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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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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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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禮

俗

志
風

俗

褒

揚

寺

廟

祠

宇

敎

會

風

俗

江

灣

爲

上

寳

往

來

之

孔

道

凡

上

臺

按

臨

閱

兵

勘

塘

必

設

行

轅

於

鎭

中

故

保

寧

寺

前

後

左

右

各

街

茶

寮

酒

肆

浴

室

寓

樓

密

如

鱗

比

浮

靡

積

習

日

甚

一

日

近

十

年

來

雖

以

商

埠

開

闢

地

價

奇

昂

因

而

致

富

者

不

少

然

亦

有

祖

遺

業

產

一

旦

善

價

出

售

驟

獲

鉅

金

縱

情

揮

霍

轉

致

傾

家

者

或

謂

鄕

民

之

蓋

藏

轉

不

如

他

鎭

之

殷

厚

要

非

躗

言

也

女

紅

重

布

通

邑

皆

然

惟

布

有

刷

綫

漿

紗

之

別

邑

之

北

境

皆

漿

紗

江

灣

爲

刷

綫

刷

綫

工

夫

遠

過

漿

紗

而

布

値

不

同

木

棉

有

紫

白

二

種

布

亦

然

其

紫

布

以

殷

行

爲

最

佳

流

傳

旣

久

江

灣

一

帶

女

工

角

勝

乃

駕

殷

行

而

上

之

康

煕

季

年

里

商

凌

天

聲

戴

允

如

以

布

爲

業

時

稱

凌

戴

莊

雍

正

間

銷

路

浸

廣

皆

以

殷

行

布

爲

標

今

則

江

灣

有

過

之

無

不

及

大

抵

係

粵

商

爭

購

務

求

細

密

不

計

濶

長

需

棉

少

而

布

價

昂

乾

隆

寅

卯

奇

荒

機

戶

無

啼

號

之

慘

實

賴

有

此

耳

迨

閩

廣

滯

銷

女

有

餘

布

木

棉

價

賤

猶

堪

食

力

一

至

無

年

木

棉

貴

而

布

不

與

之

俱

貴

民

力

倍

形

拮

据

矣

或

曰

女

紅

昔

重

紗

布

今

尙

線

結

又

爲

他

處

所

不

及

焚

香

佞

佛

以

每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爲

最

著

幾

於

萬

人

空

巷

國

若

狂

雖

迭

經

官

廳

申

禁

迄

未

能

革

曩

時

遇

孔

聖

文

昌

誕

辰

凡

服

儒

冠

者

必

躬

詣

行

禮

以

昭

鄭

重

晚

則

設

宴

僧

寮

少

長

咸

集

旣

習

禮

容

並

沾

神

惠

此

猶

足

見

古

昔

明

禋

之

遺

意

不

同

迷

信

神

權

近

則

此

風

亦

稍

替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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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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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

