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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第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分

淮

水

　

原

委

七

又
經
寶
應
縣
西
西
岸
濱
寶
應
湖
東
岸
皆
有
洩
水
支
河
又

南
經
高
郵
州
城
西

　

　

皇

朝

通

志

又
東
南
流

西

岸

去

寶

應

湖

僅

數

里

許

經
寶
應
縣
城
西
有
支
河
東
入

城
東

入

廣

洋

湖

又
南
流
有
支
河
東
入
廣
洋
湖
又
南
流
西
岸

濱
湖
有
朱
馬
灣
閘
支
河
口
又
南
有
小
九
甸
閘
支
河
口

又
南
有
狼
兒
閘
支
河
口
卽
泥
水
鎭
也
又
南
有
越
河
閘

支
河
口
又
南
有
永
安
閘
有
七
里
閘
俱
有
支
河
又
南
東

岸
爲
界
首
鎭
又
南
西
岸
濱
高
郵
湖
東
岸
有
支
河
東
出

爲
三
王
溝

以

上

諸

支

河

俱

滙

爲

廣

洋

湖

北

注

澗

河

又
濱
湖
而
南
經
永
安

工
西
有
二
閘
支
河
又
南
有
頭
閘
支
河

又

東

合

注

興

化

東

北

至

鹽

城

入

海

又
南
經
高
郵
州
城
西
折
而
東
經
城
西
南
稍
與
湖
隔

相

去

半

里

一

里

東
岸
有
支
河
口
二

俱

自

州

南

合

流

來

趨

興

化

又
南
爲
火
姚

閘
支
河

以

下

河

俱

東

滙

爲

綠

洋

湖

　

水

道

提

綱

揚
州
府
運
河
卽
古
邗
溝
水
舊
曰
官
河
北
自
淮
安
府
山

陽
縣
界
南
流
入
經
寶
應
縣
高
郵
州
西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修
築
高
寶
江
都
三
邑
西
隄
石
工
雍
正
五
年
總
河
齊
蘇

勒
加
築
江
都
寶
應
東
西
二
隄
九
年
總
河
嵇
曾
筠
修
築

高
寶
江
都
東
西
二
隄
土
工
各
數
千
丈
乾
隆
三
年
總
河

高
斌
請
帑
疏
濬
並
築
隄
工
上
自
河
口
下
至
瓜
洲
閘
長

三
萬
七
千
八
百
八
十
六
丈
五
年
重
修
東
隄
自
高
寶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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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邵
伯
計
二
百
餘
里
十
年
大
浚
高
郵
官
河
二
十
一
年
東

隄
添
建
石
壩
歴
加
修
築

　

大

淸

一

統

志

運
河
西
隄
自
淮
安
裏
河
廳
與
揚
河
廳
交
界
處
南
爲
葉

雲
洞
又
南
爲
葉
雲
雙
閘
又
南
爲
竹
絡
壩
又
南
爲
王
鼐

洞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有

梁

淮

洞

通

河

閘

水
通
白
馬
湖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東

西
長
十
五
里
南
北
濶
三
里
西
連
三
角
村
北
接
黃
浦
北

出
有
温
山
溝
又
西
有
河
名
護
城
河
北
入
鹽
河
又
西
有

魚
籃
閘
又
稍
西
當
湖
之
尾
有
潯
河
水
亦
入
鹽
河
縣
西

五
里
又
有
蒲
塘
溝
接
白
馬
湖
三
里
溝
在
縣
西
三
里
又

接
焉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有

北

西

中

南

四

港

俱

通

靑

蕩

湖

縣
西
北
十
里
有
張
大
夫

溝
白
馬
湖
與
靑
蕩
湖
滙
爲
一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有

龍

亭

閘

南

窰

閘

又
東

爲
秤
鉤
灣
運
隄
又
南
爲
北
宏
濟
大
閘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無

又
南

爲
南
宏
濟
大
閘
卽
瓦
甸
閘
又
南
爲
通
湖
小
閘
又
南
爲

減
水
壩
隄
外
爲
淸
水
湖
在
縣
之
南
東
西
長
十
二
里
南

北
濶
十
八
里
南
連
氾
光
湖
湖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東
西
長

三
十
里
南
北
澗
十
里
東
北
連
淸
水
湖
南
會
津
湖
西
通

曬
火
湖
湖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西
通
衡
陽
湖
衡
陽
湖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西
抵
衡
陽
鎭
東
入
曬
火
湖
有
金
釵
澗
由

縣
南
七
十
里
入
焉
有
忠
心
澗
自
縣
南
八
十
里
入
焉
其

南
則
高
郵
界
矣
此
澗
南
接
安
宜
溪
東
北
入
氾
光
湖
有

赤
水
澗
自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入
焉
有
魚
池
澗
自
縣
西
南

八
十
里
入
焉
津
湖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東
通
運
河
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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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
氾
光
湖
南
接
高
郵
界
此
湖
三
國
志
作
精
湖
蔣
濟
傳

黃
初
六
年
車
駕
卽
發
還
到
精
湖
水
稍
盡
盡
留
船
付
濟

船
本
歴
適
數
百
里
中
濟
更
鑿
地
作
四
五
道
蹴
船
令
聚

豫
作
土
脈
遏
斷
湖
水
皆
引
後
船
一
時
開
遏
入
淮
中
卽

此
處
也
凡
此
諸
湖
統
名
寶
應
湖

今

按

氾

光

以

南

今

統

名

界

首

湖

由
草

子
河
西
北
接
高
堰
又
迤
南
行
有
南
北
束
水
隄
上
承
五

壩
又
通
洪
澤
湖
蔣
家
壩
河
諸
湖
之
西
有
陰
隲
河
明
萬

歴
十
九
年
知
縣
耿
隨
龍
所
開
以
灌
西
北
高
家
壩
閘
頭

橋
等
處
高
阜
之
田
并
使
舟
行
者
不
復
由
湖
免
風
濤
之

險
白
水
塘
更
在
諸
湖
之
西
顧
祖
禹
方
輿
紀
要
云
在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濶
二
百
五
十
里
北
接
山
陽
西
南
接
泗
州

盱
眙
縣
界
亦
曰
白
水
陂
魏
鄧
艾
所
作
與
盱
眙
破
釜
塘

相
連
開
八
水
門
立
屯
溉
田
萬
二
千
頃
宋
元
嘉
末
嘗
決

此
塘
以
灌
北
魏
軍
大
業
末
破
釜
塘
壞
水
北
入
淮
於
是

塘
亦
涸
唐
證
聖
中
始
修
開
置
屯
田
長
慶
中
復
修
今
縣

西
南
有
徐
州
涇
靑
州
涇
西
南
五
十
里
有
大
府
涇
蓋
是

時
發
靑
徐
揚
三
州
民
鑿
涇
灌
塘
因
名
大
府
謂
揚
州
也

又
縣
治
西
四
里
有
竹
子
涇
亦
長
慶
中
所
開
周
廣
順
三

年
南
唐
楚
州
刺
史
田
敬
洙
請
修
塘
溉
田
以
實
邊
不
果

成
宋
嘉
定
六
年
獻
議
於
朝
者
謂
白
水
塘
東
至
浮
圖
莊

南
至
褚
廟
岡
脊
大
堰
廢
而
不
治
今
脊
猶
在
若
復
之
寶

應
高
郵
諸
湖
相
接
游
波
所
及
如
衡
陽
阜
三
角
村
等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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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皆
浸
淫
至
城
形
勢
日
張
劄
本
州
委
官
相
度
司
法
尤
焴

議
未
及
行

寶

應

縣

志

云

元

初

置

洪

澤

屯

田

萬

戸

府

引

塘

水

以

溉

屯

田

又
有
羡
塘
亦

在
縣
西
南
與
白
水
塘
合
唐
會
要
證
聖
中
開
置
白
水
塘

羡
塘
屯
田
是
也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永

安

汛

西

岸

南

有

子

嬰

西

閘

運
隄
又
南
至

界
首
西
岸
入
高
郵
州

境

自

山

陽

縣

交

界

以

來

五

淺

西

　

隄

秤

鉤

灣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創

石

工

一

段

長

二

百

二

十

八

丈

四

淺

宋

家

尖

創

建

石

工

一

段

長

九

十

六

丈

六

淺

五

淺

四

淺

一

淺

西

隄

舊

石

工

殘

缺

四

十

二

段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修

築

又

加

高

石

二

層

界

首

西

隄

石

工

長

一

千

七

十

五

丈

七

尺

三

十

八

年

興

砌

陸

漫

閘

西

隄

石

工

長

一

千

六

百

二

十

五

丈

四

十

年

修

建

永

安

西

隄

石

工

九

百

七

十

丈

四

十

一

年

築

竣

又
南
爲
通
湖
閘
又
南
爲
通
湖
港
二
十
有
二
其
石
港
曰

萬
家
塘
口
門
五
丈
五
尺
曰
杭
家
嘴
口
門
十
二
丈
曰
通

湖
橋
口
門
十
二
丈
曰
夏
家
橋
口
門
一
丈
六
尺
曰
姚
港

口
口
門
十
六
丈
其
土
港
曰
越
河
頭
港
長
六
丈
曰
施
家

港
長
十
三
丈
曰
思
賢
港
長
十
二
丈
曰
柳
園
港
長
三
十

四
丈
曰
賈
家
港
長
十
二
丈
曰
陳
家
港
長
二
十
丈
曰
河

家
港
長
二
十
丈
曰
四
汊
港
長
二
十
五
丈
曰
孫
家
港
長

六
丈
曰
車
邏
港
長
三
十
丈
曰
舊
越
河
港
長
十
二
丈
曰

新
越
河
港
長
十
七
丈
曰
水
廟
子
港
長
十
三
丈
曰
南
陳

家
港
長
十
一
丈
曰
南
孫
家
港
長
六
丈
曰
薛
家
港
長
六

丈
曰
秋
子
港
長
八
丈
以
上
土
石
各
港
平
時
俱
用
草
土

實
閉
湖
水
漲
發
始
開
放
入
運
河
以
資
宣
洩
隄
西
爲
高

郵
諸
湖
北
連
氾
光
白
馬
而
通
洪
澤
凡
天
長
以
東
諸
水

盡
滙
此
湖
長
濶
一
百
五
十
餘
里
湖
之
名
目
繁
多
然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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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無
畔
岸
莫
可
主
名
今
據
舊
志
列
其
名
目
方
向
言
之
蓋

當
時
猶
未
會
爲
一
也
曰
新
開
湖
在
州
治
西
北
三
里
曰

甓
社
湖
在
州
治
西
三
十
里
通
鵝
兒
白
湖
曰
平
阿
湖
在

州
治
西
八
十
里
通
天
長
縣
桐
城
河
曰
珠
湖
在
州
治
西

七
十
里
曰
張
良
湖
在
州
治
北
二
十
里
通
七
里
湖
曰
石

臼
湖
在
州
治
西
北
五
十
里
通
甓
社
湖
曰
姜
里
湖
在
州

治
西
五
十
里
通
塘
下
湖
曰
七
里
湖
在
州
治
北
十
七
里

西
通
鵝
兒
白
湖
鵝
兒
白
湖
在
州
治
南
二
十
里
通
張
良

湖
武
安
湖
在
州
治
西
南
三
十
里
通
露
筋
河
曰
塘
下
湖

在
州
治
西
四
十
里
通
甓
社
湖
一
名
赤
岸
湖

舊

志

有

云

三

湖

者

在

州

治

西

五

里

蓋

本

繫

年

錄

有

樊

良

等

三

湖

緜

亘

三

百

里

宋

紹

興

初

張

榮

聚

衆

擊

敵

於

此

大

抵

卽

新

開

甓

社

而

樊

良

據

其

中

耳

不

得

有

方

向

的

所

也

又

云

有

五

湖

在

州

治

西

六

十

里

蓋

本

蔣

之

奇

詩

三

十

六

湖

水

所

瀦

其

有

大

者

爲

五

湖

是

五

湖

亦

統

别

湖

而

成

名

亦

不

得

有

方

向

的

所

也

其
天
長
水
道
入
湖

之
路
有
秦
蘭
河
在
州
治
西
六
十
里
自
冶
山
發
源
入
武

安
新
開
等
湖
其
河
過
天
長
縣
至
秦
蘭
鎭
大
橋
以
北
屬

高
郵
有
石
梁
山
河
發
源
大
雲
山
過
天
長
縣
入
新
開
等

湖
有
三
汊
澗
河
五
汊
澗
河
皆
自
天
長
縣
北
入
新
開
等

湖
其
由
高
郵
諸
湖
北
通
寶
應
諸
湖
水
道
有
華
家
灘
又

東
有
相
家
澗
又
東
有
菜
花
港
其
諸
湖
附
近
溪
灣
溝
蕩

之
可
名
者
曰
石
梁
溪
在
州
治
西
北
自
天
長
縣
發
源
入

新
開
湖
曰
平
阿
溪
在
州
治
西
亦
自
天
長
縣
發
源
入
湖

曰
樊
良
溪
在
州
治
北
自
天
長
縣
流
入
珠
湖
卽
古
之
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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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良
湖
也
樊
良
湖
見
徐
堅
初
學
記
云
山
陽
縣
有
樊
良
湖

射
陽
湖
津
湖
今
樊
良
在
高
郵
射
陽
半
屬
寶
應
津
湖
在

寶
應
其
初
則
俱
屬
山
陽
也
曰
曹
家
灣
在
州
治
西
南
十

五
里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曾
濬
之
曰
父
子
灣
在
州
治
西
五

十
里
通
珠
湖
曰
落
帆
灣
在
州
治
北
十
五
里
曰
柳
溝
在

州
治
西
北
通
平
阿
溪
曰
觀
溝
在
州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東

接
聶
里
黃
林
諸
蕩
曰
拗
溝
在
州
治
西
北
十
三
里
南
入

新
開
湖
曰
展
溝
在
州
治
西
北
九
十
里
南
屬
高
郵
北
屬

寶
應
曰
新
溝
在
州
治
西
十
里
東
南
抵
運
河
西
接
塘
下

湖
曰
夾
溝
在
州
治
西
二
十
里
昔
人
開
築
以
避
武
安
湖

曹
莊
嘴
風
浪
之
險
者
又
有
北
夾
溝
在
黃
林
中
村
鎭
西

屬
泗
州
衛
東
屬
高
郵
曰
馬
灣
蕩
在
州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黃
林
村
東
通
新
開
湖
曰
黃
林
蕩
在
州
治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東
通
馬
家
蕩
曰
聶
里
蕩
在
州
治
西
三
十
里
沛
城
村

