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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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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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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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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表

　

　

　

　

　

任

　

昉

一

日

被

司

徒

符

印

稱

詔

二

日

許

臣

兄

賁

所

請

以

臣

紹

封

南

康

郡

公

臣

世

屬

啟

聖

運

偶

時

來

尚

德

疇

庸

先

鍚

土

宇

臣

賁

載

世

承

家

兄

居

長

德

而

量

已

夙

退

内

事

園

蔬

以

臣

行

達

幽

明

早

酷

荼

苦

賁

天

倫

𡨋

至

友

愛

淳

深

非

直

引

塉

推

温

故

能

逃

迹

譲

位

鞠

育

提

飬

以

及

人

次

事

死

譲

生

尚

均

脫

屣

取

信

十

室

本

若

錙

銖

乃

逺

謬

推

恩

近

霑

庸

薄

能

以

國

譲

宏

義

有

歸

匹

夫

難

奪

守

以

勿

二

昔

武

始

廹

家

臣

之

策

陵

陽

感

鮑

子

之

言

張

以

誠

請

丁

爲

理

屈

且

大

宗

絶

緒

命

臣

出

纉

傍

統

禀

承

在

昔

理

絶

終

天

𣱵

懐

情

事

觸

感

崩

裂

伏

惟

陛

下

俯

權

孤

門

哀

榮

之

重

爰

奪

臣

賁

一

至

之

輕

察

其

丹

欵

特

賜

停

絶

至

公

允

穆

㣲

臣

克

幸

爲

南

康

王

譲

丹

陽

尹

表

　

　

　

　

　

　

𢈔

肩

吾

臣

聞

劍

鏤

七

星

非

有

司

天

之

用

簾

圖

五

嶽

寧

識

崇

朝

之

雲

是

知

策

彼

泥

龍

不

能

令

其

逐

日

乘

斯

流

馬

安

可

使

其

奔

霆

方

今

振

鷺

盈

廷

白

駒

空

谷

惟

帝

念

功

惟

明

克

𠃔

君

子

之

國

幸

聞

其

譲

石

門

之

水

獲

免

於

貪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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䖍

州

到

任

謝

上

表

　

　

　

　

　

　

　

趙

　

抃

臣

伏

奉

勅

差

知

䖍

州

軍

州

事

已

於

今

月

十

三

日

到

任

訖

亡

状

立

朝

日

虞

公

議

之

廹

以

言

得

郡

恩

出

宸

俞

之

優

内

省

孤

䟽

但

深

榮

懼

臣

某

中

謝

伏

念

臣

愚

不

可

進

學

無

所

長

忝

位

朝

閨

濫

巾

憲

府

獨

謂

君

恩

之

足

報

孰

知

身

計

之

爲

謀

二

浙

守

麾

撫

俗

庻

㡬

於

樂

職

兩

川

將

漕

竭

誠

幸

免

於

𤸄

官

豈

圖

帝

檢

之

來

俄

有

諫

垣

之

召

念

拾

遺

𥙷

闕

之

寄

非

鉗

口

結

舌

之

司

若

言

行

計

從

雖

乆

次

臣

謂

可

也

茍

備

員

承

乏

或

驟

遷

臣

實

羞

之

懼

失

諍

臣

之

風

願

爲

劇

郡

之

請

俯

從

𥝠

欲

仰

荷

朝

僉

且

䖍

雖

逺

方

而

衢

乃

便

道

過

家

上

冡

懇

章

得

𥁞

於

哀

榮

跋

山

渉

川

之

任

敢

辭

於

艱

險

而

况

樞

臣

報

罷

物

議

有

歸

廣

聖

君

從

諫

之

名

遂

㣲

臣

納

忠

之

志

實

寒

士

逄

時

之

盛

獲

諌

官

出

守

之

榮

自

惟

所

得

之

已

多

尚

虞

不

稱

之

貽

誚

斯

盖

伏

遇

皇

帝

陛

下

㴠

容

光

大

仁

聖

聰

明

求

治

則

亟

以

思

賢

人

好

問

未

嘗

深

罪

言

者

不

𣓪

芻

蕘

之

賤

俾

分

符

竹

之

權

惟

兹

贛

川

控

彼

南

粤

負

販

常

爲

群

盗

不

下

一

千

餘

人

疆

畛

最

逺

他

邦

動

經

八

九

百

里

刑

無

虚

日

俗

未

嚮

風

臣

敢

不

勤

瘁

公

家

謀

惟

夙

夜

頒

宣

寛

詔

撫

馭

逺

人

勿

煩

南

顧

之

憂

少

酬

北

闕

之

寄論

䖍

州

盗

賊

劄

子

　

　

　

　

　

　

　

　

李

　

綱

臣

契

勘

本

路

䖍

吉

二

州

民

素

强

悍

狃

於

爲

盗

結

集

𠒋

黨

千

有

爲

群

出

沒

江

西

廣

東

福

建

𢿙

路

作

過

雖

朝

廷

節

次

遣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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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或

招

或

捕

至

今

徒

黨

依

舊

猖

獗

多

於

䖍

州

管

下

諸

縣

擇

要

害

地

建

置

寨

栅

𧊵

屯

蟻

聚

窺

伺

間

𨻶

攻

䧟

州

縣

爲

害

不

細

一

路

營

兵

進

討

則

散

入

他

路

諸

路

官

兵

進

討

則

深

入

巢

穴

依

負

險

阻

卒

難

討

蕩

官

軍

既

退

則

復

出

爲

惡

而

又

諸

路

軍

馬

無

所

統

一

乍

前

乍

郤

心

力

不

齊

非

設

方

畧

使

諸

路

之

兵

節

制

歸

一

難

以

成

功

伏

望

聖

慈

特

降

睿

旨

令

江

西

廣

東

福

建

三

路

軍

馬

一

處

節

制

諸

路

各

應

副

錢

糧

江

西

兵

屯

䖍

吉

州

廣

東

兵

屯

循

梅

州

福

建

兵

屯

汀

州

禁

其

出

沒

抄

掠

因

利

乘

便

會

合

𢲅

擊

討

蕩

巢

穴

或

因

兵

力

招

撫

出

降

以

次

酋

首

并

强

壮

人

充

軍

前

使

喚

使

𢿙

路

良

民

早

得

奠

居

不

勝

幸

甚

申

督

府

宻

院

相

度

措

置

䖍

州

盗

賊

状

契

勘

䖍

賊

舊

年

止

是

冬

月

農

𨻶

之

時

相

率

持

杖

徃

廣

東

販

鹽

圖

利

後

來

漸

次

於

循

梅

等

州

村

落

間

刼

掠

廵

尉

不

敢

誰

何

徒

黨

漸

衆

遂

犯

州

縣

至

建

炎

四

年

宮

省

移

在

䖍

州

陳

大

五

長

嘯

聚

作

禍

當

時

官

司

措

置

無

策

賞

罰

失

當

土

豪

有

物

力

之

家

徃

徃

嘯

聚

結

集

報

復

讎

怨

頭

項

漸

多

州

縣

不

能

制

禦

連

結

滋

蔓

以

至

今

日

雖

遇

豐

年

亦

不

衰

息

其

說

有

二

一

則

䖍

民

賦

性

獷

猂

喜

於

爲

盗

易

爲

結

集

動

以

千

百

爲

群

凌

逼

州

縣

不

畏

刑

法

不

顧

死

亡

循

習

成

風

異

於

諸

路

盗

賊

二

則

自

近

年

以

來

專

務

招

安

官

司

失

於

措

置

如

招

安

到

賊

夥

首

領

盡

𥙷

官

資

放

散

徒

黨

其

徒

黨

中

桀

黠

者

又

復

紏

集

徒

衆

自

爲

頭

首

以

俟

招

安

復

得

名

目

逓

相

倣

傚

無

有

窮

已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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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

安

出

首

領

雖

已

𥙷

授

官

資

或

與

差

遣

多

是

不

離

巢

穴

不

出

公

参

依

舊

安

居

鄉

土

稍

不

如

意

則

又

相

率

爲

盗

以

此

滋

蔓

雖

痛

遭

屠

戮

亦

不

改

悔

今

來

朝

廷

欲

措

置

䖍

㓂

不

過

招

捕

兩

事

臨

以

重

兵

有

以

制

其

死

命

然

後

可

以

招

撫

務

令

措

置

合

宜

乃

爲

得

策

今

䖍

㓂

巢

穴

多

在

江

西

福

建

廣

東

三

路

界

首

置

立

寨

栅

爲

三

窟

之

計

一

處

有

兵

則

散

徃

他

處

官

軍

既

退

則

又

復

團

聚

中

間

遣

發

軍

馬

卒

於

不

能

窮

討

正

以

節

制

不

一

之

故

若

節

制

歸

一

使

其

不

能

散

𨓜

且

捕

且

招

威

令

既

行

則

窮

㓂

別

無

他

策

必

須

自

歸

然

後

結

以

恩

信

使

之

改

過

自

新

將

爲

首

及

徒

黨

桀

黠

之

人

盡

赴

軍

前

使

用

以

除

後

患

此

最

策

之

上

者

綱

昨

曾

陳

情

乞

於

江

西

路

置

都

統

制

一

員

節

制

三

路

軍

馬

以

招

捕

䖍

賊

蒙

朝

廷

許

令

本

司

辟

置

然

本

路

軍

馬

單

弱

不

足

以

副

都

統

制

之

名

如

蒙

朝

廷

遣

發

防

秋

軍

馬

使

本

路

兵

勢

稍

壮

方

可

辟

官

充

上

件

差

遣

使

統

三

路

之

兵

以

措

置

䖍

㓂

既

以

兵

力

招

降

乃

可

使

之

逺

去

巢

穴

以

消

𣱵

乆

之

患

應

招

安

到

賊

夥

除

放

散

脅

從

羸

弱

之

人

外

其

頭

首

及

强

壮

桀

黠

之

人

並

令

觧

發

赴

軍

前

使

喚

頭

首

與

𥙷

正

官

資

及

有

功

優

與

旌

賞

或

又

作

禍

必

殺

無

赦

其

不

能

悛

改

逃

亡

復

歸

本

土

之

人

許

諸

色

人

捕

斬

籍

沒

田

産

編

配

妻

子

以

係

累

其

心

使

知

爲

盗

之

無

益

自

然

不

敢

復

爲

頭

首

則

䖍

人

喜

爲

盗

之

風

漸

次

可

銷

昨

韓

世

忠

既

破

范

汝

爲

其

頭

首

及

强

壮

人

並

將

𢃄

隨

軍

前

去

所

以

建

州

數

年

無

盗

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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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之

虞

者

正

以

措

置

得

宜

至

於

盗

賊

衰

息

之

後

又

須

縣

令

得

人

勞

心

撫

字

使

作

禍

桀

㸃

之

人

既

去

良

民

得

以

復

業

乃

可

化

盗

區

爲

樂

土

此

又

不

可

後

也

乞

差

兵

會

合

措

置

䖍

㓂

奏

状

契

勘

䖍

州

管

下

盗

賊

多

是

舊

來

招

安

已

受

官

資

及

已

有

差

遣

不

曾

起

發

赴

任

離

去

巢

穴

之

人

近

縁

知

州

孫

佑

措

置

討

捕

有

討

捕

之

意

無

討

捕

之

術

謀

慮

不

宻

漏

泄

事

機

致

令

皆

懐

反

側

結

集

復

行

作

祸

如

周

十

龍

張

大

閑

謝

凱

尹

寳

謝

小

鬼

等

頭

項

不

一

多

者

數

千

人

少

者

數

百

人

逓

互

入

夥

刼

掠

鄉

村

殘

破

縣

邑

䖍

州

管

下

如

興

國

雩

都

䖍

化

瑞

金

等

縣

逼

近

州

城

又

於

太

和

萬

載

縣

界

内

盤

泊

作

禍

本

司

遣

發

申

世

景

下

將

官

馬

仙

及

統

領

官

王

彦

將

官

王

勝

等

會

合

討

捕

近

據

䖍

州

將

官

曹

綱

及

統

領

官

王

彦

䖍

州

將

官

何

榮

將

官

馬

仙

殺

敗

賊

徒

生

擒

觧

勘

已

具

逐

項

因

依

申

朝

廷

外

𥨸

縁

近

來

周

十

龍

與

謝

小

鬼

尹

寳

殘

黨

及

自

餘

賊

徒

丁

二

十

一

謝

二

十

八

花

張

細

計

明

寳

丁

和

尚

呂

添

男

謝

凱

陳

八

梗

廖

車

頭

十

等

互

相

合

夥

人

𢿙

衆

多

雖

累

次

殺

敗

尚

未

衰

息

近

蒙

朝

廷

差

到

福

建

路

統

制

李

貴

下

軍

馬

前

來

會

合

今

月

𥘉

二

日

據

李

貴

申

將

𢃄

所

部

軍

馬

已

劄

吉

州

踏

逐

官

屋

及

寺

院

屯

泊

並

應

副

錢

糧

外

契

勘

䖍

賊

累

年

出

沒

作

祸

正

如

溪

洞

猺

人

不

復

知

有

王

化

致

令

䖍

州

一

州

財

賦

催

理

不

行

傍

近

郡

縣

皆

被

其

毒

爲

害

甚

大

若

朝

廷

必

欲

掃

蕩

巢

穴

窮

䆒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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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株

