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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建
置昔

滕
子
京
守
岳
百
廢
具
興
揆
日
度
功
固
體
國
經

野
事
也
邑
控
扼
荆
潭
北
通
蜀
而
南
走
粤
邸
閣
楂

浦
古
崇
百
雉
則
重
門
設
險
蒸
土
灌
沙
又
安
可
不

豫
哉
況
表
正
有
位
高
墉
攸
係
有
伉
其
門
有
潭
其

府
寧
僅
爲
坐
嘯
畫
諾
地
乎
若
軺
奔
檄
馳
則
郵
傳

宜
謹
旌
門
表
宅
則
綽
楔
宜
修
革
而
受
之
以
鼎
將

披
荆
飭
故
皆
泰
徵
焉
徒
曰
侈
土
木
以
矜
明
作
夫

何
取
作
建
置
志

︹
城
池
︺

︹
周
︺
楚
子
使
王
孫
由
于
城
麇

按

通

典

岳

爲

麇

國

地

巴

陵

城

之

可

考

者

始

此

︹
三
國
︺
吳
使
魯
肅
城
巴
邱

水

經

注

巴

邱

有

吳

之

邸

閣

城

丙

寅

郡

志

謂

卽

今

之

郡

城

然

考

三

國

志

吳

實

築

二

城

邸

閣

城

以

屯

糧

巴

邱

城

以

屯

兵

巴

邱

城

非

卽

邸

閣

城

可

知

︹
晉
︺
陶
侃
築
城
於
東
八
里

戊

申

舊

志

侃

破

蘓

峻

楚

人

歸

附

亦

城

巴

邱

然

非

今

城

舊

址

未

詳

其

處

考

元

嘉

所

增

卽

巴

邱

城

陶

侃

故

城

疑

卽

邸

閣

城

也

︹
南
北
朝
︺
宋
元
嘉
十
六
年
築
巴
陵
郡
城

水

經

注

晉

太

康

元

年

立

巴

邱

縣

宋

元

嘉

立

巴

陵

郡

城

跨

岡

嶺

濵

岨

三

江

乙

丑

縣

志

巴

陵

郡

城

因

邸

閣

城

增

築

沙

虛

土

薄

水

浸

城

麓

歴

代

仍

其

舊

然

邸

閣

與

巴

邱

二

城

舊

多

混

爲

一

故

云

有
門
三
一
曰
楚
澤
二

曰
碧
湘
三
曰
會
泉

按

內

寅

府

志

引

酈

道

元

注

云

巴

陵

岸

上

城

郭

隘

廹

所

容

不

過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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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千

人

而

官

舍

民

居

在

其

內

今

考

水

經

注

無

此

言

未

知

何

据

︹
唐
天
寶
間
裴
光
贊
重
築
巴
陵
城

見

城

冢

記

舊

府

縣

志

俱

未

載

丙

寅

府

志

杜

甫

泊

岳

陽

城

下

詩

云

山

城

僅

百

層

孟

浩

然

詩

云

波

撼

岳

陽

城

此

唐

城

之

形

勝

也

︹
宋
︺
巴
陵
城

按

宋

時

修

築

無

考

宋

史

載

滕

宗

諒

修

偃

虹

隄

千

丈

以

捍

衞

郡

城

不

聞

其

修

城

也

岳

陽

風

土

記

湖

水

𠻳

齧

去

城

數

十

步

即

江

岸

父

老

相

傳

今

江

心

古

闤

闠

也

丙

寅

郡

志

北

津

舊

去

城

角

數

百

步

今

逼

近

石

觜

蓋

荆

江

日

𠻳

而

南

湘

江

日

𠻳

而

北

此

宋

城

之

形

勝

也

︹
明
︺
洪
武
四
年
拓
城
基
而
築
之
二
十
五
年
指
揮
音
亮

重
加
甃
砌

週

一

千

八

百

六

丈

有

奇

計

七

里

高

二

丈

六

尺

有

奇

雉

堞

一

千

三

百

六

十

有

五

各

高

四

尺

爲
門
六
曰
迎
陽
昌
江
岳
陽

按

迎

陽

卽

東

門

昌

江

未

知

所

在

岳

陽

卽

西

門

上

爲

岳

陽

樓

水
西
門
南
門
北
門
門
皆
有
月
城

戊

申

舊

志

東

南

門

外

各

爲

一

橋

曰

弔

橋

橋

頭

釘

銕

圈

繫

以

繩

城

上

作

轆

轤

引

之

遇

警

轉

繩

拽

去

共

橋

今

失

厥

制

反

架

屋

其

上

北
鑿
汴
河
繞
東
南

週

千

餘

丈

深

二

丈

濶

十

餘

丈

蓄

水

衞

城

永
樂

間
塞
昌
江
門
嘉
靖
間
西
城
倒
塌
知
府
王
柄
趙
之
屏

金
藩
姜
繼
增
相
繼
修
葺

戊

申

舊

志

費

帑

萬

計

迄

無

成

功

北

門

月

城

築

臺

其

上

立

四

賢

祠

隆
慶
初
分
廵
副
使
施
篤
臣
知
府
李
時
漸
重
修

别
築
土
隄
䕶
之

戊

申

舊

志

施

篤

臣

創

議

自

江

濱

起

築

城

基

壁

立

直

上

而

别

築

土

隄

禦

水

李

時

漸

奉

行

所

費

鉅

萬

六
年
署
府
事
同
知
鍾
崇
文
加
砌
女
牆

自

南

遶

北

週

數

百

丈

高

六

尺

許

萬
歴
末
塞
水
西
門
崇
正
末
流
㓂
毁

壞
︹
附
記
土
門
︺戊

申

舊

志

巴

陵

縣

署

在

郡

城

外

明

宏

治

四

年

賊

入

境

分

廵

張

僉

事

創

築

土

城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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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

