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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黃
巖
縣
志
卷
之
三

地
里
志
三

敘
水
上

凡
天
下
之
地
勢
兩
山
之
間
必
有
川
焉
葢
山
之
勢
隨
乎
水

水
之
源
出
於
山
山
則
一
本
散
爲
萬
殊
水
則
萬
殊
歸
於
一

本
二
者
之
間
可
以
觀
道
焉
吾
黃
爲
山
水
名
區
育
秀
孕
靈

著
於
舊
記
今
以
山
之
枝
分
派
别
者
敘
其
大
凡
而
水
之
出

於
諸
山
歸
於
大
海
者
尤
不
可
以
不
詳
其
原
委
也
夫
入
海

之
流
澄
江
爲
大
入
江
之
水
縣
河
爲
尊
謹
師
水
經
條
具
於

左
而
諸
小
水
則
從
畧
焉
然
其
同
歸
於
海
者
一
也

東
海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元

和

郡

縣

志

大

海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案
水
道
提
綱
海
自

海
門
衛
南
經
黃
巖
縣
東
海
門
外
島
㠘
甚
多
可
名
者
曰
穿
礁

山
東
南
曰
琅
璣
山
案

當

作

浪

磯

以

山

石

爲

海

浪

所

激

故

名

曰
大
陳
山
几
靑
山

又
南
稍
東
經
太
平
縣
新
河
所
東
案

出

海

之

口

爲

金

淸

港

北

距

海

門

凡

六

十

里

舊
志
東
海
環
邑
東
南
境
百
餘
里
案

太

平

分

縣

後

邑

境

瀕

海

者

僅

五

十

餘

里

耳

北
望
大
陳
山
出
海
洋
過
甯
波
厯
蘇
州
江
甯
抵
直
沽
而
至

北
京
極
於
遼
陽
高
麗
南
出
大
驪
洋
徑
溫
州
達
福
建
廣
東

而
盡
南
海
交
趾
琉
球
暹
羅
其
東
直
與
日
本
相
望
莊
子
云

尾
閭
泄
之
會
通
記
謂
其
與
海
門
馬
筋
相
直
舊
傳
爲
東
海

泄
水
處
自
高
山
望
之
其
水
湍
急
陷
爲
大
渦
者
十
餘
舟
楫

不
可
近
案

輿

地

紀

勝

引

夷

堅

志

同

澄
江
在
縣
北
一
里
本
名
永
甯
江
見

元

豐

九

域

志

源
出
縣
西
三
百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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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塵
山
之
陰
北
流
過
龍
纏
巖
又
北
爲
大
橫
溪
小
橫
溪
水
自
西

來
注
之
又
東
爲
大
溪
坑
又
東
北
爲
龍
潭
坑
有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之
水

出

黃

礁

山

岡

東

南

流

逕

上

百

歩

又

東

南

逕

下

百

歩

老

岡

基

水

自

西

來

注

又

東

南

逕

石

筍

嶺

又

東

與

龍

潭

坑

水

合

又
東
過
粗
糠
壇
又
東
爲
大
溪
又
東
過
下
喻
又
東
過
廟

潭
口
潭
水
自
東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南
至
栗
樹
坑
口
坑
水
自
西

南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聖
堂
黃
巖
溪
水
自
西
南
來
會
水

出

版

寮

嶺

東

流

逕

版

寮

又

東

逕

黃

泥

往

大

坑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又

東

逕

蒹

坑

口

坑

水

自

南

來

注

又

東

北

逕

斧

頭

巖

北

又

東

逕

垟

頭

南

李

家

山

水

自

南

而

來

逕

下

廟

與

版

寮

水

合

又

北

流

爲

黃

巖

潭

有

巖

色

黃

在

溪

水

中

縣

以

是

名

又

北

與

塵

山

水

合

又
東

過
石
研
又
東
過
蔣
家
垟
水
㙮
灣
之
水
自
東
南
來
注
之
又
北

過
鼈
兒
墳
胡
施
坑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石
墩
又
東
過

田
上
垟
小
鷹
山
水
自
南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上
鄭
又
東
過
隔
水

又
東
過
山
田
嶺
之
北
蔣
東
奧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南
過

下
鄭
有
水
自
東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百
花
廟
南
畫
壁
潭
北
又

東
過
裘
家
岸
又
東
過
後
胡
南
鰻
潭
嶺
北
又
東
過
大
砩
頭
又

東
爲
甯
溪
半
山
嶺
水
自
南
來
注
之
水

出

半

山

嶺

東

流

逕

半

山

李

家

山

水

自

南

來

逕

東

奧

外

金

至

蒲

桃

坑

匯

藍

田

水

與

半

山

水

合

又

東

逕

雙

坑

坑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又

東

逕

西

巖

有

水

自

北

來

注

又

東

逕

半

嶺

堂

牛

路

水

自

南

來

注

又

東

逕

嶺

根

吳

家

奧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又

東

逕

涼

棚

北

白

晏

南

牌

門

水

自

南

來

逕

方

家

奧

王

家

店

注

之

又

東

逕

金

奧

東

又

北

逕

覺

慈

寺

南

大

鷹

山

水

自

西

來

逕

蔣

奧

注

之

又

東

逕

前

垟

北

下

施

南

又

東

逕

木

坑

奧

坑

水

自

南

來

注

又

北

至

下

前

垟

與

甯

溪

水

合

又
北
過
浮
山
莊
朱
家
溪
水
自
西
來
注

之
水

出

五

部

嶺

東

流

逕

花

園

坑

又

東

逕

阮

暝

又

東

逕

蔣

家

岸

又

東

逕

老

屋

北

新

屋

北

又

東

爲

朱

家

溪

與

甯

溪

水

合

又
東
北
過
白
鶴
殿
南
又
東
北
過
上
盂
北
下
馬
墩
南
求
奧
水

自
西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婁
奧
又
東
過
長
垟
又
東
南
過
短
垟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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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
水
自
西
南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裏
垟
以

上

爲

甯

溪

港

又
東
過
烏
巖
爲

烏
巖
溪
柔
極
港
水
自
西
北
來
會
古

所

謂

利

墟

浦

也

水

出

布

袋

坑

嶺

東

南

流

逕

布

袋

坑

又

東

南

逕

小

索

壇

又

東

南

逕

垷

頭

又

南

逕

長

灘

楊

溪

水

自

西

北

來

逕

白

石

坑

長

坑

注

之

又

南

逕

白

石

垟

二

坪

水

自

西

來

注

之

水

出

嫩

樹

灣

東

北

流

與

大

廠

基

水

合

逕

新

殿

南

又

東

逕

二

坪

南

至

雙

溪

口

與

布

袋

坑

水

合

又

東

逕

孟

家

洞

隱

坑

水

自

西

南

來

注

又

東

逕

石

獅

壇

利

坑

水

自

北

來

注

又

東

南

逕

太

尉

殿

南

又

東

逕

㠘

頭

五

尖

山

水

自

上

溤

來

注

又

東

南

逕

百

花

廟

南

又

南

逕

三

㠘

西

又

東

逕

前

焦

又

東

逕

泥

龍

頭

烏

豬

奧

水

自

北

來

注

舊

志

所

謂

橫

溪

也

又

南

逕

湖

頭

東

南

入

烏

巖

溪

又
東
過
北
岸
瑞
巖
水
自
北
來
注
之
水

出

瑞

巖

山

西

流

逕

鉗

口

廟

北

又

西

逕

楊

菴

有

水

自

北

來

注

又

南

逕

山

沿

義

誠

嶺

水

自

西

來

注

又

南

逕

老

鼠

尾

又

南

逕

山

觜

又

東

南

逕

蔣

山

頭

西

研

石

廟

東

胡

村

嶺

水

自

東

來

注

又

南

逕

三

官

堂

橫

寮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又

南

逕

楊

奧

又

南

至

烏

巖

北

岸

入

江

又
東

過
下
盂
小
坑
港
水
自
西
南
來
會
古

所

謂

塘

浦

也

水

出

夏

烏

山

龍

潭

坑

北

流

逕

銀

坑

坑

水

自

東

來

注

又

東

北

逕

沈

奧

是

爲

錦

溪

又

北

逕

濫

田

又

西

北

逕

上

垟

又

北

逕

前

岸

又

北

逕

西

湖

黃

杜

奧

水

自

西

來

注

又

東

北

逕

潘

山

頭

又

東

北

逕

朱

家

橋

車

嶺

水

自

東

來

匯

山

前

象

奧

大

巖

諸

水

逕

下

路

與

龍

潭

坑

水

合

又

東

北

逕

小

坑

董

奧

水

自

西

來

注

又

東

逕

桐

樹

院

又

東

北

逕

泥

鰌

㠘

東

大

巖

山

西

又

北

逕

麻

車

又

西

北

與

日

溪

水

會

日

溪

水

出

上

北

流

逕

中

又

東

逕

下

又

東

爲

日

溪

又

東

逕

版

砩

頭

又

東

逕

南

莊

又

東

北

逕

後

園

又

東

逕

㠘

門

又

東

逕

白

㠘

北

與

龍

潭

坑

水

合

又

北

逕

朱

霧

桐

嶺

奧

水

自

東

來

注

之

水

出

桐

嶺

奧

西

流

逕

山

頭

夏

又

西

北

逕

長

頭

垟

又

西

至

吳

垟

與

龍

潭

坑

水

合

又

北

至

陡

門

有

水

自

西

山

下

東

流

逕

槴

樹

下

堂

至

趙

洋

注

之

又

東

北

逕

趙

垟

東

黃

奧

西

又

東

北

逕

下

盂

入

江

三
港
旣
合
東
爲
長
潭
又
東
過
茅
壇
南
又
東
過
石
壁
巖
北

又
北
過
前
蔣
西
又
北
過
六
都
東
又
北
東
過
後
蔣
東
又
東
北

過
上
岸
頭
東
巖
頭
西
又
東
北
過
官
奧
南
官
奧
水
自
北
來
注

之
是
爲
潮
漈
以
澄
江
之
潮
至
此
而
止
也
又
東
過
梓
浦
南
靈

石
水
自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南
過
靑
崦
東
又
東
南
過
亢
山
南
九

溪
水
自
南
來
注
之
水

出

馬

家

山

三

坑

嶺

北

流

逕

茅

畬

洋

石

豬

坑

水

自

西

南

來

逕

吉

下

與

義

和

莊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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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

又

東

北

與

西

奧

水

合

注

之

又

北

逕

茅

畬

西

又

北

與

沙

埠

奧

水

合

水

出

沙

埠

嶺

西

流

逕

沙

埠

奧

又

北

流

逕

舖

垟

西

又

北

與

大

灃

奧

水

合

西

流

逕

大

灃

方

之

南

注

於

九

溪

又

西

北

至

蜆

溪

頭

西

岑

水

自

西

南

來

注

又

西

北

至

小

澧

橋

小

澧

奧

水

自

西

南

來

注

又

北

逕

北

垟

東

又

北

入

江

又
東
過
小
澧
匯
北
又
東
南
過
雙
楠
西

又
東
過
三
官
堂
北
又
東
過
匯
頭
南
又
東
北
過
浦
口
東
苦
竹

西
又
北
過
虹
㠘
東
上
奧
水
自
北
來
注
之
水

出

上

奧

橋

亭

南

流

奧

坑

水

自

東

來

注

又

南

中

奧

水

自

西

來

注

又

南

逕

下

奧

東

百

丈

西

又

南

逕

山

前

至

頭

陀

橋

西

入

江

又
東
過
頭
陀
橋

南
又
東
南
過
西
岸
南
又
東
過
前
陳
南
又
東
過
山
頭
洲
北
是

爲
斷
江
乾

隆

志

云

下

流

深

闊

上

獨

淺

窄

如

江

流

至

此

而

斷

截

也

利
渡
浮
橋
在
焉
又
東

北
過
鳳
洋
西
又
北
過
儀
鳳
彭
西
孫
家
匯
東
又
北
東
過
新
界

南
又
東
過
道
頭
南
又
東
過
東
江
河
之
北
下
盧
山
南
又
東
至

仙
浦
喻
折
而
西
北
過
下
盧
東
戴
家
匯
西
折
東
過
建
山
櫻
頭

之
南
又
東
南
至
七
里
西
仙
浦
喻
東
又
南
至
仙
浦
閘
岱
石
山

水
自
西
南
來
注
之
水

出

岱

石

山

東

北

流

入

江

所

謂

上

仙

浦

也

又
東
過
橋
頭
王
之

北
又
東
北
過
仙
浦
汪
北
牟
村
南
又
東
過
㙮
山
南
又
東
南
過

羅
洄
南
折
而
東
北
過
奧
岸
西
黃
檀
坑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之
所謂

弓

㠘

浦

也

水

出

風

ꂩ

山

敞

風

岡

東

南

流

逕

黃

檀

坑

蠣

坑

水

自

北

來

注

又

東

南

逕

溪

頭

又

東

南

逕

車

口

東

奧

水

自

東

北

來

注

又

東

南

至

巖

頭

堂

西

高

奧

水

自

西

來

注

又

東

南

逕

下

塘

西

又

東

南

逕

㠘

下

西

㠘

衖

東

又

南

而

東

逕

路

頭

方

北

又

東

南

逕

涇

岸

北

又

東

南

逕

㙮

水

橋

入

江

又
東
過
浦
西
之
南
奧
岸
之
北
又
東
南

過
五
里
牌
之
南
又
東
南
過
兩
里
半
之
西
南
又
東
南
過
後
垟

之
北
西
江
水
自
南
來
會
此

永

甯

江

别

浦

也

水

出

沙

埠

三

童

諸

山

出

沙

埠

者

南

出

大

溪

橫

溪

西

出

奇

田

下

園

匯

於

李

白

洋

東

北

流

逕

瓦

甆

窰

又

東

北

爲

灘

頭

溪

又

東

北

逕

浦

門

堂

又

東

北

逕

大

埭

又

東

北

爲

下

浦

又

東

逕

土

㠘

又

北

逕

蔡

家

洋

入

羽

山

閘

其

東

流

入

官

河

其

西

北

至

羽

山

之

西

入

於

西

江

出

三

童

者

東

北

流

至

三

洞

橋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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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五

東

逕

下

林

匯

南

又

東

北

至

羽

山

西

下

浦

水

自

東

南

來

注

又

北

逕

下

埭

頭

東

又

北

逕

東

路

之

東

又

北

逕

西

橋

又

北

入

江

又
東
過
縣
城
北
利
渉
浮
橋
在
焉
是
爲
澄
江
又
東
至
東
浦
之

西
浦
水
自
南
來
注
之
外

東

浦

水

出

九

峯

山

東

北

流

至

東

門

之

東

遶

城

而

北

西

流

逕

東

浦

橋

又

西

匯

裏

東

浦

水

北

入

於

江

裏

東

浦

水

卽

常

豐

淸

混

二

閘

所

在

城

中

幹

河

也

又
北
流
過
毛
兒
橋
東

又
北
東
過
邵
家
浦
南
新
河
水
自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唐
門
山

