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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序

一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永
嘉
縣
志
序

志
者
國
史
之
支
流
餘
裔
也
古
者
一
代
之
史
必
薈
萃
羣
籍
乃

克
成
書
而
其
刺
剟
翦
割
排
纂
編
摩
必
皆
出
於
一
人
之
手
自

唐
太
宗
始
命
儒
臣
脩
五
代
史
旣
復
命
房
喬
等
集
十
有
八
家

之
史
成
典
午
一
代
之
書
題
曰
御
撰
自
是
史
書
多
出
衆
手
非

一
家
之
作
矣
史
旣
有
之
志
亦
宜
然
我

朝
雍
正
中

世
宗
憲
皇
帝
命
各
直
省
纂
脩
通
志
而
督
撫
大
吏
復
檄
所
屬

府
廳
州
縣
各
脩
方
志
皆
官
爲
設
局
延
文
學
之
士
分
任
其
事

蓋
地
志
之
難
成
幾
無
讓
於
國
史
矣
光
緖
三
年
寶

琳

奉
檄
知

永
嘉
事
縣
爲
温
州
倚
郭
而
東
甌
王
之
故
都
也
南
接
閩
粵
北

連
台
栝
東
瀕
大
海
近
且
爲
通
商
口
岸
監
司
郡
守
幕
府
庶
僚

林
立
棊
布
樓
船
輪
舶
交
於
海
上
使
車
來
往
絡
繹
旁
午
輇
材

重
任
寒
汗
暑
栗
亦
奚
暇
懷
鉛
握
槧
治
文
墨
之
事
舉
一
邑
之

墜
典
哉
然
而
邑
志
自
乾
隆
三
十
年
前
令
崔
君
錫
施
君
廷
燦

刋
刻
成
書
道
光
三
十
年
湯
君
成
烈
復
爲
新
志
舊
板
漫
漶
新

稿
未
完
失
今
不
脩
後
將
壞
亂
不
可
收
拾
乃
謀
於
郡
教
授
戴

君
咸
弻
欣
然
以
爲
己
任
延
中
山
掌
敎
王
君
棻
主
其
事
而
以

邑
人
士
等
佐
之
踰
年
書
成
而
屬
余
序
余
惟
地
志
之
書
必
以

文
獻
爲
重
而
文
獻
所
繫
莫
大
乎
人
物
藝
文
金
石
之
屬
前
志

人
物
未
詳
藝
文
尤
略
湯
志
列
傳
書
錄
稍
加
詳
矣
而
詩
文
尙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序

二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未
成
編
至
於
金
石
則
皆
闕
如
也
乃
者
戴
君
旣
有
東
甌
金
石

志
之
作
而
瑞
安
孫
琴
西
太
僕
復
有
甌
海
軼
聞
備
載
一
郡
之

人
物
永
嘉
郡
集
廣
輯
外
內
之
詩
文
其
少
君
仲
容
主
政
詒
讓

有
温
州
經
籍
志
詳
著
古
今
之
書
目
此
三
書
者
皆
於
府
縣
舊

志
之
外
綱
羅
放
失
博
極
羣
書
誠
此
邦
之
傑
作
文
獻
之
淵
海

也
今
者
纂
脩
斯
志
採
軼
聞
經
籍
志
以
補
人
物
書
目
之
未
備

採
金
石
志
並
明
以
來
碑
碣
之
善
者
以
彌
縫
前
志
之
缺
採
永

嘉
一
縣
詩
文
爲
外
內
編
以
補
藝
文
之
未
備
而
文
獻
之
徵
庶

云
足
矣
若
乃
沿
革
水
利
貢
賦
學
校
古
蹟
庶
政
諸
門
亦
皆
詳

稽
往
牒
博
訪
通
才
正
舊
經
之
缺
訛
備
一
縣
之
掌
故
亦
何
異

唐
脩
晉
史
追
取
學
士
銓
次
舊
聞
裁
成
義

爲
一
代
不
刋
之

典
也
哉
寶

琳

簿
書
之
暇
繙
閱
一
周
竊
喜
義
例
之
精
密
蒐
羅

之
宏
富
編
校
之
詳
審
足
爲
名
邦
增
重
而
又
得
掛
名
簡
端
用

爲
欣
幸
因
不
惜
鉅
貲
付
之
手
民
而
敍
其
端
委
如
此
後
之
覽

者
矜
其
博
涉
之
勤
而
亮
其
蓋
闕
之
慎
倘
能
糾
其
疏
謬
補
其

闕
遺
以
漸
臻
於
美
備
無
憾
之
觀
則
斯
志
之
作
亦
足
爲
他
日

參
稽

據
之
一
助
云
爾

光
緖
七
年
歲
在
辛
巳
四
月
旣
望
餘
千
張
寶
琳
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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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嘉
縣
志

