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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
濳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志

古
者
量
地
制
邑
度
地
居
民
地
邑
民
居
必
參
相
得
於

以
奠
厥
居
守
厥
邑
創
建
之
功
誠
非
得
已
濳
自
漢
迄

今
城
邑
闗
津
宫
室
遞
經
更
易
前
人
因
時
制
宜
非
徒

誇
壯
麗
備
觀
瞻
也
今
時
際

昇
平
野
有
聚

膺
民
社
之
責
者
申
固
封
守
以
作
保
障

不
重
賴
綏
靖
之
有
方
歟

城
邑

大
清
一
統
志
於
濳
縣
城
周
五
里
門
三
元
末
築
洪
武
初
以

縣
非
控
要
之
地
且
岡
陸
重
複
遂
不
復
置

古
越
王
城
在
阿
頂
山
縣

東

十

五

里

相
傳
夏
后
少
康
之
後
封
越

其
支
庶
居
於
此
故
築
後
漢
妖
賊
許
生
嘯
聚
復
築
而
據

之
皇
甫
嵩
討
平
許
生
更
名
平
越
城
冶

郊
壇
城
寨
厯

久
猶
存
舊
跡
今
地
名
平
越
村

濳
州
城
在
豐
國
後
鄉
縣

東

七

里

九

十

步

唐
武
德
七
年
置
濳
州
築

此
高
一
丈
五
尺
厚
九
尺
基
厚
一
大
八
尺
今
舊
跡
久
廢

其
地
名
城
嶺
以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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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紫
溪
城
在
濳
川
前
鄉
新

南

三

十

五

里

唐
垂
拱
二
年
分
縣
時
築
今

地
名
城
後
村
城
隍
廟
尚
在
居
民
奉
祀
之
學
宫
故
址
在

紫
溪
村
北
瀕
溪
今
無
蹟
廢
塔
在
城
後
山
麓
今
號
古
城

塔
其
餘
地
经
村
民
開
墾
種
作
一
片
平
蕪
城
垣
遺
址
不

可
復

已

古
城
在
縣
北
二
百
四
十
步
相
傳
隋
開
皇
十
三
年
越
國
公

楊
素
築
城
址
周
四
百
五
十
二
步
髙
一
丈
五
尺
厚
五
尺

零
基
厚
一
丈
八
尺
濠
闊
一
丈
八
尺
深
四
尺
咸
淳
志
廢

元
至
正
十
七
年
浙
江
行
省
楊
完
者
重
築
其
城
址
自
金
鵝

嶺
而
西
由
石
龍
口
直
抵
縣
後
山
周
五
里
髙
一
丈
五
尺

厚
一
丈
濠
闊
一
丈
爲
門
三
南
曰
迎
恩
西
曰
錦
江
北
曰

仰
山
東
以
山
勢
阻
逼
不
置
門
成
化
志
明
洪
武
後
城
毁

濠
堙
遂
不
復
築
唯
門
樓
修
築
如
故

國
初
山
賊
爲
亂
四
門
悉
遭
焚
毁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縣
令
劉

國
儒
重
建
日
久
漸

屢
次
修
整
頗
爲
堅
固

按
今
南
門
去
金
鵝
嶺
約
半
里
北
門
去
石
龍
塢
一
里

通
計
周
迴
不
過
三
里
許
闤
闠
已
非
昔
日
成
規
然
是

地
爲

州
寧
國
路
所
必
经
水
勢
亦
踞
桐
江
上
游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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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
山
隅
實
係
要
隘
且
前
鄰
分
水
左
右
介
臨
安
昌
化

