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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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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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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畫

同

體

而

未

分

無

以

傳

其

意

故

有

書

無

以

見

其

蹤

故

有

畫

洎

虖

有

虞

作

繪

旣

就

彰

施

仍

深

比

像

于

是

黼

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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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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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觀

故

能

揖

讓

而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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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爲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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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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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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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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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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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造

化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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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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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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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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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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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海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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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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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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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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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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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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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姦

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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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昭

等

威

而

肅

軌

度

以

忠

以

孝

盡

在

雲

臺

有

烈

有

勳

皆

登

麟

閣

所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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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不

能

載

其

形

詠

其

美

不

能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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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者

圖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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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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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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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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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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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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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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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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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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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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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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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腕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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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不

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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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一

手

也

先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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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進

于

道

又

不

獨

出

自

家

學

嘗

于

古

今

眞

蹟

靡

不

臨

摹

兼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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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更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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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深

得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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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意

非

黃

華

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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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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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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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授

非

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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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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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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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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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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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縱

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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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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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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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薦

紳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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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應

物

亡

能

存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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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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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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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境

皆

圖

畫

出

則

神

有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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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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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功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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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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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之

狀

名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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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逾

此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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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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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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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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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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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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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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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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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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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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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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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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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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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其

二

三

余

小

子

之

殆

愴

然

有

餘

哀

矣

楮

墨

之

外

具

眼

大

方

其

有

以

見

君

子

否

崇

正

丙

子

林

鍾

上

澣

孫
僉
事
士
髦
瞻
園
集
一
册

嘯
歌
篇
一
册

古

荔

李

孝

廉

衍

枝

跋

曰

嘯

歌

篇

者

孫

瞻

園

先

生

覊

中

酬

贈

之

筆

也

先

生

恒

自

讓

不

能

詩

而

每

一

操

觚

溫

厚

和

平

深

有

合

於

三

百

篇

之

旨

昔

靈

均

被

放

離

騷

獨

擅

千

古

先

生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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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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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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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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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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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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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石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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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下

經

有

王

弼

注

繫

辭

傳

有

韓

康

伯

注

名

也

辭

不

成

焉

至

宋

而

伊

川

程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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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爻

排

定

五

爲

君

餘

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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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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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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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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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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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辭

一

歸

治

道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四

罄

余

囊

所

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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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

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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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公

爻

有

同

歸

矣

余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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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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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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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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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

人

先

生

寓

揚

州

時

有

秦

詩

選

之

刻

所

載

關

內

名

公

事

實

詳

矣

求

其

著

述

之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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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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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亦

云
幸
矣

畫
款
六
册

論

曰

大

都

淸

細

淡

則

神

神

在

有

無

之

間

也

粗

濁

眞

則

板

板

則

死

與

俗

俱

不

免

矣

南

人

論

作

文

要

尋

徵

養

氣

之

功

余

於

作

畫

法

云

一

筆

失

所

如

壯

士

拆

一

臂

一

點

失

所

如

美

人

眇

一

目

古

人

書

書

豈

肯

粗

必

浮

氣

唐

突

塞

白

云

爾

乎

筆

畫

斷

可
法

也王
茂
才
御
天

家
乘
二
卷

序

曰

家

乘

志

世

系

也

周

禮

瞽

朦

奠

繫

世

小

宰

辨

昭

穆

是

也

世

系

之

名

謂

之

譜

眉

山

蘇

氏

著

有

族

譜

或

亦

名

宗

譜

而

王

氏

獨

以

乘

名

者

宗

先

大

人

之

舊

爲

吾

族

發

源

於

晉

故

以

晉

史

記

名

之

也

列

國

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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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域

大

春

秋

之

義

行

三

代

之

直

與

斯

人

同

其

好

惡

然

竊

有

志

焉

殆

不

敢

以

私

害

公

以

賤

妨

貴

以

小

加

大

以

淫

破

義

以

瑜

掩

瑕

而

紫

亂

朱

也

庶

幾

哉

無

愧

古

之

良

史

以

成

先

大

人

志

焉

足

矣

知

與

不

知

如

乘

何

嗚

呼

如

乘

何

康

熈

八

年

歲

次

已

酉

春

正

月

白
廣
文
王
綸

瞽
吟
詩
集

李
廣
文
良
植

省
愚
集

家
規
序

党
廣
文
紫
馭

聞
見
錄

路
廣
文
畿

周
易
補
注
三
卷

圖
書
府
二
卷

路
茂
才
甸

世
譜
家
慶
圖
一
卷

獅
行
草
一
册

獅
博
草
一
册

党
中
翰

益
文
集
五
卷

周
明
經
士
奇

覆
韶
巵
言
一
集

自
娛
一
二
三
四
集

景
行
一
集

看
鑑
管
窺
一
集

張
布
衣
益
振

西
河
錄
二
卷

韓
明
經
林
蔚

羅
山
集

白
知
州
濬

獨
行
草

無
聲
詩

無
跡
妙
畫

造
福
全
書

書
畫

齋
印
譜
一
册

路
明
經
小
千

萬
程
集
二
册

族
譜
紀
要
一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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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七

張
蘿
谷
秉
直

四
書
集
蔬
四
十
卷

序

曰

六

經

皆

載

道

之

言

而

易

四

書

獨

以

垂

訓

易

雖

理

無

不

該

其

旨

遠

其

辭

深

非

善

學

者

莫

能

悉

其

蘊

四

子

書

語

道

詳

於

古

而

其

言

切

於

日

用

學

者

進

德

修

業

有

可

持

循

論

者

謂

四

書

四
書
集
疏
附
正
二
十
一
卷
序

曰

予

旣

集

子

書

疏

纂

次

之

餘

間

有

隻

解

不

忍

即

棄

因

錄

課

家

塾

久

之

成

帙

得

若

干

卷

夫

聖

人

之

道

非

有

外

於

吾

心

也

學

者

視

爲

剽

竊

功

名

之

具

而

未

嘗

求

之

於

心

於

是

聖

人

之

道

爲

之

一

晦

間

有

有

志

士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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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八

