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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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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祀
典聖

王
先
成
民
而
後
致
力
於
神
故
祀
事
孔
明
馨
香

無
讒
慝
楚
俗
好
巫
信
鬼
淫
僭
矯
舉
邑
固
未
盡
免

也
顧
崇
德
報
功
有
舉
莫
廢
修
歲
事
領
祠
官
厥
惟

䖍
哉
曩
者

朝
命
肆
征
不
庭

天
戈
所
指
湖
君
效
靈
而
封
號
斯
崇
至
三
閭
岳
忠
武

之
忠
貞
羅
女
韓
希
孟
之
孝
烈
爲
邑
士
女
所
矜
式

又
隱
寓
夫
教
焉
若
夫
民
和
而
神
降
之
福
憑
依
所

在
則
存
乎
司
牧
之
德
矣
作
祀
典
志

祀
典

先

師

崇

聖

宦

賢

諸

祀

已

入

學

校

者

不

載

壇

廟

各

祀

凡

十

六

︹
社
稷
壇
︺
在
城
北
較
軍
厰
下
岸
︹
明
︺
洪
武
初
建

事

物

紀

原

自

三

代

以

來

社

稷

爲

諸

侯

命

祀

秦

罷

侯

置

守

故

諸

侯

之

職

歸

守

令

漢

始

以

郡

縣

祀

社

稷

明

洪

武

元

年

頒

壇

制

於

天

下

郡

邑

左

社

右

稷

十

年

定

同

壇

合

祭

　

國

朝

因

之

︹
壇
制
︺北

向

甃

磚

爲

之

縱

横

各

二

丈

五

尺

高

二

尺

一

寸

四

出

陛

各

三

級

壇

下

前

十

二

丈

東

西

南

各

五

丈

繚

以

週

垣

四

門

紅

飾

由

北

門

入

壇
外
建
神
𢊍
庫
房
牽
牲
房
帛
坎

按

文

獻

通

考

朱

神

宗

元

豐

七

年

詔

諸

州

社

稷

於

壇

側

建

齋

廳

三

楹

以

備

望

祭

元

史

祭

社

稷

外

壝

內

北

垣

下

屋

七

間

南

望

二

壇

以

備

風

雨

曰

望

祀

堂

今

神

庫

之

設

亦

其

遺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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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二

神
號
曰
縣
社
之
神
縣
稷
之
神

石

主

長

二

尺

五

寸

方

一

尺

埋

於

壇

上

正

中

近

南

距

壇

邊

二

尺

五

寸

止

露

圓

尖

餘

埋

土

中

神

牌

二

以

木

爲

之

硃

漆

青

字

高

二

尺

四

寸

廣

六

寸

座

高

五

寸

廣

九

寸

五

分

壇
祭
每
歲
春
秋
仲
月
上
戊
日
致
祭
承
祭
官
率
各
官

請
主
供
於
壇
上
祭
畢
送
藏
神
庫

每

祭

支

均

平

銀

兩

詳

賦

役

志

祭
品
禮
神
制
帛
一

黑

色

長

一

丈

八

尺

羊
一
豕
一
鉶
一

和羹

籩

四
棗

栗

鹽

藁

魚

豆
四

韮

葅

青

葅

醯

醢

鹿

脯

簠
二

黍稷

簋
二

稻粱

儀
注
前
期
三
日
齋
戒
前
期
一
日
省
牲
掃
除
壇
之
上

下
設
獻
官
幕
次
於
中
門
外
至
日
𥠖
明
各
官
朝
服
行

禮
前

後

三

跪

九

叩

三

獻

飮

福

受

胙

儀

與

文

廟

同

惟

無

樂

舞

贊

唱

改

望

燎

爲

望

瘞

執

事

者

以

祝

帛

焚

於

坎

中

將

畢

以

士

實

坎

祝
文
曰
維
神
奠
安
九
土
粒
食
萬
邦
分
五
色
以
表
封

圻
育
三
農
而
蕃
稼
穡
恭
承
守
土
肅
展
明
禋
時
屆
仲

春秋

敬
修
祀
典
丸
丸
松
栢
鞏
磐
石
於
無
疆
翼
翼
黍
苗

佐
神
倉
於
不
匱

按

漢

高

帝

二

年

命

縣

爲

公

社

後

又

令

州

縣

常

以

春

三

月

及

臘

祀

后

稷

以

羊

彘

府

州

縣

各

得

祭

其

境

內

社

□

之

神

此

其

權

輿

矣

隋

開

皇

初

令

郡

縣

二

仲

月

並

以

少

年

祭

宋

史

京

師

春

秋

二

仲

月

及

臘

祭

太

社

太

稷

州

縣

則

春

秋

二

祭

亦

楊

復

所

謂

州

社

則

所

祭

一

州

之

地

侯

社

則

所

祭

一

國

之

地

也

書

召

誥

社

於

新

邑

孔

氏

謂

社

稷

共

牢

又

封

人

掌

設

王

之

社

壝

注

云

不

言

稷

者

舉

社

則

稷

從

之

魏

自

漢

後

惟

太

社

有

稷

官

社

無

稷

常

二

社

一

稷

東

晉

元

帝

建

武

元

年

又

依

洛

京

立

二

社

一

稷

通

典

謂

社

壇

在

東

稷

壇

在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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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而

