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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萬
安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易
鎭
爲
縣
自
宋
始
焉
城
池
公
廨
鳩
工
宜
先
維
倉
與
庫

制
豈
或
偏
都
市
舖
汛
水
利
相
聯
橋
因
渡
設
名
以
坊
傳

功
成
不
朽
億
萬
斯
年
志
建
置
第
二

城
池

宋元
豐
初
知
縣
朱
俊
民
始
樂
城
六
年
癸
亥
知
縣
胡
天
民
復
築

城
浚
池

紹
興
中
知
縣
趙
成
之
增
築
城
垣
置
門
東
北
因
溪
流
爲
池
西

臨
大
江
皆
浚
池

元至
正
十
九
年
己
亥
知
縣
彭
九
臯
築
土
城
周
三
里
高
一
丈
廣

八
尺
乃
置
四
門

至
正
二
十
三
年
癸
卯
春
都
尉
錢
唐
奴
築
城
較
前
高
三
分
之

一
廣
踰
半
東
門
曰
朝
陽
西
曰
高
明
南
曰
自
南
北
曰
拱
辰

西
臨
長
江
爲
濠
東
南
北
之
濠
遶
城
長
二
里
深
一
丈
五
尺

廣
倍
之

後

因

江

水

暴

漲

城

垣

樓

櫓

傾

圮

明正
統
十
四
年
己
巳
詔
各
郡
州
縣
古
有
城
池
見
存
者
量
加
修

茸
舊
無
城
池
足
據
者
漸
行
開
築
時
知
縣
吳
清
量
基
度
址

以
民
力
未
優
不
遑
修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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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
德
間
知
縣
桑
翹
修
城
益
以
磚
石
更
置
六
門
東
曰
威
遠
西

曰
五
雲
曰
芙
蓉
南
曰
表
忠
曰
觀
瀾
北
曰
通
都
週
園
七
百

一
十
四
丈
垜
口
九
百
五
十
個
高
二
丈
二
尺
連
垜
牆
上
廣

一
丈
下
廣
一
丈
五
尺

按
表
忠
門
因
彭
與
明
表
忠
祠
而
名
表
忠
祠
創
於
萬
厯
十

三
年
後
何
以
正
德
時
便
有
此
名
疑
舊
志
亦
指
其
現
在
者

言
之
耳

國
朝

康
熈
三
年
甲
辰
知
縣
胡
樞
築
城
改
併
原
垜
九
百
五
十
爲
四

百
七
十
有
七
置
城
樓
五
座
惟
芙
蓉
門
久
塞
未
開

康
熈
九
年
庚
戌
知
縣
胡
樞
謂
芙
蓉
門
爲
文
學
所
係
復
闢
之

并
構
門
樓
城
樓
合
共
六
座
後
以
㓂
亂
復
塞

康
熈
十
七
年
戊
午
知
縣
馬
之
驊
復
闢
芙
蓉
門

康
熈
二
十
六
年
丁
卯
春
雨
連
月
江
水
泛
漲
傾
城
北
隅
并
壞

垜
口
五
十
有
七
知
縣
黃
圖
昌
築
之

康
熈
二
十
七
年
戊
辰
觀
瀾
門
樓
被
火
知
縣
黃
圖
昌
修
之

乾
隆
十
五
年
𢈏
午
邑
人
呈
請
知
縣
方
居
瀛
將
南
門
移
建
近

西
北
門
移
建
近
東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甲
辰
合
邑
士
民
見
十
五
年
更
改
南
北
二
門

以
後
不
利
科
目
呈
請
知
縣
靖
本
誼
將
二
門
移
歸
原
處
改

南
之
表
忠
門
爲
文
明
門
北
之
通
都
門
爲
迎
恩
門
餘
悉
仍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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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嘉
慶
二
十
年
乙
亥
知
縣
陶
堯
臣
因
壬
申
大
水
衝
塌
觀
瀾
門

䕶
城
堤
磡
及
城
身
垜
牆
十
三
處
捐
廉
次
第
修
築
共
費
工

料
銀
二
千
六
百
五
十
兩
有
竒

道
光
二
年
壬
午
知
縣
魏
緗
捐
廉
修
復
觀
瀾
門
外
被
水
衝
决

碼
頭
䕶
以
堤
埂
水
勢
得
殺

道
光
十
四
年
甲
午
城
牆
被
大
水
冲
塌

咸
豐
四
年
知
縣
仇
治
文
集
邑
紳
修
之
並
築
長
堤

按
縣
城
垣
高
一
丈
五
尺
有
奇
週
圍
五
里
城
上
垜
口
共
二

百
六
十
個
城
樓
六
座
凡
六
門
因
與
舊
志
不
符
故
記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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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
廨

上
諭
亭
在
芙
蓉
門
內
舊
志
止
載
宣
詔
亭
在
縣
前
不
知
廢
於
何

時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癸
巳
知
縣
彭
萬
年
始
因
各
都
急
公
之

民
舍
舊
基
倡
建
今
所
三
十
九
年
知
府
盧
崧
撥
修
府
志
樂

輸
銀
五
百
兩
興
造
日
久
垣
墉
坍
塌
嘉
慶
十
五
年
署
縣
蕭

大
本
臨
去
捐
廉
五
十
兩
屬
暫
修
理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陶
堯

臣
倡
率
邑
人
與
考
棚
同
時
興
建
爲
亭
一
座
重
簷
四
注
前

爲
䑓
高
與
亭
基
等
欄
以
石
納
陛
九
龍
䑓
下
丹
墀
爲
各
官
行

禮
班
次
前
爲
門
左
右
房
爲
待
漏
更
衣
所
又
前
左
右
門
四

週
以
牆
長
二
十
丈
三
尺
濶
七
丈
三
尺
咸
豐
六
年
燬
同
治

十
一
年
邑
人
嚴
肱
獨
力
捐
金
照
舊
修
復

縣
署
在
城
正
中
自
宋
熈
𡨴
創
建
屢
經
修
造
　
國
初
燬
於
兵

舊
圖
署
剏
於
康
熈
二
年
中
爲
大
堂
左
爲
贊
政
㕔
丞
署
遺

跡
也
㕔
之
左
爲
五
雲
驛
內
有
馬
王
廟
右
爲
民
壯
房
房
之

右
爲
常
平
倉
堂
下
左
右
廊
爲
科
房
中
爲
戒
石
亭
傍
有
樹

前
爲
儀
門
門
外
左
爲
土
地
祠
快
班
房
石
爲
監
獄
揥
㕔
署

前
爲
五
雲
樓
一
座
上
設
更
鼓
亦
曰
頭
門
頭
門
左
爲
旌
善

亭
今
廢
爲
站
房
右
爲
申
明
亭
前
爲
照
牆
臨
大
街
大
堂
後

爲
宅
門
宅
門
前
左
爲
萬
源
庫
皂
班
房
傾
寶
所
宅
門
內
爲

川
堂
三
閒
由
堂
東
而
入
爲
厨
房
堂
下
左
右
廊
爲
門
房
右

可
通
倉
厫
由
堂
西
而
入
爲
會
客
㕔
二
閒
㕔
後
爲
幕
舎
㕔

右
另
有
花
㕔
爲
客
舘
舍
舍
之
南
有
廂
房
北
爲
花
園
園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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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
臺
建
亭
川
堂
後
有
小
墀
小
房
左
通
厨
右
通
會
客
㕔
中

