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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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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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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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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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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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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察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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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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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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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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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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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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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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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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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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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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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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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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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州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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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城

中

央

宋

咸

平

中

建

元

大

德

間

知

州

王

仁

重

建

明

知

州

李

湘

傅

霖

相

繼

重

修

正

堂

五

楹

前

有

枹

崇

禎

五

年

盗

刼

焚

燬

十

年

知

州

王

奠

民

重

建

基

址

仍

舊

規

模

軒

豁

庫

房

郎

堂

之

左

帑

藏

郎

堂

之

右

穴

地

爲

室

封

之

以

石

穿

堂

二

層

退

堂

二

層

俱

三

楹

内

宅

玉

進

在

退

堂

後

另

有

宅

門

封

鎻

甲

首

四

名

宿

守

儀

門

三

楹

知

州

周

耀

冕

建

戒

石

亭

在

儀

門

甬

道

中

正

書

□

俸

爾

□

民

膏

民

脂

□

民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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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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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欺

碑

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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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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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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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璧

移

置

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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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六

房

東

爲

吏

□

禮

三

房

□

舖

長

二

司

糧

科

西

爲

兵

刑

工

三

房

軍

馬

二

科

俱

爲

盗

燬

尚

未

復

同

知

宅

在

東

角

門

外

州

堂

東

北

有

堂

有

夫

門

儀

門

廂

房

内

室

書

房

厨

房

今

俱

拆

毁

無

存

判

官

宅

有

三

其

一

爲

管

河

宅

其

一

爲

管

粮

宅

在

同

知

宅

南

其

一

爲

管

馬

宅

在

州

堂

西

制

皆

如

同

知

宅

後

粮

馬

宅

廢

止

存

河

今

俱

拆

毁

無

存

吏

目

宅

在

州

堂

西

管

馬

宅

南

制

亦

如

之

差

小

寅

賔

舘

在

儀

門

西

士

地

祠

在

儀

門

東

監

獄

在

儀

門

東

南

邉

樵

樓

在

儀

門

正

南

郎

州

治

大

門

榜

棚

在

樵

樓

東

西

二

所

旌

善

亭

在

州

治

前

申

明

亭

在

州

治

前

今

俱

廢

管

河

判

官

分

署

在

安

山

閘

北

金

線

閘

口

廵

檢

司
今

廢

東

原

馬

驛

在

州

治

南

永

樂

間

建

今

廢

門

基

尚

存

安

山

水

驛

在

州

西

十

二

里

安

山

鎮

永

樂

間

建

萬

曆

四

年

知

州

丘

如

嵩

改

創

郡

人

唐

交

作

碑

記

金

線

閘

逓

運

所

今

圮

壞

常

豊

倉

今

廢

預

偹

倉

今

廢

兑

軍

水

次

倉

在

州

西

安

山

鎮

西

今

改

移

于

張

官

屯

安

山

閘

官

署

與

閘

同

建

靳

家

口

閘

官

署

與

閘

同

建

戴

家

廟

閘

官

署

與

閘

同

建
今

俱

圮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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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楹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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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
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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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三
楹
俱
正
德
十
二
年
千
戸
孫

美

重

建

今

俱

廢

壞

僧

正

司

在

州

治

東

報

恩

寺

學

校

聖
天
子
崇
儒
右
文
建
學
弘
化
彬
彬
乎
盛
且
美
矣
思
樂
之

頌
再

頖
水
則
脩
明
經
術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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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起
者
何
非
至
聖
之

遺
澤
與
乃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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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
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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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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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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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姐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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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於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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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斯
文
光
昭
之
世
豈
宜
有
此
乎
潤
色
太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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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有
爲
之

新
者
則
創
造
之
規
模
經
制
之
源
委
何
可
不

詳

列

以

俟

也

作

學

校

志

學
署
在
州
治
東
北
宋
景

間
王
文
正
公
曾
判
鄆
州
始

建
學
於
州
治
西
南
金
末
行
臺
嚴
實
改
建
今
地
元
□
元

間
知
州
劉
脩
德
重
建
元
末
燬
於
兵
火
洪
熙
元
年
□
州

李
湘
正
綂
以
後
知
州
傅
霖
蕭
仲
祿
陳
經
相
繼
補
脩
始

復

其

舊

學

正

丁

友

禎

等

記

刻

於

石

先

師

廟

見

祠

宇

明

倫

堂

五

楹

弘

治

間

知

州

蕭

仲

祿

建
今

□

興

詩

齋

三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立

禮

齋

三

楹

在

明

倫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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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樂

