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
樂
縣
志
卷
十
七

惠
政文

王
發
政
施
仁
必
先
及
於
無
吿
孟
子
言
王
道
舉
養
生
喪
死
兩
端

於
是
惠
政
尙
焉
夫
博
施
濟
衆
堯
舜
猶
病
似
無
事
此
煦
煦
者
爲
然

天
不
能
有
福
而
無
禍
時
不
能
有
泰
而
無
否
人
不
能
有
亨
而
無
困

牧
民
者
能
以
已
饑
已
溺
之
念
與
斯
民
之
痛
癢
息
息
相
關
冀
有
以

補
造
物
之
憾
斯
民
之
受
賜
多
矣
雖
然
政
以
惠
稱
言
惠
政
者
傷
焉

矣
志
惠
政

東
預
備
倉
在

鼓

樓

東

明

知

縣

夏

允

彜

改

爲

常

平

倉

淸

雍

正

八

年

知

縣

姚

孔

鍼

又

改

爲

足

食

倉

而

常

平

倉

別

建

常
平
倉
附

於

大

堂 

大

堂

左

側

一

間 

大

堂

後

下

座

七

間 

大

堂

後

上

座

十

間

以

上

一

十

八

間

俱

南

向 

大

堂

東

東

向

三

間

西

向

三

間

南

向

六

間

北

向

六

間

又

南

向

八

間

大

堂

西

南

向

二

間

東

向

 

