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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修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志

一地

理
里

至

形

勢

晷

度

氣

候

風

俗

山

川

關

井

橋

渡

泗

陽

故

桃

源

縣

本

割

宿

遷

淮

浦

两

縣

封

域

境

內

無

大

山

脈

而

有

崗

嶺

數

道

支

配

湖

河

實

組

成

縣

境

之

大

關

鍵

也

其

西

北

自

宿

遷

馬

陵

山

來

岡

陵

起

伏

若

斷

若

續

一

循

睢

河

東

岸

南

行

入

縣

境

白

洋

河

西

又

西

南

至

陸

家

圩

又

西

南

至

金

鎻

鎭

折

而

東

南

行

至

陸

家

嘴

與

安

徽

泗

縣

分

界

其

間

支

派

一

由

金

鎖

鎭

東

行

逾

祝

大

窪

盆

地

至

曹

家

廟

又

東

至

山

子

頭

爲

成

子

河

窪

北

岸

一

田

白

洋

河

東

南

行

至

倉

家

集

南

又

東

南

至

熊

家

樓

又

東

南

至

中

營

門

折

而

西

南

行

至

小

街

爲

成

子

河

窪

東

岸

自

小

街

南

行

至

盧

家

集

又

南

經

大

莊

圩

又

南

至

高

家

渡

爲

成

子

河

窪

南

岸

與

洪

澤

湖

相

出

入

是

曰

南

崗

一

循

泗

水

北

岸

東

行

入

縣

境

大

古

城

東

又

東

北

至

九

里

岡

折

而

北

行

至

丁

家

嘴

又

東

北

至

穿

城

西

盤

桓

於

泰

山

劉

家

集

之

間

而

東

北

行

逾

陸

家

冲

以

至

北

山

子

頭

是

曰

北

岡

循

兩

岡

之

間

自

宋

以

前

爲

泗

沂

會

淮

之

路

安

流

順

軌

數

千

年

無

變

更

宋

金

而

後

黃

河

經

行

其

間

橫

溢

壅

潰

形

勢

殊

矣

比

於

淸

初

中

河

赴

之

六

塘

河

砂

礓

河

浸

之

於

是

縣

之

北

境

幾

於

破

碎

不

完

又

因

黃

濟

運

提

高

淸

水

於

天

妃

閘

口

使

洪

澤

湖

水

充

溢

於

成

子

河

窪

於

是

縣

之

南

境

並

爲

澤

國

水

日

益

多

土

日

益

少

民

生

何

賴

焉

雖

然

黃

河

巨

浸

挾

泥

沙

俱

下

渟

泓

恣

肆

能

爲

害

亦

能

爲

利

況

有

天

然

岡

阜

以

爲

之

限

其

來

也

懷

襄

其

去

也

沈

澱

今

試

循

衆

興

而

東

至

於

來

安

北

望

王

家

集

東

北

望

里

仁

集

厥

土

黃

壤

厥

田

上

上

又

試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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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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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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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李

家

口

東

南

望

新

灘

老

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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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地

爾

宅

爾

田

連

阡

累

陌

皆

地

理

學

家

所

謂

冲

積

層

也

迄

今

時

異

勢

殊

民

習

本

業

滄

桑

之

感

無

介

與

懷

來

耕

鑿

之

風

各

安

於

閭

左

膺

民

社

而

撫

疆

宇

苟

未

能

俯

仰

古

今

因

時

損

益

亦

烏

足

察

政

治

之

本

末

驗

物

情

之

向

背

哉

作

地

理

志

里

至

泗

陽

縣

東

西

距

一

百

里

南

北

距

一

百

二

十

里

自

縣

治

起

東

至

頭

堡

泗

淮

界

牌

四

十

里

到

淮

陰

縣

治

九

十

里

西

至

白

洋

河

東

柵

欄

六

十

里

到

宿

遷

縣

治

一

百

一

十

里

南

至

許

家

道

口
今

高

家

渡

西

南

許

家

勒

子

與

泗

陽

交

界

七

十

里

又

南

到

老

子

山

與

淮

陰

泗

縣

交

界

一

百

五

十

里

北

至

單

家

圩

北

沭

陽

交

界

六

十

里

到

沭

陽

縣

治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南

至

二

堡

泗

淮

界

碑

五

十

五

里

西

南

至

安

河

村

泗

縣

交

界

八

十

里

東

北

至

赤

鯉

湖

北

岸

沭

陽

交

界

六

十

里

西

北

至

仰

化

集

宿

遷

交

界

五

十

里

又

至

劉

墩

北

宿

遷

沭

陽

交

界

七

十

里

南

至

江

蘇

省

城

水

路

六

百

二

十

里

陸

路

五

百

三

十

里

北

至

京

師

水

路

二

千

八

百

里

陸

路

一

千

九

百

里

附

錄

陸

家

嘴

勘

界

始

末

民

國

八

年

安

徽

泗

縣

奸

民

尹

元

漢

謀

掘

顧

勒

高

岡

以

洩

安

河

之

水

未

遂

事

詳

安

河

下

復

謀

侵

占

陸

家

嘴

湖

荒

田

畝

經

體

仁

巿

公

民

滕

立

言

等

呈

縣

禁

阻
文

云

民

等

世

居

治

西

南

古

成

子

河

西

陸

家

嘴

地

方

純

屬

蘇

省

泗

陽

管

轄

與

皖

省

泗

縣

界

連

數

百

里

完

納

漕

忙

皆

赴

泗

陽

縣

掣

串

安

業

無

異

禍

綠

皖

泗

尹

元

漢

掘

岡

洩

水

蘇

泗

灘

民

以

害

在

眉

睫

電

呈

省

長

曁

縣

長

會

委

勘

測

元

漢

狡

謀

賄

囑

皖

泗

趙

知

事

硬

將

泗

陽

陸

家

嘴

劃

入

泗

縣

幷

訓

令

元

漢

派

人

到

陸

家

嘴

挨

戶

告

諭

須

赴

皖

泗

納

稅

民

等

籍

蘇

泗

有

忙

漕

綱

册

足

憑

陸

家

嘴

又

載

明

縣

志

趙

知

事

乃

擅

更

省

界

越

界

徵

稅

殊

不

可

解

又

呈

云

十

一

月

初

一

日

有

皖

泗

委

員

薛

幹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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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

人

賀

在

邦

高

宗

可

等

越

境

䉡

丈

自

陸

家

嘴

至

周

家

嘴

約

五

六

里

二

嘴

居

民

畏

惡

不

敢

往

阻

在

邦

云

地

已

丈

明

爾

泗

陽

籍

民

趕

早

遷

移

否

則

派

隊

押

逐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泗

陽

縣

派

委

員

金

韜

警

佐

王

成

泰

等

往

勘

使

董

事

倪

攀

五

爲

前

導

至

泗

縣

何

家

莊

攀

五

被

捆

去

並

開

槍

轟

擊

王

金

逃

囘

知

事

賈

廷

琛

據

前

後

案

情

電

請

省

長

齊

轉

電

皖

省

長

呂

派

委

會

勘

三

月

十

六

日

籌

濬

江

北

運

河

工

程

局

總

辦

馬

會

辦

王

奉

省

令

派

委

員

姬

保

庶

前

來

會

勘

五

月

七

日

江

蘇

委

員

姬

保

庶

泗

陽

縣

知

事

賈

廷

琛

安

徽

委

員

張

齡

永

程

立

本

泗

縣

知

事

趙

鏡

深

會

呈

爲

呈

復

事

委

員

等

奉

委

令

開

蘇

泗

皖

泗

爭

執

陸

家

嘴

一

案

飭

卽

束

裝

前

往

會

同

知

事

等

妥

勘

商

辦

等

因

奉

此

遵

於

五

月

一

二

兩

日

先

後

齊

集

蘇

皖

交

界

地

方

會

同

履

勘

實

勘

得

陸

家

嘴

地

方

爲

兩

省

分

界

該

處

有

村

莊

兩

所

南

莊

屬

皖

北

莊

屬

蘇

自

陸

家

嘴

以

北

起

至

蘇

泗

之

周

家

嘴

止

約

長

六

七

里

其

中

田

地

多

係

官

荒

經

蘇

皖

兩

省

附

近

居

民

自

行

開

墾

大

半

成

熟

內

除

有

粮

之

地

仍

由

兩

省

人

民

領

照

執

業

外

其

餘

官

荒

地

畝

均

未

呈

報

有

案

委

員

知

事

等

公

同

商

酌

擬

將

凡

在

蘇

省

境

內

者

由

蘇

民

向

泗

陽

縣

署

備

價

承

領

凡

在

皖

省

境

內

者

由

皖

民

向

泗

縣

署

備

價

承

領

所

有

會

勘

商

辦

情

形

理

合

繪

圖

貼

說

會

同

具

文

呈

復

仰

祈

鑒

核

轉

呈

江

蘇

省

長

安

徽

省

長

指

令

祇

遵

實

爲

公

便

除

呈

安

徽

水

利

局

江

蘇

淮

揚

道

尹

運

河

工

程

局

外

謹

呈

江

蘇

淮

揚

道

尹

王

江

蘇

運

河

工

程

局

馬

安

徽

水

利

局

局

長

陶

會

辦

王

五

月

十

一

日

知

事

賈

廷

琛

復

上

省

長

道

尹

書

省

長

道

尹

鈞

鑒

竊

照

蘇

皖

人

民

互

爭

陸

家

嘴

地

界

一

案

業

將

會

勘

解

决

辦

法

聯

銜

呈

由

淮

揚

道

尹

籌

辦

江

北

運

河

工

程

局

請

核

轉

在

案

其

履

勘

會

商

一

切

詳

細

情

形

爲

前

呈

所

未

及

者

謹

再

爲

鈞

座

道

尹

縷

晰

呈

之

查

此

案

發

生

之

故

係

由

皖

民

圖

爭

蘇

境

成

子

河

窪

涸

地

而

起

主

動

者

皖

董

尹

元

漢

卽

尹

欽

臣

一

人

也

其

爭

陸

家

嘴

爲

皖

轄

者

預

爲

爭

地

留

讓

步

也

五

月

一

日

知

事

偕

同

委

員

姬

保

庶

馳

抵

縣

屬

周

家

嘴

探

聞

皖

省

印

委

尙

未

來

到

次

晨

與

姬

委

員

商

定

先

行

查

勘

以

備

籌

劃

隨

勘

得

皖

泗

蘇

泗

接

壤

之

處

西

北

自

皖

蘇

兼

轄

之

界

頭

集

起

東

南

至

陸

家

嘴

止

有

岡

陵

一

道

綿

亘

二

十

餘

里

岡

陵

之

南

東

爲

蘇

泗

之

成

子

河

窪

西

爲

皖

泗

之

安

河

窪

形

勢

天

然

彰

明

較

著

證

以

中

國

新

輿

圖

及

江

蘇

全

省

明

細

圖

所

載

兩

省

界

址

頗

爲

吻

合

省

界

之

分

當

卽

在

此

皖

董

尹

元

漢

指

溝

爲

界

固

屬

别

有

私

心

卽

蘇

民

以

岡

下

大

路

爲

界

亦

尙

未

得

要

領

蓋

岡

陵

之

下

昔

本

河

窪

一

片

汪

洋

直

抵

岡

陵

今

之

所

謂

溝

者

路

者

昔

均

水

也

迨

後

時

移

勢

異

滄

海

桑

田

岡

陵

以

東

北

自

周

家

嘴

南

至

陸

家

嘴

陸

續

涸

出

田

地

長

約

七

里

餘

寬

約

四

里

餘

共

爲

窪

田

約

數

十

頃

其

東

成

子

河

窪

水

邊

生

長

小

柳

無

算

詢

據

沿

邊

耆

老

謂

自

前

清

咸

同

以

來

水

涸

田

出

岡

陵

居

民

各

以

力

所

能

及

先

後

墾

闢

現

已

成

熟

者

十

居

八

九

皖

民

所

墾

者

則

名

曰

皖

有

︹
約

六

分

之

一

而

强
︺
蘇

民

所

墾

者

則

名

曰

蘇

有

向

未

報

明

官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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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官

