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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一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泉

濱
海
三
百
餘
里
魚
鹽
之
利
民
倚
爲
生
而
舟
航
流
通

百
貨
雲
集
尤
藉
海
以
運
然
考
之
舊
志
泉
地
煽
動
海
宼

居
多
故
海
禁
不
可
過
嚴
而
海
防
不
可
不
豫
也
自
宋
眞

文
忠
以
後
講
求
防
海
之
術
至
詳
且
悉
我

國
家
掃
明
季
餘
氛
置
臺
灣
爲
泉
外
府
復
於
金
厦
兩
島
建

大
帥
控
制
之
沿
海
要
衝
設
戍
舟
師
聯
絡
偵
廵
制
至
善

矣
顧
汛
口
出
入
之
會
良
民
或
受
畱
難
奸
宄
閒
至
放
縱

革
陋
規
别
善
惡
奉
公
查
緝
未
雨
綢
繆
是
在
文
武
大
吏

振
飭
而
澄
淸
之
斯
鯨
鯢
潛
消
海
邦
永
靖
矣
作
海
防
志

宋
嘉
祐
三
年
知
福
州
守
蔡
襄
奏
請
沿
海
地
方
敎
習
舟
船
以
備

海
道

疏

畧

福

興

泉

漳

沿

海

四

郡

其

廵

檢

下

兵

士

多

不

習

舟

船

緩

急

不

足

使

令

今

除

已

行

逐

處

修

葺

舠

魚

船

各

取

現

管

數

目

編

籍

外

其

兵

級

常

切

敎

習

舟

船

諳

會

水

勢

以

備

差

使

元
豐
二
年
撥
禁
軍
一
百
人
增
防
小
兜
水
寨
廵
徼
晉
南
惠
同

四
縣
沿
海
地

後

撤

囘

禁

軍

改

招

土

軍

增

額

十

人

淳

祐

閒

增

至

三

百

一

十

人

○

按

寨

建

于

熙

寧

閒

時

又

有

石

湖

石

井

皆

防

海

水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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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靖
康
三
年
輔
臣
李
綱
奏
立
沿
海
水
軍
戰
艦

疏

畧

臣

契

勘

南

福

建

路

近

多

有

海

宼

官

司

不

能

討

捕

帥

司

無

戰

艦

水

軍

坐

視

瀕

海

之

民

罹

其

荼

毒

船

舶

旣

多

愚

民

嗜

利

喜

亂

從

衆

寖

成

大

患

伏

望

下

逐

路

帥

司

置

戰

艦

集

水

軍

常

切

敎

閱

習

於

風

濤

之

險

以

水

夫

駕

舟

以

官

軍

施

放

弓

弩

火

藥

𨿽

賊

櫂

飄

忽

可

以

追

逐

掩

擊

紹
興
六
年
設
水
軍
一
百
五
十
人
隸
泉
漳
都
廵
檢
使
管
轄
乾

道
閒
增
至
三
百
九
十
人

紹
興
二
十
六
年
福
州
將
鄭
廣
將
水
軍
來
屬
殿
前
右
翼
軍

詳見

軍制
紹
興
三
十
年
令
安
撫
司
籍
募
土
豪
水
手
漳
泉
福
興
積
募
到

船
三
百
六
十
隻
水
手
萬
四
千
人
仍
於
濱
海
廵
檢
下
土
兵

內
取
七
分
識
水
勢
人
每
月
一
次
同
土
豪
水
手
船
出
近
海

港
口
敎
閱
三
五
日
復
囘
本
處

乾
道
二
年
令
括
諸
司
船
分
甲
乙
丙
更
番
品
搭
本
州
晉
江
南

安
惠
安
同
安
四
縣
計
船
二
十
一
隻

甲

番

十

隻

乙

番

九

隻

丙

番

二

隻

遞
年

輪
次
牒
下
屬
縣
拘
集
以
備
安
撫
司
起
撥

乾
道
八
年
增
設
水
軍
置
水
澚
寨
分
兵
守
之

詳

見

軍

制

淳
熙
十
三
年
城
南
置
寶
林
寨
城
東
置
法
石
寨
各
分
兵
守
之

詳

見

軍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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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嘉
定
十
一
年
增
法
石
兵
立
寶
蓋
寨
移
寶
林
兵

俱

詳

見

軍

制

眞

德

秀

申

樞

密

院

措

置

沿

海

事

宜

狀

泉

之

爲

州

控

臨

大

海

實

閩

陬

要

會

之

地

國

家

南

渡

之

初

盜

賊

屢

作

上

勤

憂

顧

置

兵

立

戍

所

以

爲

海

道

不

虞

之

備

者

至

詳

且

密

開

禧

軍

興

之

後

卒

戍

生

還

者

鮮

舟

楫

蕩

不

復

存

於

是

武

僃

空

虛

軍

政

廢

壞

有

識

之

士

所

共

寒

心

近

者

溫

明

羣

盜

窺

見

單

弱

輒

萌

侵

軼

之

志

仰

賴

聖

朝

威

德

廣

被

亟

遂

肅

淸

儻

幸

目

前

之

警

粗

平

因

循

苟

𥳑

不

復

少

加

經

理

安

知

其

亡

後

日

之

患

某

不

揆

迂

愚

竊

思

所

以

爲

久

安

之

計

者

近

選

委

本

州

觀

察

推

官

李

方

子

知

晉

江

縣

徐

叔

用

同

左

翼

軍

副

將

邱

童

等

遍

行

海

濱

審

視

情

形

今

據

逐

官

申

竊

見

沿

海

列

戍

要

在

控

扼

得

所

布

置

得

宜

士

卒

精

練

器

械

齊

整

舟

楫

便

利

而

又

習

熟

風

濤

然

後

緩

急

可

用

今

來

左

翼

水

軍

三

寨

曰

寶

林

曰

法

石

曰

永

寧

本

州

沿

海

四

寨

其

𦂳

要

者

二

在

晉

江

曰

石

湖

在

惠

安

曰

小

兜

𨿽

已

得

控

扼

之

數

然

寶

林

去

城

甚

近

距

海

殊

遠

其

勢

稍

緩

而

廼

有

新

舊

兩

寨

至

圍

頭

去

州

一

百

二

十

餘

里

正

闞

大

海

南

北

洋

舟

船

往

來

必

泊

之

地

旁

有

支

港

可

達

石

井

其

勢

甚

要

而

前

此

未

嘗

措

置

此

控

扼

之

未

盡

得

其

所

也

寶

林

所

屯

水

軍

三

百

其

數

爲

多

法

石

𨿽

有

一

百

二

十

餘

人

然

正

爲

防

海

衝

要

之

地

其

數

尚

少

永

寧

歩

軍

之

數

倍

於

水

軍

誠

爲

倒

置

此

布

置

之

未

盡

得

其

宜

也

諸

寨

軍

兵

雜

以

老

弱

法

石

軍

器

總

於

大

軍

遇

事

關

請

未

免

稽

遲

大

軍

戰

艦

僅

可

足

用

自

餘

諸

寨

船

隻

俱

無

徒

有

舟

師

之

名

初

無

其

實

至

於

營

房

倒

塌

器

械

闕

少

亡

具

尤

甚

若

不

及

今

逐

一

整

備

臨

時

必

至

誤

事

今

條

具

合

行

措

置

事

件

下

項

須

至

申

聞

者

又

請

修

沿

海

軍

政

狀

賊

船

南

遁

未

盡

就

擒

風

濤

瞬

息

往

來

無

時

某

昨

守

本

州

自

捕

賊

首

趙

希

卻

等

之

後

具

申

朝

廷

蒙

發

下

度

牒

一

十

五

道

應

副

本

州

修

整

戰

船

創

立

圍

頭

寶

蓋

及

修

葺

法

石

永

寧

二

寨

𣷹

屯

水

軍

增

置

石

湖

小

兜

水

軍

名

額

以

至

儲

蓄

軍

糧

葺

理

器

甲

色

色

具

備

每

歲

舉

行

水

敎

及

立

諸

寨

廵

海

界

分

今

再

至

見

逐

項

事

多

廢

弛

軍

船

壞

爛

而

不

修

軍

額

死

亡

而

不

補

營

房

頽

墜

器

甲

損

失

自

統

制

齊

敏

到

官

方

稍

繕

治

尚

未

能

就

緖

及

至

賊

船

侵

軼

郡

境

倉

猝

私

僱

民

船

應

副

大

軍

之

用

故

料

羅

之

戰

𨿽

有

勇

將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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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卒

竟

以

船

小

不

能

成

全

功

及

晉

江

同

安

民

船

稍

集

而

賊

徒

亟

遁

事

已

無

及

今

賊

徒

深

入

廣

南

正

當

泊

囘

之

時

必

有

遭

其

剽

刼

者

豈

不

𧇾

失

國

課

又

福

泉

興

化

三

郡

全

仰

廣

米

以

贍

軍

民

賊

船

在

海

米

船

不

至

軍

民

便

已

乏

食

糶

價

翔

貴

公

私

病

之

其

爲

利

害

固

已

不

細

况

其

在

海

每

刼

客

船

小

則

禁

之

大

卽

取

而

爲

己

之

船

其

人

或

與

鬭

敵

則

殺

之

懦

弱

不

堪

用

則

縱

放

之

或

沈

之

水

中

而

擄

其

強

壯

能

使

船

者

爲

己

之

用

稍

忤

其

意

輒

加

殺

害

故

被

擄

之

人

只

得

爲

出

死

力

其

始

出

海

不

過

三

兩

船

俄

卽

𣷹

作

二

三

十

隻

始

不

過

三

五

十

人

俄

卽

𣷹

爲

數

百

以

至

千

人

今

諸

賊

在

海

人

船

已

多

若

不

及

早

殄

除

則

日

增

月

益

其

害

未

有

窮

已

某

見

與

統

制

齊

敏

商

議

整

促

水

軍

及

𣷹

創

大

船

葺

理

諸

寨

務

在

先

備

使

賊

不

敢

犯

淳
祐
三
年
安
撫
司
措
置
沿
海
諸
州
民
船
時
本
州
括
責
晉
江

船
五
十
七
隻
糾
首
船
二
十
隻
南
安
投
籍
船
一
隻
括
責
船

二
隻
惠
安
括
責
船
三
隻
同
安
括
責
船
七
十
六
隻
計
一
百

五
十
九
隻
分
爲
十
番
自
甲
至
癸
每
歲
更
番
調
一
十
三
隻

四
縣
品
搭
起
撥
其
修
船
犒
賞
隨
縣
措
置
以
州
將
一
員
押

至
福
州
交
安
撫
將
官
管
轄
赴
沿
江
屯
戍
事
已
乃
還

明
洪
武
初
禁
民
不
得
私
出
海

洪
武
五
年
命
造
海
舟
防
倭

洪
武
二
十
年
命
江
夏
侯
周
德
興
入
福
建
抽
三
丁
之
一
爲
沿

海
戍
兵
防
倭
移
置
衞
所
當
要
害
處
時
泉
設
衞
一
曰
永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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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守
禦
所
五
曰
福
全
曰
崇
武
曰
中
左
曰
金
門
曰
高
浦
又
設

廵
檢
司
一
十
九
是
年
設
浯
嶼
水
寨

詳

俱

見

軍

制

洪
武
二
十
一
年
命
湯
和
行
視
閩
粤
瀕
海
地
築
城
增
兵
置
永

寧
指
揮
使
及
崇
武
福
全
金
門
高
浦
千
戶
所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令
濱
海
衞
所
每
百
戶
及
廵
檢
司
皆
置
船
二

廵
海
上
盜
賊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衞
所
軍
與
諸
郡
互
調

永
樂
四
年
命
豐
城
侯
李
彬
等
沿
海
捕
倭
招
島
人
蛋
戶
賈
豎

漁
丁
爲
兵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都
御
史
朱
紈
副
使
柯
喬
以
海
澚
耆
民
充
捕

盜
都

指

揮

黎

秀

議

日

本

倭

先

年

內

犯

朝

廷

屢

下

備

倭

之

詔

及

委

重

臣

以

督

海

防

是

以

海

洋

乂

安

今

承

平

日

久

軍

民

趨

利

忘

害

而

各

處

輕

生

之

徒

攘

臂

向

前

私

通

貿

易

向

嘗

緝

絕

今

復

啓

釁

若

不

預

行

䆒

治

恐

禍

患

日

深

卒

難

禁

制

也

旣

而

復

上

議

曰

近

署

安

邉

館

事

諗

知

違

禁

通

番

大

船

之

詳

其

船

皆

造

於

外

島

而

泊

於

內

澚

或

開

駕

以

通

番

或

轉

售

於

賊

黨

而

嵩

嶼

漸

尾

長

嶼

海

滄

石

馬

許

林

白

石

等

澚

乃

海

賊

之

淵

藪

也

近

欲

行

禁

治

恐

澚

甲

勢

要

抗

拒

不

服

反

𨒪

其

禍

乞

行

府

縣

廵

捕

官

親

詣

各

澚

密

行

擒

治

船

隻

應

燒

燬

者

燒

燬

應

畱

用

者

畱

用

使

頑

民

知

警

而

通

番

之

風

少

息

矣

議

上

秀

遂

大

爲

漳

泉

耆

民

捕

盜

怨

謗

致

劾

免

官

後

十

餘

年

倭

患

大

熾

沿

海

數

千

里

生

靈

靡

不

荼毒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都
御
史
王
詢
請
分
福
建
水
軍
福
興
爲
一
路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六