爲
門
屏
以
別
內
外
門
內
兩
廊
皆
房
中
有
樹
如
大
堂
前
其

上
爲
內
堂
三
閒
堂
後
偏
左
有
園
樹
以
扶
疎
有
廟
有
化
字

爐
週
署
環
以
高
牆
左
包
五
雲
驛
右
包
常
平
倉
及
捕
㕔
署

縣
署
之
全
局
如
此
厯
代
修
建
列
後

朱熈
甯
五
年
壬
子
始
建
縣
署
在
城
正
中

熈
甯
八
年
乙
卯
知
縣
許
浹
創
修
譙
樓
門
陳
襄
記
之

見

文

翰

志

元
祐
四
年
己
巳
知
縣
陳
諷
增
修
㕔
舍

宣
和
三
年
辛
丑
知
縣
蕭
經
重
修

紹
興
二
十
四
年
甲
戌
知
縣
劉
獬
重
修

胡

銓

有

記

見

文

翰

志

慶
元
五
年
己
未
知
縣
趙
師
逌
重
修

元至
正
間
知
縣
蕭
同
善
重
修

明吳
元
年
甲
辰
知
縣
張
嗣
先
增
廣
其
制
修
正
㕔
三
間
後
堂
三

間
幕
司
㕔
三
間
左
右
廊
爲
六
房
共
一
十
四
間
儀
門
三
間

上
置
譙
樓
知
縣
廨
在
㕔
堂
後
縣
丞
廨
在
左
主
簿
廨
在
右

典
史
㕔
在
幕
司
㕔
南
六
曹
吏
舍
分
居
其
中

洪
武
三
年
𢈏
戌
知
縣
馮
勝
建
公
㕔
六
房
各
衙
廨
宇

正
統
六
年
辛
酉
知
縣
嚴
璚
修
中
庸
堂
直
舍
四
間

正
統
八
年
癸
亥
知
縣
梁
鞏
建
吏
戸
禮
房
各
二
間
承
發
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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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間
於
堂
左
兵
刑
工
房
各
二
間
勘
合
科
一
間
於
堂
右

天
順
四
年
庚
辰
知
縣
徐
安
重
建
申
明
亭
一
所
在
譙
樓
門
右

成
化
十
六
年
庚
子
知
縣
袁
士
鳯
重
修
譙
樓
三
問
戒
石
亭
一

座
旌
善
亭
一
所
在
譙
樓
門
左

曾

翬

有

記

見

文

翰

志

宏
治
二
年
己
酉
知
縣
孫
衡
重
修
吏
舍
十
二
間
在
縣
右

宏
治
四
年
辛
亥
知
縣
郭
英
建
土
地
堂
一
間
在
儀
門
左
牢
獄

一
所
囚
房
十
三
間
在
儀
門
右

宏
治
五
年
壬
子
郭
英
又
同
縣
丞
鍾
海
增
修
栅
六
間
榜
亭
二

座
左
自
會
元
坊
至
承
流
坊
止
右
自
會
元
坊
至
宣
化
坊
止

知
縣
廨
舍
曁
縣
丞
主
簿
典
史
廨
舎
㕔
堂
左
右
從
屋
其
制

各
三
間

國
朝

順
治
初
縣
署
皆
燬
於
火
官
屬
僦
居
民
房
俱
無
廨
舍

康
熈
二
年
癸
卯
知
縣
李
如
淓
重
建
大
堂
一
座
兩
廊
各
房
十

間
爲
六
曹
地
儀
門
一
座
五
雲
樓
一
座
上
設
鐘
鼓
定
晨
昏

堂
後
一
間
爲
清
心
堂
設
宅
門
建
庫
房
一
間
於
右
內
堂
三

楹
爲
思
補
軒
從
屋
六
間
又
後
設
門
別
內
外
上
房
六
間
分

列
左
右
中
構
望
樓
一
座

康
熈
五
年
丙
午
知
縣
胡
樞
復
建
册
庫
二
楹
於
川
堂
之
左
大

堂
前
設
貯
亭
一
楹
左
右
翼
以
二
㕔
儀
門
右
建
監
房
一
所

大
小
五
間

康
熈
十
三
年
甲
寅
知
縣
譚
忠
義
建
賓
舘
於
頭
門
內
右
係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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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址
康
熈
二
十
二
年
癸
亥
知
縣
馬
之
驊
重
建
申
明
亭
署
內
外
皆

有
增
修

康
熈
二
十
七
年
戊
辰
知
縣
黃
圖
昌
修
清
心
堂

康
熈
三
十
一
年
壬
申
知
縣
宜
思
耀
重
建
旌
善
亭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壬
辰
知
縣
彭
萬
年
重
修

嘉
慶
十
一
年
丙
寅
知
縣
朱
錫
穀
修
造
會
客
㕔
二
間
於
川
堂

右
嘉
慶
十
九
年
甲
戌
知
縣
陶
堯
臣
添
造
花
㕔
二
間
應
差
房
三

間
在
會
客
㕔
之
西

縣
丞
署
在
城
東
薦
溪
巷
口
舊
在
縣
署
大
堂
之
左
　
國
初
署

燬
官
皆
僦
居
民
舍
康
熈
二
年
知
縣
李
如
淓
重
建
縣
署
未

及
丞
署
迨
知
縣
胡
樞
修
復
濂
溪
書
院
丞
遂
借
書
院
爲
署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黃
圖
昌
欲
離
異
之
而
不
果
嘉
慶
十
年
乙

丑
邑
人
改
建
濂
溪
書
院
縣
丞
段
光
煃
無
所
棲
止
訟
於
上

憲
知
縣
劉
俊
德
捐
廉
五
百
金
爲
丞
建
署
於
今
所
規
模
宏

敞
丞
賴
以
安
署
内
有
知
縣
朱
錫
榖
碑
記
敘
建
署
之
由
與

此
不
符

咸
豐
三
年
縣
城
各
署
燬
邑
人
修
之
六
年
復
遭
兵
燬
因
籌
欵

維
艱
故
未
建
復

新纂

典
史
署
在
縣
署
儀
門
之
右
與
監
獄
𦂳
連
自
　
國
初
兵
燬
黃

志
云
縣
署
厯
有
修
整
克
復
舊
制
惟
丞
尉
廨
尚
缺
未
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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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署
之
修
必
在
康
熈
二
十
八
年
以
後
及
咸
豐
間
燬
同
治
八

