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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惟

蜀

最

奇

劍

門

之

壯

瞿

唐

之

險

含

通

吐

靈

甲

天

下

久

矣

此

外

一

郡

一

邑

枝

峰

蔓

壑

莫

非

扶

輿

淸

淑

之

所

鍾

揚

子

所

謂

北

屬

崑

崙

千

湲

萬

谷

者

良

有

以

也

新

甯

介

在

一

隅

無

名

山

大

川

以

自

表

異

而

磅

礴

之

氣

積

而

爲

岡

陵

之

羅

峙

散

而

爲

谿

澗

之

環

流

若

拱

而

隨

或

蟠

而

遶

爭

爲

奇

狀

者

可

指

以

名

則

按

區

析

載

亦

望

秩

之

所

不

廢

云

志

山

川

山

八

面

山

治

東

二

十

里

府

志

稱

其

山

形

秀

整

望

之

八

面

皆

方

通

志

作

五

十

里

誤

卧

牛

山

一

名

何

家

梁

治

東

二

十

里

山

體

敦

厚

曲

作

卧

牛

狀

東

有

巨

石

對

峙

團

圞

如

月

亦

奇

觀

也

山

半

有

古

松

一

株

龍

鱗

百

尺

葉

亭

亭

如

翠

蓋

翳

蔽

天

日

往

來

者

於

此

小

憩

得

咸

蒙

其

庇

蔭

云

獅

子

巖

治

東

二

十

五

里

石

壁

百

尺

惟

南

有

小

徑

可

通

狀

極

嶮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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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雞

足

山

治

東

三

十

里

巉

崖

峻

嶺

上

出

重

霄

平

視

方

正

如

屏

側

視

秀

削

如

筆

其

𪋤

逶

迤

而

下

分

爲

五

支

形

似

雞

距

通

志

謂

雞

足

東

蹲

指

此

上

有

古

刹

鳳

觜

山

治

東

三

十

里

一

名

鷹

觜

岩

山

高

而

頂

鋭

有

大

石

聳

出

若

鳥

喙

然

倚

石

鐫

觀

音

像

祈

禱

多

驗

龍

神

山

治

東

三

十

里

上

有

祠

祀

龍

神

豆

　

山

治

東

六

十

里

山

產

紅

豆

樹

繁

蔭

翳

日

前

縣

令

竇

容

邃

詩

云

關

塞

横

雲

斷

嶔

𡼭

石

徑

斜

側

身

望

北

斗

眼

底

落

紅

花

飛

鳳

山

治

東

六

十

里

與

開

縣

接

壤

山

峭

拔

高

聳

遠

見

百

里

外

諸

峰

羅

列

如

兒

孫

上

有

寺

鳳

凰

山

治

南

二

里

山

形

似

鳳

故

名

文

　

山

治

南

十

里

一

峯

挺

秀

山

𪋤

與

超

影

毗

連

署

縣

李

寳

曾

糾

邑

人

建

㙮

其

上

望

之

如

筆

插

霄

漢

超

影

山

治

南

十

二

里

層

叠

盤

紆

峯

巒

峻

聳

登

其

巓

下

瞰

城

邑

歴

歴

在

目

斜

行

里

許

卽

黃

茅

嶺

白

岩

山

治

南

二

十

里

山

脈

自

長

壽

縣

蜒

蜿

而

來

亘

數

百

里

至

此

巉

崖

如

削

高

可

二

十

餘

丈

復

縈

紆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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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遶

直

抵

城

南

爲

縣

治

入

關

來

脈

其

山

石

多

堅

白

有

道

可

通

重

慶

前

邑

令

鄭

王

臣

詩

云

危

崖

複

嶂

鏟

難

平

出

郭

人

從

鳥

道

行

蓋

狀

其

崎

嶇

也

冠

子

山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一

峯

特

出

衆

山

中

遙

望

宛

如

冠

幘

五

面

山

治

南

四

十

里

山

形

五

方

中

峯

𦊅

起

有

歸

極

之

象

中

山

坪

治

南

四

十

里

山

不

甚

高

而

聯

絡

殊

遠

數

十

里

皆

其

枝

檊

石

蘭

山

治

南

四

十

五

里

相

傳

漢

時

石

上

產

蘭

香

聞

十

里

居

人

因

以

爲

瑞

並

以

名

鄕

五

誥

山

治

南

五

十

里

峯

聯

絡

如

誥

軸

狀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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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治

南

五

十

里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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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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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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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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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時

有

鄕

民

綽

號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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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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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梁

山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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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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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上

弦

側

視

似

下

弦

相

傳

石

夜

放

光

里

餘

皆

望

見

之

好

事

者

鑿

爲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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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其

光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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邃

詩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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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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鎭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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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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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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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咏

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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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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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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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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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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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少

河

其

論

尚

確

明

都

督

馬

昊

曾

視

師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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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勝

坡

治

西

三

里

本

屏

山

之

支

𪋤

嘉

慶

初

敎

匪

之

變

官

軍

屢

營

其

地

總

督

威

勤

公

勒

保

督

師

至

此

得

前

軍

捷

報

因

以

得

勝

名

寳

泉

山

治

西

十

里

下

連

五

井

泉

極

甘

冽
詳

勝

景

紅

花

山

治

西

十

里

詳

古

蹟

志

金

　

山

治

西

十

五

里

形

家

以

星

體

屬

金

故

名

山

𪋤

有

禪

院

詳

寺

觀

志

石

筍

山

治

西

二

十

里

一

峯

突

起

狀

如

石

筍

揷

旗

山

治

西

四

十

里

名

樂

山

漕

下

峩

城

山

名

中

山

漕

中

觀

音

山

名

泥

垻

漕

三

山

環

拱

抵

達

東

界

而

一

甲

諸

水

悉

滙

於

嘶

馬

潭

而

出

雖

為

三

漕

水

口

抑

邑

中

闗

鍵

也

峩

城

山

治

西

五

十

里

峯

高

千

仞

甚

嵬

峩

相

傳

漢

舞

陽

侯

樊

噲

駐

兵

於

上

就

險

築

城

至

今

遺

址

存

焉

上

有

梵

宇

噲

亦

肖

像

其

中

觀

音

山

治

西

六

十

里

去

梅

子

口

十

里

餘

達

東

新

三

縣

總

隘

險

要

無

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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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天

馬

山

治

北

二

里

七

峯

山

治

北

五

里

峯

分

七

支

秀

列

如

㦸

一

名

七

股

山

下

有

七

井

水

甚

廿

觀

音

山

治

北

五

里

俗

呼

觀

音

寨

峯

巒

崒

律

如

虎

距

狀

上

有

寺

觀

榜

山

治

北

十

里

與

展

誥

峯

𦂳

連

俗

名

珠

瑙

山

詳

見

勝

景

雙

牛

山

治

北

十

里

與

七

峯

山

相

連

而

崔

嵬

過

之

山

半

有

兩

石

酷

類

牛

眠

稍

事

穿

鑿

雖

失

其

眞

山

之

名

本

此

相

去

咫

尺

有

紗

帽

石

形

亦

宛

肖

鄭

王

臣

詩

□

命

駕

出

郊

坰

飛

步

凌

岝

㠋

巖

阿

雙

石

牛

巧

匠

何

年

斵

長

臥

煙

霞

中

不

受

縻

索

絡

對

此

暫

徘

徊

斷

碣

手

捫

摸

稍

前

峯

益

高

峭

壁

直

如

削

丹

梯

數

百

尋

欲

上

愁

失

脚

循

級

躋

其

巓

小

憩

坐

佛

閣

歴

歴

見

川

原

隱

隱

辨

城

郭

遠

近

無

匿

覽

襟

懷

頓

開

拓

太

平

山

治

北

二

十

里

雙

貴

山

治

北

二

十

五

里

兩

峯

並

峙

若

比

肩

然

誠

為

羣

山

之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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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金

獅

巖

治

北

二

十

八

里

形

若

獅

然

四

時

淩

晨

恒

多

烟

霧

日

出

石

現

金

㸃

見

者

咸

稱

異

焉

筆

架

山

治

北

五

十

里

與

佛

耳

圓

峯

相

望

以

形

似

得

名凉

風

埡

治

北

五

十

五

里

亦

東

新

分

界

處

上

有

風

洞

夏

吹

固

涼

隆

冬

亦

不

寒

冽

旁

之

楓

樹

甚

高

大

百

里

外

望

之

森

然
按

此

爲

一

甲

若

三

甲

之

涼

風

埡

則

與

達

縣

接

壤

杉

木

尖

治

北

七

十

里

東

新

分

界

處

天

師

觀

一

方

水

源

出

此
亦

流

入

七

里

峽

分

水

嶺

治

北

七

十

里

與

開

縣

劃

界

下

爲

龍

王

塘

五

子

嶺

治

北

七

十

里

横

亘

西

北

爲

一

邑

保

障

五

峯

並

峙

遥

遥

相

對

時

有

虎

豹

出

没

獵

者

莫

敢

攖

焉

東

白

山

治

東

南

四

十

里

詳

見

勝

景

鼓

嘯

山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其

山

多

風

林

木

動

搖

常

如

吟

嘯

三

角

山

治

東

北

八

十

里
寰

宇

記

三

角

山

有

南

江

水

源

出

此

見

通

志

按

此

卽

三

角

寨

在

治

南

六

十

里

通

志

作

東

北

八

十

里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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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天

池

山

治

東

南

一

百

里

與

梁

萬

兩

邑

接

壤

層

巒

複

嶂

綿

亘

殊

遠

上

有

龍

池

禱

雨

輙

應

按

邑

境

叢

山

疉

嶺

包

總

聯

絡

不

能

𢘻

載

今

僅

書

其

可

名

者

川

開

江

在

治

東

南

源

出

天

池

山

北

流

六

里

至

龍

王

坡

折

而

東

流

十

六

里

至

石

圭

漕

有

母

珠

溝

水

南

來

注

之

又

東

北

流

五

里

過

端

公

廟

有

橫

冲

溝

水

南

來

注

之

由

是

而

前

四

里

許

過

雙

河

口

會

琉

璃

溝

水

以

下

江

益

廣

約

五

里

過

彩

石

橋

直

東

流

二

十

里

至

八

廟

橋

轉

東

南

流

三

里

至

響

水

洞

仍

東

北

流

五

里

至

高

洞

復

前

六

里

至

靑

煙

洞

出

縣

境

交

開

縣

界

再

二

十

里

卽

霧

山

坎

自

此

經

臨

江

市

繞

開

縣

城

出

小

江

口

以

達

岷

江

故

名

開

江

按

此

水

發

源

天

池

山

東

北

流

入

開

縣

境

計

在

邑

境

者

僅

六

七

十

里

謂

之

開

江

特

紀

上

流

之

源

耳

廣

輿

記

所

載

開

江

發

源

天

池

山

東

北

流

至

霧

山

坎

交

開

縣

界

其

説

不

謬

若

明

統

志

謂

其

源

出

新

甯

縣

霧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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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坎

則

遺

其

濫

觴

也

又

水

經

注

云

出

巴

渠

郡

獠

中

東

南

流

至

溪

豐

卽

彭

溪

水

溪

豐

本

開

之

舊

名

彭

溪

在

雲

萬

之

間

俱

屬

下

游

滙

開

江

水

固

正

流

也

通

志

乃

謂

澄

淸

河

爲

開

江

上

流

卽

常

渠

水

第

澄

淸

河

在

縣

西

源

出

近

郭

白

岩

山

西

流

入

於

七

里

峽

開

江

在

縣

東

南

東

流

出

境

源

殊

而

流

異

烏

可

牽

合

耶

通

志

所

援

引

由

未

身

經

其

地

耳

南

江

源

出

治

北

屬

開

縣

之

土

地

坪

西

流

至

胡

家

觜

入

縣

境

與

皂

角

垻

水

會

南

流

八

里

至

陳

家

漕

又

西

南

流

六

里

至

雙

河

橋

慈

孝

溝

水

北

來

注

之

又

七

里

至

雙

河

口

小

溪

溝

水

東

北

來

注

之

前

行

十

里

過

仁

和

場

至

雙

河

溪

磨

子

河

水

北

來

注

之

再

二

十

五

里

至

蔡

家

垻

三

灣

水

北

來

注

之

此

舊

志

所

謂

衆

溪

合

流

也

由

是

屈

曲

而

西

順

流

十

二

里

至

倒

石

橋

則

有

斑

竹

溪

水

自

北

東

來

入

焉

又

西

北

流

五

里

至

乾

垻

則

有

觀

音

橋

水

自

東

南

來

入

焉

又

西

南

流

十

四

里

過

觀

音

寺

則

有

漿

池

垻

水

自

南

來

芋

荷

溝

水

自

北

來

入

焉

又

西

流

二

十

五

里

至

白

岩

河

又

酉

北

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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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里

至

小

石

門

南

受

燕

子

岩

水

又

西

南

流

二

十

五

里

過

黃

潛

洞

又

西

流

十

五

里

至

雙

河

口

與

新

橋

高

洞

水

會

河

流

九

里

至

墮

子

石

入

聯

珠

峽

出

縣

境

以

達

於

通

川

江

云

按

邑

舊

志

不

載

南

江

源

流

僅

以

聯

珠

峽

槪

之

蓋

舊

志

多

畧

不

獨

一

水

然

也

今

考

自

土

地

坪

發

源

流

至

聯

珠

峽

出

境

屈

曲

旋

繞

幾

二

百

里

其

在

南

者

十

之

七

卽

寰

宇

記

所

稱

繞

新

甯

三

面

西

北

流

至

通

川

縣

是

也

惟

源

出

三

角

山

之

説

不

無

小

異

三

角

山

在

東

南

有

小

溪

溝

水

由

東

北

來

注

於

南

江

非

正

源

也

又

通

志

據

輿

圖

謂

南

江

經

縣

南

轉

西

北

至

縣

西

風

洞

舖

東

會

瀘

灘

河

及

七

里

峽

水

其

流

固

合

第

風

洞

舖

屬

達

縣

當

云

縣

西

路

達

縣

屬

之

風

洞

舖

則

曉

然

矣

至

引

九

域

志

所

謂

新

甯

溪

者

卽

以

此

水

當

之

猶

有

未

合

附

辨

蕉

溪

後

聯

珠

峽

治

南

五

十

里

一

山

中

斷

渾

如

鑿

成

二

三

甲

衆

流

所

歸

由

此

出

峽

西

北

流

一

百

五

十

里

至

達

縣

東

南

入

通

川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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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七

