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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一

序
例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志
編

年

起
明
洪
武
三
年
迄
民
國
十
一
年

鄕
事
卽
大
事
記
原
本
龍
門
各
志
因
之
其
表
以
旁
行
斜
上
爲
率
究
非

紀
事
正
式
紫
陽
綱
目
要
例
凡
四
日
首
歲
以
紀
年
而
因
年
以
著
統
大

書
以
提
要
而
分
注
以
備
言
爲
通
史
不
易
成
法
志
如
通
史
例
得
倣
行

舊
志
用
直
表
有
綱
有
目
較
他
志
稱
善
惟
自
道
光
庚
寅
至
今
將
近
百

年
事
變
諸
多
其
大
者
以
紅
巾
踞
佛
洋
兵
入
境
兩
事
爲
至
要
光
宣
之

交
廷
議
立
憲
多
所
制
置
逮
入
民
國
頻
遭
喪
亂
吾
鄕
實
當
其
衝
雖
獲

安
全
而
搘
柱
維
持
端
資
羣
策
他
如
災
祲
水
旱
及
天
象
示
變
人
事
遞

嬗
凡
有
關
於
吾
鄕
者
皆
當
遠
紹
旁
摉
俾
成
信
史
抑
志
有
年
表
猶
史

有
年
紀
斷
代
爲
史
故
以
本
紀
冠
全
書
志
屬
輿
地
故
年
表
在
後
提

要

論

列

地

志

山

川

風

土

及

諸

建

置

皆

在

與

地

範

圍

職

官

選

舉

亦

建

置

也

人

物

藝

文

後

起

者

也

金

石

藝

文

之

附

庸

也

有
年
表
則
諸

志
有
統
匯
又
編
次
之
大
意
也
今
遵
紫
陽
義
例
續
編
成
志
事
在
道
光

庚
寅
以
前
悉
如
其
舊
庚
寅
以
後
擇
其
有
可
徵
信
者
次
第
書
之
未
敢

仰
參
筆
削
亦
惟
先
民
是
程
爾
書
名
鄕
志
故
以
鄕
事
名
篇
仍
舊
貫
也

年
經
事
緯
歷
史
胥
同
識
大
識
小
用
備
折
衷
作
鄕
事
志
第
十
一

按
鄕
之
成
聚
相
傳
肇
於
汴
宋
沿
至
元
未
己
數
百
年
而
事
遠

年
湮
茫
無
可
考
今
斷
自
明
始
從
信
也
陳志

明庚戌

洪
武
三
年
詔
民
間
立
社
學
鄕

各

社

學

疑

皆

建

於

是

時

壬子

五
年
鄕
人
趙
仲
脩
復
建
北
帝
廟
碑

記

在

祠

祀

志

元

末

龍

潭

賊

寇

本

鄕

艤

舟

汾

水

之

岸

眾

禱

於

神

卽

烈

風

雷

電

覆

溺

賊

舟

者

過

半

俄

賊

用

妖

術

賄

廟

僧

以

穢

物

污

廟

遂

入

境

剽

掠

焚

毁

廟

宇

以

洩

兇

忿

不

數

日

僧

遭

惡

死

賊

亦

敗

亡

至

是

復

建

鄕

人

稱

之

爲

祖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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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明

辛未

二
十
四
年
大
毁
寺
觀
鄕

毁

塔

坡

寺

已酉

宣
德
四
年
重
脩
北
帝
廟
梁

文

倡

捐

有

記

丙辰

正
統
元
年
鑿
北
帝
廟
前
灌
花
池
梁

文

霍

佛

兒

捐

地

一

百

二

十

步

植

梧

桐

波

羅

蜜

二

樹

於

池

旁

壬戌

七
年
巡
按
張
善
給
往
省
渡
船
二
隻
量
取
賃
租
供
北
帝
廟
香
火

己巳

十
四
年
海
賊
黃
蕭
養
遣
其
黨
攻
圍
本
鄕
鄕
人
梁
廣
等
率
眾
敗
之

賊
遁
去

是

役

也

北

帝

神

屢

示

威

靈

賊

恐

怖

無

策

遂

大

敗

斬

獲

千

餘

級

布

政

使

揭

稽

以

事

聞

詳

祠

祀

志

按
綱
用
大
書
目
用
分
注
此
紫
陽
舊
例
綱
内
有
注
與
分
注
同

目
内
之
注
與
正
文
相
連
者
上
下
用
半
弧
爲
識
或
注
在
目
後

則
空
一
格
以
别
於
本
文
仍
排
匀
齊
腳
遇
單
數
則
次
行
減
一

字
參

用

通

鑑

輯

覽

壬申

景
泰
三
年
詔
以
北
帝
廟
爲
靈
應
祠
佛
山
堡
爲
忠
義
鄕
旌
賞
忠
義

士
梁
廣
等
二
十
二
人

癸酉

四
年
禮
部
頒
諭
祭
靈
應
祠
祀
典
劄
付
四

百

二

十

四

號

詳

祠

祀

門

辛巳

天
順
五
年
饑
知
縣
到
鄕
給
賑

壬子

宏
治
五
年
颶
風
大
水
失
潮
普

君

墟

可

乘

船

通

鄕

惟

高

地

不

浸

故

稱

高

地

丙辰

九
年
冼
光
登
進
士
時

遷

居

順

德

縣

之

鷺

洲

癸酉

正
德
八
年
重
脩
靈
應
祠
建

牌

樓

三

門

增

鑿

錦

香

池

於

灌

花

池

右

霍

時

貴

倡

捐

按
重
脩
廟
宇
惟
官
祀
書
民
祀
非
創
建
不
書
其
重
修
年
份
另

詳
祠
祀
志

建
流
芳
祠
祀
忠
義
官
梁
廣
等
二
十
二
人

按
舊
志
與
重
脩
靈
應
祠
併
爲
一
條
事
屬
鼎
建
應
自
爲
一
綱

以
昭
隆
重

甲戌

九
年
梁
焯
登
進
士
住

社

亭

舖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三

明

壬午

嘉
靖
元
年
提
學
魏
校
毁
淫
祠
改
建
社
學

本

鄕

所

毁

甚

多

改

建

蒙

養

各

社

學

後

冼

主

事

桂

奇

記

其

事

載

教

育

志

及

縣

志

乙未

十
四
年
冼
桂
奇
登
進
士
住

潘

涌

舖

之

鶴

園

辛丑

二
十
年
陳
善
登
進
士
住

社

亭

舖

朱

紫

巿

庚戌

二
十
九
年
岑
遠
登
進
士
住

石

路

舖

石

路

頭

壬子

三
十
一
年
建
靈
應
祠
前
石
照
壁
石

上

刻

花

龍

道

士

蘇

澄

輝

募

癸丑

三
十
二
年
大
饑
主
事
冼
桂
奇
出
粟
賑
粥
爲
富
人
倡
鄕
賴
以
濟
事詳

世

濟

忠

義

記

己未

三
十
八
年
脩
通
濟
橋
深

村

堡

進

士

霍

與

瑕

捐

脩

乙丑

四
十
四
年
行
軍
籍
法

時

鄕

之

軍

戸

凡

三

易

供

狀

而

後

定

戊辰

隆
慶
二
年
重
脩
通
濟
橋
深

村

堡

霍

隆

捐

脩

隆

卽

與

瑕

世

父

辛巳

萬
曆
九
年
行
淸
丈
法

時

知

縣

周

文

卿

以

原

額

不

足

每

畝

加

派

二

分

名

爲

定

弓

民

不

堪

命

至

十

二

年

量

減

三

釐

六

毫

猶

徵

一

分

六

釐

四

毫

四

十

四

年

鄕

尙

書

李

待

問

率

眾

籲

懇

始

議

將

香

山

等

縣

新

陞

沙

田

移

抵

定

弓

虛

耗

至

雍

正

八

年

以

各

縣

移

抵

有

弊

題

請

豁

免

脩
通
濟
橋
知

縣

周

文

卿

捐

貲

倡

脩

按
周
文
卿
加
定
弓
虛
税
爲
一
邑
累
乃
屑
屑
於
一
橋
之
脩
豈

欲
以
此
謝
過
耶
抑
狹
矣
陳志

丙申

二
十
年
大
饑
鄕
人
捐
粟
賑
濟

戊戌

二
十
六
年
栅
下
細
晚
市
放
煙
花
遊
人
擠
擁
踐
死
七
十
二
人

甲辰

三
十
一
年
李
待
問
登
進
士
住

㟮

岐

舖

高

巷

乙巳

三
十
二
年
脩
靈
應
祠
門
樓
經

歷

李

好

問

同

弟

待

問

捐

脩

丙午

三
十
三
年
丈
明
靈
應
祠
祭
業
共
實
税
六
十
八
畝

庚戌

三
十
七
年
冼
憲
祖
登
進
士
侍

郞

光

元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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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四

明

誅
盜
黃
在
明

在

明

結

黨

踞

沐

恩

社

肆

行

刦

掠

鄕

人

報

官

計

擒

之

斃

於

獄

後

建

忠

義

營

卽

盜

所

踞

地

也

甲寅

四
十
二
年
設
忠
義
營

李

待

問

以

郞

中

歸

里

倡

議

立

營

以

捍

鄕

土

兵

食

出

自

鄕

之

門

攤

爐

煽

銀

一

百

七

十

兩

戊午

四
十
五
年
鄕
主
事
梁
日
孚
入
鄕
賢
祠

壬戌

天
啟
二
年
縣
拘
刁
橫
工
匠
治
以
罪

是

年

九

月

九

日

炒

鑄

七

行

工

匠

糾

眾

狂

譟

借

淸

復

靈

應

祠

地

爲

名

先

拆

祠

前

照

壁

隨

毁

民

廬

奸

不

可

測

知

縣

羅

萬

爵

出

示

安

民

計

擒

爲

首

者

重

懲

始

各

解

散

癸亥

三
年
靈
應
祠
前
池
加
築
拱
橋
以

所

拆

照

壁

石

爲

之

丙寅

六
年
脩
通
濟
橋
建
亭
於
左
畔
經

歷

李

徵

問

同

弟

總

漕

待

問

捐

貲

重

脩

丁卯

七
年
脩
崇
正
社
學

建
鄕
仕
會
館
卽

鄕

仕

祠

龐

景

忠

有

記

改
建
塔
坡
古
寺
改

地

於

醫

靈

舖

左

巷

廣

東

通

志

載

古

蹟

門

戊辰

崇
禎
元
年
詔
團
鄕
兵

鄕

則

員

外

郞

李

陞

問

總

其

事

以

郡

邑

幣

請

也

各

舖

有

鄕

夫

自

此

始

癸酉

六
年
築
汾
水
柵
下
水
閘
知

縣

黃

熙

印

督

築

縣
拘
刁
橫
鍋
匠
柴
工
治
以
罪

耳

鍋

匠

并

鋸

柴

工

與

諸

爐

戸

閧

爭

毁

陳

達

逵

房

屋

拿

獲

責

究

甲戌

七
年
脩
往
省
大
路
尙

書

李

待

問

主

事

龎

景

忠

同

捐

脩

有

記

乙亥

八
年
脩
靈
應
祠
改
塑
神
像
署

丞

李

敬

問

捐

脩

庚長

十
三
年
增
築
汾
水
栅
下
水
閘

辛巳

十
四
年
大
脩
靈
應
祠
復
築
照
壁
尙

書

李

待

問

捐

脩

壬午

十
五
年
建
文
昌
書
院
在

明

心

舖

尙

書

李

待

問

捐

建

癸未

十
六
年
大
水
鄕
田
半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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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五

淸

淸
崇

禎

十

七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闖

賊

李

自

成

陷

京

師

莊

烈

帝

殉

國

淸

世

祖

率

兵

八

關

戡

定

寇

亂

遂

爲

順

治

元

年

舊

志

按
春
秋
傳
以
支
千
紀
曰
諸
史
並
同
綱
目
惟
日
月
蝕
用
支
干

餘
月
而
不
日
志
書
從
之
有
應
書
日
者
照
曆
書
以
數
紀
從
所

習
也

乙酉

順
治
二
年
奉
鄕
尙
書
李
忠
定
公
像
附
祀
於
文
昌
書
院
之
後
寢

丙戌

三
年
禁
隣
張
堡
槎
田
心
開
涌
有

吿

示

碑

記

見

鄕

禁

志

丁亥

四
年
通
判
屠
彪
到
鄕
駐
防
本

鄕

有

駐

防

官

自

此

始

時

有

黃

頭

賊

數

百

襲

殺

田

營

官

拆

毁

忠

義

營

大

爲

鄕

患

鄕

人

協

力

討

之

殺

賊

一

百

七

十

餘

級

奔

報

總

督

佟

養

甲

大

加

賞

異

庚寅

七
年
同
知
官
玉
都
到
鄕
駐
防
署

在

汾

水

舖

後

街

豁
免
忠
義
營
兵
食
銀
項

築
省
城
西
門
本

鄕

派

築

十

五

丈

辛卯

八
年
建
關
帝
廟
在

汾

水

正

埠

對

岸

同

知

官

玉

都

倡

建

壬辰

九
年
築
沐
恩
社
房
屋

屋

凡

八

間

收

賃

値

以

供

崇

正

社

學

祀

事

其

地

本

忠

義

營

營

廢

遂

改

築

之

癸巳

十
年
春
大
饑
斗
米
千
錢

駐

防

經

歷

李

繼

美

令

米

肆

依

先

糴

價

出

糶

又

勸

富

人

出

粟

賑

濟

乙未

十
二
年
海
賊
流
刦
入
栅
下
鄕
夫
擊
之
殺
賊
數
十
人

建
龍
母
廟
在

栅

下

舖

脩
通
濟
橋
盡

易

以

石

僧

圓

朗

募

脩

有

記

復
忠
義
營

以

朱

紫

市

梁

祠

爲

營

房

鄕

夫

工

食

出

自

本

鄕

後

數

年

又

廢

按
輯
覽
敘
事
或
於
初
見
一
條
備
言
其
終
或
於
最
後
一
條
追

敘
其
始
仍
用
先
是
至
是
及
是
初
字
尋
字
等
文
以
淸
眉
日
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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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忠
義
鄕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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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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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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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淸