表

鄕

飲

賓

重

遊

泮

宮

附

沈

繼

樓
居

北

浦

橋

萬

歷

中

應

天

巡

撫

檄

縣

奬

額

吳

永

禮
字

繼

周

居

鎭

雍

正

間

知

縣

傳

奬

耆

善

堪

風

額

周

芳

植
居

殷

五

圖

康

煕

間

知

縣

傳

奬

耆

善

可

風

額

黃

元

義
字

令

昭

居

鎭

雍

正

間

大

吏

奬

額

乾

隆

元

年

孝

廉

方

正

黃

鐘
字

大

聲

知

縣

趙

奬

額

刁

錫

琳
乾

隆

間

以

捐

賑

出

力

知

縣

唐

奬

慷

慨

好

施

額

嚴

炳
字

丹

林

居

鎭

乾

隆

間

以

捐

賑

出

力

知

縣

唐

奬

德

惟

主

善

額

趙

永

珍
居

殷

十

圖

以

捐

賑

出

力

知

縣

田

奬

額

王

步

瀛
嘉

慶

間

以

捐

賑

出

力

藩

司

賀

奬

誼

敦

任

䘏

額

嚴

堡
道

光

間

以

捐

賑

出

力

知

州

奬

任

䘏

情

殷

額

嘉

慶

間

又

以

捐

賑

出

力

知

縣

田

奉

制

府

錢

檄

奬

親

睦

遺

風

額

項

裕

恒
道

光

間

以

捐

賑

出

力

知

縣

賀

奬

誼

敦

任

䘏

額

董

昌

馴
字

春

蓀

居

鎭

民

國

七

年

秋

敎

育

部

給

四

等

奬

章

尙

公

小

學

校
校

在

寶

山

路

由

商

務

印

書

館

鮑

咸

昌

等

籌

欵

設

立

迭

經

省

視

學

稱

爲

成

績

優

美

民

國

六

年

春

縣

視

學

王

鍾

麟

將

是

校

成

立

情

形

及

歷

年

槪

况

由

縣

詳

省

達

部

經

敎

育

總

長

范

源

濂

依

據

捐

資

興

學

褒

奬

條

例

呈

請

大

總

統

馮

特

奬

敬

敎

育

才

額

旌

表

孝

子

坊

一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爲

孝

子

李

維

煌

建

百

歲

坊

二
一

在

雨

二

十

六

圖

沈

家

宅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爲

沈

珍

立

一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文

學

蔡

兆

芝

妻

唐

氏

年

百

歲

民

國

十

年

徐

大

總

統

給

令

德

壽

母

額

節

孝

坊

八
一

在

結

一

圖

乾

隆

七

年

爲

嚴

世

翼

妻

范

氏

建

今

廢

一

在

闕

三

圖

乾

隆

十

年

爲

談

尙

承

聘

妻

祝

氏

建

一

在

殷

五

圖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爲

董

世

英

妻

徐

氏

建

一

在

東

鎭

殷

六

圖

道

光

十

八

年

爲

儒

童

嚴

城

妻

王

氏

建

一

在

西

鎭

乾

隆

三

十

年

爲

李

維

烜

妻

金

氏

建

一

在

雨

十

五

圖

乾

隆

八

年

爲

夏

宗

煥

妻

吳

氏

建

今

廢

一

在

劍

二

十

八

圖

乾

隆

十

二

年

爲

侯

烈

妻

張

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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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在

劍

二

十

八

圖

道

光

十

七

年

爲

侯

勳

妻

朱

氏

建

鄕

飲

賓

李

毓
明

成

化

間

鄕

飲

賓

張

怡

塘
明

嘉

靖

間

鄕

飮

賓

侯

世

祥
字

君

德

居

劍

二

十

八

圖

淸

初

鄕

飮

賓

並

奬

品

端

行

古

額

嚴

彬
字

士

朝

居

本

鎭

康

煕

間

鄕

飮

賓

凌

鏗
居

本

鎭

乾

隆

間

鄕

飲

賓

嚴

鎔
字

舜

陶

居

闕

九

三

圖

淸

乾

隆

間

鄕

飲

賓

顧

德

昌
字

厚

高

居

闕

九

三

圖

乾

隆

間

鄕

飲

賓

談

永

貞
字

元

亮

居

殷

四

圖

乾

隆

間

鄕

飲

賓

重

游

泮

宮

張

寳

鑑
字

小

蘭

同

治

丙

寅

補

行

癸

亥

入

泮

計

閏

至

民

國

八

年

己

未

重

遊

庚

申

省

長

齊

給

芹

香

永

錫

匾

額

癸

亥

實

屆

重

遊

寺

廟

崑

福

寺
一

稱

崑

福

講

寺

相

傳

在

朱

家

環

洞

橋

堍

北

梁

天

監

中

建

宋

寳

慶

三

年

移

建

顧

涇

旋

又

移

嘉

城

之

西

保

寧

寺
在

鎭

中

晉

天

福

三

年

僧

智

光

募

建

後

周

及

元

明

淸

三

代

屢

次

修

葺

寺

屋

甚

廣

向

容

僧

二

百

人

前

有

天

王

殿

鐘

樓

今

並

廢

︹
元

謝

應

芳

詩
︺
攢

林

之

北

橫

山

西

孤

邨

流

水

古

招

提

靑

苔

一

徑

人

不

掃

白

雲

半

間

僧

共

棲

松

枝

甘

露

落

塵

尾

桂

子

香

風

吹

麝

臍

我

來

欲

問

生

公

石

道

價

孰

與

生

公

齊

︹
明

薛

松

心

詩
︺
江

曲

蕭

梁

寺

山

僧

晝

掩

扉

土

花

封

石

甃

翠

竹

上

人

衣

海

近

潮

聲

促

廊

空

木

葉

飛

我

來

味

禪

寂

相

對

兩

忘

機

五

路

堂
中

祀

財

神

額

曰

自

臻

堂

係

保

寗

寺

僧

住

居

之

所

崇

福

寺
原

稱

天

樂

敎

寺

在

鎭

東

北

殷

號

九

圖

宋

開

寳

八

年

建

明

福

王

時

改

名

崇

福

寺

淸

三

次

募

修

幷

有

伽

藍

殿

後

廢

光

緖

甲

午

僧

然

達

重

建

今

已

廢

︹
朱

森

泰

遊

天

樂

寺

詩
︺
市

遠

囂

塵

淨

禪

關

晝

不

扃

天

花

四

座

散

慈

草

一

階

靑

溪

午

鐘

方

寂

僧

高

地

亦

靈

無

遮

能

設

法

歡

喜

聽

談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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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寺
廟

