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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宜
章
縣
志

第

二

十

六

卷

宗
教
志

凡
宗
教
皆
有
迷
信
中
國
教
之
與
西
方
教
一
神
教
之
與
多
神
教
入

世
之
與
出
世
奉
上
帝
之
與
拜
偶
像
宗
旨
雖
别
迷
信
一
也
自
非
儒

家
者
流
鮮
克
免
此
夫
神
道
設
教
在
昔
聖
哲
以
之
覺
世
牖
民
有
深

意
焉
流
及
後
世
則
惑
世
誣
民
矣
古
今
中
外
各
教
大
旨
在
於
懴
罪

祈
福
皆
足
以
砭
愚
訂
頑
輔
政
治
之
所
不
及
無
庸
軒
輊
然
門
戸
主

奴
之
見
可
除
而
源
流
盛
衰
之
跡
不
可
以
無
紀
也
舊
志
有
外
志
篇

紀
仙
釋
要
而
言
之
大
道
渾
淪
何
內
何
外
大
圜
覆
幬
無
內
無
外
仍

未
免
有
畛
域
之
見
存
也
兹
定
名
爲
宗
教
参
同
考
異
沿
流
溯
源
於

社
會
盛
衰
世
運
升
降
之
故
可
得
大
凡
焉

我
國
宗
教
以
道
教
爲
最
古
托
始
黄
帝
而
奉
老
子
爲
教
主
太
史
公

曰
李
耳
無
爲
自
化
淸
凈
自
正
後
世
道
家
符
籙
章
咒
服
食
長
生
之

說
非
老
子
本
然
也
漢
時
張
道
陵
之
道
教
曼
衍
國
中
歷
代
有
天
師

真
人
封
號
實
非
道
教
正
宗
而
與
巫
相
出
入
巫
本
起
自
上
古
易
曰

史
巫
紛
若
魯
論
巫
醫
並
稱
周
禮
春
官
司
巫
掌
巫
之
政
令
置
中
士

府
史
胥
各
一
人
徒
十
人
男
巫
女
巫
皆
無
數
凡
大
旱
大
裁
祭
事
喪

事
皆
其
職
掌
其
重
若
此
後
世
之
巫
奉
張
天
師
爲
教
祖
不
領
於
官

名
同
實
異
矣
宜
章
在
昔
巫
風
頗
盛
男
巫
曰
師
公
女
巫
曰
仙
娘
男

巫
必
本
師
傳
女
巫
則
云
有
神
憑
之
靈
談
鬼
笑
如
醉
如
癡
男
巫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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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
祈
禱
其
常
行
者
一
曰
福
果
凡
水
旱
災
疫
春
祈
秋
報
齋
醮
或
三

