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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知

縣

季

芷

介

菴

重

修

藝

文

日

月

雲

霞

天

之

文

也

山

川

花

鳥

地

之

文

也

天

地

有

文

不

能

自

傳

而

藉

人

以

筆

墨

代

爲

之

傳

則

撡

觚

者

不

能

爲

五

經

鼓

吹

亦

當

自

成

一

家

言

與

功

德

爲

三

不

朽

舊

志

所

載

藝

文

綸

音

而

外

記

序

吟

咏

僅

章

耳

又

酸

澁

不

可

讀

何

所

收

之

不

廣

也

乃

遍

搜

碣

無

慮

百

餘

篇

雖

詭

譎

者

過

半

然

不

乏

華

腴

可

爲

渚

陽

生

色

節

取

其

有

禆

政

治

興

廢

攸

者

若

干

篇

以

表

一

邑

文

風

志

藝

文

誥

勑

太

僕

寺

少

卿

謝

旻

誥

書

稱

僕

臣

正

厥

后

克

正

卽

今

太

僕

之

職

也

責

任

攸

重

内

外

惟

均

匪

資

通

材

不

以

輕

授

爾

陜

西

行

大

僕

寺

少

卿

謝

旻

蔚

以

儁

茂

跡

甲

科

出

宰

秦

封

循

良

奏

績

擢

居

民

部

會

計

稱

平

旣

以

廸

哲

之

求

遂

憲

臬

之

任

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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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

審

克

茂

著

祥

刑

頃

念

各

路

馬

政

廢

弛

簡

自

外

臺

□

蕃

圉

爾

能

訓

閑

輿

衛

甄

别

僚

屬

塞

淵

底

功

騋

牝

蕃

庻

朕

用

爾

嘉

兹

以

郊

典

覃

恩

特

進

爾

階

中

憲

大

夫

鍚

之

誥

命

於

乎

思

無

邪

思

馬

斯

臧

詩

人

之

頌

魯

侯

也

勉

企

前

聞

嗣

膺

顯

報

封

戸

部

雲

南

清

吏

司

主

事

謝

汝

輔

勑

朕

孝

奉

兩

宮

載

舉

尊

親

之

典

恩

均

四

海

仍

推

鍚

之

仁

念

具

慶

之

尤

難

豈

褒

封

之

可

恡

義

激

勸

情

遂

顯

揚

爾

謝

汝

輔

乃

戸

部

雲

南

清

吏

司

主

事

旻

之

父

詩

禮

名

家

丘

園

士

孝

親

敬

長

全

至

行

於

天

倫

濟

物

周

貧

擅

高

評

於

月

旦

篤

生

偉

嗣

榮

列

郎

曹

出

納

詳

明

心

克

殫

乎

國

計

操

持

清

慎

志

實

守

乎

官

箴

揆

庭

訓

爲

可

徴

遡

慶

源

而

有

自

寵

恩

伊

始

晚

福

未

涯

兹

特

封

爲

承

德

郎

戸

部

雲

南

清

吏

司

主

事

於

戲

温

綸

衍

命

益

增

門

閥

之

光

品

服

改

觀

坐

享

桑

榆

之

樂

戸

部

河

南

司

主

事

李

景

萃

勑

戸

部

司

錢

榖

養

民

之

政

任

重

而

務

至

繁

故

置

屬

特

詳

而

遴

選

以

充

之

爾

戸

部

河

南

清

吏

司

主

事

李

景

萃

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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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質

敦

明

禔

身

端

恪

早

以

儒

科

之

彦

擢

任

是

官

乃

能

持

廉

秉

公

仰

禆

國

計

稽

年

書

績

上

逹

予

聞

特

進

爾

階

承

德

郎

鍚

之

勑

命

於

乎

八

政

之

疇

先

於

食

貨

葢

國

之

所

頼

以

立

也

惟

會

計

當

則

用

可

裕

惟

出

納

謹

則

可

尙

益

盡

心

以

佐

爾

長

亦

嗣

有

崇

寄

欽

哉

封

戸

部

河

南

司

主

事

李

璋

勑

朕

聞

忠

於

事

君

者

子

之

孝

資

於

事

父

者

臣

之

忠

而

勸

忠

於

孝

者

君

之

禮

也

褒

襲

之

典

於

國

有

爾

李

璋

乃

戸

部

河

南

清

吏

司

主

事

景

萃

之

父

孝

友

著

於

家

庭

信

義

孚

於

鄕

曲

雖

蓄

德

不

耀

而

贒

㣧
嗣

興

慶

延

斯

在

宜

推

茂

渥

以

示

褒

嘉

兹

特

進

爲

承

德

郎

戸

部

河

南

清

吏

司

主

事

服

此

明

恩

綏

爾

榮

養

兵

馬

副

指

揮

霍

彦

彰

勑

朕

惟

京

師

天

下

之

都

會

故

設

五

城

以

分

理

厥

務

必

得

其

人

乃

克

濟

焉

爾

南

城

兵

馬

指

揮

司

副

指

揮

霍

彦

彰

蔚

以

庠

彦

肄

業

國

雍

授

任

今

官

克

勵

勤

愼

賢

聲

茂

著

勞

勩

可

嘉

兹

以

大

慶

覃

恩

特

進

爾

階

文

林

郎

鍚

之

勑

命

爾

其

益

盡

乃

心

勵

乃

行

以

需

顯

擢

欽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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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贈

兵

馬

副

指

揮

霍

勑

朕

於

群

臣

之

盡

職

者

必

覃

恩

於

其

親

所

以

敦

本

□

勸

孝

也

爾

霍

乃

南

城

兵

馬

指

揮

司

副

指

揮

彦

彰

之

父

居

弗

耀

德

積

厥

躬

訓

子

有

成

爲

時

效

用

爰

頒

綸

渥

用

勵

顯

揚

兹

特

贈

爲

文

林

郎

南

城

兵

馬

指

揮

司

副

指

揮

爾

靈

不

昧

尚

克

承

之

鴻

臚

寺

序

班

杜

宗

勑

我

國

家

之

設

鴻

臚

上

而

郊

廟

朝

廷

下

而

百

官

四

裔

儀

章

容

節

實

專

掌

之

故

置

屬

特

詳

而

其

選

甚

愼

也

爾

鴻

臚

寺

序

班

杜

宗

發

身

監

胄

簡

授

清

班

勤

愼

不

渝

官

守

惟

恪

可

無

褒

鍚

以

勵

群

工

兹

特

進

爾

階

爲

豋

仕

佐

郎

鍚

之

勑

命

爾

尚

益

臻

來

効

無

替

初

心

考

次

陟

明

國

有

成

典

欽

哉

戸

部

陜

西

司

主

事

毛

术

勑

國

儲

重

計

也

視

歲

之

豋

耗

以

制

其

出

入

雖

存

乎

司

徒

而

分

任

責

成

各

有

司

存

苟

非

其

人

疇

與

共

濟

爾

戸

部

陜

西

清

吏

司

主

事

毛

术

志

行

端

謹

不

愧

名

家

綜

理

嚴

宻

尤

精

吏

治

任

用

以

來

長

貳

咸

稱

其

能

兹

以

三

載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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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績

授

爾

階

爲

承

德

郎

錫

之

勑

命

於

戲

軍

國

之

需

國

有

常

經

而

時

每

稱

詘

則

以

冗

蠧

生

於

承

平

經

制

廢

於

玩

愒

故

國

儲

口

損

而

不

知

也

爾

軄

司

戸

曹

葢

亦

籌

之

久

矣

尙

思

所

以

□

國

欽

哉

匹

配

之

際

人

道

之

始

自

昔

哲

王

咸

重

之

矣

錫

命

有

常

朕

曷

靳

焉

爾

戸

部

陜

西

清

吏

司

主

事

毛

术

妻

劉

氏

夙

閑

内

則

克

相

其

夫

燕

婉

不

廢

子

箴

䂓
居

寵

恒

存

乎

敬

戒

今

夫

以

三

載

考

最

是

用

封

爾

爲

安

人

尚

敦

内

範

無

訓

辭贈

戸

部

陜

西

司

主

事

毛

淮

勑

古

者

舉

士

於

鄕

多

推

本

世

德

觀

其

家

訓

子

孫

之

贒

而

足

頼

者

非

一

日

崛

興

也

爾

戸

部

陜

西

清

吏

司

主

事

毛

术

父

毛

淮

經

術

醖

藉

自

得

家

傳

惇

厚

不

浮

稱

爲

長

者

雖

仕

進

不

遂

而

貽

糓

則

多

今

子

服

勤

戸

曹

日

有

嘉

績

是

用

贈

爾

爲

承

德

郎

戸

部

陜

西

清

吏

司

主

事

英

爽

如

存

尚

敬

承

之

人

臣

懐

罔

極

之

恩

而

圖

報

未

能

意

未

嘗

不

欲

假

寵

於

君

以

爲

親

榮

也

朕

方

求

忠

於

孝

亦

何

愛

於

恩

命

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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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

