

街

爲

封

知

縣

許

彥

知

縣

許

潛

立

天
寵
重
褒
坊

在

驛

右

爲

封

戸

部

主

事

贈

九

江

知

府

沈

璽

立

冏
卿
貤
典
坊

在

東

街

爲

封

太

僕

寺

寺

丞

胡

潛

立

父
子
進

士
坊

在

縣

前

街

爲

嘉

靖

內

辰

胡

文

萬

歴

丁

丑

胡

士

鰲

立

誥
勅
申
貤
坊

在

驛

左

爲

贈

知

縣

晉

贈

知

州

沈

一

鯉

立

春
官
邦
伯
坊

在

西

街

爲

萬

歴

甲

戍

進

士

沈

鈇

立

儒
林
坊
　
三

俊
坊

俱

在

南

門

大

街

今

並

廢

百
歲
坊

在

北

街

爲

冠

𢃄

壽

官

沈

仲

選

立

以

上

坊

俱

在

城

內

都

憲
經
畧
坊

在

寶

橋

爲

都

察

院

經

畧

葉

亹

立

進
士
坊

在

後

港

社

爲

正

德

辛

未

科

李

旦

立

一

品
恩
光
坊

在

古

林

舖

爲

左

布

政

使

進

階

一

品

陳

天

資

立

屺
岵
興
瞻
恩
綸
洊
錫

坊
在

赤

坑

山

爲

封

戶

部

郞

中

沈

璽

配

安

人

葉

氏

立

恩
榮
坊

在

南

関

外

接

官

亭

爲

明

沈

種

妻

黃

氏

立

旌
義
坊

在

五

都

烏

石

埔

明

嘉

靖

中

爲

鄕

民

朱

羽

伯

同

子

朱

用

朱

秀

殺

倭

陣

亡

建

聯
芳
坊

在五

都

張

塘

鄉

爲

萬

歴

乙

酉

科

張

敏

子

戊

午

科

張

廷

範

立

鬱
蒼
佳
氣
坊

在

竹

港

爲

戶

部

主

事

林

而

興

立

御
書
期
頤
餘
慶
坊

在

橋

頭

官

路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爲

百

歲

壽

民

沈

起

龍

立

昇
平
人
瑞
坊

在港

頭

爲

百

歲

壽

民

鍾

志

高

立

貞
烈
坊

一

在

南

関

外

爲

生

員

沈

士

達

未

婚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李

炎

未

婚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沈

苑

未

婚

妻

李

氏

立

俱

在

橋

頭

官

路

節
孝
坊

一

在

大

興

塘

官

店

外

爲

生

員

吳

玉

柱

繼

妻

邱

氏

立

　

一

在

橋

頭

官

路

爲

監

生

沈

士

英

妻

許

氏

沈

士

燦

妻

鄭

氏

沈

士

耀

妻

吳

氏

同

立

　

一

在

四

都

赤

石

村

爲

廖

思

德

妻

官

氏

立

　

一

在

長

田

舊

路

爲

沈

國

琚

妻

林

氏

立

　

一

在

考

溪

頭

爲

沈

茂

遴

妻

陳

氏

立

　

一

在

西

坑

塘

爲

陳

文

昆

妻

凃

氏

立

　

一

在

寶

橋

墟

爲

葉

之

蕃

妻

沈

氏

立

　

一

在

五

都

官

路

下

爲

陳

提

妻

施

氏

立

　

一

在

秀

篆

𢊊

前

爲

游

志

宻

妻

黄

氏

立

　

一

在

赤

嶺

爲

廖

英

讓

妻

羅

氏

立

　

一

在

後

塘

爲

廖

元

芳

妻

曾

氏

立

　

一

在

徑

口

爲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四
十
　

七
百
零
三

黃

惠

章

妻

江

氏

立

　

一

在

深

沙

華

　

爲

許

那

姐

妻

沈

氏

立

　

一

爲

江

熙

妻

廖

氏

立

　

一

爲

江

韓

妻

林

氏

立

俱

在

紅

花

嶺

　

一

爲

張

釋

夫

妻

沈

氏

立

　

一

爲

張

瑛

妻

江

氏

立

俱

在

景

坑

　

一

爲

沈

升

一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何

廷

寀

妻

余

氏

立

　

一

爲

何

金

妻

曾

氏

立

俱

在

白

井

巷

口

　

一

爲

林

名

克

妻

張

氏

立

　

一

爲

沈

田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黃

丕

妻

凃

氏

立

　

一

爲

游

盎

妻

李

氏

立

俱

在

洋

尾

橋

頭

一

爲

林

承

勲

妻

沈

氏

立

　