齋

三

楹

在

興

詩

齋

□

□

□

□

□

□

□

□

□

□

□

致

齋

所

三

楹

任

立

禮

齋

南

今

俱

廢

穿

堂

三

楹

在

明

倫

堂

後

舊

與

堂

同

建

後

拆

毁

移

建

分

司

嘉

靖

十

六

年

重

建
今

廢

辨

志

堂

三

楹

在

穿

堂

後

正

統

間

知

州

傅

霖

建
今

廢

御

製

敬

一

亭

在

辨

志

堂

後

即

綸

章

閣

舊

趾

嘉

靖

間

建
今

廢

號

房

東

曰

元

亨

利

貞

西

曰

仁

義

禮

智

凢

四

十

八

楹

爲

内

號

學

之

南

凢

四

十

三

楹

爲

外

號
今

廢

東

馬

道

門

扁

曰

義

路

西

馬

道

門

扁

曰

禮

門

儀

門

扁

曰

中

道

而

立

堂

東

門

扁

曰

見

賔

堂

西

門

扁

曰

由

道

皆

知

州

梁

珍

書
今

廢

射

圃

亭

在

學

之

西

凢

三

楹

前

有

厦

舊

在

學

前

知

州

□

松

改

建

今

地

重

修

射

噐

仍

爲

之

記

刻

於

石
今

廢

學

倉

在

東

馬

道

北

以

上

俱

圮

壞

無

存

學

正

宅

在

東

馬

道

北

有

堂

有

室

有

廂

房

有

書

房

有

厨

次

有

大

門

有

儀

門

俱

學

正

蕭

□

□

修

訓

導

宅

三

任

學

正

宅

南

制

如

學

正

宅

而

規

模

差

小

今

俱

拆

毁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城
池

八

土

山

在

儀

門

前

後

改

爲

杏

壇

今

仍

舊

有

碑

記

御

筆

手

詔

碑

有

亭

在

杏

壇

前

按

宋

史

蔡

京

傅

云

宋

制

凢

詔

令

議

自

中

書

門

下

方

命

學

士

爲

之

熙

寧

中

有

内

降

手

詔

不

由

中

書

共

議

盖

蔡

京

患

言

者

議

巳

故

作

御

筆

宻

進

而

乞

宗

親

書

以

降

謂

之

御

筆

手

詔

違

者

以

違

制

坐

之

即

有

不

帝

書

者

群

下

莫

敢

言

矣

又

宗

崇

寧

五

年

二

月

丁

丑

詔

前

後

所

降

御

筆

手

詔

模

印

成

册

頒

之

中

外

州

縣

不

遵

奉

者

監

司

按

劾

監

司

推

行

不

者

諸

司

互

察

之

盖

皆

蔡

京

所

爲

也

宋

鄆

州

新

學

記

在

先

師

廟

前

仁

宗

景

五

年

建

文

皆

剥

落

不

可

讀

鄆

州

學

田

記

在

廟

門

東

哲

宗

元

五

年

建

須

句

尹

遷

作

記

畧

曰

鄆

有

學

其

盛

始

沂

國

王

文

正

公

其

時

天

下

郡

國

序

庠

未

設

鄆

雖

有

之

而

小

陋

公

以

故

相

爲

吾

州

則

大

作

學

買

田

聚

書

所

成

就

士

爲

多

州

人

敬

祀

之

至

今

其

後

舍

之

不

治

久

矣

自

澶

淵

井

公

季

能

之

爲

轉

運

使

於

東

郡

也

既

作

新

學

其

明

年

改

元

元

詔

以

龍

圖

閣

學

士

光

祿

大

夫

吳

郡

滕

公

爲

鄆

州

公

熙

寧

初

嘗

以

林

學

士

來

爲

吾

州

去

且

十

年

上

知

東

人

之

思

公

也

復

以

爲

鄆

公

下

車

即

入

學

延

見

諸

生

問

政

所

設

施

諸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城
池

九

生

争

言

新

學

成

顧

苦

田

太

磽

瘠

食

不

能

充

㳺
學

之

士

或

自

罷

志

公

即

爲

奏

請

得

田

二

千

五

百

有

竒

與

民

耕

之

歲

輸

錢

百

萬

是

爲

新

田

公

大

功

傑

美

數

十

皆

可

頌

歌

然

遷

方

記

新

田

特

畧

而

不

書

公

諱

元

字

逹

道

蔡

京

書

州

學

在

廟

門

西

哲

宗

元

符

二

年

建
今

年

久

難

考

元

豐

大

觀

詔

書

碑

在

先

師

廟

前

元

東

平

廟

學

綸

章

閣

記

在

敬

一

碑

亭

前

大

德

三

年

建

皇

帝

加

封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王

詔

碑

在

杏

壇

前

大

德

十

二

年

建

盖

聞

先

孔

子

而

聖

者

非

孔

子

無

以

明

後

孔

子

而

聖

者

非

孔

子

無

以

法

所

謂

祖

述

堯

舜

憲

章

文

武

儀

範

百

王

師

表

萬

世

者

也

朕

纉

承

丕

緒

敬

休

風

循

治

古

之

良

規

舉

追

封

之

盛

典

加

號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王

遣

使

闕

里

祀

以

太

牢

於

戱

父

子

之

親

君

臣

之

義

永

惟

聖

教

之

尊

天

地

之

大

日

月

之

明

奚

罄

名

言

之

妙

尚

資

神

化

祚

我

皇

元

王

者

施

行

加

封

啓

聖

王

并

六

公

詔

碑

在

杏

壇

前

至

順

二

年

建

齊

國

公

叔

梁

紇

加

封

啓

聖

王

魯

國

太

夫

人

顔

氏

加

封

啓

聖

王

太

夫

人

顔

子

封

兖

國

復

聖

公

曾

子

封

郕

國

宗

聖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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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城
池

十

子

思

封

沂

國

述

聖

公

孟

子

封

鄒

國

亞

聖

公

河

南

伯

程

灝

加

封

豫

國

公

伊

陽

伯

程

頥

加

封

洛

國

公
各

詔

語

多

不

載

東

平

路

學

田

記

在

廟

門

東

至

元

二

年

建

張

記
今年

久

難

考田

大

有

作

新

置

學

田

記

學

田

者

何

郡

侯

中

山

丘

公

之

所

置

也

先

是

嘉

靖

末

年

郡

倅

長

樂

陳

君

文

信

設

置

學

田

百

三

十

畝

緣

更

代

不

常

漸

被

二

三

險

細

侵

漁

中

山

公

來

守

東

平

審

實

復

以

其

地

歸

之

於

學

並

月

俸

所

昜

共

計

地

四

百

三

十

畝

有

奇

統

作

學

田

爲

貧

生

膳

飬

之

資

旣

請

諸

上

官

報

可

矣

猶

慮

歷

歲

綿

遠

不

無

前

項

侵

漁

之

患

請

予

作

記

諸

學

宮

來

者

有

所

核

焉

盖

觀

之

昜

曰

天

地

飬

萬

物

聖

人

飬

賢

以

及

萬

民

士

不

可

無

飬

也

明

矣

三

五

盛

時

井

田

學

校

其

法

並

舉

士

皆

有

飬

得

以

專

力

於

學

阡

陌

旣

開

井

田

漸

廢

於

是

有

士

無

恒

產

如

孟

軻

氏

所

云

者

唐

宋

以

來

學

校

率

有

贍

田

無

田

者

良

有

司

給

之

自

吾

州

而

論

有

若

王

沂

公

曾

滕

公

元

曁

嚴

武

惠

公

實

軰

所

置

雖

多

寡

不

一

其

優

恤

士

人

之

意

靡

不

同

焉

明

太

祖

高

皇

帝

統

一

寰

夏

著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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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庙
祠

十
一

歲

給

學

官

弟

子

廪

餼

府

千

石

州

縣

□

减

厥

後

定

制

府

四

十

人

州

三

十

人

縣

二

十

人

照

例

□

給

額

外

咸

未

獲

預

繇

是

孤

貧

之

士

靡

所

控

告

而

推

廣

德

意

不

能

無

頼

於

守

令

之

賢

矣

中

山

公

志

存

體

國

才

優

治

劇

利

舉

廢

興

義

正

仁

綏

䑓
章

薦

剡

接

踵

至

矣

廼

復

留

神

道

化

軫

念

貧

生

至

捐

俸

金

廣

置

新

田

嗣

是

諸

生

得

以

肆

力

進

取

無

復

内

顧

之

憂

者

非

公

之

而

誰

雖

然

宋

儒

吕

祖

謙

有

言

學

校

之

設

非

專

爲

士

貧

而

飬

之

也

道

德

性

命

之

理

治

亂

興

衰

之

故

頼

以

講

明

爲

他

日

建

之

本

也

由

是

而

談

公

之

眷

注

諸

生

者

所

屬

望

夫

豈

淺

哉

公

諱

如

嵩

别

號

中

山

家

世

廣

平

之

淸

河

嘉

靖

戊

午

順

天

鄕

試

中

式

筮

仕

城

武

有

惠

政

迄

今

氓

士

有

去

後

之

思

云

新

田

寓

郡

西

南

頃

畝

段

至

刻

諸

陰

今

巳

查

出

二

百

畝

有

竒

餘

爲

附

近

居

民

侵

種

正

在

議

查

廟

祠

兩

儀

旣

判

六

宗

禋

祀

咸

秋

無

文

丕

著

盛

典

或

澤

被

乎

萬

世

或

德

施

乎

千

秋

禦

災

捍

患

廟

食

無

疆

禴

祠

蒸

匪

以

邀

神

貺

聊

以

報

德

澤

云

爾

作

廟

宇

志

先

師

廟

在

明

倫

堂

前

金

未

行

䑓
嚴

實

創

建

至

正

間

知

州

劉

脩

德

爲

之

塑

賢

像

新

樂

噐

元

末

燬

於

兵

明

初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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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庙
祠

十
二

存

儀

門

覆

以

茅

茨

洪

熙

間

知

州

李

湘

始

昜

以

瓦

仍

爲

大

成

殿

成

化

間

知

州

楊

□

建

星

門

郭

玉

建

兩

廡

云

知

州

李

湘

重

修

廟

學

記

畧

曰

聖

朝

統

一

寰

宇

崇

儒

右

文

内

而

京

畿

外

而

郡

邑

至

於

遐

陬

裔

壌

之

邦

莫

不

立

庙

學

以

隆

化

基

東

平

州

學

宋

景

祐

問

沂

國

王

公

判

鄆

始

建

學

於

城

西

南

元

皇

慶

中

嚴

忠

濟

爲

路

總

管

以

舊

學

湫

隘

弗

稱

廼

卜

州

治

東

北

更

造

而

新

之

厥

後

廟

廡

毁

壞

惟

大

成

門

獨

存

明

朝

因

之

歷

歲

滋

久

傾

頺

益

甚

永

樂

癸

酉

知

州

九

江

楊

侯

一

脩

葺

洪

熙

元

年

秋

知

州

李

侯

大

脩

廟

學

旣

成

學

正

黃

岡

趙

玉

訓

導

靑

田

厲

昭

介

湖

廣

憲

僉

任

城

高

公

英

徵

記

以

示

來

者

且

曰

李

侯

下

車

之

初

首

謁

學

宮

時

欲

一

新

之

以

民

困

於

力

役

於

是

中

止

越

明

年

政

脩

人

和

歲

且

有

年

遂

謀

諸

寮

寀

乃

裒

俸

餘

而

士

民

之

相

助

踵

至

内

嚴

棲

神

之

宮

外

設

㦸
之

門

明

倫

有

堂

東

西

有

齋

禮

噐

有

所

饎

炊

有

庖

師

生

有

舍

以

至

文

昌

之

祠

輪

奐

一

新

是

役

也

侯

於

臨

政

之

暇

躬

督

工

役

不

憚

勞

同

知

孫

公

賢

判

官

都

公

禮

吏

目

强

公

信

咸

相

厥

事

經

始

於

乙

巳

秋

訖

工

於

是

歲

之

冬

宜

紀

之

貞

䂥
昭

示

於

來

者

侯

名

湘

字

永

懷

世

爲

泰

和

右

族

造

士

入

成

均

授

前

職

以

舊

官

代

去

民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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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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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借

