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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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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龍
門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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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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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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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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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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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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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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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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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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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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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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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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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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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時
乘
舟
入
郡
囿
葢
從
水
道

入
也
明
成
化
中
知
州
周
尚
文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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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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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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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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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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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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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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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三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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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五
尺
建
四
樓
開
四
門
東
曰

迎
紫
南
曰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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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曰
萬
成
北
曰
拱
極
環
以
城
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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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光
七
年
知
州
宣
瑛
因
四
門
城
樓
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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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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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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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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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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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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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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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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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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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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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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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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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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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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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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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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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街
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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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東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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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街
南
曰
尹
家
街
西

曰
朱
氏
街
北
曰
剝
麻
街
故
老
相
傳
商
賈
雲
集
百
貨

列
肆
今
則
𠪨
居
城
內
矣
城
內
東
西
南
北
街
均
有
市

正
中
西
南
東
三
街
較
大
南
街
上
下
直
對
公
署
中
有

五
顯
廟
繭
市
在
焉
至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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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東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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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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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近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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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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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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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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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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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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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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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街
內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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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帶
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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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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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城
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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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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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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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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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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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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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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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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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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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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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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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南

北

人

多

住

此

貿

易

江

中

船

隻

賃

貨

通

州

城

近

因

藍

逆

滋

擾

元

氣

之

復

當

俟

十

年

六
十
里
街
子

場
永

康

縣

舊

址

烟

火

數

百

家

市

期

三

六

九

與

灌

縣

接

壤

近
日
有
新
興
小
場
如

東
門
石
魚
寺
南
門
金
雞
鋪
北
門
永
興
場
小
羅
寺
外

尚
多
不
紀
名
者
樂
天
詩
云
靑
箬
裹
鹽
趨
市
女
綠
荷

包
飯
趂
墟
人
總
以
便
民
食
用
之
取
資
而
已

附

鄉
村

區
地
以
鄉
自
宋
已
然
觀
老
廣
寺
側
掘
出
宋
人
墓
碣
題

曰
泗
安
鄉
泗
安
寺
明
時
古
鐘
題
曰
江
原
鄉
外
如
玉

圭
從
善
畸
林
夏
林
父
老
猶
能
言
之
今
則
以
仁
和
熙

豐
分
冠
四
鄉
下
隸
甲
數
其
卽
周
禮
保
甲
之
遺
意
歟

東
門
仁
一
甲
從
城
跟
起
由
東
山
寺
樊
墩
子
黑
石
河
馬

店
石
橋
轉
粟
家
林
赤
腳
堂
老
廣
寺
起
羊
馬
河
抵
温

江
石
魚
河
西
岸
下
至
蒲
巷
子
挨
雙
流
界
及
三
江
口

萬
集
鎭
挨
新
津
界
繞
上
至
萬
夀
場
踰
白
馬
河
唐
河

交
東
山
寺
共
分
爲
四
甲
後
以
一
甲
地
方
遼
遠
截
一

甲
老
廣
寺
赤
腳
堂
一
帶
立
五
甲
名
曰
一
五
甲

南
門
和
一
甲
從
城
跟
起
由
興
曇
菴
大
劃
石
下
抵
大
邑

沙
渠
鎭
繞
上
越
文
井
江
至
牛
皮
場
中
和
場
轉
隆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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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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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井

