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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謹

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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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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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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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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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
七
百
餘
年
之
紀
載
有
附
見
□

無
成
書
其
裒
為
一
編
者
自
前
明

以

至

我

朝
僅
創
始
扵
劉
君

繼
脩
扵
陳
君

大
綸
如
是
而
已
夫
是
以
沙
水
茨

河
之
源
流
莫
辨
也
細
陽
潁
陽
宋

公
城
之
故
址
混
淆
也
張
酺
呂

倪
寛
范
滂
之
两
地
互
争
也
其
大

者
若
此
其
纎
瑣
之
有
待
扵

訂

者
更
不
知
凡
㡬
矣

然
志
亦
取

其
有
益
扵
治
術
耳
彼
龍
陋
承
□

苟
且
從
事
者
固
不
具
論
其
或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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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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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四

見
臆
説
紛
紛
聚
訟
甚
且
支

以

為
博

餙
以
為
華
以
艱
深
文
其

淺
陋
扵
典
章
損
益
時
會
張
弛
之

理
迄
無

焉
今
和
志
之
成
也
從

容
整
暇
叙
次
秩
然
其
事
覈
其
辭

達
其
旨
歸
扵
使
人
易
曉
而
莫
可

訾
議
豈
徒
足
以
資
余
郡
志
之
採

取

哉

善

俗

宜

民

上

副

聖
天
子
整

吏
治
之
至
意
亦
本
諸
是

而

有

餘

矣

乾
隆
十
七
年

次
壬
申
中
秋
知
潁

州

府

事

王

斂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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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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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重
修
太
和
縣
志
序

太
和
之
爲
縣
肇
於
漢
而
縣
志
之
作

也
昉
於
清
苑
劉
公

其
時
則
爲
明

萬
暦
□
□
更
歷
八
十
餘
載
至
我

朝
順
治
十
有
六
年
陳
公
大
綸
始
重
輯
之

於
今
□
□
百
年
矣
嗟
乎
自
漢
以
來

歲
閱
数
千
而
太
和
之
志
明
以
前
缺

焉
無
聞
明
以
後
僅
獲
兩
見
是
何
興

之
難
而
廢
之
易
耶
稽
曩
之
宰
是
邑

者
代
有
名
人
捍
大
灾
禦
大
患
以
及

翰
墨
詞
章
抒
華
掞
藻
載
在
典
籍
班

班
可
考
而
獨
不
及
修
志
之
事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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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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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
大
綸
適
當
兵
燹
之
後
百
姓
彫
傷

妖
邪
竸
作
千
瘡
百
孔

捄
不
遑
而

獨
以
修
志
自
任
是
志
之
興
廢
會
有

時
也
豫

生
山
左
之
濟
南
㓜
承
庭
訓

壯
歲
得
叨

□
□
筮
仕
粤
西
俸
滿
推
陞
承
乏
是
邑
躬

逄

重
熙
累
治
之
世
海
宇
承
平
㴠
濡
日
久
而

太
和
地
近
中
州
風
氣
尤
爲
淳
樸
雖

以
豫

之
迂
踈
碌
碌
無
所
表
見
惟
息

事

人
境
□
又
安
不
綦
幸
歟
顧
念

志
乘
爲
□
邑
風
教
所
關
□
聼
其
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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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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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
然
舉
行
于
千
瘡
百
孔
不
遑

捄

之
時
若
豫

者
又
將
何
以
自
觧
雖
然

修
志
之
願
誠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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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力
有
未
逮
也

盖
豫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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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
復
紛
庻
務
所
可
自

勉
者
惟
捐
俸
爲
鐫
刻
之
資
而
已
因

啇
之
廣
文
吳
君
中
最
吳
君
曰
勿
憂

此
亦
余
之
願
也
筆
削
吾
任
之
即
剞

劂
吾
猶
當
助
之
乃
不
禁
服
吳
君
之

與
人
爲
善
也
吳
君
毘
陵
宿
儒
其
學

有
源
本
文
擅
百
家
于
是
役
也
無
□

已
惟
苜
蓿
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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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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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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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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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事
並
集
邑
之
紳
士

于
日
孜
徐
振
烈
胡
珠
熉
等
皆
名
著

鄕
評
素
所
深
信
者
屬
以
採
訪
彚
所

見
聞
吳
君
詳
爲
考
覈
而
後
茟
之
于

書
而
豫

特
就
稿
本
復
加
刪
訂
焉
甫

三
月
而
縣
志
告
竣
其
體
格
一
歸
簡

净
痛
掃
繁
蕪
或
不
愧
於
信
史
當
毋

忘
吳
君
與
諸
子
之
力
哉
豫

今
獲
遂

斯
願
固
非
欲
自
附
于
□
陳
兩
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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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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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序

五

列

喜
百
年
闕
畧
之
書
燦
然
大
備

于
今
日
不
可
謂
非
太
和
之
幸
也
後

之
涖
是
邑
者
常
踵
而
修
之

綿
綿

延
延
永
無
廢
興
之
感
是
尤
豫

之
大

願
也
遂
不
揣
固
陋
而
爲
之
序

峕

乾
隆
十
六
年
歲
次
辛
未
秋
七
月

文
林
郎
知
太
和
縣
事
濟
南
成
兆
豫
謹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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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序

