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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封
域
志

稽
古
姬
氏
膺
圖
建
爲
千
八
百
國
屬
之
職
方
氏
其
制
殊
百

里
七
十
五
十
之
壤
爲
五
等
爵
迨
嬴
秦
氏
裂
封
建
而
郡
縣

之
厥
後
累
代
相
仍
今
之
瀘
溪
不
猶
周
子
男
乎
而
以
古
盛

王
先
制
揆
之
其
散
域
中
封
土
於
𨛦
牧
也
無
小
無
大
要
爲

皇
矣
上
帝
司
茲
民
命
耳
則
保
釐
愼
固
而
奠
安
之
端
賴
良

司
牧
云
志
封
域

肇
置

從
來
風
氣
有
開
必
先
瀘
隷
南
城
舊
矣
逮
萬
暦
六
年
郡
守

王
公
之
屏
邑
令
范
公
淶
以
距
治
修
阻
遥
控
爲
艱
爰
上
闢

邑
事
宜
於
兩
臺
以
聞
得
請
遂
敕
名
瀘
溪
葢
犁
然
于
當
事

條
議
中
也
其
先
是
有
雙
鶴
飛
鳴
於
縣
治
北
識
者
異
之
若

爲
啟
瀘
來
者
號
以
鶴
城
豈
偶
然
哉

瀘
溪
古
隷
南
城
禹
貢
属
楊
州
春
秋
戰
國
秦
漢
及
唐
迭
爲
廢

置
中
更
三
國
五
季
在
郡
地
分
合
猶
因
時
異
屬
兹
土
可
知

已
南
唐
李
昇
取
吳
改
昭
武
軍
爲
撫
州
南
城
地
屬
南
唐
宋

開
寶
二
年
南
唐
升
南
城
縣
爲
建
武
軍
以
南
城
爲
附
郭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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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寳
八
年
師
下
江
南
南
城
歸
于
宋
元
豐
四
年
劇
賊
廖
恩

據
邵
武
爲
亂
知
軍
事
鄭
掞
請
設
撫
建
都
廵
檢
使
於
邑
東

北
之
瀘
溪
治
以
都
廵
檢
使
卽
今
邑
治
之
地
也
治
爲
瀘
水

環
流
故
得
名
元
因
之
明
洪
武
三
年
改
瀘
溪
都
廵
檢
使
爲

瀘
溪
廵
檢
司
設
廵
檢
一
人
知
縣
孫
文
正
建
司
署
於
廵
檢

使
所
累
朝
相
仍
以
司
盤
詰
邇
因
地
方
隔
起
府
治
一
百
六

十
里
山
谿
險
阻
治
化
難
曁
萬
暦
六
年
知
府
王
公
之
屏
知

縣
范
公
淶
議
革
廵
司
設
縣
治
白
其
狀
於
撫
按
藩
臬
諸
司

議
合
會
疏
以
　
聞
上
下
戸
部
覆
議
戸
部
奏
便
遂
得
　
請

仍
與
縣
額
爲
瀘
溪
改
廵
檢
司
於
伏
牛
市
屬
南
城
附
知
府

王
公
之
屏
申
文
節
畧
爲
鑿
往
事
竭
愚
衷
創
建
縣
治
以
靖

地
方
事
照
得
守
令
之
官
最
爲
親
民
故
府
以
綂
縣
縣
以
綂

都
都
綂
圖
里
輕
重
相
維
大
小
相
制
璧
之
人
身
以
身
使
臂

以
臂
使
指
必
血
脈
流
通
而
後
肢
體
無
患
一
有
壅
滯
小
則

癰
疽
疴
癢
大
則
痿
痺
不
仁
矣
故
縣
治
之
與
都
里
必
其
勢

相
聯
属
而
後
控
馭
便
利
百
姓
環
向
而
取
則
焉
一
有
間
隔

則
抗
違
頑
頓
之
風
起
矣
况
建
昌
之
地
辨
土
爲
山
國
民
俗

多
尚
氣
而
山
居
爲
尤
甚
附
郭
南
城
縣
地
方
廣
袤
四
百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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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各
縣
疆
界
獨
廣
爲
都
共
七
十
二
爲
里
共
二
百
三
十
五

其
自
一
都
至
五
十
五
都
俱
與
府
縣
相
連
賦
稅
訟
獄
頗
爲

易
辦
惟
五
十
六
都
至
七
十
二
都
列
府
縣
之
東
北
中
隔
金

谿
之
地
二
十
餘
里
爲
必
由
之
道
其
內
六
十
都
地
名
瀘
溪

去
府
城
一
百
六
十
餘
里
道
路
險
阻
非
二
日
不
能
達
雖
鞭

之
長
不
及
馬
腹
是
卽
一
身
而
血
脈
不
通
者
也
葢
由
該
都

去
府
窵
遠
一
應
官
務
俱
爲
不
便
兹
欲
爲
善
後
之
圖
豈
晏

然
而
不
爲
之
所
乎
查
得
撫
州
臨
川
縣
之
東
鄕
先
年
民
俗

刁
橫
訟
獄
煩
興
錢
糧
侵
拖
號
令
不
行
故
改
建
縣
治
然
世

遠
不
必
論
矣
再
查
廣
信
府
興
安
縣
葢
創
嘉
靖
近
年
也
國

初
時
浙
之
處
州
以
窑
民
避
役
携
家
穴
居
於
此
後
生
齒
漸

繁
遂
至
盤
據
山
谷
而
地
方
官
司
撫
馭
夫
宜
乃
結
夥
爲
非

當
事
者
恐
釀
日
後
之
變
遂
議
申
前
院
勘
明
題
　
准
建
爲

縣
治
目
今
盜
息
民
安
帖
然
禮
讓
之
俗
矣
然
考
該
縣
田
地

磽
瘠
人
民
稀
少
且
去
府
治
不
能
五
十
里
去
弋
陽
不
能
七

十
里
無
山
溪
之
隔
也
無
異
省
之
接
壤
也
該
府
縣
可
兼
而

治
矣
而
軫
地
方
之
慮
者
乃
預
爲
桑
土
之
謀
今
瀘
溪
之
地

視
興
安
遠
甚
而
地
里
之
寥
闊
不
啻
倍
之
況
內
隣
撫
廣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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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光
澤
中
間
金
谿
且
四
圍
頑
俗
轉
相
倣
效
而
以
南
城
縣

