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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城

池

公

署

街

坊

壇

廟

鄕

鎭

圩

砦

津

梁

淸
河
舊
城
在
大
淸
河
口
宋
咸
湻
九
年
淮
東
制
置
使
李
庭

芝
築
元
泰
定
中
河
決
城
圯
縣
尹
耶
律
不
花
請
遷
於
河
南

岸
甘
羅
城
地
僻
水
惡
居
民
鮮
少
天
厯
元
年
達
魯
花
赤
哈

麻
再
遷
小
淸
口
之
西
北
而
無
城
至
元
十
五
年
兵
起
築
土

城
三
面
周
六
里
有
奇
有
東
西
北
三
門
無
雉
堞
樓
櫓
因
河

爲
池
制
度
簡
陋
明
季
之
亂
再
徙
甘
羅
城
不
久
復
舊

國

朝
康
熙
中
河
屢
決
縣
益
下
壘
土
爲
隄
官
署
倉
庫
從
上
視

若
阱
歲
水
大
至
公
私
憂
惙
謀
遷
於
漁
溝
及
羅
家
荒
議
皆

格
不
果
行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江
蘇
巡
撫
陳
宏
謀
疏
請
移
治

山
陽
之
淸
江
浦
宏

謀

疏

略

曰

河

勢

北

趨

縣

益

危

阽

吏

民

屢

以

爲

請

臣

往

來

巡

厯

縣

當

孔

道

跨

兩

河

無

可

遷

之

地

斯

事

體

大

臣

觀

山

陽

之

淸

江

浦

總

河

駐

節

之

地

山

淸

兩

境

犬

牙

相

錯

對

岸

王

家

營

南

北

衝

要

與

浦

毗

連

淸

河

驛

馬

向

設

城

中

繞

越

隔

遠

河

官

駐

節

無

地

方

同

城

去

山

陽

懸

隔

三

十

里

緩

急

莫

應

今

若

移

淸

河

縣

於

淸

江

浦

割

山

陽

近

浦

地

歸

之

淸

江

官

商

雲

集

五

方

雜

處

有

知

縣

足

以

鎭

撫

彈

壓

其

驛

馬

置

於

河

北

適

中

淸

河

無

繞

道

撥

馬

之

苦

山

陽

無

隔

遠

往

返

之

煩

河

臣

旌

節

之

下

設

有

同

城

官

吏

體

制

宜

稱

所

費

者

小

安

者

大

諮

訪

督

臣

河

臣

下

及

道

府

皆

曰

便

云

云

又
明
年
分
地
界
計
田
賦
立
寺
舍
撥
驛
馬

壹
切
事
宜
定
著
爲
令
顧
久
未
遑
城
築
咸
豐
十
年
豫
逆
東

竄
縣
燬
於
火
同
治
四
年
漕
運
總
督
吳
棠
始
建
城
於
運
河

南
岸
憑
河
守
險
是
爲
淸
河
新
縣
城
吳

棠

新

建

淸

河

縣

城

碑

略

曰

咸

豐

元

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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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

先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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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

淸

河

於

新

縣

之

無

城

盖

嘗

竊

竊

然

慮

之

而

非

常

之

原

黎

民

所

懼

且

必

有

以

無

戎

而

城

尼

之

者

噤

莫

敢

先

發

十

年

捻

冦

東

竄

浦

垣

失

守

披

猖

不

可

制

同

治

紀

元

棠

以

江

甯

布

政

使

兼

署

漕

督

奉

命

駐

浦

督

師

痛

定

思

痛

爲

堅

壁

淸

野

之

議

維

時

邑

紳

先

築

土

圩

北

因

汰

黃

隄

南

臨

玉

帶

河

有

緒

未

成

迺

相

度

地

勢

縮

而

小

之

葺

而

完

之

又

於

其

中

築

甎

圩

北

臨

運

河

東

西

南

各

就

窪

下

之

地

濬

爲

濠

略

仿

古

人

羅

城

子

城

之

意

未

幾

流

亾

漸

集

人

心

大

定

始

毅

然

創

石

城

之

議

大

致

依

甎

圩

之

舊

而

東

南

稍

廓

焉

昔

時

河

湖

隄

岸

舊

有

甎

石

自

形

勢

變

遷

無

關

修

守

奏

請

以

爲

工

用

並

燔

其

石

以

爲

灰

其

椿

木

之

不

甚

朽

壞

者

亦

搜

取

之

以

承

其

址

庶

幾

化

無

用

爲

有

用

邪

許

版

築

靡

閒

寒

暑

經

始

於

三

年

之

春

至

四

年

秋

而

工

竣

計

長

一

千

二

百

餘

丈

凡

用

白

金

十

二

萬

兩

有

奇

棠

起

家

縣

令

以

迄

今

日

自

維

艱

危

備

厯

無

奇

謀

袐

計

爲

民

捍

患

惟

此

與

民

相

守

之

誼

差

足

以

自

信

者

共

信

故

不

憚

約

言

卑

論

而

詳

述

其

原

委

如

此

自
縣
治
旣
遷
舊
所
營
建
率
皆
蕩
泯
而
昔
志

梗
槪
存
焉
今
分
列
新
舊
縣
建
置
條
具
如
左

舊
縣
建
置

縣
署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孔
克
勳
建
重
修
者
再
正

統

元

年

李

信

圭

宏

治

間

朱

海

明
末
燬
於
兵
遷
甘
羅
城
卽
山
淸
分
府
署
爲
治

本

朝
李
用
質
葺
舊
治
焉
重
修
者
五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馬

元

二

十

七

年

管

鉅

四

十

七

年

涂

璋

乾

隆

七

年

鄭

時

慶

十

五

年

朱

元

豐

署
之
制
有
堂
有
庫
有
戒
石
亭
架
閣

庫
有
鹽
庫
有
寅
賓
館
有
土
地
祠
有
廏
有
監
有
吏
房
有
馬

政
科
有
譙
樓
燬

於

倭

更

以

枋

其
後
爲
知
縣
宅

正
堂
之
右
有
縣

丞
宅
後

移

甘

羅

城

其
左
主
簿
宅

典
史
宅
在
大
門
內
之
西

旌
善
亭
在
大
門
外
之
左

申
明
亭
在
大
門
外
之
右

祇

應
房
在
大
門
外
之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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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治
東
百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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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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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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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修

本

朝

順

治

十

年

康

熙

十

二

年

重

修

孫

之

騄

二

申

野

錄

正

德

十

年

八

月

淸

河

縣

有

虎

踰

城

入

察

院

當

卽

此

山
淸
外
河
同
知
署

在
甘
羅
城
後

移

淸

江

浦

縣

丞

因

之

安
淸
中
河
通
判
無
署
僦
民
居
焉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設

後

移

淸

江

浦

山
淸
外
河
守
備
署
在
甘
羅
城

桃
安
淸

中
河
守
備
署
在
治
東
一
里
二

署

後

皆

移

淸

江

浦

外
河
主
簿
無
署

中
河
主
簿
無
署
舊

沭

陽

主

簿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調

巡
檢
司
署
在
馬
頭
鎭
洪武

三

年

建

惠
濟
閘
閘
官
署

通
濟
閘
閘
官
署
舊

管

仲

莊

閘

乾

隆

二

年

攺

建

通

濟

閘

於

河

東

以

仲

莊

閘

官

調

福
興
閘
閘
官
署
乾

隆

二

年

設

各
治
其
所

稅
課
司
在
治
南
洪

武

年

建

陰
陽
學
在
治
南
洪

武

年

建

醫
學
在
治
東

洪

武

年

建

有

惠

民

藥

局

養
濟
院
在
治
東
洪

武

年

建

宏

治

三

年

知

縣

偉

重

建

於

後

街

其
倉
有
漕
倉
在
治
西
半
里
孔

克

勳

建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管

鉅

修

邑

人

丁

象

臨

記

略

曰

倉

建

於

明

洪

武

三

年

至

隆

慶

時

廢

其

半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頽

甚

糧

貯

於

大

王

廟

城

隍

廟

甚

而

明

倫

堂

里

收

守

之

酒

食

謔

浪

神

明

褻

越

邑

侯

慨

然

問

修

計

皆

曰

例

在

民

公

曰

殘

黎

烏

可

勞

哉

遂

捐

厯

任

之

俸

以

搆

之

躬

爲

省

試

尅

日

吿

成

美

備

如

舊

而

東

西

厫

各

增

之

南

官

亦

厫

之

不

派

里

甲

一

鐶

比

戶

一

徭

由

此

時

和

年

豐

民

無

箕

斗

之

嗟

矣

有
常
平
倉
二
一
在
治
西
漕
倉
內
雍

正

七

年

李

必

成

建

一
在
治
大
門

外
之
左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許

逢

元

建

卽

明

盈

貯

厫

舊

址

咸

豐

志

按

舊

志

常

平

倉

貯

穀

二

萬

石

乾

隆

三

年

又

收

捐

監

穀

八

千

石

爾

時

積

貯

之

多

如

此

有
水
次
便
民
倉
四
明

天

順

七

年

知

府

楊

㫤

建

以

兌

軍

米

或

曰

陳

瑄

建

曰
海
州
倉
曰
贛
榆
倉
曰
安
東
倉
曰
沭
陽
倉
皆

在
治
西
有
預
備
倉
四
明

建

文

四

年

知

縣

郄

貴

建

東
倉
在
浪
石
堡
西
倉

在
安
羊
堡
南
倉
在
高
秋
堡
北
倉
在
漁
溝
堡
或

曰

崇

河

集

有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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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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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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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孔

