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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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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十
六

花
翎
道
銜
江
南
安

廬
州
府
知
府
淸
泉
黃

雲
總
修

食
貨
志

食
貨
所
重
聿
惟
倉
儲
社
倉
義
倉
積
穀
要
需
鹽
法
茶
制
礬

場
與
俱

稅
畢
登
善
堂
附
書

府
治
合
肥
縣

永
豐
倉
在
府
城
隍
廟
西
北
知
府
宋
鑑
造
現
藏
常
平
倉
穀

惠
民
倉
舊
係
府
倉
在
小
東
門
大
街
乾
隆
三
十
年
以
存
儲

穀
石
歸
併
縣
倉
今
倉
屋
尙
存

内
倉
卽
小
惠
民
倉
在
金
斗
驛
西
分
貯
常
平
倉
穀

收
漕
倉
在
縣
治
東

海
甯
倉
在
東
關
外

社
倉
五
本
仁
在
東
鄕
騎
龍
集
宏
濟
在
南
鄕
三
河
鎭
廣
義

在
西
鄕
靑
陽
鎭
惠
濟
在
北
鄕
店
埠
鎭
博
愛
在
北
鄕
梁
縣

鎭知

府

薛

之

佐

義

倉

小

引

余

嘗

考

義

倉

之

設

始

於

隋

開

皇

五

年

度

支

尙

書

長

孫

平

令

民

閒

每

秋

家

出

粟

麥

一

石

以

下

貧

富

爲

差

輸

之

當

社

委

社

司

檢

校

以

僃

凶

年

可

謂

善

矣

而

前

乎

此

者

李

悝

創

爲

平

糴

法

中

飢

發

中

熟

之

所

歛

大

飢

發

大

熟

之

所

斂

貴

時

減

價

而

糶

以

利

民

名

曰

常

平

此

義

倉

之

嚆

矢

也

而

後

乎

此

者

若

唐

貞

觀

之

金

帛

周

世

宗

之

貸

粟

均

不

足

取

惟

宋

朱

晦

庵

建

立

社

倉

卽

祖

常

平

之

一

法

故

明

令

州

縣

各

設

預

僃

倉

又

祖

社

倉

之

遺

法

此

義

倉

之

脫

胎

也

法

何

嘗

不

良

意

何

嘗

不

美

古

今

人

何

嘗

不

相

及

而

奉

行

不

善

一

經

奸

胥

猾

吏

之

手

有

乾

沒

之

有

簽

報

之

獘

有

侵

欺

之

有

挪

移

之

獘

經

此

數

獘

而

義

倉

徒

有

虛

名

矣

閒

遇

凶

歉

小

民

豈

得

沾

實

惠

哉

故

胥

吏

不

去

則

漏

巵

不

塞

奉

行

不

力

則

根

本

不

淸

是

在

奉

行

之

善

耳

國

家

軍

興

以

來

凡

所

設

施

無

非

軫

恤

斯

民

疾

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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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遇

嵗

飢

非

發

帑

賑

濟

卽

設

法

捐

輸

可

謂

至

矣

而

糧

糗

旁

午

不

足

於

軍

儲

旱

潦

薦

臻

不

止

於

一

所

議

發

無

量

沙

之

策

議

賑

無

點

金

之

能

此

政

兩

詘

之

時

也

余

忝

承

乏

兹

土

下

車

之

初

卽

奉

憲

檄

出

賑

單

車

就

道

目

擊

鳩

形

鵠

而

之

眾

半

菽

不

飽

攜

老

挈

幼

號

呼

道

旁

者

不

絶

其

轉

於

溝

壑

者

中

途

而

僵

者

又

不

知

凡

幾

惻

然

心

憫

焉

且

墟

里

蕭

然

樹

皮

皆

盡

欲

望

隴

西

之

竹

花

洛

陽

之

木

酪

亦

不

能

得

義

倉

豈

可

不

復

哉

雖

然

因

時

制

宜

酌

古

準

今

又

自

有

法

則

簽

報

決

不

可

行

也

曰

勸

民

樂

輸

自

一

石

以

至

於

一

斗

唯

其

所

報

富

者

多

輸

聽

從

其

便

亦

弗

與

强

則

新

倉

決

不

可

立

也

曰

鄕

自

爲

倉

每

有

捐

輸

以

本

鄕

所

貯

之

粟

還

賑

本

鄕

之

人

擇

公

所

貯

之

筦

鑰

卽

付

鄕

約

弗

得

經

胥

吏

之

手

由

一

鄕

而

推

之

一

邑

由

一

邑

而

推

之

一

郡

令

飢

饉

有

僃

弗

至

失

所

雖

不

能

仿

古

耕

九

餘

三

之

意

而

捐

之

内

廩

藏

之

外

廩

爲

小

民

留

餘

之

計

不

亦

可

乎

至

於

薦

紳

大

夫

縫

掖

之

慕

義

指

囷

賢

有

司

之

割

俸

積

穀

尤

所

深

望

此

又

周

禮

十

二

荒

政

之

拾

遺

也

余

媿

奉

職

無

狀

不

能

爲

救

荒

恤

災

之

奇

謀

但

有

實

心

實

政

之

微

當

仍

恐

爾

民

可

與

樂

成

難

與

慮

始

故

披

臆

相

吿

卽

以

余

郡

太

守

爲

勸

輸

之

倡

可

也

廬
江
縣

預
僃
倉
康
熙
志
在
馬
神
廟
前
寇
燬
後
存
屋
六
閒
知
縣
耿

廷
籙
孫
宏
喆
重
修
添
造

常
平
倉
在
鼓
樓
兩
旁
雍
正
年
知
縣
鄔
廷
豳
又
於
儀
門
東

西
增
建
新

修

廬

江

志

注

兵

燹

以

後

各

倉

皆

廢

兹

仍

依

舊

志

存

之

以

徵

基

址

舒
城
縣

宜
惠
倉
在
縣
治
西
康
熙
中
知
縣
沈
以
栻
捐
資
創
建
有
記

久
廢

沈

以

栻

建

倉

記

國

家

用

宋

儒

良

法

令

天

下

州

縣

設

常

平

倉

以

時

啟

閉

以

僃

荒

歉

法

至

善

也

舒

邑

沃

野

四

接

泉

源

分

注

栻

涖

職

後

於

勸

耕

祈

穀

之

務

尤

加

意

兢

兢

比

年

以

來

境

無

旱

潦

野

無

疾

風

霪

雨

使

吾

民

得

享

豐

年

之

樂

豈

非

聖

天

子

雲

油

之

覆

各

上

憲

膏

雨

之

施

哉

顧

邑

舊

有

存

倉

穀

石

向

皆

分

寄

寺

院

借

貯

於

民

莊

致

腐

敗

侵

蝕

猝

不

可

稽

始

則

有

穀

而

無

倉

終

至

無

倉

而

無

穀

流

獘

相

沿

畏

難

莫

剏

得

無

似

孫

樵

驛

舍

之

譏

耶

栻

軫

念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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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載

