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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於

是

闢

土

爲

基

度

財

爲

用

以

己

亥

三

月

庚

申

始

事

越

明

年

八

月

丁

未

而

釋

菜

焉

宮

宇

峨

屼

門

觀

軒

厰

神

像

清

嚴

器

用

足

具

繚

之

以

宮

牆

飾

之

以

丹

漆

誠

壯

誠

麗

遂

爲

一

郡

學

校

之

觀

其

他

若

縣

治

若

城

隍

藩

臬

行

司

及

郵

傳

邸

舍

一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廨
署

五

一

區

畫

成

之

營

材

於

山

民

不

知

勞

爲

陶

於

野

財

不

費

而

皆

以

一

當

百

以

百

當

萬

故

役

之

煩

者

化

爲

難

者

化

爲

易

公

勳

庸

著

於

武

事

不

可

勝

計

世

稱

公

變

通

無

方

焉

往

而

非

是

也

哉

韓

君

來

守

是

郡

旣

至

睹

眾

美

之

具

成

乃

歎

曰

博

哉

功

乎

歴

審

其

爲

之

先

後

又

歎

公

畱

意

學

校

功

先

庶

務

乃

具

書

弊

遣

其

屬

蔡

鍾

英

如

白

沙

請

予

記

之

辭

不

獲

則

推

古

學

校

之

意

而

言

曰

學

校

一

也

所

以

有

古

今

之

異

者

存

乎

人

孔

子

曰

古

之

學

者

爲

己

今

之

學

者

爲

人

程

子

曰

古

之

仕

者

爲

人

今

之

仕

者

爲

己

夫

學

以

求

仕

之

所

施

仕

以

明

學

之

所

藴

如

表

裏

形

影

皋

䕫

稷

契

伊

傳

周

召

載

於

典

謨

訓

誥

仕

者

之

所

施

也

有

爲

己

之

心

乎

顏

曾

思

孟

周

程

朱

張

傳

於

著

述

文

字

學

者

之

所

蕴

也

有

爲

人

之

心

乎

諸

君

子

顯

晦

不

同

易

地

而

處

有

不

相

能

者

乎

自

古

有

國

家

者

未

始

不

以

興

學

育

才

爲

先

自

漢

而

下

求

諸

學

校

所

得

名

世

者

幾

人

有

不

由

學

校

而

興

乎

是

故

學

校

之

設

其

重

在

得

人

學

問

之

道

其

要

在

爲

己

古

之

名

世

者

舍

是

無

以

成

德

甚

矣

斯

學

之

不

講

於

世

也

久

矣

公

所

望

於

學

校

意

者

其

在

此

乎

國
朝
乾
隆
七
年
遷

文
廟
縣
治
舊
址
敎
諭
隨
遷
於
今

文
廟
西
訓
導
遷
於
舊
文
廟
東
檔册

嘉
慶
元
年
敎
諭

署
爲
颶
壞
敎
諭
馮
文
超
修
復
二
十
五
年
敎
諭
李
萬

琳
重
修
訓
導
署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訓
導
李
潮
三
修
嘉

慶
十
三
年
訓
導
黃
應
林
修
左
右
增
建
號
舍
采訪

試
院
在
城
東
南
隅

文
廟
舊
址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秋

署
知
縣
蔣
善
功
倡
建
上
祀

文
昌
兩
廊
爲
考
棚
通邑

捐

金

萬

兩

職

員

楊

栽

生

爲

總

收

支

鳩

工

伊

始

支

用

不

繼

先

爲

墊

給

事

多

賴

之

光
緖
十
五

年
抽
捐
重
修

設
坐
位
千
餘
號
釆訪

知

縣

蔣

善

功

新

建

電

陽

試

院

碑

記

蓋

維

我

盛

朝

文

敎

覃

敷

重

煕

累

洽

凡

在

荒

陬

僻

壤

田

野

之

秀

罔

不

懷

才

抱

藝

踴

羅

求

試

以

期

觀

國

之

光

夫

嶺

南

位

當

重

離

賢

才

輩

出

農

務

耕

作

而

士

競

絃

歌

百

餘

年

來

涵

濡

聖

化

風

氣

尤

蒸

蒸

日

上

焉

電

白

高

涼

一

劇

邑

也

嘉

慶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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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廨
署

六

子

冬

余

來

攝

令

下

車

伊

始

卽

畱

心

培

補

文

風

凡

諸

興

廢

舉

墜

不

敢

辭

勞

其

明

年

進

童

子

而

試

之

執

卷

攜

筆

環

立

簷

下

者

近

二

千

人

並

皆

躬

荷

坐

具

流

汗

相

屬

擁

聚

排

擠

殊

乖

愛

惜

士

子

之

意

余

甚

憫

焉

爰

問

蓮

峯

掌

敎

優

貢

邵

詠

及

優

貢

士

崔

翼

周

職

員

謝

仁

生

員

馬

贊

功

潘

廷

琮

廩

生

黃

景

瑩

楊

絢

宗

生

員

蔡

體

俊

武

生

邵

尊

祖

知

城

東

文

廟

舊

址

山

水

環

會

吉

氣

所

鍾

歴

詢

闔

邑

紳

士

所

言

僉

同

乃

屬

副

貢

崔

騰

雲

等

陟

岡

度

原

相

厥

地

勢

擬

規

建

試

院

數

十

楹

時

當

縣

考

紳

耆

雲

會

聞

風

鼓

舞

浹

旬

之

閒

願

輸

萬

金

於

是

遴

舉

原

署

黃

州

同

知

鄧

起

峰

副

貢

崔

騰

雲

爲

總

催

職

員

楊

栽

生

生

員

邵

佩

瑒

武

生

鄧

起

嶂

爲

掌

收

支

督

修

舉

人

包

粹

乾

等

爲

承

簿

上

爲

文

昌

宮

中

爲

大

堂

外

爲

儀

門

爲

大

門

東

西

長

廊

各

編

字

號

几

案

俱

僃

以

丁

丑

年

秋

八

月

丁

丑

日

經

始

戊

寅

七

月

吉

日

落

成

計

用

銀

萬

兩

有

奇

竣

工

之

日

偕

紳

士

諸

君

登

堂

臨

眺

見

蓮

海

環

潮

上

下

一

碧

羣

山

獻

秀

氣

象

爲

之

改

觀

於

時

多

士

奮

興

歡

聲

雷

動

咸

歎

數

百

年

願

成

之

舉

望

洋

退

步

一

旦

成

之

如

反

覆

手

此

實

不

可

圖

之

嘉

會

也

邑

在

前

明

科

甲

仕

宦

頗

不

乏

人

今

稍

閒

歇

論

者

每

歸

咎

於

振

興

之

無

術

風

水

之

不

修

余

考

粤

東

張

文

獻

及

邱

海

諸

公

後

先

崛

起

炎

嶠

事

業

勲

庸

磊

磊

軒

天

地

皆

當

嶺

表

樸

陋

之

時

海

外

蒼

涼

之

日

士

苟

有

志

初

不

以

時

地

限

矧

今

加

意

振

作

更

藉

吉

壤

之

鍾

靈

國

家

之

培

植

邑

人

士

宜

何

如

爭

自

濯

磨

以

上

應

昌

時

之

景

運

不

日

掇

巍

科

登

膴

仕

爲

鄕

邦

偉

器

克

增

閭

里

之

榮

此

則

余

之

厚

望

也

夫

典
史
署
在
縣
署
東
南

沙
瑯
巡
檢
司
署
乾
隆
八
年
題
准
部
覆
動
項
建
造
司册

雍

正

九

年

廣

東

巡

撫

鄂

彌

達

疏

稱

高

州

府

屬

之

沙

瑯

墟

距

城

七

十

里

與

陽

春

茂

名

各

山

區

界

控

扼

莫

水

三

橋

梅

菉

水

道

實

爲

要

地

應

請

設

沙

瑯

巡

檢

司

一

員

駐

劄

沙

瑯

獅

子

堡

於

陽

江

設

巡

檢

一

員

駐

劄

海

陵

島

地

方

又

疏

稱

廉

州

府

同

知

移

駐

如

昔

司

瓊

州

府

同

知

移

駐

崖

州

高

州

府

通

判

移

駐

梅

菉

電

白

縣

設

海

陵

司

東

安

縣

羅

苛

司

駐

西

山

地

俱

應

建

衙

署

所

需

工

料

均

應

動

支

正

項

錢

糧

建

造

電
茂
場
大
使
署
在
北
門
內
雍
正
十
二
年
建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廨
署

七

博
茂
場
大
使
署
在
水
東
墟

陽
江
鎮
標
右
營
都
司
署
在
城
內
東
街
明
成
化
三
年

建
原
電
白
營
參
將
署
據

舊

志

國
朝
康
煕
二
十
三
年
改
遊
擊
乾
隆
三
十
年
再
改
都
司

隸
高
州
鎮
三
十
八
年

於
風
三
十
九
年
修
復
嘉
慶

十
六
年
區
分
水
陸
案
內
改
屬
陽
江
鎮
標
檔册

光
緖
十

三
年
裁
撥
都
司
往
北
海
守
僃
移
駐
都
司
署
采訪

守
僃
署
舊
在
立
石
驛
今
在
城
内
東
街
建
造
修
復
同

都
司
署
章志

軍
裝
庫
在
守
備
署
北

火
藥
局
在
守
僃
署
西
康
煕
十
六
年
建
乾
隆
二
十
年

修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復
修

常
平
倉
在
東
門
承
恩
街

西
倉
在
縣
署
右

庫
在
大
堂
右
俱

同

上

鹽
務
局
在
西
街
北
向
采訪

養
濟
院
在
北
門

大
德
堂
在
城
西
南
隅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劉
毓
焜

建
有記

百
家
祠
在
大
德
堂
之
右

校
場
在
東
郊
一
里
俱

同

上

保
生
堂
在
水
東
嘉
慶
十
八
年
博
茂
場
大
使
蔣
厚
傳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廨
署

