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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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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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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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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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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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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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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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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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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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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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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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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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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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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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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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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

稽

查

責

重

事

繁

必

須

官

爲

經

理

俾

昭

周

密

職

等

查

䝉

憲

委

查

賑

之

吳

江

縣

主

簿

李

弻

候

補

府

照

磨

傅

良

佐

候

補

巡

檢

祝

炳

均

候

補

從

九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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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泰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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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縣

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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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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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管

圩

岸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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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宜

惟

尙

不

敷

分

布

擬

請

添

派

三

員

查

有

候

補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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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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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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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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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理

圩

岸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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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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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次

辨

賑

未

能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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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委

員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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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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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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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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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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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籌

墊

隨

後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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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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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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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

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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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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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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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資

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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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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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淸

摺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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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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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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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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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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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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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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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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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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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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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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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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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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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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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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閬

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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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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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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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

生

等

親

詣

各

鄕

督

率

僱

工

敎

以

做

法

與

丁

壯

工

夫

等

口

授

指

畫

胼

手

胝

足

不

辭

勞

苦

實

力

經

營

嗣

嚴

紳

因

其

兄

病

回

揚

之

後

卽

經

謝

紳

家

福

親

歷

查

勘

責

成

吳

笠

農

等

認

眞

催

辦

現

已

三

月

底

止

計

修

成

五

十

八

全

啚

修

而

未

全

十

五

啚

又

於

官

賑

所

修

寒

區

四

啚

之

外

塘

修

南

字

一

圩

來

區

三

十

三

啚

修

外

塘

一

圩

均

已

工

竣

按

照

原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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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底

寛

每

多

不

足

葢

因

農

佃

惜

工

如

金

酌

做

能

抵

禦

爲

止

義

賑

原

估

底

寛

一

丈

至

一

丈

二

尺

者

未

能

做

足

昨

於

驗

收

之

時

按

照

實

足

士

方

量

算

準

確

找

發

方

價

每

土

一

方

察

核

難

易

自

一

百

文

起

至

一

百

四

十

文

止

共

計

挑

土

十

五

萬

三

千

九

百

九

十

一

方

三

厘

發

錢

一

萬

八

千

七

百

七

十

六

千

四

百

九

十

九

文

又

做

土

堰

一

道

並

各

水

工

添

用

竹

椿

蘆

蓆

及

挖

廢

田

價

掩

埋

義

塜

等

需

共

錢

四

百

七

十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文

係

經

各

善

士

親

手

放

給

均

屬

實

惠

及

民

田

疇

藉

以

保

衞

業

佃

永

佔

利

益

惟

義

賑

所

修

皆

係

外

塘

其

間

支

河

汊

港

太

多

平

日

欲

通

舟

楫

一

遇

水

大

之

時

卽

須

堵

築

壩

堰

庶

使

水

不

內

灌

方

有

實

效

現

經

職

照

諭

經

啚

各

董

確

查

河

港

若

干

處

應

築

壩

堰

若

干

道

亟

宜

另

籌

經

費

存

儲

臨

時

應

用

以

期

有

備

無

患

至

取

土

挖

廢

民

田

有

經

嚴

紳

酌

給

價

値

其

圩

身

壓

佔

田

畝

在

嚴

紳

之

意

以

爲

圩

頂

及

兩

坡

尙

可

種

植

蔴

荳

雜

糧

民

生

在

勤

不

願

再

貼

地

價

惟

囑

由

縣

查

明

花

戸

核

計

畝

數

遞

年

註

完

錢

糧

以

示

體

䘏

職

已

將

義

賑

修

圩

丈

尺

抄

錄

成

帙

用

印

備

案

一

面

諭

飭

原

辦

經

啚

各

董

傳

同

莊

書

確

查

戶

坵

開

單

呈

候

復

查

辦

理

勿

任

稍

滋

弊

混

所

有

義

賑

來

款

除

崑

新

二

邑

工

賑

支

發

外

計

存

英

洋

一

萬

一

千

元

承

謝

紳

等

善

意

畱

爲

今

冬

明

春

再

修

崑

新

未

竟

之

工

昨

經

職

會

同

崑

山

馮

令

邀

集

城

鄕

紳

董

在

于

公

所

議

定

將

此

存

洋

發

交

崑

新

典

當

五

家

按

照

架

本

攤

存

自

四

月

初

十

日

起

每

月

各

照

六

厘

生

息

俟

冬

間

義

賑

紳

士

來

提

作

續

修

圩

工

之

用

眾

皆

允

洽

謹

將

義

賑

修

圩

工

竣

並

存

款

發

典

生

息

緣

由

開

具

淸

摺

禀

乞

宮

太

保

鑒

核

光
緖
十
六
年
里
人
朱
福
成
等
牒
縣
請
以
修
圩
代
賑
餘
款
濬

新
開
港
是

港

南

通

巴

城

湖

北

通

雉

城

湖

日

久

淤

塞

至

是

開

濬

計

長

三

十

六

丈

面

四

丈

底

二

丈

深

一

丈

光
緖
十
八
年
陳
墓
鎭
開
濬
市
河
計

長

七

百

六

十

八

丈

合

土

方

三

千

八

百

四

十

方

闊

自

二

尋

至

四

丈

深

自

二

尺

至

三

尺

光
緖
二
十
二
年
尙
明
甸
鎭
開
濬
市
河
計

長

一

百

三

十

餘

丈

由

各

鋪

戶

集

貲

開

濬

光
緖
二
十
四
年
石
浦
鎭
開
濬
市
河
計

長

二

百

四

十

三

丈

費

銀

四

百

七

十

餘

元

由

唐

汝

鄂

等

募

浚

光
緖
二
十
七
年
眞
義
開
濬
市
河
南

自

老

新

橋

起

北

至

滙

源

橋

止

西

及

小

港

太

平

橋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安
亭
鎭
開
濬
市
河
崑

山

嘉

定

二

縣

曁

兩

邑

士

紳

集

貲

會

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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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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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四

光
緖
二
十
九
年
北
門
日
就
傾

河
道
淤
塞
邑
人
公
議
興
修

廪
生
姚
德
鳳
倡
捐
洋
三
百
元
同
人
牒
縣
動
支
公
款
銀
幣

二
千
數
百
元
擇
日
興
工
並
浚
城
外
日
暉
港
城
內
北
塘
河

重
修
日
暉
橋
又
改
築
黃
少
橋
下
水
閘
經
始
於
三
月
期
年

工
竣
共
費
銀
幣
約
三
千
元
北
門
水
道
由
是
復
通
朱

紹

成

開

濬

北

關

并

築

石

閘

公

牘

呈

爲

北

關

水

道

久

淤

現

擬

集

款

修

浚

并

在

城

外

建

閘

以

循

故

道

而

興

水

利

事

竊

本

城

水

道

全

以

北

城

水

關

爲

來

源

兵

燹

後

城

垣

坍

塌

北

關

尤

甚

基

陷

於

泥

石

欹

欲

墜

農

船

出

入

岌

岌

可

危

光

緖

十

六

年

馮

魏

兩

前

亷

以

木

石

塞

斷

禁

止

往

來

由

是

水

路

日

漸

壅

塞

迄

今

十

餘

年

勢

益

難

支

城

中

河

水

竟

絕

來

源

雖

大

西

門

小

西

門

各

有

水

關

然

一

自

斜

江

塘

經

市

河

逶

迤

而

入

其

流

甚

細

一

自

郡

城

婁

門

而

下

支

港

甚

多

其

由

駟

馬

關

北

折

而

至

者

河

身

淺

隘

流

亦

不

暢

目

下

城

中

除

致

和

塘

外

其

餘

各

支

河

雖

屢

經

開

挖

仍

到

處

不

通

推

原

其

故

皆

由

治

其

委

未

得

其

源

所

致

若

復

數

年

竊

恐

致

和

塘

亦

且

漸

涸

此

北

門

水

關

急

須

修

浚

之

實

在

情

形

也

又

北

關

對

港

爲

日

暉

涇

其

源

自

洋

澄

傀

儡

等

湖

過

巴

城

鎭

自

斜

江

塘

分

流

入

新

塘

河

至

黃

滄

涇

折

而

南

抵

王

少

橋

西

流

百

步

南

出

日

暉

涇

與

北

門

水

關

針

對

可

以

直

入

城

中

由

北

塘

出

致

和

塘

分

注

各

支

河

不

獨

在

城

田

畝

藉

以

灌

漑

廛

市

居

民

亦

可

免

水

涸

之

患

從

前

王

少

橋

下

築

有

土

壩

永

禁

開

挖

北

門

城

內

乾

隆

中

憲

禁

碑

示

至

今

尙

在

某

等

推

究

開

通

之

故

則

城

鄕

諸

父

老

僉

云

嘉

道

間

連

遭

水

患

當

時

因

劉

河

未

開

一

遇

霪

潦

水

常

倒

灌

不

得

已

將

此

壩

開

通

爲

一

時

救

荒

之

計

洎

遭

寇

亂

到

處

蹂

躪

黃

滄

涇

一

帶

地

極

幽

僻

此

壩

遂

無

人

議

及

今

自

同

治

丁

卯

光

緖

戊

戌

曡

䝉

大

憲

檄

飭

各

屬

開

浚

劉

河

之

後

水

行

迅

疾

其

由

巴

城

入

新

塘

來

者

可

以

直

達

海

口

故

近

年

屢

遇

大

水

而

北

鄕

不

至

全

遭

淹

沒

者

職

此

之

由

況

此

壩

不

築

則

鹽

梟

出

沒

匪

徒

潛

伺

劫

盜

命

案

北

鄕

往

往

受

累

此

王

少

橋

下

仍

宜

築

壩

之

實

在

情

形

也

惟

是

舊

迹

在

所

宜

復

防

患

不

可

不

周

以

土

築

壩

急

切

難

開

茲

擬

購

用

石

板

改

壩

爲

閘

亢

旱

之

年

固

屬

無

妨

陡

遇

大

水

或

劉

河

未

能

暢

行

仍

可

以

時

啟

閉

如

此

水

循

故

道

而

低

窪

之

區

亦

不

致

有

所

窒

礙

矣

事

關

水

利

爲

費

甚

鉅

爲

特

合

詞

具

呈

伏

乞

俯

賜

察

核

以

便

卽

日

估

計

俟

明

春

擇

吉

興

工

並

請

會

同

曉

示

俾

眾

周

知

至

集

款

一

節

則

除

已

集

若

干

外

其

不

敷

之

處

仰

懇

捐

亷

資

助

一

面

由

同

人

設

法

捐

募

斷

不

致

有

所

擾

累

上

厪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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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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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懷