六

原
序

范
陽
陳
子
請
於

直
指
衛
公
輯
其
所
治
志
成
就
予
問
序

夫
邑
有
志
猶
列
國
有
史
也
綜
包
今

古
參
覈
名
實
取
舍
沿
革
義
綦
重
焉

稽
和
志
弗
修
距
今
且
八
十
餘
年
兵

燹
以
後
力
困
財
彫
桑
滄
既
更
風
俗

寖
變
不
有
畫
一
奚
勸
奚
懲
陳
令
曰

吾
曰
兢
兢
焉
蒐
輯
遺
文
鏡
今
軌
昔

求
所
爲
撫

桑
除
害
馬
者
庻
幾
貽

則
後
人
斯
志
其
一
端
也
嗟
乎
夏
殷

缺
禮
致
傷
文
獻
不
足
不
足
者
時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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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
□
□
□
□
□
□
□
□
意
文
獻

□
□
□
□
傷
由
此
言
之
陳
子
之
謹

于
志
陳
子
之
明
于
道
也
道
深
于
學

懿
軌
斯
著
政
凖
于
道
民
行
以
興
仲

尼
不
曰
學
道
則
愛
人
乎
吏
弗
學
不

知
愛
有
人
弗
愛
安
用
吏
爲
和
邑
小

而
衝
民
詭
巫
而
悍
陳
子
平
賦
誅
邪

跡
其
治
井
井
䋲
䋲
和
之
人
歌
樂
只

焉
豈
徒
然
哉
夫
徴
會
鞫
讞
吏
之
事

也
吏
日
以
徴
會
鞫
讞
爲
心
法
戒
之

書
棄
焉
弗
究
心
日
俗
道
益
日
離
離

道
之
治
非
叢
脞
□
□
䖍
耳
語
以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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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序

八

□
濟
功
之
義
安
能
知
之
昌

有
言

吹
之
煦
之
厚
手
拊
之
箴
之
石
之
膊

而
磔
之
吏
道
也
陳
子
有
焉
予
故
謂

陳
子
之
謹
于
志
陳
子
之
明
于
道
也

峕
順
治
十
六
年
除
日
楚
江
陵
李
世
恪

識
于
中
都
李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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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序

九

原
序

綸
生
古
燕
范
陽
甫
十
歲
母
楊
氏
即

先
爲
壽
春
道
中
萬
曆
進
士
楊
繼
先

之
女
也
於
明
崇
禎
九
年
以
節
烈
逝

嗚
呼
不
幸
哉
綸
之
乖
戾
也
遂
育
於

外
祖
母
湯
氏
霜
守
冰
操
屡
䝉
坊
奬

殷
勤
撫
鞫
朝
夕
告
誡
綸
與
兄
綬
雞

鳴
風
雨
勉
力
竭
蹶
綸
年
十
八
遊
泮

十
九
歲
舘
金
臺
訓
小
學
教
成
入
庠

者
五
人
至
戊
子
幸
叨

恩
㧞
而
金
臺
之
從
遊
者
相
勸
勿
仕
綸

□
□
親
老
不
得
巳
而
謬
登
宦
籍
由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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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序

十

□
□
佐
而
陞
太
和
人
情
世
態
險
難

□
哉
艱
難
困
阻
殆
僃
嘗
耳
時
和
當

兵
燹
之
餘
里
甲
懸
殊
包
攬
軰
弱
肉

强
食
邪
教
猖
狂
無
知
者
捲
風
西
向

科
歛
金
銭
謀
爲
不
軌
葢
幾
幾
乎
不

可
爲
也
嗚
呼
逄
此
又
綸
之
窮
也
退

而
均
甲
晝
夜
不
寜
造
花
名
以
去

端
革
見
年
以
除
包
攬
自
封
投
櫃
里

馬
官
應
清

陋
規
民
生
稍
息
併
率

公
舉
之
范
生
誓
有
舍
功
名
誅
邪
教

之
志
然
其
勢
甚
大
遂
申
詳
二
十
四

套
幸
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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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序

十
一

□
廵
衛
公
英
明
特
逹
雷
迅
風
行
深
悉

鳳
屬
之
風
極
詳
邪
教
之
害
憲
法
初

彰
群
邪
就
滅
明
威
遠
播
奸
宄
自
新

革

縣
之
落
地
稅
賑
水
災
分
極
次

貧
獨
於
太
和
之
加
惠
良
多
也
己
亥

七
月
准
綸
修
志
之
請
夫
志
以
記
事

記
言
記
功
記
德
其
所

詎
淺
鮮
哉

自
揣
腐
拙
訪
之
師
序
則
有
風
高
大

雅
持
總
裁
之
體
者
學
博
吳
溢
也
攷

古
印
今
掌
訂
証
之
義
者
訓
導
丁
亮

也
愽
學
廣
覧
長
江
大
河
爲
一
邑
砥

柱
者
孝

張
元
枋
也
風
裁
峻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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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序

十
二

論
不
阿
爲
一
縣
文
獻
者
致
仕
鄕
紳

吳
律
身
也
堅
志
青
雲
通
逹
國
體
則

若
歲
薦
汪
湛

守
雅
居
長
於
筆
墨

則
若
夙
儒
胡
日
煖
黾
勉
急
公
維
持

名
教
則
若
廪
庠
李
景
沆
陶
振
鶴
天

資
英
敏
博
攷
山
川
則
若
廪
庠
朱
綬

陳
圖
鄒
東
明
因
材
分
任
不
一
月
而

志
書
告
竣
後
之
觀
此
志
者
詎
徒
以

志
視
志
哉
寔
望
其
潤
色
隆
章
大
扼

其
縣
治
云
爾

順
治
十
六
年
冬
十
月

文
林
郎
知
太
和
縣
事
范
陽
陳
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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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序