爲

群

臣

勸

乎

爾

戸

部

陜

西

清

吏

司

主

事

毛

术

母

李

氏

劬

勞

教

育

子

方

㓜
而

未

成

幸

際

顯

榮

夫

雖

沒

而

永

慰

今

子

以

課

最

來

聞

宜

從

子

貴

是

用

封

爾

爲

太

安

人

尚

延

胡

考

之

休

永

迓

維

新

之

命

封

工

部

營

繕

司

主

事

逹

臣

勑

朕

聞

古

之

君

子

蓄

德

勵

行

以

自

淑

其

身

者

則

必

克

昌

其

後

時

乃

天

道

故

國

家

褒

録

人

臣

之

親

所

以

明

植

慶

之

源

而

行

奉

若

之

典

也

爾

逹

臣

乃

工

部

營

繕

清

吏

司

署

員

外

郎

事

主

事

其

道

之

父

賦

性

孝

慈

鋭

情

書

史

直

方

範

俗

勤

儉

理

家

庻

云

古

之

良

士

矣

義

訓

成

子

展

釆

冬

曹

而

爾

躬

履

夀

康

榮

膺

禄

養

兹

非

廸

德

之

慶

乎

是

用

封

爾

爲

承

德

郎

工

部

營

繕

清

吏

司

署

員

外

郎

事

主

事

尙

篤

於

教

忠

以

介

繁

祉

渥

恩

未

艾

其

敬

承

之

朝

廷

施

恩

臣

下

及

其

父

必

及

其

母

以

劬

勞

之

德

人

子

所

欲

報

也

豈

非

體

其

孝

而

勸

之

忠

哉

爾

陳

氏

乃

工

部

營

繕

清

吏

司

署

員

外

郎

事

主

事

逹

其

道

之

母

靜

眞

儉

素

□

踐

閨

正

以

相

夫

慈

能

教

子

婦

儀

母

德

可

謂

兼

備

矣

兹

叙

爾

子

□

□

爰

鍚

綸

章

以

示

褒

寵

特

封

爾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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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安

人

祗

沭

休

光

永

綏

多

祐

工

部

營

繕

司

主

事

逹

其

道

勑

國

家

貢

賦

由

漕

渠

以

入

而

濟

寜

當

南

北

之

中

其

地

爲

要

且

重

故

特

以

司

空

之

屬

專

理

之

非

敏

愼

之

士

罔

克

勝

也

爾

工

部

營

繕

清

吏

司

署

員

外

郎

事

主

事

逹

其

道

問

學

閎

博

噐

度

端

疑

擢

頴

巍

科

効

官

冬

省

恭

勤

以

蒞

政

廉

介

以

持

身

歲

運

若

時

國

計

有

頼

朕

甚

嘉

焉

雖

有

繕

部

之

遷

而

水

曹

歲

閥

所

宜

録

也

兹

特

授

爾

階

承

德

郎

鍚

之

勑

命

夫

随

地

而

效

忠

者

臣

之

分

歷

試

而

咸

宜

者

才

之

良

其

尙

益

勵

忠

猷

圖

遠

烈

以

無

負

朕

掄

授

之

意

爾

亦

永

有

令

譽

欽

哉

朕

惟

人

臣

恪

守

官

常

以

功

業

自

者

必

本

之

贒

助

故

䟽
榮

鍚

命

旁

及

中

閠

嘉

相

成

也

爾

工

部

營

繕

清

吏

司

署

員

外

郎

事

主

事

逹

其

道

妻

駱

氏

休

有

令

儀

作

配

君

子

克

勤

儆

戒

郎

署

蜚

聲

可

以

知

爾

之

贒

而

能

助

矣

兹

特

封

爲

安

人

象

服

是

宜

益

敦

壼

教

贈

都

司

僉

書

王

來

薦

誥

恩

彰

下

逮

勉

篤

棐

於

群

寮

家

有

貽

謀

本

恩

勤

於

大

父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八

用

溯

源

流

之

自

爰

推

綸

綍

之

滎

爾

王

來

薦

乃

直

萬

全

都

司

僉

書

管

掌

印

都

司

事

王

适

之

祖

父

植

德

不

替

佑

啟

後

人

綿

及

乃

孫

丕

彰

鴻

緒

休

貽

大

父

用

鍚

寵

章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昭

勇

將

軍

直

萬

全

掌

印

都

司

僉

書

管

掌

印

都

司

事

鍚

之

誥

命

於

戲

埀

裕

孫

謀

巳

沐

優

渥

之

典

崇

褒

祖

德

用

邀

鍚

之

仁

貽

厥

奕

祚

佩

此

新

綸

贈

都

司

僉

書

王

完

誥

揚

名

顯

親

爲

子

者

願

以

令

德

歸

之

父

考

績

褒

贒

教

孝

者

宜

以

高

爵

作

之

忠

是

用

推

恩

特

申

休

命

爾

王

完

乃

直

萬

全

掌

印

都

司

僉

書

管

掌

印

都

司

事

王

适

之

父

義

方

有

訓

式

榖

無

慚

念

爾

嗣

之

勤

勞

旣

克

家

而

報

國

爾

澤

之

昌

大

爰

鍚

以

昭

仁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昭

勇

將

軍

直

萬

全

掌

印

都

司

僉

書

管

掌

印

都

司

事

鍚

之

誥

命

於

戲

教

訓

爾

子

永

無

忝

於

家

聲

賁

及

夜

臺

尙

無

負

於

國

典

欽

承

命

慰

爾

幽

靈

都

司

王

适

誥

褒

忠

表

義

昭

代

之

良

䂓
崇

德

報

功

聖

王

之

令

典

特

頒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九

恩

命

以

奬

勤

勞

爾

直

萬

全

掌

印

都

司

僉

書

管

掌

印

都

司

事

王

适

武

闈

茂

選

兵

畧

夙

嫻

授

以

掌

印

都

司

無

沗

厥

職

服

勤

戎

務

訓

練

有

方

恪

愼

小

心

勞

績

素

著

式

逢

慶

典

宜

鍚

章

兹

以

覃

恩

特

授

爾

階

昭

勇

將

軍

鍚

之

誥

命

於

戲

恩

推

自

近

乃

弘

奬

夫

崇

階

業

廣

惟

勤

尙

克

承

夫

鍚

欽

予

時

命

勵

爾

嘉

猷

鞏

昌

府

通

判

謝

鑑

勑

鍚

推

恩

朝

廷

之

大

典

分

猷

亮

釆

臣

子

之

常

經

爾

陜

西

鞏

昌

府

糧

捕

通

判

謝

鑑

才

堪

効

用

力

可

分

猷

庻

事

咸

頼

以

馳

驅

小

心

克

昭

於

夙

夜

適

逢

慶

典

宜

沛

新

綸

兹

以

覃

恩

授

爾

爲

承

德

郎

鍚

之

勑

命

於

戲

弘

敷

章

服

之

榮

用

勵

靖

共

之

誼

欽

兹

命

乃

嘉

猷

恪

共

奉

職

良

臣

旣

殫

厥

心

貞

順

宜

家

淑

女

爰

從

其

貴

爾

陜

西

鞏

昌

府

糧

捕

通

判

謝

鑑

妻

劉

氏

含

章

恊

德

令

儀

夙

著

於

閨

闈

黽

勉

同

心

内

治

相

成

於

夙

夜

兹

以

覃

㤙
贈

爾

爲

安

人

於

戲

龍

章

載

渙

用

褒

敬

戒

之

勤

翟

茀

欽

承

永

作

泉

原

之

賁

臣

子

敦

服

勞

之

誼

典

旣

䟽
榮

女

士

嗣

淑

㥀
之

徽

恩

宜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並

茂

爾

陜

西

鞏

昌

府

糧

捕

通

判

謝

鑑

繼

妻

周

氏

素

内

則

動

恊

女

箴

相

夫

載

著

勤

勞

宜

家

克

彰

令

譽

兹

以

覃

㤙
封

爾

爲

安

人

於

戲

蘋

蘩

繼

媺

式

揚

彤

管

之

輝

綸

綍

同

褒

勉

贊

素

絲

之

德

贈

鞏

昌

府

通

判

謝

克

俊

勑

資

父

事

君

臣

子

篤

匪

躬

之

誼

作

忠

以

孝

國

家

弘

鍚

之

恩

爾

謝

克

俊

乃

陜

西

鞏

昌

府

糧

捕

通

判

謝

鑑

之

父

善

積

於

身

祥

開

厥

後

教

子

著

義

方

之

訓

傳

家

裕

堂

搆

之

遺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承

德

郎

陜

西

鞏

昌

府

通

判

鍚

之

勑

命

於

戲

殊

榮

必

逮

於

所

親

寵

命

用

光

夫

有

子

承

兹

優

渥

永

芘

忠

勤

奉

職

在

公

嘉

教

勞

之

有

自

推

恩

將

母

宜

鍚

典

之

攸

爾

陜

西

鞏

昌

府

糧

捕

通

判

謝

鑑

母

崔

氏

壼

範

宜

家

夙

恊

承

筐

之

母

儀

詒

榖

載

昭

畫

荻

之

芳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安

人

於

戲

彰

淑

德

於

不

瑕

式

榮

象

服

膺

命

之

有

赫

永

賁

泉

壚

總

督

四

川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誥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一

國

家

思

創

業

之

隆

當

崇

報

功

之

典

人

臣

建

輔

運

之

績

宜

施

錫

爵

之

恩

此

激

勸

之

宏

䂓
誠

古

今

之

通

義

爾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性

資

端

謹

才

識

宏

通

俾

掌

總

督

恪

愼

無

慙

于

職

守

宣

勞

政

務

夙

夜

克

矢

乎

寅

恭

任

用

有

年

小

心

益

勵

崇

階

洊

陟

歴

試

能

勤

欣

兹

慶

典

之

逢

宜

沛

恩

綸

之

寵

爰

頒

新

命

以

示

褒

嘉

兹

以

覃

恩

特

授

爾

階

光

祿

大

夫

錫

之

誥

命

於

戲

推

恩

申

命

爰

弘

奬

于

忠

貞

德

勲

尚

益

勤

于

篤

棐

祗

服

朕

命

勉

乃

心

作

朕

股

肱

良

臣

所

以

矢

夙

夜

爾

女

士

内

則

亦

以

効

劻

勷

休

命

用

申

壼

儀

維

爾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妻

李

氏

相

夫

克

諧

宜

家

著

範

爾

夫

恪

勤

職

藉

爾

黽

勉

同

心

内

則

旣

褒

綸

宜

錫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一

品

夫

人

於

戯

睠

此

勤

勞

之

佐

久

藉

同

心

嘉

爾

貞

順

之

賢

載

頒

異

幽

靈

不

昧

佩

此

明

綸

贈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苗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二

