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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置君

子
居
位
聽
政
以
爲
民
極
經
凃
九
軌
匠
人
之
論

詳
矣
一
邑
雖
小
朝
市
祖
社
厥
規
備
焉
昔
陳
侯
命

館
單
子
論
之
子
路
治
蒲
夫
子
美
之
固
吾
圉
以
出

治
詎
可
忽
諸
如
城
隍
廨
舍
學
校
壇
祠
一
切
廢
興

亦
當
世
得
失
之
林
也
易
曰
改
邑
不
改
井
通
此
說

者
養
而
不
窮
之
道
宜
共
勉
焉
作
建
置
志
其
目
四

城
池
附

民

堡

舖

舍

橋

梁

津

渡

官

井

公
署
附

養

濟

院

冰

窖

義

塜

枋

楔

學
校
附

學

田

鄉

飮

鄉

約

壇
廟

城
池漢

制
百
里
爲
縣
不
及
百
里
者
爲
鄉
爲
亭
邑
以
亭

名
所

可
知
矣
然
所
以
設
險
而
衞
民
者
固
屹
然

保
障
也
邑
建
於
金
而
築
城
自
明
始
由
土
而
磚
而

樓
櫓
至
我

朝
而
制
大
備
所
謂
崇
墉
巗
巗
池
流
湯
湯
者
可
依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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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爲
固
焉
爲
司
牧
者
夫
亦
無
忘
築

之
典
而
益
思

衆
志
成
城
之
爲
要
則
金
湯
在
人
心
而
有
形
之
險

抑
末
矣

縣
城

周
三
里
舊

志

載

共

環

九

百

九

十

七

丈

高
二
丈
八
尺
五

寸
厚
一
丈
五
尺
舊

志

載

基

濶

二

丈

二

尺

上

濶

一

丈

五

尺

有
四
門
東

曰
寅
賓
南
曰
鎭
海
西
曰
望
宸
北
曰
控
遠
舊

志

載

門

東

西

俱

南

向

南

北

俱

東

向

各

懸

鉄

棧

門

内

沿

城

馬

道

東

西

南

北

四

路

相

通

係

閱

城

官

路

有
月

城
共

四

座

舊

志

載

萬

歴

乙

酉

知

縣

于

永

淸

於

月

城

外

增

築

䕶

城

垣

今

廢

有
樓
舊

志

載

四

門

樓

俱

兩

層

三

間

四

角

樓

俱

兩

層

一

間

有
敵
臺
共

十

座

有
堞
共

一

千

三

百

六

十垜

前
代
剏
建
莫
攷
明
初
土
城
成
化
元
年
知
縣
元

甃
以
磚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瀚
增
修

治
十
二
年

知
縣
田
登
設
堞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知
縣
侯
庶
增
修

迨
隆
慶
三
年
廵
按
郝

檄
調
知
縣
李
邦
佐
更
築

始
爲
今
城
云
後
萬
歴
十
三
年
知
縣
于
永
淸
增
修

舊

志

載

萬

歴

乙

酉

修

圮

壞

處

二

十

二

丈

五

尺

戊

子

修

水

衝

處

一

百

三

丈

本
朝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金
星
瑞
重
修
修

水

衝

處

七

十

九

丈

月

城

一

座

迄
今
已
歴
多
年
屢
被
水
衝
圮
壞
殊
甚
現
在

詳
請
修
葺
按
府
志
載
成
化
元
年
知
縣
元

築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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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厥
後
增
修
者
正
德
中
縣
丞
孫
鴻
嘉
嘉
靖
中
知
縣

相
文
祥
舊

志

失

載

池

周
城
廣
三
丈
五
尺
深
一
丈
四
尺
石
橋
四
當四

門

橋

名

見

橋

梁

水
關
二
一

自

鎭

海

門

西

出

一

自

控

遠

門

東

出

以

洩

城

中

聚

潦

明
萬

歴
十
九
年
知
縣
潘
敦
復
重

久
淤

本
朝
乾
隆
十
六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水
關
二
道
先

是

城

中

患

潦

之

使

仍

故

道

出

附
民
堡東

鄉
堡
二
胡

家

坨

堡

離

城

二

十

里

黃

瓜

口

堡

離

城

二

十

五

里

西
鄉
堡
一
新

寨

堡

離

城

二

十

五

里

南
鄉
堡
一
閆

各

庄

堡

離

城

十

八

里

西
南
鄉
堡
一
馬

城

堡

離

城

三

十

里

西
北
鄉
堡
一
連

北

店

堡

離

城

十

六

里

舖
舍在

城
急
遞
舖
縣

治

西

今

廢

曹
家
庄
急
遞
舖
縣

北

十

里

按

曹

家

庄

于

雍

正

十

一

年

被

水

坍

塌

村

民

移

居

采

家

庄

西

南

舖

已

久

廢

無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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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
樂
鎭
急
遞
舖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舊

制

由

總

舖

遞

曹

家

舖

由

曹

家

舖

遞

此

自

此

則

接

灤

州

長

寧

舖

矣

橋
梁崇

信
橋
城

中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潘

敦

復

建

今

存

布
德
橋
城

東

門

外

剏

建

同

上

乾

隆

二

十

年

易

以

石

橋

係

闔

邑

捐

修

阜
民
橋
城

南

門

外

剏

建

同

上

乾

隆

十

四

年

易

以

石

橋

係

貢

生

寗

咸

臨

等

倡

修

悅
澤
橋
城

西

門

外

剏

建

同

上

乾

隆

八

年

易

以

石

橋

民

人

吳

允

中

自

修

迎
恩
橋
城

北

門

外

剏

建

同

上

乾

隆

十

年

易

以

石

橋

生

員

張

炳

等

倡

修

仁
政
橋
城

北

門

西

剏

建

同

上

今

存

乾

隆

十

九

年

陳

金

駿

重

修

務
農
橋
演

武

㕔

北

剏

建

同

上

今

存

嵩
林
社
橋
縣

東

十

五

里

本

朝

建

栗
家
灣
橋
縣

南

八

里

本

朝

康

熙

十

八

年

建

鄭
家
橋
縣

西

三

十

里

今

廢

湯
家
河
橋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往

南

常

家

河

橋

三

十

里

本

朝

建

解
家
橋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載

府

志

久

廢

淸
河
橋
縣

西

三

十

里

久

廢

商
家
社
橋
縣

北

六

里

載

府

志

久

廢

津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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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汀
流
河
渡
縣

西

北

二

十

三

里

邊
流
河
渡
縣

西

十

四

里

馬
各
庄
渡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嵩
林
渡
縣

西

南

八

里

畢
家
渡
縣

西

南

十

里

陳
家
渡
縣

西

南

十

八

里

甸
子
渡
縣

西

十

八

里

常
各
庄
渡
縣

西

二

十

里

鄭
家
橋
渡
縣

西

三

十

里

石
家
坨
渡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馬
頭
營
渡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套
裡
渡
縣

東

南

三

十

七

里

官
井縣

治
官
井
三
眼
在

大

門

前

左

一

右

一

内

宅

一

儒
學
官
井
一
眼
在

大

門

前

城
隍
廟
官
井
一
眼
在

廟

門

前

右

福
嚴
寺
官
井
一
眼
在

寺

門

外

城
中
官
井
二
眼
在

西

后

巷

一

在

東

街

一

其

餘

在

各

鄉

者

不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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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
署建