十
三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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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姓
氏

十
四

重
修
太
和
縣
志
姓
氏太

和
縣
知
縣
濟
南
成
兆
豫
悅

氏
總
裁

教
諭
毘
陵
吳
中
最
新
喬
氏
恊
修

訓
導
山
陽
洪
朝
元
冠
士
氏
編
次

廪
生
于
日
孜
無
敢
氏

徐
振
烈
熙
庸
氏

庠
生
胡
珠
熉
照
黄
氏
釆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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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十
則

十
五

太
和
縣
志

凡
例
十
則

一
志
中
體
制
悉
仍

格
其
所
未
載
者
依

續
增
于
後
□

聨
而
下
不
註
明
新

字
樣
□
志
以
記
事
期
于
可
信
而

巳
原
無
分
彼
此
也

一

志
非
出
一
手
當
日
秉
筆
者
每
自
用
鋪
張
互
相
標
榜

雖
不
至
于
僞
寔
巳
涉
于
浮
今
畧
爲
刪
削
使
前
後
詞
氣

體
格
歸
于
一
律
較
爲
允
當

一
弁

序
于
卷
首
者
以
志
□
既
不
註
明
新

字
様
復
并

去
其
序
是
掩
人
之
□
矣
□
所
不
安

一
食
貨
志
内
賦
役
一
條
屡
□
□
昜
若
欲

載
則
病
于
太

繁
今
凖
□
定
全
書
舊
志
所
存
悉
行
刪
去

一
藝
文
志
内
所
載
詩
賦
文
詞
僅
錄
其
切
于
本
邑
者
而
已

若
不
過

常
涉
茟
了
不
相

縱
極
清
新
概
不
載
入

一
新
增
食
貨
志
内
蠲
賑
一
條
人
物
志
内
方
伎
方
外
二
條

一
减
去
食
貨
志
内
節
裁
一
條
以
既
詳
賦
役
中
故
减
去
藝

文
志
内
諭
誥
一
條
此
明
代
通
行
故
套
並
無
專
指
非
覃

恩
誥
勅
可
比
也
减
去
禮
制
志
内
家
禮
一
條
夫
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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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十
則

十
六

祭
自
有
常
經
而
道
一
風
同
之
日
又
非
獨
吾
太
邑
爲
然

且
家
人
告
誡
之
語
祭
時
嘏
祝
之
文
更
爲

屑
難
以
畢

登
一

志
鄕
賢
内
無
倪
寛
昔
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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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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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非
之
者

今
文
藝
中
既
存
其
說
而
復
列
寛
于
鄕
賢
反
成
蛇
足
至

寛
之
爲
太
和
人
則
倪
邱
集
經
鋤
楼
古
蹟
文
藝
並
載
固

巳
昭
然
共
矚
矣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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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
織
娘
孝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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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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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烈
女
也

雙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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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小
姑
神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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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分
列
于
節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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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之
條

者
亦
猶
鄕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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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闕
倪
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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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志
節
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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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范
母
夫
范
母
誠
賢
要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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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烈
但
所
叙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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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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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
具
載
其
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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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范
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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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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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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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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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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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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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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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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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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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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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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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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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此
而
□
□
□
□
□
□
□

□
□
□
□
□
□
□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圖

十
七

太
和
縣
志

圖
目總

圖
城
圖

縣
治
圖

學
宮
圖

星
野
圖

八
景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圖

十
八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圖

十
九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圖

二
十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圖

二
十
一

天
文
二
十
八
宿
分
屬
九
州
攷
宋
分
□

在
心
則
太
和
居
豫
州
之
東
豫
爲
宋
□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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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幽

彷

彿

□

堤

景

色

鏡
湖
麥
浪
在

城

南

一

里

□

寳

鏡

湖

□

相

傳

土

人

得

寳

鏡

照

見

一

邑

積

水

不

断

至

今

俱

作

長

田

高

高

下

下

麥

浪

層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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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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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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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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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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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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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北

六

十

里

即

龍

泉

寺

唐

河

源

前

有

一

泉

湧

而

成

河

相

傳

曾

有

龍

見

因

以

名

寺

殿

宇

巍

峩

松

栢

森

列

冬

月

雪

疑

其

上

望

之

玉

成

林

泉

湧

雲

飛

如

入

十

洲

三

島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目
錄

二
十
三

太
和
縣
志
□
□

卷
之
一
□

□

輿
勝
志

疆
域

星
野

災
祥

風
俗

山
川

溝
洫

閘
座

新
修
溝
洫

橋
梁

鎭
市

寺
宇

古
蹟

卷
之
二
亨

集

食
貨
志

戸
口

物
産

土
□

均
里
均
甲

丁
額

地
則

賦
役
附

記

銷

引

目

蠲
賑

卷
之
三

建
置
志

肇
邑

縣
治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目
錄

二
十
四

學
校

公
署

城
池

坊
廂

舖
舍

鄕
圖

壇
壝

卹
政

卷
之
四

歴
官
志

知
縣

縣
丞

主
簿

典
史

教
諭

訓
導

廵
檢

驛
丞

大
使

訓
術

訓
科

遺
愛

卷
之
五
利

集

人
物
志

進
士

舉
人

歲
□

正
貢

□
□

□
貢

□
□

□
□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目
錄

二
十
五

貤
封

恩
廕

錫
老

鄕
賢

卷
之
六

人
物
志

孝
義

德
行

義
輸

節
烈

方
伎

方
外

卷
之
七
貞

集

禮
制
志

公
儀

祀
典

飮
射

賔
興

卷
之
八

藝
文
志

宸

記

墓
誌

詩
賦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一

□
□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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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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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生
人
□
□
□
之
所
□
重
矣