四

玉
佛

寺
在

鎭

南

殷

五

圖

光

緖

二

十

七

年

僧

本

照

由

南

印

度

迎

玉

佛

三

尊

結

草

庵

於

張

華

浜

香

火

甚

盛

嗣

勸

募

盛

氏

在

崑

福

寺

廢

基

北

首

購

地

三

十

餘

畝

建

寺

供

玉

佛

於

內

今

已

改

爲

救

濟

婦

孺

會

留

養

院

景

德

觀
卽

東

嶽

行

宮

在

鎭

東

殷

六

圖

宋

靖

康

二

年

建

︹
道

光

九

年

盛

大

鏞

重

修

景

德

觀

記
︺
江

灣

市

東

古

景

德

觀

建

自

宋

靖

康

二

年

而

正

殿

右

劉

學

士

殿

卽

古

龍

神

廟

尤

在

靖

康

前

一

二

百

年

觀

祀

東

嶽

泰

山

神

祔

祀

唐

之

張

許

雙

忠

宋

之

帝

昺

李

公

若

水

劉

公

錡

等

神

而

人

心

所

屬

若

專

重

劉

學

士

者

其

故

何

哉

考

學

士

諱

鞈

字

仲

偃

由

進

士

官

至

延

康

殿

學

士

兩

河

宣

撫

副

使

靖

康

間

以

河

東

割

地

使

至

金

營

不

屈

酌

巵

酒

自

縊

死

八

十

日

殮

顏

色

如

生

此

氣

之

至

大

至

剛

塞

乎

天

地

者

也

建

炎

元

年

詔

贈

資

政

殿

學

士

謚

曰

忠

顯

朝

臣

繪

生

像

奉

若

神

明

而

韓

忠

武

爲

江

灣

駐

中

軍

地

携

像

懸

龍

神

廟

中

士

民

焚

香

頂

禮

之

恐

後

遂

留

像

於

此

是

卽

天

心

默

啟

呵

護

茲

土

宜

乎

數

百

年

來

水

旱

豐

凶

疾

病

災

祲

之

必

禱

於

是

也

其

爲

古

龍

神

廟

奈

何

江

灣

宋

以

前

故

瀕

海

宜

祀

龍

神

望

海

立

廟

故

東

向

今

觀

壁

砌

斷

碑

乃

建

炎

三

年

詔

封

龍

神

廟

碑

上

刋

勅

書

下

有

細

字

半

就

泐

尙

有

令

平

江

府

支

錢

二

百

貫

增

建

廟

宇

等

字

可

辨

以

是

知

廟

之

先

於

觀

也

迨

沙

漲

成

陸

去

海

漸

遠

土

人

之

敬

龍

神

者

漸

弛

而

學

士

之

靈

愈

顯

又

以

忠

武

携

像

禮

奉

人

心

愈

屬

卽

以

其

廟

爲

學

士

殿

相

傳

殿

中

法

相

卽

龍

神

像

洵

不

誣

也

不

然

學

士

閩

之

崇

安

人

江

灣

非

生

長

地

亦

非

宦

游

地

曷

爲

而

士

庶

傾

心

油

然

不

容

自

已

哉

明

神

宗

朝

太

倉

王

文

肅

官

東

閣

大

學

士

上

其

事

封

學

士

爲

東

嶽

左

丞

相

晉

階

忠

顯

王

至

今

土

人

渾

呼

爲

郡

王

殆

昉

於

此

歟

廟

中

增

祀

學

士

子

諱

子

羽

諱

子

翬

者

推

其

敬

以

及

之

也

觀

基

址

計

十

四

畝

自

正

殿

至

照

牆

約

深

四

十

弓

規

制

宏

敞

皆

原

於

宋

學

士

殿

北

寢

宮

及

觀

門

左

邑

神

祠

右

社

神

祠

皆

起

於

國

初

按

觀

明

宣

德

二

年

里

人

李

均

瑞

修

邑

志

有

之

國

初

里

中

巨

姓

興

修

添

建

不

復

可

考

乾

隆

間

里

衿

沈

秉

鐸

程

洛

耆

趙

世

俊

先

後

督

修

自

後

工

大

力

綿

咸

憚

經

理

俗

以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爲

嶽

誕

郡

王

代

巡

謂

能

驅

疫

降

祥

鄕

民

報

賽

蟻

聚

樂

輸

香

愿

向

爲

廟

祝

黠

者

侵

漁

嘉

慶

間

衆

議

以

此

充

公

量

入

爲

出

以

漸

興

修

里

衿

陸

爻

等

請

邑

廉

給

示

幷

檢

誠

慤

者

司

之

十

餘

年

來

不

勞

勸

募

廟

日

增

新

嗣

而

葺

之

式

昭

輪

奐

亦

何

難

哉

鏞

嘉

其

議

之

善

而

著

有

成

效

也

因

考

前

人

紀

載

益

以

故

老

傳

聞

叙

其

緣

起

附

記

與

事

者

姓

氏

於

後

略

倣

東

漢

碑

陰

之

例

云

︹
同

治

八

年

里

八

嚴

錫

三

重

修

景

德

觀

記
︺
吾

里

古

景

德

觀

正

祀

東

嶽

傍

祀

劉

忠

顯

王

爲

里

人

歲

時

報

賽

之

地

南

宋

迄

今

七

百

餘

年

香

火

日

盛

庚

辛

寇

擾

棟

宇

傾

頹

今

春

同

人

募

資

修

葺

一

呼

而

衆

應

之

未

期

月

工

竣

夫

粤

寇

蔓

延

數

省

叢

祠

古

刹

之

廢

而

不

興

者

何

可

勝

數

卽

欲

興

而

或

廹

以

官

吏

遲

以

歲

月

通

都

大

邑

間

往

往

如

此

江

灣

僻

處

海

隅

民

風

樸

儉

戶

鮮

中

人

產

醵

錢

宴

會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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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卷
四

