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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永
興
縣
志
卷
十
四

知
永
興
縣
事
呂
鳳
藻
主
修

︹
公
署
志
︺

建
官
設
署
向
明
聽
政
凡
所
以
承
流
宣
化
實
在
於

此
時
加
繕
完
非
徒
以
明
尊
嚴
樂
偃
息
也
居
此
者

其
思
治
乎
撫
字
宜
善
其
思
咎
乎
砥
礪
宜
嚴
若
但

以
傳
舍
視
之
則
曠
此
居
多
矣

︹
永
興
縣
署
︺在
東
門
內

本

學

宮

故

址

正

德

志

稱

原

在

市

心

熙

𡩋

時

又

徙

於

城

東

北

今

皆

莫

考

其

處

宋
端
平
閒
權
令
劉
庖
祥
徙
建
丁
燫
創
葺

堂
廨
唐
亮
創
建
縣
廳

餘

無

考

明
正
統
知
縣
周
濠
萬

歴
知
縣
黃
承
詢
先
後
加
修

餘

無

考

　
國
朝
康
熙
知

縣
李
允
禧
王
典
重
建
春
風
堂

卽

今

二

堂

一

名

雨

隨

堂

知
縣

周
天
相
建
節
愛
堂

卽

今

三

堂

乾
隆
三
年
知
縣
侯
國
正

十
一
年
知
縣
呂
宣
曾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沈
維
基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申
兆
定
加
修
嘉
慶
十
四
年
知
縣
陳

永
圖
請
項
修
理
二
十
年
知
縣
劉
統
捐
俸
修
理

頭門

一

座

東

西

住

房

二

閒

儀

門

一

座

三

閒

戒

石

牌

房

一

座

大

堂

一

座

四

縫

三

間

大

堂

後

東

西

門

房

二

閒

東

書

房

一

棟

三

閒

住

房

三

閒

辦

事

房

一

閒

西

書

房

二

棟

五

閒

二

堂

一

棟

三

閒

住

房

一

棟

六

縫

五

閒

下

房

二

閒

大

堂

左

邊

迎

賓

舘

一

棟

三

閒

大

堂

左

右

科

房

八

閒

右

邊

庫

房

一

閒

儀

門

內

皁

快

班

房

二

閒

監

獄

一

所

外

門

三

閒

外

監

一

閒

內

監

二

閒

獄

神

廟

一

閒

咸
豐
二
年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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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匪
焚
燬
六
年
知
縣
王
雙
福
捐
修
並
修
監
禁

︹
附
慶
賀
儀
注
︺舊志

凡
慶
賀
預
設
香
案
龍
亭
於

萬
壽
亭
至
日
黎
明
各
官
朝
服
齊
集
糾
儀
官
一
員
先
行

禮
立
於
簷
下
以
糾
儀
贊
禮
生
贊
排
班
大
小
各
官

以
次
就
拜
位
文
東
武
西
立
文
官
知
縣
爲
一
班
教

諭
訓
導
巡
檢
典
史
陰
陽
醫
僧
道
等
官
另
爲
一
班

武
官
千
總
或
把
總
爲
一
班
外
委
附
班
班
齊
贊
跪

叩
興
各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贊
退
各
官
退
出
凡

萬
壽
元
旦
冬
至
三
大
節
前
後
穿
朝
服
七
日
慶
賀

皇
太
后
聖
誕
同
儀
節
亦
同
慶
賀

皇
后
千
秋
儀
節
亦
同

︹
開
讀
儀
注
︺舊志

地
方
官
員
具
龍
亭
綵
輿
儀
仗
鼓
樂
出
郭
迎
接
使

者
下
馬
捧

詔
置
龍
亭
中
南
向
使
者
立
於
亭
東
地
方
官
員
具
朝
服

北
向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鼓
樂
前
導
使
者
上
馬
隨

亭
後
行
至
公
廨
門
外
眾
官
先
入
文
武
分
東
西
序

立
候
龍
亭
至
公
庭
中
使
者
立
龍
亭
之
東
西
向
贊

排
班
樂
作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使
者
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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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詔
授
展
讀
官
展
讀
官
跪
受
詣
開
讀
案
前
宣
讀
眾
官
皆