南
通
七
里
湖
東
至
新
開
湖
曰
三
里
蕩
在
城
西
七
里
曰

扠
兒
蕩
在
城
西
七
里
曰
燒
香
港
在
州
治
西
北
十
里
通

鵝
兒
白
湖
蓋
宋
南
渡
後
畫
淮
爲
守
燒
香
者
不
得
之
泰

山
皆
至
高
郵
東
嶽
行
宫
故
名
曰
茅
塘
港
在
州
治
西
十

五
里
雍
正
二
年
曾
濬
曰
羅
家
港
在
城
西
二
里
曰
楊
絲

港
在
州
治
西
十
七
里
曰
洋
洋
港
在
州
治
西
曰
四
汊
港

在
州
治
西
南
五
里
曰
五
汊
港
在
州
治
西
南
十
里
曰
王

家
港
在
州
治
西
南
五
里
引
高
郵
各
湖
之
水
入
邵
伯
湖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七

乾
隆
元
年
濬

揚

州

府

新

志

運
河
東
岸
黃
浦
閘
二
座
在
黃
浦
鎭
南
金
門
各
濶
一
丈

二
尺
水
入
黃
浦
溪
東
入
淩
溪
又
東
入
黃
昏
蕩
滙
爲
馬

家
九
里
等
蕩
由
九
里
溝
李
家
溝
西
建
岡
河
東
至
鹽
城

縣
北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石
䃮
天
妃
等
閘
入
海
運
隄
又

南
有
徐
家
小
閘
今
廢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無

徐

家

小

閘

有

喬

家

洞

運
隄
又
南

有
李
家
涵
洞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無

有
儒
學
涵
洞
運
隄
又
南
有
孫

家
小
閘
此
閘
明
閘
暗
洞
金
門
濶
二
尺
四
寸
運
隄
又
南

有
七
里
溝
在
縣
北
七
里
首
受
運
河
水
東
入
黃
昏
蕩

今按

揚

河

廳

册

圖

說

俱

無

此

溝

運
隄
又
南
有
躍
龍
閘
原
係
木
涵
洞
改
建

石
閘
金
門
濶
一
尺
八
寸
水
入
城
南
門
下
望
直
港
入
章

思
蕩
通
蜆
　
火
盆
諸
蕩
亦
入
九
里
蕩
出
九
里
河
經
鹽

城
北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天
妃
石
䃮
等
閘
入
海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有

湯

問洞

運
隄
又
南
有
朱
馬
灣
閘
金
門
濶
六
尺
六
寸
水
入
章

思
火
盆
諸
蕩
滙
入
大
縱
湖
出
東
塘
西
塘
等
河
經
鹽
城

縣
北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天
妃
石
䃮
等
閘
入
海
運
隄
又
南

有
杜
陽
涵
洞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無

有

從

家

洞

運
隄
又
南
有
狼
兒
閘
金

門
濶
六
尺
六
寸
水
入
廣
洋
湖
有
長
沙
溝
水
亦
入
廣
洋

湖
經
平
望
湖
入
大
縱
湖
出
西
官
河
經
鹽
城
縣
南
串
場

河
出
石
䃮
閘
入
海
運
隄
又
南
有
邱
家
涵
洞
有
范
家
涵

洞
有
從
家
涵
洞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此

三

洞

無

有

張

成

洞

有
汜
水
閘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此

閘

無

有

胡

成

洞

金
門
濶
六
尺
六
寸
又
南
有
永
安
閘
金
門
濶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八

三
尺
五
寸
水
入
郭
正
湖
北
滙
廣
洋
湖
經
平
望
湖
入
大

縱
湖
出
西
官
河
經
鹽
城
縣
南
串
場
河
出
石
䃮
閘
入
海

運
隄
又
南
有
成
張
涵
洞
有
成
家
涵
洞
又
南
有
減
水
石

閘
內
設
磯
心
二
座
計
三
門
每
門
濶
二
丈
有
喬
家
涵
洞

王
家
涵
洞
軍
河
涵
洞
張
家
涵
洞
王
家
涵
洞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以

上

一

閘

七

涵

洞

俱

無

有

軍

民

洞

風

水

洞

二

座

又
南
有
子
嬰
閘
二
座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此

閘

已

改

滚

壩

今

廢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子
嬰
鋪
北
水
入
子
嬰
溝
經
時

堡
鎭
入
護
金
蕩
蜈
蚣
湖
出
東
官
河
由
紀
家
港
歸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靑
龍
八
竈
大
團
等
閘
入
海

河

防

志

載

子

嬰

溝

閘

水

六

十

里

至

時

堡

入

郭

正

湖

東

北

由

西

塘

河

建

陽

河

至

老

鸛

尖

亦

會

鰕

鬚

戛

梁

水

矇

矓

河

與

此

不

同

但

下

河

歴

次

大

水

之

後

水

道

自

亦

遷

𨺗

不

常

兹

乃

就

現

在

南

河

隄

埽

閘

壩

全

圖

言

之

護
金
蕩
者
在
興

化
縣
北
合
蜈
蚣
湖
大
縱
湖
九
里
蕩
等
湖
滙
爲
一
其
東

北
出
鰕
鬚
溝
經
阜
寕
縣
出
射
陽
湖
口
入
海
從
鰕
鬚
溝

迤
南
如
西
建
岡
河
李
家
溝
九
里
河
東
西
塘
河
東
西
官

河
興
鹽
界
河
海
溝
河
白
塗
河
皆
其
通
串
場
河
之
水
道

由
串
場
河
各
按
水
道
出
范
隄
自
南
至
北
由
丁
溪
小
海

草
堰
葦
子
白
駒
一
里
墩
靑
龍
八
竈
大
團
等
閘
入
海
其

自
丁
溪
閘
出
海
者
由
王
家
港
海
口
小
海
草
堰
閘
出
海

者
由
鬭
龍
港
海
口
葦
子
白
駒
一
里
墩
靑
龍
八
竈
大
團

等
閘
出
海
者
由
野
潮
洋
海
口
運
隄
又
南
至
高
郵
州
界

有
界
首
閘
在
界
首
鎭
金
門
寬
四
尺
六
寸
水
下
馬
霓
河

亦
入
護
金
蕩
運
隄
又
南
有
看
花
涵
洞
門
寬
一
尺
八
寸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九

水
下
郭
家
大
河
時
家
蕩
等
處
運
隄
又
南
爲
陸
漫
鎭
閘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作

六

滿

閘

又
南
爲
慶
豐
涵
洞
門
寬
高
一
尺
八
寸
又

南
爲
淸
水
潭
又
南
爲
二
淺
閘
金
門
寬
四
尺
八
寸
水
下

洋
馬
蕩
東
滙
馬
莊
蕩
董
家
蕩
入
護
金
蕩
出
海
溝
河
白

塗
河
歸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草
堰
閘
入
海
運
隄
又
南
爲

一
淺
閘
金
門
寬
四
尺
八
寸
水
入
北
官
河
下
洋
馬
蕩
與

二
閘
水
道
同
運
隄
又
南
爲
攔
河
金
門
閘
金
門
寬
六
丈

五
尺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作

二

閘

頭

閘

又
南
爲
通
湖
橋
涵
洞
口
門
寬
高

一
尺
八
寸
舊
係
通
湖
閘
改
建
水
下
運
鹽
河
又
南
爲
南

水
關
涵
洞
口
門
寬
高
一
尺
八
寸
水
由
南
水
關
入
市
河

出
北
水
關
流
入
通
湖
橋
引
河
滙
入
運
鹽
河

高

郵

運

河

爲

南

北

孔

道

西

受

湖

水

東

入

閘

河

然

治

高

郵

河

渠

者

不

得

僅

言

高

郵

須

通

籌

全

河

全

河

關

鍵

北

在

淸

口

南

在

運

河

淸

口

爲

淮

水

經

流

會

黃

刷

沙

以

趨

海

運

河

爲

淮

水

支

流

分

淮

水

三

分

濟

運

以

入

江

關

係

甚

鉅

而

高

郵

受

全

河

灌

注

地

又

最

窪

運

河

繞

城

而

行

城

南

四

壩

鱗

次

櫛

比

運

河

不

治

則

高

郵

先

受

重

災

故

高

郵

河

渠

首

重

運

河

運

河

事

宜

前

志

詳

矣

惟

自

乾

隆

二

年

大

挑

以

後

歴

今

七

十

餘

年

未

挑

加

以

黃

水

灌

注

河

日

淤

日

淺

隄

日

高

日

危

近

因

上

游

東

西

隄

屢

有

漫

口

又

寶

應

運

河

湍

激

開

白

田

鋪

竹

絡

壩

洩

水

入

湖

上

流

掣

則

下

流

緩

而

沙

愈

停

故

界

首

以

南

訖

郵

之

境

節

節

淤

墊

澇

則

泛

濫

旱

先

乾

涸

關

係

運

道

民

生

者

亟

亟

也

　

高

郵

州

志

又

南
爲
琵
琶
閘
𣹢
洞
口
門
寬
高
一
尺
二
寸
水
下
城
濠
入

通
湖
橋
引
河
滙
入
運
鹽
河
又
南
爲
南
關
舊
大
壩
長
六

十
六
丈
係
草
壩
康
熙
十
九
年
建
乾
隆
二
十
年
永
閉
又

南
爲
南
關
大
壩
卽
舊
五
里
滚
水
壩
長
六
十
六
丈
係
石

壩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建
乾
隆
十
一
年
加
高
底
石
一
層
牆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高
石
脊
七
尺
五
寸
水
由
南
澄
子
河
歸
總
澄
子
河
經
棋

盤
蕩
出
梓
新
車
路
諸
河
歸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丁
溪
閘

入
海
運
隄
又
南
爲
南
關
新
壩
長
六
十
六
丈
係
石
壩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建
牆
高
石
脊
一
丈
一
尺
水
入
南
關
大
壩

引
河
此
壩
地
勢
最
卑
壩
底
較
諸
壩
亦
爲
獨
深
尤
不
可

輕
易
開
放
其
引
河
亦
入
澄
子
河
與
南
關
大
壩
同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有

五

里

中

壩

卽

舊

八

里

鋪

滚

水

壩

又
南
爲
柏
家
墩
舊
大
壩
長
五
十

四
丈
係
草
壩
康
熙
二
十
年
建
乾
隆
二
十
年
永
閉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有

八

里

鋪

𣹢

洞

又

有

車

邏

閘

又
南
爲
車
邏
大
壩
長
六
十
四
丈
係

石
壩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建
乾
隆
十
年
加
高
底
石
一
層
牆

高
石
脊
七
尺
七
寸
水
下
茭
絲
溝
由
澄
子
河
與
南
關
大

壩
同
又
南
爲
車
邏
耳
閘
金
門
寬
一
丈
二
尺
乾
隆
五
年

建
水
入
車
邏
壩
引
河

今

按

揚

河

廳

册

無

又
南
爲
火
姚
閘
金
門

寬
四
尺
八
寸
水
入
淥
洋
湖
又
南
爲
三
十
里
鋪

揚

州

府

新

志

又
南
經
邵
伯
湖
東
又
南
東
岸
并
有
洩
水
支
河

　

　

皇

朝

通

志

又
東
南
與
湖
連
岸
爲
露
筋
祠
閘
支
河
口
又
南
爲
稽
家

閘
支
河
口
其
西
邵
伯
湖
也
又
東
南
至
金
灣
東
岸
有
支

河
口
四

俱

東

滙

淥

洋

湖

經
邵
伯
鎭
西
又
南
爲
三
閘
東
派
爲
八

字
河

見後

又
南
至
灣
頭
鎭
西
北
有
支
河
口
又
南
有
夏
家

溝
口

皆

洩

水

東

南

爲

芒

稻

河

皆

入

江

　

水

道

提

綱

運
隄
西
岸
又
南
入
甘
泉
縣
界
有
小
河
口
又
有
露
筋
閘

今

按

揚

糧

廳

册

無

有

黃

泥

港

外
爲
邵
伯
湖
舊
謂
此
湖
東
接
艾
陵
西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一

接
自
茆
南
通
新
城
北
接
甓
社
自
築
運
隄
之
後
邵
伯
湖

在
上
河
艾
陵
乃
在
下
河
矣
邵
伯
湖
與
黃
子
等
湖
通
黃

子
湖
在
府
城
北
六
十
里
東
通
邵
伯
湖
赤
岸
湖
又
在
黃

子
湖
西
朱
家
湖
在
府
城
北
五
十
里
其
湖
與
邵
伯
湖
相

連
之
處
名
湯
家
絆
新
城
湖
在
府
城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白

茆
湖
在
府
城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萬
歴
志
云
此
六
湖
皆
在

官
河
上
岸
水
相
接
連
邵
伯
湖
西
南
有
楊
壽
壩
大
儀
等

處
之
水
入
焉
又
西
南
庇
豐
庵
有
支
河
甘
泉
山
後
老
壩

橋
諸
處
之
水
入
焉
運
隄
又
南
爲
荷
花
塘
今
決
口
堵
築

處
也
又
南
爲
三
溝
閘

今

按

荷

花

塘

三

溝

閘

均

在

東

岸

此

誤

又

按

揚

糧

廳

册

南

有

通

湖

港

又
南
爲
鰍
魚
港
爲
菜
花
港
爲
廟
港
爲
陳
家
港
爲
木

排
港
爲
紅
橋
港
爲
鐵
牛
港
爲
梁
家
港
爲
母
家
港
自
母

家
港
以
次
而
北
諸
港
俱
滙
爲
後
河
北
接
邵
伯
湖
後
河

又
西
南
滙
爲
董
家
湖
西
北
則
入
朱
家
湖
朱
家
湖
之
南

口
南
流
爲
王
家
河
西
有
梅
家
莊
閻
家
莊
田
溝
東
有
胥

家
莊
田
溝
王
家
河
又
南
流
至
孔
家
橋
與
董
家
湖
水
合

東
南
行
爲
尤
家
窪
引
河
流
入
尤
家
窪
王
家
河
又
於
尤

家
窪
引
河
稍
西
分
一
支
河
亦
西
南
行
有
錢
家
莊
葛
家

莊
謝
家
墳
卜
家
嘴
西
卜
家
嘴
東
田
溝
五
處
與
尤
家
窪

俱
入
越
河
越
河
在
運
河
西
北
對
東
岸
金
灣
北
閘
起
田

運
河
分
出
迤
南
與
東
岸
西
灣
壩
相
對
止
歸
入
運
河

縣境

運

河

西

隄

石

工

自

露

筋

起

至

三

溝

止

長

二

千

六

百

十

五

丈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修

補

南

皆

士

隄

運
隄
又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二

南
有
懷
子
河
滙
小
新
塘
上
下
雷
塘
之
水
達
槐
家
河
入

焉
雷
塘
在
府
城
西
北
十
五
里
上
塘
舊
長
廣
六
里
餘
下

塘
長
廣
七
里
卽
雷
坡
其
名
始
見
江
都
王
傳
小
新
塘
在

上
雷
塘
之
東
北
水
注
上
雷
塘
轉
注
下
雷
塘
舊
長
廣
二

里
餘
南
宋
趙
范
殪
巨
賊
李
全
處
此
三
塘
與
句
城
塘
及

儀
徵
縣
境
陳
公
塘
號
爲
揚
州
五
塘
閱
千
餘
年
修
築
疏

濬
因
時
制
宜
各
有
成
效
逮
明
嘉
靖
中
五
塘
爲
豪
權
佔

廢
　
國
朝
雍
正
六
年
議
復
不
可
復
成
止
令
將
烏
塔
溝

接
句
塘
口
計
長
二
千
八
百
七
丈
槐
子
河
接
小
新
上
下

雷
塘
口
計
長
一
千
八
百
四
十
五
丈
挑
浚
其
儀
徵
縣
帶

子
溝
至
陳
公
塘
見
今
接
連
運
河
毋
庸
挑
浚

揚

州

府

新

志

運
隄
東
岸
南
接
甘
泉
界
爲
露
筋
鎭
又
南
爲
荷
花
塘
又

南
爲
昭
關
壩

今

按

舊

三

溝

閘

在

此

現

傍

甎

工

設

立

誌

椿

定

揚

糧

廳

水

勢

爲

昭

關

壩

啓

閉

之

節

在
邵
伯
鎭
北
五
里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與
高
郵
州
南
關
新

壩
同
時
建
合
南
關
大
壩
五
里
中
壩
車
邏
大
壩
定
爲
運

河
五
壩
上
與
高
堰
五
壩
較
準
尺
寸
相
爲
表
裏
此
壩
下

開
支
河
流
入
荇
絲
湖
北
入
淥
洋
湖
經
總
澄
子
河
東
入

棋
盤
蕩
由
梓
新
河
歸
入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丁
溪
閘
入

海
串
場
河
者
南
自
泰
州
海
安
首
受
運
鹽
河
水

此

卽

灣

頭

壩

下

之

運

鹽

河

東
北
至
通
遠
橋
少
折
而
西
北
淤
溪
秦
潼
之
水
上

自
泰
州
城
北
來
滙
經
東
臺
縣
北
行
直
抵
鹽
城
縣
爲
南

串
場
河
又
北
抵
阜
寕
縣
爲
北
串
場
河
所
受
之
水
自
興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三