均
無
城
從
中
控
制
桑
土
綢
繆
不
容
不
豫
陳
善
著
論

以
爲
一
勞
期
於
永
逸
豈
曰
厲
民
暫
費
以
圖
久
安
不

爲
踰
節
葢
爲
築
城
計
也
願
當
事
於
斯
留
意
焉

官
署

縣
署
唐
以
前
無
可
考
以
武
德
二
年
縣
置
濳
州
在
豐
後
鄉

八
年
州
復
爲
縣
徙
今
治
東
北
倚
東
山
署

後

名

顧

家

山

石
柱
峙

於
東
北
岝
㠋
捍
於
西
南
靣
對
凰
山
則
縣
南
翠
屏
風
也

至
棟
宇
之
制
代
經
修
造
中
爲
正
堂
前
爲
露
屋
又
前
爲

戒
石
亭
爲
儀
門
東
西
廊
爲
六
科
房
外
爲
譙
樓
即
治
大

門
也
門
左
爲
土
神
祠
正
堂
後
爲
外
宅
門
内
爲
川
堂
川

堂
東
爲
書

北
爲
内
宅
又
西
北
爲
幕
舍
西
南
爲
吏
廨

今
之
規
制
釐
然
具
備
溯
自
宋
政
和
初
令
韓
灌
改

事

南
向
嘉
泰
三
年
縣
署
火
寶
慶
三
年
令
方
熙
重
建
增
置

亭
榭
德
祐
之
變
凋
圯
殆
盡
元
初
復
建
至
元
五
年
主
簿

石
思
廉
建
譙
樓
至
正
十
二
年
兵
燬
明
洪
武
四
年
縣
令

梁
誠
增
建
門
廡
官
廨
吏
舍
歲
久
漸

宏
治
十
七
年
令

嵇
鋼
重
建
正
堂
嘉
靖
九
年
知
縣
王
濟
建
卷
篷
覆
於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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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
上
二
十
七
年
令
汪
奕
徙

宅
於
正
堂
東
北
剙
造
吏

廨
并
剙
擊
拆
樓
於
治
北
後
署
燬
於
兵

國
朝
順
治
三
年
令
張
子
信
建

事
十
二
年
令
王
允
祥
添

造
卷
篷
並
建
内
宅
重
立
戒
石
亭
中
爲
正
堂
後
爲
川
堂

後
堂
前
爲
儀
門
外
爲
倉
獄
南
爲
譙
樓
門
外
爲
保
釐
坊

康
熙
十
四
年
知
縣
張
在
國
改
建
縣

易
子
午
向
并
䢖

後
堂
一
直
三
進
十
六
年
令
劉
國
儒
重
建
譙
樓
造
衙
署

川
堂
戒
石
亭
築
砌
堂
階
甬
道
彩

軒

並
造
東
園
署

房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張
奕
捐
造
大
堂
嘉
慶
十
年
今

調
任
蔣
令
修
造
東
西
廊
房
又
十
一
年
造
戒
石
亭
川
堂

東
北
新
造
上
房
五
間
西
向
又
南
北
廂
房
各
三
間
書
房

一
間
南
首
餘
地
添
造
厨
房
三
間
餘
皆
老
屋
爲
傔
從
居

處
炊
爨
之
所
不
能
備
詳
所
自
始
云

衮
繡
堂
在
川
堂
之
東
宋
隆
慶
初
令
葉
衡
築
室
五
間
爲
退

思
之
所
慶
元
中
衡
入
相
後
令
邵
文
炳
顏
其
堂
曰
衮
繡

並
作
記
以
誌
景
仰
焉
嘉
泰
三
年
縣
治
火
衮
繡
堂
獨
存

嘉
慶
元
年
知
縣
錢
鴻
施
於
堂
前
楹
構
小
亭
名
曰
解
愠

邵

文

炳

記

見

藝

文

别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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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縣
丞

在
縣
署
南
主
簿

在
縣
署
東
宋
嘉
泰
初
燬
於
火

至
正
六
年
主
簿
朱
珪
新
立

事
十
二
年
兵
燬
明
洪
武

二
年
縣
丞
王
永
䢖

事
永
樂
年
間
裁
簿
丞
二
缺
獨
存

縣
尉

縣
尉

昔
在
丞

之
右
自
主
簿
缺
裁
移
縣
署
東
南
葢
即

簿

址
也
堂
三
間
退
堂
三
間
左
右
翼
兩
廂
直
至
科
房

門
西
向
出
縣
儀
門
内
乾
隆
六
十
年
今
尉
吳
萬
傑
捐
俸

重
修
退
堂
堂
前
接
䢖
穿
庭
一
切
門
楹
窗
壁
改
造
裝
飾

極
爲
完
整

土
地
祠
在
縣
儀
門
左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令
汪
奕
創
造
康
熙

十
六
年
劉
國
儒
改
䢖
今
所
殿
三
間
外
爲
垣
門

永
惠
常
平
倉
在
縣
堂
西
北
中
爲
倉
神
祠
一
間
嘉
慶
十
一

年
蔣
令
增
䢖
前
小

并
築
甬
道
東
係
新
盛
厫
十
一
間

西
北
盈
字
厫
五
間
東
北
滿
字
厫
五
間
西
係
豐
字
厫
十

四
間
裕
字
厫
四
間

監
獄
在
縣
儀
門
内
甬
道
西
中
獄
神
殿
一
間
爨
室
一
間
内

爲
男
獄
三
間
外
爲
女
監
三
間
周
以
棘
牆
門
東
向
側
有

提
牢
房
一
所
三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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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更
樓
在
城
中
十
字
街
明
季
䢖
置
緣
方
位
當
縣
堂
右
脅
嗣