又

南

向

二

間

社
倉
凡

二

十

一

處

縣

會

一

處

邑

之

東

隅

一

處

西

隅

一

處

各

都

十

八

處

或

存

或

圯

均

不

存

穀

際
留
倉
在

東

廊

吏

舍
今
廢

舊
足
食
倉
在

縣

治

東

察

院

旁

今

廢

長
樂
倉
在

二

十

四

都

梅

花

千
戶
所
西
今
廢

普
濟
堂
在

縣

治

後

西

邊

雍

正

二

年

奉

文

建

以

收

孤

貧

老

病

者

今

廢

育
嬰
堂
在

縣

治

後

西

邊

俗

名

壇

頭

巷

康

熈

四

十

七

年

奉

文

飭

建

知

縣

楊

廣

裕

買

民

舊

屋

三

柱

四

■

三

間

坐

北

向

南

修

葺

爲

堂

前

有

天

井

圍

牆

南

係

北

壇

左

右

皆

民

居

雍

正

二

年

知

縣

楊

儒

臣

奉

文

重

修

乾

隆

元

年

知

縣

殷

鳳

梧

又

奉

文

修

葺

尋

廢

同

治

三

年

邑

人

陳

良

驥

鄭

向

奎

林

絇

雲

施

盛

時

等

倡

首

於

城

隍

廟

設

局

創

立

規

條

勒

碑

垂

遠

其

規

條

倣

豐

城

六

文

會

法

增

一

百

股

爲

二

百

股

凡

貧

家

報

養

一

女

每

股

按

月

出

錢

三

文

一

月

可

得

錢

六

百

文

給

與

養

女

之

家

以

二

十

箇

月

爲

度

仍

歸

伊

家

自

行

養

成

婚

配

計

救

活

一

女

每

股

只

消

長
樂
縣
志

惠
政

一

卷
十
七



錢

六

十

文

〇

舊

志

云

溺

女

之

弊

原

因

婚

姻

論

財

財

禮

少

而

粧

奩

厚

者

則

驕

其

夫

家

而

不

執

婦

道

遂

致

辱

及

父

母

錢

禮

多

而

粧

奩

少

者

則

家

人

賤

之

遂

致

女

無

顏

色

恥

及

父

母

是

皆

不

得

恃

爲

門

楣

而

輙

有

隱

憂

此

溺

女

之

所

以

紛

紛

也

長

邑

有

十

男

之

戶

無

五

女

之

家

滋

生

不

繁

弊

實

由

此

俗

尙

論

財

最

不

可

訓

要

在

長

民

者

淸

其

源

而

制

其

流

耳

黃

勉

齋

先

生

有

詩

云

兒

是

爹

娘

生

兒

生

爹

娘

棄

喜

見

爹

娘

面

不

識

爹

娘

意

拋

兒

在

水

中

絕

兒

一

口

氣

戰

戰

盆

中

泣

哀

哀

萬

苦

備

欲

救

救

不

能

欲

死

死

猶

未

兒

雖

非

男

子

兒

罪

何

至

是

爹

娘

莫

憂

貧

萬

事

由

天

地

今

年

殺

小

兒

明

年

恐

又

至

不

如

存

好

心

心

好

天

自

庇

懇

切

如

此

猶

不

能

感

發

愚

頑

則

俗

之

弊

不

可

不

禁

也

保
嬰
局
在

縣

治

塔

山

淸

光

緒

戊

子

候

官

陳

景

韶

邑

人

陳

蕚

芬

鄭

籛

陳

耕

三

劉

菁

等

籌

捐

創

辦

保

全

貧

家

女

嬰

不

致

棄

溺

迨

光

緒

丁

酉

邑

人

柯

雍

劉

藜

光

鄭

榮

元

鄭

以

超

陳

光

輔

劉

子

才

等

勸

募

鳩

資

就

塔

山

毓

麟

宮

舊

址

創

建

前

後

二

進

前

祀

拯

嬰

夫

人

及

順

天

聖

母

後

祀

樂

捐

各

善

信

功

主

按

月

發

給

貼

養

諸

費

現

董

其

事

者

邑

人

劉

炳

南

鄭

作

楫

張

鳳

墀

劉

春

曦

張

鳳

章

鄭

景

熈

及

舊

理

諸

人

蓋

斯

舉

至

今

猶

繼

續

不

替

云

〇

里

人

鄭

勳

戒

溺

女

歌

呱

呱

復

呱

呱

爹

娘

殺

兒

兒

何

辜

兒

恨

爹

娘

忍

又

笑

爹

娘

愚

天

地

不

生

女

阿

爹

白

首

爲

鰥

夫

天

地

不

生

女

試

問

世

有

娘

身

無

活

兒

兒

雖

終

餓

死

來

生

猶

作

反

哺

烏

殺

兒

兒

心

終

不

願

投

胎

又

費

娘

勤

劬

呱

呱

復

呱

呱

爹

娘

殺

兒

兒

何

辜

一
在
十
二
都
古
槐
村
今廢

一
在
嚴
湖
淸

光

緒

間

知

縣

徐

承

禧

以

嚴

湖

湖

租

餘

欵

撥

充

育

嬰

經

費

立

有

貼

養

女

嬰

章

程

〇

徐

承

禧

嚴

湖

貼

養

女

嬰

章

程

五

條

〇

一

育

嬰

之

舉

以

求

保

全

生

靈

今

又

專

爲

挽

回

溺

女

而

設

乃

經

費

不

足

收

養

爲

難

議

倣

六

文

貼

養

之

法

由

本

生

母

自

乳

初

報

到

局

時

查

與

章

程

相

符

先

給

錢

五

百

文

作

衫

襖

抱

裙

之

用

嗣

後

於

所

生

之

月

起

每

月

給

錢

六

百

文

以

一

年

爲