泉
漳
爲
一
路
各
領
以
叅
將
泉
漳
叅
將
駐
詔
安
自
南
日
山

至
浯
嶼
銅
山
元
鐘
等
處
皆
聽
節
制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都
御
史
唐
順
之
請
嚴
福
建
沿
海
通
倭
之
禁

︹
籌

海

圖

編
︺
倭

宼

擁

衆

而

來

動

以

千

萬

計

非

能

自

至

也

由

福

建

內

地

奸

人

接

濟

之

也

濟

以

米

水

然

後

敢

久

延

濟

以

貨

物

然

後

敢

貿

易

濟

以

嚮

導

然

後

敢

深

入

所

以

稽

察

之

者

其

在

沿

海

寨

司

之

官

乎

稽

察

之

說

有

二

其

一

曰

稽

其

船

式

蓋

國

朝

明

禁

寸

板

不

許

下

海

法

固

嚴

矣

然

濱

海

之

民

以

海

爲

生

採

捕

魚

蝦

有

不

得

禁

者

則

易

以

混

焉

要

之

雙

桅

尖

底

始

可

通

番

各

官

司

於

採

捕

之

船

定

以

平

底

單

桅

别

以

記

號

違

者

燬

之

照

例

問

擬

則

船

有

定

式

而

接

濟

無

所

施

矣

其

二

曰

稽

其

裝

載

蓋

有

船

𨿽

小

亦

分

載

出

海

合

之

以

通

番

者

各

官

司

嚴

加

盤

詰

如

果

是

採

捕

之

船

則

計

其

合

帶

米

水

之

外

有

無

違

禁

器

物

乎

其

囘

也

魚

蝦

之

外

有

無

販

載

番

貨

乎

有

之

卽

照

例

問

擬

則

載

有

定

限

接

濟

無

所

容

矣

此

須

海

道

官

嚴

行

設

如

某

寨

責

成

某

官

某

地

責

成

某

哨

某

處

定

以

某

號

某

澚

朿

以

某

甲

如

此

而

謂

通

番

之

不

可

禁

吾

未

之

信

也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總
兵
兪
大
猷
請
修
沿
海
墩
臺
以
備
瞭
望

兪大

猷

條

議

山

海

事

宜

揭

一

曰

修

墩

臺

以

備

瞭

望

蓋

宼

盜

之

來

先

見

則

衆

心

不

駭

預

待

則

謀

畫

有

定

國

初

倭

奴

爲

害

故

於

沿

海

去

處

各

置

水

寨

守

備

仍

於

沿

海

高

阜

設

立

墩

臺

以

爲

瞭

望

之

所

保

民

除

害

之

規

一

何

詳

且

盡

哉

今

者

海

宼

之

患

不

減

倭

奴

沿

海

墩

臺

墜

廢

瞭

望

無

人

故

宼

得

以

乘

閒

竊

發

掩

吾

民

之

不

備

宜

訪

其

舊

而

復

之

則

賊

船

未

至

之

先

村

民

已

知

所

儆

戒

欲

趨

避

則

得

其

方

欲

捍

禦

則

得

從

容

合

勇

以

乘

勢

也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廵
撫
譚
綸
請
復
五
寨
舊
地
各
以
武
職
一
人

領
之

疏

畧

五

寨

守

扼

外

洋

法

甚

周

悉

宜

復

舊

制

以

烽

火

門

南

日

浯

嶼

三

䑸

爲

正

兵

銅

山

小

埕

二

䑸

爲

游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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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寨

設

把

總

分

汛

地

明

斥

堠

嚴

會

哨

改

三

路

叅

將

爲

守

備

分

新

募

浙

兵

爲

二

班

各

九

千

人

春

秋

番

上

各

縣

民

壯

皆

補

用

精

悍

每

府

領

以

武

職

一

人

兵

備

使

者

以

時

閱

視

皆

從

之

隆
慶
四
年
𣷹
設
浯
銅
遊
兵

詳

見

軍

制

萬
歷
二
十
五
年
𣷹
設
浙
營
兵
戍
泉

詳

見

軍

制

萬
歷
二
十
五
年
𣷹
設
澎
湖
遊
兵

嘉

隆

閒

海

宼

曾

一

本

林

鳳

巢

穴

于

此

萬

歷

二

十

年

倭

有

侵

雞

籠

淡

水

之

耗

議

者

謂

澎

湖

密

邇

不

宜

坐

失

乃

設

官

兵

先

據

險

戍

之

初

創

一

遊

四

哨

後

以

孤

島

寡

援

增

設

一

遊

總

哨

旋

裁

去

兵

額

船

額

見

軍

制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遷
沿
海
居
民
以
垣
爲
界
三
十
里
以
外
悉
墟
其

地
康
熙
十
八
年
命
沿
海
二
三
十
里
量
地
險
要
各
築
小
寨
防
守

限
以
界
牆

時

耿

逆

之

亂

遷

民

悉

復

故

土

及

　

康

親

王

平

定

閩

疆

疏

稱

遷

界

累

民

聽

其

自

便

至

是

督

撫

上

請

遂

再

遷

焉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覆
准
沿
海
各
營
洋
面
有
島
有
嶼
宜
另
爲
派

定
船
隻
以
將
備
帶
領
常
川
駐
守
其
餘
各
汛
以
千
把
遊
廵

又
是
年
覆
准
各
處
商
船
出
東
洋
者
必
由
定
海
鎭
所
轄
要

汛
掛
號
往
噶
喇
吧
呂
宋
等
處
船
出
洋
必
由
澎
湖
南
澚
所

轄
之
要
汛
掛
號
其
或
由
浙
入
閩
由
閩
入
浙
者
則
必
經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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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海
黃
巖
溫
州
閩
安
海
壇
厦
門
澎
湖
南
𤀀
各
協
鎭
所
轄
要

汛
掛
號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覆
准
閩
省
漁
船
准
與
商
船
一
體
往
來
欲
出

海
洋
者
將
十
船
編
爲
一
甲
取
具
連
環
保
結
一
船
有
犯
餘

船
盡
坐
桅
之
雙
單
並
從
其
便
嗣
後
造
船
責
成
船
主
取
澚

田
戶
族
里
長
鄰
右
保
結
倘
有
作
奸
事
發
與
船
戶
同
罪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覆
准
閩
粤
江
浙
四
省
每
年
輪
委
總
兵
官
親

領
官
兵
自
二
月
初
一
日
出
洋
在
所
屬
本
汛
洋
面
周
遍
廵

查
至
九
月
底
撤
囘
遇
有
失
事
獲
賊
照
例
分
别
題
叅
議
敘

康
熙
五
十
年
覆
准
浙
閩
捕
魚
船
隻
不
許
越
省
行
走
令
沿
海

一
帶
水
師
營
管
轄
取
州
縣
官
保
結
送
沿
海
一
帶
提
鎭
副

將
令
其
約
束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覆
准
水
師
提
標
五
營
每
營
額
設
戰
船
一
十

四
隻
船
傍
𣷹
刻
海
國
萬
年
淸
五
字
分
五
營
每
營
以
一
字

爲
號
自
一
號
依
次
編
至
十
四
號
止
并
各
鎭
協
營
一
例
取

字
依
次
編
號
刊
刻
船
傍
又
是
年
覆
准
各
省
海
洋
商
漁
船

隻
分
別
書
冩
字
樣
其
各
標
營
船
廵
哨
刊
刻
某
營
第
幾
號

哨
船
照
舵
工
水
手
例
各
給
與
腰
牌
刊
明
姓
名
年
貌
籍
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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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如
船
無
字
號
人
有
可
疑
卽
行
嚴
拏
究
治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覆
准
福
建
水
師
提
標
五
營
澎
湖
水
師
二
營

臺
灣
水
師
三
營
派
撥
兵
船
各
書
本
營
旗
幟
每
月
會
哨
一

次
彼
此
交
旗
爲
驗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覆
准
海
壇
金
門
二
鎭
各
分
疆
界
爲
南
北
總

廵
每
歲
提
標
撥
船
十
隻
將
六
隻
歸
於
廵
哨
南
洋
總
兵
官

調
度
四
隻
歸
於
廵
哨
北
洋
總
兵
官
調
度
其
臺
澎
二
協
副

將
金
門
海
壇
總
兵
官
均
於
二
月
初
一
日
起
至
九
月
底
止

期
滿
撤
囘
又
是
年
覆
准
臺
灣
米
糧
應
着
落
臺
灣
鎭
道
將

內
地
一
體
嚴
加
查
禁
不
許
私
運
出
洋
偸
賣
至
漳
泉
厦
門

地
方
米
少
價
貴
該
督
撫
卽
酌
定
應
需
米
穀
數
目
行
文
臺

灣
鎭
道
量
撥
米
穀
驗
給
照
文
䕶
送
兵
船
逐
汛
嚴
加
押
送

令
地
方
官
親
看
發
賣
并
將
原
照
申
送
督
撫
銷
案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覆
准
凡
往
臺
灣
之
船
必
令
到
厦
門
出
入
盤

查
一
體
䕶
送
由
澎
而
臺
從
臺
而
歸
者
亦
令
一
體
䕶
送
由

澎
到
厦
出
入
盤
查
方
許
放
行
又
往
臺
之
人
必
由
地
方
官

給
照
單
身
游
民
無
照
偸
渡
者
嚴
行
禁
止
如
有
違
犯
分
別

兵
民
治
罪
不
許
地
方
官
濫
給
照
票
如
有
哨
船
偸
帶
者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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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該
管
專
轄
各
官
分
别
議
處

附
載

明

曹

學

佺

海

防

志

閩

有

海

防

以

禦

倭

也

國

初

設

衞

所

沿

海

地

方

自

福

寧

至

淸

漳

南

北

浙

粤

之

界

爲

衞

凡

五

爲

所

凡

十

有

四

仍

于

要

害

之

處

立

墩

臺

斥

堠

守

以

軍

餘

督

以

弁

職

傳

報

警

息

凡

以

防

倭

于

陸

又

于

外

洋

設

立

寨

遊

寨

之

初

設

有

三

烽

火

南

日

浯

嶼

續

增

小

埕

銅

山

爲

五

寨

領

以

把

總

用

武

科

會

舉

及

世

勳

高

等

題

請

陞

授

以

都

指

揮

體

統

行

事

謂

之

欽

依

遊

之

初

設

亦

有

三

海

壇

元

鐘

浯

銅

續

增

湄

洲

嵛

山

爲

五

領

以

把

總

由

撫

院

差

委

或

指

揮

及

聽

用

材

官

謂

之

名

色

凡

以

防

倭

于

海

時

値

春

秋

二

汛

駕

樓

船

備

島

警

總

鎭

大

帥

亦

視

師

海

上

按

期

駐

節

經

制

周

矣

南

澚

一

遊

閒

于

閩

粤

亦

以

欽

依

總

之

頃

題

海

壇

元

鐘

改

授

欽

總

以

重

事

權

且

移

浯

嶼

一

寨

專

守

石

湖

固

泉

門

戶

尋

以

浯

銅

係

漳

要

區

亦

須

體

例

題

改

復

設

臺

山

礵

山

𣾨

洲

五

虎

鴻

江

澎

湖

等

遊

甚

至

料

羅

東

湧

大

小

甘

山

亦

設

遠

哨

實

欲

其

緩

急

攸

資

互

爲

應

援

瀚

海

無

波

則

畫

方

以

守

戈

船

下

瀨

則

合

力

以

攻

毋

泥

區

區

汛

地

閒

也

閩

書

成

宏

以

前

山

宼

多

而

海

宼

少

正

嘉

以

來

山

宼

少

而

海

宼

多

國

初

州

縣

仍

宋

元

舊

山

林

㴱

阻

菁

棘

蒙

密

奸

宄

時

竊

發

至

乎

蔓

不

可

圖

今

其

地

芟

夷

之

後

悉

置

縣

司

卽

欲

嘯

聚

靡

所

藏

寄

此

山

宼

多

少

所

由

異

也

國

初

大

祖

嚴

通

番

禁

寸

板

不

許

下

海

江

夏

侯

經

畧

海

上

城

寨

方

新

士

伍

驍

健

又

孰

有

宼

嘉

靖

之

初

都

御

史

朱

紈

以

禁

海

仰

藥

死

副

使

柯

喬

亦

坐

誅

海

上

市

易

未

易

輒

禁

絶

至

乎

季

年

倭

從

浙

直

入

犯

閩

中

大

亂

數

歲

於

今

閩

人

生

息

益

衆

非

仰

通

番

無

所

給

衣

食

又

閩

地

陿

山

多

渠

瀆

高

陡

雨

水

不

久

蓄

歲

開

口

而

望

吳

越

東

廣

之

粟

船

海

烏

能

禁

哉

倭

故

蹂

躝

吾

民

乎

來

亦

有

時

今

其

所

行

刼

海

上

率

吾

內

地

之

民

假

其

面

目

借

其

名

號

殺

越

于

貨

了

無

畏

恐

此

海

賊

多

少

所

由

異

也

方

此

之

時

山

宼

少

矣

當

事

者

脊

脊

憂

海

上

倭

要

以

前

所

言

海

外

之

倭

有

時

內

地

之

倭

無

日

也

寧

國

沈

有

容

舊

爲

浯

嶼

把

總

海

濱

之

民

皆

知

其

生

業

出

入

貿

遷

何

業

所

藏

貨

物

當

往

何

番

市

劇

奸

捕

治

之

其

次

可

用

爲

耳

目

力

使

者

籍

爲

兵

彼

習

知

衝

犂

抵

拒

之

法

見

刀

刃

而

不

懼

望

旗

幟

聽

金

鼓

鐃

砲

色

不

怖

而

又

爲

之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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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械

