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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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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馮

相

氏

掌

五

紀

職

方

氏

掌

邦

圖

定

州

壤

後

世

因

以

表

儀

象

繪

山

川

都

邑

形

勝

俾

保

障

封

域

者

昭

然

可

考

建

附

𨛦

郭

首

善

諸

境

控

接

南

交

爲

滇

要

地

分

星

所

屬

河

山

所

會

高

城

深

池

宮

廟

廨

署

圖

之

𥳑

端

庶

睹

輿

圖

廣

遠

益

以

識

帝

德

之

無

疆

云

志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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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星

野

天

官

書

儒

者

罕

習

然

分

星

分

野

水

旱

災

祥

之

故

一

一

可

考

而

知

董

子

所

謂

善

言

天

者

必

有

騐

於

人

也

滇

爲

禹

貢

梁

州

之

域

天

文

井

鬼

分

野

建

距

滇

五

百

餘

里

在

其

正

南

星

野

仍

屬

井

鬼

或

云

臨

惟

屬

井

尙

俟

洞

明

乾

象

者

考

之

舊

志

星

野

考

辯

滇

屬

井

鬼

有

謂

半

屬

井

鬼

半

屬

參

觜

者

有

謂

迤

東

屬

參

觜

迤

西

屬

井

鬼

者

通

志

辯

之

詳

矣

按

緯

書

井

八

星

當

天

漢

跨

南

北

河

與

鬼

四

星

連

於

鶉

首

下

分

梁

雍

之

野

滇

爲

古

梁

州

域

故

屬

之

蘇

伯

衡

曰

善

言

天

者

騐

於

人

往

歲

熒

惑

入

井

鬼

普

逆

作

亂

熒

惑

守

輿

鬼

薄

積

尸

氣

吳

逆

敗

亡

其

屬

井

鬼

有

明

騐

矣

鬼

僅

二

度

在

井

之

後

則

滇

之

屬

於

井

者

亦

必

近

鬼

末

度

井

三

十

餘

度

其

初

八

度

同

參

觜

於

實

沈

參

觜

分

晋

屬

今

山

西

大

原

平

陽

諸

郡

去

滇

𢿙

千

里

在

天

又

隔

三

十

餘

度

其

弗

屬

參

觜

可

知

也

唐

僧

一

行

曰

懸

象

在

天

其

本

在

地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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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之

與

土

以

精

氣

相

屬

而

不

係

於

方

隅

占

測

以

河

山

爲

界

而

不

主

於

州

國

言

分

野

莫

有

精

於

此

者

建

去

滇

較

近

星

分

故

應

以

井

鬼

爲

斷

氣

候

滇

地

近

崑

崙

較

他

省

最

高

建

又

在

滇

之

南

向

陽

背

陰

無

嚴

寒

酷

暑

夏

可

不

葛

冬

可

不

裘

明

修

𢰅

楊

愼

詩

云

天

氣

渾

如

三

月

裏

花

枝

不

斷

四

時

春

氣

候

約

畧

可

見

惟

河

底

一

帶

夏

秋

閒

濕

熱

相

蒸

多

瘴

癘

漢

人

不

敢

輕

入

而

去

州

頗

遠

今

皇

風

普

被

萬

國

來

同

車

書

之

輻

輳

又

非

異

氣

所

能

阻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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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疆

域

聖

人

在

上

天

下

一

家

無

此

疆

彼

界

之

殊

然

𢍉

此

遐

方

命

爾

保

乂

各

子

其

民

分

土

而

治

建

屬

邊

徼

地

接

南

交

申

畫

旣

淸

撫

綏

有

要

守

土

者

可

徒

曰

在

德

不

在

險

而

忘

乃

封

守

哉

爲

志

疆

域

建

水

在

省

之

南

其

地

東

至

樣

田

三

十

里

阿

迷

州

界

西

至

黑

冲

關

四

十

里

石

屏

州

界

南

至

梭

羅

莊

五

十

里

蒙

自

縣

界

東

南

至

馬

鞍

箐

六

十

里

納

樓

界

西

南

至

猛

丁

猛

喇

猛

梭

五

百

餘

里

按

三

猛

等

寨

原

係

沐

莊

康

熙

六

年

准

吳

三

桂

之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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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

圈

給

藩

下

壯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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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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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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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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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價

歸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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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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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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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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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

六

十

里

通

海

縣

界

距

京

師

一

萬

三

百

里

距

省

五

百

里

形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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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閫

桂

香

樓

碑

記

邊

徼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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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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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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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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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

川

煥

文

山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雄

峙

郡

南

層

巒

千

仞

中

列

三

峯

蒼

翠

揷

天

原

名

判

文

山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提

學

副

使

趙

維

垣

易

判

曰

煥

爲

文

醮

告

至

今

稱

煥

山

云

記

載

藝

文

捧

印

山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有

石

如

印

在

山

之

頂

三

台

山

在

城

東

北

八

十

里

俗

名

三

尖

山

雲

龍

山

在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綿

亘

高

峻

林

木

蓊

蘙

明

萬

曆

閒

僧

圓

相

開

山

創

建

寺

觀

不

一

多

名

人

題

咏

載

藝

文

靑

元

山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矣

和

坡

山

在

城

東

南

沙

寨

邨

高

百

餘

丈

林

壑

如

畵

巖

洞

山

詳

見

後

燕

子

洞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回

龍

山

在

城

東

北

蜿

蜓

十

𢿙

里

矯

若

游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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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

西

南

二

里

夜

望

有

光

馬

鞍

山

在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形

如

馬

鞍

火

燄

山

在

城

西

十

里

豐

　

山

與

火

燄

山

相

連

土

地

肥

沃

黑

冲

山

在

城

西

北

四

十

里

雲

黑

樹

暗

經

年

不

霽

樂

榮

山

在

城

西

南

三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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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紹

和

山

在

城

西

十

里

觀

宇

參

差

淸

幽

絶

俗

平

疇

十

里

可

恣

登

眺

山

𪋤

卽

古

甸

龍

潭

連

雲

山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四

時

常

有

雲

氣

象

　

山

在

城

南

五

里

其

形

如

象

晴

　

山

在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一

曰

北

嶺

山

勢

嵳

峩

林

木

菁

葱

一

郡

主

山

也

翠

屏

山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石

門

山

在

城

北

百

里

曲

江

箐

口

𨯳

石

爲

門

以

通

車

馬

下

臨

曲

江

險

隘

可

守

瀘

　