南
又
東
過
馬
鞍
山
南
又
東
北
爲
黃
林
港
又
東
南
過
仙
浦
北

方
山
水
自
南
來
注
之
又
東
過
上
渚
北
又
東
北
過
水
港
北
白

石
堂
南
白
龍
山
水
自
南
來
注
之
又
東
北
爲
三
港
口
與
郡
城

靈
江
之
水
會
東
爲
椒
江
東
至
海
門
澄
江
入
於
海

赤
城
志
永
甯
江
源
出
縣
西
北
案

北

字

誤

當

作

南

三
百
四
十
里
案

舊
志
有
大
小
二
源
大
源
出
塵
山
東
南
流
廣
一
十
五
歩
二

百
一
十
里
至
左
溪
村
小
源
出
黃
巖
山
東
北
流
廣
五
歩
一

百
里
至
大
溪
與
大
源
合
然
平
淺
不
通
舟
又
東
流
三
十
里

至
官
奧
村
無
灘
磧
直
下
永
甯
江
廣
踰
百
歩
又
東
流
一
百

里
從
縣
北
過
三
十
五
里
會
臨
海
縣
江
口
案

原

作

海

口

誤

入
於
海

從
源
至
海
水
程
四
百
八
十
里
案

輿

地

紀

勝

云

小

源

出

縣

山

是

誤

以

山

名

爲

縣

之

所

治也水
道
提
綱
永
甯
江
在
黃
巖
縣
城
北
有
大
小
二
源
大
源
西

南
出
永
嘉
北
界
之
塵
山
東
北
案

北

字

誤

當

作

南

流
合
諸
山
水
小

源
曰
黃
巖
溪
出
縣
南
案

南

字

誤

當

作

西

黃
巖
山
下
東
北
流
合
諸

山
水
二
流
旣
合
又
東
至
官
奧
村
始
可
行
舟
又
東
百
里
過

縣
城
北
又
北
稍
東
二
十
里
案

當

作

又

北

折

東

三

十

里

會
靈
江
東
入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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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六

海
海
口
西
至
黃
巖
城
六
十
里

浙
江
通
志
舊
傳
宋
杜
淸
獻
公
生
時
澄
淸
三
日
因
名
澄
江

附
舊
志
入
江
諸
水

黃
巖
溪
在
縣
西
一
百
里
源
出
黃
巖
山
赤

城

志

明

一

統

志

派
爲
諸

川
凡
五
十
餘
省志

東
北
流
至
甯
溪
過
聖
巖
潭
下
又
北
至
五

部
儒
地
達
烏
巖
溪
與
柔
極
溪
會
迤
於
潮
漈
入
永
甯
江
舊志

卽
前
所
謂
小
源
者
也
其
濱
有
黃
石
五
區
如
相
拱
揖
云
赤城

志

輿

地

紀

勝

宋

邑

尉

孫

應

時

詩

得

雨

溪

聲

壯

無

風

雲

氣

多

山

花

依

翠

竹

灘

石

亂

寒

莎

樵

父

谷

中

出

牧

兒

牛

背

歌

逢

人

問

塵

世

擾

擾

意

如

何

明

一

統

志

引

作

林

應

時

甯
溪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源
出
黃
巖
溪
波
流
至
此
方
甯
故
名

府

志

舊

志

烏
巖
溪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舊志

楊
溪
在
縣
西
九
十
里
俗
名
楊
坑
舊志

橫
溪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虞
家
奧
府

志

舊

志

柔
極
溪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舊志

錦
溪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兩
岸
多
桃
李
花
時
望
之
如
錦
故
名

每
大
旱
水
忽
自
漲
次
日
必
雨
農
家
以
此
占
候
省

府

志

舊

志

日
溪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古
號
新
城
西
北
有
小
谷
曰
金
玉
灣

赤

城

志

省

府

志

舊

志

鹿
鳴
潭
溪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府志

明
永
樂
靖
難
時
庠
生
周
道

文
殉
節
於
此
乾

隆

志

國

朝

黃

文

鼎

鹿

鳴

潭

懷

古

詩

傳

言

潭

有

鹿

呦

呦

鳴

其

谷

不

食

野

之

苹

來

飮

洲

之

淥

我

來

訪

故

蹤

登

臨

幾

往

復

惟

見

白

鳥

飛

曾

無

麀

鹿

伏

一

岸

半

浸

山

一

岸

幾

閒

屋

屋

內

有

知

音

畱

可

臨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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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七

讀

憶

昔

康

敏

公

註

易

鬼

神

哭

在

此

樂

淸

泉

故

將

美

名

錄

惟

冀

此

翁

後

人

人

當

私

淑

長
潭
溪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可
通
筏
達
永
甯
江
府

志

舊

志

九
溪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柏
嘉
山
下
諸
溪
凡
九
西
南
二
大

溪
合
流
以
達
永
甯
江
省

府

志

舊

志

軍
營
溪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源
出
佛
嶺
宋
宣
和
中
官
軍
禦
寇

結
營
於
此
故
名
省

府

志

舊

志

三
童
溪
案
赤
城
志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源
出
三
童
山
東
流

一
十
八
里
入
永
甯
江
寰

宇

記

府

志

舊

志

俱

作

縣

南

二

十

里

利
墟
浦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源
出
利
墟
山
南
入
永
甯
江
赤城

志塘
浦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備
禮
鄕
源
出
夏
烏
山
北
流
六
十
五

里
入
江
赤

城

志

府

志

舊

志

上
仙
浦
在
縣
西
十
里
源
出
岱
石
山
入
江
府

志

舊

志

弓
㠘
浦
在
縣
西
北
一
十
八
里
府

志

舊

志

弓

俱

作

龔

案

龔

㠘

在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與

此

不

合

當

作

弓

爲

是

下
浦
在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自
楊
公
埭
下
北
流
入
江
府

志

舊

志

下
仙
浦
在
縣
東
七
里
自
常
豐
閘
東
流
出
陡
門
閘
入
江
府志

舊志新
河
在
縣
北
五
里
會
靈
巖
戍
舖
西
溪
東
折
入
江
延
袤
五

里
宋
開
禧
二
年
里
人
杜
思
齊
率
衆
鑿
之
省

府

志

舊

志

官
河
在
縣
東
南
合
方
山
沙
埠
諸
水
南
流
一
百
三
十
里
至
太

平
溫
嶺
詳

見

水

利

北
流
入
應
秀
水
門
縣

城

小

南

門

也

是
爲
縣
城
榦
河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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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八

北
過
藥
局
橋
又
北
過
施
平
橋
又
北
過
南
浮
橋
在

橫

街

東

有
别
流

西
出
是
爲
南
支
河
又
北
過
左
營
橋
又
北
過
雙
桂
橋
在

寺

後

巷

東

有

别

流

西

出

今

湮

又
北
過
丁
家
橋
在

司

㕔

巷

東

又
北
過
杜
公
橋
東
在

道

義

巷

東

口

有
别
流
西
出
是
爲
中
支
河
卽
縣
河
也
又
北
至
東
禪
橋
有

别

流

西

出

今

湮

九
峯
之
水
自
東
來
注
之
水

出

九

峯

山

西

流

至

東

水

門

入

城

逕

祠

山

廟

前

稍

北

而

西

折

南

逕

右

營

軍

器

局

折

西

轉

北

逕

雙

橋

又

西

至

東

禪

橋

入

於

ᷡ

河

其

一

支

由

城

壖

繞

祠

山

廟

後

至

大

梅

棃

巷

牛

場

後

而

止

又

自

祠

山

廟

後

北

行

至

普

門

堂

東

至

裏

東

浦

一

小

支

出

淸

水

閘

南

正

支

入

混

水

閘

皆

與

幹

河

合

又
北
過

平
安
橋
在

草

行

巷

東

又
北
過
樟
樹
橋
在

大

寺

巷

東

有

别

流

西

出

今

湮

又
北
至
淸

水
閘
橋
在

柏

樹

巷

西

有
水
自
東
來
注
之
又
北
過
假
山
下
而
東
有

水
自
東
來
注
之
又
北
爲
混
水
閘
在

館

驛

巷

東

又
北
出
北
水
門
與

外
東
浦
水
合
入
於
永
甯
江

縣
河
自
杜
公
橋
西
出
經
道
義
巷
過
永
利
橋
折
北
過
橋
亭
又

北
過
郟
家
橋
在

郟

家

巷

又
北
過
永
甯
橋
在

大

井

頭

分
爲
别
流
西
匯
於

城
隍
廟
下
又
西
經
縣
治
之
前
又
西
至
㙮
院
其
正
支
自
永
甯

橋
而
北
抵
壽
甯
坊
西
流
經
縣
治
之
後
至
西
園
廟
之
西
復
南

流
與
縣
前
河
合
又
南
過
三
淸
橋
在

孟

家

巷

東

古

名

洪

家

巷

又
南
過
妙
智

寺
東
折
西
過
寺
前
轉
北
過
梅
花
橋
折
西
至
五
馬
橋
南
支
河

水
自
南
來
會
水

自

南

浮

橋

西

出

逕

明

因

寺

前

分

爲

别

流

一

支

西

流

至

三

板

橋

一

支

南

流

繞

仁

風

鄕

後

西

流

逕

大

較

場

北

厯

白

衣

宮

後

與

三

板

橋

之

河

合

又

西

至

蒲

草

田

又

北

至

五

馬

橋

與

中

支

河

水

會

又
北
過
錦

江
橋
又
西
北
出
麻
車
浦
水
門
入
於
西
江

赤
城
志
縣
河
在
縣
郭
由
官
河
東
出
支
而
爲
流
者
五
深
廣

視
官
河
出
慶
善
坊
者
案

今

大

寺

巷

至
寺
門
而
斷
出
叢
桂
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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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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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今

東

禪

巷

半
民
居
而
斷
出
孝
行
坊
者
今

寺

後

巷

踰
華
嚴
閣
西
而
斷

出
奎
文
坊
者
今

橫

街

則
入
前
洋
而
西
達
於
浦
惟
出
景
賢
坊

者
今

道

義

巷

處
五
河
之
中
過
錢
家
橋
一

名

永

利

橋

今

橋

亭

頭

而
北
直
郟

家
橋
永
甯
橋
分
爲
别
流
西
匯
於
城
隍
祠
下
則
經
於
縣
治

之
前
又
北
抵
於
壽
甯
坊
則
經
於
縣
治
之
後
復
南
流
與
縣

前
河
接
環
抱
縣
圃
西
會
於
洪
家
巷
今

孟

家

巷

三

淸

橋

以
達
於
江

舊
志
此
五
支
河
也
循
中
河
之
畔
爲
一
長
衢
率
數
家
之
偏

爲
一
火
衖
市
貨
通
焉
舟
車
達
焉
數
十
年
閒
官
禁
稍
弛
民

居
隨
其
地
分
或
委
塡
瓦
礫
或
撐
架
蓬
茅
日
呑
歲
蝕
河
畔

之
衢
先
塞
矣
衢
塞
則
人
跡
莫
通
火
衖
之
肘
附
於
旁
者
爲

之
扃
鐍
倂
塞
焉
官
不
得
知
其
爲
河
河
亦
不
得
以
知
於
官

梁
而
爲
楹
者
有
之
址
而
爲
屋
者
有
之
宋
嘉
定
十
七
年
令

蔡
範
先
按
治
內
河
迹
其
堙
塞
而
疏
治
之
梁
於
河
者
俾
昂

三
尺
以
紓
舟
址
於
河
者
俾
鑿
三
尺
以
分
水
民
嗇
於
工
費

官
稍
出
錢
以
補
之
新
流
旣
通
舊
規
稍
復
奎
文
坊
之
河
障

固
而
爲
民
居
爲
園
爲
塘
爲
田
者
比
比
皆
是
則
又
搜
舊
籍

考
殘
形
曲
諭
居
民
次
第
開
婑
自
南
浮
橋
以
達
於
西
橋
緜

ᨭ
三
里
抱
䕶
縣
郭
案

宋

時

縣

城

未

築

卽

以

支

河

爲

縣

郭

役
起
是
年
閏
八
月

而
迄
於
十
一
月
惟
縣
治
之
西
偏
曰
洪
家
巷
父
老
相
傳
謂

內
河
實
由
此
以
達
江
西
鄕
運
輸
舟
至
銜
尾
多
願
請
修
復

者
兩
巷
之
居
民
出
圖
契
質
之
有
司
則
又
未
能
悉
合
始
俾

以
爲
大
溝
深
廣
三
尺
旱
以
納
潮
溢
以
洩
水
至
大
德
己
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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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凡
七
十
六
年
矣
中
閒
壅
塞
尤
甚
知
州
韓
國
寶
按
舊
蹟

之
復
火
衖
六
今
縣
內
河
道
深
廣
僅
五
六
尺
惟
洩
流
耳
居

民
成
屋
架
椽
新
舊
相
仍
終
亦
莫
之
復
矣
萬

歴

志

云

巳

上

係

永

樂

舊

志

康
熙
志
自
明
迄
今
支
河
存
者
無
幾
惟
畱
大
河
久
不
通
舟

潮
汐
泥
漲
岸
側
居
民
蔬
圃
穢
積
其
上
將
成
陸
矣
康
熙
庚

戌
火
災
城
居
殆
盡
邑
人
始
議

河
阿
總
戎
爾
泰
率
官
兵

計
丈
分
疏
以
爲
之
倡
而
民
工
繼
之
燼
餘
力
窘
有
借
役
大

費
煩
以
沮
當
事
者
由
是
人
心
懈
倦
而
河
工
中
止
矣

乾
隆
志
康
熙
丁
丑
劉
令
寬
率
士
民
重

河
道
始
可
通
舟

歲
月
旣
久
淤
塞
漸
多
乾
隆
乙
亥
楊
令
廷
芳
以

河
建
閘

請
於
上
官
皆
報
曰
可
旋
遷
調
去
任
未
創
厥
工
是
冬
劉
令

世
甯
接
辦
挑

計
寛
六
丈
深
三
丈
自
小
南
門
至
路
橋
三

十
里
深
廣
一
律
而
城
內
之
河
由
混
淸
兩
閘
放
船
可
以
直

至
太
平
此
大
河
之
槩
也
若
支
河
則
僅
存
景
賢
巷
一
帶
蓄

水
停
泓
至
巷
口
永
利
橋
而
止
上
卽
店
肆
民
居
無
復
河
道

餘
支
亦
皆
湮
塞
日
久
無
迹
可

欲
求
脈
絡
之
分
明
難
矣

唯
出
奎
文
坊
一
支
水
接
南
浮
橋
至
橫
街
過
中
營
遊
擊
署

前
迤

至
西
城
下
車
浦
陡
門
而
出
合
西
橋
大
江
此
一
路

雖
近
民
居
然
河
道
尙
存
因
而
深
廣
之
爲
力
頗
易
欲
復
古

者
可
以
從
事
也

山

水

記

城

中

諸

水

皆

盤

旋

而

出

於

麻

車

浦

混

水

閘

非

出

水

之

口

也

何

以

言

之

咸

豐

三

年

六

月

大

水

迎

薰

門

水

勢

高

與

城

等

應

秀

門

次

之

鎭

海

門

又

次

之

液

金

門

與

鎭

海

等

唯

拱

辰

門

無

水

大

街

無

水

東

禪

草

行

倉

頭

皆

無

水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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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一

秀

門

貼

近

榦

河

宜

其

洩

之

易

矣

而

仁

風

鄕

之

水

沈

竈

没

檐

者

不

一

而

足

可

知

榦

河

之

淸

混

二

閘

之

不

能

出

水

也

余

是

時

繞

城

上

而

行

以

觀

水

勢

至

麻

車

浦

水

門

但

見

支

流

俱

匯

於

此

濤

頭

噴

沫

高

二

三

丈

旋

渦

如

車

輪

大

聲

如

雷

方

悟

開

河

之

初

繞

城

之

水

俱

向

西

流

而

淸

混

二

閘

之

設

不

過

爲

海

潮

淸

濁

以

爲

收

放

非

城

中

之

水

於

是

出

口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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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二

敘
水
下

舊
志
敘
水
曰
川
曰
浦
曰
溪
曰
潭
曰
池
凡
分
五
目
而
河
與

湖
皆
入
水
利
顧
河
亦
川

也
今
旣
以
縣
河
列
於
江
海
之

次
而
溪
浦
之
入
江
者
亦
附
著
之
至
於
潭
池
之
屬
别
詳
於

此
而
冠
之
以
湖
葢
皆
天
地
自
然
之
利
非
盡
出
於
人
工
者

也
湖
舊

志

載

湖

有

六

而

天

賜

湖

見

赤

城

志

乃

獨

不

載

何

邪

今

特

補

入

而

其

餘

則

仍

舊

志

云

苕
湖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府志

新
南
湖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府志

白
湖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府志

靑
湖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俗
傳
晉
時
孫
恩
嘗
解
金
甲
於
其
中

