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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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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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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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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抗
阻
旋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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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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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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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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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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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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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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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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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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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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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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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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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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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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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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靑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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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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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
條
之
水
由
南
漕

港
經
葑
澳
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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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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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塘
而
出
婁
境
之
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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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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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港

一
西
南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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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自
西
北

傾
瀉
東
南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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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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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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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就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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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第
淸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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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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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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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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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皆
爲
建
築
物
所
侵

佔
泖
湖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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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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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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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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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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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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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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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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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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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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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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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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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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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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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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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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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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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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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於

此

築

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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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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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

遭

水

患

其

後

開

通

至

今

利

賴

等

語

則

是

通

塞

利

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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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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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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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詳

矣

今

於

呂

岡

涇

築

壩

但

留

張

涇

一

口

是

猶

啟

大

門

而

閉

其

二

門

外

雖

不

進

內

洩

亦

無

由

問

誰

能

出

不

由

戸

耶

若

以

郡

城

市

河

之

淤

墊

而

欲

截

壩

以

遏

濁

流

則

僅

省

松

郡

環

城

開

濬

之

勞

坐

使

數

十

里

民

田

受

困

其

利

害

之

孰

輕

孰

重

不

待

智

者

可

知

況

近

口

淤

淺

屢

須

疏

浚

勢

所

難

免

昔

如

范

文

正

夏

原

吉

諸

名

賢

大

濬

三

江

有

障

遏

者

並

與

開

通

惟

求

來

源

淸

水

浩

瀚

以

淸

刷

黃

但

有

深

濬

其

源

勤

疏

其

委

之

法

不

聞

塞

口

遏

流

使

心

腹

有

潰

亂

之

虞

民

田

有

關

民

命

爲

此

環

求

通

詳

各

憲

請

飭

停

壩

以

免

郡

北

各

鄕

水

患

上

裕

國

計

下

全

民

命

下

略

朱

家

鉦

等

禀

竊

查

呂

岡

涇

居

西

汊

上

流

正

當

浦

潮

之

衝

此

處

築

壩

使

浦

潮

由

二

里

涇

蔣

涇

各

口

轉

趨

東

北

環

城

市

河

十

餘

里

得

賴

潮

漲

衝

刷

泥

沙

往

來

舟

楫

較

便

前

憲

議

築

原

爲

便

民

起

見

所

謂

築

壩

之

利

賴

者

此

也

某

等

又

查

此

壩

自

雍

正

年

間

鹺

商

謀

杜

私

販

築

壩

汊

口

後

以

支

河

淺

涸

抉

壩

以

納

浦

潮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紳

士

葉

珪

等

復

於

呂

岡

築

壩

工

費

鉅

萬

二

十

九

年

蘇

松

水

災

靑

婁

毗

連

各

處

尤

以

水

無

洩

路

經

月

不

退

土

人

情

迫

未

及

禀

官

竟

將

此

壩

排

抉

刹

時

水

去

數

尺

高

區

幸

未

全

歉

此

皆

某

等

聞

見

確

眞

者

也

伏

查

靑

邑

東

南

鄕

三

十

八

保

四

十

三

保

五

十

保

等

區

皆

北

受

河

流

淸

水

南

注

黃

浦

以

爲

洩

路

西

南

泖

邊

一

帶

得

由

斜

塘

懸

星

涇

達

橫

潦

以

入

浦

東

南

鳳

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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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帶

