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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

甯

縣

志

卷

之

五

兵

防

志

兵

可

百

年

不

用

而

不

可

一

日

不

備

此

容

民

畜

眾

易

所

以

戒

不

虞

也

雖

後

世

兵

與

農

分

非

復

三

代

之

舊

而

居

重

馭

輕

之

法

合

內

外

以

相

維

規

畫

亦

云

善

矣

况

巴

師

勇

鋭

古

已

著

稱

豈

徒

黃

頭

赤

甲

知

方

健

鬥

凡

忠

勇

義

軍

之

効

命

疆

場

何

在

非

鷙

擊

飛

星

不

愧

雄

邊

之

子

弟

乎

我

朝

師

嚴

紀

律

武

服

是

共

於

分

設

重

鎭

外

邑

置

駐

防

仿

古

里

有

司

帥

小

戎

之

遺

意

簡

閲

時

勤

人

懷

敵

愾

故

師

皆

用

命

而

農

可

爲

兵

視

三

代

之

寓

兵

於

農

固

未

逞

多

讓

焉

志

兵

防

明

制

設

立

員

弁

無

考

惟

舊

志

載

額

設

民

兵

三

百

名

以

五

十

名

戌

守

太

平

縣

二

百

五

十

名

備

操

防

國

朝

雍

正

八

年

復

設

縣

治

次

年

設

駐

防

把

總

一

員

兵

丁

十

名

由

夔

協

派

委

十

二

年

經

知

縣

竇

容

邃

承

修

弁

署

及

兵

防

堆

卡
俱

詳

公

署

志

十

三

年

𣸸

設

夔

協

兵

丁

三

十

名

足

資

防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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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嘉

慶

十

八

年

經

總

督

常

明

奏

請

改

撥

汛

防

以

專

統

率

其

略

云

設

立

營

汛

凡

地

方

公

事

應

行

文

武

會

辦

者

其

該

管

上

司

必

須

同

在

一

處

方

可

就

近

會

商

茲

查

有

綏

定

府

屬

之

新

甯

縣

防

汛

轉

歸

夔

州

協

營

管

轄

遇

有

地

方

命

盗

案

件

往

往

文

員

申

報

而

營

汛

之

該

管

上

司

無

從

查

考

或

營

弁

具

報

而

文

員

之

本

管

上

司

未

克

周

知

以

致

彼

此

歧

異

每

多

錯

誤

自

應

酌

量

改

撥

以

期

畫

一

請

將

新

甯

一

汛

改

歸

綏

定

營

管

轄

於

公

事

均

有

裨

益

等

情

具

奏

奉

旨

依

議

欽

遵

在

案

遂

由

綏

定

協

標

左

營

派

委

把

總

一

員

帶

領

戰

兵

十

二

名

守

兵

二

十

八

名

駐

防

縣

汛

其

戰

兵

每

名

嵗

領

餉

銀

二

十

兩

零

八

錢

守

兵

每

名

嵗

領

餉

銀

十

四

兩

八

錢

卽

於

守

兵

內

按

撥

八

名

分

駐

塘

汛

八

處

稽

查

匪

類

接

遞

營

汛

公

文

是

其

責

也

玉

皇

觀

塘
南

路

四

十

里

馬

驛

溝

塘
東

路

四

十

里

甘

棠

舖

塘
南

路

四

十

里

黄

瓜

舖

塘
南

路

七

十

里

沙

河

舖

塘
南

路

八

十

里

八

廟

橋

塘
東

南

六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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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廣

福

場

塘
東

南

八

十

里

涼

風

雙

塘
西

南

八

十

里

武

功

附

唐

武

德

中

蠻

酋

冉

肇

寇

信

州

高

祖

命

衛

國

公

李

靖

追

斬

肇

於

治

西

十

五

里

之

山

㘭

至

今

名

其

地

爲

李

靖

埡

宋

湻

化

中

李

順

叛

蜀

常

思

德

帥

官

軍

往

夔

峽

招

捕

師

次

新

甯

縣

調

土

兵

五

百

俱

勇

敢

士

荷

戈

前

驅

殲

斃

賊

徒

三

千

餘

於

接

壤

之

梁

山

縣

境

邑

賴

以

安

國

朝

嘉

慶

元

年

達

州

賊

徐

天

德

傳

習

白

蓮

邪

敎

造

言

惑

衆

謂

彌

勒

佛

生

入

其

敎

者

可

免

刼

難

愚

民

多

信

從

之

鄕

約

李

文

獻

發

其

狀

官

不

敢

捕

遂

於

九

月

十

五

日

與

其

黨

王

學

禮

等

作

亂

於

亭

子

舖

裹

脇

約

數

千

人

皆

以

白

布

纏

頭

如

黄

巾

故

事

同

時

有

賊

首

王

三

槐

冷

𣸸

禄

起

於

東

鄕

之

酆

城

王

國

賢

起

於

太

平

之

白

沙

河

羅

其

淸

冉

文

酧

起

於

通

江

俱

各

擁

眾

數

萬

而

𣸸

德

已

據

麻

柳

場

距

邑

城

六

十

里

時

營

汛

弁

兵

半

征

苖

疆

新

邑

正

當

賊

衝

又

無

城

郭

倉

卒

聞

變

人

心

益

危

知

縣

趙

華

星

夜

傳

集

士

民

籌

䇿

拒

敵

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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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

招

鄕

勇

造

鎗

矛

分

堵

要

隘

以

待

官

軍

碾

常

平

倉

榖

並

按

戸

量

捐

錢

米

供

給

鹽

糧

數

日

而

備

一

甲

鄕

勇

則

以

捐

職

州

同

孫

玉

章

武

舉

張

廷

襄

張

承

紓

監

生

張

思

泮

文

生

孫

世

濟

曾

一

輝

張

承

緖

張

成

紱

武

生

熊

世

椿

布

衣

劉

文

學

金

祖

洪

易

天

靑

曹

明

禮

等

領

之

共

招

募

得

四

千

餘

人

堵

禦

玉

皇

觀

峩

城

山

梅

子

口

水

磨

灘

諸

處

隘

口

二

甲

鄕

勇

則

以

文

生

許

其

訢

林

之

鳳

捐

職

州

同

薛

傑

語

武

生

熊

登

祿

許

天

榜

劉

明

榜

監

生

周

長

泰

趙

子

秀

布

衣

熊

登

珠

曾

成

剛

張

大

元

等

領

之

共

招

募

得

三

千

餘

人

堵

禦

白

楊

坪

聯

珠

峽

一

帶

隘

口

三

甲

鄕

勇

則

以

武

生

朱

明

遠

尹

大

醇

奚

之

梖

朱

正

一

蔣

長

珩

李

治

朝

朱

正

祥

孫

元

岱

文

生

王

士

坊

喬

元

榜

羅

汝

賢

孫

元

羲

許

士

楷

監

生

唐

秉

權

潘

文

元

馬

之

瑤

林

盛

誥

布

衣

鄧

子

貴

唐

昌

厚

曾

正

邦

朱

正

秀

藍

正

祿

張

紹

先

唐

太

恒

朱

正

魁

等

領

之

共

招

募

得

三

千

餘

人

堵

禦

凉

風

埡

朝

天

舖

一

帶

隘

口

互

爲

聲

援

人

心

始

定

其

保

全

桑

梓

功

關

戰

鬥

者

按

年

條

列

於

左

俾

後

世

有

所

考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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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是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新

達

交

界

之

白

楊

坪

有

敎

匪

數

百

潛

聚

首

逆

秦

仕

可

家

徐

𣸸

德

遣

人

趣

令

起

事

將

祭

旗

鄕

約

唐

進

賢

偵

知

之

走

告

許

其

訢

率

團

勇

星

馳

去

直

抵

賊

巢

出

其

不

意

殲

斃

甚

多

擒

獲

首

逆

並

其

大

小

男

婦

俱

解

縣

訊

明

正

法

餘

黨

竄

入

鐵

山

溝

結

連

習

敎

匪

類

不

下

二

千

人

謀

與

仕

可

復

仇

尚

未

發

經

典

史

于

芢

查

㸃

團

勇

至

中

途

有

奔

告

者

審

其

情

確

遣

團

首

易

天

靑

率

鄕

勇

千

餘

會

同

達

州

鄕

勇

吳

朝

綱

等

兩

面

攻

勦

殺

獲

過

半

焚

其

巢

穴

而

餘

匪

皆

星

散

矣

是

月

杪

萬

縣

敎

匪

趙

大

鵬

李

仕

模

等

潛

與

其

黨

千

餘

人

陸

續

竄

伏

邑

境

之

十

八

灣

分

紥

曾

柳

李

光

武

唐

應

柏

李

光

顯

家

謀

起

事

與

𣸸

德

合

文

生

王

士

坊

邑

民

曾

承

貫

知

其

狀

卽

暗

商

尹

大

醇

馬

之

瑤

林

盛

誥

羅

汝

賢

等

挑

集

團

勇

承

貫

捐

給

口

糧

先

著

朱

正

瑞

正

秀

唐

昌

祥

張

鰲

四

人

前

往

高

都

舖

宻

約

梁

山

坐

隘

之

武

弁

侯

禮

帶

兵

勇

協

勦

截

賊

去

路

朱

正

一

李

興

玖

蔣

長

誥

任

廷

瑞

曾

承

一

等

率

眾

抵

巢

奮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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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先

入

計

殺

斃

及

燒

死

賊

匪

數

約

千

餘

曾

柳

𦊅

圍

出

追

及

斬

之

生

擒

首

逆

李

仕

模

等

並

男

婦

數

百

口

解

送

到

縣

値

川

東

觀

察

李

憲

宜

來

䕶

邑

城

就

便

訊

明

分

别

正

法

境

內

賊

患

始

除

十

月

初

五

日

徐

添

德

黨

約

數

萬

眾

來

犯

玉

皇

觀

孫

玉

章

張

廷

襄

率

團

勇

堵

禦

人

不

滿

千

見

賊

以

婦

女

雜

伍

中

摇

白

扇

狀

如

詛

咒

鄕

勇

頗

疑

懼

玉

章

廷

襄

曉

之

曰

邪

不

干

正

何

足

畏

連

發

數

礮

賊

稍

却

其

精

壯

已

分

道

陟

山

蟻

附

蜂

湧

隘

遂

失

守

廷

襄

力

戰

死

玉

章

守

䕶

糧

儲

火

起

爲

賊

所

得

擁

之

去

不

屈

旋

被

害

時

夔

協

副

將

某

駐

兵

城

中

某

固

以

廕

補

官

者

恇

怯

不

及

救

援

議

者

咎

之

然

以

數

百

鄕

民

抗

方

張

之

敵

雖

爲

所

乗

旋

卽

引

去

不

敢

長

驅

直

入

亦

是

役

有

以

懾

其

心

也

會

有

從

賊

營

逃

出

者

説

玉

章

不

屈

被

害

狀

其

次

子

世

河

哭

謂

眾

曰

父

仇

不

共

戴

天

今

仇

在

咫

尺

而

不

報

焉

用

子

爲

謀

之

近

族

出

私

財

募

死

士

得

百

餘

人

馳

抵

東

鄕

冉

家

垻

賊

悉

眾

聚

此

連

營

十

里

時

霧

作

莫

辨

世

河

率

眾

大

呼

直

斫

其

營

賊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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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

知

虛

實

驚

欲

竄

須

臾

霧

收

賊

覺

圍

之

數

重

世

河

手

刃

數

十

人

身

被

數

創

猶

力

戰

賊

環

遶

刺

之

乃

仆

其

得

脫

者

皆

生

還

賊

疑

有

伏

故

不

敢

追

然

自

是

亦

不

復

趨

玉

皇

觀

矣

十

二

月

添

德

合

眾

攻

峩

城

山

千

總

車

雲

勝

戰

沒

會

重

慶

鎭

總

兵

袁

國

璜

自

苗

疆

振

旅

還

迎

擊

走

之

二

年

正

月

賊

徙

金

鵞

寺

離

新

甯

少

遠

川

北

鎭

總

兵

朱

射

斗

進

攻

失

利

賊

復

徙

香

爐

坪

皆

東

鄕

縣

境

時

領

侍

衛

內

大

臣

子

爵

德

楞

泰

陜

甘

總

督

宜

綿

聯

長

管

以

困

之

先

是

王

三

槐

等

已

於

張

家

觀

與

徐

𣸸

德

合

此

時

人

多

食

盡

遂

拚

死

潰

圍

出

直

趨

新

甯

六

月

二

日

賊

𦊅

郝

家

梁

懋

功

協

副

將

王
失名

率

邑

團

勇

堵

禦

擊

以

大

礟

賊

爭

退

兵

勇

乘

之

追

至

東

鄕

淨

洞

𤲅

合

諸

路

官

兵

鄕

勇

四

面

圍

攻

斬

獲

無

算

添

德

等

冐

矢

𦊅

出

西

走

達

州

僅

存

二

千

餘

人

婦

女

皆

失

三

年

正

月

賊

入

一

甲

境

焚

掠

永

與

場

廖

家

溝

等

處

團

首

劉

文

學

張

錫

瑢

顧

朝

璜

率

鄕

勇

五

百

人

堵

禦

紅

巖

子

賊

前

驅

至

以

大

礟

擊

退

日

旣

西

將

軍

惠

齡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兵

防

　