遥
制
之
恐
難
以
安
枕
而
無
憂
也
爲
今
之
計
似
宜
比
照
撫

州
之
東
鄕
廣
信
之
興
安
畧
定
界
址
東
扺
光
澤
南
至
大
覺

巖
西
至
白
玕
北
至
金
山
大
嶺
割
南
城
縣
五
十
六
都
至
七

十
二
都
共
一
十
七
都
田
地
錢
糧
創
制
一
縣
況
該
都
之
地

外
可
以
據
險
而
設
關
內
可
以
容
民
而
蓄
衆
近
則
西
連
各

都
可
以
因
勢
而
便
制
地
不
改
闢
民
不
改
聚
以
之
創
建
甚

爲
便
益
合
無
候
詳
允
示
覆
加
路
勘
仍
容
本
職
移
關
各
府

創
建
之
例
則
循
已
試
之
蹟
鳩
工
聚
財
經
營
董
建
則
前
所

陳
作
人
材
致
富
庻
固
封
圉
請
責
本
職
以
效
不
效
則
欺
罔

之
罪
不
敢
辭
矣
本
府
同
南
城
縣
知
縣
范
公
淶
踏
勘
縣
冶

申
文
某
年
某
月
於
瀘
溪
地
方
過
廻
歷
覽
細
加
相
度
除
横

板
華
家
圳
田
西
竹
源
鄧
方
外
自
白
玕
以
東
一
帶
隔
大
嶺

者
六
經
村
墟
者
七
岡
巒
起
伏
地
勢
開
闔
過
石
口
十
里
源

爲
廟
嶺
兩
山
峭
璧
中
夾
田
澗
則
總
三
府
之
路
會
入
瀘
溪

俱
可
設
立
關
栅
以
便
防
守
而
該
都
東
阻
光
澤
北
界
貴
溪

南
阨
新
城
考
形
勢
爲
四
塞
之
地
且
其
羣
山
擁
護
形
勢
開

展
瀘
溪
長
古
二
水
俱
發
源
於
八
閩
瀘
溪
在
其
東
由
百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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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經
入
北
流
而
帶
於
西
南
□
□
在
其
南
由
玉
佩
以
入
經

流
曲
折
而
西
合
於
瀘
溪
并
轉
西
北
折
入
養
老
峯
𪋤
隱
伏

而
出
十
里
復
東
入
初
溪
水
□
始
現
更
轉
而
入
高
阜
其
來

脉
吳
龍
右
抱
坤
龍
左
環
土
色
潤
澤
草
木
蕃
蕪
人
多
淸
整

觀
堇
荼
於
周
原
驗
川
澤
于
韓
土
該
都
風
會
似
亦
稱
聚
及

查
其
道
里
至
南
城
一
百
六
十
里
爲
舖
逓
官
道
至
金
谿
貴
溪

界
各
約
七
十
里
由
雙
畬
入
福
建
界
二
十
里
爲
商
販
山
谿

西
十
五
里
入
高
阜
於
各
都
道
里
頗
爲
適
均
又
該
職
歷
行

各
都
其
父
老
黨
里
生
童
各
項
人
等
聚
迎
者
不
約
而
至
悉

問
之
輙
同
詞
稱
便
自
逓
甘
結
收
附
在
卷
至
於
畧
縣
治
除

慶
仁
寺
官
墓
外
路
城
垣
除
跨
山
外
或
各
廢
田
畝
亦
無
退

言
且
自
謂
建
立
城
郭
則
已
田
列
爲
市
廛
亦
可
獲
利
且
經

給
示
曉
諭
□
詳
永
之
日
議
處
給
價
人
心
尤
無
不
安
總
是

數
端
則
利
害
得
失
之
故
居
然
可
觀
而
建
置
委
似
相
應
至

於
編
派
差
役
查
得
新
議
官
吏
師
生
俸
廪
各
役
工
食
春
秋

祭
祀
鄉
飮
等
項
共
銀
六
百
一
十
五
兩
九
錢
相
應
加
編
查

得
本
府
所
属
南
城
南
豐
新
城
廣
昌
四
縣
賦
役
四
差
事
宜

南
城
每
石
派
銀
三
錢
七
分
五
厘
四
毫
七
絲
二
忽
比
南
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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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
城
廣
昌
獨
輕
編
派
之
際
各
縣
民
情
常
有
不
均
之
嘆
今

照
除
前
項
新
議
官
吏
師
生
俸
廪
銀
一
百
八
十
六
兩
九
錢

於
南
城
縣
秋
糧
內
每
石
加
派
銀
八
厘
二
毫
二
絲
五
忽
九

微
外
其
柴
馬
師
生
齋
膳
夫
門
皂
舗
兵
禁
子
三
名
各
工
食

等
銀
共
三
百
九
十
六
兩
四
錢
亦
於
該
縣
四
差
均
徭
項
下

丁
糧
每
石
加
派
銀
九
厘
八
毫
三
絲
七
忽
一
微
及
量
編
鄉

飮
銀
八
兩
祭
祀
銀
二
十
四
兩
六
錢
仍
於
里
甲
項
下
丁
粮

內
每
石
加
派
銀
三
毫
九
絲
五
微
零
除
俸
糧
外
較
之
各
縣

尚
爲
輕
省
候
下
輪
大
造
之
日
查
將
各
都
田
粮
分
歸
兩
縣

照
依
今
議
則
例
編
派
徵
給
其
公
費
銀
兩
瀘
溪
偏
僻
所
費

不
多
南
城
附
府
事
務
頗
繁
合
應
照
數
微
解
府
庫
轉
發
南

城
縣
協
濟
供
應
實
無
偏
累
況
旣
經
分
縣
則
錢
粮
日
淸
獄

訟
曰
减
地
方
杜
禍
亂
之
萌
斯
民
免
輸
納
之
苦
一
勞
永
逸

似
爲
長
久
之
計
視
分
厘
之
加
增
其
利
害
得
失
不
啻
徑
庭

矣
廵
撫
都
御
史
創
公
堯
誨
廵
按
御
史
趙
公
燿
會
題
奏
疏

畧
議
照
縣
官
之
令
難
以
遠
及
而
下
民
之
情
難
以
上
達
故

往
往
化
理
之
難
皆
起
於
去
縣
遠
也
今
按
南
城
縣
瀘
溪
地

方
去
縣
一
百
六
十
里
道
路
遼
阻
山
川
過
邃
其
民
目
不
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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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府
耳
不
習
法
令
且
其
中
豬
牙
等
山
皆
稱
要
害
日
有
遊