化
以
南
如
梓
新
車
路
白
塗
諸
河
興
化
以
北
大
縱
湖
以

東
各
支
河
皆
受
焉
又
南
爲
二
閘
三
閘

今

按

揚

糧

廳

册

作

三

閘

二

閘

俱
有
引
河
歸
入
荇
絲
湖
又
南
爲
邵
伯
鎭
又
南
爲
毛
家

橋
支
河
閔
家
橋
支
河
滙
入
南
塘
歸
艾
陵
湖
艾
陵
湖
在

邵
伯
鎭
東
阮
昇
之
記
云
齊
高
宗
建
武
五
年
遏
艾
陵
湖

水
立
裘
塘
屯
卽
此
處
也
其
水
正
東
出
者
直
至
泰
州
以

北
入
淤
溪
泰
潼
歸
串
場
河
其
東
南
出
者
經
仙
女
廟
入

運
鹽
河

此

亦

灣

頭

壩

下

之

運

鹽

河

以

下

皆

同

其
東
北
出
者
分
爲
二
支
一

爲
宗
村
河
稍
南
入
官
河
一
爲
小
紀
河
經
淥
洋
湖
東
入

總
澄
子
河
運
隄
又
南
爲
北
閘
又
南
爲
中
閘
又
南
爲
金

灣
新
壩
與
南
中
二
閘
水
俱
滙
爲
金
灣
新
壩
河
至
人
字

河
頭
分
爲
越
河
俱
穿
運
鹽
河
南
出
江
都
縣
境
之
芒
稻

河
東
西
閘
歸
江
運
隄
又
南
爲
金
灣
舊
壩
其
水
亦
穿
運

鹽
河
南
出
江
都
縣
境
之
董
家
溝
會
芒
稻
河
歸
江
運
隄

又
南
爲
東
灣
壩
又
南
爲
西
灣
壩
兩
壩
水
滙
爲
東
西
灣

壩
河
穿
運
鹽
河
南
出
江
都
縣
境
之
石
洋
溝
會
廖
家
溝

入
江
運
隄
又
南
爲
鳳
凰
橋
河
亦
穿
運
鹽
河
南
出
江
都

縣
境
之
廖
家
溝
會
石
洋
溝
入
江
運
隄
又
南
爲
壁
虎
橋

河
亦
穿
運
鹽
河
南
出
江
都
縣
境
之
廖
家
溝
石
洋
溝
入

江
運
隄
又
南
爲
灣
頭
閘
閘
下
水
東
行
爲
運
鹽
河
傳
爲

吳
王
濞
所
開
通
海
陵
倉
自
灣
頭
閘
起
東
行
七
十
里
至

斗
門
入
泰
州
境
又
東
過
姜
堰
海
安
入
通
州
如
臯
境
東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四

抵
通
屬
各
場
自
灣
頭
閘
下
起
其
北
岸
來
水
壁
虎
橋
水

鳳
凰
橋
水
東
西
灣
壩
水
金
灣
新
舊
壩
水
及
江
都
境
之

高
家
壩
孔
家
𣹢
徐
家
𣹢
楊
家
渡
顧
家
圩
五
里
廟
景
鐵

溝
宜
陵
𣹢
龍
耳
河
以
次
而
東
諸
水
皆
通
焉
其
南
岸
則

廖
家
溝
石
洋
溝
董
家
溝
芒
稻
河
秦
塘
河
白
塔
河
或
分

或
合
皆
入
江
之
路

河

防

志

金

灣

三

閘

并

滚

壩

之

水

十

八

里

至

人

字

河

分

小

支

由

蕭

家

口

入

艾

陵

湖

鳳

凰

壁

虎

二

橋

及

灣

頭

閘

水

流

至

董

家

溝

小

支

下

芒

稻

河

正

流

三

里

會

人

字

河

水

勢

七

分

入

芒

稻

河

三

分

由

運

鹽

河

東

流

經

宜

陵

鎭

抵

泰

州

城

又

東

流

經

姜

堰

海

安

由

律

法

橋

下

海

　

揚

州

府

新

志

折
西
南
經
揚
州
府
城
東
分
二
派
一
南
流
又
分
支
津
先
後

由
瓜
洲
入
江
一
西
南
流
經
儀
徵
縣
東
北
又
經
城
南
西
南

流
入
於
江

　

　

皇

朝

通

志

稍
折
西
南
流
經
揚
州
府
城
東
折
而
西
南
於
城
南
南
流

分
爲
二
派
曰
三
岔
河
一
南
流
經
頭
閘

今

按

江

防

廳

册

無

又
分

支
津
東
南
經
瓜
洲
城
南
入
江
其
正
派
稍
西
南
經
四
閘

今

按

江

防

廳

册

無

南
入
江
爲
運
河
口

南

對

江

南

之

京

口

一
西
南
流
數

十
里
有
帶
子
溝
北
自
陳
公
塘
來
注
之
又
西
南
經
儀
徵

縣
城
東
北
爲
響
水
閘
又
南
經
城
東
爲
通
濟
閘
稍
南
爲

羅
口
閘
經
城
南
而
西
南
入
江

南

對

句

容

北

境

之

炭

渚

驛

及

河

口

鎭

當

江

近

岸

有

北

新

洲

水

道

提

綱

又
南
經
府
城
東
北
繞
城
而
南
至
揚
子
橋
三
汊
口
分
爲

二
支
一
支
西
南
流
經
儀
徵
縣
東
又
分
爲
二
一
南
流
至

舊
江
口
入
江
一
西
南
流
至
下
江
口
入
江
爲
上
江
運
糧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五

入
河
之
口
一
支
南
流
卽
伊
婁
河
至
瓜
洲
鎭
西
南
入
江

爲
江
南
糧
運
入
河
之
口

　

大

淸

一

統

志

運
河
西
岸
又
南
至
高
橋
橋
以
外
有
壩
橋
以
內
爲
柴
河

亦
名
草
河
迤
西
而
南
出
長
春
橋
合
保
障
河
保
障
河
北

至
蜀
岡
下
又
南
有
廿
四
橋
水
來
注
之
又
南
出
紅
橋
經

硯
池
口
至
南
門
外
二
道
溝
入
運
河
方
輿
紀
要
云
保
障

河
在
府
西
四
里
城
北
三
里
舊
有
柴
河
東
連
官
河
西
接

市
河
入
城
而
城
西
一
望
平
原
别
無
濠
塹
崇
禎
十
年
始

自
柴
河
口
引
城
東
運
河
繞
西
郭
復
折
而
西
南
接
城
南

二
里
之
寶
帶
河
仍
合
運
河
延
袤
十
六
里
時
又
於
近
河

東
岸
緣
壘
爲
城
上
爲
敵
臺
因
名
保
障
焉
運
隄
又
南
有

黃
金
壩
水
西
行
過
邗
溝
廟
經
迎
恩
橋
又
南
行
至
郡
城

北
水
關
與
北
門
城
濠
水
合
流
亦
入
保
障
河
運
隄
又
南

至
郡
城
東
北
隅
便
益
門
有
城
濠
首
接
運
河
濠
口
亦
有

壩
壩
內
水
西
經
便
益
門
又
西
經
廣
儲
門
又
西
經
拱
宸

門
卽

天

寕

門

又
西
經
北
門
折
而
南
過
西
門
又
折
而
東
過
南

門
入
運
河
其
穿
城
市
河
一
自
新
城
拱
宸
門
水
關
入
南

經
大
東
門
弔
橋
又
南
經
小
東
門
弔
橋
至
挹
江
門
水
門

出
鍼
橋
接
運
河
此
新
城
未
建
以
前
城
東
面
之
濠
河
也

一
自
舊
城
北
門
水
關
入
至
南
水
關
出
響
水
橋
入
運
河

舊

志

云

明

嘉

靖

間

巡

鹽

御

史

吳

悌

同

知

府

劉

宗

仁

開

濬

市

河

并

闢

水

關

歲

久

淤

塞

萬

歴

間

知

府

吳

秀

重

濬

至

　

國

朝

康

熙

十

三

年

知

府

金

鎭

重

濬

後

舊

城

市

河

全

涸

新

城

市

河

僅

通

而

不

能

與

運

河

相

接

雍

正

九

年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六

知

府

陳

宏

謀

請

將

水

利

餘

銀

興

工

開

濬

十

一

年

知

府

尹

會

一

復

濬

深

保

障

河

一

帶

以

瀦

內

河

之

水

不

致

外

泄

今

保

障

河

一

帶

俱

屬

深

通

新

城

市

河

亦

可

通

舟

楫

惟

舊

城

市

河

歴

北

門

水

關

橋

至

開

明

橋

過

文

昌

樓

下

水

洞

南

至

通

泗

橋

太

平

橋

新

橋

出

南

門

水

關

橋

兩

岸

民

居

稠

密

河

道

淺

窄

當

嘉

慶

二

三

年

間

郡

中

紳

士

醵

金

開

濬

不

旋

踵

而

復

涸

今

止

一

線

溝

渠

此

河

於

本

郡

文

運

極

有

徵

驗

現

在

當

事

者

籌

議

疏

濬

運
隄

又
南
至
對
岸
文
峰
塔
前
北
折
而
西
名
寶
帶
河
明
萬
歴

間
濬
以
挽
河
直
流
運
隄
又
西
南
爲
新
河
亦
明
萬
歴
間

浚
自
南
門
二
里
橋
入
西
折
而
南
又
折
而
東
運
隄
又
西

南
至
三
汊
河
又
西
南
至
烏
塔
溝
句
城
塘
水
從
此
出
焉

此
溝
與
江
都
縣
分
界

儀

徵

縣

志

云

此

外

更

有

潮

溝

入

曰

張

家

溝

成

家

圩

湯

家

圩

倉

臺

圩

天

寕

莊

鴉

鶻

莊

徐

家

圩

帶

子

溝

八

者

皆

通

漕

河

以

入

於

江

運
隄
又
西
南
行
有
戴

子
港
陳
公
塘
水
從
此
出
焉
運
隄
又
西
南
行
至
儀
徵
縣

經
四
閘
入
於
江

揚

州

府

新

志

東
岸
運
隄
又
南
經
郡
城
東
關
對
岸
有
沙
壩
河
入
江
運

隄
又
稍
折
而
西
南
有
楊
子
橋
水
入
江
又
西
南
至
三
岔

河
南
行
其
對
岸
亦
循
高
旻
寺
南
行
經
頭
閘
此
河
遂
分

支
津
東
南
經
瓜
洲
城
南
入
江
其
正
派
稍
西
南
經
四
閘

今

按

此

承

水

道

隄

綱

之

文

今

無

有

由

閘

關

南
入
江
是
爲
瓜
洲
運
河
口
又
三

岔
河
西
南
行
經
儀
徵
縣
響
水
閘
等
四
閘
西
南
入
江
是

爲
儀
徵
縣
江
口

揚

州

府

新

志

史
奭
河
防
議
曰
江
都
河
渠
有
關
於
河
防
水
利
者
惟
運

河
爲
大
北
接
高
郵
南
至
大
江
一
線
漕
隄
與
河
俱
長
而

最
險
要
者
則
自
邵
伯
金
家
灣
起
北
至
露
筋
界
牌
止
計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七

隄
四
十
餘
里
隄
以
西
曰
上
河
自
朱
家
湖
黃
子
湖
迤
西

隄
勢
漸
高
常
憂
旱
隄
以
東
曰
下
河
自
隄
迤
東
勢
漸
低

常
憂
澇
昔
晉
謝
太
傅
始
築
邵
伯
隄
以
界
之
隄
以
西
無

旱
憂
隄
以
東
無
澇
患
民
皆
便
之
至
明
季
高
堰
失
修
翟

壩
衝
決
水
勢
直
灌
高
江
此
江
都
漕
隄
所
以
屢
決
而
民

胥
爲
魚
也
然
患
雖
中
於
江
都
而
所
以
受
患
之
故
則
有

來
源
去
路
不
僅
在
江
都
也
試
約
而
言
之
須
分
三
路
治

水
之
法
上
流
中
流
下
流
是
也
上
流
不
治
則
來
水
無
窮

雖
日
治
中
流
無
益
也
中
流
不
治
則
蓄
泄
無
方
雖
日
治

下
流
無
益
也
下
流
不
治
則
水
無
去
路
雖
日
治
中
流
亦

無
益
也
上
流
者
高
堰
周
橋
翟
壩
是
矣
高
堰
宜
幫
濶
也

周
橋
不
可
開
也
翟
壩
宜
堅
築
也
則
淮
水
不
致
旁
泄
得

以
全
力
衝
出
淸
口
上
而
淸
口
不
淤
下
而
高
江
不
溺
矣

再
高
堰
之
上
有
歸
仁
隄
又
宜
照
舊
制
實
築
也
歸
仁
堤

築
而
洪
澤
湖
來
流
減
半
高
堰
翟
壩
俱
爲
易
守
則
來
源

旣
少
而
上
流
治
矣
中
流
者
自
淮
至
揚
運
河
漕
隄
是
也

舊
制
十
里
設
一
小
閘
旱
則
蓄
澇
則
泄
以
濟
漕
運
以
衞

民
田
也
又
隄
西
諸
河
霪
雨
非
常
及
淸
江
浦
之
上
通
濟

閘
水
下
注
與
盱
眙
天
長
高
良
澗
水
陡
發
運
河
不
能
容

受
於
是
在
山
陽
則
開
涇
河
黃
浦
二
大
閘
在
寶
應
高
郵

則
開
子
嬰
溝
大
閘
在
江
都
則
開
金
灣
三
閘
及
新
河
十

四
里
芒
稻
河
東
西
兩
閘
自
邵
伯
至
江
不
過
三
十
二
里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八