爲

一

勞

𣱵

𨓜

之

計

非

壓

以

重

兵

且

招

且

捕

將

招

出

頭

首

并

桀

黠

徒

黨

押

赴

軍

前

使

喚

使

良

民

漸

次

歸

業

未

見

其

可

兼

䖍

州

南

安

軍

見

有

廣

南

劉

宣

湖

南

李

才

古

政

譚

城

鄧

宣

芳

正

等

賊

徒

各

數

千

人

頭

項

不

一

李

貴

軍

馬

人

數

不

多

未

可

全

然

𠋣

辦

𥨸

見

湖

北

京

西

路

宣

撫

使

岳

飛

下

軍

將

多

在

鄂

州

屯

駐

見

於

本

路

起

發

錢

糧

前

去

應

副

若

乘

此

邊

境

寧

息

别

無

探

報

之

時

選

擇

得

力

統

制

統

領

官

摘

那

數

千

人

前

來

本

路

就

糧

權

聼

本

司

節

制

令

與

李

貴

及

本

路

兵

將

會

合

措

置

不

𢿙

月

間

决

可

平

殄

將

來

盗

賊

既

平

之

後

亦

須

且

留

李

貴

軍

馬

屯

泊

吉

州

與

本

路

兵

將

相

爲

表

裏

弹

壓

使

殘

黨

不

敢

復

出

嘯

聚

作

禍

或

有

作

禍

之

人

即

時

討

殺

此

爲

得

策

若

目

前

討

捕

不

遣

重

兵

只

據

見

在

兵

將

𥨸

縁

賊

夥

𢿙

多

官

軍

有

限

勢

力

疲

乏

别

無

策

應

難

以

成

功

若

將

來

賊

平

之

後

不

别

屯

軍

馬

但

以

䖍

賊

付

之

本

路

兵

力

單

弱

必

致

殘

破

州

縣

屠

害

生

靈

爲

患

不

細

兼

䖍

吉

州

殘

破

縣

分

賊

平

之

後

亦

合

體

䆒

着

實

蠲

放

租

税

使

民

戸

得

以

安

業

除

已

遣

二

朝

奉

郎

本

司

幹

辦

公

事

韓

岊

請

朝

廷

禀

議

外

伏

望

聖

慈

特

降

睿

旨

令

朝

廷

詳

酌

措

置

施

行

知

贛

州

到

任

謝

表

　

　

　

　

　

　

　

　

文

天

祥

九

重

選

牧

鍚

類

天

寛

千

里

承

流

奉

親

地

近

昉

共

侯

度

丕

戴

王

休

伏

念

臣

某

才

本

空

踈

分

安

孤

苦

身

逄

盛

代

夙

自

勵

於

丹

心

家

有

重

親

晚

相

依

於

白

髪

頃

叨

漢

傳

徃

即

楚

封

何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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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非

刑

麤

殫

審

克

不

遑

將

母

𥝠

切

懐

歸

嘗

懇

懇

以

陳

情

兾

髙

髙

之

從

欲

遄

蒙

異

渥

特

𢌿

近

麾

繼

頒

旨

以

趨

征

已

鞠

躬

而

祗

上

禄

及

一

門

之

㣲

賤

恩

同

大

造

之

生

成

兹

盖

伏

遇

皇

帝

陛

下

以

堯

舜

之

資

行

曾

閔

之

道

嗣

寧

王

之

大

歴

毖

我

成

功

奉

太

后

之

萬

年

與

天

齊

壽

遂

使

忝

求

芻

之

寄

亦

獲

供

啜

菽

之

歡

臣

敢

不

老

老

及

人

親

親

爲

政

由

家

達

國

期

興

遜

以

興

仁

以

子

移

臣

寓

爲

忠

於

爲

孝

明

征

勦

機

宜

疏

　

　

　

　

　

　

　

　

　

　

王

　

瓊

看

得

御

馬

監

太

監

畢

真

奏

稱

先

年

都

御

史

俞

諌

廵

撫

南

贛

等

處

一

遇

有

警

會

同

鎮

守

太

監

𥠖

安

動

調

人

馬

今

都

御

史

王

守

仁

不

行

會

同

鎮

守

太

監

許

滿

誠

非

舊

規

乞

要

請

勅

前

去

會

行

所

屬

地

方

凡

遇

征

勦

遵

照

舊

例

以

便

行

事

一

節

先

年

爲

因

廣

東

湖

廣

福

建

江

西

四

省

交

界

地

方

賊

情

各

該

鎮

廵

官

員

不

能

遥

制

以

此

議

設

都

御

史

一

員

專

在

汀

贛

二

府

駐

劄

凡

事

許

徑

自

區

畫

便

於

勦

除

盗

賊

也

其

都

御

史

俞

諌

廵

撫

南

贛

之

時

爲

因

江

西

腹

裏

流

賊

生

發

事

有

相

干

以

此

會

同

江

西

鎮

廵

撫

計

議

行

事

近

日

都

御

史

王

守

仁

征

勦

南

贛

地

方

强

賊

以

此

不

會

江

西

鎮

廵

官

今

若

將

南

贛

地

方

盗

賊

事

情

又

欲

會

同

江

西

鎮

守

太

監

方

𦆵

施

行

彼

此

牽

制

坐

失

事

機

不

如

將

提

督

南

贛

都

御

史

革

去

止

令

江

西

鎮

廵

官

自

行

之

爲

愈

也

况

鎮

守

江

西

太

監

原

奉

勅

諭

行

事

自

有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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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規

並

無

另

請

勅

書

會

同

南

贛

都

御

史

事

例

若

准

所

奏

鎮

守

山

西

太

監

該

請

勅

會

同

廵

撫

大

同

都

御

史

鎮

守

陝

西

太

監

該

請

勅

會

同

廵

撫

延

寧

等

處

都

御

史

係

干

體

統

决

難

輕

准

合

無

本

部

行

文

提

督

軍

務

都

御

史

王

守

仁

今

後

遇

有

江

西

湖

廣

廣

東

腹

裏

地

方

盗

賊

嘯

聚

應

該

會

合

勦

除

或

動

調

腹

裏

府

衛

州

縣

軍

兵

錢

糧

應

與

各

該

鎮

廵

官

會

議

者

仍

照

原

奉

勅

旨

計

議

而

行

其

南

贛

地

方

一

應

軍

機

事

務

遵

照

節

次

題

奉

欽

依

事

理

徑

自

區

畫

施

行

不

許

推

託

因

而

失

悞

軍

機

罪

有

所

歸

申

明

賞

罰

以

勵

人

心

疏

照

得

近

年

各

處

盗

賊

生

發

所

在

官

司

徃

徃

隠

匿

不

行

奏

報

以

致

滋

蔓

難

制

郤

又

倡

爲

招

撫

之

説

長

奸

縱

惡

莫

有

衰

息

及

乎

招

降

復

叛

乃

至

動

調

京

邉

官

軍

始

克

平

定

勞

師

費

財

不

可

勝

計

今

都

御

史

王

守

仁

反

覆

辨

論

深

切

著

明

具

見

本

官

有

用

之

學

濟

世

之

才

及

照

昔

因

江

西

南

贛

二

府

福

建

汀

漳

二

府

廣

東

南

雄

惠

州

潮

州

韶

州

四

府

并

湖

廣

郴

州

四

境

相

接

之

處

素

爲

盗

賊

淵

藪

數

爲

民

患

不

可

𥁞

除

比

之

尋

常

盗

賊

逈

然

不

同

以

此

議

奏

特

設

都

御

史

一

員

兼

治

四

省

地

方

雖

以

廵

撫

爲

名

實

則

提

督

軍

務

是

以

原

奉

勅

旨

民

情

事

務

不

必

干

預

然

以

廵

撫

爲

名

而

不

與

民

事

以

禦

盗

爲

職

而

不

得

兵

權

故

官

雖

設

而

職

難

𥁞

民

受

害

而

盗

未

息

不

如

不

設

此

官

專

責

各

省

廵

撫

官

之

爲

愈

也

是

今

彼

處

盗

賊

㡬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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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數

萬

殘

害

地

方

已

調

兵

會

勦

雖

嘗

擒

殺

未

必

能

𥁞

大

兵

一

退

必

又

嘯

聚

王

守

仁

所

奏

前

事

皆

有

明

騐

若

不

責

成

此

官

假

以

兵

權

申

明

賞

罸

誠

非

乆

安

長

治

之

術

也

合

無

請

勅

南

贛

等

處

都

御

史

假

以

提

督

軍

務

名

目

照

提

督

軍

務

文

臣

事

例

給

與

旗

牌

應

用

以

振

軍

威

一

應

軍

馬

錢

糧

事

宜

照

依

原

擬

徑

自

便

宜

區

畫

文

職

五

品

以

下

武

職

三

品

以

下

徑

自

拏

問

發

落

如

遇

盗

賊

入

境

刼

掠

即

便

調

兵

勦

殺

不

許

踵

襲

舊

獘

招

撫

蒙

蔽

重

爲

民

患

所

部

官

軍

若

在

軍

前

違

限

逗

遛

退

縮

者

俱

聼

以

軍

法

從

事

生

擒

益

賊

鞫

問

明

白

亦

聼

斬

首

示

衆

其

陞

賞

事

宜

除

征

勦

流

賊

事

例

先

已

奏

革

外

若

南

贛

郴

桂

等

處

斬

賊

級

聼

本

處

兵

偹

副

使

會

同

該

道

守

廵

官

即

時

紀

騐

明

白

備

行

江

西

按

察

司

造

册

奏

繳

查

照

南

方

勦

蠻

賊

見

行

舊

例

議

擬

陞

賞

議

南

贛

啇

稅

疏

　

　

　

　

　

　

　

　

　

王

守

仁

據

江

西

按

察

司

分

廵

嶺

北

道

兵

偹

副

使

楊

璋

呈

奉

廵

撫

江

西

地

方

右

副

都

御

史

孫

燧

案

騐

備

行

各

道

兵

偹

等

官

有

地

方

重

大

軍

務

益

於

政

體

便

於

軍

民

果

係

應

議

事

件

即

便

條

列

呈

報

以

𠙖

施

行

等

因

隨

據

南

安

府

呈

繳

本

年

春

季

分

折

梅

𠅘

抽

分

啇

稅

循

環

文

簿

看

得

該

府

造

報

册

内

某

日

共

抽

稅

銀

若

干

不

見

開

有

某

啇

人

某

貨

若

干

抽

銀

若

干

中

間

不

無

任

意

抽

報

情

獘

及

看

得

一

季

總

數

倍

少

於

前

原

其

所

自

盖

因

抽

分

官

員

止

是

典

史

倉

官

義

民

等

項

不

惜

名

節

惟

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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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貪

汚

兼

以

官

職

卑

㣲

人

心

玩

視

以

致

過

徃

客

啇

或

假

稱

權

要

而

挾

放

或

買

求

官

吏

而

帶

過

及

被

店

牙

通

同

客

啇

買

求

書

算

以

多

作

少

以

有

作

無

奸

獘

百

端

卷

查

前

項

抽

分

創

於

廵

撫

都

御

史

金

澤

一

則

甦

大

𢈔

過

山

之

夫

一

則

濟

南

贛

軍

餉

之

用

題

奉

欽

依

遵

行

年

乆

又

查

贛

州

龜

角

尾

設

立

抽

分

厰

建

白

於

總

制

都

御

史

陳

金

自

正

德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至

九

年

七

月

終

止

共

抽

過

啇

稅

銀

四

萬

二

千

六

百

八

十

六

両

六

錢

三

分

零

本

省

大

帽

山

姚

源

華

林

盗

賊

四

起

大

舉

夾

攻

一

應

軍

餉

俱

仰

給

於

此

并

未

奏

動

内

帑

之

積

亦

未

科

派

小

民

之

財

以

此

而

觀

則

商

稅

之

有

益

地

方

多

矣

縁

贛

州

之

稅

正

德

十

一

年

該

給

事

中

黄

重

奏

稱

廣

貨

自

南

雄

經

南

安

折

梅

𠅘

已

兩

稅

矣

贛

州

之

稅

不

無

重

復

已

經

勘

明

停

止

贛

河

之

稅

近

復

大

舉

夾

攻

軍

餉

仰

給

全

在

折

梅

𠅘

之

稅

今

所

入

如

此

非

惟

軍

餉

無

益

實

惟

奸

宄

是

資

隨

會

同

分

守

左

叅

議

黄

宏

議

照

合

將

南

安

之

稅

移

於

龜

角

尾

抽

分

既

有

分

廵

道

之

監

臨

又

有

廵

撫

之

統

馭

訪

察

數

多

奸

獘

自

少

其

大

𢈔

縣

僱

夫

銀

両

合

令

該

縣

每

季

具

印

信

領

狀

赴

道

批

行

贛

州

府

支

領

支

𥁞

查

算

准

令

復

支

如

此

非

惟

大

𢈔

過

嶺

之

夫

不

缺

而

軍

餉

之

用

大

增

合

就

會

案

呈

詳

等

因

據

呈

到

臣

看

得

南

贛

二

府

啇

稅

皆

因

給

軍

餉

裕

民

力

而

設

折

梅

𠅘

之

稅

名

雖

爲

夫

役

而

實

以

給

軍

餉

龜

角

尾

之

稅

事

雖

重

軍

餉

而

亦

以

裕

民

力

兩

稅

雖

若

二

事

其

實

殊

途

同

歸

但

折

梅

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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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雖