寺
廟

五

不

常

有

獨

是

廟

之

修

也

費

逾

二

千

貫

解

槖

輸

囊

無

不

踴

躍

乃

知

東

嶽

出

雨

興

雲

功

施

宇

內

無

庸

贅

述

而

劉

王

之

浩

然

正

氣

不

與

澌

然

俱

泯

者

自

有

在

也

乾

嘉

以

來

鄕

先

輩

屢

次

修

葺

具

載

里

志

惟

重

修

在

兵

燹

後

費

愈

鉅

而

事

愈

難

乃

事

有

因

難

見

易

者

爰

書

與

事

者

姓

名

於

石

幷

述

其

大

略

云

︹
盛

璨

遊

景

德

觀

詩
︺
羽

客

留

仙

觀

重

門

晝

亦

扃

岱

宗

分

俎

豆

海

國

奉

神

靈

苔

濕

雨

侵

砌

林

喧

風

到

庭

斷

殘

碑

就

泐

字

字

怒

猊

形

文

昌

閣
在

保

寗

寺

後

順

治

間

建

嘉

慶

間

重

修

今

已

坍

毀

︹
順

治

壬

午

里

人

嚴

秉

仁

文

昌

閣

記
︺
吳

淞

江

北

多

古

精

藍

而

保

寗

寺

之

在

江

灣

者

則

尤

古

去

寺

北

數

武

爲

江

灣

書

院

明

嘉

靖

間

滇

南

李

公

資

坤

來

令

我

邑

各

鎭

創

立

小

學

而

曲

江

小

學

設

於

左

近

而

不

遽

就

書

院

改

爲

者

何

也

李

公

嘗

言

江

灣

距

治

城

五

六

十

里

士

子

土

著

於

斯

遇

觀

風

季

試

諸

大

典

與

者

卒

鮮

必

欲

强

赴

練

水

其

勢

實

難

使

江

灣

書

院

可

復

興

則

東

南

士

子

之

幸

此

李

公

之

有

望

於

書

院

者

大

也

夫

前

人

欲

行

之

志

原

不

待

後

人

之

也

乃

李

公

有

志

而

未

行

之

後

又

無

人

以

興

起

之

遂

致

牆

垣

傾

圯

瓦

礫

僅

存

入

我

朝

以

來

形

迹

盡

泯

後

生

小

子

皆

指

保

寗

寺

之

隙

地

而

不

復

知

有

江

灣

書

院

之

遺

址

則

李

公

之

心

直

泯

滅

於

無

何

有

之

鄕

雖

滄

桑

變

更

不

能

不

追

念

之

而

興

感

也

我

國

受

命

維

新

誕

敷

文

敎

通

都

大

邑

百

廢

具

而

區

區

僻

壤

間

有

廢

莫

伊

誰

之

責

歟

於

是

延

父

老

集

多

士

於

寺

西

僧

舍

相

與

議

曰

文

敎

者

風

俗

之

本

也

古

者

司

徒

行

化

起

敎

一

鄕

豈

無

謂

哉

江

灣

書

院

廢

於

勝

國

遺

址

尙

存

蓋

有

事

於

斯

或

曰

如

何

僉

曰

我

里

梵

刹

仙

觀

在

在

有

之

獨

文

昌

帝

君

爲

吾

之

主

司

尙

無

專

祀

之

處

是

急

其

所

緩

而

緩

其

所

急

也

願

建

閣

於

此

塑

像

以

禮

之

於

是

聞

之

邑

侯

遼

陽

查

公

逢

盛

公

善

之

分

廉

俸

百

緡

以

始

其

事

里

人

士

金

和

甫

等

踴

躍

捐

輸

鳩

工

度

材

閱

四

百

有

奇

日

而

竣

其

事

後

查

公

按

部

觀

之

里

人

士

具

以

前

代

李

公

之

言

吿

公

公

曰

此

意

豈

不

善

乎

惜

乎

其

未

易

也

然

今

者

閣

之

上

旣

供

帝

君

像

於

中

衆

士

子

春

秋

瞻

拜

習

揖

讓

講

文

義

於

此

鄕

之

人

漸

知

讀

書

慕

義

也

而

閣

之

下

宜

供

聖

天

子

龍

位

於

中

凡

官

斯

土

者

省

民

讀

法

以

時

行

鄕

之

人

漸

知

尊

君

親

上

也

是

亦

足

以

償

李

公

未

償

之

志

乎

由

是

顏

其

上

曰

文

昌

閣

顏

其

下

曰

式

化

堂

里

人

士

咸

歡

欣

鼓

舞

而

太

息

曰

莫

爲

之

前

雖

美

弗

彰

莫

爲

之

後

雖

盛

弗

傳

有

李

公

而

不

可

無

查

公

而

查

公

之

賢

未

始

不

因

李

公

而

益

著

也

仁

因

記

是

閣

之

其

來

有

自

而

以

二

賢

侯

之

後

先

輝

映

者

並

著

於

篇

俾

後

之

人

有

所

考

焉

︹
嘉

定

李

賡

芸

重

修

文

昌

閣

記
︺
昨

爲

張

明

經

補

菴

先

生

撰

淞

南

文

昌

宮

碑

頃

文

學

盛

君

硯

巢

介

余

中

表

楊

君

屬

記

江

灣

重

修

文

昌

閣

事

竊

以

淞

南

之

宮

剏

也

江

灣

之

閣

因

也

然

而

因

之

難

殆

與

剏

等

江

灣

距

邑

城

將

二

舍

雍

正

二

年

析

縣

分

隸

寶

山

則

距

邑

城

祗

一

舍

餘

矣

前

明

有

書

院

後

廢

國

初

遼

陽

查

公

首

捐

俸

倡

里

人

士

競

輸

金

就

其

址

建

閣

以

祀

文

昌

帝

君

閣

之

下

爲

式

化

堂

乃

讀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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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卷
四

