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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红

欄

映

波

又

名

红

橋

萬

彚

橋

在

鎮

南

乾

隆

十

四

年

建

三

十

一

年

里

人

重

建

永

安

橋

跨

尤

涇

乾

隆

十

五

年

建

金

庄

浜

東

橋

聚

隆

橋

跨

语

亷

涇

乾

隆

十

六

年

建

小

石

橋

二

一

跨

金

庄

浜

一

跨

鳳

基

漊

太

平

橋

跨

車

㘯

漊

東
湖
涇
橋
在
市
澤
周
孝
侯
廟
北
故
又
名
孝
里
乾
隆
十
六
年
重
修

西

湖

涇

橋

府

縣

志

俱

載

今

廢

三
塘
橋
明

成

化

间

建

天

啟

间

殷

洛

陽

重

建

改
名
永
濟
橋
國
朝
乾

隆

十

七

年

殷

學

洙

倡

修

楊

家

橋

在

塢

邱

三

條

橋

以

上

在

鎮

東

北

果

珍

橋

在

華

涇



ZhongYi

橋
梁

十
四

報

恩

橋

里

人

羅

孝

思

建

在

儒

家

浜

積

善

橋

在

儒

家

浜

蕭

家

橋

释

石

子

橋

興

信

橋

與

上

橋

相

對

俗

呼

八

字

橋

萬

缘

橋

近

八

字

橋

乾

隆

十

六

年

天

台

僧

又

募

建

以
上
在
鎮
西
北



ZhongYi

園

十
五

園

水

東
丘

園

在
馬

驚

庵
東

明

許
河

関

長
長

洲

文
嘉

题

額
園

多

古
木
掩
映
軒
榭
若
梅
若
李
若
桃
杏
之
属
靡
不
備
而
最
贵
異

者
有
胡
桃
一
株
大
合
抱
至
秋
果
熟
可
落
三
四
斛
許
天
牖
有

丘

園

胡

桃

记

晚

香

小

築

萬

曆

间

時

淮

藝

菊

之

所

在

塢

邱

今

廢

柏
園
天
啟
時
柏
小
坡
闢
董
文
敏
题
曰
十
畝
之
间
園
约
四
十
餘
畝
自
金

庄
一
帶
叠
湖
石
假
山
二
奇
峯
峭
壁
得
瘦
透
皺
之
致
傍
山
鑿
池

以
石
龍
为
竅
春
夏
水
涨
则
水
從
龍
口
倒
喷
池
中
彷
彿
虞
山

之
拂
水
焉
四
廊
典
折
夾
岸
桃
李
建
扵
小

自
亭
進
而
有
梅
林

杏

林
桂

園
竹

園

皆
搆

亭
榭

為

㸃
缀

復
築

湧

月
臺

迎
雪

臺

以
便
登
眺
開
邃
洞
以
便
避
暑
扵
池
中
築
八
角
亭
为
曲
水
流

觴
之
䖏
此
其
園
之
大
概
也
園
中
花
木
甞
以
百
金
從
逺
方
覓

種

延
虎

邱
蒔

花

者
培

植
凡

吴

中
騷

人
墨

士

琴
師

棋
客

咸

集
於
中
園
之
主
人
每
夜
張
燈

䜩
家
有
男
女
梨
園
按
次
演

劇

其
口

饜
珍

錯

耳
窮

聲
色

雖

王
侯

亦
不

過

此
入

國
朝

不

滿
五
十
年
臺
倾
地
涸
石
文
半

牛
角
僅
留
山
址
之
名
後
为
王

氏

所

淂

芟

蕪

刈

穢

增

建

间

美

堂

陸

錢

燦

有

记

築

餐

秋

陈

祖

范

題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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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十
六