一
事
而
前
後
相
因
仍
分
年
紀
之
凡
此
諸
例
亦
本
荀
悅
漢
紀

丁酉

十
四
年
脩
靈
應
祠
香
亭

戊戌

十
五
年
建
華
封
戲
臺
在

靈

應

祠

前

壬寅

康
熙
元
年
建
忠
義
鄕
約
在

祖

廟

舖

左

巷

癸卯

二
年
海
賊
流
刦
本
鄕
鄕
夫
擊
敗
之

時

賊

銳

甚

鄕

夫

一

礮

傷

其

旗

手

賊

遂

惶

亂

退

走

又

隣

鄕

石

被

刦

鄕

夫

往

救

擊

殺

賊

數

十

人

石

獲

安

甲辰

三
年
設
保
甲
給
門
牌
時

經

歷

周

汝

斌

駐

防

五
斗
口
司
巡
檢
到
鄕
駐
劄
原

駐

平

洲

堡

脩
醫
靈
廟

癸丑

十
二
年
建
田
心
文
昌
書
院
在

山

紫

舖

觀

音

廟

左

僑

籍

人

士

合

建

戊午

十
七
年
林
開
春
領
鄕
薦
第
一
住

栅

下

舖

原

潮

州

人

甲子

二
十
三
年
脩
靈
應
祠

建
聖
樂
宮
在

靈

應

祠

左

乙丑

二
十
四
年
脩
崇
正
社
學

庚辰

三
十
九
年
何
肇
宗
登
進
士
住

觀

音

堂

舖

原

番

禺

縣

人

癸未

四
十
二
年
定
崇
正
社
學
課
期
龐

上

梓

記

壬辰

五
十
一
年
官
誅
劇
賊
甘
鰲
賓

鰲

賓

以

積

賊

受

撫

委

爲

佛

山

練

總

聚

黨

數

百

人

驕

恣

殘

暴

奸

謀

叵

測

按

察

使

武

廷

适

廉

知

之

計

誘

至

省

立

斃

杖

下

賊

黨

悉

散

癸巳

五
十
二
年
春
穀
貴
給
賑
饑
民

時

富

室

有

被

掠

者

縣

擒

爲

首

者

治

罪

建
洞
天
宮
大
慈
堂

是

年

饑

野

多

無

祀

木

主

因

建

大

慈

堂

於

萬

眞

觀

右

拾

而

祀

之

後

以

眾

怪

顯

現

改

萬

眞

觀

爲

洞

天

宮

奉

城

隍

神

以

鎭

之

郷

有

城

隍

行

臺

始

此

甲午

五
十
三
年
脩
田
心
書
院
左

必

蕃

有

記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七

淸

戌戊

五
十
七
年
禁
越
派
脩
基
圍
有

示

見

鄕

禁

志

庚子

五
十
九
年
脩
復
靈
應
祠
牌
坊

官
定
靈
應
祠
廟
舖
有

示

見

鄕

禁

志

癸卯

雍
正
元
年
禁
天
主
教
鄕

毁

天

主

堂

定
每
歲
月
朔
望
紳
耆
士
民
畢
集
崇
正
社
學
外
大
魁
堂
宣
講
康
熙
聖

諭
廣
訓
十
六
條

按
朔
望
宣
講
聖
諭
卽
三
代
懸
書
讀
灋
遺
意
舊
志
編
列
在
洪

武
年
前
次
序
不
合
今
移
置
康
熙
朝
後
雖
典
已
久
廢
存
之
以

備
後
之
考
鏡
者

濬
復
旗
帶
水
長
四
百
六
十
餘
丈
圖

說

載

卷

首

丁未

五
年
譚
會
海
登
進
士
住

福

德

舖

福

祿

里

己酉

七
年
設
約
正
鄕

推

貢

生

區

廷

輝

撥
靈
應
祠
租
給
流
芳
祠
歲
祀
有

記

見

鄕

禁

志

辛亥

九
年
官
定
正
埠
租
息
有

示

見

鄕

禁

志

癸丑

十
一
年
添
設
佛
山
同
知
復
移
五
斗
口
司
巡
檢
於
平
洲
堡
尋

囘

佛

山

舊

志

霍
作
明
登
進
士
遷

居

三

水

縣

丙辰

乾
隆
元
年
恩
科
鄕
試
談
德
領
鄕
薦
第
一
住

福

德

舖

原

平

洲

堡

人

己未

四
年
龐
遥
登
進
士
遷

居

省

城

五

仙

門

内

水

母

灣

建
八
圖
祖
祠
知

縣

魏

綰

有

記

據

鄕

俗

志

補

今

隸

氏

族

志

祠

堂

類

庚申

五
年
官
禁
侵
蝕
靈
應
祠
租
紳

士

與

里

排

互

控

給

示

各

紳

立

石

見

鄕

禁

志

辛酉

六
年
陳
炎
宗
領
鄕
薦
第
一
住

耆

老

舖

金

魚

塘

壬戌

七
年
建
文
塔
一

稱

文

昌

閣

在

柵

下

舖

海

口

有

記

甲子

九
年
建
汾
江
義
學
在

栅

下

舖

有

記

乙丑

十
年
錦
香
池
懸
燈
遊
人
擠
擁
柵

壓
死
童
子
七
人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八

淸

戊辰

十
三
年
陳
炎
宗
登
進
士

庚午

十
五
年
脩
關
帝
廟
馬
頭
在

汾

水

正

埠

對

岸

丙子

二
十
一
年
脩
汾
江
義
學
同

知

祖

承

紹

撰

記

戊寅

二
十
二
年
饑
開
社
倉
設
賑

巡

檢

王

棠

理

其

事

各

官

捐

廉

闔

鎭

義

助

先

碾

倉

穀

不

陸

續

買

穀

以

賑

官
禁
春
秋
諭
祭
頒
里
排
胙
有

示

見

鄕

禁

志

己卯

二
十
四
年
脩
流
芳
祠
巡

檢

王

棠

爲

記

脩
靈
應
祠
陳

炎

宗

爲

記

福
祿
里
災
延
燒
四
十
餘
舖

壬午

二
十
七
年
脩
靈
應
祠
同

知

趙

廷

賓

有

記

癸未

二
十
八
年
陳
其
熀
登
進
士
住

耆

老

舖

金

魚

塘

撥
靈
應
祠
租
給
崇
正
社
學
課
文

課

費

向

取

給

於

廟

前

兩

廊

小

舖

租

息

以

脩

廟

拆

去

小

舖

故

將

廟

租

撥

給

同

知

沈

生

遴

里

人

陳

炎

宗

均

有

記

丁亥

三
十
二
年
顏
料
行
會
館
演
戲
失
火
斃
數
百
人
卽
其
地
建
旅
食
祠

以
妥
之
在

南

擎

後

街

里

人

陳

炎

宗

有

記

戊子

三
十
三
年
福
祿
里
災
延
燒
五
十
餘
舖

建
平
政
橋
於
鄕
之
柵
下
深

村

登

洲

甘

溪

石

四

堡

同

建

丙申

四
十
一
年
官
誅
劇
賊
鬆
糕
新

時

舉

人

姚

光

國

被

刦

呈

官

追

捕

就

擒

戮

之

鄕

賴

以

安

戊戌

四
十
三
年
饑
借
碾
十
堡
倉
穀
開
賑
官
紳
俱
有
捐
助
巡

檢

王

棠

經

理

其

事

福
祿
里
災
延
燒
五
十
餘
舖

辛丑

四
十
六
年
脩
汾
江
義
學
講
堂
霍

超

士

有

記

乙巳

五
十
年
禁
硝
廠
示

在

鄕

禁

志

時

奸

商

李

潤

漢

馮

煥

與

書

役

通

事

在

必

成

舉

人

區

宏

緖

勞

潼

上

控

委

員

踏

勘

袒

商

總

督

孫

悉

其

詐

仰

司

押

拆

免

淤

塞

水

潦

之

患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九

淸

有

示

見

鄕

禁

志

丙午

五
十
一
年
饑
抽
鄕
内
舖
租
二
十
份
之
一
糴
穀
以
賑
知
府
張
道
源

倡
捐
俸
銀
五
百
兩
賑
務
立
辦

始
設
小
押

時

有

湖

南

武

生

區

任

賢

充

軍

至

鄕

出

其

貲

以

押

物

件

名

日

收

買

舊

料

實

操

貧

民

緩

急

而

朘

削

之

迄

今

益

多

鄕

有

小

押

自

此

始

丁未

五
十
二
年
饑
連
年
歉
收
仍
倣
上
年
捐
賑

戊申

五
十
三
年
脩
經
堂
同

知

葉

汝

蘭

有

記

庚戊

五
十
五
年
定
正
埠
小
舖
租
額
撥
入
義
倉
載

義

倉

總

錄

設
敬
字
亭
有

碑

記

設
拾
嬰
會

拾

嬰

之

舉

在

乾

隆

丙

午

丁

未

間

鄕

遭

饑

饉

遺

嬰

滿

路

紳

士

捐

銀

置

產

以

產

息

僱

人

拾

送

省

育

嬰

堂

歲

以

爲

常

嘉

慶

十

七

年

將

產

租

撥

入

義

倉

自

後

拾

嬰

者

皆

在

義

倉

支

給

工

銀

嬰

兒

不

至

夭

札

有

記

壬子

五
十
七
年
禀
官
淸
庄

無
主
棺
百
餘
具
於
義
塜
義

塜

詳

慈

善

志

建
棲
丐
園
在

祖

廟

舖

樓

觀

里

詳

慈

善

志

乙卯

六
十
年
建
義
倉
在

豐

舖

麒

麟

社

由

舉

人

李

天

達

等

禀

請

創

建

嘉

慶

二

年

立

石

有

案

詳

慈

善

志

饑
仍
倣
丙
午
丁
未
年
章
程
設
賑
同

知

王

宿

善

知

縣

李

橒

巡

檢

柳

因

林

各

捐

俸

以

倡

丙辰

嘉
慶
元
年
脩
靈
應
祠
建
慶
眞
樓
以
崇
祀
帝
親
有

記

見

祠

祀

志

李
可
端
登
進
士
住

觀

音

堂

舖

丁巳

二
年
以
脩
廟
餘
銀
置
渡
船
出
租
廣
義
倉
儲
穀
有

碑

示

在

鄕

禁

志

己未

四
年
總
督
覺
羅
吉
撥
給
充
公
項
銀
二
千
二
百
一
十
八
兩
有
奇
置

產
爲
田
心
書
院
會
文
之
費
紳

士

勞

潼

吳

昆

同

陳

維

屛

等

聯

呈

請

給

故

有

是

舉

復
鄕
飮
酒
禮
頒
耆
胙

每

歲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崇

正

社

學

舉

行

以

鄕

中

年

高

有

德

行

者

充

正

賓

其

次

爲

介

賓

年

登

七

十

者

是

日

咸

與

焉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淸

吳
榮
光
登
進
士
住

觀

音

堂

舖

庚申

五
年
脩
田
心
書
院
勞

潼

有

記

壬戌

七
年
李
可
蕃
登
進
士
可

端

胞

弟

遷
汾
江
義
學
改
建
佛
山
書
院
於
同
知
署
左

每

歲

撥

田

心

書

院

租

息

銀

四

十

兩

爲

生

童

膏

伙

同

知

楊

楷

遷

改

有

記

甲子

九
年
禁
番
攤
賭
館
有

告

示

見

鄕

禁

志

乙丑

十
年
李
可
瓊
登
進
士
可

端

胞

弟

可

蕃

胞

兄

安

里
太
上
廟
演
戲
失
火
斃
二
十
二
人

丙寅

十
一
年
饑
開
倉
賑

丁卯

十
二
年
福
祿
里
災
延
燒
百
餘
舖
鄕

置

洋

式

水

櫃

自

此

始

戊辰

十
三
年
各
舖
開
太
平
井
於
道
旁

己巳

十
四
年
饑
復
賑

秋
洋
盜
入
瀾
石
焚
刦
鄕
人
設
防

時

將

逼

鄕

界

鄕

建

礮

臺

水

閘

備

禦

前

同

知

楊