八

建
倣
育
嬰
堂
收
養
幼
孩
捐
俸
銀
五
百
兩
貯
支
章志

育
嬰
堂
在
西
郊
光
緖
九
年
知
縣
裘
伯
玉
建
采訪

邑

舉

人

嚴

其

藻

記

歲

甲

申

冬

十

有

一

月

邑

矦

光

澤

裘

公

始

築

育

嬰

堂

於

邑

城

之

西

門

外

董

其

役

者

區

君

牧

之

邵

君

巨

泉

及

吾

從

兄

小

瀛

也

落

成

有

日

矣

區

君

揖

予

而

言

曰

子

盍

臚

其

事

而

誌

之

予

唯

唯

越

二

載

吾

兄

復

申

前

請

予

辭

不

獲

命

爰

操

筆

而

起

曰

嗟

乎

我

邑

育

嬰

之

議

非

一

日

矣

而

今

乃

果

能

有

成

乎

是

誠

不

可

以

不

誌

也

憶

昔

丙

寅

丁

卯

閒

邑

矦

崇

明

馮

公

始

創

斯

議

未

幾

解

任

去

事

遂

寢

所

籌

欵

旋

亦

他

事

蕩

盡

戊

寅

鹺

尹

錢

塘

許

公

司

鹺

我

電

培

賓

興

賑

窮

困

成

梁

平

道

外

復

慨

然

捐

金

二

千

以

爲

育

嬰

經

費

旣

上

詳

矣

亦

以

用

繁

未

敢

舉

辦

去

之

日

命

提

其

息

以

訓

小

學

然

其

心

則

固

望

有

人

之

繼

其

後

也

癸

未

之

夏

裘

公

來

宰

是

區

甫

下

東

他

務

未

遑

輒

引

是

爲

己

任

議

者

初

亦

難

之

乃

經

畫

兩

閱

月

而

事

遽

集

又

不

意

若

是

其

易

且

速

者

噫

是

豈

斯

舉

之

成

亦

必

有

時

歟

顧

吾

謂

事

無

難

易

惟

視

其

心

之

果

欲

爲

與

否

耳

夫

許

公

非

不

欲

爲

者

也

第

以

貲

出

於

己

則

力

有

限

而

事

難

成

貲

集

於

眾

則

力

常

贏

而

事

易

舉

且

非

得

不

費

貲

亦

難

望

其

行

之

經

久

而

不

墮

也

吾

於

是

歎

二

公

之

願

爲

甚

賖

而

裘

公

之

智

尤

不

可

及

也

夫

我

邑

雖

貧

瘠

而

兩

場

鹽

課

攸

司

頗

稱

饒

裕

公

乃

熟

商

諸

紳

董

牒

兩

場

官

諭

勸

曬

商

每

兌

引

一

包

各

出

一

文

歲

收

可

得

數

百

金

所

捐

無

幾

而

所

禆

者

甚

大

遂

捐

廉

千

緡

爲

倡

不

足

復

募

諸

邑

中

之

好

善

者

計

官

紳

佽

助

合

許

公

遺

欵

歲

收

息

又

可

得

數

百

金

如

是

而

堂

中

工

食

以

及

一

切

應

用

之

費

稍

撙

節

焉

不

患

其

不

敷

矣

然

是

役

也

公

固

藉

指

臂

於

同

人

而

其

初

實

有

不

敢

易

視

者

惟

是

矢

欲

爲

之

心

必

期

其

事

之

有

成

而

後

止

斷

不

以

難

而

自

阻

今

雖

倖

能

速

成

而

公

之

心

蓋

不

知

若

何

慘

淡

經

營

矣

然

則

興

利

除

弊

果

能

矢

欲

爲

之

心

必

期

其

事

之

有

成

而

後

止

慘

淡

經

營

斷

不

以

難

而

自

阻

亦

必

綽

綽

有

可

觀

者

而

何

有

於

區

區

育

嬰

一

役

己

哉

哉

吾

故

亟

書

之

以

告

世

之

爲

政

者

學
校

學
宫
在
城
東
北
隅
前
明
成
化
四
年
隨
縣
遷
神
電
衞

東
南
十
五
年
知
府
孔
鏞
始
建
大
成
殿
東
西
騰
蛟
起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學
校

九

鳳
坊
塑

文
宣
王
四
配
十
哲
像
嘉
靖
二
年
推
官
方

旵
重
修
明
善
復
初
兩
齋
九
年
知
縣
董
㻷
建
敬
一
亭

碑
刻

御

製

敬

一

箴

及

視

聽

言

動

五

箴

十
年
奉
詔
毀
像
易
設
木
主

十
七
年
知
縣
俞
岳
建
啟
聖
祠
於
敬
一
亭
後
二
十
四

年
兩
廡
㦸
門
先
後
傾

知
府
歐
陽
烈
知
縣
譚
堯
道

修
之
萬
歴
六
年
知
縣
張
希
皋
重
修
大
成
殿
兩
廡
戟

門
櫺
星
門
明
倫
堂
兩
齋
啟
聖
祠
名
宦
鄕
賢
祠
并
建

敎
諭
訓
導
廨
三
十
六
年
署
縣
事
通
判
朱
良
材
築
照

牆
甃
泮
池
開
靑
雲
路
知
縣
林
夢
琦
繼
之
於
明
倫
堂

後
土
山
上
建
敬
一
亭
崇
正
七
年
知
府
姚
繼
舜
知
縣

周
日
旦
敎
諭
李
世
球
重
新
之
建
射
圃
於
學
右

國
朝
順
治
十
七
年
知
縣
相
斗
南
因
傾

重
議
修
建
乾

八
年
紳
士
呈
請
知
縣
毛
邑
遷
於
今
所
在
四
十
八

年
因
颶
風
損
壞
知
縣
周
克
達
詳
文
議
遷
囘
舊
址
未

果
仍
就
修
復

崇
聖
祠
在
大
成
殿
後
章志

尊
經
閣
在
崇
聖
祠
後
同
治
六
年
知
縣
吳
信
臣
增
建

名
宦
祠
在
戟
門
內
之
東
祀
明
知
縣
鄧
昇
黃
敖
董
㻷

王
許
之
俞
岳
張
希
皋
陳
玉
策
敎
諭
龍
泉
晏
杞
林
璣

鄒
光
福
許
希
周
凡
十
二
人
同上

鄕
賢
祠
在
戟
門
內
之
西
祀
宋
梁
楚
陳
燾
明
黃
子
平

張

黃
廷
圭
吳
綸
黎
磐
任
紀
陳
志
邵
夢
河
凡
十
人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学
校

