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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鄱
陽
縣
志
卷
之
四

建
置

壇
壝縣

城
隍
廟
唐
時
已
建
明
洪
武
初
知
縣
韓
子

敬
重
修
在
縣
治
左
每
祭
厲
壇
日
同
府
城
隍

主
迎
入
合
祭
縣
官
上
任
及
朔
望
皆
拜
謁
隆

慶
三
年
知
縣
張
應
亮
建
樓
于
廟
前
凢
三
層

高
三
丈
有
奇
樓
牕
四
曰
賔
曦
曰
迎
薫
曰
留

暉
曰
秩
祀
萬
曆
十
六
年
知
縣
程
朝
京
復
建

四
柱
石
坊
于
縣
左
廟
右
名
江
湖
樞
鑰
皆
取

堪
輿
家
高
縣
治
青
龍
方
也
今
樓
坊
俱
圮

厲
壇
在
朝
天
門
外
西
北
半
里
許
明
洪
武
八

年
知
府
王
哲
創
壇
中
爲
神
隍
監
察
位
壇
下

左
右
爲
本
境
無
祀
鬼
神
位
繚
以
墻
門
內
有

亭
碑
每
嵗
清
明
七
月
望
十
月
朔
致
祭
至
日

迎
城
隍
主
于
壇
合
祭

府
城
隍
廟

舊

在

毛

家

巷

今

長

沙

王

廟

是

今

在

𧓍

洲

門

內

舊

府

學

東

明

洪

武

二

年

知

府

王

哲

創

中

爲

正

廟

後

爲

寢

室

爲

両

廡

爲

六

曹

東

西

爲

左

右

司

又

外

爲

總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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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圍

以

垣

永

樂

十

六

年

老

人

黃

宗

政

鳩

葺

甃

石

街

百

五

十

二

歩

萬

曆

二

十

三

年

知

府

林

欲

厦

重

修

四

十

一

年

知

府

侯

加

采

復

修

殿

廡

頭

門

并

前

甬

道

時

水

涝

　

飢

公

帑

多

乏

耆

約

蔡

本

端

史

書

奇

勸

諭

社

衆

將

鰲

山

燈

費

備

石

湖

殿

前

甬

道

後

工

費

不

足

二

約

捐

　

助

侯

嘉

其

功

登

善

人

簿

爲

善

人

以

奬

之

國

朝

順

治

十

五

年

守

道

張

思

明

捐

資

重

修

正

廟

及

両

廡

康

熈

五

年

知

府

麻

㙉

復

修

大

門

康

熈

二

十

一

年

知

府

黄

家

遴

鼎

新

重

建

社
稷
壇

在

靈

芝

門

外

回

會

山

舊

在

北

隅

古

社

巷

元

立

壇

西

隅

常

豐

倉

舊

基

明

洪

武

初

立

壇

城

西

北

桃

源

山

十

年

知

府

郎

敏

遷

今

處

高

三

尺

方

二

丈

四

尺

陛

各

三

級

正

中

樹

石

主

長

二

尺

五

寸

方

一

尺

北

向

西

北

萬

瘞

坎

繚

以

墻

有

神

庫

神

厨

牲

房

各

三

　

間

以

春

秋

二

仲

月

上

戊

日

淮

藩

致

祭

國

朝

府

正

主

祭

㕔

縣

俱

陪

位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并
鄱
陽
湖
之
神

舊

基

在

社

壇

裏

明

洪

武

初

在

鄱

江

南

岸

天

王

寺

洪

武

七

年

知

府

王

哲

遷

永

平

門

外

薦

福

山

高

三

尺

方

二

丈

二

尺

繚

以

墻

有

神

庫

三

間

每

年

春

秋

二

仲

月

擇

日

以

城

隍

同

祭

主

祭

者

與

上

同

長
沙
吳
文
王

　

舊

在

舊

州

治

內

宋

景

祐

間

廟

范

文

正

公

知

饒

州

遷

廟

于

治

西

北

元

延

祐

總

管

王

都

中

重

修

尋

兵

廢

明

洪

武

八

年

知

府

王

哲

遷

毛

家

巷

卽

今

處

額

設

祀

興

府

官

率

屬

于

五

月

十

三

日

行

元

翰

林

侍

讀

元

明

善

有

番

君

廟

記

呉

興

趙

孟

頫

書

江
公
神
祠

在

府

學

東

祀

宋

丞

相

江

萬

里

監

生

裴

春

奏

立

府

官

舉

祀

今

圮

基

尚

存

二
贒
祠

祀

唐

顔

魯

公

宋

范

文

正

公

舊

有

顔

范

廟

在

州

治

頒

春

堂

知

州

王

十

明

遷

于

慶

朔

堂

右

今

廢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知

府

王

健

同

知

徐

栻

重

建

于

薦

福

寺

後

額

設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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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典

