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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經
制
志
第
三

賦
役

宋
高
宗
紹
興
十
三
年
九
月
詔
淮
東
監
司
歲
終
上
州
縣
所
增

户
口
為
守
令
殿
最
宋

史

高

宗

紀

三
十
二
年
四
月
募
民
耕
淮
東
荒
田
蠲
其
徭
役
及
租
税
仝上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詔
諭
淮
東
西
等
州
縣
官
吏
軍

民
昔
以
萬
户
千
户
漁
奪
其
民
致
令
逃
散
今
悉
以
人
民
歸
之

元
籍
州
縣
凡
管
軍
將
校
及
宋
官
吏
有
以
勢
力
奪
民
田
廬
産

業
者
俾
各
歸
其
主：
則
以
給
附
近
人
民
之
無
生
産
者
其
田
租

從
實
辦
之
元

史

世

祖

紀

是
年
諭
淮
東
西
官
吏
檢
核
新
舊
錢
穀
仝上

明
太
祖
洪
武
間
官
民
田
地
蕩
灘
五
千
九
百
四
十
二
頃
六
十

六
畝
二
分
四
釐
一
毫
萬

厤

志

代
宗
景
泰
六
年
革
揚
州
等
府
州
縣
糧
長
王

圻

續

文

獻

通

考

莊
烈
帝
崇
禎
閒
前
知
縣
事
張
鏡
心
遺
書
揚
州
廵
按
請
免
泰

興
加
派
追
解
税
銀
張

鏡

心

雲

隱

堂

文

集

張

鏡

心

與

饒

直

指

黄

山

書

春

明

聚

首

領

年

兄

按

部

中

吳

時

處

分

泰

靖

二

邑

事

郎

虞

芮

質

成

曷

以

加

兹

弟

不

勝

歎

服

頃

聞

聰

繡

之

色

再

炤

江

北

常

揚

胥

屬

宇

下

江

干

蚩

蚩

其

各

率

厥

土

降

心

比

阡

而

安

有

寜

宇

矣

更

有

延

令

積

害

經

弟

釐

定

者

弟

行

後

頗

變

更

不

得

不

奉

告

翁

兄

求

申

弟

令

泰

興

再

朞

查

裁

濫

賦

二

千

金

念

三

無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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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

四

盡

不

能

減

正

加

以

甦

孑

遺

豈

其

明

明

侵

漁

而

敢

陋

習

是

仍

請

府

道

盡

己

之

此

項

非

京

非

邊

非

協

濟

非

軍

餉

乃

吏

胥

取

之

以

果

其

腹

徴

而

不

解

則

縣

胥

借

拖

欠

没

之

徴

而

解

則

道

府

胥

與

縣

胥

烹

分

之

究

其

作

何

支

用

原

無

正

項

東

牽

西

扯

經

當

日

苦

心

詳

明

各

院

遂

慨

然

報

罷

諸

姦

胥

不

能

格

也

兹

者

延

令

鄉

紳

書

來

頌

兩

臺

有

檄

將

天

啟

六

年

起

至

今

止

共

銀

若

干

金

加

派

追

解

嗟

嗟

斥

鹵

何

能

當

無

名

之

誅

若

此

是

當

日

零

星

之

捐

不

足

恩

今

日

一

并

之

徴

乃

重

累

也

以

恤

民

厲

民

日

來

輾

轉

不

帖

席

謹

簡

小

刻

中

清

賦

一

册

寄

覽

當

必

瞭

然

始

末

望

翁

兄

查

生

事

作

姦

之

吏

治

之

寜

延

民

感

德

弟

亦

可

開

張

面

孔

對

維

揚

父

老

也

雲

隱

堂

文

集

蘆
課

宋
高
宗
紹
興
二
十
八
年
六
月
增
淮
東
沙
田
蘆
場
租
課
置
提

領
官
田
所
掌
之
二
十
九
年
罷
所
增
租
課
宋

史

高

宗

紀

徐

乾

學

資

治

通

鑑

後

編孝
宗
乾
道
元
年
臣
僚
言
淮
東
等
路
沙
田
蘆
場
頃
畝
浩
瀚
宜

立
税
租
補
助
軍
食
詔
令
梁
俊
彥
等
措
置
宋

史

食

貨

志

泰
興
明
初
原
額
蘆
場
田
地
七
千
四
十
七
畝
八
分
六
釐
四
毫

有
奇
課
銀
三
百
九
十
三
兩
神
宗
萬
厤
中
實
在
蘆
洲
及
草
泥

水
灘
共
二
萬
九
千
六
百
五
十
八
畝
八
分
三
釐
五
毫
歲
課
徴

銀
八
百
四
十
兩
八
分
五
釐
二
毫
有
奇
萬

厤

志

莊
烈
帝
崇
禎
十
七
年
御
史
胡
時
忠
視
南
京
屯
田
時
泰
靖
兩

邑
突
漲
沙
爭
殺
不
已
時
忠
出
廵
立
牌
分
界
乃
定
計

六

奇

明

季

南

略

顧
炎
武
論
洲
田

洲

田

者

沿

江

州

縣

田

坍

没

者

沙

土

委

積

日

久

漲

江

中

為

洲

沙

江

儀

泰

興

去

海

遠

洲

長

茭

蘆

其

高

阜

或

可

田

其

在

通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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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

門

如

臯

者

近

海

水

鹹

多

積

沙

或

築

埂

以

禦

外

潮

而

稍

樹

藝

其

中

性

殖

穀

不

長

蘆

故

自

泰

興

而

上

以

洲

名

自

如

臯

以

下

以

沙

名

舊

制

蘆

田

俱

輸

課

工

部

以

主

事

一

員

專

管

蘆

課

厥

後

民

田

坍

没

數

多

附

洲

沙

民

乞

於

蘆

課

正

供

之

外

約

餘

地

以

納

坍

糧

糟

撫

臣

業

允

其

議

而

蘆

政

以

職

掌

爭

之

且

南

北

爭

訟

至

相

仇

殺

而

不

顧

郡

國

利

病

書

屯
田

宋
高
宗
紹
興
四
年
八
月
侍
御
史
魏
矼
論
淮
東
屯
田
利
害
上

曰
招
集
流
離
使
各
安
田
畝
今
日
急
務
也
胡
松
年
對
以
為
皆

虚
文
無
實
效
玉海

孝
宗
乾
道
五
年
九
月
罷
淮
東
屯
田
官
兵
募
民
耕
佃
宋

史

孝

宗

紀

元
世
祖
至
元
二
十
五
年
正
月
以
平
江
鹽
兵
屯
田
於
淮
東
西

元

史

世

祖

紀

泰
興
屯
田
屬
鎮
江
衛
在
城
南
者
四
營
城
北
者
八
營
其
糧
名

曰
屯
折
向
由
丹
徒
縣
徴
收
田
共
二
萬
九
千
四
百
四
十
六
畝

二
分
八
釐
每
畝
科
銀
二
分
四
毫
九
絲
三
忽
三
微
共
徴
銀
六

百
三
兩
四
錢
五
分
一
釐
四
毫
五
絲
縣

署

檔

案

按

此

為

民

國

二

年

丹

徒

移

來

徴

册

羣
田

明
太
祖
洪
武
十
三
年
令
揚
州
民
畜
養
馬
一
匹
者
免
二
丁

孝
宗

治
三
年
議
準
凡
征
解
備
用
馬
匹
淮
揚
二
府
本
色
四

分
折
色
六
分

六
年
奏
定
揚
州
府
田
二
頃
領
兒
馬
一
匹
三
頃
領
騍
馬
一
匹

世
宗
嘉
靖
九
年
揚
州
等
府
一
應
草
場
除
馬
户
自
種
者
照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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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免
征
其
小
民
承
種
該
納
租
銀
自
本
年
為
始
俱
免
解
部
每
年

征
收
在
官
遇
派
到
備
用
以

上

明

會

典

場
租
分
二
三
四
三
等
二
等
每
畝
科
銀
四
分
一
釐
三
等
三
分

一
釐
四
等
二
分
一
釐
東

三

等

田

五

千

七

百

六

畝

八

分

征

銀

一

百

七

十

六

兩

九

錢

一

分

八

毫

東

四

等

田

八

千

六

百

四

十

畝

二

分

征

銀

一

百

八

十

一

兩

四

錢

四

分

四

釐

二

毫

西

三

等

田

六

千

二

百

七

十

二

畝

四

分

征

銀

一

百

九

十

四

兩

四

錢

四

分

四

釐

四

毫

南

二

等

田

四

千

四

百

五

十

七

畝

三

分

征

銀

一

百

八

十

二

兩

七

錢

四

分

九

釐

三

毫

北

四

等

田

五

千

三

百

八

十

五

畝

八

分

征

銀

一

百

十

三

兩

一

錢

一

釐

八

毫

中

三

等

田

四

千

四

百

七

十

九

畝

五

分

征

銀

一

百

三

十

八

兩

八

錢

六

分

四

釐

五

毫

黄

四

等

田

五

千

六

百

四

十

二

畝

五

分

征

銀

一

百

十

八

兩

四

錢

九

分

二

釐

五

毫

以

上

共

田

四

萬

五

百

八

十

四

畝

五

分

征

銀

一

千

一

百

六

兩

七

釐

五

毫

縣

署

檔

案

征宋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中
張
鑑
察、
柴
墟

務
宋

史

張

鑑

傳

按

此

據

明

成

化

本

神
宗
熙
寜
十
年
以
前
諸
州
商
税
額
泰
七
務
三
萬
貫
以
下
酒

課
歲
額
泰
八
務
五
萬
貫
以
上
文

獻

通

考

征

考

按

泰

謂

泰

州

宋

初

泰

興

隸

泰

州

也

高
宗
紹
興
卅
一
年
尤
袤
為
泰
興
令
問
民
疾
苦
皆
曰
邵
伯
鎮

置
頓
為
金
使
經
行
也
使
率
不
受
而
空
厲
民
漕
司
輸
藁
秸
致

一
束
數
十
金
二
弊
久
莫
之
去
乃
力
請
臺
閫
奏
免
之
宋

史

尤

袤

傳

孝
宗
湻
熙
十
二
年
罷
泰
興
等
税
場
從
提
舉
趙
不
流
請
也
帝

曰
此
皆
有
益
於
民
之
事
日
行
一
事
歲
計
則
有
餘
矣
續

資

治

通

鑑

寜
宗
嘉
泰
末
泰
興
酒
税
歲
徴
八
萬
緡
特
設
吏
司
之
專
達
於

揚
州
吏
多
無
賴
藉
勢
擾
民
縣
令
無
如
何
知
揚：
汪
統
攝
帥
事

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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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令
罷
之
飭
吏
歸
州
而
使
官
復
其
職
縣
還
所
部
民
慶
更
生
漫塘

