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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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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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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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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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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東

萬

曆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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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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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李

三

才

以

察

院

攺

創

左

側

官

㕔

二

所

又

設

兵

營

房

二

海
防
兵
備
道
州

治

南

中
軍
㕔
在

道

西

演
武
㕔
在

道

南

東
察
院
州

治

東

萬

曆

間

守

李

存

信

重

修

兩
淮
都
轉
運
鹽
使
司
舊

在

州

治

東

今

廢

府
舘
州

治

前

稍

東

守
禦
千
戸
所
州

治

南

有
鎭
撫
司
吏
目
宅

雜
署

聖
諭
亭
州

治

東

陰
陽
學
州

治

北

今

廢

醫
學
州

治

前

今

廢

僧
正
司
州

治

南

南

山

寺

道
正
司
州

治

東

南

城

隍

廟

廵
檢
司
三
一海

安

鎭

一

西

溪

鎭

一

寕

鄕

鎭

鹽
課
司
十
一

拼

茶

場

一

角

斜

場

一

富

安

場

安

豊

場

一

梁

場

一

東

臺

場

一

何

場

一

丁

溪

場

一

草

堰

場

一

小

海

場

稅
課
局
州

治

西

南

鹽
義
倉
雍正

五

年

奉

皆

建

坐

落

城

西

門

兊
軍
倉
北

門

外

西

常
豐
倉
州

治

西

北

二

里

預
備

倉
州

治

西

北

社
學
五
一

名

端

本

在

州

前

一

名

志

道

在

州

治

東

南

一

名

愼

初

在

城

臨

淮

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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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立

誠

北

門

外

一

名

養

正

南

門

外

養
濟
院
州

治

東

南

教
場
州

治

西

北

中

爲

演

武

㕔

前

爲

將

臺

左

爲

轅

門

鼓
樓
州

治

東

南

洪

武

初

守

張

遇

林

建

正

統

間

同

知

王

思

旻

重

建

此

後

傾

圯

修

復

不

一

鐘
樓
州

治

西

南

洪

武

四

年

守

史

遇

建

宣

德

五

年

守

蕭

旭

修

萬

曆

初

年

又

修

舊
有
太
倉
一
名
海
陵
倉
吳

王

濞

所

建

左

思

吳

都

賦

云

䚕

海

陵

之

倉

則

紅

粟

流

衍

是

巳

州
倉
舊

子

城

西

門

外

平
糴
倉
附

於

州

倉

嘉

泰

三

年

守

陳

茂

英

建

西
倉
經

武

橋

北

嘉

定

年

守

李

以

增

戌

兵

建

惠
民
倉
嘉

定

六

年

常

平

使

施

宿

建

鹽

倉
西

門

鹽

觀

中

興

都

鹽

也

攺

爲

倉

眞
州
鹽
倉
常

平

使

徐

正

卿

建

平
糴

備
邊
倉
嘉

定

橋

南

紹

定

五

年

守

趙

善

瀚

建

軍
儲
倉
守

禦

所

西

南

洪

武

元

年

建

屯
種
倉
州

治

西

永

樂

三

年

建

軍
資
庫
舊

治

子

城

西

門

嘉

㤗

元

年

守

韓

杲

卿

移

建

無

訟

堂

東

寄
收
庫
附

軍

資

庫

修
城
庫
軍

資

庫

前

常
平
庫
軍

資

庫

後

烘

焙
庫

都
造
酒
庫
俱

在

舊

治

大

㕔

西

迷
仙
庫
登

仙

橋

東

嘉

定

十

二

年

守

李

駿

建

寶

慶

三

年

守

陳

垓

增

屋

建

樓

以

隋

迷

樓

之

義

名

之

門
酒
庫
州

治

西

二

十

五

里

陳

垓

建

戸
部
贍
軍
庫
日

中

橋

南

公
使
醋
庫
舊

茨

舍

嘉

定

十

六

年

守

史

彌

寕

易

以

瓦

房

節
制
司
激
賞
塘
頭
庫

節
制
司
激
賞

塘
壩
庫

節
制
司
激
賞
廟
林
庫
並

寶

慶

三

年

守

陳

垓

置

以

贍

軍

便
民
典
庫
運

司

西

舊

在

市

心

輕

息

以

濟

細

民

寄
樁
庫
錢

之

不

鹽

本

六

色

者

入

之

公
使
庫
籮

箢

家

糧

雜

收

錢

入

之

軍
噐
庫
鎗

刀

弓

弩

紙

甲

調

塩

軍

則

給

之

俱

運

司

西

守

兼

提

舉

陳

垓

建

受
給
場
舊

治

西

門

樓

內

糯
米
場
舊

治

內

大

㕔

西

廊

俱

紹

定

元

年

守

陳

垓

建

柴
場
嘉

㤗

元

年

守

陳

茂

英

建

上
河

鹽
場

濟

川

橋

西

守

陳

垓

移

建

北

浮

橋

之

西

鐵
盤
場
招

賢

門

外

麯
院

淸
酒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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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七

登

□

橋

河

東

慶

元

五

年

守

張

煥

建

西
酒
務
登

仙

橋

河

西

舊

名

白

酒

務

寶

慶

二

年

守

陳

垓

重

建

南
稅
務
舊

在

海

春

館

守

陳

垓

移

建

南

門

外

北
稅
務

東
河

稅
務

東
門
稅
務

席
索

所
西

門

內

倉

側

造
作

守

禦

所

東

卽

今

軍

噐

修
城
司
房
廊
五

百

間

守

李

駿

建

以
上
俱
廢

外
史
氏
曰
百
官
之
府
曰
署
星
聯
棊
置
正
以
肅
堂
皇
之

體
也
古
者
曰
有
省
月
有
會
歲
有
成
考
政
紏
刑
惟
是
重

民
事
爲
兢
兢
其
事
或
不
足
示
軌
則
流
膏
澤
君
子
不
舉

焉
否
者
縮
朒
解
嫚
抑
或
束
濕
以
逞
階
之
爲
厲
母
乃
辱

其
署
乎
誦
攸
芋
委
蛇
之
詩
長
民
者
宜
審
自
居
矣
小
心

翼
翼
勿
以
傳
舍
夷
視
斯
所
稱
樂
只
君
子
而
流
芳
百
世

者
也

學
校

儒
學
州
治
東
南
自
唐
置
吳
州
巳
建
學
宋
慶
曆
中
始
建

學
子
城
內
紹
興
八
年
草
創
海
陵
縣
西
二
十
五
年
守
王

揚
英
爲
宣
聖
廟
於
城
東
隅
卽
廟
建
學
前
泮
水
後
宸
章

閣
明
年
守
孫
藎
始
儲
粟
淳
熙
七
年
常
平
使
鄭
嗣
宗
重

修
八
年
守
陳
文
中
始
置
錢
庫
十
年
守
萬
鍾
始
藏
書
慶

元
六
年
教
授
江
史
始
建
武
齊
射
亭
嘉
泰
元
年
守
陳
茂

英
重
建
常
平
使
趙

夫
始
給
田
置
義
廪
嘉
定
十
五
年

教
授
徐
牟
德
始
置
六
齊
爐
亭
十
六
年
守
史
彌
寧
通
判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八

尤
焴
築
宫
墻
再
繪
從
祀
像
紹
定
元
年
守
陳
垓
遷
貢
□

於
學
之
東
隅
浚
泮
池
甓
通
衢
鳩
工
選
材
重
葺
增
修
元

季
燬
於
兵
燹
明
初
洪
武
年
間
知
州
張
遇
林
鼎
建
十
三

年
知
州
趙
鼎
永
樂
十
年
知
州
劉
景
文
宣
德
七
年
知
州

蕭
旭
相
繼
修
繕
正
統
十
四
年
按
院
蔣
誠
知
州
黃
性
重

修
建
殿
廡
櫺
星
儀
門
堂
齋
生
舍
堂
之
後
又
創
崇
文
閣

以
貯
經
史
百
氏
之
書
及
庖
湢
庫

之
屬
靡
不
畢
備
成

化
十
年
知
州
左
輔
塑
從
祀
賢
像
十
五
年
知
州
陳
志
重

修
兩
廡
攺
塑
先
賢
倣
闕
里
像
二
十
年
知
州
彭
福
開
拓

東
南
故
址
周
一
百
二
十
丈
築
淤
塡
蕩
以
復
東
入
之
衢

移
建
學
門
植
左
右
華
表
相
距
六
十
八
丈
五
尺
左
文
雅

右
儒
林
皆
復
宋
舊
名
弘
治
十
五
年
知
州
謝
傑
再
修
嘉

靖
間
始
以
木
主
易
塑
像
建
敬
一
箴
四
箴
心
箴
亭
後
鹽

院
洪
垣
郡
守
朱
簦
益

治
之
萬
曆
四
年
海
道
程
學
博

知
州
蕭
景
訓
加
意
鼎
新
移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於
尊
經
閣

後
十
年
海
道
舒
大
猷
知
州
李

撤
去
西
向
儒
學
大
門

更
匾
道
義
門
額
自
西
迤
東
開
周
道
門
自
東
入
益
恢
廓

之
東
搆
小
樓
名
聚
奎
西
搆
小
軒
名
聮
璧
浴
沂
亭
北
舊

有
泮
宫
坊
撤
之
易
以
甎
垣
十
五
年
鹽
院
陳
遇
文
海
道

胥
遇
知
州
譚
默
更
撤
樓
軒
二
所
東
易
兩
淮
文
獻
西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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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九