署

左

右

又

於

束

門

□

□

河

□

□

□

□

□

□

□

□

河

隄

諸

處

各

創

土

門

順

□

□

□

□

□

□

□

□

□

志

是

時

隱

有

拓

城

之

意

□

遷

□

□

□

□

□

□

□

□

南

關

一

帶

地

勢

寛

平

人

烟

稠

□

□

□

□

倉

廒

仍

□

□

址

誠

拓

城

南

而

并

包

之

使

廬

舍

□

衞

則

富

庻

益

□

而

守

禦

所

資

居

然

□

鎭

或

亦

□

□

之

一

策
︹
按
︺

乾

□

三

十

九

年

新

修

城

垣

雖

形

勢

稍

改

因

帑

費

浩

繁

未

能

倣

舊

志

所

議

謹

附

存

之

以

俟

後

之

建

置

□

︹
國
朝
︺
康
熙
八
年
知
縣
李
炌
重
建
城
樓
四
東
曰
迎
□
南

曰
迎
薰
北
曰
迎
恩
西
仍
曰
岳
陽

康

熙

十

三

年

吳

逆

於

郡

北

九

龍

隄

郡

東

䨇

路

口

郡

南

金

鶚

山

皆

掘

壕

築

壘

累

土

爲

女

牆

綿

亘

二

十

餘

里

而

城

垣

反

多

頺

圮

賊

平

後

屢

加

修

補

卒

難

完

固

丙

寅

府

志

按

舊

志

西

門

有

九

水

澄

清

石

額

今

失

五
十
四
年
知
縣
王

國
英
奉
發
帑
金
修
葺

時

吳

逆

初

平

垣

牆

缺

陷

甚

多

至

是

乃

大

修

之

雍
正

四
年
廵
撫
布
蘭
泰
發
銀
重
修
後
爲
湖
水
衝
塌
乾
隆

五
年
總
督
班
第
　
奏
撥
舵
桿
州
歲
修
銀
兩
修
葺
頺

垣
知
府
田
爾
易
知
縣
張
世
芳
承
修

計

六

里

三

分

東

西

相

距

一

里

餘

南

北

相

距

二

里

二

分

週

一

千

六

百

二

十

五

丈

砲

臺

十

二

座

垜

口

一

百

六

十

四

改
東
門
曰

迎
暉
南
曰
瞻
嶽
北
曰
拱
極
西
仍
曰
岳
陽

︹
按
︺

舊

制

城

下

有

池

明

洪

武

築

城

時

北

鑿

汴

河

繞

城

東

南

週

千

餘

丈

深

二

丈

許

濶

十

餘

丈

卽

古

□

也

每

濠

中

荷

花

盛

開

守

令

宴

集

其

上

東

門

有

橋

曰

迎

暉

南

曰

弔

橋

乾

隆

元

年

署

知

府

□

壽

瀚

因

原

任

府

學

教

授

王

文

清

爲

義

學

師

給

墾

城

濠

淤

地

以

充

脩

脯

至

是

詳

請

勘

丈

丈

出

原

報

墾

田

二

十

五

𤱔

有

零

未

報

私

墾

田

一

十

九

𤱔

有

零

又

園

地

一

十

九

𤱔

有

零

共

淤

田

地

六

十

四

𤱔

有

零

後

又

丈

出

城

濠

淤

田

地

六

十

餘

𤱔

汴

河

已

爲

供

賦

地

矣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知
府
蘭
第
錫
知
縣
熊
懋
奬
詳

請
重
修
經
湖
南
廵
撫
梁
國
治
䕶
理
廵
撫
覺
羅
敦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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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布
政
司
吳
虎
炳
署
布
政
司
農
起
以
巴
邑
襟
江
帶
湖

南
北
衝
衢
西
南
城
垣
被
湖
水
冲
激
坍
塌
先
後
具

奏
並
岳
陽
樓
文
星
閣
共
發
帑
銀
六
萬
九
千
八
百
二

十
兩
三
錢
三
分
委
巴
陵
縣
知
縣
熊
懋
奬
湘
鄕
縣
知

縣
賈
世
樓
平
江
縣
知
縣
范
元
琳
分
叚
修
葺
爲
門
五

南
曰
迎
薰
東
曰
湘
春
北
曰
楚
望
西
仍
曰
岳
陽
另
闢

一
門
曰
小
西
門

共

長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八

丈

西

面

挪

□

城

□

分

另

闢

小

西

門

自

南

門

城

臺

西

□

拐

□

□

至

府

城

隍

廟

側

距

北

門

城

臺

二

十

五

丈

止

除

西

門

城

臺

十

丈

外

實

長

四

百

二

十

八

丈

估

銀

二

萬

二

千

三

百

五

十

七

兩

五

錢

七

分

四

厘

續

估

增

添

城

脚

土

方

銀

六

百

七

十

六

兩

三

錢

七

分

又

補

修

岳

陽

樓

估

銀

一

千

零

八

兩

九

錢

二

分

三

里

係

巴

陵

縣

知

縣

熊

懋

奬

承

修

東

南

北

三

面

自

南

門

左

首

城

□

起

至

東

門

右

首

城

臺

止

長

二

百

六

十

四

丈

分

作

一

二

兩

號

每

號

計

一

百

三

十

二

丈

又

自

東

門

左

首

城

臺

起

至

北

門

右

首

城

臺

止

長

四

百

三

十

一

丈

分

作

三

四

兩

號

每

號

計

二

百

一

十

五

丈

五

尺

又

自

北

門

城

臺

左

首

起

至

巴

陵

縣

承

修

北

界

止

長

二

十

五

丈

合

共

長

七

百

二

十

丈

共

東

北

二

面

一

三

兩

□

計

長

三

百

六

十

一

丈

七

尺

六

寸

并

東

門

月

城

及

東

北

二

門

城

臺

城

樓

文

星

閣

等

項

共

原

估

續

估

銀

二

萬

二

千

九

百

一

十

一

兩

一

錢

四

分

四

厘

係

湘

鄕

縣

知

縣

賈

世

模

承

修

東

南

二

面

二

四

兩

號

計

長

三

百

五

十

一

丈

九

尺

及

西

南

二

門

城

臺

城

樓

共

原

估

續

估

銀

二

萬

二

千

八

百

六

十

六

兩

三

錢

二

分

係

平

江

縣

知

縣

范

元

琳

承

修

三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興

二

四

十

一

年

正

月

十

一

日

完

工

︹
附
街
巷
︺︹

按
︺

城

西

南

街

巷

向

俱

在

城

內

自

移

建

城

垣

稍

有

更

易

今

悉

查

明

註

載

︹
城
內
街
︺凡九

府
前
街

在

府

治

前

□

出

小

西

門

　
　
府
西
街

在

府

治

□

□

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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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鐵
爐
街

