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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此

哉

何

不

爲

鬼

爲

蜮

鱗

介

而

鬚

眉

之

夫

心

吾

之

心

也

學

以

存

心

亦

吾

之

學

也

豈

以

有

科

目

則

學

無

科

目

則

不

學

哉

吾

之

心

善

則

舜

利

則

跖

念

則

聖

不

念

則

狂

今

以

口

腹

之

饕

耳

目

之

溺

取

其

與

天

地

同

體

週

流

廣

大

者

斲

而

狹

之

日

趨

於

鬼

蜮

而

莫

知

返

誰

之

咎

歟

吾

行

四

方

三

十

載

蓋

嘗

近

天

子

之

光

職

太

史

氏

見

朝

廷

所

以

嘉

惠

多

士

甚

厚

召

南

之

風

被

於

朔

易

畿

之

內

三

雍

巋

然

縉

紳

鼓

篋

以

萬

數

郊

遂

皆

立

之

學

而

獨

駭

夫

江

之

南

台

之

鄉

之

無

學

也

猶

幸

翁

子

之

鄕

之

有

學

也

二

三

子

絃

於

斯

誦

於

斯

亦

思

一

人

之

心

天

地

之

心

也

當

收

其

放

而

存

其

良

知

舜

跖

之

分

在

善

利

之

間

而

念

不

念

聖

狂

繫

焉

從

而

師

若

友

講

明

問

辨

默

而

存

之

擴

而

充

之

本

一

心

之

妙

極

於

天

地

萬

物

之

變

化

則

人

物

日

以

明

天

理

日

以

融

居

家

孝

弟

之

效

成

在

鄉

禮

讓

之

俗

興

使

終

身

窮

約

庸

何

損

仕

而

立

乎

朝

則

堯

舜

其

君

堯

舜

其

民

皆

分

內

事

也

於

我

何

加

焉

若

以

無

科

目

而

不

學

焉

夫

健

則

爲

壠

斷

之

賤

丈

夫

猾

則

爲

府

史

里

胥

城

旦

之

役

又

賤

則

爲

蚩

詅

之

符

兔

園

之

策

曰

姑

果

其

腹

者

此

謂

失

其

心

哉

翁

子

將

曰

非

吾

徒

當

斥

之

大

門

之

外

忠

孝

坊

記

虞

俊

民

黄

巖

州

知

州

吳

公

世

居

台

之

僊

居

折

桂

里

宋

給

事

芾

之

五

世

孫

也

公

胚

胎

秀

異

生

而

警

敏

爲

童

子

時

日

記

千

餘

言

旣

長

知

親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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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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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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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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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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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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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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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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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雅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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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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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

之

罷

弱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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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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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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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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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周

急

無

吝

乎

居

假

酒

自

娛

日

必

飮

飲

必

醉

慷

慨

吟

嘯

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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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壯

之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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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會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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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兵

變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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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有

氣

節

遣

使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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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力

辭

弗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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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再

四

乃

起

署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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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

州

判

官

命

守

台

城

公

鍜

礪

器

械

嚴

整

部

伍

不

弛

於

律

不

擾

於

民

由

是

人

益

加

重

焉

至

正

十

六

年

春

處

州

睦

溪

盜

起

犯

仙

居

境

遂

陞

公

同

知

州

事

總

制

其

鄉

之

義

兵

公

於

是

慨

然

曰

吾

今

爲

王

臣

矣

當

勤

王

事

况

仙

居

吾

父

母

邦

也

捕

之

其

可

後

乎

卽

修

戎

器

備

糗

糧

招

集

亡

命

合

鄉

兵

數

千

人

奮

躍

而

往

禦

戰

於

羅

漢

潭

賊

危

困

不

敢

進

鄉

民

吳

奉

一

者

陰

爲

賊

向

導

賊

乃

凌

晨

濳

出

突

圍

襲

其

不

備

官

軍

倉

卒

兵

校

多

散

去

公

獨

披

甲

上

馬

與

之

戰

手

刄

數

十

人

而

賊

眾

濳

掩

其

後

遂

遇

害

遠

近

聞

之

莫

不

嗟

悼

事

聞

元

帥

府

時

憲

僉

伯

顔

不

莊

公

爲

覈

其

事

遂

舉

公

長

子

煴

襲

其

官

旣

而

邑

之

士

民

咸

謂

吾

邑

自

有

元

以

來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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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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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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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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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未

嘗

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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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旦

草

竊

蜂

起

百

里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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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發

憤

能

先

鋭

志

擒

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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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公

一

人

而

已

公

之

心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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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

鄉

里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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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

以

宣

忠

於

國

家

使

其

一

鼓

而

得

狂

寇

則

吾

人

均

賴

安

享

之

利

茲

不

幸

而

遇

害

其

功

亦

不

爲

少

矣

宜

立

祠

邑

里

以

旌

之

帥

府

議

允

其

請

遂

給

官

貲

一

千

緡

士

民

翕

然

從

之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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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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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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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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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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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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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裳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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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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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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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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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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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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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理

