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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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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星
野

明
史
天
文
志
斗
三
度
至
女
一
度
星
紀
之
次
松
江
屬
斗
分

大
淸
時
憲
書
星
紀
交
宮
光
緖
元
年
赤
道
自
箕
初
度
二
十
七
分

至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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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度
二
十
九
分
黃
道
自
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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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分
至
斗
二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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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分
松
江
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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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縣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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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度
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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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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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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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度
五
十
四
分
起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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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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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止
云
案

赤

道

恆

星

每

歲

東

行

五

十

二

秒

宮

度

不

易

是

南

斗

屬

星

紀

厯

久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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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十

二

分

野

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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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保

章

漢

儒

用

以

注

易

古

說

亦

不

可

廢

今

仍

舊

志

詳

其

度

分

特

著

經

緯

度

以

明

之

靑
浦
縣
治
經
緯
度

北
極
出
地
三
十
一
度
九
分
四
十
秒

京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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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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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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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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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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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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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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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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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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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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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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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九
二
七

章
練
塘
鎭
元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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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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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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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營

千

總

駐

加

六
三
六

加

一
二
四

白
鶴
江
鎭
前

營

把

總

駐

加

五
四
二

加

一

三

小
蒸
鎭
中

營

把

總

駐

減

七
一
二

減

三
三

北
簳
山
鎭
城

守

營

把

總

駐

減

二
七

加

五
一
五

鍾
賈
山
汛
前

營

外

委

駐

減

三
五
四

加

二
四
八

金
澤
鎭
前

營

外

委

駐

減

四
三

減
一
一
三
三

沿
革

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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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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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屬
縣
也、
禹
貢
揚
州
之
域、
春
秋
初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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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屬、
越

戰
國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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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傳
爲
春
申
君
封
邑、
秦
置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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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曰
由
拳、
屬
會
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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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縣
當
屬
其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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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禾

志

云、

周

敬

王

六

年、

置

長

水

縣

吳

地

記

云、

嘉

興

本

號

長

水、

周

敬

王

十

年

置、

在

谷

口

湖、

秦

始

皇

重

移、

改

由

拳

縣、

太

平

寰

宇

記

云、

始

皇

東

游

至

長

水、

聞

士

人

謠

曰、

水

市

出

天

子、

從

此

過

見

人

乘

舟

交

易

應

其

謠、

改

曰

由

拳、

是

由

拳

卽

長

水

也、

舊

志

云、

搜

神

記、

謂

始

皇

東

巡

望

長

水

有

天

子

氣、

掘

地

囚

倦、

表

以

惡

名、

後

說

由

拳、

恐

誤、

越

絕

書

載

吳

築

備

候

塞

自

由

拳、

則

其

名

已

在

秦

前、

非

自

始

皇

昉、

又

吳

書、

載

張

昭

封

由

拳

侯、

是

孫

吳

時

由

拳

之

名

如

故、

特

在

周

秦

間、

或

係

地

名

而

非

縣

名

耳

漢
景
帝
前
三
年
更
名
曰
婁
兼

跨

由

拳

海

鹽

地

初
屬
荆
國

後
屬
吳
國、
尋
屬
江
都
國、、
武
帝
時、
復
爲
會
稽
郡、
隸
揚
州、
後
漢
順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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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浙
以
東
爲
會
稽
郡、
西
爲
吳
郡
屬
揚
州、
婁
仍
隸
焉
建
安

二
十
四
年、
吳
孫
權
造
靑
龍
戰
艦
於
江、
名
曰
靑
龍、
此
鎭
名
所
自

始
也、
三
國
吳
黃
龍
初
改
由
拳
爲
禾
興、
赤
烏
間
改
禾
興
爲
嘉
興、

仍
屬
吳
郡、
晉
屬
吳
郡、
隸
揚
州、
宋
齊
因
之、
梁
省
爲
信
義
縣、
屬
信

義
郡、
今
縣
爲
信
義
縣
南
境、
地
大
同
初
析
信
義
置
崑
山
縣、
仍
屬

吳
郡、
今
縣
又
爲
崑
山
縣
地、
陳
因
之、
隋
省
入
常
熟、
尋
復
置、
縣
改

屬
蘇
州、
唐
析
崑
山
海
鹽
嘉
興
三
縣
地、
置
華
亭
縣、
屬
蘇
州、
隸
江

南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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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建
靑
龍
鎭、
卽
靑
浦
舊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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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縣
爲
華
亭
縣
西
北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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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屬
吳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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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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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旋
屬
中
吳
節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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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改
屬
秀

