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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十
五

平
遠
州
志
卷
之
九

學
校

附

學

田

　

名

宦

　

鄉

賢

古
者
建
國
必
建
學
凡
以
明
倫
育
德
陳
藝
也
孔
子
之

祀
自
魯
哀
公
時
已
然
然
立
廟
舊
宅
而
已
漢
以
後
或

肖
像
於
鴻
都
門
學
或
祀
於
辟
雍
迨
唐
武
德
中
設
國

學
立
孔
子
廟
至
是
而
廟
學
合
平
遠
學
校
之
設
自
康

熈
五
年
始
以
後
屢
有
修
建
而
規
制
始
備
今
州
之
學

者
沐
浴

天
澤
游
泳
聖
涯
將
見
狉
獉
之
風
翕
然
丕
變
與
鄒
魯
比
隆

矣
舊

小

傳

學

必

有

廟

所

以

尊

先

師

列

先

賢

修

明

禮

樂

振

興

教

化

彛

倫

以

叙

大

道

　

以

隆

家

盡

絃

誦

之

風

士

無

佻

達

之

習

胥

由

此

也

　

建

立

顧

可

不

亟

歟

平

遠

學

校

之

設

未

久

然

沐

浴

王

化

服

教

畏

神

詩

書

之

士

鶴

起

鸞

騫

者

指

不

勝

屈

謂

非

聖

賢

流

風

遺

澤

有

以

潛

移

而

黙

導

之

者

耶

則

斯

文

在

茲

而

董

率

者

之

不

可

不

正

也

志

學

校

儒
學
舊
在
州
城
北
康
熈
五
年
貴
州
糧
驛
道
徐
洪
業

捐
穀
一
千
石
建
學
宮
大
成
殿
兩
廡
戟
門
櫺
星
門
旋

被
賊
毁
康
熈
二
十
二
年
前
府
通
判
黃
元
治
視

聖
廟
坵
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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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
十
六

先
師
木
主
寄
居
僧
寮
因
將
廳
衙
並
舊
墾
興
文
里
九
甲

以
個
以
仲
六
寨
田
庄
嵗
計
租
穀
二
百
八
十
石
以
一

半
給
佃
民
嵗
完
賦
役
餘
其
半
請
令
歸
學
以
充
歷
年

修
學
之
費
布
政
使
司
柯
鼎
議
詳
廵
撫
楊
雍
建
批
准

在
案
旋
為
宣
慰
司
安
勝
祖
占
踞
二
十
四
年
學
正
楊

萬
斛
任
內
僅
折
給
租
穀
銀
一
百
四
十
兩
二
十
五
年

學
正
吳
以
仁
動
支
修
建
正
殿
奉
懸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匾
額
並
修
㦸
門
櫺
星
門
二
十

九
年
學
正
田
祖
倡
率
捐
建

啟
聖
祠
明
倫
堂
及
學
舍
知
州
李
文
熈
捐
建
東
廡
暨

文
昌
祠
初
皆
茅
覆
二
十
五
年

先
師
正
殿
易
以
瓦
則
自
知
州
劉
惇
始
二
十
九
年
闔
州

紳
士
因
其
修
學
舊
有
庄
租
等
事
呈
學
正
章
頤
具
文

通
詳
經
署
州
王
廷
貴
查
覆
布
政
使
孟
世
泰
轉
詳
廵

撫
王
燕
批
准
令
勒
石
永
遵
於
是
以
個
以
仲
田
庄
乃

得
歸
於
學
又
向
化
里
地
名
戈
仲
烏
者
舊
有
田
屬
經

歷
招
墾
流
為
吏
目
官
庄
康
熈
三
十
三
年
吏
目
張
師

孔
去
任
將
此
田
私
賣
與
舉
人
劉
玉
泉
佃
民
不
服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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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
十
七