元

至

元

三

十

年

用

御

史

中

丞

崔

彧

言

於

和

義

門

內

爲

二

壇

社

東

稷

西

相

去

約

五

丈

是

分

祀

合

祀

古

無

定

制

也
︹
彚

苑

詳

註
︺

晉

稽

含

曰

漢

卜

丙

午

魏

用

丁

未

晋

社

則

孟

月

祭

以

酉

日

考

後

魏

天

興

二

年

以

二

月

八

日

用

戊

隋

開

皇

初

亦

用

仲

春

仲

秋

吉

戊

孟

冬

下

亥

又

臘

祭

之

是

祭

日

古

無

定

期

也

周

唐

社

主

俱

石

宋

初

用

神

位

版

合

祭

則

爲

大

社

立

石

主

後

令

州

縣

社

以

石

爲

主

形

如

鐘

長

尺

方

二

尺

明

洪

武

初

用

石

主

半

埋

土

中

稷

不

用

主

三

年

始

埋

石

主

於

壇

之

正

中

並

稷

更

設

神

位

牌

而

丹

漆

之

是

主

古

無

定

式

也

顧

載

芟

詩

序

謂

春

耤

田

而

祈

社

稷

良

耜

詩

序

謂

秋

報

社

稷

雖

王

社

則

然

而

土

榖

之

祭

達

於

上

下

邑

爲

附

郭

府

縣

祀

事

皆

同

壇

魏

大

武

曰

蹇

蹷

而

築

之

端

冕

而

事

之

神

與

之

福

祭

則

受

福

其

利

於

民

一

也

︹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城
隍
壇
︺
在
城
南
二
里
太
子
廟
側
︹
明
︺

洪
武
初
建

壇
制

與

社

稷

壇

同

惟

門

由

南

入

神
號
曰
風
雲
雷
雨
之
神
巴
陵
縣
境
內
山
川
之
神
巴

陵
縣
城
隍
之
神

不

設

石

主

神

牌

三

以

木

爲

之

高

廣

與

社

稷

神

牌

同

牌

次

風

雲

雷

雨

居

中

山

川

居

左

城

隍

居

右

壇
祭
每
歲
春
秋
仲
月
上
戊
日
合
祭
承
祭
官
率
各
官

請
主
供
於
壇
上
祭
畢
送
藏
神
庫

舊

以

巳

日

致

祭

今

相

沿

皆

與

社

稷

壇

同

日

先

後

行

禮

每

祭

支

均

平

銀

兩

詳

賦

役

志

祭
品
風
雲
雷
雨
禮
神
制
帛
四
山
川
禮
神
制
帛
二
城

隍
禮
神
制
帛
一

俱

白

色

長

與

社

稷

壇

同

羊
豕
籩
豆
簠
簋
與
社

稷
壇
同

惟

酒

盞

風

雲

雷

雨

前

十

二

山

川

前

六

城

隍

前

三

仍

總

獻

爵

各

三

儀
注
前
期
一
日
省
牲
掃
壇
設
幕
至
期
𥠖
明
各
官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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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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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
齊
集
行
禮

前

後

三

跪

九

叩

三

獻

飮

福

受

胙

□

□

社

稷

壇

同

惟

獻

禮

分

中

左

右

三

位

□

詣

望

燎

執

事

者

不

以

土

實

坎

祝
文
曰
維
神
贊
襄
天
澤
福
佑
蒼
黎
佐
靈
化
以
流
形

生
成
永
頼
乗
氣
機
而
鼓
盪
溫
肅
攸
宜
磅
礴
高
深
長

保
安
貞
之
吉
憑
依
鞏
固
實
資
捍
禦
之
功
幸
民
俗
之

殷
盈
仰
神
明
之
庇
護
恭
修
歲
祀
正
値
良
辰
敬
潔
豆

籩
祗
陳
牲
帛

按

周

禮

大

宗

伯

以

貍

沈

祭

山

林

川

澤

以

槱

燎

祀

飌

師

雨

師

山

川

風

雨

之

有

祀

其

來

尙

矣

唐

天

寶

中

復

增

雷

師

因

升

風

雨

雷

師

爲

中

祀

元

至

元

中

大

司

農

請

於

立

春

後

丑

日

祭

風

師

於

東

北

郊

立

夏

後

申

日

祭

雷

師

於

西

南

郊

祭

固

不

必

同

壇

共

日

也

明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始

令

天

下

府

州

縣

合

祭

風

雲

雷

雨

配

以

山

川

城

隍

共

爲

一

壇

設

三

神

位

　