家

亦

從

未

查

考

厥

後

兩

縣

人

民

爭

相

墾

佔

意

見

漸

深

然

在

皖

則

有

何

家

陳

家

呂

家

蛾

眉

等

莊

蘇

祇

周

嘴

陸

嘴

兩

莊

皖

民

庶

而

富

强

蘇

民

寡

而

貧

弱

是

以

皖

董

尹

元

漢

挾

其

掘

岡

放

水

未

遂

之

恨

因

而

生

心

慫

恿

官

廳

誘

鄕

民

行

其

指

鹿

爲

馬

之

計

冀

遂

鵲

巢

鳩

占

之

私

疊

生

波

瀾

尋

釁

無

已

知

事

等

勘

查

旣

竟

備

悉

狡

謀

知

其

所

爭

實

在

已

墾

官

荒

而

以

爭

陸

嘴

爲

借

徑

其

策

誠

狡

其

行

可

恨

三

日

皖

省

印

委

齊

集

先

之

以

討

論

繼

之

以

會

勘

並

臚

列

蘇

省

各

證

據

如

圖

志

如

契

串

以

及

地

內

挖

出

古

窰

舊

跡

人

證

物

證

一

一

俱

備

皖

省

則

漫

無

憑

據

惟

尹

元

漢

率

同

何

莊

無

知

鄉

民

氣

勢

洶

洶

深

恐

失

其

已

墾

之

田

已

佔

之

柳

蘇

泗

之

民

見

其

無

理

忿

爭

恃

强

凌

弱

詞

色

之

間

亦

多

不

平

知

事

等

再

四

商

酌

以

爲

此

事

與

外

交

性

質

不

同

︹
讓

步

在

此
︺
仰

體

各

上

憲

因

利

而

利

一

視

同

仁

之

至

意

惟

期

和

平

了

結

免

致

激

生

重

案

四

月

復

與

姬

委

員

偕

晤

皖

泗

印

委

逐

細

硏

究

往

復

磋

議

雖

其

無

理

爭

執

慾

望

甚

奢

姬

委

員

幾

經

駁

詰

亦

復

詞

窮

理

屈

皖

民

乃

以

皖

墾

皖

有

蘇

墾

蘇

有

提

出

爲

解

决

之

方

知

事

等

詳

籌

熟

慮

皖

民

已

墾

荒

田

已

佔

小

柳

多

歷

年

所

生

計

攸

關

强

之

歸

蘇

釁

端

立

起

若

非

維

持

現

狀

恐

難

弭

患

無

形

詢

謀

紳

耆

初

猶

固

執

繼

知

事

勢

如

斯

遂

懷

大

同

之

願

委

曲

求

全

以

達

息

事

寧

人

之

主

旨

僉

願

如

議

解

决

以

息

紛

爭

而

敦

隣

好

議

定

之

日

雙

方

印

委

紳

民

莫

不

歡

欣

而

散

所

有

此

案

會

勘

辦

結

緣

由

知

關

厪

注

謹

以

瀆

陳

仰

祈

核

鑒

查

考

耑

肅

敬

請

崇

安

伏

乞

垂

察

又

訪

員

駱

鏡

波

蘇

皖

界

址

記

云

倪

家

圩

西

南

里

許

有

古

溝

寬

約

二

丈

餘

自

西

北

而

東

南

皖

人

以

爲

界

溝

經

倪

攀

五

呈

請

省

縣

兩

省

委

員

縣

長

會

勘

事

呈

報

繪

圖

貼

說

注

明

溝

爲

洩

水

溝

溝

南

半

里

許

有

古

窰

舊

跡

窰

西

百

餘

弓

有

南

北

小

路

路

東

屬

蘇

路

西

屬

皖

窰

南

百

餘

弓

有

東

西

大

路

路

南

屬

蘇

路

北

屬

皖

離

窰

百

餘

弓

轉

而

向

南

大

路

一

道

在

皖

泗

小

呂

莊

門

前

離

莊

半

里

許

路

東

屬

蘇

路

西

屬

皖

至

何

家

莊

迤

北

轉

向

東

南

由

何

家

莊

門

前

砂

嶺

外

直

抵

陸

家

嘴

村

莊

後

半

里

許

有

小

路

路

東

屬

蘇

路

西

屬

皖

村

莊

中

央

有

東

西

大

路

至

成

子

河

邊

路

南

屬

皖

路

北

屬

蘇

兩

省

委

員

縣

長

勘

定

繪

圖

立

案

惟

有

何

家

莊

前

大

路

下

兩

省

人

民

爭

執

結

果

由

蘇

泗

讓

步

北

邊

由

大

路

向

東

七

百

一

十

三

弓

南

邊

由

大

路

向

東

六

百

二

十

五

弓

寬

三

百

六

十

弓

劃

歸

皖

泗

管

轄

此

皆

載

明

圖

內

證

以

中

國

新

輿

圖

及

民

國

江

蘇

明

細

地

圖

所

載

微

有

差

池

是

地

竟

爲

皖

人

割

去

矣

形

勢

泗

陽

無

山

險

而

淮

泗

交

流

原

隰

沃

壤

水

陸

通

衢

南

北

兵

爭

之

要

區

也

梁

武

帝

欲

以

朐

山

易

宿

豫

魏

勝

戰

沒

於

淮

陽

而

金

兵

遂

南

明

季

史

可

法

撒

白

洋

河

屯

營

退

守

揚

州

而

四

鎭

遽

潰

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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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咸

豐

中

總

漕

吳

棠

築

桃

源

長

壕

屬

於

黃

河

洪

澤

湖

之

間
一

在

黃

河

南

岸

接

於

老

隄

長

三

里

許

一

在

卜

家

湖

西

岸

接

於

洪

澤

湖

長

十

二

里

一

在

吳

家

窪

西

岸

接

於

洪

澤

湖

長

七

八

里

重

門

管

鑰

屹

然

爲

淮

揚

保

障

前

史

陳

蹟

不

勝

枚

舉

近

數

十

年

輪

船

鐵

路

南

線

自

鎭

江

以

趨

南

京

北

線

若

津

浦

則

逾

江

與

寧

滬

銜

接

若

隴

海

則

逕

三

汊

河

直

達

海

州

形

勢

且

大

變

易

設

防

置

守

皆

不

及

泗

陽

宜

守

排

鑿

相

安

鮮

聞

鋒

鏑

然

西

瀕

徐

邳

濠

泗

其

民

强

武

好

椎

埋

揭

竿

常

有

跋

扈

飛

颺

之

志

善

用

之

則

爲

國

家

干

城

不

善

用

之

則

爲

地

方

姦

賣

刀

劍

而

買

牛

犢

是

在

賢

宰

官

潛

移

默

化

之

耳

晷

度

泗

陽

經

度

居

京

師

偏

東

二

度

十

二

分

每

度

合

一

六

六

里

四

五

五

三

六
推

法

依

泗

陽

緯

度

三

十

三

度

四

十

四

分

檢

八

線

表

餘

弦

爲

八

三

二

二

七

六

八

以

二

百

里

乘

之

每

度

東

西

長

一

六

六

里

四

五

五

三

六

計

鳥

道

合

營

造

尺

三

百

八

十

八

里

三

九

五

八

四

斜

値

爲

一

千

二

百

十

二

里

五

一

五

零

六

京

師

緯

度

北

極

出

地

高

四

十

度

泗

陽

北

極

出

地

高

三

十

三

度

四

十

四

分

較

京

師

差

六

度

十

六

分

計

鳥

道

合

營

造

尺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三

里

又

三

分

里

之

一

京

師

夏

至

日

出

寅

正

二

刻

五

分

日

入

戍

初

一

刻

十

分

泗

陽

夏

至

日

出

寅

正

三

刻

八

分

日

入

戌

初

初

刻

七

分

晝

五

十

六

刻

十

四

分

夜

三

十

九

刻

一

分

計

泗

陽

日

出

後

京

師

一

刻

三

分

日

入

先

京

師

一

刻

三

分

京

師

冬

至

日

出

辰

初

一

刻

十

分

日

入

申

正

二

刻

五

分

泗

陽

冬

至

日

出

辰

初

初

刻

七

分

日

入

申

正

三

刻

八

分

晝

三

十

九

刻

一

分

夜

五

十

六

刻

十

四

分

計

泗

陽

日

出

先

京

師

一

刻

三

分

日

入

後

京

師

一

刻

三

分

泗

陽
以

下

不

再

列

京

師

晷

度

以

省

推

步

冬

夏

至

日

出

距

正

卯

地

平

經

度

二

十

八

度

三

十

九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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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

入

距

正

酉

地

平

經

度

二

十

八

度

三

十

九

分

冬

至

在

正

卯

酉

南

夏

至

在

正

卯

酉

北
推

法

以

極

高

度

正

割

一

二

○

二

四

五

六

二

乘

黃

赤

大

距

正

弦

三

九

八

七

四

九

一

得

四

七

九

四

七

八

三

二

是

爲

日

出

入

地

平

經

度

正

弦

檢

八

線

表

知

爲

二

十

八

度

三

十

九

分

也

黃

道

高

弧

春

秋

分

五

十

六

度

一

分

加

日

輪

半

徑

得

高

五

十

六

度

三

十

一

分

卽

二

分

日

景

當

午

高

度

也
推

法

春

秋

分

與

赤

道

同

度

故

不

用

緯

數

而

以

象

限

九

十

度

減

泗

陽

極

高

度

餘

五

十

六

度

一

分

爲

日

輪

邊

距

地

平

高

度

再

加

日

輪

半

徑

十

五

分

得

五

十

六

度

三

十

一

分

檢

八

線

表

得

餘

切

六

六

一

四

六

七

三

以

長

一

丈

表

測

之

知

其

地

表

景

當

長

六

尺

六

寸

八

分

四

厘

有

奇

冬

至

高

弧

三

十

二

度

四

十

六

分

加

日

輪

半

徑

得

高

三

十

三

度

一

分

夏

至

高

弧

七

十

九

度

四

十

五

分

加

輪

日

半

徑

得

高

八

十

度

一

分
推

法

冬

至

日

在

南

陸

應

較

二

分

減

黃

赤

距

度

夏

至

日

在

北

陸

應

較

二

分

增

黃

赤

距

度

各

二

十

三

度

三

十

分

得

日

輪

距

地

度

數

再

加

日

輪

半

徑

十

五

分

乃

各

得

其

所

推

之

數

︹
數

理

精

藴
︺
作

日

晷

法

測

定

各

節

距

度

云

小

寒

大

雪

距

赤

道

南

芒

種

小

暑

距

赤

道

北

各

二

十

二

度

四

十

分

大

寒

小

雪

距

赤

道

南

小

滿

大

暑

距

赤

道

北

各

二

十

度

十

二

分

立

春

立

冬

距

赤

道

南

立

夏

立

秋

距

赤

道

北

各

十

一

度

三

十

分

驚

蟄

寒

露

距

赤

道

南

淸

明

白

露

距

赤

道

北

各

五

度

五

十

五

分

在

南

者

以

減

二

分

之

度

在

北

者

以

增

二

分

之

度

皆

得

高

弧

度

分

再

加

十

五

分

檢

八

線

表

得

餘

切

卽

得

表

景

長

短

二

十

四

節

氣

皆

可

類

推

氣

候

日

表

長

短

旣

定

則

寒

燠

生

焉

泗

陽

緯

度

居

北

溫

帶

之

中

地

勢

平

坦

氣

流

舒

暢

等

溫

線

無

大

伸

縮

以

華

氏

表

測

之

最

高

點

不

過

九

十

度

最

低

點

不

過

二

十

度

故

冬

無

嚴

寒

夏

無

酷

暑

風

向

則

夏

多

東

南

冬

多

西

北

雨

量

平

均

不

過

三

十

寸

過

則

災

冬

春

之

雨

常

以

東

北

風

近

海

故

也

惟

夏

至

日

農

人

候

風

向

以

占

旱

澇

是

日

若

遇

西

南

風

則

旬

日

之

內

必

有

大

雨

凡

夏

秋

之

交

西

南

風

至

則

鬱

蒸

湮

滯

人

物

俱

感

不

便

蓋

印

度

洋

與

波

斯

沙

漠

交

感

濕

與

並

盛

也

地

方

病

則

有

雨

似

霾

似

霧

其

發

常

以

芒

種

後

有

黃

黑

二

色

蓋

霉

類

也

黑

尤

甚

黴

菌

著

於

麥

則

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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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