以

正

月

初

五

日

府

官

致

祭

國

朝

知

府

翟

鳳

翥

遷

于

府

治

大

門

之

右

設

店

租

以

作

祭

費

洪
忠
宣
公
祠

在

府

治

右

茶

條

巷

內

祀

宋

禮

部

尚

書

洪

皓

旗
纛
廟

在

大

㕔

署

後

明

洪

武

三

年

總

制

宋

炳

創

祀

軍

牙

六

纛

之

神

霜

降

所

官

戎

服

盛

陳

旗

纛

軍

器

行

三

獻

禮

今

復

修

胡
公
祠

在

白

蓮

池

北

祀

忠

臣

胡

公

閏

以

女

貞

姑

配

胡

公

死

靖

難

時

方

汪

二

夫

人

子

傳

道

傳

慶

駢

首

就

戮

弱

息

貞

姑

終

身

不

字

一

門

忠

節

萬

曆

改

元

詔

祀

于

鄕

有

祭

田

號

𤱔

載

刻

版

今

祠

圮

址

存

暫

設

主

于

長

沙

王

廟

左

觀

音

堂

卽

胡

公

未

遇

時

遊

息

之

所

題

松

碑

尚

存

官

祭

之

外

取

田

租

以

供

秋

嘗祠
山
廟

在

東

北

關

妙

果

寺

傍

神

姓

張

諱

渤

字

伯

竒

武

陵

之

龍

陽

人

也

生

于

漢

神

爵

二

年

長

通

法

術

役

使

鬼

神

祠

在

廣

德

元

僧

南

楚

住

持

妙

果

寺

奉

其

像

民

祈

有

應

明

萬

曆

辛

巳

分

守

叅

議

廣

德

李

天

植

撤

而

廣

之

關
王
廟

在

朝

大

門

外

元

至

正

壬

辰

燬

于

兵

乙

巳

冬

叛

冦

自

閩

聚

衆

數

萬

攻

城

屢

禱

弗

吉

郡

兵

伏

廟

左

搸

莾

中

適

援

兵

至

廟

中

兵

出

關

外

合

擊

敗

之

咸

謂

王

陰

相

太

守

陶

公

徙

官

舎

五

間

爲

正

寢

創

門

廡

又

一

在

後

山

隊

俗

以

小

關

王

廟

别

之

程
剛
愍
公
祠

在

舊

州

學

公

名

振

樂

平

人

宋

靖

康

亂

謀

擣

𤱔

營

范

瓊

洩

其

謀

及

禍

知

州

林

杲

設

祠

祀

之

今

廢

東
岳
行
祠

在

城

北

十

里

舊

在

芝

山

東

宋

宣

和

間

移

今

處

明

洪

武

初

重

修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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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萬

曆

癸

巳

正

殿

燬

里

民

重

建

晏
公
廟

在

城

西

柳

林

津

明

洪

武

間

創

立

官

民

舟

楫

出

泊

必

禱

棠

陰

立

德

鄕

安

吉

社

俱

有

廟

堯
山
廟

在

義

感

鄕

堯

時

人

避

洪

水

于

此

故

名

廟

祀

山

神

　

　

　

一

三
皇
廟

在

府

治

北

東

華

巷

內

元

時

建

祀

伏

羲

神

農

黄

帝

命

醫

學

陰

陽

官

春

秋

行

釋

奠

禮

卽

後

殿

作

講

堂

明

洪

武

八

年

重

修

二

十

九

年

毁

三
祠
堂

宋

時

建

祀

知

州

范

仲

淹

一

在

頒

春

堂

一

在

州

學

講

堂

左

一

在

天

慶

觀

元

末

廢

白
馬
廟

在

本

府

儀

門

左

相

傳

爲

素

車

白

馬

大

將

軍

不

知

姓

名

宋

江

萬

里

爲

江

西

提

刑

帶

回

奉

之

廟

舊

卑

隘

明

萬

曆

二

十

三

年

通

判

潘

元

度

感

夣

撤

新

之

按

神

姓

謝

　