東

荘

在

河

東

北

街

孫

朝

讓

别

業

凉

館

典

房

宻

室

行

其

中

宛

转

不

能

即

出

後

歸

新

安

程

氏

鳳

基

園

楊

集

應

社

诸

公

會

文

之

所

今

鞠

为

茂

草

矣

特

軒

许

照

建

董

玄

宰

题

额

松

梅

老

圃

王

维

寕

阙

吴

厯

作

图

亦

園

崇

桢

问

陈

阙

语

溪

小

圃

国

朝

順

治

李

时

白

阙

錢

陸

燦

有

记

曠

黄

日

新
结

草

为
之

竹

木
棐

几

净
無

㸃
埃

外

竹
木

萧

疎
板
橋
典
水
人
過
其
地
不
啻
入
雲
林
画
幅
中
近
歸
花
氏
鋤
為

菜

圃



ZhongYi

祠
宇

十
七

祠

宇

東
嶽
廟
在
市
南
雍
正
二
年
建
每

春
季
村
社
诸
神
朝
築
之
所

闗

帝

廟

二

一

在

河

東

中

市

一

在

语

涇

恵

廟

祀

宋

周

孝

子

容

在

河

東

中

市

其

在

市

泽

者

为

孝

子
故
居
俗
名
老
府
又
名
隆
兴
廟
近
市
鄊
村
凡
百
家
之
聚
里
人
必

立

廟

以

祀

不

能

具

載

婁

东

張

采

有

記

福

民
庵

在

北
街

建

於
前

明

萬

间

國
朝

康

熙
甲

子

嵗
倪

氏

重

建
趙

汝
揆

有

记
乾

隆
十

五

年
僧

性
禮

募

修
改

建
门

楼

真

武

殿

在

福

民

庵

西

魁

星

文

昌

阁

在

福

民

庵

東

殷

氏

建

斗
姥
阁
在
河
西
関
帝
廟
後
乾
隆
间
大
慶
移
供
福
民
庵
殿
前
楼

痘

司

殿

在

福

民

庵

雷

祖

殿

在

福

民

庵

三

元

道

院

在

河

東

華

嚴

靜

室

在

軍

界

衖

内

张

氏

宗

祠

右

土
地
祠
三
一
在
河
西
市
西
一
在
河
东
市
南
一
在
金
庄
浜
北
岸

财

帛

司

祠

在

嶽

庙

地

藏

殿

前

北

隂

三

司

殿

在

嶽

廟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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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宇

十
八

法

華

庵

在

朗

城

梁

天

監

時

建

宋

咸

淳

间

僧

海

寕

重

建

明

永

樂

中

歸

併

妙

清

寺

中

有

水

白

阁

太

倉

王

時

敏

题

额

廣

福

禅

院

縣

志

名

馬

驚

庵

建

扵

宋

嘉

泰

间

明

洪

武

歸

併

妙

清

寺

分

东

西

院

國

朝

乾

隆

丙

子

嵗

里

人

请

报

恩

寺
住

持
僧

明

印
歸

院
设

立

講
堂

東
西

仍

併
晨

鐘
暮

鼓

蔚

為
叢

林
数

十

年
後

東
院

僅

存
颓

垣
無

一

椽
復

存
西

院

亦

漸

坍

廢

僧

靜

缘

募

建

修

增

福

禅

院

在

塢

坵

宋

端

平

二

年

僧

無

瑕

建

明

萬

曆

十

四

年

僧

圆

照

修

國

朝

順

治

间

僧

雪

濤

重

修

圆

通

庵

在

市

南

雍

正

二

年

改

建

東

嶽

庙

觀
音
庵
六
一
在
语
㢘
涇
北
岸
明
范
氏
捨
宅
为
庵
今
廢
一
在
永

安
橋
东
名
水
蓮
庵
一
在
河
西
土
地
祠
右
一
在
苏
家
浜
為
蘇
氏

家
庵
名
宝
蓮
庵
一
在
金
庄
浜
北
岸
土
地
祠
右
一
在
河
東
市
南
三
元
院
内

夏
泽
庵
一
名
夏
宅
在
市
東
北
明
夏
太
師
言
侍
姬
修
真
之
所
断

尚

存

壁

间

毘

盧

庵
在

莘

涇

村

南

堂

名

大

慈

庵
在

尤

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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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宇