一

爲

林

開

運

妻

沈

氏

立

　

一

爲

林

純

信

妻

張

氏

立

　

一

爲

林

鳳

至

妻

沈

氏

立

　

一

爲

林

承

壎

妻

吳

氏

立

　

一

爲

林

挺

秀

妻

沈

氏

立

俱

在

後

園

　

一

爲

林

夢

麟

妻

沈

氏

立

　

一

爲

沈

彩

桂

妻

吳

氏

立

一

爲

沈

元

勲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沈

鍾

妻

黃

氏

立

俱

在

先

農

祠

邊

　

一

在

石

颯

溪

爲

胡

象

周

妻

林

氏

立

海
澄
縣
　
萃
賢
坊

在

縣

東

街

爲

宏

治

甲

子

吳

元

正

德

丁

卯

林

浩

庚

午

張

賀

癸

酉

陳

英

丙

子

陳

令

嘉

靖

戊

子

高

寛

立

貞
節
坊

在

東

街

爲

明

林

瀾

妻

陳

氏

立

貞
節
坊

在

西

街

爲

戶

部

主

事

蘓

民

俊

母

胡

氏

立

甲
第
開
先
坊

在

西

街

爲

萬

歴

庚

辰

進

士

陳

映

立

天
恩
寵
錫
坊

在

西

街

爲

封

湖

廣

叅

政

曾

唯

立

天
挺
眞
烈
坊

在

北

門

外

爲

明

儒

士

黃

旭

烱

未

婚

妻

烈

女

吳

開

姐

立

瀛
嶠

安
絃
坊

在

港

口

爲

知

縣

余

應

桂

立

進
士
坊
　
師
第
解
元
坊

在

三

都

爲

萬

歴

癸

酉

柯

挺

庚

子

周

起

元

立

樂
邱
坊

在

三

都

鉄

山

爲

贈

文

林

郞

何

喬

淸

立

恩
光
坊

在

三

都

大

觀

山

爲

贈

湖

廣

副

使

謝

君

禮

立

雙
節
坊

在

三

都

沙

坂

爲

明

生

員

周

樂

妻

陳

氏

儒

士

周

學

射

妻

洪

氏

立

進
士

坊
在

三

都

爲

宋

蘓

竦

子

溥

曾

孫

文

燦

立

旌
節
坊

在

三

都

爲

宋

蘓

宋

傑

妻

王

氏

立

上

二

坊

今

並

廢

進

士
坊

在

四

五

都

爲

宏

治

己

未

科

石

腆

立

驄
馬
坊

在

六

都

許

坑

社

爲

御

史

陳

宣

立

進
士
坊

在

九

都

爲

萬

歴

己

丑

科

温

如

璋

立

淸
朝
侍
御
坊

在

九

都

爲

御

史

温

如

璋

立

鳳
鳴
坊

進
士
坊

在

九

都

俱

爲

御

史

沈

源

立

今

並

廢

貞
節
坊

在

九

都

爲

明

生

員

林

鳳

翔

妻

葉

氏

立

今

廢

期
頤
人
瑞
坊

一

在

五

都

爲

百

歲

翁

高

澄

立

一

在

　

　

爲

百

歲

翁

甘

賢

立

碩
德
里
門
坊

　

國

朝

知

縣

汪

家

琭

爲

三

都

葉

氏

立

閨
節
坊

一

在

新

渡

爲

蘓

宏

濟

未

婚

妻

李

氏

立

　

一

在

漸

山

爲

李

玉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四
十
一
　

五
百
四
十
四

章

未

婚

妻

藍

氏

立

節
孝
坊

一

爲

貢

生

陳

國

璵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生

貞

李

之

榮

妻

楊

氏

立

　

一

爲

洪

紹

堂

妻

陳

氏

立

在

河

福

　

一

爲

郭

東

煙

妻

陳

氏

立

在

節

孝

祠

側

　

一

爲

林

元

仰

妻

戴

氏

立

　

一

爲

黃

廷

燦

妻

陳

氏

立

　

一

爲

蘇

帥

品

妻

陳

氏

立

　

一

爲

貢

生

黃

錫

瑞

妻

許

氏

立

　

一

爲

郭

纘

緒

妻

李

氏

立

在

三

都

圭

窰

社

　

一

爲

林

純

仁

妻

李

氏

立

　

一

爲

貢

生

郭

臯

妻

黃

氏

立

在

東

林

一

　

爲

陳

錫

類

妻

甘

氏

立

　

一

爲

許

良

植

妻

甘

氏

立

一

爲

貢

生

許

彥

詔

妻

甘

氏

立

　