日
五
日
七
日
一
曰
追
薦
超
度
亡
魂
俾
生
上
界
日
期
與
福
果
同
貧

者
或
僅
一
日
此
猶
近
正
道
協
人
情
未
可
厚
非
也
爲
人
禳
災
祈
福

則
有
拜
斗
藏
身
寄
庫
喊
魂
跳
鬼
起
油
鍋
收
限
拳
上
刀
山
過
火
坑

舞
神
獅
以
及
斬
闗
破
胎
畫
卵
斷
乳
畫
符
催
生
等
術
悠
謬
不
可
究

詰
愚
夫
婦
信
巫
過
於
醫
效
則
歸
功
否
則
諉
之
於
數
又
有
非
巫
而

近
巫
者
鄕
村
多
有
之
凡
小
兒
驟
病
則
炷
香
禱
神
取
斧
擊
地
作
聲

刻
雞
冠
血
塗
鼻
口
少
頃
卽
安
厥
名
除
煞
或
夜
啼
不
止
則
取
小
兒

衵
衣
裹
杯
米
咒
之
發
視
米
形
狀
云
係
山
邊
或
水
邊
受
驚
爲
之
喊

魂
凡
三
夜
即
復
常
厥
名
收
驚
女
巫
之
術
有
三
曰
照
水
碗
以
雞
卵

置
水
碗
中
視
其
色
彩
以
卜
住
宅
方
向
休
咎
曰
攝
亡
魂
蒙
黑
帕
坐

庭
中
攝
亡
魂
至
與
親
屬
相
問
答
說
家
事
如
平
生
語
皆
出
自
女
巫

口
能
使
親
屬
涕
泣
漣
如
曰
放
陰
選
愚
騃
少
女
未
暮
熟
睡
入
夜
禱

神
憑
人
問
陰
司
事
少
女
隨
問
以
對
其
語
迷
離
徜
恍
若
此
者
不
可

勝
數
皆
猥
𤨏
不
足
道
實
無
業
黠
男
女
藉
此
誑
人
獵
食
耳
以
爲
神

異
固
非
以
爲
左
道
亦
過
民
智
開
則
不
禁
自
絶
矣
近
年
福
果
追
薦

尙
盛
巫
風
漸
息
此
固
歸
功
於
教
育
而
民
間
財
力
之
舒
蹙
亦
可
見

矣
民
救
死
而
恐
不
贍
焉
有
餘
力
以
事
鬼
神
哉
道
士
尼
姑
極
少
民

間
男
女
持
齋
誦
經
者
名
曰
齋
公
齋
婆
皆
鰥
寡
老
病
持
厭
世
主
義

以
希
來
生
福
利
者
城
鄕
亦
多
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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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
中
僧
寺
相
傳
麻
田
開
山
寺
爲
最
古
諺
云
未
有
宜
章
先
有
開
山

葢
任
唐
以
前
矣
城
南
普
化
寺
亦
古
叢
林
也
五
代
唐
莊
宗
時
江
西

袁
州
府
慈
化
寺
長
老
善
龍
字
崇
闡
有
二
徒
曰
妙
德
曰
妙
悟
北
宋

仁
宗
時
妙
德
之
徒
了
峯
開
寶
雲
寺
妙
悟
之
徒
了
岐
開
石
相
寺
了

嵓
開
圓
明
寺
了
崑
開
長
壽
寺
了
峯
之
徒
有
榮
印
字
玄
沙
者
受
法

眼
首
派
北
宋
神
宗
元
豐
三
年
開
普
化
寺
又
於
哲
宗
元
祐
七
年
開

松
林
寺
以
善
龍
爲
初
祖
係
法
眼
宗
派

明
時
有
寶
山
頭
陀
自
河
南
來
行
腳
於
縣
東
二
十
里
東
車
村
人
蕭

上
貞
居
士
以
爐
韝
嶺
周
匝
山
嶺
布
施
初
建
一
刹
曰
觀
音
堂
縣
東

隅
䕶
法
楊
子
龍
崖
施
水
田
二
十
餘
畝
作
常
住
又
得
袁
劉
二
宅
布

施
萬
曆
初
有
徒
乘
嚮
字
應
空
藍
山
雷
氏
子
母
孕
年
餘
始
生
十
歲

辭
父
母
出
家
初
祝
髪
於
寶
山
明
天
啓
時
北
上
禮
杜
門
禪
師
傳
頓

教
憨
山
大
師
其
法
兄
也
應
空
在
京
名
盛
國
母
陳
太
后
禮
爲
師
特

賜
紫
衣
開
堂
説
法
未
逾
年
歸
本
山
重
修
梵
殿
題
名
水
月
庵
後
憨

山
大
師
赴
粤
道
過
候
之
旋
主
韶
州
南
華
方
丈
書
迎
代
座
說
法
一

年
辭
歸
贈
金
不
受
歸
造
大
雄
寳
殿
墾
常
住
田
作
叢
林
係
曹
洞
宗

派縣
中
無
大
叢
林
緇
徒
多
曹
洞
臨
濟
兩
宗
派
其
持
戒
律
參
佛
乘
者

今
已
鮮
聞
大
都
蔭
香
火
爲
民
齋
醮
追
薦
自
清
末
變
法
興
學
多
提

庵
產
爲
學
欵
僧
徒
星
散
寺
觀
多
傾
圮
或
改
作
校
舍
或
僅
有
住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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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僧
一
二
人
夫
佛
教
已
屆
末
法
之
運
道
家
亦
有
其
鬼
不
神
之
憂
惟

泰
西
天
主
教
於
民
國
九
年
在
縣
城
傳
教
設
教
堂
兩
處
信
徒
已
有

八
九
十
人
民
教
相
安
傳
布
漸
盛
莊
生
有
言
魚
相
忘
於
江
湖
人
相

忘
於
道
術
異
同
之
迹
存
而
不
論
可
也
縣
中
寺
觀
舊
志
僅
列
五
十

三
處
實
多
漏
畧
兹
將
舊
志
所
載
及
採
訪
稿
所
得
與
龍
王
宮
住
持

僧
善
福
所
續
採
開
送
者
凡
得
一
百
六
十
餘
處
列
表
著
於
篇
舊
志

釋
道
傳
凡
九
人
除
道
士
廖
法
正
係
郴
人
不
應
闌
入
蔣
玉
竒
改
入

方
術
志
外
并
補
輯
薛
向
彦
楊
錫
純
二
人

寺
觀
表

名
　
别
地
　
　
別
時
代

開

山

僧

山
主

常
　
住
附
　
　
　
　
記

圓
明
寺

城

内

東

北

古

寺

宋

建

炎

中

縣

治

燬

寄

治

寺

中

淳

熙

後

仍

爲

寺

現

住

齋

㜑

䕶
禪
庵

城

內

龍

王

宮

道

光

七

年

建

景
星
觀

城

東

一

里

桄

榔

山

前

後

改

養

正

書

院

浯
潭
仙

縣

東

三

里

崇

禎

時

釋

自

如

彭

姓

税

田

四

畝

并

四

現

住

民

家

一

作

湖

潭

圍

松

嶺

茶

山

金
龍
仙

縣

東

四

十

里

萬

曆

庚

戍

富
興
寺

縣

東

二

十

里

江

邊

唐

建

松
林
寺

縣

東

南

十

里

唐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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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
聖
庵