克

勳

建

雍

正

十

年

改

常

平

倉

按

乾

隆

志

有

社

穀

百

六

十

三

石

六

斗

三

升

其
館
有
公
館
在
治
南
二
里
府

志

作

治

西

巿
南
館
在
新
巿
之
南

巿
北
館
在
新
巿
之
北

驛
有
三
淸
口
驛
在
治
東
五
里
洪

武

四

年

建

宏

治

閒

遷

治

西

二

里

嘉

靖

初

遷

治

東

一

里

本

朝

雍

正

九

年

裁

廩

糧

歸

縣

洪
澤
驛
在
治
東
南
六
十
里
洪

武

年

建

萬

厯

年

裁

金
城
驛
在
治
北
六
十
里
洪

武

年

建

天

啟

年

裁

凡
街
之
名
七
十
字
街
在
縣
治
前

居
仁
街
在
治
後

平

康
街
在
治
西

登
瀛
街
在
治
東

橋
東
街
在
登
瀛
街
東

倉
前
街
在
治
西
漕
倉
前

學
前
街
在
治
東
儒
學
前

凡
巷
之
名
五
察
院
巷
在
治
東
一

名

邵

家

巷

城
隍
廟
巷
在
治
東

倉
巷
在
治
西

關
帝
廟
巷
在
治
西

御
巷
在
治
東

凡
坊
之
地
五
縣
前
坊

縣
後
坊

縣
東
坊

縣
西
坊

河
東
三
鎭
坊

凡
巿
之
集
者
九
焉
新
巿
在
大
河
之
南
明

正

德

閒

知

府

薛

招

撫

流

亡

搆

廬

舍

立

肆

巿

弛

湖

禁

通

商

賈

民

乃

大

集

後

高

堰

蓄

水

多

盡

傾

於

湖

廟
巿
口
在
治
西

倉
巿

口
在
治
西

學
巿
口
在
治
東

橋
巿
口
在
治
東

魚
巿

在
治
東
隄
上

柴
巿
在
河
下

米
巿
在
河
北
岸
乾

隆

志

云

自

前

明

米

船

無

鈔

本

朝

仍

之

載

在

關

例

故

米

商

雲

集

雜
糧
巿
在
治
西
隄
上

井
有
九
如
意
庵
前
井
乾

隆

志

云

在

治

西

水

最

淸

洌

城
隍
廟
東
井

文

殊
庵
前
井

馬
神
廟
井

彤
華
宮
前
井

治
後
彤
華
宮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五

前
井

儒
學
井

娘
娘
廟
前
井

甘
羅
城
內
枯
井
按

天

啟

淮

安

府

志

又

有

後

街

中

井

坊
表
二
十
有
三
進
士
坊
在
治
西
爲

楊

淸

一
在
淸
江
浦
界
爲石

渠

登
科
坊
在
治
西
爲

楊

淸

經
元
坊
在
治
西
爲

章

鑾

雄
飛
坊
在

治
東
爲

曹

禴

鳴
鳳
在
坊
治
西
爲

李

通

奎
光
亦

作

元

坊
在
治
西
爲蘇

霑

承
美
坊
在
治
東
爲

段

泰

桂
林
坊
在
治
西
爲

田

聰

狀
元
坊
在

治
前
爲

丁

士

美

節
孝
坊
在
河
東
爲

張

氏

澄
淸
坊
在
察
院
前

興

傑
坊
在
儒
學
之
左

育
英
坊
在
其
右

聚
奎
坊
在
儒
學

大
門
之
內

撫
字
坊
在
縣
治
前

綏
來
坊
在
市
北
館

勸
農
坊
在
巿
南
館

通
衢
坊
二
在
新
巿

招
商
集
賈
坊

在
新
巿

卽
次
懷
資
坊
在
新
巿

新
巿
坊
在
新
巿
以

上

並

廢

其
壇
廟
存
者
見
後
如

惠

濟

祠

風

神

廟

張

將

軍

廟

之

類

其
已
廢
而
有
關
祀

典
者
社
稷
壇
在
治
西
北
半
里
舊

在

治

前

洪

武

九

年

知

縣

陳

立

本

改

建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治
西
里
許

先
農
壇
在
縣
東
北
雍

正

八

年

知

縣

李

淸

建

藉

田

四

畝

九

分

八
蜡
廟
附
焉

邑
厲
壇
在
縣
西
隄
上
舊

在

治

後

康

熙

五

十

年

移

此

城
隍
廟
在
治
東
半
里
洪

武

三

年

建

淮
神
廟
在
治
東

二
里
正

德

三

年

重

建

火
神
廟
在
治
西

一
在
縣
前

一
在
治
東

土
神
廟
在
治
西
康

熙

十

一

年

重

建

一
在
治
內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建

仲
子

祠
在
仲
家
淺
康

熙

八

年

奏

設

奉

祀

生

一

人

關
帝
廟
在
治
西
天

啟

二

年

建

劉

猛
將
軍
廟
在
縣
東
雍

正

八

年

建

薛
將
軍
廟
在
治
東
二
里
康

熙

七

年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六

建

大
王
廟
在
治
東
百
步
許

晏
公
廟
在
洪
澤
鎭

耿
公

廟
在
治
西

馬
神
廟
在
治
西
以

河

決

廢

順

治

三

年

改

建

天
妃
廟
在
官

亭
鎭
與

今

之

惠

濟

祠

爲

二

烈
婦
祠
在
治
西
爲

趙

氏

節
孝
祠
在
治
西
雍正

九

年

建

按

乾

隆

志

此

外

别

有

巳

廢

諸

寺

觀

非

祀

典

所

繫

者

今

皆

不

取

新
縣
建
置

原
建
縣
署
在
運
河
之
南
北
直
斗
姥
宮
東
抵
慈
雲
寺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高
辰
建
嘉
慶
十
年
雲
曇
壩
決
署
圯
寄
治

