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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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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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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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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以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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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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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未

更

築

城

也

隋

改

廣

陵

爲

江

都

郡

而

縣

亦

附

之

舊

唐

書

志

江

陽

縣

云

貞

觀

十

八

年

分

江

都

縣

置

在

郭

下

與

江

都

分

理

輯

要

謂

江

都

於

隋

唐

時

附

郭

本

此
舊

志

謂

江

都

至

宋

熙

寧

始

附

郭

非

是

又

謂

今

城

非

吳

王

濞

故

城

按

紀

勝

云

董

仲

舒

宅

卽

古

江

都

縣

基

則

今

城

之

爲

濞

城

遺

址

可

驗

陸

弼

志

云

今

城

卽

宋

之

大

城

又

云

宋

揚

州

大

城

卽

古

廣

陵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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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揚

州

城

爲

吳

人

所

毁

詔

發

丁

壯

别

築

新

城

命

韓

令

坤

爲

修

城

都

部

署

此

卽

舊

志

所

謂

小

城

者

宋

高

宗

南

渡

詔

呂

頤

浩

繕

修

揚

州

城

池

孝

宗

乾

道

三

年

五

月

修

揚

州

城

舊

志

載

宋

大

城

周

圍

二

千

二

百

八

十

丈

葢

此

時

所

增

修

也
城

邑

考

云

郭

棣

知

揚

州

以

故

城

憑

高

臨

下

四

面

險

固

國

初

李

重

進

始

之

而

改

卜

今

勢

卑

渫

敵

易

襲

瞰

請

卽

遺

址

建

築

與

舊

墉

南

北

對

峙

中

夾

甬

道

緩

急

足

以

轉

餉

是

卽

志

所

稱

大

城

也

㨿

此

則

是

宋

初

卽

遷

改

韓

令

坤

小

城

而

復

築

今

城

矣

觀

宋

末

李

全

諸

傳

數

言

揚

州

三

城

而

嘉

靖

維

揚

志

復

有

宋

三

城

圖

更

瞭

然

可

據

光

宗

紹

熙

三

年

七

月

修

揚

州

城

元

世

修

築

無

考

明

興

以

元

至

正

十

二

年

令

僉

院

張

德

林

鎭

揚

州

以

舊

宋

城

虛

曠

因

改

築

城

西

南

一

隅

守

之

周

九

里

計

七

百

五

十

七

丈

五

尺

厚

一

丈

五

尺

高

倍

之

設

門

五

南

曰

安

江

北

曰

鎭

淮

西

曰

通

泗

東

曰

寧

海
又

曰

大

東

又

曰

先

春

東

南

曰

小

東

各

有

月

城

樓

櫓

敵

臺

警

舖

雉

堞

南

北

水

門

二

引

官

河

貫

其

中

曰

市

河

新

城

創

於

嘉

靖

丙

辰

起

舊

城

東

南

角

樓

至

東

北

角

樓

周

十

里

計

一

千

五

百

四

十

一

丈

九

尺

高

厚

與

舊

城

等

城

樓

五

門

七

南

曰

挹

江
今

曰

鈔

關

又

左

爲

便

門
今

曰

徐

寧

東

南

曰

通

濟
今

曰

缺

口

東

曰

利

津
今

曰

東

關

東

北

又

爲

便

門
今

曰

便

益

北

亦

曰

鎭

淮

後

改

廣

儲

西

北

曰

拱

辰
今

曰

天

寧

時

以

倭

用

副

使

何

城

舉

人

楊

守

誠

議

而

都

御

史

陳

儒

御

史

吳

百

明

崔

棟

用

知

府

吳

桂

芳

石

茂

華

先

後

成

之

萬

暦

二

十

年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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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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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年