縣

東

六

十

里

曹

鄺

鄕

庵

前

有

井

俗

呼

韓

王

井

大

今

作

太

平
光
寺

縣

東

六

十

五

里

唐

建

相

傳

先

有

平

光

後

有

宜

章

民

國

二

年

改

設

高

等

小

學

現

燬

秀
峯
仙

縣

東

七

十

里

萬

曆

辛

丑

華
嚴
寺

縣

東

七

十

五

里

曹

鄺

明

初

谷

姓

三

族

舊

志

作

唐

建

江

厚

兩

鄕

界

金
鞍
仙

縣

東

八

十

里

黃

溪

鄕

嘉

靖

時

望
峯
寺

縣

東

八

十

五

里

雕

玉

宋

建

一

名

望

峯

仙

山

麓

通
明
庵

縣

東

九

十

里

宋

建

瑶
岡
仙

縣

東

一

百

三

十

里

地

方

善

信

上

建

正

殿

脚

庵

獅

子

仙

劉

王

殿

募

建

送

子

殿

井
壁
仙

縣

東

曹

鄺

鄕

明

建

白

清

谷

姓

倡

建

曹
田
寺

同

前

明

建

鄧

姓

紫
東
閣

同

前

明

初

譚

姓

雕
玉
仙

縣

東

江

厚

長

策

界

上

山

曰

雕

玉

又

名

西

嶺

新
庵
上

縣

東

江

厚

鄕

平

鄕

明

時

華

巖

寺

僧

籙

華

徙

建

分

徒

住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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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觀
音
堂

縣

東

黃

溪

鄕

里

田

乾

隆

時

瓦
玉
仙

縣

東

黄

溪

鄕

崇

禎

九

年

周

黃

王

三

姓

石
城
仙

同

前

萬

曆

時

民

國

十

三

年

修

旁

有

杜

王

廟

廽
龍
庵

黃

溪

鄕

來

佛

洞

天

啟

三

年

周

雷

薛

三

姓

雲
霧
仙

黄

溪

鄕

旁

爲

石

巖

淸

光

緖

間

塑

神

像

其

中

紫
珠
寺

同

前

舊

有

寳

塔

一

座

高

五

尺

今

圮

珠

今

作

朱

寶
峯
仙

縣

東

平

和

鄕

天

啟

時

建

七
姑
仙

同

前

雍

正

時

建

寶
珠
仙

同

前

天

啟

時

建

朝
陽
庵

同

前

順

治

時

建

長
興
寺

長

策

洞

中

宋

建

民

國

初

毁

神

像

寺

圮

銀
河
仙

銀

河

流

域

乾

隆

十

年

風

景

頗

佳

永
福
仙

長

策

穀

籮

冲

清

中

葉

歐

谷

等

姓

朝
陽
仙

江

厚

寶

蓋

山

光

緖

時

圮

今

存

遺

址

新
豐
仙

江

厚

鄕

桐

木

塘

道

光

時

天
堂
仙

江

厚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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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金
蓮
庵

縣

東

三

十

里

金

盆

厂

鄧

士

農

捐

田

四

庵

前

有

大

泉

水

可

轉

田

車

見

水

畝

志

普
化
寺

縣

南

一

里

宋

元

豐

中

榮

印

清

光

緖

時

改

近

城

高

等

小

學

現

校

遷

寺

荒

艮
巖
寺

縣

南

二

里

明

宏

治

時

釋

慈

祥

田

租

四

石

詳

見

古

蹟

志

廻
龍
仙

縣

南

二

里

明

建

石

門

勒

曇

花

境

旁

勒

崇

禎

𢈏

戍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近

年

因

飛

機

落

一

炸

彈

佛

殿

燬

玉
溪
寺

卽

迴

龍

仙

彭

姓

常

住

田

六

畝

即

玉

溪

書

院

舊

址

伽

藍

會

有

曾

姓

二

人

吳

姓

一

人

觀
音
堂

近

城

一

里

窑

頭

上

石
輪
仙

縣

南

五

里

冲

崇

禎

間

建

崖

壁

峭

立

上

有

泉

塘

登

可

遠

眺

元
貞
觀

縣

南

十

二

里

印
盒
仙

縣

南

十

三

里

海
會
庵

縣

南

十

二

里

蓮

塘

冲

萬

曆

時

僧

大

用

李

清

唐

田

二

十

畝

七

分

清

㧞

貢

吳

馨

遠

作

碑

記

𢌞
龍
菴

縣

南

四

十

里

萬

曆

時

福
聚
庵

縣

南

十

二

里

同

前

長
古
仙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龍
虎
仙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萬