跪
宣
讀
畢
展
讀
官
捧

詔
授
使
者
使
者
捧
置
龍
亭
中
眾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畢
皆
退
卽
行
謄
黃
分
頒

按

頒

讀

禮

本

邑

舊

例

只

用

禮

生

不

用

職

官

亦

取

嫻

熟

之

意

︹
新
任
儀
注
︺舊志

是
日
新
官
具
公
服
典
史
率
各
房
吏
典
並
合
屬
官

生
人
等
導
引
新
官
先
詣
城
隍
廟
陳
牲
醴
致
告
行

一
跪
三
叩
頭
禮
獻
爵
讀
祝
或
誓
辭
讀
畢
仍
行
一

跪
三
叩
頭
禮
畢
導
引
至
本
衙
門
儀
門
前
陳
牲
醴

致
祭
行
一
跪
三
叩
頭
禮
如
前
儀
畢
導
引
至
月
臺

上
設
香
案
朝
服
望

闕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易
公
服
拜
印
行
一
跪
三
叩
頭
禮

畢
坐
公
座
開
印
皁
隸
排
衙
吏
房
呈
押
公
座
畢
吏

役
生
員
屬
官
各
參
見
禮
畢
進
內
署
安
設
香
火
竈

神
三
日
內
行
香
講
書

︹
封
印
儀
注
︺舊志

封
印
開
印
儀
俱
與
上
任
拜
印
同
惟
封
印
祇
標
記

不
呈
押
公
座

按

每

年

十

二

月

封

印

至

次

年

正

月

開

印

皆

遵

照

部

行

欽

天

監

擇

定

日

時

行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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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舊
縣
丞
署
︺今

廢

舊

志

稱

在

儀

門

內

東

偏

卽

今

署

內

東

邊

𢊍

房

一

帶

地

︹
儒
學
署
︺

東
齋
在
學
宮
左
明
倫
堂
後
　
國
朝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水
圮
訓
導
喻
天
佐
請
俸
建

前

後

二

棟

西
齋
在
學
宮

右
同
東
齋
水
圮
教
諭
李
人
年
捐
建
蕭
坤
元
重
修

道
光
十
九
年
水
圮
教
諭
劉
錞
訓
導
楊
踐
形
募
修

明
倫
堂
在
東
齋
前
三
閒

舊

志

載

有

東

養

賢

齋

西

育

材

齋

書

樓

饌

堂

絜

矩

堂

桂

香

樓

射

圃

今

俱

廢

︹
附
講
書
儀
注
︺舊志

先
於
明
倫
堂
設
公
座
並
儒
學
公
座
文
武
諸
生
拱

候
於
儒
學
門
外
新
官
至
一
揖
導
引
詣
明
倫
堂
儒

學
官
出
堂
迎
入
一
揖
各
升
公
座
諸
生
行
庭
參
禮

新
官
拱
答
儒
學
官
送
名
籤
掣
令
講
書
値
講
之
生

向
上
三
揖
端
立
抗
聲
講
說
書
義
畢
三
揖
而
退
又

次
掣
講
如
前
儀
畢
新
官
申
訓
辭
分
給
紙
筆
奬
値

講
者
新
官
起
儒
學
官
送
至
堂
下
揖
別
諸
生
仍
趨

儒
學
門
外
拱
候
揖
送

︹
典
史
署
︺

舊
在
丞
署
左

卽

今

土

地

祠

後

地

今
在
縣
署
西

卽

主

簿

署

地

原

茅
廳
　
國
朝
雍
正
年
閒
典
史
嚴
廷
訓
改
建
易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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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典
史
李
心
濡
加
修
咸
豐
二
年
西