萬
世
師
模
二
坊
然
自
數
數
更
張
門
向
非
舊
文
風
日
益

寥
落
矣
因
議
撤
浴
沂
亭
於
泮
池
而
更
建
文
昌
閣
於
學

宫
之
東
南
泮
宫
北
撤
甎
垣
南
建
泮
宫
坊
周
池
建
楹
間

以
木
石
櫺
星
門
柱
悉
以
石
易
之
十
七
年
學
院
柯
挺
視

學
謂
泮
池
宜
通
外
流
浴
沂
亭
宜
建
命
知
州
譚
默

築

之
二
十
九
年
撫
院
李
三
才
駐
劄
㤗
州
因
從
紳
衿
之
請

遂
檄
江
防
同
知
李
仙
品
攝
州
事
修
學

河
竝
舉
煥
然

攺
觀
太
史
京
山
李
維
禎
爲
記

櫺
星
門
三

座

石

柱

木

門

㦸
門
五

間

有

石

四

道

大
門
一

座

面

西

臨

舊

貢

院

東

街

正

德

間

學

正

陳

題

曰

儒

學

萬

曆

辛

丑

年

修

學

時

攺

額

今

用

形

家

言

復

顔

儒

學

二
門
向

南

臨

躍

鱗

河

學

正

陳

匾

曰

躍

龍

門

三
門
面

東

匾

曰

升

堂

入

室

大
成
殿
五

間

浜

武

初

知

州

張

遇

林

卽

故

址

建

正

統

間

塑

先

師

四

配

十

哲

像

嘉

靖

初

攺

爲

木

主

東
西
廡
合

二

十

八

間

先

塑

像

後

易

木

主

明
倫
堂
五

間

前

軒

三

間

大

成

殿

後

初

名

養

正

永

樂

間

知

州

陳

仲

名

摹

朱

文

公

書

匾

易

今

名

內

有

臥

置

於

東

北

壁

間

東
西
齋
房
各

六

間

明

倫

堂

前

左

曰

尚

賢

右

曰

進

德

曰

日新

敬
一
亭
一

座

明

倫

堂

後

尊
經
閣
五

間

敬

一

亭

後

啓
聖
祠
三

間

尊

經

閣

後

土
地
祠
三

間

啓

聖

祠

左

省
牲
所
啓

聖

祠

右

饌
堂
尚

賢

齋

北

西
廂
房
三間

學
正
衙
明

倫

堂

東

訓
導
衙
三
所
一

在

明

倫

堂

東

一

在

明

倫

堂

西

一

爲

日

新

今

廢

吏
舍
學

正

衙

西

側

名
宦
祠
㦸

門

東

祀

宋

歐

陽

觀

胡

令

儀

曾

致

堯

呂

夷

簡

范

仲

淹

張

倫

孔

道

輔

韓

趙

抃

岳

飛

文

天

祥

明

朝

知

州

成

樂

王

臣

黎

堯

勳

朱

公

節

崔

國

同

知

王

思

旻

學

正

王

傳

鄕
賢
祠
㦸

門

西

祀

宋

天

章

閣

胡

瑗

員

外

郞

王

俊

乂

明

朝

按

察

副

使

張

文

吏

部

侍

郞

儲

巏

工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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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二

十

侍

郞

徐

蕃

吏

部

郞

中

林

春

按

察

僉

事

儲

洵

洪

雅

知

縣

王

讓

大

儒

王

艮

太

僕

少

卿

陳

應

芳

給

事

中

王

紀

副

使

劉

希

周

處

士

唐

珊

孝

儒

宮

景

隆

訓

導

劉

淸

泮
池
舊

在

明

倫

堂

前

正

德

間

按

院

蔣

誠

鑿

於

儀

門

之

南

攺

作

亭

其

上

又

於

櫺

星

門

外

開

三

池

築

基

其

中

謂

之

鳯

凰

墩

後

內

池

旣

廢

亦

毁

惟

外

三

池

在

焉

弘

治

間

判

官

前

御

史

方

岳

建

亭

於

鳳

凰

墩

名

曰

浴

沂

萬

曆

三

十

二

年

廢

射
圃
亭
三間

學

正

衙

東

知

州

韋

宗

孔

建

文
昌
閣
泮

池

東

隅

訓

導

李

香

捐

俸

挑

土

築

基

遂

建

望
海
樓

在

儒

學

巽

隅

以

人

文

風

水

所

關

也

嘉

靖

初

年

重

建

舊
有
六
齋

爐
亭

武
齋

宸
章
閣
後
攺
爲
崇

文
閣
明

倫

堂

北

思
槐
堂
崇

文

閣

北

文
㑹
堂
思

槐

堂

舊

址

東
西
生

舍
明

倫

堂

後

以
上
俱
廢

祭
噐

銅
犠
鐏
一箇

銅

鐏
一箇

銅
罍
鐏
一節

銅
杳
爐
一箇

銅
鉶
碗
二

十

箇

銅
登
五箇

銅
簠
十

六

箇

銅
簋
十

六

箇

銅
鐘
十六

口

石
磬
十

二

塊

大
小
銅
爵
一

百

四

十

隻

錫
燭
臺
五對

錫
酒
海

三箇

鐵
香
爐
十

四

箇

帛
匣
九箇

籩
豆
一

百

四

十

五

箇

麾
旛
一根

應
皷

一面

柷
一箇

敔
一箇

書
籍

朱
子
語
類
四

十

本

朱
子
文
集
大
全
四

十

本

奏
議

一部

朱
子
年
譜
一部

文
公
家
禮
一部

朱
子
註
解
楚
辭
一部

朱

子
註
解
韓
文
全
集
一部

朱
子
經
濟
文
衡
一部

朱
子
學
的

一部

近
思
錄
一部

錄
要
一部

小
學
註
解
一部

四
書
一部

易
經
一部

詩
經
一部

書
經
一部

春
秋
一部

禮
記
一部

通
鑑
綱
目
一部

性
理

一部

武
經
七
書
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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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舊
無
書
籍
庫
祭
器
亦
不
全
正
德
十
六
年
學
正
陳

琦
造
祭
器
置
書
櫃
二
樹
盛
之
銘
其
上
曰
置
書
之

櫃
藏
祭
之
器
彼
毁
之
者
爲
衆
之
棄
今
祭
器
所
剩

無
幾
而
書
籍
失
其
半
矣
聊
以
存
者
記
於
右
方

學
田
鄭

家

莊

田

地

一

十

三

叚

計

四

百

六

十

一

畝

二

分

學

前

地

一

叚

計

四

十

五

畝

南

山

寺

地

一

叚

計

二

十

七

畝

蔡

家

堡

田

五

叚

計

一

百

畝

學

西

紅

牆

下

地

一

叚

計

一

畝

五

分

巳

上

俱

係

見

在

城

東

朱

宣

田

二

叚

計

五

十

五

畝

下

河

鴈

蕩

莊

田

一

叚

計

二

十

畝

梁

場

田

九

畝

城

東

蓮

花

池

田

十

二

畝

李

溪

田

一

十

七

畝

姜

堰

鎭

天

目

山

里

五

十

一

畝

四

分

三

釐

恢
復
學
田
紀

泰
州
學
田
共
計
八
百
四
十
三
畝
六
分
三
釐
內
在
城

田
七
十
二
畝
鄭
家
莊
田
四
百
七
十
二
畆
盡
高
阜
膏

腴
乃
前
明
兵
備
道

劉
公
諱
景
韶
字
白
川
捐
捧
所

置
發
學
收
花
以
爲

課
季
考
之
費
原
屬
前
賢
培
養

學
校
之
至
意
也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奸
佃
乘
遵

旨
編
緝
全
書
案
內
混
呈
詳
請
歸
州
自
是
而
後
佃
戸
不

納
本
色
於
學
惟
輸
在
州
租
課
每
畆
銀
止
二
錢
而
各

佃
踞
擅
其
中
或
云
父
祖
相
傳
或
云
出
有
倒
價
而
儒

學
公
田
寖
成
私
産
廩
生
俞
之
驊
劉
之
澄
等
嘗
慨
學

田
之
名
實
俱
亡
毅
然
以
恢
復
舊
制
爲
已
任
於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具
以
災

依
棲
等
事
上
控

督
院
批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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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二