堅

船

具

有

容

爲

把

總

數

年

泉

中

絕

海

宼

嗟

乎

事

固

在

人

哉

戴

翀

霄

議

閩

中

事

體

與

浙

直

不

同

惟

在

撫

之

得

宜

而

已

蓋

寸

板

不

許

下

海

之

禁

若

行

於

浙

直

則

海

濱

之

民

有

魚

鹽

之

利

可

以

聊

生

而

海

洋

卽

爲

之

肅

淸

若

福

建

漳

泉

等

處

多

山

少

田

平

日

仰

給

全

賴

廣

潮

之

米

海

禁

嚴

急

惠

潮

商

舶

不

通

米

價

卽

貴

矣

民

何

以

存

活

乎

愚

聞

漳

泉

人

運

貨

至

省

城

海

行

者

每

百

斤

腳

價

銀

不

過

三

分

陸

行

者

價

增

二

十

倍

覓

利

甚

難

其

地

所

產

魚

鹽

比

浙

又

賤

蓋

肩

挑

度

嶺

無

從

發

賣

故

也

故

漳

泉

貸

貲

通

番

愈

遏

愈

熾

爲

倭

向

導

者

官

府

繫

其

家

屬

不

敢

生

還

歲

歲

入

宼

是

外

宼

之

來

皆

由

內

宼

糾

引

之

也

如

愚

見

莫

若

因

其

勢

而

利

導

之

督

撫

海

道

衙

門

令

漳

泉

有

船

隻

者

官

爲

編

號

富

者

與

之

保

結

許

其

出

洋

裝

載

貨

物

納

稅

自

賣

其

囘

也

南

則

許

販

惠

潮

之

米

北

則

許

販

福

寧

溫

台

之

米

但

不

許

至

外

國

及

載

番

貨

今

也

海

禁

太

嚴

見

船

在

海

有

兵

器

火

器

者

不

問

是

否

番

貨

卽

捕

治

之

米

穀

魚

鹽

之

𩔖

一

切

厲

禁

據

其

迹

𨿽

似

犯

法

論

其

情

海

船

往

來

非

帶

兵

器

火

器

無

以

防

海

宼

之

刼

奪

不

有

可

原

者

乎

明

乎

此

則

民

情

得

伸

而

亂

源

可

塞

矣

𨿽

然

亦

未

也

將

欲

撫

之

必

先

威

之

練

兵

足

食

使

在

我

之

威

足

以

制

賊

則

民

有

所

憚

而

聽

吾

撫

治

撫

治

而

不

從

者

然

後

兵

以

剿

之

是

故

能

攻

而

後

能

撫

知

撫

而

不

知

攻

者

吾

未

見

其

能

撫

也

籌

海

圖

編

八

閩

多

山

少

田

又

無

水

港

民

本

艱

食

自

非

肩

挑

歩

擔

踰

山

度

嶺

則

𨿽

斗

石

之

儲

亦

不

可

得

福

興

泉

漳

四

郡

皆

濱

於

海

海

船

運

米

可

以

仰

給

在

南

則

資

於

廣

而

惠

潮

之

米

爲

多

在

北

則

資

於

浙

而

溫

州

之

米

爲

多

元

鐘

所

專

造

運

船

販

米

至

福

行

糶

利

常

三

倍

每

至

輒

幾

十

艘

或

百

艘

或

二

三

百

艘

福

民

便

之

廣

浙

之

人

亦

大

利

焉

兵

興

山

嶺

戒

嚴

擔

負

旣

難

而

募

調

之

費

又

衆

大

戶

所

積

莫

肯

輕

糶

海

運

又

厲

禁

焉

民

食

兵

餉

如

之

何

而

不

匱

也

故

經

畧

福

建

之

策

莫

先

於

處

糗

糧

糗

糧

若

缺

則

五

澚

之

兵

𨿽

設

譬

之

衣

冠

之

人

外

貌

可

觀

而

五

內

腐

裂

四

肢

痿

痺

未

有

不

䘮

亡

者

蓋

不

待

倭

攻

之

而

後

地

方

爲

難

保

也

今

日

足

食

之

計

有

二

其

一

須

申

明

祖

宗

之

意

止

禁

雙

桅

船

隻

私

通

番

貨

以

啓

邊

釁

所

謂

寸

板

不

許

下

海

者

乃

下

大

洋

入

倭

境

也

非

絶

民

採

捕

於

內

海

販

糶

于

鄰

省

也

嚴

其

保

甲

令

民

沿

海

運

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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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則

廣

浙

有

無

相

通

而

福

民

不

患

于

無

食

矣

其

二

官

府

提

編

銀

兩

輸

解

督

撫

春

夏

給

爲

兵

糧

時

價

方

貴

有

銀

無

米

兵

甚

苦

之

不

如

令

有

司

以

銀

秋

糴

賤

米

則

米

數

多

春

而

隨

兵

所

至

就

以

爲

餉

官

與

兵

不

兩

利

乎

兵

餉

旣

備

民

食

亦

充

軍

門

以

别

省

善

戰

之

師

三

五

千

人

調

至

於

福

大

振

威

克

豈

惟

倭

宼

不

能

爲

福

建

患

將

使

福

民

之

勾

引

接

濟

與

倭

爲

黨

者

永

永

其

不

敢

矣

蔣

德

璟

策

海

上

高

皇

帝

旣

定

天

下

獨

以

東

南

海

警

爲

憂

命

湯

信

公

行

登

萊

浙

直

周

江

夏

侯

行

閩

視

要

害

地

築

城

置

衞

所

廵

司

按

籍

抽

丁

戍

之

陸

復

置

水

寨

選

軍

敎

習

戰

船

防

之

水

水

寨

亦

統

以

指

揮

曰

把

總

無

事

往

來

會

哨

有

事

則

協

力

出

𠞰

與

衞

所

表

裏

自

福

寧

沿

海

至

泉

漳

可

二

千

里

凡

爲

衞

所

二

十

有

五

廵

司

四

十

有

五

而

五

水

寨

則

福

寧

州

烽

火

福

州

小

埕

興

化

南

日

泉

浯

嶼

漳

銅

山

北

與

浙

之

金

盤

南

與

粤

之

拓

林

聲

勢

聯

絡

已

復

於

烽

火

則

翼

以

礵

山

臺

山

二

遊

於

小

埕

翼

以

海

壇

五

虎

二

遊

於

南

日

翼

以

湄

州

遊

於

浯

嶼

銅

山

翼

以

浯

銅

澎

湖

元

鐘

三

遊

各

設

副

總

兵

叅

遊

統

之

而

受

成

于

督

府

制

旣

日

增

防

亦

益

密

矣

何

哉

濱

海

一

二

逋

逃

聚

黨

衡

行

遂

不

可

抗

制

乎

今

鄭

芝

龍

撫

矣

李

魁

奇

誅

矣

芝

龍

復

招

葉

郁

降

矣

獨

鍾

斌

乍

撫

乍

颷

矣

而

皆

在

泉

地

故

泉

尤

爲

難

比

且

長

驅

三

百

艘

徑

薄

省

會

焚

福

寧

沙

埕

諸

處

轉

掠

松

江

湄

州

如

入

無

人

之

境

彼

寨

遊

安

在

哉

說

者

謂

烽

火

南

日

徙

入

南

澚

湄

州

撤

入

平

海

浯

嶼

移

入

厦

門

復

移

石

湖

爲

非

策

而

諸

將

不

惟

不

曾

禦

亦

不

能

哨

無

能

偵

賊

艘

所

在

者

按

律

重

則

失

機

輕

則

守

備

不

設

被

賊

入

境

虜

掠

及

隣

近

衞

所

不

卽

發

兵

策

應

者

皆

戍

竊

以

爲

汛

地

諸

將

當

問

也

當

事

者

動

曰

無

將

無

兵

無

餉

無

舟

若

失

事

不

問

而

聽

其

爲

河

上

之

旋

抽

𨿽

千

百

將

猶

無

將

也

國

初

有

衞

所

軍

無

别

兵

有

指

揮

千

百

戶

無

别

將

卽

寨

遊

出

汛

亦

軍

也

宏

治

中

選

民

壯

隆

慶

中

募

客

兵

萬

歷

中

復

𣷹

募

兵

近

又

編

鄕

兵

與

軍

而

四

矣

古

之

爲

民

者

四

今

之

爲

兵

者

四

民

愈

窮

兵

愈

虛

若

不

就

衞

所

之

額

軍

與

現

在

之

兵

一

番

綜

汰

一

番

訓

練

而

聽

其

爲

𥿄

上

之

雀

鼠

𨿽

百

萬

兵

猶

無

兵

也

然

則

𨿽

有

餉

實

無

餉

卽

造

舟

亦

非

舟

也

何

則

以

無

將

故

無

兵

以

無

賞

罰

故

無

將

𨿽

有

舟

其

誰

用

之

適

以

齎

賊

而

已

而

况

所

遣

造

舟

之

人

又

卽

以

舟

爲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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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哉