一

爲

黃

錫

璿

妻

王

氏

立

一

爲

葉

以

寛

妻

吳

氏

立

一

爲

吳

亨

周

妻

黃

氏

立

一

爲

林

德

𢡟

妻

邱

氏

立

　

一

爲

生

員

林

日

曙

妻

陸

氏

立

　

一

爲

吳

煒

妻

王

氏

立

　

一

爲

陳

元

垐

妻

邱

氏

立

　

一

爲

黃

謙

六

妻

戴

氏

立

　

一

爲

黃

綸

彬

妻

林

氏

立

　

一

爲

生

員

周

松

妻

許

氏

立

　

一

爲

林

耀

澄

妻

陳

氏

立

城
池

以

下

新

增

漳
州
府
城
嘉
慶
八
年
知
府
方
應
恆
馮
國
柄
九
年
知
府
景
敏

特
通
阿
先
後
捐
濬
城
濠
十
二
年
紳
士
黃
連
鄭
玉
振
等
捐

脩
城
垣
垜
口
窩
鋪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均
集
紳
士
捐
脩
內

外
二
流
皆
入
於
溪
同
治
十
三
年
龍
溪
知
縣
甯
廷
貞
修
築

城
垣
垜
口
窩
鋪
望
樓
炮
䑓

董

其

役

者

郡

紳

魏

有

璋

吳

聯

薰

施

開

昌

王

國

顯

施

調

培

辛

秉

芳

吳

芳

陳

雍

度

李

肇

庚

鄭

筌

董

貞

幹

光
緒
三
年
知
府
沈
定
均
詳
請
開
浚

濠
溝

魏

有

璋

等

分

董

之

石
碼
城
在
龍
溪
十
二
都
康
熙
元
年
拆
鎭
門
城
改
築

雲
霄
城
唐
爲
故
州
地
在
六
都
背
山
面
海
明
正
德
間
流
㓂
起

鄕
民
吳
子
霖
等
自
設
城
塹
以
備
捍
禦
旋
毁
嘉
靖
五
年
漳

浦
知
縣
周
仲
從
義
民
吳
子
濡
等
請
築
三
十
九
年
饒
㓂
襲

䧟
之
隆
慶
六
年
知
府
羅
靑
霄
同
知
羅
拱
辰
增
卑
爲
高
南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四
十
二
　

三
百
九
十
三

北
西
三
門
各
築
甕
城
爲
敵
樓
其
上
穴
其
下
垣
通
矢
口
爲

守
戰
備
移
通
判
駐
焉

國
朝
順
治
元
年
山
㓂
亂
城
圮
十
七
年
總
督
李
率
泰
以
雲
霄

當
浦
詔
閩
粤
之
交
實
全
漳
險
要
調
九
縣
丁
夫
修
築
視
前

稍
狹
周
八
百
餘
丈
門
四
各
建
樓
置
警
舖
百
設
駐
防
參
將

嗣
改
爲
雲
霄
營
遊
擊
今
改
都
司
有
縣
丞
一
員
後
改
爲
雲

霄
同
知
康
熙
間
漳
浦
知
縣
陳
汝
咸
汪
紳
文
繼
修

南
澚
鎭
城
在
詔
安
海
門
西
出
半
日
程
南
澚
水
師
所
駐
防
也

明
萬
歴
四
年
同
知
羅
拱
辰
副
總
兵
晏
繼
芳
建
四
十
一
年

副
總
兵
于
嵩
鄭
維
藩
何
斌
臣
相
繼
修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移
厦
門
總
兵
楊
嘉
瑞
鎭
南
澚
三
十
四

年
閩
廣
公
捐
重
建
漳
潮
二
府
監
督
分
築
周
六
百
一
十
九

丈
五
尺
譙
樓
門
樓
六
座
敵
樓
窩
舖
十
有
三
雉
堞
六
百
七

十
有
二
門
四
南
枕
金
山
常
閉
東
曰
迎
紫
西
曰
望
霞
北
曰

觀
瀾
乾
隆
間
重
修

公
署

附

倉

厫

萬
壽
宮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大
水
知
縣
汪
楠
馬
敦
仁
柏
成
何
蘭
汀

先
後
捐
修
同
治
三
年
粤
逆
䧟
城
事
平
廵
道
朱
明
亮
重
建

分
廵
汀
漳
龍
道
署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特
克
愼
修
葺
道
光
二
年

廵
道
富
呢
揚
阿
領
帑
重
修
同
治
甲
子
燬
于
粤
逆
今
繕
葺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四
十
三
　

四
百
八
十
七

未
訖
功

漳
州
府
署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知
府
全
士
潮
修
內
署
道
光
初
大

