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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池

　

公

署

　

廨

舍

　

附

養

濟

院

　

育

嬰

堂

周
禮
考
工
詳
營
建
涂
軌
之
制
而
月
令
嵗
以
秋
冬
命
百
官
坏
垣

牆
補
城
郭
完
隄
防
謹
關
梁
平
道
路
悉
心
經
畫
皆
以
佚
道
使
民

者
也
夫
一
隅
尺
地
王
政
所
不
遺
况
有
司
各
以
其
職
來
守
斯
土

凡
在
興
作
可
弗
詳
與
黔
陽
自

國
朝
承
平
至
道
光
咸
豐
之
交
燦
然
大
備
洵
美
且
都
矣
豈
非
好
義

終
事
之
明
驗
哉
作
工
書

城
池

縣
城
古
鐔
成
地
在
沅
水
之
陽
西
南
北
三
面
臨
江
舊
龍
標
治
因
龍
標

山
得
名
明
以
前
爲
土
城
正
統
十
四
年
毁
於
苗
明
年
靖
遠
伯
王
驥
命

指
揮
楊
茂
重
築
圍
二
百
八
十
餘
丈
高
丈
七
尺
成
化
八
年
邑
民
呈
請

展
城
甃
石
都
御
史
吳
琛
疏
入
報
可
命
靖
州
衞
指
揮
陶
武
辰
州
府
同

知
李
暠
拓
之
東
北
展
築
百
七
十
丈
周
五
里
通
砌
以
石
五
門
樓
櫓
皆
備

徙
哨
堡
實
其
中
嵗
撥
沅
衞
官
兵
戍
焉
正
德
六
年
大
水
東
南
傾
圮
知

縣
尹
秉
繕
完
之
隆
慶
五
年
頽
於
水
僅
存
西
北
二
隅
知
縣
劉
輔
牟
衡

相
繼
修
並
拓
東
隅
二
里
門
五
東
曰
寅
賓
西
曰
安
遠
南
曰
迎
薰
新
南

曰
宣
化
北
曰
拱
辰
各
有
樓
萬
厯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韓
冲
斗
因
串
樓
易

圮
改
設
露
埤
爲
女
牆
四
百
丈
有
奇

國
朝
康
熙
四
年
知
縣
張
扶
翼
以
東
西
北
三
樓
頽
廢
新
之
六
年
南
二

樓
燬
於
火
重
建
九
年
又
燬
二
十
七
年
水
暴
漲
逾
城
女
牆
盡
圮
知
縣

于
棟
如
繕
理
五
十
三
年
知
縣
劉
訥
建
二
樓
復
舊
觀
雍
正
六
年
知
縣

王
光
電
捐
俸
修
葺
五
樓
城
門
裹
以
鐡
葉
乾
隆
二
十
年
知
縣
柳
秉
謙

捐
修
東
門
樓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葉
夢
麟
請
更
修
城
垣
巡
撫
劉
墉
奏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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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高
成
鏈
會
同
芷
江
縣
知
縣
張
五
典
領
帑
二
萬
九
千

二
百
有
奇
計
城
外
邊
圮
處
六
長
二
十
五
丈
內
邊
圮
處
五
長
百
一
十

六
文
女
墻
坍
塌
二
百
四
十
丈
又
五
門
樓
朽
悉
修
復
之
而
西
北
兩
門

全
改
四
十
七
年
工
竣
周
三
里
有
奇
高
一
丈
七
尺
厚
八
尺
有
奇
門
樓

號
皆
從
質
東
西
南
北
各
以
方
名
惟
上
南
門
曰
文
星
門
道
光
十
六
年

知
縣
書
紳
詳
請
陸
續
捐
修
十
七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到
任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工
竣