楷

請

於

總

督

百

給

兵

親

帶

至

鄕

防

堵

賊

遠

遁

鄕

賴

以

安

庚午

十
五
年
申
明
保
甲
法

時

總

督

委

員

至

鄕

戸

列

門

牌

每

十

戸

推

一

人

爲

甲

長

以

查

焉

禁
强
丐
舉

人

黃

浩

一

等

禀

巡

撫

韓

給

示

勒

石

於

正

埠

馬

頭

壬申

十
七
年
生
生
堂
拾
嬰
會
勒
石
撥
租
歸
義
倉
管
理
會

銀

只

十

一

二

員

不

敷

經

費

以

義

倉

餘

銀

支

給

甲戌

二
十
年
脩
大
灣
石
路
路

泥

滑

不

便

行

旅

前

署

都

司

蘇

兆

熊

捐

俸

脩

之

丙子

二
十
一
年
淸
庄
增
置
義
塜
有

記

載

慈

善

志

丁丑

二
十
二
年
大
水
脩
孖
竇
水
閘
孖

竇

卽

新

涌

口

大

竇

詳

基

圍

圖

說

潘
光
岳
登
進
士
住

福

德

舖

重
建
敦
本
社
學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一

淸

己卯

二
十
四
年
夏
大
雨
雹
壞
民
房
甚
多

脩
對
海
關
帝
廟
馬
頭
義

倉

動

支

公

項

銀

一

千

三

百

兩

有

奇

至

庚

長

二

月

竣

工

脩
佛
山
書
院
同

知

王

繼

嘉

有

記

新
塡
地
演
戲
失
火
斃
二
十
有
五
人
都

司

蘇

兆

熊

親

督

工

人

撈

設

降

魔

柱

以

壓

之

辛巳

道
光
元
年
靈
應
祠
神
囘
廟
醮
棚
火
斃
六
十
餘
人

錦

香

池

中

醮

㑹

棚

失

火

池

後

路

甚

寬

而

眾

於

戲

臺

旁

兩

門

爭

出

互

擠

而

斃

淸
涌
里

人

吳

榮

光

有

記

甲申

四
年
官
誅
奸
民
劉
亞
添
張
有
等
餘
治
以
罪

時

奸

民

藉

雨

澤

愆

期

鼓

眾

求

賑

先

毁

大

家

房

屋

次

及

巡

檢

署

同

知

署

知

縣

章

帶

兵

至

擒

爲

首

者

正

法

餘

治

以

罪

鄕

獲

安

堵

倉

務

亦

賴

以

整

頓

見

冼

沂

傳

據

吳

志

參

脩

乙酉

五
年
脩
栅
下
海
口
文
塔
建
財
神
廟
築
往
礮
臺
大
路
脩

文

塔

有

記

淸
涌
工
竣
縣

給

斷

買

蔗

圍

佔

築

田

畝

准

修

復

官

路

官

埠

文

塔

前

橫

水

渡

有

吿

示

見

鄕

禁

志

丙戌

六
年
靈
應
祠
撥
租
葬
無
主
古
柩
二
十
九
具
於
大
墓
岡
義
塜

淸
釐
靈
應
祠
廟
產

靈

應

祠

產

業

向

因

移

建

佛

山

書

院

幷

堵

禦

洋

匪

廟

前

囘

祿

及

歷

來

値

事

不

能

撙

節

至

將

舖

店

按

去

銀

一

千

二

百

餘

兩

又

賒

欠

各

項

銀

四

百

餘

兩

巳

收

未

供

㑹

銀

二

百

餘

兩

丙

戌

年

淸

涌

捐

項

不

敷

吳

鳳

髦

倡

議

合

㑹

銀

二

百

兩

凑

用

以

廟

租

遞

年

供

還

㑹

眾

以

無

人

擔

承

㑹

本

恐

難

收

囘

猶

豫

未

允

於

是

公

推

冼

沂

吳

鳳

髦

總

理

廟

事

稽

出

入

省

費

用

俾

供

㑹

項

嗣

旣

淸

欠

完

㑹

後

己

丑

年

底

復

合

會

銀

一

千

兩

幷

歷

年

餘

銀

贖

囘

前

按

舖

店

靈

應

祠

產

業

復

其

舊

焉

丙戌

六
年
禁
搭
蓋
佔
築
涌
河
官
埠
官
路
示

在

鄕

禁

志

丁亥

七
年
築
大
塘
涌
石
路
陳

偉

文

等

倡

建

據

采

訪

冊

補

别

見

慈

善

志

己丑

九
年
修
田
心
書
院
有

記

載

教

育

志

修
大
魁
堂

大
水
各
基
圍
幾
陷

隣

鄕

大

富

等

以

防

基

請

鄕

量

助

之

水

退

加

築

圍

基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二

淸

庚寅

十
年
禁
拆
賣
祠
墓
示

載

鄕

禁

志

加
増
田
心
書
院
會
文
奬
賞

里

人

吳

榮

光

請

於

總

督

李

巡

撫

盧

將

上

年

查

封

鄕

中

賭

博

入

官

房

產

五

所

撥

給

田

心

書

院

出

租

總

督

李

復

捐

銀

一

千

兩

置

產

收

租

將

兩

項

每

歲

租

息

以

爲

田

心

書

院

㑹

文

加

奬

之

費

以
上
據
舊
志
參
修

辛卯

十
一
年
夏
饑
義
倉
開
賑

放

賑

五

十

四

日

大

小

丁

四

萬

八

千

七

百

餘

口

出

穀

一

百

一

十

六

萬

零

一

百

斤

賑

章

載

義

倉

總

錄

冬
雨
雪

粵

在

服

嶺

以

南

寒

極

則

積

水

成

冰

而

無

雪

有

雪

自

此

始

蓋

地

氣

自

北

而

南

矣

自

是

年

至

光

緖

十

八

年

大

雪

四

次

不

備

書

脩
十
堡
社
倉
事

詳

慈

善

志

癸巳

十
三
年
吳
林
光
登
進
士
榮

光

弟

李
可
瓊
梁
啟
興
築
南
順
通
津
石
路

乙未

十
五
年
淸
濬
佛
山
河
道

是

年

十

一

月

初

五

日

丑

時

經

始

至

十

六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工

竣

在

事

諸

人

得

獎

有

差

載

輿

地

志

淸

沙

䇿

丙申

十
六
年
駱
秉
章
登
進
士
原

籍

花

縣

住

福

德

舖

己亥

十
九
年
總
督
林
則
徐
禁
鴉
片
據

同

治

縣

志

鴉

片

卽

鶯

粟

又

名

阿

芙

蓉

產

自

印

度

明

永

樂

間

始

入

中

國

其

初

以

洋

藥

爲

名

稅

則

甚

輕

漸

而

吸

食

者

眾

英

人

操

其

利

權

屯

積

於

廣

州

十

三

行

洋

關

收

入

亦

以

此

爲

大

宗

及

是

嚴

申

禁

令

以

林

則

徐

爲

欽

差

大

臣

授

兩

廣

總

督

赴

粵

查

辦

至

則

圍

十

三

行

摉

繳

鴉

片

盡

銷

燬

之

絶

其

互

市

與

各

國

約

不

准

販

運

入

口

違

者

船

貨

充

公

人

卽

正

法

英

酋

義

律

以

通

商

爲

彼

國

命

脈

又

將

人

正

法

立

例

太

酷

不

畫

押

則

徐

堅

持

無

轉

圜

義

律

以

此

案

不

破

外

國

無

立

足

之

地

遂

率

洋

舶

犯

虎

門

不

得

逞

旣

而

東

犯

福

建

閩

督

鄧

廷

楨

沈

其

二

艘

又

犯

浙

江

陷

定

海

入

長

江

直

抵

金

陵

城

下

朝

廷

倉

猝

議

和

許

以

五

口

通

商

賠

償

煙

價

數

百

萬

林

則

徐

亦

遣

戍

伊

犂

鴉

片

遂

不

可

復

禁

逮

光

緒

之

季

與

英

人

立

約

禁

運

禁

種

甫

有

成

議

而

革

命

軍

起

各

省

有

藉

以

濟

餉

者

外

人

以

我

國

紛

擾

未

亦

不

復

過

問

蓋

刼

數

未

盡

非

人

力

所

能

驟

爲

囘

挽

也

據

道

光

縣

志

夷

艘

寇

海

記

及

近

年

邸

報

參

脩

按
魏
氏
夷
艘
寇
海
記
載
禁
煙
一
案
當
日
有
七
轉
機
則
徐
持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又
十
二

淸
國

之
夷
懼
逼
遂
至
決
裂
而
不
可
收
拾
其
持
論
不
爲
無
因
然
不

能
執
以
咎
林
公
也
禁
煙
之
舉
爲
各
國
所
公
認
而
英
人
反
覆

無
常
旣
不
得
逞
於
廣
東
勢
必
沿
海
騷
擾
誠
使
疆
臣
嚴
加
戒

備
斷
其
接
濟
不
出
數
月
可
以
制
其
死
命
不
此
之
務
惟
是
伈

伈
俔
俔
務
求
敷
衍
安
得
而
不
敗
哉
論
者
以
定
海
不
守
爲
門

庭
之
憂
不
知
此
島
孤
懸
海
外
與
大
局
無
甚
關
係
兵
法
能
棄

而
後
能
取
乃
因
此
牽
動
異
議
紛
騰
亦
庸
人
之
自
擾
耳
至
將

林
公
革
職
遣
戌
天
下
事
遂
不
可
問
矣
聞
撫
議
成
某
相
長
隨

私
詣
洋
棧
道
喜
其
酋
蹙
然
曰
林
公
總
是
个
好
督
撫
有
血
性

只
是
不
諳
我
各
國
情
形
耳
我
等
爲
通
商
而
來
非
爲
林
公
也

一
般
漢
奸
能
無
愧
死
方
是
時
民
氣
勃
發
吾
粤
三
元
里
之
役

震
懾
羣
醜
沿
海
一
帶
結
團
敵
愾
者
亦
復
不
少
夷
兵
自
閩
犯

浙
有
洋
舶
闖
入
民
團
番
婦
被
困
儀
飾
甚
盛
疑
其
爲
國
主
有

司
恇
怯
縱
使
逸
去
與
知
府
余
葆
純
在
三
元
里
掖
夷
酋
出
圍

無
異
以

上

並

見

夷

艘

寇

海

記

當
官
者
旣
畏
敵
如
虎
人
心
愈
憤
有
百
姓

怕
官
官
怕
夷
鬼
夷
鬼
怕
百
姓
之
語
夫
以
我
所
怕
之
人
而
爲

怕
我
者
所
不
怕
亦
何
事
不
可
爲
哉
而
金
田
鄕
洪
楊
之
亂
遂

由
此
而
起
是
時
林
公
已
賜
環
在
籍
朝
旨
起
令
督
師
羣
賊
聞

風
解
散
巖
谷
間
無
復
隻
影
風
聲
扇
動
至
此
及
文
忠
甫
薨
揭

竿
復
起
其
祭
林
公
文
云
公
在
我
爲
民
不
得
不
爲
民
公
死
我

爲
王
不
得
不
爲
王
良
堪
慨
歎
見

湘

南

各

種

筆

記

總
之
禁
煙
一
案
爲

中
外
盛
衰
强
弱
之
機
關
四
萬
萬
人
生
死
性
命
之
所
寄
託
義

律
謂
此
案
不
破
外
國
無
立
足
之
地
余
亦
謂
此
案
不
破
我
國

亦
無
立
足
之
地
乃
彼
國
有
人
而
我
之
貪
庸
誤
國
者
恬
不
知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三