敘

一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敘光
緒
壬
午
首
夏
永
嘉
新
志
成
咸
弻
忝
預
編
纂
攷
校
之
役
迺

述
其
緣
起
而
敘
之
曰
嗟
乎
永
志
失
修
百
二
十
年
於
茲
矣
道

咸
閒
前
令
湯
君
成
烈
緝
志
稾
若
干
卷
體
裁
淵
雅
討
論
精
詳

力
矯
乾
隆
志
疏
略
舛
漏
之
弊
葢
善
本
也
惜
未
成
書
而
罷
旣

而
洊
經
寇
亂
相
率
因
循
失
今
不
修
後
將
誰
屬
歲
己
卯
餘
千

張
侯
寶
琳
莅
任
之
三
年
政
理
之
暇
訪
故
牒
鏡
前

知
志
版

闕
如
喟
然
曰
志
顧
可
緩
乎
哉
時
吾
鄕
徐
君
梅
客
幕
中
實
慫

慂
之
遂
銳
意
重
修
雖
資
未
集
勿
顧
也
于
是
授
簡
中
山
院
長

黃
巖
王
君
棻
猥
及
鄙
人
分
任
筆
札
除
館
郡
庠
集
諸
生
之
秀

而
文
者
稽
古
諏
今
網
羅
放
失
會
孫
太
僕
橋
梓
自
金
陵
歸
出

所
譔
述
甚
富
又
盡
弆
家
藏
秘
笈
有
關
永
嘉
掌
故
者
移
庋
局

中
以
資
博
覽
不
下
萬
餘
卷
文
獻
足
徵
誠
不
易
逢
之
嘉
會
也

謂
非
永
志
之
幸
歟
王
君
之
始
至
也
發
凡
起
例
先
示
準
繩
其

輿
地
沿
革
及
人
物
經
籍
兩
門
爲
是
書
大
關
目
皆
手
自
屬
稾

他
卷
則
惟
於
院
課
之
餘
流
覽
一
過
閒
有
未
經
寓
目
者
葢
君

駐
局
之
日
少
瀕
行
屬
咸
弻
與
同
人
終
成
之
淘
汰
未
淨
瓦
礫

在
後
良
用
恧
焉
所
幸
太
僕
哲
嗣
孝
廉
君
詒
讓
博
雅
淹
通
近

在
咫
尺
每
有
疑
義
輒
移
書
咨
詢
獲
益
滋
多
然
亦
不
遑
逐
卷

商
訂
則
雖
欲
折
衷
至
當
詳
審
精
密
豈
易
言
哉
豈
易
言
哉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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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嘉
縣
志

敘

二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念
咸
弻
學
殖
荒
落
精
力
衰
秏
於
史
傳
向
未
究
心
謬
隨
諸
君

