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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以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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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且

感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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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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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無

不

盡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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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欲

如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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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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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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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吏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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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

亦

不

得

而

自

專

必

也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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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於

朝

廷

得

額

定

其

員

次

第

其

祿

位

立

考

績

黜

陟

之

法

而

後

可

行

也

夫

周

官

鄕

遂

之

制

自

兩

漢

後

魏

以

訖

唐

之

盛

明

之

初

略

倣

而

行

之

皆

得

以

善

治

而

宜

民

而

大

儒

若

朱

子

名

臣

若

蘇

綽

近

世

名

儒

若

魏

子

才

顧

人

輩

又

莫

不

稱

爲

治

敎

之

基

則

非

迂

遠

而

闊

於

事

情

可

知

也

在

更

化

之

初

必

有

議

其

不

便

者

行

之

久

而

利

則

相

與

安

之

且

歌

誦

之

矣

比

閱

邸

報

見

內

外

大

臣

議

保

甲

者

多

故

爲

此

論

請

正

其

得

失

於

吾

所

友

事

者

焉

張

海

珊

聚

民

論

三

代

之

時

其

民

聚

三

代

以

後

其

民

散

其

民

聚

則

不

待

上

之

人

之

衞

民

也

而

民

常

有

以

自

衞

及

其

散

也

民

且

亟

亟

焉

求

衞

於

上

民

求

衞

於

上

而

上

更

何

所

藉

以

自

衞

乎

故

其

太

平

之

時

常

若

積

薪

厝

火

一

旦

有

事

則

土

崩

瓦

解

而

不

可

禦

嗚

呼

自

秦

氏

以

來

二

千

有

餘

嵗

之

間

是

皆

然

矣

君

天

下

者

苟

思

所

以

長

有

其

民

果

何

道

之

從

乎

夫

三

代

之

民

之

所

以

能

聚

者

何

也

鄕

遂

之

制

定

而

人

皆

土

著

死

徙

無

出

鄕

鄕

田

同

井

出

入

相

友

守

望

相

助

疾

病

相

扶

持

而

車

徒

馬

牛

甲

兵

之

屬

又

皆

民

之

所

自

出

而

無

所

假

於

上

之

人

郊

內

自

比

閭

以

至

州

鄕

野

自

鄰

里

以

至

縣

遂

大

小

相

維

遠

近

相

統

如

身

臂

手

指

聯

絡

呼

應

無

事

之

日

而

隱

然

有

金

湯

之

固

是

故

上

未

嘗

有

以

衞

民

也

卽

民

之

自

衞

以

爲

之

衞

而

國

家

亦

因

以

自

衞

其

勢

之

聚

者

然

也

然

而

鄕

遂

之

制

則

固

不

能

行

於

今

者

何

也

古

者

封

建

行

於

上

井

田

行

於

下

田

有

授

受

地

有

肥

磽

生

齒

有

登

秏

俱

就

理

於

一

人

之

手

君

之

於

民

常

如

一

家

之

人

深

知

熟

悉

而

無

有

隱

匿

閡

隔

之

虞

夫

是

故

民

數

明

而

生

產

可

得

而

均

也

生

產

均

而

鄕

遂

可

得

而

制

也

今

則

不

然

自

兩

稅

久

行

而

力

役

之

徵

亦

更

爲

地

丁

歸

畝

之

法

於

是

戶

口

之

遷

徙

丁

中

之

多

寡

俱

非

有

國

者

所

急

有

司

十

年

編

審

之

法

亦

不

過

視

爲

具

文

委

之

吏

胥

之

無

能

者

行

之

而

已

於

是

游

民

紛

於

鎭

集

技

業

散

於

江

湖

交

馳

橫

騖

而

上

之

人

不

得

問

焉

嗚

呼

民

之

散

久

矣

風

俗

安

得

而

湻

姦

宄

安

得

而

息

乎

間

有

一

二

深

識

之

士

輒

議

尋

古

之

所

謂

保

甲

者

行

之

朝

廷

以

下

督

撫

督

撫

以

飭

郡

縣

且

勘

其

奉

行

之

虚

實

以

爲

殿

最

然

究

其

所

謂

行

之

者

不

過

煩

吏

胥

縻

文

書

已

耳

詎

其

法

誠

有

未

便

於

民

與

抑

官

府

之

無

人

未

嘗

爲

之

計

長

久

也

葢

嘗

思

民

者

可

靜

而

不

可

動

者

也

能

簡

而

不

能

煩

者

也

先

王

之

法

至

繁

至

賾

然

而

動

民

而

民

不

之

覺

煩

民

而

民

爲

所

用

者

上

與

下

相

近

而

無

所

間

隔

於

其

間

也

後

世

民

旣

不

能

自

通

乎

上

而

上

亦

不

能

取

必

於

民

然

則

爲

之

上

者

亦

惟

安

坐

聽

之

而

無

容

轉

計

矣

乎

夫

天

下

固

有

自

然

之

勢

而

斯

民

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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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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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使