在

憲

司

巷

前

直

通

衞

前

街

　
　
衞
前
街

在

衞

署

前

西

通

大

西

門

縣
東
街

在

縣

署

左

橫

出

東

門

直

通

火

神

廟

學
道
嶺
街

在

府

學

右

出

南

門

總

道

縣
前
街

在

縣

署

前

通

北

司

　
　
　
學
前
街

在

府

學

前

通

道

嶺

街

出

南

門

考
棚
街

在

考

棚

右

通

南

門

︹
城
外
街
︺凡

十

五

西
十
字
街

在

西

門

外

北

通

小

西

門

南

通

柴

家

嶺

東

通

大

西

門

西

通

岳

陽

樓

柴
家
嶺
街

在

西

門

外

直

至

土

門

街

通

南

門

土
門
街

在

南

門

外

直

通

弔

橋

弔
橋
街

在

南

門

外

直

通

南

十

字

街

　
　
南
十
字
街

在

南

門

外

西

通

街

河

口

南

通

天

岳

山

街

東

通

舊

縣

前

街

北

通

弔

橋

街

　
　
天
岳
山
街

在

南

門

外

十

字

街

南

街
河
口

在

南

門

外

河

岸

　
　
　
　
舊
縣
前
街

卽

竹

蔭

街

在

水

師

營

署

前

梅
溪
橋
街

在

南

門

外

通

太

子

廟

湖

　
觀
音
閣
街

在

南

門

舛

通

茶

巷

塔
前
街

在

南

門

外

天

岳

山

南

通

營

盤

街

　
營
盤
街

在

南

門

外

塔

前

街

南

通

呂

仙

亭

景
賢
坊
街

在

北

門

外

通

倉

厫

爲

兌

糧

地

里
仁
坊
街

在

北

門

外

濵

河

里

人

任

起

龍

捐

修

石

路

廣

竟

街

長

八

十

九

丈

有

奇

　
　
東
門
街

在

東

門

外

直

通

䨇

路

口

︹
城
內
巷
︺凡

十

二

兵
馬
司
巷

在

府

治

後

横

通

北

門

　
　
憲
司
巷

在

府

前

坡

東

橫

通

火

藥

局

報
馬
巷

在

衞

前

街

南

直

通

顔

家

巷

　
　
巴
山
巷

今

爲

大

西

門

通

城

外

西

十

字

街

麻
家
坡
巷

在

城

東

北

隅

直

通

縣

東

街

　
䨇
井
巷

在

麻

家

坡

南

直

通

顔

家

巷

顔
家
巷

在

衞

前

街

南

通

柴

家

嶺

後

移

城

築

斷

蕭
家
巷

在

䨇

井

巷

南

通

縣

前

街

凖
提
菴
巷

在

黃

土

坡

西

通

柴

家

嶺

後

移

城

築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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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䕶
國
寺
巷

