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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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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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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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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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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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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迎
春
橋

在

行

春

門

外

通

鸚

鵡

山

下

溝

通
淮
橋

舊

志

在

府

學

前

河

東

抵

通

淮

門

二

橋

聯

絡

跨

河

○

通

淮

爲

子

城

外

濠

橋

府

學

前

河

乃

羅

城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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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非

是

按

見

城

池

　
　
　
　
　
　
　
登
瀛
橋

在

集

賢

舖

離
井
橋

卽

登

仙

橋

在

三

敎

舖

二

橋

正

子

城

外

東

濠

南

流

之

處

○

通

淮

橋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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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

板
倉
橋

在

舊

理

刑

館

西

爲

西

街

橋

之

北

接

　
肅
淸
橋

在

肅

淸

門

外

今

名

西

街

橋

放
生
橋

在

崇

陽

門

前

賣

果

巷

中

爲

西

街

橋

之

南

接

已

上

皆

子

城

外

濠

橋

官
園
橋

一

在

莊

府

巷

西

一

在

金

銀

巷

西

卽

放

生

橋

水

之

南

流

入

河

通

府

學

者

鎭
南
橋

在

舊

鎭

南

門

今

崇

陽

門

南

府

學

之

西

一

名

南

門

橋

又

以

藍

貞

烈

名

藍

橋

詳

見

列

女

花
橋

在

南

門

橋

南

今

名

花

橋

亭

　
　
　
　
通
遠
橋

在

府

學

前

大

街

燕

支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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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

花

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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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東

而

北

入

鎭

南

橋

河

東

過

府

學

者

　
　
　
洙
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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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府

學

大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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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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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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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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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橋

旁

有

碑

　
　
　
　
　
　
　
　
淸
凈
寺
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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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卽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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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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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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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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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者

四

橋

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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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水

關

貼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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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畱

先

生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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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舖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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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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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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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舊

門

頭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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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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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司

舶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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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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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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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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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橋

宋

淳

祐

志

已

上

三

橋

慶

元

四

年

僧

了

性

重

修

嘉

定

己

卯

眞

文

忠

公

立

石

石
筍
橋

在

臨

漳

門

外

筍

江

宋

皇

祐

初

郡

守

陸

廣

造

舟

爲

梁

名

曰

履

坦

一

名

浮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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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七

年

轉

運

判

官

謝

仲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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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斷

舟

以

續

梁

道

改

名

通

濟

淳

熙

閒

橋

北

有

亭

以

爲

放

生

處

紹

興

三

十

年

僧

文

會

始

作

石

橋

長

八

十

餘

丈

翼

以

扶

欄

明

景

泰

閒

同

知

謝

琛

倡

修

宏

治

閒

南

梁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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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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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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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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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以

禦

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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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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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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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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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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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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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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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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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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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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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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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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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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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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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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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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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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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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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官

謝

重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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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會

作

石

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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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閒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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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丈

五

尺

廣

一

丈

七

尺

翼

以

扶

欄

鎭

以

浮

屠

如

橋

之

長

兩

夾

之

越

乾

道

五

年

始

克

落

成

後

至

慶

元

閒

有

僧

了

性

者

復

修

三

小

石

橋

於

是

橋

之

北

相

貫

聯

絡

以

達

于

臨

漳

之

門

逮

永

樂

十

有

一

年

橋

中

石

斷

一

梁

洪

熙

閒

復

斷

一

梁

往

來

險

之

里

人

張

實

以

木

梁

暫

葺

以

通

人

行

惟

皇

上

御

極

之

四

年

郡

之

别

駕

四

明

謝

公

琛

由

進

士

來

佐

是

邦

一

日

公

餘

經

是

橋

而

目

擊

之

愀

然

謂

曰

惠

民

莫

先

於

爲

政

作

善

莫

大

於

修

橋

遂

命

張

實

之

子

欽

領

其

事

復

命

禪

師

愍

默

董

其

工

雖

不

能

如

僧

文

會

之

取

大

石

成

功

於

前

亦

能

捐

貲

募

匠

復

取

木

石

收

功

於

後

至

於

三

小

石

橋

亦

皆

修

葺

煥

然

一

新

俾

往

過

來

續

之

人

無

病

渉

之

虞

者

皆

欽

輩

之

力

也

巨
濟
南
橋

在

石

筍

橋

西

明

景

泰

七

年

里

人

王

叔

濟

林

健

建

長

十

八

丈

濶

八

丈

浯
浦
橋

在

德

濟

門

外

　
　
　
　
　
浯
浦
東
橋

在

德

濟

門

外

左

車
橋

在

車

橋

市

東

隆

慶

府

志

海

舶

聚

此

　

國

朝

乾

隆

十

一

年

令

裘

思

通

立

石

示

禁

不

許

跨

橋

蓋

屋

以

避

火

灾

順
濟
橋

在

德

濟

門

外

筍

江

下

流

閩

書

舊

以

舟

渡

宋

嘉

定

四

年

郡

守

鄒

應

龍

造

石

橋

長

一

百

五

十

餘

丈

翼

以

扶

𣟬

以

近

順

濟

宮

因

名

順

濟

俗

呼

新

橋

元

至

正

閒

于

烈

那

達

修

明

成

化

七

年

知

府

徐

源

修

復

蔬

橋

東

小

浦

引

潮

人

城

濠

以

通

舟

楫

嘉

靖

五

年

同

知

李

緝

修

十

四

年

知

府

王

士

俊

修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邑

人

施

琅

修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葉

祖

烈

修

八

年

知

縣

王

之

琦

修

乾

隆

十

六

年

知

縣

黃

昌

遇

修

十

八

年

圮

復

修

二

十

二

年

復

圮

知

府

懷

蔭

布

修

明

顧

珀

記

鎭

南

門

外

有

浯

江

江

百

溪

滙

也

江

之

橫

二

里

許

亘

江

之

橫

虹

跨

於

其

上

而

石

之

是

爲

順

濟

橋

宋

嘉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橋

渡

　
　
　
四

定

四

年

實

始

之

泉

之

界

可

千

里

絡

絡

于

于

日

不

下

蟻

舟

楫

木

桴

所

輳

日

夜

撞

聲

重

以

陰

風

怒

號

霖

潦

暴

溢

巨

濤

翻

天

驚

雷

撼

地

汹

湧

激

射

之

患

可

畏

也

元

至

正

辛

巳

橋

梁

圮

國

朝

成

化

庚

寅

則

又

圮

嘉

靖

丙

戌

則

又

圮

悉

修

之

如

式

嘉

靖

丁

亥

五

月

橋

之

東

一

梁

斷

徹

夜

鳴

聲

令

續

之

以

木

今

乙

未

三

月

又

一

梁

斷

郡

守

安

福

王

公

士

俊

召

晉

安

驛

丞

陳

仕

顯

溪

民

陳

閏

潘

政

林

銓

陳

華

林

渙

徐

槪

等

董

役

相

時

度

工

計

傭

受

直

伐

松

于

山

驅

石

于

海

楯

之

傾

者

欹

者

梁

之

木

之

續

者

新

斷

者

扶

欄

之

頽

者

圮

者

俱

松

之

基

之

石

之

易

之

悉

經

始

於

是

歲

春

三

月

至

秋

八

月

落

之

縻

金

三

百

六

十

兩

有

奇

皆

取

諸

贖

夫

舉

嬴

者

傷

財

怠

事

者

病

民

君

子

曰

是

舉

也

有

五

美

焉

早

爲

之

所

財

不

妄

費

也

易

危

以

安

民

不

病

渉

也

工

出

於

傭

民

不

苦

勞

也

金

取

諸

贖

民

不

虐

輸

也

修

廢

墜

成

偉

觀

以

利

於

無

窮

眞

得

先

王

橋

梁

道

路

之

遺

休

者

嗚

呼

是

可

以

觀

政

矣

予

望

後

之

人

有

以

永

公

之

功

遂

紀

于

石

何

喬

遠

記

浯

渡

橋

者

郡

南

門

橋

也

是

所

取

漳

潮

道

南

鄕

海

濱

之

民

悉

兹

來

往

橋

造

於

宋

嘉

定

之

季

所

從

來

矣

維

橋

之

前

累

石

爲

堡

以

臨

重

淵

維

上

有

臺

浮

屠

截

然

石

人

有

二

介

而

㦸

門

諸

門

歲

月

旣

久

灰

縫

離

次

𣛟

柱

將

顚

維

橋

之

西

溪

海

之

會

風

潮

之

所

撞

射

或

激

而

鬭

或

洪

而

怒

維

橋

之

東

海

船

所

凑

無

地

繫

纜

椿

於

橋

梁

之

下

風

執

船

力

時

與

石

鬭

椿

去

而

石

砉

然

離

矣

此

皆

橋

害

也

城

門

之

軌

兩

馬

之

力

歟

一

以

歷

歲

久

一

以

閱

人

多

晉

江

令

江

夏

宜

蘇

陳

公

目

而

形

言

吾

有

俸

金

吾

能

捐

之

少

不

足

以

給

也

吾

欲

令

募

施

如

僧

道

者

非

吾

理

人

之

體

也

且

夫

誰

可

任

者

安

溪

詹

君

仰

憲

居

則

布

德

惠

人

動

則

舍

力

爲

公

公

乃

往

請

子

有

厚

德

且

有

計

心

爲

吾

任

之

詹

君

曰

小

人

亦

有

囊

中

之

蓄

眎

公

俸

錙

銖

耳

勿

募

以

施

從

其

人

欲

顧

亦

不

足

以

佐

抑

有

圖

焉

橋

東

西

南

傍

有

官

地

可

鬻

也

鬻

可

得

金

若

干

傍

畱

其

一

屋

以

居

橋

卒

使

之

監

橋

風

潮

之

蕩

射

則

係

於

天

矣

海

舶

之

纜

卒

使

禁

之

橋

庶

幾

無

虞

十

之

一

公

可

之

壬

子

夏

月

而

載

工

癸

丑

春

月

而

畢

事

亦

維

鬻

地

與

夫

助

工

者

之

力

詹

君

之

勞

然

自

非

公

形

言

捐

俸

爲

之

詳

計

亦

無

由

固

以

捷

若

是

也

於

是

詹

君

謂

何

生

某

記

之

予

惟

天

下

之

事

有

成

也

必

有

𧇾

也

惟

於

其

中

有

人

治

其

潛

蠱

遏

其

將

釁

則

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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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五

繩

永

永

可

以

千

萬

歲

而

無

害

蓋

天

下

國

家

莫

不

皆

然

而

橋

特

其

小

耳

公

之

爲

吾

邑

也

所

以

治

蠱

遏

釁

不

可

勝

書

而

兹

橋

亦

特

其

一

事

然

以

一

橋

之

小

而

公

繫

心

如

是

則

其

大

者

遠

者

可

以

類

而

推

也

自

詹

君

之

外

又

有

耆

民

邵

某

林

某

皆

有

勞

於

橋

并

附

而

書

之

且

以

見

公

善

任

能

之

一

端

云

莊

一

俊

詩

江

樹

離

離

若

可

齊

江

門

之

水

下

浯

溪

諸

峯

返

照

潮

聲

遠

萬

戶

滄

洲

烟

火

低

來

聽

漁

歌

鷗

泛

泛

去

隨

秋

色

草

萋

萋

道

人

那

得

傷

心

恨

一

任

西

山

送

日

西

國

朝

黃

昌

遇

記

畧

泉

郡

德

濟

門

外

有

順

濟

橋

建

自

宋

郡

守

　

鄒

公

歲

久

漸

壞

雍

正

四

年

前

任

葉

公

修

葺

歲

庚

午

水

漲

橋

斷

兩

道

余

偕

紳

士

修

築

民

免

病

渉

無

何

客

歲

壬

申

䨙

霖

肆

虐

溪

流

湍

激

復

圮

雙

孔

通

橋

柵

亭

盡

坍

余

議

重

修

復

延

惠

紳

通

守

陳

君

文

煇

董

理

培

基

架

梁

翼

欄

立

亭

仍

其

舊

制

而

繕

葺

之

愈

加

鞏

固

經

始

於

乾

隆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告

竣

於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費

朱

提

若

干

爰

操

翰

而

爲

之

記

懷

蔭

布

記

周

官

司

險

知

山

澤

之

阻

而

達

其

道

路

鄭

註

謂

以

橋

通

之

夏

令

曰

十

月

成

梁

橋

梁

誠

王

政

哉

其

時

用

民

之

力

伐

木

爲

之

費

省

而

工

不

勞

歲

歲

舉

行

至

便

也

後

世

易

以

石

其

制

遂

堅

且

久

若

乃

洪

波

激

湍

之

中

甃

石

累

基

長

虹

綿

亘

前

者

創

始

後

者

踵

修

尤

非

旦

暮

事

矣

泉

州

橋

梁

難

更

僕

數

其

跨

江

而

當

孔

道

者

東

有

萬

安

南

有

順

濟

萬

安

橋

宋

蔡

忠

惠

守

泉

時

所

建

順

濟

橋

則

嘉

定

四

年

前

太

守

鄒

景

初

建

也

橋

在

德

濟

門

外

長

百

五

十

餘

丈

廣

丈

四

尺

爲

閒

三

十

有

一

扶

𣟬

夾

之

以

其

建

在

石

筍

橋

之

後

又

名

新

橋

浯

江

橫

貫

二

里

許

桃

源

武

榮

諸

山

流

由

此

入

海

霖

雨

暴

漲

巨

浪

拍

天

其

地

下

通

兩

粵

上

達

江

浙

實

海

國

之

衝

衢

江

城

之

險

要

也

自

斯

橋

成

而

肩

摩

踵

接

直

躡

風

濤

於

足

下

而

恬

然

不

知

厥

功

偉

矣

歴

元

明

至

今

圮

而

復

修

者

非

一

大

抵

因

而

補

葺

之

而

費

均

不

貲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秋

予

來

守

是

邦

越

明

年

橋

之

七

八

九

三

坎

傾

毁

殆

盡

民

以

舟

渡

屢

瀕

于

危

予

惕

然

曰

是

不

可

緩

須

臾

也

亟

偕

邑

令

于

君

從

濂

親

詣

相

度

倡

首

捐

資

仍

勸

諭

紳

士

商

民

隨

力

輸

助

先

於

斷

處

續

以

木

橋

俾

便

行

旅

繼

乃

集

材

鳩

工

將

已

毁

三

坎

增

石

築

之

及

新

令

王

君

勳

接

任

又

以

一

坎

至

六

坎

將

近

坍

塌

十

六

十

七

兩

坎

欹

側

可

慮

爰

復

捐

俸

勸

輸

一

併

折

卸

改

築

爲

一

勞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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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𨓜