已

抽

分

而

龜

角

尾

又

復

致

詰

未

免

有

留

滯

之

擾

况

監

司

既

逺

胥

滑

得

以

恣

其

侵

漁

頭

緒

既

多

彼

此

得

以

容

其

奸

𨻶

若

革

去

折

梅

𠅘

之

抽

分

而

總

稅

於

龜

角

尾

則

事

體

歸

一

奸

獘

自

消

非

但

有

資

軍

餉

抑

且

便

利

客

啇

盖

分

合

雖

異

而

於

啇

稅

事

體

無

改

纎

毫

轉

移

之

間

而

於

民

啇

利

害

相

去

倍

蓰

除

臣

欽

遵

莭

奉

勅

諭

一

應

軍

馬

錢

糧

事

宜

俱

聼

便

宜

區

畫

事

理

將

副

使

楊

璋

等

所

議

行

令

該

府

一

面

查

照

施

行

外

縁

係

地

方

事

理

爲

此

具

本

題

知

南

贛

擒

斬

功

次

疏

據

江

西

按

察

司

整

飭

兵

偹

帶

管

分

廵

嶺

北

道

副

使

楊

璋

呈

據

統

兵

等

官

南

安

府

知

府

季

斆

呈

觧

生

擒

大

賊

首

一

名

陳

曰

能

從

賊

林

㫤

等

二

十

七

名

斬

獲

首

級

十

六

顆

俘

獲

賊

屬

男

女

十

三

名

口

及

馬

牛

等

物

并

開

稱

搗

過

禾

沙

坑

船

坑

石

圳

上

龍

狐

狸

朱

雀

黄

石

等

賊

巢

七

處

燒

死

賊

徒

不

計

其

數

并

房

屋

禾

倉

三

百

餘

間

南

康

縣

縣

丞

舒

富

呈

觧

生

擒

大

賊

首

一

名

鍾

明

貴

從

賊

曾

能

志

等

二

十

一

名

斬

獲

首

級

四

十

五

顆

殺

死

未

取

首

賊

一

百

一

十

七

名

俘

獲

賊

屬

男

女

一

十

六

名

口

及

牛

馬

驢

等

物

并

開

稱

搗

過

石

路

坑

白

水

峝

杞

州

坑

旱

坑

茶

潭

竹

壩

皮

袍

樟

木

坑

等

賊

巢

八

處

燒

死

賊

徒

三

百

四

十

六

名

并

燒

燬

房

屋

禾

倉

四

百

七

十

餘

間

贛

縣

義

官

蕭

𢈔

呈

觧

生

擒

大

賊

首

一

名

唐

洪

從

賊

蒲

仁

祥

等

六

名

斬

獲

首

級

并

射

死

賊

從

一

百

三

十

八

名

燒

燬

賊

巢

房

屋

禾

倉



 

贛

州

府

志

　

卷

四

一

　
奏

疏

　

　

　

　

十

二

一

百

二

十

間

及

俘

獲

牛

羊

器

械

等

物

并

開

稱

搗

過

長

龍

鷄

湖

楊

梅

新

溪

等

處

賊

巢

四

處

通

查

得

各

哨

共

計

生

擒

大

賊

首

三

名

首

從

賊

徒

五

十

四

名

斬

獲

首

級

六

十

八

顆

殺

死

射

死

賊

徒

二

百

四

十

餘

名

燒

死

賊

徒

二

百

餘

名

搗

過

巢

穴

一

十

九

處

燒

燬

房

屋

禾

倉

八

百

九

十

餘

間

俘

獲

賊

屬

男

女

二

十

九

名

口

水

黄

牛

馬

驢

羊

一

百

四

十

四

頭

匹

隻

等

因

轉

呈

到

臣

卷

查

先

據

副

使

楊

璋

呈

稱

據

南

安

府

并

上

猶

等

縣

及

縣

丞

舒

富

各

呈

由

訪

得

大

賊

首

謝

志

瑚

號

征

南

王

紏

率

大

賊

首

鍾

明

貴

蕭

規

模

陳

曰

能

唐

洪

劉

允

昌

等

約

會

樂

昌

髙

快

馬

等

大

修

戰

具

并

造

呂

公

車

欲

先

將

南

康

縣

打

破

聞

知

廣

東

官

兵

𥁞

調

征

勦

府

江

就

行

乘

虚

入

廣

等

因

已

經

批

仰

該

道

部

勒

諸

軍

酌

量

賊

巢

强

弱

派

定

哨

分

選

委

謀

勇

屬

官

統

兵

宻

召

知

因

向

導

引

領

晝

伏

夜

行

刻

定

於

六

月

二

十

日

子

時

入

各

賊

巢

同

時

舉

火

併

力

奮

擊

務

使

噍

類

無

遺

去

後

今

據

前

因

覆

勘

得

前

項

賊

巢

委

果

蕩

平

殆

𥁞

蓄

積

委

果

焚

燬

無

遺

獲

功

觧

報

雖

少

殺

傷

燒

死

實

多

猖

熾

之

勢

少

摧

不

軌

之

謀

暫

阻

居

民

得

以

秋

穫

地

方

亦

爲

一

寧

此

皆

遵

依

兵

部

申

明

律

例

事

理

仰

仗

天

威

官

兵

用

命

之

所

致

非

臣

之

知

謀

所

能

及

也

臣

惟

南

贛

之

兵

素

不

練

養

見

賊

而

奔

則

其

常

態

今

各

官

乃

能

夜

入

賊

巢

奮

勇

追

擊

在

他

所

未

爲

可

異

之

功

於

南

贛

則

實

創

見

之

事

及

照

副

使

楊

璋

區

畫

賛

理

比

於

各

官

勞

勩

尤

多

今

夾

攻

在

邇

伏

乞

特

加

勸

賞

以

作

興

勇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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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之

風

庻

㡬

日

後

大

舉

臣

等

得

以

激

勵

人

心

除

將

獲

功

人

員

量

加

犒

賞

生

擒

賊

徒

監

候

審

决

首

級

梟

示

俘

獲

賊

屬

領

飬

牛

馬

賞

兵

有

功

人

員

查

審

的

確

造

册

奏

繳

外

縁

係

斬

獲

功

次

事

理

爲

此

具

本

題

知

議

夾

勦

方

畧

疏

據

江

西

嶺

北

道

副

使

楊

璋

呈

奉

臣

案

騐

准

兵

部

咨

該

廵

撫

湖

廣

都

御

史

秦

金

題

爲

𦂳

急

賊

情

事

備

行

計

處

兵

糧

約

會

三

省

將

上

猶

等

處

賊

巢

尅

期

九

月

中

進

勦

等

因

遵

依

隨

將

本

道

兵

糧

事

宜

計

呈

本

院

轉

達

奏

聞

定

奪

外

隨

據

南

安

府

上

猶

大

𢈔

等

縣

申

稱

賊

勢

猖

獗

乞

要

早

爲

撲

勦

等

因

已

經

呈

蒙

本

院

宻

授

方

畧

行

委

知

府

季

斆

縣

丞

舒

富

等

領

兵

分

勦

生

擒

首

從

賊

徒

斬

獲

賊

級

殺

死

燒

死

賊

衆

搗

破

賊

巢

俘

獲

賊

屬

等

情

通

經

呈

報

又

蒙

本

院

慮

賊

必

將

乘

間

復

出

行

委

知

府

季

斆

指

揮

來

春

等

統

兵

屯

南

安

指

揮

姚

璽

縣

丞

舒

富

統

兵

屯

上

猶

指

揮

謝

㫤

千

戸

林

節

統

兵

屯

南

康

各

於

要

害

去

處

徃

來

防

勦

至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賊

首

謝

志

珊

果

復

統

衆

一

千

五

百

餘

徒

攻

打

南

安

府

城

各

官

督

兵

迎

敵

生

擒

賊

犯

楊

鑾

等

七

名

斬

獲

首

級

四

十

五

顆

賊

衆

大

敗

而

去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賊

首

謝

志

珊

又

統

兵

二

千

餘

徒

復

來

攻

打

南

安

府

城

各

官

督

兵

迎

敵

生

擒

賊

犯

龍

正

等

四

十

二

名

斬

獲

首

級

一

百

五

十

七

顆

賊

又

大

敗

而

去

即

今

賊

勢

少

挫

若

乘

此

機

會

直

搗

其

巢

旬

月

之

間

可

期

掃

蕩

但

聞

湖

廣

之

兵

既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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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齊

集

而

廣

東

因

府

江

班

師

未

乆

復

調

狼

兵

未

有

定

期

謹

按

地

圖

江

西

之

南

安

有

上

猶

大

𢈔

桶

岡

等

處

賊

巢

與

湖

廣

桂

東

桂

陽

接

境

夾

攻

之

舉

止

該

江

西

與

湖

廣

會

合

而

廣

東

止

於

仁

化

縣

要

害

把

截

夾

攻

不

與

焉

贛

州

之

龍

南

有

浰

頭

賊

巢

與

廣

東

龍

川

接

境

夾

攻

之

舉

止

該

江

西

與

廣

東

會

合

而

湖

廣

不

與

焉

廣

東

樂

昌

乳

源

賊

巢

與

湖

廣

宜

章

縣

接

境

惠

州

賊

巢

與

湖

廣

臨

武

縣

接

境

仁

化

縣

賊

巢

與

湖

廣

桂

陽

縣

接

境

夾

攻

之

舉

止

該

湖

廣

廣

東

二

省

會

合

而

江

西

止

於

大

𢈔

縣

要

害

把

截

夾

攻

不

與

焉

名

雖

三

省

大

舉

其

實

自

有

先

後

舉

動

次

第

不

相

妨

礙

若

必

待

三

省

之

兵

齊

集

然

後

進

勦

則

老

師

費

財

爲

害

匪

細

合

將

前

項

事

宜

約

會

三

省

以

次

漸

舉

庻

兵

力

不

竭

糧

餉

可

省

等

因

據

呈

到

臣

看

得

三

省

賊

巢

連

絡

千

里

雖

聲

勢

相

因

而

其

間

亦

自

有

種

類

之

分

界

限

之

隔

利

則

爭

趨

患

不

相

顧

乃

其

性

習

誠

使

三

省

之

兵

皆

已

齊

備

約

會

並

進

夫

豈

不

善

但

今

廣

東

狼

兵

方

自

府

江

班

師

而

歸

欲

復

調

集

恐

非

旬

月

所

能

兩

省

之

兵

既

集

乆

頓

而

不

進

老

師

費

財

意

外

之

虞

乘

間

而

起

誠

使

先

合

湖

廣

江

西

之

兵

併

力

而

舉

上

猶

諸

賊

逮

事

之

畢

廣

東

之

兵

亦

且

集

矣

則

又

合

湖

廣

廣

東

之

兵

併

力

而

舉

樂

昌

諸

處

逮

事

之

畢

江

西

之

兵

又

得

以

少

息

矣

則

又

合

廣

東

江

西

之

兵

併

力

而

舉

龍

川

方

其

併

力

於

上

猶

則

姑

遣

人

佯

撫

樂

昌

諸

賊

以

安

其

心

彼

見

廣

東

既

未

有

偹

而

湖

廣

之

兵

又

不

及

已

茍

幸

旦

夕

之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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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必

不

敢

越

界

以

援

上

猶

及

夫

上

猶

既

舉

而

湖

廣

移

兵

以

合

廣

東

則

樂

昌

諸

賊

其

勢

已

孤

二

省

兵

力

益

專

其

舉

之

益

易

當

是

之

時

龍

川

賊

巢

相

去

遼

絶

自

以

爲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彼

見

江

西

之

兵

又

撤

意

必

不

疑

班

師

之

日

出

其

不

意

回

軍

合

擊

蔑

有

不

濟

者

矣

臣

竊

以

爲

因

地

之

宜

先

後

合

擊

之

便

除

臣

遵

照

兵

部

咨

來

題

奉

欽

依

會

兵

征

勦

亦

聼

隨

宜

會

議

施

行

事

理

已

將

前

項

事

宜

咨

移

廣

東

湖

廣

總

督

廵

撫

等

官

知

會

一

面

相

機

行

事

外

縁

係

地

方

𦂳

急

賊

情

事

理

爲

此

具

本

題

知

勦

除

山

㓂

事

宜

疏

　

　

　

　

　

　

　

　

陸

　

穏

臣

體

得

廣

東

饒

平

縣

賦

首

張

漣

等

大

埔

縣

賊

首

蕭

雲

峯

等

程

鄉

縣

賊

首

林

朝

曦

等

徃

來

福

廣

境

上

彌

滿

充

斥

動

以

萬

計

道

路

爲

梗

兵

至

則

遯

入

巢

穴

兵

退

則

復

肆

剽

掠

作

患

日

乆

地

方

漸

不

能

堪

各

該

督

撫

等

官

非

訓

兵

振

旅

大

彰

討

賊

之

舉

掃

除

巢

穴

則

無

以

收

平

蕩

之

功

而

其

禍

未

已

也

臣

竊

謂

今

日

之

事

不

患

無

兵

而

患

無

糧

不

患

賊

巢

之

難

搗

而

患

事

權

之

不

專

所

有

事

宜

二

欵

上

呈

聖

覽

一

曰

明

職

掌

臣

竊

惟

天

下

之

事

勢

一

則

專

勢

分

則

散

南

贛

軍

門

界

四

省

之

邉

其

勢

已

分

屬

矣

前

此

承

平

之

時

以

無

事

處

事

諸

路

有

司

不

責

以

苛

禮

任

其

以

秦

越

視

之

至

今

遂

成

不

相

聫

屬

之

勢

然

昔

猶

可

言

也

今

日

何

日

盗

賊

縱

横

於

江

閩

諸

郡

而

一

夕

不

能

安

寢

矣

雖

合

勢

以

爲

一

猶

恐

□

支

而

况

猶

秦

越

乎

哉

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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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所