太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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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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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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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之
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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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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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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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
□
□
□
□
一
望
□
涯
鎮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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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星
羅
碁
布
水
□
□
□
□
□
□
□
□
夫
古
寺
□
城
三
邱

五
墓
更
足
以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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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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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思
是
亦
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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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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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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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後

爲
八
圖
今
均
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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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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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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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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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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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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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師
二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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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禮
設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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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疆
域
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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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分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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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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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歐

陽
公
曰
縣
越
其
封
郡
逾
其
境

賢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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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道
不
得
行

以
故
知
疆
域
不
明
法
守
莫
定
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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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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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界
不
足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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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哉

星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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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居
豫
州
之
東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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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大
火
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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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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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魏
太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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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云
豫
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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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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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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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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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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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
云
起

□
二
度
劉
向
云
宋
地
房
心
之
分
野
春
秋
元
命
苞
云
鈎
鈴

□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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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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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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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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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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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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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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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唐
貞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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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淮
南
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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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地

□

属

淮

南

元
至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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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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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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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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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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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叅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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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臨

黄

河

兩

經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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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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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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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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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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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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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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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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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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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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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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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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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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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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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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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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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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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奉
祀
男
訢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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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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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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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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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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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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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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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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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倡
自
河
南
號
爲
皇
極
和
□
□
□
□

十
之
七
知
縣
□
□
□
□
□
員
范
□
□
□
□
□
□
□
□
□

擒
□
境
内
悉
□
□

明

生

員

□

邦

□

□

十
五
年
二
月
地
震
□
雨
□
□
□
□
□
□
□
□
□
□
□
□

□
九
月
日
□
有
□
□
□
□
□
□
□
□
□
□
□
□
□
□
□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五

殞
如
前
冬
飢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夏
飛
蝗
大
至

二
十
九
年
牛
疫
幾

三
十
年
夏
六
月
蝗

大
至

三
十
一
年
夏
六
月
蝗
蝻
至

三
十
四
年
有
人
献
一
蒂
兩
瓜
于
官

四
十
八
年
夏
秋
皆
大
水
浸
没
田
廬
居
民
逃
㪚
幾

四
十
九
年
夏
麦
大
熟
鄕
民
朱
陞
地
一
莖
五
岐

五
十
二
年
秋
七
月
大
水

六
十
年
夏
李

生
王
瓜
長
二
寸
外
有
刺
中
虚

六
十
一
年
春
二
月
十
三
日
地
震
夏
四
月
又
震
有
聲
如
雷

雍
正
元
年
夏
六
月
飛
蝗
大
至
知
縣
張
文
傑
率
吏
民
撲
滅

秋
七
月
蝗
蝻
復
生
旋
又
撲
滅
冬
十
月
黄
水
至
河
溢

乾
隆
四
年
夏
六
月
黄
水
大
至
没
民
居
溺
死
者
甚
衆
秋
七

月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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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圍
城
東
西
各
圮
一
角
禾

渰
大
饑
大

賑六
年
夏
六
月
大
雨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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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大
雨
至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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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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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渰
大
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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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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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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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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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産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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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有
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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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勝
正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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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妖
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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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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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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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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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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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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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之
責
者
德
可
不
修
哉