僧
竊
據
其
地
樹
旗
集
衆
負
險
結
廬
一
號
召
輒
數
百
人
相

從
若
非
先
機
撲
滅
幾
至
燎
原
故
該
府
深
憂
遠
慮
而
爲
建

縣
之
請
誠
非
勢
之
得
已
者
也
臣
等
又
以
事
貴
謀
始
未
可

輕
易
遂
批
行
司
道
委
官
復
勘
今
據
各
官
反
復
勘
議
取
具

里
老
人
等
甘
結
稱
便
前
項
地
方
委
應
比
照
興
安
縣
事
例

創
立
縣
治
詢
謀
僉
同
該
臣
等
看
其
以
分
疆
界
則
就
其
都

圖
相
連
割
南
城
縣
一
十
七
都
丁
糧
分
隷
新
縣
仍
属
建
昌

府
管
轄
則
民
不
改
聚
而
縣
治
可
成
矣
以
計
工
費
則
原
估

銀
八
千
餘
兩
該
府
歷
歲
頗
稔
倉
榖
所
積
甚
多
量
將
一
半

易
價
可
得
銀
六
千
三
百
餘
兩
尚
欠
二
千
四
百
餘
兩
臣
等

於
節
年
解
剩
紙
贖
銀
兩
內
照
數
查
給
則
不
費
民
財
而
城

宇
可
興
矣
以
設
官
職
則
用
知
縣
一
員
典
史
一
員
敎
諭
訓

導
各
一
員
除
知
縣
典
史
敎
諭
另
　
請
銓
選
其
訓
導
臣
等

查
府
學
設
有
四
員
內
裁
省
一
員
調
補
至
於
生
徒
吏
役
俱

於
該
府
撥
給
則
員
無
冗
費
而
官
事
可
舉
矣
以
資
俸
廩
則

歲
該
銀
六
百
一
十
餘
兩
據
稱
該
府
四
縣
惟
南
城
賦
役
獨

輕
人
每
有
不
均
之
嘆
俟
大
造
之
年
止
於
糧
差
內
量
加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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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厘
卽
足
前
數
視
各
縣
猶
爲
輕
省
則
賦
無
加
重
而
經
用
有

需
矣
及
查
瀘
溪
原
設
有
廵
檢
司
旣
立
縣
治
則
廵
檢
似
爲

虛
具
據
勘
該
縣
洑
牛
地
方
水
陸
交
衝
山
溪
險
阻
盜
賊
不

時
公
行
商
民
屢
經
被
刼
卽
將
廵
檢
移
置
此
地
則
犄
角
共

成
廵
緝
有
賴
亦
計
之
得
者
也
該
府
之
所
建
議
與
司
道
各

官
之
所
復
查
臣
等
叅
詳
酌
議
竊
以
爲
事
關
永
逸
當
不
惜

乎
一
勞
患
涉
可
虞
當
豫
圖
於
未
見
況
乎
不
勞
而
成
功
不

費
而
事
舉
又
似
無
不
可
者
伏
乞
　
敕
下
該
部
再
加
查
議

如
果
臣
等
所
言
不
謬
早
爲
　
題
復
准
於
前
項
地
方
開
設

縣
治
　
欽
定
縣
名
容
臣
等
行
令
該
府
委
官
募
役
先
將
城

垣
廨
宇
刻
期
築
修
候
功
成
有
序
方
照
原
議
奏
　
請
銓
選

官
員
鑄
與
印
信
印
記
勒
令
前
來
任
事
諸
凡
事
宜
以
次
舉

行
庻
山
僻
之
墟
化
爲
城
郭
抗
悍
之
民
知
有
法
度
未
萌
之

變
以
消
無
窮
之
利
可
得
矣
緣
係
鑒
往
事
竭
愚
衷
創
建
縣

治
以
靖
地
方
事
理
合
否
未
敢
擅
便
等
因
題
奉
　
旨
是
縣

治
就
名
瀘
溪

附
申
報
明
益
府
助
工
銀
兩

建
昌
府
爲
助
工
事
萬
暦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准
益
府
長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封

域

　
　
　
　
　
　
十
一

氣
候

附

時

占

四
時
迭
運
不
應
人
事
順
厯
無
違
俯
察
仰
叅
以
求
合
乎

天
地
之
道
協
乎
節
氣
之
序
審
時
作
事
民
無
失
業
邑
之

大
務
也
烏
得
畧
諸

瀘
邑
山
高
而
源
溪
其
風
□
□
□
□
其
地
險
故
多
寒
其
區

域
去
甌
粤
稍
遠
故
暑
不
如
其
久
去
幽
薊
最
違
故
寒
不
如

其
祁

春
正
月

寒

猶

烈

上

元

後

民

卽

東

作

　
　
二
月

漸

䁔

寒

則

雨

始

漬

種

三
月

寒

退

多

風

雨

始

揷

秧

夏
四
月

廟

暑

麥

乃

有

秋

梅

雨

不

常

陰

晴

蒸

欝

石

礸

皆

□

五
月

暑

漸

盛

多

大

水

禾

始

穗

　
　
　
六
月

暑

甚

旱

禾

熟

秋
七
月

如

六

月

　
　
　
　
　
八
月

漸

凉

兼

葭

小

雨

浹

旬

乃

止

山

深

處

時

作

嵐

霧

晚

禾

始

穗

　
　
　
　
　
　
　
　
九
月

暑

退

始

霜

晚

禾

熟

冬
十
月

漸

寒

□

多

　
　
　
　
　
十
一
月

寒

甚

始

雪

十
二
月

如

十

一

月

時
占

正
月
元
日
四
方
有
黃
氣
吉
餘
則
㐫

黃

主

年

農

白

主

㐫

靑

蝗

赤

旱

□

自
元

日
至
八
日
宜
晴

一

占

雞

二

占

犬

三

猪

四

羊

五

牛

六

馬

七

人

八

榖

遇

晴

則

吉

正
月
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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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封

