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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宜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兵

衛

袁

地

竟

江

以

西

接

湖

湘

瀏

陽

上

高

諸

境

盜

出

没

時

警

明

初

歐

黄

內

附

師

徒

雲

集

又

招

䧏

山

寨

諸

人

置

袁

衛

以

隷

之

袁

衛

非

守

衛

兵

也

後

承

平

日

久

設

民

兵

若

干

爲

守

禦

廪

食

有

常

額

平

時

除

閲

操

登

城

外

無

所

事

事

一

遇

有

警

調

遣

不

能

用

命

崇

禎

丁

丑

臨

藍

冦

變

猶

用

民

兵

守

城

觧

圍

後

創

設

守

僃

一

員

挑

選

民

兵

及

招

募

壯

勇

共

八

百

名

駐

扎

東

關

敎

塲

南

邊

大

街

之

右

癸

未

冦

亂

益

熾

甲

巾

始

添

設

叅

將

都

司

二

員

騂

扎

北

關

國

朝

定

鼎

爰

設

協

鎭

駐

防

轄

兵

一

千

六

百

名

除

奉

調

別

省

外

止

九

百

名

駐

防

後

始

額

定

捌

百

名

又

經

甲

寅

大

變

添

設

袁

臨

總

兵

辛

酉

冦

平

仍

設

袁

臨

協

鎭

兵

復

舊

制

國

初

袁

州

協

鎭

設

副

將

一

員

都

司

二

員

守

僃

二

員

千

總

四

員

把

總

八

員

轄

戰

守

馬

步

兵

一

千

六

百

名

歲

糜

俸

餉

銀

三

萬

二

千

八

百

兩

有

竒

順

治

十

三

年

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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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

江

西

御

史

笪

重

光

據

分

守

湖

西

道

田

厥

茂

議

疏

請

裁

將

領

以

省

虛

糜

以

裨

實

用

其

畧

曰

設

兵

原

以

固

圉

設

將

原

以

練

兵

兵

不

知

簡

將

不

習

兵

是

以

兵

與

敵

也

袁

協

鎭

兵

一

千

六

百

名

今

奉

調

閩

楚

併

缺

額

共

六

百

九

十

餘

名

實

在

兵

丁

止

九

百

餘

名

而

猶

設

兩

都

司

兩

守

僃

四

千

總

八

把

總

不

幾

十

羊

九

牧

乎

兵

欲

足

額

非

招

募

不

可

而

招

募

實

難

別

營

之

逃

卒

旣

無

籍

可

稽

土

著

之

懦

夫

雖

有

稽

無

用

計

莫

若

擇

土

著

之

精

強

者

招

補

足

一

千

名

之

數

仍

以

副

將

弹

壓

而

止

以

一

都

司

一

守

僃

二

千

總

四

把

總

分

理

之

相

地

置

兵

因

兵

設

將

此

亦

兵

將

之

適

得

其

平

也

疏

奏

　

詔

可

之

於

是

始

議

畱

都

司

一

員

守

僃

一

員

千

縂

二

員

把

縂

四

員

而

兵

制

漸

定

無

糜

餉

之

患

矣

附

癸

巳

年

袁

推

官

王

延

裪

兵

議

　

按

袁

郡

在

承

平

時

止

有

團

操

民

兵

三

百

一

十

八

名

分

防

郡

縣

以

及

挿

嶺

慈

化

兩

隘

每

名

工

食

歲

八

兩

六

錢

四

分

守

令

提

調

不

敢

恣

横

迨

崇

禎

六

年

流

賊

四

起

知

府

田

有

年

始

詳

設

標

兵

百

名

把

縂

一

哨

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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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

領

以

防

萍

鄕

之

挿

嶺

關

又

編

僧

兵

百

名

更

番

以

防

慈

化

喝

斷

山

挑

選

衛

軍

之

壯

者

給

以

雙

糧

使

互

相

城

守

是

猶

無

損

於

公

家

也

崇

禎

十

年

流

冦

犯

袁

府

屬

紳

衿

議

設

義

兵

宜

春

萍

鄕

各

三

百

分

萬

各

二

百

士

民

炤

糧

助

餉

崇

禎

十

一

年

撫

院

解

公

發

省

營

兵

四

百

名

使

把

縂

一

員

哨

官

四

員

統

之

屯

萍

鄕

西

城

外

十

六

年

獻

賊

犯

袁

縂

鎭

左

良

玉

兵

踵

至

追

逐

於

是

賊

梳

兵

箆

地

方

騷

然

矣

十

七

年

因

萬

載

天

井

窩

賊

之

亂

餘

孽

未

靖

江

督

袁

繼

咸

遣

標

將

謝

騰

雲

率

兵

千

餘

鎭

袁

大

清

定

鼎

袁

土

初

入

版

圖

長

沙

尚

未

向

化

所

在

伏

莾

竊

發

委

將

郭

天

才

鎭

袁

兵

丁

厮

役

等

共

二

萬

餘

名

順

治

三

年

部

推

副

將

尚

登

第

協

守

始

有

專

官

見

設

兵

將

每

年

約

俸

餉

銀

三

萬

二

千

八

百

兩

有

零

此

袁

郡

設

官

之

原

委

也

今

外

患

內

憂

均

難

弛

僃

然

去

歲

隣

警

仍

求

外

援

潯

鎭

兵

來

但

聞

擄

掠

蘇

都

司

防

禦

萍

鄕

所

部

土

兵

盡

逃

止

統

親

丁

捍

禦

幾

罹

不

測

土

兵

之

緩

急

不

足

恃

卽

此

槩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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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故

知

將

不

在

高

御

而

在

□

□

兵

不

在

多

寡

□

□

精

練

果

能

實

心

簡

練

不

□

虛

糧

堪

戰

之

兵

雖

數

百

可

也

多

復

何

益

倘

謂

兵

少

則

戰

守

難

兼

顧

不

知

守

兵

在

城

何

嘗

登

陴

警

夜

白

晝

游

行

里

巷

或

邀

截

柴

米

蔬

菜

或

壓

買

雞

豚

砍

伐

樹

木

或

離

伍

貿

易

串

引

叛

僕

且

一

隷

兵

籍

卽

逋

抗

錢

糧

甚

有

族

黨

姻

戚

俱

爲

包

逋

使

長

吏

束

手

而

莫

可

問

又

有

歩

垊

一

委

以

千

把

之

職

卽

乘

馬

葢

黄

抗

揖

長

吏

至

有

操

其

長

短

者

兵

丁

卽

守

令

薪

米

攘

奪

不

恕

平

民

可

知

也

此

軰

肆

横

監

司

亦

未

遽

行

法

則

守

令

可

知

也

戰

守

機

宜

府

縣

槩

不

與

聞

一

有

疎

虞

不

免

先

受

處

分

恐

府

縣

亦

不

任

受

也

今

欲

使

兵

民

相

安

莫

若

使

兵

有

制

而

畏

法

欲

兵

有

制

而

畏

法

莫

若

使

之

禀

令

於

府

正

設

守

僃

一

員

千

縂

二

把

縂

四

兵

一

千

名

以

三

百

駐

萍

鄕

□

千

縂

統

之

令

分

防

挿

嶺

慈

化

喝

斷

山

等

處

二

百

騂

萬

載

一

把

縂

統

之

防

湖

南

瀏

陽

一

百

駐

分

宜

亦

一

把

縂

統

之

以

僃

不

虞

四

百

駐

府

城

擁

衛

根

本

不

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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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策

應

知

府

縂

其

大

綱

各

縣

分

其

訓

練

兵

不

擾

民

民

不

苦

兵

一

旦

有

㥯

可

恃

以

無

恐

矣

大

敎

塲

　

在

縣

治

東

宜

陽

門

外

將

臺

一

所

演

武

亭

三

間

明

景

泰

七

年

立

嘉

靖

中

移

亭

東

面

割

地

一

十

五

畞

與

嚴

氏

後

復

入

官

　