子
後
肩
此
鉅
任
兩
載
以
來
竭
蹶
從
事
昕
夕
不
少
休
洎
殺
青

甫
竟
覆
加
檢
勘
則
疵
纇
百
出
有
與
全
書
體
例
未
能
顜
若
畫

一
者
或
宜
削
彼
存
此
或
宜
移
後
寘
前
或
去
取
尟
當
或
繁
簡

失
宜
疏
忽
之
諐
無
從
追
改
然
使
假
以
時
日
不
亟
壽
諸
梓
人

竢
全
稾
編
成
之
後
反
復
周
詳
彌
此
缺
憾
當
不
致
重
爲
王
孫

二
君
累
也
質
之
二
君
以
爲
何
如
耶
所
差
堪
自
信
者
不
信
耳

信
目
見
聞
旣
塙
不
惑
浮
言
尤
不
敢
曲
徇
人
情
輒
作
佳
傳
至

於
剞
資
告
匱
䘚
能
多
方
勼
集
成
此
巨
編
較
近
時
新
纂
鄞
鎭

二
縣
志
費
不
及
十
之
二
三
事
半
功
倍
則
又
爲
之
一
快
凡
爲

圖
十
七
爲
志
十
四
爲
卷
三
十
八
爲
帙
十
六
文
成
一
百
十
餘

萬
言
旣
訖
事
持
此
復
於
張
侯
用
志
吾
愧
是
役
也
非
侯
不
能

遹
觀
厥
成
侯
之
孳
孳
圖
治
其
用
心
亦
略
可
覩
矣
豈
獨
永
志

之
厚
幸
乎
哉
嘉
善
戴
咸
弻
書
於
東
甌
郡
庠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一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永
嘉
縣
志
凡
例