知

府

郭

光

復

甃

石

濠

先

未

竟

者

四

百

餘

丈

增

敵

臺

十

六

崇

徵

十

一

年

鹽

法

太

監

楊

顯

名

累

土

爲

外

城

工

未

及

成

又

委

守

備

樊

明

英

增

修

鈔

關

越

城
明

何

城

揚

州

府

新

築

外

城

記

曰

揚

州

外

城

成

言

言

屹

屹

樓

堞

蔽

虧

囊

括

萬

家

襟

帶

漕

河

以

爲

固

甚

盛

舉

也

先

是

倭

弗

靖

騷

動

東

南

郡

守

吳

公

自

湖

用

不

敏

議

謂

揚

介

兩

都

之

間

四

方

舟

車

商

賈

之

所

萃

生

齒

聚

繁

數

倍

於

昔

又

運

司

餘

鹽

銀

獨

當

天

下

賦

稅

之

半

而

商

人

實

居

舊

城

之

外

無

籓

籬

之

限

非

捍

衞

計

也

置

外

城

便

時

舉

人

楊

守

誠

力

贊

其

說

遂

請

於

撫

院

芹

山

陳

公

按

院

堯

山

吳

公

鹽

院

春

洲

崔

公

並

下

自

湖

計

凡

城

丈

合

工

與

財

當

費

銀

二

十

九

兩

有

奇

通

計

銀

四

萬

六

千

一

百

五

十

七

兩

括

府

藏

止

一

萬

六

千

兩

有

奇

春

洲

公

許

借

商

鹽

銀

三

萬

兩

足

其

費

議

始

定

芹

山

諸

公

並

奏

下

工

部

覆

奏

詔

悉

如

請

是

爲

乙

卯

之

冬

適

吳

公

有

淸

源

之

命

廟

堂

議

以

毅

菴

石

公

代

初

議

城

因

於

河

而

瀕

河

之

地

積

爲

民

居

之

所

占

胥

動

浮

言

以

惑

有

位

議

者

恒

以

奪

民

業

難

其

事

公

始

至

卽

召

外

城

之

商

民

而

諭

之

曰

瀕

河

之

地

稽

往

牒

則

官

地

也

是

豈

汝

可

得

而

廬

舍

者

耶

今

爲

城

當

悉

歸

於

官

永

建

乃

家

衆

咸

應

曰

諾

於

是

瀕

河

之

廬

舍

一

舉

而

皆

徹

基

遂

定

又

召

商

民

而

諭

之

曰

城

之

築

也

財

可

取

於

官

顧

力

安

能

不

借

於

民

耶

勞

之

所

以

衞

汝

也

衆

復

應

曰

諾

乃

括

商

民

之

堪

事

事

者

百

八

十

人

俾

任

其

役

分

地

授

工

多

寡

惟

稱

其

力

先

後

緩

急

各

臻

於

理

商

民

亦

各

視

工

授

之

多

寡

以

領

財

於

公

以

召

工

市

甓

而

良

工

堅

甓

各

自

四

方

至

遠

或

四

五

百

里

甫

就

工

四

月

五

月

遭

倭

亂

民

並

求

生

不

遑

事

事

六

月

始

退

外

城

蕭

條

百

八

十

家

多

遭

焚

刼

者

公

又

爲

拊

循

而

佐

翼

之

於

是

商

民

奮

庸

無

不

奔

走

而

就

事

以

後

爲

羞

逮

十

月

而

工

成

起

舊

城

東

南

隅

而

東

而

北

而

西

及

舊

城

之

東

北

隅

止

約

一

十

里

爲

一

千

五

百

四

十

一

丈

九

尺

中

建

爲

門

者

五

便

門

者

一

樓

稱

是

爲

水

門

者

二

敵

臺

十

有

二

是

役

也

經

始

於

丙

辰

之

二

月

至

十

月

而

迄

工

纔

九

閱

月

中

經

倭

之

變

者

三

月

計

實

止

六

月

耳

且

令

不

煩

民

弗

擾

百

姓

見

城

郭

之

完

不

知

財

之

所

自

出

見

徒

役

之

蟻

集

不

聞

徴

調

之

自

於

何

所

也

濟

大

事

者

古

及

今

有

如

此

之

神

速

而

鎭

靜

者

耶

葢

公

本

以

濟

世

之

才

達

經

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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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池