里

峽

治

西

五

十

里

爲

一

甲

衆

水

之

總

滙

皆

西

流

注

此

轉

西

南

流

六

十

里

至

達

縣

東

境

與

聯

珠

峽

水

合

入

通

川

江

蕉

溪

治

西

一

里
元

統

志

有

芭

蕉

溪

在

縣

西

一

里

卽

雙

溪

也

口

□

一

統

志

雙

溪

在

縣

北

源

在

縣

西

南

北

流

會

縣

治

之

水

轉

西

北

又

折

西

南

經

寳

泉

山

流

合

於

南

江

舊

志

謂

七

里

峽

水

見

通

志

按

城

西

里

許

有

兩

水

合

流

一

自

北

來

一

由

西

注

舊

志

謂

之

雙

溪

與

元

統

志

縣

西

一

里

有

芭

蕉

溪

其

説

相

符

則

雙

溪

卽

蕉

溪

固

名

異

而

實

同

也

若

九

域

志

稱

新

甯

縣

有

新

甯

溪

通

志

謂

開

江

南

冮

皆

是

者

非

確

論

也

開

江

所

滙

諸

水

並

無

以

溪

名

者

祗

南

江

有

雙

合

斑

竹

二

溪

自

北

東

來

注

然

皆

非

正

流

亦

未

足

以

當

之

惟

蕉

溪

附

郭

卽

以

縣

名

名

溪

義

實

相

因

較

爲

有

徵

耳

澄

淸

河

在

治

西

源

出

白

巖

山

龍

神

洞

西

北

流

經

挹

爽

門

至

城

西

隅

會

雙

河

口

水

過

長

豐

橋

繞

北

流

過

和

興

橋

復

前

二

三

里

會

蛟

水

溝

河

合

而

西

流

經

寳

泉

山

入

七

里

峽

雙

河

口

在

治

東

二

里

許

一

發

源

千

坵

塝

由

五

里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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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注

此

一

發

源

雙

牛

山

名

罆

子

河

有

螺

螄

洞

水

自

後

河

來

會

經

先

農

橋

注

此

合

流

至

城

西

入

澄

淸

河

蛟

水

溝

治

北

二

十

里

源

出

龍

王

塘

過

玉

成

橋

至

石

埧

與

澄

淸

河

會

過

曹

家

高

橋

經

寳

泉

山

入

七

里

峽

五

馬

河

治

北

三

十

里

上

湧

清

泉

若

鳴

鉦

農

人

祈

禱

輙

有

應

大

分

水

治

北

之

要

隘

也

對

岸

有

天

寳

寨

懸

巖

壁

立

倒

流

河

治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廻

龍

橋

左

小

溪

也

逆

流

向

東

南

里

許

屈

曲

成

文

折

而

西

北

順

流

入

峽

白

岩

河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卽

南

江

正

流

髙

洞

灘

治

西

三

十

五

里

灘

口

石

潭

深

丈

餘

左

右

巖

有

仙

人

掌

犀

牛

蕩

治

南

五

十

里

灘

落

則

晴

水

潮

則

雨

洞

雲

霧

洞

治

東

十

里

詳

見

勝

景

蔡

家

洞

治

東

三

十

五

里

敎

匪

亂

村

人

避

於

斯

卒

皆

無

恙

跳

魚

洞

治

東

四

十

里

兩

山

危

峯

森

列

躍

入

霄

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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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隔

小

溪

有

石

埂

嶐

起

高

數

丈

橫

當

溪

口

溪

水

飛

湍

下

瀉

俗

謂

之

洞

其

山

則

層

疉

而

下

左

岸

屈

蟠

而

右

顧

右

岸

拳

曲

而

左

廻

水

緣

兩

岸

旋

流

宛

如

太

極

狀

亦

造

物

之

巧

也

楊

家

洞

治

東

七

十

里

洞

在

山

間

門

懸

半

壁

其

鄕

人

云

從

來

避

難

者

俱

能

保

全

老

君

洞

治

東

八

十

里

有

老

君

像

存

焉

故

名

黑

天

池

治

西

北

八

十

里

一

名

天

池

山

山

似

中

空

步

履

所

及

宛

若

拊

鼓

聲

至

山

腰

有

水

溢

出

爲

池

甚

淸

澈

祈

雨

者

折

樹

枝

二

橫

架

池

之

兩

岸

若

津

之

有

梁

然

卽

各

以

瓶

覆

架

上

䖍

誠

祝

畢

靜

俟

之

忽

有

聲

𤼵

於

山

中

如

疾

風

怒

濤

之

狀

則

濁

泉

一

線

自

池

湧

出

激

瓶

自

翻

卽

捧

之

歸

霖

雨

隨

至

已

屢

騐

亦

神

矣

哉

相

望

有

二

郎

池

楊

柳

池

與

之

鼎

峙

爲

三

焉

古

龍

洞

東

新

大

梁

鵞

公

包

之

下

滇

匪

亂

居

民

多

避

於

此

響

水

洞

治

東

南

六

十

里

爲

開

江

水

所

經

洞

在

河

中

石

坎

下

狀

與

高

洞

同

天

久

晴

其

響

益

盛

則

雨

久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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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亦

然

村

人

每

以

此

占

之

洗

心

洞

治

南

十

里

山

腰

積

水

流

入

洞

中

半

里

餘

溢

出

爲

潭

時

有

巨

鼈

出

没

居

民

以

此

騐

風

雨

白

巖

洞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石

壁

如

削

與

靈

岩

對

峙

洞

口

寛

丈

餘

爇

火

持

入

中

多

怪

石

森

列

垂

乳

纓

絡

倒

懸

空

際

頓

足

則

鏗

然

有

聲

似

其

下

皆

空

前

行

度

可

十

餘

里

勢

漸

窄

須

側

身

行

不

數

十

步

一

水

橫

阻

不

可

復

前

矣

僉

曰

水

通

聯

珠

峽

蓋

伏

流

也

黄

潛

洞

治

南

五

十

里

在

淸

泉

寺

側

爲

南

江

下

流

洞

高

數

十

丈

瀑

布

飛

空

如

怒

濤

濺

雪

洞

中

水

復

湧

出

澎

湃

奔

騰

萬

壑

響

應

百

里

猶

聞

其

聲

魚

　

泉

治

南

五

十

五

里

兩

面

石

巖

壁

立

中

阻

河

右

有

洞

高

出

河

岸

以

炬

入

行

數

十

里

不

知

所

止

俗

呼

乾

龍

洞

高

　

洞

治

南

六

十

里

石

壁

橫

阻

河

中

高

可

數

丈

洞

在

石

壁

下

南

江

水

至

此

自

上

傾

注

若

簾

垂

洞

口

喧

豗

如

雷

聲

聞

十

數

里

彷

彿

禹

門

按

高

洞

有

二

此

爲

南

江

水

道

所

經

舊

志

謂

河

出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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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山

中

指

此

但

措

詞

不

無

蒙

翳

耳

若

開

江

亦

由

高

洞

出

境

則

治

東

之

高

洞

其

勢

稍

殺

不

另

列

龍

王

洞

治

南

八

十

里

山

半

有

巨

穴

寬

數

十

丈

敎

匪

之

亂

居

民

避

難

者

羣

竄

伏

其

中

洞

口

厰

因

甃

石

障

之

計

容

數

百

人

迤

邐

而

前

則

重

門

複

洞

可

傴

僂

入

歴

十

數

層

莫

窮

其

境

亦

奇

景

也

其

山

𪋤

有

小

洞

泉

流

潺

潺

溢

於

洞

外

一

溝

之

田

可

資

灌

漑

故

又

名

龍

王

堰

鄭

家

洞

治

南

八

十

五

里

龍

　

泉

治

北

二

十

里

龍

洞

治

北

三

十

里

水

從

石

出

飛

瀑

如

練

灌

漑

千

頃

民

賴

之
通

志

作

龍

門

又

云

有

龍

淸

洞

與

舊

志

異

按

卽

一

洞

而

二

名

也

白

巖

洞

治

北

五

十

里

在

鵞

公

嶺

之

左

石

露

一

穴

有

土

人

執

燈

入

欲

窮

其

源

行

十

餘

里

水

聲

潺

湲

視

之

乃

陰

河

也

雞

鳴

隔

岸

逈

異

塵

寰

懼

而

返

觀

音

洞

治

北

六

十

里

中

甚

濶

可

避

兵

燹

其

岩

半

石

壁

生

成

佛

像

禮

拜

者

絡

繹

而

至

亦

村

俗

之

常

情

不

足

異

惟

洞

底

有

水

分

爲

七

派

溢

出

附

近

農

田

多

利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山

川

　

　

　

　

　

十

六

頼

焉

鯉

魚

塘

長

半

里

許

面

𡩖

三

四

丈

深

七

八

尺

有

湖

景

之

勝

塘

有

六

景

　

鐘

聲

環

繞

　

漁

歌

遍

起

　

樓

臺

倒

影

　

曲

如

太

極

　

平

浪

無

聲

　

旱

乾

水

溢

井

芙

蓉

井
舊

志

在

文

廟

後

水

現

花

兆

發

科

甲

今

在

文

昌

宮

大

門

內

偏

右

蓋

文

廟

移

建

舊

址

併

於

文

昌

宮

亦

經

改

向

另

修

也

芹

香

井
舊

志

在

學

署

後

今

在

文

昌

宮

照

牆

東

以

學

署

亦

移

建

也

天

香

井
在

文

廟

宮

墻

內

　

流

澤

井
在

縣

署

照

牆

東

砌

石

堅

宻

旁

有

柳

樹

大

可

徑

尺

潛

龍

井
在

縣

署

照

牆

西

與

流

澤

井

對

列

如

人

之

有

兩

目

曉

風

鑑

者

謂

其

形

類

火

字

以

石

覆

之

與

地

平

蘭

露

井
在

縣

署

內

知

縣

竇

容

邃

浚

今

廢

中

橋

井
在

城

內

正

街

上

覆

石

板

建

土

地

祠

晚

霞

井
在

捕

署

儀

門

西

八

角

井
在

龍

池

書

院

左

側

流

芳

井

　

　

　

　

　

　

王

家

井

神

惠

井

　

　

　

　

　

　

雙

槐

井
俱

無

考

仰

泉

井
在

治

南

十

里

舊

志

云

山

巓

有

泉

上

湧

冬

温

夏

凉

不

涸

不

溢

邑

人

建

亭

於

側

以

仰

泉

名

老

鴉

井
在

治

西

四

里

水

甘

冽

其

涼

震

齒

杉

木

井
在

治

北

四

里

井

有

杉

樹

斷

椿

僅

存

龍

王

井
在

治

北

圓

峯

山

下

遇

旱

井

水

變

色

卽

雨

屢

試

皆

騐

相

傳

井

有

龍

神

里

人

立

廟

祀

之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山

川

　

　

　

　

　

十

七

烏

鴉

井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甃

石

堅

宻

水

淸

冽

而

甘

大

旱

不

涸

舊

有

烏

鴉

樹

一

株

在

井

旁

故

名

温

凉

井
在

髙

塘

垻

　

　

　

八

方

井
治

南

七

十

里

水

利
附

老

河

堰

在

治

北

三

十

里

水

出

山

𪋤

傾

㵼

有

聲

可

漑

田

數

百

頃

黄

河

堰

在

治

南

五

十

里

水

勢

浩

瀚

湍

流

不

息

十

餘

里

皆

資

灌

注

鄧

家

堰

在

治

西

五

里

普

安

場

東

成

於

人

力

潴

水

足

漑

田

里

許

石

圭

堰

在

治

東

南

八

十

五

里

源

出

黑

龍

洞

流

水

潺

潺

灌

漑

三

十

餘

里

龍

王

堰

源

出

龍

王

洞
詳

在

前

底

塘

堰

在

治

西

南

八

十

五

里

源

出

涼

風

埡

半

山

中

滔

滔

不

竭

十

餘

里

農

田

咸

賴

之

按

邑

皆

平

疇

西

成

卽

蓄

水

俗

謂

關

冬

冬

水

足

則

春

耕

早

田

不

種

冬

糧

故

無

需

築

堰

卽

偶

値

夏

旱

近

河

農

民

相

與

囊

沙

負

土

雜

以

稻

草

截

河

流

築

之

狀

類

隄

並

日

而

成

名

曰

紥

河

堰

水

滿

足

資

灌

漑

此

爲

一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山

川

　

　

　

　

　

十

八

二

甲

所

同

三

甲

河

濶

水

深

可

汲

以

筒

車

用

力

較

易

也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城

池

　

　

　

　

　

一

城

池

志
附

　

關

隘

　

場

鎭

　

寨

　

坊

表

古

人

思

患

豫

防

必

資

金

湯

之

固

捍

外

侮

而

衛

黎

元

悉

於

是

乎

利

賴

焉

易

有

云

重

門

擊

柝

以

待

暴

客

義

取

諸

豫

備

不

虞

也

故

雖

成

城

因

乎

衆

志

干

城

寄

以

腹

心

有

不

恃

跨

水

聯

堞

極

樓

櫓

之

高

危

者

而

城

郭

修

於

掌

固

軄

早

重

夫

夏

官

莒

恃

其

陋

而

不

完

左

氏

譏

之

思

有

備

而

無

患

亦

聊

以

固

吾

圉

則

完

繕

之

功

正

未

可

沒

也

志

城

池

新

甯

舊

土

城

明

成

化

中

知

縣

茹

玉

甃

以

石

宏

治

八

年

知

縣

張

宗

環

構

敵

樓

正

德

初

知

縣

王

良

增

堞

浚

濠

歴

三

令

而

規

模

始

備

量

高

一

丈

三

尺

週

圍

二

里

一

分

計

三

百

八

十

四

丈

三

尺

爲

門

四

東

龍

勝

西

淸

河

南

珠

明

北

寳

潤

城

倚

白

巖

之

𪋤

形

勢

甚

險

要

白

甲

申

兵

燹

後

居

民

播

棄

寥

落

城

社

亦

盡

成

邱

墟

國

初

以

其

事

簡

併

入

梁

山

雍

正

八

年

復

設

縣

治

而

舊

城

之

規

制

愈

不

可

復

問

矣

雖

疉

經

知

縣

沈

繩

祖

談

繼

文

先

後

捐

資

鳩

工

壘

石

架

木

爲

門

以

資

啟

閉

然

事

屬

草

創

難

期

久

遠

時

際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城

池

　

　

　

　

　