暦

間

建

昇
平
寺

縣

南

七

十

里

大

曹

家

同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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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鎭
興
庵

縣

南

六

十

里

寨
背
菴

白

沙

區

田

五

畝

山
門
寺

縣

南

五

十

里

譚

家

村

明

萬

曆

十

下

九

年

福
興
寺

縣

南

六

十

里

十

三

戸

正

德

丙

子

白
羊
仙

縣

南

六

十

里

峙

冲

乾

隆

時

內

有

石

坪

羊

跡

云

係

仙

入

騎

白

羊

白

日

上

昇

處

興
隆
寺

縣

南

七

十

里

嘉

靖

五

年

劉

李

譚

三

姓

田

三

十

餘

石

現

住

齋

姑

開
化
庵

縣

南

八

十

里

臘

園

背

嘉

靖

四

十

陳

李

二

姓

四

年

太
陽
仙

縣

南

八

十

里

明

臨

武

探

花

曾

朝

節

讀

書

於

此

寺

後

石

龍

噴

水

石

甕

上

鐫

曾

名

寶
雲
寺

縣

西

七

里

北

宋

仁

宗

了

峯

久

廢

時

龍
聚
𤲅

縣

西

十

五

里

麥

菜

園

萬

曆

時

釋

衷

潔

雲
虎
山

縣

西

二

十

里

關

家

冲

崇

禎

辛

未

僧

擇

性

建

田

租

百

石

現

有

住

持

僧

六

名

復
興
菴

縣

西

二

十

二

里

成

化

時

福

建

漳

州

舉

人

某

隱

居

於

此

凈
土
𤲅

縣

西

二

十

四

里

崇

禎

甲

戌

僧

黙

然

建

田

租

六

石

現

住

持

僧

四

名

龍
歸
寺

縣

西

三

十

里

白

沙

夏

成

化

九

年

水

田

八

十

石

除

提

充

學

款

外

僅

存

田

十

五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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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塘

重

建

現

住

齋

姑

御
林
庵

近

城

四

十

五

里

長
壽
寺

縣

西

四

十

里

金

紫

嶺

北

宋

了

崑

宋

初

薛

洵

彦

修

道

處

今

廢

新
峯
寺

縣

西

五

十

里

龜

爻

唐

建

黄

姓

水

田

一

百

二

十

現

提

田

七

十

石

歸

學

校

留

存

四

石

現

存

二

十

畝

十

石

齋

僧

開
山
寺

縣

西

五

十

里

唐

建

墾

田

百

餘

畝

免

明

鄺

鄧

兩

尙

書

讀

書

於

此

鄺

題

糧

現

田

廿

三

畝

額

天

下

開

山

鄧

題

額

開

山

勝

景

太
平
寺

縣

西

八

十

里

鷓

鴣

坪

隆

慶

六

年

重

建

福
壽
寺

縣

南

九

十

里

大

黄

家

成

化

時

黄

姓

田

三

十

餘

畝

西
林
菴

縣

西

南

九

十

里

明

崇

禎

四

杜

程

蕭

等

田

十

餘

畝

現

住

女

尼

年

建

姓

萬
安
寺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明

成

化

時

田

三

十

餘

畝

重

修

寶
蓮
𤲅

縣

北

十

里

康

熙

時

珠
仙
菴

縣

北

十

五

里

嘉

靖

庚

戍

水
月
菴

縣

北

二

十

里

爐

韝

嶺

隆

慶

四

年

寶

山

頭

陀

蕭

上

貞

水

田

二

十

畝

蕭

上

貞

施

田

八

畝

楊

龍

崖

施

田

十

四

畝

八

分

又

有

袁

劉

二

宅

布

施

鶴
壽
山

縣

北

三

十

里

隆

慶

時

僧

明

通

募

小

水

鄧

正

川

捐

乾

隆

道

光

兩

經

重

修

現

住

齋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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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建