合

并

聲

明

謹

呈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開
濬
大
瓦
浦
約

長

二

十

餘

里

崑
山
縣
全
境
水
利
說
略

崑
邑
地
勢
卑
下
易
遭
水
患
統
觀
全
邑
河
流
可
分
爲
四
部
南

境
諸
水
滙
爲
澱
山
湖
由
靑
浦
縣
之
大
盈
趙
屯
等
浦
達
黃
浦

以
入
海
又
由
邑
之
千
墩
道
褐
大
石
等
浦
滙
入
吳
淞
達
黃
浦

以
入
海
次
西
北
則
滙
爲
傀
儡
巴
城
陽
城
諸
湖
由
諸
湖
入
白

茆
七
浦
以
入
海
次
東
北
則
滙
於
婁
江
卽

致

和

塘

達
瀏
河
以
入
海

故
全
境
之
水
滙
而
爲
湖
間
接
以
入
海
者
二
南
之
澱
山
湖
西

北
之
巴
城
陽
城
等
湖
是
也
滙
入
幹
河
以
入
海
者
吳
淞
江
婁

江
是
也
而
吳
淞
江
婁
江
尤
爲
一
邑
水
利
之
總
脈
數
十
年
來

大
吏
關
心
民
瘼
若
吳
淞
江
若
瀏
河
修
浚
者
再
利
不
僅
我
崑

崑
固
分
享
其
利
也
至
若
我
全
邑
各
鄕
之
幹
河
若
道
褐
大
石

千
墩
夏
駕
大
瓦
徐
公
諸
浦
若
茆
沙
新
塘
常
熟
漢
浦
郭
澤
諸

塘
均
與
吳
淞
瀏
河
息
息
相
關
數
十
年
來
未
聞
舉
一
畚
荷
一

鍤
相
與
謀
疏
導
之
方
者
積
歲
累
年
漸
就
淤
塞
其
何
以
資
灌

漑
而
暢
宣
洩
故
欲
治
全
境
水
利
當
以
吳
淞
婁
江
爲
綱
以
各

鄕
諸
幹
河
爲
目
並
詳
註
河
段
高
低
長
闊
以
爲
施
工
緩
急
之

預
備
茲
將
全
邑
河
流
大
勢
分
述
如
後
以
備
參
攷

一
吳
淞
江
婁
江

二
江
貫
穿
全
境
吳
淞
江
形
曲
而
長
自
吳

縣
交
界
牌
起
至
徐
公
浦
止
長
七
十
餘
里
上
游
河
底
較
下

游
爲
淺
面
濶
較
下
游
三
倍
之
惟
中
多
淺
灘
淤
積
婁
江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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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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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續
補
合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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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
利

六

段
卽

致

和

塘

俗

名

蘇

州

塘

自
吳
縣
交
界
處
至
崑
城
長
二
十
餘
里
河

底
極
淺
面
亦
甚
窄
東
段
卽

致

和

塘

俗

名

太

倉

塘

自
城
至
太
倉
交
界

處
長
二
十
四
里
餘
河
底
平
均
比
上
游
約
深
四
尺
面
濶
比

上
游
三
倍
有
餘
貫
連
二
江
之
南
北
名
靑
陽
港
長
不
足
十

五
里
河
面
濶
不
及
吳
淞
婁
江
上
下
游
河
底
亦
較
淺
按
二

江
東
流
逕
達
於
海
境
內
諸
幹
河
悉
歸
宗
之
固
吳
中
宣
洩

之
要
道
也

二
北
鄕
諸
幹
河

境
內
北
部
以
常
熟
塘
東
西
新
塘
兩
幹
河

爲
各
河
會
歸
之
宗
常
熟
塘
自
常
熟
界
南
流
經
巴
城
湖
東

岸
沿
茆
沙
塘
東
西
新
塘
諸
河
口
西
岸
接
受
諸
湖
支
河
蜿

蜒
至
崑
城
三
十
里
餘
惟
河
面
窄
狹
河
底
淤
墊
處
甚
多
故

水
勢
不
能
暢
洩
也
新
塘
自
常
熟
塘
起
東
流
至
東
新
塘
橋

黃
昌
涇
口
名
西
新
塘
再
東
經
漢
浦
金
雞
瀾
漕
諸
湖
口
至

太
倉
交
界
處
名
東
新
塘
統
長
二
十
里
河
流
尙
暢
惟
河
底

間
有
淤
淺
處
茆
沙
塘
自
石
牌
鎭
南
流
入
常
熟
塘
長
十
二

里
河
身
容
量
不
大
其
南
段
河
底
最
淺
黃
昌
涇
自
城
北
門

外
起
向
北
至
東
新
橋
長
十
四
里
又
北
行
至
陸
家
橋
市
北

名
盛
涇
長
四
里
許
再
北
曲
折
至
石
灰
橋
名
南
北
何
涇
長

十
里
再
折
而
西
至
石
牌
鎭
名
東
毛
涇
長
不
足
六
里
河
面

均
窄
狹
而
黃
昌
涇
與
盛
涇
兩
河
中
有
淤
淺
處
甚
多
瀾
漕

港
自
茆
沙
塘
經
盛
涇
東
流
入
東
新
塘
長
十
九
里
河
身
窄

淺
頗
甚
漢
浦
塘
自
東
新
塘
南
流
至
城
東
夾
潮
塘
橋
出
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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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江
長
十
五
里
餘
金
雞
河
自
東
新
塘
南
流
入
婁
江
與
漢
浦

塘
作
平
行
線
長
十
五
里
此
兩
河
河
身
均
淺
窄
而
新
塘
實

受
歸
北
邊
諸
水
藉
其
導
出
婁
江
最
爲
便
捷
惜
其
容
積
甚

小
不
足
代
以
宣
洩
也

三
東
鄕
諸
幹
河

介
於
二
江
之
中
名
夏
駕
河
長
二
十
四
里

南
自
吳
淞
江
龍
王
橋
起
曲
而
北
與
大
瓦
浦
連
河
身
尙
寛

暢
其
通
瀏
河
之
道
有
二
處
一
由
赤
涇
十
一
里
直
達
瀏
河

一
由
奣
子
河
六
里
入
婁
江
惟
兩
河
異
常
淺
窄
故
夏
駕
河

流
出
吳
淞
江
居
多
大
瓦
浦
自
夏
駕
河
而
南
經
蓬
閬
鎭
郭

澤
塘
雞
鳴
塘
蜿
蜒
而
出
吳
淞
江
長
二
十
六
里
從
郭
澤
塘

以
南
河
身
更
形
曲
折
兩
岸
起
伏
不
一
其
河
底
極
淺
面
亦

極
窄
南
北
去
路
旣
壅
塞
如
此
一
遇
霪
雨
則
河
水
勢
必
橫

溢
矣
徐
公
浦
在
瓦
浦
之
東
由
嘉
定
界
永
甯
橋
起
經
雞
鳴

塘
南
入
吳
淞
江
長
十
四
里
餘
河
身
寛
窄
與
瓦
浦
相
等
由

徐
公
浦
而
西
經
瓦
浦
入
吳
淞
江
名
雞
鳴
塘
長
十
五
里
半

由
瓦
浦
向
西
入
夏
駕
河
者
名
郭
澤
塘
長
八
里
此
兩
河
河

身
均
窄
容
量
甚
微
又
貫
連
靑
陽
港
夏
駕
河
之
間
名
車
塘

港
自
夏
駕
河
起
東
流
入
靑
陽
港
長
十
里
餘
河
身
較
雞
鳴

塘
郭
澤
塘
略
爲
深
濶
亦
宣
洩
之
要
道
也

四
南
鄕
諸
幹
河

在
吳
淞
江
南
平
行
相
近
四
河
名
大
瓦
浦

道
褐
浦
陸
澞
浦
千
墩
浦
其
容
量
均
相
似
惟
千
墩
浦
河
面

較
濶
容
積
較
大
耳
大
石
浦
自
吳
淞
江
南
行
經
小
石
浦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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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馬
橋
市
至
靑
浦
縣
界
之
新
開
河
長
三
十
三
里
半
北
段
小

石
浦
附
近
河
底
甚
淺
南
段
時
接
潮
流
水
流
之
方
位
不
定

道
褐
浦
自
吳
淞
江
經
南
陸
家
橋
至
秧
田
湖
長
三
十
三
里

又
經
小
蛇
港
二
里
許
至
大
潭
湖
再
南
有
小
河
通
連
澱
山

湖
中
段
河
身
淺
窄
源
流
多
入
吳
淞
江
陸
澞
浦
自
吳
淞
江

經
楊
湘
涇
鎭
折
南
會
合
道
褐
浦
長
三
十
三
里
中
段
河
身

間
有
淤
淺
處
北
段
河
面
甚
窄
干
墩
浦
由
吳
淞
江
經
千
墩

鎭
吳
家
橋
陶
家
橋
南
至
荒
田
灘
長
二
十
八
里
再
南
接
澱

山
湖
河
面
濶
大
源
流
甚
暢
沿
吳
淞
江
上
游
有
桐
坵
港
南

通
商
洋
潭
長
二
十
一
里
過
潭
再
南
經
白
澱
湖
達
澱
山
湖

一
段
名
郞
浦
港
長
十
二
里
按
桐
坵
港
居
兩
湖
下
游
引
南

部
諸
水
入
吳
淞
江
最
易
惜
河
身
淺
窄
又
極
多
橋
梁
故
不

能
暢
其
宣
洩
大
直
港
在
西
邊
界
由
吳
淞
江
而
南
達
白
澱

湖
中
經
楊
樹
潭
長
十
二
里
河
身
尙
濶
大
諸
湖
水
足
藉
以

宣
洩
也

五
西
南
鄕
諸
幹
河

西
南
幹
河
除
婁
江
外
以
界
浦
小
澞
河

正
義
港
爲
稍
大
界
浦
自
界
牌
涇
口
經
婁
江
南
流
入
吳
淞

江
長
十
一
里
河
身
甚
淺
小
澞
河
自
城
駟
馬
關
西
南
流
入

吳
淞
江
長
不
足
八
里
正
義
港
自
婁
江
經
正
義
鎭
至
傀
儡

湖
長
六
里
餘
河
身
均
淺
窄
由
傀
儡
湖
折
西
經
綽
墩
港
入

陽
城
河
此
均
西
南
宣
洩
之
要
道
也

右
述
各
河
形
勢
以
及
河
身
之
長
濶
高
低
均
已
略
具
茲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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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就
各
幹
河
之
亟
應
籌
備
疏
浚
者
分
述
之
以
冀
來
者
有
所

折
衷

一
婁
江
自
西
而
東
至
崑
城
西
門
外
西
迎
恩
橋
起
經
朝
陽
門

東
南
門
東
門
至
靑
陽
港
止
一
段
計
長
九
里
餘
河
身
淺
墊

其
間
最
淺
之
處
實
測
時
水
深
祇
有
英
尺
三
尺
餘
然
上
下

游
深
處
有
十
五
尺
餘
以
深
較
淺
河
底
淤
高
竟
達
十
二
尺

餘
淺
墊
已
極
婁
江
上
流
貫
澈
大
湖
下
流
接
瀏
河
以
入
海

關
係
全
省
水
利
婁
江
有
腹
痞
之
憂
卽
下
游
失
宣
洩
之
效

此
亟
應
疏
浚
者
也

一
西
北
諸
湖
脈
絡
貫
通
範
圍
極
大
受
來
之
源
亦
極
多
南
出

婁
江
諸
口
殊
不
足
盡
其
宣
洩
勢
必
分
趨
於
東
邊
諸
支
河

而
東
邊
諸
河
容
量
旣
微
再
遭
天
雨
連
綿
自
容
尙
虞
不
足

若
加
以
湖
水
輸
來
滋
患
更
甚
矣
宜
將
常
熟
塘
開
浚
令
其

直
瀉
出
婁
江
則
湖
水
之
勢
或
可
稍
殺
也

一
北
鄕
諸
河
容
量
旣
微
加
之
無
尾
閭
暢
其
宣
洩
且
地
面
又

極
低
下
水
面
常
與
之
相
平
所
恃
者
惟
圩
岸
耳
卽
無
湖
水

之
來
亦
足
爲
病
宜
將
漢
浦
金
雞
兩
河
開
大
再
將
瀾
漕
開

大
尾
閭
旣
有
暢
洩
之
道
內
地
又
增
其
容
積
其
困
或
可
稍

舒
一
東
鄕
大
瓦
浦
首
尾
宣
洩
之
路
均
漸
壅
塞
亟
應
籌
畫
疏
通

之
而
各
段
河
身
曲
折
過
甚
工
程
設
施
不
易
着
手
惟
北
段

由
赤
涇
出
瀏
河
甚
便
尙
易
開
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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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南
鄕
桐
坵
港
爲
南
部
諸
水
入
吳
淞
江
之
要
津
河
身
旣
極

