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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序

一

序江

灣

里

志

始

創

於

淸

乾

隆

間

李

邃

庵

先

生

續

修

於

道

光

間

盛

硯

巢

先

生

再

續

於

同

治

間

陸

星

發

先

生

分

卷

凡

十

分

類

凡

三

十

有

二

體

例

蓋

已

略

備

然

大

率

輾

轉

傳

鈔

未

有

刋

本

考

古

者

輒

引

爲

憾

事

民

國

八

年

余

方

從

事

於

續

修

邑

志

蒐

訪

市

鄕

掌

故

散

佚

頗

多

江

灣

雖

舊

有

志

稿

而

光

緖

以

後

亦

槪

付

闕

如

感

於

徵

集

文

獻

之

困

難

於

是

有

重

修

各

市

鄕

里

志

之

由

縣

聘

委

張

小

蘭

先

生

主

任

江

灣

里

志

而

以

陸

葆

彜

先

生

副

之

未

逾

年

而

稿

即

具

以

視

舊

志

益

觕

具

規

模

矣

顧

其

間

或

語

涉

繁

蕪

而

未

經

芟

削

或

事

關

重

要

而

未

盡

網

羅

或

疑

似

類

於

郭

公

或

傳

訛

等

於

虛

虎

乃

復

參

互

考

證

詳

加

釐

訂

閱

四

月

而

成

書

分

卷

凡

十

五

分

類

凡

六

十

九

蓋

江

灣

當

上

寳

兩

邑

綰

轂

之

衝

昔

不

過

三

里

之

市

場

今

則

自

鎭

以

南

馬

路

日

增

星

羅

碁

布

商

埠

之

發

展

直

與

上

界

聯

爲

一

氣

無

區

域

之

可

分

繁

盛

殆

甲

於

全

縣

以

故

物

質

上

之

文

明

進

步

政

敎

風

俗

上

之

遞

嬗

變

遷

較

之

他

市

鄕

尤

多

特

殊

之

點

秉

筆

者

未

可

墨

守

成

例

畸

重

前

規

詳

古

略

今

斤

斤

於

人

文

之

一

部

與

夫

軼

事

遺

聞

而

已

也

敢

持

此

旨

以

諗

方

來

糾

繆

繩

愆

當

俟

諸

聞

達

之

君

子

中

華

民

國

十

年

孟

秋

之

月

邑

人

錢

淦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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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舊
序

