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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矣

邑

人

永

懷

不

置

備

載

於

石

以

垂

後

世

予

且

厚

望

於

公

者

張

文

忠

公

爲

縣

令

爲

御

史

爲

中

丞

而

極

台

輔

德

輝

功

烈

顯

於

古

今

公

牧

民

德

業

無

愧

於

張

公

矣

茲

去

爲

御

史

將

大

振

憲

臺

拾

遺

補

過

激

濁

揚

清

而

簡

在

帝

心

進

位

高

顯

必

矣

毋

使

張

公

專

美

於

前姜

素

山

東

高

唐

人

正

德

元

年

任

縣

事

廉

以

持

己

仁

以

愛

人

奏

請

海

鹽

協

濟

夫

役

德

惠

旁

流

民

永

賴

之

舊

志

崇

祀

名

宦

邑

人

胡

璉

有

夫

役

記
文

云

桃

源

淮

郡

屬

邑

瀕

於

河

以

京

東

西

南

數

大

省

及

諸

蠻

邦

出

行

入

貢

往

來

必

經

之

境

官

舟

使

榜

撾

皷

而

弭

節

者

曰

無

慮

數

十

艘

危

檣

修

縴

執

朴

而

嚴

程

者

動

無

慮

數

百

夫

朝

喚

夜

集

歲

無

寧

日

風

冷

雨

寒

晷

無

停

時

邑

之

人

亦

甚

勞

矣

高

唐

姜

侯

字

友

之

來

蒞

邑

事

越

二

年

庚

午

惠

愛

延

洽

補

救

弘

多

獨

念

是

役

之

勞

民

病

邑

已

久

况

値

頻

年

灾

歉

井

里

多

虛

呻

吟

轉

徙

之

下

老

羸

童

弱

曾

無

遺

力

乃

召

邑

之

父

老

面

諭

曰

桃

源

清

河

敝

適

等

耳

往

者

彼

皆

借

力

安

東

沭

陽

以

爲

是

役

之

助

而

吾

人

至

今

尙

獨

任

之

言

之

此

其

時

也

况

海

州

鹽

城

贛

榆

均

淮

屬

也

其

民

託

處

者

遠

固

多

可

借

之

力

吾

其

爲

之

量

小

大

定

勞

役

求

如

清

河

之

己

行

者

蓋

海

州

以

三

月

助

鹽

城

以

二

月

助

贛

榆

以

一

月

助

歲

凡

省

夫

萬

人

免

役

半

載

而

吾

人

其

少

休

乎

衆

咸

曰

願

果

行

之

疏

上

事

下

司

馬

部

奏

可

之

三

邑

競

往

從

事

而

是

役

病

且

瘳

矣

諸

父

老

舉

欣

然

來

會

拜

頭

稱

謝

請

白

於

執

事

者

曰

君

今

日

之

惠

吾

人

百

年

之

力

萬

家

之

福

也

願

圖

文

字

刻

諸

石

俾

後

人

得

知

休

庇

之

始

庶

斯

法

之

久

而

勿

壞

也

乃

推

國

子

監

生

邑

庠

生

阮

麒

省

祭

官

王

宣

輩

遠

來

詣

予

記

之

予

曰

噫

殆

未

能

也

雖

然

古

有

之

漢

董

詡

之

在

饒

州

唐

劉

晏

之

爲

温

令

政

有

惠

利

邑

人

慕

之

皆

爲

刻

石

以

傳

不

朽

茲

石

之

立

存

惠

利

也

雖

予

記

之

亦

可

刻

也

崔

獻

山

東

鄒

平

縣

舉

人

弘

治

十

一

年

任

縣

事

政

尙

嚴

猛

剛

果

有

爲

大

彰

學

校

士

民

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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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劉

金

順

天

人

正

德

中

以

主

事

謫

任

桃

河

縣

丞

持

己

無

私

爲

政

有

本

成

化

中

陞

任

知

縣

後

陞

戶

部

主

政

又

陞

御

史

龍

復

禮

宜

春

縣

舉

人

嘉

靖

十

四

年

任

桃

源

縣

事

仁

心

善

政

淪

浹

四

境

民

以

永

懷

有

請

寬

賦

役

疏
文

云

竊

照

本

縣

地

方

爲

兩

京

襟

喉

要

路

各

省

貢

會

必

由

之

所

常

賦

之

外

有

接

遞

之

煩

民

力

素

稱

不

堪

先

於

正

德

十

四

年

以

後

連

罹

五

年

大

水

繼

自

嘉

靖

三

年

以

來

迭

遭

九

年

蝗

旱

疲

癃

滿

目

逃

亡

過

半

上

年

二

麥

鮮

收

夏

秋

久

旱

田

苗

枯

稿

顆

粒

無

收

兼

以

蝗

蝻

遍

野

草

根

食

盡

人

無

薪

樵

牛

馬

亦

無

牧

放

之

處

是

以

十

室

九

空

朝

不

保

夕

或

變

易

畜

產

或

鬻

賣

子

女

或

夥

爲

鹽

徒

或

潛

行

鼠

盜

以

爲

目

前

偷

生

苟

活

之

計

因

無

繫

戀

相

率

流

離

臣

加

意

招

撫

除

被

災

蠲

租

請

賑

事

宜

已

經

申

達

合

干

上

司

及

具

奏

叧

行

外

卷

查

節

蒙

各

衙

門

不

次

開

催

各

年

未

完

等

項

錢

糧

夫

出

粟

米

麻

絲

布

帛

以

事

君

上

者

民

之

分

而

催

科

撫

字

以

養

民

者

臣

之

職

臣

豈

敢

巿

恩

曠

職

思

戶

部

於

本

縣

嘉

靖

九

年

十

二

月

以

前

拖

欠

稅

糧

馬

草

農

桑

絲

絹

戶

口

鹽

鈔

果

品

牲

口

皮

張

藍

靛

軍

需

箭

枝

胖

襖

袴

鞋

魚

油

翎

鰾

白

麻

等

項

未

完

在

戶

者

遇

蒙

嘉

靖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詔

書

蠲

免

已

蒙

委

官

查

明

造

册

囘

報

外

其

嘉

靖

十

年

起

至

十

三

年

止

一

應

未

完

錢

糧

爲

因

頻

年

蝗

旱

相

繼

委

的

追

倂

不

前

數

目

雖

存

竟

無

完

期

節

蒙

行

催

完

解

臣

隨

取

各

年

厫

經

花

戶

簿

籍

逐

一

查

勘

委

係

拖

欠

在

民

並

無

己

徵

揑

欠

侵

挪

情

弊

卽

今

災

傷

遺

民

半

係

麥

糁

豆

炒

度

日

救

死

扶

傷

不

暇

見

年

額

稅

尙

請

蠲

免

若

屬

並

徵

積

逋

徒

使

敲

朴

日

施

終

無

升

合

可

得

蓋

甯

邦

當

專

務

固

本

而

理

財

莫

先

於

養

民

度

時

審

勢

罰

誠

不

忍

施

乃

若

緘

默

固

執

使

殘

民

搆

怨

患

生

不

虞

有

辜

皇

上

愛

養

元

元

之

意

咎

將

安

歸

且

前

項

拖

欠

錢

糧

中

雖

奉

明

詔

蠲

免

已

濟

撫

按

衙

門

委

官

勘

明

緣

未

蒙

部

司

註

銷

所

以

仍

行

照

催

以

致

卷

案

不

得

註

銷

臣

今

將

花

戶

姓

名

拖

欠

數

目

備

細

查

明

造

册

申

繳

本

府

並

撫

按

衙

門

戶

禮

工

三

部

查

明

施

行

查

得

嘉

靖

三

年

本

府

地

方

大

荒

節

經

廷

臣

議

會

荷

蒙

聖

恩

蠲

停

租

稅

錢

糧

大

發

內

帑

銀

兩

遣

差

大

臣

前

來

賑

濟

救

民

囘

生

民

到

於

今

受

賜

以

今

灾

荒

觀

之

不

減

於

昔

拯

救

蠲

租

事

宜

撫

按

自

有

計

處

非

臣

所

與

臣

亦

嘗

考

求

古

之

救

荒

之

政

惟

利

濟

薄

徵

可

爲

今

日

急

務

然

臣

職

在

親

民

官

卑

職

重

以

徵

科

所

係

雖

欲

顧

忌

不

言

而

勢

不

容

已

再

照

接

遞

一

節

尤

爲

民

之

疾

苦

見

奏

撫

按

衙

門

明

文

該

兵

部

題

奉

欽

依

事

理

奈

何

過

往

人

員

罔

知

禁

例

惟

便

身

圖

飛

檄

傳

報

率

稱

某

處

公

幹

及

至

接

關

應

付

乃

是

順

齎

公

文

緣

所

齎

不

過

歷

樣

軍

册

少

者

一

夫

可

負

多

者

二

丁

可

舁

今

則

樓

船

高

擁

獨

據

官

艙

前

後

空

艙

或

徇

人

情

以

附

搭

鄕

里

或

縱

私

昵

以

帶

貨

物

衆

夫

推

挽

猶

訝

湮

遲

鞭

背

拉

胸

晝

夜

不

息

又

有

借

關

三

四

紙

或

五

六

紙

者

每

關

多

索

人

夫

外

討

趕

縴

馬

匹

吹

皷

手

護

送

兵

快

門

廚

等

項

仍

被

狼

虎

家

人

需

索

折

乾

錢

物

百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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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騷

