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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有

志

志

其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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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重

且

大

也

其

人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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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之

其

事

可

志

志

之

其

人

與

事

可

以

志

可

以

不

志

者

非

重

且

大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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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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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也

而

又

愛

不

忍

割

焉

志

别

錄

宋

孝

宗

淳

熙

三

年

桑

子

河

東

孝

里

莊

産

牡

丹

一

本

明

年

花

盛

開

乃

魏

紫

也

有

杭

州

觀

察

推

官

過

此

欲

移

之

掘

土

尺

許

見

石

劍

長

二

尺

題

曰

此

花

島

飛

來

種

只

許

人

間

老

眼

看

遂

不

敢

移

後

鄉

老

生

辰

値

花

開

必

造

花

下

引

觴

爲

壽

間

有

刻

日

欲

至

花

先

萎

者

不

吉

惟

八

十

翁

李

嵩

三

月

八

日

初

度

歲

必

一

造

一

百

九

歲

終

凡

醉

花

前

三

十

春

石

劍

所

題

卒

騐

嘉

定

中

興

化

尹

詹

士

龍

同

如

臯

尹

魏

甫

修

築

范

公

堤

興

工

時

獲

一

方

石

鐫

逢

詹

再

修

四

大

字

又

刻

景

祐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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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仲

淹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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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士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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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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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之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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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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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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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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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年

秋

大

水

豐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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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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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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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巨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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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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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

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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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若

排

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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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蝦

去

唯

魚

獨

存

長

三

十

餘

丈

高

三

十

尺

人

爭

取

其

肉

魚

聲

如

牛

吼

氣

所

噴

薄

水

悉

成

窪

經

三

四

日

乃

絕

土

人

取

其

骨

爲

橋

今

尙

存

相

傳

每

閏

年

必

有

一

魚

名

曰

閏

魚

然

未

有

若

此

之

大

者

嘉

隆

間

有

蔣

道

人

者

止

丁

堰

眞

武

廟

每

夜

中

解

散

數

珠

以

手

捫

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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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達

旦

久

之

珠

自

放

碧

光

都

如

白

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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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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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爲

四

其

一

今

存

眞

武

廟

前

徑

三

尺

許

而

鬼

橋

猶

仍

其

名

萬

歴

二

年

大

風

雨

江

潮

漂

溺

死

者

甚

衆

先

是

海

濱

黃

沙

中

有

物

如

驢

皮

色

紅

紫

尾

鬣

皆

赤

隨

潮

而

至

著

淺

水

不

能

行

衆

擊

之

乃

海

馬

也

又

有

狗

小

而

黑

其

行

最

疾

尤

善

嚙

人

剖

其

腹

得

四

小

狗

明

年

海

溢

溺

死

萬

人

說

者

疑

爲

水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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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鮮

魚

莊

巨

浸

中

浮

一

鱣

長

數

丈

萍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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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疑

爲

大

木

羣

觸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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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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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

矯

而

逝

水

爲

涌

立

四

十

二

年

豐

利

場

劉

勤

家

生

子

不

舉

之

牀

下

以

磚

覆

之

越

數

歲

偶

思

用

磚

取

之

磚

起

尺

許

勤

怪

之

啟

視

所

兒

長

幾

二

尺

頷

有

白

鬚

家

人

驚

駭

忽

旋

風

起

室

中

人

不

相

睹

遂

失

所

在

四

十

三

年

二

月

異

鳥

六

巢

黃

氏

莊

居

古

槐

之

杪

形

小

於

雉

而

文

彩

過

之

眉

間

出

二

毫

長

過

於

尾

飛

如

帶

垂

和

鳴

聲

中

律

呂

羣

鳥

辟

易

讓

巢

而

去

竟

不

識

爲

何

鳥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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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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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

歸

者

識

之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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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以

來

巢

爲

吉

云

四

十

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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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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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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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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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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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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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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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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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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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囓

竹

樹

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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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及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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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朱

某

者

牲

醴

悉

具

見

蝗

勢

且

逝

遂

不

致

禱

須

臾

蝗

復

返

集

朱

田

田

禾

七

畝

盡

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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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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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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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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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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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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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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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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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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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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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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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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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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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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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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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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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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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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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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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吳

