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建

置

　
　
　
乙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萬
載
縣
知
縣
汪
元
釆
纂

建
置
總
論

朝
廷
畫
疆
分
域
建
置
爲
先
葢
有
土
則
有
民
有
民
則

必
設
官
與
吏
而
官
與
吏
不
能
露
處
也
堂
署
廨
舍
由

是
創
焉
因
之
與
民
興
行
則
有
學
宫
與
民
祈
報
則
有

壇
廟
與
民
防
衞
則
演
武
有
塲
與
民
禁
非
則
囹
圄
有

地
備
凶
荒
也
而
常
平
倉
興
矜
煢
獨
也
而
養
濟
局
立

以
至
舖
逓
津
梁
一
一
經
營
無
非
寧
民
利
物
之
意
然

則
君
子
居
其
地
治
其
民
覩
此
䂓
制
安
得
不
思
在
昔

創
建
之
由
而
善
厥
後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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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縣
治

縣
治
堂
署
官
之
政
理
出
焉
民
之
瞻
視
屬
焉
是
必
壯

麗
其
規
模
區
畫
其
方
所
而
後
體
綂
肅
等
威
辨
也
萬

載
衙
舍
在
昔
周
詳
明
未
傾
圮
康
熙
六
秊
邑
令
范
廷

鳳
重
建
大
堂
後
堂
儀
門
大
門
雖
功
未
告
成
亦
大
勞

心
力
甲
寅
宼
亂
復
爲
拆
毀
僅
存
大
堂
而
風
雨
莫
蔽

康
𤌇
十
九
秊
知
縣
常
維
楨
重
爲
修
葺
又
東
西
建
書

房
八
間
至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始
修
復
舊

治
而
坐
理
其
在
前
歷
任
俱
於
前
明
按
察
司
分
司
權

爲
縣
署
也

縣
在
城
西
龍
山
下

按
舊
誌
載

吳
黄
武
中
折
置
陽
樂
縣

晋
大
康
間
改
康
樂
遷
治
邑
東
二
十
里

唐
武
德
五
秊
遷
署
舊
所

楊
吳
順
義
元
秊
改
萬
載
治
仍
舊
後
因
之

宋
建
炎
三
秊
宼
陷
井
邑
丘
墟
紹
興
五
秊
令
徐
昇
重
建

宇
舍
與
民
㪅
新
昇
撰
記

元
取
江
南
易
於
治
東
北
四
十
步
至
正
壬
辰
兵
燬
□

明
洪
武
甲
辰
三
秊
令
趙
中
復
移
今
所
成
化
間
令
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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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黄
珙
相
繼
重
修
規
模
宏
廓
修
撰
羅
倫
撰
記

正
堂

五

間

知

縣

張

邦

糓

重

建

額

曰

忠

愛

端
静
堂

三

間

在

正

堂

後

□

額

曰

退

思

節
愛
堂

三

間

在

後

堂

後

淸
畏
堂

三

間

在

廨

內

有
斐
軒

三

間

在

廨

內

華
灮
廟

一

間

在

廨

內

東
書
房

七

間

西
書
房

七

間

戒
石
亭

一

座

在

甬

道

上

知

縣

劉

綬

重

修

儀
門

五

間

幕
㕔

三

間

在

正

堂

右

今

廢

儼
思
亭

知

縣

陳

璨

更

名

静

觀

敎

諭

喻

淳

記

久

廢

寅
賓
舘

三

間

久

廢

樵
樓

卽

縣

大

門

知

縣

陳

璨

立

嘉

靖

四

年

知

縣

陳

府

□

砌

磚

石

增

修

益

壯

學

士

安

成

吳

節

記

后
土
祠

在

儀

門

西

久

廢

架
閣
庫

正

廳

左

久

廢

㡣
亭
庫

正

廳

右

今

在

左

久

廢

申
明
亭

在

大

門

外

東

久

廢

旌
善
亭

在

大

門

外

東

久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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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縣
獄

歲

久

屋

廢

囚

苦

之

嘉

靖

間

石

塘

耆

民

龍

昇

通

捐

貲

豎

修

廳

房

八

間

又

鑿

井

得

泉

以

濟

困

渴

在

儀

門

左

縣

獄

在

左

亦

非

制

議

改

右

不

果

縣
丞
廨

在

節

愛

堂

右

久

裁

革

主
簿
廨

在

丞

廨

右

久

裁

革

典
史
廨

在

主

簿

廨

右

手
詔
寬
恤
二
亭

在

縣

大

門

之

東

西

改

畢

公

生

祠

久

廢

榜
亭

東

西

一

十

三

問

久

廢

以
上
悉
依
舊
志
所
載
俱
廢
今
仍
錄
之
以
識
舊
跡
至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仍
復
舊
治

大
堂

三

間

東

西

厫

各

一

間

康

熙

六

年

知

縣

范

廷

鳳

建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重

修

東

厫

一

間

爲

東

庫

西

厫

一

間

雍

正

二

年

知

縣

施

昭

庭

改

修

貯

常

平

倉

榖

二
堂

三

間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建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改

修

三
堂

三

間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建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改

修

頭
門

譙

樓

三

間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建

雍

正

　

　

二

年

知

縣

施

昭

庭

重

修

扁

曰

鳴

和

樓

儀
門

五

間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建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重

修

站
庭

三

間

雍

正

三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重

建

後
樓

一

座

雍

正

二

年

知

縣

施

昭

庭

建

扁

曰

翽

飛

東
西
書
房

八

間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重

建

雍

正

七

年

知

縣

許

松

佶

東

西

各

增

建

三

間

東
書
舘

五

間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建

題

其

𠫊

曰

膈

與

山

青

西
書
舘

五

間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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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后
土
祠

在

儀

門

東

雍

正

七

年

知

縣

許

松

佶

重

建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汪

元

采

塑

神

像

奉

祀

收
糧
所

在

譙

門

內

西

五

㮼

四

間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建

寅
賔
舘

在

譙

門

內

西

四

㮼

三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汪

元

采

率

紳

士

建

典
史
廨

明

季

以

來

久

廢

尉

假

民

居

或

住

僧

舍

康

熙

五

十

　

年

典

史

顧

景

默

於

縣

堂

西

建

住

屋

五

間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典

史

陳

復

球

建

賛

𠫊

三

間

後

𠫊

三

間

書

房

三

間

雍

正

六

年

典

史

徐

鳳

誥

建

廊

房

三

間

并

屏

墻公
舘

守
偹
署

舊

無

雍

正

元

年

弗

靖

二

年

奉

　

旨

調

南

瑞

總

鎭

標

銅

鼓

營

守

偹

移

駐

萬

載

帶

兵

防

禦

雍

正

五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於

縣

西

前

明

布

政

司

行

舘

今

廢

爲

間

地

直

長

三

十

六

丈

五

尺

前

横

五

丈

後

横

八

丈

五

尺

建

造

守

偹

衙

門

大

堂

二

堂

住

屋

頭

二

門

書

房

厨

房

共

計

二

十

五

間

圍

墻

照

墻

悉

偹

兵

丁

一

百

名

於

學

基

內

豎

營

房

一

百

三

十

七

間

於

治

東

静

安

寺

側

豎

營

房

四

間

於

前

明

預

偹

倉

廢

基

豎

營

房

三

十

六

間

縣

衙

後

豎

營

房

一

十

二

間

此

處

閒

空

未

住

按
察
分
司

治

東

五

十

步

儒

學

右

洪

武

七

年

知

縣

賈

志

通

建

康

熙

十

七

年

知

縣

常

維

楨

重

修

康

熙

四

十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詳

請

改

爲

常

平

倉

府
舘

治

東

静

安

寺

右

知

縣

顧

英

鼎

建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正

𠫊

被

燬

主

簿

林

忠

修

葺

久

廢

把
總
署

原

無

署

寄

居

城

隍

廟

前

闗

帝

廟

內

前

係

袁

協

把

總

駐

防

雍

正

三

年

奉

　

旨

調

鎭

標

把

總

駐

防

袁

協

把

總

兵

丁

撤

回

黎
源
哨
署

崇

禎

年

間

撥

府

兵

一

百

名

防

守

後

撤

雍

正

三

年

奉

　

旨

於

鎭

標

內

拔

委

把

總

一

員

帶

兵

二

十

名

防

守

雍

正

五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建

立

衙

署

併

營

房

四

十

間

鐵
山
界
廵
檢
司

在

縣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瀏

陽

界

宣

德

四

年

知

縣

汪

悠

久

立

傾

頽

歲

久

𨛦

守

范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建

置

　
　
　
六
　
　
　
　

六

欽

移

文

措

處

易

地

鼎

建

後

𥁞

傾

圮

止

存

遺

址

萬

曆

年

間

知

縣

畢

𢡟

良

議

改

建

株

樹

潭

不

果

廵

簡

寄

住

市

空

有

銕

山

之

名

至

崇

禎

六

年

郡

檄

知

縣

韋

明

傑

仍

采

集

衆

議

移

建

株

樹

潭

地

連

銕

山

水

陸

輻

輳

申

請

無

碍

官

銀

買

民

地

營

建

𠫊

堂

三

間

官

舍

三

間

門

房

三

間

儀

門

三

間

弓

兵

房

屋

周

圍

繚

以

墻

垣

明

末

兵

燬

康

熙

七

年

廵

檢

鈕

嘉

豫

重

建

至

六

十

年

馬

昭

遠

復

剏

二

堂

三

間

上

房

三

間

厢

房

二

間

站

亭

三

間

陰
陽
學

治

南

五

十

步

崇

信

寺

左

洪

武

十

七

年

知

縣

胡

子

愚

訓

術

楊

遠

方

建

立

今

爲

民

地

醫
學

治

東

榜

亭

下

今

廢

僧
會
司

治

南

崇

信

寺

左

今

廢

道
紀
司

在

治

西

廣

報

觀

右

今

廢

惠
民
藥
局

在

縣

榜

亭

左

今

廢

宋

張

嗣

古

記

養
濟
院

在

邑

東

關

外

洪

武

三

年

縣

丞

馮

原

禮

立

正

綂

八

年

知

縣

李

燦

成

化

六

年

知

縣

陳

燦

嘉

靖

九

年

知

縣

林

山

相

繼

重

修

今

移

邑

西

社

稷

壇

左

倉
常
平
倉

康

熙

四

十

年

知

縣

何

錫

命

詳

請

前

明

按

察

司

行

舘

地

址

建

倉

二

十

三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汪

元

采

捐

貲

重

修

置

大

門

三

間

扁

曰

國

計

民

生

新
豊
倉

縣

署

東

雍

正

三

年

知

縣

施

昭

庭

建

造

七

間

雍

正

七

年

知

縣

許

松

佶

添

建

九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汪

元

采

俱

重

加

修

葺

預
備
倉

在

邑

治

南

南

浦

橋

左

舊

在

城

隍

廟

左

正

德

十

三

年

知

縣

張

邦

榖

移

至

今

地

知

縣

李

邦

榜

曰

足

食

萬

曆

己

酉

洪

水

驟

衝

浸

腐

谷

以

千

計

倉

吏

斃

獄

敗

家

四

十

七

年

知

縣

姚

繼

舜

詳

舊

址

卑

下

累

土

築

高

三

尺

重

整

四

厫

中

爲

官

廳

旁

設

吏

卒

舍

以

便

稽

覈

防

守

以

絶

水

患

久

廢

水
次
倉

舊

一

在

縣

北

五

里

二

都

二

啚

地

名

黃

竹

嶺

倉

久

廢

存

基

址

横

四

十

五

丈

直

二

十

三

丈

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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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

溝

爲

界

一

在

城

隍

廟

左

知

縣

張

移

置

與

預

備

倉

並

峙

隆

慶

間

知

縣

胡

文

光

改

建

邑

北

龍

河

之

上

專

儲

南

米

後

知

縣

徐

一

唯

重

修

已

復

傾

圮

萬

曆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畢

𢡟

良

重

加

修

葺

立

有

碑

記

以

後

糧

官

儲

米

每

於

水

脚

銀

內

支

修

崇

禎

八

年

知

縣

韋

明

傑

司

主

簿

林

憲

孟

重

修

額

曰

畱

儲

題

有

古

風

一

律

廢

東
倉

在

城

隍

廟

側

今

廢

南
倉

在

邑

西

二

十

里

高

城

地

名

窰

下

今

廢

西
倉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大

　

頭

今

廢

北
倉

在

邑

北

三

十

里

裏

裕

街

俱

知

縣

陳

璨

修

今

並

廢

澗
田
倉

在

邑

北

三

十

里

今

廢

牟
村
倉

在

邑

西

北

四

十

里

倉

久

廢

其

基

前

至

官

路

後

至

田

墈

左

至

𨼴

右

至

水

圳

進
城
倉

在

邑

西

四

十

里

今

廢

新
市
倉

在

邑

北

七

十

里

天

順

二

年

知

縣

梁

高

修

今

廢

株
柱
潭
倉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知

縣

畢

𢡟

良

立

今

廢

官
田
倉

在

邑

西

七

十

里

弘

治

初

知

縣

黄

珙

立

今

廢

庫
縣
庫

在

治

㕔

左

室

歷

年

因

循

失

宻

知

縣

李

參

環

砌

磚

石

麄

成

帑

藏

之

所

至

今

窄

隘

褊

淺

庫

吏

書

僅

可

容

膝

外

人

輒

入

窺

伺

屡

類

申

飭

禁

止

今

廢

舗
舍

總
舗

縣

治

前

右

成

化

五

年

知

縣

陳

璨

重

修

嘉

靖

年

間

被

燬

復

修

今

朽

舗

司

一

名

舗

兵

二

名

郭
村
舗

縣

南

十

里

地

名

石

坑

西

向

舗

司

一

名

舗

兵

二

名

太
樂
岡
舖

縣

東

十

里

南

冋

成

化

十

一

年

知

縣

陳

璨

建

舖

司

一

名

舗

兵

二

名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舗

舍

　
　
　
八
　
　
　
　

七

冷
舗

俱

廢

惟

存

基

址

一

在

建

安

福

地

廟

左

側

深

進

二

丈

濶

一

丈

二

尺

一

在

小

比

關

內

左

連

城

下

路

深

進

一

丈

二

尺

濶

八

尺

　