後
四
十
餘
年
官
無
陞
轉
公
私
交
病
劉
國
儒
折
移
北
門

逾
年
遂
陞
州
守
張

崑

玉

續

志

永
惠
門
在
縣
治
西
南
大
街
令
劉
國
儒
䢖
同上

布
政
分
司
館
在
署
南
三
百
步
坊
門
一
座
西
向

按
察
分

司
館
在
署
南
百
步
明
洪
武
二
年
令
梁
誠
䢖
令
廢
其

址

東

至

山

坎

二

十

五

弓

西

二

十

六

弓

南

十

五

弓

北

十

一

弓

甬

道

東

西

各

四

弓

南

北

各

八

弓

一

尺

前

有

井

今

在

縣

署

内

尚

可

彷

彿

也

張

崑

玉

續

志

府
館
在
治
西
二
十
步
嘉
靖
中
皆
令
汪
奕
重
修
今
廢
址

改

造

闗

帝廟

醫
學
陰
陽
學
在
署
南
保
釐
坊
左
右
令
汪
奕
併
作
一
署
今

廢
僧
㑹
司
道
會
司

乆
缺
前
令
汪
奕
將
撤
淫
祠
移
䢖
觀
政

橋
側
卒
未
就

惠
民
築
局
在
縣
南
百
步
街
西
宋
元
祐
間
蘇
軾
置
病
坊
元

改
名
今
廢
其

址

東

至

大

街

三

弓

二

尺

西

至

盛

姓

地

三

弓

二

尺

南

至

黄

姓

屋

五

弓

二

尺

北

至

董

姓

屋

五

弓

二

尺

張

崑

玉

續

志

育
嬰
堂
前
係
察
院
衙
門
舊
基
改
造
在
南
門
内
街
東
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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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門
前
今
廢
同上

養
濟
院
宋
崇
寧
年
間
始
置
紹
興
二
年
詔
臨
安
置
安
濟
院

舊
在
縣
南
寂
照
寺
元
徙
下
浮
溪
濱
洪
武
五
年
令
郡
邑

置
孤
老
院

改
今
名
移
置
在
縣
北
石
龍
塢
口
厲
壇
後

東

至

大

路

十

一

弓

北

至

俞

姓

田

九

弓

南

至

官

地

十

二

弓

西

至

俞

姓

田

十

二

弓

八

尺

申
明
旌
善
二
亭
在
治
大
門
左
右
今
廢
各

鄉

申

明

亭

列

後

嘉
德
前
鄉
在

沈

村

倉

下

畈

嘉
德
後
鄉
在

沈

村

惟
新
前
鄉
在

闗

王

廟

惟
新
後
鄉
在

溪

西

大

路

邊

波
亭
前
鄉
在

城

門

頭

上

首

波
亭
後
鄉
在

太

平

橋

豐
國
前
鄉
在

橫

塘

坊

前

豐
國
後
鄉
在

上

趙

村

濳
川
前
鄉
在

葉

村

濳
川
後
鄉
在

西

樂

延

又
旌
善
亭
東

樂

延

桑

棗園

長
安
前
鄉
在

排

後

碑
摹

申
嚴
優
恤
之
典
碑
在

頭

門

左

漕
米
落
甲
自
運
錢
糧
吏
收
官

解
條
銀
各
户
自
納
碑
同上

錢
糧
自
封
投
櫃
碑
同上

縷
陳
漕
務
奉
憲
飭
禁
碑
在

頭

門

右

懇
免
遺
累
奉
憲
飭
禁
碑

同上

免
民
守
宿

同上

䢖
配
舍

同

上

邑

令

陳

純

士

捐

銀

一

百

兩

官
堰
禁
捕
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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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額
外
科
派
奉
憲
禁
碑
在