國

朝

因

之

縣

得

祭

境

內

山

川

亦

古

侯

制

晉

人

祭

河

魯

人

祭

泰

山

意

也

守

土

者

誠

能

以

人

格

天

將

見

山

川

效

靈

風

雨

時

若

而

七

鬯

無

驚

矣

︹
先
農
壇
︺
在
城
東
孟
家
井
左
　
︹
國
朝
︺
雍
正
五
年
知
府

尹
士
份
知
縣
胡
桓
奉
文
動
項
建

按

漢

舊

儀

春

始

東

耕

於

耤

田

祠

先

農

以

一

牢

梁

五

禮

耤

田

儀

注

立

方

壇

以

祀

先

農

此

秩

祀

立

壇

之

始

壇

制

北

齊

作

壇

高

九

尺

廣

輪

三

十

六

尺

四

陛

三

壝

四

門

唐

𡸁

拱

中

改

耤

田

壇

爲

先

農

壇

高

五

尺

周

四

十

步

憲

宗

元

和

五

年

據

禮

經

參

採

開

元

乾

元

故

事

爲

先

農

壇

於

耤

田

高

五

尺

廣

五

丈

四

出

陛

飾

以

青

宋

淳

化

元

年

禮

官

請

先

農

壇

各

封

五

十

步

爲

兩

壝

壝

各

五

十

步

壇
制

南

向

高

二

尺

一

寸

縱

横

二

丈

五

尺

壇
後
建
正
房
三
配
房
各
一

正
房

中

供

神

主

　
　
東
正
房

貯

祭

器

農

具

　
西
正
房

貯

耤

田

米

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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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東
配
房

買

辦

祭

品

　
西
配
房

看

守

農

民

居

住

　
耤
田

在

壇

前

計

四

畞

九

分

神
號
曰
先
農
之
神

木

牌

高

二

尺

四

寸

廣

六

寸

座

高

五

寸

廣

九

寸

五

分

紅

飾

金

書

壇
祭
每
歲
仲
春
亥
日
致
祭
承
祭
官
率
名
官
請
主
供

於
壇
上
祭
畢
送
神
入
祠

每

祭

支

耤

田

榖

價

及

榖

米

備

辦

報

銷

按

漢

文

帝

以

亥

日

耕

耤

祠

先

農

後

世

多

相

承

而

不

易

如

昭

帝

癸

亥

耕

於

鈎

盾

弄

田

明

帝

永

平

四

年

以

辛

亥

耕

耤

祈

農

事

而

宋

元

嘉

大

明

以

來

竝

用

立

春

後

亥

日

唐

宋

而

後

祈

榖

耕

耤

無

不

取

吉

於

亥

者

考

班

□

序

亥

位

云

隂

氣

應

無

射

該

藏

萬

物

而

雜

陽

閡

種

且

陽

生

於

子

元

起

於

亥

取

陽

之

元

以

爲

生

物

又

亥

於

五

行

爲

水

木

生

於

亥

百

榖

頼

其

沾

潤

鄭

元

以

亥

爲

吉

辰

祭

祀

耤

田

取

之

殆

是

之

故

與

祭
品
禮
神
制
帛
一

白色

羊
豕
各
一
鉶
籩
豆
簠
簋
與
社

稷
壇
同

儀
注
前
期
二
日
齋
戒
前
期
一
日
省
牲
掃
壇
設
幕
檢

視
耕
器
至
日
各
官
朝
服
齊
集
行
禮

前

後

三

跪

九

叩

三

獻

飮

福

受

胙

儀

與

社

稷

壇

同

禮
畢
各
官
更
蟒
衣
侯
吉
時
行
耕
耤
禮

耕
耤
儀
注
各
官
諸
耤
田
司
旗
八
人
執
青
旗
分
東
西

負
牆
立
司
鼓
八
人
載
田
鼓
分
東
西
負
牆
立

與

司

旗

相

間

司
鉦
八
人
引
銅
鉦
分
東
西
立
於
旗
鼓
之
前
樂
工
八

人
立
於
東
西
二
區
之
中
儘
南

耕

則

隨

推

徃

來

作

樂

爲

節

唱
贊
二

人
立
於
東
西
二
區
之
中
儘
北

唱

贊

生

唱

行
耕
耤
禮

引

贊

生

前

引

縣
官
就
耕
所
諸
執
事
官
牧
夫
者
農
人
等
序
立
神

路
東
西
兩
旁
面
皆
南
向

唱

行
九
推
禮

唱

進
犁
進
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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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六

者
以
犁
進

唱

進
鞭
進
鞭
者
以
鞭
進

唱

秉
耒
縣
官
秉

耒
唱

初
推
司
鉦
者
鳴
鉦
一
聲
司
旗
者
揚
旗
司
鼓
者

壘
鼓

不

徐

不

疾

均

節

爲

壘

樂
工
歌
詩
牧
夫
農
人
引
牛
行
佐
貳

官
執
青
箱
隨
後
播
種
一
進
一
反
爲
一
推
司
鉦
者
鳴

鉦
一
聲

唱

初
推
竟

二

推

三

推

至

九

推

皆

如

之

　