二

承

平

後

來

者

亦

因

循

置

之

洎

嘉

慶

元

年

敎

匪

起

自

東

達

邑

境

俱

被

蹂

躪

知

縣

趙

華

白

諸

監

司

領

帑

金

三

千

兩

增

版

築

設

重

兵

嬰

城

固

守

卒

獲

安

全

此

雖

捍

衛

之

功

實

有

天

幸

賊

終

未

至

城

下

也

至

六

年

匪

黨

漸

平

邑

士

民

議

修

石

城

請

於

縣

願

照

糧

樂

輸

轉

詳

大

府

報

可

工

方

作

趙

華

以

陞

任

叙

永

同

知

去

饒

覲

光

權

邑

篆

九

閲

月

便

屆

瓜

期

時

則

李

天

培

接

署

縣

事

李

性

剛

直

治

尚

嚴

明

人

憚

之

故

事

易

舉

未

及

一

年

工

未

竣

者

僅

十

之

二

三

焉

八

年

秋

仲

于

芢

蒞

任

勘

工

估

費

計

尚

不

敷

謀

於

邑

人

士

復

勸

捐

並

自

捐

廉

銀

五

百

兩

零

函

致

陞

任

趙

華

亦

捐

亷

銀

九

百

二

十

兩

越

明

年

工

程

告

竣

共

實

費

公

料

銀

一

萬

八

百

九

兩

有

竒

彚

詳

報

部

訖

卽

以

督

工

之

始

終

其

事

者

捐

軄

都

司

孫

世

陶

監

生

陶

芝

蘭

上

其

績

於

大

府

總

督

勒

保

給

匾

旌

勞

先

是

李

天

培

已

易

四

門

名

曰

朝

陽

曰

挹

爽

曰

延

薰

曰

拱

極

皆

鐫

之

石

于

芢

又

於

敵

樓

各

懸

匾

額

益

壯

厥

觀

百

餘

年

來

因

陋

就
簡
至
此
屹
立

保

障

燦

然

名

區

矣

其

功

在

一

邑

豈

淺

鮮
哉
故
備
書
之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城

池

　

　

　

　

　

三

城

垣

髙

一

丈

六

尺

週

四

里

有

竒

計

六

百

九

十

五

丈

內

有

水

田

數

十

畝

濠

深

八

九

尺

不

等

東

北

環

小

溪

水

四

時

不

竭

西

阻

澄

清

河

其

延

薰

門

側

有

水

門

通

南

濠

水

穿

城

內

溝

渠

過

市

中

橋

從

西

北

隅

水

門

出

入

於

河

道

光

八

年

城

垣

東

南

北

三

面

皆

有

傾

圮

南

北

尤

甚

經

知

縣

吳

恊

捐

亷

修

補

計

三

十

八

丈

九

尺

共

費

工

料

制

錢

二

百

四

十

千

零

四

百

文

經

通

報

十

二

年

西

南

北

三

面

坍

塌

城

垣

十

四

丈

五

尺

經

署

任

候

補

知

州

徐

鳳

翔

挪

項

補

修

經

通

報

同

治

元

年

滇

匪

擾

境

縣

城

失

守

四

門

垣

垜

均

有

毁

壞

經

前

署

縣

范

象

乾

禀

報

勸

捐

興

修

完

竣

計

城

垣

週

圍

六

百

七

十

四

丈

垜

口

九

百

六

十

四

個

東

西

南

北

炮

台

各

二

座

三

年

城

垣

東

西

南

三

面

暨

西

門

礟

臺

均

有

坍

塌

經

前

縣

陸

爲

棻

禀

府

籌

捐

培

補

並

𣸸

修

西

南

角

耳

城

一

座

上

建

哨

樓

一

週

圍

計

七

十

七

丈

九

尺

垜

口

一

百

二

十

四

個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城

池

　

　

　

　

　

四

關

隘
附

豆

山

關

治

東

六

十

里

山

綿

亘

若

長

蛇

頂

上

分

界

下

卽

開

縣

地

大

埡

口

治

東

北

一

百

里

山

極

高

峻

數

十

里

外

皆

入

望

中

埡

在

山

巓

據

險

可

守

下

爲

萬

縣

地

涼

風

埡

治

南

八

十

里

形

勢

與

大

埡

口

同

上

有

廟

祀

漢

壽

亭

侯

下

爲

達

縣

地

石

關

門

爲

治

南

一

𢃄

關

鍵

玉

皇

關

治

西

十

五

里

山

嶐

起

狀

如

旋

螺

山

凹

卽

李

靖

埡

出

城

西

去

一

路

平

坦

至

此

始

層

折

而

下

有

高

屋

建

瓴

之

勢

亦

要

隘

也

敎

匪

亂

團

集

民

兵

據

山

守

險

以

衆

寡

不

敵

爲

賊

所

乘

捐

職

州

同

孫

玉

章

武

舉

張

廷

勷

死

之

道

光

二

年

知

縣

謝

玉

珩

建

樓

閣

爲

門

戸

雄

關

阨

塞

足

控

一

隅

側

有

廟

祀

玉

皇

故

又

名

玉

皇

觀

梅

子

口

治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敎

匪

變

設

團

於

此

守

隘

龍

洞

峽

治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卽

七

里

峽

中

道

左

𠋣

山

右

臨

河

壘

石

爲

門

有

一

人

荷

戈

萬

夫

趦

趄

之

勢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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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

對

岸

其

中

水

通

瀘

灘

河

場

鎭

普

安

場

治

西

五

里

五

方

襍

處

商

賈

輻

湊

爲

邑

巨

鎭

馬

家

橋

治

西

三

十

里

天

師

觀

治

北

四

十

里

人

和

場

治

北

五

十

里

石

土

地

治

北

五

十

里

永

興

場

治

東

北

二

十

里

廻

龍

場

治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道

通

東

鄕

以

上

屬

一

甲

漿

池

垻

治

東

三

十

里

道

通

開

縣
場

後

有

漿

池

濶

十

畝

市

人

皆

取

汲

焉

嚴

家

場

治

東

南

四

十

里

甘

棠

舖

治

南

四

十

里

舊

名

𣸸

子

店

總

制

勒

保

督

師

過

此

易

今

名

地

當

孔

道

爲

邑

四

達

通

衢

長

嶺

崗

治

南

六

十

里

道

通

萬

縣

永

安

寨

治

南

六

十

里

向

因

避

難

居

民

築

室

毗

連

平

定

後

遂

爲

場

市

八

廟

場

治

南

七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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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

上

屬

二

甲

任

市

舖

治

南

七

十

里

爲

梁

山

綏

定

往

來

通

衢

有

行

臺

備

學

使

駐

宿

夔

綏

兩

協

鎭

嵗

再

會

哨

於

此

場

之

右

爲

石

塔

七

層

高

三

丈

餘

貯

字

灰

亦

培

風

水

也

徐

聲

聞

等

募

修

廣

福

場

治

東

南

八

十

里

舊

名

鏵

頭

場

𩀱

龍

場

治

南

一

百

里

場

外

數

武

卽

普

安

橋

與

梁

山

交

界

處

以

上

屬

三

甲

寨羡

家

寨

治

東

三

十

里

寨

寛

廣

全

活

甚

衆

佛

城

砦

治

東

四

十

里

形

勢

最

險

寛

六

里

周

圍

約

二

十

里

中

有

田

百

餘

𤱔

池

𢿙

十

口

東

接

天

成

寨

南

隣

張

家

砦

西

據

鳳

儀

砦

北

控

豆

山

闗

山

勢

連

絡

首

尾

相

應

可

耕

可

守

非

苐

雄

甲

新

甯

當

亦

冠

冕

諸

邑

天

成

寨

治

東

四

十

五

里

三

面

臨

岩

極

險

峻

上

有

田

約

五

十

畝

東

岩

半

際

有

硝

洞

咸

豐

年

間

新

修

與

大

小

方

城

相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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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蝦

蟆

寨

治

東

五

十

里

三

面

壁

立

禦

賊

以

一

面

當

之

方

城

寨

治

東

六

十

里

危

巖

磪

䃬

高

可

千

尋

狀

如

獅

踞

四

圍

石

壁

削

成

土

平

衍

甘

泉

出

焉

生

植

皆

暢

茂

明

正

德

中

避

寇

得

免

者

數

千

人

敎

匪

騷

動

頻

經

往

來

終

不

敢

犯

又

有

小

方

城

寨

形

勝

略

同

其

寨

前

一

石

孤

聳

高

十

餘

文

形

似

瞿

曇

村

人

以

和

尚

呼

之

小

方

城

砦

治

東

六

十

里

與

大

方

城

中

華

砦

相

鼎

峙

小

方

城

寨

下

白

沙

舟

在

大

河

中

流

形

如

上

水

舟

河

水

泛

漲

終

不

淹

没

一

方

之

風

水

人

物

𢘻

出

其

間

形

家

之

言

信

未

可

泥

矣

新

城

寨

與

大

方

城

小

方

城

鼎

峙

惟

嵬

峩

稍

遜

亦

險

阨

也

保

全

寨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本

監

生

劉

代

文

之

宗

祠

有

閣

可

慿

眺

遠

矚

高

瞻

狀

同

哨

樓

嘉

慶

初

里

人

藉

地

避

賊

遂

相

率

砌

石

爲

寨

保

全

百

餘

家

西

鬬

牛

砦

與

東

鬬

牛

砦

峰

勢

相

鬬

即

新

開

交

界

處

廣

福

寨

治

西

三

里

卽

屏

山

敎

匪

亂

邑

設

四

十

八

團

此

爲

領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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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果

老

寨

治

西

八

里

詳

見

古

蹟

石

筍

寨

治

西

十

五

里

一

石

矗

立

小

而

固

宛

若

初

篁

獅

子

寨

治

西

寨

下

約

半

里

許

一

大

石

現

觀

音

像

士

民

祈

禱

輙

應

犀

牛

寨

治

西

北

十

里

一

名

犀

牛

背

大

方

寨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山

高

頂

濶

可

容

數

千

人

敎

匪

亂

遠

近

多

依

之

左

家

寨

治

北

二

十

里

半

係

生

成

甃

石

增

堞

不

過

十

之

二

三

焉

嘉

慶

初

年

重

修

今

猶

完

整

羅

城

寨

治

北

三

十

二

里

方

圓

平

正

四

面

明

岩

東

西

兩

路

僅

容

一

騎

藍

逆

犯

寨

拒

以

礟

賊

即

潰

自

相

踐

踏

獲

保

全

者

數

百

家

天

師

寨

治

北

四

十

里

卽

天

師

觀

前

知

縣

于

芢

爲

邑

典

史

時

率

團

勇

勦

賊

總

糧

儲

駐

此

下

有

場

仍

觀

名

龍

形

寨

治

北

四

十

里

羅

家

坪

居

民

恃

爲

保

障

佛

神

寨

治

北

五

十

里

卽

佛

耳

山

盤

曲

如

耳

層

陵

三

疉

故

俗

有

上

中

下

之

分

寨

前

爲

劉

氏

四

友

祠

監

生

劉

文

蔚

築

小

寨

若

郛

率

衆

捍

衛

敎

匪

屢

經

其

地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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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能

保

全

岩

高

數

十

丈

藍

逆

犯

境

莫

知

入

路

汪

家

寨

卽

圓

峯

山

與

佛

神

寨

相

犄

角

三

星

砦

治

北

六

十

里

中

有

三

峯

圓

若

佛

頭

秀

凝

仙

掌

藍

逆

犯

境

見

其

形

巍

峩

如

有

神

䕶

不

攻

而

退

天

保

寨

治

北

六

十

里

勢

極

險

峻

上

有

田

百

畝

並

數

井

皆

古

浚

汲

飮

可

供

故

歴

保

無

虞

太

和

寨

與

天

保

寨

相

爲

犄

角

自

生

寨

治

北

七

十

里

山

形

高

聳

壁

立

如

城

亦

天

險

也

俗

名

亮

埡

子

生

成

寨

治

北

八

十

里

去

龍

王

塘

里

餘

舊

名

人

首

寨

以

寨

頂

一

石

形

似

人

首

故

云

嘉

慶

初

居

民

避

難

更

今

名

自

生

砦

孤

峯

獨

立

四

面

岩

形

如

削

天

和

寨

與

萬

全

寨

互

相

聯

絡

以

上

屬

一

甲

青

雲

寨

治

東

三

十

里

大

雄

寨

治

東

三

十

五

里

山

勢

突

起

左

嶄

厓

右

折

阪

望

之

如

天

半

赤

城

嘉

慶

四

年

貢

生

楊

鵬

與

鄕

人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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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賊

紥

此

皆

免

於

難

李

家

寨

治

東

四

十

里

萬

福

寨

治

東

六

十

里

寨

東

岩

首

横

生

石

眼

如

鑿

穿

者

望

之

若

斜

月

初

昇

實

奇

跡

也

保

全

寨

治

東

七

十

里

庠

生

鄭

文

軒

之

父

祖

望

倡

修

也

其

寨

惟

一

面

可

通

上

下

餘

皆

危

巖

峭

壁

寨

後

巖

半

生

成

一

洞

可

容

千

人

由

寨

至

硐

口
鳥
道
羊
腸
險
峻

絶

倫

太

平

寨

治

東

七

十

里

咸

豐

十

年

邑

人

彭

昌

後

等

捐

資

創

修

天

保

寨

治

東

七

十

五

里

真

武

寨

治

東

七

十

五

里

有

真

武

宮

古

跡

西

有

烏

龜

石

形

象

宛

肖

活

龍

寨

治

東

八

十

里

邑

人

周

應

忠

創

修

福

合

寨

治

南

四

十

里

黃

龍

寨

治

南

四

十

里

順

山

寨

治

南

四

十

里

三

合

寨

治

南

四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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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雙

桂

寨

治

南

四

十

里

咸

豐

八

年

邑

民

唐

光

烈

等

建

修太

平

寨

治

南

四

十

里

舊

名

冠

子

山

三

面

皆

峻

絶

金

城

寨

治

南

四

十

五

里

一

名

郭

家

寨

形

勢

峻

絶

上

有

平

田

及

泉

水

可

供

千

人

汲

大

羅

寨

治

南

四

十

五

里

三

角

寨

治

南

六

十

里

連

城

寨

治

南

六

十

里

天

星

寨

治

南

六

十

五

里

太

平

寨

治

南

七

十

里

邑

民

劉

用

之

等

捐

修

筆

峯

寨

治

南

八

十

里

新

太

平

寨

治

南

八

十

里

老

太

平

寨

治

南

八

十

五

里

泰

山

寨

治

東

南

六

十

里

舊

名

楊

馬

寨

嘉

慶

三

年

劉

文

試

曾

承

忠

等

重

修

更

今

名

村

人

云

明

時

楊

馬

二

將

軍

駐

兵

於

此

其

斷

碣

註

姓

氏

故

老

猶

及

見

之

惟

名

不

可

考

石

和

寨

治

東

南

六

十

里

險

峻

絶

倫

側

有

巨

石

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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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高

