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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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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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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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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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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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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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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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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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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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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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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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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

思

之

不

置

求

有

能

招

魂

者

招

之

至

與

話

舊

詠

詩

而

别

故

鄉

人

稱

棠

與

靖

川

為

生

死

交

云
谿

田

通

志

王

端

毅

恕

歴

仕

四

十

五

年

凡

上

三

千

餘

疏

皆

忠

直

剴

切

葢

憂

世

之

志

如

范

希

文

濟

世

之

才

如

司

馬

君

實

直

諫

如

汲

長

孺

惠

愛

如

鄭

子

産
劉

昌

懸

笥

探

王

端

毅

之

事

功

楊

槲

山

之

節

義

吕

涇

野

之

理

學

李

空

同

之

文

章

足

稱

國

朝

闗

中

四

絶
馮

少

墟

池

陽

語

錄



ZhongYi

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七

端

毅

爲

諸

生

軀

幹

偉

大

貎

豐

而

見

骨

微

鬚

音

如

洪

鐘

巡

按

御

史

過

博

士

卒

弟

子

員

迓

於

郊

御

史

於

衆

中

獨

偉

視

公

深

結

納

去

再

過

不

見

公

詢

之

以

下

第

黜

於

學

使

者

御

史

嘆

曰

有

司

不

明

乃

至

此

乎

亟

請

復

之

後

撫

蘇

民

愛

如

父

事

如

神

病

者

伺

公

出

爭

爲

肩

輿

至

擁

不

得

行

云

可

愈

病

至

今

蘇

人

言

有

明

一

代

賢

中

丞

唯

公

與

周

忱

海

瑞

三

人

而

已

錢

牧

齋

記

公

在

南

京

時

物

物

卬

市

每

晚

一

蒼

頭

持

椀

市

油

張

燈

具

無

二

僕

也

仙

居

王

純

以

直

諌

比

汲

黯

黄

省

曾

謂

仁

愛

如

子

産

茅

鹿

門

評

廬

陵

論

葬

荆

王

劄

子

曰

本

朝

惟

三

原

王

公

可

及

公

素

不

與

邱

瓊

山

相

能

瓊

山

謂

其

子

承

裕

曰

霍

光

傳

乃

翁

須

熟

讀

對

曰

家

君

不

爲

章

句

學

一

生

惟

忠

孝

二

字

認

得

眞

瓊

山

色

沮

著

書

甚

多

亦

工

詩

見

王

阮

亭

池

北

偶

談
九

畹

文

集

端

毅

之

戡

亂

也

在

廣

平

則

平

呉

廣

華

在

荆

襄

則

殲

劉

千

斤

石

和

尚

蔣

虎

力

在

雲

南

則

伐

羅

雄

而

奠

蠻

服

在

湖

州

則

撫

定

饑

民

之

亂

於

山

西

則

誅

妖

賊

王

良

而

宥

其

脅

從

其

全

活

隨

在

不

下

數

萬

餘

人

至

於

用

兵

謀

略

皆

懸

合

饑

宜

雖

良

将

不

過

在

留

都

時

如

銭

福

不

與

科

舉

之

列

一

經

品

題

則

名

魁

天

下
谿

田

通

志

王

公

知

揚

州

折

獄

咸

得

其

情

有

老

婦

誣

隣

人

爲

盗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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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八