擾

加

以

積

年

船

頭

過

關

勒

要

細

白

好

米

况

大

米

本

地

少

種

俱

係

高

郵

收

買

或

遇

騰

貴

之

時

價

値

九

錢

一

兩

各

處

錢

糧

未

到

疲

民

無

措

只

得

賣

兒

當

產

代

爲

墊

賠

雖

奉

明

文

禁

革

迫

於

勢

要

路

遠

豈

得

頻

申

本

縣

所

屬

二

驛

一

廳

各

縣

原

派

協

濟

多

不

依

期

徵

解

屢

經

行

文

守

催

俱

稱

年

荒

民

貧

坐

視

不

理

殊

不

知

本

縣

荒

貧

尤

甚

接

應

之

繁

頃

刻

躭

延

駡

官

鎖

吏

其

過

客

中

之

老

成

諳

練

者

聞

訴

亦

能

相

悉

嘆

念

而

浮

薄

少

年

促

夫

撾

鼓

仗

勢

牽

舟

又

有

重

載

大

幫

糧

船

必

打

閘

過

䉡

剝

啄

之

響

盈

耳

嗟

怨

之

聲

滿

河

夜

晚

風

息

不

測

往

往

因

而

覆

溺

萬

一

積

憾

生

釁

亦

將

流

毒

地

方

防

危

慮

變

不

待

智

者

而

後

知

矣

臣

猥

以

菲

才

居

民

牧

目

擊

地

方

之

凋

殘

生

民

之

困

苦

筮

仕

以

來

寢

食

未

遑

思

無

寸

補

故

敢

不

避

斧

鉞

之

誅

冒

昧

陳

凟

伏

望

皇

上

軫

念

艱

民

災

危

施

雨

露

滂

沛

之

恩

敷

陰

谷

陽

春

之

化

乞

勅

該

部

議

處

將

臣

所

奏

各

項

奉

例

蠲

免

拖

欠

未

徵

錢

糧

查

照

繳

到

花

戶

姓

名

文

册

比

例

嘉

靖

三

年

廷

臣

會

議

救

荒

事

理

應

註

銷

者

乞

輿

註

銷

使

欠

案

杜

絕

民

無

重

復

勾

擾

之

累

應

停

緩

者

乞

與

停

緩

俟

豐

熟

之

年

帶

徵

以

救

災

民

目

前

之

危

其

接

遞

夫

役

一

節

乞

勅

兵

部

議

處

申

明

議

治

今

後

凡

有

陞

遷

過

往

官

員

務

要

恪

遵

成

憲

不

得

假

借

關

文

多

索

夫

役

等

項

以

蘇

民

力

庶

轉

危

爲

安

感

召

和

氣

於

地

方

我

皇

上

之

深

恩

厚

澤

莫

不

舉

手

加

額

咸

感

戴

無

極

矣

臣

憂

思

過

計

竊

有

所

言

寧

甘

一

身

歛

怨

萬

死

不

惜

冒

昧

激

切

凟

奏

及

弔

桃

源

民

賦
文

云

嗟

桃

源

之

民

兮

實

無

吿

而

顚

連

洪

荒

浸

淫

乎

五

歲

旱

蝗

迭

見

於

九

年

慨

獨

之

至

於

此

極

夫

誰

曾

爲

之

矜

憐

徒

聞

徵

徭

之

稠

疉

與

督

責

之

熬

煎

走

驛

傳

之

絡

繹

挽

艫

之

牽

聯

剛

晝

夜

之

再

匝

兮

攀

縴

附

䉡

者

已

將

乎

三

千

恨

矇

瞽

之

雄

據

聽

豪

奴

悍

卒

以

推

遷

驅

衆

足

以

齊

奔

猶

自

怪

帆

檣

之

弗

前

並

囊

槖

之

盡

索

尙

腹

背

之

加

鞭

如

此

饕

餮

之

恣

慾

吾

民

疲

癃

殆

何

由

而

息

肩

頻

年

儉

而

室

屢

空

恆

日

旰

而

未

炊

烟

彼

麥

糁

與

豆

秫

之

雜

炒

又

粗

糲

不

能

下

咽

哀

老

穉

之

偷

活

甚

於

嚙

雪

與

吞

氈

而

况

夏

稅

秋

糧

並

徵

積

歲

之

遠

逋

草

馬

價

搜

刷

舊

卷

之

未

完

矧

兼

收

乎

船

價

且

交

催

其

草

錢

吾

人

救

死

扶

傷

之

不

暇

安

能

當

茲

刮

骨

吮

血

之

重

駢

嘆

庸

孱

薄

劣

之

我

媿

安

能

使

催

科

撫

字

之

兩

全

我

欲

訴

上

官

上

官

亦

爲

之

愀

然

我

欲

叩

帝

閽

帝

閽

高

在

五

雲

端

聽

瀝

誠

以

拜

疏

懇

湛

恩

之

賑

貸

與

乞

蠲

懼

幺

麽

小

官

不

足

聳

宸

聽

謹

抒

下

悃

以

籲

天

蓋

嘗

仰

屋

竊

歎

以

重

念

生

靈

之

困

悴

而

眠

食

每

爲

惓

惓

此

乃

杞

人

之

私

憂

過

計

豈

獨

巿

恩

掠

美

於

桃

源

龔

奭

湖

廣

景

陵

人

天

啟

辛

丑

進

士

崇

禎

四

年

初

選

桃

源

聞

地

廢

糧

欠

前

官

多

負

累

卽

具

疏

題

准

停

舊

徵

新

增

馬

價

減

淺

夫

課

士

子

撫

流

民

後

陞

戶

部

主

事

舊

志

崇

祀

名

宦

有

新

選

奏

疏
文

云

奏

爲

疲

邑

義

不

敢

避

積

逋

勢

難

考

成

懇

乞

天

恩

諭

令

分

別

新

舊

寬

免

帶

徵

以

弘

撫

字

以

圖

實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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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八