泄
水
則
爲
直
捷
康
熙
年
間
河
院
王
光
裕
又
於
西
閘
之

西
開
閘
三
門
亦
因
此
地
洩
水
最
易
也
但
金
灣
閘
門
尚

窄
閘
下
新
河
孔
家
灣
南
北
淤
沙
淺
窄
宜
開
通
廣
濶
也

再
將
陸
漫
溝
以
北
開
一
二
大
閘
使
運
河
水
勢
南
北
分

洩
則
蓄
洩
有
方
而
中
流
治
矣
下
流
者
則
范
隄
各
場
之

海
口
是
也
雲
梯
關
在
昔
止
爲
淮
水
尾
閭
故
能
容
受
而

無
沙
淤
之
患
自
宋
神
宗
熙
寕
間
黃
河
南
徙
黃
始
入
淮

濁
流
夾
沙
而
行
稍
一
旁
決
則
勢
緩
沙
停
沙
停
河
塞
愈

塞
愈
決
愈
決
愈
塞
且
黃
家
嘴
七
里
溝
相
繼
旁
決
而
雲

梯
關
大
淤
正
坐
此
病
是
雲
梯
關
爲
黃
淮
兩
水
之
尾
閭

乃
第
一
要
緊
海
口
不
必
言
矣
其
外
若
山
陽
之
廟
灣
海

口
鹽
城
之
石
䃮
天
妃
廟
海
口
興
化
之
劉
莊
靑
龍
橋
口

白
駒
之
鬭
龍
港
口
草
堰
之
滷
河
口
小
海
之
小
海
團
口

泰
州
丁
溪
之
龍
開
港
口
河
垜
車
兒
埠
之
滔
子
壩
口
皆

以
洩
隄
東
七
邑
之
水
者
也
年
來
非
不
開
放
而
田
廬
不

免
淹
没
人
民
不
免
漂
溺
雖
破
格
蠲
賑
而
仍
不
免
於
水

患
者
有
二
說
焉
一
則
各
海
口
離
漕
隄
俱
三
四
百
里
而

遙
紆
囘
曲
折
不
能
直
達
也
一
則
下
河
七
邑
四
高
中
窪

地
形
如
釜
沿
隄
減
閘
之
水
譬
之
由
釡
邊
而
入
范
公
塘

各
場
口
地
勢
反
高
譬
之
由
釜
邊
而
出
夫
水
由
釜
邊
而

出
則
釡
底
之
田
廬
已
宛
在
深
淵
矣
昔
興
志
有
云
沿
隄

三
十
餘
減
閘
之
水
滔
滔
東
注
非
民
田
受
之
而
焉
往
也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十
九

又
王
文
通
云
隄
東
下
河
之
水
旣
不
通
江
又
難
到
海
者

誠
有
見
也
故
運
河
之
水
導
之
入
江
入
海
者
上
策
也
不

得
已
而
洩
之
下
河
則
當
準
漕
隄
閘
口
之
水
與
各
場
海

口
之
數
相
等
庶
來
源
去
路
足
以
相
當
而
其
中
之
行
水

河
路
積
年
淤
塞
尤
不
可
不
亟
爲
深
浚
者
也
在
涇
河
黃

浦
之
下
則
射
陽
湖
一
路
子
嬰
溝
之
下
則
鹽
城
舊
官
河

一
路
淸
水
潭
之
下
則
泰
山
廟
東
河
一
路
以
及
興
化
之

海
溝
河
白
望
河
車
路
河
邵
伯
之
下
則
顏
家
莊
楊
家
莊

以
達
樊
汊
及
泰
州
西
溪
河
并
各
場
之
串
場
河
與
范
隄

東
達
海
河
路
俱
開
通
深
濶
則
水
有
去
路
而
下
流
亦
治

矣
江

都

縣

志

　

今

按

淮

揚

下

河

水

利

與

堰

盱

洩

水

各

壩

相

爲

表

裏

堰

盱

諸

壩

爲

來

源

范

隄

各

閘

爲

尾

閭

而

下

河

高

寶

興

泰

東

鹽

境

內

各

河

爲

洪

湖

減

漲

趨

海

之

要

道

循

軌

則

爲

利

泛

濫

則

爲

害

前

人

所

論

固

已

盡

之

矣

然

古

今

形

勢

遷

變

不

同

康

熙

年

間

業

已

歴

次

濬

治

節

洪

湖

來

源

闢

歸

江

去

路

民

獲

稍

安

不

數

十

年

淪

胥

仍

告

蓋

非

治

之

未

周

實

守

之

未

善

也

山

陽

寶

應

地

居

上

游

凡

閘

洞

減

下

之

水

入

海

較

捷

泰

州

東

臺

雖

處

下

游

而

地

勢

高

亢

惟

高

郵

西

承

各

湖

並

山

盱

洩

下

之

水

由

湖

入

運

由

運

以

達

州

東

各

河

興

化

居

高

郵

之

東

范

隄

之

西

泰

州

東

臺

之

北

鹽

城

之

南

不

僅

高

郵

各

壩

之

水

須

由

縣

以

達

范

隄

卽

泰

州

東

臺

之

水

亦

半

由

縣

經

行

故

淪

胥

之

患

興

化

獨

甚

高

郵

次

之

泰

州

無

虞

而

東

臺

又

次

之

鹽

城

則

又

次

於

東

臺

大

濬

之

後

地

方

鹽

務

有

司

果

能

一

守

成

規

歲

加

修

治

雖

未

能

益

令

寬

深

亦

可

不

致

湮

塞

乃

地

方

七

屬

各

守

一

隅

鄕

民

惟

利

目

前

罔

顧

鄰

境

爲

壑

旋

通

旋

塞

實

由

於

此

不

獨

此

也

東

臺

縣

志

言

高

郵

泰

州

興

化

東

臺

下

注

之

水

皆

入

串

場

河

分

流

各

閘

及

小

關

下

射

陽

湖

入

海

如

果

各

閘

支

河

深

通

原

屬

建

瓴

而

下

何

致

終

年

積

水

爲

患

實

緣

定

例

每

逢

三

月

卽

將

各

閘

堵

閉

不

使

洩

水

以

利

鹽

行

至

九

月

方

許

起

除

迨

至

伏

秋

盛

漲

閘

內

田

皆

被

淹

一

遇

洪

湖

水

大

開

放

車

邏

南

關

諸

壩

水

全

下

注

該

五

州

縣

俱

成

澤

國

閘

外

入

海

之

各

支

河

在

昔

未

嘗

不

通

無

如

自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三

月

閉

閘

之

後

旣

無

淸

水

下

注

又

兼

夏

秋

海

潮

盛

漲

沙

淤

口

門

及

九

月

開

閘

後

淸

水

下

注

其

勢

已

弱

不

能

刷

深

日

久

積

高

水

無

去

路

能

不

泛

溢

乎

若

再

將

串

場

河

及

上

游

各

支

汊

較

高

之

處

復

加

挑

深

勢

必

倒

漾

儻

大

爲

開

通

入

海

之

渠

不

使

三

月

閉

閘

又

恐

有

礙

運

鹽

凡

治

下

河

水

利

者

不

能

不

籌

畫

於

商

與

民

也

雍

正

六

七

年

間

開

浚

下

河

淤

淺

湖

河

設

立

涵

洞

閘

座

乾

隆

四

年

　

　

　

特

派

大

理

寺

卿

汪

漋

總

辦

淮

揚

水

利

經

營

三

四

年

而

竣

事

九

年

又

　

　

　

命

尙

書

訥

親

勘

辦

復

又

浚

治

二

十

二

年

又

　

　

　

命

侍

郎

嵇

璜

總

辦

其

事

者

三

四

年

蓋

自

雍

正

七

年

至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三

十

餘

年

之

間

於

洪

湖

則

改

建

五

壩

酌

定

啟

壩

水

誌

以

節

上

源

於

高

甘

則

增

改

閘

壩

與

山

盱

相

應

大

闢

歸

江

之

路

不

令

多

注

下

河

修

建

范

隄

十

八

閘

以

暢

去

路

其

疏

浚

七

邑

支

幹

入

海

各

河

不

啻

至

再

至

三

乃

皆

旋

通

旋

塞

鹽

務

及

地

方

有

司

不

知

率

由

舊

章

而

下

河

七

州

縣

遂

有

水

而

無

利

矣

乾

隆

三

十

年

後

雖

小

有

補

苴

未

審

全

局

十

八

閘

已

多

坍

損

鹽

務

歴

久

未

修

惟

石

䃮

天

妃

二

閘

每

當

壩

水

下

注

之

時

尙

可

通

流

而

自

高

郵

至

鹽

城

計

六

百

餘

里

以

建

瓴

奪

迅

之

來

源

而

紆

囘

屈

曲

始

則

自

西

而

東

繼

則

由

南

而

北

流

行

數

州

縣

而

出

十

數

丈

之

閘

門

卽

使

海

口

寬

深

各

屬

河

皆

通

利

而

來

多

去

少

壅

漲

之

患

不

待

智

者

而

始

知

矣

自

雍

正

迄

今

其

間

創

建

改

易

或

經

　

　

　

宸

斷

或

採

羣

言

謹

就

徐

景

曾

下

河

水

利

考

爲

之

臚

列

首

敘

運

隄

閘

壩

涵

洞

下

注

之

水

分

達

各

河

之

路

次

敘

各

州

縣

上

承

下

達

各

河

終

敘

范

隄

各

閘

入

海

之

道

其

成

案

則

編

年

以

入

章

牘

焉

港
安
以
下
運
河
東
岸
至
灣
頭
閘
各
閘
壩
洩
下
之
水
歸

海
河
道
　
山
陽
境
內
頭
洞
起
至
李
宅
洞
止
水
達
北
溪

河
入
馬
家
蕩
由
射
陽
湖
入
海
　
迤
南
寶
應
境
內
黃
浦

閘
水
入
黃
浦
溪
東
入
淩
溪
黃
昏
蕩
達
九
里
蕩

與

馬

家

蕩

相

連

由
九
里
溝
西
建
岡
河
東
至
鹽
城
縣
北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石
䃮
天
妃
等
閘
入
海
　
迤
南
喬
家
洞
學
洞
孫
家
洞

水
入
蜆
　
蕩
達
馬
家
蕩
同
前
入
海
　
縣
南
躍
龍
閘
水

下
望
直
港
八
獐
獅
蕩
由
火
盆
蜆
　
蕩
達
馬
家
蕩
同
前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一

入
海
獐
獅
蕩
之
東
亦
有
河
道
北
通
馬
家
蕩
　
迤
南
湯

問
洞
朱
馬
灣
閘
從
家
洞
郎
兒
閘
各
水
下
獐
獅
火
盆
諸

蕩
滙
入
大
縱
湖
出
東
塘
西
塘
等
河
由
北
串
場
河
同
前

入
海
　
迤
南
張
成
洞
胡
成
洞
永
安
閘
軍
民
洞
水
下
廣

洋
湖
達
平
望
湖
北
入
蜈
蚣
大
縱
湖
出
西
官
河
經
鹽
城

縣
南
串
場
河
出
石
䃮
閘
入
海
亦
可
由
大
縱
湖
之
東
達

興
鹽
界
河
以
出
范
隄
靑
龍
八
竈
二
閘
入
海
　
迤
南
子

嬰
閘
水
下
子
嬰
溝
經
時
堡
鎭
達
護
金
蕩
蜈
蚣
湖
出
東

官
河
由
紀
家
港
歸
南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靑
龍
八
竈
大
團

等
閘
入
海
亦
可
由
護
金
蕩
達
北
官
河
分
入
越
河
興
鹽

界
河
出
范
隄
之
前
三
閘
入
海
　
迤
南
高
郵
境
內
界
首

閘
慶
豐
洞
二
閘
頭
閘
通
湖
橋
諸
水
下
洋
馬
蕩
沙
母
蕩

馬
奔
莊
蕩
入
護
金
蕩
出
海
溝
河
白
塗
河
歸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草
堰
閘
入
海
　
迤
南
南
水
關
𣹢
洞
琵
琶
洞
水

下
運
鹽
河
達
棋
盤
蕩
同
下
三
壩
之
水
並
入
於
海
　
又

南
南
關
大
壩
南
關
新
壩
五
里
中
壩
水
下
南
澄
子
河
歸

總
澄
子
河
經
棋
盤
蕩
出
梓
新
車
路
諸
河
歸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由
丁
溪
閘
入
海
亦
可
由
棋
盤
蕩
向
北
通
得
勝
湖

東
經
白
塗
河
出
范
隄
小
海
閘
入
海
　
又
南
車
邏
壩
閘

水
下
新
泰
興
港
達
棋
盤
蕩
同
前
入
海
　
又
南
火
姚
閘

水
下
淥
洋
湖
達
棋
盤
蕩
　
又
南
甘
泉
縣
境
邵
伯
以
北

昭
關
壩
三
閘
二
閘
諸
水
下
荇
絲
湖
北
入
淥
洋
湖
經
總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二