而

成

誥

父

有

令

德

子

職

務

在

揚

臣

著

賢

勞

國

典

必

先

推

錫

用

申

新

命

以

表

前

休

爾

苗

而

成

乃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之

父

持

身

有

道

廸

子

成

名

嘉

予

績

之

臣

實

爾

克

家

之

嗣

用

褒

義

訓

爰

賁

恩

榮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光

祿

大

夫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錫

之

誥

命

於

戯

率

行

式

穀

澤

流

靑

史

之

光

教

孝

作

忠

榮

耀

紫

綸

之

色

永

培

祚

㣧
益

庇

昌

隆

國

之

最

重

者

惟

是

忠

藎

之

臣

家

所

由

興

者

以

有

劬

勞

之

母

特

頒

恩

命

用

慰

子

情

爾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苗

澄

母

霍

氏

慈

能

育

子

教

可

傳

家

念

兹

靖

共

之

猷

實

本

恩

勤

之

訓

母

德

旣

著

渥

典

宜

加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一

品

夫

人

於

戯

頒

爵

用

以

榮

親

褒

忠

因

之

教

孝

錫

隆

恩

于

不

匱

表

嘉

譽

于

來

兹

欽

服

寵

綸

用

光

泉

壌

育

撫

同

勞

母

誼

不

殊

于

始

繼

休

榮

均

被

君

恩

㒺
間

于

後

先

典

旣

酬

勲

禮

宜

並

貴

爾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三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繼

母

王

氏

嗣

修

閫

範

式

榖

後

人

撫

異

産

爲

巳

出

㒺
間

恩

勤

承

國

典

之

寵

光

無

慙

似

續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一

品

夫

人

於

戯

念

兹

良

臣

報

爾

培

成

之

德

嘉

兹

令

子

褒

及

勤

教

之

功

休

命

欽

承

松

楸

永

賁

贈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汝

堅

誥

貽

厥

孫

謀

忠

藎

識

世

傳

之

澤

䋲
其

祖

武

恩

榮

上

逮

之

休

忠

厚

之

道

攸

存

激

勸

之

典

斯

在

爾

苖

汝

堅

乃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之

祖

父

爾

有

貽

謀

以

啓

乃

孫

傳

至

再

世

克

勤

王

家

褒

錫

之

恩

宜

及

大

父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光

祿

大

夫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錫

之

誥

命

於

戯

再

世

而

昌

無

忘

貽

德

之

報

崇

階

特

晋

用

昭

寵

錫

之

恩

奕

代

垂

休

九

原

如

在

孝

子

之

念

王

母

情

無

異

于

慈

幃

興

朝

之

奬

勞

臣

恩

並

隆

于

祖

烈

爰

沛

貤

封

之

命

用

慰

報

本

之

懐

爾

總

督

四

□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四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