域

　
　
　
　
　
　
十
二

日
宜
晴

諺

云

若

問

六

種

熟

不

熟

只

看

正

月

三

個

六

元
宵
三
日
宜
晴

十

四

日

占

百

菒

十

五

日

占

晚

稱

十

六

日

占

早

稻

諺

曰

雨

打

殘

燈

碗

黏

禾

一

架

稗

二
月
以
雷
鳴
占
雨
雪

雷

鳴

驚

蟄

前

占

春

多

雪

諺

云

正

月

鳴

雷

二

月

雪

三

月

禾

秧

老

生

節

言

春

雪

主

旱

不

得

栽

揷

也

又

云

春

雪

一

百

二

十

日

後

必

有

大

水

驚

蟄

宜

寒

社

日

宜

雨

晴

則

旱

三
月
三
日
以
蛙
聲
占
田

午

前

鳴

高

田

熟

午

後

鳴

低

田熟

四
月
八
日
宜
雨

晴

則

主

大

水

諺

云

四

月

八

日

晴

魚

蝦

上

高

坪

立
夏
小
滿
日

宜
雨

諺

云

立

夏

不

下

高

田

放

罷

小

滿

不

滿

芒

種

不

管

五
月
朔
日
不
宜
東
風

東

風

終

日

米

大

貴

端
午
占
風
芒
種
占
水

諺

云

芒

種

火

燒

天

大

水

十

八

畨

夏
至
日
宜
在
中
旬

諺

云

夏

至

在

月

頭

邊

吃

又

邊

愁

夏

至

在

月

中

躭

閣

糶

榖

翁

夏

至

在

月

尾

禾

熟

米

價

起

其

日

宜

雨

主

年

豐

六
月
朔
日
不
宜
値
小
暑
大
暑

値

小

暑

大

水

値

大

暑

人

殃

六
月
三
旬
中
俱
不
宜
値
壬
子

諺

云

六

月

壬

子

歌

大

水

浸

黄

禾

以
立
秋
日
占
早
稻

諺

云

六

月

秋

要

到

秋

七

月

秋

不

到

秋

七
月
七
日
前
以
河
影
占
榖
價

沒

三

日

復

見

則

榖

賤

沒

七

日

復

見

則

榖

貴

八
月
朔
日
不
宜
晴
中
秋
月
光
則
無
魚
雲
重
則
明
歲
元
宵

多
雨

諺

云

雲

掩

中

秋

月

雨

打

上

元

燈

九
月
一
日
至
九
日
皆
宜
北
風

北

風

則

穀

賤

南

風

則

穀

貴

以

日

占

月

如

一

日

則

占

正

月

二

日

則

占

二

月

是

也

然

重

陽

日

尤

總

係

一

歲

之

貴

賤

十
月
一
日
宜
晴

諺

云

十

月

初

一

晴

柴

炭

灰

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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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封

域

　
　
　
　
　
　
十
三

是
月
宜
多
雨

諺

云

十

月

雨

連

連

高

山

也

是

田

又

云

十

月

雨

水

多

來

春

笋

必

多

以
立
冬
日
晴
雨
占
一
冬
晴
雨

諺

云

立

冬

無

雨

一

冬

晴

霜
宜
多
不
宜
太
早

多

則

來

年

豐

早

則

損

蕎

麥

十
一
月
以
南
風
久
暫
占
晴
雪

諺

云

一

日

南

風

三

日

雪

三

日

南

風

晴

皎

潔

以
雪
有
無
多
寡
占
來
歲
豐
㐫
冬
至
日
宜
靑
雲
見
於
南
方

見

則

來

年

豊

否

則

主

旱

灾

十
二
月
大
小
寒
日
以
雪
占
來
歲
大
小
暑

有

雪

則

大

小

暑

必

雨

無

則

不

雨

歲

必

旱

四
時
甲
申

雨

則

穀

貴

諺

云

四

季

不

宜

甲

申

雨

四
時
甲
子

諺

云

春

甲

子

雨

赤

早

千

里

夏

甲

子

雨

搖

船

入

市

秋

甲

子

雨

禾

生

菰

耳

冬

甲

子

雨

雪

飛

千

里

凡
旦
霧
可
以
占
是
日
晴
雨

諺

云

春

霧

晴

夏

霧

熱

秋

霧

風

冬

霧

雪

暮
電
可
以
占
次
日
晴
雨

諺

云

東

閃

日

頭

西

閃

風

要

雨

還

須

北

上

通

祥
異

災
異
葢
朕
兆
之
先
見
天
之
變
道
也
常
者
不
書
而
變
者

記
焉
竊
春
秋
意
也
但
應
之
天
下
者
在
君
應
之
一
方
者

在
牧
愼
厥
修
以
杜
其
幾
將
誰
望
耶

嘉
靖
十
九
年
大
饑
斗
米
百
錢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大
水
　
　
冬
大
疫

嘉
靖
三
十
一
年
五
月
大
水
平
地
深
丈
餘
漂
沒
民
居
數
十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封

域

　
　
　
　
　
　
十
四

家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秋
山
宼
突
經
斬
源
草
坪
陳
坊
等
處
大
掠

而
去
前
此
未
有
若
是
慘
者

嘉
靖
四
十
五
年
大
饑

隆
慶
元
年
春
日
中
有
墨
子
相
盪
是
年
民
間
譌
言
拘
刷
童

□
競
相
婚
配

萬
曆
三
年
四
月
大
火
焚
民
居
數
百
家
　
秋
無
禾

萬
曆
五
年
九
月
有
星
曳
於
西
南
色
赤
如
火
少
頃
沒
晦
日

彗
星
夕
見
西
方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乃
止

萬
曆
七
年
五
月
下
黑
黍
狀
如
樟
子
民
炊
可
食
　
六
月
雨

雪
屋
瓦
皆
積

萬
曆
八
年
六
月
雨
雹
大
如
鷄
子
屋
瓦
枝
幹
俱
折
　
七
月

地
震
聲
轟
如
雷
河
水
一
時
湧
起

萬
暦
十
六
年
大
饑

萬
曆
十
七
年
大
疫

萬
曆
三
十
一
年
三
月
大
風
雨
雹
屋
瓦
盡
裂

萬
曆
三
十
二
年
七
月
地
震
十
一
月
又
地
震
房
屋
柱
磉
響

動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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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封