文集劉

宰

揚

州

撥

還

泰

興

縣

酒

税

記

征

商

昉

於

周

襄

至

漢

始

興

酤

並

行

夫

龍

斷

古

所

賤

而

襲

之

羣

飲

古

所

執

而

導

之

拂

經

甚

矣

而

後

世

相

因

不

廢

將

世

變

之

異

國

計

有

不

得

不

然

者

與

宋

有

天

下

榜

税

則

於

務

俾

無

增

收

仍

戒

毋

發

篋

以

索

酒

課

之

入

於

省

庫

實

始

於

湻

化

四

年

則

前

此

惟

聼

州

縣

之

自

為

藝

祖

欲

挈

五

季

之

天

下

歸

之

五

帝

王

王

規

模

宏

遠

矣

其

後

因

時

制

宜

頗

失

初

意

南

渡

廹

於

軍

須

經

總

制

相

沿

立

法

而

常

賦

之

仰

於

征

榷

者

益

重

泰

興

揚

下

邑

歲

以

緡

計

至

八

萬

有

奇

亦

既

極

矣

而

數

年

以

來

為

牧

守

者

鋭

欲

求

多

以

官

怠

其

事

則

使

受

成

於

吏

以

縣

撓

其

權

則

使

專

達

於

舟

吏

雅

自

愛

者

不

屑

而

屑

為

者

皆

至

無

賴

者

復

藉

之

勢

以

行

其

無

賴

故

視

官

若

隸

視

縣

若

其

有

司

視

民

閒

皆

其

外

府

張

私

匿

之

禁

以

為

羅

重

告

訐

之

賞

薄

誣

執

之

罪

以

驅

入

之

抉

摘

極

於

隱

微

敓

攘

甚

於

寇

掠

或

不

勝

楚

創

葡

蔔

哀

而

縣

以

侵

官

為

嫌

州

以

先

入

為

主

吏

皆

以

屬

饜

焉

而

為

之

地

不

惟

不

得

直

而

又

甚

之

故

闔

境

之

民

皆

騷

然

不

能

以

寜

而

焦

然

不

能

以

生

新

安

汪

公

統

之

為

部

刺

史

也

咨

詢

得

之

顧

揚

為

大

府

忍

以

俟

閒

會

攝

帥

事

慨

然

曰

幸

矣

泰

興

有

瘳

矣

即

飭

吏

歸

州

而

使

官

復

其

職

縣

還

所

部

雖

較

數

歲

之

中

以

為

常

而

未

能

盡

復

歲

額

之

舊

然

而

吾、

訐

者

禠

氣

誣

執

者

逺

跡

居

者

得

安

於

家

商

者

得

藏

於

市

行

旅

得

出

於

塗

百

里

之

内

已

懽

然

若

更

生

矣

今

既

下

父

老

相

與

追

悼

既

往

逆

計

方

余、

寄

聲

於

余

謂

余

雖

去

令

餘

二

十

年

然

㮣

以

浮

屠

三

宿

桑

下

宜

未

能

忘

盍

為

我

書

之

余

惟

在

昔

尹

鐸

為

晉

陽

思

所

以

保

障

趙

氏

甫

至

即

損

户

賦

以

寬

民

而

趙

氏

即

賴

之

曰

鐸

所

完

也

今

維

揚

地

重

不

啻

晉

陽

征

之

為

民

害

甚

於

户

賦

從

而

寬

之

汪

公

之

意

其

在

兹

乎

故

為

之

書

以

庻

幾

春

秋

大

復

古

之

義

父

老

日

信

則

與

鐫

之

石

漫

塘

文

集嘉
定
十
一
年
知
縣
事
張
榮
詳
蠲
泰
興
鹽
税
蘇
民
困
苦
黄

端

台

州

金

石

錄

張

榮

殘

墓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詔
諭
淮
東
西
等
州
縣
其
商
税

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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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六

茶
鹽
酒
醋
金
銀
鐵
冶
竹
貨
湖
泊
課
程
從
實
辦
之
凡
故
宋
繁

冗
科
差
聖
節
上
供
經
總
制
錢
百
有
餘
件
悉
除
免
之
元

史

世

祖

紀

明
孝
宗

治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免
淮
揚
浙
江
物
料
明

史

孝

宗

紀

世
宗
嘉
靖
十
一
年
裁
革
泰
興
縣
税
課
局
明

會

典

莊
烈
帝
崇
禎
十
七
年
九
月
興
平
伯
高
傑
請
泰
興
鹽
税
助
軍

文

秉

甲

乙

事

案

清
文
宗
咸
豐
十
年
十
二
月
詔
籌
辦
北
臺
餉
需
以
泰
興
畝
捐

歸
漕
運
總
督
及
鹽
運
使
辦
理
按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載

是

年

詔

撤

泰

興

口

岸

釐

卡

事

未

果

行

十
一
年
四
月
詔
以
江
北
糧
臺
有
指
捐
借
捐
礮
捐
船
捐
畝
捐

各
名
目
飭
督
辦
大
員
嚴
定
章
程
以
免
苛
擾
以

上

咸

豐

朝

東

華

錄

穆
宗
同
治
元
年
二
月
詔
南
臺
進
款
鹽
釐
一
項
在
泰
興
所
屬

口
岸
徴
收
該
處
距
鎮
只
隔
一
江
即
就
近
徑
解
鎮
江
支
放
局

二
年
三
月
漕
運
總
督
吳
棠
奏
請
緩
停
江
北
畝
捐
允
行

三
年
四
月
户
部
以
釐
捐
一
項
有
礙
正
賦
奏
請
將
江
北
糧
捐

畝
捐
草
捐
花
布
捐
等
項
概
行
停
罷
以

上

同

治

朝

東

華

錄

蠲
恤

周
世
宗
顯
德
五
年
五
月
除
放
揚
泰
諸
州
自
去
年
終
以
前
所

欠
秋
夏
殘
税
及
諸
色
徴
科
配
斂
博
徴
物
色
等
册

府

元

龜

宋
真
宗
大
中
祥
符
四
年
十
二
月
詔
泰
州
潮
害
稼
復
租
沒
溺

人
賜
千
錢
粟
一
斛
宋

史

真

宗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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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七

徽
宗
宣
和
元
年
淮
東
大
旱
遣
官
振
濟
宋

史

徽

宗

紀

高
宗
紹
興
二
年
詔
兩
浙
收
買
牛
具
貸
淮
東
人
户
宋

史

食

貨

孝
宗
隆
興
二
年
七
月
蠲
淮
東
内
庫
坊
場
錢
一
年
宋

史

孝

宗

紀

是
年
八
月
詔
振
淮
東
被
水
州
縣
仝上

乾
道
七
月、
十
月
詔
淮
東
西
等
帥
漕
官
借
麥
種
即
諭
大
姓
假

貸
農
民
廣
種
宋

史

食

貨

志

續

文

獻

通

江

田

賦

考

九
年
詔
淮
東
總
領
所
借：
稻
三
萬
石
仝上

湻
熙
二
年
淮
東
飢
詔
振
以
常
平
米
弛
賦
通
商
貸
種
糧
勸
布

麥
立
勸
分
賞
格
文

獻

通

考

物

異

考

按

縣

志

但

云

出

常

平

米

振

飢

三
年
正
月
振
淮
東
飢
仍
命
貸
貧
民
種
宋

史

孝

宗

紀

六
年
冬
泰
州
大
飢
人
食
草
木
振
之
粟
文

獻

通

考

物

異

考

九
年
八
月
淮
東
蝗
定
諸
州
官
捕
蝗
之
罰
宋

史

孝

宗

紀

光
宗
紹
熙
二
年
振
淮
東
旱
宋

史

光

宗

紀

寜
宗
開
禧
二
年
淮
東
飢
民
聚
為
剽
盗
分
命
宣
諭
使
振
恤
文獻

通

考

物

異

考

理
宗
景
定
中
揚
真
泰
飢
揚
州
司
理
參
軍
俞
君
選
建
議
振
給

所
活
數
十
萬
人
淩

廸

知

萬

姓

統

譜

元
世
祖
至
元
二
十
四
年
揚
州
水
地
税
全
免
元

史

食

貨

志

是
年
十
二
月
減
揚
州
歲
額
米
十
五
萬
石
元

史

世

祖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成
宗
大
德
二
年
十
二
月
揚
州
路
旱
蝗
以
糧
振
之
元