七

理

剛

不

吐

柔

不

茹

勞

於

求

人

而

於

治

事

得

百

八

十

人

則

人

各

事

其

事

何

往

而

非

公

之

事

公

特

稽

其

勤

隋

而

巳

此

古

聖

無

爲

之

道

也

丁

己

夏

倭

復

犯

揚

州

遥

望

外

城

巍

然

岸

高

池

深

遂

不

敢

近

城

下

相

率

而

來

者

無

不

得

所

退

各

反

其

業

今

民

居

鱗

次

在

前

歲

爲

灰

燼

者

悉

煥

然

爲

棟

宇

人

物

熙

熙

商

賈

猶

復

聚

於

市

少

者

扶

老

羸

壯

者

任

戴

負

與

夫

美

衣

衎

食

之

人

猶

復

溢

於

途

風

晨

月

夕

歌

鼓

管

籥

之

聲

猶

復

盈

於

耳

絃

歌

誦

習

在

鄉

塾

者

無

處

不

然

與

未

遭

亂

時

無

異

而

余

歲

時

復

得

從

鄉

社

諸

老

席

於

賔

筵

之

末

聽

鄉

樂

之

歌

飮

獻

酬

之

酒

夜

則

頺

然

就

寢

無

復

移

家

之

慮

顧

無

城

安

有

此

樂

耶

夫

樂

其

樂

而

利

其

利

不

知

其

功

者

匪

情

也

揚

卿

大

夫

士

咸

相

與

議

伐

石

屬

余

撰

記

以

詔

揚

後

之

人

使

凡

安

於

閭

里

得

以

樂

生

而

送

死

者

皆

知

我

毅

菴

公

之

澤

不

可

冺

公

諱

茂

華

字

君

采

號

卽

毅

菴

山

東

益

都

縣

人

嘉

靖

甲

辰

科

進

士

守

揚

善

政

種

種

當

紀

此

特

就

築

城

一

事

言

之

云

若

將

毅

菴

公

之

命

以

宣

布

於

下

則

有

揚

州

衛

經

歴

張

時

見

江

都

縣

主

簿

楊

長

春

泰

興

縣

主

簿

董

邦

教

高

郵

衛

知

事

王

登

皆

與

有

勞

焉

故

併

紀

其

姓

氏

國
朝
順
治
四
年
知
縣
郭
知
遜
重
修
十
八
年
知
縣
熊
明
遂
再

修
城
墻
臺
舖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王
元
穉
修
廣
儲
門
城
樓
七

年
知
縣
陸
朝
璣
修
鎭
淮
門
城
樓
十
年
分
舊
城
東
半
壁
新

城

北

半

壁

屬

之

甘

泉

十

三

年

奉

旨
通
行
各
省
查
勘
城
垣
坍
塌
處
所
動
帑
修
理
時
估
報
未
及
興

工
乾
隆
二
年
知
縣
五
格
逐
加
覆
勘
凡
有
殘
闕
通
請
繕
治

詳
准
後
督
工
自
缺
口
門
江
甘
交
界
起
歴
徐
寧
門
鈔
關
南

門
至
西
北
門
江
甘
交
界
止
凡
城
樓
敵
臺
雉
堞
内
外
週
遭

之
垣
墻
俱
各
修
葺
完
整
計
動
公
費
銀
一
萬
三
千
二
百
三

十
六
兩
有
零
於
二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經
始
訖
四
年
三
月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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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縣
志

卷
之
三
城
池

八

一

日

報

竣

鞏

固

異

昔

觀

矣

附

城

池

舊

屬

江

都

今

分

甘

泉

者

内
城
大
小
東
門
各
半

舊
城
西
門
至
北
門

新
城
由

缺
口
門
左
週
東
關
門
便
益
門
廣
儲
門
天
寧
門
又

古

廣

陵

城

吳

䢴

溝

城

漢

輿

縣

城

步

邱

新

城

隋

合

瀆

渠

城

周

小

城

宋

寶

祐

城

夾

城

平

山

堂

城

其

遺

址

在

城

外

西

北

者

俱

今

甘

泉

縣

境

内

瓜
洲
城
在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江
濵
先
爲
揚
子
江
沙
磧
自
唐

