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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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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鎮

橋

梁

津

渡

　

塘

鋪

　

郵

電

大
為
一
國
小
為
一
邑
一
邑
蓋
一
國
之
分
體
也
一
邑
治
并
邑
邑
治
然

後
一
國
治
其
所
以
為
治
具
者
張
弛
各
别
城
郭
宫
室
市
井
道
路
粲
乎

隱
隱
形
束
壤
制
上
下
併
心
力
而
為
之
以
蘄
合
乎
山
川
風
土
進
而
與

一
國
政
軌
相
屬
觀
其
興
廢
亦
古
今
得
失
之
林
也

城
池

治
城
本
唐
時
故
址
其
先
有
洛
城
在
東
北
三
里
相
傳
後
漢
時
築
明
統

志
昔
有
裴
氏
夜
築
一
城
天
明
即
畢
名
裴
城
在
治
東
又
南
齊
於
治
北

建
齊
通
城
俱
廢
今
城
係
五
代
山
行
章
攝
守
眉
州
合
五
縣
力
成
之
名

勝
志
湻
化
中
青
神
縣
民
李
順
作
亂
攻
圍
半
年
不
下
郡
人
呼
為
卧
牛

城
沿
城
植
芙
蓉
又
為
芙
蓉
城
嵗
久
傾
圮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知
州
許
仁

重
甃
以
石
髙
二
丈
一
尺
周
十
里
三
分

舊

志

八

里

有

奇

計
一
千
八
百
五
十
四

丈
新
築
四
門
東
曰
臨
江
南
曰
霽
雪
西
曰
跨
醴
北
曰
登
雲
正
德
中
知

州
原
道
張
曰
善
補
修
甲
申
亂
後
傾
者
過
半
清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奉
旨

修
葺
時
川
省
甫
定
物
力
艱
難
略
加
補
苴
又
百
餘
年
周
垣
坍
塌
殆
盡

惟
城
基
略
可
辨
識
嘉
慶
元
年
九
月
達
州
教
匪
竄
擾
川
東
北
州
縣
皆

戒
嚴
知
州
凃
長
發
復
修

有記

計
城
身
高
一
丈
七
尺
全
采
堅
緻
紅
石
為

之
基
寛
二
丈
二
尺
頂
寛
一
丈
二
尺
附
用
三
合
堅
土
雉
堞
備
具
甕
城

各
長
二
丈
四
尺
因
東
南
舊
址
患
水
傾
圮
凹
入
改
築
周
圍
共
一
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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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四
十
丈
費
銀
都
六
萬
二
千
兩
有
奇
重
建
四
門
内
外
城
廂
各
留
火

馬
道
丈
餘
每
門
置
營
房
撥
兵
壯
守
之
司
啓
鍵
上
設
譙
樓
崇
墉
聳
峙

稱
壯
觀
焉
咸
豐
十
年
知
州
李
德
良
補
繕
四
周
城
堞
知
州
廖
葆
和
增

築
礮
台
九
月
城
三
同
治
六
年
東
門
成
址
齧
於
水
陷
二
十
餘
丈
知
州

劉
廷
植
甃
石
堤
數
十
丈
為
岸
城
基
始
固
七
年
知
州
宋
恒
山
再
行
補

築
光
緒
二
十
八
年
知
州
尹
夀
衡
以
城
石
厯
年
久
所
在
朽
塌
擬
大
興

工
作
籌
議
伊
始
旋
致
仕
髙
增
爵
繼
任
甫
平
拳
匪
值
嵗
饑
以
工
代
賑

加
募
修
築
未
匝
嵗
權
資
州
署
任
周
鳳
藻
繼
之
三
十
年
張
明
毅
蒞
任

詳
請
撥
欵
蕆
其
事
共
計
費
銀
二
千
餘
兩
民
國
改
稱
眉
山
縣
二
年
城

西
南
崩
裂
十
丈
餘
知
事
李
芳
請
省
署
委
勘
發
帑
修
復
費
銀
二
百
餘

兩
六
年
滇
軍
圍
攻
經
旬
西
南
城
樓
被
巨
礮
轟
裂
損
及
城
垣
礮
台
事

平
知
事
王
銘
新
集
紳
籌
歀
鳩
工
修
築
并
增
四
圍
城
堞
計
費
銀
元
一

千
八
百
餘
元
閲
八
月
工
成

清
凃
長
發
重
修
眉
州
城
垣
記
眉
之
城
幅
𢄙
百
餘
里
東
連
嘉
叙
南

控
黎
雅
居
江
上
遊
為
蜀
藩
蔽
其
為
地
甚
重
地
重
則
其
守
之
也
匪

易
予
承
乏
於
兹
下
車
初
即
廵
視
郊
邑
詢
問
疾
苦
數
年
來
興
廢
舉

墜
亦
因
時
補
苴
惟
城
垣
自
明
季
兵
燬
以
後
康
熈
間
雖
厯
經
前
守

修
葺
未
能
復
舊
而
百
數
十
年
海
宇
宴
然
民
安
樂
利
無
雞
犬
驚
遂

視
此
為
不
急
務
久
之
而
傾
圮
已
極
惟
城
基
略
具
形
蹟
甚
有
不
可

辨
識
者
予
屢
欲
鳩
作
以
役
鉅
難
之
會
達
州
雅
匪
跳
梁
蜀
東
北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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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縣
日
戒
孔
棘
上
憲
檄
州
邑
修
築
城
堡
以
備
不
虞
予
乃
集
州
之

紳
耆
而
諭
之
曰
掌
固
設
險
國
有
恆
制
此
在
平
時
且
然
矧
當
有
事

之
秋
乎
昔
眉
守
山
公
行
章
創
建
石
城
青
民
李
順
之
亂
攻
圍
半
載

不
下
此
其
已
事
也
今
四
郊
多
壘
羽
檄
紛
馳
苟
非
先
事
綢
繆
為
思

患
預
防
之
計
將
何
以
固
其
垣
墉
保
其
室
家
以
輯
甯
爾
父
子
乎
予

欲
起
故
城
而
新
之
以
為
爾
庇
爾
其
無
愛
乃
力
或
則
曰
聞
昔
山
公

之
城
眉
也
合
五
縣
之
力
而
為
之
邇
自
軍
興
以
來
輓
輸
之
役
眉
之

民
力
疲
矣
竭
民
之
力
以
應
若
役
猶
懼
不
給
奈
何
復
有
事
於
版
築

今
太
守
雖
為
吾
眉
計
乎
然
民
力
無
乃
殫
諸
蕞
爾
眉
其
將
何
以
供

億
予
曰
均
若
役
也
眉
之
調
赴
軍
營
供
輓
輸
者
例
五
百
人
其
屝
屨

資
糧
之
費
月
應
給
千
數
百
金
予
為
爾
請
於
大
憲
緩
若
役
以
從
事

於
城
何
如
民
僉
曰
善
予
即
狀
其
事
以
請
於
方
伯
林
憲
為
轉
商
於

司
糧
臺
者
遂
寢
其
役
予
乃
設
局
於
州
之
寳
華
寺
令
老
成
紳
士
數

人
董
其
事
戒
期
予
為
設
誓
於
神
曰
斯
役
也
用
民
之
力
以
為
民
衛

凡
金
錢
之
取
於
民
者
謹
司
其
入
餼
廩
之
給
於
工
者
謹
司
其
出
必

公
必
慎
無
苛
刻
以
病
民
無
侵
漁
以
病
工
有
不
恪
共
乃
事
者
神
則

有
大
罰
誓
畢
遂
諏
吉
日
集
土
石
之
工
而
誡
之
曰
取
而
厲
鍛
偫
而

畚
挶
椎
之
𨯳
之
繩
之
版
之
選
材
甃
築
必
堅
必
良
無
即
傾
窳
有
怠

率
以
從
事
者
予
則
刑
兹
無
赦
惟
時
庶
民
歡
欣
百
工
踴
躍
日
趨
厥

事
罔
敢
偷
惰
無
何
崇
墉
仡
仡
百
堵
皆
興
壯
其
門
闕
聳
之
以
樓
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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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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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
埤
堄
承
之
以
堞
可
以
施
弓
努
可
以
時
廵
警
至
便
也
堅
如
積
鐵

屹
若
壁
山
至
嚴
也
計
周
九
里
有
奇
髙
一
丈
七
尺
寛
厚
各
如
制
其

下
通
往
來
之
門
者
四
各
設
營
房
一
區
撥
兵
壯
守
之
以
司
啟
閉
始

事
於
嘉
慶
三
年
三
月
越
二
年
而
告
成
其
用
貲
照
部
頒
式
有
减
無

增
役
竣
予
乃
觴
州
之
人
而
落
之
曰
凡
人
可
與
樂
成
難
於
謀
始
當

其
始
鮮
不
以
為
重
且
難
及
其
成
也
又
咸
樂
以
為
便
此
在
恆
情
𩔖

然
然
費
不
重
事
不
難
而
享
其
利
也
亦
必
不
乆
且
大
夫
王
者
守
在

四
夷
城
在
衆
志
誠
不
區
區
於
此
而
城
郭
溝
池
以
為
固
重
門
擊
柝

以
行
暴
客
聖
經
賢
傳
莫
不
備
載
固
為
政
之
急
務
未
有
任
其
廢
而

不
舉
者
况
眉
儷
於
蜀
蜀
有
害
眉
必
首
受
之
則
眉
有
備
蜀
亦
先
賴

之
矣
我
朝
治
隆
往
古
綱
紀
相
維
法
度
盡
善
即
令
奷
民
盗
兵
潢
池

立
見
殲
殘
天
下
之
大
奠
如
磐
石
鞏
若
金
湯
保
無
意
外
之
患
然
司

牧
之
職
視
民
之
所
當
務
而
亟
舉
焉
罔
知
其
他
予
惟
盡
吾
之
職
而

已
繼
自
今
予
與
士
民
相
安
於
教
養
宅
爾
宅
畋
爾
田
含
哺
鼓
腹
以

優
遊
於
治
平
之
世
是
則
予
之
願
也
夫
遂
書
以
為
記

池
隍
引
瑞
蓮
小
石
二
堰
水
灌
注
圍
䕶
城
西
南
北
三
靣
東
瀕
江
清
咸

豐
十
年
知
州
李
德
良
依
舊
修
復
計
濶
二
丈
有
奇
深
一
丈
四
尺
宣
統

三
年
知
州
岑
兆
鳳
復
修

附
記
城
濠
官
地
沿
城
内
外
經
知
州
尹
夀
衡
丈
量
計
一
百
六
十
四

畝
一
分
二
厘
每
年
收
租
錢
八
十
三
千
一
百
二
十
文
為
培
修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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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治
城
罕
有
以
鄉
名
者
獨
眉
城
中
有
田
數
千
畝
引
瑞
蓮
小
石
二

堰
水
為
溉
屬
通
義
鄉
不
出
郭
可
以
觀
稼
又
署
中
有
田
十
數
畝
春

秋
種
獲
如
常
不
出
署
可
以
觀
稼
亦
一
勝
也

署
局

眉
山
縣
公
署
在
城
東
明
洪
武
四
年
知
州
張
伯
剛
建
景
泰
中
增
修
明

末
燬
於
獻
賊
清
順
治
初
知
州
何
芳
聲
鼎
建
州
堂
三
楹
嗣
經
知
州
趙

蕙
芽

康

熈

初

趙
旭

十

一

年

董
永
荃

二

十

二

年

金
一
鳳

四

十

六

年

張
漢

五

十

五

年

蔡
宗
建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厯
任
增
修
始
稱
備
堂
之
左
右
書
吏
八
房
房
後
為
常
平
積
貯

倉
舊

在

北

街

董

永

荃

建

後

移

署

内

儀
門
外
左
為
吏
目
署
設
内
外
監
獄
及
待
質
所
右

為
土
地
祠
大
門
上
置
鼓
樓

今廢

二
堂
左
右
廂
房
三
間
右
為
收
發
所
宣

統
間
州
牧
洪
汝
源
重
修
堂
東
頭
書
房
三
間
舊
有
嫓
逺
樓

今廢

西
頭
花

廳
三
間
曰
萬
鸞
堂
又
西
射
圃
小
廳
三
間
三
堂
亦
左
右
廂
房
三
間
西

幕
室
東
庖
廐
又
東
景
蘇
亭
宣
統
元
年
知
州
曾
朝
祐
修
署
後
𨻶
地
有

田
十
數
畝
中
建
逺
景
樓
宋
郡
守
黎
希
聲
遺
蹟
也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知