湖
底
有
一
竅
深
不
可
測
土
人
謂
與
耀
珠
潭
相
通
明

一

統

志

省

府

志

舊

志

靖
斯
湖

在
十
一
都
大
旱
不
涸
府志

鑑
洋
湖

在
三
十
九
都
雞
籠
山
下
修
廣
二
千
畝
許
府志

縱
十

里
橫
五
里
爲
東
南
巨
浸
中
有
沙
洲
蘆
荻
鵁
鶄
鸂

翔
舞

其
際
水
多
銀
魚
長
寸
許
小
如
薤
葉
色
白
如
銀
味
最
美
擊

楫
中
流
恍
如
剡
中
風
味
山

水

記

天
賜
湖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阻
浪
山
下
明

一

統

志

輿

地

紀

勝

並

作

限

浪

山

水
極
淸
泚
歲
旱
漑
田
千
頃
故
老
相
傳
以
爲
不
假
浚
鑿
天

實
賜
之
赤

城

志

輿

地

紀

勝

今
俗
訛
爲
天
星
湖
明

一

統

志

省

志

作

天

賜

河

溪
舊

志

溪

有

十

八

入

澄

江

者

十

三

旣

附

載

前

簡

矣

復

删

其

三

而

錄

其

二

於

此

則

入

河

之

水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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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三

繡
嶺
溪

在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發
源
盤
山
府

志

舊

志

自
繡
嶺
經
院

橋
遶
東
家
湗
與
戰
塘
之
水
匯
於
鑑
洋
湖
自
鑑
洋
橋
循
山

趾
而
行
至
路
橋
南
栅
山
水
涇
口
達
於
白
峯
澤
庫
而
出
金

淸
閘
山

水

記

俞
家
溪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自
大
塘
嶺
發
源
入
俞
店
柏
山
達

於
河
府

志

舊

志

潭
赤

城

志

載

吾

邑

之

潭

二

十

舊

志

删

者

一

佚

者

一

續

書

者

八

今

仍

兩

志

所

載

凡

二

十

有

八

云

白
龍
潭

在
縣
東
十
里
方
巖
其
穴
有
三
大
僅
如
甕
常
有
雲

氣

之
居
人
見
龍
出
入
因
其
色
白
故
以
名
潭
宋
嘉
祐
初

禱
雨
未
驗
夜
分
有
大
呼
於
野
者
曰
龍
巳
居
西
矣
旦
以
疏

投
西
潭
一
蛇
躍
出
烈
日
飛
雪
繼
之
以
雨
歲
大
稔
赤

城

志

省

府

志

方
山
潭

在
縣
東
南
十
七
里
亦
名
金
鵝
俗
傳
舊
在
吉
奧
山

有
金
鵝
自
潭
飛
出
逾
五
里
止
於
方
山
隅
案

在

藥

山

奧

裏

竟
夕
風

雨
雷
震
旦
視
則
爲
湫
矣
赤

城

志

府

志

霧
露
潭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下
有
泓
水
深
僅
尺
許
每
欲
雨

則
雲
氣
直
升
或
如
靄
霧
紛
凝
則
數
日
方
雨
赤

城

志

府

志

胡
師
娘
潭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徐
山
舊
傳
有
巫
家
女
浣
紗
溪

上
爲
龍
捲
去
其
尸
久
不
出
後
有
漁
人
云
見
一
女
乘
龍
自

南
海
升
天
遂
以
名
潭
每
欲
雨
則
有
雲
霧
赤

城

志

作

湖

師

潭

亦

見

府

志

今
浣
紗
石
尙
存
旁
有
暘
霞
洞
與
潭
通
後
潭
水
涸
村
人
立

廟
其
上
以
祀
之
神
甚
靈
異
姜

志

稾

岱
石
潭

在
縣
西
南
十
七
里
石
大
人
山
側
赤

城

志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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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四

仙
巖
潭

在
縣
西
南
十
七
里
松
巖
山
中
歲
旱
禱
者
得
金
色

蜃
卽
雨
府志

夏
烏
潭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夏
烏
山
側
赤

城

志

府

志

雙
魚
潭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沙
埠
佛
嶺
俗
傳
有
雙
魚
各
尺

餘
金
色
從
溪
逆
上
漁
人
網
之
不
得
竟
入
石
巖
下
有
一
小

坑
湧
水
成
潭
每
禱
輒
應
赤

城

志

府

志

望
海
尖
潭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靈
石
山
北
巓
赤

城

志

府

志

篛
岡
潭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府志

感
應
潭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柏
嘉
山
上
俗
傳
有
龍
眉
如
雪

府志

鐵
潭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謳
韶
相
傳
中
多
怪
有
眞
人
以
鐵

鎭
水
中
乾

隆

志

佛
巖
潭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府志

畫
巖
潭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明

一

統

志

作

四

十

里

山
如
餅
鑪
潭
居
底
旁

無
通
蹊
將
詣
潭
必
從
上
而
下
宋
嘉
定
八
年
不
雨
陳
令
逵

將
投
鐵
盩
而
雷
發
潭
中
有
五
色
雲
出
焉
俄
大
風
雨
後
遇

旱
禱
之
輒
應
赤

城

志

作

畫

潭

明

一

統

志

作

畫

巖

潭

又

見

府

志

赤
頰
潭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亂
山
中
龍
出
入
必
大
風
雨
故
近

山
無
居
人
旁
有
大
木
皆
無
膚
葉
父
老
言
有
龍
黑
身
而
赤

頰
遂
以
名
潭
宋
賜
封
靈
普
䕶
澤
赤

城

志

省

府

志

米
篩
浪
潭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四
面
多
怪
巖
雖
無
風
而
水
常

有
浪
如
米
篩
紋
一
名
耀
珠
潭
赤

城

志

府

志

舊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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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五

聖
巖
潭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日
溪
側
有
瀑
布
自
北
山
注
潭
中

上
有
石
可
宴
坐
赤

城

志

府

志

靈
龜
潭

在
縣
西
六
十
五
里
赤

城

志

府

志

宋

求

仲

弓

詩

江

湖

雖

濶

多

網

幽

澗

淸

虛

且

勉

旃

待

我

功

成

買

雙

鶴

歸

來

伴

汝

一

千

年

靈
淵
潭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五
部
山
府志

二
髻
潭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雙
巖
角
立
狀
如
丫
髻
府志

栅
眉
潭

在
縣
西
九
十
里
柏
都
洞
南
怪
石
壁
立
過
者
悚
慄

年
豐
則
有
雲
氣
覆
其
上
雖
炎
日
不
散
歉
歲
則
否
赤

城

志

省

府

志

紅
坑
潭

在
縣
西
一
百
里
黃
巖
溪
側
府志

寒
坑
潭

在
縣
西
一
百
三
十
里
兩
崖
夾
山
爲
澗
時
有
黑
風

自
潭
出
每
禱
乘
木
筏
以
入
微
不
謹
則
有
驚
怪
赤

城

志

府

志

山

水

記

禦

營

之

西

爲

徐

庫

陽

山

其

東

南

曰

溫

州

坑

嶺

石

甃

大

道

直

上

雲

中

其

下

爲

嶺

裏

其

東

爲

西

莊

其

西

爲

葉

奧

又

西

爲

寒

坑

潭

有

龍

焉

四

山

皆

峭

壁

陰

崖

潭

水

澄

澈

禱

雨

者

自

外

潭

乘

筏

至

內

潭

有

橫

石

限

其

中

離

水

數

寸

其

潭

深

邃

不

可

測

盛

夏

衣

緜

猶

寒

氣

凜

冽

眞

龍

宮

也

龍

子

金

鱗

歧

角

長

寸

許

以

竹

簟

盛

置

淨

斗

中

下

山

卽

雨

雨

帶

冰

雹

電

光

自

斗

中

出

西

莊

樂

淸

多

梯

田

寒

坑

永

嘉

葉

奧

徐

庫

陽

嶺

裏

皆

黃

巖

地

三

處

岡

嶺

囘

互

皆

可

隱

居

案

乾

隆

志

云

地

屬

永

嘉

故

不

載

今

詢

之

土

人

實

黃

巖

地

也

故

仍

載

之

戚
五
娘
潭

在
縣
西
北
十
里
赤

城

志

府

志

橫
山
潭

在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赤

城

志

府

志

三
井
潭

在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地
名
錢
本
坑
下
有
井
如
品
字

故
名
赤

城

志

藏
雪
潭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鳴
山
之
旁
本
名
鳴
川
潭
舊
傳

五
六
月
閒
積
雪
不
消
遂
更
今
名
赤

城

志

省

志

俱

作

一

十

里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六

靈
巖
潭

在
縣
北
十
里
靈
巖
山
飛
瀑
下
瀦
爲
潭
極
深
邃
赤城

志

府

志

舊

志池
古

謂

之

汪

其

細

巳

甚

葢

皆

出

於

人

工

而

未

足

爲

水

利

故

仍

列

於

此

舊

志

所

未

載

者

則

畧

之

印
池

在
縣
南
十
五
歩
方
各
四
丈
四
尺
旁
皆
民
居
府志

放
生
池

在
縣
東
三
十
步
慶
善
寺
西
園
今
廢
旁
有
亭
亦
久

圯
府

志

舊

志

一
在
縣
東
十
里
穀
堆
山
下
乾

隆

志

硯
池

在
縣
東
南
硯
池
巷
乾

隆

志

趙
宅
池

在
縣
西
南
乾

隆

志

茭
池

在
縣
南
三
里
中
有
石
㙮
泉
與
鐵
米
篩
井
通
僧
淨
眞

溝
之
入
市
今
塞
矣
赤

城

志

府

志

馬
家
池

在
縣
南
二
十
六
都
乾

隆

志

任
家
池

在
縣
南
二
十
六
都
乾

隆

志

大
池

在
縣
南
二
十
六
都
乾

隆

志

木
杓
池

在
縣
南
二
十
六
都
乾

隆

志

井
舊

志

以

井

入

水

利

然

井

之

所

利

幾

何

僅

足

供

食

用

耳

故

依

赤

城

志

例

附

於

敘

水

之

未

城
隍
井

在
縣
東
二
十
步
城
隍
廟
內
共
有
三
井
惟
後
宮
東

井
爲
佳
府

志

舊

志

惠
泉
井

在
縣
東
三
十
步
梯
雲
坊
府

志

舊

志

大
井

在
縣
東
三
十
步
大
街
舊
傳
縣
多
火
災
堪
輿
者
以
大

街
自
南
徑
北
是
一
畫
循
縣
前
折
至
西
㙮
院
是
一
直
一
鉤

꼮
丁
字
南
北
門
西
㙮
院
旣
皆
有
井
惟
大
街
獨
無
故
鑿
井

於
丁
字
中
以
制
之
火
患
遂
息
歲
久
淤
塞
康
熙
庚
戌
八
月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七