盡

腐

雖

登

場

亦

不

免

風

俗

禹

貢

紀

山

川

不

紀

風

俗

良

以

山

川

不

變

風

俗

有

變

也

有

數

十

年

一

變

者

有

百

年

數

百

年

一

變

者

或

變

而

之

善

或

變

而

之

不

善

惟

視

上

之

人

型

訓

何

如

耳

故

備

舉

四

民

生

業

與

夫

冠

婚

喪

祭

歲

時

節

序

服

食

居

處

之

事

以

俟

夫

操

敎

化

之

權

者

轉

移

默

運

夫

何

患

風

俗

之

不

善

變

哉

且

夫

士

居

四

民

之

首

爲

鄕

閭

表

率

當

科

舉

未

廢

之

前

習

爲

訓

詁

貼

括

純

樸

儒

雅

有

三

古

遺

風

自

學

校

成

立

後

趨

重

科

學

蔑

視

經

史

詞

章

爲

無

用

搢

紳

先

生

亦

往

往

執

持

禮

法

以

相

詆

諆

不

知

潮

流

所

趨

一

日

千

里

少

年

俊

乂

客

京

國

涉

重

洋

求

學

爭

先

恐

後

也

惟

費

巨

力

薄

中

産

以

下

多

不

逮

始

因

家

貧

而

失

學

繼

因

失

學

而

爲

游

民

人

心

世

道

之

憂

此

其

大

端

也

農

則

二

麥

一

耕

而

穫

春

田

必

用

鈎

锄

戶

少

蓋

藏

豐

年

差

堪

自

給

一

遇

凶

荒

則

流

離

失

所

其

苦

况

有

不

堪

形

容

者

近

年

百

貨

昻

貴

農

穀

亦

獲

利

倍

蓰

加

之

植

棉

飼

蠶

風

氣

潮

開

此

農

業

之

進

步

也

若

使

戶

無

厖

吠

耕

鑿

相

安

食

德

飮

和

安

在

其

不

可

見

於

今

日

工

業

鮮

敎

育

無

精

巧

之

技

能

商

賈

以

地

僻

不

能

發

達

貿

易

稍

盛

者

向

推

閩

鎭

齊

晋

諸

客

幫

近

亦

稍

稍

凌

替

矣

民

國

以

來

地

方

商

人

竭

力

提

倡

凡

油

酒

烟

草

布

疋

諸

業

次

第

振

興

惜

多

係

個

人

營

業

不

能

合

股

組

織

公

司

亦

習

慣

然

也

若

夫

禮

俗

相

沿

以

冠

婚

喪

祭

爲

大

冠

禮

久

廢

時

代

變

遷

冠

服

履

綦

匪

時

匪

古

無

長

幼

同

也

婚

用

媒

妁

重

門

戶

聘

儀

不

責

多

寡

甚

有

愛

好

指

腹

不

徵

聘

幣

無

需

庚

帖

者

女

雖

貧

不

甘

爲

妾

厚

幣

誘

之

弗

能

奪

男

不

親

迎

女

家

稍

裕

則

有

送

賓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八

蓋

猶

行

古

之

道

也

近

來

文

明

嫁

娶

之

儀

盛

行

爲

家

長

者

苟

取

而

參

用

之

則

從

前

減

飯

送

房

諸

陋

習

當

一

掃

而

空

矣

喪

事

多

不

遵

定

制

殯

儀

之

隆

殺

視

家

貲

之

富

貧

有

棺

無

槨

擇

吉

而

葬

期

不

逾

月

風

鑑

之

談

信

而

不

惑

故

無

停

柩

之

害

惟

惡

習

相

沿

恬

不

知

非

如

送

湯

起

解

送

程

出

殃

還

家

守

七

諸

不

經

之

說

是

在

守

禮

明

義

者

躬

先

以

率

有

以

轉

移

之

然

愼

終

尤

必

追

遠

此

祭

之

所

由

昉

也

有

祠

祭

有

家

祭

有

上

塚

祭

淸

明

七

月

中

元

十

月

朔

冬

至

除

夕

祖

先

忌

日

均

祭

之

禮

著

報

本

此

其

是

矣

中

國

向

用

陰

歷

光

復

後

改

用

陽

歷

以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爲

一

歲

無

閏

月

而

有

閏

日

參

之

習

慣

猶

存

四

季

之

名

曰

春

節
卽

舊

元

旦

曰

夏

節

卽

舊

端

陽

曰
秋
節
卽

舊

中

秋

曰
冬
節
卽

舊

冬

至

又
有
植
樹
節
卽

舊

清

明

節

雙
十
節
武

昌

起

義

在

陽

曆

爲

十

月

十

日

國

慶

紀

念

日
南

北

統

一

二

月

十

二

日

國

會

開

幕

紀

念

日
四

月

八

日

國

恥

紀

念

日
日

本

二

十

一

條

五

月

九

日

辛

丑

條

約

九

月

七

日

再

造

共

和

紀

念

日
雲

南

起

義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馬

廠

誓

師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孔

子

誕

日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星

期

日

各

機

關

皆

奉

行

之

而

普

通

人

民

因

習

尙

與

種

植

上

之

關

係

多

用

陰

歷

故

附

錄

於

下
正

月

一

日

換

桃

苻

五

鼓

祀

神

祇

祭

祖

先

獻

歲

禮

於

尊

長

戚

友

交

賀

上

元

日

燈

火

春

酒

往

來

互

相

酬

應

二

月

二

日

祀

福

神

放

煙

花

打

倉

屯

三

月

清

明

節

城

隍

神

出

巡

修

墓

祭

先

插

柳

枝

於

門

兒

童

放

風

箏

此

春

季

也

而

立

春

雨

水

驚

蟄

春

分

清

明

穀

雨

諸

節

行

乎

其

中

四

月

八

日

釋

迦

佛

誕

婦

女

進

廟

燒

香

了

願

五

月

五

日

端

午

節

門

插

艾

蒲

飮

雄

黃

酒

食

角

沗

六

月

六

日

晒

衣

此

夏

季

也

而

立

夏

小

滿

芒

種

夏

至

小

暑

大

暑

諸

節

行

乎

其

中

七

月

七

夕

乞

巧

中

元

祭

先

做

盂

蘭

會

放

河

燈

祭

孤

八

月

中

秋

設

月

餅

爪

菓

於

庭

拜

月

而

玩

賞

之

九

月

九

日

重

陽

登

高

食

糕

及

粉

團

小

兒

揑

麵

羊

持

五

色

紙

旗

以

相

戲

此

秋

季

也

而

立

秩

處

暑

白

露

秋

分

寒

露

霜

降

諸

節

行

乎

其

中

十

月

朔

日

城

隍

神

出

巡

修

墓

祭

先

冬

至

日

祀

土

地

祭

先

十

二

月

八

日

食

臘

八

粥

二

十

四

日

祀

竈

︹
有

以

二

十

三

日

者
︺
三

十

日

除

夕

祀

祖

先

夜

坐

達

旦

謂

之

守

歲

分

壓

歲

錢

於

兒

女

焉

此

冬

季

也

而

立

冬

小

雪

大

雪

冬

至

小

寒

大

寒

諸

節

行

乎

其

中

據

此

以

觀

則

陰

陽

歷

並

行

亦

無

害

事

至

服

食

起

居

今

昔

不

能

强

同

昔

餐

常

用

麥

秫

雜

以

菽

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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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今

則

麥

米

參

半

矣

昔

衣

多

布

素

不

尙

綵

繒

今

則

中

產

之

家

錦

繡

爭

輝

矣

昔

時

茅

檐

土

壁

以

蔽

風

雨

今

則

城

鎭

闤

闠

間

亦

稍

事

壯

麗

不

似

從

前

之

卑

陋

矣

嗟

嗟

科

學

盛

而

國

粹

衰

知

識

增

而

道

德

減

禮

節

日

以

廢

而

徵

逐

轉

繁

生

計

日

以

絀

而

服

御

益

泰

俯

仰

數

十

年

中

風

會

所

趨

蓋

有

不

可

殫

述

者

善

不

善

各

不

相

掩

如

此

達

於

治

體

者

庶

有

以

維

持

之

哉

山

川

舊

志

云

桃

澤

國

也

四

面

皆

水

卽

有

小

山

特

岡

壟

耳

縣

西

墩

瑯

夙

稱

陸

壘

黃

河

北

岸

有

古

城

山

頗

高

東

北

墩

子

湖

及

五

集

至

夫

子

廟

一

帶

更

多

墩

阜

高

不

過

數

尺

廣

不

過

百

步

西

南

又

有

山

子

頭

高

岡

亘

於

湖

上

不

一

而

足

今

之

泗

陽

河

湖

雖

去

舊

日

之

河

道

猶

存

湖

窪

冲

蕩

潦

水

聚

焉

山

雖

不

高

岡

壟

墩

阜

皆

爲

地

脈

所

盤

結

謹

詳

錄

之

以

備

覲

覽

女

工

山

治

東

南

半

里

許

相

傳

遠

近

婦

女

以

衣

兜

土

助

工

傾

積

而

成

高

十

數

丈

淸

初

建

娘

娘

廟

於

其

上

久

經

廢

並

山

址

亦

無

覓

處

古

城

山

治

西

北

五

十

里

在

黃

河

北

岸

堤

上

高

約

數

丈

廣

半

畝

許

山

上

有

古

廟

毗

連

宿

境
︹
訪稿

︺

泰

山

治

北

七

十

里

由

馬

陵

分

支

入

縣

境

截

然

而

止

成

爲

高

阜

東

連

巨

蕩

南

極

崇

河

登

高

而

望

東

南

數

十

里

煙

樹

人

家

皆

在

咫

尺

間

山

上

建

娘

娘

廟

及

關

帝

廟

有

市

墟

曰

泰

山

集

明

徐

弘

毅

所

創

也

南北

山

子

頭

一

在

治

西

南

四

十

里

體

仁

巿

曹

家

廟

之

南

一

在

治

北

五

十

里

崇

河

中

市

唐

家

樓

之

北

並

由

馬

陵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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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發

