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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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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亦

云

三

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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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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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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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

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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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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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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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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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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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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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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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志

海

陵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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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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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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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後
名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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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徐
州
廣
陵
郡
晉

書

地

理

廣

陵

郡

海

陽

有

江

海

會

祠

乾

隆

一

統

晉

志

廣

陵

所

統

縣

有

海

陽

無

海

陵

以

前

漢

志

海

陵

有

江

海

會

祠

及

晉

志

祠

在

海

陽

推

之

知

海

陵

即

海

陽

耳

嘉

慶

揚

州

府

志

舊

志

云

晉

改

海

陽

按

宋

書

州

郡

志

云

太

康

元

年

復

立

不

言

改

名

則

海

陵

為

海

陽

祗

是

傳

寫

之

訛

不

必

曲

為

之

説

按

左

哀

十

二

年

傳

注

廣

陵

海

陵

縣

東

南

有

發

繇

口

杜

預

晉

人

是

晉

時

有

海

陵

也

王

象

之

輿

地

紀

勝

云

舊

圖

經

謂

誤

陵

作

陽

近

於

牽

合

故

新

志

非

之

象

之

謹

按

沈

約

宋

志

於

宣

城

郡

之

廣

陽

下

云

漢

曰

陵

陽

晉

成

帝

杜

皇

后

諱

陵

咸

康

四

年

更

名

廣

陽

則

書

海

陵

為

海

陽

恐

是

避

杜

后

諱

耳

考

晉

書

杜

后

傳

后

名

陵

陽

彼

以

避

二

名

故

改

似

不

得

以

例

海

陵

但

字

誤

説

亦

無

徴

宋
復

為
海
陵
屬
南
兖
州
刺
史
廣
陵
太
守
宋

書

州

郡

志

南

兖

州

刺

史

廣

陵

太

守

海

陵

令

南
齊
屬
南
兖
州
廣
陵
郡
南

齊

書

州

郡

志

南

兖

州

廣

陵

郡

海

陵

梁
陳
因
之
汪

士

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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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

史

補

志

梁

陳

南

衮

州

廣

陵

郡

海

陵

按

梁

陳

又

别

有

海

陵

郡

乃

以

海

陵

縣

地

析

置

者

見

隋

書

地

理

志

北
齊

改
南
兖
州
為
東
廣
州
隋

書

地

理

志

北

齊

改

梁

南

兖

州

為

東

廣

州

置

廣

陵

江

夏

二

郡

領

縣

無

考

但

亦

不

云

海

陵

縣

廢

北
周
改
為
吳
州
隋

書

地

理

志

陳

復

日

南

兖

州

後

周

改

為

吳

州

按

通

典

脱

去

陳

字

似

北

齊

復

名

南

兖

州

矣

隋
文
帝
開
皇
九
年
置
揚
州
總
管
府
廢
郡
入
縣

煬
帝
大
業
初
府
廢
屬
江
都
郡
隋

書

地

理

志

江

都

郡

開

皇

九

年

置

揚

州

總

管

府

大

業

初

府

府

廢

又

海

陵

縣

梁

置

海

陵

郡

開

皇

初

廢

又

併

建

陵

縣

入

尋

析

置

江

浦

縣

大

業

初

省

入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更
名
吳
陵
以
縣
置
吳
州
七
年
州
廢
復
為
海
陵
屬
淮
南