四

丈

餘

宛

肖

人

形

其

狀

類

頭

陀

俗

呼

石

和

尙

高

頂

寨

治

西

七

十

里

以

上

屬

二

甲

尖

山

寨

治

南

六

十

里

鼓

樓

寨

治

南

六

十

五

里

太

和

寨

治

南

七

十

里

百

節

寨

治

南

七

十

里

詳

見

山

川

新

安

寨

治

南

七

十

里

五

保

寨

治

南

七

十

五

里

萬

安

寨

治

南

七

十

五

里

俗

名

鵝

公

寨

五

舉

寨

治

南

七

十

五

里

天

成

砦

治

南

七

十

五

里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建

修

太

平

砦

治

南

八

十

里

咸

豐

十

一

年

建

修

五

福

砦

治

南

八

十

里

高

福

砦

治

南

八

十

里

團

寶

砦

治

南

八

十

里

三

元

寨

治

南

八

十

里

寨

在

山

巓

巉

崖

如

削

嘉

慶

五

年

監

生

李

開

來

文

生

李

長

靑

捐

修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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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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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城

池

　

　

　

　

　

十

三

禮

都

寨

治

南

八

十

五

里

淸

甯

砦

治

南

八

十

五

里

騎

龍

砦

治

南

八

十

五

里

天

佑

砦

治

南

八

十

五

里

白

果

砦

治

南

八

十

五

里

人

和

砦

治

南

一

百

里

興

隆

砦

治

南

一

百

里

天

生

寨

治

東

南

七

十

里

縁

崖

磻

石

山

高

尋

雲

甚

歧

峻

教

匪

亂

里

人

任

廷

瑢

等

𤨔

石

爲

門

即

資

保

障

避

難

俱

得

安

全

萬

福

寨

治

東

南

七

十

五

里

永

甯

寨

治

東

南

八

十

里

其

左

有

紗

帽

石

右

名

獅

子

巖

巖

畔

螽

斯

衍

慶

四

字

係

泥

漿

書

成

歴

久

如

故

亦

不

知

作

於

何

時

也

廣

福

寨

治

東

南

八

十

里

巖

險

周

固

勢

極

峭

危

有

石

穴

在

巖

下

中

𥪡

一

碑

鐫

石

室

二

字

用

筆

頗

高

古

側

有

小

蘭

若

石

刻

甯

宮

碑

記

載

前

明

萬

歴

年

嵗

半

模

糊

不

可

卒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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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

縣

志

卷

二

　

　
城

池

　

　

　

　

　

十

四

雲

臺

寨

治

東

南

八

十

五

里

上

垻

寨

治

東

南

八

十

五

里

崇

正

砦

治

東

南

九

十

里

鳯

凰

砦

治

東

南

九

十

里

鼎

興

砦

治

東

南

九

十

里

金

城

砦

治

西

南

八

十

里

以

上

屬

三

甲

坊

表

明

德

世

家

坊

在

治

北

三

十

里

前

明

進

士

傅

德

堅

建

今

名

其

地

曰

傅

家

灣

科

甲

開

先

坊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明

崇

禎

初

年

南

京

戸

部

郎

中

汪

政

建

按

舊

志

萬

歴

二

十

八

年

庚

子

舉

鄕

科

者

名

王

政

亦

未

詳

其

官

階

蓋

汪

與

王

轉

音

易

混

舊

志

固

草

創

忽

略

往

往

如

此

今

更

正

作

汪

其

云

科

甲

開

先

指

伊

族

發

軔

而

言

非

闔

邑

之

謂

也

以

上

屬

明

朝

坤

維

正

氣

坊

在

治

西

較

場

垻

節

婦

張

冉

氏

奉

旨

旌

表

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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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二

　

　
城

池

　

　

　

　

　

十

五

堅

同

金

石

坊

在

治

西

蒲

家

堰

節

婦

孫

向

氏

奉

旨

旌

表

建

竹

節

冰

心

坊

在

治

西

茶

亭

子

節

婦

曹

張

氏

奉

旨

旌

表

建

恩

華

雨

露

坊

在

治

西

羅

家

堰

節

婦

姜

吳

氏

奉

旨

旌

表

建

五

世

同

堂

坊

在

治

南

甘

棠

舖

節

壽

婦

徐

彭

氏

奉

旨

旌

表

建

閫

中

儀

型

坊

在

治

南

伍

家

坡

節

婦

伍

陳

氏

奉

旨

旌

表

建

朱

林

氏

節

孝

坊

在

治

南

隍

城

廟

道

左

奉

旨

旌

表

建

淑

媛

奇

節

坊

在

治

南

百

節

山

下

貞

女

王

氏

奉

旨

旌

表

建以

上

屬

國

朝

其

建

坊

年

歲

俱

詳

列

女

志

寰

宇

熙

春

坊

在

治

南

廣

福

場

耆

民

任

成

桂

曁

配

劉

氏

齊

眉

上

壽

五

代

同

堂

詳

請

咨

部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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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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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旨

給

寰

宇

熙

春

匾

額

故

建

坊

盛

世

壼

型

坊

在

治

南

廣

福

塲

節

婦

曾

馬

氏

奉

旨

旌

表

建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公

署

　

　

　

　

　

一

公

署

志

昔

孟

文

子

對

使

之

辭

曰

署

者

位

之

表

朝

夕

䖍

命

於

是

乎

在

此

署

之

所

由

名

而

蘭

署

粉

署

玉

堂

署

皆

因

之

以

肇

稱

者

也

我

國

家

官

盛

任

使

上

下

相

維

設

一

官

必

建

一

署

故

雖

藐

茲

下

邑

統

之

以

縣

尹

佐

之

以

縣

尉

以

及

明

禮

義

詰

姦

宄

儒

學

汛

防

各

有

署

焉

其

堂

搆

之

巍

峩

非

僅

以

肅

觀

瞻

俾

入

此

室

處

者

職

思

其

居

則

長

吏

之

公

庭

卽

萬

姓

之

廣

厦

也

志

公

署

新

甯

自

康

熙

七

年

歸

併

梁

山

舊

時

公

署

原

屬

草

創

一

切

俱

廢

至

雍

正

八

年

復

設

縣

治

奉

文

建

修

各

公

廨

知

縣

沈

繩

祖

承

建

縣

署

於

城

內

正

街

坐

北

向

南

至

乾

隆

五

十

年

屋

宇

半

就

傾

頺

知

縣

趙

華

詳

請

補

修

批

准

借

支

庫

項

作

三

年

扣

廉

歸

欵

計

補

修

大

堂

五

間

前

爲

㕔

事

三

楹

東

西

書

科

房

共

十

間

二

堂

五

間

左

右

厢

房

共

六

間

過

㕔

一

間

三

堂

三

間

左

右

耳

房

各

一

間

坐

宅

五

間

兩

厢

各

三

間

後

堂

圍

房

五

間

偏

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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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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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署

　

　

　

　

　

二

間

厨

房

偏

厦

二

間

庫

房

一

間

又

大

堂

外

聖

諭

牌

坊

一

座

並

書

戒

石

銘

儀

門

三

間

大

門

三

間

照

墻

一

壁

道

光

十

三

年

知

縣

黄

位

斗

捐

修

圍

房

三

間

於

庖

湢

之

側

船

房

一

間

於

客

㕔

右

改

建

同

治

元

年

正

月

張

逆

攻

䧟

縣

城

衙

署

悉

被

焚

燬

經

署

邑

令

范

象

乾

設

局

辦

理

善

後

勸

捐

重

修

規

模

仍

如

其

舊

惟

三

堂

三

間

改

建

院

墻

一

道

內

修

坐

宅

五

間

即

今

之

三

堂

東

西

厢

房

各

二

間

後

置

圍

房

五

間

即

舊

時

之

五

堂

署

後

𠋣

城

添

修

省

耕

亭

可

以

眺

遠

學

署

舊

在

城

東

學

宮

之

西

偏

其

創

修

補

葺

改

遷

俱

詳

學

校

志

今

署

在

城

北

文

廟

左

坐

西

北

向

東

南

計

大

門

一

間

儀

門

三

間

明

倫

堂

三

間

東

西

書

科

房

各

三

間

內

坐

宅

三

間

左

右

耳

房

各

三

間

外

照

墻

一

壁

署

縣

謝

玉

珩

訓

導

陳

鳯

廷

同

建

同

治

八

年

訓

導

劉

耀

南

添

修

正

宅

後

房

三

間

㕔

署

在

縣

署

右

坐

向

同

雍

正

十

年

典

史

王

永

榮

承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公

署

　

　

　

　

　

三

建

計

大

門

一

間

儀

門

一

間

大

堂

三

間

東

西

書

班

房

二

間

二

堂

三

間

左

右

厢

房

各

一

問

過

㕔

一

間

座

宅

三

間

兩

厢

各

二

間

厨

房

偏

厦

一

間

照

墻

一

壁

道

光

十

三

年

典

史

季

以

晉

捐

廉

添

修

書

班

房

各

一

間

　

衙

神

祠

一

間

餘

仍

舊

制

　

監

獄

卽

在

照

墻

後

雍

正

九

年

知

縣

沈

繩

祖

承

建

計

監

獄

三

間

女

監

一

間

繚

以

周

墉

後

三

載

知

縣

竇

容

邃

增

築

圍

墻

加

髙

四

尺

又

建

外

監

二

間

俱

係

捐

廉

墻

垣

堅

固

同

治

元

年

正

月

張

逆

攻

䧟

縣

城

㕔

署

均

被

焚

燬

署

邑

令

范

象

乾

勸

捐

與

署

典

史

方

性

淦

同

建

規

模

仍

如

其

舊

汛

署

在

城

西

挹

爽

門

內

坐

向

與

縣

署

同

雍

正

十

二

年

知

縣

竇

容

邃

承

建

計

弁

署

共

房

十

三

間

周

圍

兵

房

四

十

八

間

四

城

門

內

堆

卡

四

間

同

治

元

年

正

月

張

逆

攻

䧟

縣

城

汛

署

亦

被

焚

燬

經

署

邑

令

范

象

乾

勸

捐

同

署

把

總

張

文

卿

重

修

規

模

仍

如

其

舊

行

臺

在

治

南

任

市

舖

　

文

昌

宮

後

計

官

房

五

間

東



 

新

甯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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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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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四

西

厢

房

二

間

道

光

五

年

知

縣

吳

協

建

修

年

久

傾

圮

十

五

年

知

縣

黄

位

斗

捐

廉

首

倡

閣

邑

紳

民

欣

然

樂

從

鳩

工

庇

材

繚

墻

甃

石

添

置

基

地

建

修

官

房

五

間

兩

廊

厢

房

各

二

間

過

㕔

一

間

官

房

後

亭

閣

一

座

前

㕔

外

照

墻

一

壁

東

西

轅

門

鼓

樓

俱

齊

計

費

一

千

餘

貫

規

模

宏

厰

恢

廓

一

臻

美

備

煥

然

改

觀

餘

仍

舊

制

陰

陽

學

　

僧

會

司

　

道

紀

司

　

　

醫

學

俱

無

署

較

　

場

在

西

門

外

每

考

試

武

童

閲

騎

射

於

此

無

演

武

㕔

臨

時

以

蓬

𥱊

布

幔

爲

之

養

濟

院

在

城

內

新

街

共

房

三

間

嘉

慶

十

年

知

縣

于

芢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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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二

　

　
津

梁

　

　

　

　

　

一

津

梁

志

當

兩

山

之

錯

峙

必

有

支

川

値

一

水

之

瀠

洄

常

虞

濡

軌

萍

氏

川

游

之

禁

所

以

詳

於

周

禮

也

考

之

説

文

津

曰

水

渡

梁

曰

水

橋

思

因

地

以

制

宜

惟

各

求

其

當

可

則

深

須

造

舟

淺

卽

爲

梁

胥

此

道

也

邑

無

長

江

大

河

利

用

舟

楫

而

絶

潢

斷

港

尋

丈

之

谿

悉

跨

彩

虹

隆

嘉

號

於

澄

淸

寄

深

情

於

節

愛

永

慶

天

生

之

巧

長

豐

世

顯

之

雄

𩔖

皆

聚

石

成

梁

人

無

病

渉

其

他

略

約

横

斜

凡

一

木

能

支

者

又

在

所

不

齒

矣

志

津

梁

市

中

橋

在

城

內

正

街

三

里

橋

在

城

東

附

郭

澄

淸

橋

在

城

西

挹

爽

門

外

明

敎

諭

廖

訓

建

先

農

橋

在

治

東

二

里

乾

隆

八

年

建

嘉

慶

初

年

重

修

節

愛

橋

在

治

東

五

里

明

知

縣

李

孜

建

永

慶

橋

在

治

東

十

里

流

星

舖

乾

隆

十

五

年

建

利

濟

橋

在

治

東

十

五

里

道

光

二

年

建

永

安

橋

在

治

東

二

十

里

道

光

七

年

建

三

灣

橋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乾

隆

年

間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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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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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

生

橋

在

治

南

十

里

超

影

山

上

兩

山

聯

絡

處

中

道

斷

絶

一

石

自

生

橫

亘

數

丈

直

跨

兩

山

間

天

造

地

設

視

同

鬼

斧

神

工

竇

容

邃

詩

云

溪

惡

龍

蛇

踞

山

叢

虎

豹

藏

天

公

垂

愛

惜

造

就

一

慈

航

長

壽

橋

在

治

西

南

五

里

乾

隆

十

四

年

建

長

豐

橋

在

治

西

四

里

嘉

慶

十

七

年

建

俗

名

新

橋

一

名

太

平

橋

因

有

同

名

故

易

之

普

安

橋

在

治

西

五

里

普

安

場

外

寳

泉

橋

在

治

西

十

里

乾

隆

十

三

年

募

修

平

政

橋

在

治

西

十

里

乾

隆

間

知

縣

趙

寳

德

建

高

　

橋

在

治

西

十

二

里

架

木

爲

之

覆

以

石

板

上

有

亭

約

長

二

十

餘

丈

俗

名

曹

家

高

橋

高

石

橋

在

治

西

二

十

五

里

原

名

高

板

橋

析

木

成

杠

道

光

十

三

年

漲

水

冲

塌

復

募

修

易

以

石

劉

氏

橋

在

治

西

三

十

五

里

廻

龍

場

之

東

廻

龍

橋

在

場

西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新

建

岸

旁

有

石

塔

名

亦

同

詳

見

梁

山

進

士

刁

思

卓

碑

記

入

藝

文

和

興

橋

在

治

西

北

八

里

澄

淸

河

之

下

游

舊

亦

架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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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爲