之

□

維

相

繫

而

不

必

以

上

之

法

與

乎

其

間

者

則

在

重

宗

族

而

已

矣

古

者

先

王

之

爲

民

也

上

使

之

統

於

君

下

使

之

統

於

宗

故

公

劉

之

立

國

曰

君

之

宗

之

而

太

宰

以

九

兩

繫

邦

國

之

民

五

曰

宗

以

族

得

民

春

秋

晉

執

蠻

子

以

楚

楚

司

馬

致

邑

立

宗

焉

以

誘

其

遺

民

則

當

時

民

之

依

於

宗

者

固

可

想

見

六

國

之

亡

豪

傑

處

處

而

有

高

祖

代

秦

徙

諸

大

姓

齊

田

楚

景

之

輩

實

關

中

以

爲

强

本

弱

枝

之

計

自

魏

晉

以

來

最

重

譜

系

朝

廷

立

圖

譜

局

置

郞

令

史

以

掌

之

然

祗

以

繩

天

下

之

人

才

以

爲

中

正

選

士

之

法

而

九

兩

繫

民

之

遺

意

卒

無

講

者

今

者

彊

宗

大

姓

所

在

多

有

山

東

江

西

左

右

以

及

閩

廣

之

間

其

俗

尤

重

聚

居

多

或

萬

餘

家

少

亦

數

百

家

其

耳

目

好

尚

衣

冠

奢

儉

恆

足

以

樹

齊

民

之

望

而

轉

移

其

風

俗

今

誠

能

嚴

土

斷

之

禁

重

譜

牒

之

學

立

大

小

宗

之

法

以

管

攝

天

下

之

人

心

凡

族

必

有

長

而

又

擇

其

齒

德

之

優

者

以

爲

副

凡

勸

導

風

化

以

及

戶

婚

田

土

爭

競

之

事

其

長

與

副

先

聽

之

而

事

之

大

者

方

許

之

官

國

家

賦

稅

力

役

之

徵

亦

先

下

族

長

族

必

有

田

以

贍

孤

寡

有

塾

以

訓

子

弟

有

器

械

以

巡

徼

盜

賊

惟

族

長

以

意

經

營

而

官

止

爲

之

申

飭

其

間

凡

同

氏

譜

之

未

通

者

則

官

爲

通

之

單

丁

隻

戶

不

成

族

者

則

以

附

於

大

族

流

寓

之

家

其

本

族

不

能

相

通

者

則

亦

各

附

於

所

寓

之

地

凡

某

鄕

幾

族

某

族

幾

家

某

氏

附

某

族

某

族

長

某

人

嵗

置

簿

以

上

於

官

夫

使

民

反

其

所

自

生

則

忠

愛

出

因

乎

其

同

則

維

繫

固

以

族

長

率

同

族

則

民

不

驚

以

單

戶

附

大

族

則

民

各

有

所

恃

詎

非

其

自

然

之

勢

至

之

術

乎

夫

以

鄕

遂

聚

民

者

聚

於

人

也

以

宗

族

聚

民

者

聚

於

天

也

聚

於

人

者

容

或

有

解

散

之

日

聚

於

天

者

固

無

得

而

散

之

矣

語

曰

百

足

之

蟲

至

死

不

僵

斯

固

民

所

以

自

衞

之

方

而

卽

所

以

衞

上

之

道

也

田
蕩

往
嘗
披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見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戶
部
議
准
江
蘇

巡
撫
薩
載
奏
吳
縣
吳
江
婁
縣
等
州
縣
實
有
可
墾
之
地
應
令
該

州
縣
勸
民
陸
續
耕
種
照
例
題
報
陞
科
竊
嘗
疑
之
以
爲
當
時

國
家
承
平
人
民
繁
庶
安
得
此
間
田
棄
之
不
耕
哉
要
其
所
謂
可

墾
之
地
大
抵
瀕
湖
泖
小
民
私
種
茭
蘆
之
屬
久
而
漸
占
爲
田
於

法
當
剷
除
之
而
有
司
顧
徒
知
地
闢
賦
增
之
爲
利
往
往
勤
報
陞

轉
無
已
其
所
報
墾
大
率
蕩
居
什
九
徐
氏
師
曾
有
言
蕩
額
日
廣

則
水
利
日
微
斯
其
得
失
詎
不
較
然
明
著
也
哉

前
志
載
乾
隆
三
年
實
在
田
蕩
六
千
四
百
五
頃
七
十
四
畝
六
釐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九