之

計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興

修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告

竣

縻

白

金

四

千

七

十

五

兩

有

奇

予

樂

郡

人

慕

義

者

多

旣

經

行

縣

議

詳

轉

請

奬

勵

並

勒

石

書

名

以

勸

來

者

而

諸

士

民

欣

然

於

橋

之

成

也

請

予

爲

文

記

之

夫

出

險

履

夷

愛

民

之

心

也

興

廢

舉

墜

長

民

之

責

也

當

日

鄒

公

俶

造

卽

有

望

於

後

人

之

繕

修

今

也

費

以

累

千

遲

以

歲

月

上

下

交

勵

績

用

底

成

繼

自

今

官

斯

土

者

先

事

圖

維

因

時

葺

治

俾

往

來

如

織

之

赤

子

永

免

病

渉

之

虞

焉

是

尤

子

所

望

於

後

人

者

也

遂

濡

筆

而

爲

之

記

　
　
　
　
　
　
建
隆
橋

在

一

二

都

宋

紹

興

十

六

年

建

梅
溪
橋

在

一

二

都

萬

歴

府

志

南

北

二

溪

流

自

南

安

縣

彌

陀

梅

花

二

嶺

合

於

此

橋

長

五

十

餘

丈

宋

紹

興

十

六

年

里

人

蘇

展

建

　
　
　
　
　
　
　
甆
市
橋

在

二

都

里

人

蘇

展

建

湖
柄
南
橋
　
　
　
　
　
　
　
湖
柄
北
橋

已

上

二

橋

俱

在

一

二

都

宋

元

符

閒

建

南

橋

搆

亭

曰

喜

兩

北

橋

搆

亭

曰

攀

龍

　
　
　
古
陵
橋

在

三

都

長

一

十

七

丈

宋

紹

興

三

年

建

馬
平
橋

在

四

都

　
　
　
　
　
　
安
平
橋

在

八

都

安

海

港

晉

江

南

安

之

界

舊

以

舟

渡

方

輿

紀

要

宋

紹

興

八

年

僧

祖

派

始

築

石

橋

未

就

二

十

一

年

郡

守

趙

令

衿

成

之

釃

水

三

百

六

十

二

道

長

八

百

十

有

一

丈

明

永

樂

閒

里

人

黃

韋

修

天

順

閒

耆

民

安

固

募

衆

修

成

化

閒

里

人

蔡

守

輝

劉

耿

等

修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邑

人

施

琅

修

五

十

一

年

施

韜

倡

修

雍

正

四

年

知

府

張

無

咎

修

宋

趙

令

衿

詩

爲

問

安

平

道

驅

車

夜

已

分

人

家

無

犬

吠

門

巷

有

爐

熏

月

照

新

耕

地

山

收

不

斷

雲

梅

花

迎

我

笑

爲

報

小

東

君

東
洋
橋

在

八

都

安

海

港

東

方

輿

紀

要

宋

紹

興

閒

建

長

四

百

三

十

二

丈

釃

水

二

百

四

十

二

道

隆

慶

府

志

明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盧

仲

佃

折

橋

石

造

安

平

城

後

廢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施

韜

重

修

瑞
獅
橋

在

九

都

長

六

丈

五

尺

濶

九

尺

　

國

朝

康

熙

六

十

年

里

人

許

良

俊

等

修

陳
坑
橋

在

十

一

都

方

輿

紀

要

宋

淳

熙

元

年

里

人

陳

公

亮

建

釃

水

百

四

十

道

今

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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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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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許
家
巷
橋

在

十

二

都

　
　
　
　
　
虺
湖
橋

在

十

六

都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施

韜

建

蔣
橋

在

十

七

八

都

跨

海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施

韜

重

建

通
濟
橋

在

十

九

都

石

湖

宋

元

祐

閒

侍

禁

傳

璡

建

登
瀛
橋

在

十

九

都

一

名

囘

龍

宋

僧

道

詢

建

厦
凟
橋

在

十

九

都

　
　
　
　
　
　
普
利
大
通
橋

在

十

九

都

方

輿

紀

要

宋

紹

興

十

二

年

給

事

中

江

常

建

凡

百

十

閒

長

二

百

丈

僧

智

資

董

其

事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邑

人

施

韜

接

建

錦

塘

橋

百

五

十

餘

丈

今

廢

　
　
　
　
　
　
　
悲
濟
橋

在

十

九

都

其

地

爲

海

之

支

港

隆

慶

府

志

先

是

民

築

堤

以

代

渉

宋

皇

祐

閒

僧

法

超

造

橋

一

百

三

十

閒

長

八

十

丈

元

祐

中

邑

人

許

榮

于

橋

南

復

爲

小

橋

菜
媽
橋

在

十

九

都

　
　
　
　
　
　
蚶
江
橋

在

二

十

三

都

宋

元

符

閒

僧

懷

應

砌

石

爲

路

自

北

而

南

二

十

里

中

爲

橋

三

曰

前

埭

曰

林

灣

曰

高

港

橋

上

架

石

爲

亭

玉
瀾
橋

在

二

十

三

都

方

輿

紀

要

跨

海

港

長

千

餘

丈

宋

紹

興

閒

僧

仁

惠

修

龍
尾
橋

在

二

十

三

都

宋

寶

慶

三

年

僧

員

光

建

　
應
龍
橋

在

二

十

五

都

通

志

宋

嘉

定

五

年

里

人

吳

謙

光建

　
　
　
　
　
　
　
　
　
淸
風
橋

在

二

十

五

都

宋

僧

道

詢

建

應
台
橋

在

二

十

六

都

宋

淳

祐

二

年

建

　
　
蓮
花
橋

龍
井
橋

俱

在

二

十

六

都

　
　
　
　
　
吳
店
橋

在

二

十

七

都

宋

淳

祐

八

年

蔡

常

卿

建

凡

四

十

閒

　
　
　
　
　
　
　
　
官
橋

在

二

十

七

都

明

或

化

四

年

里

人

莊

士

徹

林

崇

重

建

　
　
　
　
　
　
　
　
　
汾
溪
橋

在

二

十

七

都

橫
溝
橋

在

二

十

七

都

蔡

靑

　

　
　
　
　
乘
駟
橋

在

二

十

七

都

潯

尾

渡

宋

寶

歴

閒

里

人

高

𣋓

建

　
　
　
　
　
　
　
　
　
結
甎
福
利
橋

在

二

十

九

都

溝

頭

里

元

大

德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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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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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

僧

法

助

建

　

國

朝

康

熙

閒

施

韜

修

　
　
　
適
南
橋

在

二

十

九

都

宋

紹

興

閒

司

戶

王

元

建

元

大

德

六

年

僧

法

助

重

建

　
　
　
　
　
　
涵
口
橋

在

二

十

九

都

　

國

朝

康

熙

閒

施

韜

建

陳
翁
橋

在

二

十

九

都

宋

建

隆

閒

建

舊

傳

陳

洪

進

築

陳

埭

并

造

此

橋

故

名

明

崇

禎

壬

午

重

修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修

　
　
　
　
　
　
　
　
蘇
埭
橋

在

二

十

九

都

方

輿

紀

要

宋

紹

興

二

十

四

年

僧

守

徽

建

又

造

小

石

橋

百

四

十

閒

長

二

千

四

百

餘

丈

以

通

泥

淖

難

行

處

吟
嘯
橋

在

三

十

都

唐

日

輝

禪

師

架

木

爲

梁

刺

史

王

延

彬

余

廷

英

相

繼

修

宋

咸

平

中

邑

人

王

養

及

僧

行

珍

始

爲

石

橋

長

十

五

丈

廣

丈

餘

圖

經

唐

歐

陽

詹

嘗

吟

嘯

於

此

故

名

明

莊

一

俊

詩

歐

子

考

盤

處

潘

湖

是

故

村

偶

尋

山

水

跡

乘

興

到

橋

門

逝

者

空

懷

古

鷗

來

欲

斷

魂

平

田

野

望

濶

吾

此

駐

黃

昏

小
橋

在

三

十

一

都

　
　
　
　
　
　
大
橋

在

三

十

二

都

以

上

二

橋

俱

宋

太

平

興

國

閒

建

玉
京
橋

在

三

十

三

都

宋

嘉

定

四

年

道

士

黃

去

華

建

靑
濛
橋

在

三

十

四

都

宋

淳

化

中

建

御
亭
頭
橋

在

三

十

五

都

元

至

正

二

十

三

年

僧

法

助

建

下
輦
橋

在

三

十

五

都

隆

慶

府

志

宋

幼

主

自

萬

歲

山

南

行

經

此

下

輦

故

名

元

至

正

閒

僧

法

助

建

凡

六

百

二

十

閒

明

洪

武

閒

橋

南

沿

江

一

帶

陷

二

十

九

年

叅

議

李

庸

知

府

金

孟

浩

命

道

士

材

正

宗

里

人

黃

勝

生

募

貲

徙

入

田

中

東
山
橋

　

在

三

十

五

都

舊

以

舟

濟

名

東

山

渡

國

朝

康

熙

閒

施

韜

建

橋

長

五

里

餘

上
保
橋

在

三

十

五

都

　
　
　
　
　
下
保
橋

在

三

十

五

都

已

上

二

橋

俱

宋

淳

熙

閒

建

停
車
橋
　
　
　
　
　
　
　
　
王
橋

俱

在

三

十

七

都

萬
安
橋

在

三

十

八

都

晉

惠

交

界

跨

洛

陽

江

一

名

洛

陽

橋

橋

中

有

臺

又

有

濟

亨

亭

宋

宗

室

趙

不

駘

書

額

有

泉

南

佛

國

亭

元

至

正

閒

建

四

明

張

卽

之

書

扁

又

有

鏡

虹

閣

名

勝

志

舊

爲

萬

安

渡

宋

慶

歴

初

郡

人

李

寵

始

甃

石

作

浮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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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九

皇

祐

五

年

郡

守

蔡

襄

建

石

橋

長

三

百

六

十

餘

丈

廣

一

丈

五

尺

左

右

翼

以

扶

欄

爲

南

北

中

三

亭

橋

下

種

蠣

固

其

基

紹

興

八

年

颶

風

橋

壞

郡

守

趙

思

誠

修

復

以

餘

金

分

諸

刹

權

子

母

爲

修

橋

費

淳

熙

閒

郡

守

張

堅

顏

思

魯

修

嘉

熙

初

郡

守

劉

煒

叔

復

修

淳

祐

十

二

年

郡

守

汪

應

元

修

明

𣱵

樂

閒

知

府

胡

器

修

舊

址

低

下

潮

至

橋

梁

俱

沒

宣

德

閒

知

府

馮

楨

命

郡

人

李

俊

育

僧

正

淳

增

高

三

尺

景

泰

四

年

橋

梁

斷

三

閒

知

府

劉

靖

同

知

謝

琛

修

嘉

靖

二

十

九

年

知

府

方

克

修

三

十

七

年

倭

入

宼

橋

亭

改

爲

砦

隘

閩

書

宣

德

閒

蔡

錫

以

給

事

中

知

泉

州

先

是

洛

陽

橋

圮

壞

故

石

有

刻

文

云

石

摧

頽

蔡

再

來

至

是

錫

捐

俸

修

之

海

深

不

可

址

錫

檄

文

海

神

遣

卒

投

之

卒

醉

臥

海

上

寤

視

檄

面

題

一

醋

字

錫

曰

酉

月

廿

一

日

也

至

期

潮

果

不

至

橋

成

民

祠

于

蔡

忠

惠

祠

畔

按

明

列

卿

傳

亦

以

移

檄

海

神

爲

蔡

錫

事

萬

歴

府

志

隆

慶

元

年

知

府

萬

慶

重

修

仍

嚴

取

蠣

之

禁

萬

歴

三

十

五

年

地

大

震

橋

梁

圮

址

復

低

陷

知

府

姜

志

禮

修

橋

南

晉

江

詹

仰

憲

董

其

役

橋

北

惠

安

李

呈

春

等

董

其

役

互

見

惠

安

橋

渡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年

總

督

姚

啓

聖

提

督

萬

正

色

重

修

雍

正

八

年

秋

橋

崩

知

縣

王

之

琦

修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知

府

懷

蔭

布

署

知

府

嘉

謨

倡

募

重

修

泊

宅

篇

泉

州

萬

安

渡

水

濶

五

里

上

流

接

大

溪

外

卽

海

也

每

風

潮

交

作

數

日

不

可

渡

劉

鋹

據

嶺

表

畱

從

効

等

據

漳

泉

恃

此

以

負

固

蔡

襄

守

泉

州

因

故

基

修

石

橋

兩

岸

依

山

中

託

巨

石

橋

岸

造

屋

數

百

楹

爲

民

居

以

其

僦

直

入

公

帑

三

歲

度

一

僧

掌

橋

事

春

夏

大

潮

水

及

欄

際

往

來

者

不

絕

如

行

水

上

十

八

年

橋

乃

成

卽

多

取

蠣

房

散

置

石

基

益

膠

固

焉

元

豐

初

王

祖

道

知

州

奏

立

法

輒

取

蠣

房

者

徒

二

年

閩

中

疏

閩

中

橋

梁

甲

天

下

蓋

閩

水

怒

而

善

崩

故

以

數

十

重

木

壓

之

中

多

設

神

像

香

火

甚

嚴

然

無

如

泉

州

萬

安

橋

蔡

端

明

名

與

此

橋

不

朽

矣

宋

蔡

襄

自

爲

記

泉

州

萬

安

渡

石

橋

始

造

於

皇

祐

五

年

四

月

庚

寅

以

嘉

祐

四

年

十

二

月

辛

未

訖

功

纍

址

于

淵

釃

水

爲

四

十

七

道

梁

空

以

行

其

長

三

千

六

百

尺

廣

丈

有

五

尺

翼

以

扶

欄

如

其

長

之

數

而

兩

之

糜

金

錢

一

千

四

百

萬

求

諸

施

者

渡

實

支

海

去

舟

而

徒

易

危

而

安

民

莫

不

利

職

其

事

者

盧

錫

王

實

許

忠

浮

圖

義

波

宗

善

等

十

有

五

人

旣

成

太

守

莆

陽

蔡

襄

爲

之

合

樂

讌

飮

而

落

之

明

年

秋

蒙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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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還