年
典
史
黃
中
烒
捐
亷
建
之
惟
監
獄
未
經
造
復

按
監
獄
在
典
史
署
側
內
有
井
見
善
行
匡
崇
敬
傳
日
久
傾

塞
苦
乏
水
乾
隆
二
十
年
典
史
金
炳
震
將
拖
屍
巷
蓋
造
店

一
閒
厠
一
所
計
長
六
丈
三
尺
五
寸
寛
三
尺
六
寸
每
年
收

稅
錢
三
千
八
百
文
雇
夫
挑
水
仍
不
敷
工
貲
嘉
慶
二
十
年

後
知
縣
陶
堯
臣
立
章
程
每
年
縣
給
米
十
二
擔
以
貲
水
夫

工
食
又
向
來
冬
季
縣
署
給
監
犯
每
人
錢
四
百
買
綿
襖
藉

以
禦
寒
道
光
二
年
知
縣
魏
緗
據
典
史
潘
正
心
禀
拖
屍
巷

隔
壁
有
官
店
一
所
計
兩
棟
三
間
長
三
丈
四
尺
寛
一
丈
一

尺
後
棟
寛
一
丈
向
係
縣
署
收
稅
今
將
此
店
與
拖
屍
巷
稅

錢
收
存
捕
署
每
年
買
好
布
新
花
做
綿
襖
於
冬
季
分
給
監

犯
共
計
兩
處
店
稅
錢
貳
拾
肆
千
文
以
四
月
十
月
兩
次
收

內
除
壹
千
文
檢
蓋
勒
石
載
明
給
米
以
挑
水
收
稅
以
製
衣

緣
由
務
使
監
犯
𣱵
無
乏
水
號
寒
之
苦
錄
之
以
彰
體
卹
以

垂
久
遠
其
襖
每
件
長
三
尺
六
寸
重
三
斤
四
兩
次
年
更
新

卽
將
上
年
綿
襖
給
作
臥
被

武
索
司
向
稱
皂
口
司
衙
署
舊
在
皂
口
康
熈
閒
移
駐
大
王
廟

蓋
以
皂
口
居
贑
江
之
西
通
贑
南
驛
路
大
王
廟
在
其
東
兼

通
雩
都
興
國
兩
縣
易
於
盤
詰
也
初
賃
民
居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始
奉
文
建
署
於
大
王
廟
北

道
光
十
八
年
奏
准
移
駐
武
索
其
署
仍
在
大
王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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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灘
頭
司
廵
檢
署
在
百
嘉
市
舊
在
第
九
都
通
津
橋
地
近
金
灘

故
名
繼
移
駐
窰
頭
市
遺
基
尚
存
雍
正
二
年
移
駐
百
嘉
賃

民
房
居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廵
檢
伍
承
祜
以
鄕
約
所
改
爲
署

嘉
慶
年
閒
廵
檢
陶
德
浚
移
置
頭
門
於
左
廵
檢
佘
垣
重
修

咸
豐
六
年
燬
同
治
十
一
年
巡
檢
江
祿
重
建

都
司
營
署
在
城
南
門
内
按
明
嘉
靖
四
十
年
辛
酉
設
守
備
署

於
縣
北
漏
湖
坪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己
丑
復
設
守
備
署
不

可
考
雍
正
四
年
丙
午
始
建
守
備
署
於
此
計
十
八
間
九
年

辛
亥
改
設
都
司
因
名
都
司
署
乾
隆
二
十
年
乙
亥
都
司
李

時
擴
添
造
六
間
三
十
六
年
辛
卯
都
司
劉
生
芝
添
造
五
間

署
右
有
箭
道
一
所
建
時
敎
亭
火
藥
庫
在
箭
道
內
軍
裝
庫

在
署
內
演
武
塲
在
東
門
外
東
湖
洲
有
㕔
有
臺
有
馬
道
咸

豐
六
年
燬

舊
布
政
司
分
司
署
在
縣
西
觀
音
閣
前
明
洪
武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趙
彦
剛
建
宣
德
四
年
縣
丞
姜
敬
修

舊
湖
西
道
署
在
縣
治
西
後
爲
龍
溪
書
院
洪
武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趙
彦
剛
改
爲
倉
成
化
間
知
縣
梁
鞏
重
修

舊
府
舘
在
縣
西
十
步
舊
爲
稅
課
局
正
統
二
年
改
爲
府
舘
通

判
嚴
垓
趙
璧
重
建

舊
五
雲
遞
運
所
在
縣
西
臨
大
江
洪
武
八
年
新
設
吉
贑
二
郡

共
撥
紅
船
五
十
一
𨾏
防
夫
六
十
名
本
衙
門
大
使
一
員
司

吏
一
名
夫
船
五
十
一
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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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舊
主
簿
署
在
縣
署
大
堂
之
右
順
治
初
署
燬
缺
亦
奉
裁

舊
五
雲
驛
丞
署
在
西
門
外
傍
有
五
雲
閣
成
化
乙
巳
洪
水
衝

决
驛
丞
移
署
於
城
隍
廟
側
雍
正
四
年
缺
裁
嘉
慶
十
年
改

建
縣
丞
署
將
地
基
賣
銀
三
百
兩
助
修

舊
皂
口
驛
丞
署
與
皂
口
司
同
處
　
國
初
缺
裁
署
廢

考
棚
在
北
門
內
泮
街
背
𠋣
城
前
臨
街
右
有
井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己
卯
契
買
劉
高
二
姓
地
興
建
中
爲
登
俊
堂
廣
四
丈
深

稱
之
堂
左
鵠
峙
門
內
爲
棚
一
所
二
間
右
鸞
停
門
內
爲
棚

二
所
各
六
間
堂
下
左
右
棚
各
九
間
左
棚
之
左
一
棚
二
間

右
棚
之
右
爲
高
牆
以
包
餘
土
堂
下
砌
石
爲
墀
橫
澗
如
堂

直
長
如
左
右
棚
前
爲
雲
江
試
院
門
三
闔
左
右
翼
以
房
內

外
各
兩
間
右
另
爲
房
四
間
門
外
砂
墀
週
以
高
牆
前
牆
爲

雲
路
天
衢
二
門
登
俊
堂
後
爲
寢
室
三
間
寬
與
堂
等
中
間
按

前
以
亭
左
右
牆
兩
月
門
右
通
堂
右
之
棚
左
爲
鄭
心
堂
花

㕔
一
所
三
間
西
向
花
㕔
之
北
爲
廂
房
四
間
以
一
爲
厨
寢

室
廂
房
後
爲
高
牆
以
包
餘
土
通
計
六
棚
坐
號
一
百
一
十

三
條
可
坐
考
生
二
千
餘
人
知
縣
陶
堯
臣
記
之

見

文

翰

志

咸
豐
六
年
考
棚
燬
邑
人
劉
士
楠
修
復
以
登
俊
堂
右
邊
坐
號

改
作
花
㕔
一
所
共
計
十
三
間
顏
爲
冰
鑑
堂
邑
中
有
關
文

敎
公
事
可
設
局
傍
一
寛
廊
可
作
㕑
房
其
左
邊
鄭
心
堂
易

名
玉
尺
堂
餘
則
俱
如
舊
制
同
治
四
年
考
棚
門
壁
殘
燬
復

經
劉
士
楠
修
之
邑
令
賀
宏
勳
有
記

見

文

翰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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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附

定

規

十

二

規

　