淸
國

恥
此
所
以
不
能
不
太
息
痛
恨
而
深
爲
林
公
惜
也
嗚
呼
得
失

之
林
可
以
觀
已

又
林
公
辦
理
此
案
持
義
甚
正
魏
氏
之
論
未
免
過
苛
然
在
順

治
朝
洪
忠
襄
奏
對
早
見
及
此
操
縱
不
同
爲
國
爲
民
一
也
大

事
普
及
鄕
乘
宜
詳
故
旣
論
其
事
復
錄
洪
奏
如
左

洪

忠

襄

罌

粟

考

錄

奏

對

日

記

上

曰

朕

聞

外

洋

新

出

一

種

鴉

片

云

是

罌

粟

花

之

精

液

凝

結

擣

錬

而

成

其

氣

薰

其

性

歛

能

提

神

止

泄

辟

瘴

其

於

人

也

柔

而

善

入

狎

而

易

溺

久

則

廢

時

失

事

相

依

爲

命

甚

者

氣

弱

中

乾

面

灰

齒

黒

何

以

明

知

其

害

而

不

之

絕

也

對

曰

天

生

種

類

不

害

其

國

定

害

於

仙

國

非

人

力

之

所

能

絕

也

上

曰

罌

粟

花

究

係

何

物

出

自

何

方

對

曰

罌

粟

花

卽

前

明

李

時

珍

本

草

綱

目

上

所

云

阿

芙

蓉

是

也

前

代

罕

聞

近

方

有

種

者

至

鴉

片

之

類

有

三

一

日

公

班

皮

色

黑

亦

曰

鳥

士

出

明

雅

喇

一

曰

白

皮

出

孟

買

一

曰

紅

皮

出

曼

喇

薩

皆

英

吉

利

屬

國

上

曰

此

害

若

遺

至

中

國

將

來

伊

於

胡

底

不

若

閉

關

絕

市

拔

木

塞

源

爲

妙

對

曰

西

洋

諸

國

通

市

舶

者

千

有

餘

年

住

澳

門

者

亦

一

百

餘

年

其

食

鴉

片

者

止

英

吉

利

耳

今

將

絕

英

吉

利

乎

抑

盡

諸

國

而

絕

之

乎

盡

絕

則

無

以

服

其

心

專

絕

則

無

以

善

其

後

卽

使

諸

夷

盡

去

而

瀕

海

數

十

萬

眾

一

旦

失

業

無

以

爲

生

小

則

聚

而

爲

奸

大

則

引

以

起

釁

東

南

之

患

自

此

始

也

就

令

無

患

而

蛟

門

以

外

擇

鳥

爲

廛

天

津

江

浙

閩

廣

之

船

皆

得

而

致

之

又

烏

得

而

絕

之

哉

上

日

俟

國

家

休

養

生

息

有

年

四

海

殷

富

金

圓

充

塞

然

而

天

地

之

數

散

之

甚

易

聚

之

甚

難

以

中

原

易

盡

之

藏

塡

海

外

無

窮

之

壑

日

增

日

益

不

知

其

極

所

謂

無

纎

未

之

利

有

世

世

絕

大

之

害

者

也

朕

甚

憂

之

對

曰

從

來

風

氣

之

先

必

有

一

人

開

之

我

朝

肇

基

關

東

皆

吸

關

東

葉

以

避

煙

瘴

至

中

原

傳

染

日

久

習

爲

故

常

這

就

是

吸

鴉

片

煙

的

兆

頭

然

則

爲

今

之

計

亦

惟

明

燭

先

幾

兩

利

相

衡

則

取

其

重

兩

害

相

較

則

取

其

輕

弛

禁

者

勢

也

行

法

者

權

也

酌

天

下

之

勢

以

爲

權

其

事

亦

孔

亟

矣

否

則

數

十

百

年

後

中

國

之

耗

又

復

億

萬

所

謂

上

中

策

均

不

可

得

而

行

制

治

未

亂

保

邦

未

危

則

何

不

計

之

於

早

也

上

曰

因

流

弊

之

所

極

反

其

道

以

用

之

亦

是

通

權

之

一

法

但

耗

中

原

之

地

方

奪

天

下

之

農

功

則

内

種

蓋

難

對

曰

夫

三

熟

之

田

二

稻

一

麥

稻

之

利

八

麥

之

利

二

按

鴉

片

三

月

成

苟

收

漿

之

後

乃

種

早

稻

所

妨

者

麥

耳

其

實

數

倍

於

麥

其

益

於

農

者

大

矣

楚

人

失

之

而

楚

人

得

之

不

猶

愈

於

夷

人

乎

哉

上

曰

卿

何

以

知

鴉

片

收

成

之

期

候

對

曰

臣

幼

時

在

塾

讀

書

即

知

外

洋

有

一

種

鴉

片

最

引

人

因

購

得

阿

芙

蓉

一

種

以

盆

養

之

體

驗

物

性

深

思

其

弊

上

曰

卿

眞

留

心

時

務

哉

對

日

凡

今

之

計

惟

宜

著

令

凡

内

地

人

與

夷

船

交

易

但

許

以

貨

易

貨

毋

許

以

銀

置

買

夷

貨

其

易

貨

之

法

皆

外

貴

我

貨

而

内

賤

彼

貨

如

嚴

禁

羽

呢

不

許

作

爲

禮

服

時

長

錶

止

許

僕

從

佩

帶

則

其

勢

將

日

賤

彼

貨

旣

賤

則

内

地

賈

人

但

以

貨

易

之

而

有

餘

利

無

須

以

銀

置

買

凡

夷

船

泊

海

令

其

先

行

投

稅

官

驗

來

貨

若

干

給

票

存

貯

代

易

代

買

如

天

津

登

萊

上

海

波

厦

門

臺

灣

諸

洋

面

出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又
十
三

淸

沒

去

處

勒

兵

以

待

之

水

師

糧

餉

本

倍

陸

營

無

事

卽

使

之

練

習

戰

守

嚴

拏

交

易

鴉

片

誠

爲

兩

便

且

夷

人

所

以

專

利

者

奇

貨

可

居

耳

夷

人

無

所

利

數

十

年

之

後

亦

不

禁

而

自

絕

若

不

能

絕

則

内

地

之

種

日

多

夷

人

之

利

日

減

迨

至

無

利

而

來

者

鮮

矣

不

特

此

也

内

地

所

種

水

土

和

平

爲

害

較

輕

絕

引

漸

易

昔

淡

巴

菰

來

自

呂

宋

食

者

欲

胘

而

内

地

之

產

則

否

非

明

徵

乎

明

以

示

寬

大

之

典

陰

以

用

轉

移

之

術

此

救

弊

之

大

權

舍

此

而

外

臣

恐

聖

人

復

起

亦

别

無

上

策

按
忠
襄
此
奏
於
鴉
片
之
種
類
性
質
及
出
處
可
謂
詳
盡
至
以

弛
禁
爲
言
無
不
色
然
駭
者
然
於
内
外
交
逼
之
時
爲
利
害
兩

衡
之
計
莫
如
審
勢
行
權
徐
圖
消
弭
此
弛
禁
之
所
由
起
也
試

驗
之
法
以
罌
粟
三
月
成
苞
收
漿
之
後
仍
可
種
早
稻
不
妨
兩

收
其
利
又
謂
內
地
所
種
水
土
和
平
爲
害
較
輕
絕
引
漸
易
亦

足
喚
醒
夢
夢
今

分

公

白

二

種

洋

煙

曰

公

土

煙

曰

白

公

貴

白

賤

下

至

傭

役

無

不

吸

食

樊

氏

羊

城

百

詠

云

抵

得

一

場

兵

燹

刼

半

爲

猿

鶴

半

沙

蟲

亦

可

哀

已

然
而
不
畏
行
者
固
屬
有
關
政
體
而

小
氓
惟
利
是
圖
一
旦
弛
禁
將
倂
其
種
稻
時
間
亦
棄
之
而
種

罌
粟
則
嘉
種
絕
矣
記
曰
大
爲
之
防
民
猶
踰
之
況
導
之
以
利

乎
此
當
國
者
所
以
不
敢
意
爲
張
弛
也
且
夫
煙

流
行
欲
申

禁
令
非
拔
本
塞
源
不
可
道
光
朝
上
令
林
文
忠
來
粤
查
辦
倚

任
不
可
謂
不
專
其
時
國
勢
尙
强
以
文
忠
之
賢
令
行
禁
止
宜

無
不
可
乃
功
敗
垂
成
反
成
五
口
通
商
之
局
良
可
惜
已
魏
默

深
著
論
謂
如
文
忠
辦
法
必
樞
臣
如
林
公
沿
海
諸
臣
盡
如
林

公
然
後
可
今
以
隻
手
撐
天
一
處
有
失
全
局
皆
壞
雖
曰
氣
數

豈
非
人
謀
之
不
臧
也
哉
忠
襄
迨
瞻
言
百
里
矣
物
極
必
反
數

未
可
知
光
宣
間
嘗
與
各
國
立
約
申
禁
矣
而
變
故
迭
乘
竟
成

廢
紙
種
者
吸
者
賣
者
較
前
尤
甚
人
懷
私
利
鄰
有
責
言
其
謂

之
何
哉
讀
忠
襄
奏
不
禁
感
慨
係
之
也
又
其
論
及
通
商
以
外

貴
我
貨
内
賤
彼
貨
爲
主
自
是
通
論
惟
今
昔
情
勢
不
同
貴
賤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四

淸

之
權
不
能
操
之
在
我
則
惟
有
抵
制
之
一
法
彼
有
我
有
謂
之

抵
能
抵
然
後
能
制
此
又
與
鴉
片
弛
禁
相
類
而
實
不
同
也

庚子

二
十
年
莫
以
枋
登
進
士
住

觀

音

堂

舖

建
且
住
亭
於
通
濟
橋
之
南
吳

彌

光

捐

築

載

慈

善

志

辛丑

二
十
一
年
英
夷
犯
虎
門
省
河
戒
嚴
大
吏
委
鎭
紳
鑄
礮
四
月
夷
兵

至
廣
州
踞
泥
城
守
臺
兵
潰
夷
兵
燬
礮
臺
而
去
據

同

治

縣

志

參

脩

佛

山

鐵

冶

聞

天

下

英

夷

圖

廣

州

沿

海

戒

嚴

省

吏

札

委

鄕

紳

梁

應

琨

等

監

造

八

千

觔

大

礮

數

尊

運

解

至

省

但

位

置

不

得

地

勢

依

山

者

高

出

水

面

礮

架

亦

轉

運

不

靈

四

月

夷

兵

至

先

破

泥

城

繞

而

北

俯

瞰

城

中

守

臺

兵

皆

潰

夷

兵

釘

塞

礮

眼

毁

其

臺

尋

退

去

按
大
礮
爲
火
攻
利
器
咸
豐
初
向
榮
圍
金
陵
鑄
大
礮
重
逾
萬

觔
在
雨
花
臺
轟
城
毁
其
一
角
未
嘗
無
效
乃
甫
一
發
而
礮
身

綻
裂
不
能
復
用
製
錬
不
精
故
也
擡
礮
亦
中
國
利
器
而
以
人

爲
架
適
足
爲
敵
人
的
粤
南
之
役
黃
德
榜
亦
在
佛
山
鑄
擡
礮

略
倣
西
式
用
火
機
人
可
一
桿
遂
勝
敵
於
鎭
南
關
器
非
求
舊

惟
新
信
哉
然
兵
不
習
將
將
不
知
兵
適
以
資
敵
此
又
探
本
之

論
也

戊申

二
十
八
年
西
潦
漲
八
月
初
三
夜
颶
風
大
作
九
月
二
十
九
夜
復
作

覆
舟
無
算
同

治

縣

志

按
佛
山
當
西
北
兩
江
之
衝
西
江
漲
則
受
害
最
烈
故
書
餘
不

書

己酉

二
十
九
年
倡
建
得
所
亭
於
岳
廟
舖
登
雲
橋
石
路
慈

善

志

庚戌

三
十
年
葉
炳
華
登
進
士
住

石

路

舖

辛亥

咸
豐
元
年
重
脩
靈
應
祠

癸丑

三
年
佛
山
雨
血
據

同

治

縣

志

甲寅

四
年
夏
六
月
紅
巾
賊
起
匪
首
陳
開
踞
佛
山
十
一
月
官
軍
討
平
之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又
十
四

淸

陳
開
遁

陳

開

者

三

水

箍

桶

匠

素

無

頼

道

光

季

年

奸

人

立

三

合

會

聯

盟

惑

眾

洪

秀

全

因

之

作

亂

其

在

粤

者

陳

開

爲

首

黨

徒

以

佛

山

爲

多

勾

結

兵

役

有

司

弗

能

治

洪

逆

踞

金

陵

老

賊

多

死

來

粤

號

召

陳

開

遂

以

是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起

事

在

石

灣

大

霧

岡

用

人

祭

旗

直

入

佛

山

以

紅

巾

爲

號

汎

勇

團

丁

應

之

分

府

謝

効

莊

巡

撿

張

金

鑑

方

往

省

請

兵

千

總

黄

曜

吉

帶

印

赴

北

江

賊

新

任

都

司

未

至

陳

開

遂

踞

分

府

署

爲

大

營

分

扼

水

陸

各

隘

别

股

賊

撲

會

垣

陳

開

爲

之

策

應

日

出

隊

攻

大

瀝

爲

夾

擊

之

計

大

瀝

守

禦

固

賊

至

輒

敗

逆

目

何

六

固

佼

佼

者

以

早

出

暮

歸

非

策

率

隊

駐

石

橋

梁

高

築

礮

壘

晝

夜

轟

擊

大

瀝

危

甚

團

紳

歐

陽

銓

麥

佩

金

親

詣

省

請

發

巨

礮

毁

其

壘

始

敗

退

是

時

兩

江

道

梗

鎭

内

商

業

皆

歇

仍

聯

團

自

衞

緊

閉

栅

門

瓦

上

搭

天

橋

以

濟

賊

糧

盡

其

黨

和

尙

能

勒

各

商

助

餉

爲

坊

眾

所

囚

與

之

盟

而

釋

之

遂

放

火

箭

焚

燒

四

十

九

街

瓦

礫

彌

望

十

一

月

初

三

事

也

會

垣

解

圍

官

軍

進

規

佛

山

鎭

紳

亦

募

團

備

戰

陳

開

不

能

守

率

眾

往

廣

西

官

軍

遂

於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收

復

佛

山

餘

匪

悉

平

乃

籌

辦

善

後

設

團

防

總

局

委

紳

任

之

十

六

分

局

附

焉

除

闢

街

道

招

商

復

業

居

民

慶

更

生

紅

巾

初

起

與

金

陵

洪

逆

應

其

僞

檄

有

遙

承

節

鉞

坐

擁

旌

旄

之

語

革

舉

老

某

所

爲

事

定

後

獲

案

正

法

陳

開

旣

走

廣

丙

擾

亂

數

年

咸

豐

辛

酉

官

軍

禽

殺

之

傳

首

佛

山

勝

門

頭

示

眾

何

六

走

郴

州

圖

與

髪

逆

令

湘

軍

斬

之

於

陣

和

尙

能

亦

爲

其

黨

所

殺

餘

無

網

者

據

縣

志

湘

軍

志

各

家

筆

記

參

脩

按
縣
志
載
會
匪
起
佛
山
先
是
鷹
嘴
沙
等
處
入
夜
紛
紛
拜
會

五
月
以
後
茶
樓
酒
肆
漸
多
奇
服
異
言
見
者
驚
駭
會
城
相
隔

數
里
竟
無
一
矢
加
遺
釀
成
賊
勢
六
月
陳
開
踞
全
鎭
遠
近
應

時
蠢
動
股
數
以
千
百
計
馴
至
水
陸
盤
踞
聲
教
梗
阻
幾
及
一

年
時
爵
帥
葉
名
琛
督
粵
曰
登
五
層
樓
督
戰
因
號
其
樓
爲
籌

邊
樓
云
綜
斯
而
論
事
前
不
能
解
散
已
屬
養
癰
迨
起
事
數
日

參
將
王
者
華
帶
師
船
來
佛
剿
辦
至
舖
前
賊
舟

集
者
華
發

礮
擊
沈
之
潰
溺
無
算
官
軍
登
岸
至
文
昌
沙
見
鎭
内
無
兵
接

應
駛
囘
省
河
時
陳
逆
震
怖
欲
走
往
投
王
借
山
朱
發
營
發
亦

賊
之
驍
者
也
官
兵
旣
退
復
堅
守
是
役
也
果
能
長
驅
直
進
不

難
一
鼓
盪
平
機
宜
坐
失
鎭
人
至
今
惜
之
當
是
時
賊
氛
遍
通

省
延
及
潯
梧
屬
城
惟
三
水
四
會
獨
完
會
城
西
北
無
日
不
戰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五

淸

俟
其
餉
械
告
竭
鄕
團
合
力
僅
乃
克
之
所
傷
實
多
矣
顧
犬
補

牢
豈
宜
再
悞
哉
孟
子
曰
天
下
之
生
久
矣
一
治
一
亂
一
代
之

亂
必
有
一
代
撥
亂
之
才
出
乎
其
間
洪
逆
之
亂
所
以
造
成
曾

胡
左
李
也
陳
逆
之
亂
吾
鄕
人
才
正
復
不
少
雖
不
及
湘
淮
之

盛
而
懲
前
毖
後
爲
國
宣
勤
亦
有
足
觀
焉
見

人

物

志

列

傅

丙辰

六
年
英
夷
自
省
河
犯
佛
山
至
長
船
尾
都
司
黃
曜
吉
擊
卻
之
采

訪

冊

是

役

也

我

兵

悉

伏

基

腳

誘

敵

相

持

數

日

敵

不

敢

登

岸

兵

土

憤

甚

其

勇

者

躍

敵

船

斬

世

酋

我

兵

亦

中

礮

陣

亡

夷

舶

遂

退

丁巳

七
年
英
夷
與
法
合
兵
陷
廣
州
擄
總
督
葉
名
琛
巡
撫
柏
桂
薨
於
署

司
道
以
下
官
移
駐
佛
山
據

同

治

縣

志

參

脩

英

夷

連

年

犯

順

不

得

逞

乃

與

法

蘭

西

合

兵

十

一

月

駛

進

省

河

十

四

日

環

城

轟

擊

礮

聲

聞

於

佛

山

窗

櫺

俱

震

酉

刻

觀

音

山

忽

樹

英

國

旗

兵

勇

惶

惑

四

散

夷

兵

遂

由

東

門

入

城

總

督

葉

名

琛

被

擄

巡

撫

柏

桂

疽

發

背

死

兩

國

兵

分

踞

粵

秀

山

觀

音

閣

三

元

宮

等

處

衙

署

學

宮

貢

院

考

棚

俱

被

佔

踞

各

官

均

移

駐

佛

山

傾

銷

打

餉

館

及

各

行

商

亦

隨

之

來

佛

商

務

爲

之

一

振

又

在

佛

山

建

考

棚

連

考

道

試

三

次

士

商

雲

集

頓

成

繁

華

景

象

甲

寅

以

後

被

燒

各

舖

一

律

建

復

未

始

非

吾

鎭

衰

王

之

一

大

轉

機

也

逾

二

年

和

議

成

兩

國

次

第

退

兵

各

官

囘

省

城

始

復

其

舊

建
報
恩
祠
於
田
心
書
院
之
前
祀
道
員
沈
棣
輝
分
府
謝
効
莊
巡
檢
張

金
鑑
采

訪

冊

甲

寅

平

定

佛

山

有

功

故

建

祠

以

祀

旁

爲

義

勇

祠

列

祀

陣

亡

弁

勇

以

鄕

勇

及

南

順

勇

爲

多

詳

祠

祀

志

官

祀

建
義
烈
祠
於
古
洛
涌
邊
都

司

黃

曜

吉

捐

建

祀

部

下

歿

於

王

事

及

舖

前

一

役

殉

洋

人

之

難

者

己未

九
年
改
佛
山
書
院
爲
考
棚
舉
行
是
年
科
歲
試
庚
申
科
試

時

英

法

踞

廣

州

久

不

退

鄕

試

院

試

皆

停

辦

及

是

闔

府

人

士

請

就

佛

山

建

考

棚

以

便

就

試

甲

寅

之

亂

佛

山

書

院

被

毁

遂

因

其

舊

址

改

建

考

棚

補

行

科

歲

雨

考

督

學

使

者

爲

殷

夀

彭

凡

三

駐

節

焉

李
文
田
登
進
士
順

德

籍

住

祖

廟

舖

後

遷

省

城

梁
僧
寶
登
進
士
原

名

思

問

順

德

籍

住

潘

涌

舖

辛酉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夜
彗
星
見
紫
微
垣
秋
七
月
文
宗
崩
於