慈
雲
寺
十
八
年
知
縣
龔
京
正
復
舊
署
之
制
有
堂
三
重
庫

房
正
正
堂
之
左

事
在
二
堂
之
右
其
後
爲
知
縣
宅

正

堂
之
外
爲
吏
房
東
西
向

廏
在
大
門
內
之
左

監
在
大

門
內
之
右
其
北
爲
典
史
宅
咸
豐
十
年
豫
逆
東
竄
署
燬
於

火
尋
改
爲
都
司
署
縣
令
復
寄
治
慈
雲
寺

新
建
縣
署
在
原
建
署
西
一
里
餘
舊
庫
道
署
同
治
二
年
知

縣
龍
寅
綬
移
建
署
之
制
有
堂
三
重

事
二
在
二
堂
之

東
西
其
北
爲
知
縣
宅

大
堂
之
外
爲
吏
房
東
西
向

庫

房
在
二
門
之
東

在
庫
房
之
東

福
德
祠
在
庫
房
之

南

監
在
大
門
內
之
西
其
北
爲
典
史
宅

總
河
署
在
新
治
南
少
西
今
改
爲
總
漕
行
轅
本

管

倉

戶

部

公

署

永

樂

中

建

康

煕

十

七

年

河

督

靳

輔

駐

節

於

此

以

爲

行

館

雍

正

七

年

以

河

道

總

督

爲

江

南

河

道

總

督

十

一

年

奏

改

爲

總

河

署

咸

豐

十

年

豫

逆

東

竄

署

燬

惟

存

荷

芳

書

院

是

年

奉

旨

裁

汰

河

員

以

漕

運

總

督

兼

筦

河

務

同

治

元

年

署

漕

督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七

吳

棠

卽

河

署

故

址

建

爲

漕

督

行

署

焉

庫
道
署
卽
今
縣
署
本

淮

徐

道

署

雍

正

七

年

攺

設

餘

見

前

揚
道
署
在
今
縣
署
北
嘉

慶

十

二

年

移

駐

咸

豐

十

年

燬

同

治

四

年

揚

道

吳

世

熊

重

建

海

道
署
在
其
西
嘉

慶

十

六

年

初

設

海

道

其

署

當

在

安

東

而

未

建

此

其

行

館

咸

豐

十

年

燬

總
督

行
署
在
海
道
之
西
少
南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改

建

咸

豐

十

年

燬

西
揚
道
署
在

總
督
行
署
之
西
道

光

六

年

建

而

不

居

其

後

京

員

初

至

多

居

之

咸

豐

十

年

燬

中
鎭
府
署

在
新
縣
署
東
乾

隆

九

年

建

今
爲
淮
揚
鎭
署

都
司
署
在
其
東

少
北
乾

隆

元

年

建

今
爲
中
營
守
備
署

參
府
署
在
其
南
嘉

慶

十

二

年

改

建

今
爲
中
營
遊
擊
署

裡
河
同
知
中
河
同
知
舊
有
署

皆
廢
按

裡

河

同

知

卽

明

總

督

漕

運

府

爲

署

故

其

地

稱

漕

運

門

又

爲

門

口

新
建
淮
安
府
同

知
署
在
運
河
北
岸
直
城
西
北
隅
同

治

十

一

年

淮

安

府

同

知

路

崇

建

外
南

外
北
中
河

若
營
舊
並
無
署

淸
河
縣
丞
無
署

裡
河
縣
丞
無
署
治

運

□

外
南
縣
丞
無
署

裡
河
主
簿
無
署
與

外

河

縣

丞

舊

山

陽

撥

歸

淸

河

嘉

慶

十

七

年

分

設

外

北

通

判

又

改

外

河

縣

丞

爲

外

南

縣

丞

外
北
主
簿
署
在
王
家
營
按

外

北

主

簿

所

居

實

道

光

初

開

減

壩

時

總

督

公

館

主

簿

因

之

非

公

署

今
爲
參
府
署

中
河
主
簿
署
在
楊
家
莊
燬

巡
檢
署
在
馬
頭
鎭
燬

澗
橋
巡
檢
署
在
漁
溝
鎭
咸

豐

中

巡

檢

屠

湘

波

建

閘
官
四
各
治
於
其
閘
之
所

倉
有
二
常
平
倉
在
慈
雲
寺
之
左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移

建

厫

二

十

一

閒

半

豐
濟

倉
在
洞
陽
宮
之
南
舊

常

盈

倉

地

明

永

樂

中

平

江

伯

陳

瑄

建

厫

凡

百

餘

閒

後

圯

隆

慶

六

年

都

御

史

王

宗

沐

重

建

厫

八

十

餘

閒

又

圯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庫

道

徐

澤

醕

率

外

南

同

知

王

國

佐

建

改

名

豐

濟

咸

豐

十

年

燬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八

新
建
豐
濟
倉
在
揚
道
署
東
同

治

八

年

漕

督

張

之

萬

命

候

補

知

縣

許

佐

廷

建

山

陽

境

內

置

稻

田

十

六

頃

二

十

三

畝

有

奇

安

東

境

內

置

洋

田

十

五

頃

六

十

四

畝

有

奇

淸

河

境

內

置

洪

湖

灘

田

三

十

三

頃

五

十

二

畝

有

奇

收

租

積

穀

創

立

條

規

積

稻

三

成

雜

糧

七

成

每

歲

出

陳

易

新

兼

寓

平

糶

之

法

十

一

年

漕

督

蘇

鳳

文

將

山

陽

所

收

稻

租

撥

四

成

儲

積

淮

城

西

門

樓

以

備

凶

荒

義
學
十
有
五
燬
者
四
文
敷
學
在
學
宮
之
西

行
修
學
在

池
子
崖

忠
敬
學
在
入
京
大
道
之
右

信
成
學
在
海
神

廟
北
以

上

皆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外

南

同

知

王

國

佐

建

咸

豐

十

年

燬

同

治

元

年

漕

督

吳

棠

重

建

一
在
馬

頭
鎭

一
在
運
河
北
岸
中
段

一
在
運
河
南
岸
景
行
祠

一
在
王
營
鎭
以

上

同

治

九

年

漕

督

張

之

萬

建

一
在
楊
莊
鎭

一
在
運

河
北
岸
新
安
會
館

一
在
城
內
西
北
隅
以

上

同

治

九

年

漕

督

張

兆

棟

建

吳
城
義
塾
在

娘

子

莊

鎭

道

光

十

六

年

邑

人

吳

以

詔

建

興
仁
書
塾
在

包

家

河

岸

道

光

三

十

年

邑

人

陳

玉

珩

請

以

觀

音

庵

改

建

中
營
義
學
二
見

軍

政

皆
燬

堂
有
五
燬
者
一
育
嬰
堂
在
地
藏
庵
西
舊

在

倉

門

口

雍

正

三

年

山

盱

通

判

萬

大

受

率

監

生

萬

一

經

捐

建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移

此

慈
幼
堂
在
育
嬰
堂
之
前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庫

道

徐

澤

醕

率

外

南

同

知

王

國

佐

建

今
改
爲
忠
義
祠

濟
生
堂
在
賛
化
宮

之
後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建

以

施

藥

向
善
堂
在
漁
溝
鎭
道

光

三

年

吳

朝

觀

吳

昌

基

黃

堯

勳

捐

建

施

棺

木

共

地

一

頃

三

十

三

畝

積
善
堂
在

大

橋

口

北

岸

乾

隆

六

十

年

監

生

沈

公

調

李

敬

亭

孫

公

覲

捐

建

施

棺

木

今
燬

所
有
四
棲
貧
所
在
厲
壇
之
前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河

營

參

將

盧

永

盛

建

一
在
淸

江
閘
東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盧

永

盛

建

棲
流
所
在
淸
江
閘
東
咸

豐

三

年

知

縣

吳

棠

建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九

療
貧
所
在
山
淸
界
上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修

咸

豐

元

年

重

修

凡
附
治
之
坊
鎭
曰
江
甯
厰
鎭
曰
山
東
厰
鎭
舊
造
船
厰
也

按

江

甯

厰

一

名

南

京

厰

管

造

旗

手

驍

騎

右

龍

江

右

興

武

府

軍

虎

賁

右

水

軍

右

羽

林

左

廣

洋

錦

衣

潘

陽

右

應

天

金

吾

後

龍

江

左

龍

虎

鎭

南

橫

海

武

德

豹

韜

左

畱

守

中

豹

韜

金

吾

前

畱

守

右

羽

林

右

府

軍

左

神

䇿

鷹

揚

虎

賁

左

畱

守

左

等

衞

所

每

年

百

二

十

五

隻

五

分

山

東

厰

管

造

臨

淸

徐

州

徐

州

左

東

昌

濟

甯

任

城

東

平

德

州

德

州

左

平

山

濮

州

天

津

天

津

左

天

津

右

通

州

左

通

州

右

神

武

中

定

邊

南

京

江

陰

龍

虎

左

水

軍

左

等

衞

所

每

年

百

三

十

六

隻

九

分

二

厰

東

河

淮

安

府

同

知

督

造

曰
厰
前
坊
曰
厰
後
坊
曰
徐
家
湖
坊
曰
磨
盤

莊
坊
疑

卽

宋

史

所

云

淮

陰

磨

盤

□

曰
工
部
前
坊
舊

工

部

署

在

焉

曰
戶
部
前
坊

舊

戶

部

署

在

焉

曰
倉
北
門
坊
舊

常

盈

倉

地

曰
鳳
陽
厰
鎭
曰
直
隸
厰
鎭

亦
船
厰
也
鳳

陽

厰

管

造

懷

遠

淮

安

長

淮

宿

州

鳳

陽

鳳

中

陽

右

潁

州

大

河

鳳

陽

畱

守

中

畱

守

左

武

平

洪

塘

等

衞

所

百

四

十

一

隻

三

分

直

隸

厰

管

造

廬

州

六

安

壽

州

泗

州

滁

州

邳

州

揚

州

儀

徵

高

郵

興

化

通

州

泰

州

鹽

城

等

衞

所

每

年

百

四

十

四

隻

八

分

二

厰

西

河

揚

州

府

同

知

督

造

二

公

署

俱

在

清

江

浦

以
上
在
運
河

之
南
其
次
由
東
而
西
曰
朱
家
溝
坊
接

山

陽

界

曰
仁
義
窪
坊
河防

一

覽

仁

義

二

壩

原

共

一

□

出

船

係

黃

河

埽

灣

又

與

淸

江

閘

相

鄰

見

今

築

隄

其

上

以

禦

黃

流

按

此

卽

仁

義

窪

所

由

得

名

當

時

實

黃

河

險

工

也

坊
最
大
今
析
爲
三
曰
小
河
北
東
坊
曰
小
河

北
西
坊
曰
西
灘
鎭
曰
太
史
莊
鎭
曰
西
五
牌
鎭
曰
頭
二
三

井
鎭
以
上
在
運
河
北
其
次
亦
由
東
而
西

凡
街
之
在
河
南
者
自
大
橋
口
抵
舊
戶
部
署
曰
戶
部
前
街

右
折
而
西
抵
常
盈
倉
之
前
曰
倉
北
門
街
左
轉
而
東
過
工

部
署
前
抵
鎭
東
樓
今

無

存

曰
工
部
前
街
又
東
抵
東
厰
曰
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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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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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厰
街
自

戶

部

街

至

漕

厰

街

今

所

謂

河

南

大

街

也

自
工
部
署
後
東
抵
厰
前
似

當

作

後

曰
磨
盤
莊
街
今

所

謂

後

街

也

自
工
部
前
轉
而
南
抵
仁
義
樓
今

無

存

曰
提
舉
司
街
今

失

所

在

按

天

啟

淮

安

志

舊

淸

江

提

舉

司

專

造

漕

船

萬

厯

四

十

年

裁

以
今
地

證
之
自
淸
江
閘
少
折
而
西
過
舊
縣
治
後
今

都

司

署

以

後

凡

言

舊

縣

治

準

此

逕
紀
家
樓
西
至
草
巿
口
曲
而
南
又
西
過
新
縣
署
前
皆

漕
厰
工
部
戶
部
之
地
橫
街
大
街
也
自
草
巿
口
北
折
而
西

抵
太
平
樓
橫
街
也
自
紀
家
樓
斜
而
西
南
抵
張
仙
樓
折
而

西
過
中
鎭
府
以
屬
於
庫
道
前
舊
提
舉
司
地
之
左
右
橫
街

小
街
也
自
壩
子
口
西
至
揚
道
署
舊
磨
盤
莊
地
橫
街
後
街

也
大
橋
口
縱
街
也
倉
北
門
縱
街
也
自
大
橋
口
折
而
西
過

後
海
坊
抵
西
揚
道
署
橫
街
也
自
總
漕
署
曲
而
南
抵
來
鶴

寺
亦
橫
街
也
自
總
漕
署
東
斜
迆
而
南
至
碧
霞
宮
縱
街
也

空
心
街
在
紀
家
樓
西
亦
縱
街
也
南
屬
於
中
鎭
府
矣
參
府

街
在
中
鎭
府
街
之
南
橫
街
也
自
舊
縣
治
而
東
曲
而
少
南

過
文
廟
前
斜
街
也
自
杯
渡
庵
後
東
達
於
米
巿
亦
斜
街
也

舊
厰
前
厰
後
地
矣
按

咸

豐

志

所

載

如

此

自

庚

申

兵

火

後

街

衢

一

空

近

數

十

年

以

次

修

葺

幾

復

其

舊

惟

建

城

以

來

規

橅

改

易

如

倉

北

門

之

縱

街

西

揚

道

署

及

來

鶴

寺

之

橫

街

越

在

城

西

其

街

已

燬

文

廟

杯

渡

庵

米

巿

等

處

越

在

城

東

亦

與

城

內

之

街

隔

絶

惟

舊

蹟

所

繫

不

忍

湮

泯

今

故

因

仍

舊

文

而

識

其

變

遷

之

故

以

見

今

昔

情

形

殊

異

冀

有

振

興

而

復

其

舊

者

其
街
在
河
北
者
自
淸
江
閘
東
抵
車
路
口
曰
仁
義
窪
街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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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子
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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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一

仁
義
窪
以
東
北
抵
草
灣
曰
大
車
路
口
街
自
仁
義
窪
以
東

南
抵
四
門
樓
曰
朱
家
溝
街
自
淸
江
閘
以
西
抵
海
神
廟
曰

小
河
北
街
太
史
莊
街
在
小
河
北
西
龔
家
路
街
在
小
河
北

西
以
今
地
證
之
自
東
闕
門
以
西
過
文
昌
閣
迆
而
北
轉
而

西
逕
老
壩
口
西
至
於
中
關
帝
祠
過
中
闕
門
又
西
過
海
神

廟
北
又
西
少
南
至
西
闕
門
凡
十
里
所
謂
河
北
長
街
橫
街

也
卽
舊
小
河
北
街
車
路
口
街
矣
其
别
曰
雙
當
鋪
街
曰
錄

事
一

作

陸

四

巷
口
街
曰
永
甯
街
實
相
通
爲
一
街
也
自
雙
當
鋪

而
南
轉
而
東
曰
仝
慶
街
亦
橫
街
也
自
雙
當
鋪
而
西
曰
老

壩
口
街
曰
石
馬
頭
街
縱
街
也
曰
新
盛
街
河

南

亦

有

新

盛

街

與

此

别

橫

街
也
在
長
街
後
矣
按

老

壩

口

街

新

盛

街

今

亦

未

能

復

舊

巷
之
最
著
者
觀
音
寺
巷
在
工
部
前

水
巷
在
其
東

育

善
巷
在
其
西

安
樂
巷
在
其
西

南
巷
在
新
縣
署
前
與仁

和

巷

相

屬

也

甘
家
巷
在
其
南
咸

豐

十

年

燬

舊

志

作

靑

雲

巷

誤

今

正

東
西
都
司
巷

在
都
司
署
旁
今

中

營

守

備

署

張
博
古
巷
在
其
西
相

傳

張

力

臣

故

居

湯
巷

在
新
縣
署
西
湯

調

鼎

故

宅

郭
家
巷
在
城
東
閘
上
燬

一
在
河
北

文
蔚
巷
在
學
宮
旁

古
洪
門
巷
在
淸
江
浦
樓
東
燬

家
巷
在
洪
門
東
燬

以
上
河
南
巷
也
又
有
竹
巷
按

山

陽

縣

志

巷

在

戶

部

前

臨

運

河

堅
白
貞
女
巷
淸

江

浦

轉

南

久
廢

其
河
北
諸
巷
擡
花
巷
在
小
河
北
西
燬

大
有
巷
在
其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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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二