一

考

棚

經

邑

人

劉

士

楠

修

理

用

費

數

千

金

興

工

踰

年

纔

得

落

成

不

可

不

設

法

保

全

旣

設

立

守

考

棚

人

已

於

頭

門

内

右

邊

隔

牆

折

開

作

二

重

小

門

以

通

棚

内

自

柵

欄

門

至

頭

門

平

日

一

齊

𦂳

閉

無

事

不

開

不

許

閑

人

入

内

其

有

鄕

人

來

看

者

開

右

邊

霞

蔚

門

入

如

久

不

出

守

考

棚

人

卽

宜

查

看

請

出

不

許

在

内

逗

𨖻

　

一

考

棚

永

遠

不

准

文

武

衙

門

借

作

公

館

恐

門

壁

號

板

易

於

損

壞

用

器

難

以

查

點

　

一

考

棚

自

栅

欄

門

以

進

不

許

竹

木

匠

手

藝

店

在

此

興

工

不

許

堆

放

物

件

畜

養

猪

羊

及

晒

穀

麥

等

件

不

許

打

官

事

上

糧

米

一

切

閑

雜

人

等

住

宿

要

錢

如

外

人

恃

勢

不

遵

議

規

守

考

棚

人

卽

通

知

首

事

鳴

官

究

治

如

守

考

棚

人

瞻

徇

情

面

不

行

阻

止

一

經

查

出

卽

將

守

考

棚

人

送

官

責

處

扣

除

住

腳

錢

逐

出

不

用

斷

不

姑

容

　

一

守

考

棚

人

不

但

守

住

門

戸

凡

内

中

棹

椅

用

器

照

單

查

點

如

有

損

壞

失

落

責

令

賠

補

凡

有

滲

漏

遇

管

理

賓

興

首

事

設

局

卽

行

指

示

其

處

以

便

隨

時

撿

蓋

如

不

告

知

便

屬

不

忠

其

事

將

守

考

棚

人

逐

出

　

一

考

棚

後

城

牆

下

向

來

各

舖

戸

在

此

傾

倒

煤

渣

齷

齪

修

理

考

棚

時

曾

經

挑

盡

禁

止

再

不

准

傾

在

此

處

恐

雨

水

浸

漬

壓

倒

後

牆

如

有

不

遵

公

議

者

經

人

眼

見

某

舖

戸

挑

來

此

處

便

告

知

守

考

棚

人

轉

稟

明

儒

學

差

門

斗

飭

令

挑

盡

并

罰

錢

四

百

文

給

與

查

出

報

信

之

人

若

該

舖

戸

恃

强

不

遵

並

請

學

師

送

縣

責

處

一

管

賓

興

首

事

來

考

棚

設

局

一

切

茶

湯

燈

火

俱

守

考

棚

人

供

應

其

辦

備

酒

飯

另

有

幚

錢

載

在

賓

興

條

内

　

一

考

棚

房

屋

雖

無

人

住

宿

守

考

棚

人

每

月

須

打

掃

一

兩

次

棹

椅

隨

時

拂

拭

不

可

使

游

觀

者

無

駐

足

之

所

逢

縣

考

時

先

期

用

水

洗

拭

坐

號

打

掃

堂

階

號

舍

務

須

潔

淨

有

遺

落

字

紙

俱

宜

拾

入

惜

字

爐

焚

化

不

得

踐

踏

如

有

苟

減

扣

除

住

腳

錢

逐

出

不

用

　

一

考

棚

内

縣

試

燈

籠

賓

興

項

下

於

臨

考

時

幫

禮

房

錢

八

百

文

務

要

處

處

點

燭

其

餘

彩

聯

及

一

切

辦

考

應

用

之

物

俱

禮

房

辦

理

不

得

支

用

賔

興

公

項

一

守

考

棚

人

必

須

有

家

眷

者

方

淮

承

充

先

交

住

腳

十

足

制

錢

十

六

吊

與

賓

興

項

下

收

存

每

年

賓

興

項

下

給

工

食

錢

十

六

吊

作

兩

季

給

發

上

季

於

六

月

發

膏

火

時

給

下

季

於

十

二

月

收

店

稅

發

膏

火

時

給

亦

用

十

足

制

錢

如

後

日

告

退

必

向

首

事

說

明

交

淸

物

件

將

住

腳

錢

如

原

數

給

還

應

聽

首

事

招

人

看

守

不

得

任

意

私

退

　

一

守

考

棚

人

另

有

井

前

房

星

四

間

儘

可

居

住

其

頭

門

右

邊

兩

間

雖

屬

空

間

止

准

稅

與

各

店

做

棧

房

中

間

隔

牆

開

有

耳

門

以

通

後

一

間

應

將

後

門

封

鎖

不

准

通

進

考

棚

其

稅

錢

應

交

賓

興

項

下

收

或

按

月

交

守

考

棚

人

收

存

淮

作

工

食

亦

可

但

稅

者

祇

許

堆

貨

物

不

准

在

内

起

火

恐

誤

事

不

小

亦

不

許

作

店

開

張

至

栅

欄

門

不

能

𦂳

閉

如

無

人

稅

卽

從

内

閂

𦂳

雙

門

後

門

用

鎖

不

許

守

考

棚

人

堆

積

物

件

無

事

亦

不

必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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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開

　

一

考

棚

内

房

屋

寛

大

無

人

住

宿

亦

易

敗

壞

准

借

與

城

鄕

人

起

經

館

其

出

入

由

右

邊

霞

蔚

門

通

傍

邊

耳

門

出

井

前

不

許

開

栅

欄

門

致

紊

前

議

在

内

起

館

者

縱

有

事

出

外

點

燈

後

必

歸

至

二

炮

時

便

閉

戸

不

納

不

得

責

備

守

考

棚

人

致

難

守

候

且

必

須

起

館

乃

可

借

住

不

得

如

濂

溪

書

院

可

以

長

年

在

内

讀

書

恐

久

踞

其

中

易

生

弊

端

　

一

凡

合

邑

有

關

文

敎

公

舉

公

議

事

件

卽

於

考

棚

内

設

局

并

得

稽

察

一

切

其

棚

内

糞

灰

小

便

及

右

邊

餘

土

可

以

栽

種

俱

屬

守

考

棚

人

掌

管

外

人

不

得

分

利

惠
民
藥
局
在
譙
樓
門
左
局
㕔
三
間
養
堂
三
間
明
洪
武
閒
額

設
内
外
二
科
星
廢
基
存

養
濟
院
舊
名
居
養
院
在
縣
西
明
永
樂
三
年
知
縣
符
濟
遷
於

縣
北
楹
上
孤
老
每
名
月
支
米
三
斗
柴
薪
錢
六
十
文
嵗
給

苎
綿
布
各
一
匹
住
星
共
計
十
二
間
東
六
間
男
子
住
西
六

間
婦
女
住
宏
治
五
年
縣
丞
鍾
海
增
修
六
間
嵗
久
屋
圮

國
朝
康
熙
九
年
知
縣
胡
樞
建
中
㕔
三
間
左
右
各
大
門
一
座

並
三
間
房
分
男
女
列
㕑
竈
風
雨
無
患
孤
老
以
安
按
孤
貧

額
設
七
十
二
名
口
糧
各
布
銀
貳
百
五
十
九
兩
二
錢
遇
閏

加
銀
二
十
一
兩
六
錢

旌
善
亭
知
縣
宜
思
耀
重
建
此
亭
今
站
夫
借
爲
站
房
前
兩
間

計
寛
二
丈
九
尺
深
二
丈
一
尺
後
兩
閒
計
寛
一
丈
六
尺
六

寸
深
九
尺
五
寸
　
按
申
明
旌
善
二
亭
各
鄕
都
皆
有
今
俱

廢
雲
龍
會
館
在
京
都
正
陽
門
東
冰
窖
衚
衕
計
房
屋
八
間
爲
萬

安
龍
泉
兩
縣
公
所
摘
取
五
雲
字
義
配
合
龍
泉
名
爲
雲
龍

乾
隆
年
間
因
館
人
照
理
不
善
舉
人
胡
有
聲
與
龍
邑
在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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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之
人
將
此
館
交
與
二
忠
祠
公
共
代
管
收
稅
今
吉
安
有
二