京

道

由

是

出

因

記

所

作

勒

于

岸

左

陳

傅

良

詩

跨

海

爲

橋

布

石

牢

那

知

直

下

壓

靈

鼇

基

連

島

嶼

規

模

壯

勢

截

淵

潭

氣

象

豪

鐵

馬

著

行

橫

絶

漠

玉

鯨

張

鬛

露

寒

濤

縑

圖

已

幸

天

顏

照

應

得

元

豐

史

筆

褒

劉

子

翬

詩

跨

海

飛

梁

疊

石

成

曉

風

十

里

渡

瑶

瓊

雄

如

建

業

虎

城

峙

勢

若

常

山

蛇

陳

橫

腳

底

波

濤

時

洶

湧

望

中

烟

景

晚

分

明

往

來

利

渉

歌

遺

愛

誰

復

題

橋

繼

長

卿

王

十

朋

詩

北

望

中

原

萬

里

遥

南

來

喜

見

洛

陽

橋

人

行

跨

海

金

鼇

背

亭

壓

空

江

玉

虹

腰

功

不

自

成

因

砥

柱

患

宜

預

備

有

風

潮

蔡

公

力

量

眞

剛

者

遺

愛

勝

於

鄭

國

僑

明

王

愼

中

記

出

迎

恩

門

以

東

二

十

里

長

江

限

之

有

石

跨

江

蜿

若

臥

波

之

虹

其

修

踰

數

千

丈

名

曰

萬

安

之

橋

有

宋

蔡

忠

惠

公

守

泉

時

所

造

由

皇

祐

以

來

五

百

餘

年

閒

東

西

行

者

履

砥

視

矢

凌

風

波

於

趾

踵

之

下

而

若

不

知

苟

有

昔

人

臨

河

以

望

思

禹

而

興

歎

者

之

意

想

夫

營

度

架

結

之

所

由

豈

不

喟

然

有

歎

於

斯

人

哉

橋

之

鉅

與

萬

安

埓

與

亞

之

者

在

泉

州

所

以

三

四

數

民

皆

由

焉

而

不

言

而

獨

好

言

萬

安

其

言

往

往

多

異

以

謂

撰

時

揆

日

畫

基

所

向

鍥

址

所

立

皆

預

檄

江

水

之

神

而

得

其

吉

告

至

於

鑿

石

伐

木

激

浪

以

漲

舟

懸

機

以

弦

繂

每

有

危

險

神

則

來

相

址

石

所

纍

蠣

輒

封

之

而

公

自

爲

記

無

是

也

豈

其

駕

長

江

之

洪

流

馮

虛

以

搆

實

其

役

有

足

駭

人

者

昧

者

驚

焉

而

言

之

異

亦

以

賢

者

之

所

爲

興

事

起

利

人

樂

其

成

而

賴

其

功

故

託

於

神

以

美

之

耶

今

其

言

𨿽

不

爲

縉

紳

所

道

然

賢

士

大

夫

之

至

泉

者

莫

不

臨

江

顧

望

慨

然

思

當

時

之

風

烈

而

壯

其

所

爲

亦

以

其

人

之

故

也

嘉

靖

辛

亥

之

秋

憲

使

濟

南

王

公

以

事

過

泉

蓋

臨

江

而

慨

然

者

旣

想

其

人

尤

訪

其

爲

橋

之

詳

益

知

其

成

之

不

易

思

所

以

久

之

使

勿

少

壞

而

永

爲

吾

民

之

濟

於

是

翼

欄

之

欹

缺

者

纍

址

之

陁

折

者

途

坂

柱

亭

之

罅

析

者

目

揣

心

量

靡

有

漏

失

授

意

於

郡

守

方

侯

會

財

計

功

覈

上

其

議

乃

檄

晉

江

主

簿

陳

冕

往

訖

修

橋

之

役

議

定

檄

下

是

爲

壬

子

仲

夏

役

且

及

半

王

公

去

爲

浙

江

右

布

政

使

今

四

明

范

公

來

代

公

風

裁

獨

持

神

明

傍

周

不

出

堂

序

八

郡

之

遠

如

是

身

到

斯

役

之

有

會

於

官

有

賦

於

民

一

一

察

知

而

督

之

加

嚴

焉

於

是

以

秋

訖

役

公

馳

幣

郡

中

屬

方

侯

來

請

記

王

公

於

斯

役

其

出

費

庀

徒

已

爲

盡

心

而

尤

屬

意

於

取

蠣

之

禁

蓋

蠣

附

址

石

則

塗

泥

聚

而

石

得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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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十
一

膠

蟠

以

固

故

忠

惠

公

於

橋

之

南

北

表

石

爲

臺

以

識

其

界

禁

敢

取

蠣

界

內

者

歲

久

禁

弛

則

界

有

竊

者

而

附

址

之

蠣

亦

且

爲

竊

者

所

剝

人

莫

不

慮

此

而

亦

莫

爲

告

王

公

一

日

而

得

其

利

病

之

大

端

可

謂

難

矣

觀

其

檄

下

所

司

之

文

亹

亹

可

記

也

范

公

名

欽

字

堯

卿

鄞

縣

人

王

公

名

昺

字

承

晦

章

邱

人

方

侯

名

克

字

惟

力

桐

城

人

今

爲

陝

西

苑

馬

少

卿

修

橋

之

役

始

壬

子

五

月

畢

於

八

月

二

十

日

記

之

爲

癸

丑

夏

六

月

旣

望

適

錢

塘

童

公

漢

臣

來

爲

郡

公

由

橋

入

境

未

見

吏

民

已

慕

忠

惠

之

風

慨

然

有

踵

盛

繩

美

之

想

故

於

斯

石

之

役

屬

意

焉

亦

可

書

也
︹
康

朗

記
︺
萬

安

橋

去

郡

郭

東

二

十

里

而

當

惠

安

屬

邑

與

莆

陽

三

山

京

國

孔

道

近

郭

而

當

孔

道

故

往

來

于

其

上

者

肩

轂

相

踵

也

又

其

廣

三

百

六

十

丈

有

奇

跨

江

接

海

若

飛

虹

然

其

勢

爲

至

險

宋

皇

祐

五

年

郡

守

蔡

忠

惠

公

始

克

成

之

是

後

屢

有

增

修

前

人

之

述

備

矣

歴

千

百

年

而

濟

是

江

者

去

危

履

坦

誰

之

賜

也

世

傳

忠

惠

之

始

造

橋

也

借

潮

於

海

神

又

傳

讖

記

有

云

洛

陽

沙

平

泉

南

公

卿

其

事

不

經

學

者

所

不

道

然

以

今

觀

之

橋

據

江

海

之

中

夾

峯

巒

之

秀

嘗

試

登

梁

以

望

波

濤

汹

湧

雲

物

滿

江

令

人

有

逍

遥

傲

世

遊

仙

之

思

慷

慨

題

柱

擊

楫

之

氣

嘉

靖

之

末

倭

宼

煽

患

設

守

者

城

其

橋

之

中

亭

宼

由

是

不

敢

越

橋

而

西

以

犯

郡

畿

環

橋

居

民

數

百

家

亦

得

依

堡

而

脫

於

鋒

刃

之

𢡖

則

橋

之

力

而

忠

惠

之

餘

澤

也

泉

古

稱

多

才

而

自

國

初

以

來

未

有

登

八

座

與

及

第

者

今

橋

下

之

沙

且

平

矣

而

泉

之

人

土

遂

相

繼

爲

尚

書

豈

橋

之

靈

異

使

然

如

傳

聞

所

云

耶

太

守

萬

公

莅

泉

之

三

年

政

洽

民

謐

百

廢

具

舉

凡

郡

城

內

外

川

渠

橋

梁

如

八

卦

溝

之

類

靡

不

開

治

以

復

其

故

是

年

三

月

萬

安

橋

之

南

偏

石

梁

一

并

欄

楯

折

墮

江

中

石

柱

石

基

損

壞

數

處

公

懼

其

大

壞

也

亟

鳩

工

修

築

功

方

就

而

黃

生

及

第

之

報

適

至

夫

人

才

之

興

雲

蒸

霧

滃

各

有

所

適

豈

在

於

此

而

機

有

相

召

氣

有

相

應

則

亦

豈

偶

然

哉

然

則

是

橋

之

修

否

豈

惟

係

於

濟

川

之

安

危

其

有

關

於

吾

泉

之

形

勝

氣

運

固

不

少

與
︹
蔣

德

璟

鏡

虻

閣

記
︺
崇

禎

戊

寅

春

萬

安

橋

新

建

鏡

虹

閣

成

晉

江

湯

侯

惠

安

李

侯

以

其

事

諗

史

璟

曰

是

直

指

張

公

意

也

公

按

泉

從

橋

謂

架

江

海

雄

勝

爲

九

州

冠

而

腰

有

小

嶼

嶼

有

城

尤

奇

城

內

舍

稍

庳

隘

宜

有

高

閣

以

稱

之

時

李

侯

方

自

惠

署

晉

公

遂

捐

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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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十
二

俾

擴

新

未

幾

湯

侯

至

因

合

筴

躬

行

營

表

各

佐

俸

百

金

卽

舊

址

爲

㕔

事

上

增

三

楹

爲

閣

高

出

睥

睨

旁

爲

耳

旁

供

燕

息

翼

以

迴

廊

甸

僕

廚

從

各

有

寧

次

木

巨

而

堅

垣

甍

言

言

一

切

購

募

皆

眎

民

閒

平

値

董

以

土

著

之

好

義

者

不

遣

胥

不

持

檄

費

省

工

倍

閣

竣

而

民

不

知

郡

人

美

之

爲

之

賦

子

來

君

子

曰

是

舉

也

具

三

善

焉

泉

水

國

也

夾

以

兩

江

筍

江

綰

西

北

水

入

海

有

石

筍

順

濟

二

橋

雒

陽

江

綰

東

北

水

入

海

有

萬

安

烏

嶼

二

橋

皆

鞭

石

潛

犀

力

相

伯

仲

然

而

萬

安

獨

顯

當

時

至

進

圖

爲

神

宗

嘉

賞

而

故

老

相

傳

謂

忠

惠

揆

日

鍥

趾

皆

預

檄

江

水

之

神

以

至

輦

石

懸

木

遇

危

險

輒

得

神

相

址

石

所

纍

蠣

輒

封

之

王

公

愼

中

謂

賢

者

之

所

爲

人

樂

其

成

而

賴

其

功

或

托

於

神

以

美

之

似

矣

然

以

三

千

六

百

尺

之

石

鬭

空

而

行

爲

千

萬

年

履

海

之

康

莊

不

謂

有

神

司

如

禹

之

靈

威

玄

夷

不

可

而

得

是

閣

以

爲

之

圭

表

雲

楶

蘭

栱

宛

在

波

心

忠

惠

靈

傑

斯

爲

光

大

其

功

在

前

賢

天

官

家

東

井

爲

黃

道

所

經

天

之

亭

堠

介

兩

河

天

闕

閒

爲

關

梁

內

有

積

水

主

酒

食

積

薪

主

庖

廚

坐

旗

主

臺

榭

望

氣

晉

志

曰

天

駟

旁

爲

天

橋

閣

道

南

北

有

天

廐

主

驛

傳

及

賓

客

之

館

今

橋

北

爲

惠

橋

南

爲

晉

車

馬

劇

驂

而

行

盧

湫

逼

棨

㦸

之

重

閒

僦

民

居

是

子

產

單

襄

公

所

譏

也

以

橋

象

井

以

閣

象

營

室

爽

塏

閎

麗

便

棲

憇

而

明

等

威

其

功

在

賓

旅

𨿽

然

獨

其

小

也

易

稱

天

險

地

險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其

國

墨

子

城

三

十

歩

置

坐

樓

百

歩

木

樓

二

百

歩

立

樓

皆

爲

險

設

自

嘉

靖

末

倭

宼

闌

入

陷

莆

掠

泉

連

破

永

寧

崇

武

故

萬

僉

憲

就

小

嶼

築

城

爲

兵

備

行

營

且

門

其

北

爲

萬

勝

南

爲

萬

全

以

爲

關

南

第

一

關

計

垛

口

僅

四

十

七

而

巨

石

崇

墉

隱

若

天

塹

今

以

城

扼

橋

以

閣

慿

城

城

取

諸

豫

閣

取

諸

大

壯

而

合

之

橋

有

習

坎

重

險

之

象

天

地

之

險

盡

爲

用

矣

其

功

在

封

守

斯

三

者

於

法

皆

宜

書

故

曰

一

舉

而

三

善

備

也

然

而

封

守

大

矣

若

夫

枕

雙

陽

面

滄

海

峯

巒

環

匝

潮

汐

噏

噓

禽

魚

卉

木

之

觀

煙

蜃

風

虹

之

態

登

眺

之

美

則

不

可

勝

書

也

昔

諸

葛

武

侯

所

至

治

官

府

次

舍

橋

梁

道

路

藩

籬

障

塞

皆

應

繩

墨

一

日

之

行

不

改

其

初

公

觀

風

度

橋

上

亦

暫

耳

而

卽

圖

久

遠

若

此

計

是

閣

與

橋

終

始

則

公

亦

當

與

忠

惠

並

傳

而

兩

侯

又

能

承

公

德

意

於

二

邑

界

協

恭

共

濟

下

不

擾

民

上

不

耗

官

幾

於

古

所

稱

不

日

成

者

宜

乎

有

子

來

之

賦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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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十
三