㓂
云

黃

謙

撰

後

歲

久

傾

圮

郡

人

郭

士

奇

捐

銀

數

百

獨

力

重

修

康

熙

十

年

禮

生

楊

文

斗

粧

修

聖

像

龕

座

學

道

給

扁

優

奬

兩

廡

在

先

師

廟

前

今

俱

毁

壞

無

存

啓

聖

祠

在

先

師

廟

東

北

舊

爲

梓

潼

帝

君

廟

後

又

爲

鄕

賢

祠

今

改

爲

啓

聖

祠

知

州

胡

松

建

祀

啓

聖

公

孔

氏

配

以

顏

路

曾

㸃
孔

鯉

孟

孫

程

□

朱

松

蔡

元

定

七

氏

祭

期

同

先

師

祭

品

同

十

哲

康

熙

十

一

年

楊

文

斗

重

修

名

䆠
祠

在

先

師

廟

西

北

知

州

胡

松

建

今

圮

廢

祀

名

䆠

漢

東

平

王

相

王

尊

唐

鄆

曹

濮

節

度

觀

察

使

馬

聦

天

平

軍

節

度

使

令

狐

楚

宋

知

鄆

州

宋

庠

王

堯

臣

韓

富

弼

吳

奎

龎

籍

劉

䕫
滕

甫

劉

厰

通

判

鄆

州

㓂
凖

司

馬

光

京

東

轉

運

副

使

陳

知

徵

金

知

東

平

府

事

完

顏

弼

元

東

平

路

行

軍

萬

戸

嚴

實

東

平

宣

撫

使

姚

樞

明

東

平

知

州

曹

休

仁

貢

安

國

祭

期

同

先

師

祭

品

羊

一

豕

一

籩

豆

各

十

鄕

賢

祠

在

名

䆠
祠

後

知

州

胡

松

建

祀

鄕

賢

漢

昌

邑

王

師

王

式

魏

處

士

劉

禎

奉

高

縣

侯

馬

隆

處

士

劉

兆

唐

太

子

賔

客

吕

元

膺

宋

翰

林

學

士

梁

灝

中

書

侍

郎

傳

堯

俞

頴

州

文

學

軍

脩

殿

中

侍

御

史

郭

權

尙

書

右

丞

忠

肅

公

梁

燾

同

知

諫

院

龔

臣

戸

部

侍

郎

李

迨

監

察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廟
祠

十
四

察

御

史

馬

伸

金

禮

部

郎

中

趙

渢

兵

部

尚

書

文

簡

公

高

霖

元

孝

子

王

閏

處

士

王

旭

林

學

士

王

磐

王

構

吏

部

尚

書

李

泉

布

衣

趙

天

麟

明

福

建

左

布

政

使

張

㻠
贈

兵

部

尚

書

前

待

郎

劉

公

源

清

戸

部

郎

中

劉

爾

牧

蕭

縣

訓

導

徐

文

京

寧

津

知

縣

觧

如

桐

兵

部

侍

郎

都

察

院

副

都

御

史

廵

撫

天

津

杜

三

策

山

西

兵

備

副

使

李

文

芝

漢

榖

城

長

蕩

陰

令

張

遷

祠

遷

字

公

方

陳

留

人

少

爲

郡

吏

徵

拜

榖

城

長

遷

蕩

陰

令

吏

民

随

送

如

雲

於

是

刻

石

立

表

于

東

平

國

榖

城

蕩

陰

之

交

其

詞

畧

云

公

存

恤

高

年

路

無

拾

遺

黃

巾

初

起

斯

縣

獨

全

尚

書

五

教

君

崇

其

寛

詩

云

愷

悌

君

隆

其

恩

東

里

潤

色

君

其

仁

召

伯

留

陜

君

懿

于

棠

晉

陽

佩

韋

西

門

帶

弦

君

之

体

素

能

其

勛

祠

原

在

州

治

西

靈

帝

中

平

年

建
今

廢

碑

記

見

在

儒

學

明

倫

堂

前

宋

王

沂

公

祠

在

先

師

廟

側

公

判

鄆

州

開

寳

元

年

冬

大

星

墜

其

寢

遂

薨

于

鄆

鄆

人

思

慕

建

祠

祀

之

今

廢

劉

敞

作

記

畧

日

丞

相

沂

公

之

初

守

清

也

爲

齊

人

建

學

其

後

守

鄆

也

爲

魯

人

建

學

由

是

二

國

之

俗

始

益

知

貴

詩

書

之

業

而

安

其

性

之

所

樂

老

師

宿

儒

㓜
子

童

孫

粲

然

自

以

復

見

三

代

之

美

禮

讓

日

興

刑

罰

日

衰

嗚

呼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庙
祠

十
五

君

子

之

盛

德

大

業

如

是

哉

沂

公

薨

於

鄆

且

二

十

年

鄆

人

愛

慕

而

悲

思

之

僉

曰

不

可

使

文

正

之

德

不

享

於

世

前

太

守

錢

公

於

飛

聞

之

因

即

學

宮

而

建

祠

宇

以

稱

士

大

夫

之

意

錢

公

去

位

之

五

年

堂

乃

成

叙

其

語

以

詔

後

世

元

嚴

魯

公

祠

在

州

治

東

北

隅

元

初

建

今

廢

元

元

好

問

作

記

畧

曰

公

資

禀

沉

毅

以

仁

民

愛

物

爲

懷

元

兵

破

相

下

之

又

破

水

寨

怒

其

反

覆

欲

盡

坑

之

公

百

方

營

救

得

請

而

後

巳

兵

出

㐮
自

邳

徐

赴

謂

所

親

言

河

南

受

兵

殺

戮

必

多

當

用

金

幣

贖

之

靈

降

人

假

息

待

命

公

饋

主

兵

者

下

逮

卒

伍

亦

霑

膏

潤

一

縣

老

㓜
皆

被

更

生

之

且

縱

遣

之

前

後

所

活

無

慮

數

十

萬

人

生

口

北

渡

無

從

得

食

糜

粥

所

救

者

尙

不

論

也

盡

境

之

役

瘡

病

之

人

新

去

湯

火

獨

恃

公

爲

司

命

公

爲

之

闢

田

野

完

保

聚

所

至

延

見

父

老

訓

飭

子

弟

教

以

農

理

官

任

善

良

汰

阻

貪

墨

貸

逋

賦

以

寛

流

亡

假

間

田

以

業

单

貧

節

浮

費

以

豊

委

積

抑

逰

末

以

厚

風

俗

至

於

排

難

觧

紛

周

急

給

困

救

䘏
孤

老

以

助

祭

故

薨

謝

之

日

境

内

之

人

號

泣

相

吊

自

謂

一

日

不

可

復

活

壬

寅

孟

冬

公

之

嗣

子

忠

濟

走

書

幣

於

好

問

言

先

公

功

著

興

王

之

功

名

出

勲

臣

之

右

虎

符

龍

節

統

魏

齊

魯

五

十

四

城

者

踰

二

十

年

忠

濟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廟
祠

十
六

世

爵

作

爲

新

廟

以

致

禴

祀

蒸

之

敬

宜

有

文

□

昭

示

永

久

好

問

因

乃

勉

為

之

記

龍

王

廟

在

州

東

一

里

隄

上

仲

春

二

日

舉

祭

如

制

勅

封

太

河

神

廟

在

州

西

六

十

里

張

縣

境

運

河

北

岸

有

堂

有

儀

門

有

坊

牌

有

宰

牲

房

有

致

齋

所

春

秋

二

仲

州

偹

祭

禮

管

河

工

部

主

之

城

隍

廟

在

州

治

東

舊

在

州

治

西

北

隅

洪

武

九

年

改

建

今

地

永

樂

元

年

知

州

劉

箴

重

建

有

堂

有

儀

門

有

大

門

有

坊

牌

有

十

隂

司

春

秋

祭

祀

朔

望

謁

如

制

土

地

祠

在

州

儀

門

東

朔

望

謁

加

制

馬

神

祠

在

州

治

東

城

隍

廟

西

春

秋

二

祭

如

制

八

蜡

廟

在

州

南

一

里

仲

秋

一

祭

如

制

旗

纛

廟

在

所

治

東

北

春

秋

守

禦

官

致

祭

如

制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壇
壝

十
七

壇

壝

黄

輿

既

奠

粒

我

蒸

民

土

榖

之

報

克

配

彼

天

矣

至

川

流

嶽

峙

以

興

雲

雨

風

霆

震

厲

澤

潤

無

方

慱

碩

告

䖍
非

司

民

社

者

之

職

與

則

春

祈

秋

報

以

介

景

福

者

有

其

舉

之

自

莫

或

廢

也

作

壇

壝

志

社

稷

壇

在

州

西

門