營

視

堂

西

地

捐

資

建

倉

五

閒

至

辛

巳

秋

月

而

工

竣

其

基

則

平

敞

而

堅

實

其

制

則

宏

大

而

高

深

其

土

木

竹

石

之

用

則

價

無

短

少

而

取

材

甚

良

其

梓

匠

塗

墍

之

夫

則

計

工

授

値

而

絲

毫

不

擾

是

庶

可

以

垂

之

久

遠

矣

乎

夫

亭

池

臺

榭

之

設

非

不

觀

美

一

時

然

去

而

思

者

鮮

矣

若

夫

仍

先

儒

之

良

法

立

裕

國

之

宏

規

使

倉

有

餘

粟

而

邑

無

歉

嵗

則

栻

之

意

也

是

爲

記

預
僃
倉
四
在
四
鄕

豐
僃
倉
道
光
年
閒
知
縣
鈕
福
疇
購
置
咸
豐
三
年
粵
逆
踞

城
燬
存
倉
屋
八
閒
同
治
年
閒
知
縣
胡
廷
徽
奉
府
札
辦
社

穀
時
諭
變
價

錢
存
署
買
稻
二
千
五
百
石
正
卸
篆
始
交

董
理
知
縣
文
龍
接
篆
督
董
添
建
倉
屋
五
閒
並
將
前
路
三

閒
改
建
五
閒
光
緖
年
閒
知
縣
周
巖
諭
董
在
梅
鎭
新
建
社

倉
一
所
尙
未
儲
穀
其
原
倉
被
賊
燬
盡

無
爲
州

州
前
倉
在
大
門
西
今
圮

駿
惠
倉
在
城
隍
廟
前
今
圮

豐
裕
倉
在
州
署
東
今
圮

預
僃
倉
在
州
署
西
今
圮

明

吳

廷

翰

重

建

預

僃

倉

記

聖

天

子

在

位

敬

天

勤

民

施

仁

宏

愛

崇

本

重

農

捐

逋

釋

賦

以

惠

四

方

以

洽

於

閭

畝

畝

以

生

養

窮

孤

飢

餓

阽

危

之

人

時

臺

臣

有

議

儲

蓄

者

曰

惟

兹

之

令

實

肇

我

聖

祖

旣

傳

於

我

邦

家

列

之

典

章

闡

之

官

府

申

之

律

令

爰

及

所

司

式

行

弗

周

敷

仁

罔

克

究

乃

爲

之

計

曰

令

以

始

其

各

務

嵗

積

府

嵗

若

干

州

若

干

縣

若

干

大

者

若

干

次

者

小

者

若

干

皆

有

差

旣

嚴

其

限

程

其

能

覈

其

效

自

二

千

石

以

下

咸

庸

是

常

黜

陟

所

以

飭

祖

令

而

廣

聖

德

也

聖

天

子

毅

然

行

之

於

是

大

司

徒

著

之

格

下

之

監

司

監

司

增

損

其

時

宜

下

之

府

府

爲

之

戒

下

之

州

縣

其

無

敢

弗

嚴

王

大

夫

來

守

是

郡

適

令

之

始

乃

歎

曰

維

兹

令

予

其

孜

孜

有

弗

若

者

實

格

我

皇

仁

而

溝

壑

赤

子

也

乃

遍

籍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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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倉

而

加

度

焉

曰

旣

圮

弗

完

湫

隘

罔

稱

穀

之

弗

積

是

無

民

也

倉

之

弗

稱

是

無

穀

也

二

者

有

異

矣

其

不

若

令

一

也

乃

若

穀

有

嵗

月

之

功

焉

朝

夕

之

圖

焉

其

爲

倉

斯

於

是

規

地

於

城

西

隅

得

景

福

禪

寺

之

西

高

亢

廣

衍

咸

以

爲

宜

則

曰

其

庶

乎

穀

之

攸

聚

乎

倉

之

攸

奠

乎

則

芟

拓

之

得

地

周

遭

八

十

有

六

丈

許

築

斵

之

得

厫

三

十

有

六

坐

中

爲

㕔

事

者

一

外

爲

門

坊

者

三

周

以

垣

者

四

維

固

則

又

曰

其

庶

乎

倉

之

攸

奠

乎

民

之

攸

賴

乎

凡

倉

惟

贖

罰

稅

貨

委

輸

市

糴

其

惟

官

皆

入

焉

未

踰

年

得

穀

若

干

石

官

司

不

以

勞

民

靡

有

病

則

又

曰

其

庶

乎

民

之

攸

賴

乎

穀

之

攸

濟

乎

是

役

也

取

則

自

公

而

費

不

靡

委

責

者

舒

而

工

力

罔

不

殫

有

說

而

勸

之

道

焉

經

始

於

嘉

靖

壬

辰

二

月

二

日

落

成

於

是

年

十

月

九

日

監

司

嘉

其

績

於

是

僚

屬

士

民

胥

以

慶

則

皆

曰

其

庶

乎

民

之

攸

賴

乎

政

之

攸

成

乎

無

以

大

夫

勞

乎

謂

當

有

以

諗

之

余

惟

今

之

令

以

儲

積

而

計

黜

陟

人

豈

無

自

固

之

心

乎

豈

無

自

榮

達

其

身

與

固

名

之

心

乎

豈

無

善

避

誅

罰

之

心

乎

是

心

生

而

取

盈

之

計

專

崇

殖

之

謀

興

矣

然

則

民

何

辜

也

豈

令

之

端

使

然

哉

王

大

夫

其

釋

然

矣

余

見

大

夫

之

持

法

平

而

用

心

恕

也

是

善

於

將

令

而

誠

於

愛

民

者

也

仁

主

之

勇

行

之

信

成

之

義

率

之

四

善

僃

而

大

夫

舉

無

責

焉

耳

非

作

之

難

繼

之

者

之

難

也

非

斂

之

難

散

之

者

之

難

也

夫

作

於

前

而

繼

之

者

不

怠

於

後

民

誠

繼

於

斂

而

旣

惠

於

散

則

大

夫

之

心

與

吾

民

之

行

甯

不

俱

釋

然

乎

於

是

僚

屬

土

民

咸

曰

儲

蓄

所

以

謀

民

而

近

於

謀

身

以

身

謀

而

遺

民

者

非

也

以

其

謀

民

嫌

於

謀

身

者

亦

非

也

知

此

可

以

述

矣

乃

本

其

事

而

記

之

黃

河
倉
在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軍
糧
於
此
交
兌
今
圮

明

劉

汝

佳

黃

落

河

水

次

便

民

倉

記

郡

舊

輸

漕

粟

三

千

八

百

石

有

奇

嵗

兌

廬

州

衞

旗

軍

北

運

是

稱

兌

米

又

例

得

解

鳳

陽

倉

糧

五

千

一

百

二

十

石

之

粟

者

役

綦

重

郡

大

夫

先

期

檄

殷

戸

於

城

内

官

厫

曰

利

民

曰

駿

惠

者

歛

之

畢

漕

粟

則

僦

小

舟

運

至

黃

落

河

水

次

交

兌

而

鳳

糧

必

繇

長

江

達

儀

眞

插

厯

洪

澤

湖

抵

濠

梁

水

行

千

餘

里

再

登

陸

僦

車

運

又

十

里

露

積

倉

口

暑

雨

淋

漓

浥

爛

尤

甚

主

囷

吏

猶

苛

責

運

戸

以

曝

颺

然

後

納

民

患

苦

之

雖

傾

折

其

家

未

易

辦

此

惟

是

閬

卭

何

侯

用

鳳

陽

倅

來

守

是

邦

習

知

鳳

臨

二

邑

有

倉

糧

復

南

運

數

略

浮

吾

濡

而

各

就

近

更

輸

便

宜

倍

慨

然

力

請

於

上

得

改

兌

有

百

世

功

而

自

是

郡

之

鳳

糧

雖

增

耗

三

百

餘

民

且

爭

運

於

黃

落

水

次

矣

水

次

故

有

倉

第

其

址

窪

下

比

年

水

漲

冲

塌

屋

棟

蕩

然

而

城

内

利

民

駿

惠

二

厫

亦

坐

嵗

久

圮

往

往

賃

民

倉

貯

之

粟

百

石

捐

賃

錢

四

百

緡

計

兩

地

僦

直

費

不

下

百

餘

金

夫

甯

獨

人

鼠

交

耗

風

火

足

虞

旣

貯

非

其

地

官

軍

指

潮

潤

苛

求

之

而

艱

於

運

更

苦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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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索