事

臣

恭

逢

聖

明

叨

舉

禮

闈

循

例

爲

令

屬

皇

上

軫

念

兵

荒

地

方

改

用

科

甲

臣

適

値

此

縣

自

思

髮

膚

頂

踵

皆

高

厚

長

養

之

恩

東

西

南

北

一

惟

天

子

所

使

各

圖

其

易

孰

任

其

難

臣

所

爲

欣

然

就

道

庶

幾

借

以

自

試

也

然

竭

犬

馬

之

力

止

能

爲

其

可

爲

而

已

但

琴

堂

之

席

未

煖

考

功

之

罰

立

至

往

事

不

能

悉

舉

據

臣

所

知

近

年

官

此

地

者

如

知

縣

許

璞

劉

體

乾

劉

邦

杰

喬

光

顧

楊

玉

廷

謝

興

之

王

萬

齡

張

鉉

范

聯

芳

陳

政

新

蔣

友

筠

朱

庚

長

李

惟

鳳

管

九

功

等

或

降

或

斥

一

十

四

人

其

中

豈

無

一

二

實

心

任

事

之

臣

特

以

事

窮

於

不

可

爲

故

功

名

之

路

無

由

自

奮

耳

恐

一

筆

行

勾

卽

以

臣

爲

十

四

人

之

續

桃

之

積

負

如

故

也

今

聞

其

地

濱

河

爲

治

歲

受

水

灾

邑

無

城

郭

井

里

蕭

條

言

撫

字

而

無

民

可

撫

言

催

科

而

無

土

可

耕

流

亡

已

非

一

日

則

荒

蕪

何

止

數

村

卽

新

賦

尙

不

可

問

何

况

舊

逋

至

若

甫

及

受

事

輒

言

催

科

則

其

地

已

溝

壑

矣

民

已

魚

鼈

矣

是

名

爲

急

公

實

未

能

急

公

臣

之

不

敢

也

考

成

雖

有

定

式

然

新

舊

各

有

司

存

新

舊

不

分

則

後

人

代

前

人

受

過

而

轉

累

後

人

使

臣

苦

心

區

處

止

爲

前

令

償

欠

旣

無

救

於

前

令

之

降

斥

而

臣

之

欠

額

如

故

降

斥

將

亦

隨

之

繼

臣

而

來

者

又

將

代

臣

受

過

爲

地

任

人

何

至

以

地

穽

人

而

終

無

益

於

地

方

究

竟

作

何

底

止

亦

皇

上

所

深

惜

也

臣

思

可

農

考

成

之

法

惟

見

徵

最

爲

畫

一

然

此

帶

征

之

說

可

以

繩

海

內

平

等

州

縣

而

不

可

施

於

極

灾

極

疲

之

桃

源

若

睠

茲

子

遺

竭

力

於

新

隨

令

償

舊

彼

匹

夫

得

一

金

無

論

徵

新

徵

舊

總

此

一

金

分

而

應

之

止

得

其

一

金

之

用

而

新

舊

仍

存

不

了

之

局

也

惟

正

之

供

何

敢

輕

言

請

蠲

而

事

有

不

可

爲

者

法

又

窮

於

考

功

將

何

策

而

處

此

望

皇

上

以

臣

疏

下

司

農

考

成

之

法

暫

寬

帶

徵

容

臣

到

任

後

逐

一

細

心

經

理

度

其

民

之

逃

復

灾

之

輕

重

本

縣

欠

額

之

多

寡

因

而

察

臣

新

賦

如

何

拮

据

以

法

外

之

仁

施

於

有

一

無

二

之

窮

邑

卽

他

處

不

得

援

以

爲

例

但

有

一

分

可

爲

臣

誓

鞠

躬

盡

瘁

仰

副

任

使

庶

幾

荒

瘠

憚

人

得

與

優

游

仙

令

同

戴

堯

天

矣

臣

新

進

愚

昧

冒

凟

天

聽

字

句

冗

長

逾

格

不

勝

戰

慄

隕

越

之

至

崇

禎

四

年

九

月

初

四

日

具

奏

十

三

日

奉

旨

疲

邑

久

弊

必

須

設

法

整

頓

這

奏

內

事

情

該

部

酌

議

具

覆

又

奉

旨

俱

依

議

龔

奭

著

用

心

料

理

以

蘇

疲

邑

邑

人

朱

大

成

龔

公

生

祠

記
文

云

崇

禎

乙

亥

冬

邑

侯

龔

昔

菴

先

生

以

治

行

高

第

入

爲

兵

曹

郞

攀

車

雨

泣

者

近

萬

人

數

百

里

內

趾

相

錯

也

桃

邑

從

無

生

祠

乃

始

得

祠

先

生

一

月

而

成

則

相

與

撫

膺

祠

前

曰

天

乎

此

後

桃

民

恐

不

復

有

生

之

樂

矣

桃

故

瘠

土

治

瀕

黃

淮

十

歲

不

能

三

四

稔

死

徙

略

盡

以

故

地

多

不

毛

敗

井

頽

坦

蕭

條

極

目

强

有

力

者

食

不

稅

之

田

愚

者

負

無

田

之

稅

桃

民

業

以

死

徙

聞

而

胥

吏

益

相

緣

爲

奸

及

捧

府

牒

則

縲

者

號

者

行

乞

者

相

望

於

道

然

地

當

南

北

之

衝

奉

使

而

過

者

又

不

肯

少

貸

也

先

是

邑

中

遞

馬

每

騎

私

貼

至

一

百

八

十

餘

金

皆

加

之

無

地

貧

丁

大

抵

充

諸

人

鮮

衣

靡

食

旦

夕

飲

博

之

需

僅

以

羸

馬

支

應

急

則

泥

門

遠

避

責

仍

歸

諸

里

中

蓋

二

者

爲

害

循

環

不

巳

侯

下

車

廉

得

其

故

進

紳

儒

三

老

論

之

曰

土

之

荒

以

無

民

民

之

逃

死

以

地

多

兼

倂

胥

吏

爲

奸

力

役

不

堪

也

是

在

反

其

所

爲

則

其

餘

乃

可

次

第

舉

故

先

審

地

官

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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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九

單

名

曰

清

供

令

買

者

賣

者

各

列

其

畝

數

多

寡

無

許

溢

嗇

侯

曰

如

是

而

可

以

議

徵

矣

乃

易

知

單

給

一

紙

載

地

畝

稅

額

之

數

立

勾

銷

簿

付

主

櫝

者

掌

之

使

民

自

行

封

納

不

設

權

衡

又

備

馬

四

十

三

匹

副

馬

如

之

差

等

其

價

酌

其

蒭

糧

醫

藥

之

費

馬

戶

所

得

甚

嬴

而

民

間

所

出

乃

反

省

一

千

八

百

有

奇

當

是

時

老

稚

歡

呼

如

脫

桎

梏

焉

又

下

審

編

之

令

死

者

削

之

徙

者

復

之

額

不

足

者

有

地

代

丁

以

甦

之

先

是

桃

源

之

徵

兩

稅

也

或

先

一

歲

徵

之

或

先

半

歲

徵

之

民

苦

鞭

朴

輒

稱

貸

富

室

出

子

錢

過

於

母

侯

曰

如

是

則

民

輸

一

金

償

二

金

不

足

也

民

寧

不

死

且

徙

乎

遂

下

令

曰

紳

儒

之

好

義

者

邑

居

而

富

於

財

者

按

季

輸

之

遠

鄕

貧

民

春

夏

之

稅

以

麥

秋

冬

之

稅

以

菽

與

稻

不

須

先

時

貸

也

蓋

歲

爲

吾

民

省

萬

金

有

餘

河

工

烟

墩

歸

仁

隄

關

係

皇

陵

歲

費

河

帑

不

貲

民

間

賠

累

倍

之

侯

搜

費

若

干

砌

烟

墩

以

障

洪

流

栽

柳

五

干

餘

株

以

護

歸

仁

堤

乙

亥

歲

飢

流

宼

灰

焚

鳳

陽

發

官

帑

糴

米

楚

中

又

請

貸

倉

米

牧

養

飢

民

之

壯

者

人

日

給

三

升

使

之

浚

濠

築

土

城

一

月

竣

事

民

賴

以

安

收

募

民

間

廢

鐵

作

兵

甲

火

器

之

用

凡

侯

之

事

事

實

用

而

不

費

財

勞

民

大

率

類

此

當

侯

之

拜

疏

蒞

桃

也

愛

侯

者

曰

灾

桃

何

能

報

績

乃

期

月

而

政

成

相

與

歎

詫

以

爲

神

庶

務

旣

集

民

日

奉

約

束

惟

謹

侯

遂

多

饒

暇

日

親

爲

諸

士

誦

說

經

義

諸

士

咸

感

自

修

彬

彬

乎

質

有

其

文

焉

散

衙

上

食

太

夫

人

必

言

今

日

所

見

某

人

所

平

反

某

事

在

任

四

載

囹

圄

一

空

治

裝

之

日

蕭

然

出

桃

敝

篋

而

己

嗟

乎

桃

之

幼

者

長

矣

徙

者

歸

矣

貧

困

者

羸

者

除

矣

一

旦

舍

我

而

去

卽

痛

哭

流

涕

豈

能

盡

其

區

區

方

欲

走

吿

海

內

鉅

公

乞

椽

筆

以

不

朽

吾

侯

吾

輩

一

段

孺

慕

之

思

人

所

不

能

代

宣

相

與

向

老

夫

泣

而

道

之

非

能

揚

扢

萬

一

也

使

觀

風

者

憑

弔

斯

祠

知

侯

之

賢

因

悉

吾

民

之

苦

採

入

循

良

以

光

史

册

且

期

後

之

君

子

拜

斯

祠

而

觀

斯

記

知

桃

如

是

則

生

不

如

是

則

死

且

徙

而

或

踵

侯

之

已

事

行

之

則

吾

桃

之

子

若

孫

乃

常

沐

侯

澤

於

無

窮

斯

吾

輩

自

己

之

私

情

也

侯

諱

奭

字

君

路

號

昔

菴

湖

廣

景

陵

縣

籍

江

西

南

昌

縣

人

崇

禎

辛

未

進

士

沈

士

藻

崇

禎

十

一

年

任

縣

事

蕭

志

云

賢

令

石

之

玫

陜

西

甘

泉

縣

進

士

崇

禎

十

二

年

爲

桃

源

縣

令

政

聲

卓

著

淸

康

熙

十

七

年

河

務

孔

亟

河

院

靳

大

修

全

河

制

置

各

員

分

駐

防

汎

始

設

河

務

同

知

疏

列

之

玫

名

保

題

在

任

時

新

立

衙

規

百

爲

草

創

籌

畫

有

方

卒

能

盡

力

以

障

衞

堤

壩

疆

土

恃

以

保

全

民

感

誦

之

考

桃

河

分

防

當

以

之

玫

爲

先

導

焉

羅

顒

洪

武

年

官

敎

諭

蕭

志

云

興

學

造

士

徐

球

浙

江

分

水

舉

人

成

化

年

官

教

諭

訓

誨

有

方

累

陞

廣

西



ZhongYi

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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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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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太