道
揚
州
廣
陵
郡
唐

書

太

宗

本

紀

貞

觀

元

年

置

淮

南

道

地

理

淮

南

道

揚

州

廣

陵

郡

大

都

督

府

武

德

七

年

曰

刋

州

九

年

更

置

揚

州

天

寳

元

年

更

郡

名

又

海

陵

縣

武

德

三

年

更

名

吳

陵

以

縣

置

吳

州

七

年

州

廢

復

故

名

按

舊

唐

書

地

理

志

云

武

德

三

年

為

兖

州

置

東

南

道

行

臺

七

年

改

為

䢴

州

九

年

改

為

揚

州

置

大

都

督

海

陵

武

德

二

年

屬

揚

州

似

武

德

初

嘗

置

揚

州

矣

舊

書

又

云

肅

宗

乾

元

元

年

復

為

揚

州

自

後

置

淮

南

節

度

使

而

汪

中

廣

陵

通

典

謂

宗

天

寳

二

載

復

為

揚

州

與

新

舊

書

皆

不

合

未

詳

所

據

又

按

唐

會

要

先

天

二

年

復

置

吳

州

新

舊

書

皆

不

載

此

事

昭
宗

乾
寜
二
年
吳
楊
行
宻
下
淮
南
諸
州
五

代

史

記

吳

世

家

改
揚
州
為
江

都
府
文

獻

通

考

睿
帝
乾
貞
中
立
海
陵
制
置
院
太

平

寰

宇

記

南
唐
烈
祖

昇
元
元
年
析
海
陵
之
南
五
鄉
為
泰
興
縣
屬
泰
州
陸

游

南

唐

書

昇

元

元

年

以

廣

陵

為

東

都

升

海

陵

為

泰

州

割

泰

興

等

四

縣

隸

焉

馬

令

南

唐

書

同

太

平

寰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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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往
往
聞
絃
誦
聲
輿