澄
子
河
東
入
棋
盤
蕩
由
梓
新
河
同
前
入
海
　
以
上
各

閘
壩
下
注
之
水
出
范
隄
各
閘
入
海
者
照
歴
次
奏
圖
所

繪
敘
列

下
河
各
州
縣
境
內
上
承
下
達
河
道
　
山
陽
縣
境
　
涇

河
淮

安

府

志

乾

隆

五

年

總

辦

水

利

大

理

寺

卿

汪

漋

副

都

御

史

德

齡

題

准

疏

浚

自

閘

口

至

南

窰

長

八

千

八

十

一

丈

五

尺

接

南

窰

下

分

挑

支

河

二

道

一

入

安

豐

河

長

一

千

六

十

六

丈

寛

三

丈

一

入

太

倉

支

河

長

一

千

五

十

五

丈

寛

三

丈

俱

入

馬

家

蕩

嘉

慶

二

十

年

普

律

挑

浚

自

閘

口

至

南

窰

河

長

八

千

一

百

四

十

五

丈

在

山

陽

縣

境

六

千

一

百

二

十

六

丈

在

寶

應

縣

境

二

千

十

九

丈

又

南

窰

至

梁

社

浚

支

河

長

五

百

四

十

九

丈

在

寶

應

縣

境

又

北

岔

至

碾

子

社

浚

支

河

長

二

百

七

十

四

丈

在

鹽

城

縣

境

共

用

銀

二

萬

五

千

六

百

四

十

五

兩

零

民

捐

官

辦

涵
洞
河

見前

　
北
溪
河

見前

　
南
溪
河

見前

　
鹽
城
縣
境

新
官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七

十

五

里

其

水

由

大

縱

湖

東

北

流

出

天

妃

閘

新

河

洩

水

最

捷

七

邑

民

命

攸

關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侍

郎

孫

在

豐

監

修

下

河

水

利

挑

浚

海

口

乃

西

由

江

官

港

至

岡

門

東

五

十

餘

里

挑

挖

深

濶

直

達

新

洋

港

入

海

東
西
界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南

一

百

里

與

興

化

縣

分

中

流

爲

界

其

水

自

大

縱

湖

入

口

東

流

七

十

里

至

劉

莊

閘

今

名

大

團

閘

歸

鬬

龍

港

入

海

又

自

海

口

北

流

經

岡

溝

入

串

場

河

出

石

䃮

口

入

海

雍

正

七

年

大

學

士

陳

元

龍

開

浚

下

河

由

五

龍

口

挑

至

劉

莊

計

五

十

里

乾

隆

三

年

巡

撫

許

容

奏

准

首

闢

界

河

之

未

開

者

俾

興

泰

之

水

注

於

大

縱

湖

未

入

新

河

先

入

界

河

興

鹽

之

民

賴

之

九

年

再

浚

嘉

慶

十

八

年

自

窰

灣

起

估

浚

河

長

九

千

五

百

六

十

丈

南
串
場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東

南

二

里

其

水

自

泰

州

海

安

壩

至

劉

莊

場

入

鹽

境

出

石

䃮

口

雍

正

七

年

浚

乾

隆

十

年

又

浚

以
上
新
官
河
出
天
妃
口

東
界
河
南
串
場
河
俱
出
石
䃮
而
縣
境
內
西
南
一
帶
之

支
河
又
俱
入
此
三
河
　
東
官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其

水

南

接

興

化

西

接

界

河

由

界

首

鋪

入

口

合

西

官

河

至

涇

口

入

新

官

河

乾

隆

九

年

挑

紀
家
港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東

南

自

興

鹽

界

起

迤

東

至

串

場

河

擡

頭

角

長

二

十

八

里

乾

隆

九

年

浚

西
官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南

五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三

十

里

其

水

接

湛

溝

河

計

十

五

里

合

流

於

東

官

河

乾

隆

八

年

浚

射
陽
湖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西

北

扺

山

陽

界

分

中

流

爲

界

由

故

晉

至

喻

口

入

海

今

分

阜

邑

康

熙

十

三

年

勘

浚

下

河

海

口

　

　

　

特

命

按

察

司

于

成

龍

董

其

役

侍

郎

孫

在

豐

繼

之

自

宋

家

舍

至

岡

門

凡

浚

通

四

十

餘

里

三

十

五

年

童

營

決

口

並

鄰

湖

之

支

口

亦

塞

三

十

八

年

　

　

　

上

諭

下

河

現

有

積

水

不

得

不

引

出

歸

海

將

串

場

河

射

陽

湖

蝦

鬚

溝

一

帶

挑

通

引

積

水

流

出

歸

海

四

十

五

年

欽

差

督

浚

蝦

鬚

溝

由

是

射

陽

湖

出

路

始

闢

　
北
串
場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北

三

里

其

水

由

汊

河

分

支

經

新

興

場

上

岡

鎭

復

繞

范

公

隄

東

北

流

七

十

里

至

阜

寕

縣

入

射

陽

湖

　

舊

串

場

河

劉

端

浦

南

有

河

不

通

其

北

並

無

河

道

乾

隆

三

年

廷

尉

汪

漋

副

憲

德

齡

總

辦

水

利

挑

浚

深

通

一

以

洩

汊

河

之

水

直

達

射

陽

湖

一

以

灌

一

百

二

十

里

從

古

無

河

之

高

田

七

邑

窮

黎

漁

樵

於

海

其

利

甚

溥

嘉

慶

十

八

年

自

皮

岔

口

起

至

阜

寕

境

劉

莊

止

估

浚

河

長

一

萬

六

千

九

百

八

丈

五

尺

商

辦

東
塘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北

五

十

里

其

水

西

南

接

西

鹽

河

水

西

北

入

射

陽

湖

西

鹽

河

爲

東

塘

河

之

上

流

二

河

久

淤

乾

隆

四

年

浚

西
塘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北

九

十

里

其

水

由

沙

溝

北

流

一

百

十

里

會

東

塘

河

由

油

葫

蘆

港

入

射

陽

湖

馬
家
蕩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北

一

百

里

山

寶

鹽

三

邑

分

界

東

西

三

十

里

南

北

五

十

里

水

入

射

陽

湖

西
鹽
河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北

八

十

里

其

水

由

西

塘

河

黃

土

溝

入

口

東

北

至

新

河

廟

轉

北

入

東

塘

河

乾

隆

五

年

浚

以
上
三
河
一
蕩
俱
入
射
陽
湖
下
海
而
縣
境

內
西
北
一
帶
之
支
河
又
俱
入
此
三
河
一
蕩
　
廖
家
港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北

六

十

里

其

水

自

東

塘

河

東

流

至

上

岡

鎭

入

北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乾

隆

五

年

浚

今

改

名

上

岡

河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河

長

四

千

五

百

四

十

丈

草
堰
河
舊
名
院
道
港

淮

安

府

志

治

西

南

七

十

五

里

其

水

由

東

塘

河

東

北

流

至

草

堰

口

入

北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乾

隆

五

年

浚

新
洋
港

淮

安

府

志

在

縣

北

門

外

二

里

承

天

妃

石

䃮

兩

路

之

水

東

會

鬭

龍

港

入

海

港

寬

十

五

六

丈

至

二

三

十

丈

深

二

三

丈

自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大

開

新

官

河

暢

流

入

海

此

港

不

待

疏

浚

而

深

寬

逾

於

舊

時

三

倍

以
上
兩
港
一

河
皆
在
范
隄
之
東
爲
入
海
之
路
　
阜
寕
縣
境
　
串
場

河
淮

安

府

志

在

射

陽

湖

南

岸

南

接

鹽

城

北

串

場

河

在

阜

境

者

長

六

十

餘

里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此

河

北

通

射



 

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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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四

陽

湖

　

按

阜

寕

串

場

河

之

東

有

陳

家

衝

閘

河

在

北

草

堰

閘

河

之

北

其

東

與

鹽

城

之

上

岡

草

堰

二

河

滙

注

野

潮

洋

入

海

並

有

分

支

北

入

射

陽

湖

　
寶
應
縣
境
　
黃
浦
溪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黃

浦

鎭

南

西

通

運

河

有

閘

東

入

淩

溪

會

射

陽

湖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浚

此

卽

山

陽

境

內

之

南

溪

河

　

按

嘉

慶

十

八

年

疏

浚

下

河

河

道

奏

圖

黃

浦

閘

下

注

之

水

達

蜆

　

蕩

北

入

馬

家

蕩

以

入

射

陽

湖

並

無

淩

溪

之

名

至

馬

家

蕩

淮

安

府

志

言

舊

郡

志

載

射

陽

湖

在

府

治

東

南

七

十

里

山

寶

鹽

三

邑

分

界

則

馬

家

蕩

卽

射

陽

湖

之

一

隅

止

因

湖

日

淤

墊

歴

次

請

開

俱

稱

射

陽

湖

後

遂

以

入

海

之

河

爲

射

陽

湖

而

湖

身

之

猶

存

者

均

名

爲

馬

家

蕩

云

據

此

則

馬

家

蕩

之

與

射

陽

湖

乃

一

而

二

者

也

凡

寶

應

境

內

運

河

東

岸

閘

洞

東

注

之

水

折

而

北

趨

有

稱

入

馬

家

蕩

以

達

射

陽

湖

者

有

稱

竟

達

射

陽

湖

而

不

言

及

馬

家

蕩

者

皆

無

不

可

也

蜆
　
蕩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南

通

火

盆

蕩

西

北

入

馬

家

蕩

火
盆
蕩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南

通

獐

獅

蕩

北

達

蜆

　

蕩

西

北

接

黃

浦

溪

由

東

而

北

入

馬

家

蕩

獐
獅
蕩

揚

州

府

新

志

一

作

章

思

蕩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南

通

廣

洋

湖

北

接

火

盆

蕩

西

接

城

子

河

由

東

而

北

入

馬

家

蕩

廣
洋
湖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東

西

十

里

南

北

三

里

南

通

子

嬰

河

北

通

獐

獅

蕩

西

接

潼

河

承

運

河

各

閘

洞

之

水

東

北

會

三

王

溝

入

射

陽

湖

東

南

通

沈

垜

港

三
王
溝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西

南

通

廣

洋

湖

中

貫

箕

山

東

北

入

射

陽

湖

子
嬰
溝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西

通

運

河

北

通

廣

洋

南

達

洋

馬

蕩

東

入

海

陵

溪

河

海

陵

西

自

泰

州

北

界

起

由

南

而

北

以

至

寶

應

在

縣

東

九

十

里

俗

呼

琵

琶

頭

高

郵

興

化

以

此

河

中

流

爲

界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子

嬰

河

尾

長

一

千

九

百

三

十

六

丈

又

自

閘

下

起

至

海

陵

溪

河

止

兩

岸

築

隄

長

七

千

六

百

三

十

一

丈

民

捐

官

辦

　

按

子

嬰

閘

在

寶

應

境

其

東

注

之

河

則

在

高

郵

境

內

　
高
郵
州
境
　
洋
馬

蕩
卽
淸
水
潭
之
上
游

揚

州

府

新

志

作

羊

馬

兒

蕩

寬

二

里

長

三

里

在

州

東

北

十

五

里

南

有

仁

字

等

支

河

二

道

通

運

鹽

河

北

通

子

嬰

河

西

承

界

首

以

南

州

城

以

北

運

河

閘

洞

下

注

之

水

東

達

沙

母

蕩

馬

奔

蕩

入

海

陵

溪

沙
母
蕩

府

志

在

州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南

有

頭

二

三

溝

通

運

鹽

河

北

通

子

嬰

河

西

通

洋

馬

蕩

東

達

馬

奔

蕩

入

海

陵

溪

馬
奔
蕩

揚

州

府

新

志

作

馬

踏

港

在

州

東

北

七

十

里

南

有

支

河

三

道

通

運

鹽

河

北

通

子

嬰

河

西

通

沙

母

蕩

東

達

海

陵

溪

運
鹽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名

閘

河

又

名

東

河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五

在

州

北

遐

觀

橋

下

南

有

寶

帶

等

支

河

七

道

通

總

澄

子

河

北

通

洋

馬

沙

母

馬

奔

三

蕩

西

連

市

河

東

達

海

陵

河

河

之

南

爲

南

上

河

河

之

北

爲

北

下

河

南

北

田

地

以

此

而

辨

宋

元

祐

間

郡

守

毛

澤

民

於

此

置

斗

門

石

閘

以

時

蓄

洩

隄

之

南

北

皆

爲

良

田

嘉

慶

十

八

年

間

段

浚

河

長

三

千

八

百

丈

又

培

兩

岸

隄

長

一

萬

四

千

七

百

七

十

丈

民辦

澄
子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各

城

子

河

西

有

南

北

二

河

南

承

南

關

大

壩

新

壩

五

里

中

壩

三

壩

之

水

北

承

運

鹽

河

由

新

河

南

注

之

水

滙

爲

一

河

南

有

茭

絲

溝

南

山

陽

河

關

河

以

達

泰

興

港

北

通

運

鹽

河

東

達

海

陵

河

嘉

慶

十

八

年

間

段

挑

河

長

六

千

九

百

十

丈

又

培

兩

岸

隄

長

一

萬

八

千

三

百

二

十

九

丈

民

辦

茭
絲

溝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州

東

二

十

五

里

南

通

泰

興

港

北

通

澄

子

河

泰
興
港

揚

州

府

新

志

無

此

河

名

而

嘉

慶

十

八

年

奏

浚

下

河

河

道

圖

內

繪

有

此

河

在

城

子

河

之

南

西

承

八

里

堡

𣹢

洞

車

邏

閘

壩

火

姚

閘

下

注

之

水

東

入

海

陵

河

南

通

淥

洋

湖

逍

遙

河

北

通

澄

子

河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河

長

二

千

五

百

五

十

二

丈

又

培

兩

岸

隄

長

三

千

四

百

七

十

丈

民

辦

　

按

泰

興

港

府

州

志

中

皆

未

開

載

惟

嘉

慶

十

八

年

奏

圖

之

內

有

此

名

目

考

府

州

志

載

輿

圖

八

里

堡

洞

車

邏

閘

壩

火

姚

閘

四

處

洩

下

之

水

皆

入

南

澄

子

河

而

奏

圖

則

繪

南

北

澄

子

爲

二

小

河

其

東

滙

爲

一

河

名

總

澄

子

河

與

府

州

地

圖

及

舊

有

河

圖

互

異

淥
洋
湖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州

南

三

十

里

半

屬

甘

泉

縣

水

經

注

作

陸

陽

湖

西

接

運

河

隄

蔡

家

潭

東

河

形

東

通

逍

遙

河

紀

家

河

南

通

菱

絲

湖

北

通

泰

興港

海
陵
溪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州

東

北

七

十

里

興

化

寶

應

二

縣

俱

有

海

陵

溪

其

實

一

也

江

南

通

志

載

亦

名

橫

京

河

　

按

海

陵

溪

由

泰

州

西

北

界

尖

接

淤

溪

北

尾

起

北

流

至

寶

應

東

南

界

折

而

東

趨

興

化

境

內

之

蜈

蚣

蕩

止

河

亘

南

北

高

寶

興

化

以

河

之

中

流

爲

界

自

北

而

南

首

承

子

嬰

河

之

水

穿

溪

以

達

平

望

湖

次

承

洋

馬

沙

母

馬

奔

三

蕩

之

水

穿

溪

以

達

護

金

蕩

又

次

承

運

鹽

河

之

水

穿

溪

經

興

化

縣

南

趨

得

勝

湖

東

南

入

車

路

河

又

次

承

泰

興

港

之

水

穿

溪

趨

噲

墩

河

達

棋

盤

蕩

東

南

入

梓

新

河

　
甘
泉
縣
境

葑
塞
湖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北

通

淥

洋

湖

南

接

艾

陵

湖

　