澄

祖

母

張

氏

爾

有

貽

恩

迨

於

再

世

乃

孫

襲

慶

績

國

家

嘉

爾

淑

儀

宜

錫

褒

寵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一

品

夫

人

於

戯

章

服

式

賁

沛

介

錫

于

大

母

綸

綍

寵

頒

保

昌

隆

于

百

䙫
永

承

家

慶

以

妥

幽

靈

贈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雄

誥

興

朝

開

創

之

業

端

藉

元

勛

良

臣

輔

弼

之

材

實

資

世

德

式

遵

令

典

用

沛

洪

恩

爾

苖

雄

乃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之

曾

祖

父

源

逺

流

長

本

深

支

茂

盖

積

德

于

乃

躬

故

發

祥

于

奕

世

曾

孫

有

慶

惟

爾

之

休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光

祿

大

夫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錫

之

誥

命

於

戯

一

德

交

孚

迓

天

休

而

洊

至

傳

始

大

荷

帝

眷

之

方

來

尚

其

欽

承

式

佑

爾

後

德

隆

宗

社

於

開

國

爲

崇

功

恩

及

曾

□

於

承

家

爲

異

庸

頒

寵

命

以

著

殊

休

爾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曾

祖

母

胡

氏

慶

衍

曾

孫

流

四

世

重

幃

培

德

乃

啓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五

後

人

溯

水

木

之

深

長

用

恩

榮

之

逺

被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一

品

夫

人

於

戯

音

邈

矣

佑

祚

㣧
而

克

昌

寵

貺

赫

然

保

昭

融

于

無

斁

傳

之

永

逺

服

此

休

禎

亮

我

天

工

良

臣

著

績

重

幃

繼

美

慶

迨

曾

孫

用

沛

國

恩

以

彰

世

德

爾

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二

級

苖

澄

繼

曾

祖

母

施

氏

克

嗣

前

式

埀

後

範

閫

德

之

積

爾

亦

無

慙

曾

孫

之

報

榮

當

並

錫

兹

以

覃

恩

贈

爾

爲

一

品

夫

人

於

戯

封

章

儼

賁

光

生

奕

葉

之

餘

寵

命

知

歆

榮

溯

本

源

之

重

承

恩

㒺
間

衍

慶

靡

窮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六

城

池

橋

閘

記

重

修

城

池

記

訓

導

吳

暠

皇

上

登

寳

位

之

五

年

秋

八

月

勑

天

下

邑

修

築

城

池

用

戒

不

虞

保

此

元

元

遠

近

翕

然

奉

命

時

朔

劉

侯

譽

尹

任

邑

以

順

德

爲

畿

輔

地

而

任

居

順

德

之

中

尤

爲

要

害

於

是

卜

日

興

工

計

丈

尺

揣

高

仞

溝

洫

物

土

方

議

遠

邇

量

事

期

計

徒

庸

慮

材

用

書

糇

糧

城

則

高

之

池

則

深

之

城

池

旣

修

又

劵

三

門

三

門

旣

劵

又

建

三

樓

於

上

以

鎭

乎

近

而

望

乎

遠

經

始

於

景

泰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十

月

初

五

日

告

成

侯

偕

官

僚

士

庻

登

城

東

觀

海

岱

西

望

太

行

南

視

衡

漳

北

顧

河

朔

擊

節

嘆

賞

雄

藩

大

不

過

如

此

眞

可

以

爲

畿

甸

之

觀

矣

侯

旣

去

士

庻

恐

歲

久

易

湮

不

可

以

不

記

徵

予

爲

文

勒

諸

石

以

永

其

傳

予

惟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其

國

大

易

之

訓

也

自

古

君

國

子

民

者

皆

恃

以

爲

備

若

虞

之

下

陽

趙

之

上

黨

魏

之

安

邑

燕

之

榆

關

是

巳

洪

惟

我

雄

㨿
四

海

威

鎭

八

荒

遐

陬

僻

壌

罔

不

率

然

猶

設

險

守

國

盖

亦

古

帝

王

愼

固

封

守

以

康

四

海

之

意

也

矧

任

邑

爲

畿

内

首

善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七

之

所

劉

侯

政

聲

魁

九

邑

化

感

白

烏

方

古

中

牟

馴

雉

其

循

良

之

績

悉

載

邑

誌

巳

採

錄

進

聞

今

又

躬

率

群

下

修

築

城

池

不

動

聲

色

而

成

之

眞

可

爲

公

侯

干

城

矣

使

天

下

之

爲

守

令

者

皆

如

劉

侯

將

見

宗

社

如

磐

石

之

固

天

下

如

泰

山

之

安

矣

予

忝

教

任

邑

深

感

劉

侯

功

悳

之

盛

姑

卽

其

設

險

守

邑

之

善

以

記

之

後

世

瞻

斯

城

者

侯

之

功

德

與

之

相

峙

覩

斯

池

者

侯

之

功

德

與

之

同

流

矣

於

是

乎

記

明

景

泰

六

年

歲

次

乙

亥

七

月

日

任

縣

均

撥

牧

馬

草

塲

記

永

昌

孔

鑑
本

府

别

駕

聞

軍

政

莫

急

於

馬

故

以

司

馬

名

夏

官

然

則

軍

旅

之

所

資

牧

政

之

攸

繫

其

重

矣

乎

洪

惟

太

祖

高

皇

帝

龍

飛

淮

甸

奄

有

四

海

萬

幾

之

暇

欽

定

馬

政

條

例

一

十

六

章

律

載

廐

牧

一

十

一

條

内

則

設

太

僕

寺

以

綱

維

之

外

則

設

行

太

僕

寺

苑

馬

寺

以

分

理

之

悉

於

夏

官

太

宗

文

皇

帝

繼

體

守

成

恢

弘

治

道

於

各

邑

又

增

設

司

馬

政

官

專

理

其

事

自

後

聖

聖

相

承

條

例

益

增

蓄

牧

蕃

息

間

有

弗

廷

而

討

之

則

所

向

奏

功

然

則

馬

之

當

重

審

矣

方

今

萬

邦

咸

寕

群

安

堵

生

齒

益

繁

天

下

無

不

耕

之

民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八

無

不

種

之

地

緣

草

塲

牧

馬

散

莫

拘

食

踐

粟

麥

民

以

爲

患

壬

辰

歲

有

司

請

於

廵

撫

楊

公

深

以

爲

然

行

文

邑

以

牧

地

分

撥

養

馬

人

戸

佃

種

其

所

出

粟

麥

用

資

貧

戸

助

買

馬

匹

民

獲

其

利

順

德

府

屬

邑

曰

任

其

牧

地

視

諸

邢

臺

等

邑

較

多

適

是

歲

秋

大

雨

清

漳

濁

漳

曁

諸

潦

水

横

流

東

盟

臺

等

牧

地

盡

被

渰

没

積

十

餘

歲

水

退

地

出

縣

令

熊

宗

德

計

畫

其

地

足

以

均

撥

馬

戸

佃

種

申

請

於

守

林

君

喜

恊

厥

謀

卽

日

牒

予

下

邑

照

戸

分

撥

甚

盛

舉

也

然

人

事

更

代

時

移

歲

易

不

能

無

湮

没

之

患

故

請

予

爲

言

刻

石

以

識

之

予

惟

周

人

井

田

法

壊

豪

强

得

以

兼

併

苟

不

别

其

頃

界

至

又

何

以

杜

其

久

無

侵

漁

之

弊

乎

今

守

嚴

明

有

爲

縣

令

清

愼

行

政

斯

舉

也

不

惟

有

以

杜

勲

戚

請

求

之

門

抑

且

有

以

絶

豪

强

兼

併

之

患

其

有

益

於

民

也

慱

矣

宜

述

其

梗

槩

以

塞

其

請

若

夫

各

社

分

受

頃

數

目

坐

落

界

至

悉

勒

諸

石

用

埀

永

久

庻

使

後

之

繼

治

者

有

可

考

云

明

成

化

二

十

三

年

夏

五

月

端

陽

日

家

口

村

䟽
通

河

道

記

邑

人

高

大

經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十
九

任

順

德

下

邑

也

任

之

東

有

漳

河

澧

河

沙

河

洺

河

蔡

河

馬

河

百

泉

河

逹

活

河

滏

陽

河

凢

九

河

皆

來

自

西

南

趣

東

北

至

衞

河

入

干

海

者

弘

治

時

溷

水

洚

九

河

舉

發

决

堤

防

下

流

至

眞

定

府

隆

平

界

淤

窒

塞

者

四

十

餘

里

水

失

其

性

洑

溢

而

氾

濫

隆

平

鉅

鹿

任

均

被

其

害

袤

廣

各

三

二

十

里

而

任

之

患

居

多

以

田

畮

計

千

有

餘

頃

以

村

落

計

三

十

餘

鄕

其

民

乘

漲

縮

爲

去

留

皆

芧

籬

而

居

漁

泅

而

食

且

售

産

業

鬻

妻

奴

以

供

兩

稅

者

數

十

餘

年

其

徃

來

之

民

牧

非

不

恝

然

欲

驅

之

也

直

以

有

事

土

役

民

輒

騷

動

故

狃

于

目

前

之

安

而

不

敢

爲

數

十

百

年

之

計

因

循

至

此

嘉

靖

四

年

陳

公

璣

旣

至

知

水

之

爲

患

也

毒

且

久

乘

舟

而

徃

遡

九

河

之

流

窒

之

故

深

用

惻

卽

命

工

繪

圖

具

牘

以

請

於

廵

撫

劉

公

劉

韙

之

未

幾

陳

調

去

劉

亦

謝

政

旣

而

何

公

代

至

下

其

議

于

郡

郡

守

于

公

以

水

患

所

職

者

重

而

任

其

責

者

惟

艱

遂

以

别

駕

董

公

專

其

事

董

復

親

謁

何

公

面

請

以

地

接

平

當

兩

府

分

調

夫

役

同

管

修

理

何

公

如

其

言

命

順

德

起

夫

七

千

名

眞

定

起

夫

三

千

名

以

眞

定

别

駕

白

公

同

督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之

董

至

河

于

因

順

德

之

患

特

甚

夙

夜

籌

咨

畢

殚

心

力

有

若

疾

痛

之

在

身

者

遂

席

野

而

署

行

厨

而

炊

畧

基

址

程

土

物

平

畚

築

均

有

司

命

功

量

日

躬

冐

風

雨

以

先

之

民

皆

効

力

功

昉

于

九

月

十

月

告

成

自

家

口

至

羊

毛

圪

塔

上

下

相

距

四

十

里

其

深

廣

各

丈

許

水

得

其

性

奔

湥

涌

沸

視

不

容

瞬

董

公

臨

堤

而

眺

曰

快

哉

若

沉

疴

之

脫