錄
事
巷
在
小
河
北
東
錄

事

盖

善

歌

者

巷

以

之

名

美
祿
巷
在
錄
事
巷
西

燬

避
風
樓
巷
在
小
河
北
東
西
之
閒

延
壽
巷
在
東
闕
門

延
嘉
巷
在
仝
慶
街

棠
滋
巷
在
仝
慶
街

木
棗
樹
巷

在
老
壩
口

雞
籠
巷
與
戥
子
巷
相
次
在
閘
下

井
十
有
四
堙
者
四
焉
曇
花
庵
前
井

池
子
崖
井

門

口
石
井

南
火
星
廟
井

觀
音
寺
巷
井

福
德
祠
旁
井

中
鎭
府
街
井

古
洪
門
井

范
家
井
在
䕶
國
庵
之
西

娃
娃
井
在
火
星
大
王
廟
門
外

觀
音
樓
前
井
堙

胡

棋
杆
石
井
堙

常
家
井
堙

慈
雲
寺
前
井
堙

其
坊
碑
舊
有
而
今
廢
者
經
國
坊
在
工
部
署
東

濟
川
坊

在
工
部
署
西

東
南
上
游
坊
在
工
部
署
前

四
運
舊
儲

坊
在
戶
部
署
前

地
曹
分
署
坊
在
戶
部
署
北

統
理
四

厰
坊
在
船
政

南

斯
文
在
兹
坊
在
書
院
前
按

此

指

乾

隆

年

建

運

河

南

岸

之

書

院

䕶
漕
永
流
坊
在
普
應
寺
前

鳳
翥
坊
未
詳
所
在

爲

張

尙

武

立

節
孝
坊
在
娘
子
莊
鎭
爲

張

岱

母

鄭

氏

一
在
永
豐
鎭
爲

劉

璵

妻

蔣氏

貞
女
坊
在
永
豐
鎭
爲

王

氏

女

許

字

劉

湘

全
河
鎻
鑰
坊
在
大
橋
口

南
岸

永
慶
平
成
坊
在
其
北

河
防
鞏
固
坊
在
河
院
署

東
北

物
阜
民
康
坊
在
豐
濟
倉
前
此

亦

指

舊

豐

濟

倉

平
江
澤
遠

坊
在
龍
王
閘
下

平
康
正
直
坊
在
石
馬
頭
北

到
此
是

岸
坊
在
臧
家
馬
頭

後
海
坊
在
平
成
樓
西

古
倉
北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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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三

坊
在
倉
門
口
今
存
者
節
孝
總
坊
在
學
宮
西
偏

節
孝
坊

在
雙
當
鋪
街
爲

孫

國

柱

妻

李

氏

一
在
美
祿
巷
口
河
隄
上
爲

徐

一

襄

妻

謝

氏

一
在
擡
花
巷
南
爲

龔

經

氏

一
在
永
豐
鎭
爲

周

汝

南

妻

丁

氏

一
在
安

樂
巷
爲

羅

景

嵩

妻

丁

氏

一
在
杯
渡
庵
下
爲

張

鳳

圖

妻

楊

氏

三
在
澗
橋
鎭

一

爲

張

兆

棟

妻

王

氏

一

爲

丁

雲

程

妻

楊

氏

一

爲

張

培

妻

王

氏

雙
節
坊
在
洪
福
莊
東
道光

四

年

建

爲

監

生

范

克

諧

妻

程

氏

及

生

員

范

鍠

妻

胡

氏

一
在
宋
家
集
爲

孫

佩

妻

蔣

氏

及

孫

元

戎

妻

劉

氏

萬
氏
四
節
坊
在
費
家
荒

孝
子
坊
在
玉
帶
河
隄
爲

徐

大

誠

壽
婦
坊
在
漁
溝
鎭
爲

劉

岐

山

母

朱

氏

官
園
坊
在
觀
音
寺
巷
西
燬

而
移
建
者
淮
河
保
障
坊
在
舊
縣
治
大
門
外
之
左
今
移
建

新
縣
治
大
門
外
之
左

南
國
津
梁
坊
在
舊
縣
治
大
門
外

之
右
今
移
建
新
縣
治
大
門
外
之
右
新
建
者
安
涉
橋
碑
在

兵
六
堡
咸

豐

五

年

知

縣

吳

棠

建

碑

略

曰

余

之

復

莅

南

淸

河

也

當

東

南

厭

兵

之

際

百

廢

紛

如

未

遑

修

舉

治

以

北

有

孔

道

焉

蓋

自

南

來

朝

京

師

者

以

是

爲

登

陸

之

首

塗

雍

正

六

年

建

石

馬

頭

十

有

八

丈

嘉

慶

中

引

而

長

之

厥

功

未

竟

輪

摧

蹄

䧟

行

者

勞

苦

又

其

上

游

兵

六

堡

迆

下

道

光

中

疏

爲

小

河

橫

貫

而

東

木

柱

之

梁

於

是

乎

建

日

月

崩

阤

弗

堅

弗

任

顧

以

方

隅

之

未

乂

安

歲

事

之

不

稔

自

大

府

百

執

事

以

迨

邑

之

人

謳

往

唫

來

懷

而

有

待

釋

子

廣

達

結

庵

河

上

憫

斯

道

之

崎

嶇

慨

焉

奮

其

願

力

袒

臂

大

呼

手

口

俱

瘁

自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至

咸

豐

元

年

凡

建

石

路

若

干

丈

又

自

元

年

至

四

年

續

建

石

路

若

干

丈

已

而

改

建

木

桂

之

梁

以

爲

石

橋

旣

礱

旣

鍜

欄

盾

翼

如

工

旣

成

乃

謁

余

而

名

以

命

之

夫

平

治

險

阻

繕

葺

津

梁

有

司

守

土

之

事

也

故

樂

著

之

以

告

後

之

君

子

有

所

紀

循

焉

茶
亭
碑

在
汰
黃
隄
咸

豐

七

年

河

督

庚

長

建

行
宮
二
一
在
慈
雲
寺
之
東
偏

一
在
夏
家
湖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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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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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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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四