江

交
城

跟
共
分
爲
三
甲

西
門
熙
一
甲
從
城
跟
起
由
朱
氏
街
白
頭
鋪
王
家
場
上

至
分
州
懷
遠
鎭
進
萬
家
坪
抵
瓦
寺
界
折
下
由
閔
家

店
子
龍
夻
河
毛
郎
鎭
挨
灌
縣
界
至
濟
民
場
交
朱
氏

街
共
分
爲
八
甲

北
門
豐
一
甲
從
城
跟
起
由
黑
石
鋪
羊
馬
河
廖
家
場
柳

街
子
交
灌
縣
界
轉
街
子
場
亦
交
灌
縣
界
囘
至
元
通

場
白
馬
廟
大
羅
寺
小
羅
寺
牛
王
廟
永
盛
寺
交
城
跟

共
分
爲
六
甲

新

增

鋪
遞

崇
慶
州
舊
有
唐
安
驛
明
設
驛
丞
官

國
朝
定
鼎
以
地
非
衝
衢
無
使
星
往
來
罷
驛
丞
額
設
鋪
司

兵
六
名
遞
送
公
文
每
名
嵗
給
工
食
銀
六
兩
遇
閏
加

增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設
官
分
防
懷
遠
鎭
增
設
鋪
司
兵

二
名
州
前
曰
底
塘
鋪
出
拱
極
門
二
十
里
曰
羊
馬
鋪

再
十
五
里
抵
温
江
縣
三
水
鋪
出
萬
成
門
三
十
里
曰

公
議
鋪
再
四
十
里
抵
懷
遠
鎭

津
梁

津
渡
之
在
岷
江
分
流
各
河
者
曰
老
君
渡
曰
鄢
家
渡
曰

晏
家
渡
曰
姚
家
渡
曰
利
濟
渡
曰
石
家
渡
曰
羊
子
渡

曰
羊
馬
渡
曰
金
馬
渡
卽
三
渡
水
曰
吳
家
渡
曰
鄧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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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渡
曰
羅
沱
渡
曰
江
源
渡
其
在
文
井
江
分
流
各
河
者