外

除

地

爲

壇

每

仲

春

仲

秋

上

戊

之

日

舉

祭

如

制

風

雲

雷

雨

壇

在

州

南

門

外

除

地

爲

壇

春

秋

上

戊

日

祭

如

制

郡

厲

壇

在

州

北

門

外

有

祭

文

祭

期

春

清

明

日

秋

七

日

望

日

十

月

朔

日

請

城

隍

主

祭

牲

醴

如

制

鄉

社

壇

各

随

隅

社

屯

所

設

壇

祭

期

如

社

稷

鄉

厲

壇

制

如

鄉

社

祭

期

如

郡

厲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兵
防

十
八

兵

防

書
云
惟
事
事
乃
其
有
偹
有
偹
無
患
則
兵
戎
之
設
以
建

威
銷
萌
可
百
年
而
不
用
不
可
一
日
而
不
偹
也
况
城
門

之
鎻
鑰
守
禦
非
常
南
北
之
要
衝
京
師
孔
道
會
通
之
舟

楫

糧

連

咽
喉
其
克
詰
戎
兵
以
警
戒
無
虞
者
固
未
雨
之
防
萬
全

之

慮

也

豈

曰

太

平

有

象

武

偹

遂

弛

乎

作

兵

防

志

守
禦
千
戶
所
公
署
在
城
州
治
東
南
原
有
千
戸
十
人
百

戶
十
人
以
守
禦
城
池
八
屯
兩
厰
有
京
操
軍
運
糧
軍
守

城

軍

餘

屯

田

軍

餘

今

千

百

戶

俱

裁

革

守

禦

所

仍

舊

欽

設

掌

印

千

縂

一

員

管

運

千

縂

一

員

管

河

千

縂

二

員

□

甲

管

運

糧

船

隻

在
城
将
官
一
員
馬
歩
兵
丁
营
房
在
北
門
以
裏
管
䕶
送

銀

兩

斬

家

口

将

官

一

員

□

城

堡

有

營

房

馬

歩

兵

丁

女

山

鎭

将

官

一

員

□

城

堡

有

營

房

馬

歩

兵

丁

戴
家
廟
將
官
一
員
□
城
堡
有
營
房
馬
歩
兵
丁
三
營
各

有
□
地
管
䕶
送
船

催
□
糧
運
□
□
□
□
□
□
□
□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市
鎮

十
九

市

鎮

周

官

版

圖

之

獻

終

稽

民

数

焉

故

視

都

而

知

野

視

野

而

知

國

村

落

之

宻

生

齒

之

繁

也

百

室

之

盈

婦

子

之

寜

也

則

煙

火

相

接

雞

犬

相

聞

遷

有

無

以

相

通

自

非

仁

人

在

上

父

母

斯

民

生

聚

而

招

來

之

亦

烏

覩

從

之

者

如

歸

乎

作

市

鎮

志

城

市

在

州

門

前

每

日

一

集

明

時

在

州

中

集

有

十

二

處

一

日

一

市

週

而

復

始

未

季

兵

火

焚

城

市

荒

凉

今

本

州

出

示

招

集

上

無

官

價

之

名

民

無

行

戶

之

累

鄉

民

俱

赴

州

門

前

交

易

因

而

成

市

在

鄉

集

十

有

五

日

安

山

在

城

西

十

二

里

須

城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大

陽

在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塔

井

在

州

東

四

十

里

鄣

城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彭

家

集

在

州

東

南

三

十

里

花

蘭

店

在

州

北

二

十

五

里

沙

河

站

在

州

南

三

十

里

陽

榖

在

州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張

集

在

州

西

南

五

十

里

郈

亭

集

在

州

東

南

四

十

里

戴

家

廟

在

州

西

四

十

里

家

口

在

州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王

忠

口

在

州

西

南

二

十

里

迎

鑾

堤

在

州

北

六

十

里

宋

真

宗

東

封

改

鄆

州

臨

驛

爲

迎

鑾

即

此

橋

井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橋
井

二
十

天

根

見

而

成

梁

鰲

皆

如

虹

民

無

病

渉

亦

王

政

之

一

端

也

至

木

上

有

水

飬

而

不

窮

則

利

民

濟

物

澤

被

之

仁

普

矣

豈

必

乘

輿

市

惠

貽

譏

君

子

西

江

逺

汲

無

救

涸

鮒

也

哉

作

橋

井

志

橋

有

十

五

南

永

濟

橋

在

南

門

外

一

里

許

汶

水

所

經

洪

武

二

十

八

年

老

人

邢

整

奏

請

創

造

甃

石

爲

之

凢

十

有

九

空

萬

曆

四

年

知

□

□

如

嵩

于

橋

兩

邉

增

修

磚

墻

加

以

石

檻

行

人

便

之

日

久

水

衝

石

空

坍

塌

順

治

十

五

年

本

所

人

王

元

臣

募

化

重

修

日

積

月

累

晝

夜

辛

勤

歴

十

年

餘

橋

工

始

完

比

更

加

堅

固

徃

來

穪

便

上

有

記

北

陳

家

橋

在

城

北

門

外

一

里

許

亦

汶

水

所

經

弘

治

十

二

年

知

州

張

愷

重

䢖
規

制

皆

如

永

濟

而

石

空

則

殺

其

六

焉

久

橋

北

衝

壊

行

人

不

便

天

啟

元

年

知

州

王

敬

增

修

石

橋

五

座

有

記

後

水

大

衝

激

石

空

坍

塌

数

處

徃

來

阻

困

康

熙

五

年

本

所

人

王

元

臣

修

完

南

橋

復

修

北

橋

工

程

浩

大

晝

夜

勤

劳

橋

成

方

半

積

病

身

歿

州

人

李

錦

繡

接

修

增

石

空

制

如

南

橋

生

員

李

名

世

接

脩

西

橋

在

城

西

門

外

山

水

衝

壊

徃

來

阻

隔

有

鐡

匠

郭

起

得

凢

鍜

錬

所

得

日

積

磚

石

数

年

獨

修

石

橋

一

道

遇

秋

水

泛

漲

冬

月

寒

苦

不

假

舟

楫

人

人

穪

便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橋
井

二
十
一

通

安

橋

在

西

橋

之

西

人

穪

爲

八

里

橋

直

逹

安

山

故

曰

通

安

久

崩

壞

郡

人

楊

膏

先

捐

貲

修

造

石

空

堅

固

公

私

便

焉

蓆

橋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大

定

七

年

䢖
架

沙

溝

河

舊

傳

宋

真

宗

東

封

泰

山

車

駕

徑

行

以

蓆

舖

藉

故

取

名

焉

官

橋

在

蓆

橋

上

流

二

十

里

舊

傳

真

宗

東

封

囬

鑾

所

經

之

丁

家

橋

在

須

城

集

成

化

年

造

惠

濟

橋

在

花

蘭

卞

家

庄

橋

在

卞

家

庄

鄉

民

武

整

重

修

吕

毋

橋

在

州

西

南

水

經

注

東

海

吕

毋

起

兵

所

造

梁

山

北

三

里

有

吕

毋

宅

宅

東

三

里

濟

水

所

經

也

橋

凢

五

在

州

城

五

里

外

以

板

爲

之

無

事

則

橫

接

湟

岸

以

通

徃

來

有

警

則

撤

去

以

防

外

侮

南

門

石

橋

木

橋

俱

郡

人

楊

膏

先

楊

膏

照

捐

貲

修

建

井
十
觀
音
井
在
西
門
外
社
稷
壇
東
旛
竿
廟
中
在
南
門
外

大

街

靈

泉

井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靈

泉

寺

四

面

皆

石

中

有

一

井

遇

旱

取

水

禱

雨

輙

應

栲

栳

井

在

陽

榖

栲

栳

寺

水

自

井

中

流

出

冬

夏

不

竭

清

凉

寺

井

在

州

東

南

十

五

里

梁

村

清

凉

寺

殿

西

楊

山

井

在

州

東

北

三

十

里

楊

山

口

寺

興

龍

井

在

州

東

二

十

五

里

須

城

興

雲

