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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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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城
池
志

叙
曰
王
公
設
險
以
固
其
國
金
城
湯
池
一
方
之
保
障
繫

焉
邑
瀕
于
海
土
墳
以
斥
崇
墉
廣
塹
非
易
易
也
但
版
築

之
功
必
求
所
謂
一
勞
永

之
計
以
聚
厥
攸
居
寧
爾
幹

止
無
使
我
父
老
子
弟
終
歲
成
城
無
巳
時
也
然
使
託
名

於
在
德
而
同
於
寘
薪
藉
口
於
無
形
而
視
同
委
土
則
與

其
爲
晉
陽
之
三
版
又
無
寧
爲
中
邱
之
五
月
矣
故
使
之

以
佚
道
而
謀
之
以
久
遠
者
端
在
保
障
之
君
子
焉
作
城

池
志

舊
係
土
城
明
成
化
間
知
縣
馬
亮
所
築
萬
暦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王
國
翼
改
築
磚
城
週
五
里
高
二
丈
五
尺
厚
二
丈

池
濶
二
丈
深
一
丈
四
門
東
曰
東
作
西
曰
西
成
南
曰
阜

財
北
曰
通
濟
門
各
有
橋

濠
上
詳

川

澤

志

東
曰
涵
垓
甃
以

石
餘
皆
架
木
爲
之
門
各
有
樓
城
上
望
堡
十
七
城
下
内

築
馬
道
外
築
䕶
垣
睥
睨
皆
磚
居
然
稱
巖
邑
焉

坊
隅坊

四
按
舊
志
東
曰
崇
禮
南
曰
孝
順
西
曰
宣
化
北
曰
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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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今
惟
曰
東
西
南
北
四
街
而
已
隅
八
曰
正
東
東
南
正

南
西
南
正
西
西
北
正
北
東
北
城
内
外
共
五
集
月
各
占

六
日
今
東
關
南
關
中
大
街
三
集
俱
廢
惟
西
關
北
關
二

集
尙
存
而
西
關
尤
盛

社
鎭安

仁
鄕
在
城
正
南
領
社
一
十
九
曰
安
得
曰
白
家
曰
張

郭
曰
新
張
曰
小
張
曰
大
張
曰
李
大
曰
楊
趙
曰
許
家
曰

王
家
曰
石
邨
曰
秦
王
曰
韓
疃
曰
張
淡
曰
卧
石
曰
丁
邨

曰
賈
家
曰
阜
成
曰
白
沙

樂
義
鄕
在
城
東
南
領
社
二
十
二
曰
五
村
曰
趙
家
曰
延

家
曰
崔
家
曰
顧
仙
曰
北
崔
曰
馬
頭
曰
大
王
曰
郭
家
曰

夾
河
曰
韓
家
曰
叚
河
曰
城
悞
曰
鄧
家
曰
吉
玉
曰
稻
莊

曰
院
莊
曰
散
水
曰
西
王
曰
耿
家
曰
東
王
曰
淄
河

端
智
鄕
在
城
東
北
領
社
二
十
曰
北
西
曰
顏
王
曰
宋
家

曰
滿
家
曰
杜
家
曰
桓
臺
曰
盧
李
曰
樵
樓
曰
宋
寨
曰
啇

家
曰
大
李
曰
塘
頭
曰
烏
河
曰

家
曰
常
家
曰
蘆
窩
曰

高
家
曰
温
家
曰
堤
口
曰
楊
橋

崇
信
鄕
在
城
正
北
領
社
二
十
四
曰
丁
家
曰
營
兒
曰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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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
曰
叚
家
曰
東
寨
曰
牛
家
曰
新
店
曰
新
鎭
曰
田
家
曰

神
堂
曰
塩
坨
曰
燕
兒
曰
紀
家
曰
五
股
曰
官
莊
曰
王
□

曰

□
曰
尹
家
曰
草
橋
曰
枯
河
曰
張
家
曰
石
辛
曰
□

濟
曰
□
橋

市
集
□

一
六
集

大
王
橋
集

顏
徐
店
集

馬
頭
集

草
橋

集

新
店
集

杜
宋
集

崔
家
寨
集

二
七
集

王
鎭
集

蓮
花
店
集

牛
家
莊
集

大
張

集

張
淡
集

三
八
集

李
家
橋
集

新
集

散
水
口
集

尙
家
道

口
集

斗
科
集

四
九
集

楊
家
廟
集

花
官
莊
集

北
西
集

宋
王

莊
集

牛
房
集

黄
邱
集

五
村
集

五
十
集

孟
家
集

疙
疸
集

張
家
店
集

市
集

俞
林
集

小
張
集

在
城
集

原
志
云
城
内
外
凡
五
集
月
各
占
六
日
今
東

關
南
關
中
大
街
三
集
俱
廢
惟
西
關
北
關
二
集
尙
存
而

西
關
尤
盛
按

萬

曆

原

志

市

集

凡

三

十

在

城

五

在

鄕

二

十

五

今

在

鄕

已

三

十

矣

亦

見

人

物

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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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徵

也

李

方

膺

民

瘼

要

覧

曰

邑

有

集

三

十

歷

年

巳

久

聼

從

民

便

但

舊

例

有

牙

稅

押

帖

之

陋

規

每

行

各

給

一

帖

其

帖

每

歲

一

更

有

合

數

人

而

朋

充

一

帖

者

亦

有

持

一

帖

而

影

射

數

行

者

結

黨

連

群

頭

會

箕

歛

藉

名

官

稅

盡

飽

私

總

其

終

歲

之

所

入

累

百

盈

千

而

輸

之

官

者

曾

不

得

什

之

一

是

官

帖

適

以

導

奸

貪

之

谿

而

牙

稅

徒

以

市

獪

之

權

厲

民

之

政

莫

此

爲

甚

查

邑

舊

額

六

十

六

行

凡

抽

稅

者

四

十

有

五

自

雍

正

七

年

爲

始

凡

民

間

些

小

買

賣

以

及

日

用

必

需

之

物

其

行

頭

名

色

盡

行

革

除

無

行

則

無

帖

無

帖

則

無

稅

而

奸

牙

不

得

舞

弊

小

民

得

以

安

枕

至

於

巨

本

經

啇

遠

方

估

客

非

用

行

戸

則

交

易

難

成

每

歲

共

用

行

戸

若

干

册

報

藩

憲

量

其

市

集

大

小

定

稅

額

若

干

儘

收

報

觧

在

官

無

指

之

嫌

在

民

無

剥

膚

之

痛

國

課

又

得

盈

餘

而

啇

賈

實

多

便

益

云云
李
方
膺
曰
城
市
之
制
昉
於
九
井
邑
無
大
小
經
營
所
必
及

者
也
然
而
城
有
修
復
之
宜
勤
市
有
譏
征
之
宜
辨
非
惟

可
以
觀
政
治
且
於
此
覘
生
聚
焉
今
日
者
百
雉
之
都
保

障
有
具
試
問
易
土
以
磚
伊
誰
之
力
也
郊
圻
鄕
鄙
生
齒

日
繁
噢
咻
之
功
前
人
著
美
矣
撫
兹
富
庶
之
邦
寜
無
梓

材
之
是
愓
乎
故
知
恃
險
疲
民
莒
陋
實
同
於
襄
子
繭
絲

足
國
晉
陽
誰
恤
夫
智
宗
但
使
衆
志
成
堅
何
論
邑
黔
與

澤
晢
百
司
無
僞
聼
其
買
犢
而
賣
刀
斯
志
之
成
實
忻
予

願
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