域

　
　
　
　
　
　
十
五

萬
暦
三
十
七
年
大
水
淹
浸
民
房
數
尺
傷
田
損
稼

萬
暦
四
十
年
大
水
連
浸
傷
田
八
月
雨
雹
大
如
石
塊
有
稜

角
天
啟
七
年
荒
旱

崇
正
九
年
大
荒

崇
正
十
一
年
鉛
山
妖
宼
張
普
維
率
徒
黨
焚
縣
掠
城
隨
犯

府
治
至
新
橋
宫
兵
敗
之
乃
散

崇
正
十
七
年
地
太
震
民
大
疫
死
者
無
數

順
治
二
年
瀘
地
山
宼
盤
踞
挾
餉
民
無
寧
宇
十
一
月
招
降

始
靖

順
治
四
年
歲
大
䘲
人
民
饑
死
過
半

順
治
五
年
金
聲
桓
王
德
仁
㨿
省
叛
土
宼
竊
發
民
廬
盡
燬

田
疇
宿
草
士
女
仳
離
莫
此
爲
甚

順
治
六
年
宼
亂
大
荒
斗
米
六
百
錢
餓
殍
載
道
人
民
饑
死

順
治
八
年
張
自
盛
踞
大
覺
巖
集
黨
數
百
摽
掠
近
地
男
婦

逃
亡
當
事
具
聞
敕
官
眞
蕩
平
之

順
治
九
年
山
宼
嘯
聚
貴
溪
朗
港
日
掠
瀘
溪
人
民
流
離

順
治
十
一
年
連
年
兵
燹
頻
仍
土
宼
往
來
如
織
兼
罹
疾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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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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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封

域

　
　
　
　
　
　
十
六

死
者
幾
半

順
治
十
二
年
山
宼
復
聚
盤
踞
以
官
兵
追
捕
急
始
降
屯
田

道
翟
瀘
地
始
獲
安
堵

順
治
十
六
年
大
旱

康
熙
四
年
水
旱

康
熙
五
年
旱
災

康
熙
八
年
久
雪
大
風
折
木
牆
屋
多
傾
居
民
間
有
壓
死
者

康
熙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大
雪
至
二
十
八
日
始
止
人
畜

多
凍
死
竹
木
盡
折

康
熙
十
年
䖝
蝗
大
起
幾
無
粒
收

康
熙
十
一
年
旱
蝗
災
疫

康
熙
十
三
年
閩
宼
蹂
躪
百
姓
流
離
田
地
槩
荒
至
十
七
年

漸
次
開
墾
民
居
始
定
是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夜
有
赤
氣
自

北
而
南
長
約
數
十
丈
尾
散
有
星
光
沒
後
白
氣
亘
天
經

時
始
散

康
熙
十
七
年
江
機
楊
一
豹
等
嘯
聚
廣
信
銅
山
鐵
山
遁
瀘

肆
虐
復
潜
貴
溪
閔
坑
數
侵
瀘
地
焚
殺
擄
掠
十
八
年
官

兵
進
勦
江
逆
逃
聚
光
澤
嘉
禾
楊
逆
逃
聚
光
澤
山
頭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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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封

域

　
　
　
　
　
　
十
七

犄
角
成
勢
荼
毒
新
瀘
二
境
將
軍
尚
　
提
兵
擒
獲
乃
靖

秋
七
月
蝗
生
霜
降
十
月
彗
星
見
芒
如
白
練
竟
天
之
半

月
餘
乃
沒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彗
星
再
見
𦬆
微
而
短
七
月
乃
沒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夏
大
水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六
月
內
連
日
大
雨
平
地
水
漲
數
丈
溺
死

居
民
無
算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荒
歉
食
榖
每
擔
糶
銀
壹
而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荒
歉
甲
午
歳
大
凍
月
餘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七
月
大
旱
邑
侯
白
祈
雨
月
餘
始
沛
甘
霖

雍
正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連
日
暴
雨
平
地
水
深
三
尺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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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封

域

　
　
　
　
　
　
十
八

山
川

昔
禹
敷
土
之
後
卽
奠
高
山
大
川
表
山
以
爲
鎭
别
水
以

分
重
形
勝
區
也
瀘
雖
無
泰
華
河
海
之
大
觀
然
山
巒
秀

出
溪
流
縈
廻
嵩
嶽
生
申
磻
溪
毓
吕
端
有
望
焉

山
類金

竺
山

在

縣

東

一

里

有

觀

音

堂

上
沸
山

在

縣

東

一

里

石
馬
山

在

縣

南

一

里

昔

人

見

馬

踐

蹂

田

間

逐

之

入

山

故

名

魚
山

在

縣

西

一

里

腰

腹

□

益

首

尾

相

掉

以

形

得

名

平
步
山

在縣

北

有

來

鶴

亭

登
高
山

在

縣

北

一

里

驢
騾
山

在

縣

北

一

里

鄭
家
坪
山

在

縣

東

五

里

南
華
山

在

縣

東

八

里

由

嶺

而

上

坦

若

平

地

廣

數

十

畝

有

觀

劉
家
山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普

濟
山

在

縣

西

一

里

負

扆

端

居

左

右

鵠

峙

下

有

潭

淸

瑩

如

鑑

擅

西

名

勝

古
寨
山

在

縣

北

半

里

石

笋
山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其

峯

最

高

有

石

尖

圓

如

笋

張

孟

深

有

詩

五
鳯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盤

旋

昻

伏

有

回

翔

千

仞

之

像

蓮
花
山

在

縣

南

十

里

諸

峯

矗

時

高

下

相

錯

烟

雲

滃

欝

宛

若

蓮

花

方
家
山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筆
架
山

在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塔
山

山

腰

有

小

峯

峻

拔

如

塔

盧
廣
山

在縣

東

南

十

五

里

駝
頭
山

在

一

都

昻

首

盎

背

象

若

駝

金
山

在

二

者

有

五

雲

菴

芙
蓉
山

在二

都

陣
雲
山

在

三

都

五
里
山

在

二

都

靈
姑
山

在

三

都

有

長

福

菴

長
山

在三

都

白
馬
山

在

二

都

絕

嶺

有

龍

潭

界

瀘

金

二

縣

間

下

有

瑞

相

寺

裏
山

在

四

都

岐
山

在七

都

陽

谿

陳
家
山

在

九

都

都
溪
山

在

十

都

綿

亘

數

里

與

雲

溪

角

立

大
竺
山

在

九

都

本

名

大

旭

以

其

靣

東

而

最

高

也

自

山

麓

至

嶺

必

竟

日

方

達

望

遠

可

數

百

里

後

避

宋

神

宗

諱

改

大

竺

有

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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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寶
應
山