左

関

王

廟

計

二

進

小

敎

場

　

在

東

門

內

宜

陽

坊

報

恩

寺

西

偏

係

預

偹

倉

并

軍

器

局

舊

基

順

治

年

間

建

爲

敎

塲

中

𥪡

演

武

亭

三

大

間

兩

腋

屋

各

一

所

東

西

各

造

營

房

直

至

轅

門

止

西

房

帶

有

民

基

無

從

查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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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武

勲

明歐

祥

一

名

普

祥

初

事

僞

天

完

徐

壽

輝

爲

將

至

正

壬

辰

祥

陷

袁

州

壽

輝

以

祥

統

兵

守

禦

其

地

庚

子

五

月

陳

友

諒

殺

壽

輝

僭

帝

祥

屬

焉

然

耻

友

諒

所

爲

不

樂

爲

用

辛

丑

八

月

明

大

祖

帥

師

討

友

諒

拔

江

州

祥

遣

使

以

地

䧏

壬

寅

正

月

上

至

南

昌

祥

率

衆

來

見

封

袁

國

公

俾

仍

守

舊

鎭

預

征

討

尋

率

師

取

撫

州

等

郡

又

從

克

武

昌

甲

辰

三

月

上

遣

使

以

書

諭

祥

及

江

西

守

將

鄧

愈

曰

贑

州

熊

天

瑞

納

欵

受

賜

不

期

背

違

初

言

輕

擾

地

方

理

宜

聲

討

今

命

袁

國

公

將

劉

右

丞

黄

叅

政

等

軍

馬

盡

數

調

遣

悉

聽

縂

兵

官

鄧

愈

節

制

攻

討

未

幾

贑

州

平

是

時

江

右

郡

縣

多

叛

祥

與

黄

叅

政

彬

討

之

多

預

有

功

黄

彬

不

詳

其

邑

里

元

季

以

兵

從

徐

壽

輝

攻

畧

歲

壬

辰

壽

輝

遣

歐

祥

陷

袁

州

遂

命

守

禦

以

彬

爲

副

將

庚

子

陳

友

諒

殺

壽

輝

僭

號

彬

亦

屬

焉

明

大

祖

旣

破

友

諒

拔

江

州

至

南

昌

彬

率

衆

䧏

授

江

西

等

處

中

書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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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知

政

事

握

兵

從

征

是

年

取

新

淦

克

復

南

昌

削

平

永

新

周

安

山

寨

癸

卯

四

月

友

諒

悉

兵

圍

南

昌

且

三

月

守

臣

告

㥯

七

月

上

帥

彬

及

諸

將

往

援

遇

冦

兵

於

鄱

陽

湖

大

戰

康

郞

山

連

勝

之

相

持

月

餘

友

諒

敗

死

其

子

理

復

奔

武

昌

自

立

甲

辰

二

月

攻

克

武

昌

江

漢

諸

郡

皆

嚮

附

以

功

進

階

中

奉

大

夫

贑

州

熊

天

瑞

負

固

又

從

江

西

守

將

鄧

愈

袁

國

公

歐

祥

將

兵

討

平

彬

功

爲

多

丙

午

丁

未

連

鎭

行

省

洪

武

元

年

六

月

江

西

諸

山

寨

逋

卒

多

逃

竄

爲

民

患

詔

彬

統

所

部

兵

移

鎭

袁

州

以

招

集

之

彬

至

下

令

有

來

歸

願

從

軍

者

聽

其

補

伍

願

還

農

者

放

免

復

業

皆

給

糧

以

資

由

是

遠

近

聞

風

來

者

不

可

勝

計

置

袁

州

衛

以

隷

之

二

年

十

二

月

賞

守

禦

功

賜

白

金

文

幣

三

年

十

一

月

大

封

功

臣

授

開

國

輔

運

推

誠

宣

力

武

臣

榮

祿

大

夫

柱

國

封

宜

春

侯

食

祿

九

百

石

賜

鐡

劵

仍

賜

文

綺

及

帛

二

十

疋

詔

討

贑

州

上

猶

縣

山

冦

十

一

年

春

詔

與

湯

和

率

步

騎

駐

臨

清

僃

邊

未

幾

召

還

後

數

年

卒

韋

富

湖

廣

黄

岡

人

歐

祥

部

屬

歸

附

後

授

袁

州

衛

千

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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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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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尋

陞

指

揮

僉

事

衛

治

剙

建

多

其

績

洪

武

二

年

以

擒

宋

赤

脚

功

陞

指

揮

同

知

九

年

調

遼

東

金

州

石

原

鳳

陽

定

遠

人

明

初

從

軍

渡

江

授

岳

州

衛

百

戸

尋

陞

襄

陽

千

戸

洪

武

十

七

年

以

征

雲

南

功

陞

袁

州

衛

指

揮

僉

事

前

後

征

廣

東

俘

䤋

甚

衆

以

疾

卒

子

玉

襲

陞

指

揮

使

玉

子

偉

通

大

義

存

恤

士

卒

境

內

鎭

靜

尤

樂

事

詩

書

以

文

濟

武

名

所

㞐

堂

巨

思

勲

邵

昱

合

肥

人

父

富

明

初

從

渡

江

以

勲

累

進

京

衛

指

揮

旣

老

昱

代

之

授

袁

州

衛

中

所

千

戸

常

領

軍

從

征

湖

南

及

兩

廣

蠻

洞

有

功

一

日

大

祖

念

富

父

子

忠

勲

召

至

京

特

晋

陞

爲

袁

州

衛

指

揮

使

俾

掌

印

富

遜

石

原

子

玉

上

嘉

之

遂

世

襲

指

揮

同

知

指

揮

余

成

卽

余

慶

子

宣

德

二

年

征

交

趾

死

之

世

襲

指

揮

周

經

死

於

陣

贈

都

指

揮

僉

事

世

襲

指

揮

刁

琛

父

死

於

姚

源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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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二

十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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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國

朝

武

勲

并

勦

棚

冦

始

末

甲

寅

四

月

棚

冦

猖

獗

協

鎭

趙

遣

守

僃

陳

素

綸

楊

明

實

帶

領

官

兵

前

往

慈

化

各

地

方

堵

截

六

月

十

一

日

遣

守

僃

陳

素

綸

千

縂

金

明

俊

等

綂

領

馬

歩

官

兵

進

勦

三

關

九

啚

十

三

日

陣

斬

賊

首

朱

益

吾

逆

侄

朱

翰

苑

直

搗

巢

穴

陣

擒

賊

首

李

念

松

李

贍

我

七

月

初

五

日

又

遣

千

縂

趙

光

正

汪

國

樑

等

征

勦

慈

化

黄

塘

楚

山

泉

坑

等

處

十

月

賊

焚

掠

錢

塘

等

處

十

四

日

遣

守

僃

楊

朋

實

前

往

勦

殺

百

餘

人

活

擒

□

八

名

十

月

賊

據

萬

載

城

餘

黨

分

踞

善

和

鄕

荆

橋

等

處

二

十

一

日

縂

鎭

趙

親

統

官

兵

會

同

都

統

穆

前

往

荊

橋

地

方

撲

勦

僞

總

兵

左

宗

榜

陣

斬

逆

賊

五

百

有

餘

活

擒

五

十

餘

名

公

審

正

法

二

十

二

日

隨

統

滿

漢

官

兵

前

往

萬

載

陣

斬

逆

賊

數

百

活

擒

賊

首

丘

以

祥

僞

知

縣

童

聖

功

恢

復

萬

載

縣

城

池

十

一

月

棚

冦

帶

引

逆

賊

僞

掛

印

將

軍

朱

僞

縂

兵

黄

乃

忠

等

由

西

村

一

帶

逼

近

郡

城

初

三

日

縂

鎭

趙

會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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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武