州
蔡
宗
建
復
修
樓
之
北
曰
雪
臺
亦
宋
黎
守
建
西
曰
嘉
祐
閣
宋
建
元

至
元
間
郡
守
張
洪
重
修
刻
蘇
東
坡
和
陶
詩
及
李
龍
眠
畫
東
坡
像

今移

置

三

蘇

祠

下
浚
蓮
池
池
上
後
樂
亭
明
御
史
張
景
賢
建
有
雙
瑞
詩
勒
石
外

𤨔
土
山
作
列
眉
狀
亦
曰
眉
山
同
治
二
年
大
門
及
儀
門
内
天
鑒
在
兹

坊
朽
壞
知
州
余
隆
廷
重
修
光
緒
十
九
年
知
州
尹
夀
衡
復
修
又
於
儀

門
外
建
差
房
五
間

原

差

房

在

大

堂

右

州

人

以

差

風

惡

請

移

此

宣
統
初
洪
牧
改
為
習
藝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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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元
年
知
事
李
芳
新
修
第
二
民
事
看
守
所
於
東
偏
改
待
質
所
為

第
一
民
事
看
守
所
今
大
堂
左
為
地
方
收
支
所
及
司
法
書
記
辦
公
處

右
為
團
務
局
後
為
行
政
書
記
室
局
下
長
廊
九
年
知
事
李
樵
改
修
為

練
丁
駐
所
署
内
古
蹟
曰
臨
風
閣
宋
沈
迥
詩
有
煙
霞
生
座
右
林
沼
匝

城
隈
之
句
曰
雙
鳳
堂
宋
雅
州
刺
史
宋
汝
霖
為
二
蘇
建
曰
𩔖
孝
亭
旌

孝
子
胡
文
貴
等
六
人
宋
寶
元
元
年
建
又
刺
史
題
名
碑
申
明
亭

舊

志

在

署

左

均
廢
署
之
右
有
黄
葛
二
株
鱗
髯
夭
矯
如
虬
龍
鶴
雀
争
棲
昔
傳
有

神
異
顯
應
受
封
每
春
秋
有
司
具
牲
醴
祀
之
號
黄
葛
將
軍
見
蜀
故
今

存
一宋

蘇
軾
逺
景
樓
記
吾
州
之
俗
有
近
古
者
三
其
士
大
夫
貴
經
術
而

重
氏
族
其
民
尊
吏
而
畏
法
其
農
夫
合
耦
以
相
助
蓋
有
三
代
漢
唐

之
遺
風
而
他
郡
之
所
莫
及
也
始
朝
廷
以
聲
律
取
士
而
天
聖
以
前

學
者
猶
襲
五
代
之
弊
獨
吾
州
之
士
通
經
學
古
以
西
漢
文
詞
為
宗

師
方
是
時
四
方
指
以
為
迂
濶
至
於
郡
縣
胥
吏
皆
挾
經
載
筆
應
對

進
退
有
足
觀
者
而
大
家
顯
人
以
門
族
相
上
推
次
甲
乙
皆
有
定
品

謂
之
江
鄉
非
此
族
也
雖
貴
且
富
不
通
婚
姻
其
民
事
太
守
縣
令
如

古
君
臣
既
去
輒
畫
像
事
之
而
其
賢
者
則
紀
錄
其
行
事
以
為
口
實

至
四
五
十
年
不
忘
商
賈
小
民
常
儲
善
物
而
别
異
之
以
待
官
吏
之

求
家
藏
律
令
往
往
通
念
而
不
以
為
非
雖
薄
刑
小
罪
終
身
有
不
敢

犯
者
嵗
二
月
農
事
始
作
四
月
初
吉
穀
稚
而
草
壯
耘
者
畢
出
數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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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百
人
為
曹
立
表
下
漏
鳴
鼓
以
致
衆
擇
其
徒
為
衆
所
畏
信
者
二
人

一
人
掌
鼓
一
人
掌
漏
進
退
作
止
惟
二
人
之
聽
鼓
之
而
不
至
至
而

不
力
皆
有
罰
量
田
計
功
終
事
而
會
之
田
多
而
丁
少
則
出
錢
以
償

衆
七
月
既
望
穀
艾
而
草
衰
則
仆
鼓
决
漏
取
罰
金
與
償
衆
之
錢
買

羊
豕
酒
醴
以
祀
田
祖
作
樂
飲
食
醉
飽
而
去
嵗
以
為
常
其
風
俗
蓋

如
此
故
其
民
皆
聰
明
才
智
矜
本
而
力
作
易
治
而
難
服
守
令
始
至

視
其
言
語
動
作
輒
了
其
為
人
其
明
且
能
者
不
復
以
事
試
終
日
寂

然
苟
不
以
其
道
則
陳
義
秉
法
以
譏
切
之
故
不
知
者
以
為
難
治
今

太
守
黎
侯
希
聲
軾
先
君
子
之
友
人
也
簡
而
文
剛
而
仁
明
而
不
苛

衆
以
為
易
事
既
滿
將
代
不
忍
其
去
相
率
而
留
之
上
不
奪
其
請
既

留
三
年
民
益
信
遂
以
無
事
因
守
居
之
北
墉
而
增
築
之
作
逺
景
樓

日
與
賓
客
僚
吏
游
處
其
上
軾
方
為
徐
州
吾
州
之
人
以
書
相
往
來

未
嘗
不
道
黎
侯
之
善
而
求
文
以
為
記
嗟
乎
軾
之
去
鄉
久
矣
所
謂

逺
景
樓
者
雖
想
見
其
處
而
不
能
道
其
詳
矣
然
州
之
人
所
以
樂
斯

樓
之
成
而
欲
記
焉
者
豈
非
上
有
易
事
之
長
而
下
有
易
治
之
俗
也

哉
孔
子
曰
吾
猶
及
史
之
闕
文
也
有
馬
者
借
人
乘
之
今
亡
已
夫
是

二
者
於
道
未
有
大
損
益
也
然
且
錄
之
今
吾
州
近
古
之
俗
獨
能
累

世
而
不
遷
蓋
耆
老
昔
人
愷
悌
之
澤
而
賢
守
令
撫
循
教
誨
不
倦
之

力
也
可
不
錄
乎
若
夫
登
臨
覽
觀
之
樂
山
川
風
物
之
美
軾
將
歸
老

於
故
坵
布
衣
幅
巾
從
邦
君
於
其
上
酒
酣
樂
作
援
筆
而
賦
之
以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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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黎
侯
之
遺
愛
尚
未
晚
也

明
吳
嘉
祥
眉
州
刺
史
題
名
碑
記
題
名
有
記
非
古
也
古
者
列
國
各

有
史
氏
以
書
其
政
治
之
得
失
風
俗
之
醕
澆
與
其
君
臣
之
善
惡
行

事
之
是
非
故
其
時
雖
附
庸
小
邦
綿
蕞
微
吏
厯
千
百
載
而
不
致
冺

滅
使
後
世
之
人
有
所
考
焉
斯
古
人
之
深
意
也
封
建
變
而
為
郡
邑

吏
法
遂
以
大
壞
雖
其
地
方
千
百
里
視
古
之
大
國
有
加
而
其
政
治

與
其
守
令
之
行
事
數
十
年
之
後
遂
至
散
𨓜
不
亦
大
失
古
人
之
意

也
哉
吾
眉
有
郡
肇
自
秦
漢
至
我
朝
中
間
雖
有
沿
革
凡
守
兹
土
者

先
後
相
繼
而
其
人
之
可
考
者
無
幾
吁
是
可
深
求
其
故
矣
凡
為
守

大
約
有
三
政
績
炳
煥
功
被
當
時
澤
流
後
世
以
為
福
於
兹
土
者
則

土
之
人
相
與
詠
歌
稱
頌
之
甚
者
為
祠
以
祀
之
故
世
雖
逺
而
終
不

能
忘
者
以
其
結
於
人
心
者
厚
也
政
治
汚
濁
刑
罰
失
中
剝
民
自
奉

以
為
宼
於
兹
土
者
則
土
之
人
相
與
怨
詈
譏
刺
之
甚
者
相
戲
以
為

口
實
故
其
傳
與
善
者
等
其
或
善
不
足
稱
惡
無
可
憎
苟
延
嵗
月
與

世
升
降
以
僥
倖
於
轉
官
而
無
利
害
於
兹
土
者
則
土
之
人
亦
不
以

其
人
為
有
無
數
年
之
後
或
不
能
道
其
姓
氏
矣
詩
云
豈
弟
君
子
民

之
父
母
為
民
父
母
而
使
其
子
弟
不
能
忘
斯
誠
君
子
矣
至
於
嫉
之

而
不
可
解
於
心
與
夫
不
足
數
而
無
傳
者
不
亦
可
恥
之
甚
乎
然
則

為
守
者
之
傳
與
否
固
不
專
在
史
氏
與
題
記
也
而
有
識
之
士
以
為

必
不
可
缺
者
何
也
蓋
題
名
者
所
以
書
其
姓
氏
與
人
之
鄉
土
厯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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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之
嵗
月
於
上
使
後
人
得
以
按
其
跡
而
數
之
善
益
著
而
惡
益
彰
碌

碌
者
無
所
逃
其
不
肖
則
其
為
法
又
不
威
於
史
氏
也
哉
方
侯

佚名

治

眉
既
嘗
修
郡
志
以
備
史
氏
之
法
又
創
題
名
石
以
昭
勸
戒
可
謂
用

心
勤
趨
舍
審
而
能
知
所
懼
矣
且
侯
之
德
澤
在
民
心
治
績
在
郡
史

而
公
道
之
行
如
日
中
天
又
自
有
不
可
冺
滅
者
則
余
於
侯
之
善
雖

不
一
一
顯
書
之
而
其
必
不
至
於
無
傳
也
審
矣
斯
記
之
作
豈
徒
然

哉
　
清
金
一
鳳
復
置
刺
史
題
名
碑
記
題
名
之
設
與
史
乘
相
表
裏

而
𡸁
於
永
久
也
其
人
有
懿
行
可
嘉
者
從
而
表
揚
稱
道
之
有
恣
意

自
便
者
從
而
切
齒
交
非
之
公
之
閭
里
同
之
阡
陌
而
不
容
冺
滅
於

人
間
眉
自
離
亂
後
州
志
燼
於
兵
燹
既
無
遺
跡
可
尋
州
治
正
廳
左

側
舊
有
題
名
碑
按
其
年
代
自
萬
曆
時
建
後
無
所
紀
余
蒞
任
十
載

慨
姓
氏
之
無
傳
悼
芳
軌
之
將
失
謹
勒
石
書
名
於
右
縱
不
能
詳
考

其
行
事
紀
其
終
始
庶
後
之
君
子
得
以
覽
焉

清
蔡
宗
建
逺
景
樓
詩
署
名
逺
景
樓
樓
成
人
不
返
人
無
百
嵗
身
景

且
千
年
逺
跨
越
卧
牛
城
低
𡸁
蠶
市
阪
淺
淡
象
耳
嵐
迤
邐
蟇
頤
堰

此
景
惟
樓
得
此
樓
何
偃
蹇
我
歩
希
聲
塵
棟
宇
重
修
建
時
接
髙
陽

賓
常
挽
詞
客
幰
開
筵
醉
斜
暉
含
毫
望
絶
巘
客
無
詩
酒
能
此
樓
長

深
鍵
　
懷
古
詩
爽
塏
疎
明
地
揚
眉
上
翠
樓
何
人
識
逺
景
老
眼
獨

經
秋
峯
嶂
排
千
里
人
文
第
一
州
我
來
頻
徙
倚
逝
水
繞
東
流

管
獄
員
署
即
前
吏
目
署
在
縣
署
左
清
康
熙
七
年
吏
目
孫
維
憲
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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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十
五
年
吏
目
李
呈
祥
重
建
照
牆
大
門
三
間
後
廳
五
間
退
廳
三
間
左