　

　

　

　

八

總

兵

朱

射

斗

帥

師

來

援

明

晨

戰

於

涂

家

垻

兵

勇

分

道

奮

擊

斬

首

級

百

餘

獲

馬

匹

器

械

過

之

奪

徐

𣸸

德

大

旗

一

桿

會

霧

起

官

兵

不

敢

窮

追

賊

得

𨓜

去

而

二

三

甲

舊

嵗

被

虜

難

民

皆

乘

間

逃

出

矣

六

月

內

總

督

威

勤

侯

勒

保

駐

軍

新

甯

聞

賊

焚

掠

檀

木

場

趣

易

天

靑

張

錫

瑢

率

團

勇

追

及

於

長

田

垻

値

都

統

額

勒

登

保

大

隊

兵

到

賊

望

風

悉

遁

境

內

少

安

十

一

月

初

旬

有

賊

數

千

竄

至

聯

珠

峽

顧

朝

璜

顔

大

祚

挑

帶

鄕

勇

併

力

進

勦

賊

驚

遁

𣓪

鎗

刀

牛

馬

於

途

鄕

勇

爭

取

之

追

過

達

州

界

至

萬

家

垻

而

還

十

二

月

初

旬

湖

北

賊

王

光

祖

包

正

洪

竄

至

甘

棠

舖

顔

大

祚

張

錫

鎔

劉

文

學

顧

朝

璜

易

天

靑

等

堵

禦

白

巖

山

賊

前

哨

探

馬

至

團

勇

伏

林

中

以

鳥

鎗

擊

斃

數

人

奪

其

馬

匹

賊

乃

從

漿

池

垻

繞

至

城

東

團

勇

分

隊

回

擊

之

遂

引

退

四

年

邑

境

諸

寨

完

整

防

守

甚

嚴

賊

不

敢

窺

一

甲

復

被

二

三

甲

團

勇

邀

截

後

隊

每

有

斬

獲

其

天

生

寨

鄕

民

更

能

悉

賊

暗

號

輙

夜

入

賊

營

先

盗

馬

匹

器

械

卽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兵

防

　

　

　

　

　

九

資

以

殺

賊

賊

不

辨

虛

實

往

往

驚

惶

宵

遁

而

五

保

寨

團

勇

胡

天

禹

等

復

擒

獲

賊

營

旗

手

謝

永

甲

送

縣

正

法

受

重

賞

五

年

五

月

內

賊

匪

冉

添

元

餘

黨

擾

邑

境

之

龍

王

塘

參

贊

大

臣

德

楞

泰

帥

師

追

及

斬

殺

無

數

間

一

月

提

督

七

十

五

與

總

督

勒

保

時

已

晉

封

公

爵

俱

駐

兵

得

勝

坡

賊

復

至

龍

王

塘

張

錫

鎔

蔡

登

范

率

團

勇

迎

擊

賊

潰

捉

獲

老

賊

四

名

送

營

正

法

紀

功

犒

賞

有

差

旋

有

各

地

擒

送

之

賊

數

十

槪

就

營

門

梟

首

訖

公

帥

遂

移

駐

達

州

六

年

三

月

內

賊

竄

龍

王

塘

曹

明

禮

顏

振

圖

帶

奮

勇

三

百

人

進

紥

永

興

場

賊

夜

引

去

秋

收

又

竄

天

師

觀

站

據

山

梁

不

敢

復

肆

焚

掠

顔

振

圖

易

天

靑

曹

明

禮

堵

擊

走

之

七

年

八

月

襄

陽

賊

齊

王

氏

之

黨

竄

入

黃

茅

坪

有

五

保

寨

團

首

胡

宗

禮

宗

寛

兄

弟

皆

武

猛

率

眾

奮

擊

格

殺

數

十

人

賊

靡

皆

狂

奔

追

至

轉

東

橋

伏

發

鎗

中

宗

禮

要

害

猶

弗

覺

力

殺

數

人

其

伏

橋

下

者

已

被

宗

寛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兵

防

　

　

　

　

　

十

刺

死

並

生

擒

一

賊

回

寨

是

夜

宗

禮

卒

寨

之

人

佩

其

功

以

所

擒

賊

殺

而

祭

之

人

心

差

快

八

年

秋

有

眾

匪

由

開

縣

扇

子

山

竄

入

琉

璃

溝

典

史

王

之

紳

同

朱

正

一

率

團

勇

進

勦

提

標

參

將

桂

涵

帶

兵

勇

追

賊

適

相

値

團

勇

殪

三

賊

生

擒

十

餘

名

奪

其

大

旗

一

長

矛

數

十

桂

之

兵

勇

獲

首

逆

宋

國

𦖳

譚

登

世

並

餘

黨

十

九

名

其

餘

賊

匪

全

滅

邑

境

肅

淸

間

一

嵗

而

全

川

奏

凱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綏

定

營

新

兵

王

得

先

本

賊

中

精

壯

投

誠

免

死

者

立

功

戴

翎

頂

入

軍

籍

守

備

王

國

雄

馭

之

失

道

致

頑

梗

復

萌

與

其

黨

孔

傳

試

劉

金

定

等

糾

約

凶

徒

乘

夜

縱

火

刼

監

禁

脱

繫

囚

出

城

西

走

據

文

家

梁

無

賴

皆

附

從

之

會

夔

協

副

將

桂

涵

廵

邏

至

邑

境

聞

變

夜

半

扣

關

入

謂

署

縣

劉

毓

熿

曰

賊

必

垂

涎

新

甯

其

速

集

團

堵

禦

我

回

東

鄕

招

鄕

勇

進

勦

幸

而

成

功

則

地

方

之

福

也

言

訖

星

馳

去

不

一

日

得

舊

日

鄕

勇

千

人

率

之

如

郡

時

賊

已

過

大

竹

縣

桂

料

其

必

趨

新

甯

遂

號

於

眾

曰

賊

之

西

走

欲

沿

途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兵

防

　

　

　

　

　

十

一

裹

脇

耳

若

尾

之

不

惟

事

無

濟

而

新

甯

危

矣

速

渡

河

紥

亭

子

舖

二

十

七

日

將

至

檀

木

場

而

賊

已

從

萬

家

垻

來

驟

見

旗

幟

賊

不

知

其

爲

鄕

勇

爲

官

軍

也

旁

有

空

寨

奔

據

之

爲

負

嵎

計

桂

督

眾

仰

攻

戒

無

通

語

知

鄕

勇

與

賊

皆

素

識

一

交

言

則

軍

心

慢

矣

以

鞭

揮

之

直

前

奮

擊

潛

遣

一

隊

繞

出

寨

後

賊

腹

背

受

敵

逃

無

所

之

首

逆

王

待

先

等

抵

死

抗

拒

悉

被

擒

殲

斃

不

可

勝

數

一

戰

奏

捷

其

神

逆

若

此

保

全

新

邑

之

功

不

其

偉

歟

新

之

人

百

世

祀

之

可

也

按

敎

匪

之

變

紛

紜

八

年

邑

以

彈

丸

之

地

城

郭

不

完

而

卒

獲

安

全

者

固

有

天

幸

亦

各

隘

之

防

堵

甚

力

牽

制

羣

賊

不

得

肆

其

狼

奔

豕

𦊅

也

故

賊

有

𥿄

糊

新

甯

難

打

破

之

謠

團

練

之

爲

功

諒

哉

若

二

三

甲

之

被

賊

蹂

躪

則

因

官

軍

失

利

於

新

場
新

梁

接

壤

復

黑

夜

退

舍

於

達

縣

賊

遂

乘

虛

入

境

十

日

乃

去

幾

於

村

落

爲

墟

此

二

年

嵗

暮

時

事

迨

奉

堅

壁

淸

野

之

計

各

寨

完

繕

四

十

八

團

互

相

聯

絡

人

心

旣

固

無

從

覬

覦

卽

偶

然

竄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兵

防

　

　

　

　

　

十

二

入

亦

鮮

能

肆

志

官

軍

得

以

陸

續

蕆

功

由

試

行

堅

壁

淸

野

法

人

自

爲

守

不

啻

人

自

爲

戰

也

此

議

出

於

蘭

州

郡

守

龔

景

瀚

洞

悉

形

勢

法

最

良

於

川

省

尤

宜

焉

用

附

入

藝

文

志

俾

永

其

傳

至

邑

人

之

捐

資

輸

粟

踴

躍

趨

公

固

皆

一

時

義

烈

原

非

求

聲

譽

不

備

書

其

姓

名

也

其

陣

亡

士

民

俱

上

邀

國

恩

賞

䘏

從

祀

足

慰

忠

魂

獨

惜

良

善

細

弱

斃

於

鋒

刃

動

以

千

計

慘

曷

可

言

自

流

寇

亂

後

百

餘

年

來

復

遭

此

難

實

生

靈

之

一

大

厄

也

同

治

元

年

滇

匪

擾

境

正

月

初

八

日

首

逆

藍

大

順

遣

僞

統

領

張

五

麻

子

率

黨

圍

城

前

署

縣

國

澍

督

率

文

武

紳

民

持

守

兩

晝

夜

互

有

傷

亡

因

兵

勇

單

弱

外

援

不

至

初

十

日

城

䧟

國

澍

同

署

把

總

何

玉

春

典

史

耿

鳳

翔

巷

戰

不

屈

先

後

死

難

賊

踞

城

遣

黨

分

破

各

寨

旋

經

邑

紳

黄

有

三

等

馳

請

楚

軍

嚮

導

各

營

恊

同

團

練

擊

敗

之

賊

衆

悉

遁

克

復

城

寨

是

秋

閏

八

月

曹

周

二

逆

復

竄

縣

治

亦

經

署

把

總

張

文

卿

率

勇

迎

擊

守

險

禦

防

賊

復

敗

而

他

竄

後

與

首

逆

藍

大

順

等

均

經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兵

防

　

　

　

　

　

十

三

官

兵

勦

滅

次

第

授

首

新

邑

經

教

匪

之

亂

六

十

年

來

又

遭

此

難

雖

由

刼

運

使

然

亦

見

團

防

難

弛

是

刼

也

本

邑

死

難

官

紳

勇

民

婦

女

共

五

百

餘

名

口

俱

經

詳

報

上

邀

國

恩

賞

䘏

從

祀

足

慰

忠

貞

其

有

功

官

紳

亦

皆

膺

保

恩

賞

有

差

以

逆

匪

搆

禍

荼

毒

生

靈

寸

斬

不

足

蔽

辜

第

生

聖

明

之

世

薄

賦

輕

徭

不

思

爲

清

平

之

民

安

居

飽

食

而

乃

自

甘

夷

滅

如

蛾

之

樸

燈

若

徐

王

藍

張

輩

先

後

一

轍

可

以

鑒

矣

因

書

以

示

警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舖

遞

　

　

　

　

　

一

舖

遞

志

置

郵

傳

命

古

制

已

然

通

節

使

之

往

來

利

羽

檄

之

投

報

所

關

亦

綦

重

矣

顧

馬

遞

曰

置

歩

遞

曰

郵

有

不

容

渾

同

一

視

者

因

地

所

以

制

宜

也

新

邑

地

非

孔

道

惟

設

卒

以

遞

公

文

視

驛

傳

固

有

間

矣

然

考

唐

之

銀

牌

宋

之

金

字

牌

皆

歩

遞

也

明

制

限

以

十

里

更

代

易

而

行

愈

速

國

朝

因

之

較

爲

畫

一

按

輿

地

之

廣

狹

定

司

兵

之

額

數

均

勞

𨓜

限

程

期

夫

固

風

雨

不

分

而

道

路

無

滯

又

何

慮

下

情

之

壅

於

上

聞

哉

志

舖

遞

新

甯

舊

制

四

路

俱

設

舖

遞

城

內

有

急

遞

縣

門

二

舖

東

路

有

流

星

飛

雲

曲

水

峻

嵐

四

舖

西

路

有

平

山

峯

列

二

舖

南

路

有

超

影

映

峯

甘

棠

軸

岫

任

市

平

坦

沙

河

七

舖

北

路

有

太

平

泉

水

二

舖

自

歸

併

梁

山

舖

舍

俱

廢

止

由

梁

山

至

達

州

所

經

大

路

設

沙

河

黃

瓜

涼

風

三

舖

及

縣

治

復

設

舖

司

已

奉

文

裁

革

公

文

交

塘

兵

遞

送

至

乾

隆

二

年

少

詹

隋

人

鵬

奏

請

仍

復

舊

制

謂

塘

兵

接

遞

文

報

於

邊

省

尤

屬

非

宜

奉

部

議

准

復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舖

遞

　