城
居
被
火
幾
盡
壬
子
夏
熊
令
兆
鼎
集
里
民
僉
議
重
婑
復

置
八
卦
石
欄
於
上
府

志

舊

志

新
井

在
東
禪
橋
之
東
明
正
統
丙
寅
鑿
别
爲
石
溝
以
引
鐵

米
篩
井
之
水
又
構
亭
以
覆
之
李

茂

宏

新

井

亭

記

某

年

月

日

山

東

焦

侯

來

令

黃

巖

三

載

於

兹

政

通

人

和

邑

事

漸

簡

侯

乃

考

縣

乘

相

厥

水

土

求

恤

民

隱

縣

隣

大

江

潮

汐

往

來

地

帶

斥

鹵

水

味

鹹

澁

飮

之

者

疾

或

生

焉

宋

異

僧

淨

眞

嘗

於

縣

東

三

里

許

方

山

之

麓

鑿

井

一

所

方

不

逾

丈

而

深

半

之

下

造

鐵

窗

以

限

沙

石

因

以

米

篩

井

名

之

又

於

井

旁

浚

池

深

一

丈

二

尺

暗

作

石

溝

五

百

餘

丈

引

井

泉

至

梯

雲

坊

裏

分

鑿

二

十

八

井

周

布

市

廛

以

濟

居

民

民

賴

以

飮

厯

歲

滋

久

溝

塞

井

湮

民

以

告

侯

舉

耆

宿

陳

君

廷

翰

陳

君

尹

操

與

僧

宗

勝

分

任

其

事

協

力

勸

相

不

懈

益

䖍

於

是

卽

淨

眞

所

作

石

溝

之

塞

者

通

之

壞

者

補

之

欲

復

其

舊

井

之

數

别

鑿

大

井

於

東

禪

橋

之

東

廣

丈

餘

深

倍

之

引

石

溝

之

泉

於

井

澄

瑩

冰

冽

民

飮

而

甘

之

汲

者

憧

憧

無

閒

昕

夕

衆

皆

稱

便

樂

頌

不

巳

又

構

亭

以

覆

之

始

事

於

正

統

十

一

年

八

月

訖

工

於

次

年

九

月

乃

徵

予

言

以

記

之

爰

序

梗

槩

俾

後

之

賢

令

尹

知

創

造

之

不

易

相

繼

修

治

以

垂

永

遠

云

儒
學
井

在
縣
南
一
百
三
十
步
文
廟
西
府

志

西

北

六

步

城
內
水
此

爲
第
一
堪
輿
家
以
爲
翠
屏
來
龍
之
驗
也
大
旱
枯
竭
此
井

每
日
可
得
百
擔
府

志

舊

志

假
山
井

在
縣
東
南
孝
行
坊
俗

名

寺

後

巷

味
淸
冽
如
山
泉
府

志

舊

志

汲
古
井

在
縣
西
泉
淸
異
他
井
府

志

舊

志

八
角
井

在
縣
西
二
十
步
淸
鎭
坊
巷
裏
府

志

舊

志

東
西
二
井

在
縣
北
八
十
步
府

志

舊

志

鐵
米
篩
井

在
縣
東
三
里
九
峯
寺
西
源
自
山
出
其
行
如
溝

入
井
處
僧
寘
鐵
窗
以
限
沙
石
故
名
泉
甚
甘
冽
大
旱
不
涸

邑
人
皆
汲
焉
宋
常
令
婑
孫
構
亭
其
上
榜
曰
不
竭
泉
赤

城

志

府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八

志

舊

志

元

潘

士

驥

鐵

篩

井

詩

誰

鑿

雲

根

洩

淸

氣

金

明

泉

眼

羅

經

緯

年

來

邑

攺

泉

不

知

冷

冽

猶

太

古

味

地

滷

半

滴

難

沾

脣

汲

要

雖

遠

無

晨

昏

如

何

水

品

失

收

拾

滿

城

釀

作

黃

山

春

東
廟
井

在
縣
東
五
里
府

志

案

此

井

在

東

廟

山

北

麓

俗

名

六

角

井

水

味

最

佳

距

縣

當

十

里

孝
義
井

一
名
梅
花
井
在
縣
東
南
方
山
之
麓
宋
邑
人
鄭
氏

鑿
元

瑞

安

高

明

記

往

年

余

客

台

城

南

遊

方

山

見

其

里

人

咸

稱

鄭

氏

孝

義

井

之

美

去

年

來

四

明

獲

識

鄭

氏

永

思

暇

日

嘗

語

及

斯

井

則

知

君

先

世

所

作

也

因

從

君

詢

其

詳

永

思

爲

予

言

吾

先

世

居

閩

中

久

因

避

亂

徙

台

之

黃

巖

澤

庫

九

世

祖

又

分

居

邑

南

之

天

長

街

愛

方

山

之

雄

秀

綿

薄

與

委

羽

空

明

洞

天

相

邇

知

其

爲

僊

靈

之

宅

也

故

沒

而

皆

藏

焉

先

墓

舊

有

廬

以

奉

祠

事

宋

丞

相

謝

公

深

甫

爲

題

其

額

曰

奉

思

高

祖

次

四

府

君

嘗

祭

於

墓

下

畢

事

因

歎

曰

吾

祖

父

之

藏

於

兹

也

久

矣

而

蕘

牧

於

斯

者

未

嘗

一

踐

乎

羨

門

絰

皇

之

閒

是

雖

吾

祖

父

德

澤

之

積

亦

足

見

兹

土

之

人

習

俗

素

湻

樸

也

吾

將

有

以

報

之

是

山

土

厚

而

嗇

於

泉

汲

人

病

焉

爲

之

井

以

食

之

不

亦

可

乎

及

度

山

趾

作

大

井

旣

成

泉

淸

而

源

深

味

甘

而

色

瑩

又

作

亭

其

上

以

休

汲

者

遠

邇

利

之

名

之

曰

孝

義

井

故

丞

相

杜

淸

獻

公

爲

書

孝

義

字

署

於

亭

曾

大

父

修

職

府

君

加

繕

葺

完

美

後

罹

兵

燹

廢

大

父

宣

議

府

君

始

作

廬

舍

未

畢

事

而

沒

先

君

子

早

孤

煢

煢

寡

力

勉

焉

營

埋

未

克

遂

志

而

又

卽

世

文

寶

深

懼

累

葉

遺

址

將

遂

蕪

沒

乃

闢

塋

域

之

地

而

增

廣

之

甃

石

樹

室

以

紹

先

志

中

更

兵

革

木

斬

伐

垂

盡

而

志

不

敢

輟

卒

克

復

墓

廬

及

井

亭

因

念

祖

宗

自

閩

徙

居

以

來

爲

世

十

一

而

葬

於

斯

者

九

墓

廬

作

而

復

毁

毁

而

復

興

自

高

祖

以

至

於

今

相

與

保

守

之

久

矣

雖

幸

而

不

廢

墜

然

猶

恐

後

之

子

孫

視

爲

細

故

而

弗

加

之

意

吾

能

保

其

永

永

弗

替

乎

願

記

其

顚

末

庶

相

與

保

之

乎

余

聞

永

思

言

而

歎

曰

夫

鄭

子

之

用

心

其

昔

人

所

謂

必

誠

必

信

者

歟

夫

墓

有

廬

人

之

所

瞻

依

也

里

有

井

人

之

所

仰

汲

也

治

其

廬

復

其

井

使

人

瞻

焉

汲

焉

是

豈

祖

宗

之

慶

令

名

善

譽

皆

歸

於

子

孫

也

況

斯

井

之

不

替

則

德

澤

之

及

人

也

遠

天

之

報

其

德

而

鍾

其

慶

者

豈

有

旣

哉

乃

爲

書

其

語

以

遺

之

俾

刻

之

石

以

貽

之

子

孫

乾
隆
辛
卯
王
昌
禹
重
砌
乾

隆

志

水

味
亞
於
鐵
米
篩
井

魯
神
井

在
縣
東
南
五
里
魯
神
廟
側
井
有
三
一
在
神
座
下

不
可
汲
二
在
廟
後
傍
多
茂
樹
葉
墮
不
入
井
人
以
爲
異
赤城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十
九

志

府

志

舊

志

委
羽
山
井

在
縣
南
五
里
空
明
洞
前
百
步
許
相
傳
羣
仙
皆

取
此
水
煉
丹
井
深
不
及
五
尺
旱
澇
不
增
減
天
將
雨
則
水

面
轉
綠
大
雨
則
大
綠
小
雨
則
微
綠
宋
范
錡
董
大
方
嘗
以

此
水
療
病
其
味
甘
尤
宜
釀
酒
赤

城

志

府

志

舊

志

瑞
井

在
委
羽
洞
前
二
百
餘
步
宋
景
定
中
王
珏
杜
文
甫
李

景
文
景
傳
所
共
鑿
也
王

珏

記

歲

景

定

癸

亥

余

偕

杜

生

用

之

抵

巖

邑

訪

李

生

景

文

景

傳

二

生

勖

予

於

委

羽

山

中

因

㕎

二

徐

故

蹟

竟

不

能

得

是

以

傷

道

學

之

淪

䘮

弔

芳

躅

於

蒿

萊

徘

徊

悵

望

者

久

之

巳

而

相

與

抵

空

明

洞

天

時

日

方

午

風

暫

息

因

畱

洞

口

拂

石

坐

譚

黃

白

之

事

俄

有

一

樵

叟

亦

息

肩

于

兹

焉

致

辭

曰

諸

君

子

能

談

神

仙

亦

知

此

中

琪

樹

所

植

之

處

乎

予

輩

謝

弗

知

叟

指

曰

此

前

穴

者

是

其

處

也

閱

歲

久

遠

忽

一

夕

爲

風

雷

所

撥

里

人

斧

以

爲

薪

析

之

有

文

彩

焚

之

有

異

香

家

人

驚

訝

舉

而

伂

之

江

自

是

無

琪

樹

矣

予

曰

有

是

哉

是

瑞

也

夫

地

能

產

異

木

或

者

下

有

異

物

乃

命

奚

奴

掘

之

甫

尺

有

咫

得

方

石

無

算

須

臾

有

泉

湧

出

其

味

淸

冽

甘

美

二

生

以

爲

此

地

宜

井

遂

命

工

鑿

之

因

名

曰

瑞

并

云

嗟

嗟

物

之

榮

枯

有

時

出

處

有

數

向

使

予

輩

不

至

斯

地

不

遇

此

叟

則

琪

樹

無

徵

醴

泉

閉

塞

矣

固

知

士

有

懷

才

抱

德

巖

居

穴

處

者

不

遇

明

良

延

攬

則

終

於

草

萊

而

巳

孰

得

如

是

井

之

名

於

世

也

作

瑞

井

記

職
方
井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柏
山
之
側
宋
職
方
郎
中
杜
垂
象

所
鑿
府

志

舊

志

常
樂
寺
井

在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佛
寺
殿
前
大
旱
不
枯
宋
慶

元
三
年
大
雨
溪
溢
水
及
寺
半
壁
忽
於
井
上
作
大
盤
渦
攝

水
入
焉
須
臾
水
乾
見
平
地
赤

城

志

府

志

旋
井
赤

城

志

古

漩

井

在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平
陸
中
府

志

舊

志

霓
奧
井

在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府志

一
名
水
眼
案
赤
城
志
水
眼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敘
水

二
十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泥
奧
山
下
高
僅
如
盆
深
不
滿
三
尺
大

旱
時
隨
汲
隨
滿
人
頗
異
之
卽
此
井
也

國
甯
井

在
縣
南
繡
嶺
下
府

志

舊

志

黃
家
井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三
童
奧
見
黃
綰
少
白
堂
記
舊志

龍
井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盤
石
中
有
穴
其
深
莫
測
上
有
籩
相

傳
以
爲
仙
人
羈
龍
處
府

志

舊

志

甘
露
井

在
縣
西
八
十
里
浮
山
寺
府

志

作

七

十

里

舊
傳
有
胡
僧
講

仁
王
經
而
甘
露
降
故
名
泉
宜
造
茶
赤

城

志

案

甘

露

山

在

靈

石

去

縣

四

十

五

里

與

此

無

涉

石
井

在
縣
西
九
十
里
柏
都
洞
下
止
有
石
穴
如
臼
圓
而
深

雖
刋
鑿
之
巧
不
如
也
水
自
山
流
注
其
中
旱
澇
如
一
有
牧

童
續
藤
蔓
繫
石
下
之
莫
測
其
底
或
木
葉
墮
其
中
旋
自
其

南
龍
湫
流
出
葢
其
下
相
通
云
赤

城

志

府

志

朱
㠘
井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其
色
赤
飮
之
令
人
齒
黃
府志

晉
井

明
一
統
志
云
在
黃
巖
縣
井
甎
皆
有
晉
太
和
二
年
字

今
無
考
府志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二
十
一

水
利

國
以
養
民
爲
經
而
農
田
以
水
利
爲
重
河
渠
溝
洫
史
之
所

以
志
也
自
時
厥
後
吳
中
水
利
則
單
鍔
王
圻
歸
有
光
諸
人

詳
之
浙
西
水
利
則
任
仁
發
姚
文
灝
誌
之
浙
東
水
利
鄞
則

魏
峴
有
書
蕭
山
則
富
玹
有
記
其
所
論
述
亦
綦
詳
矣
黃
爲

台
南
壯
邑
稻
米
所
出
甲
於
一
州
自
宋
元
祐
中
鄕
先
生
羅

公
適
持
節
本
路
浚
河
建
閘
民
用
富
庶
南
渡
以
後
朱
文
公

句
龍
昌
泰
繼
之
至
元
知
州
韓
國
寶
始
有
河
閘
志
以
紀
其

蹟
惜
其
書
不
傳
而
載
於
舊
志
者
特
其
崖
畧
焉
耳
然
其
規

模
猶
可
考
見
舉
而
修
之
是
在
良
大
夫
之
畱
心
民
事
者

河
舊

志

縣

河

官

河

新

河

俱

入

水

利

今

以

縣

河

新

河

別

詳

前

簡

而

官

河

之

入

城

者

亦

附

見

焉

其

爲

鄕

民

所

利

賴

者

特

詳

於

此

官
河
赤
城
志
在
縣
東
南
一
里
自
南
浮
橋
南
流
至
嶠
嶺
案

卽

溫

嶺

今

屬

太

平

一
百
三
十
里
陸
程
九
十
里
廣
一
百
五
十
步
又
別
爲

九
河
各
二
十
里
支
爲
九
百
三
十
六
涇
以
丈
計
者
七
十
五

萬
分
爲
二
百
餘
埭
其
名
不
可
殫
紀
緜

靈
山
馴
雉
飛
鳬

繁
昌
太
平
仁
風
三
童
永
甯
八
鄕
案

馴

雉

卽

方

巖

鄕

與

繁

昌

太

平

及

靈

山

鄕

之

半

俱

屬

今

太

平

縣

漑
田
七
十
一
萬
有
奇
舊
建
閘
十
有
一
以
時
啟
閉

其
隸
仁
風
者
曰
常
豐
清
混
省

志

作

渾

斗
門
隸
飛
鳬
者
曰
交
龍

省

志

作

蛟

龍

隸
靈
山
者
曰
鮑
家
步
長
浦
案

以

上

屬

黃

巖

隸
繁
昌
者
曰

周
洋
回
浦
永
豐
黃
望
金
靑
省

志

作

清

案

以

上

今

屬

太

平

其
區
畫
之
詳

昉
於
元
祐
中
羅
提
刑
適
廣
於
湻
熙
中
句
提
舉
昌
泰
旣
而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二
十
二

李
謙
李
大
性
踵
將
使
指
又
重
修
焉
役
大
費
鉅
至
煩
朝
廷

撥
封
樁
降
度
牒
以
附
益
之
規
模
宏
遠
矣
朱

子

修

閘

奏

狀

臣

體

訪

到

本

州

黃

巖

縣

界

分

闊

遠

近

來

出

穀

最

多

一

州

四

縣

皆

所

仰

給

其

餘

波

尙

能

陸

運

以

濟

新

昌

嵊

縣

之

闕

然

其

田

皆

係

邊

山

瀕

海

舊

有

河

涇

堰

閘

以

時

啟

閉

方

得

灌

漑

收

成

無

所

損

失

近

年

以

來

多

所

廢

壞

去

處

雖

累

曾

開

淘

修

築

又

緣

所

費

浩

瀚

不

能

周

徧

臣

竊

惟

水

利

修

則

黃

巖

可

無

水

旱

之

災

黃

巖

熟

則

台

州

可

無

饑

饉

之

苦

其

爲

利

害

委

的

非

輕

遂

於

降

到

錢

內

支

一

萬

貫

付

本

縣

及

土

居

官

宣

敎

郞

林

鼐

承

節

郎

蔡

鎬

公

共

措

置

給

貸

食

利

人

戶

相

度

急

切

要

害

去

處

先

次

興

工

俟

向

後

豐

熟

年

分

行

拘

納

其

林

鼐

曾

任

明

州

定

海

縣

丞

敦

篤

曉

練

爲

衆

所

稱

蔡

鎬

曾

任

武

學

諭

沈

審

果

決

可

以

集

事

但

本

縣

知

縣

范

直

興

不

甚

曉

事

恐

難

倚

仗

欲

乞

依

本

司

巳

獲

降

到

指

揮

特

與

嶽

廟

理

作

自

陳

別

選

清

强

官

權

攝

縣

事

庶

幾

興

役

救

荒

不

致

闕

誤

伏

候

敕

旨

彭

椿

年

重

修

黃

巖

諸

閘

記

黃

巖

爲

壯

邑

境

之

瀕

於

海

者

率

三

之

二

故

其

地

勢

斥

鹵

抱

山

接

塗

川

無

深

源

易

潦

易

涸

非

資

於

畎

澮

之

利

不

可

也

官

河

貫

於

八

鄕

爲

里

九

十

支

涇

大

小

委

蛇

曲

折

者

九

百

三

十

六

其

洩

水

至

於

海

者

古

來

爲

埭

凡

二

百

所

足

以

蔭

民

田

七

十

餘

萬

畝

元

祐

間

羅

公

適

持

節

本

路

因

其

埭

之

大

者

建

置

諸

閘

今

之

黃

望

石

湫

永

豐

周

洋

皆

其

遺

跡

也

歲

月

滋

久

前

後

興

修

者

往

往

功

力

不

至

隨

成

隨

壞

遂

謂

諸

閘

終

不

可

建

惟

漕

運

幹

官

謝

敷

經

鄕

士

支

汝

績

陳

謙

徐

弗

如

陳

緯

深

知

其

利

病

湻

熙

間

考

亭

先

生

朱

公

及

西

蜀

句

公

昌

泰

相

繼

爲

常

平

使

者

按

行

田

野

憫

閘

事

不

修

於

是

用

其

謀

請

太

府

錢

及

出

度

僧

牒

爲

直

一

萬

四

千

緡

句

公

又

自

以

本

司

錢

六

千

緡

成

其

役

乃

檄

甯

海

丞

永

嘉

林

季

友

邑

丞

四

明

劉

友

直

董

其

事

又

委

士

人

分

領

之

武

學

博

士

蔡

鎬

於

規

模

條

畫

尤

所

究

心

自

甲

辰

春

首

役

至

乙

巳

孟

冬

訖

事

所

建

者

六

回

浦

金

清

長

浦

鮑

步

蛟

龍

陡

門

是

也

增

修

者

三

黃

望

周

洋

永

豐

是

也

連

歲

之

間

民

享

其

利

追

念

先

賢

始

事

之

勤

相

與

築

堂

肖

像

而

祠

之

所

以

報

也

歲

在

甲

寅

提

舉

李

公

謙

以

永

豐

之

閘

又

復

廢

淤

從

而

新

之

用

是

敘

其

始

末

以

吿

來

者

省

志

萬
厯
志
八
鄕
之
田
高
下
不
等
形
如
仰
釡

仁
風
以
上
西
爲
永
甯
三
童
負
山
東
爲
飛
鳬
靈
山
瀕
海
負

山
則
接
溪
源
瀕
海
則
近
潮
淤
皆
釡
脣
也
繁
昌
太
平
方
巖

三
鄕
處
山
海
之
中
實
居
釡
底
河
雖
經
緯
蓄
洩
不
均
稍
雨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二
十
三