由

斯

以

談

兌

何

可

一

日

無

倉

也

其

役

莫

此

爲

亟

已

先

是

合

州

李

侯

欲

再

置

倉

水

次

旋

被

内

召

議

遂

寢

未

幾

我

任

侯

代

下

甫

車

會

臺

使

者

高

公

按

部

濡

公

首

用

是

條

上

便

宜

得

報

可

遂

尅

日

鳩

工

就

水

次

故

址

鼎

而

搆

之

首

事

於

甲

辰

秋

孟

告

成

於

乙

已

秋

仲

併

城

内

利

民

駿

惠

倉

次

第

修

葺

一

新

焉

嘗

聞

之

周

禮

荒

政

有

二

散

財

薄

征

固

矣

其

四

曰

弛

力

弛

力

者

言

乎

甦

民

困

而

曲

爲

之

所

也

古

人

常

平

義

社

匪

不

加

意

惠

民

然

猶

徵

貴

賤

以

度

支

徒

僃

嵗

凶

云

耳

孰

與

拯

輸

輓

疏

侘

傺

卽

一

嵗

内

省

浮

費

百

層

而

累

之

甯

有

旣

乎

儻

所

稱

河

陰

栢

崖

集

津

三

門

率

緣

水

置

倉

轉

相

受

給

第

求

便

運

而

公

之

意

豈

在

裴

耀

卿

下

也

脫

令

公

傳

舍

民

事

而

惟

是

仍

民

有

公

私

交

困

而

已

卽

閬

卭

公

有

改

兌

之

功

孰

究

其

實

合

州

公

有

維

新

之

議

孰

覩

其

成

而

公

於

是

爲

弗

可

諼

也

閬

卭

公

名

邦

漸

合

州

公

名

作

舟

公

名

悊

蜀

之

南

充

人

利
民
倉
在
小
東
門
内
街
北
今
圮

東
西
南
倉
及
開
城
倉
在
州
西
四
十
里
改
爲
公
館
今
圮

巢
縣

際
留
倉
預
僃
倉
俱
在
縣
署
北

義
倉
二
所
一
在
縣
柘
皋
鎭
一
在
縣
夏
閣
鎭
均
因
兵
燹
拆

毀
無
存

常
平
倉
二
所
一
在
縣
署
後
一
在
縣
城
隍
廟
右
均
因
兵
燹

拆
毀
無
存

漕
倉
五
閒
在
屯
漕
官
㕔
左
因
兵
燹
拆
毀
無
存

屯
倉
五
閒
在
兌
漕
官
㕔
右
因
兵
燹
拆
毀
後
經
屯
丁
人
等

畧
加
修
理
仍
未
成
倉

東
鄕
社
倉
在
縣
北
關

南
鄕
社
倉
在
縣
散
兵
鎭

西
鄕
社
倉
在
縣
炯
煬
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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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北
鄕
社
倉
在
縣
柘
皋
鎭
以
上
四
鄕
社
倉
均
因
兵
燹
拆
毀

無
存合

肥
縣
社
米

乾
隆
二
年
原
派
社
本
米
五
百
石
又
穀
二
千
三
百
四
十
三

石
八
斗
分
積
五
社
内

東

鄕

長

樂

社

米

一

百

石

穀

四

百

六

十

八

石

七

斗

六

升

南

鄕

派

河

社

米

一

百

石

穀

四

百

六

十

八

石

七

斗

六

升

南

鄕

靑

陽

社

米

一

百

石

穀

四

百

六

十

八

石

七

斗

六

升

北

鄕

店

埠

社

米

一

百

石

穀

四

百

六

十

八

石

七

斗

六

升

梁

鄕

社

米

一

百

石

穀

四

百

六

十

八

石

七

斗

六

升

今
存
本
息
社
穀
共
五
千
五
百
四
十
六
石
四
斗
五
升
三
合

内

東

鄕

長

樂

社

穀

一

千

零

七

十

四

石

三

斗

七

合

一

勺

南

鄕

派

河

社

穀

四

百

二

十

石

五

斗

八

合

六

勺

西

鄕

靑

陽

社

穀

六

百

八

十

六

石

八

斗

四

升

九

合

八

勺

北

鄕

店

埠

社

穀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四

石

八

斗

二

升

五

勺

梁

鄕

社

穀

一

千

六

百

九

石

九

斗

六

升

七

合

廬
江
縣
社
米

乾
隆
二
年
原
派
社
本
米
六
百
石
又
士
民
捐
輸
穀
一
千
二

百
六
十
三
石
二
斗
六
升
二
合
分
積
六
社
内

東

鄕

盛

家

橋

社

米

一

百

五

十

石

穀

一

百

九

石

八

斗

南

鄕

金

牛

社

米

一

百

五

十

石

穀

一

百

六

十

石

西

鄕

三

十

舖

社

米

二

百

石

穀

二

百

七

石

六

斗

二

升

六

合

北

鄕

石

觜

頭

社

米

一

百

石

穀

二

百

七

十

三

石

三

升

六

合

羅

家

舖

社

穀

二

百

六

十

二

石

八

斗

缺

口

社

穀

二

百

五

十

石

今
存
本
息
社
穀
共
四
千
三
百
五
十
二
石
二
斗
四
升
八
合

一
勺
内

東

鄕

盛

家

橋

穀

六

百

三

十

四

石

四

斗

七

升

九

合

九

勺

南

鄕

金

斗

穀

七

百

二

十

七

石

四

斗

五

升

一

勺

西

鄕

三

十

舖

穀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六

石

八

斗

七

升

四

合

三

勺

北

鄕

石

觜

頭

穀

四

百

四

十

石

六

斗

五

升

五

合

七

勺

羅

家

舖

穀

三

百

八

石

六

斗

五

升

八

合

二

勺

缺

口

穀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四

石

一

斗

二

升

九

合

九

勺

舒
城
縣
社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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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乾
隆
二
年
原
派
社
本
米
一
千
二
百
石
折
穀
二
千
四
百
石

分
積
四
柱
内

東

鄕

千

人

橋

社

穀

六

百

石

南

鄕

沙

河

觀

社

穀

六

百

石

西

鄕

中

梅

河

社

穀

六

百

石

北

鄕

陶

成

鎭

社

穀

六

百

石

今
存
本
息
社
穀
五
千
四
百
八
十
八
石
三
斗
九
升
七
合
二

勺
内

東

鄕

千

人

橋

穀

三

百

一

十

四

石

九

斗

四

升

八

合

三

勺

南

奬

穀

四

百

一

十

九

石

五

斗

八

升

四

合

五

勺

南

鄕

烏

沙

鎭

穀

八

百

一

十

一

石

六

斗

七

升

九

合

九

勺

四

抄

曹

家

河

穀

七

百

八

十

石

七

斗

一

合

六

抄

西

鄕

三

元

觀

穀

八

百

八

石

六

斗

六

升

二

合

三

勺

二

抄

三

石

寺

穀

八

百

二

十

三

石

七

斗

七

升

五

合

六

勺

四

抄

北

鄕

三

溝

驛

穀

八

百

二

十

七

石

二

升

五

合

八

勺

六

抄

在

鄕

平

頂

山

穀

七

百

二

石

一

升

九

合

五

勺

八

抄

無
爲
州
社
米

乾
隆
二
年
原
派
社
本
米
一
千
六
百
石
分
積
十
社
内

東

鄕

運

漕

社

米

一

百

二

十

石

長

垻

社

米

一

百

二

十

石

奧

龍

社

米

一

百

六

十

石

南

鄕

士

橋

社

米

二

百

石

西

河

社

米

二

百

石

西

鄕

泥

㲼

社

米

一

百

石

姚

溝

社

米

一

百

石

襄

安

社

米

二

百

石

北

鄕

黃

社

米

二

百

石

開

城

社

米

二

百

石

今
存
本
息
社
米
共
四
千
三
十
六
石
一
斗
一
升
一
合
内

東

鄕

運

漕

米

三

百

一

石

五

斗

二

升

七

合

長

垻

米

二

百

七

十

六

石

七

斗

六

升

八

合

奥

龍

米

二

百

九

十

七

石

九

斗

二

升

九

合

南

鄕

土

橋

米

五

百

八

十

四

石

一

斗

一

升

一

合

西

河

米

四

百

十

五

石

三

斗

五

升

八

合

西

鄕

泥

㲼

米

二

百

四

十

六

石

一

斗

姚

溝

米

三

百

一

石

一

斗

九

合

襄

安

米

五

百

三

十

八

石

六

斗

八

升

二

合

北

鄕

黃

雒

米

四

百

四

十

七

石

四

斗

三

升

四

合

開

城

米

六

百

二

十

七

石

九

斗

三

合

巢
縣
社
米

乾
隆
二
年
原
派
社
本
米
一
千
六
百
石
分
積
四
社
内

東

鄕

社

米

四

百

石

南

鄕

社

米

四

百

石

西

鄕

社

米

四

百

石

北

鄕

社

米

四

百

石

今
存
本
息
社
穀
共
六
千
九
百
七
十
五
石
三
斗
八
升
内

東

鄕

穀

一

千

五

石

四

斗

六

升

九

合

南

鄕

穀

一

千

五

百

七

十

石

七

斗

九

升

三

合

西

鄕

穀

一

千

六

百

一

十

七

石

五

斗

二

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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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合