十

前

志

查

牌

位

尙

有

唐

馮

盎

宋

蔣

科

潘

惟

賢

潘

斗

輔

潘

梅

窗

梁

義

夫

明

張

文

耀

陳

禮

國

朝

黎

日

昇

光

緖

十

年

題

准

鄧

嗣

沅

入

祀

蓮
峰
書
院
在

文
廟
之
右
舊
爲
電
陽
書
院
乾
隆
八

年
知
縣
毛
邑
重
建
改
名
蓮
峰
公
置
義
田
歲
收
租
叁

百
捌
拾
石
有
奇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劉
繼

築
鹽
池
生

貳
所
一
西
厰
一
南
厰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常
有
續
派

田

爲
師
生
膏
火
之
費
職
員
邵
純
儒
例
貢
蔡
之
芬

均
捐
租
百
石
紳
士
各
捐
有
差
道
光
七
年
重
修
南復

廢

楊

豔

美

邵

錦

成

捐

本

修

築

曬

償

後

歸

囘

書

院

光
緖
十
二
年
復
修
采訪

知

縣

常

有

碑

記

畧

電

白

北

負

崇

岡

南

臨

大

海

靑

屏

碧

嶂

起

伏

朝

拱

其

靈

淑

之

鍾

爲

英

異

也

金

冶

玉

琢

是

在

濡

之

久

而

後

有

卓

自

樹

立

者

出

焉

顧

山

陬

海

澨

抱

缺

守

殘

培

養

而

振

興

之

守

土

者

之

責

也

縣

舊

有

書

院

曰

電

陽

久

前

宰

毛

公

重

建

於

乙

丑

易

其

額

曰

蓮

峯

邑

之

紳

士

公

置

義

田

歲

入

租

叁

百

捌

拾

石

有

奇

僅

敷

山

長

膳

修

後

宰

劉

公

貸

郡

城

敷

文

書

院

公

銀

爲

試

開

白

蕉

南

關

鹽

池

工

本

計

捌

歲

得

租

羨

壹

百

五

十

金

議

俟

三

易

歲

淸

子

母

改

充

蓮

峰

膏

火

未

免

緩

不

及

濟

而

生

童

肄

業

於

院

去

畱

自

如

實

鮮

名

存

曷

考

成

效

余

奉

命

自

英

江

量

移

斯

邑

辛

巳

秋

閱

童

子

試

卷

未

得

大

雅

典

型

仰

惟

我

聖

天

子

作

人

雅

化

普

天

率

俾

制

科

敢

士

博

兼

聲

詩

電

之

士

子

非

敦

請

名

宿

而

礱

錯

之

欲

更

積

習

何

可

得

耶

爰

於

壬

子

春

延

秀

水

鄭

孝

亷

紅

泉

先

生

掌

敎

錄

送

正

副

課

生

童

若

干

設

立

規

條

月

定

六

課

嚴

甲

乙

示

勸

懲

然

廩

餼

之

資

懸

而

有

待

經

營

久

之

明

經

楊

達

等

集

眾

捐

銀

四

百

兩

共

襄

勝

舉

請

將

三

百

六

十

有

奇

淸

敷

文

本

息

餘

爲

泐

石

費

其

租

卽

自

壬

午

秋

月

朔

歸

蓮

峰

出

納

據

情

上

詳

叨

䝉

允

行

諸

生

鼓

歌

弦

誦

郁

郁

彬

彬

日

新

月

異

矣

余

旣

嘉

邑

人

士

之

踴

躍

勸

學

考

成

有

同

志

焉

行

見

山

海

之

靈

彙

爲

人

文

炳

炳

烺

烺

以

副

國

家

儲

材

至

意

是

則

余

所

旦

夕

求

者

也

知

縣

王

時

任

碑

記

自

古

文

學

之

首

重

德

行

而

人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学
校

十
一

才

之

興

端

由

學

校

書

院

者

育

材

之

地

諸

生

所

由

觀

師

取

友

以

成

其

德

也

我

國

朝

聖

聖

相

承

崇

儒

重

道

其

在

京

畿

則

有

太

學

聚

天

下

之

英

才

而

敎

育

之

而

直

省

會

垣

以

及

府

㕔

州

縣

亦

莫

不

設

立

書

院

以

裁

成

士

類

實

前

古

所

未

有

夫

無

所

憑

藉

猶

將

經

營

而

創

造

之

况

因

其

所

有

以

增

補

其

所

無

第

易

舊

爲

新

規

模

克

臻

於

美

僃

乎

電

城

舊

有

蓮

峰

書

院

在

聖

廟

之

旁

南

臨

大

海

北

負

崇

岡

叠

嶂

靑

巒

左

右

環

衞

實

山

川

靈

秀

之

區

惟

自

乾

隆

八

年

修

建

後

至

今

將

近

百

載

歲

久

就

講

堂

講

舍

皆

已

朽

壞

垣

頽

木

蠧

上

雨

旁

風

士

之

夾

學

者

幾

難

置

榻

夫

敎

莫

重

於

尊

賢

化

莫

先

於

造

士

余

甲

申

准

調

斯

邑

丙

戌

春

仲

蒞

任

下

車

之

始

卽

臨

講

舍

見

夫

荒

烟

蔓

草

棟

宇

傾

斜

不

足

以

崇

師

而

勸

學

詢

厥

不

修

之

由

知

院

內

資

息

無

多

每

歲

所

出

僅

敷

師

生

膏

火

工

費

艱

詘

議

修

無

人

爲

之

慨

然

因

與

兩

鹽

場

鹺

使

商

議

各

捐

廉

倡

修

并

製

簿

序

勸

紳

耆

之

有

志

者

共

襄

斯

舉

得

楊

君

嘉

賓

董

其

事

諏

吉

興

工

於

牆

之

欹

者

植

之

木

之

蠧

與

瓦

之

裂

者

易

之

太

甚

者

拆

而

新

之

前

日

未

經

籌

及

而

爲

所

必

需

者

則

增

之

計

大

門

前

照

牆

一

座

次

門

內

爲

二

門

旁

有

廊

房

進

爲

講

堂

又

進

爲

便

㕔

掌

敎

之

居

肄

業

之

所

共

有

房

三

十

餘

閒

簷

篷

厨

灶

俱

僃

是

舉

也

始

於

丁

亥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落

成

於

戊

子

十

月

二

十

日

按

照

舊

基

高

其

閎

閈

擴

其

堂

址

以

因

爲

創

工

不

減

於

鼎

新

共

費

工

料

銀

貳

千

兩

有

奇

核

簿

題

不

過

三

分

之

二

設

法

籌

數

仍

屬

不

敷

董

事

楊

君

庀

材

鳩

工

不

憚

勞

苦

方

獲

始

事

無

如

工

未

畢

而

楊

君

棄

世

接

理

乏

人

又

喜

其

子

楊

生

龍

官

兄

弟

克

繼

父

志

不

惜

借

墊

乃

觀

厥

成

余

竊

維

事

物

之

興

廢

在

乎

人

有

作

於

始

者

尤

貴

有

以

善

其

終

邑

有

好

義

之

士

百

廢

易

舉

最

足

以

鼓

勵

人

心

兹

書

院

重

爲

修

復

煥

然

一

新

從

此

延

師

課

士

歲

無

虚

日

諸

生

之

藏

息

於

斯

者

黜

華

崇

實

親

師

講

道

豈

徒

習

文

藝

弋

科

名

而

己

必

將

飭

紀

敦

倫

學

之

爲

孝

子

悌

弟

焉

學

之

爲

循

吏

名

臣

焉

異

時

各

攄

所

學

以

贊

襄

聖

治

黼

黻

皇

猷

上

以

邀

稽

古

之

榮

卽

以

應

蓮

峰

之

瑞

是

則

余

之

所

厚

望

也

夫

因

述

其

巔

未

而

爲

之

記

並

列

捐

題

銜

名

以

諸

石

雙
峰
書
院
在
沙
瑯
乾
隆
三
十
年
巡
檢
江
壎
倡
建
久

嘉
慶
十
八
年
知
縣
包
錦
燦
倡
山
鄕
紳
士
捐
題
建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学
校