曰
南
河
渡
北
岸
地
寬
厰
可
牧
吳
志
所
謂
前
村
牧
笛

也
楊

高

鵬

詩

郊

原

風

細

稻

花

香

飽

食

耕

餘

牧

豎

狂

短

笛

無

腔

惟

信

口

不

知

機

巧

弄

笙

簧

張

象

文

詩

閒

向

江

臯

看

插

禾

兒

童

牛

背

唱

山

歌

亂

吹

信

口

知

音

少

細

聽

怡

情

引

興

多

幾

處

園

林

飛

燕

雀

數

家

烟

火

裊

藤

蘿

老

農

喜

得

田

疇

足

飽

飯

肩

犁

出

荷

蓑

曰
牛
皮
渡
曰
龍
華
渡
曰
陳

家
渡
曰
白
馬
渡
曰
新
開
渡
曰
魚
薦
渡
曰
西
河
渡
卽

楊
泗
渡
州
八
景
所
謂
西
江
晚
渡
也

張

象

文

西

江

晚

渡

詩

西

江

古

渡

即

滄

浪

入

夜

三

千

過

客

忙

自

是

行

人

煩

利

濟

那

堪

歸

路

正

斜

陽

迷

津

薄

莫

山

留

月

作

楫

中

流

葦

可

航

轂

擊

肩

摩

皆

赤

子

知

他

何

處

是

家

鄉

舉

人

何

明

禮

和

韻

西

江

渡

口

水

浪

浪

傍

夜

人

爭

嵗

月

忙

小

艇

常

嫌

艱

廣

濟

長

繩

何

處

繫

殘

陽

行

歌

過

去

風

生

棹

載

酒

歸

來

月

滿

航

鼓

楫

中

流

誰

慷

慨

還

餘

秋

興

滿

江

鄉

楊

高

鵬

詩

西

江

秋

月

碧

洋

洋

野

渡

行

人

競

夕

陽

流

寓

故

人

垂

莫

日

因

尋

此

路

問

歸

航

橋
梁
州
境
最
多
不
可
枚
舉
撮
其
著
者
曰
駟
馬
橋
曰
雙

鳳
橋
曰
萬
夀
橋

跨

黑

石

河

同

治

初

大

水

由

橋

頭

里

許

另

開

一

河

本

河

淤

塞

光

緒

三

年

另

造

紅

石

平

橋

一

座

長

十

餘

洞

跨

新

開

河

曰
萬
福
橋
曰
三
江
橋

係

周

萬

年

賈

嗣

周

姜

道

德

等

募

修

捲

石

十

一

洞

爲

州

境

橋

梁

巨

觀

道

光

庚

子

大

水

沖

決

眾

善

募

捐

改

造

繩

橋

曰

萬
夀
橋

跨

白

馬

河

武

舉

劉

桂

芳

民

人

羅

占

魁

募

修

曰
天
緣
橋

跨

黑

石

河

州

人

王

廷

選

等

募

修

捲

石

三

洞

曰
登
瀛
橋

跨

新

開

白

馬

河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募

修

橋

樓

一

座

長

十

餘

間

州

牧

李

廷

璧

題

其

名

曰
東
平
橋

跨

黑

石

河

州

人

魏

國

華

募

修

夀

婦

李

嚴

氏

補

修

同

治

丙

寅

大

水

沖

毁

農

民

劉

金

貴

獨

力

復

修

傾

家

財

不

惜

近

年

兩

次

傾

圮

附

近

眾

善

士

醵

金

修

理

如

故

曰

崇
德
橋

跨

黑

石

河

捲

石

三

洞

高

三

丈

許

長

十

五

丈

舊

名

王

石

橋

卽

靈

濟

橋

同

治

甲

子

大

水

沖

決

里

人

王

姓

獨

造

石

板

平

橋

一

座

癸

酉

又

復

沖

毁

至

今

易

作

板

橋

曰
張
板
橋

跨

黑

石

河

同

治

甲

子

大

水

沖

決

監

生

朱

玉

銘

獨

修

木

不

石

板

平

橋

一

座

長

十

餘

洞

曰
仁
里
橋

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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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津