廂
房
三
間
五
十
年
吏
目
嚴
世
傑
復
建
右
廂
房
三
間
民
國
元
年
改
今

署徵
收
局
在
縣
署
衙
神
祠
民
國
二
年
局
長
杜
周
略
加
修
葺

糖
釐
局
在
下
西
街
舊
州
判
署
清
雍
正
九
年
設
州
判
原
署
在
蘇
祠
左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州
判
王
玬
捐
貲
置
買
西
門
内
夏
姓
地
基
一
區
改
修

衙
署
大
門
二
間
儀
門
三
間
左
右
書
吏
房
各
三
間
大
堂
三
間
二
堂
三

間
東
西
書
房
各
三
間
廚
房
三
間
三
堂
三
間
五
十
一
年
州
判
竇
玉
樞

重
修
民
國
元
年
改
為
水
利
委
員
署
二
年
委
員
移
住
新
津
鄧
公
場
署

遺菸
酒
公
賣
局
在
舊
州
判
署

以
上
為
國
家
經
費
所
設

附
今
廢
公
廨

駐
防
把
總
署
在
寳
華
寺
左
民
國
四
年
奉
文
變
賣
演
武
廳
在
武
廟

右
奉
文
變
賣

附
舊
廢
公
廨

布
政
司
分
司
在
蘇
祠
左
　
按
察
司
分
司
在
前
吏
目
署
左
　
察
院

公
署
在
小
東
門
内
康
熈
四
十
二
年
知
州
金
一
鳳
建
　
魚
𩸾
鎮
廵

檢
司
在
州
治
東
南

以

上

均

見

舊

志

警
察
事
務
所
初
在
大
南
街
禹
王
宫
民
國
五
年
移
駐
縣
署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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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勸
學
所
在
舊
訓
導
署
署
為
光
緒
二
十
八
年
訓
導
黄
邦
亮
重
修

實
業
所
在
桂
香
街
川
主
宫

團
練
局
在
縣
署
大
堂
右

地
方
收
支
所
在
大
堂
左
前
三
費
局
併
入

據

光

緒

初

年

案

四

川

因

命

案

費

重

株

累

鄉

鄰

由

紳

民

糧

户

捐

貲

設

局

以

應

招

解

相

騐

夫

馬

三

費

官

民

稱

便

眉

州

開

辦

獨

早

自

司

治

四

年

州

牧

鄧

友

仁

□

籌

至

五

年

劉

廷

植

任

内

成

立

原

章

連

緝

捕

相

騐

招

解

流

差

等

項

一

并

支

給

其

經

費

在

肉

釐

抽

收

嵗

委

紳

管

理

宣

統

元

年

因

預

備

立

憲

司

法

獨

立

部

議

將

各

州

縣

三

費

局

款

專

作

司

法

經

費

以

備

將

來

分

區

設

立

法

院

之

用

眉

山

於

民

國

五

年

并

入

地

方

財

政

經

理

處

經

理

十

一

年

奉

令

設

立

地

方

收

支

所

舉

地

方

附

加

各

税

款

合

并

在

所

收

支

由

縣

會

票

選

所

長

咨

請

縣

公

署

委

任

縣
議
事
會
在
文
廟
左
舊
學
正
署
署
係
嘉
慶
十
七
年
培
修

教
育
會
附
勸
學
所

商
會
在
正
西
街
東
嶽
廟

農
會
在
東
嶽
廟

工
會
在
川
主
宫

通
濟
堰
局
在
公
署
左
廊

蟇
頤
堰
局
在
治
東
十
五
里
王
家
韓
公
祠

西
來
堰
局
在
城
東
嶽
廟

教
養
工
厰
在
大
北
街
毛
公
祠

慈
善
局
無
定
所
清
光
緒
中
葉
川
督
奉
旨
通
飭
各
州
縣
辦
尚
節
堂
州

牧
傅
廉
集
紳
籌
欵
以
周
䘏
境
内
節
婦
擬
定
章
程
每
月
按
名
發
給
委

紳
董
其
事
并
將
前
養
濟
院
款
合
併
經
理
亦
每
月
按
照
孤
貧
名
額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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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坊

　
十
二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貲
其
棲
流
所
嵗
修
仍
舊
於
養
濟
院
款
内
支
付
計
民
國
七
年
前
節
婦

全
費
舊
額
二
十
五
名
月
各
支
錢
一
千
文
半
費
原
額
三
十
一
名
月
各

支
錢
五
百
文
孤
貧
舊
額
一
百
名
月
各
支
錢
四
百
文
八
年
於
節
婦
全

費
添
至
四
十
名
半
費
數
亦
如
之
孤
貧
添
至
一
百
二
十
名
均
按
月
給

發養
濟
院
在
北
街
清
康
熙
三
年
州
牧
金
一
鳳
創
立
捐
廉
募
款
贍
給
孤

貧
口
食
蔡
趙
吳
各
牧
繼
之
至
同
治
壬
申
州
牧
余
隆
廷
添
置
房
屋
五

間
約
費
銀
二
百
餘
兩
添
足
孤
貧
口
食
費
五
十
名
復
捐
廉
勸
募
買
田

生
息
為
乆
逺
計

款

并

尚

節

堂

今

歸

慈

善

局

餘
金
於
北
門
外
新
建
棲
流
所
六
間
周

以
土
垣
民
國
九
年
知
事
李
樵
培
修

以
上
為
地
方
經
費
所
設

街
坊

正
東
街
　
正
西
街
　
正
南
街
　
小
北
街

今

廢

惟

街

口

有

住

房

數

間

　
正
北
街

小
南
街
　

舊

名

中

南

街

　
小
東
街
　
桂
香
街
　
吳
府
街

舊

傳

明

都

堂

吳

節

居

此

故

名

魚
市
巷
　
木
市
巷
　
馬
草
巷
　
小
菜
巷

北

街

通

寳

華

寺

　
四
賢
巷

因

四

賢

堂

名

五
魁
巷

對

四

賢

堂

今

廢

　
經
書
巷
　
學
宫
巷
　
三
蘇
巷
　
紗
縠
巷
　
𤨔

湖
巷
　
道
姑
巷
　
玉
清
巷
　
紫
竹
巷
　
壁
山
巷

北

街

龍

王

廟

側

　
城
隍
巷

緒
市
巷
　
漏
澤
巷

古
蠶
市
在
城
内
官
市

舊

志

每

嵗

二

月

望

日

相

聚

鬵

蠶

器

因

作

樂

縱

觀

洎

暮

而

散

按
正
北
街
口
為
十
字
口
舊
有
過
街
樓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知
州
趙
秉



 

眉

山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街

坊

　
十
三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淵
重
建
正
南
街
為
丁
字
口

因

小

北

街

廢

故

名

舊
亦
有
樓
趙
秉
淵
重
建

相傳

有

李

太

白

留

題

小
北
街
之
墟
有
𤨔
湖
古
蹟
宋
魏
了
翁
為
守
因
舊
沼
疏
鑿

有
記
𤨔
湖
西
築
翠
洞
書
臺
起
文
堂
東

起

文

堂

宋

李

石

為

蘇

軾

建

後

邵

博

重

修

刻

銘

堂

上

有
披
風
榭
中
繪
東
坡
像
皆
宋
建

均

見

舊

志

宋
魏
了
翁
環
湖
記
臨
卭
魏
某
居
郡
之
明
年
嵗
熟
時
康
教
孚
訟
清

圖
惟
寛
閒
之
鄉
有
以
節
宣
勞
佚
疏
瀹
幽
滯
也
郡
故
有
沼
而
區
分

壤
别
港
絶
横
斷
昔
人
又
多
為
矼
梁
以
窒
之
曾
不
能
容
刀
焉
廼
宣

迺
理
倅
以
小
艇
於
圃
之
西
為
洞
循
洞
之
西
為
亭
榜
曰
西
港
港
有

歩
可
上
下
舟
舟
行
而
西
為
髙
梁
榜
曰
𤨔
湖
梁
之
下
可
藏
舟
又
西

為
傳
館
由
館
之
北
湖
光
渺
漭
從
廣
百
丈
其
衡
之
長
如
從
而
有
加

倍
北
迤
東
截
松
菊
亭
易
亭
榜
曰
柏
港
又
東
為
亭
菱
嶼
直
百
坡
亭

又
東
北
為
雪
橋
為
游
𤨔
靷
梁
乃
濟
又
東
為
起
文
堂
泓
涵
演
湙
深

廣
繚
繞
於
是
𤨔
圃
皆
湖
也
迺
因
暇
日
命
客
張
坐
飲
相
與
亂
流
而

觀
則
翠
筠
蒼
樛
參
差
蔽
虧
柔
荑
華
芳
夾
道
綺
靡
周
閣
曾
檻
倒
影

參
錯
雙
鶬
乘
雁
浮
深
戲
廣
纖
鱗
巨
介
頩
首
莘
尾
目
行
心
舒
俄
頃

變
態
應
接
不
暇
客
曰
子
之
為
是
於
圃
中
也
計
庸
程
物
屬
役
賦
丈

非
罷
極
人
力
惡
可
以
為
有
也
然
則
子
無
已
勦
民
爾
乎
曰
不
吾
未

始
有
為
也
山
徑
之
蹊
間
介
然
用
之
而
成
路
為
間
不
用
則
茅
塞
之

其
塞
也
山
固
自
若
也
其
介
然
而
成
也
非
襲
而
致
之
也
山
之
固
有

者
然
也
故
余
於
是
湖
也
亦
襲
而
致
之
與
無
亦
因
其
固
有
而
導
之



 

眉

山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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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街

坊

　
十
四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然
與
而
奚
勦
民
之
有
客
曰
是
則
爾
矣
而
政
非
所
急
也
曰
吾
聞
諸

柳
文
惠
侯
曰
氣
煩
則
慮
亂
視
壅
則
氣
滯
故
必
有
游
息
之
物
使
之

清
甯
平
夷
常
若
有
餘
然
後
理
達
而
事
成
是
乃
吾
所
謂
節
宣
勞
佚

疏
瀹
幽
滯
焉
耳
斯
其
為
政
不
已
多
乎
曰
子
之
為
是
也
則
吾
既
得

聞
命
矣
抑
聞
之
無
已
太
康
職
思
其
居
子
之
遊
也
亦
有
以
寓
其
思

職
之
意
矣
乎
曰
有
昔
者
揚
雄
氏
有
言
成
國
者
其
如
乘
航
乎
航
安

則
人
斯
安
吾
將
安
航
名
吾
舟
且
航
者
人
之
所
以
濟
也
而
國
似
之

吾
知
乘
航
之
不
可
忽
則
游
豫
之
頃
無
非
事
也
客
曰
唯
唯
非
子
吾

不
及
此
雖
然
請
為
歌
之
願
無
忘
子
之
志
也
乃
歌
曰
有
瀰
且
盈
兮

誰
揭
誰
厲
采
蒲
與
荷
兮
采
藻
淠
淠
言
𩱛
其
邁
兮
匪
航
弗
濟
我
引

我
拏
兮
我
鼓
我
栧
舒
爾
脱
脱
兮
般
乎
裔
裔
云
訏
且
樂
兮
莫
之
止

戾
卬
興
我
思
兮
此
於
胡
底
我
之
泄
泄
兮
民
之
蹶
蹶
事
非
爾
作
兮

維
余
於
制
終
余
永
念
兮
是
儆
是
戒
毋
臭
厥
載
兮
庶
其
夷
屆
歌
既

闋
主
人
飲
客
酒
泯
然
思
輾
然
笑
復
使
反
之
相
與
悠
然
而
罷
明
日

書
以
為
記

宋
蘇
轍
蠶
市
詩
枯
桑
舒
芽
葉
漸
青
新
蠶
可
浴
日
晴
明
前
年
器
用

隨
手
敗
今
冬
衣
着
及
春
營
傾
囷
計
口
賣
餘
粟
買
箔
還
家
待
種
生

不
惟
箱
筐
供
婦
女
亦
有
鉏
鎛
資
男
耕
空
巷
無
人
鬬
容
言
六
親
相

見
争
邀
迎
酒
肴
勸
屬
坊
市
滿
鼓
笛
繁
亂
作
優
𤡺
蠶
叢
在
時
已
如

此
古
人
雖
没
誰
敢
更
異
方
不
見
古
風
俗
但
向
陌
頭
聞
吹
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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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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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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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蘇
軾
和
詩
蜀
人
衣
食
常
苦
艱
蜀
人
遊
樂
不
知
還
千
人
耕
種
萬
人