十
二

復
光
緖
六
年
重
修

署

知

縣

包

錦

燦

記

國

家

德

化

涵

濡

摩

揉

煦

植

百

有

七

十

年

於

兹

自

通

都

大

邑

以

至

嶺

海

之

陬

咸

立

庠

序

復

於

一

邑

一

鄕

廣

置

書

院

以

陶

育

士

類

意

甚

深

且

厚

夫

人

學

久

則

怠

怠

者

振

之

事

久

則

敝

敝

者

修

之

不

振

不

修

非

所

以

勵

人

才

飭

綱

紀

沙

瑯

城

舊

有

雙

峰

書

院

乾

隆

癸

未

曾

前

縣

捐

廉

倡

建

監

生

黃

文

憲

董

其

成

延

師

課

讀

士

風

丕

振

故

老

於

今

樂

道

其

事

余

宰

斯

邑

甫

下

車

得

耳

聞

之

及

訪

其

故

址

講

舍

頽

幾

四

十

載

矣

廢

而

弗

修

者

何

前

此

未

設

膏

火

公

費

經

營

無

所

措

也

爲

之

喟

然

因

捐

資

首

倡

眾

紳

耆

鐻

金

以

助

於

是

諏

吉

鳩

工

卽

舊

基

鼎

建

之

講

堂

左

右

及

兩

齋

學

舍

二

十

餘

閒

垣

墉

維

固

塗

茨

聿

新

六

閱

月

而

畢

余

思

邑

有

蓮

峰

書

院

余

旣

葺

舊

增

新

作

養

士

氣

而

雙

峰

重

建

復

籌

僃

膏

火

以

垂

久

計

是

則

敝

者

修

之

怠

者

振

之

五

十

年

前

倡

其

事

者

曾

令

董

其

事

者

黃

生

不

誠

賴

繼

起

有

人

而

無

棄

其

基

也

乎

多

士

勉

乎

哉

朝

於

斯

夕

於

斯

親

師

取

友

敬

業

樂

羣

期

以

仰

副

朝

延

作

人

之

雅

化

將

見

涵

濡

日

久

抒

之

爲

文

章

卽

措

爲

豐

功

偉

績

廣

敎

化

美

風

俗

於

是

乎

在

矣

爰

畢

修

而

述

之

以

爲

記

邑

歲

貢

黃

以

能

記

嘉

慶

十

七

年

縣

主

包

公

蒞

任

懸

示

觀

風

咨

詢

故

事

琳

瑯

士

人

咸

願

迎

機

舉

廢

復

建

司

城

雙

峰

義

學

吾

宗

景

麟

玉

川

力

持

其

議

具

詞

請

建

藉

包

主

鈐

簿

捐

金

鳩

工

庀

材

越

明

年

冬

而

事

竣

院

宇

軒

敞

凡

三

座

廊

廡

稱

是

內

大

小

㕔

房

共

卄

三

閒

諸

肄

業

所

需

事

物

悉

僃

隨

䇿

置

膏

火

爲

延

師

造

士

永

久

計

玉

川

首

輸

自

己

肄

三

閭

垌

租

田

三

十

后

人

院

請

縣

注

册

爲

據

繼

以

漸

設

法

議

多

置

初

巡

司

江

公

勲

好

士

適

縣

主

曾

公

蕚

循

良

學

道

士

民

向

化

地

方

大

治

遺

老

謂

邑

吏

百

年

僅

見

於

是

江

公

導

迎

善

意

謂

古

者

庠

序

廣

設

其

道

相

成

始

倡

議

創

建

義

學

於

司

城

中

授

其

事

於

玉

川

之

祖

文

憲

公

旣

竣

顏

日

雙

峰

雙

峰

者

謂

貳

於

縣

之

蓮

峰

兩

院

遙

峙

而

學

均

也

當

此

之

時

院

宇

創

新

多

士

雲

集

嚴

師

尊

道

人

才

接

踵

而

起

功

名

日

上

而

思

奮

幾

於

比

戶

衣

冠

琳

瑯

士

氣

稱

盛

焉

無

何

議

置

膏

火

而

未

遂

曾

公

江

公

俱

去

任

自

是

士

人

䍐

集

院

中

院

宇

隨

卽

傾

不

十

年

而

掃

地

爲

墟

先

輩

亦

漸

以

物

故

蓋

義

學

廢

而

文

風

衰

中

閒

非

無

士

人

志

於

興

復

而

力

不

逮

後

有

流

人

踞

地

而

屋

因

劵

限

少

取

租

爲

餼

羊

之

存

獨

玉

川

起

繼

其

祖

而

爲

之

當

玉

川

爲

之

之

始

存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学
校

十
三

貯

地

租

僅

百

金

耳

乃

竟

能

以

智

數

致

千

餘

金

務

期

事

竣

必

大

於

前

事

然

且

議

膏

火

卽

慨

然

人

已

租

三

十

石

外

又

多

方

設

法

使

膏

火

有

加

無

巳

以

故

遞

年

延

師

造

士

遠

近

從

風

視

前

尤

盛

也

今

十

三

年

於

兹

矣

而

其

事

可

以

百

年

於

是

琳

瑯

士

人

思

前

此

所

以

建

創

今

此

所

以

復

興

䔬

百

年

後

學

者

相

繼

而

起

知

人

才

之

始

基

在

是

也

屬

余

僃

述

之

以

爲

記

東
陽
書
院
在
水
東
雍
正
年
閒
下
博
八
堡
紳
耆
簽
捐

張
造
三
座
東
廊
乾
隆
年
閒
知
縣
曾
萼
倡
建
西
廊
後

嘉
慶
十
八
年
鹽
大
使
蔣
厚
傳
倡
捐
修
復
嘉
慶
丁

丑
邑
人
布
經
鄧
起
峰
於
水
東
墟
倡
建
舖
十
閒
歲
收

輸
租
爲
延
師
之
費
勒
有
石
碑
章志

場

大

使

蔣

厚

傳

碑

記

書

院

之

設

所

以

作

育

人

才

有

舉

之

莫

敢

廢

也

電

陽

一

邑

有

書

院

三

焉

在

城

者

曰

蓮

峰

在

沙

瑯

者

曰

雙

峰

在

水

東

者

曰

東

陽

可

謂

盛

矣

中

惟

蓮

峰

一

席

歲

廷

師

講

貫

而

雙

峰

東

陽

則

就

矣

壬

申

余

攝

博

茂

場

事

下

車

後

知

書

院

去

場

署

半

里

亟

往

觀

之

則

見

廢

瓦

頽

垣

蛛

絲

鼠

跡

悵

然

久

之

憶

余

初

筮

仕

江

也

歴

宰

來

安

績

溪

婺

源

諸

大

邑

所

至

以

振

興

文

敎

爲

先

樂

與

在

院

諸

生

以

詩

文

相

切

劘

必

使

人

文

蔚

起

而

心

始

安

今

雖

鹺

務

閒

曹

不

但

以

督

丁

曬

公

兌

配

而

無

沗

厥

職

蓋

書

生

結

雖

老

未

忘

也

亟

捐

廉

二

百

更

招

運

務

中

及

紳

耆

之

有

志

者

共

襄

此

舉

凡

四

閱

月

而

工

竣

傾

者

復

之

朽

者

易

之

墻

垣

完

固

室

宇

明

潔

几

席

牀

榻

無

不

僃

具

由

是

延

明

師

勤

講

貫

將

見

士

習

文

風

蒸

蒸

日

上

而

科

第

聯

翩

與

蓮

峰

偕

振

豈

不

盛

哉

近

聞

雙

峰

書

院

亦

包

繡

亭

明

府

倡

修

余

亦

稍

爲

之

助

深

幸

同

志

有

人

俾

前

紳

耆

創

建

之

盛

心

不

至

久

而

湮

沒

也

故

樂

記

而

並

及

之

場

大

使

曹

師

和

重

修

東

陽

書

院

增

設

膏

火

碑

記

略

歲

辛

卯

余

攝

博

茂

場

篆

接

申

鹺

矦

任

也

署

東

半

里

許

有

東

陽

書

院

舊

屬

文

武

帝

會

社

嗣

爲

本

場

各

堡

紳

耆

捐

建

余

朔

望

行

香

仰

視

棟

宇

朽

壞

牆

垣

頽

慨

然

欲

修

茸

之

適

其

年

山

長

爲

吳

邑

易

孝

廉

文

成

先

生

也

具

言

院

租

僅

存

客

舖

數

閒

歲

入

息

不

滿

百

千

生

童

向

無

膏

火

一

歲

延

師

三

歲

彌

士

無

常

業

爲

益

幾

何

因

思

爲

經

久

計

則

謀

所

以

贍

學

更

亟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學
校

十
四

矣

余

恨

所

際

非

時

綿

力

無

多

爰

首

爲

捐

廉

倡

率

並

凂

邑

明

府

王

公

與

同

僚

運

友

暨

八

厰

諸

人

各

爲

資

助

而

堡

內

紳

耆

士

商

亦

踴

躍

捐

題

以

成

美

舉

共

得

銀

數

百

俱

作

修

葺

之

用

擇

首

事

廩

生

陳

光

琇

董

其

成

庠

生

李

高

鶚

督

其

役

庀

材

鳩

工

煥

然

一

新

矣

又

慮

膏

火

之

無

資

也

爰

取

王

村

港

五

瓦

鹽

程

船

不

能

歸

配

又

不

忍

封

停

者

歲

可

出

租

銀

二

百

四

十

員

特

發

歸

東

陽

書

院

以

充

脩

膏

之

費

前

申

矦

旣

舉

賓

興

諒

有

同

志

因

卽

移

縣

申

詳

上

憲

示

諭

存

案

豪

强

不

得

私

踞

胥

役

不

得

侵

欺

較

之

電

城

中

蓮

峰

書

院

舊

有

電

茂

場

所

發

鹽

租

以

贍

學

者

正

復

濟

美

也

賓
興
祠
在
試
院
后
座
東
西
翼
室
捕

司

分

祀

各

族

簽

捐

牌

位

印
金
公
所
在
郡
城

文
昌
宫
左

吾

邑

印

金

經

營

三

次

始

獲

成

功

初

次

自

同

治

十

一

年

倡

議

籌

捐

米

斗

前

任

縣

主

鄭

批

行

辦

理

起

有

頭

緖

卒

至

捐

繳

無

成

二

次

自

光

緖

元

年

復

倡

此

議

籌

捐

米

斗

鹽

當

舖

油

桁

以

廣

爲

資

助

縣

主

陳

准

呈

開

辦

已

有

成

效

又

被

阻

撓

道

憲

何

批

名

目

涉

於

抽

捐

飭

令

禁

止

至

光

緖

六

年

高

府

六

屬

五

屬

均

定

印

金

爰

再

議

通

融

辦

理

各

照

身

家

所

值

酌

量

捐

輸

仍

按

米

斗

鹽

油

桁

當

舖

以

取

均

平

縣

主

鄭

核

定

章

程

再

呈

道

憲

齊

府

憲

崇

批

准

札

縣

諭

飭

紳

士

迅

卽

籌

辦

共

襄

厥

舉

按

米

斗

鹽

油

桁

當

舖

共

捐

得

錢

壹

萬

貳

千

四

百

八

十

七

千

零

計

三

年

入

息

未

能

敷

支

乃

設

法

購

郡

城

地

造

印

金

公

所

上

建

文

明

閣

捐

置

牌

位

共

捐

得

牌

位

七

百

五

十

餘

捐

得

錢

叁

萬

叁

千

壹

百

叁

拾

玖

千

零

邑

有

寒

微

小

族

無

力

捐

牌

位

者

又

各

散

題

共

題

得

錢

叁

百

四

十

四

千

零

合

捐

得

實

錢

四

萬

五

千

七

百

四

十

一

千

零

自

光

緖

六

年

五

月

起

至

七

年

辦

有

成

效

呈

請

邑

主

鄭

訂

定

印

金

通

詳

立

案

每

歲

科

取

進

新

生

每

名

公

送

兩

學

䞇

見

印

金

並

隨

封

書

斗

共

銀

叁

拾

陸

兩

永

爲

成

例

各

欵

數

目

至

十

一

年

截

結

除

購

造

一

切

辦

理

局

費

及

支

過

三

科

印

金

外

現

存

得

實

錢

貳

萬

四

千

貫

發

堂

生

息

並

現

買

置

得

實

租

壹

百

陸

拾

捌

石

公

舉

司

捕

公

正

紳

士

董

理

三

年

取

息

按

支

議

定

三

年

支

過

印

金

餘

息

卽

將

置

業

俟

租

業

出

息

敷

支

印

金

卽

撥

派

文

明

閣

祀

典

與

鄕

會

試

賓

興

有

條

議

章

程

及

各

捐

題

一

切

收

支

數

目

刊

發

各

族

捐

有

牌

位

者

執

照

謝
家
熱
水
堡
在

城

西

六

十

里

尖

山

甲

熱

水

村

內

建

有

祖

祠

俱

采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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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十
五

壇
廟

社
稷
壇
在
城
東
門
外
章

志

在

西

門

外

誤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城
隍
壇
在
南
門
外

先
農
壇
在
城
西
門
外
章

志

在

東

門

外

誤

先
農
廟
在
壇
左
咸
豐
七
年
知
縣
李
振
傑
建
今廢

厲
壇
在
城
北
門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東
明
嘉
靖
丙
辰
知
縣
戴
甫
重
修
邑人

吳

守

貞

有

記

佚

國
朝
康
煕
九
年
知
縣
郭
指
南
重
修
乾
隆
三
年
知
縣
劉

輝
祉
重
修
有碑

道
光
五
年
署
知
縣
章
鴻
倡
修

文
昌
閣
在
城
十
字
街
明
初
建
鐘
鼓
樓
崇
正
二
年
知

縣
呂
允

改
建
文
昌
閣
顏
其
大
門
曰
雲
門
舊志

國
朝
康
煕
年
閒
黃

府

志

作

康

煕

五

年

知
縣
郭
指
南
重
修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署
知
縣
蔣
善
功
重
修