則
低
鄕
受
墊
稍
晴
則
高
鄕
慮
暵
此
利
彼
害
交
相
爲
瘉
農

無
數
歲
之
稔
以
水
旱
奏
報
振
廩
捐
租
者
歲
相
踵
也
紹
興

十
九
年
令
楊
煒
算
畫
最
詳
功
力
最
深
田
耐
水
旱
者
凡
二

十
六
年
湻
熙
元
年
令
孫
叔
豹
濬
之
越
十
年
丞
劉
友
直
濬

之
又
十
五
年
丞
何
坦
濬
之
又
二
十
六
年
令
蔡
範
按
視
疏

治
常
平
使
者
齊
碩
爲
請
於
朝
得
旨
分
命
鄕
官
士
民
濬
之

直
派
旁
流
深
廣
有
度
王

居

安

重

濬

官

河

記

黃

巖

縣

爲

田

可

百

萬

畝

而

水

鄕

之

田

實

居

大

半

言

水

利

者

惟

濬

河

置

閘

二

事

而

巳

而

二

事

又

復

不

審

不

密

昔

之

爲

河

者

慮

未

及

閘

也

是

之

謂

不

審

其

爲

閘

者

慮

未

及

河

也

是

之

謂

不

密

元

祐

以

前

初

未

有

閘

大

率

爲

埭

以

堰

水

頗

爲

高

田

之

利

而

下

田

病

之

水

潦

大

至

下

鄕

之

民

十

百

爲

羣

挾

梃

持

刀

以

破

埭

遂

有

똲

爭

格

殺

之

事

於

是

鄕

先

生

羅

公

適

提

刑

本

路

始

議

建

閘

酌

高

下

以

謹

啟

閉

解

仇

怨

以

全

鄕

井

意

則

美

矣

然

繼

述

匪

人

諸

閘

旣

立

閉

時

常

少

開

時

常

多

潮

水

一

石

其

泥

數

斗

潮

汐

淤

塞

寖

成

平

陸

時

當

巨

浸

閘

雖

啟

而

流

仍

壅

於

是

下

田

被

害

反

咎

夫

閘

之

閉

水

曾

不

若

埭

之

可

以

破

决

其

洩

水

易

且

速

也

東

嘉

蔡

君

範

來

宰

我

邑

深

究

水

之

利

弊

初

年

遂

疏

決

閘

內

外

諸

港

使

水

有

所

洩

明

年

遂

開

濬

田

閒

諸

河

稍

令

廣

大

使

水

有

所

瀦

又

用

葉

森

議

建

爲

爬

梳

之

法

設

長

鐵

爬

及

輥

江

龍

因

潮

之

方

退

合

人

力

以

鼓

蕩

之

泥

淤

乘

流

而

下

力

少

而

功

倍

此

不

特

於

河

有

功

而

閘

亦

永

利

矣

省

志

元
大
德
己
亥
知
州
韓
國
寶

又
復
濬
治
林

昉

韓

知

州

鼎

建

閘

莊

先

賢

祠

堂

記

黃

巖

爲

田

畝

百

萬

其

在

南

鄕

者

負

大

海

貫

河

渠

七

十

一

萬

五

千

有

畸

元

祐

中

赤

城

先

生

羅

公

適

奏

建

永

豐

周

洋

黃

望

三

閘

啟

閉

溢

涸

大

爲

農

便

湻

熙

十

年

朱

文

公

爲

浙

東

倉

使

有

意

增

築

請

太

府

錢

一

萬

緡

下

黃

巖

工

興

而

衣

繡

江

西

明

年

蜀

人

句

龍

公

昌

泰

繼

公

政

請

益

二

萬

緡

遂

建

回

浦

金

青

長

浦

鮑

步

交

龍

仙

浦

六

閘

紹

興

甲

寅

李

公

謙

以

本

司

錢

建

清

混

二

閘

最

後

知

縣

事

陳

君

遇

明

建

石

湫

王

君

華

甫

建

細

㠘

由

是

黃

巖

號

樂

土

歲

月

浸

久

楗

腐

石

泐

水

洩

潮

衝

前

人

之

志

荒

矣

元

大

德

三

年

歲

己

亥

武

畧

將

軍

韓

侯

來

守

黃

巖

斷

以

治

水

爲

養

民

第

一

義

迺

命

修

閘

凡

所

經

費

一

毫

不

仰

於

縣

官

而

率

諸

□

之

係

其

田

者

搜

材

石

募

丁

匠

苦

心

三

年

而

後

成

旣

成

大

爲

祠

堂

祀

羅

公

以

下

示

不

忘

也

禮

禦

大

菑

者

祀

之

有

功

於

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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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二
十
四

祀

之

全

百

萬

畝

無

旱

澇

憂

非

捍

菑

與

野

豐

登

而

家

給

足

不

有

功

於

民

與

由

侯

修

治

之

艱

而

思

建

者

之

不

易

崇

而

祀

也

亦

宜

葢

嘗

論

古

今

天

下

建

功

立

業

必

有

繼

志

述

事

之

人

若

倡

而

不

和

功

成

竟

壞

無

益

矣

顧

此

諸

閘

如

器

之

蠱

百

孔

千

瘡

向

非

侯

爲

生

民

立

命

之

心

與

昔

賢

一

將

簿

金

穀

之

務

不

暇

而

暇

爲

閘

計

哉

召

信

臣

守

南

陽

通

溝

洫

糞

田

疇

幾

百

年

而

杜

詩

繼

之

父

母

之

譽

藹

在

方

册

夫

以

黃

巖

之

廣

民

田

水

利

之

富

前

諸

賢

而

後

韓

侯

登

載

太

史

輝

映

二

百

年

間

與

召

父

杜

母

何

以

異

故

余

謂

侯

斥

浮

言

奮

獨

斷

就

此

大

役

勇

也

激

勸

上

下

匪

怒

伊

敎

知

也

功

施

百

世

仁

也

祠

昔

賢

義

也

一

舉

而

四

德

備

可

爲

天

下

循

吏

先

矣

侯

信

陽

人

名

國

寶

字

君

玉

滸

泉

其

自

號

云

赤

城

後

集

太
平
縣
志
明
洪
武
九
年
命
主
簿
孫
斌
修
理
諸
閘
從
淨
應

寺
僧
清
璝
等
請
也
二
十
四
年
又
遣
使
築
並
有
增
置
明
史

河
渠
志
永
樂
二
年
修
黃
巖
混
水
等
十
五
閘
六
陡
門
洪
熙

元
年
修
黃
巖
濱
海
閘
壩
視
永
樂
初
增
府
判
一
員
專
其
事

萬
厯
志
嘉
靖
己
亥
郡
守
周
志
偉
命
黃
巖
令
方
介
太
平
令

曾
才
漢
分
董
濬
之
增
置
永
通
閘
周

志

偉

請

開

河

疏

農

者

天

下

之

本

水

利

者

天

下

之

農

之

本

水

利

興

廢

實

生

民

之

所

休

戚

者

也

臣

竊

見

本

府

各

縣

山

多

田

少

土

地

最

瘠

人

民

最

貧

唯

黃

巖

太

平

兩

縣

稍

稱

平

壤

然

亦

負

山

瀕

海

中

雖

平

坦

四

面

地

勢

頗

高

形

如

仰

釡

雨

則

衆

水

奔

趨

頓

成

湖

蕩

旱

則

諸

源

隔

絶

易

成

斥

鹵

故

兩

縣

爲

台

州

之

最

而

水

利

之

在

兩

縣

尤

爲

切

要

宋

元

祐

間

提

刑

羅

適

開

河

置

閘

地

始

可

耕

民

大

稱

便

湻

熙

九

年

提

舉

朱

熹

奏

請

官

錢

增

修

諸

閘

而

又

繼

之

句

昌

泰

之

精

思

力

行

遂

迄

成

效

舊

在

黃

巖

者

五

閘

若

長

浦

鮑

步

蛟

龍

陡

門

羽

山

是

也

今

分

ꦓ

太

平

者

六

閘

若

金

清

迂

浦

周

洋

黃

望

永

豐

細

㠘

是

也

潦

則

洩

之

旱

則

蓄

之

潮

則

捍

之

而

又

立

爲

爬

梳

之

法

以

時

洗

蕩

之

經

畫

區

處

至

爲

詳

備

其

間

田

畝

約

計

七

十

餘

萬

盡

爲

膏

腴

故

朱

熹

之

奏

有

云

水

利

興

則

黃

巖

可

無

旱

澇

之

災

黃

巖

熟

則

台

州

可

無

飢

饉

之

苦

熹

之

斯

言

最

爲

洞

究

利

害

我

朝

景

泰

天

順

間

兩

次

差

官

修

築

添

置

夫

板

民

獲

其

利

宏

治

以

來

有

司

廢

不

之

講

沿

河

居

民

規

圖

海

利

以

致

各

閘

啟

閉

不

時

旋

復

壅

塞

頻

年

旱

澇

束

手

無

謀

飢

饉

相

因

盜

賊

生

發

民

日

消

索

臣

於

到

任

之

初

訪

之

父

老

士

人

皆

云

此

河

不

復

民

無

生

日

臣

於

去

年

冬

間

督

同

黃

巖

縣

知

縣

臣

方

介

太

平

縣

知

縣

臣

曾

才

漢

往

來

相

度

故

閘

雖

存

諸

河

淤

塞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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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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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二
十
五

與

田

等

乃

知

養

民

大

計

莫

先

於

此

遂

行

兩

縣

起

倩

人

夫

協

力

開

濬

未

幾

兩

月

幸

巳

通

流

臣

又

見

各

閘

去

海

頗

遠

潮

淤

日

積

未

免

有

尾

塞

不

達

之

患

乃

請

巡

按

御

史

傅

鳳

翔

動

支

無

礙

官

銀

於

近

海

之

地

建

閘

一

所

今

亦

漸

次

工

成

竊

惟

諸

閘

之

復

不

惟

旱

澇

有

備

兩

縣

糧

運

皆

由

此

達

較

之

往

年

海

運

陸

運

風

波

之

險

人

力

之

繁

利

已

數

倍

但

數

十

年

間

旋

修

旋

塞

其

最

爲

患

者

海

潮

耳

潮

水

一

石

泥

淤

數

斗

積

之

旬

日

卽

以

丈

計

最

爲

要

者

啟

閉

耳

兩

縣

去

閘

頗

遠

率

難

照

應

平

時

啟

閉

不

過

委

之

一

二

閘

夫

細

民

希

圖

小

利

不

知

遠

大

之

計

往

往

旦

暮

竊

發

無

怪

乎

濬

之

未

幾

而

塞

之

甚

易

也

臣

查

得

黃

巖

縣

南

監

地

方

先

年

設

有

河

泊

所

大

使

一

員

專

管

沿

海

課

米

嘉

靖

十

年

巡

按

浙

江

監

察

御

史

端

廷

赦

題

准

裁

革

臣

采

擇

衆

議

反

覆

思

維

唯

有

仍

復

此

官

使

之

兼

理

諸

閘

責

之

啟

閉

爬

梳

各

以

其

時

事

本

因

舊

計

實

經

久

南

監

正

兩

縣

之

中

諸

閘

之

會

本

官

雖

省

衙

門

印

記

見

存

此

於

事

體

無

大

更

張

本

官

月

支

實

俸

一

石

所

費

於

民

歲

不

過

一

十

二

石

而

巳

而

其

所

利

於

民

何

啻

萬

倍

則

亦

何

惜

一

官

而

不

爲

百

姓

造

無

窮

之

福

乎

況

各

項

裁

省

官

員

近

多

奏

復

事

體

應

復

者

亦

巳

復

除

況

今

兩

縣

水

利

關

係

民

命

其

於

利

害

委

的

匪

輕

伏

乞

皇

上

察

臣

所

言

如

果

有

益

於

民

敕

論

吏

部

將

黃

巖

縣

河

泊

所

官

照

舊

銓

除

兼

管

水

利

則

兩

縣

生

民

不

勝

幸

甚

爲

此

具

本

敬

差

吏

趙

憲

章

齎

捧

謹

奏

以

聞

太

平

縣

志

省

志

乾
隆
志

國
朝
康
熙
丁
丑

劉
令
寛
乾
隆
丙
子
劉
令
世
甯
皆
復
加
挑
濬
劉

寛

濬

河

記

黃

之

地

勢

斥

鹵

環

山

濱

海

無

深

源

大

澤

驟

潦

驟

乾

非

五

風

十

雨

則

西

成

歉

收

阻

飢

輒

吿

官

斯

土

者

先

爲

埭

以

堰

水

頗

爲

高

田

之

利

而

下

田

病

之

宋

元

祐

間

羅

公

適

提

刑

本

路

始

議

建

閘

酌

高

下

以

謹

啟

閉

今

之

黃

望

石

湫

周

洋

永

豐

其

遺

制

也

四

閘

雖

立

繼

述

非

人

時

當

巨

浸

閘

或

啟

而

流

仍

壅

下

田

復

難

免

害

湻

熙

十

年

朱

文

公

爲

常

平

使

者

按

行

田

野

憫

閘

事

不

修

請

太

府

錢

一

萬

四

千

緡

又

出

度

僧

牒

以

佐

之

增

置

回

浦

金

清

長

浦

鮑

步

蛟

龍

陡

門

六

閘

並

前

四

閘

而

十

蔭

民

田

七

十

餘

萬

畝

區

畫

未

竟

公

有

江

西

之

命

幸

西

蜀

句

龍

昌

泰

繼

董

其

事

兩

賢

之

造

福

黃

巖

厥

功

茂

哉

提

舉

李

公

謙

又

置

清

水

混

水

二

閘

元

大

德

己

亥

知

州

韓

國

寶

濬

之

明

守

周

志

偉

檄

令

方

介

濬

之

載

在

邑

乘

不

敢

忘

勞

也

勝

國

閱

今

百

有

餘

年

故

址

徒

存

前

功

悉

廢

潮

汐

往

來

泥

沙

塡

塞

高

田

無

復

資

灌

漑

低

者

遇

潦

禾

悉

爲

魚

鼈

食

寛

濫

竽

四

載

審

邑

爲

產

穀

之

鄕

而

苦

潦

者

十

之

三

苦

旱

者

十

之

七

丙

子

入

夏

兩

月

不

雨

畝

裂

龜

文

五

月

中

旬

降

雨

越

三

日

又

大

雨

早

禾

減

收

晚

禾

豐

稔

趙

鎭

臺

密

庵

與

寛

有

同

志

念

今

歲

雖

登

而

來

年

復

旱

水

何

所

漑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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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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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二
十
六