鏡

虹

公

所

署

名

蓋

取

虹

勢

亘

天

水

光

如

鏡

之

義

而

公

之

風

采

赫

濯

澄

淸

山

海

之

槩

亦

具

露

一

班

矣

閣

坐

乾

向

巽

建

於

春

正

月

十

八

日

成

於

三

月

十

五

日

廣

三

丈

高

二

丈

六

尺

深

三

丈

八

尺

張

公

諱

肯

堂

華

亭

人

天

啓

乙

丑

進

士

湯

侯

諱

有

慶

長

洲

人

崇

禎

丁

丑

進

士

李

侯

諱

沾

華

亭

人

戊

辰

進

士

而

當

戊

辰

之

歲

有

雷

電

從

閣

址

起

繞

城

三

匝

裂

雉

堞

者

三

實

爲

鼎

新

之

兆

云

董

其

事

者

貢

生

蔡

嗣

銓

嘗

以

千

金

助

邊

詔

旌

其

門

曰

忠

義

者

也

諸

生

吳

其

泓

張

廷

薦

皆

附

橋

人

亦

有

勞

得

附

書
︹
徐

𤊹

詩
︺
路

盡

平

疇

水

色

空

飛

梁

遥

跨

海

西

東

潮

來

直

湧

千

尋

雪

日

落

斜

橫

百

丈

虹

郊

野

尚

畱

棠

樹

綠

歲

時

猶

薦

茘

支

紅

行

人

幸

不

爲

魚

鼈

細

看

豐

碑

利

渉

功
︹
祖

熙

寅

詩
︺
樹

底

孤

帆

帶

夕

暉

閒

亭

下

馬

拂

征

衣

天

迴

戍

壘

春

流

迴

風

靜

官

橋

晚

浪

歸

水

國

蒹

葭

長

淅

淅

沙

汀

鳬

雁

遠

微

微

昔

賢

已

去

荒

祠

在

淅

𤁋

桐

花

滿

釣

磯
︹
顧

大

典

詩
︺
滄

波

欲

盡

海

雲

埀

千

尺

晴

虹

挂

水

𣾨

寂

寞

寒

潮

自

來

去

行

人

惟

說

蔡

公

祠
︹
又
︺
魚

子

腥

聞

山

市

近

蠣

房

寒

浸

海

潮

生

日

暮

驅

車

橋

上

過

斷

腸

秋

色

似

江

城
︹
凌

登

名

詩
︺
洛

陽

之

橋

天

下

奇

飛

虹

千

丈

橫

江

埀

西

有

滾

滾

萬

壑

流

波

之

傾

注

東

有

澒

灝

澎

湃

潮

汐

之

犇

馳

石

梁

亘

其

上

震

齧

水

不

移

千

秋

萬

歲

功

利

溥

直

與

天

壤

無

休

期

巍

然

巨

石

中

流

峙

羣

神

百

靈

共

栖

止

約

束

濤

浪

鞭

蛟

螭

雄

鎭

東

南

數

千

里

遥

望

扶

桑

海

日

升

山

頭

松

柏

常

靑

靑

攬

衣

登

躡

還

四

顧

使

我

醉

眼

惺

然

醒

天

空

雲

滃

滄

海

濶

東

風

吹

雲

海

水

裂

宇

宙

神

物

能

有

幾

如

此

大

觀

亦

稱

絶

蓬

萊

仙

闕

蛟

人

宮

夜

半

仙

人

騎

玉

龍

倘

于

石

上

求

奇

事

爲

言

狂

客

畱

題

處
︹
黃

克

晦

詩
︺
松

花

小

徑

過

柴

車

亂

石

荒

苔

去

去

徐

數

里

一

沾

驚

蟄

雨

二

旬

三

食

洛

陽

魚

春

來

爲

客

多

堪

恨

亂

後

空

村

有

廢

居

安

得

閭

𨶒

無

警

報

在

家

長

讀

古

人

書
︹
何

喬

遠

詩
︺
天

上

遥

聞

白

玉

庭

北

風

吹

起

戲

龍

醒

扶

桑

掛

影

初

無

障

海

若

司

潮

似

有

靈

樓

外

行

人

亭

寂

寂

尊

前

逋

客

鬢

星

星

昔

賢

修

褉

來

題

柱

篆

筆

摩

挲

眼

尚

靑
︹
又
︺
落

日

望

長

橋

虛

亭

正

在

腰

度

關

時

小

騎

閣

汐

有

輕

𦨣

蠣

趾

初

支

殻

蟶

田

别

種

苗

摩

挲

看

題

柱

高

興

感

遥

遥

黃

鳳

翔

詩

龍

嶠

三

千

仞

瓊

樓

幾

萬

重

虹

埀

天

際

石

雲

抱

水

中

峯

急

雨

潮

聲

壯

微

暉

樹

色

濃

任

公

閒

把

釣

獨

與

野

鷗

逢
︹
蘇

茂

相

詩
︺
羣

山

匡

衞

此

中

亭

躡

屐

登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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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十
四

酒

易

醒

秋

至

奔

流

朝

海

若

月

明

淸

韻

聽

湘

靈

只

今

虹

影

聞

吞

浪

何

客

槎

頭

可

犯

星

堞

外

縱

橫

千

里

目

遥

天

直

北

數

峯

靑

　

　

　

　

　

　

　

　
︹
國

朝

阮

旻

錫

詩
︺
白

虹

飮

大

江

偃

臥

長

不

起

何

用

祖

龍

鞭

橫

跨

東

海

水

巨

石

駕

蛟

宮

飛

欄

翼

雁

齒

巍

然

忠

惠

碑

詳

哉

歲

月

紀

醋

字

或

訛

傳

後

人

詫

神

鬼

壯

觀

甲

中

州

亨

途

通

萬

里

詩

書

鄒

魯

匹

江

山

洛

陽

似

倦

客

謾

畱

題

且

食

蠣

房

美
︹
張

雲

翼

詩
︺
端

明

學

士

守

泉

時

萬

安

渡

頭

行

人

悲

天

吳

日

駕

踊

靈

壑

狂

潮

橫

海

走

蛟

螭

纍

址

于

淵

架

石

梁

長

波

凌

跨

玉

虹

埀

礱

石

作

記

淸

且

遒

銀

鈎

鐵

畫

同

紛

披

何

年

烽

火

照

橋

畔

傾

斜

石

垣

如

巾

欹

一

朝

自

立

屹

然

正

知

有

神

物

相

䕶

持

聞

公

正

色

知

諫

院

直

聲

早

振

四

賢

詩

經

國

文

章

飾

吏

治

朱

輪

皂

蓋

靑

雲

移

循

績

千

秋

受

餘

蔭

七

百

里

長

松

風

吹

我

尋

東

堂

聽

寒

聲

日

麗

潮

平

動

遠

思
︹
黃

孫

馨

詩
︺
玉

凍

盤

空

明

鏡

懸

題

來

人

在

碧

雲

邊

雙

陽

勢

轉

依

江

盡

兩

島

波

澄

向

水

連

伐

竹

徒

勞

司

馬

造

潛

犀

不

藉

祖

龍

鞭

至

今

士

女

村

家

度

結

構

猶

追

嘉

祐

年

　
　
　
　
　
　
　
　
鳳
嶼
盤
光
橋

在

三

十

八

都

卽

烏

嶼

橋
︹
方

輿

紀
︺

︹
要
︺
舊

有

石

路

潮

至

不

可

行

宋

寶

祐

閒

僧

道

詢

募

建

石

橋

百

六

十

閒

長

四

百

餘

丈

廣

一

丈

六

尺
︹
閩

書
︺
是

橋

與

洛

陽

橋

海

中

相

望

如

二

虹

然

　
　
　
　
　
偃
月
橋

在

三

十

九

都

唐

天

成

三

年

建

濠
市
橋

在

四

十

都
︹
閩

書
︺
宋

大

觀

閒

僧

宗

爽

建

明

邑

人

兪

大

猷

重

建

萬

歴

二

十

七

年

圮

于

水

知

縣

顧

士

琦

命

里

民

童

豪

募

造

石

梁

　

國

朝

康

熙

閒

施

韜

重

修

○

按

是

橋

隆

慶

志

不

載

下

有

濠

溪

橋

在

四

十

五

六

都

隆

慶

志

作

宋

大

觀

閒

僧

宗

爽

建

疑

卽

此

橋

姑

兩

存

之

　
　
龍
津
橋

在

四

十

一

都

舊

名

濠

溪

長

三

十

六

丈

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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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橋

渡

　
　
　
十
五

興

閒

建

嘉

熙

六

年

尚

書

楊

炳

重

建

改

今

名

　
　
長
溪
橋

在

四

十

一

都

長

二

十

六

丈

宋

紹

興

閒

建

淳

祐

六

年

蒲

開

宗

重

修

　
　
　
　
　
　
穀
口
橋

在

四

十

一

都

周

顯

德

三

年

建

仙
溪
橋

在

四

十

二

三

都

元

僧

道

嵩

建

　
　
馬
甲
橋

在

四

十

四

都

　

國

朝

康

熙

閒

施

韜

建

濟
龍
橋

在

四

十

五

六

都

宋

淳

熙

十

四

年

建

　
安
濟
橋

在

四

十

五

六

都

大

帽

山

左
︹
隆

慶

府

志
︺
宋

乾

道

八

年

僧

了

性

建
︹
萬

歴

府

志
︺
作

宋

慶

元

閒

建

　
康
溪
橋

在

四

十

五

六

都
︹
隆

慶

府

志
︺
閩

書

俱

云

溪

中

巨

石

峻

激

不

容

舟

楫

宋

慶

元

二

年

僧

紹

傑

始

建

橋

溪

上

而

萬

歴

志

作

大

觀

閒

建

未

知

孰

是

濠
溪
橋

在

四

十

五

六

都
︹
隆

慶

府

志
︺
宋

大

觀

閒

僧

宗

爽

建

張

讀

爲

記

萬

歴

志

作

宋

乾

道

閒

建

金
谿
橋

在

四

十

七

都

宋

乾

道

八

年

僧

繼

辨

建

　
萬
金
橋

在

四

十

七

都

宋

淳

熙

四

年

建

淳

祐

四

年

里

人

洪

政

重

建

　
　
　
　
　
　
　
龍
潭
橋

在

四

十

七

都

宋

淳

熙

八

年

里

人

彭

映

僧

白

昕

等

建

　

國

朝

康

熙

閒

施

韜

修

今

名

廣

橋

　
　
林
田
橋

在

四

十

七

都

宋

端

拱

二

年

建

永
安
橋

在

四

十

七

都

　
　
　
　
　
玉
虹
橋

在

四

十

七

都

王

虹

村

︹
閩

書
︺
里

人

彭

映

建

海
岸
長
橋

宋

時

建

明

成

化

閒

圮

宏

治

正

德

閒

里

人

林

孔

彰

等

與

僧

智

鏡

協

修
︹
明

蔡

淸

記
︺
出

泉

城

南

里

許

折

而

東

行

二

十

里

曰

陳

江

由

陳

江

復

東

歴

玉

瀾

渡

至

于

龜

湖

蓋

又

十

五

六

里

此

海

濱

地

也

海

濱

之

地

鹹

流

浸

潤

不

可

田

昔

人

因

築

大

堤

以

止

其

流

而

內

蓄

㵎

水

以

漑

田

殆

千

餘

頃

傍

堤

之

邊

駕

石

以

便

行

者

計

七

百

七

十

餘

閒

通

名

海

岸

長

橋

中

有

亭

有

菴

以

爲

憇

息

祈

賽

之

所

其

工

最

鉅

其

利

最

溥

矣

據

故

老

遺

文

所

傳

橋

成

於

宋

乾

道

閒

主

其

事

者

陳

君

亢

今

亦

未

詳

何

許

人

也

是

後

修

治

之

功

莫

考

入

本

朝

成

化

閒

橋

有

圮

者

宏

治

乙

卯

蓮

江

林

孔

彰

崙

後

吳

懷

荆

桐

城

吳

則

敬

玉

田

詹

勤

立

承

天

寺

僧

智

鏡

各

捨

銀

兩

合

而

修

之

督

工

者

吳

茂

實

蔡

成

端

也

於

是

圮

者

以

完

至

宏

治

乙

丑

値

洪

水

衝

决

之

圮

視

前

爲

甚

而

前

人

之

樂

善

事

者

多

已

淪

謝

久

不

克

修

行

者

病

焉

懷

荆

左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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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十
六

無

與

共

工

者

而

孔

彰

之

子

時

學

與

懷

荆

復

倡

捐

於

是

則

敬

及

余

某

王

某

吳

某

張

某

姚

某

靈

源

窒

僧

體

然

或

助

以

力

或

督

以

工

而

余

某

所

助

獨

厚

於

是

橋

復

完

而

功

視

昔

爲

固

矣

時

正

德

丁

卯

也

諸

里

人

無

長

少

咸

壯

其

功

不

可

無

紀

載

以

示

來

者

遂

相

率

詣

子

請

記

惟

古

人

有

言

莫

爲

之

前

𨿽

美

弗

彰

莫

爲

之

後

𨿽

盛

不

傳

此

一

事

也

使

有

乾

道

之

創

而

無

宏

治

之

修

則

先

功

將

自

成

化

而

墮

矣

有

弘

治

之

修

而

無

正

德

之

續

則

前

功

又

將

自

今

日

而

墮

矣

今

日

之

修

者

歲

久

不

能

無

圮

設

當

其

時

莫

之

修

則

舉

今

日

之

功

併

墮

矣

且

修

之

貴

乎

及

時

或

少

圮

不

修

馴

至

於

圮

之

甚

然

後

圖

之

則

爲

害

已

多

而

亦

難

乎

其

爲

功

矣

此

皆

所

謂

莫

爲

之

後

者

也

此

皆

後

人

之

所

當

念

也

然

則

是

記

之

作

豈

但

以

旣

往

之

續

亦

將

以

爲

來

者

之

規

也

石
井
義
渡

在

府

城

西

南

宋

尚

書

楊

柄

舟

以

濟

人

東
石
渡

在

十

都

祥
芝
渡

在

二

十

一

都

　
　
　
　
　
蚶
江
渡

在

二

十

三

都

澑
石
渡

在

三

十

都

　
　
　
　
　
　
東
山
渡

在

三

十

五

都

南
安
縣

新
橋

縣

志

在

縣

治

南

門

外

明

崇

禎

五

年

知

縣

李

九

葉

建

金
雞
橋

在

一

都

九

日

山

下

宋

宣

和

閒

邑

人

江

常

始

造

浮

橋

嘉

定

閒

僧

守

靜

造

石

墩

十

七

架

木

梁

覆

以

亭

屋

長

一

百

丈

有

奇

後

圮

于

水

僧

惠

魁

重

修

又

郡

守

眞

德

秀

有

募

建

橋

疏

邑

人

刻

爲

石

碣

明

永

樂

元

年

燬

成

化

十

年

知

府

徐

源

重

修

十

八

年

亭

壞

知

府

陳

勉

修

宏

治

六

年

壞

知

府

李

哲

知

縣

黃

濟

修

正

德

四

年

燬

萬

歴

十

一

年

僉

事

王

豫

議

開

溪

引

水

達

晉

江

南

鄕

折

橋

址

爲

壩

址

壞

過

半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蔣

如

京

累

基

架

梁

一

如

舊

制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趙

時

用

重

修

中

搆

亭

兩

岸

建

坊

曰

虹

聯

地

軸

曰

龍

見

天

衢

崇

禎

三

年

知

縣

李

九

華

重

修

　

國

朝

順

冶

五

年

燬

於

宼

康

熙

閒

知

縣

李

承

祖

修

尋

復

廢

今

以

舟

渡

宋

歐

陽

至

詩

尋

詩

謝

客

登

山

去

載

酒

龎

公

上

冢

囘

落

日

金

雞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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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十
七