十
九

北

堂

在

尤

涇

藏

真

殿

在

鄊

界

涇

闻

香

庵

一

名

聖

堂

顺

治

问

举

人

谭

聖

蛟

建

梵

音

庵

草

庵

以
上
三
所
俱
在
儒
家
浜



ZhongYi

塜
墓

二
十

塜

墓明

廣

州

通

判

李

勲

墓

在

三

塘

址

餘

干

縣

知

縣

李

赋

墓

在

三

塘

址

鄉

飲

賓

蘇

良

墓

在

市

南

俗

名

九

十

七

坟

工

部

主

事

许

汾

墓

在

尤

涇

平

樂

府

同

知

陸

枝

墓

在

畢

泽

赠

文

林

郎

许

鑑

墓

在

馬

驚

庵

前

上

蔡

令

許

河

墓

在

馬

驚

庵

东

餘

干

令

許

時

省

墓

在

莘

涇

都

昌

令

楊

墓

在

河

东

中

街

孝

子

方

志

貞

墓

在

金

庄

圩

國

朝

庶

常

许

穀

墓

在

馬

驚

庵

東



ZhongYi

物
産

二
十
一

物

産

香
红
蓮

芒
長
粒
大
色
红
而
香
陸
龜
䝉
诗
近
炊
香
稻
識
红
蓮
盖

甫
里
亦
有
之
而
市
産
為
最
又
一
名
深
水
红
有
色
無
香
一
名
香
秔
有

香

無

色

一
粒
珠
粒

圆

而

大

细
葉
糯
性

軟

宜

酒

麥
蚕

芽
穀
粉

水
梨
生
瓜
腕如

哀

梨

故

名

蔬

瓜

寒

瓜

一

名

南

瓜

又

名

番

瓜

遇

嵗

荒

贫

家

以

之

代

饭

墨

桃

實

大

如

拳

内

外

皆

赤

墨

色

産

塢

坵

蟹

形
大
殻
軟
爪
向
内
故
俗
名
禁
爪
又
名
金
爪
相
传
扵
稻
熟
时
其
螫

執
一
穂
以
朝
其
魁
然
後
從
其
所
之
捕
鱼
者
以
緯
䔥
承
流
而
障

之

曰

以

籪

得

之

扵

昏

亱

者

最

肥

耳

鯽

魚
出
潭
蕩
者

肥
而
味
甘

銀

魚
味
較
他
処
更
鲜

青

螺

産

塢

邱

山

柏

樹

下

纎

長

可

剔

齒

療

痛

黄

雀

蛓

毛

鷹

酒

有

十

日

白

苿

花

黄

二

种

最

清

冽

苧

布

绩

苧

為

之

漂

而

熟

者

曰

洗

白

生

者

曰

生

苧

羅

纹

布

以

苧

縩

棉

纱

间

三

梭

或

四

梭

绩

成

秧

薦

鄊

農

為

之

温

軟

如

蘆

花

鞋

饭

籮

麥

柴

登

爆

竹

流

星

飛

月



ZhongYi

物
産

二
十
二

燈

以
纸
用
针
刺
花
纹
如
纱
製
成
者
曰
戳
纱
燈
以
麥
稈
劈
如
絲

髪

織

花

草

人

物

製

成

者

曰

麥

柴

灯

摺

绢

以

五

色

绢

摺

成

花

鳥

人

物

意

態

如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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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俗