得

由

莊

店

塘

官

渡

塘

南

逕

郡

城

達

張

涇

以

入

浦

其

靑

邑

東

鄕

自

橫

泖

以

南

朱

漊

郁

家

涇

諸

支

水

諸

家

塘

以

南

蓮

子

涇

莊

涇

諸

支

水

及

靑

邑

南

鄕

柘

澤

塘

泰

來

橋

以

南

張

涇

塘

顧

夏

塘

諸

支

水

皆

滙

入

沈

涇

塘

以

南

達

秀

州

塘

其

在

婁

境

自

橫

林

塘

迤

南

天

馬

山

橫

雲

山

一

帶

雞

鳴

涇

秀

溪

塘

橫

浦

塘

楊

籪

港

諸

支

水

皆

由

東

西

山

涇

尤

墩

港

各

口

截

古

浦

塘

達

北

姚

涇

凡

此

諸

水

皆

呂

岡

涇

之

上

流

總

滙

於

西

汊

以

入

浦

而

呂

岡

涇

其

咽

喉

也

今

吳

淞

淤

淺

北

流

絕

少

泖

梢

漲

隘

水

洩

亦

滯

呂

岡

一

帶

日

爲

湖

淸

浦

濁

衝

激

之

喉

港

面

較

前

倍

闊

水

勢

之

急

溜

可

知

若

此

處

堵

塞

則

北

來

諸

水

勢

必

繞

回

古

浦

西

流

轉

由

斜

塘

以

入

橫

潦

紆

回

不

能

暢

洩

雖

呂

岡

之

傍

東

從

二

里

涇

西

從

南

姚

涇

亦

可

稍

洩

水

勢

然

皆

支

流

淺

狹

不

容

眾

滙

靑

邑

東

南

田

最

窪

下

黃

梅

水

漲

岸

高

於

河

不

盈

數

寸

而

秧

田

反

低

尺

餘

若

蓄

洩

更

滯

水

一

漫

隄

則

東

南

數

千

頃

之

田

絕

難

戽

救

在

呂

岡

附

近

田

高

水

去

疾

彼

尙

未

覩

其

害

而

此

巳

憂

不

勝

憂

某

等

世

居

靑

邑

心

知

利

弊

所

在

不

敢

緘

默

爲

特

繪

圖

具

情

冒

昧

瀆

陳

伏

乞

俯

賜

鑒

核

據

情

轉

詳

俾

免

堵

築

以

資

蓄

洩

而

惠

農

田

不

勝

幸甚水

利

局

委

員

莫

葆

辰

署

松

江

府

知

府

姚

丙

然

婁

縣

知

縣

張

紹

文

靑

浦

縣

知

縣

錢

志

澄

會

禀

督

撫

文

上

略

卑

職

葆

辰

卑

府

丙

然

卑

職

紹

文

卑

職

志

澄

并

府

縣

紳

耆

前

詣

該

處

逐

細

查

勘

緣

古

浦

塘

坐

落

婁

境

在

郡

城

之

西

南

呂

岡

涇

距

古

浦

塘

十

二

里

距

浦

江

出

口

亦

十

二

里

古

浦

塘

開

挑

之

後

呂

岡

涇

壩

如

其

仍

舊

建

復

自

足

以

禦

渾

蓄

淸

且

免

古

浦

等

河

淤

淺

之

患

前

署

府

時

守

所

陳

開

河

築

壩

固

屬

一

勞

永

逸

之

策

第

靑

邑

東

南

鄕

之

水

多

從

古

浦

以

注

呂

岡

涇

而

達

黃

浦

是

呂

岡

涇

實

爲

松

郡

一

大

幹

河

餘

近

支

河

小

港

類

皆

紆

回

曲

折

宣

洩

不

靈

若

僅

議

築

壩

而

不

建

牐

以

資

啟

閉

郡

城

固

得

沾

淸

水

之

益

一

遇

霪

雨

則

靑

邑

低

區

洩

水

無

從

未

免

有

漫

溢

之

患

此

呂

岡

涇

築

壩

便

於

郡

城

而

不

便

於

靑

邑

之

情

形

也

若

據

目

前

光

景

而

論

古

浦

一

帶

節

節

淤

淺

舟

楫

旣

不

便

往

來

田

疇

尤

難

資

灌

漑

開

濬

誠

不

容

緩

圖

而

呂

岡

涇

之

壩

不

築

則

巳

築

則

非

石

不

爲

功

且

必

建

牐

三

洞

以

資

蓄

洩

復

查

呂

岡

涇

河

寬

三

十

丈

零

水

深

三

丈

有

餘

於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由

前

府

練

守

創

建

土

壩

共

費

錢

一

萬

餘

緡

當

時

設

立

碑

亭

有

郡

紳

張

文

和

所

立

碑

記

可

攷

現

在

沖

賸

壩

根

約

計

尙

闊

二

丈

有

餘

土

壩

之

工

已

需

萬

外

改

建

石

牐

其

費

可

知

所

以

前

次

時

守

招

雇

洋

匠

兩

次

勘

估

有

需

價

五

萬

餘

金

之

請

此

又

呂

岡

涇

宜

建

石

牐

不

宜

復

設

土

壩

之

情

形

也

卑

職

卑

府

等

會

同

商

酌

目

下

連

歲

歉

收

民

窮

財

匱

勢

難

籌

此

鉅

款

惟

有

將

古

浦

塘

河

今

冬

先

行

開

濬

呂

岡

涇

俟

日

後

籌

集

款

項

再

議

攺

建

石

牐

庶

與

婁

靑

水

利

兩

無

窒

礙

而

經

費

亦

可

從

容

籌

備

矣

下

略

兩

江

總

督

曾

批

仰

蘇

屬

水

利

工

程

局

確

核

飭

遵

仍

候

撫

部

院

批

示