故

明

于

高

祖

皇

帝

設

水

陸

官

軍

之

意

與

其

法

而

後

海

事

可

爲

也
︹
策

海

下
︺
夫

責

將

是

矣

而

嘉

靖

末

以

胡

梅

林

唐

荆

川

之

督

撫

兪

戚

湯

盧

劉

之

將

加

以

川

湖

狼

土

之

雄

與

王

直

徐

海

輩

角

於

海

猶

勝

負

半

也

至

於

用

說

客

用

內

閒

而

後

可

圖

然

已

譎

矣

今

諸

將

益

非

曩

對

且

賊

日

益

奈

何

曰

今

賊

亦

非

曩

對

也

曩

挾

倭

今

皆

潢

池

赤

子

耳

誰

不

有

父

母

妻

子

墳

廬

其

驅

而

賊

非

得

已

也

彼

未

嘗

不

欲

撫

而

特

不

信

我

之

撫

我

未

嘗

不

可

撫

而

特

無

能

以

𠞰

爲

撫

故

撫

亦

不

成

何

也

彼

之

不

信

撫

者

懲

魁

奇

也

使

受

撫

皆

如

袁

進

釋

甲

久

矣

而

我

猶

必

以

𠞰

爲

撫

者

我

旣

無

以

示

之

信

又

不

能

以

𠞰

示

之

畏

則

𨿽

復

再

飛

揚

再

焚

刼

千

罪

萬

罪

歸

于

博

一

官

而

止

諸

人

見

爲

民

之

無

以

自

庇

也

而

爲

賊

之

可

以

得

官

則

日

趨

而

之

賊

一

賊

就

撫

一

賊

旋

生

此

劉

誠

意

之

所

以

策

方

谷

珍

而

海

上

事

不

可

爲

矣

然

則

議

𠞰

乎

曰

𠞰

非

三

省

會

兵

不

可

然

天

下

方

以

全

力

注

遼

遼

急

而

閩

差

緩

無

已

則

有

五

焉

愚

以

爲

宜

先

散

其

脅

從

正

統

中

汀

鄧

伯

孫

之

變

尚

書

金

濓

揭

榜

立

賞

格

能

相

擒

殺

來

降

者

與

斬

敵

同

賞

懸

金

列

級

信

如

四

時

而

許

反

正

者

給

牌

聽

歸

勿

問

於

是

降

者

相

繼

可

法

也

梅

林

許

徐

法

居

沈

家

庄

也

旣

閒

其

書

記

葉

麻

復

閒

其

黨

陳

東

俾

相

鬭

其

圖

王

直

也

與

其

親

信

王

滶

葉

宗

滿

輩

連

牀

臥

蓋

賊

之

姬

侍

左

右

無

不

在

圈

套

中

百

計

而

誘

之

來

來

而

健

將

勍

兵

周

羅

密

匝

非

空

拳

試

也

可

法

也

戚

將

軍

新

書

於

練

兵

法

無

不

破

的

而

兪

武

襄

劍

經

先

敎

棍

法

以

用

棍

如

習

四

書

刀

牌

鎗

鈀

狼

銑

諸

藝

如

各

習

一

經

其

言

曰

練

兵

必

先

練

膽

練

膽

必

先

敎

藝

藝

精

則

膽

雄

膽

雄

則

兵

強

且

練

兵

必

先

練

一

人

始

其

一

人

已

精

以

敎

十

無

難

也

可

法

也

閩

兵

閩

船

昔

稱

長

技

故

賊

深

忌

之

沿

海

一

帶

如

長

樂

之

松

下

福

淸

之

南

盤

後

營

沙

塲

澚

口

莆

田

之

崎

頭

石

壁

吉

了

莆

禧

三

港

口

晉

江

之

石

湖

㴱

滬

祥

芝

福

全

圍

頭

東

石

石

碅

惠

安

之

崇

武

南

安

之

石

井

營

前

蓮

河

同

安

之

澚

頭

劉

五

店

官

澚

神

前

烈

嶼

金

門

水

頭

海

澄

之

砧

尾

赤

石

林

尾

雙

嶼

長

嶼

海

滄

月

港

斗

米

漳

浦

之

鎭

海

赤

湖

陸

鰲

銅

山

雲

霄

詔

安

之

南

詔

梅

嶺

元

鐘

各

澚

之

人

皆

多

驍

傑

勝

浙

兵

遠

甚

嘉

靖

未

議

令

各

縣

於

每

澚

選

五

十

人

其

人

須

二

十

五

以

下

乖

覺

勇

健

力

挽

三

百

觔

可

管

十

人

者

每

名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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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十
四

銀

伍

錢

令

自

備

籐

牌

刀

鎗

日

給

工

食

四

分

而

選

指

揮

千

百

戶

各

領

二

三

人

先

發

敎

師

敎

以

技

藝

次

敎

營

陣

務

令

各

知

其

中

深

意

卒

然

遇

警

賊

少

則

率

此

以

應

賊

多

則

令

三

百

人

每

人

自

募

其

親

隣

十

人

給

安

家

銀

三

錢

工

食

三

分

聽

此

一

人

爲

甲

長

管

束

之

開

示

之

須

臾

之

閒

皆

就

紀

律

無

不

一

當

十

者

隨

取

隨

足

欲

聚

欲

散

機

權

在

我

在

貧

民

旣

藉

以

糊

口

不

復

從

賊

且

自

顧

其

身

家

而

指

揮

千

百

戶

皆

本

土

與

相

習

又

顧

世

職

與

白

丁

名

色

不

同

可

法

也

第

其

費

安

歸

乎

議

者

以

爲

選

之

衞

所

額

軍

及

州

縣

機

快

而

足

不

足

方

選

各

澚

補

之

彼

旣

各

有

月

糧

工

食

而

汰

其

老

羸

各

客

兵

之

虛

冒

者

不

憂

之

餉

也

且

澚

兵

卽

近

日

之

鄕

兵

也

鄕

兵

旣

壯

則

客

兵

亦

可

漸

汰

矣

又

各

水

寨

額

設

福

哨

冬

鳥

快

五

號

計

四

十

餘

舟

大

者

每

隻

工

造

及

槓

梖

器

械

之

費

須

三

百

三

十

金

嘉

靖

未

武

襄

用

之

賊

多

則

五

寨

夾

攻

小

則

各

寨

自

爲

剿

殺

海

賊

無

敢

正

視

且

曰

海

賊

所

以

難

與

者

懼

其

一

聞

官

兵

出

洋

逃

遁

也

若

專

泊

澚

分

脆

兵

所

畏

正

強

兵

之

所

喜

耳

使

水

陸

兵

船

誠

有

虎

豹

在

山

之

勢

何

憂

於

賊

何

靠

於

以

賊

攻

賊

又

何

必

撫

亦

何

必

不

撫

乎

五

者

皆

海

事

已

試

之

效

也

乃

其

要

又

不

在

將

而

在

吏

如

伍

文

定

守

吉

安

譚

綸

守

台

州

金

燕

令

桐

鄕

張

佳

𠃔

令

銅

梁

任

環

以

同

知

陶

魯

以

縣

丞

皆

能

出

奇

制

勝

賢

於

將

帥

不

可

多

得

而

第

團

保

甲

嚴

接

濟

先

撫

字

使

家

潛

戶

伏

者

不

復

起

于

高

城

深

池

之

內

則

固

處

處

可

行

矣

而

院

道

復

勵

必

爲

之

志

行

必

伸

之

令

運

必

勝

之

畧

以

臨

之

　

于

上

庶

有

濟

乎

夫

王

文

成

豈

異

人

任

哉

國

朝

王

命

岳

靖

海

疏

畧

逆

賊

原

無

長

畧

不

過

糾

合

亡

命

偸

生

海

島

衆

囂

而

不

整

兵

𨿽

多

而

不

當

用

且

南

方

氣

力

脆

薄

交

鋒

片

刻

膽

力

不

支

輒

思

反

北

無

持

久

力

戰

之

強

但

賊

習

海

旣

久

以

舟

楫

爲

室

家

視

巨

浪

如

安

瀾

海

戰

實

其

所

長

而

我

師

皆

北

人

不

慣

水

性

與

賊

翺

翔

于

巨

浸

洪

濤

之

中

似

非

萬

全

之

計

方

今

上

策

惟

有

把

截

隘

港

禁

絶

接

濟

信

賞

必

罰

申

嚴

號

令

輕

徭

薄

賦

與

民

休

息

使

民

不

爲

賊

賊

不

得

資

遲

之

又

久

必

有

繫

醜

而

獻

　

闕

下

者

又

疏

曰

者

海

宼

倔

強

島

上

每

潛

結

土

賊

以

作

外

援

布

置

奸

宄

以

圖

內

應

故

城

外

之

賊

凡

有

二

種

其

一

則

姓

名

已

著

竄

伏

山

海

之

交

以

爲

三

窟

號

召

黨

𩔖

聯

絡

鄕

里

聽

聯

絡

者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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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餉

穀

不

聽

聯

絡

者

遭

刼

掠

其

一

則

父

子

兄

弟

撥

置

一

二

人

入

海

從

逆

撥

置

一

二

人

入

衙

作

蠧

而

本

人

乃

在

鄕

村

或

借

鄕

總

名

色

或

借

社

首

名

色

驅

遣

里

民

一

呼

百

諾

日

入

城

市

而

人

不

敢

問

夜

歸

鄕

閭

則

哨

黨

聚

掠

比

者

郡

城

而

外

大

鄕

刼

中

鄕

中

鄕

刼

小

鄕

日

日

見

告

此

曹

實

爲

戎

首

鄕

民

被

掠

而

訟

之

官

緩

則

衙

蠧

牽

其

線

索

急

則

海

上

爲

其

歸

巢

諸

如

此

𩔖

皆

與

海

賊

遥

相

響

答

臂

指

相

連

但

零

星

草

宼

原

易

芟

除

若

苟

安

養

癰

必

致

滋

蔓

臣

愚

以

爲

宜

勅

督

撫

提

督

但

有

土

賊

處

所

卽

宜

深

其

巢

穴

立

刻

撲

滅

其

陽

爲

民

而

陰

爲

賊

者

卽

宜

訪

確

立

置

重

典

土

宼

旣

除

則

海

宼

之

黨

孤

城

以

外

無

肘

腋

之

患

矣

至

于

投

誠

之

衆

實

繁

有

徒

皆

量

加

職

銜

授

之

室

廬

置

之

郡

邑

與

民

雜

處

此

曹

旣

受

　

朝

廷

厚

恩

未

必

遽

懷

反

側

然

而

處

置

失

宜

𨿽

初

無

異

志

得

無

有

因

利

乘

便

而

變

其

初

心

者

乎

夫

以

本

地

投

誠

之

人

安

頓

本

地

其

平

日

黨

羽

有

跟

之

投

誠

同

在

城

中

者

有

不

跟

投

誠

依

然

哨

聚

城

外

者

𨿽

行

藏

各

别

而

聲

息

常

通

彼

此

往

來

莫

能

察

識

又

身

在

城

郭

難

于

防

備

種

𩔖

衆

多

一

呼

而

集

郡

中

虛

實

平

昔

畢

知

加

以

鷹

存

未

化

之

眼

虎

耐

久

餒

之

腸

海

宼

多

勾

引

之

奸

磁

鐵

有

相

通

之

氣

一

旦

叵

測

可

爲

寒

心

卽

以

泉

州

而

論

去

歲

八

月

閒

鎭

江

失

守

報

至

閩

省

數

日

之

內

投

誠

之

衆

語

意

眼

色

大

異

平

日

臣

時

在

城

中

一

夜

常

數

驚

幸

江

南

捷

音

至

人

心

乃

定

倘

捷

音

稍

遲

臣

恐

泉

州

之

禍

不

在

海

上

而

在

蕭

牆

之

內

也

臣

愚

以

爲

　

朝

廷

旣

開

浩

蕩

之

恩

待

以

不

死

加

以

職

銜

亦

宜

商

量

處

置

之

方

使

變

無

由

生

非

徒

以

安

戢

地

方

亦

以

全

始

終

之

　

恩

於

若

曹

也

施

琅

海

疆

底

定

疏

臣

以

爲

展

禁

開

海

固

以

恤

民

裕

課

尤

須

審

弊

立

規

以

垂

永

久

如

今

販

洋

貿

易

船

隻

無

分

大

小

絡

繹

而

發

隻

數

煩

多

貲

本

有

限

餉

稅

無

幾

不

惟

取

厭

外

域

輕

慢

我

　

大

國

之

風

且

藉

公

行

私

多

載

人

民

深

有

可

慮

如

近

者

臣

在

省

會

議

據

中

軍

叅

將

張

旺

報

稱

船

戶

劉

仕

明

趕

繒

船

一

隻

給

關

票

出

口

往

呂

宋

經

紀

其

船

甚

少

所

載

貨

無

多

附

搭

人

數

共

一

百

三

十

三

名

臣

據

報

時

卽

行

查

而

該

船

已

開

去

矣

一

船

如

此

餘

曁

可

知

時

內

地

人

民

奸

徒

貧

乏

不

少

弗

爲

設

法

立

規

節

次

搭

載

而

往

恐

內

地

漸

見

日

稀

夫

以

臺

灣

難

民

尚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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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皇

上

德

意

移

入

內

地

安

歃

今

內

地

之

人

反

聽

其

相

引

而

之

　

外

國

殊

非

善

固

邦

本

之

法

竊

觀

外

國

所

來

進

貢

之

船

人

數

來

往

有

限

豈

肯

遺

畱

一

人

在

我

中

土

更

考

歷

代

以

來

備

防

外

國

甚

爲

嚴

密

今

𨿽

與

其

貿

易

亦

須

有

制

不

可

過

縱

以

臣

愚

見

此

飄

洋

貿

易

一

項

當

行

之

督

撫

提

各

將

通

省

之

內

凡

可

興

販

外

國

各

港

門

每

港

門

議

定

上

大

洋

船

隻

數

聽

官

民

之

有

根

腳

身

家

不

至

生

奸

者

或

一

人

自

造

一

船

數

人

合

造

一

船

聽

四

方

客

商

貨

物

附

搭

庶

人

數

少

而

貲

本

多

餉

稅

有

徴

稽

查

尤

易

至

於

外

國

見

我

制

度

有

方

行

法

愼

密

自

生

畏

服

而

遏

機

端

其

欲

赴

南

北

各

省

貿

易

併

採

捕

魚

船

亦

行

督

撫

提

作

何

設

法

畫

定

互

察

牽

制

良

規

以

杜

泛

𨓜

海

外

滋

奸

則

民

可

以

遂

其

生

其

用

禍

患

無

自

而

萌

疆

圉

永

以

寧

謐

誠

爲

圖

治

長

久

之

至

計

故

安

不

忘

危

利

當

思

害

苟

視

爲

已

安

已

治

無

事

防

範

竊

恐

前

此

海

疆

之

患

復

見

不

遠

矧

兼

水

師

船

隻

刻

限

三

年

小

修

五

年

大

修

自

征

𠞰

及

渡

載

投

誠

僞

官

兵

眷

口

難

民

之

後

多

屬

朽

壞

擱

泊

少

當

于

用

窮

弁

不

能

拮

据

整

葺

請

修

猶

遲

時

日

而

沿

海

新

造

貿

捕

之

船

皆

輕

快

牢

固

砲

械

全

備

倍

于

水

師

戰

艦

倘

或

奸

徒

竊

發

藉

其

舟

楫

攘

其

貲

本

恐

至

蔓

延

蓋

天

下

東

南

之

形

勢

在

海

而

不

在

陸

陸

地

之

爲

患

也

有

形

易

於

消

弭

海

外

之

藏

奸

也

莫

測

當

思

杜

漸

更

以

臺

灣

澎

湖

新

闢

遠

隔

汪

洋

設

有

藏

機

叵

測

生

心

𥤮

犯

𨿽

有

鎭

營

官

兵

汛

守

閒

或

阻

截

往

來

聲

息

難

通

爲

患

抑

又

不

可

言

矣

防
守
要
衝

晉
江
縣

上

至

烏

嶼

與

惠

安

縣

分

界

下

至

雞

母

嶼

與

同

安

縣

分

界

安
海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
明
吳
德
憲
記
︺
阻
山
襟
海
闤
闠
萬
家