龍
亭
十

御
詩
亭
二
在
淸
江
閘
一

在

南

岸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建

賜

于

成

龍

一

在

北

岸

三

十

八

年

建

賜

張

鵬

翮

一
在
老
壩
工
玉
皇
閣
後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建

二
在

馬
頭
鎭
一

在

順

黃

壩

雍

正

五

年

建

一

在

惠

濟

祠

前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建

均

燬

一
在
楊
家
莊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建

一
在
風
神
廟
迆
南
鐵
牛
前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建

賜

張

鵬

翮

今

燬

一
在
關
帝
廟
前
乾

隆

十

六

年

建

龍
亭
在
米
巿
不

知

何

年

建

今

燬

御

樁
亭
在

御
壩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建

今

燬

皇
華
亭
二
一
在
萬
柳
園

一
在
臧
家
馬
頭

平
成
臺
在
馬
頭
鎭
乾

隆

十

六

年

建

有

御

賜

碑

凡
樓
之
屬
十
有
四
三
門
樓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建

四
門
樓
在
仝
慶
街

三
門
樓
在
草
巿
口
燬

紀
家
樓
在
舊
縣
治
後
久廢

趙
家
樓

在
草
巿
口
東
康

熙

年

建

康
阜
樓
在
草
巿
口
西
北
嘉

慶

元

年

修

張
仙

樓
在
中
鎭
府
東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重

建

今

燬

避
風
樓
在
河
北
久廢

白
衣
樓

在
南
地
藏
庵
內
舊

在

磨

盤

莊

燬

道

光

元

年

移

太
平
樓
在
大
橋
口
南
道光

十

年

重

修

今

燬

平
成
樓
在
其
北
舊

觀

音

樓

明

建

今

燬

淸
江
浦
樓
在
禹
王
臺

東
雍

正

七

年

建

魁
星
樓
在
其
北
岸
道

光

七

年

重

修

今

燬

文
昌
樓
在
王
營

鎭
康

熙

十

五

年

建

閣
有
八
玉
皇
閣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宋

慶

厯

閒

建

本

朝

順

治

八

年

改

建

三
台

閣
在
城
東
南
一
里
餘
道

光

十

四

年

初

建

文

峯

塔

後

以

火

災

拆

毁

十

五

年

改

建

三

台

閣

西

來
閣
在
西
闕
門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建

三
義
閣
在
東
關
帝
廟
內
康

熙

十

八

年建

文
昌
閣
一
在
仁
義
窪
康

熙

四

年

建

今

燬

一
在
湯
巷
街
嘉

慶

八

年

揚

道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十
五

曹

恆

建

一
在
漕
督
行
轅
之
東
同

治

元

年

漕

督

吳

棠

建

元
帝
閣
在
仁
義

窪
明

永

樂

三

年

建

嘉

慶

二

十

年

修

今

燬

壇
廟
舊
建
而
今
燬
者
東
嶽
廟
在
淸
江
浦
樓
西
嘉

慶

九

年

重

建

古

關
帝
廟
在
大
橋
口
南
岸
明

萬

厯

三

十

七

年

建

王
公
祠
在
大
橋
口
南

岸
北
向
祀

船

政

同

知

王

士

正

本

稅

務

舊

址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建

陳
潘
二
公
祠
在
禹

王
臺
西
北
向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崇

祀

䕶
國
大
王
廟
在
仁
義
窪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建

馮
烈
女
祠
在
四
門
樓
外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建

倉
神
祠
在
倉
北
門

天

啟

年

建

徐
公
祠
在
舊
豐
濟
倉
南
祀

總

河

徐

端

李
公
祠
在
舊
書
院

內
祀

總

河

李

宏

北
極
宮
在
城
西
舊

禹

王

廟

基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移

禹

王

廟

於

元

帝

山

建

北

極

宮

於

此

有

碑

河
西
大
王
廟
在
米
巿
乾

隆

年

建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重

建

河
神
廟
在

順
黃
壩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建

金
龍
大
王
廟
一
在
鳳
陽
厰
嘉

慶

九

年

重

建

一

在
順
黃
壩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建

一
在
下
馬
頭
嘉

慶

十

二

年

建

一
在
下
壩
明建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重

建

龍
王
廟
在
禦
黃
壩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建

其
舊
存
者

萬

壽
宮
在
城
西
半
里
北
抵
普
應
寺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建

有

碑

先
農
壇
在

黎
公
祠
西
北
建

置

無

攷

其

社

稷

壇

未

建

厲
壇
在
太
史
莊
大
隄
下
道

光

十

九

年

重

建

城
隍
廟
在
雲
曇
口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總

河

高

晉

建

有

碑

道

光

八

年

增

建

縣
城

隍
廟
在
水
渡
口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總

河

薩

載

建

旁

有

觀

音

庵

明

萬

厯

年

建

一
在
王
營

鎭
乾

隆

志

有

忠

佑

行

宮

當

卽

此

乾

隆

三

十

年

重

建

又

有

城

隍

行

宮

在

藥

王

廟

側

一
在
草
灣
嘉慶

二

十

一

年

重

修

都
土
地
廟
在
仁
義
窪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高

宗

南

巡

加

號

都

土

福

神

南

火
星
廟
在
漕
督
署
東
明

嘉

靖

中

邑

人

管

洪

劉

和

相

繼

剏

建

康

熙

十

四

年

增

修

雍

正

十

年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十
六

欽

頒

神

像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唐

文

炳

移

東

向

北
火
星
廟
在
老
壩
口
萬

厯

年

建

嘉

慶

三

年

修

西
火
星
廟
在
鳳
陽
厰
嘉

慶

十

年

建

一
在
祭
臺
口
道

光

年

重

建

都

火
星
廟
在
淸
江
閘
東
洪

武

年

建

嘉

慶

十

六

年

重

建

火
星
廟
在
漁
溝
鎭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建

竈
君
廟
在
山
淸
界
上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重

建

風
湖
大
王
廟

在
淸
江
閘
下
南
岸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建

道

光

十

一

年

重

建

有

御

賜

額

風
神
廟
在

淸
口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建

西

向

雍

正

十

年

增

修

乾

隆

十

四

年

總

河

高

斌

重

建

南

向

增

大

之

有

御

賜

額

海

神
廟
在
小
河
北
西
北
向
順

治

十

四

年

建

道

光

十

五

年

修

有

御

賜

額

淮
瀆
廟

在
淸
口
明

正

德

三

年

建

康

熙

乾

隆

中

累

奉

御

書

扁

額

三
神
廟
在
束
淸
壩
西
岸

本

大

王

廟

乾

隆

中

改

建

龍
王
廟
在
運
河
南
岸
五
孔
閘
西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高

宗

南

巡

御

賜

匾

額

並

玉

如

意

一

枝

一
在
北
岸
太
史
莊
崇

禎

年

建

道

光

四

年

改

建

惠
濟

龍
王
廟
在
南
頭
壩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建

東
嶽
廟
在
七
里
墩
順

治

初

移

建

禹
王
宮
在
淸
江
浦
樓
之
西
北
向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總

河

吳

嗣

爵

建

俗

謂

之

元

帝

山

西
關
帝
廟
在
漕
督
署
西
崇

禎

十

一

年

建

道

光

十

四

年

重

建

有

御

賜

額

咸

豐

五

年

升

入

中

祀

八

年

河

督

庚

長

重

建

有

碑

中
關
帝
祠
在
小
河
北
東
亦

崇

禎

年

建

關
帝
廟

在
臧
家
馬
頭
順

治

八

年

建

一
在
新
莊
鎭
天

啟

五

年

建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修

一
在

漁
溝
鎭
明

建

嘉

慶

十

六

年

重

建

文
昌
宮
在
工
部
前
天

啟

年

建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重

建

有

御

賜

額

一
在
娘
子
莊
北
道

光

十

六

年

邑

人

吳

以

詔

建

藥
王
廟
在
西
五

牌
萬

厯

十

一

年

建

華
祖
廟
在
大
橋
口
河
北
明

建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修

都
天
廟

在
舊
縣
治
西
乾

隆

年

建

嘉

慶

十

八

年

重

建

有

碑

忠
孝
祠
在
學
宮
內
祀

周

忠

烈

公

父

子

道

光

四

年

建

節
孝
祠
在
學
宮
西
偏
雍

正

年

建

景
行
祠
在
先
農
壇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十
七

東
嘉

慶

六

年

總

河

吳

璥

建

孝
子
祠
在
漁
溝
鎭
祀

吳

從

衆

道

光

六

年

吳

朝

觀

率

弟

昌

基

族

子

安

定

重

建

置

祭

田

五

頃

八

十

畝

王
公
祠
在
海
神
廟
東
天

啟

年

建

祀

都

御

史

王

宗

沐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重

建

四
公
祠
在
海
神
廟
西
雍

正

七

年

勅

建

靳

文

襄

公

祠

十

二

年

以

齊

嵇

二

公

入

祀

名

三

公

祠

乾

隆

四

年

高

公

入

祀

名

四

公

祠

黎
公
祠
在
先
農
壇
東
南
道

光

九

年

建

祀

總

河

黎

世

序

盧
將
軍
祠
在
河
北
岸
大
橋
口
西
祀

參

將

盧

順

道

光

十

六

年

建

斗
姥
宮
在
東
門
內
明

建

乾

隆

三

年

修

四

十

五

年

勅

建

又

斗

姥

閣

在

王

營

鎭

按

斗

姥

見

道

書

其

說

未

爲

典

要

以

南

河

祀

典

載

之

故

以

類

附

焉

惠
濟
祠
在
運
口
乾

隆

志

云

卽

天

廟

在

新

莊

閘

口

明

正

德

三

年

建

武

宗

南

巡

駐

蹕

祠

下

嘉

靖

初

章

聖

皇

太

后

水

殿

渡

河

賜

黃

香

白

金

額

曰

惠

濟

雍

正

五

年

勅

賜

天

后

聖

母

碧

霞

元

君

南

河

祀

典

則

云

明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建

國

朝

康

熙

中

累

封

天

后

乾

隆

十

六

年

改

稱

惠

濟

祠

二

說

不

同

咸

豐

志

按

劉

良

卿

有

惠

濟

祠

碑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立

碑

云

正

德

初

道

士

袁

洞

明

卜

地

河

滸

建

太

山

行

祠

及

章

聖

太

后

有

黃

香

白

金

之

賜

改

名

惠

濟

是

明

嘉

靖

中

止

祀

太

山

之

神

未

嘗

祀

天

后

也

本

朝

卽

其

舊

宇

崇

祀

天

后

遂

稱

天

廟

乾

隆

中

復

改

稱

惠

濟

祠

纂

祀

典

者

祗

見

有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碑

文

遂

以

立

碑

之

日

爲

建

廟

之

年

又

不

知

有

始

祀

太

山

今

祀

天

后

之

異

通

合

爲

一

故

致

牴

牾

云

爾

廟

有

鐵

皷

又

名

鐵

皷

祠

邑

人

汪

之

藻

有

天

廟

廟

賦

碧
霞
宮
在
玉
帶
河
北
祀

天

后

之

神

舊

爲

城

隍

廟

乾

隆

中

改

祀

咸

豐

元

年

庫

道

法

良

增

建

按

碧

霞

元

君

太

山

之

神

而

俗

以

天

后

當

之

亦

爲

小

誤

一
在
西
五
牌
天

啟

二

年

建

靈

應
祠
在
戶
部
前
正

德

六

年

重

建

康

熙

嘉

慶

道

光

中

厯

次

重

修

洪
濟
祠
在
工
部

前
宏

治

年

建

萬

厯

中

始

名

洪

濟

祠

有

工

部

主

事

陳

瑛

碑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重

建

按

府

志

又

有

壽

濟

祠

在

西

河

厰

福

運

祠

在

東

河

厰

皆

工

部

郎

中

顧

元

鏡

建

今

廢

又

有

陸

丞

相

祠

今

亦

無

存

顯
王
廟
在
武
家
墩

祀

唐

睢

陽

太

守

許

遠

天

啟

年

建

雍

正

九

年

封

威

顯

靈

佑

王

乾

隆

嘉

慶

閒

厯

奉

御

賜

匾

額

按

府

志

又

有

晏

公

祠

陰

澤

侯

祠

並

廢

金
龍
大
王
廟
在
淸
江
閘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建

神

姓

謝

名

緖

宋

文

學

隱

於

金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十
八

龍

山

元

兵

入

赴

水

死

明

初

封

王

建

祠

國

朝

崇

奉

尤

盛

一
在
八
面
佛
原

建

石

馬

頭

嘉

慶

十

九

年

移

此

一

名

草

大

王

廟

一
在
兵
四
堡
原

建

老

壩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移

此

一
在
小
河
北
西

洪

武

年

建

乾

隆

年

改

建

一
在
擡
花
巷
北
嘉

靖

年

建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重

建

一
在
五
孔

閘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重

建

一
在
吳
城
七
堡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建

一
在
楊
莊
頭
壩

原

建

鹽

河

口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移

此

一
在
武
家
墩
乾

隆

八

年

建

一
在
王
營
減
壩

嘉

慶

十

六

年

建

有

御

賜

匾

一
在
馬
頭
鎭
天

啟

年

建

一
在
西
灘
鎭
嘉

靖

年

建

雍

正

年

重

建

一
在
惠
濟
越
閘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建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修