淺
窄
又
多
橋
梁
果
水
勢
不
能
暢
洩
應
卽
從
事
疏
浚
者
也

按
以
上
列
舉
應
行
疏
浚
之
河
但
就
關
係
最
鉅
者
言
之
其

餘
諸
幹
河
及
諸
支
河
之
應
行
籌
議
疏
浚
者
甚
多
槪
未
及

焉
實
測
河
道
表
以

工

部

營

造

尺

合

之

一

密

達

爲

三

尺

三

寸

一

英

尺

爲

一

尺

一

寸

河

名

吳

淞

江

大

直

港

太
倉
西
門

交
界
處

河

長

東西

七
十
七
密
達
八
五

二
百
一
密
達
九

東西

二
英
尺
四
九

三
英
尺
二
六

靑

陽

港

常

熟

塘

漢

浦

塘

金

雞

河

黃

昌

涇

茆

沙

塘

盛

涇

河

北

何

涇

太

倉

塘

利

濟

橋

常

熟

塘

新

塘

河

積

善

橋

太

倉

塘

利

濟

橋

石

牌

孟

將

堂

吳

淞

江

新

塘

河

新

塘

河

孟

將

堂

地

藏

廟

十

九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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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東

毛

涇

千

墎

浦

陸

澞

浦

道

褐

浦

大

石

浦

桐

坵

港

郞

浦

港

大

直

港

夏

駕

河

大

瓦

浦

奣

子

河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曹

家

灣

白

澱

湖

吳

淞

江

大

瓦

浦

吳

淞

江

夏

駕

河

荒

田

灘

道

褐

浦

秧

田

湖

秧

田

湖

商

洋

潭

澱

山

湖

楊

樹

潭

吳

淞

江

夏

駕

河

太

倉

塘

十

二

里

六

里

二

郭

澤

塘

徐

公

浦

雞

鳴

塘

車

塘

港

界

浦

赤

涇

小

蛇

港

小

澞

河

正

義

港

巴

城

湖

鰻

鯉

湖

東

西

南

北

東

西

東

西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大

瓦

浦

吳

淞

江

徐

公

浦

靑

陽

港

大

瓦

浦

秧

田

湖

吳

淞

江

婁

江

夏

駕

河

嘉

定

縣

界

永

甯

橋

吳

淞

江

夏

駕

河

吳

淞

江

大

潭

湖

駟

馬

關

傀

儡

湖

二

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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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雉
城
湖

陽
城
湖

秧
田
湖

大
潭
湖

商
洋
潭

楊
樹
潭

白
澱
湖

澱
山
湖

傀
儡
湖

週
圍
六
里

週
圍
三
十
里

週
圍
十
六
里

週
圍
五
里

週
圍
十
三
里
五

週
圍
十
里

週
圍
二
十
七
里

週
圍
二
十
四
里

八
英
尺
三
九

七
英
尺
三

四
英
尺
二
五

二
英
尺
九
五

六
英
尺
零
一

七
英
尺
三
五

實
測
幹
河
河
身
分
段
底
高
表

吳
淞
江
徐

公

浦

口

二

英

尺

三

五

東

楓

橋

二

英

尺

九

五

大

瓦

浦

三

英

尺

九

五

益

夀

橋

二

英

尺

四

五

楊

浦

二

英

尺

零

五

大

石

浦

一

英

尺

九

五

東

涇

一

英

尺

九

七

道

褐

浦

零

九

七

彭

浦

一

英

尺

七

四

張

家

浦

零

八

九

木

瓜

橋

二

英

尺

八

四

太

平

橋

三

英

尺

二

五

龍

王

廟

三

英

尺

七

五

棍

子

橋

東

二

英

尺

二

五

棍

子

橋

一

英

尺

二

六

車

塘

橋

一

英

尺

八

小

池

港

五

英

尺

八

陳

家

浜

四

英

尺

二

陶

仁

橋

三

英

尺

二

養

鯉

橋

一

英

尺

七

鄔

家

浜

橋

二

英

尺

七

東

涇

港

零

二

二

靑

陽

港

口

三

英

尺

零

七

吳

涇

港

二

英

尺

五

七

桐

坵

港

五

英

尺

零

一

周

巷

零

七

八

南

星

河

二

英

尺

五

四

小

澞

港

三

英

尺

五

四

大

澞

港

四

英

尺

零

四

蔡

家

港

六

英

尺

五

四

南

吳

淞

江

口

二

英

尺

零

七

江

口

西

三

英

尺

零

七

趙

浦

港

三

英

尺

零

七

小

直

港

四

英

尺

零

七

大

直

港

二

英

尺

零

七

南
吳
淞
江
北

吳

淞

江

口

二

英

尺

九

土

地

堂

東

一

英

尺

九

丁

浦

漊

另

七

八

北

港

四

英

尺

九

尤

涇

二

英

尺

四

西

周

家

浜

三

英

尺

九

西

尤

涇

三

英

尺

九

金

邦

港

一

英

尺

四

四

式

浦

二

英

尺

九

梅

家

庫

港

二

英

尺

九

周

家

港

吳

縣

交

界

處

零

七

八

婁
江
東
段
卽

致

和

塘

又

名

太

倉

塘

東

門

口

一

英

尺

七

四

玉

龍

橋

九

英

尺

八

隔

潮

塘

橋

四

英

尺

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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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靑

陽

港

口

五

英

尺

一

三

黃

涇

村

五

英

尺

二

八

馬

涇

河

三

英

尺

二

八

朱

涇

二

英

尺

七

六

野

毛

洞

二

英

尺

二

六

宋

家

港

二

英

尺

七

八

千

步

涇

二

英

尺

二

七

梅

涇

港

二

英

尺

七

二

林

家

浜

二

英

尺

七

古

漊

二

英

尺

七

二

楊

文

莊

二

英

尺

七

三

靑

水

港

三

英

尺

七

六

北

圩

塘

西

三

英

尺

一

三

三

家

村

四

英

尺

三

五

浦

港

三

英

尺

八

五

婁
江
西
段
卽

致

和

塘

又

名

蘇

州

塘

東

門

口

一

英

尺

七

四

東

南

門

八

英

尺

二

四

朝

陽

門

三

英

尺

七

五

小

西

門

八

英

尺

二

五

通

運

橋

十

二

英

尺

六

五

東

迎

恩

橋

六

英

尺

六

五

西

迎

恩

橋

七

英

尺

九

五

三

里

橋

五

英

尺

五

大

澞

河

口

六

英

尺

六

里

橋

七

英

尺

白

塔

港

口

六

英

尺

九

里

橋

八

英

尺

平

樂

港

八

英

尺

鐵

路

橋

八

英

尺

榮

經

港

八

英

尺

五

丁

家

港

七

英

尺

五

西

亭

子

橋

八

英

尺

正

義

橋

六

英

尺

隔

塘

橋

四

英

尺

吳

縣

界

二

英

尺

靑
陽
港
吳

淞

江

口

三

英

尺

零

七

車

塘

港

一

英

尺

九

七

長

浦

河

一

英

尺

九

九

黃

登

河

二

英

尺

六

六

鐵

路

橋

二

英

尺

一

六

鐵

路

北

四

英

尺

一

六

巴

渡

港

二

英

尺

一

八

楊

涇

浜

三

英

尺

一

八

自

苎

浦

三

英

尺

一

八

桃

花

港

北

五

英

尺

一

三

常
熟
塘
常

熟

界

一

英

尺

一

二

戚

浦

塘

四

英

尺

六

一

斜

堰

北

五

英

尺

六

一

橫

涇

港

七

英

尺

五

九

永

甯

橋

八

英

尺

零

九

南

坍

石

橋

八

英

尺

零

八

部

尙

橋

西

七

英

尺

零

七

巴

城

湖

東

五

英

尺

五

六

文

星

橋

六

英

尺

六

八

南

古

塘

六

英

尺

六

五

鏝

頭

浜

六

英

尺

六

五

東

張

涇

灣

六

英

尺

一

四

大

漊

堰

東

七

英

尺

五

一

黃

泥

漊

七

英

尺

五

八

西

新

塘

橋

十

英

尺

零

五

念

五

堰

五

英

尺

四

七

窑

浜

北

八

英

尺

四

九

白

塔

港

橋

六

英

尺

六

七

楊

家

浜

橋

五

英

尺

六

二

川

心

涇

橋

八

英

尺

四

七

將

軍

廟

八

英

尺

九

宋

家

浜

八

英

尺

九

一

莊

基

浜

橋

八

英

尺

八

九

鈄

港

橋

八

英

尺

八

五

集

福

菴

北

五

英

尺

八

七

集

福

橋

七

英

尺

二

三

利

濟

橋

六

英

尺

一

二

東
西
新
塘
新

塘

河

口

八

英

尺

四

九

李

家

嘴

八

英

尺

六

九

西

梁

家

港

七

英

尺

六

九

大

澞

港

口

六

英

尺

二

啣

子

涇

六

英

尺

二

一

郭

家

港

六

英

尺

二

二

孝

人

塘

七

英

尺

六

八

東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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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尺

九

一

黃

姑

涇

四

英

尺

九

一

三

多

橋

東

五

英

尺

四

一

石

漊

橋

五

英

尺

八

益

夀

橋

五

英

尺

八

七

牛

馬

浜

三

英

尺

八

七

管

涇

七

英

尺

三

四

萬

夀

橋

西

三

英

尺

八

三

徐
公
浦
吳

淞

江

口

六

英

尺

二

三

吳

家

漊

橋

五

英

尺

六

九

徐

公

橋

鎭

南

五

英

尺

七

五

羅

篩

浜

四

英

尺

八

二

虎

嘯

橋

南

六

英

尺

虎

嘯

橋

四

英

尺

六

二

雞

鳴

塘

北

六

英

尺

一

四

鐵

路

橋

北

四

英

尺

五

九

徐

公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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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水
利

