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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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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三

營
汛

平
望
營
都
司
仍
駐
城
內
署
毁
未
建
其
額
設
戰
守
兵
馬
自
乾
隆

至
嘉
慶
時
增
時
裁
而
官
制
如
故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添

馬

兵

六

名

馬

六

匹

四

十

六

年

裁

守

兵

一

名

四

十

七

年

裁

步

戰

兵

二

十

二

名

守

兵

九

名

四

十

二

年

添

步

戰

兵

四

十

二

名

守

兵

十

八

名

又

裁

公

糧

守

糧

八

名

嘉

慶

十

八

年

裁

步

戰

兵

二

名

守

兵

二

名

二

十

四

年

添

步

戰

兵

一

名

裁

馬

兵

一

名

道
咸
來
兵
瑣
亡
矣
今
新
募

者
馬
兵
十
名
戰
兵
二
十
四
名
守
兵
九
十
三
名
不
足
於
額
歲
支

餉
銀
每
年
准
放
給
大
小
建
八
個
月
米
一
石
折
放
銀
一
兩
凡
員

弁
養
廉
馬
乾
准
全
給
俸
薪
及
心
紅
紙
張
等
項
半
之
葢
營
制
方

因
時
變
通
據
檔
冊
所
載
如
是
則
一
時
固
行
之
矣

縣
境
瀕
太
湖
太
湖
左
營
守
備
舊
駐
震
澤

村
乾
隆
十
八
年
裁

守
備
改
設
都
司
僉
書
一
員
仍
隸
太
湖
營
副
將
舊

參

將

乾

隆

十

二

年

改

又

增
千
總
二
員
二
十
八
年
增
設
外
委
三
員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裁
去

千
總
一
改
設
外
委
一
員
自
都
司
移
駐
洞
庭
東
山

村
遂
爲
千

總
分
防
之
所
然
兼
防
吳
江
如
故
考
左
營
分
汛
其
屬
吳
江
者
把

總
一
員
署
在
鮎
魚
口
前

志

爲

千

總

署

茲

據

府

志

及

營

冊

葢

自

乾

隆

九

年

令

千

總

與

把

總

調

汛

後

遂

徑

改

把

總

云

舊
管
轄
汛
地
五
曰
七
里
港
曰
瓜
徑
港
曰
滸
梢
橋
曰
莫
舍

港
曰
白
洋
灣
皆
設
有
巡
船
後
巡
船
陸
續
年
滿
解
廠
兵
數
亦
稍

稍
裁
焉
同
治
四
年
奉
招
一
成
兵
八
名
八
年
乃
改
行
水
師
新
章

云新
章

左
營
前
哨
駐
鮎
魚
口
兼

巡

吳

縣

長

洲

運

河

哨
官
四
員
內

一
隊
千

總
輪

巡

雙

月

上

半

月

二
隊
把
總
雙

月

下

半

月

三
隊
把
總
輪

巡

單

月

上

半

月

四
隊
外
委
單

月

下

半

月

逢

閏

按

次

輪

推

設
立
長
江
舢
板
四
號
水
兵
五
十
六

名
內

舵
兵
四
名

頭
兵
四
名

礟
兵
八
名

槳
兵
四
十
名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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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汎
專
管
湖
面
舊
制
沿
河
陸
地
越
溪
鎭
等
處
改
歸
蘇
州
城
守
營