平

府

知

府
︹
舊志

︺

潘

沐

浙

江

新

昌

人

弘

治

十

五

年

官

教

諭

廉

介

不

苟

士

類

多

所

陶

成

後

陞

雲

南

僉

事
︹
舊志

︺

葉

瑾

江

西

星

子

舉

人

正

德

年

官

敎

諭

坐

論

講

解

九

載

如

一

日

捐

捧

開

廣

堂

齋

不

干

有

司

士

類

慕

其

高

風
︹
舊志

︺

張

欽

江

西

進

賢

人

弘

治

年

官

教

諭

耿

介

不

苟

勤

於

敎

誨
︹
舊志

︺

易

宗

周

廣

西

桂

林

人

正

德

八

年

官

敎

諭

表

章

風

節

卓

有

古

風
︹
舊志

︺

區

福

廣

東

番

禺

人

弘

治

年

官

訓

導

廉

靜

自

持

誨

人

不

倦
︹
舊志

︺

淸

鄭

牧

民

錦

州

鑲

藍

旗

人

貢

生

順

治

七

年

任

桃

源

縣

事

剔

釐

奸

宄

興

利

除

弊

加

意

作

人

請

賑

救

荒

全

活

流

民

數

萬

後

陞

蔚

州

知

州
︹
舊志

︺

葛

鼎

元

順

治

辛

丑

進

士

康

熙

九

年

任

桃

源

縣

事

操

守

淸

介

仁

政

及

民

値

河

决

夫

役

困

苦

各

項

需

索

鼎

元

以

馬

疲

不

可

加

鞭

爲

民

請

命

人

多

感

之
︹
舊志

︺

沈

仲

寅

浙

江

餘

杭

人

己

亥

進

士

康

熙

十

一

年

任

縣

事

淸

廉

好

奬

士

類

愛

民

如

子

河

决

躬

親

塞

土

城

得

保

全

歲

荒

請

蠲

請

賑

民

思

慕

之
︹
舊志

︺

萬

謙

江

西

豐

城

人

庚

戍

進

士

康

熙

十

七

年

任

縣

事

英

年

政

果

毅

有

爲

廉

靜

無

擾
︹
舊志

︺

吳

世

貢

浙

江

烏

程

人

恩

貢

康

熙

十

九

年

任

淸

廉

仁

愛

百

姓

感

戴

邑

人

吳

振

聲

有

邑

侯

吳

公

去

思

碑

記
文

云

公

諱

世

貢

號

隨

山

浙

江

烏

程

人

由

明

經

歷

任

齊

楚

所

至

有

聲

補

授

我

桃

自

康

熙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到

任

至

二

十

一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以

丁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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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一

艱

卸

事

去

我

士

民

如

離

慈

母

號

泣

赴

上

思

借

宼

焉

卒

不

得

請

嗚

乎

公

去

矣

而

公

之

德

澤

淪

浹

於

桃

有

不

可

泯

沒

者

如

平

賦

稅

則

郊

無

呼

吏

愼

罰

則

獄

無

繫

囚

察

胥

役

則

吏

不

生

奸

恤

夫

馬

則

驛

不

致

擾

修

理

河

工

水

患

漸

息

教

育

多

士

文

運

日

新

而

興

利

除

弊

曲

體

遺

黎

息

事

寧

人

捍

災

禦

患

諸

大

端

則

又

未

可

更

僕

數

焉

至

正

已

率

職

其

潔

如

玉

其

清

如

水

雖

古

之

懸

魚

留

犢

不

過

如

是

惠

蹟

猶

存

清

風

常

在

公

雖

去

如

未

去

也

公

去

而

我

桃

之

思

公

者

方

銘

心

鏤

骨

深

入

肺

腸

固

無

事

區

區

一

石

而

究

不

能

不

揮

淚

而

勒

諸

道

左

者

亦

使

天

下

後

世

知

公

之

爲

德

於

我

桃

如

是

其

深

云

蕭

文

蔚

字

綗

菴

山

東

福

山

縣

舉

人

康

熙

二

十

年

任

桃

源

縣

事

廉

介

有

操

是

時

邑

苦

河

患

生

齒

凋

瘁

本

務

艱

辛

文

蔚

撫

字

愛

恤

慮

周

民

隱

咨

嗟

涕

洟

備

見

於

所

撰

邑

志

中

今

蕭

志

久

逸

其

遺

事

散

見

於

眭

志

者

已

分

別

纂

入

新

志

聖

祖

南

巡

過

境

文

蔚

有

紀

事

詩

結

云

千

載

奇

逢

都

過

了

至

今

含

淚

說

追

呼

想

見

供

億

煩

苛

官

民

俱

病

不

以

奇

逢

爲

喜

而

以

追

呼

爲

苦

豈

庸

俗

吏

所

能

道

哉

文

蔚

又

有

禳

蝗

文

一

篇
文

云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丁

卯

五

月

朔

桃

源

縣

知

縣

蕭

文

蔚

謹

吿

於

本

縣

城

隍

之

神

曰

去

年

丙

寅

遺

有

蝗

種

今

年

簇

生

不

一

其

地

萬

民

皆

恐

爲

神

司

一

縣

之

善

惡

生

死

凡

與

四

境

相

關

者

皆

其

責

也

今

牒

城

隍

望

轉

牒

司

蝗

之

神

曰

兹

一

苗

耳

乃

萬

民

之

命

也

食

其

葉

則

名

螣

食

其

心

則

名

螟

食

其

根

則

名

蟊

食

其

節

則

名

賊

然

皆

蝗

類

也

蝗

又

名

天

蟲

蟲

而

天

名

之

知

非

蝗

之

所

能

自

主

也

當

羽

翼

未

成

又

名

蝻

今

此

時

所

生

雖

名

蝻

而

去

蝗

已

不

遠

古

云

戎

馬

臨

郊

則

生

賄

賂

公

行

則

生

今

聖

人

在

上

四

方

無

虞

封

疆

大

臣

又

多

清

節

著

聞

似

蝗

不

應

生

而

蝗

生

矣

昔

許

敬

遷

欲

捕

之

而

皆

化

爲

蛺

蝶

以

飛

嚴

延

年

反

嘲

之

而

戲

言

爲

鳳

凰

之

食

它

如

魯

公

等

蝗

不

入

境

公

沙

穆

輩

雖

入

境

不

爲

害

是

蝗

之

灾

不

灾

關

乎

吏

斯

土

者

居

多

君

無

與

也

大

臣

無

與

也

萬

民

亦

無

與

也

雖

然

其

所

食

者

非

萬

民

之

食

也

哉

况

桃

源

之

百

姓

已

生

不

如

死

倘

有

食

可

戀

猶

足

動

其

貪

生

之

心

而

蝗

忍

食

其

食

而

必

促

之

死

耶

蝗

雖

忍

而

主

蝗

者

必

不

忍

何

也

主

蝗

者

天

之

所

命

爲

神

者

也

從

來

聰

明

正

直

者

爲

神

功

德

及

物

者

爲

神

爲

神

而

聞

人

言

若

木

石

不

知

分

别

吏

之

所

行

而

槪

以

蝗

加

之

已

不

足

見

其

聰

明

矣

使

任

蝗

所

爲

而

不

裁

抑

之

徒

爲

民

害

猶

足

見

其

正

直

乎

不

聰

明

不

正

直

又

安

有

可

以

及

物

之

功

德

使

物

無

不

愛

戴

而

敬

事

之

與

不

知

旣

名

神

而

爲

斯

民

主

者

必

不

然

職

又

聞

蝗

蝻

頭

紅

者

皆

文

官

之

貪

婪

所

致

頭

黑

者

皆

武

官

之

貪

婪

所

致

職

自

矢

才

力

未

必

果

符

於

時

事

而

貪

婪

則

必

不

屑

爲

則

蝗

又

何

自

而

生

耶

而

蝗

生

矣

是

或

吏

斯

土

者

耳

目

所

不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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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有