一
在
惠
濟
正
閘

崇

禎

三

年

建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修

一
在
官
莊
康

熙

年

建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重

建

火
土
大
王
廟

在
朱
家
溝
道

光

中

建

米
巿
大
王
廟
在
厰
前
坊
天

啟

年

建

嘉

慶

十

六

年

修

黃

大
王
廟
在
舊
禦
黃
壩
西
向
神

姓

黃

名

守

才

明

末

人

乾

隆

三

年

封

嘉

慶

十

五

年

建

廟

有

御

賜

額

張
將
軍
廟
在
淸
口
神

姓

張

名

襄

宿

遷

人

成

化

中

封

勇

南

王

乾

隆

三

年

建

廟

九

龍
將
軍
廟
在
迎
水
壩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建

馬
明
王
廟
在
王
營
鎭
乾隆

五

十

四

年

建

藥
師
庵
在
盧
將
軍
祠
之
右
明

建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重

建

燬
而
重

建
者
黎
公
祠
在
學
宮
西
偏
道

光

年

建

同

治

三

年

重

建

馬
王
廟
在
山
淸

界
上
河
北
岸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建

同

治

二

年

重

建

新
建
者
雙
烈
祠
在
大
橋

口
河
南
岸
祀

提

督

陳

振

邦

妻

吳

氏

同

治

七

年

奉

旨

建

吳
公
祠
在
米
巿
大
王

廟
旁
祀

漕

督

吳

棠

光

緖

三

年

奉

旨

建

栗
大
王
廟
在
吳
公
祠
旁
亦

光

緖

三

年

建

漕

督

文

彬

有

碑

記

八
蜡
廟
在
栗
大
王
廟
旁
亦

光

緖

三

年

建

附
寺
觀
前
建
而
今
燬
者
大
佛
寺
在
山
東
厰
建

置

無

攷

廣
蔭

庵
在
都
天
廟
南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建

地
藏
庵
在
仝
慶
街

三
元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十
九

宫
在
直
隸
厰
嘉

慶

五

年

建

一
在
楊
家
莊
乾

隆

九

年

建

禪
悅
社
在

仁
義
窪
大
街
順

治

十

六

年

建

存
者
慈
雲
寺
在
城
東
順

治

十

五

年

召

武

康

僧

玉

琳

至

京

送

居

萬

善

殿

賜

號

大

覺

禪

師

十

七

年

秋

復

至

京

進

號

能

仁

國

師

康

熙

十

四

年

南

游

止

於

慈

雲

庵

趺

坐

而

逝

世

宗

頒

帑

勅

建

於

乾

隆

四

年

告

成

是

爲

慈

雲

寺

其

後

屢

䝉

賜

紫

並

賜

藏

經

繖

盖

經

玉

如

意

籐

杖

誕
登
寺
在
朱
家
溝
原

名

洪

福

寺

康

熙

初

改

名

菩

提

社

四

十

四

年

聖

祖

南

廵

頒

御

書

額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重

建

圓
通
寺
在
運
河
北
岸
山
淸
界
上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建

覺
津
寺
在
竈
君
廟
後
萬

厯

年

建

舊

名

檀

度

寺

兵

備

副

使

宋

統

殷

有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勅

賜

今

額

棲
蘆
寺
在
河
南
山
淸
界
上
舊

名

折

蘆

庵

有

無

住

禪

師

者

長

沙

人

學

問

淹

貫

兼

通

勘

輿

相

人

之

術

明

季

舉

進

士

知

天

下

將

亂

易

僧

服

國

初

至

淸

江

浦

有

李

姓

者

與

之

地

而

居

之

署

曰

折

蘆

閉

門

戒

誦

罕

與

人

事

一

日

姚

江

同

知

高

某

來

謁

大

相

賞

契

請

爲

弟

子

於

是

無

住

禪

師

名

播

公

卿

閒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聖

祖

南

廵

召

見

賜

名

棲

蘆

寺

普
應
寺
在
禹

王
臺
前
唐

時

舊

刹

明

宣

德

七

年

陳

瑄

重

建

本

朝

嘉

慶

三

年

總

河

吳

璥

增

建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頒

發

藏

經

淨
慈
寺
在
碧
霞
宫
後
舊

在

玉

帶

河

南

天

啓

年

建

俗

名

小

南

寺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燬

於

火

明

年

移

此

觀
音
寺
在
舊
縣
治
西
里
許
元

建

明

成

化

年

重

建

道

光

十

七

年

併

爲

復

興

律

寺

法
華
庵
在
水
渡
口
明

建

乾

隆

十

年

重

建

古
廣
慧
寺
在

山
東
厰
一

名

都

司

廟

成

化

年

建

道

光

十

五

年

重

建

來
鶴
寺
在
北
極
宫
西
道光

元

年

建

曇
華
庵
在
普
應
寺
東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重

建

潛
庵
在
普
應
寺

南
天

啓

閒

建

杯
渡
庵
在
學
宫
後
正

統

十

四

年

建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重

建

廣
應
庵

在
徐
公
祠
南
天

啓

二

年

建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增

建

地
藏
庵
在
育
嬰
堂
東

乾

隆

十

年

重

建

一
在
太
史
莊
西
康

熙

十

二

年

建

一
在
太
史
莊
後
康

熙

二

十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二

年

建

一
在
王
營
鎭
康

熙

年

建

福
德
庵
在
工
部
前
順

治

六

年

建

道

光

十

七

年

重

建

旣
濟
庵
在
小
河
北
東
正

統

八

年

建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重

建

一
在
漁

溝
鎭
明

建

嘉

慶

年

修

鐵
樹
宫
在
禹
王
宫
左
正

統

八

年

敕

封

靈

慈

宫

嘉

慶

五

年

道

光

十

七

年

重

建

彤
華
宫
在
仁
義
窪
道

光

十

五

年

重

建

三
元
宫
在
小
河

北
西
康

熙

年

建

一
在
洪
濟
祠
旁

一
在
直
隸
厰
正

德

三

年

建

一

在
武
家
墩
萬

厯

年

建

一
在
漁
溝
鎭
萬

厯

十

一

年

建

乾

隆

十

五

年

重

修

宏
法

院
在
山
東
厰
嘉

慶

十

八

年

建

吉
祥
庵
在
太
史
莊
明

建

道

光

三

十

年

重

建

福
田
庵
在
玉
帶
河
南
萬

厯

年

建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重

建

善
寶
庵
在
高
升

橋
乾

隆

年

建

延
壽
庵
在
仁
義
窪
萬

厯

年

建

乾

隆

二

十

年

重

建

一
在
太
史

莊
雍

正

三

年

建

一
在
漁
溝
鎭
康

熙

十

八

年

建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重

建

香

火

地

九

十

六

畝

有

奇

一
在
永
興
鎭
明

建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重

建

洞
陽
宫
在
舊
豐
濟
倉
後

康

熙

二

年

建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河

督

李

奉

翰

修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重

修

贊
化
宫
在
先
農
壇

東
嘉

慶

九

年

建

吕
祖
社
在
雲
曇
壩
東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建

雲
林
社
在

仝
慶
街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重

建

文
昌
社
在
車
路
口
後
街
道

光

九

年

重

建

財

福
祠
在
新
縣
治
西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建

三
官
殿
在
水
渡
口
順

治

年

建

嘉

慶

十

九

年

修

三
星
宫
在
老
二
閘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建

靑
龍
庵
在
仁
義

窪
崇

禎

年

建

一
在
中
河
北
岸

毘
盧
庵
在
浪
石
鎭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建

準
提
庵
在
戸
部
前
崇

禎

十

一

年

建

太
平
庵
在
戸
部
前

一

在
新
莊
鎭
乾

隆

十

六

年

建

文
會
庵
在
工
部
前
崇

禎

三

年

建

大
士
庵

在
工
部
前
本

在

文

廟

前

道

光

三

年

移

桂
花
庵
在
舊
豐
濟
倉
前
康

熙

年

建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一

靈
官
殿
在
小
河
北
西
康

熙

年

建

聖
賢
庵
在
太
史
莊
康

熙

十

六

年

建

觀
音
庵
在
太
史
莊
道

光

年

重

建

一
在
馬
頭
鎭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建

一

在
浪
石
鎭
乾

隆

十

二

年

建

新
祥
庵
在
王
營
鎭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建

乾

隆

三

十

年

併

於

城

隍

廟

眞
武
廟
在
武
家
墩
嘉

慶

年

建

文
華
寺
在
新
莊
鎭
萬厯

年

建

嘉

慶

十

六

年

修

玉
皇
宫
在
西
五
牌
康

熙

年

建

文
殊
庵
在
漁
溝
鎭

明

建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重

建

泰
山
宫
在
漁
溝
鎭
乾

隆

十

八

年

建

道

光

八

年

重

建

水
月

庵
在
漁
溝
鎭
道

光

四

年

重

建

按

漁

溝

復

有

元

帝

樓

今

廢

橫
溝
寺
在
漁
溝
北

金建

龍
君
廟
在
漁
溝
東
北
康

熙

十

七

年

邑

人

孫

爾

書

捐

建

廣
福
院
在
漁

溝
東
灣
乾

隆

十

六

年

邑

人

盧

君

佐

建

圓
通
庵
在
浪
石
鎭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建

報
恩
院
在
劉
皮
鎭
明

建

雍

正

八

年

重

建

如
意
庵
在
下
壩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建

大
雄
庵
在
永
興
鎭
明

建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重

建

西
來
庵
在
永
興
鎭

明

建

乾

隆

五

年

重

建

玉
露
庵
在
永
豐
壩
乾

隆

四

年

建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重

建

燬
而

重
建
者
毘
盧
庵
在
舊
縣
治
西
同

治

初

建

團
圓
宫
在
趙
家
樓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建

同

治

初

重

建

濟
雲
庵
在
趙
家
樓
東
明

萬

厯

年

建

同

治

初

重

建

鄕
鎭
之
舊
建
而
今
廢
者
洪
澤
舊
鎭
在
治
西
南
五
十
里
唐皇

甫

冉

題

洪

澤

館

詩

底

事

洪

澤

壁

空

畱

黃

絹

詞

年

年

淮

水

上

行

客

不

勝

悲

宋

歐

陽

修

于

役

志

云

丁

巳

次

洪

澤

與

劉

春

卿

黃

孝

恭

相

遇

始

識

大

理

寺

丞

李

㥫

裕

洪

澤

廵

檢

顏

懷

玉

者

錢

思

公

在

洛

時

故

吏

遂

與

四

人

夜

飮

五

皷

罷

明

日

晚

入

沙

河

乘

月

夜

行

向

山

陽

蘇

軾

發

洪

澤

驛

中

途

遇

大

風

復

還

詩

風

浪

急

如

此

吾

行

欲

安

歸

挂

帆

欲

西

邁

此

計

未

爲

非

洪

澤

三

十

里

安

流

去

如

飛

居

民

見

我

還

勞

問

亦

依

依

擕

酒

就

船

賣

此

意

厚

莫

違

醒

來

夜

巳

半

岸

木

聲

向

微

明

日

淮

陰

巿

白

魚

能

許

肥

我

行

無

南

北

適

意

乃

所

祈

何

勞

弄

澎

湃

終

夜

摇

窗

扉

妻

孥

莫

憂

色

更

典

篋

中

衣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二

又

河

防

志

洪

澤

鎭

有

洪

澤

村

康

煕

中

總

河

張

鵬