一

在

興

賢

坊

郭

姓

出

入

古

路

𠊓

辛

宅

對

靣

深

進

一

丈

八

尺

濶

八

尺

　

一

在

西

關

內

右

城

墻

下

横

直

七

尺

　

一

在

西

門

外

錦

衣

坊

横

直

八

尺

　

一

在

小

南

門

外

右

横

直

八

尺

　

一

在

縣

治

𤋜

墻

右

長

二

丈

濶

一

丈

　

一

在

九

都

三

啚

地

名

藍

田

廟

右

直

一

丈

二

尺

横

六

尺

前

至

官

路

後

至

墈

脚

左

至

廟

右

至

陽

溝

兵
馬
司

俱

廢

惟

存

基

址

一

在

東

關

內

左

除

城

墻

下

官

路

八

尺

横

直

各

一

丈

一

在

大

南

關

內

横

直

各

一

丈

　

一

在

西

關

內

右

深

進

二

丈

五

尺

濶

七

尺

五

寸

　

一

在

大

北

關

內

右

除

城

墻

下

官

路

深

進

二

丈

濶

八

尺

　

一

在

塢

溪

關

內

右

深

進

二

丈

五

尺

濶

四

丈

　

一

在

龍

河

門

右

除

城

墻

下

官

路

深

進

二

丈

五

尺

濶

二

丈

接
官
亭

在

九

都

四

啚

地

名

藍

田

廟

左

直

上

三

丈

横

二

丈

前

至

街

後

至

墈

脚

右

至

廟

左

至

墻

脚

附
申
明
旌
善
在
鄕
二
十
七
處
遺
址

懷
舊
鄕
待
賢
里
地
名
高
田
一
處

成
俗
里
地
名
南
田
一
處

成
俗
里
地
名
黄
田
一
處

恩
仁
里
地
名
奇
圃
一
處

谷
村
里
地
名
待
源
一
處

緬
村
里
地
名
腰
裏
一
處

宣
村
里
地
名
高
城
市
一
處

前

至

街

後

至

易

土

左

至

王

張

薗

土

右

至

張

墻

脚

擢
秀
里
地
名
藍
田
市
一
處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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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四

舗

舍

　
　
　
九

萬
載
鄕
新
開
里
地
名
孫
家
門
首
一
處

長
安
里
地
名
獲
富
市
一
處

新
賢
里
地
名
石
上
一
處

霞
峰
里
地
名
康
家
嶺
一
處

進
城
鄕
嶺
外
里
地
名
排
𣲅
一
處

宣
敎
里
地
名
龍
㘵
頭
一
處

上
太
平
里
地
名
牟
村
一
處

歐
桂
西
鄕
臨
化
里
地
名
𦯄
園
里
一
處

進
賢
里
地
名
郭
山
下
一
處

裹
裕
里
地
名
裏
裕
一
處

歐
桂
東
鄕
康
樂
里
地
名
岐
山
一
處

蓮
亭
里
地
名
苦
竹
源
一
處

藏
溪
里
地
名
煙
竹
一
處

按
舊
志
申
明
亭
之
在
鄕
者
爲
洪
武
六
季
前
令
賈
志

通
奉

朝
廷
頒
降
成
式
建
立
亭
屋
三
間
中
虚
四
柱
繚
以
垣
墻

基
址
闊
一
丈
八
尺
周
圍
一
十
二
丈
五
尺
旌
善
亭
爲

洪
武
十
六
秊
前
令
胡
子
愚
建
立
䂓
制
及
地
名
基
址

悉
如
之
初
制
選
擇
鄕
里
之
年
高
有
德
者
於
此
剖
决

争
訟
申
明
頑
惡
其
善
者
旌
之
而
後
决
於
有
司
故
人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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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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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宇

　
　
　
十
　
　
　
　

八

知
敬
畏
訟
獄
由
之
而
不
作
官
無
煩
擾
刑
法
以
之
而

清
明
今
政
敎
漸
弛
人
心
不
古
刁
唆
起
滅
顚
倒
是
非

卽
已
經
縣
斷
而
訟
於
府
訟
於
道
訟
於
院
區
區
亭
老

何
能
爲
官
日
煩
而
法
日
玩
撫
今
追
昔
不
無
愀
然
特

爲
補
八
以
見
先
民
之
遺
初
制
之
善
云

壇
宇

社
稷
壇

在

大

南

闗

外

三

元

殿

後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韓

彧

建

成

化

六

年

知

縣

陳

璨

重

修

壇

制

高

二

尺

一

寸

横

直

各

二

丈

五

尺

周

圍

垣

墻

四

十

一

丈

五

尺

門

三

間

神

牌

二

靣

宰

牲

房

三

間

廚

房

三

間

久

廢

原

係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汪

元

采

奉

　

旨

如

制

重

修

壇

靣

俱

磚

砌

四

方

各

階

三

級

繚

以

垣

墻

四

門

紅

油

易

社

稷

神

牌

祀

此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縣

西

關

外

養

濟

院

側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韓

彧

建

成

化

六

年

知

縣

陳

璨

重

修

壇

制

高

二

尺

一

寸

横

直

各

二

丈

五

尺

周

垣

四

十

四

丈

五

尺

門

三

間

神

牌

三

靣

宰

牲

房

三

間

庫

房

三

間

廚

房

三

間

久

廢

洪

武

十

六

年

癸

亥

始

以

城

隍

配

祭

原

係

社

稷

壇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汪

元

采

奉

　

旨

如

制

重

修

壇

靣

俱

磚

砌

四

方

各

階

三

級

繚

以

垣

墻

四

門

紅

油

易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神

牌

祀

此

先
農
壇

在

大

南

關

外

三

元

殿

前

左

側

方

廣

四

丈

七

尺

壇

高

四

尺

五

寸

四

靣

石

階

各

五

級

祠

宇

二

進

配

房

二

間

神

倉

神

庫

置

偹

祭

噐

以

及

栅

門

圍

墻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奉

　

旨

創

建

附
耤
田

計

四

畆

九

分

俗

稱

一

百

二

十

把

在

大

南

門

外

地

名

院

上

計

三

坵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奉

　

旨

置

買

立

賣

契

城

南

三

元

殿

住

持

僧

慧

照

今

奉

縣

主

正

堂

程

奉

　

旨

採

買

　

先

農

壇

耤

田

□

因

錢

糧

無

措

自

心

情

願

將

𢍆

管

地

名

院

上

水

田

一

百

二

十

二

把

計

三

坵

慿

山

主

郭

邦

泰

辛

剛

郭

邦

藩

郭

磐

郭

鍾

正

等

出

賣

　

先

農

壇

管

業

當

日

得

受

時

值

價

銀

三

十

四

西

紋

入

手

用

訖

田

上

税

糧

原

載

浮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壇

宇

　
　
　
十
一
　
　
　

九

米

八

斗

四

升

正

現

在

二

十

四

都

三

啚

七

甲

僧

月

殿

戸

內

照

數

開

除

立

戸

輪

納

所

賣

其

田

係

是

自

心

情

願

並

無

逼

勒

照

依

老

契

所

載

把

數

亦

非

以

少

作

多

等

情

山

主

衆

僧

悉

知

自

賣

之

後

永

作

耤

田

今

恐

無

慿

立

此

存

照

田

把

墓

上

四

十

把

一

坵

墓

下

六

十

把

二

坵

又

二

十

二

把

一

坵

雍

正

五

年

三

月

日

僧

慧

照

筆

押

契

貯

縣

庫

邑
厲
壇

在

治

北

廂

外

楊

桐

岡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韓

彧

建

壇

制

高

三

尺

濶

二

丈

基

地

湥

進

二

十

六

弓

前

横

濶

十

八

弓

後

横

濶

十

二

弓

門

一

座

神

牌

一

面

宰

牲

房

三

間

廚

房

三

間

今

廢

里
社
五
榖
壇

二

十

四

所

在

壞

舊

等

鄕

各

里

俱

于

洪

武

十

七

年

知

縣

胡

子

愚

置

立

鄕
厲
壇

二

十

四

所

在

懷

舊

等

鄕

各

里

俱

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韓

彧

置

立

制

歲

以

邑

祭

之

日

里

中

父

老

如

儀

祭

鄕

如

里

社

二

祀

今

湮

廢

矣

真
君
壇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地

名

岱

源

世

傳

大

唐

間

有

十

二

真

君

集

于

山

下

講

論

道

法

因

名

其

地

曰

過

講

後

鄕

人

立

祠

于

山

之

絕

頂

以

爲

祈

禱

之

所

燬

於

元

季

明

正

綂

三

年

乕

狼

晝

出

旱

潦

相

仍

每

禱

之

輒

應

鄕

耆

李

孟

友

等

重

建

改

爲

壇

廟
　
祠

城
隍
廟

在

治

東

集

賢

坊

洪

武

三

年

縣

丞

馮

原

禮

以

紅

巾

劉

仁

舊

居

改

建

廟

屋

如

式

永

樂

間

被

燬

正

綂

十

年

縣

丞

周

濟

重

建

景

泰

二

年

典

史

朱

選

修

葺

弘

治

間

頽

廢

知

縣

張

文

謀

復

新

之

義

民

辛

潤

毅

然

出

財

重

建

前

殿

後

寢

東

西

兩

廊

中

外

二

門

畧

如

縣

治

逐

撰

文

褒

美

教

諭

山

隂

朱

憲

記

至

崇

禎

十

年

衆

會

首

又

募

重

建

後

𥨊

五

間

二

門

五

間

大

門

砌

石

豎

屋

巨

麗

丹

㬦

大

逾

千

昔

邑

令

韋

明

傑

有

記

國

朝

康

熈

二

十

五

年

燬

僅

存

頭

門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劉

體

元

率

邑

人

重

建

祠

原

有

香

火

田

五

百

四

十

把

在

邑

北

十

里

地

名

正

元

　

甲

寅

荒

蕪

五

十

三

年

邑

令

龎

驥

着

就

地

啚

隣

淸

查

開

墾

造

鈐

印

田

册

令

八

坊

輪

流

值

年

按

田

收

租

以

供

祠

費

又

原

管

集

賢

坊

店

基

間

半

直

三

丈

三

尺

横

一

丈

三

尺

五

寸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廟

　
　
　
　
十
二
　
　
　

十

三
皇
廟

在

按

察

分

司

後

元

季

兵

燬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趙

中

重

建

二

十

七

年

廢

十
王
廟

在

縣

治

後

宋

嘉

定

年

間

知

縣

陳

雄

建

久

廢

陶
司
空
廟

在

邑

東

北

陶

家

坊

祀

司

空

陶

沔

久

廢

關
王
廟

舊

在

雙

虹

橋

久

廢

知

縣

姚

繼

舜

改

立

静

安

寺

前

爲

䕶

法

崇

禎

六

年

知

縣

韋

明

傑

書

額

立

聯

關
王
廟

在

城

隍

廟

前

康

熈

六

年

防

萬

千

總

李

乕

買

地

建

立

十

四

年

坊

人

重

修

大

門

滿

漢

官

兵

捐

助

孚
惠
廟

在

縣

東

順

治

年

間

八

坊

重

修

康

熈

四

十

八

年

八

坊

重

修

創

置

廟

門

首

左

右

側

店

房

各

二

間

俱

併

基

安

仁

坊

店

基

二

間

直

二

丈

七

尺

横

一

丈

七

尺

大

井

頭

店

基

前

後

各

二

間

直

長

共

五

丈

前

一

間

横

一

丈

五

尺

後

一

間

横

一

丈

三

尺

康

樂

坊

店

基

一

間

直

三

丈

二

尺

横

八

尺

迎

春

亭

左

側

店

基

二

長

聞

天
符
廟

在

邑

西

元

延

祐

問

邑

民

姓

藍

郭

者

病

疫

禱

之

得

愈

遂

捨

地

建

廟

元

李

兵

燬

洪

武

三

年

邑

人

間

泰

卿

重

建

嘉

靖

四

年

被

燬

復

建

崇

禎

年

間

坊

人

重

修

南
浦
廟

在

大

南

闗

下

　
何
家
巷
廟

在

南

典

賢

坊

五
顯
廟

在

縣

治

左

元

至

正

邑

人

郭

伯

固

建

祀

元

季

兵

燬

洪

武

四

年

重

建

雍

正

十

年

奉

文

燬

濠
洮
廟

在

縣

城

外

龍

河

渡

北

張

劉

二

姓

重

修

水
府
廟

在

北

闗

龍

河

橋

外

大

江

洲

舟

楫

徃

來

祀

之

譚

姓

重

修

晏
公
廟

在

邑

東

北

地

名

多

江

洪

武

十

四

年

邑

人

龍

明

遠

建

萬

曆

戊

子

水

傾

圮

遠

孫

高

騰

重

修

五
通
廟

在

浄

安

院

右

居

民

祀

立

香

火

祈

禱

輒

應

雍

正

十

年

奉

文

燬

抑
山
廟

在

小

南

門

外

宋

家

坊

　
　
𠊳
民
倉
廟

在

邑

北

石

頭

山

上

興
賢
廟

在

十

八

都

三

啚

白

良

下

塅

鍾

靈

寺

左

康

熈

甲

子

年

袁

秀

也

李

汝

翼

袁

子

萬

李

瑞

吉

等

各

率

其

族

買

地

建

立

爲

水

口

重

鎮

左

側

有

社

令

小

廟

因

名

其

山

爲

社

令

腦

所

有

樹

木

關

蔭

通

鄕

昔

年

𢦤

伐

合

塅

不

寧

袁

李

二

姓

因

出

銀

從

黄

處

買

山

除

墳

塚

外

蓄

樹

爲

通

鄕

水

口

屏

障

立

有

石

碑

今

頗

欝

蔚

□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祠

　
　
　
　
十
三
　
　

十

一

連

發

鄕

榜

三

人

後

須

重

視

禁

蓄

庶

合

鄕

永

頼

關
聖
廟

在

邑

北

二

十

里

白

良

中

塅

萬

曆

癸

未

袁

黄

李

黄

四

姓

會

衆

買

地

創

立

歲

久

傾

壞

　