江

蘇

巡

撫

衞

批

據

禀

呂

岡

涇

壩

不

築

則

巳

築

須

石

工

建

設

牐

洞

以

資

蓄

洩

等

情

工

大

費

繁

應

從

緩

議

仰

水

利

總

局

轉

飭

遵

照



ZhongYi

青
浦
縣
續
志

卷
四
山
川
上

水

五

三
十
三
年
蘇
路
公
司
謀
在
婁
境
北
姚
涇
築
壩
以
通
滬
嘉
軌
路

邑
人
以
北
姚
涇
居
呂
岡
涇
上
游
北
姚
涇
築
壩
攸
關
我
邑
農
田

水
利
與
呂
岡
涇
築
壩
無
異
因
援
舉
舊
案
函
請
變
更
計
畫
公
司

初
議
築
二
十
尺
之
橋
牐
繼
又
稱
可
展
廣
十
尺
邑
人
不
慊
蓋
以

北
姚
涇
河
面
寛
逾
三
十
丈
僅
築
三
十
尺
之
橋
牐
洩
水
斷
不
能

暢
遂
由
沈
聯
第
章
紀
綱
顧
文
棨
陳
珍
彝
及
耆
民
陳
福
全
黃
月

卿
等
先
後
禀
縣
申
詳
並
逕
向
大
吏
呼

江
督
端
方
瞀
於
利
害

偏
徇
一
方
竟
有
靜
候
官
府
商
辦
無
庸
多
瀆
之
批
語
於
是
邑
人

勢
難
復
問
而
公
司
亦
違
反
原
議
竟
將
北
姚
涇
築
壩
堵
塞
僅
開

舟
楫
不
通
之
涵
洞
別
於
其
旁
挖
一
支
河
橋
門
又
祗
有
九
丈
不

乃
北
姚
涇
河
面
三
分
之
一
自
此
東
南
諸
水
正
流
被
阻
旁
趨
不

暢
瀠
洄
停
瀦
一
遇
水
潦
氾
濫
漫
溢
貽
害
無
窮
宣
統
三
年
我
邑

受
水
災
甚
鉅
卽
其
明
證
也

附

錄

金

詠

榴

等

致

蘇

路

公

司

總

理

王

淸

穆

書

蘇

路

公

司

築

路

經

由

姚

涇

擬

於

港

中

築

一

土

壩

以

通

軌

道

第

查

姚

涇

築

壩

利

在

松

江

及

公

司

者

猶

小

害

在

靑

邑

者

甚

大

蓋

松

屬

七

縣

一

廳

性

我

靑

邑

地

形

最

低

而

東

南

農

田

又

最

窪

下

故

東

南

鄕

諸

河

支

流

全

賴

姚

涇

宣

洩

以

達

黃

浦

若

此

港

築

壩

勢

必

蓄

洩

停

滯

一

遇

黃

梅

水

漲

必

有

漫

溢

之

患

而

靑

邑

數

千

頃

之

民

田

均

受

其

困

矣

前

光

緖

十

一

年

郡

人

議

築

呂

岡

涇

壩

曾

經

闔

邑

紳

耆

禀

求

阻

止

允

建

石

牐

在

案

今

聞

路

軌

經

由

姚

涇

港

又

議

築

壩

闔

邑

驚

惶

罔

知

所

措

某

等

爲

農

田

民

命

起

見

懇

請

相

度

情

形

妥

議

做

法

非

敢

有

所

阻

撓

也

蘇

路

公

司

王

淸

穆

復

書

滬

嘉

鐵

路

所

經

河

道

凡

有

關

水

利

者

均

令

工

程

師

一

律

建

橋

松

郡

以

西

經

過

北

姚

涇

該

處

居

呂

岡

涇

上

游

爲

貴

邑

分

洩

積

水

之

要

道

某

曾

面

囑

領

袖

徐

工

程

師

預

備

橋

梁

近

接

復

函

則

巳

擬

修

二

十

尺

橋

牐

以

便

洩

水

並

無

塡

塞

之

議

今

來

函

謂

聞

公

司

又

議

築

壩

闔

邑

驚

惶

罔

知

所

措

是

必

傳

聞

失

實

致

生

疑

慮

抑

或

別

有

造

謠

之

人

借

端

與

公

司

爲

難

應

請

執

事

轉

達

同

鄕

諸

君

俾

知

公

司

決

勿

爲

拂

逆

人

情

之

事

一

面

仍

由

某

吿

知

工

程

師

再

邀

本

地

紳

耆

會

同

勘

視

商

酌

做

法

以

昭

鄭

重

席

裕

福

致

工

程

師

徐

士

遠

書

頃

據

張

君

庸

伯

金

君

劍

花

述

及

姚

涇

築

牐

一

事

丹

揆

先

生

之

意

擬

請

閣

下

於

日

內

偕

方

惟

一

翁

會

同

敝

邑

之

熟

於

該

處

水

利

者

再

行

會

勘

以

定

辦

法

云

云

從



ZhongYi

青
浦
縣
續
志

卷
四
山
川
上

水

六

表

面

觀

之

此

事

之

利

害

其

關

係

全

在

公

司

而

從

內

容

觀

之

其

責

成

又

全

在

閣

下

此

次

一

勘

尤

爲

全

局

利

害

之

關

鍵

敝

邑

地

處

低

窪

形

如

釜

底

加

以

水

利

不

修

港

多

淤

塞

全

恃

姚

涇

爲

之

洩

瀉

此

港

口

門

闊

至

三

十

丈

若

築

二

十

尺

之

橋

牐

或

從

惟

翁

之

言

展

廣

十

尺

亦

只

十

分

之

一

目

前

建

築

不

見

利

害

萬

一

黃

梅

水

漲

宣

洩

不

及

東

南

各

田

卽

成

澤

國

人

心

惶

惶

歸

咎

於

此

重

蹈

道

光

年

間

毁

壩

之

故

轍

而

閣

下

亦

擔

此

萬

口

莫

辯

之

責

任

鄙

意

不

如

仍

照

鐵

路

規

則

築

一

正

式

之

橋

以

免

後

來

口

實

在

閣

下

責

任

稍

輕

而

在

公

司

亦

不

至

拂

逆

人

情

圖

目

前

之

省

費

貽

後

日

不

可

逆

測