脈

土

人

或

稱

南

山

子

頭

北

山

子

頭

南

山

子

頭

瀕

成

子

河

窪

地

勢

極

高

洪

澤

湖

水

雖

盛

不

能

浸

沒

九

里

崗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在

運

河

北

岸

西

至

仰

化

集

九

里

︹
詳

古

蹟
︺

于

家

崗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與

九

里

岡

相

連

武

家

崗

治

西

南

曹

家

廟

西

南

五

里

淸

高

宗

南

巡

至

此

返

駕

尤

家

崗

在

武

家

崗

南

三

里

許

孫

家

崗

在

尤

家

崗

南

三

里

許

朱

家

崗

去

孫

家

崗

里

許

毘

連

泗

縣

丁

家

崗

治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裴

莊

前

南

距

界

頭

集

三

里

桂

家

崗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成

子

河

窪

西

岸

周

家

崗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成

子

河

窪

東

岸

薛

家

崗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與

周

家

崗

相

連

思

鄕

壠

治

西

北

八

里

崗

阜

嶐

起

長

約

數

里

鮑

家

嶺

洽

西

南

十

五

里

狀

元

墩

治

東

南

半

里

許
︹
詳

古

蹟
︺

繫

馬

墩

治

西

十

一

里

吳

公

堰

西

夜

合

墩

治

西

里

許

雙

墩

對

峙

至

夜

僅

見

其

一

故

稱

夜

合

︹
舊志

︺

賈

家

墩

治

西

南

五

里

相

傳

昔

有

神

棲

此

土

人

常

借

什

物

酒

器

忽

有

物

列

墩

上

屢

試

皆

驗

久

之

奸

人

負

匿

不

還

後

遂

不

應

墩

上

有

借

器

台

草

不

生

焉

牛

墩

治

西

二

里

昔

鄉

人

常

見

二

牛

於

其

上

近

跡

之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一

不

見
︹
舊志

︺

蓮

花

墩

治

西

三

十

里

舊

志

云

在

水

中

央

歷

年

水

冲

墩

形

凸

起

不

爲

淪

沒

四

週

有

稜

瓣

如

蓮

花

云

今

不

可

考

矣

宗

家

墩

治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倉

家

集

南

尤

家

墩

治

西

四

十

里

陳

老

圩

西

廟

墩

治

西

五

十

里

屠

園

圩

東
︹
詳

古

蹟
︺

歧

路

墩

治

西

四

十

里

麒

麟

墩

治

西

四

十

五

里

打

鼓

墩

治

西

六

十

里

洋

河

南
︹
詳

古

蹟
︺

靑

墩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體

仁

集

西

鳳

凰

墩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體

仁

集

附

近
︹
詳

塚

墓
︺

黃

泥

墩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唐

甄

楊

之

北

墩

高

數

仞

林

木

秀

美

有

突

出

奇

峯

之

象

桂

岡

二

墩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體

仁

市

桂

家

崗

古

顏

墩

治

南

二

十

里

崗

陵

集

附

近

破

墩

治

東

南

四

十

里

袁

家

集

西

南

黃

家

圩

東

墩

基

大

數

畝

高

四

五

丈

土

質

疏

色

黃

古

地

層

也

附

近

有

石

蠟

台

等

物

其

爲

古

塚

無

疑

此

墩

地

勢

爲

新

灘

最

高

之

處

土

人

橫

加

挑

挖

不

爲

保

護

已

非

從

前

崔

巍

之

象

大

靑

墩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去

夫

子

廟

里

餘

釣

魚

墩

治

北

十

五

里

殷

家

墩

治

北

六

十

里
︹
詳

塚

墓
︺

雙

墩

治

北

四

十

里

董

家

圩

南

有

雙

墩

東

西

對

峙

中

間

有

八

义

路

亦

名

梅

花

路

地

形

高

聳

游

人

登

覽

有

天

涯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二

芳

草

之

思

焉

獾

墩

治

北

五

十

五

里

崇

河

迤

南

墩

大

數

畝

下

臨

巨

蕩

水

不

能

沒

每

新

雨

後

常

發

現

骨

角

器

具

及

簪

珥

之

類

土

人

時

拾

取

之

沿

路

墩

治

北

五

十

里

穿

城

西

南

沿

路

有

數

十

墩

穆

家

墩

治

北

六

十

里

泰

山

集

南

案

境

內

諸

墩

散

漫

無

紀

或

緣

地

質

墳

起

高

下

相

接

猶

有

原

始

土

層

可

辨

者

或

緣

前

代

壟

墓

阡

表

無

存

偶

經

發

掘

器

皿

而

知

者

亦

有

廟

基

市

墟

滄

桑

變

易

居

人

猶

能

指

點

形

勢

釐

訂

部

居

要

難

一

槪

而

論

覽

旄

邱

之

葛

憑

弔

黎

侯

行

泰

山

之

墩

感

懷

漂

母

安

在

瀕

湖

荒

邑

必

無

一

二

勝

蹟

以

資

登

眺

然

傳

信

傳

疑

古

今

一

例

必

欲

指

其

事

以

實

之

則

又

鑿

矣

泗

水

治

北

三

百

步

久

淤
︹
詳

河

渠

志
︺

黃

河

治

北

門

外
︹
詳

河

渠

志
︺

古

新

河

治

東

三

十

里

明

萬

歷

二

十

四

年

分

黃

導

淮

開

挑

引

河

自

三

義

鎭

起

由

毛

家

湖

達

灌

口

入

海

久

閉
︹
舊志

︺

運

河

治

北

五

里

又

名

中

河
︹
詳

河

渠

志
︺

六

塘

河

治

北

三

十

里
︹
詳

河

渠

志
︺
清

張

問

陶

桃

源

道

中

卽

目

詩

柳

外

舟

車

各

往

還

沿

隄

春

草

自

閒

閒

六

塘

長

三

分

水

四

野

曾

無

一

寸

山

歸

計

祇

堪

謀

八

口

時

名

何

暇

問

雙

鬟

流

鶯

喚

醒

勞

人

夢

且

買

魚

蝦

破

酒

顏

砂

礓

河

在

穿

城

北

上

流

自

宿

遷

入

境

爲

六

塘

河

支

流

下

流

至

松

樹

張

口

經

沭

陽

入

海
︹
詳

河

渠

志
︺

古

泗

口

杜

佑

曰

宿

預

城

故

泗

口

也

晉

明

帝

太

寧

中

兗

州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三

剌

史

劉

遐

自

彭

城

退

屯

泗

口

卽

此

滶

河

口

金

遣

合

達

蒲

阿
二

人

名

屯

桃

源

界

滶

河

口

其

地

未

詳

老

鸛

河

大

明

一

統

志

卽

老

鸛

汀

護

城

河

卽

城

壕

週

三

里

餘

水

無

來

源

雨

集

則

盈

泄

水

官

河

治

北

三

里

傍

泗

衆

官

道

長

一

萬

二

千

八

百

餘

丈

乾

隆

八

年

勘

挑

两

傍

官

溝

以

洩

積

水

長

河

卽

長

濠

治

西

八

里

大

興

莊

東

淸

咸

豐

時

吳

勤

惠

公

築

以

禦

捻

匪

今

則

爲

民

間

洩

水

河
︹
詳

水

利
︺

成

子

河

舊

志

作

程

子

河

治

西

南

十

五

里

長

七

十

里

西

南

自

山

子

頭

迤

南

至

陸

家

嘴

東

南

至

高

家

渡

南

頭

沙

二

沙

爲

入

洪

澤

湖

門

戶

按

成

子

河

容

量

甚

大

昔

爲

洪

澤

湖

所

浸

其

名

不

著

故

河

防

一

覽

治

河

方

略

行

水

金

鑑

南

河

成

案

諸

書

皆

無

此

河

惟

河

之

中

間

有

水

碼

頭

曰

小

街

俗

謂

之

成

子

河

碼

頭

淸

咸

豐

間

吳

勤

惠

公

於

此

築

長

壕

屬

於

卜

家

湖

西

岸

以

禦

捻

匪

光

緖

二

十

四

年

邑

宰

孫

友

蕚

又

因

長

壕

開

挖

寬

深

以

洩

城

外

積

水

亦

名

成

子

河

事

詳

水

利

其

實

成

子

河

自

西

北

而

東

南

固

境

內

一

巨

壑

也

今

江

淮

水

利

測

量

局

圖

作

成

子

河

窪

此

據

地

形

實

測

言

之

不

可

易

也

成

子

河

窪

之

西

爲

安

河

窪

兩

窪

水

流

分

道

入

淮

中

隔

岡

嶺

竊

疑

安

河

窪

爲

睢

水

故

道

成

子

河

窪

爲

泗

水

故

道

睢

水

循

歸

仁

集

東

南

入

安

河

泗

水

經

宿

預

城

西

又

南

而

下

成

子

河

杜

佑

謂

宿

預

城

爲

故

泗

口

可

爲

一

證

並

與

漢

立

泗

陽

縣

名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四

義

相

合

所

不

同

者

水

經

注

泗

水

又

逕

淮

陽

城

北

數

語

耳

然

杜

佑

祇

言

故

泗

口

非

卽

爾

時

之

泗

口

豈

魏

晋

之

世

泗

水

已

改

道

東

趨

酈

道

元

乃

據

以

爲

言

耶

鮑

家

河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自

老

隄

涵

洞

起

長

一

千

二

百

餘

丈

下

流

入

安

河

河

形

猶

存
︵

詳

水

利

︶

蕭

家

河

治

西

南
︵

詳

水

利

︶

魏

家

河

治

西

南
︵

詳

水

利

︶

攔
馬

河

治
西
六

十
里

明
季

史
可
法

開
以

禦
淸

兵
者
︵

詳

水

利

︶

歸

仁

隄

民

便

河

治

西

自

李

家

莊

起

東

南

至

閘

口

止

長

八

千

三

百

六

十

餘

丈

宣

洩

宿

遷

黃

河

南

岸

積

水

兼

分

蔡

家

河

水

由

歸

仁

閘

入

安

河

淸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以

後

淤

成

平

陸
︵

餘

詳

水

利

︶

古

山

河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閘

溝

柳

溝

居

其

上

游

水

勢

甚

猛

下

流

湮

塞

民

田

多

受

其

害
︵

詳

水

利

︶

白

洋

河

治

西

六

十

里

徐

州

府

志

謂

卽

小

河

口
明

時

睢

水

入

泗

之

口

之

下

流

東

出

者

上

流

自

徐

溪

口

合

蕭

縣

之

永

堌

姬

村

諸

湖

水

由

宿

州

之

苻

離

溝

經

邳

之

睢

河

又

合

宿

遷

埠

子

白

鹿

等

湖

爲

白

洋

河

從

東

南

兩

溝
卽

泗

水

故

道

入

於

黃

河

巨

浸

瀰

漫

望

之

如

洋

故

有

白

洋

河

之

名

淸

順

治

年

間

黃

河

决

入

小

河

口

白

洋

河

皆

淤

今

三

官

廟

北

土

人

尙

有

老

黃

河

之

名

晏

公

廟

巷

西

大

塘

水

泥

之

下

有

沉

溺

漕

艘

一

隻

天

旱

則

麕

集

挖

掘

以

禱

雨

諒

係

明

季

或

淸

初

物

也
明

王

鏊

晚

過

白

洋

河

扁

舟

深

夜

尙

孤

征

兀

坐

蓬

牕

看

月

明

兩

岸

秋

蟲

互

相

應

不

知

端

復

爲

誰

鳴

吳

偉

業

咏

白

洋

河

膠

海

愁

難

定

孫

恩

戰

艦

多

却

聞

逃

白

馬

此

處

渡

黃

河

一

戰

收

豺

虎

千

軍

唱

槖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五

駝

淮

西

兒

女

笑

凕

渤

亦

安

波

鄒

緝

咏

白

洋

河

白

洋

河

下

春

水

碧

白

洋

河

中

多

估

客

春

風

二

月

柳

條

新

却

念

行

人

千

里

隔

岸

上

居

人

數

家

茅

茨

深

處

見

桃

花

少

婦

河

邊

汲

清

水

老

翁

門

前

看

雛

鴉

桑

田

禾

靑

麥

苗

綠

牛

羊

散

落

村

墟

牧

行

客

年

年

任

往

來

居

人

自

在

洋

河

曲

安

河

治

西

七

十

里

此

河

上

接

歸

仁

隄

東

南

至

安

徽

泗

縣

境

內

入

洪

澤

湖

長

百

餘

里

河

之

在

宿

遷

境

者

僅

數

里

蓋

明

時

未

築

歸

仁

隄

以

前

西

水

分

行

漸

至

成

河

迨

隄

成

而

河

遂

廢

淸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建

歸

仁

三

閘

分

洩

西

水

全

由

此

河

下

達

洪

湖

及

後

歸

仁

隄

南

首

冲

缺

西

水

南

由

缺

口

上

下

之

羅

家

河

董

家

溝

下

入

安

河

北

由

三

閘

塘

洩

入

安

河

然

後

此

河

爲

用

益

大

百

餘

年

來

黃

河

之

南

所

藉

以

洩

西

水

者

全

由

此

河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大

興

水

利

大

吏

疏

言

烏

鴉

嶺

董

家

溝

安

河

係

虹

縣

泗

州

宿

遷

桃

源

四

州

縣

壤

境

相

錯

董

家

溝

在

宿

境

久

經

淤

墊

安

河

則

界

連

桃

源

宿

遷

泗

州

亦

間

叚

淺

阻

金

鎖

鎭

劉

李

埂

田

家

集

陡

門

等

處

上

下

八

十

里

爲

出

湖

咽

喉

尤

爲

緊

要

皆

須

逐

叚

開

挖

必

此

處

較

上

游

深

通

而

後

睢

河

一

帶

之

水

順

流

直

下

達

於

洪

澤

湖

嘉

慶

十

年

以

後

河

內

收

蓄

湖

水

較

乾

隆

末

年

大

一

丈

許

湖

西

民

田

多

爲

渰

沒

而

田

家

集

陡

門

等

處

皆

成

澤

國

又

上

至

金

鎖

鎭

西

並

罹

水

患

此

前

事

之

可

鑒

者

也

民

國

七

年

十

月

皖

泗

奸

民

尹

元

漢

將

決

安

河

東

岸

顧

家

勒

高

岡

洩

水

入

成

子

河

窪

泗

陽

獨

受

其

害

體

仁

市

公

民

裴

守

一

等

呈

縣

禁

阻

經

知

事

賈

廷

琛

函

電

力

爭

積

案

盈

尺

其

呈

文

有

云
爲

强

更

水

道

隔

省

殃

民

公

叩

電

省

轉

電

飭

停

事

竊

治

南

之

洪

澤

大

湖

縱

橫

數

百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六

里

佔

蘇

皖

交

界

五

縣

邊

境

北

界

蘇

境

泗

陽

其

伸

入

泗

陽

境

內

湖

套

長

約

五

六

十

里

寬

約

二

三

十

里

名

曰

成

子

河

西

界

皖

省

泗

縣

其

伸

入

泗

縣

境

内

湖

套

長

約

八

九

十

里

寬

約

二

三

十

里

名

曰

安

河

兩

河

中

界

有

天

然

高

崗

由

西

北

而

東

南

綿

亘

百

餘

里

伸

入

洪

澤