二

門

外

左

奉
憲
禁
革
陋
例
碑
同上

禁
革
重
耗
巧
取
碑
同上

奉
憲
順
庄
碑
在

二

門

外

右

刋
定

銀
米
科
則
使
民
易
知
碑
在

二

門

内

左

黄
山
堰
水
利
碑
同上

邑

進

士

章

國

佐

記

濳

邑

居

郡

之

西

偏

僻

在

山

中

土

田

瘠

薄

多

磽

确

且

地

勢

傾

欹

東

北

高

峻

西

南

卑

下

水

流

迅

疾

無

停

潭

瀦

藪

爲

聚

蓄

歳

值

夏

秋

恒

苦

旱

無

年

屢

告

自

唐

宋

以

還

累

鉅

石

築

大

溪

中

爲

堰

捺

堰

各

有

條

捺

各

有

叚

以

資

灌

注

以

故

講

水

利

爲

尤

急

者

昔

宋

令

邵

公

刁

公

皆

能

爲

民

修

溝

塘

正

經

界

時

溉

灌

疏

利

導

稱

循

良

吏

至

今

祀

祝

無

斁

也

即

如

縣

郭

南

門

黄

山

畈

舊

稱

黄

山

堰

承

納

溪

流

起

鶴

山

經

縣

城

中

水

道

較

他

堰

最

綿

遠

其

所

灌

田

獨

多

且

爲

一

邑

風

水

所

係

葢

學

校

公

署

所

環

衛

也

是

黄

山

堰

所

闗

甚

鉅

苐

年

乆

漸

湮

塞

多

滲

漏

經

途

迂

折

水

流

多

阻

修

築

誠

宜

急

講

然

事

必

待

時

亦

必

待

人

今

時

已

至

而

適

值

我

邑

侯

張

公

奉

簡

命

蒞

兹

土

威

采

風

行

百

廢

具

舉

煥

然

改

觀

日

延

耆

老

問

民

疾

苦

詢

知

黄

山

堰

不

可

不

急

修

濬

爰

行

相

度

周

悉

條

理

急

聚

工

徒

併

力

雜

作

視

故

道

多

紆

折

稍

爲

更

張

裁

益

較

舊

爲

径

直

水

易

行

更

去

其

閼

塞

其

漏

淺

者

之

壅

者

疏

之

水

勢

益

奔

赴

且

水

流

深

則

清

而

便

汲

城

市

居

人

無

抱

瓮

攜

瓶

轆

轤

絣

緶

之

勞

數

十

年

不

可

潄

浣

之

所

一

旦

求

之

户

牖

之

下

兒

童

皆

能

取

汲

其

食

德

於

我

侯

者

不

知

其

幾

幾

矣

又

不

獨

南

門

黄

山

坂

無

旱

暵

乾

涸

之

虞

也

遂

上

之

憲

院

請

勒

諸

石

垂

之

乆

逺

康

熙

十

四

年

知

縣

張

在

國

奉

憲

主

碑

請
飭
按
田
派
丁
碑
在

二

門

内

右

奉
憲
清
理
積
年
弊
混
碑

同上

李
梅
庭
留
題
碑
在

縣

堂

右

禁
冒
碑
在

城

隍

廟

縣
城
街
路
碑
在

北

門

邑

人

阮

世

清

捐

修

由

北

門

直

達

南

門

并

城

隍

廟

前

横

街

悉

鋪

砌

條

石



ZhongYi

於
潛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九

坊
表

保
釐
坊
在
縣
署
前
令
梁
誠
建

牧
民
坊
在
治
前
令
嵇
鋼
䢖

攀
龍
附
鳳
二
坊
在
舊
儒
學
前
令
汪
奕
䢖

迎
恩
坊
在
觀
政
橋
東
令
汪
奕
䢖
今
皆
圯

叢
桂
坊
在
十
字
街

應
元
坊
在
十
字
街
上

迎
祥
坊
在
北
門
下

都
坊
在
北
門

熙
春
坊
在
水
溝
巷

昭
德
坊
在
縣
前
右
首

三
秀
坊
在
南
門

御
史
坊
在
鎮
郭

靈
井
坊
在
凰
山
頭

進
士
坊
在
永
惠
門
大
街
上
爲
阮
子
孝
立

孝
亷
坊
在
大
街
一
爲
舉
人
張
子
孝
立
一
爲
舉
人
謝
敎

立孝
子
坊
在
十
字
街
上
爲
庠
生
謝
勲
立



ZhongYi

於
潛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十

攀
桂
坊
在
川
前
鄉
爲
舉
人
潘
錫
立

青
雲
坊
在
東
村
爲
舉
人
徐
昶
立

翰
林
坊
在
棠
公
山
爲

欽
賜
翰
林
檢
討
趙
銘
立

百
歲
坊
在
金
家
村
爲
節
夀
婦
金
沈
氏
立

闗
隘

千
秋
闗
在
縣
北
五
十
五
里
接
江
南
寧
國
縣
界
五
代
時
楊

氏
道
此
襲
衣
錦
軍
錢
武
肅
王
鏐
擒
李
濤
於
此
誠
險
要

地
也
詳

見

山

川

志

豪
遷
闗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達
宣
城
孝
豐
縣
界

白
沙
闗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桐
嶺
闗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俱
達
昌
化
縣
界