閲

其

有

二

裙

一

寛

而

長

一

短

而

窄

老

婦

謂

其

子

婦

之

裙

隣

人

謂

其

嫂

與

妻

之

裙

公

詰

老

婦

曰

爾

一

人

之

裙

詎

宜

有

長

短

廣

狹

不

同

耶

遂

明

其

非

盗

有

二

人

爭

牛

公

紿

之

曰

一

牛

兩

爭

吾

将

焉

歸

盍

以

入

官

命

左

右

曵

出

之

其

一

人

黙

然

一

人

喧

譁

不

已

公

以

與

爭

者

曰

此

已

物

也

故

恡

惜

如

此

人

稱

神

明
瑯

琊

漫

抄

王

公

撫

兩

浙

致

政

朝

廷

命

馳

驛

還

鄉

公

每

至

驛

旁

先

命

夫

人

與

家

衆

投

宿

民

居

然

後

單

騎

赴

驛

一

切

餽

遺

不

受
閑中

今古

王

徳

闗

中

盛

傳

朝

議

欲

三

原

王

公

秦

左

史

汝

南

强

景

明

晟

上

詩

云

八

十

耆

翁

一

品

官

歸

來

清

節

雪

霜
寒
褰

雖

然

海

内

歸

心

在

可

奈

君

前

下

拜

難

鷗

鷺

恐

疑

威

鳯

風

雲

長

䕶
老

龍

蟠

三

公

事

業

三

槐

傳

留

取

完

名

久

逺

看

王

公

得

詩

大

悦

夫

大

臣

去

就

出

處

上

係

社

稷

安

危

下

係

士

林

瞻

表

故

薦

得

數

軰

才

賢

乃

可

弛

乾

坤

之

負

擔

養

得

百

年

名

節

方

能

傲

風

月

之

全

身
讀

書

鏡

取

公

裕

再

入

吏

部

上

疏

曰

臣

明

敏

不

如

尹

旻

公

直

不

如

王

恕

人

以

是

多

之
玉

堂

叢

語

王

端

毅

之

在

銓

也

其

猶

麟

鳳

乎

于

忠

肅

之

在

樞

也

其

猶

蛟

龍

乎

麟

鳳

天

下

知

其

端

蛟

龍

天

下

望

而

思

其

澤
王

弇

州

四

部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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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九

王

端

毅

遺

事

凡

四

十

則

公

子

康

敏

公

所

述

夏

日

京

邸

偶

得

一

編

讀

之

因

錄

一

二

則

以

自

警

公

謝

政

後

有

一

通

家

子

在

官

寄

茶

一

蔞

公

受

之

後

復

寄

二

蔞

亦

受

之

但

答

書

云

令

先

君

爲

時

名

臣

吾

子

宜

清

白

律

已

勿

替

家

聲

何

勞

為

老

夫

之

故

數

數

寄

贈

吾

受

之

心

甚

不

安

此

後

勿

再

寄

寄

亦

不

受

矣

公

門

人

蔡

虚

齋

發

志

錄

一

條

云

公

問

今

學

者

滿

天

下

何

故

異

才

難

得

予

對

云

是

固

有

由

上

之

人

所

以

養

之

者

本

未

其

道

下

之

人

又

幸

際

時

之

昇

平

而

售

之

急

耳

以

生

所

見

言

之

如

生

稍

知

章

句

訓

詁

人

便

舉

而

進

之

於

學

宫

矣

未

幾

作

經

義

甫

成

篇

便

得

廪

又

未

幾

作

三

塲

文

字

便

期

中

舉

人

中

進

士

矣

一

中

進

士

則

官

已

到

手

或

無

暇

於

學

或

自

以

爲

無

用

學

矣

其

仕

而

能

學

者

無

幾

蓋

識

見

既

淺

踐

履

必

薄

規

爲

必

粗

非

所

謂

俟

其

熟

而

食

之

者

也

况

自

㓜
入

小

學

所

學

多

非

學

做

人

之

實

事

人

才

之

不

如

古

以

此

公

曰

然

吾

兒

子

承

裕

今

年

二

十

三

丙

午

年

已

中

舉

人

然

吾

未

裕

其

急

於

仕

且

今

靜

覽

羣

書

間

閲

世

務

冀

他

日

得

實

用

耳

承

裕

即

康

敏

公

仕

至

户

部

尚

書
池

北

偶

談

按

承

裕

謚

康

僖

此

云

康

敏

意

僖

字

阮

亭

家

諱

也

三

原

王

承

裕

七

歲

作

屋

詩

曰

風

來

桌

上

響

月

到

枕

邊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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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見

