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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武
縣
志
卷
之
十

城
池
志

崇
墉
以
固
圉
深
溝
以
捍
墉
莒
惡
無
備
三
都
見
克
春
秋

譏
之
臨
據
衡
湘
上
游
五
嶺
門
戸
固
楚
南
一
屏
𦒋
也
地

聯
溪
峒
人
邇
猺
獠
脱
折
衝
禦
侮
之
無
備
何
以
資
保
障

衛
生
靈
乎
宋
元
以
來
坍
塌
湮
塞
城
復
於
隍
明
天
順
間

始
立
土
城
其
後
或
甃
石
或
用
磚
繼
長
增
高
巋
然
雉
堞

雖風

鶴
屢
警
而
譙
櫓
無
恙
夫
王
公
設
險
衆
志
成
城
地
利

人
和
互
相
棐
翼
司
此
土
者
保
赤
之
暇
其
以
時
修
葺
之

毋
徒
𧩊
公
徒
之
衆
而
薄
金
湯
也
志
城
池

曹

家

玉

識

臨
武
舊
無
城
樹
棑
栅
周
遭
明
天
順
四
年
湖
廣
按
察
司
副

使
沈
慶
奏
立
土
城
以
邑
主
簿
李
濬
董
其
事
沈
有
詩
見

藝
文
志

成
化
元
年
按
察
司
僉
事
裴
斐
按
縣
議
增
築
知
縣
陳
鐩
督

役
仍
以
主
簿
李
濬
專
司
其
事
兵
部
右
侍
卽
長
沙
王
偉

記
見
藝
文

城

周

圍

五

百

八

十

二

丈

厚

一

丈

二

尺

高

二

丈

爲

堞

千

三

百

八

十

屋

其

上

爲

間

七

百

八

十

有

五

門

四

東

曰

迎

暉

南

曰

來

薫

西

曰

鎭

遠

北

曰

拱

極

門

上

各

建

敵

楼

高

三

丈

五

尺

長

三

丈

横

瀾

一

丈

五

尺

拱

極

門

阻

山

不

通

高

廣

差

損

五

之

二

餘

三

門

同

制

下

各

有

甕

城

各

通

一

門

城

西

南

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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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通

一

小

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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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汲

水

曰

水

西

門

自

東

以

兆

迤

西

鑿

傍

池

視

城

廣

二

丈

深

六

尺

東

以

南

如

制

惟

南

以

西

因

武

溪

爲

池

城

下

築

石

岩

以

防

水
成
化
七
年
知
縣
鄭
英
重
修

成
化
九
年
知
縣
桂
寧
甃
石
以
培
裏
城
建
望
高
樓
於
城

北正
德
六
年
知
縣
莫
潛
增
築
大
用
磚
石
八
年
知
縣
路
𡩖

訖
工
邑
人
劉
文
相
記
畧
見
藝
文
志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縣
丞
姚
富
重
修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費
𢡟

文
復
加
增
築
邑
人
劉
堯
誨
記
載
藝
文

萬
歴
十
一
年
知
縣
陳
貴
科
重
修

國
初
城
經
明
末
兵
燹
舊
制
串
屋
半
遭
拆
卸
幾
於
復
隍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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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十
一
年
知
縣
吳
從
謙
同
臨
藍
叅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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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修

盡
折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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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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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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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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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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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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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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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而

東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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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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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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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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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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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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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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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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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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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東
樓
一
座
典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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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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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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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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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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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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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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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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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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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飛
閣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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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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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漢
時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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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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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非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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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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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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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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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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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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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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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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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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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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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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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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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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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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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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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劉

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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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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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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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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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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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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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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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右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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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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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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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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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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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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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在

縣

西

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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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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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李

敬

中

爲

舉

人

鄺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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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梯
雲
坊

在

縣

西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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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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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甘

棠

爲

舉

人

駱

居

政

立

義
雲
坊

在

騾

田

正

統

九

年

爲

石

城

縣

主

簿

陳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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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登
科
坊

在

縣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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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十

四

年

知

縣

秦

庸

爲

主

人

陳

永

立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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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在

縣

治

西

景

泰

四

年

湖

廣

按

察

使

馮

誠

爲

副

使

鄺

彦

譽

立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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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在

縣

西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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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年

按

察

使

馮

誠

爲

舉

人

鄺

瓉

立

飛
黄
坊

在

縣

西

門

外

大

街

成

化

元

年

按

察

使

盧

秩

爲

乙

未

科

進

士

陳

經

立

世
科
坊

在

縣

按

察

分

司

左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縣

劉

熙

載

爲

舉

人

鄺

民

舉

立

傳
桂
坊

在

縣

右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縣

劉

熙

載

爲

舉

人

鄺

彦

志

鄺

瓉

立

進
士
坊

在

縣

前

知

縣

向

學

爲

癸

丑

科

進

士

劉

堯

誨

立

諫
議
坊

在

縣

左

嘉

靖

間

御

史

吳

百

朋

爲

給

事

中

劉

堯

誨

立

節
孝
坊

在

縣

東

城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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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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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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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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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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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思
坊

在

縣

南

城

外

崇

禎

間

旌

表

東

隅

杜

能

嘉

立

節
孝
坊

在

縣

西

門

對

河

永

濟

橋

右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邑

侯

鳯

爲

節

孝

周

承

旦

之

妻

陳

氏

立

百
歲
坊

在

牛

頭

汾

細

絲

江

乾

隆

十

九

年

知

縣

賈

珌

奉

文

爲

邑

人

唐

榮

炘

建

文
龍
閣

在

縣

南

門

隔

河

迤

東

明

萬

歴

間

禮

部

尙

書

曾

朝

節

建

嘉

慶

五

年

十

三

排

重

修

木
天
㙮

近

文

龍

閣

明

禮

部

尙

書

曾

朝

節

建

文
明
㙮

在

縣

南

里

許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知

縣

萬

栻

知

縣

胡

奠

域

先

後

倡

建

廻
峰
㙮

在

縣

東

五

里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胡

莫

域

教

諭

朱

有

翼

訓

導

劉

汝

倡

建

陳

楚

順

捐

地

基

記

載

藝

文

文
昌
閣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銮

一

鄉

塘

村

西

溪

坊

周

福

聰

公

子

孫

令

建

今

毁

續
城
池

城
池

咸

豊

三

年

知

縣

　

吳

灝

督

修

較

前

加

高

三

尺

五

年

冬

知

縣

　

盧

肇

煦

督

修

加

高

二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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