史

成

宗

紀

又

食

給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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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八

貨

志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三
年
九
月
揚
州
旱
免
其
田
租
元

史

成

宗

紀

按

縣

志

不

言

旱

是
年
十
二
月
揚
州
飢
振
以
糧
元

史

成

宗

紀

五
年
七
月
風
雹
潮
災
東
起
通
泰
西
盡
真
州
民
死
不
可
勝
計

詔
以
米
振
之
有
差
仝上

九
年
七
月
揚
州
之
泰
興
水
蠲
其
田
税
元

史

成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按

此

事

已

載

縣

志

而

云

在

十

年

與

史

異

仁
宗
延
祐
六
年
九
月
發
粟
振
揚
州
路
飢
元

史

仁

宗

紀

英
宗
至
治
二
年
六
月
揚
州
屬
縣
旱
免
其
租
元

史

英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考是
年
九
月
振
淮
東
泰
興
等
縣
飢
仝上

泰
定
帝
泰
定
三
年
五
月
揚
州
屬
縣
財
賦
官
田
水
並
免
其
租

元

史

泰

定

帝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按

縣

志

但

云

蠲

揚

州

路

租

是
年
九
月
揚
州
屬
縣
水
振
之
元

史

泰

定

帝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四
年
正
月
振
揚
州
諸
路
飢
仝上

是
年
四
月
揚
州
路
屬
縣
飢
賜
糧
鈔
有
差
仝

上

按

縣

志

但

云

振

糧

鈔

有

差

文
宗
至
順
元
年
二
月
揚
州
路
飢
以
兩
淮
鹽
課
鈔
及
糧
振
之

元

史

文

宗

紀

按

縣

志

作

鈔

五

萬

錠

糧

五

萬

石

振

揚

州

等

路

飢

二
年
四
月
揚
州
路
泰
興
縣
飢
民
萬
三
千
餘
户
河
南
行
省
先

振
以
糧
一
月
後
以
聞
許
之
元

史

文

宗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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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九

是
年
六
月
以
揚
州
泰
興
縣
去
歲
雨
害
稼
免
今
年
租
元

史

文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明
太
祖
洪
武
四
年
八
月
免
揚
州
田
租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九
年
三
月
免
揚
州
今
年
租
賦
仝上

惠
帝
建
文
四
年
七
月
時

成

祖

已

即

位

改

為

洪

武

三

十

五

年

詔
揚
州
蠲
租
一
年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明

通

鑑

成
祖
永
樂
八
年
正
月
免
去
年
揚
州
水
災
田
租
仝

上

按

通

鑑

綱

目

三

編

無

去

年

二

字

又

按

縣

志

已

載

此

事

亦

無

去

年

二

字

是
月
令
贖
還
去
年
揚
州
被
水
軍
民
所
鬻
子
女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按

何

喬

遠

名

山

藏

云

皇

太

子

以

淮

揚

去

年

水

患

遣

近

臣

免

其

被

災

田

賦

有

典

賣

子

女

為

贖

還

九
年
揚
州
水
遣
使
振
之
明

史

成

祖

紀

朱

國

楨

皇

明

大

政

記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皇
太
子
令
免
揚
州
水
災
田
租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宣
宗
宣
德
九
年
二
月
振
揚
州
飢
明

史

宣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明

通

鑑

英
宗
正
統
二
年
四
五
月
揚
州
諸
府
河
淮
泛
漲
特
命
副
都
御

史
賈
諒
工
部
侍
郎
鄭
辰
往
振
之
明

通

鑑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事

與

此

異

十
二
年
五
月
命
大
理
少
卿
張
驥
振
揚
州
飢
明

史

英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明

通

鑑

景
帝
景
泰
五
年
免
揚
等
府
漕
糧
凡
二
百
餘
萬
石
明

通

鑑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事

與

此

少

異

英
宗
天
順
四
年
九
月
蠲
泰
興
水
災
田
租
國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蠲

江

北

災

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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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與

此

異憲
宗
成
化
八
年
淮
揚
飢
廵
撫
張
鵬
請
鬻
度
牒
一
萬
以
振
圖書

集

成

氏

族

典

引

明

外

史

鄒

幹

傳

十
一
年
六
月
水
災
免
泰
興
田
租
國

十
三
年
八
月
揚
州
等
水
災
遣
户
部
郎
中
谷
琰
馳
往
發
倉
粟

振
之
明

通

鑑

按

陳

鶴

明

紀

但

云

是

歲

振

南

畿

州

縣

饑

通

鑑

綱

目

三

編

則

在

九

月

其

遣

官

谷

琰

質

實

謂

据

實

錄

所

載

又

按

縣

志

不

言

水

災

亦

不

及

發

倉

粟

其

谷

琰

之

琰

作

炎

十
八
年
三
月
詔
以
揚
州
鈔
闗
及
税
課
司
夏
季
應
征
之
鈔
準

貫
納
米
振
淮
揚
災
明

通

鑑

按

縣

載

是

年

事

與

此

異

二
十
年
淮
揚
飢
總
督
漕
運
淮
南
廵
撫
劉
璋
奏
停
田
租
蠲
雜

派
倣
富
弼
范
仲
淹
救
荒
法
行
之
多
所
全
活
明

外

史

劉

璋

傳

按

萬

姓

統

譜

孫

璽

傳

云

成

化

中

官

揚

州

府

同

知

歲

飢

悉

力

振

救

全

活

以

萬

計

以

康

熙

揚

州

府

志

秩

官

表

證

之

璽

任

官

在

成

化

十

二

年

至

十

四

年

於

明

外

史

所

紀

八

年

二

十

年

兩

事

皆

不

合

也

孝
宗

治
初
淮
揚
大
飢
遣
丁
憂
雲
南
屯
田
副
使
汪
舜
民
振

濟
全
活
飢
民
百
二
十
萬
人
明

外

史

汪

奎

傳

三
年
二
月
户
部
復
以
南
畿
之
淮
揚
水
旱
請
免
徴
芻
糧
及
麥

絲
之
税

十
六
年
九
月
遣
官
振
淮
揚
災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事

與

此

異

武
宗
正
德
三
年
十
一
月
揚
州
等
災
重
詔
撥
銀
糧
勅
南
京
户

部
侍
郎
王
瓊
會
同
鎮
廵
官
分
道
振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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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一

九
年
九
月
以
旱
災
免
淮
揚
府
縣
夏
税

十
年
十
二
月
以
旱
災
免
揚
州
秋
糧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税
糧

十
三
年
正
月
留
淮
揚
糧
銀
分
給
被
災
府
州
縣
以
大
水
故
也

以

上

明

通

鑑

按

縣

載

是

年

事

不

言

大

水

十
四
年
淮
揚
飢
人
相
食
十
五
年
四
月
廵
撫
都
御
史
叢
蘭
廵

按
御
史
成
英
請
截
留
漕
糧
及
銀
兩
振
之
并
免
税
糧
明

史

武

宗

紀

通

鑑

綱

目

三

編

明

通

鑑

按

續

文

獻

通

考

作

十

五

年

正

月

而

明

通

鑑

又

於

是

月

云

免

淮

揚

税

糧

以

去

年

大

飢

人

相

食也十
六
年
正
月
以
旱
災
免
淮
揚
等
州
縣
税
糧
明

通

鑑

世
宗
嘉
靖
三
年
三
月
振
淮
揚
飢
明

史

世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時
父
子

相
食
道
殣
相
望
臭
彌
千
里
御
史
以
聞
乃
命
發
帑
振
之
通

鑑

綱

目

三

編

明

通

鑑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事

與

此

異

四
年
九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税
糧

五
年
十
月
復
以
災
傷
免
揚
州
税
糧

八
年
十
二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秋
糧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事

與

此

異

十
年
二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秋
糧

是
年
八
月
免
揚
州
旱
蝗
税
糧

十
一
年
九
月
免
淮
揚
被
災
税
糧
以

上

明

通

鑑

十
四
年
揚
歲
凶
户
部
尚
書
渠
材
請
改
折
漕
糧
以
寬
民
力
王圻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二

續

通

考

續

文

獻

通

考

物

異

考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發

倉

振

飢

當

即

此

事

然

與

此

少

異

二
十
五
年
九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税
糧

二
十
六
年
六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夏
糧、

二
十
七
年
九
月
免
揚
徐
被
災
税
糧

三
十
一
年
九
月
振
濟
揚
州
被
災
州
縣

三
十
三
年
九
月
免
揚
州
府
被
災
秋
糧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秋
糧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免
淮
揚
被
災
税
糧
以

上

明

通

鑑

穆
宗
隆
慶
三
年
揚
州
大
水
截
漕
振
之
圖

書

集

成

食

貨

典

引

通

紀

會

纂

神
宗
萬
厤
元
年
淮
揚
水
災
命
撫
按
官
分
别
蠲
振
明

通

鑑

二
年
八
月
振
揚
州
水
災
明

史

神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通

鑑

綱

目

三

編

明

通

鑑

三
年
八
月
振
淮
揚
水
災
並
免
被
水
田
租
明

史

神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明

通

鑑

七
年
三
月
免
揚
州
積
年
逋
賦
從
張
居
正
請
也
明

史

神

宗

紀

明

通

鑑

十
二
年
二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税
糧
明

通

鑑

十
五
年
免
泰
興
所
逋
工
部
料
價
國

十
六
年
四
月
截
留
漕
粮
發
給
揚
州
平
糶
振
飢
明

通

鑑

按

縣

志

載

是

年

事

與

此

異

三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免
揚
州
被
災
田
租
明

史

神

宗

紀

續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通

鑑

綱

目

三

編

明

通

鑑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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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三