孔
夫
闗

唐
舍
闗
在
豪
遷
闗
北

鍾
山
姑
蘇
之
脈
攸
分

淞
水
所
自
出
也

東
闗
地
名
告
嶺
在
天
目
山
左
離
縣
六
十
里
下
通
泥
嶺
董

嶺
達
孝
豐

西
闗
地
名
長
灣
縣
東
北
與
東
闗
所
割
山
頭
名
大
坵
田
係

在
山
坪
下
通
翔
鳳
林
明
英
宗
時
禦
山
寇
築
此
亦
達
安

吉
孝
豐
縣
界



ZhongYi

於
潛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十
一

橋
渡

縣
西
境

縣
橋
在

縣

西

二

十

步

咸

淳

四

年

重

建

名

長

官

橋

陸
合
橋
縣

西

半

里

西

門

外興
賢
橋
縣

西

半

里

今

俗

土

地

橋

雙
溪
口
橋
縣

西

一

里

許

在

潘

州

兩

橋

相

接

觀
政
橋
縣

西

一

里

嘉

靖

己

酉

重

䢖

縣

令

汪

奕

記

於

濳

縣

治

西

去

二

里

許

曰

錦

江

爲

天

目

諸

水

之

㑹

而

勢

特

險

當

淛

通

衢

之

衝

而

行

者

衆

故

宋

令

邵

文

炳

嘗

爲

木

梁

趙

令

彦

倓

易

以

石

梁

程

令

燾

又

復

爲

木

梁

一

橋

數

名

或

曰

浮

溪

或

曰

順

濟

或

曰

邵

公

或

曰

觀

政

觀

政

之

名

昉

自

坡

公

我

來

觀

政

問

風

謠

之

句

也

淳

祐

十

年

趙

令

孟

敏

趙

侍

郎

景

緯

相

與

增

壯

之

後

又

復

毁

於

水

病

涉

己

二

百

載

矣

歙

人

汪

奕

嘉

靖

丁

未

來

尹

是

邑

相

岝

㠋

山

障

囘

溪

流

水

勢

加

激

橋

之

成

於

前

三

令

者

宜

乎

其

多

敗

也

若

於

舊

址

南

去

百

步

以

避

其

激

可

永

賴

矣

於

是

戊

申

九

月

伐

石

十

月

立

基

己

酉

觀

政

成

奕

又

闢

兩

路

東

三

里

䢖

迎

恩

坊

西

二

里

䢖

山

翁

亭

橋

也

如

帶

如

虹

路

也

如

砥

如

矢

百

姓

便

之

請

文

以

勒

石

奕

曰

是

誠

不

可

以

不

記

其

有

功

名

氏

另

勒

木

石

用

詔

世

世

浮
溪
惠
衆
橋
縣

西

二

里

前

本

與

觀

政

橋

爲

一

座

橋

宋

縣

令

時

邵

文

炳

趙

彥

倓

程

燾

趙

孟

敏

前

後

重

䢖

皆

毁

於

水

元

皇

慶

間

又

重

䢖

改

名

觀

政

至

正

丁

酉

毁

於

兵

明

汪

奕

移

於

舊

址

南

伐

石

立

基

不

數

年

壞

嘉

靖

己

未

令

陳

宗

德

修

葺

之

又

不

乆

毁

於

水

萬

厯

甲

寅

令

徐

嘉

泰

復

䢖

名

曰

廣

濟

石

柱

木

梁

洞

仍

七

高

三

丈

奇

横

二

丈

直

三

百

二

丈

奇

橋

上

有

屋

元

宵

張

燈

遊

翫

萬

厯

末

年

又

廢

於

水

至

今

仍

架

木

梁

北

一

里

爲

觀

政

橋

南

一

里

爲

浮

溪

橋

各

志

皆

兩

載

之

洪

咨

䕫

李

廷

忠

兩

碑

記

見

藝

文

飛
來
橋

縣

西

二

里

岝

巖

山

懸

崖

之

間

嵌

石

臨

淵

勢

若

飛

動

故

名

宋

以

木

爲

之

元

皇

慶

間

八

都

魯

丁

易

以

石

今

廢

通
仙
橋
縣

西

三

里

跢
馬
橋
同上

惠
濟
橋
縣

西

七

里

昔
溪



ZhongYi

於
潛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十
二

橋
縣

西

十

里

嘉