木
瀆
汛
管
轄
凡
水
師
以
官
塘
幹
河
爲
專
責
支
河
汊
港
爲
兼
巡

其
責
成
與
陸
營
分
界
以
近
岸
一
里
爲
率
市
鎭
設
有
陸
汛
係
在

官
塘
幹
河
一
里
以
內
者
水
陸
分
任
其
責
水
師
各
營
自
爲
分
界

則
槪
以
進
口
五
里
爲
斷
其
失
事
開
參
在
官
塘
照
專
汛
之
例
在

支
河
照
兼
轄
之
例
其
官
制
副
叅
游
擊
都
司
四
項
曰
營
官
是
爲

本
轄
之
官
自
都
司
以
下
爲
專
汛
之
官
皆
曰
哨
官
哨
官
不
立
衙

署
不
得
登
岸
居
住
違
者
官
革
職
兵
革
糧
其
船
曰
長
江
舢
板
曰

八
團
舢
板
長
江
舢
板
配
兵
十
四
名
八
團
舢
板
配
兵
二
十
名
每

船
各
配
礟
二
尊
洋
槍
四
桿
此
其
大
略
也

上
所
列
一
哨
屬
太
湖
左
營
合
太
湖
左
右
兩
營
及
淞
北
營
淞
南

營
提
標
右
營
卽
江
蘇
水
師
所
謂
裏
河
五
營
也
裏
河
與
內
洋
相

倚
而
太
湖
又
與
長
江
相
連
屬
此
如
長
蛇
之
勢
觀
其
一
枝
一
節

而
全
身
皆
見
焉
大
哉
水
師
經
國
碩
畫
非
徒
一
縣
賴
之
而
督
臣

曾
國
藩
陳
奏
輒
以
此
爲
目
前
之
制
深
恐
後
來
之
日
久
廢
弛
而

又
或
狃
以
爲
常
葢
其
意
益
遠
矣
凡
新
章
二
十
五
條
同
治
八
年

三
月
經
督
臣
馬
新
貽
釐
訂
具
奏
十
一
年
正
月
前
督
臣
曾
又
刪
減

歸
倂
定
爲
二
十
一
條
部
覆
頒
行
內
淞
南
一
營
汛
地
牙
錯
吳
江

因
繼
錄
焉

裏
河
水
師
淞
南
營
由
京
口
水
師
右
營
改
同
治
十
三
年
九
月
遷

移
過
營
營
官
游
擊
一
員
駐
周
莊
之
元
和
界
左
右
前
後
計
四
哨

前
哨
舢
板
四
號
駐
九
里
湖
水
汛
該
哨
分
防
四
汛
內

九
里
湖

夾
浦

八
坼
吳
江
縣
屬

後
哨
舢
板
四
號
駐
平
望
水
汛
該

哨
分
防
四
汛
內

平
望

盛
澤
吳
江
縣
屬
該
水
汛
專
司
分
巡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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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湖
蕩
漾
並
無
陸
汛

陸
汛
章
練
塘
鎭
西
市
汛
把
總
一
員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設
隸
提
標