北

鄕

穀

二

千

七

百

八

十

一

石

五

斗

九

升

六

合

以
上
均
依
采
訪
册

按
晉
書
陳
敏
爲
尙
書
倉
部
令
史
時
義
兵
久
屯
不
散
京

師
倉
廩
空
虛
敏
建
議
曰
南
方
米
穀
積
數
十
年
時
將
欲

腐
敗
而
不
漕
運
以
濟
中
州
非
所
以
救
患
周
急
也
朝
廷

從
之
以
敏
爲
合
肥
度
支
漕
運
南
方
米
穀
據
此
則
廬
郡

之
積
穀
有
自
來
矣

廬
州
府
屬
常
平
倉
額
儲
捐
積
米
七
萬
四
千
石
合

肥

縣

一

萬

四

千

石

又

歸

併

府

倉

一

萬

石

廬

江

縣

一

萬

一

千

石

舒

城

縣

一

萬

一

千

石

無

爲

州

一

萬

四

千

石

巢

縣

一

萬

四

千

石儲
僃
倉
儲
穀
三
萬
五
千
石
合

肥

縣

六

千

石

廬

江

縣

四

千

石

舒

城

縣

五

千

石

無

爲

州

六

千

石

巢

縣

一

萬

四

千

石

社
倉
儲
穀
二
萬
八
千
九
百
石
合

肥

縣

六

千

三

百

石

廬

江

縣

五

千

石

舒

城

縣

五

千

石

無

爲

州

六

千

三

百

石

巢

縣

六

千

三

百

石

通
志
案
司
册
兵
燹
後
各
屬
倉
穀
無
存
今
案
廬
郡
積
穀

業
有
成
效
爰
取
通
志
所
載
舊
制
並
列
於
後
以
資
考
證

義
田
廬
江
新
志

一
東
鄕
宛
家
圩
田
三
十
五
石
山
田
十
六
石
五
斗
義
山
一

片
莊
房
三
所
知
縣
陳
慶
門
率
紳
士
捐
置

一
北
鄕
長
岡
唐
興
堰
田
十
三
石
計
五
十
二
畝
八
分
郎
家

大
塘
使
水
水
稍
田
十
三
邱
莊
房
一
所
邑
紳
黃
滋
忠
滋
恕

捐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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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九

一
北
鄕
金
斗
山
南
田
十
五
石
計
七
十
五
畝
莊
房
一
所
莊

後
基
地
一
塊
山
場
一
片
分
水
爲
界
邑
紳
曹
起
鳳
捐
置

一
北
鄕
齊
頭
觜
田
七
十
二
畝
咸
豐
初
知
縣
徐
竑
以
盜
業

立
案
歸
公

義
莊

合
肥
李
氏
義
莊
同
治
年
閒
湖
廣
總
督
李
瀚
章
大
學
士
肅

毅
伯
直
隸
總
督
李
鴻
章
候
選
道
李
蘊
章
兄
弟
共
捐
田
租

一
千
三
百
石
爲
族
人
義
莊
采

訪

册

合
肥
劉
氏
義
莊
同
治
閒
湖
北
候
補
道
劉
東
堂
議
建
采

訪

册

合
肥
周
氏
義
莊
光
緖
閒
湖
南
提
督
周
盛
傳
捐
置
并
設
義

塾
其
田
畝
房
產
之
數
立
有
奏
案
采

訪

册

廬
江
章
氏
義
莊
道
光
年
閒
湖
北
鹽
法
武
昌
道
章
廷
樑
及

弟
刑
部
郎
中
廷
榜
倣
范
氏
舊
規
置
義
田
三
千
三
百
畝
建

義
莊
數
十
楹
其
規
畫
并
義
門
義
倉
義
學
兼
之
由
縣
府
道

司
轉
詳
安
徽
巡
撫
陶
澍
入
奏

敕
部
察
例
予
旌
廬

江

章

氏

義

莊

記

廬
江
吳
氏
義
莊
光
緖
年
閒
廣
東
水
師
提
督
吳
長
慶
捐
置

義
莊
并
設
義
熟
其
山
畝
之
數
未
詳
據

縣

志

本

傳

義
賑

明

王

寖

大

賑

濟

條

議

救

荒

之

法

有

賑

粥

散

米

二

事

然

利

害

各

居

其

半

訪

之

故

老

所

聞

叅

之

寒

家

先

祖

父

所

行

故

事

爲

諸

君

詳

陳

之

設

粥

之

利

爲

惠

溥

而

所

及

遠

苟

非

甚

飢

卽

顧

惜

體

面

是

無

濫

冒

之

獘

矣

而

其

爲

害

則

甚

多

以

賑

粥

無

限

界

無

彼

此

任

東

西

南

北

聚

千

百

人

而

旦

旦

哺

之

或

生

不

測

是

害

此

地

方

也

饑

者

曠

一

日

之

工

伺

數

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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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之