十
七

四

英

尺

五

九

來

箕

橋

南

四

英

尺

一

二

來

箕

橋

六

英

尺

二

新

涇

六

英

尺

二

七

徐

公

浦

口

八

英

尺

七

三

雞
鳴
塘
徐

公

浦

口

五

英

尺

六

七

羅

家

港

東

五

英

尺

六

九

華

全

涇

五

英

尺

一

七

陳

家

橋

西

六

英

尺

一

七

大

瓦

浦

口

九

英

尺

零

九

陸

家

橋

四

英

尺

六

張

家

橋

西

六

英

尺

四

四

夀

橋

東

四

英

尺

九

八

近

悅

橋

五

英

尺

零

八

嚴

家

橋

六

英

尺

一

一

陶

家

橋

五

英

尺

六

八

金

城

廟

五

英

尺

七

一

姚

浜

西

五

英

尺

六

七

吳

淞

江

口

九

英

尺

一

九

車
塘
港
靑

陽

港

口

八

英

尺

六

四

陽

春

河

五

英

尺

七

四

毛

涇

河

五

英

尺

六

三

報

恩

橋

東

六

英

尺

四

二

思

夏

村

涇

六

英

尺

八

一

三

夀

橋

七

英

尺

四

一

奣

浦

西

七

英

尺

三

八

陳

巖

涇

七

英

尺

八

七

莫

道

涇

六

英

尺

八

七

夏

駕

河

口

六

英

尺

八

六

界
浦
致

和

塘

口

八

英

尺

四

五

橫

涇

五

英

尺

八

五

堰

涇

七

英

尺

九

五

倉

涇

八

英

尺

四

五

倉

涇

南

八

英

尺

九

五

角

滄

涇

三

英

尺

九

五

東

岳

廟

七

英

尺

四

五

馬

莊

港

五

英

尺

九

五

北

心

田

港

六

英

尺

九

五

按
本
表
假
定
水
準
標
高
三
十
英
尺
作
標
記
於
城
西
門

外
利
濟
橋
上
凡
測
定
河
段
底
高
尺
數
由
假
定
海
水
平

高
推
算
高
數

義
渡

趙
靈
渡
在

陽

區

二

十

二

啚

四

十

啚

交

界

中

夾

大

直

浦

原

有

廣

濟

三

環

橋

咸

豐

庚

申

粤

逆

於

橋

上

築

遼

望

臺

駕

巨

炮

開

試

橋

因

欹

側

至

光

緖

十

三

年

坍

廢

卽

設

此

渡

歸

廣

澤

堂

經

辦

六
如
渡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生

區

七

啚

道

褐

浦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里

人

募

建

石

埠

瓦

亭

爲

喚

渡

者

避

風

雨

計

行

人

便

之

閏
藏
渡
原

名

梅

家

渡

光

緖

十

八

年

元

和

沈

國

琛

新

陽

郭

蕙

芳

等

捐

募

露

閏

藏

三

啚

田

三

十

九

畝

五

分

五

釐

三

毫

禀

縣

立

案

照

會

甪

直

同

仁

堂

經

理

玉

音
渡
原

名

渡

頭

渡

在

吳

淞

江

口

南

岸

渡

頭

村

北

岸

景

村

光

緖

二

十

二

年

新

陽

廪

生

趙

書

勳

庠

生

嚴

士

保

以

玉

音

菴

露

餘

二

啚

廟

田

二

十

一

畝

七

分

零

改

作

渡

田

禀

縣

立

案

照

會

甪

直

同

仁

堂

經

理

三
千
灣
渡
在

周

墅

鎭

東

孟
家
角
渡
在

周

墅

鎭

西

水
旱
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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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戶
口

十
八

城
市
巷
柵
光

緖

二

十

四

年

奉

臬

司

札

飭

各

州

縣

設

立

水

旱

巷

柵

城

中

大

街

兩

面

巷

口

一

律

建

柵

並

置

柵

棚

六座

尙
明
甸
水
柵
三
條
在

結

區

三

啚

同

治

朝

里

人

集

貲

設

立

李
家
浜
柵
二
條
在律

區

九

啚

同

治

二

年

立

東
洋
界
柵
在

麗

區

十

啚

光

緖

十

八

年

冬

設

立

東
浜
柵
在

澱

山

湖

口

光

緖

十

八

年

徐

茂

萊

立

並

捐

田

畝

作

修

葺

費

虬
澤
水
柵
三
條
在

結

區

一

啚

嘉

慶

初

設

立

光

緖

十

九

年

里

人

重

修

荷
花
蕩
柵
二
條
在

結

區

一

啚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徐

德

裕

盛

榮

卿

設

立

並

合

捐

田

四

畝

零

作

修

葺

費

泉
井

義
井
在

卜

將

軍

廟

前

有

宋

嘉

定

十

二

年

石

刻

雙
井
在

陳

老

橋

東

南

竺
隱
菴
義
井
在

周

墅

鎭

東

嶽

行

宮

頭

門

內

三
千
灣
義
井
在

周

墅

鎭

東

三

里

都

察

院

瘟

都

府

神

廟

前

甘
泉
井
在

闕

區

五

啚

西

顧

村

宋

嘉

定

十

年

建

光

緖

元

年

里

人

重

修

戶
口乾

隆
六
十
年
崑
新
丁
口
曾
至
二
十
九
萬
餘
逮
咸
豐
庚

申
之
變
老
弱
轉
乎
溝
壑
壯
者
散
之
四
方
光
緖
元
年
冊

報
兩
縣
男
丁
之
數
乃
止
七
萬
餘
四
十
年
來
休
養
生
息

男
婦
共
統
計
亦
止
二
十
五
萬
口
客
戶
之
占
籍
者
亦
在

其
中
則
視
全
盛
之
世
猶
未
及
半
也
今
依
自
治
籌
備
處

稽
查
實
數
列
之
如
左

宣
統
元
年
崑
新
兩
縣
開
辦
自
治
籌
備
稽
查
全
境
正
附
戶
丁

口
共
二
十
五
萬

田
賦國

朝
二
百
餘
年
率
循
彜
訓
康
煕
以
後
滋
生
人
口
未
嘗

加
賦
田
畝
之
稅
亦
屢
奉
優
詔
減
免
光
緖
末
年
度
支
竭

矣
顧
司
農
有
仰
屋
之
歎
閭
閻
無
愁
怨
之
聲
觀
明
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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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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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田
賦

十
九

徵
遼
餉
仁
暴
之
分
豈
可
同
年
而
語
哉
惟
漕
款
名
目
至

爲
瑣
屑
有
其
事
久
廢
而
其
目
尙
存
者
舊
時
造
報
必
依

式
臚
列
所
以
著
其
爲
閒

也
自
辛
亥
之
變
冊
籍
亡
失

而
財
賦
源
流
無
可
考
矣
其
可
紀
者
列
之
如
左

恩
蠲

光
緖
十
年
慈
禧
端
佑
康
頤
昭
豫
莊
誠
皇
太
后
五
旬
萬
夀
恩

詔
普
免
光
緖
五
年
以
前
民
欠
錢
糧

十
五
年
二
月
大
婚

禮
成
恩
詔
普
免
光
緖
九
年
以
前
民
欠
錢
糧

三
月
崇
上

慈
禧
端
佑
康
頤
昭
豫
莊
誠

欽
獻
皇
太
后

號
普
免

光
緖
十
三
年
以
前
民
欠
錢
糧

八
月
大
雨
爲
災
崑
新
田

禾
盡
被
淹
沒
蠲
免
租
賦
並
發
冬
賑

宣
統
元
年
恩
詔
普
免
光
緖
三
十
三
年
以
前
民
欠
錢
糧

田
畝

崑
境
額
田
地
蕩
五
千
四
百
五
十
四
頃
二
十
四
畝
六
分
九
釐

七
毫

六
分
蘆
草
荒
田
地
蕩
八
十
一
頃
四
十
一
畝
二
分
二
釐
七

毫四
分
荒
草
稀
蘆
田
地
蕩
三
百
五
十
一
頃
一
十
畝
五
分
三

釐
一
毫

新
境
額
田
地
蕩
五
千
三
百
七
十
三
頃
五
十
五
畝
七
釐
一
毫

六
分
蘆
草
荒
田
地
蕩
一
百
七
十
頃
八
畝
三
分
三
釐
九
毫

四
分
荒
草
稀
蘆
田
地
蕩
一
百
七
十
三
頃
三
十
六
畝
九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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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
新
兩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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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志

卷
三

田
賦

二
十

六
釐賦

額

崑
境
有
閏
額
征
正
銀
五
萬
四
千
六
百
三
十
八
兩
八
錢
七
分

九
釐
耗
銀
二
千
七
百
三
十
一
兩
八
錢
四
分
二
釐

有
閏
額
征
漕
米
豆
五
萬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八
石
五
升
三
合

九
勺

無
閏
額
征
正
銀
五
萬
三
千
九
百
十
八
兩
二
錢
八
分
二
釐

耗
銀
二
千
六
百
九
十
五
兩
九
錢
一
分
四
釐

無
閏
額
征
漕
米
豆
五
萬
二
千
一
百
六
十
九
石
二
斗
九
升

一
合
七
勺

六
分
蘆
草
荒
田
地
蕩
應
編
柴
價
正
銀
二
百
九
十
五
兩
六

錢
八
分
耗
銀
十
四
兩
七
錢
八
分
四
釐

四
分
荒
草
稀
蘆
田
地
蕩
應
編
柴
價
正
銀
八
百
五
十
兩
一

錢
九
分
七
釐
耗
銀
四
十
二
兩
五
錢
一
分

新
境
有
閏
額
征
正
銀
五
萬
四
千
八
百
二
十
兩
一
錢
九
分
四

釐
耗
銀
二
千
七
百
四
十
一
兩
九
釐

有
閏
額
征
漕
米
豆
五
萬
一
千
四
百
二
十
五
石
四
合
五
勺

無
閏
額
征
正
銀
五
萬
四
千
九
十
九
兩
六
錢
八
分
九
釐
耗

銀
二
千
七
百
四
兩
九
錢
八
分
四
釐

無
閏
額
征
漕
米
豆
五
萬
一
千
四
百
三
十
六
石
八
升
四
合

五
勺

六
分
蘆
草
荒
田
地
蕩
應
編
柴
價
正
銀
六
百
十
七
兩
八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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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田
賦