江

南

贈

功

襃

德

有

司

復

上

其

事

贈

公

台

州

路

黄

巖

州

知

州

表

其

廟

曰

忠

烈

公

諱

揚

字

仲

修

剛

而

好

禮

貴

而

不

驕

以

公

長

子

襲

授

其

職

俊

民

來

尹

茲

邑

邑

之

士

民

請

予

記

之

竊

聞

古

之

制

有

功

烈

於

民

者

得

配

食

於

社

稷

受

享

於

尸

祝

厯

數

十

百

載

而

民

神

明

之

今

公

以

父

母

之

邦

奮

不

顧

身

戰

死

於

狂

寇

之

手

其

功

誠

可

尙

矣

公

死

不

踰

時

而

公

之

仲

子

燾

季

子

炘

負

不

共

戴

天

之

讐

立

攻

戰

必

克

之

志

集

兵

賈

勇

趨

搗

賊

巢

生

獲

渠

魁

獻

馘

剖

心

又

獲

昔

之

爲

賊

向

導

者

登

殽

以

祭

其

父

是

雖

出

於

其

子

之

志

之

功

皆

公

之

英

靈

不

昩

必

用

除

其

害

於

一

方

而

有

以

陰

相

其

子

蓋

公

之

身

雖

亡

而

公

之

志

公

之

氣

猶

未

亡

也

奉

祠

於

茲

邑

又

何

歉

焉

功

狀

上

聞

天

子

爲

之

襃

贈

殊

厚

易

其

里

曰

忠

孝

坊

以

煴

襲

爵

擢

燾

浙

東

都

元

帥

兼

縣

尹

炘

佐

處

州

府

幕

燾

能

淸

白

自

守

馭

民

以

寛

訟

於

庭

者

折

以

片

言

咸

得

其

歡

心

邑

政

大

和

後

亦

退

處

里

中

乃

作

新

其

堂

所

以

彰

其

親

之

徽

表

其

昆

季

之

志

又

扁

曰

忠

孝

堂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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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行

隱

居

薦

谷

之

陽

名

其

所

居

曰

梅

所

客

疑

之

曰

有

梅

焉

而

謂

之

梅

所

可

也

環

坐

之

內

未

嘗

有

梅

而

曰

梅

所

何

歟

高

君

苟

以

梅

自

擬

則

梅

一

物

耳

生

於

寂

寞

之

鄉

而

榮

於

窮

冬

之

時

視

夫

姱

麗

如

綺

繡

絢

郁

如

雲

霞

奪

目

適

意

逞

妍

於

陽

春

而

爲

人

所

善

者

不

侔

甚

矣

而

君

獨

何

取

乎

或

從

而

應

之

曰

人

與

物

固

非

同

類

也

而

有

以

比

德

焉

昔

者

孔

子

嘗

以

蘭

自

儗

周

之

詩

人

以

樛

木

儗

后

以

棫

樸

儗

賢

材

屈

原

以

申

椒

蘭

桂

比

君

子

斯

數

者

豈

非

草

木

哉

而

聖

人

賢

士

皆

有

取

者

以

德

不

以

其

形

也

苟

以

其

形

枯

叢

敗

折

非

有

知

識

之

性

聲

音

之

奇

何

足

取

之

有

蓋

君

子

之

觀

物

也

求

之

於

形

似

之

外

會

於

心

意

之

表

故

物

皆

爲

我

用

用

之

久

而

不

厭

彼

眾

人

則

不

然

騁

意

於

形

色

之

間

娛

情

於

臭

味

之

頃

譬

如

遊

蜂

野

蝶

憧

憧

旦

夕

而

不

知

止

用

力

雖

勞

而

所

得

者

寡

矣

是

烏

足

以

語

夫

道

德

哉

且

子

不

聞

乎

隨

時

而

同

俗

者

眾

人

之

智

也

獨

立

而

不

變

者

君

子

之

節

也

在

昔

之

時

挾

材

御

術

僥

倖

於

一

旦

取

鞍

馬

金

帛

以

驕

其

妻

子

而

自

以

爲

得

志

者

閭

巷

之

間

皆

是

也

旋

目

而

視

之

風

雨

散

而

沙

塵

飛

欲

再

求

而

熟

玩

之

已

不

可

見

矣

是

何

異

於

陽

春

之

草

木

乎

高

君

居

眾

人

得

志

之

時

飮

水

飯

粟

以

樂

聖

賢

之

道

眾

人

固

議

其

戾

俗

而

笑

其

後

時

矣

及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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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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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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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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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之