之

大

患

也

沈

聯

第

等

致

王

淸

穆

書

前

奉

寸

函

諒

蒙

賜

察

現

在

路

工

日

與

姚

涇

接

近

工

程

師

徐

君

及

方

惟

翁

察

勘

之

後

迄

未

宣

布

辦

法

故

鄕

父

老

益

滋

疑

懼

敝

鄕

洩

水

之

道

雖

不

止

一

姚

涇

然

西

古

浦

之

斜

塘

口

東

古

浦

之

秀

州

塘

口

久

已

淤

塞

則

在

松

人

之

明

白

水

利

者

亦

有

目

前

不

能

堵

塞

姚

涇

之

議

若

照

前

日

公

司

之

意

僅

允

放

出

二

丈

三

丈

之

口

門

夫

以

三

十

丈

之

河

面

計

之

卽

使

口

門

三

丈

亦

僅

十

分

之

一

其

去

堵

塞

也

幾

希

譬

如

人

家

天

井

中

之

陰

溝

本

來

闊

至

一

尺

忽

然

收

成

一

寸

一

旦

大

雨

滂

沱

不

及

宣

洩

有

不

侵

及

堂

堦

者

乎

今

日

公

司

路

事

巳

迫

不

及

待

橋

牐

放

寛

若

干

亦

應

明

白

宣

布

以

釋

羣

疑

公

司

爲

營

利

法

人

先

生

爲

法

人

之

理

事

法

人

有

損

害

賠

償

之

例

將

來

如

有

損

害

先

生

能

爲

公

司

卸

此

賠

償

之

責

任

乎

沾

沾

目

前

實

最

下

之

策

也

願

再

熟

權

之

沈

聯

第

章

紀

綱

等

上

江

督

禀

竊

靑

邑

地

處

低

窪

形

如

釜

底

縣

西

各

河

道

承

澱

湖

東

來

之

水

滙

於

城

壕

折

而

南

行

數

百

支

河

皆

合

注

於

婁

縣

之

橫

山

圩

卽

徐

村

圩

及

錢

家

橋

港

卽

尤

敦

港

合

流

而

趨

北

姚

涇

由

呂

岡

涇

以

達

黃

浦

此

洩

水

之

最

便

者

也

光

緖

十

一

年

間

郡

中

紳

士

藉

口

渾

潮

灌

入

罕

飮

淸

水

欲

於

北

姚

涇

之

下

游

呂

岡

涇

建

築

土

壩

旋

經

靑

邑

紳

耆

胡

見

超

及

朱

家

鉦

等

以

阻

礙

水

道

先

後

禀

請

前

任

錢

令

詳

請

免

築

奉

前

督

曾

前

撫

衞

批

令

緩

辦

等

因

各

在

案

光

緖

三

十

年

郡

人

復

有

築

壩

之

議

經

前

任

田

令

陳

前

松

府

田

而

止

蓋

北

姚

涇

河

身

徑

直

距

黃

浦

祗

十

餘

里

宣

洩

暢

利

一

朝

築

壩

則

東

南

鄕

三

千

餘

頃

之

低

田

必

有

陸

沈

之

患

而

十

餘

萬

之

民

命

寧

免

昏

墊

之

虞

是

北

姚

涇

之

通

塞

爲

靑

邑

豐

歉

之

樞

鈕

國

計

民

生

關

係

至

鉅

現

滬

嘉

路

線

適

經

此

處

某

等

屢

向

公

司

函

商

並

邀

公

司

人

員

偕

往

北

姚

涇

量

視

河

面

計

闊

三

十

丈

深

二

丈

餘

湍

流

甚

急

一

望

而

知

爲

洩

水

要

道

故

公

司

巳

允

造

橋

開

三

丈

之

橋

門

然

以

三

十

丈

之

河

面

計

之

僅

得

十

分

之

一

竊

恐

黃

梅

水

漲

不

能

暢

洩

尙

虞

泛

溢

乃

郡

人

仍

紛

陳

意

見

以

省

費

之

說

聳

動

公

司

堅

請

築

壩

公

司

竟

欲

曲

就

其

請

僅

圖

省

費

不

顧

害

農

某

等

迫

不

得

巳

環

求

俯

念

靑

邑

民

生

專

恃

農

田

姚

涇

一

河

實

爲

命

脈

轉

商

蘇

路

公

司

遵

照

逢

水

築

橋

之

例

於

北

姚

涇

築

一

正

式

之

橋

以

便

洩

水

並

須

繪

就

橋

圖

註

明

橋

門

丈

尺

移

交

靑

浦

縣

出

示

布

吿

俾

靑

邑

士

夫

知

所

適

從

而

無

知

鄕

愚

亦

可

免

於

紛

擾

一

面

檄

飭

松

江

府

及

婁

靑

二

縣

會

同

勘

視

照

章

辦

理

則

拯

救

之

恩

不



ZhongYi

青
浦
縣
續
志

卷
四
山
川
上

水

七

啻

出

水

火

而

登

袵

席

現

在

公

司

工

程

日

與

姚

涇

接

近

除

禀

縣

詳

請

外

爲

特

赴

轅

呼

不

勝

迫

切

待

命

之

至

宣
統
二
年
元
江
兩
縣
之
章
練
塘
歸
併
靑
浦
其
地
四
面
皆
水
港

汊
紛
歧
與
我
邑
西
南
條
諸
水
互
相
縈
帶
東
爲
環
橋
港
其
幹
河

也
出
泖
湖
達
松
江
由

椀

港

亦

可

出

泖

東
北
由
金
田
蕩
逕
爛
路
至
珠
街

閣
其
南
由
網
田
港
毛
練
蕩
逕
大
蒸
塘
入
白
牛
塘
西
由
新
橋
港

逕
網
埭
磚
橋
西
蔡
諸
港
而
俱
入
浙
省
之
嘉
善
縣
境
西
北
則
由

顧
家
路
逕
葉
厙
蕩
鵬
魚
蕩
以
達
金
澤
其
支