學

貴

心

得

矣

而

不

復

以

聖

人

之

心

驗

吾

之

心

於

是

向

之

晦

者

在

不

知

聖

學

之

人

而

今

之

晦

者

在

知

求

聖

學

之

人

夫

至

知

求

聖

學

而

聖

道

益

晦

則

其

任

心

之

弊

有

不

可

勝

言

者

矣

君

子

之

爲

學

也

不

敢

謂

吾

其

心

非

聖

賢

之

心

亦

不

敢

謂

吾

之

心

即

聖

賢

之

心

其

始

也

以

聖

賢

之

言

反

求

諸

巳

所

以

敺

吾

心

之

私

著

無

所

不

至

其

旣

也

以

吾

其

心

察

聖

賢

之

道

所

以

辨

天

下

之

惑

者

目

無

所

不

明

蓋

道

不

外

乎

吾

心

者

天

地

所

以

生

物

之

理

無

不

同

也

以

吾

心

不

可

謂

即

道

者

天

地

所

以

生

物

之

形

氣

不

能

無

異

也

以

聖

賢

之

道

反

求

諸

已

則

所

以

化

其

不

同

而

敺

之

使

同

者

其

功

旣

盡

即

聖

賢

可

學

而

至

而

况

聖

賢

之

言

邇

之

在

日

用

云

爲

之

細

遠

亦

爲

不

出

家

國

天

下

之

間

夫

豈

眞

有

所

謂

仰

彌

高

鑽

彌

堅

忽

前

忽

後

而

不

可

知

者

哉

予

也

頽

惰

自

棄

其

於

聖

久

之

道

茫

乎

未

有

聞

也

然

數

十

年

探

索

之

力

頗

知

所

以

入

道

之

門

有

不

外

是

者

因

著

簡

端

以

吿

世

之

學

者

若

夫

言

之

或

是

或

非

删

繁

就

簡

尙

有

俟

於

後

之

君

子

乾

隆

乙

亥

五

未

論
語
緖
言
二
卷

子

明

經

南

金

跋

曰

先

君

子

於

四

書

用

力

甚

勤

其

删

訂

先

儒

有

集

疏

其

自

著

有

集

疏

附

正

晚

又

以

語

言

近

指

遠

愈

發

明

愈

無

窮

盡

復

著

緖

言

一

卷

雖

其

議

論

於

集

註

本

旨

間

有

不

合

要

亦

相

足

之

意

非

背

也

是

在

讀

者

善

會

焉

耳

治
平
大
略
四
卷

序

曰

書

曰

天

降

下

民

作

之

君

自

有

生

民

以

來

凡

有

君

師

之

責

者

未

有

不

汲

汲

望

治

者

也

然

自

羲

農

黃

帝

以

至

於

今

上

下

數

千

餘

年

其

間

昏

明

聖

愚

治

亂

相

仍

以

至

莫

可

究

極

甚

或

千

有

餘

年

而

不

睹

休

明

之

盛

何

哉

其

望

治

同

而

其

所

以

治

之

之

道

異

也

二

帝

三

王

之

治

天

下

也

其

德

本

儲

已

其

事

徵

儲

民

而

其

道

本

皆

於

天

位

天

位

也

祿

天

祿

也

君

曰

天

子

言

能

代

天

理

理

民

者

也

故

張

子

曰

大

君

者

吾

父

母

宗

子

其

大

臣

則

宗

子

之

家

相

也

以

至

典

曰

天

敍

禮

曰

天

秩

服

曰

天

命

刑

曰

天

討

凡

其

所

以

經

綸

而

措

畫

之

者

皆

足

贊

天

地

之

化

育

故

曰

與

天

地

合

其

德

與

日

月

合

其

明

與

四

時

合

其

序

與

鬼

神

合

其

吉

凶

堯

之

命

舜

也

曰

天

之

歷

數

在

爾

躬

伊

尹

曰

天

之

生

斯

民

也

使

先

知

覺

後

知

使

先

覺

覺

後

覺

也

古

先

哲

王

皆

奉

若

天

道

表

正

萬

邦

勞

一

人

以

逸

天

下

不

以

天

下

奉

一

人

故

能

克

享

天

心

永

保

天

命

書

曰

惟

其

克

相

上

帝

寵

綏

四

方

乂

曰

亶

聰

明

作

元

后

元

后

作

民

父

母

蓋

謂

此

也

後

世

則

不

然

自

李

悝

盡

地

力

商

鞅

開

阡

陌

先

王

之

法

爲

之

一

變

秦

皇

李

斯

繼

之

焚

書

坑

儒

謂

今

古

不

同

時

崇

强

力

尙

武

功

尊

君

抑

臣

損

下

益

上

凡

先

王

所

以

養

民

導

民

之

術

一

切

蕩
㓕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九

徵
信
錄
二
卷

序

曰

士

君

子

稽

古

考

今

循

名

責

實

將

以

擴

聞

見

而

資

修

治

至

不

得

巳

而

別

淑

慝

覈

眞

僞

著

書

立

說

以

傳

將

來

斯

亦

近

名

之