十
二

提
審
□
太
守
傅
公
審
看
得
循
名
責
實
學
田
原
爲
愛

養
膠
庠
之
公
産
烏
可
使
以
佃
爲
主
所
當
亟
請
變
更

仍
歸
該
學
每
年
夏
秋
二
熟
照
民
田
大
例
按
畆
收
租

額
鞭
租
課
依
期
變
價
赴
州
完
納
具
詳

督
院
又
䝉

批
仰

藩
司
確
議
□
詳

司
看
以
該
學
之
田
置
之

漠
不
相
關
揆
之
名
實
不
幾
有
負
前
賢
之
遺
澤
乎
故

生
員
俞
之
驊
劉
之
澄
等
以
情
事
未
愜
宜
有
此
灾

依
棲
之
義
舉
旣
據
該
府
詳
議
前
來
應
如
所
議
通
詳

撫督學

三
院
俱
批
如
詳
轉
飭
遵
照
夫
以
前
賢
發
學
之

田
自
明
迄
今
數
百
年
無
異
而
奸
佃

踞
謀
歸
州
轄

失
亡
幾
經
十
載
不
有
幹
濟
之
才
何
以
有
囘
潮
之
力

故
誌
之
以
存
恢
復
之
功
且
以
杜
將
來
機
變
之
計
云

泰
州
學
田

鄭
家
莊
田
十
三
坵
計
四
百
七
十
二
畆

舊

志

多

一

畆

二

分

應

依

舊

志

南
山
寺
周
圍
田
一
坵
計
二
十
七
畆

南
城
脚
下
田
一
坵
計
四
十
五
畆

泮
池
東
田
一
坵
計
四
畆
二
分

舊

志

無

此

田

舊

志

有

學

西

紅

牆

下

地

一

叚

計

一

畆

五

分

下
河
蔡
家
堡
田
一
坵
計
一
百
畆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十
三

姜
堰
鎭
西
北
天
目
山
田
十
二
坵
計
五

舊

志

零

四

分

三

朱
宣

田
八
坵
計
五
十
五
畆

淤
溪
田
二
坵
計
三
十
三
畆

又
田
七
坵
計
十
一
畆

四
分
三

舊

志

無

此

二

項

田

西
溪
田
一
坵
計
一
十
七
畆

舊

志

云

李

溪

田

鴈
蕩
莊
田
二
坵
計
二
十
八
畆

舊

志

止

二

十

畆

舊

志

有

梁

田

九

畆

以
上
共
田
八
百
四
十
三
畆
六
分
三

此
三
十
六
年
控
田
歸
學
時
查
明
學
田
之
數
與
舊
志

所
載
微
有
不
同
又
學
中
明
倫
堂
內
西
北
隅
碑
陰
有

學
田
畆
數
四
止
不
可
磨
滅

學
田
之
恢
復
也
俞
劉
二
先
生
之
功
大
矣
俞
字
驄
乗

劉
字
景
淵
皆
有
經
濟
才
每
鄉
黨
有
大
疑
難
事
就
折

焉
一
言
剖
析
分
曉
精
制
舉
□
試
必
高
等
以
明
經

登
仕
籍
學
田
之
復
其
小
試
也
南
山
寺
周
圍
學
田
亦

多
占
踞
又
頼
有
沈
子
廸
先
□
□
□
唐
聲
遠
先
生
繼

靖
力
任
其
事
卒
皆
擴
淸
晉

□

□

□

恂
懦
然
亦

左

右
効
力
親
見
四
君
子
任
勞
□
□
□
形
于
色
不
私
一

巳
爲
學
宫
計
久
遠
後
賢
享
□
□
□
不
可
忘
恢
復
所

自
故
附
識
于
此
王

晉

原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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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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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四

抄
錄
原
任
藩
憲
鄂
公
酌
定
五
代
木
主
位
次
條
議

據
稱
昭
穆
位
次
所
謂
正
位
南
向
餘
依
世
代
東
西

分
列
者
非
也
所
謂
並
皆
南
向
照
左
右
次
序
分
別

昭

者
亦
非
也
嘗
考
諸
經
義
周
禮
春
官
小
宗
伯

辨
廟
祧
之
昭

而
昭

之
名
始
見
於
此
禮
記
王

制
天
子
七
廟
三
昭
三

與
太
祖
之
廟
而
七
諸
侯

五
廟
二
昭
二

與
太
祖
之
廟
而
五
而
昭

之
位

次
未
有
聞
也
祭
統
曰
夫
祭
有
昭

昭

者
所
以

別
父
子
遠
近
長
幼
親
疎
之
序
而
無
亂
也
此
雖
主

生
者
之
昭

而
言
亦
可
知
昭

之
義
大
抵
取
於

有
別
有
序
而
無
亂
者
也
至
於
昭

位
次
於
經
義

皆
無
所
據
後
之
儒
者
議
論
紛
紜
鮮
所
適
從
而
古

今
禮
制
旣
殊
其
廟
貌
規
模
廣
狹
豊
約
之
度
亦
難

以
古
制
相
繩
惟
博
採
朱
子
之
論
明
乎
禮
意
之
所

在
以
爲
之
折

可
耳
朱
子
嘗
引
孫
毓
之
言
曰
外

爲
都
宮
太
祖
在
北
二
昭
二

以
次
而
南
考
諸
孫

毓
之
說
宗
廟
之
制
外
爲
都
宮
內
各
有
寢
廟
別
有

門
垣
太
祖
在
中
左
昭
右

差
次
而
南
出
此
觀
之

則
廟
中
之
主
昭

各
不
相
望
而
義
取
於
有
別
今

所
謂
並
皆
南
向
左
右
次
序
分
別
昭

者
是
無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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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之
甚
者
也
故
謂
其
說
非
也
朱
子
之
言
曰
太
廟
之

制
始
封
之
君
居
之
昭
之
北
廟
二
世
之
君
居
之

之
北
廟
三
世
之
君
居
之
昭
之
南
廟
四
世
之
君
居

之

之
南
廟
五
世
之
君
居
之
廟
皆
南
向
各
有
門

堂
寢
室
而
牆
宇
四
周
焉
凡
廟
主
在
本
廟
之
室
中

皆
東
向
及
其
祫
於
太
祖
之
室
中
則
惟
太
祖
東
向

自
如
而
爲
最
尊
之
位
群
昭
之
入
乎
此
者
皆
列
於

北
牖
下
而
南
向
群

之
入
乎
此
者
皆
列
於
南
牖

下
而
北
向
南
向
者
取
其
向
明
故
謂
之
昭
北
向
者

取
其
深
遠
故
謂
之

葢
群
廟
之
列
則
左
爲
昭
而

右
爲

袷
祭
之
位
則
北
爲
昭
而
南
爲

五
廟
同

爲
都
宮
則
昭
常
在
左

常
在
右
而
外
有
以
不
失

其
序
一
世
自
爲
一
廟
則
昭
不
見

不
見
昭
而

內
有
以
各
全
其
尊
由
此
觀
之
古
者
廟
皆
南
向
主

皆
東
向
群
廟
之
制
雖
左
昭
右

皆
有
以
各
全
其

尊
惟
袷
祭
始
屈
於
太
祖
之
尊
而
旁
就
南
向
北
向

之
列
則
各
全
其
尊
者
常
也
屈
於
所
尊
者
暫
也
今

所
謂
正
位
南
向
餘
依
世
代
東
西
分
別
者
是
使
居

正
位
者
止
一

肇
聖
王
自
此
而
下
雖

啟
聖
亦

不
得
以
自
全
其
尊
而
常
就
傍
列
故
其
說
亦
非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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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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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六

朱
子
之
言
又
曰
後
世
公
私
之
廟
皆
爲
同
堂
異
室

而
以
西
爲
上
者
何
也
曰
由
漢
明
帝
始
也
降
及
近

世
諸
侯
無
國
大
夫
無
邑
則

同
堂
異
室
之
制
猶

不
能
備
南
渡
之
後
無
復
舊
章
雖
朝
廷
之
上
禮
官

博
士
老
師
宿
儒
莫
有
知
其
原
者
是
古
制
之
不
可

復
見
朱
子
已
言
之
矣
爲
之
凖
古
酌
今
依
經
傳
義

則
莫
若
廟
固
南
向
主
亦
南
向
不
可
謂
古
是
而
今

非
也
况
弟
子
之
於
先
師
後
人
之
於
先
聖
主
旣
南

向
則
主
祭
者
以
下
皆
得
北
面
是
南
向
之
禮
固
一

定
而
不
可
易
者
也
而
欲
各
立
一
廟
以
成
尊
勢
有

不
能
同
居
一
室
而
無
別
禮
又
不
可
今
惟
就
一
廟

之
中
隨
其
地
之
廣
狹
分
爲
五
室
所
謂
五
室
者
非

能
凖
諸
古
制
不
過
今
之
所
謂
龕
是
也
以
肇
聖
仿

始
祖
之
禮
居
於
正
北

聖
居
左

詒
聖
居
右

稍
次
而
南
約
前
尺
許

昌
聖
居
左

啟
聖
居
右

復
稍
次
而
南
更
約
前
尺
許
而

肇
聖
之
室
視

聖

詒
聖
約
深
尺
許

聖
詒
聖
視

昌
聖

啓
聖
復
約
深
尺
許
從
外
觀
之
則
五
室
並
齊
從
內

觀
之
則
位
之
淺
深
各
殊
系
之
尊

自
別
其
於
五

聖
之
靈
庶
幾
其
各
安
也
乎
要
而
言
之
同
在
一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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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七

卽
所
爲
都
宮
之
禮
也

肇
聖
居
北
卽
太
祖
居
北

之
禮
也

四
聖
以
次
而
南
卽
二
昭
二

以
次
而

南
之
禮
也
左
昭
右

卽
不
失
其
序
之
禮
也
各
爲

一
室
卽
各
成
其
尊
之
禮
也
若
此
者
變
而
不
失
其

爲
常
也
權
而
不
害
其
爲
經
也
變
而
可
常
權
而
可

經
斯
於
禮
也
其
庻
幾
乎
抄
錄
看
語

該
本
司
看
得
欽
奉

上
諭
啟
聖
公
五
代
加
封
王
爵
攺
造
聖
祠
添
設
神
牌
以

隆
祀
事
此
誠
千
古
未
有
之
盛
典
萬
世
不
朽
之
鴻

猷
也
但
昭

位
次
若
非
依
據
經
義
詳
請
定
式
則

一
省
之
內
各
府
州
縣
互
有
異
同
非
所
以
尊
崇
聖

教
仰
答
帝
心
謹
博
採
經
傳
凖
古
酌
今
欲
令
各
學

廟
模
歸
於
畫
一
未
敢
擅
專
擬
稿
詳
呈
叧
繕
手
摺

伏
候
憲
奪

一
崇
聖
祠
安
設
在

聖

殿

西

北

卽

啟

聖

宮

肇
聖
王
木
金
父
公
正
中
南
嚮

聖
王
祈
父
公
東
一
室
南
嚮

詒
聖
王
防
叔
公
西
一
室
南
嚮

昌
聖
王
伯
夏
公
東
二
室
南
嚮

啟
聖
王
叔
梁
公
東
二
室
南
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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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八