由

拳

今

嘉

在

此

西

南

此

東

宇

下

宜

加

北

字由

拳

自

秦

時

已

為

縣

按

由

拳

婁

兩

縣

厯

兩

漢

不

改

由

拳

今

嘉

婁

今

崑

山

並

非

改

由

拳

为

婁

此

漢

景

三

年

之

说

疑

误

漢

初

分

田

拳

東

北

境

及

别

邑

置

婁

我

今

多

為

婁

捐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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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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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大
觀
元
年
設
監
鎭
理
財
官
治
水
利
兼
領

市
舶
仍
爲
靑
龍
鎭
慶
元
初
屬
嘉
興
府
元
初
屬
松
江
府
隸
江
浙

行
省
至
元
二
十
七
年
析
華
亭
東
北
境
地
置
上
海
縣
罷
靑
龍
鎭

市
舶
司
屬
上
海
今
縣
半
爲
上
海
縣
西
境
地
明
初
屬
松
江
府
直

隸
南
京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析
華
亭
上
海
西
北
境
地
置
靑
浦
縣
建

治
於
靑
龍
鎭
此
立
縣
所
由
始
三
十
二
年
以
科
臣
議
罷
萬
厯
元

年
仍
置
靑
浦
縣
移
治
於
唐
行
鎭
唐

行

鎭

在

五

十

保

爲

吳

門

要

衝

元

時

有

大

姓

唐

氏

商

販

竹

木

遂

成

巨

市

明

周

文

襄

忱

設

水

次

西

倉

僃

農

北

倉

皆

以

鎭

名

東

岸

橫

泖

古

稱

橫

谿

今

又

稱

靑

谿

剏
建
城
池
六

年
復
析
華
亭
上
海
之
未
盡
地
益
之
編
戶
二
百
四
十
六
里

國
朝
屬
府
如
明
隸
江
南
布
政
使
司
康
熙
六
年
分
隸
江
蘇
布
政

使
司
雍
正
二
年
析
縣
北
亭
新
江
二
鄕
地
置
福
泉
縣
乾
隆
八
年

裁
福
泉
仍
歸
靑
浦
管
理
今
綜
其
本
末
著
於
篇
附
表
以
僃
攷
焉

朝
代

區
域
應

改

部

省

郡
应

改

州

郡

縣

禹
貢

揚
州
之
域

春
秋

吳
越

戰
國

楚

相

傳

爲

春

申

君

黃

歇

封

邑

秦

會
稽
郡
始

皇

二

十

五

年

王

翦

定

江

南

地

遂

置

郡

由
拳
縣

漢

揚
州
元

封

五

年

置

刺

史

巡

行

郡

縣

會

稽

郡

屬

焉

會
稽
郡
高

帝

六

年

封

劉

賈

爲

荆

國

十

二

年

封

劉

濞

爲

吳

國

景

帝

三

年

濞

反

國

除

以

其

地

封

江

都

王

爲

江

都

國

元

狩

二

年

江

都

王

建

罪

廢

國

除

復

爲

會

稽

郡

婁
縣
移

治

於

婁

江

之

陰

更

名、

屬

會

稽

郡、

莽

曰

婁

治、

有

華

亭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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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後
漢