言

者

非

以

爭

有

司

奉

行

之

體

也

除

盗

以

兵

用

兵

以

糧

江

廣

錢

糧

皆

有

廵

撫

司

之

固

舊

制

也

福

建

未

有

廵

撫

之

先

汀

漳

與

南

贛

一

也

自

有

廵

撫

以

來

有

司

但

知

有

彼

省

之

軍

門

而

不

知

有

臣

兵

馬

錢

糧

一

聼

彼

省

之

軍

門

調

遣

支

用

而

不

及

於

臣

臣

之

所

有

者

不

過

贛

州

在

營

之

機

兵

千

餘

不

觧

之

鹽

稅

二

分

耳

及

其

盗

賊

一

至

則

又

曰

此

非

我

事

也

南

贛

軍

門

事

也

權

則

已

去

禍

則

獨

諉

空

文

相

加

雖

切

何

𥙷

臣

及

今

不

言

是

猶

郤

行

而

求

及

前

人

也

臣

謹

按

地

圖

計

道

里

漳

州

之

去

省

也

可

五

六

日

而

至

去

贛

則

月

餘

矣

汀

州

之

去

贛

也

可

七

八

日

而

至

去

省

則

月

餘

矣

行

者

以

月

計

則

文

移

徃

復

必

兩

月

而

始

相

聞

兵

行

一

日

四

十

里

半

於

行

者

則

調

𤼵

應

援

亦

必

兩

月

而

始

至

地

不

相

及

而

賊

情

倐

徃

倐

來

即

有

分

廵

漳

南

道

其

勢

不

能

兼

理

也

雖

理

之

可

即

濟

乎

以

此

推

之

既

有

福

建

軍

門

則

南

贛

軍

門

之

不

可

兼

漳

州

也

明

矣

臣

請

以

漳

州

一

府

聼

福

建

軍

門

專

理

以

免

彼

此

牽

制

之

患

以

絶

互

相

推

避

之

嫌

其

漳

南

道

及

湖

廣

之

上

湖

南

廣

東

之

嶺

東

南

韶

等

道

兵

馬

錢

糧

凡

偹

勦

㓂

之

用

者

皆

許

臣

專

制

應

靣

授

方

畧

者

以

期

來

見

應

文

移

請

詳

者

允

而

後

行

諸

道

不

得

以

彼

省

之

意

向

觀

望

於

其

間

如

仍

秦

越

相

視

者

聼

臣

叅

奏

處

治

庻

乎

事

權

既

專

而

展

布

亦

易

盗

賊

不

足

平

矣

二

曰

增

軍

餉

臣

查

得

正

德

五

年

都

御

史

周

南

征

大

帽

山

諸

巢

請

征

福

建

布

政

司

屯

糧

折

銀

附

海

依

山

鹽

價

與

𧷢

罰

等

銀

正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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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二

年

都

御

史

王

守

仁

征

南

安

諸

巢

請

支

江

西

布

政

司

南

糧

折

銀

并

諸

郡

𧷢

罰

等

銀

各

數

萬

両

俱

克

成

功

盖

天

下

之

勢

不

至

於

極

壊

不

可

爲

之

地

則

不

肯

破

格

以

收

權

宜

之

計

今

賊

黨

既

盛

三

省

合

勦

非

用

兵

三

萬

不

可

也

以

旬

月

計

非

用

糧

十

萬

不

可

也

贛

州

鹽

稅

除

八

分

觧

京

外

每

年

所

餘

可

四

千

両

耳

兵

法

曰

行

師

十

萬

日

費

千

金

計

每

人

每

日

銀

一

分

猶

尚

如

此

今

官

兵

行

糧

每

日

二

分

而

犒

賞

牛

酒

之

費

不

在

是

焉

則

今

之

所

費

五

倍

於

古

二

分

鹽

稅

僅

可

供

三

五

日

之

費

而

已

前

都

御

史

楊

伊

志

請

留

鹽

稅

一

半

者

非

不

知

南

贛

事

勢

之

急

而

姑

以

緩

戸

部

之

催

觧

也

戸

部

之

許

三

分

者

欲

以

濟

三

邉

之

急

而

未

知

南

贛

之

𢚩

尤

甚

也

疆

塲

莫

非

朝

廷

之

土

鹽

稅

觧

留

莫

非

濟

兵

糧

之

用

何

擇

於

南

何

擇

於

北

今

日

之

事

可

謂

極

敝

雖

使

才

如

周

南

王

守

仁

者

爲

之

尤

須

假

以

便

宜

方

克

有

濟

何

况

臣

愚

安

得

不

束

手

無

措

倘

棄

贛

州

之

所

有

者

不

爲

請

留

而

欲

如

先

臣

借

支

别

項

之

所

無

者

勢

益

難

矣

傳

曰

今

有

受

人

之

牛

羊

而

爲

之

牧

者

則

必

爲

之

求

牧

與

芻

求

牧

與

芻

而

不

得

則

反

諸

其

人

抑

亦

立

而

視

其

死

與

今

日

之

事

頗

類

於

此

盖

規

避

之

罪

小

坐

視

之

罪

大

臣

以

此

自

决

矣

伏

乞

勅

下

戸

部

仍

將

前

四

年

鹽

稅

通

議

留

作

軍

餉

自

四

十

年

以

後

量

留

三

分

庻

乎

食

足

兵

强

智

者

效

謀

勇

者

效

力

而

盗

賊

不

足

平

矣

三

巢

報

㨗

疏

　

　

　

　

　

　

　

　

　

　

呉

百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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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題

爲

官

兵

血

戰

搗

平

逆

賊

飛

報

㨗

音

事

按

查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初

四

日

前

督

陸

稳

准

兵

部

咨

該

兵

科

抄

出

江

西

贛

州

府

龍

南

縣

民

容

懽

等

奏

稱

本

縣

宻

邇

廣

東

和

平

賊

巢

賊

首

李

文

彪

僣

稱

岑

王

紏

集

本

縣

賊

首

謝

允

樟

頼

清

規

封

爲

二

王

三

王

動

輙

殺

人

如

草

菅

攻

城

爲

常

事

蒙

江

西

廵

按

徐

御

史

奏

請

征

勦

欽

奉

聖

旨

這

賊

衆

着

南

贛

提

督

軍

門

調

集

官

兵

驅

勦

欽

此

一

向

未

蒙

施

行

致

賊

得

肆

猖

獗

又

該

縣

民

黄

祐

宋

梅

等

各

奏

稱

賊

首

李

文

彪

頼

清

規

謝

允

樟

各

僣

稱

王

號

攻

城

殺

人

肆

無

忌

憚

乞

兵

勦

除

以

靖

地

方

等

因

俱

奉

聖

旨

兵

部

知

道

欽

此

欽

遵

通

抄

送

司

按

呈

到

部

擬

合

通

行

查

勘

傋

咨

本

院

照

依

偹

奉

欽

依

内

事

理

會

同

分

守

道

并

南

贛

總

兵

議

兵

征

勦

檄

行

兵

偹

道

李

佑

調

𤼵

長

沙

營

把

總

署

指

揮

僉

事

暴

以

平

等

官

兵

共

三

萬

一

千

員

名

從

龍

南

闗

西

進

又

行

安

逺

縣

管

縣

事

同

知

李

多

祚

統

領

千

戸

楊

照

百

戸

黄

瀾

任

桂

嚴

約

陳

佩

主

簿

應

本

泉

典

史

嚴

潮

報

效

生

員

杜

禄

調

𤼵

黄

鄉

葉

楷

丹

竹

樓

何

玉

環

并

太

平

五

堡

謝

遵

矩

等

兵

夫

共

二

萬

二

千

員

名

從

安

逺

天

花

寺

進

分

搗

下

歴

賊

首

頼

清

規

等

并

伯

洪

大

小

石

等

處

各

賊

巢

穴

又

調

各

路

兵

民

把

截

險

要

隘

口

又

委

贛

州

府

知

府

黄

扆

南

安

府

知

府

呉

炳

庻

及

兩

府

同

知

推

官

各

屬

知

縣

催

運

糧

餉

臣

謹

移

鎮

信

豐

親

督

諸

軍

牌

行

各

枝

官

兵

俱

以

叅

將

蔡

汝

蘭

統

領

刻

限

本

年

六

月

初

三

日

寅

時

前

進

各

官

兵

進

勦

去

後

今

准

據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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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呈

報

搗

平

下

歴

巢

穴

馘

斬

俘

獲

前

因

爲

照

下

歴

賊

首

頼

清

規

等

依

凴

險

阻

負

固

有

年

兹

者

仗

鉞

親

臨

運

籌

宻

授

渠

魁

生

縛

黨

類

殱

平

百

年

之

狡

窟

焚

勦

無

遺

萬

仭

之

險

巢

蕩

平

俱

𥁞

下

歴

既

如

破

竹

岑

岡

勢

若

摧

枯

神

人

之

積

憤

以

紓

士

民

之

倒

懸

頓

釋

所

據

効

勞

各

官

功

次

頗

多

均

乞

題

請

優

録

以

勵

其

後

等

因

具

呈

到

臣

據

此

伏

念

六

月

出

師

雖

犯

兵

家

之

所

忌

而

偏

旅

入

隘

益

見

士

氣

之

爭

先

扼

其

吭

而

拊

之

背

賊

已

胆

寒

聲

言

東

而

擊

其

西

勢

成

瓦

觧

掃

空

鼠

穴

馘

𥁞

梟

雄

招

集

諸

保

之

脅

從

收

拾

四

縣

之

疆

土

班

師

之

日

禾

稼

登

塲

山

川

如

洗

戴

白

垂

髫

懽

呼

滿

路

此

皆

邱

頼

皇

上

神

威

逺

鎮

聖

武

布

昭

及

廟

堂

訏

謨

碩

畫

動

授

神

算

以

故

不

踰

浹

旬

成

功

頓

易

苐

搗

巢

文

武

各

官

屯

兵

兩

月

暑

雨

炎

蒸

之

苦

𨦟

鏑

衝

犯

之

危

盖

所

弗

免

臣

不

敢

不

爲

評

叙

切

照

分

廵

嶺

北

道

李

佑

寅

畏

克

持

小

心

勇

决

可

當

大

事

察

賊

情

如

行

熟

路

料

事

㡬

不

爽

秋

毫

連

年

閩

廣

之

師

賢

勞

已

懋

六

月

下

歴

之

役

功

偉

而

竒

分

守

嶺

北

道

蔡

文

温

恭

自

將

沉

毅

能

斷

督

餉

而

委

輸

不

匱

剔

𡚁

而

出

納

惟

明

邉

徼

馳

驅

已

乆

戎

務

禆

益

良

多

叅

將

蔡

汝

蘭

志

專

立

功

身

能

犯

難

濳

師

賊

庭

彷

彿

半

夜

而

入

淮

蔡

奏

功

旦

夕

依

稀

八

日

而

破

洞

庭

仍

管

安

逺

縣

事

同

知

李

多

祚

德

可

潤

身

才

堪

治

賦

以

儒

紳

親

戎

伍

聲

色

不

動

而

縛

賊

魁

以

誠

信

馭

狙

詐

撫

字

有

加

而

安

反

側

聿

收

保

障

之

功

𣱵

稱

干

城

之

寄

長

沙

營

把

總

暴

以

平

等

深

入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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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腸

之

險

巢

體

被

傷

而

氣

彌

壮

先

登

鳥

道

之

危

寨

額

流

血

而

戰

益

酣

乘

堅

如

拉

朽

摧

枯

冐

暑

而

斬

關

䧟

陣

贛

州

府

知

府

黄

扆

威

後

施

恩

撫

中

藏

勦

推

心

委

信

致

𠒋

殘

之

入

網

隨

事

激

𤼵

鼓

將

士

之

合

機

推

官

蔡

民

望

群

策

畢

用

大

難

共

紓

委

運

糗

糧

絡

繹

相

繼

紀

騐

功

次

綜

核

惟

明

南

安

府

知

府

呉

炳

庻

二

府

屬

縣

知

縣

陳

潤

等

或

扼

守

要

地

足

壮

先

聲

或

接

應

軍

需

更

資

近

助

以

上

文

武

諸

臣

伏

乞

皇

上

俯

念

犬

馬

㣲

勞

勅

下

兵

部

再

加

稽

核

查

照

先

臣

王

守

仁

勦

平

桶

岡

浰

頭

事

例

將

各

官

功

次

分

别

陞

賞

以

勵

其

後

爲

此

具

題

平

下

歴

䟽

臣

奏

爲

官

兵

血

戰

搗

平

稱

王

逆

賊

堅

巢

飛

報

㨗

音

事

據

江

西

分

廵

嶺

北

道

副

使

李

佑

分

守

嶺

北

道

叅

政

蔡

文

呈

准

南

贛

叅

將

蔡

汝

蘭

手

本

開

稱

准

南

贛

軍

門

牌

靣

備

仰

二

道

宻

會

本

職

統

督

仍

管

安

逺

縣

事

贛

州

府

同

知

李

多

祚

坐

營

都

指

揮

王

汝

澄

萬

安

營

守

偹

董

龍

長

沙

營

把

總

暴

以

平

等

各

部

兵

共

四

萬

三

千

餘

員

名

於

本

年

六

月

初

二

日

申

時

自

龍

南

安

逺

起

營

進

勦

下

厯

賊

首

頼

清

規

等

遵

依

於

初

三

日

破

巢

開

刀

起

至

七

月

十

五

日

止

總

計

生

擒

賊

王

頼

清

規

有

名

賊

首

蕭

祥

鸞

頼

清

重

等

共

五

十

六

名

有

名

賊

總

賊

甲

鄭

守

㤙

呉

拱

等

六

十

八

名

斬

獲

賊

首

從

羅

正

道

謝

𢖍

等

共

二

千

六

百

十

二

顆

俘

獲

賊

屬

男

婦

共

三

百

五

十

名

口

牛

馬

二

千

四

百

五

十

一

頭

匹

器

械

共

一

百

七

十

七

件

救

出

被

擄

男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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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三