按

現

在

淥

洋

湖

之

南

艾

陵

湖

之

北

有

湖

名

荇

絲

而

府

州

志

內

並

無

荇

絲

之

名

以

所

處

之

地

計

之

似

卽

葑

塞

近

又

呼

爲

恒

子

湖

西

承

昭

關

壩

下

注

之

水

南

入

艾

陵

北

達

淥

洋

艾
陵
湖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邵

伯

鎭

東

西

接

運

河

二

三

閘

東

南

趨

江

都

縣

之

孔

家

𣹢

河

入

鹽

河

東

北

達

山

陽

河

山
陽
河

江

南

通

志

載

在

府

城

東

北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六

六

十

里

北

經

高

郵

州

東

四

十

五

里

又

北

自

三

垜

橋

入

運

鹽

河

　
興
化
縣
境
　
大
縱

湖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自

湖

心

與

鹽

城

分

界

　

按

圖

載

鹽

城

之

南

山

寶

兩

縣

之

北

有

湖

橫

亘

南

北

北

曰

馬

家

蕩

南

曰

九

里

蕩

再

南

曰

大

縱

湖

再

南

曰

蜈

蚣

湖

名

目

各

殊

其

實

則

一

蜈

蚣

湖

府

志

乃

吳

翁

湖

昔

有

吳

高

尙

隱

於

此

故

名

在

縣

北

二

十

三

里

湖

在

興

化

境

內

者

西

通

獐

獅

蕩

廣

洋

湖

東

通

興

鹽

界

河

南

通

平

望

湖

西

南

通

海

陵

溪

平
望
湖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南

通

護

金

蕩

北

通

平

望

湖

西

通

海

陵

溪

護
金
蕩

揚

州

府

新

志

名

烏

金

興

化

縣

志

作

烏

巾

在

縣

治

西

半

里

西

通

海

陵

溪

東

通

北

官

河

府

志

又

言

護

金

蕩

合

蜈

蚣

大

縱

九

里

馬

家

等

湖

滙

爲

一

河

其

東

北

出

蝦

鬚

溝

經

阜

寕

出

射

陽

湖

入

海

南

官

河

卽

運

鹽

河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接

泰

州

之

寕

鄉

河

北

流

至

縣

南

轉

東

又

北

流

爲

北

官

河

又

北

入

鹽

城

此

河

南

北

橫

亘

凡

高

郵

境

內

西

水

之

達

范

隄

各

河

者

皆

穿

此

河

東

注

府

志

言

南

接

高

郵

州

河

口

鎭

之

豐

樂

橋

似

有

未

確

河

口

鎭

在

高

郵

鹽

河

之

尾

入

海

陵

溪

處

且

在

興

化

縣

治

之

西

也

得
勝
湖

揚

州

府

新

志

卽

率

頭

湖

在

縣

東

十

里

廣

袤

皆

二

十

里

西

通

運

鹽

河

東

達

車

路

河

南

通

棋

盤

蕩

棋
盤
蕩

揚

州

府

新

志

作

旗

干

蕩

在

縣

東

十

三

里

西

接

蒯

墩

河

達

鹽

河

東

南

入

梓

新

河

東
塘
港
西
塘
港

揚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南

通

泰

州

運

河

北

通

鹽

城

南

北

橫

亘

　

按

東

西

塘

港

南

北

橫

亘

南

抵

東

臺

蚌

蜒

河

北

抵

興

鹽

界

河

凡

西

穿

鹽

河

東

注

范

隄

各

河

之

水

皆

穿

此

河

下

達

南

抵

泰

州

鹽

河

猶

係

未

分

東

臺

以

前

之

言

串
場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舊

志

所

名

捵

鹽

河

是

也

河

沿

捍

海

堰

卽

范

公

隄

經

各

場

北

達

鹽

城

境

內

之

南

串

場

河

　

按

興

邑

串

場

河

南

自

東

臺

界

起

北

至

鹽

城

界

止

河

之

東

卽

范

公

隄

自

北

而

南

有

大

圖

八

竈

靑

龍

一

里

墩

並

北

中

二

閘

再

南

有

白

駒

葦

子

草

堰

各

閘

以
上
皆
興
化

縣
之
經
河
南
北
橫
亘
者
以
下
皆
東
西
河
上
承
西
來
之

水
東
出
范
隄
以
入
於
海
者
　
興
鹽
界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興

化

縣

之

東

北

爲

興

鹽

分

界

之

處

水

入

場

河

出

范

隄

靑

龍

八

竈

大

團

三

閘

海
溝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在

界

河

之

南

西

達

運

鹽

河

東

入

場

河

出

范

隄

白

駒

一

里

墩

等

四

閘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河

長

八

千

五

百

五

丈

前

七

閘

並

迤

南

葦

子

閘

洩

下

之

水

各

有

引

河

滙

入

鬭

龍

港

東

北

趨

入

海

閘

下

各

引

河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共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二
十
七

長

二

千

一

百

九

十

一

丈

商

辦

白
塗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十

里

又

在

海

溝

之

南

西

達

鹽

河

東

入

東

臺

縣

境

串

場

河

出

范

隄

小

海

閘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河

長

八

千

五

百

二

十

七

丈

民

辦

閘

下

引

河

達

王

家

港

入

海

十

八

年

取

直

挑

河

長

四

千

二

百

四

十

丈

商

辦

車
路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在

海

溝

河

之

南

西

經

得

勝

湖

以

通

運

鹽

河

東

南

入

東

臺

縣

境

串

場

河

北

折

出

范

隄

丁

溪

閘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河

長

五

千

二

百

三

十

八

丈

民

辦

閘

下

引

河

達

古

河

入

海

十

八

年

浚

最

淺

之

戴

家

古

淤

河

長

一

萬

一

千

六

百

八

十

丈

商

辦

梓
新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東

南

十

五

里

在

車

路

河

之

南

東

通

塘

港

西

達

得

勝

湖

通

志

言

梓

新

河

在

興

化

縣

東

四

十

里

　

按

輿

圖

河

在

車

路

河

之

南

東

達

河

垜

合

串

場

河

乾

隆

十

一

年

二

十

八

年

屢

浚

河

東

南

入

東

臺

縣

境

串

場

河

北

流

出

范

隄

丁

溪

閘

入

海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河

長

六

千

三

百

十

丈

民

辦

蚌
沿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河

防

各

書

作

蚌

蜒

河

在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在

梓

新

河

之

南

西

接

亭

陵

鎭

與

泰

州

分

界

東

下

一

百

二

十

里

入

東

臺

境

內

串

場

河

乾

隆

八

年

二

十

八

年

屢

浚

嘉

慶

十

八

年

又

浚

河

長

一

萬

六

千

二

百

五

十

丈

泰
州
境
　
運
鹽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有

西

南

北

三

河

西

運

河

自

江

都

灣

頭

鎭

而

東

經

州

西

二

十

五

里

斗

門

鎭

入

州

境

卽

漢

吳

王

濞

開

以

通

運

者

南

運

鹽

河

自

州

治

南

折

而

東

抵

通

州

以

及

各

鹽

場

入

於

海

北

運

河

在

州

治

北

通

十

二

鹽

場

名

串

場

河

　

一

統

志

載

運

鹽

河

自

灣

頭

閘

洩

邵

伯

運

河

之

水

東

流

經

泰

州

西

三

十

里

斗

門

鎭

又

東

至

城

南

北

通

城

濠

貫

城

爲

市

河

中

經

運

河

壩

又

東

行

一

百

二

十

里

至

海

安

鎭

入

如

臯

縣

界

此

府

志

所

稱

西

北

二

運

河

也

自

城

南

運

河

壩

分

支

南

流

爲

濟

州

河

三

十

里

至

廟

灣

二

十

里

至

泰

興

縣

之

紫

墟

鎭

西

南

達

揚

子

江

商

舶

多

由

此

入

此

鹽

河

之

支

河

又

北

運

河

自

泰

州

城

北

一

里

之

東

西

二

壩

南

接

市

河

水

北

至

新

城

分

爲

三

一

自

新

城

東

北

流

十

五

里

至

於

祈

河

府

志

一

名

淤

溪

河

在

州

東

北

三

十

里

又

東

四

十

里

至

秦

潼

鎭

又

東

六

十

里

至

西

溪

鎭

卽

晏

溪

河

也

舊

志

謂

之

西

溪

一

自

新

城

北

行

經

港

口

鎭

又

北

經

寕

鄕

鎭

又

北

達

興

化

縣

之

運

鹽

河

亦

曰

浦

汀

河

府

志

在

州

北

自

魚

行

壩

直

抵

興

化

高

郵

寶

應

卽

海

陵

溪

也

一

自

新

城

西

北

行

八

十

里

至

樊

汊

鎭

亦

曰

運

鹽

河

西

溪

又

分

爲

二

自

西

溪

東

出

歴

梁

垜

安

豐

富

安

三

場

爲

濶

河

又

南

行

四

十

里

至

海

安

鎭

鎭

南

卽

運

鹽

河

也

一

自

西

溪

東

北

出

者

經

東

臺

河

垜

二

場

謂

之

串

場

河

與

興

化

縣

之

運

河

會

興

化

運

鹽

河

自

高

郵

州

西

接

新

開

河

東

流

八

十

里

抵

河

口

鎭

一

名

閘

河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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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河
水

二
十
八

曰

東

河

滙

下

河

滙

州

東

南

白

塔

澄

子

山

陽

諸

河

水

入

興

化

縣

界

南

通

蚌

蜒

河

又

東

至

縣

城

南

分

流

爲

城

河

經

得

勝

湖

又

東

爲

車

路

河

東

流

九

十

里

入

泰

州

界

今

屬

東

臺

滙

串

場

河

歴

丁

溪

草

堰

諸

場

北

流

至

縣

東

十

之

白

駒

劉

莊

二

場

又

北

達

鹽

城

縣

界

石

䃮

天

妃

二

閘

入

海

通

志

雍

正

九

年

濬

泰

州

鹽

河

及

串

場

車

路

海

溝

諸

河

築

堰

建

閘

工

程

告

竣

　

按

輿

圖

府

境

自

運

河

以

東

鹽

河

最

大

泰

州

之

鹽

河

所

以

洩

邵

伯

水

查

泰

州

之

西

有

江

都

芒

稻

石

羊

諸

河

已

在

上

游

先

爲

分

洩

不

僅

恃

泰

州

入

江

高

郵

之

鹽

河

所

以

洩

新

開

湖

一

南

從

泰

興

通

州

入

海

一

北

從

鹽

城

入

海

二

河

支

分

派

别

屈

曲

相

通

而

邊

海

之

串

場

河

橫

絡

南

北

其

東

入

海

之

路

有

四

一

曰

天

開

河

頭

在

河

垜

場

東

西

承

梓

新

河

水

一

曰

苦

水

洋

在

天

開

河

頭

北

丁

溪

場

東

西

承

車

路

河

水

一

曰

鬭

龍

港

在

苦

水

洋

草

堰

東

北

西

承

白

塗

河

及

海

溝

河

水

又

北

則

爲

劉

莊

海

口

入

鹽

城

縣

界

雍

正

九

年

濬

泰

州

運

鹽

河

二

萬

五

千

七

百

八

十

丈

串

場

河

一

萬

一

千

餘

丈

又

浚

車

路

海

溝

等

河

凡

入

海

各

處

建

閘

宣

洩

乾

隆

九

年

浚

南

北

串

場

河

二

十

二

年

河

底

開

深

五

尺

二

十

八

年

重

浚

並

各

閘

外

引

河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泰

州

斜

豐

河

此

河

西

通

甘

泉

之

艾

陵

湖

東

通

興

化

蚌

蜒

河

長

五

千

八

百

七

十

三

丈

兩

岸

築

堰

長

一

萬

一

千

七

百

四

十

六

丈

又

浚

淤

溪

河

長

一

千

二

百

六

十

丈

兩

岸

築

堰

長

二

千

五

百

二

十

丈

民

辦

　
東
臺
縣

境
　
梓
新
河
蚌
蜒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興

化

東

臺

兩

縣

皆

載

有

此

二

河

乃

兩

縣

分

屬

之

故

已

詳

興

化

縣

下

運
鹽
河

揚

州

府

新

志

在

縣

西

南

自

海

道

口

起

西

南

由

時

堰

鎭

出

青

蒲

角

經

秦

潼

淤

祈

抵

泰

州

一

百

二

十

里

又

自

秦

潼

西

入

思

賢

港

一

經

喬

樹

抵

邵

伯

一

百

八

十

里

一

出

孔

家

𣹢

由

六

閘

抵

郡

城

二

百

七

十

里

上

承

上

運

河

各

壩

減

下

之

水

由

淥

洋

艾

陵

等

湖

經

泰

州

小

溪

河

入

運

鹽

河

歸

串

場

河

出

丁

溪

閘

下

古

河

海

口

入

海

乃

各

場

運

鹽

總

滙

兼

利

民

田

灌

漑

行

水

金

鑑

所

謂

下

運

河

是

也

又

名

北

運

河

雍

正

乾

隆

年

間

屢

浚

嘉

慶

十

八

年

自

秦

潼

起

經

海

道

口

北

連

串

場

河

至

草

堰

閘

止

估

浚

河

長

一

萬

七

千

四

百

九

十

丈

又

培

築

泰

隄

長

九

千

九

百

丈

商

辦

縣

志

載

本

擬

二

十

年

夏

興

挑

會

大

雨

不

果

串
場
河

東臺

縣

志

衆

水

滙

歸

之

河

故

曰

串

地

繞

鹽

場

東

以

范

公

隄

爲

堰

故

曰

串

場

自

泰

州

海

安

徐

家

壩

起

歴

富

安

等

十

一

場

至

阜

寕

射

陽

湖

出

口

爲

泰

州

串

場

鹽

河

今

自

海

安

徐

家

壩

西

百

子

橋

涵

洞

至

富

安

場

通

遠

橋

五

十

里

北

經

安

豐

梁

垜

二

場

至

縣

城

又

五

十

里

自

縣

城

南

門

經

河

𣐟

場

入

海

道

口

在

縣

治

西

門

外

舊

名

海

大

口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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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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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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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築