港
之
在
界
河
舊

爲

元

江

兩

縣

分

界

處

今

巳

湮

沒

列

廛

其

上

以
西
者
曰
野
貓
洞
港
曰
崇
福
蕩
一

名

鶴

蕩

又

稱

鄒

家

蕩

接

葉

厙

蕩

曰
彭
村
蕩
曰
唐
子
涇
曰
南
橫
涇
曰
馮
家
柵
港
在
界
河

以
東
者
曰
李
華
港
曰
南
珠
蕩
曰
九
曲
港
曰
靑
村
蕩
卽

南

白

蕩

曰
尤

家
涇
港
曰
南
目
港
曰
南
塘
港
曰
南
膳
圩
港
在
界
河
以
北
者
曰

黃
家
白
蕩
曰
南
大
港
曰
北
莊
河
皆
受
汾
河
之
水
分
流
以
達
四

境
者
此
其
大
較
也

治
水

光
緖
五
年
濬
蟠
龍
鎭
市
河
里

人

金

維

鼇

等

集

捐

募

工

光
緖
十
六
年
二
月
知
縣
錢
志
澄
督
修
四
鄕
圩
岸
又
捐
資
濬
珠

街
閣
鎭
市
河
初

邑

城

南

門

外

大

生

橋

因

年

久

失

修

由

知

縣

錢

志

澄

籌

捐

重

建

至

是

鎭

人

陸

世

准

等

以

珠

街

閣

市

河

淤

淺

與

城

董

吳

昌

麟

張

心

鏡

等

會

議

於

大

生

橋

捐

款

案

內

合

募

抽

撥

旋

禀

准

縣

署

興

工

開

辦

計

濬

市

河

八

百

二

十

二

丈

共

用

錢

一

千

二

百

千

文

知

縣

錢

志

澄

捐

銀

百

圓

爲

倡

十
月
江
蘇
巡
撫
剛
毅
會
同
兩
江

總
督
曾
國
荃
檄
候
補
知
府
周
蓮
督
率
軍
民
大
濬
吳
淞
江
先

是

督

辦

蘇

省

水

利

工

程

總

局

通

飭

各

縣

吳

淞

江

爲

太

湖

下

游

宣

洩

尾

閭

關

係

江

浙

兩

省

水

利

農

田

前

於

同

治

十

年

開

挑

迄

今

十

有

七

載

現

在

亟

宜

設

法

疏

濬

深

通

以

資

利

賴

第

工

程

繁

重

需

費

甚

鉅

查

從

前

開

濬

吳

淞

江

向

由

坐

落

之

上

海

嘉

定

靑

浦

及

得

沾

水

利

之

元

和

吳

江

震

澤

崑

山

新

陽

太

倉

鎭

洋

寶

山

等

十

一

州

縣

派

夫

分

段

承

挑

雖

係

厯

來

舊

章

然

勞

民

傷

財

頗

爲

地

方

之

害

此

次

應

否

照

舊

編

夫

應

役

抑

或

按

畝

攤

徵

另

雇

客

夫

挑

濬

各

州

縣

應

會

商

妥

議

如

果

以

攤

捐

爲

便

則

年

內

必

須

定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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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浦
縣
續
志

卷
四
山
川
上

治
水

八

來

年

上

忙

卽

須

隨

正

帶

徵

俾

得

及

時

舉

辦

旋

經

各

州

縣

會

商

僉

以

隨

忙

帶

徵

另

雇

客

夫

承

挑

較

爲

便

利

詳

復

此

光

緖

十

三

年

事

也

至

是

巡

撫

剛

毅

會

同

兩

江

總

督

曾

國

荃

札

調

蘇

松

鎭

總

兵

張

景

春

狼

山

鎭

總

兵

曹

德

慶

並

督

撫

標

各

營

管

帶

分

率

所

部

先

後

到

工

並

檄

侯

補

知

府

周

蓮

駐

局

辦

事

十

月

初

一

日

開

局

初

四

日

動

工

築

黃

渡

至

野

雞

墩

壩

自

黃

渡

壩

西

至

樓

棶

口

一

帶

工

段

計

長

一

千

二

百

六

十

餘

丈

除

營

勇

承

挑

九

百

餘

丈

外

餘

三

百

五

十

丈

派

沿

河

兩

岸

地

保

十

人

協

同

夫

頭

募

夫

一

千

四

百

名

挑

濬

每

夫

挑

土

五

十

方

每

方

給

錢

三

百

文

營

勇

減

半

給

賞

至

十

七

年

三

月

竣

工

自

潭

子

灣

起

至

雙

廟

上

共

長

七

千

餘

丈

共

用

庫

平

銀

十

六

萬

九

十

五

兩

有

奇

嘉

定

靑

浦

等

十

州

縣

每

畝

派

錢

五

十

文

上

海

倍

之

仍

不

敷

工

費

巡

撫

剛

毅

奏

撥

振

捐

餘

款

積

穀

息

銀

儘

數

奏

用

十
一
月
濬
華
潮
浦
吳

淞

江

支

流

之

貫

通

黃

渡

南

鎭

者

爲

華

潮

浦

是

年

十

月

開

濬

吳

淞

江

時

鎭

董

孫

起

榮

等

集

議

乘

吳

淞

江

築

壩

之

際

募

民

夫

挑

濬

十

一

月

開

工

至

明

年

二

月

竣

工

共

用

錢

一

百

五

十

千

文

有

奇

由

孫

董

等

捐

集

光
緖
十
八
年
濬
蟠
龍
鎭
市
河
里

人

程

書

鳳

等

籌

捐

募

役

冬
新
涇
巡
檢
金
汝

霖
會
同
邑
人
凌
企
翔
等
募
捐
濬
章
堰
鎭
市
河
四
百
丈
用
銀
四

百
兩

光
緖
二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知
縣
汪
瑞
曾
奉
府
札
飭
會
同
婁
縣
濬