堂

東

蘆

泉

井

在

州

北

三

十

里

大

雲

寺

龍

泉

井

在

龍

泉

寺

殿

前

大

旱

不

竭

三

官

井

在

蔴

山

屯

三

官

廟

前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寺
觀

二
十
二

寺

觀

浮

圖

入

震

旦

其

來

逺

矣

而

招

提

名

寺

則

自

摩

騰

□

法

蘭

始

也

東

土

傳

衣

五

花

相

継

盛

于

梁

汰

于

魏

而

燈

燈

續

照

伽

藍

之

建

殆

未

可

屈

指

数

矣

興

廢

之

不

常

然

名

迹

之

具

在

稽

蘭

若

而

考

宫

觀

神

道

設

教

盖

振

古

如

兹

也

作

寺

觀

志

報

恩

寺

在

州

治

東

至

正

二

年

建

性

覺

寺

在

州

治

西

南

至

正

二

年

建

龍

山

寺

在

州

東

三

十

五

里

至

正

二

十

五

年

建

古

䑓
寺

在

州

東

二

十

五

里

至

正

元

年

建

延

慶

寺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開

元

十

八

年

建

大

德

九

年

重

修

廣

惠

寺

在

州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延

慶

二

年

建

洪

福

寺

在

州

南

三

十

里

中

統

元

年

建

清

涼

寺

在

州

南

十

里

至

正

元

年

建

崇

靈

寺

在

州

東

二

十

五

里

至

元

二

年

建

佛

光

寺

在

州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元

統

三

年

建

圓

覺

寺

在

州

西

北

五

十

里

至

正

二

年

建

觀

音

寺

在

州

西

四

十

里

至

正

二

年

建

栲

栳

寺

在

州

北

三

十

五

里

至

正

元

年

建

崇

報

寺

在

州

北

四

十

里

政

和

八

年

建

月

岩

寺

在

州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至

正

元

年

建

靈

泉

寺

在

州

北

二

十

五

里

舊

傳

唐

尉

遲

敬

德

建

内

有

泉

祈

雨

有

應

故

名

釋

迦

寺

在

州

東

五

十

里

大

定

二

年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寺
觀

二
十
三

建

崇

聖

寺

在

州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帝

堯

陵

右

洪

武

四

年

建

楊

山

口

寺

在

州

北

三

十

里

大

定

二

十

三

年

重

修

花

園

寺

在

州

南

三

十

里

至

正

二

年

建

興

化

寺

在

州

北

四

十

里

景

定

二

年

建

大

定

年

重

修

三

官

寺

在

州

西

南

三

十

里

至

正

二

年

建

三

教

寺

在

州

北

二

十

五

里

大

定

三

年

建

至

正

三

年

修

土

山

寺

在

州

西

三

十

里

清

岩

寺

在

州

西

十

五

里

至

正

元

年

建

大

勝

寺

在

州

北

三

里

東

平

王

墓

北

萬

宫

在

州

治

南

至

元

十

一

年

建

三

神

堂

在

靳

家

口

至

正

四

年

建

吕

公

堂

在

州

南

二

十

里

文

昌

祠

在

州

治

南

成

化

間

建

東

嶽

廟

在

東

門

外

至

元

年

建

太

白

金

星

廟

在

州

東
四
十
里
大
德
六
年
建

廣
祐
王
廟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元

真

二

年

建

関

帝

廟

一

在

東

原

驛

前

有

分

守

道

扁

旒

雅

鎮

外

有

数

十

處

鄉

城

内

外

各

舉

香

火

三

官

廟

一

在

大

東

門

外

一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一

在

州

西

十

五

里

正

德

七

年

建

郡

人

趙

逯

記

刻

于

石

今

大

陽

集

麻

山

頭

等

俱

有

廟

真

武

廟

一

在

鄣

城

集

延

祐

二

年

建

一

在

安

山

鎮

嘉

靖

七

年

建

郡

人

高

凌

漠

建

一

在

花

蘭

店

元

時

建

東

平

路

縂

管

張

慱

記

一

在

陽

谷

店

嘉

靖

間

建

郡

人

鞏

思

憲

記

一

在

戴

家

廟

一

州

勝

㮣
郡

人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寺
觀

二
十
四

宋

祖

舜

建

有

記

文

在

藝

文

中

外

有

香

火

数

處

不

能

悉

載

千

佛

閣

在

安

山

運

河

岸

南

今

移

真

武

廟

後

藏

經

閣

在

州

治

東

報

恩

寺

大

佛

殿

後

隆

慶

年

建

十

方

院

在

州

治

東

順

治

年

知

州

周

三

斌

陞

福

寜

道

建

全

真

觀

在

州

治

南

一

里

元

羽

士

劉

志

深

建

康

熙

四

年

知

州

范

有

明

捐

俸

置

香

火

地

四

頃

係

額

外

谷

田

坐

落

啇

家

本

觀

記

火

神

廟

在

州

治

東

南

隅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䢖
郡

人

李

文

芝

有

記

載

在

藝

文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陵
墓

二
十
五

陵

墓

自

古

帝

王

膺

圖

賢

哲

輔

世

莫

不

澤

被

神

州

聲

施

赤

縣

所

謂

可

法

可

傳

者

非

與

乃

一

抔

之

土

已

乾

而

千

秋

之

祀

安

在

雖

名

史

册

德

並

天

壌

竊

懼

窀

穸

莫

考

或

歲

久

而

湮

没

也

作

陵

墓

志

帝

堯

陵

在

州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蘆

泉

山

陽

明

洪

武

四

年

遣

編

脩

葛

誠

脩

陵

建

祠

勅

有

司

春

秋

致

祭

三

歲

一

遣

使

登

享

用

太

牢

凡

新

天

子

繼

統

特

勅

廷

臣

衘

命

祭

奠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郡

守

劉

元

凱

重

脩

並

立

記

冉

伯

牛

墓

初

在

汶

上

縣

西

門

外

感

化

橋

側

宋

時

劉

縣

尹

遷

於

州

治

西

北

十

五

里

墓

前

有

廟

旁

有

兩

翼

室

有

儀

門

大

門

宰

牲

房

致

齋

所

春

秋

致

祭

如

制

外

有

祭

田

三

十

元

張

瀚

有

記

明

州

守

潘

洪

復

鼎

新

之

大

學

士

許

彬

州

守

劉

元

凱

俱

有

記

春

秋

句

王

墓

在

州

東

金

螺

山

下

遺

跡

尚

存

秦

甘

羅

墓

在

州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安

山

上

漢

東

平

思

王

墓

在

州

東

故

無

城

東

北

二

里

東

平

憲

王

墓

在

州

北

峗

山

凡

九

塜

明

東

平

同

知

趙

文

華

在

記

畧

曰

嘉

靖

中

東

平

劉

公

爲

都

御

史

上

言

其

鄕

有

漢

東

平

王

劉

蒼

墓

在

臣

州

北

五

里

荒

翳

莫

治

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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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陵
墓