可

以

生

蝗

之

事

而

蝗

亦

不

得

不

生

乎

若

然

是

儆

我

也

儆

我

及

愛

我

也

愛

我

而

萬

民

先

受

其

害

獨

不

念

民

抑

何

堪

哉

伏

望

痛

加

分

別

職

果

有

可

以

生

蝗

之

事

何

必

生

蝗

祇

宜

不

生

可

以

生

蝗

之

一

吏

反

能

生

難

堪

生

蝗

之

萬

民

神

之

聰

明

正

直

功

德

及

物

舉

見

於

此

矣

惟

神

有

靈

尙

其

鑒

諸

似

謡

似

諷

如

泣

如

訴

尤

見

關

心

民

事

無

時

或

釋

云

杜

學

林

貴

州

普

安

人

康

熙

四

十

年

由

和

州

含

山

縣

改

授

桃

源

縣

是

年

聖

祖

南

巡

迎

鑾

應

供

無

誤

列

名

幹

員

科

徵

田

糧

省

差

不

擾

培

植

士

子

樂

奬

善

類

雀

鼠

之

訟

一

差

卽

結

民

樂

其

淸

簡

四

十

一

年

六

月

黃

水

大

漲

治

北

隄

埽

朝

夕

不

保

總

河

張

鵬

翮

駐

桃

源

督

工

搶

險

學

林

躬

畚

鍤

聽

指

揮

復

諮

於

衆

得

耆

民

王

典

內

戧

之

議

則

炳

燭

奏

記

張

公

可

之

卒

以

成

功

事

詳

重

建

大

王

廟

碑

記
文

云

大

司

馬

張

公

奉

朝

廷

總

督

河

道

之

命

下

車

以

來

夙

興

夜

寐

蹇

蹇

匪

躬

一

禀

廟

謨

以

從

事

其

間

應

疏

者

疏

宜

塞

者

塞

或

引

其

上

流

或

導

其

歸

宿

或

分

之

以

緩

其

急

或

合

之

以

速

其

趨

規

畫

秩

然

凡

歷

三

載

而

黃

淮

湖

澤

海

口

上

下

河

之

工

無

不

畢

理

績

用

吿

成

歲

癸

未

天

子

親

駕

六

龍

臨

視

河

工

覩

厥

安

瀾

輾

然

色

喜

遂

灑

宸

翰

賦

淮

黃

吿

成

詩

一

章

賜

大

司

馬

又

賜

匾

額

對

聯

慰

勞

備

至

蓋

一

時

歌

颺

拜

之

風

與

平

成

永

賴

之

烈

遠

邁

唐

虞

並

傳

不

朽

豈

非

我

國

家

億

萬

世

無

疆

之

休

哉

雖

然

致

此

非

偶

然

也

淮

揚

兩

郡

所

轄

不

下

數

十

州

縣

而

桃

源

北

倚

大

河

南

瞰

重

湖

其

險

爲

九

劇

自

前

代

及

我

朝

蟻

穴

不

戒

多

在

邑

之

左

右

烟

墩

距

城

西

五

里

康

熙

六

年

嘗

潰

防

焉

歲

費

司

農

錢

無

算

公

至

以

塘

埂

之

旣

塞

也

淮

湖

俱

出

清

口

懼

河

身

之

不

能

容

特

疏

請

培

桃

源

一

帶

黃

河

南

北

隄

岸

又

以

桃

源

南

岸

縷

隄

單

薄

不

堪

摘

其

最

敝

者

四

段

先

加

高

厚

綢

繆

不

可

謂

不

至

乃

四

十

一

年

水

勢

異

常

黃

河

積

漲

一

丈

三

尺

逾

月

不

消

驚

濤

怒

湍

勢

如

奔

雷

齧

河

隄

隨

堵

隨

折

所

餘

不

過

丈

許

是

時

閏

六

月

初

旬

學

林

躬

畚

鍤

聽

指

使

兩

河

僚

屬

麕

至

皆

相

顧

愕

眙

不

知

所

出

公

獨

臨

流

慨

然

曰

事

急

矣

天

子

命

河

臣

總

厥

河

務

而

河

伯

與

河

臣

爭

此

土

身

豈

吾

有

哉

雖

殉

之

不

惜

也

詞

色

俱

奮

於

是

見

者

感

激

勇

氣

百

倍

萬

夫

齊

集

學

林

復

諮

於

衆

有

耆

老

王

典

以

內

戧

之

議

進

學

林

秉

燭

奏

記

公

曰

可

爲

之

晝

夜

僝

工

浹

旬

而

烟

墩

巋

然

如

故

蓋

不

啻

奠

金

隄

於

累

卵

之

危

而

障

狂

瀾

於

一

掌

之

上

也

先

是

吿

急

時

公

命

林

詣

城

隍

祠

爲

民

請

命

吿

訖

從

父

老

請

復

詣

夙

極

靈

應

城

北

故

大

王

廟

禱

焉

且

默

祝

水

退

則

重

搆

祠

宇

以

妥

侑

神

緣

是

廟

在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沒

於

水

遺

礎

僅

存

因

言

於

公

公

曰

可

及

水

之

洞

而

旋

渟

也

若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三

有

神

助

云

今

林

涓

日

庀

材

工

始

於

春

三

月

迄

九

月

落

成

棟

宇

垣

墉

鯨

鐘

鼉

鼓

焜

煌

金

碧

河

上

一

大

觀

也

隱

然

與

烟

墩

相

望

而

徹

彼

桑

土

之

計

神

其

永

庇

之

乎

又

墩

舊

有

越

隄

實

卑

且

隘

加

之

年

久

傾

公

相

度

籌

畫

計

工

千

百

餘

丈

費

二

萬

金

而

縮

爲

桃

源

城

社

重

門

高

堰

六

壩

屏

翰

乃

前

此

督

河

諸

公

所

忽

而

未

見

及

者

公

特

疏

請

修

詔

速

行

公

爰

委

同

知

劉

光

業

偕

學

林

承

修

公

復

親

董

其

役

食

都

廢

隄

成

而

世

享

其

利

桃

民

如

登

春

臺

焉

由

此

見

我

皇

上

拯

溺

愛

民

不

惜

內

帑

而

公

恪

遵

方

略

矢

以

精

誠

故

朝

拜

疏

而

夕

報

可

君

臣

孚

於

一

心

宜

其

明

有

感

而

幽

必

通

神

人

協

於

一

德

也

是

役

也

林

奔

走

河

壖

從

諸

大

夫

後

實

目

擊

慮

始

之

難

而

幸

樂

觀

成

之

易

也

故

礱

厥

廟

石

敬

敘

緣

起

以

詔

來

者

歲

事

無

忽

併

作

迎

神

送

神

之

曲

俾

祝

史

歌

之

曰

神

之

徠

兮

雲

膴

膴

河

澂

澂

兮

淮

楚

楚

吏

肅

肅

兮

薦

馨

甿

蹲

蹲

兮

歌

且

舞

神

之

格

兮

陶

陶

酹

淸

酤

兮

炳

蕭

雨

霂

兮

風

䬞

罔

破

塊

兮

鳴

條

世

斯

土

兮

奠

斯

疆

土

多

稼

兮

穰

穰

禩

式

格

兮

孔

明

億

萬

斯

年

兮

有

慶

司

馬

公

諱

鵬

翮

號

運

靑

庚

戌

進

士

四

川

遂

寧

人

江

之

瀚

甯

夏

人

雍

正

三

年

任

桃

源

縣

事

公

廉

明

察

恤

民

愛

士

親

理

詞

訟

期

於

速

結

邑

有

逃

亡

丁

口

虛

納

徭

銀

歷

爲

官

民

之

累

之

瀚

詳

請

具

題

丁

從

地

辦

自

雍

正

四

年

以

來

攤

徵

無

擾

遺

德

在

民

數

世

利

之

調

授

無

錫

令

萬

民

攀

轅

焚

香

拜

送

黃

童

白

叟

莫

不

淚

下

眭

文

煥

字

樸

齋

湖

南

零

陵

縣

拔

貢

雍

正

六

年

舉

孝

友

端

方

八

年

攝

桃

源

縣

篆

桃

源

地

薄

民

貧

徭

役

繁

興

民

生

凋

敝

文

煥

下

車

伊

始

飭

紀

綱

明

法

度

慨

念

時

艱

關

心

民

瘼

以

起

衰

救

弊

爲

己

任

桃

之

土

多

廢

於

黃

河

則

請

於

河

憲

修

補

遙

縷

二

隄

水

患

稍

息

有

東

作

西

成

之

望

桃

之

民

多

累

於

夫

役

則

請

於

淮

揚

道

轉

詳

大

府

將

一

切

徭

役

按

章

寬

緩

或

竟

免

除

之

以

不

忍

人

之

心

行

不

忍

人

之

政

慘

淡

經

營

興

修

廢

墜

凡

城

池

倉

庫

獄

市

墩

堡

壇

廟

黌

宮

莫

不

次

第

吿

成

而

著

靈

異

任

艱

鉅

者

一

曰

禳

蝗

灾

一

曰

修

縣

志

癸

丑

五

月

西

鄕

柴

林

一

帶

徧

生

蝗

蝻

周

遭

約

四

五

十

里

文

煥