梁

　
七

江

場

口

跨

黑

石

河

舊

爲

石

不

橋

樓

後

毁

復

修

青

石

平

橋

又

毁

迄

道

光

甲

辰

眾

善

募

修

平

橋

四

不

五

洞

曰
太
平
橋

跨

白

馬

河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建

修

雍

正

十

年

沖

毁

乾

隆

年

間

里

人

募

捐

捲

石

三

洞

舊

名

朱

銀

橋

曰
通
江
橋

跨

白

馬

河

龍

馬

渡

道

光

十

年

從

九

蔣

映

蘭

倡

捐

募

修

捲

石

三

洞

高

二

丈

許

長

六

丈

餘

俗

名

新

石

橋

曰
飛
龍
橋

跨

小

白

馬

河

曰
大
土
橋

跨白

馬河

曰
琴
鶴
橋

跨

石

魚

河

雷

渡

一

聯

云

淸

風

江

上

琴

三

弄

明

月

橋

頭

鶴

一

聲

記

見

藝

文

今

廢

里

人

改

作

平

橋

曰
普
濟
橋

在

州

東

石

魚

河

橋

樓

二

十

餘

間

道

光

十

八

年

耆

老

張

應

試

捐

二

千

餘

金

獨

力

創

建

曰
江
原
橋

在

州

東

江

原

鎭

場

口

道

光

八

年

里

人

賀

文

彥

倡

眾

捐

修

橋

樓

二

座

約

費

二

千

餘

金

咸

豐

初

年

毁

於

水

復

約

眾

重

修

平

橋

一

座

約

費

五

千

餘

金

三

年

始

竣

此
橋
之
在
東
鄉
者
也
曰
榮
陞
橋
曰
永
利
橋
曰
迴
龍

橋
曰
崇
義
橋
曰
玉
龍
橋
曰
同
善
橋
曰
鄧
石
橋
曰
徐

石
橋
曰
玉
元
橋

跨

州

南

支

渠

孫

萬

强

募

修

石

橋

一

座

記

見

藝

文

曰
大
劃
橋

在

大

劃

場

日

跨

白

馬

河

石

不

平

橋

長

十

餘

洞

此
橋
之
在
南
鄉
者
也
曰
萬

夀
橋
曰
高
橋
曰
龍
頭
橋
曰
將
軍
橋

跨

榿

木

河

乾

隆

中

募

修

樓

九

間

曰
踏
水
橋

俗

呼

刁

橋

在

文

井

江

上

游

其

制

不

用

中

柱

自

兩

岸

壓

木

於

士

鎭

以

沙

石

木

上

加

木

層

層

遞

出

數

尺

將

至

交

頭

則

以

竹

排

架

其

上

高

約

數

丈

闊

不

盈

三

尺

險

足

驚

魂

而

婦

孺

若

坦

途

也

副

貢

周

應

徽

詩

我

行

文

井

江

亂

流

不

可

渡

飛

絙

起

筰

橋

浮

空

接

雲

路

翻

翻

復

翻

翻

目

眩

神

魂

佈

笑

學

魚

上

竿

居

然

虵

懸

樹

如

緣

都

盧

橦

百

丈

險

可

懼

又

如

卭

崍

阪

九

折

馭

難

度

上

逐

鴻

雁

翔

下

瞰

蛟

龍

怒

守

道

苟

不

嚴

此

身

立

顚

仆

彼

岸

幸

先

登

掉

頭

不

敢

顧

寄

語

後

來

人

淩

波

愼

跬

步

曰
川
西
第

一
橋

跨

西

江

在

朱

氏

街

口

易

渡

成

橋

共

十

三

洞

寬

二

丈

餘

費

數

萬

金

貢

生

黄

步

雲

倡

募

創

修

橋

成

州

牧

王

臣

福

命

其

名

俗

呼

西

江

橋

曰
知
務
橋

在

中

峯

寺

山

中

乾

隆

間

解

元

何

明

禮

爲

之

序

云

厥

谿

小

哉

厥

功

乃

大

上

通

山

谷

下

達

市

鎭

雖

無

陟

險

之

艱

亦

有

沒

脛

之

憂

前

中

峯

釋

子

曁

曇

華

寺

僧

共

建

一

橋

日

久

傾

圮

令

復

剏

是

以

垂

不

朽

嗟

乎

釋

子

可

謂

知

所

務

矣

使

天

下

凡

爲

僧

者

皆

喜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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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造

橋

若

是

吾

見

天

下

之

谿

不

足

涉

而

天

下

之

僧

正

未

可

少

也

以

是

序

卽

以

是

勸

太

學

林

從

龍

得

此

石

刻

於

化

成

山

麓

曰
萬
安
橋

在

東

闗

場

崇

大

交

界

處

光

緖

二

年

萬

宗

菴

僧

隆

興

同

紳

糧

靑

玉

魁

等

領

眾

捐

修

費

千

餘

金

曰
鐵
索
橋

一

在

石

柱

子

一

在

鷂

子

岩

絙

鐵

索

十

餘

根

上

鋪

薄

板

左

右

各

有

絆

索

如

欄

杅

長

十

餘

丈

行

者

隨

索

起

伏

不

能

自

主

俯

視

目

眩

心

駭

而

販

夫

負

重

行

若

康

莊

不

知

制

始

何

代

其

有

斷

壞

匠

負

爐

就

索

鎔

續

之

名

飛

火

接

云

唐

僧

智

猛

繩

橋

贊

曰

飛

絙

爲

橋

乘

虛

而

過

窺

不

見

底

影

戰

魂

慄

亦

彷

彿

其

險

矣

曰
福
夀
橋

跨

榿

木

河

舊

爲

板

橋

同

治

間

孀

婦

任

王

氏

獨

力

修

建

橋

樓

一

座

共

九

間

五

洞

此
橋
之
在
西
鄉
者
也
曰
通
義

橋
曰
和
合
橋
曰
樂
善
橋

跨

黑

石

河

舊

毁

同

治

間

眾

善

捐

募

復

修

較

前

橋

加

增

十

餘

洞

曰
尊
玉
橋
曰
樂
豐
橋

貢

生

朱

昭

南

記

橋

以

豐

名

志

樂

也

樂

豐

者

何

政

修

化

行

年

豐

而

民

樂

也

州

北

羊

馬

場

西

靑

羊

河

周

道

也

河

有

橋

不

知

始

何

時

今

年

夏

江

漲

岸

崩

橋

塌

徃

來

以

爲

病

里

人

欲

修

葺

而

未

能

也

於

是

鄉

善

士

何

宋

劉

陳

諸

人

倡

聲

重

建

先

捐

己

貲

其

不

足

募

化

以

竣

斯

役

匠

作

雲

興

不

兩

月

而

石

工

告

成

橋

高

八

尺

長

二

丈

四

尺

一

柱

二

洞

洞

石

梁

凡

三

兩

岸

甃

以

石

費

金

一

百

有

奇

葢

較

舊

制

巨

且

堅

焉

車

馳

馬

驟

莫

不

履

道

坦

坦

頌

倡

始

樂

捐

之

功

不

衰

夫

蜀

自

壬

辰

征

伐

不

庭

民

方

趨

事

赴

功

樂

効

子

來

何

暇

鑿

石

爲

梁

恭

逢

聖

天

子

德

綏

威

服

丙

申

之

嵗

　

王

師

凱

旋

太

史

屢

書

大

　

　

有

庶

司

百

職

亦

各

盡

智

竭

忠

平

其

政

以

襄

　