共

用

銀

三

萬

七

千

零

七

十

八

兩

有

奇

城
砌
紅
砂
石
通
身
五
百
九
十
四
丈
高
一

丈
一
尺
根
廣
一
丈
三
尺
上
厚
一
丈
女
墻
睥
眤
凡
七
百
零
九
高
四
尺

五
寸
門
樓
角
樓
各
五
又
設
西
城
角
圈
門
吉
祥
巷
圈
門
木
棚
坊
表
又

修
復
城
溝
朗
溪
水
道
城
廂
內
外
街
道
自
有
記
後
西
南
城
陷
於
水
三

十
年
知
縣
葉
維
藩
復
修

共

用

銀

二

千

零

八

十

五

兩

有

奇

咸
豐
十
一
年
粤
逆
攻
城
又

屢
經
苗
寇
當
事
於
東
北
隅
築
礟
臺
或
謂
有
傷
地
脈
邑
人
士
咸
以
爲

言
同
治
九
年
夏
久
雨
城
南
北
塌
數
十
丈
知
縣
符
爲
霖
補
修
因
移
礟

臺
以
慰
眾
心

知

縣

張

扶

翼

修

城

記

邑

城

之

展

拓

舊

築

通

甃

以

石

也

則

自

成

化

壬

辰

都

御

史

吳

公

琛

始

也

相

繼

搆

樓

五

門

則

自

隆

慶

五

年

縣

令

劉

公

輔

牟

公

衡

始

也

撤

串

屋

設

露

陴

爲

女

墻

四

百

丈

有

奇

則

自

萬

厯

四

十

六

年

縣

令

韓

公

冲

斗

始

也

自

是

以

來

嵗

月

遷

流

更

厯

治

亂

迄

今

又

百

餘

年

矣

夫

舊

家

世

族

重

其

寶

器

什

襲

而

藏

之

久

不

之

視

或

至

敝

壞

不

可

用

况

狐

鼠

之

所

窟

藏

風

雨

之

所

飄

摇

者

耶

嵗

久

不

治

宜

其

敝

也

余

視

石

城

計

周

五

里

自

西

門

而

北

而

東

石

坏

以

圮

雉

堞

以

平

巍

然

存

者

止

迎

薰

宣

化

二

門

耳

夫

綢

繆

桑

土

貴

其

豫

也

貴

其

完

也

苟

不

敢

恃

陋

而

無

虞

心

又

孰

爲

可

緩

之

工

哉

顧

賦

不

加

派

則

民

自

急

公

黔

邑

之

舊

凡

諸

徭

役

悉

以

丁

糧

爲

凖

邑

小

差

繁

里

民

勢

不

能

獨

任

也

計

庸

慮

材

賦

丈

屬

役

卽

以

凖

其

徭

役

之

數

擇

能

而

授

之

民

不

知

役

而

工

已

竣

石

城

之

圮

者

以

完

雉

堞

之

缺

者

以

補

今

而

後

金

湯

勢

固

內

有

衞

而

外

有

禦

其

亦

可

以

保

聚

我

人

民

矣

詩

曰

今

此

下

民

或

敢

侮

予

此

之

謂

也

康

熙

四

年

八

月

記

　

知

縣

龍

光

甸

修

復

城

溝

朗

溪

水

道

記

城

北

隅

有

溝

水

向

東

南

長

流

傳

聞

即

古

朗

溪

曲

折

盈

科

而

進

委

宛

如

玉

帶

由

育

嬰

堂

左

側

來

走

學

署

前

轉

義

路

繞

品

墻

折

禮

門

出

崇

聖

宫

至

城

隍

廟

前

暗

穿

照

壁

由

東

南

城

脚

溝

眼

出

城

走

壕

坑

歸

大

河

向

之

水

道

如

此

一

邑

風

水

所

關

也

後

有

將

此

水

於

出

城

處

截

流

左

行

繞

東

門

外

大

街

灌

濟

東

郊

田

塘

而

此

水

遂

不

復

走

壕

坑

邑

人

士

呈

請

改

歸

舊

道

而

向

日

水

出

之

處

已

被

有

田

塘

者

填

築

封

牆

今

改

循

墻

由

右

轉

南

𣾀

鼃

王

宫

城

脚

所

出

之

水

出

壕

坑

達

大

河

而

大

河

之

水

順

流

而

下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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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

逆

流

而

上

似

於

風

水

一

道

尤

有

裨

益

砌

石

溝

四

十

丈

有

竒

共

用

錢

四

十

七

千

文

　