江

詳

下

隄

防

曲

　

江

在

城

東

北

九

十

里

源

出

靑

蚙

弄

棟

新

興

合

㠄

峩

諸

水

滙

入

曲

江

夏

秋

水

駛

潰

決

而

南

浲

洞

可

畏

行

者

病

涉

後

於

江

尾

建

橋

水

經

寧

州

阿

迷

入

盤

江

塌

冲

河

詳

下

堤

防

象

冲

河

詳

下

堤

防

白

水

河

在

城

南

與

草

海

相

連

溫

　

泉

一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香

林

寺

山

下

一

在

龍

岔

去

城

七

十

里

俱

淸

瑩

如

玉

但

地

處

幽

僻

人

跡

罕

至

一

在

曲

江

發

自

山

𪋤

有

硫

磺

氣

如

沸

一

在

阿

六

寨

一

在

石

子

坡

相

傳

浴

可

去

疾

西

　

湖

在

城

西

南

寛

廣

里

許

四

時

不

竭

相

傳

月

晦

之

夕

湖

心

淸

光

儼

然

如

月

蓮

花

池

在

城

西

廣

二

里

淸

澈

如

鑑

每

夏

蓮

開

如

錦

白

龍

潭

在

城

西

北

十

里

灌

漑

甚

溥

在

祀

典

魚

皆

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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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靑

雲

橋

河

由

馬

家

冲

出

靑

雲

橋

至

中

所

營

合

於

南

莊

河

賽

公

橋

河

由

冷

水

溝

南

莊

出

賽

公

橋

中

所

營

至

馬

軍

營

合

瀘

江

歸

巖

洞

草

　

海

在

城

南

寛

五

里

與

西

湖

相

連

黑

龍

潭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爲

小

河

之

源

利

賴

甚

溥

每

禱

輒

應

魚

味

甚

佳

北

沙

河

詳

見

下

堤

防

冷

水

溝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淸

流

不

竭

灌

漑

甚

多

建

水

有

巖

洞

又

曰

𨶒

洞

謝

肇

淛

滇

畧

云

巖

洞

在

臨

安

東

二

十

里

一

名

雲

津

洞

山

形

綿

亘

林

徑

縈

紆

衆

水

歸

宿

伏

流

隱

見

會

盤

江

達

於

南

海

洞

口

空

濶

可

容

𢿙

百

人

前

阻

深

潭

無

徑

可

通

遊

者

循

山

背

行

達

中

洞

結

橋

而

渡

列

炬

而

入

石

髓

凝

結

倒

埀

千

態

萬

狀

蓋

西

南

第

一

洞

天

也

諸

葛

元

聲

滇

史

云

巴

甸

卽

今

建

水

州

東

二

十

里

有

洞

古

未

開

嘉

靖

閒

都

諫

𨶒

閎

謫

蒙

自

丞

邀

當

道

創

遊

之

更

名

𨶒

洞

又

名

山

勝

槩

記

載

銅

梁

張

佳

應

所

作

臨

安

水

雲

萬

象

南

明

三

洞

記

云

水

雲

洞

舊

名

巖

洞

殊

蕭

索

不

稱

予

易

今

名

乃

稱

萬

象

南

明

之

勝

焉

李

來

紫

博

物

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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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沿

革

　

　

　

又

六

洞

殊

蕭

索

不

稱

予

易

今

名

乃

盛

稱

萬

象

南

明

之

勝

焉

李

來

紫

博

物

着

書

留

心

勝

覽

不

啻

謝

宣

城

之

疊

嶂

柳

吳

興

之

蹟

洲

使

洞

壑

之

名

自

兹

而

定

山

靈

亦

快

矣

哉

程

封

舊

志

古

志

八

景

黌

舘

秋

蟾

　

　

煥

山

倒

影

　

　

北

岡

華

刹

建

水

拖

藍

　

　

古

甸

龍

潭

　

　

西

湖

湫

漲

瀘

江

烟

柳

　

　

南

明

洞

天

舊

志

十

景

學

海

文

瀾

泮

池

汪

洋

澄

澈

廣

十

餘

畝

每

朝

曦

乍

啓

翠

㸃

波

心

淨

碧

無

痕

煥

山

諸

峯

倒

影

入

池

中

清

風

徐

來

潆

洄

蕩

漾

文

瀾

萬

頃

瀘

江

煙

柳

江

自

西

而

南

繞

郭

東

下

十

餘

里

兩

岸

宻

柳

當

春

夏

深

緑

蔽

空

濃

陰

匝

地

荷

香

淡

逺

煙

幕

浮

游

行

人

依

依

忘

倦

風

度

月

臨

倍

覺

踈

爽

煥

峯

擁

翠

城

南

羣

峯

聳

列

縹

緲

天

表

叠

嶂

層

巒

蒼

翠

欲

滴

遇

雨

霽

雪

晴

碧

影

連

霜

天

然

圖

畫

珠

噴

龍

湫

石

池

半

畝

滚

滚

噴

出

如

綴

珠

篆

雪

應

有

靈

物

守

之

𣲖

出

平

田

灌

溉

千

頃

上

聯

層

宇

可

恣

登

眺

東

樓

凌

漢

東

城

樓

高

百

尺

千

霄

揷

天

下

瞰

城

市

烟

火

萬

家

風

光

無

際

旭

日

初

昇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七

暉

光

逺

映

遥

望

層

樓

如

黄

鶴

如

岳

陽

南

天

大

觀

巖

洞

雲

深

洞

口

四

時

雲

氣

環

繞

三

河

之

水

𣾀

入

石

鐘

靈

巖

清

音

響

答

列

炬

而

進

石

髓

凝

結

倒

埀

神

工

巧

鏤

石

柱

𤥨

撑

獸

蹲

豹

踞

仙

侶

對

奕

千

態

萬

壯

後

連

南

明

萬

象

諸

勝

爲

西

南

第

一

洞

天

萬

明

遠

眺

城

西

嶺

寺

宇

雄

鹿

石

徑

斜

之

東

南

諸

峯

拱

翠

列

屏

瀘

水

繞

𪋤

草

海

澄

清

俯

村

民

漁

樵

暸

若

指

掌

雲

龍

毓

秀

山

秀

而

深

高

峻

幽

雅

琳

宫

梵

宇

叢

列

隐

顯

之

間

竹

松

競

茂

冽

泉

注

周

圍

十

里

許

溪

聲

鳥

語

爽

氣

挹

人

踏

澗

穿

林

而

上

幽

秀

絶

塵

津

鎻

長

虹

城

東

瀘

江

諸

水

至

此

𣾀

爲

巨

津

跨

以

石

橋

如

臥

長

虹

上

起

飛

閣

凌

霄

冲

漢

西

望

平

疇

城

郭

參

差

村

樹

迷

離

夕

陽

反

照

尤

多

佳

景

石

壁

泉

聲

自

顔

家

坡

至

侯

家

箐

幾

二

十

里

穿

岩

眞

上

瀑

布

鳴

湍

孤

松

棧

道

行

人

車

馬

隐

躍

盤

旋

警

心

聳

目

新

增曲

江

八

景

浮

雲

古

蹟

　