開
元
後
遂
爲
南
北
襟
喉
之
處
及
唐
末
沙
連
北
岸
漸
有
城

壘
宋
乾
道
四
年
始
築
城
人
號
之
曰

箕
城
尋
亦
廢
明
嘉

靖
間
因
備
倭
復
築
今
城
城
東
西
跨
壩
周
一
千
五
百
四
十

三
丈
九
尺
高
二
丈
一
尺
厚
半
之
城
門
四
便
門
一
警
舖
雉

堞
敵
臺
備
具
水
門
水
竇
各
三
萬
歴
時
江
防
同
知
邱
如
嵩

於

城

南

女

墻

剏

樓

五

楹

曰

大

觀

樓

㨿
形

勝

焉

後

圮

國
朝
康
熙
元
年
江
防
同
知
劉
藻
重
建
其
城
歴
久
未
修
乾
隆

元
年
夏
五
六
月
大
雨
時
行
坍
塌
處
所
甚
多
通
詳
估
議
以

瓜
洲
爲
防
江
控
海
要
地
前
制
府
尹
繼
善
曾
奏
准
每
年
留

匣
費
銀
五
萬
兩
貯
江
蘇
藩
庫
以
備
地
方

要
公
事
及
城

垣
堤
岸
之
用
知
縣
五
格
請
卽
於
項
内
動
支
銀
二
千
五
百

二
十
九
兩
零
及
時
修
繕
督
率
瓜
洲
司
王
可
達
鳩
庀
工
役

自
二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始
訖
三
年
冬
報
竣
城
復
完
整
如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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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之
三
都
里

九

都

里

江

都

縣

都

里

舊

分

十

區

曰

在

城

瓜

洲

河

東

豐

樂

艾

陵

廣

德

二

港

八

港

顧

家

靑

草

每

區

領

十

二

圖

靑

草

區

領

十

一

圖

共

一

百

一

十

九

里

雍

正

十

年

析

置

甘

泉

縣

各

有

分

地

十

一

年

江

都

更

立

六

都

一

都

領

圖

十

二
瓜

二

圖

瓜

四

圖

瓜

雍

一

圖

瓜

呂

一

圖

瓜

河

西

一

圖

瓜

崇

十

四

圖

河

一

圖

河

四

圖

河

五

圖

河

六

圖

河

七

圖

河

九

圖

二

都

領

圖

十

一
河

十

圖

河

十

二

圖

河

莊

一

圖

艾

仙

二

圖

廣

一

圖

廣

二

圖

廣

三

圖

廣

四

圖

廣

五

圖

廣

六

圖

廣

七

圖

三

都

領

圖

十

一
廣

八

圖

廣

九

圖

廣

十

圖

廣

十

一

圖

廣

十

三

圖

二

一

圖

二

二

圖

二

辛

一

圖

二

辛

二

圖

二

張

一

圖

二

張

二

圖

四

都

領

圖

十

一
道

一

圖

道

二

圖

基

一

圖

基

二

圖

基

四

圖

八

一

圖

八

二

圖

八

三

圖

八

官

一

圖

八

官

二

圖

八

舊

一

圖

五

都

領

圖

十

一
八

舊

一

圖

八

韓

二

圖

顧

一

圖

顧

二

圖

顧

三

圖

顧

四

圖

顧

中

二

圖

顧

中

三

圖

顧

蔡

一

圖

顧

蔡

二

圖

六

都

領

圖

十

一
顧官

一

圖

顧

下

一

圖

顧

陳

一

圖

靑

一

圖

靑

二

圖

靑

四

圖

靑

捍

一

圖

靑

捍

二

圖

靑

官

一

圖

靑

官

二

圖

靑

莊

二

圖

共

分

轄

六

十

七

圖

其

地

俱

在

東

南

明

初

創

編

賦

役

黃

册

以

百

有

十

戸

爲

里

推

丁

糧

多

者

十

人

爲

里

長

餘

百

戸

分

爲

十

甲

歲

役

里

長

一

人

管

攝

一

里

之

事

周

十

年

則

更

之

其

有

㷀
獨

不

能

任

役

者

帶

管

於

百

有

十

戸

之

外

畸

零

本

縣

舊

編

戸

百

十

八

里

所

轄

二

十

五

鄉

曰

宜

陵

平

尞

崇

德

齊

寧

神

仙

歸

化

歸

仁

南

廣

永

正

永

寧

濵

濵

善

應

東

興

東

武

西

興

勿

疑

輻

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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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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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太