勲

　

　

　

十

都

統
□公

統

領

滿

漢

官

兵

前

往

堵

勦

陣

斬

數

千

級

初

四

日

檄

令

防

萬

逰

擊

陳

素

綸

撲

勦

萬

載

逆

賊

陣

斬

僞

監

軍

道

盧

景

岱

父

子

賊

將

漆

國

勲

活

擒

僞

守

僃

李

忠

乙

卯

三

月

賊

焚

擄

油

木

棟

一

帶

地

方

初

二

日

遣

中

軍

逰

擊

潘

希

聖

等

綂

兵

進

勦

斬

僞

千

縂

支

勝

吾

殺

賊

二

千

有

餘

活

擒

賊

首

七

名

四

月

初

十

進

勦

白

水

老

巢

殺

賊

千

餘

人

丙

辰

二

月

十

二

日

遣

千

縂

馬

光

英

把

縂

丁

魁

帶

領

馬

歩

兵

丁

隨

王

師

征

勦

萍

鄕

逆

賊

十

五

日

陣

斬

逆

賊

僞

守

僃

馬

登

雲

李

正

良

呉

鍾

并

斬

囉

囉

等

恢

復

萍

鄕

城

池

三

月

初

五

日

遣

把

縂

陳

忠

等

領

兵

前

往

長

坑

地

方

活

擒

僞

總

兵

揭

玉

卿

胞

弟

揭

文

卿

并

賊

黨

一

十

一

名

正

法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遣

中

軍

逰

擊

李

𩔰

宗

等

統

領

馬

步

親

丁

自

袁

遣

發

又

檄

防

萬

逰

擊

陳

素

綸

從

萬

載

遣

發

訂

期

會

勦

鉄

山

界

巖

前

等

處

搜

勦

僞

縂

兵

朱

永

盛

等

陣

斬

僞

都

司

一

員

僞

守

僃

一

員

并

獲

僞

劄

三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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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武

勲

　

　

　

十

一

活

擒

僞

千

縂

曇

雲

追

至

沙

溪

湖

塘

城

潭

江

殺

賊

千

餘

活

擒

僞

守

僃

孔

䝿

所

餘

逆

逃

遁

瀏

陽

醴

陵

各

處

深

山

復

率

官

兵

前

往

桐

木

地

万

及

脚

版

坑

等

處

陣

斬

僞

將

軍

隨

征

官

一

員

甘

復

登

殺

賊

不

計

四

月

棚

賊

復

據

萬

載

十

五

日

遣

守

僃

楊

朋

實

都

司

趙

應

時

等

統

領

官

兵

前

往

萬

載

會

同

逰

擊

李

𩔰

宗

策

應

會

勦

逆

賊

恢

復

萬

載

城

池

二

十

日

遣

城

守

營

逰

擊

關

彪

前

往

茶

村

一

帶

僕

勦

逆

賊

陣

斬

僞

守

僃

江

文

夾

丁

巳

正

月

二

十

四

日

縂

鎭

趙

統

領

逰

擊

趙

應

時

等

馬

步

官

兵

從

金

瑞

進

發

又

遣

城

守

逰

擊

關

彪

都

司

汪

國

樑

等

領

馬

步

兵

由

白

沙

桐

木

前

進

又

遣

守

僃

胡

文

良

等

領

兵

由

上

栗

市

碧

溪

前

進

訂

期

夾

勦

白

水

株

樹

潭

老

山

坑

聚

錢

坑

鉄

山

界

蜈

蚣

巢

藍

家

巢

葛

坑

南

岩

紅

沙

等

處

直

搗

黄

茅

孫

家

塅

老

巢

陣

斬

僞

逰

擊

周

良

宇

卜

鳳

奇

僞

都

司

張

問

逹

黄

大

用

歐

陽

勝

楊

吉

勝

陣

覆

僞

將

軍

大

旂

手

曾

興

段

祥

楊

蘭

生

殺

賊

不

計

活

擒

賊

兵

王

仲

等

三

十

一

名

凡

属

賊

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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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盡

行

燒

燬

賊

首

朱

永

盛

曾

加

印

等

嘯

聚

餘

黨

潰

逃

瀏

陽

東

鄕

大

圍

山

雞

婆

尖

處

因

地

界

寬

濶

山

林

深

險

于

二

月

十

七

日

收

兵

囘

營

屯

扎

株

樹

潭

□

葢

營

房

縂

鎭

趙

班

師

囘

鎭

畱

徤

丁

逰

擊

趙

應

時

城

守

逰

擊

關

彪

都

司

汪

國

樑

統

領

馬

步

官

兵

駐

防

困

守

賊

巢

不

時

搜

勦

賊

勢

竆

迫

乃

于

戊

午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僞

縂

兵

朱

永

盛

高

玉

澤

曾

加

印

僞

副

將

范

君

佐

甘

孕

貞

丘

加

聀

陳

君

啟

僞

逰

擊

叅

守

千

把

等

官

率

領

僞

兵

萬

有

餘

人

親

詣

株

樹

潭

投

誠

二

十

八

日

自

株

樹

潭

起

身

送

赴

袁

城

叩

見

縂

鎭

隨

蒙

縂

鎭

趙

城

守

関

彪

逰

擊

趙

應

時

都

司

汪

國

樑

　

袁

州

知

府

正

堂

顧

軍

廳

孟

宜

春

縣

知

縣

呉

各

捐

米

有

差

安

挿

投

誠

官

兵

地

方

安

堵

隨

奉

　

總

督

董

分

散

各

標

効

用

兵

丁

入

伍

食

糧

如

願

歸

農

俱

唯

囘

籍

康

熙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總

鎭

趙

咨

呈

稿

爲

呈

報

驅

逐

棚

民

以

靖

地

方

以

固

邦

本

事

切

照

袁

郡

僻

處

山

陬

界

連

閩

楚

三

關

九

啚

高

嶺

邃

谷

向

爲

藏

奸

之

藪

先

年

閩

省

棚

民

濳

居

其

內

事

平

則

耕

山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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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呈

　

　

　

十

三

種

麻

遇

亂

則

紏

衆

横

行

查

自

甲

寅

年

叛

亂

以

來

乃

有

渠

魁

朱

益

吾

李

念

松

等

勾

連

呉

逆

盤

踞

萍

鄕

東

刼

西

擄

百

姓

無

不

受

其

荼

毒

屢

年

以

來

發

兵

洗

勦

漸

次

削

平

擒

渠

獲

醜

久

經

呈

報

本

部

院

荷

蒙

具

題

在

案

但

其

勦

殺

之

餘

復

經

濳

入

實

關

民

瘼

今

據

袁

州

府

宜

春

縣

鄕

紳

潘

于

逵

袁

一

菁

楊

尚

義

萍

鄕

縣

貢

生

李

明

喬

譚

錫

命

等

生

員

姚

蠡

方

直

林

喬

植

柳

元

生

鄧

嗣

禹

陳

德

瑶

等

爲

乞

奮

霆

斷

盡

行

驅

逐

早

弭

禍

亂

永

靖

袁

土

事

　

天

憲

德

威

丕

著

士

民

感

恩

再

造

禍

緣

棚

冦

盤

踞

各

鄕

呼

朋

引

類

醸

成

積

患

在

承

平

之

時

或

夤

夜

行

刼

或

旱

荒

搶

奪

屡

受

其

害

一

遇

有

警

則

蟻

附

蜂

發

自

本

朝

定

鼎

以

來

一

反

于

金

王

作

變

之

年

再

叛

于

江

南

震

動

之

日

荼

毒

生

靈

難

以

悉

數

馴

至

康

熙

十

三

年

四

月

滇

黔

煽

禍

輒

敢

公

肰

大

舉

三

關

九

啚

處

處

是

賊

蓬

蓬

聚

黨

幾

人

將

軍

幾

人

侯

伯

殺

傷

捉

擄

焚

屋

洗

財

萬

惡

滔

天

神

人

共

憤

以

致

鄕

城

丘

墟

千

里

流

血

妻

離

子

散

家

破

人

亡

眞

數

百

年

未

有

之

竒

殃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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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郡