限

限

滿

後

或

與

人

爲

養

女

養

媳

或

本

婦

自

留

撫

養

悉

聽

其

便 

一

生

女

之

家

果

係

極

貧

無

力

乳

養

卽

投

明

本

鄕

紳

士

或

族

房

長

或

鋪

戶

人

出

名

保

報

赴

局

由

住

局

司

事

將

女

嬰

生

年

月

日

時

及

其

父

母

姓

名

住

址

詢

明

登

簿

由

局

査

明

給

予

竹

簽

一

枝

按

月

抱

女

執

簽

到

局

領

錢

仍

由

局

董

每

月

按

簿

赴

鄕

查

看

一

次

以

杜

冒

混

倘

有

女

嬰

病

故

卽

日

開

除

收

回

竹

簽

如

隱

匿

不

報

或

將

他

人

之

女

臨

時

抵

額

欺

朦

惟

保

是

問 

一

貼

養

女

嬰

事

甚

簡

易

與

設

堂

收

養

者

不

同

卽

歸

併

嚴

湖

局

董

事

經

理

惟

必

須

選

派

司

事

一

人

專

司

其

事

每

月

酌

給

薪

伙

錢

一

千

文

其

油

燭

紙

張

竹

簽

水

利

局

用

欵

內

足

以

匀

撥

毋

庸

另

給 

一

每

月

散

給

貼

資

定

以

初

二

十

六

兩

日

爲

期

局

董

必

須

親

自

到

局

驗

明

散

給

以

昭

愼

重

每

人

每

期

准

銷

董

事

夫

價

點

心

錢

一

百

文

以

免

臨

時

推

諉

不

前 

一

此

次

議

設

育

嬰

旣

爲

挽

回

溺

女

起

見

自

應

責

令

局

董

隨

時

留

心

訪

査

倘

有

生

女

之

家

隱

匿

不

報

私

自

溺

斃

者

該

董

事

査

實

禀

縣

拘

究

長
樂
縣
志

惠
政

二

卷
十
七



善
歸
局
在

城

隍

廟

行

臺

同

治

三

年

邑

令

王

仲

汶

捐

廉

倡

始

顏

曰

善

歸

局

邑

人

陳

良

驥

鄭

向

奎

林

絢

雲

施

盛

時

董

其

事

凡

養

育

女

嬰

掩

埋

暴

露

修

理

古

墳

捨

施

棺

木

葺

補

壇

屋

收

買

字

紙

刋

刻

善

書

敬

送

藥

茶

彙

報

節

孝

諸

善

事

皆

歸

辦

理

局

中

經

費

本

無

成

欵

由

邑

之

樂

善

殷

戶

倣

育

嬰

局

逐

月

按

股

捐

助

陸

續

接

濟

費

省

而

用

實

期

垂

永

遠

焉

宣
講
局
在

邑

西

朱

子

祠

淸

光

緒

十

九

年

里

人

鄭

鳴

盛

等

倡

設

內

兼

行

惜

字

施

棺

送

善

書

給

產

粮

點

夜

燈

施

藥

茶

諸

善

舉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樊

明

逵

捐

廉

吳

航

書

院

山

長

柯

雍

曁

各

富

商

捐

題

增

設

淸

葬

局

買

虎

坑

口

山

爲

義

塚

遇

有

停

棺

者

限

三

个

月

外

由

淸

葬

局

舁

埋

每

柩

灰

一

百

斤

石

牌

一

面

有

願

領

欵

自

埋

者

每

柩

給

錢

三

千

文

冬

至

後

延

道

施

食

淸

明

日

遣

丁

祭

掃

養
濟
院
原

在

東

門

外

芝

山

之

麓

明

洪

武

間

知

縣

邱

宗

亮

改

置

邑

西

河

南

巷

宏

治

間

知

縣

王

渙

又

改

置

縣

東

龍

津

坊

隆

慶

間

知

縣

蔣

以

忠

又

以

原

地

鬻

於

民

取

價

買

地

移

置

原

所

房

二

造

各

五

間

門

一

座

蔣

有

記

畧

曰

長

樂

舊

有

養

濟

院

在

鎭

海

門

外

不

二

武

己

未

歲

燬

於

燹

久

莫

能

建

諸

窮

民

罔

所

庇

覆

余

己

巳

夏

來

爲

是

邑

詢

疾

苦

覩

諸

廢

闕

急

議

建

焉

顧

舊

址

在

市

廛

中

諸

老

疾

與

平

民

錯

居

厥

疾

傳

染

居

人

數

十

輩

言

於

余

願

擇

地

遷

之

便

爰

命

度

所

宜

獲

地

於

城

東

北

遂

卽

舊

地

鬻

之

得

銀

若

干

緡

余

因

捐

俸

助

焉

市

材

鳩

工

越

月

吿

成

凡

爲

堂

幾

間

爲

屋

幾

間

繚

以

垣

牆

固

以

門

扃

遷

諸

窮

民

來

居

之

諸

窮

民

貿

貿

然

來

已

于

于

然

喜

罔

不

手

加

額

願

須

臾

無

死

享

厥

成

且

與

市

廛

民

各

止

其

所

無

相

及

也

諸

市

民

亦

罔

不

鼓

舞

稱

便

云

於

其

成

因

爲

紀

其

歲

月

明

崇

禎

間

知

縣

夏

允

彜

撤

淫

祠

三

間

增

建

其

後

淸

因

之

陸

續

增

建

至

五

十

三

間

乾

隆

五

年

署

縣

姚

循

義

因

孤

貧

人