食
一
年
辛
苦
一
春
閒
閒
時
尚
以
蠶
為
市
共
忘
辛
苦
逐
欣
歡
去
年

霜
降
斫
秋
荻
今
年
箔
積
如
連
山
破
瓢
為
輪
土
為
釜
爭
買
不
翅
金

與
紈
憶
昔
與
予
皆
童
丱
年
年
廢
書
走
市
觀
市
人
争
跨
鬭
巧
智
野

人
喑
啞
遭
欺
謾
詩
來
使
我
感
舊
事
不
悲
去
國
悲
流
年
　
陸
游
眉

州
披
風
榭
拜
東
坡
先
生
遺
像
詩
蜿
蜒
回
顧
山
有
情
平
鋪
十
里
江

無
聲
孕
奇
蓄
秀
當
此
地
鬱
然
千
載
詩
書
城
髙
臺
老
仙
誰
所
寫
仰

視
眉
宇
寒
崢
嶸
百
年
醉
魂
吹
不
醒
飄
飄
風
袖
笻
枝
横
邇
來
逢
迎

厭
俗
子
龍
章
鳳
姿
我
眼
明
北
扉
南
海
均
夢
耳
謫
墮
本
自
白
玉
京

惜
哉
畫
史
未
造
極
不
作
散
髪
騎
長
鯨
故
鄉
歸
來
要
有
日
安
得
春

江
變
酒
從
公
傾

鎮
鄉
場
市

并

距

城

逺

近

里

數

東
永
夀
鎮
屬
場
七
計
十
四
團
　
距
城
十
五
里
王
家
場
屬
團
三
集
日

三
五
七
十
有
棉
花
市
　
二
十
七
里
復
興
場
屬
團
一
集
日
一
四
六
八

乾

明

寺

山

麓

有

古

鯽

魚

鎮

置

廵

撿

司

今

廢

　
二
十
五
里
石
佛
場

在

宋

為

石

佛

闗

係

濱

江

巨

市

後

廢

清

初

雍

正

間

建

菴

香

火

繁

盛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州

牧

尹

夀

衡

任

内

士

紳

周

維

新

李

鼎

臣

王

和

興

冷

庚

堂

等

倡

興

成

市

屬
團
一
集
日
二

五
七
九
　
四
十
里
太
平
場
屬
團
四

濱

大

江

南

交

青

神

界

集
日
二
四
六
九
　
八

里
洪
廟
場
屬
團
三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二
十
五
里
石
子
場

創

自

嘉

慶

末

年

濱

石

子

溪

　

名

屬
團
二
集
日
二
四
六
九

舊

志

三

清

場

距

石

子

場

東

五

里

今

廢

　
十
五
里
大
定
場

橋

為

資

仁

過

夾

峨

孔

道

舊

有

小

資

旅

店

民

國

元

年

知

事

李

芳

令

立

場

團
甲
屬
石
子
場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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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金
花
鄉
屬
場
六
計
九
團
　
距
城
四
十
里
金
花
場
屬
團
三

東

交

仁

夀

界

集

日
二
四
八
十
　
三
十
里
觀
盛
場
屬
團
二

東

交

仁

夀

界

集
日
三
五
八
十

五
十
里
五
聖
場
屬
團
一

南

交

青

神

界

東

交

仁

夀

界

集
日
一
四
六
九
　
四
十
五
里

五
皇
場
屬
團
一

南

交

青

神

界

集
日
三
七
十
　
五
十
里
蔴
柳
場
屬
團
一

南交

青

神

界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四
十
里
中
福
場
屬
團
一
集
日
二
五
八

南
思
濛
鎮
屬
場
六
計
一
十
七
團
　
距
城
四
十
里
思
濛
場
屬
團
六
集

日
二
五
七
十
有
白
蠟
市
　
二
十
里
張
家
坎
屬
團
四

交

青

神

界

集
日
一
四

六
八
　
五
十
里
嫻
婆
嶺
場

初

名

雁

摩

鋪

更

名

艮

龍

場

以

逺

近

惟

知

嫻

婆

故

仍

今

名

屬
團
一
集

日
一
三
六
九
　
七
十
里
呉
街
子
屬
團
一

西

交

丹

稜

界

南

交

青

神

界

集
日
一
四
七

九
　
八
十
里
呉
家
場

有

鐵

燈

杆

髙

三

丈

餘

嘉

慶

間

熊

維

常

募

鑄

屬
團
五

西

交

丹

稜

界

南

交

夾

江

東

交

青

神

集
日
二
五
八
十
　
六
十
里
永
興
場

西

交

丹

稜

界

團
併
吳
家
場
集
日
一

四
六
九

修
文
鄉
屬
場
六
計
七
團

鄉

屬

有

族

譜

亭

古

蹟

蘇

洵

作

記

及

引

記

云

匹

夫

而

化

鄉

人

者

吾

聞

其

語

矣

國

有

君

邑

有

大

夫

而

爭

訟

者

訴

於

其

門

鄉

有

庠

里

有

學

而

學

道

者

赴

於

其

家

鄉

人

有

為

不

義

於

室

者

父

兄

輒

相

與

恐

曰

吾

夫

子

無

乃

聞

之

嗚

呼

彼

獨

何

修

而

得

此

哉

意

者

其

積

之

有

本

末

而

施

之

有

次

第

耶

今

吾

族

人

猶

有

服

者

不

過

百

人

而

嵗

時

臘

社

不

能

相

與

盡

其

歡

欣

愛

洽

稍

逺

者

至

不

相

往

來

是

無

以

亦

無

鄉

黨

鄰

里

也

乃

作

蘇

氏

族

譜

立

亭

於

髙

祖

墳

塋

之

西

南

而

刻

石

焉

既

而

告

之

曰

凡

在

此

者

死

必

赴

冠

娶

必

告

少

而

孤

則

老

者

字

之

貧

而

無

歸

則

富

者

收

之

而

不

然

者

族

人

之

所

共

誚

讓

也

嵗

正

月

相

與

拜

奠

於

墓

下

即

奠

列

坐

於

亭

其

老

老

顧

少

者

而

嘆

曰

是

不

及

見

吾

鄉

鄰

風

俗

之

美

矣

自

吾

少

時

見

有

為

不

義

者

則

衆

相

與

疾

之

如

見

怪

物

焉

慄

然

而

不

𡩋

其

後

少

衰

也

猶

相

與

笑

之

今

也

則

相

與

安

之

耳

足

起

於

某

人

也

夫

某

人

者

是

鄉

之

望

人

也

而

大

亂

吾

俗

焉

是

故

其

誘

人

也

速

其

為

害

也

深

自

斯

人

之

逐

其

兄

之

遺

孤

子

而

不

䘏

也

而

骨

月

之

恩

薄

自

斯

人

之

多

取

其

先

人

之

貲

田

而

欺

其

諸

孤

子

也

而

孝

悌

之

行

缺

自

斯

人

之

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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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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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諸

孤

子

之

所

訟

也

而

禮

義

之

節

廢

自

斯

人

之

以

妾

加

其

妻

也

而

嫡

庶

之

别

混

自

斯

人

之

篤

於

聲

色

而

父

子

雜

處

讙

譁

不

嚴

也

而

閨

門

之

政

亂

自

斯

人

之

凟

則

無

厭

惟

富

者

之

為

賢

也

而

廉

恥

之

路

塞

此

六

行

者

吾

往

時

所

謂

大

慚

而

不

容

者

也

今

無

知

之

人

皆

曰

某

人

何

人

也

猶

且

為

之

其

輿

馬

赫

奕

婢

妾

靚

麗

足

以

蕩

惑

里

巷

之

小

人

其

官

爵

貨

力

足

以

摇

動

府

縣

其

矯

詐

修

飾

言

語

足

以

欺

罔

君

子

是

州

里

之

大

盗

也

吾

不

敢

以

告

鄉

人

而

私

以

告

族

人

焉

髣

髴

於

斯

人

之

一

節

者

願

無

過

吾

門

也

予

聞

之

懼

而

請

書

焉

老

人

曰

書

其

事

而

闕

其

姓

名

使

他

人

觀

之

則

不

知

其

為

誰

而

夫

人

觀

之

則

靣

熱

内

慚

汗

出

而

食

不

下

也

且

無

名

之

庶

其

有

悔

乎

予

曰

然

乃

記

之

　

引

云

蘇

氏

族

譜

譜

蘇

氏

之

族

也

蘇

氏

出

於

髙

陽

而

蔓

延

於

天

下

唐

神

堯

初

長

史

味

道

刺

眉

州

卒

於

官

一

子

留

於

眉

眉

之

有

蘇

氏

自

此

始

而

譜

不

及

者

親

盡

也

親

盡

而

曷

為

不

及

譜

為

親

作

也

凡

子

得

書

而

孫

不

得

書

者

何

也

以

著

代

也

自

吾

之

父

以

至

吾

之

高

祖

仕

不

仕

娶

某

氏

享

年

幾

某

日

卒

皆

書

而

他

不

書

者

何

也

詳

吾

之

所

自

出

也

自

吾

之

父

以

至

吾

之

髙

祖

皆

曰

諱

某

而

他

則

遂

名

之

何

也

尊

吾

之

所

自

出

也

譜

為

蘇

氏

作

而

獨

吾

之

所

自

出

得

詳

與

尊

何

也

譜

吾

作

也

嗚

呼

觀

吾

之

譜

者

孝

悌

之

心

可

以

油

然

而

生

矣

情

見

於

親

親

見

於

服

服

始

於

斬

衰

而

至

於

緦

麻

而

至

於

無

服

無

服

則

親

盡

親

盡

則

情

盡

情

盡

則

喜

不

慶

憂

不

弔

喜

不

慶

憂

不

弔

則

𡍼

人

也

吾

所

與

相

視

如

塗

人

者

其

初

兄

弟

也

兄

弟

其

初

一

人

之

身

也

悲

夫

一

人

之

身

分

而

至

於

塗

人

吾

譜

之

所

以

作

也

其

意

曰

分

至

於

塗

人

者

勢

也

勢

吾

無

如

之

何

也

幸

其

未

至

於

塗

人

也

使

其

無

至

於

忽

馬

可

也

嗚

呼

觀

吾

之

譜

者

孝

悌

之

心

可

以

油

然

而

生

矣

系

之

以

詩

曰

吾

父

之

子

今

為

吾

兄

吾

疾

在

身

兄

呻

不

寜

數

世

之

後

不

知

何

人

彼

死

而

生

不

為

戚

欣

兄

弟

之

情

如

足

如

手

其

能

幾

何

彼

不

相

能

彼

獨

何

心

　

亭

今

亡

距
城
四
十
里
修
文
場
屬
團
三
集
日
一
四
六
八
　
四
十
里
三
寶
場
團

併
修
文
場
集
日
二
五
七
十
　
四
十
五
里
十
字
卡
團
併
修
文
場
集
日

二
五
七
九
　
五
十
五
里
龍
興
場
屬
團
二

併

黄

字

保

一

團

交

丹

稜

界

集
日
二
五
七

九
　
十
五
里
松
江
口
屬
團
二
集
日
二
五
七
九
　
五
里
三
橋
鋪
團
併

松
江
口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西
萬
勝
鎮
屬
場
十
計
二
十
團
　
距
城
六
十
五
里
萬
勝
場
屬
團
四
集

日
三
七
十
　
六
十
九
里
盤
鼇
鎮
屬
團
三

交

蒲

江

界

集
日
一
五
八
　
九
十



 