二
十
一

八
分
八
釐
耗
銀
三
十
兩
八
錢
九
分
四
釐

四
分
荒
草
稀
蘆
田
地
蕩
應
編
柴
價
正
銀
四
百
十
九
兩
九

錢
二
分
二
釐
耗
銀
二
十
兩
九
錢
九
分
六
釐

光
緖
十
年
升
科
案
銀
歸
地
丁
米
歸
兵
糧
均
解
布
政
司
衙
門

崑
新
各
戶
完
賦
向
係
五
六
成
至
七
八
成
不
等
迄
光
緖
二
十

五
年
蘇
撫
剛
毅
申
奏
淸
賦
由
是
崑
新
大
小
戶
一
律
淸
完

十
成

光
緖
三
十
三
年
截
畱
漕
米
辦
理
平
糶
有

署

理

崑

山

縣

知

縣

戴

新

陽

縣

知

縣

王

禀

藩

憲

稿

敬

禀

者

案

奉

督

撫

憲

會

同

奏

准

截

畱

漕

米

十

五

萬

石

分

撥

各

州

縣

辦

理

平

糶

接

濟

民

食

一

案

前

奉

憲

臺

札

以

崑

邑

派

領

截

畱

漕

米

三

千

石

新

邑

派

領

五

千

石

現

在

由

司

按

照

市

價

酌

中

核

定

每

石

售

價

洋

四

元

四

角

飭

卽

限

於

三

月

內

一

律

運

囘

平

糶

碓

白

領

運

一

切

費

用

應

由

各

州

縣

於

地

方

公

款

內

自

行

開

支

等

因

下

縣

奉

此

遵

卽

照

會

城

鄕

及

積

穀

各

董

妥

爲

籌

議

一

面

在

於

積

穀

項

下

取

具

期

票

分

赴

錫

滬

領

運

在

案

茲

據

職

董

朱

文

銓

陳

定

祥

李

淸

麟

杜

慶

徵

王

仁

彥

方

光

祖

等

禀

稱

奉

諭

開

辦

平

糶

遵

卽

邀

集

城

鄕

各

董

公

同

商

議

此

項

米

石

現

由

一

律

碓

白

運

囘

每

石

舂

耗

約

一

斗

六

升

至

二

斗

不

等

於

本

月

二

十

四

日

設

局

開

糶

崑

新

兩

邑

貧

民

甚

眾

粒

食

維

艱

擬

請

定

價

每

石

漕

斛

糶

錢

五

千

文

所

有

虧

折

等

耗

統

由

積

穀

義

倉

及

典

當

月

捐

各

項

備

荒

公

款

內

酌

撥

濟

用

擬

具

平

糶

章

程

呈

乞

照

准

施

行

等

情

具

禀

前

來

查

該

職

董

等

所

請

平

糶

米

石

在

錫

滬

碓

白

領

囘

每

石

漕

斛

售

錢

五

千

文

所

有

虧

耗

統

在

積

穀

義

倉

及

典

捐

各

項

酌

撥

濟

用

係

爲

廣

惠

窮

黎

起

見

照

此

辦

理

舂

耗

並

未

加

於

其

內

未

免

虧

折

太

多

將

來

報

銷

之

時

能

否

作

正

開

支

知

縣

等

未

敢

擅

專

合

將

各

紳

董

現

擬

平

糶

米

價

並

糶

米

章

程

六

則

照

錄

淸

摺

肅

泐

禀

陳

仰

祈

鑒

核

是

否

有

當

迅

賜

批

示

祗

遵

實

爲

公

便

宣
統
元
年
奉
文
加
增
文
廟
春
秋
祭
品
銀
二
十
兩
於
解
司
地

丁
銀
內
存
畱
撥
補

新
境
墾
荒
征
收
繫
腳
錢
此
案
於
光
緖
二
十
五
年
奉
蘇
藩
札



ZhongYi

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田
賦

二
十
二

飭
新
陽
縣
蘇
品
仁
查
復
有
浙
江
甯
紹
職
員
徐
嘏
蘭
等
禀

酌
議
章
程
招
墾
崑
新
二
縣
荒
田
飭
縣
查
議
禀
辦
當
由
新

陽
縣
知
縣
蘇
議
章
禀
奉
蘇
藩
陸
批
飭
仰
蘇
州
府
體
察
情

形

訂
詳
復
嗣
由
蘇
府
詳
請
奏
明
開
辦
經
由
蘇
藩
飭
委

候
補
直

州
謝
謙
到
縣
會
同
新
陽
縣
蘇
品
仁
議
章
八
條

先
行
試
墾
一
萬
畝
如
果
土
客
相
和
再
行
推
廣
各
墾
戶
所

繳
田
價
擬
仿
沙
洲
章
程
認
租
認
繳
繫
腳
錢
文
按
照
上
中

下
三
等
分
別
呈
繳
上
等
每
畝
繳
錢
二
千
文
中
等
一
千
五

百
文
下
等
一
千
文
並
分
年
認
租
上
等
每
畝
第
一
年
繳
米

一
斗
酌
改
爲
折
錢
三
百
文
第
二
年
繳
米
一
斗
四
升
折
錢

四
百
二
十
文
第
三
年
繳
米
一
斗
八
升
折
錢
五
百
四
十
文

中
等
每
畝
第
一
年
繳
米
八
升
折
錢
二
百
四
十
文
下
等
繳

米
六
升
折
錢
一
百
八
十
文
第
二
三
年
與
上
等
田
畝
一
律

各
加
四
升
所
有
收
起
繫
腳
錢
文
租
款
畱
充
地
方
積
穀
團

防
之
用
附

錄

奏

片

再

蘇

州

府

屬

新

陽

縣

轄

境

地

廣

人

稀

承

平

已

三

十

餘

年

尙

有

荒

蕪

額

田

約

十

萬

畝

無

人

耕

種

奸

民

任

意

私

佔

利

其

草

息

又

不

完

糧

不

願

有

人

開

墾

光

緖

十

五

年

曾

有

客

民

麕

聚

私

墾

未

經

報

官

議

章

旋

因

土

客

不

和

經

前

護

撫

臣

黃

彭

年

飭

派

印

委

會

同

驅

逐

附

片

奏

明

有

案

迄

今

又

閱

十

年

荒

田

如

故

地

利

未

闢

殊

爲

可

惜

現

値

淸

理

田

賦

之

際

又

迭

奉

諭

旨

飭

辦

墾

荒

未

便

因

噎

廢

食

聽

其

荒

棄

查

定

例

各

直

省

實

在

可

墾

荒

田

無

論

士

著

流

寓

俱

准

報

墾

取

結

給

照

限

年

升

科

今

新

陽

縣

前

項

荒

田

旣

屬

實

在

可

墾

自

應

查

照

定

例

酌

議

章

程

由

官

設

局

辦

理

以

裕

正

賦

擬

飭

查

明

多

年

未

征

錢

漕

並

無

執

有

契

串

業

戶

是

爲

無

主

之

荒

一

律

作

爲

官

田

招

集

良

善

客

民

認

領

墾

種

酌

分

田

地

蕩

三

等

上

等

繳

價

錢

二

千

文

中

等

一

千

五

百

文

下

等

一

千

文

名

爲

繫

腳

錢

庶

免

旋

墾

旋

抛

取

具

保

結

備

價

繳

縣

核

明

塡

給

印

照

准

其

作

爲

已

業

專

立

戶

冊

畝

冊

仍

照

蘇

省

新

墾

章

程

俟

届

三



ZhongYi

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田
賦

二
十
三

年

後

啟

征

條

漕

並

聽

其

轉

售

過

戶

此

等

額

田

抛

荒

一

墾

卽

熟

非

磽

瘠

開

荒

可

比

應

於

三

年

之

內

酌

分

等

差

薄

收

租

息

秋

後

由

縣

催

繳

存

候

撥

充

公

用

不

准

士

民

於

客

民

墾

熟

後

妄

事

爭

奪

其

有

主

荒

田

旣

不

耕

種

又

不

完

糧

亦

應

勒

限

報

明

令

其

立

時

自

墾

逾

限

不

報

不

墾

一

體

入

官

招

墾

如

敢

滋

生

事

端

不

論

土

著

客

民

定

卽

從

嚴

惩

辦

茲

據

署

布

政

使

陸

元

鼎

轉

據

該

管

府

縣

詳

請

具

奏

前

來

除

飭

妥

議

章

程

禀

候

核

餼

遵

辦

並

咨

明

戶

部

查

照

外

所

有

招

墾

新

陽

縣

境

荒

田

現

辦

大

槪

情

形

理

合

會

同

兩

江

總

督

臣

劉

附

片

陳

明

伏

乞

聖

鑒

訓

示

謹

奏

光

緖

二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初

二

曰

會

同

督

部

堂

附

片

具

奏

卽

於

二

十

九

日

奉

硃

批

着

照

所

請

戶

部

知

道

欽

此

田
單
費
光
緖
三
十
年
崑
山
縣
寶
新
陽
縣
盧
會
禀
各
憲
批
准

熟
田
每
畝
收
費
錢
四
十
文
荒
田
二
十
文
卽
於
是
年
冬
漕

帶
收
此
項
單
費
撥
充
學
堂
之
用
計
崑
境
收
起
錢
一
萬
二

千
四
百
八
十
一
千
五
十
三
文
又
洋
十
三
元
新
境
收
起
錢

八
千
二
百
九
十
四
千
七
百
二
十
八
文

物
産前

續
修
合
志
所
載
物
産
特
異
者
絕
少
但
士
性
沿
革
古

今
不
必
盡
同
卽
恆
見
之
物
如
河
豚
棋
麵
淸
遠
香
黃
草

布
等
類
詳
於
淩
志
者
今
已
無
之
則
今
之
所
有
自
亦
當

采
入
又
有
舊
志
遺
漏
譌
誤
旁
見
於
馮
修
府
志
及
各
家

詩
文
中
者
徧
爲
搜
輯
竝
錄
以
竢
攷
焉

稻
之
屬

飛
來
紅
又

名

飛

來

秈

飯

食

有

漲

性

姚
種
性

輭

造

酒

亦

佳

價

較

貴

徐
家
稻
又名

茭

白

靑

熟

最

晚

稈

長

葉

濶

米

粒

甚

大

收

成

較

多

羊
秈

川
秈

蔬
之
屬

苜
蓿
爾

雅

翼

曰

木

粟

俗

名

金

花

菜

又

呼

草

頭

春

時

最

繁

殖

開

小

黃

花

齊

民

要

術

地

宜

良

熟

七

月

種

之

畦

種



ZhongYi

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物
産

二
十
四

水

澆

一

如

韭

法

一

年

三

刈

畱

子

者

一

刈

則

止

宜

飼

牛

馬

羊

尤

嗜

之

并

可

肥

田

充

蔬

食

頗

佳

菌
每

於

雨

後

草

木

叢

生

腐

溼

處

産

之

有

桑

菌

茅

柴

菌

諸

名

可

采

食

枸

爾

雅

枸

檵

其

莖

葉

可

爲

蔬

根

名

地

骨

皮

已

見

前

志

本

草

云

苦

寒

無

毒

枸

無

刺

有

刺

者

名

溲

疏

野
菜
古

詩

云

時

挑

野

菜

和

羹

煮

花

白

色

生

於

冬

盡

春

初

味

淸

香

用

佐

食

品

頗

廣

雪
裏
蕻
叢

生

味

辛

鹹

作

禦

冬

旨

蓄

極

鮮

美

芹
産池

水

邊

者

根

白

莖

長

産

田

岸

間

者

色

紫

靑

皆

可

食

東
海
菜

紅
臺
菜
二

種

自

湖

南

傳

入

陳

墓

鄕

近

處

多

種

之

蓬
蒿
一

作

茼

蒿

農

桑

通

訣

曰

茼

蒿

二

月

種

可

爲

常

食

秋

社

前

十

日

種

可

爲

秋

菜

如

欲

出

種

春

菜

食

不

盡

者

可

爲

子

葉

似

蓬

較

疏

散

而

細

莖

白

微

靑

柔

輭

味

淸

香

蓊
菜
葉

似

菠

菜

較

圓

濶

莖

微

紅

摘

食

頗

腴

潤

從

前

出

吳

縣

境

今

漸

種

之

蘿
蔔
一

名

萊

菔

見

原

志

向

以

産

圓

明

村

爲

佳

今

有

名

長

腳

紅

萊

菔

長

頸

白

萊

菔

出

車

塘

菉

葭

濱

附

近

等

村

者

雪
裏
靑
一

名

蹋

窠

菜

又

作

塌