國

朝

康

熈

戊

辰

邑

庠

袁

秀

也

曁

黄

萬

生

李

月

明

黄

禹

一

等

率

會

衆

重

建

後

積

創

香

火

田

歲

時

奉

祀

立

有

石

碑

眞
君
祠

在

治

西

六

十

里

地

名

酒

埠

雍

正

十

年

芻

□

萬

楊

榮

成

謝

文

昌

徐

雲

望

鄒

友

尚

等

募

建

東
嶽
行
祠

在

邑

東

東

岐

山

麓

其

祠

以

祀

東

嶽

之

神

春

月

間

邑

中

男

婦

擕

載

逰

賞

因

祈

孕

嗣

輒

有

靈

應

故

崇

信

之

無

替

丁

亥

年

間

其

祠

頺

圮

里

人

聶

興

煥

重

修

南
嶽
行
祠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上

襁

宋

建

炎

丙

申

道

人

龍

宗

超

積

誠

徃

衡

嶽

禱

神

隨

歸

立

祠

以

佑

卿

人

至

今

七

月

望

日

人

皆

備

儀

謁

拜

祈

福

多

感

應

仰
山
行
祠

在

邑

東

集

賢

坊

以

祀

仰

山

并

祀

闗

王

一

在

十

五

里

奇

圃

市

春

秌

邑

官

致

祭

今

廢

个

議

復

春

秋

二

仲

致

祭

𣲅
東
行
祠

在

縣

治

東

北

浄

安

院

左

元

至

正

間

僧

劉

伯

亭

詣

贑

州

請

香

火

立

廟

祀

之

兵

燬

洪

武

三

年

僧

曇

雲

重

建

其

神

靈

響

士

民

咸

徃

卜

疑

多

得

所

趨

避

闗
聖
靈
祠

一

在

皂

山

地

界

寧

新

徃

來

多

盗

向

立

祠

顕

赫

之

年

久

圮

壞

邑

人

增

城

令

喻

子

賢

捐

貲

五

十

餘

金

首

倡

重

修

扁

曰

聖

威

雄

鎭

并

題

一

聯

廟

後

立

觀

音

堂

堂

後

百

步

舊

有

福

隆

菴

久

廢

武

昌

通

守

喻

子

良

復

倡

重

建

崇

禎

八

年

邑

令

韋

明

傑

扁

目

義

凛

千

秌

蕐
灮
祠

在

縣

治

衙

內

前

令

史

陶

二

公

重

修

崇

禎

六

年

知

縣

韋

明

傑

加

高

二

尺

湖
仙
祠

在

白

良

之

段

口

古

有

三

位

湖

仙

修

道

成

仙

立

祠

祀

之

下

有

長

興

寺

得

道

禪

師

黃

朴

菴

開

山

今

有

墳

存

祈

晴

禱

雨

靈

應

或

又

稱

朴

菴

道

人

東
嶽
南
嶽
二
祠

在

白

良

上

保

邑

人

敖

用

敬

建

昌
田
祠

在

邑

西

四

十

里

地

名

進

城

祀

仰

山

神

像

隆

慶

年

間

創

建

于

崇

禎

年

間

邑

庠

生

吳

隆

□

□

□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祠

　
　
　
　
十
四
　
　

十

二

隆

敎

重

修

故
鄕
祠

在

邑

西

十

里

地

名

竹

渡

沙
江
祠

儺

神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沙

江

橋

明

初

鄕

人

丁

姓

建

祀

相

繼

修

像

常

多

響

應

忠
義
祠

學

宮

右

側

計

四

㮼

三

間

門

樓

四

楹

周

圍

垣

墻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奉

　

旨

建

內

祀

忠

臣

龍

鐔

孝

子

廖

洪

龍

以

仁

節
孝
祠

學

宮

右

側

計

四

㮼

三

間

門

樓

四

楹

周

圍

垣

墻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程

元

度

奉

　

旨

建

內

祀

陳

氏

龍

均

用

妻

敖

氏

張

鼎

實

妻

鄧

氏

甘

希

魯

妻

張

氏

周

大

甫

妻

烈

女

常

氏

袁

氏

鍾

伯

良

妻

雙

氏

張

粢

繼

室

凃

氏

譚

瑩

妻

袁

氏

龍

應

時

妻

韓

氏

楊

嘉

賔

妻

甘

氏

辛

子

美

妻

汪

氏

周

榮

五

妻

丁

氏

鄧

檉

妻

辛

氏

郭

弘

敷

妻

徐

氏

彭

煥

妻

彭

氏

楊

嘉

寶

妻

葉

氏

彭

信

古

妻

宋

氏

辛

應

宸

妻

聞

氏

歐

陽

餘

慶

妻

潘

氏

吳

嘉

佐

妻

彭

氏

張

文

綍

妻

彭

氏

李

永

芳

妻

周

氏

鮑

紹

文

妻

鍾

氏

張

鉉

妻

吳

兵

龍

三

榜

妻

蘓

氏

龍

以

會

妻

鮑

氏

袁

汝

梀

妻

周

氏

歐

陽

體

信

妻

柳

氏

王

道

成

妻

龍

氏

辛

啟

夏

妻

袁

氏

梁

開

美

妻

康
樂
祠

在

丁

田

康

樂

橋

左

祀

襲

封

康

樂

公

謝

靈

運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汪

元

采

率

紳

土

里

民

建

上

下

二

進

迴

廊

丹

墀

大

門

屏

墻

神

主

座

龕

丹

堊

煥

然

周

圍

磚

墻

配

以

原

令

姚

繼

舜

并

創

橋

人

龍

晌

廵

撫

謝

扁

曰

源

遠

流

長

聯

曰

先

澤

猶

存

萬

載

之

風

流

未

墜

遺

封

常

在

千

秋

之

爼

豆

彌

新

欵

書

嗣

孫

謝

旻

敬

題

布

政

使

李

蘭

扁

曰

百

世

流

芳

袁

州

知

府

薄

履

青

扁

曰

春

草

詒

芳

知

縣

汪

元

采

　

扁

曰

澤

永

龍

江

聯

口

駿

業

鴻

名

萬

載

不

磨

遺

硯

蹟

松

風

蘿

月

一

庭

長

嘯

讀

書

聲

以

舊

載

靈

運

讀

書

堂

硯

蹟

猶

存

也

姚
侯
祠

在

縣

治

屏

墻

外

直

上

合

邑

士

民

建

內

祀

姚

侯

繼

舜

有

去

思

碑

今

廢

址

存

深

進

三

丈

濶

一

丈

關
帝
祠

在

城

南

數

十

步

康

熈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龎

驥

率

紳

士

里

民

重

建

雍

正

三

年

奉

　

旨

追

封

　

闗

帝

先

世

魯

祖

光

昭

公

祖

裕

昌

公

父

成

忠

公

每

歲

春

秋

有

司

致

祭

□

□

□

縣

大

門

外

上

再

思

橋

直

街

之

西

姚

公

祠

對

□

□

□

□

一

丈

四

尺

直

二

丈

二

尺

祠

廢

址

存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殿

　
　
　
　
十
五

殿
閣
寺
觀
總
論

梵
刹
觀
宇
卽
都
城
不
廢
而
緇
衣
羽
流
占
盡
名
山
幾

與
吾
儒
鼎
立
說
者
猶
執
廬
居
火
書
之
論
欲
黜
而
削

之
得
乎
萬
載
自
唐
宋
故
多
勅
建
屡
經
兵
燹
存
燬
不

一
姑
仍
舊
誌
咸
錄
之
以
存
其
名
俾
將
來
不
失
所
自

間
有
舊
所
不
載
亦
耴
其
有
闗
風
氣
足
爲
一
邑
鎭
者

補
入
之
非
敢
爲
私
創
作
俑
也

殿
三
元
殿

在

邑

南

城

外

月

臺

山

下

康

㷩

四

年

建

立

正

殿

祀

三

官

神

像

前

殿

祀

靈

官

神

像

外

竪

月

𡎲

福

地

山

門

一

座

又

左

建

禪

堂

上

下

各

三

間

供

祀

佛

像

僧

德

章

住

持

崇

祀

甲

寅

變

亂

香

火

如

故

康

㷩

十

四

年

滿

漢

官

兵

捐

貲

建

立

闗

帝

祠

於

殿

之

右

先

是

順

治

年

間

有

衆

三

十

餘

人

劇

金

起

立

元

會

每

逢

正

七

十

月

輪

接

及

後

子

息

贏

羡

其

喜

助

者

亦

衆

至

康

㷩

十

二

年

始

竣

鳩

工

庀

材

經

營

圖

度

邑

貢

生

郭

士

選

爲

之

倡

庠

生

郭

遠

辛

友

月

唐

籙

辛

金

振

董

其

成

焉

邑

令

范

廷

鳳

額

曰

紫

炁

慈

雲

邑

令

吳

自

肅

扁

曰

元

府

靈

堂

防

萬

千

總

李

乕

額

曰

總

持

三

界

邑

令

常

維

楨

闗

帝

祠

扁

曰

爲

天

立

極

又

靈

官

祠

前

邑

令

常

維

楨

於

康

熈

二

十

年

竪

立

石

碑

嚴

禁

僧

綱

不

許

妄

報

禪

僧

𠑽

差

三
元
殿

在

治

內

静

安

寺

西

三
元
殿

在

邑

西

二

十

里

高

城

市

狀

元

史

大

成

適

楚

路

經

其

地

賜

額

三

元

寳

殿

會

首

胡

積

德

等

衆

建

三
元
殿

在

邑

西

五

十

里

嶺

東

康

熈

壬

子

年

建

三
元
殿

在

邑

北

五

里

南

田

獅

巖

　

里

人

王

姓

施

地

基

僧

洪

緣

于

康

熈

二

十

年

募

衆

同

建

三
元
殿

在

邑

北

十

五

里

地

名

小

江

西

順

治

年

間

僧

□

衆

姓

同

建



 

萬
載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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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四

閣

寺

　
　
　
十
六
　
　

十

三

三
元
殿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株

柱

潭

市

衆

姓

建

立

　
三
元
殿

在

三

區

地

名

後

茶

合

鄕

建

立

三
元
殿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十

六

都

六

啚

西

江

桺

姓

水

口

住

持

僧

德

星

建

立

閣
三
元
閣

邑

東

闗

外

觀

察

彭

公

創

於

萬

曆

己

未

與

僧

守

心

旹

談

湟

槃

於

此

後

宦

滇

中

僧

守

心

徃

謁

値

公

病

逾

月

先

夜

夢

三

元

對

語

而

守

心

適

至

立

愿

鑄

三

元

銅

像

三

尊

玄

帝

像

一

尊

及

二

將

二

尊

扶

病

携

六

像

數

千

里

同

歸

奉

祀

閣

中

因

有

里

人

龍

明

五

辛

大

五

等

衆

姓

結

社

偕

衲

子

談

禪

彷

彿

半

間

鷲

嶺

亦

復

十

數

年

忽

好

事

者

𧫛

徙

之

九

仙

宮

左

爲

便

邑

令

韋

明

傑

曰

奪

此

與

彼

其

若

前

人

功

德

何

然

衆

心

已

决

止

命

于

九

仙

宮

別

建

三

元

殿

于

崇

禎

八

年

仲

冬

十

日

移

諸

像

供

奉

其

原

閣

仍

奉

府

案

修

葺

別

塑

土

木

像

永

承

香

火

使

觀

察

公

初

意

不

至

湮

廢

也

文
昌
閣

在

邑

南

月

𡎲

山

前

令

陶

大

邦

建

今

廢

寺
崇
信
寺

在

縣

南

百

五

十

步

布

政

分

司

左

唐

咸

亨

三

年

僧

斷

際

開

基

元

季

兵

燬

洪

武

十

五

年

僧

聞

頴

重

建

景

泰

四

年

僧

會

静

居

創

建

法

堂

廊

廡

山

門

有

題

咏

見

藝

文

萬
祝
寺

在

縣

北

十

六

都

芒

皮

嶺

下

廣
濟
寺

原

係

廣

報

觀

康

熈

三

十

六

年

山

主

宋

瑞

洪

施

與

僧

超

頊

重

建

易

觀

爲

寺

顔

口

廣

濟

康

熈

六

十

年

復

施

與

僧

別

瀾

仝

徒

愼

求

等

住

持

僧

人

重

建

山

門

顔

曰

西

屏

山

會

衆

共

創

石

板

瑕

田

以

資

香

火

翠
巖
寺

在

邑

北

關

外

卽

翠

巖

亭

也

邑

人

彭

顥

建

有

水

閣

池

沼

張

璧

嘗

憇

此

有

竹

懶

偏

宜

水

荷

香

不

借

風

之

聯

後

彭

出

賣

與

張

張

賣

與

辛

康

熈

癸

丑

年

辛

轉

售

與

三

元

會

衆

國

學

生

辛

受

中

庠

生

朱

文

光

等

首

事

修

整

殿

宇

康

熈

庚

寅

年

招

僧

一

麟

帶

徒

住

持

雍

正

三

年

邑

宰

施

扁

曰

知

不

爲

名

會

衆

復

助

買

香

火

田

麟

徒

慈

慧

捐

募

重

修

殿

宇

横

堂

浄

室

凉

亭

山

門

雍

正

九

年

邑

宰

汪

扁

山

門

曰

鎭

龍

山

復

題

句

云

竹

樹

森

森

翠

欲

流

禪

闗

開

處

白

雲

浮

老

僧

入

定

蒲

團

上

曾

識

曇

花

綻

好

秋

往

來

名

士

題

贈

頗

多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寺

院

　
　
　
十
七
　
　

十

四

開
化
寺

城

西

一

里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僧

鏡

圓

創

基

建

菴

衆

姓

起

立

觀

音

會

置

買

田

地

奉

祀

法
安
寺

縣

北

五

十

里

二

十

三

都

一

啚

古

名

環

溪

寺

宋

朝

創

建

永

樂

二

年

重

修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僧

已

靈

募

化

高

劉

何

甘

等

重

修

高

劉

二

姓

施

捨

軍

民

田

地

四

姓

又

將

百

子

燈

會

銀

買

田

以

資

香

火

圓
善
寺

邑

西

六

十

里

潭

埠

魚

鱗

灘

上

住

持

守

蓄

一

窩

两

障

杉

樹

爲

他

年

續

架

潭

埠

橋

之

用

倡

首

者

陽

榮

成

鄒

元

萬

謝

文

昌

鄒

友

尚

徐

雲

旺

劉

子

振

廖

有

成

陽

榮

章

諸

人

鍾
靈
寺

舊

名

三

元

殿

在

邑

北

十

八

都

三

啚

白

良

永

樂

甲

申

年

袁

李

二

姓

買

地

創

建

　