揚
州

吳
郡
永

建

四

年

分

浙

東

爲

會

稽

郡

浙

西

爲

吳

郡

婁
縣
兼

跨

由

拳

海

鹽

地

建

安

二

十

四

年

吳

孫

權

造

靑

龍

戰

船

於

此

因

名

靑

龍

江

今

舊

靑

浦

地

王
國
吳

揚
州

吳
郡
寶

鼎

元

年

分

吳

郡

爲

吳

興

郡

婁
縣

晉

揚
州

吳
郡
咸

和

元

年

成

帝

封

弟

岳

爲

吳

王

改

吳

郡

爲

吳

國

婁
縣

宋

揚
州
大

明

三
七

年

改
為
王
畿

廢

八

年

復

置王

畿

南

徐

州

吳
郡
永

初

二

年

罷

吳

國

仍

爲

郡

屬

揚

州

大

明

三
七

年

更

屬

南

王
畿徐

州

八

年

仍

屬

南
徐揚

州

婁
縣

齊

揚
州

吳
郡
屬

揚

州

婁
縣

梁

揚
州

吳
郡
太

淸

二

年

分

屬

吳

州

信
義
縣
天

監

六

年

以

婁

縣

地

攺

置

吳
州
太

淸

三

年

分

揚

州

吳

郡

置

大

寶

元

年

廢

大

寶

元

年

仍

屬

揚

州

信
義
郡
天

監

六

年

分

吳

郡置

屬

信

義

郡

崑
山
縣
大

同

元

年

析

信

義

縣

置

屬

信

義

郡

陳

揚
州

吳
州
禎

明

元

年

改

吳

郡

置

吳州

吳
郡
禎

明

元

年

又

屬

吳

州

信
義
郡

信
義
縣

崑
山
縣

隋

揚
州
行
臺

吳
郡
開

皇

九

年

改

吳

州

爲

蘇

州

屬

揚

州

行

臺

大

業

元

年

攺

吳

州

三

年

復

名

吳

郡

信
義
郡
開

皇

九

年

廢

并

入

蘇

州

信
義
縣
開

皇

九

年

省

入

常

熟

崑
山
縣
開

皇

九

年

省

入

常

熟

十

八

年

復

置

屬

蘇

州

唐

江
南
東
道
貞

觀

元

年

蘇
州
武

德

四

年

改

吳

郡

曰

華
亭
縣
天

寶

十

載

太

守

趙

居

貞

請

按
沈
約
宋
志
吳
郡
属
南

徐
州
以
大
明
八
年
為
正

太
清
三
年
侯
景
置
吳
州
於

吴
郡
以
安
陸
王
大
春
為
剌
史

大
寶
元
年
二
月
省

按
随
以
開
皇
八
年
置
淮

南
行
臺
於
夀
春
以
晉

王
廣
為
尚
書
令
統
領

伐
陳
之
師
時
尚
未
□
□
□

也
九
年
陳
平
而
行
臺
罷

是
蘇
州
並
未
隸
此
应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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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爲