寺
廟

六

之

所

餼

羊

旣

去

遂

爲

不

肖

沙

門

所

踞

至

有

萬

佛

閣

之

稱

則

幾

無

有

其

爲

奉

帝

君

之

地

者

矣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靑

田

韓

侯

行

縣

至

江

灣

廉

知

之

罪

僧

而

復

之

頗

加

葺

治

公

暇

來

蒞

與

諸

生

講

習

迄

今

忽

忽

又

三

十

有

三

年

矣

風

雨

飄

搖

漫

漶

剝

落

漸

有

傾

圯

之

慮

今

仲

春

之

朏

祭

辰

里

之

士

萃

焉

爰

建

重

修

之

議

衆

咸

踴

躍

鳩

工

庀

材

閱

二

百

有

奇

日

畢

工

凡

用

錢

百

五

十

緡

有

奇

煥

然

一

新

又

還

舊

觀

閣

本

五

楹

中

三

楹

奉

帝

君

像

東

西

各

一

楹

倣

古

夾

室

左

祀

魁

星

右

奉

當

湖

陸

淸

獻

公

木

主

而

以

邑

大

夫

之

賢

而

有

惠

於

民

者

祔

焉

朔

望

日

以

司

月

者

一

人

輪

奉

香

火

幷

經

理

惜

字

之

嘗

考

帝

君

之

神

上

應

戴

筐

殆

如

宋

蘇

文

忠

公

之

爲

奎

宿

無

異

自

晋

以

來

肸

蠁

不

絕

而

帝

君

之

號

則

仿

於

宋

嘉

慶

五

年

帝

君

曾

於

蜀

之

七

曲

山

顯

神

却

賊

是

以

我

皇

上

發

帑

建

廟

於

地

安

門

外

聖

駕

親

臨

薦

香

編

入

祀

典

太

牢

之

饗

徧

於

郡

邑

崇

奉

之

隆

實

邁

前

古

江

灣

雖

海

壖

一

隅

而

都

人

士

能

修

廢

墜

爲

振

興

文

敎

之

助

其

功

與

淞

南

之

剏

畧

同

行

見

橫

經

之

彥

文

學

蒸

蒸

日

上

而

科

名

奮

起

亦

理

之

所

可

信

者

賡

芸

旣

爲

之

紀

其

本

末

又

倣

東

漢

碑

陰

之

例

俾

刋

出

錢

者

之

姓

名

庶

後

之

人

有

所

觀

感

興

起

而

與

之

持

久

於

無

窮

也

︹
邑

侯

韓

錫

胙

登

文

昌

閣

詩
︺
海

靜

波

平

枕

寶

山

山

城

南

面

溯

江

灣

人

家

十

里

秋

林

表

佛

寺

三

重

夕

照

間

剝

落

碑

尋

天

福

代

縱

橫

金

裂

世

尊

顏

翦

除

荆

棘

闍

黎

事

忍

使

蒼

苔

滿

砌

斑

煙

邨

面

面

樹

蒼

蒼

高

閣

憑

虛

俯

下

方

一

水

淪

漣

弓

字

樣

千

塍

禾

黍

簟

紋

張

人

言

古

廟

多

名

將

誰

信

豐

年

倚

谷

王

郤

憶

絃

歌

淸

尙

士

詩

壇

燈

燭

映

文

昌

︹
邑

人

沈

學

淵

題

文

昌

閣

詩
︺
岧

嶤

傑

閣

枕

林

隈

策

杖

登

臨

夕

照

開

曲

折

低

盤

江

勢

去

陰

沉

遥

控

海

風

來

人

逢

白

社

衣

冠

舊

梯

入

靑

雲

笑

語

陪

勝

地

不

常

嘉

會

少

人

間

誰

是

子

安

才

朅

來

幾

度

閱

滄

桑

畫

棟

朱

簾

問

渺

茫

膡

瓦

半

抛

秦

刼

火

倚

欄

重

憶

魯

靈

光

竟

還

吾

黨

絃

歌

地

曾

記

前

賢

翰

墨

場

檢

點

殘

碑

須

護

惜

荒

苔

已

剝

二

三

行

城

隍

行

宮
在

景

德

觀

左

順

治

間

建

又

一

在

牛

郞

廟

旁

每

値

賽

會

爲

東

嶽

廟

城

隍

駐

節

之

所

嶽

宮

土

地

祠
一

稱

韓

蘄

王

廟

在

景

德

觀

右

順

治

間

建

關

帝

廟
一

稱

武

廟

在

鎭

中

殷

六

圖

康

煕

初

金

有

懷

募

建

乾

隆

三

十

年

里

人

擴

地

重

建

增

戲

樓

今

樓

廢

小

場

廟
在

雨

十

五

圖

祀

唐

李

西

平

王

元

至

正

三

十

年

李

氏

募

建

民

國

十

一

年

里

人

吳

榮

祥

募

款

重

修

牛
郞

廟
一

稱

西

廟

在

鎭

西

雨

十

五

圖

祀

宋

學

士

劉

鞈

按

廟

左

本

有

法

霖

庵

雍

正

初

由

葛

氏

牧

童

積

資

捨

建

咸

豐

十

一

年

燬

於

兵

燹

同

治

七

年

里

人

刁

維

熊

殷

君

彩

募

資

重

建

今

庵

廢

鄕

人

塑

牛

郞

織

女

像

於

廟

之

東