末

光

遙

望

長

安

以

北

薊

門

諸

山

蜿

蜒

南

來

佳

氣

鬱

葱

意

必

有

一

代

偉

人

產

乎

其

間

如

黄

穎

川

張

京

兆

以

爲

斯

民

福

迨

分

符

守

閩

道

經

桑

里

耳

目

六

邑

凋

殘

仙

居

尤

甚

愴

然

久

之

越

嵗

餘

鄕

人

有

至

閩

輒

詢

台

郡

賢

父

母

僉

以

仙

邑

鄭

侯

蠲

賦

一

事

吿

及

其

他

事

并

里

籍

甚

詳

僕

嘖

嘖

不

已

秋

僕

以

艱

歸

蔣

生

輝

等

投

剌

請

鐫

石

文

以

爲

侯

誌

不

朽

僕

於

是

嘆

曰

侯

之

德

不

在

一

時

而

在

萬

世

所

謂

一

代

偉

人

者

其

在

斯

乎

夫

仙

爲

蕞

爾

邑

自

宋

古

靈

教

化

後

文

物

始

甲

諸

郡

然

其

時

野

闢

民

殷

猶

易

爲

力

耳

今

則

苦

寇

苦

旱

苦

蝗

民

之

散

者

不

可

聚

戸

之

絕

者

不

可

存

田

之

沙

礫

荒

蓁

者

不

可

墾

節

年

積

逋

動

盈

千

萬

雖

古

靈

再

起

撫

字

催

科

實

兩

難

之

何

暇

以

禮

義

之

教

施

之

瘵

之

餘

譬

諸

久

病

之

人

血

枯

氣

竭

醫

者

不

察

其

源

而

拯

之

投

以

烏

梅

調

以

參

苓

皆

知

其

無

濟

也

侯

以

理

煩

治

劇

之

才

小

試

之

盤

根

錯

節

之

地

甫

下

車

卽

除

雜

派

與

民

休

息

知

仙

居

之

苦

在

賦

賦

之

逋

在

逃

逃

之

故

在

荒

按

脈

審

證

洞

若

觀

火

不

憚

艱

難

毅

然

爲

當

事

告

流

涕

痛

哭

不

減

洛

陽

少

年

幸

撫

部

藩

伯

感

其

誠

代

爲

請

命

書

奏

而

澤

隨

沛

其

蠲

條

銀

八

千

四

十

二

兩

米

九

百

八

十

一

石

使

仙

民

數

百

年

之

痼

疾

一

朝

盡

除

皇

恩

浩

蕩

歡

若

更

生

雖

家

給

之

金

戸

賜

之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二

帛

不

是

快

也

僕

嘗

讀

古

循

吏

傳

見

富

弼

之

招

流

亡

汲

黯

之

發

倉

廩

不

過

一

時

之

惠

耳

孰

若

侯

之

德

及

民

之

身

并

及

民

之

子

孫

者

之

爲

無

窮

也

况

其

息

詞

訟

贖

棄

婦

修

學

校

以

養

士

減

徭

役

以

安

民

者

之

難

更

僕

數

也

今

而

後

賦

有

常

供

戸

無

賠

累

逃

者

返

貧

者

足

散

者

聚

危

者

安

何

暮

歌

興

五

袴

謡

作

相

與

頌

侯

之

德

於

不

衰

僕

知

侯

他

日

者

爲

帝

簡

在

將

以

治

一

邑

者

治

一

郡

治

一

郡

者

治

天

下

當

更

超

於

黄

頴

川

張

京

兆

之

上

矣

甯

僅

古

靈

之

再

起

云

耶

且

侯

以

從

龍

起

家

又

能

世

濟

其

美

如

安

世

在

漢

而

七

葉

蟬

聯

蕭

瑀

在

唐

而

八

代

榮

顯

澤

在

天

下

慶

在

子

孫

者

固

無

足

異

獨

疑

侯

以

才

德

雄

天

下

意

必

魁

梧

奇

偉

人

詢

其

芝

宇

乃

翩

翩

張

緒

當

年

此

真

不

可

測

者

矣

侯

愛

民

之

意

發

於

至

誠

豈

爲

名

動

况

異

時

事

業

滿

天

壤

名

譽

亙

今

古

史

自

有

書

何

待

僕

贅

獨

仙

民

之

心

有

不

容

已

者

庶

幾

桐

鄕

立

祠

楚

黄

稱

名

共

爭

爲

我

公

意

耳

僕

不

文

何

足

以

爲

侯

頌

但

言

其

以

實

心

行

實

政

者

庶

知

侯

之

德

較

古

靈

而

更

烈

焉

侯

名

錄

勲

號

子

贊

北

直

之

薊

門

豐

潤

人

白

露

草

堂

記

黄

巖

姜

文

衡
字

亦

農

嵗

貢

生

道

光

甲

午

予

自

省

試

歸

芒

鞋

竹

杖

從

一

廬