見
瑞
即
引
爲
巳
功
遇
灾
則
諉
之
氣
数
其
欺
也
夫
其
誣

也
夫風

俗

男
業
耕
讀
女
勤
紡
織
習
尙
醇
朴
性
賦
忠
直
吉
禮
㮣
遵
古

制
不
尙
繁
文
䘮
禮
一
崇
正
教
不
用
佛
事

元
旦
鷄

鳴

起

肅

衣

冠

焚

香

拜

天

地

神

堂

祖

先

父

母

祀

灶

謂

之

接

灶

男

女

聚

食

謂

之

填

倉

于

是

出

拜

親

族

至

親

則

携

酒

饌

交

相

賀

節

家

設

春

酒

讌

會

月

而

罷

上
元
元

宵

也

家

蒸

麺

食

如

繭

謂

之

宜

蚕

夜

則

張

燈

放

花

炮

爲

樂

明

日

男

女

皆

出

行

謂

之

走

百

病

各

接

女

子

歸

清
明
挿

桞

于

門

祭

掃

墳

墓

封

土

数

簣

謂

之

添

土

仍

以

桞

枝

掛

錢

于

塜

上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七

端
午
五

月

五

日

包

綫

粽

懸

艾

画

虎

書

符

于

門

以

五

□

□

絲

繫

小

□

項

及

手

臂

足

腕

謂

之

百

索

迎

女

歸

□

六
月
六
日
衣

服

書

画

各

出

□

之

恐

生

蠧

也

七
夕
文

子

設

瓜

菓

于

庭

□

□

織

女

星

謂

之

乞

巧

中
元
七

月

十

五

祭

墳

如

清

明

中
秋
陳

瓜

菓

老

㓜

團

坐

于

□

下

取

一

家

團

圓

之

意

□

重
陽
九

月

九

日

家

多

賞

菊

下
元
十

月

朔

掃

墓

亦

如

清

明

□
至
各

偹

饌

肴

菓

酒

祭

祀

祖

先

臘
八
臘

月

八

日

以

諸

菓

實

和

肉

煮

粥

謂

之

臘

八

粥

是

月

二

十

四

日

净

掃

屋

字

設

菓

酒

祀

灶

謂

之

送

灶

行
于
上
者
謂
之
風
成
干
□
□
□
之
俗
墨
子
見

絲
而

嘆
曰
入
黄
則
黄
入
蒼
則
蒼
風
俗
移
人
亦
猶
是
也
赤
子

之
啼
五
方
一
聲
長
則
語
言
不
通
豈
非
所
習
之
異
乎
故

朱
子
論
秦
人
之
俗
以
善
導
之
則
易
興
起
于
仁
義
驅
之

以
猛
則
至
輕
死
而
樂
闘
司
民
風
者
愼
其
所
以
導
之
哉

山
川

萬
壽
山
在

萬

壽

城

之

北

約

一

里

高

数

仭

離

今

縣

城

四

十

五

里

搃

圖

載

在

□

邱

集

誤

今

改

正

卧
龍
崗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盧
家
□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曹
順
崗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芽
崗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貂
家
洲
縣

西

三

里

在

沙

河

中

今

廢

黄
家
洲
縣

東

三

十

里

在

茨

河

沙
河
□

名

小

黄

河

黄

河

經

開

封

府

北

東

行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河

决

原

武

縣

東

南

至

項

城

矣

正

綂

十

三

年

又

决

榮

陽

縣

而

東

抵

項

城

遂

逹

于

太

和

由

界

溝

稅

子

舖

等

集

東

□

界

牌

遶

□

西

南

逹

潁

州

正

陽

注

□

淮

俗

呼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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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八

惠

民

河

卽

宋

時

漕

河

也

上

通

古

汴

下

逹

淮

泗

□
河
在

縣

北

會

清

泥

淺

諸

地

之

水

爲

河

東

經

張

册

倪

邱

斤

溝

等

集

由

元

墻

南

折

而

依

三

塔

西

過

柘

店

出

黑

風

溝

口

趋

龍

窝

寺

傍

下

□

石

羊

舖

北

入

舊

黄

河

遶

逹

淮

且

自

卧

龍

崗

分

一

爲

谷

河

至

七

里

澗

復

歸

茨

又

一

爲

宋

唐

河

南

至

茅

崗

由

双

泉

溝

而

入

谷

河

乾

隆

十

二

年

動

帑

疏

上

自

磚

橋

起

下

至

胭

脂

塘

止

□
河
縣

南

三

十

里

源

出

白

洋

湖

會

絲

溝

以

□

諸

水

流

許

家

窩

乃

成

河

東

流

十

餘

里

折

南

行

魚

营

面

出

大

臺

下

流

石

羊

□

入

沙

河

黑
河
縣

北

八

十

里

上

通

陳

州

蔡

河

□
丈
河
縣

北

四

十

里

會

聶

家

等

湖

之

水

爲

河

東

流

港

溝

亦

通

于

谷

河

宋
唐
河
縣

北

六

十

里

上

通

□

州

淝

河

南

流

至

双

泉

溝

入

茨

河

乾

隆

十

二

年

動

帑

開

上

接

淝

河

下
逹
茨
河

谷
河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上

通

鹿

邑

西

行

而

經

七

里

□

入

茨

河

淝
河
縣

北

九

十

里

自

亳

州

界

流

入

境

東

經

宋

唐

河

過

板

橋

等

集

南

奔

馬

□

淺

夾

石

口

注

淮

□
河
縣

北

九

十

里

通

亳

州

淝

河

西

通

陳

州

蔡

河

東

□

斤

溝

入

茨

河

倒
流
河
上

□

北

十

八

里

舖

起

下

入

双

浮

圖

計

長

十

一

里

乾

隆

十

六

年

知

縣

成

兆

豫

疏

周
家
窪
湖
縣

北

二

里

由

七

里

□

入

□

河

東
西
白
洋
湖
東

在

□

西

十

五

里

西

通

桞

河

□
□
下
□
家
湖
上

去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由

流

鴈

溝

北

洩

八

丈

河

中

去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亦

田

流

鴈

□

□

□

沙

河

卽

今

蔡

家

廟

湖

也

下

去

縣

西

北

二

□

□

□

□

于

舖

口

洩

□

河

□

今

□

桞

□

湖

也

□
□
湖
縣

西

二

十

里

□
仲
湖
□

南

三

里

□

沙

河

□
□
湖
□

西

四

□

□

□

□

□

□

□
里
澗
□
□

東

八

里

□

□

□

河

□
□
□
□

□

□

□

□

□

□

□

□

□

□

□

竹
□
□
□

東

□

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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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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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一