楹

故

猶

沿

其

名

俞

涇

廟
在

殷

四

圖

中

供

潮

神

西

爲

晏

公

殿

東

爲

霍

光

土

地

祠

再

東

爲

城

隍

行

祠

元

大

德

三

年

里

人

張

文

彪

建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卷
四

寺
廟

七

高

境

廟
在

鎭

東

北

殷

九

圖

祀

漢

陳

曲

逆

侯

元

季

公

建

淸

屢

次

募

修

並

增

建

廊

廡

戲

臺

按

境

內

土

穀

之

神

大

率

奉

曲

逆

博

陸

西

平

蘄

王

不

知

從

何

而

起

考

嘉

定

邑

志

趙

侯

昕

曰

沿

海

諸

廟

皆

假

古

名

將

之

靈

以

鎭

江

防

或

謂

先

時

疫

癘

盛

行

里

人

疑

有

邪

崇

故

立

諸

忠

臣

義

士

之

祠

以

壓

之

今

里

人

皆

名

爲

土

地

焉

其

義

殆

卽

本

此

衞

生

殿
卽

留

嬰

堂

原

址

在

鎭

北

雨

二

十

五

圖

嘉

慶

十

八

年

里

人

屠

世

勳

黃

鼎

盛

氏

同

建

寶

山

儒

學

司

訓

姚

原

綬

作

記

小

場

里

社

司

行

祠
在

鎭

西

乾

隆

間

建

嘉

慶

間

增

建

門

道

咸

豐

十

一

年

燬

於

兵

燹

光

緒

元

年

間

里

人

陸

宿

海

等

募

資

重

建

光

緖

三

十

三

年

里

人

吳

貞

吳

序

鼎

等

籌

資

修

葺

借

爲

西

江

小

學

校

舍

今

已

另

建

學

校

於

悅

來

橋

西

里

社

司

行

祠

暫

駐

軍

隊

俟

軍

隊

撤

後

仍

永

爲

里

社

司

行

祠

奎

星

閣
在

鎭

南

殷

五

圖

光

緖

二

十

三

年

里

人

嚴

沐

灃

陸

顯

周

吳

珊

等

籌

款

建

築

用

費

五

百

餘

元

西

林

庵
在

鎭

西

雨

二

十

五

圖

順

治

間

建

咸

豐

十

一

年

燬

於

兵

燹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尼

蓮

福

募

資

重

建

純

陽

殿
在

鎭

北

雨

二

十

五

圖

觀

音

閣
在

鎭

西

雨

二

十

五

圖

西

林

庵

後

乾

隆

間

建

年

久

坍

毀

光

緖

十

九

年

里

人

張

寳

鑑

汪

光

沛

等

募

資

重

建

馬

家

觀

音

堂
卽

馬

孝

女

祠

亦

稱

慈

蓮

庵

在

殷

六

圖

同

治

三

年

馬

氏

建

宣

統

三

年

擴

充

重

建

海

寧

庵
俗

稱

觀

音

堂

在

闕

十

六

圖

馬

橋

宅

今

借

設

西

區

國

民

學

校

半

憩

庵
在

胡

陸

灣

墩

西

淸

初

里

人

程

啟

賢

建

今

廢

天

通

庵
在

結

一

圖

今

改

設

蘆

濱

國

民

學

校

觀

音

庵
一

在

鎭

東

南

沈

家

橋

俗

稱

沈

家

觀

音

堂

一

在

天

樂

寺

後

一

在

西

八

字

橋

名

西

井

亭

庵

一

在

東

八

字

橋

一

在

錢

家

蕩

乾

隆

間

里

人

談

希

揚

建

一

在

鎭

東

陸

家

角

三

官

堂
一

在

北

鄕

劍

二

十

八

圖

一

在

東

北

鄕

殷

七

六

圖

迎

眞

道

院
亦

稱

三

官

堂

在

鎭

東

殷

六

圖

︹
張

憶

迎

眞

道

院

詩
︺
東

去

袁

長

浦

幽

樓

宛

在

茲

已

無

羽

客

住

尙

有

散

人

知

碧

蘚

依

斜

砌

黃

花

滿

矮

籬

鄰

翁

閒

話

永

涼

月

步

遲

遲

太

保

堂
亦

稱

三

官

堂

在

西

南

鄕

結

六

圖

淨

土

庵
在

南

鄕

結

一

圖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春

僧

智

德

募

資

由

虹

口

遷

建

虬

江

路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卷
四

寺
廟

祠
宇

八

包

公

廟
在

南

鄕

結

一

圖

土

地

堂
亦

稱

土

地

祠

卽

里

社

司

廟

在

東

鄕

殷

十

一

圖

陸

家

角

今

借

設

東

區

國

民

學

校

得

勝

庵
在

鎭

西

雨

十

五

圖

白

靈

庵
在

鎭

東

殷

六

圖

黃

大

仙

廟
在

沈

家

灣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尼

淨

哉

募

建

復

興

庵
在

北