官
出
宰
必
有
廨
宇
以
爲
臨
民
聽
事
之
區
宅
中

表
極
瞻
視
係
焉
古
者
退
食
委
蛇
羔
羊
著
美
焚
香

宴
坐
琴
鶴
流

居
厥
位
者
當
思
盡
厥
職
矣
若
夫

遺
愛
在
人
卽
所
憩
所
苃
猶
繫
去
後
之
思
矧
其
爲

寧
居
地
乎
是
在
當
官
者
留
甘
棠
之
慕

縣
署
舊

志

同

人

館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昌

縣

界

内

今

在

城

内

東

南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王

文

貴

建

厥

後

增

修

者

章

似

蘭

劉

晟

永

樂

間

于

繼

賢

成

化

間

李

瀚

隆

慶

間

李

邦

佐

萬

歴

間

于

永

淸

潘

敦

復

本

朝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金

星

瑞

六

十

一

年

熊

震

乾

隆

十

年

巨

秉

乾

乾

隆

十

六

年

陳

金

駿

大
堂
舊

名

五

美

堂

隆

慶

間

李

邦

佐

更

名

澄

源

堂

乾

隆

十

年

巨

秉

乾

重

建

名

大

堂

左
右
兩
廂
房
舊

東

爲

幕

㕔

西

爲

鑾

儀

庫

今

改

爲

東

西

庫

房

陳

金

駿

修

前
戒
石
坊
舊

爲

亭

萬

歴

間

于

永

淸

易

以

木

楔

東
西
兩
廊
東

吏

禮

戸

倉

糧

承

發

五

房

西

兵

刑

工

招

庫

五

房

又

東

西

更

房

二

間

舊

有

馬

政

科

今

裁
儀
門
東

西

角

門

陳

金

駿

重

造

門

外

有

石

獅

二

座

東
土
地
祠
萬

歴

間

于

永

淸

建

本

朝

康

熙

六

十

年

熊

震

修

乾

隆

十

九

年

陳

金

駿

重

建

祠

前

有

寅

賓

館

今

廢

西
獄
神
祠
左

禁

卒

房

間

半

右

女

監

一

所

前

監

獄

東

瓦

房

三

間

平

房

三

間

乾

隆

十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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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陳

金

駿

修
大
門
兩

旁

廂

房

爲

櫃

書

收

糧

所

外

有

石

獅

照

墻

舊

左

有

旌

善

亭

右

有

申

明

亭

中

有

海

内

首

邑

坊

已

俱

廢

東

西

有

瓦

房

六

間

東

快

班

西

壯

班

乾

隆

十

七

年

陳

金

駿

修

建

宅
門
外

東

西

房

各

一

左

皂

班

右

門

子

乾

隆

十

七

年

陳

金

駿

重

葢

二
堂
曰

燕

省

堂

隆

慶

間

李

邦

佐

重

建

易

曰

節

愛

堂

康

熙

年

金

星

端

重

建

復

曰

燕

省

堂

堂

東

門

房

二

間
西
㕔
曰

怡

心

堂

又

西

廂

房

六

間

乾

隆

十

六

年

陳

金

駿

新

建

舊

係

思

化

亭

址

馬
廐
馬

棚

四

間

平

房

二

間

乾

隆

十

六

年

陳

金

駿

新

建

舊

係

主

簿

宅

址

内

有

井

一

眼

三
堂
萬

歴

間

于

永

淸

重

建

曰

至

公

堂

乾

隆

十

六

年

陳

金

駿

重

建

曰

退

思

堂

三

間

小

廂

房

各

一間東
書
房
三

間

左

右

廂

房

六

間

陳

金

駿

修

西
内
庫
房
三間

内
宅
正

房

三

間

左

右

廂

房

四

間

乾

隆

十

六

年

陳

金

駿

重

造

後

院

有

土

山

一

座

舊

係

五

間

樓

址厨
房
三

間

左

偏

房

二

間

俱

在

内

宅

之

東

乾

隆

十

六

年

陳

金

駿

新

葢

典
史
衙
署
在

縣

署

東

前

㕔

三

間

左

右

廂

房

住

房

三

間

左

右

廂

房

厨

房

二

間

明

萬

歴

間

典

史

徐

夢

魴

重

建

乾

隆

十

九

年

典

史

張

德

華

重

修

舊

有

大

㕔

今

廢

按
舊
志
縣
治
東
有
縣
丞
署
二
一

爲

管

糧

縣

丞

一

爲

管

馬

縣

丞

後

裁



ZhongYi

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置

八

并

爲

一

今

俱

裁

西
有
主
簿
廨
一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有
廵
檢
廨
一
俱

於
裁

官
後
廨
廢
縣
治
前
有
陰
陽
學
醫
學
宅
二
歲
久
廢

儒
學
署
見
學
校

都
司
署
在
縣
署
後
東
街
雍
正
三
年
闔
邑
營
弁
士

民
捐
建

演
武
㕔

見
營
制

附養
濟
院

北
關
迎
恩
橋
乾
隆
十
八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重
修

惠
民
藥
局
三

間

縣
治
拱
眞
閣
東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潘
敦
復
重
修
今
給
與
醫
學
一
間
道
官
一
間
讚
禮

一
間

冰
窖

縣
治
西
均
貯
倉
前

漏
澤
園

在
城
西
北
隅
明
萬
歴
二
十
年
知
縣
潘

敦
復

爲
記
今
廢

義
塜

東
鄉
在
戈
兒
聶
庄
南
共

地

十

畝

西
鄉
在
饅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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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庄
南
共

地

十

畝

南
鄉
在
醋
流
庄
南
共

地

十

畝

北
鄉
在
羅
各

庄
東
共

地

十

畝

按
古
義
塜
在
龍
王
廟
庄
後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金
星
瑞
淸
查
丈
出
地
五
畝
三
分
勒
石
嚴
禁
旗
民

不
得
侵
佔
乾

隆

十

九

年

夏

河

溢

水

積

西

南

鄉

老

母

廟

等

村

知

縣

陳

金

駿

相

度

形

勢

借

徐

楊

沙

泊

地

十

四

畝

七

分

開

溝

疏

通

士

民

稱

便

至

冬

撥

西

嵩

林

灘

地

十

二

畝

七

分

給

與

徐

永

傑

更

換

此

地

永

爲

疏

水

之

所

其

溝

兩

旁

餘

地

詳

給

附

近

居

民

葬

墳

永

爲

義

塜

内

撥

二

畝

補

楊

姓

止

有

十

畝

七

分

坊
楔城

市
坊
七

曰
興
仁
城

東

曰
慕
義
城

西

曰
秉
禮
城

南

曰
明
智
城

北

曰
崇
信
城

中

曰
風
憲
行
臺
秉

禮

街

西

曰
容
民
畜
衆
演

武

㕔

前

俱

知

縣

潘

敦

復

建

今

廢

縣
署
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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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曰
海
内
首
邑
縣