湖

內

成

子

河

入

湖

水

道

由

岡

東

之

頭

沙

二

沙

安

河

入

湖

水

道

由

岡

西

之

趙

家

沙

兩

沙

之

南

卽

爲

湖

兩

沙

之

北

卽

爲

河

兩

河

隔

崗

各

受

各

水

兩

河

入

湖

各

由

各

道

此

千

年

不

變

之

形

勢

也

不

意

安

河

灘

民

尹

元

漢

奇

想

天

開

竟

以

泗

縣

東

九

堡

獨

力

豪

覇

之

威

勢

集

合

安

河

全

灘

民

夫

於

兩

河

相

隔

高

岡

最

窄

之

顧

家

勒

地

方

併

力

挖

掘

另

開

安

河

入

湖

水

道

一

恃

其

安

河

地

位

高

昂

水

勢

建

瓴

莫

之

能

禦

一

恃

其

顧

勒

距

伊

密

邇

人

力

雄

健

莫

之

敢

攖

刻

下

决

岡

之

工

已

開

多

日

民

夫

多

至

累

千

岡

腰

决

已

過

半

倘

被

决

通

則

成

子

河

沿

岸

灘

田

立

成

澤

國

百

餘

里

沿

岸

民

命

盡

葬

洪

濤

彌

天

之

禍

近

在

眉

睫

在

尹

等

惡

覇

營

私

祇

圖

决

岡

涸

田

以

謀

子

孫

永

遠

之

利

等

成

子

河

灘

民

之

財

產

性

命

於

鴻

毛

絕

不

計

水

有

舊

道

界

有

岡

隔

岡

之

斷

續

有

關

兩

省

利

害

膽

大

妄

爲

實

屬

罕

見

民

等

沿

成

子

河

之

東

岸

居

住

與

顧

家

勒

水

程

相

距

三

十

餘

里

平

素

不

常

往

來

現

聞

尹

等

聲

勢

浩

大

不

敢

輕

往

惟

以

道

路

傳

聞

日

迫

一

日

特

於

十

一

月

廿

九

日

賃

僱

漁

船

僑

裝

往

探

目

覩

現

狀

見

安

河

水

邊

至

成

子

河

水

邊

約

在

六

七

里

之

內

自

岡

頂

向

東

工

已

成

就

自

岡

頂

向

西

僅

有

里

餘

未

通

而

此

未

通

之

點

已

掘

至

四

五

六

七

尺

深

不

等

趕

工

之

夫

役

如

蟻

約

數

二

三

千

人

而

蓆

棚

土

灶

棋

布

星

羅

大

有

不

通

不

止

之

槪

夫

役

之

外

時

有

身

著

軍

衣

之

練

勇

手

持

鋼

鎗

往

來

巡

視

民

等

目

眩

心

驚

莫

敢

喘

息

默

爾

登

舟

返

棹

此

尹

等

决

岡

目

前

之

實

在

情

形

也

民

等

抵

舍

時

間

遠

近

灘

民

紛

來

探

問

莫

不

忿

恨

怒

駡

計

集

東

岸

數

千

戶

合

力

登

舟

乘

風

西

上

與

尹

等

背

水

决

一

死

戰

皆

云

與

其

他

日

獨

死

於

水

不

如

今

日

與

尹

等

同

死

於

戰

民

等

恐

釀

叢

命

巨

案

力

勸

遏

止

特

此

據

情

泣

叩

縣

長

俯

電

危

機

恩

賞

電

懇

省

長

轉

電

皖

省

長

立

飭

泗

縣

勒

尹

停

工

以

救

萬

衆

功

德

莫

大

望

恩

上

呈

此

呈

文

爲

邑

人

張

星

府

作

知

縣

賈

批

呈

悉

查

此

案

前

據

裴

守

一

等

一

再

具

呈

迭

經

分

別

電

省

電

泗

拏

辦

尹

元

漢

並

勒

令

停

工

在

案

尹

元

漢

决

水

殃

民

情

殊

膽

玩

在

爾

等

誼

深

桑

梓

固

屬

休

戚

相

關

本

知

事

忝

牧

斯

邦

亦

當

爲

民

請

命

候

再

據

情

電

催

省

長

迅

賜

辦

法

爾

等

仍

須

嚴

束

灘

民

毋

任

滋

事

庶

幾

曲

終

在

彼

直

終

在

我

也

仰

轉

一

體

知

照

此

批

旋

據

蘇

省

長

齊

耀

琳

電

咨

皖

省

長

呂

調

元

會

委

實

測

嗣

據

蘇

省

委

員

胡

源

濬

測

員

傅

巖

秦

勳

南

與

知

事

賈

廷

琛

於

八

年

五

月

會

詳

南

京

省

長

齊

實

業

廳

長

張

淮

揚

道

尹

王

揚

州

籌

濬

江

北

運

河

工

程

總

辦

馬

會

辦

王

文

云

竊

委

員

源

等

會

同

皖

泗

印

委

飭

勘

成

子

河

案

所

有

施

測

情

形

迭

經

電

陳

在

案

兹

於

五

月

五

日

完

全

結

束

從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七

前

雙

方

爭

執

姑

勿

具

論

現

就

會

勘

會

測

情

形

理

由

言

之

不

特

顧

勒

不

可

開

挖

而

已

掘

之

河

道

尙

須

請

令

塡

塞

以

期

還

復

原

狀

而

免

貽

害

泗

陽

查

顧

勒

挖

開

水

面

傾

斜

度

當

在

三

千

分

之

一

急

流

冲

刷

河

道

日

漸

寬

大

徵

諸

江

淮

水

利

局

報

吿

圖

說

如

蔣

壩

之

三

河

道

光

年

間

不

過

一

澗

近

爲

水

力

冲

刷

深

寬

至

數

十

倍

其

水

面

傾

斜

度

尙

緩

於

顧

家

勒

涓

涓

不

塞

終

成

江

河

何

得

以

損

害

無

多

不

予

防

衞

矧

顧

勒

水

入

成

子

河

就

目

前

測

理

推

算

每

日

當

加

一

分

九

釐

八

河

邊

地

勢

平

坦

每

加

水

一

寸

淹

沒

田

地

約

在

五

千

畝

以

上

再

加

以

洪

澤

湖

倒

灌

頂

托

安

河

由

顧

勒

來

水

完

全

積

貯

於

成

子

河

被

渰

田

畝

更

鉅

泗

陽

人

民

勢

難

承

認

此

不

可

開

之

理

一

安

河

地

勢

較

高

於

成

子

河

其

水

面

亦

高

四

尺

五

寸

而

陡

門

一

帶

之

河

底

又

高

於

頭

沙

二

沙

從

前

顧

勒

不

開

安

河

之

水

流

入

洪

澤

猶

轉

灌

成

子

積

貯

成

子

間

接

繞

道

已

足

爲

害

何

况

開

通

顧

勒

引

安

河

之

水

直

㵼

入

成

子

而

成

子

底

淺

灘

平

凡

沿

河

田

畝

鮮

有

不

被

其

害

者

此

不

可

開

之

理

二

安

河

自

張

孫

台

經

三

汊

口

由

陡

門

灘

入

大

湖

四

十

二

里

自

東

溝

入

大

湖

三

十

四

里

河

底

較

低

三

尺

七

寸

灘

地

較

低

三

尺

傾

斜

度

以

足

鈎

配

東

溝

以

下

附

近

河

邊

測

時

尙

有

積

水

一

二

寸

冬

則

水

涸

至

於

陡

門

灘

長

僅

三

里

高

過

附

近

灘

地

僅

五

寸

河

寬

二

丈

五

尺

舟

楫

往

來

通

行

無

阻

且

河

中

油

泥

非

浮

沙

大

力

挑

挖

並

不

爲

難

此

係

安

河

入

湖

兩

故

道

何

必

舍

正

路

而

不

由

掘

通

顧

勒

殊

非

善

計

倘

自

張

孫

台

起

挖

至

入

湖

止

湖

面

平

均

寬

十

二

丈

深

四

尺

計

土

方

三

十

六

萬

三

千

八

百

八

十

方

內

扣

空

方

五

分

之

一

每

方

以

二

百

文

計

須

款

五

萬

八

千

六

百

六

十

文

較

開

顧

勒

所

增

不

過

三

分

之

二

以

安

河

荒

地

七

百

方

里

平

均

擔

任

每

畝

集

貲

一

百

五

十

文

似

不

爲

難

倘

復

東

溝

故

道

免

與

睢

水

同

流

互

抗

尤

比

陡

門

灘

工

程

省

七

分

之

一

卽

爲

皖

泗

設

想

安

河

若

大

平

原

中

無

一

幹

河

疏

洩

徒

由

顧

勒

旁

出

一

支

不

獨

以

隣

爲

壑

且

僅

益

顧

勒

上

游

一

隅

田

畝

爲

利

甚

微

而

轉

於

顧

勒

以

下

之

皖

泗

屬

地

尤

屬

有

害

無

利

倘

疏

通

陡

門

灘

以

洩

睢

水

開

挖

東

溝

以

洩

安

河

兩

源

並

治

不

獨

安

河

全

部

旱

潦

無

患

且

兼

益

顧

勒

以

下

之

皖

泗

屬

地

又

無

損

於

隣

境

一

舉

三

善

在

皖

泗

官

紳

亦

當

全

局

統

籌

不

僅

爲

一

隅

計

也

此

又

顧

勒

萬

不

可

開

且

進

爲

皖

泗

籌

劃

者

三

導

淮

計

劃

整

理

入

湖

各

支

河

均

已

列

入

工

程

預

算

今

導

淮

積

極

進

行

皖

泗

不

開

顧

勒

還

復

安

河

故

道

以

免

他

日

虛

縻

經

費

適

合

導

淮

計

劃

審

查

大

局

權

衡

利

害

疏

通

故

道

是

正

當

辦

法

開

挖

顧

勒

是

別

生

支

節

况

開

挖

顧

勒

僅

於

安

河

上

游

一

隅

之

地

有

益

而

害

及

顧

勒

以

下

皖

泗

境

內

四

五

百

方

里

之

田

地

兼

害

鄰

邑

似

未

得

情

理

之

平

現

今

會

測

結

束

利

害

昭

彰

謹

具

圖

說

電

請

我

省

長

廳

長

局

長

道

尹

鑒

核

照

圖

施

行

並

懇

轉

皖

令

行

塡

塞

已

開

之

顧

勒

以

免

冲

刷

貽

害

泗

陽

實

爲

德

便

案

經

結

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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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八

尹

元

漢

又

有

强

占

陸

家

嘴

地

界

一

事

︵

詳

里

至

︶

枯

大

河

治

東

十

四

里

司

工

決

口

時

所

冲

南

至

高

家

松

而

止
︵

詳

水

利

︶

制

河

治

東

南
︵

詳

水

利

︶

高

家

松

河

治

東

南
︵

詳

水

利

︶

大

夾

隄

民

便

河

治

東
︵

詳

水

利

︶

白

水

蕩

民

便

河

治

東
︵

詳

水

利

︶

遙

夾

隄

民

便

河

治

東
︵

詳

水

利

︶

包

家

河

舊

志

載

入

集

鎭

未

詳

淸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浚

附

近

有

隋

隄

遺

蹟
别

有

辨

正

實

恩

福

中

鄕

水

利

一

大

機

關

下

游

入

淮

陰

境

匯

六

塘

河

入

海

大

枯

河

治

東
︵

詳

水

利

︶

學

城

洩

水

河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洩

六

塘

河

隄

南

積

水

入

包

家

河

淸

乾

隆

十

一

年

知

府

衞

哲

治

請

帑

挑

浚

以

利

民

田
︵

淮

安

志

府

︶

泗

淮

界

河

治

東

四

十

里
︵

詳

水

利

︶

夾

河

治

北

衆

興

鎭

禿

尾

河

治

東

北

十

五

里

今

失

其

處

港

河

治

北

自

河

頭

界

集

分

洩

六

塘

河

之

水

由

沭

陽

入

漣

河

淸

乾

隆

十

二

年

濬
︵

淮

安

府

志

︶

邵

公

河

治

北

蔡

家

圩

南

楊

家

灘

民

便

河

治

北

五

十

里

淸

乾

隆

時

生

員

席

文

錦

因

砂

礓

河

岸

淤

積

下

流

阻

塞

夏

秋

諸

蕩

泛

漲

慨

捐

巨

貲

鑿

民

便

河

上

起

楊

家

灘

接

崇

河

下

至

老

隄

頭

入

砂

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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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十
九

河

工

竣

大

府

疏

奬

同

知

銜

崇

河

治

北

四

十

里

河

有

两

源

北

源

自

尖

墩

湖

來

曰

舊

崇

河

舊

志

曰

小

崇

河

在

河

頭

集

疑

卽

此

也

南

源

自

大

小

龍

潭

來

曰

新

崇

河

皆

自

宿

遷

流

入

縣

境

會

獾

墩

祁

劉

諸

蕩

水

合

流

入

砂

礓

河

舊

志

宿

遷

縣

志

皆

云

晉

太

尉

石

崇

鑿

以

漑

田

兼

運

鹽

米

者

然

今

之

崇

河

非

昔

之

崇

河

矣
訪

員

徐

俊

卿

崇

河

記

云

治

北

之

地

以

崇

河

名

者

廣

矣

而

故

河

道

長

不

過

數

里

且

遠

在

泗

宿

之

交

豈

各

地

皆

假

其

名

歟

意

者

河

流

變

遷

今

昔

不

同

耳

今

之

崇

河

在

宿

東

境

分

爲

三

支

合

流

之

處

曰

龍

潭

深

不

可

測

中

多

巨

魚

下

游

約

三

四

里

始

入

泗

境

交

界

之

處

舊

有

龍

王

廟

今

盡

傾

圮

所

存

者

僅

門

鼓

柱

礎

數

物

而

已

入

泗

境

又

數

里

匯

諸

蕩

水

至

史

圩

西

北

復

折

而

南

會

民

便

河

至

老

隄

頭

入

砂

礓

河

始

末

之

可

考

者

僅

如

是

耳

︵

邑

人

房

震

亨

咏

崇

河

︶
清

流

一

帶

自

濚

洄

傳

說

當

年

石

尉

開

疏

鑿

聊

分

金

谷

費

泳

游

可

挾

綠

珠

來

豪

華

易

逝

原

如

水

恩

怨

難

忘

總

爲

財

一

事

利

民

垂

不

朽

遙

隄

北

望

幾

徘

徊

︵

劉

肄

升

詠

崇

河

︶
清

波

幾

曲

繞

淮

濱

晉

代

風

流

說

季

倫

春

水

濃

如

金

谷

酒

岸

花

飄

似

玉

樓

人

當

年

餉

道

原

旁

午

此

日

河

防

更

苦

辛

垂

白

遣

民

歌

石

尉

願

操

㨧

挶

利

通

津

順

西

民

便

河

治

西

北

順

德

西

鄕
︵

詳

水

利

︶

洪

澤

湖

治

南
︵

詳

河

渠

志

︶

鍋

底

湖

治

西

五

里

許

限

於

黃

河

遙

隄

縷

隄

月

隄

撐

隄

之

間

形

如

鍋

底

故

名

面

闊

約

數

百

十

畝

水

頗

深

終

年

不

涸

湖

中

鯽

魚

甚

美

若

甃

爲

魚

池

兼

植

蒲

葦

菱

荷

利

莫

大

焉

湖

之

北

爲

桃

源

灘

農

人

耕

田

時

於

灘

上

得

古

錢

皆

六

朝

以

前

物

也

今

按

其

地

當

爲

淮

陽

故

城
︵

詳

古

蹟

︶

西

湖

治

西

五

里

荷

花

放

時

頗

有

可

觀

久

淤
︵

舊
志

︶

卜

家

湖

治

西

五

里

今

圖

作

卜

家

湖

窪

教

塲

湖

治

西

七

十

里

在

白

洋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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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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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
十