國

朝

康

熙

元

年

邑

庠

袁

秀

也

李

周

士

等

倡

首

重

建

改

名

集

賢

菴

邑

侯

龎

驥

扁

曰

大

千

一

指

四

十

九

年

袁

維

周

李

則

修

袁

維

漢

李

瑞

吉

等

率

會

衆

置

買

香

火

田

再

建

下

棟

邑

令

施

昭

庭

以

菴

爲

白

良

水

口

屏

障

因

改

名

爲

鍾

靈

寺

額

曰

靈

會

雄

峙

左

爲

興

賢

廟

廟

側

橋

曰

毓

秀

皆

施

公

屬

望

而

名

也

大
智
寺

在

邑

北

六

十

里

康

熙

辛

未

年

僧

會

修

募

湖

溪

李

姓

重

建

併

塑

神

像

寺

側

有

泉

淸

澈

可

鍳

鬚

眉

古

栢

托

根

其

中

一

本

九

幹

輪

囷

離

奇

名

流

多

爲

賦

詩

遇
龍
山

　

　

　

　

　

康

熙

壬

寅

年

僧

念

眞

創

静

室

一

所

豎

造

殿

宇

二

棟

又

買

香

火

田

併

修

合

堂

神

像

石

菴

分

派

嵩
林
山

十

五

都

三

啚

地

名

嚴

蕪

康

熙

甲

戌

僧

元

静

創

建

静

室

基

址

併

田

徒

日

映

住

持

石

菴

分

派

院
静
安
院

唐

武

德

八

年

創

建

咸

亨

二

年

勅

奉

祀

香

火

至

五

代

寺

朽

壞

唐

明

宗

朝

僧

若

氷

重

建

至

周

𩔰

德

間

復

傾

圮

迄

宋

開

寳

四

年

僧

從

綠

復

開

基

元

嘉

定

間

南

泉

山

普

菴

禪

師

逰

此

有

鍾

銘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僧

曇

雲

重

建

成

化

間

僧

智

性

福

緣

重

修

舊

有

觀

音

閣

頺

毀

正

德

間

宋

一

本

母

辛

氏

捐

貲

重

建

今

復

廢

康

熙

甲

寅

正

殿

傾

圮

佛

像

頽

壞

壬

戌

年

僧

募

衆

姓

重

修

舊

山

門

正

在

大

殿

前

歲

久

將

傾

兼

形

家

按

吉

指

授

雍

正

十

年

山

主

辛

通

捐

貲

改

建

於

殿

前

偏

右



 

萬
載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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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四

寺

院

　
　
　
十
八
　
　

十

五

莊
嚴
院

在

縣

南

四

百

步

南

浦

橋

西

宋

建

炎

四

年

僧

覺

義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僧

雲

外

重

建

安
德
院

在

縣

東

十

里

地

名

泉

陂

宋

開

寳

四

年

僧

惟

實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四

年

僧

無

言

重

建

寳
峰
院

先

名

保

豊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地

名

高

田

宋

太

中

祥

符

五

年

僧

楚

元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四

年

僧

文

隐

重

建

成

化

六

年

僧

眞

溪

重

建

順

治

戊

戌

年

僧

海

晏

重

新

瑞
相
院

在

縣

東

廿

五

里

地

名

黄

傾

　

宋

端

平

二

年

僧

嗣

覺

開

基

元

兵

燹

洪

武

廿

四

年

僧

聲

遠

重

建

浄
信
院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禮

山

宋

開

寳

四

年

僧

理

容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智

緣

重

建

崇
道
院

在

縣

西

一

百

里

地

名

排

江

唐

天

祐

二

年

僧

月

仙

間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元

年

僧

昭

雲

重

建

灮
梵
院

在

縣

西

八

十

里

地

名

蘇

溪

宋

宣

和

二

年

僧

豈

然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僧

曙

林

重

建

三
學
院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地

名

壽

峰

山

唐

貞

觀

十

年

僧

大

智

開

基

元

翰

林

承

旨

歐

陽

玄

經

宿

此

山

爲

書

三

學

法

院

燬

於

元

季

洪

武

三

年

僧

草

池

重

建

長
興
院

在

縣

北

十

六

里

地

名

水

坑

𥖨

元

至

元

十

年

僧

朴

菴

開

基

至

正

元

年

朴

菴

趺

坐

而

逝

徒

衆

置

墖

覆

之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春

林

重

建

至

康

熙

十

五

年

復

焚

燬

僧

照

賢

重

修

小
淨
安
院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地

名

藍

山

宋

大

中

祥

符

八

年

僧

應

夢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月

江

重

建
廣
法
院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地

名

湖

源

宋

天

聖

二

年

僧

玅

成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僧

濟

賢

重

修

後

廢

天

啟

元

年

僧

性

覺

募

化

湖

溪

李

時

大

等

重

建

灮
化
院

在

縣

北

一

百

里

地

名

嚴

田

唐

咸

亨

元

年

僧

斷

際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金

山

重

建

勝
果
院

在

縣

東

北

廿

里

地

名

石

𡵨

開

寳

□

年

僧

東

岩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四

年

僧

爲

宣

重

建

廣
仁
院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黄

江

宋

建

炎

元

年

僧

正

規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行

□

重

建

明
寂
院

在

縣

北

廿

里

地

名

上

藍

未

大

中

祥

符

五

年

僧

澄

寂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僧

義

堂

重

建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寺

院

　
　
　
十
九
　
　

十

六

□
薫
院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地

名

嶺

東

宋

建

炎

二

年

僧

喜

昭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四

年

僧

心

梅

重

建

廣
嚴
院

在

縣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地

名

銕

山

界

唐

天

寳

二

年

僧

如

珉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石

隱

重建
延
壽
院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地

名

清

泉

山

唐

咸

亨

二

年

僧

斷

際

開

基

元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文

隠

重

建

下
法
會
院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地

名

青

背

宋

開

寳

六

年

僧

介

菴

開

基

元

兵

燹

洪

武

三

年

僧

古

□

重

修

法
𢌿
院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地

名

□

上

宋

大

中

祥

符

十

年

僧

介

菴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其

□

十

五

年

僧

秋

間

重建
保
安
院

在

縣

西

九

十

里

地

名

青

□

宋

開

寳

二

年

僧

介

菴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僧

無

□

重

建

惠
林
院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地

名

南

□

江

唐

咸

亨

三

年

僧

□

□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僧

中

峯

重

建

正

統

十

一

年

僧

□

照

重

修

澄
寂
院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地

名

山

田

坑

泰

和

五

年

僧

亭

山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永

樂

十

九

年

僧

智

禧

重

建

後

□

宇

傾

圮

于

康

熙

二

十

年

僧

慶

祚

後

修

金
□
院

在

縣

西

八

十

里

地

名

源

頭

東
山
院

在

縣

西

八

十

里

地

名

白

水

□

能
仁
院

在

縣

西

八

十

里

地

名

源

頭

暜
城
院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地

名

岐

裏

唐

開

元

五

年

開

基

元

嘉

定

三

年

僧

日

暉

鑄

雲

板

一

靣

今

廢

嘉

靖

癸

卯

僧

持

茂

募

修

佛

殿

觀

音

閣

今

廢

康

熙

三

年

僧

喜

見

復

建

佛

殿

左

建

樓

閣

知

縣

范

廷

鳳

立

扁

邑

貢

生

譚

經

國

助

金

重

修

及

建

水

口

石

橋

一

座

明
寂
院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名

靈

王

山

唐

保

大

十

一

年

開

基

浄
覺
院

卽

白

楊

山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峯

巒

特

秀

溪

水

廻

環

修

竹

茂

林

鮮

花

蕙

草

離

塵

遠

俗

别

是

一

□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菴

　
　
　
　
二
十
　
　

十

七

古

稱

袁

州

七

佛

地

此

居

其

一

宋

太

宗

旹

□

□

□

師

□

錫

於

此

因

建

爲

寺

尚

書

易

公

節

為

記

尚

存

□

載

五

登

會

元

後

雖

接

□

有

人

明

末

宗

風

稍

息

康

𤌇

五

年

傳

曹

洞

正

宗

第

三

十

一

世

□

嬴

衡

禪

師

重

興

邑

令

吳

白

肅

啟

請

開

堂

文

載

語

錄

翤

法

特

菴

徹

禪

師

接

□

康

𤌇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邑

令

常

維

楨

啟

請

開

堂

二

十

二

年

請

至

縣

南

三

元

殿

登

座

說

法

公

餘

登

山

遊

覧

見

□

盧

樓

閣

無

有

捐

貲

作

序

命

監

院

行

曜

募

緣

修

葺

樓

上

額

曰

聞

說

西

來

方

丈

額

曰

曹

溪

正

覺

而

祖

庭

爲

之

復

新

建

塔

一

座

于

中

橋

　

上

明
覺
院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地

名

雲

峯

嶺

創

自

唐

貞

觀

旹

其

地

山

環

水

□

清

趣

可

挹

順

治

年

間

禪

師

泉

日

之

法

嗣

德

曠

重

修

住

持

説

戒

立

有

石

塔

在

水

口

外

案

山

上

雲
巖
院

在

九

都

三

啚

地

名

瀾

源

頭

永

樂

間

僧

智

有

募

建

　

國

朝

雍

正

年

間

住

持

僧

智

慧

續

募

建

上

殿

祀

大

士
菴

圓
明
菴

在

縣

東

百

五

十

步

集

賢

坊

元

至

正

二

年

尼

慧

慶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元

年

尼

昭

慶

重

建

高
唐
菴

在

邑

北

五

十

里

地

名

箬

坪

邑

人

陳

新

明

譚

自

天

建

僧

自

然

募

化

修

立

𣑯
林
菴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地

名

紫

葢

山

後

未

詳

開

創

元

季

兵

燹

後

改

爲

土

神

廟

廢

正

綂

十

年

鄕

人

以

祈

禱

有

應

重

建

紫
葢
山
𤲅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順

治

間

邑

貢

生

袁

端

以

山

昔

謝

仲

初

修

眞

處

招

僧

覺

中

募

衆

建

菴

塑

佛

像

今

僧

宻

因

奉

祀

暜
濟
菴

在

邑

大

北

門

外

萬

曆

二

十

六

年

辛

康

四

募

基

建

菴

男

僧

常

戒

住

持

後

朽

壞

辛

貴

德

同

僧

興

來

募

化

重

建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住

持

僧

勝

學

募

衆

鳩

金

菴

前

建

立

三

元

殿

　

山

主

辛

如

松

□

孟

五

回
興
菴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地

名

禮

山

宋

建

炎

二

年

僧

界

菴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邑

人

辛

□

明

重

建

永

樂

二

十

年

道

人

圓

淸

募

化

鄕

人

晏

惠

廉

重

修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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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之
四