河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六

淸

癸亥

同
治
二
年
七
月
初
一
風
雨
大
作
省
河
覆
舟
無
算
佛
山
近
南
邊
界

倒
塌
房
屋
多
間
據

同

治

縣

志

參

脩

時

颶

風

暴

雨

自

東

而

南

省

垣

當

其

衡

樹

根

蓬

板

迷

漫

空

中

小

艇

有

揭

至

山

崖

者

爲

向

所

未

有

佛

山

當

颶

風

之

尾

受

害

較

輕

自

舖

前

以

上

禾

田

板

屋

亦

有

損

傷

龍
泉
登
進
士
原

籍

三

水

住

耆

老

舖

甲子

三
年
西
江
漲

乙丑

四
年
旱
早
稻
歉
收

潘
衍
鋆
登
進
士
潘

光

岳

孫

丙寅

五
年
脩
佛
山
書
院
巡
撫
蔣
益
澧
捐
廉
爲
倡

丁卯

六
年
巡
撫
蔣
益
澧
奏
請
减
征
廣
府
屬
色
米
銀
數

南

海

番

禺

每

石

征

銀

五

両

金

錢

順

德

新

會

香

山

龍

門

每

石

征

銀

五

両

五

錢

三

水

花

縣

淸

遠

增

城

每

石

征

銀

五

両

東

莞

從

化

新

安

新

每

石

征

銀

八

錢

此

外

一

切

浮

費

不

准

加

征

據

庚

戍

縣

志

東

莞

四

縣

銀

數

疑

有

錯

漏

待

查

戊辰

七
年
潘
衍
桐
登
進
士
衍

鋆

弟

庚午

九
年
修
復
村
尾
茶
亭
戴

其

芬

有

序

辛未

十
年
倡
建
樂
善
茶
亭
於
城
門
頭
外
高
秧
地
慈

善

志

神
仙
粉
謠
言
起
采

訪

冊

是

年

四

月

間

訛

傳

製

造

家

有

神

仙

粉

和

入

食

品

有

毒

傷

人

或

取

餅

餌

以

水

浸

之

果

有

小

蟲

現

出

蠕

蠕

無

數

哄

傳

一

時

麪

肆

茶

樓

多

閉

歇

有

被

拆

毁

者

豆

腐

爲

之

絕

市

其

實

此

微

生

物

越

宿

卽

成

腐

水

尤

多

以

顯

微

鏡

視

之

幾

於

無

物

不

有

故

衞

生

家

重

火

熟

少

見

故

多

怪

也

擾

擾

數

月

地

方

官

恐

奸

人

借

此

生

事

示

禁

弗

能

止

豐

舖

沐

恩

社

教

堂

因

此

被

焚

有

賣

菜

傭

沿

街

演

說

爲

邏

卒

所

獲

斬

之

於

長

船

尾

謠

言

頓

息

倂

據

五

斗

司

科

冊

報

參

修

壬申

十
一
年
夏

甚
六
月
十
三
夜
有
星
大
如
盆
自
東
流
過
佛
山
光
照

地
其
行
有
聲
據

光

緖

縣

志

參

脩

癸酉

十
二
年
戴
鴻
慈
領
鄕
薦
第
一
住

福

德

舖

甲戌

十
三
年
倡
建
育
嬰
堂
於
大
基
舖
登
雲
橋
外
詳

慈

善

志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七

淸

增
脩
得
所
亭
葉

炳

華

潘

衍

桐

等

捐

置

詳

慈

善

志

禁
闈
姓
據

光

緖

縣

志

參

脩

闈

姓

不

知

始

自

何

時

聞

之

故

老

山

紫

村

機

坊

行

中

采

以

闈

場

中

姓

之

多

寡

爲

輸

贏

故

名

闈

姓

亦

京

城

食

朦

之

意

漸

而

設

肆

收

票

咸

豐

初

軍

需

緊

急

招

商

承

餉

科

場

之

弊

由

是

而

生

及

是

給

諌

鄧

承

脩

奏

請

禁

革

朝

旨

毅

然

從

之

賭

商

遁

迹

澳

門

葡

萄

牙

因

收

其

利

粵

中

大

吏

以

餉

源

所

在

不

宜

爲

淵

毆

魚

奏

請

弛

禁

賭

商

得

歸

内

地

亦

願

加

餉

承

充

於

是

闈

姓

館

徧

通

省

弊

益

不

可

究

詰

光

緒

乙

酉

學

使

葉

大

焯

案

臨

惠

州

考

歸

善

博

羅

賭

徒

集

鉅

資

溝

通

内

外

以

數

稀

姓

過

底

將

發

榜

庖

人

以

巴

豆

湯

進

督

學

大

瀉

離

位

左

右

將

卷

抽

換

事

發

總

督

張

之

洞

飭

查

有

據

盡

將

采

銀

充

公

不

下

百

萬

葉

督

學

亦

罣

吏

議

故

試

差

以

廣

東

爲

優

得

試

差

者

又

以

廣

東

爲

懼

懼

闈

姓

之

爲

已

累

也

各

館

以

省

佛

爲

盛

豆

豉

巷

一

街

至

有

十

餘

家

奢

麗

甲

於

他

埠

門

前

車

馬

幕

後

笙

歌

幾

不

知

人

間

何

世

李

斯

述

師

言

物

忌

太

盛

况

其

爲

賭

場

乎

今

科

舉

旣

停

已

成

泡

影

又

羣

趨

於

番

攤

諸

雜

賭

矣

案
雜
賭
名
目
不
一
最
新
者
莫
如
麻
雀
牌
相
傳
製
自
宮
庭
卽

紙
牌
之
變
相
紙
牌
刻
畫
梁
山
人
馬
近
於
誨
亂
土
夫
酷
好
之

所
謂
葉
子
戲
也
有
心
計
者
以
習
俗
相
沿
莫
如
因
勢
利
導
挽

之
使
正
改
新
式
添
大
牌
七
主
牌
一
曰
中
發
白
中
國
發
源
長

白
山
也
曰
東
西
南
北
自
東
自
西
自
南
自
北
無
思
不
服
也
刻

麻
雀
於
一
索
之
首
本
開
國
故
事
高
祖
避

古
塔
之
難
躱
伏

山
阿
有
麻
雀
止
其
上
追
者
以
爲
枯
木
遂
止
東

華

錄

天
貺
所
在

故
以
名
牌
使
曰
曰
習
翫
不
忘
本
朝
用
意
非
不
深
遠
此
種
賭

具
省
佛
最
多
麻
雀
檯
方言

亦
精
緻
有
用
作
匳
具
者
官
場
樂
此

不
疲
若
舍
是
別
無
所
事
豪
者
一
擲
百
萬
問
其
名
義
茫
然
不

知
所
以
作
俑
又
奚
爲
乎
方
正
學
深
慮
論
天
下
之
患
每
出
於

所
備
之
外
此
類
是
也

乙亥

光
緖
元
年
星
入
月
中

凡
天
象
佛
山
同
見
則
書
數
見
不
書
灾
異
及
佛
山
則
書
餘
亦

不
書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八

淸

丙子

二
年
戴
鴻
慈
登
進
士

築
彩
陽
堂
石
路
冼

乃

起

等

倡

脩

馬

德

熙

有

記

丁丑

三
年
築
廣
德
里
石
路
區

諌

東

等

捐

建

築
蜆
欄
石
路
陳

臨

觀

杜

秀

昭

倡

建

丁丑

三
年
建
復
塔
坡
寺
卽

經

堂

舊

址

賜
號
萬
夀
塔
坡
禪
寺
詳

祠

祀

志

及

卷

首

圖

說

戊寅

四
年
三
月
初
九
日
大
雨
竟
日
省
河
有
龍
氣
起
倒
塌
房
屋
覆
溺
船

隻
傷
斃
人
口
無
算
佛
山
邊
界
亦
有
損
傷
據

宣

統

縣

志

參

脩

是

日

風

雨

交

作

巳

刻

龍

氣

經

西

北

將

東

趨

有

大

拖

罟

泊

海

珠

燃

巨

礮

仰

擊

之

垂

垂

欲

墜

乃

折

而

北

城

廂

内

外

遂

受

其

害

自

杉

木

欄

外

至

順

母

橋

倒

塌

房

屋

一

千

五

百

餘

家

凡

龍

氣

所

過

蜿

蜒

有

迹

層

樓

石

壁

有

掀

至

空

際

者

沈

溺

船

隻

傷

斃

人

口

不

可

勝

紀

爲

非

常

之

巨

刼

較

同

治

癸

亥

風

災

尤

爲

慘

劇

佛

山

是

日

亦

大

雨

傾

盆

雷

電

交

馳

洊

震

不

絕

故

龍

氣

不

能

過

僅

拆

船

欄

沿

河

一

帶

蓬

寮

被

撤

倒

塌

土

屋

多

間

而

己

按
天
地
之
刼
氣
莫
甚
於
水
災
風
災
亦
必
有
物
焉
憑
之
以
煽

其
毒
西
北
患
蛟
水
而
東
南
患
龍
氣
粵
海
尤
甚
伐
蛟
之
法
備

於
載
籍
陳

氏

五

種

遺

規

如
法
驗
掘
亦
能
消
患
未
萌
龍
氣
每
挾
風
雨

而
至
雷
震
則
止
燃
放
巨
礮
亦
能
遏
之
乾
隆
中
福
安
康
督
師

過
雲
南
沿
途
燃
礮
瘴
癘
消
滅
大
半
迭
奏
五
色
雲
見
其
明
徵

也
魏

氏

聖

武

記

硝
磺
猛
烈
非
妖
龍
毒
蜃
所
能
敵
世
說
天
上
雷
地

下
礮
其
功
用
有
如
此
云

辛巳

七
年
創
建
佛
山
萬
善
堂
見

慈

善

志

英
國
醫
土
設
西
醫
院
於
缸
瓦
欄
見

慈

善

志

壬午

八
年
設
直
省
電
綫
佛
山
亦
設
分
局
於
缸
瓦
欄
見

建

置

志

癸未

九
年
冼
寶
榦
登
進
士
住

鶴

園

舖

黃
金
鉞
登
進
士
順

德

籍

住

福

德

舖

甲申

十
年
法
越
搆
釁
廣
州
戒
嚴
省
憲
委
鎭
紳
駱
天
保
募
勇
備
調
梁
思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十
九