昔
班
固
述
漢
書
自
孝
武
以
上
多
襲
史
遷
舊
文
而
稍
易
其
名

第
歐
宋
修
唐
書
則
盡
變
劉
昫
之
舊
增
刪
改
竄
無
復
仍
者
然

論
者
或
右
舊
書
而
糾
歐
宋
至
班
馬
皆
良
史
才
則
今
古
無
異

辭
焉
然
則
史
家
之
文
固
無
取
乎
露
才
揚
已
瑕
疵
前
人
矣
地

志
雖
微
亦
史
之
一
體
嘗
觀
前
志
詳
明
則
後
修
者
必
矯
之
以

簡
前
志
簡
括
則
後
修
者
必
矯
之
以
詳
此
相
勝
之
常
態
非
著

述
之
通
才
也
謹
祛
二
蔽
特
發
其
凡

一
永
嘉
縣
志
自
元
明
及

國
朝
凡
五
修
多
軼
不
傳
今
所
存

者
惟
崔
令
乾
隆
舊
志
湯
令
道
光
志
稾
而
已
今
據
二
書
參

酌
各
從
所
長
以
前
明
萬
厤
府
志
爲
考
證
之
助
參
校
異
同

頗
多
宏
益

一
舊
志
分
三
十
一
目
又
附
目
七
子
目
三
十
二
共
七
十
目
湯

志
分
十
二
門
八
十
餘
目
若
網
在
綱
有
條
不
紊
今
從
湯
志

之
法
稍
加
釐
正
焉

一
方
志
之
書
古
曰
圖
經

大
清
一
統
志
最
爲
詳
審
此
外
直

省
府
州
縣
志
亦
必
冠
以
圖
然
或
不
甚
確
實
徒
取
美
觀
無

當
也
舊
志
七
圖
略
而
多
舛
今
詳
加
履
勘
繪
成
全
圖
又
别

爲
分
圖
者
六
上
下
相
銜
可
分
可
合
而
於
道
里
贏
縮
村
莊

位
置
可
按
圖
而
索
矣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二

一
建
置
沿
革
舊
志
稍
略
湯
志
闕
如
今
詳
考
史
志
别
爲
之
表

其
割
隸
廢
置
之
不
常
者
分
爲
三
列
曰
縣
境
曰
縣
所
屬
曰

縣
所
隸
以
時
代
爲
之
綱
俾
有
所
考
鏡
焉

一
山
川
水
利
宜
相
毗
附
舊
志
列
水
利
於
兵
制
海
防
之
間
非

□

矣
今
從
湯
志
而
於
塘
埭
斗
門
之
興
廢
利
病
必
爲
之

□
詳
所
以
備
旱
潦
資
蓄
洩
也
而
海
塘
亦
以

附
焉

鄕
里
都
圖
湯
志
用
新
唐
書
法
組
織
成
文
披
尋
不
易
今
從

舊
志
而
加
攷
核
焉
其
村
莊
坐
落
方
向
里

纖
悉
必
詳
庶

□
斯
土
者
一
展
卷
而
已
憭
然
不
敢
遺
漏
沿
訛
致
滋
眩
惑

學
校
一
門
舊
志
兼
詳
府
學
今
但
記
所
在
不
著
沿
革
縣
志

體
裁
應
爾
也
從
祀
賢
儒
舊
志
所
略
然
自
道
光
至
今
增
祀

三
十
餘
人
東
西
位
次
經
同
治
二
年

奏
定
非
復
曩
時
之

舊
謹
詳
列
以
昭
慎
重
至
樂
舞
篇
章
嫺
習
者
少
今
諸
生
等

於
府
庠
舉
行
節
奏
尙
諧
以
是
爲
吿
朔
餼
羊
之
廑
存
者
而

存
之
亦
每
事
必
問
之
意
也

兵
志
權
歸
巡
道
海
防
責
在
總
兵
有
大
僚
以
統
轄
之
似
非

一
邑
之
事
然
永
嘉
濱
海
巖
疆
附
郭
首
邑
水
陸
汛
地
各
有

專
官
全
郡
安
危
關
係
尤
鉅
近
復
設
立
通
商
口
岸
衣
袽
之

戒
敢
不
懔
諸
兹
將
兵
制
兵
餉
海
防
諸
大
端
□
列
於
篇
而

以
兵
事
終
焉
統
名
曰
武
備
志
舊
志
附
寇
警
於
雜
志
而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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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三

前
□
史
事
略
而
不
詳
豈
有
備
無
患
之
意
歟

一
舊
志
職
官
平
列
湯
志
立
表
善
矣
然
縣
職
學
職
鹽
場
都
爲

一
卷
□
嫌
宂
襍
今
分
爲
二
曰
縣
職
曰
學
職
其
鹽
場
非
治

敎
所
係
附
見
他
卷
以
别
之

一
選
舉
一
門
舊
志
閒
有
補
正
而
訛
舛
尙
多
湯
志
立
表
亦
非

史
法
今
依
舊
志
分

編
年
詳
加
攷
訂
而
列
薦
辟
諸
科
於

□
目
之
前
亦
猶
鄕
舉
里
選
遺
意

人
物
舊
志
分
十
二

湯
志
并
爲
十

又
合
名
宦
謂
之
良

吏
寓
賢
列
女
統
謂
之
列
傳
然
列
傳
者
史
家
之
體
未
便
率

稱
今
從
舊
志
而
併
省
其

名
宦
列
女
仍
别
出
之

列
女
舊
按
時
代
而
不
分

今
分
子
目
爲
孝
貞
烈
節
皆
以

請

旌
之
先
後
爲
次
其
合
例
而
未
及

旌
者
附
錄
於
後

而
以
名
媛
終
焉
婦
職
之
修
母
儀
之
敎
列
女
傳
所
爲
作
也

錄
之
以
補
前
志
之
闕

一
金
石
文
字
爲
考
古
者
所
重
甌
郡
向
無
專
書
府
志
僅
列
碑

目
於
經
籍
之
末
舊
志
削
而
不
存
今
據
新
輯
東
甌
金
石
志

悉
箸
於
錄
以
補
兩
浙
金
石
志
所
未
備
因
列
於
名
勝
坊
表

冢
墓
之
次
彚
爲
古
蹟
云

一
舊
志
經
籍
僅
存
書
目
湯
志
改
爲
藝
文
錄
略
依
經
義
攷
之

例
敘
述
最
爲
詳
審
今
從
漢
書
目
曰
藝
文
志
又
據
孫
比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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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凡
例

四

詒
讓
溫
州
經
籍
志
補
所
未
備
燦
然
具
陳
討
論
前
人
著
述

者
必
有
所
取
於
斯

一
詩
文
一
門
舊
志
編
爲
一
卷
湯
志
未
輯
今
則
於
散
見
各
門

外
本
孫
氏
永
嘉
集
分
類
編
次
併
入
藝
文
志
以
備
一
邑
之

掌
故
仍
分
內
外
編
斯
他
邦
人
著
作
不
與
本
邑
人
相
混

一
庶
政
一
門
舊
志
散
見
他
卷
湯
志
因
之
今
特
析
出
之
别
爲

一
卷

一
舊
志
祥
異
湯
志
改
爲
灾
祥
然
白
鹿
黃
龍
嘉
禾
之
屬
所
載

不
一
而
足
自
不
宜
冠
以
灾
字
今
仍
名
祥
異
而
參
考
各
史

五
行
志
以
足
之
列
於
襍
志
之
首
而
耆
壽
亦
人
中
之
祥
也

故
併
入
焉

一
舊
志
仙
釋
湯
志
併
入
方
技
蓋
史
法
也
但
志
體
旣
與
史
不

同
而
僧
道
異
端
究
未
可
混
於
人
物
今
從
舊
志
仍
與
寺
觀

退
列
於
襍
志
而
易
其
名
曰
方
外
焉

遺
聞
瑣
記
舊
志
之
紀
事
美
談
也
彚
而
錄
之
其
不
甚
雅
馴

者
略
加
删
削
至
存
疑
辨
誤
則
於
舊
志
中
參
以
考
訂
不
敢

遽
削
而
有
不
得
不
辨
者
非
好
與
前
人
爲
難
也
附
錄
補
遺

則
本
志
之
所
未
及
收
者
輒
附
於
後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一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永
嘉
縣
志
纂
修
姓
氏

