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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戶
口
志

南
江
縣
人
民
舊
志
載
淸
道
光
七
年
爲
一
萬
三
千
九
百
一
十
三
戶
男
女
共
六
萬

七
千
七
百
一
十
五
丁
口
至
民
國
元
年
調
查
則
爲
四
萬
三
千
八
百
八
十
五
戶

男
十
一
萬
四
千
五
百
二
十
八
名
女
九
萬
零
三
百
零
九
口
合
計
男
女
二
十
萬

零
四
千
八
百
三
十
七
丁
口

民
居
南
部
稠
密
北
部
極
稀
如
楊
家
壩
以
北
之
靈
官
塘
中
壩
等
處
官
壩
場
以
西

之
草
鞋
坪
等
處
行
竟
日
僅
得
一
二
居
民
行
旅
非
裹
糧
不
能
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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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賦
稅
志

國
稅

南
江
縣
國
稅
爲
正
副
稅
契
稅
菸
酒
稅
各
種
分
列
如
左
前
淸
有
鹽
稅
茶
稅
民
國

未
徵

正
稅淸

徵
地
丁
正
銀
一
千
六
百
六
十
八
兩
六
錢
六
分
六
釐
民
國
改
稱
正
稅
除
去

浮
糧
實
徵
正
銀
一
千
六
百
五
十
五
兩
零
六
分
二
釐
每
正
銀
一
兩
收
銀
一
元

六
角
全
年
額
收
二
千
六
百
四
十
八
元
零
九
仙
九
星

副
稅淸

光
緖
初
年
起
照
正
稅
加
徵
津
捐
五
分
以
下
免
收
實
得
應
徵
正
銀
一
千
五

百
八
十
一
兩
八
錢
九
分
六
釐
民
國
改
稱
副
稅
每
正
銀
一
兩
收
銀
二
元
三
角

二
仙
全
年
額
收
五
千
八
百
七
十
二
元

前
正
副
兩
稅
每
正
銀
一
元
加
收
一
角
作
解
費
自
民
國
元
年
始
全
年
收
銀
八

百
五
十
二
元
零
一
仙

契
稅前

淸
稅
率
無
常
民
國
規
定
徵
契
價
百
分
之
八
年
額
無
定
每
年
契
價
約
錢
十

二
萬
釧
約
收
錢
九
千
六
百
釧

右
契
稅
外
其
契
價
在
二
十
釧
以
上
者
每
契
黏
官
契
一
張
收
銀
一
兩
契
價
在

二
十
釧
以
下
者
每
契
黏
收
據
一
張
照
契
價
每
釧
收
銀
三
分
又
契
格
每
張
收

錢
一
百
文
驗
契
每
張
收
銀
一
元
二
角
另
撥
糧
費
照
契
價
每
釧
收
錢
一
文
局

費
照
契
價
每
釧
收
錢
四
文

菸
酒
稅

民
國
始
有
之
名
菸
酒
公
賣
費
本
縣
未
照
章
徵
收
攤
派
各
團
每
年
約
收
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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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千
元雜

稅

南
江
縣
雜
稅
有
肉
稅
油
稅
二
種

肉
稅每

猪
一
隻
收
銀
四
角
自
淸
光
緖
二
十
六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銀
二
千
四
百

八
十
四
元

又
自
民
國
三
年
始
每
猪
一
隻
提
加
銀
一
角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銀
六
百
零
二
元

油
稅每

油
一
斤
收
銀
肆
仙
自
宣
統
元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銀
三
百
二
十
一
元

右
肉
油
兩
稅
每
塡
票
一
張
收
錢
十
文

地
方
稅

南
江
縣
地
方
稅
不
外
附
加
於
正
副
稅
契
稅
及
肉
稅
三
種
分
列
如
左

︻
一
︼
附
加
於
正
副
稅
者

學
費每

正
稅
正
銀
一
兩
附
加
銀
三
角
自
民
國
元
年
始
全
年
收
銀
四
百
九
十
六
元

五
角
一
仙
八
星

團
費每

正
稅
正
銀
一
兩
附
加
錢
三
釧
自
民
國
元
年
始
全
年
收
錢
四
千
九
百
六
十

五
釧

臨
時
軍
用
費

每
副
稅
正
銀
一
兩
附
加
銀
二
元
自
民
國
六
年
始
原
名
槍
枝
費
附
加
一
次
以

備
購
置
槍
枝
之
用
後
乃
相
沿
未
廢
民
國
八
年
改
今
名
全
年
收
銀
三
千
一
百

六
十
三
元
七
角
九
仙
二
厘

按

民

國

六

年

又

有

淸

鄕

費

每

正

稅

正

銀

一

兩

附

加

銀

十

元

係

靖

國

軍

在

民

間

預

借

軍

餉

臨

時

加

派

以

備

償

還

沿

收

至

民

國

十

一

年

董

知

事

珩

始

呈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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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取
消

︻
二
︼
附
加
於
契
稅
者

自
治
費

照
契
價
收
百
分
之
四
自
民
國
元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四
千
八
百
釧

巡
警
費

照
契
價
收
百
分
之
一
自
民
國
元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一
千
二
百
釧

育
嬰
費

照
契
價
收
千
分
之
六
自
淸
光
緖
十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七
百
二
十
釧

公
告
費

照
契
價
收
百
分
之
一
自
民
國
八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一
千
二
百
釧

中
資
捐

與
附
加
之
留
學
費
併
同
徵
收
照
契
價
收
百
分
之
二
自
民
國
三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二
千
四
百
釧

︻
三
︼
附
加
於
肉
稅
者

三
費每

宰
猪
一
隻
收
錢
一
百
六
十
文
自
淸
光
緖
十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九
百

六
十
三
釧

蠶
桑
費

每
宰
猪
一
隻
收
錢
一
百
文
自
民
國
六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六
百
零
二
釧

女
學
費

每
宰
猪
一
隻
收
錢
二
百
文
自
民
國
六
年
始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一
千
二
百
零

四
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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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
志

南
江
縣
倉
儲
有
常
平
倉
監
倉
社
倉
濟
倉
積
倉
五
種
茲
就
民
國
二
年
各
倉
實
存
穀

額
及
各
倉
田
產
租
額
列
舉
如
左

常
平
倉

在
縣
城
實
貯
京
斗
穀
柒
百
柒
拾
石
零
貳
斗
捌
升
肆
合
叁
勺

監
倉在

縣
城
實
貯
京
斗
穀
陸
拾
壹
石
柒
斗
壹
升
伍
合
柒
勺

社
倉城

倉
實
貯
京
斗
穀
捌
百
貳
拾
伍
石
零
捌
斗

九
龍
場
倉
實
貯
京
斗
穀
壹
百
肆
拾
柒
石
肆
斗
叁
升
柒
合
伍
勺

右
兩
處
共
實
貯
京
斗
穀
玖
百
柒
拾
貳
石
伍
斗
壹
升
柒
合
伍
勺

九
龍
場
田
產
三
畝
每
年
穀
租
京
斗
拾
壹
石
伍
斗

濟
倉銅

人
觀
倉
在
縣
城
實
貯
京
斗
穀
肆
百
柒
拾
陸
石
陸
斗

大
河
口
倉
實
貯
京
斗
穀
陸
百
零
陸
石
伍
斗
伍
升

關
門
場
倉
實
貯
京
斗
穀
捌
百
貳
拾
壹
石
陸
斗

長
池
母
田
壩
倉
實
貯
京
斗
穀
柒
百
貳
拾
壹
石
陸
斗

右
四
處
共
實
貯
京
斗
穀
貳
千
陸
百
貳
拾
陸
石
叁
斗
伍
升

銅
人
觀
田
產
九
畝
每
年
租
穀
京
斗
肆
拾
肆
石

大
河
口
田
產
六
畝
五
分
每
年
租
穀
京
斗
叁
拾
柒
石

關
門
場
田
產
八
畝
每
年
租
穀
京
斗
叁
拾
柒
石

長
池
母
田
壩
田
產
七
畝
每
年
租
穀
京
斗
貳
拾
肆
石

右
田
產
四
處
共
叁
拾
畝
伍
分
每
年
共
收
租
穀
京
斗
壹
百
陸
拾
肆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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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積
倉縣

城
及
各
市
倉
共
實
貯
京
斗
榖
陸
千
零
貳
拾
壹
石
玖
斗
壹
升
伍
合

右
爲
民
國
二
年
知
事
周
慶
雲
盤
𢳃
列
報
之
額
近
年
社
濟
兩
倉
田
產
收
入
新

儲
之
榖
不
與
焉
政
變
以
來
或
移
作
別
用
或
接
濟
軍
食
新
舊
存
儲
蕩
然
無
存

民
國
十
年
董
知
事
珩
於
糧
稅
內
撥
銀
壹
萬
圓
交
九
區
團
總
分
別
買
穀
塡
還

現
尙
多
未
歸
倉
無
從
稽
其
實
數
夫
積
儲
所
以
備
荒
厯
代
視
爲
要
政
亦
載
筆

者
所
不
可
廢
也
備
誌
之
俾
來
者
有
考
焉

按

京

斗

壹

斗

合

倉

斗

伍

升

市

斗

肆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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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南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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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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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物
產
志
動

物

植

物

礦

物

動
物

家
畜
豕
爲
重
要
肉
品
雞
鴨
之
孳
息
最
易
幾
於
比
戶
皆
有
牛
爲
農
事
所
必
需
農
家

畜
者
亦
夥
馬
則
畜
者
甚
少
羊
止
有
山
羊
︻
俗
名
火
羊
︼
一
種
飼
者
亦
少
山
澤
居

民
間
有
從
事
牧
畜
牛
馬
至
數
十
頭
羊
至
百
餘
頭
者
然
不
易
覯
夫
縣
境
深
林
大

野
畜
牧
爲
宜
而
人
民
鮮
有
食
其
利
者
惜
哉

野
獸
以
𪊍
兔
爲
多
野
豕
產
於
深
山
踐
食
農
產
物
甚
爲
民
害
竹
䶉
生
竹
林
最
多
之

地
伏
土
中
嚙
食
竹
根
其
肉
均
甚
鮮
美
熊
掌
味
尤
美
餘
如
山
羊
野
猴
水
獺
狐
狸

豹
狼
之
屬
肉
味
不
佳
而
皮
甚
有
用
山
民
間
有
獵
獲
者

鳥
類
以
鳩
雉
之
味
爲
美
錦
雞
毛
色
五
采
頗
爲
美
觀
百
舌
畫
眉
鴝
鵒
小
鳥
亦
殊
珍

異
餘
如
杜
鵑
鶯
燕
烏
鵲
鷹
隼
之
屬
在
在
皆
有
非
特
產
也

魚
類
鱖
魚
白
甲
鰱
鯉
鯽
鱔
皆
有
之
而
以
巴
魚
及
小
巫
峽
白
頭
灘
鴛
鴦
峽
之
洋
魚

最
爲
特
產
洋
魚
出
自
石
洞
隨
潮
出
入
左
思
所
謂
丙
穴
嘉
魚
方
物
贊
所
謂
鯉
質

鱒
鱗
爲
味
珍
腴
者
是
也
山
間
有
木
葉
魚
味
亦
脆
美

山
高
氣
寒
不
宜
於
蠶
故
蠶
業
不
及
他
縣
山
蠶
飼
於
野
樹
俗

名

靑

棡

用
力
少
而
收

益
鉅
風
氣
未
開
惟
官
壩
等
地
飼
者
較
多
蜜
蜂
深
山
居
民
間
有
飼
至
數
十
筩
者

植
物

南
部
水
田
較
多
盛
產
稻
麥
北
部
多
山
地
以
包
穀
麻
豆
爲
大
宗
間
種
蕎
麥
燕
麥
而

洋
芋
即

馬

鈴

薯

尤
爲
山
民
食
料
所
資
有
數
種
根
間
結
實
纍
纍
如
杯
如
拳
山
坡

地
一
畝
嘗
拕
芋
十
餘
石
番
薯
俗

名

紅

苕

惟
低
處
種
之
蕨
產
自
高
山
貧
民
於
冬

時
拕
取
其
根
搗
碎
澄
之
成
粉
俗
呼
根
麵
乃
荒
年
之
旨
蓄
也

菜
無
奇
品
惟
高
山
間
包
包
白
菜
爲
他
處
所
罕
有
木
竹
笋
香
菌
亦
新
鮮
有
味

木
以
柏
爲
最
多
亦
最
適
用
陸
鍾
代
觀
察
著
四
川
物
產
表
列
爲
上
品
縣
南
東
楡
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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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以
下
沿
河
古
柏
疎
密
相
間
直
百
餘
里
相
傳
明
邑
令
楊
某
植
以
護
山
徑
惜
無
碑