在

黃

土

坡

西

通

柴

家

嶺

後

移

城

築

斷

祁
家
巷

在

守

府

署

右

通

柴

家

嶺

後

移

城

築

斷

驛
馬
巷

在

學

前

街

西

□

道

嶺

巷

出

南

門

︹
城
外
巷
︺凡

十

二

天
皇
巷

在

西

門

外

通

柴

家

嶺

　
　
　
茶
巷

在

南

門

外

又

名

豬

市

巷

通

觀

音

閣

魚
巷

在

南

門

外

通

南

嶽

坡

里

人

廖

國

蘭

捐

修

石

道

廣

竟

巷

長

一

百

五

十

一

丈

有

奇

油
榨
嶺
巷

在

南

門

外

橫

通

㙮

前

街

　
金
家
嶺
巷

在

南

門

外

天

岳

山

街

東

全
家
巷

在

南

門

外

㙮

前

街

東

後

名

選

妃

巷

君
山
巷

在

南

門

外

㙮

前

街

西

黑
路
巷

在

南

門

外

營

盤

街

西

　
　
　
楊
柳
巷

在

南

門

外

營

盤

街

西

三
教
坊
巷

在

南

門

外

通

玉

霄

宫

　
　
乾
明
寺
巷

在

南

門

外

㙮

前

街

東

通

縣

學

宫

常

平

倉

　
　
　
　
　
　
　
慈
氏
寺
巷

在

南

門

外

㙮

前

街

西

︹
附
溝
渠
︺

按

城

內

溝

渠

之

水

俱

自

西

南

來

一

由

東

門

左

出

城

曰

濵

陽

橋

一

由

東

門

右

出

城

曰

九

龍

橋

惟

府

學

前

洗

牲

池

之

水

不

與

焉

洗

牲

池

水

其

隄

下

有

小

閘

徑

出

汴

河

濵

陽

橋

水

上

自

大

西

門

外

楓

柳

橋

入

城

內

花

飛

橋

達

顔

家

巷

南

則

武

廟

後

黃

土

坡

之

水

注

之

北

則

剪

刀

池

之

水

注

之

剪

刀

池

水

上

源

會

府

署

後

北

門

諸

水

出

勿

剪

橋

經

鐵

爐

街

合

西

門

以

內

之

水

出

衞

前

街

與

顔

家

巷

之

水

合

又

衞

前

街

東

火

藥

局

之

水

出

䨇

井

巷

麻

家

坡

之

水

出

火

神

廟

巷

合

流

稍

南

至

戎

府

署

前

由

濵

陽

橋

出

城

至

迎

暉

橋

南

流

入

汴

河

九

龍

橋

水

自

南

門

內

守

偹

署

前

來

北

則

合

武

廟

前

考

棚

後

之

水

南

則

合

府

學

宫

山

後

之

水

由

縣

署

前

至

九

龍

橋

東

流

出

城

外

與

濵

陽

橋

之

水

合

流

至

汴

河

屈

曲

西

行

由

孟

家

堤

橋

下

出

湖

此

城

內

溝

渠

之

大

槪

也

至

城

外

正

街

之

水

柴

家

嶺

南

北

中

分

北

則

由

顔

家

巷

入

城

內

南

則

由

土

門

街

出

弔

橋

歸

汴

河

南

門

正

街

之

水

又

東

西

兩

分

街

西

則

由

十

字

街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建

置

　
七

西

轉

歸

街

河

口

入

河

下

街

東

則

由

十

字

街

東

□

歸

梅

師

橋

入

太

子

廟

湖

再

南

則

天

岳

山

街

之

水

北

流

入

十

字

街

塔

前

街

之

水

南

流

歸

慈

氏

寺

巷

入

河

下

北

城

外

大

街

溝

渠

亦

所

宜

詳

也

論
曰
重
門
擊
柝
以
待
暴
客
道
路
有
關
都
邑
有
城

一
也
梁
託
㓂
以
溝
宮
莒
恃
陋
而
忘
備
二
者
交
譏

陴
隍
可
或
弛
耶
邑
故
巖
疆
有
天
險
焉
然
依
山
爲

固
瀕
水
爲
阻
而
湖
波
震
撼
高
岸
崩
摧
以
今
視
昔

止
存
半
壁
矣
邇
來
大
加
甃
砌
雉
堞
女
墻
舊
者
新

之
屹
然
南
土
重
鎭
不
但
藪
澤
萑
苻
望
而
惕
息

盛
世
金
湯
不
且
於
一
隅
見
耶

︹
公
署
︺按

巴

邑

附

郭

凡

府

縣

文

武

公

署

均

宜

備

載

至

驛

遞

火

藥

軍

裝

已

詳

兵

防

其

㕔

舍

設

局

處

原

有

建

置

今

并

附

詳

︹
岳
州
府
署
︺
在
北
門
內

戊

申

舊

志

在

巴

山

西

北

元
以
前
無
考

丙寅

府

志

宋

時

署

後

有

□

樂

樓

建

修

未

詳

︹
明
︺
洪
武
初
重
建
正
綂

間

知
府
易

善
修
景
泰
間
知
府
何
友
成
化
初
知
府
吳
節
戴
濬
相

繼
修
葺

吳

節

并

建

儀

門

十
三
年
知
府
李
鏡
改
徙
重
修

并

建

後

樂

□

嘉
靖
間
知
府
韓
士
英
蕭
晚
沈
奎
陵
垹
金
蕃
趙
之

屏
先
後
皆
有
修
建
其
制
始
備
中
爲
大
堂
堂
前
兩
旁

爲
吏
舍
前
爲
儀
門
門
前
左
右
爲
賓
館
監
獄
又
前
爲

頭
門
門
上
爲
譙
樓
門
外
兩
旁
爲
榜
房
左
爲
旌
善
亭

右
爲
申
明
亭
外
爲
照
墻
大
堂
後
爲
後
樂
堂
又
後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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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內
宅
宅
後
爲
廣
豐
倉

知

府

吳

節

建

倉

制

修

廢

詳

積

貯

志

共

署

之

左

右

有

清

軍

糧

捕

理

刑

四

㕔

經

歴

知

事

照

磨

二

廨

别

詳

下

各

署

本

條

崇
正
十
六
年
流
㓂
毁
壞

國
朝
順
治
年
間
官
皆
僦
居
民
舍

後

葺

東

門

內

民

舍

爲

公

堂

廨

宅

卽

今

縣

所

遷

署

康
熙
五
年
知
府
王
勤
民
就
舊
基
建
復
後
宅

六
年
知
府
蘓
之
升
建
復
大
堂
吏
舍
各
門

後

爲

吳

逆

毁

壞

十

九
年
知
府
李
遇
時
重
修
三
十
年
知
府
周
元
功
建
後

樓
五間

四
十
年
知
府
孫
道
林
易
砌
四
圍
磚
墻
四
十
三

年
知
府
楊
元
𠖥
重
修
恢
拓
舊
制

并

建

甬

道

戒

石

坊

雍
正
十

一
年
知
府
孟
炤
改
頭
門
向

以

形

家

言

改

向

東

南

斜

對

金

鶚

山

乾
隆

七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捐
貲
大
加
修
建
改
復
頭
門
正
向

凡

增

建

頭

門

外

東

西

栅

欄

二

座

照

墻

一

座

東

旁

官

㕔

三

間

號

房

一

間

班

房

二

間

大

堂

暖

閣

一

座

二

三

四

堂

捲

篷

共

九

間

上

房

五

間

厢

房

六

間

從

房

八

問

內

書

房

三

間

三

堂

走

廊

六

間

上

房

走

廊

六

間

內

書

房

走

廊

三

間

後

署

周

圍

墻

垣

一

道

東

首

外

書

房

連

照

房

共

六

間

走

廊

四

間

箭

亭

三

間

倉

㕔

三

間

斗

級

房

二

間

西

首

上

宿

兵

房

二

間

二

堂

西

厨

房

五

間

披

房

二

間

又

厨

房

前

竹

房

三

問

以

上

俱

增

建

又

折

修

頭

門

二

門

各

三

間

戒

石

房

一

座

土

地

祠

三

間

祠

門

一

座

披

屋

二

間

二

堂

東

首

花

㕔

連

照

㕔

共

六

間

院

內

添

假

山

一

座

甃

砌

周

圍

署

墻

署

前

街

道

葺

修

大

堂

并

捲

篷

二

堂

門

房

三

四

堂

東

書

房

其

餘

吏

舍

甬

道

舊

制

所

有

亦

併

新

之

俱

瓦

房

磚

地

共

費

二

千

五

百

餘

金

皆

出

捐

貲

規

制

大

偹

其

添

建

倉

房

詳

積

貯

志

今
制
大
堂
吏
舍
二
門
頭
門
如
舊
大
堂
東
一
間
爲

經
歴
㕔
西
一
間
爲
大
庫
頭
門
外
爲
東
西
栅
欄
門
前

爲
照
墻
栅
欄
門
外
爲
官
㕔
號
房
班
房
後
爲
居
敬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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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次
後
爲
後
樂
堂
又
次
爲
愼
獨
處
又
次
爲
上
房
均
有