夥

不

敷

居

住

動

帑

銀

八

百

八

十

八

兩

八

錢

零

增

建

二

十

七

間

統

計

八

十

間

乾

隆

六

年

里

民

陳

孟

亶

等

又

以

院

宇

迫

近

民

居

請

遷

建

於

東

關

外

黃

壑

山

離

城

三

里

屋

十

四

間

未

幾

隨

圯

至

今

仍

居

原

所

漏
澤
園
舊

在

縣

之

鄭

山

明

宏

治

間

知

縣

王

渙

改

置

於

十

洋

門

外

回

回

墓

廣

二

畝

仍

買

民

園

三

畝

五

分

足

之

爲

漏

澤

園

邑

劉

則

和

有

記

畧

曰

皇

帝

臨

御

之

十

有

三

年

廷

臣

議

天

下

郡

縣

令

所

轄

官

地

內

各

立

漏

澤

園

一

所

如

無

則

處

置

官

錢

購

地

爲

之

俾

貧

乏

不

克

葬

者

咸

於

此

瘞

埋

不

許

棄

屍

原

野

有

傷

天

地

之

和

檄

至

縣

時

象

山

王

公

時

霖

以

名

進

士

知

縣

事

乃

作

而

歎

曰

吾

職

民

牧

不

能

祗

承

德

意

以

及

窮

困

之

民

其

父

母

斯

民

之

責

安

在

乃

延

訪

境

內

得

邑

治

之

南

隅

所

謂

回

回

墓

者

其

地

二

畝

有

奇

其

餘

購

地

之

資

與

凡

磚

石

等

費

皆

未

知

所

出

也

適

邑

丞

餘

姚

徐

公

忠

以

臺

臣

命

出

藩

司

金

自

汀

郡

買

米

賑

饑

來

入

預

備

倉

其

數

視

前

多

若

干

石

可

直

金

若

干

侯

大

喜

曰

漏

澤

園

之

作

吾

有

所

措

矣

乃

購

其

旁

民

黃

約

等

地

以

益

之

共

若

干

畝

他

如

石

之

直

若

干

磚

瓦

之

直

若

干

竹

木

工

役

餼

廪

之

費

直

又

若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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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悉

出

於

茲

而

於

民

一

毫

無

預

於

是

遂

卽

其

地

繚

以

周

垣

列

以

序

次

牆

之

基

廣

三

尺

高

七

尺

周

八

百

六

十

尺

外

立

栅

門

榜

曰

漏

澤

園

經

始

於

是

年

某

月

某

日

至

某

月

某

日

而

工

訖

焉

邑

之

耆

英

莫

不

歡

欣

相

吿

曰

叢

冡

之

作

邑

所

未

有

我

侯

能

敬

恭

上

意

因

賑

恤

之

餘

毅

然

爲

之

不

憚

恩

斯

溥

矣

可

使

泯

泯

無

聞

於

後

乎

遂

走

書

俾

予

記

其

實

後

之

令

斯

邑

者

尙

其

體

侯

之

心

修

葺

之

不

至

於

廢

墜

是

又

區

區

之

望

也

遂

書

以

爲

記

正

德

間

知

縣

曹

鎡

移

置

天

王

寺

前

嘉

靖

間

居

民

柳

十

赴

按

察

司

呈

改

置

於

縣

西

長

洋

小

車

漏
澤
山
在

后

山

四

墓

之

前

宋

里

人

陳

克

賢

捨

山

一

派

直

二

十

五

丈

橫

四

十

餘

丈

凡

孤

貧

不

能

買

山

者

皆

得

葬

此

義
冡 

一
在
東
隅
南
關
外
官
山
土
名
瓦
窰
計
丈

五
畝
一
分
零

一
在
西
隅
北
關
外
邑

厲
壇
邊
計

丈

四

畝

二

分

零

一
在
西
隅
北
關
舊
壇
地
計

丈

三

畝

五

分

零

一
在
縣
治
虎

坑
口
山
未
詳

畝
數
一
在
十
都
嶺
頭
山
計

丈

一

畝

四

分

零

一
在
魁
龍
山
計

丈

二

畝

一

分

零

一
在
山
層
樓
計

丈

十

畝

一

分

零

一
在
十
二
都
開
門
山
計

丈

五

畝
三
分

一
在
十
五
都

牛
山
周

圍

三

里

許

一
在
十
六
都
鴻
山
東
北
左

右

磹

石

鐫

字

爲

界

係

二

圖

公

立

一
在
濠
溪

墩
一
帶
長

五

十

餘

丈

闊

五

丈

餘

一
在
華
嶺
石
佛
厝
西
南
畔 

一
在
魁
嶺
踏
板

山 

一
在
二
十
都
沙
坂
計
丈
五

畝

零

一
在
二
十
一
都
冠
嶼
山
周

圍

里

許

一
在

大
宏
里
一
隻
壇
計
丈
三

畝

零

一
在
二
十
四
都
馬
潮
山
計

丈

二

十

畝

零

寅
社
義
冡 

在
石
岊
嶺
觀
音
亭
西
邊
同

治

間
置

同
善
社 

在
邑
北
三
十
里
臚
峰
下
光

緒

間

里

人

柯

雍

劉

成

傑

柯

德

樹

鄭

貽

穀

陳

熈

春

等

籌

辦

凡

拯

嬰

敬

節

惜

字

宣

講

諸

善

舉

屬

焉

後

將

該

欵

移

入

臚

峯

書

院

長
樂
縣
志

惠
政

四

卷
十
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