記
可
考
枝
幹
蒼
古
與
劍
南
梓
潼
古
柏
競
美
皆
數
百
年
古
物
也
松
杉
紅
豆
亦
美

材
靑
松
所
產
之
松
子
淸
香
可
口
較
瓜
子
尤
佳

孫
菊
人
古
柏
行
北

山

北

來

猛

如

虎

南

山

退

避

畏

而

俯

主

客

之

勢

太

懸

殊

天

留

缺

陷

待

人

補

前

明

賢

守

留

遺

愛

手

植

萬

柏

臨

江

渚

登

高

遠

望

靑

簇

天

排

空

列

翠

如

環

堵

羣

精

倒

跨

蒼

龍

游

衆

仙

下

騎

靑

鳳

舞

舍

輿

入

林

山

無

花

柏

香

滿

林

淸

肺

腑

樹

亦

如

人

形

不

同

縱

橫

錯

雜

紛

難

數

端

如

韓

范

肅

容

儀

垂

紳

縉

笏

列

宰

輔

猛

若

褒

鄂

恣

酣

戰

虬

鬚

虎

眉

奮

威

武

奇

鬼

怒

鬥

毛

鬅

鬠

癯

仙

鞠

躬

貌

奇

古

散

髮

詩

人

間

聳

肩

介

胄

髯

公

笑

揮

麈

夭

矯

拳

曲

盤

蛇

虺

崩

裂

摧

折

鬥

豺

虎

有

時

風

雨

酣

秋

林

萬

騎

奔

騰

鬨

鄒

魯

我

慚

學

畫

腕

力

弱

未

能

一

一

寫

生

當

柏

譜

吁

嗟

羣

材

當

大

用

奸

商

胡

爲

肆

斤

斧

不

知

樹

人

先

樹

木

大

木

咸

賴

人

工

撫

人

日

伐

樹

樹

日

枯

樹

定

與

人

同

消

阻

風

鑑

之

說

吾

不

然

奇

材

不

憐

眞

聾

瞽

靜

聞

樹

有

嘆

息

聲

似

訴

年

來

剪

伐

苦

可

憐

託

足

非

善

區

不

植

山

巓

植

水

滸

才

大

自

來

多

坎

坷

運

扼

那

能

免

狎

侮

柏

今

有

緣

且

勿

悲

我

適

捧

檄

來

斯

土

平

生

愛

樹

如

愛

人

敢

入

林

者

以

刑

處

韜

光

善

養

棟

梁

姿

勿

與

樗

櫪

同

朽

腐

大

廈

欲

傾

需

偉

材

待

爾

各

獻

所

長

答

聖

主

漆
之
汁
可
䰍
物
實
可
製
蠟
爲
利
甚
厚
縣
境
高
處
皆
產
之
然
除
北
部
外
厥
樹
無
多

者
則
以
樹
秧
皆
屬
天
然
生
長
未
諳
人
工
種
植
之
法
故
也
茲
摘
錄
種
法
俾
熱
心

樹
藝
者
有
所
效
法
焉

種
漆
法
於

舊

厯

九

十

月

選

壯

盛

之

樹

采

漆

實

之

良

好

者

置

臼

中

杵

去

外

皮

以

篩

分

之

取

其

核

入

灰

水

中

攬

拌

之

其

沉

下

者

貯

以

藳

袋

漬

之

尿

水

中

至

翌

春

播

種

時

從

尿

中

取

出

於

河

水

中

洗

滌

蠟

氣

以

竈

突

墨

一

斗

灰

一

斗

尿

一

斗

混

合

之

以

種

子

浸

漬

其

中

然

後

蒔

於

苗

牀

選

肥

沃

溼

潤

之

地

爲

苗

床

前

一

年

夏

精

細

犂

鋤

之

布

人

糞

及

廐

肥

至

秋

再

犂

鋤

翌

春

三

月

三

次

犂

鋤

之

施

溶

水

之

油

粕

或

人

糞

東

西

向

作

畦

高

五

六

寸

每

一

方

寸

地

播

種

五

六

粒

上

掩

細

土

厚

五

分

更

被

以

藳

時

以

米

泔

水

澆

之

以

防

亁

燥

約

二

十

日

則

發

芽

撤

去

覆

藳

于

苗

之

四

旁

立

柱

以

蓆

覆

之

北

高

南

低

以

蔽

暴

日

天

雨

則

去

之

若

溼

地

常

施

水

肥

則

無

須

遮

日

惟

須

時

時

拔

去

雜

草

至

秋

間

或

次

春

乃

將

苗

拔

起

假

植

於

他

畦

若

生

新

芽

並

摘

去

之

祇

留

一

芽

至

次

秋

苗

長

至

一

尺

七

八

至

二

尺

乃

擇

地

定

植

之

使

成

樹

焉

鄕
民
多
用
桐
油
故
桐
樹
東
南
部
低
處
遍
地
皆
有
之
菜
子
取
油
亦
佳
然
僅
能
供
給

本
地
之
用
又
有
俗
呼
椦
子
樹
者
其
子
可
作
油
料

靑
棡
樹
產
木
耳
與
高
山
之
黃
花
均
爲
土
產
大
宗
近
年
附
城
一
帶
復
產
銀
耳
產
額

蒸
蒸
日
上
倘
能
逐
漸
推
廣
其
利
未
可
量
也

造
銀
耳
法
一

選

樹

　

擇

細

皮

靑

棡

樹

徑

寸

許

者

每

五

年

斫

一

次

　

二

斫

法

　

於

春

間

視

樹

葉

初

展

如

燕

口

時

卽

斫

下

連

枝

葉

任

意

倒

放

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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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斧

口

起

裂

後

截

成

二

尺

許

長

之

節

　

三

排

法

　

擇

半

陰

半

陽

之

淺

草

地

以

每

晨

霧

罩

濃

厚

者

爲

佳

俗

呼

曰

堂

子

將

樹

密

排

其

上

逾

三

月

即

生

耳

至

秋

深

始

畢

能

生

兩

季

本

年

曰

新

山

次

年

曰

陳

山

　

四

製

法

　

將

耳

收

囘

用

長

尺

許

之

竹

絲

或

鐵

絲

密

穿

之

置

硬

木

炭

火

上

輾

轉

烘

亁

即

成

桑
自
淸
知
縣
謝
元
瀛
泐
碑
縣
署
大
堂
敎
民
以
栽
培
之
法
民
間
種
植
者
頗
多
惟
縣

境
高
寒
養
蠶
之
利
不
及
他
縣
然
其
講
樹
藝
而
勤
民
事
誠
可
風
矣

謝
元
瀛
敎
民
栽
桑
法
予

見

此

地

桑

樹

桑

葚

纍

纍

桑

葉

稀

薄

皆

由

不

接

不

培

不

修

之

故

栽

桑

不

知

法

則

養

蠶

不

獲

利

因

將

培

根

修

枝

之

法

開

示

於

後

接

桑

法

　

凡

桑

樹

未

經

接

過

者

俗

名

草

桑

已

經

接

過

者

俗

名

接

桑

草

桑

葉

稀

而

薄

喂

蠶

無

力

接

桑

葉

大

而

厚

喂

蠶

有

力

但

樹

老

難

接

樹

小

如

拱

把

者

易

接

法

與

接

果

木

同

桑

法

　

凡

桑

樹

要

其

發

葉

茂

盛

必

須

先

時

培

壅

培

法

于

每

年

冬

臘

月

間

不

桑

樹

脚

根

地

方

掘

去

浮

土

約

一

二

寸

深

約

一

尺

餘

寬

一

塊

如

盤

子

樣

但

加

得

過

掘

損

根

用

濃

糞

灌

澆

一

二

次

令

其

聚

漬

根

脚

仍

復

添

土

培

上

培

培

得

厚

加

隆

方

好

若

不

用

糞

水

或

用

一

切

肥

壯

雜

料

培

壅

根

脚

亦

可

總

之

將

使

其

根

脚

肥

煖

究

易

發

生

也

修

桑

法

　

凡

桑

樹

舊

枝

不

修

新

葉

不

茂

所

以

必

須

先

行

修

剪

法

于

正

月

間

將

頂

上

透

高

及

四

面

散

撑

枝

柯

用

桑

剪

截

去

梢

巓

其

長

枝

可

截

去

大

半

其

短

枝

可

截

去

一

半

大

約

每

枝

祇

留

下

尺

餘

及

二

尺

長

足

矣

但

無

一

枝

不

要

修

剪

所

以

使

其

力

不

外

散

自

然

葉

犬

而

厚

取

桑

蟲

法

　

凡

桑

樹

上

有

一

路

皮

變

顏

色

及

有

小

孔

眼

如

豆

大

者

內

必

有

蟲

法

用

小

狹

𨯳

鑿

一

小

孔

將

蟲

鈎

出

用

泥

封

好

仍

屬

無

礙

茶
盛
產
北
部
每
年
採
摘
於
穀
雨
前
後
者
爲
頭
茶
五
六
月
爲
二
茶
七
八
月
爲
晚
茶

淸
明
採
者
尤
佳
小
高
山
產
物
故
益
可
恃
者
無
以
逾
之
棉
止
宜
低
處
長
池
等
地

近
漸
改
良
種
法
棕
麻
則
隨
處
有
之

蟲
樹
亦
名
插
蠟
樹
葉
圓
而
條
短
者
曰
甜
插
蠟
葉
尖
而
條
長
者
曰
苦
插
蠟
比
較
以

甜
者
爲
佳
冬
靑
樹
尤
佳
惟
種
植
不
如
蟲
樹
之
易
低
處
產
蠟
高
處
產
蟲
凡
拴
蟲

三
年
一
次
產
蟲
之
年
俗
呼
曰
當
園
獲
利
常
十
百
倍
亦
瘠
縣
一
利
源
也

岳
新
如
張
公
塘
蟲
園
碑
記
產

蟲

之

樹

投

資

少

收

益

鉅

三

年

乃

登

如

菽

粟

榖

麥

之

可

定

期

收

穫

其

爲

利

甚

厚

故

鄰

近

以

之

致

富

饒

亦

甚

夥

吾

鄕

地

氣

高

寒

山

嶺

圍

蔽

暑

風

不

侵

以

蓄

蟲

樹

爲

宜

顧

人

無

種

此

樹

者

歲

在

乙

未

余

始

提

倡

種

植

厥

後

蔚

然

成

園

漸

食

其

利

至

今

而

大

獲

於

是

鄕

人

擬

立

規

約

勒

之

碑

石

用

垂

永

久

而

屬

序

於

余

余

維

吾

鄕

素

稱

瘠

苦

自

先

高

定

居

聚

族

戚

而

處

厯

世

六

七

厯

年

二

百

貧

民

終

歲

勤

動

饔

飱

取

給

而

外

莫

名

一

錢

號

稱

小

康

之

家

亦

祇

收

益

租

入

僅

足

溫

飽

蓋

先

民

安

於

耕

鑿

蹈

常

習

故

不

知

講

求

生

利

之

方

開

源

之

法

馴

致

地

力

日

盡

生

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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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繁

而

鄕

鄰

乃

日

益

困

窮

而

無

可

爲

術

當

余

倡

種

樹

時

譏

爲

荒

蕪

田

園

得

不

償

失

者

有

之

疑

爲

事

出

僥

倖

難

期

成

效

者

有

之

創

始

之

難

若

此

孰

知

二

十

年

後

乃

爲

窮

鄕

僻

壞

闢

一

利

源

耶

嗟

夫

吾

鄕

生

產

之

富

竹

樹

之

繁

苟

移

植

於

通

衢

大

都

無

物

不

可

取

倍

稱

之

息

徒

以

僻

在

窮

荒

交

通

閉

塞

乃

悉

廢

棄

而

無

所

用

然

山

澤

之

利

原

野

之

沃

前

人

貽

留

而

未

宣

洩

開

闢

者

至

多

且

厚

果

能

察

其

用

途

辨

其

土

宜

經

營

樹

藝

生

財

之

道

奚

止

蟲

樹

一

端

惟

蟲

樹

之

利

旣

溥

其

效

旣

著

思

所

以

保

護

而

維

持

之

俾

永

以

不

墜

而

於

未

開

之

利

源

亦

藉

以

發

其

端

而

振

其

緖

觀

感

興

起

用

待

來

者

是

則

鄕

人

所

以

設

規

立

石

之

意

余

雖

不

文

又

何

敢

辭

乃

並

爲

次

定

規

約

六

條

列

於

後

方

鄕

間

子

弟

庶

知

所

遵

守

焉

竹
有
斑
竹
水
竹
筋
竹
而
慈
竹
爲
用
尤
廣
高
山
之
木
竹
簝
葉
竹
亦
可
作
造
紙
料

植
物
中
之
可
作
染
料
栽
培
易
而
銷
用
多
者
惟
藍
爲
最
趕
場
溪
官
路
口
出
產
最
多

他
處
僅
零
星
種
植
五
倍
棱
角
則
自
生
於
山
間
至
橡
斗
槐
花
雖
染
料
中
之
要
品

民
間
鮮
有
知
用
者
矣

藥
材
極
多
難
以
枚
舉
以
泡
參
姜
樸
爲
大
宗
杜
仲
細
辛
柴
胡
前
胡
大
黃
桔
根
羌
活

通
草
山
藥
三
七
等
次
之
有
呼
爲
北
黨
參
者
產
額
亦
鉅
非
黨
產
而
冒
其
名
也

果
有
桃
李
棗
杏
柿
栗
花
紅
林
檎
白
菓
之
屬
而
以
核
桃
爲
多
北
部
居
民
歲
收
常
至

十
餘
石
梨
因
鄕
民
以
接
樹
爲
重
故
亦
多
有
佳
者

花
類
亦
多
然
皆
常
產
蘭
花
茁
於
山
谷
間
有
素
心
者
最
爲
佳
品
白
杜
鵑
亦
時
人
所

珍
蓮
附
城
多
種
之
取
其
藕
製
粉
較
他
處
爲
佳

礦
物

鐵
礦
最
多
北
部
大
山
中
皆
有
之
黃
犬
河
金
家
河
貴
民
關
桃
園
寺
等
處
皆
已
發
現

者
也
煤
礦
產
底
壩
河
水
洞
溪
鹿
角
埡
等
處
硫
礦
產
水
洞
溪
錫
礦
產
九
嶺
子
銀

礦
產
銀
廠
壪
但
含
銀
質
極
少
沙
金
產
平
河
間
有
大
塊
近
平
河
又
發
現
一
種
礦

物
所
含
礦
質
成
分
經
礦
師
化
驗
其
比
例
爲
鉛
七
銀
二
金
一
爲
最
寶
貴
之
特
產

石
之
美
者
如
九
嶺
子
平
河
之
玉
及
水
晶
石
上
兩
河
口
之
雲
紋
石
楊
家
壩
之
龍
文

石
小
巫
峽
之
菊
花
紋
石
縣
城
河
邊
之
靑
紅
二
色
石
或
以
製
玩
器
或
作
碑
板
或

以
製
硯
均
極
美
觀
適
用

石
棉
古
以
織
火
浣
布
日
本
以
製
防
火
紙
今
各
國
汽
機
纏
之
以
隔
熱
銀
庫
張
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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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防
災
用
途
極
廣
近
年
發
現
於
空
木
河
甚
爲
特
產
有
靑
灰
白
黃
四
種
灰
色
者
最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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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氣
候
志