江

南

道

開

元

二

十

一

年

分

爲

江

南

東

道

治

蘇

州

置

采

訪

使

蘇

州

九

年

屬

潤

州

貞

觀

元

年

分

屬

江

南

道

景

龍

二

年

隸

揚

州

都

督

開

元

二

十

一

年

分

屬

江

南

東

道

天

寶

元

年

更

爲

吳

郡

乾

元

元

年

復

爲

蘇

州

屬

浙

西

道

建

中

二

年

名

其

軍

曰

鎭

海

析

崑

山

南

境

嘉

興

東

境

海

鹽

北

境

地

置

屬

吳

郡

乾

符

四

年

僖

宗

幸

蜀

爲

海

寇

王

騰

所

據

乾

甯

四

年

錢

鏐

遣

顧

全

武

拔

之

地

屬

吳越

五
代

吳
越
梁

開

平

元

年

封

鏐

爲

吳

越

王

後

建

國

設

官

世

奉

正

朔

宋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錢

俶

歸

京

師

國除

蘇
州
梁

貞

明

三

年

吳

越

王

自

稱

中

吳

府

唐

同

光

二

年

升

中

吳軍秀
州
唐

同

光

二

年

吳

越

王

分

蘇

州

置

長

興

二

年

廢

晉

天

福

四

年

復

置

華
亭
縣
唐

同

光

二

年

屬

中

吳

軍

晉

天

福

四

年

分

屬

秀

州

宋

浙
西
路
至

道

三

年

爲

兩

浙

路

熙

甯

七

年

分

爲

浙

西

路

尋

合

爲

一

九

年

復

分

十

年

復

合

紹

興

二

年

復

分

嘉
興
府
政

和

四

年

改

秀

州

爲

嘉

禾

郡

慶

元

元

年

以

州

爲

孝

宗

毓

聖

之

地

升

爲

嘉

興

府

嘉

定

元

年

升

嘉

興

軍

隸

浙

西

路

華
亭
縣
屬

嘉

興

府

熙

甯

七

年

上

海

鎭

置

提

舉

市

舶

司

大

觀

元

年

置

監

鎭

於

靑

龍

鎭

治

水

利

兼

領

市

舶

元

江
浙
行
省

松
江
府
至

元

十

四

年

升

嘉

興

爲

路

置

華

亭

府

屬

江

浙

行

省

十

五

年

更

名

松

江

府

仍

置

華

亭

縣

屬

嘉

興

路

泰

定

三

年

廢

爲

都

水

庸

田

司

天

厯

元

年

罷

司

復

置府

華
亭
縣

上
海
縣
至

元

二

十

七

年

知

府

僕

散

翰

文

請

析

華

亭

東

北

之

長

人

高

昌

北

亭

新

江

海

隅

五

鄕

置

屬

松

江

府

泰

定

三

年

并

屬

嘉

興

府

天

厯

元

年

分

屬

松

江

府

明

直
隸
南
京
洪

武

元

年

改

爲

直

隸

南

京

松
江
府

靑
浦
縣
正

德

中

知

府

喻

時

議

分

設

縣

治

不

果

行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巡

撫

夏

邦

謨

按

僖

宗

幸

蜀

係

廣

明

元

年

按
鎮
海
軍
在
潤
州
光
啟

三
年
錢
鏐
將
阮
結
免
之
初

浙
東
西
莭
度
使
治
蘇
州
建

中
二
年
移
莭
度
於
润
州
名
其

軍
曰
鎮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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靑
浦
縣
志