九

□
□
□
□

□

□

□

□

□

□

家

□

□

□

□

□

□

□

茨

河

□
營
湖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南

通

□

河

時
家
湖
縣

西

八

里

西

通

沙

河

□
龍
湖
縣

北

八

十

里

北

□

□

河

史
家
湖
縣

東

北

四

里

通

□

河

郭
城
坡
縣

東

十

□

東

通

□

□

板
橋
坡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南

洩

淝

河

□
□
□
縣

□

□

十

五

里

白

□

□

□

西

洩

茨

河

溝
洫

五
道
溝
縣

西

南

五

里

皆

沙

河

支

流

也

斤
溝
縣

北

六

十

里

形

如

斤

故

名

亦

通

□

茨

河

吳
漕
溝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北

通

明

水

轉

入

□

河

南

通

宋

塘

河

大
澗
溝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通

淝

河

流
鴈
溝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北

通

八

丈

南

通

□

□

□

□

十
里
溝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南

通

沙

河

貊
家
溝
縣

西

二

里

通

沙

河

界
溝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通

沙

河

獨
龍
溝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通

沙

河

㕠
泉
溝
縣

北

三

十

里

通

谷

河

港
溝
縣

北

四

十

里

東

通

谷

河

埜
林
溝
縣

東

二

十

里

通

茨

河

長
□
溝
縣

西

□

三

十

里

□

□

茨

河

蒲
溝
縣

北

八

十

里

亦

通

茨

河

皂
溝
縣

北

八

十

里

亦

通

茨

河

閘
座

稅
子
舖
口
閘

坯
灘
溜
口
閘

朱
家
口
閘

貃
家
口
閘

白
洋
湖
口
閘

已
上
溝
閘
劉
公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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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新
修
溝
洫

東
鄕

洪
思
溝
長

二

十

里

洩

陽

水

入

谷

河

李
明
溝
長

六

里

洩

蜘

蛛

湖

□

水

□

□

□

入

茨

河

古
蓮
花
溝
長

二

十

里

東

南

入

茨

河

古
大
通
溝
長

七

里

洩

周

□

□

等

水

東

南

□

茨

河

古
張
祥
溝
長

六

里

□

蜘

蛛

水

東

入

茨

河

古
箭
溝
長

五

里

洩

魚

鱗

河

等

水

東

流

入

茨

河

古
流
璃
溝
長

四

里

洩

蜘

蛛

等

水

東
北
入
茨

河

古
白
洋
溝
長

七

里

洩

□

□

□

等

水

東

南

□

□

河

古
張
七
溝
長

七

里

洩

牛

家

坡

水

西

南
入
茨
河

古
□
青
溝
長

七

里

同

張

七

溝

□

入

茨

河

古
大
青
溝
長

八

里

洩

竹

園

等

水

西

南
入
茨
河

古
紅
溝
長

三

里

洩

良

善

□

□

□

西

南

入

茨

河

古
時
家
溝
長

八

里

洩

濫

柴

等

水

正

西
入
茨
河

古
□
鱗
溝
長

五

里

亦

□

□

□

□

□

□

□

□

□

南
鄕

古
桞
溝
長

二

十

里

洩

桞

湖

南

竒

□

橋

入

黄

河

古
戚
家
溝
長

十

里

□

□

□

□

湖

□

□

□

黄

河

西
鄕

萬
福
溝
長

十

里

洩

□

聶

家

等

水

正

南

入

黄

河

永
濟
溝
長

八

里

洩

劉

家

□

等

水

□

入

□

河

古
吳
家
溝
□

十

里

洩

三

聶

家

等

水

西

南

流

坯

灘

溜

口

入

黄

□

古
斜
溝
長

七

里

洩

下

聶

等

水

西

南

入

黄

河

古
蒼
溝
長

八

里

洩

□

□

庙

等

水

西

南

流

□

入

黄

河

古
南
北
獨
龍
溝
南

長

二

十

里

洩

中

□

等

水

北

長

十

五

里

洩

□

聶

等

水

西

南

流

萬

□

溝

俱

入

黄

河

古
蒼
河
長

二

十

里

從

八

丈

河

源

頭

中

穿

十

字

□

□

□

三

□

湖

由

萬

福

□

入

黄

河

北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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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古
□
尺
溝
長

□

十

里

洩

聶

家

湖

等

水

北

入

唐

河

古
□
八
丈
河
長

二

十

里

洩

張

桂

橋

等

水

東

八

□

河

古
南
港
溝
長

三

十

里

洩

黑

虎

庙

等

水

東

八

谷

河

古
北
港
溝
長

四

十

里

洩

胡

家

集

等

水

東

南

入

谷

河

古
北
桞
溝
長

七

里

洩

東

港

等

水

東

入

谷

河

古
箭
溝
長

六

里

洩

西

港

等

水

東

流

向

北

港

入

谷

河

古
文
昌
溝
長

十

里

洩

龍

泉

等

水

入

八

丈

河

古
前
溝
長

十

六

里

洩

□

□

等

水

東

南

入

□

□

古
後
溝
長

二

十

里

同

前

入

茨

河

古
西
魚
鱗
溝
長

十

□

□

□

□

後

溝

□

□

□

古

溝
長

二

十

里

洩

洪

水

諸

水

西

南

入

茨

河

古

家
溝
長

十

里

□

□

□

□

等

□

□

□

□

□

古
南
□
蘆
草
溝
南

長

八

里

洩

安

□

等

水

西

南

□

□

□

□

北

長

□

□

洩

蘆

草

等

水

西

□

□

□

□

古
南
北
兄
溝
南

十

三

里

洩

□

龍

等

水

東

□

□

□

□

□

□

長

七

里

洩

張

家

窪

等

水

東

□

人

□

□

古
脂
溝
長

十

七

里

洩

□

□

窪

等

水

入

宋

唐

河

古
朱
溝
長

四

里

洩

□

□

□

等

水

東

□

□

□

□

□
□
水
溝
長

六

里

洩

□

水

正

東

入

□

古
齊
王
溝
長

三

里

洩

□

□

□

塲

等

水

□

□

□

□

□
□
溝
長

八

里

洩

□

□

等

水

東

南

入

茨

河

新
開
横
溝
黃

門

□

□

□

□

□

六

□

□

□

□

□

□

□

□

□

庄

路

東

起

不

□

□

□

溝

達

茨

河

巳
上
□
公
□
以
古
□
□
□
□

□
無
古
字
者
乃
新
溝
用
□
民
□
巳
□
□
□
差
□

□

□

□

□

古
者
畫
地
而
井
以
授
民
田
方
里
之
地
則
有
□
又
之
□

□
里
之
成
則
有
八
尺
之
洫
以
導
水
利
□
□
太
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二