南
江
縣
氣
候
大
率
溫
和
南
部
較
熱
北
部
較
寒
最
高
處
與
最
低
處
寒
暑
相
差
至
十

度
以
上
恆
見
大
山
之
麓
厥
民
已
析
迨
至
其
巓
厥
民
猶
隩
蓋
空
氣
疎
密
各
殊
故

氣
候
逈
異

雨
澤
大
致
勻
順
最
高
處
喜
旱
最
低
處
喜
雨
故
多
雨
之
歲
低
處
占
有
年
高
處
穀

不
熟
乏
雨
之
歲
則
反
是
因
此
全
縣
豐
歉
有
互
爲
調
劑
之
益
乏
大
饑
之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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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實
業
志
農

　

工

　

商

農

農
民
居
全
縣
人
數
十
分
之
八
九
山
原
交
錯
水
源
極
便
水
利
無
待
推
廣
惟
農
作
之

改
良
及
交
換
未
經
講
求

縣
境
當
巴
山
西
麓
老
林
甚
多
竹
木
相
間
連
亙
數
百
里
所
謂
巴
山
老
林
也
近
多
開

墾
人
造
林
則
無
之
蠶
桑
業
因
地
氣
高
寒
雖
曾
經
縣
令
謝
元
瀛
等
先
後
提
倡
亦

不
發
達
畜
牧
山
民
間
有
畜
牛
馬
數
十
頭
羊
數
百
頭
者
偶
爲
之
以
生
利
知
畜
牧

防
疫
等
法
者
極
鮮

農
事
試
驗
場
民
國
九
年
創
設
於
西
門
外
養
濟
院
側
旋
廢

農
會
設
縣
城
民
國
元
年
成
立
今
中
輟

長
池
區
農
會
設
長
池
市
民
國
四
年
成
立

工

木
石
金
土
縫
織
各
工
皆
有
之
僅
備
本
地
之
用
技
巧
不
逮
他
縣
近
年
石
工
造
白
花

硯
一
種
工
作
較
佳

鐵
廠
北
部
甚
多
今
存
者
尙
二
十
餘
廠
廠
大
者
可
容
千
人
小
者
數
百
人
採
礦
取
鐵

純
用
舊
法
資
本
多
出
自
個
人
鮮
有
集
股
開
辦
者
煉
鋼
廠
鍋
廠
鏵
廠
隨
處
設
有

規
模
甚
小

紙
廠
僅
能
造
草
紙
皮
紙
惟
淸
末
董
孝
廉
策
宸
創
設
一
廠
取
山
間
木
竹
作
料
造
各

種
白
紙
極
佳
爲
縣
區
改
良
工
業
之
先
導
惜
今
已
中
輟

木
廠
設
於
山
林
伐
樹
斧
成
木
料
出
河
售
賣
木
耳
廠
炭
廠
煙
子
廠
石
灰
廠
各
地
多

有
之
長
池
大
河
口
織
市
機
房
亦
多
皆
一
時
之
工
務
組
合
規
模
大
小
亦
不
一
致

香
菌
廠
巴
山
老
林
中
有
之
法
於
秋
冬
砍
伐
花
栗
靑
棡
梓
樹
桫
欏
等
木
山
樹
必
擇

大
者
小
不
堪
用
將
木
放
倒
不
去
傍
枝
卽
就
山
頭
坡
上
任
其
堆
積
雨
淋
日
晒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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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次
年
樹
身
上
點
花
三
年
後
卽
結
菌
可
收
七
八
年
至
十
年
後
樹
朽
壞
不
復
出
菌

菌
於
每
年
三
四
月
收
採
先
用
火
烘
乾
再
上
蒸
籠
蒸
過
然
後
裝
桶

習
藝
所
淸
末
成
立
今
廢

敎
養
工
廠
民
國
初
年
成
立
今
廢

工
會
淸
末
成
立
今
中
輟

商

南
江
土
產
極
多
故
輸
出
之
土
貨
亦
夥
由
巴
江
輸
出
者
以
木
料
藥
材
爲
大
宗
牛
羊

皮
猪
毛
木
耳
黃
花
次
之
藍
靛
銷
漢
中
茶
銷
甘
肅
絲
銷
成
都
餘
如
長
池
之
市
高

山
之
漆
蠟
蟲
低
地
之
桐
油
北
路
之
雲
紋
石
棹
面
龍
紋
石
碑
板
均
行
銷
鄰
境
及

下
江
一
帶
銀
耳
近
年
始
漸
有
出
品
行
銷
上
海

輸
入
之
品
以
漢
中
之
棉
花
下
河
之
糖
紙
爲
大
宗
近
年
復
暢
銷
洋
貨
綢
緞
誠
漏
巵

也
商
會
設
縣
城
外
河
街
民
國
元
年
成
立

長
池
區
商
會
設
長
池
市
民
國
二
年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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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敎
育
志
學

校

學

款

敎

育

會

學
校

淸
制
南
江
縣
學
額
歲
科
兩
試
取
進
文
童
各
八
名
歲
試
取
進
武
童
八
名
府
學
歲
科

兩
試
各
四
名
本
學
廩
生
二
十
名
增
生
二
十
名
二
年
一
貢
廩
生
餼
糧
銀
叁
兩
貳

錢
共
銀
陸
拾
肆
兩
遇
閏
每
名
加
增
銀
貳
錢
陸
分
陸
釐
陸
毫
光
緖
末
年
廢
科
舉

興
學
堂
此
制
遂
廢

淸
公
山
書
院
舊
在
南
門
內
淸
知
縣
聞
肇
煌
創
建
僅
講
堂
三
楹
書
屋
六
間
同
治
十

一
年
知
縣
何
詒
孫
移
建
於
城
東
几
水
外
一
里
規
模
甚
爲
宏
敞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廢
改
爲
縣
立
第
一
高
等
小
學
校

聞
肇
煌
公
山
書
院
碑
記
予

蒞

南

江

五

年

地

僻

事

簡

恆

孜

孜

若

不

及

蓋

拙

於

吏

者

也

雖

然

一

夫

不

耕

吏

飢

之

也

一

民

不

敎

吏

愚

之

也

予

旣

爲

邑

吏

安

可

以

拙

辭

夫

絃

歌

之

雅

化

無

遠

不

屆

不

以

簡

陋

遺

也

山

川

之

靈

秀

無

地

不

然

不

以

偏

僻

異

也

南

江

人

士

沐

聖

天

子

培

養

之

深

而

又

得

地

靈

若

此

固

宜

人

文

蔚

起

科

甲

蟬

聯

而

尙

不

能

臻

其

盛

者

抑

人

事

之

未

盡

與

各

直

省

欽

奉

諭

旨

設

立

書

院

而

郡

縣

亦

增

置

義

學

振

興

文

敎

者

比

比

皆

然

予

初

蒞

此

邦

軍

需

甫

定

撫

字

未

遑

年

來

百

榖

順

成

差

徭

不

擾

補

拙

之

暇

每

與

新

進

講

習

典

儀

而

多

士

亦

皆

忻

忻

有

志

但

城

鄕

遠

隔

往

來

不

常

風

雨

晦

明

潛

心

無

所

因

謀

之

龔

君

學

博

共

繼

前

人

未

逮

之

志

捐

貲

庀

材

卽

南

關

內

義

學

舊

址

擴

充

而

興

建

之

前

三

楹

爲

肄

業

之

所

後

爲

講

堂

廂

廡

四

楹

齋

廚

四

楹

繚

石

以

垣

興

工

之

日

士

庶

踴

躍

接

踵

而

至

閱

三

月

落

成

額

曰

公

山

啓

秀

誌

其

地

也

屋

宇

高

爽

堅

厚

龔

君

監

理

之

功

居

多

因

謂

予

爲

能

振

興

文

敎

予

能

云

爾

哉

因

地

制

宜

固

邑

吏

職

然

予

竊

聞

百

工

居

肆

以

成

其

事

又

韓

子

之

言

曰

業

精

于

勤

荒

於

嬉

斯

舉

也

以

爲

致

道

之

居

肆

可

也

凡

我

庠

序

子

弟

以

及

俊

秀

岐

嶷

者

咸

得

聚

於

其

中

延

明

師

以

督

課

之

平

居

講

明

體

用

之

學

賓

興

拜

獻

之

資

將

見

人

文

蔚

起

科

甲

蟬

聯

公

山

几

水

玉

潤

珠

輝

流

傳

之

厯

久

而

彌

彰

垣

楹

之

長

新

而

不

敝

則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有

同

心

焉

龔

君

學

博

不

以

予

之

拙

而

請

予

記

之

予

重

其

事

兼

述

鄙

意

如

此

陳
家
修
公
山
書
院
碑
記
春

秋

凡

興

作

必

書

重

民

力

也

獨

泮

宮

之

修

不

書

而

咏

於

魯

頌

程

子

以

爲

此

復

古

興

廢

之

事

不

與

勞

民

者

比

此

何

以

故

誠

以

士

爲

民

首

風

俗

之

盛

衰

係

人

才

之

消

長

人

才

之

消

長

又

係

於

學

校

之

廢

興

典

至

鉅

也

蕞

爾

邑

何

獨

不

然

同

治

十

一

年

秋

何

公

芑

仲

署

理

南

江

縣

事

舊

以

文

昌

廟

爲

公

山

書

院

相

其

地

基

址

狹

隘

房

舍

漸

圮

且

祗

寥

寥

數

間

不

足

以

廣

容

英

傑

心

以

爲

憂

因

决

然

有

創

修

志

予

與

儒

學

苓

仙

葉

君

韙

其

議

交

口

贊

不

衰

次

年

採

地

文

廟

右

側

之

下

係

熊

君

希

鬻

及

民

人

袁

姓

業

熊

姓

慨

捐

袁

姓

業

則

商

借

學

地

易

之

皇

皇

然

捐

廉

籌

款

鳩

工

庀

材

札

委

附

貢

傅

鎔

監

生

趙

大

猷

董

其

事

不

假

薪

水

公

而

忘

私

監

工

日

勤

視

如

家

務

並

派

從

九

馬

騰

蛟

分

視

工

役

亦

能

持

久

耐

勞

何

公

每

月

必

親

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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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其

地

指

示

規

模

閱

一

歲

成

名

仍

其

舊

約

費

金

二

千

有

餘

向

慮

橫

經

無

室

今

則

高

其

閈

閎

厚

其

牆

垣

師

生

有

舍

庖

廚

有

次

几

案

牀

凳

罔

不

具

備

計

可

容

百

餘

人

非

何

公

之

見

義

勇

爲

曁

諸

人

之

相

與

有

成

不

及

此

嘗

於

公

餘

游

步

其

所

望

之

蔚

然

而

深

秀

者

天

榜

奎

閣

諸

山

也

時

聞

響

聲

潺

潺

環

繞

於

左

右

之

間

几

水

曲

流

而

下

也

外

之

堆

阜

突

忽

靈

岩

隱

現

野

綠

千

村

林

碧

萬

畝

悉

可

延

爽

於

堂

階

之

上

揆

諸

地

靈

人

傑

其

祗

爲

文

學

會

萃

之

藪

科

第

聯

鑣

之

兆

歟

行

見

品

端

學

粹

表

率

羣

倫

因

學

校

以

植

人

才

因

人

才

以

維

風

俗

將

於

是

乎

在

何

公

卸

任

已

久

本

邑

孝

廉

李

君

星

六

適

主

講

席

屬

序

於

余

余

因

誌

其

緣

起

且

望

後

之

蒞

斯

土

者

厚

籌

膏

火

廣

羅

俊

髦

樹

蕙

滋

蘭

以

收

培

植

學

校

之

益

焉

則

幸

甚

淸
東
垣
書
院
在
縣
城
東
門
內
載

府

志

興

廢

今

無

可

考

淸
龍
池
書
院
在
長
池
市
東
一
里
光
緖
六
年
知
縣
張
熙
穀
創
建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廢