事

矣

然

禮

賢

下

士

進

君

子

遠

小

人

斯

司

□
之

責

也

掇

拾

遺

事

採

摭

故

實

俾

善

足

爲

法

而

惡

足

爲

戒

斯

史

氏

之

事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藝
文
書
目
節
要
一
卷

序

曰

予

年

弱

冠

即

嗜

書

緣

地

僻

家

貧

旣

無

古

書

可

購

乂

無

餘

力

以

蓄

之

往

往

於

隣

治

大

邑

偶

獲

異

書

必

□

錢

攜

歸

經

今

四

十

餘

年

架

有

書

萬

餘

卷

念

年

老

日

夕

兒

曹

皆

不

喜

是

恐

身

死

荒

落

卷

軸

軼

散

欲

錄

一

目

如

富

翁
㡳

簿

田

什

物

皆

有

歷

記

以

便

子

孫

鬻

賣

不

至

賤

售

云

爾

季

兒

南

雅

忽

有

遠

志

謂

後

裔

或

有

不

負

積

書

之

意

者

請

裒

其

可

讀

錄

爲

一

卷

以

便

頌

習

予

不

勝

癡

望

之

意

因

揀

唐

宋

藝

文

及

文

獻

通

考

經

籍

目

錄

參

以

拜

經

堂

書

目

共

爲

此

帙

拜

經

不

知

何

人

堂

名

予

得

之

邑

令

涿

郡

崔

公

其

書

上

始

九

經

下

逮

元

明

子

集

揀

汰

精

確

的

有

灼

見

非

此

書

予

翻

卷

茫

茫

幾

莫

知

所

措

手

因

念

古

人

事

必

有

師

此

小

節

不

可

無

師

無

此

然

則

世

之

一

知

半

解

自

負

傑

出

而

莫

肯

就

正

有

道

卒

至

謬

迷

錯

誤

□
匱

焉

如

瞽

師

之

無

相

者

豈

不

可

哀

也

哉

文
談
二
卷

序

曰

文

者

經

國

之

業

載

道

之

器

也

易

曰

其

旨

遠

其

辭

文

傳

曰

言

之

無

文

行

而

不

遠

夫

儒

者

紹

往

開

□
可

以

信

今

傳

後

者

文

其

一

耳

其

可

以

弗

學

乎

哉

有

經

世

之

文

有

應

世

之

文

有

游

戲

之

文

史

傳

策

論

書

奏

經

世

之

文

也

詔

誥

哀

誄

記

序

銘

贊

題

跋

應

世

之

文

也

兩

者

皆

不

可

已

者

也

若

乃

鴻

裁

豔

辭

綺

文

縟

旨

溢

爲

賦

頌

析

爲

雜

著

要

皆

游

戲

之

屬

吾

無

取

焉

文

以

左

史

國

策

爲

至

然

左

經

也

三

代

之

文

也

其

法

可

學

體

不

得

襲

也

國

策

文

備

於

史

司

馬

氏

開

闔

抑

掦

縱

橫

變

化

不

可

覊

勒

故

爲

文

章

之

祖

班

氏

起

而

紹

述

之

整

而

能

散

贍

而

有

體

言

文

章

者

遂

以

二

家

爲

正

宗

嗣

是

而

後

承

三

國

蔚

宗

後

後

漢

非

不

簡

質

可

貴

然

或

不

善

學

流

爲

鈍

滯

者

有

之

故

學

文

者

必

先

讀

左

以

立

其

規

讀

史

以

大

其

氣

讀

漢

書

以

凝

定

其

神

三

者

熟

而

文

之

根

抵

立

矣

八

家

者

唐

宋

之

大

宗

初

學

之

模

楷

也

其

法

密

其

結

搆

嚴

其

文

字

於

今

宜

評

之

佳

者

宋

有

樓

迂

齋

崇

古

文

訣

呂

東

萊

文

章

關

鍵

謝

疊

山

文

章

軌

範

明

有

唐

荆

川

王

遵

□
茅

鹿

門

國

朝

則

有

呂

氏

鹿

門

詳

博

呂

氏

精

嚴

言

八

家

者

必

折

衷

二

家

焉

前

輩

言

有

作

家

之

文

有

理

學

之

文

有

才

子

之

文

凡

此

皆

作

家

者

文

也

然

孟

子

亞

聖

而

昌

黎

特

師

之

子

固

名

在

八

家

而

朱

子

嘗

學

之

夫

道

德

文

章

皆

君

子

所

有

事

必

歧

爲

二

可

乎

特

其

文

有

叛

道

者

直

斥

之

爲

叛

道

可

耳

學

文

旣

有

根

即

宜

從

事

八

家

韓

取

其

奇

崛

柳

取

其

鑱

削

歐

陽

取

其

紆

曲

東

坡

取

其

汪

洋

若

曾

若

王

若

老

泉

潁

濱

各

有

專

長

貴

兼

收

而

博

觀

視

吾

性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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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一