三
十
六
年
正
月
户
部
言
揚
州
等
水
旱
為
災
請
發
帑
振
濟
不

報
通

鑑

綱

目

三

編

明

通

鑑

清
世
祖
順
治
六
年
七
月
總
督
馬
國
柱
奏
揚
州
等
各
屬
冰
雹

傷
稼
請
勅
撫
按
確
勘
蠲
恤
得
旨
允
行
順

治

朝

東

華

錄

十
年
免
揚
州
今
年
災
田
額
賦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十
一
年
十
月
免
揚
州
等
府
被
災
額
賦
順

治

朝

東

華

錄

按

縣

志

所

載

與

此

異

十
六
年
揚
州
水
免
今
年
田
租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幷
舊
欠
錢
糧
皇朝

通

志

災

祥

略

十
七
年
二
月
免
揚
州
等
府
去
年
被
水
額
賦
順

治

朝

東

華

錄

聖
祖
康
熙
二
年
九
月
振
揚
州
府
屬
州
縣
旱
災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七
年
十
一
月
免
揚
州
等
州
縣
水
災
額
賦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是
年
揚
屬
水
按
分
數
加
免
一
分
災
較
重
者
漕
白
二
項
分
作

三
年
帶
徴
皇

朝

通

志

食

貨

略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九
年
七
月
揚
府
屬
水
按
分
數
免
賦
其
被
水
較
重
之
區
特
命

部
院
大
臣
往
勘
發
帑
振
給
並
罷
本
年
漕
運
自
六
年
後
民
欠

銀
米
盡
皆
豁
免
皇

朝

通

志

食

貨

略

又

災

祥

略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按

縣

志

已

載

此

事

而

不

詳

十
年
四
月
揚
州
飢
詔
截
留
漕
糧
并
各
倉
米
遣
侍
郎
田
逢
吉

并
賢
能
司
官
二
員
會
同
江
蘇
督
撫
振
濟
散
給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是
年
十
一
月
揚
府
屬
水
蠲
免
正
賦
自
元
年
至
六
年
逋
賦
全

免
皇

朝

通

志

食

貨

略

又

災

祥

略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按

縣

志

不

言

水

災

而

以

蠲

賦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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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四

停征十
一
年
五
月
揚
州
府
屬
水
全
免
本
年
額
賦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撥
江

南
常
平
粟
振
之
并
發
帑
加
振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十
二
年
四
月
以
揚
府
屢
災
免
明
年
租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十
三
年

分
地
丁
正
項
錢
糧
特
行
蠲
免
一
半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按

縣

志

不

言

以

十

二

年

水

災

蠲十
四
年
揚
府
屬
水
免
災
田
賦
有
差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十
五
年
河
決
揚
州
所
屬
水
特
遣
大
臣
往
江
南
發
銀
米
振
濟

次
年
仍
蠲
免
額
賦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災
重
者
免
田
租
十
之
三
餘
各

有
差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十
七
年
揚
州
等
各
屬
水
蠲
停
地
丁
漕
項
有
差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十
九
年
揚
州
等
處
水
蠲
停
正
賦
並
發
帑
振
濟
仝

上

按

東

華

錄

在

十

月

作

免

泰

州

等

二

十

三

州

縣

衛

水

災

額

賦

有

差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命
侍
郎
蘇
赫
勘
揚
州
水
災
免
被
災
百
姓

錢
糧
將
運
丁
所
餘
米
麥
振
濟
並
免
明
歲
錢
糧
康

熙

朝

東

華

錄

二
十
六
年
揚
府
屬
水
按
分
數
免
賦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按

縣

志

所

載

與

此

異

三
十
五
年
秋
淮
漲
揚
州
等
處
水
撥
米
振
濟
至
次
年
復
截
留

漕
米
散
給
並
全
免
額
賦
仝

上

按

東

華

錄

在

三

十

六

年

正

月

作

免

揚

州

等

府

去

年

水

災

額

賦

又

按

縣

志

但

云

振

揚

州

屬

飢

三
十
七
年
揚
州
府
屬
水
免
額
賦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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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五

三
十
八
年
以
去
歲
災
免
泰
興
等
縣
三
十
七
年
未
完
地
丁
漕

項
等
銀
米
麥
石
全
行
蠲
除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是
年
江
南
水
免
災
田
今
年
租
有
差
其
揚
州
明
年
地
漕
銀
米

並
予
放
除
仝

上

按

東

華

錄

在

三

十

九

年

三

月

作

免

淮

安

等

府

上

年

水

災

額

賦

三
十
九
年
江
南
水
按
分
免
賦
並
除
揚
州
府
上
年
額
賦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按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作

免

去

年

地

漕

各

賦

四
十
四
年
揚
府
屬
水
撥
穀
振
濟
並
按
分
數
免
賦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按

東

華

錄

在

是

年

九

月

作

免

泰

州

等

二

十

七

州

縣

衛

水

災

額

賦

有

差

四
十
六
年
江
南
旱
除
免
災
賦
外
又
免
來
年
丁
銀
田
賦
及
四

十
三
年
以
前
漕
項
銀
米
麥
其
揚
州
府
等
倉
無
存
穀
動
支
庫

銀
充
振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皇

朝

通

志

食

貨

略

按

縣

志

但

言

蠲

前

逋

漕

糧

等

項

亦

不

及

旱

災

四
十
八
年
揚
府
屬
水
如
例
免
租
並
免
災
田
來
年
額
賦
仝

上按

東

華

錄

在

是

年

九

月：

免

高

郵

等

十

一

州

縣

水

災

額

賦

有

差

又

按

縣

志

但

言

蠲

賦

發

倉

振

民

亦

不

及

水

災

其

他

語

亦

與

三

書

所

載

之

文

各

有

差

異

處

五
十
九
年
揚
州
屬
水
發
穀
振
濟
按
分
數
免
賦
皇

朝

通

災

祥

略

按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載

乾

隆

四

年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國

用

考

皇

朝

通

志

災

祥

略

及

食

貨

略

載

乾

隆

十

九

二

十

兩

年

振

恤

揚

州

等

處

水

旱

災

各

節

是

時

泰

興

已

不

屬

揚

州

不

更

著

錄

宣
宗
道
光
四
年
正
月
以
水
災
給
泰
興
營
兵
丁
兩
月
錢
糧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貸
泰
興
等
營
兵
餉

二
十
年
九
月
給
泰
興
縣
水
災
口
糧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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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六

二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免
通
州
等
十
三
州
縣
廳
衛
額
賦
有
差
以上