百

二

十

餘

名

口

招

回

被

脅

人

口

共

二

千

五

百

七

十

名

俱

經

觧

送

紀

功

官

贛

州

府

同

知

趙

時

齊

推

官

蔡

民

望

紀

騐

轉

觧

外

其

被

擄

男

婦

當

即

審

明

釋

放

牛

馬

遵

即

給

賞

有

功

兵

士

招

回

復

業

新

民

會

同

同

知

李

多

祚

龔

有

成

量

給

田

土

安

挿

造

册

繳

報

等

因

到

道

隨

㨿

領

安

逺

哨

同

知

李

多

祚

坐

營

王

汝

澄

守

偹

董

龍

把

總

暴

以

平

等

各

呈

報

相

同

㨿

此

按

查

前

項

逆

賊

彼

因

各

官

陞

遷

交

代

又

值

大

征

張

璉

之

後

福

建

興

化

府

被

䧟

潮

州

倭

㓂

正

熾

鄰

近

多

故

事

難

兼

舉

只

得

從

宜

招

撫

兾

其

悔

悟

自

新

不

意

𠒋

惡

如

故

四

十

四

年

三

月

叛

招

紏

黨

分

夥

出

刼

崇

義

安

逺

信

豐

會

昌

南

雄

等

處

也

方

隨

奉

本

院

牌

面

前

照

得

三

巢

賊

頼

清

規

等

㨿

險

鼎

峙

稱

雄

隨

撫

隨

叛

稱

兵

已

數

十

年

殺

人

以

千

萬

計

王

法

所

不

宥

天

討

所

必

加

者

也

苐

連

嵗

用

兵

軍

餉

缺

乏

若

待

三

省

會

師

尅

勦

終

爲

築

室

道

傍

今

當

乘

勦

二

源

兵

威

移

向

三

巢

但

事

勢

有

緩

急

用

兵

有

先

後

三

巢

之

中

惟

下

歴

包

據

遼

廣

須

先

併

力

攻

堅

則

瑕

者

易

以

爲

力

除

一

靣

具

本

題

知

及

移

鎮

信

豐

督

征

外

牌

仰

兵

偹

道

即

便

會

同

分

守

道

照

依

後

開

單

數

調

𤼵

各

枝

官

兵

行

叅

將

蔡

汝

蘭

統

領

刻

限

本

年

六

月

初

三

日

寅

時

前

進

將

下

歴

巢

頼

清

規

等

賊

乘

其

懈

怠

𥁞

數

洗

勦

以

洩

衆

憤

但

賊

性

狡

譎

異

常

彼

知

官

兵

進

勦

必

蹈

舊

轍

分

哨

流

出

湖

東

西

福

建

地

方

撲

㓕

愈

難

功

未

及

成

謗

議

横

起

須

另

選

勁

兵

二

萬

委

能

幹

將

官

統

領

各

屯

劄

要

害

以

防

奔

𨓜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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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道

仍

親

詣

龍

南

信

豐

等

處

紀

騐

功

次

事

完

一

併

彚

造

文

册

繳

報

等

因

奉

此

遵

照

監

督

各

官

兵

進

勦

去

後

今

佳

㨿

各

呈

報

前

因

實

計

擒

斬

共

三

千

一

百

四

十

三

名

顆

所

據

効

勞

各

官

功

次

頗

多

均

乞

題

請

優

録

以

勵

其

後

等

因

具

呈

到

臣

據

此

爲

照

江

西

龍

南

下

歴

賊

首

頼

清

規

蕉

坑

賊

首

蕭

祥

鸞

楊

梅

牌

賊

首

邱

清

仰

熱

水

賊

首

徐

仁

安

汶

龍

賊

首

王

鳯

陽

胡

坑

賊

首

胡

應

川

安

逺

縣

小

石

保

賊

首

呉

珊

大

石

保

賊

首

楊

明

甫

伯

洪

堡

賊

首

劉

喬

松

龍

泉

賊

首

龔

大

權

信

豐

南

坊

上

里

賊

首

袁

尚

信

廣

東

龍

川

縣

羊

石

寨

賊

首

李

世

栢

鐃

鈸

寨

賊

首

宋

伯

容

等

皆

異

常

元

𠒋

共

相

依

附

蟠

踞

兩

省

黨

類

萬

徒

十

數

年

來

虐

焰

滔

天

罪

大

惡

積

幸

而

天

心

助

順

神

謀

與

能

機

至

時

會

一

朝

殄

㓕

其

髙

砂

謝

允

樟

等

自

下

歴

洗

蕩

之

後

聞

風

膽

落

日

爲

陳

詞

哀

乞

祈

須

臾

無

死

見

在

夥

類

不

滿

千

人

勢

必

束

身

投

降

仍

望

朝

廷

大

施

好

生

之

德

姑

貸

其

死

以

示

恩

信

如

其

稍

稍

猶

豫

便

當

督

兵

誅

之

一

鼓

可

㓕

江

西

賊

巢

大

約

已

完

獨

廣

東

岑

岡

尚

爾

負

固

未

服

乘

勝

長

驅

非

不

易

易

但

一

靣

之

師

恐

賊

逺

遯

竟

撲

空

巢

無

𥙷

於

事

容

臣

嚴

督

嶺

北

伸

威

諸

道

相

機

而

動

决

不

敢

留

賊

以

遺

君

父

之

憂

再

照

廣

東

之

界

山

川

風

氣

險

惡

特

甚

歴

稽

徃

牒

自

是

盗

賊

淵

藪

議

者

皆

欲

於

下

歴

處

所

建

縣

置

吏

治

教

并

施

謀

非

不

良

苐

龍

南

安

逺

信

豐

諸

縣

壌

褊

戸

稀

而

和

平

又

屬

草

創

新

邑

均

不

堪

再

割

不

如

相

度

形

勢

築

立

城

堡

或

設

守

偹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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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盗

通

判

各

一

員

領

兵

一

枝

鎮

撫

其

中

事

頗

簡

省

更

爲

建

造

社

學

選

擇

𦒿

儒

訓

誨

子

弟

薫

𣑱

日

乆

數

年

之

内

或

可

化

頑

梗

之

俗

爲

禮

義

之

鄉

須

其

底

定

然

後

官

兵

以

漸

裁

革

則

乆

安

長

冶

之

策

無

踰

於

斯

臣

已

案

行

守

廵

二

道

博

採

輿

論

查

議

停

當

至

日

另

具

奏

請

如

蒙

皇

上

俯

念

將

士

蕩

平

險

巢

犬

馬

㣲

勞

勅

下

兵

部

再

加

稽

核

查

照

先

臣

王

守

仁

勦

平

桶

岡

浰

頭

及

近

年

廣

東

大

征

事

例

各

將

官

功

次

分

别

上

請

陞

賞

以

勵

其

後

其

已

獲

首

惡

行

臣

就

近

會

官

處

决

施

行

則

賞

罰

允

當

而

人

知

所

激

勵

矣

爲

此

具

本

謹

題

請

旨

建

定

南

縣

疏

　

　

　

　

　

　

　

　

　

　

張

　

翀

奏

爲

懇

乞

聖

明

俯

賜

建

縣

以

圖

永

安

事

竊

以

江

西

龍

南

髙

砂

下

歴

三

堡

界

連

廣

東

和

平

岑

岡

離

縣

遥

逺

政

教

鮮

及

以

致

人

民

頑

梗

有

年

近

該

前

提

督

都

御

史

呉

百

朋

撫

勦

之

後

題

奉

欽

依

於

下

歴

築

城

建

舘

移

置

捕

盗

通

判

主

簿

統

兵

五

百

名

專

一

駐

劄

防

守

其

下

歴

廵

司

移

於

髙

砂

蓮

塘

亦

築

上

垣

一

座

添

兵

恊

守

以

遏

岑

岡

來

路

又

於

二

處

各

建

社

學

一

所

選

擇

生

儒

訓

其

子

弟

已

經

通

行

欽

遵

查

照

外

續

據

龍

南

下

歴

髙

砂

等

堡

新

民

鍾

仕

任

等

連

名

具

狀

告

稱

祖

父

良

善

禍

因

兩

省

交

界

僻

居

山

谷

每

由

小

忿

逞

𠒋

報

復

𠋣

山

傍

險

遂

成

巢

穴

去

年

大

兵

勦

㓕

渠

魁

隨

蒙

設

官

鎮

守

萬

無

反

側

但

廣

東

上

下

陵

等

處

俱

係

𤼵

賊

之

源

本

府

信

豐

之

南

坊

上

里

員

魚

逕

腦

之

大

石

小

石

伯

洪

三

堡

亦

是

多

賊

之

區

懇

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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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照

南

安

府

桶

岡

峒

改

建

崇

義

縣

至

今

太

平

乞

除

鎮

守

廵

司

等

官

弔

割

各

坊

丁

糧

共

建

縣

治

地

方

有

頼

又

據

和

平

縣

新

民

江

月

照

等

具

狀

令

江

完

抱

告

民

等

幸

蒙

超

活

矢

心

向

化

乞

將

上

下

陵

烏

虎

鎮

鐃

鈸

寨

等

處

與

髙

砂

新

民

總

爲

一

縣

等

情

該

前

院

案

行

分

守

嶺

北

道

廣

東

伸

威

兵

偹

各

道

委

官

查

勘

從

長

會

議

去

後

隨

據

廣

東

伸

威

道

副

使

張

子

宏

回

稱

烏

虎

鎮

爲

和

平

縣

藩

屏

若

㮣

割

之

則

不

成

邑

又

經

牌

行

嶺

北

道

先

將

蓮

城

土

垣

築

完

其

設

縣

事

宜

候

至

日

另

奪

等

因

在

卷

臣

於

隆

慶

二

年

六

月

蒞

任

催

據

守

廵

嶺

北

道

右

叅

政

殷

從

儉

副

使

董

時

彦

會

呈

奉

臣

案

騐

前

事

依

蒙

轉

委

贛

州

府

知

府

黄

扆

親

詣

龍

南

下

歴

等

處

將

應

割

地

方

逐

一

踏

勘

隨

據

本

官

備

將

民

情

土

俗

一

一

詢

訪

勘

得

龍

南

縣

應

割

下

歴

髙

砂

横

江

三

堡

人

丁

四

百

五

十

九

丁

田

塘

地

糧

五

百

六

十

五

石

九

斗

零

安

逺

縣

應

割

大

小

石

伯

洪

三

堡

人

丁

一

百

二

十

一

丁

田

塘

地

糧

五

十

六

石

零

信

豐

縣

應

割

南

方

上

里

員

魚

逕

腦

及

潭

慶

上

堡

龍

頭

嶺

内

坑

居

民

郭

信

賜

等

告

願

割

人

丁

四

十

四

丁

田

塘

地

糧

五

十

六

石

二

斗

零

三

縣

通

計

人

丁

六

百

二

十

四

丁

秋

糧

六

百

六

十

七

石

零

人

丁

每

四

丁

折

糧

一

石

共

折

一

百

五

十

六

石

丁

糧

二

項

通

共

八

百

三

十

三

石

零

編

派

里

長

四

十

名

每

名

糧

二

十

石

八

年

每

年

輪

當

現

年

四

名

就

於

蓮

塘

建

立

裁

减

縣

分

知

縣

典

史

教

諭

各

設

一

員

官

吏

俸

薪

馬

丁

門

皂

工

食

每

年

共

該

銀

二

百

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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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九

両

零

查

於

贛

興

等

縣

裁

减

冗

員

之

數

以

充

之

生

儒

廩

糧

齋

膳

并

祭

祀

鄉

飲

答

應

使

客

等

項

公

費

每

年

共

該

銀

五

百

二

十

六

両

零

將

沒

官

田

租

稅

以

供

之

斗

級

禁

子

舖

司

弓

兵

等

役

工

食

每

年

共

該

銀

二

百

零

七

両

六

錢

以

分

割

丁

糧

人

戸

編

銀

募

充

民

壮

一

百

五

十

名

就

於

龍

南

信

豐

二

縣

裁

革

機

兵

名

數

内

恊

濟

龍

南

縣

一

百

名

信

豐

縣

五

十

名

每

名

該

工

食

銀

五

両

二

錢

共

銀

七

百

八

十

両

行

令

二

縣

逓

年

照

數

觧

𤼵

新

縣

轉

給

分

割

丁

糧

只

照

在

册

輸

納

秋

夏

二

稅

凡

一

應

加

派

姑

不

責

偹

如

此

則

新

民

賦

役

頗

輕

從

善

亦

易

原

額

廵

司

官

兵

仍

於

下

歴

駐

劄

防

守

鎮

守

通

判

仍

舊

管

理

廵

捕

又

查

得

蓮

塘

原

議

築

土

垣

城

樓

窩

舖

等

項

工

料

銀

二

千

両

先

觧

𤼵

一

千

両

除

已

支

用

過

外

尚

存

銀

一

百

三

十

一

両

零

及

下

歴

新

城

公

舘

原

議

二

料

支

到

銀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一

両

零

二

處

共

存

銀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三

両

零

見

貯

縣

庫

其

蓮

塘

新

役

先

該

同

知

李

多

祚

查

估

建

築

城

垣

啟

造

縣

堂

儒

學

分

司

官

吏

衙

宇

各

處

用

杉

木

二

萬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根

及

查

分

割

立

縣

界

内

杉

木

甚

不

足

用

未

免

取

之

不

割

之

地

價

值

難

以

估

數

其

餘

包

砌

城

樓

窩

舖

并

築

土

垣

應

𥪡

公

廨

合

用

磚

瓦

石

灰

鐡

釘

木

匠

土

工

油

漆

等

項

共

工

料

銀

六

千

三

百

一

十

三

両

零

除

已

築

城

心

土

垣

并

先

燒

成

磚

瓦

等

項

共

支

銀

八

百

六

十

八

両

零

應

該

准

作

前

估

銀

内

之

數

今

除

龍

南

庫

貯

下

歴

蓮

塘

二

處

支

存

銀

一

千

三

百

九

十

三

両

零

外

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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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銀