聞

錄

王

康

僖

廣

額

豐

頤

鼻

如

截

筩

貎

丰

而

澤

體

厚

居

常

端

嚴

若

神

然

温

乎

可

親

又

栗

然

而

不

可

狎

也

性

篤

孝

能

悦

親

養

志

故

端

毅

愛

之

特

甚

又

善

事

諸

兄

誨

諸

子

姓

以

道
谿

田

通

志

三

原

王

康

僖

公

講

學

其

父

端

毅

公

督

之

康

僖

之

門

人

爲

馬

谿

田

當

其

時

家

庭

之

間

藹

若

洙

泗

師

弟

之

際

不

愧

伊

洛

此

吾

鄉

前

軰

所

以

爲

盛
馮

少

墟

疑

思

錄

闗

學

大

㮣
宗

薛

氏
文清

三

原

又

其

别

派

也

其

門

下

多

以

氣

節

著

風

士

之

厚

而

又

加

之

學

問

者

端

毅

王

石

渠

先

生

恕

光

禄

馬

谿

田

先

生

理

康

僖

王

平

川

先

生

承

裕

爲

三

原

之

學

黄

棃

洲

學

案

谿

田

執

禮

如

横

渠

其

論

學

歸

凖

于

程

朱

然

亦

時

與

諸

儒

異

同

其

言

葢

各

有

見

云
喬

世墓

谿

田

與

吕

仲

木

以

理

學

著

至

于

愽

物

强

記

考

究

天

人

性

命

之

奥

旁

及

六

書

五

禽

星

緯

之

數

有

叩

即

鳴

則

首

推

公
來復

行

略

谿

田

調

文

選

司

主

事

本

部

尚

書

萬

公

鏜

與

公

議

論

不

合

公

言

居

官

不

能

道

不

如

回

家

萬

云

相

逢

道

休

官

去

林

下

何

曾

見

一

人

公

次

日

即

土

本

告

歸

萬

深

愧

之

以

故

加

厚

公

頻

頻

寄

書

問

遺
古

綘

趙

桐

行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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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一

嘉

端

三

十

四

年

冬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亥

時

谿

田

馬

公

卒

是

時

全

陜

地

震

山

城

傾

圮

覆

屋

折

水

土

民

壓

死

者

以

數

萬

計

逺

近

震

驚

謂

斯

文

之

䘮
有

闗

氣

運

雖

人

百

其

身

莫

可

贖

也

先

時

九

月

公

有

疾

謝

客

武

進

薛

應

旂

適

在

陜

闈

撤

視

師

鄜

延

過

公

里

第

公

强

起

延

見

且

輿

疾

送

於

郭

門

設

席

拜

别

屬

爲

身

後

之

文

旂

謂

余

未

去

陜

公

方

寿

考

何

以

有

此

公

曰

子

遂

忘

吾

寄

浙

之

言

乎
薛

提

學

浙

江

値

明

夷

之

象

爲

火

地

之

占

宜

再

玩

之

遂

拜

旂

甚

疑

焉

詎

謂

不

幾

月

而

訃

主
薛

應

旂

墓

志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督

學

陸

公

徳

元

按

試

原

邑

移

文

表

章

先

賢

以

式

後

學

謂

王

端

毅

公

恕

馬

谿

田

公

理

一

則

經

綸

不

朽

一

則

道

徳

可

師

捐

俸

二

十

金

修

葺

祠

墓

溫

恭

毅

抵

家

與

里

中

高

年

爲

耆

英

會

築

學

一

草

堂

與

後

學

子

弟

講

明

聖

學

施

惠

里

閈

立

義

田

百

畝

定

四

禮

式

著

雅

約

以

化

邑

俗
前志

溫

公

見

清
河
病

渉

乃

謀

諸

前

令

獲

嘉

高

公

高

公

倡

其

端

緒

河

通

州

蔡

公

猗

氏

張

公

相

繼

經

營

而

今

姑

蘇

沈

公

則

底

厥

成

績

工

始

于

萬

歴

十

九

年

九

月

訖

于

三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葢

閲

十

二

年

也

僧

福

登

以

巧

思

搆

墓

僧

性

經

等

爲

之

募

化

資

用

逺

近

聞

溫

公

之

意

欣

然

捐

資

溫

公

又

以

縉

紳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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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二