兒

獨

遊

天

台

山

於

八

月

二

十

九

夜

宿

華

頂

之

地

藏

蓋

古

太

白

讀

書

堂

遺

址

也

因

思

太

白

去

今

千

餘

嵗

其

蹤

跡

所

及

後

人

識

之

不

忘

今

山

中

蘭

若

數

百

不

聞

有

騷

人

墨

客

棲

隱

其

間

以

繼

太

白

後

者

豈

名

山

勝

地

果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三

獨

以

棲

緇

流

歟

抑

匿

跡

銷

聲

求

而

未

得

歟

其

後

數

年

吾

鄉

浮

屠

南

亭

師

住

持

華

頂

歸

而

告

余

曰

去

寺

六

里

許

有

白

露

草

堂

樂

安

張

君

麗

生

號

蕊

宫

者

披

吟

其

中

予

以

向

所

願

慕

者

果

有

其

人

則

躍

然

以

喜

而

蕊

宫

以

文

學

名

往

曾

晤

於

郡

城

旅

邸

今

羈

塵

不

獲

從

則

愀

然

以

思

又

十

餘

年

至

昨

小

春

蕊

宫

訪

予

於

烏

巖

盧

氏

之

塾

予

倒

屣

迎

之

寒

温

數

語

外

不

暇

及

他

事

亟

問

白

露

草

堂

猶

在

否

其

名

何

自

昉

也

蕊

宮

曰

子

豈

知

之

乎

吾

將

盡

言

之

曩

予

遊

學

武

林

孤

寒

賤

士

落

落

無

所

知

遇

後

賦

閨

怨

詩

有

梧

桐

枕

上

秋

風

早

蟋

蟀

階

前

白

露

多

之

句

爲

山

長

陳

厚

公

甫

所

激

賞

公

大

加

推

奬

某

以

此

謬

叨

聲

譽

同

人

戲

以

張

白

露

相

呼

歸

而

結

廬

華

頂

遂

以

顔

其

草

堂

誌

遇

也

今

奔

走

衣

食

爲

一

僧

所

假

終

當

以

此

爲

菟

裘

子

盍

爲

我

記

之

予

聆

其

言

又

愴

然

以

悲

也

昔

侯

喜

自

言

爲

盧

公

所

知

詞

氣

激

揚

面

有

矜

色

昌

黎

韓

子

爲

之

狀

以

論

薦

於

知

遇

之

際

津

津

道

之

有

餘

味

焉

感

知

己

之

難

逢

也

今

蕊

宫

鴻

才

碩

學

其

文

章

當

擅

名

海

內

而

淪

落

布

衣

聲

聞

闃

寂

徒

以

七

字

之

句

稱

於

宗

工

有

沒

世

不

忘

之

思

知

己

之

感

不

有

甚

於

侯

生

乎

太

史

公

曰

閭

巷

之

人

欲

砥

行

立

名

者

非

附

青

雲

之

士

烏

能

施

於

後

世

不

其

然

乎

雖

然

蕊

宮

將

以

不

朽

盛

業

藏

之

名

山

傳

之

其

人

則

所

以

踵

太

白

之

後

塵

者

固

不

在

詩

句

之

末

而

亦

不

在

草

堂

之

有

無

也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四

吳

月

溪

文

學

殺

賊

殉

難

記

蕭

山

沈

兆

蓉
勖

齋

同

治

癸

亥

九

月

朔

同

官

董

春

帆

大

博

以

仙

居

吳

月

溪

文

學

殺

賊

殉

難

公

啟

出

示

并

述

玉

叔

明

經

意

丐

余

言

以

傳

其

人

余

曰

其

人

必

傳

而

余

文

不

足

以

傳

其

人

也

然

余

與

月

溪

誼

屬

師

生

曾

共

軍

務

余

又

膺

採

訪

闔

郡

忠

烈

之

任

何

敢

以

不

文

辭

咸

豐

戊

午

四

月

髮

逆

踞

處

州

縉

雲

去

仙

居

僅

隔

一

蒼

嶺

闔

邑

遷

徙

羣

情

張

皇

余

奉

檄

籌

防

與

邑

紳

商

戰

守

月

溪

主

戰

眉

宇

間

饒

有

英

氣

賊

大

疫

不

得

踰

蒼

嶺

余

適

奉

兼

理

司

訓

之

檄

與

月

溪

尊

酒

論

文

則

恂

恂

儒

雅

士

也

深

契

重

之

余

之

知

月

溪

也

始

於

是

辛

酉

十

月

髮

逆

分

兩

軍

一

由

處

州

入

仙

居

一

由

紹

興

入

天

台

盤

踞

郡

城

者

凡

數

閲

月

壬

戌

四

月

仙

居

紳

民

起

而

平

之

噫

嘻

今

日

於

兵

燹

之