道

光

朝

東

華

錄

按

東

華

錄

載

道

光

四

年

二

月

緩

徴

高

郵

等

五

十

四

州

廳

縣

衛

上

年

水

災

額

賦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緩

徴

高

郵

等

五

十

二

州

縣

衛

水

旱

災

新

舊

額

賦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緩

徴

高

郵

等

五

十

四

州

縣

衛

被

災

新

舊

額

賦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緩

徴

高

郵

等

六

十

州

縣

水

旱

霜

雹

災

額

賦

二

十

年

十

一

月

蠲

緩

泰

州

等

七

十

二

州

縣

衛

新

舊

額

賦

二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緩

徴

高

郵

等

六

十

州

縣

衛

被

災

新

舊

正

雜

額

賦

二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蠲

緩

高

郵

等

六

十

八

州

縣

衛

水

旱

災

新

舊

額

賦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緩

徴

高

郵

等

五

十

八

州

縣

水

旱

災

新

舊

額

賦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緩

徵

高

郵

等

六

十

三

州

縣

衛

災

歉

新

舊

額

賦

二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緩

徴

泰

州

等

六

十

五

州

廳

縣

衛

災

民

新

舊

額

賦

二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緩

徴

高

郵

等

五

十

一

州

廳

縣

衛

被

災

新

舊

正

雜

額

賦

二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蠲

緩

泰

州

等

七

十

七

州

縣

衛

水

災

新

舊

額

賦

二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蠲

緩

泰

州

等

七

十

三

州

廳

縣

衛

被

災

新

舊

額

賦

咸

豐

四

年

十

二

月

展

緩

海

門

等

六

十

六

廳

州

縣

新

舊

正

雜

額

賦

九

年

十

二

月

蠲

緩

海

門

等

六

十

六

廳

州

縣

衛

被

災

地

方

新

舊

錢

漕

額

賦

同

治

元

年

正

月

蠲

緩

泰

州

等

六

十

三

州

縣

廳

水

旱

兵

災

新

舊

額

賦

雜

課

以

上

各

節

當

有

泰

興

在

内

并

附

列

焉

附
鹽
法

宋
生
私
鹽
食
鹽
條
議

泰

興

地

近

鹽

場

舊

例

聼

民

隨

便

食

鹽

不

令

銷

引

而

仍

有

過

境

私

鹽

之

禁

查

本

縣

地

方

不

通

舟

車

大

道

惟

自

泰

州

南

闗

至

縣

境

西

北

五

十

里

之

遷

善

鋪

有

一

小

河

入

江

其

水

夏

月

潮

大

則

船

可

行

冬

月

水

落

則

船

不

能

行

於

泰

州

南

闗

旁

築

一

土

壩

又

於

遷

善

鋪

入

江

之

處

亦

築

一

壩

乃

可

儲

水

行

舟

凡

客

商

冬

月

往

來

皆

於

泰

州

南

壩

起

撥

至

遷

善

江

口

壩

又

起

撥

方

得

入

江

夫

土

壩

不

比

石

閘

開

閉

甚

難

而

水

小

起

撥

亦

甚

不

便

故

泰

邑

私

鹽

夏

月

宜

查

冬

月

則

不

須

查

即

夏

月

亦

止

查

經

過

出

江

口

之

鹽

至

於

到

縣

堆

貯

之

鹽

乃

本

縣

食

鹽

不

宜

查

也

夫

縣

境

既

不

消

引

是

無

官

鹽

矣

又

於

私

鹽

而

嚴

禁

之

是

將

使

闔

邑

食

淡

矣

闔

邑

既

不

得

不

食

鹽

而

私

鹽

之

禁

又

不

可

□

遂

令

光

棍

之

徒

肆

行

詐

騙

而

廵

鹽

兵

快

亦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上

十
七

因

之

為

利

無

論

多

寡

遇

鹽

即

指

為

私

獲

得

即

以

上

報

貧

民

鶉

衣

腹

本

圖

覓

生

活

而

一

旦

入

死

地

致

令

有

口

難

辨

俯

受

刑

累

人

情

之

苦

莫

此

為

甚

地

方

之

擾

亦

莫

此

為

甚

職

目

擊

心

傷

久

矣

欲

詳

悉

酌

定

一

令

上

陳

而

安

上

全

下

萬

全

無

弊

之

策

卒

不

能

得

今

反

復

千

思

惟

計

本

境

所

食

既

皆

私

鹽

則

不

必

查

之

境

内

而

當

查

之

出

口

之

地

宜

於

江

口

地

方

多

設

汛

兵

鹽

快

查

有

船

載

渡

江

大

宗

即

會

同

水

師

營

合

力

捕

拿

倘

有

賄

放

得

亙

相

糾

訐

即

至

境

外

訪

獲

亦

必

追

究

經

過

地

方

官

役

一

體

治

罪

至

於

境

内

往

來

負

販

㮣

予

弛

禁

勿

問

庻

貧

民

得

安

梟

徒

不

行

簡

要

之

策

似

無

過

此

康

熙

志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一

泰
興
縣

補
卷
三
下

典
禮

朱
□
重
建
泰
興
城
隍
廟
碑
記

南

京

國

子

監

監

生

海

陵

朱

□

撰

文

賜

進

士

第

文

林

郎

南

京

大

理

寺

評

事

海

陵

韓

□

書

丹

賜

進

士

第

承

德

郎

禮

部

祠

祭

司

主

事

邑

人

何

棠

篆

額

上

略

泰

興

俗

惟

朴

野

敦

禮

讓

而

勤

於

稼

故

稱

舊

家

碩

儒

較

諸

□

□

南

北

不

卑

焉

邑

有

城

隍

廟

在

邑

治

西

宋

紹

興

閒

建

入

國

朝

洪

武

元

年

邑

之

尹

吕

秉

直

為

改

觀

焉

迨

今

百

餘

年

甓

圮

木

腐

剝

而

當

復

乃

有

今

一

重

建

之

舉

也

正

德

庚

午

南

海

黄

公

著

長

垣

王

公

遵

古

相

繼

命

新

之

皆

啟

其

端

而

未

竟

其

緒

及

洪

都

鄭

公

浙

舉

進

士

來

蒞

兹

邑

百

度

修

明

恤

民

禮

神

暨

闗

中

王

公

廷

安

公

富

湖

藩

吳

中、

達

閩

中

江

公

忠、

一

日

偕

拜

扵

廟

周

省

前

後

□

□

曰

廟

以

棲

神

□

邑

重

事

弊

陋

如

是

奚

容

豈、

弗

理

哉

□

召

耆

士

曹

鐸

等

命

□

董

新

之

中

略

夫

有

城

則

有

隍

厥

土

效

靈

神

則

存

焉

爾

泰

興

雖

無

城

與

隍

而

崇

岡

繚

遶

之

城

四

周

百

川

亦

隍

也

神

奚

有

所

殊

哉

中

略

迄

事

有

文

而

李

□

乃

自

磨

一

石

以

為

紀

文

具

蓋

亦

協

事

而

知

所

重

者

也

凡

捐

金

有

功

者

□

不

靳

一

二

遂

為

記

之

正

德

十

一

年

歲

次

丙

子

仲

春

吉

旦

泰

興

縣

知

縣

鄭

浙

縣

丞

王

廷

主

簿

吳

達

安

富

典

史

江

中

儒

學

教

諭

李

元

貞

訓

導

李

潔

李

鳳

耆

士

曹

鐸

周

瑄

蔡

玉

封

華

成

瑜

楊

□

李

□

李

英

朱

□

信

□

□

黄

玉

住

持

道

士

陳

福

瑞

立

在

廟

内丁
天
相
泰
興
縣
重
修
城
隍
廟
記

沙

河

令

邑

人

丁

天

相

撰

文

建

昌

令

邑

人

芮

天

宇

書

篆

寰

宇

郡

縣

設

城

隍

之

險

以

藩

衛

民

生

即

立

廟

以

祀

城

隍

之

神

每

春

秋

用

牲

特

與

山

川

社

稷

並

禋

薦

朔

望

□

展

謁

有

大

政

必

以

告

葢

神

職

統

陰

秉

九

地

之

樞

機

一

方

保

障

神

與

吏

治

相

表

裏

非

宫

梵

宇

比

也

吾

邑

廟

貌

其

來

舊

矣

乃

城

則

世

宗

之

世

而

始

成

是

時

東

南

歲

有

倭

夷

之

患

撫

台

鄭

公

淡

泉

首

建

築

城

之

議

江

淮

閒

城

者

若

干

縣

吾

興

與

焉

工

方

經

始

冠

猝

舶

靖

江

大

肆

焚

掠

隔

吾

縣

僅

衣

帶

一

水

轉

颿

趠

北

岸

蹂

躪

將

立

盡

倉

卒

無

計

惟

日

禱

扵

廟

覬

其

幸

免

而

已

無

何

寇

飽

其

欲

揚

帆

去

我

眾

獲

保

生

聚

亟

相

與

拮

据

城

務

窮

公中以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二

日

夜

不

遺

餘

力

自

春

徂

冬

倐

告

成

功

時

葢

嘉

靖

乙

卯

歲

也

又

明

年

丙

辰

夏

寇

涉

吾

境

市

井

白

徒

首

以

浪

戰

膏

其

鋒

乘

勢

肉

薄

來

攻

則

新

城

屹

屹

眾

將

據

高

□

效

死

守

矣

寇

有

突

前

窺

濠

者

城

上

一

矢

殪

之

遂

披

縻

夜

遁

去

當

危

急

存

亡

之

秋

寇

攘

郊

壘

卒

保

無

虞

人

力

不

至

於

此

矧

兹

□

□

形

勢

襟

帶

大

江

獨

當

一

面

商

賈

舟

楫

日

集

於

城

下

且

土

沃

宜

桑

麻

利

魚

稻

亦

一

都

會

也

自

經

倭

患

築

城

至

於

今

生

齒

物

産

益

繁

益

盛

極

知

幽

則

有

神

吾

民

陰

受

其

賜

而

廟

貎

塵

漶

梁

桷

赤

□

陷

剝

不

治

敬

共

明

神

之

謂

何

先

是

邑

之

父

老

合

請

於

縣

舉

事

焉

鳩

工

飭

材

更

修

其

殿

寢

增

飾

其

丹

雘

之

文

舉

廊

廡

軒

楹

階

砌

之

屬

少

不

快

於

瞻

仰

者

悉

撤

而

一

新

之

視

舊

益

增

壯

麗

左

右

神

威

鬼

像

亦

湼

塑

極

獰

怪

夫

陰

府

拷

罰

罪

鬼

之

説

固

儒

者

所

不

道

然

人

非

鬼

責

理

實

相

因

善

淫

之

昭

應

司

之

冥

漠

者

時

亦

不

爽

也

昔

吳

道

子

畫

地

嶽

相

於

成

都

民

咸

懼

罪

市

之

屠

沽

魚

肉

者

弗

集

以

是

知

恆

人

之

性

悔

罪

遷

善

每

觸

於

所

見

自

古

神

道

設

教

者

不

妙、

從

俗

有

□

也

是

舉

也

經

衛

陸

君

、

以

冠

裳

素

稱

尚

義

既

慨

然

捐

貲

為

重、

人

倡

而

善

士

李

元

盛

焦

瑩

于

詩

李

完

等

亦