出

會

城

白

馬

廟

碑

記

國

朝

順

治

中

燬

隨

復

建

忠
烈
康
王
廟

在

魁

輔

坊

北

神

姓

康

名

保

裔

宋

眞

宗

時

沒

于

王

事

元

末

兵

毁

明

洪

武

初

邑

人

重

建

萬

曆

二

十

一

年

復

鼎

新

之

順

治

年

間

隨

復

建

康

熈

間

又

傾

關
聖
閣

在

府

前

街

朽

壞

知

府

黄

家

遴

脩

葺

忠
孝
行
祠

在

城

北

靈

芝

門

內

卽

鳴

山

廟

神

姓

石

名

敬

純

西

𣈆

時

人

爲

父

報

讐

追

殺

牛

昌

隱

道

經

鄱

陽

後

人

立

祠

祀

之

宋

紹

定

咸

淳

間

重

修

廟

內

有

古

栢

高

十

餘

　

尋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有

人

伐

之

隨

受

傷

夜

復

示

夢

於

當

事

者

其

顯

赫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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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祝
君
廟

在

文

惠

坊

南

祀

唐

饒

州

刺

史

祝

欽

明

今

廢

蜀
三
大
神

　

在

禮

遜

坊

西

一

在

月

波

門

內

廟

其

神

有

三

一

清

源

嘉

州

太

守

趙

昱

隋

時

斬

江

蛟

以

捍

民

患

一

文

昌

卽

梓

童

一

射

洪

卽

蜀

郡

太

守

李

氷

秦

時

作

石

□

以

厭

水

怪

皆

蜀

地

神

鄱

陽

彭

大

雅

宋

時

□

蜀

後

歸

因

建

祠

奉

焉

明

初

總

制

宋

炳

知

府

陶

公

重

修

今

廢

五
顯
廟

在

頋

輔

坊

隋

大

業

間

鮒

馬

都

尉

張

蒙

遊

獵

逐

白

鹿

至

德

興

銀

山

失

其

踪

遇

五

神

人

指

山

穴

見

䨇

銀

筍

由

是

銀

寶

興

發

立

祠

奉

之

其

廟

十

餘

處

散

在

鄕

鎭

惟

四

十

里

市

廟

獨

雄

偉

居

民

多

于

四

月

八

日

致

禱

年
王
廟

在

城

南

雲

津

巷

祀

太

嵗

神

剏

自

宋

時

屢

修

陶
侯
生
祠

侯

名

安

姑

熟

人

明

初

知

饒

州

有

保

障

功

郡

民

德

之

卽

三

皇

廟

西

廡

爲

生

祠

後

廢

劉
廵
官
廟

在

永

平

關

神

姓

劉

名

宗

弘

字

子

明

楚

州

山

陽

人

隋

大

業

三

年

爲

鄱

廵

官

時

三

鄕

大

浸

民

以

殺

掠

爲

事

郡

守

梁

文

謙

命

宗

弘

招

安

給

錢

米

賙

濟

相

與

培

土

爲

市

民

德

之

立

廟

以

祀

范

文

正

公

有

廟

賛

兵

燬

一

小

廟

乃

後

人

建

者

忠
靖
王
廟

在

永

平

關

祀

唐

睢

陽

張

廵

明

永

樂

八

年

知

府

李

益

重

修

後

建

旌

忠

閣

又

一

在

䨇

港

今

圮

龍
王
廟

在

義

感

鄕

䨇

港

龍

王

山

山

石

壁

□

瞰

深

潭

相

傳

有

龍

居

之

故

立

廟

祀

一

郡

水

口

明

建

浮

屠

于

其

二

今

圮

其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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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珠
湖
廟