餘

縱

談

往

事

慶

安

全

矣

不

知

髮

逆

盤

踞

郡

城

時

倘

不

能

如

仙

居

之

首

建

義

旂

同

心

戮

力

台

郡

之

安

危

未

可

知

也

雖

然

靖

台

郡

而

不

顧

鄰

郡

正

非

所

以

靖

台

郡

也

此

月

溪

所

由

毅

然

悉

師

赴

縉

歟

縉

之

役

月

溪

首

先

入

陣

手

刄

十

餘

賊

眾

寡

不

敵

力

竭

陣

亡

援

軍

旋

至

賊

遁

縉

平

月

溪

雖

死

而

賊

不

敢

正

視

台

郡

矣

夫

大

江

以

南

蹂

躪

殆

徧

賊

幾

謂

莫

與

敵

矣

自

天

仙

兩

邑

殺

賊

不

下

數

十

萬

殺

境

內

之

賊

直

殺

境

外

之

賊

由

是

民

知

賊

之

可

殺

也

賊

知

民

之

能

殺

賊

也

而

台

以

西

若

衢

若

處

台

以

東

若

甯

若

紹

亦

以

次

規

復

玉

叔

慎

厥

始

圖

厥

終

豐

功

偉

績

上

達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五

天

聽

行

見

懋

賞

榮

膺

矣

月

溪

贊

襄

其

間

能

深

明

大

義

爲

國

捐

軀

允

宜

入

吿

於朝

立

廟

於

邑

春

秋

不

忒

令

名

孔

彰

余

更

深

慨

夫

不

得

已

而

死

與

自

知

其

必

死

而

死

者

異

自

知

其

必

死

而

死

與

不

必

問

其

身

之

死

不

死

而

殺

賊

以

死

者

又

異

數

年

來

死

於

賊

者

不

可

勝

計

大

率

皆

不

得

已

而

死

者

耳

若

夫

忠

臣

之

死

其

君

烈

婦

之

死

其

夫

孝

子

順

孫

之

死

其

祖

若

父

皆

知

其

必

死

而

死

者

也

至

若

深

知

不

殺

賊

於

境

內

而

賊

不

退

不

殺

賊

於

境

外

而

賊

雖

退

猶

不

退

一

以

殺

賊

爲

分

中

事

此

不

計

及

其

身

之

死

不

死

而

生

則

爲

英

死

必

爲

靈

者

也

月

溪

其

人

歟

月

溪

其

人

歟

記

此

以

備

輶

軒

之

採

擇

史

册

之

昭

垂

云

仙

居

忠

義

祠

碑

記

瑞

安

孫

衣

言
字

□

聞

號

琴

西

粵

賊

陷

浙

江

郡

縣

浙

之

民

能

自

團

練

殺

賊

者

温

台

爲

最

温

州

破

一

縣

台

州

雖

盡

陷

然

不

久

卽

復

温

猶

恃

閩

師

台

則

官

兵

未

嘗

一

至

獨

恃

團

練

殺

賊

其

殺

賊

尤

多

而

有

功

者

仙

居

爲

最

初

咸

豐

十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賊

首

李

世

賢

由

金

華

犯

台

州

破

仙

居

大

股

踞

東

北

鄉

而

西

鄕

直

金

處

皆

賊

巢

獨

南

鄉

以

山

險

賊

不

敢

逼

脅

之

降

不

從

責

餽

輸

又

不

從

賊

怒

攻

之

焚

民

居

三

千

家

賊

之

死

者

數

百

人

民

之

死

者

二

十

有

三

人

於

是

民

始

謀

殺

賊

而

副

貢

吳

琮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六

廩

生

吳

克

明

爲

之

倡

同

治

元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以

西

鄉

民

先

舉

事

殺

田

市

卡

賊

賊

之

分

據

各

村

者

就

殲

之

先

三

日

皤

灘

賊

五

千

出

掠

黄

皮

張

山

伺

其

歸

也

殲

諸

四

都

之

野

於

是

西

南

北

三

鄉

會

攻

城

以

四

月

一

日

抵

城

下

明

日

東

鄉

至

賊

拒

戰

兩

晝

夜

不

支

乞

降

不

許

遂

以

初

三

日

克

仙

居

盡

殺

城

中

賊

屍

蔽

江

而

下

百

餘

里

民

之

死

者

二

百

三

十

人

於

是

仙

居

賊

盡

則

分

戍

蒼

嶺

馬

鬉

嶺

以

虞

永

康

縉

雲

永

康

縉

雲

聞

仙

居