所

近

而

特

取

之

蓋

不

讀

左

史

無

以

探

文

章

之

本

不

讀

八

家

無

以

盡

文

章

之

法

合

之

則

兩

美

離

之

則

兩

傷

學

八

家

而

不

成

所

謂

刻

鵠

不

成

尙

類

鶖

□
也

學

史

漢

而

不

成

有

明

之

僞

古

所

至

今

詬

厲

耳

嗟

乎

文

章

一

道

原

於

性

命

通

乎

鬼

神

知

之

匪

難

至

之

爲

難

然

知

者

□
鮮

矣

今

擇

古

今

□
文

者

若

干

條

幷

附

予

□
詳

載

於

篇

讀
書
存
疑
二
卷

序

曰

予

讀

先

□
書

朱

子

後

求

無

悖

於

朱

子

者

□
宋

得

二

人

於

元

得

一

人

於

明

得

四

人

焉

於

朱

子

者

□
宋

□
二

人

於

元

得

一

人

於

明

得

四

人

焉

□
今

得

二

人

焉

宋

□
勉

齋

眞

西

□
元

□
魯

齋

勉

齋

西

□
之

□
已

附

子

四

書

集

疏

□

魯

齋

無

他

著

述

亦

皆

無

可

疑

意

茲

六

人

□
崛

起

數

百

年

而

予

深

奉

爲

師

說

者

也

然

或

意

見

稍

乖

不

無

未

合

暇

日

爲

存

疑

一

卷

非

敢

妄

議

欲

存

朱

子

之

眞

是

焉

耳

夫

自

朱

子

至

今

五

百

餘

年

矣

□
能

不

悖

朱

子

□
僅

茲

寥

寥

數

人

而

以

予

不

肖

尙

敢

持

疑

義

於

其

後

則

夫

立

言

顧

不

難

哉

或

謂

持

論

大

苛

人

將

我

尤

不

能

恕

古

人

後

之

人

亦

必

求

多

於

我

也

嗚

呼

是

豈

君

子

之

所

以

居

心

乎

君

子

立

言

所

以

存

是

非

於

千

古

假

使

吾

言

弗

後

之

人

有

能

正

之

者

則

是

非

愈

明

理

益

□
著

吾

又

何

求

焉

如

或

含

糊

朦

朧

互

相

隱

匿

心

知

其

非

而

掩

蓋

之

斯

張

禹

孔

光

輩

欺

君

罔

上

之

私

智

吾

學

中

當

□
宜

□
此

人

也

爰

弁

數

語

以

告

來

學

知

事

王

楷

亭

序

曰

光

緖

癸

卯

春

余

□
陜

西

澄

城

縣

篆

有

西

鄕

張

茂

才

某

攜

其

先

人

蘿

谷

先

生

所

者

文

談

讀

書

存

疑

治

平

大

略

三

種

見

示

其

人

質

直

樸

訥

□
加

修

飾

蓋

謹

厚

君

子

也

名

儒

之

後

裔

□
是

可

謂

能

也

其

家

者

矣

展

而

讀

之

見

又

談

爲

刻

本

其

言

作

文

之

法

幷

讀

史

讀

漢

書

論

語

確

當

不

易

故

常

置

案

頭

□
便

翻

閱

餘

二

種

乃

鈔

本

藏

之

篋

筒

迄

今

十

五

六

年

幾

忘

之

矣

因

移

居

於

書

堆

中

復

檢

出

讀

書

存

疑

所

載

讀

書

錄

居

業

錄

因

知

記

三

魚

堂

文

集

此

等

□
書

佘

雖

曾

讀

之

而

末

熟

也

呂

晚

村

四

書

講

義

則

偶

閱

之

而

末

詳

也

至

書

齋

錄

佘

並

未

之

見

焉

又

安

知

先

生

之

說

爲

何

如

先

生

之

名

曰

存

疑

或

亦

未

敢

自

信

也

乃

觀

其

指

陳

了

了

是

非

判

然

無

一

游

移

蒙

混

語

然

後

知

先

生

尙

友

古

□
殆

亦

古

之

益

友

哉

先

□
之

學

由

程

朱

以

上

溯

孔

孟

者

也

故

於

薜

胡

諸

先

□
契

之

猶

深

因

論

之

獨

功

易

曰

同

聲

相

應

同

氣

□
求

不

信

然

乎

關

學

編

先

生

傳

載

四

書

集

疏

附

正

論

語

緖

言

開

□
錄

徵

信

錄

文

集

治

平

大

略

已

行

於

世

讀

開

知

錄

序

知

先

生

之

多

淸

麓

賀

先

生

校

正

付

梓

且

謂

先

生

曾

孫

澄

淸

孫

同

升

文

灼

遭

兵

燹

能

守

先

人

遺

書

而

不

失

俾

藉

以

傳

於

久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二

亦

可

見

先

生

之

留

貽

遠

矣

忽

憶

以

讀

書

存

疑

各

書

示

我

者

即

文

灼

也

惟

書

中

遇

有

呂

晚

村

字

而

不

刻

以

晚

村

晉

得

罪

淸

朝

也

然

雍

正

上

諭

已

云

著

書

者

之

爲

醇

爲

疵

與

駁

書

者

之

或

是

或

非

悉

聽

之

天

下

公

論

後

世

公

評

是

罪

其

人

非

罪

其

書

也

今

聞

晚

村

書

具

俱

出

矣

此

書

中

之

有

讀

晚

村

四

書

講

義

一

種

又

何

諱

焉

因

命

男

峻

然

付

石

印

百

本

書

廣

其

傳

亦

以

慰

當

日

文

灼

以

此

稿

本

示

余

之

志

也

夫

治

平

大