田

一

畝

高
融
山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有

藏

經

閣

藏

明

陳

皇

后

所

賜

藏

經

康

熙

時

蕭

洪

讓

等

重

修

民

國

十

六

年

燬

於

匪

蕭

仰

俯

等

修

復

道
瑜
𤲅

縣

南

十

五

里

塘

田

崇

禎

時

田

租

五

石

現

住

民

家

白
雲
菴

縣

南

二

十

里

闗

家

冲

同

前

田

租

二

十

石

現

住

持

僧

二

名

調
御
菴

縣

南

三

十

里

龍

村

大

康

熙

九

年

僧

供

厥

李

姓

田

租

四

十

石

現

住

持

僧

四

名

嶺

龍
華
菴

縣

南

三

十

里

大

碑

洞

萬

曆

間

李

姓

田

租

四

十

石

提

現

住

持

僧

三

名

回

半

數

畫
龍
寺

龍

村

寸

石

下

陳

萬

春

田

租

四

十

石

提

充

學

款

靜
慧
庵

龍

村

荷

葉

塘

萬

曆

間

吳

姓

僧

覺

義

自

購

田

田

産

後

爲

僧

人

典

盡

經

吳

楚

彪

二

十

餘

畝

等

募

捐

贖

回

福
壽
仙

龍

村

康

熙

間

田

租

四

十

石

現

住

齋

姑

高
明
菴

縣

南

十

八

里

高

明

舖

明

代

田

租

十

五

石

西
域
菴

縣

南

十

二

里

唐

壪

康

熙

間

僧

照

國

李

姓

田

租

六

十

石

現

住

持

僧

二

名

水
口
菴

同

前

康

熙

初

李

姓

田

租

二

十

石

碧
泉
寺

同

前

同

前

羅

姓

田

租

十

石

三
寶
寺

縣

南

廿

五

里

五

都

嶺

同

前

僧

照

盛

吳

姓

田

租

六

十

石



 

宜
章
縣
志

廿
六
卷
　

宗

教

志

　

　

　

　

　

　

十

一

大
山
菴

龍

村

坳

頭

嶺

同

前

鄺

姓

田

租

四

十

石

現

住

民

家

印
盒
仙

縣

南

十

二

里

蓮

塘

冲

同

前

田

租

八

十

石

現

住

民

家

海
惠
𤲅

同

前

萬

曆

時

李

姓

田

租

八

十

石

玉
金
山

羅

家

觀

元

天

順

間

近

年

築

碉

堡

毁

福
聚
菴

縣

南

十

五

里

糝

子

坑

康

熙

間

吳

坤

哲

現

庵

産

提

歸

學

校

無

入

住

持

壽
佛
殿

縣

西

十

里

沙

圳

裏

庵

田

八

畝

現

菴

産

歸

公

菴

改

學

校

福
壽
菴

縣

西

卅

五

里

苦

塘

冲

福
田
菴

縣

西

广

田

洞

明

朝

藍

姓

始

祖

田

租

十

石

七
佛
菴

厂

田

西

鄕

洞

老

鴉

山

康

熙

間

僧

遠

達

曹

澤

鐸

田

十

五

畝

現

庵

産

歸

公

無

僧

住

持

浯
西
寺

西

鄕

洞

大

碑

橋

鄺

姓

田

二

十

餘

畝

現

菴

産

歸

公

新
　
庵

城

西

二

里

箭

竿

嶺

嘉

慶

時

曹

澤

鐸

田

十

二

畝

現

無

僧

住

持

毓
秀
菴

同

前

吳

姓

現

住

尼

僧

段
金
閣

縣

西

廿

五

里

大

碑

橋

萬

曆

重

修

袁

姓

田

租

百

二

十

石

現

田

租

半

歸

鄕

公

所

半

歸

學

校

無

僧

住

持

圓
通
菴

一

名

鷲

嶺

菴

縣

西

南

乾

隆

時

湯

姓

田

八

畝

六

十

里

觀

音

巖

六
七
庵

乾

隆

時

僧

自

建

志
性
𤲅

同

前

同

前

野
石
𤲅

縣

北

十

五

里

天

啟

時

蕭

見

朝

田

租

八

十

石

現

提

田

三

十

五

石

爲

學

款

剰

田

四

十

五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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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觀
音
堂