橋

年

久

將

圮

道

光

十

四

年

改

修

規

模

與
玉
成
橋
等

玉

成

橋

在

治

西

北

十

里

紅

巖

山

𪋤

下

河

身

濶

十

數

丈

向

卽

架

木

爲

橋

高

可

丈

餘

其

上

建

亭

道

光

九

年

水

大

至

橋

折

捐

職

州

同

張

國

平

等

次

年

募

資

復

建

增

高

恢

廓

壯

麗

較

勝

於

前

緣

兩

岸

流

沙

故

仍

以

木

爲

之

世

顯

橋

在

治

北

以

前

明

周

氏

世

科

得

名

接

龍

橋

在

治

北

二

里

乾

隆

十

一

年

重

修

永

和

橋

在

治

北

十

里

胡

家

溝

道

光

七

年

監

生

張

正

賢

獨

力

捐

修

太

平

橋

在

治

北

二

十

里

龍

頭

橋

在

治

北

二

十

里

中

灘

出

魚

名

桃

花

班

味

鮮

如

丙

穴

雙

河

橋

在

治

北

四

十

里

天

師

觀

側

兩

水

會

流

各

跨

一

橋

眞

雙

橋

彩

虹

也

俱

長

十

餘

丈

高

二

丈

餘

上

有

亭萬

里

橋

在

治

北

四

十

里

道

光

七

年

建
卽

磨

子

河

廣

濟

渡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飛

雲

舖

乾

隆

十

二

年

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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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江

伯

能

捐

施

渡

船

一

𨾏

田

十

五

畝

以

上

一

甲

津

梁

樂

善

橋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乾

隆

中

貢

生

楊

鵬

募

建

吳

家

河

橋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觀

音

橋

在

治

東

三

十

五

里

明

萬

歴

中

建

橋

側

有

古

柏

□

林

大

逾

合

抱

黛

色

參

天

蓋

數

百

年

物

也

倒

石

橋

在

治

東

四

十

里

天

生

橋

在

治

東

七

十

里

甑

子

橋

在

治

東

七

十

里

三

元

橋

在

治

東

七

十

五

里

暎

峯

橋

在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卽

白

岩

河

舊

係

木

橋

因

山

溪

水

陡

每

暴

漲

則

梁

盡

沒

乾

隆

八

年

江

伯

能

捐

設

渡

般

並

田

十

五

畝

作

渡

夫

經

費

嘉

慶

十

三

年

士

民

募

衆

改

修

石

橋

自

是

夏

月

用

渡

嵗

不

過

數

次

義

和

橋

在

治

南

三

十

里

石

燕

橋

在

治

南

四

十

里

燕

子

巖

乾

隆

十

一

年

修

彩

石

橋

在

治

南

五

十

里

捲

洞

橋

在

治

南

五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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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入

廟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本

開

江

正

流

乾

隆

初

𥙷

修

高

三

丈

長

十

丈

餘

四

十

三

年

己

亥

夏

天

大

雷

電

以

風

驟

雨

如

注

有

水

自

琉

璃

溝

出

南

入

於

江

江

水

沸

騰

居

民

廬

舍

漂

流

相

率

避

於

橋

上

見

波

濤

洶

湧

中

有

物

如

巨

木

鼓

浪

而

前

橋

震

撼

不

沒

者

三

尺

因

同

聲

呼

天

祈

命

水

乃

北

旋

穿

墳

衍

而

出

卽

今

之

開

江

也

自

是

江

水

不

復

故

道

而

故

橋

遂

在

陸

地

市

人

築

室

以

居

焉

太

平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青

龍

橋

在

治

南

八

十

里

跳

磴

河

橋

在

西

南

六

十

里

大

興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觀

音

義

渡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觀

音

寺

側

爲

往

來

城

市

要

津

永

興

義

渡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善

濟

義

渡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孫

家

垻

義

渡

在

治

東

三

五

十

里

以

上

二

甲

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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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

灘

橋

在

治

南

六

十

五

里

新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明

知

縣

梁

鑾

建

高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道

光

十

二

年

重

修

金

剛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文

家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福

壽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里

石

佛

橋

在

治

南

七

十

五

里

化

龍

橋

在

治

南

八

十

里

轉

東

橋

在

治

南

八

十

里

普

安

橋

在

治

南

一

百

里

卽

新

梁

交

界

處

長

生

橋

在

治

東

南

七

十

五

里

嘉

慶

十

六

年

尹

春

芳

昆

季

捐

修

上

覆

亭

左

爲

臨

路

店

俱

整

潔

廣

福

橋

在

治

東

南

廣

福

塲

右

乾

隆

年

間

馬

姓

募

修

通

綏

定

桂

子

橋

在

廣

福

場

前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郭

姓

建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曾

承

貫

補

修

仙

鶴

橋

在

廣

福

場

左

乾

隆

年

間

募

修

通

萬

縣

光

明

橋

在

治

東

南

七

十

五

里

嘉

慶

年

間

募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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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自

生

橋

在

治

西

南

六

十

五

里

河

濶

二

十

餘

丈

有

兩

石

橫

臥

河

中

相

距

咫

尺

架

石

約

三

尺

餘

往

來

稱

便

天

星

橋

在

自

生

橋

下

流

遇

水

漲

則

往

來

過

此

以

上

三

甲

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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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祠

廟

志

在

昔

聖

人

以

神

道

設

教

郊

焉

而

天

神

格

廟

焉

而

人

鬼

饗

匪

惟

備

物

致

敬

也

爲

壇

𡒌

建

祠

宇

妥

侑

神

靈

得

所

慿

依

而

所

以

仰

廟

貌

之

莊

嚴

徵

精

神

之

萃

聚

者

胥

于

是

乎

在

第

三

代

廟

制

詳

於

𥙊

法

者

惟

宗

廟

最

著

餘

不

聞

以

廟

稱

後

世

封

禪

書

載

淫

祠

至

百

𢿙

十

至

唐

埀

拱

四

年

淫

祠

盡

燬

僅

存

大

禹

泰

伯

季

札

伍

員

四

祠

而

已

我

聖

朝

崇

德

報

功

享

於

克

誠

祭

有

令

典

神

有

專

祠

自

日

月

星

辰

風

雲

雷

雨

社

稷

神

祗

而

外

凡

前

哲

之

有

功

德

於

民

者

俱

廟

祀

之

非

此

不

與

焉

志

祠

廟

文

廟

在

縣

城

北
詳

見

學

校

崇

聖

祠

在

文

廟

正

殿

後

名

宦

祠

在

文

廟

㦸

門

外

左

偏

祀

明

知

縣

蕭

　

鵬

王

　

良

成

敏

貫

三

人

其

鄕

貫

科

目

事

實

詳

職

官

曁

政

績

志

國

朝

增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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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

教

增

江

南

江

甯

人

由

𦒋

林

官

四

川

布

政

司

終

閩

浙

總

督

又

前

任

知

縣

竇

容

邃

周

金

紳

二

人

其

鄕

貫

科

目

事

實

詳

職

官

曁

政

績

志

鄕

賢

祠

在

文

廟

㦸

門

外

右

偏

祀

明

鄕

先

輩

雷

　

正

周

　

泰

雷

　

震

熊

希

古

趙

　

鏊

熊

　

進

六

人

其

科

第

官

階

詳

選

舉

曁

人

物

志

忠

孝

義

祠

在

文

廟

賢

關

門

外

道

光

二

年

與

文

廟

同

建

祀

明

忠

孝

義

七

人

朱

　

鵬

　

　

　

雷

　

禎

　

　

　

朱

伯

通

朱

伯

珍

　

　

　

張

　

芳

　

　

　

雷

　

正

熊

　

進

　

事

實

俱

詳

人

物

志

又

增

祀

國

朝

嘉

慶

初

年

教

匪

倡

亂

陣

亡

忠

義

士

民

十

九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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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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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孫

玉

章

　

　

　

柏

太

震

　

　

　

羅

汝

忠

熊

澤

鴻

　

　

　

吳

　

震

　

　

　

林

忠

彪

林

盛

誥

　

　

　

周

子

泰

　

　

　

孫

作

海

劉

文

玠

　

　

　

王

　

佐

　

　

　

孫

元

岱

以

上

十

二

人

先

入

祀

府

城

昭

忠

祠

復

奉

文

泐

碑

通

衢

入

祀

本

邑

忠

孝

義

祠

張

廷

襄

　

　

　

孫

世

河

　

　

　

楊

正

紀

曾

超

羣

　

　

　

李

洪

朝

　

　

　

曹

明

禮

張

啓

賢

　

以

上

七

人

原

奉

文

入

本

邑

祠

祀

其

諸

人

出

身

及

事

實

俱

詳

人

物

志

外

通

報

陣

亡

鄕

勇

四

百

一

十

三

人

俱

入

祀

府

城

昭

忠

祠

定

爲

每

牌

五

十

人

嗣

奉

文

並

入

本

邑

祠

祀

今

製

牌

補

入

其

姓

名

俱

列

人

物

志

同

治

元

年

滇

匪

擾

亂

陣

亡

鄕

勇

練

丁

孫

八

榮

等

四

十

九

名

均

經

通

報

奉

文

入

祀

本

邑

忠

孝

義

祠

其

姓

名

事

實

俱

詳

人

物

志

又

出

師

外

省

勦

賊

陣

亡

員

弁

陳

聯

陞

　

　

　

陳

聯

福

　

　

　

陳

克

選

　

以

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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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

均

附

祀

本

邑

忠

孝

義

祠

事

實

俱

詳

武

秩

志

又

採

補

嘉

慶

年

間

殉

難

義

民

監

生

薛

訓

語

　

劉

祖

艶

　

　

　

劉

世

位

同

治

元

年

殉

難

紳

民

孫

縉

榮

等

三

百

九

十

四

名

均

經

造

報

奉

文

入

祀

本

邑

忠

孝

義

祠

其

姓

名

事

實

俱

詳

人

物

志

節

孝

祠

在

忠

孝

義

祠

側

同

時

建

祀

明

節

孝

婦

五

人

李

屈

氏

　

　

　

袁

熊

氏

　

　

　

楊

胡

氏

熊

胡

氏

　

　

　

熊

唐

氏

國

朝

節

孝

婦

十

人

鄭

王

氏

　

　

　

朱

林

氏

　

　

　

胡

李

氏

蔣

樂

氏

　

　

　

楊

陶

氏

　

　

　

徐

彭

氏

張

冉

氏

　

　

　

孫

向

氏

　

　

　

曹

張

氏

伍

陳

氏

　

以

上

節

孝

供

十

五

人

事

實

俱

詳

列

女

志

增

祀

嘉

慶

年

間

教

匪

倡

亂

殉

難

烈

婦

柏

唐

氏

　

　

　

盧

康

氏

　

　

　

黄

廖

氏

崔

曾

氏

　

　

　

孫

戴

氏

　

　

　

孫

胡

氏

以

上

六

人

事

實

俱

詳

舊

志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五

增

祀

嘉

慶

年

間

教

匪

倡

亂

殉

難

烈

婦

本

年

採

入

劉

戴

氏

　

　

　

劉

何

氏

　

以

上

二

人

事

實

未

詳

增

祀

同

治

元

年

滇

匪

擾

亂

殉

難

烈

婦

梁

顔

氏

　

　

　

沈

袁

氏

　

　

　

孫

羅

氏

孫

張

氏

　

　

　

孫

陳

氏

　

　

　

曠

唐

氏

曠

張

氏

　

　

　

羅

曠

氏

　

　

　

金

髙

氏

張

廖

氏

　

　

　

劉

魏

氏

　

　

　

唐

陳

氏

陳

梅

氏

　

　

　

顔

張

氏

　

　

　

曾

張

氏

曾

梅

氏

　

　

　

鄧

龔

氏

　

　

　

鄧

熊

氏

楊

裴

氏

　

　

　

王

何

氏

　

　

　

周

張

氏

吳

張

氏

　

　

　

梅

鄧

氏

　

　

　

熊

姜

氏

張

衛

氏

　

　

　

孫

袁

氏

　

　

　

蕭

聶

氏

余

李

氏

　

　

　

李

胡

氏

　

　

　

賀

張

氏

賀

唐

氏

　

　

　

金

沈

氏

　

　

　

孫

顔

氏

曾

熊

氏

　

　

　

曾

梅

氏

　

　

　

曾

吳

氏

曾

潘

氏

　

　

　

鄧

江

氏

　

　

　

顔

李

氏

楊

蔣

氏

　

　

　

劉

廖

氏

　

　

　

鄧

唐

氏

王

陶

氏

　

　

　

潘

李

氏

　

　

　

孫

吳

氏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六

孫

楊

氏

　

　

　

孫

李

氏

　

　

　

張

孫

氏

劉

張

氏

　

　

　

孫

張

氏

　

　

　

袁

廖

氏

張

胡

氏

　

　

　

龍

張

氏

　

　

　

孫

熊

氏

王

易

氏

　

　

　

陳

鍾

氏

　

　

　

王

張

氏

吳

王

氏

　

　

　

張

曾

氏

　

　

　

徐

王

氏

朱

胡

氏

　

　

　

張

余

氏

　

　

　

劉

胡

氏

吳

陳

氏

　

　

　

李

胡

氏

　

　

　

熊

李

氏

周

王

氏

　

　

　

曾

王

氏

　

　

　

唐

朱

氏

江

嚴

氏

　

　

　

李

潘

氏

　

　

　

馮

向

氏

鍾

萬

氏

　

　

　

張

李

氏

　

　

　

吳

易

氏

譚

熊

氏

　

　

　

王

唐

氏

　

　

　

曾

何

氏

顧

吳

氏

　

　

　

魯

顧

氏

　

　

　

張

趙

氏

吳

陳

氏

　

　

　

歐

陽

余

氏

　

　

鄧

唐

氏

丁

王

氏

　

　

　

張

潘

氏

　

　

　

崔

曾

氏

朱

屈

氏

　

　

　

朱

吳

氏

　

　

　

朱

呂

氏

蕭

李

氏

　

　

　

朱

李

氏

　

　

　

楊

蔣

氏

曾

周

氏

　

　

　

梁

周

氏

　

　

　

朱

陳

氏

江

杜

氏

　

　

　

朱

唐

氏

　

　

　

張

趙

氏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七

張

粟

氏

　

　

　

張

吳

氏

　

　

　

蕭

陳

氏

劉

顔

氏

　

　

　

陳

顔

氏

　

　

　

王

陳

氏

周

楊

氏

　

　

　

張

余

氏

　

　

　

張

李

氏

蕭

何

氏

　

　

　

周

蕭

氏

　

　

　

周

三

秀

于

聶

氏

　

　

　

劉

唐

氏

　

　

　

黄

李

氏

黄

明

氏

　

　

　

李

顧

氏

　

　

　

李

蕭

氏

吳

李

氏

　

　

　

蔡

吳

氏

　

　

　

顧

蔡

氏

孫

向

氏

　

　

　

孫

盛

氏

　