略

旣

行

世

不

復

印

云

著

雍

敦

藏

窒

相

月

中

州

王

新

植

謹

序

開
知
錄
十
四
卷

序

曰

朱

子

補

格

物

致

知

之

義

日

人

心

之

靈

莫

不

有

知

而

所

以

啟

其

知

者

歸

諸

窮

理

予

自

讀

程

朱

子

後

即

以

四

書

爲

窮

理

階

梯

凡

四

書

所

言

必

求

之

心

心

有

所

知

必

徵

諸

四

書

久

之

乃

敢

錄

存

以

備

時

省

或

間

與

古

合

要

非

襲

取

吾

敢

謂

吾

之

心

竟

似

古

久

古

人

之

心

之

靈

亦

安

知

不

似

吾

窮

理

有

似

啟

其

知

哉

其

言

之

是

非

尙

俟

後

人

論

定

焉

子

南

雅

跋

曰

開

知

錄

者

大

人

取

知

識

漸

開

之

義

也

昔

者

大

人

與

姬

丈

釐

東

公

書

云

鄙

著

開

知

錄

隨

得

隨

筆

語

之

次

第

又

平

日

所

注

意

者

或

多

重

複

異

時

尙

須

删

訂

一

日

復

語

小

子

曰

此

書

必

別

加

整

理

方

可

示

人

居

無

何

大

人

棄

世

矣

小

子

雅

以

俗

務

旁

雜

未

獲

詳

究

罷

試

後

年

漸

衰

兒

曹

分

理

家

務

始

取

其

書

鈔

錄

之

錄

畢

段

段

割

裂

依

倫

而

附

附

而

□
者

易

之

重

複

者

去

之

凡

手

錄

者

三

割

而

附

者

不

能

記

其

數

起

於

庚

戍

之

二

月

至

癸

丑

十

月

始

吿

竣

總

五

百

八

十

三

條

分

十

四

卷

其

例

倣

朱

文

公

與

呂

東

萊

所

訂

近

思

錄

原

本

嗚

呼

大

人

之

歿

到

今

三

十

三

年

矣

雅

無

從

就

正

姑

錄

成

帙

以

俟

知

言

□
君

□
乾

隆

甲

寅

秋

八

月

蘿
谷
文
集

詩
集

陳
淸
灡
蔀
學
通
辨
評
解

左
傳
史
記
唐
宋
八
家
文
評

白
廣
文
有
涵

虛
舟
集

白
明
府
明
禮

論
孟
臆
說

中
庸
臆
說

讀
易
臆
說

臨
潼
課
士
錄

平
涼
課
士
錄

平
涼
訓
子
錄

桂
陽
訓
子
錄

樂
此
堂
稿

白
廣
文
明
智

四
書
强
識
錄
十
册

義
方
集
二
册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三

姚
知
州
廷
儀

宗
譜
圖
例

竹
溪
詩
集

張
明
經
南
金

範
若
集

韓
明
經
維
翰

周
易
彙
解
五
卷

澹
凝
齋
稿

韓
布
衣
學
程

史
書
彙
要

何
明
經
種
元

四
書
近
思
錄

四
書
集
類

四
書
小
學

西
山
倡
和
集

韓
明
經
念
祖

學
庸
會
腋

下
孟
會
腋

若
谷
堂
詩
文
集

引
機
甲
乙
集

姚
侍
御
堃

十
三
經
注
疏
節
鈔

周
官
小
知
錄

關
中
風
俗
考
子
雜
識

咫
聞
錄

茅
厔

瑣
碎
錄

釋
補
正

廉
山
文
集
詩
集

李
廣
文
邦
華

杏
園
詩
文
集

杏
園
制
藝

白
解
元
健
翮

四
書
集
解

矯
亭
詩
文
集

族
譜
一
册

韓
明
經
伯
熊

榴
園
詩
文
集

課
徒
草

任
茂
才
和
春

四
書
玉
箋
類
鈔

石
鼓
考

權
茂
才
可
與

族
譜
一
卷

白
牛
齋
集

惜
門
楣
一
册

王
進
士
振
江

槐
堂
雜
稿

槐
堂
制
藝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四

韓
明
經
根
潤

東
垞
文
存
二
卷

寸
草
草
堂
詩
集
二
卷

白
茂
才
玉
山

澄
音
辨
誤

仙
橋
詩
文
集

序

曰

王

黃

不

分

山

陜

不

分

北

人

每

以

此

笑

南

人

不

知

北

人

所

不

能

分

者

更

不

可

悉

數

大

抵

南

人

多

讀

平

作

上

亦

讀

入

作

平

讀

平

作

入

稍

知

四

聲

者

能

辨

之

讀

入

作

平

惟

精

于

四

聲

者

乃

能

辨

之

而

土

音

又

難

猝

辨

以

故

場

屋

多

致

誤

焉

偶

檢

等

韻

即

土

音

所

最

易

混

淆

者

彙

而

輯

之

使

幼

學

各

書

一

本

置

之

案

頭

留

心

記

憶

庶

不

至

心

中

冒

昧

平

入

不

分

也

若

夫

平

而

讀

上

如

丕

悲

上

而

讀

去

如

俱

踰

入

而

讀

去

如

育

億

之

類

是

又

在

讀

書

時

細

心

考

訂

茲

姑

從

其

略

云

道

光

元

年

歲

在

辛

巳

孟

冬

中

浣

仙

橋

主

人

書

任
廣
文
仰
伊

諸
經
注
疏
摘
要

四
書
解
摘
要

姚
茂
才
瀉
千
鄕
黨
正
業

有
竹
山
房
制
藝

韓
進
士
亞
熊

澄
城
縣
志
三
十
卷

管
進
士
桂
林

就
正
草
四
卷

楊
明
經
湘

萍
湖
草
詩
集
四
卷

焦
孝
廉
韻
淸

微
園
詩
存
一
册

袁
明
經
利
靑

碧
潭
洞
詩
草
六
卷

丁
孝
廉
兆
松

四
書
序
言

四
書
蠡
解

徵
悔
錄

竹
枝
詞
各
若
干
卷

姬
廣
文
新
命

綱
鑑
擇
語
輯
要
二
十
卷

歷
代
災
異
一
卷

綱
目
輯
要
四
卷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五

彙
輯
歷
代
綱
鑑
總
語
一
卷

歷
代