二

舊

序

周

制

萬

二

千

五

百

家

爲

鄕

有

鄕

大

夫

掌

之

其

下

爲

州

長

族

師

以

及

比

長

道

藝

德

行

有

書

賢

能

有

書

當

時

載

之

後

世

傳

之

小

史

掌

邦

國

之

志

者

是

也

吾

吳

之

有

江

灣

猶

滄

海

一

粟

太

倉

稊

米

而

已

然

總

其

廣

輪

之

域

戶

口

殷

繁

亦

幾

及

萬

家

自

宋

元

明

相

繼

以

來

寂

寥

千

載

罔

可

指

數

豈

其

地

果

荒

僻

與

紀

載

失

傳

文

獻

鮮

徵

忽

焉

如

飄

風

之

過

耳

聲

銷

跡

滅

於

無

何

有

之

鄕

者

蓋

不

知

凡

幾

矣

寗

非

生

是

地

者

之

責

歟

予

先

世

本

出

江

灣

有

明

中

葉

遷

於

胡

莊

相

望

在

二

十

里

而

近

祖

墓

尙

有

存

者

自

庚

寅

下

榻

於

族

人

家

孟

之

家

不

半

年

而

北

上

五

年

而

南

返

再

從

舊

遊

屬

江

灣

詩

選

初

成

風

雅

彬

然

然

文

傳

矣

而

事

不

傳

又

皆

近

在

昭

代

至

勝

國

以

前

槪

闕

焉

嘗

與

五

姪

香

坪

慨

然

念

之

香

坪

因

遂

慫

慂

予

曰

今

此

方

之

較

列

於

耳

目

者

吾

固

得

而

指

數

之

矣

特

曩

昔

逸

軌

茫

然

未

辨

遺

文

不

沒

盍

薈

萃

成

之

而

予

且

忘

其

智

識

之

短

淺

而

不

足

也

日

有

咨

月

有

紀

人

如

先

生

長

者

以

逮

販

夫

牧

豎

之

傳

聞

地

自

琳

宮

佛

宇

以

及

斷

流

枯

冢

之

尋

歷

書

自

芸

編

湘

帙

以

至

鼠

塵

績

筐

之

耗

蠧

苟

可

用

其

收

羅

者

罔

或

遺

焉

於

是

向

之

湮

滅

不

彰

者

始

稍

稍

有

聞

若

者

爲

賢

能

若

者

爲

德

行

道

藝

雖

未

進

於

天

下

之

選

或

使

生

是

鄕

者

動

高

曾

規

矩

之

思

而

有

所

觀

法

考

論

於

其

間

則

洵

乎

存

什

一

於

千

百

而

來

者

之

足

以

有

徵

也

尙

恨

才

力

庸

下

聞

見

未

周

風

塵

奔

走

卒

卒

相

逼

因

先

釐

訂

其

大

凡

囑

香

坪

綴

錄

之

祈

得

博

聞

君

子

而

是

正

焉

則

此

書

尙

幸

免

於

蕪

略

哉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歲

次

丙

申

秋

日

邑

人

李

保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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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舊
序

三

舊

序

江

灣

里

之

有

志

自

李

邃

菴

先

生

館

於

鎭

中

時

與

從

姪

香

坪

所

纂

輯

者

也

迨

邃

菴

秉

鐸

揚

州

香

坪

又

物

故

閱

二

十

年

而

稿

幾

散

軼

盛

生

大

鏞

慨

然

蒐

輯

復

得

邃

菴

之

稿

比

對

補

綴

以

有

成

書

原

六

卷

今

八

卷

問

序

於

余

余

維

作

始

者

難

繼

述

者

亦

不

易

得

也

貿

絲

不

可

抱

紙

協

律

不

以

折

笤

徵

信

考

實

不

可

以

嚮

壁

虛

造

傳

聞

異

辭

不

可

以

兼

收

隻

錄

田

夫

野

老

僧

廊

佛

刹

與

夫

名

流

題

詠

時

耄

紀

載

而

又

折

衷

以

數

十

年

之

閱

歷

與

夫

讀

書

論

古

之

識

解

日

稽

月

累

積

成

卷

帙

使

已

湮

之

緒

絕

無

之

基

釐

然

燦

然

於

戲

豈

不

難

哉

繼

而

從

事

宜

其

易

矣

然

而

無

高

曾

矩

矱

之

思

里

閈

骨

肉

之

意

扶

摘

利

弊

之

識

網

羅

文

獻

之

能

言

之

不

詳

而

擇

之

不

精

非

惟

不

足

補

正

其

缺

而

大

足

爲

原

書

之

累

者

古

今

著

述

似

此

豈

少

哉

况

此

里

之

志

邃

菴

之

書

未

成

向

無

盛

生

其

人

者

則

邃

菴

之

書

尙

不

知

供

誰

家

之

蠧

縱

欲

結

搆

體

勢

其

不

致

慨

於

無

徵

不

信

者

幾

何

又

况

憑

虚

逞

臆

移

屋

就

牀

不

足

當

有

識

者

之

一

盼

哉

諦

審

茲

編

目

近

創

懲

沿

襲

也

徵

事

近

寬

寧

過

存

也

辨

駁

近

煩

袪

疑

似

也

正

經

流

而

析

支

重

田

功

也

變

差

役

而

爲

雇

謹

擾

累

也

詳

勸

糴

以

勸

善

愼

災

眚

也

大

書

不

一

書

志

寳

邑

之

南

境

與

其

略

毋

寧

詳

也

大

抵

出

於

邃

菴

者

簡

而

古

出

於

盛

生

者

詳

而

贍

合

則

兩

美

其

爲

卓

然

可

傳

之

書

無

惑

也

余

有

感

焉

天

下

之

大

古

今

之

遠

可

傳

而

卒

不

獲

傳

傳

矣

而

託

諸

庸

俗

之

手

影

響

依

傍

裨

官

小

說

使

閱

者

聽

聞

瞀

亂

無

從

辨

其

是

非

訂

其

謬

誤

一

鄕

且

然

又

何

怪

前

代

之

史

郢

書

燕

說

莫

得

而

窮

詰

也

哉

韓

子

云

莫

爲

之

前

雖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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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舊
序