老

㓜

不

共

戴

天

之

深

讐

食

肉

寢

皮

尚

有

餘

恨

也

幸

際

　

天

憲

親

統

𧴀

貅

神

速

撲

勦

犁

庭

掃

穴

郡

頼

更

生

稍

寬

一

□

許

令

投

誠

詎

惡

遂

藉

招

撫

爲

由

仍

肰

恋

住

三

關

陽

爲

歸

順

陰

伺

間

隙

容

匿

奸

宄

濳

通

消

息

雖

附

近

鄕

愚

已

經

控

詞

蒙

　

天

批

着

驅

放

囘

籍

柰

惡

懷

奸

觀

望

餙

詞

遷

延

畱

連

袁

土

乘

時

竊

發

抗

藐

　

憲

法

不

促

歸

裝

切

思

非

我

族

類

其

性

必

異

狼

子

野

心

終

難

馴

服

養

虎

噬

人

一

悞

不

堪

再

悞

厝

火

積

薪

小

仁

必

亂

大

謀

倘

此

日

遲

遲

不

去

逆

黨

必

源

源

而

來

不

特

日

後

大

患

叵

測

實

目

前

隱

憂

可

慮

天

台

與

民

除

害

千

載

一

時

紳

等

情

切

生

死

慮

深

家

國

昌

懇

終

恩

俯

狥

輿

情

迅

法

屏

除

盡

驅

囘

籍

不

畱

餘

孽

立

斬

禍

根

袁

民

有

賴

又

據

宜

萍

二

鄕

難

民

郷

長

余

孟

器

譚

文

斗

等

連

名

狀

訢

爲

再

頒

文

武

神

威

執

法

靖

孽

保

國

安

民

伸

雪

人

鬼

大

寃

事

內

稱

禍

因

棚

逆

朱

益

吾

挿

居

袁

地

引

類

呼

羣

假

以

耕

山

爲

名

節

行

倡

亂

各

憲

有

案

不

期

康

熙

十

三

年

風

聞

楚

孽

乘

機

横

法

殃

民

男

婦

任

其

殺

擄

屋

宇

盡

爲

灰

燹

包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咨

呈

　

　

　

十

五

山

而

洗

枕

骨

遍

野

屡

蒙

　

憲

天

整

旅

蕩

勦

餘

黨

刀

下

免

死

招

安

屡

赦

屡

叛

仍

前

作

虐

以

致

殘

孑

仳

㒧

四

載

不

敢

寜

家

今

春

蒙

搃

憲

蕩

平

之

後

三

月

內

示

限

五

月

間

槩

促

囘

籍

蟻

等

于

七

月

內

冒

訢

天

台

頒

全

始

終

民

信

不

意

反

遭

客

長

王

元

德

譚

輔

臣

等

訢

稱

林

木

池

魚

禍

殃

不

已

乞

分

黑

白

覆

盆

有

天

揑

架

虛

詞

席

捲

謀

産

哭

思

棚

逆

閩

人

異

籍

蚕

食

袁

州

有

年

自

朱

益

吾

叛

亂

之

後

三

關

父

子

兄

弟

人

人

皆

賊

卽

今

年

蕩

平

已

乆

株

樹

潭

上

栗

市

萍

鄕

安

福

萬

載

四

而

大

兵

雲

集

楚

逆

從

無

犯

界

而

擄

桐

木

擄

狥

頸

擄

秋

江

擄

雞

冠

擄

上

通

擄

下

通

擄

名

湖

擄

金

竹

擄

淸

溪

擄

小

梘

擄

石

觀

皆

此

招

安

餘

孽

之

害

也

遇

進

勦

則

藉

招

□

爲

救

命

之

薮

一

師

旋

則

仍

復

負

嵎

肆

毒

無

有

寧

日

且

王

元

德

素

行

不

軌

康

熙

十

年

糓

價

稍

貴

惡

卽

蠱

黨

湧

船

搶

擄

南

米

致

易

登

三

彭

茂

芳

已

經

具

控

前

任

軍

憲

勘

審

案

存

平

時

尚

且

横

行

臨

變

豈

不

符

叛

哀

懇

　

靑

天

作

主

驅

逐

當

道

豺

狼

合

郡

絃

歌

載

頌

子

子

孫

孫

立

碑

焚

祝

又

據

□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咨

呈

　

　

　

十

六

州

府

宜

春

縣

合

邑

鄕

紳

潘

于

逵

楊

尚

義

袁

一

菁

貢

生

袁

士

嘉

袁

一

颷

周

家

禎

生

員

姚

蠡

張

鳳

翥

梁

曾

耆

民

胡

姚

𧙓

等

公

呈

爲

棚

逆

藐

抗

遷

延

再

懇

迅

驅

囘

籍

永

杜

亂

源

永

奠

殘

黎

事

　

天

台

撫

愛

黎

元

德

並

高

厚

蕩

掃

妖

氛

威

鎭

江

楚

數

載

以

來

帷

幄

深

謀

鯨

鯢

授

首

現

今

樹

幟

要

區

逰

魂

遠

竄

目

前

所

深

慮

者

三

關

餘

黨

名

藉

舊

日

招

安

陰

爲

豺

狼

之

淵

薮

士

民

所

披

瀝

者

百

年

遠

計

實

望

此

際

驅

除

永

絶

虺

蜴

之

根

株

日

前

具

控

荷

蒙

申

𩛙

再

三

年

復

一

年

未

見

束

裝

載

道

踪

跡

逗

畱

心

懷

叵

測

此

軰

一

日

不

去

殘

黎

終

難

復

業

現

前

已

久

作

逋

逃

之

主

將

來

不

免

萌

蘗

之

端

見

患

不

除

爲

憂

方

大

懇

乞

　

縂

憲

大

老

爺

威

行

風

電

迅

掃

遺

孽

押

令

刻

期

速

行

毋

俾

竚

立

觀

望

更

有

深

冀

者

新

喻

鉄

坑

一

帶

餘

孽

尚

有

負

嵎

竊

恐

中

途

類

聚

相

符

爲

奸

是

此

去

而

彼

畱

實

前

驅

而

後

進

必

爲

異

日

之

隱

憂

可

無

先

事

之

早

計

伏

懇

賞

文

嚴

勅

各

属

沿

途

曉

諭

押

令

出

境

毋

容

隱

暱

本

土

復

圖

乘

釁

竊

發

則

　

縂

憲

大

老

爺

勝

筭

萬

全

而

造



 

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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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咨

呈

　

　

　

十

七

福

於

袁

郡

者

與

天

地

同

悠

久

也

地

方

幸

甚

士

民

幸

甚

各

等

情

到

鎭

據

此

爲

照

此

軰

立

心

不

軌

素

行

叵

測

革

面

未

必

革

心

昨

本

　