之

殲

賊

也

來

乞

援

或

曰

妨

農

時

目

裹

糧

出

境

不

可

民

聞

永

康

縉

雲

之

乞

援

也

爭

奮

欲

往

曰

守

而

戰

不

如

戰

而

守

且

鄰

安

則

我

無

事

矣

遂

先

援

永

康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克

舟

山

下

焚

其

巢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克

芝

英

賊

皆

赴

水

死

釋

被

擄

婦

女

五

百

人

民

之

死

者

七

十

八

人

六

月

仙

居

民

始

插

田

七

月

官

兵

由

龍

泉

克

處

州

而

賊

聚

縉

雲

據

臚

膛

靜

岳

八

月

縉

雲

東

鄉

民

導

以

攻

臚

膛

靜

岳

越

一

月

賊

遂

棄

縉

雲

而

八

月

十

六

日

吳

克

明

陷

陣

死

民

之

死

者

百

四

十

有

五

人

仙

居

團

練

起

凡

六

越

月

攻

克

縣

城

又

擊

退

旁

兩

郡

賊

凡

死

者

南

鄉

五

十

有

一

人

西

鄉

四

百

二

十

有

九

人

而

殺

賊

數

萬

克

明

之

死

於

縉

雲

也

賊

旣

去

得

其

屍

以

葬

而

琮

之

父

幹

先

於

仙

居

陷

時

戰

死

同

治

二

年

浙

東

平

大

帥

上

其

事

於

朝

如

皆

例

䘏

而

仙

居

以

琮

爲

首

功

又

克

明

之

以

身

殉

也

乃

建

祠

於

田

市

以

祀

幹

及

克

明

民

之

死

者

皆

附

焉

其

十

一

月

祠

成

又

三

年

琮

在

杭

州

乃

請

於

瑞

安

孫

衣

言

爲

文

以

記

之

嗚

呼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七

温

台

於

浙

江

爲

邊

海

雄

郡

然

以

去

省

遠

不

幸

有

事

官

力

常

不

能

及

温

之

初

亂

巡

道

守

令

至

以

諱

賊

仇

團

練

而

台

之

悍

强

好

鬥

尤

官

所

謂

不

可

爲

治

者

也

然

及

其

禍

亂

旣

成

官

皆

不

能

一

救

獨

恃

民

自

爲

之

耳

而

官

反

得

攘

以

爲

功

其

受

禍

亦

獨

有

百

姓

耳

嗚

呼

爲

今

之

民

其

亦

可

哀

也

哉

聖

天

子

激

勵

忠

義

實

有

旌

卹

之

典

而

温

州

之

事

功

罪

至

今

未

明

義

烈

如

張

家

珍

亦

未

能

爲

立

專

祠

獨

台

州

民

能

祠

克

明

及

幹

及

諸

死

事

之

鄉

民

爲

知

大

義

予

是

以

有

慨

乎

其

言

之

也

幹

字

巨

喬

監

生

克

明

字

月

溪

皆

仙

居

西

鄕

人

仙

居

忠

義

祠

記

秀

水

楊

象

濟
利

叔

東

南

民

氣

荏

弱

而

浙

東

較

强

當

明

季

戚

繼

光

練

兵

實

調

義

烏

之

卒

以

備

邊

防

而

台

州

無

聞

焉

吾

友

吳

江

仲

博

山

令

臨

海

甚

宜

於

民

知

其

俗

之

悍

而

人

則

樸

也

乃

爲

條

教

以

訓

之

會

升

任

杭

州

當

事

適

用

兵

滬

上

於

是

檄

募

其

民

而

台

勇

遂

稱

於

時

余

嘗

從

軍

宣

州

實

依

博

山

之

弟

蘭

舫

觀

察

庚

申

觀

察

殉

難

杭

州

而

浙

東

西

胥

爲

賊

擾

浸

及

於

台

仙

居

吳

先

生

幹

知

民

之

苦

寇

而

不

可

與

共

也

激

勵

其

鄉

人

集

團

禦

賊

受

傷

身

沒

其

子

琮

痛

父

之

死

於

國

難

益

誓

死

復

仇

會

同

郡

諸

邑

殺

賊

官

軍

繼

之

卒

用

廓

清

同

治

三

年

事

平

蓋

浙

東

諸

郡

台

最

先

復

而

皆

藉

民

兵

守

土

官

請

於

朝

建

忠

義

祠

以

祀

死

事

諸

人

而

奉

吳

君

栗

主

於

中

楹

以

象

濟

與

琮

同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八

舉