屹
爲
東
南
巨
鎭

詳

見

城

池

永
寧
衞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
閩
書
︺
東
濱
大
海
北
界
祥
芝
及
浯

□
嶼
寨
南
連
深
滬
福
全
爲
泉
襟
裾

詳

見

城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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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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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

防

　
　
　
十
七

福
全
在
縣
東
南
︹
海
防
攷
︺
福
全
西
南
接
深
滬
與
圍
頭
峯
上
諸

處
並
爲
番
舶
停
泊
避
風
之
門
戶
哨
守
最
要
︹
閩
書
︺
福
全
汛

有
大
畱
圳
上
二
澚
要
衝
也
明
置
守
禦
千
戶
所
於
此

圍
頭
在
縣
東
南
︹
眞
德
秀
狀
︺
正
闞
大
海
南
北
洋
舟
船
往
來
必

泊
之
地
︹
閩
書
︺
東
南
瞰
海
南
連
汭
洲
宋
嘉
定
十
一
年
置
寶

蓋
寨
元
砦
廢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徙
陳
巖
廵
司
於
此
改
今
名

祥
芝
在
縣
東
︹
閩
書
︺
東
抵
外
洋
大
海
南
至
永
寧
衞
及
郡
城
與

崇
武
所
相
對
明
初
徙
石
湖
廵
司
於
此
︹
方
輿
紀
要
︺
明
叅
將

王
麟
破
賊
嚴
山
老
於
此

㴱
滬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
閩
書
︺
東
濱
大
海
北
永
寧
衞
南
福

全
所
西
鄰
潯
尾
通
南
日
接
銅
山
由
深
滬
抵
永
寧
衞
爲
佛

堂
澚
海
宼
出
入
必
經
之
地
元
置
廵
司
於
此

烏
潯
在
縣
東
南
九
十
里
︹
閩
書
︺
南
臨
大
海
東
接
深
滬
西
連
福

全
有
圳
上
澚
在
深
滬
福
全
閒

蚶
江
在
縣
東
南
︹
方
輿
紀
要
︺
民
居
稠
密
番
舶
所
經
邊
海
之
地

佛
堂
蚶
江
亦
肘
腋
之
虞
也

日
湖
在
縣
南
︹
通
志
︺
淺
水
可
泊
舟
明
萬
歷
閒
移
浯
嶼
水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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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十
八

法
石
在
縣
東
南
十
五
里
︹
方
輿
紀
要
︺
宋
置
寨
于
此
眞
德
秀
狀

防
海
衝
要
之
地

東
石
在
白
沙
安
海
之
閒
亦
沿
海
要
地

烏
嶼
上
與
惠
安
𦤀
塗
分
界
嶼
在
海
中
︹
方
輿
紀
要
︺
四
圍
潮
水

環
繞
民
居
輻
輳
有
石
橋
以
通
往
來

惠
安
縣

上

自

樂

嶼

與

莆

田

縣

分

界

下

抵

岱

嶼

與

晉

江

縣

分

界

崇
武
在
縣
東
南
︹
閩
書
︺
北
接
𣾨
洲
南
接
日
湖
東
面
距
海
南
峙

祥
芝
泉
上
游
也
宋
置
小
兜
廵
司
於
此
明
洪
武
閒
置
守
禦

千
戶
所

詳

見

軍

制

輞
川
在
縣
東
北
︹
方
輿
紀
要
︺
阻
山
負
海
民
居
繁
密
明
嘉
靖
閒

倭
告
警
築
城
周
四
里
與
縣
城
相
犄
角

詳

見

城

池

黃
崎
在
縣
東
︹
閩
書
︺
高
山
特
起
下
瞰
無
際
大
海
湄
洲
南
日
在

其
東
北
峯
尾
小
岞
互
爲
犄
角
而
黃
崎
尤
爲
險
要
海
多
礁

嶼
生
宼
不
敢
徑
至
一
潮
水
可
達
輞
川
所
設
廵
司
於
此

峯
尾
在
縣
東
北
︹
閩
書
︺
峯
尾
北
障
沙
格
南
距
黃
崎
犄
於
興
化

吉
了
湄
洲
諸
島
盜
船
多
泊
於
此
兵
船
番
汛
焉
左
支
一
潮

入
楓
亭
與
黃
崎
對
峙
如
門
輞
川
居
其
內
諸
商
所
集
地
也

明
永
樂
閒
移
沙
格
廵
司
於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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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十
九

□
□
縣
南
︹
閩
書
︺
島
峙
海
中
北
障
前
頭
山
南
縈
覆
釜
南
北

□
□
可
行
舟
舟
入
泉
港
必
經
之
地
岱
嶼
祥
芝
在
外
烽
火

□
□
應
明
初
設
廵
司
於
此

□
□
縣
東
︹
方
輿
紀
要
︺
南
接
牛
嶼
北
接
湄
洲
城
立
山
巓
前

旴
大
岞
後
盼
黃
崎
四
面
環
海
嶼
前
後
皆
爲
灣
澚
賊
舟
不

敢
登
岸
明
洪
武
閒
設
廵
司
於
此

大
岞
在
縣
東
南
︹
方
輿
紀
要
︺
山
有
小
洞
入
丈
餘
折
而
右
轉
巨

石
如
屏
捍
蔽
內
外
可
避
宼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倭
宼
犯
郡
分

道
出
海
叅
將
王
麟
追
敗
之
於
此

附
載

︹
明

張

宇

制

險

議
︺
沿

海

城

戍

有

崇

武

所

所

去

府

七

十

里

縣

四

十

里

有

峯

尾

黃

崎

獺

窟

小

岞

廵

檢

司

所

千

戶

五

百

戶

十

軍

千

餘

丁

如

之

四

司

官

一

弓

兵

百

兵

歲

縣

於

徭

戶

給

之

此

國

制

也

所

城

今

戍

如

故

廵

司

弓

兵

歲

十

數

人

予

廵

檢

廵

檢

歲

收

其

直

云

薪

水

弓

兵

明

示

非

戍

用

矣

佗

輒

名

爲

減

革

銀

充

餉

廵

檢

歲

居

縣

中

無

所

事

事

幾

於

冗

官

矣

存

之

以

供

送

迎

備

役

使

耳

祖

宗

於

沿

海

置

戍

蓋

所

以

護

內

地

備

非

常

也

今

顧

以

亡

用

而

廢

之

夫

使

誠

亡

用

也

奏

罷

其

官

歲

省

俸

錢

數

百

其

利

在

縣

而

私

免

薪

水

之

弓

兵

利

又

在

民

此

亦

奚

不

可

者

今

官

不

敢

言

罷

而

歲

第

去

兵

以

充

餉

非

計

也

且

較

四

司

之

宜

有

裏

有

外

有

劇

有

易

而

繇

縣

治

視

之

則

兵

何

者

可

罷

也

峯

尾

獺

窟

對

峙

南

日

寨

內

司

稱

腹

裏

獨

易

矣

顧

峯

尾

在

縣

北

黃

崎

在

縣

東

北

循

黃

崎

入

至

竿

嶼

三

十

三

十

一

二

三

四

諸

都

在

焉

而

由

竿

嶼

傍

輞

川

則

五

六

七

三

都

舟

咸

可

潮

而

至

也

且

輞

川

去

縣

僅

十

里

其

循

峯

尾

以

入

則

八

九

十

十

一

四

都

居

其

傍

稍

折

而

東

片

帆

而

抵

輞

川

海

道

兩

司

相

出

入

無

關

限

也

陸

行

相

距

五

十

里

兩

司

誠

有

兵

有

船

而

外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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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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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

防

　
　
　
二
十

南

日

相

聯

絡

哨

探

嚴

信

烽

堠

分

明

賊

艘

入

內

黃

崎

峯

尾

犄

角

逐

焉

而

南

日

蹙

於

外

此

賊

之

所

以

懼

而

不

敢

內

窺

也

今

撤

戍

焉

卒

有

狂

狡

之

謀

衝

潮

夜

入

突

至

竿

嶼

舍

舟

襲

縣

不

十

里

而

至

矣

而

外

又

無

以

攝

其

後

前

有

所

貪

後

無

所

虞

此

黃

崎

峯

尾

撤

戍

之

害

也

出

黃

崎

蓋

小

岞

矣

小

岞

北

行

南

日

在

焉

其

東

南

則

爲

大

岞

復

折

而

南

爲

崇

武

又

南

爲

獺

窟

東

接

滄

溟

渺

無

限

際

蓋

與

海

外

夷

國

一

水

隔

爾

置

戍

於

其

地

者

崇

武

所

屹

然

中

居

獺

窟

所

北

小

岞

所

南

兩

司

置

戍

兵

僅

百

人

少

矣

所

恃

之

以

爲

援

者

崇

武

也

且

自

獺

窟

而

下

衞

有

永

寧

小

岞

而

上

寨

有

南

日

急

而

烽

火

相

聞

軍

兵

互

援

制

也

今

司

兵

廢

崇

武

且

閉

城

自

守

矣

夫

崇

武

固

食

吾

縣

之

食

竭

一

縣

之

膏

脂

以

養

一

城

之

甲

士

豈

徒

爲

保

一

彈

丸

黑

子

之

片

城

計

哉

吾

知

其

不

然

也

小

岞

稍

內

有

牛

嶼

外

稍

北

有

湄

洲

嶼

兩

在

海

島

中

形

勢

便

利

舟

行

上

下

亡

論

南

北

風

大

舟

輒

於

此

藏

焉

風

濤

不

驚

或

經

旬

月

不

去

蓋

屢

然

矣

於

是

或

入

黃

崎

達

竿

嶼

或

緣

海

澨

達

埕

埭

黑

夜

長

驅

直

至

城

下

縣

危

矣

故

獺

窟

小

岞

皆

要

也

小

岞

尤

要

而

今

幸

無

事

者

有

船

防

汛

也

船

名

防

汛

去

來

靡

一

船

去

賊

來

吾

竊

爲

縣

憂

之

謂

宜

請

之

院

道

復

四

司

之

額

兵

明

互

援

之

舊

令

而

且

子

之

船

使

相

會

哨

崇

武

食

縣

之

食

聽

縣

調

發

南

日

永

寧

毋

以

守

地

自

畫

急

而

飛

檄

勉

使

刻

期

趨

令

遲

者

罪

之

賊

泊

小

岞

則

崇

武

攻

其

南

而

南

日

揚

兵

犄

其

北

賊

泊

獺

窟

則

崇

武

鬭

其

北

而

永

寧

耀

甲

角

其

南

憲

司

閫

帥

賞

罰

信

必

一

聞

失

事

按

律

定

罪

甚

或

褫

職

以

去

祖

訓

炳

然

成

憲

具

在

內

而

黄

崎

峯

尾

一

倣

其

意

行

之

卽

海

陬

荒

村

亦

且

帖

席

臥

矣

何

况

縣

城

之

足

虞

乎

𨿽

然

余

又

嘗

聞

異

時

之

弓

兵

矣

徭

繇

歲

編

人

無

定

畫

且

起

隴

畝

之

閒

使

執

刀

弓

之

技

用

非

其

能

而

官

顧

強

役

焉

非

其

好

也

於

是

納

錢

廵

檢

求

免

役

或

其

士

之

人

代

之

其

人

輒

遂

與

官

爲

市

兵

寄

空

籍

而

縣

官

不

得

其

力

用

蓋

昔

已

云

爾

矣

今

復

戍

兵

而

弊

如

故

與

無

戍

同

謂

宜

如

機

鄕

兵

之

制

募

兵

之

強

有

力

且

閑

而

無

田

者

籍

之

敎

師

敎

之

縣

官

督

之

十

年

一

編

老

不

任

者

汰

之

廵

檢

有

賣

放

核

之

罪

實

無

赦

如

是

兵

精

足

用

矣

土

着

四

廵

司

民

歲

苦

宼

暴

卽

縣

聯

其

土

人

而

什

伍

之

彼

所

樂

也

宼

小

兵

及

其

土

之

人

禦

之

大

宼

不

支

乃

得

請

互

援

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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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如