丐

者

不

知

其

名

康

熙

間

乞

食

於

掘

港

場

有

母

踰

七

十

乞

得

食

不

先

食

必

與

母

共

餐

美

者

奉

母

惡

者

自

啖

母

病

篤

對

日

哀

禱

刲

股

肉

進

病

卽

愈

越

數

年

毋

殁

掬

土

以

塟

後

不

知

所

終

張

允

恭

者

安

仁

令

徐

含

山

之

僕

也

有

力

善

技

擊

尚

氣

節

含

山

長

江

遇

盜
㒒
奪

盜

刄

刄

盜

墮

江

餘

盜

散

去

免

於

禍

奉

主

母

杜

歸

里

舟

泊

錢

塘

江

適

潮

至

怒

濤

雷

吼

舟

立

僕

揮

篙

迎

潮

凡

三

至

三

迎

浪

平

得

無

恙

含

山

病

革

其

子

常

德

守

甸

巖

甫

七

歲

呼

僕

至

榻

前

指

甸

巖

曰

此

煢

煢

者

一

線

之

延

爾

好

扶

之

及

卒

族

人

瞰

其

資

謀

斃

其

孤

忌

僕

未

敢

驟

發

先

以

他

事

陷
㒒
訟

之

官

官

廉

其

情

薄

責

而

釋

之

羣

謀

愈

熾

時

甸

巖

在

塾

刻

苦

讀

書

僕

曰

家

安

則

習

文

家

難

則

習

武

郞

君

幼

弱

族

人

虎

視

設

有

不

虞

奈

何

以

所

長

技

擊

盡

授

甸

巖

閱

二

載

曰

可

矣

請

招

族

中

强

橫

者

會

飮

較

力

越

日

族

中

二

十

一

人

集

於

堂

三

爵

後

僕

進

曰

久

知

諸

郞

君

欲

甘

心

於

少

主

人

今

能

與

角

技

否

族

恃

其

衆

皆

離

席

齊

趨

甸

巖

甸

巖

指

揮

縱

橫

衆

皆

辟

易

奔

走

後

雖

獨

行

闤

闠

若

輩

皆

歛

手

避

矣

兩

世

危

而

能

安

皆

僕

力

也

顧

重

陽

掘

港

顧

益

三

家

僕

乾

隆

丙

子

大

疫

益

三

舉

家

盡

死

遺

孤

令

儀

生

方

十

七

日

重

陽

竭

力

撫

養

三

十

年

忠

敬

不

衰

章

殿

有

夏

堡

人

事

孀

母

貧

無

以

養

日

乞

食

於

人

以

潔

者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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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母

卒

奠

亦

如

之

邑

令

譚

大

經

賜

額

克

供

子

職

歿

後

鄉

人

表

其

墓

焉

沈

方

南

義

婢

孫

月

梅

事

主

勤

敬

主

母

病

腫

起

左

手

遍

體

膚

醫

藥
㒺
效

婢

先

具

藥

鐺

於

神

前

至

暮

託

以

禮

神

祈

佑

口

嚙

左

臂

肉

未

能

離

旋

取

翦

斷

之

投

藥

中

烹

以

進

次

日

腫

頓

消

嘉

慶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事

也

義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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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六