　

柏

樹

無

影

　

　

温

泉

靄

浴

獅

象

把

関

　

　

秋

江

晚

渡

　

　

白

雲

古

洞

白

馬

懸

蹄

　

　

龍

泉

勝

景

玉

屏

山

在

城

北

九

十

五

里

東

山

三

峯

特

起

如

筆

架

上

有

㣲

雲

即

雨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又

七

東

山

龍

泉

在

城

北

九

十

里

潭

水

汪

洋

流

溉

千

頃

里

人

建

樂

夀

宫

祀

之

晴

溪

洞

在

東

山

龍

泉

右

洞

中

出

泉

洞

外

林

木

交

蔭

上

建

湧

泉

寺

時

宜

泉

在

城

東

十

里

田

家

營

寨

中

冬

温

夏

凉

味

甘

并

可

引

灌

田

畝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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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八

沿

革

建

置

滇

在

西

南

裔

境

黄

虞

以

前

世

遠

莫

考

自

越

裳

氏

始

獻

白

雉

而

指

南

之

賜

見

於

周

書

迨

博

望

侯

以

筇

杖

進

而

金

碧

之

使

發

乎

西

南

滇

始

與

漢

通

建

之

地

或

國

㽛

町

或

隷

牂

牁

或

屬

興

古

固

昆

明

外

一

奥

區

然

其

間

叚

蒙

竊

據

叛

服

不

常

迨

元

初

內

附

規

制

漸

次

畫

一

歴

有

明

底

定

聲

華

文

物

駸

駸

乎

與

中

國

埒

至

我

朝

恢

疆

擴

土

萬

里

遐

荒

悉

歸

覆

載

區

畫

之

盡

善

因

革

之

咸

宜

洵

足

度

越

前

代

酌

古

凖

今

亦

考

鏡

得

失

之

林

也

作

建

置

沿

革

唐

虞

　

　

南

交

昩

谷

之

交

夏

商

　

　

梁

州

域

周

　

　

　

合

梁

於

雍

名

㽛

町

國

自

楚

莊

蹻

畧

地

王

滇

始

戰

國

　

　

屬

楚

漢

　

　

　

置

益

州

郡

又

設

㽛

町

縣

漢

有

㽛

町

王

居

此

隷

牂

牁

郡

今

蒙

化

間

蜀

漢

　

　

置

興

古

郡

今

曲

靖

府

㽛

町

屬

之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九

晉

　

　

亦

屬

興

古

郡

又

屬

寧

州

今

雲

南

唐

　

　

或

爲

羈

縻

牁

州

地

或

爲

烏

麽

蠻

地

屬

黔

州

都

督

府

天

寶

末

南

詔

竊

據

置

通

海

郡

都

督

府

立

建

水

縣

五

代

　

時

有

大

理

段

氏

設

通

海

節

度

尋

改

秀

山

郡

後

復

爲

通

海

郡

建

水

屬

之

地

接

交

阯

爲

雲

南

極

邊

治

故

建

水

城

古

稱

步

頭

亦

云

巴

甸

元

和

閒

蒙

氏

始

城

之

每

夏

秋

溪

水

漲

溢

如

海

彝

謂

海

爲

惠

𠠝

漢

語

曰

建

水

歷

鄭

趙

楊

段

皆

仍

舊

名

宋

　

　

時

爲

㱔

麽

蠻

苴

𠠝

所

據

未

附

中

國

統

於

段

氏

元

　

　

初

滇

內

附

置

建

水

千

戶

屬

阿

僰

萬

戶

今

臨

安

至

元

中

改

建

水

州

屬

臨

安

路

明

　

　

初

州

治

附

郭

轄

曲

江

驛

箐

口

關

巡

檢

司

編

鄕

八

東

西

南

北

與

府

轄

州

縣

接

連

縱

橫

可

三

百

里

其

文

移

往

來

於

石

屏

阿

迷

茶

甸

蒙

自

通

海

諸

處

遠

近

不

等

若

小

煥

山

地

方

直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抵

五

邦

與

交

人

共

江

流

之

險

矣

洪

武

十

五

年

壬

戍

傅

友

德

沐

英

定

雲

南

總

兵

金

朝

興

平

臨

安

二

十

年

丁

卯

指

揮

萬

中

創

建

城

池

官

署

歷

二

百

五

十

餘

年

國

安

民

阜

萬

曆

四

十

三

年

乙

卯

四

月

士

酋

刀

春

琪

搆

引

交

兵

八

犯

攻

破

五

邦

等

地

方

土

舍

沙

源

率

兵

堵

截

勝

之

斬

交

人

公

侯

伯

三

人

擒

斬

交

兵

有

差

四

十

四

年

丙

辰

設

建

水

州

儒

學

前

時

州

未

設

學

諸

生

附

名

郡

學

至

是

巡

撫

都

御

史

曹

愈

參

會

巡

按

御

史

吳

應

琦

議

設

州

學

學

正

一

員

頒

印

記

廩

增

如

額

崇

禎

四

年

辛

未

阿

迷

州

士

酋

普

名

聲

反

巡

撫

王

伉

駐

師

臨

安

討

之

不

克

布

政

周

世

昌

將

領

朱

永

吉

陷

死

賊

兵

犯

城

下

叅

將

溫

如

珍

𨚫

之

初

名

聲

從

御

史

傅

宗

龍

援

黔

久

畱

省

城

爲

巡

撫

王

伉

所

惡

懼

歸

後

與

寧

州

祿

土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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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一