捲
篷
行
廊
愼
獨
處
有
厢
房
居
敬
堂
東
爲
鳴
鶴
軒
軒

後
爲
東
書
房
軒
東
爲
一
經
齋
均
有
行
廊
外
爲
觀
德

亭
又
外
爲
積
貯
所
上
房
西
爲
碧
梧
軒
居
敬
堂
西
爲

厨
房

堂

房

間

數

詳

上

注

內
宅
後
并
左
右
爲
常
平
倉

署

後

餘

基

一

叚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知
府
韋
䭾
保
詳
請
重
修

︹
清
軍
㕔
同
知
署
︺
舊
在
府
署
左
︹
元
︺
以
前
無
考
︹
明
︺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府
沈
奎
重
建
後
毁
遷
建
於
南
門
　
︹
國
朝
︺

順
治
十
年
同
知
移
駐
新
堤
舊
署
並
廢
康
熙
十
九
年

同
知
鄧
林
尹
遷
於
東
門
內

卽

所

裁

理

刑

㕔

舊

署

改

修

之

有
大
堂

五
間
堂
前
有
吏
役
班
房
東
西
各
五
間
儀
門
三
間
頭

門
三
間
照
墻
如
制
堂
後
內
宅
五
間
旁
房
六
間
二
十

五
年
同
知
李
鍾
麟
重
修
增
建

凡

建

後

逸

堂

五

間

小

房

十

餘

間

餘

皆

修

葺

之

乾
隆
五
年
同
知
殷
良
棟
修
葺

凡

折

修

三

堂

三

間

班

房

三

間

門

坊

一

座

葺

修

土

地

祠

及

後

山

魯

公

廟

塑

像

祀

之

十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攝
同
知
事

重
修
頭
門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同
知
袁
純
德
詳
請
重
修

︹
督
糧
㕔
通
判
署
︺舊

爲

糧

捕

㕔

舊
在
府
署
右
︹
元
︺
以
前
無
考

︹
明
︺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府
沈
奎
重
建
後
毁
　
︹
國
朝
︺
初
年

遷
於
南
門

時

同

知

移

駐

新

堤

卽

借

同

知

署

爲

㕔

事

康
熙
初
年
通
判
唐

允
椿
遷
建
於
府
署
左

卽

明

清

軍

㕔

故

址

剏

建

有
大
堂
堂
前
旁



 

巴
陵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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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建

置

　
十

房
二
門
頭
門
照
墻
堂
後
有
二
堂
僅
備
規
制
二
十
三

年
通
判
徐
升
貞
重
加
修
建

增

建

後

宅

七

間

加

高

頭

門

築

墻

設

柵

修

建

旁

房

一

十

六

間

顔

二

堂

曰

二

思

三

堂

曰

清

尊

乾
隆
十
一
年
通
判
福
亮
重
修

比

修

大

堂

左

書

房

三

間

二

堂

右

內

宅

五

間

小

房

六

間

并

葺

頭

門

二

門

今

如

舊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通
判
曾
倅
修
理
四
十
九
年
通
判
盧
㠈
重
修

︹
舊
邊
糧
㕔
署
︺
在
府
署
右
︹
明
︺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府
沈
奎

建
後
以
督
理
九
永
邊
儲
移
駐
九
溪
　
︹
國
朝
︺
初
年
缺

裁
署
廢

︹
舊
理
刑
㕔
署
︺
在
府
署
右
︹
明
︺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府
沈
奎

建
後
遷
於
東
門
內

卽

今

清

軍

㕔

署

　
︹
國
朝
︺
康
熙
六
年
缺
裁

署
改

︹
府
儒
學
教
授
訓
導
廨
署
︺詳

郡

志

學

校

︹
經
歴
司
廨
署
︺
在
府
署
左
︹
元
︺
以
前
無
考
︹
明
︺
嘉
靖
間
知

府
韓
士
英
建

後

因

吳

逆

兵

毁

官

皆

僦

居

民

舍

基

址

尚

存

︹
舊
照
磨
所
廨
署
︺
在
府
署
右
︹
明
︺
嘉
靖
間
建
今
廢

︹
司
獄
司
廨
署
︺
在
東
門
火
神
廟
左

︹
舊
稅
課
司
廨
署
︺
在
南
門
外
今
廢

︹
岳
州
叅
將
營
署
︺
在
黃
土
坡
南
　
︹
國
朝
︺
康
熙
十
八
年

建
從

前

官

皆

調

防

至

是

乃

設

營

建

署

凡
爲
大
堂
二
門
頭
門
官
㕔
賔

館
科
房
班
房
馬
房
後
堂
內
宅
書
房
庫
房
厨
房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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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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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建

置

　
十
一

五
十
餘
間
署
東
箭
亭
一
座
箭
道
一
所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叅
將
劉
永
寧
重
修
四
十
七
年
叅
將
西
成
重
修

大堂

儀

門

頭

門

嘉
慶
六
年
叅
將
白
大
仲
重
修

座

樓

書

房

︹
中
軍
守
備
營
署
︺
在
南
門
內
祁
家
巷
　
︹
國
朝
︺
康
熙
五

十
七
年
守
備
謝
尙
建
凡
爲
大
堂
頭
門
後
堂
內
宅
一

十
二
間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守
備
洪
通
運
重
修

︹
水
師
守
備
營
署
︺
舊
未
建
　
︹
國
朝
︺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守