匪
焚
移
居
行
臺
同
治
五
年
邑
紳
修
整
行
臺
稍
爲

增
舍

舊
安
福
巡
檢
司
署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今

裁

署

廢

高
亭
巡
檢
司
署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道

光

十

二

年

奉

裁

署

廢

︹
把
總
署
︺

舊
無
員
　
國
朝
康
熙
十
九
年
始
設
員
分
防

俱

借

寓

民

宅

雍
正
十
一
年
知
縣
高
崧
同
駐
防
李
廣
捐
買
縣

治
後
民
地
創
建

前

後

三

進

乾
隆
四
年
防
守
宋
和
貴
添

建
書
舍
於
署
左
右
設
字
識
房
咸
豐
二
年
寇
焚
同

治
五
年
買
易
姓
舊
宅
從
新
修
整
改
爲
汛
署

︹
外
委
署
︺

舊
無
員
　
國
朝
雍
正
七
年
永
始
添
設
雍
正
九
年

奉
文
於
程
江
口
駐
劄

管

程

江

口

淸

浦

灘

二

處

乾
隆
十
一
年

知
縣
呂
宣
曾
創
建
旋
因
水
圮
十
九
年
知
縣
康
錫

候
捐
買
民
地
建
茅
屋
二
間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沈
維

基
詳
請
改
建
瓦
屋

︹
陰
陽
學
︺在

縣

西

久

廢

︹
醫
學
︺在

縣

西

久

廢

︹
僧
會
司
︺舊

在

太

平

寺

後

隨

僧

會

住

持

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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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道
會
司
︺舊

在

蘇

仙

觀

後

隨

道

會

住

持

之

所

︹
行
署
︺舊

志

載

布

政

司

行

□

在

縣

西

按

察

司

行

署

在

縣

東

公

館

在

按

察

司

行

署

之

西

□

俱

廢

︹
考
棚
︺

在
縣
治
西
布
政
司
街
乾
隆
四
十
年
知
縣
李
榮
陞

捐
建

首

事

增

生

曹

源

槐

增

生

曹

世

念

庠

生

羅

秀

仕

督

理

知
縣
任
其
昌
董

成
東

西

轅

門

二

頭

門

一

儀

門

一

左

官

廳

一

東

西

號

舍

各

十

三

架

架

三

號

大

掌

一

□

二

堂

一

棟

三

間

左

右

齋

舍

各

八

間

照

牆

一

週

圍

包

□

磚

砌

瓦

蓋

頭

門

懸

安

陵

書

院

匾

額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知
縣
袁
珥
重
捐
修
光
緖
七
年
知
縣
呂
鳳

藻
因
應
試
士
多
諭
修

另

𣸸

號

舍

共

十

一

架

︹
附
修
整
考
棚
田
租
︺嘉

慶

十

六

年

公

買

曹

孝

參

龍

山

田

七

十

五

把

坐

落

一

處

袁

家

沖

田

六

坵

一

處

門

首

左

邊

田

四

坵

共

米

一

斗

一

升

二

合

花

名

考

棚

戶

在

坊

都

一

甲

納

租

紅

斗

六

石

五

斗

︹
倉
廒
︺

︹
常
平
倉
︺在
城
內
衙
後
左
路
北

原

積

穀

六

千

零

二

十

五

石

一

斗

乾

隆

九

年

奉

撥

江

米

變

糶

民

增

買

穀

三

千

零

六

十

八

石

九

斗

一

升

四

合

乾

隆

十

六

年

牽

文

將

前

項

江

米

變

糶

價

銀

知

縣

呂

宣

曾

於

是

年

將

銀

申

解

藩

庫

在

案

今

現

在

實

貯

倉

穀

六

千

零

二

十

五

石

一

斗

舊

廒

二

十

九

閒

樓

一

座

亭

一

間

斗

級

房

兩

閒

四

圍

土

牆

一

週

均

建

自

康

熙

年

閒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張

治

詳

請

修

建

倉

廒

十

閒

嘉

慶

元

年

知

縣

袁

珥

詳

請

建

倉

廒

十

閒

倉

神

廟

一

棟

三

閒

斗

級

房

二

閒

門

樓

一

閒

倉

廒

二

十

九

閒

咸

豐

三

年

西

匪

焚

掠

一

空

甎

瓦

木

石

無

一

存

者

︹
金
陵
鄕
社
倉
︺在

瓊

琳

觀

合

一

都

左

都

右

都

三

部

六

都

共

貯

制

斗

穀

九

百

二

十

四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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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斗