馬

牙

湖

治

西

五

十

里

在

白

洋

河

南

邵

家

湖

治

西

南

七

里

佃

湖

治

西

南

四

十

里

相

傳

石

崇

開

以

灌

田

今

失

其

處

︵

舊

縣

志

︶

長

湖

治

西

二

十

里

在

蔣

家

溝

西

房

家

湖

治

西

二

十

五

里

有

洩

水

河

並

洩

長

湖

之

水

長

四

百

丈

淸

乾

隆

八

年

浚

柴

林

湖

治

西

二

十

里

與

王

化

湖

相

連

王

化

湖

治

西

二

十

里

卽

今

之

馬

化

溝

地

谷

莊

湖

治

西

南

十

五

里

今

爲

平

陸

范

家

湖

治

東

南

二

十

里
︵

詳

水

利

︶

燈

籠

湖

治

東

南

二

十

四

里

孫

家

湖

治

東

南

四

十

七

里
︵

詳

水

利

︶

大

莊

湖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積

水

不

涸

通

於

家

溝

入

枯

大

河

倉

基

湖

有

二
一

在

治

南

七

里

舊

吳

城

鄕

一

在

治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舊

順

德

鄕

︵

均

詳

古

蹟

︶

馬

廠

湖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舊

吳

城

鄕

杜

村

湖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在

岡

陵

集

左

近

有

田

家

墩

爲

彌

勒

州

知

州

田

應

斗

之

墓

毛

家

湖

治

東

四

十

里

明

成

化

十

二

年

武

孝

廉

毛

鑑

承

領

蘆

葦

水

地

四

百

餘

頃

故

名
︵

舊

志

作

毛

家

溝

︶

墩

子

湖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古

八

集

西

南

約

七

里

水

晶

湖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相

傳

曾

出

水

晶

故

名

靈

城

湖

治

北

十

五

里
︵

詳

古

蹟

︶

白

馬

湖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失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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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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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
十
一

赤

鯉

湖

治

東

北

六

十

五

里

與

沭

陽

交

界
︵

詳

古

蹟

︶

班

家

窪

治

西

洋

河

迤

南

上

游

受

宿

邑

諸

水

入

龍

潭

石

灰

塘

下

注

民

便

河
︵

詳

水

利

︶

黃

家

窪

治

西

洋

河

迤

南

鍾

家

窪

治

西

南

曹

家

廟

西

北

窰

窪

治

西

南

曹

家

廟

東

南

佘

家

窪

治

西

南

曹

家

廟

南

祝

家

大

窪

治

西

南

曹

家

廟

西

裴

家

窪

治

西

南

曹

家

廟

南

朱

陳

窪
舊

志

作

朱

成

窪

治

西

南

十

五

里

夏

家

窪

治

西

四

十

里

白

洋

河

東

南

喬

家

窪

治

西

四

十

里

白

洋

河

南

海

家

窪

治

東

南

十

里

吳

家

窪

治

東

南

十

里

邢

家

窪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陳

家

窪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黃

家

窪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于

家

窪

治

東

三

十

里

毛

家

湖

西

北

隅

馬

家

窪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墩

子

湖

東

四

里

許

姜

家

窪

治

西

北

十

五

里

衆

興

西

北

崔

家

窪

治

北

衆

興

迤

北

有

引

河

由

廖

家

溝

入

六

塘

河

長

千

九

百

八

十

八

丈

淸

乾

隆

八

年

浚

胡

家

窪

治

北

十

五

里

衆

興

西

北

今

平

傅

家

窪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里

仁

集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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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葛

家

蕩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裘

家

蕩

治

東

北

吳

家

圩

西

南

倪

家

蕩

治

北

三

十

五

里

有

引

河

長

千

九

百

五

十

丈

洩

上

游

龍

溝

之

水

下

游

入

包

家

河

銅
盆
蕩

治
東
北
七
十
里
久
淤
︵

見

靳

輔

治

河

疏

︶
︵

舊

志

眭

日

坦

詠

銅

盆

蕩

︶
詩

句

相

傳

十

七

湖

比

來

沃

土

盡

塡

淤

治

河

司

馬

多

年

事

疏

奏

銅

盆

蕩

已

無

烏

龜

蕩

治

東

北

七

十

里

戴

家

蕩

治

北

五

十

里

北

濱

砂

礓

河

伏

秋

水

發

由

徐

家

冲

倒

漾

成

爲

巨

浸

朱

丁

蕩

治

北

六

十

里

單

家

圩

南

又

名

窯

灣

蕩

董

家

蕩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六

塘

河

北

侯

家

蕩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在

史

樓

西

史

家

蕩

治

北

五

十

五

里

王

家

集

東

北

梁

家

蕩

治

北

三

十

里

淸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被

宿

遷

孫

家

塘

水

冲

淤

獾

墩

蕩

治

北

四

十

里

六

塘

河

北

袁

王

蕩

治

北

六

十

里

太

山

集

南

祁

劉

蕩

治

北

五

十

里

砂

礓

河

北

穆

家

蕩

治

北

七

十

里

穿

城

迤

東

按

治

北

鄕

諸

蕩

地

勢

窪

下

土

質

膠

淤

四

圍

多

高

岡

墩

阜

蓋

由

雨

水

冲

刷

而

成

未

嘗

經

黃

河

之

沉

澱

每

歲

夏

秋

之

交

輒

爲

流

潦

所

匯

古

所

謂

一

易

之

田

也

其

種

宜

麥

民

賴

以

生

活

焉
訪

員

徐

俊

卿

麥

蕩

記

環

泰

山

者

東

與

南

皆

巨

蕩

也

南

爲

董

家

蕩

東

南

爲

獾

墩

蕩

東

爲

袁

王

蕩

東

北

爲

蒲

汪

蕩

廣

袤

數

十

里

地

勢

窪

下

人

民

沿

兩

岸

而

居

崇

河

橫

貫

蕩

中

勢

如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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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
十
三

虹

過

者

輒

以

爲

荒

凉

寂

寞

之

區

無

所

取

焉

夫

輿

圖

所

記

以

物

產

爲

貴

固

不

以

地

居

僻

遠

遂

略

而

不

書

也

余

屢

過

斯

蕩

見

物

產

之

盛

爲

全

邑

冠

且

四

時

之

景

無

不

可

愛

春

夏

之

際

麥

苗

暢

茂

隨

風

舒

捲

碧

浪

如

流

縱

橫

上

下

四

望

無

際

發

育

之

機

不

可

言

喩

至

若

薰

風

南

來

麥

黃

如

染

登

高

而

望

燦

若

雲

錦

農

夫

刈

麥

積

如

山

邱

田

車

運

載

摩

擊

於

道

其

收

穫

之

多

視

湫

隘

之

區

不

可

同

日

語

矣

夏

秋

之

間

水

潦

同

歸

崇

河

泛

溢

諸

蕩

皆

盈

驚

濤

駭

浪

一

白

無

涯

遠

望

獾

墩

崢

嶸

水

中

直

有

大

江

東

去

焦

山

聳

峙

之

狀

是

誠

洋

洋

大

觀

也

冬

寒

之

月

積

水

皆

涸

崇

河

如

線

鴻

賓

雁

侶

千

百

成

羣

四

望

崖

岸

地

闊

天

空

人

烟

樹

影

點

綴

如

畫

雖

武

陵

勝

境

輞

川

畫

圖

不

是

過

矣

按

之

全

邑

日

用

之

物

以

麥

爲

首

銷

用

旣

多

故

販

運

者

不

絶

於

道

然

問

所

從

來

僉

曰

出

自

麥

蕩

是

偏

僻

之

地

亦

有

補

於

國

計

民

生

也

故

謹

爲

記

之

文

渠

溝

城

市
︵

詳

水

利

︶

五

里

溝

治

南

五

里

三

里

溝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濬

溝

時

嘗

得

兵

器

石

炮

如

斗

相

傳

靖

難

兵

起

小

河

口

大

戰

此

乃

下

營

處
︵

舊

縣

志

︶

拖

犁

溝

治

西

洋

河

市
︵

詳

水

利

︶

蔣

溝

治

西

十

五

里

谷

家

大

溝

治

西

南

十

二

里

伍

家

溝

治

西

二

十

里

畢

溝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窰

溝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鴨

溝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界

頭

集

長

五

里

通

洪

澤

湖

義

館

溝
一

名

孫

家

溝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相

傳

孫

姓

盛

時

曾

建

義

塾

於

此

故

名

在

孫

家

圩

南

里

許

長

數

里

由

窰

窪

入

洪

澤

湖

馬

化

溝

治

西

南

二

十

里
︵

詳

水

利

︶

於

家

溝

治

東

南

十

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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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二
十
四

韓

家

大

溝

治

南

十

五

里

李

義

口

西

金

家

溝

咸

豐

年

邑

人

陳

暄

呈

請

由

金

姓

家

北

挑

溝

東

入

黃

河

故

名

張

家

溝

治

西

北

史

家

集

西

十

里

龍

溝

治

西

北

二

十

里

孫

大

溝

治

西

北

十

五

里

至

公

集

東

引

水

北

入

六

塘

河

約

長

五

里

嵇

大

溝

治

西

北

五

十

里

分

六

塘

河

水

入

顏

家

河

謝

大

溝

治

西

北

十

五

里

至

公

集

西

門

外

架

有

木

橋

由

西

南

引

水

北

入

六

塘

河

渠

溝

治

東

三

十

里

毛

家

湖

西

溝

共

八

道

淸

宣

統

二

年

民

國

二

年

十

一

年

均

由

鄕

董

毛

銘

紳

請

華

洋

義

賑

挑

修

以

洩

毛

家

湖

之

水

黑

泥

溝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

詳

水

利

︶

劉

家

溝

治

北

七

十

里

洩

穆

家

袁

王

諸

蕩

之

水

下

達

崇

河

湯

家

溝

治

北

七

十

里

元

湯

福

新

所

挑

南

通

崇

河

北

距

沭

水

東

達

漣

水

久

壅

塞
︵

舊
志

︶

響

水

溝

治

北

五

十

里

陳

家

海

治

西

南
︵

詳

水

利

︶

張

泗

冲

治

東

十

五

里

今

失

其

處

龍

窩

潭

︵

詳

古

蹟

︶

楊

工

大

塘

王

工

大

塘

治

西

北

五

里

二

塘

相

去

不

遠

界

黃

運

兩

隄

之

間

東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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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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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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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衆

興

十

里

黃

河

決

口

所

冲

周

約

里

許

水

深

無

底

大

旱

不

涸

產

巨

魚

漁

人

爭

取

往

往

滋

事

淸

時

諭

禁

在

案

今

弛

盧

家

塘

治

東

二

十

五

里

吳

家

集

北

黃

水

衝

刷

成

塘

周

數

十

頃

蒲

魚

之

利

多

焉

沿

岸

植

楊

柳

居

民

以

捕

魚

爲

業

春

夏

之

交

風

景

絕

佳

劉

老

澗

治

西

北

五

十

里

上

承

運

河

下

入

六

塘

河

長

二

千

餘

丈

分

洩

運

河

異

漲

之

水

西

屬

宿

遷

東

屬

泗

陽

向

無

子

堰

每

遇

水

發

汎

濫

於

運

河

六

塘

河

兩

隄

之

間

浸

灌

民

田

淸

乾

隆

十

一

年

知

府

衞

哲

治

勘

詳

請

帑

築

堰

壅

護

民

田
︵

淮

安

府

志

︶

老

鸛

汀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大

明

一

統

志

曰

老

鸛

河
︵

詳

古

蹟

︶

荷

包

塘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里

仁

集

北
︵

舊
志

︶

關

井

橋

渡

舊

志

云

關

以

柔

禦

井

以

汲

養

橋

以

利

涉

渡

以

濟

深

四

者

皆

善

政

所

存

而

民

之

便

益

也

其

或

關

至

於

苛

細

井

至

於

枯

湮

橋

梁

失

其

修

理

津

渡

不

具

舟

航

則

任

事

之

過

矣

此

其

廢

興

變

易

非

可

一

定

新

舊

並

存

悉

得

稽

考

於

敷

布

惠

澤

不

無

補

助

云

爾

衆

興

釐

捐

局

淸

咸

豐

年

設

在

運

河

北

隄

上

民

國

三

年

改

稅

務

公

所

分

卡

四

一

在

史

家

集

一

在

五

隄

頭

一

在

徐

家

莊

一

在

成

子

河
︵

卽

小

街

︶

三

岔

廢

關

明

時

設

有

巡

檢

司

查

納

桅

封

明

末

移

置

白

洋

河

洋

河

廢

關

淸

乾

隆

初

移

屬

宿

遷

後

廢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地
理

二
十
六

以

上

關

興

國

寺

古

井

積

穀

倉

東

古

井

三

義

廟

前

後

二

井

葛

巷

東

南

古

井

禮

拜

寺

古

井

三

顧

宅

後

古

井

蔣

宅

古

井

王

永

盛

醬

園

古

井

南

澡

堂

古

井

北

澡

堂

古

井

東

槽

坊

古

井

西

槽

坊

古

井

胡

槽

坊

古

井

蔡

宅

古

井

彭

宅

前

古

井

自

治

公

所

後

古

井

東

門

外

古

井

以

上

均

在

縣

城

陶

家

橋

東

磚

井

在

治

東

南

八

里

韓

莊

磚

井

在

陶

家

橋

東

楊

家

磚

井

在

治

東

南

五

里

松

李

莊
南北

二

磚

井

在

五

里

松

南

王

琪

光

磚

井

在

治

東

南

古

凌

橋

西

韓

大

溝

古

井

在

李

義

口

西

民

國

十

年

耕

夫

於

田

間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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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地
理