平

彭

城

豐

樂

招

賢

長

樂

洞

軌

北

廣

艾

陵

後

幷

鄉

爲

五

曰

善

應

大

儀

豐

樂

艾

陵

崇

德

分

沙

二

十

八

曰

仙

女

鄉

曰

官

場

岸

曰

第

八

港

曰

新

永

正

沙

曰

舊

永

正

沙

曰

張

家

沙

曰

長

沙

下

岸

曰

長

沙

上

中

岸

曰

道

士

場

曰

陳

家

沙

曰

外

團

沙

曰

外

官

場

曰

裏

官

場

曰

顧

家

沙

曰

蔡

家

庄

曰

靑

草

沙

曰

捍

棒

沙

曰

第

二

港

曰

河

東

四

七

都

曰

河

西

韓

家

沙

曰

王

家

沙

曰

某
坍江

曰

基

沙

曰

呂

沙

曰

中

沙

曰

某
坍江

曰

蔡

家

沙

曰

毛

家

沙

至

嘉

靖

間

分

十

區

轄

百

有

十

八

里

附

都

里

舊

屬

江

都

今

分

甘

泉

者

雍

正

十

一

年

甘

泉

以

所

析

江

都

地

定

爲

五

區
其

一

區

二

區

各

領

啚

十

一

三

區

四

區

五

區

各

領

啚

十

計

共

五

十

二

里

區

中

田

畝

有

與

江

都

犬

牙

相

錯

者

編

戸

丁

糧

則

各

分

焉
區

名

不

縷

載

舖

舍

城

東

接

泰

州

界

八

十

里

凡

七

舖

桐

樹

舖
司

兵

四

名

分

界

舖
司

兵

四

名

直

口

舖
司

兵

四

名

宜

陵

舖
司

兵

四

名

韓

家

曲

舖
司

兵

四

名

斗

門

舖
司

兵

四

名

城

南

接
鎭

江

儀

徵

界
四

十

五

三

十

里

凡

六

舖

淸

涼

舖
司

兵

五

名

楊

子

橋

舖
司

兵

五

名

八

里

舖
司

兵

五

名

四

里

舖
司兵

五名

瓜

洲

馬

頭

舖
司

兵

五

名

凍

靑

舖
司

兵

五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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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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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舖
舍

鎭
市

十
一

附

舖

舍

舊

屬

江

都

今

分

甘

泉

者

府

治

東

街

急

逓

舖
名

曰

總

舖

司

兵

十

五

名

城

西

接

天

長

界

六

十

里

凡

三

舖
曰

甘

泉

舖

楚

家

舖

大

儀

舖

每

舖

各

司

兵

五

名

城

北

接

高

郵

界

八

十

里

凡

八

舖
曰

竹

西

亭

舖

灣

頭

鎭

舖

淮

子

河

舖

八

塔

舖

邵

伯

舖

馬

家

舖

三

溝

舖

腰

舖

每

舖

各

司

兵

五

名鎭

市

瓜

洲

鎭
詳

亙

見

瓜

洲

及

瓜

洲

城

揚

子

橋

鎭
詳

揚

子

橋

灣

頭

鎭
詳

茱

茰

灣

仙

女

廟

鎭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有

古

女

道

士

康

紫

霞

廟

鎭

因

以

名

沿

運

鹽

河

北

岸

西

臨

人

字

河

北

與

甘

泉

縣

分

界

宜

陵

鎭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五

里

地

勢

高

阜

民

居

稠

密

自

灣

頭

達

泰

州

之

道

也

國

朝

王

士

徵

過

宜

陵

鎭

詩

向

晚

宜

陵

渡

孤

帆

踏

溟

流

千

家

漁

火

亂

兩

岸

候

蟲

啾

何

處

宮

人

墓

常

懷

帝

子

樓

客

愁

兼

弔

古

今

夜

廣

陵

秋

張

綱

溝

鎭
詳

張

綱

溝

萬

壽

廵

檢

司

今

移

駐

此

萬

壽

鎭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鎭

有

萬

壽

寺

因

以

爲

名

舊

設

廵

檢

司

今

移

張

綱

鎭

大

橋

鎭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明

永

樂

間

陳

瑄

穿

白

塔

河

通

運

由

此

達

江

商

舶

亦

由

此

出

入

後

運

道

復

由

瓜

洲

河

存

未

湮

居

人

日

衆

遂

爲

大

鎭

嘶

馬

鎭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其

地

瀕

江

接

洲

與

泰

興

縣

接

壤

桑

里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劉

宋

沈

慶

之

討

竟

陵

王

誕

攻

廣

陵

爲

三

烽

於

桑

里

卽

此

舊

縣

志

不

載

今

㨿

府

志

補

在

城

市

東

南

北

關

三

市

小

東

門

街

南

市

縀

子

街

街

南

市

缺

口

門

街

南

市

埂

子

街

市

鈔

關

市

磚

街

市

徐

寧

門

市

河

東

市

田

家

巷

市

井

巷

口

市

附

鎭

市

舊

屬

江

都

今

分

甘

泉

者

邵

伯

鎭

上

官

鎭

大

儀

鎭
三

鎭

見

舊

縣

志

黃

珏

橋

鎭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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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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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鎭
市