　

　

孫

張

氏

譚

李

氏

　

　

　

唐

熊

氏

　

　

　
許

謝

張

孫

氏

以

上

烈

婦

一

百

二

十

七

人

事

實

俱

詳

列

女

志

增

祀

節

孝

婦

張

熊

氏

　

　

　

姜

吳

氏

　

　

　

薛

張

氏

曾

馬

氏

　

　

　

張

劉

氏

　

　

　

孫

劉

氏

雷

石

氏

　

　

　

𨶒

王

氏

　

　

　

萬

盧

氏

袁

劉

氏

　

　

　

王

胡

氏

　

　

　

吳

符

氏

吳

張

氏

　

　

　

鄧

李

氏

　

　

　

冉

趙

氏

于

袁

氏

　

　

　

曾

蔣

氏

　

　

　

屈

林

氏

杜

黄

氏

　

　

　

聶

楊

氏

　

　

　

郝

黄

氏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八

鄧

袁

氏

　

　

　

郝

宋

氏

　

　

　

張

楊

氏

張

孫

氏

　

　

　

張

廖

氏

　

　

　

朱

唐

氏

袁

陳

氏

　

　

　

曾

陳

氏

　

　

　

朱

帥

氏

文

韓

氏

　

　

　

徐

曹

氏

　

　

　

蔣

陳

氏

李

唐

氏

　

　

　

彭

唐

氏

　

　

　

譚

唐

氏

王

鄧

氏

　

　

　

張

徐

氏

　

　

　

姜

髙

氏

余

楊

氏

　

　

　

伍

李

氏

　

　

　

張

譚

氏

逯

劉

氏

　

　

　

易

曾

氏

　

　

　

劉

譚

氏

唐

黄

氏

　

　

　

劉

譚

氏

　

　

　

劉

朱

氏

孫

石

氏

　

　

　

張

孫

氏

　

　

　

饒

喬

氏

劉

王

氏

　

　

　

王

林

氏

　

　

　

鄧

趙

氏

吳

朱

氏

　

　

　

雷

葉

氏

　

　

　

王

李

氏

劉

袁

氏

　

　

　

程

楊

氏

　

　

　

盧

張

氏

秦

胡

氏

　

　

　

許

秦

氏

　

　

　

盧

張

氏

張

魏

氏

　

　

　

曾

顧

氏

　

　

　

汪

劉

氏

張

楊

氏

　

　

　

熊

陳

氏

　

　

　

羅

王

氏

張

蒲

氏

　

　

　

張

盧

氏

　

　

　

劉

陳

氏

余

賀

氏

　

　

　

粟

張

氏

　

　

　

龍

張

氏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九

黄

熊

氏

　

　

　

戢

楊

氏

　

　

　

雷

石

氏

顔

夏

氏

　

　

　

傅

周

氏

　

　

　

張

劉

氏

梅

潘

氏

　

　

　

雷

胡

氏

　

　

　

易

曾

氏

屈

劉

氏

　

　

　

蔣

曾

氏

　

　

　

劉

朱

氏

李

髙

氏

　

　

　

劉

盧

氏

　

　

　

楊

馬

氏

唐

黄

氏

　

　

　

鍾

張

氏

　

　

　

魏

張

氏

蔡

俞

氏

　

　

　

潘

謝

氏

　

　

　

張

陳

氏

胡

楊

氏

　

　

　

潘

顔

氏

　

　

　

郝

曹

氏

劉

潘

氏

　

　

　

楊

石

氏

　

　

　

唐

鄧

氏

袁

李

氏

　

　

　

鄭

羅

氏

　

　

　

樊

蔣

氏

劉

黄

氏

　

　

　

張

鄧

氏

　

　

　

杜

羅

氏

胡

楊

氏

　

　

　

李

曹

氏

　

　

　
劉

胡

氏

陳

楊

氏

以

上

節

孝

婦

一

百

一

十

二

人

事

實

俱

詳

列

女

志

增

祀

同

治

元

年

滇

匪

擾

亂

殉

難

烈

女

劉

丙

秀

　

　

　

張

招

弟

　

　

　

徐

嵩

雪

徐

碧

紋

　

　

　

徐

碧

瓊

　

　

　

羅

伏

蓮

羅

五

妹

　

　

　

劉

招

兒

　

　

　

劉

月

兒

曾

招

兒

　

　

　

曾

引

兒

　

　

　

金

茂

月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金

乙

秀

　

　

　

鄧

乙

秀

　

　

　

彭

紫

桂

黄

辛

蓮

　

　

　

孫

二

妹

　

　

　

髙

成

璧

曾

菊

英

　

　

　

曾

月

英

　

　

　

顔

蒲

蓮

顔

辛

蓮

　

　

　

顔

冬

蓮

　

　

　

顔

玉

兒

劉

清

貞

　

　

　

孫

集

林

　

　

　

孫

芝

林

劉

癸

秀

　

　

　

劉

時

秀

　

　

　

黄

冬

秀

黄

代

兒

　

　

　

黄

引

兒

　

　

　

盧

乙

秀

盛

翠

英

　

　

　

陳

么

妹

　

　

　

陶

長

兒

耿

小

姐

　

　

　

謝

元

兒

　

　

　

王

癸

英

魏

昭

兒

　

　

　

張

貴

兒

　

　

　

盛
秀鳯

英

以

上

烈

女

四

十

三

人

事

實

俱

詳

列

女

志

增

祀

已

故

貞

女

王

貞

女

　

　

　

趙

貞

女

　

　

　

姜

貞

女

陳

貞

女

　

　

　

粟

貞

女

　

　

　

王

貞

女

張

貞

女

以

上

貞

女

七

人

事

實

俱

詳

列

女

志

闗

帝

廟

舊

在

西

關

外

雍

正

十

二

年

募

修

今

火

神

廟

其

故

址

也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經

知

縣

李

暉

遷

建

城

內

正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一

街

道

光

七

年

署

縣

李

盤

重

修

計

大

殿

三

楹

中

奉

關

帝

像

左

一

間

奉

　

車

騎

將

軍

張

桓

侯

像

右

一

間

爲

朝

房

前

爲

樂

樓

兩

廊

亦

爲

樓

房

　

後

殿

三

間

兩

厢

各

一

間

中

奉

關

帝

三

代

　

曾

祖

光

昭

公

　

祖

裕

昌

公

　

父

成

忠

公

　

於

雍

正

三

年

勅

封

均

製

牌

位

紅

飾

金

書

清

漢

合

璧

同

時

詔

加

尊

帝

號

爲

忠

義

神

武

關

聖

大

帝

乾

隆

十

年

加

號

靈

佑

嘉

慶

十

九

年

加

號

仁

勇

道

光

七

年

加

號

威

顯

咸

豐

二

年

三

年

六

年

七

年

奉

旨

加

封

䕶

國

保

民

精

誠

綏

靖

咸

豐

五

年

奉

上

諭

以

關

帝

神

威

顯

佑

特

加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二

封

號

並

升

入

中

祀

兹

據

太

常

寺

查

明

關

帝

先

代

封

爵

並

應

否

援

照

文

廟

崇

聖

祠

例

加

封

請

旨

定

奪

敬

謹

加

封

以

示

尊

崇

關

帝

曾

祖

光

昭

公

著

加

封

爲

光

昭

王

祖

裕

昌

公

著

加

封

爲

裕

昌

王

父

成

忠

公

著

加

封

爲

成

忠

王

咸

豐

七

年

奉

旨

關

聖

大

帝

神

牌

改

冩

關

聖

帝

君

清

漢

字

式

欽

頒

御

書

萬

世

人

極

匾

額

文

昌

廟

舊

址

在

西

門

內

今

武

廟

即

舊

址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經

知

縣

李

暉

遷

建

於

城

東

文

廟

左

南

向

道

光

八

年

知

縣

吳

協

募

衆

改

修

北

向

拓

文

廟

故

基

悉

加

恢

廓

併

考

棚

於

中

較

童

子

試

計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三

大

殿

三

楹

殿

前

爲

㕔

事

東

西

爲

號

舍

中

爲

二

門

三

間

前

爲

大

門

五

間

再

前

爲

照

牆

又

後

殿

三

間

左

右

厢

各

一

間

敬

遵

嘉

慶

六

年

諭

旨

照

部

議

於

正

殿

神

像

前

增

設

牌

位

書

文

昌

帝

君

神

位

後

殿

照

部

議

三

代

姓

名

查

無

確

據

增

製

牌

位

一

分

書

文

昌

帝

君

先

代

神

位

書

飾

均

如

關

帝

廟

式

其

改

修

經

費

及

董

事

姓

名

詳

梁

山

進

士

刁

思

卓

碑

記

載

入

藝

文

至

新

舊

捐

施

田

畝

俱

泐

貞

珉

不

備

載

咸

豐

七

年

奉

旨

文

昌

帝

君

神

牌

改

冩

清

漢

字

式

奎

星

閣

舊

在

南

門

內

以

方

位

不

宜

易

遭

回

禄

嘉

慶

八

年

市

人

僉

議

移

建

毁

其

閣

迎

奎

星

神

像

暫

祀

文

昌

宮

正

殿

之

側

另

修

閣

於

西

門

外

蕉

溪

岸

傍

功

將

竣

因

事

遂

輟

道

光

三

年

新

建

城

外

東

北

隅

距

城

里

許

城

隍

廟

原

在

西

門

內

正

街

舊

有

祠

宇

其

創

始

不

可

考

雍

正

二

年

募

衆

補

修

乾

隆

中

歴

經

知

縣

李

暉

趙

華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四

先

後

完

葺

至

嘉

慶

九

年

知

縣

于

芢

倡

捐

重

修

閱

四

載

落

成

一

增

美

　

規

模

爲

闔

邑

祀

廟

冠

其

新

舊

捐

施

香

火

田

產

有

碑

記

不

備

載

火

神

廟

在

西

門

外

小

西

□

□

□

炎

帝

宮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暉

建

嗣

經

趙

華

于

芢

重

修

同

治

元

年

燬

於

賊

尚

待

籌

欵

修

葺

龍

神

祠

一

在

治

西

北

黑

天

池

乾

隆

十

一

年

知

縣

靳

光

祚

捐

亷

建

道

光

四

年

重

修

嵗

旱

雩

禱

在

於

斯

詳

見

知

縣

吳

協

碑

記

一

在

東

嶽

廟

旁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募

建

春

秋

享

祀

在

此

衙

神

祠

在

縣

署

左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李

暉

建

歴

經

知

縣

趙

華

方

焯

于

芢

先

後

補

葺

道

光

十

三

年

知

縣

黄

位

斗

重

修

計

正

殿

三

間

前

爲

聽

事

兩

廊

爲

樓

房

中

爲

樂

樓

悉

臻

完

善

一

切

改

觀

殿

後

爲

賔

館

同

治

元

年

正

月

被

賊

焚

燬

經

前

縣

杜

倡

捐

重

修

八

年

四

月

工

竣

其

規

模

較

前

完

整

祠

後

賓

館

因

無

力

興

修

基

址

尚

存

以

俟

續

建

社

稷

壇

在

西

關

外

明

知

縣

胡

明

書

建

後

廢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五

國

朝

雍

正

十

二

年

知

縣

竇

容

邃

重

建

地

基

長

十

七

丈

寛

十

二

丈

五

尺

計

三

畝

五

分

四

釐

壇

髙

二

尺

一

寸

横

直

各

二

丈

五

尺

週

十

丈

間

砌

磚

石

繚

以

周

垣

神

祇

壇

舊

基

在

東

關

外

久

廢

雍

正

十

二

年

知

縣

竇

容

邃

新

建

壇

基

丈

尺

如

社

稷

壇

制

先

農

壇

在

東

關

外

雍

正

九

年

知

縣

沈

子

明

承

建

壇

髙

二

尺

一

寸

寛

長

各

二

丈

五

尺

皆

甃

石

壇

北

建

正

房

三

間

東

西

厢

房

各

一

間

門

樓

一

座

周

繚

以

牆

牆

內

耤

田

共

四

畝

八

分

厲

壇

舊

基

無

考

雍

正

十

二

年

知

縣

竇

容

邃

建

於

北

關

外

基

地

東

西

寛

五

丈

南

北

長

三

丈

泐

石

以

記

以

上

各

壇

隨

時

補

葺

至

今

皆

仍

舊

制

國

公

祠

在

城

內

東

街

同

治

八

年

奉

旨

建

祀

同

治

元

年

張

逆

擾

亂

殉

難

官

紳

並

附

祀

家

丁

三

名

知

縣

國

　

澍

　

　

　

　

典

史

耿

鳯

翔

把

總

何

玉

春

　

　

　

　

監

生

國

　

富

家

丁

劉

楨

　

　

　

鄧

興

　

　

石

玉

附

本

城

內

及

附

郭

祠

廟

不

在

祀

典

者

列

於

左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六

蕭

公

廟

在

城

內

東

門

明

知

縣

李

剛

建

今

謂

之

水

神

廟䕶

國

祠

在

城

內

東

街

楚

籍

黄

州

人

公

建

萬

壽

宮

在

䕶

國

祠

右

江

西

原

籍

人

公

建

天

后

宮

在

文

昌

廟

右

閩

籍

人

會

舘

道

光

十

三

年

知

縣

黄

位

斗

倡

建

禹

王

宮

在

西

門

內

正

街

楚

籍

常

德

人

公

建

帝

主

宮

在

西

門

內

正

街

楚

籍

黄

州

人

公

建

太

和

宮

在

西

門

內

正

街

楚

籍

澧

州

人

公

建

壽

佛

宮

與

太

和

宮

對

向

楚

籍

衡

州

人

公

建

忠

義

宮

在

城

內

近

西

門

楚

籍

荆

州

人

公

建

東

嶽

廟

在

西

門

外

較

場

垻

其

創

始

無

考

舊

志

但

云

乾

隆

九

年

僧

會

司

如

祥

募

貲

補

葺

至

嘉

慶

十

九

年

署

縣

李

玉

麟

捐

亷

百

兩

議

補

修

遂

轉

向

另

建

經

三

載

落

成

費

𢿙

千

金

募

之

邑

眾

眞

武

宮

在

東

門

外

距

城

二

里

許

明

天

順

中

知

縣

張

奎

建

半

廢

雖

經

補

葺

多

非

舊

制

按

邑

多

楚

人

各

别

其

郡

私

其

神

以

祠

廟

分

籍

貫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祠

廟

　

　

　

　

　