修

城

厢

內

外

街

道

記

黔

邑

街

道

舊

以

荒

石

小

岩

爲

之

偏

陂

不

平

凸

凹

不

齊

暮

夜

及

隂

雨

泥

濘

傾

跌

可

慮

邑

人

土

曾

請

挨

戸

勸

修

因

思

鋪

戸

居

民

貧

富

不

一

店

屋

亦

非

一

姓

賃

住

者

爲

店

主

搆

造

者

爲

房

主

守

土

者

爲

地

主

如

必

挨

戸

歛

錢

不

但

議

論

多

而

成

功

少

且

此

推

彼

諉

勢

將

爭

執

不

休

於

是

捐

廉

爲

之

倡

並

因

公

勸

捐

不

辭

勞

瘁

親

自

督

修

中

用

三

尺

𡩖

石

板

橫

砌

兩

旁

用

一

尺

二

寬

石

板

直

砌

低

窪

之

處

中

開

隂

溝

水

用

暗

流

高

埠

之

處

旁

開

陽

溝

水

用

明

流

各

街

畫

一

不

數

月

而

城

廂

內

外

街

道

砥

平

矢

直

真

王

道

蕩

平

之

盛

也

每

丈

工

料

錢

二

千

文

凡

八

百

丈

有

竒

共

用

錢

一

千

六

百

餘

千

文

　

附

五

城

樓

支

用

徒

役

奉

神

值

更

每

處

月

給

飯

　

　

　

　

　

食

錢

五

百

文

香

二

百

枝

茶

油

二

觔

詳

宰

黔

錄

公
署

知
縣
署
城
南
宋
熙
甯
建
寶
慶
元
年
縣
令
饒
敏
學
始
易
茨
以
瓦
規
制

稍
備
明
洪
武
初
知
縣
郭
原
重
修
後
燬
於
寇
景
泰
元
年
復
建
成
化
六

年
知
縣
張
銘
繕
葺
二
十
年
知
縣
陳
鋼
爲
堂
三
楹
左
側
爲
贊
政
廳
右

側
爲
架
閣
庫
堂
下
東
西
六
房
其
東
之
前
爲
土
地
祠
再
前
爲
常
平
倉

西
爲
狴
獄
堂
前
爲
儀
門
又
前
爲
鼓
樓
兵
燹
後
僅
有
存
者

國
朝
康
熙
三
年
知
縣
張
扶
翼
更
新
之
堂
後
軒
曰
退
思
西
廳
曰
望
山

後
堂
曰
敷
政
及
寅
賓
館
曹
掾
廨
營
置
完
備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周
溥
五

十
六
年
知
縣
武
宏
登
增
修
雍
正
六
年

通

志

作

七

年

知
縣
王
光
電
於
大
堂

側
搆
西
廊
甬
道
建
戒
石
碑
亭
內
署
建
社
王
祠
大
堂
額
無
自
欺
川
堂

額
琴
堂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葉
夢
麒
復
修
顏
川
堂
曰
龍
瑞
堂

名

義

詳

後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王
全
策
增
修
道
光
十
七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重
修

並
折
舊
料
於
東
偏
餘
地
添
造
書
房
七
間
橫
屋
六
間
𢊍
房
六
間

共

用

銀

二

千

四

百

五

十

兩

頭
門
內
監
墻
二
道
犴
狴
神
堂
二
間
女
禁
一
間
內
禁
四
間
眾

丁
更
夫
住
屋
三
間
又
以
社
王
祠
出
入
胥
由
公
堂
後
官
民
不
便
因
就

祠
側
𨻶
地
別
建
廟
門
曲
通
甬
道
公
署
始
嚴
同
治
六
年
二
門
內
右
修

册
書
房
三
間
八
年
知
縣
陳
國
仲
重
修
六
房
八
間

宋

翁

永

年

重

修

縣

治

記

縣

吏

之

長

曰

令

令

長

之

治

曰

寺

所

以

宣

德

意

字

吾

民

初

無

大

小

遐

邇

之

間

也

黔

陽

秦

黔

中

郡

唐

天

寶

初

更

名

黔

江

五

季

叛

亂

不

入

版

圖

國

朝

熙

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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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五