四

弗

彰

邃

菴

先

生

眞

其

人

也

又

云

莫

爲

之

後

雖

盛

弗

傳

如

盛

生

者

其

亦

庶

幾

可

矣

與

邃

菴

共

事

者

香

坪

今

香

坪

之

子

李

生

成

鳳

又

與

盛

生

共

事

而

爲

之

乞

序

於

余

者

也

是

皆

可

書

也

嘉

慶

十

五

年

歲

次

庚

午

孟

夏

之

月

上

旬

邑

人

侯

守

仁

序

於

泰

州

學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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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舊
序

五

舊

序

歲

壬

午

承

乏

寳

山

時

徵

君

章

犀

臺

秉

鐸

於

茲

久

矣

與

之

論

膠

庠

士

曰

於

江

灣

得

盛

硯

巢

予

心

焉

識

之

癸

未

歲

災

上

臺

檄

行

荒

政

寳

邑

循

舊

例

按

鎭

設

廠

以

硯

巢

襄

理

江

灣

廠

賑

務

按

部

接

見

恂

恂

儒

雅

公

餘

呈

手

輯

江

灣

志

鈔

本

閱

之

若

網

在

綱

有

條

不

紊

兼

史

家

才

學

識

三

者

之

長

心

甚

嘉

之

予

維

寳

山

爲

嘉

定

分

邑

邑

志

外

非

無

里

志

而

付

梓

者

鮮

江

灣

南

宋

駐

軍

地

前

明

倭

寇

又

遭

兵

燹

故

其

里

古

未

有

志

自

邑

先

達

李

嗇

生

於

乾

隆

間

下

帷

江

灣

纂

輯

未

竟

而

去

硯

巢

尊

崇

前

哲

購

求

遺

稿

錄

其

已

志

而

增

其

未

志

與

同

學

之

士

上

下

議

論

損

益

愜

心

屈

指

逾

三

十

年

而

書

已

成

帙

矣

予

簿

書

旁

午

學

殖

荒

蕪

不

暇

參

末

議

而

校

訂

之

責

犀

臺

願

任

之

更

有

嘉

者

犀

臺

取

士

寬

著

書

嚴

硯

巢

又

虛

懷

佩

服

不

憚

其

嚴

而

樂

於

易

稿

以

爲

一

方

有

用

之

書

豈

非

相

得

益

彰

期

於

必

傳

者

乎

硯

巢

又

予

友

田

梅

圃

丙

子

分

校

南

闈

所

得

士

也

薦

而

未

售

閉

戶

窮

經

殫

心

著

述

異

日

蘄

進

於

古

作

者

之

林

豈

徒

里

志

云

乎

哉

道

光

六

年

歲

次

丙

戌

正

月

旣

望

知

寳

山

縣

事

中

州

王

坤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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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舊
序