今
爲
第
二
高
等
小
學
校

淸
源
泉
書
院
在
沙
河
場
光
緖
初
年
知
縣
張
熙
穀
就
廟
舍
修
葺
僅
具
規
模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廢
今
爲
沙
河
場
國
民
學
校

高
等
小
學
校

縣
立
第
一
高
等
小
學
校
在
城
東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成
立
淸
公
山
書
院
改
建

縣
立
第
二
高
等
小
學
校
在
七
區
長
池
鄕
距
縣
城
一
百
三
十
里
民
國
四
年
成
立

淸
龍
池
書
院
改
建

女
學
校

縣
立
多
級
女
學
校
在
縣
城
南
門
內
民
國
六
年
成
立
淸
敎
諭
署
改
建

國
民
學
校

南
江
縣
國
民
學
校
自
興
學
至
民
國
十
年
先
後
成
立
共
六
十
四
所
列
表
如
左

校

地

及

名

稱

所

在

區

域

距

城

里

數

成

　

立

　

時

　

期

治
城
第
一
國
民
學
校

治
城
第
二
國
民
學
校

石

礦

壩

國

民

學

校

官

路

口

國

民

學

校

趕

場

溪

國

民

學

校

一
　
區

同同
二
　
區

同

縣
　
城

同

四

十

里

七

十

里

六

十

里

淸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同同

民

　

國

　

六

　

年

宣

　

統

　

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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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西

淸

橋

國

民

學

校

沙

壩

場

國

民

學

校

貴

民

關

國

民

學

校

長

灘

河

國

民

學

校

橋

亭

場

國

民

學

校

上
兩
河
口
國
民
學
校

圓

山

寺

國

民

學

校

官

壩

場

國

民

學

校

楊

家

壩

國

民

學

校

興

隆

寺

國

民

學

校

桃

源

寺

國

民

學

校

白

頭

灘

國

民

學

校

同同同同
三
　
區

同同同同同同同

一
百
六
十
里

同

一
百
三
十
里

九

十

里

六

十

里

一
百
一
十
里

一
百
一
十
里

一
百
五
十
里

六

十

里

一
百
廿
五
里

二

百

里

二
百
一
十
里

民

國

五

年

民

國

二

年

同

民

國

六

年

民

國

三

年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民

國

十

一

年

民

國

五

年

宣

統

元

年

民

國

十

一

年

民

國

六

年

同

興

馬

場

國

民

學

校

紅

岩

觀

國

民

學

校

大

河

口

國

民

學

校

貴

和

場

國

民

學

校

中

方

坪

國

民

學

校

石

板

灘

國

民

學

校

關

門

場

國

民

學

校

𣹐

池

壪

李

氏

祠

國

民

學

校

仁

和

塲

元

峯

寺

國

民

學

校

仁

和

塲

華

嚴

寺

國

民

學

校

元

潭

塲

禹

王

宮

國

民

學

校

元

潭

塲

萬

壽

宮

國

民

學

校

四
　
區

同同同同同同同
五
　
區

同同同

一
百
二
十
里

同

九

十

里

九

十

里

一
百
一
十
里

一

百

里

六

十

里

四

十

里

一
百
七
十
五
里

一
百
五
十
里

二
百
一
十
里

同

民

國

二

年

民

國

七

年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民

國

七

年

宣

統

元

年

同

民

國

七

年

民

國

十

年

同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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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三

峯

觀

國

民

學

校

針

匠

埡

國

民

學

校

東

埡

嶺

國

民

學

校

赤

溪

場

國

民

學

校

赤

溪

塲

玉

成

寺

國

民

學

校

晏

山

寺

國

民

學

校

晏

山

塚

涼

水

井

國

民

學

校

靑

寶

觀

國

民

學

校

八

廟

埡

國

民

學

校

八

廟

埡

普

照

寺

國

民

學

校

新

興

場

國

民

學

校

羅

坪

壩

國

民

學

校

同同同
六
　
區

同同同同同
六
　
區

同同

同

二
百
六
十
里

同

一
百
二
十
里

同
一

百

里

同
九

十

里

同
九

十

里

七

十

里

九

十

里

民

　

國

　

六

　

年

同

民

　

國

　

三

　

年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民
　
國
　
十
　
一
　
年

民

　

國

　

三

　

年

民
　
國
　
十
　
一
　
年

民

　

國

　

三

　

年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民
　
國
　
十
　
一
　
年

民

　

國

　

十

　

年

宣

　

統

　

三

　

年

沙

河

場

國

民

學

校

長

　

池

玄

帝

觀

國

民

學

校

長

　

池

朱

陵

宮

國

民

學

校

長

　

池

川

主

廟

國

民

學

校

何

家

壩

國

民

學

校

樟

木

營

國

民

學

校

靈

隍

廟

國

民

學

校

演

禪

寺

國

民

學

校

資

聖

寺

國

民

學

校

霧

雲

菴

國

民

學

校

惠

民

寨

公

山

廟

國

民

學

校

沙

溪

塲

禹

王

宮

國

民

學

校

同
七
　
區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一

百

里

一
百
三
十
里

同同同

一
百
四
十
里

一
百
三
十
里

一
百
五
十
里

一
百
四
十
里

一
百
五
十
里

一
百
六
十
里

一
百
六
十
里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光

緖

三

十

一

年

同同同

民

　

國

　

三

　

年

同同同

民
　
國
　
十
　
一
　
年

民

　

國

　

五

　

年

民

　

國

　

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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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沙

溪

塲

胡

氏

祠

國

民

學

校

沙

溪

塲

明

正

寺

國

民

學

校

文

星

場

國

民

學

校

陳

橋

寺

國

民

學

校

白

馬

廟

國

民

學

校

黑

水

潭

國

民

學

校

鎭

子

場

國

民

學

校

朱

公

場

國

民

學

校

復

興

場

國

民

學

校

東

興

場

國

民

學

校

玉

井

寺

國

民

學

校

同同同
七
　
區

同同
八
　
區

同同同
九
　
區

同同

一
百
三
十
里

一
百
六
十
里

一
百
九
十
里

二

百

里

二
百
二
十
里

二
百
一
十
里

二
百
二
十
里

二
百
四
十
里

二
百
八
十
里

民
　
國
　
八
　
年

民
　
國
　
五
　
年

民
　
國
　
八
　
年

民
　
國
　
九
　
年

民
　
國
　
七
　
年

民
　
國
　
六
　
年

民
　
國
　
三
　
年

同同

民
　
國
　
十
　
一
　
年

民

　

國

　

七

　

年

學
款

南
江
縣
學
款
興
學
以
來
凡
前
淸
書
院
義
學
賓
興
所
管
有
之
不
動
產
悉
行
併
入
復

收
附
加
稅
及
各
捐
款
茲
就
民
國
十
一
年
由
勸
學
所
經
收
者
列
舉
如
左

田
稅
附
加

每
正
稅
銀
壹
兩
附
加
銀
叁
角
每
年
收
銀
肆
百
玖
拾
陸
元
五
錢
壹
分
捌
釐

肉
稅
附
加

每
宰
猪
一
支
徵
收
錢
貳
百
文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壹
千
貳
百
串

中
資
捐

按
契
稅
產
價
徵
收
百
分
之
五
之
三
分
之
一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貳
千
釧

留
學
費

按
契
稅
產
價
每
百
釧
收
錢
叁
百
叁
拾
叁
文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肆
百
釧

春
帖
捐

每
春
帖
一
張
收
錢
伍
拾
餘
文
年
額
無
定
約
收
錢
柒
百
餘
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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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不
動
產
收
入

棧
灘
壩
田
產
穀
租
壹
拾
陸
石

粉
壁
壩
田
產
穀
租
肆
拾
捌
石
捌
斗

後
壩
溝
田
產
穀
租
叁
拾
貳
石

涼
水
井
田
產
穀
租
壹
石

太
平
寨
田
產
穀
租
叁
石

八
廟
坪
田
產
穀
租
叁
石

何
家
山
田
產
穀
租
拾
石

廟
兒
灣
田
產
穀
租
貳
石

乾
溪
田
產
租
錢
柒
釧

郭
堡
子
田
產
租
錢
拾
釧

王
現
岩
田
產
租
錢
捌
釧

尹
家
坡
田
產
租
錢
肆
釧

大
田
溝
田
產
租
錢
叁
拾
釧

黃
木
埡
田
產
租
錢
拾
伍
釧

碑
坡
田
產
租
錢
拾
伍
釧

九
嶺
子
田
產
租
錢
伍
釧

陳
家
峽
田
產
租
錢
拾
肆
釧

椿
樹
坪
田
產
租
錢
叁
拾
伍
釧

毛
水
口
田
產
租
錢
叁
釧

龍
感
山
田
產
租
錢
玖
釧

襆
頭
嶺
田
產
租
錢
拾
釧

沙
溪
場
田
產
租
錢
拾
釧

五
女
山
田
產
租
錢
貳
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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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官
路
口
田
產
租
錢
貳
拾
伍
釧

小
馬
驛
田
產
租
錢
肆
釧

蔡
家
坡
田
產
租
錢
柒
釧

以
上
田
產
二
十
六
處
均
係
前
淸
書
院
管
有

桂
花
樹
田
產
租
穀
伍
石

簡
家
壩
田
產
租
穀
捌
石

活
水
溝
田
產
租
穀
叁
石

姜
家
山
田
產
租
穀
拾
叁
石

詹
家
坡
田
產
租
穀
拾
石

井
壩
田
產
租
穀
柒
石

吳
家
灣
田
產
租
穀
貳
石
柒
斗

紅
花
堟
田
產
租
錢
拾
伍
釧

以
上
田
產
八
處
係
前
淸
義
學
管
有

大
灣
田
產
租
穀
貳
石
伍
斗

何
家
坪
田
產
租
穀
肆
石
貳
斗

石
門
寺
田
產
租
穀
柒
石

搆
林
溪
田
產
租
穀
捌
斗

大
柏
樹
田
產
租
穀
伍
拾
伍
石

岳
家
壩
田
產
租
穀
玖
石
伍
斗

樵
家
坪
田
產
租
穀
柒
石
伍
斗

馬
躍
溪
田
產
租
穀
捌
石
包
穀
捌
斗
錢
貳
釧

晏
家
堟
田
產
租
錢
貳
拾
伍
釧

木
門
場
田
產
租
錢
拾
釧

長
池
田
產
租
錢
肆
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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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本
　
城
房
產
租
錢
壹
百
零
陸
釧

以
上
田
產
十
一
處
及
本
城
房
產
均
係
前
淸
賓
興
管
有

沙
灘
子
田
產
租
穀
肆
石

安
家
坪
田
產
租
穀
貳
石
陸
斗

瓦
銓
子
田
產
租
穀
拾
石
零
壹
斗

徐
家
堟
田
產
租
穀
貳
石
玖
斗

琉
璃
井
田
產
租
穀
拾
玖
石
叁
斗

觀
音
井
田
產
租
榖
肆
石
伍
斗

水
田
坪
田
產
租
穀
拾
貳
石
包
穀
肆
石

大
帽
山
田
產
租
穀
壹
石
伍
斗
包
穀
陸
斗

茶
　
坪
田
產
租
穀
拾
石
包
穀
壹
石
捌
斗
茶
租
錢
捌
釧

貴
民
關
武
聖
宮
產
包
穀
租
肆
石
貳
斗

以
上
田
產
十
處
均
係
勸
學
所
新
置
或
提
廟
產

右
不
動
產
收
入
合
計
每
年
穀
租
叁
百
貳
拾
伍
石
玖
斗
包
穀
租
壹
拾
壹
石
肆
斗

錢
租
叁
百
玖
拾
叁
釧

公
款
生
息

利
率
年
利
壹
分
伍
釐
每
年
收
入
子
金
伍
百
餘
元

學
款
有
不
由
勸
學
所
直
接
經
收
者
如
長
池
第
二
高
小
學
校
經
費
每
年
壹
千
陸

百
餘
元
由
該
地
自
收
自
支
又
各
市
鄕
國
民
學
校
除
內
有
二
三
校
由
勸
學
所

補
助
學
費
外
其
餘
各
校
校
費
或
百
貳
拾
釧
或
百
釧
或
捌
拾
釧
不
等
全
年
共

計
約
陸
千
釧
亦
由
各
市
鄕
就
該
地
廟
產
公
會
斗
息
行
稱
等
款
提
取
自
行
收

支
均
不
在
前
列
學
款
內
其
徵
收
種
類
太
繁
且
時
有
變
更
不
備
列

敎
育
會

南
江
縣
敎
育
會
附
設
勸
學
所
內
民
國
元
年
成
立
會
員
四
十
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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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長
池
鄕
敎
育
會
設
長
池
場
民
國
三
年
成
立
會
員
三
十
餘
人

第
六
區
敎
育
會
設
八
廟
場
民
國
十
一
年
成
立
會
員
二
十
人

第
四
區
敎
育
會
設
大
河
口
民
國
十
一
年
成
立
會
員
四
十
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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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選
舉
志