溪

蠻

平

復

置

隸

沅

州

官

寺

草

創

規

模

隘

陋

爲

令

者

視

爲

荒

僻

之

邦

類

不

屑

意

然

山

川

之

傑

特

土

壤

之

沃

美

物

植

之

滋

茂

率

頡

頏

湖

左

諸

邑

况

風

俗

樸

靜

人

士

秀

發

陶

染

王

化

垂

百

五

十

餘

年

是

亦

中

州

清

淑

之

氣

所

旁

薄

者

寶

慶

元

年

春

昭

武

饒

侯

敏

學

來

以

學

爲

政

因

俗

行

化

民

既

安

之

環

睨

治

所

㕔

宇

隤

落

榱

楹

腐

敗

左

支

右

撐

達

於

門

廡

乃

喟

然

曰

地

雖

𥚹

百

里

號

令

之

所

從

出

誠

若

是

過

者

生

慢

於

勢

詘

矣

其

何

以

見

吏

民

耶

居

數

月

嵗

豐

人

和

公

家

事

簡

究

見

利

病

鳩

工

庀

材

成

謀

自

我

或

仍

其

舊

或

撤

而

新

鼓

樓

峻

整

門

閎

深

嚴

修

廊

繩

直

易

茨

以

瓦

有

庫

有

廩

吏

舍

獄

戸

各

有

其

所

高

明

爽

塏

一

旦

改

觀

闢

東

西

爲

兩

燕

室

榜

以

雙

絶

絃

歌

侯

復

念

惟

社

有

壇

壝

學

有

宫

室

風

化

所

關

邑

之

先

務

社

委

郊

關

之

外

無

尺

椽

蔽

風

雨

即

邑

治

東

置

壇

設

主

仍

作

齋

廳

以

奉

祀

事

學

雖

屹

立

祀

廟

僅

存

自

講

堂

齋

廡

至

櫺

星

悉

力

經

營

以

勵

士

氣

蓋

侯

平

易

近

民

是

役

之

興

用

其

餘

力

毫

髪

無

擾

竹

木

材

石

無

不

樂

與

官

爲

市

者

乃

鳩

餘

材

剏

寳

山

書

院

爲

士

大

夫

往

來

憇

息

之

所

復

立

盍

簪

澄

練

兩

亭

爲

迎

送

之

地

至

於

境

內

郵

傳

祠

字

悉

更

新

之

街

衢

亦

甃

以

石

縣

圃

榛

翳

已

久

鉏

薙

而

疏

理

之

芰

製

有

亭

通

村

有

徑

松

莊

有

廬

卉

木

之

嘉

泉

石

之

勝

胸

中

邱

壑

隨

所

高

下

而

區

以

別

松

莊

之

後

又

建

社

倉

規

畫

備

具

大

抵

不

專

爲

逰

觀

設

也

閱

明

年

冬

潰

成

暇

日

與

賓

寮

登

覽

其

上

顧

而

謂

之

費

石

侈

力

不

勞

而

功

緒

汔

濟

者

固

非

强

人

以

所

不

欲

而

遂

我

之

所

必

欲

也

是

豈

膠

轕

簿

書

期

會

者

可

與

同

日

而

語

耶

紹

定

改

元

夏

五

月

記

　