　

　

　

　

二

設

舖

司

每

名

每

年

給

工

食

銀

六

兩

不

扣

小

建

遇

閏

加

增

銀

五

錢

在

於

各

州

縣

地

丁

項

內

扣

留

支

給

知

縣

竇

容

邃

遵

照

部

議

以

邑

屬

僻

壤

將

東

西

北

三

路

裁

汰

總

歸

南

路

祗

留

西

路

峯

列

一

舖

接

遞

府

城

來

往

文

報

合

南

路

共

爲

十

舖

計

由

峯

列

舖
十

五

里

至

　

底

塘

舖
十

五

里

至

超

影

舖
十

五

里

至

　

映

峯

舖
十

五

里

至

甘

棠

舖
十

五

里

至

　

軸

岫

舖
十

五

里

至

任

市

舖
十

五

里

至

　

黃

瓜

舖
十

五

里

至

沙

河

舖
十

五

里

至

　

螺

螄

舖
交

梁

山

縣

界

又

二

十

里

至

梁

山

高

都

舖

以

上

每

舖

額

設

舖

司

兵

二

名

共

二

十

名

嵗

給

工

食

銀

一

百

二

十

兩

嗣

道

光

二

年

新

設

城

口

㕔

應

設

舖

遞

五

處

奉

文

於

綏

屬

各

縣

額

設

舖

司

內

酌

撥

二

名

移

資

城

口

經

署

縣

謝

玉

珩

禀

覆

裁

撤

西

路

峯

列

一

舖

其

府

城

來

往

公

文

徑

由

達

縣

屬

之

陳

家

橋

舖

與

本

城

內

之

底

塘

舖

互

相

交

遞

至

裁

撤

之

二

名

工

食

銀

兩

由

本

縣

解

貯

臬

庫

歸

城

口

㕔

請

領

支

給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一

職

官

志

古

者

設

官

分

職

無

文

武

之

别

並

無

內

外

之

殊

後

世

始

歧

爲

二

亦

時

勢

使

然

也

然

設

官

所

以

爲

民

親

民

惟

縣

令

爲

重

周

官

已

有

縣

正

之

名

各

掌

其

縣

之

政

令

而

賞

罰

之

春

秋

時

曰

宰

曰

尹

曰

公

秦

漢

别

爲

令

長

相

自

後

無

異

稱

宋

世

始

以

朝

臣

爲

之

復

詔

責

十

二

事

誠

以

郎

官

上

應

列

宿

出

宰

百

里

茍

非

其

人

則

民

受

其

殃

職

綦

重

也

我

國

家

澄

叙

官

方

尤

重

牧

令

專

一

邑

之

職

守

分

訓

課

於

師

儒

而

簿

尉

防

汛

亦

同

勷

邏

緝

其

里

居

姓

氏

烏

可

湮

没

不

傳

哉

志

職

官

新

甯

自

西

魏

置

縣

歴

設

守

土

及

佐

理

各

官

明

以

前

皆

無

考

茲

僅

本

舊

志

所

載

按

年

備

書

往

往

有

名

氏

僅

存

而

里

居

未

註

則

因

明

季

遭

殘

文

獻

失

徵

之

故

應

仍

從

缺

畧

也

至

若

事

業

彪

炳

惠

澤

及

民

無

慚

父

母

之

稱

可

入

循

良

之

傳

者

别

爲

政

績

志

以

光

昭

簡

册

於

國

朝

更

晰

亦

隱

寓

激

揚

之

意

云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二

文

職

明

時

設

知

縣

一

員

敎

諭

訓

導

縣

丞

主

簿

典

史

各

一

員

縣

丞

旋

裁

國

朝

復

裁

敎

諭

主

簿

二

員

制

設

知

縣

訓

導

典

史

各

一

員

唐劉

　

韶

南

華

人

度

支

使

劉

晏

之

曾

孫

爲

四

川

新

甯

令

見

通

志
邑

舊

志

無

今

增

入

明

洪

武

間

知

縣

陳

秉

彜
詳

政

績

志

　

　

陳

　

英

牛

仲

禮

　

　

　

　

　

　

王

　

維

宣

德

成

化

間

知

縣

葉

　

銘
德

化

人

詳

政

績

志

　

　

茹

　

玉
無

鍚

人

詳

政

績

志

閆

　

薇

　

　

　

　

　

　

尹

　

剛
大

冶

人

劉

　

魁
湖

廣

武

昌

人

　

張

　

全

張

　

珪
江

西

新

淦

人

　

施

　

章
浙

江

人

趙

　

最
江

西

人

　

　

　

周

倫
湖

口

人

宏

治

間

知

縣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三

田

　

信
山

東

濮

州

人

詳

政

績

志

　

張

　

琮
鄕

貫

失

傳

於

城

之

四

門

搆

敵

樓

蕭

　

鵬
陝

西

朝

邑

人

詳

政

績

志

　

吳

　

鎧
湖

廣

武

陵

人

張

　

欽
乾

州

人

　

　

　

王

　

良
浙

江

太

和

人

詳

政

績

志

楊

　

檜
貴

州

人

詳

政

績

志

　

　

梁

　

憲
湖

廣

澧

州

人

李

　

孜
湖

廣

武

岡

人

築

西

關

　

熊

　

旂
貴

州

人

嘉

靖

間

知

縣

石

尚

寳
湖

廣

人

補

修

學

宮

　

　

梁

　

鑾
江

西

人

姬

　

文
雲

南

人

　

　

　

胡

明

書
湖

廣

羅

田

人

詳

政

績

志

汪

自

然
大

冶

人

　

　

　

王

念

祖
貴

州

人

成

敏

貫
黄

岡

人

詳

政

績

志

　

　

陳

思

學
雲

南

人

杜

鳴

陽
黄

岡

人

萬

歴

間

知

縣

王

　

完
乾

州

舉

人

移

還

學

宮

於

舊

址

國

朝

知

縣

劉

士

宏
直

隷

進

士

順

治

間

蒞

任

郭

　

涵
山

西

人

順

治

間

蒞

任

沈

廷

勱
浙

江

㧞

貢

康

熙

三

年

任

陳

維

霖
福

建

莆

田

㧞

貢

康

熙

六

年

署

任

七

年

縣

治

裁

併

梁

山

遂

乞

休

市

田

廬

於

治

南

廣

福

場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四

入

版

籍

今

子

孫

尚

多

祖

永

繩
鑲

黄

旗

監

生

雍

正

八

年

四

月

任

尋

陞

湖

廣

武

昌

府

通

判

沈

子

明
順

天

保

定

人

由

吏

員

保

舉

發

川

試

用

雍

正

八

年

十

月

署

任

沈

繩

祖
順

天

大

興

籍

江

南

上

元

舉

人

雍

正

九

年

五

月

署

任

詳

政

績

志

沈

震

世
浙

江

蕭

山

舉

人

實

授

開

縣

雍

正

十

年

五

月

十

一

年

七

月

並

乾

隆

二

年

三

次

署

任

顏

堂

額

曰

三

到

周

昭

代
湖

廣

湘

潭

舉

人

雍

正

十

年

七

月

署

任

談

繼

文
湖

廣

孝

感

貢

生

雍

正

十

年

九

月

任

旋

調

補

南

充

知

縣

竇

容

邃
河

南

柘

城

舉

人

雍

正

十

一

年

蒞

任

乾

隆

二

年

補

行

大

計

薦

舉

卓

異

送

部

引

見

註

册

候

陞

三

年

四

月

回

任

六

年

陞

應

州

知

州

詳

政

績

　

　

志李

梁

薗
河

南

沈

邱

舉

人

乾

隆

六

年

八

月

署

任

靳

光

𧙓
鑲

黄

旗

漢

軍

由

監

生

應

例

乾

隆

六

年

十

月

任

十

二

年

六

月

調

補

南

充

知

縣

趙

　

忻
山

東

膠

州

舉

人

乾

隆

十

二

年

六

月

任

林

斗

魁
福

建

海

澄

舉

人

乾

隆

十

四

年

九

月

署

任

詳

政

績

志

魯

克

讓
直

隷

豊

潤

副

榜

乾

隆

十

五

年

正

月

署

任

梅

雲

鵬
江

西

南

城

舉

人

乾

隆

十

五

年

十

月

署

任

周

金

紳
江

蘇

金

匱

進

士

乾

隆

十

六

年

三

月

任

詳

政

績

志

莊

佳

雨
貴

州

遵

義

舉

人

乾

隆

十

八

年

六

月

署

任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五

王

聖

謨
湖

廣

新

化

舉

人

乾

隆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蒞

任

二

十

年

八

月

交

卸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復

任

三

十

一

年

八

月

交

卸

詳

政

績

志

趙

榮

本
順

天

大

興

抜

貢

乾

隆

二

十

年

十

月

署

任

即

於

十

月

交

卸

王

世

爵
鑲

黄

旗

漢

軍

舉

人

乾

隆

二

十

年

十

月

署

任

卽

於

十

二

月

交

卸

何

師

軾
浙

江

錢

塘

進

士

乾

隆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鄭

王

臣
福

建

莆

田

人

由

㧞

貢

中

式

副

榜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正

月

署

任

十

一

月

交

卸

卽

王

聖

謨

復

任孫

　

豫
鄕

貫

失

傳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八

月

署

任

臧

榮

靑
浙

江

長

興

進

士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蒞

任

三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交

卸

三

十

五

年

閏

五

月

復

任

三

十

八

年

三

月

交

卸

詳

政

績

志

李

萬

靑
山

東

諸

城

舉

人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署

任

蔡

珍

煥
江

西

新

建

舉

人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閏

三

月

署

任

章

汝

南
浙

江

會

稽

舉

人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正

月

署

任

武

達

觀
陝

西

岐

山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年

十

一

月

署

任

張

　

偉
貴

州

平

遠

進

士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署

任

卽

於

十

一

月

交

卸

李

　

暉
直

隷

元

氏

進

士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蒞

任

四

十

四

年

四

月

交

卸

引

見

於

十

二

月

復

任

四

十

六

年

　

　

七

月

卸

任

詳

政

績

志

魏

之

琳
湖

北

江

夏

優

貢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四

月

署

任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六

余

　

英
浙

江

會

稽

由

吏

員

應

例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七

月

署

任

趙

寳

德
直

隷

安

平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詳

政

績

志

程

　

琄
安

徽

婺

原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趙

　

華
山

東

利

津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閏

三

月

蒞

任

五

十

二

年

七

月

交

卸

五

十

三

年

六

月

復

　

　

任

六

十

年

閏

二

月

以

卓

異

引

見

十

二

月

復

任

嘉

慶

七

年

陞

叙

永

同

知

詳

政

績

志

柴

　

蓁
貴

州

貴

筑

舉

人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七

月

署

任

任

　

紱
江

蘇

荆

溪

舉

人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二

月

署

任

於

六

月

交

卸

方

　

焯
安

徽

定

遠

廪

貢

候

補

通

判

乾

隆

六

十

年

閏

二

月

署

任

於

十

二

月

交

卸

按

此

兩

次

交

代

俱

係

實

授

趙

華

接

任

直

至

嘉

慶

七

年

遷

擢

始

離

任

饒

覲

光
湖

北

長

陽

舉

人

嘉

慶

七

年

四

月

署

任

李

天

培
貴

州

貴

陽

舉

人

嘉

慶

七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于

　

芢
山

東

福

山

人

由

供

事

議

叙

補

新

甯

典

史

洊

陞

彭

山

知

縣

調

補

新

邑

嘉

慶

八

年

八

月

到

　

　

任

十

一

年

四

月

交

卸

引

見

十

二

年

正

月

復

任

十

八

年

六

月

交

卸

二

十

年

十

月

復

　

　

任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交

卸

俸

滿

引

見

二

十

二

年

九

月

復

任

二

十

五

年

告

休

回

籍

詳

政

績

志

劉

毓

爌
山

東

淸

平

人

由

拔

貢

中

式

舉

人

嘉

慶

十

一

年

四

月

署

任

弓

翊

淸
河

南

鄭

州

進

士

嘉

慶

十

八

年

六

月

署

任

閲

十

日

聞

訃

解

任

由

本

府

檄

委

綏

定

經

歴

屠

祖

型

代

辦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七

李

玉

麟
江

蘇

吳

縣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嘉

慶

十

八

年

八

月

署

任

劉

肯

堂
江

西

新

淦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候

補

知

州

嘉

慶

十

九

年

十

月

署

任

李

寳

曾
江

南

通

州

舉

人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萬

　