文
昌
宮
在
試
院
內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蔣
善
功
建

俱

同

上文
昌
廟
一
在
霞
洞
面
前
坡

一
在
后
坡
村

一
在

新
河
村

一
在
坡
田
后
山
格
嶺

一
在
霞
嶺
村

一
在
霞
洞
墟
頭

一
在
大
邦
口
矦
三
官
廟
左

一

在
棠
芾
村

一
在
欖
頭

一
在
正
村
南

一
在
新

村

一
在
射
鼇
頭

一
在
羊
角

一
在
山
寮
村

一
在
山
窩
村

一
在
新
坡

一
在
墨
院
戲
臺
嶺
兼祀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十
六

廣福

一
在
龍
珠
河
灣
頭
村

一
在
黃
坑
營
下
坡
嶺

一
在
黃
坑
官
河
嶺
采訪

文
塔
在
正
村
西
乾
隆
十
八
年
建
塔
高
五
層
上
祀
魁

星
下
祀
文
昌

魁
樓
在
試
院
后
座
祀
魁
星
同
治
六
年
知
縣
吳
信
臣

增
修
俱

同

上

大
魁
閣
在
縣
東
城
垣
上
嘉
慶
十
七
年
知
縣
鄭
域
輪

建
章志

道
光
十
四
年

光
緖
十
六
年
修
復
采訪

文
昌
伏
波
廟
在
潭
波
邏
村
右
采訪

關
帝
廟
在
城
東
街
都
司
署
東

一
在
校
場
坡
營
官

建

一
在
城
西
門
外

一
在
莊
垌
墟

一
在
霞
垌

墟

一
在
觀
珠
嶺
墟

一
在
沙
瑯
墟

一
在
墨
院

新
墟

一
在
五
藍
墟

一
在
水
東
鷯

寨

一
在

樹
仔
墟

一
在
蛋
場
墟
章志

一
在
七
逕
墟

一
在

沙
蘭

一
在
馬
屋
山

一
在
新
屋
村

一
在
元
山

仔

一
在
山
寮
村

一
在
新
河
村

一
在
黃
坑
唐

氏
祠
左

一
在
墨
院
新
塘
采訪

文
武
帝
廟
一
在
五
星
大
嶺

一
在
關
公
山
村

文
武
帝
廟
奎
閣
在
亭
子
村

七
聖
廟
在
羊
角
墟

三
聖
廟
在
馬
畱
駕
村

潭
板
古
廟
在
潭
板
墟
祀
關
帝
天
后
俱

同

上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十
七

誠
敬
夫
人
古
廟
在
浮
山
下
霞
洞
坡
章志

國

朝

邑

舉

人

崔

翼

周

廟

碑

銘

自

來

葆

祠

肸

蠁

超

報

尤

功

玉

玢

豳

鎪

栞

殊

績

亦

有

軍

稱

娘

子

城

保

夫

人

虞

姥

麾

矟

直

梟

黃

巢

之

賊

馮

嫽

持

莭

威

宣

赤

谷

之

苻

以

帷

房

全

一

邑

績

著

建

州

率

命

婦

當

一

軍

垂

金

史

從

未

見

威

鳳

片

羽

高

翥

九

天

之

雲

墮

馬

半

粧

丕

振

三

朝

之

烈

十

州

戴

爲

聖

母

氛

掃

攙

槍

百

越

奉

若

神

君

靈

昭

巾

幗

如

我

郡

譙

國

洗

夫

人

者

英

誕

高

涼

偉

鍾

電

白

解

環

質

善

讀

閫

外

春

秋

踞

洞

跨

山

世

爲

越

中

首

領

丁

村

之

鄕

事

母

善

絫

言

壇

梁

州

之

治

規

兄

韙

消

怨

府

由

是

惪

心

日

著

讋

伏

者

十

萬

家

儋

耳

風

聞

褢

誠

者

千

餘

洞

羅

州

剌

史

羨

女

表

之

瑰

奇

高

郡

長

官

待

妃

耦

以

作

合

當

梁

大

同

初

夫

人

歸

相

馮

公

内

襄

府

治

北

燕

未

嫻

土

著

令

甲

難

施

南

巴

嚴

束

本

支

團

丁

俱

肅

居

無

何

敶

雲

四

起

海

水

羣

飛

臺

城

逞

烏

幔

之

兇

壽

陽

構

靑

絲

之

釁

金

甌

一

缺

隟

河

南

鐵

騎

五

千

聲

援

嶺

表

當

斯

時

也

援

臺

急

蕭

都

督

之

徵

高

涼

來

李

剌

史

之

召

石

門

烽

靖

下

瀨

無

驚

皋

口

纂

嚴

中

涓

欲

奮

韓

千

秋

爲

軍

鋒

之

冠

咆

哮

爭

先

蔡

道

恭

有

抗

禦

之

方

鼛

鳴

恐

後

而

夫

人

宏

謀

霜

照

秘

笇

雲

囘

豺

聲

未

振

預

狼

顧

之

藏

奸

虎

卧

潛

弢

密

伺

狐

鳴

之

發

難

旣

而

赤

水

海

翻

白

沙

埃

漫

湟

谿

烽

火

燄

煽

隱

磯

古

潘

邏

開

橫

浦

梁

大

寶

二

年

杜

平

虜

將

綘

頭

繞

騎

獢

逼

南

康

李

遷

仕

露

蜂

目

刁

鋒

哮

闞

西

垌

丈

夫

跳

此

不

渡

豈

曰

能

賢

夫

人

菆

不

抽

房

偏

出

奇

陳

媻

姗

勃

窣

犒

來

不

乃

之

羹

步

儋

殷

鱗

裝

成

眾

嫭

之

髻

香

花

繛

約

照

烏

循

而

鋒

藏

矢

森

嚴

對

雀

釵

而

斂

詎

知

腅

輸

栅

下

軍

過

中

兔

起

鳧

飛

陡

成

魚

麗

之

隊

函

霜

卻

月

瞥

驚

粉

黛

之

師

破

星

砦

而

鈷

搖

紅

拔

霜

幢

而

蘇

幕

凝

紫

上

山

鼓

噪

周

文

育

接

絙

以

登

因

壘

蚰

蜒

杜

僧

明

順

風

而

呼

吉

語

環

灨

石

以

電

馳

天

威

會

興

國

而

獨

立

非

池

上

物

早

識

一

代

之

英

雄

運

幄

中

籌

勉

贏

二

錢

之

資

斧

荀

女

鏖

突

牙

母

智

深

二

美

具

矣

百

節

知

矣

蓋

猶

未

乎

艱

鉅

也

泊

太

平

後

馮

君

羽

化

子

僕

啼

孤

卻

粉

慵

粧

永

斷

梨

花

之

夢

沃

燋

奉

漏

猶

庇

笆

箐

之

雲

然

而

時

當

改

玉

化

啟

生

金

下

若

天

開

始

興

龍

奮

陳

永

定

二

年

一

兒

趨

陛

覲

肅

曲

阿

之

儀

九

歲

起

家

寵

拜

陽

春

之

郡

向

使

馬

人

按

㨋

鶴

䣛

韜

黑

山

白

馬

之

卒

絶

跡

貞

陽

豬

突

豨

勇

之

夫

潛

形

盈

允

則

班

春

花

放

買

犢

風

清

夫

人

察

踞

胡

牀

見

肅

衣

幍

禕

而

也

迺

者

六

百

石

煽

孽

險

據

虎

門

十

二

壘

聯

棚

嵎

負

羊

后

白

衣

搖

櫓

人

來

三

水

招

招

赤

月

屯

旌

寨

控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十
八

二

禺

磊

磊

計

將

誘

烏

合

以

相

料

必

顧

鹿

駭

而

趫

奮

乃

夫

人

英

風

迅

發

顥

氣

怒

張

鳴

兩

代

之

忠

貞

聲

滿

天

地

鼓

五

馬

之

義

膽

驍

薄

雷

霆

迎

章

昭

達

以

入

事

密

聲

追

歐

陽

紇

於

勾

鏁

赫

標

幟

含

洭

口

上

破

竹

籠

之

二

千

潯

陽

江

中

斫

水

栅

之

三

伏

時

在

陳

宣

帝

太

建

二

年

庚

寅

春

二

月

也

馮

僕

以

夫

人

功

封

信

都

矦

加

平

越

中

郞

將

轉

石

龍

太

守

册

夫

人

爲

中

郞

將

石

龍

太

夫

人

犒

功

拜

天

府

之

䝼

鹵

簿

均

剌

史

之

儀

繡

憲

油

絡

映

鞲

以

兤

煌

旌

節

麾

幢

襯

步

搖

而

徶

㣯

此

雖

雍

容

裙

馬

難

與

爭

鋒

沙

里

裳

旗

難

與

比

敵

矣

且

夫

握

騎

虎

者

不

避

陗

陁

其

氣

壯

也

盤

根

錯

節

者

愈

著

叏

鋻

其

操

烈

也

當

至

德

中

春

州

之

轓

駕

淪

亾

嶺

海

之

沓

潮

震

盪

千

里

巴

馬

天

塹

橫

飛

四

面

黃

塵

甌

脱

聒

夫

人

内

輸

誠

外

扞

崇

義

斥

邏

臨

曲

江

之

隑

州

干

掫

指

新

瀧

之

逕

剖

欽

䲹

於

報

㵎

山

亦

分

茅

調

燭

龍

於

河

溓

風

無

驚

颶

境

攇

女

師

戶

倚

法

相

晏

如

也

乃

忽

聞

韋

洸

御

安

撫

之

詔

晉

王

遺

歸

化

之

書

昔

日

犀

獻

胡

帽

意

中

國

有

聖

人

今

時

井

辱

景

陽

信

江

東

無

王

氣

天

耶

人

耶

吾

相

吾

君

開

臨

平

之

草

廟

社

成

墟

驗

皂

筴

之

苻

英

雄

束

手

諸

公

誰

非

陳

國

之

臣

獨

有

叔

慎

毅

女

恨

不

男

子

之

志

奚

裨

建

康

遂

使

三

軍

斫

石

謈

呼

蠻

雲

七

萃

揮

戈

淚

翻

海

雨

除

熊

羆

之

當

道

徐

璒

未

是

可

人

迓

繡

衣

以

指

東

孫

魂

尙

堪

用

命

天

使

亦

好

官

員

眊

皆

内

屬

角

苻

不

驚

閭

互

牛

向

南

眠

尊

王

則

占

護

狨

軒

敉

民

則

維

婁

甌

駱

此

一

役

也

表

馮

魂

儀

同

三

司

册

夫

人

爲

宋

康

郡

夫

人

乃

鳯

舉

之

使

方

入

鴟

義

之

羣

陡

張

猖

披

禺

山

竿

摩

衡

嶺