在

蒹

感

鄕

珠

湖

之

濵

珠
湖
萬
碩
靈
順
王
廟

神

姓

趙

名

迪

字

公

阿

漢

建

初

七

年

牧

郊

外

感

北

斗

下

降

授

以

秘

法

繇

是

得

道

至

和

帝

朝

療

東

宫

疾

有

瘳

賜

珎

寶

不

受

但

乞

一

瓢

梁

大

通

元

年

入

覲

以

瓢

貯

米

輸

之

不

能

竭

朝

廷

神

之

賜

爵

平

鄕

侯

封

靈

應

眞

君

宋

元

豐

中

賜

廟

額

號

仁

濟

侯

前

進

士

江

迪

捨

基

創

宇

元

鄱

陽

丞

吴

噋

己

巳

冬

立

廟

屈
原
廟

在

崇

德

鄕

十

二

都

荻

溪

灘

俗

名

水

府

廟

元

延

祜

間

廢

明

洪

武

初

里

人

重

興

每

旱

疫

禱

輒

應

郭
西
廟

在

永

平

關

古

監

前

祀

梁

昭

明

太

子

宋

池

州

有

祠

能

弭

火

災

邑

人

徃

池

州

迎

神

奉

祀

汪
王
廟

又

名

忠

烈

廟

在

□

葢

鄕

之

盤

田

神

汪

華

歙

人

隋

未

兵

亂

華

能

保

障

鄕

里

民

德

之

立

廟

以

祀

相

傳

鍾

弱

翁

所

建

廟

有

十

餘

處

散

在

鄕

村

凢

旱

疫

禱

輒

應

雷
煥
廟

在

和

南

鄕

雷

岡

相

傳

雷

煥

雷

義

居

此

因

立

廟

祀

之

爲

祈

雨

所

元

末

兵

燬

明

洪

武

初

里

人

重

建

寶
福
侯
廟

在

芝

山

前

神

漢

樊

噲

也

舊

廟

在

山

頂

曰

鹿

頭

大

王

廟

范

文

正

公

守

饒

時

禱

雨

有

應

乃

遷

廟

于

此

元

豐

庚

申

守

馬

淵

禱

雨

復

應

奏

封

寶

福

侯

元

未

兵

廢

閣
山
廟

在

閣

山

宋

知

州

毛

裕

宿

山

下

夣

人

自

稱

楚

王

陳

渉

遂

造

樓

閣

後

人

以

爲

廟

饒
關
眞
武
廟

在

祝

君

坽

明

萬

曆

十

八

年

知

府

楊

際

會

從

士

民

議

塞

坽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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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七

使

郡

流

外

泄

建

廟

于

上

今

廢

按
鄱
宋
元
以
來
雩
蜡
祈
報
之
祀
植
木
封
土

廟
貌
綿
麗
不
啻
百
數
昔
饒
州
總
管
韓
鏞
毁

滛
祠
十
去
六
七
猶
有
仍
其
尸
祝
者
固
古
疈

辜
之
舉
莫
敢
廢
也
然
嵗
積
宇
橈
其
零
没
于

風
雨
草
莾
中
皆
索
之
烏
有
若
關
正
秩
或
從

義
起
茲
特
述
而
存
之
所
謂
郵
表
水
庸
後
先

田
社
民
間
口
碑
具
在
焉

津
梁論

曰
溱
洧
有
惠
君
子
小
之
火
朝
覿
而
道
不

可
行
識
者
譏
焉
鄱
爲
隣
國
諸
流
所
經
滙
以

巨
浸
汛
濫
則
兩
涯
之
涘
不
辨
牛
馬
卽
官
有

艤
待
苟
焉
非
利
渉
具
冝
有
衣
袽
如
古
所
謂

萍
氏
者
龍
見
戒
事
扛
梁
以
時
而
成
王
政
一

端
可
弗
修
舉
耶

高
門
渡

舊

爲

浮

橋

　
　
東
門
渡

姚
公
渡

在

城

東

五

里

　
　
白
溪
渡

在

六

十

六

都

樂
安
渡

在

六

十

五

都

　
　
游
渡

在

六

十

五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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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八

儒
堂
渡

在

六

十

四

都

　
　
磨
刀
石
渡

在

城

東

十

里

小
渡

在

三

四

都

　
　
大
渡

在

五

十

二

都

程
家
渡

在

三

四

都

　
　
李
家
渡

在

五

十

一

都

故
縣
渡

在

五

十

一

都

　
　
楊
瀾
渡

在

四

十

四

都

一

啚

鍾
家
渡

在

五

十

二

都

八

啚

　
童
子
渡

在

七

都

一

啚

白
馬
渡

在

七

都

一

啚

　
陶
家
渡

在

十

都

二

啚

崇
光
渡

在

二

十

六

七

都

一

啚

　
章
田
廟
前
渡

在

十

四

都

二

啚

檀
石
渡

在

二

十

都

　
　
清
山
渡

在

一

都

五

啚

黄
岡
渡

在

四

十

四

都

　
　
太
陽
渡

在

四

十

九

都

清
塘
渡

同

上

　
　
　
滃
港
渡

在

五

十

二

都

謝
家
渡

在

二

十

都

一

啚

　
紀
江
渡

在

二

十

一

都

石
澗
渡

在

二

十

二

都

大
龍
橋

在

府

治

東

梁

鄱

陽

王

蕭

恢

宅

于

北

建

此

翼

以

石

欄

下

有

碧

洞

元

總

管

　

常

福

生

建

海

會

閣

于

上

國

朝

閣

燬

重

建

二

庵

于

左

右

橋

甃

以

石

小
龍
橋

與

大

龍

橋

並

跨

澹

津

梁

天

監

間

建

鳯
池
橋

通

鳳

池

東

流

與

澹

津

合

通
贒
橋

郡

城

內

西

北

諸

水

逕

此

入

茭

池

胡
家
橋

胡

補

闕

閏

故

居

俱

在

西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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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九

