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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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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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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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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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闗

隘

寨

堡

　

保

甲

　

屯

田

前
志
有
民
兵
弓
兵
皆
食
力
於
官
責
餉
於
民
然
亦
僅
給

奔
走
役
使
而
已
卒
有
緩
急
不
足
恃
也

本
朝
每
縣
設
防
守
將
領
一
員
經
制
兵
百
名
其
餉
總
給
於
幕

府
民
無
預
焉
然
防
兵
百
名
僅
足
城
中
備
禦
遠
郷
亦
鞭

長
不
及
本
縣
又
設
有
機
兵
百
名
卽
民
兵
也
統
以
哨
長

恊
同
防
兵
四
門
譏
察
郷
間
有
小
警
則
恊
同
撲
滅
四
郊

之
外
民
各
立
寨
堡
編
爲
保
甲
立
練
長
統
之
有
事
練
長

率
其
少
壯
互
相
救
援
立
刻
飛
報
縣
捕
防
將
出
兵
接
應

弭
姦
之
法
具
是
矣
而
豪
者
或
用
武
斷
科
歛
擾
累
善
推

行
之
則
存
乎
其
人
哉
作
兵
防
志

民
兵

本
朝
機
兵
一
百
名
照
舊
設
供
差
使
打
聽
夜
派
守
四
門
支
史

立
哨
長
四
名
統
之
名
白
役
哨
官
每
名
工
食
一
年
七
兩
二

錢
在
條
鞭
銀
內
撥
給

弓
兵

原

隷

廵

檢

司

今

裁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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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塲

教
塲
在
北
門
外
二
里
宋
紹
定
初
尉
趙
時
楚
建
閱
武
亭
周

圍
百
餘
歩
淳
熙
十
六
年
尉
趙
必
鍏
鼎
新
㕔
事
明
正
德
十

四
年
令
朱
絃
重
修
嘉
靖
間
漳
南
道
謝
汝
儀
頒
教
法
中
爲

將
臺
令
蕭
廷
宣
重
修
萬
曆
十
年
令
方
應
時
修
三
十
一
年

管
公
橘
修
今
尚
存

闗
隘

宋
時
不
可
考
明
設
隘
凡
六
處
皆
礨
石
爲
闗
栅
木
爲
門
僉

編
隘
長
鄕
夫
有
警
廵
守
飛
報

朝
天
嶺
隘

縣

東

南

欽

化

里

舊

設

廵

司

今

廢

林
口
隘

縣

西

北

旌

孝

里

接

壌

安

溪

龍

溪

鸕
鷀

隘
縣

西

北

石

銘

里

梁

岡

嶺

上

下
翁
隘

縣

正

西

石

銘

里

接

壌

龍

溪

上
寧
隘

縣

東

北

善

化

里

東

同

安

西

接

安

溪

白
桐
隘

縣

正

東

善

化

里

路

出

同

安

苧

溪

舖

寨
堡

宋
時
有
㤗
安
寨

今

不

知

何

處

石
岡
寨

縣

東

南

方

成

里

明

於

山

巔

起

蓋

文

昌

閣

寨

廢

天
成
寨

見

山

川

志

山
後
寨

縣

東

人

和

里

一

靣

石

壁

臨

溪

待
詔
寨

縣

北

彰

信

里

寛

廣

險

要

董
湖
寨

縣

北

石

銘

里

高

𢿙

十

丈

珪
山
寨

縣

北

旌

孝

里

連

亘

三

岐

東
陳
寨

旌孝

里

與

珪

山

隔

溪

對

峙

極

險

徑
上
寨

縣

東

北

善

化

里

芹
果
寨

善

化

里

赤
嶺
寨

善

化

里

林
墩
寨

善

化

里

嘉

靖

間

築

以

避

倭

庠

友

林

禹

門

㝢

中

產

靈

芝

百

餘

本

侍

御

聚

五

公

誕

焉

名

遂

著

順

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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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土

賊

竊

發

侍

御

嫡

孫

庠

友

林

承

芳

易

寨

垣

以

石

鳩

本

約

十

三

寨

練

結

士

兵

保

衞

郷

𡉷

戊

子

網

寨

珪

山

賊

起

各

寨

俱

被

蹂

躪

惟

此

寨

殺

賊

無

𢿙

丁

巳

賊

魁

王

鼎

歐

九

紏

夥

千

餘

猖

獗

莫

當

乗

夜

突

來

攻

寨

寨

中

發

砲

擊

傷

甚

多

邑

紳

士

避

亂

多

歸

焉

洋
山
寨

石

銘

里

泉
林
寨

彰

信

里

石

砌

可
塘
寨

石

銘

里

和

平
寨

彰

信

里

古

倉

社

山

不

甚

高

平

洋

突

起

亦

足

固

守

鑼
山
寨

石

銘

里

保
甲

保
甲
祖
寓
兵
於
農
之
意
其
法
令
郷
民
十
家
爲
一
甲
十
甲

爲
一
保
保
有
正
副
擇
才
幹
者
爲
之
優
其
禮
遇
俾
率
丁
壯

具
兵
仗
肄
武
藝
以
備
非
常
遇
有
警
相
爲
救
援
鳴
宵
柝
禁

夜
翔
以
防
鼠
盗
十
家
爲
一
牌
謄
註
名
籍
生
業
輸
流
懸
掛

出
入
往
來
互
相
覺
察
一
家
有
犯
不
舉
發
者
連
坐
大
率
家

統
于
甲
甲
屬
于
杜
杜
隷
于
保
間
或
竊
發
未
有
能
脫
者
此

法
行
自
坊
郭
至
于
鄕
井
臂
指
如
一
稽
察
詳
宻
杜
內
奸
而

弭
外
患
其
慮
遠
矣

屯
田

本
縣
無
軍
所
明
初
承
撥
泉
州
漳
州
永
寧
鎭
海
四
衞
屯
田

在
於
八
里
又
於
屯
所
置
倉
收
貯
本
軍
月
糧
正
統
間
將
屯

軍
取
回
守
城
及
逃
亡
事
故
闕
人
承
佃
奏
撥
永
寧
衞
高
浦

所
軍
餘
頂
種
其
折
色
本
軍
自
理
惟
泉
州
衞
屯
糧
四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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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共
銀
二
十
二
兩
一
錢
六
分
本
縣
帶
徵

本
朝
屯
田
多
係
民
間
承
佃
其
糧
本
色
折
色
不
一
俱
照
民
田

則
例
徵
納
解
本
府
充
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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