前
營
前

營

中

軍

守

備

一

員

駐

鎭

東

市

元

和

縣

治

餘
並
如
故
左
營
盛
澤
鎭
千
總
署
廢

同
治

年
重
建
後
營
蘆
墟
鎭
千
總
署
存
其
隸
平
望
營
者
平
望

千
總
一
員
有
署
今
廢
凡
各
汛
汛
房
被
毁
者
並
賃
民
房
僧
舍
以

居
云
夫
兵
以
衞
民
民
亦
當
有
以
自
衞
庚
申
之
亂
同
里
黎
里
等

處
皆
舉
團
練
顧
相
持
不
久
卽
敗
論
者
謂
水
鄕
民
氣
柔
弱
不
足

用
也
然
鋤
耰

矜
以
禦
大
寇
不
足
以
備
他
盜
要
不
爲
無
助
邑

常
苦
盜
與
震
澤
同
而
守
望
之
法
未
諳
故
以
張
海
珊
論
著
附
之

營
汛
之
篇

張

海

珊

湖

濱

備

禦

事

宜

吾

里

北

枕

太

湖

南

則

諸

漾

環

繞

茭

葦

叢

雜

水

道

錯

互

素

爲

逋

逃

之

藪

而

西

北

泗

安

廣

德

長

興

諸

山

緜

互

數

百

里

每

當

天

下

多

故

則

飢

民

嘯

聚

尤

易

藏

奸

如

明

季

赤

脚

張

三

等

沿

湖

被

害

尤

劇

國

家

承

平

日

久

意

外

之

事

然

非

所

慮

然

民

貧

賦

重

十

室

九

空

兼

之

旱

勞

㬪

至

米

石

五

千

窮

山

密

箐

保

無

嘯

聚

之

事

況

蘇

湖

內

雖

空

匱

外

似

饒

裕

吾

里

又

兩

郡

分

界

人

煙

稠

集

甲

於

東

西

諸

漊

尤

盜

賊

所

覬

也

備

豫

不

虞

古

之

善

敎

有

志

之

士

正

當

講

求

捍

禦

以

分

郡

縣

大

夫

之

憂

以

造

鄕

里

之

福

如

以

爲

出

位

之

思

非

吾

敢

聞

一

禦

盜

之

法

莫

如

保

甲

近

日

朝

廷

頒

行

十

家

牌

葢

用

陽

明

先

生

南

贛

之

法

其

法

每

家

各

置

一

牌

備

寫

門

戶

籍

貫

及

丁

中

多

寡

之

數

有

無

居

住

暫

宿

之

人

揭

於

各

家

門

首

仍

編

十

家

爲

一

牌

開

列

各

戶

姓

名

曰

輪

一

家

沿

門

按

牌

審

察

動

靜

但

有

面

目

生

疎

之

人

蹤

跡

可

疑

之

事

卽

行

報

官

究

理

當

時

奉

行

如

揭

陽

縣

於

編

寫

外

兼

加

義

勇

之

名

陽

明

雖

以

爲

生

事

擾

民

然

他

日

又

有

建

樓

擊

鼓

之

諭

謂

各

隨

才

力

爲

之

不

在

牌

之

內

且

云

此

法

一

行

則

不

待

調

發

畜

養

而

家

家

皆

兵

人

人

皆

兵

誠

有

如

聖

祖

仁

皇

帝

聖

諭

所

云

寓

兵

法

於

保

甲

中

也

無

如

十

家

牌

法

雖

經

官

府

申

飭

而

上

下

仍

以

虚

文

了

事

今

亦

不

必

別

求

捍

禦

卽

遵

此

法

可

意

爲

之

變

通

可

也

一

吾

里

桑

麻

被

野

村

徑

百

歧

守

備

果

嚴

寇

盜

殆

無

所

措

足

法

宜

十

家

爲

牌

各

置

一

鉦

一

家

聞

警

十

家

齊

起

倘

有

不

行

救

應

同

族

族

長

責

之

異

姓

牌

長

責

之

且

以

粟

米

布

帛

爲

罰

再

於

水

陸

塘

橋

去

處

樹

柵

爲

守

日

輪

三

人

看

守

每

村

各

劃

地

段

用

更

夫

二

名

曉

夜

巡

視

皆

於

十

家

中

輪

値

用

私

錢

僱

者

聽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四

營
建
三

四

一

私

習

器

械

律

有

明

禁

然

荆

公

保

甲

法

置

弓

箭

習

技

勇

且

使

番

上

訓

練

近

日

楚

蜀

敎

匪

之

亂

鄕

勇

俱

習

弓

刀

有

事

講

武

朝

廷

未

嘗

槪

禁

卽

使

置

備

良

難

而

鋤

耰

矜

銛

於

鈎

戟

制

挺

以

撻

秦

楚

者

有

矣

况

冦

盜

之

烏

合

者

乎

一

冦

盜

之

來

拒

之

岸

則

難

爲

功

拒

之

湖

則

易

爲

力

翠

微

北

征

錄

所

載

禁

涉

法

不

一

曲

鐵

爲

鈎

曳

之

以

索

謂

之

聚

鈎

則

所

觸

無

不

傷

直

鐵

爲

鍼

透

之

於

木

謂

之

涉

鍼

則

所

過

無

不

創

編

竹

爲

索

紐

篾

爲

剌

謂

之

水

毛

蝟

以

錐

涉

者

之

肌

膚

斷

木

爲

軸

釘

鐵

爲

錐

謂

之

水

蒺

藜

以

剌

水

兵

之

脛

股

以

上

四

法

宜

於

淺

灘

若

中

湖

深

闊

之

處

則

繫

索

鋼

以

絆

其

棹

立

刀

口

木

曲

膝

錐

以

其

舟

賊

安

能

近

吾

岸

哉

然

使

賊

不

能

來

我

亦

不

能

出

非

計

也

宜

於

聚

鈎

涉

鐵

所

不

施

之

處

插

柳

條

編

漁

滬

暗

記

其

曲

折

往

復

之

路

庶

於

出

入

有

便

一

守

禦

之

器

莫

良

於

火

顧

鎗

礟

非

民

間

所

有

製

造

尤

艱

茅

氏

正

生

志

中

載

有

竹

將

軍

一

器

似

尤

便

用

用

貓

竹

圓

厚

者

長

四

尺

許

將

圓

開

通

其

節

止

畱

頭

節

作

底

節

後

畱

一

尺

四

五

寸

用

一

木

柄

柄

頭

照

竹

節

凹

凸

之

形

直

抵

竹

節

處

周

圍

用

四

肥

釘

犬

牙

樣

釘

之

以

苧

蔴

爲

辮

或

三

比

繩

自

柄

至

口

緊

緊

縛

固

傍

節

底

先

置

潤

黃

泥

三

寸

以

一

分

厚

彀

筒

大

鐵

錢

一

箇

葢

泥

上

傍

錢

上

開

一

藥

綫

眼

先

將

雙

藥

綫

引

入

四

五

寸

直

透

上

爲

妙

方

入

藥

一

斤

看

竹

之

大

小

增

减

已

入

藥

用

木

桿

輕

輕

築

實

少

用

團

或

用

乾

土

實

之

又

將

一

分

厚

彀

筒

口

大

鐵

錢

一

箇

鑽

眼

如

蓮

房

式

置

藥

上

方

以

彀

筒

口

大

圓

石

彈

一

箇

置

錢

上

或

再

加

碎

石

鐵

小

鉛

子

於

錢

上

更

妙

外

以

麤

柴

徑

寸

二

根

長

三

尺

許

縛

如

杈

架

之

此

器

費

廉

工

省

且

隨

地

刻

時

可

造

身

輕

可

負

及

遠

一

村

中

若

得