淸

溥
等
副
之
事
平
撤
防

十
一
月
栅
下
文
搭
腳
火
藥
局
火
斃
百
七
十
餘
人

鎭

人

就

其

地

建

太

乙

廟

以

鎭

之

原

爲

大

魁

堂

地

廟

已

毁

敗

民

國

癸

亥

改

建

厲

壇

前

爲

太

乙

亭

旁

設

石

凳

有

术

棉

二

大

株

足

以

避

風

雨

蔭

行

路

歸

大

魁

堂

管

理

乙酉

十
一
年
石
角
圍
決
同
時
鎭
安
吉
安
圍
亦
決
石

角

又

名

石

閣

與

淸

遠

石

角

圍

不

同

丙戌

十
二
年
區
震
登
進
士
大

富

堡

人

住

耆

老

舖

戊子

十
四
年
重
修
南
順
通
津
石
路
七

堡

合

力

見

慈

善

志

脩
築
城
門
頭
石
路
何

增

慶

等

倡

脩

陳

瀚

有

記

譚

彪

書

己丑

十
五
年
重
修
新
涌
口
大
竇
陳

瀚

有

記

圖

說

載

卷

首

己丑

十
五
年
重
修
佛
山
書
院
見

教

育

志

己丑

十
五
年
周
頌
聲
領
鄕
薦
第
一
順

德

籍

住

岳

廟

舖

十
月
十
三
日
酉
刻
地
震
十
四
夜
半
復
震
采

訪

冊

自

是

以

後

問

歲

地

震

或

地

氣

上

蒸

如

火

烘

不

爲

灾

故

不

具

書

庚寅

十
六
年
吳
尙
廉
登
進
士
住

觀

音

堂

舖

壬辰

十
八
年
周
頌
聲
登
進
士

四
月
鼠
疫
起
自

是

頻

年

疫

作

至

甲

午

尤

甚

疫

證

亦

以

是

年

冬

止

五
月
海
關
掛
銷
號
違
例
苛
罰
闔
鎭
罷
市
鎭
紳
戴
鴻
惠
陳
請
監
督
出

示
革
除
始
復
業
事

詳

賦

稅

志

關

卡

類

癸巳

十
九
年
梁
冠
澄
領
鄕
薦
第
一
順

德

籍

住

沙

洛

舖

甲午

二
十
年
石
角
圍
決
同
時
永
安
永
新
永
洲
石
城
圍
亦
決

重
浚
旗
帶
水
規
復
故
址
與
靈
應
祠
渠
道
一
律
興
工
圖

說

詳

卷

首

丙申

二
十
二
年
創
建
贊
翼
誠
善
堂
於
橋
亭
舖
黃
涌
口
見

慈

善

志

創
建
務
滋
善
堂
於
福
德
舖
石
巷
慈

善

志

雞
乸
石
卽

石

雲

山

演
戲
颶
風
猝
起
棚
倒
壓
傷
多
人
采

訪

冊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淸

戊戌

二
十
四
年
莫
洳
鉷
登
進
士
住

觀

音

堂

舖

吳
功
溥
登
進
士
番

禺

籍

住

柵

下

舖

己亥

二
十
五
年
廢
八
股
旋
復
據

宣

統

縣

志

時

德

宗

用

主

事

康

有

爲

之

策

銳

意

變

法

擢

譚

嗣

同

林

旭

楊

銳

陳

光

第

在

軍

機

處

行

走

參

預

新

政

諸

多

改

革

廢

八

股

及

武

科

未

幾

頤

和

園

變

生

譚

嗣

同

等

獲

罪

新

法

悉

廢

端

剛

秉

政

黨

派

紛

歧

天

下

自

此

多

故

矣

革
相
剛
毅
來
粵
籌
餉
招
商
包
釐
每
年
四
百
萬
両
宣

統

縣

志

庚子

二
十
六
年
總
督
李
鴻
章
奏
番
攤
小
闈
姓
承
餉
宣

統

縣

志

粵

地

賭

風

甲

於

他

省

名

目

尤

多

以

番

攤

爲

最

佛

地

攤

館

衙

役

所

開

者

爲

官

攤

又

有

老

師

館

同

治

縣

志

曾

痛

切

言

之

語

在

流

寓

傳

及

李

鴻

章

至

以

粵

人

嗜

賭

官

禁

不

敵

其

私

開

不

如

化

私

爲

公

藉

裨

餉

項

遂

奏

准

招

商

承

辦

於

是

賭

館

林

立

明

目

張

膽

無

復

顧

忌

矣

厥

後

屢

禁

屢

開

皆

以

海

防

爲

藉

口

賭

風

遂

不

可

絶

按
煙
賭
兩
宗
爲
粵
中
大
害
或
謂
煙
賭
公
開
亦
寓
禁
於
征
之

法
然
我
國
旣
入
萬
國
禁
煙
會
且
與
英
國
立
約
在
前
由
官
專

賣
亦
格
不
能
行
若
賭
館
公
開
雖
曰
兩
害
相
衡
取
其
輕
而
飮

鳩
止
渴
則
固
期
期
以
爲
不
可
也

拳
匪
亂
聯
軍
入
京
鑾
輿
西
狩
據

淸

鑑

輯

覽

參

脩

頣

和

園

之

變

德

宗

居

於

瀛

臺

太

后

立

端

王

子

溥

儁

爲

大

阿

哥

端

王

與

剛

毅

同

秉

國

政

信

用

義

和

團

圍

攻

使

館

詔

天

下

起

民

團

不

勝

其

擾

時

李

鴻

章

督

粵

與

江

督

劉

坤

一

聯

合

沿

海

各

省

連

章

拒

命

通

商

口

岸

交

涉

如

常

東

南

獲

安

未

幾

聯

軍

入

京

太

后

挾

帝

西

奔

長

安

逾

年

和

議

成

始

迴

鑾

賠

款

四

萬

五

千

萬

革

命

軍

亦

緣

是

而

起

停
鄕
試
光

緖

縣

志

紳
辦
房
捐
不
果
行
旋
改
官
辦
房

捐

自

此

始

辛丑

二
十
七
年
設
郵
政
局
建

置

志

時

京

師

特

立

郵

傳

部

行

令

各

省

一

律

舉

辦

佛

山

亦

設

局

於

汾

流

街

後

遷

北

勝

街

今

在

缸

瓦

欄

定

爲

二

等

郵

局

復
廢
八
股
以
策
論
取
士
廢
武
科
鄕
會
試

冬
大
旱
米
價
驟
漲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一

淸

建
築
廣
三
鐵
路
初

名

三

佛

鐵

路

見

建

置

志

創
建
廣
福
醫
院
於
富
民
舖
貴
縣
街
詳

慈

善

志

壬寅

二
十
八
年
廢
綠
營
佛
山
各
汎
卡
子
口
兵
盡
撤

癸卯

二
十
九
年
省
佛
河
口
火
車
鐵
路
成
粵
督
岑
春
煊
行
開
車
禮

初

鐵

路

督

辦

盛

宣

懷

借

美

國

款

築

路

後

由

鄂

湘

粵

三

省

贖

囘

湘

鄂

官

款

歸

國

有

粵

商

股

官

商

合

辦

及

是

路

成

車

利

爲

中

外

冠

甲辰

三
十
年
在
河
南
舉
行
會
試
談
道
隆
登
進
士
原

名

泉

新

會

籍

住

石

路

舖

陳
煜
庠
登
進
士
花

縣

籍

住

黃

傘

舖

總
督
岑
春
煊
禁
番
攤
小
闈
姓

發
紙
幣

乙巳

三
十
一
年
設
佛
山
自
治
硏
究
會
於
古
洞
爲
立
憲
預
備
建

置

志

廢
鄕
會
歲
科
試

丙午

三
十
二
年
考
試
優
拔
貢
及
舉
貢
考
職

警
署
開
辦
尿
水
捐
眾
鼓
噪
省
憲
委
員
查
辦
協
同
官
紳
解
散
之
尿
捐

亦
停時

佛

山

初

辦

巡

警

以

分

府

兼

轄

之

奸

商

藉

警

費

爲

名

禀

承

尿

水

捐

設

局

咸

魚

街

附

近

農

民

及

舖

戸

傭

工

咸

有

怨

言

擁

眾

至

捐

局

有

數

人

被

拏

解

分

署

眾

益

怒

糾

集

於

古

洛

社

尿

水

馬

頭

警

局

亦

有

嚴

陣

以

待

之

示

幾

釀

大

變

巡

檢

陳

徵

文

親

往

勸

阻

詣

省

禀

由

大

憲

委

派

廣

州

協

來

禪

查

辦

江

紳

孔

殷

亦

到

集

團

局

議

結

取

消

尿

捐

在

押

諸

人

卽

日

釋

出

眾

遂

散

地

方

獲

安

丁未

三
十
三
年
升
孔
子
爲
大
祀

總
督
岑
春
煊
奏
罷
海
關
掛
銷
號
稅
鎭
人
備
價
領
廠
改
設
工
藝
局
見建

置志設
警
務
公
所
於
同
興
街
立
正
局
於
大
基
頭
惜
字
社
學

戊申

三
十
四
年
改
佛
山
書
院
爲
學
堂
事

詳

教

育

志

本

條

冼

寶

有

記

時

學

部

咨

行

各

省

改

書

院

爲

學

堂

我

佛

山

書

院

亦

如

式

改

建

立

高

等

小

學

前

後

十

三

年

畢

業

五

次

其

先

有

時

濟

求

强

兩

學

雖

開

辦

不

久

實

爲

嚆

矢

越

二

年

眞

明

舖

設

立

高

小

兩

學

畢

業

四

次

事

與

佛

山

學

堂

同

此

外

有

道

濟

培

根

啟

華

貞

廉

四

學

各

具

規

模

年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二

淸

限

未

滿

亦

得

脩

業

文

憑

自

治

研

究

社

捐

置

易

識

字

學

塾

二

間

能

補

學

校

之

不

逮

其

建

自

家

族

者

有

梁

氏

五

全

新

志

任

氏

時

中

王

氏

敦

信

由

一

家

捐

建

者

有

傅

氏

節

芳

高

小

校

又

分

立

義

學

十

一

間

畢

業

升

學

卓

著

成

績

李

眾

勝

義

學

氏

竹

嘴

廠

義

學

皆

能

惠

及

鄕

閭

於

是

女

學

校

相

繼

而

起

有

汾

儀

樂

育

季

華

坤

本

權

中

各

校

生

徒

以

季

華

爲

多

其

教

會

學

校

若

華

英

若

英

華

國

民

若

培

德

若

聖

德

若

公

理

女

學

若

怡

和

連

若

樹

德

凡

十

數

校

華

英

開

辦

最

久

成

材

亦

眾

各

校

學

科

與

學

部

現

行

條

教

大

略

相

同

英

文

算

術

體

育

三

科

尤

有

實

際

蓋

自

佛

山

學

堂

成

立

以

補

官

立

之

不

逮

模

範

旣

樹

景

附

雲

從

有

女

校

則

脩

齊

賴

以

相

維

有

各

國

學

校

則

知

識

可

以

交

換

稽

古

同

天

未

宜

歧

視

但

願

已

辦

者

從

事

擴

充

暫

停

者

力

圖

恢

復

庶

魯

城

未

下

猶

聞

絃

誦

之

聲

孔

壁

不

移

永

振

金

絲

之

響

豈

惟

一

鄕

之

幸

國

家

實

嘉

賴

焉

爰

撮

大

要

彙

爲

一

編

各

學

建

設

年

代

地

址

及

其

原

委

條

列

教

育

志

不

具

述

設
商
務
分
會
於
豆
豉
巷

游
僧
贈
醫
巡
警
干
涉
鄕
人
聚
眾
毁
局
並

見

宣

統

縣

志

時

有

游

僧

以

符

水

贈

醫

巡

警

恐

其

惑

眾

拘

至

署

鄕

人

擁

眾

八

栅

門

被

燬

坊

眾

赴

救

旋

解

散

縣

拘

僧

提

訊

該

僧

惟

宣

佛

號

無

一

言

遂

驅

之

出

境

己酉

宣
統
元
年
考
試
優
拔
貢
及
舉
貢
考
職

陳
振
先
登
進
士
原

籍

新

會

住

沙

洛

舖

義
倉
司
事
張
鏗
華
虧
空
鉅
款
鎭
紳
冼
寶

等
禀
准
省
憲
咨
革
鏗

華

本

身

職員

監
追
重
訂
經
管
章
程
通
禀
立
案
詳

慈

善

志

義

倉

本

條

設
救
傷
會
卽

紅

十

字

會

初
在
二
洞
後
遷
往
星
台
公
旋
停
慈

善

志

開
辦
佛
山
商
團
詳

建

置

志

軍

政

類

庚戌

二
年
盧
公
輔
登
進
士
西

隆

堡

人

住

沙

洛

舖

庚戌

二
年
設
議
事
董
事
會
詳

建

置

志

團

局

條

縣

屬

繁

盛

鎭

五

一

佛

山

二

九

江

三

沙

頭

四

官

山

五

大

俱

以

是

年

七

月

議

會

成

立

錄

宣

統

縣

志

設
農
務
分
會
於
塔
坡
禪
寺
卽

經

堂

詳

實

業

志

辛亥

三
年
梁
賚
奎
登
進
士
住

石

路

舖

潘
敬
登
進
士
百

堡

人

住

栅

下

舖

辛亥

三
年
四
月
初
一
土
匪
自
樂
從
襲
佛
山
官
軍
禦
之
於
蜘
蛛
山
督
隊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三