眉

山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市

鎮

　
十
八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里
張
廟
子
屬
團
一

交
滿

江
界
集
日
四
七
十
　
九
十
里
晉
王
場
屬
團
二

交

蒲

江

界

集
日
二
六
九
　
八
十
七
里
雙
福
場
屬
團
一

交

蒲

江

界

集
日
二
六
九
　
七

十
五
里
廣
濟
場
屬
團
三

交

丹

稜

界

集
日
二
六
九
　
七
千
五
里
三
蘇
場
屬

團
一

交

丹

稜

界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六
十
五
里
觀
音
場
屬
團
一
集
日
二
五

七
九
　
五
十
里
伏
龍
場
屬
團
三
集
日
一
五
八
有
牛
市
　
四
十
五
里

東
館
鎮
屬
團
一
集
日
二
四
六
九

宋

時

東

館

屬

丹

稜

邑

令

巴

縣

狀

元

馮

時

行

栅

頭

鎮

夫

子

廟

記

浮

屠

氏

之

書

專

以

禍

福

恐

迷

世

俗

人

聞

敬

佛

得

福

毁

佛

得

禍

莫

不

崇

信

恭

恪

塔

廟

布

滿

雄

傑

煥

麗

過

於

王

者

吾

夫

子

所

言

皆

古

今

不

易

之

道

非

有

信

證

不

出

諸

口

其

肯

以

怪

譎

汗

漫

之

説

雜

亂

典

詞

人

亦

無

所

𢙢

懼

歆

羡

故

祠

廟

凄

冷

今

獨

國

郊

若

州

縣

乃

僅

有

之

未

嘗

有

以

已

意

私

自

薦

祭

者

惟

丹

稜

之

東

館

棚

頭

二

鎮

士

類

滋

多

嘗

自

誦

其

言

學

其

道

有

以

君

臣

父

子

兄

弟

夫

歸

朋

友

以

義

以

親

以

和

以

别

以

信

郡

國

三

嵗

賓

興

被

其

惠

利

至

為

公

𡖖

大

夫

以

受

其

祿

而

春

秋

二

祀

距

州

縣

迂

逺

不

獲

奔

走

祠

下

盥

洗

降

登

自

致

其

誠

敬

報

本

反

始

之

義

不

備

乃

合

鄉

人

之

力

作

夫

子

廟

於

鎮

之

南

郊

嚴

實

精

閟

薦

獻

有

位

灑

瘞

有

所

每

春

秋

父

子

兄

弟

滌

濯

舉

薫

酒

醴

犧

牲

蹌

蹌

濟

濟

祇

奉

祀

事

嗚

呼

可

謂

知

其

本

矣

夫

聖

人

之

道

發

於

外

所

以

飭

内

修

文

所

以

豐

實

今

也

福

無

所

覬

禍

無

所

避

以

道

德

仁

義

人

倫

大

法

之

所

自

出

後

世

自

天

子

達

於

庶

人

如

病

有

藥

如

子

有

母

如

婦

有

家

盛

德

大

業

天

覆

地

載

故

中

心

誠

服

如

當

時

七

十

子

弟

於

是

祠

廟

翼

翼

籩

豆

楚

楚

課

瓚

酌

獻

禮

儀

備

具

吾

知

是

二

鄉

自

今

至

於

後

日

若

子

若

孫

必

有

不

忍

棄

其

詩

書

之

業

孝

弟

忠

信

之

行

甘

心

不

齒

於

鄉

黨

鄰

里

何

者

耳

濡

目

染

外

有

以

飭

其

文

内

有

以

豐

其

實

教

之

所

由

興

俗

之

所

由

美

有

不

得

不

然

者

東

館

衣

冠

異

時

不

過

州

縣

今

秉

旄

持

節

入

禁

使

大

小

法

從

栅

頭

自

國

朝

以

來

未

有

登

名

進

士

舉

者

今

試

禮

部

往

往

輒

居

甲

乙

嗚

呼

吾

夫

子

雖

子

若

浮

屠

氏

明

言

禍

福

而

福

亦

不

貲

矣

古

渝

馮

時

行

紹

興

丙

寅

嘗

令

是

邑

後

十

有

六

年

嵗

在

辛

巳

時

行

有

假

守

沉

𥠖

被

旨

造

朝

道

過

眉

山

丹

稜

之

人

猶

曰

斯

事

未

有

紀

載

非

吾

昔

令

尹

其

誰

宜

為

時

行

曰

敬

聞

矣

不

敢

辭

時

紹

興

辛

巳

記

白
馬
鄉
屬
場
八
計
十
四
團
　
距
城
二
十
五
里
白
馬
鋪
屬
團
三
集
日

三
五
七
十
　
二
十
五
里
韓
家
場
屬
團
二
集
日
一
四
七
　
十
五
里
順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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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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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志

市

鎮

橋

梁

　
十
九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和
場
屬
團
一
集
日
三
五
七
十
　
十
里
五
里
墩
屬
團
二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五
十
六
里
秦
家
墩
屬
團
二
集
日
四
七
十
　
四
十
里
古
興
場
屬

團
一
集
日
二
六
九
　
四
十
五
里
四
和
場
屬
團
一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四
十
五
里
李
店
子
屬
團
二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北
太
和
鎮
屬
場
八
計
二
十
一
團
　
距
城
二
十
里
太
和
場
屬
團
四
集

日
一
三
五
八
　
四
十
里
黄
峰
場
屬
團
一

交

仁

彭

界

集
日
三
六
九
　
三
十

五
里
土
地
場
屬
團
六

交

仁

夀

界

集
日
四
七
十
　
四
十
五
里
御
龍
場
團
併

富
順
場

交

仁

夀

界

集
日
尚
未
定
　
二
十
五
里
富
順
場
屬
團
三
集
日
二
六

九
　
十
六
里
牛
路
口
屬
團
一
集
日
四
七
十
　
三
十
里
鎮
江
場
屬
團

二
交

彭

山

界

集
日
一
四
七
九
　
五
里
大
石
橋
屬
團
四
集
日
七
十
有
牛
市

多
悦
鄉
屬
場
六
計
十
二
團
　
距
城
四
十
里
多
悦
鎮
屬
團
四

交

彭

山

界

集

日
一
四
六
九
　
二
十
四
里
廻
龍
場
屬
團
二

交

彭

山

界

集
日
三
五
七
十

一
十
八
里
悦
興
場
屬
團
二
集
日
二
四
六
九
　
二
十
八
里
李
店
子
屬

團
一
集
日
一
四
八
　
五
十
五
里
鄭
山
口
屬
團
二

交

彭

卭

界

集
日
三
五
八

十
　
六
十
里
將
軍
廟
屬
團
一

交

蒲

江

界

橋
梁

治
東
附
城
迎
恩
橋

即

放

生

橋

一

名

永

濟

橋

明

宣

德

間

建

今

廢

見

舊

志

　
東
靈
橋

距

城

里

許

咸

豐

八

年

修

同

治

庚

午

陳

明

盛

募

修

　
彰
善
橋

在

五

聖

祠

外

光

緒

間

寺

僧

修

龔

吉

孚

有

序

洪
廟
場
珍
德
橋

徐

開

珍

捐

金

二

百

餘

重

修

廩

生

方

克

猷

作

記

　
韓
賓
店
橋

距

城

十

五

里

為

資

仁

要

道

王
家
場
彰
功
橋
　
人
字
橋

州

人

嚴

奭

捐

修

詳

慈

善

𩔖

　
魚
兒
橋
　
卧
波
橋
　
大



 

眉

山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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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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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梁

　
二
十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定
橋

距

城

十

五

里

為

資

仁

夾

峩

交

通

孔

道

肇

自

乾

隆

末

光

緒

丙

戌

年

吳

永

興

等

募

修

民

國

元

年

因

橋

置

場

　
吳
橋

龍
橋

訓

導

龍

文

有

記

　
高
橋

復
興
場
平
根
橋
　
大
馬
橋
　
二
馬
橋
　
觀
音
橋
　
普
賢
橋

貢

生

王

精

涵

有

記石
佛
場
接
嗣
橋

嘉

慶

間

杜

起

澤

無

子

捐

修

工

竣

三

月

生

子

文

榜

故

名

後

橋

圮

文

榜

培

修

有

碑

太
平
場
雙
橋
　
雙
龍
橋
　
金
馬
橋
　
鳴
鳳
橋
　
兩
岔
河
橋

名

正

昇

橋

光

緒

末

募

修

木

橋

民

國

八

年

車

合

順

募

建

石

橋

墩

十

三

具

墊

捐

銀

數

百

元

　
大
石
橋

段

姓

修

民

國

二

年

培

修

　
八
鶴

橋
俗

名

癩

疤

橋

張

姓

修

民

國

十

年

培

修

觀
盛
場
阜
和
橋

民

國

六

年

徐

安

邦

倡

募

重

修

俗

名

磚

橋

新
開
鎮
眉
夀
萬
年
橋

為

仁

眉

通

衢

光

緒

十

五

年

周

遇

興

等

募

修

學

正

陳

炳

魁

記

云

眉

東

界

𩸾

江

河

一

名

魚

蛇

水

源

仁

壽

梓

木

山

徑

眉

四

里

許

曰

馮

家

渡

孔

道

也

水

落

則

彴

水

𤼵

則

船

夏

秋

暴

雨

一

至

澗

谷

奔

注

波

濤

洶

湧

輒

停

篙

勿

刺

病

渉

者

久

矣

河

屬

兩

界

岸

之

髙

低

道

之

廣

狹

水

之

緩

急

因

地

而

刺

東

難

西

易

費

𢙢

不

貲

矣

其

孰

能

橋

之

於

是

眉

之

耆

民

周

遇

興

乃

毅

然

　

建

先

購

雅

石

十

二

梁

并

呈

請

州

侯

毛

公

為

移

仁

夀

於

農

𨻶

水

涸

時

鳩

工

伐

石

椎

鑿

磨

礱

次

第

而

善

造

之

下

以

石

甃

堅

於

𨮾

金

上

以

石

鋪

平

於

注

水

其

洞

七

洞

凡

石

樑

四

計

二

十

有

八

其

崇

一

丈

六

尺

其

廣

五

尺

二

寸

其

長

一

十

六

丈

橋

之

西

砌

石

為

堤

長

一

十

有

八

丈

經

始

於

丁

亥

年

九

月

十

八

告

竣

於

庚

寅

年

三

月

三

日

核

費

制

錢

三

千

緡

有

奇

落

成

之

日

觀

者

雲

集

側

肩

躡

踵

掎

裳

連

襼

欣

欣

然

走

相

告

曰

鞏

固

哉

斯

橋

且

横

跨

兩

界

工

料

堅

實

雖

萬

年

長

存

可

也

詩

有

之

曰

以

介

眉

夀

又

曰

夀

考

萬

年

遂

錫

名

為

眉

夀

萬

年

橋

即

以

夀

此

橋

者

夀

遇

興

嗟

呼

通

道

路

成

輿

梁

王

政

也

此

疆

彼

界

之

間

倡

義

者

一

人

同

德

者

三

十

四

人

因

其

力

不

足

又

集

親

友

而

踵

成

之

取

諸

人

以

為

善

遂

建

此

前

古

未

有

之

工

造

將

來

無

窮

之

福

其

有

益

於

地

方

者

豈

淺

鮮

哉

諸

生

時

中

郭

翰

章

乞

記

於

予

故

記

之

金
花
場
髙
筒
車
橋

在

眉

夀

橋

下

　
積
善
橋

為

眉

青

井

三

縣

要

道

同

治

十

三

年

汪

何

二

姓

捐

修

五
聖
場
雙
圓
橋

距

城

五

十

里

嘉

慶

間

修

名

惠

元

光

緒

三

十

年

黄

詠

華

陳

明

珠

等

募

修

易

今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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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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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麻
柳
場
井
東
橋