遺

之

資

佐

之
喬

因

□

龍

橋

記

直

指

李

北

原

公

祖

先

後

發

贖

鍰

千

餘

金

諸

上

臺

施

助

有

差

高

父

母

壹

意

成

橋

因

橋

左

妙

上

人

苦

行

圓

通

巧

侔

班

倕

轉

運

機

彀

匪

夷

所

思

里

中

義

耆

三

十

餘

人

或

捐

貲

以

修

繕

或

捨

宅

以

布

施

遂

成

永

逺

之

業
溫

自

知

葺

石

梁

臆

説

闗

中

士

人

獨

循

循

守

先

儒

之

説

不

敢

倍

嘉

靖

中

髙

陵
吕柟

三

原
馬理

爲

經

生

頜

䄂
顧

炎

武

富

平

李

君

墓

志

銘

來

陽

伯

少

受

學

尊

人

望

之

先

生

時

輙

頴

悟

讀

書

過

日

無

遺

十

行

俱

下

自

制

義

經

書

外

即

博

覽

子

史

名

集

學

古

文

文

辭

葢

望

之

嗜

古

成

癖

敎

之

勤

勵

鼓

琴

事

咸

令

究

心

其

課

為

最

嚴

然

陽

伯

丙

夜

侍

父

讀

竟

已

輙

走

西

刹

學

簫

管

琵

琶

箜

篌

呉

歈

又

益

之

刀

劍

鎗

棒

白

搏

諸

枝

靡

弗

精

已

因

原

配

多

病

問

醫

峩

下

王

道

明

聽

之

若

有

會

既

悟

王

所

窺

淺

因

取

内

難

諸

醫

籍

諸

輙

大

解

金

陵

人

徐

鎔

者

良

醫

也

為

祋

祤

王

中

丞

療

疾

過

穫

陽

伯

留

之

齋

頭

悉

其

精

蘊

遂

益

以

醫

著

陽

伯

自

擬

於

簫

當

天

下

第

一

彈

琵

琶

得

其

妙

解

後

去

圍

碁

亦

能

品

真

行

草

書

登

晉

唐

堂

奥

積

名

自

張

僧

繇

至

沈

啟

南

之

屬

幾

百

千

軸

其

於

諸

家

俱

臨

摹

品

兼

能

然

俱

無

暇

作

歲

不

一

二

箑

大

幅

益

不

暇

也
溫

自

知

行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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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三