唱

九
推
禮
畢

唱

停

犁
進
犁
者
各
承
犁

唱

釋
鞭
進
鞭
者
各
承
鞭
縣
官
升

觀
耕
臺
農
夫
終
畞
畢
行
賞
頒
耆
農
牧
夫
等
賞
有
差

唱

謝

恩
引

贊

生

引

各
官
就
位
望

闕
序
立

贊

三
跪
九
叩
首

贊

興
唱

禮
畢
各
退

耕
耤
器
物

農
具
一

赤

色

　
牛
一

黑

色

　
耔
種
一

青

色

耕
耤
人
役

耆
老
一
人

牽

牛

農
夫
二
人

扶

犁

農
童
六
人

唱

歌

祝
文
曰
維
神
肇
興
稼
穯
粒
我
蒸
民
頌
思
文
之
德
克

配
彼
天
念
率
育
之
功
常
陳
時
夏
茲
當
東
作
咸
服
先

疇
洪
惟
　
九
五
之
尊
歲
舉
三
推
之
典
忝
膺
守
土
敢

忘
勞
民
謹
奉
彝
章
聿
修
祀
事
惟
願
五
風
十
雨
嘉
祥

咸
沐
於
神
庥
庻
幾
九
穗
雙
岐
上
瑞
頻
書
於
大
有

按

禮

諸

侯

爲

耤

百

畞

冕

而

青

紘

躬

秉

耒

府

州

縣

得

行

耕

耤

之

禮

蓋

亦

古

侯

制

也

考

應

劭

漢

官

儀

謂

公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七

卿

耕

訖

嗇

天

下

種

宋

元

嘉

禮

志

亦

有

大

夫

七

推

七

反

士

九

推

九

反

之

儀

要

亦

帝

畿

則

然

明

洪

武

初

九

推

之

禮

至

尙

書

而

止

迨

帝

還

大

次

應

天

府

尹

及

上

元

江

寧

两

縣

令

僅

率

庻

人

終

𤱔

而

天

下

之

守

令

無

與

焉

我

　

朝

敬

天

勤

民

雍

正

三

年

特

頒

先

農

之

祀

於

天

下

守

土

之

官

皆

得

行

耕

耤

之

禮

俾

知

稼

穡

艱

難

時

存

重

農

課

稼

之

心

𣈆

泰

始

耕

耤

詔

云

使

四

海

之

內

競

務

農

功

者

惟

郡

縣

長

吏

乎

是

眞

得

養

民

務

本

之

要

道

矣

︹
厲
壇
︺
在
城
北
︹
明
︺
洪
武
初
建

壇

制

有

神

臺

門

墻

舊

在

城

北

三

里

今

已

久

廢

屆

期

惟

於

北

郊

毁

壇

致

祭

神
號
曰
邑
厲

祭

時

迎

設

城

隍

神

位

於

壇

上

榜

無

祀

鬼

神

牌

位

列

於

壇

下

两

旁

分

祀

之

壇
祭
每
歲
春
淸
明
日
秋
七
月
望
冬
十
月
朔
致
祭

每祭

支

均

平

銀

兩

詳

賦

役

志

祭
品
羊
三
豕
三
飯
米
三
石

壇

上

城

隍

神

位

設

羊

一

豕

一

壇

下

厲

神

用

羊

二

豕

二

解

置

於

器

用

羹

飯

鋪

設

左

右

位

前

香

燭

酒

紙

隨

用

儀
注
前
期
三
日

今

皆

前

一

日

主
祭
官
備
香
燭
詣
城
隍
廟

焚
告
牒

行

四

拜

或

一

跪

三

叩

禮

至
日
各
官
齊
集
補
服
於
壇
上

城
隍
神
位
前
行
禮

前

後

四

拜

或

一

跪

三

叩

中

間

三

獻

爵

讀

告

文

禮

畢

執

事

以

告

文

同

紙

焚

之

按

古

者

於

前

代

帝

王

諸

侯

卿

大

夫

之

無

後

者

皆

列

祀

典

祭

法

王

祭

泰

厲

諸

侯

祭

公

厲

大

夫

祭

族

厲

以

鬼

有

所

歸

乃

不

爲

厲

邑

厲

之

祭

亦

周

禮

男

巫

旁

招

以

茅

堂

贈

無

方

無

算

之

意

庻

游

魂

不

爲

淫

厲

亦

奠

安

民

生

之

一

道

也

︹
里
社
壇
︺︹
鄕
厲
壇
︺
在
縣
北
︹
明
︺
建
今
廢

明

制

各

里

歲

祀

里

社

鄕

厲

四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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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八

皆

有

壇

宏

治

舊

志

五

十

一

里

各

一

所

︹
關
帝
廟
︺
在
城
內
黃
土
坡
　
︹
國
朝
︺
乾
隆
十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𠫵
將
桂
棲
凰
等
改
建
四
十
五
年
知
府
鳳
翔
捐

項
重
修
嘉
慶
四
年
知
府
張
五
緯
捐
俸
修
葺
一
在
南

門
外
舊
月
城
內
古
建
年
代
未
詳

丙

寅

郡

志

今

有

稱

廟

爲

武

廟

者

查

武

廟

係

唐

封

太

公

望

爲

武

安

王

廟

號

　

國

朝

雍

正

五

年

部

覆

內

開

我

　

朝

未

建

武

廟

應

將

原

奏

關

帝

與

武

成

王

並

坐

之

處

毋

庸

議

是

武

廟

非

我

　