卷
一
疆
域界

至
沿
革
表

六

巡

按

舒

汀

奏

析

華

亭

縣

西

北

修

竹

華

亭

二

鄕

上

海

縣

之

西

新

江

北

亭

海

隅

三

鄕

置

治

靑

龍

鎭

三

十

二

年

以

給

事

中

朱

某

議

廢

萬

厯

元

年

兵

科

給

事

中

蔡

汝

賢

請

復

置

巡

撫

張

佳

允

議

從

之

移

治

唐

行

鎭

六

年

知

縣

屠

隆

請

復

析

華

亭

集

賢

鄕

上

海

新

江

鄕

之

未

盡

者

益

之

國
朝

江
蘇
布
政
使
司

順

治

二

年

改

爲

江

南

省

松
江
府
順

治

十

三

年

屬

江

南

布

政

使

司

十

八

年

分

右

布

政

使

司

駐

蘇

州

府

屬

焉

康

熙

六

年

更

屬

江

蘇

布

政

使

司

靑
浦
縣

福
泉
縣
雍

正

二

年

總

督

查

弼

納

請

析

縣

東

北

之

北

亭

新

江

二

鄕

置

靑
浦
縣
乾

隆

八

年

巡

撫

陳

大

受

奉

部

覆

將

福

泉

裁

仍

歸

靑

浦

管

理

界
至
同

治

四

年

測

繪

全

境

輿

圖

遵

照

工

部

營

造

尺

每

一

百

八

十

丈

爲

一

里

計

丈

合

里

核

舉

成

數

詳

載

於

篇

東
西
距
九
十
九
里
南
北
距
五
十
九
里
縣
治
至
松
江
府
四
十
五

里
至
蘇
州
府
巡
撫
治
所
一
百
二
十
七
里
至
江
甯
府
總
督
治
所

六
百
七
十
七
里
至

京
師
二
千
八
百
三
十
二
里

東
至
七
寶
鎭
東
上
海
縣
界
五
十
四
里
以

橫

涇

分

界

南
婁
縣
界
五
十

一
里
以

蒲

滙

塘

分

界

西
至
執
同
港
口
蘇
州
府
元
和
縣
界
四
十
五
里
以

執

同

港

分

界

南
至
廣
富
林
婁
縣
界
二
十
八
里
以

九

里

亭

分

界

北
至
安
亭
港
口
太
倉
州
嘉
定
縣
界
三
十
一
里
以

安

亭

港

分

界

東
南
至
泗
涇
鎭
婁
縣
界
四
十
里
以

范

家

石

橋

分

界

至
鳳
山
鎭
婁
縣
界

二
十
二
里
以

通

波

塘

分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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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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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形
勝

七

東
北
至
楊
林
寺
太
倉
州
嘉
定
縣
界
四
十
四
里
以

蔡

家

橋

分

界

至
諸
翟

鎭
東
上
海
縣
界
北
嘉
定
縣
界
皆
四
十
五
里
以

盤

龍

塘

分

界

西
南
至
金
澤
鎭
西
蘇
州
府
吳
江
縣
界
三
十
九
里
以

吳

江

路

分

界

南
浙

江
嘉
興
府
嘉
善
縣
界
四
十
里
以

塘

岸

分

界

西
北
至
石
浦
鎭
蘇
州
府
崑
山
縣
界
三
十
六
里
以

石

浦

分

界

西
南
至
章
練
塘
鎭
西
蘇
州
府
吳
江
縣
界
四
十
里
以

腰

涇

天

花

漊

分

界

南

浙
江
嘉
興
府
嘉
善
縣
界
四
十
里
以

琪

塘

白

虎

頭

分

界

至
小
蒸
鎭
西
浙
江

嘉
興
府
嘉
善
縣
界
四
十
五
里
以

白

牛

塘

分

界

南
婁
縣
界
四
十
五
里
以大

蒸

塘

分

界

形
勝

府
志
山
自
天
目
南
龍
分
派
從
浙
入
者
循
海
塘
起
北
簳
山
從
吳

入
者
渡
湖
水
起
澱
山
累
累
數
峯
孤
秀
淸
立
水
出
震
澤
道
經
松

江
東
北
入
海
又
云
縣
繞
府
西
北
毗
壤
蘇
太
又
與
浙
之
嘉
善
相

連
屬
固
郡
城
往
來
之
孔
道
也
山
据
九
峯
之
五
而
澱
盧
北
簳
鍾

賈
福
泉
諸
山
復
遙
相
拱
峙
水
則
湖
泖
蕩
漾
涵
浸
貫
通
吳
淞
五

大
浦
亦
滙
於
北
境
其
地
形
如
仰
盂
四
高
中
下
農
田
之
利
錯
居

上
中
舊
志
云
邑
左
控
澱
湖
前
襟
泖
水
背
倚
吳
淞
面
臨
九
峯
南

境
廣
富
林
爲
松
郡
往
來
之
衝
其
北
山
壑
縱
橫
天
然
羅
布
可
資

守
望
北
境
黃
渡
鎭
臨
吳
淞
江
上
爲
嘉
定
交
界
處
有
事
宜
兩
縣

合
防
金
家
橋
西
界
崑
山
元
和
兩
境
偪
處
江
濱
盜
防
宜
嚴
須
兩

郡
協
應
遏
之
西
境
金
澤
鎭
瀕
於
湖
泖
又
蘇
省
浙
境
之
各
鄕
交

會
此
爲
水
道
要
害
所
當
識
應
援
於
蘇
浙
者
也
雙
塔
王
巷
自
松

至
蘇
水
道
必
由
之
境
明
時
倭
寇
從
此
趨
蘇
亦
要
害
之
所
也
皆

形
勝
所
關
故
及
之
按

邑

北

境

吳

淞

舊

時

江

水

暢

流

直

通

海

口

嘉

靖

間

倭

寇

擾

攘

出

沒

無

常

或

由

黃

渡

入

表

字

宜

除



ZhongYi

靑
浦
縣
志

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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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保
表