忠
祠
又
有
新
老
兩
會
館
邑
人
入
都
與
九
邑
同
寓
綽
有
餘

𥙿
雲
龍
會
館
鮮
過
而
問
者
恐
日
久
遂
忘
其
所
有
也
故
錄

以
存
其
槪

忠
義
祠
在
吉
郡
奎
聚
門
内
府
學
尊
經
閣
右
邊
道
光
年
間
邑

中
公
建
以
祀
合
郡
忠
義
列
先
輩
遇
考
試
爲
兩
學
師
及
各

廩
生
併
書
斗
辦
公
之
所
咸
豐
六
年
兵
燬
光
緒
元
年
邑
人

建
復

附

向

章

七

條

　

一

忠

義

祠

各

學

俱

有

吉

安

府

學

獨

無

其

創

建

之

由

緣

前

此

改

建

府

學

時

萬

邑

承

修

大

成

坊

泮

池

一

𢃄

並

無

房

屋

可

爲

兩

學

送

考

公

館

較

之

別

縣

實

爲

偏

枯

茲

已

稟

　

府

憲

在

尊

經

閣

右

邊

起

造

以

甲

申

年

十

月

初

二

日

平

基

十

四

日

上

樑

計

長

十

三

丈

零

闊

六

丈

有

零

前

後

兩

進

後

進

爲

㕔

堂

爲

牌

位

龕

堂

另

設

屏

風

兩

座

左

右

爲

兩

學

寓

舍

前

爲

横

廊

兩

楹

堂

後

爲

倒

㕔

左

右

爲

兩

學

長

隨

寓

舍

後

爲

晒

墀

左

右

爲

廚

舍

右

邊

祠

外

另

有

厠

所

堂

前

階

下

爲

砂

墀

左

右

廊

各

兩

楹

可

放

轎

前

進

中

爲

屏

門

前

爲

大

門

左

右

爲

書

門

住

宿

辦

公

之

所

其

牌

位

龕

下

有

門

關

鎖

其

中

可

放

器

用

祠

之

規

模

如

此

　

一

忠

義

祠

每

逢

府

院

試

本

邑

認

挨

兩

保

卽

於

祠

内

設

局

蓋

用

戳

記

其

棹

櫈

俱

照

舊

書

門

預

備

　

一

祠

内

椅

棹

床

板

灶

鍋

俱

備

必

得

人

住

宿

方

能

照

管

一

切

議

定

招

募

本

邑

一

二

人

在

郡

手

藝

生

理

者

如

畫

工

卦

命

裁

縫

等

人

在

前

進

住

宿

不

收

稅

錢

逢

考

時

著

伊

搬

出

别

住

考

後

一

切

用

器

照

單

交

付

執

掌

如

有

失

落

要

伊

賠

補

其

人

須

本

邑

有

字

號

店

保

舉

方

許

住

宿

否

則

毋

許

混

入

　

一

忠

義

祠

非

遇

考

試

之

時

本

邑

紳

士

有

事

至

府

許

其

暫

寓

本

邑

官

長

因

公

在

府

亦

聽

借

作

公

館

　

一

忠

義

祠

日

久

有

滲

漏

處

逢

考

時

書

門

僱

工

撿

蓋

其

錢

亦

賓

興

項

下

以

時

給

還

　

一

祠

内

器

用

日

久

□

壞

學

師

與

書

門

各

自

整

補

賓

興

項

下

不

給

費

　

一

忠

義

祠

　

例

有

春

秋

二

祭

遇

官

員

行

祭

之

日

在

内

住

宿

看

守

者

應

伺

候

啟

門

閉

戸

打

掃

堂

階

　

按

忠

義

祠

現

經

邑

人

建

復

規

模

比

前

較

爲

宏

厰

緣

向

有

議

章

應

照

舊

登

記

以

爲

後

人

遵

守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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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十

四

倉
庫

常
平
倉
所
以
貯
積
穀
便
民
倉
所
以
收
糧
米
舊
志
有
便
民
倉

無
常
平
倉
今
有
常
平
倉
無
便
民
倉
按
舊
志
明
洪
武
初
年

設
預
備
倉
二
十
二
所

倉

名

列

後

守
者
虧
報
穀
數
責
戍
遠
方
二

十
三
年
宣
召
老
人
石
萬
全
等
赴
京
闗
領
寶
鈔
回
縣
糴
穀

收
貯
各
倉
歲
饑
則
開
倉
放
穀
秋
熟
則
報
完
倉
經
久
亦
不

取
息
此
卽
古
社
倉
法
也
又
宏
治
五
年
知
縣
郭
英
建
置
預

備
倉
三
十
二
間
在
譙
樓
內
左
及
吏
戸
兩
房
後
儲
穀
八
千

九
百
一
十
八
石
四
斗
四
升
雖
不
載
爲
放
爲
糶
疑
卽
常
平

倉
之
謂
不
然
在
城
有
倉
在
觀
音
閣
右
矣
何
又
設
預
備
倉

於
譙
樓
內
平
大
抵
明
制
不
沿
襲
常
平
社
倉
之
名
凡
貯
積

穀
槪
謂
之
預
備
倉
耳
便
民
倉
自
景
泰
四
年
都
御
史
韓
雍

委
通
判
踏
勘
得
水
次
建
倉
於
第
二
都
之
曲
坑
口
收
貯
糧

米
東
西
各
建
屋
二
十
間
糧
長
每
年
納
倉
基
米
一
十
五
石

設
門
子
倉
役
各
一
名
隆
慶
元
年
知
縣
王
圻
改
建
於
新
立

守
備
府
之
前
左
邊

在

漏

湖

坪

設

守

備

已

六

年

以
便
上
鄕
糧
長
納
米
又

建
倉
於
灘
頭
廵
檢
司
之
左

在

第

九

都

以
便
下
鄕
糧
長
納
米
又

云
　
國
朝
惟
設
便
民
倉
一
區
歲
儲
正
米
七
千
四
百
二
十

七
石
五
斗
零
副
米
三
千
九
百
三
十
六
石
五
斗
零
耗
米
八

百
二
石
六
斗
零
兵
米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四
石
四
斗
零
兵
米