朝

所

設

亦

非

本

廟

原

稱

仍

遵

照

部

文

稱

關

帝

廟

關
帝
歷
代
封
號
漢
建
安
五
年
封
漢
壽
亭
侯
建
安
二

十
四
年
昭
烈
卽
位
漢
中
封
前
將
軍
假
節
鉞
景
耀
三

年
諡
壯
繆
侯
宋
崇
寧
元
年
諡
忠
惠
公
大
觀
二
年
封

武
安
王
宣
和
五
年
加
義
勇
武
安
王
淳
熙
十
四
年
加

封
壯
繆
義
勇
武
安
英
濟
王
︹
元
︺
天
歷
元
年
加
顯
靈
二

字
︹
明
︺
洪
武
四
年
加
封
眞
君
萬
歷
十
年
加
封
協
天
大

帝
四
十
二
年
又
加
封
三
界
伏
魔
大
帝
神
威
遠
鎭
天

尊
　
︹
國
朝
︺
順
治
九
年
加
封
忠
義
神
武
關
聖
大
帝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加
封
靈
佑
二
字
於
忠
義
神
武
之
下
改

諡
壯
繆
爲
神
勇

廟
祭
每
歲
春
秋
仲
月
及
五
月
十
三
日
致
祭

每

祭

支

地

丁

銀

两

詳

賦

役

志

祭
品
禮
神
制
帛
一

白色

牛
一
豕
一
羊
一
登
一
鉶
二
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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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九

二
簋
二
籩
十
豆
十
鐙
二
五
月
十
三
日
祭
品
帛
一
牛

一
豕
一
羊
一
果
五
盤

後

殿

不

用

牛

餘

同

儀
注
前
期
一
日
齋
戒
省
牲
滌
器
祭
日

贊

引

引
承
祭

官
進
左
傍
門
至
盥
洗
所
贊
盥
洗
盥
洗
畢
引
至
殿
內

行
禮
處
立

典

儀

唱

執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贊

引

贊

就
位

引
承
祭
官
就
位
立
陪
祭
官
各
就
位

典

儀

唱

迎
神
司

香
官
捧
香
盒
就
香
爐
左
立

贊

引

引
承
祭
官
就
香
爐

前
立
司
香
官
跪

贊

引

贊

上
香
承
祭
官
立
將
炷
香
接

舉
挿
爐
內
又
上
塊
香
三
次
畢

贊

引

贊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首
禮
各
官
俱
隨
行
禮

典

儀

唱

奠
帛

爵
行
初
獻
禮
捧
帛
爵
官
將
帛
爵
捧
進

神
位
前
奠
帛
官
跪
獻
執
爵
官
立
獻
畢
退
讀
祝
官
詣
安

祝
文
桌
前
行
一
跪
三
叩
首
禮
捧
起
祝
文
立

贊

引

贊

跪
承
祭
官
陪
祭
官
讀
祝
官
俱
跪
贊
讀
祝
讀
畢
捧
至

位
前
跪
安
盛
帛
盒
內
畢
行
三
叩
首
禮
退

贊

引

贊

叩

興
承
祭
官
陪
祭
官
行
三
叩
首
禮
立

典

儀

唱

行
亞
獻

禮
執
爵
官
照
初
獻
禮
獻
畢
退

典

儀

唱

行
三
獻
禮
執

爵
官
自
案
右
邉
照
亞
獻
禮
獻
畢
退

典

儀

唱

徹
饌

唱

送
神

贊

引

贊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陪
祭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首
禮
立

典

儀

唱

捧
祝
帛
饌
各
詣
燎
位
捧
祝
帛
香
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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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十