蒲
滙
塘
帶
濬
蟠
龍
塘
小
淶
橫
瀝
三
支
河
蒲

滙

塘

自

同

治

九

年

疏

濬

後

潮

汐

往

來

泥

沙

日

積

松

府

恩

興

以

農

田

灌

漑

商

船

往

來

均

多

阻

礙

札

飭

迅

卽

會

同

婁

縣

及

早

籌

挑

知

縣

汪

瑞

曾

照

會

城

董

吳

昌

麟

方

德

泉

孫

濂

陳

光

禧

會

同

七

寶

鎭

董

張

允

臧

楊

光

霖

辦

理

工

程

因

工

長

費

鉅

照

同

治

九

年

成

案

就

沿

塘

得

沾

水

利

之

田

畝

抽

捐

分

頂

濬

協

濬

辦

法

頂

濬

三

十

五

保

每

畝

捐

錢

八

十

文

協

濬

三

十

四

保

三

十

八

保

折

糧

田

每

畝

捐

錢

四

十

文

徵

糧

田

每

畝

捐

錢

二

十

文

印

發

河

單

責

成

董

保

給

單

收

繳

十

一

月

初

三

日

開

工

靑

邑

承

挑

河

段

自

龍

歸

庵

迤

東

至

黃

泥

浜

口

長

六

百

八

十

八

丈

四

尺

面

寛

自

二

丈

九

尺

至

五

丈

三

尺

底

寛

自

一

丈

七

尺

四

寸

至

三

丈

二

尺

三

寸

八

分

深

自

三

尺

二

寸

至

五

尺

一

寸

二

分

共

挑

土

一

萬

零

二

百

七

十

一

方

七

分

三

釐

每

方

給

價

錢

二

百

文

黃

泥

浜

口

迤

東

河

段

三

百

丈

本

係

婁

縣

轄

境

咸

豐

六

年

同

治

九

年

曾

由

靑

邑

代

濬

是

年

婁

縣

欲

循

例

辦

理

靑

邑

不

允

致

啟

爭

執

奉

府

飭

各

半

分

挑

同

時

又

濬

蟠

龍

塘

北

小

淶

北

橫

瀝

三

支

河

長

一

千

五

百

九

十

一

丈

八

尺

挑

土

四

千

七

百

八

十

五

方

方

價

同

前

均

於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竣

工

併

計

雜

項

共

用

錢

六

千

五

百

十

一

千

三

百

二

十

三

文

三

十

四

保

三

十

八

保

鄕

民

於

協

濬

辦

法

公

布

後

援

據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荒

圖

免

濬

碑

文

抗

不

繳

捐

後

由

舉

人

王

家

霖

等

調

停

應

出

協

濬

捐

錢

以

六

折

收

繳

遂

致

工

費

不

敷

乃

由

知

縣

汪

瑞

曾

捐

錢

五

百

十

九

千

五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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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浦
縣
續
志

卷
四
山
川
上

治
水

九

文

補

足

之

光
緖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蘇
撫
趙
舒
翹
通
飭
疏
治
河
道
冬
知
縣
汪

瑞
曾
提
撥
冬
漕
捐
濬
河
經
費
雇
工
挑
濬
舊
靑
浦
市
河
黃
域
許

章
典
許
啟
琳
董
役
又
濬
小
蒸
鎭
市
河
踰
年
春
先
後
竣
工
邑

境

舊

靑

浦

小

蒸

鎭

及

沈

涇

塘

三

處

河

身

淤

塞

均

須

開

濬

以

工

費

浩

繁

官

紳

集

議

仿

吳

淞

海

塘

帶

捐

工

費

辦

法

就

全

縣

熟

田

項

下

每

畝

捐

錢

八

文

禀

准

上

憲

卽

於

是

年

啓

徵

冬

漕

內

帶

收

以

爲

濬

河

經

費

計

濬

舊

靑

浦

市

河

長

一

百

五

十

九

丈

五

尺

面

寬

自

二

丈

六

尺

八

寸

三

分

至

三

丈

七

尺

零

八

分

底

寬

一

丈

六

尺

一

寸

至

二

丈

二

尺

三

寸

五

分

深

自

三

尺

三

寸

至

四

尺

一

寸

挑

土

一

千

五

百

十

七

方

四

分

每

方

給

錢

二

百

文

繁

工

加

一

百

文

連

同

他

項

共

用

錢

八

百

五

十

八

千

一

百

七

十

四

文

濬

小

蒸

市

河

長

四

百

八

十

二

丈

九

尺

面

寬

二

丈

四

尺

至

四

丈

六

尺

底

寬

一

丈

六

尺

八

寸

至

二

丈

七

尺

六

寸

深

五

尺

挑

土

五

千

三

百

八

十

三

方

三

分

每

方

給

錢

二

百

文

連

同

他

項

共

用

錢

二

千

七

百

五

十

二

千

三

百

五

十

四

文

除

撥

用

冬

漕

捐

濬

河

經

費

錢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二

千

文

又

知

縣

汪

瑞

曾

捐

錢

一

百

千

文

外

餘

由

小

蒸

董

事

俞

淸

鑣

陳

南

國

田

昌

鼎

向

本

鎭

各

鋪

戸

募

集

惟

沈

涇

塘

與

婁

縣

連

界

須

與

婁

分

段

承

挑

曾

由

縣

移

請

婁

縣

會

濬

婁

縣

以

河

段

綿

長

需

費

較

鉅

境

內

有

應

濬

要

工

勢

難

兼

顧

等

語

移

復

婁

縣

旣

藉

故

推

諉

靑

邑

勢

不

能

先

自

分

挑

也

以

是

事

寢

附

錄

蘇

撫

通

飭

疏

治

河

道

文

東

南

財

賦

莫

重

於

江

蘇

年

穀

順

成

必

資

乎

水

利

故

治

蘇

以

講

求

水

利

爲

要

著

本

部

院

蒞

任

以

來

體

察

民

間

利

弊

於

疏

治

河

道

一

事

尤

注

意

焉

夫

蘇

松

常

鎭

太

等

府

州

屬

田

畝

約

以

億

萬

計

其

間

縱

浦

橫

塘

十

灣

九

曲

皆

天

然

之

溝

洫

所

以

資

蓄

洩

而

猶

不

免

於

偏

災

者

良

以

河

流

日

淺

日

就

淤

塞

並

不

及

時

疏

治

所

致

推

原

其

故

地

方

有

司

因

工

鉅

費

繁

畏

難

苟

安

者

有

之

因

循

泄

㳫

漠

不

關

心

者

亦

有

之

本

部

院

今

與

牧

令

約

限

文

到

一

月

內

詳

晰

查

議

禀

復

察

奪

本

部

院

卽

以

此

舉

證

各

屬

之

勤

惰

焉

勿

以

具

文

視

之

光
緖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汪
瑞
曾
濬
靑
嘉
連
界
之
靑
龍
江
口
計
長