主
修

運
同
銜
補
用
同
知
温
州
府
永
嘉
縣
知
縣
餘

千

張
寶
琳
靜

薌

總
纂

丁
卯
補
行
甲
子
科
舉
人
黃

巖

王

棻
子

莊

總
纂
兼
提
調
總
校

同
知
銜
儘
先
知
縣
温
州
府
學
敎
授
嘉

善

戴
咸
弼
鼇

峯

協
纂

丁
卯
補
行
甲
子
科
舉
人
刑
部
主
事
瑞

安

孫
詒
讓
仲

容

分
纂

增
廣
生
員
邑

人

陳
壽
寛
頤

百

增
貢
生
指
分
江
蘇
試
用
通
判
邑

人

陳
祖
綬
墨

農

增
廣
生
員
儘
先
選
用
訓
導
邑

人

張
鳳
誥
閬

仙

鹽
提
舉
升
銜
兩
淮
鹽
運
分
司
運
判
嘉

善

戴
文
儁
玉

生

歲
貢
生
就
職
訓
導
邑

人

陳
福
源
子

綏

參
訂
校
勘

歲
貢
生
候
選
訓
導
邑

人

傅

傳
聲

谷

試
用
訓
導
厯
署
太

平

縉

雲

分

水

歸

安

桐

廬

學
事
邑

人

葉
慶
禔
小

階

總
理

補
行
辛
酉
壬
戌
科
舉
人
保
舉
知
縣
邑

人

黃
書
誥
樨

聞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二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五
品
銜
候
選
訓
導

邑

人

潘
鏡
墀
丹

生

運
同
銜

邑

人

李
全
英
菊

君

繕
校

議
敘
八
品
銜
生
員

邑

人

項
震
新
東

垣

廩
膳
生
員

邑

人

徐
希
勉
杏

汀

廩
膳
生
員

邑

人

徐
愼
行
敏

君

生
員

邑

人

陳
祖
綸
經

郛

生
員

邑

人

陳
壽
㝢
六

橋

履
勘
輿
地

運
同
銜
候
選
知
州

邑

人

孟

璜
嶧

山

例
貢
生

邑

人

金
之
傑
特

夫

生
員

邑

人

謝
思
澤
文

波

監
生

閩

汀

沈
鳴
鳳
梧

岡

總
司
採
訪

四
品
封
員

邑

人

陳
承
鏘
玉

峯

優
廩
貢
生
候
選
知
縣
試
用
訓
導

邑

人

陳
宗
鼇
仲

珊

理
問
銜
福
建
候
補
縣
丞

邑

人

孟
培
祖
涵

薌

分
司
採
訪

人
邑

人

葉
芝
壽
鶴

仙

內
部
中
書
補
行
辛
酉
壬
戌
科
舉
人
邑

人

葉

浚
茝

英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三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丁
卯
補
行
甲
子
科
舉
人
邑