坊
表

十
二

道

橋

鎭

陳

家

集
三

鎭

見

府

志

又

府

志

載

江

都

有

白

土

戍

撻

扒

店

新

亭

諸

小

鎭

集

今

俱

在

甘

泉

境

内

太

平

橋

市

小

東

門

街

北

市

縀

子

街

街

北

市

轅

門

橋

市

新

盛

街

市

缺

口

街

北

市

開

明

橋

市

大

東

門

市

東

關

街

市

便

益

門

市

坊

表學

校

聖

域

賢

關
府

學

文

廟

門

左

右

舊

爲

成

賢

育

才

禮

門

義

路
縣

學

文

廟

門

左

右

舊

爲

興

賢

毓

秀

敷

教
府

學

東

先

賢

賢

良

方

正
爲

漢

劉

瑜

高

士
爲

漢

孔

融

官

司

督

撫

重

地
都

察

院

前

舊

爲

漕

撫

行

臺

御

史

行

臺
西

察

院

前

澄

淸

鹽

法
西

察

院

西

淮

海

澄

淸
察

院

前

四

藩

風

紀
鹽

院

署

門

外

同

仁

澄

淸
鹽

院

署

左

右

廉

以

補

拙

公

或

生

明
鹽

院

署

左

右

肅

寮
察

院

左

貞

度
察

院

右

振

肅
府

東

北

新

察

院

左

激

揚
府

東

北

新

察

院

右

秉

憲

喆

戎
海

防

道

前

戸

部

分

司

鈔

關

署

前

國

計

攸

關
運

司

署

左

舊

爲

足

國

邊

儲

永

賴
運

司

署

右

舊

爲

裕

民

德

化
江都

縣前

牧

民
江

都

縣

前

牧

愛
江

都

縣

西

我

武

維

揚
教

塲

轅

門

口

科

第

晝

錦
府

東

南

爲

謝

涇

進

士

坊

十

九
府

東

南

爲

謝

涇

府

東

大

街

四

一

爲

盧

瀚

一

爲

郝

成

性

一

爲

曾

銑

一

爲

方

岑

開

明

橋

南

爲

邱

俊

開

明

橋

北

爲

俞

俊

太

平

橋

爲

馬

岱

新

橋

束

爲

張

銳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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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東