三
十
二
丈
五
尺
挑
土
四
百
三
十
一
方
共
用
緡
錢
三
百
十
四
千

四
百
文
由
冬
漕
捐
濬
河
經
費
項
下
提
撥
息
錢
一
百
五
十
七
千

二
百
文
其
半
由
嘉
定
縣
位
號
三
圖
協
貼

光
緖
二
十
六
年
二
月
濬
觀
音
堂
鎭
市
河
一
百
四
十
丈
挑
土
五

百
八
十
六
方
又
濬
小
嵩
塘
自
陳
涇
口
起
至
裘
家
宅
迤
東
止
長



ZhongYi

青
浦
縣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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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百
八
十
丈
挑
土
七
百
九
十
八
方
每
方
均
給
錢
四
百
八
十
文

共
用
緡
錢
五
百
七
十
九
千
九
百
六
十
九
文
知

縣

汪

瑞

曾

捐

銀

百

元

王

洽

君

捐

銀

七

十

八

元

各

鋪

戸

捐

錢

一

百

三

十

六

千

五

百

零

八

文

不

敷

一

百

千

文

由

本

鎭

保

嬰

善

堂

墊

付

光
緖
二
十
九
年
正
月
濬
蟠
龍
鎭
市
河
一
百
丈
並
鎭
北
支
河
一

百
五
十
丈
共
挑
土
一
千
四
百
餘
方
修
築
支
河
南
岸
五
十
餘
丈

挑
土
四
百
餘
方
共
用
緡
錢
四
百
九
十
六
千
六
百
零
六
文
先

是

鎭

董

徐

宗

德

等

禀

准

知

縣

錢

國

選

提

用

二

十

八

年

二

十

九

年

濬

河

經

費

存

款

息

錢

二

百

七

十

五

千

五

百

五

十

六

文

至

是

又

就

得

沾

水

利

各

行

戸

募

捐

錢

二

百

二

十

六

千

六

百

二

十

文

收

支

相

抵

尙

餘

錢

五

千

五

百

七

十

文

爲

日

後

撈

淺

之

需

又
濬

重
固
鎭
市
河
一
百
十
五
丈
挑
土
六
百
一
方
五
分
又
濬
艾
祁
朱

墅
等
支
港
五
十
五
丈
挑
土
一
百
三
十
六
方
三
分
每
方
均
給
錢

四
百
文
共
用
銀
三
百
三
十
九
元
錢
三
百
七
十
三
千
三
百
八
十

六
文
里

人

汪

祥

龍

等

募

捐

挑

濬

先

由

知

縣

田

寶

榮

墊

錢

三

百

千

文

分

三

年

收

捐

歸

還

十
月
知
縣
田
寶

榮
督
修
四
鄕
圩
岸
並
援
業
食
佃
力
舊
例
諭
各
業
戸
本
年
每
畝

減
租
二
升

光
緖
三
十
四
年
濬
山
潯
村
港
共

用

銀

五

百

四

十

餘

圓

工

資

由

村

中

分

派

一

切

雜

費

由

西

坪

區

人

朱

斯

煌

捐

助

宣
統
二
年
十
月
知
縣
劉
有
光
會
同
婁
縣
濬
蒲
滙
塘
帶
濬
蟠
龍

塘
小
淶
橫
瀝
西
橫
塘
四
支
河
共
耗
緡
錢
一
萬
五
千
千
文
有
奇

是

年

五

月

知

縣

劉

有

光

照

會

城

廂

自

治

公

所

董

事

蔡

鍾

秀

等

會

同

七

寶

鎭

董

張

之

珍

李

然

昌

辦

理

河

工

仍

分

頂

濬

協

濬

辦

法

頂

濬

三

十

五

保

每

畝

捐

錢

二

百

六

十

文

協

濬

三

十

四

保

三

十

八

保

折

糧

田

每

畝

捐

錢

五

十

文

徴

糧

田

每

畝

捐

錢

三

十

文

刋

發

河

單

由

董

保

收

繳

自

龍

歸

庵

迤

東

至

小

淶

口

長

一

千

零

七

十

七

丈

中

有

婁

境

之

一

百

五

十

丈

以

婁

縣

經

費

難

籌

亦

由

靑

邑

暫

挑

面

寬

五

丈

二

尺

底

寬

三

丈

餘

深

七

尺

共

挑

土

一

萬

七

千

五

百

七

十

七

方

蟠

龍

塘

自

曾

家

橋

迤

北

起

至

壩

基

止

長

一

百

五

十

丈

面

寬

二

丈

九

尺

底

寬

一

丈

九

尺

深

五

尺

挑

土

二

百

二

十

五

方

北

橫

瀝

河

自

關

王

廟

橋

起

至

薄

家

橋

止

長

七

百

七

十

丈

面

寬

一

丈

八

尺

底

寬

一

丈

八

寸

深

五

尺

挑

土

二

千

三

百

二

十

七

方

北

小

淶

河

自

小

淶

橋

迤

北

至

沈

家

巷

橋

止

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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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百