舊

志

序

錄

嘉

靖

十

五

年

如

臯

縣

志

六

卷

教

諭

陳

源

淸

修

陳

源

淸

敘

邑

曷

以

志

眆

古

列

國

之

史

也

昔

明

王

之

治

天

下

也

虞

幅

員

之

內

廣

谷

大

川

異

制

故

民

生

其

間

者

異

俗

非

各

紀

之

史

媺

惡

曷

徵

焉

秦

漢

以

來

罷

侯

置

吏

則

郡

邑

之

有

志

其

固

史

之

遺

耶

洪

維

我

英

宗

皇

帝

稽

古

宏

治

集

成

大

明

一

統

志

雖

四

方

風

士

民

物

可

周

一

覽

然

諸

邑

之

志

弗

修

則

入

境

而

考

俗

因

俗

而

考

政

者

猶

缺

是

以

志

治

君

子

恒

加

之

意

也

如

臯

舊

志

蕪

畧

殆

甚

頃

邑

侯

劉

西

莊

先

生

來

視

篆

詢

志

缺

狀

迺

詣

黌

林

曰

臯

亦

仕

國

也

數

十

年

以

來

文

獻

莫

徵

予

甚

惴

焉

諸

君

均

有

責

也

曷

圖

纂

之

僉

曰

都

哉

侯

乃

諏

日

開

局

以

不

佞

源

淸

忝

司

文

事

特

委

重

焉

草

創

則

以

屬

嚴

生

怡

考

摭

則

以

屬

鄉

薦

士

馬

名

紳

洎

劉

生

科

許

生

訪

沈

生

經

也

爰

採

舊

志

及

維

揚

海

陵

二

新

志

而

加

刪

潤

繁

者

剔

之

佚

者

增

之

舛

者

之

龎

者

次

之

參

之

訂

之

乙

夜

忘

疲

甫

期

月

而

志

成

侯

閱

之

喜

曰

昭

哉

制

也

典

而

瑩

莊

而

宻

核

而

不

浮

以

稽

星

野

則

天

度

可

明

以

界

道

里

則

封

疆

可

正

以

辨

土

産

則

物

性

可

若

以

列

室

廬

則

民

居

可

定

以

紀

著

述

則

人

文

可

宣

古

今

風

俗

之

淳

漓

賢

才

之

盛

衰

政

治

之

得

失

皆

可

以

考

齊

民

知

所

以

力

作

賢

士

大

夫

知

所

以

勵

行

有

司

民

牧

知

所

以

職

守

於

是

有

賴

焉

數

十

年

以

來

文

獻

班

班

誠

昭

哉

乎

制

也

謀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七

鋟

諸

梓

以

成

一

邦

之

盛

典

源

淸

不

敏

濫

竽

是

役

幸

兹

藉

手

以

復

於

侯

輒

敘

其

槩

識

之

末

簡

侍

郞

崔

桐

敘

夫

志

有

天

道

焉

有

地

道

焉

有

人

道

焉

言

天

者

存

乎

象

言

地

者

存

乎

迹

言

人

者

存

乎

體

天

地

之

道

不

得

而

誣

也

惟

人

或

淆

以

情

情

奪

其

眞

而

斯

病

於

志

矣

是

故

所

貴

乎

志

者

崇

誼

塞

囬

闡

本

詘

末

務

簡

剔

穢

風

化

實

焉

若

古

良

史

亦

難

之

而

奚

病

於

他

故

曰

志

也

者

可

以

觀

也

予

讀

夫

志

東

臯

者

而

重

有

嘉

焉

夫

志

首

風

俗

原

噓

染

也

次

戸

口

任

民

職

也

次

學

校

次

祀

典

表

人

紀

也

次

宦

績

次

人

物

詔

勸

沮

也

次

詞

翰

昭

文

明

也

七

志

備

而

餘

可

槩

矣

今

夫

信

度

惇

習

惟

邑

之

良

而

匪

失

則

夸

齒

繁

賦

供

惟

邑

之

義

而

匪

失

則

僞

古

文

尊

道

宗

惟

邑

之

準

而

匪

失

則

岐

綜

其

得

失

旌

别

臧

否

惟

邑

之

鑑

而

匪

失

則

諛

金

石

有

言

惟

邑

之

華

而

匪

失

則

誕

斯

七

志

者

風

化

終

志

道

矣

作

是

者

伊

何

司

教

陳

君

源

淸

通

山

尹

劉

君

謨

貢

士

馬

君

紳

予

得

其

學

行

矣

輯

是

者

伊

何

劉

生

科

許

生

訪

嚴

生

怡

予

得

其

藏

修

矣

成

是

者

伊

何

邑

侯

劉

君

永

準

予

得

其

政

教

矣

故

曰

志

也

者

可

以

觀

也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如

臯

縣

志

十

卷

知

縣

童

蒙

吉

教

諭

謝

紹

祖

修童

蒙

吉

敘

邑

之

有

志

也

尙

矣

可

以

觀

可

以

式

可

以

懲

上

之

而

百

世

之

旣

往

可

以

稽

下

之

而

百

世

之

將

來

可

以

傳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八

是

誠

司

治

者

之

昭

鑒

也

余

承

乏

東

臯

至

卽

索

志

而

閱

之

葢

將

察

民

物

風

俗

之

何

如

而

亟

爲

之

取

且

稽

前

令

孰

爲

善

治

足

法

孰

爲

不

善

治

足

戒

也

則

見

其

弗

備

弗

核

無

可

考

信

學

校

東

遷

久

矣

而

猶

曰

在

治

西

南

墉

壑

崇

深

以

爲

固

矣

而

猶

曰

自

昔

無