粥

使

生

業

俱

廢

是

害

在

饑

戸

也

以

一

粥

場

計

鍋

須

二

金

内

外

以

煎

石

米

計

柴

草

約

用

二

錢

燒

鍋

挑

水

須

用

五

人

工

食

須

一

錢

五

分

監

粥

場

者

二

三

人

又

費

一

錢

是

一

日

一

場

之

雜

費

須

四

錢

餘

也

一

月

則

十

二

兩

零

三

月

則

三

十

六

兩

零

通

計

將

四

十

金

矣

若

置

四

粥

場

則

一

百

六

十

金

矣

施

米

幾

何

當

此

等

雜

費

乎

況

侵

漁

升

合

□

百

出

乎

是

害

在

費

用

也

米

之

害

止

於

冒

名

多

報

而

已

而

其

利

則

甚

多

賑

有

限

界

界

以

外

不

得

而

與

況

遠

方

乎

散

米

則

一

場

定

以

一

日

或

施

者

一

家

各

認

數

人

於

私

宅

給

散

是

人

不

聚

矣

則

地

方

之

利

也

或

計

日

散

之

或

一

月

一

散

彼

老

弱

歸

家

安

坐

而

食

壯

者

得

以

另

爲

生

計

是

饑

戸

得

實

濟

也

散

米

則

雜

費

俱

無

獘

端

俱

無

計

其

所

獲

又

可

散

數

百

人

是

化

無

用

爲

有

用

也

爲

今

之

計

莫

若

兩

利

而

俱

存

之

始

用

賑

粥

之

名

繼

用

散

米

之

實

計

捐

之

多

寡

爲

賑

之

遠

近

設

立

粥

簿

數

本

擇

鄕

里

之

公

直

者

一

二

人

主

其

事

逐

戸

報

名

其

稍

可

自

給

者

必

不

屑

有

食

粥

之

名

其

與

是

者

必

是

饑

戸

然

後

按

簿

而

給

以

粥

數

日

後

乃

散

米

又

何

有

妄

報

之

慮

乎

就

使

妄

報

一

千

之

内

不

過

百

數

此

百

數

者

必

皆

中

貧

之

人

與

其

雜

費

百

六

十

金

於

無

益

之

地

曷

若

給

之

冒

領

之

人

粒

粒

皆

有

益

乎

是

散

米

之

有

全

利

而

無

一

害

也

若

其

不

費

監

賑

者

之

調

度

捐

賑

者

之

可

以

稻

代

米

也

是

又

其

利

之

餘

者

利

害

相

去

不

啻

天

淵

另

具

規

例

如

左鹽
法

宋
史
食
貨
志
鹽
其
在
淮
南
曰
楚
州
鹽
城
監
通
州
豐
利
監

泰
州
海
陵
監
如
皋
倉
小
海
場
各
給
本
州
及
淮
南
之
廬
和

舒
蘄
黃
州
無
爲
軍
江
南
兩
浙
荆
湖
等
處

又
楊
允

傳
云
淮
南
十
八
州
軍
其
九
禁
鹽
地
則
上
下
其

直
民
利
商
鹽
之
賤
故
販
者
益
眾
至
有
持
兵
器
往
來
爲
盗

者
允
恭
以
爲
行
法
宜
一
卽
奏
請
悉
禁
而
官
遣
吏
主
之
是

嵗
收
利
巨
萬

明
史
食
貨
志
洪
武
時
兩
淮
設
都
轉
鹽
運
使
嵗
辦
大
引
鹽

三
十
五
萬
二
千
餘
引
宏
治
時
改
辦
小
引
鹽
倍
之
萬
厯
時



ZhongYi

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一

同
鹽
行
直
隸
之
應
天
甯
國
太
平
揚
州
鳳
陽
廬
州
安
慶
池

州
淮
安
九
府
滁
和
二
州

國
朝
廬
州
府
合
廬
舒
無
巢
行
淮
北
綱
鹽
通志

合
肥
縣
嵗
行
二
萬
三
千
六
百
五
十
引

廬
江
縣
嵗
行
八
千
六
百
九
十
引

舒
城
縣
嵗
行
一
萬
二
百
一
十
六
引

無
爲
州
嵗
行
八
千
四
百
五
十
四
引

巢
縣
嵗
行
六
千
一
百
六
十
引

淮
鹽
江
運
章
程

廬
州
府
江
運
五
岸

舒
城

廬
江

無
爲

巢
縣

合
肥

以
上
及
桐
城
滁
州
來
安
爲
皖
省
江
運
八
岸

舊
制
以
舒
城
而
下
八
州
縣
每
年
額
引
七
萬
六
千
九
百
八

十
二
引
自
同
治
元
年
改
章
後
此
額
引
撥
歸
湖
運
行
銷
其

江
運
八
岸
滁
來
兩
屬
暫
停
其
餘
六
屬
今
借
淮
南
票
每
年

定
行
一
百
五
十
票
每
票
照
淮
南
章
程
九
百
六
十
包
爲
一

票
每
包
由
六
濠
口
掣
上
江
船
歸
庫
砝
十
三
兩
三
錢
秤
八

十
八
斤
其
鹽
由
運
司
頒
發
執
照
經
分
司
飭
場
員
攤
買
場

商
餘
鹽
不
在
湖
運
二
十
九
萬
有
奇
之
内
此
鹽
經
場
員
捆

運
到
垻
運
司
派
委
員
押
運
瓜
州
再
行
轉
售
淮
南
運
商
目

下
江
運
六
岸
銷
市
極
暢
除
桐
城
外
其
餘
五
岸
亦
可

衍

售
價
係
仿
照
淮
南
皖
岸
章
程
歸
曹
砝
十
六
兩
五
錢
秤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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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二

担
合
銀
二
兩
八
錢
瓜
棧
售
與
淮
南
運
商
之
價
每
包
約
一

千
五
百
文
之
譜
同

治

初

年

北

鹺

章

程

謹
按
周
文
忠
天
爵
官
廬
鳳
道
時
嘗
上
書
江
督
陶
文
毅

公
云
合
肥
定
遠
私
梟
之
總
路
無
有
過
於
明
光
集
者
再

南
至
王
囘
子
岡
楊
家
集
又
一
聚
會
之
區
又
云
湖
運
要

害
之
地
無
過
明
光
而
江
運
要
害
之
地
無
過
撮
城
鎭
撮

城
去
店
埠
十
數
里
爲
諸
私
之
總
匯
分
行
合
肥
之
三
河

排
河
城
北
關
三
十
里
頭
白
龍
場
等
處
此
地
一
控
扼
則

諸
梟
皆
絶
矣
周

文

忠

公

尺

牘

又
按
廬
州
例
食
北
引
淮
鹽
引
數
加
觔
隨
時
增
減
無
定

是
以
雍
正
四
年
有
地
方
不
能
行
銷
仍
許
請
減
之
條
其

向
來
鹽
船
自
厰
出
場
從
運
鹽
河
由
佃
湖
過
壩
出
五
港

口
經
安
東
分
司
盤
查
由
黃
河
抵
淮
安
分
司
放
關
入
草

灣
小
河
車
駁
至
掣
鹽
所
堆
儲
候
掣
仍
駁
出
草
灣
入
洪

澤
湖
經
盱
泗
抵
正
陽
關
由
壽
州
河
至
石
頭
舖
車
運
經

瓦
埠
至
府
北
門
上
船
過
巢
湖
進
小
河
由
無
爲
州
過
黃

陂
湖
至
廬
江
乾
嘉
閒
改
由
江
運
每
年
引
目
係
本
府
水

商
總
計
五
州
縣
通
融
報
銷
今
時
所
食
淮
鹽
仍
由
江
運

設
局
運
漕
分
銷
故
附
著
崖
略
於
右

釐
局

謹
按
捐
釐
助
餉
事
出
權
宜
非
常
法
例
不
入
志
兹
但
略

記
設
局
之
處
以
符
圖
繪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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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三

廬
州
城
内
釐
捐
總
局

合
肥
縣
皆

分

卡

梁
園
鎭

撮
城
鎭

馬
家
渡

三

河

長
利
河

上
派
河

中
派
河

董
家
岡

雷
麻
鎭

三
夾
寺

高
雷
集

梅
心
驛

靑
龍
場

盧
家
店

圓
疃
鎭

廬
江
縣

羅
昌
河

小
關
口

白
石
山

舒
城
縣

城
内
總
卡

小

亭

君

鋪

九
涇
鎭

陶
城
鎭

無
爲
州

東
門
外
總
卡

泥
汊
河

黃
洛
河

灰

河

襄

安

土

橋

鳳
凰
頸

劉
家
渡

巢
縣

東
門
外
總
卡

柘
皋
鎭

南
門
外
河
邊

茶
制

宋
史
食
貨
志
宋
榷
茶
之
制
擇
要
會
之
地
爲
榷
貨
務
六
其

一
曰
無
爲
軍
茶
貨
任
淮
南
則
蘄
黃
廬
舒
光
壽
六
州

自

爲
場
置
吏
總
謂
之
山
場
者
十
三
六
州
采
茶
之
民
皆
隸
焉

謂
之
園
戸
嵗
課
作
輸
租
餘
則
官
悉
市
之
其
售
於
官
者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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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四