六

舊

序

自

有

事

於

江

灣

里

志

至

於

今

統

計

前

後

垂

三

十

年

稿

凡

三

易

方

束

髮

受

經

聞

前

輩

述

梓

里

事

輒

隨

筆

記

之

劉

亦

園

師

詔

鏞

曰

昔

李

邃

菴

師

有

里

志

雖

未

成

書

而

大

畧

已

備

爾

當

覔

之

後

借

得

草

字

鈔

本

則

自

乾

隆

甲

午

年

止

鏞

恪

遵

門

類

將

甲

午

以

後

續

之

就

正

於

侯

勗

齋

師

此

稿

之

初

脫

者

也

旣

而

思

之

江

灣

古

未

有

志

而

是

稿

實

爲

權

輿

邃

菴

先

生

網

羅

放

失

參

考

舊

聞

凡

所

聞

所

傳

聞

皆

存

而

不

論

論

而

不

議

以

俟

後

學

於

此

而

拘

於

尊

崇

前

哲

之

義

不

增

損

一

字

非

先

生

意

也

況

江

灣

雖

片

壤

其

間

建

置

紛

更

水

道

變

易

與

夫

地

方

興

利

除

弊

皆

隨

時

而

不

一

者

乎

且

里

之

界

限

志

家

類

多

區

畫

不

淸

自

乾

隆

六

十

年

辦

賑

以

來

按

鎭

設

廠

分

領

鄕

圖

官

爲

定

之

則

界

限

可

據

也

因

將

李

志

門

類

稍

增

損

之

又

分

合

之

此

稿

之

再

易

者

也

時

勗

齋

師

已

卒

於

官

末

由

就

正

會

銅

陵

章

犀

臺

徵

君

秉

鐸

寶

山

乙

亥

癸

未

兩

年

佐

邑

尊

籌

辦

荒

政

止

宿

僧

寮

攜

以

就

正

又

以

殷

行

統

於

江

灣

無

論

名

物

沿

革

依

次

夾

叙

曩

者

惑

之

用

是

另

定

目

錄

附

於

卷

末

不

失

邃

菴

先

生

作

志

之

初

心

此

稿

之

三

易

者

也

於

戲

稿

雖

三

易

自

信

綦

難

三

十

年

中

前

徽

旣

遠

舊

雨

僅

存

如

陳

虛

舟

嚴

說

巖

李

少

坪

皆

爲

異

物

自

顧

殘

生

衰

朽

日

甚

益

愴

然

於

此

事

之

不

可

延

緩

矣

門

人

龔

品

杉

山

景

韶

吳

企

嶽

表

姪

徐

澄

之

願

任

繕

寫

之

責

遂

不

辭

蕪

穢

而

成

之

因

歷

叙

其

顚

末

云

時

道

光

八

年

歲

次

戊

子

二

月

上

旬

里

人

盛

大

鏞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舊
序

七

舊

序

志

與

史

一

也

而

志

則

四

川

平

涼

武

功

而

外

多

不

傳

然

而

私

志

如

豫

章

臨

海

吳

地

華

陽

與

夫

襄

陽

耆

舊

浦

陽

人

物

新

安

文

獻

之

屬

則

又

無

不

傳

豈

不

以

官

書

多

請

託

難

信

而

名

山

之

業

無

顧

忌

有

公

論

耶

盛

硯

巢

文

學

以

所

著

江

灣

志

屬

余

訂

正

情

甚

摯

余

淺

陋

不

獲

辭

廼

就

吾

學

識

之

所

至

一

一

校

之

而

進

言

其

所

以

然

地

域

之

書

以

圖

爲

經

著

述

之

家

居

圖

於

左

故

大

司

徒

掌

土

地

之

圖

而

土

訓

掌

道

地

圖

大

小

不

同

未

有

志

而

無

圖

者

也

里

志

雖

小

亦

土

訓

之

事

也

土

訓

掌

地

圖

於

前

誦

訓

掌

方

志

於

後

正

合

圖

經

志

緯

左

圖

右

書

之

意

今

曰

以

言

代

圖

有

誦

訓

無

土

訓

矣

此

無

圖

當

校

者

一

也

太

史

公

自

序

不

諱

父

談

班

氏

序

傳

不

諱

父

彪

會

稽

志

陸

放

翁

筆

也

其

於

農

師

先

生

不

曰

先

左

丞

公

而

但

曰

左

丞

佃

不

諱

也

惟

高

似

孫

剡

錄

則

諱

之

其

書

體

例

本

無

學

不

足

法

今

且

忽

諱

忽

不

諱

愚

謂

正

當

倣

序

傳

之

例

則

全

書

可

以

無

諱

此

體

例

之

當

校

者

二

也

史

記

先

循

吏

班

書

先

儒

林

後

循

吏

蓋

秦

火

之

後