雲
廣

西

靈

川

舉

人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署

任

道

光

元

年

四

月

聞

訃

解

任

由

本

府

檄

委

徐

陳

謨
兼

署

係

東

鄕

知

縣

湖

北

蘄

水

進

士

攝

篆

二

十

日

交

䣃

萬

縣

縣

丞

戴

天

恩

代

辦

謝

玉

珩
陝

西

安

康

進

士

道

光

元

年

八

月

署

任

詳

政

績

志

吳

　

恊
雲

南

保

山

舉

人

道

光

二

年

十

一

月

蒞

任

七

年

七

月

以

卓

異

引

見

八

年

二

月

回

任

十

年

十

月

調

署

馬

邊

同

知

旋

引

疾

請

　

　

假

回

籍

詳

政

績

志

李

　

盤
陝

西

洋

縣

舉

人

道

光

七

年

七

月

署

任

詳

政

績

志

何

蔚

然
廣

西

平

樂

舉

人

坐

補

黔

江

知

縣

道

光

十

年

十

月

署

任

徐

鳯

翔
安

徽

青

陽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候

補

知

州

道

光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黃

位

斗
福

建

連

城

人

道

光

己

丑

科

進

士

十

二

年

十

月

蒞

任

陳

廷

揚
湖

北

黄

岡

人

道

光

十

七

年

七

月

到

任

薛

紹

旗
貴

州

人

道

光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到

任

覺

羅

寳

鉞
滿

洲

鑲

藍

旗

覺

羅

榮

勲

佐

領

下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道

光

十

八

年

三

月

署

任

錢

召

棠
浙

江

嘉

善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道

光

十

八

年

七

月

蒞

任

周

　

倬
湖

南

人

綏

安

府

經

歴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代

任

何

毓

藻
陝

西

人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到

任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八

覺

羅

祥

慶
滿

洲

正

藍

旗

進

士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署

任

沈

芝

林
安

徽

人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正

月

到

任

左

寳

森
江

蘇

丹

徒

舉

人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九

月

署

任

白

榮

宰
陝

西

神

木

人

由

吏

員

保

舉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署

任

唐

　

敏
籍

貫

失

傳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八

月

署

住

馬

錫

蕃
直

隷

東

光

舉

人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正

月

署

任

康

鴻

訓
陝

西

城

固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蒞

任

蔡

立

石
湖

北

麻

城

人

由

附

貢

應

例

咸

豐

四

年

六

月

署

任

後

更

名

懋

康

孟

書

城
直

隷

東

光

舉

人

咸

豐

五

年

六

月

署

任

鄧

仁

垣
湖

南

武

岡

人

由

增

貢

應

例

咸

豐

六

年

六

月

署

任

黄

文

寯
湖

南

瀏

陽

舉

人

咸

豐

六

年

十

二

月

蒞

任

李

承

保
湖

北

雲

夢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咸

豐

八

年

五

月

署

任

黄

文

寯
咸

豐

九

年

正

月

回

任

國

　

澍
江

南

駐

防

蒙

古

厢

白

旗

由

監

生

應

例

咸

豐

十

一

年

十

月

署

任

范

象

乾
山

東

霑

化

舉

人

同

治

元

年

三

月

署

任

沈

承

勲
浙

江

嘉

興

舉

人

同

治

二

年

五

月

署

任

陸

爲

棻
江

蘇

元

和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同

治

三

年

六

月

蒞

任

李

忠

淸
浙

江

嘉

興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同

治

五

年

十

一

月

署

任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九

杜

瑞

徵
貴

州

貴

筑

人

由

吏

員

應

例

同

治

六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復

　

成
滿

洲

正

白

旗

人

由

筆

帖

式

俸

滿

以

知

縣

補

用

同

治

七

年

十

二

月

署

任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明

敎

諭

范

　

瑛
潛

江

人

　

　

　

黄

　

灒
巴

陵

人

楊

　

毓
饒

州

人

　

　

　

易

　

東
漢

陽

人

廖

　

訓
景

陵

人

詳

政

績

志

　

　

張

伯

漢
黄

岡

人

鄒

　

福
江

西

人

　

　

　

李

一

顯
孝

感

人

熊

　

彪
貴

州

人

　

　

　

黄

　

賙
江

西

人

曾

　

舉
江

西

人

　

　

　

李

　

琳
雲

南

人

劉

　

幾
沅

州

人

　

　

　

胡

永

謐
湖

廣

人

杜

　

平
泗

州

人

　

　

　

譚

　

璧
湖

廣

人

郭

大

器
黄

岡

人

　

　

　

費

思

孔
湖

廣

江

華

舉

人

明

訓

導

田

　

縉
江

西

人

　

　

　

胡

　

靖
沅

州

人

徐

　

諒
嘉

魚

人

　

　

　

聶

　

韶
漢

州

人

雷

　

通
湖

廣

人

　

　

　

李

　

崇
雲

南

人

李

　

端
江

西

人

　

　

　

李

籥

春
湖

廣

人

彭

　

剛
巴

陵

人

　

　

　

王

維

臣
陝

西

人

張

　

績
合

江

人

　

　

　

顔

　

豹
巴

陵

人

何

景

星
湖

廣

人

　

　

　

楊

　

山
江

夏

人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一

毛

文

明
雲

南

人

　

　

　

彭

　

纁
靖

州

人

鍾

　

賢
鄖

西

人

　

　

　

敖

　

昆
榮

昌

人

國

朝

訓

導

茍

鴻

任
成

都

人

雍

正

八

年

五

月

任

程

繼

善
定

遠

嵗

貢

乾

隆

二

年

七

月

任

楊

經

琯
江

安

嵗

貢

乾

隆

六

年

八

月

任

李

　

昌
酆

都

嵗

貢

乾

隆

十

一

年

二

月

任

張

明

揚
鄰

水

嵗

貢

乾

隆

十

三

年

六

月

任

廖

開

先
洪

雅

副

榜

鄧

家

瑢
內

江

拔

貢

張

如

鵾
黔

江

恩

貢

李

先

立
保

縣

廪

貢

趙

鼎

新
漢

州

舉

人

郭

屏

山
忠

州

舉

人

傅

思

諴
墊

江

舉

人

王

　

琨
合

州

優

貢

郄

廷

模
汶

川

嵗

貢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二

月

任

牟

豐

豫
仕

履

不

詳

嘉

慶

三

年

正

月

署

任

至

五

年

交

䣃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二

楊

調

元
雅

安

嵗

貢

鑲

白

旂

官

學

敎

習

嘉

慶

五

年

任

至

十

八

年

推

陞

劍

州

學

正

陶

清

宇
崇

慶

廪

貢

嘉

慶

十

八

年

蒞

任

二

十

年

正

月

病

故

由

本

府

札

委

府

學

訓

導

顔

宗

儉

代

辦

劉

超

元
簡

州

廪

貢

嘉

慶

二

十

年

三

月

署

任

張

　

鶴
三

台

嵗

貢

嘉

慶

二

十

年

八

月

蒞

任

二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因

病

告

歸

艾

騭

悰
內

江

拔

貢

二

十

三

年

二

月

署

任

陳

鳯

廷
資

陽

舉

人

二

十

三

年

七

月

蒞

任

道

光

七

年

四

月

引

疾

暫

歸

李

應

榮
雲

陽

嵗

貢

奉

委

署

任

至

十

一

月

陳

鳯

廷

復

任

十

年

閏

四

月

復

引

疾

告

歸

詳

政

績

志

黄

　

離
漢

州

人

華

陽

嵗

貢

道

光

十

年

閠

四

月

署

任

徐

䕃

遠
閬

中

廪

貢

道

光

十

一

年

四

月

蒞

任

何

現

書
廣

元

舉

人

咸

豐

五

年

四

月

署

任

鄧

　

譔
温

江

廪

貢

咸

豐

五

年

十

一

月

蒞

任

劉

瑞

璋
成

都

廪

貢

東

鄕

敎

諭

咸

豐

十

年

九

月

代

辦

劉

耀

南
新

繁

附

貢

同

治

元

年

正

月

蒞

任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三

明

縣

丞

魏

　

訓
洪

武

初

任

缺

旋

裁

明

主

簿

徐

　

宗

　

　

　

　

　

　

甘

　

雨
江

西

人

劉

　

江
灃

州

人

　

　

　

陳

　

紀
永

湻

人

趙

　

憲
陝

西

人

　

　

　

彭

　

瑞
雲

夢

人

王

　

臣

　

　

　

　

　

　

王

　

濬
順

天

人

張

　

黼
貴

州

人

　

　

　

黄

　

璇
貴

州

人

劉

　

欽
陝

西

人

　

　

　

高

　

岳
陝

西

人

周

尙

文
雲

南

人

　

　

　

上

官

中
山

東

人

趙

　

定
江

陵

人

　

　

　

沈

惟

正
彛

陵

人

李

孟

陽
河

南

人

　

　

　

劉

　

模
江

西

人

路

　

朝
高

郵

人

　

　

　

朱

承

敎
監

利

人

祝

爾

昌

　

　

　

　

　

　

施

邦

瑞
安

陵

人

魏

元

吉
雲

南

人

　

　

　

李

希

賢
陝

西

人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四

明

典

史

鄭

　

忠
永

嘉

人

　

　

　

李

克

勤

龍

應

祥
京

山

人

詳

政

績

志

　

　

江

廷

秀
常

德

人

杜

思

甯
荆

門

人

　

　

　

江

　

銘

張

維

紀
陝

西

人

　

　

　

李

　

斐
孝

感

人

羅

　

釗
零

陵

人

　

　

　

雍

　

清
貴

州

人

成

子

富
江

陵

人

　

　

　

蕭

　

成
湖

廣

人

賈

　

鼎
陝

西

人

　

　

　

劉

　

江
湖

廣

人

牛

　

埜
陝

西

人

　

　

　

彭

　

鎭
湖

廣

人

陳

　

政
福

建

人

　

　

　

施

廷

輔
雲

南

人

趙

鳯

儀
雲

南

人

　

　

　

蔣

應

麒
湖

廣

人

張

宗

仁
雲

南

人

　

　

　

馮

大

輅
巴

陵

人

國

朝

典

吏

𨶒

祚

　
山

西

蒲

州

人

康

熙

問

任

王

永

榮
浙

江

上

虞

人

雍

正

八

年

六

月

任

丁

文

明
順

天

大

興

人

乾

隆

五

年

二

月

任

鎖

必

明
江

南

上

元

監

生

朱

　

邦
江

西

瑞

州

監

生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五

丁

中

五
浙

江

山

陰

吏

員

張

維

翰
順

天

大

興

吏

員

高

覲

光
安

徽

貴

池

吏

員

曹

敬

廷
順

天

大

興

吏

員

于

　

芢
山

東

福

山

人

刑

部

供

事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任

詳

見

前

王

之

紳
湖

北

孝

感

監

生

嘉

慶

三

年

任

詳

政

績

志

王

　

佐
順

天

宛

平

人

倉

班

吏

員

嘉

慶

八

年

二

月

署

任

魯

榮

惠
順

天

大

興

監

生

嘉

慶

九

年

四

月

署

任

𡝤

照

清
浙

江

會

稽

人

戸

部

吏

員

嘉

慶

九

年

十

月

咨

署

蒞

任

至

十

年

詳

請

實

授

十

六

年

二

十

二

年

俸

蒲

騐

看

兩

次

俱

由

本

府

委

員

代

辦

道

光

二

年

三

月

告

病

回

籍

王

　

肅
順

天

大

興

監

生

張

爲

垿
陝

西

華

陰

人

候

補

從

九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代

任

李

　

英
順

天

宛

平

監

生

道

光

二

年

三

月

署

任

顧

長

慶
順

天

宛

平

人

內

閣

供

事

道

光

二

年

十

一

月

任

三

年

十

月

聞

訃

解

任

由

本

府

委

員

代

辦

章

忠

恕
順

天

宛

平

監

生

道

光

三

年

十

月

代

任

吳

　

宸
江

蘇

陽

湖

監

生

道

光

四

年

正

月

署

任

潘

宗

洛
順

天

宛

平

人

內

閣

供

事

道

光

四

年

閏

七

月

蒞

任

十

年

五

月

俸

蒲

騐

看

交

卸

七

月

回

任

十

一

年

四

月

聞

訃

解

任

俱

由

本

府

委

員

代

辦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六

黄

廷

華
廣

東

平

遠

監

生

道

光

十

年

五

月

代

任

桞

　

瀛
湖

南

長

沙

監

生

道

光

十

一

年

五

月

代

任

彭

德

榮
江

南

江

甯

監

生

道

光

十

一

年

七

月

署

任

季

以

晉
浙

江

錢

塘

監

生

道

光

十

二

年

七

月

蒞

任

鄭

　