王
公
橋

西

隅

宋

知

州

王

十

朋

徙

知

夔

州

民

走

諸

司

乞

畱

不

得

至

斷

其

橋

十

朋

乃
以

車

從

間

道

去

衆

葺

斷

橋

因

名

德
化
橋

在

南

隅

延

賔

坊

東

舊

名

胡

宗

橋

宋

宣

和

郡

人

周

士

全

創

泄

澹

津

水

逕

入

鄱

湖

有

四

角

亭

今

燬

臙
脂
橋

在

永

福

寺

東

鄱

陽

王

蕭

恢

宅

宫

人

常

遺

臙

脂

水

流

出

故

名

東
流
水
橋

在

晝

錦

坊

白
蓮
橋

在

長

沙

王

廟

右

一

名

悔

來

相

傳

里

有

人

遇

仙

比

歸

子

孫

俱

盡

自

悔

其

來

故

名

畫
橋

在

永

平

關

泄

東

湖

水

甃

石

與

街

等

同

德

新

礄

永

平

礄

稱

三

給

浪

寶
勝
橋

在

東

北

關

宣

化

橋

北

石

砌

跨

東

流

湖

水

尾

唐

僧

寶

勝

居

于

橋

故

名

元

泰

定

邑

人

王

西

玉

建

寶

勝

閣

于

橋

上

總

管

韓

伯

高

移

閣

于

舊

治

前

爲

承

宣

樓

今

閣

乃

明

里

人

胡

侍

郞

重

建

德
新
橋

在

永

平

關

泄

東

湖

水

宋

嘉

佑

三

年

創

覆

以

亭

亭

後

有

觀

音

堂

明

萬

曆

間

燬

于

火

甲

辰

重

建

東
湖
橋

卽

繫

虎

橋

在

德

新

橋

稍

北

通

薦

福

寺

唐

僧

慈

濟

徃

來

東

湖

常

與

虎

俱

時

繫

于

此

故

名

張
公
橋

近

薦

福

寺

激
揚
橋

在

後

山

隊

明

萬

曆

間

大

木

流

至

里

民

析

之

建

亭

于

上

色

如

烏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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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十

閘
口
橋

在

鄱

江

門

東

一

名

臭

河

橋

明

洪

武

十

一

年

重

建

永

樂

丁

酉

易

石

甃

宣
化
橋

在

朝

天

門

外

卽

吊

橋

明

洪

武

十

一

年

重

創

通

寶

勝

橋

靈
芝
橋

在

靈

芝

門

外

卽

吊

橋

明

洪

武

十

一

年

重

創

跨

壕

水

永
平
橋

在

永

平

門

外

卽

吊

橋

同

畵

橋

新

礄

稱

三

𥾵

浪

浮
橋

在

芝

山

驛

前

横

亘

鄱

江

爲

古

馬

站

道

凢

用

船

三

十

六

隻

聯

以

鐵

索

宋

知

州

史

定

之

創

今

廢

竹
馬
橋

在

𧓍

洲

敎

場

西

施
家
橋

在

激

楊

橋

左

烈
女
橋

在

後

山

隊

愛
子
橋

在

一

都

楊
文
橋

在

岳

廟

前

跨

湖

北

通

青

山

渡

舊

名

澤

門

後

因

村

民

楊

攻

爲

義

犬

所

改

事

故

名

宋

紹

聖

二

年

建

格
勒
橋

在

三

四

都

板

架

今

改

石

砌

跨

湖

水

尾

東

通

小

渡

舖

路

晋

王

遥

升

仙

從

者

黃

氏

方

擔

柴

經

其

地

聞

之

棄

而

去

俗

以

擔

柴

器

爲

格

勒

故

名

鄭
公
橋

在

三

四

都

石

砌

跨

蚑

坑

水

通

路

口

舖

宋

鄱

今

鄭

日

新

有

善

政

民

懷

之

作

亭

橋

畔

故

名

太
平
橋

在

三

四

都

石

砌

跨

短

洎

拎

北

通

定

安

橋

熈

寜

甲

寅

創

至

元

己

卯

重

修

弘
濟
橋

在

薛

家

坂

康

熈

壬

子

年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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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十
一