名
臣
奏
議
一
卷

吳
孝
廉
泰

課
草
存
餘
一
卷

東
行
雜
著
一
卷

左
氏
兵
言
二
卷

鄕
土
志
一
册

袁
孝
廉
允
中

春
鸝
山
房
詩
一
卷

姬
明
經
鼎

通
鑑
類
錄
二
卷

醫
學
易
讀
一
卷

傳
記

創補

修
普

濟

建

安

橋
碑
記

姬

鼎

蓋

聞

水

行

乘

舟

水

不

浮

舟

行

□
苦

之

而

橋

尙

已

橋

所

以

通

兩

岸

之

往

來

故

子

輿

氏

有

云

十

一

月

徒

杠

成

十

二

月

輿

梁

成

民

未

病

涉

也

橋

之

利

濟

殆

無

不

周

然

余

嘗

嗜

臥

遊

瀏

覽

山

川

披

閱

險

阻

見

有

峯

巒

高

聳

橫

空

駕

梁

者

曰

飛

橋

波

濤

洶

湧

長

纜

繫

艦

者

曰

浮

橋

淸

流

澄

澈

支

桂

穩

渡

者

曰

板

橋

凡

此

皆

以

木

爲

之

間

有

築

土

者

砌

磚

者

均

不

能

持

久

惟

鐵

石

之

堅

恒

無

斷

折

毁

圯

之

慮

以

之

爲

橋

歷

年

深

遠

利

賴

無

窮

夫

鐵

之

費

巨

駕

黃

河

而

過

之

在

京

漢

路

上

著

已

稱

世

界

之

絕

點

今

思

其

次

捨

金

石

奚

取

焉

吾

焉

治

城

西

鴻

溝

斧

劈

東

南

山

峯

對

峙

中

夾

一

水

俗

名

縣

西

河

河

水

潺

湲

深

淺

不

時

每

當

夏

雨

猝

至

秋

水

暴

發

汎

濫

輙

無

邊

際

岸

東

舊

有

灑

金

橋

位

置

街

口

不

知

建

自

何

年

橋

小

而

堅

下

瀉

溝
㵎

山

溪

之

水

此

水

多

係

泉

流

會

合

於

大

河

無

涉

騷

人

韻

士

値

日

暮

途

窮

倦

遊

至

此

觀

四

圍

山

光

一

鞭

殘

照

每

有

夕

陽

巷

口

流

水

橋

頭

之

吟

風

景

依

稀

宛

然

名

勝

之

區

自

趙

團

長

子

建

在

大

河

上

創

修

建

安

橋

興

此

橋

東

西

相

連

時

人

遂

有

二

橋

連

袂

之

說

不

但

足

成

韻

事

而

洛

自

大

道

朝

夕

車

馬

絡

繹

不

絕

隨

止

隨

行

毫

無

留

難

行

人

之

便

民

國

八

年

夏

大

雨

山

水

暴

漲

高

十

餘

丈

奔

騰

澎

湃

聲

勢

雄

猛

從

建

安

橋

上

飛

過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六

邊

欄

盡

頽

幸

橋

身

因

用

堅

石

固

築

不

至

傾

覆

而

周

圍

損

壞

已

非

原

狀

第

灑

金

年

代

旣

古

全

行

推

倒

橋

隨

□
去

拳

石

不

留

以

致

路

途

間

斷

過

者

仍

復

遶

道

涉

水

時

逢

危

險

建

安

雖

巍

然

獨

立

無

灑

金

之

輔

則

有

橋

與

無

橋

等

客

歲

王

允

伯

先

生

宰

澄

下

車

伊

始

覩

茲

况

心

殊

憫

惻

至

是

招

集

闔

邑

士

紳

再

三

嗟

商

擬

建

石

橋

以

資

堅

久

時

渭

北

亢

旱

吾

澄

西

北

二

鄕

災

民

嗷

嗷

待

食

思

一

舉

兩

得

因

取

華

洋

義

賑

餘

欵

以

工

代

賑

即

於

三

月

經

始

修

築

貧

民

蝟

集

紛

來

作

工

至

八

月

橋

成

規

模

較

昔

宏

大

高

與

建

安

埓

寬

則

遇

之

以

事

雖

屬

因

而

實

則

爲

創

且

救

濟

貧

乏

甚

衆

更

其

名

曰

普

濟

隨

又

補

葺

建

安

之

破

壞

殘

缺

者

運

土

運

石

慘

淡

經

營

要

使

二

橋

相

通

一

往

無

餘

馬

跡

車

塵

略

無

阻

礙

復

歷

兩

月

之

久

相

繼

吿

竣

是

役

也

楊

君

射

斗

李

君

筆

仙

王

君

伯

靈

實

任

其

事

計

其

歷

時

八

月

有

餘

費

洋

一

萬

三

千

枚

工

成

欲

諸

瑣

珉

使

余

爲

文

余

久

不

握

管

何

能

擅

發

縣

長

之

惻

怛

與

諸

君

之

艱

辛

謹

就

其

事

之

顚

末

備

述

之

付

之

剞

□
用

誌

不

杇

云

丁
孝
廉
兆
松
行
序

邑
翰
林
蕭
芝
葆

先

歲

戊

午

十

二

月

初

三

日

澄

城

縣

孝

廉

夢

占

丁

君

以

病

終

於

里

第

越

四

年

辛

酉

將

禫

服

其

弟

鶴

年

遣

人

持

行

狀

至

並

述

夢

占

遺

言

謂

他

日

須

不

佞

之

文

爲

君

述

生

平

行

事

大

槪

嗚

呼

蓋

余

至

是

而

始

得

聞

夢

占

君

之

卒

也

噫

三

十

年

老

友

晨

星

落

月

感

□
蒼

茫

今

長

已

矣

墓

有

宿

草

而

門

無

生

芻

君

倘

有

知

得

母

疑

後

死

□
爲

不

情

耶

抑

尙

鑒

余

之

屢

瀕

於

死

而

有

所

諒

耶

山

深

林

密

中

東

嚮

而

哭