配
位

先
賢
顔
氏
無

繇

先
賢
孔
氏
鯉

先
賢
曾
氏
㸃

先
賢
孟
孫
氏
在

殿

內

西

東

向

東
廡

先
儒
周
輔
成

先
儒
程
珦

先
儒
蔡
元
定

俱
西
嚮

西
廡

先
儒
張
廸

先
儒
朱
松

俱
東
嚮

一
正
位
陳
設
五

案

每
位
禮
神
制
帛
一
白

色

白
磁
爵
三

羊
一

豕
一

鉶
一

簠
二

簋
二

籩
八

豆
八

酒
鐏
一

一
配
位
陳
設
每

位

一

案

禮
神
制
帛
二
白

色

豕
首
一

每
位
銅
爵
三

簠
一

簋
一

籩
四

豆
四

豕
肉
一

一
兩
廡
陳
設

禮
神
制
帛
二

每
位
銅
爵
三

簠
一

簋
一

籩
四

豆
四

豕
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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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九

藩
憲
鄂
飭
發
祀

先
師
五
代
文
式

江
南
江
寧
蘇
松
常
鎭
淮
揚
七
府
徐
州
一
州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布
政
使
加
一
級
鄂
爾
泰
謹
以
牲
牷
籩

豆
淸
酤
量
弊
之
儀
敢
昭
吿
於

肇
聖
王

聖
王

詒
聖
王

昌
聖
王

啟
聖
王

曰
於
戯
越
自
聖
人
之
後
復
生
聖
人
故
去
王
者
而

遥
再
稱
王
者
伏
惟

五
王
衍
殷
宗
之
苖
裔
開
鄹
邑
之
丕
基

今
皇
御
極
而
崇
師

至
聖
加
封
乎
先
代
繹
循
牆
之
訓
五
世
其
昌
膺
茅
土

之
封
千
秋
不
朽
並
先
大
成
而
來
格
敢
云
明
德
之

惟
馨
尚
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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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二
十
一

儲

堪
浙

江

龍

游

縣

知

縣

王
相
說
歷
任
山
西
廵
按
江

西
督
糧
道
理
學

王
礪
品
理

學

歲

薦

陸
九
棘
誥

封

奉

直

大

夫

李
嘉
蔭
順

德

府

知

府

陸

嚴
浙

江

提

學

田
顯
吉
山

東

嶧

縣

知

縣

俞

釬
陜
西
延
安
推
官

廣
西
太
平
推
官

田
敬
錫
刑

部

浙

江

淸

吏

司

郞

中

繆

嶺
浙

江

掌

印

都

司

繆
夢
爵
湖

廣

提

學

朱
志
熹
歲

薦

考

選

同

知

吳
際
泰
理

學

儒
學
修
葺

先
師
殿
工

程

浩

大

學

正

徐

大

中

訓

導

曹

現

在

勸

捐

重

修

㦸
門

東
西
兩
廡
雍

正

五

年

學

正

徐

大

中

督

工

修

整

浴
沂
亭
明

弘

治

五

年

御

史

方

岳

建

萬

曆

年

圯

雍

正

四

年

今

廵

撫

大

中

丞

張

公

任

鹽

憲

時

發

銀

六

十

兩

署

州

篆

運

司

張

公

發

銀

一

百

兩

學

正

徐

大

中

訓

導

曹

督

工

修

復

學
正
衙
一
所
明

倫

堂

東

學

正

徐

大

中

重

修

訓
導
衙
一
所
明

倫

堂

東

南

訓

導

曹

攺

建

正

門

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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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二
十
二

優
行

皇
淸順

治
二
年
學
憲
陳
昌
言
舉
優
行
生
員

繆
肇
敏

三
年
學
憲
陳
舉
優
行
生
員

李
嘉
蔭

五
年
春
學
憲
蘇
詮
舉
優
行
生
員

王
礪
品

易
東

五
年
冬
學
憲
蘇
舉
優
行
生
員

黃
聖
錫

徐
嗣
溥

七
年
春
學
憲
李
蔭
嵒
舉
優
行
生
員

韓
凝
樹

七
年
學
憲
李
嵩
陽
舉
優
行
生
員

馬
河
圖

十
一
年
學
憲
石
申
舉
優
行
生
員

朱
天
申

王
礪
品

十
二
年
學
憲
張
能
鱗
舉
優
行
生
員

唐
日
昌

朱
天
申

十
七
年
學
憲
胡
恪
舉
優
行
生
員

宫
象
宗

唐
日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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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三

雍
正
六
年
學
憲
鄧

舉
優
行
生
員

曹
振
彬

潘
鳴
鳯

仲
彭
年

徐

義

章
士
錦

徐
宗
孺

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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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二
十
四