八

澱

湖

窺

郡

或

由

七

寶

趨

鳳

凰

山

抵

郡

邑

鎭

均

遭

荼

毒

論

海

防

者

靑

爲

衝

要

厥

後

江

塞

浦

通

上

南

爲

要

靑

邑

緩

矣

庚

申

粵

匪

南

下

竄

踞

邑

域

恢

復

之

策

一

由

廣

富

林

一

由

七

寶

鎭

鳳

凰

諸

山

屯

札

間

相

爲

策

應

此

東

南

陸

路

之

情

形

也

一

由

泖

湖

一

由

澱

湖

水

師

聯

絡

西

拒

浙

省

嘉

興

外

援

北

扼

崑

山

元

江

下

衝

此

西

北

水

路

之

情

形

也

迨

城

復

後

蘇

省

大

股

從

崑

山

來

大

軍

沿

江

防

禦

會

合

水

師

夾

攻

一

戰

而

捷

遂

克

省

城

然

則

邑

非

省

郡

藩

蔽

哉

故

邑

中

險

要

總

以

東

北

路

吳

淞

江

爲

大

關

鍵

泖

澱

爲

次云

鄕
保

明
嘉
靖
時
建
縣
治
於
靑
龍
鎭
所
轄
鄕
保
分
自
華
亭
縣
者
爲
華

亭
修
竹
二
鄕
分
自
上
海
縣
者
爲
海
隅
北
亭
新
江
三
鄕
凡
五
鄕

九
保
地
旋
廢
萬
厯
初
元
復
置
縣
移
治
唐
行
鎭
因
之
六
年
益
以

華
亭
集
賢
鄕
上
海
新
江
鄕
未
盡
地
是
時
改
華
亭
鄕
爲
集
賢
鄕

以
集
賢
鄕
三
十
八
保
一
區
附
焉
併
集
賢
鄕
爲
修
竹
鄕
併
修
竹

鄕
爲
新
江
鄕
及
北
亭
鄕
海
隅
鄕
凡
五
鄕
十
四
保
地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以
松
郡
大
縣
繁
劇
難
治
析
靑
浦
置
福
泉
縣
靑

浦
縣
所
轄
者
集
賢
鄕
三

十

五

保

修
竹
鄕
三

十

八

保

四

十

一

保

四

十

二

保

海
隅
鄕
四十

七

保

四

十

九

保

五

十

保

凡
三
鄕
七
保
地
福
泉
所
轄
者
北
亭
鄕
三

十

一

保

三

十

三

保

三

十

四

保

新
江
鄕
四

十

三

保

四

十

四

保

四

十

五

保

四

十

六

保

凡
二
鄕
七
保
地
乾
隆
八
年

裁
福
泉
仍
歸
靑
浦
管
理
改
北
亭
鄕
三

十

一

保

三

十

三

保

三

十

四

保

爲
海
中
鄕

改
集
賢
鄕
修
竹
鄕
以

三

十

八

保

一

區

仍

爲

集

賢

鄕

爲
華
中
鄕
改
修
竹
鄕
四

十

一

保

四

十

二

保

以

四

十

三

保

仍

歸

修

竹

鄕

爲
華
上
鄕
改
新
江
鄕
四

十

四

保

四

十

五

保

四

十

六

保

海
隅

鄕
四

十

七

保

四

十

九

保

爲
海
中
鄕
改
海
隅
鄕
五

十

保

爲
海
上
鄕
凡
四
鄕
十

四
保
地
同
治
四
年
淸
丈
後
魚
鱗
淸
冊
悉
遵
其
舊
今
附
表
以
資

參
觀
焉

鄕

保

區

圖

海
中
鄕
領

保

三

三
十
一
保
領

區

二

一
區
領

圖

五

正
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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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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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保
表