十

七

故

建

置

相

望

今

以

在

城

內

者

列

之

鄕

鎭

所

建

不

悉

載

然

名

目

總

不

外

此

惟

關

廟

文

昌

宮

則

公

祀

之

亦

各

鎭

皆

有

其

楚

籍

永

州

人

祠

祀

濂

溪

周

子

城

內

無

長

沙

人

祠

祀

禹

王

僅

見

於

鄕

鎭

從

宜

從

俗

相

襲

已

久

蜀

州

縣

亦

大

抵

皆

然

也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寺

觀

　

　

　

　

　

一

寺

觀

志

釋

迦

闡

敎

空

寂

無

爲

老

氏

立

言

淸

虛

寡

慾

本

無

心

於

世

事

詎

兾

人

必

信

從

乃

自

靑

牛

東

來

白

馬

西

至

漢

魏

以

後

像

敎

寢

興

洎

南

北

朝

而

其

風

愈

熾

丹

艧

之

室

何

止

億

千

中

間

經

廢

滅

屢

矣

抑

或

併

釋

於

道

改

老

爲

佛

間

有

異

同

究

崇

尚

之

各

殊

總

空

虛

而

無

實

然

則

非

二

敎

之

惑

人

人

自

惑

之

也

邑

多

叢

山

岡

巒

聳

翠

覽

奇

之

士

蠟

屐

必

經

綴

梵

宇

於

巉

巖

結

琳

宮

於

幽

谷

住

持

固

云

得

所

遊

眺

亦

足

騁

懷

且

欣

當

昇

平

無

事

之

秋

相

與

崇

奉

神

道

培

修

棟

宇

上

以

祝

國

家

萬

年

之

慶

下

以

迎

閭

里

四

時

之

庥

亦

潤

色

太

平

之

盛

事

也

志

寺

觀

按

寺

觀

名

所

由

始

自

漢

明

帝

時

西

域

僧

迦

葉

摩

鵬

竺

法

蘭

以

白

馬

䭾

經

至

雒

陽

處

之

鴻

臚

寺

故

後

世

僧

所

居

皆

曰

寺

元

帝

被

疾

求

方

士

漢

中

送

道

士

王

伸

都

處

之

昆

明

觀

故

後

世

道

士

所

居

皆

曰

觀

邑

寺

觀

頗

多

住

持

皆

緇

流

並

無

黄

冠

其

爲

人

祈

禳

者

謂

之

火

居

道

男

女

居

室

無

異

四

民

猶

不

失

爲

技

術

也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寺

觀

　

　

　

　

　

二

廣

福

寺

城

西

三

里

屏

山

之

巓

山

一

名

天

牛

覆

甕

故

俗

呼

牛

山

寺

係

唐

時

建

中

間

廢

興

詳

大

理

寺

評

事

趙

鏊

碑

記

載

入

藝

文

寺

中

古

蹟

半

殘

缺

不

完

惟

殿

後

石

鼎

高

八

九

尺

鐫

龍

鳳

人

物

甚

精

妙

露

置

不

知

幾

百

年

風

雨

日

蝕

無

壞

亦

景

之

奇

者

闗

帝

廟

城

西

五

里

普

安

塲

內

建

觀

音

閣

左

側

設

社

學

一

堂

文

昌

宮

內

設

社

學

一

堂

右

側

建

蒼

聖

閣

與

觀

音

閣

對

峙

矗

出

雲

漢

足

壯

觀

瞻

邑

增

生

沈

蘭

臺

題

詩

有

山

環

豹

霧

層

巒

聳

瓦

叠

魚

鱗

萬

戸

低

之

句

其

巍

峩

可

概

見

也

禹

王

宮

萬

壽

宮

內

設

社

學

一

堂

帝

主

宮

濓

溪

祠

葛

仙

宮

桓

侯

宮

新

建

以

上

屬

普

安

塲

閆

馬

寺

城

西

七

里

亦

係

僧

定

能

重

葺

相

傳

舊

爲

閆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寺

觀

　

　

　

　

　

三

馬

二

姓

香

火

故

名

斗

門

寺

城

西

十

五

里

建

自

前

明

洪

武

間

歴

經

補

葺

殿

宇

猶

整

肅

鐘

虡

註

年

代

皆

嘉

靖

時

製

元

音

寺

城

西

十

五

里

係

前

明

創

建

道

光

十

二

年

里

人

建

樓

於

寺

前

祀

玉

皇

制

度

亦

足

壯

觀

玉

皇

觀

城

西

十

五

里

雍

正

年

間

僧

清

齡

創

修

其

地

勢

險

塞

詳

見

闗

隘

道

光

二

年

署

縣

謝

玉

珩

建

奎

閣

於

前

題

楹

聨

云

雞

犬

桑

麻

開

世

界

雲

霞

烟

水

䕶

文

星

顔

其

額

曰

烟

岫

雲

壑

皆

鐫

之

石

斯

亦

善

狀

景

物

能

得

其

眞

槪

者

金

山

寺

城

西

二

十

里

爲

邑

中

禪

院

第

一

其

創

始

不

可

考

乾

隆

間

僧

德

岸

自

達

州

西

聖

寺

卓

錫

於

此

募

資

重

修

益

整

潔

其

徒

普

濟

募

鐫

經

板

造

藏

經

樓

經

十

年

而

後

成

覺

華

寺

城

西

三

十

里

殿

宇

莊

嚴

視

金

山

寺

稍

遜

僧

慶

禪

重

葺

亦

德

岸

徒

衆

宗

派

也

廽

龍

寺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亦

古

刹

也

乾

隆

間

僧

續

道

開

拓

增

修

道

光

二

年

僧

徒

覺

泰

重

修



 

新

甯

縣

志

卷

二

　

　
寺

觀

　

　

　

　

　

四

白

鶴

寺

城

西

四

十

里

前

明

古

刹

以

地

形

似

鶴

名

寺

嘉

慶

五

年

僧

會

參

次

第

改

建

歴

數

十

寒

暑

始

訖

工

相

機

㸃

綴

遂

爲

禪

林

大

觀

又

治

東

十

五

里

有

寺

與

同

名

康

熙

年

間

創

修

其

規

模

遠

不

及

也

盤

古

廟

邑

西

四

十

五

里

建

於

山

脚

創

自

　

國

初

川

主

廟

建

自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先

名

廟

子

嶺

文

昌

宮

建

於

前

明

奎

星

閣

建

自

道

光

己

亥

年

上

接

文

昌

宮

下

臨

鯉

魚

潭

層

巒

聳

翠

飛

閣

流

丹

前

邑

侯

陳

公

諱

廷

揚

撰

有

碑

序

武

聖

宮

同

治

四

年

新

建

三

清

廟

前

明

古

刹

今

規

模

更

新

紅

啟

寺

基

址

宏

厰

毁

於

明

季

兵

燹

其

鐘

磬

移

歸

三

元

宮

以

上

屬

長

田

垻

三

元

宮

去

城

西

白

鶴

寺

里

許

嘉

慶

初

僧

覺

曉

補

修

觀

音

寺

城

西

六

十

里

大

山

巓

山

以

寺

名

達

東

新

三

縣

分

轄

蓋

駐

兵

總

隘

也

其

山

腰

有

寺

曰

大

鵬

居

民

祈

報

在

是

又

城

北

五

里

有

寺

同

名

俗

呼

觀

音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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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

觀

　

　

　

　

　

五

雙

牛

寺

城

北

十

里

寺

因

山

名

詳

見

山

川

志

聚

寳

寺

城

北

二

十

里

左

家

巖

詳

見

大

理

寺

趙

鏊

碑

記八

　

廟

城

北

二

十

五

里

村

人

譚

福

馨

捐

修

工

竣

遂

自

披

剃

此

康

熙

末

年

事

今

住

持

皆

緇

黨

太

山

寺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其

創

始

不

知

何

時

有

古

鐘

聲

甚

洪

註

字

云

萬

歴

三

年

合

州

富

玉

里

鑄

僉

稱

乾

隆

中

自

彼

飛

來

鐘

字

朗

據

傳

説

未

可

盡

信

也

嘉

慶

三

年

毁

於

賊

今

已

重

修

天

師

觀

城

北

四

十

里

康

熙

時

朱

姓

捐

施

規

地

建

祠

其

外

爲

場

市

仍

觀

名

方

居

寺

城

北

四

十

里

古

名

大

興

寺

嘉

慶

八

年

燬

於

囘

禄

僧

徒

能

懷

募

修

復

故

天

成

觀

城

北

五

十

里

今

廢

只

自

生

石

室

猶

存

二

郎

廟

城

北

五

十

里

俗

呼

其

地

爲

石

土

地

里

人

云

雍

正

間

河

水

湧

出

石

像

卽

世

俗

所

奉

二

郎

並

鉄

磬

一

枚

註

崇

禎

年

號

因

立

廟

祀

之

圓

峯

寺

城

北

五

十

里

圓

峯

山

下

古

名

定

鐘

寺

久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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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

觀

　

　

　

　

　

六

因

建

於

𪋤

卽

本

山

名

文

武

宮

城

北

五

十

餘

里

太

和

塲

內

廟

後

建

玉

皇

樓

閣

下

立

社

學

一

堂

朝

天

𤲅

在

城

北

道

里

與

天

成

觀

同

明

時

小

蘭

若

鐘

磬

俱

前

明

年

號

樊

侯

廟

城

西

北

峩

城

山

頂

詳

見

山

川

志

紅

巖

寺

城

西

北

十

二

里

舊

近

河

移

建

山

腰

里

人

祈

禱

胥

於

是

在

中

定

寺

城

東

北

六

十

里

俗

呼

茅

坪

寺

頗

開

濶

近

多

傾

圮

乾

隆

中

僧

定

能

創

建

龍

王

殿

梁

邑

孝

廉

刁

思

卓

撰

記

採

入

藝

文

以

上

一

甲

寺

觀

觀

音

寺

城

東

三

十

里

明

正

德

十

四

年

建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重

修

前

帶

南

江

後

枕

翠

巘

左

右

修

竹

蕭

森

洵

浄

土

奧

區

也

慈

雲

寺

城

東

三

十

里

鎭

龍

寺

城

東

三

十

里

雲

䑓

寺

城

東

三

十

里

建

於

沙

灣

其

前

則

鳯

鳴

山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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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

觀

　

　

　

　

　

七

翠

嶂

羅

列

林

木

陰

翳

後

面

孤

峯

特

立

狀

若

壇

然

鄉

人

多

於

此

祈

雨

頗

有

靈

應

遂

呼

爲

天

生

壇

云

廣

福

寺

城

東

三

十

里

雍

正

十

三

年

建

永

興

宮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復

興

寺

城

東

四

十

里

雍

正

十

三

年

建

嘉

慶

二

十

年

重

修

一

名

玉

皇

觀

高

　

寺

城

東

四

十

里

雞

足

山

之

巓

其

殘

碑

云

唐

時

創

建

自

宋

以

下

恒

增

修

之

殿

宇

幽

邃

喬

木

陰

森

誠

古

刹

也

寺

右

有

古

井

水

味

甚

甘

冬

温

而

夏

涼

亦

沙

彌

之

清

福

嘉

慶

初

鄕

人

避

亂

紫

寨

於

山

腹

因

險

峻

故

名

天

成

得

保

全

者

甚

衆

光

照

寺

城

東

四

十

五

里

明

正

德

七

年

建

杏

牛

寺

在

城

東

道

里

與

光

照

寺

同

山

形

蟠

屈

如

牛

遙

望

之

角

耳

悉

具

亦

勝

境

也

中

峯

寺

卽

在

雞

足

山

𪋤

俗

呼

低

寺

梓

潼

宮

城

東

七

十

里

明

洪

武

年

間

建

神

像

莊

嚴

石

龍

寺

城

東

七

十

里

對

面

一

山

名

石

牛

嶺

形

象

宛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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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

觀

　

　

　

　

　

八

觀

音

堂

城

東

七

十

五

里

爲

開

邑

通

衢

兩

山

排

闥

中

有

大

士

廟

左

右

皆

危

巖

峭

壁

嘉

慶

年

間

徐

逆

犯

境

團

勇

禦

賊

倚

爲

保

障

清

浄

𤲅

城

南

三

十

里

靈

巖

寺

在

城

南

白

巖

山

畔

峭

壁

崚

𡾓

有

石

凸

出

渾

如

蓋

𠋣

其

下

鐫

觀

音

石

像

於

壁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前

陞

任

縣

令

臧

榮

青

創

建

大

書

靈

巖

二

字

刻

諸

石

壁

有

自

撰

碑

記

載

入

藝

文

嘉

慶

十

八

年

署

縣

李

玉

麟

重

修

清

泉

寺

城

南

五

十

里

清

泉

寨

下

懸

巖

絶

壁

俯

瞰

長

江

山

半

有

天

生

佛

像

自

成

莊

嚴

不

假

雕

𤥨

鄕

人

祈

禱

立

應

因

𠋣

壁

搆

危

樓

計

五

層

飛

閣

流

丹

高

與

山

齊

其

下

塑

觀

音

像

有

泉

自

石

中

滴

𤁋

而

出

甘

冽

澄

清

人

多

乞

以

療

疾

寺

中

貯

之

供

香

積

焉

每

撞

鐘

伐

鼓

十

里

外

猶

聞

其

聲

寺

僧

亦

清

静

修

潔

故

禪

院

肅

穆

較

勝

於

各

荒

𤲅

云

祗

樹

寺

城

南

五

十

五

里

廻

龍

寺

城

南

七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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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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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

觀

　

　

　

　

　

九

佛

現

寺

城

南

七

十

里

明

洪

武

中

建

每

子

午

時

輙

有

祥

烟

繚

繞

故

名

觀

音

閣

城

南

七

十

里

傍

巖

造

樓

閣

高

出

石

峰

上

有

孤

松

挺

㧞

有

人

題

咏

云

幾

陣

清

風

掃

院

宇

一

輪

明

月

照

孤

松

之

句

藥

王

廟

城

南

七

十

里

廟

貌

魏

峩

邑

人

駱

遵

道

楊

來

𠅘

倡

建

般

若

𤲅

城

南

七

十

五

里

一

名

楊

家

𤲅

八

正

府

城

東

南

六

十

里

明

萬

厯

中

補

修

崇

禎

九

年

復

修

其

名

義

未

詳

俗

呼

八

廟

卽

此

寺

後

有

古

柏

一

株

堅

根

蟠

地

直

幹

摩

天

望

之

如

鳳

尾

形

極

蒼

古

似

數

百

年

物

文

翁

祠

城

東

南

七

十

里

道

光

八

年

萬

縣

嵗

貢

生

魏

士

良

捐

建

置

田

給

費

並

市

田

產

與

此

依

附

蓋

别

業

也

以

上

二

甲

寺

觀

髙

峯

寺

城

南

六

十

里

永

安

寨

前

山

形

似

鳯

峯

高

連

雲

殿

閣

數

重

頗

壯

麗

雍

正

時

建

俗

呼

高

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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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廽