部

院

進

勦

銅

皷

賊

衆

望

風

披

靡

其

潰

敗

逃

竄

者

或

三

五

十

或

百

十

成

羣

濳

伏

三

關

之

內

而

棚

民

且

爲

之

容

隱

以

致

百

姓

不

敢

進

內

耕

種

田

土

悉

属

抛

荒

且

包

藏

禍

心

日

則

剃

髮

是

民

遇

晚

紏

黨

行

刼

且

通

各

處

賊

冦

喑

行

不

軌

其

叵

測

情

形

屡

經

報

明

在

案

萬

一

將

來

別

境

稍

有

蠢

動

又

復

乘

機

竊

發

且

三

關

地

連

盧

溪

宣

風

長

沙

孔

道

若

不

亟

行

屏

逐

實

萬

分

可

慮

誠

爲

袁

隱

憂

今

據

各

鄕

紳

瀝

陳

前

來

本

聀

意

欲

發

兵

勦

洗

以

盡

根

株

仰

體

皇

上

好

生

之

德

曁

本

部

院

勦

撫

並

用

之

恩

查

此

軰

盡

属

閩

人

今

該

省

業

已

恢

復

現

在

行

令

將

僃

會

同

有

司

委

官

驅

逐

盡

行

促

令

逓

解

囘

籍

庻

內

患

不

得

復

萌

而

地

方

永

享

安

全

之

福

矣

除

會

同

袁

州

府

縣

委

官

逐

令

囘

籍

并

安

挿

百

姓

各

歸

原

業

之

後

另

文

呈

報

外

合

就

咨

呈

本

　

部

院

俯

賜

查

奪

施

行



 

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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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碑

文

　

　

　

十

八

戊

午

年

正

月

初

六

日

遣

徤

丁

營

守

僃

許

君

用

中

營

趙

光

正

會

同

袁

軍

廳

孟

前

往

三

關

九

啚

等

處

驅

逐

棚

民

又

檄

防

守

株

樹

潭

都

司

汪

國

樑

驅

逐

慈

化

余

家

坊

桐

木

上

栗

市

荆

坪

黄

塘

馬

嶺

桃

塘

馬

坑

施

家

坊

等

處

驅

逐

棚

民

數

千

餘

戸

悉

令

囘

籍

永

絶

根

株

附

錄

文

武

公

祖

父

母

驅

除

棚

冦

功

德

碑

文

袁

州

接

壤

湖

南

爲

呉

楚

咽

喉

重

地

百

年

以

前

居

民

因

土

矌

人

稀

招

入

閩

省

諸

不

逞

之

徒

賃

山

種

麻

蔓

延

至

數

十

餘

萬

盤

踞

深

固

雖

太

平

無

事

之

秋

陰

行

刼

掠

一

遇

變

生

輒

爲

亂

首

壬

午

天

井

盗

起

則

丘

仰

寰

入

據

郡

城

戊

子

金

王

謀

逆

則

朱

益

吾

播

虐

鄕

邑

己

亥

海

冦

犯

金

陵

復

揭

竿

樹

幟

怙

惡

不

悛

當

時

惟

因

循

姑

息

醸

成

大

患

頃

因

康

熙

十

三

年

呉

逆

竊

據

長

沙

此

軰

蜂

起

響

應

綿

亘

數

百

里

焚

殺

滛

擄

所

過

爲

墟

萍

萬

二

邑

再

陷

袁

城

危

若

纍

卯

頼

　

總

鎭

趙

公

祖

以

貫

日

精

忠

運

如

神

智

畧

鷹

揚

一

怒

出

萬

姓

於

湯

火

之

中

遂

梟

渠

帥

朱

益

吾

殱

羣

醜

李

念

松

王

乃

忠

等

卒

使

環

袁

以

內

光

復



 

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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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碑

文

　

　

　

又

十

八

舊

宇

大

江

以

西

無

缺

金

甌

凡

兹

鋒

鏑

餘

生

固

已

謳

吟

弗

輟

禱

祀

難

忘

者

也

尋

復

招

楚

界

負

嵎

竆

冦

儘

數

投

誠

且

搜

剔

三

關

九

啚

遺

類

勒

令

囘

籍

是

一

時

倒

懸

之

厄

可

解

而

百

年

難

拔

之

患

獲

除

但

棚

黨

奸

狡

百

出

陽

託

旋

里

陰

匿

近

境

者

實

繁

有

徒

幸

逢

　

府

主

于

　

廳

主

楊

　

縣

主

王

會

同

　

總

鎭

梁

深

慮

各

属

鄕

隅

不

戒

從

前

之

失

復

貽

滋

蔓

與

袁

民

約

束

再

三

嚴

行

保

甲

之

法

逐

戸

逐

營

查

驅

毋

俾

遺

種

于

兹

土

其

先

後

崇

功

偉

業

直

與

袁

山

秀

水

流

峙

無

竆

凡

属

部

內

得

以

飮

醇

食

德

寢

處

不

驚

者

皆

　

文

武

公

祖

父

母

貽

謀

之

遠

且

大

也

其

防

患

捍

災

恤

民

輯

兵

諸

善

政

未

易

殫

述

第

綜

其

驅

除

棚

冦

功

德

壽

之

于

石

以

誌

不

朽

且

戒

後

之

紳

士

居

民

世

世

子

孫

無

蹈

前

愆

招

之

復

入

尤

冀

仁

人

君

子

牧

斯

土

者

綢

繆

未

雨

無

替

我

　

公

祖

父

母

之

恩

勤

則

萬

世

之

利

頼

也

大

闔

邑

紳

衿

耆

里

等

仝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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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事

蹟

　

　

　

十

九

錄

府

主

于

　

禁

採

買

革

火

耗

事

蹟

宐

春

自

軍

興

旁

午

百

姓

苦

於

供

億

㝡

難

堪

者

營

弁

假

軍

芻

爲

名

肆

行

採

買

積

獘

難

革

　

府

主

于

　

下

車

之

後

會

同

　

廳

主

楊

　

再

四

申

𩛙

嚴

行

禁

止

宜

民

始

得

休

息

嗣

奉

　

總

督

于

　

憲

檄

嚴

禁

雜

派

又

復

嚴

𩛙

各

属

并

營

弁

不

許

仍

蹈

前

轍

如

敢

陽

奉

陰

違

卽

直

指

貪

墨

按

例

處

分

尋

蒙

　

府

主

仰

體

　

土

憲

德

意

牌

示

迭

行

務

令

凛

遵

無

違

又

續

行

禁

革

火

耗

諭

令

各

属

恪

遵

　

總

督

告

誡

　

司

道

申

𩛙

每

遇

征

糧

之

時

卽

查

明

各

戸

應

完

實

數

照

部

頒

法

馬

自

秤

投

櫃

於

包

封

上

註

明

姓

名

數

目

以

便

稽

核

其

一

□

火

耗

全

無

斷

無

不

踴

躍

争

先

完

公

者

不

惟

易

全

考

成

抑

且

流

芳

千

古

懸

示

通

衢

各

邑

樂

從

萬

民

懽

聲

因

而

載

道

矣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事

實

　

　

　

又

十

九

附

錄

　

府

主

于

　

捐

米

各

營

并

請

餉

接

濟

事

實

宜

陽

當

數

年

兵

燹

之

後

師

旅

絡

繹

饋

餉

維

難

袁

臨

鎭

標

各

营

兵

馬

於

十

七

年

奉

旨

出

征

家

口

悉

住

袁

城

雖

有

糧

餉

按

時

給

發

而

彼

時

投

誠

新

眾

又

有

撥

支

月

糧

之

欵

其

出

征

家

口

不

無

嗷

嗷

待

哺

　

府

主

于

　

憫

其

在

外

勤

　

王

有

揚

桞

雨

雪

之

嗟

家

室

蕭

條

多

懸

罄

敲

砧

之

嘆

自

徤

丁

營

及

前

後

中

三

營

各

捐

米

八

十

碩

委

把

總

余

天

奇

逐

口

給

散

各

沾

實

惠

後

各

營

奉

旨

班

師

其

閱

歳

懸

支

糧

餉

應

於

江

省

領

足

　

府

主

于

憐

其

荷

戈

載

道

盡

歴

艱

辛

一

時

措

餉

不

繼

實

爲

地

方

隱

憂

又

爲

轉

借

銀

兩

接

濟

屢

爲

轉

詳

　

各

憲

愷

切

請

給

軍

餉

兵

頼

以

濟

民

頼

以

安

是

各

營

之

涸

鮒

全

甦

而

袁

城

之

金

甌

鞏

固

爲

　