盛

治

故

民

得

以

樂

其

樂

不

惜

傾

囊

而

成

斯

橋

也

周

頌

曰

綏

萬

邦

屢

豐

年

孟

子

曰

樂

民

之

樂

者

民

亦

樂

其

樂

爰

題

曰

樂

豐

諗

我

蜀

人

俾

知

今

之

樂

善

不

倦

者

實

由

在

上

樂

民

之

樂

也

然

則

名

是

橋

爲

樂

豐

也

可

卽

名

是

鄉

爲

樂

豐

也

亦

無

不

可

因

爲

記

曰
合
盛
橋
曰
黑
石
橋

舉

人

吳

錫

川

記

嘉

慶

戊

辰

冬

川

北

上

逕

一

橋

見

兩

洞

空

明

若

兩

儀

初

判

旁

則

闌

干

迴

互

若

八

卦

成

列

上

石

板

如

砥

如

矢

若

十

有

二

舍

且

蚩

吻

伸

頸

霸

下

負

背

爲

河

伯

斂

波

俾

橋

永

垂

不

朽

方

低

徊

間

董

事

者

欣

然

屬

爲

序

徐

叩

所

由

曰

河

名

羊

岔

橋

號

黑

石

創

自

雍

正

五

載

惜

碑

泐

名

不

留

乾

隆

中

傾

圮

長

老

加

補

葺

焉

今

春

岸

崩

梁

折

爲

往

來

病

爰

集

同

志

募

眾

重

修

因

當

孔

道

較

前

增

而

高

之

擴

而

大

之

逶

迤

而

綿

長

之

聖

人

濟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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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賢