官
各
至

神
位
前
俱
跪
捧
祝
帛
官
行
三
叩
首
禮
捧
香
饌
官
不
叩

首
將
祝
帛
香
饌
依
序
捧
送
承
祭
官
退
至
西
傍
立
候

捧
祝
帛
各
官
過
畢
復
位
立

贊

引

贊

詣
望
燎
位
承
祭

官
至
燎
爐
前
焚
訖
揖

贊

引

贊

禮
畢
退

祝
文
曰
維
神
浩
氣
淩
霄
丹
心
貫
日
扶
正
統
而
彰
信

義
威
震
九
州
完
大
節
以
篤
忠
貞
名
高
三
國
神
明
如

在
徧
祠
宇
於
寰
區
靈
應
丕
昭
薦
馨
香
於
歷
代
屢
徵

異
績
顯
佑
羣
生
恭
値
嘉
辰
遵
行
祀
典
筵
陳
籩
豆
几

奠
牲
醪

後
殿

雍

正

三

年

追

封

三

代

公

爵

光
照
公

正

中

南

向

　
裕
昌
公

東

一

室

南

向

　
成
忠
公

西

一

室

南

向

按

部

議

以

三

代

名

氏

未

詳

引

孟

孫

氏

配

享

崇

聖

之

例

止

書

爵

號

不

書

名

氏

其

後

祠

亦

止

設

主

不

塑

像

附

考

尙

書

宋

犖

筠

廊

二

筆

載

馮

景

關

侯

祖

墓

記

康

熙

十

七

年

戊

午

解

州

有

常

平

士

于

昌

者

讀

書

㙮

廟

侯

故

居

也

昌

晝

夢

侯

授

以

易

碑

二

大

字

驚

而

寤

見

濬

井

者

得

巨

甎

碎

之

甎

上

有

字

昌

急

合

讀

乃

紀

侯

之

祖

考

兩

世

諱

字

生

卒

甲

子

大

略

循

山

而

求

得

墓

道

焉

遂

奔

告

解

州

守

王

朱

旦

旦

作

闗

侯

祖

墓

碑

記

載

侯

祖

石

磐

公

諱

審

字

問

之

和

帝

𣱵

元

二

年

庚

寅

生

居

解

州

常

平

村

寳

池

里

公

冲

穆

好

道

以

易

春

秋

訓

其

子

卒

於

桓

帝

𣱵

壽

三

年

丁

酉

享

年

六

十

八

子

諱

毅

字

道

遠

性

至

孝

父

没

廬

墓

三

年

旣

免

䘮

於

桓

帝

延

熹

三

年

庚

子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生

侯

侯

長

娶

胡

氏

於

靈

帝

光

和

元

年

戊

午

五

月

十

三

日

生

子

平

云

云

未

知

足

據

否

附

錄

以

俟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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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十
一

祭
品
禮
神
制
帛
各
一

白色

豕
各
一
羊
各
一
籩
豆
□
□

儀
注
祭
日
先
詣
後
殿
致
祭
行
二
跪
六
叩
首
禮
餘
同

前
殿

祝
文
曰
維
公
世
澤
貽
庥
靈
源
積
慶
德
能
昌
後
篤
生

神
武
之
英
善
則
歸
親
宜
享
尊
崇
之
報
列
上
公
之
封

爵
錫
命
優
隆
合
三
世
以
肇
禋
典
章
明
備
恭
逢
諏
吉

祇
事
薦
馨

︹
岳
州
府
城
隍
廟
︺
在
府
治
右
北
門
內
明
成
化
十
六
年

知
府
戴
濬
建
　
︹
國
朝
︺
乾
隆
八
年
知
府
黃
凝
道
重
修

四
十
五
年
知
府
鳯
翔
倡
捐
復
修
餘
詳
府
志

︹
縣
城
隍
廟
︺
在
縣
南
舊
治
東
𣱵
慶
坊
︹
明
︺
初
建
成
化
庚

子
知
縣
施
裕
重
修
　
︹
國
朝
︺
乾
隆
二
十
年
知
縣
王
居

正
重
建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馬
見
龍
修

神

號

歲

祭

詳

風

雲

山

川

壇

內

祝
文
曰
維
神
德
懋
聰
明
功
隆
悍
禦
壯
金
湯
於
千
載

崇
墉
表
畿
甸
之
規
節
風
雨
於
四
時
和
會
佐
歲
功
之

叙
禍
淫
福
善
顯
呈
有
赫
之
靈
威
阜
物
康
民
黙
相
無

私
之
化
育
神
庥
庇
應
祀
典
宜
昭
敬
鍊
日
時
肅
陳
牲

幣
馨
香
唯
德
鍳
格
在
兹

按

城

隍

之

名

本

乎

周

易

城

隍

之

祀

不

知

所

始

長

樂

圖

經

有

云

漢

御

史

周

苛

爲

項

羽

所

烹

高

祖

卽

位

思

其

忠

烈

令

天

下

郡

縣

名

附

城

隍

立

廟

祀

之

吳

赤

烏

二

年

蕪

湖

建

城

隍

神

祠

北

齊

慕

容

儼

梁

武

陵

王

師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二

城

隍

神

皆

書

於

史

則

城

隍

之

所

從

來

者

遠

矣

李

□

冰

縉

雲

城

隍

記

謂

祀

典

無

之

惟

吳

越

有

考

唐

張

□

有

祭

荆

州

城

隍

文

張

九

齡

有

祭

洪

州

城

隍

文

杜

牧

之

有

祭

黄

州

城

隍

文

成

都

城

隍

祠

太

和

中

爲

李

德

裕

所

建

是

楚

蜀

豫

章

唐

時

皆

有

不

獨

吳

越

然

也

宋

元

以

來

其

祀

遍

海

內

賜

額

頒

爵

歷

代

多

有

甚

或

各

指

一

人

以

爲

神

之

姓

名

如

鎭

江

寜

國

太

平

等

處

皆

以

爲

紀

信

而

西

江

龍

興

吉

安

臨

江

南

康

多

以

爲

灌

嬰

本

郡

華

容

舊

志

載

嚴

𣱵

濬

爲

西

安

城

隍

省

志

亦

載

善

化

縣

城

隍

爲

前

署

令

李

鳳

生

山

西

安

邑

人

雍

正

甲

辰

舉

人

乾

隆

八

年

揀

選

九

屬

近

事

雖

其

間

遷

就

傅

會

可

弗

深

考

然

明

有

禮

樂

以

治

民

生

幽

有

鬼

神

以

司

民

命

而

生

而

爲

英

死

而

爲

靈

亦

理

所

應

有

張

九

齡

文

云

城

隍

是

保

甿

庻

是

依

古

今

崇

祀

之

意

正

非

漫

然

矣

︹
洞
庭
廟
︺祀

洞

庭

湖

神

唐

昭

宗

天

佑

二

年

封

洞

庭

湖

君

爲

利

涉

侯

青

草

湖

君

爲

安

流

侯

元

致

和

元

年

改

封

爲

忠

惠

順

利

靈

濟

昭

佑

王

　