鄕

雨

二

十

五

圖

浮

江

明

王

廟
在

東

浦

墩

元

至

元

三

年

里

人

唐

亨

卿

建

今

廢

祠

宇

嚴

孝

子

祠
在

結

一

圖

嚴

家

角

嘉

靖

間

爲

孝

子

嚴

銳

建

嘉

慶

癸

酉

嚴

世

型

重

建

李

孝

子

祠
在

鎭

西

雨

二

十

五

圖

孝

子

坊

內

乾

隆

二

十

年

爲

孝

子

李

維

煌

建

嚴

鄕

賢

祠
在

結

一

圖

橫

浜

宅

爲

鄕

賢

嚴

永

思

建

諸

節

婦

祠
在

諸

家

浜

乾

隆

間

爲

節

婦

王

氏

建

馬

孝

女

祠
詳

前

寺

廟

目

陳

奉

直

祠
在

鎭

後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建

長

洲

沈

尙

書

德

潜

作

記

勒

石

後

祠

圯

移

建

於

景

星

橋

南

首

張

氏
宗

祠
一

在

張

家

巷

萬

歷

四

十

年

建

一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卞

家

宅

西

康

煕

間

張

嘉

旦

建

今

圯

一

在

結

九

一

圖

談

家

木

橋

東

張

氏

支

祠
一

在

張

三

橋

一

在

東

八

字

橋

皆

乾

隆

間

建

葛

氏

宗

祠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葛

家

橋

西

康

煕

間

建

今

圯

金

氏

宗

祠
一

在

西

唐

家

橋

乾

隆

十

八

年

建

一

在

高

境

廟

東

乾

隆

間

建

倪

氏

宗

祠
在

蘆

涇

西

井

亭

橋

乾

隆

間

建

侯

氏

宗

祠
在

鵝

艬

浦

旁

乾

隆

間

建

王

氏

家

祠
在

鎭

後

寺

溝

西

道

光

初

年

建

盛

氏

宗

祠
在

留

嬰

堂

後

乾

隆

間

盛

氏

得

鄰

家

廢

園

址

嘉

慶

間

析

留

嬰

堂

存

屋

五

楹

道

光

八

年

春

改

爲

宗

祠

今

廢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卷
四

祠
宇

九

俞

氏

宗

祠
在

西

八

字

橋

南

道

光

八

年

建

黃

氏

宗

祠
在

普

安

橋

東

道

光

十

年

建

吳

氏

宗

祠
在

鎭

西

印

家

栅

後

始

遷

祖

名

繼

周

咸

豐

二

年

吳

灝

建

徐

氏

宗

祠
在

鎭

東

始

遷

祖

名

惠

元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徐

萬

榮

建

光

緖

三

十

年

裔

孫

國

興

重

修

嚴

氏

宗

祠
在

鎭

東

殷

六

圖

節

孝

坊

內

始

遷

祖

名

聖

嘉

咸

豐

四

年

嚴

鑅

建

蔡

氏

宗

祠
在

鎭

中

蔡

家

花

園

內

支

祖

名

半

耕

光

緖

三

十

年

裔

孫

鍾

鳳

鍾

駿

建

夏

氏

宗

祠
在

夏

家

蕩

沈

氏

宗

祠
在

南

沈

宅

陸

氏

家

祠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奎

照

橋

西

民

國

五

年

陸

顯

周

錫

周

建

石

氏

宗

祠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中

和

橋

西

︹
銅

陵

章

謙

存

石

氏

宗

祠

記
︺
記

有

之

君

子

將

營

宮

室

宗

廟

爲

先

爲

有

位

者

言

也

三

代

下

無

論

顯

晦

通

稱

曰

祠

所

以

順

孝

子

慈

孫

之

意

幷

以

識

聚

廬

族

處

之

其

來

有

自

顧

不

重

哉

予

秉

鐸

寶

山

日

久

知

此

邦

風

湻

俗

古

而

於

講

求

木

本

水

原

者

尤

嘉

予

之

比

得

江

灣

盛

硯

巢

書

以

同

里

石

氏

祠

成

丐

予

作

記

勒

石

其

書

曰

亡

友

韞

玉

石

君

有

志

建

宗

祠

而

不

果

弟

佩

玉

子

雲

龍

雲

漢

購

基

址

於

江

灣

市

後

族

力

綿

佩

玉

叔

侄

慨

任

其

費

歲

壬

辰

春

鳩

工

庀

材

向

陽

啟

戶

正

屋

顏

曰

如

在

堂

後

復

建

寢

計

需

錢

四

百

五

十

千

有

奇

而

祠

成

之

日

請

族

木

主

依

次

奉

安

焉

石

氏

先

世

句

容

分

派

康

煕

間

由

邑

之

月

浦

里

遷

此

乃

韞

玉

之

高

祖

漢

生

隱

君

也

隱

君