四

千

二

百

五

十

一

両

零

合

於

原

議

未

抵

贖

價

銀

一

千

両

并

本

府

原

額

抽

船

榖

稅

銀

内

凑

給

應

用

各

該

公

廨

杉

木

未

估

價

值

□

興

工

之

日

另

行

申

請

等

因

到

道

爲

照

設

官

鎮

守

雖

可

彈

壓

於

一

時

而

統

轄

無

歸

必

難

維

持

於

𣱵

乆

所

據

設

立

縣

治

以

馭

新

民

誠

爲

乆

安

長

治

之

計

但

查

烏

虎

鎮

等

地

既

難

分

割

岑

岡

上

下

陵

先

蒙

廣

東

廵

按

衙

門

題

准

編

立

保

甲

定

委

通

判

鎮

守

悉

屬

該

省

節

制

見

在

和

平

縣

辦

納

差

役

與

岑

陵

丁

糧

似

難

分

割

只

以

龍

南

信

豐

安

逺

三

縣

丁

糧

編

派

里

長

輪

流

應

役

就

於

蓮

塘

立

縣

屬

贛

州

府

管

轄

各

縣

官

吏

俸

薪

馬

丁

門

皂

工

食

生

儒

廩

糧

齋

膳

鄉

飲

祭

祀

公

費

斗

庫

舖

司

弓

兵

民

壮

各

項

俱

如

本

官

所

議

縣

治

雖

小

而

各

項

公

供

自

有

當

賦

實

足

以

垂

𣱵

久

又

包

砌

城

垣

建

造

縣

署

公

廨

儒

學

廟

宇

除

木

價

委

官

採

買

另

議

外

合

用

一

應

公

料

有

支

存

觧

𤼵

軍

餉

銀

并

未

觧

抵

贖

及

船

稅

可

以

取

給

并

已

處

置

停

當

合

候

通

詳

允

日

次

第

興

工

候

工

完

偹

造

册

繳

報

原

調

鎮

守

下

歴

通

判

仍

回

該

府

廵

捕

蓮

塘

廵

司

仍

住

下

歴

防

守

原

𤼵

機

兵

土

兵

𥁞

行

裁

革

新

縣

民

壮

一

百

五

十

名

仍

於

三

堡

土

兵

選

充

再

照

新

縣

草

創

政

教

尤

在

得

人

必

得

賢

令

以

治

之

明

師

以

誨

之

若

待

銓

除

新

官

不

知

民

情

土

俗

有

難

責

成

行

據

該

府

查

得

信

豐

縣

知

縣

陳

瀾

政

治

清

明

操

守

貞

潔

風

土

民

情

熟

諳

堪

以

調

理

但

歴

任

已

㡬

三

年

相

應

擬

陞

俸

級

令

其

乆

任

成

功

破

格

超

擢

又

查

得

寧

都

訓

𨗳

張

大

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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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青

年

篤

學

儀

範

足

以

善

俗

但

歴

任

已

逾

三

年

相

應

擬

陞

教

諭

俾

之

乆

任

潛

陶

頑

梗

待

其

教

成

另

議

陞

擢

如

此

則

政

教

得

人

自

可

遵

治

安

之

效

新

民

𣱵

服

而

地

方

攸

頼

矣

等

因

到

臣

該

臣

看

得

三

巢

地

方

勦

之

於

先

既

足

以

畏

其

邪

心

撫

之

於

後

又

足

以

興

其

善

念

且

又

見

今

兵

威

大

振

郡

牧

推

誠

向

化

之

心

可

保

不

變

今

據

髙

砂

堡

新

民

懇

求

建

縣

意

在

真

心

向

化

臣

等

重

覆

委

官

查

勘

叅

之

輿

論

酌

以

時

宜

詢

諸

黨

正

父

老

俱

各

懽

呼

似

應

俯

從

但

新

縣

開

建

必

須

幹

濟

得

人

查

得

信

豐

縣

知

縣

陳

瀾

志

甘

清

苦

才

優

幹

濟

歴

任

年

乆

熟

知

民

情

使

牧

新

縣

之

民

必

有

和

輯

之

效

寧

都

縣

儒

學

訓

𨗳

張

大

猷

年

青

質

美

才

學

優

長

敦

崇

禮

教

之

規

足

稱

風

化

之

表

伏

望

皇

仁

軫

念

群

生

乞

勅

下

該

部

再

加

查

議

如

果

臣

等

所

言

不

謬

將

蓮

塘

建

立

裁

减

小

縣

銓

選

知

縣

典

史

各

一

員

知

縣

就

將

陳

瀾

加

陞

五

品

俸

級

仍

管

新

縣

事

務

訓

𨗳

張

大

猷

陞

授

教

諭

典

史

另

銓

庻

使

熟

路

輕

車

便

於

任

事

其

信

豐

知

縣

寧

都

訓

𨗳

各

員

缺

另

行

選

𥙷

蓮

塘

廵

司

照

磨

住

守

下

歴

督

捕

通

判

捕

盗

主

簿

俱

回

原

任

管

事

再

照

分

割

丁

糧

除

廣

東

不

議

外

止

割

龍

南

安

逺

信

豐

三

縣

共

八

百

三

十

一

石

零

編

派

四

十

逓

年

里

長

輪

流

充

當

共

建

一

縣

隷

贛

州

府

管

轄

縣

名

恭

候

欽

定

合

用

本

縣

印

信

儒

學

印

記

仍

候

該

部

請

鑄

降

𤼵

其

前

項

官

吏

俸

糧

柴

薪

馬

丁

及

門

皂

庫

禁

斗

子

齋

膳

夫

機

兵

等

役

工

食

悉

如

該

道

所

議

其

城

垣

修

築

并

學

校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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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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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各

衙

門

公

廨

一

切

應

用

錢

粮

取

之

船

稅

誠

不

足

用

合

無

嚴

示

沒

官

租

稅

銀

両

酌

量

動

支

俱

候

命

下

之

日

行

臣

等

督

𤼵

該

道

就

委

知

縣

陳

瀾

等

總

理

工

程

次

第

興

工

舉

行

尚

有

未

𥁞

事

宜

照

時

斟

酌

務

得

一

一

完

偹

庻

㡬

縣

立

而

民

頼

以

安

政

行

而

俗

因

以

化

矣

謹

具

奏

聞

分

建

長

寧

縣

疏

　

　

　

　

　

　

　

　

　

呉

百

朋

臣

照

得

安

逺

縣

黄

鄉

䨇

橋

等

堡

地

方

離

縣

三

百

餘

里

與

廣

東

平

逺

和

平

龍

川

等

處

接

壌

實

爲

江

廣

両

省

上

㳺

層

巒

疊

嶂

不

逞

之

徒

向

來

嘯

聚

其

中

歴

稽

徃

牒

如

鄺

子

安

黎

仲

瑞

王

霽

壌

髙

安

陳

良

玉

張

士

錦

等

相

繼

猖

獗

積

乆

而

後

勘

定

正

德

五

年

該

縣

貢

生

林

大

綸

等

具

呈

乞

於

地

名

李

福

灣

三

省

巢

峒

之

衝

建

立

州

治

以

控

制

之

竟

因

會

議

遷

延

遂

使

三

百

餘

里

土

地

人

民

𥁞

沒

於

葉

楷

之

手

迄

今

八

十

餘

年

横

極

而

祸

烈

矣

近

頼

朝

廷

威

武

神

靈

逆

楷

伏

誅

然

特

一

時

之

利

未

爲

𣱵

乆

之

規

須

趂

此

時

會

開

設

縣

治

控

制

要

衝

敷

聲

教

而

化

𨗳

之

如

先

臣

平

桶

岡

而

建

崇

義

平

浰

頭

而

建

和

平

平

髙

砂

下

歴

而

建

定

南

皆

杜

遺

孽

潜

滋

之

萌

貽

生

靈

乆

安

之

休

不

然

隄

防

疎

𤄃

萬

一

有

復

如

楷

者

誠

不

知

其

終

也

爲

今

經

乆

之

圖

孰

有

踰

於

建

縣

者

哉

但

恐

該

里

分

無

㡬

不

堪

再

割

審

據

各

民

執

稱

會

昌

長

河

一

𢃄

壌

地

相

連

堪

以

割

附

及

要

將

三

廵

司

裁

移

以

省

經

費

以

據

要

害

未

知

事

體

有

無

妥

順

人

心

果

否

樂

從

與

夫

一

應

建

築

事

宜

仰

守

廵

道

督

行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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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府

委

官

前

去

馬

蹄

岡

踏

勘

是

否

風

氣

完

聚

堪

以

建

縣

及

一

應

事

宜

具

由

呈

詳

以

凴

處

奪

此

係

設

縣

安

民

地

方

重

事

各

官

務

要

計

處

周

悉

經

畫

曲

當

毋

得

茍

且

雷

同

致

有

遺

議

到

道

行

府

委

安

逺

縣

陳

行

可

召

集

地

方

劉

學

橋

等

公

同

躧

勘

得

地

名

馬

蹄

岡

堪

立

縣

治

𦘚

圖

偹

申

又

經

會

委

本

府

推

官

頼

萬

嶼

重

復

勘

定

俱

無

别

議

該

本

府

查

得

安

逺

縣

原

額

五

里

計

五

坊

二

十

三

堡

今

議

分

割

地

名

黄

鄉

䨇

橋

八

付

腰

古

頂

山

勞

田

滋

溪

石

痕

石

溪

尋

鄥

大

墩

桂

嶺

水

源

三

標

南

橋

一

十

五

堡

共

計

人

丁

五

百

五

十

二

丁

官

糧

六

石

二

斗

五

升

一

合

七

勺

一

抄

二

撮

民

糧

二

百

二

十

七

石

二

斗

一

升

一

合

八

勺

五

抄

人

丁

每

四

丁

折

糧

一

石

共

折

一

百

三

十

八

石

官

民

丁

糧

三

項

通

共

三

百

七

十

一

石

四

斗

六

升

三

合

五

勺

六

抄

二

撮

編

派

里

長

二

十

名

每

名

丁

糧

一

十

八

石

五

斗

七

升

三

合

一

勺

七

抄

八

撮

每

年

輪

當

現

年

二

名

又

查

安

逺

縣

五

里

除

割

二

里

建

縣

外

本

縣

止

存

三

里

人

丁

五

百

八

十

八

丁

官

米

一

十

石

一

斗

三

升

八

合

五

勺

八

抄

一

撮

民

米

一

百

七

十

一

石

三

斗

五

升

二

抄

又

查

得

會

昌

縣

長

河

等

堡

切

近

安

逺

地

方

應

須

割

𥙷

安

逺

凑

成

四

里

又

安

逺

會

昌

二

縣

冗

員

相

應

裁

减

主

簿

各

一

員

訓

𨗳

各

一

員

及

長

河

廵

撿

司

界

在

安

逺

新

縣

之

間

以

爲

虚

設

俱

當

裁

革

尚

存

黄

鄉

大

墩

板

石

三

廵

司

以

板

石

仍

屬

安

逺

以

黄

鄉

大

墩

分

屬

新

縣

但

查

新

縣

地

名

丹

竹

樓

離

縣

頗

逺

最

爲

險

要

合

無

將

大

墩

廵

司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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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至

丹

竹

樓

以

偹

防

守

又

其

城

垣

廨

宇

之

建

各

項

錢

糧

經

費

取

足

於

葉

賊

田

租

與

裁

安

逺

會

昌

二

縣

主

簿

訓

𨗳

各

一

員

長

河

廵

檢

一

員

事

體

委

俱

妥

當

民

情

無

不

樂

從

無

容

再

議

除

責

成

守

廵

二

道

專

委

推

官

頼

萬

嶼

相

度

料

理

以

俟

及

時

興

工

伏

乞

勅

下

施

行

欽

定

縣

名

鑄

造

印

信

印

記

銓

選

知

縣

典

史

教

諭

各

一

員

前

來

經

理

至

於

分

析

圖

里

割

屬

移

置

廵

司

裁

革

安

逺

會

昌

二

縣

主

簿

訓

𨗳

廵

檢

諸

凡

事

宜

各

如

所

議

舉

行

庻

吏

治

張

而

聲

教

易

達

盗

源

息

而

奸

宄

不

容

自

兹

以

後

地

方

可

以

𣱵

保

無

虞

矣

萬

歴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題

平

黄

鄉

疏

　

　

　

　

　

　

　

　

　

　

　

江

一

麟

𥨸

照

南

贛

山

谷

險

阻

徃

多

賊

窟

節

該

先

任

撫

臣

前

後

經

畧

漸

𥁞

勦

除

遺

有

黄

鄉

溪

尾

稔

賊

葉

楷

盤

踞

地

方

延

袤

三

百

餘

里

田

地

𥁞

其

占

據

黨

與

二

三

萬

人

四

季

輪

班

四

出

刼

掠

流

毒

閩

廣

江

西

地

方

難

以

𥁞

數

正

德

嘉

靖

年

間

先

臣

王

守

仁

殷

從

儉

等

用

意

覊

縻

將

聼

其

輸

心

向

化

豈

意

其

負

固

怙

終

驕

恣

益

熾

方

今

聖

明

之

世

惡

乎

可

容

臣

受

事

以

來

每

集

道

府

等

官

宻

相

籌

議

隨

據

守

廵

嶺

北

道

叅

政

張

士

佩

副

使

朱

茹

贛

州

知

府

葉

夢

熊

陸

續

開

陳

逆

賊

巢

穴

深

固

黨

與

衆

多

必

須

用

謀

行

間

先

收

其

黨

羽

之

心

而

後

乘

機

觀

變

因

令

贛

州

知

府

葉

夢

熊

票

行

安

逺

縣

知

縣

陳

行

可

多

方

招

致

萬

歴

三

年

四

月

有

石

溪

䨇

橋

等

堡

子

弟

頼

承

揚

等

十

一

名

本

月

又

有

勞

田

等

堡

子

弟

頼

君

貴

等

二

十

八

名

前

後

資

遣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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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兄