治

前

知

縣

潘

敦

復

建

今

廢

學
宫
坊
四

曰
天
衢
儒

學

南

曰
聖
域
文

廟

西

俱

乾

隆

八

年

署

縣

張

光

進

儒

學

陳

成

德

王

客

卿

等

重

修

曰
雲
路
天

衢

坊

後

曰
賢
關
文

廟

東

俱

乾

隆

十

年

知

縣

巨

秉

乾

重

建

神
祠
坊
一

曰
城
隍
廟
秉

禮

街

西

乾

隆

十

七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重

修

恩
榮
坊
六

曰
恩
光
爲

同

知

牛

本

建

曰
恩
榮
爲

給

事

中

劉

恭

建

曰
鴻
臚
爲

序

班

孫

輅

建

曰
繡
衣
爲

御

史

王

好

問

建

以

上

恩

榮

諸

坊

今

廢

曰
世
承
天
寵
爲

封

君

蕭

富

運

同

雲

漢

建

今

存

曰
承
恩
爲

知

府

劉

建

褒
封
坊
六

曰
㧞
尤
爲

知

府

楊

廷

璋

建

曰
參
伯
副
郎
爲

封

君

盧

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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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曰
淸
要
名

無

攷

曰
司
徒
爲

員

外

郎

王

好

學

建

曰
司
徒
尚
書
爲

贈

尚

書

王

臣

建

曰
尚
義
爲

義

民

姚

淸

等

建

今

俱

廢

科
第
坊
十
三
曰
進
士
者
四
爲

進

士

宋

道

劉

恭

李

宗

商

王

好

問

等

建

曰
科
第
之
門
爲

進

士

李

宗

商

建

曰
雁
塔
題
名
爲

舉

人

王

諴

建

曰
昂
霄
爲

舉

人

李

霖

建

曰
鵬
搏
爲

舉

人

王

亮

建

曰
登
第
爲

舉

人

郁

瑄

建

曰
攀
桂
爲

司

務

盧

敬

建

曰
鍾
秀
爲

舉

人

劉

昶

建

曰
飛
黃
爲

舉

人

王

琰

建

曰
步
蟾
爲

舉

人

毛

鳳

建

今

多

廢

貞
節
坊
二
曰
貞
節
者
二
爲

宋

昇

妻

孫

氏

爲

劉

敬

妻

王

氏

今

廢

按
本
縣
坊
表
無
石
刻
槪
係
木
楔
成
之
易
毁
之
亦

易
故
舊
坊
大
槩
無
存
而
新
坊
亦
不
能
徧
紀
云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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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化
民
成
俗
建
學
爲
先
邑
爲

神
京
左
輔
有
百
世
之
師
以
開
其
先
州
序
党
庠
遍
逮

閭
左
宜
乎
人
文
蔚
起
進
而
日
上
洪
惟

聖
朝
文
治
昌
明
邁
軼
隆
古

臨
雍
講
道
亹
亹
諄
諄
崇
五
代
之
封
隆
九
拜
之
禮
師
儒

增
秩
廣
學
儲
才
所
以
漸
摩
而
淪
浹
之
者
至
深
至

厚
多
士
沐
浴

敎
澤
藏
修
息
游
於
弦
誦
之
中
可
不
謂
幸
歟
至
於
新
其

堂
廡
潔
其
爼
豆

學
者
知
所
向
往
則
父
母
師
保

之
職
也

儒
學

在
縣
治
西
北
金
天
會
中
邑
人
李
杭
建
相繼

增

修

者

金

明

昌

間

知

縣

韓

昶

邑

人

鮮

于

仲

權

元

至

元

間

知

縣

柴

立

本

明

洪

武

間

知

縣

王

文

貴

正

統

間

知

縣

吕

淵

天

順

間

知

縣

董

昱

縣

丞

狄

春

成

化

間

知

縣

王

弼

萬

歴

間

知

縣

于

永

淸

潘

敦

復

天

啟

間

知

縣

劉

檄

本

朝

順

治

間

知

縣

葉

矯

然

康

熙

間

知

縣

于

成

龍

金

星

瑞

訓

導

柴

育

德

乾

隆

間

知

縣

陳

金

駿

敎

諭

戈

雲

書

記

統

載

藝

文

志

中
爲
大
成
殿
五
間
東
西
廡
各
十
間
明

成

化

中

知

縣

李

瀚

嘉

靖

間

知

縣

楊

鳳

陽

本

朝

康

熙

間

知

縣

張

敏

敎

諭

王

純

相

繼

增

修

前
爲

大
門
三間

東
西
角
門
各

一

間

又
前
爲
泮
池
池

石
橋



ZhongYi

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置

十
三

三座

又
前
爲
大
成
門
舊

名

星

門

門
之
外
繞
以
圍
墻
形如

玉

帶

土

人

因

名

其

街

爲

玉

帶

街

左
右
各
坊
一
東
曰
德
配
天
地
西

曰
道
冠
古
今
俱

乾

隆

十

六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重

修

又
西
有
坊
曰
聖

域
東
有
坊
曰
賢
關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潘

敦

復

建

本

朝

乾

隆

十

年

知

縣

巨

秉

乾

重建安
設
神
位

至
聖
先
師
正
中
南
向

復
聖
顏
子

述
聖
子
思
子
俱

殿

内

東

旁

西

向

宗
聖
曾
子

亞
聖
孟
子
俱

殿

内

西

旁

東

向

先
賢
閔
子

先
賢
冉
子

先
賢
端
木
子

先
賢
仲
子

先
賢
卜
子

先
賢
有
子
俱

殿

内

次

東

西

向

先
賢
冉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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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先
賢
宰
子

先
賢
冉
子

先
賢
言
子

先
賢
顓
孫
子

先
賢
朱
子
俱

殿

内

次

西

東

向

先
賢
蘧
瑗
子

先
賢
澹
臺
滅
明

先
賢
原
憲

先
賢
南
宫
适

先
賢
商
瞿

先
賢

雕
開

先
賢
司
馬
耕

先
賢
巫
馬
施

先
賢
顏
辛

先
賢
曹
䘏

先
賢
公
孫
龍

先
賢
秦
商

先
賢
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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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先
賢
壤
駟
赤

先
賢
石
作
蜀

先
賢
公
夏
首

先
賢
后
處

先
賢
奚
容
蒧

先
賢
顏
祖

先
賢
句
井
疆

先
賢
秦
祖

先
賢
縣
成

先
賢
公
祖
句
兹

先
賢
燕
伋

先
賢
樂
欬

先
賢
狄
黑

先
賢
孔
忠

先
賢
公
西
蒧

先
賢
顏

先
賢
施
之
常

先
賢
申
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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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先
賢
左
邱
明

先
賢
秦
冉

先
賢
牧
皮

先
賢
公
都
子

先
賢
公
孫
丑

先
賢
張
載

先
賢
程
頤

先
儒
公
羊
高

先
儒
孔
安
國

先
儒
毛
萇

先
儒
高
堂
生

先
儒
鄭
康
成

先
儒
諸
葛
亮

先
儒
王
通

先
儒
司
馬
光

先
儒
歐
陽
修

先
儒
胡
安
國

先
儒
尹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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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先
儒
吕
祖
謙