官

相

訐

因

詐

爲

祿

家

人

訴

於

伉

偵

得

伉

討

信

遂

舉

兵

反

伉

統

滇

黔

蜀

土

司

屯

兵

於

臨

與

戰

失

利

遣

其

故

知

莊

承

差

往

諭

名

聲

畱

之

佯

私

語

左

右

曰

官

兵

若

出

某

箐

吾

屬

無

遺

類

矣

莊

歸

告

伉

爲

所

紿

遣

世

昌

永

吉

攻

其

箐

伏

發

全

軍

覆

没

賊

隨

焚

殺

及

城

下

叅

將

溫

如

珍

設

白

虎

樓

率

衆

守

城

殺

賊

近

千

人

賊

始

退

五

年

壬

申

普

名

聲

死

初

名

聲

叛

其

兵

目

何

天

衢

不

從

反

正

自

效

屢

挫

其

後

名

聲

移

兵

向

之

爲

炮

所

斃

其

妻

萬

氏

復

攻

天

衢

天

衢

食

盡

無

援

舉

家

自

焚

按

張

繼

孟

傅

繼

孟

以

廣

西

府

奉

委

撫

名

聲

蓄

意

除

之

佯

以

溫

語

撫

慰

乘

其

餉

茶

置

毒

易

盞

名

聲

中

毒

死

而

通

志

載

繼

孟

單

騎

入

賊

營

在

次

年

姜

巡

按

撫

萬

氏

時

竝

記

之

六

年

癸

酉

故

賊

普

名

聲

妻

萬

氏

降

初

名

聲

死

萬

氏

猶

擁

眾

據

阿

迷

巡

按

姜

思

睿

議

撫

之

乃

於

臨

安

築

撫

蠻

臺

萬

氏

就

降

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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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二