壇
壝

祠
祭宇

宙
廣
矣
一
氣
絪
緼
誰
巨
誰
細
卽
合
卽
分
幻

瑣
屑
總
屬
見
聞
六
合
內
外
不
論
而
存
壇
壝
祠
祭

實
佑
吾
民

社
稷
壇
在
州
治
北
門
外
西
北
五
里
舊
正
門
北
向
今
南

向
者
後
門
也
後
門
進
有
影
牆
祀
神
俱
南
向
拜
葢
以

神
在
北
向
也
其
制
壇
而
不
屋
方
濶
二
丈
五
尺
高
三

尺
東
南
西
北
出
陛
各
三
級
北
向
爲
前
九
丈
五
尺
周

垣
一
百
二
十
五
步
右
社
左
稷
埋
石
柱
于
壇
正
中
上

露
圓
尖
祭
以
春
秋
仲
月
上
戊
日
用
豕
羊
祝
帛
等
儀

致
祭
先
有
神
厨
庫
宰
牲
宿
齋
房
各
三
間
今
廢
共

工

氏

之

子

勾

龍

爲

后

土

官

能

平

水

土

祀

以

爲

社

烈

山

氏

之

子

柱

能

植

百

穀

夏

以

前

祀

爲

稷

至

殷

以

柱

久

遠

而

堯

時

棄

爲

后

稷

亦

能

植

五

穀

故

廢

柱

祀

棄

爲

稷

見

國

語

山
川
壇
兼
祀
風
雲
雷
雨
壇
在
州
治
南
門
外
四
里
南
向

其
制
度
與
社
稷
壇
同
但
不
用
石
主
用
木
主
三
中
風

雲
雷
雨
左
山
川
右
城
隍
以
春
秋
仲
月
上
巳
日
致
祭

有
司
前
期
二
日
齋
戒
用
豕
羊
祝
帛
等
儀
周

禮

祀

風

師

雨

師

唐

天

寶

五

年

始

祀

雷

本

朝

又

加

以

雲

合

爲

一

壇

城

隍

地

道

也

故

與

風

雲

雷

雨

並

壇

而

祀

舊

迎

城

隍

神

於

壇

合

祭

而

此

禮

今

不

講

矣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五

郡
厲
壇
州
治
北
門
外
東
其
壇
高
二
丈
五
尺
濶
二
丈
五

尺
周
垣
一
百
二
十
五
步
上
有
南
門
神
厨
宰
牲
房
各

三
間
今
廢
祀
典
以
淸
明
七
月
望
日
十
月
朔
日
晡
時

祭
無
祀
鬼
神
先
期
主
祭
官
詣
城
隍
廟
發
吿
文
至
期

迎
城
隍
神
位
于
上
列
無
祀
鬼
神
于
傍
其
祭
用
豕
羊

羹
飯
㝠
衣

鄉
厲
壇
每
鄉
立
無
祀
鬼
神
壇
共
一
百
四
十
二
處
俱
在

各
鄉
左

傳

謂

神

有

所

歸

乃

不

爲

厲

厲

祭

自

三

代

以

來

有

之

明

朝

洪

武

三

年

命

天

下

立

壇

以

祀

鄉

厲

各

里

都

立

之

外
史
氏
曰
夫
土
穀
之
神
將
爲
民
禦
災
捍
患
是
賴
然
旱

乾
水
溢
則
變
置
凡
以
爲
年
耳
神
旣
以
關
於
年
而
祀
有

其
舉
之
莫
敢
廢
也
則
犠
牲
粢
盛
安
可
不
䖍
且
潔
哉
或

問
祀
厲
者
何
昔
伯
有
爲
厲
子
產
立
其
國
且
曰
匹
夫
匹

婦
䰟

猶
能
依
馮
於
人
以
爲
淫
厲
厲
沴
也
厲
壇
爲
無

後
者
設
亦
飽
餒
澤
枯
之
義
也
夫
誰
曰
不
宜

廟
祠

城
隍
廟
州
治
東
南
每
有
司
朔
望
行
香
及
災
旱
祈
禳
到

任
㝛
齋
皆
宜
在
焉
唐
宋
以
來
其
祀
遍
天
下
或
賜
廟

額
或
頒
封
爵
至
明
朝
洪
武
初
悉
革
爵
號
攺
稱
某
府

州
縣
城
隍
之
神
制
備
義
精
足
祛
前
代
之
陋
事

物

紀

□

秦

功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六

臣

馮

尙

夢

感

于

漢

高

祖

曰

奉

上

帝

命

與

王

領

城

隍

廟

陰

事

故

自

漢

至

今

遂

爲

天

下

通

祀

泰
山
廟
州

治

西

其

神

碧

霞

元

君

額

題

泰

山

行

宮

祠
山
廟
州

治

東

龍
王
廟

卽
靈
濟
廟
州

治

西

北

五

里

相

傳

昔

有

游

龍

自

仇

湖

東

居

郭

太

保

潭

祈

禱

輙

應

會

運

河

决

宋

守

王

揚

英

以

禱

神

蜿

蜒

水

面

河

塞

又

宋

淳

熙

十

一

年

守

萬

鍾

因

五

六

月

大

旱

用

皇

祐

法

設

壇

刑

鵞

以

祭

甘

霖

隨

之

歲

大

稔

明

年

三

月

詔

封

敷

澤

侯

勅

海

陵

建

廟

春

秋

致

祭

馬
神
廟
州

治

東

乃

馬

厰

之

神

上
眞
殿
北

門

外

濠

上

帝
廟
一

南

門

外

一

港

口

鎭

關
王
廟
一海

道

東

一

州

治

西

南

一

北

門

外

北

山

寺

西

一

北

門

外

厲

壇

東

州

紳

宮

景

隆

建

一

南

門

外

一

安

豐

場

五

聖
廟
在

州

治

西

宋

建

隆

年

間

祈

禱

如

響

故

建

土
地
廟
州

治

西

南

小
郞
廟
州治

北

一

里

新

橋

西

晏
公
廟
一

千

戸

所

內

西

偏

一

荻

柴

港

一

經

武

橋

東

一

北

門

外

新

橋

雙

廟
一

州

治

東

厲

壇

後

一

州

治

西

二

十

里

臨

河

和
合
廟
西

門

內

經

武

橋

西

南

奶
奶
廟

州

治

西

南

今

攺

祐

生

祠

東
嶽
廟
西

門

內

經

武

橋

西

金
龍
四
大
王
廟
北門

外

西

壩

口

火
星
廟
舊

州

治

西

經

武

橋

右

今

遷

北

門

外

觀

音

堂

文

廟
州

治

西

紹

興

十

三

年

建

梁

昭

明

太

子

至

此

州

人

謂

之

郭

西

九

郞

以

其

掌

火

政

故

祀

之

五
龍
王
廟
南門

外

海

春

館

西

創

建

時

有

五

色

蝪

屢

見

於

香

爐

屏

花

開

見

者

異

之

韋
龍
將
軍
廟
港

口

鎭

南

白
馬
將
軍
廟
州

治

北

四

里

卽

漢

秣

陵

尉

蔣

子

文

祠

子

文

嘗

乘

白

馬

故

云

子

文

一

身

靑

骨

自

謂

死

當

爲

神

盧
將
軍
廟
州

治

北

開

化

院

西

與

王

屋

禪

師

同

自

蜀

來

唐

寶

曆

中

廟

食

八

蜡
廟
南

門

外

萬

曆

四

十

六

年

守

崔

國

裕

建

城
隍
廟
海

安

鎭

舊

有

土

城

辭
郞
廟

西

溪

鎭

新
城
殿
州

治

北

錢
家
殿
州

治

北

三
官
殿
一

州

治

西

伏

龍

橋

一

拼

茶

塲

三
光
殿
州

治

東

北

祖
師
殿
河

垜

場

張
仙
祠
豐

利

橋

西

大
生

祠
州

治

南

安
定
胡
先
生
祠
一

在

鐘

樓

巷

嘉

靖

間

移

祀

西

門

泰

山

講

堂

隆

慶

間

侍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七

御

王

友

賢

重

建

一

在

安

豐

場

三
賢
祠
海

安

鎭

祀

范

文

正

公

張

文

靖

胡

安

定

崇
儒
祠

光

孝

寺

右

祀

名

儒

王

艮

儲
文
懿
公
祠
光

寺

東

萬

曆

四

十

六

年

龍

鹽

院

命

建

董

公
祠
萬

曆

四

十

五

年

鹽

院

謝

正

䝉

爲

子

董

永

建

報
德
祠
州

治

南

祀

海

道

劉

景

韶

熊
兵
憲
祠
海

道

東

爲

熊

尙

文

建

鄭
公
祠
州

治

東

南

爲

兵

憲

鄭

二

陽

愍
義
祠

州

治

南

萬

曆

二

十

三

年

爲

劉

啓

衷

丘

啓

賢

李

邦

相

李

邦

翰

劉

光

道

方

士

元

六

生

溺

死

于

淮

建

舊
有
武
烈
帝
廟
州

東

祀

隋

將

陳

杲

仁

文
學
廟
祀

梁

昭

明

太

子

助
順

聖
妃
廟
樂

眞

橋

北

女
冠
子
廟
在

招

賢

橋

西

去

百

步

陳

三

姑

州

治

北

陳

家

莊

人

生

七

歲

尙

未

能

言

一

日

仰

空

中

若

有

所

晤

對

者

然

因

契

門

宗

旨

稍

長

言

禍

福

如

劵

時

張

士

誠

亂

姑

言

異

日

當

來

借

糧

須

築

壘

禦

之

仍

畫

拒

兵

之

䇿

比

賊

至

知

不

能

刼

軍

師

欲

陰

破

其

術

挖

斷

地

脉

有

二

土

鳳

從

地

中

飛

出

振

羽

南

翔

一

往

西

九

里

溝

一

至

招

賢

鄉

河

側

入

土

阜

中

覔

之

不

見

其

阜

至

今

峭

若

丹

璧

不

年

姑

飛

昇

去

鄉

人

立

廟

祀

之

仇
湖
龍
神
廟
州

治

東

北

百里

善
利
廟
西

溪

鎭

五
聖
殿
新場

列
仙
祠
祀

海

陵

十

仙

周
處

士
祠
太

子

港

西

忠
節
祠
州

治

東

南

祀

孫

虎

臣

三
忠
祠
祀

宋

忠

貞

李

庭

芝

忠

節

姜

才

忠

勇

孫

虎

臣

六
太
守
祠
祀

荆

罕

儒

周

述

田

錫

張

綸

孔

道

輔

曾

致

堯

俱
廢

新建

吳
公
祠
祀

理

學

吳

際

泰

在

北

門

外

便

民

坊

節
婦
祠
祀

沈

元

美

妻

孫

氏

孝

女
祠
祀

代

父

陳

孝

女

蔡

蕙

南

關

外

節
婦
祠
祀

徐

篤

生

妻

周

氏

東

壩

坊

三
節

祠
祀

吳

守

信

側

室

王

氏

吳

湘

妻

沈

氏

吳

澦

妻

池

氏

便

民

坊

城
隍
廟
捐
修
多

年

傾

圯

道

官

李

實

茂

募

捐

里

民

宮

自

禮

獨

新

大

殿

五

楹

監

生

張

仁

定

獨

新

審

事

㕔

五

楹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八

兵
戎

明

守
禦
千
戸
所
舊
在
駱
駝
嶺
之
上
洪
武
元
年
正
千
戸

謝
成
開
建
後
千
戸
王
䡄
重
修
千
戸
王
之
屏
扁
其
堂
曰

經
武原

設
正
千
戸
一
員
副
千
戸
七
員
副
鎭
撫
三
員
百
戸

十
員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征
倭
陞
授
指
揮
僉
事
一
員
副

千
戸
二
員
試
百
戸
二
員
吏
目
一
員
軍
人
一
千
三
百

四
十
一
名
秋
班
京
操
軍
三
百
一
十
五
名
運
糧
軍
四

百
八
十
名
掘
港
寨
備
倭
軍
二
百
五
十
名
城
操
軍
一

百
九
十
八
名
守
門
軍
四
十
名
看
守
城
舖
軍
二
十
八

名
廵
鹽
軍
十
名
廵
捕
軍
十
名

屯
種
原
額
田
地
一
萬
九
千
三
百
一
十
五
畆
零
計
夏
秋

二
稅
屯
糧
六
百
七
十
二
石
每
石
折
銀
三
錢
五
分
共
銀

二
百
三
十
五
兩
二
錢

總
計
屯
田
一
百
一
十
二
分
原
盡
屬
千
戸
所
第
十
所

管
轄
屯
務
其
糧
徵
收
解
府
至
天
啓
二
年
運
糧
旗
甲

人
等
吿
稱
累
乏
窮
苦
將
前
田
分

各
所
耕
種
審
准

依
允
照
有
運
船
四
十
八
隻
各
得
一
分

出
四
十
八

分
以
資
運
軍
之
用
其
餘
仍
在
第
十
所
官
軍
領
種
在

上
錢
糧
近
奉
屯
院
移
文
本
文
新
設
屯
官
一
員
徵
解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九

庶
乎
責
有
專
委
矣

官
兵
原
額
七
百
員
名
舊
屬
徐
州
兵
備
道
所
轄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倭