國

爲

民

皆

兼

得

也

維

時

徤

丁

營

及

前

後

中

三

營

各

領

捐

米

八

十

碩

且

均

受

借

措

銀

兩

請

給

糧

餉

之

洪

恩

俱

經

移

會

在

案

例

應

紀

實

入

乘

用

志

不

忘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袁

州

衛

原

設

衛

之

制

初

爲

容

民

蓄

衆

起

見

給

以

屯

種

以

僃

月

糧

役

以

運

務

以

昭

報

効

也

迄

今

沿

習

旣

久

銷

磨

殆

盡

額

船

勢

重

而

不

能

卸

肩

戸

丁

寥

落

而

不

能

負

重

呼

𥸤

無

門

賠

償

無

策

安

得

國

手

良

劑

一

起

死

而

肉

之

骨

歟

衛

官明

制

每

五

年

撫

按

司

道

會

案

考

選

能

官

更

番

印

運

并

操

屯

等

差

國

朝

部

推

掌

印

守

僃

一

員

部

推

左

右

中

前

後

五

所

千

縂

五

員

一

衛

址

衛

在

縣

治

南

三

十

歩

明

洪

武

元

年

設

指

揮

使

司

左

右

中

三

千

戸

所

及

經

歷

鎭

撫

司

十

三

年

增

設

前

後

二

所

共

領

五

千

戸

所

永

樂

二

年

立

屯

一

十

三

處

正

廳
五

間

明

指

揮

韋

富

立

　

　

　

鎭

靜

堂
正

廳

後

經

歷

司
正

廳

左

經

歷

知

事

衙

二

所

　

鎭

撫

司
正

廳

右

有

吏

目

廳

旗

纛

廟
正

廳

西

　

　

　

　

衛

倉
衛

治

內

東

北

隅

洪

武

十

九

年

指

揮

石

原

立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一

左

右

中

三

千

戸

所
在

熙

春

坊

南

倉

下

今

址

存

前

後

三

所
熙

春

坊

下

今

址

民

人

佃

耕

租

入

該

所

千

戸

公

費

軍

器

局
舊

在

宜

春

臺

下

明

洪

武

七

年

韋

富

立

嘉

靖

中

改

建

兵

僃

道

復

遷

柱

國

坊

天

符

廟

下

衛

店

房
八

十

三

間

共

租

銀

七

十

五

兩

五

錢

七

分

設

衛

動

支

作

各

項

公

費

一

本

衛

軍

數

原

額

軍

二

千

戸

舊

志

見

在

操

運

精

局

門

哨

各

差

正

餘

軍

共

一

千

六

百

四

十

三

名

後

屯

運

逃

亡

節

年

兵

冦

丁

亥

竒

荒

順

治

六

年

止

存

屯

丁

一

百

九

十

六

戸

屯

運

二

差

俱

在

內

又

時

逾

十

餘

年

逃

亡

十

餘

戸

比

之

原

額

一

千

六

百

餘

戸

所

存

不

及

十

分

之

一

矣

一

本

衛

運

船

明

初

額

船

一

百

隻

正

德

間

宸

濠

之

變

南

昌

兵

冗

分

撥

二

十

隻

到

衛

本

衛

船

多

軍

累

於

萬

曆

間

屢

控

院

司

乞

將

南

昌

衛

撥

來

船

二

十

隻

盡

數

撥

囘

以

甦

袁

軍

奉

批

止

撥

囘

十

隻

歸

南

昌

衛

尚

餘

十

隻

未

還

以

致

本

衛

運

船

額

載

一

百

一

十

隻

每

船

編

軍

一

十

一

名

共

一

千

二

百

一

十

名

催

運

軍

伴

五

十

九

名

時

□

船

該

軍

三

銀

二

十

一

兩

九

錢

民

七

銀

五

十

一

兩

一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二

錢

及

封

底

心

銀

十

兩

共

八

十

三

兩

本

旗

親

領

造

船

餘

領

官

價

之

外

尚

多

賠

墊

肰

彼

時

缺

船

頗

少

衛

軍

殷

庻

以

數

十

戸

合

造

一

船

甚

易

明

末

袁

郡

七

遭

兵

燹

衛

軍

十

不

存

一

漕

船

被

燬

被

奪

竟

無

一

存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始

百

計

搜

僉

前

後

造

船

一

十

九

隻

衛

弁

叅

罰

日

至

又

將

見

運

船

內

幇

丁

撑

　

丁

析

僉

朋

造

九

隻

而

舊

船

滿

料

者

復

有

八

隻

則

仍

是

二

十

隻

之

數

衛

無

餘

丁

船

難

足

額

康

熙

四

年

知

府

李

芳

春

同

推

官

鄭

𤐣

以

袁

衛

凋

殘

獨

甚

漕

船

僉

造

無

人

等

事

具

詳

守

道

施

公

閠

章

轉

詳

廵

撫

部

院

董

公

衛

國

仍

移

署

糧

道

分

廵

周

公

體

觀

蒙

議

以

淺

半

减

造

量

裁

二

十

七

隻

在

袁

衛

已

邀

浩

蕩

之

恩

尚

存

七

十

三

隻

終

是

以

蚉

負

山

誠

計

不

知

所

出

也

附

守

道

施

　

詳

稿

其

畧

曰

衛

所

疲

苦

所

在

有

之

而

絶

軍

缺

額

無

如

袁

爲

甚

也

按

明

初

衛

軍

六

千

餘

戸

額

造

漕

船

一

百

一

十

隻

在

昔

五

六

十

戸

合

造

一

船

除

領

官

價

外

雖

有

賠

墊

時

財

豊

物

賤

衆

擎

易

舉

迨

本

朝

定

鼎

各

軍

歷

役

三

百

餘

年

矣

疊

遭

兵

火

丁

消

船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三

燩

所

存

衛

軍

不

過

一

百

九

十

六

戸

不

及

原

額

三

十

分

之

一

前

後

搜

僉

共

一

十

九

艘

見

丁

力

盡

萬

不

得

已

又

於

見

運

船

內

抽

擇

撑

　

幇

丁

朋

造

查

已

陸

續

僉

造

九

隻

成

功

未

卜

而

滿

料

舊

船

又

有

八

隻

卽

使

新

僉

數

船

告

竣

僅

可

補

二

十

隻

之

數

而

正

丁

幇

丁

撑

　

丁

巳

僉

一

百

五

十

餘

戸

此

皆

賣

産

折

屋

鬻

妻

典

子

膏

血

竭

矣

餘

多

赤

貧

無

依

勢

急

流

亡

據

詳

見

運

棄

船

濳

遁

者

九

名

見

造

離

散

遠

去

者

四

名

又

新

僉

夜

遁

與

欠

糧

避

徵

者

各

十

三

名

雖

多

方

追

捕

狡

脫

愈

遠

本

道

先

經

痛

陳

袁

衛

情

形

詳

矣

該

府

廳

以

勢

迫

計

窮

竊

思

船

爲

糧

設

每

船

例

載

米

五

百

餘

石

今

止

就

瑞

州

府

所

减

浮

糧

九

萬

九

千

餘

石

約

計

可

省

漕

船

百

餘

隻

卽

酌

裁

竆

衛

缺

船

之

額

數

於

漕

政

無

損

且

免

造

船

數

十

隻

公

家

得

省

料

價

與

行

月

糧

等

銀

萬

有

餘

兩

軍

丁

得

免

賠

墊

雜

費

不

可

勝

計

上

裕

國

計

下

恤

□

隱

實

有

裨

益

本

道

非

不

知

漕

額

重

大

而

萬

難

取

□

不

敢

緘

黙

合

請

本

部

院

俯

念

艱

苦

因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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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四

變

通

　