祖

章

皇

帝

順

治

元

年

甲

申

四

年

丁

亥

五

月

流

㓂

李

定

國

陷

臨

安

闔

城

死

之

先

是

元

謀

土

酋

吾

必

奎

作

亂

阿

迷

土

酋

沙

定

洲

乘

機

連

黨

襲

會

城

黔

國

公

沐

天

波

走

楚

雄

定

洲

隨

圍

之

至

九

月

幾

不

守

會

張

獻

忠

餘

黨

孫

可

望

李

定

國

等

潰

奔

滇

定

洲

聞

懼

解

圍

歸

阿

迷

定

國

追

之

沿

肆

殺

擄

竝

逼

臨

城

城

中

悉

力

嚴

守

賊

以

火

窑

陷

城

東

北

隅

闔

郡

官

紳

士

民

自

焚

縊

死

存

者

皆

被

屠

掠

復

追

定

洲

於

佴

革

龍

擒

殺

之

後

可

望

欲

自

王

定

國

不

服

時

故

明

桂

王

子

由

桹

僣

僞

號

永

曆

於

粤

定

國

迎

之

於

滇

破

走

可

望

阻

聲

敎

者

十

有

五

年

十

五

年

戊

戍

冬

大

師

闢

滇

李

定

國

兵

潰

其

黨

賀

九

儀

等

竄

走

元

江

焚

臨

城

西

南

二

樓

掠

民

人

𢿙

千

而

去

建

水

始

得

內

附

十

六

年

己

亥

永

曆

走

緬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三

大

師

入

會

城

設

督

撫

布

按

等

衙

門

十

七

年

庚

子

十

月

初

設

臨

元

鎭

總

兵

官

竝

三

營

遊

守

各

一

員

十

八

年

辛

丑

三

月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極

八

月

詔

補

雲

南

庚

子

科

鄕

試

康

熙

元

年

壬

寅

四

年

乙

巳

春

三

月

寧

州

土

酋

祿

昌

賢

反

蒙

自

土

酋

李

日

芳

葉

向

陽

等

從

之

攻

臨

安

沿

途

焚

殺

鎭

帥

閆

鎭

殺

賊

頗

衆

賊

始

退

秋

七

月

王

師

大

舉

以

次

勦

平

五

年

丙

午

二

月

詔

免

迤

東

被

賊

州

縣

新

荒

錢

糧

六

年

丁

未

閏

四

月

圈

撥

州

屬

沐

莊

給

吳

三

桂

兵

丁

口

糧

七

年

戊

申

裁

臨

安

衞

十

二

年

癸

丑

十

一

月

吳

三

桂

反

設

僞

官

變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四

成

法

橫

征

暴

歛

全

滇

爲

所

困

者

八

年

二

十

年

辛

酉

二

月

大

師

復

滇

建

水

仍

歸

附

詔

免

雲

南

二

十

年

夏

稅

二

十

二

年

癸

亥

八

月

補

雲

南

辛

酉

科

鄕

試

設

建

水

州

學

訓

導

一

員

二

十

六

年

丁

卯

裁

新

安

所

分

境

屯

賦

併

於

州二

十

八

年

己

巳

上

念

滇

民

困

苦

自

二

十

一

年

至

二

十

七

年

逋

欠

錢

糧

悉

行

蠲

免

如

例

二

十

九

年

庚

午

各

衞

所

荒

田

聽

民

開

墾

照

民

田

上

中

下

則

六

年

後

起

科

三

十

三

年

甲

戍

詔

免

雲

南

貴

州

四

川

廣

西

地

丁

銀

米

建

免

如

例

三

十

四

年

乙

亥

詔

減

屯

賦

照

河

陽

縣

起

科

准

巡

撫

石

文

晟

請

建

免

如

例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五

三

十

五

年

丙

子

八

月

詔

廣

雲

南

鄕

試

解

額

照

四

川

至

四

十

二

名

准

巡

撫

石

文

晟

請

四

十

二

年

癸

未

詔

免

雲

南

貴

州

四

川

廣

西

四

十

二

年

錢

糧

建

免

如

例

四

十

九

年

庚

寅

詔

免

直

隷

奉

天

浙

江

福

建

廣

東

廣

西

四

川

雲

南

貴

州

五

十

年

地

丁

竝

歷

年

舊

欠

銀

兩

建

免

如

例五

十

年

辛

卯

八

月

恩

加

雲

南

鄕

試

九

名

加

五

經

一

名

共

中

六

十

三

名

五

十

二

年

癸

巳

萬

壽

恩

科

二

月

鄕

試

八

月

會

試

恩

詔

內

一

條

海

宇

承

平

已

久

戶

口

日

有

繁

多

宜

施

寛

大

之

恩

共

享

恬

熙

之

樂

此

後

各

省

編

審

之

期

所

有

孶

生

戶

口

據

實

開

報

以

見

生

庶

之

盛

而

條

丁

仍

依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册

定

爲

額

續

生

人

丁

永

不

加

賦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十

六

六

十

一

年

壬

寅

十

一

月

今

上

御

極

雍

正

元

年

癸

卯

御

極

恩

科

廣

額

十

名

四

月

鄕

試

九

月

會

試

二

年

甲

辰

補

行

癸

卯

正

科

二

月

鄕

試

八

月

會

試

是

年

奉

旨

於

直

省

各

府

州

縣

設

立

社

倉

每

倉

簽

社

長

二

人

其

歛

放

一

照

部

例

法

建

設

立

如

例

總

督

高

其

倬

巡

撫

楊

名

時

念

窮

丁

偏

累

題

以

民

丁

攤

入

民

糧

其

軍

丁

查

有

從

前

平

定

吳

逆

後

尙

有

無

主

田

土

影

射

未

淸

者

令

其

報

出

隨

其

所

得

將

軍

丁

之

最

重

者

量

加

攤

除

奉

旨

依

議

建

照

例

遵

行

八

年

庚

戍

詔

免

山

西

陝

西

四

川

雲

南

貴

州

廣

西

地

丁

銀

兩

建

免

如

例

總

督

鄂

爾

泰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又

十

六

題

請

復

設

分

巡

迤

東

道

一

員

九

年

辛

亥

元

江

知

府

遲

維

璽

陞

授

駐

尋

甸

州

新

增雍

正

十

三

年

乙

卯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今

上

御

極

恩

賜

老

人

絹

帛

米

肉

悉

如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之

數

乾

隆

元

年

丙

辰

覃

恩

開

科

恩

賜

老

人

絹

疋

米

布

悉

如

雍

正

元

年

之

數

　

於

被

傷

稻

榖

案

內

奉

旨

豁

免

民

屯

秋

糧

　

十

一

年

丙

寅

詔

免

民

屯

條

丁

銀

兩

　

十

六

年

辛

未

皇

太

后

六

旬

萬

夀

詔

賜

老

人

絹

帛

米

肉

悉

如

前

例

覃

恩

開

科

次

年

壬

申

舉

行

　

二

十

五

年

庚

辰

詔

開

次

年

皇

太

后

七

旬

萬

夀

恩

科

　

二

十

六

年

辛

巳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又

一

六

題

請

復

設

分

巡

迤

東

道

一

員

九

年

辛

亥

元

江

知

府

遲

維

璽

陞

授

駐

尋

甸

州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城

池

　

　

　

　

　

十

七

城

池

先

王

建

邦

啟

士

相

阨

塞

度

高

深

州

郡

縣

邑

星

羅

碁

布

易

言

設

險

詩

咏

城

方

保

釐

之

要

道

寓

焉

建

附

於

郡

居

滇

上

閫

控

制

交

緬

襟

帶

土

彝

非

百

雉

雄

封

奚

恃

以

無

恐

朝

廷

設

鎭

保

障

邊

境

而

城

池

倉

庫

市

肆

津

梁

咸

關

國

計

民

生

蒞

茲

土

者

封

守

顧

可

忽

歟

志

城

池

建

水

州

附

郭

舊

係

土

城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宣

寧

侯

金

朝

興

檄

指

揮

萬

中

扼

地

董

役

相

地

所

宜

砌

以

磚

石

周

圍

六

里

高

二

丈

七

尺

爲

門

四

東

迎

暉

西

淸

遠

南

阜

安

北

永

貞

各

爲

樓

三

層

高

八

丈

東

南

角

爲

鐘

樓

看

城

小

舖

四

十

八

座

北

南

外

屏

墻

一

座

本

衞

軍

器

貯

於

各

樓

鎖

鑰

掌

於

本

府

各

門

外

牌

坊

一

座

匾

以

門

名

成

化

十

六

年

兵

備

副

使

何

純

重

𨯳

壕

塹

深

一

丈

濶

一

丈

二

十

一

年

分

巡

僉

事

劉

福

每

門

置

二

大

鐵

炮

爲

亭

覆

之

弘

治

元

年

兵

備

副

使

謝

秉

中

於

城

上

每

三

十

步

爲

一

臺

聚

磻

石

六

年

兵

備

李

孟

晊

於

城

墻

下

種

樹

十

二

年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沿

革

　

　

又

十

七

韶

賜

老

人

絹

帛

米

肉

悉

如

前

例

　

二

十

九

年

甲

申

奉

旨

續

增

戸

口

人

丁

永

不

加

賦

　

三

十

二

年

丁

亥

因

莾

緬

不

法

大

兵

經

過

奉

旨

蠲

免

民

屯

條

丁

銀

兩

三

十

三

四

年

俱

蠲

免

如

例

三

十

五

年

庚

寅

詔

開

次

年

皇

太

后

八

旬

萬

夀

恩

科

蠲

免

民

屯

條

丁

銀

悉

如

前

例

奉

上

諭

准

大

學

士

公

傅

奏

裁

改

武

定

元

江

等

府

缺

建

水

州

改

爲

建

水

縣

吏

目

改

爲

典

史

學

正

改

爲

教

諭

三

十

六

年

辛

卯

詔

賜

老

人

絹

帛

米

肉

悉

如

前

例

三

十

七

年

壬

辰

奉

上

諭

以

後

五

十

一

次

編

審

人

丁

之

例

永

行

停

止

四

十

三

年

戊

戌

詔

免

民

屯

條

丁

銀

悉

如

前

例

四

十

四

年

己

亥

舉

行

次

年

皇

上

七

旬

萬

夀

恩

科

　

四

十

五

年

庚

子

恩

賜

老

人

絹

帛

米

肉

悉

如

前

例

　

五

十

年

己

巳

慶

國

運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城

池

　

　

　

　

　

