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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張

村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橋

頭
縣

北

十

里

河

頭
縣

西

八

里

北

張
縣

北

十

五

里

許

花
縣

北

十

里

西

留
縣

西

六

里

呉

岳
縣

西

北

八

里

張

故
縣

西

三

里

市

集東

北

西

以

上

每

一

月

各

五

日

逄

單

卽

爲

集

塲

三

月

一

日
在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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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縣
志

卷
之
二

九

四

月

初

一

日
在

西

以

上

二

日

爲

大

集

四

方

商

賈

輻

輳

於

此

牌

坊仁

育

坊
在

縣

前

貞

肅

坊
在

察

院

左

康
熙
拾
㭍
年
知
縣
施
□
寳
重
修

激

揚

坊
在

□

院

右

康
熙
拾
㭍
年
知
縣
施
□
寳
重
修

儒

林

坊
在

文

廟

前

康

熙

拾

貳

年

知

縣

季

芷

重

修

太

和

元

氣

坊
在

文

廟

前

康

熙

拾

貳

年

知

縣

季

芷

重

修

繡

衣

坊

進

士

坊
在

拱

順

街

爲

李

厚

立

㧞
萃

坊
爲

程

倫

立

進

士

坊
在

北

街

明

正

德

二

年

爲

謝

旻

立

文

徴

坊
在

縣

前

爲

翟

聪

立

進

士

坊
在

北

街

明

萬

曆

二

十

六

年

爲

高

大

經

立

仕

路

坊
在

二

郎

廟

東

爲

賀

世

禄

立

孝

子

坊
在

朝

陽

街

西

爲

霍

守

忠

立

鴻

臚

坊
在

朝

陽

街

明

萬

曆

十

四

年

爲

杜

宗

立

進

士

坊
在

西

門

内

明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爲

李

景

萃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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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錫

坊
爲

監

生

陳

愿

立

觧

元

坊
在

朝

陽

街

爲

逹

其

道

立

書

院

坊
在

魁

樓

前

爲

謝

洙

立

今

廢

貞

烈

坊
在

朝

陽

街

明

慶

四

年

奉

旨

爲

太

學

生

杜

偉

妻

趙

氏

立

貞

節

坊
在

西

門

内

康

熙

六

年

奉

旨

爲

生

員

苖

滋

妻

霍

氏

立

都

憲

坊
在

西

門

内

大

街

康

熙

四

年

爲

都

察

院

副

都

御

史

苖

澄

立

天

㤙

鍚

坊
在

東

門

朝

陽

街

明

萬

曆

三

十

二

年

爲

封

翁

趙

鳳

麟

立

繡

衣

坊
在

儒

林

街

明

萬

曆

三

十

一

年

爲

御

史

趙

文

炳

立

烈

女

坊
在

縣

治

後

爲

民

人

李

日

茂

妻

劉

氏

立

今

毁

橋

梁會

民

橋
縣

治

前

廣

順

橋
縂

舗

前

副

使

謝

旻

記

儒

林

橋
學前

玉

石

橋
文

廟

前

升

龍

橋
文

廟

内

泮

池

方

橋
察

院

内

運

儲

橋
縣

倉

前

清

源

橋
興

贒

街

浮

屠

橋
崇

勝

寺

西

朝

陽

橋
東

門

外

通

順

橋
西

門

外

通

濟

橋
西

門

北

迎

㤙
橋
北

門

外

明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衞

鈞

重

修

參

政

李

景

萃

記

大

石

橋
城

北

一

里

人

謝

萬

記

小

石

橋
城

北

三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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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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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蔡

河

橋
縣

北

十

里

仁

橋
縣

北

五

里

馬

河

橋
縣

北

二

十

里

百

泉

橋
縣

東

南

十

里

大

宋

橋
縣

東

南

八

里

臺

南

橋
縣

東

南

十

五

里

灃

河

橋
縣

東

二

十

里

西

留

橋
縣

西

六

里

在

西

留

村

縣

南

橋
縣

西

四

里

張

故

橋
縣

西

北

四

里

張

河

橋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通

巽

橋
縣

東

南

三

里

閘

通

順

閘
在

西外

甘

泉

寨

閘
在
本

村

河

頭

閘
在

本

村

䕶
城

閘
在

西

留

村

西

南

永

濟

閘
在

邉

家

庄

明

萬

曆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徐

璘

建

天

口

閘
在

本

村

田

家

庄

閘
在

本

村

呉

家

口

閘
在

本

村

鄧

家

口

閘
在

本

村

王

家

灣

閘
在

本

村

賈

家

閘
在

本

村

邉

家

庄

閘
在

本

村

恒

利

閘
在

西

留

村

北

按

舊

志

云

嘉

靖

年

舊

例

逹

活

河

水

任

分

其

五

百

泉

河

水

任

分

其

七

四

十

五

年

霍

定

金

告

准

新

例

奉

按

院

黃

襄

批

通

判

顧

松

審

得

南

和

之

田

與

泉

近

而

水

易

逹

任

縣

之

田

與

泉

遠

而

勢

難

至

因

擬

任

縣

地

方

每

月

一

日

卯

時

起

至

九

日

寅

時

止

又

十

六

日

卯

時

起

至

二

十

四

日

寅

時

止

南

和

每

月

九

日

卯

時

起

至

十

六

日

寅

時

上

又

二

十

四

日

卯

時

起

至

一

日

寅

時

止

依

時

啟

閉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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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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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而

復

始

耑

其

責

於

二

縣

典

史

不

時

查

驗

各

閘

如

有

期

及

盗

水

踪

跡

就

便

帶

送

本

府

重

責

示

懲

其

管

閘

老

人

俱

用

殷

實

人

每

月

朔

望

日

赴

府

逓

甘

結

扶

同

連

坐

恐

日

久

事

湮

競

端

易

起

務

明

著

計

日

漑

田

之

期

於

府

門

之

内

以

爲

久

遠

之

計

規

畫

一

定

目

可

知

而

水

澤

之

潤

永

永

不

窮矣

鄕

約

所

崇

勝

寺

薄

村

新

店

欒

村

臺

南

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