題

請

豁

减

使

見

運

者

稍

得

甦

息

疲

𢣍

者

可

免

流

亡

積

困

除

而

漕

務

濟

矣

附

署

糧

道

周

　

詳

稿

其

畧

曰

袁

衛

軍

船

缺

額

之

多

與

屯

兵

逃

亡

之

甚

僉

造

之

難

已

僃

悉

疊

詳

荷

蒙

具

題

在

案

矣

今

准

守

西

道

咨

據

該

府

廳

詳

請

以

瑞

郡

减

浮

漕

米

裁

减

該

衛

缺

船

查

减

浮

漕

米

久

奉

前

縂

漕

部

院

　

題

减

江

南

入

幇

船

隻

則

是

該

府

廳

所

議

實

不

知

久

行

炤

减

亦

於

江

南

協

船

除

去

無

庸

置

喙

者

也

但

袁

衛

流

亡

殆

盡

倘

不

爲

一

變

通

補

救

之

術

將

必

至

盡

逃

而

後

已

非

因

時

制

宜

之

善

策

也

再

四

思

維

惟

有

炤

撫

州

建

昌

事

例

以

淺

半

計

筭

减

造

船

隻

將

袁

衛

額

船

一

百

一

十

隻

裁

减

三

十

七

隻

止

造

七

十

三

隻

查

建

撫

二

所

丁

缺

未

如

袁

衛

之

甚

而

减

造

不

碍

額

糧

運

數

則

袁

衛

之

堪

憫

以

减

造

猶

未

能

強

足

誠

不

能

復

問

原

額

徒

使

上

下

各

官

受

缺

船

之

累

矣按

袁

衛

缺

船

之

苦

累

牘

難

盡

百

計

無

補

今

當

事

仁

人

君

子

愷

切

詳

議

得

减

三

十

七

隻

爲

德

匪

細

故

具



 

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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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五

載

其

詳

文

以

誌

不

敢

忘

肰

而

袁

軍

之

流

亡

終

不

能

救

也

肰

則

如

之

何

曰

事

竆

則

變

變

則

通

在

昔

南

昌

以

宸

濠

之

變

南

軍

急

在

守

城

不

暇

屯

運

而

袁

衛

弁

丁

又

多

故

暫

移

船

二

十

隻

俾

袁

衛

帶

運

非

原

定

之

額

也

今

袁

衛

殆

盡

南

昌

衛

軍

強

應

將

未

還

之

十

隻

盡

數

撥

囘

南

昌

可

也

又

查

漕

運

議

单

一

欵

一

所

缺

軍

本

衛

僉

補

一

衛

缺

軍

通

漕

僉

補

今

袁

軍

十

不

存

一

應

將

袁

衛

缺

船

從

長

酌

議

於

通

漕

酌

派

僉

補

而

本

衛

僅

留

三

十

隻

庻

乎

殘

軍

苟

延

屯

運

不

廢

當

事

者

其

熟

籌

而

力

拯

之

一

屯

田

原

額

屯

田

七

百

九

十

戸

窵

落

四

縣

及

湖

廣

瀏

陽

等

處

初

制

五

所

爲

五

十

五

每

一

伍

爲

一

甲

後

以

十

戸

編

爲

一

甲

催

䟎

屯

糧

舊

例

每

戸

納

米

六

石

共

四

千

七

百

四

十

石

後

例

每

戸

追

折

色

銀

一

兩

二

錢

徴

本

色

米

三

石

共

銀

九

百

四

十

八

兩

米

二

千

三

百

七

十

石

尚

不

敷

一

年

軍

餉

明

萬

曆

戊

子

水

旱

抛

荒

屯

道

行

府

扣

各

軍

月

糧

抵

對

完

屯

屯

軍

節

年

援

例

名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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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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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六

對

支

在

軍

爲

便

而

屯

田

因

之

埋

没

後

益

失

考

入

國

朝

諸

衛

軍

請

食

月

糧

盡

改

充

兵

餉

袁

衛

軍

並

無

□

糧

不

得

藉

口

對

支

今

原

額

屯

田

七

百

九

十

戸

內

無

主

荒

蕪

四

百

九

十

二

戸

止

存

有

主

荒

蕪

并

成

熟

屯

田

二

百

九

卞

八

戸

每

年

正

額

銀

七

百

六

十

七

兩

四

錢

二

釐

四

毫

又

加

增

一

百

八

十

八

兩

八

錢

二

分

實

在

屯

田

八

千

九

百

四

十

一

畞

計

田

課

糧

額

觧

已

定

自

十

餘

年

補

造

孔

亟

丁

逃

産

絶

額

觧

不

敷

每

年

以

印

屯

官

役

俸

食

捐

抵

尚

苦

不

足

抵

額

而

各

丁

遠

逃

節

年

捐

抵

之

外

竆

丁

逋

欠

益

多

屯

戸

絶

烟

者

什

七

而

屯

田

無

覈

者

又

什

之

九

額

觧

錙

銖

半

屬

賠

貱

軍

因

莫

支

不

至

衛

無

一

軍

不

止

救

焚

拯

溺

誠

今

日

亟

務

矣一

軍

器

明

每

年

本

府

給

發

軍

三

民

七

銀

二

百

一

十

一

兩

八

錢

八

分

四

厘

發

各

軍

匠

買

料

造

完

呈

府

騐

明

軍

匠

自

造

自

觧

進

京

上

納

取

獲

部

批

在

案

今

俱

徵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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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七

附

袁

衛

策

問

　

　

　

　

　

　

　

王

灮

烈

問

宜

民

有

大

累

三

其

一

在

民

斗

作

官

斗

累

在

賦

重

荷

蒙

順

治

拾

三

年

皇

恩

親

咨

覲

臣

清

汰

浮

糧

廣

畞

蠲

賦

其

一

棚

戸

逼

處

宜

地

蔓

延

猖

獗

頼

皇

威

赫

濯

大

兵

蕩

掃

驅

逐

無

遺

此

二

大

累

宜

民

幸

邀

殊

恩

者

也

其

在

今

爲

大

累

者

惟

袁

衛

旗

丁

苦

額

船

不

足

無

術

補

救

耳

先

是

衛

丁

繁

盛

時

約

有

六

千

餘

戸

袁

衛

額

船

共

一

百

艘

正

德

年

間

因

宸

濠

之

變

南

昌

衛

又

仟

撥

二

十

艘

與

袁

衛

嗣

是

年

代

旣

遠

衛

丁

日

就

消

亡

向

之

六

千

餘

戸

僅

存

壹

百

餘

丁

又

皆

捉

襟

露

肘

賠

貱

空

乏

身

家

不

能

存

濟

者

而

南

昌

仟

撥

之

船

幾

經

繪

陳

僅

得

撤

囘

十

艘

袁

衛

額

船

因

而

共

存
一百

一十

今

以

僅

存

之

一

百

餘

丁

責

之

滿

造
一

百

一

十

額

船

不

惟

敲

骨

吸

𩪷

無

濟

於

漕

將

恐

後

來

無

骨

𩪷

之

可

任

敲

扑

也

夫

時

竆

則

變

變

則

思

通

爲

今

袁

衛

計

其

通

變

之

術

將

安

在

歟

計

减

造

則

　

功

令

難

違

司

漕

政

者

各

有

厥

責

减

運

則

額

米

有

數

任

梯

航

者

不

能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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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袁

衛

　

　

　

二

十

八

移

計

扦

撥

别

衛

則

隣

國

爲

壑

其

誰

甘

受

卽

令

再

撤

囘

十

艘

與

南

昌

衛

亦

終

莫

觧

袁

衛

之

倒

懸

也

爾

多

士

將

以

經

術

經

世

當

此

束

手

無

策

之

日

有

可

爲

衛

丁

請

命

或

减

額

造

或

减

額

米

可

少

救

目

前

之

㥯

者

歟

抑

或

有

長

計

遠

筭

上

可

爲

朝

廷

惜

經

國

之

費

下

可

爲

衛

丁

紓

逃

疲

之

苦

不

致

今

日

告

班

軍

明

日

告

協

濟

仍

使

船

不

必

及

額

國

不

致

缺

米

兩

利

而

兼

得

歟

其

各

抒

所

學

詳

著

于

篇



 