予

昔

在

廣

陵

多

布

衣

交

甲

辰

内

諸

詩

老

送

别

禪

智

寺

豹

人

有

句

云

欲

問

忘

情

老

何

名

共

命

禽

難

言

無

所

住

齊

有

涙

沾

襟

又

孫

豹

人

卓

犖

負

竒

氣

一

日

遊

焦

山

中

流

遇

風

賦

詩

云

風

起

中

流

浪

打

般

秦

人

失

色

海

雲

邊

也

知

賦

命

原

窮

薄

尚

欲

西

歸

太

華

眠
漁

洋

詩

話

孫

豹

人

僑

居

揚

州

髙

不

見

之

節

予

訪

之

先

以

詩

云

隼

穫

竒

人

孫

豹

人

新

詩

雅

徤

出

風

塵

王

宏

不

見

陶

潛

節

端

木

知

原

憲

貧

遂

爲

莫

逆

交
居

易

錄

孫

豹

人

老

詩

人

也

以

年

老

授

官

放

還

山

得

正

字

賦

詩

云

一

官

如

籠

鶴

萬

里

本

浮

鷗

献

賦

曾

非

晏

童

年

况

異

劉

山

山

人

今

上

路

小

婦

免

登

樓

臨

水

看

蝌

蚪

惟

添

錯

字

愁
池

北

偶

談

豹

人

秦

之

焦

穫

人

甲

申

李

自

成

作

亂

孫

子

結

同

里

惡

少

年

數

十

人

殺

賊

天

陰

月

黑

失

足

墮

土

坑

中

追

者

垂

及

屬

有

天

幸

得

不

死

後

脱

身

走

廣

陵

學

小

賈

則

已

傾

廣

陵

諸

中

賈

稍

學

中

賈

則

又

傾

廣

陵

諸

大

賈

孫

子

學

中

賈

之

三

年

三

致

千

金

諸

大

賈

日

以

肥

肉

大

酒

啖

孫

子

孫

子

益

飲

啖

自

若

旦

日

出

揚

州

北

郭

門

而

鳴

箏

跕

之

相

隨

屬

者

踵

相

接

也

一

日

忽

自

悔

且

恨
曰
丈

夫

處

世

既

不

能

舞

馬

矟

言

取

金

印

如

斗

大

則

當

讀

數

十

萬

卷

書

耳

何

至

齷

齪

學

富

家

為

於

是

閉

戸

日

讀

書

間

為

詩

而

自

曼

聲

以

歌

孫

子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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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四

歌

詩

而

家

漸

落

詩

益

工

歌

益

甚

而

家

乃

益

大

落

人

或

咎

孫

子

孫

子

益

行

歌

不

輟

也

曰

爾

曹

何

為

者
陳

維

崧

溉

堂

集

序

枝

蔚

少

為

諸

生

遭

流

與

其

鄉

少

年

奮

戈

逐

賊

落

深

塹

得

不

死

乃

走

江

都

從

賈

人

遊

累

致

千

金

散

之

既

而

閉

戸

讀

書

肆

力

詩

古

文

名

滿

海

内
揚

州

府

志

偶

看

鐘

繇

帖

因

憶

亡

友

韓

聖

秋

姬

人

某

氏

好

臨

摹

晉

唐

人

法

帖

獨

廢

繇

書

韓

詰

所

以

對

曰

秀

漢

正

統

闗

侯

忠

義

而

斥

以

賊

帥

狂

悖

甚

矣

書

雖

工

抑

何

足

道

韓

有

詩

記

其

事

云

誰

知

太

傅

千

年

後

敗

闕

端

從

戎

路

開
易

居

錄

請

祛

異

端

疏

明

張

原

臣

惟

孔

子

之

道

載

諸

六

經

治

天

下

者

卒

必

由

之

由

之

則

治

違

之

則

亂

無

之

則

亡

未

聞

以

佛

老

也

佛

老

之

教

以

清

淨

無

爲

為

本

苦

空

寂

寞

為

宗

今

陛

下

為

天

地

百

神

及

天

下

民

物

主

萬

幾

叢

委

萬

物

攸

頼

顧

可

清

淨

無

為

為

邪

抑

苦

空

寂

寞

為

耶

献

説

陛

下

者

或

稱

其

導

引

之

術

或

盛

為

福

利

之

説

陛

下

一

時

不

察

遂

以

為

眞

有

益

而

悞

信

之

殊

不

知

其

事

己

歴

試

於

漢

唐

宋

之

君

徃

徃

無

益

祇

以

自

欺

甚

或

又

害

焉

明

效

大

驗

昭

然

可

老

陛

下

何

不

據

徃

迹

而

省

觀

之

乃

復

崇

信

之

深

如

此

也

今

星

辰

失

度

雨

暘

愆

期

風

霾

亘

旬

江

湖

湧

溢

盗

賊

充

斥

死

亡

載

道

彼

佛

老

者

不

能

副

陛

下

崇

敬

之

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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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五