黑

繪

依

䋩

星

撒

浛

赤

地

興

波

道

遮

呝

陿

當

時

朱

軒

窘

迫

六

纛

誰

扶

杖

鉞

之

威

白

隼

掀

翻

四

甄

盡

作

忸

之

勢

倘

使

夫

人

揚

帳

裏

絡

䌤

房

中

則

曹

景

宗

膽

勇

禦

寇

莫

制

海

心

之

蠻

黃

法

趫

捷

行

軍

難

破

江

門

之

壘

矣

乃

夫

人

力

糾

山

蠧

剸

盪

城

狐

憫

廉

車

之

跋

扈

秋

蹌

解

圍

遣

卿

子

以

折

衝

驞

駍

荷

引

去

二

千

士

習

流

貙

劉

欲

奮

瞥

見

十

四

變

可

擊

滯

偏

畱

此

時

威

風

凜

凜

難

緩

俘

馘

於

崇

朝

義

氣

觥

觥

敢

縱

所

親

以

八

議

於

是

執

孫

暄

於

嚴

命

孫

盎

以

前

驅

夫

人

據

鞍

帶

甲

批

亢

擣

虚

鼓

角

鳴

花

地

中

改

轅

而

北

梯

衝

舞

節

樓

上

遵

海

而

南

寶

矟

夾

錦

傘

齊

飛

脂

盝

緣

彀

騎

交

奮

士

爭

前

列

鼓

無

退

聲

會

裴

矩

兵

自

天

來

仲

宣

膽

破

知

馮

盎

勇

由

家

敎

佛

智

心

灰

排

攛

則

扼

㗋

舂

心

介

馬

則

追

尾

掩

火

山

光

鑭

照

成

雉

炬

之

威

蒲

㵎

歊

烝

噴

合

鹿

愿

之

陣

拔

鵶

羣

於

越

石

弩

牙

掃

雲

收

髑

髏

於

盧

亭

翠

睂

警

鶴

雙

角

山

下

旌

斾

風

揚

三

藏

營

前

兜

鍪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十
九

電

閃

而

夫

人

衯

裶

幓

纚

作

作

星

挼

撋

裙

釵

稜

稜

霜

氣

萑

苻

一

靖

毒

霧

潛

消

蠡

奏

交

迎

節

旄

竦

立

六

郡

良

家

子

擊

銅

鼓

以

椎

牛

四

廂

番

落

兒

吹

蘆

笙

以

跳

月

梧

岡

逖

聽

遣

部

落

扶

義

而

西

藤

邏

聞

舉

洪

頤

款

關

而

上

東

都

獻

捷

南

辮

傳

歌

野

慕

椎

髻

之

雄

朝

多

粉

題

之

烈

隋

開

皇

九

年

詔

拜

馮

盎

高

州

剌

史

宥

免

馮

暄

仍

拜

羅

州

剌

史

以

宋

康

邑

迴

授

馮

僕

之

妾

追

贈

馮

寶

廣

州

總

管

譙

國

公

册

夫

人

爲

譙

國

夫

人

仍

開

幕

府

便

宜

行

事

御

物

上

珍

賜

五

千

段

后

服

名

璫

寵

頒

一

襲

寶

山

麖

吼

恩

燾

榮

沾

旌

節

花

開

錦

城

曼

衍

荷

珠

松

之

節

蔮

結

雙

垂

焜

鞬

犢

之

丸

星

鐔

四

射

每

當

藏

彄

炙

走

馬

放

鳩

聖

齏

啜

薑

賢

媪

斟

桂

鶴

雲

旦

起

影

逗

香

車

燕

綵

雙

飛

光

照

勳

器

夫

人

三

朝

錫

裝

萬

花

輿

邵

勔

兒

孫

箴

勴

幼

達

事

三

代

主

業

讚

雲

雷

用

一

好

心

光

爭

日

月

韜

金

髤

而

㤀

焦

瘁

撫

環

帶

而

厪

殊

恩

忠

孝

之

報

禮

敎

之

敦

嶺

内

芔

然

也

特

是

丹

徼

泉

冽

飮

不

容

貪

炎

海

水

温

浴

應

去

酷

刀

筆

吏

不

可

爲

公

卿

擿

觖

趙

訥

勞

愁

身

實

以

憂

社

稷

密

付

張

融

輪

何

理

於

孝

亭

憫

此

豺

狼

當

路

章

已

封

於

長

史

殲

彼

蛟

辰

垂

涎

讀

奏

版

則

臺

閣

生

風

撫

藩

條

則

戟

戶

愛

日

於

時

敕

委

夫

人

招

慰

叛

夫

人

馳

四

乘

傳

列

十

餘

州

振

天

聲

於

海

嶠

雁

御

威

儀

宣

政

牓

於

珠

崖

蟬

粧

恩

信

鞭

揚

叱

撥

掩

映

桃

花

鬢

戴

蟠

龍

布

昭

英

簜

南

黎

千

二

百

峝

鳧

藻

承

流

西

樵

七

十

二

峰

蛾

伏

抱

馬

遂

至

五

嶺

花

明

萬

戶

春

盎

晏

鏡

濤

恬

海

珠

月

静

隋

文

帝

異

之

稱

使

者

之

御

以

女

兒

任

揚

節

制

之

命

有

國

士

風

賜

夫

人

臨

振

縣

湯

沐

邑

一

千

五

百

戶

贈

馮

僕

崖

州

總

管

平

原

郡

公

酬

庸

錫

地

比

石

窌

而

有

加

飛

紒

朝

天

視

丹

砂

而

愈

勵

洎

仁

夀

初

譙

國

夫

人

卒

賻

物

千

段

諡

曰

誠

敬

鐫

殊

勲

於

鹿

甒

象

鼎

完

勁

節

於

蛋

雨

炎

烟

於

虖

烈

矣

以

某

年

月

日

葬

於

山

兜

之

原

郡

邑

閭

社

多

廟

祀

之

明

洪

武

初

敕

封

高

涼

郡

夫

人

夫

功

德

在

民

雖

宫

壺

而

必

報

勤

勞

定

國

對

而

增

虔

府

治

東

門

外

繡

橑

堊

新

函

香

偊

旅

但

蕭

何

功

最

得

鄂

君

乃

益

明

魏

郎

才

麤

制

曹

碑

其

何

補

嘉

善

黃

霽

靑

先

生

來

守

我

郡

采

風

擷

藻

紀

迹

抽

妍

故

事

下

問

於

仲

舒

地

志

勤

乎

王

泰

翼

周

爲

訂

圖

經

隋

唐

之

豐

碑

已

佚

幸

居

桑

梓

湖

山

之

宴

娭

尤

靈

爰

㴑

前

修

不

辭

固

昧

爲

攄

夫

人

舄

奕

之

蹟

樹

之

槐

睂

用

勖

男

子

昭

忠

之

忱

炳

諸

麟

閣

銘

曰

洗

夫

人

女

中

豪

抗

喬

嶽

負

神

韜

朝

南

北

貞

一

操

芟

犄

角

鉗

檮

饕

敉

提

天

綱

安

三

朝

鏤

太

常

五

嶺

高

高

涼

下

浮

山

陽

張

錦

傘

靖

氛

狼

勛

高

旌

節

光

戶

祝

㽅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醪

香

廟

貌

古

后

獅

蒼

東

坡

謁

隃

麋

缺

翠

珉

糢

糊

口

碑

愈

切

嶺

雲

垂

英

風

烈

虹

開

玉

照

光

岳

岊

此

銘

補

斯

碣

夫

人

奕

奕

況

奇

傑

章
志
案
誠
敬
夫
人
廟
卽

譙

國

夫

人

廟

輿
地
紀
勝
載
電
白

今
通
志
云
不
知
所
在
當
是
宋
時
建
攷
電
白
洗
夫

人
廟
霞
洞
最
古
馮
盎
爲
夫
人
之
孫
唐
時
家
於
良

德
卽
霞
洞
堡
地
宋
署
靈
山
知
縣
崔
本
厚
卽
其
地

建
廟
後
與
鄕
人
王
姓
重
修
分
設
二
像
祀
之
古
驛

路
由
獅
子
舗
至
驛
嶺
塘
至
油
麻
坡
入
高
州
下
化

州
至
雷
瓊
皆
經
過
此
廟
驛

路

斷

崖

十

尺

烽

故

址

猶

存

以
在
晏

公
嶺
之
陽
土
人
名
晏
公
廟
內
有
鐵
爐
一
款
識
破

壞
不
可
辨
石
龜
一
石
狗
二
石
獅
一
皆
唐
宋
時
物

今
存

宋

蘇

軾

詩

馮

洗

古

烈

婦

翁

媪

國

於

兹

䇿

勳

梁

武

後

開

府

隋

文

時

三

世

更

險

易

一

心

無

磷

淄

錦

繖

平

積

亂

犀

渠

破

羣

疑

廟

貌

空

復

存

碑

版

漫

無

辭

我

欲

作

銘

志

慰

此

父

老

思

遺

民

不

可

問

僂

句

莫

余

欺

犦

牲

菌

雞

卜

我

嘗

一

訪

之

銅

鼓

葫

蘆

笙

歌

此

送

迎

詩

案
東
坡
未
嘗
至
高
州
城
此
詩
係
由
古
驛
路
經
過

洗
廟
擬
古
所
作
今
附
於
此

山
兜
娘
娘
廟
在
山
兜
鄕
丁
村
卽
譙
國
夫
人
故
里
道

光
五
年
重
修

國

朝

信

宜

訓

導

吳

蘭

修

齊

天

樂

詞

吹

晴

畫

角

鳴

咽

陰

陰

繡

旗

高

簇

玉

偑

依

稀

鸞

和

遠

近

風

燄

一

雙

紅

燭

眾

香

齊

祝

願

海

水

無

波

稻

花

長

熟

盡

刀

鐶

萭

家

春

草

買

黃

犢

當

年

猶

憶

叱

咜

念

河

山

破

碎

誰

整

殘

局

娘

子

軍

聲

夫

人

城

壘

雞

犬

都

依

威

福

鼓

音

鹿

速

又

擊

碎

銀

釵

送

神

淸

曲

風

裊

雲

飛

接

天

桑

柘

綠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一

洗
太
夫
人
廟
在
縣
城
北
長
樂
街
靑
蓮
庵
右
明
成
化

閒
建

國
朝
順
治
十
七
年
知
縣
相
斗
南
重
修
康
煕

五
十
六
年
知
縣
周
文
傑
重
修
嘉
慶
丙
子
署
電
茂
場

大
使
武
廷
選
重
修
添
設
一
亭
章志

國

朝

知

縣

相

斗

南

記

嘗

讀

祭

法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菑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夫