上

過

瘦

笻

閑

撥

碧

雲

開
︹
傅

古

直

詩
︺
松

閒

遥

路

紫

雲

堆

幾

刼

山

川

氣

數

囘

徙

倚

闌

干

懷

往

事

滿

溪

惟

見

野

花

開
︹
明

朱

鑑

記
︺
泉

之

南

安

縣

西

數

里

許

有

大

溪

古

名

金

雞

渡

環

溪

之

前

後

有

金

粟

紫

帽

淸

源

翠

屏

諸

山

東

則

翼

以

黃

龍

江

西

則

殿

以

飛

陽

廟

郡

邑

之

勝

槩

於

是

爲

最

讖

云

金

雞

通

人

行

狀

元

方

始

生

宋

宣

和

閒

給

事

江

公

謹

因

葬

母

造

舟

浮

橋

建

炎

丁

未

始

告

成

梁

文

靖

公

克

家

適

生

年

久

舟

廢

嘉

定

閒

郡

守

葉

廷

珪

命

僧

守

凈

募

緣

創

爲

石

墩

架

以

木

梁

覆

以

樓

閣

人

甚

便

焉

是

時

文

靖

公

名

魁

天

下

其

言

足

徵

也

永

樂

初

梁

閣

沒

于

灾

僅

三

五

石

墩

存

焉

今

成

化

乙

未

太

守

徐

公

欲

修

繕

之

有

工

師

李

王

生

者

告

云

水

深

數

尺

無

容

措

手

足

未

可

爲

也

公

乃

率

同

僚

友

往

視

果

如

言

越

數

日

王

生

走

報

云

沙

漲

數

丈

功

可

舉

也

公

又

與

同

僚

友

往

視

之

復

如

言

乃

鳩

工

市

材

命

知

縣

馬

璲

經

歴

鍾

強

陰

陽

正

術

李

永

黃

其

事

與

凡

趨

事

施

帑

者

咸

出

於

歡

心

迨

兹

歲

五

月

朔

日

落

成

沙

忽

退

去

水

深

如

故

然

則

橋

之

作

殆

有

數

與

其

規

模

視

昔

有

加

墩

十

有

七

每

墩

架

挑

木

九

十

有

九

鋪

巨

梁

有

十

上

則

建

長

亭

八

十

三

閒

傍

則

翼

遮

屏

三

十

有

四

雄

哉

斯

橋

也

太

守

以

記

請

予

曰

先

正

謂

平

政

君

子

歲

十

一

月

徒

杠

成

十

二

月

輿

梁

成

民

未

病

渉

也

若

太

守

公

其

知

所

以

爲

政

與

黃

鳳

翔

記

畧

余

巖

居

蕭

散

每

淩

波

浮

鷁

弭

棹

扶

笻

徙

倚

翠

光

亭

陟

九

日

山

雲

頂

望

駛

流

中

疊

石

若

累

碁

或

完

或

圮

則

金

雞

橋

故

址

在

焉

橋

南

臨

金

雞

山

東

距

武

榮

邑

治

僅

二

里

許

往

來

如

織

盈

盈

一

水

若

鎖

扃

閾

隔

藩

籬

冠

蓋

者

繫

騎

停

車

負

擔

者

弛

肩

企

踵

招

招

舟

子

刺

篙

迴

翔

閒

有

褰

裳

徒

渉

者

余

睹

而

歎

曰

國

氏

乘

輿

寧

無

動

念

水

涸

成

梁

之

政

莅

兹

土

者

謂

何

武

進

蔣

侯

莅

武

榮

者

閱

四

載

廉

明

豈

弟

百

廢

具

興

一

日

有

請

建

金

雞

橋

者

公

奮

然

任

曰

吾

責

也

首

捐

捧

爲

士

民

倡

丞

江

君

景

浩

簿

傅

君

懋

霖

協

議

贊

襄

郡

邑

士

民

咸

樂

輸

資

助

焉

遂

乃

擇

吉

鳩

工

市

材

輦

石

經

始

于

癸

巳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竣

事

于

甲

午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橋

一

百

一

十

七

丈

廣

二

丈

覆

以

屋

瓦

九

十

三

閒

表

以

棹

楔

二

規

制

宏

麗

結

搆

完

密

行

者

胥

手

額

稱

慶

焉
︹
柯

有

斐

記
︺
畧

金

雞

橋

肇

自

有

宋

其

閒

興

廢

不

具

論

往

歲

邑

侯

蔣

公

宏

溪

鳩

工

修

築

架

亭

其

上

費

金

千

餘

閱

二

十

春

秋

而

橋

亭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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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十
八

梁

日

傾

以

圮

行

者

凜

凜

懼

焉

歲

當

乙

卯

橋

壞

日

甚

濱

於

斷

絶

邑

侯

趙

霖

宇

公

悼

民

病

渉

銳

意

葺

之

而

集

思

採

謡

議

者

盈

庭

或

謂

無

亭

不

能

蔽

雨

或

謂

有

亭

勢

且

張

風

或

謂

積

灰

不

能

疏

水

或

謂

疊

石

勢

必

壓

木

甲

可

乙

否

浸

無

定

議

不

佞

斐

耄

年

無

所

可

否

第

受

成

於

主

者

嚴

命

而

已

蓋

此

橋

全

收

四

縣

雙

溪

之

水

以

達

瀚

海

兩

峯

峙

立

其

旁

高

風

巨

浪

撼

山

摧

崖

非

若

新

浮

橋

之

平

波

赴

海

地

勢

寛

而

水

勢

稍

殺

也

客

歲

仲

秋

佘

不

佞

與

邑

紳

黃

受

我

諸

君

隨

邑

侯

同

至

橋

相

度

舟

首

甫

東

而

橋

亭

轟

轟

有

聲

不

移

時

而

亭

傾

十

閒

方

抵

縣

而

報

亭

壞

者

踵

至

侯

慨

然

曰

亭

無

風

而

壞

神

告

我

矣

乃

捐

俸

銀

百

五

十

金

繼

以

鍰

贖

佐

政

李

亦

捐

俸

金

十

兩

佐

其

費

邑

縉

紳

士

民

續

有

慕

義

而

輸

工

者

乃

召

耆

民

黃

鳴

昌

等

市

巨

木

而

令

耆

民

柯

乾

夫

等

董

其

役

剔

其

腐

蠧

而

苴

以

新

木

斥

其

汚

土

而

砌

以

灰

甎

兩

旁

欄

石

二

百

四

十

丈

中

構

橋

亭

三

閒

以

便

遊

憇

凡

五

閱

月

而

功

成

費

鏹

三

百

餘

而

事

竣

是

役

也

神

洽

而

民

獲

永

濟

皆

侯

一

視

之

力

與

獨

斷

之

功

也

是

爲

記
︹
周

維

京

記

畧
︺
金

溪

自

諸

山

發

源

而

下

據

筍

江

之

上

游

建

瓴

急

瀉

山

川

靈

氣

所

渟

潏

也

谿

之

有

橋

也

實

自

宋

嘉

定

始

歴

我

明

吏

斯

土

者

先

後

修

葺

之

纍

石

架

木

覆

以

亭

屋

長

百

餘

丈

厥

後

不

戒

于

火

僅

石

墩

齒

齒

存

耳

迨

萬

歴

十

一

年

吾

泉

兵

使

者

折

石

爲

壩

以

達

水

道

墩

壞

過

半

蓋

橋

運

之

百

六

也

二

十

一

年

縣

尹

蔣

公

如

舊

制

稍

葺

之

四

十

三

年

縣

尹

維

揚

趙

公

盡

撤

橋

亭

築

石

墩

其

旁

覆

兩

翼

中

搆

一

亭

以

備

行

憇

南

北

各

顔

之

崇

碣

儼

然

玉

蝀

大

觀

也

崇

禎

三

年

巨

㓎

觸

墩

漸

將

傾

圮

行

者

患

焉

邑

侯

李

公

來

莅

兹

邑

捐

俸

鳩

工

令

耆

民

洪

邦

楊

等

董

之

凡

上

梁

下

墩

旁

翼

中

亭

漸

見

圮

端

者

咸

力

鼎

之

十

閱

月

而

功

告

成

史

繼

偕

詩

逶

迤

遠

勢

臥

長

虹

西

引

地

形

接

郡

雄

一

日

輿

梁

思

惠

政

萬

年

舟

楫

屬

神

功

絃

聲

滿

邑

隨

風

轉

桃

色

盈

庭

映

面

紅

自

是

仙

郞

深

雨

露

褰

裳

不

假

沐

恩

同

林

孕

昌

詩

誰

將

玉

鏡

掛

江

潯

一

望

煙

光

草

樹

深

影

落

虹

橋

披

匹

練

風

來

兔

魄

散

流

金

凌

波

片

葉

潮

初

到

隔

岸

疎

鐘

響

乍

沈

躡

屐

追

隨

誇

勝

事

湛

湛

露

色

坐

相

侵

　

國

朝

傳

以

貞

詩

高

士

峯

前

草

色

萋

汀

沙

雲

影

共

迷

迷

何

年

古

渡

空

流

水

此

日

長

虹

駕

遠

溪

過

客

須

經

催

寶

馬

行

人

恰

喜

唱

金

雞

政

平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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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十
九

在

皆

棠

蔭

畱

取

豐

碑

載

兩

堤

　
　
　
　
嚴
浦
橋

在

二

都

宋

初

建

嘉

熙

二

年

僧

宗

佑

等

重

修

雲
泮
橋

在

三

都

縣

學

之

東

宋

嘉

定

十

七

年

縣

令

王

彥

廣

建

潮

至

其

下

明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唐

愛

移

在

學

前

之

左

築

爲

長

橋

其

狀

如

龍

向

黃

龍

江

而

出

隆

慶

二

年

同

知

丁

一

中

於

橋

南

建

石

亭

以

象

龍

首

名

曰

見

龍

亭

招
賢
橋

在

三

都

潘

山

市

北

　
　
　
　
九
臯
橋

在

三

都

張
壩
橋

在

四

都

隆

慶

府

志

橋

旁

有

壩

故

名

宋

嘉

熙

閒

里

人

張

眞

建

今

圮

竹
溪
橋

在

五

都

橋

畔

多

竹

故

名

又

有

潘

坑

橋

　
瑞
龍
橋

在

五

都

瑞

峯

山

下

象
頭
橋

在

五

都

一

名

小

溪

橋

元

至

正

閒

僧

靈

應

建

後

圮

明

宣

德

十

年

邑

人

黃

乾

明

重

建

復

圮

成

化

十

七

年

黃

允

質

重

建

上

搆

亭

二

閒

扁

曰

小

溪

橋

亭

　
　
化
龍
橋

在

七

都

宋

淳

熙

閒

里

人

黃

懋

建

橋

右

有

潭

曰

月

潭

相

傳

有

龍

潛

焉

故

名

　
　
　
　
板
橋

在

八

都

橋

舊

有

亭

扁

曰

龍

泮

又

有

磻

溪

橋

宋

淳

祐

三

年

里

人

王

克

諧

建

　
　
　
　
　
梯
雲
橋

在

九

都

駢

嶺

下

又

名

登

雲

橋

宋

淳

祜

閒

僧

明

愍

建

元

大

德

五

年

僧

法

助

重

建

　
　
　
靑
雲
橋

在

九

都

浪

溪

村

大
歴
橋

在

九

十

都

明

太

常

卿

李

開

藻

重

建

　
永
濟
橋

在

十

一

都

舊

爲

澚

頭

渡

今

圮

龍
躍
橋

在

十

一

都

塔

口

村

宋

嘉

定

閒

建

今

圮

　
觀
國
橋

在

十

一

都

鄭

坂

宋

淳

祐

閒

重

建

今

圮

活
溪
橋

在

十

四

都

一

名

新

橋

　
　
　
　
惠
澤
橋

在

十

五

都

新

峯

院

前

峯

上

有

泉

流

下

大

旱

不

竭

故

名

　
　
　
　
　
　
　
　
從
龍
橋

在

十

六

都

汰

口
︹
閩

書
︺

作

臥

龍

橋
︹
方

輿

紀

要
︺

以

近

臥

龍

山

故

亦

名

臥

龍

橋

縣

志

宋

治

平

初

僧

不

睡

架

木

爲

梁

名

汰

口

橋

其

後

累

增

高

大

以

臥

龍

山

下

瞰

名

臥

龍

橋

元

祐

閒

僧

普

足

移

于

西

五

十

歩

疊

石

爲

址

紹

興

三

年

歐

陽

瑜

修

淳

熙

三

年

張

伯

懿

等

修

觀
光
橋

在

十

八

都

鄭

山

舊

名

朝

安

後

圮

宋

寶

慶

元

年

邑

人

黃

以

寧

重

建

易

名

觀

光

今

圮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橋

渡

　
　
二
　
十

瀘
溪
橋

在

十

七

都

元

天

德

年

閒

僧

法

助

建

　
永
安
橋

在

十

七

都

瀘

溪

里

初

以

舟

渡

宋

紹

興

閒

里

人

黃

懋

建

明

天

啓

閒

郡

人

李

開

藻

重

建

崇

禎

閒

其

子

曾

震

鑿

石

成

之

　

國

朝

雍

正

乾

隆

閒

里

人

黃

時

昇

邦

俊

際

隆

相

繼

修

○

按

通

志

隆

慶

萬

歴

志

俱

分

永

安

瀘

溪

爲

二

橋

而

縣

志

謂

永

安

卽

瀘

溪

未

知

孰

是

鳯
凰
橋

在

十

九

都

萬

歴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周

紹

祚

修

大
坑
橋

在

二

十

一

都

一

名

大

遷

橋

彌
壽
橋

在

二

十

二

都

英

溪

白

葉

渡

宋

端

平

閒

僧

道

詢

建

長

六

十

餘

丈

元

大

德

初

僧

法

助

重

修

今

圮

以

舟

渡

珠
淵
橋

在

二

十

五

都

舊

名

烏

淹

溪

流

淸

瀅

如

珠

光

宋

陳

宓

因

扁

曰

珠

淵

今

圮

以

舟

渡

徐
亭
橋

在

二

十

五

都

宋

慶

元

閒

建

縣

志

缺

　
通
安
橋

　