范

公

隄

以

前

之

海

口

也

今

爲

串

場

蚌

蜒

梓

新

河

出

入

門

戸

由

丁

溪

草

堰

白

駒

劉

莊

伍

佑

各

場

至

鹽

城

縣

一

百

六

十

里

自

鹽

城

縣

北

由

廟

灣

場

至

阜

寕

縣

一

百

六

十

里

上

承

下

運

河

蚌

蜒

梓

新

車

路

白

塗

海

溝

界

河

之

水

由

丁

溪

小

海

草

堰

白

駒

靑

龍

八

竈

大

團

石

䃮

天

妃

正

越

各

閘

入

古

河

口

王

家

港

鬭

龍

港

新

洋

港

射

陽

湖

等

海

口

歸

海

爲

各

場

運

鹽

通

津

民

竈

田

疇

灌

漑

之

資

且

爲

七

州

縣

洩

水

下

游

要

道

自

河

𣐟

至

富

安

爲

南

串

場

河

自

廟

灣

射

陽

湖

南

岸

入

口

歴

鹽

城

縣

至

河

垜

爲

北

串

場

河

雍

正

乾

隆

年

間

歴

次

疏

浚

嘉

慶

十

八

年

浚

北

串

場

河

自

海

道

口

起

至

草

堰

南

閘

止

計

長

四

千

一

百

丈

二

十

年

挑

南

串

場

河

自

富

安

通

遠

橋

起

至

安

豐

南

石

橋

止

計

長

三

千

三

百

九

十

丈

餘

安

豐

梁

𣐟

東

臺

河

垜

四

場

因

雨

暫

停

至

今

未

辨

原

估

東

臺

境

內

串

場

河

自

秦

潼

起

至

草

堰

北

閘

止

應

挑

河

長

一

萬

七

千

四

百

九

十

丈

幫

築

泰

隄

九

千

九

百

丈

今

鹽

務

止

浚

長

四

千

一

百

丈

十
八
里
河

東

臺

縣

志

在

治

南

十

八

里

自

梁

垜

串

場

河

迤

西

至

殷

莊

十

八

里

又

自

殷

莊

至

縣

城

南

門

十

八

里

故

名

嘉

慶

十

八

年

估

挑

連

支

河

共

長

四

千

二

百

丈

鹽

務

未

辨

大
尖
河

東

臺

縣

志

名

六

十

里

河

又

名

三

汊

河

在

縣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自

安

豐

串

場

河

之

李

家

港

迤

西

南

六

十

里

出

靑

蒲

角

由

秦

潼

抵

泰

州

嘉

慶

十

八

年

估

挑

至

富

安

界

止

河

長

九

千

九

百

三

十

丈

鹽

務

未

辨

范
公
隄
卽
捍
海
堰
起
自
阜
寕
縣
之
廟
灣
射
陽
湖
南
經

鹽
城
東
臺
折
向
東
南
沿
如
臯
通
州
至
吕
四
場
天
后
宫

止
延
袤
六
百
十
一
里
有
奇
內
自
廟
灣
至
丁
溪
場
隄
長

一
百
九
十
二
里
八
分
自
丁
溪
至
富
安
場
隄
長
九
十
九

里
二
分
自
富
安
至
吕
四
場
隄
長
一
百
五
十
三
里
零

李世

禄

南

河

圖

說

　

按

行

水

金

鑑

引

河

防

志

言

范

公

隄

一

名

捍

海

堰

宋

天

聖

間

范

仲

淹

監

西

溪

鹽

倉

時

所

築

從

廟

灣

沙

埠

頭

歴

鹽

城

興

化

泰

州

如

臯

至

通

州

界

止

共

長

五

百

八

十

二

里

比

圖

說

所

載

六

百

十

一

里

之

數

計

少

二

十

九

里

沿

隄

墩

臺

四

十

三

座

閘

洞

八

座

此

隄

束

內

水

不

致

傷

鹽

隔

外

水

不

致

傷

稼

乃

濱

海

一

帶

之

屏

障

也

淮

安

府

志

言

范

公

隄

卽

捍

海

堰

安

東

志

名

古

淮

隄

隄

在

鹽

城

自

東

北

直

抵

通

泰

海

門

唐

大

歴

中

黜

陟

使

李

承

爲

淮

南

節

度

判

官

謂

海

潮

漫

爲

鹽

滷

雖

良

田

必

廢

請

自

楚

州

鹽

城

南

抵

海

陵

修

築

旱

海

隄

綿

亘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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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州

潮

汐

不

得

浸

淫

宋

天

聖

中

張

綸

刺

泰

州

專

圖

修

復

時

范

仲

淹

監

西

溪

鹽

倉

悉

力

贊

之

謂

當

移

隄

勢

而

西

稍

避

其

衝

仍

叠

石

以

固

其

外

紆

斜

迤

𨓦

如

坡

形

不

與

水

爭

天

聖

五

年

功

成

因

名

范

公

隄

長

一

百

四

十

三

里

有

奇

脚

濶

三

丈

面

一

丈

高

一

丈

五

尺

元

詹

士

龍

爲

興

化

縣

尹

請

發

九

郡

人

夫

併

築

十

有

六

月

成

延

亘

三

百

餘

里

明

萬

歴

十

年

總

漕

都

御

史

淩

雲

翼

題

准

修

築

建

洩

水

涵

洞

水

渠

十

七

處

石

閘

一

座

洩

捍

兩

得

十

五

年

巡

撫

都

御

史

楊

一

魁

以

黃

淮

交

漲

舊

閘

洩

水

不

及

山

鹽

六

邑

田

沈

水

底

挑

浚

廟

灣

射

陽

湖

等

處

河

道

水

有

所

洩

范

隄

乃

固

今

考

乾

隆

十

二

年

淮

安

府

知

府

衞

哲

治

所

修

府

志

載

鹽

城

捍

海

堰

治

東

一

里

許

宋

史

河

渠

志

載

楚

州

沿

海

舊

有

捍

海

堰

東

距

大

海

北

接

鹽

城

延

袤

一

百

四

十

二

里

始

自

唐

黜

陟

使

李

承

所

建

遮

護

民

田

屏

蔽

鹽

竈

其

功

甚

偉

歴

時

旣

久

傾

圮

不

存

至

天

聖

改

元

范

仲

淹

爲

泰

州

西

溪

鹽

官

請

於

朝

調

四

萬

餘

夫

修

築

三

旬

畢

工

乾

道

八

年

提

舉

趙

伯

昌

復

請

隨

時

修

葺

從

之

元

詹

士

龍

爲

興

化

令

修

築

明

景

泰

三

年

知

府

邱

陵

委

千

戸

馮

祥

主

簿

袁

敬

重

修

宏

治

間

都

御

史

張

敷

華

委

官

陸

本

修

嘉

靖

十

七

年

縣

丞

吳

鼇

修

萬

歴

十

一

年

漕

河

尙

書

淩

雲

翼

巡

按

御

史

姚

士

觀

巡

鹽

御

史

任

養

心

會

題

委

知

縣

楊

瑞

雲

運

判

宋

子

春

修

建

洩

水

𣹢

洞

水

渠

十

七

座

石

閘

一

座

十

二

年

四

十

三

年

又

修

至

　

國

朝

乾

隆

三

年

總

理

水

利

汪

漋

德

齡

曁

諸

河

道

同

時

鳩

工

修

築

趾

三

丈

二

尺

面

一

丈

二

尺

高

一

丈

又

考

東

臺

縣

志

載

范

公

隄

一

名

捍

海

堰

當

縣

治

東

西

之

中

綿

亘

各

場

隄

之

東

屬

竈

隄

之

西

屬

民

街

市

閭

閻

多

處

其

上

隷

縣

境

者

二

百

十

里

南

接

如

臯

北

接

興

化

鹽

城

晏

溪

志

唐

大

歴

元

年

黜

陟

使

李

承

任

淮

南

節

度

判

官

憂

海

潮

漲

漫

田

疇

盡

廢

乃

自

楚

之

鹽

城

入

揚

之

海

陵

綿

亘

百

餘

里

築

堰

以

捍

海

民

獲

奠

居

宋

開

寶

中

知

泰

州

事

王

文

祐

增

修

之

後

漸

圮

頺

天

聖

元

年

范

仲

淹

監

西

溪

鹽

倉

條

其

工

役

程

度

白

運

使

張

綸

酌

量

移

堰

稍

近

西

溪

以

避

海

潮

衝

擊

仍

叠

土

以

固

其

外

延

袤

迤

𨓦

如

坡

形

不

與

水

爭

雖

有

洪

濤

不

能

爲

患

綸

陳

其

事

請

以

范

仲

淹

任

興

化

令

二

年

遂

興

斯

役

起

自

海

陵

東

新

城

至

虎

墩

越

小

淘

浦

以

南

値

隆

冬

雨

雪

連

旬

潮

勢

洶

湧

兵

夫

在

泥

淖

中

死

者

二

百

餘

人

會

朝

廷

遣

使

按

視

將

罷

之

後

命

胡

令

儀

爲

兩

淮

都

轉

運

使

以

察

可

否

令

儀

常

宰

海

陵

熟

知

其

利

害

乃

抗

章

請

必

成

之

時

仲

淹

丁

母

憂

去

任

猶

遺

書

堅

綸

志

綸

自

請

兼

知

泰

州

以

總

其

役

自

五

年

秋

越

六

年

春

堰

成

長

二

萬

五

千

六

百

九

十

六

丈

六

尺

計

百

四

十

三

里

趾

厚

三

丈

面

三

之

一

崇

半

之

版

築

堅

固

甎

甃

周

密

潮

不

能

侵

自

是

流

移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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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者

三

千

餘

戸

人

呼

爲

范

公

隄

以

仲

淹

力

贊

之

也

虎

墩

卽

今

小

海

越

小

淘

浦

卽

今

安

豐

宣

和

中

水

勢

奔

衝

淹

没

田

地

周

三

百

餘

里

乾

道

七

年

海

潮

復

衝

擊

二

千

餘

丈

蓋

堰

雖

跨

三

州

而

在

通

楚

界

者

少

故

泰

之

損

者

獨

多

知

州

徐

子

寅

興

工

修

治

因

議

請

置

鹽

場

官

分

治

其

境

場

大

使

之

設

始

此

淳

熙

元

年

諸

司

復

料

工

役

以

知

泰

州

事

張

子

正

請

也

就

舊

基

形

勢

修

築

其

鹽

場

竈

所

又

别

爲

隄

岸

以

避

湖

汐

而

防

廢

壞

卽

今

馬

路

二

年

冬

張

子

正

以

修

繕

勤

勞

喪

於

河

口

知

州

魏

欽

緖

接

任

竟

其

工

八

年

提

舉

趙

伯

昌

奏

請

修

葺

紹

定

七

年

風

潮

逆

猛

又

損

四

百

餘

丈

逾

年

乃

克

修

築

不

能

如

天

聖

中

鞏

固

矣

元

至

正

二

十

七

年

提

舉

朱

冠

卿

以

堰

損

於

潮

檄

官

同

視

復

集

兵

夫

節

修

五

千

餘

丈

迨

詹

士

龍

令

興

化

請

發

九

郡

人

夫

並

築

十

有

六

月

而

成

時

獲

一

方

石

上

刻

逢

詹

再

修

景

祐

二

年

八

月

仲

淹

記

十

三

字

人

多

異

之

新

舊

鹽

法

志

明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潮

發

捍

海

堰

壞

死

者

三

萬

人

朝

命

起

蘇

松

淮

揚

四

郡

人

夫

修

築

成

化

七

年

潮

發

死

者

二

百

餘

人

又

命

起

淮

揚

二

郡

人

夫

修

築

十

三

年

巡

鹽

御

史

雍

泰

正

德

七

年

巡

鹽

御

史

劉

士

繹

嘉

靖

十

九

年

海

門

令

汪

有

執

先

後

修

築

萬

歴

十

年

都

御

史

淩

雲

翼

題

准

修

築

建

洩

水

𣹢

洞

水

渠

十

七

座

石

閘

一

座

十

一

年

分

司

蔡

文

範

十

五

年

巡

撫

楊

一

魁

四

十

三

年

巡

鹽

御

史

謝

正

蒙

兵

備

道

熊

尙

文

先

後

修

築

至

　

國

朝

康

熙

間

令

臺

使

重

修

雍

正

十

一

年

詔

以

范

公

隄

爲

沿

海

藩

籬

鹽

場

屏

障

急

應

修

築

　

命

總

督

魏

廷

珍

勘

修

之

十

二

年

河

督

高

斌

奏

准

於

栟

茶

角

斜

等

處

先

後

動

支

運

庫

銀

陸

續

築

固

又

隄

頂

修

開

車

道

埠

口

每

里

設

堡

夫

一

名

計

程

三

百

五

十

六

里

共

設

堡

夫

三

百

五

十

六

名

每

名

每

月

給

工

食

銀

五

錢

於

運

庫

商

捐

項

下

支

給

卽

募

沿

隄

附

近

居

民

充

當

毋

庸

建

造

堡

房

朝

來

暮

返

每

日

挑

積

土

牛

修

補

殘

缺

責

成

該

地

方

河

員

查

核

乾

隆

五

年

大

理

寺

卿

汪

漋

等

疏

栟

茶

角

斜

二

場

范

隄

殘

缺

加

築

格

隄

建

設

𣹢

洞

十

一

年

增

修

二

十

二

年

還

築

開

洩

河

湖

異

漲

缺

口

二

十

四

年

鹽

政

高

恒

奏

明

通

泰

二

州

范

隄

修

築

工

程

歸

於

鹽

務

分

别

緩

急

分

年

商

捐

辨

理

嘉

慶

四

年

富

安

安

豐

等

場

海

潮

倒

灌

巡

撫

岳

起

飭

范

隄

各

壩

加

築

堅

固

母

許

開

放

十

年

河

湖

異

漲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年

漕

隄

屢

決

照

乾

隆

七

年

十

八

年

例

開

隄

宣

洩

積

水

後

皆

還

築

以

防

海

溢

查

范

公

隄

起

於

廟

灣

廟

灣

昔

屬

鹽

城

雍

正

十

年

析

山

陽

鹽

城

兩

縣

之

地

添

設

阜

寕

縣

廟

灣

遂

屬

阜

寕

止

於

通

州

延

袤

六

百

餘

里

自

唐

迄

明

接

築

起

止

志

乘

所

記

亦

復

大

同

小

異

卽

府

州

縣

志

各

敘

本

境

詳

畧

不

同

如

揚

州

府

新

志

敘

興

化

泰

州

東

臺

東

臺

本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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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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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
河
水

三
十
二

州

地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析

泰

州

西

北

之

地

添

設

東

臺

縣

故

東

臺

縣

志

所

敘

遠

年

之

事

皆

稱

州

而

三

州

縣

之

范

隄

閘

壩

置

而

弗

論

於

此

知

文

獻

之

無

徵

康

熙

以

後

以

范

隄

爲

山

盱

五

壩

尾

閭

於

是

建

閘

培

隄

疏

浚

河

道

叠

煩

　

　

　

睿

慮

屢

派

重

臣

創

爲

經

久

良

謨

自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以

後

垂

今

六

十

年

雖

因

時

補

苴

大

槪

規

模

並

無

更

易

至

雍

正

乾

隆

年

間

興

辦

下

河

水

利

修

治

范

隄

不

過

節

修

故

無

段

落

長

丈

可

記

今

就

志

乘

所

載

有

關

蓄

洩

之

沿

隄

閘

座

北

起

鹽

城

之

北

草

堰

閘

南

迄

東

臺

之

丁

溪

閘

創

建

裁

改

逐

一

臚

列

以

備

參

閱

一

本

淮

安

等

府

鹽

城

等

縣

志

並

鹽

城

等

縣

丞

天

妃

等

閘

官

事

宜

册

自

丁

溪

閘

南

至

通

州

隄

間

亦

有

閘

壩

事

屬

水

利

鹽

法

無

關

河

工

故

省

不

錄

　
鹽
城
縣
境
　
北
草
堰
閘

在

縣

治

北

七

十

五

里

草

堰

口

雍

正

七

年

建

乾

隆

五

年

總

理

水

利

汪

漋

德

齡

委

官

移

建

劉

端

浦

陡

門

一

　