之

哭

旣

已

筆

哽

咽

不

能

下

然

迫

於

時

日

弗

敢

辭

謹

按

狀

君

諱

兆

松

字

夢

占

世

居

澄

城

縣

南

鄕

之

醍

醐

鎭

祖

以

上

皆

力

田

父

諱

鳳

祥

字

儀

齋

設

陶

業

於

君

生

而

歧

嶷

有

至

性

讀

書

過

目

成

誦

成

童

後

苦

鄕

曲

無

良

師

擔

簦

負

笈

隨

儀

齋

公

赴

鄠

讀

逾

半

載

補

博

士

第

子

員

故

事

諸

生

謁

學

師

例

送

修

脯

俗

名

印

紅

君

袖

金

至

中

道

遺

一

笏

或

令

返

覓

之

君

莞

然

曰

天

下

之

物

當

與

天

下

人

共

之

奚

覓

爲

聞

者

咸

韙

其

言

儀

齋

公

性

方

正

見

君

爲

遠

到

于

督

責

綦

切

先

後

令

往

省

城

關

中

及

涇

陽

味

經

兩

書

院

肆

業

爲

吾

省

耆

宿

柏

千

俊

劉

煥

堂

兩

先

生

門

人

溺

志

沉

思

積

勞

成

病

調

養

近

十

年

復

設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七

帳

涇

陽

怡

姓

家

怡

姓

藏

書

甚

富

君

得

以

縱

心

瀏

覽

文

思

大

進

歷

科

房

薦

至

光

緖

已

丑

恩

科

以

第

十

九

人
㨗

秋

試

南

宮

六

上

不

第

歷

主

講

本

邑

及

沔

縣

書

院

士

論

翕

服

乂

游

幕

甘

肅

皋

蘭

涼

州

固

原

涇

川

等

處

課

讀

之

暇

手

不

釋

卷

所

著

有

四

書

蠡

解

四

書

序

言

若

干

卷

自

弱

冠

後

即

潛

心

儒

先

性

理

諸

書

凡

事

務

黜

虛

名

崇

實

□
每

日

必

有

箚

記

藉

以

自

省

積

四

十

餘

年

裒

然

成

巨

帙

生

生

孝

行

純

篤

以

妣

張

儒

人

早

世

未

獲

侍

養

言

之

輙

流

涕

遭

儀

齋

公

之

喪

哀

毁

過

甚

三

年

不

茹

葷

不

飮

酒

不

與

人

嬉

笑

記

記

稱

高

子

羔

之

執

親

喪

泣

血

三

年

未

嘗

見

齒

君

其

有

焉

繼

事

妣

王

儒

人

懇

勤

周

至

逾

於

所

生

胞

弟

鶴

年

兆

椿

王

儒

人

出

君

撫

之

友

愛

肫

摯

親

敎

之

讀

書

習

字

雖

歲

時

伏

臘

不

少

寬

假

嗣

鶴

年

由

廩

生

掇

宣

統

已

酉

拔

萃

科

君

始

解

顏

一

笑

處

諸

弟

諸

姪

不

分

畛

域

擇

其

開

敏

者

課

之

讀

窘

迫

者

恒

代

權

其

有

無

故

一

門

之

中

冠

婚

喪

祭

事

無

弗

滄

桑

以

後

杜

門

不

出

暇

則

聚

弟

姪

諸

孫

爲

陳

說

古

孝

義

等

事

往

往

至

夜

分

始

寢

又

苦

晚

近

風

俗

澆

漓

待

戚

友

務

從

古

道

箕

帚

微

嫌

必

極

力

爲

之

排

解

有

急

需

則

解

囊

相

濟

事

後

不

復

責

償

其

敎

人

諄

諄

以

不

愛

錢

爲

第

一

要

義

而

尤

注

重

於

賑

窮

乏

恤

死

喪

在

甘

時

憫

地

方

瘠

苦

歲

恒

捐

束

金

製

毡

衣

褲

百

十

件

散

給

窮

黎

居

家

後

凡

田

中

無

主

墳

墓

淸

明

必

令

子

弟

焚

送

錢

紙

冬

則

於

市

場

一

僦

屋

聽

流

民

棲

止

蓋

其

慈

祥

愷

悌

根

於

性

生

非

斤

斤

以

小

惠

私

恩

爲

要

譽

鄕

黨

計

也

德

配

劉

儒

人

於

君

稱

賢

內

助

□
室

氏

王

刑

于

之

化

閫

內

肅

然

君

丈

夫

子

二

光

鑫

劉

儒

久

出

淸

生

光

堯

王

出

孫

男

一

彥

豐

與

光

堯

同

肄

業

高

等

小

學

校

君

生

於

道

光

三

十

年

卒

於

民

國

七

年

壽

六

旬

有

九

鶴

年

狀

縷

述

君

炳

炳

大

節

如

此

抑

余

尙

有

說

焉

余

鄕

試

與

君

同

榜

計

偕

同

路

入

都

同

寓

同

年

六

十

五

人

中

君

獨

與

余

爲

最

契

及

余

官

京

秩

君

試

禮

闈

過

從

最

稔

亦

最

悉

今

憶

君

軼

事

則

壬

辰

甲

午

間

日

韓

之

釁

已

成

君

談

次

以

藩

封

被

噬

深

爲

隱

憂

或

以

非

公

車

所

慮

解

之

君

怫

然

曰

范

文

正

爲

秀

才

即

以

天

下

爲

已

任

嫠

不

恤

緯

而

懼

缺

周

宗

我

輩

獨

非

食

毛

踐

土

者

哉

又

嘗

赴

郃

邑

有

故

明

遺

民

李

君

向

若

之

墓

偶

過

之

見

樹

巓

雙

鳥

啁

啾

然

心

動

爲

雪

悌

者

久

之

嗚

呼

君

積

學

植

品

如

此

而

懷

抱

寄

託

又

如

此

不