地

紀

勝

引

吳

陵

志

祝

穆

方

輿

勝

覽

地
分
淮
海
風
氣
清
淑
俗
務
儒
雅
士
興
文
藝
絃
誦
之
聲
衣
冠

之
選
夐
異
他
州
王

㒜

學

記

地
居
要
衝
俗
尚
侈
靡
其
士
多
明
秀
俊
偉
彭

時

學

記

東
南
之
湊
土
俗
勁
剽
孫

作

記

以

上

三

則

均

圖

書

集

成

職

方

典

揚

州

泰
雖
廣
陵
屬
僻
在
江
壖
郊
坰
之
墟
民
多
樸
嗇
食
力
重
農
無

呰
窳
偷
惰
之
習
耕
桑
以
為
業
漁
稻
以
為
利
不
喜
牽
車
服
賈

逰
於
四
方
其
君
子
秉
禮
讀
書
篤
闈
業
者
尤
多
以
文
藝
有
聲

邇
來
蜚
唱
日
盛
斯
今
日
右
文
之
化
也
日
中
喧
駢
肆
坊
錯
别、

今
之
視
昔
較
甚
豈
生
齒
繁
多
抑
風
尚
湻
熙
之
不
同
歟
吉
凶

燕
會
好
事
家
多
尚
浮
誇
有
意
者
方

在
從
古
國
儉
示
禮
國

奢
示
儉
亦
豈
有
積
重
難
返
之
勢
乎
若
夫
剽
掠
嚚
訟
兹
輩
有

列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一

十
一

之
罔
上
終
凶
尤
可
痛
懲
喪
祭
多
從
考
亭
家
禮
俗
無
水
火
葬

貧
賤
之
家
務
覓
一
坏
土
其
可
嘉
也
圖

書

集

成

職

方

典

引

府

縣

志

紀

泰

興

風

俗

物
産

海
陵
多
麋
張

華

博

物

孤
山
生
大
竹
輿

地

紀

勝

引

南

兖

州

記

輿

地

名

勝

引

吳

陵

方

輿

紀

要

蔡

方

炳

增

訂

廣

輿

記

楊
吳
時
檄
泰
興
海
鹽
諸
縣
罷
採
鷹
鷂
鄭

文

寳

南

唐

近

事

泰
州
貢
隔
織
文

獻

通

考

宋

史

地

理

元

豐

九

域

泰
興
産
酒
劉

宰

漫

塘

文

集

揚

州

撥

還

泰

興

縣

酒

税

記

鹻
出
泰
興
如
臯
硝
出
泰
興
乾

隆

一

統

志

黄
橋
鎮
地
産
豬
有
豬
市
歲
暮
轉
鬻
尤
夥
所
謂
肥
豕
不
渡
臘

也
周

廣

業

冬

集

紀

程

嘶
馬
萊
菔
有
名
然
止
數
畝
田
所
産
極
佳
耳
其
家
不
能
應
人

之
求
轉
樹
他
穀
即
其
左
近
所
生
亦
勝
他
産

藥
有
半
夏
何

首
烏
皂
角
鍼
蟬
蜕
之
屬
而
半
夏
有
名
城
北
岳
橋
産
者
良

木
自
榆
栁
桑
朴
以
外
以
椐
枌
柘
槐
平
仲
為
多
而
松
最
少
平

仲
一
名
銀
杏
多
大
樹
有
數
百
年
者
惟
頓
汊
一
株
為
最
鉅
其

異
樹
則
學
宫
有
花
梨
焉
何
氏
有
娑
羅
樹
焉
而
學
宫
外
之
古

槐
亦
有
名

瓜
子
産
東
門
外
數
里
者
大
而
厚
取
其
種
種
他

所
一
年
而
薄
二
年
而
年

筍
類
甚
多
燕
筍
以
味
勝
芽
筍
以

勝

邑
無
山
故
不
産
茶
邑
不
善
釀
故
京
口
酒
得
行
焉
多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一

十
二

鹻
地
故
有
鹻
産
藍
不
甚
佳
近
稍
種
菸
亦
不
高
於
他
産

果

惟
枇
杷
為
勝
花
則
桃
梨
最
多

黄
横
以
北
豬
肉
美

雞
小

者
良
烏
骨
雞
尤
佳

鮮
以
江
魚
為
美
鱴
刀
鰣
鱘
魴
為
最
黿

為
異
味
不
恆
有
或
有
嗜
河
豚
者
然
有
毒
或
傷
人
何

萱

道

光

泰

興

縣

志

略

又

物

産

論

云

地

與

江

南

隔

一

水

耳

而

氣

候

梢

殊

焉

何

萱

嘗

在

江

寜

梅

水

仙

既

盛

開

比

歸

猶

未

破

萼

也

五

穀

蔬

菜

瓜

果

皆

不

惡

然

瓜

不

及

江

南

之

甘

桑

不

及

湖

州

之

美

地

氣

然

也

草

棉

為

邇

來

大

利

以

近

地

計

之

産

崇

明

通

州

者

為

最

如

臯

靖

江

為

次

泰

興

種

之

則

實

少

而

劣

西

南

近

江

稌

稻

生

焉

東

北

無

水

惟

資

旱

穀

值

夏

秋

少

雨

則

人

有

懼

心

牛

羊

犬

彘

雞

鶩

之

外

亦

有

狐

兔

雉

鶉

鳩

隼

之

屬

然

非

特

産

也

桑

木

宜

故

弱

棉

不

美

故

布

疏

興

築

全

資

逺

鄉

之

竹

木

冬

春

半

食

鄰

邑

之

稻

粱

更

有

無

用

之

夫

不

教

之

子

終

年

坐

食

百

莫

能

為

邑

之

凋

敝

曷

足

怪

乎

嘗

聞

父

老

言

百

年

之

前

四

鄉

多

荒

地

而

人

户

極

盛

今

地

悉

開

懇、

而

人

户

大

貧

或

地

運

自

有

通

塞

乎

吾

謂

地

運

在

人

所

轉

移

欲

挽

凋

敝

惟

儉

與

勤

耳

近

以

貧

故

風

俗

之

儉

不

待

勖

而

致

但

修

業

不

勤

則

有

用

之

人

或

寡

為

善

不

專

則

救

貧

之

術

轉

疏

苟

勤

於

善

其

何

不

濟

河
渠

明
初
徐
達
兵
至
泰
興
江
岸
河
港
不
通
調
軍
開
濟
川
河
自
大

江
口
挑
浚
十
五
里
通
貫
口
岸
乾

隆

一

統

志

英
宗
正
統
三
年
疏
泰
興
順
德
鄉
三
渠
引
湖
溉
田
明

史

河

渠

志

續

文

獻

通

考

田

賦

考

神
宗
萬
厤
二
十
八
年
總
河
漕
尚
書
劉
東
星
申
前
畫
按

謂

分

黄

導

淮

之議

於
通
泰
泰
興
海
門
修
江
海
諸
堰
顧

炎

武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泰
興
江
堰
以
捍
禦
江
潮
為
利
與
捍
海
堰
等
且
堰
成
而
田
故