廣

募

化

置

田

畝

工

之

落

成

有

日

矣

至

是

俾

予

記

之

立

石

以

垂

永

久

夫

聖

人

先

成

民

而

後

致

力

於

神

於

是

乎

民

和

而

神

降

之

福

覩

兹

廟

貌

之

更

新

香

火

之

日

盛

民

之

致

力

於

神

亦

既

盡

矣

願、

聖

人

之

所

以

先

成

民

者

則

惟

務

本

以

厚

其

生

而

侈

靡

之

風

□

之

所

由

匱

也

惟

忠

信

以

正

其

德

而

機

變

之

俗

德

之

所

由

敝

也

匱

且

敝

不

足

以

和

民

奚

自

而

格

於

神

今

民

風

日

流

得

無

有

溺

於

是

而

不

知

返

者

乎

吾

願

吾

桑

梓

高

年

以

龐

德

相

引

翼

為

一

鄉

倡

善

俗

事

必

示

之

本

實

行

必

諭

以

忠

信

則

眾

之

耳

目

濡

染

將

日

改

月

化

浸

浸

乎

去

漓

而

歸

於

湻

是

為

大

道

之

民

庻

幾

為

神

所

勞

矣

不

然

而

徒

增

修

其

廟

貌

奔

走

其

香

火

其

於

導

民

訓

俗

無

復

小

補

殆

非

司

風

教

者

之

所

樂

聞

也

予

故

為

之

歌

以

侑

神

因

以

刻

石

俾

祈

甿

入

廟

永

永

顧

瞻

而

興

起

云

歌

曰

江

鄉

保

障

兮

設

險

金

湯

正

神

主

掌

兮

表

裏

陰

陽

昔

經

災

患

兮

捍

禦

無

傷

迄

今

福

我

兮

物

阜

民

康

神

之

英

靈

兮

顯

赫

有

光

我

民

修

廟

兮

璀

璨

煇

煌

願

此

羣

黎

兮

祈

善

降

祥

歲

時

瞻

拜

兮

俎

豆

馨

香

神

人

胥

税

兮

和

氣

洋

洋

庻

幾

廟

貌

兮

百

世

靈

長

萬

厤

三

十

三

年

歲

次

乙

巳

九

月

望

吉

善

士

□

□

似

是

宇

字

印

朝

憲

孫

□

于

講

陸

洪

于

謙

于

□

焦

元

祥

焦、

一

舉

田

地

共

二

十

畝

道

人

唐

太

通

收

租

納

糧

供

香

火

食

用

碑

在

廟

内

李
業
泰
興
縣
重
建
城
隍
廟
碑
記

妨

琢

衆顧崔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三

上

略

乾

隆

四

年

閒

鄰

火

沿

燒

災

及

本

□

瓦

石

梴

楹

胥

成

□

燼

前

邑

宰

傅

公

良

臣

集

紳

士

而

謀

之

中

略

廣

募

勸

捐

鳩

工

庀

材

次

第

振

興

厯

郭

公

岡

此

字

原

缺

薛

公

清

來

二

字

原

缺

金

公

祖

瑞

相

繼

董

率

閱

十

年

而

前

殿

後

寢

建

造

一

新

視

舊

制

益

增

宏

麗

經

費

萬

有

餘

金

此

皆

前

邑

□

之

精

勤

於

眾

紳

士

之

所

鼓

舞

而

經

營

者

也

下

略

□

□

乾

隆

十

八

年

歲

次

癸

酉

孟

冬

穀

旦

立

署

泰

興

縣

知

縣

胡

際

鼎

署

儒

學

教

諭

姚

萬

鍾

典

史

趙

世

恩

泰

興

縣

儒

學

教

諭

己

酉

科

經

魁

丁

巳

科

明

通

揀

選

知

縣

李

業

撰

文

闔

邑

紳

衿

士

庻

重

建

董

事

紳

士

張

志

仁

陳

徴

龍

張

世

選

劉

振

基

陸

夢

陽

張

焯

曹

如

陵

桂

林

桂

山

周

暄

劉

京

生

捐

田

二

十

畝

永

奉

香

火

住

持

何

永

清

同

徒

蔡

圓

通

徒

孫

王

明

玉

碑

在

廟

内

王
兆
熊
重
脩
城
隍
廟
碑
記

乾

隆

甲

寅

歲

余

謁

選

都

門

授

是

邑

時

邑

人

官

京

師

者

來

見

余

詢

以

地

方

風

土

人

情

及

政

事

之

宜

修

舉

者

咸

曰

邑

之

城

隍

廟

被

祿

三

載

矣

工

程

巨

萬

前

邑

宰

擬

修

而

未

果

也

余

誌

其

言

下

車

後

齋

戒

宿

廟

惟

見

頽

垣

廢

址

中

小

屋

數

楹

棲

神

像

而

已

夫

祀

神

治

民

政

之

大

者

廟

貎

不

整

神

無

憑

依

其

何

以

呵

䕶

斯

民

乎

爰

集

邑

之

紳

士

而

謀

之

咸

有

難

色

曰

此

廟

成

於

宋

再

修

於

明

火

於

乾

隆

四

年

前

屆

修

之

十

年

始

歲、

事

經

費

數

萬

金

是

豈

易

言

修

哉

余

曰

不

然

凡

成

一

事

莫

患

乎

任

其

事

者

存

觀

望

之

心

而

未

化

畛

域

之

見

斯

成

之

難

爾

諸

公

果

潔

己

奉

公

視

公

事

如

己

事

何

難

焉

於

是

計

田

畝

核

捐

册

立

法

而

經

始

者

則

余

友

陽

湖

楊

君

鉽

鳩

工

匠

備

料

物

相

度

而

指

揮

者

則

婺

源

江

君

元

搢

總

理

督

修

者

則

邑

紳

張

兆

璠

何

大

年

姚

元

吉

顧

疆

也

稽

工

匠

者

則

何

貞

朱

鳴

春

陸

如

珵

張

祁

也

司

會

計

者

則

常

錦

季

登

趙

瑾

也

購

木

料

者

則

戴

孟

李

馮

聖

時

買

運

磚

瓦

石

料

者

則

楊

寜

施

廷

輔

李

春

華

收

發

料

物

者

則

朱

謙

毛

俊

也

至

於

書

算

則

有

書

吏

廵

查

則

有

差

役

凡

與

其

事

者

數

十

人

無

不

踴

躍

急

公

潔

清

自

守

踴

躍

則

趨

事

克

敏

潔

清

則

縻

費

有

節

葢

始

於

嘉

慶

元

年

十

一

月

迄

於

二

年

九

月

不

期

年

而

告

成

功

矣

説

者

曰

此

邑

宰

力

也

余

謂

大

功

之

克

集

必

賴

乎

民

力

之

普

存

使

民

力

未

舒

方

俯

仰

之

不

足

又

何

暇

好

義

樂

施

哉

余

蒞

任

之

次

年

麥

穗

雙

歧

以

至

三

歧

四

五

歧

嗣

此

數

年

屢

豐

告

慶

民

情

樂

輸

功

是

以

成

嗚

呼

此

豈

人

之

力

哉

要

非

天

之

功

不

至

此

余

不

敢

貪

天

之

功

以

為

己

力

也

爰

敘

顛

末

而

記

之

江

蘇

直

隸

通

州

泰

興

縣

知

縣

王

兆

熊

撰

教

諭

高

寳

仁

訓

導

仙

燾

典

史

胡

華

印

莊

司

廵

檢

廋

燦

口

岸

司

廵

檢

丁

濤

黄

橋

司

廵

檢

周

承

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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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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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

狼

山

鎮

標

江

北

泰

興

營

都

司

董

芳

桂

左

哨

把

總

儲

士

俊

右

哨

把

總

董

春

芳

住

持

陸

兆

崑

嘉

慶

二

年

歲

次

丁

己

季

秋

之

月

穀

旦

勒

石

金

陵

杜

用

書

鐫

碑

在

廟

内

祠
祭

何
栗
忠
義
祠
碑
記
略

欽

差

□

□

江

南

□

□

□

□

兼

鳳

陽

等

處

參

將

署

都

指

揮

僉

事

清

河

胡

忠

義

立

勅

封

文

林

郎

浙

江

紹

興

府

山

陰

縣

知

縣

鎮

人

周

野

何

栗

撰

文

上

略

己

未

年

河

南

道

選

該

衛

指

揮

王

復

乾

部

毛

兵

赴

軍

門

發

泰

興

黄

橋

鎮

守

焉

四

月

初

旬

倭

夷

醜

眾

大

□

登

岸

防

海

兵

不

能

遏

禦

突

奔

如

臯

千

户

王

良

等

領

兵

中

途

遇

寇

良

視

□

事

與

子

應

徴

曰

此

□

立

功

之

日

也

毋

以

虜

眾

我

寡

二

心

勇

猛

直

前

斬

賊

八

首

又

六

首

而

良

子

父

戰

亡

同

時

我

難

千

户

鎮

衛

把

總

趙

世

勲

韓

等

□

部

□

百

□

□

賴

我

兵

□

□

□

□

□

□

參

府

清

河

胡

公

擁

眾

追

至

吉

家

莊

虜

潛

入

民

房

縱

赤

壁

之

火

煨

燼

者

百

餘

人

餘

黨

夜

奔

縣

西

南

新

沙

洲

口

倭

□

就

擒

此

初

㨗

也

再

㨗

於

海

岸

三

㨗

於

劉

莊

一

月

三

大

㨗

信

倭

無

遺

種

也

當

道

具

奏

功

□

國

典

頒

賚

□

□

庚

申

春

該

省

循

舊

規

督

衛

所

仍

赴

□

地

防

春

即

西

郵

之

防

秋

也

居

吾

鄉

四

越

月

清

河

□

□

海

上

□

期

□

□

傷

往

日

戰

難

官

兵

相

與

出

俸

貲

售

卜

鎮

西

民

地

二

十

八

畝

命

工

構

堂

塑

像

於

其

間

書

部

下

姓

名

兩

楹

千

兵

□

□

□

□

户

侯

何

對

峯

董

其

役

詢

命

揮

使

李

竹

軒

節

雲

亭

酉

陳

滄

村

大

鵬

屬

筆

以

識

予

鎮

人

不

能

辭

嘉

其

盛

舉

重

良

父

子

君

臣

之

大

義

不

特

風

勵

一

世

千

百

載

下

知

之

尚

凛

凛

有

生

氣

同

時

死

難

者

俾

靈

有

所

歸

不

至

倚

草

□

木

為

厲

為

怪

予

故

曰

信

哉

舉

也

可

謂

敦

仁

向

義

者

矣

清

河

公

貎

偉

令

嚴

部

下

飭

然

且

博

覽

子

史

經

傳

恂

恂

儒

者

氣

象

吾

鄉

之

民

受

賜

寔

多

予

未

能

表

其

萬

一

重

忠

義

也

敬

書

之

嘉

靖

戊

申

歲

夏

仲

□

是

為

記

碑

在

祠

内

按

此

即

縣

志

之

忠

惠

祠

以

祔

祀

清

知

縣

陳

棐

故

今

改

忠

義

為

忠

惠

也

張

募
建
許
公
祠
文

淮

江

許

父

母

大

人

來

治

吾

邑

朞

年

之

閒

百

務

兼

舉

民

心

感

戴

以

為

自

有

縣

治

以

來

縣

主

無

其

比

者

觀

其

秉

心

仁

恕

行

合

神

明

省

供

費

以

蘇

久

困

之

民

捐

家

私

□

為

養

亷

之

具

如

此

操

存

世

所

罕

見

且

寬

猛

得

宜

隨

事

而

有

定

見

才

猷

逸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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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