令

消

姦

滅

宄

爲

地

方

百

年

計

顧

無

便

於

此

者

矣

在

府

團

練

之

兵

歲

久

不

試

何

不

編

之

小

岞

獺

窟

之

閒

予

一

大

艘

令

兼

防

汛

之

兵

用

之

使

相

番

休

設

時

遇

有

宼

警

疾

呼

而

至

一

健

兒

半

日

之

力

爾

此

之

不

務

歲

耗

縣

官

之

儲

無

益

於

縣

且

有

睨

然

傲

視

縣

官

之

心

此

非

計

之

得

也

外

而

輞

川

縣

稱

一

都

會

焉

而

近

卽

地

置

城

守

而

縣

益

壯

善

矣

顧

城

無

戍

人

又

不

相

統

一

卽

賊

突

至

襲

焉

而

且

據

之

爲

穴

以

窺

縣

城

則

北

都

之

薪

水

斷

不

至

矣

矌

日

持

久

與

縣

相

持

此

坐

而

自

困

之

道

也

故

輞

城

遇

急

當

議

守

同
安
縣

上

至

汭

洲

嶼

與

晉

江

縣

分

界

下

至

許

茂

與

海

澄

縣

分

界

厦
門
在
縣
東
南
海
中
廣
袤
五
十
餘
里
︹
閩
書
︺
東
抵
烈
嶼
金
門

南
至
大
海
擔
嶼
西
與
海
澄
五
澚
合
界
北
至
同
安
內
港
與

高
浦
相
望
其
形
勝
也

詳

見

城

池

軍

制
︹
明

蔡

獻

臣

與

徐

心

霍

都

督

書
︺
紅

夷

猖

獗

幸

藉

大

將

軍

威

靈

中

左

恃

以

無

虛

且

師

律

嚴

明

將

領

知

畏

而

士

卒

不

擾

中

左

之

人

誦

功

德

不

去

口

惟

恐

大

將

軍

一

日

而

離

中

左

不

佞

亦

數

以

大

將

軍

亷

勤

向

當

道

頌

言

之

且

爲

敝

同

喜

得

萬

里

長

城

也

然

中

左

者

同

安

之

外

戶

而

古

浪

嶼

者

中

左

之

輔

車

安

危

共

之

若

夷

據

古

浪

而

以

堅

銃

巨

舟

泊

其

下

則

中

左

之

較

塲

一

帶

遂

無

敢

往

來

者

是

斷

一

臂

也

又

夷

舟

之

泊

必

浯

嶼

大

擔

而

其

入

必

普

照

曾

家

澚

及

古

浪

之

左

右

故

此

三

處

必

分

兵

守

之

而

以

大

小

銃

付

之

又

必

各

以

小

舟

數

隻

佐

之

方

得

水

陸

具

宜

縱

無

奈

彼

巨

舟

何

獨

不

可

殲

其

小

艇

乎

至

攻

夷

法

惟

火

與

銃

火

攻

必

須

上

風

乘

潮

然

茫

茫

大

海

吾

能

燒

彼

亦

能

避

豈

可

必

其

遂

入

彀

中

哉

不

佞

謂

夷

所

畏

者

銃

耳

若

黑

夜

用

小

舟

幾

隻

載

巨

銃

數

撓

之

則

夷

舟

必

且

損

壞

卽

未

損

壞

必

大

驚

擾

出

必

以

夜

防

共

見

也

舟

必

以

小

避

其

銃

也

夷

夜

泊

則

不

安

書

掠

則

有

備

其

勢

必

饑

而

逃

是

制

夷

之

上

策

也

或

又

疑

銃

大

舟

小

恐

致

沈

溺

似

可

用

商

船

漁

船

價

直

十

金

者

先

試

之

於

內

港

小

舟

有

損

則

更

求

其

稍

大

者

小

舟

無

損

則

依

此

法

乘

黑

夜

擊

之

又

何

憚

焉

若

曰

待

其

登

陸

而

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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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之

則

彼

無

所

不

攻

我

無

所

不

守

而

任

彼

晏

然

游

夷

于

風

波

之

中

卽

不

必

勾

倭

通

賊

而

沿

海

居

民

必

被

其

荼

毒

此

所

謂

養

虎

爲

患

者

也

一

得

之

見

未

知

有

有

當

否

惟

大

將

軍

裁

擇

而

用

之

何

如

金
門
在
縣
東
南
海
中
舊
名
浯
洲
嶼
明
初
改
今
名
置
守
禦
千

戶
所
︹
閩
書
︺
浯
洲
嶼
西
連
烈
嶼
中
左
南
達
擔
嶼
鎭
海
料
羅

盡
其
東
官
澚
極
其
北

詳

見

城

池

軍

制

浯
嶼
在
縣
極
南
孤
懸
大
海
中
左
達
金
門
右
臨
岐
尾
水
道
四

通
爲
漳
州
海
澄
泉
州
同
安
二
邑
門
戶
明
洪
武
初
置
水
寨

於
此
景
泰
三
年
尚
書
薛
希
璉
經
畧
海
上
以
其
地
孤
遠
奏

移
之
嘉
靖
閒
移
入
厦
門
而
寨
名
仍
舊
其
地
旣
墟
番
舶
南

來
遂
據
爲
巢
穴
後
屢
議
復
而
未
行

︹
萬

歷

府

志
︺
舊

浯

嶼

水

寨

在

大

担

南

太

武

山

下

扼

大

小

擔

二

嶼

之

險

絶

海

門

月

港

接

流

之

奸

與

福

州

烽

火

小

埕

興

化

南

日

漳

州

銅

山

聲

勢

聯

絡

其

爲

全

閩

計

甚

周

先

年

烽

火

南

日

二

寨

移

入

內

澚

浯

嶼

寨

復

移

厦

門

縱

賊

登

岸

而

後

禦

之

無

及

矣

嘉

靖

戊

午

浙

江

舟

山

倭

徙

巢

柯

梅

復

駕

舟

出

海

泊

於

浯

嶼

負

嵎

莫

攖

四

出

剽

掠

興

泉

浙

廣

並

受

其

害

廵

撫

譚

綸

總

兵

戚

繼

光

議

請

復

舊

旋

復

旋

罷

近

移

浯

嶼

水

寨

於

石

湖

說

者

謂

濱

海

四

郡

隔

藩

籬

而

懷

酖

毒

原

非

便

計

廼

石

湖

則

於

內

地

尤

近

置

鯨

波

若

罔

聞

矣

倘

亦

一

長

慮

乎

籌

海

圖

編

自

嘉

靖

移

舊

浯

嶼

於

厦

門

說

者

以

不

禦

門

戶

而

守

堂

奥

自

失

其

險

然

欲

復

故

寨

孤

懸

海

中

旣

鮮

村

落

又

無

生

理

一

時

倭

宼

攻

刼

內

地

哨

援

不

及

兵

船

之

設

何

益

哉

故

與

其

議

復

舊

規

孰

若

愼

密

厦

門

之

守

於

以

控

泉

郡

之

南

境

自

岱

墜

以

南

接

於

漳

州

哨

援

聯

絡

豈

非

計

之

得

哉

蔡

獻

臣

答

南

二

泰

撫

院

書

夷

氛

尚

熾

秋

穀

欲

焦

此

海

邦

之

憂

也

年

年

頼

老

公

祖

如

天

之

覆

修

政

修

敎

卽

須

臾

閒

已

纖

毫

畢

照

振

舉

靡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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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八

郡

從

兹

脫

湯

火

而

就

枕

席

非

仁

人

之

明

賜

哉

近

聞

紅

夷

復

入

浯

嶼

求

互

市

不

佞

臣

因

思

祖

宗

設

官

良

有

深

意

浯

嶼

一

片

地

在

中

左

所

海

中

中

左

門

戶

也

先

朝

設

把

總

於

此

官

因

名

焉

嗣

且

縮

於

中

左

之

城

外

嗣

且

移

於

晉

江

之

石

湖

而

浯

嶼

遂

成

甌

脫

往

尚

有

人

居

數

家

汛

時

汛

兵

朝

往

暮

歸

今

紅

夷

來

必

泊

之

則

此

地

之

要

明

甚

浯

嶼

總

徙

復

設

浯

澎

遊

則

此

官

之

不

可

廢

明

甚

倘

就

本

嶼

建

一

大

銃

城

而

撥

一

水

哨

守

之

多

置

銃

械

其

中

則

有

險

可

慿

有

銃

可

攻

夷

必

不

敢

泊

舟

其

下

亦

必

不

敢

越

此

而

入

中

左

也

又

左

岸

爲

普

照

寺

亦

可

就

近

寺

處

建

一

小

銃

城

而

撥

兵

二

三

十

名

守

之

彼

此

對

峙

銃

砲

互

發

夷

益

不

敢

越

此

而

入

中

左

也

石

匠

惟

中

左

最

多

而

海

石

亦

最

多

此

不

過

費

一

二

千

金

而

足

且

深

得

祖

宗

設

官

之

意

客

歲

議

設

遊

戎

裁

把

總

鄙

見

謂

石

湖

可

裁

而

浯

澎

不

可

裁

蓋

遊

戎

宜

居

中

調

度

南

北

照

管

而

中

左

所

必

不

可

不

常

住

一

遊

石

湖

則

第

以

一

名

色

總

領

數

舟

守

之

兼

策

應

永

寧

崇

武

一

帶

足

矣

然

此

爲

無

事

時

言

耳

今

夷

舟

猖

獗

尚

議

𣸸

敢

議

裁

惟

浯

嶼

之

銃

城

似

必

不

可

已

也

幸

老

公

祖

詳

議

而

創

是

役

眞

百

世

利

耳

國
朝
康
熙
閒
派
弁
兵
防
守

詳

見

軍

制
︹
漳

州

府

志
︺
浯

嶼

外

控

大

小

擔

嶼

之

險

內

絶

海

門

月

港

之

奸

嘉

靖

初

遷

入

厦

門

前

人

以

爲

自

失

其

險

然

彈

丸

黑

子

屯

聚

無

多

今

駐

水

師

提

督

於

厦

門

以

障

全

閩

之

海

口

人

民

商

賈

番

船

輳

集

等

諸

郡

縣

而

别

駐

守

備

於

浯

嶼

蓋

據

內

外

險

而

兼

收

其

勢

也

大
擔
門
在
浯
嶼
南
海
中
延
袤
數
里
險
與
浯
嶼
同
︹
方
輿
紀
要
︺

明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賊
攻
沙
頭
澚
衝
大
擔
外
嶼
官
軍
擊
卻

之
烈
嶼
在
金
門
鎭
城
南
海
中
︹
方
輿
紀
要
︺
嶼
周
二
十
餘
里
大
小

山
數
十
唐
時
嘗
置
牧
馬
監
於
此
︹
閩
書
︺
與
金
門
隔
潮
並
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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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海
上
有
警
則
烈
嶼
先
受
其
鋒