存
者
不
得
混
為
己
灘
新
漲
者
不
得
據
為
故
有
非
平
賦
一
策

墾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一

十
三

乎
同上

大
江
又
東
南
經
丹
陽
縣
北
又
東
經
泰
興
縣
西
南

大
江
自

鎮
江
府
折
而
東
南
六
十
里
經
圌
山
下
又
南
東
二
十
里
經
丹

陽
縣
北
又
東
即
常
州
界
也
大
江
北
岸
自
瓜
州
而
東
百
二
十

里
曰
三
江
口
又
四
十
里
曰
周
家
橋
始
與
南
岸
圌
山
相
對
為

江
津
戍
守
之
處
蓋
南
岸
江
流
直
而
北
岸
曲
也
又
東
北
四
十

餘
里
經
泰
興
縣
西
南
即
靖
江
縣
境
矣
方

□

紀

要

江
始
析
東
南
流
北
岸
有
白
塔
河
又
東
南
為
泰
州
西
南
之
河

口
又
南
為
州
南
境
口
岸
司
南
司

在

江

之

東

岸

其

西

岸

即

安

港

鎮

水

之

復

入

江

口

也

又

東
南
經
西
南
岸
丹
陽
縣
東
北
之
包
涇
鎮
有
九
曲
河
口
江
心

有
二
洲
自
此
江
濶
四
十
餘
里
矣
稍
東
為
孟
河
口
又
東
為
武

進
縣
北
境
之
連
江
橋
河
及
新
河
園
口
北
岸
即
泰
興
城
南
河

口
也
齊

召

南

水

道

提

綱

揚
子
江
自
瓜
洲
以
東
江
少
迤
北
泰
興
城
又
少
迤
南
故
邑
之

北
之
西
之
南
皆
濱
於
江
其
自
瓜
步
京
口
對
渡
者
南
北
要
津

也
泰
興
偏
東
津
渉
之
多
自
不
若
瓜
步
然
丹
徒
丹
陽
武
進
皆

與
泰
興
分
江
為
界
靖
江
為
邑
南
蔽
又
與
江
陰
分
江
為
界
故

亦
為
濱
江
要
地
道

光

志

略

濱
江
洲
渚
漲
坍
不
恒
爭
競
生
焉
正
西
有
數
洲
而
太
平
洲
為

大
與
丹
徒
丹
陽
武
進
之
洲
相
毗
連
四
圍
皆
江
西
南
有
數
洲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一

十
四

而
復
成
洲
為
大
四
圍
皆
江
西
北
洲
尤
多
大
小
不
甚
懸
往
往

與
老
岸
接
壤
矣
同上

津
梁

拱
辰
橋
明
崇
禎
元
年
王
元
忠
吕
錠
建
清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里