菴

　
　
　
　
二
十
一

峰
頂
菴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地

名

峯

頂

山

晋

旹

馬

祖

禪

師

修

道

之

所

因

立

東

西

北

三

墖

其

北

墖

兵

燬

成

化

甲

午

邑

人

龍

邦

重

建

殿

宇

聖

像

㪅

名

九

峯

又

有

清

泉

井

冽

凡

遇

旱

潦

求

禱

靈

應

成

化

九

年

舉

人

晏

清

因

禱

有

感

遂

建

西

墖

殿

宇

三

間

以

爲

鄕

人

祈

禱

之

所

有

題

詠

見

後

觀
音
菴

舊

有

閣

三

間

在

康

樂

橋

左

元

至

正

間

僧

片

雲

化

緣

邑

人

龍

珦

建

歐

陽

玄

書

扁

天

啟

年

間

邑

人

辛

敏

道

重

修

石
菴

近

龍

田

牟

村

相

傳

舊

有

僧

自

然

得

道

飛

昇

後

止

存

石

屋

前

後

若

二

棟

天

造

地

設

高

二

丈

長

九

丈

廣

三

丈

餘

遊

人

從

前

洞

進

後

洞

出

天

啟

年

間

僧

圓

空

重

祀

香

火

改

立

門

坊

增

置

僧

舍

里

人

鍾

孟

七

等

倡

義

捨

置

香

火

田

崇

禎

六

年

邑

令

韋

明

傑

扁

其

坊

曰

石

室

觶

林

一

時

學

博

李

一

墨

吳

煥

俱

贈

有

扁

衛

幕

伍

登

庸

扁

其

門

曰

藏

雲

洞

面

對

天

香

峯

四

圍

皆

石

山

環

繞

眞

奇

觀

也

維

楨

題

額

曰

何

如

又

曰

果

然

浄
土
菴

在

龍

河

門

外

一

里

康

熙

六

年

僧

募

衆

重

建

邑

令

范

廷

鳳

額

曰

如

來

浄

土

廣
濟
菴

即

龍

江

駐

節

亭

邑

人

辛

璿

創

立

崇

禎

九

年

邑

令

韋

明

傑

同

主

簿

林

憲

孟

經

歷

姚

夢

熊

勸

募

重

修

旹

姚

幕

委

署

廵

司

爲

浙

之

慶

元

人

紫
雲
菴

在

芳

坑

嶺

邑

人

楊

嘉

和

率

衆

同

建

以

憇

行

者

崇

禎

六

年

邑

令

韋

道

經

此

菴

題

有

詩

扁

鎭
龍
菴

在

白

竹

山

舊

菴

久

廢

邑

人

張

紹

渠

率

衆

重

建

崇

禎

七

年

邑

令

韋

扁

其

堂

曰

天

龍

一

指

門

曰

溪

聲

山

色

以

遠

山

環

翠

下

臨

龍

江

爲

一

邑

之

勝

云

祝
聖
菴

在

邑

治

西

創

自

邑

人

辛

元

輔

崇

祀

香

火

半
雲
菴

在

西

門

外

陳

家

山

順

治

年

間

龍

姓

建

修

永
興
菴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株

柱

潭

市

後

楊

孟

明

建

僧

梵

音

住

持

不
二
菴

在

大

南

門

外

一

里

許

郭

汝

泰

建

立

邑

令

韋

明

傑

扁

曰

悟

空

不

二

大
東
山
菴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地

名

迎

中

邑

廩

生

譚

中

倫

修

建

施

置

香

火

田

塑

佛

像

茶

山

竹

木

付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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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四

菴

　
　
　
　
二
十
二

静
懟
菴

在

紹

江

西

龍

山

古

刹

久

廢

邑

東

庠

生

汪

映

□

買

四

圍

山

塲

水

口

田

土

重

建

付

僧

慧

林

住

持

新
菴

在

邑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禮

山

前

對

魚

山

鼓

石

後

接

馬

祖

高

峯

路

近

通

衢

接

衆

明

崇

禎

庚

辰

邑

人

辛

聯

開

捐

建

塑

立

佛

像

置

鐘

皷

買

田

産

茶

山

□

僧

住

持

順

治

戊

戌

開

男

庠

生

辛

朗

續

建

飰

堂

重

修

佛

殿

靈
鷲
菴

卽

大

尖

峯

在

邑

南

二

十

里

明

郭

弘

量

建

立

於

康

𤌇

二

年

僧

實

勝

重

建

立

祖

墖

一

座

舊

令

各

有

扁

額

康

𤌇

十

八

年

邑

令

吳

自

肅

扁

曰

靈

鷟

一

峯

二

十

年

邑

令

常

維

楨

額

曰

棲

雲

浄

域

重
慶
菴

在

邑

南

二

十

里

卽

鶴

嶺

郭

大

護

建

立

康

𤌇

二

十

一

年

僧

實

洪

重

建

邑

令

常

維

楨

扁

曰

静

若

太

古

又

客

堂

額

曰

不

知

處

石
林
菴

在

邑

南

二

十

五

里

地

名

漕

嶺

順

治

年

間

僧

超

慧

募

建

西
源
菴

在

邑

北

四

十

里

康

𤌇

十

一

年

僧

知

善

募

衆

建

立

十

四

年

焚

燬

至

二

十

一

年

僧

募

衆

重

建

祝
泰
菴

在

邑

北

一

里

其

菴

幽

雅

清

浄

松

竹

茂

林

舊

令

各

有

詩

扁

華
嚴
菴

在

邑

北

三

十

里

地

名

里

源

僧

静

禪

募

衆

建

立

覆
盆
菴

在

邑

西

五

十

里

康

𤌇

年

間

僧

拙

林

募

眾

建

立

上
軒
菴

在

邑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半

嶺

崇

禎

四

年

邑

人

龍

泉

宇

塑

像

建

立

西
竺
菴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地

名

白

楊

順

治

四

年

鄕

人

陳

如

昱

建

立

九
華
菴

在

邑

東

六

十

里

地

名

皂

山

山

主

通

判

俞

濟

時

邑

庠

生

喻

之

望

建

祀

佛

神

像

大
唐
菴

在

邑

西

二

十

地

名

谷

源

創

建

歷

久

僧

𤋜

空

慧

空

順

治

年

間

重

建

冷
水
菴

在

邑

西

七

十

里

地

名

獲

富

僧

本

善

重

建

西
竺
菴

在

邑

北

二

十

里

地

名

湖

源

康

𤌇

十

九

年

僧

不

凡

募

化

潘

福

孫

將

牙

建

立

永
泰
菴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濠

田

□

天

啟

年

間

鄕

耆

丁

□

泰

同

族

建

立

僧

修

明

募

塑

佛

像

三

元

像

奉

□

丁

朝

棟

施

田

一

百

把

康

熙

十

八

年

衆

重

建

三

元

殿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菴

　
　
　
　
二
十
三
　

十

八

海
雲
菴

在

邑

北

二

十

五

里

十

八

都

三

啚

地

名

白

良

敖

奠

華

建

年

久

朽

壞

康

熙

六

十

年

孫

舉

人

敖

璉

妻

袁

氏

重

建

雍

正

十

年

因

其

地

卑

濕

觀

音

會

衆

添

新

移

豎

僧

鏡

朗

住

持

福
嵩
菴

在

進

城

鄕

上

排

江

康

熙

辛

未

年

僧

自

良

建

徒

融

日

住

持

併

置

田

山

綠
水
菴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八

都

二

啚

地

名

小

車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僧

允

忠

建

雍

正

十

年

徒

聞

修

重

建

基

址

宋

栢

秀

施

助

紫
雲
菴

邑

西

五

十

里

十

都

三

啚

潭

埠

方

扶

坑

康

熙

甲

戌

年

山

主

邑

庠

宋

希

商

施

與

僧

一

麟

之

師

碧

濤

師

徒

開

墾

建

立

梵

刹

師

塔

立

菴

後

徒

含

章

住

持

會
龍
菴

城

南

外

五

里

地

名

張

家

塘

昔

有

三

元

殿

雍

正

癸

丑

年

僧

一

麟

募

衆

重

修

徒

孫

翠

蘭

住

持

翠
竹
菴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大

闗

嶺

上

雖

有

菴

堂

無

僧

居

住

故

夏

𤍽

冬

寒

行

人

欲

覔

茶

湯

而

不

可

得

有

宋

日

暄

辛

五

山

郭

鼎

玉

高

殿

瞻

郭

續

漢

辛

周

才

宋

方

泉

辛

載

臣

胥

挺

士

郭

天

簡

陽

茂

魁

辛

德

宣

辛

萬

選

方

耀

中

江

朝

宗

僧

鏡

朗

等

起

立

茶

亭

會

於

雍

正

元

年

買

亭

口

賽

子

坑

田

二

百

六

十

把

停

僧

執

事

以

待

行

人

募

化

僧

吼

雲

田

契

四

紙

辛

五

山

收

貯

糧

寄

東

都

四

啚

六

甲

僧

茶

亭

戸

雍

正

九

年

邑

令

汪

元

采

過

此

題

其

菴

曰

翠

竹

山

主

龍

炳

若

義
龍
菴

　

　

　

　

　

　

康

熙

己

亥

年

僧

義

明

創

静

室

一

所

雍

正

庚

戌

年

豎

造

殿

宇

二

棟

石

菴

分

派

觀
音
堂

在

邑

東

九

仙

宮

向

無

另

宇

其

神

像

置

三

元

殿

後

簷

前

明

知

縣

韋

明

傑

扁

曰

衆

妙

堂

康

熙

庚

辰

邑

廪

生

巢

汝

翼

教

讀

九

仙

宮

歷

十

有

一

載

因

其

神

有

求

卽

應

而

神

像

朽

壞

梵

宇

偪

窄

爰

集

親

友

門

徒

醵

金

生

息

辛

丑

秋

於

三

元

殿

後

隙

地

新

砌

磚

墻

四

㮼

爲

堂

冬

月

告

竣

移

韋

扁

於

門

堂

宇

巍

然

神

□

以

妥

巢

一

生

力

也

龍
溪
菴

十

五

都

四

啚

地

名

花

橋

鳳

翔

□

康

熙

壬

子

石

菴

僧

哲

林

募

建

基

田

俱

自

置

徒

孫

元

静

住

持

□
聚
菴

十

六

都

六

啚

地

名

廟

坑

康

熙

癸

酉

石

菴

僧

自

壽

創

建

基

田

俱

自

置

徒

孫

□

□

住

持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菴

　
　
　
　
二
十
四
　

十

九

東
來
菴

舊

名

觀

音

堂

在

邑

建

城

坊

東

闗

外

明

萬

曆

間

邑

孝

廉

袁

汝

祝

建

後

兵

燹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僧

曉

雲

志

欲

復

興

邑

庠

張

問

達

捐

貲

築

室

邀

同

庠

生

易

觀

國

龍

學

懃

龍

韜

等

募

化

坊

衆

重

建

堂

宇

召

僧

文

賢

静

泰

住

持

起

會

生

息

置

買

香

火

田

土

有

碑

記

静
修
菴

十

六

都

二

啚

地

名

茶

坑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有

竺

裝

寺

僧

怋

賛

開

基

其

徒

佛

引

住

持

西
竺
菴

縣

北

七

十

里

清

水

塘

峯

靈

山

楊

五

九

德

四

德

七

庵

基

田

山

施

與

僧

静

開

於

康

熙

庚

申

年

重

興

佛

殿

徒

月

輝

復

修

神

像

蒲

堂

併

山

門

徒

孫

祗

樹

重

建

横

樓

齋

堂

萬
壽
菴

地

名

花

橋

茭

塘

　