十

八

兵

備

副

使

王

一

言

修

葺

城

垣

壕

旁

各

增

闌

墻

東

西

二

門

外

置

應

捕

官

軍

房

各

六

閒

正

德

七

年

兵

備

副

使

王

昊

於

南

北

二

門

補

設

應

捕

官

軍

房

各

六

閒

東

門

又

𣸸

設

夜

不

收

軍

房

六

閒

嘉

靖

二

年

兵

備

副

使

王

忠

每

門

置

嚴

謹

門

禁

盤

詰

奸

細

二

牌

五

年

兵

備

副

使

戴

書

搆

金

鼓

房

十

二

閒

於

東

西

門

內

四

樓

俱

有

更

鼓

銅

漏

則

在

東

樓

但

壕

中

無

水

十

八

年

兵

備

副

使

鮑

象

賢

欲

引

異

龍

湖

水

環

注

陞

任

未

果

東

門

外

官

㕔

二

所

處

衞

經

歷

知

事

四

城

內

守

門

軍

房

左

右

各

十

閒

至

丁

亥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流

㓂

李

定

國

陷

城

先

燬

北

門

樓

并

永

貞

阜

安

淸

遠

三

坊

及

炮

亭

應

捕

官

軍

房

一

時

俱

燬

順

治

十

六

年

冬

國

朝

大

兵

入

滇

賀

九

儀

復

焚

西

南

二

角

鐘

樓

而

去

今

應

捕

官

軍

俱

缺

官

㕔

亦

廢

康

熙

四

年

知

府

曹

得

爵

重

建

北

樓

鐘

鼓

樓

并

炮

臺

一

座

守

備

李

承

芳

重

建

西

樓

七

年

建

水

州

知

州

李

澦

重

建

南

樓

及

東

南

甕

城

樓

改

西

甕

城

門

南

向

年

久

南

北

城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城

池

　

　

　

　

　

十

九

垣

多

傾

圮

雍

正

七

年

知

州

祝

宏

捐

俸

修

補

完

固

高

共

十

四

丈

一

尺

直

共

二

十

四

丈

六

尺

五

寸

橫

共

二

丈

二

尺

五

寸

寛

共

十

七

丈

八

尺

臨

安

府

署

在

城

內

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通

判

許

莘

建

成

化

二

年

知

府

周

瑛

重

建

萬

曆

四

年

知

府

昌

應

時

重

修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知

府

黃

明

重

建

堂

門

內

外

各

房

共

一

百

二

十

四

閒

載

府

署

碑

記

雍

正

八

年

知

府

張

無

咎

重

建

二

堂

同

知

　

經

歷

司

　

司

獄

司

署

俱

在

府

內

建

水

州

署

舊

在

西

門

外

明

洪

武

初

知

州

張

子

原

移

置

府

東

南

堂

門

祠

東

西

吏

房

俱

備

外

有

申

明

旌

善

二

亭

統

八

鄕

洪

武

十

五

年

知

州

張

大

本

建

後

因

兵

燬

國

朝

康

熙

七

年

知

州

李

澦

遷

建

東

南

隅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知

州

張

鼎

昌

詳

准

將

學

政

考

棚

互

易

州

署

在

學

廟

西

雍

正

七

年

知

州

祝

宏

重

建

頭

門

儀

門

戒

石

坊

及

吏

目

署

州

監

舊

在

城

東

南

隅

舊

州

署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官

署

　

　

　

　

　

二

十

旁

雍

正

八

年

知

州

祝

宏

捐

俸

移

建

於

州

治

西

偏

巡

檢

司

在

曲

江

箐

口

關

提

督

學

政

考

棚

在

東

南

隅

舊

州

署

府

儒

學

署

在

文

廟

右

大

門

三

閒

儀

門

三

閒

明

倫

堂

三

閒

左

右

齋

房

各

七

閒

明

倫

堂

後

係

舊

尊

經

閣

藏

聖

籍

圖

書

之

所

丁

亥

燬

州

儒

學

署

在

文

廟

左

大

門

三

閒

儀

門

三

閒

明

倫

堂

三

閒

左

右

齋

房

各

五

閒

後

樓

三

閒

㕔

三

閒

樓

房

全

燬

禮

賓

亭

在

郡

城

東

北

虎

街

弘

治

十

五

年

建

今

廢

翠

屏

館

在

州

東

北

五

十

里

嘉

靖

六

年

兵

備

副

使

戴

書

建

曲

江

公

館

兵

備

副

使

戴

書

建

曲

江

驛

永

樂

九

年

驛

丞

何

俊

傑

建

順

治

十

八

年

裁

箐

口

關

巡

檢

司

在

曲

江

北

永

樂

五

年

設

有

官

吏

弓

兵

鎭

署

總

鎭

都

督

署

在

城

北

中

營

遊

署

在

城

南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倉

庫

　

　

　

　

二

十

一

左

營

遊

署

在

城

東

右

營

遊

署

在

城

西

中

營

守

署

在

城

南

左

營

守

署

在

城

西

右

營

守

署

在

城

南

倉

庫

府

大

倉

在

城

西

角

大

門

三

閒

二

門

三

閒

中

亭

一

座

上

倉

五

閒

兩

耳

倉

各

六

閒

州

　

倉

在

城

南

康

熙

六

年

知

州

李

澦

建

倉

房

六

閒

官

㕔

三

閒

四

十

九

年

知

州

陳

肇

奎

建

倉

房

五

閒

曲

江

倉

在

館

驛

內

常

平

倉

一

在

舊

倉

前

一

在

曲

江

州

社

倉

一

在

城

內

龎

家

倉

一

在

曲

江

驛

公

館

雍

正

五

年

冬

知

州

祝

宏

奉

文

新

設

府

萬

盈

庫

在

二

堂

左

右

側

各

一

閒

知

府

張

無

咎

捐

俸

新

建

州

　

庫

在

堂

左

一

閒

惠

育

堂

在

東

門

外

雍

正

七

年

知

州

祝

宏

捐

俸

重

修

府

　

監

在

司

獄

署

側

五

閒

州

　

監

雍

正

八

年

移

州

治

西

市

井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市

井

　

　

　

　

二

十

二

州

治

關

廂

內

外

原

列

二

十

八

舗

後

因

兵

燹

僅

存

十

二

舗

今

盡

在

關

廂

外

城

內

盡

屬

營

兵

大

樹

舗

　

　

　

　

　

　

東

林

寺

舖

水

塘

舗

　

　

　

　

　

　

止

善

里

舗

馬

市

舗

　

　

　

　

　

　

晋

庵

寺

舗

𥿄

房

舗

　

　

　

　

　

　

虎

街

市

舗

梨

園

舗

　

　

　

　

　

　

接

待

寺

舗

碗

窑

舗

　

　

　

　

　

　

西

關

外

舗

楊

家

莊

舗

　

　

　

　

　

牛

馬

市

在

水

塘

舗

菜

　

市

在

南

城

外

今

徙

城

東

　

　

油

　