人

丁

照
藜

生

乙
亥
科
舉
人
保
舉
知
縣
邑

人

徐
清
來
穆

如

增
廣
生
員
邑

人

孫
誦
清
蘭

卿

前
署
湖
州
府
學
訓
導
邑

人

徐

汸
蔗

洲

生
員
保
舉
訓
導
邑

人

金
殿
雄

一

廪
貢
生
邑

人

張
鳴
玉
玉

田

太
常
寺
博
士
銜
邑

人

張
奠
東
靜

波

廪
膳
生
員
邑

人

張
高
黼
繡

谷

繕
槀

儒
士
邑

人

陳
福
申
朗

夫

繪
圖

都
司
銜
藍
翎
把
總
邑

人

趙
仲
虎
嘯

谷

經
始

五
品
銜
福
建
試
用
知
縣
嘉

善

徐

梅
詠

華

採
訪
姓
氏
補
錄

恩
貢
蘇
國
銘

張
徵
荃

歲
貢
夏

璜

李
錦
士

孫

邦

僑

張

溥

城

廪
貢
蔡
侯
東

廪
生
李
沛
清

陳

錫

疇

葉

佩

薰

增
生
金
玉
鏘

曾
詠
春

黃
宏
煥

生
員
周
顯
謨

胡

珊

陳
觀
生

徐
鎮
南

徐

瑋

李
葆
華

葉
菁
英

黃
鴻
文

黃
大
浩

林
吉
階

吳
江
楓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姓
氏

四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永
嘉
場
履
勘
輿
地
姓
氏
附
錄

貢
張
仲
虎

生
員
項
周
栗

張
郁
芳

張
乃
鋻

廪
生
陳

峋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總
目

一

永
嘉
縣
志
總
目

卷
首序

錄

姓
氏

凡
例

輿
圖

卷
一輿

地
志
一

沿
革
表

星
野

疆
域

形
勝

卷
二輿

地
志
二

敘
山

敘
水

水
利
塘

埭

門

閘

海
塘
附

卷
三建

置
志
一

城
池
寨

堡

隅

廂

鄕
都

橋
梁

津
渡
驛

鋪

卷
四建

置
志
二

公
署
舊

廨

稅

關

壇
廟
叢

祠

附

卷
五貢

賦
志

戸
口

田
賦
屯

田

附

倉
儲

鹽
法
團

竈

附

場

官

卷
六風

土
志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總
目

二

風
俗
格

言

物
產

卷
七學

校
志

學
宮

書
院

義
塾

卷
八武

備
志

兵
制

兵
餉
官

俸

海
防
營

汛

寨

城

馬

政

戰

艦

卷
九秩

官
志
一

縣
職
表

學
職
表

卷
十秩

官
志
二

名
宦
留

績

封

爵

卷
十
一

選
舉
志
一

薦
辟

進
士

恩

榜

附

舉
人
副

榜

恩

榜

附

卷
十
二

選
舉
志
二

貢
生

襍
選

武
科

武
秩
贈

蔭

附

卷
十
三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總
目

三

人
物
志
一

儒
林

卷
十
四

人
物
志
二

名
臣

卷
十
五

人
物
志
三

宦
績

卷
十
六

人
物
志
四

介
節

忠
義
殉

難

附

孝
友

卷
十
七

人
物
志
五

文
苑

隱
逸

卷
十
八

人
物
志
六

義
行

藝
術

寓
賢

卷
十
九

列
女
志
一

孝
女
孝
婦

貞
女

烈
女
烈
婦
殉

難

婦

女

附

節
婦
上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總
目

四

卷
二
十

列
女
志
二

節
婦
下

名
媛

卷
二
十
一

古
蹟
志
一

名
勝

坊
表

冢
墓

卷
二
十
二

古
蹟
志
二

金
石
上

卷
二
十
三

古
蹟
志
三

金
石
中

卷
二
十
四

古
蹟
志
四

金
石
下

卷
二
十
五

藝
文
志
一

經
部

卷
二
十
六

藝
文
志
二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總
目

五

史
部

卷
二
十
七

藝
文
志
三

子
部

卷
二
十
八

藝
文
志
四

集
部
上

卷
二
十
九

藝
文
志
五

集
部
中

卷
三
十

藝
文
志
六

集
部
下

卷
三
十
一

藝
文
志
七

文
外
編
制

詰

書

簡

贈

序

序

跋

傳

狀

祭

文

襍

記

襍

文

卷
三
十
二

藝
文
志
八

文
內
編
奏

議

論

著

書

簡

贈

序

序

跋

傳

狀

祭

文

襍

記

襍

文

卷
三
十
三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總
目

六

藝
文
志
九

詩
外
編

卷
三
十
四

藝
文
志
十

詩
內
編

卷
三
十
五

庶
政
志

賓
興

嬰
堂

䘏
嫠
養

濟

院

藥

局

附

惜
字
會

義
冢

路

亭

附

卷
三
十
六

襍
志
一

祥
異

耆
壽

方
外

寺
觀

卷
三
十
七

襍
志
二

遺
聞

瑣
記

卷
三
十
八

襍
志
三

辨
誤

存
疑

附
錄

補
遺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一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永
嘉
縣
志
卷
首