訐
無
已
四
十
年
知
州
俞
九
成
詳
請
歸
學
並
奉
院
准

是
年
秋
一
並
赴
學
輸
租
學
正
章
頥
重
修
兩
廡
先
是

文
昌
祠
在
正
殿
後

啟
聖
祠
傍
側
東
向
知
州
俞
九
成
於
明
倫
堂
左
捐
俸
增
買

民
地
改
建
　
文
昌
閣
復
建

啟
聖
祠
於
　
文
昌
閣
舊
址
即
以

啟
聖
舊
祠
廣
為
學
廨
乾
隆
二
十
年
知
州
李
雲
龍
捐
俸
重

修
而
　
文
昌
祠

崇
聖
祠
煥
然
改
觀
矣

先
師
廟
殿

通

判

黃

元

治

捐

庄

建

五

間

東
西
兩
廡

知

州

俞

九

成

學

正

章

頥

重

修

五

間

知

州

李

雲

龍

硃

漆

樑

柱

先

賢

先

儒

牌

位

俱

耀

以

金

大
成
門

學

正

章

頥

重

修

五

間

櫺
星
門

學

正

王

冕

建

學

正

張

縉

重

修

二

間

牌
坊
五
座

現

存

三

座

學

租

修

知

州

李

喬

林

動

用

左
宿
壇
所
三
間
右
更
衣
所
三
間

知

州

李

喬

林

以

學

租

變

價

修

知

州

李

雲

龍

重

修

明
倫
堂

學

正

楊

芝

先

訓

導

猶

奎

重

修

三

間

崇
聖
祠

知

州

俞

九

成

建

三

間

知

州

李

雲

龍

從

新

鼎

建

規

模

宏

敞

殿

宇

輝

煌

大
殿
五
間

學

正

楊

芝

先

訓

導

猶

奎

以

學

租

重

建

勤

慎

監

督

廟

貌

輝

煌

知

州

李

雲

龍

硃

漆

樑

柱

改

造

　

聖

龕

並

封

砌

殿

角

左

右

磚

牆

規

模

大

備

　
天
子
臺

知

州

李

雲

龍

鋪

砌

石

版

　
品
級
石

學

正

張

縉

訓

導

猶

奎

以

學

租

新

建

知

州

李

雲

龍

重

修

　
文
昌
閣

知

州

俞

九

成

建

知

州

李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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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七
十
八

龍

從

新

鼎

建

桂

閣

高

聳

八

𥦗

玲

瓏

　
孔
子
贊
四
子
贊
碑

知

州

俞

九

成

學

正

章

頥

創

始

於

西

門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州

鈕

嗣

昌

立

康
熈
二
十
五
年
奉

旨
頒
發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匾
額

雍
正
五
年
奉

旨
頒
發

御
書
生
民
未
有
匾
額

乾
隆
二
年
奉

旨
頒
發

御
書
與
天
地
參
匾
額

卧
碑
　
泮
池
　
池
礄
　
屏
牆
　
禮
門
　
義
路

禮
樂

學
校
為
禮
樂
根
源
之
地
器
具
儀
章
不
可
缺
也
州
當

初
開
之
時
諸
凡
未
備
至
今
相
沿
謹
按
闕
里
志
抄
畧

編
輯
以
備
羊
存
之
意
且
以
俟
之
後
來

祭
器豆

四

百

一

十

四

個

　
登

一個

　
簠

一

百

零

三

個

　
簋

一

百

零

三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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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
十
九

籩
四

百

一

十

四

個

　
鉶

二

十

三

個

　
俎
　
篚
　
犧
尊
　
象
尊

雲
雷
尊
　
山
尊
　
大
尊
　
壺
尊
　
箸
尊
　
罍
爵

一

百

九

十

二

隻

　
坫
　
勺
　
洗
　
祝
版
　
龍
冪
　
尊
冪

籩
巾
　
盥
盤
　
盥
盤
架
　
帨
巾

祭
品形

鹽
　
　
魚
　
菱
角
　
棗
栗
　
鹿
脯
　
白
餅

黑
餅
　
榛
茨

果

子

無

者

以

他

果

代

韮
菹
　
菁
菹
　
笋
菹

醯
醢

豕

肉

鮓

是

　
黍
稷
　
稻
粱
　
太
羹

即

豕

肉

汁

不

用

鹽

醬

和
羹

肉

汁

用

菜

料

和

者

　
太
牢
　
豕
　
羊
　
酒

酒
尊
三
師
位
一
配
一
哲
廡
一

樂
器

樂

生

四

十

二

人

麾
旛
一
　
應
鼓
一
　
大
鼓
一
　
笛
簫
四
　
搏
拊

二
　
祝
一
　
敔
一
　
編
磬
十
有
六
　
編
鐘
十
有

六
　
笙
四
　
鳯
簫
二
　
琴
四
　
瑟
二
　
塤
二

箎
二
　
管
四

舞
器

舞

生

三

十

六

人

執

旗

六

人

旌
二
　
籥

左

手

　
翟

右

手

樂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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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八
十

迎
神

咸

和

之

曲

大
哉
宣
聖
道
德
尊
崇
維
持
王
化
斯
民
是
宗
典
祀
有

常
精
純
並
隆
神
其
來
格
於
昭
聖
容

初
獻

寜

和

之

曲

自
生
民
來
誰
底
其
盛
惟
王
神
明
度
越
前
聖
粢
帛
具

陳
禮
容
斯
稱
黍
稷
非
馨
惟
神
之
聽

亞
獻

安

和

之

曲

大
哉
聖
師
實
天
生
德
作
樂
以
崇
時
祀
無
斁
清
酤
維

馨
嘉
牲
孔
碩
薦
羞
神
明
庻
幾
昭
格

終
獻

景

和

之

曲

百
王
宗
聖
生
民
物
軌
瞻
之
洋
洋
神
其
寜
止
酌
彼
金

罍
維
清
且
旨
登
獻
惟
三
於
戲
成
禮

徹
饌

咸

和

之

曲

犧
象
在
前
豆
籩
在
列
以
享
以
薦
旣
芬
旣
潔
禮
成
樂

備
人
和
神
悅
祭
則
受
福
率
遵
無
越

送
神

咸

和

之

曲

有
嚴
學
宮
四
方
來
崇
恪
恭
祀
事
威
儀
雍
雍
歆
茲
維

馨
神
馭
還
復
明
禋
斯
畢
咸
膺
百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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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
十
一