者

濟

眾

吾

輩

爲

此

聊

以

濟

人

云

耳

川

聞

而

思

之

吉

人

爲

善

善

作

必

善

成

以

此

功

程

浩

大

微

眾

君

子

力

不

及

此

然

無

蔡

襄

爲

首

萬

安

何

由

建

哉

今

聿

觀

厥

成

功

旣

偉

矣

福

斯

茂

矣

獨

川

自

愧

非

材

不

能

達

諸

公

意

揚

諸

公

烈

昔

司

馬

長

卿

過

昇

仙

期

乘

駟

馬

預

爲

題

柱

一

介

書

生

葢

有

志

焉

書

爲

記

曰
惠

濟
橋
曰
永
安
橋
曰
唐
安
橋

跨

黑

石

河

長

約

二

十

丈

石

不

平

橋

曰
龍

伏
橋
曰
永
利
橋

嘉

慶

十

五

年

州

人

梁

姓

募

修

捲

石

三

洞

曰
大
通
橋

跨沙

溝

河

乾

隆

中

募

修

橋

樓

十

二

間

曰
大
羅
寺
橋

乾

隆

中

募

修

捲

石

十

二

洞

曰
白
馬

河
橋

捲

石

三

洞

貢

生

吳

家

駒

募

修

引

州

西

北

白

馬

河

北

達

灌

邑

衝

道

昔

作

橋

樓

樓

斷

而

流

久

矣

鄉

長

老

者

思

効

石

橋

予

聞

喜

且

駭

喜

其

美

也

將

看

天

台

之

度

駭

其

難

也

安

得

神

助

以

鞭

長

者

曰

同

心

募

眾

資

之

他

山

天

之

所

助

者

順

也

人

之

所

助

者

信

也

且

何

敢

私

舉

必

將

上

啟

明

公

奉

公

心

行

公

事

四

方

諸

君

子

慷

慨

好

施

與

是

猶

秦

梁

之

人

各

投

石

聚

而

成

乎

效

司

馬

題

名

柱

上

亦

大

丈

夫

行

事

磊

磊

而

光

明

者

錄

其

言

爲

引

曰
滙
江
橋

在

元

通

場

跨

文

井

北

江

兩

河

合

水

下

舊

名

寶

勝

橋

嘉

慶

十

七

年

州

人

陳

志

琳

獨

力

修

鐵

索

橋

長

十

四

丈

有

奇

道

光

己

丑

大

水

沖

毁

光

緖

元

年

舉

人

劉

恆

如

監

生

吳

兆

麟

劉

恆

俊

武

生

李

三

超

千

總

陳

文

衡

等

領

眾

捐

修

仍

鍊

鐵

索

橫

亘

其

上

承

以

二

不

三

架

木

石

互

撐

長

九

十

八

丈

高

一

丈

六

尺

寬

一

丈

二

尺

鐵

索

十

三

條

欄

杆

二

條

兩

岸

牌

坊

中

有

二

樓

亭

費

萬

餘

金

更

名

滙

江

曰
靑
石
橋

跨

沙

溝

河

石

不

平

橋

曰
雙
合
橋

跨

沙

溝

河

橋

樓

約

二

十

餘

丈

曰
蔡
家
橋

跨

黑

石

河

長

約

三

十

丈

眾

善

募

修

橋

樓

約

三

十

間

曰
緝
熙
橋

跨

黑

石

河

長

二

十

餘

丈

眾

善

募

修

橋

樓

約

二

十

餘

間

曰
永
定
橋

跨

黑

石

河

在

一

窩

柳

東

嶽

廟

側

咸

豐

庚

申

年

被

藍

逆

折

毁

同

治

八

年

副

榜

劉

靑

藜

吳

文

芳

等

捐

貲

領

眾

重

修

橋

樓

約

二

十

餘

丈

費

約

二

千

金

上

記

載

一

窩

柳

古

蹟

匾

額

此
橋
之
在
北
鄉
者
也

州
城
四
門
濠
梁

因

藍

逆

亂

折

毁

其

三

戴

升

朝

重

建

開
來
橋

北

四

甲

廖

崇

基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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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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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公
署

崇
慶
州
知
州
衙
門
在
城
西
北
隅
明
成
化
知
州
周
尙
文

建

國
朝
康
熙
七
年
知
州
藺
開
禧
繕
葺
十
二
年
知
州
吳
昌
廕

始
建
鼓
樓
東
閣
厯
任
各
有
增
葺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知

州
楊
長
森
重
修
前
爲
照
壁
左
右
各
置
栅
門
自
照
壁

至
鼓
樓
五
十
六
步
爲
大
門
禮
天
子
諸
侯
臺
門
州
以

宋
高
宗
潛
藩
故
門
有
高
臺
臺
上
爲
樓
樓
三
間
四
翼

制
極
雄
壯
樓
簷
上
橫
扁
古
唐
安
郡
前
州
胡
德
琳
立

門
楣
直
扁
崇
慶
州
前
州
王
嘉
謨
立
大
門
至
二
門
九

十
二
步
左
爲
衙
神
祠
右
爲
監
獄
旁
有
古
柏
數
株
二

門
三
間
左
翼
爲
皂
班
房
右
翼
爲
壯
班
房
二
門
至
大

堂
五
十
二
步
左
爲
吏
戸
禮
倉
承
發
房
右
爲
兵
刑
工

鹽
茶
房
中
有
古
柏
一
株
雜
樹
十
餘
株
大
堂
三
間
前

爲
捲
棚
中
爲
煖
閣
額
摹

御
書
清
愼
勤
大
堂
後
扁
毋
枉
毋
縱
前
州
王
猶
龍
建
左
爲
宅

門
右
爲
司
閽
房
又
爲
過
亭
扁
敬
耐
煩
勞
前
州
胡
德

琳
立
二
堂
五
間
左
爲
師
古
堂
桂
二
株
今
名
雙
桂
軒

右
閒
房
二
堂
後
扁
小
憇
三
堂
扁
退
思
左
右
爲
僉
押

房
東
橫
房
三
間
西
長
厢
五
間
直
接
上
房
院
內
香
椽

石
榴
各
一
株
四
堂
五
間
規
制
宏
鉅
自
二
堂
迆
東
行

爲
銀
庫
爲
贜
罰
庫
又
東
行
爲
小
照
牆
照
牆
後
爲
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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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房
自
照
壁
北
行
爲
小
門
樓
扁
裴
杜
舊
遊
循
小
巷
進