科

菜

葉

深

靑

叢

生

莖

短

塌

地

經

霜

後

充

蔬

品

尤

佳

瓜
瓠
之
屬

蜜
羅
瓜
熟

時

皮

黃

如

金

者

出

巴

城

鄕

皮

白

者

出

楊

湘

涇

近

處

皆

甜

馬
鈴
瓜
圓

長

形

西

瓜

之

一

種

較

甜

近

有

出

楊

湘

涇

者

亦

佳

北
瓜
形

圓

而

扁

作

朱

黃

色

或

間

以

淺

碧

深

綠

面

有

凸

出

若

鼎

足

形

者

不

宜

食

熟

時

摘

以

貯

藏

爲

供

玩

品

經

冬

不

變

色

木
瓜
形

長

圓

似

黃

瓜

較

小

性

可

疏

筋

絡

果
實
之
屬

水
蜜
桃
原

志

已

載

本

稱

佳

品

惟

前

所

産

不

多

近

數

年

來

園

林

徧

植

紅

潤

圓

碩

較

前

尤

美

熟

時

蘇

常

滬

各

處

銷

場

甚

廣

食

者

甘

之

蟠
桃
俗

名

扁

桃

邑

境

向

無

此

種

從

他

處

販

售

者

頗

希

貴

近

則

購

種

紛

植

與

蜜

桃

俱

繁

茂

形

扁

而

圓

如

合

盤

故

得

名

熟

時

色

紅

綻

間

以

黃

白

甘

漿

內

蘊

卽

生

時

噉

之

亦

甜

脆

銷

場

出

産

與

蜜

桃

同

而

味

美

尤

勝

宴

饌

果

品

輒

佐

之

城

中

植

者

尤

多

柿
說

文

赤

實

果

也

有

銅

盆

金

鉢

盂

牛

嬭

諸

種

牛

嬭

卽

吳

都

賦

桾

櫏

又

作

君

遷

又

有

名

玉

根

者

產

石

浦

鄕

尤

佳

枇
杷

梨

棗
一

名

蒲

棗

橘

林
檎
一

名

花

紅

竹
之
屬



ZhongYi

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物
産

二
十
五

飛
白
竹
葉

邊

作

白

色

有

長

不

過

尺

許

者

出

菉

葭

濱

栽

於

盆

中

可

供

觀

玩

木
之
屬

桑
有

湖

桑

土

桑

卽

魯

桑

荆

桑

之

荆

桑

多

葚

葉

薄

而

尖

魯

桑

少

葚

葉

厚

而

多

津

今

之

土

桑

枝

幹

條

葉

堅

韌

者

卽

荆

桑

今

之

湖

桑

枝

幹

條

葉

豐

腴

者

卽

魯

桑

湖

桑

產

自

湖

州

皮

色

分

三

種

靑

皮

葉

疏

而

薄

黄

皮

較

勝

紫

皮

一

名

紅

皮

葉

密

而

厚

最

佳

其

種

法

第

一

年

下

種

第

二

年

移

栽

第

三

年

接

第

四

年

卽

成

桑

秧

出

售

修

翦

培

壅

亦

各

有

法

飼

蠶

以

湖

桑

爲

宜

卽

俗

所

謂

家

桑

本

邑

樹

桑

之

利

向

未

講

求

自

同

治

間

新

令

廖

綸

購

秧

給

種

人

民

稍

知

栽

植

今

則

地

漸

闢

樹

桑

日

多

矣

樟

槐
花

可

黃

子

名

槐

實

可

入

藥

一

種

盤

結

如

虬

名

盤

槐

楓

椿
俗

名

香

椿

樗
亦

椿

氣

臭

柘
卽

白

柘

桑

葉

較

小

性

堅

韌

農

人

伐

以

製

田

器

栗
爾

雅

曰

櫟

爲

材

堅

韌

枳
椇
卽

雞

距

枝
楊
灌

木

幹

臃

腫

葉

如

柳

而

濶

對

生

枝

上

冬

凋

鄕

人

用

插

木

法

種

之

園

圃

墓

田

周

圍

滿

二

三

年

至

冬

用

其

幹

爲

籬

之

椿

木

曲

其

枝

條

雜

以

甘

稞

編

紥

成

籬

俗

呼

枝

楊

笆

至

來

歲

新

枝

條

之

上

生

者

冬

仍

用

之

以

補

籬

每

歲

四

月

開

小

白

花

側
柏
叢

生

俗

名

子

孫

柏

一

名

扁

柏

血
柏
葉

圓

而

尖

山
木
葉

細

如

瓔

珞

柏

子

亦

如

柏

子

瓔
珞
柏

花
卉
之
屬

海
棠
喬

木

以

棠

梨

過

枝

接

木

者

爲

佳

最

爲

奸

麗

名

西

府

海

棠

若

垂

絲

貼

梗

其

媵

婢

也

又

案

花

鏡

櫻

桃

接

貼

梗

成

垂

絲

貼

梗

接

梨

樹

成

西

府

是

名

稱

之

異

以

接

換

之

法

而

定

也

原

志

載

秋

海

棠

草

本

開

於

秋

時

有

紅

白

二

色

與

此

異

種

辛
夷
一

名

木

筆

較

玉

蘭

樹

差

小

花

開

似

蓮

外

紫

內

白

蘭
有

建

蘭

蕙

蘭

草

蘭

三

種

花

以

素

心

荷

花

水

仙

瓣

者

爲

最

貴

本

草

別

錄

曰

蘭

生

太

吳

池

澤

宏

景

謂

太

吳

應

是

吳

國

太

伯

所

居

則

邑

之

有

蘭

葢

已

久

矣

荼
䕷

六
月
雪

茉
梨
花

白

黃

者

謂

之

金

茉

梨

較

多

香
水

花

香
水
草
葉

如

蓬

游
龍
草
花

有

紅

白

兩

色

紅

者

多

僧
鞋
菊

書
帶
菊

文
竹

茱
萸

紫
荆

骨
牌
草
相

傳

缺

天

牌

乃

特

異

產

山

上

多

有

之

吉
祥
草

醬
瓣
草

千
年
紅

千
年
雪

萬
夀

菊

落
帚
可

爲

帚

卽

爾

雅

王

彗

鵝
腸
草

萬
夀
絨

夾
竹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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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紫
薇
枝

幹

光

潤

似

無

皮

者

秋

初

開

花

紫

色

團

簇

龍
虎
草

龍
爪
葱
尖

作

龍

爪

形

不

能食

瑞
香
卽

睡

香

麝

囊

旱
蘆
上

海

志

作

甘

稞

俗

作

看

柯

皆

聲

叚

字

也

荒

地

隨

處

叢

生

似

水

蘆

葉

較

長

邊

鋒

利

觸

之

如

割

莖

微

白

中

實

冬

時

刈

之

編

籬

作

薪

用

頗

廣

按

爾

雅

郭

璞

注

葭

卽

今

蘆

也

葦

卽

蘆

之

成

者

菼

薍

似

葦

而

小

中

實

江

東

呼

爲

烏

蓲

音

或

謂

之

藡

卽

荻

也

至

秋

堅

成

卽

謂

之

萑

音

桓

葢

中

空

而

生

於

水

澤

者

爲

葭

葦

中

實

而

生

於

荒

野

者

爲

菼

薍

本

草

李

時

珍

云

蘆

有

數

種

其

最

短

小

而

中

實

者

蒹

也

蒹

也

卽

謂

此

鐵
蕉
一

名

龍

舌

叢

生

似

㯶

櫚

葉

堅

韌

有

尖

刺

中

抽

莖

秋

開

白

花

洋
菊
有

紅

黃

紫

白

諸

種

夏

秋

時

俱

開

花

色

豔

瓣

濃

厚

可

玩

含
羞
草
觸

之

卽

搖

動

葉

捲

枝

下

垂

如

萎

移

時

始

復

原

狀

蒲

草
雖

已

見

前

志

然

言

之

未

詳

故

補

錄

於

此

查

北

鄕

鄒

家

角

雙

涇

西

葑

塘

顧

家

潭

等

處

道

咸

時

猶

種

植

無

多

自

粤

匪

亂

後

逐

年

加

增

近

約

至

二

千

餘

畝

幾

成

一

出

產

之

大

宗

大

抵

低

窳

積

水

之

田

以

之

種

稻

則

每

多

淹

沒

以

之

種

蒲

則

極

易

繁

盛

種

蒲

之

法

擇

土

質

腴

潤

汙

下

若

瀦

之

處

向

他

田

於

始

苗

時

分

根

移

植

若

插

秧

然

相

懸

廣

約

三

尺

合

一

方

案

面

積

則

蒔

五

稞

春

夏

芸

耨

三

次

拔

去

藂

草

惟

芸

時

因

積

水

終

年

每

薀

穢

毒

必

須

侵

晨

赴

隴

日

昃

卽

止

傭

値

較

尋

常

農

工

增

倍

食

品

從

豐

計

每

畝

需

人

力

四

工

而

又

極

資

肥

料

以

豬

糞

爲

宜

時

當

盛

夏

一

望

葱

蘢

交

大

伏

刈

之

刈

時

因

天

氣

鬱

蒸

暑

瘴

與

水

毒

易

觸

黎

明

乘

涼

出

作

亭

午

卽

休

工

食

優

給

較

芸

時

且

過

之

刈

後

分

束

捆

載

以

售

葢

此

時

先

有

士

人

設

肆

在

西

葑

塘

如

牙

行

然

估

賈

分

賣

來

購

者

以

蘇

境

一

帶

唯

亭

人

居

多

爲

編

製

蒲

片

蒲

包

之

用

銷

場

頗

廣

計

每

歲

豐

者

畝

可

得

錢

二

十

餘

千

歉

者

不

等

較

諸

藝

稻

獲

利

稍

厚

惟

最

忌

天

旱

易

致

枯

槁

且

偶

患

水

涸

多

生

蒲

劍

抽

莖

結

穗

形

如

燭

而

葉

則

漸

疏

萎

收

成

便

薄

獨

北

鄕

多

水

區

尙

鮮

此

患

故

居

是

地

者

能

多

植

數

畝

可

於

捕

魚

養

鴨

織

夏

布

外

更

得

一

種

利

益

以

資

日

用

況

就

邑

境

以

論

終

歲

積

水

之

田

不

止

西

北

一

隅

苟

擇

可

種

者

推

廣

以

植

之

亦

足

以

補

農

業

之

不

逮

至

原

志

所

載

出

吳

淞

江

邊

種

似

同

然

生

殖

無

多

不

逮

北

鄕

之

茂

盛

矣

藍
澱
卽

靛

靑

詩

小

雅

終

朝

采

藍

鄭

箋

周

禮

地

官

掌

草

賈

疏

爾

雅

釋

草

葴

馬

藍

郭

注

竝

云

染

草

說

文

草

部

藍

染

靑

草

也

說

亦

合

張

揖

云

藍

有

數

種

小

藍

葉

如

槐

又

有

蓼

藍

葉

如

蓼

花

亦

如

蓼

若

馬

藍

則

葉

如

苦

蕒

乃

大

葉

冬

藍

崔

實

云

榆

莢

落

時

可

種

藍

五

月

可

刈

藍

六

月

種

冬

藍

刈

其

葉

漚

爲

靛

可

以

染

靑

俗

謂

之

靑

秧

通

志

蓼

藍

染

綠

大

藍

如

芥

淺

碧

槐

藍

染

靑

三

藍

皆

可

作

澱

色

成

勝

母

故

曰

靑

出

於

藍

本

草

謂

藍

有

五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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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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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蓼