雍

正

八

年

僧

靈

慧

得

買

又

置

香

火

田

併

杉

竹

山

神

像

鐘

鼓

避
塵
菴

縣

北

七

十

里

地

名

清

水

潭

因

風

雨

朽

壞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僧

月

輝

重

建

併

置

田

山

山

主

辛

□

□

海
慧
菴

在

七

都

一

啚

地

名

樂

坑

康

熙

十

八

年

僧

源

直

買

辛

姓

庄

屋

一

所

併

田

地

山

塲

四

十

八

年

源

直

之

徒

果

成

出

賣

與

僧

昱

明

昱

明

之

徒

別

瀾

於

雍

正

十

年

撤

舊

鼎

建

如
意
菴

西

來

山

在

十

都

三

啚

地

名

虎

塘

源

頭

坑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鮑

萊

子

將

屋

基

山

場

地

土

并

早

晚

田

施

與

僧

知

善

興

菴

田

祀

香

火

五

十

四

年

僧

慧

鑑

重

修

五

十

九

年

何

維

烈

如

及

幼

文

又

施

香

火

田

雍

正

五

年

徒

斌

吉

接

承

重

興

聚
龍
山
菴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十

六

都

五

啚

地

名

𥕢

頭

康

熙

甲

甲

年

謝

山

僧

昭

睦

偕

徒

慧

朗

募

建

山

主

彭

丁

胡

陳

楊

五

姓

集
雲
菴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下

石

巖

康

熙

初

年

僧

力

旋

創

徒

孫

六

度

甃

砌

圍

墻

山

門

曾

孫

子

璉

住

持

觀
廣
報
觀

在

邑

西

二

百

五

十

步

錦

衣

坊

西

晋

許

旌

陽

香

火

道

士

凃

道

開

基

名

𦀂

霄

觀

宋

正

和

三

年

改

爲

萬

壽

宮

靖

康

元

年

更

名

廣

報

觀

宣

德

五

年

□

□

凃

隐

眞

重

修

悟

玄

樓

邑

人

方

伯

易

節

書

扁

有

□

□

天

順

三

年

道

士

羅

惟

鑑

重

修

觀

門

刑

部

侍

卽

□

□

郭

瑾

施

送

香

火

田

四

畆

牙

笏

一

根

書

□

□

□

□

□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二
十
四

两

腋

間

小

門

以

便

往

來

未

幾

去

任

嘉

靖

壬

午

知

縣

盧

秉

章

寔

董

其

成

俗

稱

爲

新

橋

橋

之

下

有

堰

爲

一

邑

水

口

後

因

傾

圮

邑

人

譚

鉞

捐

貲

創

建

中

又

頽

於

嘉

靖

間

鉞

之

子

登

龍

捐

貲

修

之

至

萬

曆

丙

子

洪

水

衝

壞

登

龍

之

子

譚

𤧚

九

十

壽

耆

捐

貲

復

創

率

其

子

庠

生

嘉

猷

嘉

謨

督

修

建

亭

其

上

陞

刑

部

主

事

邑

令

徐

一

唯

記

萬

曆

己

酉

洪

水

又

壞

㷓

之

孫

猷

之

子

貢

生

譚

經

濟

萬

曆

甲

寅

八

月

捐

貲

重

建

至

乙

卯

五

月

洪

水

旋

壞

丙

辰

經

濟

改

三

洞

爲

一

復

加

高

廣

比

前

工

更

□

大

至

崇

禎

年

間

經

濟

同

侄

孫

中

倫

復

修

一

堰

維

橋

維

城

以

關

風

氣

邑

賴

之

邑

令

韋

明

傑

記

康
樂
橋

邑

東

北

十

里

地

名

丁

田

水

源

來

自

龍

江

合

丘

江

而

東

注

元

至

正

丁

亥

僧

人

片

雲

化

緣

邑

人

龍

珦

建

長

三

十

丈

崇

高

一

丈

覆

屋

二

十

七

間

中

起

樓

榭

江

望

偉

觀

以

謝

靈

運

襲

封

康

樂

公

頻

逰

此

故

名

元

學

士

歐

陽

玄

書

額

司

務

李

春

題

有

詩

明

萬

曆

初

年

𨛦

守

鄭

㥫

典

修

知

縣

陳

王

延

易

名

毓

秀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姚

繼

舜

從

合

邑

鄕

紳

士

民

議

砥

石

爲

墩

較

前

培

高

二

尺

許

以

杜

驟

水

衝

崩

重

架

長

材

搆

樓

於

中

置

有

官

田

歲

加

修

葺

邑

人

知

州

辛

敏

道

於

橋

左

建

有

大

士

菴

爲

姚

立

祠

至

今

尸

祝

後

田

漸

逋

租

崇

禎

八

年

知

縣

韋

明

傑

增

置

田

於

橋

附

近

歲

議

租

三

十

八

石

給

以

畊

牛

辛

敏

道

爲

之

記

橋

廢

墩

存

塢
溪
橋

在

縣

東

南

一

里

成

化

四

年

鄕

耆

施

玉

温

建

萬

曆

間

洪

水

傾

圮

崇

禎

十

一

年

邑

人

辛

明

韜

捐

貲

乙

百

五

十

两

重

建

砌

鏨

精

堅

至

今

賴

之

昌
江
橋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元

延

祐

間

邑

人

敖

玉

溪

建

水

源

來

自

書

堂

山

下

出

魚

鱗

灘

而

東

注

江
陂
橋

邑

北

四

十

里

邑

人

辛

時

宐

建

兩
江
橋

邑

東

三

十

里

小

水

彭

本

鑾

建

平
樂
橋

邑

北

晋

安

里

天

順

六

年

知

縣

李

富

重

建

里
藍
橋

在

邑

西

一

百

里

成

化

間

邑

人

吳

孟

舟

重

建

竹
潭
橋

在

邑

西

二

十

里

路

逹

湖

湘

徃

來

病

涉

嘉

靖

年

間

邑

貢

生

宋

一

元

妻

鄧

氏

鼎

建

石

橋

長

十

間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觀

　
　
　
　
二
十
五
　

二

十

爲

祝

聖

道

塲

悟

玄

樓

近

傾

圮

而

題

詠

尚

在

人

争

屬

和

今

改

爲

廣

濟

寺

九
仙
觀

在

邑

治

東

建

城

坊

唐

太

和

六

年

開

基

元

道

人

黄

伯

祥

號

竹

關

修

眞

于

此

偶

有

八

人

過

黄

求

碗

以

食

黄

卽

與

不

取

繼

而

邑

人

有

客

襄

陽

者

遇

八

人

知

其

與

黄

同

里

卽

以

前

碗

付

之

曰

歸

汝

竹

關

且

言

吾

輩

非

塵

寰

人

也

竹

關

當

卽

尋

我

于

蓬

島

因

忽

不

見

客

㱕

語

黄

黄

未

幾

飛

昇

地

主

施

片

雲

住

持

彭

大

椿

重

拓

大

之

正

德

間

被

燬

道

童

鄒

冲

應

募

化

義

民

辛

潤

重

修

正

殿

冲

應

復

捐

産

增

立

石

門

分

宐

嚴

學

士

題

有

詩

句

人

争

和

之

邑

人

彭

澄

書

九

仙

宮

扁

其

宮

上

係

三

淸

殿

下

玉

虚

宮

左

有

三

元

殿

殿

後

觀

音

堂

前

有

石

牌

坊

門

首

大

塘

一

坵

計

四

畆

零

二

分

魚

油

銀

二

錢

三

分

六

厘

在

東

都

四

啚

戸

名

九

仙

宮

塘

堘

上

四

圍

園

土

俱

觀

內

管

觀

後

園

土

一

大

片

長

二

十

五

丈

横

二

十

丈

建

安

福

地

廟

右

側

新

創

店

房

四

㮼

併

基

土

安

仁

坊

大

井

頭

右

邊

新

創

店

房

四

㮼

其

基

土

横

直

二

丈

三

尺

前

至

官

街

後

至

易

人

土

左

至

官

街

右

至

易

人

土

其

各

殿

宇

年

久

傾

頽

衆

姓

捐

銀

起

會

生

息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庀

匠

重

修

逍
遥
觀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地

名

五

雷

山

唐

咸

通

二

年

道

士

陳

若

水

開

基

至

正

辛

丑

道

士

龍

秌

碧

重

建

宋

黄

山

谷

有

題

　

詠

湯
周
觀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地

名

湯

周

山

宋

乾

德

三

年

道

士

劉

大

邦

改

廟

爲

紫

微

觀

奉

二

仙

香

火

元

至

正

庚

子

道

士

洪

範

重

修

曜
𩄇
觀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地

名

奇

圃

西

晋

永

嘉

元

年

道

士

楊

昌

年

開

基

燬

于

兵

燹

宋

乾

德

三

年

道

士

孫

德

超

重

建

復

燬

千

元

末

洪

武

七

年

道

士

劉

又

雲

鼎

建

殿

宇

重

修

混

元

經

閣

進

士

湯

熒

記

見

藝

文

太
和
觀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地

名

獅

岩

西

晋

永

嘉

元

年

道

士

寥

虚

谷

開

基

元

季

兵

燹

洪

武

五

年

道

士

馮

雲

海

重

建

嘉

靖

間

廢

崇

禎

六

年

里

人

王

事

搆

書

舍

於

遺

址

延

弟

庠

生

王

業

爲

師

篤

志

教

子

故

竝

記

之

靈
應
觀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地

名

謝

山

初

謝

仲

初

本

縣

人

志

慕

道

術

修

煉

於

閣

皂

山

丹

成

復

㱕

故

隐

道

經

縣

西

見

其

無

水

拔

劍

刺

地

泉

水

湧

出

卽

今

眞

君

井

過

江

無

舟

可

渡

御

竹

過

之

即

今

竹

渡

後

登

峻

嶺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亭

　
　
　
　
二
十
六
　

二
十
一

□

與

人

别

復

經

謝

山

冉

冉

飛

厺

人

名

眞

仙

嶺

又

□

上

昇

嶺

側

舊

有

福

昌

院

道

士

周

與

齡

以

仙

跡

剡

□

有

旨

改

爲

靈

應

觀

後

有

仙

壇

壇

西

有

丹

井

石

上

有

履

跡

前

有

試

劍

石

觀

燬

于

元

季

兵

燹

宣

德

十

年

鄕

人

化

緣

重

建

今

登

仙

臺

試

劍

石

及

眞

君

飛

昇

石

□

跡

并

指

甲

搯

字

丁

丑

年

開

山

五

字

見

存

又

有

煉

丹

地存
仙
溪
觀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

名

小

溪

源

宋

宣

和

間

道

士

甘

溪

碧

開

基

燬

於

元

季

今

不

存

亭萬
邑
故
多
山
水
前
之
君
子
公
餘
玩
適
林
下
登
臨
雅

有
亭
臺
載
在
𨛦
邑
舊
誌
近
湮
沒
日
甚
風
景
不
殊
而

前
人
遺
跡
不
可
復
問
矣
卽
宦
遊
應
舉
迎
送
於
溪
聲

山
色
之
間
而
欲
如
古
之
龍
江
駐
節
迎
恩
等
亭
亦
復

無
坐
處
惟
牌
坊
則
存
毀
尚
半
姑
依
舊
誌
竝
錄
之
不

得
盡
去
其
名
也

迎
春
亭

隆

慶

丁

卯

前

令

徐

公

修

葺

後

邑

人

思

慕

旁

立

徐

生

祠

崇

禎

五

年

邑

令

韋

捐

貲

重

修

龍
江
亭

在

龍

山

頂

邑

宦

遊

宴

登

眺

之

所

燬

於

元

未

正

德

丁

丑

知

縣

張

邦

糓

重

立

未

幾

爲

風

雨

所

壞

江
堤

學

前

一

帶

臨

湖

可

以

步

月

萬

曆

丙

子

洪

水

衝

壞

至

二

十

三

年

署

篆

𨛦

司

李

徐

之

孟

𨛦

丞

張

三

聘

相

繼

重

築

邑

紳

張

𤩹

爲

之

記

後

崇

禎

五

年

復

傾

圮

貢

生

彭

復

古

式

古

有

僕

彭

從

命

捐

貲

修

葺

邑

令

韋

明

傑

賜

扁

奬

之

後

又

圮

康

𤌇

三

年

醫

生

龔

仲

庚

南

昌

人

重

築

砌

後

塌

數

次

司

背

宋

姓

修

砌

雍

正

五

年

邑

令

程

元

度

以

岸

高

近

水

捐

貲

磚

砌

欄

杆

雍

正

十

一

年

岸

崩

丈

餘

宋

姓

復

砌

以

獅

石

結

欄

杆

靣

龍
江
駐
節
亭

在

龍

河

渡

之

濵

凡

遊

宦

應

舉

類

於

此

□

餞

迎

候

成

化

間

知

縣

陳

璨

令

邑

民

辛

□

創

修

完

整

亭

後

立

廣

濟

菴

以

寓

過

賔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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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之
四

亭

　
　
　
　
二
十
七

迎
恩
亭

在

治

東

南

二

里

廂

外

洪

武

十

五

年

知

縣

李

□

創

立

今

廢

爲

曠

地

善
果
亭

有

黄

毛

嶺

善

民

彭

立

殿

見

嶺

無

息

肩

之

地

建

此

以

憇

行

者

前

諭

黄

公

爲

作

記

賛

其

人

且
息
亭

在

邑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楊

公

嶺

山

勢

陡

峻

通

衢

徃

來

憇

息

無

地

邑

耆

辛

奇

策

同

男

貢

生

辛

金

貴

邑

廩

生

辛

金

振

於

順

治

十

六

年

捐

貲

仍

在

山

頂

重

建

前

邑

令

沈

蒨

扁

曰

征

人

逸

處

翠
巖
亭

邑

人

彭

顥

建

於

龍

江

上

有

水

閣

池

治

邑

人

張

璧

常

憇

息

其

地

閣

中

有

𥈒

竹

懶

偏

宐

水

荷

香

不

借

風

至

今

猶

存

後

衆

姓

重

修

奉

祀

三

元

聖

像

僧

住

持

石
亭

邑

三

尹

彭

天

賛

建

於

林

家

渡

爲

徃

來

憇

息

之

所

崇

禎

年

間

廢

康

𤌇

四

年

邑

人

王

事

重

建

木

亭

春
風
亭

小
山
亭

龍
江
眼
界

文
塔

邑

諸

生

楊

德

美

有

賦

堂
華
蕚
堂

在

治

東

後

街

方

伯

易

節

營

搆

爲

恭

友

𧮃

樂

之

處

三
壽
堂

在

治

北

石

𡎲

山

邑

人

陳

友

政

綱

政

紀

政

兄

弟

皆

年

踰

八

十

創

建

㷼

逰

翰

林

朱

挺

題

咏

云

金

玉

滿

嬴

天

下

有

兄

弟

三

壽

眼

中

稀

今

廢

世
德
堂

在

龍

河

橋

爲

譚

㷓

父

子

建

邑

令

徐

公

題

志
喜
堂

邑

人

郭

瑾

得

贈

父

母

因

以

志

喜

建

立

三
教
堂

又

名

善

慶

堂

在

月

𡎲

山

邑

令

陶

大

邦

建

可
愛
堂

愛
直
堂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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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之
四

軒

坊

　
　
　
二
十
八

綠
蔭
堂

樓
□
嶽
樓

在

東

郊

外

百

步

東

岐

山

勢

株

連

至

此

復

□

□

□

爲

原

隰

樓

立

其

巓

可

望

東

嶽

祠

因

以

名

□

今廢
牗
月
樓

邑

諸

生

鄭

從

孔

建

於

月

𡎲

山

又

名

江

南

第

□

山

自

作

記

軒
正
人
軒

在

治

内

毋
自
欺
軒

在

治

內

有
斐
軒

崇

禎

三

年

邑

令

□

明

□

建

於

衙

署

課

□

其

中

牌
坊

宣
化
坊
為
縣
治
立

崇
文
坊
爲
儒
學
立

孝
義
坊
爲
孝
子
郭
擦
立

澄
淸
坊
爲
按
察
分
司
立

進
士
坊
在
再
思
橋
左
爲
郭
瑾
立

少
司
宼
坊
爲
刑
部
侍
郎
郭
瑾
立

鳴
陽
坊
邑
西
爲
舉
人
晏
淸
立

進
士
坊
□
東
後
街
爲
□
節
立

晝
錦
坊
爲
布
政
使
□
節
立

官
聮
玉
署
坊
邑
東
爲
翰
林
侍
書
李
瓊
立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坊

表

　
　
　
二
十
九

晝
繡
坊
邑
東
爲
僉
事
歐
陽
焕
立

榮
錦
坊
爲
舉
人
龍
駿
立

奪
錦
坊
爲
舉
人
何
英
立

崇
俊
坊
爲
舉
人
黄
恭
立

進
士
坊
邑
北
龍
河
渡
爲
劉
藎
立

折
桂
坊
爲
舉
人
蕭
傳
立

攀
桂
坊
爲
舉
人
蕭
韶
立

登
雲
坊
爲
舉
人
湯
珵
立

錦
衣
坊
宋
宣
和
六
年
爲
蕭
杞
登
第
立

騰
雲
坊
爲
舉
人
歐
陽
信
立

登
瀛
坊
邑
東
爲
舉
人
李
瓊
立

以
上
俱
廢

外
臺
總
憲
坊
爲
按
察
使
龍
鐔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邑
東
爲
龍
儀
立
嘉
靖
癸
巳
重
𥪡