諸
圖
總
目

縣
境
總
圖

縣
境
分
圖
圖

一

圖

二

圖

三

圖

四

圖

五

圖

六

城
池
坊
巷
圖

縣
署
圖

學
宮
圖

舊
學
宮
圖

東
山
書
院
圖

中
山
書
院
圖

孤
嶼
圖

飛
霞
洞
圖

海
防
圖

永
嘉
場
圖

案

舊

志

惟

有

縣

境

縣

城

縣

署

學

宮

東

山

書

院

江

心

寺

海

洋

七

圖

未

免

漏

畧

而

縣

境

縣

城

二

圖

訛

舛

尤

甚

今

詳

加

釐

訂

道

里

方

向

必

較

驗

覈

實

而

後

登

諸

圖

稾

凡

十

易

首

總

圖

次

分

圖

而

於

舊

志

所

未

備

者

廣

之

爲

十

七

圖

云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總
圖

二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分
圖

三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分
圖

四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分
圖

五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分
圖

六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分
圖

七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分
圖

八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九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一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二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三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四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五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六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十
七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ZhongYi

永
嘉
縣
志

圖
說

十
八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永
嘉
場
圖
說
附

永

嘉

場

在

郡

東

南

三

十

里

爲

都

四

並

屬

華

蓋

鄉

又

得

膺

符

鄉

五

都

之

半

北

至

茅

竹

山

以

嶺

爲

界

南

至

一

都

梅

岡

與

瑞

安

爲

界

西

北

至

東

南

弦

徑

約

四

十

餘

里

東

北

至

西

南

延

袤

三

十

餘

里

二

都

永

昌

堡

居

其

中

堡

南

城

曰

新

城

其

老

城

爲

永

興

堡

其

路

南

由

梅

頭

北

至

寍

村

爲

下

垟

路

南

由

白

水

西

北

至

嶺

下

爲

中

路

東

由

滄

頭

西

至

瑤

溪

俗

名

閣

老

路

曲

徑

叉

分

莫

可

勝

紀

以

三

都

寺

前

街

爲

衝

衢

里

民

交

易

爲

市

東

面

濱

海

以

梅

頭

寍

村

寨

藍

田

爲

海

口

險

隘

各

有

營

汎

其

東

北

有

龍

灣

與

樂

清

盤

石

對

峙

乃

甌

江

內

港

門

戸

此

永

場

之

方

輿

也

西

面

衆

山

環

峙

形

家

謂

皆

大

羅

山

支

阜

山

龍

從

帆

遊

渡

河

而

來

惟

東

北

龍

灣

快

懷

嶺

龍

峯

尖

黃

石

四

山

支

龍

别

起

從

樂

成

渡

江

而

來

此

永

場

之

形

勢

也

河

道

自

一

都

鄭

奧

導

源

與

前

河

鍾

橋

支

分

三

派

至

渡

郞

橋

合

而

爲

一

復

與

白

水

分

支

合

二

都

雙

奧

之

水

自

壇

頭

廟

上

直

出

交

匯

於

虹

橋

其

徑

瀉

者

由

衙

前

達

三

都

滄

湖

其

分

流

繞

新

城

內

外

者

過

三

都

拜

聖

橋

仍

赴

滄

湖

五

都

瑤

溪

之

水

有

分

自

四

都

青

山

出

者

逆

至

滄

湖

匯

流

其

徑

入

海

者

分

出

方

义

藍

田

兩

陡

門

藍

田

有

天

宮

埭

其

遶

上

金

過

待

駕

橋

者

一

出

黃

石

陡

門

沙

奧

有

築

沙

埭

一

過

五

里

巖

楊

府

廟

前

至

荰

瀆

橋

與

瑤

溪

之

水

合

有

自

上

河

濱

下

河

濱

迤

出

者

至

金

奧

合

流

直

達

嶺

下

出

龍

灣

陡