在

二

十

六

都

大

宇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里

人

黃

得

先

等

公

建

洪

科

捷

爲

記

　
　
　
龍
濟
橋

在

二

十

七

都

白

蚌

渡

舊

以

舟

濟

宋

開

禧

閒

僧

守

靜

建

九

年

始

成

今

圮

　
　
　
　
　
橫
翔
橋

在

二

十

八

都

象

運

山

下

駟
通
橋

在

三

十

都

宋

嘉

泰

四

年

僧

廣

德

建

　
通
郭
橋

在

三

十

都

元

大

德

十

年

僧

道

詢

建

明

成

化

閒

里

人

李

尚

德

尚

器

建

亭

于

橋

左

　
　
　
雙
橋

在

三

十

一

都

有

地

名

林

坑

口

下

有

道

士

浦

舊

有

橋

曰

浦

口

後

壞

宋

紹

聖

閒

僧

智

從

重

架

橋

於

浦

上

又

四

年

復

建

于

林

坑

口

創

井

鑿

井

并

砌

石

路

北
平
橋

在

三

十

三

都

宋

紹

興

閒

里

人

翁

輔

建

長

百

丈

有

奇

名

太

平

橋

後

圮

淳

祐

乙

巳

劉

用

行

重

建

改

扁

曰

北

平

　
　
　
　
　
　
　
　
　
上
陂
橋

在

三

十

三

都

長

枝

洋

陂

有

兩

港

潮

汐

通

焉

橋

跨

港

上

旁

皆

平

田

沮

洳

宋

開

禧

中

僧

行

傳

乃

於

田

中

砌

石

爲

小

橋

以

續

舊

橋

長

一

百

三

十

餘

丈

鄕

人

呼

爲

蜈

蚣橋

　
　
　
　
　
　
　
　
　
春
利
橋

在

三

十

四

都

宋

紹

聖

閒

里

人

陳

公

研

建

元

大

德

五

年

里

人

許

居

仁

重

修

　
　
　
　
大
盈
橋

在

三

十

六

都

康

店

驛

之

南

一

名

大

通

橋

宋

嘉

熙

閒

里

人

王

弁

建

後

圮

明

宣

德

閒

邑

人

黃

光

生

重

建

復

圮

正

德

十

五

年

通

判

郭

鏜

重

建

改

名

南

瀛

嘉

靖

閒

知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橋

渡

　
　
　
二
十
一

縣

唐

愛

重

修

倭

宼

壞

之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甘

宮

重

修

明

傅

夏

器

記

畧

甘

侯

宮

以

江

右

餘

千

鄕

進

士

令

南

安

飮

氷

莅

政

越

二

年

能

以

政

和

其

民

而

民

是

用

休

蒿

視

我

南

安

之

民

困

於

倭

燼

諸

營

葺

塌

廢

謂

亂

緖

也

不

可

以

怠

弛

理

旣

修

萬

石

陂

水

利

修

西

山

埧

千

石

陂

以

漑

近

都

之

田

百

廢

蒸

蒸

起

矣

而

康

店

驛

之

南

有

大

盈

橋

上

吞

大

羅

山

東

來

四

十

里

之

水

以

注

于

海

旁

漑

溪

南

北

腴

田

無

慮

萬

畝

其

路

通

閩

廣

往

來

衝

衢

部

使

按

郡

邑

及

商

旅

之

負

販

陸

出

者

皆

經

由

此

尤

關

切

創

于

宋

嘉

熙

閒

屢

圮

屢

修

近

復

以

倭

亂

圮

來

往

艱

渉

至

移

驛

傳

於

晉

江

安

平

鎭

以

通

使

客

甘

侯

乃

愀

然

歎

曰

橋

梁

之

不

修

詎

惟

行

旅

阻

嗟

實

王

事

不

供

是

懼

而

胡

以

邑

爲

胡

以

守

邑

爲

於

是

捐

俸

首

倡

鳩

材

聚

徒

而

砌

焉

不

徵

遠

不

煩

公

期

令

旁

居

近

民

以

成

始

終

卽

時

水

湧

波

砰

過

若

歴

塊

其

轍

跡

遂

能

以

南

北

通

經

始

於

嘉

靖

丙

寅

年

二

月

初

三

日

橋

成

舉

人

林

大

柱

生

員

周

濬

耆

民

陳

登

之

等

請

余

記

其

事

因

爲

之

記

而

系

以

詩

勒

諸

道

左

詩

曰

維

彼

大

盈

水

自

中

注

迤

北

而

南

萬

里

通

度

天

作

之

橋

以

代

方

渡

嘉

靖

己

未

倭

寇

作

蠧

浸

淫

不

已

四

塞

蒙

霧

蕭

蕭

飛

風

㝠

㝠

亂

雨

蛟

起

蠭

騰

莫

測

變

故

我

侯

之

來

淑

愼

舉

錯

廢

者

以

舉

頽

者

以

固

有

橋

中

峙

惠

聲

載

路

我

水

維

悠

其

流

播

播

淺

有

葦

葭

深

有

魚

鷺

我

道

有

蕩

我

行

于

于

公

有

車

騎

私

有

轉

輸

侯

在

有

懷

侯

去

有

慕

此

邦

是

庥

無

我

遺

斁

　
　
　
　
　
　
通
濟
橋

在

三

十

七

都

九

溪

村

隆

慶

府

志

其

溪

九

曲

行

者

必

九

渉

而

後

濟

宋

淳

熙

初

里

人

蔡

楫

如

爲

橋

今

圮

鎭
安
橋

在

三

十

九

都

舊

爲

東

溪

渡

宋

淳

熙

九

年

里

人

楊

春

卿

始

建

石

橋

長

三

百

餘

丈

淳

祐

三

年

重

修

又

三

十

六

都

亦

有

鎭

安

橋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僧

智

宗

重

建

　
興
安
橋

在

三

十

九

都

鼇
背
橋

在

四

十

一

都

明

天

順

閒

知

府

舒

瞳

修

成

化

閒

知

縣

陳

廷

忠

命

耆

民

黃

元

良

重

建

構

亭

三

閒

鎭
西
橋

在

四

十

二

都

一

名

洋

灣

橋

　
　
　
東
安
橋

在

四

十

五

都
︹
通

志
︺
一

作

龍

灣

橋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里

人

李

孔

明

建

後

圮

成

化

九

年

里

人

黃

元

良

重

修



 

泉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橋

渡

　
　
　
二
十
二

仙
人
橋

在

延

福

寺

後

隆

慶

府

志

九

日

山

三

十

六

奇

之

一

也

長
平
橋
　
　
　
　
　
　
　
　
維
嶽
橋

小
石
橋
　
　
　
　
　
　
　
　
平
坂
橋

廣
福
橋
　
　
　
　
　
　
　
　
沃
內
小
橋

平
濟
橋
　
　
　
　
　
　
　
　
溪
南
橋

張
陂
橋
　
　
　
　
　
　
　
　
潘
坑
橋

安
濟
橋
　
　
　
　
　
　
　
　
三
公
橋

後
呂
小
橋
　
　
　
　
　
　
　
馬
變
橋

仁
安
橋
　
　
　
　
　
　
　
　
濯
纓
橋

自

仙

人

橋

至

此

俱

見

通

志

縣

志

缺

佛
溪
橋

在

池

溪

巖

前

閩

書

英

溪

之

源

出

焉

金
雞
渡

在

一

都

宋

傅

伯

成

詩

長

江

渺

天

末

照

此

兩

山

靑

落

日

寒

湖

上

蒼

烟

孤

艇

橫

黃
龍
渡

在

二

都

潘

山

前

　
　
　
　
　
便
口
渡

在

十

九

都

澚
頭
渡

在

十

一

都

　
　
　
　
　
　
鄭
山
渡

在

十

九

都

格
後
渡

在

二

十

都

　
　
　
　
　
　
坑
尾
橋
渡

在

二

十

都

侍
御
渡

在

二

十

一

都

　
　
　
　
　
溪
口
渡

在

二

十

一

都

灣
下
渡

在

二

十

一

都

　
　
　
　
　
白
葉
渡

在

二

十

二

都

前
園
渡

在

二

十

四

五

都

　
　
　
　
　
珠
淵
渡

在

二

十

五

都

溪
尾
渡

在

三

十

一

都

　
　
　
　
　
羅
水
渡

在

三

十

一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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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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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二
十
三

坑
尾
渡

在

三

十

一

都

惠
安
縣

萬
安
橋

縣

志

在

縣

南

晉

惠

各

析

其

半

橋

之

南

屬

晉

江

橋

之

北

屬

惠

安

明

萬

歴

三

十

五

年

修

橋

北

邑

人

李

呈

春

董

其

役

餘

詳

見

晉

江

明

李

光

縉

記

李

光

祿

季

君

介

𤲅

者

吏

部

郞

抑

齋

先

生

季

子

也

謝

事

家

居

不

與

郡

邑

閒

事

會

地

大

震

洛

陽

橋

折

太

守

姜

公

圖

修

復

之

延

詹

君

守

齋

董

其

事

詹

君

言

于

太

守

曰

橋

跨

海

南

北

中

流

巨

石

橫

亘

搆

亭

關

其

上

亭

以

南

屬

晉

江

北

屬

惠

安

費

當

二

縣

均

之

仰

憲

晉

人

也

請

治

其

南

橋

北

之

役

非

得

李

光

祿

丞

呈

春

文

學

張

翰

臣

不

可

太

守

于

是

使

人

延

季

君

季

君

堅

辭

不

肯

出

詹

君

故

强

之

季

君

乃

前

言

曰

橋

之

事

明

府

以

屬

呈

春

呈

春

不

敢

辭

顧

橋

北

之

難

過

于

橋

南

費

亦

再

倍

南

不

過

一

二

橋

梁

折

扶

欄

頽

耳

可

一

葺

而

補

也

橋

北

之

壞

甚

矣

水

道

更

移

曩

者

深

坎

今

爲

平

沙

水

盛

則

四

溢

橫

流

穿

溪

蕩

浦

風

濤

復

噬

嚙

之

淵

趾

剝

落

梁

榻

低

于

南

四

尺

潮

漲

輒

沒

人

不

能

行

殆

未

易

治

也

太

守

然

之

季

君

乃

自

出

其

議

大

都

謂

舊

楯

不

可

輕

折

折

則

多

費

亦

不

可

盡

仍

仍

則

易

壞

斟

酌

于

折

與

仍

之

閒

可

以

用

費

省

而

成

功

倍

匠

有

獻

定

嵌

金

木

柱

策

者

季

君

從

之

于

是

設

架

橫

上

通

人

行

下

受

工

作

伺

潮

退

從

海

底

累

石

結

址

欹

者

正

之

缺

者

補

之

以

達

于

梁

而

橋

道

平

矣

太

守

旣

去

季

君

亦

歿

邑

人

誦

太

守

之

政

而

德

季

君

之

功

不

衰

相

與

伐

石

請

余

記

之

德
懋
橋

在

慶

泉

舖

　

國

朝

乾

隆

十

年

邑

人

莊

維

禱

建

　
　
　
　
　
　
　
　
　
惠
安
橋

在

凃

厝

仔

邑

人

陳

元

椿

建

登
庸
橋

在

前

康

舖

建

自

明

代

　

國

朝

乾

隆

二

年

邑

人

黃

元

奎

修

樂
善
橋

在

樂

善

舖

　

國

朝

乾

隆

三

年

邑

人

駱

鍾

岳

修

東
吳
橋

在

盤

龍

舖

　

國

朝

乾

隆

四

年

邑

人

吳

濬

修

陳
公
橋

在

縣

南

里

許

隆

慶

府

志

宋

時

江

姓

列

肆

以

居

名

曰

江

市

紹

興

八

年

令

彭

元

達

建

橋

彭

去

令

陳

安

國

爲

之

記

上

二

橋

縣

志

合

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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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二
十
四

龍
津
橋

在

縣

治

南

一

名

南

嶺

橋

宋

時

建

　

國

朝

康

熙

閒

晉

江

施

韜

修

巨
濟
橋

在

縣

北

泗

洲

山

前

宋

時

建

　

國

朝

雍

正

十

三

年

邑

人

陳

元

椿

重

修

菱
溪
永
濟
橋

在

縣

北

菱

溪

上

宋

治

平

二

年

邑

令

張

介

建

後

圮

紹

興

三

十

二

年

郡

守

趙

令

衿

紹

定

己

丑

縣

尉

趙

汝

均

相

繼

重

建

　

國

朝

雍

正

八

年

仙

遊

徐

萬

安

十

一

年

邑

人

周

應

列

水

客

黃

正

興

乾

隆

十

二

年

邑

人

陳

扆

相

繼

修

亦

名

碣

石

橋

　
　
　
　
　
　
居
仁
橋

在

縣

北

明

邑

令

夏

忠

建

躍
津
橋

在

縣

北

驛

坂

溪

上

宋

崇

寧

閒

里

人

謝

文

龍

建

嘉

定

初

謝

宜

中

重

修

　

國

朝

康

熙

六

十

年

施

韜

修

大
德
橋

在

驛

坂

舖

宋

時

建

　

國

朝

雍

正

十

三

年

圮

邑

人

陳

元

椿

重

修

惠
寧
橋

在

樟

林

舖

宋

時

建

明

時

圮

萬

歴

乙

卯

知

縣

陳

淙

重

建

　

國

朝

雍

正

十

二

年

邑

人

黃

紹

培

等

修

無
量
橋

在

縣

北

𡍼

嶺

　

國

朝

雍

正

閒

邑

人

黃

中

柱

修

自

萬

安

至

此

十

五

橋

乃

北

自

𡍼

嶺

南

至

洛

陽

爲

驛

道

通

人

行

者

　
　
　
　
　
　
　
　
張
店
橋

在

十

一

都

宋

治

平

二

年

建

瓊
田
延
壽
橋

在

縣

東

方

輿

紀

要

宋

時

建

爲

梁

百

二

十

九

閒

長

二

里

許

後

圮

元

至

正

閒

僧

大

通

等

重

建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邑

人

魏

榮

祿

重

修

　
　
靑
龍
橋

在

縣

東

峯

崎

山

之

陰

宋

寶

祐

閒

僧

道

詢

建

元

大

德

閒

里

人

何

岡

修

明

天

順

六

年

僧

惠

昭

重

修

　

國

朝

雍

正

八

年

邑

人

黃

待

興

修

仁
壽
橋

在

七

都

一

名

豐

樂

橋

俗

呼

漈

頭

橋

通

志

宋

靖

康

閒

里

人

連

大

德

建

有

亭

曰

豐

樂

庵

曰

仁

壽

通
濟
橋

在

縣

東

縣

志

卽

溪

邊

橋

宋

淳

祐

閒

邑

令

趙

時

銑

建

明

嘉

靖

閒

邑

丞

邱

亮

重

修

宋

黃

時

亨

記

邑

東

南

三

里

地

名

雙

溪

源

出

龜

湖

之

南

滙

龍

山

之

北

環

抱

邑

治

行

人

於

此

問

津

焉

常

病

於

潦

議

欲

橋

之

以

石

遠

難

致

屢

舉

屢

輟

丙

午

秋

祥

光

夜

現

于

溪

之

南

有

異

人

指

曰

造

物

隱

其

珍

於

石

峽

之

陂

水

涸

石

出

匠

者

得

之

遂

鳩

緣

衆

製

橋

七

閒

長

二

十

餘

丈

始

於

己

酉

春

三

月

冬

十

月

訖

工

豈

非

石

與

橋

會

役

省

工

倍

天

相

而

人

樂

歟

不

然

何

其

成

之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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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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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二
十
五