以

勞

定

國

禦

大

菑

捍

大

患

乃

烈

丈

夫

之

所

爲

而

出

於

婦

人

女

流

手

此

千

古

之

所

未

有

也

予

治

電

之

明

年

風

和

雨

順

海

若

之

波

不

揚

莊

山

之

日

愈

麗

展

謁

祠

宇

揖

洗

太

夫

人

廟

一

時

父

老

相

與

重

修

而

鼎

新

之

及

披

閱

邑

乘

所

載

述

洗

氏

之

功

德

甚

詳

夫

人

在

家

訓

時

卽

有

籌

略

之

才

勉

兄

以

勿

掠

鄰

疆

似

曉

於

王

師

之

大

義

迨

梁

大

同

初

適

高

涼

馮

太

守

識

力

超

人

觀

其

不

輕

信

李

遷

仕

之

紿

身

率

大

軍

卒

成

襲

擊

之

功

自

與

陳

覇

先

會

兵

於

贛

而

預

識

其

非

常

人

嗣

是

馮

太

守

捐

館

子

僕

尚

幼

有

嶺

表

之

亂

夫

人

又

懷

集

百

越

諸

州

獲

晏

然

之

福

至

陳

永

定

中

有

歐

陽

紇

叛

而

夫

人

又

提

兵

扼

境

迎

章

昭

遠

夾

攻

以

平

之

當

時

陳

主

遣

使

持

節

敕

命

爲

石

龍

夫

人

儀

從

一

如

剌

史

及

隋

開

皇

時

遣

孫

暄

帥

師

迎

韋

洸

以

定

嶺

南

已

而

王

仲

宣

圍

洸

於

廣

州

城

遣

兵

斬

陳

佛

智

敗

仲

宣

於

南

海

所

異

者

夫

人

躬

擐

甲

胃

乘

馬

護

衞

裴

舉

捧

詔

以

要

撫

嶺

表

諸

州

維

時

嘉

其

有

功

進

譙

國

夫

人

開

幕

建

牙

懸

肘

後

印

便

宜

行

事

其

孫

盎

與

暄

俱

拜

剌

史

不

居

然

大

將

軍

哉

歲

時

夫

人

嘗

以

陳

梁

賜

物

遍

示

子

孫

以

爲

忠

孝

之

報

更

䝉

上

賞

賜

湯

沐

邑

逝

後

得

與

諡

典

其

所

以

酬

夫

人

者

洵

亦

不

誣

夫

折

衝

禦

侮

男

子

之

所

有

事

也

而

夫

人

以

女

流

壯

糾

桓

之

氣

建

底

定

之

勳

不

亦

奇

乎

女

中

奇

男

子

千

古

推

爲

第

一

可

與

郭

汾

陽

霍

嫖

姚

並

傳

不

朽

女

流

以

坤

柔

爲

德

而

夫

人

以

剛

勇

見

節

功

德

著

於

當

時

尸

祝

及

於

後

世

按

夫

人

實

爲

舊

電

白

人

電

邑

奉

祀

宜

也

今

高

涼

亦

大

廟

貌

焉

爲

一

郡

所

重

非

盛

德

有

以

感

人

焉

能

聲

施

不

絶

耶

因

憶

先

君

令

武

功

時

邑

志

首

載

蘇

若

蘭

織

錦

迴

文

堪

續

離

騷

予

令

電

邑

讀

電

志

亦

載

洗

夫

人

提

兵

捍

患

功

垂

鼎

銘

故

蘇

氏

之

能

文

洗

氏

之

能

武

均

女

流

之

所

難

而

予

適

於

兩

地

之

邑

乘

見

之

真

女

中

之

丈

夫

也

嗚

呼

夫

人

之

功

偉

矣

安

撫

嶺

南

諸

郡

以

勞

定

國

者

也

至

剪

逆

謀

定

大

亂

攝

服

洞

獠

堅

赤

心

以

向

天

子

識

時

審

勢

卜

天

命

之

向

背

如

祀

典

所

云

能

禦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二

大

菑

而

捍

大

患

者

非

夫

人

其

誰

屬

哉

余

治

電

之

餘

朔

望

仰

止

重

夫

人

之

德

表

夫

人

之

功

而

深

信

尸

祝

之

在

人

心

也

是

爲

記

知

縣

周

文

傑

記

余

嘗

讀

史

至

梁

陳

五

代

時

見

天

下

四

分

五

裂

竊

名

號

而

肆

貪

虐

者

在

在

多

有

獨

高

涼

洗

氏

以

一

婦

人

乃

能

知

大

義

廩

朝

廷

約

束

屢

定

旤

亂

安

輯

嶺

南

十

餘

州

不

罹

鋒

鏑

其

豐

功

偉

烈

不

特

當

時

倚

賴

卽

傳

之

後

世

亦

足

以

照

耀

史

册

光

被

無

窮

焉

余

不

禁

慨

然

欣

慕

不

置

云

歲

甲

午

需

次

銓

曹

除

授

吳

江

令

旋

奉

旨

調

電

白

縣

蒞

任

之

初

巡

行

周

示

其

地

南

臨

大

海

浩

淼

無

際

涎

蛟

妖

蜃

之

屬

伏

島

嶼

而

弄

波

濤

者

往

來

瞬

息

北

則

崇

巒

叠

嶂

界

連

春

江

不

逞

之

徒

聚

散

莫

可

蹤

跡

爲

高

郡

之

巖

邑

余

惴

惴

惟

以

隕

越

是

懼

按

志

洗

夫

人

實

產

於

電

有

墓

在

舊

縣

城

外

至

明

成

化

四

年

以

山

寇

侵

擾

廢

舊

縣

并

遷

神

電

衞

城

城

之

西

北

隅

立

夫

人

廟

有

司

春

秋

致

祭

所

以

激

發

人

心

忠

義

之

氣

而

昭

示

來

茲

甚

盛

典

也

歲

久

廟

日

頽

廢

祀

祭

之

禮

益

懈

不

虔

民

間

水

旱

風

潮

疾

病

寃

抑

事

無

巨

細

莫

不

禱

於

夫

人

而

破

宇

荒

墀

人

幾

無

所

赴

愬

豈

非

司

此

土

者

之

責

哉

乃

遂

捐

俸

重

修

同

城

文

武

洎

紳

衿

士

民

咸

樂

輸

恐

後

於

是

庀

材

鳩

工

朽

者

易

之

缺

者

補

之

殿

廡

門

庭

翼

然

愌

然

入

廟

者

然

後

齋

肅

起

敬

考

之

祀

典

曰

有

功

德

於

民

者

則

祀

之

能

捍

大

災

禦

大

患

者

則

祀

之

夫

高

涼

在

當

日

爲

百

粤

地

中

朝

未

嘗

爲

設

立

官

職

成

屬

土

豪

分

據

夫

人

之

父

若

兄

夫

若

子

皆

世

之

長

其

士

者

其

時

聲

敎

未

通

朝

廷

亦

特

覊

縻

之

而

已

乃

夫

人

生

而

賢

明

多

籌

略

善

撫

循

部

眾

舉

動

一

本

於

忠

義

相

其

夫

子

敎

其

子

若

孫

俱

能

盡

心

向

天

子

無

異

志

歴

受

陳

隋

褒

嘉

寵

踰

格

迨

明

太

祖

又

封

爲

高

涼

郡

夫

人

春

秋

崇

祀

蓋

夫

人

之

功

德

被

民

捍

大

災

而

禦

大

患

者

屢

矣

其

祠

宇

俎

豆

遍

於

高

涼

理

固

宜

然

况

電

爲

夫

人

父

母

之

邦

生

長

之

地

雖

其

神

無

所

不

之

而

靈

爽

式

憑

於

電

邑

當

尤

惓

惓

也

而

廟

貌

勿

稱

崇

德

報

功

之

謂

何

遂

委

荒

烟

蔓

草

閒

乎

且

余

修

之

之

意

又

不

止

此

也

夫

忠

孝

節

義

根

於

天

性

人

心

原

所

自

有

惟

是

稟

氣

之

偏

受

物

欲

之

蔽

則

漸

至

澌

滅

消

亾

而

不

覺

使

有

人

振

作

而

鼓

舞

之

莫

不

油

然

以

生

奮

然

以

起

者

止

還

其

固

有

非

由

於

外

鑠

也

在

明

季

時

山

賊

海

寇

擾

亂

屠

刼

無

虚

日

官

吏

將

士

畏

縮

不

敢

前

不

肖

者

更

殺

百

姓

以

邀

功

設

其

時

有

如

夫

人

者

能

撫

其

民

人

激

勵

將

士

又

何

至

於

殺

戮

無

辜

鹵

掠

無

已

時

耶

電

巖

邑

也

山

海

交

錯

不

無

隱

憂

二

三

十

年

來

海

不

揚

波

山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三

無

伏

莽

固

由

聖

天

子

之

威

靈

有

以

震

讋

而

攝

服

之

然

安

不

㤀

危

治

不

㤀

亂

修

身

任

地

方

者

尤

宜

畱

意

預

防

思

所

以

振

作

鼓

舞

之

則

夫

人

之

神

靈

在

天

爲

星

辰

在

地

爲

河

嶽

自

能

潛

護

而

默

佑

是

則

余

重

修

之

志

也

夫

工

始

於

康

煕

五

十

四

年

九

月

訖

於

十

一

月

凡

三

閱

月

而

告

成

又

二

年

乃

勒

后

誌

其

始

末

繼

此

而

修

廢

舉

墜

不

能

無

望

於

後

來

之

君

子

是

爲

記

知

縣

周

文

傑

詩

巾

幗

遵

王

度

鬚

睂

拜

下

風

百

蠻

誰

保

障

五

代

孰

精

忠

城

比

夫

人

大

軍

稱

娘

子

雄

千

年

垂

俎

豆

聊

以

報

豐

功

山

陰

趙

峒

詩

四

自

當

年

保

障

在

蠻

荒

千

里

提

封

食

德

長

五

代

忠

貞

昭

史

䇿

自

應

廟

貌

遍

高

涼

金

戈

鐵

馬

據

歐

陽

大

義

㤀

親

識

最

長

更

有

雙

眸

明

似

鏡

陳

矦

一

見

歎

非

常

神

電

鍾

靈

是

故

鄕

春

秋

士

女

報

蒸

嘗

河

淸

海

晏

無

他

事

擊

鼓

吹

簫

樂

歲

穰

使

君

歌

舞

此

巖

疆

翬

翼

山

高

共

水

長

蕉

荔

祗

今

炎

海

上

猶

存

錦

繖

月

昏

黃

洗
太
夫
人
廟
一
在
黃
嶺
墟

一
在
觀
珠
墟

一
在

石
閣

一
在
水
東
墟

一
在
登
樓
山
村

一
在
山

北
村

一
在
雙
木
村

一
在
浮
山
龍
鬚
巖
采訪

鎮
武
廟
在
北
門
嘉
慶
六
年
重
修
章志

玉
虚
宫
一
在
水
東
墟

一
在
沙
瑯
墟

一
在
大
牙

墟

一
在
浮
山
企
石
嶺

一
在
正
村
碧
潭
山

一

在
潭
阪
洋

一
在
新
村
采訪

龍
王
廟
在
城
東
三
里
望
海
樓
旁
嘉
慶
十
八
年
知
縣

包
錦
燦
修
章志

光
緖
十
五
年
重
修
采訪

天
后
宫
在
南
門
外
明
指
揮
李
讓
建
康
煕
二
十
二
年

協
守
左
都
督
程
邦
重
修
有

記

見

章

志

邑

拔

貢

康

景

平

記

天

下

能

捍

大

災

禦

大

患

而

不

廟

食

千

秋

者

未

之

有

也

况

聖

母

神

靈

顯

赫

捍

災

禦

患

迴

出

常

如

電

南

城

外

有

廟

數

楹

國

初

以

來

屢

著

靈

應

其

尤

異

者

莫

如

嘉

慶

初

年

洋

匪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四

猖

獗

沿

海

一

帶

連

年

不

靖

如

火

燎

原

愈

撲

愈

熾

電

村

鄕

不

時

戒

嚴

辛

酉

八

月

賊

魁

張

保

大

合

羣

醜

泊

舟

蓮

港

稱

數

百

號

誓

日

屠

城

當

是

時

城

經

大

雨

垣

墻

多

塌

㤇

焰

燭

天

官

兵

眾

寡

不

敵

奸

人

乘

閒

往

往

輒

起

内

應

危

在

旦

夕

而

聖

母

特

呵

護

之

震

動

神

威

於

中

秋

前

一

夜

三

鼓

猶

月

明

如

晝

俄

烏

雲

忽

起

烈

風

暴

作

波

閴

浪

擊

未

雞

鳴

樓

櫓

盡

壞

賊

溺

死

者

不

可

勝

算

惟

張

保

一

二

艘

尫

風

遯

去

有

吹

上

海

旁

園

野

者

兵

民

相

率

拘

執

繩

貫

索

縛

得

百

餘

人

而

殲

之

夫

以

城

中

生

靈

沐

聖

天

子

厚

澤

深

仁

將

二

百

年

非

藉

神

力

陰

爲

除

逆

其

愁

慘

尙

堪

言

哉

如

是

當

事

奏

聞

未

至

皇

上

已

見

諸

夢

深

爲

嘉

歎

下

部

議

謂

叠

次

褒

封

已

極

無

容

再

加

遂

進

封

先

代

稹

慶

公

并

命

重

臣

某

齎

御

香

至

廟

行

禮

又

頒

賜

御

祭

天

后

聖

母

扁

額

雖

曰

表

異

亦

徵

實

也

後

香

火

益

盛

平

舅

氏

城

南

國

學

黎

淸

瑞

號

秀

巖

鄕

舉

能

斌

號

兩

琦

公

之

孫

兩

琦

公

於

嘉

慶

元

年

曾

倡

修

斯

廟

道

光

元

年

秀

巖

再

修

卝

四

年

颶

風

頻

發

柱

折

瓦

飛

勢

將

傾

倒

秀

巖

目

擊

心

驚

又

倡

首

重

建

不

憚

勞

瘁

先

出

經

費

千

餘

貫

鳩

工

庀

材

森

棟

宇

飾

金

容

自

正

殿

饗

堂

以

至

兩

廊

大

門

外

設

後

殿

三

閒

祀

神

先

代

巍

然

煥

然

觀

瞻

甚

壯

秀

巖

能

人

所

難

不

可

謂

非

克

承

先

志

已

是

役

也

經

始

於

戊

申

七

月

告

竣

於

己

酉

五

月

司

其

事

者

茂

才

邱

鳳

山

封

君

區

世

康

等

助

捐

者

城

鄕

内

外

官

紳

士

民

商

賈

芳

名

並

泐

諸

石

落

成

日

僉

屬

平

爲

之

記

平

竊

維

世

居

城

北

有

以

知

神

之

靈

感

神

之

惠

僃

悉

秀

巖

若

舅

氏

倡

捐

之

勞

覼

縷

言

之

以

俟

將

來

志

乘

之

載

筆

者

或

曰

聖

母

水

神

江

淮

河

漢

多

顯

靈

跡

不

獨

吾

電

也

然

平

在

電

言

電

何

必

摭

他

鄕

方

見

廟

食

千

秋

之

不

朽

哉

天
后
宫
一
在
水
東
墟
道
光
五
年
博
茂
場
大
使
韓
紹

荆
重
建
並
置
產
業
爲
每
年
賽
神
之
需
章志

一
在
博
賀

一
在
沙
瑯
墟
三
勝
嶺

一
在
東
樓
村
采訪

臨
水
廟
在
城
南
小
街
明
洪
武
閒
建
嘉
靖
閒
增
修
舊志

國
朝
嘉
慶
二
十
年
重
修
神

福

建

臨

水

人

姊

妹

陳

林

李

三

人

能

催

生

護

產

明

洪

武

三

年

抽

福

建

餘

丁

調

神

電

衞

帶

像

立

祠

祀

之

後

廢

嘉

慶

十

八

年

復

建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五

周
程
朱
張
先
賢
祠
在
儒
學
東
今
廢
原

有

塘

七

口

以

供

祀

事

見

舊

志

旗
纛
廟
在
縣
治
後
今
廢
章志

聖
仙
古
廟
在
田
心
村
采訪

靈
聖
宫
在
雙
木
口

靈
聖
南
山
廟
在
雙
木

俱

同

上

忠
烈
黃
矦
廟
在
縣
東
北
十
里
莊
垌
嶺
麓
神
名
十
九

殉
國
難
贈
忠
烈
矦
舊志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重
修
章志

明

邑

貢

楊

之

秀

詩

孤

拳

捧

日

衞

中

州

輔

駕

功

高

第

一

流

忠

卻

北

風

威

萬

里

烈

超

南

極

氣

千

秋

趙

家

平

勃

終

扶

漢

宋

代

夷

齊

不

食

周

崖

嶺

朝

堂

今

不

改

莊

山

古

廟

永

封

矦

節
孝
祠
在
蓮
峰
書
院
右
雍
正
二
年
建
後

嘉
慶
元

年
署
知
縣
黃
定
文
重
修
道
光
五
年
知
縣
葉
廷
芳
捐

俸
增
建
二
座
同土

署

知

縣

葉

廷

芳

碑

記

蓋

聞

宇

宙

之

閒

㒺

非

正

氣

所

充

塞

而

氣

鍾

於

人

男

則

爲

忠

爲

孝

女

則

爲

節

爲

烈

惟

忠

孝

節

烈

之

永

著

斯

以

見

人

心

風

俗

之

醕

我

國

家

郅

治

數

百

年

來

人

倫

日

厚

風

俗

日

隆

無

非

重

節

義

以

勵

廉

恥

之

大

防

所

以

婦

節

女

烈

特

隆

旌

典

不

徒

建

坊

以

標

其

名

復

立

祠

以

崇

其

祀

此

朝

廷

德

意

所

昭

而

在

親

民

之

官

所

當

悉

心

經

理

而

振

作

之

者

也

余

於

乙

酉

春

由

曲

江

移

宰

斯

邑

適

纂

修

邑

志

編

列

女

傳

觀

舊

志

所

載

並

查

請

旌

節

婦

案

卷

舉

報

節

孝

者

甚

屬

寥

寥

然

一

邑

之

中

矢

志

靡

他

歷

久

不

渝

其

節

者

自

不

乏

人

亦

有

蓬

戶

繩

樞

窮

窘

之

家

或

子

孫

式

微

未

能

舉

報

勢

所

不

免

以

致

老

死

湮

沒

而

名

不

彰

殊

堪

憫

惻

爰

集

各

鄕

紳

耆

各

舉

所

知

或

現

在

者

或

已

沒

者

先

後

採

訪

呈

縣

得

百

餘

人

於

是

悉

附

已

旌

之

末

以

爲

待

旌

編

之

志

乘

然

此

特

以

誌

其

名

尤

當

以

隆

其

祀

查

邑

中

舊

有

節

孝

祠

在

蓮

峰

書

院

之

西

祠

宇

狹

隘

且

年

久

傾

頽

幾

至

廢

弃

憑

弔

久

之

尤

足

動

人

觀

感

之

思

欲

捐

資

以

爲

重

建

商

之

電

茂

場

賜

公

亦

樂

共

襄

厥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六

事

各

捐

廉

一

百

金

鳩

眾

紳

庶

捐

助

湊

集

成

數

治

材

興

工

將

舊

祠

而

恢

廓

之

增

爲

二

進

前

爲

門

中

爲

堂

後

爲

室

作

木

龕

二

堂

室

各

一

分

别

己

旌

未

旌

者

而

祀

之

至

有

採

訪

所

舉

報

在

後

者

亦

聽

其

隨

時

而

入

主

祠

主

旣

成

復

籌

公

項

生

息

以

爲

春

秋

祭

祀

經

費

除

修

祠

外

尙

存

公

項

一

百

兩

置

之

當

商

生

息

每

年

得

息

若

千

分

爲

春

秋

二

祭

之

需

不

必

經

官

吏

之

手

舉

首

事

一

人

專

司

其

事

祭

期

請

官

致

祭

節

孝

子

孫

亦

令

隨

時

與

祭

如

此

庶

幾

可

垂

永

久

不

至

荒

廢

泯

滅

而

無

存

乎

覩

斯

祠

也

其

將

有

頑

廉

懦

立

之

風

乎

未

可

知

也

爰

爲

之

記

李
衞
公
廟
一
在
城
南
大
洋
放
雞
山
中
章志

一
在
蓮

頭
西
海
澳

一
在
蓮
赤
堡
蘆
前
海
濱

一
在
爵
山

村
采訪

陳
李
總
爺
廟
一
在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博
賀
村

一
在

博
賀
墟

一
在
赤
水
鎮
白
廟

一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白
蕉
山
祀
明
總
兵
陳
珙
應
襲
指
揮
李
樹
績
陳