知

縣

張

扶

翼

修

後

衙

記

畧

邑

自

順

治

戊

戍

再

入

版

圖

計

前

此

十

餘

年

來

官

者

或

以

嵗

易

或

以

月

易

以

時

之

多

難

不

遑

坐

署

視

事

堂

以

前

闕

如

也

無

問

後

庭

十

五

年

五

月

茹

公

道

通

始

營

居

之

纔

二

年

而

去

張

公

天

培

繼

來

逾

年

亦

去

蓋

興

復

之

初

規

模

草

創

政

務

既

有

所

未

遑

而

兩

公

且

相

繼

去

遑

恤

其

後

宜

其

一

椽

不

蔽

燕

息

無

所

也

康

熙

元

年

壬

寅

二

月

余

來

承

乏

因

兩

公

之

舊

者

六

稔

丁

未

春

悉

令

家

人

東

歸

余

獨

居

署

中

治

事

之

餘

周

視

棟

宇

顧

皆

朽

頓

不

支

□

不

足

以

待

來

者

幸

值

時

和

民

無

繁

役

慮

材

屬

工

費

亦

未

甚

乃

悉

出

余

俸

改

後

廳

爲

敷

政

堂

規

其

前

爲

抱

㕔

延

其

後

爲

川

堂

撤

其

燕

室

拓

爲

後

堂

因

舊

址

作

寢

室

而

東

室

而

西

樓

次

第

以

新

舊

壁

用

竹

編

今

悉

易

以

甎

石

又

增

其

垣

之

卑

者

補

其

缺

者

不

斵

不

采

以

任

吾

素

自

堂

以

後

先

後

建

置

凡

六

區

三

十

棟

閱

一

期

三

十

有

六

旬

而

工

竣

夫

余

居

是

署

凡

六

年

矣

思

夫

前

此

者

之

勞

何

以

居

而

不

暖

多

難

故

也

又

恩

余

六

年

之

勞

何

以

居

而

不

安

寇

亂

初

平

瘡

痍

未

復

故

也

然

則

自

今

以

後

其

獲

安

居

於

是

也

伊

誰

之

功

食

太

平

之

澤

者

無

忘

廓

清

之

力

而

可

矣

安

退

食

之

逸

者

無

忘

𡩖

大

之

政

而

可

矣

詩

有

之

職

思

其

居

良

士

瞿

瞿

意

在

斯

乎

康

熙

六

年

丁

未

八

月

日

記

　

黃

本

驥

龍

瑞

堂

集

詠

序

龍

陽

洲

見

狀

元

來

之

諺

載

於

黔

陽

縣

志

不

知

起

自

何

時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此

洲

適

見

知

縣

事

葉

二

楓

夢

麟

題

龍

瑞

堂

額

於

㕔

事

蓋

以

甲

科

爲

邑

士

望

也

道

光

十

七

年

桂

林

龍

見

田

光

甸

來

宰

是

邑

又

於

學

宮

之

右

建

狀

元

路

坊

額

亦

以

二

楓

之

望

望

邑

士

而

欲

斯

諺

之

速

應

也

其

時

哲

嗣

翰

臣

啟

瑞

隨

侍

在

署

及

己

亥

北

上

辛

丑

遂

㨗

南

宮

對

策

第

一

始

悟

龍

其

姓

也

瑞

其

名

也

堂

額

既

騐

諺

云

狀

元

來

者

自

外

來

也

故

不

驗

於

邑

士

當

二

楓

題

額

距

翰

臣

及

第

時

凡

五

十

七

年

見

田

在

任

年

才

五

十

其

時

生

𦒋

臣

者

尙

未

生

而

翰

臣

登

科

之

兆

已

著

始

信

事

由

前

定

亦

如

翰

臣

故

里

伏

波

岩

有

石

柱

下

埀

去

地

尺

許

諺

云

石

柱

連

中

狀

元

明

正

德

丁

卯

有

㳺

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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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人

作

聯

句

詩

刻

其

上

至

嘉

慶

庚

辰

陳

蓮

史

繼

昌

大

魁

名

字

皆

在

詩

內

是

則

三

百

年

前

其

兆

已

著

不

獨

五

十

餘

年

事

也

獨

憶

翰

臣

北

上

時

以

留

別

詩

索

和

余

援

桂

林

石

柱

與

龍

洲

之

諺

相

比

附

而

决

其

必

元

今

則

字

字

皆

騐

辛

丑

夏

初

余

在

沅

郡

有

持

舊

卷

索

售

者

取

視

乃

明

永

樂

十

六

年

榜

葛

剌

國

貢

麒

麟

廷

臣

鄒

緝

奉

詔

作

瑞

麟

頌

而

王

作

賓

所

繪

圖

也

適

會

試

錄

至

有

翰

臣

名

因

購

之

爲

其

尊

人

賀

蓋

瑞

爲

翰

臣

名

而

麟

則

二

楓

之

諱

亦

與

題

額

之

義

兩

相

脗

合

皆

異

徵

也

　

龍

啟

瑞

寄

題

龍

瑞

堂

詩

六

十

年

前

蹟

尙

新

徵

祥

如

待

後

來

人

歌

謡

若

讖

原

非

謬

山

水

鍾

靈

信

是

真

敢

道

佳

名

符

兩

字

聊

憑

妙

墨

照

千

春

他

年

莫

負

留

題

意

俚

語

曾

經

達

　

　

紫

宸

自

注

云

　

廷

對

後

卓

海

帆

閣

師

曾

以

此

事

入

　

奏

遐

陬

俚

語

得

達

　

　