送

至

鎮

城

聫

之

以

塾

師

居

之

以

學

舍

養

之

以

衣

食

推

誠

訓

育

加

賞

銀

牌

𥿄

筆

以

示

鼓

舞

賊

楷

聞

之

亦

遣

其

子

盛

發

盛

森

盛

大

名

雖

來

學

實

懐

覘

探

之

奸

臣

一

靣

一

例

推

誠

優

以

德

意

一

靣

宻

訪

諭

令

守

廵

二

道

府

縣

正

佐

各

官

多

方

開

諭

順

逆

利

害

積

之

數

月

保

民

劉

載

𣱵

嚴

順

民

尹

明

遂

温

時

選

等

各

曉

然

知

官

法

可

恃

以

生

全

遂

萌

思

脫

逆

瞎

之

意

呈

率

數

十

百

人

群

赴

院

道

請

添

縣

治

楷

男

盛

和

盛

𤼵

等

亦

書

楷

名

呈

同

前

請

俱

經

批

行

議

勘

隨

該

道

府

議

稱

嚴

順

民

等

衆

心

歸

正

乘

時

可

圖

安

此

一

方

臣

假

以

把

總

名

色

兼

給

銀

牌

花

紅

示

奬

嚮

順

用

以

固

結

人

心

一

靣

辦

花

紅

銀

牌

差

贛

縣

典

史

汪

鳯

山

奬

勞

楷

家

旬

日

後

典

史

囬

贛

楷

忿

載

𣱵

等

背

己

向

官

輙

𥪡

旗

勒

兵

聲

要

夷

㓕

各

家

從

此

七

家

搆

怨

自

相

瓦

觧

臣

又

差

哨

總

劉

順

昌

等

齎

牌

諭

楷

當

審

時

向

治

母

仍

抗

違

國

法

楷

猶

怙

惡

反

留

順

昌

日

遣

賊

徒

刼

掠

居

民

臣

隨

諭

知

府

葉

夢

熊

宻

招

楷

在

鎮

操

練

竒

兵

梁

正

環

陳

俊

頼

琪

駱

賔

等

從

守

計

散

楷

兵

若

散

一

人

者

與

斬

獲

一

人

同

功

又

票

約

生

擒

葉

楷

者

賞

銀

一

千

両

生

擒

楷

弟

男

一

人

者

賞

銀

一

百

両

餘

黨

不

助

惡

格

敵

者

悉

給

免

死

票

三

千

張

降

旗

數

十

使

伺

楷

變

行

事

又

諭

守

廵

道

督

䨇

橋

上

黄

鄉

等

九

堡

保

長

副

及

劉

載

𣱵

嚴

順

民

等

各

令

整

礪

兵

械

隄

備

調

用

又

牌

行

伸

威

湖

東

西

等

道

各

備

兵

伏

守

要

害

防

賊

奔

𨓜

本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據

安

逺

縣

揭

報

初

五

日

黄

鄉

賊

曾

五

滿

等

打



 

贛

州

府

志

　

卷

四

一

　
奏

疏

　

　

　

　

三

十

二

刼

石

井

張

國

玉

家

財

物

被

䨇

橋

保

長

巫

順

等

相

截

殺

九

人

二

十

一

日

又

㨿

安

逺

報

賊

葉

楷

統

兵

千

餘

圍

匝

䨇

橋

堡

捉

殺

石

溪

良

民

駱

萬

財

駱

萬

輝

各

家

二

十

餘

口

劉

載

湛

家

八

口

十

九

日

又

報

楷

姪

葉

盛

乾

挈

𢃄

兄

弟

男

婦

偷

身

出

縣

禀

稱

葉

楷

要

統

衆

兵

反

出

本

縣

攻

殺

該

臣

牌

行

副

使

朱

茹

督

行

所

屬

府

縣

衛

所

守

偹

把

總

等

官

各

將

所

部

官

兵

該

道

就

便

相

機

凡

各

處

要

路

預

集

鄉

兵

把

截

母

容

遁

𨓜

并

差

官

賫

捧

旗

牌

便

宜

行

事

又

牌

行

該

道

轉

行

叅

將

郭

千

統

領

官

兵

三

千

餘

員

名

前

後

勦

殺

黄

鄉

葉

賊

從

東

路

勞

田

堡

進

又

牌

行

安

逺

縣

知

縣

陳

行

可

督

率

該

縣

機

兵

并

附

城

鄉

兵

一

千

八

百

名

從

西

路

太

平

堡

進

定

南

縣

典

史

張

尚

禮

統

率

鄉

兵

二

千

名

從

南

路

大

小

石

堡

進

贛

州

府

通

判

徐

廷

輔

贛

州

衛

千

戸

孫

韜

李

賔

統

領

鳥

鎗

手

等

四

百

名

恊

同

石

溪

䨇

橋

等

堡

鄉

兵

各

從

本

堡

便

路

進

入

黄

鄉

搗

巢

去

後

本

月

二

十

三

日

隨

據

副

使

朱

茹

督

㨿

安

逺

縣

揭

報

黄

鄉

鄒

賢

楊

才

亮

謝

用

聲

聞

官

兵

大

征

恐

被

槩

誅

赴

縣

告

照

歸

順

者

時

已

八

九

百

久

來

尚

源

源

不

絶

本

月

二

十

四

日

准

叅

將

郭

千

報

稱

二

十

三

日

卯

時

楷

率

賊

徒

四

百

餘

名

反

出

縣

有

石

溪

等

堡

把

總

劉

載

𣱵

哨

官

嚴

德

恕

等

隨

督

各

兵

分

哨

截

殺

當

陣

將

葉

盛

秀

殺

死

賊

黨

外

見

官

兵

雲

集

内

聞

梁

正

環

等

降

票

免

死

各

人

星

散

楷

勢

孤

窮

遁

回

頼

舍

廟

藏

躱

衆

兵

隨

將

本

廟

圍

住

堆

草

放

火

將

楷

同

妻

林

氏

等

焚

死

屍

首

現

存

餘

賊

潰

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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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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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疏

　

　

　

　

三

十

三

當

被

各

兵

搜

獲

葉

盛

清

葉

盛

瀾

葉

𣱵

漢

葉

永

淵

四

名

本

日

石

下

千

長

胡

仕

明

等

截

殺

賊

首

葉

盛

文

并

長

幹

林

大

美

林

陳

生

擒

林

大

旺

等

六

名

顆

奪

獲

大

旗

一

靣

南

橋

䨇

橋

堡

杜

喬

挺

頼

思

明

等

截

殺

賊

首

葉

盛

穆

葉

盛

稱

首

級

二

顆

黄

鄉

保

長

副

林

愛

葉

益

等

統

領

鄉

兵

截

殺

生

擒

首

賊

葉

桂

斬

獲

旗

頭

頼

二

仔

等

首

級

二

顆

白

綾

旗

一

靣

馬

一

匹

又

據

典

史

張

尚

禮

揭

報

截

獲

葉

楷

部

賊

劉

昂

等

一

十

八

名

口

又

鄉

兵

葉

崇

𡖖

等

拿

獲

長

幹

頼

廷

真

馬

廷

福

男

婦

十

口

䨇

橋

堡

隘

官

鄺

穆

等

截

殺

賊

首

葉

盛

嵩

葉

盛

嶽

并

黄

傘

一

把

牙

轎

一

乘

二

十

七

日

又

報

滋

溪

堡

名

色

把

總

尹

明

遂

截

殺

賊

首

葉

盛

隆

首

級

一

顆

石

溪

堡

把

總

劉

載

𣱵

𢃄

兵

古

遂

仔

促

獲

賊

首

葉

盛

秀

妻

王

氏

男

旦

孫

送

縣

二

十

九

日

又

據

䨇

橋

堡

哨

官

頼

思

明

鍾

慶

等

搜

獲

賊

葉

盛

科

賊

甲

呉

富

珠

等

七

名

外

斬

獲

呉

吾

滿

等

首

級

七

顆

俘

獲

楷

妾

葉

氏

葉

盛

龍

妻

郭

氏

葉

盛

科

妻

頼

氏

幼

男

葉

二

滿

并

續

觧

鍾

珦

等

首

級

七

顆

及

俘

獲

賊

婦

易

氏

等

一

十

二

名

口

是

役

也

官

兵

逼

巢

而

賊

黨

內

潰

鄉

兵

効

力

而

渠

𠒋

授

首

糧

餉

不

費

功

收

萬

全

謀

之

數

月

之

難

成

之

一

旦

之

易

是

皆

仰

仗

我

皇

上

神

武

懋

昭

廟

謨

宏

逺

故

能

坐

勝

黙

成

如

此

之

㨗

也

除

將

生

擒

各

賊

審

别

招

詳

賊

屬

變

價

充

賞

贓

仗

收

庫

田

地

入

官

降

民

安

挿

軍

前

供

事

千

百

戸

經

歴

等

官

及

該

鄉

兵

夫

等

分

别

量

行

奬

賞

建

縣

善

後

事

宜

另

行

議

奏

外

爲

照

効

勞

官

員

如

分

守

嶺

北

道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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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疏

　

　

　

　

三

十

四

叅

政

張

士

佩

志

切

匡

濟

材

擅

經

綸

主

設

間

内

應

以

攻

其

心

議

衆

建

雄

長

以

分

其

力

心

思

既

竭

猷

畫

無

遺

分

廵

嶺

北

道

副

使

朱

茹

才

識

兼

優

竒

正

並

用

博

延

輿

論

動

中

機

宜

一

得

願

効

其

謀

三

軍

各

𡚒

其

力

二

臣

功

當

首

論

贛

州

知

府

葉

夢

熊

英

風

逺

度

偉

識

訏

謨

廣

招

子

弟

以

修

文

宻

布

機

籌

而

潰

㓂

攻

心

獨

苦

勞

績

居

多

宜

與

張

朱

並

從

優

擢

分

守

南

贛

叅

將

郭

干

謀

勇

並

資

韜

鈐

更

諳

威

聲

早

振

逺

禠

逆

黨

之

魂

馳

禦

兼

程

即

授

渠

魁

之

首

安

逺

縣

知

縣

陳

行

可

志

務

安

民

能

堪

應

變

詣

巢

行

論

賊

穴

之

艱

險

咸

知

禦

侮

𥁞

心

逋

逃

之

黨

與

悉

散

早

稱

循

良

之

績

今

著

獲

賊

之

勞

當

一

體

重

加

賞

録

定

南

縣

典

史

張

尚

禮

承

委

効

勞

臨

機

設

策

防

隘

而

鼓

鄉

兵

招

降

以

孤

賊

勢

功

亦

可

嘉

贛

州

府

通

判

徐

廷

輔

署

會

昌

縣

事

贛

州

府

推

官

頼

萬

嶼

定

南

縣

知

縣

洪

可

弼

信

豐

縣

知

縣

黄

鰲

龍

南

縣

知

縣

王

繼

孝

贛

縣

知

縣

陳

一

魴

南

贛

坐

營

劉

用

光

羊

角

水

堡

把

總

王

應

斌

安

逺

縣

主

簿

胡

瓊

或

親

詣

督

兵

與

有

堵

截

之

功

或

處

辦

軍

需

并

効

策

應

之

力

以

上

各

官

俱

王

事

有

功

亦

應

并

論

同

沾

賞

賚

者

也

及

照

已

獲

焚

死

賊

首

葉

楷

身

屍

尚

存

合

無

剖

割

剉

屍

并

見

監

葉

桂

等

會

宫

處

决

梟

示

再

照

楷

子

葉

盛

和

等

向

在

鎮

城

未

與

同

謀

罪

人

不

孥

殺

之

既

所

不

忍

相

應

觧

送

戸

部

編

𤼵

口

外

爲

民

俱

恭

候

明

旨

至

日

施

行

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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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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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奏

疏

　

　

　

　

三

十

五

薦

舉

疏

　

　

　

　

　

　

　

　

　

　

　

　

劉

武

元

爲

特

舉

賢

守

苦

績

仰

祈

　

聖

鍳

事

竊

照

贛

郡

衝

殘

一

省

獨

居

其

最

同

城

廵

道

遷

轉

不

一

年

來

與

臣

共

治

者

惟

贛

州

府

知

府

郎

永

清

端

毅

之

品

英

敏

之

才

嚴

禁

火

耗

而

人

人

樂

爲

徴

輸

痛

革

行

戸

而

芻

粒

並

無

擾

取

其

力

行

保

甲

也

務

靖

藂

奸

之

藪

其

釐

剔

衙

蠧

也

絶

無

勾

攝

之

害

清

獄

囚

而

監

無

濫

禁

興

文

教

而

士

習

端

修

且

本

官

莅

任

旬

日

正

值

楚

警

震

鄰

臣

委

以

閲

視

城

垣

即

捐

資

修

葺

共

築

頺

城

三

處

約

二

百

餘

丈

鼎

建

望

江

樓

三

層

城

樓

四

座

馬

道

十

靣

不

費

朝

廷

金

錢

而

金

湯

鞏

固

及

滿

師

進

廣

臨

贛

臣

督

令

傋

辦

糧

草

委

官

分

任

於

炎

天

烈

日

之

下

料

理

支

放

咸

得

其

宜

槽

桶

鍋

刀

諸

物

齊

偹

撘

蓋

大

棚

厰

三

座

馬

蓬

數

百

間

不

動

民

間

秋

毫

而

支

應

𥙿

如

靖

南

將

軍

恰

哈

木

與

諸

大

人

咸

亟

稱

之

觀

其

事

無

難

易

力

任

勞

怨

其

忠

君

愛

民

之

心

臣

所

身

親

目

擊

者

何

敢

沒

人

之

善

両

黙

然

已

乎

此

一

官

者

英

齡

朗

識

政

敏

心

慈

士

民

交

誦

其

德

兵

將

咸

服

其

能

伏

乞

我

皇

上

勅

部

覈

覆

如

果

臣

言

不

謬

即

祈

恩

賜

加

録

以

爲

郡

守

之

勞

苦

者

勸

庻

吏

治

民

生

裨

益

匪

淺

矣

請

除

豁

荒

蕪

疏

　