縣

北

十

五

里

奶

子

岡

康

熙

乙

亥

饒

田

楊

芝

水

田

二

十

二

石

現

有

齋

㜑

住

持

建

薈

雙
泉
𤲅

縣

北

廿

五

里

周

家

壪

光

緖

間

楊

永

鳳

水

田

十

九

石

現

係

齋

㜑

住

持

七
姑
仙

縣

北

鹿

背

嶺

曾

姓

穿
星
巖

縣

東

二

十

里

官

渡

劉

姓

田

一

百

八

十

石

菴

田

劉

姓

提

歸

公

祠

菴

宇

近

被

匪

焚

雪
嶺
庵

縣

東

二

十

里

康

熙

時

彭

周

蕭

劉

水

田

一

百

二

十

近

年

提

充

學

款

無

僧

住

持

等

姓

石

富
興
寺

縣

東

二

十

里

白

石

渡

同

前

李

姓

水

田

八

十

石

寶
蓮
庵

縣

東

十

里

鉛

岡

明

朝

水

田

五

十

餘

畝

菴

産

純

係

菴

僧

誦

經

得

檀

越

布

施

而

來

現

提

充

學

款

大
梅
菴

縣

西

南

梅

田

田

心

坪

康

熙

時

梅

溪

黄

姓

水

田

四

十

石

現

住

齋

姑

松
林
寺

縣

西

南

麻

田

寺

門

唐

建

歐

胡

史

文

現

存

田

二

十

二

四

姓

畝

廣
惠
菴

漿

水

大

廟

側

明

時

黄

姓

田

百

九

十

九

畝

已

提

充

學

款

靜
樂
菴

縣

南

卅

五

里

拖

木

坑

李

姓

水

田

三

十

石

水
口
𤲅

縣

西

南

官

田

村

下

雍

正

三

年

貴
安
堂

在

白

沙

區

水
口
菴

縣

南

麻

田

社

壇

山

下

歐

陽

姓

悟
石
菴

在

白

沙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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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金
𨚫
菴

在

白

沙

區

福
隆
寺

縣

南

七

十

五

里

綠

源

清

初

周

姓

右

側

建

觀

音

閣

水

油
子
仙

縣

南

八

十

里

桐

木

坑

康

熙

時

陳

姓

水

田

六

十

石

東
榮
菴

縣

南

八

十

里

乾

隆

時

羅

姓

現

住

民

家

龍
鳯
菴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碕

石

同

前

李

姓

現

住

女

尼

周

家

側

石
堂
庵

縣

南

八

十

里

大

坪

同

前

僧

入

自

建

水

田

六

十

石

抱
龍
菴

縣

南

五

十

餘

里

長

村

同

前

現

住

女

尼

東
林
菴

縣

南

八

十

里

乾

隆

時

李

姓

水

田

四

十

石

現

住

齋

姑

順
風
菴

縣

南

七

十

里

鳥

梨

坳

同

前

李

姓

現

住

民

家

下

石
山
菴

縣

南

鳥

棃

坳

側

同

前

黃

姓

田

六

畝

同

前

大
塘
庵

縣

南

七

十

餘

里

鳥

棃

康

熙

時

李

姓

僧

人

自

開

田

六

坳

十

石

桂
龍
菴

縣

南

六

十

里

塝

原

同

前

廖

姓

田

二

十

五

畝

現

住

齋

姑

龍
華
仙

縣

西

南

五

十

五

里

長

明

朝

僧

人

自

開

田

二

現

住

民

家

村

墟

下

十

石

普
照
寺

縣

西

南

六

十

五

里

沙

同

前

李

姓

田

二

十

餘

畝

現

住

齋

姑

坪



 

宜
章
縣
志

廿
六
卷
　

宗

教

志

　

　

　

　

　

　

十

四

朝
陽
庵

縣

西

南

百

里

廖

家

咸

豐

時

曾

姓

田

三

畝

土

四

塊

現

住

民

家

東
嶺
仙

縣

南

七

十

里

關

溪

道

光

時

太
陽
仙

縣

南

七

十

里

陳

家

寮

康

熙

時

彭

姓

田

二

十

餘

畝

現

住

民

家

永
興
菴

縣

南

七

十

里

黄

狗

冲

嘉

慶

六

年

李

姓

田

六

十

餘

石

同

前

寶
峯
寺

縣

南

八

十

里

邱

家

壪

同

前

范

鍾

二

姓

鴨
婆
寺

同

前

開
化
菴

同

前

康

熙

時

陳

李

二

姓

田

二

十

餘

畝

諸
佛
菴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長

村

一

名

龍

華

仙

高
仙
堂

縣

南

七

十

里

乾

隆

時

田

四

十

二

石

現

住

民

家

中
仙
堂

同

前

同

前

同

前

福
興
寺

同

前

笆

籬

栗

源

同

前

二

堡

建

貴
林
菴

同

前

明

朝

鍾

姓

金
花
寺

縣

南

七

十

里

何

家

冲

咸

豐

時

安
遠
寺

縣

南

六

十

餘

里

明

朝

十

地

人

田

四

畝

現

住

齋

公

觀
音
寺

同

前

宋

時

譚

姓

現

住

齋

姑

禪
林
寺

同

前

明

朝

鄧

姓

田

六

十

餘

石

萬
壽
寺

縣

南

五

十

里

沙

溪

康

熙

時

文

鄧

二

姓

留
田
寺

縣

南

五

十

五

里

留

田

雍

正

時

李

姓

田

六

十

餘

石

䕶
國
仙

縣

南

六

十

里

周

家

灣

同

前

韓

周

二

姓

田

二

十

餘

石

現

住

齋

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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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廽
龍
仙