存
學
書
籍

聖
諭
廣
訓
一
部

訓
飭
士
子
文
一
道

上
諭
二
部

學
政
全
書
二
部

頒
發
條
約
八
本

易
經
講
義
一
部

欽
定
彚
纂
書
經
一
部

欽
定
彚
纂
詩
經
一
部

欽
定
彚
纂
春
秋
一
部

十
三
經
二
十
一
史
各
一
部

存

府

學

性
理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古
文
淵
鑑
一
部

斯
文
精
萃
一
部

駁
呂
留
良
四
書
講
義
一
部

玉
𢖍
録
一
部

祭
圖
一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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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八
十
二

闕
里
志
一
本

樂
記
圖
一
本

樂
章
一
本

祭
文
二
本

先
賢
先
儒
位
次
圖
一
本

頒
發
四
子
讚
墨
刻
文
一
張

明
史
一
部

欽
定
四
書
正
文
全
卷

嵗
試
考
取
文
童
生
十
五
名

新

童

一

名

今

奉

裁

武
童
生
十
五
名

新

童

一

名

今

奉

裁

科
試
考
取
文
童
生
十
五
名

平
陽
書
院

在

城

北

隅

舊
屬
義
學
知
州
冷
宗
昱
捐
建
知
州
蘇
松
重
修
嵗
久

傾
頽
僅
存
基
址
乾
隆
二
十
年
知
州
李
雲
龍
捐
俸
修

建
改
為
書
院
前
大
門
三
間
中
講
堂
三
間
懸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筆
文
教
遐
宣
匾
額
後
蓋
景
堂
五
間
祀

濓
洛
關
閩
九
賢
神
主
左
右
廂
房
共
三
十
二
間
延
師
講

學
集
士
子
肄
業
其
中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闔
郡
公
建
後
進
三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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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八
十
三

宣
諭
所
在
城
南

正
㕔
三
間

知

州

冷

宗

昱

建

副

將

劉

成

謨

重

修

外
㕔
三
間

學
田

附

興
文
里
以
個
以
仲
庄
田
嵗
收
租
穀
市
斗
一
百
四
十

石
向
化
里
戈
仲
烏
田
五
十
四
畝
嵗
收
租
穀
三
十
二

石
以
上
田
租
俱
經
知
州
俞
九
成
詳
明
批
允
歸
學
為

遞
年
修
葺
之
需

課
士
田

太

平

里

駡

牙

崇

信

里

比

古

二
處
共
收
租
穀
一
百
零
四
石
以
作
課

士
之
費

一
崇
信
里
九
甲

他

也

𧸐

計

二
處
田
係
生
員
陸
天
鎰
抵
還

趙
官
敦
仁
里
之
田
緣
趙
承
烈
寄
籍
平
遠
開
創
墾
荒

趙
中
康
熈
庚
戌
進
士
攜
眷
赴
江
南
石
埭
縣
任
留
僕

萬
鍾
在
平
看
管
及
鍾
故
無
人
遂
為
陸
天
鎰
占
踞
混

售
闔
州
紳
袊
具
呈
前
州
郭
士
英
請
將
田
附
入
學
宮

以
崇
祀
典
庭
訊
天
鎰
辭
窮
稱
係
伊
父
先
年
賣
出
難

以
清
還
願
將
崇
信
里
己
庄
以
抵
趙
田
計
一
十
六
畝

五
分
册
載
秋
糧
米
五
石
零
五
升
除
納
秋
糧
外
每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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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鄉
賢
　
　
十

　
　
　
　
　
　
　
　
八
十
四

或
納
租
或
折
銀
十
兩
為
學
宮
春
秋
二
祭
之
費

名
宦

此
地
開
設
未
久
向
之
官
斯
土
者
孰
為
賢
孰
為
才
其

遺
澤
流
風
至
今
苗
民
尚
歌
之
思
之
將
來
附
尸
祝
於

宮
牆
享
馨
香
於
俎
豆
者
必
有
日
矣
召
棠
淇
竹
誰
獨

無
心
而
寜
泯
沒
乎
吾
知
畏
壘
之
民
更
有
望
於
後
之

來
者

鄉
賢

平
遠
建
設
未
及
百
年
中
間
經
吳
逆
煽
亂
五
方
人
士

初
為
一
廛
之
氓
者
未
能
長
子
孫
遽
已
相
率
而
去
今

之
林
林
者
皆
後
來
之
秀
也
敦
詩
書
舉
科
第
明
經
砥

行
以
樹
一
方
之
表
儀
者
固
多
人
矣
生
而
稱
於
鄉
歿

而
祭
於
社
者
夫
豈
異
人
歟
宮
牆
俎
豆
之
末
尚
其
虛

席
以
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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