陛

下

禦

炎

捍

患

福

國

庇

民

以

佐

成

泰

和

之

治

則

彼

無

靈

神

而

不

足

信

也

陛

下

亦

可

以

考

矣

各

官

好

事

及

漢

經

厰

番

經

厰

西

天

經

厰

並

靈

濟

宫

顯

靈

宫

諸

處

日

逐

俱

要

供

結

齋

飯

供

養

等

物

俱

經

光

禄

司

造

辦

所

費

至

為

眾

多

其

一

切

用

内

府

帤

庫

銭

糧

以

爲

襯

施

賞

賜

者

當

又

不

止

於

此

夫

内

府

帤

庫

銭

糧

儲

之

本

為

軍

國

之

用

見

今

各

邊

鎮

軍

士

缺

少

月

糧

有

司

徃

徃

告

乏

各

處

地

方

盗

賊

旱

澇

百

姓

在

在

告

饑

陛

下

一

切

吝

而

不

與

而

乃

為
此
襯

施

賞

賜

此

等

頂

所

浪

費

臣

亦

未

見

其

可

也

祖

宗

設

師

傅

保

之

官

而

處

之

禁

密

之

地

師

導

之

教

訓

傅

傅

之

徳

義

保

保

其

身

體

乃

其

職

也

今

楊

廷

和

少

師

也

蔣

冕

少

傅

也

毛

紀

費

宏

少

保

也

皆

陛

下

師

臣

也

彼

聞

人

言

或

及

於

陛

下

顧

未

得

密

勿

論

道

之

義

乃

至

登

言

章

奏

之

間

計

亦

不

得

已

矣

觀

其

旁

引

曲

譬

析

事

論

理

委

曲

詳

激

烈

剴

切

葢

實

情

迫

於

中

責

切

於

身

所

以

忠

陛

下

也

所

以

求

舉

其

職
也
陛

下

漫

然

應

之

曰

已

知

道

了

詞

雖

婉

也

而

意

實

乖

言

若

親

而

旨

則

離

略

不

見

有

改

悟

之

意

而

許

之

施

行

此

臣

之

所

以

不

能

不

駭

且

疑

也

前

日

因

炎

異

陛

下

兩

勅

中

外

文

武

羣

臣

同

加

修

省

天

語

丁

至

再

至

三

迄

今

齋

醮

之

設

抑

又

日

益

而

月

盛

焉

是

陛

下

已

自

食

言

而

所

令

反

其

所

好

矣

其

何

以

責

中

外

羣

臣

祗

承

徳

意

而

欲

其

著

實

舉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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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六