峯
上
在
金
門
鎭
城
東
︹
閩
書
︺
汛
居
浯
洲
嶼
最
東
其
澚
曰
料
羅

同
海
外
大
嶝
小
嶝
古
浪
嶼
諸
島
相
望

官
澚
在
金
門
鎭
城
北
去
峯
上
二
十
里
︹
閩
書
︺
峯
上
民
勇
戰
鬭

置
精
兵
其
處
倭
來
必
不
越
而
攻
官
澚
然
非
官
澚
則
峯
上

之
守
亦
孤
脣
齒
相
依
也

料
羅
在
金
門
鎭
城
東
大
海
中
︹
閩
書
︺
料
羅
處
金
門
極
東
地
船

隻
往
來
必
經
之
所
爲
泉
門
戶

︹
明

蔡

獻

臣

浯

洲

建

料

羅

城

及

二

銃

城

議
︺
同

安

海

嶼

地

大

而

山

高

者

惟

浯

洲

嘉

禾

爲

最

嘉

禾

之

南

中

左

之

所

城

也

而

洪

濟

爲

之

鎭

浯

洲

東

北

四

廵

檢

之

所

碁

置

而

南

則

金

門

之

所

城

也

而

太

武

爲

之

鎭

嘉

禾

去

邑

五

十

里

一

海

可

亂

而

浯

洲

之

西

則

緣

溪

入

海

行

六

十

里

出

澚

頭

而

淼

乎

不

見

水

端

矣

其

之

邑

則

有

金

門

渡

後

浦

渡

埔

下

渡

平

林

渡

金

山

港

鹽

渡

之

董

水

則

有

平

林

渡

之

蓮

河

則

有

西

黃

渡

之

安

平

則

有

官

澚

渡

此

皆

內

海

也

其

東

則

外

海

爲

澎

湖

爲

東

番

琉

球

諸

國

凡

夷

賊

之

由

泉

而

南

由

漳

而

北

者

必

取

水

而

維

舟

焉

其

澚

最

平

深

於

北

風

尤

穩

而

登

岸

尤

便

者

曰

料

羅

故

設

汛

以

來

歲

勤

郡

營

戍

守

汛

畢

乃

歸

承

平

久

而

戍

撤

僅

僅

浯

銅

遊

春

秋

汛

及

之

然

亦

寄

空

名

耳

癸

亥

冬

紅

夷

登

岸

把

總

丁

贊

死

之

於

是

撫

鎭

出

二

標

以

戍

而

一

民

居

寓

兵

八

九

人

大

爲

民

苦

未

幾

復

撤

去

而

分

金

門

營

兵

守

焉

本

澚

有

官

㕔

有

媽

宮

媽

宮

之

前

營

房

對

列

兵

居

之

近

左

起

一

小

阜

其

下

二

盤

石

並

入

海

大

各

四

五

丈

又

左

則

一

石

山

如

虹

直

亘

海

中

甲

子

夏

議

建

銃

臺

於

盤

石

上

予

謂

三

山

橫

亘

海

外

澎

湖

閩

南

之

界

石

浯

洲

嘉

禾

泉

南

之

捍

門

也

曩

時

諸

夷

風

帆

猶

在

旬

月

之

外

自

倭

奴

潛

販

東

山

而

紅

夷

城

大

灣

宼

賊

奸

宄

淵

藪

往

來

其

指

同

安

海

澄

閒

信

宿

耳

嘉

禾

澎

湖

設

將

宿

兵

賊

或

未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二
十
五

敢

遽

窺

獨

浯

易

而

無

備

實

啓

戎

心

急

而

圖

之

不

已

晚

乎

則

料

羅

之

城

詎

非

百

年

石

畫

哉

大
嶝
在
金
門
鎭
城
西
海
中
︹
方
輿
紀
要
︺
嶼
廣
六
七
里
西
有
小

嶝
亦
海
中
要
地

高
浦
在
縣
西
南
︹
海
防
攷
︺
高
浦
西
有
松
嶼
與
海
澄
之
月
港
相

接
爲
濱
海
要
衝

白
礁
在
縣
西
南
︹
閩
書
︺
白
礁
地
錯
龍
溪
負
山
面
海
陸
則
咫
尺

孔
道
水
則
瞬
息
海
澄
民
貧
慓
悍
賊
故
不
犯
而
沈
命
之
徒

時
出
没
焉

海
門
在
海
澄
厦
門
之
交
︹
漳
州
府
志
︺
嶼
有
南
北
二
山
四
面
環

海
船
隻
出
入
衝
要
之
所

澚
頭
在
縣
治
極
南
︹
漳
州
府
志
︺
地
近
江
東
距
果
堂
寨
一
里
船

隻
往
來
必
經
之
地

五
通
在
縣
東
爲
由
縣
入
厦
必
經
之
所

劉
五
店
在
縣
東
南
海
濱
徃
來
要
道

附
載

︹
萬

歷

府

志
︺
泉

郡

濱

海

綿

亘

三

百

里

與

外

島

爲

鄰

其

最

險

要

宜

防

之

地

有

三

一

曰

崇

武

在

惠

安

之

東

北

接

𣾨

洲

與

興

化

連

界

西

通

泉

州

大

港

東

接

海

洋

南

與

祥

芝

對

峙

正

當

泉

之

上

游

海

宼

入

犯

首

當

其

衝

一

曰

料

羅

在

同

安

極

東

突

出

海

外

上

控

圍

頭

下

瞰

鎭

海

內

捍

金

門

可

通

同

安

高

浦

漳

州

廣

潮

等

處

其

澚

寛

大

可

容

千

艘

凡

接

濟

萑

苻

之

徒

皆

識

其

地

以

爲

標

凖

嘉

靖

閒

倭

宼

由

此

登

岸

流

毒

最

慘

一

曰

舊

浯

嶼

在

同

安

極

南

孤

懸

大

海

之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二
十
六

中

左

連

金

門

右

臨

岐

尾

水

道

四

通

乃

漳

州

海

澄

同

安

門

戶

國

初

設

寨

于

此

最

爲

遠

慮

至

崇

武

而

南

有

永

寧

料

羅

而

上

有

圍

頭

舊

浯

嶼

之

北

有

擔

嶼

烈

嶼

南

有

卓

岐

鎭

海

皆

海

宼

出

入

之

路

抑

其

次

也

今

汛

兵

屯

崇

武

永

寧

分

哨

則

獺

窟

祥

芝

深

滬

福

全

一

帶

有

賴

屯

料

羅

圍

頭

分

哨

則

汭

洲

安

海

官

澚

田

浦

峯

上

陳

坑

一

帶

有

賴

遊

兵

屯

舊

浯

嶼

擔

嶼

廵

哨

則

鎭

海

岐

尾

烏

沙

港

一

帶

有

賴

澎

湖

絶

島

舊

爲

盜

賊

淵

藪

今

設

有

遊

兵

防

守

則

賊

至

無

所

巢

穴

又

泉

郡

藩

籬

之

固

也

廼

若

選

將

校

核

卒

伍

修

艨

艦

明

賞

罰

使

水

軍

狎

風

濤

而

不

敢

偸

安

內

澚

則

在

人

而

不

在

地

故

曰

地

利

要

矣

人

和

急

焉
︹
籌

海

圖

編
︺
三

四

月

東

南

風

汛

番

船

多

自

粤

趨

閩

而

入

於

海

南

澚

雲

蓋

寺

走

馬

溪

乃

番

船

始

發

之

處

慣

徒

交

接

之

所

也

附

海

有

銅

山

元

鐘

等

哨

守

之

兵

若

先

分

兵

守

此

則

有

以

遏

其

衝

而

不

得

泊

矣

其

勢

必

抛

於

外

浯

嶼

外

浯

嶼

乃

五

澚

地

方

番

人

之

窠

窟

附

海

有

浯

嶼

安

海

徑

邊

等

哨

守

之

兵

若

先

會

兵

守

此

仍

撥

小

哨

守

把

𦂳

要

港

門

則

必

不

敢

以

泊

此

矣

其

勢

必

趨

於

料

羅

烏

沙

料

羅

烏

沙

乃

番

船

等

侯

接

濟

之

所

也

附

近

有

官

澚

金

門

等

哨

守

之

兵

若

先

會

兵

守

此

則

又

不

敢

泊

此

矣

其

勢

必

趨

於

圍

頭

峯

上

圍

頭

峯

上

乃

番

船

停

畱

避

風

之

門

戶

也

附

海

有

深

滬

福

全

哨

守

之

兵

若

先

會

兵

守

此

則

又

不

敢

泊

此

矣

其

勢

必

趨

於

福

興

若

越

於

福

興

計

其

所

經

之

地

南

日

則

有

岱

墜

𣾨

洲

等

處

在

小

埕

則

有

海

壇

連

盤

等

處

在

烽

火

門

則

有

官

井

流

江

九

澚

等

處

此

賊

船

之

所

必

泊

者

若

先

會

兵

守

此

則

又

不

敢

泊

矣

來

不

敢

停

泊

去

不

敢

接

濟

船

中

水

米

有

限

人

力

易

疲

將

有

不

攻

而

自

遁

者

况

乘

其

疲

而

夾

力

攻

之

豈

有

不

勝

者

哉

趙

鳴

珂

傳

烽

歌

傳

烽

號

令

妙

無

窮

閩

地

烽

烟

更

不

同

浯

嶼

水

寨

第

一

險

形

勢

直

與

厦

門

通

一

炮

一

旗

控

泉

郡

一

炮

二

旗

南

日

烽

一

炮

三

旗

烽

火

路

一

炮

四

旗

望

懸

鐘

八

閩

上

游

號

南

澚

一

旗

獨

舉

加

兩

炮

雲

蓋

斜

連

走

馬

溪

春

深

只

恐

東

風

到

脫

有

風

帆

泊

外

浯

兩

旗

兩

炮

梆

聲

報

小

埕

北

接

烽

火

門

屏

藩

福

郡

號

長

城

海

壇

雄

踞

𨿽

稱

險

賊

船

必

泊

要

當

心

菱

蕉

諸

司

如

有

警

兩

炮

三

旗

梆

不

停

五

澚

金

門

齊

會

剿

賊

若

敗

走

出

何

方

峯

上

圍

頭

避

風

好

一

旗

三

炮

響

如

雷

福

全

深

滬

兩

軍

來

兵

逼

濤

衝

停

不

得

不

走

連

盤

走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二
十
七

壇

壁

官

井

流

江

合

力

攻

岱

墜

𣾨

洲

齊

把

截

東

斷

江

浙

西

斷

廣

內

防

接

濟

外

防

汲

日

旗

夜

火

梆

如

風

小

醜

么

麽

自

　

消

滅

國

朝

萬

正

色

閩

海

善

後

疏

題

爲

邊

海

要

島

防

汛

宜

周

謹

陳

分

鎭

之

詳

以

圖

善

後

之

策

事

竊

惟

搗

巢

之

舉

固

當

議

戰

保

安

之

道

尤

貴

能

守

蓋

閩

地

狹

窄

非

山

則

海

居

民

生

計

半

藉

魚

鹽

故

不

亟

展

邊

界

則

無

以

惠

殘

黎

而

充

　

國

課

不

歷

設

邊

防

則

無

以

杜

宼

萌

而

固

疆

圉

故

臣

竊

謂

閩

省

之

患

海

甚

於

山

防

守

之

宜

水

重

於

陸

若

以

陸

師

謹

守

内

地

而

以

水

師

沿

海

設

鎭

內

外

交

防

始

可

無

虞

兹

展

界

之

議

已

聽

督

撫

諸

臣

另

疏

題

請

外

至

分

防

之

舉

臣

職

專

水

師

請

按

要

圖

量

兵

力

而

歷

指

之

一

鎭

海

澄

上

至

石

碼

三

义

河

下

至

海

門

圭

嶼

古

浪

嶼

須

兵

五

千

一

鎭

厦

門

周

圍

屬

轄

須

兵

三

千

浯

嶼

一

營

須

兵

一

千

一

鎭

金

門

自

料

羅

烏

山

頭

至

金

門

港

須

兵

三

千

圍

頭

一

營

須

兵

一

千

一

鎭

海

壇

上

至

磁

澚

下

至

湄

洲

南

日

須

兵

三

千

一

守

平

海

須

兵

一

千

而

江

陰

三

江

口

屬

之

一

鎭

定

海

上

至

北

茭

下

至

官

塘

梅

花

港

移

閩

安

兵

三

千

守

之

而

烽

火

門

至

沙

埕

則

設

一

營

轄

兵

一

千

守

之

一

守

日

湖

轄

至

祥

芝

以

晉

江

營

兵

一

千

守

之

一

守

獺

窟

須

兵

一

千

轄

至

崇

武

一

守

永

寧

須

兵

一

千

轄

至

深

滬

一

鎭

銅

山

須

兵

三

千

轄

至

鎭

海

一

鎭

南

澚

須

兵

三

千

轄

至

銅

山

但

南

澚

逼

近

澎

湖

賊

穴

難

以

駐

劄

銅

山

兩

鎭

會

䑸

兵

力

方

厚

以

上

共

兵

三

萬

蓋

以

所

列

地

勢

或

孤

懸

海

上

或

濱

海

要

衝

皆

海

宼

出

没

之

地

不

嚴

加

防

備

使

賊

得

竊

據

泊

舟

則

游

移

豕

突

禍

且

蔓

延

若

以

三

萬

之

數

設

鎭

分

防

以

時

廵

緝

南

風

則

由

南

而

哨

北

北

風

則

由

北

而

哨

南

無

事

合

操

有

事

夾

擊

縱

使

賊

黨

匪

茹

希

圖

入

宼

而

海

洋

遼

濶

勢

不

能

合

䑸

齊

至

我

師

乘

機

撲

滅

可

以

就

殲

又

何

至

養

成

羽

翼

滋

害

地

方

哉

風
信

海
船
利
在
風
風
起
滅
順
逆
一
軍
安
危
係
焉
汛
期
多
在
夏
秋

之
閒
西
北
風
倏
起
或
日
早
白
暮
赤
天
邊
有
斷
虹
散
霞
如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海