縣

西

南

九

十

里

陽

塘

乾

隆

時

山

主

六

姓

田

四

十

四

石

現

住

齋

姑

鎭
興
菴

縣

南

六

十

里

同

前

譚

彭

李

三

姓

水
口
庵

縣

南

七

十

里

大

曹

家

同

前

太
陽
仙

縣

南

八

十

餘

里

同

前

柳

宋

等

五

田

三

十

餘

石

現

住

齋

姑

姓

興
緣
菴

同

前

同

前

柳

羅

等

六

現

住

民

家

姓

法
雲
𤲅

縣

南

七

十

里

鄺

家

對

同

前

門

永
鎭
𤲅

黄

沙

泮

田

明

朝

陳

姓

田

七

畝

四

分

現

住

齋

姑

仙
鶴
菴

黃

沙

水

尾

雍

正

二

年

劉

姓

田

四

畝

現

住

民

家

蓮
花
菴

黃

沙

堡

城

北

門

外

同

前

蔡

譚

二

姓

庵

廢

田

歸

學

堂

福
緣
庵

黄

沙

寺

背

冲

雍

正

八

年

天
竺
寺

黄

沙

台

霄

洞

雍

正

時

田

十

餘

畝

民

國

二

十

年

田

被

水

冲

九

畝

四

分

現

寺

舍

已

改

辦

學

校

龍
泉
菴

黃

沙

大

竹

坪

明

朝

謝

姓

田

十

餘

畝

現

住

民

家

蕉
塘
菴

黄

沙

菜

子

冲

雍

正

四

年

田

六

畝

現

住

民

家

太
平
菴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宋

時

釋
道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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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大
德
禪
師
名
宏
選
龜
爻
水
尾
嶺
李
氏
子
生
唐
僖
宗
乾
符
間
得
曹

溪
秘
傳
遊
開
山
振
錫
出
泉
屢
著
神
異
圓
寂
後
勅
賜
開
山
紫
衣
大

德
禪
師
名
其
寺
爲
䕶
國
禪
寺

福
應
禪
師
俗
姓
薛
名
向
彥
蘇
州
人
五
代
唐
進
士
官
郴
州
刺
史
以

世
亂
棄
官
隱
縣
南
金
紫
嶺
得
馬
祖
禪
師
傳
修
凈
業
九
十
九
歲
圓

寂
勅
賜
南
無
登
仙
得
道
福
應
襌
師
所
居
曰
長
壽
寺
子
可
達
仕
宜

章
征
蠻
有
功
封
得
勝
侯
祠
祀
縣
南
門
外
得
勝
廟

釋
慈
祥
明
宏
治
間
杖
錫
至
宜
章
有
儒
者
風
愛
艮
巖
奇
崛
募
修
道

路
結
庵
買
田
於
巖
前
構
佛
殿
於
巖
後
又
琢
石
龕
於
巖
中
鄧
司
徒

庠
屬
州
牧
吳
諫
記
其
事

釋
性
成
明
嘉
靖
間
人
爲
縣
北
高
融
山
執
爨
僧
時
寺
眾
分
襯
錢
性

成
旁
睨
眾
叱
之
即
别
去
遊
北
京
寓
闗
帝
祠
靜
坐
誦
經
寒
暑
一
衲

人
與
以
食
則
食
否
亦
不
索
人
異
之
有
宦
者
聞
其
知
未
來
事
言
多

奇
中
入
白
孝
潔
陳
皇
后
后
命
詢
所
欲
曰
欲
募
經
一
藏
卽
製
備
以

賜
綾
錦
裝
池
各
緘
小
緗
且
請
於
上
遣
両
指
揮
偕
郴
人
何
侍
郎
孟

春
䕶
送
性
成
歸
建
閣
貯
之

釋
自
如
明
末
進
士
不
知
何
許
人
國
變
後
披
剃
居
縣
東
浯
潭
仙
萬

松
林
深
自
晦
匿
與
東
灣
李
處
士
次
侯
交
善
往
來
酬
唱
無
虛
日
世

多
傳
其
山
居
七
律
十
二
首
李
卒
說
偈
云
來
從
這
裏
來
去
從
那
裏

去
今
日
暫
相
别
明
日
再
相
聚
是
夕
自
如
亦
坐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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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釋
化
贇
樂
昌
縣
吳
氏
子
母
夢
老
僧
入
室
而
生
幼
卽
出
家
徧
参
諸