瑞
魁
坊
儒
學
左
爲
亞
魁
彭
澄
立

瑞
薦
坊
按
察
分
司
左
爲
舉
人
辛
磊
立

欽
陞
一
級
坊
邑
南
爲
彭
澄
立

世
澤
傳
芳
邑
南
爲
彭
天
補
立

□
官
□
邑
治
左
爲
工
部
員
外
郎
彭
澄
立

□
諫
議
坊
邑
西
爲
宋
良
佐
立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坊

表

　
　
　
三
十
　
　

二
十
三

三
世
大
夫
坊
邑
東
爲
天
補
立

西
南
重
鎭
坊
邑
治
前
爲
張
璧
立

鴻
臚
坊
邑
東
爲
序
班
彭
天
視
立

貞
節
坊
邑
西
爲
張
氏
立

貞
節
坊
在
牟
村
爲
袁
氏
立

節
厲
千
秋
坊
爲
宋
氏
立

芳
心
千
古
坊
在
西
闗
爲
生
員
歐
陽
餘
慶
妻
聞
氏
立

龍
江
公
舘
坊
在
東
門
二
里
外
內
有
觀
音
菴

今

廢

謹
按
坊
巷
俱
前
代
舊
名
而
牌
坊
則
非
爲
廨
治
壯
觀

卽
爲
科
名
及
節
孝
表
樹
故
存
廢
并
著
之

橋
梁

龍
河
橋

治

東

北

浄

安

寺

下

正

德

問

知

縣

張

邦

穀

因

合

築

東

西

城

雉

以

河

中

間

建

橋

聯

比

以

成

其

勢

两

腋

間

小

門

以

便

徃

來

未

幾

去

任

嘉

靖

壬

午

知

縣

盧

秉

章

實

董

其

成

俗

稱

爲

新

橋

橋

之

下

有

堰

爲

一

邑

水

口

後

因

傾

圮

邑

人

譚

鉞

捐

貲

創

建

中

又

頽

於

嘉

靖

間

鉞

之

子

登

龍

捐

貲

修

之

至

萬

曆

丙

子

洪

水

衝

壞

登

龍

之

子

譚

𤧚

九

十

壽

耆

捐

貲

復

創

率

其

子

庠

生

嘉

猷

嘉

謨

督

修

建

亭

其

上

陞

刑

部

主

事

邑

令

徐

一

唯

記

萬

曆

己

酉

洪

水

又

壞

𤧚

之

孫

猷

之

子

貢

生

譚

經

濟

萬

曆

甲

寅

八

月

捐

貲

重

建

至

乙

卯

五

月

洪

水

旋

壞

丙

辰

經

濟

改

三

洞

爲

一

復

加

高

廣

比

前

工

更

浩

大

至

崇

禎

年

間

經

濟

同

姪

孫

中

倫

復

修

一

堰

維

橋

維

城

以

闗

風

氣

邑

頼

之

邑

令

韋

明

傑

記

再
思
橋

治

南

五

十

步

洪

武

四

年

縣

丞

馮

原

禮

建

以

橋

　

縣

治

欲

民

之

訟

者

至

此

思

息

故

名

邑

人

𨛦

守

彭

澄

重

修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一
　

二
十
四

塢
溪
橋

在

縣

東

南

一

里

成

化

四

年

鄕

耆

施

玉

温

建

萬

曆

間

洪

水

傾

圮

崇

禎

十

一

年

邑

人

辛

明

韜

捐

貲

一

百

五

十

两

重

建

砌

鏨

精

堅

至

今

頼

之

昌
江
橋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元

延

祐

間

邑

人

敖

玉

溪

建

水

源

來

自

書

堂

山

下

出

魚

鱗

灘

而

東

注

江
陂
橋

邑

北

四

十

里

邑

人

辛

時

宜

建

兩
江
橋

邑

東

三

十

里

小

水

彭

本

鑾

建

平
樂
橋

邑

北

晋

安

里

天

順

六

年

知

縣

李

富

重

建

里
藍
橋

在

邑

西

一

百

里

成

化

間

邑

人

吳

孟

舟

重

建

昌
田
橋

在

邑

西

二

十

里

宋

建

炎

間

邑

人

楊

秀

淑

建

承

樂

間

道

人

林

無

碍

景

泰

間

邑

人

陳

紀

政

相

繼

修

水

源

來

自

湯

周

山

出

高

城

而

東

注

永
安
橋

在

邑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禮

山

成

化

六

年

知

縣

陳

璨

諭

里

人

合

力

重

修

水

源

來

自

　

周

山

出

昌

橋

入

高

城

而

東

注

紹
江
橋

在

邑

西

三

十

五

里

元

大

德

間

邑

令

徐

信

建

立

水

源

來

自

白

楊

𥖨

下

鈐

田

而

東

注

石
虎
橋

邑

西

地

名

王

江

正

綂

間

邑

令

郭

殷

噐

重

建

沙
江
橋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成

化

年

間

道

人

蕭

覺

賢

募

化

邑

人

孫

秉

琦

羅

成

文

高

永

政

等

重

修

水

源

來

自

周

陂

出

潭

埠

而

東

注

水
節
橋

邑

西

北

四

十

里

藺

家

門

前

登
雲
橋

邑

人

彭

澄

建

昌
溪
橋

邑

人

敖

玉

溪

建

龍
江
橋

邑

人

敖

玉

溪

建

高
原
橋

邑

人

敖

玉

溪

建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二
　

二
十
五

錦
江
橋

在

邑

北

三

十

里

地

名

白

良

水

源

來

自

謝

山

東

南

流

出

花

塘

丘

江

合

龍

江

而

東

注

元

延

祐

至

正

間

邑

人

敖

玉

溪

及

其

子

百

川

重

建

長

八

丈

五

尺

元

禮

部

侍

郎

趙

頤

篆

額

學

士

歐

陽

玄

記

龍
江
浮
橋

縣

北

一

里

地

名

龍

河

渡

洪

武

間

僧

文

隱

化

緣

爲

舡

一

十

二

𨾏

連

比

以

通

往

來

久

圮

後

知

縣

汪

悠

李

璨

相

繼

設

法

修

理

天

順

間

洪

水

衝

圮

今

設

舟

以

渡

楊

孟

明

重

修

兩
河
山
橋

邑

南

三

里

久

圮

王

葢

貞

僧

一

心

募

修

後

橋

靣

燬

壞

康

熙

間

邑

人

陳

堯

治

倡

衆

重

建

竹
渡
浮
橋

在

縣

西

一

十

五

里

洪

武

年

間

僧

文

隱

化

緣

造

舡

九

𨾏

連

比

以

便

往

來

歲

久

朽

腐

後

邑

人

楊

孟

明

設

舟

渡

之

有

記

竹
渡
石
橋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距

浮

橋

半

里

許

元

大

德

間

邑

人

徐

信

建

立

成

化

六

年

邑

人

張

處

恭

袁

大

邦

楊

洪

等

建

立

榜
山
橋

平
安
橋

藍
田
橋

龍
田
橋

平
田
橋

平
山
橋

普
安
橋

已

上

俱

敖

玉

溪

建

康
樂
橋

邑

東

北

十

里

地

名

丁

田

元

至

正

丁

亥

僧

人

片

雲

化

邑

人

龍

晌

建

以

謝

靈

運

襲

封

康

樂

公

頻

遊

此

故

名

明

萬

曆

初

年

郡

守

鄭

惇

典

修

知

縣

陳

王

庭

易

名

毓

秀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姚

繼

舜

率

邑

人

砌

石

爲

墩

較

前

培

高

二

尺

許

以

防

大

水

重

架

長

材

構

樓

於

上

置

有

官

田

歲

加

修

葺

邑

入

知

州

辛

敏

道

於

橋

左

建

有

大

士

菴

爲

姚

立

祠

崇

禎

八

年

知

縣

韋

□

傑

增

置

田

於

橋

附

近

辛

敏

道

記

明

末

橋

廢

墩

存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三
　

二
十
六

國

朝

雍

正

五

年

貢

生

高

愈

謙

庠

生

龍

言

各

捐

金

五

百

两

爲

倡

首

助

者

百

两

以

下

有

差

𥁞

撤

其

舊

建

爲

石

橋

長

三

十

丈

濶

二

丈

二

尺

高

四

丈

五

尺

四

墩

両

岸

五

洞

高

聳

石

欄

百

石

獅

四

雍

正

九

年

告

竣

有

記

化

首

郭

邦

藩

汪

廷

獻

張

士

魁

敖

有

義

汪

朝

祖

李

之

華

高

岱

袁

寬

鄧

際

可

郭

治

模

辛

汝

勷

李

泮

發

胥

衮

鮑

瑄

郭

興

兆

辛

發

遠

郭

朝

選

胥

又

能

張

聖

輝

橋

左

大

士

菴

歲

久

傾

頽

邑

人

重

建

又

另

創

康

樂

祠

祀

康

樂

公

靈

運

配

以

姚

繼

舜

併

創

橋

人

龍

　

附
錄
康
樂
橋
田
原
委

康
樂
橋
田
原
在
六
區
前
明
知
縣
姚
繼
舜
置
後
因
地

遠
不
𠊳
知
縣
韋
明
傑
倍
價
易
置
於
近
橋
處
舊
誌
載

之
詳
矣
計
田
二
十
畆
俗
所
稱
五
百
把
者
也
康
熙
甲

寅
兵
燹
之
後
荒
棄
無
主
有
韓
禮
四
奉
文
墾
熟
內
將

三
百
八
十
把
輾
轉
售
賣
與
辛
廷
瑄
禮
四
自
匿
一
百

二
十
把
雍
正
五
年
邑
人
重
建
此
橋
清
查
田
畆
乃
禮

四
之
孫
揮
吉
錮
匿
己
田
而
首
辛
廷
瑄
之
子
辛
凌
河

兄
弟
隱
佔
三
百
八
十
把
控
縣
未
結
雍
正
十
年
署
府

宮
批
縣
速
查
報
知
縣
汪
轉
委
首
事
查
明
查
此
田
雖

係
凌
河
兄
弟
父
手
明
買
而
凌
河
兄
弟
以
造
橋
實
爲

善
事
遂
將
此
田
自
願
立
契
樂
助
歸
公
於
是
揮
吉
亦

將
南
車
上
早
田
一
百
二
十
把
計
二
坵
當
堂
立
約
退

出
以
作
樂
助
契
約
俱
存
首
事
人
高
愈
謙
處
辛
田
糧

一
两
二
錢
六
分
八
厘
又
僧
自
修
係
大
唐
菴
派
下
住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四
　

二
十
七

持
橋
頭
觀
音
菴
買
得
中
村
早
田
一
百
把
計
三
坵
以

資
菴
內
香
火
載
糧
三
錢
一
分
六
厘
九
毫
契
存
伊
徒

又
周
覺
後
樂
助
大
東
樓
田
二
十
把
載
糧
六
分
三
厘

四
毫
契
付
高
愈
謙
收
貯
雍
正
九
年
修
橋
會
首
以
衆

樂
助
銀
二
十
九
两
買
宋
圖
南
浴
塘
橋
早
田
一
百
九

十
把
計
十
坵
以
資
橋
內
公
費
載
糧
六
錢
零
二
厘
三

毫
契
付
汪
之
圖
收
貯
以
上
共
計
田
八
百
一
十
把
載

糧
二
两
六
錢
三
分
二
厘
六
毫
在
二
十
都
五
啚
八
甲

康
樂
戸
併
菴
後
山
塲
欒
林
誌
之
俾
後
有
所
考
據
焉

南
浦
橋

治

南

三

百

步

元

大

德

間

建

明

正

德

十

二

年

水

衝

圮

邑

人

宋

珊

女

良

貞

因

疾

不

字

捐

貲

重

建

萬

曆

己

西

洪

水

衝

壞

邑

人

知

縣

辛

圖

載

重

修

崇

禎

九

年

洪

水

衝

壞

一

管

猷

男

啟

夏

啟

商

啟

周

復

砌

國

朝

康

熙

五

年

水

又

衝

壞

夏

子

瓊

商

子

瑶

周

子

勤

學

重

修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水

盡

壞

知

縣

程

元

度

率

猷

公

後

裔

及

邑

人

重

建

雍

正

十

年

豎

欄

楯

化

首

楊

垂

遠

郭

康

侯

郭

宗

城

郭

永

奠

郭

興

兆

督

修

辛

三

錫

汪
公
橋

邑

西

六

十

里

舊

名

下

停

明

正

德

間

石

塘

龍

大

智

創

嘉

靖

癸

巳

年

水

圮

智

子

昇

通

重

建

長

十

五

間

　

國

朝

康

熙

十

三

年

兵

燹

三

十

五

年

國

學

生

辛

受

中

庠

生

龍

運

開

市

長

林

榮

登

倡

捐

重

砌

石

墩

架

以

長

材

雍

正

十

年

復

水

圮

邑

令

汪

元

采

屬

廵

司

馬

昭

遠

與

貢

生

辛

金

鑑

等

募

建

石

橋

一

墩

两

管

形

勢

高

聳

汪

公

捐

勸

約

肆

百

餘

金

餘

樂

助

有

差

非

汪

此

橋

難

成

因

易

名

汪

公

志

本

也

潭
埠
橋

邑

西

六

十

里

元

大

德

間

邑

人

羅

仲

遠

募

建

廢

後

設

舟

以

渡

行

人

　