先
儒
蔡
沈

先
儒
陸
九
淵

先
儒
陳
淳

先
儒
魏
了
翁

先
儒
王
栢

先
儒
許
衡

先
儒
許
謙

先
儒
王
守
仁

先
儒
薛
瑄

先
儒
羅
欽
順

先
儒
陸
龍
其
俱

東

廡

西

向

先
賢
林
放

先
賢
宓
不
齊

先
賢
公
冶
長

先
賢
公
晳
哀

先
賢
高
柴

先
賢
樊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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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先
賢
商
澤

先
賢
梁
鱣

先
賢
冉
孺

先
賢
伯
䖍

先
賢
冉
季

先
賢

雕
徒
父

先
賢

雕
哆

先
賢
公
西
赤

先
賢
任
不
齊

先
賢
公
良
孺

先
賢
公
肩
定

先
賢
鄔
單

先
賢
罕
父
黑

先
賢
榮
旂

先
賢
左
人
郢

先
賢
鄭
國

先
賢
原
亢

先
賢
亷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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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先
賢
叔
仲
會

先
賢
公
西
輿
如

先
賢
邽
巽

先
賢
陳
亢

先
賢
琴
張

先
賢
步
叔
乘

先
賢
秦
非

先
賢
顏
噲

先
賢
顏
何

先
賢
孫
亶

先
賢
樂
克

先
賢
萬
章

先
賢
周
敦
頤

先
賢
程
顥

先
賢
邵
雍

先
儒
榖
梁
赤

先
儒
伏
勝

先
儒
后
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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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先
儒
董
仲
舒

先
儒
杜
子
春

先
儒
韓
愈

先
儒
范
仲
淹

先
儒
胡
瑗

先
儒
楊
時

先
儒
羅
修
彥

先
儒
李
侗

先
儒
張
栻

先
儒
黃
幹

先
儒
眞
德
秀

先
儒
何
基

先
儒
趙
復

先
儒
金
履
祥

先
儒
陳
澔

先
儒
陳
憲
章

先
儒
胡
居
仁

先
儒
蔡
淸
俱

西

廡

東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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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按
此
照
雍
正
二
年
會
典
所
載
與
前
代
互
有
增
損

祭
器正

位
陳
設

禮
神
制
帛
一
白

色

白
磁
爵
三

登
一

鉶
二

簠
二

簋
二

籩
十

豆
十

酒
鐏
一

牛
一

羊
一

豕
一

配
位
陳
設

東
西
禮
神
制
帛
一

白
磁
爵
三

鉶
二

簠
二

簋
二

籩
八

豆
八

酒
鐏
一

羊
一

豕
一

配
位
陳
設

東
西
禮
神
制
帛
各
一

每
位
白
磁
爵
各
一

每
位
鉶
各
一

簠
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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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簋
各
一

籩
各
四

豆
各
四

東
西
豕
各
一

東
西
廡
陳
設

東
西
禮
神
制
帛
各
一

簠
各
一

簋
各
一

籩
各
四

豆
各
四

豕
各
三

按
祭
器
陳
設
統
照
會
典
所
載
本
縣
祭
器
多
剝
落

所
存
者
犠
尊
三
祭
爵
六
十
而
已
應
爲
監
造

樂
舞
器
陳
設

麾

金
鐘

玉
罄

鼓

搏
拊

祝

敔

琴

排
簫

笙

簫

笛

塤

箎

瑟

節

羽

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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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干

戚

按
樂
舞
諸
器
亦
照
會
典
所
載

崇
聖
祠
舊

名

啓

聖

祠

雍

正

元

年

奉

文

改

之

在
大
成
殿
北
舊
在
大
成

殿
東
南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林
景
柱
建

本
朝
乾
隆
十
四
年
敎
諭
戈
雲
書
移
建
今
地

安
設
神
位

肇
聖
王
木
金
父
公
正
中
南
向

裕
聖
王
祈
父
公
東
一
室
南
向

詒
聖
王
防
叔
公
西
一
室
南
向

昌
聖
王
伯
夏
公
東
二
室
南
向

啓
聖
王
叔
梁
公
西
二
室
南
向

先
賢
顏
氏

先
賢
孔
氏
俱

祠

内

西

旁

東

向

先
賢
曾
氏

先
賢
孟
孫
氏
俱

祠

内

東

旁

西

向

先
賢
周
輔
成

先
賢
程
珦

先
儒
蔡
元
定
俱

東

廡

西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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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先
儒
張
廸

先
儒
朱
松
俱

西

廡

東

向

陳
設
祭
器

正
位
五
案

每
位
禮
神
制
帛
一

白
磁
爵
三

鉶
一

簠
二

簋
二

籩
八

豆
八

酒
鐏
一

羊
一

豕
一

配
位
陳
設

每
位
一
案

禮
神
制
帛
一

每
位
銅
爵
三

簠
一

簋
一

籩
四

豆
四

豕
首
一

豕
肉
一

東
廡
陳
設

禮
神
制
帛
一

每
位
銅
爵
三

簠
一

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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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籩
四

豆
四

豕
肉
一

西
廡
同
東
廡

樂
舞
器
陳
設
同
大
成
殿

名
宦
祠

在
大
成
殿
戟
門
東
舊
在
啓
聖
祠
左
明

嘉
靖
間
知
縣
楊
鳳
陽
建
萬
歴
間
知
縣
潘
敦
復
移

建
今
地

安
設
神
位

元

奎
章
閣
大
學
士
張
昇

明
知
縣
李
邦
佐

李
瀚

趙
寛

陳
昌
言

司
訓

賈
奎

邵
鑑

本
朝
總
督
趙
宏
爕

朱
昌
祚

李
蔭
祖

廵
撫
沈

朝
聘

宋
文
康

于
成
龍
奉
天
人

于
成
龍
山

西
永
寧
人

格
尔
古
德

守
道

邵
嗣
堯

朱

宏
祚

宋
犖
共
一
十
九
人

鄉
賢
祠

在
大
成
殿
㦸
門
西
原
修
及
移
建
俱
如

名
宦
祠

安
設
神
位

明

邑
紳
王
好
學

王
好
問

盧
耿
麟

張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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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瑞
本
朝

邑
紳
張
一
躍

陳
性
天

姚
延
嗣

姚
熙

共
八
人

明
倫
堂

在
大
成
殿
東
舊
在
大
成
殿
後
明
洪
武

間
知
縣
王
文
貴
建
成
化
中
知
縣
李
瀚
移
建
今
地

治

中

知

縣

田

登

郝

本

重

修

萬

歴

中

知

縣

馬

速

重

修

本

朝

雍

正

中

知

縣

沈

繼

賢

敎

諭

郭

煉

訓

導

趙

簡

重

修

堂
前
二
齋
東
曰
居
仁
西
曰
由
義
明

萬

歴

八

年

知

縣

林

景

桂

重

建

今

廢

本

朝

乾

隆

十

五

年

敎

諭

戈

雲

書

改

建

東

齋

五

間

西

齋

三

間

又
前
東
爲
神
庫
西
爲
饌
堂
明

治

中

知

縣

田

登

重

建

今

廢

又
前
爲
大
門
東
西
角
門
明

萬

歴

中

知

縣

席

珍

重

建

更

大

門

東

有

號

房

六

間

今

廢

堂
後
爲
敬
一
亭
舊

在

啓

聖

祠

前

久

圮

萬

歴

間

知

縣

潘

敦

復

移

建

今

地

本

朝

雍

正

三

年

知

縣

沈

繼

賢

重

修

尊
經
閣

舊
址
無
存
乾

隆

十

四

年

敎

諭

戈

雲

書

權

於

崇

聖

宫

上

層

庋

閣

置

書
藏
書
藪

日
講
四
書
十
二
本

御
纂
四
經
八
十
四
本

通
鑑
綱
目
八
十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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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明
史
一
百
二
十
本