民

國

三

年

重

修

　
柳
村
橋

前

名

雙

濟

橋

改

造

易

今

名

治
南
附
城
通
津
橋

在

城

内

學

宫

右

水

由

南

城

水

洞

注

江

故

名

三
橋
鋪
三
蘇
橋

清

乾

隆

丁

卯

州

牧

錢

青

記

畧

云

眉

城

南

門

外

有

三

蘇

橋

故

址

夷

攷

其

初

明

弘

化

年

間

有

眉

民

黄

吉

出

資

創

造

名

曰

永

吉

不

知

何

時

崩

圮

迨

至

國

朝

康

熈

乙

酉

前

州

牧

金

一

鳳

率

州

民

捐

貲

重

修

以

其

附

近

蘇

里

故

更

名

三

蘇

迄

今

四

十

餘

年

厯

被

溪

水

冲

毁

當

夏

秋

間

渡

無

津

梁

民

嗟

渉

險

余

於

戉

午

冬

奉

命

撫

眉

下

車

之

始

見

城

市

荒

凉

烟

戸

寥

落

亟

思

興

廢

舉

墜

竭

蹶

從

事

八

年

於

茲

每

道

經

此

地

輒

嘆

橋

功

之

不

克

以

繼

也

爰

倡

捐

薄

俸

另

擇

基

岸

庀

材

興

功

商

民

觀

感

興

起

踴

躍

樂

助

以

道

正

司

王

義

昶

董

其

事

計

自

乙

丑

冬

季

至

丙

寅

初

夏

功

甫

及

半

旋

被

河

水

冲

刷

嗣

於

八

月

改

修

丁

邜

春

告

竣

計

工

凡

六

萬

五

百

九

十

餘

需

費

五

百

數

十

餘

金

橋

成

仍

前

名

曰

三

蘇

橋

從

此

商

旅

往

來

稱

便

此

皆

州

人

士

樂

善

好

施

之

所

致

也

嘗

嘆

彼

緇

衣

黄

冠

者

流

徒

知

興

寺

觀

建

佛

像

歛

金

祈

福

惟

恐

或

後

何

如

共

襄

善

舉

興

廢

復

古

若

此

橋

者

所

費

雖

繁

其

利

甚

溥

非

所

謂

維

世

美

俗

之

事

歟

特

信

筆

志

其

崖

略

并

勒

錄

助

者

姓

名

於

碑

隂

用

𡸁

不

朽

云

松
江
口
積
善
橋

跨

龍

拖

子

下

流

同

治

間

伍

興

科

募

修

　
福
德
橋

舊

稱

松

江

夜

渡

道

光

乙

巳

趙

登

重

捐

修

有

記

後

傾

圮

民

國

初

其

裔

之

璽

培

修

登
雲
橋
　
雙
鳳
橋

張
家
坎
濟
美
橋

為

入

省

孔

道

跨

船

厰

溝

水

下

流

入

大

江

處

明

季

居

民

數

十

家

政

府

於

此

設

厰

造

船

因

成

巨

鎮

後

經

獻

賊

焚

毁

橋

為

清

同

治

間

劉

静

山

何

萬

明

捐

修

州

牧

何

清

記

甲

戌

秋

余

來

守

眉

山

越

三

月

因

公

赴

青

神

至

眉

南

二

十

里

有

小

溪

焉

為

漢

嘉

孔

道

清

流

浩

淼

亂

石

縱

横

土

人

告

余

曰

此

古

船

厰

溝
︹
原

文

作

串

串

溝

誤
︺
也

余

曰

亂

石

何

為

者

曰

為

既

圮

橋

石

當

夏

秋

間

山

水

暴

漲

合

注

於

溪

溪

狹

不

能

洩

水

怒

往

往

激

浪

數

尺

聲

勢

洶

湧

故

橋

屢

建

屢

圮

莫

如

之

何

余

曰

遷

地

豈

弗

良

乎

曰

工

大

費

鉅

又

地

形

不

便

余

心

怦

怦

然

適

有

以

建

橋

請

者

爰

便

道

履

勘

沿

溪

行

里

許

擇

一

適

中

地

屬

改

建

焉

工

竣

請

言

於

余

余

既

旌

董

事

者

以

額

而

名

其

橋

曰

濟

美

蓋

以

二

百

四

十

緡

倡

義

者

何

萬

明

而

以

八

百

緡

贊

成

者

諸

生

劉

啓

周

之

父

靜

山

也

嗟

乎

與

人

為

善

君

子

大

之

竊

見

有

好

善

之

士

欲

亟

行

一

善

而

力

不

支

而

又

無

將

伯

之

可

援

致

令

有

願

難

償

功

廢

𡸁

成

者

何

可

勝

道

若

斯

橋

者

倡

建

於

一

二

人

言

出

諸

口

事

既

踵

成

良

非

易

易

易

曰

二

人

同

心

其

利

斷

金

其

是

之

謂

乎

使

州

人

盡

如

是

人

州

事

盡

如

是

事

則

其

所

以

共

濟

而

相

成

者

不

獨

此

橋

已

也

使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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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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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人

盡

如

是

人

天

下

事

盡

如

是

事

則

其

所

以

共

濟

而

相

成

者

豈

可

量

哉

此

則

余

之

所

厚

望

者

夫

　
靈
逺
橋

跨

石

洋

河

下

流

合

船

厰

溝

清

宣

統

嵗

貢

徐

人

驥

募

修

并

上

下

石

路

記

曰

石

洋

河

泉

甘

而

土

沃

溪

深

而

魚

肥

丁

峨

夾

之

通

衢

扼

漢

嘉

之

孔

道

兩

岸

輕

烟

鎻

梅

柳

江

邉

春

色

一

灣

流

水

訪

桃

花

源

裏

人

家

聞

桔

槔

四

靣

之

聲

處

處

皆

資

灌

漑

聚

簑

笠

千

家

之

影

年

年

共

慶

豐

登

此

蜀

山

靈

秀

稱

眉

郡

精

華

者

也

乾

嘉

間

馮

公

建

橋

於

前

饒

公

充

美

於

後

管

李

諸

君

子

又

善

其

終

邇

來

百

有

餘

年

矣

狂

瀾

莫

挽

梁

折

橋

欹

大

雨

時

行

泥

深

路

滑

望

洋

者

欲

改

南

轅

為

北

轍

趁

墟

者

難

從

熟

路

駕

輕

車

客

愁

喚

到

鷓

鴣

書

滯

傳

來

鴻

雁

近

由

坎

市

逺

抵

周

山

褰

裳

過

春

草

亭

邉

衫

汚

泥

土

叱

馭

到

綠

莎

原

上

鐵

陷

輪

蹄

爰

約

同

儕

續

茲

坎

𥧹

集

思

廣

益

甯

辭

慘

淡

經

營

聨

腋

成

裘

不

事

倉

皇

補

綴

俟

成

功

於

不

日

慰

雪

來

柳

往

之

心

幸

行

險

其

無

人

滅

狗

盗

鷄

鳴

之

跡

釣

小

橋

之

明

月

十

里

波

澄

庇

沿

路

之

福

星

萬

商

雲

集

趨

張

良

而

進

履

應

逢

圮

上

老

人

盼

司

馬

以

留

題

定

有

蜀

中

才

子

履

坦

卜

幽

人

貞

吉

利

西

北

兼

利

東

南

臨

岐

看

王

道

蕩

平

無

偏

黨

亦

無

反

側

指

㸃

芙

蓉

一

帶

盡

裝

成

錦

繡

文

章

廻

𤨔

秔

稻

千

畦

都

補

入

丹

青

圖

畫

景

色

無

邉

功

德

無

量

斯

橋

也

斯

路

也

與

諸

公

俱

千

古

也

修
文
場
安
瀾
橋

跨

思

濛

江

光

緒

丙

午

年

鄉

人

郭

玉

照

修

費

四

千

餘

金

募

五

百

金

餘

皆

自

墊

龍
興
場
福
夀
橋

一

名

通

濟

橋

跨

碧

江

漕

溝

民

國

七

年

周

蹇

氏

重

建

張

炳

奎

記

　
龍
象
雙
橋

長

十

三

洞

在

黄

字

保

龍

華

寺

外

跨

金

流

江

思
濛
場
芙
蓉
橋

同

治

三

年

黄

萬

都

劉

崇

德

等

募

修

清

翰

林

檢

討

童

棫

序

古

芙

蓉

溪

今

思

濛

水

也

經

眉

州

青

神

入

大

江

而

州

西

南

四

十

里

之

思

濛

場

實

依

水

濱

為

漢

嘉

孔

道

水

當

市

北

漲

則

阻

行

昔

之

為

橋

者

曰

鎖

龍

曰

卧

龍

皆

以

基

庳

不

能

洩

氷

怒

故

屢

建

而

圮

廢

亦

久

矣

今

其

鄉

之

耆

碩

乃

裒

衆

規

勢

慮

而

成

之

為

廣

二

丈

一

尺

崇

二

丈

四

尺

修

十

二

丈

有

奇

巧

於

匠

征

石

於

山

伐

經

始

丁

巳

十

月

以

己

未

五

月

告

竣

核

制

錢

七

百

餘

萬

麕

募

貲

也

跨

溪

卧

虹

錫

名

從

古

舍

舟

而

歩

民

罔

不

愉

蓋

主

者

實

心

故

功

鞏

於

𨮾

水

性

不

忤

故

策

其

久

安

於

焉

享

川

后

慶

落

成

觀

者

肩

摩

頒

斌

咸

戾

靡

不

駭

贊

鉅

觀

稱

大

功

德

僕

主

講

是

邦

預

覩

斯

盛

得

志

厓

略

用

告

行

人

鎮
南
橋

光

緒

初

黄

建

光

劉

義

和

等

募

修

置

田

四

畝

並

方

劉

氏

捐

田

六

畝

作

嵗

修

費

貢

生

文

筆

超

序

略

云

眉

之

南

四

十

里

有

虎

皮

河

古

渡

者

為

嘉

陽

七

屬

晉

省

通

衢

源

自

老

峨

山

迄

東

支

麓

滙

流

而

來

溪

水

險

惡

向

設

舟

楫

以

濟

往

往

遭

覆

没

有

黄

建

光

等

議

易

舟

為

橋

各

預

捐

銀

二

千

餘

金

為

倡

其

陸

續

捐

助

者

又

數

千

金

鳩

工

伐

石

尅

日

修

建

是

役

也

創

始

於

癸

未

十

月

至

乙

酉

十

一

月

落

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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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廣