備
張
其
藴
借
南
門
外
舊
縣
址
爲
署
有
大
堂
頭
門
後

宅
二
十
三
間
署
東
箭
亭
一
座
箭
道
一
所
乾
隆
十
一

年
守
備
李
德
侯
修
葺
後
宅
四
十
五
年
守
備
鄧
尙
賢

五
十
六
年
守
備
李
登
榜
先
後
請
項
重
修

︹
岳
州
衞
守
備
署
︺
在
府
治
東
︹
明
︺
洪
武
四
年
指
揮
使
音

亮
建
後
燬

戊

申

舊

志

署

後

有

旗

纛

廟

左

有

軍

局

兵

燹

後

廢

衞

署

址

半

爲

寧

陵

寺

器

︹
國
朝
︺
改
設
守
備
仍
於
舊
址
重
建
凡
爲
大
門
二
門
頭

門
後
堂
內
宅
書
房
如
制
乾
隆
五
十
年
守
備
錢
選
重

修
︹
駐
劄
舊
署
︺
上
江
防
道
署
在
府
治
東
南
黄
土
坡
下
︹
明
︺

嘉
靖
十
七
年
兵
備
僉
事
陸
鉞
知
府
蕭
晚
巴
陵
縣
知

縣
朱
屏
創
建
隆
慶
三
年
僉
事
李
惟
觀
重
修
立
題
名

記
　
︹
國
朝
︺
康
熙
四
年
缺
裁
改
爲
北
分
司
今
改
爲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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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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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六
　
　

建

置

　
十
二

棚
建

修

詳

下

︹
按
部
舊
行
署
︺
八
一
察
院
行
署
在
府
治
東
︹
明
︺
初
建

戊申

舊

志

前

有

萬

竹

亭

蒼

翠

可

觀

一
南
分
司
行
署
在
察
院
左
一
新
分

司
行
署
在
察
院
右

今

府

前

坡

東

名

憲

司

巷

以

此

一
布
政
司
行
署

在
府
治
東
南
一
荆
南
道
行
署
在
府
治
左
舊
清
軍
㕔

址
以

上

俱

明

時

建

年

分

未

詳

一
北
分
司
行
署
在
廣
豐
倉
內
︹
明
︺
嘉

靖
間
建

後改

一
戸
部
分
司
行
署
在
城
北
七
里
山

戊

申

舊

志

卽

兌

糧

所

一
廵
視
府
行
署
在
縣
南
吕
仙
亭
右
俱
廢

︹
巴
陵
縣
署
︺
舊
在
南
門
外
︹
元
︺
以
前
無
考
︹
明
︺
洪
武
初
知

縣
郞
子
文
建
成
化
三
年
知
縣
袁
綱
修
中
爲
大
堂
堂

左
右
爲
承
發
房
縣
庫
架
閣
庫
堂
前
兩
旁
爲
吏
舍
中

爲
戒
石
亭
前
爲
儀
門
門
旁
爲
監
獄
又
前
爲
譙
樓

卽頭

門

樓
外
左
爲
旌
善
亭
右
爲
申
明
亭
大
堂
後
左
爲
內

宅
署

之

左

右

有

縣

丞

主

簿

典

史

廨

署

别

詳

下

各

署

本

條

崇
正
末
冦
毁
　
︹
國
朝
︺

順
治
年
官
皆
僦
居
民
舍
康
熙
五
年
知
縣
李
玠
遷
於

城
東
門
內

按

卽

今

縣

署

先

是

爲

明

進

士

楊

邦

憲

之

宅

知

府

王

勤

民

僦

居

修

建

公

堂

後

府

遷

復

舊

治

知

縣

李

玠

量

補

木

價

改

爲

縣

署

丙

寅

府

志

︹
舊

縣

志
︺

城

外

老

縣

舊

基

康

熙

初

年

爲

岳

陽

驛

養

馬

地

十

八

年

驛

遷

入

城

二

十

六

年

辰

州

水

司

營

改

設

於

岳

守

偹

張

其

藴

借

爲

營

署

五
十
年
知

縣
王
國
英
重
修
今
制
中
爲
大
堂
堂
前
兩
旁
爲
吏
舍

七
間
前
爲
二
門
門
西
旁
爲
監
獄

詳

監

獄

下

又
前
爲
頭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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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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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門
外
爲
照
墻
大
堂
後
爲
二
堂
西
爲
庫
房
一
間
東
爲

便
房
一
間
又
東
爲
東
書
房
六
間

二棟

西
爲
西
書
房
三

間
一棟

二
堂
西
南
隅
爲
內
宅
九
間

二棟

别
有
厨
房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熊
懋
奬
重
修
又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馬

見
龍
重
修

︹
縣
丞
廨
署
︺
舊
在
南
門
外
舊
縣
署
左
︹
元
︺
以
前
無
考
︹
明
︺

成
化
三
年
知
縣
袁
綱
重
建
崇
正
末
冦
毁
　
︹
國
朝
︺
乾

隆
十
一
年
詳
請
復
建
不
果
十
九
年
奉
文
分
駐
楊
林

街
僦
居
民
舍

︹
舊
王
簿
廨
署
︺
在
南
門
外
舊
縣
署
右
︹
元
︺
以
前
無
考
︹
明
︺

成
化
三
年
知
縣
袁
綱
重
建
崇
正
末
㓂
毁

︹
儒
學
教
諭
廨
署
︺
在
洞
陽
宫
前
高
阜

詳

學

校

︹
訓
導
廨
署
︺
在
縣
署
右

詳

學

校

︹
鹿
角
司
主
簿
廨
署
︺
在
鹿
角
鎭
向
爲
廵
檢
廨
署
︹
明
︺
建

後
廢
　
︹
國
朝
︺
乾
隆
十
一
年
詳
請
動
項
修
建
四
十
七

年
改
主
簿
是
年
主
簿
任
大
武
詳
請
修
理

︹
典
史
廨
署
︺
舊
在
南
門
外
舊
縣
署
右
︹
元
︺
以
前
無
考
︹
明
︺

成
化
三
年
知
縣
袁
綱
重
建
崇
正
末
冦
毁
　
︹
國
朝
︺
雍

正
十
年
典
史
王
學
純
遷
建
於
城
內
東
隅
麻
家
坡

詳請

公

項

買

民

舍

改

建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典
史
梁
廷
黻
請
修
一
次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建