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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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遺

事

　

　

　

二

十

九

遺

事

徃

哲

緒

言

無

所

附

見

者

則

稍

記

于

此

間

有

一

二

異

聞

亦

附

見

焉

用

資

愽

雅

且

闡

前

徽

韓

愈

自

潮

州

量

移

𡧧

春

郡

黄

頗

學

愈

爲

文

亦

振

大

名

頗

常

觀

盧

肇

爲

碑

版

則

唾

之

而

厺

頗

與

肇

同

郷

頗

富

而

肇

貧

同

日

遵

路

赴

舉

郡

牧

餞

頗

離

亭

肇

駐

蹇

十

里

以

俟

明

年

肇

以

第

一

名

還

袁

因

競

渡

郎

席

賦

詩

見

藝

文

沱

彬

字

子

文

隱

宐

春

雲

陽

山

學

仙

道

工

詩

有

湘

江

行

云

數

家

漁

網

殘

烟

外

一

岸

斜

陽

細

雨

中

人

膾

炙

之

唐

末

舉

進

士

夢

著

錦

衣

貼

月

飛

人

謂

身

不

入

月

宮

必

不

第

果

然

後

仕

南

唐

爲

吏

部

郎

臨

終

指

葬

地

以

示

家

人

穴

其

所

得

石

蓮

花

燈

三

椀

有

銅

碑

鐫

詩

云

石

燈

猶

未

㸃

畱

待

沈

彬

來
豫

章

詩

話

長

沙

王

容

淳

熈

癸

卯

冬

赴

省

首

過

袁

州

禱

于

仰

山

之

神

夜

宿

州

東

旅

舍

夢

人

歌

玉

樓

春

纔

半

闋

云

玉

堂

此

厺

春

風

煖

正

飛

絮

馬

前

撩

亂

嫦

娥

剪

就

綠

羅

衣

待

來

到

蟾

宮

與

換

後

果

狀

元

及

第
仰

山

夢

靈

應

甚

多

見

實

錄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遺

事

　

　

　

三

十

昔

有

道

士

至

澄

心

菴

居

久

之

以

劍

指

菴

門

右

東

十

八

歩

掘

井

又

前

十

六

步

掘

池

水

上

一

日

辭

厺

遺

鐡

笛

金

鍾

各

一

人

以

其

爲

呂

巖

也

因

名

其

井

池

口

呂

公

池

郎

宐

春

臺

下

孚

惠

泉

久

爲

居

民

淤

占

知

府

范

欽

始

浚

之

今

復

淤

或

以

爲

隣

豪

占

非

舊

井

矣

府

城

西

北

化

成

巖

左

一

石

刻

眉

壽

两

大

字

按

元

學

士

歐

陽

玄

集

中

載

至

正

秋

浦

陽

鄭

深

字

浚

常

由

吏

部

郎

除

浙

西

僉

憲

先

是

爲

內

府

授

經

郎

曾

侍

皇

大

子

硯

席

及

行

往

辭

因

詢

南

歸

何

故

深

以

思

侍

養

八

十

老

母

對

大

子

惻

然

取

所

書

眉

壽

二

大

字

賜

之

此

或

模

刻

以

廣

其

傳

乎

宐

春

化

南

鄕

林

田

石

洞

深

邃

廣

濶

崇

禎

癸

未

冬

左

兵

慘

殺

居

民

無

地

可

避

相

率

入

洞

內

兵

以

火

薰

之

死

者

千

餘

人

止

一

人

以

身

伏

地

口

浸

水

窟

中

如

蹄

涔

大

得

活

自

後

避

兵

者

宐

以

林

田

爲

鍳

云

丁

亥

奇

荒

二

三

四

五

月

饑

死

者

不

可

勝

數

有

一

老

人

極

貧

僅

餘

一

月

糧

曰

前

軰

有

言

人

日

食

米

一

合

可

數

月

不

死

不

然

男

僅

五

日

女

僅

七

日

耳

廼

以

其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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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遺

事

　

　

　

三

十

一

分

食

之

日

食

一

合

襍

野

菜

中

啖

之

果

得

不

死

亦

□

荒

者

所

宐

知

也

彭

汝

明

號

天

目

名

□

榖

源

公

第

四

子

也

總

角

善

屬

文

卽

廩

諸

生

十

七

歲

選

應

天

啓

恩

貢

居

平

孝

友

謹

敕

不

妄

一

言

癸

未

獻

賊

陷

袁

初

至

曰

以

僞

官

㗖

人

蚩

蚩

者

走

如

鶩

汝

明

獨

憤

謂

所

親

曰

鼠

賊

耳

計

日

當

撲

滅

挾

書

册

匿

安

成

境

上

久

之

聞

左

兵

至

疾

歸

圖

上

謁

諸

鎭

將

言

地

方

殘

苦

事

至

城

東

五

十

里

外

曹

家

　

小

徑

突

遇

左

兵

□

之

汝

明

曰

我

讀

書

士

也

不

得

無

禮

兵

見

其

豐

儀

偉

貌

衣

頗

鮮

餙

大

譁

噪

炮

烙

之

駡

不

絕

口

卒

受

害

死

汝

明

父

子

兄

弟

五

人

俱

篤

行

能

文

長

兄

孝

亷

汝

翼

先

逝

餘

俱

死

左

兵

凢

男

婦

十

六

口

僅

存

二

三

㓜

子

匿

山

窟

中

得

免

亦

足

見

左

師

□

毒

之

㮣

云

□

龍

禪

院

和

光

祖

師

道

塲

師

姓

李

石

𥚃

鄕

鍾

家

嶺

人

相

傳

爲

普

庵

弟

子

先

是

師

爲

學

愽

將

赴

舉

遇

普

庵

以

一

二

偈

語

挑

之

大

有

所

契

卽

叅

法

座

後

傳

心

□

普

庵

授

以

秘

符

曰

遇

橋

卽

止

遇

龍

卽

住

師

由

是

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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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二

十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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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錫

而

南

徘

徊

大

仰

木

平

岐

路

之

間

至

虹

橋

而

止

遇

一

蛇

翹

首

折

行

師

隨

至

蟠

龍

山

下

蜿

蜒

而

上

絕

頂

廣

衺

之

脊

蛇

因

蟠

而

伏

焉

師

卽

其

地

爲

禪

室

蟠

龍

葢

以

蛇

得

名

也

宐

邑

四

大

叢

林

大

仰

山

惠

寂

禪

師

道

院

木

平

山

善

道

禪

師

道

院

慈

化

寺

普

庵

祖

師

道

院

蟠

龍

山

和

灮

祖

師

道

院

明

永

樂

間

慈

化

寺

被

火

災

後

成

化

年

間

寺

僧

湯

首

錫

爲

化

主

起

建

佛

寺

賃

請

萬

載

嚴

平

匠

頭

楊

属

圖

稿

不

成

明

日

忽

遇

一

人

授

之

以

書

乃

寺

圖

稿

也

後

依

書

𥪡

造

果

規

制

閎

偉

得

未

曾

有

其

高

七

丈

九

尺

內

爲

堂

屋

三

進

外

觀

止

一

棟

脊

其

法

柱

頭

加

大

枋

板

板

上

又

安

柱

頭

如

是

者

三

故

能

高

至

七

丈

九

尺

後

明

末

寺

中

忽

一

柱

傾

壞

仍

請

楊

姓

人

修

治

亦

𤋜

其

書

改

造

至

今

楊

姓

子

孫

尙

畱

其

書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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