一

丈

六

尺

髙

一

丈

八

尺

修

二

十

八

丈

有

奇

其

布

置

精

而

經

營

密

詎

非

千

古

不

磨

之

功

德

哉

夫

乘

輿

濟

人

不

過

免

一

時

厲

揭

溱

洧

間

猶

盛

傳

其

美

况

茲

橋

之

建

熈

來

穰

往

若

坦

途

然

所

濟

又

久

且

大

錫

之

名

曰

鎮

南

蓋

以

永

鎮

虎

渡

而

南

路

於

以

通

云

　
同
德

橋
清

同

治

八

年

黄

正

中

募

修

光

緒

末

黄

登

甲

黄

賜

玉

倡

募

重

修

　
泥
溪
橋

咸

豐

間

李

時

倫

捐

修

　
並
貞
橋

諶

氏

李

氏

重

修

吳
街
子
繼
善
橋

清

乾

隆

間

鄧

崇

道

修

民

國

四

年

其

裔

繼

修

吳
家
場
寶
林
橋

清

乾

隆

間

汪

肇

倫

倡

募

創

修

計

十

一

洞

道

光

間

周

仁

貴

重

修

光

緒

十

二

年

嵗

貢

汪

鼎

臣

倡

募

培

修

宣

統

元

年

王

承

曾

復

倡

修

有

記

　
張
公
橋

清

乾

隆

間

修

建

長

二

十

三

洞

為

成

嘉

驛

路

光

緒

戊

子

洪

水

冲

毁

州

牧

毛

隆

恩

議

倡

修

未

果

治
西
附
城
落
虹
橋

在

城

内

　
通
惠
橋

城

外

康

熈

間

州

牧

金

一

鳳

修

嘉

慶

十

二

年

州

牧

彭

錫

珖

重

修

會
仙
橋

光

緒

八

年

新

修

民

國

三

年

重

修

　
李
璧
橋

俗

稱

離

别

橋

龔

吉

孚

詩

策

馬

西

闗

外

行

行

有

伴

隨

如

何

橋

獨

卧

到

此

路

偏

岐

流

水

鎖

魂

處

秋

風

洒

淚

時

柳

條

攀

不

得

揮

手

各

天

涯

　
鐵
鎖
橋

乾

隆

間

修

舊

名

洪

廟

橋

咸

豐

間

大

水

冲

毁

宣

統

元

年

募

資

重

修

為

石

橋

　
萬
安
橋

明

萬

厯

間

修

去

橋

半

里

許

有

萬

安

先

墓

　
李
相
橋

跨

醴

泉

江

宋

李

文

簡

公

燾

修

清

康

熈

州

牧

金

一

鳳

重

修

記

曰

眉

城

西

八

里

有

醴

泉

江

為

丹

稜

洪

雅

接

壤

要

道

跨

江

有

橋

乃

宋

禮

部

侍

郎

李

文

簡

公

所

建

因

名

李

相

橋

毁

壞

已

久

其

水

脈

壯

盛

每

遇

夏

秋

則

中

流

急

湍

澎

湃

洶

湧

行

者

病

焉

余

於

丁

亥

之

春

謀

欲

重

建

親

臨

揆

度

耆

老

相

告

曰

舊

橋

太

髙

故

每

被

大

水

所

壞

若

稍

低

則

水

從

上

過

無

冲

突

之

患

余

善

其

言

即

捐

俸

命

吏

目

李

呈

祥

並

鄉

耆

楊

朝

仲

鄧

朝

玉

僧

人

行

佑

宗

維

董

其

工

庀

材

程

石

更

新

焉

分

流

去

壅

增

厥

洞

口

壓

者

起

之

缺

者

補

之

是

役

也

無

奪

民

時

未

用

民

財

數

月

以

成

行

旅

所

至

莫

不

利

渉

余

不

敢

自

伐

其

功

庶

先

賢

之

偉

績

俾

永

久

無

墮

焉

嘉

慶

間

橋

圮

邑

人

劉

先

仲

等

倡

募

鉅

貲

重

修

事

竣

以

餘

資

購

城

内

大

南

街

店

房

五

間

為

善

後

基

金

民

國

三

年

劉

元

杰

王

春

𤼵

等

募

助

培

修

　
平
春
橋

在

筒

車

灣

舊

為

跳

磴

民

國

八

年

白

義

盛

同

胡

殿

侯

蔣

雲

峯

劉

彦

章

等

募

修

白
馬
鋪
青
雲
橋

跨

七

龟

漕

溝

宣

統

二

年

王

清

平

等

募

修

　
火
磚
橋

火

燒

寺

外

光

緒

間

劉

正

普

等

募

修



 

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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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二
建
置
志

橋

梁

　
二
十
四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新
橋

跨

賀

家

堰

下

流

長

五

洞

　
福
字
橋
　
三
級
橋

通

丹

稜

路

　
觀
音
橋

筆

架

山

下

順
河
場
大
橋

五洞

　
永
濟
橋

道

光

五

年

修

跨

沙

堰

河

韓
家
場
博
濟
橋

光

緒

二

年

修

計

十

三

洞

吳

小

堂

有

記

　
惠
龍
橋

在

熊

家

壩

熊

文

祥

捐

修

見

舊

志

　
毛

公
橋

毛

玉

麟

捐

石

　
鐵
鎖
橋

嘉

慶

間

雷

永

慎

捐

修

見

舊

志

今

廢

　
黄
連
橋

見

前

續

志

樂

施

門

石
灰
橋

在

兩

河

口

李

萬

統

等

募

修

李
店
子
二
元
橋

光

緒

間

楊

芳

洲

等

募

修

　
三
元
橋
　
新
橋

俱

光

緒

間

修

四
和
場
善
縁
橋

光

緒

間

萬

榮

恩

張

月

廷

等

募

修

　
仁
義
橋

民

國

二

年

劉

星

有

張

月

廷

募

修

古
新
場
徐
盛
橋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徐

煦

昌

捐

修

　
紹
先
橋

同

治

三

年

張

騰

雲

陳

迎

賓

徐

萬

貞

等

捐

募

建

修

名

上

元

橋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萬

貞

女

登

奎

重

修

改

今

名

　
種
福
橋

民

國

五

年

張

月

廷

等

募

修

　
飛
龍
橋
　
白

雲
橋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余

登

第

等

募

修

秦
家
墩
廻
龍
橋

嘉

慶

間

陳

金

貴

等

募

修

　
二
龍
橋

在

唐

壩

　
三
龍
橋

俗

名

麻

二

橋

東
館
通
濟
橋

前

名

鎮

江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修

計

十

一

洞

咸

豐

季

王

天

桂

等

募

修

改

捲

洞

五

跨

二

郎

河

伏
龍
場
上
下
二
馬
橋

咸

豐

丙

辰

年

邵

余

王

三

姓

募

修

　
望
蘇
橋

跨

思

濛

江

計

九

洞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募

修

張

炳

奎

記

橋

何

以

名

望

蘇

也

三

蘇

為

眉

場

望

族

當

北

宋

時

父

子

以

文

章

氣

節

崛

起

一

時

至

今

照

耀

簡

編

然

攷

其

𤼵

籍

之

由

有

老

泉

公

之

父

字

仲

先

者

值

年

荒

施

粥

賑

飢

傾

其

産

不

厭

故

其

子

若

孫

掇

巍

科

膺

顯

仕

良

有

以

也

余

嘗

間

至

廻

𤨔

堰

摉

求

古

蹟

橋

北

三

里

許

有

山

蜿

蜒

而

來

巍

然

峙

立

有

菴

踞

其

脊

相

傳

其

地

為

三

蘇

遺

址

橋

之

西

南

至

三

蘇

場

可

十

五

里

有

撥

股

祠

供

三

先

生

遺

像

此

望

蘇

橋

之

名

所

由

昉

也

溪

之

源

出

丹

邑

龍

鵠

諸

山

滙

數

小

溪

之

水

繞

邑

城

南

而

東

下

經

眉

西

境

入

於

青

衣

南

通

漹

江

北

達

眉

州

為

往

來

要

道

舊

修

石

磴

以

濟

每

值

夏

秋

盛

漲

波

惡

湍

急

過

者

皆

目

眩

心

悸

少

一

失

足

輒

顛

隕

漂

溺

行

者

憚

焉

鄉

人

士

欲

修

建

石

橋

以

功

大

費

鉅

遷

延

不

果

者

數

十

年

乙

巳

秋

祝

君

紹

唐

王

君

合

興

等

倡

議

興

築

邵

裕

光

熊

宗

澤

陳

嘉

猷

等

和

之

議

既

協

乃

相

度

地

勢

鳩

工

庀

材

衆

力

畢

舉

至

丙

午

嵗

五

月

蕆

事

計

費

若

干

金

雖

多

寡

有

殊

致

而

急

公

好

義

之

心

則

如

出

一

轍

也

夫

蘇

氏

賑

災

後

嗣

食

其

報

豈

諸

君

行

善



 

眉

山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橋

梁

　
二
十
五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有

不

穫

福

於

彼

蒼

耶

橋

既

成

諸

光

生

徵

言

於

余

爰

以

三

蘇

之

顯

榮

為

同

事

諸

君

子

勗

俾

知

修

德

穫

報

理

固

無

或

爽

者

其

首

事

與

施

主

名

臚

列

如

后

　
李
子
河
橋

為

眉

丹

孔

道

光

緒

八

年

募

修

　
福
善
橋

光

緒

八

年

丹

稜

葉

九

殿

建

翰

林

伍

肇

岭記觀
音
場
觀
音
橋

跨

三

溝

水

州

人

彭

正

才

捐

修

　
雙
合
橋

光

緒

元

年

張

文

軒

彭

永

夀

募

修

前

一

江

橋

五

洞

跨

三

蘇

場

來

水

後

一

江

橋

三

洞

跨

千

佛

寺

來

水

後

一

江

橋

圮

光

緒

末

董

鳳

鳴

等

倡

募

重

修

四
佛
場
石
橋

宋

李

壁

建

見

舊

志

萬
勝
場
萬
勝
橋
　
三
江
橋
　
萬
古
橋

跨

𥂟

鼇

鎮

水

計

五

洞

光

緒

末

梁

思

灝

募

修

　
老
女

橋
　
二
郎
橋

跨

二

郎

河

光

緒

五

年

林

增

岳

崇

安

劉

玉

超

任

國

海

等

募

修

州

牧

陶

清

彜

記

廣
濟
場
廣
濟
橋

光

緒

元

年

建

有

石

坊

盤
鼇
鎮
福
善
橋

咸

豐

間

王

永

亨

建

清

舉

人

焦

山

鼎

記

眉

州

山

水

惟

西

南

最

奇

州

治

西

行

七

十

里

入

山

漸

深

林

壑

尤

峻

其

山

自

丹

稜

總

岡

蜿

蜓

而

來

峯

巒

起

伏

勢

若

盤

鼇

故

其

地

有

小

市

舊

名

盤

鼇

鎮

鎮

之

西

行

不

數

里

有

水

一

渠

從

萬

山

叢

襍

間

奔

㵼

而

出

合

流

屈

曲

絶

澗

深

溝

為

山

中

往

來

必

經

之

地

當

春

夏

雨

集

溝

澮

皆

盈

林

密

山

深

涸

難

立

待

其

間

臨

流

浩

嘆

心

急

而

足

不

能

前

者

豈

少

也

哉

然

數

百

年

於

茲

曾

無

一

人

議

及

建

之

丁

邜

春

王

公

永

亨

者

不

忍

斯

人

長

此

病

渉

慷

慨

好

義

獨

力

捐

貲

建

石

橋

一

座

寛

一

丈

長

六

丈

髙

一

丈

共

五

洞

正

月

興

功

五

月

落

成

命

名

曰

福

善

橋

計

費

銀

七

百

金

其

一

切

鳩

工

庀

材

概

以

身

任

嗚

呼

噫

嘻

其

功

偉

矣

王

公

身

不

過

中

材

非

有

拔

山

扛

鼎

之

力

也

家

不

過

中

貲

非

有

陶

朱

猗

頓

之

富

也

以

數

百

年

未

建

之

功

一

人

獨

成

之

視

彼

鄰

里

豪

富

之

家

坐

擁

自

豪

奢

華

相

尚

語

以

濟

人

利

物

之

事

曾

舍

簞

食

豆

羹

不

樂

為

或

為

焉

便

欲

假

區

區

施

濟

之

功

以

邀

福

於

天

地

鬼

神

其

相

去

奚

啻

霄

壤

橋

成

請

予

一

言

以

誌

不

朽

予

不

獲

辭

因

即

其

好

善

樂

施

之

懷

表

而

稱

之

以

為

天

下

後

世

勸

五
福
橋

光

緒

甲

申

年

陳

金

聲

等

募

修

焦

山

鼎

記

州

西

鄙

山

名

連

鼇

有

東

坡

手

書

山

之

陽

約

十

里

許

有

古

鎮

名

曰

盤

鼇

鎮

南

樂

樓

後

行

不

數

武

有

水

從

西

南

諸

山

滙

流

而

出

勢

甚

湍

急

舊

橋

圮

民

多

病

渉

鄉

耆

陳

金

聲

集

父

老

籌

曰

鎮

南

雖

非

車

馬

通

衢

而

西

南

數

萬

家

交

易

往

來

亦

緩

急

必

由

之

路

也

吾

儕

生

長

於

斯

縱

不

能

建

奇

勲

樹

偉

績

顧

不

能

為

一

葺

之

杭

利

人

而

兼

利

已

耶

况

上

游

一

橋

王



 