置

　
十
四

四
十
三
年
及
五
十
一
年
典
史
朱
聚
雲
請
修
二
次

︹
附
監
獄
︺按

丙

寅

郡

志

云

監

獄

爲

罪

囚

待

鞫

之

所

國

朝

屢

有

矜

恤

之

政

而

讞

决

詳

愼

亦

於

是

乎

賴

之

舊

志

帶

叙

公

署

內

未

見

祥

刑

臣

意

另

條

揭

附

今

仍

倣

其

式

至

節

年

修

葺

每

任

官

府

皆

有

捐

工

不

登

文

冊

兹

不

具

錄

︹
岳
州
府
監
獄
︺
舊
在
府
署
東
︹
明
︺
初
建
崇
正
末
冦
毁

︹
國
朝
︺
康
熙
初
年
重
修
後
廢
歸
併
縣
獄
以
北
首
爲
府

監
計
監
房
一
棟
三
間
女
禁
一
棟
二
間
門
墻
如
制

︹
巴
陵
縣
監
獄
︺
舊
在
南
門
外
舊
縣
署
西
︹
明
︺
建
　
︹
國
朝
︺

康
熙
五
年
遷
署
於
城
東
隅
獄
亦
建
署
儀
門
右
旁
計

禁
房
四
棟
十
間
女
禁
一
間
門
墻
如
制

︹
慶
祝
宫
︺
在
城
北
隅
剪
刀
池

原

衡

糧

㕔

公

舘

　
︹
國
朝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知
府
圖
爾
炳
阿
知
縣
鄭
遇
亨
改
建
嘉
慶
六
年

署
知
府
楊
廷
柱
重
修

正

殿

三

間

東

西

朝

房

各

三

間

前

爲

殿

門

中

正

門

東

西

兩

傍

門

門

東

官

㕔

三

間

西

看

守

役

房

二

間

再

前

歌

樓

一

座

東

爲

瞻

雲

門

西

爲

就

日

門

週

圍

墻

垣

如

制

︹
學
院
考
棚
︺
在
黃
土
坡
下

原

爲

北

分

司

行

署

故

今

猶

名

北

司

︹
明
︺
以
前

無
考
　
︹
國
朝
︺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知
府
張
信
改
上
江
防

道
署
爲
考
棚

康

熙

四

年

裁

江

防

道

後

改

署

爲

北

分

司

行

署

三

十

六

年

乃

改

考

棚

於

西

旁

建

瓦

柵

一

十

二

間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王
國
英
重
修

添

建

瓦

棚

六

間

改

造

鼓

亭

照

墻

乾
隆
七
年
大
雨
坍
塌
九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倡
捐

重
建
恢
其
舊
制
并
葺
院
宇

拓

棚

基

深

抵

後

山

凡

建

至

公

堂

一

座

瓦

棚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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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間

龍

門

一

座

棚

東

院

宇

亦

通

葺

先

是

八

年

四

縣

會

詳

議

勸

捐

修

平

江

縣

知

縣

謝

仲

坃

臨

湘

縣

知

縣

孫

㠎

華

容

縣

知

縣

舒

寧

又

九

年

巴

陵

縣

知

縣

薛

㴻

勸

募

捐

項

不

敷

皆

知

府

黃

凝

道

墊

項

竣

工

十
年

知
縣
薛
澍
修
飾
院
宇

墻

壁

堂

楹

易

其

朽

壞

並

施

粉

漆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平
江
縣
義
民
吳
嗣
龍
父
子
捐
修
至
公
堂
號
舍
改

建
龍
門

費

二

千

六

百

餘

金

門

堂

桌

櫈

徹

底

通

修

督

學

錢

澧

有

記

見

藝

文

︹
舊
郡
館
︺
二
一
在
察
院
前
一
在
城
陵
磯
今
俱
廢

︹
新
郡
館
︺
在
岳
陽
樓
右
　
︹
國
朝
︺
乾
隆
五
年
知
府
田
爾

易
知
縣
張
世
芳
奉
文
動
項
修
城
並
建
館
於
樓
側
七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捐
貲
增
建
前
㕔

︹
接
官
亭
︺
二
一
在
城
東
雙
路
口
一
在
西
門
外
湖
岸

各三

間

監

枉

設

柵

　
︹
國
朝
︺
九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捐
建

西

門

外

亭

今

圮

︹
兌
糧
公
所
︺
二
舊
在
城
北
永
濟
隄
︹
明
︺
宏
治
九
年
通
判

吳
佐
建

知

府

李

鏡

以

荆

岳

諸

衞

運

儲

官

軍

歲

與

岳

長

衡

三

郡

民

對

易

京

儲

於

此

岳

郡

佐

一

人

監

之

令

輸

者

編

柵

爲

寓

通

判

吳

佐

等

因

剏

建

公

所

官

民

便

之

萬
歴
三
十
六
年
改

建
於
北
門
外
皇
華
亭
崇
正
末
㓂
毁
　
︹
國
朝
︺
順
治
初

年
建
復
公
所
二
岳
澧
共
一
所
在
稍
北
長
衡
共
一
所

在
稍
南
圍
繞
以
倉

倉

制

詳

積

貯

志

︹
文
星
閣
︺
在
城
東
隅
集
鳯
臺
　
︹
國
朝
︺
乾
隆
十
四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建

閣

二

層

與

岳

陽

樓

震

兌

相

望

其

下

有

鳯

池

池

中

蒔

荷

旁

植

梧

柳

一

水

盈

盈

爲

文

星

印

泉

石

堦

十

九

級

螺

旋

而

登

雲

中

叠

嶂

𣗳

裏

重

湖

皆

供

遊

覧

督

學

夏

之

蓉

有

記

見

藝

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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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十
六

十
九
年
湘
鄕
縣
知
縣
賈
世
模
分
修
東
城
重
加
修
葺

五
十
四
年
知
府
圖
爾
炳
阿
復
行
補
修

今

池

湮

淤

石

堦

亦

多

傾

圮

︹
附
驛
遞
㕔
廨
︺

︹
岳
州
府
舊
遞
運
所
︺
在
郡
北
城
陵
磯
︹
明
︺
初
建
有
官
㕔

有
廨
所
今
裁

岳
陽
驛
舊
在
岳
陽
門
內
︹
明
︺
初
遷
於
北
門
外
濵
湖

︹
國
朝
︺
康
熙
初
年
遷
於
城
南
舊
縣
署
址
十
八
年
遷
於

城
內
學
前
街
乾
隆
十
一
年
知
縣
薛
澍
詳
請
改
建
東

門
外
䨇
路
口
有
官
㕔
有
驛
廨

節

年

修

葺

不

具

錄

︹
舊
臨
江
驛
︺
在
縣
西
八
十
里
︹
明
︺
初
建
有
官
㕔
有
驛
廨

今
裁

︹
青
岡
驛
︺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
國
朝
︺
順
治
十
六
年
建
有