進
士

明
李
　
實
南

江

人

保

寜

府

巴

州

軍

籍

岳
虞
詢
萬

暦

二

十

年

壬

辰

科

任

河

南

上

蔡

縣

知

縣

淸
岳
　
度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甲

辰

科

任

翰

林

院

編

修

岳
　
順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甲

辰

科

厯

任

江

蘇

太

平

婁

縣

知

縣

岳
　
維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丙

戌

科

任

茘

波

縣

知

縣

徐
炳
唐
同

治

十

年

辛

未

科

舉
人

明
李
　
實
成

化

元

年

乙

酉

科

岳
鍾
賢
宏

治

十

一

年

戊

午

科

岳
虞
詢
萬

暦

七

年

己

卯

科

岳
生
亮
萬

暦

十

年

壬

午

科

岳
思
恭
科

分

無

考

淸
岳
　
翰
順

治

己

丑

科

李
鴻
儒
順

治

八

年

辛

卯

科

袁
　
澈
順

治

八

年

辛

卯

科

袁
　
𣶏
順

治

八

年

辛

卯

科

岳
　
貞
順

治

十

一

年

甲

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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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袁
公
衍
順

治

十

一

年

甲

午

科

岳
音
諧
順

治

十

四

年

丁

酉

科

熊
之
麟
順

治

十

四

年

丁

酉

科

岳
爾
翼
康

熙

二

十

年

辛

酉

科

任

山

東

郯

城

縣

知

縣

袁
士
雲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丁

卯

科

岳
　
綸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庚

辰

科

岳
　
康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丙

子

科

岳
　
度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丁

卯

科

岳
　
維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丙

子

科

岳
　
順
雍

正

元

年

癸

卯

科

岳
　
容
雍

正

十

年

壬

子

科

岳
東
圖
雍

正

十

三

年

乙

卯

科

謝
　
炳
乾

隆

三

年

戊

午

科

蕭
廷
桂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壬

子

科

陳
光
虞
道

光

辛

卯

科

李
毓
秀
道

光

壬

辰

科

李
毓
文
咸

豐

乙

未

科

岳
光
虞
同

治

甲

子

科

徐
炳
唐
同

治

丁

卯

科

賴
九
皋
同

治

丁

卯

科

何
學
培
同

治

丁

卯

科

李
炳
南
光

緖

乙

亥

科

徐
文
銳
光

緖

己

卯

科

傅
文
藻
光

緖

己

卯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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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郭
　
瀚
光

緖

乙

酉

科

黃
玉
田
光

緖

乙

酉

科

傅
文
莊
光

緖

辛

卯

科

董
策
宸
光

緖

丁

酉

科

副
榜

淸
姜
佐
周
乾

隆

癸

卯

科

任

興

文

縣

敎

諭

李
毓
秀
道

光

乙

酉

科

武
舉

淸
楊
用
中
乾

隆

乙

酉

科

王
　
瓊
乾

隆

辛

卯

科

鄭
映
芳
嘉

慶

戊

辰

科

王
炳
烈
光

緖

陳
巨
卿
光

緖

拔
貢

淸
袁
　
旦
科

分

無

考

楊
長
淸
科

分

無

考

張
伯
玉
科

分

無

考

岳
士
本
乾

隆

乙

酉

科

陳
子
英
科

分

無

考

蕭
廷
桂
乾

隆

丁

酉

科

張
開
敏
嘉

慶

辛

酉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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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楊
廷
賢
嘉

慶

癸

酉

科

馮
登
衢
道

光

乙

酉

科

郭
以
藩
道

光

丁

酉

科

傅
文
黼
道

光

己

酉

科

譚
魁
元
咸

豐

辛

酉

科

郭
炳
新
同

治

癸

酉

科

厯

任

河

南

濬

縣

延

津

縣

知

縣

岳
　
森
光

緖

乙

酉

科

郭
　
瀚
光

緖

乙

酉

科

胡
文
鈞
光

緖

丁

酉

科

陝

西

知

縣

厯

任

留

壩

廳

定

遠

廳

南

鄭

縣

沔

縣

知

事

傅
濬
章
宣

統

己

酉

科

張
開
泰
宣

統

己

酉

科

常
煥
然
宣

統

己

酉

科

恩
貢

淸
杜
　
伸
　
　
　
　
　
　
　
　
　
　
惠
元
良

岳
東
圖
　
　
　
　
　
　
　
　
　
　
陰
　
旦
南

充

敎

諭

趙
儒
修
　
　
　
　
　
　
　
　
　
　
岳
爾
霖
中

江

敎

諭

張
調
元
　
　
　
　
　
　
　
　
　
　
方
國
璽

楊
宗
元
　
　
　
　
　
　
　
　
　
　
何
愼
修

岳
樹
範
　
　
　
　
　
　
　
　
　
　
陳
中
孚

徐
必
貞
　
　
　
　
　
　
　
　
　
　
劉
懷
璉

柳
含
英
　
　
　
　
　
　
　
　
　
　
李
現
元

廖
必
陞
　
　
　
　
　
　
　
　
　
　
張
于
周

陳
尙
玟
　
　
　
　
　
　
　
　
　
　
張
鳳
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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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陳
建
中

岳
　
寅

岳
　
宏

歲
貢

淸
岳
　
和
資

陽

訓

導

　
　
　
　
　
　
岳
爾
藩
長

寜

訓

導

何
現
圖
雅

州

訓

導

　
　
　
　
　
　
趙
儒
賢

李
天
楷
三

台

訓

導

　
　
　
　
　
　
曹
士
俊

楊
永
聰
敍

永

廳

訓

導

　
　
　
　
　
李
　
純
西

充

訓

導

岳
翹
儒
　
　
　
　
　
　
　
　
　
　
張
大
儒

何
秉
直
江

津

訓

導

　
　
　
　
　
　
岳
樹
猷

徐
樹
德
華

陽

訓

導

　
　
　
　
　
　
何
爾
泰

岳
虞
鼎
　
　
　
　
　
　
　
　
　
　
何
爾
明

岳
士
佩
　
　
　
　
　
　
　
　
　
　
張
登
雲

謝
　
恆
　
　
　
　
　
　
　
　
　
　
岳
本
崇

陳
士
銓
　
　
　
　
　
　
　
　
　
　
何
紹
宗

岳
明
達
　
　
　
　
　
　
　
　
　
　
岳
漢
采

岳
士
鼎
　
　
　
　
　
　
　
　
　
　
何
國
棟

張
　
寬
　
　
　
　
　
　
　
　
　
　
何
國
梁

岳
秉
湻
　
　
　
　
　
　
　
　
　
　
岳
承
皋

岳
承
善
　
　
　
　
　
　
　
　
　
　
岳
　
亮

巨
良
寀
　
　
　
　
　
　
　
　
　
　
楊
士
璠

周
　
岐
　
　
　
　
　
　
　
　
　
　
岳
熊
飛

岳
士
楠
　
　
　
　
　
　
　
　
　
　
陳
尙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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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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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岳
士
梯
　
　
　
　
　
　
　
　
　
　
何
愼
修

殷
調
元
　
　
　
　
　
　
　
　
　
　
岳
仕
型

岳
　
檜
　
　
　
　
　
　
　
　
　
　
岳
　
艮

姜
登
闕
　
　
　
　
　
　
　
　
　
　
何
恩
喆

岳
　
楠
　
　
　
　
　
　
　
　
　
　
岳
士
蔡

岳
岱
功
　
　
　
　
　
　
　
　
　
　
岳
士
梁

董
錫
昌
　
　
　
　
　
　
　
　
　
　
趙
百
城

岳
鍾
山
　
　
　
　
　
　
　
　
　
　
岳
凌
雲

趙
鼎
重
　
　
　
　
　
　
　
　
　
　
岳
賡
颺

岳
呈
瑞
　
　
　
　
　
　
　
　
　
　
李
錦
春

楊
士
珩
　
　
　
　
　
　
　
　
　
　
李
向
榮

岳
騰
漢
　
　
　
　
　
　
　
　
　
　
岳
方
川

何
遵
濓
　
　
　
　
　
　
　
　
　
　
李
炳
陽

雷
化
醕
　
　
　
　
　
　
　
　
　
　
朱
元
欽

岳
　
濱
　
　
　
　
　
　
　
　
　
　
何
正
身

芶
驥
程
　
　
　
　
　
　
　
　
　
　
何
登
序

張
懋
官
　
　
　
　
　
　
　
　
　
　
何
廷
榮

蔡
宗
周
　
　
　
　
　
　
　
　
　
　
何
昌
齡

何
尊
榮
　
　
　
　
　
　
　
　
　
　
何
　
蓀

趙
靜
中
　
　
　
　
　
　
　
　
　
　
何
嵐
崧

李
毓
名
　
　
　
　
　
　
　
　
　
　
常
大
成

何
遵
濓
　
　
　
　
　
　
　
　
　
　
何
大
章

孝
廉
方
正

張
垣
極
宣

統

元

年

舉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選

舉

　

　

　

　

　

　

　

　

　

　

三

十

考
職

淸
賴
兆
棠
光

緖

丙

午

科

岳
永
武
宣

統

己

酉

科

第

三

屆

知

事

試

驗

及

格

授

廣

東

臨

高

縣

知

事

饒
　
鏞
宣

統

己

酉

科

第

四

屆

縣

佐

何
　
亮
宣

統

己

酉

科

按
前
代
科
舉
與
民
國
投
票
選
舉
性
質
本
屬
不
同
然
厯
代
掄
才
之
大
典
一
邑

人
士
所
階
進
何
可
略
也
乃
取
自
明
以
來
可
考
者
著
於
篇
淸
末
考
職
亦
科

舉
之
末
流
也
故
並
誌
焉

民
國

國
會元

年
選
舉
第
一
次
國
會
衆
議
院
議
員
無
當
選
人

省
會元

年
選
舉
第
一
次
省
議
會
議
員
無
當
選
人

八
年
選
舉
第
二
次
省
議
會
議
員
無
當
選
人

按
民
國
元
年
各
縣
推
舉
臨
時
省
會
議
員
舉
出
吳
藻
芳
傅
濓
章
二
人
民
國
四

年
選
舉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選
出
馬
瑞
麟
一
人

縣
會前

淸
宣
統
三
年
成
立
民
國
二
年
通
令
停
辦
七
年
恢
復
九
年
復
停

議
長

程
於
樂

李
毓
名
以

上

第

一

屆

梁
崧
元

賴
汝
霖
以

上

第

二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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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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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武
備
志
駐

防

團

防

駐
防

淸
制
南
江
縣
設
駐
防
把
總
一
員
帶
領
馬
戰
守
兵
二
十
三
名
初
由
川
北
鎭
直
轄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設
巴
州
營
歸
巴
州
營
節
制
宣
統
二
年
裁
撤

民
國
成
立
南
江
未
設
額
定
駐
防
軍
隊
其
來
駐
者
皆
因
軍
事
關
係
臨
時
駐
紮
茲
列

其
大
槪
如
左

三
年
駐
川
軍
第
二
師
某
梯
團
梯

團

長

陳

禮

門

因

防

白

狼

匪

駐

月

餘

去

六
年
駐
駐
陝
國
軍
十
五
混
成
旅
某
營
營

長

竇

金

甲

駐

兩

月

餘

去

七
年
二
月
駐
靖
國
軍
某
營
營

長

楊

範

九

至

八

月

去

八
月
駐
靖
國
軍
某
營
營

長

溫

善

初

八

年

正

月

去

十
月
駐
靖
國
聯
軍
援
陝
第
二
路
一
縱
隊
一
團
團

長

鄭

弓

伯

八

年

七

月

去

十
一
月
駐
靖
國
聯
軍
援
陝
第
一
路
第
一
縱
隊
縱

隊

長

易

復

初

八

年

十

二

月

去

八
年
八
月
駐
靖
國
聯
軍
援
陝
第
二
路
一
縱
隊
第
二
團
團

長

喩

海

淸

九

年

三

月

去

九
年
三
月
駐
靖
國
軍
某
團
團

長

余

癡

虎

至

五

月

去

十
年
四
月
駐
靖
川
軍
第
一
師
一
縱
隊
第
一
第
二
第
四
各
支
隊
第

一

支

隊

長

董

珩

第

二

支

隊

長

黃

正

貴

第

四

支

隊

長

羅

光

弼

八

月

第

四

支

隊

改

編

十

二

月

二

支

隊

移

駐

巴

中

團
防

南
江
縣
團
防
古
無
可
考
淸
嘉
慶
敎
匪
之
亂
川
北
各
州
縣
整
飭
團
練
人
民
住
紮
寨

堡
行
堅
壁
淸
野
法
賊
匪
野
無
所
掠
鄕
團
隨
處
堵
截
敎
匪
之
平
實
賴
此
策
於
時

南
江
鄕
團
尤
爲
得
力
如
截
獲
靑
號
賊
首
王
登
廷
其
顯
著
者
也
厥
後
賊
平
鄕
間

保
甲
大
都
團
而
不
練
有
事
則
鳴
鑼
集
衆
名
曰
會
團
光
緖
丙
申
知
縣
王
殿
甲
奉

令
整
頓
團
練
城
鄕
設
局
數
年
頗
收
捍
衞
之
效
後
漸
廢
弛
茲
節
錄
敎
匪
倡
亂
時

川
北
道
頒
發
團
練
策
略
於
左
俾
治
鄕
團
禦
土
匪
者
有
所
採
擇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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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團
練
策
略
寨