託

漫

無

所

言、

若

經

量

田

地

疏

通

河

道

與

夫

修

縣

修

學

教

育

人

才

革

除

宿

弊

江

城

□

里

豁

然

改

觀

所

以

仁

聲

大

播

逃

亡

復

業

其

未

備

者

河

閘

歸

併

兼

之

城

夫

稍

有

不

平

耳

若

再

遲

年

載

則

吾

土

誠

為

樂

土

駸

駸

乎

三

代

之

盛

矣

奈

何

長

於

撫

字

短

□

逢

迎

方

慮

超

遷

遠

去

忽

驚

改

調

他

邦

人

情

憤

怒

如

失

怙

恃

竊

謂

民

之

司

牧

既

垂

大

德

於

不

朽

宜

享

血

食

於

一

方

舊

歲

公

初

來

時

人

見

其

行

事

出

羣

幸

喜

過

望

義

氣

感

激

各

願

出

貲

建

立

生

祠

以

報

盛

德

或

書

尊

名

及

銀

數

目

亦

有

書

名

而

未

及

銀

者

此

誠

大

丈

夫

不

忘

本

之

意

也

□

□

雖

志

原

文

仁

德

政

不

磨

拜

懇

列

位

親

朋

益

敦

尚

義

之

念

不

忘

去

後

之

思

各

宜

慨

然

隨

意

出

貲

以

成

□

美

不

惟

於

淮

公

情

義

兼

盡

雖

後

來

新

尹

亦

知

吾

邑

尚

義

者

多

而

於

諸

公

不

為

無

益

也

轍

原

文

敢

冒

昧

敬

陳

惟

諸

公

圖

之

邑

人

前

江

張

撰

文

勒

祠

内

遺

愛

碑

陰

按

正

碑

已

見

縣

此

文

則

特

以

其

事

其

人

存

之

軍
備

南
唐
元
宗
保
大
末
奉
化
節
度
使
柴
克
宏
援
夀
春
行
至
泰
興

發
病
卒
陸

㳺

南

唐

書

柴

克

宏

傳

後
周
世
宗
顯
德
三
年
二
月
周
攻
唐
泰
州
拔
之
刺
史
方
訥
南

奔
泰
興
縣
渡
江
取
潤
州
至
金
陵
通

鑑

及

胡

三

省

注

陸

游

南

唐

書

作

方

納

宋
高
宗
建
炎
三
年
二
月
會

編

作

四

月

金
人
揭
榜
於
揚
州
命
西
北

人
從
便
北
歸
留
者
自
東
門
由
邵
伯
鎮
往
泰
興
後
為
薛
慶
軍

繫

年

要

錄

徐

夢

莘

三

朝

北

盟

會

編

三
月
金
人
犯
泰
興
有
嚴
起
者
率
軍
民
拒
之
賴
以
免
者
甚
眾

詔
授
保
義
郎
誾
門
祗
候
繫

年

要

錄

紹
興
三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金
人
攻
泰
興
縣
舊
有
外
城
屢
殘
於

寇
頽
毁
已
甚
即
修
築
俄
金
兵
至
縣
令
尤
袤
堅
守
不
去
前
軍

容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六

統
制
王
剛
率
眾
至
遇
金
游
騎
紫
茸
軍
於
城
下
剛
親
率
將
佐

督
戰
擁
掩
番
賊
入
河
及
殺
死
者
不
知
其
數
宋

史

尤

袤

傳

繫

年

要

錄

輿

地

名

勝

志

是
年
金
主
亮
傾
國
入
寇
淮
南
置
三
水
寨
泰
興
令
尤
袤
竊
哀、

之
作
淮
民
謡
又
以
揚
楚
頻
易
帥
作
詩
以
諷
北

盟

會

編

引

趙

牲、

之

遺

史

淮

民

謡

東

府

買

舟

船

西

府

買

器

械

問

儂

欲

何

為

團

結

山

水

寨

寨

長

過

我

廬

意

氣

甚

雄

粗

青

衫

兩

承

局

暮

夜

連

句

呼

句

呼

且

未

己

椎

剝

到

雞

豕

供

應

稍

不

如

向

前

受

笞

箠

驅

東

復

驅

西

棄

郤

鉏

與

犂

無

錢

買

刀

劍

典

盡

渾

家

衣

去

年

江

南

荒

趁

熟

過

江

北

江

北

不

可

往

江

南

歸

未

得

父

母

生

我

時

教

我

學

耕

桑

不

識

官

府

嚴

安

能

事

戎

行

執

槍

不

解

刺

執

刀

不

能

射

團

結

我

何

為

徒

勞

定

無

益

流

離

重

流

離

忍

凍

復

忍

飢

誰

謂

天

地

寬

一

身

為

所

依

淮

南

喪

亂

後

安

集

亦

未

久

死

者

積

如

麻

生

者

能

幾

□

荒

村

日

西

斜

破

屋

兩

三

家

撫

摩

力

不

給

將

耐

此

擾

何

尤

袤

梁

溪

集

按

此

集

刻

入

顧

光

旭

梁

溪

詩

鈔

及

繆

荃

孫

常

州

先

哲

遺

書

北

盟

會

編

易

帥

詩

維

揚

五

易

帥

山

陽

四

易

守

我

來

七

八

月

月

月

常

奔

走

帑

藏

憂

煎

熬

官

民

困

馳

驟

世

態

競

趨

新

人

情

羞

諸

舊

如

其

數

移

易

是

使

政

紛

糅

被

席

不

得

温

設

施

亦

何

有

淮

南

重

凋

瘵

十

室

空

八

九

況

復：

將

迎

不

忍

更

回

首

嘗

聞

古

為

治

必

假

歲

月

久

安

得

如

弈

棋

易

置

翻

覆

手

梁

溪

集

北

盟

會

編

理
宗
湻

七
年
七
月
以
秋
風
已
勁
詔
嚴
柴
墟
邊
備
續

通

鑑

宋

紀

元
憲
宗
朝
從
臣
郝
經
進
東
師
議
請
以
輕
兵
出
通
海
直
塞
海

門
瓜
歩
金
山
柴
墟
河
口
元

史

郝

經

傳

郝

經

陵

川

集

行
軍
千
户
張
好
古
權
其
父
晉
亨
軍
略
揚
州
循
泰
興
海
門
而

還
元

史

張

晉

亨

傳

世
祖
至
元
十
二
年
大
兵
渡
江
泰
興
蔡
濟
率
泰
興
江
陰
之
民

哀甡苦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七

迎
河
南
武
定
公
之
軍
虞

集

蔡

孝

子

詩

序

按

此

序

見

陶

宗

儀

草

莽

私

乘

蘇

天

爵

元

文

類

考

虞

集

道

園

集

及

道

園

類

稿

均

未

載

又

按

武

定

公

之

公

草

莽

私

乘

作

安

元

文

類

作

王

皆

誤

十
三
年
九
月
丞
相
阿
术
一

作

阿

珠

既
下
揚
泰
兩
淮
悉
平
入
見
世

祖
陳
宋
俘
第
功
行
賞
實
封
泰
興
縣
二
千
户
元

史

世

祖

紀

又

阿

术

傳

續

通

志

阿

珠

傳

邵

逺

平

續

宏

簡

錄

元

史

編

順
帝
至
正
十
七
年
三
月
吳
將
徐
達
常
遇
春
桑
世
傑
率
兵
徇

馬
馱
沙
馬

馱

沙

明

初

為

江

陰

泰

興

連

界

説

見

縣

志

校

名

蹟

篇

克
之
開

國

臣

傳

國

明

史

桑

世

傑

等

傳

續

通

鑑

元

紀

陳

建

皇

明

資

治

通

鑑

齊

召

南

明

鑑

前

紀

是
年
吳
典
兵
馮
國
用
從
諸
將
下
泰
興
明

史

馮

勝

傳

開

國

臣

傳

明

外

史

馮

勝

傳二
十
五
年
十
月
徐
達
兵
至
泰
興
江
岸
河
港
不
通
調
軍
開
濟

川
河
自
大
江
口
挑
浚
十
五
里
通
貫
口
岸
次
日
遂
抵
泰
州
南

門
灣
乾

隆

一

統

志

明

鑑

前

紀

按

明

通

鑑

云

徐

達

兵

趨

泰

州

浚

河

通

舟

舟

誤

作

州

是
月
徐
達
兵
敗
張
士
誠
於
盛
大
港
改
名
得
勝
河
乾

隆

一

統

志

是
年
閏
十
月
吳
江
陰
守
將
康
茂
才
言
張
士
誠
以
舟
師
四
百

艘
出
大
江
次
范
蔡
港
别
以
小
舟
於
江
中
孤
山
往
來
出
没
無

常
吳
王
命
常
遇
春
駐
軍
海
安
慎
守
新
城
並
備
禦
泰
興
以
南

江
寇
舟
續

通

鑑

元

紀

明

通

鑑

按

明

通

紀

以

范

蔡

港

屬

淮

陰

誤

二
十
六
年
正
月
張
士
誠
又
出
兵
自
馬
馱
沙
溯
流
寇
江
陰
吳

守
將
康
茂
才
擊
敗
之
明

史

康

茂

才

傳

國

開

國

臣

傳

明

外

史

吳

良

傳

乾

隆

一

統

志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八

續

通

鑑

元

紀

吳
將
花
雲
過
馬
馱
沙
劇
盜
數
百
遮
道
索
戰
雲
且
行
且
鬥
三

日
夜
皆
擒
殺
之
開

國

臣

傳

世
宗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三
月
末
如
臯
敗
倭
流
入
泰
興
縣
四
月