城

初

作

六

門

田

糧

均

矣

而

猶

曰

民

輸

坍

租

以

至

倭

奴

屢

犯

武

功

丕

赫

人

文

宣

著

才

賢

日

盛

若

此

類

者

多

未

及

載

噫

往

者

旣

不

可

追

矣

間

有

聞

見

猶

可

及

者

而

失

今

不

圖

則

遺

亡

益

甚

後

之

人

將

奚

以

考

見

一

邑

事

蹟

之

全

也

哉

修

志

誠

今

日

之

急

務

亦

通

邑

大

夫

士

之

所

共

欲

舉

焉

者

余

敢

不

先

其

所

當

急

以

承

衆

志

也

耶

奈

頃

年

以

來

兵

荒

相

繼

民

實

疲

困

百

度

廢

弛

日

惟

弗

克

懋

乃

猷

以

忝

於

厥

職

是

懼

蚤

夜

圖

維

殫

心

竭

力

葢

一

年

於

兹

事

稍

就

緖

而

今

年

夏

麥

頗

收

民

亦

稍

蘇

志

事

或

可

舉

也

於

是

謀

之

學

博

小

滄

謝

翁

幸

翁

弗

拒

忻

然

任

乃

事

遂

諸

庠

得

錢

生

相

胡

生

機

叢

生

位

朱

生

裝

草

創

焉

而

校

正

則

以

屬

之

李

生

廷

諍

冒

生

承

禮

擇

吉

開

局

採

羣

書

述

覩

記

詢

諸

鄉

之

耆

舊

弗

備

者

增

之

弗

核

者

正

之

條

分

類

别

未

兩

閱

月

而

告

成

是

知

滄

翁

操

筆

之

功

夫

固

居

多

而

諸

士

子

之

用

心

亦

勤

且

愼

矣

斯

志

也

義

例

明

而

去

取

當

論

辨

確

而

文

采

章

觀

風

稽

蹟

之

具

從

善

懲

惡

之

鑒

信

不

外

此

莅

兹

土

者

而

時

加

覽

焉

因

其

法

求

其

心

不

泥

其

迹

化

而

裁

之

變

而

通

之

以

達

於

治

則

志

之

有

益

於

臯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九

民

也

曷

其

有

窮

乃

若

飾

虛

炫

外

好

大

喜

功

漫

不

加

之

意

而

於

民

罔

或

裨

焉

則

亦

何

貴

於

志

哉

余

又

深

爲

此

懼

也

庸

書

是

以

識

歲

月

因

以

自

警

云

萬

歴

二

十

八

年

如

臯

縣

志

十

四

卷

知

縣

張

星

修

四

十

六

年

如

臯

縣

志

十

卷

教

諭

呂

克

孝

修

禮

部

尙

書

孫

愼

行

敘

邑

之

有

志

用

以

稽

吏

治

察

民

俗

紀

往

詔

來

以

寓

勸

懲

云

古

周

官

志

統

於

史

氏

義

嚴

而

權

重

秦

興

罷

侯

置

吏

郡

邑

碁

布

迺

始

各

自

爲

志

卽

不

領

於

史

氏

亦

一

邑

之

史

也

第

史

美

惡

並

列

而

志

主

於

紀

美

體

裁

畧

異

然

惟

美

者

有

紀

而

不

紀

者

可

知

已

臯

爲

維

揚

輔

邑

地

瘠

民

樸

規

制

多

未

詳

民

間

利

未

盡

興

革

緣

綰

符

者

倐

忽

去

遷

經

理

罔

究

漢

制

長

吏

久

任

責

成

殆

有

見

也

臯

之

志

始

自

高

要

李

公

繼

自

商

城

熊

公

而

纘

成

之

者

則

繡

水

李

公

閱

高

要

商

城

兩

公

敘

中

論

臯

邑

利

懇

切

詳

晰

俱

有

志

興

革

而

迫

於

時

繡

水

李

公

涖

臯

者

匝

五

期

焉

實

心

實

政

經

營

地

方

確

稱

循

卓

凡

有

條

列

上

當

道

朝

請

夕

下

數

十

年

爭

持

莫

決

者

一

朝

行

如

流

水

不

惟

竟

前

兩

公

未

竟

之

腹

畫

凡

臯

之

利

畢

爲

興

革

而

臯

之

志

於

是

可

紀

美

矣

如

壩

南

江

以

固

風

氣

塞

牙

橋

以

通

運

道

淸

民

竈

以

均

徭

役

建

沙

營

以

戢

奸

宄

廣

制

額

以

興

文

運

崇

祀

典

以

風

忠

義

凡

所

紀

載

不

能

縷

數

然

皆

舊

制

所

未

備

今

按

籍

求

之

鑿

鑿

可

據

用

詔

後

來

者

曰

如

某

人

可

師

也

如

某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事

可

永

垂

利

賴

也

則

所

紀

美

者

不

足

傳

乎

若

其

敘

山

川

而

無

於

險

夷

瀦

洩

之

用

著

風

俗

而

無

與

於

觀

民

省

方

之

實

表

人

物

而

無

當

於

忠

義

名

節

之

夫

卽

詞

采

蔚

然

非

余

所

謂

美

也

又

何

足

載

方

册

而

昭

勸

懲

哉

臯

之

志

前

後

歴

三

令

而

成

秉

筆

者

肇

自

學

博

呂

公

原

纘

成

者

學

博

蔣

光

甫

也

鄭

國

辭

命

更

裨

諶

世

叔

諸

賢

之

手

而

孔

子

亟

稱

其

美

今

呂

蔣

兩

君

博

洽

多

聞

且

端

方

貞

亮

不

狥

一

時

而

貽

千

秋

玷

者

余

固

知

其