在

十

都

近

長

嶺

眞

如

寺

後

寶
劍
山

卽

尖

刀

山

在

十

都

長
慶
山

在

九

都

極

高

峻

下

有

興

梵

寺

馬
鞍
山

在

十

三

都

其

山

峻

絶

前

昂

中

凹

狀

若

馬

鞍

上
山

在

十

三

都

連

九

都

福

源
山

在

十

二

都

有

寺

東
山

在

十

一

都

南
山
蒨
山

在

八

都

潘

溪

峯
類九

龍
峯

在

縣

西

北

五

里

支

山

九

道

會

奔

於

此

有

庵

妙
高
峯

在

縣

北

五

里

有

庵

金
鵞
峰

在

縣

北

八

里

外

險

峻

而

內

寛

平

嘉

靖

壬

子

流

徒

百

餘

人

負

嵎

結

寨

肆

行

剽

掠

官

兵

追

之

始

散

舊

有

庵

今

毁

仙
師
峯

在

縣

東

十

里

有

庵

雙
螺
峯

在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兩

峯

竝

峙

特

出

雲

表

逍
遥
樓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宋

時

峯

鳴

聞

数

里

而

李

覯

生

鼓
樓
峯

在

縣

東

十

八

里

高

峻

乃

諸

山

龍

祖

有

庵

銅
斗
峯

近

石

笋

山

雙
尖
峯

在

一

都

傳

有

仙

人

下

椇

于

此

船
嶺
峯

一
都
滿
溪

瑞
溪
龔
建

金

蟬
峯

在

二

都

與

出

雲

峯

竝

峙

出
雲
峯

在

二

都

壁

立

千

仞

綿

亘

百

里

爲

金

谿

雲

林

之

祖

其

巓

時

有

雲

氣

出

沒

里

人

以

十

晴

雨

因

名

焉

上
洋
峯

在

五

都

有

大

仰

庵

黃
雀
峯

在

七

都

琵
琶

峯
在

七

都

有

菴

鸞
頭
峯

在

七

都

陽

谿

鷄
鳴
峯

在

九

都

芙
蓉
峯

在

十

都

眞

如

寺

前

三
十
六
峯

在

十

五

都

西
華
峯

在

十

四

都

有

庵

篁
竹
峯

在

十

六

都

養
老
峯

在

十

六

都

山

高

嶺

峻

爲

下

鄕

要

路

邑

侯

白

委

邱

子

俊

林

欽

士

紏

衆

建

庵

亭

砌

石

路

以

便

往

來

雍

正

七

年

燬

急

宜

修

建

以

俟

君

子

銀
屏
峯

在

十

六

都

有

庵

雙
蛾
峰

在

六

都

棟

梁

係

金

瀘

界

蔓
蘿
峯

在棟

梁

里

後

星
映
峰

在

四

都

卽

嵩

山

蓮
花
峯

坐

嶺

村

叚

中

舊

有

神

農

廟

祈

禱

必

應

塟

鄕

飮

鄭

世

綸

嶺
類鐫

嶺
距

北

関

三

里

許

原

往

下

鄕

路

由

百

戸

演

窄

狹

湾

曲

春

夏

艱

於

泥

濘

邑

庠

邱

子

俊

獨

力

開

鑿

嶺

雖

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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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而

往

來

稱

便

故

名

鐫

嶺

查
藍
嶺

在

縣

南

五

里

神
嶺

在

縣

北

五

里

長
興
嶺

在

縣

南

十

里

蔡
家
嶺

在

一

都

陶
朱
嶺

在

二

都

紙
錢
嶺

在

二

都

溪
南
嶺

在

三

都

黃
土
嶺

在

三

都

赤
境
嶺

在

三

都

輕
空
嶺

在

三

都

人

行

有

嚮

聲

馬
頭
嶺

在縣

北

五

里

三
口
嶺

在

四

都

佛
塔
嶺

在

四

都

葛
嶺

在

十

四

都

土
元
嶺

在

二

都

馬
鞭
嶺

在

七

都

三
台
嶺

在

六

都

安
畬
嶺

在

八

都

　
長
嶺

在

十

都

真

如

寺

後

其

嶺

自

嶺

村

延

袤

二

十

餘

里

牛
路
嶺

在

十

五

都

旗
坑
嶺

在

十

三

都

獅
子
嶺

螺
螄
墩

俱

十

五

都

莒

州

水

口

石
斛
嶺

新
南
往
浙
通
衢
有
將
軍
廟
鄭
廷
柱
糾

衆
捐
粮
一
石
零
年
佈
細
茶
以
止
行
渴

巖
類大

覺
巖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嶺

峻

絕

上

有

石

覆

出

成

岩

岩

生

石

柱

擎

立

分

爲

三

楹

若

三

堂

然

宏

厰

可

容

數

百

人

巖

右

嵌

石

結

禪

關

由

穴

孔

入

諸

峯

舉

遶

膝

下

嶔

崎

險

怪

莫

可

名

狀

有

遊

僧

刊

木

除

道

沿

崖

架

屋

以

妖

術

煽

惑

男

婦

後

夥

集

日

繁

僧

益

驕

肆

樹

旗

鳴

號

以

此

坐

法

今

禅

関

存

廨

舍

頺

矣

高
石
巖

在

十

六

都

風
巖

雷
公
巖
　
電
母
巖

三

巖

俱

坐

出

雲

峯

或

風

或

雷

或

電

俱

從

巖

內

微

起

布

蒲

四

方

有

諸

小

巖

出

雲

雖

天

日

晴

朗

倘

雲

出

一

線

須

臾

峯

巒

皆

蔽

燕
子
巖

在

一

都

龍
馬
巖

在

六

都

宋

時

有

龍

馬

山

房

李

旴

江

先

生

曾

講

易

於

此

南
風
巖

在

四

都

高
石
巖

在

三

溪

往

下

鄕

大

路

崎

嶇

險

峻

跋

履

甚

艱

康

熈

三

十

二

年

里

人

邱

子

俊

開

鑿

成

路

購

石

架

橋

往

來

便

甚

石
類棋

枰
石

在

縣

南

五

里

何

家

山

方

瑩

如

几

左

右

有

二

石

榻

古

蔭

遶

覆

極

便

暑

坐

交
椅
石

在

一

都

傳

爲

仙

人

開

石

列

坐

其

中

頭
巾
石

一

在

高

阜

一

在

歷

墓

攔
馬

石

在

縣

西

北

十

　

里

源

神

嶺

下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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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耳
石