初
又
有
東
臺
倭
自
海
安
來
至
如
臯
立
發
口
過
河
奔
泰
興
縣

曹
家
埠
新
開
港
刼
船
入
江
去
明

史

世

宗

紀

又

張

經

傳

又

外

國

日

本

傳

國

明

通

鑑

鄭

端

簡

公

奏

議

明

人

嘉

靖

東

南

平

倭

記

谷

應

泰

明

史

紀

事

本

末

是
年
八
月
修
泰
興
城
國

三
十
五
年
工
甫
迄
倭
來
薄
城
城
上

人
射
殺
兩
倭
倭
乃
夜
遁
丁

天

相

泰

興

縣

重

修

城

隍

廟

碑

記

萬

厤

志

三
十
六
年
四
月
倭
攻
通
州
不
克
西
犯
泰
興
國

明

通

鑑

三
十
八
年
河
南
道
遣
衛
指
揮
王
復
乾
部
毛
兵
來
守
黄
橋
四

月
倭
突
至
千
户
王
良
遇
之
中
途
斬
賊
首
十
四
級
良
與
其
子

應
徴
千
户
鎮
衛
把
總
趙
世
勲
韓

俱
陣
亡
鳳
陽
參
將
胡
忠

義
率
兵
追
倭
至
吉
家
莊
倭
潛
入
民
房
忠
義
縱
火
焚
之
燒
殺

百
餘
人
餘
倭
夜
奔
縣
西
南
新
沙
洲
口
何

栗

黄

橋

忠

義

祠

碑

記

三
十
九
年
正
月
盜
百
餘
人
夜
入
揚
州
泰
興
縣
刼
庫
殺
人
守

臣
以
聞
國

按

明

通

鑑

云

時

江

南

禦

倭

所

募

水

兵

多

游

手

少

年

烏

合

之

眾

及

事

寜

散

遣

無

所

歸

流

落

江

湖

間

遂

相

聚

為

盜

莊
烈
帝
崇
禎
十
年
泰
興
永
生
洲
兵
與
游
擊
常
某
軍
訌
於
六

合
廵
撫
張
國
維
以
令
箭
提
永
生
洲
兵
回
計

六

奇

明

季

北

略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九

清
世
祖
順
治
元
年
大
兵
下
揚
州
賊
徒
託
名
義
師
攻
泰
興
知

縣
陳
棐
同
縣
人
季
寓
庸
等
竭
力
守
城
凡
九
日
潛
人
至
揚
乞

都
統
譚
布
廵
撫
趙
福
星
率
兵
救
之
圍
始
解
季

氏

族

譜

季

振

宜

是

府

君

行

略

按

行

略

但

稱

都

統

譚

公

撫

軍

趙

公

其

名

以

順

治

朝

東

華

錄

考

知

之

是
年
閏
六
月
靖
江
兵
敗
明
淮
撫
田
仰
檄
泰
興
張
達
兵
三
千

渡
江
來
援
達
率
親
兵
三
十
人
登
岸
遇
清
伏
兵
悉
戰
死
韓

菼

江

陰

城

守

記二
年
六
月
如
臯
陳
君
悦
等
據
城
郭
明
寰
亦
起
兵
泰
興
清
總

兵
官
孔
希
貴
蘇
見
樂
督
軍
分
剿
平
之
乾

隆

如

臯

縣

志

是
年
八
月
海
賊
來
至
如
臯
縣
城
南
竈
兵
北
泰
興
灘
兵
西
四

面
環
攻
知
縣
朱
邦
政
擊
敗
之
十
月
賊
復
出
泰
興
李
總
鎮
聞

警
馳
援
賊
始
退
走
同上

十
一
年
正
月
總
督
馬
國
柱
奏
海
賊
分
䑸
入
犯
崇
明
内
江
靖

江
泰
興
蘇
州
總
兵
官
王
璟
等
連
擊
敗
之
順

治

朝

東

華

錄

是
月
明
魯
王
定
西
侯
張
名
振
會
兵
部
侍
郎
張
煌
言
之
師
再

入
長
江
舟
過
泰
興
明

通

鑑

明

李

南

略

十
六
年
六
月
海
賊
突
至
聚
通
州
狼
山
經
泰
興
溯
長
江
而
南

嘉

慶

志

雜

記

高
宗
乾
隆
四
年
議
准
江
南
地
方
潮
濕
馬
匹
易
致
疲
瘦
必
得

間
空
之
地
以
飼
水
草
泰
興
等
營
舊
有
牧
馬
不
須
别
設
止
須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十

勘
定
界
址
毋
令
越
佔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兵

考

文
宗
咸
豐
三
年
四
月
諭
楊
文
定
統
帶
艇
船
嚴
防
通
泰
州
一

帶
水
路
無
任
揚
州
賊
匪
竄
入

七
年
三
月
以
江
蘇
逼
近
粤
氛
命
兩
淮
鹽
運
使
郭
沛
霖
督
辦

通
海
二
州
屬
團
練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翁
心
存
請
力
保
通
泰
規
復
蘇
常
御
史
宋
晉

奏
請
派
都
興
阿
由
靖
江
泰
興
分
進
江
陰
常
州
以

上

咸

豐

朝

東

華

錄

穆
宗
同
年
治
元
六
月
潘
祖
蔭
奏
通
州
靖
江
泰
興
等
縣
江
港

可
通
者
十
餘
處
命
總
督
曾
國
藩
廵
撫
李
鴻
章
設
法
防
守
保

全
完
善
之
區

是
年
七
月
命
都
興
阿
等
速
飭
水
師
將
通
靖
泰
興
各
口
岸
實

力
防
禦
晝
夜
梭
廵
以
防
金
陵
賊
匪
乘
閒
偷
渡

八
月
曾
國
藩
奏
蘇
城
賊
匪
議
分
大
股
窺
竄
江
北
裏
下
河
就

食
完
善
之
區
請
命
都
興
阿
黄
彬
嚴
防
江
南
常
熟
江
陰
之
北

岸
並
咨
楊
岳
斌
親
赴
下
游
徧
厯
數
百
里
江
面
察
看
要
衝
妥

籌
布
置

十
二
月
都
興
阿
檄
副
將
劉
成
元
步
隊
駐
札
泰
興
一
帶

二
年
正
月
常
州
賊
匪
謀
乘
虚
由
虞
塘
等
處
過
江
直
犯
靖
泰

命
都
興
阿
會
同
富
明
阿
督
兵
嚴
防
並
令
富
明
阿
親
往
下
游

靖
泰
等
處
調
度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三
下

十
一

是
年
二
月
靖
泰
沿
江
之
四
墩
子
土
橋
等
處
皆
有
長
髪
男
女

多
者
數
千
均
稱
難
民
船
隻
往
來
閒
有
槍
礮
富
明
阿
飛：
副
將

劉
成
元
妥
為
稽
查
彈
壓
並
檄
吳
全
美
親
帶
師
船
駐
江
靖
一

帶
查
禁
北
渡
各
船
運
司
喬
松
年
將
北
岸
港
汊
酌
量
訂
塞
十

一
月
都
興
阿
復
檄
副
將
孫
文
友
等
於
沿
江
過
渡
地
方
設
局

稽
查
侍
衛
訥
楞
額
挑
馬
隊
百
名
前
往
彈
壓
盤
詰
以
免
奸
匪

溷
迹
其
下
游
陸
路
一
帶
令
派
出
之
副
將
劉
成
元
督
兵
駐
守

認
真
堵
禦
並
飭
訥
依
楞
阿
於
沿
江
一
帶
嚴
密
探
防
仍
督
令

吳
全
美
等
水
師
將
沿
江
各
口
岸
節
節
布
置

三
年
三
月
難
民
紛
紛
北
渡
泰
興
土
橋
七
圩
港
一
帶
有
一
萬

數
千
人
靖
江
尤
眾
諭
吳
棠
李
鴻
章
督
飭
藩
司
萬
啟
琛
分
飭

各
地
方
官
設
法
振
濟
仍
令
在
防
兵
弁
認
真
盤
詰
勿
使
奸
宄

溷
迹

是
月
丹
陽
遂、
匪
謀
竄
渡
太
平
洲
經
揚
防
水
師
擊
敗
之
富
明

阿
飭
吳
全
美
酌
撥
師
船
添
赴
上
游
堵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丙
戌
改
江
蘇
泰
州
營
守
備
為
泰
興
營
陸
路

守
備
駐
泰
興
以

上

同

治

朝

東

華

錄

檄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