賦
役

五

四
毫
八
年
續
有
報
陞
前
志
旣
列
之
矣
茲
欲
其
前
後
之
筍
接

此
項
陞
增
田
蕩
竝
列
於
表
表
見
後

四
十
年
考
訂
賦
役
全
書
除
陞
坍
相
抵
外
實
共
田
蕩
六
千
四
百

三
十
七
頃
六
十
三
畝
九
分
四
釐
八
毫

六
十
年
續
訂
除
陞
坍
相
抵
外
實
共
田
蕩
六
千
四
百
四
十
七
頃

二
十
七
畝
七
分
九
釐
二
毫

道
光
十
年
續
訂
除
陞
坍
相
抵
外
實
共
田
蕩
六
千
四
百
四
十
七

頃
二
十
畝
三
分
五
釐
三
毫
以
上
三
屆
其
九
則
分
數
無
考

同
治
四
年
今
訂
除
蠲
缺
田
若
干
外
實
共
田
蕩
六
千
四
百
四
十

六
頃
七
十
八
畝
四
分
七
釐

上

上

田

五

千

一

百

八

十

六

頃

一

十

八

畝

三

分

二

釐

六

毫

上

中

田

一

百

一

十

四

頃

一

畝

九

分

六

釐

上

下

田

九

十

八

頃

三

十

七

畝

一

分

四

釐

中

上

田

一

百

六

十

四

頃

九

十

二

畝

七

分

六

釐

九

毫

中

中

田

一

百

四

十

九

頃

五

十

四

畝

六

分

二

釐

五

毫

中

下

田

一

百

三

十

四

頃

五

十

九

畝

八

分

九

毫

下

上

蕩

四

十

五

頃

四

十

三

畝

八

分

三

釐

六

毫

下

中

蕩

一

百

九

十

八

頃

一

畝

七

分

五

釐

下

下

蕩

三

百

五

十

五

頃

六

十

九

畝

二

分

五

釐

三

毫

額
外
雜
辦
項
下
有
沐
莊
田
沐
莊
田
舊
四
百
二
十
八
畝
除
蠲
缺

外
今
訂
實
在
田
三
百
九
十
六
畝
一
分
五
釐
九
毫

上

上

則

田

二

頃

三

十

一

畝

五

分

中

上

則

田

一

頃

四

十

七

畝

三

分

五

釐

三

毫

中

中

則

田

一

十

七

畝

三

分

六

毫

陞
坍
表

乾隆八年

自
乾
隆

四
十
年

陞

增
二十二頃八

四
年
至

止坍

豁

四十四年

自
乾
隆

年
至
六

陞

增
九頃六十六

四
十
一

十
年
止

坍

豁

嘉慶二十一

自
嘉
慶

道
光
十

陞

增

元
年
至

年
止

坍

豁
八畝九分三

道光十三年

自
道
光

至
同
治

陞

增

十
一
年

四
年
止

坍

豁
二十一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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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一年十五年

十四畝六分七釐四毫
右
見
前

志

一十畝
右
坍
沒

蕩
三十二頃三十二畝

五十九年

畝九分三釐一毫
右
入
額

新
陞
田

蕩

三畝八釐七毫
右
捐
置

義
冡
田

蕩

年道光二年

一畝五分
右
入
額

陞
科
田

釐九毫
右
捐
置

義
冡
田

二十四年

分七釐四毫
右
捐
置

義
冡
田

二十畝六分九毫
右
捐
置

義
冡
田

十八年

九十六畝七分

四分一釐
右
坍
沒

田
蕩三十一畝八分四釐一毫

右
沐
莊

田
附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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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九年二十年

三釐八毫
右
蘆
洲

轉
陞
田

蕩
五頃一十一畝一分一釐二毫

右
新
陞

田
蕩二十三

一十四

二十三年

頃九十六畝六分九釐一毫
右
新
陞

田
蕩五頃三十八畝六分八釐七

畝七分九釐三毫
右
義
冡

公
佔
田

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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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二十四年

毫
右
新
陞

田
蕩三頃三十八畝七釐

右
新
陞

蕩

七頃八十八畝一分八釐七毫
右
坍
佔

田
蕩七畝八釐九亳

右
義
冡

二十一年三十三年

一十五頃四十畝五分四毫
右
新
漲

田
蕩二頃八十七畝三分

右
新
漲

田
蕩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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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十五年三十九年

一頃八十九畝七分八釐
右
入
額

新
漲
田

蕩

七頃一十八畝三分二釐
右
坍
沒

義
冡
田

蕩
二頃二十二畝八分七釐三毫

右
坍
沒

田
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