務

耶

伏

望

陛

下

清

心

窒

欲

以

立

天

下

之

本

稽

古

正

學

以

建

四

方

之

極

端

其

嗜

好

勿

爲

小

人

之

所

偵

知

謹

其

習

尚

勿

為

異

端

之

所

摇

惑

上

畏

天

戒

下

恤

民

窮

速

将

所

建

佛

像

行

撤

毁

内

外

齋

醮

俱

各

停

止

凡

誦

習

佛

老

之

人

勒

令

散

歸

原

舊

各

該

衙

門

萬

幾

之

暇

惟

當

專

一

孔

子

之

道

渉

覽

大

學

及

古

君

臣

事

迹

則

聖

心

開

悟

宏

益

實

大

固

不

必

服

氅

衣

誦

眞

言

以

從

事

所

謂

異

端

之

教

也

京

師

三

原

會

館

記

秦

之

英
武

陟

令

余

早

未

入

京

時

已

聞

溫

恭

毅

置

有

邑

會

館

比

抵

京

則

見

巍

峩

宏

僘

其

於

以

為

大

邑

之

館

足

稱

也
堂
當

有

四

中

一

堂

以

奉

邑

先

喆

端

毅

王

公

谿

田

馬

公

而

下

六

君

子

焉

凡

以

諸

君

子

勲

業

爛

焉

其

精

爽

必

不

至

遽

散

佚

也

亦

以

令

後

之

君

子

不

致

於

無

所

型

範

亟

則

效

之

也

餘

庭

及

廂

吾

邑

人

得

錯

居

而

雜

處

或

以

談

藝

業

或

以

通

燕

好

或

以

話

情

愫

即

偶

違

鄉

井

乎

猶

然

町

疃

景

慨

也

公

之

加

惠

吾

邑

人

者

意

良

殷

矣

他

如

建

橋

修

學

宫

創

尊

經

閣

皆

邑

人

所

稔

知

也

若

其

三

朝

建

樹

宏

績

偉

伐

則

有

太

史

氏

在

余

小

子

未

易

輕

贅

矣

萬

歴

三

十

四

年

按

馬

逢

臯

三

原

會

館

記

溫

先

生

為

御

史

大

夫

時

建

闗

中

會

館

宏

敞

壮

麗

甲

天

下

以

居

民

主

以

京

職

法

備

貲

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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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七

按

時

修

理

已

覆

加

惠

原

人

建

三

原

會

館

來

者

便

之

劉

曰

俊

館

中

小

言

亦

云

吾

邑

會

館

創

自

溫

恭

毅

意

甚

逺

也

今

置

會

館

契

劵

猶

藏

恭

毅

元

孫

禄

綬

家

中

確

不

可

誣

前

志

於

選

舉

馬

尊

徳

名

下

載

置

三

原

會

館

於

都

城

誤

也

池

陽

三

先

生

詠

本

朝

許

蓀

荃
提

學

王

端

毅

公

嗚

呼

端

毅

公

崛

起

盛

明

時

致

主

懷

曠

古

許

身

必

臯

䕫
險

夷

豈

一

途

中

外

未

所

之

晚

節

位

臺

鼎

休

休

為

襟

期

同

升

太

平

業

不

植

桃

李

私

吾

道

光

宅

俊

大

臣

諒

如

斯

伊

周

前

烈

在

韓

范

大

名

垂

俯

仰

若

符

契

千

秋

有

餘

思

馬

忠

憲

公

曾

讀

先

哲

傳

夙

欽

我

公

名

薄

渉

至

荀

里

髙

山

空

復

情

憶

公

孝

亷

日

外

裔

咸

闻

聲

訝

其

不

早

仕

階

望

胎

簪

鳴

銓

村

㧞
幽

滯

水

鏡

稱

最

平

時

危

邀

南

幸

受

杖

苦

力

爭

及

夫

大

難

息

奉

母

事

躬

耕

講

堂

搆

嵳

峩

大

義

宣

諸

生

朝

鮮

暨

入

秦

吕

馬

皆

國

楨

倫

叙

有

弁

冕

謂

宜

加

殊

榮

東

還

乞

其

集

海

為

法

程

卓

哉

儀

表

著

何

忝

薛

文

清

溫

恭

毅

公

公

昔

童

子

試

受

裁

郢

匠

斤
李

滄

溟

裒

然

敦

經

術

絶

學

責

我

身

明

理

孚

衆

譽

踐

形

探

其

眞

峩

峩

南

宫

選

筮

仕

東

海

濱

威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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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十
九
軼
事

十
八

洞

所

宜

治

績

垂

貞

珉

屢

署

皆

上

考

䝉
恩

㧞
諌

臣

昌

言

抒

中

愫

直

道

亦

已

伸

撫

浙

約

六

章

微

風

為

還

淳

萬

里

宸

聽

徹

專

官

圖

新

再

領

御

史

臺

神

烏

誰

能

馴

抗

䟽
方

電

激

天

顔

一

回

春

是

時

虚

少

海

婚

冠

復

逡

巡

公

首

倡

大

義

聖

慈

原

多

仁

竟

無

攖

鱗

志

實

諒

公

忠

勤

晚

執

易

退

節

優

游

清

渭

津

講

堂

集

俊

碩

著

論

窮

天

人

溫

溫

古

風

儀

展

卷

書

我

紳

泰

山

不

可

見

仰

止

增

酸

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