翮

命

人

剌

舟

而

往

還

言

東

西

街

道

舊

有

千

餘

戸

康

煕

初

尙

百

餘

家

十

五

年

水

漲

居

民

散

去

村

東

民

田

二

十

餘

里

直

抵

小

黃

莊

北

至

高

家

嘴

約

十

五

里

沿

途

舊

有

居

民

又

五

里

至

陳

四

莊

廟

亦

有

民

舍

環

繞

西

北

至

泗

州

楊

長

嘴

可

二

十

里

上

有

民

居

數

十

家

今

亦

水

鄕

又

三

里

至

吳

家

牌

樓

登

陸

通

桃

源

正

西

約

五

十

里

至

蛾

眉

莊

西

南

至

泗

州

施

家

塘

約

五

十

里

正

南

六

十

里

始

抵

淸

河

之

老

子

山

村

基

存

沙

灘

一

綫

高

尺

五

寸

長

七

十

丈

闊

八

丈

十

丈

不

等

按

此

卽

古

洪

澤

鎭

地

其

方

位

四

至

想

見

仿

佛

附

記

以

存

梗

槪

吳
城
舊
鎭
在
舊
縣
西
二
十
里

大
河
口
舊
鎭
在
馬
頭
鎭

北
十
里

浪
石
鎭
在
王
營
鎭
西
北
十
八
里
乾

隆

志

云

治

北

三

十

里

舊

浪

石

渡

新

河

旣

堙

土

人

利

河

灘

之

腴

誘

漣

人

防

塞

之

每

遇

滛

田

爲

湖

泊

順

治

十

六

年

知

縣

唐

佐

臣

毅

然

開

濬

邑

人

陸

騰

蛟

有

略

曰

淸

民

之

病

苦

無

他

職

業

惟

給

於

田

田

以

鹵

潟

不

治

歲

包

於

水

浪

石

之

防

如

瘕

塊

在

吾

腹

中

必

思

所

去

田

所

去

而

不

得

類

前

卻

於

鼠

子

之

兩

端

而

漣

人

不

足

以

要

我

於

是

唐

侯

佐

臣

命

車

詣

故

渡

口

刻

日

僝

功

取

土

著

人

遵

依

狀

水

行

輒

報

上

曰

卑

縣

巳

戴

罪

開

放

矣

他

日

大

中

丞

蔡

公

庭

見

問

曰

漣

人

以

浪

石

之

故

出

其

文

案

若

千

卷

爲

爾

邑

難

端

吾

告

之

曰

淸

人

困

於

水

瀕

死

彼

令

憤

爲

此

舉

苟

無

甚

利

害

於

漣

者

若

姑

置

之

嗟

呼

大

中

丞

知

公

心

矣

公

以

實

心

拯

淸

人

之

溺

置

一

時

利

害

不

較

而

浪

石

之

防

卽

開

浪

石

開

則

水

落

棲

苴

民

便

蒲

魚

旦

夕

之

利

也

沮

洳

生

菌

薦

草

潰

茂

田

禽

走

之

民

之

貫

利

在

是

終

歲

之

利

也

人

厭

蝦

蠏

地

熟

五

穀

渴

澤

之

土

其

化

膏

壞

高

者

宜

麥

卑

者

宜

稌

十

世

之

利

也

淸

民

之

病

今

而

後

吾

知

免

矣

嗟

呼

公

之

造

淸

豈

小

哉

淸

人

士

德

公

之

賜

謂

數

十

百

年

之

利

害

自

公

興

剔

之

用

鑱

諸

石

爲

不

朽

云

按

此

文

前

言

養

驛

馬

事

通

爲

一

篇

今

分

繫

餘

見

驛

傳

娘
子
莊
鎭
在
王
營
鎭
北
十
六
里
俗

傳

有

鮑

三

娘

梳

妝

樓

金

皇

統

間

事

永
豐

鎭
在
治
西
四
十
五
里

金
城
舊
鎭
在
治
西
北
六
十
里

官
亭
舊
鎭
在
治
北
少
西
八
十
里
一

名

崇

河

集

存
者
王
營
鎭
在

治
北
五
里
邑

人

楊

記

曰

王

家

營

蓋

淸

東

壤

之

衝

道

濱

河

而

處

凡

二

千

餘

家

五

十

年

閒

巳

三

遷

矣

康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三

熙

二

十

七

年

秋

大

水

日

崩

崖

數

十

丈

市

井

房

舍

殆

盡

管

侯

聞

之

周

視

原

址

聚

老

少

而

謀

東

遷

問

其

地

乃

山

陽

朱

生

業

也

使

里

正

往

白

之

不

可

縣

尉

曲

諭

亦

不

可

乃

力

請

淮

揚

道

胡

公

公

曰

招

撫

流

遺

有

司

責

也

急

遷

如

議

侯

爲

捐

俸

購

之

民

得

以

復

聚

不

二

月

屹

然

一

巨

鎭

矣

里

人

也

躬

遘

其

事

述

之

以

志

不

朽

漁
溝
鎭
在
王

營
鎭
西
少
北
三
十
里

㵎
橋
鎭
在
漁
溝
東
北
二
十
里

劉
皮
鎭
在
娘
子
莊
北
二
十
里

永
興
鎭
在
㵎
橋
東
十
五

里

新
興
鎭
俗

謂

之

小

房

子

在
治
北
少
西
七
十
里

馬
頭
鎭
在

治
西
少
南
十
八
里

老
子
山
鎭
在
治
西
南
百
二
十
里
按咸

豐

志

具

言

鄕

鎭

原

委

盛

衰

最

詳

今

備

紀

之

曰

昔

舊

志

載

十

五

鎭

而

歎

曰

鎭

之

廢

也

廢

於

水

亦

廢

於

夫

謂

夫

厰

之

不

足

往

往

取

給

於

鎭

也

今

夫

不

擾

鎭

而

鎭

不

加

昌

黃

淮

災

數

鎭

六

塘

災

數

鎭

霖

積

潦

使

民

河

所

不

及

洩

又

延

及

數

鎭

地

瘠

民

勞

聚

散

無

定

皆

此

之

繇

邇

來

又

百

餘

年

矣

河

水

之

潰

決

湖

運

之

橫

衝

更

大

變

八

九

以

至

今

日

欲

民

生

聚

鳥

可

得

也

蓋

鎭

莫

古

於

洪

澤

初

齊

有

洪

澤

澗

在

淮

陰

鎭

之

西

或

曰

隋

煬

帝

至

破

釡

㵎

而

雨

易

名

洪

澤

舊

志

鎭

在

治

東

南

六

十

里

濱

淮

河

古

南

北

大

道

設

洪

澤

驛

及

廵

檢

司

明

編

其

地

爲

移

風

鄕

鄕

四

里

爲

縣

腴

田

有

漕

嘴

舍

頭

高

秋

堡

堡

有

豫

備

倉

有

萬

家

圍

陳

家

廟

村

鎭

田

疇

葱

然

自

萬

厯

以

後

高

堰

築

而

五

塘

廢

二

澗

塞

水

無

所

瀦

洩

而

黃

益

奪

淮

淮

急

不

得

下

日

夜

騰

踔

北

地

寖

高

淮

岸

隄

障

漸

没

東

抵

陳

公

塘

北

合

富

陵

泥

墩

南

幷

北

萍

諸

湖

爲

一

澒

洞

數

百

里

焉

自

洪

澤

鎭

以

西

南

爲

老

子

山

鎭

亦

一

聚

落

也

去

舊

治

百

里

與

盱

眙

接

壤

負

山

臨

湖

背

高

俯

下

無

水

患

有

稻

塍

網

罟

魚

鹽

商

販

走

集

自

湖

鬱

嗌

漲

及

山

下

坂

田

四

面

環

繞

獨

一

路

南

出

魚

稻

之

利

耗

焉

居

民

裁

數

百

家

猶

知

誦

書

力

作

風

物

淸

湻

有

湖

山

之

美

去

舊

治

西

二

十

里

爲

吳

城

舊

鎭

宋

紹

興

中

南

北

用

武

之

地

亦

聚

落

也

舊

有

東

西

二

城

今

河

湖

交

逼

魚

鴈

爲

鄕

馬

頭

鎭

在

舊

治

東

五

里

近

淮

陰

故

城

一

巨

鎭

也

漕

運

經

繇

設

馬

頭

廵

檢

司

與

天

壩

新

莊

閘

爲

河

東

三

鎭

明

末

之

亂

居

民

鮮

少

近

復

輳

集

其

民

多

游

手

空

食

漕

至

啟

閘

挽

舟

千

百

邪

許

媮

衣

美

食

以

相

驩

樂

漕

過

無

所

得

食

婦

子

凍

餒

好

苟

且

目

前

靡

有

巨

商

大

賈

多

興

湖

舟

市

梟

盜

大

猾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四

往

往

出

没

東

接

甘

羅

故

城

抵

御

路

居

民

威

夷

十

有

餘

里

大

車

小

輦

銅

舟

木

筏

相

屬

龎

難

囂

嘂

有

淮

陰

年

少

之

風

焉

其

北

十

里

大

河

口

舊

鎭

元

舊

縣

治

也

縣

初

遷

時

居

民

戀

士

成

聚

猶

數

百

家

後

駸

駸

散

去

夫

王

營

亦

淮

北

巨

鎭

也

初

康

熙

九

年

河

決

鎭

東

遷

荒

落

二

十

七

年

水

大

至

崩

於

河

知

縣

管

鉅

買

山

陽

地

再

東

遷

里

許

民

復

聚

三

十

三

年

復

水

伐

近

隄

官

桺

以

遷

民

居

遷

之

三

月

不

盡

其

地

北

走

京

師

南

船

北

馬

頓

宿

交

易

多

檜

坊

牙

埠

民

流

寓

者

多

尤

多

西

北

燕

遼

薊

晉

陜

洛

齊

魯

之

人

羊

裘

氊

冠

千

里

馳

驅

讙

嘑

忼

慨

有

塵

沙

廣

漠

之

氣

貨

則

峩

舸

大

艑

西

通

孟

鞏

大

梁

輕

舟

南

浮

亦

有

吳

粤

珍

異

土

著

者

率

爲

小

販

屯

聚

轉

輸

麥

菽

無

有

厚

貲

重

積

民

亦

不

貧

多

以

力

食

或

南

北

使

節

經

過

供

頓

照

耀

數

里

不

絶

小

民

耳

目

染

習

爲

大

雖

輿

臺

賤

能

爲

京

師

音

嗚

嗚

執

手

問

生

平

相

取

下

人

莫

能

測

也

舊

營

地

與

淸

江

浦

分

河

後

河

北

徙

山

陽

來

爭

地

今

幷

爲

一

家

爭

乃

熄

其

西

三

數

里

減

水

下

游

荒

鹵

道

光

初

北

鹽

攺

行

頓

於

此

謂

之

西

壩

民

閒

設

立

場

棧

閭

閻

相

接

日

以

繁

浩

其

客

多

輦

金

腰

玉

豪

貴

閒

游

初

至

有

倍

稱

之

息

南

北

爭

趨

息

乃

小

減

然

風

巳

爲

之

變

易

有

彈

筝

跕

履

日

夜

諠

樂

河

聲

上

下

屯

集

之

區

畝

値

至

數

萬

錢

土

人

亦

用

是

饒

業

然

不

能

久

也

過

王

營

以

西

北

爲

浪

石

鎭

舊

浪

石

渡

水

道

通

海

口

爲

境

尾

閭

田

多

水

泊

不

可

耕

往

數

十

年

河

屢

決

沙

墊

地

遂

高

亢

而

鎭

久

廢

過

浪

石

西

北

十

餘

里

爲

漁

溝

鎭

亦

一

大

聚

也

昔

宋

耿

世

安

以

三

百

騎

迎

北

兵

於

此

其

地

始

見

於

史

明

萬

厯

中

分

黃

議

起

河

行

漁

溝

浪

石

或

曰

縣

嘗

治

於

此

自

明

中

葉

多

舊

家

遺

俗

門

業

相

尙

民

閒

自

爲

書

院

子

弟

興

學

人

物

如

林

縣

治

旣

移

驛

路

所

經

過

商

販

趨

集

益

饒

裕

其

後

河

流

塡

淤

鎭

乃

轉

貧

俗

亦

有

閒

矣

要

其

西

北

諸

鎭

猶

爲

冠

冕

焉

㵎

橋

鎭

在

漁

溝

東

少

北

二

十

里

亦

一

聚

也

有

湯

家

礀

河

舊

引

漣

沭

二

水

通

南

北

舟

楫

民

利

其

濟

厯

久

堙

塞

其

地

軍

民

雜

處

軍

常

居

十

七

民

戸

益

彫

攰

故

鎭

幾

歸

於

屯

軍

其

東

南

爲

娘

子

莊

舊

鎭

鎭

以

水

廢

㵎

橋

之

北

爲

劉

皮

新

鎭

北

界

安

東

風

少

勁

其

東

十

餘

里

爲

永

興

鎭

亦

一

大

聚

也

多

舊

姓

聚

居

有

果

園

竹

木

之

饒

自

王

營

河

屢

決

娘

子

莊

下

游

廢

圯

而

永

興

地

差

遠

新

淤

膏

沃

農

商

競

業

繁

盛

甲

乙

漁

溝

近

一

二

十

年

少

替

矣

盛

衰

之

勢

要

之

比

鎭

皆

然

不

獨

此

也

初

唐

所

置

金

城

縣

不

久

廢

明

洪

武

中

置

驛

謂

之

金

城

驛

又

有

小

金

城

鋪

其

地

距

新

舊

治

皆

六

七

十

里

名

爲

鎭

實

村

落

碁

布

地

趨

下

黃

苑

紫

蘆

相

望

道

光

中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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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五