內
坐
給
本
營
兵
糧
七
百
二
十
石
其
倉
已
廢
乃
租
民
房
爲

之
康
熈
二
十
七
年
戊
辰
知
縣
黃
圖
昌
議
復
倉
於
原
守
備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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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府
之
旁
而
不
果
戊
辰
距
順
治
元
年
纔
四
十
五
年
而
云
共

倉
已
廢
是
　
國
初
雖
設
便
民
倉
實
未
嘗
建
也
今
縣
署
右

現
在
之
常
平
倉
不
知
何
年
何
官
建
而
收
貯
糧
米
卽
在
此

倉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侯
錫
衮
申
覆
藩
司
文
云
常
平
倉

二
十
九
厫
除
存
貯
額
穀
外
其
餘
空
閒
倉
厫
征
收
漕
米
隨

收
隨
兌
上
船
起
運
空
出
厫
口
再
行
征
收
並
無
另
有
漕
倉

迄
今
又
四
十
年
一
如
侯
令
所
云
此
倉
厫
之
大
畧
也
舊
志

所
載
漫
無
頭
緒
故
總
括
之
而
先
列
其
現
在
者
後
列
其
已

廢
者
以
便
省
覽

常
平
倉
在
縣
署
大
堂
之
西
通
計
二
十
九
厫
北
爲
㕔
南
爲
廟

天
字
厫

三間

在
東
北
角
面
北
　
地
字
厫

二間

　
元
字
厫

二間

黃
字
厫

一間

　
宇
字
厫

一間

　
上
五
厫
在
㕔
之
左
面
南

宙
字
厫

一間

　
好
字
厫

一間

　
上
二
厫
在
㕔
之
右
面
南

餘
字
厫

二間

　
日
字
厫

二間

　
月
字
厫

一間

　
盈
字
厫

一間

昃
字
厫

一間

　
辰
字
厫

一間

　
宿
字
厫

一間

　
列
字
厫

一間

張
字
厫

一間

　
寒
字
厫

一間

　
來
字
厫

一間

　
暑
字
厫

一間

往
字
厫

一間

　
上
十
三
厫
在
右
面
東

秋
字
厫

二間

　
收
字
厫

二間

　
冬
字
厫

二間

　
藏
字
厫

二間

大
字
厫

二

間

右

爲

常

平

倉

門

　
　
　
有
字
厫

二間

　
豐
字
厫

二間

上
七
厫
在
左
面
西

內
字
厫

二間

　
平
字
厫

二間

　
上
二
厫
連
在
㕔
後
面
南

嘉
慶
十
九
年
知
縣
陶
堯
臣
將
此
二
厫
改
爲
應
差
房
三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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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今
止
有
二
十
七
厫
共
四
十
間
每
間
以
丈
尺
計
應
貯
穀
八

百
五
十
五
石
現
貯
額
設
積
穀
壹
萬
陸
千
叄
百
叄
拾
壹
石

肆
斗
貳
升
其
空
閑
倉
厫
征
收
漕
米

省
會
水
次
倉
在
省
城
章
江
門
外
右
手
河
邊
計
二
十
五
厫
內

有
㕔
有
臺
臺
上
下
各
五
間
右
邊
守
倉
門
子
住
房
五
間
臨

河
面
新
洲
嘴
經
始
失
考
　
國
朝
康
熈
間
知
縣
馬
之
驊
重

修
嘉
慶
十
二
年
丁
卯
知
縣
朱
錫
穀
重
修

以

上

各

倉

厫

均

遭

寇

燬

待

修

復

社
倉
七
所

經

始

失

考

橫
乾
社

在

第

七

都

　
　
江
夏
社

在

第

八

都

　
　
中
塘
社

在

第

八

都

銀
塘
社

在

二

十

五

都

　

塂

黃
塘
社

在

三

十

四

都

　
長
橋
社

在

三

十

二

都

大
王
廟
社

在

三

十

一

都

　
以
上
社
倉
向
貯
額
設
穀
壹
千
玖
百
玖

拾
肆
石
陸
斗
捌
升
貳
合
壹
勺
今
廢

百
嘉
倉

一

十

五

間

在

十

一

都

新
洛
倉

在

第

九

都

灘

頭

　
昂
村
倉

在

十

二

都

在
城
倉

在

觀

音

閣

右

　
　
岡
倉

在

第

三

都

　
　
塘
下
倉

在

第

四

都

龍
下
倉

在

第

五

都

　
　
下
晚
倉

在

第

六

都

　
　
洛
富
倉

在

二

十

五

都

下
百
六
倉

在

十

五

都

　
富
坑
倉

在

二

十

五

都

　
鄧
林
倉

在

二

十

三

都

高
峯
柱
倉

在

十

六

都

　
田
南
倉

在

十

七

都

　
　
武
朔
倉

在

三

十

都

上
造
倉

在

二

十

六

都

　
下
造
倉

在

二

十

六

都

　
上
百
六
倉

在

二

十

六

都

後
林
倉

在

二

十

八

都

　
梁
口
倉

在

三

十

三

都

　
黃
塘
倉

在

三

十

一

都

露
團
倉

在

三

十

四

都

　
以
上
二
十
二
倉

卽

預

備

倉

俱
洪
武
間
設
除
領

官
鈔
糴
榖
外
更
有
宣
德
正
統
間
勸
借
穀
荒
絲
换
穀
贖
罪

穀
不
等
今
雖
久
廢
而
惠
民
美
意
不
可
没
故
載
之
以
存
事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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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蹟
武
朔
義
倉

在

三

十

都

儲

榖

二

千

五

十

石

義

民

曾

時

望

建

金
竹
義
倉

在

第

十

都

儲

穀

二

千

二

百

石

義

民

張

守

仁

建

右
二
倉
前
明
欽
差
監
察
御
史
薛
希
璉
勸
富
民
出
穀
入
官

建
倉
收
貯
以
備
賑
濟
今
廢

存
畱
倉
在
縣
署
東
吏
房
後
地
基
直
抵
火
巷
官
吏
俸
給
直
使
客

官
兵
往
來
口
分
孤
老
月
糧
在
倉
内
關
支
每
年
量
撥
秋
糧

米
收
貯
出
納
有
籍
洪
武
以
來
本
縣
俸
米
俱
在
儒
學
倉
關

支
宣
德
間
敎
諭
呂
鏞
申
達
本
縣
別
行
置
倉
後
遂
建
倉
門

屋
南
北
東
西
各
設
厫
倉
不
復
於
儒
學
支
矣
今
皆
不
存

儒
學
倉
舊
志
不
書
其
地
疑
卽
祿
賢
倉
在
東
廡
後
嵗
撥
本
縣

糧
米
三
百
餘
石
支
給
官
吏
俸
生
員
廩
膳
今
廢

縣
倉
在
縣
西
街
後
宋
元
時
建
以
收
俸
米
後
改
爲
布
政
司
分

與
社
學
相
連
今
不
復
存
矣

贍
學
倉
在
精
修
觀
側

省
倉
常
平
倉
舉
子
倉
皆
湮
没
無
考

萬
源
庫
在
縣
署
大
堂
之
後
宅
門
前
左
修
縣
署
時
宜
照
舊
修

復
省
庫
役
庫
版
籍
庫
月
椿
庫
載
舊
志
其
地
無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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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都
里