炘
河

南

固

始

人

由

供

事

議

叙

道

光

十

八

年

八

月

蒞

任

饒

錦

紳
廣

東

興

甯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代

任

屈

兆

祥
陝

西

蒲

城

人

由

附

生

應

例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正

月

署

任

王

紹

衡
江

蘇

溧

陽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六

月

蒞

任

李

懷

新
甘

肅

靖

遠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咸

豐

七

年

十

一

月

代

任

劉

文

謙
福

建

長

汀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咸

豐

八

年

五

月

署

任

趙

國

璽
江

蘇

丹

徒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咸

豐

九

年

五

月

署

任

耿

鳯

翔
陝

西

長

安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咸

豐

九

年

十

月

蒞

任

程

世

瑞
順

天

大

興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同

治

元

年

二

月

代

任

方

性

淦
安

徽

桐

城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同

治

元

年

五

月

署

任

黄

振

源
江

西

南

城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同

治

三

年

四

月

署

任

葉

樹

桐
浙

江

龍

游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同

治

四

年

五

月

蒞

任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七

武

職

明

無

考

國

朝

制

設

把

總

一

員

舊

屬

夔

州

協

營

管

轄

委

員

駐

防

皆

非

實

任

且

隨

時

更

代

職

名

多

存

本

營

檔

册

故

舊

志

未

載

至

嘉

慶

十

八

年

撥

歸

綏

定

左

營

駐

防

把

總

歴

官

弁

員

實

任

分

列

於

左

交

代

年

月

不

晰

載

鄧

國

英
夔

州

府

人

　

　

任

萬

林
成

都

人

行

伍

羅

文

凱
行

伍

　

　

　

　

譚

國

俸
奉

節

人

行

伍

劉

正

柱
奉

節

人

　

　

　

張

治

平
雲

陽

人

武

生

劉

正

柏
行

伍

　

　

　

　

桂

　

吉
東

鄕

人

行

伍

李

　

琳
奉

節

人

　

　

　

張

孔

富
奉

節

人

行

伍

譚

人

拔
梁

山

人

武

生

　

　

　

李

　

萬
東

鄕

人

行

伍

向

　

彪
巫

山

人

武

舉

劉

繼

先
奉

節

人

把

總

調

任

岳

廷

鳯
郫

縣

人

把

總

實

任

杜

　

浩
達

縣

人

把

總

實

任

唐

傳

勣
達

縣

人

雲

騎

尉

世

職

代

防

杜

含

英
達

縣

人

雲

騎

尉

世

職

代

防

楊

大

發
存

營

外

委

代

防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八

尹

存

學
右

營

存

城

把

總

調

署

張

　

炎
太

平

人

把

總

實

任

周

得

品
外

委

署

防

道

光

十

五

年

二

月

接

署

盧

現

龍
達

縣

人

額

外

代

防

道

光

十

五

年

十

月

接

署

楊

大

發
達

縣

人

外

委

代

防

道

光

十

六

年

二

月

接

署

桂

有

益
東

鄕

人

巴

州

營

把

總

互

相

調

署

道

光

十

八

年

二

月

接

管

陳

克

乾
實

任

道

光

十

八

年

四

月

接

管

唐

傳

勛
達

縣

人

本

營

世

職

道

光

十

八

年

十

月

接

署

陳

克

乾
駐

防

把

總

道

光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接

管

王

　

儀
閬

中

人

世

職

代

防

道

光

十

九

年

四

月

接

署

陳

克

乾
本

任

把

總

道

光

十

九

年

五

月

接

管

雍

　

州
渠

縣

武

舉

道

光

二

十

年

十

月

接

署

李

卿

材
達

縣

世

職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正

月

接

署

潘

鳯

儀
達

縣

世

職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接

署

陳

　

榮
廣

元

人

實

任

駐

防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正

月

接

管

蔡

起

祥
達

縣

世

職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三

月

接

署

張

懷

慶
太

平

人

外

委

代

防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接

署

馬

　

輝
廣

元

營

把

總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正

月

接

署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十

九

潘

鳯

儀
達

縣

世

職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接

署

蔡

起

祥
達

縣

世

職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正

月

接

署

馬

國

良
實

任

把

總

松

潘

人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接

管

王

之

城
達

縣

武

舉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接

署

馬

國

良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正

月

接

管

徐

　

嶸
廣

元

人

駐

防

把

總

咸

豐

元

年

八

月

接

管

袁

爾

忠
達

縣

世

職

咸

豐

二

年

五

月

接

署

劉

　

祥
成

都

人

咸

豐

四

年

三

月

接

署

賀

覃

恩
閬

中

人

額

外

代

防

咸

豐

五

年

八

月

接

署

唐

代

銳
達

縣

世

職

咸

豐

七

年

正

月

接

署

李

耀

林
達

縣

世

職

咸

豐

七

年

七

月

接

署

唐

世

榮
達

縣

世

職

咸

豐

八

年

四

月

接

署

袁

金

珂
達

縣

世

職

咸

豐

九

年

十

二

月

接

署

李

宗

澤
達

縣

世

職

咸

豐

十

年

八

月

接

署

何

玉

春
達

縣

人

由

行

伍

於

咸

豐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接

署

張

仕

超
達

縣

人

由

行

伍

於

同

治

元

年

正

月

接

署

張

文

卿
閬

中

人

外

委

代

防

同

治

元

年

三

月

接

署

雷

發

祥
通

江

人

本

任

把

總

同

治

二

年

三

月

接

管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職

官

　

　

　

　

　

二

十

蕭

榮

昭
達

縣

世

職

同

治

三

年

四

月

接

署

雷

發

祥
同

治

三

年

七

月

接

管

陳

棟

材
巴

州

人

川

中

外

委

同

治

三

年

八

月

接

署

汪

瀛

才
達

縣

世

職

同

治

四

年

十

月

接

署

芶

忠

仁
達

縣

人

由

行

伍

於

同

治

五

年

九

月

接

署

蔡

起

祥
達

縣

世

職

同

治

五

年

十

月

接

署

王

成

儒
安

岳

人

川

中

把

總

同

治

六

年

二

月

接

署

雷

發

祥
同

治

七

年

二

月

接

管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政

績

　

　

　

　

　

一

政

績

志

書

曰

立

政

不

惟

其

官

惟

其

人

旨

哉

言

乎

懋

乃

攸

績

庻

幾

無

忝

厥

職

耳

夫

民

用

和

集

則

愛

戴

愈

深

名

公

之

棠

邭

伯

之

黍

張

詠

崇

陽

之

桑

冦

凖

巴

東

之

柏

非

明

騐

歟

自

漢

司

馬

氏

創

爲

循

吏

傳

後

世

作

史

咸

宗

其

法

簡

册

增

光

聲

實

俱

美

稱

慈

父

而

號

神

君

匪

獨

桐

鄕

去

後

留

祠

廣

都

生

前

立

廟

爲

足

詠

頌

也

蜀

倡

化

於

文

翁

自

是

代

有

循

良

如

廉

范

王

商

顔

眞

卿

白

居

易

陸

贄

趙

忭

諸

人

無

俟

悉

數

邑

雖

偏

陬

應

亦

同

沐

温

煦

况

大

法

則

小

廉

官

斯

土

者

豈

無

景

仰

徽

猷

修

明

政

敎

著

一

時

之

賢

聲

爲

萬

家

之

生

佛

乃

爲

不

負

蒼

生

不

負

所

學

乎

志

政

績

明

知

縣

陳

秉

彝

不

詳

仕

履

洪

武

十

五

年

創

建

學

宮

培

植

士

類

有

明

一

代

人

文

蔚

起

亦

邑

之

文

黨

也

葉

　

銘

江

西

德

化

人

宣

德

八

年

蒞

任

補

修

學

校

廉

能

有

聲

士

民

皆

懷

慕

茹

　

玉

江

蘇

無

錫

人

成

化

中

任

有

淸

節

治

平

稱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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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

建

如

城

池

舖

舍

皆

出

措

處

不

以

擾

民

民

甚

德

之

田

　

信

山

東

濮

州

舉

人

宏

治

中

任

剛

毅

有

爲

取

予

不

苟

嵗

大

旱

賑

濟

多

方

全

活

千

餘

命

蕭

　

鵬

陝

西

朝

邑

舉

人

宏

治

中

任

實

心

愛

民

刑

淸

政

簡

庭

無

滯

獄

嵗

荒

給

賑

民

不

知

飢

祀

邑

名

宦

祠

載

通

志

王

　

良

浙

江

太

和

舉

人

正

德

六

年

蒞

任

有

猷

有

爲

膽

識

兼

裕

鄢

藍

悉

眾

攻

城

良

號

令

嚴

明

嬰

城

固

守

卒

獲

保

全

民

德

之

爲

立

祠

祀

後

遷

簡

州

牧

祀

邑

名

宦

祠

載

通

志

楊

　

檜

貴

州

衛

籍

崑

山

舉

人

正

德

十

年

蒞

任

正

以

律

己

儉

以

裕

民

創

建

龍

池

書

院

士

林

頌

之

胡

明

書

字

子

仲

湖

廣

羅

田

縣

舉

人

嘉

靖

中

任

修

邑

乘

以

精

明

立

政

以

仁

愛

宅

心

吏

民

咸

懷

畏

云

成

敏

貫

湖

廣

黄

岡

舉

人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任

値

嵗

歉

𤼵

倉

施

粥

師

古

救

時

革

日

支

日

馬

以

寛

征

役

南

岸

土

酋

弄

兵

芻

輓

迭

出

邑

不

告

罷

解

組

歸

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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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

書

數

卷

黄

元

白

去

思

碑

謂

其

廉

與

誠

合

不

與

俗

偶

眞

清

白

吏

也

祀

邑

名

宦

祠

載

通

志

國

朝

知

縣

沈

繩

祖

順

天

大

興

籍

江

南

上

元

舉

人

雍

正

九

年

署

任

時

縣

治

初

復

百

度

待

舉

祖

次

第

經

營

凡

學

宮

公

署

城

垣

禁

獄

皆

所

區

畫

操

刀

初

試

綜

理

裕

如

旋

以

建

學

校

由

士

民

樂

輸

未

經

詳

明

被

劾

時

論

惜

之

竇

容

邃

字

聞

子

號

樗

邨

河

南

柘

城

舉

人

雍

正

十

一

年

八

月

蒞

任

在

官

凡

八

載

嘗

謂

聖

賢

爲

不

可

不

學

勿

徒

徇

名

無

愧

於

名

方

慊

於

心

其

居

處

尚

嚴

肅

待

人

誠

敬

建

宕

渠

書

院

課

士

親

爲

講

學

纂

修

邑

乘

自

勤

採

輯

一

切

道

路

橋

梁

及

勸

農

掩

骨

等

事

無

不

實

心

舉

行

後

擢

知

山

西

應

州

復

遷

知

直

隷

忻

州

俱

有

惠

政

邑

人

至

今

思

慕

不

輟

載

通

志

祀

邑

名

宦

祠

周

金

紳

字

大

階

號

握

蘭

江

蘇

金

匱

進

士

乾

隆

十

六

年

三

月

蒞

任

有

爲

有

守

治

探

□

原

崇

文

廟

葺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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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院

講

學

課

文

增

修

邑

志

正

士

習

以

端

民

風

於

聽

訟

尤

明

𠃔

苞

苴

杜

絶

吏

畏

民

懷

在

任

三

年

卒

於

官

載

通

志

祀

邑

名

宦

祠

林

斗

魁

福

建

海

澄

舉

人

乾

隆

十

四

年

署

任

留

心

學

校

培

植

人

材

誘

掖

奬

勸

如

塾

師

之

誨

弟

子

爲

士

𩔖

所

樂

頌

王

聖

謨

字

顯

齋

號

雙

溪

湖

南

新

化

舉

人

乾

隆

十

八

年

二

十

四

年

兩

任

縣

事

凡

九

載

宅

心

仁

厚

决

獄

精

明

能

以

寛

猛

相

濟

争

訟

渉

畛

域

者

經

剖

斷

無

不

悦

服

尤

勤

於

課

士

一

時

文

風

丕

振

因

請

增

學

額

利

頼

至

今

在

任

民

和

年

豐

囹

圄

幾

於

草

滿

循

聲

茂

績

譜

入

歌

謠

均

堪

稽

實

以

慈

親

年

老

乞

終

養

歸

父

老

今

猶

思

之

臧

榮

青

字

理

谷

浙

江

長

興

進

士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任

前

後

凡

六

載

學

識

純

明

廉

能

素

著

聽

斷

如

神

而

簡

刑

愼

罰

衷

諸

慈

祥

歴

官

至

湖

南

岳

常

澧

道

李

　

暉

直

隷

元

氏

進

士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任

凡

五

載

弭

盗

安

民

奸

邪

歛

跡

復

多

所

建

置

移

修

文

昌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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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闗