淸

官
馬
致
中
湖

南

人

死
之
土
匪
退

時

武

昌

兵

變

民

軍

起

樂

從

土

匪

假

其

名

號

入

佛

山

㑹

省

派

軍

隊

四

十

名

到

防

管

帶

官

爲

馬

致

中

駐

紮

蜘

蛛

山

贊

翼

誠

善

堂

時

已

申

刻

安

營

未

竟

而

大

隊

至

官

軍

開

鎗

拒

敵

斃

其

執

旗

隊

長

一

人

傷

數

人

匪

隊

亦

還

鎗

轟

擊

適

中

子

彈

箱

登

時

焚

炸

馬

致

中

殉

焉

官

軍

陣

亡

七

人

善

堂

被

炸

坍

匪

股

亦

退

是

役

也

微

官

軍

抵

禦

全

鎭

不

堪

設

想

耳

毁
酒
捐
局
奸
民
乘
機
搶
掠
知
縣
王
思
章
解
散
之
都
司
黃
土
平
撤
任

自

剛

毅

來

粵

籌

餉

招

商

包

釐

於

是

各

行

皆

加

釐

捐

有

商

人

承

充

佛

山

酒

捐

設

局

於

居

仁

里

抽

及

小

販

遂

鼓

眾

毁

局

都

司

黃

土

平

不

能

制

止

奸

民

乘

機

搶

掠

布

散

流

言

妄

指

某

人

爲

股

東

搗

毁

多

家

直

入

商

店

搬

取

貨

物

越

二

日

知

事

王

思

章

帶

隊

至

驅

散

之

獲

數

人

置

之

法

都

司

黃

士

平

撤

任

按
光
緖
中
葉
以
後
罷
市
毁
局
之
案
層
見
㬪
出
一
鄕
如
是
一

國
可
知
固
由
民
氣
囂
張
亦
政
紀
不
修
所
致
季
年
復
有
鐵
路

國
有
之
舉
民
窮
財
盡
兵
由
此
起
世
變
愈
不
忍
言
矣

九
月
民
軍
自
省
城
入
佛
山
守
官
逃
防
勇
一
連
拒
戰
死
湖

南

人

居

多

民
軍

遂
入
佛
山

民

軍

大

隊

入

境

都

司

呂

鎭

鎧

聞

風

先

逃

東

莞

地

舊

戲

院

駐

有

防

勇

一

連

管

帶

官

太

永

寛

亦

逃

民

軍

至

防

勇

不

肯

繳

械

與

之

戰

以

眾

寡

不

敵

全

隊

死

之

冬
十
有
二
月
改
國
號
曰
中
華
民
國
凡

三

改

國

號

曰

滿

洲

曰

淸

曰

中

華

民

國

以
冬
至
後

十
日
爲
歲
首
行
總
統
制
責
任
内
閣

淸

帝

退

位

之

佈

告

三

則

朕

欽

奉

隆

裕

皇

太

后

懿

旨

前

因

民

軍

起

事

各

省

嚮

應

九

夏

沸

騰

生

靈

塗

炭

特

命

袁

世

凱

遣

員

與

民

軍

代

表

討

論

大

局

議

開

國

會

公

决

政

體

兩

月

以

來

尙

無

確

當

辦

法

南

北

暌

隔

彼

此

相

持

商

輟

於

途

士

露

於

野

徒

以

國

體

一

日

不

決

故

民

生

一

日

不

安

今

全

國

人

民

心

理

多

傾

向

共

和

南

中

各

省

旣

倡

議

於

前

北

方

諸

將

亦

主

張

於

後

人

心

所

嚮

天

命

可

知

予

亦

何

忍

因

一

姓

之

尊

榮

拂

兆

人

之

好

惡

是

用

外

觀

大

勢

内

審

輿

情

持

率

皇

帝

將

統

治

權

公

諸

全

國

定

爲

共

和

立

憲

國

體

近

慰

海

内

厭

亂

望

治

之

心

遠

協

古

聖

天

下

爲

公

之

義

袁

世

凱

前

經

資

政

院

選

舉

爲

總

理

大

臣

當

此

新

舊

代

謝

之

際

宜

有

南

北

統

一

之

方

卽

由

袁

世

凱

以

全

權

組

織

臨

時

共

和

政

府

與

民

軍

協

商

統

一

辦

法

總

期

人

民

安

堵

海

宇

又

安

仍

合

漢

滿

䝉

囘

藏

五

族

完

全

領

士

爲

一

大

中

華

民

國

予

與

皇

帝

得

以

退

處

寬

閑

優

游

歲

月

長

受

國

民

之

優

禮

親

見

郅

治

之

告

成

豈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四

民
國

不

懿

歟

欽

此

朕

欽

奉

隆

裕

皇

太

后

懿

旨

前

以

大

局

阽

危

兆

民

困

苦

特

飭

内

閣

與

民

軍

商

酌

優

待

皇

室

各

條

件

以

期

和

平

解

決

茲

據

復

奏

民

軍

所

開

優

待

條

件

於

宗

廟

陵

寢

永

遠

奉

祀

先

皇

陵

制

如

舊

妥

修

各

節

均

已

一

律

擔

承

皇

帝

但

卸

政

權

不

廢

尊

號

並

議

定

優

待

皇

室

八

條

待

遇

皇

族

四

條

待

遇

滿

䝉

囘

藏

七

條

覽

奏

尙

爲

周

致

特

行

宣

示

皇

族

曁

滿

䝉

囘

藏

人

等

此

後

務

當

化

除

畛

域

共

保

治

安

重

覩

世

界

之

昇

平

胥

享

共

和

之

幸

福

予

實

有

厚

望

焉

欽

此

甲

關

於

大

淸

皇

帝

辭

位

之

後

優

待

之

條

件

今

因

大

淸

皇

帝

宣

佈

贊

成

共

和

國

體

中

華

民

國

於

大

淸

皇

帝

辭

位

之

後

優

待

條

件

如

左

第

一

款

大

淸

皇

帝

辭

位

之

後

尊

號

仍

存

不

廢

中

華

民

國

以

待

各

外

國

君

主

之

禮

相

待

第

二

款

大

淸

皇

帝

辭

位

之

後

歲

用

四

百

萬

兩

俟

改

鑄

新

幣

後

改

爲

四

百

萬

員

此

款

由

中

華

民

國

撥

用

第

三

款

大

淸

皇

帝

辭

位

之

後

暫

居

宮

禁

日

後

移

居

頤

和

園

侍

衞

人

等

照

常

留

用

第

四

款

大

淸

皇

帝

辭

位

之

後

宗

廟

陵

寢

永

遠

奉

祀

由

中

華

民

國

添

設

衞

兵

妥

爲

保

護

第

五

款

德

宗

崇

陵

未

完

工

程

如

制

妥

修

其

奉

安

典

禮

仍

如

舊

制

所

有

實

用

經

費

均

由

中

華

民

國

支

出

第

六

款

以

前

宮

内

所

用

各

項

執

事

人

員

可

照

常

留

用

惟

以

後

不

得

再

招

閹

人

第

七

款

大

淸

皇

帝

辭

位

之

後

其

原

有

之

私

產

由

中

華

民

國

特

别

保

護

第

八

款

原

有

之

禁

衞

軍

歸

中

華

民

國

陸

軍

部

編

制

額

數

俸

餉

仍

如

其

舊

乙

關

於

淸

皇

族

待

遇

之

條

件

一

淸

王

公

世

爵

概

仍

其

舊

二

淸

皇

族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之

公

權

及

私

權

與

國

民

同

等

三

淸

皇

族

私

產

一

體

保

護

四

淸

皇

族

免

當

兵

之

義

務

丙

關

於

滿

䝉

囘

藏

各

族

待

遇

之

條

件

今

因

滿

䝉

囘

藏

各

民

族

贊

同

共

和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待

遇

者

如

左

一

與

漢

人

平

等

二

保

護

其

原

有

之

私

產

三

王

公

世

爵

概

仍

其

舊

四

王

公

中

有

生

計

過

艱

者

設

法

代

籌

生

計

五

先

籌

八

旗

生

計

於

未

籌

定

之

前

八

旗

兵

弁

俸

餉

仍

舊

支

放

六

從

前

營

業

居

住

等

限

制

一

律

蠲

除

各

州

縣

聽

其

自

由

入

藉

七

滿

䝉

囘

藏

原

有

之

宗

教

聽

其

自

由

信

仰

以

上

條

件

列

於

正

式

公

文

由

兩

方

代

表

照

會

各

國

駐

北

京

公

使

轉

達

各

該

政

府

欽

此

朕

欽

奉

隆

裕

皇

太

后

懿

旨

古

之

君

天

下

者

重

在

保

全

民

命

不

忍

以

養

人

者

害

人

現

將

新

定

國

體

無

非

欲

先

弭

大

亂

期

保

乂

安

若

拂

逆

多

數

之

民

心

重

啟

無

窮

之

戰

禍

則

大

局

決

裂

殘

殺

相

尋

勢

必

演

成

種

種

慘

痛

將

至

九

廟

震

驚

兆

民

荼

毒

後

禍

何

忍

復

言

兩

害

相

形

惟

取

其

輕

者

正

朝

廷

審

時

觀

變

痌

瘝

吾

民

之

苦

衷

凡

爾

京

外

臣

民

務

當

善

體

此

意

爲

全

局

熟

權

利

害

勿

得

挾

虛

驕

之

意

氣

逞

偏

激

之

空

言

致

國

與

民

兩

受

其

禍

著

民

政

部

步

軍

統

領

姜

桂

題

馮

國

璋

等

嚴

密

防

範

剴

切

開

導

俾

皆

曉

然

於

朝

廷

應

天

順

人

大

公

無

私

之

意

至

國

家

設

官

分

職

以

爲

民

極

内

列

閣

府

部

院

外

建

督

撫

司

道

所

以

康

保

羣

黎

非

爲

一

人

一

家

而

設

爾

京

外

大

小

各

官

均

宜

慨

念

時

艱

愼

供

職

守

應

卽

責

成

各

長

官

敦

切

誠

勸

毋

曠

官

守

用

副

夙

昔

愛

撫

庶

民

之

至

意

欽

此

宣

統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蓋

用

御

寶

内

閣

總

理

大

臣

袁

世

凱

署

名

國

務

大

臣

署

名

壬子

中
華
民
國
元
年
自

是

年

始

悉

照

新

曆

紀

年

仍

照

中

外

大

事

表

以

支

千

首

歲

移
南
海
縣
治
於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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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五