縣
治
舊
領
三
鄕
共
三
十
五
都
七
十
二
圖
黄
志
以
在
城
四
圖

一
都
二
圖
二
都
二
圖
名
曰
八
廂
爲
城
內
外
所
屬
今
仍
舊

志
併
入
永
和
鄕
魏
志
以
永
和
鄕
所
屬
之
二
十
一
二
十
三

四
五
二
十
九
三
十
等
都
屬
龍
泉
鄕
則
是
以
縣
西
北
所
屬

之
地
歸
諸
縣
南
之
鄕
未
免
雜
亂
今
更
正
舊
志
軍
都
等
四

圖
散
處
各
鄕
今
仍
魏
志
附
列
龍
泉
鄕
按
軍
都
及
僧
圖
康

熙
三
年
增
福
興
圖
乾
隆
十
九
年
增

永
和
鄕
所
屬
共
二
十
都
四
十
四
圖

在
城
四
圖
一
圖
在
打
簥
王
且
角
等
處
二
圖
在
大
蓼
舖
芳

德
橋
等
處
三
圖
在
白
田
上
西
門
內
牌
溪
梅
塘
等
處
四

圖
在
下
村
松
壁
長
塘
塘
下
籠
等
處

一
都
領
圖
二
一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之
茶
亭
腦
牛
形
黃
山
松

木
坪
等
處
一
在
縣
南
之
十
里
舖
等
處

二
都
領
圖
二
分
左
右
圖
右
圖
在
縣
東
十
餘
里
之
塘
下
井

源
鄒
家
陂
等
處
左
圖
在
縣
北
之
雁
塔
松
關
九
石
陂
晒

背
古
瀛
等
處

十
一
都
領
圖
四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之
山
岡
石
坑
百
嘉
上
黃

南
城
下
等
處

十
二
都
領
圖
二
在
縣
北
二
十
餘
里
之
渡
頭
山
下
原
陳
背

等
處

十
三
都
領
圖
五
在
縣
西
北
四
五
十
里
之
浣
溪
泮
塘
甘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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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龍
坵
石
洲
里
塸
北
溪
等
處

十
四
都
領
圖
三
在
縣
西
北
八
十
餘
里
之
塘
溪
蘇
溪
白
土

市
梅
陂
等
處

十
五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餘
里
之
上
宏
德
橋
德
陂

等
處

十
六
都
領
圖
二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餘
里
之
符
竹
彭
門
獲
驄

泗
源
象
湖
高
陂
等
處

十
七
都
領
圖
三
在
縣
北
四
十
餘
里
之
西
韶
觀
音
閣
東
降

夏
韶
村
下
董
課
塘
易
塘
尾
等
處

十
八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北
五
十
餘
里
之
南
乾
山
塘
路
邊
窖

坑
大
溪
下
村
店
前
平
井
新
坪
田
西
坳
塘
高
岡
韶
口
等

處
十
九
都
領
圖
二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之
風
溪
下
屋
山
陂
主

頭
城
墈
下
等
處

二
十
都
領
圖
二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餘
里
之
鏡
台
背
黃
屋
大

塘
下
山
下
田
西
等
處

二
十
一
都
領
圖
二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之
潞
田
讀
堂
大
小
塘

沙
塘
等
處

二
十
二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之
東
村
廟
仔
前
大

坑
口
牛
嵐
坑
等
處

二
十
三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之
仁
陂
黃
陂
上
譚

金
溪
等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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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十
四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之
羅
塘
灣
雲
洲
金
灘

土
龍
雙
龍
等
處

二
十
五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之
　
港
塘
尾
村
頭

村
背
塘
下
等
處

二
十
八
都
領
圖
一
分
左
右
圖
在
縣
西
北
十
里
之
嵩
陽
竒

富
王
江
小
陂
頭
等
處

二
十
九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之
西
塘
桂
林
白
泥
溪

頭
南
埠
水
北
洲
等
處

三
十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之
鄧
林
楓
林
長
富
灘
良

園
等
處

誠
信
鄕
所
屬
共
八
都
一
十
八
圖

三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東
三
四
十
里
之
蕉
源
賽
下
墨
莊
陳
家

何
家
西
山
溪
下
等
處

四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之
彭
家
㘭
石
塘
夏
官
第

木
塘
樟
家
坊
湖
下
等
處

五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之
茅
坪
上
灌
梅
坑
章
溪
下

路
藍
田
龍
溪
中
陂
蘆
源
洞
等
處

六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東
三
四
十
里
之
桑
樹
坑
大
鏡
陂
大
源

横
路
獨
嶺
頭
晚
溪
中
龍
剡
溪
螺
蝦
頭
三
傑
等
處

七
都
領
圖
四
在
縣
東
三
四
十
里
之
南
洲
湖
斯
坪
桐
江
學

堂
樓
下
八
斗
下
蕭
湖
陂
湖
溪
流
芳
長
田
上
羅
等
處

八
都
領
圖
二
在
縣
東
四
五
十
里
之
長
江
中
塘
陽
城
鄧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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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灣
頭
湖
頭
河
塘
等
處

九
都
領
圖
三
在
縣
東
六
七
十
里
之
魯
下
下
坪
松
山
通
津

橋
城
江
富
竹
港
等
處

十
都
領
圖
五
在
縣
東
五
六
十
里
之
銅
鏡
田
心
背
下
祥
園

平
塘
田
塅
岸
窑
頭
慕
塘
曲
塘
陳
元
背
軫
塘
横
塘
平
塘

漷
埠
高
坪
塘
中
寸
塘
山
背
等
處

龍
泉
鄕
所
屬
共
七
都
十
圖

二
十
六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南
百
餘
里
之
柏
广
等
處

二
十
七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南
八
十
餘
里
之
夏
造
等
處

三
十
一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南
二
三
十
里
之
嘉
湖
棉
津
雙

溪
社
坪
梅
團
等
處

三
十
二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之
長
橋
彈
子
前
上

洛
南
口
皂
口
清
里
等
處

三
十
三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東
南
九
十
里
之
小
蓼
武
索
塘
梓

澗
田
黃
屋
菊
屋
等
處

三
十
四
都
領
圖
一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之
良
口
高
腦

坪
均
村
等
處

軍
都
二
圖
一
圖
在
鶴
塘
𥠖
家
麻
溪
鄧
塘
汪
灘
竹
園
冠
蔞

洽
屋
二
圖
在
壁
龕
下
下
坪
甘
綸
棠
溪
桃
花
園
韶
口

福
興
圖
領
東
鄕
蘆
源
蕉
源
上
村
一
帶
南
鄕
土
蓬
一
帶
西

鄕
雙
坑
一
帶
北
鄕
長
坪
象
背
一
帶

僧
圖
一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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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按
舊
志
都
里
一
事
畧
而
未
詳
詎
知
都
里
未
明
郎
不
能
悉