帝

廟

炎

帝

宮

皆

出

㫁

制

一

時

改

觀

載

通

志

趙

寳

德

直

隷

安

平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署

任

崇

儉

黜

奢

尤

重

農

桑

親

勸

課

不

事

虛

文

春

夏

之

交

廵

視

隴

畝

勤

給

酒

食

惰

必

受

笞

有

惰

農

田

塍

不

築

笞

之

八

今

名

田

曰

八

板

坵

邑

人

每

樂

頌

焉

趙

　

華

山

東

利

津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任

交

受

計

三

次

凡

十

有

七

年

政

平

訟

理

廉

公

有

威

會

敎

匪

變

城

增

版

築

隘

設

團

練

軍

需

供

億

計

費

不

貲

而

人

樂

資

助

事

無

掣

肘

由

其

信

孚

於

民

遇

盤

根

錯

節

益

藉

别

利

器

也

以

捍

衛

功

遷

叙

永

同

知

人

多

思

於

去

後

于

　

芢

字

心

齋

山

東

福

山

縣

人

刑

部

律

例

館

供

事

議

叙

未

入

補

邑

典

史

歴

官

十

載

敎

匪

變

以

軍

功

擢

冕

甯

縣

丞

尋

遷

彭

山

知

縣

嘉

慶

八

年

調

任

邑

令

旣

至

謂

故

老

曰

某

無

德

以

堪

民

社

今

指

誓

天

日

惟

不

受

民

間

一

錢

有

毛

髪

負

殃

及

子

孫

在

任

凡

十

五

年

始

終

如

一

洞

悉

民

情

周

知

利

弊

詞

訟

涉

較

錙

銖

者

知

貧

無

所

措

卽

量

給

數

貫

諭

令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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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勿

終

訟

此

類

甚

多

至

於

修

城

垣

代

人

受

累

葺

隍

廟

爲

邑

壯

觀

尤

童

叟

所

共

稱

者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以

老

乞

歸

里

迄

今

猶

時

聞

清

德

頌

饒

覲

光

字

夢

石

湖

北

長

陽

縣

舉

人

嘉

慶

七

年

署

任

性

仁

厚

有

長

者

風

時

修

砌

石

城

並

新

建

龍

池

書

院

咸

與

有

力

焉

値

教

匪

未

靖

猶

時

謹

團

練

惜

視

事

未

久

卽

移

知

彭

山

縣

人

悵

其

去

謝

玉

珩

字

鶴

齡

陝

西

安

康

進

士

道

光

元

年

署

任

材

識

通

敏

聽

㫁

勤

能

發

奸

摘

伏

人

不

能

欺

每

公

餘

詣

書

院

與

諸

生

講

論

勤

勤

不

倦

邑

　

文

廟

久

圮

且

宮

向

不

宜

屢

議

遷

修

輒

難

之

珩

毅

然

自

任

聽

民

樂

輸

並

捐

廉

勷

事

費

逾

萬

金

經

十

月

訖

工

至

今

瞻

望

宮

牆

靡

不

殷

然

頌

曰

微

夫

人

之

力

不

至

此

履

任

一

年

去

日

父

老

攀

轅

遮

道

祖

送

至

二

十

里

其

亦

阻

輪

再

見

歟

呉

　

協

字

寅

齋

雲

南

保

山

縣

舉

人

道

光

二

年

履

任

在

官

凡

八

載

秉

性

淸

静

悃

愊

無

華

爲

政

尙

廉

平

不

設

鈎

距

能

洞

悉

隱

情

改

修

文

昌

宮

建

奎

閣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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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行

臺

設

鄕

義

學

皆

捐

廉

倡

議

力

董

其

成

此

日

懷

豈

弟

者

咸

心

歌

腹

詠

焉

李

　

盤

陝

西

洋

縣

舉

人

道

光

七

年

七

月

署

任

剛

毅

有

爲

不

瞻

狥

情

面

捐

廉

勸

諭

士

民

樂

輸

改

修

闗

廟

正

殿

淸

𨤲

澧

都

書

院

産

業

立

規

條

以

垂

久

遠

云

黄

位

斗

字

七

𤲅

福

建

連

城

縣

進

士

道

光

十

二

年

蒞

任

凡

五

載

勤

政

崇

學

百

廢

具

興

重

修

邑

乗

博

采

無

遺

惠

澤

流

風

士

民

懷

慕

康

鴻

訓

字

仲

穆

陝

西

城

固

縣

人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履

任

在

官

六

載

惠

政

覃

敷

士

民

愛

戴

引

疾

歸

邑

孝

廉

蔣

瑞

金

上

詩

云

製

錦

淙

城

閲

六

年

鹽

梅

小

試

等

烹

鮮

身

如

化

雨

村

村

到

政

比

春

風

處

處

妍

一

路

輕

裝

惟

載

石

平

生

暮

夜

不

輸

錢

阿

誰

弄

筆

頻

招

隱

惹

得

蒼

生

盡

惻

然

亦

紀

實

也

黄

文

寯

字

翥

吾

湖

南

瀏

陽

縣

㧞

貢

順

天

舉

人

由

軍

功

保

授

縣

令

咸

豐

六

年

履

任

歴

五

載

刑

清

政

簡

好

惡

無

私

己

未

秋

禾

生

雙

穗

士

民

興

歌

新

邑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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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拔

向

與

梁

山

縣

輪

㧞

寯

力

持

眾

議

詳

請

奏

准

改

輪

㧞

爲

各

㧞

使

二

百

年

之

廢

典

一

旦

復

興

爲

惠

士

林

厥

功

甚

偉

時

滇

匪

擾

蜀

督

設

九

大

團

籌

費

練

勇

廣

儲

軍

火

作

綢

繆

計

旋

於

十

一

年

冬

奉

上

檄

調

署

峩

邉

去

後

團

廢

時

論

惜

之

李

忠

清

字

蓉

洲

浙

江

嘉

善

縣

人

以

同

知

權

縣

篆

同

治

五

年

履

任

才

智

明

敏

聽

斷

勤

能

吏

畏

其

威

民

懷

其

惠

捐

廉

助

置

義

學

以

培

寒

畯

邑

人

稱

道

弗

衰

杜

瑞

徴

字

熈

甫

貴

州

貴

筑

縣

人

同

治

六

年

署

任

慈

祥

惻

怛

政

治

和

平

聨

保

甲

培

卷

局

增

修

白

巖

河

橋

皆

捐

廉

爲

之

人

多

頌

德

邑

紳

沈

雲

裳

頌

詩

云

垂

青

禮

士

忘

官

顯

保

赤

仁

民

比

母

慈

士

民

愛

戴

於

斯

可

見

明

教

諭

廖

　

訓

字

尚

格

景

陵

人

天

順

十

年

任

方

正

髙

節

爲

時

所

重

捐

俸

建

澄

淸

橋

行

旅

頌

德

後

改

授

河

南

鄢

陵

致

仕

年

九

十

三

卒

四

任

學

職

見

沔

陽

人

物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政

績

　

　

　

　

　

九

志

國

朝

訓

導

陳

鳯

廷

字

愚

谷

資

陽

縣

舉

人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履

任

凡

十

有

二

載

性

方

嚴

安

儒

素

教

授

生

徒

從

遊

日

眾

多

知

名

士

遷

建

　

文

廟

實

贊

成

之

請

改

輪

貢

爲

各

貢

選

㧞

與

梁

山

輪

取

文

案

徃

復

再

三

申

辯

卒

得

請

百

年

向

隅

正

於

一

旦

其

功

在

學

校

良

非

淺

鮮

也

引

疾

歸

道

光

十

四

年

銓

江

西

奉

新

知

縣

明

典

史

龍

應

祥

京

山

人

蒞

任

三

載

重

修

學

宮

齋

舍

禮

器

煥

然

一

新

郡

守

王

謙

作

記

載

藝

文

國

朝

典

史

王

之

紳

湖

北

孝

感

人

由

監

生

應

例

嘉

慶

三

年

任

時

教

匪

猖

獗

蹂

躪

四

郊

紳

率

團

勇

據

險

堵

禦

嘗

語

於

眾

曰

某

非

官

直

團

首

耳

諸

君

能

努

力

某

與

有

功

焉

眾

感

奮

屢

有

斬

獲

以

功

遷

府

經

歴

未

赴

任

卒

邑

人

哀

之

國

朝

把

總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政

績

　

　

　

　

　

十

張

文

卿

字

藎

臣

保

甯

府

閬

中

縣

人

同

治

元

年

三

月

署

邑

汛

時

賊

氛

未

靖

民

敝

城

殘

卿

以

治

西

廣

福

寨

與

縣

城

有

犄

角

之

勢

遂

移

駐

之

聫

絡

團

寨

會

期

訓

練

急

先

務

也

閠

八

月

十

六

日

曹

逆

由

西

竄

入

普

安

塲

卿

調

各

寨

團

勇

迎

頭

截

擊

賊

再

戰

再

敗

乗

夜

潛

遁

方

議

追

勦

忽

偞

報

周

逆

犯

治

東

白

巖

河

卿

復

帶

團

勇

紥

白

巖

山

據

險

以

守

遍

燃

號

火

賊

畏

不

敢

進

相

持

兩

日

賊

乃

他

竄

是

役

也

曹

逆

由

西

闌

入

將

為

内

訌

周

逆

自

東

踵

至

將

為

外

應

邑

中

蹂

躪

方

深

創

痍

未

復

非

卿

迎

擊

於

前

駐

防

於

後

豈

能

倖

獲

安

全

保

障

之

功

未

可

忘

也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舉

人

　

　

　

一

舉

人

　

按

制

科

之

設

始

於

隋

唐

其

規

模

至

宋

始

備

宋

制

三

年

一

貢

舉

秋

取

解

冬

集

禮

部

春

考

試

中

試

者

謂

之

舉

人

然

不

授

官

舉

人

授

官

自

元

始

延

祐

間

命

中

書

省

下

第

舉

人

各

授

敎

官

之

職

以

慰

其

歸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始

定

子

午

卯

酉

爲

鄕

試

鄕

試

中

式

爲

舉

人

永

樂

時

令

會

試

下

第

舉

人

留

監

卒

業

俟

積

分

及

格

則

注

選

於

吏

部

或

授

小

京

職

或

府

佐

及

州

縣

正

印

敎

職

等

官

本

朝

初

仍

明

制

至

雍

正

年

間

以

舉

人

數

多

慮

其

壅

滯

乃

於

會

試

下

第

內

按

省

分

挑

取

明

通

卷

以

敎

職

卽

用

每

遇

恩

科

又

按

省

揀

選

名

數

吏

部

帶

領

引

見

以

知

縣

敎

職

分

用

丙

戌

年

復

廣

行

挑

選

分

爲

一

等

二

等

一

等

分

發

各

省

補

知

縣

二

等

注

名

銓

曹

先

用

敎

職

信

作

人

之

化

隆

於

前

代

矣

邑

之

領

鄕

薦

者

自

唐

以

迄

宋

元

俱

不

可

考

惟

有

明

一

代

尚

堪

搜

紀

云

明

舉

人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舉

人

　

　

　

二

建

文

四

年

壬

午

科

袁

天

祿
官

成

都

敎

諭

楊

　

敬
官

敎

諭

永

樂

三

年

乙

酉

科

袁

　

貞
官

僉

事

六

年

戊

子

科

戴

　

榮
官

同

知

雷

　

正
官

襄

陽

敎

諭

詳

見

宧

績

九

年

辛

卯

科

徐

　

禧
官

知

州

羅

　

觀
官

通

判

十

二

年

甲

午

科

陳

　

英
官

通

判

田

　

頤
官

敎

諭

十

八

年

庚

子

科

張

　

亨
官

知

縣

汪

　

海
官

知

縣

景

泰

元

年

庚

午

科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舉

人

　

　

　

三

王

　

佐
官

敎

諭

七

年

丙

子

科

周

　

泰
官

同

知

詳

見

宧

績

天

順

六

年

壬

午

科

周

　

定

成

化

元

年

乙

酉

科

朱

　

鵬
官

知

縣

詳

見

孝

友

宏

治

二

年

己

酉

科

鄭

　

晟
官

知

縣

八

年

乙

卯

科

周

　

遵
官

知

縣

正

德

五

年

庚

午

科

朱

從

芳
附

辨

宧

績

李

崇

芳

後

嘉

靖

十

六

年

丁

酉

科

周

　

宇

熊

　

果

三

十

一

年

壬

子

科

雷

起

蛟
官

蒙

自

縣

知

縣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舉

人

　

　

　

四

萬

歴

二

十

八

年

庚

子

科

汪

　

政
官

甯

州

知

州

三

十

四

年

丙

午

科

熊

鎭

闥
官

象

山

縣

知

縣

四

十

年

壬

子

科

胡

　