單

騎

往

視

召

耆

老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四

議

捕

無

善

法

心

中

如

焚

徘

徊

不

能

去

是

日

宿

三

官

殿

古

廟

中

瞻

謁

神

像
䖍
制

疏

文

唏

噓

焚

禱

爲

民

請

命

次

日

視

蝗

皆

蜷

曲

抱

草

木

以

死

至

誠

格

天

其

是

之

謂

乎

桃

源

向

無

志

書

明

萬

曆

十

九

年

許

邑

侯

璞

創

而

未

成

淸

康

熙

七

年

魏

邑

侯

裔

訥

修

而

未

備

迨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蕭

邑

侯

文

蔚

奉

檄

監

修

草

創

成

矣

仍

未

鋟

板

出

書

及

是

時

文

煥

蒞

任

於

百

廢

俱

修

之

餘

特

延

邑

人

胡

禮

全

專

修

縣

志

取

蕭

志

稿

本

悉

心

校

讐

略

者

補

之

舛

者

正

之

冗

者

汰

之

俚

者

文

之

自

乾

隆

元

年

至

三

年

二

月

上

浣

遂

付

剞

劂

書

成

分

爲

十

卷

邑

之

人

至

今

寶

之

如

球

刀

拱

璧

今

省

志

局

徵

集

各

縣

志

書

而

泗

陽

猶

能

繼

纂

以

供

當

道

之

採

錄

猶

是

文

煥

之

遺

澤

也

吳

棠

字

仲

宣

盱

眙

人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以

舉

人

大

挑

授

桃

源

縣

知

縣

旣

抵

任

勤

政

化

民

常

以

身

先

時

或

微

行

訪

民

間

疾

苦

有

獷

惡

子

橫

於

鄕

一

日

方

與

人

鬥

嚴

按

之

極

口

唾

詈

聞

者

以

爲

卽

捶

楚

死

矣

棠

姑

使

拘

繫

次

日

跪

堂

下

涕

泣

求

死

遂

婉

譬

而

釋

之

卒

成

善

良

邑

有

淮

濱

書

院

爲

課

士

地

棠

與

諸

生

講

論

經

術

次

及

文

藝

月

一

臨

焉

士

民

化

之

故

爲

政

三

年

而

境

內

大

治

是

時

天

下

承

平

桃

源

獨

苦

河

湖

爲

患

棠

以

爲

河

防

有

專

司

惟

湖

水

浸

淫

邑

之

南

境

雖

高

岡

不

免

則

於

馬

廠

迤

東

扺

高

家

灣

谷

墩

迤

北

抵

老

隄

根

各

築

攔

湖

堰

一

道

於

是

人

免

昏

墊

秩

滿

調

署

淸

河

桃

淸

壤

境

相

接

民

咸

懷

之

旋

調

邳

州

咸

豐

三

年

粤

匪

踞

金

陵

陷

揚

州

淮

郡

戒

嚴

復

檄

回

任

淸

河

招

集

民

勇

設

練

局

申

明

約

束

並

傳

檄

鳳

頴

廬

泗

滁

宿

徐

海

各

府

州

縣

指

天

誓

日

勇

氣

百

倍

淮

揚

數

百

里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五

間

隱

然

若

長

城

旣

而

以

憂

去

官

十

年

捻

匪

李

大

喜

攻

桃

源

破

之

遂

陷

淸

江

浦

棠

在

徐

州

府

任

當

道

檄

署

淮

揚

道

行

經

火

壁

灰

竈

殘

肢

剩

體

與

民

相

視

而

泣

方

整

頓

傷

夷

誅

鋤

蘊

孽

觕

有

紀

綱

而

以

特

旨

授

徐

州

道

淮

徐

之

民

爭

互

攀

留

致

相

讎

疾

旣

蒞

徐

州

道

任

修

寨

保

民

賊

數

至

不

爲

害

尋

有

江

寧

布

政

司

署

理

漕

運

總

督

之

命

以

十

一

年

除

夕

履

任

駐

師

瓦

礫

之

中

築

河

北

土

圩

兵

民

合

守

版

築

之

聲

與

礟

火

相

間

也

賊

薄

圩

居

民

皇

皇

翹

足

思

散

棠

植

立

圩

上

手

發

巨

礟

賊

因

敗

退

仍

踞

桃

源

之

衆

興

鎭

將

爲

持

久

計

我

兵

單

餉

絀

援

兵

雖

集

而

不

爲

用

乃

飭

都

司

陳

國

瑞

馳

赴

衆

興

傍

賊

壘

爲

營

以

逼

之

時

出

不

意

以

遮

擊

之

不

十

日

而

賊

遁

境

內

又

安

民

得

穫

刈

旋

築

淸

河

城

復

於

桃

源

成

子

河

築

長

壕

飭

鄕

民

各

築

圩

寨

保

聚

爲

堅

壁

淸

野

之

計

故

同

治

五

六

年

間

賊

再

竄

擾

皆

不

得

逞

棠

之

功

也

是

時

黃

河

北

徙

河

營

裁

廢

則

改

河

標

爲

操

防
事

在

同

治

二

三

年

間

於

淸

江

浦

增

設

淮

揚

鎭

總

兵

一

員

以

鎭

標

左

營

城

守

營

及

中

營

駐

守

之

而

分

右

營

駐

桃

源

之

白

洋

河
按

白

洋

河

右

營

遊

擊

亦

由

河

標

改

歸

鎭

標

又

以

河

運

兩

灘

未

經

墾

佃

之

處

試

行

屯

田

之

法

劃

予

兵

弁

督

耕

充

餉

以

自

然

之

利

養

有

用

之

兵

規

模

宏

遠

矣

旋

授

漕

督

遷

江

蘇

巡

撫

陞

兩

廣

總

督

皆

以

江

淮

未

戢

不

果

行

同

治

五

年

授

閩

浙

總

督

七

年

移

督

四

川

光

緖

元

年

乞

病

歸

取

道

秦

豫

自

徐

而

淮

居

民

焚

香

頂

祝

望

見

顏

色

歡

聲

雷

動

猶

家

人

父

子

久

別

得

聚

首

也

葢

棠

之

忠

勤

勞

瘁

盡

於

江

淮

矣

歸

後

不

一

月

卒

於

滁

事

聞

褒

贈

有

加

謚

曰

勤

惠

其

生

平

事

蹟

具

淸

史

茲

節

其

功

及

桃

源

者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六

錄

焉

張

景

賢

字

牧

南

安

徽

宿

州

人

同

治

元

年

任

桃

源

縣

事

値

兵

燹

之

後

民

無

固

志

景

賢

完

城

郭

建

公

署

與

民

守

之

二

年

奉

總

漕

吳

令

築

成

子

河

長

濠

以

禦

捻

匪

屹

然

爲

淮

揚

保

障

焉

湯

佶

昭

字

小

秋

湖

南

益

陽

人

名

人

湯

鵬

之

第

三

子

也

同

治

十

三

年

攝

桃

源

縣

篆

剛

毅

有

爲

愼

刑

飭

吏

民

以

無

擾

瓜

期

受

代

祖

餞

者

萬

人

至

衆

興

登

舟

衆

請

留

靴

以

爲

紀

念

後

人

因

建

坊

焉

命

曰

脫

靴

坊

周

孚

裕

字

鶴

生

安

徽

蕪

湖

縣

進

士

光

緖

五

年

實

授

桃

源

縣

知

縣

政

尙

嚴

明

案

無

留

牘

良

吏

也

桃

源

自

咸

豐

庚

申

遭

罹

兵

火

公

私

凋

敝

官

廨

倉

庫

焚

燬

殆

罄

加

以

烽

烟

未

息

征

調

頻

煩

雖

有

廉

能

幹

吏

亦

僅

苟

且

補

苴

未

遑

興

作

孚

裕

旣

觀

政

數

月

民

以

大

和

迺

進

耆

老

而

訊

之

曰

所

貴

乎

爲

民

上

者

謂

其

有

以

養

民

也

謂

其

有

以

敎

民

也

養

民

以

備

荒

爲

重

桃

獨

無

倉

厫

教

民

以

校

士

爲

先

桃

獨

無

察

院

豈

創

制

未

備

耶

抑

燬

廢

而

未

能

興

復

耶

有

司

將

何

以

爲

政

則

皆

曰

嘻

倉

厫

察

院

舊

址

湫

隘

已

甚

不

足

復

顧

賢

父

母

其

有

意

於

斯

乎

是

桃

人

之

福

也

於

是

度

地

庀

材

籌

所

以

爲

倉

者

以

積

榖

帶

征

請

於

大

吏

大

吏

報

可

籌

所

以

爲

察

院

者

省

其

制

曰

考

棚

以

考

棚

捐

勸

百

姓

百

姓

樂

輸

是

二

役

也

先

後

並

舉

而

邑

紳

莊

吉

甫

田

建

瓴

實

董

其

事

作

倉

厫

二

十

五

間

作