食

何

所

出

乎

非

修

水

利

不

可

公

卽

捐

俸

首

倡

擇

賢

而

能

者

子

衿

數

人

首

其

事

材

料

備

諸

官

挑

濬

派

諸

民

以

學

博

董

庠

生

以

丞

尉

督

里

民

寛

每

日

親

詣

河

千

勞

者

奬

之

懈

者

勸

之

自

北

門

混

水

閘

起

至

石

湫

閘

不

二

月

而

淤

者

去

塞

者

通

路

橋

達

縣

治

四

十

里

間

可

以

舟

楫

而

旱

不

慮

涸

潦

不

憂

溢

矣

康

熙

志

劉

世

甯

濬

河

建

閘

記

黃

邑

水

利

莫

大

於

海

而

亦

病

於

海

葢

海

水

可

以

煮

鹽

而

不

可

以

資

灌

漑

民

田

之

資

灌

漑

者

惟

西

南

諸

山

溪

水

耳

然

潮

汐

往

來

則

溪

水

皆

鹹

而

有

斥

鹵

之

患

欲

使

鹹

水

不

入

而

淡

水

常

蓄

非

建

閘

壩

不

爲

功

邑

之

有

閘

始

於

宋

元

祐

羅

提

刑

至

湻

熙

中

朱

文

公

行

部

至

黃

區

畫

水

利

而

閘

始

備

厥

後

自

元

而

明

代

有

興

建

日

引

月

長

河

流

壅

塞

而

閘

亦

圯

廢

乙

亥

仲

春

前

任

楊

侯

以

濬

河

建

閘

請

之

上

憲

皆

報

可

因

遷

調

去

任

未

創

厥

工

是

歲

仲

冬

余

承

乏

兹

土

下

車

之

日

紳

士

卽

以

楊

侯

之

舉

請

竊

以

水

利

之

要

固

不

外

於

閘

壩

而

今

昔

異

勢

則

又

當

變

通

以

宜

民

乃

率

紳

士

親

詣

其

應

興

之

所

窮

流

溯

源

相

其

高

下

有

宜

古

而

不

宜

今

者

則

議

攺

之

有

昔

無

而

今

利

者

則

議

增

之

然

後

鳩

工

庀

材

選

石

定

料

擇

紳

士

中

殷

實

而

幹

練

者

董

司

其

事

而

規

制

定

焉

雖

然

河

流

不

通

則

瀦

畜

無

地

而

閘

功

亦

莫

可

施

邑

自

小

南

門

至

路

橋

三

十

里

向

稱

大

河

凡

西

南

溪

流

小

港

俱

環

合

於

此

河

以

爲

宣

洩

乃

昔

之

疏

鑿

而

流

通

者

今

則

已

成

陸

地

矣

欲

開

復

如

舊

皆

苦

其

難

適

値

天

朗

氣

清

無

雨

水

之

阻

者

二

十

餘

日

於

焉

廣

集

徒

衆

分

段

插

竿

依

老

岸

而

疏

濬

之

無

分

於

兵

民

無

別

於

貴

賤

無

判

於

貧

富

通

力

合

作

儼

若

子

來

興

工

於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正

月

二

十

日

卽

於

二

月

十

四

日

吿

成

計

寛

六

丈

深

二

丈

自

小

南

門

以

至

路

橋

深

廣

一

律

可

通

舟

楫

大

河

旣

竣

支

河

繼

之

而

後

脈

絡

貫

通

諸

閘

壩

次

第

可

興

矣

首

之

以

羽

山

殿

橋

次

仙

浦

社

稷

清

混

二

閘

次

水

管

陡

門

白

峯

牛

橋

而

終

之

以

栅

橋

計

閘

壩

共

十

四

所

其

添

建

攺

設

之

由

備

載

圖

說

凡

此

水

道

譬

之

於

人

身

殿

橋

水

管

仙

浦

則

任

督

也

白

峯

牛

橋

栅

橋

則

尾

閭

也

清

混

羽

山

陡

門

社

稷

則

井

營

俞

會

也

脈

無

壅

閼

而

氣

有

旁

通

如

渾

身

太

和

然

卽

昨

歲

丁

丑

夏

旱

而

田

沾

灌

漑

乃

亦

有

秋

其

效

可

覩

矣

其

費

則

俱

按

民

田

酌

派

每

畝

一

分

有

不

足

則

余

與

紳

士

捐

助

焉

計

銀

六

千

兩

有

零

其

舊

材

堪

用

者

卽

用

之

以

節

費

從

此

而

鹹

者

不

入

淡

者

以

蓄

雖

遇

亢

旱

霪

澇

亦

旣

有

廓

清

之

功

無

涸

竭

之

患

矣

吾

特

慮

歲

月

久

長

將

濬

者

復

湮

築

者

復

圯

此

則

不

無

望

於

有

心

者

之

共

勸

於

勿

壞

也

乾

隆

志

王

銘

錫

七

言

古

詩

白

峯

閘

下

水

如

束

丈

人

峯

內

石

如

伏

更

千

百

年

不

一

售

蒼

煙

榛

莽

緜

幽

谷

維

閘

與

石

兩

相

須

甃

起

天

盤

與

地

軸

邊

牆

對

峙

復

中

分

水

流

蕩

蕩

清

可

掬

潮

淤

遮

遏

弗

使

通

民

田

數

頃

資

茂

育

驅

石

何

時

到

水

湄

石

破

天

驚

出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二
十
七

山

麓

漸

開

漸

闢

遂

忘

勞

更

索

更

深

羣

駭

目

是

誰

鏤

刻

字

成

劉

砥

柱

適

爲

今

日

蓄

士

民

哆

口

競

相

傳

貫

石

精

神

遐

邇

服

石

不

能

言

示

以

文

人

工

不

疾

自

能

速

讙

然

鼓

噪

挽

以

絚

位

置

永

與

江

流

逐

昔

人

遠

取

今

近

求

倍

於

隣

壤

無

不

足

黃

輿

積

氣

之

所

搏

山

靈

默

喻

知

有

屬

豈

因

運

甓

付

陶

公

直

爲

流

風

考

亭

續

豈

同

幻

說

補

蒼

䭨

自

行

實

政

求

芻

牧

閘

成

水

定

見

魚

還

四

面

澄

塺

漾

空

淥

君

不

見

石

碑

有

字

作

太

平

民

諴

物

阜

休

徵

卜

無

私

覆

載

東

西

漸

海

隅

固

亦

宜

豐

熟

自

今

以

始

歲

其

有

恆

見

三

農

生

九

穀

粒

我

蒸

民

誰

與

歸

緇

衣

攸

好

匪

私

祝

同
治
甲
子

邑
人
羅
德
潤
王
葆
初
等
按
畝
募
工
重
婑
自
小
南
門
至
同

㠘
凡
二
十
里
然
閘
壩
未
修
潮
汐
往
來
旋
復
淤
塞
矣
迨
至

九
年
正
月
孫
令
憙
起
境
內
民
夫
二
十
餘
萬
重
婑
縣
河
官

河
至
四
月
畢
工

縣
河
中
支
自
杜
公
橋
西
出
至
車
浦
陡

門
凡
□
千
□
百
□
十
步
闊
二
丈
深
一
丈
四
尺
其
東
支
自

登
瀛
門
卽

東

水

門

孫

令

憙

重

建

并

名

至
東
禪
橋
凡
□
百
□
十
歩
闊
一

丈
八
尺
深
一
丈
二
尺
其
南
支
自
應
秀
橋
在

施

興

橋

北

九

年

新

建

西

出
至
五
馬
橋
入
縣
河
凡
一
千
二
十
六
步
闊
一
丈
六
尺
深

一
丈
俱
砌
石
磡

官
河
自
東
浦
水
門
至
金
㫜
門
卽

南

水

門

孫

令

憙

名

之

凡
九
百
六
十
步
闊
三
丈
有
奇
深
一
丈
六
尺

南
官

河
自
金
㫜
門
南
流
至
十
里
舖
迤
東
至
路
橋
又
東
至
十
字

涇
凡
四
十
五
里
皆
闊
五
丈
深
一
丈
八
尺

東
官
河
自
登

瀛
門
東
出
過
嶽
廟
前
折
北
至
柔
橋
凡
四
百
三
十
二
步
闊

四
丈
深
一
丈
六
尺
自
柔
橋
東
流
至
兆
橋
壩
凡
四
十
里
皆

闊
三
丈
深
一
丈
四
尺
詳
朱
游
元

名

亮

忠

同
治
婑
河
記
記

畧

云

今

天

子

御

極

之

九

年

庚

午

歲

正

月

邑

侯

歡

伯

孫

公

憙

起

境

內

民

夫

二

十

萬

人

疏

婑

城

鄕

河

道

益

其

深

廣

三

閱

月

而

工

竣

河

役

之

初

興

也

公

親

率

民

夫

著

布

履

日

行

泥

淖

中

泥

痕

滿

襟

袖

或

冐

雨

弗

顧

也

食

時

至

則

市

餅

餌

坐

河

隄

㖩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二
十
八

之

民

夫

至

者

日

千

計

夫

出

五

工

日

給

升

米

以

七

夫

三

十

五

工

濬

一

丈

始

猶

勉

强

從

事

一

二

日

後

咸

悅

服

踴

躍

赴

河

役

者

衆

至

七

八

千

甚

或

萬

餘

人

登

高

視

之

如

蟻

出

穴

如

蜂

在

房

不

半

月

而

城

西

支

河

吿

成

矣

西

支

始

於

麻

車

浦

水

口

四

折

入

水

門

東

南

行

至

錦

江

橋

折

而

南

踰

五

馬

橋

折

而

東

過

梅

花

橋

凡

三

折

抵

埧

頭

過

三

清

橋

至

塔

院

東

北

行

襟

脚

殿

折

而

東

度

橫

道

街

分

二

支

其

南

支

折

而

東

經

縣

治

社

廟

前

而

抵

永

甯

橋

其

北

支

襟

福

祐

廟

東

北

行

遶

縣

治

後

至

公

館

裏

折

而

南

匯

於

永

甯

橋

南

下

經

靈

濟

廟

折

而

東

出

永

利

橋

經

道

義

衖

而

達

於

大

河

河

面

淨

闊

一

丈

八

尺

底

深

一

丈

二

尺

此

西

支

之

大

畧

也

西

支

旣

畢

乃

濬

大

河

大

河

以

濬

至

舊

磡

爲

率

大

抵

皆

闊

三

丈

餘

底

如

西

支

深

大

河

從

南

水

門

始

經

天

長

街

北

行

而

抵

東

禪

橋

其

北

從

東

浦

水

門

始

至

混

水

閘

西

南

行

過

清

水

閘

亦

經

天

長

街

南

行

而

抵

東

禪

橋

橋

之

南

有

水

口

乃

大

河

以

東

之

支

河

也

東

行

過

雙

橋

凡

三

折

至

三

亭

街

東

流

經

街

南

復

南

折

而

東

出

水

門

行

二

里

許

抵

九

峯

與

山

溪

相

接

其

深

闊

視

西

支

是

時

已

抵

二

月

中

旬

矣

嘗

聞

父

老

云

雷

鳴

驚

蟄

前

必

多

雨

今

歲

立

春

聞

雷

至

此

月

餘

日

而

占

候

竟

弗

驗

人

咸

以

爲

天

人

相

感

之

徵

焉

城

內

河

工

將

畢

公

因

西

南

一

帶

屋

少

田

多

且

有

故

道

從

五

馬

橋

分

支

屈

曲

東

南

行

至

避

飢

衖

出

大

河

者

旣

無

害

於

民

房

又

足

以

備

灌

漑

撥

三

千

夫

并

濬

之

是

河

也

底

較

淺

面

較

窄

葢

不

必

其

通

舟

也

當

西

城

河

吿

成

之

日

卽

東

南

二

鄕

大

河

起

濬

之

時

邑

東

之

山

方

山

爲

大

據

縣

治

左

自

寅

ᨭ

已

周

可

五

十

餘

里

山

水

所

出

東

南

二

鄕

大

河

受

注

焉

惟

出

九

峯

者

西

流

達

於

城

河

卽

東

支

出

城

與

山

溪

相

接

者

是

也

大

河

則

從

城

外

分

支

而

北

抵

柔

橋

折

而

東

經

閘

門

頭

分

一

旁

支

濬

至

仙

浦

閘

水

口

而

止

正

支

則

東

行

經

山

下

郞

等

處

而

抵

交

龍

閘

以

次

漸

折

而

南

於

匯

頭

金

分

支

濬

至

白

鶴

殿

而

止

正

支

則

趨

東

山

釵

洋

等

處

南

行

至

路

橋

折

而

西

與

南

鄕

大

河

合

南

鄕

大

河

從

南

水

門

始

遶

印

山

左

經

禦

崇

院

過

石

湫

橋

皆

南

行

而

抵

藥

山

灘

是

灘

爲

藥

山

溪

口

砂

隨

水

出

不

數

年

卽

砂

高

於

水

其

底

黑

砂

尤

堅

築

之

不

得

入

曩

皆

濬

至

黑

砂

而

止

以

爲

不

可

再

濬

也

今

則

并

工

掘

之

砂

盡

而

泥

見

底

不

過

二

尺

始

知

治

灘

之

易

且

設

砩

于

灘

之

東

岸

上

字

書

以

石

遏

水

曰

砩

今

則

爲

遏

砂

設

也

復

南

行

經

橫

山

頭

以

次

漸

折

而

東

踰

上

分

水

至

同

㠘

經

管

堂

東

行

至

路

橋

與

東

鄕

大

河

合

東

河

自

東

左

旋

南

河

自

南

右

旋

水

遶

方

山

之

麓

者

一

周

焉

此

東

南

二

鄕

所

濬

大

河

之

大

畧

也

時

後

清

明

之

十

日

農

事

興

河

役

畢

乃

議

攺

建

牐

壩

以

善

其

後

焉

西
河

在
土
㠘
咸
豐
中
因
連
年
水
災
按
畝
派
捐
疏
濬
直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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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二
十
九

羽
山
大
港
並
築
土
壩
禦
鹹
蓄
淡
以
爲
一
方
之
利

白
石
河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水
自
山
下
郎
馬
橋
頭
至
白
石
小

閘
內
分
支
涇
闊
者
三
丈
餘
深
一
丈
四
尺
狹
者
二
丈
二
尺

深
一
丈
餘
同
治
九
年
閏
十
月
舉
人
鄭
瑞
庭
生
員
王
澤
南

監
生
鄭
輔
庭
等
創
議
重
婑

閘
邑

初

未

有

閘

自

宋

元

祐

中

羅

提

刑

適

始

建

五

閘

湻

熙

中

朱

文

公

議

建

六

閘

句

龍

昌

泰

成

之

寶

祐

中

王

令

華

甫

建

西

㠘

端

平

間

邑

人

林

喬

年

建

沙

埭

上

下

二

閘

元

大

德

中

知

州

韓

國

寶

建

西

城

閘

計

一

十

六

閘

成

化

分

縣

其

在

黃

巖

者

七

閘

而

已

乾

隆

中

劉

令

世

甯

增

建

者

五

益

以

鄕

民

所

自

建

者

八

合

之

凡

二

十

閘

云

常
豐
淸
混
二
閘

在
縣
東
隅
宋
元
祐
中
提
刑
羅
適
建
赤

城

新

志

湻
熙
十
二
年
淛
東
提
舉
句
龍
昌
泰
言
黃
巖
舊
有
官
河
自

縣
前
至
溫
嶺
凡
九
十
里
支
流
九
百
三
十
六
處
皆
以
漑
田

元
有
五
閘
久
廢
不
修
今
欲
建
一
閘
約
費
二
萬
餘
緡
乞
詔

兩
淛
運
司
於
窠
名
錢
內
支
撥
明
年
六
月
昌
泰
復
言
黃
巖

縣
東
地
名
東
浦
紹
興
中
開
鑿
置
常
豐
閘
名
爲
決
水
入
江

其
實
縣
道
欲
令
舟
船
取
徑
通
過
每
船
納
錢
以
充
官
費
一

日
兩
潮
一
潮
一
淤
纔
遇
旱
乾
更
無
灌
漑
之
備
已
將
此
閘

築
爲
平
陸
乞
戒
自
今
永
不
得
開
鑿
放
入
江
潮
案

監

本

誤

作

湖

庶

絶
後
患
宋

史

河

渠

志

元
大
德
中
知
州
韓
國
寶
重
修
舟
楫
往
來

隨
潮
大
小
以
司
啟
閉
河
船
將
出
必
先
啟
淸
閘
以
出
船
卽

閉
淸
閘
而
啟
混
閘
放
船
於
江
江
船
將
入
必
先
啟
混
閘
以

入
船
卽
閉
混
閘
而
啟
淸
閘
進
船
於
河
所
以
防
混
水
之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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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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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里