零

七

尺

面

寛

二

丈

底

寛

一

丈

二

尺

深

五

尺

挑

土

一

千

二

百

零

六

方

西

橫

塘

長

一

百

五

十

丈

面

寛

三

丈

底

寛

一

丈

五

尺

深

五

尺

挑

土

六

百

二

十

五

方

附

鄰
境
上
下
流
巳
治
未
治
諸
水

光
緖
二
十
四
年
江
蘇
卽
補
道
錢
志
澄
奉
委
開
濬
太
倉
劉
家

港
靑
浦
與
派
畝
捐
初

道

光

十

四

年

蘇

撫

林

則

徐

奏

濬

劉

家

港

統

計

土

方

價

値

修

築

壩

牐

穵

廢

民

田

等

項

共

用

銀

一

十

三

萬

四

百

二

十

二

兩

九

錢

八

分

六

釐

由

同

沾

水

利

之

長

洲

元

和

吳

縣

吳

江

震

澤

崑

山

新

陽

華

亭

婁

縣

上

海

靑

浦

太

倉

鎭

洋

嘉

定

寶

山

崇

明

十

六

州

縣

分

年

按

畝

攤

徵

兼

由

太

鎭

嘉

寶

崑

新

六

州

縣

編

夫

承

挑

同

治

五

年

蘇

撫

郭

柏

蔭

續

濬

劉

家

港

計

銀

一

十

七

萬

兩

有

奇

其

編

夫

攤

徵

一

如

曩

例

至

是

由

司

道

庫

蘇

滬

兩

釐

局

借

撥

銀

十

萬

兩

作

爲

開

濬

經

費

仍

照

成

案

由

蘇

松

太

十

六

州

縣

分

忙

帶

徵

歸

款

惟

由

錢

道

禀

准

改

編

夫

爲

雇

夫

以

免

擾

民

但

開

濬

未

能

如

式

道

光

同

治

時

開

濬

劉

家

港

前

志

均

未

載

及

故

補

述

之

光
緖
二
十
二
年
九
月
迄
二
十
六
年
二
月
知
縣
汪
瑞
曾
奉
府

札
飭
移
請
婁
縣
會
濬
沈
涇
塘
者
四
移
請
嘉
定
縣
會
濬
蟠
龍

塘
者
三
二
十
九
年
二
月
知
縣
田
寶
榮
復
奉
府
札
飭
移
請
婁

嘉
兩
縣
會
濬
沈
涇
蟠
龍
二
塘
均
未
成
按

沈

涇

塘

係

婁

靑

交

界

屬

靑

邑

者

自

西

塘

橋

起

至

陳

家

厙

止

計

全

河

工

段

應

濬

五

分

之

一

蟠

龍

塘

係

嘉

上

靑

接

壤

屬

靑

邑

者

自

高

翔

港

起

至

小

淶

港

止

計

全

河

工

段

應

濬

三

分

之

一

其

實

自

吳

淞

淤

淺

水

道

南

遷

沈

涇

塘

爲

靑

邑

洩

水

要

道

之

一

當

時

雖

與

蟠

龍

塘

並

提

而

河

工

之

重

要

尤

在

蟠

龍

塘

之

上

自

光

緖

二

十

二

年

至

二

十

九

年

靑

浦

之

移

請

婁

縣

會

濬

者

凡

五

次

婁

縣

均

藉

故

請

緩

就

地

勢

言

靑

低

而

婁

高

婁

縣

受

害

較

少

就

工

段

言

靑

短

而

婁

長

婁

縣

需

費

獨

多

婁

之

所

以

觀

望

推

延

者

以

此

自

兹

以

往

厯

任

府

縣

未

有

計

及

此

項

要

工

者

提

存

之

濬

河

經

費

或

改

撥

他

項

要

需

或

借

給

地

方

自

治

之

用

至

宣

統

元

年

挪

移

已

盡

而

沈

涇

塘

之

淤

淺

如

故

且

加

甚

焉

循

閱

舊

案

別

籌

鉅

款

再

與

鄰

縣

妥

商

會

濬

方

法

以

免

靑

邑

無

窮

之

水

患

是

所

望

於

後

之

君

子補
遺

同
治
九
年
靑
浦
婁
縣
上
海
三
縣
會
濬
蒲
滙
塘
就
三
十
五
保

各
圖
按
畝
攤
捐
每
畝
五
十
文
不
足
撥
借
海
塘
經
費
補
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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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附
記

光
緖
二
十
二
年
冬
漕
帶
徵
濬
河
經
費
共
錢
五
千
四
百
八

十
七
千
文
除
撥
舊
靑
浦
濬
河
費
八
百
五
十
八
千
一
百
七

十
四
文
小
蒸
鎭
濬
河
費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二
千
文
靑
龍
江

口
濬
河
費
一
百
五
十
七
千
二
百
文
經
書
丈
量
賞
錢
三
十

二
千
文
又
提
還
二
十
一
年
開
濬
蒲
滙
塘
支
幹
各
河
時
所

借
賓
興
公
款
本
錢
五
百
九
十
六
千
八
百
一
十
九
文
息
錢

九
十
千
七
百
二
十
五
文
外
尙
餘
錢
二
千
千
文
知
縣
汪
瑞

曾
通
禀
各
憲
以
一
千
二
百
千
文
留
充
挑
濬
沈
涇
塘
之
用

八
百
千
文
留
充
挑
濬
蟠
龍
塘
之
用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交
典
生
息
常
年
八
釐
迨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邑
人
張
家
鎭
禀

請
提
撥
錢
五
百
千
文
蓋
造
北
門
外
殯
房
宣
統
元
年
邑
人

金
詠
榴
等
禀
請
借
撥
錢
一
千
五
百
千
文
籌
辦
城
廂
自
治

公
所
於
是
濬
河
經
費
之
存
款
乃
盡
至
是
項
息
錢
計
共
一

千
五
百
三
十
五
千
文
亦
由
蒲
滙
塘
河
工
本
城
市
河
蟠
龍

鎭
市
河
及
修
理
文
廟
蟠
龍
鎭
自
治
公
所
經
費
先
後
分
別

提
用
無
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