眉

山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橋

梁

　
二
十
六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公

諱

永

亨

者

獨

力

修

建

人

皆

德

之

吾

輩

縱

不

能

有

王

公

之

力

倘

合

四

方

善

人

君

子

集

腋

為

裘

又

何

橋

功

之

不

可

成

耶

僉

曰

善

旋

設

局

勸

捐

樂

善

之

士

聞

風

興

起

曾

不

數

日

已

獲

金

累

千

爰

於

十

月

伐

石

開

功

至

乙

酉

三

月

橋

成

計

五

洞

每

洞

石

樑

五

長

六

丈

二

尺

寛

一

丈

更

名

五

福

橋

屬

予

為

記

囘

憶

福

善

橋

成

予

序

之

已

二

十

年

矣

今

年

已

耄

豈

復

能

文

第

其

事

其

人

又

予

所

深

嘉

而

樂

道

者

姑

即

橋

之

始

未

信

筆

記

之

俾

後

之

生

斯

土

覽

斯

文

者

踵

事

增

華

隨

時

培

補

勿

墜

成

功

是

則

諸

公

之

幸

亦

即

予

之

幸

也

夫

是

為

序

治
北
附
城
大
石
橋

光

緒

初

重

修

富
順
場
眉
夀
橋

在

姜

家

渡

跨

蟇

頥

堰

溝

光

緒

間

監

生

楊

遇

春

等

倡

募

重

修

　
雙
匯
橋
　
景
蘇
橋

乾

隆

間

修

道

光

一

年

培

修

吳

誥

記

眉

治

之

東

山

路

通

資

仁

中

有

溪

焉

其

源

出

土

地

場

經

洗

馬

池

相

傳

池

為

三

蘇

洗

馬

處

左

有

支

流

經

廣

福

寺

稱

老

泉

先

生

精

舍

有

蘇

井

遺

蹟

顧

山

溪

雖

小

自

夏

徂

秋

溪

水

暴

張

波

濤

洶

湧

行

旅

苦

之

乾

隆

乙

巳

丙

午

嵗

有

仁

眉

善

士

倡

義

募

衆

傾

囊

樂

輸

創

建

磚

橋

三

洞

自

是

往

來

者

遂

免

褰

裳

之

嘆

矣

但

年

久

無

名

嘉

慶

四

年

州

尊

涂

公

續

修

志

乗

命

博

采

古

蹟

始

名

曰

景

蘇

以

示

景

仰

先

賢

之

意

今

年

春

劉

氏

於

橋

畔

築

牆

經

事

諸

人

竊

謂

斯

橋

之

名

未

彰

又

恐

没

衆

善

之

美

爰

勒

石

嵌

牆

序

始

末

如

此

真
武
橋

土
地
場
八
合
橋

上

下

二

橋

跨

石

板

河

為

仁

眉

交

通

路

葉

開

九

妻

李

氏

捐

修

記

有

母

以

八

旬

倡

於

前

子

以

八

人

和

於

後

因

名

八

合

橋

等

語

百

餘

年

來

皆

葉

姓

培

修

　
同
善
橋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顔

繼

髙

募

修

計

十

一

洞

州

牧

汪

佐

宸

命

名

繼
善
橋

五

洞

路

通

黄

峯

場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顔

繼

高

等

募

修

　
公
益
橋

舊

名

髙

橋

七

祠

民

國

元

年

修

黄
峯
場
永
年
橋

在

何

家

𡎚

與

仁

夀

交

界

宣

統

元

年

修

鎮
江
場
新
橋

道

光

間

重

修

有

趙

朝

清

𡊮

春

恬

捐

田

地

為

永

逺

培

修

費

太
和
場
樂
善
橋

在

石

頭

堰

渝

城

龔

瑛

記

眉

據

蜀

南

之

勝

峨

眉

之

秀

鍾

焉

嘗

恨

不

得

往

遊

以

恣

幽

討

咸

豐

癸

丑

冬

燦

震

詹

君

繼

瑛

後

來

典

雅

郡

博

詹

君

眉

名

宿

由

叙

永

學

博

陞

授

斯

職

瑛

因

僑

寓

未

去

得

共

往

還

詢

所

未

經

凡

山

原

林

麓

郵

𠅘

津

濟

厯

厯

如

在

目

前

眉

北

石

頭

堰

河

源

泯

江

派

分

新

邑

經

彭

山

繞

州

城

而

南

仍

流

合

大

江

水

靣

雖

狹

於

江

而

澎

湃

奔

騰

每

當

春

夏

之

交

木

橋

竹

筏

多

被

漂

没

行

者

苦

之

非

建

石

橋

長

跨

不

足

以

永

濟

前

代

父

老

憂

而

聚

謀

君

之

尊

人

欲

典

造

而

未

建

蓋

數

十

年

於

茲

矣

君

秉

鐸

雅

郡

之



 

眉

山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橋

梁

路

功

　
二
十
七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三

年

春

鄉

人

士

樂

善

者

謀

修

斯

橋

請

於

君

曰

公

之

先

君

子

有

志

未

逮

公

得

無

意

乎

君

曰

諾

計

工

貲

六

百

餘

金

慨

然

以

三

百

金

倡

先

餘

樂

捐

者

多

寡

不

一

謀

合

力

齊

石

堅

工

良

始

於

甲

寅

秋

以

乙

夘

二

月

告

竣

匏

葉

之

賦

至

今

其

免

矣

詹

君

屬

瑛

記

其

原

委

瑛

不

敢

辭

竊

惟

善

莫

大

於

同

利

莫

美

於

徧

而

必

以

仁

孝

為

本

衆

人

恊

力

以

成

斯

橋

善

可

謂

同

矣

橋

成

而

來

往

成

賴

利

可

謂

徧

矣

而

非

詹

君

仁

愛

鄉

里

孝

成

先

志

又

烏

能

首

倡

之

衆

志

公

君

志

篤

不

可

没

矣

勒

諸

石

以

誌

來

者

江

水

長

流

斯

橋

永

固

善

人

之

惠

仁

人

孝

子

之

澤

歌

詠

於

無

窮

矣多

悦
鎮
登
瀛
橋

跨

尹

家

河

下

流

光

緒

初

王

兆

柷

修

　
李
善
橋

跨

春

碓

岩

澗

流

道

光

二

十

年

李

碧

璋

捐

修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被

水

冲

毁

其

後

裔

培

修

　
鐵
索
橋

舊

名

六

會

橋

建

於

明

初

清

嘉

慶

間

宋

何

毛

數

姓

重

修

　
種
善

橋
在

髙

河

坎

光

緒

間

焦

山

鼎

倡

修

附
記
路
功

牛
路
口

初

名

廻

龍

場

石
路
道
光
庚
子
年
中
福
場
王
紹
芳
捐
修
計
長
二
百

餘
丈
費
金
百
餘
行
人
稱
便
光
緒
九
年
其
子
家
樸
復
捐
錢
一
百
餘
千

補
修

張
家
坎
筒
車
坎
至
李
家
營
石
路
計
長
八
里
許
咸
豐
間
文
生
周
棠
煒

貢
生
劉
啟
童
等
募
修
貢
生
甘
棠
笏
有
記
後
被
水
冲
壞
久
為
行
旅
畏

途
民
國
十
年
劉
子
桃
趙
光
佐
等
倡
募
改
道
用
雅
石
修
築
以
續
前
功

又
於
李
家
營
下
添
修
半
里
許
徐
人
驥
記

城
西
門
外
石
路

原

擬

逕

達

丹

稜

現
已
修
至
五
里
墩
民
國
十
一
年
田
玉
光
陳

兆
榮
倡
募
捐
修

監

修

劉

義

全

王

春

發

松
江
口
至
五
里
山
石
路
計
長
十
餘
里
宣
統
末
思
濛
場
黄
登
甲
同
貢

生
蕭
蕃
募
貲
修
築
墊
款
數
百
金



 

眉

山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津

渡

驛

遞

　
二
十
八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津
渡

大
江
雙
漩
渡
　
瓦
窰
口
渡
　
油
房
坎
渡
　
張
渡
　
新
開
渡
　
雷
家

嘴
渡
　
蘭
竹
林
渡
　
姜
家
渡

通

仁

夀

大

道

光

緒

中

仁

邑

劉

正

恭

捐

田

地

數

十

畝

造

船

二

隻

由

州

牧

尹

夀

衡

創

始

後

州

人

楊

遇

春

復

倡

募

添

船

二

隻

　
王
家
渡

通

仁

夀

龍

駒

場

　
周
家
渡
　
明
家
渡

以

上

均

義

渡

　
李
家
營
渡
　
張
家
坎
渡
　
石
佛
鎮
渡

義渡

　
洪
化
堰
渡

義渡

　
太

平
場
渡
　
女
兒
渡

自
姜
家
渡
分
流
水
卡
渡
　
金
渡
　
游
渡

下

流

經

王

家

場

至

石

佛

鎮

合

大

江

自
王
家
渡
東
西
分
流
東
流
為
馬
家
渡

下

合

明

家

渡

在

周

渡

右

東

對

城

東

門

　
西
流
為

唐
渡

即

桃

子

渡

在

周

渡

左

　
徐
渡

上

接

唐

渡

東

對

明

家

渡

𩸾
江
了
义
口
渡

龔

吉

孚

詩

兩

山

立

㟏

岈

一

水

流

汀

瑩

渡

淺

纔

可

杭

林

深

欲

無

徑

岩

花

開

未

歇

野

鳥

飛

不

定

風

峭

生

嫩

寒

泉

鳴

入

幽

聽

迤

行

雲

自

隨

偶

語

谷

相

應

此

境

良

足

樂

蹔

時

且

乘

興

流

連

意

正

愜

倏

忽

天

將

暝

古

寺

鶴

歸

來

冷

然

落

清

磬

　
洪

武
灘
渡

光

緒

十

三

年

萬

文

章

秦

學

儒

甘

正

田

甘

升

文

貢

生

甘

露

華

募

興

置

田

一

十

八

畝

零

在

五

皇

場

後

龔

吉

孚

詩

一

帶

溪

流

細

平

沙

略

約

横

樹

凋

霜

正

飽

灘

淺

水

逾

清

唼

喋

魚

苗

亂

翩

翻

鷺

影

明

飛

潛

各

天

性

即

物

悟

吾

生

　
石
板
灘
渡
　
沙

灘
子
渡

以

上

均

義

渡

醴
泉
江
黄
中
壩
渡

思
濛
江
臨
江
堰
渡

通

東

館

龍

興

場

路

　
紅
廟
沱
渡

義渡

　
黑
沱
坎
渡

義渡

驛
遞

明
舊
額
眉
州
水
驛
石
佛
驛
武
陽
驛
彭
山
驛
青
神
驛
兵
燹
後
俱
廢
清

自
順
治
十
八
年
康
熙
二
年
六
年
川
撫
三
次
題
請
額
設
眉
州
驛
站
南

至
夾
江
縣
八
十
里
北
至
武
陽
驛
九
十
里
二
處
站
馬
四
匹
馬
夫
二
名



 

眉

山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電

綫

郵

局

　
二
十
九

漢

文

石

印

社

代

印

扛
夫
六
名
歲
支
工
料
銀
八
十
四
兩
九
錢
六
分
雍
正
八
年
裁
減
馬
二

匹
馬
夫
一
名
雍
正
十
年
并
馬
夫
扛
夫
裁
革
設
鋪
司
兵
遞
送
公
文
總

鋪
在
州
治
内
其
東
三
十
里
鴻
化
堰
鋪
四
十
里
西
河
口
鋪
交
青
神
界

南
十
里
三
橋
鋪
二
十
里
松
江
口
鋪
三
十
里
五
里
山
鋪
四
十
里
思
濛

鋪
五
十
里
左
溪
鋪
六
十
里
金
流
鋪
七
十
里
陰
山
鋪
八
十
里
土
門
鋪

交
夾
江
界
西
十
里
李
相
橋
鋪
二
十
里
白
馬
鋪
三
十
里
東
館
鋪
四
十

里
石
橋
鋪
五
十
里
梓
潼
寺
鋪
交
丹
稜
界
北
十
里
梓
潼
鋪
二
十
里
龍

安
鋪
三
十
里
界
牌
鋪
交
彭
山
界
額
設
鋪
司
兵
二
十
八
名

見

舊

志

後
改

由
州
署
專
差
遞
送
公
文
鋪
廢

電
綫

清
光
緒
末
年
設
為
成
都
小
南
路
綫
自
治
北
龍
安
鋪
入
境
徑
城
達
黄

中
壩
至
鴻
化
山
入
青
神
境
通
嘉
定

郵
局

清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成
立
代
辦
所
上
接
彭
山
下
通
青
神
乃
正
路
綫
宣

統
二
年
改
陞
分
局
又
於
民
國
二
年
陞
二
等
局
屬
境
添
設
迴
環
路
綫

王
家
場
張
家
坎
太
平
場
思
濛
場
蓮
花
場
松
江
口
白
馬
鋪
伏
龍
場
太

和
場
交
通
稱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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