璩
卜
橋

在

三

四

都

板

架

跨

東

湖

水

尾

通

蕭

坂

舖

路

相

傳

璩

氏

所

創

故

名

國
安
橋

在

三

四

都

石

砌

跨

高

家

坽

通

黄

坽

舖

路

創

始

同

太

平

橋

盧
橋

在

五

都

板

架

跨

盧

灣

水

通

黄

嶺

舖

路

花
橋

在

五

都

板

架

跨

湖

汀

港

水

尾

東

通

黄

村

路

傍

有

花

木

故

名

今

架

以

石

板
歩
橋

在

六

都

跨

小

港

水

通

東

黄

材

舖

路

元

皇

慶

間

里

人

周

氏

重

修

焦
子
橋

在

七

都

跨

桃

花

源

水

舊

有

石

砌

橋

廢

今

復

修

之

通

小

橋

舖

路

新
橋

在

七

都

石

砌

跨

寒

池

水

尾

通

盧

橋

舖

路

元

延

祜

丙

辰

建

明

永

樂

戊

戌

重

修

松
橋

在

七

都

石

砌

跨

寒

池

水

尾

通

曹

婆

舖

路

河
山
橋

在

九

都

又

名

三

眼

橋

跨

河

山

坑

水

石

砌

通

魯

城

舖

路

元

太

定

甲

子

修

界
牌
橋

在

二

十

都

石

砌

跨

界

牌

坑

水

通

大

石

橋

路

滸
口
橋

在

二

十

一

都

石

砌

跨

呉

家

坑

水

通

石

門

路

下
市
橋

在

二

十

都

石

砌

跨

烏

相

塘

水

通

石

門

路

白
石
橋

在

三

十

都

南
山
橋

在

三

十

一

都

龍
峯
橋

在

三

十

七

都

板

架

跨

小

溝

水

通

浮

梁

縣

路

鮑
公
橋

在

三

十

七

都

板

架

跨

小

溝

水

通

浮

梁

縣

路

上
藍
橋

在

三

十

六

都

板

架

跨

小

澗

水

通

平

源

舖

路

思
橋

在

三

十

七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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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十
二

鳯
林
橋

在

四

十

四

都

石

砌

跨

小

溝

通

浮

梁

縣

路

明

永

樂

間

重

修

高
橋

在

四

十

五

都

木

架

跨

兵

田

坽

水

通

浮

梁

縣

路

上
轉
橋

又

名

上

壯

橋

在

四

十

五

都

板

架

通

浮

梁

縣

路

塔
水
橋

在

四

十

六

都

板

架

跨

兵

田

水

通

浮

梁

縣

路

保
南
橋

在

四

十

六

都

又

名

勝

郎

橋

板

架

跨

兵

田

付

源

水

通

浮

梁

縣

路

隆
平
橋

在

五

十

一

都

板
橋

在

五

十

四

都

大
吉
橋

在

五

十

七

都

板

架

跨

茭

港

塘

水

尾

東

通

段

家

橋

路

天
井
橋

在

五

十

八

都

木

架

跨

源

潭

坽

水

東

通

樂

平

路

石
門
關

在

城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辛
家
橋

在

六

十

六

都

風

婆

湖

坽

口

叚
家
橋

在

五

十

七

都

板

架

跨

茭

港

塘

水

尾

東

通

回

源

舖

路

奴
子
橋

在

五

都

板

架

跨

湖

汀

港

水

尾

東

通

花

橋

路

戴
村
橋

在

三

十

七

都

板

架

跨

撒

子

源

水

通

浮

梁

縣

路

曾
婆
橋

又

名

隆

平

橋

在

五

十

一

都

通

利

陽

鎭

路

宋

乾

道

八

年

里

人

曾

氏

建

紀
綱
橋

在

二

十

都

通

石

門

大

道

石

砌

知

府

黄

家

遴

有

記

江
家
橋

在

五

都

石

砌

跨

小

溝

水

上

有

橋

亭

北

通

曾

婆

舖

路

大
石
橋

又

名

上

市

橋

在

二

十

都

石

□

跨

小

路

水

通

石

門

路

一

名

廣

濟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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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十
三

石
澗
橋

在

二

十

都

跨

邪

公

港

春

夏

水

漲

用

船

渡

秋

冬

水

固

用

木

架

通

石

門

路

楊
塘
橋

在

二

十

一

都

板

架

跨

王

家

塘

水

尾

通

石

門

路

觀
音
橋

去

縣

六

十

里

大

路

中

下
埠
橋

在

六

十

七

都

三
級
橋

金
坑
橋

在

四

十

一

都

又

在

廿

六

七

都

郵
舎總

舖
在

府

治

東

元

曰

急

遞

舖

在

永

平

門

外

明

洪

武

初

仍

之

十

三

年

知

縣

劉

毅

遷

于

府

治

前

之

西

後

廢

暫

于

永

福

寺

門

左

開

設

今

復

設

于

府

治

西

北
路

徃

建

德

縣

入

安

慶

府

今

改

由

井

田

公

舘

徃

湖

口

縣

入

九

江

府

驛

路

逹

北

京

路
口
舖

在

一

都

北

分

桷

子

舖

東

分

小

渡

舖

桷
子
舖

在

三

四

都

赤
土
舖

在

三

四

都

蕭
坂
舖

在

四

都

左

分

黄

嶺

舖

右

分

奴

子

舖

黄
嶺
舖

在

八

都

曹
婆
舖

在

八

都

操
二
舖

在

七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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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十
四