所

載

紀

者

足

爲

信

史

也

知

縣

熊

奮

渭

敘

夫

志

猶

史

也

國

無

史

無

以

志

國

故

郡

不

志

不

郡

邑

不

志

不

邑

以

不

備

爲

不

郡

不

邑

也

然

則

載

備

矣

以

是

足

爲

盡

志

與

曰

是

事

也

是

所

謂

跡

出

於

屨

而

跡

非

屨

之

說

也

有

進

於

是

者

傳

其

事

并

事

之

情

不

能

遁

焉

有

事

情

因

而

有

好

惡

因

而

有

勸

沮

而

消

長

沿

革

於

是

乎

在

意

者

其

在

斯

乎

曰

是

得

其

八

九

而

非

其

窽

也

窽

會

何

常

時

視

其

所

急

而

已

如

臯

在

廣

陵

東

偏

而

土

埠

居

民

全

憑

引

淮

流

以

灌

漑

其

間

如

牙

橋

之

役

不

舉

水

且

北

注

而

臯

邑

之

上

流

已

絶

其

可

慮

者

一

又

如

通

江

河

之

壩

不

築

水

且

南

注

而

臯

邑

之

下

流

莫

挽

其

可

慮

者

二

且

可

耕

之

土

較

舄

鹵

之

地

十

之

一

其

土

著

之

民

較

貿

遷

之

民

十

之

一

其

力

耕

之

民

較

賈

販

之

民

亦

止

十

之

一

謂

耕

之

利

遲

而

鹽

之

利

捷

也

故

利

在

竈

而

國

課

取

給

亦

在

竈

是

內

出

以

爲

膏

液

者

也

且

日

用

以

須

皆

飛

輓

以

來

者

也

故

利

在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一

商

而

國

課

取

給

亦

在

商

是

外

入

以

爲

灌

輸

者

也

所

繫

匪

曰

小

而

兹

鹽

困

竈

而

困

商

也

不

幾

自

耗

其

膏

液

而

塞

灌

輸

一

脈

乎

故

曰

有

窾

會

焉

然

而

風

俗

尤

可

慮

也

慮

其

俗

淳

而

今

且

澆

也

向

者

俗

猶

無

事

而

今

喜

事

浸

滛

而

至

於

喜

訟

向

者

俗

猶

多

儉

而

今

習

侈

浸

至

習

賭

而

傾

於

一

擲

又

浸

至

易

以

居
䘮
忍

以

溺

女

而

忘

哀

賊

性

皆

多

事

以

靡

於

侈

而

澆

之

類

也

風

俗

如

此

則

綱

紀

是

者

眞

未

可

坐

嘯

理

而

志

得

無

意

乎

故

曰

晉

之

乘

楚

之

檮

杌

魯

之

春

秋

一

也

葢

未

修

之

先

魯

之

史

而

旣

修

之

後

則

孔

子

之

春

秋

也

有

意

存

焉

爾

知

此

則

知

余

之

有

感

於

是

志

矣

余

莅

事

於

歲

之

丁

巳

而

得

睹

其

成

於

如

臯

矣

復

志

如

臯

者

誰

靑

浦

公

原

呂

公

也

知

縣

李

廷

材

敘

余

負

罪

去

臯

之

明

年

戊

午

臯

之

志

事

成

士

紳

李

君

明

戴

吳

子

世

顯

數

輩

徵

敘

於

余

余

固

辭

不

得

旣

亦

終

率

木

强

草

草

寫

其

大

都

按

舊

志

修

自

世

廟

之

庚

申

遠

矣

故

簡

殘

漏

新

聞

散

落

予

初

展

不

可

讀

則

慨

然

有

更

修

想

而

難

如

椽

之

管

於

時

署

學

有

呂

公

原

是

嘗

首

畱

都

解

額

而

麗

藻

雄

海

內

者

視

所

教

寬

而

有

體

稜

稜

無

所

於

隨

有

直

槪

焉

因

奉

以

託

重

公

原

數

難

之

不

可

則

吮

毫

且

匝

期

葢

其

愼

也

公

原

處

臯

幾

年

乎

卽

故

實

不

可

盡

考

故

老

不

可

勝

問

而

據

今

所

親

見

封

內

利

病

孰

與

往

帙

臯

隷

維

揚

固

留

都

三

輔

地

也

襟

江

濱

海

疑

是

澤

國

其

民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二

頗

知

力

本

而

節

用

乃

樂

利

曾

不

及

鄰

封

十

二

曷

故

葢

利

民

總

六

府

爲

政

而

水

土

糓

尤

急

臯

與

泰

通

連

壤

而

臯

中

處

焉

疆

理

形

勢

視

泰

通

獨

亢

土

脈

中

燥

而

偏

枯

故

其

田

第

産

粯

而

少

産

稻

一

切

食

貨

器

用

胥

以

仰

泰

通

唾

餘

曩

所

挹

注

不

絶

而

幅

邊

亦

有

半

菽

穰

穰

者

恃

此

衣

帶

水

耳

邇

自

海

安

壩

詭

開

於

猾

竈

尾

閭

之

洩

毒

遂

中

於

三

州

邑

而

臯

實

甚

禾

黍

萋

苴

歲

以

嗣

歲

民

日

天

而

莫

一

聞

縣

南

之

水

曰

通

江

河

位

當

法

宜

來

不

宜

去

顧

格

於

稅

務

之

議

直

任

其

逝

波

不

返

稼

穡

之

憂

亦

形

家

之

忌

也

縣

輻

南

極

於

江

江

流

嚙

田

之

沒

於

波

臣

者

視

嘉

靖

間

且

倍

歲

輸

均

派

通

縣

其

以

賠

漕

也