也

平

鉅

鹿

盡

復

膏

壌

而

任

之

水

退

亦

幾

半

盖

以

九

河

所

鍾

而

一

河

㵼
之

難

卒

涸

也

董

猶

少

之

因

白

于

公

嚴

戒

廵

捕

官

時

察

形

便

量

起

夫

役

漸

加

䟽

務

底

平

焉

今

三

邑

之

地

田

畮

可

耕

矣

村

落

可

居

矣

兩

稅

可

輸

矣

民

之

售

産

業

鬻

妻

奴

可

免

矣

旬

月

之

間

而

除

數

十

年

之

患

其

功

厥

惟

哉

任

幕

李

公

珣

嘗

佐

兹

役

知

董

公

之

賢

勞

曁

諸

公

之

恊

謀

欲

勒

諸

石

以

紀

其

事

而

問

言

于

予

予

爲

之

說

曰

陳

公

之

創

議

仁

也

劉

何

二

公

之

不

格

智

也

于

公

之

重

其

任

誠

也

董

公

之

親

執

其

事

賢

勞

而

有

功

也

嗚

呼

昔

者

禹

抑

洪

水

而

天

下

平

萬

世

頌

之

故

劉

定

公

曰

微

禹

吾

其

魚

乎

夫

禹

之

所

以

能

成

如

是

之

功

者

盖

其

志

能

思

天

下

之

民

有

溺

者

由

巳

溺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一

之

□

今

之

水

不

如

禹

之

大

而

其

爲

患

于

一

隅

之

民

視

禹

之

時

爲

尤

久

矣

惟

子

民

者

無

禹

之

志

故

也

若

諸

公

者

其

各

有

禹

之

志

者

乎

董

公

者

其

兼

有

禹

之

遺

功

者

乎

誠

亦

可

頌

也

已

然

不

常

者

氣

數

也

靡

定

者

水

脉

也

恐

他

年

淤

窒

塞

猶

夫

昔

也

其

爲

害

于

民

猶

夫

昔

也

其

民

牧

之

狃

于

近

而

因

循

者

猶

夫

昔

也

今

鐫

石

于

此

後

或

不

幸

而

有

變

庻

或

指

此

曰

昔

者

之

害

諸

公

能

除

之

今

日

之

害

吾

軰

寕

忍

安

乎

則

動

舉

有

㨿
而

上

下

順

適

逓

傳

以

至

十

世

百

世

千

萬

世

錐

塞

可

通

皆

今

諸

公

之

力

也

其

功

不

旣

永

乎

李

是

其

言

遂

命

工

刻

石

以

爲

記

明

嘉

靖

六

年

十

二

月

新

建

廣

便

橋

記

邑

人

謝

旻

□

事

弗

中

乎

度

弗

利

于

民

弗

乘

乎

時

謂

之

妄

妄

則

侈

氏

弗

與

焉

君

子

弗

爲

也

中

乎

度

矣

利

于

民

矣

時

可

爲

矣

而

不

爲

謂

之

慢

慢

則

廢

民

殆

病

焉

君

子

弗

巳

也

若

夫

橋

梁

者

王

政

之

所

先

利

民

之

急

務

傳

曰

歲

十

一

月

徒

杠

成

十

二

月

輿

梁

成

容

可

緩

乎

任

居

九

邑

之

中

實

爲

衝

要

城

中

有

河

□

源

于

邪

之

逹

活

泉

流

經

於

此

□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二

折

北

出

與

澧

水

滏

水

會

可

通

舟

楫

以

逹

京

師

其

城

中

學

宫

察

院

縣

治

迤

東

府

舘

馬

厰

倉

厫

總

舗

馬

神

祠

位

于

河

陽

總

舖

前

舊

有

木

橋

以

通

徃

來

歲

久

朽

敝

官

民

咸

病

焉

邑

侯

劉

君

視

而

弗

安

廼

會

集

其

民

而

諭

之

曰

橋

梁

有

司

事

也

壞

而

弗

治

于

民

爲

病

于

軄

爲

曠

方

今

秋

成

可

用

民

力

盍

更

易

以

石

爲

一

勞

久

之

圖

民

周

文

德

霍

憲

等

咸

應

之

曰

橋

之

改

建

實

以

利

吾

民

旣

厪

侯

之

憂

可

復

費

在

官

財

用

乎

當

自

爲

之

侯

曰

官

府

興

作

必

煩

民

力

必

用

民

財

苟

董

之

非

其

人

則

有

侵

漁

延

緩

之

弊

未

若

民

自

爲

之

省

且

易

也

遂

許

之

邑

之

士

夫

居

民

咸

樂

于

相

助

取

石

于

山

鍜

鐡

于

冶

經

始

于

嘉

靖

八

年

十

月

朔

落

成

于

九

年

二

月

旣

望

體

勢

宏

而

整

制

度

朴

而

堅

橋

成

矣

生

員

高

䋲
武

典

膳

王

又

章

軰

請

叙

其

巓

末

并

名

其

橋

辭

之

弗

獲

與

衆

議

曰

橋

建

于

城

之

中

爲

用

甚

便

且

廣

通

于

府

舘

旌

節

便

于

甸

宣

通

于

馬

厰

雲

錦

便

于

㸃
飼

通

于

倉

厫

出

納

便

于

輸

將

總

舗

通

則

公

檄

有

逓

送

之

便

馬

神

祠

通

則

祭

祀

有

時

舉

之

便

大

有

朝

陽

街

通

則

日

中

爲

市

農

末

相

資

有

各

得

其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三

所

之

便

旣

便

于

官

復

便

于

民

其

爲

便

也

一

何

廣

哉

劉

君

名

斌

字

朝

用

山

西

武

鄕

人

以

國

子

生

來

宰

吾

任

心

純

行

古

令

簡

政

平

期

年

之

間

民

孚

其

化

於

時

陰

陽

和

風

雨

時

昆

蟲

不

作

年

榖

順

成

又

若

便

於

民

者

兹

橋

之

建

於

事

爲

度

於

民

爲

利

於

時

爲

順

非

侈

且

廢

也

侯

之

令

方

出

民

則

黽

勉

相

率

而

速

成

之

上

便

於

下

知

所

先

務

而

不

煩

可

謂

良

有

司

矣

下

便

於

上

從

所

當

爲

而

弗

逆

可

謂

義

民

矣

皆

所

謂

便

也

名

曰

廣

便

可

乎

僉

曰

然

遂

名

之

因

記

其

事

云

任

縣

重

城

中

蔡

渠

記

邑

人

李

景

萃

任

古

大

陸

地

曼

衍

平

曠

九

水

交

流

其

改

經

城

中

者

惟

蔡

水

云

蔡

水

發

源

逹

活

泉

稍

東

與

紫

金

泉

合

蜿

蜒

紆

譎

踰

三

十

餘

里

爲

縣

西

郭

昔

人

於

此

釃

爲

二

支

一

南

向

環

城

爲

濠

一

北

向

東

折

穿

城

爲

渠

渠

流

凢

百

武

爲

倉

廐

又

七

十

武

爲

縣

治

又

四

十

武

爲

部

使

者

行

臺

又

六

十

武

爲

泮

宫

由

泮

宫

折

而

北

又

折

而

西

玦

環

縣

治

後

舊

有

後

樂

亭

其

臺

畔

及

亭

皆

流

水

通

焉

復

折

而

北

始

穿

城

而

出

與

濠

水

合

東

走

二

十

里

許

乃

瀦

爲

湖

此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四

蔡

水

經

流

之

大

都

也

初

穿

城

爲

渠

歲

月

姓

氏

無

復

可

考

聞

諸

老

言

當

渠

未

及

壌

時

居

民

灌

濯

治

繲

皆

取

給

於

此

且

足

爲

倉

廐

火

備

中

惑

於

堪

輿

家

言

罷

䟽

功

下

流

遂

壅

河

形

存

祗

爲

積

穢

矣

然

渠

壅

則

濠

溢

濠

溢

則

城

易

崩

版

築

之

役

歲

或

爲

任

民

苦

是

渠

成

則

有

利

而

無

害

渠

廢

則

有

害

而

無

利

其

得

失

之

故

較

然

可

覩

也

自

余

㧞
足

隴

客

遊

江

海

間

見

蕞

爾

邑

聚

多

引

水

穿

渠

入

城

大

者

容

小

者

利

汲

心

羡

之

視

吾

邑

則

湮

塞

如

故

未

不

喟

然

嘆

也

夫

引

水

穿

渠

南

北

豈

異

宜

哉

人

事

之

不

齊

時

固

有

待

耳

嘉

靖

己

未

余

自

越

中

祗

役

入

都

事

竣

取

道

梓

里

適

汾

澳

孫

侯

奉

憲

使

見

吾

陳

公

檄

集

丁

夫

治

之

無

何

余

將

適

越

見

清

流

如

駛

有

海

濵

江

堧

之

觀

矣

乃

孫

侯

復

將

陳

公

命

問

記

於

余

夫

力

役

古

人

所

重

故

畚

鍤

之

興

必

因

民

所

欲

不

以

佚

道

信

不

使

也

今

畿

輔

之

民

財

力

並

詘

矣

辟

之

征

夫

未

弛

負

擔

方

切

息

肩

之

思

苟

不

憫

其

勞

而

益

以

銖

兩

則

必

艴

然

怒

矧

責

以

鈞

石

乎

兹

于

未

浹

旬

之

間

而

復

數

十

年

巳

廢

之

渠

非

金

簡

玉

書

之

術

陽

侯

河

伯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五

之

靈

相

之

成

也

龜

手

趼

足

固

勤

吾

民

矣

乃

子

來

奏

功

咄

嗟

而

辦

此

其

故

謂

非

勞

而

能

擇

使

之

旣

信

也

邪

彼

苟

惮

勞

費

狃

便

就

安

固

號

稱

不

擾

矣

揆

以

導

利

興

壞

可

乎

哉

陳

公

之

布

令

孫

侯

之

宣

勞

德

將

與

斯

流

並

長

矣

時

余

行

李

匆

匆

無

能

執

筆

札

之

役

兹

以

移

守

關

西

旅

次

稍

暇

乃

申

前

諾

而

爲

之

記

云

渠

廣

三

丈

深

十

五

尺

自

分

而

合

凢

三

里

始

事

於

九

月

壬

辰

訖

工

於

是

月

丁

酉

計

役

丁

夫

三

百

人

陳

公

名

大

賔

楚

人

起

家

甲

辰

進

士

以

名

御

史

守

河

間

遷

兵

憲

飭

戎

於

此

修

舉

鄕

約

教

弟

子

員

以

絃

誦

講

明

韜

畧

爲

畿

輔

建

不

世

功

孫

公

滎

先

晋

人

展

體

率

職

他

所

興

舉

甚

衆

人

謂

徤

令

諸

與

是

役

者

附

之

碑

陰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十

月

建

永

濟

閘

紀

邑

人

趙

文

炳

邑

之

東

北

三

十

里

許

有

河

曰

滏

陽

發

源

於

磁

州

山

西

之

麓

瀠

廽

曲

折

直

抵

天

津

與

運

道

合

啇

賈

舟

楫

輻

輳

河

下

稱

巨

津

云

河

之

西

地

形

窪

下

歲

苦

渰

没

其

東

則

高

阜

歲

又

苦

旱

職

斯

土

者

恒

思

經

理

之

而

未

遑

也

萬

暦

乙

未

春

徐

侯

奉

命

宰

任

邑

間

民

疾

苦

水

患

最

甚

□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六

是

单

騎

北

廵

滏

河

境

上