二
十
三

風

俗

唐
市
在
海
虞
之
东
南
地
卑
而
多
水
人
柔
而
鲜
争
為
宋
時
周
孝

侯
故
里
德
之
所
化
逺
矣
自
明
迄
今
文
章
道
徳
之
彦
掇
巍
科

髙

第

者

後

先

暉

映

尚

氣

節

而

重

聲

闻

至

扵

布

衣

韋

帶

之
士

亦
能

操

觚

以

著

述
相

髙
其

不

事
诗

書
者

咸

務

本
有

恒
業

農

家
栽

秧
戽

水

男
女

雜
作

不

但
操

舟
馌

向

而
已
由
事
稍
暇
男
则
捕
魚
灌
園
女
则
擗
绩
纺
織
谋
生
之
方
不

專

仰

扵

田

畝

以

故

即

遇

儉

歳

猶

守

廬

墓

保

妻

子

不

輕

去

其
鄉

也
百

工

居
肆

無
雕

文

刻
鏤

之
技

唯

治
田

器
製

漁

具

作

舍

偏

籬

捆

屨

織

席

為

能

事

耳

鄊

民

為

市

黎

明

而

集
日

中
而

散

不
過

贸
易

食

货
其

典
当

布

贾
多

非
土

著

居
家
禮
儀
畧
倣
古
制
然
冠
慶
三
加
之
典
婚
更
亦
禮
之
文
纳

采
曰
小
定
求
允
纳
徵
曰
大
聘
行
盤
请
期
曰
道
日
有
催

而

無

纳

吉

不

親

迎

而

莫

合

雞

出

阁

则

有

踏

甑

獲

轎

之

儀

入

门
则

有
迎

親

接
寳

坐
怵

撒

帳
之

同
三

朝

廟
见

滿
日

歸

寧

居

丧

孝

子

以

多

㺳

弔

客

盛

列

佛

旐

廣

作

佛

事

为

慎

终

獨
是

惑
扵

青

鳥
家

言
卜

求

牛
眠

吉
壌

積

嵗
月

而
不

葬

非
禮
也
祭
先
之
禮
嵗
时
不
阙
第
不
如
祭
外
神
之
诚
恪
耳
闺
门

之
内
勤
扵
女
红
不
與
外
事
守
禮
重
志
節
市
之
富
室
在
前
明
擁



ZhongYi

風
俗

二
十
四

赀
廿
餘
萬
者
有
数
十
家
故
谚
有
金
唐
市
之
名
今
之
號
称
李

封
者
鲜
有
過
四
五
萬
者
闻
诸
故
老
往
时
皆
淳
樸
節
儉
今
惟
尽

力

扵
棟

宇
服

饰

之
華

瞻
吉

凶

賓
嘉

之
侈

麋

轉
相

誇
耀

浸

淫

不
返

観
夫

外

有
富

庶
之

形

而
内

無
豐

盈

之
实

不
勝

今

昔

之

感

矣

欲

变

風

易

俗

以

登

扵

古

莫

若

汰

浮

崇

实

去

奢

就

儉

是

在

牧

民

者

之

善

教

云



ZhongYi

節
序

二
十
五

節

序

立

春

口

食

春

餅

元

旦

爆

竹

三

聲

然

後

啟

户

家

之

長

幼

列

拜
神

祗
谒

祖

宗
像

後
拜

尊

長
以

次
贺

嵗

作
春

盤
啖

節

粒
庵
院
烧
香
五
日
祀
五
路
神
以
祈
利
達
八
日
为
穀
日
是
亱
看
昂

宿
去
日
幾
何
谓
之
看
参
星
九
日
為
天
诞
僧
舍
齋
天
十
五
日
上
元
家
和

米
粉
为
丸
曰
接
灶
各
廟
张
燈
兒
童
粧
故
事
为
竹
馬
之
戲
二
月
十
二
为
花
朝

剪
綵
繫
花
枝
上
曰
赏
红
寒
食
簪
麥
清
明
挿
柳
上
壠
祭
掃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東
嶽
大
帝
诞
辰
附
市
各
庙
神
齊
赴
似
人
间
颂
祝
華
诞
軒
䌽
仗
争
奇

炫
麗
立
夏
日
煮
麥
豆
和
糖
食
之
曰
不
蛀

四
月
八
日
為
释
迦
诞
各
庙

僧
院
作
傳
經
浴
佛
會
五
月
五
日
贴
朱
符
食
角
黍
饮
雄
黄
酒
菖

蒲
酒
簪
榴
花
艾
葉
以
辟
邪
七
夕
为
浮
瓜
沉
李
之
宴
女
婦
穿
针
乞
巧

立
秋
日
食
瓜
饮
火
酒
或
以
赤
豆
七
颗
和
水
吞
之
以
防
瘧
痢
秋
前
後

各
鄊
祀
劉
猛
将
谓
之
做
青
苖
七
月
十
五
中
元
修
齋
薦
亡
為
盂

盆

会
三
十
日
地
藏
生
日
各
家
燃
炀
焚
香
门
首
㸃
地
藏
灯
八
月
望
以
月

饼
相
饋
遗
玩
日
華
焚
香
斗
以
達
旦
二
十
四
日
以
新
秫
米
丸
祀

灶
九
月
九
日
饮
菊
酒
以
粉
作
五
色
蒸
糕
之
曰
重
陽
糕
兒
童
剪

接
長
條
粘
竿
首
植
扵
庭
曰
放
纸
條
十
月
朔
下
元
再
谒
墓

冬
至
禮
儀
亜
扵
元
旦
至
贺
節
已
廢
不
竹
十
二
日
朔
日
乞
人
始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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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男

女
为

灶
王

灶

姆
持

竹
竿

望

门
歌

舞
以

乞

亦
儺

之
遗

意

八
日
以
菜
果
入
米
煮
粥
名
臘
八
粥
二
十
四
日
拂
屋
塵
各
家

祀

灶

以

灯

篝

为

灶

神

之

座

積

薪

焚

之

除

夕

祀

神

祭

先

易

门

神

更

春

帖

揷

松

柏

芝

蔴

萁

扵

擔

端

画

灰

象

矢

射

象

囤

囷

以

祈

年

焚

辟

瘟

丹

钦

屠

苏

酒

爆

竹

终

亱

不

绝

一

嵗

風

俗

鄊

鎮

大

率

如
此
其
扵
農

家

由

元

旦

至

嵗

春

凡

風

雲

雨

晹

之

变

潦

膜

豐

歉

之

兆

趨

避

弛

新

之

宜

详

田

家

五

行

不

旲

書

舊

夲

轉

㝍

每

多

缺

佚

萬

難

求

全

此

卷
苦
旡
别
夲

可

對
有

顕
然

譌
舛

人
所

共
知

者
酌

為
改

政

餘
姑

存
之

盖

前

人

使

事

措

词

有

為

後

人

所

不

經

習

也

嘿

校

後

记

唐

市

志

卷

上

终

张

氏

可

掬

軒

藏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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