小
橋
舖

在

六

都

魯
城
舖

在

九

都

新
添
蓮
山
舖

在

十

二

都

蓮
塘
舖

在

十

二

都

䨇
芝
舖

在

十

八

都

車
陂
舖

在

二

十

一

都

楊
塘
舖

在

二

十

都

石
門
舖

在

二

十

都

接

建

德

縣

木

田

岡

舖

東
路

徃

樂

平

縣

德

興

等

縣

小
渡
舖

在

三

四

都

大
渡
舖

在

五

十

二

都

小
兒
舖

在

五

十

三

都

白
鹿
舖

在

五

十

三

都

大
吉
舖

在

五

十

七

都

回
源
舖

在

五

十

六

都

接

樂

平

界

首

舖

南
路

徃

餘

干

縣

逹

省

城

白
溪
舖

在

六

十

六

都

樂
安
舖

在

六

十

五

都

游
渡
舖

在

六

十

五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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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梁

十
五

儒
堂
舖

在

六

十

四

都

石
潭
舖

在

六

十

四

都

鄭
源
舖

在

六

十

四

都

接

餘

干

縣

隔

塘

舖

東
北
路

徃

浮

梁

縣

奴
子
舖

在

五

都

分

自

蕭

坂

舖

花
橋
舖

在

五

都

黄
村
舖

在

四

十

六

都

驛
前
舖

在

四

十

五

都

火
田
舖

在

四

十

五

都

平
源
舖

在

四

十

三

都

界
牌
舖

在

三

十

七

都

接

浮

梁

縣

長

林

舖

附
考
各
舖
司
兵
止
走
遞
文
移
及
後
公
差

私
勒
擔
負
或
加
楚
焉
致
有
逃
者
近
議
禁

止
立
石
舖
左
遵
守

坊
表都

憲
坊

明

劉

城

　
　
繡
衣
坊

岳
伯
坊

俱

明

劉

烈

　
　
進
士
坊

明

劉

璉

父
子
進
士
坊
　
　
　
父
子
繡
衣
坊

明

劉

烈

劉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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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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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十
六

三
世
九
卿
坊

明

劉

文

桂

　

劉

濟

□

劉

應

麒

雲
翔
坊

明

詹

珪

　
　
都
憲
坊

明

□

儒

賔
贒
坊

明

萬

曆

己

卯

科

　
進
士
坊

明

嘉

靖

癸

五

科

大
宗
伯
坊

明

童

軒

　
進
士
坊

明

丘

□

毓
秀
坊

明

姚

暹

　
　
承
恩
坊

明

姚

善

以
上
俱
東
隅

經
元
坊

明

楊

丈

升

　
魁
英
坊

明

劉

璉

登
科
坊

明

胡

鐸

　
　
重
恩
坊

和
衆
坊

隋

廵

官

劉

宗

弘

築

土

爲

市

民

日

以

和

故

名

擢
秀
坊

宋

潘

良

臣

兄

弟

并

子

聯

登

以
上
俱
永

平

關

內
臺
總
憲
坊

明

戴

珊

　
會
元
探
花
坊

明

金

逹

登
贒
坊

明

萬

曆

壬

午

科

　
同
登
坊

明

嘉

靖

乙

卯

科

大
學
士
坊

明

桂

萼

　
方
伯
坊

明

周

正

名
贒
坊

明

萬

曆

丙

子

科

　
新
命
登
贒
坊

明

萬

曆

乙

酉

科

進
士
坊

明

紀

鑣

　
　
登
雲
坊

明

湯

肈

掄
魁
坊

明

胡

温

　
　
承
宣
坊

布

政

分

司

解
元
坊

明

彭

應

奎

　
鍾
秀
坊

明

劉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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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十
七