靖

己

酉

令

汪

奕

䢖

西
菩
橋
縣

西

十

五

里

傅
坑
橋
同上

舞
鳳
橋
縣

西

十

七

里

儀
鳳
橋
縣

西

二

十

里

泥
堠
橋
同上

謝

家
橋
縣

西

三

十

里

柳

源

水

出

於

此

吉
慶
橋
嘉

慶

年

䢖

禁
塢
口
橋

雙
溪
口
橋

天
井
橋

菖
蒲
橋

金
竹
菴
橋

景
村

橋
並

在

波

前

縣
南
境

南
門
橋
治

南

半

里

鎮
郭
橋
治

南

一

里

府

志

作

鎮

角

縣

志

作

鎮

前

三
登
橋
縣

南

七

里

舊

名

寮

車

朱
角
橋
縣

南

六

里

後

名

嘉

泰

橋

縣

志

近

竺

嶺

朱

方
橋
縣

南

七

里

和
豐
橋
同上

地
風
橋
縣

南

十

里

棠
蔭
橋
縣南

七里

上
蘭
橋
同上

濟
川
浮
橋
縣

南

十

五

里

觀

湖

渡

牧
亭
橋
縣南

二

十

里

牧

亭

村

登
龍
橋
縣

南

十

七

里

翼

村

下

雙
坑
橋
縣

南

二

十

里

羅

橋
同

上

水

與

雙

坑

龍

門

水

東

向

新

城

見

叙

川

篇

磚
橋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樂

平

村

南

由

縣

至

印

渚

所

必

經

其

橋

磚

上

砌

以

石

諺

曰

橋

上

又

加

橋

除

却

於

濳

天

下

少

排
後
橋
縣

南

五

十

五

里

馬

嶺

水

出

此

板
橋
同上

盛
村
橋
縣

南

五

十

里

長

前

鄉

山

村

水

出

此

見

敍

川

篇

華
光
橋
同

上

閔

塢

住

龍

水

出

此

灰
橋
同

上

鍾

臺

山

水

逕

此

玉
磵
橋

縣

南

六

十

里

洪

武

七

年

顧

天

麟

造

橫
山
橋
同

上

洪

武

十

七

年

顧

天

驥

造

花
橋

縣

南

六

十

里

近

印

嶺

普

橋
同上

馬
坑
橋
川

後

青

山

埠

縣
東
境

登
瀛
橋
縣

東

一

里

許

寂

照

寺

前

起

送

科

舉

生

員

餞

行

於

此

故

名

九
里

橋
縣

東

九

里

後

更

名

曰

惠

政

宋

葉

丞

相

衡

䢖

有

碑

樂
成
橋
同上

朱
直
橋
縣東



ZhongYi

於
潛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十
三

南

十

五

里

桂
芳
橋
縣

東

十

五

里

虎

巖

街

趙

村

前

一

作

桂

坊

有

碑

記

在

闗

帝

殿

梅
嶺

橋
縣

東

二

十

里

安
流
橋
同上

仁
惠
橋
在

安

流

之

西

藻

溪

市

深
坑

橋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神
坑
橋
縣

東

三

十

里

今

名

陳

坑

泥
橋
縣

東

二

十

八

里

閩

塢

水

出

蘭

溪

逕

此

見

敘

川

篇

梅
樹
橋
縣

東

二

十

三

里

亭
口
橋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一

名

廣

利

明

庠

生

方

正

䢖

仁
政
橋
縣

東

三

十

里

和
陽
橋
下

杲

村

前

錫
穀

橋
在

薛

家

畈

里

人

金

珠

潘

巨

光

潘

浩

如

宋

文

祥

仝

䢖

德
聚
橋
里

人

凌

漢

初

凌

爾

廣

募

䢖

縣
北
境

坊
橋
治

北

半

里

今

作

都

坊

青
石
橋
縣

北

二

里

後
渚
橋
縣北

三

里

亦

名

太

平

橋

甲
子
橋
縣

西

北

三

里

陶
家
橋
縣

西

北

四

里

零

口
橋
縣

北

七

里

一

作

陵

口

惠
政
橋
同上

虞
溪
橋

長
橋
縣

北

十

里

豪

干

水

自

雙

溪

逕

此

石
亭
子
橋
縣

北

十