水
利

三
十

淸
水
之
洩
也
赤

城

新

志

府

志

舊

志

明
嘉
靖
壬
子
築
城
跨
河
面
東
設

陡
門
於
河
口
僅
容
水
之
往
來
舟
楫
不
通
二
閘
雖
存
無
所

用
矣
省志

至

國
朝
康
熙
九
年
阿
總
戎
爾
泰
婑
河
淸
見
閘

底
細
石
未
幾
復
淤
康

熙

志

乾
隆
丙
子
劉
令
世
甯
重
修
乾

隆

志

羽
山
閘

在
二
十
五
都
宋
羅
提
刑
適
建
本
名
石
湫
閘
在
大

南
門
外
西
南
六
里
水
從
柏
奧
藥
山
九
峯
三
處
發
源
而
流

入
於
西
橋
港
以
注
之
江
且
海
潮
從
三
江
口
折
而
過
西
爲

大
江
由
西
橋
而
南
以
入
大
河
者
俱
以
此
處
爲
ꞗ
鍵
乾
隆

丙
子
劉
令
世
甯
重
建
因
舊
閘
低
而
直
瀉
啟
閉
罔
功
稍
移

而
東
相
傍
於
羽
山
之
麓
洞
闊
一
丈
三
尺
高
一
丈
五
尺
翼

水
每
邊
長
七
丈
三
尺
邊
洞
闊
一
丈
一
尺
高
一
丈
四
尺
梭

墩
闊
五
尺
五
寸
長
二
丈
底
七
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邑

人

張

喬

林

詩

碧

水

瀠

洄

遶

羽

山

桑

田

千

畝

樂

閒

閒

雲

煙

遠

接

甘

棠

樹

會

見

仙

人

控

鶴

還

洋
㠘
閘

在
三
十
都
舊

五

十

一

都

舊
有
埭
旱
則
築
之
澇
則
決
之

赤

城

新

志

省

府

志

橫
塘
閘

在
三
十
都
舊

五

十

一

都

省

志

長
浦
閘

在
三
十
五
都
舊

五

十

四

都

宋
朱
文
公
議
建
元
大
德
中

重
建
赤

城

新

志

省

府

志

鮑
步
閘

在
三
十
五
都
舊

五

十

四

都

宋
朱
文
公
議
建
元
大
德
中

重
建
赤

城

新

志

省

府

志

羅
川
閘

在
三
十
九
都
舊

五

十

六

都

明
里
人
余
端
甫
建
正
統
中

其
孫
廷
美
修
之
王

欽

修

建

羅

川

閘

記

邑

治

南

行

不

一

舍

近

日

羅

川

壤

地

夷

曠

居

民

以

耕

稼

爲

業



ZhongYi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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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里

水
利

三
十
一

然

而

土

性

易

涸

無

他

陂

池

渠

塘

以

聚

水

每

當

春

夏

之

交

陽

色

稍

亢

農

輒

以

旱

告

雖

極

力

於

山

壑

間

注

汲

之

終

莫

能

濟

其

地

有

隱

君

子

余

氏

端

甫

深

以

爲

病

遂

不

惜

重

費

召

匠

氏

治

木

石

之

材

當

水

之

通

處

築

閘

一

所

以

蓄

限

之

廣

八

尺

二

寸

深

一

丈

四

尺

鋪

砌

兩

岸

各

遠

五

十

餘

步

物

用

俱

堅

緻

由

是

一

鄕

之

內

不

勞

餘

力

而

灌

漑

之

功

無

不

徧

他

地

雖

有

凶

荒

而

隱

君

之

鄕

號

常

稔

焉

厯

時

旣

久

閘

用

崩

毁

去

歲

自

春

入

夏

不

雨

秋

卒

無

成

鄕

人

思

隱

君

不

可

復

作

嗷

嗷

然

無

可

控

告

者

而

隱

君

之

嗣

孫

廷

美

慨

然

曰

此

吾

先

世

事

也

可

不

思

所

以

繼

之

乎

捐

巳

資

數

十

金

修

復

如

故

閒

有

不

沾

其

惠

者

又

築

埭

以

廣

之

用

是

遠

近

見

聞

莫

不

交

口

稱

頌

鄕

人

應

宗

因

氏

輩

蒙

其

利

請

余

文

立

碑

以

記

之

赤

城

後

集

省

志

乾
隆
丁
丑
余
嵩
卓
重
修
舊志

蛟
龍
閘

在
四
十
九
都
舊

六

十

三

都

宋
朱
文
公
議
建
元
大
德
中

重
修
潮
水
往
來
易
於
閼
塞
明
嘉
靖
庚
子
方
令
介
婑
之
踰

年
復
塞
省

府

志

舊

志

萬
厯
志
案
蛟
龍
一
閘
先
年
松
門
太
平
河

水
經
東
鄕
之
境
越
方
㠘
雙
港
口
北
山
橋
自
南
而
東
折
而

西
北
自
蛟
龍
以
入
於
江
縣
東
支
河
之
水
循
東
旁
陡
門
閘

而
行
亦
由
蛟
龍
以
入
江
淸
流
合
注
潮
淤
不
壅
潦
則
啟
旱

則
閉
故
繞
河
之
田
昔
稱
沃
壤
後
因
曹
黃
門
疏
鑿
栅
浦
一

涇
以
自
便
南
河
趨
之
其
勢
順
決
不
復
西
流
蛟
龍
遂
爲
海

泥
所
閼
而
東
流
亦
不
復
入
積
成
平
陸
恆
雨
無
泄
一
望
綠

波
稍
暵
無
瀦
萬
頃
赤
地
矣
乾
隆
志
案
今
蛟
龍
閘
僅
存
舊

址
及
斷
港
入
江
處
耳
其
上
流
竝
成
田
畝
民
居
幸
無
暵
潦

之
患
者
則
雙
龍
回
龍
陡
門
三
閘
之
力
也

陡
門
閘

在
縣
東
五
里
大
路
中
地
名
閘
門
頭
是
也
舊

六

十

四

都

今

四

十

九

都

宋
朱
文
公
議
建
後
徙
於
仙
浦
元
大
德
中
重
修
赤

城

新

志

省

府

志

舊

志

明
季
又
廢

國
朝
乾
隆
丙
子
劉
令
世
甯
重
建
徙



ZhongYi

黃
巖
縣
志

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三
十
二

於
下
洋
橋
名
曰
陡
門
新
閘
高
闊
皆
一
丈
三
尺
翼
水
各
長

五
丈
底
五
倉
河

閘

志

仙
浦
新
閘

在
陡
門
閘
之
北
近
入
江
處
乾
隆
丙
子
鄕
民
公

建
官
助
其
貲
而
成
之
因
仙
浦
地
勢
稍
下
其
水
易
涸
故
於

下
流
建
小
閘
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王

澧

芷

詩

橫

橋

一

帶

簇

煙

林

舊

迹

仙

人

渡

口

深

合

浦

有

珠

寒

莫

禦

不

如

沙

水

漾

成

金

同
治
己
巳
孫
令
憙
攺
建
陡
門

永
通
閘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太
平
縣
地
明
嘉
靖
己
亥
周
守

志
偉
按
行
閘
河
倣
晦
翁
遺
跡
率
黃
太
兩
縣
開
婑
見
各
閘

去
海
頗
遠
潮
淤
日
積
未
免
尾
塞
不
通
之
患
乃
於
近
海
曹

家
渡
議
建
永
通
閘
以
捍
潮
淤
奏
復
河
泊
官
以
司
啟
閉
此

閘
南
會
太
平
北
總
黃
巖
爲
二
縣
水
利
之
咽
喉
云
省

志

舊

志

白
峯
閘

在
三
十
八
都
乾
隆
丙
子
劉
令
世
甯
建
水
發
源
於

柏
奧
羅
洋
錢
㠘
藥
山
稠
開
鴉
鵲
窠
龍
潭
奧
六
處
流
入
太

平
金
淸
港
與
潮
並
進
水
口
繁
多
故
置
閘
以
收
南
山
涇
從

柏
奧
西
溪
至
樂
清
而
下
之
水
捲
洞
三
闊
一
丈
三
尺
高
一

丈
五
尺
翼
水
左
右
各
長
七
丈
三
尺
兩
傍
洞
闊
一
丈
一
尺

高
一
丈
四
尺
梭
墩
闊
五
尺
五
寸
長
二
丈
底
七
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牛
橋
閘

在
三
十
都
下
梁
劉
令
世
甯
建
水
源
流
與
白
峯
同

原
議
欲
於
浦
口
興
修
大
閘
然
江
口
寬
鬆
基
址
不
固
功
艱

而
費
宂
乃
於
牛
橋
建
閘
而
左
右
支
河
各
建
滚
壩
一
座
閘

闊
一
丈
七
尺
五
寸
高
一
丈
四
尺
翼
水
各
長
八
丈
底
六
倉

二
壩
闊
各
三
丈
高
一
丈
二
尺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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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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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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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三
十
三

殿
橋
閘

一
名
回
龍
閘
在
四
十
九
都
山
下
周
康
熙
閒
白
龍

廟
住
持
僧
旭
林
旭
修
募
刱
乾
隆
丙
子
劉
令
世
甯
重
建
水

自
方
山
白
龍
奧
唐
家
奧
發
源
而
流
入
於
澄
江
舊
止
陡
門

一
閘
日
久
而
圯
水
分
二
道
故
添
建
以
收
河
水
之
旁
注
洞

高
闊
各
一
丈
三
尺
翼
水
各
長
五
丈
五
尺
底
五
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同
治
己
巳
孫
令
憙
增
建
陡
門

雙
龍
閘

在
四
十
九
都
水
管
橋
劉
令
世
甯
建
水
自
方
山
白

龍
奧
項
奧
發
源
而
流
入
三
港
口
舊
有
蛟
龍
閘
淤
塞
日
久

其
地
環
繞
民
居
未
便
修
復
故
移
建
焉
洞
闊
一
丈
四
尺
高

一
丈
三
尺
翼
水
各
長
五
丈
底
五
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同
治
己
巳
孫

令
憙
攺
建
陡
門

柵
橋
閘

一
名
白
鶴
殿
閘
在
四
十
六
都
劉
令
世
甯
建
沿
水

管
橋
而
東
一
十
五
里
水
口
與
臨
海
爲
界
水
發
源
與
白
峯

閘
同
兩
邑
之
民
各
欲
建
於
已
地
相
持
不
下
乃
申
詳
批
准

兩
邑
分
建
臨
則
建
於
栅
浦
黃
則
建
於
栅
橋
盡
收
大
官
河

從
沙
埠
岐
田
佛
嶺
至
樂
淸
交
界
而
下
之
水
閘
高
闊
皆
一

丈
四
尺
翼
水
各
長
六
丈
底
五
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抱
龍
閘

在
縣
東
風
水
山
下
乾
隆
丁
亥
諸
生
管
紹
輿
與
里

人
捐
建
以
雙
龍
閘
地
勢
低
窪
一
遇
旱
乾
上
流
方
山
諸
水

俱
下
洩
而
無
停
蓄
乃
築
此
閘
以
蓄
水
漑
田
乾

隆

志

白
石
小
閘

在
縣
東
白
石
莊
回
龍
閘
內
支
河
也
里
人
以
此

地
勢
處
極
高
不
能
蓄
水
乾
隆
丁
丑
管
紹
輿
林
仲
友
程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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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熙
募
建
以
爲
一
方
之
利
乾

隆

志

社
稷
閘

舊
名
西
城
閘
在
縣
西
南
二
百
三
十
步
元
大
德
八

年
知
州
韓
國
寶
建
徙
邑
之
西
隅
赤

城

新

志

省

志

明
洪
武
八
年
丞

吳
文
義
重
建
嘉
靖
九
年
劉
令
贊
復
徙
西
城
閘
南
乾
隆
丙

子
劉
令
世
甯
重
建
水
從
石
櫃
奧
發
源
流
入
西
橋
港
閘
高

闊
皆
一
丈
三
尺
翼
水
各
長
五
丈
五
尺
底
五
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西
仙
浦
閘

在
二
十
一
都
劉
令
世
甯
建
水
自
石
櫃
奧
發
源

流
入
澄
江
原
議
建
閘
港
口
而
患
其
寬
闊
且
勢
窪
而
土
鬆

故
於
港
內
支
河
左
建
閘
而
右
建
壩
閘
闊
一
丈
三
尺
高
一

丈
二
尺
五
寸
翼
水
各
長
五
丈
五
尺
底
五
倉
壩
闊
二
丈
二

尺
高
一
丈
一
尺
翼
水
各
長
五
丈
底
六
倉
乾

隆

志

河

閘

志

東
浦
陡
門

在
常
豐
二
閘
河
口
省志

明
嘉
靖
壬
子
築
城
跨
河

建
之
以
通
水
道
水
出
陡
門
北
達
大
江
江
水
迅
急
惟
此
水

口
稍
紆
迴
凡
舟
艦
皆
停
泊
此
閒
隔
城
遥
望
帆
檣
比
櫛
摇

晚
風
不
啻
天
際
歸
舟
也
元

潘

士

驥

東

浦

暮

帆

詩

江

亭

影

壓

白

鷗

路

半

竿

紅

日

光

流

駐

鼓

聲

欲

斷

汐

信

平

風

勒

檣

烏

轉

林

樹

江

天

漠

漠

夜

濛

濛

黃

帽

出

沒

菰

蒲

中

人

家

籬

落

有

驚

犬

月

吐

未

吐

江

涵

空

舊

志

靑
龍
閘

在
迎
薰
門
外
嘉
慶
間
建
同
治
己
巳
孫
令
憙
攺
作

陡
門

南
陡
門

在
應
秀
門
左
省志

明
嘉
靖
壬
子
築
城
跨
河
建
之
以

通
水
道
舊志

車
浦
陡
門

在
西
城
下
省志

明
嘉
靖
壬
子
築
城
跨
河
建
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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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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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
里

水
利

三
十
五

通
水
道
舊志

浦
口
閘

在
西
城
河
外
同
治
辛
未
攺
建
陡
門

萬
厯
志
縣
境
負
山
瀕
海
水
自
西
南
諸
溪
達
於
河
會
於
江

以
入
海
地
勢
卑
鹵
無
深
源
易
潦
易
涸
爲
民
田
害
於
是
築

土
爲
埭
以
蓄
水
視
河
流
衝
激
處
建
閘
以
時
啟
閉
防
旱
潦

焉
舊
閘
凡
十
有
一
常
豐
淸
混
石
湫
永
豐
周
洋
黃
望
五
閘

宋
元
祐
中
羅
提
刑
適
建
回
浦
鮑
歩
金
淸
長
浦
蛟
龍
陡
門

六
閘
湻
熙
中
朱
文
公
熹
建
時
文
公
提
舉
浙
東
行
部
至
黃

鄕
士
支
汝
績
陳
謙
陳
緯
徐
弗
如
以
水
利
告
公
用
其
議
請

於
朝
屬
林
鼐
蔡
鎬
區
畫
興
工
而
公
有
江
右
之
命
蜀
人
句

龍
昌
泰
繼
其
事
役
大
費
煩
朝
廷
撥
封
樁
降
度
牒
以
附
益

之
慶
元
中
常
平
使
者
李
洪
川
拜
職
又
以
本
路
便
宜
請
於

朝
時
郡
人
謝
深
甫
當
軸
因
言
黃
巖
建
閘
利
害
李
深
加
注

意
而
竣
成
之
元
大
德
中
知
州
韓
國
寶
復
益
其
三
明
洪
武

九
年
淨
應
寺
僧
淸
璝
民
如
茂
奏
准
命
主
簿
孫
斌
又
益
其

四
二
十
八
年
又
遣
使
率
縣
民
修
築
計
一
十
八
閘
案

明

史

永

樂

二

年

修

黃

巖

混

水

等

十

五

閘

與

此

不

同

未

詳

孰

是

永
樂
十
二
年
陳
通
判
巖
又
修
景

泰
中
張
令
彥
修
金
淸
天
順
初
鍾
同
知
鼎
修
黃
望
成
化
中

太
平
令
袁
道
修
回
浦
正
德
中
劉
令
弼
王
通
判
宸
皆
修
金

淸
其
常
豐
淸
混
鮑
步
長
浦
蛟
龍
陡
門
仍
屬
黃
巖
永
豐
黃

望
周
洋
回
浦
金
淸
皆
分
隸
太
平
嘉
靖
時
周
守
志
偉
更
建

永
通
閘
云
明

太

平

葉

郎

中

良

佩

論

案

故

老

相

傳

朱

文

公

議

閘

河

時

謂

蔡

武

博

曰

南

監

五

閘

底

石

須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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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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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三
十
六