咸

豐

己

未

鄉

闈

徵

文

爲

記

義

不

得

辭

者

昔

睢

陽

堅

守

退

之

奮

筆

太

尉

執

節

子

厚

徵

狀

彥

章

徇

主

永

叔

書

像

魯

公

死

義

曾

氏

記

祠

皆

祠

稱

其

文

事

舉

其

實

以

濟

不

佞

何

能

爲

役

雖

然

表

揚

忠

節

以

示

鄉

里

亦

吾

黨

之

責

也

用

次

其

言

書

之

時

同

治

五

年

八

月

仙

居

忠

義

祠

碑

記

仁

和

沈

祖

懋
硯

農

咸

豐

十

一

年

冬

粵

逆

自

婺

竄

栝

蒼

台

郡

戒

嚴

仙

居

在

郡

西

尤

近

賊

邑

廩

生

吳

克

明

監

生

吳

幹

以

忠

義

激

勸

鄉

里

集

壯

勇

爲

捍

禦

計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逆

首

李

世

賢

陷

台

郡

城

遂

犯

仙

居

幹

率

眾

與

戰

屢

敗

之

賊

至

益

夥

鋒

銳

甚

不

可

遏

幹

奮

勇

直

前

受

重

傷

越

日

殞

是

役

也

殺

賊

數

百

仙

之

民

戰

死

者

二

十

三

人

幹

臨

屬

纊

呼

其

子

副

貢

琮

生

勉

泣

殄

賊

琮

泣

受

命

遂

潛

結

同

志

備

器

械

製

旗

幟

蓄

軍

火

於

同

治

元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舉

事

殺

田

市

卡

賊

各

鄉

起

而

應

之

賊

之

踞

皤

鎮

者

方

出

掠

於

黄

皮

張

山

要

其

歸

殺

於

四

都

之

野

遂

會

攻

邑

城

賊

死

拒

兩

晝

夜

請

降

弗

許

四

月

初

三

日

克

之

殲

賊

無

算

浮

尸

蔽

江

民

之

冒

矢

石

而

死

者

二

百

三

十

人

金

之

永

康

處

之

縉

雲

皆

與

仙

居

接

壤

至

是

永

之

民

來

乞

援

爭

願

往

或

以

妨

農

時

沮

之

僉

曰

守

而

戰

何

若

戰

而

守

之

㨗

乎

瀕

行

天

大

雨

又

曰

賊

殺

我

我

且

往

雨

何

害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攻

舟

山

下

賊

窠

焚

之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復

破

芝

應

卡

賊

盡

赴

水

死

救

被

掠

婦

女

五

百

餘

口

各

送

歸

其

家

而

仙

民

死

於

陣

者

七

十

八

人

七

月

官

兵

克

復

處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記

十
九

郡

賊

竄

縉

雲

臚

堂

靜

岳

爲

縉

險

隘

賊

據

之

四

出

掠

糧

縉

民

苦

之

又

來

乞

援

且

爲

導

吳

克

明

率

民

勇

赴

之

䧟

陣

死

同

死

者

百

四

十

五

人

踰

月

賊

潰

克

明

家

覓

其

遺

骸

歸

葬

於

仙

二

年

春

宫

保

左

以

楚

兵

平

浙

東

諸

郡

諗

仙

民

之

倡

義

殺

賊

也

請

於

朝

於

是

克

明

與

幹

及

諸

陣

亡

義

民

南

鄉

凡

五

十

一

人

西

鄕

凡

四

百

二

十

九

人

皆

得

優

卹

邑

之

人

乃

卜

壤

於

田

市

建

祠

致

祭

并

置

祀

田

若

干

畝

以

刱

團

殺

賊

實

昉

於

此

也

余

謂

台

郡

民

氣

剛

勁

而

仙

居

爲

最

兩

吳

君

能

率

而

正

用

之

卒

復

其

邑

功

及

鄰

境

可

謂

賢

矣

彼

義

民

之

蹈

死

如

歸

固

由

倡

率

有

人

其

亦

激

於

天

性

者

歟

祠

成

琮

將

泐

石

以

誌

其

事

諈

諉

及

余

不

敢

以

不

文

辭

迺

摭

實

而

爲

之

記

同

治

五

年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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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文