門

茅

竹

有

東

平

埭

一

都

支

水

繞

二

甲

三

甲

者

下

金

有

水

閘

餘

支

派

細

流

歧

出

陡

閘

者

均

纖

小

不

足

書

此

永

場

之

水

利

也

東

南

瀕

海

浮

漲

延

屬

形

如

半

月

起

笑

客

巖

距

海

三

四

里

或

五

六

里

至

高

原

闊

計

十

餘

里

至

蟾

莊

約

計

六

七

里

至

黃

石

山

止

狹

如

笑

客

巖

之

初

鄉

民

剙

築

軟

堰

爲

一

場

總

南

起

天

馬

北

至

黃

石

山

麓

南

北

縱

三

十

里

有

奇

各

設

石

閘

以

啟

閉

內

田

園

廣

斥

以

萬

計

皆

自

溝

渠

爲

灌

漑

之

資

居

民

各

分

村

落

有

下

垟

厰

新

村

魚

池

蕩

諸

處

或

數

十

家

或

百

餘

家

不

等

外

又

成

塗

漲

周

圍

綿

亘

村

居

亦

有

五

溪

沙

等

名

此

永

場

新

漲

之

塗

蕩

也

永

場

素

饒

鹺

業

稱

爲

內

場

自

雍

正

七

年

展

復

以

來

鹽

引

旺

銷

爲

浙

東

最

乾

隆

間

額

設

二

十

六

團

煎

竈

九

十

八

座

嘉

道

以

後

商

阻

帑

虧

團

竈

漸

廢

至

同

治

二

年

試

行

官

運

抽

收

鹽

釐

僅

存

六

團

計

便

竈

九

座

今

則

更

不

如

前

空

有

團

名

僅

存

便

竈

三

座

而

已

此

永

場

鹺

務

變

遷

之

情

形

也

山

土

本

肥

自

經

棚

民

開

墾

山

水

湍

急

挾

沙

石

以

俱

下

衝

決

河

流

漸

至

淤

漲

今

一

都

之

水

漲

至

渡

郞

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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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嘉
縣
志

圖
說

十
九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補
刻

都

之

水

漲

至

廟

上

五

都

之

水

南

漲

至

漳

浹

橋

北

漲

至

上

河

濱

河

源

率

多

壅

塞

而

濱

海

之

河

又

因

海

漲

成

塗

鹽

竈

距

海

水

甚

遠

晒

鹵

須

在

海

濱

竈

丁

用

牛

運

鹵

拖

泥

帶

淤

遇

雨

衝

流

久

積

成

漲

但

海

漲

則

田

增

是

一

場

之

利

河

漲

則

沃

壤

失

漑

爲

一

場

之

害

斯

守

土

者

所

宜

籌

畫

也

又

考

宋

時

嶺

北

有

地

名

青

奧

相

傳

爲

陳

丞

相

宜

中

所

居

也

河

道

直

通

郡

城

迨

明

萬

厤

間

徙

陡

門

向

東

離

向

北

舊

陡

門

里

許

風

潮

奔

嚙

田

復

爲

海

遂

與

郡

城

别

派

分

區

舊

時

蟾

莊

沙

村

等

處

均

有

土

城

捍

海

沙

城

環

之

以

濠

抱

以

橫

河

開

十

八

直

河

自

外

通

內

內

爲

蕩

田

外

爲

蕩

園

今

塗

漲

充

斥

以

總

爲

堤

防

城

雉

湮

沒

夷

爲

道

塗

兩

河

積

淤

墾

成

田

畝

惟

寍

村

尙

有

城

七

甲

八

甲

蟾

莊

沙

村

尙

有

河

新

加

疏

濬

而

各

地

不

能

相

通

此

今

昔

異

形

之

可

考

者

附

識

其

畧

於

此

右

永

嘉

場

圖

邑

人

金

君

之

傑

逐

都

履

勘

手

繪

成

圖

用

開

方

法

每

方

五

里

山

川

形

勢

道

里

贏

縮

限

以

分

寸

一

覽

周

知

最

爲

詳

審

未

附

圖

說

一

篇

曉

暢

明

通

痛

言

利

病

其

於

水

利

塗

蕩

鹽

法

諸

大

端

尤

能

親

切

言

之

蓋

與

彼

都

耆

宿

項

君

周

栗

張

君

仲

虎

輩

廣

諏

博

訪

參

互

考

證

能

熟

諳

興

廢

洞

達

時

宜

故

其

言

於

全

場

大

有

關

係

使

守

土

者

加

意

講

求

一

方

之

受

惠

非

淺

鮮

也

又

豈

獨

一

方

之

受

惠

已

哉

因

畧

加

刪

潤

而

附

其

說

於

圖

後

亦

以

見

諸

君

實

事

求

是

其

苦

心

爲

不

可

沒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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