□
□
□
□
□
□
公
復
疏
四
十
三
道
相
地
之
□
□
□
□

□
□
利
于
耕
今

跡
猶
存
遺
澤
尙
在
志
之
以
俟
□
之

□
心
□
□
者

橋
梁

□
□
城

西

十

里

景

泰

三

年

范

公

造

史
家
橋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
浮
屠
橋
城

北

三

十

里

俱

范

公

造

傅
家
橋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
河
橋
城

西

北

八

十

里

坯
灘
溜
橋
民

劉

加

福

汪

㤙

□

奉

陳

公

督

修

今

廢

□
□
橋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倪
邱
橋
城

北

七

十

里

李
□
橋
城

北

四

十

里

張
貴
橋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張
道
人
橋
城

東

北

十

里

板
橋
城

北

七

十

五

里

□
□
橋
城

北

五

十

五

里

蒲
溝
橋
城

北

八

十

里

□
泉
寺
橋
城

北

六

十

五

里

□
□
橋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楊

曰

塽

用

帑

重

建

木

橋

□
家
橋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楊

曰

塽

用

帑

重

建

木

橋

和
□
驛
渡
城

西

三

里

普
家
渡
城

西

五

里

舊
縣
渡
城

西

北

九

里

鄭
家
渡
城

西

北

十

五

里

白
家
渡
城

西

五

里

土
家
埠
口
城

西

北

十

五

里

焦
家
埠
口
渡
城

東

二

十

里

漁
孫
埠
口
城

東

二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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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三

□
家
埠
口
渡
城

東

二

十

里

馬
家
埠
口
渡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王
家
埠
以
上
六
渡
俱
沙
河
焦
家
渡
以
下
四
渡
俱
茨

河
春
秋
興
作
必
書
重
民
力
也
然
而
川
不
梁
者
特
致
訉
焉

盖
輿
梁
徒
杠
必
以
時
成
有
利
于
民

劳
無
怨
用
民
之

力
正
所
以
重
民
之
力
也
子
産
如
晋
責
晋
人
道
路
之
不

易
及
相
鄭
乃
以
乗
輿
濟
人
于
輿
氏
譏
之
長
民
者
遵
先

王
之
政
擇
可
勞
而
勞
之
豈
與
夫
擅
興
徭
役
者
同
日
而

語
哉鎭

市

縣
集
縣

北

八

里

臨

沙

河

米

爲

泰

和

縣

居

民

稠

繁

啇

□

四

集

故

本

土

之

人

少

徽

川

山

□

之

人

多

太

和

之

第

一

鎭

市

也

倪
邱
集
縣

北

六

十

里

臨

茨

河

即

倪

寬

故

里

元
墻
集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臨

□

河

即

古

百

尺

鎭

也

界
溝
鎭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即

界

首

集

磚
橋
鎭
縣

西

南

十

一

里

十
里
溝
集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今

改

爲

三

庙

集

稅
子
舖
集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尙

有

社

學

便

民

倉

基

址

蔡
家
廟
集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光
武
廟
集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李
興
集
縣

西

北

八

十

里

清
泥
淺
集
縣

西

北

九

十

里



ZhongYi

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四

黑
虎
廟
集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浮
屠
集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有

海

□

寺

姑

嫂

二

人

爲

尼

各

造

七

級

浮

屠

一

座

嫂

造

者

與

寺

俱

廢

姑

造

者

至

今

存

高

数

丈

亦

一

異

跡

也

港
溝
集
縣

北

四

十

里

斤
溝
集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三
塔
集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北

廟
集
縣

北

七

十

里

胡
家
集
縣

西

北

五

十

五

里

蒲
溝
集
縣

北

七

十

里

淝
河
集
縣

北

九

十

里

墳
臺
集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臨

茨

河

有

社

學

便

民

倉

址

東
西
良
善
店
縣

東

北

俱

三

十

里

柘
店
縣

東

三

十

里

三
家
店
縣

北

七

十

里

即

桑

家

店

也

張
册
店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臨

茨

河

有

社

學

便

民

倉

址

龍
窩
店

古
者
日
中
爲
市
利
民
用
也
太
和
鎭
集
水
陸
皆
通
百
貨

萃
止
在
抑
制
强
横
之
徒
使
遠
客
得
安
其
生
業
願
藏
于

市
民
利
不
窮
矣

寺
宇

興
國
寺
城

東

門

内

景

泰

甲

戌

年

建

時

因

掘

地

得

断

碣

興

國

二

字

故

名

天
宫
寺
縣

東

三

十

里

海
潮
寺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
泉
寺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金
佛
寺
縣

北

六

十

里

□
塔
寺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元
墻
寺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嘉

祐

年

建

有

記

□
□
□
縣

□

四

□

□

黄
章
寺
縣

西

北

七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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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五