二
十
六

賜

表

樹

以

彰

風

化

未

卽

賜

允

庚

子

冬

文

華

以

罪

補

郡

佐

至

則

幸

以

爲

王

所

在

當

有

廟

貌

侐

奕

可

瞻

望

而

求

之

不

得

故

老

爲

指

峗

山

下

王

靈

臺

者

是

其

墓

故

址

而

金

碧

蜒

蜿

浮

屠

氏

之

居

在

焉

予

始

爲

掃

除

佛

像

正

王

之

位

以

完

盛

典

劉

府

君

墓

在

城

東

北

堯

陵

前

府

君

名

曜

漢

光

禄

勳

有

古

殘

折

宋

孫

宣

公

墓

宋

人

名

奭

龍

圖

閣

學

十

墓

在

州

東

十

五

里宋

梁

父

子

狀

元

墓

父

名

灝

雍

熙

四

年

狀

元

墓

在

州

北

二

十

五

里

望

山

之

陽

子

名

固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狀

元

葬

於

父

墓

東

北

梁

莊

肅

公

墓

名

適

灝

之

子

宋

宰

相

謚

莊

肅

葬

於

灝

墓

西

北

殿

中

待

御

史

馬

公

墓

宋

人

名

伸

墓

在

憲

王

陵

北

五

里

明

太

僕

少

卿

趙

元

夫

作

記

畧

曰

宋

興

飬

士

百

餘

年

英

賢

繼

作

慶

曆

元

祐

之

盛

李

唐

而

後

未

有

也

迨

羣

小

搆

禍

程

門

諸

士

散

逐

四

方

各

獲

考

終

而

馬

公

獨

抱

忠

飮

恨

以

没

死

非

其

罪

君

子

痛

之

豈

天

果

仇

善

與

抑

亦

宋

將

訖

然

也

嗣

後

二

百

餘

年

公

之

道

德

忠

義

爛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陵
墓

二
十
七

然

國

史

而

鄕

里

莫

克

祠

祀

先

是

兵

部

待

郎

東

圃

劉

公

請

於

朝

言

宜

勅

有

司

建

祠

爲

國

盛

典

戊

申

冬

蜀

閬

中

劉

侯

來

守

東

平

仰

公

之

忠

賢

風

烈

廼

喟

然

曰

賢

如

馬

公

於

祭

法

當

祀

而

鄕

無

專

祠

其

何

以

觀

善

導

民

是

惟

守

土

者

之

責

乃

擇

北

門

地

爲

堂

及

屋

若

干

楹

神

位

龕

卓

煥

然

一

新

前

爲

坊

扁

其

代

若

姓

于

是

道

路

之

過

其

門

者

莫

不

瞻

望

咨

嗟

咸

知

忠

賢

偉

人

産

兹

鄕

後

有

聞

風

而

興

起

者

謂

非

兹

祠

啓

之

不

可

工

旣

訖

予

記

此

以

刻

諸

石

並

載

宋

史

本

傳

千

隂

以

便

觀

者

云

劉

侯

名

元

凱

字

舜

登

嘉

靖

辛

丑

進

士

殿

中

丞

孫

明

復

墓

先

生

諱

復

字

明

復

晋

州

平

陽

人

少

舉

進

士

不

第

退

居

泰

山

之

陽

著

尊

王

微

魯

多

學

者

其

尤

賢

而

有

道

者

石

介

自

介

而

下

皆

以

弟

子

事

之

先

生

年

逾

四

十

家

貧

不

聚

李

丞

相

廸

特

以

其

弟

之

女

妻

之

孔

給

事

道

輔

爲

人

剛

直

嚴

重

不

妄

與

人

聞

先

生

之

風

就

見

之

介

執

杖

履

侍

左

右

先

生

坐

則

立

外

䧏
拜

則

扶

之

其

徃

謝

也

亦

然

魯

人

旣

素

高

此

兩

人

由

是

始

識

弟

子

之

禮

莫

不

嗟

嘆

慶

曆

二

年

樞

宻

副

使

范

仲

淹

資

政

學

士

富

弼

言

其

道

德

經

術

宜

在

朝

廷

召

拜

校

書

卽

國

子

監

直

講

嘗

召

見

邇

英

閣

說

詩

將

以

爲

侍

講

而

嫉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陵
墓

二
十
八

之

者

言

其

講

說

多

異

先

儒

遂

止

七

年

坐

累

貶

監

處

州

啇

稅

翰

林

學

士

趙

槩

等

十

餘

人

上

言

孫

某

行

爲

世

法

經

爲

人

師

不

宜

棄

之

遠

方

乃

復

召

爲

國

子

監

直

講

居

三

歲

以

嘉

祐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卒

于

家

享

年

六

十

有

六

官

至

殿

中

丞

其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葬

于

須

城

縣

盧

泉

鄕

之

北

扈

原

楊

榮

墓

在

州

東

北

一

里

窰

彎

元

王

盤

墓

在

州

城

東

四

里

李

謙

作

誌

石

今

見

存

薛

狀

元

墓

在

州

東

二

十

里

狀

元

霍

希

賢

墓

元

仁

宗

延

祐

五

年

狀

元

及

第

累

官

中

書

侍

郎

墓

在

州

東

二

十

里

東

平

路

總

管

韓

煦

墓

在

州

北

王

陵

䑓
前

有

至

治

元

年

學

士

李

之

紹

神

道

銘

行

中

書

左

丞

相

忙

兀

䑓
公

光

昭

墓

在

州

北

王

陵

䑓
西

有

至

元

二

十

三

年

文

刻

于

石

明

少

保

兵

部

尚

書

康

毅

王

公

憲

墓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荆

山

之

陽

嘉

靖

十

七

年

奏

勅

脩

建

大

學

士

李

時

神

道

刻

于

石

贈

兵

部

尚

書

劉

公

源

淸

墓

在

州

北

七

里

慶

初

年

奏

勅

脩

䢖
郡

人

趙

元

夫

爲

銘

有

傳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陵
墓

二
十
九

吏

餘

尙

書

□

介

肅

公

嶽

墓

公

字

汝

喬

别

號

望

湖

世

家

汶

上

南

旺

登

嘉

靖

壬

辰

進

士

授

戸

部

主

事

督

上

谷

餉

積

餘

羡

金

千

公

毫

無

所

取

盡

命

作

數

於

公

移

管

徐

州

倉

内

多

地

舊

種

麥

以

供

公

費

而

藏

其

羡

公

悉

出

之

以

賑

無

告

者

轉

員

外

郎

中

守

廬

州

郡

南

山

多

異

木

徃

徃

官

収

貶

鬻

公

曰

官

物

也

而

可

私

乎

籍

以

歸

公

及

遭

母

䘮
不

能

具

豐

歛

輿

襯

而

歸

無

一

㕓
以

居

借

伯

兄

旁

舍

受

弔

完

葬

而

巳

起

知

保

定

府

最

近

輦

轂

貴

戚

勢

人

蜒

引

窟

據

其

間

公

執

法

不

能

撓

府

舊

有

吏

班

銀

歲

千

餘

官

吏

乾

没

以

爲

常

公

恥

之

以

供

厨

傳

費

而

省

故

所

徵

于

民

者

寡

爲

副

使

兵

備

岢

嵐

大

建

其

功

按

使

楚

中

察

贓

吏

遣

治

如

律

巳

陞

僉

都

御

史

廵

撫

保

定

等

處

先

是

工

部

鳩

工

郡

各

車

百

輛

戸

部

督

賦

郡

各

三

千

緍

督

府

亦

徴

邉

夫

郡

各

八

千

餘

丁

檄

下

境

内

騷

然

公

上

䟽
言

府

庫

空

虚

狀

請

損

戸

賦

大

半

詔

許

之

其

于

工

部

止

與

車

十

輛

督

府

丁

夫

終

一

人

不

遣

部

府

卒

如

公

議

是

時

嚴

分

宜

柄

國

藉

地

震

之

災

策

免

大

臣

以

應

于

是

出

閣

臣

攝

吏

部

司

考

察

列

廷

臣

爲

三

等

上

考

多

黨

而

公

以

同

年

故

亦

偶

在

上

考

公

拂

然

引

疾

䟽
歸

分

宜

敗

言

官

凌

儒

薦

公

徴

拜

副

都

御

史

廵

撫

川

貴

旋

召

入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陵
墓

三
十

恊

理

院

事

陞

吏

部

右

侍

郎

復

進

左

奉

詔

考

諸

司

不

職

者

大

臣

咸

服

其

平

陞

南

禮

尙

書

未

幾

改

吏

部

遂

請

告

歸

踰

二

年

卒

公

貌

臞

神

聳

刻

勵

聖

學

官

至

八

座

奉

身

儉

素

如

儒

生

晚

年

蕭

然

一

榻

棲

心

物

外

然

其

遇

事

侃

侃

雖

賁

育

之

勇

不

能

奪

也

生

平

寡

交

㳺
獨

與

江

右

踈

山

呉

公

滁

上

栢

泉

胡

公

東

越

介

川

毛

公

相

厚

善

四

公

立

朝

風

節

譽

望

相

彷

海

内

稱

爲

四

君

子

雲

公

卒

後

撫

臣

梁

公

聞

於

朝

祭

葬

謚

介

肅

墓

在

州

北

十

里

御

史

大

夫

葛

公

守

禮

撰

記

萬

曆

壬

寅

州

守

徐

公

璘

爲

之

立

通

衢

曰

淸

風

千

古

以

示

來

兹

云

明

撫

治

鄖

陽

都

御

史

宋

祖

舜

墓

在

梁

山

之

陽

知

張

事

陳

璜

有

傳