小
樓
門
左
爲
閒
房
又
左
爲
井
右
爲
茶
房
又
右
爲
茶

夫
房
入
爲
東
閣
閣
前
有
亭
亭
左
有
紅
梅
一
株
䕶
以

朱
欄
又
左
有
古
楠
一
株
倚
樹
爲
古
楠
書
屋
閣
扁
東

閣
前
州
吳
昌
廕
題
榜
柱
曰
東
閣
筵
開
想
當
年
對
酒

放
歌
誰
識
千
秋
詩
史
唐
安
蹟
改
到
今
日
按
圖
考
古

祗
餘
一
樹
梅
花
前
檐
扁
巡
檐
索
笑
東
閣
後
爲
觀
梅

書
屋
左
有
小
池
池
心
有
小
假
山
旁
植
花
木
由
東
閣

左
簷
下
有
小
門
可
繞
至
後
圃
土
地
廟
在
焉
由
廚
房

出
小
門
爲
常
平
倉
北
頭
爲
馬
廐
外
圍
牆
一
道
共
計

二
百
七
十
四
弓
此
其
大
較
也

州
同
衙
門
在
懷
遠
鎭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州
同
李
元
建
謹

錄
設
官
建
署
　
部
文
於
左
四
川
總
督
義
烈
公
保
甯

准
　
吏
部
咨
內
閣
鈔
出
四
川
總
督
孫
士
毅
奏
前
事

等
因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奉

硃
批
該
部
議
奏
欽
此
會
議
得
調
任
四
川
總
督
孫
士
毅
奏
稱

成
都
府
屬
崇
慶
州
地
方
遼
濶
訟
獄
繁
多
其
西
北
一

帶
綿
亘
三
百
餘
里
與
瓦
寺
土
司
交
界
岡
連
嶺
複
最

易
藏
奸
前
明
設
有
巡
檢
一
員
駐
劄
該
州
之
懷
遠
鎭

稽
查
奸
匪
我

朝
定
鼎
之
初
因
該
處
人
戸
稀
少
僅
爲
穛
採
往
來
之
所
未

經
設
官
分
理
今
則
生
齒
日
繁
山
谿
遍
墾
因
之
秀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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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雜
處
民
俗
獷
頑
該
處
距
州
較
遠
凡
緝
捕
巡
防
究
屬

鞭
長
莫
及
州
汛
雖
有
駐
防
千
總
一
員
亦
慮
巡
緝
難

周
臣

與
藩
臬
兩
司
細
心
籌
酌
似
應
於
該
州
之
懷
遠

鎭
添
設
佐
雜
一
員
駐
防
外
委
一
員
並
於
城
守
營
內

抽
撥
兵
丁
十
名
令
該
外
委
帶
領
協
防
庶
聲
勢
聯
絡

控
制
更
爲
扼
要
查
添
設
佐
雜
例
應
裁
改
察
看
通
省

惟
瀘
州
州
同
一
員
駐
劄
九
姓
土
司
地
方
推
原
設
官

之
始
管
束
在
所
必
需
茲
查
該
土
司
本
係
漢
人
所
屬

土
民
久
經
向
化
守
分
與
內
地
人
民
無
異
州
同
雖
設

並
無
承
辦
事
件
況
該
州
尙
有
州
判
一
員
儘
堪
兼
理

毋
庸
多
設
冗
員
應
請
以
瀘
州
直
隸
州
州
同
改
爲
崇

慶
州
州
同
分
駐
該
州
之
懷
遠
鎭
除
戸
婚
田
土
等
案

不
許
干
預
外
凡
匪
類
竊
刼
以
及
鬭
毆
賭
博
私
鑄
私

宰
私
鹽
私
硝
等
項
均
令
該
員
查
詢
解
州
遇
有
人
命

亦
就
近
相
騐
拘
喚
犯
証
解
州
審
詳
所
管
境
內
如
有

搶
刼
迯
犯
限
滿
無
獲
及
失
察
各
案
卽
將
該
州
同
議

處
以
專
責
成
應
建
衙
署
卽
以
裁
汰
瀘
州
州
同
舊
署

估
變
建
造
如
有
不
敷
照
例
借
銀
添
補
所
需
俸
廉
役

食
亦
卽
將
瀘
州
州
同
衙
門
向
有
之
數
酌
量
撥
給
其

添
設
外
委
汛
署
及
兵
丁
堆
卡
房
屋
計
費
無
多
卽
由

本
省
通
融
酌
辦
毋
庸
動
項
至
新
設
州
同
若
因
員
缺

𦂳
要
請
定
爲
繁
見
無
可
以
對
改
之
缺
應
照
舊
歸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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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銓
選
查
川
省
見
有
候
補
人
員
容
臣
另
行
揀
員
請
補