天

聽

異

數

也

又

隨

侍

棠

陰

信

宿

緣

歸

來

路

隔

五

溪

烟

璇

題

憶

向

高

堂

煥

花

韻

曾

分

彩

筆

妍

天

巧

定

知

非

偶

合

地

靈

端

欲

藉

人

傳

殷

勤

寄

語

龍

標

彥

事

業

科

名

勵

後

先

典
史
署
縣
署
東
康
熙
三
年
典
史
王
中
煌
重
修

內

監

三

間

外

監

二

間

女

監

一

間

卒

役

舍

具

嘉
慶
十
五
年
知
縣
蔡
文
蘭
典
史
張
嘉
謨
道
光
十
七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典
史
黃
瑜
二
十
九
年
知
縣
陳
丕
基
典
史
陳
紹
汲
先
後
增
修

知

縣

張

扶

翼

新

修

典

衙

記

典

佐

令

以

治

一

邑

而

盗

賊

與

禁

獄

尤

所

耑

屬

黔

邑

事

簡

民

湻

獄

無

罪

人

牛

羊

布

野

戸

不

夜

扃

故

典

衙

一

官

近

爲

閒

署

竟

日

分

理

無

一

事

則

又

爲

冷

署

康

熙

元

年

冬

浙

鄞

王

君

中

煌

字

赤

之

來

典

黔

捕

其

時

地

方

初

復

滇

南

　

王

師

更

迭

上

下

嵗

有

其

役

又

西

山

未

平

經

年

入

險

轉

運

糧

餉

王

君

又

故

少

年

不

習

辛

苦

兩

年

以

來

櫛

沐

風

雨

勤

勞

備

至

嗣

是

滇

師

凱

旋

西

山

亦

平

民

安

於

野

官

復

於

署

乃

無

復

有

馳

驅

鞅

掌

之

事

矣

顧

自

兵

燹

以

來

典

署

鞠

爲

蒿

萊

無

一

木

隻

瓦

之

遺

王

君

乃

捐

薪

俸

先

搆

正

廳

三

間

次

作

後

室

次

則

內

外

書

房

及

門

垣

𢊍

舍

不

勞

民

力

次

第

具

舉

嗟

乎

可

謂

勤

矣

工

竣

請

記

於

余

以

書

之

石

余

不

敏

爲

敘

其

先

後

之

所

以

勞

逸

者

如

此

與

工

作

之

所

以

緩

急

者

如

彼

而

未

已

也

稽

昔

唐

王

公

昌

齡

之

尉

龍

標

也

爲

治

以

𡩖

政

善

民

安

迄

今

祀

在

名

宦

明

永

樂

間

傅

君

禮

勤

政

恤

民

以

求

賢

特

詔

由

典

捕

拜

監

察

御

史

又

主

簿

古

初

清

慎

有

爲

亦

祀

在

名

宦

凡

此

皆

官

黔

者

也

亦

皆

卑

宫

也

載

在

黔

志

名

與

天

壤

俱

且

邑

之

名

宦

六

人

而

典

簿

居

其

二

然

則

官

亦

以

人

以

政

傳

耳

豈

以

卑

自

隘

哉

今

　

朝

廷

倣

古

用

人

不

循

資

格

惟

才

是

器

此

正

王

君

奮

發

濯

磨

以

自

振

拔

之

日

也

兹

邑

無

獄

與

盗

不

足

以

久

辱

君

王

君

勉

乎

哉

教
諭
署
在
明
倫
堂
後
廳
堂
庭
廡
備
極
整
飭
內
有
綠
淨
軒
幽
深
雅
潔

道
光
時
教
諭
黃
本
驥
修

訓
導
署
考
棚
右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裁
缺
初
改
爲
育
嬰
堂
尋
易
爲
經
蒙

義
學
今
廢

石
礄
巡
檢
司
署
縣
東
九
十
里
安
江
鎮
舊
名
安
江
司
道
光
十
二
年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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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裁
十
七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從
士
民
請
詳
請
復
設
建
署
於
石
礄
廳
宇
廂

房
吏
舍
皆
具

布
政
分
司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久
廢

僧
會
司
在
普
明
寺
道
會
司
在
元
靈
觀
陰
陽
學
醫
學
今
無
攷

駐
防
把
總
署
舊
在
縣
署
左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知
縣
武
宏
登
改
建
北
門

龍
標
山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知
縣
姚
文
起
把
總
曹
永
泰
捐
貲
建
內
外
廳