松

四

十

六

年

戊

午

科

傅

　

德

崇

禎

六

年

癸

酉

科

王

明

德

九

年

丙

子

科

熊

世

印

國

朝

舉

人

康

熙

十

一

年

壬

子

科

熊

應

宿
官

知

縣

詳

見

宧

績

二

十

三

年

甲

子

科

張

　

冕
官

敎

授

詳

見

宧

績

五

十

九

年

庚

子

科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舉

人

　

　

　

五

吳

師

瑗
官

知

縣

詳

見

宧

績

道

光

二

年

壬

午

科

張

　

昱
榜

名

得

洋

十

一

年

辛

卯

科

孫

啓

哲
官

崇

慶

州

學

正

詳

見

儒

林

二

十

三

年

癸

卯

科

楊

直

方
官

重

慶

府

訓

導

同

治

三

年

甲

子

科

帶

補

辛

酉

科

蔣

瑞

金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貢

士

　

　

　

一

成

均

明

貢

士

涂

　

海
官

敎

諭

　

　

　

熊

　

英
官

縣

丞

徐

　

宣
官

錦

衣

衛

經

歴

唐

宏

亮
官

知

縣

杜

　

敏
官

縣

丞

　

　

　

帥

　

庾
官

經

歴

高

　

才
官

同

知

　

　

　

張

福

林
官

照

磨

朱

　

瑜
官

州

同

　

　

　

陳

均

祥
官

知

縣

林

　

敏
官

縣

丞

　

　

　

趙

　

榮
官

知

縣

楊

　

宏
官

知

縣

　

　

　

駱

　

興
官

知

縣

劉

　

謙

　

　

　

　

　

　

魏

　

剛
官

縣

丞

汪

　

蒿
官

知

縣

　

　

　

胡

　

俊
官

主

簿

吳

　

能
官

州

判

　

　

　

劉

　

聚

盧

　

龍

　

　

　

　

　

　

趙

　

琛
官

經

歴

李

文

亮
奉

祀

　

　

　

　

胡

　

昇

傅

　

林
官

檢

校

　

　

　

楊

　

浩

張

　

瓚

　

　

　

　

　

　

袁

　

旭

曾

　

鼎

　

　

　

　

　

　

李

　

實

奚

　

穆

　

　

　

　

　

　

陳

　

英
官

通

判

見

舉

人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貢

士

　

　

　

二

楊

世

寛

　

　

　

　

　

　

朱

　

儼
官

縣

丞

徐

　

賢
官

主

簿

　

　

　

李

應

本
官

縣

丞

陳

　

韶

　

　

　

　

　

　

但

　

能

張

　

漢
官

公

安

主

簿

　

熊

　

侃
官

縣

丞

趙

　

經
官

主

簿

　

　

　

吳

　

瑞
官

訓

導

詹

　

徽
官

訓

導

　

　

　

胡

　

驥
官

訓

導

劉

　

文
官

經

歴

　

　

　

任

　

貴
官

訓

導

黄

　

道

　

　

　

　

　

　

林

　

寬

趙

孟

亨

　

　

　

　

　

　

陳

　

恩
官

訓

導

雷

　

震
官

學

正

詳

見

儒

林

張

　

洙
官

敎

諭

張

　

泗

　

　

　

　

　

　

戴

　

旒
官

訓

導

馮

　

春

　

　

　

　

　

　

郭

　

臣

熊

　

采

　

　

　

　

　

　

王

俊

卿
官

會

川

訓

導

楊

　

桂
官

通

山

訓

導

國

朝

恩

貢

乾

隆傅

朝

佐

　

　

　

　

　

　

劉

榮

載

曾

際

開

　

　

　

　

　

　

詹

雲

龍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貢

士

　

　

　

三

嘉

慶文

國

楨

　

　

　

　

　

　

曾

一

芬

道

光李

元

一
援

例

待

銓

訓

導

蔣

燦

奎

劉

裕

佩

咸

豐魏

　

盈

　

　

　

　

　

　

王

定

貴

同

治何

先

榮

　

　

　

　

　

　

孫

有

明

拔

貢

雍

正

己

酉

科

劉

國

璽
官

阜

甯

縣

知

縣

道

光

乙

酉

科

劉

𧙓

魁

道

光

己

酉

科

李

志

宣
保

舉

待

銓

教

諭

咸

豐

辛

酉

科

鄧

國

光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貢

士

　

　

　

四

副

貢

康

熙

甲

午

科

駱

　

駿

乾

隆

丙

子

科

彭

學

孔
官

長

壽

縣

敎

諭

詳

見

儒

林

道

光

戊

子

科

徐

　

瑜

優

貢

嘉

慶

己

卯

科

孫

代

芳
官

定

遠

縣

訓

導

詳

見

儒

林

嵗

貢

康

熙胡

　

𤦛
官

丹

稜

縣

訓

導

駱

呈

圖

張

士

登
詳

見

儒

林

　

　

張

子

恭

雍

正程

鴻

儒

乾

隆髙

　

拱

　

　

　

　

　

　

馬

猶

彪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貢

士

　

　

　

五

張

　

俊

　

　

　

　

　

　

陳

𦒋

文
官

南

部

縣

訓

導

李

德

政

　

　

　

　

　

　

周

聯

寵
官

緜

州

訓

導

彭

大

年

　

　

　

　

　

　

唐

昌

年

蔣

　

蓮

　

　

　

　

　

　

吳

世

昌

劉

　

瑛

　

　

　

　

　

　

劉

去

彦
官

渠

縣

訓

導

馮

朝

愷

　

　

　

　

　

　

吳

　

震

楊

　

鵬
性

剛

方

研

窮

經

學

文

筆

尤

敏

妙

曾

成

蛟

蕭

　

挺

嘉

慶趙

學

濤
持

躬

醇

謹

嗜

學

不

倦

主

講

宕

渠

書

院

從

遊

日

衆

垂

老

始

謝

生

徒

猶

閉

戸

以

書

史

自

娛

楊

駿

烈

　

　

　

　

　

　

郝

思

聰

王

士

芳

　

　

　

　

　

　

郝

文

彩

伍

聲

遠

　

　

　

　

　

　

唐

昌

宣

高

廷

楨
品

行

端

謹

學

識

兼

優

授

徒

三

十

年

邑

士

半

出

其

門

學

使

趙

佩

湘

手

書

經

明

行

修

四

字

贈

之

李

培

之

　

　

　

　

　

　

孫

啓

颺

道

光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貢

士

　

　

　

六

柏

𤼵

硎

　

　

　

　

　

　

王

榮

騏

曾

一

鴻

　

　

　

　

　

　

胡

朝

占

熊

正

己

　

　

　

　

　

　

金

思

模

郝

思

緘

　

　

　

　

　

　

唐

精

一

顧

一

清

　

　

　

　

　

　

王

以

位

鄧

　

復

　

　

　

　

　

　

郝

思

恕

唐

洪

範
援

例

待

銓

訓

導

咸

豐劉

𧙓

泰

　

　

　

　

　

　

唐

仕

清

同

治張

文

試

　

　

　

　

　

　

熊

　

冕

易

盛

晉

廪

貢

生
附

曾

一

輝
援

例

待

銓

訓

導

孫

世

濟
援

例

選

授

定

遠

縣

訓

導

在

任

多

所

建

𥪡

改

建

學

宮

文

昌

宮

關

帝

廟

修

考

棚

置

義

田

皆

總

其

成

士

林

德

之

張

錫

鎔
援

例

試

用

訓

導

歴

署

蒼

溪

江

安

涪

州

華

陽

學

篆

性

豪

爽

嘗

率

鄕

勇

擊

賊

立

功

叙

其

績

於

軍

門

部

議

給

八

品

職

不

受

閉

戸

讀

書

屢

應

鄕

舉

學

問

文

章

邑

士

咸

推

重

之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奏

案

　

　

　

一

曾

紹

祖
援

例

升

任

雅

州

府

教

授

孫

代

豪
援

例

待

銓

訓

導

孫

縉

榮

　

　

　

　

　

　

蕭

繼

先

顔

永

忠
援

例

待

銓

教

諭

沈

雲

裳
援

例

選

授

合

江

教

諭

潘

隆

治
援

例

待

銓

教

諭

曾

友

德
援

例

選

授

南

川

縣

教

諭

附

貢

生

羅

　

模

　

　

　

　

　

　

鄭

文

學

潘

正

謨

　

　

　

　

　

　

郝

思

慧
援

例

待

銓

訓

導

附

錄

奏

請

改

定

各

貢

輪

拔

案

畧

先

是

縣

治

雖

復

學

額

雖

設

而

嵗

貢

仍

與

梁

山

三

年

輪

貢

一

名

拔

貢

亦

與

梁

山

共

擬

一

名

當

年

定

案

實

未

深

思

梁

山

考

試

歸

忠

州

棚

新

甯

考

試

歸

綏

定

棚

棚

旣

不

同

何

由

共

擬

况

梁

考

在

先

但

遇

選

㧞

之

年

未

便

置

應

㧞

者

於

不

選

新

考

在

後

卽

有

可

㧞

之

才

豈

能

再

取

故

自

復

縣

後

百

餘

年

來

㧞

萃

科

無

聞

焉

者

邑

士

之

向

隅

由

來

久

矣

卽

嵗

貢

三

年

一

輪

亦

屬

易

滋

牽

混

每

遇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奏

案

　

　

　

二

行

慶

施

惠

之

年

例

得

恩

貢

一

名

往

往

誤

會

例

意

因

之

脱

誤

已

非

一

次

皆

由

梁

考

在

先

例

載

應

貢

之

廩

生

距

省

在

五

百

里

以

外

者

隨

棚

投

考

是

以

梁

邑

多

得

恩

貢

學

政

之

吏

胥

惟

引

以

正

作

恩

之

條

兩

相

牽

混

而

歴

任

司

鐸

又

不

復

留

意

及

此

聽

其

偏

枯

良

可

慨

也

道

光

二

年

儒

學

司

訓

陳

鳳

廷

始

縷

呈

學

政

歴

指

成

案

之

誤

兩

被

駁

飭

必

得

請

而

後

已

遂

援

案

再

申

於

學

使

並

牒

請

署

知

縣

謝

玉

珩

據

情

通

詳

經

總

督

戴

專

摺

上

聞

奉

硃

批

禮

部

議

奏

欽

此

隨

准

禮

部

奏

稱

定

共

㧞

爲

輪

拔

改

輪

貢

爲

各

貢

以

昭

平

𠃔

以

杜

牽

混

欽

遵

在

案

夫

以

百

年

向

隅

積

重

難

返

之

弊

而

忽

更

正

於

一

旦

非

陳

學

師

之

鋭

意

指

陳

謝

邑

侯

之

相

助

爲

理

烏

能

臻

此

哉

二

公

之

嘉

惠

士

林

良

非

淺

鮮

矣

用

附

書

之

俾

後

世

咸

佩

其

功

云

新

邑

選

㧞

自

道

光

二

年

前

縣

學

詳

請

奏

准

改

共

拔

爲

輪

㧞

雖

都

人

士

稍

免

向

隅

而

二

十

四

年

始

膺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奏

案

　

　

　

三

選

較

諸

各

州

縣

終

有

才

全

事

半

之

分

咸

豐

九

年

邑

紳

孫

代

芳

李

志

宣

等

議

請

前

縣

令

黄

公

文

寯

據

情

詳

懇

改

輪

㧞

爲

各

㧞

復

由

邑

紳

曾

友

德

黄

有

三

等

在

省

力

持

其

事

合

詞

陳

請

經

總

督

曾

奏

奉

硃

批

禮

部

議

奏

欽

此

隨

准

禮

部

奏

准

改

遇

選

㧞

之

年

新

甯

與

梁

山

兩

縣

各

㧞

一

名

即

自

咸

豐

十

年

辛

酉

科

爲

始

使

二

百

年

之

廢

典

一

旦

復

興

貽

惠

士

林

有

功

學

校

官

紳

之

力

未

可

忘

也

謹

將

部

議

原

文

備

録

於

後禮

部

謹

奏

爲

遵

旨

議

奏

事

咸

豐

十

年

三

月

內

閣

抄

出

署

理

四

川

總

督

曾

望

顔

奏

四

川

新

甯

梁

山

兩

縣

向

係

輪

流

㧞

貢

請

改

爲

每

遇

選

㧞

之

年

各

㧞

一

名

等

因

一

摺

奉

硃

批

禮

部

議

奏

欽

此

欽

遵

到

部

查

原

奏

內

稱

梁

山

縣

原

有

㧞

貢

舊

額

自

新

甯

縣

改

爲

縣

丞

併

歸

梁

山

迨

後

復

分

兩

縣

每

逢

𨕖

㧞

輪

流

舉

行

梁

山

轉

覺

較

前

裁

減

前

於

道

光

十

六

年

奏

請

分

設

㧞

額

部

議

以

一

輪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奏

案

　