珙

與

海

賊

李

□

奇

戰

敗

赴

水

死

時

魁

奇

勢

甚

張

欲

犯

縣

城

李

樹

績

單

舸

說

賊

退

去

土

人

感

之

爲

立

廟

章

志

鎮
東
廟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水
東
墟
乾
隆
年
建
嘉
慶
六

年
博
茂
場
大
使
楊
星
燿
以
義
勇
何
阿
六
祔
祀
西
廡

道
光
五
年
博
茂
場
大
使
韓
紹
荆
重
修
楊

星

燿

紀

何

阿

六

死

事

碑

略

何

阿

六

廣

東

順

德

人

捕

魚

爲

生

當

海

盜

充

斥

廢

業

寄

居

水

東

爲

篙

師

嘉

慶

六

年

八

月

海

盜

鄭

一

東

海

八

等

鈎

安

南

夷

連

檣

四

十

號

攻

赤

水

港

場

無

僃

兵

場

役

李

忠

陳

勝

偕

阿

六

借

綱

局

挺

刃

禦

寇

盜

已

蜂

擁

登

岸

阿

六

舞

刀

傷

數

盜

格

鬬

良

久

刀

柄

震

裂

不

能

握

身

受

十

七

鎗

陷

鹽

田

泥

中

典

庫

鄧

儒

元

散

財

募

眾

逐

盜

盜

遂

退

眾

舁

阿

六

歸

越

日

死

星

燿

立

神

主

招

魂

祭

之

從

祀

鎮

東

廟

酉

廡

下

憫

其

死

而

報

之

祭

以

告

後

之

捍

水

東

者

齊
天
宫
在
城
南
街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七

五
顯
廟
在
城
西
南
隅
小
街
俱

同

上

廣
福
宫
一
在
五
顯
廟
右
邉
一
在
西
街
穀
行
一
在
墨

院
戯
臺
嶺
一
在
樹
標
嶺
采訪

廣
恤
祠
在
縣
東
郊
外
校
場
武
廟
左
乾
隆
六
十
年
守

僃
王
應
詔
把
總
邵
隆
光
倡
建
祀
死
事
把
總
傅
君
彰

并
兵
丁
三
十
一
人
君

彰

者

廉

州

人

時

安

南

招

納

海

寇

劫

掠

外

洋

有

寇

僞

作

提

軍

船

人

港

君

彰

船

迎

之

被

畱

君

彰

拔

刀

斫

一

賊

躍

入

水

與

三

十

一

人

俱

遇

害

有

一

兵

吳

漢

勇

隱

身

舵

尾

向

見

漢

勇

善

水

自

放

雞

外

洋

逃

歸

賊

追

不

及

具

述

其

事

人

咸

哀

之

爲

立

祠

以

遭

風

報

未

及

恤

典

石
古
廟
在
城
西
南
角
嘉
慶
十
七
年
重
修
明

尚

書

王

宏

誨

未

遇

時

過

此

卜

神

得

解

手

書

扁

額

猶

存

章

志

一
在
城
東
北
隅
采訪

盛
公
祠
在
迎
恩
街
祀
明
嶺
西
道
盛
萬
年
明

巡

按

御

史

南

海

王

學

曾

記

太

僕

寺

少

卿

古

岡

何

熊

祥

篆

額

廣

西

平

樂

府

富

川

縣

知

縣

邑

人

張

文

耀

書

丹

今

佚

遺
愛
祠
在
縣
治
東
南
學
署
後
明
萬
歴
十
八
年
爲
知

縣
王
許
之
張
希
皋
建
今
廢
舊志

林
公
祠
在
城
西
郊
浴
龍
河
之
上
爲
明
知
縣
林
夢
琦

建
今
廢
有

明

大

學

士

黃

土

俊

記

翟
公
祠
在
城
西
郊
之
南
爲
明
知
縣
翟
拱
辰
建
今
廢

王
公
祠
在
城
東
郊
望
海
樓
北
爲
明
參
政
王
民
順
建

今

移
祀
公
像
於
安
定
西
偏
有

黃

土

俊

碑

記

二
張
公
祠
一
在
舊
按
察
分
司
南
爲
明
參
將
張
榜
建

一
在
城
東
爲
參
將
張
大
可
建

汪
公
祠
在
城
西
武
安
大
街
順
治
九
年
建
祀
遊
擊
汪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八

宗
宏

范
公
祠
在
東
門
大
街
雍
正
二
年
建
祀
守
僃
范
高
爵

邑

舉

人

謝

大

偉

記

守

府

范

公

諱

高

爵

號

伯

長

潮

之

澄

江

人

也

淍

儻

慷

慨

投

筆

從

戎

康

煕

五

十

年

蒞

電

白

營

中

軍

至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以

勤

勞

王

事

卒

於

官

署

營

中

之

人

裘

如

考

妣

越

二

載

咸

切

追

慕

不

能

自

已

乃

僉

議

捐

囊

以

爲

建

祠

永

祀

計

自

雍

正

二

年

倡

議

經

營

蓄

材

擇

地

至

雍

正

七

年

始

買

地

東

門

大

街

小

吉

興

工

經

始

於

孟

秋

落

成

於

仲

冬

闔

營

弁

士

以

余

之

習

於

公

也

相

與

求

之

文

以

記

之

余

曰

范

公

之

文

采

風

流

余

嘗

於

周

旋

樽

俎

閒

得

其

槪

矣

至

於

營

中

戎

政

未

審

其

詳

也

不

知

諸

君

何

以

沒

世

而

追

思

不

㤀

若

是

眾

爲

僃

述

其

恩

威

並

濟

恤

下

殷

勤

德

惠

深

厚

等

事

甚

悉

余

聞

而

歎

日

善

哉

盛

德

感

人

之

深

一

至

此

乎

乃

今

而

知

峴

山

墮

涙

之

碑

史

册

所

傳

信

不

誣

也

昔

羊

祐

坐

鎮

襄

陽

每

風

景

時

登

峴

山

嘗

顧

謂

從

事

中

郞

鄒

湛

等

日

自

有

宇

宙

便

有

此

山

由

來

賢

達

勝

士

登

此

遠

望

如

我

與

卿

者

多

矣

皆

湮

滅

無

聞

使

人

悲

傷

如

百

歲

後

有

知

魂

魄

猶

應

登

此

也

湛

曰

公

德

冠

四

海

道

嗣

前

哲

令

聞

令

望

必

與

此

山

俱

傳

至

若

湛

輩

乃

當

如

公

言

耳

當

其

時

彼

豈

有

意

後

日

墮

淚

之

碑

哉

蓋

其

輕

裘

緩

帶

之

風

所

以

感

人

者

素

至

使

敵

國

之

人

减

翕

然

悅

服

稱

爲

羊

公

而

不

名

雖

因

病

饋

藥

而

且

莫

疑

其

有

酖

人

羊

叔

子

者

此

墮

淚

之

碑

所

以

見

名

於

杜

預

也

今

范

公

之

秩

位

不

及

於

羊

身

後

之

追

思

不

減

於

昔

苟

非

其

生

前

德

澤

之

實

有

令

人

沒

世

不

忘

者

豈

易

得

此

視

世

之

威

制

一

時

雖

有

私

恩

小

惠

要

結

之

術

而

當

時

則

諛

沒

則

已

焉

者

相

去

何

啻

霄

壤

然

則

今

日

范

公

之

祠

雖

謂

卽

峴

山

墮

淚

之

碑

可

也

於

是

乎

書

蔣
公
祠
在

文
昌
廟
西
偏
祀
知
縣
蔣
善
功
公

居

官

慈

惠

倡

建

考

棚

士

民

德

之

立

生

祠

祈
雨
廟
在
城
西
七
十
里
七
逕
嶺
麓
俱

同

上

祈
雨
壇
在
五
藍
鼇
頭
嶺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章志

一
在

水
東
赤
鱗
山
城
西
七
十
里
有

柱

目

五

旱

時

穿

目

祈

禱

甚

驗

采

訪

雨
應
廟
在
城
西
八
十
里
正
村
碧
潭
山
明
萬
歷
年
建



ZhongYi

電
白
縣
志
卷
五
建
置
一

壇
廟

二
十
九

國
朝
光
緖
四
年
重
修
采訪

雷
府
廟
在
城
西
七
十
五
里
靑
河
渡
章志

陳
羅
古
廟
在
城
西
八
十
里
水
東
墟
同上

盤
古
廟
一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蛟
潭
鎮

一
在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那
臺
鄕
章志

一
在
上
姚
村

一
在
麻
岡
村

一
在
馬
場
甲
堡
紅
衙
廟
村
采訪

劉
三
太
廟
一
在
縣
西
七
十
五
里
浮
山
下
牛
籠
嶺
□生

崔

華

章

建

一
在
縣
北
二
里

一
在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坡

仔
嶺
上

一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馬
踏
墟
嶺
上
道
光
五

年
建
相

傳

新

興

劉

氏

女

善

歌

仙

去

今

春

電

二

邑

多

建

其

廟

祈

禱

必

應

章

志

案
粤
中
見
聞
錄
劉
三
妹
新
興
人
生
唐
中
宗
時
年

十
二
善
爲
歌
游
戲
得
道
往
來
兩
粤
溪
峝
間
解
諸

蠻
語
後
與
白
鶴
鄕
一
少
年
登
山
而
歌
人
環
觀
之

七
日
夜
歌
聲
不
絶
俱
化
爲
石
陽
春
志
但
云
不
知

何
代
列
入
明
朝
然
輿
地
紀
勝
有
劉
三
妹
歌
仙
石

是
宋
以
前
已
有
此
說
矣

福
興
祖
廟
在

鷯

寨

嶺

三

閒

一

祀

關

聖

醫

靈

康

帝

一

祀

文

昌

一

祀

二

十

四

姓

始

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