堡

之

設

固

足

保

民

於

勦

賊

機

宜

亦

大

有

禆

益

賊

匪

奔

竄

山

谷

不

由

路

徑

官

兵

盡

力

窮

追

相

距

總

隔

一

二

日

程

以

其

前

無

阻

截

之

者

也

寨

堡

旣

成

加

以

團

練

賊

至

據

險

以

拒

大

兵

跟

擊

得

及

鮮

不

獲

大

勝

者

山

民

質

樸

勁

勇

耐

勞

習

險

非

平

原

百

姓

氣

浮

而

脆

者

可

比

果

其

團

練

得

宜

賊

匪

畏

之

蓋

賊

匪

之

用

以

勞

我

師

者

我

兵

必

分

道

架

梁

而

賊

匪

翻

山

踰

嶺

其

來

如

虎

其

去

如

鼠

跟

追

倐

無

蹤

跡

也

山

民

則

不

然

賊

匪

之

能

皆

山

民

所

自

具

而

賊

匪

之

路

徑

又

不

逮

山

民

生

長

其

地

爲

更

熟

也

但

訓

練

之

時

有

宜

與

首

人

講

論

者

百

姓

非

兵

勇

難

以

法

治

可

勝

不

可

敗

如

傷

數

人

則

餘

皆

鳥

獸

散

銳

氣

挫

矣

賊

來

勿

迎

頭

攻

擊

沿

途

分

伏

壯

健

於

山

灣

石

角

之

間

賊

匪

大

隊

過

去

必

有

拉

後

之

數

十

人

委

頓

道

途

間

突

出

截

擊

可

以

盡

擒

前

寨

旣

用

此

計

後

寨

亦

依

計

行

之

則

賊

所

過

寨

堡

必

有

損

折

又

賊

於

夜

間

有

住

紮

地

方

附

近

寨

堡

揀

壯

健

於

夜

靜

更

深

時

用

大

礮

過

山

鳥

遙

擊

之

縱

不

能

多

殺

賊

而

徹

夜

不

得

休

息

必

驚

惶

拔

走

明

日

至

他

處

又

復

如

此

則

賊

亦

疲

罷

拉

後

被

擒

者

益

多

我

不

勞

而

彼

已

不

支

鄕

兵

困

賊

之

至

計

也

團

練

鄕

民

不

過

令

其

保

聚

無

遭

蹂

躪

非

欲

以

此

邀

戰

功

也

敎

習

之

時

令

其

演

火

銃

擊

石

子

能

於

百

步

外

中

靶

爲

上

不

必

令

習

刀

矛

决

生

死

於

五

步

之

內

百

姓

各

有

身

家

不

値

於

必

死

之

賊

拚

命

火

銃

則

擊

之

百

步

之

外

度

不

能

勝

尙

有

爬

山

而

逸

至

於

善

擊

石

子

則

猝

遇

賊

匪

手

無

器

械

地

下

石

塊

即

可

抵

禦

所

謂

沒

羽

箭

也

以

守

寨

堡

尤

宜

較

之

火

銃

費

省

而

力

相

當

團

練

之

法

各

寨

寨

勇

設

寨

長

寨

副

大

旗

小

旗

以

次

分

管

寨

長

必

須

寨

民

公

保

承

充

十

數

寨

相

其

人

之

多

寡

爲

設

寨

總

選

紳

士

之

有

才

幹

爲

衆

所

服

者

充

之

近

邊

要

隘

則

各

寨

輪

撥

數

人

設

卡

防

守

當

耕

作

之

時

百

姓

分

布

耕

種

防

匪

之

突

至

各

卡

於

高

山

眺

望

偵

有

賊

蹤

放

一

礮

則

耕

作

之

人

盡

皆

收

檢

農

具

偵

賊

向

此

路

則

放

二

礮

人

畜

皆

歸

寨

堡

賊

近

則

放

三

礮

寨

總

糾

會

各

寨

盡

整

器

械

集

壯

丁

堵

禦

前

卡

信

礮

旣

放

後

卞

聞

聲

接

放

頃

刻

之

時

數

百

里

間

咸

知

警

備

賊

至

不

放

礮

與

非

賊

至

放

礮

寨

總

查

出

均

卽

稟

官

嚴

懲

偵

探

不

明

便

至

誤

事

而

探

卒

最

難

得

其

人

往

往

於

中

途

逗

留

數

日

囘

則

糊

塗

揑

報

團

練

旣

行

於

各

邑

沿

邊

寨

總

各

給

木

擢

探

止

本

境

者

其

探

票

內

必

要

取

寨

總

戳

記

如

至

鄰

邑

飭

令

所

到

營

縣

稟

請

於

票

內

加

用

印

信

以

杜

道

途

聽

說

之

弊

寧

優

給

口

糧

票

內

無

戳

記

印

信

必

加

重

懲

團

練

之

法

有

疑

其

勞

民

者

是

大

不

然

當

賊

匪

蝟

起

之

時

山

內

州

縣

豈

能

處

處

用

兵

防

守

團

練

之

衆

雖

不

足

以

當

大

賊

而

聲

勢

旣

張

則

小

股

賊

匪

亦

不

敢

輕

有

窺

伺

查

賊

匪

將

至

必

先

有

賊

探

偵

視

無

備

乘

虛

而

入

團

練

旣

成

每

月

操

練

兩

次

不

過

費

兩

日

工

夫

其

餘

二

十

八

日

儘

可

力

作

若

不

團

練

則

賊

匪

日

日

以

滋

擾

地

方

光

棍

加

以

恐

嚇

百

姓

日

藏

山

洞

不

敢

耕

種

其

廢

時

荒

業

爲

何

如

古

人

稱

平

賊

方

略

徵

調

不

如

招

募

招

募

不

如

團

練

然

總

須

相

兼

而

行

則

戰

守

有

資

矣

團

練

雖

民

間

自

捍

桑

梓

須

官

府

激

勵

少

爲

貲

助

故

於

有

事

地

方

上

官

當

量

爲

調

齊

俾

得

展

布

始

可

責

以

固

境

保

民

也

民
國
成
立
除
鄕
團
保
甲
相
沿
不
廢
外
並
於
縣
城
及
各
區
購
置
槍
枝
設
立
團
防
局

操
練
團
兵
二
三
十
名
至
四
十
名
不
等
中
間
或
爲
保
衞
團
或
爲
聯
合
隊
皆
未
經

久
不
備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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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南
江
縣
團
防
局
設
城
內
正
街
團
費
附
加
正
稅
每
正
稅
正
銀
一
兩
附
加
錢
三
釧
全

年
額
收
錢
四
千
九
百
六
十
五
釧
至
各
區
團
防
局
團
費
則
就
地
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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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祠
廟
志

孔
子
廟

在
縣
城
東
几
水
外
一
里
淸
文
廟
嘉
慶
戊
午
年
爲
敎
匪
所
燬
道
光
丁
亥
知
縣
胡

炳
重
建
民
國
三
年
改
今
名

大
成
殿
內

至
聖
先
師
正
位
南
向

復
聖
顏
子
囘
述
聖
孔
子
伋
東
位
西
嚮

宗
聖
曾
子
參
亞
聖
孟
子
軻
西
位
東
嚮

兩
序

先
賢
東
閔
子
損
冉
子
雍
端
木
子
賜
仲
子
由
卜
子
商
有
子
若
皆
西
嚮
　
西
冉
子

耕
宰
子
予
冉
子
求
言
子
偃
顓
孫
子
師
朱
子
熹
皆
東
嚮

兩
廡

先
賢
東
公
孫
僑
林
放
原
憲
南
宮
适
商
瞿
漆
雕
開
司
馬
耕
梁
鱣
冉
儒
伯
䖍
冉
季

漆
雕
徒
父
漆
雕
哆
公
西
赤
任
不
齊
公
良
儒
公
肩
定
鄡
單
罕
父
黑
榮
旂
左
人

郢
鄭
國
原
亢
廉
潔
叔
仲
會
公
西
輿
如
邽
巽
陳
亢
琴
張
步
叔
乘
秦
非
顏
噲
顏

何
縣
亶
牧
皮
樂
正
克
萬
章
周
敦
頤
程
顥
邵
雍
　
西
蘧
瑗
澹
臺
滅
明
宓
不
齊

公
治
長
公
晳
哀
高
柴
樊
須
商
澤
巫
馬
施
顏
辛
曹
卹
公
孫
龍
秦
商
顏
高
穰
駟

赤
石
作
蜀
公
夏
首
后
處
奚
容
蒧
顏
祖
句
井
疆
秦
祖
縣
成
公
祖
句
茲
燕
伋
樂

欬
狄
黑
孔
忠
公
西
蒧
顏
之
僕
施
之
常
申
棖
左
邱
明
秦
冉
公
明
儀
公
都
子
公

孫
丑
張
載
程
頤

先
儒
東
公
羊
高
伏
勝
毛
亨
孔
安
國
毛
萇
杜
子
春
鄭
玄
諸
葛
亮
王
通
韓
愈
胡
瑗

韓
琦
楊
時
謝
良
佐
尹
焞
胡
安
國
李
侗
呂
祖
謙
袁
燮
黃
幹
輔
廣
何
基
文
天
祥

王
柏
劉
因
陳
澔
方
孝
孺
薛
暄
胡
居
仁
羅
欽
順
呂
柟
劉
宗
周
孫
奇
逢
黃
宗
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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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張
履
祥
陸
隴
其
張
伯
行
湯
斌
　
西
穀
梁
赤
高
堂
生
董
仲
舒
劉
德
后
蒼
許
愼

趙
歧
范
甯
陸
贄
范
仲
淹
歐
陽
修
司
馬
光
游
酢
呂
大
臨
羅
從
彥
李
綱
張
栻
陸

九
淵
陳
湻
眞
德
秀
蔡
沈
魏
了
翁
趙
復
金
履
祥
陸
秀
夫
許
衡
吳
澄
許
謙
曹
端

陳
獻
章
蔡
淸
王
守
仁
呂
坤
黃
道
周
王
夫
之
陸
世
儀
顧
炎
武
東
西
嚮

崇
聖
祠

殿
內
中
肇
聖
王
木
金
父
　
左
裕
聖
王
祈
父
　
右
詒
聖
王
防
叔
　
次
左
昌
聖
王

伯
夏
　
次
右
啓
聖
王
叔
梁
紇
皆
南
嚮

先
賢
孔
孟
皮
曾
點
孟
孫
氏
東
位
西
嚮
　
顏
無
繇
孔
鯉
西
位
東
嚮

先
儒
東
廡
周
輔
成
程
　
蔡
元
定
西
嚮
　
西
廡
張
迪
朱
松
東
嚮

按
自
魯
哀
公
十
七
年
立
孔
子
廟
於
故
宅
閱
千
餘
年
未
嘗
出
闕
里
至
北
魏
太
和

十
三
年
始
立
孔
子
廟
於
京
師
唐
貞
觀
四
年
始
詔
州
縣
皆
作
孔
子
廟
自
是
以

後
或
稱
孔
聖
廟
文
宣
王
廟
宣
聖
廟
夫
子
廟
先
聖
廟
先
師
廟
至
明
永
樂
八
年

始
稱
文
廟
淸
沿
之
民
國
三
年
始
復
稱
孔
子
廟
稱
祀
不
稱
釋
奠
廟
內
從
祀
位

次
亦
經
編
校
改
正
每
歲
夏
厯
春
秋
兩
上
丁
日
縣
知
事
恭
詣
致
祀
樂
章
樂
舞

禮
節
照
淸
制
略
有
增
損
茲
從
略

名
宦
鄕
賢
忠
義
節
孝
四
祠
均
附
設
文
廟
內
每
歲
於
祀
孔
畢
後
致
祭

淸
敎
諭
彭
晪
重
修
南
江
文
廟
碑
記
嘉

慶

戊

午

余

館

成

都

時

叔

井

南

任

南

江

敎

諭

家

人

來

往

備

知

賊

匪

羅

其

淸

冉

文

籌

等

猖

獗

巴

川

井

南

叔

堵

禦

方

山

坪

是

歲

賊

樊

掌

櫃

由

秦

入

南

江

蹂

躪

地

方

焚

掠

居

民

邑

侯

裘

遷

治

於

惠

民

寨

以

保

生

靈

聖

廟

之

毀

敗

卽

在

是

年

嗣

後

兵

火

數

載

廟

宇

孑

然

靡

遺

瓦

礫

一

片

僅

存

古

柏

數

十

株

荒

煙

蔓

草

中

臺

基

殘

毀

墻

垣

頽

沓

不

識

爲

黌

宮

矣

惠

民

寨

因

陋

就

簡

聊

爲

都

邑

二

十

餘

年

迄

嘉

慶

戊

寅

制

軍

蔣

始

勘

城

垣

飭

羅

令

督

修

雉

堞

衙

署

煥

然

一

新

而

屢

載

秋

收

不

時

荒

歉

南

江

元

氣

固

未

復

也

値

道

光

丙

戌

夏

合

邑

紳

士

僉

集

余

署

請

修

文

廟

時

錢

邑

侯

以

年

歲

未

盡

大

熟

民

力

不

給

議

未

成

而

終

止

丁

亥

歲

自

春

徂

夏

風

雨

調

和

四

境

栽

插

知

豐

年

有

兆

也

維

時

邑

侯

胡

公

厯

任

七

載

余

司

鐸

九

年

於

茲

因

紳

士

復

請

建

修

爰

於

丁

未

月

庚

辰

日

集

近

城

紳

士

具

公

呈

請

命

於

公

公

曰

諸

位

之

呈

爲

文

風

起

見

培

植

地

方

我

責

也

敢

拂

衆

意

但

聖

廟

大

工

須

合

邑

三

鄕

士

民

皆

有

踴

躍

心

近

城

十

餘

人

卽

能

計

畫

以

爲

成

算

耶

紳

士

等

會

其

意

復

於

己

亥

日

共

邀

三

鄕

老

成

鍊

達

士

齊

集

請

命

於

公

出

而

僉

議

訂

簿

募

化

某

方

某

人

董

其

事

實

心

募

化

三

鄕

樂

輸

會

簿

則

四

千

餘

緡

矣

於

是

購

材

鳩

工

諸

匠

各

認

其

業

估

工

定

價

則

衆

議

也

採

買

收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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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則