考

棚

三

十

三

間

越

二

載

工

始

竣

而

孚

裕

以

憂

去

矣

厥

後

倉

有

積

榖

四

千

餘

石

每

歲

糶

陳

易

新

至

光

緖

末

年

歲

屢

不

登

乃

盡

發

以

賑

饑

民

考

棚

以

庇

寒

士

每

屆

歲

科

考

試

編

號

盈

千

鏖

戰

文

壇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七

如

私

塾

焉

皆

孚

裕

功

也

光

復

以

後

桃

源

易

名

泗

陽

積

榖

廢

而

倉

在

屢

爲

各

機

關

佔

用

考

棚

自

淸

季

已

改

學

校

莪

棫

之

化

猶

新

也

後

人

飲

水

思

源

固

當

有

以

報

之

崇

祀

名

宦

宜

哉

按

蕪

湖

人

物

志

紀

孚

裕

治

桃

源

事

尤

詳

其

略

曰

孚

裕

少

依

魏

公

虎

臣

墓

下

參

贊

軍

務

多

立

奇

功

保

奬

訓

導

粤

匪

肅

清

後

秉

鐸

五

河

中

同

治

辛

未

科

進

士

特

授

江

蘇

桃

源

縣

知

縣

桃

源

著

名

瘠

苦

且

當

南

北

要

衝

號

稱

難

治

孚

裕

旣

蒞

事

偵

知

捕

役

藏

匿

匪

盜

不

動

聲

色

訊

明

立

置

諸

法

闔

境

稱

快

又

監

役

虐

待

羈

犯

惨

無

人

道

孚

裕

廉

得

其

狀

禀

詳

大

憲

置

之

重

典

至

是

書

役

無

敢

爲

弊

內

外

肅

然

境

西

南

逼

近

洪

澤

湖

與

宿

泗

接

壤

羣

盜

如

毛

孚

裕

嚴

定

保

甲

之

法

督

飭

稽

查

不

使

稍

懈

以

清

盜

源

民

情

好

訟

喜

鬥

小

有

忿

爭

動

相

仇

殺

則

遴

選

誠

謹

之

士

輪

流

宣

講

務

使

家

喩

戶

曉

勉

爲

善

良

又

以

民

鮮

蓋

藏

一

遇

凶

荒

饑

饉

流

亡

相

望

於

道

乃

倣

朱

子

常

平

倉

法

創

設

倉

厫

籌

備

積

穀

手

訂

條

規

責

成

紳

董

値

管

以

期

垂

諸

久

遠

他

如

購

備

救

火

器

具

開

築

城

內

水

池

以

防

火

患

捐

廉

建

造

考

棚

以

培

士

子

善

政

尤

不

勝

枚

舉

三

年

報

最

保

陞

直

州

以

丁

內

艱

解

職

汪

懋

琨

字

瑤

廷

山

東

歷

城

縣

人

光

緖

丙

子

舉

人

丙

戌

進

士

以

卽

用

知

縣

分

江

蘇

庚

寅

補

桃

源

縣

抵

任

後

勵

精

圖

治

百

廢

俱

舉

修

文

廟

建

魁

樓

文

治

昌

焉

興

水

利

愼

催

科

民

生

厚

焉

淸

積

案

恤

羈

囚

吏

事

明

焉

政

簡

刑

輕

民

安

其

業

故

在

任

僅

二

年

邑

以

大

治

去

之

日

士

民

空

巷

送

之

邑

多

團

練

列

隊

於

衆

興

河

口

香

案

與

旗

幟

相

間

亘

數

里

爲

祖

帳

適

汴

藩

奎

俊

客

過

衆

訝

之

詢

悉

其

狀

歸

以

語

俊

俄

而

俊

來

撫

蘇

亟

賞

之

謂

爲

天

下

第

一

循

吏

且

語

兩

司

凡

遇

疑

難

事

當

悉

以

咨

決

其

見

優

禮

於

上

下

如

此

旋

補

甘

泉

縣

調

署

長

洲

轉

上

海

縣

特

保

在

任

候

選

道

光

緖

末

年

時

事

多

艱

乞

病

歸

里

桃

人

思

其

德

請

入

名

宦

祠

崇

祀

焉
民

國

十

四

年

二

月

內

務

部

批

准

暫

入

名

宦

祠

仍

俟

功

德

祠

成

彙

案

辦

理

以

符

體

制

孫

友

萼

字

花

樓

山

東

郯

城

人

光

緖

壬

辰

進

士

由

內

閣

中

書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八

分

發

江

蘇

二

十

四

年

春

署

桃

源

縣

知

縣

政

令

嚴

明

吏

民

不

敢

欺

隱

是

歲

江

淮

間

大

水

饑

饉

盜

賊

紛

起

桃

邑

尤

甚

友

萼

具

詳

大

府

撥

巨

欵

工

賑

並

舉

浚

成

子

河

建

黃

河

橋

路

挑

古

崇

河

築

衆

興

圩

民

忘

其

勞

飭

鄕

里

爲

團

練

保

聚

執

豪

猾

者

嚴

懲

之

萑

苻

以

靖

逾

年

歲

乃

大

熟

邑

有

淮

濱

書

院

前

令

汪

懋

琨

嘗

躬

親

課

藝

友

萼

更

聘

名

師
蓬

萊

舉

人

劉

毓

麒

主

之

擇

俊

秀

二

十

人

肄

業

課

以

經

史

地

理

算

術

俾

裨

實

用

士

風

丕

變

夫

子

廟

去

治

北

三

十

里

民

頑

不

率

敎

則

延

蔡

孝

廉

鳳

閣

主

講

其

中

以

端

風

化

事

聞

省

大

吏

褒

奬

之

並

通

令

全

省

州

縣

仿

辦

故

紳

尹

耕

雲

名

御

史

也

有

聲

於

鄕

則

考

其

事

實

請

附

鄕

賢

而

祀

之

使

人

知

所

矜

式

其

爲

政

有

本

如

此

在

任

一

年

餘

受

代

去

歷

江

南

北

十

餘

縣

皆

有

令

聞

嘗

慕

宋

孫

子

和

留

硯

故

事

自

號

留

硯

老

人

裘

嵩

生

字

廷

一

錢

塘

監

生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官

桃

源

主

簿

監

修

六

塘

河

民

堰

有

功

弟

崶

生

寄

籍

桃

源
舊志

史

逸

嗣

金

壇

舉

人

康

熙

十

六

年

任

敎

諭

首

倡

募

修

大

成

殿

明

倫

堂

築

學

宮

前

隄

捍

水

勤

於

月

課

多

方

造

士

至

今

懷

之

︹
舊志

︺王

步

雲

無

錫

舉

人

咸

豐

年

任

訓

導

直

道

而

行

敎

人

有

法

捻

匪

掠

城

步

雲

閤

家

殉

難

邑

人

哀

之

爲

建

祠

祀

焉

私

謚

忠

節

教

諭

胡

麗

榮

王

忠

節

公

傳

序

文

云

王

公

諱

步

雲

字

昂

霄

號

月

莊

常

州

無

錫

縣

人

也

由

嘉

慶

戊

寅

恩

科

大

挑

授

安

徽

含

山

縣

教

諭

攺

授

桃

源

縣

訓

導

挈

家

之

官

未

久

値

警

報

捻

匪

至

有

司

弗

能

禦

賊

公

憤

甚

公

長

子

士

斌

以

附

貢

生

試

用

訓

導

奉

檄

留

桃

督

團

勇

公

乃

誓

守

東

城

士

斌

率

邑

文

生

張

弼

堂

楊

逢

春

等

督

團

勇

禦

賊

賊

麕

至

勢

不

敵

張

楊

二

生

被

戕

士

斌

受

重

傷

奔

囘

更

號

召

居

人

思

巷

戰

人

心

散

漫

無

一

應

者

公

度

事

不

可

爲

會

集

家

人

勗

以

大

義

公

配

張

孺

人

冢

婦



ZhongYi

泗

陽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九

鄒

孺

人

女

孫

四

俱

投

泮

池

死

公

朝

服

坐

明

倫

堂

見

賊

大

駡

賊

怒

割

公

舌

公

以

手

指

口

喃

喃

不

休

賊

益

怒

斷

公

手

指

及

足

劈

而

戕

之

士

斌

痛

亦

投

泮

池

死

事

在

庚

申

正

月

二

十

七

日

也

公

僕

婦

黃

沈

氏

亦

投

池

池

水

淺

屍

多

不

得

死

鳬

於

水

賊

以

長

矛

鈎

而

出

之

向

索

金

沈

氏

哭

曰

吾

主

死

於

堂

主

婦

及

主

子

女

死

於

池

吾

夫

絜

主

幼

孫

逃

亡

吾

死

且

不

遂

安

所

得

金

賊

憫

之

詢

其

姓

名

狀

貎

蹤

跡

得

歸

於

沈

公

於

是

乎

有

後

沈

氏

倉

卒

以

板

扉

爲

棺

殯

公

及

公

配

張

孺

人

餘

束

葦

蓆

埋

之

逆

氛

旣