西

望

張

家

泊

波

流

洶

湧

害

民

禾

稼

乃

督

鄕

民

䟽
其

淤

塞

增

其

堤

岸

引

巨

津

而

北

流

歲

遂

大

熟

東

望

中

魁

等

處

苖

將

就

槁

因

喟

然

曰

河

水

若

斯

而

臨

河

者

不

得

徼

勺

水

之

利

以

潤

焦

土

是

固

民

之

惰

上

之

人

亦

與

有

責

焉

乃

屬

其

父

老

而

謀

之

諸

父

老

賈

班

等

因

進

曰

先

年

苦

旱

民

等

築

土

壩

於

河

中

蓄

水

中

流

蘇

潤

枯

稿

家

獲

厚

利

第

土

功

旋

廢

事

非

經

久

若

建

以

石

閘

是

吾

民

子

孫

萬

世

利

也

顧

工

費

甚

鉅

創

始

甚

難

其

若

之

何

侯

曰

是

吾

責

也

乃

檄

一

方

父

老

咸

造

於

庭

諭

以

建

閘

意

諸

父

老

翕

然

一

口

明

公

爲

百

姓

興

永

利

工

料

之

費

民

等

任

之

不

以

煩

公

帑

鼓

舞

勸

率

惟

明

公

留

意

焉

侯

大

喜

遂

與

諸

父

老

計

工

程

度

財

用

需

費

七

百

餘

金

計

水

利

所

及

者

履

稅

之

以

二

分

爲

率

僉

謀

旣

定

人

心

悅

從

因

上

其

事

於

當

道

咸

報

曰

可

于

是

集

工

匠

召

夫

役

石

于

山

伐

木

於

泉

鎔

鐵

于

冶

炊

灰

於

陶

擇

謹

厚

鄕

民

謄

孫

儒

孫

守

正

賈

儀

趙

邦

祿

等

三

十

餘

人

職

出

納

錢

榖

經

始

於

丁

酉

年

春

三

月

越

戊

戌

工

成

强

半

是

歲

漳

水

决

曲

周

鄭

家

口

溢

入

滏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七

陽

爲

患

侯

復

開

月

河

厚

堤

堰

躬

親

督

視

不

惮

寒

暑

仍

設

處

榖

三

十

石

以

勞

石

工

越

明

年

巳

亥

功

告

成

閘

基

高

一

丈

四

尺

東

西

廣

濶

一

丈

八

尺

旱

則

閉

閘

蓄

水

東

救

稿

苖

水

足

卽

開

閘

以

通

舟

楫

誠

一

方

勝

槩

萬

民

永

利

也

是

役

也

財

徵

之

地

而

民

不

怨

力

取

之

民

而

衆

不

勞

非

所

謂

佚

道

使

民

者

耶

無

何

侯

有

東

平

之

擢

甫

戒

行

復

進

父

老

而

諭

之

日

閘

功

成

矣

顧

子

閘

不

建

奚

以

便

蓄

洩

溝

洫

不

通

奚

以

資

灌

漑

閘

爲

虚

噐

矣

今

與

爾

百

姓

約

閘

之

南

建

子

閘

數

座

首

曰

天

口

閘

次

曰

田

家

庄

閘

再

次

曰

吳

家

口

閘

又

次

曰

鄧

家

口

閘

又

次

曰

王

家

灣

閘

又

次

曰

賈

家

閘

最

下

曰

邉

家

庄

閘

其

用

水

也

由

天

口

而

田

家

庄

以

至

邉

家

庄

各

隨

地

勢

挨

次

灌

田

仍

於

各

村

北

境

横

築

小

堤

高

二

尺

濶

伍

尺

以

防

用

水

溢

額

爲

下

流

患

其

東

岸

大

堤

當

倍

築

高

厚

夾

植

埀

柳

數

百

萬

株

以

固

之

使

漳

水

不

得

衝

决

庻

幾

哉

有

水

之

利

無

水

之

患

乎

吾

行

不

暇

爲

此

爾

父

老

亟

圖

之

噫

嘻

世

之

□

職

者

孰

不

曰

吾

無

愆

於

期

會

簿

書

吾

分

畢

矣

孰

肯

竭

力

建

閘

爲

百

姓

興

無

窮

利

卽

興

矣

孰

肯

諄

諄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八

爲

百

姓

圖

久

遠

計

於

去

之

日

哉

侯

之

愛

民

可

謂

至

矣

昔

召

杜

守

南

陽

開

溝

渠

修

陂

池

以

興

水

利

故

當

時

北

室

殷

足

有

召

父

杜

母

之

謡

迄

今

爲

良

吏

首

稱

侯

之

建

閘

渠

以

厚

民

生

視

召

杜

奚

啻

過

之

異

日

灌

漑

功

成

百

姓

歌

咏

盛

德

寕

出

南

陽

後

哉

余

因

鄕

民

之

請

爲

之

記

其

始

末

以

俟

後

之

傳

循

良

者

採

焉

徐

侯

諱

璘

號

毓

初

江

西

臨

川

人

以

省

魁

治

任

六

載

課

農

桑

修

廟

學

清

獄

訟

查

浸

没

善

政

難

於

縷

數

建

閘

其

大

端

云

萬

暦

二

十

八

年

歲

次

庚

子

秋

八

月

新

塞

南

門

記

邑

侯

趙

時

晋

按

邑

乘

舊

無

南

門

門

闢

於

今

上

之

紀

元

前

令

袁

君

剏

議

也

又

四

十

年

而

不

佞

晋

來

爲

令

見

四

門

端

峙

南

向

獨

新

整

但

郭

外

僻

隘

寥

寥

數

椽

若

不

足

爲

有

無

也

者

顧

蒞

政

之

初

未

遑

他

務

獨

先

問

士

之

嘉

隆

之

季

雲

龍

接

武

或

解

發

京

闈

或

聯

登

天

路

彬

彬

乎

稱

盛

際

巳

自

上

御

宇

以

來

踰

三

紀

餘

無

論

春

秋

兩

榜

卽

以

明

經

貢

天

府

者

亦

凋

謝

不

可

多

見

論

者

遂

以

惰

窳

咎

士

不

侫

亦

謂

卽

不

以

惰

自

甘

而

或

上

之

人

皷

舞

振

作

之

道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二
十
九

缺

然

不

講

是

亦

足

爲

衰

地

也

乃

爲

之

考

課

講

宄

□

旣

人

握

隋

珠

而

家

藴

和

璧

屈

指

掇

青

紫

拾

芥

耳

比

□

闈

而

復

落

落

不

侫

益

不

解

無

何

以

覲

抵

都

别

駕

凌

□

代

邑

篆

搤

擥

士

紳

之

落

莫

探

其

故

因

與

諸

士

登

城

眺

望

見

南

門

直

射

學

宫

大

駭

異

曰

此

敝

之

原

而

敗

之

始

也

按

地

形

任

南

枕

龍

崗

北

瞰

陸

澤

九

河

環

抱

池

於

艮

如

人

之

面

北

者

然

故

啓

土

建

邦

取

丁

山

癸

向

之

□

不

設

南

門

厥

有

至

理

前

令

盖

誤

借

文

明

于

離

火

不

知

其

完

固

之

氣

巳

盡

洩

無

餘

矣

此

如

不

治

任

士

卽

技

□

屠

龍

才

堪

繡

虎

奈

此

破

敗

之

風

氣

何

公

洞

曉

堪

輿

故

一

寓

目

如

指

諸

掌

乃

走

檄

白

於

上

會

天

雄

備

兵

使

□

焦

公

極

嘉

與

之

因

便

道

躬

閱

方

賛

其

事

遂

集

丁

夫

役

畚

鍤

趋

事

者

咸

子

來

弗

敢

後

不

浹

旬

而

底

績

於

是

任

人

謂

公

冝

不

朽

因

以

記

屬

不

侫

乃

謂

任

人

曰

是

役

□

於

舉

措

有

其

難

之

端

而

勞

費

不

與

焉

淺

夫

見

事

不

□

理

青

烏

家

言

幻

杳

罔

稽

以

投

於

懵

懵

者

之

耳

不

受

也

受

矣

而

或

狃

於

因

循

惮

于

興

革

如

強

疾

者

之

忌

藥

餌

廽

瀾

者

之

厭

隄

防

疴

日

深

潰

□

甚

率

委

於

莫

如

之

何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而

事

不

舉

又

或

以

服

官

爲

傳

含

以

措

政

爲

慱

局

□

其

地

之

利

害

秦

越

人

也

誰

□

計

後

來

者

而

事

不

舉

且

此

郭

外

數

椽

久

取

道

於

此

一

且

□

□

成

隔

絶

人

情

自

通

而

之

阨

情

必

不

順

而

勢

必

□

□

□

□

□

□

嘵

嘵

鳴

其

不

便

當

事

者

未

必

□

擊

其

□

□

□

□

□

足

有

無

之

狀

徃

徃

爲

之

中

止

□

□

□

□

之

□

□

□

於

十

數

家

之

阻

撓

而

事

亦

不

□

□

□

□

興

衰

權

利

□

□

不

蹈

築

含

其

誰

能

破

聚

訟

之

□

□

□

難

竟

之

緒

如

□

□

乎

□

□

有

運

會

焉

是

門

之

開

也

閉

也

□

之

所

繇

□

□

□

□

□

□

開

也

孰

使

之

否

閉

也

孰

使

之

泰

意

者

天

□

哀

任

□

□

欝

而

賜

之

公

乎

不

然

官

兹

土

者

匪

一

人

□

□

□

□

□

識

如

不

侫

之

無

所

建

明

也

者

而

挽

囘

之

力

□

□

□

□

耶

聞

天

人

一

理

有

助

順

者

必

有

効

靈

者

而

□

□

任

之

烜

赫

震

燿

不

蔡

可

知

公

之

所

鑄

且

與

斯

□

□

□

□

借

永

於

貞

珉

也

哉

故

不

辭

蕪

劣

而

爲

之

記

公

名

子

任

號

覺

菴

新

都

之

歙

人

今

擢

廣

西

永

安

司

馬

因

傋

載

之

爲

頌

公

者

考

焉

萬

暦

四

十

四

年

歲

次

丙

辰

四

月

重

修

任

城

記

邑

侯

□

天

□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一

大
清
定
鼎
之
五
年
余
承
乏
來
牧
兹
土
時
當
仲
春
霡
霂
優

渥
二
麥
向
榮
心

自
喜
曰
任
俗
醇
厚
素
稱
易
治
加
之

康
阜
民
自
樂
業
教
必
順
從
可
優
遊
臥
治
矣
故
一
切
從

寬
與
民
休
息
惟
征
輸

國
課
萬
不
得
巳
者
催
科
撫
字

並

行

不

悖

奉

功
令
之
外
無
餘
事
矣
廼
仲
夏
之
際
陽
侯
爲
崇
三
旬
有
餘

列
缺
屏
翳
無
時
不
肆
其
虐
迨
七
月
初
又
加
甚
焉
甌
脫

穹
廬
淪
没
無
筭

綢
繆
之
牗
戸
莫
禁
漂
摇
公
廨
民
室

畧
無
孑
遺
城
垣
坍
塌
者
計
三
百
八
十
丈
一
尺
更
鋪
敵

臺
共
三
十
座
任
本
弹
丸
地
而
頺
敗
至
是
其
墟
可
乘
共

虚
可
搗
而
府
藏
倉
廐
民
命

國
計
關
係
匪
輕
使
守
備

不
設

警
日
聞
泄
泄
視
之
可
不
爲
寒
心
乎
卽
欲
驟
爲

修
補
民
且
與
魚
窟
争
處
而
我
又
以
雉
堞
重
因
民
方
父

子
對
泣
而
我
欲
以
臂
指
從
事
其
誰
與
我
於
是
緩
之
又

緩
至
於
八
月
請
之
上
臺
困
程
工
度
用
費
實
浩
繁
念
凋

瘵
之
民
不
堪
重
役
所
需
材
料
本
縣
捐
俸
二
百
金
遴
役

採
買
且
暮
督
工
視
前
更
加
堅
固
焉
作
始
於
八
月
二
十

日
告
成
於
十
月
朔
爲
日
四
旬
計
工
十
百
人
但
見
城
之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二