左
官
廳
後
住
宅
又
設
火
藥
軍
裝
庫
於
右
今
署
議
修
未
果

姚

文

起

新

修

駐

防

記

聖

天

子

御

宇

百

餘

年

薄

海

內

外

莫

不

臣

服

神

武

不

殺

文

治

光

華

固

無

事

操

戈

抱

㦸

之

守

矣

然

而

　

國

家

太

平

不

弛

武

備

至

日

閉

關

古

之

制

也

黔

設

四

哨

而

駐

防

在

城

尤

關

𦂳

要

第

營

房

踞

龍

標

山

頂

位

置

雖

高

而

嵗

久

屋

壞

不

蔽

風

雨

其

外

廳

且

岌

岌

欲

倒

其

內

室

破

壁

砌

以

殘

磚

匪

惟

體

統

不

肅

而

火

藥

兵

器

皆

致

慢

藏

蓋

相

沿

非

一

日

矣

修

葺

之

役

武

弁

力

有

不

能

縣

宰

亦

鞭

長

不

及

士

民

更

無

過

而

問

者

甚

非

　

國

家

整

肅

武

備

之

意

也

起

履

任

三

載

見

防

守

曹

公

訓

練

兵

丁

於

頽

院

之

傍

深

抱

不

安

於

是

捐

廉

修

理

而

曹

公

亦

出

己

俸

以

應

有

不

足

乃

勸

助

於

紳

士

相

其

地

勢

庀

材

鳩

工

𥪡

官

廳

二

進

旁

爲

住

宅

二

進

大

門

三

間

左

爲

火

藥

兵

器

之

局

右

爲

兵

丁

住

宿

之

所

側

爲

馬

廐

四

圍

繚

以

磚

牆

而

案

外

諸

山

露

頂

𤨔

列

如

旗

鼓

侍

衞

者

然

則

森

然

一

雄

鎮

矣

以

此

昭

盛

時

營

守

之

嚴

正

詩

所

云

弓

矢

戎

兵

用

戒

戎

作

之

意

也

予

故

樂

觀

其

成

而

爲

之

記

分
防
把
總
署
一
在
熟
坪
一
在
銅
灣
熟
坪
汛
於
道
光
二
十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把
總
熊
廷
烈
補
修

外
委
署
一
在
托
口
市
舊
設
市
北
岸
靛
冲
口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邑
紳
鄧

才
選
趙
爲
春
張
多
䕃
合
買
南
岸
吳
姓
地
鄭
家
巷
捐
爲
公
所
因
移
署

其
地
藉
資
彈
壓

北

岸

基

址

現

存

一
在
安
江
鎮
今
圮
賃
居
市
屋

廨
舍

試
院

一

曰

考

棚

學
署
右
舊
苦
無
試
院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葉
夢
麟
董
邑

紳
耆
買
北
門
廖
姓
宅
地
創
建
材
薄
旋
圮
五
十
四
年
知
縣
姚
文
起
復

修
自
爲
記
咸
豐
六
年
知
縣
鍾
慶
魁
補
修
同
治
六
年
知
縣
李
元
善
重

修
規
制
特
備
自
有
記

姚

文

起

重

修

考

棚

序

賓

興

之

典

　

朝

廷

所

重

而

小

試

亦

進

身

之

階

不

可

不

加

之

意

也

邑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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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考

棚

試

期

則

擁

擠

於

縣

堂

上

下

及

六

房

外

內

每

遇

風

雨

甚

苦

紛

囂

嵗

在

庚

子

前

令

葉

夢

麟

集

闔

邑

紳

士

捐

資

建

考

棚

買

廖

姓

宅

基

於

龍

標

山

右

門

廡

堂

舍

備

具

考

試

便

焉

然

一

時

工

作

草

率

木

石

非

良

己

酉

夏

中

廳

突

倒

片

料

不

存

繼

而

左

棚

亦

塌

其

半

右

棚

更

頽

然

不

支

四

周

圍

牆

皆

破

裂

欲

圮

予

念

試

期

伊

邇

而

考

棚

若

此

邑

人

士

之

苦

實

邑

宰

之

憂

又

慮

邑

中

工

築

頻

興

恐

不

能

兼

及

乃

謀

之

士

民

而

皆

慨

然

樂

捐

絶

無

退

阻

之

意

於

是

更

託

　