而

新

漲

之

沙

則

勢

競

逐

鹿

自

詭

而

於

蘆

政

挖

心

頭

肉

以

甘

西

鄰

舛

矣

以

河

道

若

彼

以

沙

田

若

此

臯

之

水

土

穀

謂

何

也

而

中

更

有

嫠

緯

之

恤

者

曰

武

備

之

薄

以

臯

之

恤

爲

偷

也

異

時

倭

夷
䦨
入

戸

不

能

具

尺

箠

賴

劉

邱

諸

公

之

靈

殱

之

此

豈

一

手

一

足

之

力

亦

貅

賈

壯

之

爲

今

掘

港

卽

具

戍

壘

亦

一

隅

鎻

鑰

耳

而

石

莊

西

場

豐

利

三

巡

司

實

碁

布

而

成

犄

角

各

所

部

弓

兵

僅

數

十

邇

又

半

就

裁

省

有

如

蠢

爾

異

類

復

尋

故

轍

其

何

以

禽

獮

之

而

萑

苻

之

旦

暮

嘯

聚

又

無

論

矣

危

機

變

局

種

種

棼

出

顧

數

厄

於

地

僻

勢

懸

卽

大

聲

疾

呼

無

當

是

皆

公

原

所

親

見

例

以

歲

書

月

書

似

未

容

以

忌

諱

置

者

他

如

竈

里

之

畸

重

民

里

之

獨

勞

産

鹽

之

鄉

不

便

官

鹽

行

派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三

非

非

是

是

則

庶

人

皮

裏

自

爲

春

秋

苐

姑

記

之

以

聽

公

議

之

衷

而

俟

其

機

之

自

轉

事

之

自

定

彼

夫

區

域

建

置

典

禮

雜

志

諸

節

目

所

爲

條

流

採

綴

則

曾

不

當

公

原

一

吷

矣

獨

惟

是

秩

官

之

姱

窳

也

人

物

之

妍

也

華

衮

斧

鉞

勸

懲

具

嚴

之

則

可

信

萬

世

寬

之

不

可

欺

匹

夫

明

目

張

膽

而

知

罪

懸

以

聽

焉

勿

或

卽

於

隨

余

重

有

望

於

公

原

余

亦

素

有

以

信

公

原

也

雖

然

成

書

具

在

四

千

里

隨

不

隨

亦

何

知

則

有

熊

使

君

之

更

定

在

夫

熊

使

君

者

鞭

吾

後

而

調

化

瑟

行

將

爲

邦

司

直

者

也

邑

人

李

上

林

敘

昔

宣

子

稱

周

禮

之

在

魯

以

典

籍

之

大

備

而

孔

子

惜

夏

商

之

無

徵

以

文

獻

之

不

足

凡

以

重

載

籍

備

稽

考

也

然

則

郡

邑

之

乘

可

缺

乎

哉

吾

邑

舊

固

有

乘

而

脫

落

舛

蕪

敝

也

甚

矣

前

令

李

公

郡

丞

張

公

咸

捐

俸

議

修

事

猶

未

竟

幸

洛

望

熊

邑

侯

公

原

呂

學

愽

星

聚

一

時

望

隆

九

鼎

擅

詞

壇

而

肩

史

直

非

所

謂

允

矣

君

子

展

也

大

成

者

乎

甫

下

車

而

慨

舊

乘

之

敝

恐

彌

久

而

敝

彌

滋

也

遂

毅

然

秉

筆

而

修

輯

之

刪

舊

增

新

黜

浮

核

實

凡

所

以

挽

囘

乎

風

化

興

革

乎

利

害

彰

癉

乎

善

惡

如

孝

子

順

孫

義

夫

節

婦

雖

窮

陬

野

叟

必

備

錄

而

無

遺

如

西

築

牙

橋

石

南

壩

龍

游

河

皆

通

邑

要

圖

乃

方

行

而

無

忌

是

皆

昄

昄

大

者

耳

而

更

僕

未

易

數

者

又

其

餘

也

以

故

語

縣

則

吏

畏

民

安

百

廢

俱

舉

語

學

則

龍

翔

豹

變

多

士

挺

生

聲

實

具

孚

遐

邇

向

化

一

時

之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四

盛

蔑

以

加

焉

蕞

爾

海

陬

得

此

賢

父

師

於

一

旦

所

謂

垂

典

則

樹

謨

猷

於

億

萬

世

者

章

章

也

夫

歐

陽

永

叔

修

五

代

史

義

例

精

嚴

謂

可

軼

班

馬

而

繼

麟

經

斯

乘

也

不

當

繼

芳

躅

於

歐

陽

氏

哉

不

肖

林

老

而

耄

矣

無

能

言

矣

卽

有

言

無

足

重

輕

苐

聿

覩

不

朽

之

業

於

待

斃

之

年

分

華

割

榮

而

快

也

有

不

容

默

默

已

耳

輒

不

揣

固

陋

而

漫

書

於

諸

作

者

之

後

以

紀

盛

云

邑

人

李

猶

龍

敘

宇

內

縣

鄙

星

布

碁

列

而

縣

必

有

志

志

固

一

邑

之

史

也

薈

粹

之

可

以

接

榱

而

最

稱

著

者

不

可

多

得

非

文

獻

之

不

足

則

操

觚

之

匪

任

耳

余

鄙

陋

就

耳

目

所

及

古

若

周

頌

之

雩

都

今

若

康

德

涵

之

武

功

邢

子

願

之

臨

邑

董

見

心

之

章

邱

斯

其

著

焉

者

也

而

吾

揚

若

陸

無

從

之

江

都

王

百

穀

之

泰

興

吳

宏

道

之

寶

應

庶

可

覽

觀

焉

則

惟

其

人

之

稱

任

也

不

腆

敝

邑

乃

今

而

始

得

呂

公

原

先

生

志

夫

志

難

言

修

志