防

　
　
　
二
十
八

破
帆
鱟
尾
西
北
黑
雲
驟
生
昏
夜
星
辰
閃
動
海
水
驟
變
水

面
多
穢
及
海
蛇
浮
游
于
上
螻
蛄
放
洋
烏
𩺀
波
弄
必
有
颶

風
將
至
須
急
收
垵
澚
兵
船
在
海
遇
晚
須
先
酌
量
收
泊
之

處
以
防
夜
半
風
起
追
賊
亦
然
審
風
信
爲
進
止
當
局
者
不

可
不
知
也

明

戚

繼

光

風

濤

歌

日

暈

則

雨

月

暈

則

風

何

方

有

闕

何

方

有

風

日

沒

脂

紅

無

雨

風

驟

返

照

沒

前

臙

脂

沒

後

星

光

閃

爍

必

定

風

作

海

沙

雲

起

謂

之

風

潮

名

曰

颶

風

大

雨

相

交

單

起

單

止

雙

起

雙

消

早

晚

風

和

明

日

更

多

暴

風

日

暮

夜

起

必

毒

風

急

雲

起

愈

急

必

雨

雨

最

難

晴

仍

防

暴

生

春

易

傳

報

早

生

晚

耗

一

日

南

風

一

日

北

到

南

風

防

尾

北

風

防

頭

南

吹

愈

急

北

卽

不

專

雲

若

車

形

大

主

風

聲

雲

下

四

野

如

霧

如

煙

名

曰

風

花

主

有

風

天

雲

若

鱗

次

不

雨

風

顚

雨

陣

西

北

風

如

潑

墨

起

作

睂

梁

風

雨

先

颺

雨

急

易

霽

天

晴

無

防

水

生

靛

靑

主

有

風

行

海

燕

成

羣

風

雨

便

臨

白

肚

風

作

烏

肚

雨

淋

海

猪

亂

起

風

不

可

已

逍

遥

夜

叫

風

雨

卽

至

一

聲

風

二

聲

雨

三

聲

四

聲

斷

風

雨

鰕

籠

得

緯

必

主

風

水

蛇

蟠

蘆

上

水

高

若

干

頭

埀

立

至

頭

高

稍

延

月

盡

無

雨

來

朔

風

雨

廿

五

六

若

無

雨

初

二

四

莫

行

船

春

有

廿

四

番

花

信

風

梅

花

風

打

頭

揀

花

風

打

尾

正

月

忌

七

八

北

風

必

定

發

二

月

忌

初

二

三

月

忌

淸

明

五

月

忌

雪

至

正

月

落

雪

起

算

至

百

廿

日

期

內

必

難

已

欲

知

彭

祖

忌

六

月

十

二

日

前

後

三

四

宵

必

不

爽

此

朝

七

八

三

日

南

必

有

北

風

還

九

九

當

前

後

三

四

日

內

難

十

月

忌

初

五

三

四

之

後

前

冬

至

風

不

爽

臘

月

廿

四

閒

月

臨

箕

畢

翼

軫

四

宿

風

起

最

凖

又
海
船
出
洋
推
算
風
信
名
爲
𩗗
期
按
期
多
驗
統

載
於
後

正
月
初
九
日

玉

皇

𩗗

此

日

有

𩗗

風

各

颶

皆

驗

若

無

則

各

颶

亦

多

有

不

驗

者

十
三
日

關帝

颶

廿
九
日

烏

狗

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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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二
月
初
二
日

白

鬚

𩗗

三
月
初
三

日

上

帝

　

颶

十
五
日

眞

人

𩗗

廿
三
日

媽

祖

颶

眞

人

颶

多

風

媽

祖

颶

多

雨
四
月
初
八
日

佛

子

𩗗

五
月
初
五
日

屈

原

𩗗

十
三
日

關

帝

颶

六
月
十
二
日

彭

祖

𩗗

十
八
日

彭

祖

婆

颶

廿
四
日

洗

蒸

籠

颶

○

以

上

三

日

皆

係

大

𩗗

旬

𨿽

內

港

亦

宜

避

七
月
十
五
日

鬼颶

八
月
初
一
日

竈

君

颶

初
三
日

是

日

龍

神

大

會

有

颶

十
五
日

魁

星

颶

九
月
十
六
日

張

良

𩗗

十
九
日

觀

音

颶

十
月
初
十
日

水

仙

王

𩗗

廿
六
日

翁

爹

颶

十
一
月
廿
七
日

普

𢊊

𩗗

十
二
月
廿
九
日

火

盆

𩗗

自

廿

四

日

至

年

終

每

遇

大

風

名

送

年

風

潮
候

︹
萬
歴
府
志
︺
晉
江
潮
汐
出
入
經
行
之
大
者
曰
洛
陽
江
自
縣
東

北
烏
嶼
而
入
潮
至
壩
頭
而
止
卽
畱
公
陂
俗
呼
陳
三
壩
曰

安
海
港
自
縣
東
南
東
石
而
入
曰
晉
江
自
縣
東
石
頭
而
入

潮
達
黃
龍
溪
而
上
其
餘
北
自
烏
嶼
南
屬
之
東
石
中
閒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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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福
全
所
永
寧
衞
龜
湖
潯
美
諸
處
各
有
支
海
穿
𨔶
能
盪
滌

氛
瘴
通
行
舟
楫
利
運
魚
鹽
其
沿
晉
江
而
旁
入
小
港
者
則

有
下
輦
港
自
東
山
而
入
以
至
靑
濛
有
店
頭
港
自
石
筍
東

下
洲
而
入
以
至
浦
頭
曰
新
亭
港
自
石
皮
西
石
閘
而
入
以

至
廣
敎
坑
鼓
雷
塘
又
其
餘
則
細
仄
支
流
有
不
可
勝
紀
者

矣
︹
舊
志
︺
載
晉
江
潮
候
初
一
十
六
辰
戌
中
初
二
十
七
己
亥

初
初
三
十
八
己
亥
中
初
四
十
九
己
亥
末
初
五
二
十
子
午

初
初
六
二
十
一
子
午
末
初
七
二
十
二
丑
未
初
初
八
二
十

三
丑
未
中
初
九
二
十
四
丑
未
末
初
十
二
十
五
寅
申
初
十

一
二
十
六
寅
申
中
十
二
二
十
七
卯
酉
初
十
三
二
十
八
卯

酉
中
十
四
二
十
九
卯
酉
末
十
五
三
十
日
辰
戌
初
蓋
以
潮

平
時
爲
候
也
洛
陽
安
海
諸
港
澚
緩
海
潮
三
刻
浯
江
筍
江

又
緩
三
刻
此
諸
潮
先
後
大
畧
也
居
民
以
指
掌
布
十
二
時

復
以
長
半
滿
汐
半
竭
六
字
順
推
亦
凖
但
潮
有
小
大
而
候

因
之
有
遲
速
尚
當
按
刻
爲
正
云
○
南
安
之
潮
自
黃
龍
溪

接
晉
江
潮
西
達
金
溪
至
于
雙
溪
口
而
止
其
支
流
之
通
潮

則
自
金
溪
入
嚴
浦
至
于
東
庄
橋
卽
上
陂
橋
西
而
止
潮
平

之
候
視
之
晉
江
金
溪
又
緩
一
刻
雙
溪
又
緩
一
刻
云
○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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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安
之
潮
東
北
一
支
由
黃
崎
入
北
至
壩
頭
港
南
至
輞
川
澚

其
南
爲
張
坑
後
海
灣
延
袤
三
十
餘
里
凡
諸
溪
水
之
入
𣸸

崎
峯
崎
二
港
者
皆
歸
之
正
東
一
支
由
小
岞
二
山
之
閒
入

至
前
林
港
凡
諸
溪
水
之
入
東
井
埭
者
皆
歸
之
東
南
一
支

由
岱
嶼
入
西
至
鳳
山
又
西
至
白
崎
又
西
至
馬
山
凡
諸
溪

水
之
入
洛
陽
江
者
皆
歸
之
︹
縣
志
︺
載
惠
安
候
潮
之
法
以
太

陰
每
日
所
纏
天
盤
子
午
卯
酉
之
位
而
定
其
消
長
月
臨
於

午
則
爲
長
之
極
歷
未
及
申
酉
則
消
消
極
復
長
以
至
於
子

又
爲
長
之
極
自
是
至
卯
而
消
復
至
於
午
而
極
盛
此
其
大

較
也
然
月
順
天
右
行
積
三
十
日
始
一
周
天
每
日
臨
子
午

卯
酉
四
時
位
有
先
後
故
潮
因
之
亦
有
晝
夜
蚤
暮
之
不
同

云
初
一
初
二
十
六
十
七
潮
至
在
己
亥
二
時
初
三
初
四
初

五
十
八
十
九
二
十
潮
至
在
子
午
二
時
初
六
二
十
一
潮
至

在
丑
未
二
時
初
七
初
八
初
九
初
十
二
十
二
二
十
三
二
十

四
二
十
五
潮
至
在
寅
申
二
時
十
一
十
二
二
十
六
二
十
七

潮
至
在
卯
酉
二
時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二
十
八
二
十
九
三
十

潮
至
在
辰
戌
二
時
分
爲
六
節
應
月
消
長
月
□
□
□
□
□

大
率
朔
望
前
後
則
行
疾
至
上
下
弦
則
行
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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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度
盈
而
潮
盛
月
行
緩
則
度
縮
而
潮
微
水
陰
氣
月
爲
□
□

毋
其
相
應
如
此
○
同
安
之
潮
至
東
西
二
溪
而
止
︹
縣
□
□
︺

同
安
潮
候
初
一
十
六
午
時
初
二
十
七
午
時
初
三
十
八
午

時
初
四
十
九
未
時
初
五
二
十
申
時
初
六
二
十
一
申
時
初

七
二
十
二
申
時
初
八
二
十
三
酉
時
初
九
二
十
四
卯
時
初

十
二
十
五
卯
時
十
一
二
十
六
辰
時
十
二
二
十
七
辰
時
十

三
二
十
八
巳
時
十
四
二
十
九
巳
時
十
五
三
十
日
己
末
午

初
其
潮
汐
論
云
按
潮
汐
之
說
古
人
論
之
詳
矣
謂
晦
朔
前

後
月
行
差
疾
故
潮
長
大
望
亦
如
之
月
弦
之
際
月
行
差
遲

故
潮
之
去
來
合
沓
不
盡
今
海
濱
人
以
初
一
十
五
潮
至
日

中
滿
初
八
二
十
三
潮
在
早
暮
滿
初
十
二
十
五
日
暮
則
潮

平
餘
日
以
此
推
之
無
不
凖
卽
其
說
也
又
謂
月
臨
酉
則
水

漲
乎
東
西
月
臨
子
午
則
潮
平
乎
南
北
今
濱
海
人
以
月
初

上
而
潮
生
月
中
天
而
潮
平
月
落
則
汐
而
復
長
卽
其
說
也

據
同
安
潮
候
質
古
人
之
言
不
爽
矣
然
余
安
道
又
云
遠
海

之
處
潮
候
各
有
遠
近
之
期
東
海
南
海
其
候
各
不
同
豈
非

方
之
不
同
而
氣
有
獨
盛
海
之
極
遠
者
其
得
氣
又
專
故
潮

亦
因
之
耶
要
之
東
與
西
對
東
海
月
臨
酉
而
潮
平
言
酉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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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卯
如
之
南
與
北
對
南
海
月
加
午
而
潮
平
言
午
則
子
如
之

是
亦
不
外
乎
水
月
之
相
應
也
至
於
晝
潮
大
於
春
夏
夜
潮

大
於
秋
冬
潮
極
漲
常
在
春
秋
之
中
濤
極
大
常
在
朔
望
之

後
則
天
地
之
常
數
通
之
四
海
皆
然
矣
若
方
輿
勝
覽
謂
廉

欽
瓊
海
之
潮
其
大
小
隨
長
短
星
不
繫
月
之
盛
衰
此
則
不

可
信
者
也

︹
明

蔡

獻

臣

潮

說
︺
潮

水

往

來

視

月

盈

虛

故

海

濱

人

云

月

上

水

長

頭

月

落

水

分

流

又

有

以

長

半

滿

汐

半

竭

六

字

指

掌

順

推

者

豈

不

信

哉

然

晉

惠

潮

平

之

候

其

同

者

猶

三

之

一

而

以

同

安

溪

潮

考

之

無

一

符

者

非

以

稍

囘

遠

之

故

耶

夫

海

若

一

噓

萬

里

皆

平

今

一

郡

之

中

懸

較

若

此

何

况

乎

東

西

南

北

海

相

去

不

可

爲

量

數

者

乎

則

蠡

不

能

測

矣

總

之

土

人

舉

其

大

凡

非

晷

漏

而

定

之

者

郡

志

所

謂

按

刻

爲

正

良

有

以

也

泉
州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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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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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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