按

閘

在

范

隄

之

東

草

堰

河

內

草

堰

河

本

名

院

道

港

乾

隆

五

年

改

名

　
上
岡
閘

在

縣

冶

北

四

十

五

里

上

岡

鎭

雍

正

七

年

建

於

串

場

河

西

岸

乾

隆

五

年

移

建

今

處

陡

門

一

　

按

閘

在

范

隄

之

東

上

岡

河

內

上

岡

河

本

名

廖

家

港

乾

隆

五

年

改

名

　

河

北

流

與

草

堰

河

合

並

入

海

天
妃
閘

在

縣

治

北

門

外

二

里

舊

河

寬

二

十

七

丈

爲

七

邑

洩

水

要

口

每

秋

潮

水

越

口

而

上

苦

不

可

飮

鹵

不

可

灌

甚

則

漫

溢

民

田

土

不

可

耕

屢

議

建

閘

率

以

河

身

甚

寬

土

患

浮

濡

而

止

乾

隆

三

年

撫

臣

許

容

治

河

疏

內

請

於

此

建

閘

總

理

水

利

汪

漋

德

齡

親

往

相

度

其

議

遂

定

乃

建

立

斗

門

五

磯

心

四

濶

九

丈

雖

上

流

暴

水

驟

至

不

無

阻

束

之

虞

而

鹽

邑

斥

鹵

之

患

庶

乎

少

免

閘

建

於

乾

隆

五

年

五

孔

四

磯

心

高

二

丈

四

尺

砌

石

二

十

層

每

孔

金

門

寬

一

丈

八

尺

嘉

慶

六

年

修

天
妃
越
閘

在縣

治

北

門

距

正

閘

百

餘

步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黃

垣

詳

建

閘

三

孔

二

磯

心

高

一

丈

九

尺

二

寸

砌

石

十

六

層

每

孔

金

門

寬

一

丈

九

尺

二

寸

嘉

慶

六

年

修

石
䃮
閘

在

縣

東

門

外

一

里

明

萬

歴

四

年

知

縣

杜

善

教

請

浚

河

建

閘

河

通

海

潮

擁

至

壞

閘

傷

田

廬

八

年

巡

鹽

御

史

張

璧

奏

請

築

塞

仍

於

石

䃮

南

别

置

閘

備

潦

雍

正

七

年

大

學

士

陳

元

龍

鄂

爾

泰

奉

　

　

　

命

閱

視

水

利

仍

請

立

閘

乃

與

上

岡

草

堰

二

閘

先

後

建

築

以

禦

鹹

潮

閘

二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六

尺

八

寸

砌

石

十

四

層

每

孔

金

門

寬

一

丈

六

尺

該

閘

地

勢

較

高

天

妃

閘

七

尺

洩

水

有

限

乾

隆

六

年

修

嘉

慶

六

年

又

修

　

按

天

妃

石

䃮

二

閘

之

水

皆

由

新

洋

港

入

海

　

查

東

臺

縣

志

載

乾

隆

元

年

總

督

趙

宏

恩

題

准

石

䃮

口

一

閘

歸

鹽

城

縣

丞

管

理

廖

家

港

草

堰

口

二

閘

歸

新

興

場

大

使

管

理

新

洋

港

海

口

設

犁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三
十
三

船

二

隻

混

江

龍

二

具

每

歲

春

秋

二

汛

拖

刷

二

次

每

次

以

十

日

爲

率

責

成

鹽

城

縣

丞

五

年

吏

部

覆

准

總

辨

水

利

汪

漋

德

齡

以

新

建

之

天

妃

閘

並

上

岡

北

草

堰

二

閘

距

該

場

司

窵

遠

請

於

天

妃

石

䃮

二

閘

設

閘

官

一

員

上

岡

北

草

堰

二

閘

設

閘

官

二

員

十

年

總

督

黃

廷

桂

奏

准

將

鹽

城

上

岡

草

堰

兩

閘

官

裁

汰

改

爲

丁

溪

海

堰

閘

官

又

天

妃

閘

官

册

開

現

管

天

妃

正

越

石

䃮

三

閘

額

設

閘

夫

四

十

名

皂

隷

二

名

每

名

每

月

工

食

銀

四

錢

八

分

四

釐

二

毫

五

忽

在

鹽

城

縣

□

□

□

　
興
化
縣
境
　
大
團
閘

距

劉

莊

場

北

二

十

五

里

在

治

東

北

乾

隆

十

二

年

建

兩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三

尺

二

寸

砌

石

十

一

層

金

門

各

寬

一

丈

八

尺

板

皆

雙

槽

八

竈
閘

乾

隆

十

二

年

建

兩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三

尺

二

寸

砌

石

十

一

層

金

門

各

寛

一

丈

七

尺

二

寸

板

皆

雙

槽

閘

距

劉

莊

場

署

一

里

又

名

一

里

墩

閘

靑
龍
閘

距

劉

莊

場

署

南

半

里

雍

正

七

年

建

兩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三

尺

二

寸

砌

石

十

一

層

金

門

各

寬

一

丈

八

尺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拆

修

板

皆

雙

槽

向

亦

安

豐

巡

檢

經

管

雍

正

十

一

年

改

歸

場

大

使

管

理

管

范

公

隄

南

北

長

五

千

五

百

九

十

餘

丈

計

三

十

一

里

零

　

前

三

閘

宣

洩

高

郵

各

壩

減

下

之

水

由

南

北

官

河

海

溝

河

興

鹽

界

河

歸

串

場

河

出

閘

由

閘

下

引

河

至

鬭

龍

港

計

程

四

十

里

又

自

鬭

龍

港

至

大

洋

計

程

一

百

五

十

里

該

三

閘

共

設

閘

夫

二

十

名

每

年

除

閏

額

給

工

食

銀

一

百

二

十

兩

係

於

地

丁

項

下

由

縣

分

季

支

領

閘

係

劉

莊

場

大

使

專

司

啟

閉

河

係

安

豐

巡

檢

兼

理

各

閘

金

門

向

設

閘

板

雙

槽

禦

潮

蓄

運

迄

今

年

久

失

修

板

繩

朽

爛

節

詳

請

修

未

蒙

鹽

務

發

辨

閘

下

引

河

於

嘉

慶

十

八

九

年

挑

浚

現

在

深

通

各

閘

年

久

失

修

閘

底

形

如

釜

底

閘

牆

倒

卸

磯

心

動

摇

參

水

經

劉

莊

場

大

使

於

二

十

三

年

在

閘

下

築

土

壩

啟

閉

該

場

南

至

白

駒

界

十

二

里

北

至

大

團

閘

二

十

五

里

閘

北

三

里

至

鹽

城

伍

佑

場

界

　

按

大

團

八

竈

靑

龍

三

閘

坐

落

劉

家

場

八

竈

青

龍

二

閘

向

歸

場

大

使

經

管

大

團

閘

係

安

豐

巡

檢

經

管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總

督

高

晉

以

該

閘

去

巡

檢

駐

劄

處

相

距

九

十

餘

里

難

以

遙

制

將

大

團

閘

歸

併

劉

莊

場

大

使

就

近

兼

理

一
里
墩

閘
在

治

東

南

距

白

駒

北

閘

一

百

十

丈

北

距

靑

龍

閘

十

七

里

乾

隆

十

二

年

建

五

孔

四

磯

心

高

一

丈

三

尺

砌

石

十

一

層

每

孔

金

門

寬

一

丈

八

尺

磯

心

各

寬

一

丈

四

尺

板

皆

雙

槽

白
駒
北
閘

建

於

明

季

雍

正

十

三

年

重

修

乾

隆

五

年

移

建

閘

一

孔

高

一

丈

四

尺

二

寸

砌

石

十

二

層

金

門

寬

一

丈

八

尺

五

寸

板

雙

槽

白

駒
中
閘

距

南

閘

二

百

六

十

丈

建

於

明

季

雍

正

十

三

年

重

修

乾

隆

五

年

移

建

閘

一

孔

高

一

丈

三

尺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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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三
十
四

寸

砌

石

十

二

層

金

門

寬

二

丈

板

雙

槽

白
駒
南
閘

南

距

東

臺

境

草

堰

閘

三

十

里

建

於

明

季

雍

正

十

三

年

重

修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改

建

兩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四

尺

五

寸

砌

石

十

二

層

每

孔

金

門

寛

一

丈

九

尺

五

寸

磯

心

寬

一

丈

五

尺

五

寸

板

皆

雙

槽

　

前

四

閘

東

禦

海

潮

西

洩

上

游

海

溝

等

河

並

串

場

河

之

水

由

閘

入

引

河

達

馬

港

口

牛

灣

河

經

鬭

龍

港

歸

海

計

程

一

百

八

十

里

各

閘

年

久

未

修

已

將

損

壞

閘

下

入

海

河

道

亦

間

淤

淺

乾

隆

五

年

設

立

閘

官

一

員

管

理

白

駒

三

閘

二

十

二

年

一

里

墩

閘

成

並

令

兼

管

白

駒

三

閘

額

設

閘

夫

二

十

二

名

一

里

墩

閘

額

設

閘

夫

十

四

名

每

名

月

給

工

食

銀

五

錢

在

興

化

地

丁

項

下

支

領

四

十

七

年

奉

督

漕

撫

三

院

刊

立

石

碑

每

年

三

月

朔

日

各

閘

下

板

雙

槽

塡

土

蓄

水

運

鹽

九

月

朔

日

啟

放

洩

水

　
東
臺
縣
境

草
堰
越
閘
亦
名
葦
子
港
閘

在

縣

治

北

二

十

八

里

葦

子

港

乾

隆

十

二

年

改

建

三

孔

兩

磯

心

高

一

丈

三

尺

二

寸

砌

石

十

一

層

每

孔

金

門

寬

一

丈

六

尺

磯

心

各

寬

一

丈

二

尺

四

寸

板

用

六

槽

分

洩

草

堰

正

閘

之

水

亦

入

鬭

龍

港

歸

海

閘

久

未

修

草
堰
正
閘

在

縣

治

北

二

十

八

里

雍

正

七

年

改

建

兩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四

尺

七

寸

砌

石

十

四

層

每

孔

金

門

寛

一

丈

六

尺

磯

心

寬

一

丈

二

尺

五

寸

板

用

四

槽

東

禦

海

潮

西

洩

高

郵

興

化

湖

河

之

水

由

閘

入

鬭

龍

港

歸

海

計

程

二

百

十

里

小
海
越
閘

在縣

治

北

二

十

五

里

乾

隆

十

二

年

建

兩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四

尺

四

寸

砌

石

十

四

層

每

孔

金

門

寬

一

丈

六

尺

磯

心

寬

一

丈

二

尺

七

寸

板

皆

雙

槽

分

洩

正

閘

之

水

亦

入

王

家

港

海

口

歸

海

年

久

未

修

閘

已

塌

壞

小
海
正

閘
在

縣

治

北

二

十

五

里

雍

正

七

年

改

建

兩

孔

一

磯

心

高

一

丈

二

尺

八

寸

砌

石

十

二

層

每

孔

金

門

寬

一

丈

六

尺

磯

心

寬

一

丈

二

尺

板

皆

雙

槽

東

禦

海

潮

西

洩

泰

州

東

臺

串

場

河

並

興

化

車

路

河

烏

金

蕩

諸

水

由

閘

入

王

家

港

歸

海

計

程

一

百

二

十

里

閘

久

未

修

丁
溪
閘

在

縣

治

北

十

八

里

明

萬

歴

十

一

年

巡

按

姚

士

觀

疏

與

小

海

閘

同

建

舊

係

二

孔

雍

正

七

年

修

乾

隆

十

二

年

改

建

五

孔

四

磯

心

高

一

丈

三

尺

二

寸

砌

石

十

一

層

每

孔

金

門

寛

一

丈

六

尺

磯

心

寬

一

丈

二

尺

五

寸

板

用

十

槽

東

禦

海

潮

西

洩

泰

州

興

化

蚌

蜒

梓

新

等

河

蕩

之

水

南

洩

富

安

安

豐

串

場

河

之

水

由

閘

達

古

河

口

歸

海

計

程

一

百

八

十

里

閘

久

未

修

　

查

東

臺

縣

志

載

乾

隆

元

年

總

督

趙

宏

恩

奏

准

草

堰

小

海

丁

溪

三

閘

各

歸

場

大

使

管

理

王

家

港

海

口

設

犁

船

二

隻

混

江

龍

二

具

每

歲

春

秋

二

汛

拖

刷

二

次

每

次

以

十

日

爲

率

責

成

泰

州

州

同

經

管

十

四

年

總

督

黃

廷

桂

奏

准

將

鹽

城

上

岡

北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運
河
水

三
十
五

草

堰

兩

閘

官

裁

汰

改

爲

丁

溪

海

堰

閘

官

三

十

九

年

總

督

高

晉

奏

准

裁

丁

溪

閘

官

改

設

富

安

司

巡

檢

所

有

閘

務

歸

併

海

堰

閘

官

兼

管

丁

溪

閘

原

設

閘

夫

四

名

改

建

五

孔

後

添

設

十

一

名

小

海

草

堰

正

越

四

閘

原

設

閘

夫

二

十

七

名

內

裁

十

一

名

爲

富

安

巡

檢

弓

兵

共

計

閘

夫

三

十

名

每

名

每

季

給

工

食

銀

一

兩

五

錢

在

地

丁

項

下

支

給

又

閘

官

册

開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奉

督

撫

鹽

三

院

刊

立

石

碑

每

年

三

月

朔

日

下

板

塡

土

築

壩

蓄

水

運

鹽

九

月

朔

日

啟

板

五

十

五

年

泰

分

司

東

臺

縣

興

化

縣

議

詳

司

道

督

撫

鹽

院

批

准

𥪡

立

石

碑

草

堰

正

閘

正

孔

援

照

鹽

城

石

䃮

閘

之

例

仍

留

一

孔

用

雙

槽

閘

板

啟

閉

以

濟

鹽

運

　

再

查

舊

圖

所

繪

下

河

范

公

隄

閘

河

情

形

如

臯

縣

境

角

斜

場

起

范

隄

之

東

由

北

而

西

止

於

古

河

東

岸

有

土

隄

一

道

註

稱

馬

路

此

卽

東

臺

縣

志

所

謂

其

鹽

場

竈

所

别

爲

隄

岸

以

避

潮

汐

而

防

廢

壞

註

稱

卽

今

馬

路

者

也

續
行
水
金
鑑
卷
七
十
一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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