二
十
七

現

劉

眞

君

井
見

古

蹟

花

井
見

古

蹟

里

仁

集

井

六

一

在

南

門

外

偏

東

民

國

甲

子

冬

胡

芷

湘

監

造

董

圩

古

井

董

圩

西

北

隅

有

古

井

淸

乾

隆

年

夏

大

旱

居

民

董

經

餘

晝

寢

夢

一

老

人

指

示

曰

爾

莊

西

有

古

井

盍

往

掘

之

醒

而

大

異

按

夢

尋

覔

果

得

一

井

石

板

蓋

其

上

水

混

濁

不

淸

董

先

嘗

之

知

無

毒

衆

始

汲

而

用

之

水

常

與

井

平

不

見

減

少

至

今

猶

在

穿

城

二

井

在

治

北

五

十

五

里

東

井

在

城

東

門

外

約

深

十

餘

丈

井

上

有

石

欄

汲

絙

磨

溝

數

十

道

深

幾

及

寸

西

井

在

城

外

西

北

隅

磚

石

所

壘

高

於

平

地

丈

許

人

悞

墮

其

中

則

浮

而

不

沉

每

日

淸

晨

水

與

井

平

鎭

人

皆

甘

食

之

二

井

皆

有

魚

或

得

之

頭

扁

而

黑

不

類

常

魚

人

不

敢

食

仍

置

井

中

東

岡

集

古

井

在

治

東

北

舊

恩

福

鄕

相

傳

爲

市

墟

有

磚

井

一

大

旱

年

足

供

隣

近

四

五

里

人

民

汲

用

井

內

有

雙

魚

歲

將

澇

則

現

或

汲

取

之

則

頭

痛

不

可

耐

以

香

燭

送

下

卽

愈

後

魚

再

現

汲

者

不

敢

犯

潛

園

莊

古

井

在

治

北

七

十

里

居

民

胡

太

極

所

建

淸

道

光

年

大

旱

草

木

皆

枯

此

井

泉

源

時

出

取

之

不

竭

周

圍

數

里

資

以

生

活

張

磚

井

在

治

東

毛

家

湖

淸

康

熙

五

十

年

居

民

張

炳

鑿

水

甚

淸

甘

旱

潦

如

常

鄕

人

利

賴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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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殷

墩

西

古

井

在

治

北

六

十

里

泉

流

極

盛

每

遇

大

旱

河

水

皆

涸

是

井

獨

淵

然

澄

淸

雖

千

百

戶

用

之

不

竭

夫

子

廟

井

明

嘉

靖

時

朱

勛

建

夫

子

廟

於

顏

家

崗

並

鑿

此

井

泰

山

集

井

相

傳

明

洪

武

年

鑿

蓮

花

井

在

白

洋

河

鎭

夏

旱

不

涸

太

平

觀

井

在

體

仁

集

淸

聖

祖

南

巡

駐

蹕

觀

中

曾

飮

井

泉

楊

圩

古

井

內

有

魚

兩

尾

時

常

出

現

桂

家

岡

井

在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成

子

河

窪

西

岸

翟

家

嘴

二

古

井

在

治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成

子

河

窪

數

年

前

農

人

耕

田

發

現

以

上

井

縣

城

四

門

板

橋

四

門

原

有

磚

橋

四

座

南

北

西

三

門

均

一

孔

唯

東

門

雙

孔

民

國

十

年

土

匪

攻

城

後

知

事

方

濟

川

爲

防

禦

起

見

四

門

均

造

弔

橋

以

便

臨

時

抽

撤

此

欵

係

出

自

振

餘

一

里

橋

治

西

門

外

一

里

原

係

磚

橋

圯

廢

淸

宣

統

年

紳

士

陳

儒

卿

朱

玉

田

等

呈

請

知

縣

陳

杭

改

建

石

橋

工

極

堅

二

里

橋

治

西

門

外

二

里

淸

光

緖

十

八

年

知

縣

汪

懋

琨

督

同

紳

士

陳

履

潔

等

創

建
清

桃

源

縣

知

縣

汪

懋

琨

創

建

二

里

橋

碑

記

云

蓋

聞

路

開

盤

馬

征

人

端

賴

以

馳

驅

梁

可

駕

鼉

旅

客

不

虞

乎

險

阻

伊

古

以

來

徒

杠

成

而

輿

梁

成

平

其

政

者

胥

是

道

也

吾

桃

西

門

外

南

通

卜

家

湖

舊

有

東

西

大

路

離

城

二

里

許

則

有

二

里

橋

焉

上

通

徐

泗

下

達

淮

揚

誠

衝

衢

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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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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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道

光

初

年

湖

水

浸

漲

路

變

溝

渠

適

吳

勤

惠

公

蒞

桃

邑

興

工

培

築

遂

成

坦

途

迄

今

又

數

十

年

矣

雨

水

迭

冲

路

亦

漸

廢

幸

得

邑

候

瑤

廷

汪

父

台

下

車

伊

始

於

除

暴

安

良

之

外

首

以

興

養

立

教

爲

先

而

桃

之

紳

士

咸

感

激

以

輸

情

於

是

增

學

舍

以

庇

諸

生

置

頭

門

以

開

文

運

建

魁

星

樓

以

壯

觀

瞻

其

培

植

學

校

也

如

此

至

西

門

外

沮

洳

跋

涉

維

艱

遂

邀

紳

董

公

商

大

加

修

築

不

越

月

而

工

竣

又

有

桃

汛

潤

之

王

都

戎

橋

工

獨

任

疏

財

仗

義

不

多

日

而

橋

亦

吿

成

斯

時

也

路

則

新

修

矣

橋

則

新

建

矣

我

邑

侯

親

詣

勘

驗

猶

慮

高

低

有

不

齊

也

寬

窄

有

不

一

也

又

復

捐

廉

鳩

工

俾

低

者

增

以

高

窄

者

加

以

寬

車

馬

馳

驟

一

律

坦

平

彼

往

此

來

頌

聲

載

道

斯

何

功

德

也

生

等

不

才

竭

力

贊

襄

以

成

義

舉

當

兹

成

功

之

日

遂

珥

筆

而

勒

諸

石

以

誌

不

忘

云

爾

時

光

緖

十

八

年

也

鄕

紳

陶

遠

謨

蔣

克

儉

陳

履

潔

等

敬

立

民

國

五

年

知

事

賈

廷

琛

重

修

二

里

橋

路

又

撥

洋

一

百

元

交

鄕

董

陳

儒

卿

於

路

側

植

柳

以

蔭

行

人

今

柳

皆

參

天

綠

陰

蔽

日

矣

大

成

橋

治

西

二

里

許

今

失

其

處

疑

卽

二

里

橋

也

迎

恩

橋

治

西

北

數

十

步

今

失

其

處

中

營

門

板

橋

治

西

南

八

里

淸

咸

豐

時

築

長

壕

禦

捻

匪

並

建

是

橋

光

緖

十

二

年

二

十

五

年

三

十

二

年

三

次

重

修

下

營

門

板

橋

治

西

南

十

三

里

建

修

工

同

上

宋

家

集

橋

治

西

十

三

里

馬

化

溝

橋

治

西

北

二

十

里

民

國

九

年
張

斯

孟

李

少

甫

募

建

耿

家

橋

治

西

三

十

五

里

東

閘

河

兩

孔

磚

橋

治

西

二

十

五

里

殷

家

飯

棚

東

民

國

四

年

熊

永

樓

同

發

陳

樹

藩

等

募

建

蔣

溝

橋

治

西

北

十

五

里

朱

家

莊

橋

沈

家

莊

橋

老

黃

河

天

一

橋

在

白

洋

河

久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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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教

塲

泰

來

橋

在

白

洋

河

久

廢

二

來

橋

治

西

五

十

里

洩

宿

桃

兩

境

之

水

下

達

張

橋

河

涵

子

橋

在

二

來

橋

西

四

里

二

橋

均

淸

嘉

慶

二

年

盛

際

可

胡

振

常

等

募

建

木

頭

橋

在

白

洋

河

夏

世

熊

改

建

磚

橋

孫

家

隄

九

橋

舊

志

毛

家

集

東

有

湖

梢

十

五

里

水

淺

無

渡

孫

九

錫

築

隄

一

道

建

橋

九

座

淮

安

府

張

奬

額

曰

德

美

行

高

今

隄

橋

皆

廢

楊

家

橋

在

體

仁

集

三

義

橋

在

治

西

體

仁

集

太

平

觀

南

有

太

平

溝

阻

隔

不

便

行

人

民

國

九

年

駱

騰

鳳

孫

大

觀

祝

畹

蘭

三

人

毀

產

建

磚

橋

二

座

鄕

人

謂

之

三

義

橋

丁

家

岡

磚

橋

二

座

在

體

仁

集

十

二

里

三

孔

橋

相

家

橋

在

體

仁

集

西

五

里

有

古

河

今

爲

大

窪

南

名

相

家

橋

北

名

三

孔

橋

皆

古

地

名

建

廢

年

月

不

可

考

矣

太

平

橋

在

治

東

門

外

民

國

十

二

年

蔣

克

佐

等

募

建

五

里

橋

在

治

南

五

里

蕭

家

橋

在

治

南

今

失

其

處

張

泗

沖

橋

在

治

東

十

五

李

家

橋

在

治

西

南

八

里

陶

家

橋

在

治

東

南

八

里

王

家

橋

在

治

東

南

十

里

霍

家

橋

在

治

東

南

十

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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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海

家

橋

在

治

東

南

十

五

里

李

義

口

北

磚

橋

公

民

楊

克

順

等

重

修

李

義

口

南

木

橋

公

民

魏

大

生

等

修

古

凌

橋

在

李

義

口

南

小

橋

在

時

家

大

荒

談

家

壩

磚

橋

在

治

東

南

二

十

里

淸

道

光

時

田

耀

宗

等

建

高

家

松

橋

在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橋

有

三

孔

淸

道

光

時

王

韜

等

建

倪

家

嘴

磚

橋

在

治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淸

同

治

年

監

生

黃

鶴

齡

建

光

緖

年

齡

子

在

中

改

建

板

橋

今

尙

完

好

三

義

壩

石

橋

今

廢

三

義

壩

木

橋

泗

淮

界

河

木

橋

在

蔣

家

集

東

普

安

橋

在

治

北

黃

河

中

淸

光

緖

二

十

五

年

知

事

孫

友

萼

以

振

餘

欵

建

橋

三

孔

南

北

兩

岸

各

立

牌

坊

題

曰

武

陵

畫

境

壩

上

詩

情

堤

上

植

柳

千

株

夏

日

陰

濃

行

人

稱

便

當

造

橋

掘

土

時

得

方

石

二

上

鐫

普

慶

安

瀾

四

字

故

以

普

安

名

三

十

二

年

大

水

橋

被

冲

柳

亦

戕

伐

未

及

數

年

而

前

賢

之

遺

蹟

勝

境

蕩

然

無

存

惜

哉
︵

橋

有

碑

記

待

考

︶

黃

河

船

橋

在

黃

河

中

自

普

安

橋

後

淸

宣

統

二

年

將

前

橋

所

餘

材

料

折

毀

復

於

普

安

橋

西

建

橋

兩

孔

約

費

錢

二

千

千

文

有

奇

乃

工

甫

竣

而

大

水

至

竟

將

所

建

之

橋

衝

沒

無

存

民

國

四

年

縣

農

會

長

王

瑞

祥

呈

請

知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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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藍