也

頌

之

者

曰

願

拓

津

梁

心

爲

濟

大

川

用

使

天

下

蒙

福

萬

世

永

賴

又

豈

一

橋

所

能

囿

是

則

可

書

得
仙
橋

在

縣

南

錦

田

山

下

宋

時

里

人

黃

姓

建

仙

遊

陳

讜

書

刻

今

廢

大
柱
橋

在

香

山

西

元

至

正

閒

里

人

昭

信

校

尉

張

性

祐

建

性

祐

縣

志

作

聖

祐

浮
梁
橋

在

二

十

六

都

長

十

丈

　
　
　
　
獺
窟
嶼
橋

在

獺

窟

嶼

之

北

名

勝

志

宋

開

禧

閒

僧

道

詢

待

津

于

此

有

髯

道

人

與

語

作

橋

道

詢

以

風

波

爲

辭

道

人

云

汝

若

作

是

念

何

橋

不

可

成

道

詢

遂

率

其

徒

操

舟

運

石

成

橋

七

百

七

十

閒

南

北

跨

兩

岸

潮

至

橋

沒

潮

退

可

渡

免

墊

溺

之

患

至

今

便

之

大
拓
海
逕
石
橋

在

縣

南

元

至

正

閒

僧

法

助

建

今

廢

馬
山
橋

在

二

十

二

都

元

至

正

閒

僧

法

助

建

　
龍
江
橋

在

鳳

翔

山

之

陰

宋

端

拱

閒

建

紹

興

閒

修

谷
口
橋

在

縣

西

南
︹
縣

志
︺
橋

濱

洛

陽

江

舊

爲

舟

以

渡

宋

紹

興

閒

始

創

是

橋

明

宣

德

元

年

里

人

何

貴

重

修

輞
川
橋

在

縣

東

輞

川

上

村

潮

汐

出

八

舊

爲

舟

以

渡

明

成

化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桓

始

建

石

橋

五

十

餘

丈
︹
明

蔡

淸

記
︺
輞

川

海

之

一

支

也

在

惠

安

縣

治

東

三

十

里

岸

川

而

居

者

數

百

里

皆

業

海

之

利

以

其

利

之

所

在

也

遠

近

足

跡

於

是

輻

輳

焉

且

爲

某

所

某

社

之

要

衝

而

岸

行

爲

一

水

之

隔

舊

因

循

以

舟

渡

値

風

暴

水

漲

人

衆

爭

先

則

常

有

覆

溺

之

虞

成

化

癸

卯

秋

某

月

縣

尹

張

侯

適

有

公

事

至

其

地

見

爭

渡

而

病

之

因

相

其

隘

處

東

有

磐

石

其

西

積

士

如

阜

不

受

永

齧

勢

可

橋

也

乃

召

耆

老

何

迪

易

等

諭

之

咸

曰

民

有

此

願

久

矣

苟

有

主

當

悉

力

以

趨

命

侯

歸

卽

呼

匠

計

工

約

其

費

銀

千

兩

自

捐

俸

以

爲

之

倡

而

令

其

里

之

人

驗

丁

出

銀

四

百

兩

又

爲

疏

引

俾

僧

福

旺

耆

老

陳

思

遜

蔡

廷

敬

等

八

人

因

募

錢

穀

以

佐

之

始

工

於

是

年

之

冬

十

二

月

某

日

閒

因

歲

歉

中

輟

未

就

迨

歲

頗

稔

復

令

柯

宏

珍

者

往

督

其

成

遂

以

丁

未

之

春

三

月

某

日

落

焉

由

基

及

梁

皆

石

爲

之

長

三

十

有

二

丈

廣

丈

有

四

尺

爲

閒

十

有

五

各

衞

以

欄

坦

夷

端

直

堅

固

完

好

凡

跡

斯

地

者

去

舟

之

危

卽

橋

之

安

皆

知

爲

侯

德

所

濟

矣

迪

易

等

乃

相

率

來

泉

城

請

予

爲

之

記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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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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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二
十
六

實

焉

嗟

夫

自

有

此

水

未

有

此

橋

也

利

曠

於

昔

而

興

於

今

曠

於

昔

者

不

知

其

幾

千

百

年

而

興

於

今

者

從

容

爲

之

不

過

二

三

年

而

已

利

之

興

於

今

者

纔

二

三

年

而

其

埀

於

後

者

則

又

不

知

其

當

幾

何

年

矣

甚

矣

侯

之

知

所

以

勞

其

民

也

知

所

以

𨓜

其

民

也

昔

人

有

言

天

地

之

雷

電

草

木

人

不

能

爲

之

人

之

陶

冶

車

舟

天

地

亦

不

能

爲

之

於

此

見

人

事

之

功

用

有

可

以

補

助

化

工

之

不

及

者

橋

梁

之

利

視

陶

冶

舟

車

尤

爲

不

動

而

及

物

一

成

而

永

賴

自

孟

子

談

王

道

則

旣

以

是

爲

爲

政

者

之

首

務

矣

諸

葛

公

一

時

王

佐

於

是

實

汲

汲

焉

奈

何

世

或

至

敝

精

於

簿

書

期

會

之

閒

以

爲

非

朝

令

所

𧗲

上

司

所

督

而

置

之

得

已

之

地

於

是

民

閒

之

利

病

往

往

以

有

付

之

莫

可

奈

何

者

耳

目

所

及

感

慨

隨

之

於

是

侯

之

賢

爲

不

可

掩

而

是

記

之

作

爲

不

可

已

矣

　
白
水
橋

在

白

水

舖

明

萬

歴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楊

國

章

建

　
　
　
　
　
　
　
　
　
山
尾
橋

在

縣

東

北

　

國

朝

乾

隆

閒

邑

人

陳

扆

建

茭
市
橋

在

縣

西

　

國

朝

雍

正

閒

邑

人

黃

中

柱

建

僊
人
橋

︹
閩

書
︺
在

三

髻

山

又
邑
中
沿
溪
而
橋
有
七
其
在
溪
墘
二
橋
一
爲
布
政
張

鑛
建
一
爲
廩
生
張
翰
臣
建
其
社
仔
埕
二
橋
一
爲
胡
門

陳
八
娘
宋
紹
熙
閒
建
號
娘
子
橋
一
爲
英
德
令
張
宇
明

萬
歴
閒
建
號
鳳
岡
橋
社
後
獨
坂
橋
不
知
建
于
何
人
其

在
西
門
二
橋
一
爲

國
朝
進
士
黃
彥
標
建
一
不
知
人
至
若
縣
西
北
尖
西
嶺
大

橋
柯
溪
亭
兜
倒
橋
柯
溪
格
小
橋
嘉
貝
庴
倒
橋
不
詳
創

於
何
人
傳
洛
陽
未
橋
時
自
楓
往
泉
者
由
是
達
陳
三
壩

而
至
晉
江
境
界
今
洛
陽
旣
橋
此
爲
小
徑
故
橋
多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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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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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二
十
七

安
溪
縣

龍
津
橋

在

縣

南

黃

龍

渡

宋

紹

興

八

年

縣

令

倪

詧

始

爲

浮

橋

淳

熙

二

年

令

趙

善

竦

重

修

慶

元

五

年

令

趙

師

戩

建

石

址

木

梁

嘉

泰

二

年

令

龔

晏

始

成

之

長

六

十

八

丈

廣

二

丈

四

尺

覆

以

亭

屋

咸

淳

元

年

令

鍾

國

秀

重

修

至

元

閒

圮

明

天

順

四

年

邑

人

李

森

修

旋

圮

艤

舟

以

渡

萬

歴

二

十

九

年

知

縣

廖

同

春

就

下

流

東

臯

造

浮

橋

舟

二

十

餘

艘

三

十

五

年

知

縣

王

賢

卿

仍

造

于

龍

津

故

處

後

圮

于

水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賀

詳

重

修

匾

曰

通

濟

邑

人

稱

賀

公

橋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知

縣

徐

騰

鯨

十

五

年

知

縣

韓

曉

相

繼

修

造

又

圮

康

熙

十

二

年

知

縣

謝

宸

荃

重

建

浮

梁

後

辜

文

麟

繼

修

之

今

圮

宋

陳

宓

詩

兼

旬

積

雨

截

晴

虹

洗

出

溪

山

罨

畵

中

别

浦

漁

歌

來

暝

色

長

橋

人

語

半

秋

空

吏

閒

剩

得

三

更

月

民

阜

多

逢

五

日

風

作

計

追

陪

今

恐

後

杯

盤

隨

意

底

須

豐

國

朝

謝

宸

荃

記

自

昔

邑

以

溪

名

曷

取

乎

溪

也

意

自

邑

達

郡

仕

帆

估

舶

往

來

上

下

與

夫

粟

米

之

轉

輸

樵

蘇

之

弛

負

皆

溪

焉

是

賴

是

有

取

乎

溪

爾

然

從

永

安

迤

邐

而

東

山

徑

百

里

朝

裹

糧

而

夕

晉

江

豈

盡

從

事

於

舟

楫

乎

龍

山

南

市

屹

然

相

望

其

限

之

也

溪

實

爲

之

舍

溪

而

徒

必

截

流

以

登

使

無

以

善

是

溪

者

則

是

溪

也

利

害

相

半

邑

何

必

以

溪

著

也

山

川

邱

陵

特

地

險

之

自

然

端

賴

有

人

焉

起

而

裁

成

輔

相

之

余

叨

牧

兹

土

甫

下

車

輒

徘

徊

龍

津

之

旁

見

渉

者

爭

渡

喧

聲

如

雷

幾

有

載

胥

及

溺

之

恐

徒

杠

輿

梁

余

責

誰

諉

乎

第

以

初

莅

藍

水

舊

案

山

積

簿

書

旁

午

竊

有

志

焉

而

未

逮

也

兹

得

與

民

休

息

以

其

暇

相

度

岸

址

鳩

工

庀

材

爰

造

舟

爲

梁

披

星

帶

月

躬

自

督

率

二

十

日

而

成

雖

落

雁

臨

波

難

比

杜

預

半

規

之

式

長

螭

橫

渡

殊

慚

李

氷

七

星

之

工

然

自

此

而

揭

厲

無

艱

矣

自

此

而

溯

洄

靡

懼

矣

朝

來

入

市

不

羨

祖

龍

之

鞭

暮

欲

歸

田

可

廢

沙

棠

之

櫂

且

也

鎖

連

絶

岸

叱

馭

無

勞

梁

偃

長

空

問

津

可

免

是

溪

也

誠

有

享

其

安

瀾

而

忘

其

險

阻

者

猶

得

云

利

害

相

半

乎

然

是

役

之

興

雖

曰

人

事

亦

有

天

數

焉

余

始

議

經

營

將

復

舊

制

一

夕

溪

雨

滂

沱

昔

之

䌫

浮

梁

者

半

從

山

麓

而

出

邑

之

人

咸

加

詫

異

以

余

有

以

格

夫

山

靈

也

余

敢

貪

天

功

爲

己

力

哉

說

者

謂

邑

三

面

阻

溪

環

流

映

帶

民

物

康

阜

以

之

人

文

鉅

麗

以

之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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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二
十
八

非

設

梁

以

殺

其

流

建

亭

以

䕶

其

勢

則

邑

無

以

善

是

溪

溪

無

以

利

吾

邑

彼

潺

潺

者

又

何

取

乎

余

聞

其

言

而

韙

之

刳

木

爲

舟

數

十

有

八

上

覆

以

板

旁

設

欄

楯

閑

之

有

亭

翼

然

位

於

中

央

顏

之

曰

露

沾

霞

浮

呼

風

吸

月

一

以

表

勝

槪

一

以

新

舊

俗

此

都

人

士

庶

幾

食

溪

之

福

曉

然

于

邑

之

以

溪

名

而

誠

有

取

乎

溪

也

爰

勒

石

而

爲

之

記

鳳
池
橋

在

縣

西

常

沿

渡

接

鳳

山

宋

開

禧

閒

縣

令

楊

繩

祖

建

嘉

定

閒

令

陳

宓

易

以

石

址

橋

上

架

瓦

四

十

六

閒

邑

人

刻

石

曰

陳

公

橋

宓

以

爲

掩

前

人

美

投

石

於

湍

改

今

名

後

圮

明

李

森

重

修

今

又

圮

又

號

爲

上

椽

橋

龍

津

曰

下

椽

橋

　
　
　
　
　
　
　
　
　
大
嶺
橋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年

修

小
嶺
橋
　
　
　
　
　
　
　
　
東
園
橋

以

上

俱

在

縣

治

西

北

永
安
橋

在

縣

治

東

南

宋

僧

惠

淸

建

後

圮

　

國

朝

乾

隆

十

七

年

殷

合

重

建

格
口
橋

在

縣

治

南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里

人

謝

晉

榮

建

埔
𡑎
橋
　
　
　
　
　
　
　
　
兩
港
橋

在

縣

東

十

里

許

跨

山

坑

水

自

麗

碧

山

而

下

橫

入

於

溪

故

名

宋

淳

熙

九

年

僧

全

一

建

明

嘉

靖

六

年

令

黃

懌

重

修

俱

在

永

安

里

白
塗
橋

在

羅

渡

東

明

嘉

靖

元

年

里

人

黃

𣸸

養

重

建

大
宇
橋

跨

山

坑

接

南

安

縣

界

俱

在

長

泰

里

西
洋
橋

舊

名

官

㕔

石

橋

跨

小

溪

凡

三

十

三

閒

宋

淳

熙

閒

圮

僧

惠

明

重

建

後

屢

圮

里

人

林

紹

老

僧

一

寧

悞

冕

施

天

祐

相

繼

修

建

今

圮

　
　
　
　
　
　
高
美
橋

路

通

同

安

以

上

俱

在

依

仁

里

緣
施
橋

在

新

溪

里

蘆

汀

霞

坑

二

水

合

流

之

處

明

里

人

林

昌

始

建

石

橋

後

圮

　

國

朝

雍

正

九

年

昌

裔

孫

九

會

重

建

　
　
　
　
　
　
　
　
　
源
口
埔
頭
橋

牛
嶺
橋

以

上

俱

在

興

二

里

　
　
　
　
建
口
橋

在

常

樂

里

明

正

統

六

年

邑

人

李

森

建

今

圮

湯
頭
鞏
橋
　
　
　
　
　
　
　
馬
跡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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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二
十
九

盆
口
橋
　
　
　
　
　
　
　
　
卓
舍
橋

東
山
橋
　
　
　
　
　
　
　
　
下
坑
橋

黃
塘
橋

宋

建

明

里

人

吳

煜

重

修

以

上

俱

在

感

化

里

澚
頭
橋

大
演
橋

國

朝

康

熙

五

年

邑

人

李

夢

植

　

重

建

以

上

俱

在

來

蘇

里

仙
人
橋

在

龍

涓

里

　
　
　
　
　
　
芒
洲
橋

明

邑

人

李

森

建

金
湯
橋

國

朝

康

熙

六

年

里

　

人

李

夢

植

重

建

　
石
圳
單
坂
橋

龜
山
坑
橋

國

朝

康

熙

閒

邑

　

人

王

宗

瑛

建

　
溪
口
橋

國

朝

康

熙

七

年

邑

人

李

夢

植

重

建

改

名

魁

斗

橋

後

廢

李

培

岳

李

斌

李

光

袁

重

修

易

木

爲

石

仙
人
跳
橋

鞏
橋
　
　
　
　
　
　
　
　
　
上
任
下
任
橋

大
澚
橋
　
　
　
　
　
　
　
　
雙
濟
橋

宋

僧

普

足

建

紹

興

閒

僧

惠

華

修

開

禧

閒

邑

人

吳

遜

之

僧

了

性

重

修

今

圮

　
　
　
　
谷
口
橋

宋

僧

普

足

建

一

名

佛

口

橋

今

圮

以

上

俱

在

崇

善

里

　
　
　
　
　
　
　
　
進
德
水
尾
拱
橋

在

還

一

里

九
車
橋

在

還

二

里

常
沿
渡

在

縣

治

西

　
　
　
　
　
　
黃
龍
渡

在

縣

治

南

　

國

朝

宋

應

麟

詩

一

水

龍

津

渡

蒼

茫

晚

望

空

濤

聲

驚

宿

鳥

霜

氣

逼

殘

楓

僧

塔

明

秋

寺

漁

燈

靜

夜

篷

溪

山

容

易

畵

最

好

郭

門

東

吳
埔
渡

在

縣

治

西

北

　
　
　
　
　
薛
坂
渡

一

名

仙

苑

渡

在

在

坊

光

得

二

里

閒

凌
淵
渡

一

名

許

井

渡

　
　
　
　
　
澚
下
渡

俱

在

永

安

光

得

二

里

閒

大
洋
渡

在

新

溪

里

　
　
　
　
　
　
溪
尾
渡

在

崇

善

里



 