載

入

藝

文

明

廵

撫

天

津

兵

部

右

侍

郎

兼

都

察

院

右

僉

都

御

史

前

欽

正

一

品

服

特

加

蠎

玉

册

封

琉

球

兵

科

林

杜

三

策

墓

在

髓

城

三

旺

集

北

有

傳

明

山

西

按

察

司

副

使

總

理

紫

荊

等

三

関

兼

保

定

等

地

方

兵

偹

前

林

奉

勅

初

任

掌

湖

廣

道

監

察

御

史

二

任

掌

京

畿

道

監

察

御

史

三

任

掌

浙

江

道

監

察

御

史

李

文

芝

墓

在

城

北

七

里

舖

之

東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賦
役

三
十
一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東

平

知

州

陞

河

間

府

同

知

廣

寧

張

承

重

編

東

平

州

同

知

冨

平

李

澤

校

閲

原

任

登

州

府

教

授

單

民

功

纂

修

賦

役

叙

曰

國

家

因

地

制

賦

計

口

授

田

所

以

安

上

而

全

下

也

然

或

時

異

勢

殊

有

宜

于

古

而

不

同

于

今

有

行

于

今

而

不

戾

于

古

者

大

抵

斟

酌

善

悉

照

賦

役

全

書

法

至

僃

也
至
于
奉
公
愛
民
神
而
明
之
則
又
在
良
長
吏
矣
作
賦
役
志

屯

社

聖

王

之

治

民

也

因

民

而

巳

廬

井

桑

麻

因

乎

其

地

族

黨

比

閭

因

乎

其

人

肥

瘠

登

耗

原

民

三

自

然

之

數

因

甲

乙

而

鱗

次

之

民

乃

尚

寧

幹

止

乎

况

有

分

土

無

分

民

勞

來

安

定

自

有

聞

風

而

至

者

鴻

㕍
于

飛

集

于

中

澤

因

民

利

民

則

流

移

土

著

也

作

屯

社

志

隅

有

四

曰

東

南

東

北

西

南

西

北

在

城

四

隅

社

二

十

有

一

曰

謝

庄

在

州

南

三

十

里

白

沙

在

州

南

二

十

五

里

沙

義

在

州

南

二

十

五

里

拆

河

在

州

南

十

里

劉

庄

在

州

南

十

二

里

袁

庄

在

州

南

十

五

里

栢

村

在

州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姬

村

在

州

東

三

十

五

里

梁

村

在

州

東

南



ZhongYi

東
平
州
志

卷
之
二
賦
役

三
十
二

二

十

里

荆

保

在

州

東

南

二

十

里

流

翟

在

州

東

十

里

□

吕

在

州

東

四

十

五

里

大

陽

在

州

東

北

六

十

里

安

山

在

州

西

十

二

里

倉

丘

在

州

東

七

十

里

東

登

在

州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西

登

在

州

西

五

十

里

北

登

在

州

北

三

十

里

周

村

在

州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戴

村

在

州

東

五

十

里

三

旺

在

州

東

北

六

十

里

屯

有

八

日

官

庄

在

州

東

十

五

里

南

留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荆

山

在

州

北

二

十

五

里

三

山

在

州

北

四

十

里

龍

山

在

州

東

四

十

里

夏

雪

在

州

東

北

六

十

里

魏

雪

在

州

北

四

十

里

塔

井

在

州

東

四

十

里

新

增

流

移

社
俱

新

來

開

荒

人

戸戸

口

丁

徭

原

額

不

分

等

則

一

例

人

丁

肆

萬

肆

千

貳

百

壹

拾

捌

丁

每

丁

徵

銀

壹

錢

貳

分

其

徵

銀

伍

千

叁

百

陸

兩

壹

錢

陸

分

内

除

逃

亡

人

丁

叁

萬

貳

千

伍

百

貳

丁

順

治

拾

貳

年

至

拾

陸

年

新

增

人

丁

壹

百

伍

拾

叁

丁

徵

銀

拾

捌

兩

叁

錢

陸

分

康

熙

元

年

至

捌

年

新

增

人

丁

壹

千

貳

百

壹

拾

叁

丁

徵

銀

壹

百

肆

拾

伍

兩

伍

錢

陸

分

現

在

幷

新

增

人

丁

壹

萬

壹

千

㭍
百

壹

拾

陸

丁

内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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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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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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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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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鄕

紳

舉

貢

生

員

優

免

本

身

丁

肆

百

叁

拾

肆

丁

該

免

銀

伍

拾

貳

兩

捌

分

又

除

在

于

一

丁

兩

賦

等

事

案

内

奉

文

除

東

平

所

重

丁

叁

百

肆

拾

㭍
丁

該

免

銀

肆

拾

壹

兩

陸

錢

肆

分

實

在

當

差

人

丁

壹

萬

玖

百

叁

拾

伍

丁

共

徵

銀

壹

千

叁

百

壹

拾

貳

兩

貳

錢

康

熙

拾

壹

年

知

州

張

奉

文

編

審

新

增

人

丁

叁

百

㭍
拾

肆

丁

俟

部

文

題

定

陸

續

起

科

實

該

逃

亡

人

丁

叁

萬

貳

千

壹

百

貳

捌

丁

原

額

四

等

徵

銀

地

壹

萬

叁

千

肆

百

肆

拾

玖

頃

玖

拾

畝

貳

分

㭍
毫

内

原

額

上

地

貳

千

伍

百

㭍
拾

叁

頃

伍

拾

玖

畝

㭍
分

肆

毫

每

畝

徵

銀

叁

分

捌

毫

捌

絲

貳

忽

伍

微

陸

肆

沙

陸

塵

玖

渺

伍

末

㭍
埃

每

畝

徵

米

陸

合

叁

勺

壹

抄

伍

撮

㭍
圭

捌

粟

内

成

熟

并

順

治

拾

叁

年

至

康

熙

玖

年

陸

續

墾

過

地

捌

百

玖

拾

貳

頃

貳

拾

伍

畝

㭍
分

玖

壹

毫

康

熙

拾

壹

年

至

拾

貳

年

春

夏

二

季

止

勸

墾

上

地

叁

百

㭍
拾

叁

頃

肆

拾

陸

畝

捌

分

俟

部

文

題

定

照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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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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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陸

續

起

科

原

額

中

地

㭍
千

伍

百

叄

拾

捌

頃

陸

畆

貳

分

貳

厘

玖

毫

每

畆

徵

銀

貳

分

肆

厘

㭍
毫

陸

忽

伍

纎

壹

沙

㭍
塵

伍

渺

陸

漠

陸

埃

每

畆

徵

米

伍

合

伍

抄

貳

撮

陸

圭

貳

粟

内

成

熟

幷

順

治

拾

叁

年

至

康

熙

玖

年

陸

續

開

墾

地

貳

千

伍

百

陸

拾

陸

頃

壹

拾

玖

畆

貳

厘

捌

毫

康

熙

拾

年

至

拾

貳

年

春

夏

二

季

止

勸

墾

地

捌

百

捌

頃

捌

畆

壹

分

俟

部

文

題

定

陸

續

照

數

起

科

原

額

下

地

叁

千

貳

百

捌

拾

㭍
頃

玖

畆

玖

分

壹

厘

每

畆

徵

銀

壹

分

玖

厘

㭍
毫

陸

絲

肆

忽

捌

微

肆

纎

壹

沙

肆

塵

伍

漠

叁

埃

每

畆

徵

米

肆

合

肆

抄

貳

撮

㭍
粟

内

成

熟

幷

順

治

拾

叁

年

至

康

熙

玖

年

開

墾

地

貳

千

肆

百

伍

拾

貳

頃

壹

拾

壹

畆

肆

分

㭍
厘

壹

毫

康

熙

拾

年

至

拾

貳

年

春

夏

二

季

止

勸

墾

地

叁

百

玖

拾

貳

頃

捌

拾

壹

畆

壹

分

陸

厘

俟

部

文

題

定

起

科

原

額

下

下

地

伍

拾

壹

頃

壹

拾

肆

畆

肆

分

叁

厘

肆

毫

全

荒

每

畆

徵

銀

壹

分

叁

厘

捌

毫

叁

絲

伍

忽

叁

微

捌

纎

捌

沙

玖

塵

捌

渺

肆

漠

玖

埃

照

舊

例

下

下

地

畆

免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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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米