□
□
□
□

□

□

□

□

□
□
□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
□
□
□

□

□

十

里

□
河
口
寺
縣

北

九

十

里

□
□
寺
縣

北

七

十

里

朱
家
淺
寺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張
册
寺
縣

北

六

十

里

海
眼
寺
縣

北

三

十

里

詳

見

双

浮

屠

集

化
古
寺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文
崇
寺
縣

北

六

十

里

栢
林
寺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文
通
寺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磚
橋
寺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彌
陀
寺
縣

西

二

十

里

黄
崗
寺
縣

東

三

十

里

廣
惠
院
縣

北

元

墻

集

嘉

祐

八

年

建

清
華
觀
縣

東

三

十

里

玉
皇
廟
縣

治

西

北

光
武
廟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光

武

起

兵

關
帝
廟
一

在

城

治

北

一

在

西

門

内

其

在

西

門

内

者

乾

隆

十

五

年

知

縣

成

兆

豫

暨

衿

士

捐

資

建

置

三

代

祠

三

間

蔡
家
廟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黑
虎
廟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洪

武

初

有

虎

立

廟

禳

之

西
齊
王
廟
縣

北

六

十

里

斤

溝

集

人

楊

師

厚

常

爲

齊

州

刺

史

後

累

封

爲

王

有

記

小
娘
子
廟
縣

北

二

十

里

有

龍

化

猪

傷

害

民

物

娘

子

驅

之

害

遂

息

因

立

廟

祀

之

浣
紗
女
廟
在

縣

西

門

外

女

馮

氏

邑

之

河

西

人

伍

子

胥

自

楚

奔

呉

取

道

由

和

迷

津

渡

女

招

示

之

胥

嘱

勿

泄

女

遂

投

水

死

邑

人

因

爲

立

廟

今

廢

馬
神
廟
在

西

門

地

廣

七

五

分

基

存

廟

廢

劉
猛
將
軍
廟
與

馬

神

廟

並

□

八

蜡

祠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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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六

城
隍
廟
乾

隆

十

五

年

知

縣

成

兆

豫

教

諭

呉

中

最

訓

導

洪

朝

元

紳

民

捐

資

重

修

水
神
廟
在

城

西

沙

河

崖

火
神
廟
在

東

郭

外

土
地
祠
在

縣

治

大

門

西

漢
二
賢
祠
在

縣

治

大

門

東

即

倪

寬

范

滂

也

忠
孝
祠
在

東

門

内

雍

正

五

年

建

節
義
祠
在

北

門

内

雍

正

五

年

建

古
蹟

陽
城
縣

東

北

三

里

址

廣

四

里

隋

時

縣

治

萬
壽
城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即

今

元

墻

集

宋

縣

治

故

址

猶存

細
陽
城
茨

河

之

西

漢

縣

治

信
陽
城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宋
王
城
縣

北

七

十

里

漢

建

武

十

三

年

封

殷

矦

孔

安

爲

宋

王

都

此

附

近

有

塚

時

呼

爲

宋

王

塚

倪
邱
縣

北

六

十

里

半

壁

如

削

西

枕

茨

河

中

高

数

仭

河

水

衝

其

半

時

呼

爲

半

坡

古

塚

漢

倪

寛

之

墓

寛

當

秦

火

之

餘

帶

經

而

鋤

表

章

遺

經

有

功

道

綂

萬

曆

二

年

知

縣

劉

玠

建

祠

于

邱

上

祀

之

董

其

事

者

耆

民

張

玺

經
鋤
楼
在

倪

邱

旁

以

公

微

時

帶

經

而

鋤

里

人

追

慕

之

故

建

此

楼

今

廢

彭
邱
縣

北

三

十

里

茨

河

之

陽

高

三

丈

林

木

欝

葱

相

傳

爲

彭

祖

墓

運
邱
縣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在

茨

河

中

形

如

龟

建

寺

于

背

河

水

遶

□
高
塜
縣

東

北

五

里

回
心
塜
縣

北

三

里

兀

术

□

□

于

此

乃

有

梅

心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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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七

紡
織
娘
塜
在

縣

治

東

南

隅

有

女

子

美

而

巧

時

人

歌

曰

太

和

縣

第

三

鄕

出

個

紡

織

娘

因

名

其

塜

貊
平
章
墓
縣

東

一

里

元

至

正

間

任

平

章

事

貊

高

墓

也

高

孤

忠

敢

言

不

畏

權

勢

劾

擴

廓

誅

孛

羅

屡

受

特

詔

卒

于

晋

子

仲

礼

扶

柩

而

歸

葬

之

王
司
㓂
墓
在

崇

文

門

外

公

諱

貭

明

正

綂

九

年

遣

行

人

諭

祭

葬

文

曰

卿

以

儒

術

發

身

敬

愼

勤

才

猷

□

著

由

耳

目

之

官

出

掌

方

面

嘉

譽

升

聞

進

佐

地

官

益

修

厥

職

方

隆

委

任

遽

聞

訃

音

眷

惟

賢

能

良

用

悼

念

特

命

有

司

茔

葬

用

著

始

終

之

義

卿

其

有

知

服

兹

諭

祭

人
心
之
良
感
物
而
動
故
西
望

陵
而
思
桓
公
尙
父
之

烈
北
俯
濰
水
而
慨
淮
隂
之
功
弔
其
不
終
葢
古
人
徃
矣

有
蹟
存
焉
觀
其
蹟
思
共
人
有
不
容
巳
者
和
古
蹟
㪚
見

於
寒
烟
衰
草
中
皆
采
而
志
之
亦
欲
以
興
起
生
於
斯
遊

於
斯
者
之
善
心
非
徒
博
物
備
覧
已
也

太
和
縣
志
卷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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