方
精
通
三
乘
兼
嫻
呤
咏
康
熙
中
居
縣
東
華
菴
戒
律
精
嚴
冬
至
日

僧
到
茶
次
僧
問
海
㡳
泥
牛
銜
月
話
贇
云
冬
至
長
條
線
壷
中
別
有

天
朔
風
匝
地
寒
春
暖
待
明
年
此
四
句
亦
有
一
句
能
縱
能
奪
能
殺

能
活
若
人
檢
㸃
得
出
一
生
参
學
事
畢
上
座
具
道
是
那
一
句
僧
禮

拜
謝
茶
便
出
贇
云
可
惜
有
僧
從
潙
山
來
贇
問
山
水
牯
牛
安
否
僧

云
草
足
水
足
贇
曰
是
阿
誰
著
得
聻
僧
無
答
贇
曰
汝
未
見
水
牯
牛

僧
將
言
贇
扭
僧
鼻
曰
水
牯
牛
在
甚
麽
處
僧
沉
吟
而
退
其
機
鋒
解

脱
類
如
此
著
有
自
適
篇
詩
草

蕭
九
衢
永
平
鄕
人
幼
習
舉
子
業
及
壯
好
導
引
長
生
之
術
究
心
龍

虎
經
取
坎
塡
離
不
事
金
丹
藥
餌
美
髯
長
二
尺
相
士
許
爲
神
仙
中

人
明
末
小
江
西
流
賊
四
出
刼
掠
九
衢
爲
村
莊
畫
奇
計
賊
不
敢
入

境
居
鄕
濟
難
周
急
常
有
句
云
不
慙
黃
榜
曾
無
路
𨚫
上
靑
雲
别
有

梯
一
夕
無
疾
趺
坐
而
逝
舉
棺
甚
輕

釋
衷
潔
荆
州
張
氏
子
幼
出
家
遍
遊
峨
嵋
荆
紫
諸
山
精
研
教
乘
後

至
常
甯
大
義
山
且
拙
和
尙
令
参
生
來
死
去
復
是
阿
誰
豁
然
有
悟

已
而
至
縣
之
麥
菜
園
□
茅
幽
棲
說
法
度
人
遐
邇
嚮
風
緇
素
千
百

遂
成
大
刹
主
持
律
壇
老
而
彌
謹
康
熙
辛
未
忽
侵
晨
索
浴
浴
訖
整

衣
禮
佛
辭
眾
端
坐
圓
寂
世
壽
八
十

饒
田
楊
蕃
綺
第
三
子
錫
純
乾
隆
十
八
年
隨
父
居
城
中
時
方
四
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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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輙
於
椅
上
瞑
目
合
掌
跌
坐
父
惡
之
踢
翻
於
地
趺
坐
如
故
至
二
十

餘
歲
凡
蚊
蝨
之
屬
不
忍
傷
第
揮
之
而
已
每
言
出
家
因
嫁
其
妻
所

得
財
禮
留
供
膳
養
披
剃
於
城
隍
廟
閲
三
四
年
住
郴
蘇
仙
嶺
又
數

載
雲
遊
南
嶽
不
歸
乾
隆
末
年
其
姪
安
元
往
尋
之
勸
其
囘
俗
不
可

留
月
餘
遣
之
歸
嘉
慶
初
再
往
訪
錫
純
在
禪
房
趺
坐
不
出
者
已
十

餘
年
矣
不
靣
元
其
徒
傳
言
本
師
俗
姓
非
楊
然
欵
留
懇
摯
元
歸
後

又
往
訪
之
其
徒
云
入
山
巖
中
有
年
始
日
一
送
飯
繼
則
月
一
送
飯

後
則
年
一
送
飯
呼
之
皆
應
今
無
應
者
不
知
何
往
矣

據

饒

田

楊

氏

譜

增

論
曰
佛
老
之
教
自
漢
以
來
時
盛
時
衰
而
莫
衰
於
今
日
清
凈
寂

滅
之
道
誠
不
適
用
於
生
存
競
爭
之
世
然
昌
黎
韓
氏
原
道
篇
至

欲
人
其
人
火
其
書
廬
其
居
持
論
甚
峻
篇
終
且
曰
鰥
寡
孤
獨
廢

疾
者
有
養
庶
乎
其
可
今
日
之
僧
道
皆
此
等
輩
也
廬
其
居
而
奪

其
食
抑
豈
仁
政
所
忍
出
乎
聞
江
浙
大
叢
林
僧
徒
盡
散
化
爲
盗

藪
黠
僧
至
藉
海
外
僧
爲
䕶
符
引
狼
入
室
又
伏
他
日
隱
憂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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