性
理
精
義
五
本

朱
子
全
書
三
十
六
本

上
諭
六
部
每
部
二
十
四
本

聖
諭
廣
訓
一
本

御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一
本

御
製
祭
器
一
本

文
廟
春
秋
季
樂
章
一
本

字
典
四
十
本

幾
輔
通
志
七
十
二
本

品
級
考
六
本

餘
則
例
等
書
不
具
錄
云

文
昌
祠

在
大
成
殿
南
舊

在

城

南

角

樓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李

繼

祖

建

本
朝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金
星
瑞
移
建
今
地

奎
光
閣

在
城
東
南
隅
剏
建
莫
攷

本
朝
康
熙
十
一
年
知
縣
于
成
龍
重
建

記

見

藝

文

志

敎
諭
宅

在
明
倫
堂
東
住
房
三
間
東
廂
房
三
間

厨
房
二
間
茶
房
二
間
明
萬
歴
中
知
縣
于
永
淸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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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本
朝
雍
正
六
年
敎
諭
許
廷
卿
修
乾
隆
十
六
年
敎
諭

戈
雲
書
重
修

訓
導
宅

在
明
倫
堂
西
住
房
三
間
平
房
三
間
東

廂
房
二
間
明
萬
歴
中
訓
導
張
諫
重
建

本
朝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訓
導
柴
育
德
乾
隆
四
年
訓
導

徐
頴
十
六
年
訓
導
王
客
卿
十
九
年
杜
振
先
相
繼

重
修

義
學國

家
稽
古
右
文
府
衞
州
縣
莫
不
有
學
復
於
省
會

設
立
書
院
典
至
厚
也
於
是
通
都
名
郡
爭
先
效
法

書
院
之
建
幾
遍
寰
宇
其
制
有
不
修
費
有
未
裕
者

師
其
意
不
襲
其
名
而
僅
謂
之
義
學
其
實
延
師
聚

徒
啓
廸
成
就
無
異
于
書
院
也
有
志
作
人
者
其
以

此
爲
始
基
乎

明
初
在
縣
治
西
南
久
廢
莫
攷
萬
歴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潘
敦
復
置
養
正
堂
三間

於
朝
天
街
西
又
擇
廟
宇

僻
靜
者
借
爲
鄉
學
一

在

興

仁

關

東

嶽

廟

一

在

秉

禮

關

觀

音

祠

一

在

慕

義

關

八

蜡

廟

一

在

明

智

關

崇

定

觀

亦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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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本
朝
乾
隆
十
六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擇

啓
聖
祠
舊
址

新
建
講
堂
三
間
廂
房
二
間
記

載

藝

文

志

附學
田

舊
志
載
共
四
頃
七
十
一
畝
七
分
圈
地
後

莫
攷

本
朝
新
置
學
田

乾
隆
四
年
敎
諭
陳
成
德
詳
報
置

爲
膏
火
坐

落

魯

家

套

三

叚

計

一

頃

四

十

畝

坐

落

小

寺

上

一

叚

計

五

十

畝

每
畝
起
租
銀
三
錢
四
分
共
收
租
銀
六
十
四
兩
六

錢
除
淸
交
錢
糧
外
盡
數
散
給
貧
士
以
資
膏
火
若

遇
科
歲
兩
試
凡
各
生
試
卷
亦
從
此
内
辦
理

本
朝
新
置
義
學
田

乾
隆
間
知
縣
陳
金
駿
置
爲
膏

火

趙
璽
等
七家

認
地
五
十
六
畝
坐

落

劉

家

庄

西

東

至

徐

永

傑

西

至

康

煥

會

南

至

新

認

義

學

田

北

至

老

坎

張
文
傑
等
三

十

六

家

認
地
共
三
十
一
畝
坐

落

劉

家

庄

西

東

至

康

煥

曾

南

至

王

道

榮

西

至

三

十

六

家

北

至

劉

連

魁

已
上
共
地
八
十
七
畝
每
畝
租
銀
一
錢
共
租
銀
八

兩
七
錢

葛
綸
等
五

十

五

家

共
認
地
二
頃
七
十
五
畝
每
畝
租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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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分
共
租
銀
二
兩
七
錢
五
分

東

至

火

神

廟

西

至

河

南

至

河

北

至

三

十

六

家

劉
建
亮
等
二

十

一

家

共
認
地
十
九
畝
二
分
五
厘
坐

落

井

各

庄西寗
克
昌
認
地
十
九
畝
二
分
五
厘
坐

落

井

各

庄

西

東

至

畢

姓

□

西

至

學

田

南

至

吳

嘉

猷

北

至

二

十

一

家

已
上
共
地
三
十
八
畝
四
分
六
厘
每
畝
徵
銀
三
分

共
徵
租
銀
一
兩
一
錢
五
分
三
厘
八
毫

葛
永
春
等
二

十

九

家

共
認
地
八
十
七
畝
俱

坐

落

嵩

林

西

東

至

河

坎

西

至

徐

永

傑

南

至

祖

照

北

至

老

坎

每
畝
租
小
錢
五
百
文
共
租
小
錢
四
十
三
千
五
百

文祖
照
等
五家

共
認
地
三
十
畝
俱

坐

落

嵩

林

西

東

至

河

坎

西

至

沙

荒

南

至

沙

荒

北

至

義

學

官

地

每
畝
租
小
錢
二
百
五
十
文
共
租
小
錢
七
千
五
百

文劉
漢
相
等
六家

認
地
二
十
九
畝
五
分
坐

落

嵩

林

西

東

至

徐

永

傑

西

至

康

煥

曾

南

至

河

坎

北

至

義

學

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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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每
畝
租
銀
一
錢
共
租
銀
二
兩
九
錢
五
分

已
上
共
地
五
頃
四
十
六
畝
九
分
六
厘
每
畝
徵
租

銀
錢
不
等
共
租
銀
一
十
五
兩
五
錢
五
分
四
厘
八

毫
共
租
小
錢
五
十
一
千

陳
士
章

認
地
一
段
十
二
畝
坐

落

撒

馬

店

庄

西

東

至

本

身

西

至

河

南

至

本

身

北

至

河

艾
公

認
地
一
段
一
畝
三
分
坐

落

撒

馬

店

庄

西

東

西

南

三

至

陳

士

章

北

至

杜

秉

義

共
地
十
三
畝
三
分
每
畝
租
銀
五
分
共
租
銀
六
錢

六
分
五
厘

通
共
地
五
頃
六
十
畝
二
分
六
厘

共
租
銀
一
十
六
兩
二
錢
一
分
八
厘
八
毫

共
租
小
錢
五
十
一
千

入
學
員
數

舊
爲
中
學
照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加
增

額
取
進
十
五
名
後
於
雍
正
二
年
改
爲
大
學
取
進

一
十
八
名
撥

補

在

外

廪
膳
生
額

照
順
治
四
年
定
例
縣
學
二
十
名
廪膳

載

在

經

費

條

增
廣
生
額
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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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鄉
飮