在

四

都

法

水

寺

前

似

石

非

石

似

木

非

木

鑿

痕

騐

之

生

合

如

故

中

竅

淸

泉

湧

出

皷
石

在

□

都

闊

四

尺

石

腰

有

痕

若

繩

繫

之

狀

猫
兒
石

在

二

都

去

瑞

相

寺

十

里

磕
石

在

二

都

昔

□

傳

有

小

姑

仙

與

龔

王

師

角

法

師

欲

□

姑

去

路

拈

兩

石

相

□

姑

越

石

追

師

起

霧

蔽

身

令

名

其

地

爲

霧

龍

猪
婆
石

在七

都

金

谿

界

將
軍
石

在
□
三
都
□
□
邊

有
□
賦
□
□
□

雙
魚
石

在

十

三

都

姚

坊

而

城

界

鯉
魚
石

在七

都

陽

谿

烏
龜
石

在

七

都

陽

谿

紗
帽
石

在

十

六

都

朱
崖
石

在

南

隅

磜
類雲

騰
磜

在

二

都

白
水
磜

溪
類瀘

溪
發

源

福

建

黃

石

口

直

遶

縣

治

抵

三

溪

出

高

阜

止

可

通

浮

排

白

高

阜

流

入

貴

溪

三

洪

砦

口

是

口

石

峽

洶

峻

排

筏

自

上

□

下

勢

若

建

瓴

且

中

流

俱

尖

石

雜

𥪡

春

漲

□

漫

冬

涸

淺

澁

極

稱

險

阻

自

後

逹

富

樹

嶺

乃

安

流

矣

三
溪

在

十

六

都

水

通

信

州

貲

溪

縣

仙

岩

渡

梘
溪

在

東

十

里

發

源

大

覺

巖

□

龍
溪

在

五

都

發

源

高

陂

可

通

小

筏

稅
溪

在

一

都

發

自

斗

源

至

高

阜

入

瀘

水

官
溪

在

七

都

陽
谿

在

七

都

潘

溪
在

入

都

港
類南

港
在

十

五

都

發

源

福

建

經

陳

坊

流

三

溪

合

瀘

水

彭
田
港

在

十

三

都

發

源

雙

畬

至

石

峽

會

雲

溪

水

由

圳

上

會

大

源

水

出

水

口

會

姚

坊

茶

溪

二

水

過

白

□

遶

曲

澗

至

龔

家

灘

合

龍

溪

水

嶺
村
港

在

□

都

溪

源

福

建

由

察

坑

至

龍

湖

流

桐

埠

達

新

城

河

嚴
槎
港

在

一

都

發

源

出

雲

峯

一

田

二

都

雙

港

至

高

阜

會

合

溪

流

達

上

淸

大
港

在

八

都

係

昔

漕

倉

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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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澗
類椒

澗
在

縣

東

八

里

曲
澗

在

八

都

係

奎

記

旴

東

北

有

水

焉

其

流

甚

曲

両

山

夾

輔

而

去

因

以

曲

澗

名

之

潭
類禁

潭
在

十

六

都

三

溪

善
濟
潭
　
鵝
公
池
潭
　
鴨
公
池
潭

在

二

都

出

雲

峯

石

壁

四

立

名

曰

石

倉

從

穴

門

入

內

有

二

潭

傳

云

老

龍

居

潭

中

遇

旱

祈

雨

輙

應

魚
蜦
山
潭

在

十

都

普

仁

寺

山

闊

數

丈

形

如

圓

月

壁

立

萬

仞

上

有

石

磴

瀑

布

水

濁

大

則

沸

於

潭

外

淸

小

則

注

於

潭

中

是

以

潭

常

淸

澈

其

深

莫

測

人

呼

爲

海

眼

有

龍

居

之

側

有

龍

王

廟

歲

旱

以

鐵

报

潭

雨

隨

如

注

成

化

中

有

巫

者

主

壇

命

兒

投

鐵

符

於

潭

雷

雨

暴

至

一

黑

犬

迫

兒

隨

死

人

謂

龍

怒

傷

之

美
女
潭

在

十

五

都

篁

竹

峯

下

白
馬
山
龍
潭

在

二

都

白

馬

山

嶺

大
石
潭

在

北

関

三

里

許

徃

下

鄕

大

路

被

水

衝

倒

䟦

渉

險

阻

邑

人

邱

子

俊

捐

貲

修

改

以
便
往
來

東
類酒

泉
在

椒

澗

傳

昔

有

□

□

酒

里

中

日

有

道

人

造

飮

叟

不

甚

責

償

因

謂

叟

近

地

可

獲

泉

否

叟

荅

不

數

武

有

泉

穴

遂

興

叟

至

指

曰

第

投

米

一

粒

可

爲

酒

忽

不

見

自

後

客

至

叟

投

粒

米

旋

汲

泉

飮

之

咸

稱

佳

醖

叟

以

此

饒

一

日

道

人

復

過

問

酒

泉

無

恙

乎

叟

謝

曰

顧

無

糟

可

□

畜

道

人

笑

云

汝

乃

鹿

心

不

厭

若

此

便

擲

一

小

石

泉

中

不

復

酒

矣

今

行

者

以

手

掏

水

尚

作

酒

香

溫
泉

在

四

都

一

名

湯

泉

又

名

法

水

在

法

水

禪

林

之

左

昔

從

泉

口

砌

石

爲

方

池

四

尺

許

淺

深

疏

洩

任

人

消

息

四

時

水

温

如

炙

嚴

寒

尤

執

遠

近

就

浴

池

中

冬

夏

無

間

曾

聞

長

老

云

温

泉

所

出

非

一

但

他

泉

蒸

氣

多

類

硫

黄

而

此

獨

否

是

稱

奇

勝

牛
耳
泉

詳

見

牛

耳

石

靈
泉

在

六

都

東

源

廟

泉

穴

如

足

形

傳

爲

廟

神

遺

跡

苦

瘡

癬

者

汲

泉

濯

之

立

愈

一

名

聖

泉

井
類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封

域

　
　
　
　
　
　
二
十
三

魚
塘
井

在

一

都

龍
井

在

東

坑

自

然

觀

中

晉

朝

名

龍

仙

觀

觀

側

有

合

湖

湖

水

與

觀

井

通

龍

居

其

內

觀

有

鐘

甚

靈

夜

常

入

井

隱

隱

聞

闘

聲

及

旦

視

鐘

則

尚

滋

濕

尋

闘

益

數

鐘

失

所

在

因

是

名

觀

曰

龍

仙

歲

月

綿

歷

湖

漸

陸

平

惟

龍

井

至

今

猶

存

井

東

十

餘

步

有

溪

廻

流

者

曰

龍

湖

北

有

龍

墩

南

有

龍

石

龍

居

四

者

之

間

驤

首

曝

鬐

人

或

見

之

端

拱

中

鄕

民

請

龍

虎

山

道

士

汪

守

言

繼

修

香

火

鳩

財

鼎

新

觀

宇

治

平

元

年

四

月

改

賜

今

　