先
售
錢
而
後
入
茶
謂
之
本
錢
又
民
嵗
輸
稅
願
折
茶
者
謂

之
折
稅
茶
總
爲
嵗
課
八
百
六
十
五
萬
餘
斤
其
出
鬻
皆
就

本
場

沈
括
夢
溪
筆
談
載
壽
州
麻
布
場
康

熙

志

原

注

云

卽

今

廬

州

地

買
茶
三

十
三
萬
一
千
八
百
三
十
三
斤
賣
錢
三
萬
四
千
八
百
一
十

一
貫
三
百
五
十

又
云
廬
州
五
同
場
買
茶
二
十
九
萬
七
千
三
百
二
十
八
斤

賣
錢
一
萬
四
千
三
百
五
十
七
貫
六
百
四
十
二

按
以
上
皆
宋
制
據
康
熙
志
采
自
產
茶
之
六
安
霍
山
不

隸
於
廬
此
制
久
廢
謹
附
著
其
由
來

礬
場

宋
史
食
貨
志
無
爲
軍
白
礬
設
官
典
領
有
鑊
戸
鬻
造
入
官

市
每
斤
六
十
錢
綠
礬
七
十
錢
天
聖
以
來
置
務
鬻
礬
後
聽

自
鬻
官
至
場
售
之
私
售
礬
禁
如
私
售
茶
法
皇
祐
中
無
爲

軍
礬
售
緡
錢
三
萬
三
千
一
百
治
平
中
無
爲
軍
礬
錢
嵗
有

常
課
發
運
使
領
之
元
豐
六
年
無
爲
軍
礬
嵗
課
一
百
五
十

萬
斤
用
本
錢
萬
八
千
緡

元
史
食
貨
志
產
礬
之
所
在
腹
裏
者
六
江
南
省
廬
州
其
一

也
成
宗
時
中
書
省
臣
同
河
南
平
章
孛
羅
歡
等
言
無
爲
礬

課
初
嵗
入
爲
鈔
止
一
百
六
錠
續
增
至
二
千
四
百
錠
大
率

斂
富
民
刻
吏
俸
停
竈
戸
工
本
以
足
之
宜
減
其
數
帝
命
遣

人
覈
實
以

上

皆

宋

元

舊

制



ZhongYi

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五

國
朝
康
熙
年
閒
廬
江
朱
曜
邦
赴
部
請
行
礬
引
楊
桂
等
赴
部

請
納
課
銀
六
千
兩
俱
經
府
縣
據
窰
戸
牙
行
山
主
人
等
僉

呈
不
便
詳
覆
巡
撫
咨
部

孫

承

祚

議

覆

循

例

輸

課

等

事

詳

文

查

得

廬

邑

太

小

礬

山

週

圍

地

止

三

里

山

陂

係

各

姓

墳

塋

山

下

係

居

民

田

産

舊

設

礬

窰

一

十

八

篷

春

夏

秋

三

季

禁

止

燒

煎

止

於

十

月

初

一

日

起

煎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歇

火

勒

石

永

遵

誠

恐

渣

水

流

溢

入

田

則

傷

禾

麥

入

河

則

難

車

戽

每

篷

止

燒

五

窰

約

計

產

礬

三

萬

餘

石

出

貨

有

限

獲

利

甚

微

非

鹽

茶

所

可

一

例

而

論

也

今

楊

桂

赴

部

請

引

納

課

六

千

兩

奉

憲

臺

轉

飭

查

議

遵

卽

傳

集

山

主

山

鄰

並

窰

戸

窰

牙

等

到

案

據

僉

供

每

年

冬

季

開

燒

出

礬

三

萬

六

千

石

近

因

窰

戸

乏

本

有

停

止

不

燒

者

亦

有

燒

不

及

五

次

者

約

計

出

礬

二

三

萬

石

每

石

値

銀

二

錢

五

分

以

礬

貨

計

算

僅

値

價

銀

六

七

千

兩

安

能

□

納

六

千

課

銀

楊

桂

等

請

引

意

在

大

開

礬

山

四

季

燒

鑿

敗

壞

田

禾

掘

傷

墳

墓

甚

或

招

引

匪

類

逃

盗

潛

蹤

地

方

不

得

安

甯

並

云

將

來

礬

貨

賤

買

貴

賣

把

持

壟

斷

無

所

不

至

據

此

名

爲

裕

課

實

屬

累

民

雖

山

無

礦

石

其

害

與

開

礦

無

異

者

也

案

查

康

熙

四

十

年

閒

朱

曜

邦

赴

部

請

引

當

經

各

憲

查

明

事

屬

累

民

無

禆

國

課

詳

請

咨

部

銷

業

訖

今

楊

桂

等

事

同

一

例

伏

讀

大

部

文

内

有

無

累

民

或

借

名

賣

礬

朦

混

之

處

固

已

鰓

鰓

乎

見

及

此

矣

相

應

取

具

各

結

加

具

印

結

申

覆

仰

祈

核

轉

咨

銷

馬

從

雲

同

前

查

看

得

廬

江

縣

大

小

礬

山

二

處

週

圍

僅

有

三

里

之

地

舊

設

礬

窰

一

十

八

篷

每

年

領

帖

輸

稅

聽

窰

戸

煎

燒

貨

賣

相

沿

已

久

查

康

熙

四

十

年

並

四

十

一

年

曾

據

朱

曜

邦

汪

永

成

等

赴

部

請

引

行

礬

因

不

便

民

業

已

兩

經

詳

䝉

轉

詳

前

撫

憲

咨

覆

在

案

今

復

據

楊

桂

等

具

呈

認

課

行

引

致

奉

部

文

行

查

賣

礬

有

無

累

民

或

借

名

賣

礬

朦

混

開

礦

果

否

之

處

逐

一

確

查

明

白

到

日

再

議

等

因

此

誠

大

部

愼

重

籌

畫

之

至

意

也

職

府

遵

卽

轉

行

廬

江

縣

確

查

詳

覆

去

後

催

據

該

縣

詳

報

前

來

職

府

復

加

查

察

礬

山

坐

落

幽

僻

之

處

界

運

民

閒

田

地

墳

墓

故

每

嵗

春

夏

秋

三

季

停

止

煎

燒

葢

恐

礬

渣

流

入

田

内

致

傷

禾

稼

僅

於

冬

季

分

自

十

月

開

窰

舉

火

起

至

十

二

月

終

卽

行

停

燒

通

計

十

八

窰

共

出

礬

不

過

三

萬

餘

石

每

石

價

二

錢

五

分

合

計

所

値

僅

有

七

萬

餘

兩

攜

本

貿

易

之

人

販

往

各

處

零

星

貨

賣

其

利

自

難

倍

得

今

楊

桂

等

具

呈

行

礬

情

願

輸

課

六

千

兩

若

仍

循

舊

例

煎

燒

不

特

貨

少

利

微

難

以

資

生

抑

且

引

多

課

重

豈

能

賠

貼

將

來

借

兹

領

引

名

色

勢

必

大

開

山

場

四

季

燒

煎

浸

損

田

禾

傷

殘

墳

墓

甚

或

窩

引

匪

類

大

有

不

便

於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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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六

且

恐

此

輩

仗

倚

官

商

獨

買

獨

賣

把

持

行

市

壟

斷

地

方

雖

無

開

礦

之

獘

其

害

更

有

甚

於

開

礦

者

也

楊

桂

等

之

舉

實

與

從

前

朱

曜

邦

等

事

同

一

轍

不

便

准

從

以

貽

民

害

兹

據

該

縣

查

明

詳

送

印

甘

各

結

前

來

理

合

加

結

具

文

申

請

伏

乞

憲

臺

俯

賜

鑒

核

轉

請

咨

覆

雍
正
年
閒
廬
江
吳
永
興
等
請
行
礬
九
萬
石
納
課
九
千
兩

經
知
縣
陳
慶
門
覆
詳
不
便
者
六
不
能
者
二

陳

慶

門

議

覆

輸

課

行

礬

等

事

詳

文

查

得

廬

邑

大

小

礬

山

額

設

礬

窰

一

十

八

篷

礬

牙

二

名

承

領

司

帖

每

年

共

納

稅

銀

二

十

兩

解

司

充

餉

聽

憑

小

販

運

賣

在

案

查

康

熙

四

十

年

四

十

一

年

有

朱

曜

邦

汪

永

成

等

請

行

礬

引

奉

部

飭

議

前

撫

憲

題

覆

未

允

又

查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有

楊

桂

等

赴

部

呈

請

行

礬

納

課

又

經

前

令

據

窰

戸

牙

行

山

主

人

等

僉

呈

不

便

詳

覆

前

撫

憲

咨

明

大

部

未

充

各

在

案

今

吳

永

興

等

請

行

礬

九

萬

石

納

課

九

千

兩

爲

國

增

賦

名

非

不

善

但

其

實

有

不

便

者

六

不

能

者

二

請

爲

憲

臺

陳

之

定

例

十

八

篷

窰

戸

每

年

於

十

月

初

一

日

起

煎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止

春

夏

秋

三

季

禁

止

燒

煎

勒

石

永

禁

緣

渣

水

入

田

有

傷

禾

稼

所

以

嚴

禁

久

奉

遵

行

今

行

引

至

九

萬

石

倘

冬

季

所

燒

不

足

濟

引

礬

商

必

藉

稱

輸

課

挾

制

地

方

官

以

誤

課

之

名

行

將

四

季

燒

煎

歲

無

虛

日

渣

水

流

溢

禾

麥

盡

傷

沿

山

數

十

里

居

民

咸

受

其

害

是

礬

課

之

益

於

國

家

有

限

礬

水

之

害

於

民

者

無

窮

其

不

便

者

一

據

呈

照

鹽

場

草

蕩

折

價

之

例

每

年

再

納

山

場

柴

草

折

價

銀

一

千

兩

查

煎

鹽

必

資

草

灰

之

水

其

蕩

原

係

官

地

所

以

有

折

價

之

例

至

礬

山

石

壋

俱

係

民

閒

之

業

所

燒

柴

草

原

無

定

數

價

從

何

折

此

項

銀

兩

若

出

之

民

無

可

徵

取

若

出

之

商

勢

將

假

折

價

名

色

挾

占

山

場

爭

奪

起

而

獄

訟

興

其

不

便

者

二

據

單

開

於

缺

口

地

方

設

厰

稱

掣

配

引

截

角

以

杜

私

販

夾

帶

之

獘

竊

稱

掣

配

引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事

若

令

地

方

官

管

理

缺

口

距

縣

治

四

十

餘

里

縣

令

豈

能

久

駐

兼

顧

若

欲

委

員

監

查

引

數

無

多

而

特

立

一

關

口

再

欲

另

設

巡

欄

等

役

殊

爲

煩

擾

且

缺

口

居

民

鮮

少

地

勢

卑

隘

爲

黃

陂

湖

排

子

湖

等

處

隘

口

一

遇

水

發

則

一

片

汪

洋

山

陬

水

澨

曠

野

荒

僻

之

所

亦

難

設

厰

其

不

便

者

三

大

窰

一

十

八

篷

之

外

有

名

銃

窰

者

查

篷

窰

領

帖

納

稅

篷

無

增

減

人

皆

殷

實

其

窰

每

燒

一

次

須

得

二

十

日

私

煎

易

於

查

察

所

以

春

夏

秋

不

能

違

禁

多

燒

至

銃

窰

不

領

帖

不

納

稅

兩

日

可

燒

一

次

私

煎

難

於

查

察

四

季

俱

可

燒

煎

且

人

類

不

一

尤

易

生

非

故

銃

窰

厯

奉

嚴

禁

今

欲

行

礬

九

萬

篷

窰

必

不

能

供

勢

將

取

足

於

銃

窰

而

難

以

禁

止

外

方

匪

類

將

羣

聚

而

爭

銃

窰

之

利

姦

良

莫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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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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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七