每
歲
於
孟
春
望
曰
孟
冬
朔
日
舉
行
二
次

先

期

縣

官

訪

紳

士

之

年

高

德

劭

者

一

人

爲

大

賔

次

爲

介

至

之

日

三

揖

迎

入

又

次

爲

衆

賔

皆

詳

報

督

撫

覆

定

舉

行

設
宴
於
明
倫
堂
坐
主
於
東
南
以
象
仁
以掌

印

官

爲

之

坐
賓
於
西
北
以
象
義
以

鄉

官

齒

德

最

尊

者

爲

之

坐
僎
音遵

於
東
北
以
輔
主
按

會

典

舊

圖

有

一

僎

二

僎

三

僎

之

名

據

儀

禮

賔

若

有

遵

者

亦

待

以

賔

禮

同

入

舉

報

之

内

不

知

僎

謂

之

賔

者

以

同

從

外

來

耳

其

實

載

記

同

儀

禮

注

疏

皆

以

僎

爲

不

干

主

人

正

禮

前

說

似

誤

近

乾

隆

十

九

年

新

頒

則

例

改

正

此

條

僎

以

本

地

顯

官

偶

居

鄉

里

願

來

觀

禮

者

依

次

坐

於

東

北

三

品

以

上

席

南

嚮

四

五

品

席

西

嚮

無

則

闕

之

不

立

一

僎

二

僎

三

僎

之

名

不

入

舉

報

之

内

於

儀

禮

最

合

坐
介
於
西
南
以
輔
賓
以

鄉

中

齒

德

稍

次

者

輔

之

僚
屬
衆
賓
位
於
東
西
依
儀
禮
之
次
司
正
揚
觶
主

賓
獻
酬
講
讀
律
誥
三
歌
鹿
鳴
宴
畢
謝

恩
拜
送
出

按
舊
志
載
賓
興
應
試
報
㨗
州
縣
官
有
設
宴
送
行

送
匾
歸
第
諸
禮
亦
風
厲
之
一
端

鄉
約

上
諭
鄉
約
所
本

城

明

倫

堂

東

關

東

嶽

廟

西

關

八

蜡

廟

南

關

娘

娘

廟

北

關

關

帝

廟

湯

家

河

玉

皇

廟

胡

家

坨

眞

武

廟

閆

各

庄

大

寺

馬

頭

營

大

慈

寺

新

寨

娘

娘

廟

徐

家

店

關

帝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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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壇
廟古

者
祀
神
祭
示
皆
用
壇
墠
而
方
位
形
制
必
依
其

類
葢
就
陽
就
陰
求
其
氣
之
相
感
通
也
惟
饗
人
鬼

則
有
廟
所
謂
禦
災
捍
患
定
國
勤
事
有
功
德
於
民

者
也
非
此
族
也
不
在
祀
典
亦
有
非
淫
祀
而
不
得

列
於
壇
廟
者
於
分
爲
僭
於
禮
則
凟
謹
微
也
若
夫

靑
牛
白
馬
金
碧
輝
煌
雖
習
俗
恬
然
不
可
爲
訓
古

潘
公
修
邑
志
將
一
切
寺
觀
見
諸
雜
志
不
與
祀

典
相
混
聿
有
深
心
兹
特
率
而
循
之
用
表
昔
賢
衞

道
之
功
焉

社
稷
壇

城
西
北
一
里
廣
三
十
丈
袤
一
十
九
丈

明
洪
武
中
知
縣
王
文
貴
建
萬
歴
中
知
縣
于
永
淸

建
亭
潘
敦
復
砌
壇
廣

袤

各

二

丈

八

尺

繚

以

周

垣

久
廢

本
朝
乾
隆
四
年
知
縣
施
世
洪
重
修

按
社
稷
之
祀
厥
昉
舊
矣
儒
先
傳
說
人
各
不
同
或

謂
勾
龍
后
稷
爲
配
或
謂
非
配
卽
祀
傳
信
傳
疑
未

有
攷
訂
至
明
太
祖
主
孝
經
說
以
社
爲
五
土
主
稷

爲
五
榖
主
廣
土
諸
榖
不
能
徧
祀
故
合
土
以
爲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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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推
長
以
尊
稷
祭
以
上
戊
日
報
土
功
也
兆
於
西
郊

言
有
成
也
於
義
長
矣
宜
其
春
秋
匪
懈
享
祀
不
忒

也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城
東
南
里
許
廣
一
十
四
丈

袤
一
十
三
丈
明
洪
武
中
知
縣
王
文
䝿
建
萬
歴
中

知
縣
于
永
淸
建
亭
潘
敦
復
砌
垣
周

圍

廣

袤

各

二

丈

八

尺

久

廢
本
朝
乾
隆
四
年
知
縣
施
世
洪
重
修

按
三
代
以
下
漢
以
丙
戌
曰
祀
風
師
於
戌
地
以
己

丑
日
祀
雨
師
於
丑
地
則
風
雨
有
祀
矣
唐
詔
祀
雷

同
壇
宋
以
雷
師
從
雨
師
之
位
則
雷
又
有
祀
矣
獨

雲
無
祀
亦
與
山
川
不
一
祀
至
明
太
祖
洪
武
二
年

命
禮
官
議
以
風
雲
雷
雨
師
諸
天
神
爲
一
壇
山
川

城
隍
諸
地
祗
爲
一
壇
三
年
命
合
祀
之
不
用
石
主

如
祭
社
稷
祭
器
牲
幣
加
社
稷
一
壇
而
神
祗
壇
始

著
郭
造
卿
曰
祭
法
山
林
川
谷
能
出
雲
爲
風
雨
見

恠
物
皆
曰
神
是
合
山
川
雲
風
雨
爲
一
山
川
乃
體

風
雨
雲
其
用
也
後
代
或
祀
甲
於
春
秋
乙
於
冬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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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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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今
日
拜
丙
於
西
郊
明
日
拜
丁
於
北
鄙
皆
不
知
調

和
陰
陽
形
氣
合
一
之
道
也
兹
論
允
矣

先
農
壇

在
風
雲
雷
雨
壇
右
地
週
圍
計
五
十
丈

爲
殿
三
楹
左
右
廂
房
籍
田
地
二
畝
零
雍
正
五
年

知
縣
李
有
爵
奉
文
建

按
先
農
之
祀
本
古
蜡
祭
旣
祀
蜡
又
祀
農
不
已
凟

乎
葢
禮
爲
蜡
設
也
古
者
天
子
爲
籍
千
畝
冕
而
朱

紘
躬
秉
耒
諸
侯
爲
籍
百
畝
冕
而
靑
紘
躬
秉
耒
以

事
天
地
山
川
社
稷
先
古
以
爲
醴
酪
粢
盛
於
是
乎

取
之
敬
之
至
也
三
代
以
下
令
凖
古
之
諸
侯
守
凖

古
之
方
伯
連
率
聖
王
稽
古
定
制
遍
立
之
天
下
也

固
宜

厲
壇

縣
正
北
二
里
地
廣
袤
各
九
丈
八
尺
壇
廣

袤
各
二
丈
八
尺
繚
以
周
垣
西
向
樹
坊
明
萬
歴
二

知
縣
潘
敦
復
建
原

地

在

縣

西

北

久

廢

莫

攷

按
明
郭
造
卿
曰
洪
武
三
年
十
二
月
戊
辰
命
京
都

王
國
府
州
縣
於
城
北
郊
各
立
厲
壇
頒
厲
祭
文
及

告
城
隍
文
與
壇
式
於
天
下
每
歲
三
祭
春
淸
明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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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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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孟
望
冬
孟
朔
主
祭
内
京
尹
外
守
令
先
期
牒
城
隍