分

任

也

設

局

收

資

二

人

焉

監

工

查

核

工

匠

輪

流

四

人

焉

不

紊

不

亂

共

矢

天

良

是

役

也

丁

亥

秋

七

月

興

工

越

戊

子

春

望

後

可

以

落

成

上

丁

致

祭

先

師

卽

祀

事

孔

明

駿

奔

在

廟

矣

余

病

足

數

月

藏

拙

南

江

行

將

解

組

矣

幸

邑

侯

之

幪

帡

邑

士

之

厚

愛

不

以

殘

喘

而

鄙

棄

之

而

大

工

之

告

成

皆

衆

董

事

相

與

有

成

焉

特

記

其

名

於

末

事

出

創

始

閱

者

諒

之

關
岳
廟

在
縣
城
南
門
外
淸
武
廟
祀
關
帝
嘉
慶
時
燬
於
賊
道
光
二
年
知
縣
胡
炳
重
建
民

國
三
年
合
祀
關
岳
改
今
名

武
成
殿

正
位
祀
關
壯
穆
侯
岳
忠
武
王
皆
南
嚮

兩
序

東
奉
張
飛
王
濬
韓
擒
虎
李
靖
蘇
定
方
郭
子
儀
曹
彬
韓
世
忠
旭
烈
兀
徐
達
馮
勝

戚
繼
光
　
西
奉
趙
雲
謝
玄
賀
若
弼
尉
遲
敬
德
李
光
弼
王
彥
章
狄
靑
劉
錡
郭

侃
常
遇
春
藍
玉
周
遇
吉
東
西
嚮

按
淸
武
廟
後
殿
祀
關
帝
三
代
公
爵
曾
祖
光
昭
公
祖
裕
昌
公
父
成
忠
公
左
翼
祀

張
桓
侯
右
翼
祀
諸
葛
武
侯
民
國
三
年
改
關
岳
廟
後
殿
及
兩
翼
祀
典
俱
廢
新

增
兩
序
從
祭
二
十
四
位
定
名
正
殿
爲
武
成
殿
二
門
爲
武
成
門
每
歲
春
秋
分

後
第
一
戊
日
縣
知
事
恭
詣
致
祭
頒
行
樂
章
樂
舞
禮
節
不
備
列

淸
知
縣
胡
炳
關
帝
廟
碑
記
皇

上

御

極

之

二

年

春

縣

令

胡

炳

與

同

僚

肅

將

祀

事

如

典

禮

旣

徹

司

訓

衛

道

凝

揖

而

言

曰

自

兵

燹

以

來

廟

壇

爲

墟

春

秋

有

事

爲

位

而

祭

旣

無

以

妥

神

靈

亦

非

所

以

光

昭

祀

典

也

退

而

集

士

民

議

聖

廟

基

址

僅

存

片

瓦

一

木

舉

爲

煨

燼

且

其

制

度

宏

多

非

醵

金

所

能

蕆

厥

事

也

維

關

帝

神

像

巋

然

猶

有

正

殿

因

其

𨻶

地

度

爲

堂

室

殊

易

爲

力

曷

先

試

諸

僉

曰

諾

於

是

以

七

月

癸

未

經

始

越

明

年

五

月

壬

子

落

成

先

是

正

殿

議

仍

其

舊

茲

乃

拓

而

新

之

凡

用

松

柏

若

干

金

漆

丹

堊

之

屬

若

干

錢

若

干

緡

樂

輸

者

若

干

人

夫

通

都

大

邑

土

地

肥

美

民

人

饒

裕

官

其

地

者

今

日

築

一

臺

明

日

建

一

亭

用

以

粉

飾

山

川

斧

藻

性

情

無

不

易

如

運

掌

今

以

祀

典

所

崇

廟

貌

闕

如

者

二

十

餘

年

遲

之

又

久

乃

敢

相

與

慮

始

幾

幾

不

敢

即

望

其

成

然

而

斯

議

一

倡

士

庶

捐

貲

爭

先

恐

後

規

模

畢

具

爲

一

邑

光

此

以

見

瘠

土

之

民

之

嚮

義

帝

之

功

德

在

人

而

服

敎

畏

神

者

深

也

炳

方

以

建

修

聖

廟

請

於

上

果

得

請

則

禮

樂

可

興

人

文

蔚

起

無

復

山

城

之

僻

陋

矣

是

故

於

其

成

也

書

其

姓

名

於

石

以

爲

好

善

急

公

者

勸

若

夫

始

終

不

倦

巨

細

必

親

則

武

舉

鄭

映

方

庠

生

趙

培

元

之

力

爲

多

云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祠

廟

　

　

　

　

　

　

　

　

　

三

十

七

文
昌
宮
在
縣
城
南
門
內
舊
祠
於
城
東
梓
潼
宮
淸
光
緖
六
年
知
縣
張
熙
穀
改
建
今

地
龍
神
祠
在
縣
城
東
門
外
民
國
九
年
燬

火
神
廟
在
縣
城
南
門
外
民
國
九
年
燬

川
主
宮
附
設
黔
陽
宮
內
在
縣
城
西
門
外

城
隍
廟
在
縣
城
西
門
內
鐵
佛
寺
前

社
稷
壇

在
縣
城
西
門
外

先
農
壇

在
縣
東
二
里
春
場
壩
淸
雍
正
四
年
詔
各
府
州
縣
衞
行
耕
耤
禮
雍
正
五
年
頒
行

耤
田
壇
位
之
規
制
今
各
省
州
縣
擇
東
郊
官
地
之
潔
淨
豐
腴
者
立
爲
籍
田
如
無

官
地
動
支
正
項
錢
糧
置
民
田
以
四
畝
九
分
爲
耤
田
外
卽
於
田
後
建
立
先
農
壇

本
縣
所
置
耤
田
民
國
三
四
年
間
因
變
賣
官
產
出
售
壇
亦
廢

神
祗
壇

在
先
農
壇
側
爲
位
而
祭
舊
名
山
川
壇
淸
嘉
慶
十
六
年
更
正
壇
列
木
主
三
中
曰

風
雲
雷
雨
之
神
左
曰
本
境
山
川
之
神
右
曰
本
境
城
隍
之
神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災

祲

　

　

　

　

　

　

　

　

　

三

十

八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災
祲
志

宋
開
寶
元
年
八
月
集
州
霖
雨
江
漲
壞
城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集
州
江
漲
汛
嘉
川
縣

淸
咸
豐
二
年
壬
子
五
月
大
水
漂
沒
廬
舍

光
緖
三
年
丁
丑
旱
大
饑

時
知
縣
張
熙
榖
設
法
賑
卹
極
爲
周
至
災
民
賴
以
全
活
者
無
算

訓
導
陳
家
修
丁
丑
大
旱
記
光

緖

三

年

丁

丑

歲

晉

豫

秦

三

省

大

旱

皇

上

發

帑

金

漕

糧

數

十

萬

賑

之

全

活

不

可

數

計

是

年

川

之

北

亦

旱

而

巴

南

通

三

州

縣

尤

甚

余

司

訓

南

邑

南

事

其

所

目

擊

請

厯

言

之

南

地

遼

闊

萬

山

叢

簇

田

磽

且

少

貧

者

噉

玉

菱

洋

芋

而

富

家

少

積

榖

方

初

夏

之

未

旱

也

禾

苗

茂

彧

謂

可

無

恐

商

人

營

什

一

之

利

運

榖

下

游

販

賣

而

榖

一

耗

越

五

月

不

雨

六

月

又

不

雨

閭

里

震

盪

奸

黨

乘

機

竊

奪

而

榖

又

一

耗

其

未

經

刼

奪

者

慮

人

眈

視

時

有

戒

心

不

得

已

急

售

之

而

榖

又

一

耗

所

存

者

有

幾

何

哉

詎

至

秋

彌

旱

赤

地

數

百

里

禾

苗

焚

稿

顆

粒

乏

登

米

價

騰

湧

日

甚

一

日

而

貧

民

遂

有

乏

食

之

慘

矣

蔬

糠

旣

竭

繼

以

草

木

而

麻

根

蕨

根

椶

梧

枇

杷

諸

樹

皮

掘

剝

殆

盡

紅

子

一

斗

價

至

一

緡

更

復

㗖

谷

中

泥

土

俗

曰

神

仙

麵

至

冬

而

豆

麥

靑

苗

亦

盜

食

之

耕

牛

幾

無

遺

種

登

高

四

望

比

戶

蕭

條

炊

烟

斷

縷

雞

犬

絕

聲

凶

荒

之

狀

壽

期

頤

者

曾

不

經

睹

夫

人

情

莫

不

安

土

重

遷

也

莫

不

樂

生

惡

死

也

莫

不

親

父

母

篤

兄

弟

愛

妻

子

而

無

食

則

不

然

乃

至

贏

縢

履

蹻

負

被

擔

囊

遠

去

其

鄕

者

相

望

於

道

服

鴆

投

繯

墜

岩

赴

㵎

輕

視

其

身

者

日

聞

於

野

父

棄

其

子

兄

棄

其

弟

夫

棄

其

妻

號

哭

於

路

塗

轉

徙

於

溝

壑

者

耳

目

不

忍

聽

睹

貧

者

類

如

是

矣

而

富

者

田

連

阡

陌

亦

多

囷

罄

囊

枵

顑

頷

忍

飢

與

貧

者

比

紳

衿

之

家

甚

且

賣

及

衣

頂

是

冬

及

次

年

春

或

舉

家

悄

斃

或

人

相

殘

食

殣

殍

不

下

數

萬

仁

厚

者

始

施

棺

次

施

蓆

蓆

不

繼

則

掘

深

坎

叢

葬

之

名

曰

萬

人

坑

災

之

異

蓋

如

此

獨

怪

南

邑

雖

小

物

產

所

出

非

不

可

支

一

年

之

食

也

又

非

有

數

年

之

旱

也

曾

未

逾

歲

而

死

者

纍

纍

夷

庚

塡

塞

牆

壁

枕

倚

何

哉

地

旣

瘠

貧

積

榖

不

事

而

亢

旱

之

太

甚

也

雖

曰

天

災

自

仁

君

子

視

之

豈

可

坐

任

顚

踣

不

一

引

手

救

耶

而

邑

宰

張

公

適

於

丁

丑

七

月

復

任

當

未

至

之

前

十

餘

日

城

紳

捐

榖

凑

資

請

於

前

任

設

平

糶

局

照

市

其

減

半

貧

者

書

之

册

給

以

票

遇

城

中

集

期

持

票

赴

局

購

米

其

升

合

視

丁

口

多

少

予

以

限

制

然

設

局

之

初

濟

榖

祇

百

餘

石

錢

百

餘

緡

方

慮

無

以

持

久

也

張

公

至

力

肩

其

事

勸

諭

紳

糧

廣

捐

接

濟

票

漸

增

二

千

餘

張

復

單

騎

減

從

親

履

各

塲

辦

平

糶

舌

焦

脣

敝

不

憚

煩

苦

然

尙

恐

捐

資

難

繼

更

稟

陳

太

守

慶

公

觀

察

董

公

轉

請

制

憲

丁

公

先

發

帑

萬

金

助

糶

後

乃

告

其

事

於

朝

民

沐

皇

仁

歡

聲

雷

動

其

未

設

平

糶

處

則

富

民

村

各

保

村

社

各

保

社

旋

即

開

常

社

兩

倉

給

賑

復

于

城

中

添

設

粥

廠

食

粥

者

日

數

千

人

慮

寒

之

無

以

給

也

就

其

知

者

榜

示

按

名

散

錢

並

設

立

慈

幼

堂

收

養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災

祲

　

　

　

　

　

　

　

　

　