門

内

二

一

爲

高

銓

一

爲

徐

昂

北

門

内

爲

王

一

陽

大

東

門

外

爲

孫

蕃

東

水

關

二

一

爲

方

天

然

一

爲

安

金

小

缺

口

南

爲

李

紀

鈔

關

爲

盛

儀

南

門

外

二

一

爲

曹

守

貞

一

爲

高

濟

世

榮
府

東

南

爲

張

冕

鶚

薦
府

東

南

爲

卞

㠐

橋

梓

傳

芳
府

前

爲

王

經

王

灙

父

子

梯

雲

開

明

橋

南

爲

鄭

安

篤

武
開

明

橋

北

爲

俞

俊

折

桂
太

平

橋

爲

馬

岱

進

士
太

平

橋

東

爲

張

溥

張

鼐

傳

桂
新

橋

東

爲

張

銳

冠

英
軍

儲

倉

西

爲

戴

正

擢

秀
鈔

庫

街

爲

周

承

鵬

飛
大東

門

内

爲

馬

越

賔

賢
小

東

門

内

爲

高

恒

濟

美
小

東

門

内

爲

高

銓

明

揚
小

東

門

内

爲

邵

溥

俊

傑
小

東

門

内

爲

徐

昂

經

魁
大

東

門

外

爲

孫

蕃

登

第
大

東

門

外

爲

俞

斌

文

林
東水

關

爲

孫

信

步

蟾
東

水

關

爲

袁

富

文

奎
東

水

關

爲

張

福

登

雲
東

水

關

爲

靳

璽

攀

龍

附

鳳

關

北

爲

楊

珵

登

科
小

東

門

外

觀

音

堂

西

爲

戴

璋

尚

賢
南

門

外

天

宮

東

爲

許

鼐

登

榮
天

宮

東

爲

李

世

科
南

門

外

爲

左

璁

亞

元
南

門

外

爲

高

濟

啟

元
西

門

外

爲

周

恕

武

秀
北門

外

爲

商

淸

翔

鳳
北

門

外

爲

王

儼

官

職

大

司

徒

大

都

憲
府

東

大

街

爲

高

銓

乘

驄
府

東

大

街

爲

盧

瀚

廷

尉
府

東

大

街

爲

曾

銑

尚

書

都

憲
府

東

大

街

爲

王

軏

内

外

臺
南

門

外

爲

沙

鵬

都

憲
西

門

内

爲

□相

邊

城

鎻

鑰
小

東

門

内

爲

士

選

賜

坊

仰

止
明

洪

武

二

年

爲

鄂

國

公

常

遇

春

後

□

今

裔

孫

常

永

泰

等

重

建

於

舊

址

常

府

巷

口

盡

忠

言

事

府

東

大

街

明

嘉

靖

朝

爲

李

植

淸

白

流

芳
府

東

大

街

明

萬

歴

朝

爲

李

承

式

旌

表

孝

子

順

孫
大

東

門

内

馬

監

巷

爲

儒

士

崔

一

鳳

是

母

是

子
茱

萸

灣

爲

程

宗

孟

妻

節

婦

吳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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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坊
表

坊
舖

十
四

子

孝

子

其

祿

昇

平

人

瑞
仁

豐

巷

爲

百

歲

民

胡

士

魁

百

歲
小

東

門

内

爲

丁

逵

妻

田

氏

貞

烈

坊

六
平

山

堂

右

一

爲

池

烈

女

一

爲

霍

烈

女

一

爲

裔

烈

婦

一

爲

項

起

鵠

妻

程

烈

婦

一

爲

陳

國

材

妻

周

烈

婦

一

在

瓜

洲

頭

閘

對

岸

爲

烈

女

萬

康

淑

貞

節

坊
在

城

可

考

者

七

一

小

缺

口

門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爲

張

復

陞

妻

吳

氏

一

東

關

門

内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爲

趙

鍾

恒

妻

喬

氏

一

大

東

門

外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爲

孫

繼

士

妻

程

氏

一

鹽

院

街

西

雍

正

五

年

爲

吳

人

元

妻

鄭

氏

並

有

祠

北

柳

巷

乾

隆

二

年

爲

石

守

忠

妻

周

氏

一

小

東

門

街

乾

隆

四

年

爲

苞

生

妻

陳

氏

一

丁

家

灣

乾

隆

五

年

爲

雷

庭

第

妻

吳

氏

瓜

洲

鎭

三

乾

隆

二

年

一

爲

周

廷

玉

妻

吳

氏

一

爲

周

維

熊

妻

蔣

氏

一

爲

朱

時

麟

妻

蔣

氏

此

外

逐

年

奉

恩

例

旌

表

者

甚

多

未

經

建

坊

故

不

登

載

孝

子

坊
舊

城

七

巷

口

乾

隆

三

年

爲

邑

庠

生

高

成

琦

坊

舖

牧

愛

坊

西
縣

前

小

街

後

所

二

半

舖
府西

軍

儲

倉

西
府西

四

望

亭
西門

内

北

營

坊

西
舊

城

雙

井

街

新

橋

西

半

舖

西

街
南

門

内

遺

愛

坊
南門

外

舘

驛

前

忠

烈

坊
南

門

外

白

馬

廟

忠

烈

坊

南

壇
南

門

外

文

信

坊
西

騾

行

文

昌

閣
運

河

口

小

東

門

頭

舖

南
縀

子

街

小

東

門

南

城

脚

後

二

舖
鈔

關

門

内

埂

子

上

後

二

舖

逹

士

巷

東

一

舖
鈔

關

門

内

西

街

東

一

舖

城

外

東

二

舖
鈔

關

門

内

河

下

東

二

舖

城

外

徐

寧

門

三

舖

徐

寧

門

内

三

舖

徐

寧

門

何

家

墳

徐

寧

門

内

三

舖

城

外

大

缺

口

半

舖

南

大

缺

口

城

外

馬

軍

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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