國

朝

雍

正

三

年

封

涵

元

匯

利

洞

庭

之

神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賜

靈

昭

楚

望

匾

額

在
君
山
上
古
廟
元
末
宼
毁
︹
明
︺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重
建

先

是

金

沙

洲

有

廟

風

土

記

洞

庭

上

有

洞

庭

眞

君

廟

堂

是

也

虞

喜

志

林

洞

庭

湖

神

過

客

祈

禱

必

驗

分

風

送

船

湘

水

元

夷

鹿

角

西

岸

有

沙

聚

起

十

餘

丈

名

曰

龍

堆

卽

洞

庭

廟

也

按

明

葉

世

𤇍

廟

記

亦

云

在

金

沙

洲

久

圮

今

柱

礎

猶

存

土

人

謂

之

老

廟

臺

故

祀

典

於

此

行

禮

︹
湖
山
神
廟
︺
在
城
南
濱
湖

祀

洞

庭

君

山

神

︹
明
︺
建
　
︹
國
朝
︺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布
政
司
鄭
源
濤
重
修
前
殿
嘉
慶
三
年
湖

北
民
趙
錫
膺
重
修
後
殿

今

謂

之

洞

庭

廟

朔

望

於

此

行

香

︹
國
朝
︺
康
熙
十
八
年

王
師
討
賊
駐
此
波
浪
不
驚
舟
師
克
濟
精
英
肹
蠁
寶

賴
神
功
㨗
奏
事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三

聞
遣
禮
部
主
事
鮑
復
業
致
祭
列
入
祀
典

敇
封
洞
庭
湖
神
祭
文

朕
惟
景
運
長
隆
允
藉
百
靈
之
助
明
神
效
順
聿
修
咸

秩
之
文
是
以
詩
誦
懷
柔
禮
敦
禋
祀
緬
稽
祭
義
胥
答

鴻
庥
况
乎
肆
征
不
庭
佐
國
威
於
有
赫
罙
入
其
阻
彰

神
怒
之
式
慿
幽
贊
聿
昭
褒
稱
宜
懋
惟
神
德
符
河
海

秀
結
東
南
納
三
峽
之
洪
流
匯
九
江
之
殊
派
膏
吳
潤

楚
普
美
利
以
成
能
浴
日
含
雲
協
太
虛
而
敷
化
粤
自

唐
宋
歷
被
崇
封
曁
我
國
家
彌
宣
偉
績
頃
者
逆
氛
未

靖
天
討
用
加
地
當
師
旅
之
屯
衆
賴
精
英
之
佑
閱
時

八
月
波
浪
無
驚
俾
我
六
軍
舳
艣
共
濟
堅
城
立
㧞
餘

孽
宵
奔
眷
言
撻
伐
之
奇
勲
實
屬
神
功
之
丕
顯
特
申

昭
報
式
考
彝
章
封
爲
洞
庭
湖
之
神
載
諸
祀
典
神
其

𣱵
膺
嘉
號
配
岳
瀆
而
偕
尊
益
著
珍
符
格
馨
香
於
勿

替
專
官
告
祭
惟
神
鑒
知

雍
正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遣
湖
廣
提
督
魏
國
經
致

祭
敕
封
涵
元
□
□
洞
庭
神
祭
文

維
神
靈
鍾
荆
楚
膏
潤
東
南
三
峽
匯
流
九
江
合
派
朕

撫
馭
寰
區
考
稽
典
禮
將
新
福
以
庇
民
宜
加
封
而
致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四

祭
爰
命
所
司
崇
神
封
號
曰
涵
元
匯
利
洞
庭
湖
之
神

惟
冀
波
浪
永
靜
烝
𥠖
獲
利
濟
之
安
風
雨
以
時
稼
穯

享
屢
豐
之
慶
神
其
昭
鑒
來
享
苾
芬

廟
祭

每

歲

二

祭

支

地

丁

銀

兩

詳

賦

役

志

祭
品

神

帛

羊

豕

鉶

籩

豆

簠

簋

向

照

風

雲

雷

雨

壇

辦

理

儀
注

前

後

二

跪

六

叩

中

間

三

獻

︹
文
昌
帝
君
廟
︺卽

文

昌

閣

舊
在
府
治
南
　
︹
國
朝
︺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知
府
許
玠
重
建
於
縣
治
西
南
高
阜