地
之
廣
狹
數
閭
之
衆
寡
辨
道
路
之
遠
近
迂
斜
爲
民
牧

者
不
此
之
務
又
何
以
掌
其
獄
訟
趨
其
稼
事
攷
民
之
德

行
而
勸
之
糾
民
之
過
惡
而
戒
之
則
都
里
洵
爲
保
甲
之

綱
領
也
余
𦲷
任
以
來
悉
心
於
是
久
矣
因
將
都
圖
村
里

詳
細
查
核
彙
列
於
此

新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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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墟

　

巷

　

二

十

三

市
墟

城
市
　
由
西
門
外
河
街
對
水
碼
頭
入
城
過
城
隍
廟
濂
溪
書

院
至
縣
署
前
又
東
至
北
門
直
街
折
而
南
又
折
而
東
過
縣

丞
署
出
東
門
至
東
湖
洲
邊
止
縣
署
前
另
一
街
至
循
良
坊

良
口
市

在

縣

南

一

百

里

　
均
村
市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澗
田
市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里

武
朔
市

在

縣

南

七

十

里

　
彈
子
前
市

在

縣

西

南

八

十

里

長
橋
市

在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皂
口
市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綿
津
市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鄧
林
市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兩
江
市

疑

卽

今

之

羅

塘

灣

當

𩕆

澻

二

江

之

滙

故

名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韶
口
市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上
宏
市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白
土
市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百
嘉
市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窰
頭
市

在

縣

北

五

十

五

里

通
津
市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右
市
舊
十
所
魏
志
增
六
所

平
頭
墟
　
　
　
陂
下
墟
　
　
　
高
陂
墟
　
　
　
上
太
墟

南
乾
墟
　
　
　
梅
田
墟
　
　
　
𦊅
塘
墟
　
　
　
漷
埠
墟

後
林
墟
　
　
　
上
造
墟
　
　
　
太
平
墟
　
　
　
界
江
墟

山
陂
墟
　
　
　
昂
村
墟
　
　
　
驛
頭
墟
　
　
　
田
广
墟

武
朔
墟

今

爲

市

右
墟
十
七
所
今
皆
廢

柏
广
墟
　
　
　
長
橋
墟
　
　
　
沙
坪
墟
　
　
　
彈
子
前
墟

附
城
中
古
巷
六

火
巷
在
馬
號
背
出
街
　
　
　
薦
溪
巷
在
縣
丞
署
前

丁
街
巷
　
　
　
　
　
　
　
　
虎
邱
巷
在
東
門
内

黃
家
巷
　
　
　
　
　
　
　
　
村
頭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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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二

十

四

附
城
中
井
七

一
在
南
門
内

一
在
循
良
坊
前

一
在
考
棚
前

以

上

三

井

汲

者

甚

多

一
在
北
門
内
臺
總
憲
坊
側

已塞

一
在
芙
蓉
門
内

已塞

一
在
學
宮
右

一
在
北
門
外
東
瓜
廟

萬
龍
公
館

在

江

西

省

廣

潤

門

外

西

瓜

套

地

方

係

同

治

八

年

抽

取

萬

龍

兩

縣

紙

釐

公

建

五
雲
賔
館

在

贛

州

城

内

攀

高

舖

地

方

係

同

治

二

年

買

本

邑

郭

姓

房

屋

改

建

寓

者

騐

牌

爲

記

以

示

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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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郵
舖

五
雲
驛
宋
元
時
名
贛
陽
驛
在
縣
城
西
大
江
濵
上
通
皂
口
至

贑
之
攸
鎭
驛
一
百
六
十
里
下
至
浩
溪
驛
六
十
里
明
洪
武

間
設
驛
丞
一
員
驛
吏
一
名
館
夫
六
名
站
船
五
𨾏
每
船
夫

十
名
額
設
朋
糧
八
十
石
船
舖
什
物
俱
備
　
國
朝
額
設
人

夫
八
十
五
名
差
馬
二
十
八
疋
永
新
宜
黃
崇
仁
三
縣
協
濟

夫
馬
工
料
銀
四
百
六
十
六
兩
八
錢
於
康
熙
七
年
改
歸
本

縣
支
應
地
處
衝
疲
差
使
絡
釋
額
設
每
苦
不
給
非
多
方
經

理
廹
不
能
支
供
事
夫
七
名
舘
夫
四
名
器
夫
三
名
皆
全
書

所
載
承
應
上
下
差
使
者
卽
今
之
館
夫
也
遇
差
上
至
攸
鎭

下
抵
泰
和
舟
車
所
經
殆
無
虛
日
爲
役
最
繁
厯
來
見
年
承

充
里
民
苦
之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黃
圖
昌
痛
革
前
弊
不

用
里
民
照
額
招
募
按
月
給
以
工
食
在
站
答
應
雍
正
間
驛

丞
缺
裁
署
亦
廢
改
驛
舎
爲
馬
號
在
縣
署
左
咸
豐
六
年
寇

燬
同
治
九
年
現
任
知
縣
周
之
鏞
墊
欵
修
復
較
前
宏
厰

縣
站
并
皂
口
腰
站
原
額
驛
馬
共
五
十
匹
乾
隆
間
裁
減
十
匹

縣
站
驛
馬
二
十
四
匹
　
馬
夫
七
名
　
遞
夫
二
名

卽

站

夫

派

撥

站

夫
八
十
名

在

縣

應

差

皂
口
驛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明
洪
武
五
年
設
其
官
吏
夫
船
與

五
雲
驛
同
順
治
間
驛
丞
缺
裁
改
設
腰
站

腰
站
驛
馬
十
六
匹
　
馬
夫
五
名
　
遞
夫
三
名

縣

站

夫

撥

驛
站
公
館
一
所
在
大
王
廟
地
方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知
縣
畢
廷



 

萬
安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郵

舖

　

　

　

二

十

六

斌
買
地
興
修
看
守
人
縣
給
發
工
食

總
舗
在
縣
儀
門
左
舊
在
正
街
東
南
按
舊
志
每
舗
立
郵
亭
一

日
晷
臺
一
望
牌
一
總
舗
舗
兵
十
二
名
其
餘
舗
兵
俱
六
名

明
洪
武
七
年
知
縣
馮
勝
建
與
今
不
符

楊
梅
舖

在

縣

南

十

里

　
耳
環
舗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昔

爲

綿

津

驛

𦊱
罳
舗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大
蓼
舗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小
蓼
舗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皂
口
舗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腰

站

長
橋
舗

在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皂
徑
舗

在

縣

西

南

八

十

里

新
安
舖

在

縣

西

南

九

十

里

土
富
舗

在

縣

西

南

一

百

里

以
上
十
舗
通
贑
縣

紫
袍
舗

在

縣

北

十

里

　
雙
徑
舗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半
陂
舗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金
竹
舖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平
頭
舗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新
洛
舖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舊

爲

新

洛

驛

宋

元

時

置

馬

站

今

爲

舗

　
鈎
溪
舖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以
上
七
舖
通
泰
和

柯
山
舖

在

縣

西

十

里

　
鄧
林
舗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以
上
二
舗
通
龍
泉

額
設
舖
遞
二
十
處
共
舗
兵
七
十
七
名
每
舖
四
名
惟
總
舗

五
名
柯
山
鄧
林
各
二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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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

汛

附

　

　

二

十

七

塘
汛

西
門
塘

在

城

外

　
　
漂
神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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