儒

者

僅

僅

與

墨

並

而

且

遜

於

游

俠

漢

興

表

章

六

經

老

師

宿

儒

接

軫

而

出

天

子

稱

師

宰

相

受

業

尊

榮

貴

顯

無

與

並

隆

與

史

遷

之

時

致

不

同

矣

故

史

之

所

後

班

之

所

先

也

今

者

班

固

之

時

非

史

遷

之

時

仕

蹟

所

陳

又

非

有

丙

魏

龔

黃

而

顧

循

史

遷

之

舊

不

亦

傎

乎

此

先

後

之

當

校

者

三

也

史

班

皆

有

儒

林

而

無

文

苑

唐

書

以

儒

林

爲

儒

學

又

有

文

藝

鄭

夾

漈

通

志

則

曰

儒

林

曰

文

苑

漢

以

前

未

有

空

疏

無

用

以

爲

文

者

不

依

於

經

必

依

於

史

若

揚

雄

司

馬

相

如

之

儔

得

立

專

傳

而

不

使

與

儒

林

混

唐

以

後

詞

章

爲

文

者

日

以

多

乃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舊
序

八

不

得

不

別

立

文

苑

一

門

以

收

之

文

苑

者

儒

林

之

支

流

必

也

嚴

以

論

儒

林

而

學

問

之

源

正

寬

以

論

文

苑

而

忠

厚

之

道

行

兩

得

之

道

也

今

以

學

行

名

其

目

意

本

文

學

德

行

二

科

以

立

名

非

徒

古

今

史

之

所

無

卽

聖

門

高

弟

已

不

能

兼

且

曰

學

行

旣

游

夏

兼

曾

閔

矣

又

立

孝

義

一

門

不

且

贅

耶

此

名

義

之

當

校

者

四

也

臣

忠

子

孝

乃

性

天

事

亦

分

內

事

漢

制

有

孝

廉

之

科

漢

書

無

忠

孝

之

傳

此

通

志

所

以

分

忠

義

孝

友

爲

二

傳

也

其

孝

友

傳

在

宋

史

亦

曰

孝

義

明

史

因

之

特

其

所

謂

義

者

忠

於

君

友

於

兄

弟

信

於

朋

友

託

孤

寄

命

之

謂

義

而

非

一

時

一

事

之

解

推

類

於

豪

之

所

爲

也

今

之

所

稱

孝

義

者

是

曾

參

與

卜

式

同

傳

矣

此

大

小

之

當

校

者

五

也

申

韓

可

與

老

莊

合

傳

而

郅

都

不

可

與

龔

黃

合

傳

申

韓

去

老

莊

遠

而

其

流

近

郅

都

去

龔

黃

近

而

其

源

遠

以

今

學

行

言

嚴

先

生

乃

一

代

大

著

述

家

視

商

文

毅

薛

方

山

諸

君

且

過

之

而

顧

與

試

風

簷

諸

君

比

並

聲

價

豈

不

寃

乎

此

位

置

之

當

校

者

六

也

史

家

好

文

每

勝

於

質

血

流

漂

杵

孟

子

譏

之

如

陳

其

詩

傳

云

性

至

孝

父

少

不

懌

率

妻

子

長

跪

可

也

至

云

在

官

每

月

必

數

受

大

杖

愚

謂

孝

子

承

顏

順

志

何

致

一

月

中

數

干

親

怒

而

受

大

杖

乎

欲

譽

反

毀

正

漂

杵

之

論

此

文

義

之

當

校

者

七

也

其

他

小

節

或

丹

之

卷

中

或

墨

之

別

紙

豈

新

唐

之

糾

謬

耶

抑

宰

相

世

系

表

之

訂

譌

耶

惟

硯

巢

辨

之

道

光

六

年

歲

在

丙

戌

仲

夏

之

月

中

旬

寳

山

縣

學

司

訓

銅

陵

章

謙

存

撰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舊
序

九

舊

序

江

灣

之

名

始

見

於

宋

史

迄

明

嘉

靖

之

季

燬

於

倭

寇

巿

肆

蕩

然

逮

國

朝

涵

濡

休

養

生

齒

日

繁

商

民

輻

輳

江

灣

一

隅

適

當

往

來

上

寳

之

衝

屹

然

遂

爲

海

邦

雄

鎭

猶

憶

同

治

初

元

不

佞

避

寇

來

游

下

帷

於

羅

陽

李

氏

得

與

里

中

諸

賢

相

習

如

王

君

逸

墅

伯

仲

嚴

君

式

甫

叔

姪

張

君

蘭

巖

父

子

晨

夕

過

從

因

悉

里

中

舊

有

江

灣

志

稿

一

書

其

民

俗

之

樸

僿

士

習

之

伉

爽

於