三

升

七

合

四

勺

倉

五

間

斗

級

房

一

閒

門

樓

一

座

四

圍

土

牆

一

週

制

斛

斗

升

一

副

︹
長
慶
鄕
社
倉
︺在

太

平

寺

合

坊

都

七

都

八

都

十

都

十

二

都

共

貯

穀

八

百

四

十

石

零

五

斗

九

升

八

合

倉

五

閒

斗

級

房

一

閒

門

樓

一

座

四

圍

士

牆

一

週

制

斛

斗

升

一

副

︹
永
興
鄕
社
倉
︺在

安

福

司

合

九

都

十

一

都

十

三

都

十

四

都

十

五

都

共

貯

穀

一

千

一

百

三

十

一

石

零

七

斗

六

升

一

合

八

勺

倉

五

閒

斗

級

房

一

閒

門

樓

一

座

四

圍

土

牆

一

週

制

斛

斗

升

一

副︹
延
道
鄕
社
倉
︺在

國

𡩋

寺

合

十

六

都

十

七

都

十

八

都

十

九

都

二

十

都

共

貯

穀

七

百

零

二

石

五

斗

七

升

七

勺

倉

五

閒

斗

級

房

一

閒

門

樓

一

座

四

圍

土

牆

一

週

制

斛

斗

升

一

副

︹
演
武
廳
︺原

建

三

楹

在

教

塲

之

東

久

廢

址

存

︹
營
碉
堆
卡
︺

對
河
塘

在

縣

治

東

城

隍

廟

左

瓦

屋

三

閒

柵

欄

一

週

門

樓

一

座

煙

燉

五

座

旗

桿

臺

一

座

炮

臺

一

座

木

望

樓

一

座

木

牌

坊

一

座

守

塘

兵

五

名

︹
烏
泥
舖
塘
︺係

接

郴

州

陸

路

瓦

屋

三

閒

柵

欄

並

圍

牆

一

週

門

樓

一

座

煙

燉

五

座

旗

桿

臺

一

座

炮

臺

一

座

木

望

樓

一

座

木

牌

坊

一

座

守

塘

兵

六

名

︹
糠
頭
塘
︺茅

屋

三

閒

圍

牆

一

週

門

樓

一

座

煙

燉

五

座

旗

桿

臺

一

座

炮

臺

一

座

木

望

樓

一

座

木

牌

坊

一

座

守

塘

兵

五

名

︹
上
源
舖
︺係

接

耒

陽

縣

陸

路

茅

屋

三

閒

圍

牆

一

週

門

樓

一

座

煙

燉

五

座

旗

桿

臺

一

座

炮

臺

一

座

木

望

樓

一

座

木

牌

坊

一

座

守

塘

兵

五

名

︹
程
江
口
︺係

接

郴

州

水

路

茅

屋

三

閒

柵

欄

一

週

門

樓

一

座

煙

燉

五

座

旗

桿

臺

一

座

炮

臺

一

座

木

望

樓

一

座

哨

船

一

隻

木

牌

坊

一

座

草

房

一

閒

守

塘

兵

六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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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淸
浦
灘
︺茅

屋

三

閒

圍

牆

一

週

門

樓

一

座

煙

燉

五

座

旗

桿

臺

一

座

炮

臺

一

座

木

望

樓

一

座

哨

船

一

隻

木

牌

坊

一

座

草

房

一

閒

守

塘

兵

五

名

︹
柳
州
灘
塘
︺係

接

耒

陽

縣

水

路

瓦

屋

三

閒

柵

欄

一

週

門

樓

一

座

煙

燉

五

座

旗

桿

臺

一

座

炮

臺

一

座

木

望

樓

一

座

哨

船

一

隻

木

牌

坊

一

座

草

房

一

閒

守

塘

兵

六

名

︹
養
濟
院
︺在

縣

治

北

門

外

舊

正

屋

一

閒

旁

六

閒

因

兵

燹

僅

存

廢

址

知

縣

侯

國

正

重

修

︹
棲
流
所
︺舊

未

建

︹
育
嬰
堂
︺在

縣

北

門

外

知

縣

周

天

相

建

今

廢

︹
漏
澤
園
︺一

在

太

平

寺

側

一

在

縣

對

河

龍

王

灘

之

上

明

參

議

曾

紹

芳

置

一

在

縣

城

北

厲

壇

之

下

︹
惠
民
局
︺例

自

明

初

官

爲

建

屋

廣

貯

藥

材

主

以

醫

學

凡

民

疾

病

無

力

醫

治

者

給

藥

醫

之

正

德

志

載

公

署

之

末

基

址

在

旌

善

亭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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