國

朝

康

熙

間

楊

孟

明

嘗

助

之

至

庚

寅

客

長

鄒

吉

士

陽

祚

齡

陳

奉

祥

田

復

亮

等

募

砌

六

墩

两

岸

工

未

告

竣

乙

巳

士

子

元

萬

齡

子

榮

成

與

廖

有

成

劉

思

臣

等

欲

底

厥

績

里

民

翟

汝

玉

首

捐

銀

叁

拾

两

餘

助

有

差

墩

各

增

高

五

尺

架

木

三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五
　

二
十
八

層

長

二

十

四

丈

濶

一

丈

五

尺

旁

豎

欄

楯

雖

牛

馬

穩

若

平

地

復

募

得

魚

鱗

灘

之

山

一

窩

两

障

挿

杉

數

萬

株

爲

異

日

續

架

之

用

建

寺

其

中

名

曰

圓

善

令

住

持

主

守

之

附
歐
江
路

潭

埠

由

橋

而

過

抵

藍

田

　

路

十

餘

里

曰

歐

江

坎

砢

碕

側

行

人

病

之

雍

正

十

年

邑

令

汪

元

采

捐

俸

首

倡

民

樂

成

之

剗

高

培

險

横

廣

五

尺

遂

爲

坦

途

興
隆
橋

在

潭

埠

興

隆

菴

前

雍

正

六

年

曾

鼎

蘭

黄

焯

濵

陳

秋

生

張

君

先

謝

文

星

化

修

牟
村
大
橋

邑

西

四

十

里

元

大

德

間

敖

玉

溪

建

後

傾

圮

明

萬

曆

間

宋

良

彦

修

未

竟

崇

禎

四

年

知

縣

韋

明

傑

捐

貲

督

鍾

孟

七

僧

圓

空

募

修

庠

生

敖

奠

極

劉

泰

來

郭

弘

作

等

合

力

賛

成

大

常

少

卿

鍾

炌

記

國

朝

康

熙

甲

寅

水

圮

乙

丑

年

倡

首

辛

澗

生

僧

發

元

建

元

等

募

化

修

四

墩

両

岸

雍

正

己

酉

澗

生

又

邀

敖

姓

郭

姓

後

裔

僧

不

昧

祗

柱

等

捐

募

加

墩

架

木

造

亭

二

十

㮼

于

上

長

二

十

四

丈

亭

両

頭

邑

令

龎

驥

題

浮

閣

流

丹

長

虹

耀

彩

額

橋

內

原

創

十

七

都

四

啚

中

街

䜿

碑

土

二

丈

前

至

官

街

後

至

桺

人

田

東

至

郭

人

土

西

至

辛

人

土

又

創

十

七

都

三

啚

塩

包

石

下

土

横

直

各

二

丈

毓
秀
橋

在

邑

北

白

良

鄕

舊

名

煙

包

橋

邑

侯

施

昭

庭

見

橋

爲

通

鄕

水

口

扁

鑰

因

更

名

毓

秀

創

自

元

李

明

洪

水

傾

圮

李

寳

琭

敖

鳳

錦

等

修

復

康

熙

十

八

年

又

傾

明

覺

院

僧

募

袁

秀

也

敖

宗

玉

李

周

士

等

重

修

雍

正

十

年

敖

宜

也

袁

克

模

李

榮

春

袁

繼

安

黄

鳳

友

等

率

衆

醵

榖

爲

會

建

立

橋

亭

鎭
溪
橋

邑

北

六

十

里

雍

正

五

年

湖

溪

李

姓

樂

助

重

修

萬
歲
橋

邑

北

十

五

里

地

名

雲

峯

嶺

元

至

正

年

間

立

明

萬

曆

間

水

圮

省

祭

張

麟

重

建

復

圮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年

郭

鍾

成

張

登

魁

李

之

華

募

衆

修

砌

石

墩

駕

石

梁

雍

正

九

年

水

損

墩

岸

丁

田

橋

化

首

修

砌

加

高

三

尺

增

長

石

岸

視

昔

尤

爲

堅

固

下
睦
橋

邑

北

二

十

里

地

名

高

田

舊

誌

闕

載

雍

正

九

年

張

元

也

辛

發

遠

募

化

重

修

秀
峯
橋

邑

西

四

十

五

里

十

六

都

六

啚

西

江

水

口

桺

姓

建

長

四

丈

濶

一

丈

六

尺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六
　

二
十
九

□
興
橋

邑

西

二

十

里

地

名

下

院

雍

正

九

年

陳

能

弘

王

元

有

周

又

善

募

建

雙
虹
橋

儒

學

左

元

邑

人

黄

竹

關

建

以

祈

嗣

果

生

二

子

因

名

成

化

間

洪

水

衝

崩

知

縣

陳

燦

重

建

學

十

張

元

禎

記

後

壞

邑

人

宋

一

鳳

九

疇

疇

子

良

彦

重

修

舊

制

上

覆

危

樓

中

鋪

磚

石

書

有

扁

額

東

畔

建

關

王

廟

一

所

爲

鎭

今

廢

　

國

朝

雍

正

五

年

宋

族

新

砌

石

靣

豎

石

欄

西

岸

有

碑

記

東

岸

立

禁

碑

又

買

東

岸

街

左

店

一

間

接

橋

衙

竹
潭
橋

邑

西

二

十

里

嘉

靖

間

邑

貢

士

宋

一

元

妻

鄧

氏

鼎

建

石

橋

邑

人

教

諭

龍

國

臣

記

崇

禎

五

年

知

縣

韋

明

傑

捐

修

後

復

廢

康

熈

年

間

邑

庠

宋

希

商

僧

固

纎

募

化

重

修

雍

正

五

年

西

邊

两

墩

一

岸

傾

倒

邑

庠

陳

能

弘

固

纎

徒

孫

止

岸

募

修

雍

正

十

年

貢

生

汪

廷

獻

高

愈

謙

郭

邦

藩

庠

生

陳

能

弘

募

修

東

岸

两

墩

潭
頭
橋

湖

溪

李

耀

芳

建

歲
寒
橋

在

邑

西

二

十

里

花
塘
橋

在

邑

東

北

十

五

里

永
寧
橋

在

邑

南

五

里

嘉

靖

年

間

周

節

婦

嗣

子

亢

龍

建

石
花
橋

在

邑

西

三

十

里

官

庄

邑

監

生

孫

持

同

妻

鄧

氏

建

立

黄
田
江
陂
橋

在

邑

北

四

十

里

邑

人

辛

時

宜

建

白
良
橋

邑

民

敖

希

仁

建

爲

堤

岸

二

爲

墩

二

中

三

間

爲

樓

爲

屋

二

十

四

楹

水

源

發

自

謝

山

三

十

里

至

橋

二

里

許

至

錦

江

復

迤

至

丘

江

合

龍

江

水

而

東

注

雲
峯
橋

邑

人

敖

玉

溪

建

蓮
溪
橋

邑

人

放

鎰

修

地

名

蓮

亭

水

源

發

自

謝

山

至

社

田

江

合

龍

江

水

而

東

注

西
江
橋

邑

人

敖

玉

溪

之

婢

女

福

貞

所

修

地

名

茭

葫

福

貞

以

所

得

主

人

之

資

歲

月

苦

積

不

私

享

用

樂

種

福

田

造

橋

利

涉

一

念

精

誠

歷

今

數

百

年

之

久

任

經

洪

水

不

壞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七
　

三

十

花
橋

邑

西

七

十

里

明

崇

禎

間

圮

僧

圓

空

募

邑

人

辛

振

奎

郭

萬

象

重

修

因
果
橋

舊

名

煙

火

橋

在

邑

西

六

十

里

創

始

於

南

宋

建

炎

間

其

後

興

廢

不

可

考

雍

正

元

年

白

水

楊

功

吉

濠

田

丁

燕

及

翟

汝

玉

捐

貲

倡

首

重

修

而

功

吉

尤

盡

瘁

拮

据

云

萬
古
橋

在

邑

西

北

山

巷

口

與

白

良

煙

包

橋

俱

係

周

姓

節

婦

張

氏

建

五
峰
橋

在

邑

西

二

十

五

里

地

名

上

峯

□

雍

正

十

一

年

周

又

善

韓

鵬

章

王

元

有

王

文

發

募

建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墳

墓

　
　
　
三
十
八
　

二
十
八

墳
墓

禮
稱
塟
曰
藏
所
以
安
死
者
之
體
魄
使
不
朽
也
其
初

非
不
累
累
可
觀
迨
年
歲
湥
久
子
孫
失
所
守
非
有
碑

誌
莫
識
所
在
往
往
爲
豪
民
有
志
載
古
蹟
不
數
數
見

今
爲
考
前
朝
曁
今
近
代
別
著
於
篇
然
非
名
公
碩
彦

有
誌
銘
者
不
能
槩
及
也

唐
進
士
辛
開
宣
墓

在

龍

山

下

縣

治

後

歲

久

碑

𩞾

崇

禎

九

年

其

後

裔

順

州

知

州

敏

道

徐

州

知

州

聯

魁

偕

族

庠

生

六

十

名

重

修

墓

碑

每

逢

清

明

子

孫

仍

祭

奠

焉

孝
子
廖
洪
墓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森

坑

舊

跡

存

曾
文
辿
墓

在

邑

北

二

十

里

冠

丘

山

下

墳

高

三

丈

在

塘

之

中

今

名

曾

仙

塘

墓

跡

視

前

稍

低

文

迪

雩

都

人

精

天

文

地

理

遊

至

萬

載

卒

塟

焉

白
將
軍
墓

在

縣

東

白

塔

山

未

詳

名

氏

古

志

俱

載

而

墓

跡

亦

存

但

別

無

紀

籍

可

徵

姑

備

之

南
唐
祭
酒
徐
鉉
墓

在

縣

東

北

清

泉

山

石

刻

徐

將

軍

墓

書

跡

今

存

按

句

容

志

鉉

墓

在

邑

政

仁

鄕

採

山

然

亦

莫

可

致

審

宋
大
夫
李
觀
墓

在

縣

西

南

雙

坑

口

觀

係

宜

春

人

求

塟

故

不

得

但

墓

地

接

界

宜

春

可

五

里

許

疑

以

爲

然

近

𨛦

所

志

云

觀

棄

官

歸

卒

塟

於

此

朝
散
大
夫
劉
允
迪
墓

舊

無

所

考

近

南

昌

梓

溪

及

邑

江

口

令

譜

追

訪

爲

始

祖

允

迪

卽

劉

長

者

之

父

也

又

有

虹

橋

劉

亦

認

長

者

爲

祖

未

詳

孰

是

元
大
史
樂
隱
譚
觀
墓

在

地

名

凃

口

掛

壁

乕

形

明
按
察
使
龍
鐔
墓

在

縣

東

北

五

里

地

□

葛

家

窰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墳

墓

　
　
　
三
十
九

進
士
朱
秉
恭
墓

在

邑

南

十

里

地

名

也

□

布
政
使
易
節
墓

在

縣

東

福

壽

坊

給
事
中
劉
藎
墓

侍
郞
郭
瑾
墓

在

縣

北

紫

葢

山

知
府
李
瓊
墓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西

湯

　

學

士

張

元

禎

爲

作

墓

銘

大
理
寺
卿
宋
良
佐
墓

在

郭

村

舖

知
府
彭
澄
墓

在

縣

二

十

都

地

名

沙

潭

大
叅
張
璧
墓

在

白

良

水

口

走

馬

寨

龍

形

大
叅
龍
儀
墓

在

下

石

𥡷

渡

沒

泥

龜

形

亷
使
彭
自
新
墓

在

濠

田

冲

霄

鳳

形

知
縣
龍
時
舉
墓

在

縣

七

里

吹

黎

知
縣
龍
炌
墓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旭

田

馬

腦

嶺

知
縣
辛
節
墓

在

邑

北

龍

河

渡

舉
人
才
沅
州
同
知
鮑
仕
遠
墓

在

石

上

乕

形

通
判
喻
濟
旹
墓

在

二

十

三

都

一

啚

地

名

乕

符

環

溪

寺

後

㺅

形

知
縣
辛
圖
猷
墓

在

地

名

上

方

黄

泥

塘

乕

形

知
州
辛
敏
道
墓

在

邑

東

十

里

地

名

鏡

塘

乕

形

知
州
辛
聯
魁
墓

在

邑

東

十

里

地

名

石

獅

仙

人

献

掌

形

同
知
喻
子
良
墓

在

邑

北

六

十

里

地

名

皂

山

墓

坑

鵝

形

知
縣
喻
子
賢
墓

在

邑

北

六

十

里

地

名

乕

符

横

坑

龍

形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墳

墓

　
　
　
四
十

知
縣
龍
兆
禎
墓

在

邑

西

十

里

五

都

一

啚

黄

村

虎

形

學
博
余
昌
祚
墓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係

進

賢

人

官

萬

載

訓

導

戊

子

避

亂

潭

埠

己

丑

卒

買

火

天

羅

姓

山

葬

焉

地

近

歐

江

　

先

於

戊

子

年

葬

其

母

於

石

笋

坑

內

山

巓

對

石

笋

封
君
彭
顥
墓

在

二

十

都

地

名

大

子

石

封
君
宋
頥
墓

在

高

城

金

鐘

形

封
君
張
賢
傑
墓

在

高

田

巨

門

土

星

封
君
彭
竟
成
墓

在

十

七

都

三

啚

九

里

㘵

飛

鳳

形

國
朝
舉
人
宋
繼
穜
墓

在

新

昌

縣

三

十

七

都

地

名

新

田

屋

後

山

巓

望

天

獅

形

康

熙

癸

亥

冬

立

塋



 

萬
載
縣
志
　

卷
之
四

義

塚

　
　
　
四
十
一
　

三
十
一

義
塚

附

南
郊
義
塚

弘

治

間

知

縣

張

文

於

南

敎

場

側

度

廣

地

築

之

約

四

十

餘

丈

立

棹

楔

扁

曰

漏

澤

敎

諭

朱

憲記
東
郊
義
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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