亦

難

事

以

體

裁

則

合

志

宜

畧

分

志

宜

詳

邑

爲

郡

支

邑

志

則

專

分

而

職

詳

者

也

故

實

蘄

犂

然

文

彩

蘄

爛

然

而

是

非

衮

鉞

蘄

秩

然

與

人

爲

善

則

善

善

寧

長

與

民

同

憂

患

則

利

利

病

病

宜

析

十

室

之

邑

必

有

忠

信

矧

兹

百

里

而

曰

一

同

代

有

興

廢

制

有

沿

革

生

齒

有

孤

終

戸

口

有

增

耗

土

有

腴

瘠

歲

有

饑

穰

時

有

祲

祥

賦

有

登

下

俗

有

淳

智

有

精

觕

德

有

幽

顯

官

師

有

臧

否

政

教

有

汙

隆

人

文

有

閼

暢

兵

防

有

要

害

興

革

有

鍵

則

志

所

不

得

不

詳

者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五

也

葢

其

難

也

然

非

博

綜

之

識

則

難

於

上

下

今

古

爲

兼

賅

非

直

方

之

操

則

易

於

愛

憎

毀

譽

爲

予

奪

非

勤

思

經

濟

之

學

與

惻

怛

之

心

則

易

以

秦

越

人

肥

瘠

視

民

瘼

又

志

所

不

得

不

愼

其

任

者

也

葢

其

難

之

難

也

如

臯

屬

履

正

含

文

之

支

而

僻

介

江

海

之

隅

當

明

興

重

熙

累

洽

之

際

而

文

獻

猶

苦

於

無

徵

舊

有

志

且

蕪

而

多

遺

人

自

安

定

龍

圖

堯

明

而

後

卓

越

幾

何

令

長

自

曾

魯

公

而

下

宦

蹟

時

有

乃

世

廟

庚

申

來

閱

六

十

年

於

兹

闕

焉

未

修

縣

大

夫

高

要

李

公

至

廪

廪

諮

故

實

而

舉

曠

典

得

先

生

而

以

志

託

重

焉

先

生

醖

藉

淹

雅

端

操

鴻

裁

廣

諏

咨

而

重

許

可

至

匹

夫

匹

婦

有

瑰

意

琦

行

則

津

津

言

之

至

蠶

桑

棉

枲

之

利

牙

橋

之

害

惓

惓

三

致

意

焉

表

王

胡

之

芳

躅

迴

輓

近

之

頽

風

陳

往

者

彫

攰

之

狀

杜

來

者

豓

覬

之

思

則

又

有

深

心

隱

慮

脈

脈

毫

褚

間

不

一

而

足

其

經

濟

之

勤

思

惻

怛

之

實

念

用

世

有

餘

此

其

一

班

而

藻

翰

之

閎

麗

援

據

之

詳

纚

則

又

其

剩

事

也

是

惟

其

人

足

任

哉

而

吾

臯

之

志

於

兹

著

千

古

矣

志

成

先

生

屬

余

序

以

盛

舉

爲

吾

臯

之

厚

幸

而

謬

爲

述

焉

是

舉

也

李

公

當

垂

槖

去

而

留

俸

貲

一

鎰

爲

倡

郡

丞

沁

水

張

公

以

視

篆

至

聞

之

色

喜

捐

贖

鍰

佐

之

而

今

大

夫

商

城

熊

公

更

毅

然

以

退

食

之

仂

鳩

工

致

梨

棗

而

要

其

成

以

三

大

夫

之

力

而

成

一

先

生

之

言

所

以

功

吾

臯

者

寧

有

旣

乎

是

籍

之

成

先

生

諏

咨

於

鄉

士

大

夫

者

不

少

而

蒐

遺

綴

草

得

之

吾

友

張

子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六

成

倩

者

居

多

爲

附

書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如

臯

縣

志

十

六

卷

知

縣

盧

綖

修

盧
綖
敘
邑
之
有
志
其
人
其
事
率
從
同
歴
千
古
不
易
者
也

然
上
下
今
昔
所
謂
人
與
事
亦
復
遷
流
變
化
如
樞
迴
輪
轉

靡
有
紀
極
故
在
天
有
不
可
踰
之
數
在
地
有
不
可
遏
之
勢

在
人
有
不
可
挽
之
情
官
斯
土
者
雖
盡
其
在
人
終
不
能
强

天
地
以
從
我
而
遂
其
子
惠
元
元
之
意
此
固
事
有
難
齊
非

盡
與
民
淡
焉
漠
焉
而
作
秦
越
觀
也
臯
之
志
自
明
萬
歴
戊

午
以
後
不
復
修
者
於
兹
六
十
餘
年
矣
時
値
會
典
纂
修
庇

料
郡
邑
乘
上
檄
羽
下
需
志
若
渴
則
邑
之
志
卽
國
之
史
也

邑
之
志
不
詳
則
國
之
史
亦
不
備
余
用
是
惴
惴
焉
恐
隕
越

於
下
以
貽
簡
冊
羞
爰
乃
延
訪
夙
儒
許
納
陛
佘
璸
丁
確
石

巒
等
諏
吉
開
局
進
諸
子
而
咨
曰
爾
其
執
筆
從
事
無
或
濫

卽
於
荒
無
或
畧
卽
於
陋
無
或
泥
往
牒
而
膠
乃
遺
事
無
或

作
聰
明
而
陳
蹟
是
務
去
無
或
擯
幽
隱
以
擯
斥
其
所
不
知

無
或
偏
聽
亂
貞
邪
無
或
私
附
所
與
以
市
恩
無
或
匿
宿
怨

以
倒
持
其
毁
譽
諸
子
乃
唯
唯
而
前
曰
敢
不
敬
蚤
夜
以
奉

命
於
執
事
各
洗
心
一
志
相
勉
有
成
其
萬
歴
戊
午
以
前
悉

因
之
不
敢
曲
爲
穿
鑿
妄
有
所
加
益
至
戊
午
以
後
蒐
討
核

眞
凡
兩
窮
晦
朔
屬
稿
上
於
余
余
擇
其
要
領
訂
確
論
次
之

苐
此
六
十
餘
年
中
所
謂
今
昔
一
轍
者
在
天
爲
星
野
在
地

爲
疆
域
爲
山
川
古
蹟
在
人
爲
建
置
耳
若
夫
瀕
江
之
區
湍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七