完

而

不

知

材

之

所

出

見

徒

之

合

散

而

不

知

役

使

之

勞

救

災

補

敗

本

縣

不

知

竭

幾

許

心

血

矣

思

一

縣

之

務

舉

一

大

事

未

有

不

駭

民

動

衆

者

有

法

以

行

於

其

間

寕

損

巳

無

損

民

縱

勞

民

知

恤

民

始

焉

疑

中

焉

定

終

且

歡

然

樂

其

有

成

矣

是

役

也

力

借

之

民

而

費

不

出

於

民

不

出

於

民

而

利

仍

之

民

力

借

於

民

吾

甘

任

怨

利

於

民

吾

不

任

德

任

民

其

許

我

乎

若

猶

是

因

循

顧

望

今

日

諉

之

明

日

前

人

諉

之

後

人

視

縣

官

如

傳

舍

姑

息

於

一

時

而

不

虞

後

禍

之

滋

者

非

余

心

也

因

鐫

之

石

以

告

來

者

䟽
河

紀

畧

邑

侯

吳

懷

忠

丁

酉

歲

十

二

月

之

秒

予

初

至

任

蕭

瑟

凉

瘠

顧

若

老

㓜

多

鵠

面

鳩

形

予

惻

然

問

所

以

致

此

皆

曰

害

任

者

不

數

而

水

之

患

爲

甚

未

幾

爰

引

轡

東

南

郊

見

白

波

天

際

浩

淼

無

垠

目

驚

心

懾

不

意

其

身

遊

海

國

也

及

考

則

壤

浩

淼

之

中

皆

賦

稅

存

焉

不

禁

撫

膺

太

息

遂

慨

然

有

拯

溺

之

意

由

是

食

夣

思

無

一

非

爲

水

計

者

無

一

非

爲

水

計

而

計

無

從

出

予

困

矣

乃

遍

檢

諸

當

事

者

水

政

之

議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三

確

求

石

畫

以

濟

予

困

諸

議

紛

䥘
或

有

曰

陸

澤

之

水

非

神

禹

不

能

平

非

神

禹

不

能

平

是

水

必

不

可

治

矣

水

必

不

可

治

予

益

大

困

矣

中

夜

徬

徨

如

忽

窹

自

謂

曰

水

亦

惡

有

不

可

平

者

哉

按

禹

貢

恒

衞

旣

從

大

陸

旣

作

謂

恒

衞

之

水

旣

從

故

道

則

大

陸

之

地

皆

可

耕

作

也

任

在

陸

旣

作

者

也

故

澧

水

渰

没

民

田

千

餘

頃

議

自

郭

守

敬

始

守

敬

元

人

也

繇

元

而

上

遡

之

禹

殆

數

千

歲

未

聞

任

之

大

陸

不

可

耕

作

也

若

水

必

不

可

平

則

陸

澤

之

賦

稅

當

不

至

今

而

不

存

矣

繇

前

而

觀

而

知

大

陸

澤

悉

爲

耕

地

而

水

惡

不

可

平

也

且

又

自

元

以

迄

於

今

幾

四

百

歲

聞

故

老

譚

任

之

水

害

不

過

或

六

十

年

或

七

十

年

是

六

七

十

年

以

前

巳

平

澧

水

之

害

澤

皆

耕

作

之

地

不

辨

可

知

心

疑

其

故

無

如

任

之

父

老

未

聞

其

說

是

以

俱

憒

憒

也

偶

細

閱

縣

志

澧

水

註

有

云

正

德

十

六

年

縣

令

張

瓚

祖

守

敬

議

開

修

成

河

民

頼

其

利

計

瓚

距

守

敬

相

去

百

有

餘

年

則

澧

之

爲

害

當

時

者

葢

不

啻

百

有

餘

年

矣

瓚

以

一

時

之

力

去

不

啻

百

有

餘

年

之

害

夫

豈

貿

貿

無

法

於

其

間

者

而

知

今

六

七

十

年

以

前

正

德

十

六

年

以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三

瘁

爾

百

姓

亦

誰

不

知

之

而

予

復

爲

爾

百

姓

道

之

也

葢

以

此

日

之

河

功

皆

草

創

若

不

加

保

河

之

法

河

工

盡

棄

矣

誠

思

所

以

保

之

□

頼

此

三

人

力

未

艾

也

爾

百

姓

其

識

之

諸

父

老

皆

歡

□

曰

諾

于

是

授

之

以

保

河

議

辛

丑

閏

七

紀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四

後

其

間

五

六

十

年

又

皆

可

耕

之

地

矣

繇

後

以

觀

是

有

人

平

水

而

水

平

無

人

平

水

而

水

不

平

而

水

又

惡

不

可

平

也

不

知

水

之

禍

不

起

於

澧

起

於

南

邑

不

修

澧

之

河

岸

致

澧

之

決

及

澧

旣

決

又

不

急

築

河

之

決

口

人

事

因

循

而

害

遂

滋

大

繇

是

滋

者

益

滋

而

河

身

漸

次

壅

滯

又

兼

地

居

衆

水

之

土

脉

冲

擾

亦

易

淤

耕

作

其

間

者

未

察

受

害

之

源

與

䟽

之

方

所

以

狂

瀾

歴

久

而

未

艾

也

予

觀

古

察

今

見

其

如

此

如

方

窹

遂

益

堅

拯

溺

之

志

是

歲

之

食

夣

思

葢

亦

無

毫

末

而

非

爲

水

計

者

每

暇

與

陳

生

所

知

孔

生

貞

元

乘

扁

舟

泛

陸

澤

之

浦

自

臺

南

抵

逹

家

庄

東

盟

臺

駱

庄

程

二

寨

吳

家

庄

于

明

庄

浩

浩

五

十

餘

里

回

翔

上

下

察

九

河

之

情

狀

如

其

爲

源

頭

者

何

若

爲

經

絡

者

何

若

爲

尾

閭

者

何

若

與

其

爲

治

法

之

標

本

者

何

若

自

是

而

䟽

之

成

竹

胸

中

亦

庻

可

八

九

得

也

大

意

謂

河

工

大

在

治

澧

澧

不

可

急

治

先

在

築

百

泉

口

清

其

經

絡

䟽
雞

爪

張

滋

黄

楊

石

諸

水

通

其

尾

閭

庻

流

殺

澧

現

而

河

可

治

初

不

過

意

期

其

如

此

然

亦

未

敢

必

如

其

意

期

如

此

也

又

自

思

曰

心

思

旣

竭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五

□

勢

不

乘

將

奈

何

時

勢

卽

乘

工

役

不

備

將

奈

何

且

當

此

時

而

譚

工

役

其

難

實

甚

越

庚

子

正

月

上

旬

有

焦

生

金

聲

辛

生

丙

甲

余

生

鼎

甲

晤

予

予

偶

議

工

役

擬

設

炤

丁

興

工

一

法

謂

三

子

曰

民

其

許

我

乎

三

子

曰

不

惟

其

□

之

且

將

鼓

舞

趨

之

矣

予

聞

其

說

如

獲

異

珍

焉

及

上

□

日

詢

諸

生

曰

河

工

似

難

緩

其

如

地

界

不

分

河

道

未

□

何

余

生

曰

生

與

土

人

王

可

興

留

心

久

矣

誠

不

難

分

□

也

予

卽

促

余

生

偕

可

興

相

與

登

舟

放

平

中

流

初

諦

□

渺

不

見

有

所

謂

九

河

者

渾

渾

浩

浩

總

一

大

水

世

界

□

余

生

臨

波

細

剖

而

水

中

之

脉

絡

分

明

然

後

見

舊

日

桑

田

情

態

皆

宛

在

水

中

央

矣

于

是

遂

申

詳

有

築

百

泉

□

挑

牛

尾

雞

爪

張

滋

黄

楊

石

諸

水

之

舉

一

月

廿

八

□

郭

使

君

親

踏

河

干

按

驗

合

法

捐

俸

四

十

□

而

後

築

□

之

詳

下

隨

於

三

月

初

六

日

動

工

五

日

而

工

完

十

日

□

水

消

繼

乘

數

月

不

雨

而

河

皆

平

地

矣

于

是

乘

時

起

事

遂

有

大

挑

澧

河

之

請

興

工

之

日

用

通

派

丁

口

之

法

□

貴

賤

老

㓜
農

工

啇

賈

悉

畚

挿

從

事

而

争

趨

於

河

卽

予

亦

冐

泥

塗

而

僕

輿

□

亦

無

弗

胼

胝

者

其

用

力

之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六

誠

地

軸

可

撼

而

歡

聲

之

震

天

閽

可

闢

矣

于

是

捐

濟

者

捐

濟

設

法

者

設

法

稍

間

又

遂

有

澧

河

末

路

之

舉

澧

河

迷

失

故

道

幾

四

百

年

其

末

端

入

滏

竟

荒

滅

無

踪

欲

通

澧

於

滏

非

平

地

開

闢

不

可

意

將

自

黄

思

口

東

向

抵

黄

楊

石

三

溝

似

近

以

水

高

南

下

懼

流

害

遂

他

移

欲

相

一

開

地

劉

生

清

鄕

典

史

王

好

行

率

衆

芟

刈

蘆

荻

不

意

芟

刈

之

下

河

身

突

出

以

六

七

十

年

之

積

波

適

疏

而

天

久

暘

是

天

賜

吾

民

以

河

身

也

以

漫

滅

不

可

考

之

故

道

於

叢

埋

中

無

意

而

偶

獲

是

天

又

賜

吾

民

以

故

道

也

于

是

因

而

疏

之

而

澧

之

道

遂

通

澤

中

之

麥

收

竟

數

倍

又

時

单

騎

入

澤

察

利

害

問

疾

苦

與

隨

行

者

究

水

道

又

驚

異

不

置

夫

任

傳

爲

大

害

者

九

河

巳

耳

今

按

自

唐

山