犯
順
添
設
海
防
兵
備
道
駐
劄

本
州
隨
設
中
軍
官
一
員
哨
官
一
十
八
員
兵
增
至
一

千
八
百
名
後
因
倭
儆
少
息
每
年
汰
去
止
中
軍
官
一

員
哨
官
五
員
兵
五
百
九
十
四
名
近
又
以
邊
防
宜
宻

中
軍
㕔
新
添
兵
三
百
名
忠
義
營
召
募
家
丁
四
百
名

中
軍
營
舊
惟
委
用
衛
所
官
員
今
兵
部
題
准
欽
依
守

備
遵
授
前
職
以
都
指
揮
體
統
正
營
行
事
忠
義
營
兵

添
設
都
司
官
一
員
管
轄

營
寨
六

掘
港
寨
如

臯

縣

東

拼
茶
寨
寧

海

鄕

二

十

九

都

角
斜
寨
寧

海

鄕

二

十

九

都

劉
莊
寨
東

西

鄕

二

十

五

都

日
駒
寨
東

西

鄕

三

十

五

都

丁
美
舍
寨
東

臺

塲

海

口

自
富
安
至
小
海
等
八
塲
墩
臺
一
十
一
座
墩
軍
三
十

三
名
民
夫
七
十
七
名

皇
淸

泰
州
營
額
設
官
兵
俸
餉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遊
繫
一
員
月
支
俸
薪
等
銀
十
九
兩
二
錢
七
分
八
釐

三
毫
三
絲
三
忽
歲
共
支
銀
二
百
三
十
一
兩
三
錢

三
分
九
釐
九
毫
九
絲
六
忽

中
軍
守
備
一
員
月
支
俸
薪
等
銀
七
兩
五
錢
五
分
八

釐
八
毫
三
絲
三
忽
共
支
銀
九
十
兩
七
錢
五
釐
九

毫
九
絲
六
忽

千
總
一
員
月
支
俸
薪
銀
四
兩
歲
共
支
銀
四
十
八
兩

把
總
二
員
每
員
月
支
俸
薪
銀
三
兩
月
共
支
銀
六
兩

歲
共
支
銀
七
十
二
兩

馬
戰
兵
二
十
五
名
每
名
月
支
餉
銀
二
兩
米
三
斗
月

共
支
銀
五
十
兩
米
七
石
五
斗
歲
共
支
銀
六
百
兩

米
九
十
石

歩
戰
兵
七
十
三
名
每
名
月
支
餉
銀
一
兩
五
錢
米
三

斗
月
共
支
銀
一
百
九
兩
五
錢
米
二
十
一
石
九
斗

歲
共
支
銀
一
千
三
百
一
十
四
兩
米
二
百
六
十
二

石
八
斗

守
兵
二
百
六
十
四
名
每
名
月
支
餉
銀
一
兩
米
三
斗

月
共
支
銀
二
百
六
十
四
兩
米
七
十
九
石
二
斗
歲

共
支
銀
三
千
一
百
六
十
八
兩
米
九
百
五
十
石
四

斗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一

坐
戰
馬
四
十
一
疋
每
疋
月
支
乾
銀
一
兩
五
分
月
共

支
銀
四
十
三
兩
五
分
歲
共
支
銀
五
百
一
十
六
兩

六
錢以

上
官
兵
三
百
六
十
七
員
名
馬
四
十
一
疋
每

月
該
支
銀
五
百
三
兩
三
錢
八
分
七
釐
一
毫
六

絲
六
忽
米
一
百
八
石
六
斗
歲
共
支
銀
六
千
四

十
兩
六
錢
四
分
五
釐
九
毫
九
絲
二
忽
米
一
千

三
百
三
石
二
斗

泰
州
僻
處
海
隅
鹽
場
利
藪
五
方
雜
處
防
範
宜
肅

且
瀕
於
巨
浸
非
常
出
没
尤
所
宜
愼
今

國
朝
兵
制
精
嚴
墩
堡
相
望
萑
苻
無
警
雨
過
人
耕
月
明

犬
卧
民
皆
相
安
於
熙
皡
之
世
矣

驛
舖

吳
陵
驛
洪
武
元
年
守
張
遇
林
建
於
州
治
之
西
後
驛
革

正
統
十
二
年
同
知
王
思
旻
移
建
於
州
治
前
稍
東
置
爲

府
館

南
門
館
驛
在
州
治
南
迎
恩
門
外
宋
名
海
春
館
紹
興
元

年
守
陳
垓
剏
建
於
南
門
外
橋
西
元
末
兵
燹
無
存
洪
武

元
年
守
張
遇
林
復
建
於
南
門
河
側
永
樂
九
年
守
劉
景

又
修
又
圯
成
化
九
年
守
左
輔
重
建
二
十
一
年
守
彭
福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二

以
往
來
舟
次
不
便
移
建
濟
川
橋
西

舊

有

行

衙

在

阜

通

門

內

兩

驛

東

西

相

對

今

廢

不

存

見

山

驛

舊

爲

七

里

亭

門

望

江

南

二

山

因

取

名

亦

廢

急
逓
舖
一
十
五
處
每

舖

官

㕔

三

間

郵

亭

一

座

左

右

房

三

間

外

門

一

間

州
前
總
舖

城
東
十
里
舖

葛

舖

流
汗
口
舖

姜
堰
舖

朱
家
店
舖

白
米
舖

曲
塘
舖

潭
口

舖

查
家
莊
舖

海
安
舖
以

上

十

一

舖

俱

州

治

東

止

存

州

前

總

舖

城

西
十
里
舖

祁
家
莊
舖

謝
家
舖

城
南
十
里
舖

廟
灣
舖
以

上

五

舖

俱

州

治

西

與

南

不

存

近
年
南
北
關
廂
舖
舍

大
寧
橋

天
寧
橋

嘉
泰

橋

元
履
坊

進
德
坊

文
利
坊

鐘
樓
巷

馬

厰
前

州
後

坡
子
上

管
王
廟

小
關
口

演

化
橋

豬
行
舖

便
民
橋

郁
家
舖

東
壩
口

安
家
橋

破
橋
東

外
史
氏
曰
皇
蕐
使
節
所
臨
憩
於
斯
廩
於
斯
舟
輿
迎
送

於
斯
卽
古
地
官
掌
邦
委
積
以
待
而
舖
亦
節
從
者
之
勞

代
停
驂
也
驛
有
丞
舖
有
司
夫
馬
數
乏
責
在
驛
置
郵
期

愆
責
在
舖
三
尺
森
如
疇
敢
干
者
第
比
來
星
馳
旁
午
疲

於
奔
命
不
暇
且
有
非
分
苛
索
繼
之
以
榜
掠
鞭
笞
爲
民

上
者
宜
思
軫
恤
之
矣

鄕
都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三

○
東
西
鄕
州
治
東
北
轄
都
七
塲
七
里
六
十
三

一
都
十里

二
都
七里

三
都
九里

四
都
九里

三
十
三
都
九里

三
十

五
都
一里

何

場
一里

東
臺
場
二里

丁
溪
場
二里

草
堰
場
一里

小
海
場
一里

白
駒
場
一里

劉
莊
場
二里

內

原

有

十

五

都

五

里

因

凋

疲

并

二

里

入

一

都

并

一

里

入

三

都

并

一

里

入

四

都

并

一

里

入

三

十

三

都

○
招
賢
鄕
州
治
西
北
轄
都
四
里
四
十
一

五
都
十里

九
都
八里

上
十
都
十里

下
十
都
十

三

里

○
永
吉
鄕
州
治
東
轄
都
四
里
二
十
六

十
三
都
八里

十
四
都
三里

十
六
都
八里

三
十
四
都
七里

○
蒲
津
鄕
州
治
東
南
轄
都
五
里
十
五

十
七
都
三里

十
九
都
一里

二
十
都
一里

二
十
二
都
五里

二
十

三
都
五里

○
寧
海
鄕
州
治
東
南
轄
都
七
場
五
里
二
十
八

二
十
五
都
一里

二
十
六
都
三里

二
十
七
都
二里

二
十
八
都

一里

二
十
九
都
二里

三
十
二
都
七里

一
都
二里

梁

場
二里

安

豐
場
二里

拼
搽
場
四里

富
安
場
一里

斜
場
一里

○
在
城
實

在

六

里

船

戸

四

里

河
泊
所
六里

以
上
五
鄕
二
十
六
都
十
二
場
并
在
城
及
河
泊
所
共

一
百
八
十
九
里

寕
鄕
鎭
州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隋

置

寧

鄕

縣

後

廢

今

置

爲

鎭

海
安
鎭
州

治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四

唐

置

海

安

縣

縣

廢

爲

鎭

今

置

廵

檢

司

西
溪
鎭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置

廵

檢

司

樊
㲼

鎭
州

治

西

北

八

十

里

門
鎭
州

治

西

三

十

里

宋

淮

南

轉

運

副

使

吳

遵

路

置

門

以

蓄

洩

水

民

甚

便

之

因

以

爲

鎭

港
口
鎭
州

治

北

十

八

里

溱
潼
鎭
州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姜

堰
鎭
州

治

東

四

十

五

里

白
米
鎭
州

治

東

六

十

五

里

曲
塘
鎭
州

治

東

七

十

五

里

中
村
州

治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魚
行
莊
州

治

北

五

里

又

名

魚

行

市

邊
城
莊
州治

北

四

十

五

里

上
溪
莊
州

治

東

北

二

十

里

葉
店
莊
州

治

北

三

十

五

里

查
家

莊
州

治

東

三

十

里

獨

子
莊
州

治

東

五

十

里

茅
山
莊
州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外
史
氏
曰
夫
鄕
都
之
設
所
以
覈
生
齒
糧
課
令
無
僞
脫