　

　

四

未

週

未

便

更

張

迄

今

又

歴

二

十

餘

年

一

輪

已

滿

該

二

縣

人

文

蔚

起

堪

膺

選

㧞

者

正

不

乏

人

請

將

新

甯

梁

山

兩

縣

輪

流

㧞

貢

改

爲

每

遇

選

㧞

之

年

各

㧞

一

名

以

廣

樂

育

而

勵

人

材

等

語
臣

等

查

各

省

府

㕔

州

縣

㧞

貢

均

例

有

定

額

其

新

設

及

改

設

各

學

未

設

㧞

貢

定

額

者

俟

人

數

日

增

文

風

日

盛

方

准

奏

請

設

額

四

川

新

甯

梁

山

兩

縣

自

道

光

四

年

由
臣

部

奏

准

逢

𨕖

㧞

之

年

輪

流

㧞

貢

嗣

於

道

光

十

六

年

前

督
臣

等

以

新

甯

梁

山

兩

縣

人

文

蔚

起

請

分

設

㧞

額

經
臣

部

議

以

奏

定

以

後

兩

縣

選

㧞

尙

未

輪

流

一

週

未

便

遽

議

更

張

等

因

具

奏

奉

旨

依

議

欽

此

欽

遵

在

案

又

查

咸

豐

八

年
臣

部

議

覆

四

川

總

督

王

慶

雲

奏

川

省

重

慶

府

屬

之

江

北

㕔

由

巴

縣

分

設

學

額

後

未

設

㧞

貢

現

在

應

試

文

生

已

有

一

百

餘

名

實

係

人

文

日

盛

應

准

其

添

設

四

川

江

北

㕔

㧞

貢

一

名

等

因

奉

旨

允

准

亦

在

案

茲

據

署

理

四

川

總

督

曾

望

顔

奏

稱

新

甯

梁

山

兩

縣

自

議

章

程

輪

流

㧞

貢

以

來

現

在

一

輪

已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一

選

舉

志

三

代

選

舉

之

法

莫

備

於

成

周

至

漢

晉

取

士

其

途

益

廣

然

向

無

所

謂

科

目

者

隋

始

定

制

科

唐

因

之

而

備

詳

其

制

於

宋

洎

有

明

專

尚

制

藝

類

若

浮

文

少

實

而

一

時

名

公

鉅

卿

奮

其

事

業

昭

然

在

人

耳

目

者

亦

何

可

勝

道

文

章

徵

經

濟

斯

言

諒

哉

我

國

家

文

敎

覃

敷

重

熈

累

洽

掄

才

之

典

損

益

前

代

士

之

登

賢

書

捷

南

宮

者

類

皆

湛

深

經

術

以

潤

色

宏

猷

故

得

人

稱

極

盛

焉

其

明

經

貢

生

復

廣

羅

成

均

俾

以

時

登

庸

不

終

沉

滯

他

如

材

武

中

鷹

揚

之

選

綸

音

荷

鸞

誥

之

榮

俱

獲

仰

邀

盛

典

亦

當

並

從

臚

列

用

附

書

之

志

選

舉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二

進

士

　

按

進

士

之

科

權

輿

於

隋

至

殿

試

則

始

於

唐

宋

初

宴

進

士

於

瓊

林

苑

始

分

三

甲

迄

於

前

明

亦

沿

其

制

會

試

中

式

者

天

子

親

策

於

廷

一

甲

賜

進

士

及

第

二

甲

賜

進

士

出

身

三

甲

賜

同

進

士

出

身

制

三

年

一

舉

行

試

三

塲

初

塲

試

四

書

義

三

道

經

義

二

道

二

塲

試

論

一

道

判

五

道

詔

誥

表

内

科

各

一

道

三

塲

試

經

史

時

務

策

五

道

國

朝

因

之

於

三

塲

試

題

畧

爲

改

定

殿

試

後

復

行

朝

考

拔

其

尤

異

者

入

𦒋

林

院

其

餘

用

主

事

中

書

國

子

監

學

正

學

錄

知

縣

等

官

有

差

歸

班

者

回

籍

待

銓

以

時

截

取

典

至

渥

也

邑

之

通

籍

者

在

唐

無

考

宋

元

以

來

復

多

缺

畧

茲

據

載

通

志

者

錄

之

宋

進

士

淳

祐

十

年

𢈏

戊

科

鄭

于

𤼵

寳

祐

四

年

丙

辰

科

李

　

仲

明

進

士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進

士

　

　

　

三

宏

治

六

年

癸

丑

科

熊

希

古
官

雲

南

兵

備

副

使

詳

見

宦

績

正

德

三

年

戊

辰

科

趙

　

鏊
官

大

理

寺

評

事

詳

見

宦

績

嘉

靖

五

年

丙

戍

科

熊

　

進
官

行

人

詳

見

宦

績

崇

禎

十

年

丁

丑

科

傅

德

堅
官

丹

陽

縣

知

縣

詳

見

宦

績

以

上

進

士

六

人

業

經

通

籍

故

鄕

科

年

分

一

槪

從

畧

國

朝

進

士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武

秩

　

　

　

　

　

一

武

秩陳

天

志
原

名

尹

三

慶

曲

鄕

勇

入

伍

以

功

擢

川

北

鎮

標

中

營

千

總

洊

陞

綏

定

營

遊

擊

李

洪

陞
原

名

繼

道

由

行

伍

㧞

補

千

總

官

陝

西

榆

林

鎮

標

守

備

實

授

漢

中

鎮

標

留

壩

㕔

江

口

營

守

備

劉

源

基
由

行

伍

以

軍

功

保

舉

儘

先

補

用

守

備

黄

益

三
由

監

生

以

軍

功

保

舉

藍

翎

千

總

前

署

大

甯

汛

陳

聨

陞
遊

擊

陳

天

志

長

子

官

川

北

中

營

外

委

咸

豐

八

年

出

師

貴

州

陣

亡

陳

克

選
遊

擊

陳

天

志

次

子

官

城

口

外

委

咸

豐

二

年

出

師

廣

西

陣

亡

陳

聨

福
遊

擊

陳

天

志

三

子

藍

翎

千

總

成

豐

六

年

出

師

江

南

陣

亡

陳

聨

寳
遊

擊

陳

天

志

四

子

由

武

生

入

伍

㧞

補

渠

縣

把

總

以

軍

功

保

舉

藍

翎

都

司

楊

應

朝
現

任

龍

安

營

把

總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武

科

　

　

　

二

甲

子

科

羅

　

英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壬

午

科

張

廷

襄

張

承

紳

三

十

六

年

辛

卯

科

張

承

紓

六

十

年

乙

卯

科

孫

世

海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丙

子

科

許

萬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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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軍

功黄

有

三
由

同

知

銜

保

舉

賞

戴

藍

翎

曠

樹

生
由

布

理

問

銜

保

舉

賞

戴

藍

翎

張

文

江
保

舉

待

銓

府

經

歴

孫

　

滌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孫

士

篤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潘

興

坤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鄧

　

銓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鄧

光

斗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髙

　

鎮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李

杜

才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孫

　

榛
保

舉

待

銓

訓

導

黄

重

三
保

舉

未

入

流

選

授

浙

江

桐

廬

縣

典

史

屈

鑑

𢖍
保

舉

候

選

從

九

品

李

　

秩
保

舉

候

選

從

九

品

羅

煥

文
保

舉

候

選

從

九

品

劉

子

爕
保

舉

候

選

從

九

品

鍾

九

聨
保

舉

候

選

未

人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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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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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舉

候

選

未

入

流

唐

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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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舉

候

選

未

入

流

熊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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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候

選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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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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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封

典孫

天

才

處

士

以
孫

世

陶

應

例

都

司

克

勷

王

事

誥

封

昭

武

都

尉

妻

熊

氏

　

封

恭

人

孫

龍

章

官

湖

南

興

甯

縣

尉

以
子

世

陶

克

勷

王

事

誥

封

昭

武

都

尉
妻

熊

氏

繼

室

羅

氏

　

封

恭

人

黄

仕

俊

處

士

以
孫

有

三

應

例

同

知

誥

封

奉

政

大

夫

妻

熊

氏

　

封

宜

人

黄

廷

元

處

士

以
子

有

三

應

例

同

知

誥

封

奉

政

大

夫

妻

熊

氏

　

封

宜

人

曾

承

貫

以
孫

六

德

應

例

同

知

誥

封

奉

政

大

夫

妻

蔡

氏
馮

氏

蔣

氏

封

宜

人

曾

紹

先

以
子

六

德

應

例

同

知

誥

封

奉

政

大

夫

妻

王

氏

　

封

宜

人

薛

萬

亨

處

士

以
子

世

光

應

例

同

知

誥

封

奉

政

大

夫

妻

劉

氏

　

封

宜

人

邱

國

宗

處

士

以
孫

禮

宜

議

叙

布

理

間

銜

貤

封

承

德

郎
妻

曹

氏

繼

室

郁

氏

　

封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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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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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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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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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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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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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承

德

郎

妻

劉

氏

　

封

安

人

邱

詩

學

處

士

以
子

禮

重

議

叙

布

理

問

銜

勅

封

承

德

郎

妻

劉

氏

　

封

安

人

曾

承

一

處

士

以
孫

友

德

官

南

川

縣

教

諭

貤

贈

文

林

郎

妻

馬

氏

　

贈

孺

人

曾

紹

連

處

士

以
子

友

德

官

南

川

縣

教

諭

勅

贈

文

林

郎

妻
楊

氏

湯

氏

舒

氏

　

贈

孺

人

孫

　

𦅀

監

生

以
子

世

濟

官

定

遠

縣

訓

導

覃

恩

貤

贈

修

職

郎

妻

劉

氏

　

贈

孺

人

孫

世

陶

應

例

候

選

都

司

以
子

代

芳

官

定

遠

訓

導

覃

恩

貤

贈

修

職

郎

妻

張

氏

　

贈

孺

人

黄

廷

舉

處

士

以
子

桂

盛

應

例

從

九

品

勅

贈

登

仕

郎

妻

鍾

氏

　

贈

孺

人

蔣

世

華

以

子

光

甫

應

例

從

九

品

勅

贈

登

仕

郎

妻

呉

氏

　

贈

孺

人

張

星

太

以
子

順

魁

應

例

從

九

品

勅

贈

登

仕

郎

妻

唐

氏

　

贈

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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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敏

以
子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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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從

九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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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勅

贈

登

仕

郎

妻

劉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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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

人

尹

大

儒

處

士

以
子

春

藻

應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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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流

貤

贈

登

仕

佐

郎

妻

華

氏

　

贈

孺

人



 

新

甯

縣

志

卷

五

　

　
應

例

　

　

　

　

　

一

應

例孫

龍

章
由

監

生

援

例

從

九

品

分

𤼵

湖

南

借

補

興

甯

縣

尉

詳

見

孝

友

薛

世

光
由

監

生

援

例

同

知

分

𤼵

廣

東

現

署

雷

州

府

同

知

劉

永

𡩖
由

監

生

援

例

通

判

分

𤼵

湖

南

顔

代

璋
由

監

生

援

例

候

選

府

經

歴

李

志

芳
由

庠

生

援

例

縣

丞

分

𤼵

湖

北

譚

麟

祥
由

監

生

援

例

分

𤼵

折

江

衢

州

府

開

化

縣

分

縣

尹

克

用
由

監

生

援

例

選

授

陝

西

鄠

縣

典

史

曾

祥

善
由

監

生

援

例

廵

檢

分

𤼵

廣

東

孫

家

植
由

監

生

援

例

廵

檢

分

𤼵

廣

東

薛

承

平
由

監

生

授

例

廵

檢

分

𤼵

湖

南

邱

承

恩
由

監

生

援

例

廵

檢

分

𤼵

湖

北

黄

守

正
由

監

生

援

例

候

選

未

入

流

按

邑

中

應

例

者

甚

多

但

屬

職

銜

未

登

仕

籍

故

不

悉

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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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廕

襲張

國

賓

監

生

以

父

武

舉

廷

襄

陣

亡

蒙

恩

世

襲

雲

騎

尉

張

家

駒

國

賓

之

長

子

承

襲

雲

騎

尉

張

永

澤

家

駒

之

子

承

襲

雲

騎

尉

張

經

遠

永

澤

之

子

承

襲

恩

騎

尉

周

安

邦

世

襲

雲

騎

尉

收

標

候

補
其

承

襲

事

實

卷

經

賊

燬

無

從

載

入

陳

世

林

以

父

千

總

聨

福

出

師

江

南

陣

亡

蒙

恩

世

襲

雲

騎

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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