激

者

桑

麻

黍

稌

者

澎

湃

所

經

不

過

六

十

餘

年

而

坍

漲

屢

易

如

此

豈

非

地

勢

之

不

可

遏

而

天

與

人

共

付

爲

無

可

如

何

者

哉

至

於

公

署

之

屬

學

校

祠

祀

之

類

雖

其

地

同

其

體

統

同

然

或

踵

事

而

華

或

因

陋

而

簡

少

以

經

營

佐

昔

之

不

逮

亦

人

事

之

不

得

不

然

者

也

況

乎

變

侈

靡

於

儉

樸

易

淳

厚

以

憸

薄

民

情

日

偷

江

河

愈

下

豈

人

所

能

挽

乎

外

此

魚

鹽

耕

桑

之

産

官

人

吏

之

法

其

耗

息

增

損

皆

不

可

執

一

而

論

又

何

能

使

官

斯

土

者

盡

如

古

循

良

居

斯

土

者

盡

如

古

賢

達

而

文

章

事

功

可

以

經

緯

天

地

範

圍

人

紀

哉

此

志

雖

同

而

志

六

十

年

以

後

之

志

與

志

六

十

年

以

前

之

志

不

可

同

日

語

也

余

爲

之

會

其

同

以

歸

於

同

則

圖

書

猶

昔

傳

表

猶

昔

也

爲

之

析

其

異

以

歸

於

同

則

謹

其

祲

祥

可

以

知

天

心

之

順

逆

稽

其

墳

壚

詳

其

土

宜

可

以

知

地

道

之

消

長

察

其

習

尙

核

其

品

詣

著

述

可

以

知

人

事

之

升

降

也

其

流

連

往

復

不

敢

輕

置

者

曰

賦

役

重

經

國

也

曰

海

防

備

不

虞

也

此

又

古

今

之

大

同

而

不

得

不

審

其

或

異

者

也

至

開

局

伊

始

累

牘

以

表

章

文

行

爲

其

祖

父

請

無

虛

日

而

立

節

敦

孝

誼

者

又

莫

不

曰

小

人

有

母

其

詞

篤

其

色

悄

以

悲

余

亦

憫

其

誠

不

忍

槪

斥

而

麾

之

門

外

然

旣

亦

克

符

輿

論

此

又

慕

義

向

善

之

一

端

可

以

軼

於

今

進

於

古

而

將

爲

一

古

今

大

同

者

是

余

之

所

能

爲

者

人

所

不

能

爲

者

矣

而

率

此

以

志

臯

意

者

也

志

成

上

之

史

館

俾

其

人

其

事

採

擇

有

資

則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八

邑

之

幸

也

二

三

子

之

勞

也

余

何

力

之

有

焉

乾

隆

十

五

年

如

臯

縣

志

三

十

二

卷

知

縣

鄭

見

龍

修

鄭

見

龍

敘

我

皇
上
御
極
之
十
有
五
年
重
熙
累
洽
物
阜
民
股
猶
軫
念
江
南
賦
重

戸

繁

將

欲

以

屬
御
淸
問
訪
民
間
之
疾
苦
審
丁
口
之
多
寡
授
治
河
之
方
畧
與
夫

江
海
山
川
之
形
勢
用
考
職
方
之
圖
而
核
外
史
氏
之
所
掌

於

是

徵

肆

覲

之

儀

舉

時

巡

之

禮

預

頒
天
詔
玉
琯
南
浮
行
慶
施
惠
普
及
兆
民
甚
盛
典
也
維
時
制
府
檄

郡
縣
有
司
釐
訂
各
邑
志
書
以
備
土
訓
氏
誦
訓
氏
之
採
擇

而
以
如
臯
東
控
海
南
濱
江
北
帶
淮
湖
其
利
害
爲
尤
鉅
迺

申
厥
訓
至
再
至
三
曰
詳
城
池
之
完
缺
重
守
土
也
曰
紀
范

堤
之
廢
興
重
川
防
也
曰
别
選
舉
之
流
品
重
名
器
也
曰
稽

海
防
之
本
末
重
軍
政
也
曰
悉
沙
田
之
坍
漲
重
國
賦
也
曰

嚴
人
物
之
去
取
重
眞
品
也
曰
削
浮
華
之
詞
賦
重
文
學
也

見
龍
承
乏
此
邦
祇
奉
鴻
誨
迺
偕
邑
之
縉
紳
咨
訪
父
老
敦

延
耆
儁
訪
羅
舊
聞
凖
諸
史
例
挈
綱
舉
目
正
譌
補
缺
部
居

州
次
以
協
其
宜
咸
恪
遵
上
憲
詳
明
愼
重
之
諭
以
爲
程
式

十
閱
月
晨
夕
罔
懈
獲
底
成
編
凡
爲
總
類
十
有
七
爲
傳
十

有
三
覈
諸
前
志
沿
革
江
海
鎭
戍
備
倭
軍
政
增
十
之
九
星

野
疆
域
學
校
田
賦
增
十
之
八
古
蹟
寺
觀
馬
政
經
籍
增
十

之
七
祥
祲
食
貨
增
十
之
六
餘
胥
增
十
之
三
四
而
河
渠
鹽



ZhongYi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十
九

法
二
志
則
前
所
未
有
而
創
立
之
以
綱
領
目
以
目
隷
事
舉

要
芟
繁
體
例
畧
備
而
圖
亦
附
厥
類
以
各
見
焉
由
是
以
閲

江
海
邊
服
要
害
之
勢
則
凡
三
場
四
鎭
斥
堠
屯
戍
以
及
牙

橋
潘
涇
范
公
堤
天
生
港
黃
沙
洋
防
汛
控
阨
瞭
如
也
按
其

軍
政
則
凡
岳
武
穆
鄭
端
簡
唐
文
襄
李
督
軍
劉
副
使
邱
將

軍
之
武
畧
赫
如
也
按
其
田
賦
戸
口
版
籍
土
貢
物
産
之
數

則
凡
大
畝
小
畝
之
辨
土
瘠
賦
下
之
由
以
曁
沙
田
聚
訟
徭

役
剝
膚
練
餉
困
蹙
馴
至
今
日
之
太
平
樂
業
胥
可
握
籌
而

算
也
按
其
建
置
沿
革
之
始
城
池
堡
鎭
厫
廨
坊
巷
亭
傳
道

路
之
詳
則
夫
爲
如
臯
場
爲
如
臯
鎭
爲
如
臯
村
爲
如
臯
縣

爲
東
陽
爲
海
陵
爲
海
陽
爲
寧
海
爲
海
安
爲
古
鄖
以
及
立

發
受
淮
之
委
掘
港
豐
利
扼
海
之
吭
石
莊
白
蒲
承
江
之
滙

胥
可
指
掌
計
之
也
稽
其
風
俗
之
淳
漓
學
校
之
因
創
經
籍

藝
文
之
繁
簡
則
夫
宋
代
之
儉
樸
明
初
之
殷
庶
以
及
胡
安

定
之
理
學
三
王
之
經
濟
與
夫
孫
山
甫
何
栢
齋
冒
巢
民
之

儒
行
文
藝
許
忠
愍
李
尙
璽
之
忠
烈
迄
今
猶
炳
若
日
星
也

凡
諸
義
類
凖
今
酌
古
辨
異
統
同
兼
採
諸
子
之
長
斷
以
鄙

人
之
意
季
夏
繕
呈
各
憲
復
䝉
指
示
重
加

正
廼
付
剞
劂

欣

逢

聖
天
子
翠
華
南
幸
問
俗
觀
風
用
備
輶
車
之
採
其
庶
幾
乎
苐
臯
邑

不
乏
舊
門
之
守
而
藏
書
無
多
蒐
羅
未
備
固
陋
之
譏
大
雅

不
免
惟
區
區
愼
重
詳
明
之
心
或
可
副
憲
意
而
備
外
史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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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舊
序

二
十

之

藏

是

則

與

此

邦

之

縉

紳

父

老

曁

載

筆

之

士

所

共

勉

者

歟

如

臯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