藍

葉

如

蓼

開

成

穗

細

小

淺

紅

色

二

菘

藍

葉

如

白

菘

三

馬

藍

稚

讓

所

謂

大

葉

冬

藍

俗

所

謂

板

藍

者

是

四

吳

藍

長

莖

如

蒿

而

花

白

五

木

藍

長

莖

如

決

明

葉

如

槐

葉

七

月

開

淡

紅

花

結

角

長

寸

許

均

可

製

爲

染

料

其

種

植

及

製

造

法

便

民

圖

纂

謂

正

月

中

以

布

袋

盛

子

浸

之

芽

出

撒

地

上

用

糞

灰

覆

葢

待

放

葉

澆

水

糞

長

二

寸

許

分

栽

成

行

仍

用

水

糞

澆

活

至

五

月

六

月

烈

日

內

將

糞

水

潑

葉

上

約

五

六

次

候

葉

厚

方

割

離

土

二

寸

許

將

梗

葉

浸

水

缸

內

晝

夜

濾

淨

每

缸

內

用

礦

灰

其

色

靑

者

灰

八

兩

濃

者

九

兩

以

木

㧒

打

轉

澄

淸

去

水

是

謂

頭

靛

其

在

地

舊

根

旁

須

去

草

淨

澆

灌

一

如

前

法

待

葉

盛

亦

如

前

法

收

割

浸

打

謂

之

二

靛

又

俟

長

亦

如

前

法

灌

斫

則

齊

根

浸

打

法

亦

同

前

謂

之

三

靛

其

濾

出

渣

亦

可

壅

田

此

草

本

邑

從

前

種

植

者

少

近

則

安

亭

鄕

頗

有

植

之

者

其

法

據

士

人

云

淸

明

日

浸

種

須

透

水

撩

起

和

稻

柴

灰

發

芽

播

種

其

地

須

墾

鬆

出

後

須

加

濃

糞

等

肥

料

耘

草

務

淨

届

夏

至

節

割

葉

浸

地

池

內

約

一

晝

時

水

色

漸

綠

將

綠

水

遷

至

他

池

用

灰

漿

攪

匀

卽

成

靛

可

染

絲

綢

布

匹

其

色

鮮

明

非

他

處

可

比

每

葉

百

觔

須

石

灰

四

五

觔

說

與

圓

纂

可

攷

此

係

水

靛

近

博

物

家

云

别

一

種

士

靛

乾

硬

成

塊

用

藍

葉

曬

乾

搗

爛

爲

之

又

有

藍

質

浮

水

面

者

曰

靛

花

入

藥

名

靑

黛

按

植

藍

之

利

所

獲

頗

豐

若

能

推

而

廣

之

亦

農

產

之

外

一

大

利

也

迎
春
灌木

枝

條

深

綠

而

方

幹

春

初

開

小

花

杜
鵑
灌

木

葉

有

細

白

毛

聚

生

枝

頂

花

有

早

晚

二

種

紫

紅

黃

白

各

别

黃

白

爲

上

紫

紅

次

之

合

瓣

六

裂

重

瓣

者

尤

貴

藍
菊
草

本

不

堪

高

交

秋

花

有

藍

白

粉

紅

各

色

瓦

松
生

舊

屋

瓦

縫

間

菩
提
珠
草

本

葉

似

玉

蜀

黍

秋

開

穗

結

實

如

豌

豆

一

端

尖

小

兒

以

線

串

子

可

作

牟

尼

串

故

名

其

仁

爲

苡

薏

之

一

種

蟋
蟀
草
草

本

似

狗

尾

盛

夏

抽

穗

結

實

後

無

芒

邑

人

抽

其

連

柄

之

穗

捋

去

其

穗

成

茸

毛

之

尖

用

以

撩

撥

蟋

蟀

之

顎

使

之

奮

鬥

故

名

萍
生

小

濱

或

池

塘

中

根

生

葉

之

反

面

中

央

浸

水

中

以

平

貼

於

水

故

曰

萍

虎
刺
葉

略

帶

方

椎

形

葉

邊

有

棱

角

處

變

形

爲

刺

以

禦

蟲

害

冬

夏

常

靑

夏

開

小

白

花

花

開

時

子

猶

末

落

花

落

後

復

結

子

色

紅

茅
葉

可

作

薪

地

下

莖

入

藥

俗

稱

茅

根

見

藥

類

中

有

心

春

發

靑

茅

小

兒

剝

食

其

內

部

絲

狀

俗

稱

茅

鍼

鄕

人

采

其

花

製

蒲

鞋

仙
人
拳

仙
人

掌

珠
蘭

白
玫
瑰

夀
畱
桃

金
雀

碧
桃

菰
蒲

見

元

郭

翼

題

綽

墩

山

詩

山
礬
亦

名

萬

年

靑

俗

稱

搖

錢

樹

人

家

墓

上

多

植

之

藥
之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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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物
産

二
十
八

鳥
不
㝛
拾

遺

云

俗

名

老

虎

草

又

有

十

大

功

勞

鼠

見

怕

昏

樹

晚

娘

棒

等

名

性

熱

追

風

止

痛

郁
李

本

草

云

卽

棠

棣

酸

平

無

毒

主

治

大

腹

水

腫

面

目

四

肢

浮

腫

利

小

便

水

道

女
貞
子
卽

冬

靑

子

本

草

云

草

平

無

毒

補

中

安

五

臟

强

陰

健

腰

膝

明

目

山
茶
本

草

云

花

主

治

吐

血

衂

血

花

用

紅

者

子

主

治

婦

人

髮

䐈

黃
楊
木
本

草

云

葉

苦

平

無

毒

治

婦

人

難

產

又

暑

月

生

瘍

搗

爛

塗

之

輒

效

枸
橘

本

草

云

處

處

有

之

辛

温

無

毒

葉

治

下

痢

又

治

咽

喉

怪

症

刺

治

風

蟲

牙

痛

橘

核

治

腸

風

下

血

樹

皮

治

中

風

强

直

不

得

屈

伸

側
柏
葉
本

草

云

苦

微

温

無

毒

治

吐

血

衂

血

痢

血

崩

中

從

新

云

味

苦

微

寒

性

濇

而

燥

涼

血

淸

血

分

溼

熱

松
脂
一

名

松

香

一

名

瀝

靑

本

草

云

苦

甘

溫

無

毒

從

新

云

袪

風

燥

溼

松
節

本

草

云

苦

温

無

毒

治

百

邪

風

痛

從

新

云

苦

溫

而

燥

治

骨

節

間

之

風

溼

松
葉
卽

松

毛

本

草

云

苦

溫

無

毒

治

風

溼

從

新

云

宜

敷

凍

瘡

及

風

溼

諸

瘡

松
花
本

草

云

甘

溫

無

毒

潤

心

肺

益

氣

除

風

從

新

云

能

糝

諸

痘

瘡

傷

損

並

溼

爛

不

痂

苦
楝
子
卽

金

鈴

子

本

草

云

苦

寒

有

小

毒

治

溫

疾

傷

寒

大

熱

從

新

云

能

導

小

腸

膀

胱

之

熱

引

心

包

相

火

下

行

爲

疝

氣

要

藥

槐
實
卽

槐

角

本

草

云

苦

寒

無

毒

瀉

風

熱

淸

肝

涼

大

腸

皁
莢
刺
本

草

云

辛

溫

無

毒

從

新

云

搜

風

殺

蟲

功

同

皁

莢

潰

散

癰

疽

治

腫

毒

妬

乳

風

癘

癬

瘡

胎

衣

不

下

爲

癰

疽

未

潰

之

神

藥

已

潰

勿

服

孕

婦

亦

忌

葉

洗

風

瘡

檉
柳
卽

西

河

柳

一

名

觀

音

柳

本

草

云

甘

鹹

溫

無

毒

消

痞

解

酒

毒

利

小

便

從

新

云

宣

解

毒

疹

熱

毒

不

能

出

外

用

爲

發

散

水
楊
本

草

云

苦

平

無

毒

冶

久

痢

主

癰

腫

痘

毒

從

新

云

宣

行

氣

血

苦

平

痘

瘡

頂

陷

漿

滯

不

起

煎

湯

浴

之

㯶
櫚
本

草

云

苦

濇

平

無

毒

澀

腸

止

血

崩

中

帶

下

從

新

云

苦

能

泄

熱

濇

能

收

脫

燒

黑

能

止

血

桑
根
白
皮
本

草

云

甘

寒

無

毒

從

新

云

瀉

肺

行

水

桑
枝
本

草

云

苦

平

從

新

云

宣

祛

風

苦

平

通

關

節

行

津

液

祛

風

利

水

治

風

寒

溼

痺

諸

痛

水

氣

腳

氣

桑
葉
本

草

云

苦

甘

寒

有

小

毒

從

新

云

苦

甘

而

涼

滋

燥

涼

血

止

血

去

風

明

目

止

渴

止

盜

汗

用

經

霜

者

桑
椹
一

名

文

武

實

本

草

云

擣

汁

飮

解

中

酒

毒

從

新

云

補

肝

腎

甘

酸

而

溫

色

黑

入

腎

補

水

生

津

止

渴

利

水

消

腫

解

酒

烏

髮

多

食

致

衂

苦
草
卽

益

母

草

本

草

拾

遺

苦

溫

無

毒

香

竄

入

足

厥

陰

肝

理

氣

中

之

血

產

後

煎

服

能

逐

惡

露

萎
蕤
卽

玉

竹

本

草

云

葉

似

竹

根

多

節

甘

平

無

毒

補

中

益

氣

虎
耳
草
俗

名

金

絲

荷

葉

本

草

云

一

名

石

荷

葉

生

陰

溼

處

微

苦

辛

寒

有

小

毒

治

聤

耳

擣

汁

滴

之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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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
新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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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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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物
産

二
十
九

漿
草
本

草

云

一

名

燈

籠

草

苦

寒

無

毒

治

煩

大
薊
小
薊
本

草

云

甘

溫

無

毒

大

小

薊

相

似

大

薊

高

三

四

尺

葉

皺

小

薊

高

尺

許

葉

不

皺

大

薊

根

療

癰

腫

小

薊

不

能

消

腫

而

俱

能

破

血

大
靑
本草

云

處

處

有

之

高

二

尺

莖

圓

葉

長

面

靑

背

淡

對

節

生

八

月

開

小

紅

花

大

寒

無

毒

熱

症

用

之

鬼
臼
卽八

角

盤

一

名

草

八

角

一

名

八

角

蓮

本

草

云

辛

溫

有

毒

根

主

治

殺

毒

不

入

湯

拾

遺

云

治

一

切

毒

蛇

傷

力

能

輭

堅

透

膿

景
天
卽

愼

火

草

本

草

云

苦

平

無

毒

治

大

熱

火

瘡

花

治

女

人

漏

下

赤

白

明

目

三
七
一

名

金

不

換

本

草

云

甘

微

苦

溫

無

毒

治

吐

血

衂

血

爲

陽

明

厥

陰

血

分

之

藥

山
百
合
拾

遺

云

百

合

白

花

者

入

藥

紅

花

者

名

山

丹

黃

花

者

名

夜

合

甘

入

肺

淸

痰

火

治

肺

癰

宜

用

白

花

者

天
名
精
本

草

云

甘

寒

無

毒

根

名

杜

牛

膝

治

咽

喉

子

名

鶴

虱

傅

惡

瘡

治

大

腸

蟲

出

俗

名

狗

屎

粘

蓖
麻
子
本

草

云

甘

辛

有

小

毒

治

偏

風

不

遂

敷

毒

腫

丹

癅

瀉

通

竅

萬
年
靑
拾

遺

云

根

治

咽

喉

急

閉

子

可

催

生

一

名

千

年

蒕

味

苦

微

甘

解

毒

淸

胃

能

止

吐

血

吉
祥
草
一

名

廣

東

萬

年

靑

又

名

解

暈

草

性

涼

味

甘

理

血

淸

肺

解

火

毒

射
干
本

草

云

一

名

扁

竹

俗

稱

紫

蝴

蝶

花

以

其

花

紫

色

而

形

似

蝴

蝶

也

根

名

射

干

苦

平

有

毒

治

喉

痺

降

實

火

利

大

腸

治

瘧

母

馬
兜
鈴
本

草

云

苦

寒

無

毒

瀉

肺

下

氣

根

名

士

靑

木

香

塗

諸

熱

腫

毒

代
代

花
其

實

名

代

圓

本

草

所

無

待

攷

味

酸

甘

主

治

宣

氣

鬱

王
不
畱
行
本

草

云

草

平

無

毒

走

血

分

爲

陽

明

衝

任

之

藥

淡
竹
葉
從

新

云

甘

淡

寒

利

小

便

除

煩

熱

有

走

無

守

孕

婦

忌

服

春

生

苗

高

數

寸

細

莖

綠

葉

如

竹

花

藍

色

本

草

云

根

名

碎

骨

子

言

其

能

墮

胎

催

生

也

馬
鞭
草
本

草

云

苦

微

寒

無

毒

治

久

瘧

擣

塗

癰

腫

從

新

云

瀉

破

血

消

脹

殺

蟲

接
骨
仙
桃
拾

遺

云

性

溫

味

甘

淡

消

癰

腫

治

跌

打

損

傷

生

田

野

間

穀

雨

後

生

葉

似

石

橊

葉

實

如

桃

子

內

有

小

蟲

芒

種

後

采

若

過

夏

至

蟲

穴

孔

而

出

實

空

則

無

用

矣

地
錦
一

名

槳

瓣

草

赤

莖

布

地

治

血

病

一

名

血

見

愁

辛

平

無

毒

接
骨
草
拾

遺

云

性

平

治

折

傷

續

斷

骨

俗

名

扦

扦

活

有

草

木

二

種

金
錢
草
拾

遺

云

一

名

遍

地

香

佛

耳

草

其

葉

對

生

圓

如

錢

味

微

甘

性

微

寒

祛

風

治

溼

熱

俗

名

馬

兒

不

食

草

地
膚
卽

爾

雅

王

彗

郭

注

江

東

呼

之

曰

落

帚

本

草

云

子

苦

寒

無

毒

治

膀

胱

熱

可

以

爲

帚

處

處

有

之

野
苎
麻
拾

遺

云

卽

天

靑

地

白

草

性

涼

治

諸

毒

活

血

止

血

功

能

發

散

止

渴

安

胎

治

小

兒

胎

毒

狗
尾
草
本

草

云

卽

莠

一

名

光

明

草

其

莖

可

治

疣

目

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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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
新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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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合
志