數

百

具

便

不

患

外

寇

矣

又

志

中

所

載

糞

礟

罐

法

白

雲

神

水

法

水

箭

法

弩

箭

藥

法

似

皆

省

便

可

用

以

方

雜

不

錄

一

兵

法

以

堅

忍

爲

上

孫

子

曰

以

治

待

亂

以

靜

待

譁

此

治

心

者

也

太

公

曰

事

莫

大

於

必

克

重

莫

大

於

元

默

東

吳

朱

伺

善

戰

或

問

之

曰

兩

敵

共

對

惟

當

忍

之

彼

不

能

忍

我

能

忍

是

以

勝

耳

朱

子

曰

祗

就

這

腔

子

裏

呼

吸

間

便

可

以

弱

爲

强

變

怯

爲

勇

今

如

歲

首

訛

言

一

夫

夜

呼

而

奔

竄

者

數

十

里

則

不

能

忍

之

故

也

倘

有

冦

盜

如

入

無

人

之

境

矣

須

知

室

家

田

産

皆

在

於

此

去

此

將

奚

之

乎

我

能

往

冦

亦

能

往

平

時

宜

常

以

此

意

爲

鄕

人

解

說

則

臨

事

不

致

倉

皇

一

一

鄕

中

有

一

等

强

梁

不

逞

之

徒

承

平

時

爲

民

蠧

有

事

時

卽

爲

亂

首

然

結

之

以

恩

處

之

以

誠

待

之

以

大

度

制

之

以

威

嚴

勿

拘

拘

小

節

當

其

得

用

或

反

勝

於

善

良

使

貪

使

詐

有

何

不

可

一

吾

里

室

鮮

葢

藏

則

殷

戶

亦

無

數

百

石

之

蓄

煙

戶

三

千

計

口

不

下

萬

餘

通

計

老

幼

以

人

日

八

合

計

之

當

日

食

米

八

十

石

除

殷

戶

自

給

外

皆

須

於

平

望

楓

橋

等

處

採

買

倘

諸

處

閉

糴

道

路

疎

虞

終

有

流

離

之

患

故

積

穀

之

策

平

時

不

可

不

講

惟

此

一

著

最

難

綢

繆

未

雨

所

望

於

有

力

之

仁

人

君

子

驛
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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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江
縣
續
志

卷
四

營
建
三

五

平
望
驛
舊
設
水
馬
二
站
自

國
初
移
置
城
東
門
長
橋
垂
虹
亭

至
今
不
改
其
夫
馬
船
嵗
支
銀
兩
編
於
賦
役
之
書
而
前
志
驛
遞

篇
竝
詳
言
之
豈
不
以
地
當
衝
繁
驛
政
爲
特
重
哉
乾
隆
初
載
天

下
無
事
驛
丞
臥
治
而
已
大
吏
以
爲
縻
裁
焉
平

望

驛

丞

乾

隆

十

二

年

裁

驛
丞

旣
裁
驛
事
一
統
於
令
嵗
終
具
文
書
上
按
察
使
司
奏
銷
之
以
爲

例
道
光
壬
寅
事
稍
稍
急
然
不
久
卽
定
自
咸
豐
癸
丑
軍
興
而
官

持
勘
合
吏
秉
火
牌
南
北
其
轅
訖
無
虚
日
是
故
驛
事
之
寛
迫
一

方
治
亂
之
大
鏡
也
同
治
二
年
六
月
縣
城
克
復
時
人
馬
亡
散
橋

梁
斷
絶
當
兵
事
之
方
殷
軍
書
往
來
實
用
槍
船
所
謂
代
馬
船
是

也
初
用
船
七
隻
不
足
則
益
募
之
其
見
於
是
年
十
一
月
知
縣
沈

錫
華
稟
報
者
計
代
馬
槍
船
十
四
隻
棚
頭
一
名
夫
頭
一
名
馬
夫

十
四
名
驛
書
一
名
淸
書
二
名
官
日
廩
給
之
有
差
計
大
建
月
用

錢
四
百
一
十
千
有
奇
小
建
月
減
之
其
錢
初
由
餉
捐
局
善
後
撫

䘏
項
下
同
營
差
應
款
一
律
支
領
三
年
三
月
始
撥
歸
藩
司
如
例

自

後

此

項

銀

兩

淮

司

詳

每

縣

月

給

錢

四

百

千

文

吳

江

照

領

而
其
報
銷
則
援
軍
需
例
由
大
營

報
銷
局
造
報
不
由
臬
司
如
是
數
年
所
以
不
由
臬
司
葢
自
軍
興

以
來
各
屬
驛
路
多
梗
車
馬
或
繞
道
而
行
則
有

設
之
站
又
或

以
上
下
相
距
之
遠
設
正
站
矣
更
設
腰
站
時
勢
所
趨
不
同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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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驛
事
之
一
變
而
水
驛
之
有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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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又
驛
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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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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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八
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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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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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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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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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也
由
是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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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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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馬

夫

遂

改

前

馬

夫

爲

跑

夫

見

同

治

三

年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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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近
則
船

日
減
惟
驛
房
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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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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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治

十

三

年

於

建

造

監

獄

案

內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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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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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建

復

尙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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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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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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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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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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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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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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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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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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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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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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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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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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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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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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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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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建

按

日

計

算

一
鞍
轡
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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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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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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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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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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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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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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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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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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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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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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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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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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