龍

寺

在

城

南

高

洞

之

上

叢

林

掩

暎

溪

水

瀠

洄

地

極

幽

僻

建

自

炎

宋

時

碑

記

著

作

甚

多

惜

多

模

糊

難

辨吉

隆

𤲅

城

南

六

十

五

里

中

山

坪

之

首

伏

龍

寺

城

南

六

十

五

里

觀

音

溪

城

南

七

十

五

里

座

倚

巉

巖

門

環

溪

水

其

巖

下

有

井

甚

甘

冽

患

病

者

矢

䖍

心

倩

人

代

祝

取

水

飮

之

疾

輒

愈

逢

朔

望

則

祈

拜

益

夥

文

昌

宮

城

南

七

十

五

里

任

市

舖

前

建

奎

閣

武

聖

廟

後

建

禹

王

宮

濂

溪

祠

後

建

奎

閣

並

神

農

宮

萬

夀

宮

東

嶽

廟

王

爺

廟

興

福

廟

治

南

七

十

里

遠

年

古

刹

祈

禱

甚

靈

前

縣

竇

公

容

邃

手

書

西

蜀

保

障

四

字

勒

匾

至

今

猶

存

報

恩

寺

城

南

八

十

里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鄕

人

陳

道

一

素

奉

佛

捐

資

置

地

爲

小

兜

率

遂

自

披

剃

居

之

今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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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殿

禪

房

猶

完

整

繞

屋

植

桂

樹

濃

陰

翳

日

秋

月

花

開

香

風

撲

鼻

亦

禪

闗

韻

事

也

石

佛

宮

城

南

八

十

里

石

壁

臨

江

𠋣

巖

搆

寺

地

狹

而

險

惟

佛

能

鎭

之

離

座

數

十

武

曲

徑

通

幽

則

見

茂

林

修

竹

禪

堂

僧

舍

層

列

整

肅

豁

然

雅

觀

白

雲

寺

城

南

八

十

五

里

黃

茅

坪

地

甚

幽

靜

終

日

相

對

惟

有

白

雲

遙

望

令

人

悠

然

遐

想

有

高

世

之

意

金

龜

寺

亦

在

城

南

道

里

與

觀

音

寺

符

合

今

寺

廢

田

存

歸

入

禮

都

書

院

作

膏

火

案

存

署

文

武

宮

城

南

九

十

里

屬

廣

福

塲

天

后

宮

萬

夀

宮

禹

王

宮

濂

溪

祠

桓

侯

宮

三

臺

寺

城

南

九

十

里

其

山

三

峯

鼎

峙

中

峯

建

廟

碑

記

有

大

明

天

啓

四

字

白

塔

寺

城

東

南

七

十

五

里

中

山

坪

之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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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蓮

成

菴

城

東

南

七

十

五

里

元

天

觀

城

東

南

七

十

五

里

明

萬

歴

時

建

深

林

密

箐

遠

絶

塵

囂

眞

靜

境

也

立

石

寺

城

東

南

八

十

里

一

石

矗

立

髙

數

十

丈

石

上

生

成

佛

像

稍

用

人

力

鐫

爲

觀

音

有

靈

應

里

人

遂

鳩

工

庀

材

作

祠

宇

覆

之

金

雞

寺

城

東

南

八

十

五

里

踞

懸

巖

之

巓

住

持

皆

女

尼

顔

殿

額

曰

慧

目

婆

心

係

前

知

縣

臧

榮

青

所

手

題

也新

廟

子

城

東

南

八

十

里

與

立

石

寺

對

峙

明

萬

歴

時

建

故

老

云

廟

中

石

獅

子

甚

神

異

時

出

捕

雀

鄕

人

屢

見

之

此

與

李

廣

射

中

之

虎

初

平

叱

起

之

羊

皆

堪

例

視

也

嘉

慶

二

年

遭

兵

燹

遂

毁

居

民

蔣

長

訓

等

重

修

觀

音

寺

城

東

南

八

十

五

里

澧

都

書

院

前

其

後

爲

鳯

凰

寺

雙

河

觀

城

西

南

七

十

里

聨

珠

峽

上

流

兩

水

環

抱

林

木

蓊

蔚

間

以

修

篁

乍

入

其

中

塵

襟

頓

釋

恍

然

别

有

天

地

今

更

名

曰

西

來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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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以

上

屬

三

甲

寺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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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

蹟

志

古

今

名

勝

之

蹟

類

皆

藉

人

以

傳

子

雲

洗

墨

之

池

坡

老

披

風

之

榭

昭

然

耳

目

歴

千

百

年

矣

惟

其

人

爲

不

朽

故

其

蹟

未

就

湮

邑

雖

僻

壤

無

名

流

巨

公

以

增

光

史

册

而

顯

宧

偉

儒

里

居

遺

蹟

固

代

有

典

型

如

趙

評

事

之

萬

柳

書

齋

來

瞿

塘

之

白

巖

題

壁

以

及

軼

事

傳

聞

亦

時

見

於

他

説

有

不

與

萬

物

共

盡

者

非

采

輯

之

所

宜

留

心

耶

士

君

子

讀

書

懷

古

往

往

希

心

先

哲

不

禁

感

慨

繫

之

生

桑

梓

之

地

綜

覽

前

徽

其

景

仰

更

何

如

也

志

古

蹟

新

甯

故

城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舊

唐

志

武

德

二

年

分

通

川

置

新

甯

縣

治

新

甯

城

貞

觀

八

年

移

治

淙

城

寰

宇

記

縣

在

通

州

東

一

百

七

十

五

里

西

魏

廢

帝

二

年

於

此

置

開

州

後

周

天

和

四

年

移

開

州

於

濁

水

北

唐

貞

觀

八

年

自

今

縣

西

北

移

魏

所

置

新

甯

縣

於

廢

開

州

城

俗

謂

之

賓

城

卽

今

理

也

故

城

在

縣

西

北

十

里

後

魏

恭

帝

二

年

立

按

宋

會

要

至

道

二

年

移

新

甯

治

新

安

市

王

存

九

域

志

在

府

東

一

百

十

里

蓋

宋

時

又

移

今

治

舊

志

今

縣

東

三

十

里

有

舊

縣

垻

兩

石

獅

猶

存

見

通

志

按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有

舊

縣

垻

爲

新

甯

故

城

其

遺

址

與

漿

池

垻

接

壤

父

老

歴

傳

蹟

猶

可

考

惟

寰

宇

記

謂

今

縣

西

北

十

里

有

故

城

爲

後

魏

所

置

則

茫

無

足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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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

北

地

皆

平

原

陵

谷

尚

有

變

遷

而

况

屬

平

衍

乎

獨

其

地

勢

開

朗

衆

山

環

羅

兩

水

合

抱

形

勝

視

今

治

差

強

建

治

固

宜

然

未

敢

臆

斷

也

東

關

故

郡

在

縣

西

北

十

里
　

　

一

統

志

本

漢

宣

漢

縣

地

屬

巴

郡

後

魏

改

爲

石

城

梁

於

縣

置

萬

州

及

東

關

郡

隋

開

皇

三

年

罷

又

寰

宇

記

東

關

故

郡

城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又

云

梁

置

東

關

郡

於

開

州

領

龍

蛇

新

甯

二

縣

周

建

德

五

年

始

割

屬

萬

州

見

通

志

及

邑

舊

志

稿

按

東

關

故

郡

謂

在

縣

西

北

十

里

據

今

考

之

縣

當

是

今

治

其

郡

治

則

後

魏

置

縣

地

也

蓋

以

郡

監

縣

郡

縣

可

同

治

一

城

今

與

古

無

異

也

若

寰

宇

記

又

稱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以

今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之

舊

縣

垻

計

之

益

以

十

里

至

西

北

爲

數

亦

不

甚

差

否

則

距

今

城

西

北

五

十

里

半

屬

叢

山

疉

嶺

豈

宜

置

郡

治

耶

姑

誌

管

見

以

俟

參

核

文

山

古

塔

在

縣

南

十

里

與

超

影

山

聯

屬

舊

塔

之

興

廢

不

審

何

時

至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重

建

其

山

巓

石

基

斷

塊

猶

有

存

者

超

影

學

宮

在

縣

南

十

二

里

超

影

山

上

舊

志

載

學

宮

故

基

在

此

疑

唐

宋

時

事

然

不

可

考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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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萬

柳

書

齋

在

縣

西

邑

人

大

理

寺

趙

鏊

罷

歸

時

建

吟

誦

其

間

以

自

娛

今

廢

果

老

仙

跡

在

縣

西

十

里

紅

花

山

山

脊

一

石

矗

立

上

有

巨

跡

如

人

足

狀

水

注

跡

中

四

時

不

涸

相

傳

爲

果

老

遺

蹟

病

疥

者

祈

禱

頗

應

逢

朔

望

則

香

火

相

屬

於

道

雖

傳

説

近

誕

而

于

寳

搜

神

虞

初

記

異

似

亦

未

可

厚

非

也

用

姑

存

之

樊

噲

碑

在

治

西

十

二

里

曾

氏

宗

聖

祠

側

上

刊

漢

舞

陽

侯

樊

噲

駐

兵

峩

城

山

十

一

字

字

大

尺

餘

乾

隆

元

年

邑

令

竇

容

邃

立

李

靖

埡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元

統

志

唐

武

德

時

蠻

酋

冉

肇

寇

信

州

衛

國

公

李

靖

追

擊

於

此

擒

斬

之

後

人

因

名

其

地

以

誌

功

竇

容

邃

勒

石

表

諸

道

左

白

巖

留

題

明

來

知

德

過

白

巖

道

中

題

七

律

二

首

於

石

壁

年

久

漫

滅

今

鐫

之

靈

巖

寺

碑

石

上

先

正

楷

模

𨿽

吉

光

片

羽

良

可

寳

也
詩

附

十

年

杯

酒

龍

宮

日

三

月

塋

封

馬

𩮻

時

郢

曲

漸

忘

投

去

調

梅

花

尚

憶

寄

來

詩

王

猷

未

見

山

陰

面

蔣

翊

甯

忘

竹

徑

思

已

許

瞿

唐

今

夜

月

百

壺

同

醉

刺

桐

枝

此

寄

楊

雙

泉

又

水

落

江

寒

曉

日

遲

蒹

葭

楊

柳

各

離

披

誰

從

野

店

來

沽

酒

我

欲

長

安

去

賣

詩

遠

水

抱

村

連

若

斷

危

橋

欹

石

險

還

夷

翠

微

何

處

一

聲

笛

驚

起

烏

鴉

過

别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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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愧

竹

堂

在

縣

署

後

明

知

縣

胡

明

書

建

今

廢

竇

容

邃

詩

云

愧

竹

人

何

在

山

堂

已

古

墟

繁

霜

凌

勁

節

不

讓

樹

扶

疏

畫

舫

石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去

石

和

寨

數

百

歩

形

同

鷁

首

又

一

石

圓

形

宛

如

皮

排

故

俗

有

石

船

載

石

鼓

之

謡

五

塊

石

在

縣

東

南

九

十

里

其

石

四

方

如

席

上

有

小

石

五

塊

人

呼

爲

仙

人

奕

棋

印

盒

石

在

縣

南

八

廟

塲

後

觀

音

石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琉

璃

溝

山

半

一

石

森

立

方

廣

數

丈

若

大

士

像

故

名

蟠

龍

仙

石

在

縣

南

廣

福

寨

中

一

石

獨

立

高

二

丈

餘

頂

方

平

似

榻

相

傳

前

明

永

樂

時

有

道

人

來

臥

其

上

不

語

不

食

歴

數

年

無

他

異

一

日

風

雷

交

作

倐

忽

遂

失

所

在

咸

以

爲

飛

昇

仙

去

云

今

石

上

猶

存

遺

跡

野

鹿

啣

花

石

在

縣

北

四

十

五

里

巖

畔

有

石

似

鹿

形

且

如

啣

花

狀

人

多

奇

之

文

昌

石

在

縣

北

六

十

五

里

有

巖

高

千

尋

巖

上

一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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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方

廣

數

丈

又

一

石

約

丈

餘

挺

生

方

石

上

若

鼎

之

在

几

然

上

鐫

文

昌

二

字

大

可

八

九

尺

里

人

嵗

時

祀

之

但

鮮

能

道

其

由

來

者

朝

天

石

俗

名

嘯

天

龍

在

縣

北

八

十

里

約

長

十

丈

橫

卧

龍

王

塘

岸

側

頭

仰

上

故

以

朝

天

名

塋

墓

附

狀

元

墓

在

縣

南

七

十

五

里

碑

字

皆

漫

滅

時

代

姓

名

槪

不

可

考

惟

狀

元

墓

三

大

字

無

損

按

歴

代

科

名

錄

載

大

魁

鄕

貫

甚

晣

此

固

非

邑

人

疑

必

流

寓

或

卒

於

官

未

可

定

耳

將

軍

墓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尖

子

山

下

墓

石

多

傾

圮

碑

字

剥

蝕

惟

太

子

太

保

四

字

尚

可

辨

認

乾

隆

中

邑

士

人

吳

廷

梓

重

加

封

植

詳

襍

記

志

將

軍

墓

在

縣

東

七

十

五

里

田

家

溝

側

時

代

無

稽

碑

字

剥

蝕

不

可

辨

惟

遺

石

柱

二

石

坊

一

坊

註

文

揚

武

烈

四

字

相

傳

爲

武

衛

將

軍

墓

查

舊

志

縣

南

六

十

里

亦

有

將

軍

墓

碑

記

剥

落

僅

餘

太

子

太

保

四

字

兩

墓

俱

以

將

軍

傳

且

均

餘

四

字

可

識

斯

亦

竒

矣

旣

經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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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列

姑

存

之

以

俟

考

古

者

唐

刺

史

李

公

墓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之

龍

潭

子

因

無

碑

蹟

故

名

籍

亦

不

可

考

云

唐

玉

女

墓

在

縣

北

五

里

觀

音

山

下

俗

呼

玉

女

堆

地

多

翠

竹

竇

容

邃

勒

碑

墓

側

並

有

題

咏

其

詩

云

觀

音

山

𪋤

下

草

色

常

靑

靑

孤

塜

留

千

載

夜

猿

不

忍

聽

又

鄭

王

臣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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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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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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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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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相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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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靑

年

守

節

母

欲

奪

其

志

商

之

不

可

遂

陰

許

字

人

親

迎

有

日

婦

始

覺

引

刀

截

鼻

事

得

寢

卒

以

全

節

終

老

其

夫

家

姓

氏

亦

不

傳

疑

此

爲

明

末

時

事

甲

申

之

變

流

離

㡬

盡

故

未

經

請

旌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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