二

里

上

駱

家

村

承
先
橋
縣

北

二

十

里

南

塢

口

環

橋

三

洞

邑

監

生

阮

鑑

捐

造

有

碑

記

松
陵
橋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松

陵

岡

口

邑

貢

生

阮

捐

造

大
安
橋

寨
里
橋
縣

北

三

十

里

㫃
口
橋
縣

北

三

十

三

里

成

化

志

作

宏

口

舊

志

作

於

誤

後
干
橋
縣

北

四

十

里

白
鶴
橋
縣

北

四

十

五

里

朱

祐

武

祐

二

水

合

注

於

此

南
莊
橋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長
坑
橋
同上

鶴
村

橋
縣

北

五

里

百
花
橋
縣

北

十

里

山

口

青
檀
橋
縣

北

十

五

里

紿

路

西

黄

金
橋
紹

路

東

仁
山
橋
縣

北

二

十

里

進
龍
橋
縣

北

十

二

里

鳳
皇

橋
同上

泥
橋
縣

北

十

八

里

花
橋

靈
源
橋
縣

北

二

十

里

大

有
橋
縣

北

三

十

里

成

化

志

作

大

西

武
山
橋
同上

目
源
橋
縣

北

四

十

五

里



ZhongYi

於
潛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十
四

奉

使

降

香

天

目

龍

池

過

此

作

月

源

誤

仙
源
橋
同

上

谷

川

西

溪

今

名

永

盛

橋

半
山

橋
天

目

響

水

巖

側

溪
西
橋
同

上

在

嘉

前

長
生
橋
同

上

在

洪

橋

堰

全

忠
橋
同

上

在

俞

家

庄

前

東
溪
橋
同

上

在

鍾

家

東

何
村
橋
同

上

在

何

村

白
鶴
橋
縣

北

三

十

里

在

白

灘

溪

豐
凌
橋
縣

北

八

里

千
佛
橋
縣

北

十

五

里

雙
溪
橋
縣

北

二

十

里

殿
山
脚
橋
縣

北

十

三

里

浮
溪
渡
縣

西

二

里

元

至

正

丁

酉

橋

毁

乃

置

渡

明

萬

厯

中

橋

壊

於

水

邑

令

陳

堯

典

見

邑

南

浮

溪

每

山

水

驟

漲

行

旅

艱

阻

捐

俸

置

渡

行

者

德

之

今

仍

架

橋

不

用

渡

觀
湖
渡
縣

南

十

八

里

下
梅

渡
縣

南

二

十

里

紫
溪
渡
縣

南

三

十

里

生
仙
渡
同

上

在

紫

溪

之

西

收
山
渡
縣

南

五

十

五

里

樂

平

村

西

南

邑

人

張

文

鰲

置

義

渡

船

更

捐

田

爲

歳

修

費

行

人

賴

焉

印
渚
渡
縣

南

六

十

里

接

嚴

州

分

水

縣

界

祈
祥
塔
在
縣
南
五
里
堰
山
頂
明
崇
禎
六
年
敎
諭
官
沈
在

宥
捐
俸
倡
率
邑
人
張
恒
岳
謝
泰
來
督
建
歙
人
馮
塘
程

文
範
助
貲
五
百
兩
學

有

記

今

不

存

舊
志
載
無
名
氏
題
寂
照
寺

壁
云
於
濳
何
不
發
科
甲
官
堰
山
頭
少
寶
塔
寶
塔
何
年

造
得
成
只
待
耳
東
馬
角
生
塔
既
䢖
聯
蜚
數
科
後
青
烏

家
尚
嫌
方
位
不
正
復
待
重
䢖

凌
雲
塔
在
官
堰
山
嘉
慶
五
年
建
訓

導

張

爕

記

浙

西

靈

秀

之

氣

鍾

於

天

目

而

濳

陽

居

其

肘

腋

得

氣

之

深

厚

宜

莫

如

濳

邑

中

科

第

宋

爲

極

盛

至

元

明

漸

微

邇

來

少

有

繼

起

者

志

載

方

士

題

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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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照