承
流
坊
　
　
　
　
　
牧
愛
坊

宣
化
坊
　
　
　
　
　
顏
范
流
風
坊

俱

府

前

澄
清
坊

九

江

道

前

　
聚
奎
坊

明

萬

曆

癸

酉

科

吳
楚
雄
鎭
坊

九

江

道

前

延
賔
坊

在

府

城

內

蕭

家

巷

相

傳

爲

陶

侃

故

居

侃

友

范

逵

嘗

過

侃

倉

卒

無

以

爲

待

母

截

髪

以

易

酒

肴

故

名

从

一

綂

志

光
俗
坊

晋

范

逵

舉

孝

亷

內

史

虞

漙

謂

其

有

光

風

俗

故

名

順
化
坊

宋

謝

枋

得

爲

江

東

提

刑

民

順

其

北

故

名

歷
科
進
士
坊

明

嘉

靖

丙

辰

至

萬

曆

壬

辰

科

以
上
俱
南
隅

進
士
坊

明

賀

霖

　
　
大
冢
宰
坊

明

桂

蕚

會
元
坊

明

程

楷

　
　
掇
科
坊

明

嚴

彪

具
慶
三
封
坊

明

鄒

麒

　
大
方
伯
坊

明

鄒

光

祚

文
元
坊

明

范

祐

　
　
進
士
坊

明

嘉

靖

庚

戌

科

探
花
坊

明

姜

金

和

　
乘
騘
坊

明

賀

霖

同
科
坊

明

萬

曆

辛

卯

科

　
進
士
坊

明

嘉

靖

丁

未

科

乾
坤
正
氣
坊

明

胡

閏

　
進
士
坊

明

計

士

元

孝
亷
坊

明

舒

載

道

　
繡
衣
坊

明

汪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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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十
八

柱
史
坊
　
　
　
　
　
文
宗
方
伯
坊

俱

明

元

禎

興
贒
坊
　
　
　
　
　
科
第
坊

育
才
坊

俱

舊

府

學

前

　
進
士
坊

明

賀

祖

嗣

碩
輔
坊

宋

江

萬

里

拜

相

故

名

　
歩
蟾
坊

明

姜

志

逹

登
科
坊

明

余

中

原

　
凌
雲
坊

明

許

𩔰

中

憲
節
坊

明

辛

榮

　
　
魁
輔
坊

宋

馬

廷

鸞

拜

相

忠
孝
坊
　
　
　
　
　
聯
桂
坊

俱

宋

江

萬

里

萬

頃

慈
孝
坊

忠

孝

行

宫

東

　
登
瀛
坊

明

楊

升

錦
標
坊

宋

狀

元

彭

汝

礪

　
徵
贒
坊

明

章

鳯

應

舉

賢

良

方

正

禮
遜
坊

　

戴

松

戴

檜

　
重
恩
坊

明

胡

温

欽
風
坊

明

太

祖

幸

鄱

時

有

司

建

文
惠
坊

漢

吳

芮

封

長

沙

文

惠

王

以
上
俱
西
隅

同
登
坊

明

嘉

靖

甲

子

科

　
翹
英
坊

明

李

塤

進
士
坊

明

彭

程

　
　
進
士
坊

明

劉

濟

傳
桂
坊

明

李

復

貞

　
忠
諫
坊

明

余

廷

瓉

五
桂
坊

明

隆

慶

丁

卯

科

　
江
湖
樞
鑰
坊

明

知

縣

程

朝

京

立

晝
錦
坊

宋

丞

相

汪

伯

彦

卜

居

鄱

陽

高

宗

書

三

字

賜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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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十
九

以
上
俱
北
隅

司
諫
坊
　
　
　
　
　
京
兆
坊

俱

明

王

弼

世
祿
坊

明

胡

奎

　

　

胡

岳

　

胡

韶

進
士
坊

明

余

緇

進
士
坊
　
　
　
　
　
大
方
伯
坊

天
恩
禮
問
坊
　
　
　
司
冦
坊

俱

明

胡

韶

天
官
大
夫
坊

明

劉

塾

　
梯
月
坊

明

胡

奎

青
𤨏

崇
階
坊

明

劉

鉉

　
登
雲
坊

明

費

隱

父
子
進
士
坊

明

胡

岳

胡

士

彥

文
魁
坊

明

汪

景

思

以
上
東
北
關

進
士
坊

明

劉

辛

　
　
進
士
坊

明

陶

圭

登
雲
坊
　
　
　
　
　
進
士
坊

明

高

舉

擢
科
坊

明

詹

冕

　
　
丹
桂
坊

明

趙

衢

魁
選
坊

明

余

班

　
　
鄕
魁
坊

明

李

文

凌
雲
坊

明

徐

昇

　
　
擢
桂
坊

明

余

春

進
士
坊

明

周

旋

　
　
進
士
坊

明

鄧

賔

以
上
散
各
鄕

考
舊
坊
廢
者
什
九
但
如
延
賔
之
慈
光
俗
之

贒
禮
遜
之
友
于
以
及
聯
桂
錦
標
之
榮
盛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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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二
十

化
和
衆
之
循
艮
其
于
百
世
瞻
仰
非
小
故
槩

存
其
名
云

鄱
陽
縣
志
卷
之
四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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