以

下

皆

循

分

服

賈

韞

玉

少

貧

窘

長

漸

裕

性

孝

友

惜

中

年

謝

世

當

疾

篤

時

以

未

建

宗

祠

爲

恨

事

而

弟

與

子

實

成

其

事

予

維

石

氏

系

出

姫

水

春

秋

傳

石

碏

其

最

著

者

班

史

載

萬

石

君

後

代

有

聞

人

而

石

氏

皆

其

苗

裔

憶

壬

午

歲

饑

予

同

王

厚

齋

明

府

按

部

江

灣

商

理

賑

務

面

勸

韞

玉

捐

資

韞

玉

出

槖

金

以

活

餓

莩

無

少

吝

色

此

布

衣

中

之

能

知

大

體

者

也

臨

危

又

以

締

造

居

室

未

建

宗

祠

其

心

有

耿

耿

者

而

弟

承

兄

志

子

承

父

志

不

資

族

毫

末

之

力

祠

成

俾

聚

族

江

灣

之

一

本

分

支

均

得

歲

時

祭

享

序

昭

穆

而

別

長

幼

是

皆

成

韞

玉

未

成

之

志

譬

之

作

室

底

法

肯

堂

而

又

肯

構

之

也

基

址

坐

落

雨

號

二

十

五

圖

廣

袤

一

畝

北

有

溝

水

限

之

予

嘉

石

氏

厚

培

根

本

他

日

增

其

式

廓

肇

起

書

香

祠

宇

規

制

更

有

不

止

於

是

者

予

因

樂

爲

記

之

刁

氏

家

祠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刁

錫

琳

建



ZhongYi

江

灣

里

志

卷
四

祠
宇

敎
會

十

汪

氏

宗

祠
在

雨

二

十

五

圖

葛

家

橋

東

敎

會

基

督

敎
卽

耶

穌

敎

聖

公

會

保

羅

堂

在

殷

六

圖

同

治

十

三

年

購

地

建

設

叧

有

醫

藥

局

女

塾

各

一

所

均

牧

師

吳

虹

玉

所

創
傳

道

牧

師

一

人

傳

道

敎

士

一

人

敎

友

男

四

十

四

人

女

四

十

九人

浸

禮

會

敎

堂

在

殷

六

圖

宣

統

元

年

購

地

建

設

附

有

愛

育

女

學

堂

一

所

墓

地

一

方
共

三

畝

四

分

美

國

戴

女

敎

士

創

辦
傳

道

主

任

女

敎

士

一

人

敎

友

及

學

生

一

百

七

十

餘

人

長

老

會

堂

在

結

一

圖

外

育

圩

寶

通

路

由

牧

師

俞

國

楨

創

辦

於

民

國

三

年

購

地

二

畝

三

分

零

建

禮

拜

堂

及

住

宅

各

一

所

自

立

總

會

於

光

緖

三

十

二

年

由

會

長

俞

國

楨

發

起

組

織

爲

各

省

自

立

會

之

總

機

關

現

設

事

務

所

於

寶

山

路

義

品

里

僅

賃

民

房

將

來

擬

建

總

堂

於

上

海

天

主

敎

天

主

堂

三

處

一

在

劍

三

十

五

圖

孟

家

宅

稱

天

主

敎

痛

苦

堂

咸

豐

十

三

年

購

地

建

設
敎

務

主

任

一

人

敎

民

一

百

五

十

人

一

在

結

一

圖
敎

務

主

任

一

人

敎

民

五

十

餘人

一

在

結

九

一

圖

何

家

宅

光

緖

十

八

年

建
敎

務

主

任

一

人

敎

民

六

十

餘

人

天

主

敎

會

二

處

均

在

寶

山

路

一

爲

東

正

敎

會

光

緖

二

十

九

年

購

地

建

設

兼

辦

兩

等

義

務

小

學
神

父

三

人

敎

務

主

任

一

人

入

會

敎

民

二

百

餘

人

學

生

六

十

四

人

一

爲

公

敎

進

行

會

民

國

元

年

由

滬

南

董

家

渡

總

會

分

建

附

設

新

普

育

堂

男

女

學

堂

各

一

所
神

父

一

人

敎

務

主

任

一

人

入

會

敎

民

一

百

十

餘

人

學

生

男

二

十

人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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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灣

里

志

卷
四

敎
會

十
一

二

百

人

又

雨

二

十

五

圖

數

年

前

曾

有

東

眞

敎

民

徐

姓

者

租

賃

民

房

作

爲

傳

道

之

所

旋

卽

他

徙

現

並

無

敎

堂

祗

有

地

址

一

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