來

最

爲

害

者

則

有

泜

水

自

贊

皇

山

經

臨

城

來

者

則

有

泲

水

自

府

北

馬

蹄

諸

泉

來

者

則

有

牛

尾

河

水

自

沙

河

分

來

者

則

有

程

寨

河

水

自

廣

平

府

曲

周

來

者

則

有

漳

牛

等

水

共

計

葢

十

七

河

云

夫

此

十

七

河

志

所

不

載

故

老

不

傳

者

葢

過

半

矣

予

又

不

得

不

爲

此

諸

河

察

源

委

詳

利

害

條

分

而

疏

之

奄

忽

間

而

辛

丑

之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七

春

届

矣

予

懼

春

水

汜

溢

卽

蚤

勉

爲

驅

率

盡

力

於

杜

科

分

水

殷

陳

蔡

馬

諸

河

其

中

有

小

漳

河

者

淤

尤

甚

栢

鄕

唐

山

兩

鄕

紳

置

地

河

身

中

吾

何

必

不

以

此

而

爲

生

民

請

命

也

乃

卽

魏

莊

於

老

僕

道

其

意

老

僕

温

剴

殊

甚

地

遂

挑

又

以

書

投

仰

止

徐

公

卽

慨

復

書

詞

俊

爽

多

風

豁

如

也

地

亦

遂

挑

繇

是

漳

水

得

逹

沙

洺

而

入

滏

皆

兩

鄕

紳

賜

也

于

是

又

决

意

沙

洺

枝

河

與

百

泉

河

工

之

未

完

者

不

意

夏

四

月

而

予

有

連

平

之

擢

矣

念

河

工

未

完

懼

大

雨

時

行

將

一

萬

六

千

之

民

力

空

付

流

水

因

謁

各

憲

勉

留

數

月

意

在

完

前

工

之

未

完

時

値

天

暑

農

忙

無

已

作

疏

河

之

勸

勸

之

于

六

月

初

九

日

祭

河

動

工

民

樂

如

示

幸

亦

不

日

而

事

竣

諸

父

老

皆

歡

聲

而

功

予

予

曰

不

然

予

何

功

之

有

哉

河

身

故

道

天

賜

也

府

㕔
各

憲

如

溺

憂

勤

捐

俸

激

勵

賜

與

天

等

誰

敢

貪

天

之

功

以

爲

已

力

乎

且

闔

縣

紳

士

與

爾

一

萬

六

千

之

衆

殚

財

竭

力

以

至

此

天

功

不

可

貪

人

力

顧

可

冐

乎

予

何

功

之

有

哉

但

其

中

始

終

任

事

勤

苦

特

甚

者

典

史

許

成

邑

史

王

好

行

工

書

賀

階

此

三

人

者

兩

年

來

身

家

俱

忘

筋

骨

俱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八

瘁

爾

百

姓

亦

誰

不

知

之

而

予

復

爲

爾

百

姓

道

之

也

葢

以

此

日

之

河

功

皆

草

創

若

不

加

保

河

之

法

河

工

盡

棄

矣

誠

思

所

以

保

之

當

頼

此

三

人

力

未

艾

也

爾

百

姓

其

識

之

諸

父

老

皆

歡

聲

曰

諾

于

是

授

之

以

保

河

議

辛

丑

閏

七

紀重

修

城

垣

記

邑

人

李

鳳

翔

任

土

沙

磧

居

九

河

之

衝

遇

澇

則

諸

河

之

水

自

西

南

奔

騰

而

來

滙

于

蔡

河

數

冲

决

城

垣

隄

岸

害

非

一

日

矣

戊

申

秋

大

水

壞

西

南

二

城

八

十

餘

丈

堤

閘

亦

隨

傾

圮

巳

酉

夏

四

月

陵

季

侯

蒞

任

甫

下

車

問

民

疾

苦

廵

視

要

害

見

城

垣

頺

敗

慨

然

曰

城

郭

不

完

何

以

設

險

遂

集

諸

父

老

謀

之

僉

曰

惟

命

侯

捐

俸

率

先

紳

衿

耆

庻

皆

争

相

樂

助

于

是

鳩

材

用

市

甎

石

申

號

令

集

丁

夫

而

捕

許

君

成

禋

則

計

丈

尺

量

功

程

稽

惰

勤

時

勞

又

擇

文

學

之

謹

厚

者

陳

所

知

謝

元

震

孫

觀

光

杜

民

賀

司

錢

榖

出

人

俾

効

用

劉

文

運

王

文

煥

昕

夕

董

其

事

惟

時

庻

民

子

來

工

匠

効

力

不

旬

日

而

告

竣

守

禦

足

恃

矣

或

曰

侯

甫

受

事

胡

信

孚

于

民

而

響

應

如

是

予

曰

侯

具

敏

練

才

其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三
十
九

初
任
榕
城
司
李
案
無
留
牘
民
以
不

時
海
氛
方
熾
侯

胸
富
甲
兵
叅
賛
碩
畫
八
閩
皆

爲
長
城
至
今
嘖
嘖
人

口
奚
有
于
彈
丸
百
雉
哉
况
侯
易
直
子
諒
可
孚
豚
魚
其

創
興

剔
務
舉
大
綱
不
事
苛
察
故
令
出
而
人
信
之
擇

可
勞
而
勞
誰
敢
後
行
見
政
簡
刑
清
民
登
袵
席
侯
之
保

障
吾
民
過
堅
城
數
倍
匪
僅
沾
沾
于
樓
櫓
閭
見
張
弛
爲

也
侯
諱
芷
號
介
菴
丁
亥
進
士
由
比
部
左
遷
江
南
武
進

人

大

清

康

熙

八

年

月

日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四
十

重

建

大

宋

橋

記

禹

貢

開

田

賦

功

莫

先

于

疏

河

導

江

大

司

徒

稻

人

所

掌

專

修

澮

川

以

洩

水

而

史

遷

則

書

河

渠

孟

堅

亦

志

溝

洫

盖

以

田

賦

皆

出

乎

水

利

水

得

其

利

則

農

田

乃

可

無

虞

夫

然

後

菽

粟

豊

而

租

賦

足

衣

食

裕

而

禮

義

興

其

所

豈

細

故

哉

故

大

者

足

以

徧

天

下

垂

無

窮

其

次

亦

利

一

方

澤

世

田

賦

不

可

一

日

不

治

則

水

利

必

不

可

一

日

不

講

也

渚

陽

之

大

陸

澤

爲

九

河

下

流

每

遇

秋

霖

則

九

河

滙

于

大

陸

大

陸

汎

濫

于

平

疇

沃

野

間

禾

笛

成

巨

浸

而

百

泉

河

至

大

宋

村

又

衝

决

民

田

千

共

淹

粮

地

三

分

之

二

是

以

民

日

窮

財

日

當

事

爲

之

束

手

無

策

不

知

大

陸

本

皆

耕

作

之

地

向

有

洩

水

二

道

一

自

西

北

流

至

古

滏

河

經

隆

平

寧

晋

入

衞

河

而

注

於

海

明

嘉

靖

間

真

順

二

府

起

夫

合

而

民

頼

其

利

一

自

東

北

雞

爪

河

出

新

滏

陽

以

逹

天

津

明

時

尚

通

順

治

十

八

年

邑

令

吳

懷

忠

復

為

修

所

以

大

陸

仍

可

耕

作

而

農

田

不

至

淹

没

也

今

則

隆

平

之

河

塞

民

皆

築

室

以

居

新

滏

河

亦

淤

成

高

地

彼

此

牽

制

俱

難

議

予

不

得

已

于

癸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四
十
一

亥

嵗

築

澧

河

長

隄

二

十

里

可

救

二

三

千

頃

之

良

田

乃

以

子

丑

連

潦

水

勢

洶

湧

隄

既

成

而

復

壞

人

咸

惜

之

至

于

百

泉

河

發

源

太

行

山

經

邢

䑓
南

和

之

境

而

任

之

東

南

爲

大

宋

村

廢

石

橋

所

淤

遏

遂

横

决

杜

科

等

村

被

患

最

劇

予

爲

築

口

者

两

年

于

兹

屡

合

而

屡

决

去

冬

乃

議

撤

石

橋

以

逹

其

流

于

大

陸

而

大

宋

士

民

執

風

水

之

説

物

而

不

化

予

再

三

開

陳

其

利

害

于

是

翻

然

樂

從

今

正

月

始

捐

俸

興

工

發

橋

石

之

陷

于

地

者

重

建

高

石

橋

一

座

梁

高

一

丈

濶

倍

之

其

規

模

視

昔

有

加

五

閲

月

而

告

竣

衆

因

請

予

記

之

予

惟

為

民

牧

者

惟

問

田

賦

之

所

從

入

而

不

問

田

賦

之

所

從

出

因

循

成

習

委

天

地

之

大

利

而

不

知

視

斯

民

之

疾

苦

而

莫

之

救

可

勝

浩

歎

昔

大

禹

治

河

首

龍

門

而

水

性

始

順

今

通

此

橋

其

功

之

大

小

不

同

而

順

水

之

性

則

一

也

但

橋

下

河

沙

易

積

每

水

涸

時

必

常

加

疏

不

致

復

陷

于

淤

泥

中

則

為

功

昜

而

爲

利

久

後

有

爲

國

計

民

生

考

渚

陽

水

利

因

此

橋

而

并

議

大

陸

之

疏

者

庶

幾

信

而

有

徴

東

坡

謂

水

利

不

可

諉

之

于

天

專

咎

人

事

之

不

修

真

千

古

知

本

之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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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縣
志

卷
之
九

四
十
二

哉

若

两

村

人

士

皆

有

樂

輸

襄

事

之

功

亦

不

可

沒

也

例

得

書

名

于

後

是

爲

記

康

熙

丙

寅

六

月

旣

望

娄

江

王

原

祁

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