寺

壁

有

官

堰

山

頭

少

寳

塔

之

句

其

術

數

之

騐

雖

未

可

預

幾

然

而

揆

之

理

勢

要

不

爲

無

據

葢

縣

境

山

水

由

北

趨

南

環

治

諸

峯

北

天

目

東

石

柱

西

岝

㟧

蜿

蜒

鬰

嵂

如

障

如

屏

獨

凰

山

以

南

其

勢

奄

伏

不

振

又

溪

流

自

雙

溪

口

直

趨

塘

湖

少

渟

瀦

濚

紆

之

致

相

傳

南

宋

時

下

浮

溪

西

繞

山

麓

深

洌

可

挽

舟

今

砂

礫

日

益

壅

雨

暘

之

交

驟

漲

驟

涸

惟

官

堰

當

大

溪

之

衝

東

注

藻

溪

西

滙

太

陽

交

溪

砥

柱

中

流

爲

一

邑

闗

鍵

非

崇

高

扼

其

衝

氣

之

易

洩

而

難

蓄

也

亦

固

其

所

明

崇

禎

問

曾

有

祈

祥

塔

之

築

築

後

獲

鄉

雋

者

數

人

苐

嫌

位

置

偏

而

功

效

尚

有

遺

也

兹

扵

嘉

慶

二

年

鳩

工

累

石

重

建

於

兹

山

之

巔

閱

五

年

而

塔

成

圍

六

丈

髙

十

三

丈

當

縣

治

之

南

正

應

離

位

南

離

有

文

明

之

仰

而

矚

之

始

之

奄

伏

不

振

者

今

則

挺

拔

聳

秀

不

覺

山

之

躍

躍

奮

迅

而

出

也

俯

而

視

之

諸

流

滙

合

其

間

塔

影

横

空

當

流

激

盪

亦

不

覺

水

之

渟

瀦

去

而

復

留

也

一

塔

之

爲

助

高

深

豈

其

微

哉

記

曰

天

降

時

雨

山

川

出

雲

耆

欲

將

至

有

開

必

先

是

役

也

議

建

者

經

百

餘

年

以

艱

於

工

費

卒

不

果

自

金

常

蔣

麟

昭

金

浣

駱

如

璋

顧

振

羽

輩

集

議

勸

輸

陳

君

際

會

偕

弟

如

玉

首

捐

金

千

兩

而

邑

中

好

義

者

咸

慨

然

出

索

金

爲

助

工

竣

之

秋

謝

公

治

即

以

亞

魁

舉

於

鄉

桴

鼓

之

應

此

其

權

輿

矣

由

是

人

文

蔚

起

萃

嶽

降

之

靈

而

奮

跡

雲

衢

者

正

未

有

艾

董

事

之

勤

勞

與

捐

貲

之

美

舉

均

宜

誌

之

以

垂

永

久

是

即

雁

塔

題

名

之

先

聲

也

夫

兵
防

駐
防
營
五
代
以
前
無
可
考
唐
書
周
寶
傳
節
度
周
寶
發
杭

州
兵
戍
縣
鎮
判
䢖
八
都
時
吴
文
舉
主
於
潛
都
黄
巢
之

亂
錢
鏐
率
八
都
兵
破
走
之
内
一
都
曰
於
潛
都
錢
氏
都

臨
安
稱
衣
錦
軍
千
秋
闗
北
爲
淮
南
楊
氏
地
常
謀
襲
之

錢
氏
乃
置
寨
於
邑
之
閱
武
山
大
鳴
巖
以
防
侵
軼
元
末



ZhongYi

於
潛
縣
志

卷
二
創
建

十
六

明
太
祖
命
李
文
忠
規
取
兩
浙
自
寧
國
道
出
濳
取
桐
廬

下
建
德
邑
遂
爲
咽
喉
地
命
將
王
友
恭
屯
焉
及
張
氏
平

屯
兵
撤
洪
武
初
置
民
兵
萬
户
統
之
備
禦
諸
縣
正
統
十

四
年
令
募
民
勇
健
者
本
地
官
率
領
操
練
濳
邑
設
兵
百

名
後
減
半
仍
取
十
名
充
餉

復
加
四
十
名

國
朝
定
制
縣
設
民
壯
五
十
名
雍
正
六
年
裁
減
存
二
十
四

名
乾
隆
五
年
撫
軍
盧
復
減
去
十
二
名
然
名
爲
民
壯
承

平
日
久
不
加
操
練
止
承
差
役
備
勾
攝
而
已
順
治
初
山

賊
姚
三
等
合
夥
行
刼
據
天
目
山
剽
流
四
出
事
聞
合
兵

會
剿
鄉
民
各
自
圑
聚
守
禦
者
爲
竈
兵
頗
著
聲
績
十
二

年
官
兵
既
平
山
賊
始
設
官
領
兵
駐
縣
防
守
浙
江
通
志

分
防
於
濳
縣
千
總
一
員
有
馬
戰
兵
一
名
無
馬
戰
兵
五

名
守
兵
三
十
三
名
官
自
備
馬
二
疋
兵
丁
官
給
馬
一
疋

率
由
杭
協
更
番
調
用

防
兵
向
無
營
房
駐
城
隍
廟
中
殊
爲
汚
䙝
康
熙
二
年
諸
生

陳
希
虞
捐
貲
特
䢖
營
房
於
故
天
目
書
院
遺
址
造
正

五
間
廊
房
十
間
門
樓
三
間
各
項
器
具
完
備
其
前
即
係

校
塲
兵
有
攸
居
而
操
練
亦
可
勿
弛
矣
十
三
年
燬
廢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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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留
於
濳
縣
志
卷
二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