市

在

東

城

外

綿

花

市

舊

在

城

北

永

貞

坊

坊

今

徙

稅

課

前

布

　

市

舊

在

城

隍

廟

前

今

徙

城

東

外

馬

市

馬

　

市

在

城

外

東

北

街

　

　

　

瀘

江

市

在

城

外

東

南

街

蘆

子

市

在

東

城

外

石

橋

　

　

　

檳

榔

市

在

稅

課

司

前

稅

課

司

凡

一

切

出

稅

課

本

府

於

此

設

口

徴

解

龍

　

街

在

南

莊

舗

每

逢

辰

日

遠

近

商

民

於

此

交

易

虎

　

街

一

在

近

恩

寺

前

今

廢

一

在

曲

江

沙

壩

乍

甸

街

在

城

南

百

里

外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關

哨

　

　

　

　

二

十

三

有

本

泉

在

城

外

東

南

　

　

　

混

沌

泉

在

城

東

溥

博

泉

在

城

西

南

大

雨

尤

淸

潔

俗

呼

大

板

井

淵

　

泉

近

大

井

水

味

甚

佳

人

呼

小

井

諸

葛

井

在

城

北

門

內

武

侯

祠

舊

趾

新

　

井

在

北

關

外

　

　

　

　

半

天

井

在

城

北

近

聖

母

泉

聖

母

泉

在

城

北

　

　

　

　

流

　

泉

在

北

山

寺

左

味

甚

佳

香

林

泉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源

出

山

巓

其

味

淸

美

玉

潔

泉

在

城

東

味

甘

冽

色

如

玉

潔

資

以

造

𥿄

凉

水

泉

在

城

西

北

八

里

　

　

　

龍

　

井

在

城

南

回

回

邨

月

芽

井

在

城

南

　

　

　

　

白

鶴

泉

在

白

鶴

舗

爲

郡

中

第

一

泉

關

哨

箐

口

關

在

曲

江

驛

東

北

設

有

巡

檢

司

建

通

關

在

中

舗

沙

壩

哨

在

曲

江

中

舗

前

　

　

　

沙

劄

民

哨

乾

溝

哨

　

　

　

　

　

　

南

莊

哨

定

寧

哨

以

上

東

至

高

家

莊

屬

阿

迷

州

乾

龍

井

哨

　

　

　

　

　

馬

料

河

娑

羅

莊

舗

　

　

　

　

　

相

見

坡

哨

麥

冲

哨

　

　

　

　

　

　

黃

草

壩

哨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關

哨

　

　

　

　

二

十

四

以

上

東

南

至

倘

甸

屬

蒙

自

縣

個

舊

哨

　

　

　

　

　

　

大

坡

了

口

哨

七

科

樹

哨

以

上

南

至

個

舊

屬

蒙

自

縣

白

水

河

哨

　

　

　

　

　

馬

鞍

箐

哨

以

上

南

至

狗

街

子

屬

納

樓

司

將

臺

哨

　

　

　

　

　

　

謝

家

灣

哨

以

上

正

西

至

關

坡

屬

石

屏

州

三

轉

灣

哨

　

　

　

　

　

黃

土

坡

哨

阿

卜

關

哨

　

　

　

　

　

石

子

坡

哨

野

馬

川

哨

　

　

　

　

　

靑

花

堡

哨

䨇

山

哨

　

　

　

　

　

　

香

木

橋

哨

曲

江

哨

以

上

東

北

至

中

舗

屬

通

海

縣

凡

哨

俱

順

治

十

八

年

奉

裁

今

止

畱

塘

舗

傳

遞

公

文

三

營

分

汛

十

里

設

塘

房

一

所

稽

查

匪

類

遞

送

公

文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堤

防

　

　

　

　

二

十

五

堤

防

河

之

有

堤

所

以

通

水

利

禦

水

患

也

建

治

三

河

水

高

於

田

加

以

山

潦

暴

發

沙

石

壅

滯

湮

没

屢

見

頻

年

修

築

暫

爾

免

患

憂

不

獨

在

守

牧

也

然

則

孰

導

使

行

孰

聚

使

止

俾

一

勞

永

𨓜

者

可

無

良

圖

歟

志

堤

壩提

瀘

江

堤

江

原

發

異

龍

湖

併

曠

野

河

合

流

由

西

莊

南

折

而

東

合

塌

冲

象

冲

賽

公

橋

諸

水

人

巖

洞

幾

七

十

里

田

畞

咸

資

灌

漑

但

山

谿

破

壤

沙

滯

泥

淤

河

高

於

田

最

易

沖

決

萬

歴

四

年

兵

備

道

許

宗

鑑

修

濬

置

樁

柞

田

以

備

䟽

築

之

費

民

稱

爲

許

公

堤

自

後

兵

　

備

道

𣾰

文

昌

知

府

張

守

綱

國

朝

知

州

李

澦

楊

緒

爵

張

鼎

昌

陳

肇

奎

總

鎭

王

洪

仁

相

繼

修

築

雜

植

樹

木

而

兩

埂

尙

薄

時

修

時

決

且

積

習

相

没

保

守

河

堤

獨

責

隨

河

有

田

之

家

有

患

則

羣

相

毆

詈

雍

正

三

年

知

府

栗

爾

璋

從

紳

士

請

通

詳

痛

革

積

習

俾

通

力

合

作

於

仲

夏

月

請

領

鹽

餘

銀

興

工

䟽

築

至

樁

柞

田

猶

未

清

也

七

年

知

府

張

無

咎

蒞

任

初

即

清

此

田

歸

州

買

備

樁

石

復

與

總

鎭

張

應

宗

知

州

祝

宏

捐

俸

以

繼

不

足

庚

戍

春

委

同

城

文

武

官

分

界

督

修

浚

河

築

埂

增

卑

培

薄

沿

植

密

柳

遵

少

保

鄂

公

指

授

鑿

洞

口

大

石

及

積

石

十

三

坎

俾

沙

不

下

壅

水

得

暢

流

其

分

修

官

不

擾

民

閒

一

錢

民

情

歡

躍

尅

期

告

成

數

百

年

所

未

有

也

合

郡

士

民

建

祠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塘

壩

　

　

　

　