談

論

間

略

知

其

梗

槪

及

不

佞

宦

游

垂

二

十

餘

年

始

歸

歸

而

見

聞

所

及

地

方

風

氣

大

開

馬

車

行

矣

鐵

路

築

矣

租

界

且

日

闢

日

廣

矣

紗

廠

興

而

女

工

之

紡

織

廢

敎

堂

盛

而

童

蒙

之

學

習

歧

輪

輿

機

器

之

日

新

農

工

爭

騖

乎

洋

場

而

鄕

閭

之

耕

作

稀

時

局

變

遷

今

昔

殊

異

此

皆

盛

君

著

書

時

所

未

及

逆

料

者

也

而

舊

德

先

疇

之

未

泯

遺

聞

軼

事

之

所

留

猶

幸

有

是

書

焉

爲

之

掩

卷

低

徊

而

不

置

光

緒

二

十

三

年

仲

春

之

月

施

錫

衛

序

於

槎

南

之

半

豹

山

房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編
輯
人
員
題
名
錄

一

江

灣

里

志

編

輯

人

員

題

名

錄

鑒

定

縣

知

事

馮

成
字

奇

裁

總

纂

錢

淦
字

印

霞

編

纂

主

任

張

寳

鑑
字

小

蘭

分

纂

員

陸

遵

銘
字

葆

彝

采

訪

員

陸

顯

周
字

春

如

嚴

恩

棻
字

慈

蓀

汪

元

祐
字

味

腴

張

元

升
字

允

階

原

纂

姓

氏

李

保

泰
字

邃

菴

乾

隆

時

人

李

大

智
字

香

坪

乾

隆

時

人

續

纂

姓

氏

盛

大

鏞
字

硯

巢

道

光

時

人

李

成

鳳
字

少

坪

道

光

時

人

再

續

纂

姓

氏

陸

宿

海
字

星

發

同

治

時

人

參

訂

姓

氏

侯

守

仁
字

勗

齋

陸

炳

乾
字

草

亭

嚴

燦
字

說

巖

陳

祖

培
字

虛

舟

沈

春

榮
字

硯

耕

楊

春

奎
字

硯

雲

孫

錫

鬯
字

耐

朋

嚴

堡
字

任

庵

侯

晋

雲
字

也

亭

周

順
字

孝

庵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凡
例

一

江

灣

里

志

凡

例

一

舊

志

原

有

繪

圖

第

今

昔

疆

域

不

同

形

勢

亦

異

未

可

照

舊

沿

用

茲

以

宣

統

年

間

淸

丈

所

繪

地

圖

爲

準

一

李

氏

舊

志

江

灣

殷

行

合

而

爲

一

乾

隆

甲

寅

殷

行

分

廠

盛

氏

舊

志

乃

將

殷

行

另

編

爲

一

卷

附

於

舊

志

之

後

茲

幷

删

去

之

惟

推

七

推

八

兩

圖

及

衣

四

圖

盈

圩

向

隸

殷

行

宣

統

年

間

淸

丈

時

劃

入

江

灣

故

仍

采

錄

一

金

二

金

七

金

八

金

十

一

等

圖

向

隸

江

灣

道

光

季

年

始

析

歸

彭

浦

故

本

編

不

錄

以

上

各

圖

藉

淸

界

限

一

郡

縣

志

不

載

生

員

以

免

繁

瑣

里

志

範

圍

較

小

自

不

妨

兼

收

吳

下

甫

里

等

志

已

開

其

先

例

茲

特

仿

之

一

里

志

本

備

邑

志

之

采

擇

邑

志

所

略

者

里

志

宜

稍

詳

然

從

嚴

格

固

易

遺

從

寬

格

亦

易

濫

兩

者

自

當

兼

顧

未

敢

有

所

偏

私

一

凡

關

於

全

邑

共

同

之

狀

况

已

載

入

邑

志

者

不

備

錄

一

續

修

邑

志

訖

於

民

國

六

年

本

編

以

采

訪

編

纂

時

期

已

在

八

年

以

後

故

記

載

事

實

兼

及

九

年

以

備

將

來

再

續

邑

志

時

之

參

攷

一

江

灣

近

爲

全

邑

市

鄕

中

最

發

逹

之

區

於

實

業

交

通

兩

方

尤

增

進

不

已

本

編

所

錄

僅

依

現

狀

爲

斷

漏

略

之

處

難

免

貽

譏

唯

大

雅

諒

之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目
錄

一

江

灣

里

志

目

錄

卷

首江

灣

鄕

圖

江

灣

鎭

街

道

圖

卷

一輿

地

志

建

置

里

至

戶

口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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