泉
州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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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三
十

源
口
渡
　
　
　
　
　
　
　
　
小
溪
渡

官
倉
廟
渡

俱

在

興

二

里

　
　
　
　
建
口
渡

一

名

仙

澚

渡

今

廢

河
溪
渡

縣

志

鄭

姓

世

爲

舟

以

渡

人

以

上

俱

在

常

樂

里

新
溪
渡

一

名

新

魁

渡

　
　
　
　
　
下
林
渡

縣

志

義

民

胡

欽

家

世

爲

舟

以

渡

人

一

名

黃

坂渡

　
　
　
　
　
　
　
　
　
綿
淹
渡

以

上

俱

在

感

化

來

蘇

二

里

閒

羅
渡
　
　
　
　
　
　
　
　
　
黃
家
渡

以

上

俱

在

長

泰

里

苧
園
渡

在

崇

信

里

同
安
縣

東
橋

在

城

東

朝

天

門

外

閩

書

畱

從

効

所

建

故

又

名

太

師

橋

隆

慶

府

志

橋

長

五

十

二

歩

通

水

八

門

後

圮

宋

乾

興

閒

邑

人

徐

益

修

治

平

二

年

復

圮

縣

令

阮

邈

諭

徐

氏

孫

裨

重

修

宋

朱

子

歩

東

橋

玩

月

詩

傑

閣

翔

林

杪

披

襟

此

日

閒

層

雲

生

薄

晚

凉

雨

過

空

山

地

迥

衣

裳

冷

天

高

澄

霽

還

出

門

迷

所

適

月

色

滿

林

關

又

空

山

看

雨

罷

微

歩

喜

新

凉

月

出

澄

餘

景

川

明

發

素

光

星

河

方

耿

耿

雲

樹

轉

蒼

蒼

晤

語

逢

淸

夜

兹

懷

殊

未

央

西
安
橋

在

城

西

厚

德

門

外

閩

書

宋

元

祐

閒

邑

人

許

宜

僧

宗

定

所

建

邑

有

雙

溪

會

流

于

巽

自

西

來

者

勢

尤

浩

蕩

東

橋

成

踰

百

年

西

橋

石

工

睥

睨

不

敢

致

力

一

旦

成

功

勢

雄

地

固

洛

陽

之

亞

也

隆

慶

府

志

橋

長

百

餘

丈

通

水

十

八

門

䕶

以

石

欄

上

構

亭

以

憇

行

人

嘉

定

九

年

許

巨

川

修

通

志

明

嘉

靖

閒

知

縣

葉

允

昌

修

崇

禎

閒

知

縣

熊

汝

霖

重

修

國

朝

順

治

初

燬

于

寇

僧

無

疑

募

修

者

再

康

熙

十

七

年

海

氛

起

橋

復

燬

署

縣

金

振

麟

用

杉

木

鋪

架

以

通

往

來

三

十

七

年

洪

水

暴

漲

溺

死

無

算

邑

諸

生

葉

坦

以

橋

店

壅

塞

請

于

當

事

勒

石

禁

之

雍

正

二

年

邑

人

顏

孔

輔

重

建

易

木

以

石

明

蔡

獻

臣

記

同

邑

之

南

東

西

溪

流

滙

焉

而

達

于

海

而

西

溪

之

流

尤

爲

深

濶

西

安

橋

之

造

且

修

也

自

宋

元

祐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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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橋

渡

　
　
　
三
十
一

定

閒

其

長

餘

千

尺

其

通

水

洞

二

十

二

記

所

謂

洛

陽

之

亞

也

越

我

明

嘉

靖

葉

令

允

昌

亦

嘗

修

之

矣

今

癸

酉

十

一

月

橋

西

火

而

石

洞

毁

折

者

七

民

舍

之

延

者

數

十

雨

殷

熊

侯

夜

馳

至

則

向

火

拜

𥸤

火

爲

息

已

謂

此

橋

爲

漳

泉

通

道

雖

工

大

費

鉅

烏

可

以

已

乎

哉

乃

捐

俸

百

金

而

倡

募

邑

紳

士

民

伐

石

鳩

工

邑

丞

吳

綸

程

工

甚

勤

未

幾

而

告

成

事

夾

橋

而

廛

者

整

整

一

新

而

車

馬

負

㩦

之

過

者

咸

頌

侯

德

曰

微

賢

侯

吾

儕

能

無

病

渉

乎

夫

侯

媺

政

多

矣

其

成

兹

杠

梁

砥

矢

以

爲

民

利

永

永

也

何

有

哉

邑

西

之

人

德

侯

而

謁

予

紀

其

事

予

惟

是

橋

也

創

於

宋

許

公

宜

而

二

子

楫

權

孫

升

皆

第

進

士

有

名

而

升

復

繼

公

而

修

兹

橋

載

在

邑

乘

家

譜

甚

具

蓋

有

功

德

於

民

者

必

食

報

於

天

我

侯

年

方

壯

而

未

子

予

亦

以

許

公

之

子

若

孫

爲

同

民

祝

侯

而

已

僉

曰

善

遂

書

之

侯

名

汝

霖

别

號

雨

殷

辛

未

進

士

浙

之

餘

姚

人

銅
魚
橋

在

城

南

銅

魚

門

外

閩

書

溪

中

有

石

如

雙

魚

其

色

如

銅

故

以

名

橋

宋

乾

道

閒

縣

令

雷

光

胄

修

寶

慶

閒

圮

端

平

元

年

復

修

明

成

化

初

圮

於

水

推

官

柯

漢

知

縣

張

遜

重

修

萬

歴

二

十

七

年

燬

知

縣

洪

世

俊

修

第
一
溪
橋
　
　
　
　
　
　
　
第
二
溪
橋

第
三
溪
橋

元

大

德

閒

建

崇

禎

閒

邑

人

陳

基

虞

脩

萬

歴

府

志

已

上

三

橋

俱

在

城

東

五

里

許

一

溪

逶

迤

東

赴

於

海

　
　
　
　
　
　
　
　
　
黃
岊
渡
橋

在

同

禾

里

宋

元

符

閒

建

凡

一

百

五

十

二

閒

上

覆

以

亭

曰

李

長

者

亭

今

廢

　
　
　
和
尚
橋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許

創

建

未

詳

明

萬

歴

閒

知

縣

洪

世

俊

修

後

圮

崇

禎

閒

知

縣

熊

汝

霖

重

修

明

蔡

獻

臣

記

同

安

閩

南

冠

蓋

之

衝

也

邑

西

二

十

里

許

有

石

梁

三

閒

不

知

創

自

何

年

蓋

古

禪

師

撤

舊

院

而

成

之

者

俗

稱

和

尚

橋

云

萬

歴

閒

大

令

洪

含

初

公

曾

一

修

之

庚

午

之

秋

溪

漲

橋

盡

圮

往

來

者

跋

渉

沙

水

中

明

年

漳

僧

如

應

者

請

於

邑

募

建

焉

已

復

懷

貲

逃

去

壬

申

秋

熊

令

公

雨

殷

乃

置

募

簿

屬

梵

天

寺

僧

正

敎

曰

是

嘗

造

伽

藍

祠

羅

漢

像

及

重

新

鐘

樓

藏

殿

者

而

令

公

亦

復

捐

助

以

爲

僚

屬

士

民

先

於

是

正

敎

不

愛

力

不

濫

費

伐

石

鳩

工

越

三

月

而

告

成

其

長

七

十

尺

蓋

視

昔

加

壯

而

和

尚

橋

之

名

將

復

流

傳

數

百

載

大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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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三
三

橋

之

圮

也

石

之

長

者

易

以

折

近

人

者

易

以

偸

臥

沙

者

易

以

沈

故

修

造

之

費

惟

石

最

巨

然

在

如

應

則

化

爲

烏

有

在

正

敎

則

聿

觀

厥

成

事

之

興

廢

豈

不

以

人

哉

抑

吾

同

東

西

諸

梁

小

於

此

而

就

圮

者

多

矣

安

得

如

正

敎

者

迨

兹

徧

葺

之

庶

幾

費

少

而

賴

永

也

正

敎

告

余

曰

是

役

也

我

民

實

嘉

令

公

之

賜

兹

將

建

一

刹

橋

西

而

立

石

紀

之

余

爲

書

其

事

飮
亭
橋

在

城

西

新

塘

舖

明

成

化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遜

修

　

國

朝

晉

江

施

韜

重

修

達
川
橋

在

城

西

歸

德

里

九

十

都

初

架

木

爲

梁

宋

紹

聖

三

年

僧

智

禮

易

以

石

便
安
橋

在

縣

北

沈

石

舖
︹
通

志
︺
初

名

五

馬

橋

明

嘉

靖

閒

知

縣

葉

允

昌

修

更

今

名
︹
縣

志
︺
萬

歴

三

十

五

年

通

判

陳

欽

福

修

復

圮

邑

人

陳

廷

佐

重

修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施

俊

復

修
︹
明

林

希

元

記
︺
同

安

負

山

襟

海

上

達

京

國

下

通

百

粵

七

泉

之

巨

邑

南

北

之

要

衝

孔

道

也

去

沈

井

五

里

而

近

地

曰

埧

上

有

溪

一

帶

橫

溪

爲

橋

以

渡

行

人

郡

守

經

之

因

名

五

馬

橋

據

溪

上

流

受

谿

㵎

諸

水

之

委

注

一

遇

兩

潦

則

猛

湍

衝

决

擊

嚙

故

恒

善

壞

其

路

自

南

而

北

折

而

東

行

道

迂

焉

乙

未

冬

適

橋

壞

邑

侯

后

林

葉

公

顧

而

歎

曰

善

壞

弗

安

行

迂

弗

便

弗

安

弗

便

其

曷

善

政

廼

相

地

勢

移

道

自

南

徑

屬

之

東

去

其

環

折

移

橋

於

下

流

以

避

汛

湍

爲

梁

三

接

厥

途

孔

邇

厥

橋

孔

碩

侯

顧

而

樂

曰

邇

則

弗

迂

弗

迂

則

便

碩

則

弗

壞

弗

壞

則

安

乃

更

名

便

安

於

是

耆

民

某

輩

相

率

以

記

請

次

崖

林

子

曰

吾

於

斯

橋

而

知

侯

之

政

矣

昔

先

王

疆

理

天

下

城

邑

山

川

井

野

市

里

罔

弗

條

悉

至

於

橋

梁

道

路

亦

罔

或

後

然

則

非

政

之

所

先

而

可

以

觀

政

也

侯

制

百

里

之

命

僚

佐

弗

具

政

事

如

蝟

毛

人

將

日

給

不

暇

而

顧

若

無

事

於

橋

梁

道

路

尤

有

餘

力

焉

可

謂

難

矣

侯

諱

允

昌

字

某

别

號

后

林

浙

之

慈

谿

人

　
　
　
　
　
苧
溪
橋

在

縣

西

南

仁

德

里

十

三

都
︹
隆

慶

府

志
︺
溪

源

出

白

桐

嶺

谷

中

經

蛇

蟒

所

蟠

蟄

故

其

水

多

黑

渉

者

患

瘴

癘

宋

大

觀

中

邑

人

徐

誠

始

甃

石

爲

橋

後

圮

乾

道

閒

其

孫

應

中

及

道

士

法

昌

重

修
︹
元

鄭

子

實

詩
︺
日

照

松

梢

宿

雨

乾

秋

風

剪

剪

作

輕

寒

靑

林

缺

處

雲

山

好

更

過

橋

西

仔

細

看

︹
國

朝

黃

道

泰

詩
︺
霡

霂

溪

邊

路

迢

遥

一

逕

斜

雲

橫

山

兩

段

橋

　

斷

水

三

乂

叢

竹

全

抽

筍

枯

梅

半

著

花

匆

匆

歲

云

暮

薄

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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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渡

　
　
　
三
十
三

倍

思

家

　
　
　
　
　
　
　
　
石
獅
橋

在

縣

西

南

從

順

里

四

五

都

宋

嘉

熙

二

年

里

人

許

巨

川

建

　
　
　
　
　
　
　
太
平
橋

在

縣

西

南

從

順

里

宋

嘉

定

中

里

人

許

日

新

募建

　
　
　
　
　
　
　
　
　
通
濟
橋

在

民

安

里

十

都

長

一

百

八

十

九

丈

宋

慶

歴

閒

建

淳

熙

閒

僧

善

應

修

元

泰

定

三

年

重

建

明

萬

歴

閒

蔡

雲

程

重

修

石
歩
橋

在

民

安

里

八

都

　
　
　
　
　
宏
濟
橋

在

翔

風

里

宋

建

隆

初

里

人

葉

祝

建

乾

道

閒

僧

宗

壽

淳

熙

閒

僧

慈

震

繼

修

長

一

千

三

百

丈

有

奇

浴
龍
橋

在

城

西

國

師

巖

山

㵎

上

沙
溪
異
石
橋

在

安

仁

里

十

五

都

溪

多

積

沙

輿

木

爲

梁

植

柱

易

壞

宋

建

炎

閒

里

人

方

義

修

穿

土

得

異

石

斲

而

築

之

故

名

　
　
　
　
　
　
　
日
東
橋

在

安

仁

里

　

國

朝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里

人

共

建

　
︹
國

朝

陳

思

敬

記
︺
日

東

東

鄰

鶴

浦

登

瀛

西

接

馬

鑾

諸

社

蓋

濱

海

往

來

之

衝

也

其

始

爲

桑

田

有

堤

亘

之

　

國

初

齧

于

潮

遂

爲

支

海

渉

者

病

焉

乾

隆

庚

辰

歲

馬

鑾

杜

君

天

錫

主

定

宏

坡

成

南

文

遠

司

直

王

君

世

斗

鶴

浦

鄭

君

春

殿

登

瀛

曾

君

昌

榜

及

族

叔

應

勝

倡

義

徵

募

鳩

工

伐

石

而

橋

之

爲

趾

一

百

有

十

長

一

百

四

十

七

丈

費

白

金

二

百

九

十

兩

有

奇

經

始

于

正

月

越

五

月

落

成

自

是

每

潮

汝

坦

如

康

莊

人

無

𠣻

葉

之

賦

是

不

可

無

書

也

已

若

夫

濤

怒

石

徙

堤

沒

趾

沈

堅

而

完

之

是

所

望

於

後

之

君

子

矣

其

樂

助

諸

人

以

輸

錢

差

次

如

左

洪
濟
橋

在

縣

西

北

感

化

里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晉

江

施

韜

里

人

陳

淑

選

重

建

後
埭
橋
　
　
　
　
　
　
　
　
英
溪
橋

寧
濟
橋

已

上

三

橋

俱

在

積

善

里

俱

里

人

陳

王

春

建

五
峯
橋

國

朝

康

熙

閒

晉

　

江

施

韜

建

五
通
渡

在

積

善

里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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