也
越
十
載
一
編
冊
上
之
地
官
氏
以
報
實
則
凡
一
民
一

物
皆
不
失
其
紀
矣
夫
子
曰
吾
觀
於
鄕
而
知
王
道
之
易

易
也
豈
不
信
哉
彼
都
人
士
比
閭
聚
族
環
處
一
鄕
蒸
蒸

焉
襁
褓
禮
義
沐
浴
教
化
俾
地
爲
人
重
如
天
章
閣
胡
公

而
卽
以
安
定
名
鄕
斯
有
榮
施
耳

街
巿

城
之
內
自
北
而
南
大
街

自
東
而
西
大
街

十
勝
街

州

治

西

南

入

樂

眞

橋

小

街

西

至

伏

龍

橋

處

也

相

傳

宋

太

祖

從

周

世

宗

兵

入

泰

州

一

日

十

勝

及

宋

受

命

則

勅

其

街

曰

十

勝

狀
元
街
儒

學

大

街

嘉

靖

間

學

正

陳

琦

因

王

俊

乂

中

宋

宗

時

狀

元

故

名

運
司
街
在

州

治

南

崇

明

橋

東

銀
行
街
在

州

治

西

南

登

仙

橋

東

北

米
行
街
在州

治

西

南

登

仙

橋

東

南

泰
興
街
在

州

治

南

三

十

五

里

興
化
街
在

州

治

東

北

九

十

里

新

橋
巿
南

北

關

二

巿

魚
行
巿
州

治

北

五

里

東
河
巿
州

治

東

三

里

巿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五

州

治

東

北

七

里

蒲
鞋
巿
三
一

在

登

仙

橋

北

一

在

狀

元

街

一

在

三

元

坡

北

姜
堰
巿

在

州

治

東

四

十

五

里

歌
舞
巷

鐘
樓
巷

姐
畱
巷

務
巷
口

萬
家
巷

預

備

倉

巷

関

王

廟

巷

荻
柴
巷

蔡
孝
女
巷

杜

家
巷

石
人
巷
以

上

巷

俱

城

裡

徐
家
巷

羅
家
巷

石
頭

巷

堂
子
巷

河
泊
所
巷

五
條
巷

鷄
鵝
巷

徐
家
巷

嚴
家
巷

西
壩
巷

陳
家
巷

顧
家
巷

許
家
巷

吉
家
巷

忠
義
巷

井
兒
巷

灣
子
巷

水
厰
巷

東
壩
巷

壇
塲
巷

便
橋
巷

板
厰
巷

沈
家
巷

滄
浦
巷

郁
家
舖
巷

盧
方
巷
以

上

北

關

廂

巷

皂

巷

楊

巷

瓶
礶
巷

竹
木
巷
以

上

南

關

廂

巷

外
史
氏
曰
韻
府
曰
街
四
通
道
也
傳
曰
商
賈
藏
于
巿
葢

巿
之
逵
路
爲
街
街
之
輻
輳
爲
巿
也
天
有
街
在
昴
畢
之

辰
海
有
巿
爲
樓
臺
之
氣
帝
王
取
噬
嗑
以
爲
法
列

國
致
天
下
之
民
舉
百
貨
交
易
于
日
中
使
農
末
相
資
而

各
得
其
所
豈
非
因
化
育
而
爲
治
者
哉
雖
然
禮
之
於
市

經
之
平
之
均
之
行
之
要
在
由
其
街
者
無
市
行
藏
其
街

者
無
市
心
勿
徒
以
徴
貴
賤
權
子
母
爲
汲
汲
也

坊
表

泰
州
之
坊
表
州
治
正
南
曰
海
陵
保
障
東
曰
紀
綱
重
地

西
曰
文
獻
名
邦
鼓
樓
曰
聲
聞
四
達

表
學
宫
二
東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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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六