三

十

九

遺

棄

稚

孩

籌

畫

之

密

有

如

是

者

乃

猶

不

時

赴

鄕

查

糶

勸

繳

捐

資

除

夕

之

期

尙

未

返

署

次

年

春

夏

間

復

周

厯

三

鄕

散

賑

風

霜

備

厯

寒

暑

侵

犯

一

病

幾

危

自

丁

丑

秋

至

戊

寅

夏

凡

十

閱

月

而

蕆

事

先

事

制

憲

採

委

員

饒

公

之

策

于

川

東

撥

運

倉

榖

檄

道

府

酌

給

南

邑

得

七

千

石

至

是

豆

麥

有

收

倉

榖

復

到

民

氣

幸

蘇

若

非

多

方

補

救

則

南

之

餓

殍

更

不

知

幾

萬

億

矣

其

保

全

豈

淺

鮮

哉

張

公

嘗

云

飢

民

朝

莫

保

夕

不

啻

寄

身

鋒

刃

之

尖

以

度

日

豈

容

首

事

侵

蝕

其

間

故

賑

糶

從

寬

而

杜

弊

極

嚴

各

首

事

亦

公

正

勤

勞

克

終

厥

事

皆

實

錄

也

余

究

觀

其

始

終

而

知

防

旱

之

道

在

於

積

榖

而

濟

榖

尤

善

蓋

濟

榖

有

田

經

久

牧

民

者

能

於

平

時

勸

民

多

買

濟

田

雖

凶

歲

可

無

患

惠

政

無

以

過

之

而

救

旱

之

策

平

糶

爲

最

源

源

不

絕

可

以

久

行

其

次

當

佐

以

施

粥

賑

榖

尤

便

於

極

貧

者

而

賑

錢

爲

下

按

名

分

派

所

獲

有

限

然

亦

能

延

飢

民

數

日

之

命

均

不

可

廢

余

故

備

誌

以

明

聖

恩

汪

濊

及

各

大

憲

有

司

禦

荒

善

政

旦

以

告

後

之

防

旱

救

旱

者

民
國

元
年
壬
子
五
月
大
水

九
年
三
月
兵
亂
放
火
焚
燬
縣
城
外
東
南
西
門
口
民
居
七
百
餘
家

十
年
夏
霖
雨
次
春
大
饑

是
年
山
地
失
收
二
三
區
尤
甚
貧
民
乏
食
採
取
蕨
根
俱
盡
繼
以
草
根
樹
皮
董
知

事
珩
於
春
初
籌
得
賑
款
六
千
餘
金
先
赴
災
區
分
發
復
擴
充
募
賑
範
圍
自
捐
俸

餘
以
爲
之
倡
現
已
募
至
二
萬
餘
金
賑
卹
之
事
方
始
災
民
咸
延
頸
以
俟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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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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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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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南
江
縣
志
第
二
編

慈
善
志

養
濟
院

在
西
門
外
淸
道
光
初
年
知
縣
胡
炳
建
收
養
孤
貧
數
十
名
民
國
元
年
被
水
冲
塌

僅
存
基
址
及
小
屋
數
間

育
嬰未

設
堂
所
大
河
口
田
產
一
份
淸
光
緖
年
間
知
縣
張
熙
穀
以
王
姓
充
產
撥
歸
管

業
年
收
租
穀
二
十
石

又
自
前
淸
光
緖
十
年
始
附
加
契
稅
照
契
價
收
千
分
之
六
年
約
收
錢
七
百
二
十

釧
卹
嫠未

設
堂
所
梭
坡
子
田
產
一
份
淸
光
緖
時
知
縣
張
熙
穀
以
某
姓
充
產
撥
歸
管
業

年
收
租
穀
四
石
五
斗

義
地城

東
石
人
山
義
地
一
段
淸
道
光
六
年
李
錦
兄
弟
捐
置

城
東
大
石
板
義
地
一
段
淸
道
光
六
年
知
縣
胡
炳
捐
置
西
門
溝
義
地
一
段
來
厯

無
可
考

各
鄕
市
附
近
邑
人
好
善
多
捐
置
義
地
以
備
貧
人
埋
葬
來
厯
多
無
可
考

義
渡縣

境
當
道
之
河
夏
間
設
船
橫
渡
冬
間
搭
木
橋
不
取
渡
貲
謂
之
義
渡
茲
調
查
其

有
產
業
者
列
表
如
左

義

渡

地

點

產

業

種

類

及

來

厯

產
業
所
在
地

年

收

租

額

備
　
　
　
考

東
門
口
義
渡

田
產
一
段
光
緖
二
年

簡
維
俸
捐
置
乂
園
地

一
段
募
捐
購
置

︻
一
︼
大
靑
棡
樹

︻
一
︼
義
渡
東
岸

租

錢

三

十

釧

租

錢

二

十

四

釧

道
光
元
年
監
生
傅

正
順
捐
貲
設
渡
後

始
購
置
上
列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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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東
楡
鋪
義
渡

沙
河
場
義
渡

羅
坪
河
義
渡

石
礦
壩
義
渡

石
灰
窰
義
渡

赤
溪
場
義
渡

淘
金
灘
義
渡

馬
掌
鋪
義
渡

几
陽
溪
義
渡

田
產
一
段
民
國
元

年
羅
玉
元
捐
置

田
產
一
段
周
洪
元

捐田
地
一
段
湖
北
人

胡
姓
因
到
漢
中
過

此
慨
然
捐
置

田
產
一
段
光
緖
年

間
饒
姓
捐
置

田
產
一
段
光
緖
年
間

岳
九
如
王
文
典
郭
鳳

亭
集
會
千
餘
金
捐
置

田
產
一
段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毛
芳
祿
捐

置田
產
一
段
唐
書
猷

捐田
產
三
段
前
二
段

募
購
後
一
段
民
國

八
年
岳
韞
山
所
捐

田
產
一
段
張
爾
斌

捐

兩
河
口
鐵
老
君

蒲
　
家
　
坪

義

渡

附

近

林
　
家
　
堟

一

廖

盤

岩

二

張

囘

營

三

林

西

溝

租
穀
二
石
餘

租
穀
五
石
餘

租
穀
十
餘
石

租
穀
一
石
餘

租

榖

二

石

餘

包

榖

租

數

斗

租
穀
七
石
餘

租
穀
四
石
餘

租
穀
共
三
石
餘

租
穀
五
石
餘

現
又
蓄
積
底
金
四

百
釧
生
息

現
又
蓄
積
底
金
三

百
釧
生
息

下

兩

河

口

中

嘴

義

渡

臨
河
鋪
義
渡

涼
水
井
義
渡

元

潭

上

渡

口

義

渡

元

潭

下

渡

口

義

渡

大
石
板
義
渡

興
馬
坎
義
渡

大
河
口
義
渡

貴
和
場
義
渡

田
產
二
段
淸
道
光

年
間
周
純
粹
捐
置

田
產
一
段
來
厯
未

詳田
產
一
段
係
募
捐

購
置

田
產
一
段
光
緖
年

間
潘
姓
捐

田
產
一
段
光
緖
年

間
黃
姓
捐
出

旱
地
一
段
來
厯
未

詳田
產
一
段
光
緖
十

六
年
將
原
積
底
金

購
置

旱
地
一
段
來
厯
未

詳園
地
一
段
來
厯
未

詳

一

王

家

灣

一

長

灘

河

未

　

詳

李

家

河

園

包

子

鐵

佛

寺

義

渡

附

近

義

渡

附

近

義

渡

附

近

義

渡

附

近

租

榖

四

石

租

榖

八

石

包

榖

三

石

餘

租
穀
一
石
餘

租
穀
二
石
餘

租

穀

三

石

租
穀
四
石
餘

包
穀
租
石
餘

租
穀
約
五
石

包
穀
三
四
斗

包
穀
租
五
斗

不
足
由
大
河
口
文

昌
會
補
助

不
足
由
貴
和
塲
關

帝
廟
會
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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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龍
門
溪
義
渡

大
竹
園
義
渡

沙
灘
子
義
渡

龍
灘
河
義
渡

鎭
子
場
義
渡

過
路
灘
義
渡

塔
子
河
義
渡

田
產
一
段
光
緖
年

間
募
捐
購
置

旱
地
一
段
來
厯
未

詳田
產
一
段
咸
豐
年

間
陳
姓
捐
置

田
產
一
段
來
厯
未

詳田
產
一
段
來
厯
未

詳

龍
門
橋
對
岸

義

渡

附

近

義

渡

附

近

鎭

子

場

頭

石
　
龍
　
溝

租
穀
五
石
餘

租

榖

三

石

租

穀

三

石
由
鄭
眉
山
倡
募
現

尙
有
底
金
千
餘
釧

生
息

不
足
由
本
處
富
戶

捐
助
河
粮

劉
善
人
捐
三
百
餘

金
設
置

橋
會
橋
工

二
十
四
橋
會
　
自
城
東
起
至
上
兩
河
口
止
厯
小
河
口
二
十
四
道
民
久
病
涉
淸

同
光
間
趙
錫
泰
兄
弟
捐
置
田
產
取
其
租
入
搭
橋
以
利
行
人
名
曰
二
十
四
橋

會
民
國
初
年
其
後
人
因
爭
管
會
產
涉
訟
知
事
尹
耀
先
諭
令
繳
錢
三
百
釧
交

慈
善
會
經
管
生
息
仍
作
搭
橋
之
用

石
板
河
橋
　
淸
光
緖
年
間
邑
人
唐
繩
武
捐
貲
獨
修
費
二
千
金
橋
成
旋
圮
復
修

行
人
德
之

寡
婦
橋
　
在
赤
溪
場
北
十
里
相
傳
爲
一
寡
婦
所
獨
修
故
名

鎭
江
廟
橋
　
民
國
二
年
邑
紳
傅
文
耀
捐
貲
獨
修
約
費
數
百
緡

劉
漢
川
鎭
江
廟
橋
序
鎭

江

廟

橋

創

自

前

淸

咸

豐

間

後

被

風

雨

摧

折

行

者

望

洋

徒

嘆

莫

渡

卽

蹇

裳

以

涉

者

多

遭

滅

頂

之

凶

厯

二

十

餘

年

無

繼

修

者

以

其

河

廣

而

工

鉅

也

去

歲

石

礦

壩

橋

成

其

工

亞

於

此

橋

費

金

八

百

緡

募

集

維

艱

而

此

橋

之

基

礎

雖

存

有

心

爲

善

者

往

往

顧

而

難

之

傅

君

榮

卿

心

存

利

濟

乃

以

一

身

而

肩

此

任

議

會

諸

君

同

聲

歡

贊

木

石

工

匠

尅

期

並

用

不

日

而

虬

梁

聳

翠

矣

不

日

而

畫

板

橫

空

矣

從

流

之

上

示

我

周

行

建

橋

亭

十

數

間

朱

欄

碧

瓦

複

道

行

空

供

千

萬

人

之

往

來

期

數

百

年

以

不

朽

余

以

爲

徒

杠

輿

梁

民

無

病

涉

此

心

足

以

勷

惠

政

也

夜

月

垂

虹

飛

仙

可

渡

此

景

足

以

壯

大

觀

也

善

作

不

難

善

成

作

福

自

必

獲

報

昔

司

馬

相

如

題

昇

仙

橋

云

不

高

車

駟

馬

不

過

此

橋

傅

君

之

爲

是

舉

也

將

來

高

車

駟

馬

不

在

其

身

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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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子

孫

矣

余

老

矣

謹

扶

杖

戴

笠

以

俟

之

育
生
潭

縣
境
通
舟
之
河
凡
三
鄕
人
好
善
擇
潭
水
較
深
者
數
處
呈
准
縣
署
作
爲
育
生
潭

禁
止
捕
魚
神
潭
溪
龍
門
溪
赤
溪
場
等
處
其
尤
著
者
也

岳
凌
雲
神
潭
溪
育
生
潭
碑
序
古

者

製

網

必

四

寸

之

目

鬻

市

必

滿

尺

之

魚

皆

於

殺

物

之

中

仍

寓

生

物

之

意

所

以

太

和

翔

洽

而

咸

若

臻

休

也

薄

俗

貪

殘

豢

養

魚

鷹

馴

擾

獱

獺

創

爲

括

網

竭

澤

而

漁

甚

至

巴

菽

惡

藥

播

毒

中

流

鱗

介

蠕

動

聚

族

畢

殲

嗟

乎

天

地

以

生

物

爲

心

而

人

以

殺

物

爲

心

且

以

盡

殺

爲

心

無

惑

乎

殺

機

煽

熾

殺

運

釀

成

聖

賢

悲

憫

莫

能

挽

囘

也

吾

境

素

號

仁

里

紳

耆

聯

名

共

稟

縣

尊

金

庾

山

先

生

大

溪

小

渠

均

禁

下

毒

通

舟

之

河

凡

三

設

爲

育

生

潭

數

處

一

切

漁

具

槪

不

准

入

計

三

河

皆

緜

𠀕

二

三

百

里

而

所

謂

育

生

者

不

過

存

什

一

於

千

百

旣

無

損

於

應

官

之

漁

戶

而

卽

寓

數

罟

不

入

之

遺

風

立

案

鐫

碑

洵

哉

法

良

而

意

美

矣

茲

市

爲

巴

南

接

壤

自

七

里

潭

而

下

奎

星

樓

而

上

永

申

厲

禁

摩

崖

擘

窩

書

曰

育

生

如

有

故

違

或

憑

衆

議

處

或

送

官

懲

治

十

稔

之

間

而

金

公

復

來

牧

巴

矣

斯

時

也

渟

毒

無

聞

游

魚

可

數

吹

浪

唼

花

相

羊

藻

荇

各

遂

其

性

各

全

其

天

暢

惻

怛

之

懷

資

濠

梁

之

興

魚

樂

而

民

未

嘗

不

樂

也

雖

然

有

治

人

無

治

法

惟

冀

繼

起

賢

哲

共

體

斯

意

則

仁

風

遠

扇

春

臺

共

躋

而

福

報

更

不

必

言

矣

敬

泐

貞

珉

以

告

後

之

君

子

慈
善
會

附
設
地
方
收
支
所
民
國
七
年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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