人
閭
超
凡
孫
于
受
等
重
建
宋

生

重

建

拱

辰

橋

碑

記

重

建

拱

辰

橋

碑

記

邑

治

之

東

四

十

里

為

黄

橋

鎮

其

地

有

龍

開

河

四

達

之

會

也

東

至

雉

皋

西

入

城

邑

南

抵

驥

江

北

通

海

陵

舟

車

商

賈

無

日

不

□

□

於

河

口

有

民

渡

船

以

通

行

人

舟

人

需

索

民

甚

病

之

明

季

崇

禎

元

年

有

王

元

忠

吕

錠

者

覩

涉

濟

之

艱

不

惜

破

家

慨

然

建

橋

名

曰

拱

辰

由

是

而

民

之

往

來

便

矣

越

八

十

餘

年

以

至

於

今

車

震

水

汨

積

日

既

久

橋

之

頂

足

俱

為

傾

覆

行

道

之

人

至

其

閒

者

莫

不

徘

徊

口

歎

息

慨

修

治

之

無

人

也

今

里

人

閭

超

凡

等

合

力

一

心

倡

為

義

舉

各

捐

己

貲

買

置

物

料

親

率

工

徒

朝

夕

靡

怠

擴

其

遺

址

培

加

堅

固

又

有

好

義

口

從

而

捐

助

焉

計

費

前

後

共

三

百

一

十

金

用

人

之

力

共

一

千

二

百

四

十

工

為

時

共

兩

月

十

日

廓

然

一

新

行

者

口

悦

既

成

而

請

余

文

以

為

記

余

思

津

梁

要

地

王

政

之

急

務

也

其

在

月

令

曰

十

一

月

徒

杠

成

十

二

月

輿

梁

成

則

濟

渡

之

地

政

所

宜

先

為

有

司

者

當

盡

心

乎

此

也

余

謬

叨

一

職

濫

官

斯

地

簿

書

鞅

掌

碌

碌

不

克

與

邑

之

父

老

講

求

利

濟

斯

民

之

計

而

閭

超

凡

等

者

乃

口

心

利

物

力

任

不

辭

使

舟

行

者

無

抵

石

覆

溺

之

虞

徒

步

者

無

褰

裳

厲

揭

之

苦

四

方

過

客

莫

不

歡

欣

於

道

路

閒

也

豈

非

好

義

輕

利

樂

善

不

倦

者

哉

抑

余

思

之

事

不

患

前

無

創

者

而

患

後

無

繼

者

斯

橋

之

建

固

起

於

前

之

王

元

忠

吕

錠

矣

使

今

非

閭

超

凡

孫

于

受

等

重

為

修

整

則

遺

惠

烏

有

哉

自

今

以

往

百

年

之

後

斯

橋

保

無

傾

倘

舟

之

來

者

如

故

車

之

驅

者

如

故

擔

簦

販

負

行

旅

之

徒

攘

攘

不

絶

其

或

臨

河

致

歎

欲

渡

無

由

也

不

且

有

負

於

前

之

王

元

忠

呂

錠

今

之

閭

超

凡

等

乎

後

之

君

子

覩

斯

碑

也

可

以

慨

然

興

矣

知

泰

興

縣

事

宋

生

謹

撰

典

史

鄭

成

仝

立

黄

橋

司

金

成

先

助

銀

三

兩

仝

事

者

閭

超

凡

孫

于

受

于

漢

祁

殷

若

愚

吕

鴻

音

汪

明

章

眾

姓

樂

助

人

略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十

月

立

碑

在

近

橋

東

嶽

廟内



ZhongYi

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一

十
五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黄
橋
司
廵
檢
宋
明
逺
同
鎮
人
呂
德
音
等
重