意

二

十

年

來

禾

黍

周

墟

蕨

薇

殷

土

河

山

猶

是

風

景

都

非

度

君

諸

老

淚

涔

涔

曾

不

知

幾

經

揮

灑

孰

意

天

不

□
遺

喪

我

良

友

而

塊

然

如

余

者

偷

生

視

息

偃

蹇

空

至

時

閱

數

年

曾

不

獲

唁

君

之

孤

弔

君

之

墓

揆

古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八

人

絮

酒

隻

鷄

之

義

其

抱

歉

爲

如

何

雖

然

生

有

盡

也

聞

無

窮

也

碩

德

如

君

足

起

頑

懦

展

季

之

壟

有

道

之

碑

他

日

必

有

禁

樵

蘇

而

式

車

馬

則

不

佞

之

文

雖

不

足

傳

君

志

行

而

要

亦

□
羅

文

獻

之

嚆

矢

也

謹

列

次

而

序

之

以

副

君

蚤

作

曳

杖

時

丁

寧

之

雅

意

云

爾

詩

歌

張
又
栻

巴
州
留
別
士
紳
曁
新
任
王
刺
史
淨
笙
詩
八
首

管
領
州
符
一
歲
餘
年
華
虛
擲
嘆
居
諸
牧
民
有
要
原
多
術
作
吏
無
能
亦
負
書
匪
警
頻
聞
思
射
虎
政
閒
尙
幸
夢

維
魚
下
車
即
計
安
懷
事
遲
到
于
今
賦
子
虛

其
二

記
得
昨
春
二
月
天
東
來
快
著
祖
生
鞭
栽
花
好
趁
陽
和
日
捧
檄
剛
逢
强
仕
年
搏
象
原
須
徵
有
力
解
牛
尙
未
悟

眞
詮
駑
材
竭
蹶
毫
無
補
政
績
何
能
繼
昔
賢

其
三

蜀
北
漢
南
第
一
州
天
然
形
勝
信
無
儔
藩
籬
竟
許
年
來
撤
巴

州

爲

川

北

要

隘

歷

朝

多

設

有

兵

鎭

守

前

淸

宣

統

二

年

巴

州

營

汎

全

撤

可

爲

一

嘆

銷
鑰
誰
知
北
顧
憂

敢
謂
官
衙
同
燕
□
祗
愁
賊
黨
越
鴻
溝
時
當
世
亂
須
防
變
六
月
民
團
早
自
籌

其
四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十
九

爲
政
原
難
一
例
看
權
將
治
術
試
歐
寬
士
師
勿
喜
情
應
鑒
廷
尉
惟
平
夢
亦
安
率
性
劉
方
原
悃
愊
登
山
張
稷
小

盤
桓
維
新
法
令
粉
披
至
民
得
不
煩
不
擾
難

其
五

黃
帝
四
千
六
九
春
國
旗
五
色
忽
翻
新
益
州
主
帥
誰
韓
范
巴
郡
民
兵
逆
蔡
陳
去

歲

十

月

廿

五

六

等

日

匪

首

蔡

受

之

陳

凱

各

帶

數

百

人

分

東

西

兩

路

來

攻

州

城

州

議

主

張

用

戰

二

十

八

日

與

戰

者

則

本

城

巡

防

巡

警

及

□
鄕

團

勇

故

統

曰

民

兵

士
盡
知
方
能
禦
寇
功
難
自
信
且
歸
神
將
來
若
論
平
戎
績
半
屬
軍
團
半
屬
紳

其
六
一

子
賤
相
資
友
與
兄
纔
成
單
父
宰
官
聲
千
夫
難
得
琴
心
樂
三
老
賢
如
鐺
脚
擎
舊

唐

書

薜

大

鼎

傅

有

鐺

脚

刺

史

乙

稱

喩

其

賢

也

去

歲

十

月

州

中

戰

事

多

得

邑

中

三

老

劉

治

勳

李

性

笙

李

粹

庭

三

先

生

臂

助

之

力

至

平

時

襄

辦

團

練

學

務

自

治

諸

務

猶

其

餘

事

獨
木
何
能
爲
大
廈
得
人
儘
可
作
長
城
而
今
黨
派
分
歧
際
各
逞
私
心
各
自

爭
其
七

刺
史
新
迎
閬
苑
東
淨

笙

先

生

由

閬

中

調

署

巴

州

到

任

未

及

匝

月

政

聲

卓

著

其

心

毅

力

洵

非

所

及

喧
傳
大
令
舊
家
風
羲
之
妙
墨
千
金
重
白
也
詩
名
萬
古
空

滿
擬
蒼
生
託
太
傅
行
看
雅
化
屬
文
翁
一
官
推
卸
心
初
歇
歸
思
急
如
北
去
鴻

其
八

屢
讀
家
書
字
字
詳
倚
閭
速
望
整
歸
裝
此
間
固
有
桃
源
樂
鄕
訊
時
傳
菊
徑
荒
琴
鶴
依
然
隨
兩
袖
詩
歌
尙
可
娛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九

二
十

高
堂
去

歲

戰

事

後

栻

作

巴

州

紀
㨗

詩

序

遠

近

和

者

甚

外

本

年

襄

陽

馬

蔗

邨

先

生

又

作

長

歌

紀

其

事

題

日

張

刺

史

歌

淨

笙

刺

史

亦

賜

和

焉

蔗

翁

將

所

作

歌

詞

書

屛

四

幅

見

賜

跋

語

有

附

之

萊

綵

庭

中

或

可

博

堂

□
歡

耶

之

請

臨
歧
繾
綣
情
無
限

故
畫
巴
山
載
米
航

奉
和
望
江
樓
作

張
又
栻

四
面
山
環
斗
大
州
城
臨
江
水
水
臨
樓
憑
誰
締
造
多
奇
構
與
客
偕
登
且
快
游
隔
岸
古
崖
紅
似
錦
當
軒
脩
竹
翠

浮
甌
欲
將
畫
意
傳
詩
思
雁
點
峯
巒
夕
照
秋

昨
歲
冬
初
警
報
傳
蕩
平
績
待
翠
珉
鐫
天
除
巨
寇
終
爲
倖
爲
與
諸
君
信
有
緣
劍
戟
縱
橫
談
往
事
乾
坤
奠
定
問

何
年
此
間
尙
許
桃
源
樂
况
是
新
來
刺
史
賢

詠
風
塵
三
俠
紅
拂

張
又
栻

無
端
奇
遇
感
萍
踪
絕
世
英
雄
逆
旅
逢
囊
裹
頭
顱
刀
下
肉
女
郞
顧
盼
自
從
容

虬
髯
公

汾
陽
橋
畔
路
迢
迢
張
氏
李
郞
兩
相
邀
美
酒
千
杯
錢
萬
貫
願
君
勳
名
漢
班
超

李
衛
公

天
下
英
雄
起
竸
爭
茫
茫
何
路
問
前
程
風
塵
困
頓
誰
知
己
紅
袖
翩
翩
識
有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