民
國

山
舊
都
司
署

政

府

以

佛

山

爲

南

海

適

中

地

會

垣

旣

有

多

官

宰

治

不

宜

同

城

乃

移

縣

署

於

都

司

署

番

禺

縣

亦

移

治

茭

塘

司

逾

二

年

各

囘

廣

州

舊

治

附

設

局

所

同

南
汝
督
學
局
附
設
於
佛
山
學
堂

盧

公

輔

充

主

任

時

南

海

移

治

佛

山

故

各

局

所

多

隨

之

及

移

囘

舊

治

其

設

在

佛

山

者

亦

分

別

裁

併

廢
團
局
十
六
局
亦
廢

設
保
安
局
於
三
界
通
衢

時

民

軍

入

境

未

有

統

領

紛

向

各

堂

局

借

餉

索

給

供

帳

士

商

會

議

遵

通

令

設

保

安

局

於

三

界

通

衢

以

便

辦

事

一

面

禀

請

派

專

員

統

一

各

軍

分

别

編

遣

地

方

獲

安

事

平

撤

局

詳

建

置

志

復
設
鎭
議
會
及
董
事
會

八
月
遷
第
二
初
級
審
判
廳
於
佛
山
分
府
署

撤
復
囘
廣
州

省
設
警
察
廳
頒
行
警
制
於
各
區
署

佛

山

亦

改

局

爲

區

署

設

分

局

於

北

勝

街

一

分

署

於

鹹

魚

街

二

分

署

於

舍

人

街

癸丑

二
年
更
立
警
察
三
分
署
於
鷹
嘴
沙
舊
汛
地

奉
令
解
散
鎭
議
會
及
董
事
會
復
團
保
局
更
名
保
衞
團
局

設
教
育
會
於
田
心
書
院
教

育

志

時

師

範

所

未

立

前

設

易

科

未

能

普

及

各

塾

師

就

學

亦

多

不

便

乃

召

集

塾

師

分

期

講

習

定

名

教

育

會

禀

准

立

案

主

其

事

者

梁

爾

煠

馮

熙

猷

任

榮

杕

黃

紹

機

闔

鎭

私

塾

賴

以

保

全

其

生

徒

數

十

至

百

人

以

上

者

所

在

多

有

及

官

立

講

習

所

畢

業

師

資

日

出

始

行

撤

會

國

家

不

費

一

錢

而

人

民

普

受

教

育

於

學

務

前

途

實

有

裨

補

甲寅

三
年
設
電
燈
公
司
歸
商
承
辦
見

實

業

志

九
月
土
匪
分
五
路
攻
佛
山
濟
軍
統
領
李
嘉
品
擊
卻
之

時

有

土

匪

聚

於

樂

從

墟

分

五

路

攻

佛

樂

從

一

股

先

至

通

濟

橋

舊

汛

廠

械

被

搶

濟

軍

統

領

李

嘉

品

分

路

迎

擊

率

親

兵

當

通

濟

橋

一

路

誘

賊

人

擒

斬

多

名

賊

退

各

路

股

匪

聞

風

亦

退

乙卯

四
年
築
碉
樓
十
一
座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六

民
國

時

龍

濟

光

督

粵

調

濟

軍

防

守

佛

山

鎭

人

以

地

方

遼

濶

控

制

綦

難

乃

募

捐

集

資

築

碉

樓

十

一

座

分

遍

於

邊

隘

别

詳

輿

地

志

吳

荃

選

有記

乙卯

四
年
五
月
存
院
圍
決
水
大
至
義
倉
開
賑

存

院

圍

爲

佛

山

保

障

五

月

間

連

決

數

口

寬

至

二

十

餘

丈

水

驟

至

鎭

地

被

淹

居

民

倉

皇

走

避

露

宿

街

頭

不

堪

言

狀

義

倉

卽

日

碾

米

熬

粥

先

辦

急

賑

設

栖

流

所

多

處

又

設

救

生

船

沿

街

拯

溺

一

面

赴

省

港

辦

米

接

濟

市

面

旬

餘

水

退

以

靑

黃

不

接

復

開

倉

按

戸

放

賑

十

二

日

出

穀

五

十

七

萬

四

千

餘

斤

賑

過

大

小

丁

十

萬

八

千

九

百

餘

口

商

會

善

堂

公

同

助

賑

各

家

供

給

粥

飯

餅

餌

贈

醫

藥

發

米

票

分

途

救

濟

亦

復

不

少

是

歲

田

園

樹

畜

損

失

甚

鉅

惟

戸

口

無

恙

灾

民

不

至

流

離

眾

善

長

之

力

也
︹
據

義

倉

簿

記

采

訪

冊

别

詳

水

利

志

冬
修
築
存
院
圍
增
高
三
尺
新

涌

口

大

竇

亦

宜

增

築

說

在

水

利

志

有

圖

丙辰

五
年
設
縣
立
第
一
師
範
講
習
所
於
佛
山
學
堂

初

鎭

紳

馮

熙

猷

創

辦

易

師

範

所

又

設

單

級

師

範

所

均

以

六

個

月

畢

業

及

是

設

縣

立

師

範

講

習

所

聘

戴

鴻

惠

爲

所

長

一

年

畢

業

科

學

比

前

較

爲

完

備

以

爲

培

養

小

學

師

資

之

所

畢

業

三

次

成

材

數

百

人

經

費

在

附

加

花

捐

項

下

撥

支

其

舊

有

公

款

改

設

國

民

學

校

二

間

幷

詳

教

育

志

丁巳

六
年
淸
葬
城
門
頭
大
庄
遺
櫬
示

在

鄕

禁

門

李

眾

勝

捐

資

禀

官

給

示

辦

理

另

捐

置

義

山

二

處

設
農
事
試
驗
場
於
古
洛
社
涌
邊
詳

實

業

志

增
設
警
察
第
四
分
駐
所
於
舊
五
斗
署

戊午

七
年
重
修
石
角
圍
冼

瑛

有

記

增
築
存
院
圍
尾
竇
地

屬

村

堡

跨

基

爲

竇

於

佛

山

亦

有

關

係

載

水

利

志

重
建
佛
山
方
便
醫
院
見

慈

善

志

開
辦
佛
山
商
報
在

福

祿

大

街

兼

理

文

業

見

實

業

志

己未

八
年
增
設
警
察
第
五
分
駐
所
於
鷹
沙
舊
工
藝
廠
管
轄
河
面

開
辦
潔
淨
局

以

花

筵

捐

再

附

加

稅

充

局

費

每

月

一

百

員

餘

撥

修

志

局

及

團

局

經

費

初

招

商

辦

後

歸

巡

警

正

署

兼

辦

不

敷

之

數

酌

派

各

戸

捐

助

庚申

九
年
重
修
南
順
石
路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七

民
國

陳

益

南

區

靜

濤

南

洋

兄

弟

煙

草

公

司

合

力

重

修

詳

慈

善

志

六
月
十
七
颶
風
驟
作
靈
應
祠
萬
福
臺
前
亭
塌
壓
斃
二
人
傷
十
餘
人

是

日

諸

紳

方

集

大

魁

堂

議

事

忽

聞

崩

裂

之

聲

戲

檯

前

亭

子

全

座

塌

倒

急

派

工

役

扒

救

受

傷

十

餘

人

送

醫

院

調

治

皆

痊

愈

壓

斃

二

人

給

親

屬

領

埋

其

風

自

山

紫

村

二

仙

廟

起

有

跡

可

尋

詩

所

謂

大

風

有

隧

是

也

或

謂

爲

龍

氣

之

屬

與

光

緖

戊

寅

省

城

風

災

略

同

辛酉

十
年
九
月
罷
師
範
講
習
所
設
縣
立
第
三
高
等
小
學
於
佛
山
學
堂

師

範

講

習

所

係

附

加

花

捐

項

下

撥

給

度

支

比

高

小

學

加

倍

歴

年

尙

堪

支

持

均

有

冊

報

存

縣

及

校

長

戴

鴻

惠

身

故

有

黃

德

中

者

指

稱

戴

校

長

任

内

數

目

不

淸

控

縣

查

究

知

事

張

國

華

調

查

歴

年

冊

報

收

支

相

符

不

復

置

議

以

講

習

所

旣

停

改

爲

官

立

高

等

小

學

仍

設

於

佛

山

學

堂

祇

設

一

班

委

任

黃

德

中

爲

校

長

經

費

仍

以

附

加

花

捐

酌

半

撥

給

以

一

半

添

辦

乙

等

商

業

學

校

黃

德

中

旣

得

校

長

遂

拆

毁

齋

舍

多

間

學

生

不

復

留

堂

寄

宿

經

堂

局

紳

士

查

悉

情

形

由

正

區

履

勘

繪

圖

呈

縣

在

案

書

院

舊

有

租

項

及

大

魁

堂

田

心

書

院

協

撥

各

費

專

給

國

民

兩

校

辦

理

經

年

用

途

各

別

查

書

院

改

建

學

堂

始

自

光

緖

甲

辰

費

用

不

貲

徵

信

冊

尙

存

係

民

捐

民

辦

事

關

學

務

廢

興

爰

敘

述

原

委

俾

鄕

人

有

所

考

證

焉

其

縣

立

第

一

乙

種

商

業

學

校

設

協

天

勝

里

文

昌

宮

十
二
月
設
消
防
隊
於
三
界
廟
以
警
察
分
所
長
兼
轄
之
據

警

區

冊

報

士戍

十
一
年
重
脩
忠
義
流
芳
祠
光

緖

甲

午

重

脩

及

是

又

重

脩

大

魁

堂

撥

款

協

助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肇
慶
防
軍
潰
沿
車
路
至
佛
山
商
團
憑
河
堵
禦
潰

軍
不
能
入
焚
搶
缸
瓦
欄
而
去

時

滇

桂

粵

聯

軍

入

粵

防

軍

節

節

退

避

至

三

水

河

口

晚

八

時

乘

火

車

八

佛

商

團

長

黃

頌

陶

以

鎭

内

與

鐵

路

止

隔

一

河

急

調

各

分

團

集

中

新

涌

口

擇

要

堵

禦

所

有

馬

頭

橫

水

渡

及

過

海

艇

不

准

泊

岸

擎

鎗

抵

禦

潰

軍

不

能

渡

河

沿

車

站

八

缸

瓦

欄

焚

搶

多

家

以

德

豊

米

機

廠

損

失

爲

□

電

報

局

亦

被

燬

是

役

也

鷹

沙

防

軍

先

去

本

鎭

游

擊

隊

又

不

派

隊

赴

援

警

察

力

弱

不

能

制

止

刼

後

大

火

消

防

隊

久

不

到

場

以

至

延

燒

擴

大

佛

屬

火

災

以

此

爲

最

由

三

區

主

任

巡

官

葉

傳

仁

與

五

區

主

任

巡

官

戴

曾

謀

率

隊

彈

壓

請

水

龍

到

救

火

始

漸

熄

旋

又

有

散

軍

一

羣

失

路

到

張

公

廟

附

近

舖

戸

紛

紛

要

求

啟

戸

供

食

由

戴

巡

官

勸

止

煑

粥

以

食

之

而

後

漸

散

至

於

佛

山

方

面

未

被

散

軍

騒

擾

全

由

商

團

畫

河

爲

守

抵

禦

得

力

全

鎭

菁

華

賴

以

保

全

厥

功

不

小

自

此

人

知

商

團

之

足

恃

各

舖

相

繼

起

團

聯

合

守

衞

人

心

益

固

矣

商

團

始

未

記

據

該

局

冊

報

節

錄

如

左

佛

山

商

團

成

立

於

民

國

元

年

壬

子

嵗

團

軍

一

百

五

十

人

總

公

所

在

朝

陽

街

推

梁

鼐

伯

爲

團

長

王

仲

茀

陳

藹

人

副

之

甲

寅

王

仲

茀

繼

任

團

長

遷

總

公

所

於

西

街

賴

家

祠

之

偏

廳

十

年

辛

酉

黃

頌

陶

爲

正

團

長

陳

鑄

魂

副

之

由

頌

陶

倡

捐

鉅

款

建

操

場

於

石

路

育

嬰



ZhongYi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八

民
國

堂

之

側

遷

總

公

所

於

萬

夀

宮

改

組

團

軍

由

二

分

團

增

設

至

十

二

團

自

此

團

政

一

新

人

心

愈

固

壬

戌

夏

四

月

政

變

十

九

舖

遊

擊

隊

他

調

内

地

空

虛

頌

陶

舉

辦

巡

查

隊

一

百

名

維

持

地

方

其

編

制

以

十

二

人

爲

一

班

三

班

爲

一

隊

直

接

團

長

管

轄

不

一

月

地

方

平

靖

商

家

請

續

辦

餘

項

由

鎭

人

捐

簽

推

廣

團

軍

由

百

五

十

名

至

一

千

六

百

餘

人

商

民

咸

嘉

賴

焉

及

是

粵

軍

敗

竄

沿

廣

三

鐵

路

入

佛

頌

陶

督

率

團

軍

憑

河

堵

禦

鎭

内

得

保

安

全

癸

亥

頌

陶

復

被

選

繼

任

因

兼

任

忠

義

鄕

團

局

長

不

暇

兼

顧

遂

舉

陳

益

南

爲

商

團

長

陳

洛

子

王

仲

茀

爲

副

團

長

商

團

遂

吿

一

段

落

云

商

團

駐

紮

地

址

總

商

團

在

豆

豉

巷

萬

夀

宮

第

一

分

團

在

普

君

太

上

廟

第

二

分

團

在

盤

古

廟

第

三

分

團

在

大

墟

醫

靈

廟

第

四

分

團

在

油

行

關

帝

廟

第

五

分

團

在

布

行

會

館

第

六

分

團

在

豐

國

公

廟

第

七

分

團

在

文

沙

關

帝

廟

第

八

分

團

在

舍

人

財

神

廟

第

九

分

團

在

柵

下

天

后

廟

第

十

分

團

在

南

擎

觀

音

廟

第

十

一

分

團

在

福

德

天

后

廟

第

十

二

分

團

在

富

民

三

界

廟

增
廣
商
團
推
陳
恭
受
爲
團
長
陳
恪
子
王
仲
茀
副
之
黃
頌
陶
專
辦
忠

義
鄕
團
事

正

副

長

會

銜

佈

告

一

道

切

維

比

年

以

來

商

人

窘

苦

極

矣

天

時

人

事

之

交

迫

幾

於

無

可

吿

言

由

是

大

眾

一

心

咸

知

自

衞

商

團

增

進

額

數

至

今

將

達

二

千

念

來

軫

之

方

遒

宜

初

基

之

勿

壞

恭

受

等

忝

承

選

舉

爲

正

副

團

長

力

辭

不

獲

惟

有

謹

率

全

體

團

軍

並

聯

合

附

近

各

鄕

商

團

上

而

發

揚

國

家

民

治

之

精

神

下

以

保

持

商

場

固

有

秩

序

不

放

任

不

越

權

不

自

矜

不

自

餒

一

本

光

明

誠

懇

之

態

度

以

與

邦

人

君

子

相

周

旋

抑

更

言

之

商

團

者

世

界

各

國

認

爲

最

名

譽

之

義

務

軍

人

則

我

粵

將

來

治

安

亦

不

出

鄕

團

自

保

其

鄕

商

團

自

保

其

市

凡

我

團

眾

務

須

以

固

結

一

致

爲

根

本

以

沈

毅

兩

字

爲

功

夫

然

後

按

部

就

班

因

應

羣

動

庶

幾

執

戈

擐

甲

促

進

太

平

此

則

本

團

所

當

共

勉

而

鎭

中

明

達

尤

當

匡

其

不

逮

者

也

區

區

寸

衷

披

謹

吿

按
陳
恭
受
等
接
辦
商
團
在
忠
義
鄕
團
成
立
之
後
惟
事
屬
商

團
故
提
前
補
敘
以
昭
畫
一

十
二
月
立
忠
義
鄕
團

時

盜

賊

蠭

起

防

軍

不

能

兼

顧

在

籍

紳

士

江

孔

殷

光

宣

間

奏

辦

淸

鄕

所

部

多

健

見

建

議

官

之

衞

民

尤

在

民

能

自

衞

聯

合

七

堡

立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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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鄕
事

二
十
九

民
國

團

設

總

局

於

張

槎

書

院

以

陳

恭

受

爲

局

長

何

江

爲

團

長

於

是

各

鄕

相

繼

起

團

我

佛

山

忠

義

鄕

團

亦

以

是

年

冬

成

立

悉

隸

總

團

名

蓮

華

佛

山

四

十

七

鄕

鎭

聯

團

保

衞

局

其

辦

法

一

團

有

警

報

總

團

派

隊

赴

援

鄰

團

就

近

接

應

總

團

開

辦

費

及

長

年

經

費

各

視

其

鄕

之

大

小

以

爲

差

佛

山

亦

遵

章

繳

納

團

内

開

辦

費

士

商

籌

墊

長

年

費

略

倣

租

捐

辦

法

分

别

舖

戶

按

月

加

抽

槪

歸

民

辦

以

撤

防

之

日

止

仍

推

商

團

長

黃

頌

陶

兼

充

局

長

其

辦

事

處

暫

附

設

大

魁

堂

團

丁

擇

要

分

紮

與

商

團

相

輔

而

行

似

此

眾

志

成

城

亦

足

以

緝

內

奸

禦

外

侮

忠

義

鄕

之

名

庶

幾

藉

此

益

著

忠

義

鄕

團

冊

報

節

錄

如

左

忠

義

鄕

團

成

立

於

壬

戌

年

十

二

月

初

由

黃

頌

陶

提

倡

與

蓮

華

四

十

六

鄕

聯

團

提

撥

工

藝

廠

存

款

萬

餘

兩

爲

開

辦

經

費

常

年

經

費

酌

議

全

鎭

加

一

抽

租

由

商

團

巡

查

隊

改

組

成

立

當

選

頌

陶

爲

正

局

長

葉

蘭

泉

爲

副

局

長

購

置

鎗

械

由

黃

葉

等

在

港

籌

捐

定

名

爲

忠

義

鄕

團

以

捕

匪

安

良

爲

主

旨

有

事

則

聯

合

蓮

華

總

團

預

備

接

應

平

時

分

佈

要

隘

日

夜

梭

巡

團

局

初

設

大

魁

堂

現

設

松

桂

里

農

官

家

廟

按
七
堡
有
蓮
峯
書
院
華
遠

亦
屬
佛
山
堡
皆
就
其
團
份
大

者
舉
槪
立
名
現
得
四
十
七
鄕
鎭
將
來
愈
推
愈
廣
當
不
止
此

數
時
至
事
起
有
不
能
不
急
圖
自
衞
者
以
此
備
盜
實
足
佐
官

力
之
不
逮
云

以
上
據
采
訪
册
參
修
餘
分
見
本
志
各
門

右
編
年
起
明
洪
武
三
年
庚
戌
迄
中
華
民
國
十
一
年
壬
戌
共

五
百
五
十
二
年

論
曰
一
鄕
之
治
亂
一
國
之
盛
衰
繫
焉
古
者
觀
於
鄕
而
知
王
道
之
易

易
有
由
來
也
顧
方
其
治
也
不
過
飮
射
讀
法
習
爲
常
而
已
卽
有
興
文

興
行
之
舉
亦
相
與
服
疇
食
德
涵
煦
焉
而
不
自
知
迨
夫
治
久
亂
生
循

流
遡
源
感
慨
係
之
矣
前
志
脩
於
國
家
承
平
之
日
故
其
文
多
雍
容
揄

揚
其
自
明
洪
武
以
迄
淸
道
光
事
閱
兩
朝
大
都
夏
造
殷
因
無
甚
改
革

道
光
以
後
至
咸
豐
甲
寅
紅
匪
之
亂
爲
一
大
變
幸
而
迅
速
蕩
平
旋
復

舊
觀
沿
及
光
宣
之
際
士
大
夫
醉
心
歐
美
憤
中
華
之
窳
敗
激
而
效
西

法
以
圖
强
朝
廷
亦
鋭
意
維
新
不
惜
體
變
共
和
與
民
更
始
雖
在
鄕
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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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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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民
國

亦
以
自
治
特
權

之
第
念
唐
虞
再
禪
方
底
同
風
成
周
三
紀
始
言
俗

革
歴
年
未
久
其
間
是
非
得
失
或
將
與
時
變
遷
據
事
而
書
徐
以
俟
後

賢
之
論
定
而
已

佛
山
忠
義
鄕
志
卷
十
一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