神
祀
日
以
爲
主
祭
餘
羹
飯
則
散
諸
民
之
無
告
者

其
哀
死
亡
䘏
無
後
至
矣
又
令
鄉
村
間
百
戸
内
立

一
壇
祀
土
榖
神
歲
一
戸
爲
首
春
秋
二
社
率
錢
爲

少
牢
祭
畢
行
會
飮
禮
會
中
一
人
讀
抑
强
扶
弱
之

誓
是

謂

鄉

社

又
立
一
壇
祭
無
祀
鬼
神
歲
亦
三
祭
祭
用

牲
酒
會
飮
讀
誓
如
祭
社
是

謂

鄉

厲

祭
禮
下
逮
庶
民
可

謂
明
備
矣
然
祭
厲
之
典
稽
之
經
傳
所
載
春
秋
傳

曰
鬼
有
所
歸
乃
不
爲
厲
祭
法
曰
王
有
泰
厲
諸
侯

有
公
厲
大
夫
有
族
厲
亦
由
來
遠
矣

城
隍
廟

縣
治
西
南
明
洪
武
間
建
萬
歴
間
知
縣

林
景
柱
于
永
淸
潘
敦
復
雷
春
起
曁

本
朝
知
縣
李
有
爵
相
繼
修
乾
隆
十
八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勸
闔
邑
士
民
會
捐
重
修

按
明
世
於
城
隍
祀
最
重
專
祀
於
廟
宇
陪
祀
於
山

川
主
祀
於
厲
壇
命
天
下
府
州
縣
治
皆
立
廟
可
謂

盛
矣
然
稽
諸
經
典
掌
故
之
官
見
之
周
禮
復
隍
之

義
見
之
卦
詞
葢
亦
禦
災
捍
患
一
方
保
障
之
意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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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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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聰
明
正
直
非
作
禍
祟
比
矣

關
帝
廟

縣
治
北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桑
高
重
建

本
朝
雍
正
九
年
知
縣
黃
奇
璧
十
三
年
知
縣
施
世
洪

重
修
廟
舊
爲
關
王
廟
順
治
九
年
加
封
帝
雍
正
三

年
復
增
封
三
代
曾

祖

光

昭

公

祖

裕

昌

公

父

成

忠

公

並
祀
於
後
殿

知

縣

施

世

洪

記

畧

曰

方

今

聖

天

子

崇

德

報

功

特

隆

祀

典

凡

直

省

州

縣

春

秋

釋

奠

至

聖

先

師

而

外

惟

漢

壽

亭

侯

關

聖

帝

君

每

歲

特

設

三

祭

品

用

犠

牲

旣

膺

厚

典

之

褒

嘉

而

且

追

崇

其

三

世

享

祀

勿

替

亦

如

文

廟

之

追

封

五

代

誠

千

百

年

肇

舉

之

典

也

葢

維

王

之

忠

誠

昭

日

月

義

烈

冠

古

今

故

自

天

子

至

於

庶

人

莫

不

加

敬

薄

海

内

外

黃

童

白

叟

瞿

然

肅

然

各

知

寅

畏

豈

非

浩

然

之

氣

塞

天

地

而

常

存

者

乎

歲

在

乙

卯

予

承

乏

兹

土

齋

夙

告

䖍

首

謁

文

廟

偕

諸

弟

子

員

講

學

行

禮

畢

隨

瞻

拜

王

廟

於

城

北

控

遠

門

外

正

値

廟

貎

維

新

遹

觀

厥

成

之

候

官

斯

土

者

不

禁

有

修

廢

舉

墜

之

感

凡

事

之

興

也

必

有

所

由

始

而

事

之

成

也

必

有

所

由

終

爰

進

弟

子

員

而

告

之

曰

樂

邑

之

建

此

廟

由

來

舊

矣

顧

第

弗

深

考

傳

之

遺

誌

聞

之

故

老

創

之

元

代

以

迄

於

明

一

修

於

萬

歴

之

四

十

二

年

再

修

於

順

治

十

八

年

迄

今

七

十

餘

載

闔

邑

紳

士

旗

民

舉

欣

欣

然

共

勷

厥

事

易

六

寒

暑

以

底

于

成

是

固

衆

舉

之

易

爲

力

而

樂

邑

士

民

猶

存

亷

頑

立

懦

之

風

曁

然

想

見

王

之

忠

義

百

世

而

下

聞

者

莫

不

興

起

過

斯

廟

者

瞿

然

肅

然

咸

作

其

正

直

之

氣

而

消

其

邪

慝

之

萌

是

大

有

功

於

名

敎

也

爰

拜

手

而

爲

之

記

時

雍

正

十

三

年

夏

月

日

也

按
自
前
代
以
來
天
下
遍
祀
者
天
神
地
祗
山
川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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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神
外
人
鬼
之
祭
唯
文
廟
與
關
帝
廟
而
已
稽
之
故

實
百
辟
卿
士
之
有
益
於
民
者
死
則
祀
於
瞽
宗
祭

於
樂
祖
神
果
何
以
得
此
於
民
哉
葢
聞
祭
法
有
五

法
施
於
民
者
爲
上
神
之
功
在
名
敎
其
扶
植
綱
常

也
至
矣
斯
其
廟
食
天
下
也
宜
哉

八
蜡
廟

城
西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于
永
淸
重
建

本
朝
乾
隆
十
八
年
知
縣
陳
金
駿
勸
修
邑

人

高

遇

隆

記

畧

曰

昔

馬

稜

守

武

陵

而

飛

蝗

赴

海

百

里

嵩

守

徐

州

而

行

部

所

至

雨

輙

隨

車

葢

惟

其

誠

足

以

感

神

也

吾

邑

侯

陳

公

諱

金

駿

字

學

坡

閩

之

溫

陵

人

也

自

下

車

以

來

百

廢

具

舉

諸

凡

敎

養

之

典

無

不

設

誠

致

行

歲

癸

酉

邑

苦

旱

蝗

且

入

境

公

稽

故

典

以

農

爲

事

祈

報

首

社

稷

次

必

於

蜡

廟

爰

於

廟

中

行

禳

禮

焉

晝

則

步

行

夜

則

廟

宿

且

捕

且

祝

不

旬

日

甘

霖

降

蝗

亦

息

滅

豈

非

公

之

誠

足

以

感

神

乎

乃

公

謙

讓

未

遑

旣

卒

事

歸

之

神

庥

錫

神

之

額

曰

禦

災

捍

患

兼

移

灘

地

一

頃

一

畝

以

爲

神

謀

香

火

爲

善

而

不

使

有

善

名

如

此

以

古

方

今

抑

又

進

焉

由

是

邑

中

人

士

咸

感

動

更

捐

貲

築

室

遴

僧

住

持

凡

以

妥

神

之

靈

於

無

疆

卽

以

戴

公

之

德

于

無

涯

也

記

曰

八

蜡

以

記

四

方

唯

神

有

焉

書

曰

至

治

馨

香

感

於

神

明

惟

公

有

焉

傳

曰

小

人

樂

其

樂

而

利

其

利

唯

樂

之

民

有

焉

爰

爲

記

兼

勒

諸

石

以

示

不

朽

云

按
載
記
伊
耆
氏
始
爲
蜡
祀
典
之
傳
於
世
者
特
久

遠
矣
然
蜡
與
社
稷
相
表
裏
同
爲
農
功
祈
報
之
典

乃
以
舉
國
之
人
皆
若
狂
而
孔
子
弗
禁
何
不
如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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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置