　

在

出

雲

峯

額

元

豐

間

貢

士

李

莘

作

記

石

刻

存

觀

中

甘

靈
井

絶

嶺

泉

極

瑩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封

域

　
　
　
　
　
　
二
十
四

風
俗

唐
勤
魏
儉
百
里
殊
風
固
無
問
乎
五
方
之
剛
柔
矣
然
汙
隆

與
化
移
易
必
道
德
一
而
後
風
俗
同
是
在
君
子
有
以
風
之

其
人
足
衣
食
俗
椎
少
機
不
肄
文
法
爲
獄
訟
事
吏
政
苛
鏖

之
百
端
卒
無
敢
言

宋

李

旴

江

集

其
民
少
商
賈
耕
織
自
給

宋

旴

江

志

其
地
山
高
而
水
淸
其
民
氣
剛
而
才
武
其
士
多
以
經
術
文

章
致
大
名

朱

元

晦

題

名

記

按
瀘
土
宜
穀
山
宜
竹
木
士
惟
篤
學
科
甲
應
時
民
務
耕
耘

各
善
治
生
畝
產
十
金
卽
沾
沾
自
足
重
遠
行
不
爲
商
賈
雖

不
甚
當
而
亦
無
饑
餒
婦
女
以
紡
織
習
勞
不
事
治
容
媟
嫚

其
山
環
聳
其
水
淸
淺
故
氣
高
好
勝
而
多
情
愫
質
美
好
文

而
少
財
蓄
至
或
吉
或
㐫
必
賀
必
吊
冠
婚
喪
祭
親
僯
助
遺

族
力
稍
充
必
立
宗
祠
墓
祭
之
田
葬
雖
泥
堪
輿
家
亦
無
停

暴
數
歲
者
最
敝
者
睚
眦
小
忿
服
毒
自
縊
被
告
之
家
輙
傾

貲
產
開
縣
以
來
知
縣
梁
應
掄
汪
雲
鵬
二
公
獨
能
審
虛
不

究
埋
葬
不
追
非
惟
安
生
亦
以
禁
死
此
風
稍
息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封

域

　
　
　
　
　
　
二
十
五

四
時
土
俗
大
畧
附

歲
首

男

婦

夙

興

各

整

服

拜

天

地

祖

先

畢

以

序

拜

尊

長

然

後

出

與

族

親

僯

里

交

賀

逓

茶

稍

疏

者

报

刺

交

錯

兄

弟

叔

侄

輪

日

設

春

酒

爲

慶

新

年

新
春

觀

土

牛

以

牛

首

紅

白

等

色

占

水

火

疾

疫

等

事

以

勾

𦬆

神

鞋

帽

占

寒

燠

晴雨

元
宵

各

家

張

燈

民

間

隊

結

紙

燈

競

迎

街

市

驚
蟄

以

秫

穀

投

焦

釜

爆

之

以

花

而

妍

者

吉

以

石

灰

少

許

置

柱

礎

爲

不

生

䖝

蟻

花
朝

人

家

多

行

婚

禮

彷

古

仲

春

合

男

女

水

判

之

意

也

春
分

先

後

數

日

分

移

各

項

花

木

祭
社

邨

堡

醵

錢

爲

會

必

於

社

廟

春

曰

祈

秋

曰

報

李

覯

有

詩

淸
明

先

一

日

爲

寒

食

家

展

先

墓

除

草

覆

土

自

是

日

起

至

穀

雨

日

止

各

具

牲

醪

糍

餅

祭

諸

先

世

墓

以

竹

懸

楮

錢

揷

于

墓

上

謂

之

醮

墳

穀
雨

求

嗣

者

多

于

是

日

禮

神

取

生

育

之

義

四
月
八
日

是

日

各

餵

牛

於

家

不

耕

田

端
午

午

時

貼

門

符

縳

艾

人

啖

角

黍

浮

雄

黃

酒

菖

蒲

酒

小

兒

將

菖

蒲

葉

繫

腰

謂

能

辟

邪

百

草

水

浴

不

生

疥

六
月
六
日

家晒

衣

服

書

籍

以

去

䖝

蠧

七
夕
　
中
元

俗

謂

鬼

節

設

齋

僧

會

薦

亡

曰

孟

蘭

會

社
日

農

家

報

賽

社

神

中
秋

是

夜

家

具

酒

謂

之

賞

月

多

用

西

瓜

圓

餅

取

月

圓

之

義

九
日

用

細

果

及

各

肉

蒸

米

糕

相

餽

設

宴

會

飮

茱

萸

酒

相

拉

登

高

爲

樂

十
月
一
日

先

是

人

家

多

用

㝠

衣

楮

錢

於

各

墳

墓

燒

化

謂

之

送

寒

衣

冬

至
大

族

行

祭

始

祖

禮

官

府

士

夫

相

賀

俗

以

爲

重

釀

冬

酒

醇

倍

尋

常

臘
月
掃
屋
塵
祀
灶

多用

二

十

五

日

歲
除

家

設

酒

殽

祭

祖

先

及

土

神

畢

會

飮

吹

簫

擊

鼓

黏

貼

桃

符

放

爆

竹

謂

辟

鬼

或

列

炭

數

行

燒

辟

瘟

丹

圍

爐

坐

更

次

畢

謂

之

守

歲

街
市

古
者
度
地
居
民
民
因
所
居
名
地
或
以
名
街
所
由
來
矣

至
於
日
中
爲
市
懋
遷
有
無
化
居
奢
儉
貞
滛
於
斯
焉
辨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封

域

　
　
　
　
　
　
二
十
六

轉
移
利
導
□
於
□
民
者
是
望
乎

街
類十

字
街

在

縣

前

東
街
　
西
街
　
南
街
　
北
街
　
學
前
街

近南

門

瀘
頭
街

在

東

門

外

司
前
街

在

北

門

外

高
阜
街

在

一

都

嵩
溪
街

在

四

都

桐
埠
街

在

十

都

市
類斬

源
市

在

十

五

都

草
坪
市

在

十

　

都

□
林
市

在

九

都

鎭
類楓

林
鎭

在

六

都

砦
類都

廵
砦
　
河
陽
砦

在

三

都

西
洋
砦

在

十

都

鄒
家
砦

春

十

三

都

三

砦

皆

昔

土

民

自

立

爲

守

望

之

所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一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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