兩
淮
文
獻
西
曰
萬
世
師
模

表
都
察
院
三
正
南
曰
節

鎭
中
原
東
曰
文
武
師
帥
西
曰
南
北
樞
機

表
東
察
院

二
東
曰
激
濁
西
曰
揚
淸

表
海
道
二
東
曰
詰
戎
西
曰

秉
憲

表
敎
塲
一
曰
鷹
揚

表
科
第

解
元
坊
二
一

在

州

治

前

爲

張

文

建

今

攺

爲

黃

榜

開

科

一

在

北

門

外

坡

子

上

爲

儲

□

建

會
元
坊
二
一

在

北

門

外

坡

子

上

爲

儲

巏

建

一

在

大

寧

橋

北

爲

林

春

建

狀

元
坊
大

寧

橋

河

西

宋

宣

和

元

年

爲

狀

元

王

俊

乂

所

居

建

弘

治

間

移

建

於

八

字

橋

南

進
士

坊
二
一

在

州

治

西

大

街

爲

李

彬

建

一

在

登

仙

橋

南

爲

陳

應

詔

建

今

攺

爲

叔

侄

聯

第

坊

恩
榮

進
士
坊
大

寧

橋

北

爲

王

陳

䇿

建

父
子
進
士
坊
通

倉

橋

北

爲

都

御

史

徐

蕃

主

事

徐

嵩

建

少
宰
都
憲
坊
新

橋

西

爲

儲

巏

建

少
司
空
坊
淸

化

橋

南

爲

徐

蕃

建

舊

名

學

憲

坊

都
諫
坊
大

寧

橋

南

爲

沈

良

才

建

淸
朝
世
恩
坊
稅

務

橋

爲

陳

鳶

陳

佐

陳

汲

陳

應

芳

建

少
司
馬
坊
八

字

橋

北

爲

沈

良

才

建

侍
御
亞
元
坊
登仙

橋

爲

顧

廷

對

建

柱
史
坊
二
一

在

登

仙

橋

北

爲

凌

儒

建

一

在

登

仙

橋

南

爲

蔣

科

建

堂
卿
叔
侄
聮
第
坊
在

登

仙

橋

南

爲

進

士

陳

汲

陳

應

詔

陳

應

芳

建

父
子
司

徒
坊
爲

劉

淸

劉

弘

宇

建

百
歲
人
仙
三
朝
人
傑
坊
在

南

門

內

爲

陳

佐

陳

鳶建

南
臺
風
紀
北
門
鎻
鑰
坊
在

南

門

內

爲

霸

州

兵

備

蔣

科

建

司
馬
世

德
兩
省
福
星
坊
在

南

門

內

爲

憲

副

劉

希

周

叅

政

劉

萬

春

建

正
色
立
朝
純

忠
體
國
坊
在

南

門

內

爲

陳

應

芳

建

以
上
俱
存

進
士
坊
三
一大

寧

橋

大

街

南

爲

林

正

茂

建

一

大

寧

橋

南

北

各

一

爲

張

文

張

巘

建

世
科
坊
大

寧

橋

爲

沈

鐸

中

鄕

試建

登
科
坊
大

寧

橋

南

爲

秦

朴

建

甲
第
傳
芳
坊
稅

務

橋

大

街

北

爲

張

巘

張

承

仁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七

建

方
伯
坊
大

寧

橋

東

大

街

爲

冐

政

建

鍾
秀
坊
崇

明

橋

東

北

爲

王

澄

中

鄕

試

建

鳴

鳳
坊
八

字

橋

北

爲

陳

祿

中

鄕

試

建

都
憲
坊
大

寧

橋

大

街

南

爲

凌

儒

建

榮
武
坊

登

仙

橋

東

北

爲

韓

棐

中

鄕

試

建

文
顯
坊
登

仙

橋

東

北

爲

王

瓉

中

鄕

試

建

橋
梓
揚
芳

坊
大

寧

橋

大

街

北

爲

陳

祿

陳

相

建

濟
武
坊
登

仙

橋

大

街

南

爲

胡

玉

中

鄕

試

建

傳
臚

坊
登

仙

橋

大

街

南

爲

胡

玉

二

甲

第

一

名

建

啓
鳳
坊
南

門

外

板

橋

南

爲

陳

逵

中

鄕

試

建

世
榮
坊
文

雅

坊

爲

李

彬

中

鄕

試

建

登
庸
坊
南

門

外

濟

川

橋

北

爲

金

英

中

鄕

試

建

經
魁
坊
北

門

外

爲

楊

顒

建

頡
魁
坊
東

壩

西

北

街

爲

張

銘

中

鄕

試

建

翀
霄
坊

淸

化

橋

北

爲

中

鄕

試

建

繡
衣
坊
大

寧

橋

南

爲

張

承

仁

今

存

大
方
岳
坊
登仙

橋

南

爲

胡

來

貢

建

以
上
俱
廢

表
理
學

崇
德
報
功
坊
在

安

定

書

院

前

表
孝
義
貞
節

孝
子
董
公
祠
坊
在

豐

利

橋

東

自

此

橋

西

去

有

董

公

祠

鹽

院

謝

正

䝉

建

義
民
坊
登

仙

橋

河

東

南

表

陳

䕶

家

六

世

同

居

崇
孝
坊
崇

明

橋

西

爲

孝

子

袁

道

濟

建

今

廢

表

曰

孝

子

之

門

義
民
門
六
雷

信

許

禮

游

淮

劉

懸

陸

敬

盧

源

貞
節
門
四
張

義

妻

姜

氏

李

巖

妻

陳

氏

朱

彬

妻

劉

氏

沈

行

可

妻

李

氏

在
城

進
德
坊
在

登

仙

橋

西

以

查

尚

書

所

居

子

姓

皆

有

德

故

名

臨
淮
坊
大寧

橋

河

西

鼎
魁
坊
崇

明

橋

大

街

東

爲

宋

廷

對

第

三

名

丁

時

發

建

文
利
坊
舊

名

文

雅

又

名

文

德

入

儒

學

路

杜
母
坊

元
履
坊

叢
桂
坊
登

仙

橋

西

南

宋

侍

講

周

孟

陽

居

北
關

野
陸
坊

管
王
廟
坊

新
安
坊

大
寧
坊

永

安

坊

忠

義

坊

永

吉

坊

泰

寧

坊

永

坊

南
關

務
本
坊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八

大
寧
坊
捐
修
街

道

圯

懷

監

生

張

□
定

捐

出

大

寧

僑

至

南

關

俱

以

石

易

磚

城

之

內

外

矣

次

捐

修

行

者

便

之

貞
節
坊
順

治

十

三

年

爲

節

婦

生

員

田

大

有

妻

王

氏

建

在

溱

潼

鎭

節
孝
坊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爲

節

孝

婦

沈

元

美

妻

孫

氏

建

在

天

寧

坊

孝
女
坊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爲

代

父

陳

孝

女

蔡

蕙

建

在

南

一

誧

烈
婦
坊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爲

烈

婦

儒

童

儲

濯

妻

陳

氏

建

在

天

寧

坊

陳

家

橋

貞
節
坊
雍

正

五

年

爲

節

婦

徐

篤

生

妻

周

氏

建

在

北

門

外

天

德

巷

口

節
孝
坊
二
雍

正

五

年

一

爲

節

婦

吳

守

信

妾

王

氏

節

孝

婦

吳

灝

妻

池

氏

一

爲

節

孝

婦

儒

童

吳

湘

妻

沈

氏

建

在

北

門

外

便

民

坊

橋
渡

南
北
門
大
街
則
有
迎
恩
橋
南

門

內

舊

係

磚

圈

後

圯

萬

曆

三

十

年

守

李

存

信

攺

板

橋

南
北
市
河
則
有
豐
利
橋
自

南

村

負

草

來

鬻

者

多

聚

此

俗

呼

高

草

橋

此

南

水

門

入

第

一

橋

也

舊

名

暮

春

淳

熙

三

年

建

近

圯

省

祭

夏

時

雨

募

修

登
仙
橋
乾

道

元

年

建

南

水

門

入

第

二

橋

樂
眞
橋
淳

熙

十

二

年

守

萬

鍾

建

嘉

定

七

年

守

李

洪

重

建

南

水

門

入

第

三

橋

嘉
定
橋
在

街

心

紹

興

十

年

守

王

㬇

創

開

東

西

市

河

建

嘉

定

七

年

修

以

年

號

名

洪

武

三

年

守

張

遇

林

重

修

舊

名

曰

中

橋

俗

名

八

字

橋

又

曰

小

市

橋

太
平
橋
淳

熙

十

一

年

守

萬

鍾

建

嘉

定

十

一

年

李

駿

重

建

又

圯

洪

武

三

年

守

張

遇

林

建

南

水

門

入

第

四

橋

也

以

近

稅

務

俗

謂

□

稅

務

橋

泰

寧
橋
淳

熙

十

一

年

守

萬

鍾

建

嘉

定

十

一

年

李

駿

重

建

南

水

門

入

第

五

橋

也

王
家

橋
係

板

橋

舊

志

不

載

迎
淮
橋
北

門

內

今

名

且

樂

橋

俗

呼

姐

姐

橋

北
水
關
板

橋
舊

志

不

載

東
則
有
太
和
橋
卽

今

州

橋

以

近

州

故

名

或

云

上

下

有

圈

名

週

橋

或

云

周

孟

陽

建

名

周

橋

鳳
凰
橋
州

治

南

跨

長

堤

舊

貢

院

前

今

廢

度
僧
橋
南

山

寺

西

今

存

小

磚

橋

西
則
有
天
寧
橋
光

孝

寺

東

嘉

定

十

三

年

守

李

駿

建

寺

舊

名

天

寧

故

名

伏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三
十
九

龍
橋
州

治

西

南

舊

傳

趙

太

祖

從

周

世

宗

兵

至

泰

州

避

難

橋

下

及

太

祖

受

禅

遂

名

今

惟

存

片

石

三
思
橋
以

近

州

令

訟

者

至

是

三

思

而

行

故

名

今

爲

溝

嘉
慶
橋
以

橋

成

於

嘉

定

寶

慶

之

間

而

名

淳

元

年

守

陳

垓

修

今

改

爲

板

橋

西
南
則
有
經
武
橋
嘉

定

十

三

年

守

李

駿

開

新

河

創

敎

場

建

金
蘭
橋
跨

太

子

港

舊

傳

昭

明

太

子

邵

陵

王

綸

同

爲

樂

眞

人

立

觀

因

創

此

橋

以

易

斷

金

如

蘭

之

義

名

之

利
民
橋
淳

熙

十

二

年

守

萬

鍾

建

洪

武

二

年

守

張

遇

林

重

修

攺

名

泰

寧

小
橋
跨

東

市

河

駝

嶺

之

東

路

南

通

道

北

通

州

又
小
橋
二
在

州

堂

後

藕

花

洲

今

廢

以
上
俱
在
城
裏

城
內
西
市
河
又
有
蔡
家
橋
南

通

經

武

橋

䨇

橋
西

接

泰

山

入

小

西湖

翟
家
橋
經

武

橋

南

沈
家
橋
祐

生

祠

西

城
外
四
門
各
有
吊
橋

東
則
有
迎
春
橋
守

張

遇

林

剙

建

石
橋
東

山

寺

東

通
仙
橋
宋

建

炎

間

建

永

樂

十

三

年

千

戸

王

彬

重

建

舊

名

郭

橋

今

廢

三
塘
橋
去

城

一

里

常
樂
橋
去

城

二

里

中

河
橋
東

四

里

紀
家
橋
東

市

河

四

里

元

至

正

間

里

人

紀

文

昇

建

成

化

二

十

二

年

橋

圯

下

有

石

刻

存

南
則
有
濟
川
橋
卽
高
橋
跨

南

官

河

如

臯

通

州

孔

道

正

綂

九

年

同

知

王

思

旻

重

建

俗

呼

南

橋

有

耆

老

韓

詔

更

磚

以

石

新

增

石

欄

二

帶

西
南
通
川
橋
跨

濠

塹

成

化

年

圯

嘉

靖

元

年

千

戸

嚴

茂

建

寶
帶
橋
萬

曆

年

間

庠

生

李

昕

募

建

北
則
有
徐
家

橋
去

州

二

里

拱
辰
橋
去

州

三

里

今

圯

廣
運
橋
西

壩

西

正

綂

九

年

王

思

旻

建

板

橋

成

化

十

一

年

里

人

朱

旻

攺

石

橋

上

置

石

欄

二

座

卽

今

新

橋

廣
濟
橋
在

魚

行

市

成

化

十

五

年

劉

敬建

永
興
橋
近

西

倉

通
倉
橋
王

思

旻

建

便
民
橋
東

壩

南

洪

武

二

十

九

年

建

淸
化
橋
去

州

二

里

永

樂

三

年

建

正

德

百

戸

劉

欽

重

建

孫
家
橋
去

州

三

里

演
化

橋
去

州

四

里

景

泰

三

年

里

人

張

近

建

豐
利
橋
舊

名

韓

家

橋

西
河
則
有
招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二

四
十

賢
橋
州

治

西

北

近

招

賢

門

東
河
則
有
大
通
橋
近

東

壩

華
家
橋
近東

壩

便
橋
東

壩

南

洪

武

年

間

建

今

圯

永
安
橋
守

黃

道

理

重

建

舊

名

坡

老
東
河

則
有
南
斜
橋
州

治

東

北

通

五

里

溝

任

家

庄

北
斜
橋
州

治

東

北

北

通

沈

家

莊

西

通

茅

家

堡

虀
湯
橋
去

州

二

里

宋

太

祖

兵

至

泰

州

民

有

獻

虀

湯

者

啜

而

甘

之

遂

以

名

橋

東

北
則
有
查
家
橋
去

州

二

十

五

里

宋

尚

書

查

陶

墓

北

因

查

氏

子

孫

居

於

橋

側

故

名

西

溪
鎭
則
有
鳳
昇
橋
昔

仙

女

乘

鳳

而

去

與

董

永

相

别

因

此

名

橋

此

第

一

橋

義
鄕

橋
漢

董

永

孝

義

事

感

於

一

鄕

又

北

通

忠

義

河

隋

將

軍

戰

地

此

第

二

橋

朝
宗
橋
第

三

橋

因

水

東

向

朝

宗

於

海

故

名

通
聖
橋
第

四

橋

俗

名

通

廟

廣
濟
橋
第

五

橋

與

朝

宗

橋

相

向

俗

名

八

字

橋

又

名

鮮

魚

橋

谿
光
橋
市

河

東

博
眞
橋
鎭

稍

北

西

通

博

眞

河

橋

側

有

步

兵

村

海
安
鎭
則
有
花
花
橋
古

有

今

重

建

磚
橋
卽
牙
橋
海安

鎭

東

鹺

臺

康

丕

揚

建

南

通

官

河

北

通

十

鹽

塲

運

河

夏
家
橋
州

治

南

城

子

溝

新
城
渡

州

治

北

五

里

王
家
渡
州

治

西

南

十

里

沈
家
渡
州

治

西

十

五

里

修
南
濟
川
橋
舉

人

孫

雲

鵬

倡

捐

修
東
迎
春
橋
里

人

宮

自

禮

捐

嗔

千

餘

金

重

建

外

史

氏

曰

天

漢

起

東

方

經

尾

箕

之

間

曰

天

津

先

王

因

民

水

陸

限

隔

觀

於

天

以

舟

濟

之

士

庶

病

渉

俟

天

根

見
面
水
涸
農
事
甫
畢
詔
民
成
徒
杠
輿
梁
俾
得
往
來
以

相
通
儻
所
稱
周
行
非
耶
今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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