其
見
任
瀘
州
州
同
李
元
係
一
等
舉
人
咨
署
業
經
前

督
臣
李
世
傑
奏
准
以
知
縣
補
用
應
歸
本
班
照
例
請

補
所
有
鑄
給
印
信
及
一
切
未
盡
事
宜
俟
准
到
部
覆

另
行
分
別

題
咨
辦
理
等
因
前
來
今
該
督
旣
稱
崇
慶
州
之
懷
遠
鎭

生
齒
日
繁
山
谿
遍
墾
因
之
秀
良
雜
處
民
俗
獷
頑
該

處
距
州
較
遠
凡
緝
捕
巡
防
究
屬
鞭
長
莫
及
州
汛
雖

有
駐
防
千
總
一
員
亦
慮
巡
緝
難
周
似
應
於
懷
遠
鎭

添
設
佐
雜
一
員
駐
防
外
委
一
員
並
於
城
守
營
內
抽

撥
兵
丁
十
名
令
該
外
委
帶
領
協
防
查
添
設
佐
雜
例

應
裁
改
察
看
通
省
惟
瀘
州
州
同
一
員
駐
劄
九
姓
土

司
地
方
土
民
久
經
向
化
守
分
該
州
尙
有
州
判
一
員

儘
堪
兼
理
應
請
以
瀘
州
直
隸
州
州
同
改
爲
崇
慶
州

州
同
分
駐
懷
遠
鎭
等
語
應
如
該
督
所
請
瀘
州
直
隸

州
州
同
准
其
裁
汰
改
爲
崇
慶
州
州
同
移
駐
懷
遠
鎭

地
方
准
其
駐
防
外
委
一
員
於
城
守
營
內
抽
撥
兵
丁

十
名
令
該
外
委
帶
領
恊
防
至
外
委
駐
防
懷
遠
鎭
地

方
該
督
原
奏
內
並
未
聲
明
於
何
營
酌
撥
應
令
該
督

分
晰
營
汛
另
咨
報
部
以
備
查
核
新
設
崇
慶
州
州
同

所
屬
懷
遠
鎭
地
方
遇
有
人
命
令
該
州
同
就
近
相
驗

拘
喚
犯
証
解
州
審
詳
如
有
搶
劫
迯
犯
限
滿
無
獲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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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失
察
各
案
卽
將
該
州
同
查
參
議
處
新
設
崇
慶
州
州

同
所
需
衙
署
應
准
其
建
葢
裁
汰
瀘
州
州
同
舊
署
拆

估
變
價
應
令
該
督
轉
飭
核
實
確
估
造
具
應
建
應
變

衙
署
冊
結
分
別
奏
咨
辦
理
至
所
稱
估
變
舊
署
銀
兩

建
造
新
署
如
有
不
敷
照
例
借
銀
添
補
等
語
應
並
令

該
督
照
例
妥
辦
所
需
俸
廉
役
食
亦
應
准
其
將
瀘
州

州
同
衙
門
向
有
之
數
酌
量
撥
給
其
添
設
外
委
汛
署

及
兵
丁
卡
房
等
項
旣
㨿
該
督
聲
稱
計
費
無
多
卽
有

本
省
通
融
酌
辦
毋
庸
動
項
等
語
應
如
該
督
所
奏
辦

理
新
設
崇
慶
州
州
同
仍
照
舊
定
爲
選
缺
嗣
後
缺
出

歸
部
銓
選
至
該
督
奏
稱
新
設
州
同
另
行
揀
員
請
補

見
在
瀘
州
州
同
李
元
由
一
等
舉
人
咨
署
奏
准
以
知

縣
補
用
應
歸
本
班
照
例
請
補
等
語
查
各
省
見
任
人

員
遇
有
裁
改
移
駐
該
督
查
明
該
員
不
能
勝
新
移
之

任
者
撤
囘
另
補
今
李
元
由
一
等
舉
人
借
補
瀘
州
直

隸
州
州
同
今
員
缺
裁
汰
改
爲
崇
慶
州
州
同
該
員
係

甄
別
以
知
縣
補
用
並
非
不
能
勝
任
之
員
應
令
其
仍

留
新
移
崇
慶
州
州
同
之
任
遇
有
相
當
縣
缺
再
行
照

例
調
補
所
有
該
督
奏
請
仍
歸
本
班
請
補
之
處
毋
庸

議
至
應
給
印
信
等
項
並
一
切
未
盡
事
宜
仍
令
該
督

詳
悉
妥
議
分
別

題
咨
各
部
辦
理
再
此
案
係
吏
部
主
稿
合
併
聲
明
等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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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奉

旨
依
議
欽
此

敎
諭
衙
門

詳

學

校

訓
導
衙
門

詳

學

校

吏
目
衙
門
在
州
署
右

千
總
衙
門
在
武
廟
後

州
同
衙
門
在
懷
遠
鎭
咸
豐
年
間
滇
逆
俶
擾
焚
燬
無
遺

同
治
五
年
州
同
鈕
大
受
重
修
規
模
略
具
不
復
如
前

新增

外
委
衙
門
在
懷
遠
鎭
藍
逆
焚
燬
後
外
委
駱
玉
春
募
眾

重
建
並
修
箭
道
一
通

新增

申
明
亭
在
州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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