堂
傾
圮
知
府
許
原
淸
倡
修
十
四
年
知
府
童
宗
顔
續
修
扁

大
堂
曰
瑞
鵲
旋
易
曰
保
惠
咸
豐
三
年
燬
于
會
匪
同
治
三

年
爲
粤
逆
燬
無
餘
七
年
知
府
朱
以
鑑
修
大
門
儀
門
未
成

光
緒
元
年
知
府
沈
定
均
建
如
舊
制

闢

仰

文

樓

外

餘

地

曰

餘

園

增

築

融

瑞

草

堂

堂

枕

融

瑞

門

巷

亦

紫

陽

舊

名

也

石
碼
海
防
通
判
署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水
災
通
判
李
廷
彩
借
帑

脩
葺

龍
溪
縣
署
同
治
三
年
後
時
有
修
葺
光
緒
三
年
知
縣
胡
崧
脩

儀
門
暨
內
堂
亭

石
碼
驗
掣
關
𥂁
大
使
署
在
石
碼

督
學
試
院
舊
在
元
妙
觀
之
左
同
治
甲
子
粤
匪
燬
之
今
改
建

於
西
隅
開
元
寺
遺
址

總

督

左

宗

棠

跋

所

撰

柱

聯

畧

云

宋

陳

北

溪

先

生

曾

有

開

元

改

建

試

院

之

議

然

有

其

舉

之

莫

敢

廢

也

咸

豐

三

年

寺

毁

于

㓂

而

棟

宇

尙

有

存

者

迨

同

治

三

年

粤

㓂

䧟

城

寺

宇

盡

付

一

炬

余

督

師

過

此

結

營

寺

後

適

漳

人

議

脩

復

試

院

因

令

卽

寺

故

址

爲

之

且

示

以

北

溪

舊

議

曰

陳

先

生

命

我

矣

五

年

春

余

自

梅

洲

班

師

過

漳

試

院

工

已

逾

半

觀

察

夏

君

太

守

劉

君

乞

題

柱

因

遂

書

此

其

聯

句

云

經

始

問

何

年

果

然

逃

墨

歸

儒

天

使

梵

王

納

土

籌

邊

曾

此

地

大

好

修

文

偃

武

我

從

瘴

海

班

師

時

郡

紳

董

理

數

人

惟

魏

有

璋

終

其

事

光
緒

三
年
知
府
沈
定
均
增
建
外
棚

雲
霄
撫
民
同
知
署
在
雲
霄
嘉
慶
三
年
以
漳
州
府
南
勝
同
知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五

規

制

上

　
　
　
四
十
四
　

三
百
四
十
一

改
駐
卽
舊
縣
丞
署
四
年
同
知
嵩
安
以
堂
屋
窄
小
借
亷
增

建
照
磨
兼
司
獄
署
在
雲
霄
嘉
慶
三
年
以
漳
浦
縣
盤
陀
廵
檢
改

駐
佛
曇
橋
縣
丞
署
在
漳
浦
佛
曇
橋
嘉
慶
三
年
以
雲
霄
縣
丞
移

駐
車
田
道
光
十
年
以
車
田
縣
丞
移
駐
于
此

漳
浦
南
塲
𥂁
大
使
署
在
縣
治
內

海
澄
縣
署
嘉
慶
十
七
年
知
縣
曹
松
篁
捐
修
道
光
十
年
知
縣

沈
士
恆
詳
請
興
修

南
靖
縣
署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水
災
知
縣
秦
樹
緒
修
道
光
九
年

知
縣
陳
泰
靑
捐
亷
重
葺
光
緒
三
年
知
縣
黃
蘭
復
脩

長
泰
縣
署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知
縣
郭
恆
臣
脩

平
和
縣
署
光
緒
二
年
知
縣
王
家
駒
脩

南
勝
縣
丞
署
在
平
和
南
勝
雍
正
十
三
年
移
駐
海
防
同
知
嘉

慶
三
年
將
同
知
移
駐
雲
霄
改
爲
縣
丞
署

詔
安
縣
署
嘉
慶
十
年
知
縣
孫
廷
錦
改
建
川
堂

詔
安
場
鹽
課
大
使
署
在
詔
安
五
都
港
口

漳
州
府
義
倉
在
府
署
儀
門
之
右
道
光
十
五
年
知
府
童
宗
顔

卽
裁
缺
司
獄
署
改
建
曰
豐
裕
倉
同
治
九
年
知
府
楊
先
澤

復
建
儲
濟
倉
于
豐
裕
倉
之
西
　
　
　
　
　
卷
之
五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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