定

公

門

下

士

用

棺

攺

葬

於

桃

城

南

之

原

邑

侯

張

君

牧

南

刻

銘

碑

於

墓

門

人

哀

之

私

謚

曰

忠

節

榜

於

門

嗚

呼

死

有

重

於

泰

山

輕

於

鴻

毛

公

得

死

所

矣

惟

異

地

荒

坵

忠

魂

奕

奕

其

後

人

淸

貧

力

不

能

歸

忠

骸

於

故

里

聞

者

悼

之

榮

於

光

緖

己

酉

仲

春

適

以

司

鐸

來

邀

公

孫

宗

慶

屢

議

遷

葬

延

至

癸

已

春

始

徧

吿

同

志

醵

金

若

干

重

購

棺

木

備

諸

所

需

召

公

孫

來

安

妥

完

善

率

邑

之

紳

士

耆

民

致

祭

奠

於

公

靈

而

送

之

歸

是

役

也

先

後

捐

貲

並

建

祠

屋

三

楹

皆

文

武

同

寅

曁

閤

邑

士

商

公

助

榮

以

鄕

後

輩

不

敢

不

勉

云

爾

爰

爲

之

銘

曰

矯

矯

先

生

聖

人

之

徒

見

危

授

命

盡

室

與

俱

悠

悠

斯

世

淟

涊

背

義

視

死

如

歸

卓

哉

尙

志

先

生

之

節

頑

廉

懦

立

聞

者

起

敬

言

之

飮

泣

赫

赫

精

靈

蕩

蕩

歸

舟

表

厥

墓

道

樹

以

松

楸

淮

水

之

濱

錫

山

之

麓

炳

千

秋

大

江

南

北

光

緖

十

九

年

春

三

月

鄕

後

學

胡

麗

榮

謹

撰

右

文

爲

桃

源

廪

生

蔣

觀

極

所

書

年

久

剝

蝕

貽

來

此

假

寓

是

間

每

瞻

公

靈

不

勝

景

仰

爰

卽

舊

匾

漆

而

新

之

恭

錄

原

文

以

誌

欽

崇

之

意

宣

統

元

年

夏

六

月

榖

旦

後

學

丹

徒

趙

貽

第

敬

立

呂

一

鳳

元

和

舉

人

同

治

年

任

訓

導

訓

士

勤

敏

敦

尙

節

操

王

春

旭

興

化

舉

人

光

緖

年

任

訓

導

勤

於

訓

士

門

下

多

知

名

士胡

麗

榮

字

和

梅

無

錫

歲

貢

生

光

緖

年

任

敎

諭

爲

人

和

藹

可

親

培

植

士

類

如

恐

不

及

募

建

王

忠

節

公

祠

堂

籌

撥

夫

子

廟

歲

修

田

租

建

藏

書

樓

於

淮

濱

書

院

購

置

經

史

子

集

數

萬

卷

儲

之

邑

之

士

風

由

是

丕

變

家

故

有

藥

肆

時

捆

載

以

來

賙

濟

貧

病

其

子

爾

霖

孫

敦

復

等

三

四

人

皆

績

學

多

材

人

以

爲

積

德

之

報

云

武

職

張

振

西

字

文

選

其

先

晉

人

避

流

賊

居

下

邳

振

西

生

而

雄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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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咸

豐

三

年

徐

宿

兵

起

臧

紆

靑

辦

團

練

振

西

說

之

曰

徐

宿

饑

饉

民

多

不

任

役

盍

以

其

金

募

勇

三

千

若

曹

必

隸

籍

亦

代

賑

也

就

使

督

捕

賊

必

不

得

恣

臧

大

韙

之

立

忠

壯

營

使

領

一

部

從

攻

邳

州

大

同

山

斬

賊

首

柳

漢

章

張

二

等

功

最

著

屯

大

李

集

巨

賊

李

三

鬧

夜

襲

師

會

大

雪

賊

失

道

反

振

西

悉

力

攻

之

斬

其

渠

曹

學

易

曹

開

凡

劉

宗

謙

等

三

鬧

平

移

屯

臨

淮

關

解

壽

州

圍

軍

威

大

震

民

間

以

虎

字

之

無

何

紓

靑

戰

死

振

西

亦

謝

病

歸

人

莫

之

恤

也

督

帥

袁

甲

三

知

之

檄

振

西

治

兵

徐

州

徐

宿

號

長

亂

又

地

蔽

淮

安

東

至

海

下

達

於

揚

州

多

完

邑

財

賦

所

自

出

振

西

語

諸

人

曰

賊

之

不

克

東

也

爲

徐

州

故

徐

州

西

北

其

塞

在

蕭

蕭

之

阨

在

瓦

子

口

失

之

且

及

淮

揚

於

是

躬

壘

之

與

賊

屯

相

望

大

小

數

百

戰

無

少

衂

糧

竭

士

卒

皆

煮

豆

囊

之

且

戰

且
㗖
賊

每

食

輙

其

器

謔

相

讓

且

以

携

我

軍

振

西

以

義

激

之

盡

歲

無

叛

士

無

攘

奪

卒

能

逐

賊

去

深

識

之

士

以

爲

江

淮

保

障

微

夫

人

不

及

此

進

攻

宿

州

鐵

佛

寺

柳

子

苖

村

橋

大

戰

六

攻

永

城

大

回

村

宿

州

濉

溪

口

大

戰

二

援

滁

州

一

夕

馳

三

百

里

猝

衝

其

壘

賊

駭

走

追

之

張

家

廔

再

戰

再

勝

又

破

劉

奶

奶

廟

趙

其

屯

翟

家

牌

坊

賊

圩

三

油

炸

湖

賊

圩

二

王

家

溜

賊

圩

一

擊

捻

首

李

月

於

雙

溝

月

邀

賊

且

十

萬

我

兵

不

二

千

計

不

敵

分

其

軍

爲

二

嚴

陣

以

待

賊

不

得

逞

逾

時

三

分

之

一

出

其

背

已

衝

其

中

其

一

直

前

夾

擊

之

賊

大

敗

斬

首

級

數

百

拯

難

民

出

受

命

專

督

練

銅

山

壽

州

邳

州

宿

遷

睢

寧

民

兵

授

河

標

右

營

游

擊

屯

洋

河

鎭

節

制

之

師

獨

當

一

面

宿

遷

再

被

圍

振

西

以

騎

卒

四

十

人

宵

濟

摩

賊

壘

而

過

抵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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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守

者

疑

慮

不

肯

納

知

爲

振

西

乃

啓

鑰

門

啓

則

促

避

難

男

婦

先

入

取

胡

床

坐

隄

上

賊

不

敢

逼

忽

騰

騎

上

大

呼

殺

賊

賊

遯

總

兵

陳

國

瑞

者

梟

將

也

被

圍

於

隄

西

振

西

將

二

十

騎

覘

之

衆

皆

曰

兵

少

往

恐

不

利

振

西

奮

然

曰

余

爲

陳

來

余

不

得

入

陳

不

得

出

爲

兵

少

故

愈

宜

使

敵

不

識

識

則

盡

注

我

宿

遷

不

可

守

矣

因

麾

騎

萆

隄

東

將

及

賊

怒

馬

馳

隄

上

團

民

戰

卒

見

之

呼

聲

動

天

地

賊

陣

亂

振

西

及

國

瑞

並

騎

出

圍

遂

解

叙

功

以

總

兵

記

名

錫

義

勇

巴

圖

魯

號

孔

雀

翎

光

緖

元

年

攻

賊

孫

懷

五

躬

勒

步

卒

戰

且

退

馬

軍

突

之

戰

至

酉

斬

懷

五

盡

滅

其

黨

晉

提

督

銜

當

是

時

髮

捻

皆

定

鎭

將

之

官

者

優

游

養

瘁

振

西

自

官

河

營

時

見

徐

州

至

淸

江

浦

五

百

里

無

統

兵

者

土

匪

積

賊

肆

煽

稱

小

白

旂

振

西

邏

而

撫

之

不

順

命

者

死

三

月

而

定

標

兵

七

百

轄

地

北

及

山

東

南

至

淮

安

又

東

抵

海

州

之

新

安

鎭

鎭

孤

懸

東

北

舊

設

一

外

委

治

之

地

窵

兵

單

不

可

守

振

西

請

於

大

府

立

宿

遷

營

割

汎

地

益

之

桃

源

洋

河

間

私

鑄

椎

牛

惡

少

趾

錯

縣

官

出

輒

被

窘

辱

相

與

隱

忍

振

西

禁

之

不

稍

貸

在

任

二

十

八

年

軍

民

相

安

卒

年

七

十

有

一

民

思

之

爲

置

私

祠

春

秋

祀

之

泗

陽

縣

志

二

十

二

卷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