三
十
九

唐
以
後
之
禁
酒
賜
餔
更
爲
樽
節
乎
善
夫
郭
建
初

之
言
曰
蜡
祭
雖
爲
民
而
報
神
實
因
神
而
樂
人
爲

足
盡
其
義
矣

龍
王
廟

城
北
三
里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張
鑑
重
建

本
朝
康
熙
七
年
闔
邑
士
民
重
修
邑

人

曹

余

俊

記

畧

曰

邑

北

郊

三

里

許

龍

王

廟

未

審

創

始

地

據

上

游

之

勝

爽

塏

高

聳

雅

稱

神

棲

靈

應

昭

垂

祈

無

不

答

以

故

居

民

四

時

報

賽

走

祠

下

者

如

騖

歴

歲

綿

遠

殿

宇

頺

敗

歲

戊

申

邑

中

會

衆

盧

桂

芳

趙

得

才

等

痛

聖

地

之

荒

殘

幸

基

址

之

尚

在

各

發

䖍

心

合

力

修

舉

爰

礲

石

刋

誌

歲

月

以

垂

永

久

後

之

觀

者

視

此

刻

文

重

爲

補

葺

庶

不

虛

此

日

之

善

舉

云

又

井

各

庄

龍

王

廟

邑

人

曹

司

牧

記

畧

曰

吾

樂

濵

海

帶

灤

時

罹

水

患

說

者

謂

龍

神

實

司

之

故

吾

樂

崇

祀

龍

王

不

一

而

足

邑

西

南

八

里

許

曰

井

庄

灤

之

東

岸

也

舊

有

神

祠

歲

久

且

圮

王

君

鳳

吾

倡

義

新

之

馳

介

使

余

記

之

余

目

擊

灤

之

漲

溢

漂

田

壞

舍

一

望

瀰

漫

几

不

辨

馬

牛

使

無

明

神

禦

之

將

無

樂

矣

而

况

傍

水

之

井

庄

乎

是

使

井

庄

安

居

粒

食

免

魚

鼈

之

憂

者

盡

屬

神

庥

傳

曰

能

爲

民

恤

災

禦

患

者

祀

之

揆

之

祀

典

有

合

可

廟

也

亦

可

祀

也

余

卽

簿

書

塡

委

能

郤

其

請

邪

爲

書

之

時

萬

歴

四

十

五

年

孟

秋

又

新

河

套

龍

王

廟

康

熙

三

十

年

闔

邑

士

民

會

修

按
北
方
苦
旱
祈
雨
之
際
必
於
龍
神
葢
龍
之
德
變

化
無
方
能
出
雲
致
雨
古
之
君
子
祈
之
必
報
之
所

在
爲
立
祀
葢
亦
禦
災
捍
患
之
例

蟲
王
廟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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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本
朝
乾
隆
四
年
施
世
洪
重
修

按
蟲
王
之
祀
本
出
於
八
蜡
自
魏
王
肅
解
經
以
貓

虎
二
神
分
而
爲
二
宋
儒
張
子
及
閩
淸
陳
氏
因
之

皆
以
昆
蟲
爲
害
苖
者
不
當
祀
然
攷
之
經
傳
所
載

去
其
螟
螣
及
其
蟊
賊
而
終
之
曰
田
祖
有
神
秉

炎
火
則
兹
祀
正
所
以
消
其
爲
害
者
非
自
爲
害
也

享
祀
宜
矣

火
神
廟

縣
西
北
隅
明
隆
慶
間
邑
人
王
好
問
曁

士
民
重
建

本
朝
乾
隆
九
年
闔
邑
士
民
重
修

按
南
方
七
宿
心
爲
大
火
此
經
星
也
熒
惑
火
星
此

緯
星
也
自
改
火
之
令
不
行
赫
熛
爲
災
其

尤
烈

是
以
歴
代
祀
火
如
唐
太
宗
之
夏
祀
赤
帝
熒
惑
星

於
南
方
三
辰
七
宿
從
祀
是
也

旗
纛
廟

縣
治
南
朝
天
街
西
明
萬
歴
二
十
年
知

縣
潘
敦
復
建

按
郭
造
卿
曰
旗
纛
廟
古
類
禡
之
遺
也
祭
始
造
兵

法
者
不
必
指
爲
蚩
尤
矣
牙
旗
者
將
軍
之
精
一
軍



ZhongYi

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置

四
十
一

之
形
候
凡
始

牙
必
祭
以
剛
日
纛
旗
頭
太
白
陰

經
大
將
軍
中
營
建
纛
天
子
六
軍
故
六
以

牛
尾

爲
旒
在
左
騑
馬
首
自
秦
漢
至
宋
元
皆
祭
洪
武
元

年
衞
所
立
旗
纛
廟
於
公
署
後
制
與
社
稷
同
班
重

之
也
其
祭
祠
取
坤
方
其
人
軍
旅
其
品
同
社
稷
其

時
用
霜
降
而
以
皂
纛
稱
首
北
方
肅
殺
之
色
也

馬
神
廟

在
演
武
㕔
東
南
明
萬
歴
二
十
年
知
縣

潘
敦
復
建
舊

在

治

内

歲

久

不

詳

所

在

本
朝
乾
隆
十
三
年
知
縣
安
泰
本
營
都
司
朱
奇
芳
重

修按
天
駟
之
星
古
謂
之
馬
神
故
禮
禁
原
蠶
爲
其
病

馬
也
明
會
典
洪
武
二
年
命
祀
馬
祖
之
神
以
太
僕

寺
典
祭
築
壇
於
後
湖
葢
列
於
祀
典
亦
已
久
矣
嗣

後
民
間
亦
頗
有
之
郭
建
初
曰
邊
方
用
馬
亦
所
宜

也
然
境
内
土
木
偶
槩
曰
馬
神
則
其
稱
爲
不
合
典

矣二
李
公
祠

縣
治
北
月
城
内
明
萬
歴
間
闔
邑
士

民
建
祀

前

令

沁

水

李

公

瀚

陳

留

李

公

邦

佐



ZhongYi

樂
亭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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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名
宦
鄉
賢
祠

見
學
宮

忠
義
節
孝
祠

並
在
縣
治
東
南
雍
正
八
年
知
縣

黃
奇
璧
奉
文
建

有

石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