九

舊

名

北

亭

鄕

一

云

北

平

唐

天

寶

十

載

隸

華

亭

元

至

元

二

十

七

年

隸

上

海

明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隸

靑

浦

尋

廢

萬

厯

元

年

仍

隸

靑

浦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隸

福

泉

乾

隆

八

年

仍

隸

靑

浦

改

今

名

明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屬

北

亭

鄕

又
三
圖
一

稱

帶

三

圖

四
圖

五
圖

六
圖

二
區
領

圖

五

一
圖

二
圖

四
圖

五
圖

六
圖

三
十
三
保
領

區

二

同上

一
區
領

圖

四

一
圖

二
圖

三
圖

五
圖

二
區
領

圖

三

一
圖

二
圖

七
圖

三
十
四
保
領

區

四

同上

一
區
領

圖

二

東
六
八
圖

西
六
八
圖

二
區
領

圖

二

二
圖

四
五
圖

三
區
領

圖

三

一
圖

六
圖

九
圖

四
區
領

圖

三

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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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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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保
表

十
七
圖

十
圖

華
中
鄕
領

保

二

舊

名

華

亭

鄕

唐

天

寶

間

隸

華

亭

明

嘉

靖

間

隸

靑

浦

尋

廢

萬

厯

元

年

仍

隸

靑

浦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因

之

乾

隆

八

年

改

今

名

三
十
五
保
領

區

二

明

嘉

靖

間

屬

華

亭

鄕

萬

厯

六

年

改

併

集

賢

鄕

屬

焉

國

朝

乾

隆

八

年

仍

歸

華

亭

鄕

屬

華

中

鄕

一
區
舊

名

三

區領

圖

六

五
圖

二
十
六
七
圖

二
十
八
九
圖

三
十
一
圖

三
十
二
圖

三
十
四
圖

二
區
舊

名

四

區

今

改

領

圖

五

一
圖

二
圖

三
四
圖

六
七
圖

三
十
圖

華
中
鄕

三
十
八
保
領

區

一

一
區
領

圖

十

十
三
圖

舊

名

集

賢

鄕

顧

陸

諸

賢

居

此

故

名

唐

天

寶

間

隸

華

亭

明

萬

厯

六

年

隸

靑

浦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因

之

乾

隆

八

年

改

今

名

明

萬

厯

六

年

屬

集

賢

鄕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因

之

乾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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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仍

歸

集

賢

鄕

屬

華

中

鄕

二
十
八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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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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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圖

三
十
一
圖

三
十
二
圖

三
十
三
圖

三
十
四
圖

三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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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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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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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二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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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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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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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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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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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區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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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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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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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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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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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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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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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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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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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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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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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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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鄕
領

保

三

舊

名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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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一

名

谷

陽

唐

天

寶

間

隸

華

亭

明

嘉

靖

間

隸

靑

浦

尋

廢

萬

厯

初

仍

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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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

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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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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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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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乾

隆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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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今

名

四
十
一
保
領

區

三

明

嘉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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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修

竹

鄕

萬

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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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之

國

朝

乾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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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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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一
區
舊

名

五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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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領

圖

八

四
十
一
圖

四
十
二
圖

四
十
三
圖

四
十
四
圖
舊

四

十

四

併

六

十

二

四
十
五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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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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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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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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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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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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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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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二
圖

五
十
三
五
圖

五
十
八
圖

四
十
二
保
領

區

八

同上

一
區
領

圖

五

二
十
二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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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倂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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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圖

今

并

入

二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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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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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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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領

圖

七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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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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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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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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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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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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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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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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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區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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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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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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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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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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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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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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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領

圖

六

四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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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六
併
圖
舊四

十

六

圖

四
十
七
併
圖
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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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併

五

十

三

四

十

九

五

十

併

圖

五
十
一
圖

七
區
領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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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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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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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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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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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乾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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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竹

鄕

屬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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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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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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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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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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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圖

四
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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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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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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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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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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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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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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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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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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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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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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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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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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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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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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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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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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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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