　

　

　

　

　

　

　

　

蔡

士

英

爲

覆

查

荒

蕪

據

實

確

報

仰

祈

　

聖

鍳

事

順

治

九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准

戸

部

照

會

爲

再

陳

䖍

屬

傷

殘

輕

重

之

狀

酌

量

蠲

徴

荒

熟

之

數

仰

祈

　

聖

鍳

急

救

生

靈

事

本

部

題

覆

南

贛

撫

臣



 

贛

州

府

志

　

卷

四

一

　
奏

疏

　

　

　

　

三

十

六

劉

武

元

題

報

南

贛

二

府

詳

列

災

傷

併

應

免

分

數

該

蠲

米

二

萬

四

千

八

百

七

十

石

但

前

江

撫

臣

夏

一

諤

疏

報

通

省

荒

蕪

田

數

與

南

贛

撫

臣

劉

武

元

疏

報

南

贛

二

府

荒

蕪

田

數

内

中

數

目

不

符

檄

臣

查

報

臣

即

轉

檄

各

府

州

官

查

報

間

百

姓

之

呈

報

荒

蕪

者

疊

案

盈

几

觀

其

人

無

非

菜

色

聼

其

聲

莫

不

哀

痛

呼

號

環

繞

馬

首

懇

乞

覆

查

臣

以

爲

前

此

報

數

已

定

豈

有

遺

漏

及

詢

之

司

道

訪

之

父

老

始

知

從

前

查

報

之

時

尚

有

地

爲

賊

踞

今

始

恢

復

者

有

民

徙

他

鄉

今

始

歸

來

者

有

閤

門

遭

戮

開

報

無

人

者

有

逡

廵

退

縮

訛

傳

報

荒

即

作

官

田

者

以

致

前

撫

贛

撫

各

報

参

差

於

是

即

日

傋

牌

行

司

移

道

令

其

單

騎

履

𤱔

逐

一

清

查

具

報

隨

據

各

屬

備

造

清

册

内

開

有

主

無

主

荒

蕪

田

地

共

一

萬

八

千

五

百

𤱔

零

較

前

所

報

數

更

加

浮

臣

思

江

右

殘

黎

歴

遭

焚

殺

其

慘

倍

於

他

處

再

照

各

郡

所

屬

在

在

皆

盗

殺

之

而

叛

撫

之

而

亦

叛

者

豈

𥁞

樂

於

走

死

哉

正

恐

今

日

歸

來

明

日

即

追

徴

荒

逋

死

於

𨦟

鏑

與

死

於

鞭

箠

一

也

故

寧

從

賊

而

不

悔

耳

夫

有

荒

而

不

除

與

除

之

而

不

盡

均

貽

累

於

百

姓

故

不

得

不

徹

底

清

查

以

廣

布

我

皇

上

如

天

之

仁

觧

斯

民

倒

懸

之

厄

也

伏

乞

皇

上

軫

念

殘

疆

立

賜

殊

恩

勅

部

速

行

議

覆

准

與

除

豁

臣

等

遵

奉

施

行

請

蠲

江

省

順

治

五

六

七

年

漕

欠

疏

　

　

張

朝

璘

爲

𢚩

救

水

火

事

據

江

西

督

糧

道

左

叅

議

范

竒

才

據

闔

省

里



 

贛

州

府

志

　

卷

四

一

　
奏

疏

　

　

　

　

三

十

七

民

江

萬

等

状

訴

呈

詳

到

臣

册

開

未

完

漕

折

銀

五

年

分

九

萬

七

石

七

十

餘

両

六

年

分

六

萬

九

千

二

十

餘

両

七

年

分

八

萬

三

千

四

百

三

十

餘

両

該

臣

看

得

江

西

自

金

逆

叛

變

民

遭

擄

殺

寸

土

不

寧

五

年

搆

逆

六

年

始

復

省

城

七

年

之

後

驚

鴻

稍

集

兵

馬

蹂

躝

到

處

廢

耕

兵

㐫

之

餘

加

以

饑

饉

又

贛

南

湖

西

疫

癘

大

作

病

死

無

算

伏

思

皇

上

宵

衣

旰

食

無

刻

不

以

憂

民

爲

念

臣

叨

恩

撫

治

目

擊

顛

連

猶

忍

心

敲

比

而

不

據

實

入

告

是

上

負

　

國

而

下

病

民

臣

罪

滋

甚

今

圖

救

全

生

靈

之

計

惟

有

𥸤

恩

蠲

免

之

情

伏

乞

皇

上

俯

念

江

省

實

屬

兵

荒

之

餘

將

五

六

七

年

未

完

銀

米

特

恩

蠲

免

庻

災

黎

得

荷

再

生

且

新

漕

不

致

掣

肘

矣

請

清

查

民

田

荒

熟

疏

　

　

　

　

　

　

佟

國

器

爲

分

别

官

民

田

土

仰

祈

　

睿

鍳

以

順

民

情

以

清

兵

餉

事

案

准

江

南

督

臣

馬

鳴

佩

咨

開

准

戸

部

咨

開

各

省

地

土

凡

上

納

錢

糧

者

爲

民

地

不

納

錢

糧

者

不

分

有

主

無

主

俱

爲

官

地

交

與

屯

道

屯

𠫊

招

民

開

懇

等

因

奉

旨

依

議

欽

遵

轉

咨

到

臣

在

案

於

順

治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據

江

西

布

政

使

南

瑞

道

叅

議

遲

日

震

呈

觧

秋

季

兵

餉

二

萬

両

内

稱

南

贛

二

府

兵

餉

内

有

主

荒

蕪

已

奉

部

咨

奉

有

俞

旨

准

照

十

二

年

編

派

起

科

止

除

無

主

荒

缺

外

該

實

征

銀

五

萬

八

千

四

百

三

十

二

両

零

查

本

年

春

季

餉

銀

未

經

奉

文

之

先

本

司

止

將

有

主

開

懇

者

扣

除

今

查

部

咨

有

主

荒

蕪

准



 

贛

州

府

志

　

卷

四

一

　
奏

疏

　

　

　

　

二

十

八

於

十

二

年

起

科

其

春

季

已

觧

之

餉

仍

應

扣

出

合

春

夏

秋

三

季

共

扣

除

一

萬

七

千

一

百

四

十

六

両

九

錢

八

分

零

又

據

贛

州

府

知

府

郎

𣱵

清

詳

稱

十

二

年

八

月

忽

蒙

藩

司

坐

派

有

主

荒

蕪

俱

於

十

二

年

起

科

觧

給

奈

各

屬

俱

係

兵

火

彫

殘

之

後

今

糧

將

完

而

忽

加

徴

窮

民

勢

必

逃

亡

竊

恐

成

熟

之

田

頓

轉

荒

坵

併

報

各

屬

已

墾

未

墾

數

目

其

未

墾

願

交

屯

官

等

因

又

據

南

安

府

知

府

胡

順

忠

詳

報

各

縣

有

主

荒

蕪

已

墾

未

墾

數

目

其

有

主

未

墾

荒

田

百

姓

願

將

入

官

等

因

到

臣

據

此

該

臣

移

咨

江

西

撫

臣

郎

廷

佐

内

開

有

主

荒

糧

一

項

於

十

二

年

編

派

起

科

此

江

西

省

前

任

蔡

撫

院

之

題

准

而

行

於

江

省

者

也

自

十

二

年

爲

始

不

納

糧

者

不

論

有

主

無

主

俱

爲

官

地

交

付

屯

道

𠫊

開

墾

此

奉

旨

通

行

於

各

省

者

也

普

天

率

土

同

是

　

朝

廷

赤

子

江

省

不

當

獨

異

但

各

州

縣

有

主

荒

地

如

果

已

經

開

墾

或

雖

未

經

開

墾

而

本

主

不

願

入

官

願

應

糧

者

自

應

遵

照

十

二

年

編

派

起

科

之

例

照

額

完

納

如

贛

州

府

屬

之

贛

縣

石

城

雩

都

三

縣

有

主

荒

田

俱

已

開

墾

興

國

縣

已

墾

約

十

之

三

寧

都

縣

已

墾

約

十

之

八

南

安

府

屬

之

大

𢈔

南

康

崇

義

上

猶

四

縣

有

主

荒

田

已

墾

約

十

之

二

今

除

已

墾

者

於

十

二

年

起

科

外

而

未

墾

荒

糧

各

屬

申

稱

百

姓

一

聞

荒

熟

並

徴

之

令

匐

控

載

道

泣

訴

盈

庭

不

獨

有

主

之

荒

徴

而

難

應

切

恐

已

熟

之

田

抛

而

成

墟

情

願

退

歸

屯

政

則

民

瘼

之

當

念

一

也

贛

標

兵

餉

歴

來

壓

欠

自



 

贛

州

府

志

　

卷

四

一

　
奏

疏

　

　

　

　

三

十

九

前

任

宜

撫

院

以

十

一

年

截

算

另

起

而

以

前

欠

給

餉

二

萬

二

千

九

百

有

零

欠

給

米

三

萬

九

千

一

百

有

零

各

兵

呼

籲

不

絶

於

門

今

有

主

荒

田

一

項

部

文

原

行

𥙷

徴

起

觧

而

署

藩

坐

扣

兵

餉

以

莫

急

之

兵

餉

而

待

飼

於

荒

郊

則

機

兵

之

當

憫

二

也

再

照

部

文

不

納

糧

者

原

當

悉

歸

官

地

况

民

之

自

願

入

官

者

乎

若

欲

攤

派

熟

田

勒

令

包

賠

而

抛

荒

土

田

不

交

付

屯

官

徒

兹

鼓

剥

之

慘

終

無

耕

獲

之

期

則

屯

政

之

終

廢

三

也

當

兹

經

費

缺

□

司

農

蒿

日

極

應

設

法

勸

輸

惟

是

南

贛

徴

荒

一

議

有

萬

萬

不

能

行

者

如

何

而

便

於

民

如

何

而

便

於

兵

如

何

而

與

屯

政

不

致

相

違

仍

扑

裁

示

以

使

□

一

等

因

咨

移

去

後

隨

准

江

西

撫

臣

郎

廷

佐

回

容

内

開

有

主

荒

田

十

二

年

分

同

熟

地

一

體

徴

糧

蓋

因

部

文

有

不

納

糧

爲

官

地

之

行

前

撫

蔡

部

院

恐

田

既

入

官

民

失

恒

産

是

以

特

疏

題

請

於

十

二

年

起

科

開

墾

還

民

爲

業

是

惟

恐

以

有

主

之

田

入

官

爲

慮

而

不

虞

有

情

願

入

官

之

百

姓

也

今

准

大

咨

即

備

行

司

道

議

確

具

詳

以

凴

覆

覈

會

題

等

因

回

咨

到

臣

准

此

於

本

年

三

月

初

二

日

據

嶺

北

道

副

使

史

燧

呈

奉

臣

牌

節

催

南

贛

二

府

有

主

無

主

荒

地

已

墾

完

糧

者

爲

民

地

若

干

無

主

荒

地

并

有

主

荒

地

不

能

願

墾

入

官

者

爲

官

地

若

干

偹

造

清

册

確

看

通

詳

以

凴

會

題

等

因

該

本

道

看

得

贛

南

二

屬

有

主

荒

蕪

一

項

前

撫

蔡

部

院

特

疏

具

題

請

於

十

二

年

起

科

蓋

惟

恐

以

官

地

而

慮

民

之

失

業

也

詎

意

一

聞

開

徴

之

令

二

屬

萬

民

紛

紛

𥸤

訴

在

有

司

則

以



 

贛

州

府

志

　

卷

四

一

　
奏

疏

　

　

　

　

四

十

𢚩

公

爲

職

既

奉

派

徴

敢

不

催

科

在

小

民

實

爲

彫

瘵

之

餘

何

堪

賠

累

若

非

仰

邀

題

明

爲

民

請

命

勢

必

至

縣

官

日

事

敲

朴

下

民

日

見

逃

亡

恐

已

墾

之

地

土

漸

成

榛

莽

其

未

墾

之

地

土

何

計

包

賠

賦

缺

餉

匱

更

可

慮

也

今

據

贛

南

二

府

具

報

前

來

謹

將

有

主

無

主

荒

蕪

已

墾

完

糧

者

爲

一

册

無

主

荒

蕪

已

經

入

官

者

爲

一

册

有

主

□

無

□

不

能

開

墾

願

入

官

者

爲

一

册

合

侯

題

　

允

之

日

歸

於

屯

官

可

也

等

因

具

詳

到

□

據

此

該

□

看

得

蠲

免

荒

糧

所

以

豁

□

賠

之

累

而

勸

耕

作

之

動

也

苐

其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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