光

策

於

工

振

項

下

撥

欵

一

千

千

文

購

辦

船

橋

四

隻

安

置

河

內

以

利

行

人

嗣

因

歲

修

無

欵

不

能

垂

久

七

年

城

市

市

董

蔣

克

儉

商

業

代

表

把

正

方

等

呈

請

知

事

汪

保

誠

訓

令

指

撥

卜

家

湖

朱

姓

充

公

之

蒲

草

田

一

頃

七

十

五

畝

麥

秋

兩

季

共

收

租

錢

一

百

二

十

千

文

悉

數

作

修

橋

專

欵

永

遠

定

案

不

得

移

爲

別

用

十

三

年

夏

已

由

城

市

董

事

會

具

領

是

地

十

二

年

秋

租

將

船

橋

修

理

一

次

通

運

橋

在

治

北

五

里

衆

興

鎭

運

河

上

淸

光

緖

末

年

同

裕

典

商

胡

煦

因

運

河

爲

南

北

通

衢

舊

有

官

渡

來

往

不

便

特

募

建

洋

式

木

橋

一

座

名

曰

通

運

橋

民

國

三

年

夏

河

水

暴

發

橋

板

被

冲

經

商

會

長

賈

煥

章

募

捐

重

修

是

橋

長

約

半

里

高

出

水

面

爲

縣

中

鉅

工

惜

當

興

工

之

始

測

量

未

精

每

遇

河

水

漲

漫

時

平

面

衝

擊

致

橋

身

多

受

損

失

亦

憾

事

也
泗

陽

縣

商

會

會

長

賈

煥

章

爲

詳

請

立

案

並

賞

通

吿

以

垂

永

遠

事

竊

敝

鎮

洋

橋

名

爲

通

運

橋

於

前

清

光

緖

末

年

經

同

裕

典

執

事

胡

煦

首

先

倡

捐

一

千

四

百

千

文

發

起

勸

募

報

由

敝

會

呈

請

前

桃

源

縣

李

禀

蒙

前

兩

江

總

督

端

批

准

在

紳

富

捐

餘

款

項

下

撥

助

銀

幣

三

千

元

並

蒙

縣

長

前

署

桃

源

縣

時

捐

廉

三

百

元

曁

李

前

縣

亦

籌

助

銅

元

二

百

千

遵

卽

鳩

工

庀

材

卽

於

是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興

工

建

造

歷

時

五

閱

月

於

宣

統

元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落

成

共

用

錢

一

萬

三

千

一

百

四

十

九

千

九

百

文

曾

將

陸

續

所

收

捐

助

各

善

士

刊

登

徵

信

錄

分

别

呈

送

備

案

嗣

以

該

橋

北

岸

乃

信

船

停

泊

馬

頭

行

旅

來

往

朝

夕

不

絕

設

遇

雨

雪

更

深

動

輒

忍

飢

待

旦

因

查

該

地

係

昔

年

築

圩

所

餘

三

百

餘

丈

除

爲

居

民

佔

用

尙

剩

荒

廢

地

三

十

餘

丈

內

有

顧

姓

搭

蓋

草

屋

禀

明

李

前

縣

批

價

飭

令

搬

讓

敝

會

籌

欵

另

建

草

房

招

人

租

賃

開

設

飯

店

闢

作

坊

基

卽

以

所

得

租

金

酌

提

以

備

修

理

洋

橋

之

用

呈

蒙

陳

前

縣

通

禀

各

大

憲

批

准

立

案

並

札

飭

裏

河

廳

知

照

在

案

繼

思

新

橋

雖

便

交

通

而

風

雨

難

保

剝

蝕

不

預

籌

歲

修

的

欵

不

足

以

垂

久

遠

經

敝

會

開

會

公

議

查

歷

年

南

來

客

商

到

衆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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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買

金

針

菜

花

生

等

土

貨

向

用

九

七

四

錢

交

易

議

改

爲

九

七

二

每

一

千

文

抽

錢

二

文

又

本

鎮

天

齊

廟

春

秋

賽

會

向

由

錢

號

收

銀

時

每

兩

抽

收

一

文

名

爲

會

厘

以

事

屬

虛

縻

議

亦

提

爲

修

橋

之

用

當

經

衆

商

認

可

擬

具

章

程

八

條

呈

蒙

陳

前

縣

通

禀

立

案

並

出

示

曉

諭

各

在

案

光

復

以

來

橋

已

殘

缺

經

敝

會

修

理

兩

次

去

年

秋

釘

朽

木

爛

又

大

修

一

次

詎

夏

秋

甫

經

工

竣

而

連

天

霪

雨

爲

災

浪

出

鐵

欄

日

夜

衝

激

以

致

楞

板

椿

木

順

水

漂

流

北

岸

半

橋

蕩

析

殆

盡

本

年

三

月

間

禀

蒙

縣

長

允

俟

平

糶

截

止

撥

充

修

橋

之

用

遵

卽

招

工

估

計

添

辦

木

料

卽

於

舊

歷

四

月

十

五

日

開

工

越

五

月

五

日

先

將

橋

工

合

龍

具

領

平

糶

項

下

呈

繳

餘

欵

一

千

一

百

五

十

三

千

七

百

十

文

並

蒙

七

十

五六

團

張吳

兩

團

長

捐

助

及

零

星

捐

欵

外

尙

不

敷

錢

二

百

八

十

千

有

奇

又

蒙

縣

長

捐

廉

二

百

元

以

爲

補

助

商

民

感

德

莫

可

名

言

惟

貿

易

坊

基

雖

經

前

總

理

所

禀

三

十

餘

丈

訂

有

灰

樁

不

得

不

劃

清

界

址

嗣

於

七

月

間

禀

蒙

縣

長

飭

官

牙

丈

量

以

洋

橋

爲

起

點

由

東

至

西

舊

有

灰

樁

爲

止

共

計

三

十

七

丈

五

尺

並

蒙

咨

請

運

河

上

游

隄

工

事

務

所

轉

飭

修

守

員

知

照

在

案

旋

奉

轉

飭

以

接

准

坐

辦

萬

咨

復

該

隄

外

灘

劃

定

地

段

賣

出

木

料

行

用

旣

係

奉

准

作

爲

修

洋

橋

工

用

應

照

准

原

案

由

商

會

辦

理

非

汛

員

所

得

過

問

等

因

奉

此

理

合

將

洋

橋

剏

造

修

理

並

預

籌

歲

修

各

緣

由

摘

錄

全

案

伏

乞

縣

長

鑒

核

俯

賜

批

示

立

案

賞

示

發

通

吿

勒

石

以

垂

久

遠

而

資

遵

守

此

詳

知

事

藍

光

策

批

詳

悉

該

會

長

辦

理

橋

工

心

毅

力

卒

底

於

成

殊

堪

嘉

尙

仰

候

出

示

通

吿

勒

石

以

垂

久

遠

着

卽

知

照

此

批

藍

光

策

又

有

重

修

衆

興

洋

橋

記

文

載

啓

秀

堂

文

集

衆

興

鎭

運

河

南

岸

橋
︵

舊

志

︶

衆

興

鎭

南

磚

橋
︵

舊

志

︶

衆

興

鎭

東

磚

橋
︵

舊

志

︶

朱

公

橋

在

衆

興

圩

內

東

隅

淸

光

緖

年

知

事

朱

湘

建

藍

公

橋

在

衆

興

圩

外

農

林

試

驗

塲

東

民

國

五

年

知

事

藍

光

策

建

劉

家

橋

在

衆

興

東

南

顧

家

嘴

東

六

里

許

來

安

集

官

橋

淸

雍

正

七

年

知

縣

何

鍾

瑞

建

九

年

知

縣

眭

文

煥

重

修

中

大

泓

河

六

橋

民

國

五

年

劉

慶

培

呈

請

振

餘

建

造

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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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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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在

陳

家

雙

溝

西

㈠

在

孫

家

莊

前

㈠

在

劉

家

莊

㈠

在

東

岡

集

㈠

在

趙

家

三

灣

㈠

在

來

安

集

北

石

橋

在

來

安

集

姜

家

窪

橋

在

姜

家

窪

姜

家

石

橋

在

至

公

集

古

城

磚

橋

崇

河

橋

在

治

北

四

十

里

桑

園

里

橋

在

史

家

樓

龍

溝

橋

在

衆

興

鎭

北

太

平

橋

在

穿

城

鎭

東

北

五

里

餘

淸

光

緖

年

張

心
䖍
等

募

建

石

橋

在

穿

城

北

石

版

橋

在

穿

城

北

通

宿

遷

大

道

穆

家

莊

磚

橋

二

在

泰

山

集

北

新

橋

在

治

北

六

十

里

通

濟

橋

在

治

北

十

里

板

橋

在

莊

大

莊

東

淸

光

緖

五

年

莊

濯

心

建

福

興

橋

在

里

仁

集

南

淸

光

緖

年

胡

效

韓

劉

鴻

勳

倡

建

崇

亭

橋

在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與

淮

陰

分

界

處

舊

志

云

晋

石

崇

所

建

明

天

啟

中

知

事

朱

長

庚

建

額

於

其

上

久

廢

裴

家

莊

橋

二

明

崇

禎

年

建

唐

家

集

橋

上

通

學

城

下

通

沭

陽

白

龍

橋

元

湯

福

新

建

舊

志

有

聯

云

赤

鯉

湖

分

三

界

首

白

龍

橋

對

四

隅

頭

久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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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赤

鯉

湖

橋

在

治

北

七

十

里

以

上

橋

古

城

馬

渡

鄭

家

樓

渡
卽

四

堡

渡

卜

家

渡
卽

三

堡

渡

林

工

渡
卽

紅

廟

渡

戈

家

行

渡

崔

鎭

渡

雲

家

渡

曹

家

渡

滚

水

壩

渡

五

里

渡
卽

上

渡

衆

興

官

渡
自

通

運

橋

成

此

渡

已

廢

下

渡

七

里

溝

渡

十

里

堡

渡

鄭

家

道

口

渡

黃

家

嘴

渡

吳

家

集

義

渡

淸

宣

統

元

年

恩

福

鄕

吳

家

集

創

立

後

因

運

河

阻

隔

行

客

不

便

遂

呈

請

立

案

設

立

義

渡

經

費

由

吳

姓

自

備

不

取

過

渡

分

文

三

義

壩

渡

三

岔

渡

頭

堡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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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右

運

河

西

起

宿

遷

界

東

至

淮

陰

界

自

上

而

下

凡

津

渡

二

十

處

朱

林

渡

張

新

莊

渡

陳

家

道

口

渡

韓

家

道

口

渡

史

集

後

渡

張

家

塘

渡

莊

家

灘

渡

黃

家

口

渡

沈

家

渡

董

家

渡

石

家

渡

戚

家

渡

汪

家

渡

治

東

北

五

十

里

近

淮

陰

界

右

六

塘

河

西

自

朱

林

渡

起

東

至

淮

陰

界

凡

津

渡

十

三

處

鮑

家

河

頭

渡

張

家

渡

在

二

段

大

渡

口

在

老

隄

頭

梁

家

渡

在

穿

城

北

劉

沙

莊

前

窰

灣

渡

在

穿

城

東

北

八

里

許

由

泗

入

沭

之

要

津

也

乾

隆

間

倪

曰

成

捐

立

徐

圩

渡

崇

河

中

市

徐

圩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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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倪

圩

渡

松

張

口

渡

陸

冲

渡

在

裴

圩

西

北

陸

承

貴

郝

開

選

共

組

義

渡

船

一

隻

右

砂

礓

河

自

鮑

河

頭

起

東

北

至

沭

陽

界

凡

津

渡

九

處

黃

河

渡

在

北

門

外

黃

河

在

時

水

寬

流

迅

甚

覺

危

險

今

河

己

北

徙

夏

秋

間

時

有

流

潦

東

下

特

設

橋

船

以

便

行

人

右

黃

河

渡

凡

一

處

公

安

渡

在

金

鎖

鎭

安

河

上

成

子

河

渡

在

治

西

南

小

街

劉

婆

澗

渡

高

家

渡

長

約

八

九

厘

隔

湖

與

安

徽

金

家

圩

相

望

成

子

河

亘

其

西

南

當

湖

未

漫

溢

時

凡

往

來

盱

眙

泗

縣

必

由

此

渡

河

當

時

有

高

姓

者

操

舟

以

渡

爲

業

故

名

高

家

渡

右

洪

澤

湖

渡

凡

四

處

按

舊

志

尙

有

古

城

南

岸

渡

古

城

北

岸

渡

復

古

鎭

渡

靑

墩

渡

三

岔

黃

河

渡

半

路

劉

渡

河

北

渡

張

泗

冲

渡

滿

家

渡

盧

家

渡

攔

黃

堰

渡

駱

家

渡

等

名

今

或

水

道

變

易

僅

存

地

名

或

人

事

銷

沈

並

地

名

亦

不

可

知

錄

存

之

以

備

參

考

以

上

渡

泗

陽

縣

志

卷

七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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