二

十

六

巖

洞

口

以

昭

少

保

公

瀘

江

永

奠

之

功

德

于

不

朽

云

搨

冲

堤

河

由

𢴄

冲

出

西

湖

草

海

至

飛

虹

橋

滙

三

河

口

晴

則

揚

塵

雨

則

泛

溢

兩

岸

田

畞

多

被

淹

没

雍

正

八

年

知

府

張

無

咎

總

鎭

張

應

宗

知

州

祝

宏

委

官

分

修

象

冲

堤

河

發

黑

龍

潭

出

狗

街

子

出

拖

泥

壩

水

道

窄

狹

雨

漲

洶

湧

易

至

冲

決

歳

所

必

修

北

沙

河

堤

由

晴

山

出

碗

窑

遶

城

滙

瀘

江

其

水

無

源

雨

集

輙

下

横

流

沙

泥

深

爲

瀘

江

病

壩

塘

大

　

壩

在

城

南

六

里

螞

蝗

溝

在

城

西

南

五

里

每

雨

流

沙

塡

大

河

鑑

月

塘

在

城

東

十

五

里

中

洆

一

鑑

澄

澈

味

甘

觀

音

塘

在

城

東

五

里

一

鑑

圓

明

秋

東

不

涸

老

觀

塘

在

城

東

七

里

馮

家

山

塘

在

城

東

小

寨

後

田

畞

頼

以

蓄

洩

大

水

塘

在

城

東

一

里

西

時

不

涸

清

黝

塘

在

城

東

十

五

里

爲

有

本

之

泉

旁

多

樹

木

渟

泓

如

鑑

居

民

享

其

利

者

時

禱

祝

之

蒲

草

塘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水

源

泓

沛

聚

若

小

湖

灌

田

甚

廣

王

家

塘

在

城

南

六

里

水

可

灌

田

滚

沙

塘

在

城

南

十

里

灌

溉

回

回

邨

一

帶

田

畝

楊

公

泉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康

熙

三

十

年

知

州

楊

緒

爵

開

鑿

濟

田

千

餘

畝

居

民

祠

祀

之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一

津

梁

　

　

　

　

二

十

七

渾

水

塘

一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一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津

梁

登

龍

橋

在

城

東

迎

暉

門

外

跨

壕

上

砌

以

石

東

廛

水

患

稍

息

萬

曆

二

十

年

郡

人

建

鎖

龍

橋

在

城

東

近

城

內

外

水

皆

由

此

出

一

名

滙

源

橋

迎

恩

橋

卽

大

石

橋

與

小

石

橋

相

連

𥘉

以

木

爲

之

正

統

閒

易

石

橋

尋

圮

隆

慶

閒

居

民

樊

志

寬

重

修

窑

溝

水

經

此

人

瀘

江

三

公

橋

在

城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今

改

名

飛

虹

橋

玉

虹

橋

在

城

東

十

里

長

四

丈

寛

二

丈

宣

德

閒

建

二

河

橋

在

玉

虹

橋

南

三

河

分

流

二

橋

相

望

正

統

閒

建

賽

公

橋

在

城

北

二

十

里

居

人

余

先

覺

建

通

貢

橋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弘

治

閒

指

揮

孫

公

昱

建

義

官

高

辛

與

吳

瑢

等

重

修

香

木

橋

在

城

北

九

十

里

曲

江

橋

在

城

東

北

百

餘

里

長

三

十

丈

寛

三

丈

六

尺

原

係

木

橋

天

順

閒

建

萬

曆

三

十

二

年

僧

如

浄

俗

名

朱

萬

祐

同

張

國

相

倡

募

董

工

郡

鄕

紳

王

恩

民

巡

按

沈

正

隆

兵

備

龔

雲

致

各

捐

資

創

建

石

橋

有

碑

記

提

學

僉

事

范

允

臨

書

詳

見

藝

文

石

架

橋

在

城

西

四

里

景

泰

閒

建

今

廢

易

以

木

橋

永

安

橋

在

城

西

十

里

跨

白

龍

渠

成

化

閒

建

登

瀛

橋

在

城

西

南

成

化

閒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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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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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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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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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板

　

橋

在

城

西

北

十

里

弘

治

閒

錢

銳

建

會

安

橋

在

城

西

北

黑

冲

山

下

弘

治

閒

徐

宣

易

石

瀘

江

橋

在

城

東

南

宣

德

閒

建

正

德

中

義

民

王

鎬

等

重

修

萬

曆

𥘉

復

圮

鄕

民

沈

崇

儒

易

以

石

年

久

沙

壅

孔

低

水

噎

一

遇

瀑

漲

轉

爲

堤

害

而

橋

工

浩

大

無

能

改

建

者

雍

正

八

年

知

府

張

無

咎

總

鎭

張

應

完

知

州

祝

宏

捐

俸

付

封

君

傅

大

美

撤

其

故

壘

卽

舊

址

重

修

比

前

高

敞

盤

固

矣

飛

虹

橋

在

城

南

二

里

跨

中

溝

正

統

閒

建

舊

係

木

橋

旁

有

靈

官

小

廟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堤

決

冲

没

壽

官

陳

光

緖

同

郡

鄕

紳

士

民

捐

建

石

橋

上

覆

以

閣

非

僅

利

涉

亦

以

固

堤

也

浣

衣

橋

在

城

南

五

里

跨

小

河

正

統

閒

建

成

化

閒

居

民

葉

舟

重

修

天

生

橋

在

城

東

南

娑

羅

莊

哨

有

石

跨

流

自

然

成

橋

口

花

橋

在

城

南

五

里

景

泰

閒

建

淸

流

橋

在

城

北

二

里

天

順

閒

建

靑

雲

橋

在

城

東

五

里

明

鄕

紳

張

象

儒

建

張

家

橋

在

曲

江

沙

壩

爲

塘

跕

通

道

江

水

深

濶

人

苦

褰

濡

張

國

相

之

祖

原

造

木

橋

以

濟

但

夏

秋

每

苦

漂

没

復

置

腴

田

𢿙

畞

永

作

橋

費

𢿙

百

年

來

行

人

利

之

永

濟

橋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耆

民

李

標

枝

倡

捐

同

王

體

陛

傅

大

美

王

琨

等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建

天

緣

橋

在

城

東

十

里

封

君

傅

大

美

耆

民

王

琨

等

倡

建

上

覆

以

高

亭

寛

廣

堅

固

郡

中

一

大

觀

也

知

府

栗

爾

璋

有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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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寧

遠

橋

在

城

東

七

十

里

永

奠

橋

在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陞

雲

橋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鎖

龍

橋

在

城

東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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