官
㕔
有
驛
廨

︹
舊
鹿
角
水
驛
︺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
明
︺
初
建
有
官
㕔
有
驛

廨
後
裁

︹
附
校
軍
厰
︺

︹
校
軍
厰
︺
在
北
門
外

廣

一

十

三

丈

五

尺

長

三

十

八

丈

五

尺

︹
明
︺
洪
武
初
建

有
演
武
亭
帥
臺
旗
杆
今
仍
舊

演

武

㕔

三

間

帥

臺

一

座

南

建

立

照

墻

︹
附
火
藥
軍
裝
局
︺

︹
城
守
營
火
藥
局
︺
在
岳
州
衞
署
左
瓦
屋
四
間
　
︹
國
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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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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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

置

　
十
七

康
熙
十
八
年
建

︹
軍
裝
局
︺
在
叅
將
署
後
武
廟
旁
瓦
屋
連
捲
棚
共
六
間

︹
國
朝
︺
乾
隆
九
年
叅
將
桂
棲
凰
守
備
徐
宏
勲
建

︹
水
師
營
火
藥
局
︺
在
南
門
外
全
家
巷
壙
地

︹
軍
裝
局
︺
在
南
門
外
營
盤
街
三
聖
殿
　
︹
國
朝
︺
乾
隆
元

年
就
殿
宇
作
局

論
曰
廨
署
之
作
動
關
帑
項
非
徒
整
飭
觀
瞻
所
以

崇
賢
良
出
政
教
而
庀
案
牘
也
涖
其
任
者
仰
視
榱

棟
俯
矚
堂
皇
規
橅
鴻
敞
黝
堊
鮮
融
攸
躋
攸
寧
不

愧
屋
漏
允
矣
君
子
矣
岳
城
府
縣
文
武
大
小
廨
署

修
築
工
貲
俱
關
邑
令
支
銷
邑
乘
之
所
不
得
畧
者

雖
廢
興
成
毁
相
尋
無
窮
然
集
公
而
樊
治
捐
廉
而

補
葺
要
在
乎
官
守
之
經
營
昔
之
課
吏
者
卽
廨
舍

之
舉
廢
亭
障
之
有
無
分
其
殿
最
則
覘
官
司
之
勤

否
又
豈
在
多
乎

︹
坊
表
︺凡

二

十

肅
靜
坊

在

縣

治

西

顔

家

巷
︹
明
︺

建

今

廢

蒙
泉
雲
卧
坊

在

縣

南

五

里

牌

爲

明

邑

人

兵

部

侍

郞

姜

廷

頤

建

今

廢

給
諫
坊

在

縣

南

五

里

牌

爲

明

邑

人

刑

科

給

事

中

姜

性

建

今

廢

蔡
家
坊

在

縣

南

汴

河

岸

無

考

︹
明
︺

萬

歴

間

建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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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十
八

義
門
坊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里

爲

明

邑

人

蔡

本

高

義

士

建

今

廢

中
丞
坊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閣

鎭

市

　
︹
國

朝
︺

康

熙

間

爲

邑

紳

廣

西

廵

撫

方

顯

建

貞
節
坊

在

縣

南

二

都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爲

貢

生

趙

萬

卷

妻

唐

氏

建

孝
節
坊

在

縣

東

一

百

四

十

里

何

家

山

　

國

朝

乾

隆

六

年

爲

生

員

許

伯

泰

及

妻

傅

氏

建

貞
節
坊

在

縣

南

一

百

一

十

里

　
︹
國

朝
︺

乾

隆

十

三

年

爲

尹

龍

彩

妻

張

氏

建

貞
節
坊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國

朝

乾

隆

十

三

年

爲

陳

如

文

妻

熊

氏

建

貞
節
坊

在

縣

南

一

百

一

十

里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年

爲

李

廷

誨

妻

熊

氏

建

節
孝
坊

在

縣

前

大

街

　
︹
國

朝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爲

李

泰

元

妻

彭

氏

建

節
孝
坊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閣

鎭

市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爲

生

員

袁

天

秩

妻

許

氏

建

貞
節
坊

在

縣

西

舊

江

村

趙

家

灘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爲

生

員

張

定

邦

妻

龍

氏

建

貞
節
坊

在

縣

西

舊

江

村

　
︹
國

朝
︺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爲

龍

用

周

妻

汪

氏

建

節
孝
坊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國

朝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爲

張

濱

衞

妻

晏

氏

建

節
孝
坊

在

縣

東

五

十

五

里

硃

砂

橋

　

國

朝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爲

陳

商

書

妻

沈

氏

建

貞
女
坊

在

縣

西

穆

湖

村

　

國

朝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爲

國

學

生

熊

宗

輔

聘

室

張

氏

建

熙
朝
人
瑞
坊

在

縣

南

一

都

頤

壽

里

　

國

朝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爲

百

歲

耆

壽

貢

生

湯

有

德

建

節
孝
坊

在

縣

南

九

十

里

　

國

朝

嘉

慶

八

年

爲

趙

啟

忻

妻

費

氏

建

論
曰
坊
表
之
建
卽
古
人
表
厥
宅
里
之
意
屹
爾
通

衢
所
以
植
綱
常
示
觀
感
也
邑
坊
如
肅
靜
雲
卧
大

半
圮
廢
而
城
南
汴
河
舊
岸
所
謂
蔡
家
坊
者
斷
礎

碎
甓
草
蔓
煙
荒
至
求
爲
何
人
所
建
而
卒
不
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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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十
九

况
僻
壤
窮
鄕
厄
於
貧
者
力
或
未
能
辦
此
乎
雖
然

石
甓
有
時
而
泐
聲
聞
不
可
得
而
渝
也
玉
焚
不
燬

金
鍊
彌
精
士
女
果
能
砥
行
立
名
其
不
朽
固
在
彼

不
在
此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終

計

十

九

頁

尾

空

十

五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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