石

原

額

四

等

徵

糧

地

共

徵

銀

叄

萬

叄

千

壹

百

叄

拾

玖

兩

壹

錢

陸

分

貳

厘

捌

毫

肆

絲

貳

微

㭍
纎

㭍
沙

捌

塵

共

徵

米

陸

千

㭍
百

陸

拾

貳

石

㭍
斗

玖

升

貳

合

壹

勺

内

寄

庄

地

壹

百

壹

拾

伍

頃

除

正

項

在

于

原

額

成

熟

地

畆

派

徵

外

每

畆

加

徵

銀

貳

分

共

徵

銀

貳

百

叁

拾

兩

三

項

上

中

下

實

在

成

熟

地

共

徵

銀

壹

萬

肆

千

壹

百

㭍
拾

貳

兩

壹

錢

壹

分

叁

毫

貳

絲

㭍
微

捌

纎

共

徵

米

貳

千

捌

百

伍

拾

壹

石

叁

斗

㭍
勺

玖

抄

伍

撮

壹

圭

壹

粟

伍

顆

安

山

原

額

三

等

湖

租

地

肆

百

肆

拾

玖

頃

貳

拾

壹

畆

内

原

額

上

地

壹

百

玖

拾

㭍
頃

叁

拾

貳

畆

叁

分

捌

厘

每

畆

徵

銀

肆

分

内

成

熟

幷

新

墾

徵

糧

地

壹

百

伍

頃

玖

拾

肆

畆

貳

分

伍

厘

共

徵

銀

肆

百

貳

拾

叁

兩

㭍
錢

㭍
分

康

熙

拾

年

至

拾

貳

年

春

夏

二

季

止

勸

墾

過

地

叁

拾

頃

伍

拾

伍

畆

㭍
分

㭍
厘

伍

毫

俟

部

文

題

定

照

數

陸

續

起

科

原

額

中

地

壹

百

捌

拾

陸

頃

捌

拾

捌

畆

叁

分

陸

厘

每

畆

徵

銀

□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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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成

熟

並

開

墾

征

粮

地

壹

百

伍

拾

玖

頃

肆

拾

玖

畆

玖

分

㭍
厘

伍

毫

共

征

銀

肆

百

㭍
拾

捌

兩

肆

錢

玖

分

玖

厘

貳

毫

伍

絲

康

熙

十

年

至

十

二

年

春

夏

二

季

勸

墾

過

地

貳

拾

㭍
頃

叁

拾

捌

畆

叁

分

捌

厘

伍

毫

俟

部

文

題

定

照

数

陸

續

起

科

原

額

下

地

陸

拾

伍

頃

貳

分

陸

厘

每

畆

征

銀

貳

分

内

成

熟

並

開

墾

征

粮

地

貳

拾

玖

頃

貳

拾

畆

共

征

銀

伍

拾

捌

兩

肆

錢

康

熙

十

年

至

十

二

年

春

夏

二

季

止

勸

墾

過

地

叁

拾

伍

頃

捌

拾

畆

貳

分

陸

厘

俟

部

文

題

定

照

数

陸

續

起

科

原

額

額

外

荒

田

壹

百

叁

頃

陸

畆

㭍
分

每

畆

征

銀

叁

分

内成

熟

地

伍

拾

叁

頃

陸

拾

貳

畆

伍

分

共

征

銀

壹

百

陸

拾

兩

捌

錢

㭍
分

伍

厘

康

熙

十

年

至

十

二

年

春

夏

二

季

止

共

墾

過

地

肆

拾

玖

頃

肆

拾

肆

畆

貳

分

俟

部

文

題

定

陸

續

照

数

起

□

更

名

庄

田

原

額

地

叁

百

玖

拾

肆

頃

壹

拾

捌

畆

□

順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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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十

年

内

遵

奉

部

文

撥

給

聖

府

屯

貳

拾

貳

頃

玖

拾

貳

畝

陸

分

伍

厘

肆

毫

外

額

地

叁

百

㭍
拾

壹

頃

貳

拾

伍

畝

叁

分

肆

厘

陸

毫

每

畝

徵

租

銀

壹

分

叁

厘

壹

毫

㭍
絲

肆

忽

每

畝

徵

紅

公

費

壹

厘

肆

毫

玖

絲

㭍

忽

陸

微

貳

玖

沙

壹

塵

叁

渺

玖

漠

共

徵

銀

伍

百

肆

拾

肆

兩

陸

錢

捌

分

玖

厘

叁

毫

捌

忽

貳

微

肆

沙

更

名

原

額

蘆

泉

稻

營

屯

大

畝

地

肆

拾

陸

頃

陸

拾

㭍
畝

每

畝

徵

銀

伍

分

伍

厘

内

成

熟

地

叁

拾

伍

頃

貳

拾

伍

畝

貳

分

玖

厘

貳

毫

壹

絲

共

徵

銀

壹

百

玖

拾

叁

兩

捌

錢

玖

分

壹

厘

陸

絲

伍

忽

伍

微

康

熙

十

年

至

十

一

年

勸

墾

過

壹

頃

壹

拾

叁

畝

捌

分

俟

部

文

題

定

陸

續

照

數

起

科

原

額

額

外

馬

塲

叁

等

地

肆

頃

貳

拾

壹

畝

叁

分

壹

厘

壹

毫

内

上

地

壹

頃

貳

拾

畝

壹

分

每

畝

徵

銀

叁

分

壹

厘

壹

毫

貳

絲

玖

忽

陸

微

貳

伍

沙

貳

塵

貳

渺

捌

漠

玖

埃

中

地

壹

頃

肆

拾

陸

畝

每

畝

徵

銀

貳

分

肆

厘

玖

毫

叁

忽

㭍
微

貳

塵

伍

漠

肆

埃

下

地

壹

頃

伍

拾

伍

畝

貳

分

壹

厘

壹

毫

每

畝

徵

銀

壹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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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玖

厘

玖

毫

貳

絲

貳

忽

玖

微

陸

纎

壹

塵

肆

漠

陸

□

□

成

熟

上

地

貳

拾

肆

成

熟

中

地

貳

拾

玖

貳

分

壹

毫

成

熟

下

地

叁

拾

㭍

叁

分

㭍
厘

貳

毫

三

項

共

征

銀

貳

兩

貳

錢

壹

分

捌

厘

捌

毫

捌

絲

肆

忽

捌

微

貳

纎

康

熙

十

貳

年

分

以

上

地

丁

共

實

征

銀

壹

萬

㭍
千

叁

百

肆

拾

陸

兩

陸

錢

伍

分

叁

厘

捌

毫

貳

絲

玖

忽

叁

微

肆

沙

又

本

折

藥

材

于

康

熙

八

年

奉

文

照

依

題

定

時

價

增

添

銀

㭍
分

伍

厘

又

爲

請

議

歸

併

漕

截

銀

兩

等

事

案

内

奉

文

将

随

漕

截

費

銀

米

于

康

熙

拾

壹

年

始

刋

刻

昜

知

由

单

内

漕

粮

項

下

征

給

今

查

漕

粮

項

下

奉

文

每

正

米

百

石

加

潤

耗

銀

伍

兩

米

五

石

共

該

潤

耗

銀

玖

拾

陸

兩

玖

錢

㭍
分

壹

厘

陸

毫

㭍
絲

陸

忽

潤

耗

米

玖

拾

陸

石

玖

斗

㭍
升

壹

合

陸

勺

㭍
抄

陸

撮

合

前

共

通

實

征

銀

壹

萬

㭍
千

肆

百

肆

拾

叁

兩

㭍
錢

伍

毫

伍

忽

叁

微

肆

沙

征

實

米

貳

千

玖

百

肆

拾

捌

石

貳

斗

㭍
升

貳

合

□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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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㭍
杪

壹

□

□

圭

壹

□

□

□

一

解

起

運

戶

部

丁

地

折

色

銀

壹

千

㭍
百

叁

拾

㭍
兩

陸

錢

伍

分

貳

厘

貳

毫

玖

絲

伍

忽

壹

微

肆

纎

一

觧

本

色

芝

蔴

黃

蠟

花

絨

藥

材

牛

角

正

費

銀

壹

拾

伍

兩

叁

錢

伍

分

肆

厘

壹

毫

肆

絲

捌

忽

玖

纎

一

觧

脚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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