卷
三

物
産

三
十

根
本

草

云

甘

寒

無

毒

治

消

渴

客

熱

解

大

熱

利

小

便

白
茅
根
本

草

云

甘

寒

無

毒

治

寒

熱

利

小

便

解

酒毒

半
夏
楊

湘

涇

有

之

桑
寄
生

丁
香
近

時

公

花

園

中

始

有

之

二

三

月

間

花

開

紫

白

色

本

草

云

辛

微

溫

無

毒

無
花
果
本

草

一

名

映

日

果

不

花

而

實

狀

如

枇

杷

甘

平

無

毒

今

公

花

園

中

有

之

鱗
介
之
屬

靑
魚

鱧
魚
俗

呼

黑

魚

宕
魚
形

如

四

腮

鱸

魚

而

色

差

黑

味

甚

鮮

美

菜

花

時

最

宜

故

一

名

菜

花

魚

又

有

名

士

附

或

作

吐

哺

似

一

蝦

蟛
蜞
似

蟹

而

小

耕

餘

錄

世

說

載

蔡

謨

過

江

食

之

吐

下

委

頓

事

今

鄕

人

食

之

未

聞

有

吐

者

鱸
魚
原

志

備

載

今

有

出

金

家

莊

者

又

有

出

吳

淞

張

家

橋

名

花

背

鱸

魚

俱

佳

蟹
原

志

載

出

陽

城

湖

蔚

州

村

商

羊

潭

等

處

今

有

出

徐

公

橋

者

背

有

公

字

形

味

頗

美

比
目
魚
出

吳

淞

江

東

南

金

家

莊

珠

家

角

一

帶

均

有

之

四

五

月

間

士

人

取

之

以

其

形

如

箬

謂

之

箬

魚

又

訛

爲

王

祥

所

謂

之

孝

子

魚

止

一

目

爾

雅

所

謂

東

方

有

比

目

魚

其

名

爲

鰈

當

卽

此

蛤
蜊

蛇
種

甚多

鰷
魚
詩

周

頌

鰷

鱨

鰋

鯉

白

鰷

也

正

字

通

形

狹

而

長

若

條

然

也

白
魚
見

明

秦

約

詠

傀

儡

湖

詩

泥
鰍
形

如

鱓

較

小

有

胸

鰭

水

乾

混

泥

中

體

黑

味

帶

土

氣

鮬
魚
俗

呼

鰟

皮

身

扁

如

鯿

而

小

長

不

過

二

寸

亦

魚

之

小

者

禽
之
屬

鷹

雉

靑

出

水

澤

頗

肥

斵
木
常

斵

樹

食

蟲

故

名

鸜
鵒
俗

呼

八

哥

姑
惡

子
規

繡
眼
一

名

洋

油

將

茶

綠

色

身

小

聲

銳

有

桃

花

荷

花

兩

種

以

能

鳴

春

者

爲

最

佳

蘆
雁
出

吳

淞

蘆

葦

蕩

中

卽

市

間

所

售

之

蘆

雀

今

蘆

葦

被

剷

殆

盡

蘆

雁

絕

跡

矣

蘆

雞
黃

褐

色

大

如

鷗

栖

湖

蕩

葦

中

秧
雞
色

紅

斑

大

如

鴿

蒔

秧

時

始

出

鳧
鷖
俗

呼

水

胡

盧

燕
春

來

秋

去

營

巢

於

人

家

屋

梁

或

門

楣

孵

卵

哺

雛

雌

雄

更

代

任

之

布
穀
古

名

鳲

鳩

三

月

穀

雨

後

始

鳴

夏

至

後

乃

止

其

聲

自

呼

故

名

俗

稱

挩

花

吿
天
形

同

百

靈

而

體

小

羽

毛

褐

色

黎

明

時

且

飛

且

鳴

直

上

雲

端

一

名

吿

天

子

鳴

則

天

晴

偷
倉
卽䳛

伯
勞
狀

如

鶻

鵃

黑

眉

銳

觜

羽

毛

黃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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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産

三
十
一

翼

尾

間

有

黑

色

小

春

時

鳴

麥

熟

時

尤

甚

善

學

他

鳥

之

鳴

蠟
觜
古

名

桑

大

於

燕

觜

質

如

蠟

故

名

羽

蒼

間

有

黑

色

養

之

易

馴

畫
眉

白
鷗
見

澱

山

湖

八

景

詩

白
雁
見

沈

宏

慶

九

日

登

馬

鞍

山

次

王

司

訓

體

升

韻

詩

鸂

見

元

郭

翼

題

綽

墩

山

詩

獸
之
屬

田
鼠

貍
俗

名

野

貓

蝙
蝠

蟲
之
屬

蛙
俗

稱

田

雞

壁
虎
卽

蜥

蜴

一

名

守

宮

蜈
蚣
俗

呼

百

腳

蠨
蛸

螞
蟥

蜒
蝣

蝸
牛

叩
頭
蟲

蛓
毛
蟲

木
蠭

土
蠭

竹
蠭

蜘
蛛

螞
螘

壁
錢
俗

名

壁

蟢

蚱
蜢
卽

本

草

螽

蚯

蚓
俗

名

屈

蟮

蠐
螬

菊
虎
俗

名

軋

頭

蟲

蜻
蜓

兒

蟑
螂

卽

本

草

蜚

蝌
蚪

天
牛

螻
蛄

馬
陸
細

而

黃

狀

如

蜈

蚣

一

名

千

足

俗

亦

稱

百

腳

蠅

狗
蠅

蚊

蚤

蝨

牛
蝨

螂
蛉

螟

蛉

蠅
虎

地
鱉
蟲
卽

本

草

䗪

蟲

癩
蝦
蟆
卽

本

草

蟾

蜍

爾

雅

作

詹

諸

細
腰
蜂
卽

果

臝

本

草

作

螉

蛾
有

蠶

蛾

米

蛾

麥

蛾

之

屬

桃
蟲
體

淡

黃

色

如

小

蠶

每

節

左

右

有

黑

點

桃

將

熟

時

蛀

食

桃

之

近

核

處

未

幾

而

出

造

繭

於

地

中

至

明

春

而

成

蛹

五

月

而

爲

蛾

產

卵

於

桃

實

數

日

後

孵

化

蛀

入

桃

中

野
蠶
種

甚

多

有

靑

黃

褐

黑

等

食

樹

葉

者

或

能

作

繭

後

成

蝶

布
之
屬

月
華
綫
毯
出

安

亭

鄕

有

各

色

條

紋

質

厚

堅

緻

頗

適

用

格
子
布

柳
條
布
俱用

靑

白

苧

織

成

經
緯
布
出

正

義

鎭

吳

姓

創

製

者

用

漂

白

苧

織

成

靑

邊

爲

記

近

鄕

銷

路

頗

廣

愛
國
布

絲
光
布

條
格
布
三

種

皆

新

出

品

花

紋

色

樣

頗

多

絲
舊

時

吾

邑

蠶

業

末

興

本

不

產

絲

今

育

蠶

者

漸

多

或

售

繭

或

貿

絲

將

與

浙

西

競

勝

蓬

閬

鎭

新

出

鮮

繭

頗

佳

蘭
斑

布
出

安

亭

鎭

見

府

志



ZhongYi

崑
新
兩
縣
續
補
合
志

卷
三

物
産

三
十
二

器
用
之
屬

水
車
卽

桔

橰

長

二

丈

許

高

約

二

尺

板

夾

其

兩

旁

置

之

斗

板

鶴

膝

聯

屬

之

端

有

車

軸

駕

牛

或

用

人

力

激

水

上

升

牛
車
盤
駕

牛

盤

旋

置

軸

以

戽

水

者

稻
牀

犁

䥥

鐵
搭

鋤
卽

俗

名

耜

頭

耙
縱

橫

各

二

木

串

成

框

濶

約

六

尺

高

二

尺

餘

中

用

軸

有

齒

上

下

二

本

裝

以

鐵

刀

一

人

踏

其

上

駕

牛

驅

之

去

草

以

平

田

攩
用

以

去

草

打
麥
鐧
削

竹

爲

條

長

二

尺

許

七

八

條

比

而

束

之

貫

其

上

端

以

屬

諸

柄

柄

長

七

八

尺

執

其

柄

運

轉

之

由

內

抛

外

以

打

豆

麥

及

稻

草

圾

使

離

莖

者

礱

用

皁

莢

樹

製

有

二

種

駕

牛

牽

者

或

用

人

力

牽

者

風
車

篩
有

大

小

疏

密

數

種

木
臼

以

舂

米

者

杵

同

磨
以

石

琢

成

磨

粉

者

米
袋
卽

义

袋

以

麻

布

爲

之

爲

裝

米

用

布
機

四

足

如

牀

前

矮

後

高

支

片

木

於

首

織

者

坐

焉

有

八

棱

木

橫

貫

之

可

旋

轉

曰

布

軸

次

有

扣

有

綜

頭

坎

地

置

踏

腳

繫

兩

繩

於

上

分

屬

於

綜

頭

左

右

踏

則

一

俯

一

仰

相

間

以

梭

織

之

成

夏

東

南

鄕

織

棉

布

西

北

鄕

織

夏

布

皆

用

之

布
扣

梭
子

布
撑

布
夾
數

種

皆

織

時

用

之

紡
車
以

右

手

運

輪

而

左

手

持

棉

條

黏

於

椗

梢

牽

轉

成

紗

爲

團

紡
紗
椗
他

處

以

鐵

爲

之

邑

多

用

木

尖

銳

而

長

紗

較

寛

匀

而

佳

按

他

志

或

作

錠

有

鐵

錠

者

經
車
以

棉

紗

成

絍

軋
車
碾

花

具

也

刷
布
帚

竹
器

籐
器
近

時

有

從

事

工

藝

學

製

者

蒲
包
出

正

義

北

者

裝

糧

米

棉

花

出

楊

枝

蕩

者

裝

店

肆

果

物

見

府

志

飮
饌
之
屬

大
糟

麥
燒

粞
燒

酒
釀

醬

醬
油

乳
腐

糟

油

百
葉
一

名

弔

桶

底

醬
汁
肉

麫
筋

雞
卵

鴨
卵

鵝
卵

鴿
卵

爊
鳥
出

周

墅

鎭

又

稱

野

味

人

多

嗜

之

頗

著

名

餳
餹
浸

麥

發

芽

製

成

又

有

以

受

溼

之

米

浸

者

俗

稱

新

米

大

白

餹

今

朝

陽

門

外

有

作

銷

場

頗

廣

腐
乾
一

種

名

紫

陽

豆

腐

乾

同

光

時

嘗

著

名

鄰

邑

有

慕

名

購

之

以

餽

親

友

者

口
香
餅

屬

圓

而

極

小

以

麫

製

中

實

桂

花

餹

釀

故

小

兒

喜

食

爲

本

邑

士

宜

與

腐

乾

同

鴨
麫
西

門

麫

肆

所

製

最

佳

有

鴨

脯

一

方

加

麫

上

名

鴨

澆

頭

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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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

市

之

以

餉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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