二
十

文

外

編

八

雜

文

明

祭

鄭

守

中

先

生

文

王

叔

英

惟

茲

仙

居

舊

稱

文

獻

之

邑

比

年

以

來

宿

學

耆

儒

凋

落

殆

盡

至

某

等

承

乏

邑

庠

所

資

以

相

從

者

猶

有

賴

於

二

朱

先

生

及

吾

先

生

三

人

去

年

之

冬

朱

伯

氏

不

幸

以

事

入

京

仲

氏

亦

往

侍

其

兄

繼

而

先

生

又

有

會

稽

之

聘

往

訓

經

於

其

邑

學

三

人

皆

有

二

三

年

之

友

好

而

相

屬

爲

别

於

甸

月

之

間

於

斯

時

也

有

京

師

之

行

者

謂

可

數

日

而

計

其

歸

爲

會

稽

之

游

者

謂

可

厯

時

而

會

然

猶

不

能

無

介

然

於

懷

及

二

朱

先

生

皆

殞

於

京

吾

固

嗟

人

事

之

難

必

而

不

能

不

爲

之

傷

懷

矣

然

猶

有

望

於

先

生

也

曾

無

幾

時

而

先

生

之

凶

問

繼

至

吾

於

是

永

嘆

長

吁

而

不

自

知

其

心

之

悽

悲

矣

嗟

夫

吾

徒

之

處

於

茲

土

其

何

以

爲

樂

乎

所

幸

尚

有

斯

文

老

成

之

相

從

是

非

足

以

取

正

如

斯

而

已

耳

向

之

所

恃

者

有

三

人

焉

吾

心

猶

以

爲

未

足

今

三

人

者

皆

去

予

而

無

一

人

之

存

此

其

情

之

所

以

不

能

自

已

也

薄

陳

一

奠

以

㝢

一

哀

而

已

死

者

有

知

將

亦

有

感

於

斯

恆

箴

爲

應

邦

升

作
并

序

金

賁

亨

吾

友

應

子

邦

升

一

日

過

予

語

上

蔡

去

矜

事

予

曰

人

各

有

疾

攻

其

甚

者

其

他

當

以

類

消

邦

升

曰

然

子

曷

攻

予

疾

予

曰

其

恆

乎

邦

升

默

然

久

之

曰

是

善

攻

我

爲

之

箴

以

歸

之

箴

曰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文

二
十
一

天

地

惟

恆

萬

物

生

生

至

人

惟

恆

配

天

而

行

志

士

惟

恆

厥

修

允

烝

二

三

爾

德

朝

平

暮

側

從

惡

如

流

從

善

如

尼

嗚

呼

敬

哉

永

貞

爾

力

念

爾

天

明

炯

然

心

目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文

二
十
二

國

朝

修

仙

居

城

引

繆

梓

仙

邑

處

萬

山

之

中

冠

蓋

之

所

罕

至

商

賈

之

所

不

通

浙

省

一

僻

壤

也

然

其

東

北

抵

郡

城

西

南

達

温

處

重

岡

複

嶺

巖

路

險

絶

負

販

往

來

者

肩

摩

趾

錯

宵

小

或

逋

竄

其

間

易

曰

重

門

擊

柝

以

待

暴

客

雖

時

際

昇

平

亦

安

可

以

一

旦

無

備

乎

余

自

庚

子

九

月

奉

委

斯

篆

莅

任

之

始

閲

視

城

垣

見

有

若

徑

者

有

若

坡

者

有

若

坻

頽

而

崖

斷

者

譙

樓

則

四

不

存

一

雉

堞

則

十

去

其

五

徵

諸

舊

牘

蓋

自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修

築

而

後

迄

今

無

畚

挶

之

役

嘉

慶

十

八

年

前

邑

令

宋

君

詳

請

未

果

因

有

踵

事

之

志

顧

其

廢

之

也

甚

則

其

復

之

也

難

況

地

瘠

民

貧

奚

以

克

遂

旣

而

校

士

書

院

周

覽

門

庭

燦

然

榱

桷

而

又

有

賓

興

之

典

以

供

南

北

舟

車

之

費

是

地

雖

瘠

民

雖

貧

而

好

義

者

不

乏

苟

好

義

事

無

難

且

是

役

也

上

以

紓

國

帑

下

以

衞

民

生

尤

義

之

大

者

其

成

殆

可

左

劵

操

矣

爰

觴

諸

紳

士

而

謀

之

果

皆

踴

躍

從

事

而

教

諭

義

鳥

方

君

訓

導

鄞

縣

莊

君

典

史

陽

湖

美

君

外

委

甯

海

錢

君

咸

樂

贊

厥

成

遂

捐

廉

以

倡

而

書

數

語

爲

之

引

畫

石

賦
并

序

永

康

應

寶

時

癸

卯

仲

秋

仙

居

王

君

杏

村

出

畫

石

圖

屬

寶

時

題

跋

展

玩

數

四

喜

其

墨

㾗

縐

骨

紙

色

渲

膚

後

以

塵

事

紛

如

厯

一

載

未

及

握

管

明

年

冬

由

杭

之

婺

攜

冊

篷

窗

山

色

益

其

淸

華

水

光

助

其

瑩

潔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集

卷
之
五
文
外
編

雜
文

二
十
三

和

仲

池

中

之

寶

元

章

袖

裏

之

珍

無

踰

此

也

惜

未

覩

真

質

迺

爲

揣

相

侔

色

而

賦

之

亦

聊

見

杏

村

之

志

云

夫

何

瓌

質

之

奇

異

秉

靈

氣

於

太

初

受

星

精

而

未

㪚

兮

羌

甯

靜

而

淸

虛

厯

浩

劫

而

不

復

兮

徒

磊

落

以

自

居

洵

幽

人

之

貞

吉

兮

縱

屈

抑

而

常

舒

當

其

位

置

園

林

拂

拭

襟

袖

伴

平

章

之

歗

詠

助

几

窗

之

結

搆

屏

小

玉

裝

座

低

檀

鏤

夕

夕

煙

圍

朝

朝

泉

潄

胡

兵

燹

之

相

逼

雜

瓦

礫

而

莫

售

忽

荏

苒

以

千

年

抱

昭

質

兮

自

守

若

夫

瘦

骨

傲

碧

雅

態

矜

青

是

如

隱

者

息

影

藏

形

健

節

膏

泥

孤

根

煉

火

是

如

達

人

經

坎

厯

坷

春

暖

結

雲

秋

涼

凝

月

是

如

志

士

意

氣

鬱

勃

峰

輕

拱

笏

苔

重

垂

衣

是

如

元

宰

儀

狀

巋

巍

鴨

爐

夕

遠

蠹

簡

晨

近

是

如

儒

生

特

守

清

謹

體

堅

含

丹

神

靜

表

素

是

如

羽

流

時

遊

烟

霧

無

慮

無

營

忽

隱

忽

見

是

如

俠

客

不

解

矜

炫

眉

深

謝

翠

黛

淺

辭

花

是

如

靜

女

不

御

鉛

華

是

其

善

匪

一

端

美

具

萬

狀

然

而

時

有

盛

衰

運

有

窮

通

苟

不

遇

夫

特

識

亦

終

埋

於

故

宫

今

旣

錫

以

嘉

名

又

重

表

以

淸

風

刻

畫

競

巧

㸃

染

爭

工

婆

娑

月

其

樂

何

窮

至

若

形

勝

丹

青

品

極

奇

特

有

真

不

損

有

采

不

匿

是

無

愧

於

名

山

之

藏

乃

克

比

夫

君

子

之

德

用

進

牘

於

詞

人

以

寓

懷

於

無

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