平

如

一

使

河

流

五

道

俱

通

若

一

閘

稍

卑

卽

衆

流

併

歸

之

久

而

餘

閘

必

湮

巳

而

句

龍

昌

泰

用

其

議

乃

於

淨

應

山

上

置

銃

候

潮

退

正

及

閘

底

時

卽

拽

旗

放

銃

五

閘

咸

志

定

水

則

由

是

五

閘

齊

平

河

流

五

道

俱

通

景

泰

間

張

令

彥

修

金

淸

下

其

底

三

寸

宏

治

間

劉

令

弼

重

修

復

下

三

寸

正

德

閒

王

通

判

宸

復

移

置

舊

址

南

可

一

里

許

由

是

衆

流

皆

趨

金

淸

而

諸

閘

湮

矣

乾

隆

志

案

南

監

隸

太

平

去

黃

巖

邑

治

五

十

餘

里

則

所

謂

五

閘

實

卽

永

豐

黃

望

周

洋

回

浦

金

淸

也

淨

應

山

無

可

考

存

之

以

誌

閘

河

底

石

須

平

之

說

云

今

案

淨

應

寺

在

太

平

寺

前

橋

則

淨

應

山

卽

寺

旁

山

也

按

河

閘

志

善

後

事

宜

內

開

載

各

閘

壩

歲

修

田

畝

一

塗

田

一

百

四

十

畝

坐

落

太

平

新

添

滙

地

方

戶

名

黃

淸

水

黃

宇

山

黃

白

峯

黃

仙

浦

又

一

百

畝

坐

落

本

縣

正

鑑

倉

第

四

層

一

甲

戶

名

黃

善

後

黃

興

祥

黃

善

全

等

每

歲

收

租

變

價

存

貯

縣

庫

遇

有

應

修

之

處

估

明

領

給

又

各

閘

壩

夫

役

田

畝

白

峯

閘

田

四

畝

四

分

零

栅

橋

閘

田

三

畝

二

分

羽

山

閘

田

三

畝

四

分

牛

橋

閘

田

一

十

二

畝

錄

之

以

俟

查

訪

東
門
小
閘

在
鎭
海
門
外
禦
城
河
鹹
潮
以
蓄
九
峯
之
水

淸
河
閘

在
土
嶼
本
名
張
家
埭
嘉
慶
丙
寅
攺
建
爲
閘
禦
鹹

蓄
淡
附
貢
張
冠
履
創
捐
督
建

三
餘
閘

在
二
十
五
都
三
圖
羽
山
新
河
口
同
治
十
二
年
建

里
人
張
錦
雲
黃
蘋
黃

張
敷
紀
等
督
建

因
宜
閘

在
二
十
都
江
田
後
洋
深
一
丈
四
尺
闊
一
丈
四
尺

翼
水
四
丈
二
尺
底
八
倉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里
人
章
灝
等
捐

建
聚
嵩
巖
焦
坑
葛
村
諸
山
之
水

永
興
閘

在
鳳
洋
深
一
丈
闊
一
丈
二
尺
翼
水
二
丈
八
尺
底

六
倉
道
光
中
建

五
豐
閘

在
金
淸
港
四
塘
同
治
中
建

捲
洞
橋
陡
亹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同
治
九
年
孫
令
熹
建
凡

三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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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巖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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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地
里

水
利

三
十
七

平
水
廟
陡
亹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五
里
塘
角
頭
同
治
九
年
孫

令
憙
建
凡
二
洞

埭
赤

城

志

紀

黃

之

埭

四

十

有

三

今

隸

太

平

者

二

十

有

一

新

志

所

紀

則

黃

太

各

十

三

埭

而

巳

舊

志

紀

埭

二

十

有

九

今

合

以

赤

城

新

舊

志

所

載

凡

四

十

云

赤

城

志

紀

埭

以

鄕

新

志

紀

埭

以

都

今

各

仍

其

舊

焉

淨
土
埭
在

一

都

善

化

鄕

新
塘
埭
在

二

都

善

化

鄕

建
山
埭
在

三

都

陳
牛
埭
在

三

都

斗
門
埭
在

十

七

都

舊

名

陶

家

埭

見

赤

城

新

志

案

赤

城

志

飛

鳧

鄕

有

斗

門

仙

埭

疑

與

此

別

舊

志

混

之

非

是

趙
家
埭
在

茅

畬

鐵

騎

廟

西

南

埭
頭
埭
在

二

十

二

都

見

赤

城

新

志

上
仙
埭
在

二

十

一

都

見

赤

城

新

志

高
家
埭
在

二

十

四

都

西
仙
浦
埭
在

二

十

四

都

仁

風

鄕

案

疑

卽

上

仙

埭

鄭
戍
埭
在

二

十

四

都

三

童

鄕

孝
順
埭
在

二

十

四

都

三

童

鄕

興
家
埭
在

三

童

鄕

見

赤

城

志

方
家
埭
在

二

十

四

都

三

童

鄕

見

赤

城

新

舊

志

林
家
埭
在

二

十

四

都

三

童

鄕

見

赤

城

新

舊

志

Ὺ
埭
在

二

十

四

都

見

赤

城

新

志

洋
頭
埭
在

二

十

五

都

店

頭

下
店
巖
頭
埭
在

二

十

六

都

楊
公
埭
在

二

十

五

都

永

甯

鄕

新
涇
埭
在

二

十

八

都

石
湫
埭
在

二

十

八

都

仁

風

鄕

高
公
埭
在

二

十

八

都

ꂩ
家
埭
在

二

十

八

都

金
家
埭
在

三

十

二

都

舊

名

徐

家

埭

咸

豐

間

攺

置

王

判

橋

側

周
家
埭
在

二

十

九

都

洋
㠘
埭
在

三

十

都

靈

山

鄕

長
浦
埭
在

三

十

六

都

靈

山

鄕

舊

五

十

四

都

鮑
家
埭
在

靈

山

鄕

見

赤

城

志

凌
家
埭
見

靈

山

鄕

見

赤

城

志

陳
伏
埭
在

靈

山

鄕

見

赤

城

志

李
家
埭
在

來

遠

鄕

見

赤

城

志

鄭
公
埭
在

四

十

三

都

舊

六

十

一

都

水
磡
埭
在

四

十

三

都

飛

鳧

鄕

舊

六

十

一

都

聞
郎
埭
在

四

十

五

都

舊

六

十

二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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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三
十
八

章
師
埭
在

四

十

六

都

飛

鳧

鄕

舊

六

十

三

都

蛟
龍
埭
在

四

十

六

都

飛

鳧

鄕

舊

六

十

三

都

仙
浦
埭
在

四

十

九

都

飛

鳧

鄕

舊

六

十

四

都

觀
木
埭
在

五

十

都

舊

六

十

五

都

步
頭
埭
在

五

十

都

仁

風

鄕

見

赤

城

志

舊

六

十

五

都

舊

志

作

鮑

步

埭

非

也

案

鮑

步

埭

卽

鮑

家

埭

巳

見

上

張
家
埭
在

下

浦

橋

東

俗

名

大

埭

鄭

戍

埭

孝

順

埭

皆

其

總

領

案

在

二

十

四

都

砩
赤

城

志

云

自

黃

巖

溪

五

十

二

水

合

爲

一

溪

東

北

爲

二

十

砩

又

東

北

始

爲

壇

頭

砩

白

巖

砩

又

東

北

爲

烏

巖

砩

然

其

所

記

者

靖

化

鄕

四

砩

來

遠

鄕

三

砩

而

巳

新

志

始

詳

紀

之

凡

二

十

有

四

舊

縣

志

復

稍

加

詳

爲

三

十

有

三

今

悉

仍

之

而

畧

加

考

證

焉

東
濟
砩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蜆
溪
頭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新

志

府

志

無

頭

字

黃
水
埠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省

志

作

三

十

五

里

陸
家
巖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四

里

新

志

府

志

無

巖

字

道
院
後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新

志

府

志

無

道

字

將
軍
廟
前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李
婆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張
湖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下
㠘
砩
在

縣

西

三

十

二

里

來

遠

鄕

陳
家
砩
在

來

遠

鄕

見

赤

城

志

楊
溪
砩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堰

瑞

巖

善

住

二

水

北
岸
砩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楊

溪

砩

下

烏
巖
砩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靖

化

鄕

俗

名

小

砩

唐
家
砩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錢
奧
砩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新

志

奧

作

家

上
陳
砩
在

縣

西

四

十

七

里

橫
涎
砩
在

縣

西

四

十

八

里

新

志

作

黃

延

白
巖
砩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靖

化

鄕

堰

黃

巖

溪

水

謝
奧
砩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大
巖
砩
在

縣

西

五

十

八

里

省

志

作

四

十

八

里

溪
東
砩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柔

極

側

吳
佛
洋
砩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來

遠

鄕

板
砩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靖

化

鄕

沈
家
砩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源

出

柏

都

壇
頭
砩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靖

化

鄕

柔

極

嶺

之

西

于
洋
砩
在

七

都

避
水
嶺
砩
在

八

都

箬
笠
潭
砩
在

九

都

㠘
頭
砩
在

九

都

甯
溪
大
砩
在

十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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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靑
草
砩
在

十

一

都

大
奧
砩
在

十

二

都

木
杓
砩
在

十

五

都

省

志

作

十

七

都

巖
潭
砩
在

十

九

都

塘
省

志

於

塘

之

備

蓄

洩

資

灌

漑

者

歸

于

水

利

防

海

潮

者

載

於

海

塘

舊

志

不

分

非

也

今

從

省

志

之

例

分

爲

二

濓
塘

在
縣
南
五
百
步
南
浮
橋
石
壁
裏
舊志

簇
路
塘

在
縣
西
五
十
七
里
柔
極
之
北
周
迴
三
百
五
十
步

深
二
丈
餘
漑
田
頗
廣
省

志

舊

志

大
澤
塘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瑞
巖
山
麓
宋
僧
慈
保
卽
一

大
壑
爲
之
下
絫
石
上
築
以
士
周
迴
五
百
一
十
步
深
二
丈

餘
旁
爲
十
門
分
數
道
以
達
於
田
赤

城

志

省

志

舊

志

今
則
淤
矣
宋臨

海

錢

參

政

端

禮

詩

塵

纓

久

欲

濯

滄

浪

今

日

來

遊

大

澤

塘

水

似

我

心

心

似

水

更

無

一

事

可

商

量

古
塘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東
監
舊

志

案

赤

城

志

東

監

水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自

監

山

東

流

一

十

里

僅

勝

十

石

舟

又

一

十

五

里

入

官

河

未

知

卽

此

否

也

戰
塘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小
塘
嶺
下
舊

志

山

水

記

作

占

塘

海
塘
省

志

海

塘

自

爲

一

門

不

入

水

利

然

有

塘

以

除

水

之

害

而

水

乃

得

全

其

利

矣

故

仍

次

於

水

利

之

末

捍
海
塘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八
都
舊

六

十

三

四

都

明
嘉
靖
辛
丑
周
守

志
偉
築
省

志

萬

厯

志

案

此

塘

隄

防

澄

江

下

流

自

黃

堰

至

三

港

口

凡

三

十

里

所

以

防

潮

水

之

溢

出

者

丁
進
塘

在
三
十
二
都
霓
奧
舊

五

十

一

都

先
是
民
田
苦
海
潮
淹

沒
明
宏
治
閒
爲
築
此
塘
約
計
六
十
餘
里
以
捍
海
潮
至
今

賴
之
省

志

萬

厯

志

案

此

下

三

塘

在

頭

塘

之

上

乃

老

塘

也

洪
輔
塘

在
四
十
四
都
舊

六

十

一

都

南
至
新
河
北
通
海
門
明
正

德
間
修
築
以
捍
潮
省

志

萬

厯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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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府
塘

在
洪
輔
塘
下
明
正
德
閒
李
推
官
築
省

志

萬

厯

志

張
塘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康
熙
十
六
年
張
令
思
齊
築
康

熙

志

頭
塘

二
塘

三
塘

俱
在
四
府
塘
下
邑

令

吳

英

樾

海

上

庽

樓

卽

目

詩

二

首

野

寺

臨

沙

堰

樓

窗

極

泬

寥

遠

山

晴

糟

霧

暗

港

夜

通

潮

雨

過

茅

檐

委

風

高

板

屋

摇

迴

翔

看

倦

鳥

尾

羽

亦

譙

翛

海

漲

成

田

畝

連

村

豆

麥

靑

潮

歸

畱

蚌

㱿

風

過

送

龍

腥

未

忍

科

三

則

相

期

醉

六

經

春

來

須

力

穡

勿

惹

縣

官

嗔

李

飛

英

和

詩

海

國

班

春

至

登

樓

慰

寂

寥

虹

收

洋

㠘

雨

日

射

浪

磯

潮

小

市

炊

煙

澹

孤

村

樹

影

摇

兒

童

何

所

樂

竹

馬

尾

翛

翛

王

承

弼

和

詩

禹

廟

帶

孤

市

僑

居

正

寂

寥

春

風

靑

隴

麥

曉

霧

白

江

潮

遠

樹

連

村

暗

孤

㩪

挾

日

摇

欲

乘

萬

里

浪

敢

惜

羽

翛

翛

諸

生

鄭

會

南

和

詩

獨

上

高

樓

望

遥

天

破

寂

寥

遠

峯

明

夕

照

小

艇

落

江

潮

海

水

迎

風

立

霜

篷

載

月

摇

蒼

生

方

待

命

遮

莫

畏

譙

翛

四
塘

在
三
塘
下

五
塘

在
四
塘
下

舊

志

論

曰

水

利

在

黃

昔

利

甚

今

弊

亦

甚

非

弊

於

水

弊

於

淤

者

久

制

者

圯

氛

燹

頻

耗

而

營

整

之

難

也

林

檢

閱

昉

曰

治

水

爲

養

民

第

一

義

其

有

得

於

文

公

朱

子

通

河

建

閘

之

一

疏

乎

西

蜀

句

龍

昌

泰

韓

知

州

周

郡

守

皆

能

繼

成

前

志

故

當

日

河

婑

矣

而

防

河

有

閘

閘

建

矣

而

司

閘

有

官

堰

溪

以

砩

則

固

捍

潮

以

塘

則

飭

而

且

湖

罔

不

深

埭

罔

不

聳

今

時

有

一

於

是

乎

郭

內

支

流

化

爲

園

廬

大

河

將

成

平

陸

郭

外

蛟

龍

陡

門

飛

鳬

靈

山

靖

化

來

遠

諸

鄕

或

汙

萊

極

目

或

白

石

彌

望

所

恃

仁

人

之

利

此

時

爲

甚

或

仿

朱

考

亭

之

取

食

利

人

戶

或

仿

韓

知

州

之

役

其

田

者

酌

今

復

古

灌

漑

以

時

收

成

在

望

黃

之

民

其

有

瘳

乎

吳

季

子

嘆

禹

功

曰

明

德

遠

矣

良

大

夫

庶

其

嗣

之

黃
巖
縣
志
卷
之
三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