猝

辨

夫

以

厯

久

嚴

禁

之

條

一

旦

廢

弛

更

使

姦

宄

雜

沓

遺

害

地

方

是

未

受

行

引

之

利

先

受

行

引

之

害

其

不

便

者

四

礬

旣

照

鹽

行

引

則

礬

課

與

鹽

課

無

二

大

部

一

有

定

額

納

課

繳

引

嵗

有

奏

銷

難

容

遲

緩

查

吳

永

興

等

二

十

二

人

均

非

土

著

並

非

寄

籍

其

人

之

是

否

善

良

家

之

果

否

殷

實

無

從

查

究

安

能

保

其

實

心

爲

國

增

賦

不

至

於

無

力

中

止

如

有

逋

欠

逃

亡

等

事

賦

將

安

出

此

時

再

欲

請

減

殊

費

周

章

其

不

便

者

五

礬

聽

小

販

運

賣

自

古

迄

今

無

異

若

一

行

引

他

人

不

能

販

賣

礬

商

且

將

礬

引

居

奇

盤

踞

把

持

任

意

昂

其

價

値

而

民

將

大

受

其

困

其

不

便

者

六

據

單

開

礬

引

與

鹽

引

一

例

行

銷

截

角

查

鹽

引

行

銷

各

有

地

方

且

有

定

數

直

至

銷

引

之

地

而

截

角

之

事

始

畢

礬

則

無

一

定

應

行

之

地

並

無

某

地

應

行

若

干

之

數

何

從

照

鹽

截

角

而

與

鹽

引

一

例

行

銷

此

其

勢

有

不

能

行

者

一

也

查

兩

山

所

出

之

礬

約

計

三

萬

有

餘

價

銀

每

石

二

錢

七

八

分

不

等

計

値

亦

止

八

九

千

金

今

納

課

已

九

千

兩

再

加

以

火

耗

平

色

盤

費

飯

食

等

項

其

去

本

實

多

在

伊

等

行

引

不

過

假

公

漁

利

乃

出

礬

少

而

費

本

多

又

安

能

以

三

萬

餘

石

之

礬

而

納

九

千

兩

之

課

此

其

勢

有

不

能

行

者

二

也

有

此

不

便

行

不

能

行

之

故

所

以

從

前

朱

曜

邦

楊

桂

等

屢

次

赴

部

請

行

礬

引

疉

經

前

撫

憲

咨

明

大

部

未

允

今

吳

永

興

等

之

舉

實

與

朱

曜

邦

楊

桂

等

事

同

一

轍

未

便

准

行

以

貽

民

害

緣

奉

飭

議

事

理

合

行

詳

覆

憲

臺

核

轉

批

示

遵

行

礬
窰
十
八
篷
篷
各
一
帖
由
藩
司
給
領
謂
之
窰
戸
卽

宋

之

鑊

戸

每
年
納
稅
銀
十
八
兩

礬
牙
四
名
納
稅
銀
四
兩

續
增

上
則
礬
行
二
名
一
名
納
稅
銀
二
兩
一
名
納
稅
銀
一
兩
二

錢
下
則
礬
行
一
名
納
稅
銀
八
錢

通
共
納
稅
銀
二
十
六

兩
解
司
庫
以

上

廬

江

縣

志

同
治
年
閒
續
增
兩
篷
均
改
由
牙
釐
局
領
帖
納
稅

按
宋
時
廬
江
屬
於
無
爲
軍
故
史
言
無
爲
不
言
廬
江
今

考
大
小
礬
山
在
廬
江
東
南
兩
山
連
屬
自
唐
宋
煎
燒
至

今
出
礬
純
白
勝
溫
州
產
新

修

廬

江

縣

志

善
堂
附



ZhongYi

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八

廣
益
局
在
府
治
東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廖
景
文
建
有
禁

知
府
王
宬
立
又
有
置
田

知
府
王
均
立

府

牒

郡

内

廣

益

局

坐

落

府

治

之

東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知

府

王

宬

倡

捐

創

建

其

局

房

屋

係

前

合

肥

縣

令

廖

景

文

捐

銀

三

百

兩

置

買

並

有

貢

生

黃

存

義

捐

銀

三

百

兩

歸

局

濟

用

紳

士

張

先

岸

蔡

卉

李

紳

廖

世

至

等

經

始

其

事

闔

郡

官

紳

士

民

樂

善

捐

輸

規

模

大

僃

設

醫

藥

以

軫

疾

病

施

棺

施

茶

掩

骼

埋

胔

收

檢

字

紙

並

僃

救

火

器

具

續

有

林

玉

先

郭

紀

熙

金

國

成

等

捐

設

義

地

每

年

孟

春

榜

派

董

事

分

理

其

事

無

告

窮

民

疾

病

死

葬

皆

有

所

賴

曾

經

詳

報

至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其

存

本

七

五

折

銀

二

千

兩

三

十

八

年

又

餘

銀

一

千

兩

均

存

商

典

生

息

一

於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用

價

足

錢

一

百

二

十

千

契

買

林

寳

樹

市

房

一

所

每

年

房

租

二

十

千

一

於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用

價

七

五

折

銀

二

千

四

百

兩

契

買

郭

碧

崖

民

田

一

莊

坐

落

西

鄕

十

八

里

瓦

廟

每

年

餘

稻

三

百

三

十

餘

石

又

於

是

年

用

價

七

五

錢

一

百

五

十

千

契

買

林

寶

璐

園

地

一

莊

坐

落

大

東

門

外

每

年

地

租

錢

一

十

五

千

六

百

五

十

文

其

價

均

在

存

本

錢

内

支

撥

外

有

局

前

左

右

店

房

租

錢

四

十

二

千

馮

公

祠

門

面

店

房

租

錢

二

十

八

千

嘉

慶

三

年

知

府

葉

雯

將

山

河

租

四

十

千

一

百

六

十

文

捐

入

局

内

以

充

經

費

現

仍

存

本

足

錢

九

百

五

十

三

千

分

存

各

典

核

計

嵗

入

利

息

及

山

河

房

地

各

租

共

得

三

百

七

十

四

千

五

百

三

十

文

租

稻

三

百

餘

石

謹
按
道
光
閒
黃
存
義
捐
七
百
金
房
舍
爲
廣
益
局
公
所

梁
元
鳳
買
屋
四
閒
以
擴
廣
益
局
並
捐
置
救
火
器
具
及

錢
四
百
千
以
爲
經
費
又
邑
紳
譚
慶
餘
於
同
治
年
閒
重

建
廣
益
局
在
事
有
勞
例
得
附
書

同
善
局
據
合
肥
拔
貢
生
張
桐
傳
同
善
局
施
藥
材

暴
骨

桐
爲
之
倡
葢
紳
士
好
善
所
立
之
局
也

養
濟
院
在
四
牌
樓
東
南
巷
内
今
燬

育
嬰
堂
在
德
勝
門
内
本
府
同
知
署
基
乾
隆
十
年
改
建
今

燬



ZhongYi

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十
九

府

牒

郡

城

育

嬰

堂

一

所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知

府

張

純

修

因

廬

陽

素

有

溺

女

之

風

倡

議

創

建

是

堂

遂

有

合

肥

生

員

許

孫

筵

候

選

通

判

許

麟

卓

願

將

城

南

久

經

荒

廢

之

家

庵

名

曰

大

慈

悲

庵

捐

作

堂

所

雇

覓

乳

婦

養

育

嬰

孩

一

嬰

一

婦

每

名

月

給

銀

三

錢

設

立

堂

役

堂

醫

給

以

工

食

合

邑

公

舉

紳

士

司

理

其

事

内

無

公

費

於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有

生

員

陳

本

叔

等

見

設

堂

未

及

週

年

已

活

嬰

兒

一

百

數

十

命

公

呈

請

將

城

河

之

黑

池

壩

石

河

南

門

歸

公

招

佃

畜

魚

納

租

以

充

堂

費

知

府

張

因

費

浩

繁

率

同

寮

屬

紳

士

陸

續

招

置

田

產

每

年

約

收

租

穀

一

千

石

其

河

租

另

撥

公

用

乾

隆

十

年

知

府

朱

一

鳳

因

舊

堂

無

可

造

屋

餘

基

乳

婦

難

以

棲

住

改

建

於

德

勝

門

内

府

同

知

舊

署

廢

基