文

廟

首

事

謝

仁

宏

危

成

安

諸

位

經

理

之

材

木

取

其

巨

磚

瓦

尙

其

堅

先

建

大

堂

左

右

䕶

以

牆

後

爲

內

堂

接

以

過

㕔

左

爲

東

文

塲

右

爲

西

文

塲

前

爲

二

門

外

爲

頭

門

高

其

閈

閎

鋪

石

爲

甬

道

前

後

左

右

之

牆

悉

高

過

於

舊

體

制

甚

爲

整

肅

而

實

實

枚

枚

要

諸

可

久

自

是

以

後

庶

幾

風

簷

寸

晷

諸

童

得

從

容

搆

思

而

不

苦

於

進

身

之

始

通

邑

之

美

舉

實

予

心

之

所

快

也

故

叙

而

志

之
演
武
廳
東
郭
外
舊
燬
於
兵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知
縣
武
宏
登
重
修
雍
正

十
年
大
風
雨
牆
壤
知
縣
王
光
電
葺
之
顏
其
堂
曰
㪟
詩
說
禮
其
內
爲

關
帝
廟
後
圮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柳
秉
謙
倡
修
內
殿
供
觀
音
中
殿
供

關
帝
前
廳
爲
校
閱
所
邑
人
危
瑛
獨
力
承
募

大
公
館
舊
假
普
明
寺
之
觀
音
堂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僧
會
司
識
盡
以
古

刹
故
地
錯
處
非
宜
自
請
捐
買
馬
姓
黃
姓
地
移
建
今
北
門
內
堂
三
進

各
五
間
客
㕔
三
間
頭
門
五
間
鼓
樓
耳
房
廂
房
各
二
間
𢊍
房
五
間
嘉

慶
十
年
知
縣
羅
湛
恩
補
修

小
公
館
社
王
廟
側
故
危
姓
民
房
前
後
㕔
宇
左
右
廂
房
具
備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葉
夢
麟
捐
俸
購
買

團
防
總
局
元
靈
觀
右
同
治
三
年
建
樓
五
間
倉
厫
二
樓
合
上
下
二
十

間
𢊍
房
一
深
池
一
高
牆
三
圍
又
屋
五
間
邑
紳
唐
學
炳
黃
作
榳
向
義

田
倡
修

常
平
倉
在
東
門
舊
七
十
八
間
道
光
二
年
知
縣
楊
志
鷟
整
修
三
十
六

間
牆
高
厫
廣
足
資
藏
積
二
十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增
修
牆
垣
並
土
地
祠

三
汊
河
鹽
卡
房
在
縣
對
岸
道
光
十
九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請
建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范
上
組
補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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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養
濟
院
城
東
先
農
壇
右
前
道
光
二
十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復
修
凡
六

間
中
爲
大
天
井
兩
旁
爲
炊
竈
四
圍
繚
以
墻
垣
新
𣸸
口
糧
十
八
分
舊

糧
八
分
合
二
十
六
分
互
詳
戸
書
孤
老
項

按

新

添

口

糧

每

分

月

給

錢

二

百

三

十

文

閏

月

同

附
育
嬰
堂
雍
正
十
三
年
知
縣
王
光
電
捐
修
城
北
門
內
乾
隆
十
二
年

移
建
西
門
外
附
郭
因
舊
司
訓
署
爲
之

以

建

學

宮

改

凑

基

址

移

置

於

此

十
八
年
知
縣

柳
秉
謙
倡
捐
銀
五
百
兩
有
奇
置
田
三
十
𤱔
屬
董
事
權
子
母
三
十
年

知
縣
范
清
灝
變
賣
積
租
復
買
唐
仁
廷
小
河
大
團
田
四
十
四
𤱔
六
分

每
年
租
穀
二
十
四
石
七
斗
五
升
三
十
五
年
知
縣
宋
廷
採
以
柳
令
所

置
田
撥
入
義
學
厥
後
堂
又
移
北
門
內
考
棚
右
今
圮

田

租

二

十

餘

石

厯

年

繳

署

附
育
嬰
義
田

不

歸

官

管

土
名
高
毛
冲
田

租

十

八

石

爲

本

里

救

給

溺

嬰

之

費

子

四

里

八

甲

湯

華

健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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