源

河

溢

鎭

乃

㙲

沙

爲

高

埠

然

瘡

痍

旣

久

生

聚

猶

寥

落

而

其

北

爲

新

興

鎭

在

舊

官

亭

鎭

東

南

康

熙

初

黃

家

嘴

河

決

官

亭

居

民

不

忍

遠

徙

而

遷

於

此

也

南

通

包

家

衝

東

帶

六

塘

舊

鹽

私

出

没

居

人

數

百

家

農

而

武

有

海

沭

之

風

又

十

餘

里

爲

官

亭

舊

鎭

亦

曰

崇

河

集

明

初

都

全

陵

鎭

爲

山

東

驛

傳

中

道

設

爬

泥

蕩

鋪

建

官

亭

故

曰

官

亭

有

漁

蒲

菱

芡

饒

利

倉

儲

社

學

鋪

遞

一

巨

鎭

也

自

河

決

蕩

析

黃

白

之

籍

遷

著

東

南

新

灘

而

先

是

桃

源

人

思

東

啟

至

通

賄

賂

攺

郡

志

以

伸

其

一

旦

之

說

康

熙

七

年

割

正

歸

於

淸

河

其

鎭

之

舊

基

則

廢

棄

久

而

與

金

城

洪

澤

吳

城

大

河

口

同

甌

脫

無

有

存

者

其

盛

者

惟

王

營

馬

頭

稱

稠

集

漁

溝

永

興

㵎

橋

抑

猶

介

盛

衰

之

閒

云

鎭
之
別
爲
集
舊
有
張
家
集
卽

永

興

鎭

新
灘
集
卽

新

興

鎭

三
柯
樹
集

在
漁
溝
西
南

蔣
家
集
在
永
豐
鎭
鎭

本

名

永

豐

集

今

集

鎭

俱

廢

宋
家

集
在
其
北

今
有
大
興
莊
集
在
娘
子
莊
東
北

湯
家
集

在
金
城
鎭

徐
家
澑
集
在
湯
家
集
東

朱
家
集
在
王
營

東
北

丁
家
集
在
王
營
西
北

五
里
莊
集
在
丁
家
集
西

北

袁
家
集
在
丁
家
集
西
南

又
有
陳
家
集

小
橋
集

趙
家
集

順
河
集
皆
在
洪
澤
湖
新
灘

淸
江
浦
南
圩
在
運
河
南
岸
玉
帶
河
北
西

自

二

公

祠

迆

東

裡

運

河

隄

根

起

東

至

雲

曇

壩

隄

根

止

長

一

千

三

百

十

三

丈

一

尺

北
圩
在
運
河
北
岸
汰
黃
隄
西

目

四

公

祠

迆

西

裡

運

河

隄

根

起

東

至

臧

家

馬

頭

東

首

運

河

隄

根

止

長

一

千

四

百

四

十

七

丈

三

尺

並

咸

豐

十

一

年

知

縣

萬

旨

選

築

先

是

咸

豐

十

年

捻

逆

東

竄

浦

垣

焚

掠

一

空

靑

選

招

集

流

亡

創

立

圩

砦

同

治

元

年

二

月

賊

復

來

犯

我

軍

憑

圩

固

守

卒

獲

其

利

四

鄕

先

後

築

圩

皆

得

安

堵

今

故

以

次

於

鄕

鎭

之

後

王
家
營
圩
在
王
營

鎭

朱
家
集
圩
在
王
營
東
北

大
興
莊
圩
丁
家
集
圩
沈

家
圩
王
家
圩
在
娘
子
莊
鎭

張
家
集
圩
鄭
家
圩
孫
本
莊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六

圩
在
永
興
鎭

劉
皮
圩
在
劉
皮
鎭

㵎
橋
圩
五
里
莊
圩

石
家
圩
丁
家
餹
坊
圩
在
㵎
橋
鎭

袁
家
集
圩
在
浪
石
鎭

徐
家
東
澑
圩
潘
家
圩
仁
和
圩
杜
家
圩
在
新
興
鎭

湯

家
集
圩
曹
家
圩
楊
家
蕩
圩
沈
家
圩
王
家
圩
在
金
城
鎭

王
家
圩
蔣
家
大
莊
圩
吳
家
大
莊
圩
劉
家
小
圩
在
永
豐
鎭

三
柯
樹
圩
王
家
圩
在
三
柯
樹

漁
溝
圩
在
漁
溝
鎭

馬
頭
圩
在
馬
頭
鎭

王
家
圩
在

御
壩

陳
家
集
圩
陳

家
西
圩
南
王
家
圩
在
湖
灘
以

上

並

咸

豐

十

一

年

及

同

治

元

二

年

先

後

築

六
塘

河
長
圩
在
六
塘
河
南
岸
同

治

六

年

冬

漕

督

張

之

萬

命

淮

安

府

章

儀

林

築

以

防

山

東

賊

通

海

沭

境

凡

長

二

百

里

在

淸

河

者

上

自

風

上

城

下

盡

安

東

界

長

二

十

三

里

有

奇

詳

見

雜

記

舊
橋
之
圯
廢
者
乾
隆
志
載
平
康
橋
在
治
西
以

下

凡

言

治

皆

準

乾

隆

初

舊

縣

治

而

言

登
瀛
橋
在
治
東

西
門
橋
在
治
西

湯
家
礀
橋

在
治
北
五
十
里

沙
埠
橋
在
治
東
南
六
十
里
按

舊

縣

治

東

南

無

六

十

里

疑

有

誤

瓦
子
灘
橋
在
治
東
三
十
里
按

明

史

河

渠

志

自

桃

源

至

瓦

子

灘

凡

九

十

里

窪

下

不

耕

蓋

舊

河

形

也

地

當

在

大

河

北

霍
山
橋
在
治
南
九
十
里

石
人
溝

橋
在
治
西
十
里

爬
泥
蕩
橋
在
治
北
七
十
里

棠
梨
溝

橋
在
治
北
十
里

撘
連
溝
橋
在
娘
子
莊
南

淩
家
橋
在

治
西
北
十
五
里

夏
家
橋
在
治
東
北
二
十
里

七
孔
橋

在
汪
家
窪
今

丁

家

集

北

三
孔
橋
在
浪
石
鎭
北

一
在
屠
家
窪

以

上

三

橋

在

驛

路

內

一
在
馬
麻
橋
今

雙

金

閘

北

一
在
香
稻
莊

一
在
王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七

家
莊
以

上

三

橋

在

便

民

河

俱

乾

隆

八

年

建

又
山
陽
志
魯
家
橋
在
淨
慈
寺
南

范
公
橋
在
范
公
河
上

莊
家
橋
在
常
盈
倉
西

廣
蔭

橋
在
廣
蔭
庵
前

福
田
橋
在
福
田
庵
前

仁
義
橋
在
老

壩
口

金
鎻
橋
在
月
河
口
東

月
河
橋
在
閘
口
西
北
舊

存
者
七
孔
橋
在
包
家
河
漁

溝

西

北

五

里

乾

隆

八

年

建

同

治

十

年

修

三
孔
橋
在

漁
溝
太
山
宫
同

治

十

年

修

一
在
漁
溝
火
星
廟
同

治

十

年

修

中
河
浮

橋
二
在
王
營
東
西
壩
咸
豐
志
增
者
朱
公
橋
在
城
東
門
外

工

部

朱

公

建

紅
橋
二
在
都
司
署
前

太
平
橋
在
南
火
星
廟
南

史
家
橋
在
其
西

碧
雲
橋
在
碧
霞
宫
後

大
橋
口
浮

橋
在
城
北
門
康

熙

中

王

士

正

爲

船

政

同

知

設

船

橋

以

收

騐

船

稅

後

船

稅

歸

入

淮

關

而

橋

遂

廢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外

南

同

知

王

國

佐

以

火

患

設

立

南

北

兩

岸

水

龍

局

恐

倉

猝

奔

救

爲

河

閒

阻

因

設

橋

船

五

隻

環

以

鐵

索

䕶

以

木

欄

設

効

目

二

名

橋

夫

八

名

工

食

由

河

庫

發

給

立

碑

王

公

祠

前

復
興
橋
在
四
門
樓
南

高
昇
橋
在
䕶
城
河
北
岸
新
建
者
安
涉
橋
在
兵
六
堡
咸豐

五

年

建

有

見

前

淩
家
道
口
橋
在
漁
溝
北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建

同

治

十

年

重

建

三

孔
磚
橋
在
浪
石
西
南
道

光

十

五

年

邑

人

蔣

治

禮

建

乾
隆
志
有
縣
前
渡

大
河
口
渡

腰
鋪
渡

吳
城
渡

駒
家
營
渡

王
家
營
渡

楊
家
莊
渡
以

上

皆

大

河

渡

龍
王
廟
渡

未詳

天

廟
渡

運
口
渡

馬
頭
渡
以

上

皆

淸

水

渡

夏
家
湖
口
渡

廢

張
家
河
渡
廢

王
營
東
西
壩
渡
鹽

河

渡

許
家
渡
中

河

渡

雙
閘

渡
中

河

渡

六
塘
南
股
河
渡
卽

潘

家

渡

今

存

自
河
勢
遷
攺
津
渡
移
易



ZhongYi

光
緖
丙
子
淸
河
縣
志

卷
三

二
十
八

咸
豐
志
所
存
者
王
營
渡
設
官
馬
船
五
救
生
船
四
官
報
船

三
外
北

馬
船
六
楊
家
莊
渡
設
官
船
五
此
外
上
游
則
有

仲
工
渡
周
工
渡
歐
家
渡
下
游
有
減
壩
渡
毛
家
嘴
渡
周
莊

渡
所
設
民
船
無
慮
百
數
十
咸
豐
三
年
以
粤
賊
竄
擾
江
北

朝
議
防
河
皆
幷
於
楊
莊
王
營
以
重
險
阨
察
非
常

運

河
渡
設
馬
船
六
大

橋

口

二

淸

江

浦

樓

二

五

神

廟

一

臧

家

馬

頭

一

運
口
風
神
廟
馬

船
一

鹽
河
西
壩
馬
船
二
東
壩
小
馬
船
二
民造

六
塘
河
吳

家
義
渡
馬
船
一
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