葢

屋

三

十

二

閒

有

堂

有

倉

又

有

乳

婦

棲

住

之

所

添

設

内

號

乳

婦

一

名

招

募

乳

婦

在

堂

屋

居

住

凡

民

閒

送

有

嬰

兒

令

其

加

意

乳

哺

應

給

口

糧

銀

兩

改

給

米

石

每

名

月

給

米

三

斗

冬

給

嬰

兒

衣

裙

堂

役

二

名

每

名

月

給

米

六

斗

工

食

錢

四

百

二

十

文

堂

醫

一

名

月

給

米

六

斗

每

給

藥

資

四

千

五

百

文

今

仍

其

舊

府

中

不

時

稽

察

漏
澤
園
舊
在
西
平
門
外
今
廢

廬
江
縣
養
濟
院

知

縣

孫

宏

喆

養

濟

院

記

自

牧

廬

以

來

民

皆

力

本

務

而

詔

其

婣

睦

墾

其

穢

墟

雖

新

集

之

哀

鴻

初

募

之

牛

種

旱

潦

相

繼

而

轉

溝

壑

散

四

方

者

甚

希

惟

罷

癃

扶

杖

之

老

計

所

在

近

郊

凡

百

十

餘

指

余

按

典

制

給

衣

糧

皆

拮

据

料

錢

以

贍

足

朝

暮

而

椽

舍

未

設

詘

於

時

也

今

卽

故

東

門

橋

左

地

搆

養

濟

院

一

所

左

右

各

三

閒

前

後

門

寢

以

畢

所

職

而

暢

吾

心

或

曰

邑

之

待

養

育

於

君

侯

者

豈

獨

此

哉

而

是

區

區

爲

余

應

之

曰

堯

舜

猶

病

之

心

請

自

今

始

又

知

縣

周

銘

重

修

養

濟

院

小

記

葢

聞

爲

政

之

道

必

先

知

民

之

疾

苦

而

疾

苦

之

甚

者

莫

如

孤

寡

貧

民

也

我

國

家

深

仁

厚

澤

恩

膏

下

被

無

微

不

至

而

於

孤

貧

尤

䝉

加

意

矜

恤

定

例

每

州

縣

按

額

以

收

養

計

口

而

授

食

准

於

正

項

錢

糧

内

開

支

給

放

洵

稱

曠

典

凡

在

有

司

自

宜

曲

加

體

恤

以

廣

皇

仁

余

於

同

治

八

年

夏

奉

檄

攝

理

縣

篆

詢

知

養

濟

院

知

自

兵

燹

後

尙

未

復

建

又

稽

核

例

案

向

准

開

支

定

額

孤

貧

九

名

按

月

每

名

給

京

平

銀

三

錢

如

另

有

收

養

者

則

别

立

額

外

孤

貧

名

目

按

名

亦

准

月

支

銀

三

錢

請

領

於

司

庫

而

綿

衣

藥

餌

之

需

並

無

支

銷

成

案

誠

屬

缺

事

余

訪

之

紳

耆

僉

稱

廬

邑

向

有

義

田

卽

以

嵗

入

租

籽

給

散

孤

貧

以

補

其

不

足

惟

頻

年

棲

息

無

所

良

深

惻

然

余

遂

往

勘

其

舊

址

片

瓦

無

存

核

計

重

修

舊

院

需

費

甚

鉅

是

年

又

値

水

災

驟

難

營

建

今

年

秋

嵗

中

稔

義

田

有

收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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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二
十

是

就

其

租

息

權

建

茅

屋

二

十

楹

四

方

圍

合

列

屋

兩

層

中

設

宋

儒

范

文

正

公

神

位

兩

廂

旁

屋

列

居

孤

貧

俱

以

二

人

共

一

室

門

床

粗

僃

三

閱

月

而

工

竣

核

計

鳩

工

搆

料

之

費

以

所

收

義

田

租

籽

開

銷

尙

缺

其

半

余

乃

捐

亷

以

足

之

並

照

民

價

添

買

院

基

旁

民

房

一

閒

以

成

院

基

方

整

焉

落

成

之

後

凡

新

收

舊

養

孤

貧

咸

欣

然

持

簞

瓢

入

而

羣

居

余

並

爲

之

按

名

捐

亷

各

置

棉

衣

褲

一

套

噫

余

以

需

款

甚

鉅

故

暫

爲

土

階

茅

簷

亟

於

草

創

以

登

無

吿

窮

民

於

袵

席

而

已

非

敢

云

重

建

也

故

用

款

不

列

於

后

他

日

改

作

瓦

屋

廣

籌

經

費

是

則

所

望

於

後

來

之

賢

有

司

耳

是

役

也

督

工

營

建

者

邑

人

李

元

懷

獨

任

其

勞

並

自

僃

資

斧

從

事

例

得

書

名

以

表

其

樂

善

好

義

云

廬
江
縣
育
嬰
堂
兵
燬

舒
城
縣
養
濟
院
今
燬

無
爲
州
養
濟
院
在
州
署
西
元
妙
坊
紫
芝
山
側
雍
正
八
年

知
府
李
暲
重
建
通志

巢
縣
養
濟
院
在
縣
東
北
明
洪
武
閒
知
縣
陳
葉
建
萬
厯
十

九
年
知
縣
馬
如
麟
重
修
邑
人
唐
堯
捐
屋
一
所
稻
八
十
石

助
之
咸
豐
閒
兵
燬
同
治
七
年
知
縣
陳
炳
重
建
通志

水
龍
局
在
西
河
街
同
治
七
年
署
知
縣
陳
炳
捐
廉
籌
款
建

正
屋
一
大
閒
安
奉
水
龍
以
防
火
災
他
邑
閒
有
自
僃
不
虞

尙
未
經
地
方
設
局
並
誌
於
此

陳

寶

珏

水

龍

局

記

水

龍

所

以

制

火

變

也

逆

賊

未

竄

以

前

城

内

莫

不

儲

之

以

待

用

自

遭

兵

燹

蕩

然

無

存

矣

歲

戊

辰

七

月

望

日

城

之

西

隅

不

戒

於

火

延

燒

數

十

家

呼

號

奔

救

頃

刻

千

人

然

其

勢

不

可

嚮

邇

卒

皆

束

手

苦

無

撲

滅

之

具

署

知

縣

陳

炳

顧

而

憐

之

本

痌

瘝

之

心

宏

胞

與

之

量

餽

饔

飧

以

供

災

民

朝

夕

廣

給

席

片

以

蔽

寒

夜

風

霜

目

謂

人

之

欲

善

誰

不

如

我

失

之

東

隅

收

之

桑

榆

未

爲

晚

也

於

是

上

自

鐘

樓

口

下

至

南

門

城

内

量

力

捐

貲

置

造

水

龍

一

尊

並

燈

旗

火

鉤

各

物

而

踵

而

成

之

者

復

續

置

水

龍

四

尊

特

供

奉

不

得

其

所

無

以

妥

神

靈

而

邑

人

湯

益

卿

愿

捐

隙

地

一

塊

價

値

數

十

千

立

爲

局

而

位

置

之

翦

荆

榛

徙

瓦

礫

鳩

工

庀

材

一

閱

月

而

工

竣

固

以

占

潛

龍

之

勿

用

也

從

此

有

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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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修
廬
州
府
志

卷
十
六

食
貨
志

二
十
一

無

患

亦

足

爲

善

後

中

一

勞

永

之

舉

云

采

訪

册

恤
嫠

光
緖
六
年
廬
江
知
縣
陸
鼎
斆
於
充
公
義
田
僞
職
充
公
田

項
下
酌
提
租
項
設
恤
嫠
會
以
經
費
無
多
定
額
十
二
名
月

給
錢
六
百
文
各
給
印
照
每
月
十
五
日
當
堂
給
發
十
年
知

縣
錢
鑅
於
額
外
多
給
四
名

恤

嫠

章

程

一

此

項

經

費

在

義

田

僞

田

項

下

酌

提

其

上

半

年

未

收

租

項

之

先

或

遇

嵗

歉

少

收

均

由

縣

官

捐

亷

墊

發

一

足

額

後

如

有

貧

孀

應

充

先

由

地

方

正

紳

呈

明

存

記

俟

有

缺

額

挨

補

一

每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淸

查

一

次

以

杜

冒

領

均

須

取

具

切

實

保

結

當

堂

呈

覈

如

係

假

冒

卽

行

扣

除

一

貧

孀

子

幼

亦

一

律

給

發

俟

其

子

年

長

卽

行

停

給

新

修

廬

江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