建
吳

坦

重

建

拱

辰

橋

碑

記

重

建

拱

辰

橋

碑

記

余

兩

莅

泰

興

政

績

無

可

稱

述

獨

惓

惓

以

息

事

寜

人

為

先

務

邑

人

□

□

匹

婦

或

有

諒

余

悃

愊

之

誠

而

以

為

忠

信

慈

惠

者

余

深

以

為

媿

顧

本

性

恬

退

不

欲

爭

一

時

赫

赫

之

名

所

謂

武

健

嚴

酷

擾

民

以

自

便

概

不

忍

為

而

地

方

利

弊

凡

有

所

興

舉

未

嘗

不

隨

時

經

畫

樂

觀

其

成

永

豐

鎮

之

拱

辰

橋

建

於

明

季

里

人

王

元

忠

呂

錠

等

實

始

其

事

商

賈

負

販

行

李

之

往

來

東

抵

雉

皋

西

入

城

市

南

驥

沙

北

海

陵

民

未

有

病

渉

者

橋

之

為

利

久

矣

康

熙

癸

巳

閒

閭

超

凡

等

繼

之

各

捐

已

貲

修

築

完

固

前

令

宋

君

為

文

勒

之

碑

迄

今

五

十

餘

年

橋

日

就

宋

明

逺

呂

德

音

等

請

於

余

創

議

重

建

余

惟

川

澤

橋

梁

之

政

載

在

周

禮

官

程

其

功

眾

傅

其

力

皆

於

農

以

蕆

事

而

廢

者

舉

之

俾

前

人

已

成

之

功

不

致

隳

壤、

亦

鄉

老

耆

民

之

職

也

橋

重

建

於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迄

次

年

十

一

月

初

一

日

橋

成

共

縻

千

有

餘

金

余

深

嘉

呂

爾

常

汪

禹

洲

呂

茂

實

等

之

急

公

襄

事

而

不

私

其

財

大

程

子

之

言

曰

一

介

之

士

苟

存

心

於

利

物

於

物

必

有

濟

況

司

牧

者

歟

知

泰

興

縣

事

錢

塘

吳

坦

撰

知

泰

興

縣

事

晉

江

莊

拔

萃

黄

橋

司

山

陰

宋

明

逺

捐

銀

十

兩

旗

杆

一

對

董

事

呂

德

音

等

二

十

一

人

略

橋

頂

濶

一

丈

三

尺

五

寸

水

門

濶

一

丈

九

尺

燕

尾

每

邊

三

丈

橋

高

二

丈

裏

石

三

層

有

八

尺

裏

石

二

層

有

六

尺

裏

石

一

層

有

六

尺

杉

木

樁

一

千

八

百

根

有

零

一

本

廟

原

山

田

二

十

六

畝

錢

萬

祥

施

一

眾

姓

置

買

田

七

分

半

座

落

廟

東

山

一

孫

民

望

施

田

三

畝

坐

落

西

韓

莊

一

徹

儒

續

置

山

田

四

畝

七

分

坐

落

廟

東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歲

次

丁

亥

十

一

月

立

仝

上

宋
生
重
修
萬
春
橋
記
按

縣

云

橋

今

沒

江

出

泰

邑

北

門

迤

邐

二

十

里

有

馬

店

凡

商

賈

行

旅

與

邑

士

民

赴

維

揚

者

必

由

此

店

前

有

溪

跨

溪

有

橋

曰

萬

春

不

知

始

自

何

代

頻

年

來

半

欲

圮

土

人

雖：

加

撑

持

而

岌

岌

不

可

久

也

店

中

有

東

平

王

廟

所

謂

河

閒

獻

王

好

學

樂

善

者

也

按

此

語

誤

詳

縣

校

篇

元

至

正

間

曽

為

此

方

驅

暵

魃

故

䖍

祀

至

今

廟

僧

圓

袚

睹

兹

圮

橋

發

念

募

修

以

石

工

洁

大

積

歲

雖

成

予

來

莅

斯

土

過

之

未

免

艱

涉

欲

易

以

土

木

知

僧

將

有

謀

也

繼

而

果

甃

之

石

復

屯

之

土

又

數

年

雖

已

便

行

而

橋

面

石

欄

久

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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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興
縣
志
補
卷
一

十
六

不

就

予

詢

知

此

情

略

為

助

力

乃

告

竣

考

先

生

之

政

徒

杠

輿

梁

皆

歲

一

成

大

抵

巨

浸

不

可

石

梁

者

也

後

世

跨

澗

卧

波

為

功

實

勞

而

為

效

亦

逺

況

兹

溪

流

非

不

可

圖

久

逺

者

守

土

者

宜

為

民

急

謀

之

而

忍

聼

一

衲

之

奔

走

憂

勞

厯

數

年

嵗

不

為

援

手

予

滋

戾

矣

則

助

之

金

敢

以

市

名

乎

聊

成

人

之

善

兼

吾

媿

耳

今

雖

成

而

計

僧

之

拮

据

始

己

丑

成

丙

申

凡

八

年

自

今

後

顧

之

而

屹

然

由

是

而

坦

然

仍

名

之

曰

萬

春

嗚

呼

是

真

可

萬

春

矣

僧

圓

袚

與

眾

施

財

助

修

人

皆

樂

為

善

者

也

例

得

書

名

以

志

不

朽

康

熙

丙

申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記

康

熙

藝

文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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