先

是

紳

士

醵

金

購

坡

下

民

房

爲

祠

至

是

改

建

高

阜

以

原

祠

爲

岳

陽

書

院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監

生

黃

令

德

修

德

兄

弟

公

捐

白

湖

塅

民

田

二

石

二

斗

九

升

以

作

香

火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生

員

喬

先

超

捐

修

臨

街

牆

門

嘉
慶
六
年

五
月
初
九
日
欽
奉

上
諭
列
入
祀
典
每
歲
春
秋
致
祭
一
切
儀
文
仿
照
關
帝

廟
定
制

部

議

每

歲

春

以

二

月

初

三

日

聖

誕

爲

祭

朝

秋

祭

由

欽

天

監

選

定

吉

期

前

殿

增

設

牌

位

書

文

昌

帝

君

神

位

紅

飾

金

書

每

歲

春

秋

二

祭

銀

二

十

三

兩

八

錢

三

分

在

地

丁

銀

內

支

給

祭
品
禮
神
制
帛
一

白色

登
一
鉶
二
簠
二
簋
二
籩
十
豆

十
牛
一
羊
一
豕
一
鐙
二

儀
注
祭
日
承
祭
官
朝
服
行
三
跪
九
叩
首
禮
中
間
三

獻
執
事
官
咸
朝
服
將
事
餘
照
祭
關
帝
前
後
殿
儀
注

祝
文
曰
維
神
蹟
著
西
垣
樞
環
北
極
六
匡
祭
曜
協
昌

運
之
光
華
累
代
𡸁
靈
爲
人
文
之
主
宰
扶
正
久
彰
夫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五

感
召
薦
馨
宜
致
其
尊
崇
兹
届
仲

春秋

用
昭
時
祀
尙
其

歆
格
鍳
此
精
䖍

後
殿
增
設
牌
位

書

文

昌

帝

君

先

代

神

位

紅

飾

金

書

儀
注
行
二
跪
六
叩
首
禮
餘
與
祭
闗
帝
廟
後
殿
同

祝
文
曰
祭
引
先
祠
之
義
禮
崇
反
本
之
思
矧
夫
世
德

彌
光
延
賞
斯
及
祥
鍾
累
代
炯
列
宿
之
精
靈
化
被
千

秋
緯
人
文
之
主
宰
是
尊
後
殿
用
答
前
庥
兹
値
仲

春秋

肅
將
時
事
用
申
告
潔
神
其
格
歆

︹
孝
烈
靈
妃
廟
︺卽

古

羅

娘

廟

又

名

孝

感

廟

祀

秦

羅

氏

女

并

其

弟

在
縣
南
南
津

港
北
︹
漢
︺
已
有
之

風

土

記

漢

陸

賈

以

銅

鼓

施

羅

娘

廟

︹
五
代
︺
重
建
︹
宋
︺
敕

封
姊
爲
孝
烈
妃
弟
爲
孝
感
侯
︹
明
︺
嘉
靖
間
毁
後
都
御

史
顧
璘
檄
有
司
重
建
　
︹
國
朝
︺
乾
隆
五
十
年
知
府
李

心
耕
修
葺

每

歲

春

秋

二

祭

支

均

平

銀

两

詳

賦

役

志

風

土

記

孝

烈

靈

妃

孝

感

侯

廟

秦

武

陵

令

羅

君

用

因

督

鐵

運

溺

水

死

其

女

挈

弟

尋

父

屍

不

獲

遂

相

繼

赴

水

死

邦

人

哀

而

祀

之

謂

之

羅

娘

廟

靈

響

寖

著

凢

有

舟

楫

徃

還

祈

之

利

涉

後

唐

明

宗

天

成

二

年

丁

亥

湖

南

馬

殷

承

制

列

姊

在

左

弟

在

右

元

豐

中

始

賜

今

封

岳

人

禱

祠

無

虛

日

舊

在

歸

渡

南

祀

者

以

爲

不

便

托

言

神

意

遂

移

今

廟

按

古

皆

稱

羅

娘

廟

以

廟

止

祀

其

姊

耳

迨

宋

加

封

始

及

其

弟

舊

志

有

改

稱

孝

感

廟

者

是

以

弟

掩

姊

也

況

死

孝

之

時

姊

爲

之

首

而

姊

左

弟

右

前

人

位

置

自

當

明

一

統

志

稱

孝

烈

靈

妃

廟

今

仍

之

︹
岳
忠
武
廟
︺祀

宋

制

置

使

岳

飛

舊
在
縣
北
七
里
山
︹
明
︺
成
化
間

建
後
毁
　
︹
國
朝
︺
康
熙
十
八
年
廵
撫
韓
世
琦
重
修
三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六

十
五
年
督
學
岳
宏
譽
改
建
縣
南
白
鶴
山
呂
仙
亭

每

歲

春

秋

二

祭

支

均

平

銀

两

詳

賦

役

志

附

考

丹

銅

總

錄

宋

贈

鄂

王

岳

飛

諡

忠

武

文

曰

李

將

軍

口

不

出

辭

聞

者

流

涕

藺

相

如

身

雖

已

死

凛

然

猶

生

又

曰

易

名

之

典

雖

行

議

禮

之

言

未

一

始

爲

忠

愍

之

號

旋

更

武

穆

之

稱

獲

覩

中

興

之

舊

章

灼

知

皇

祖

之

本

意

爰

取

危

身

奉

上

之

實

仍

采

勘

定

禍

亂

之

文

合

此

两

言

節

其

一

惠

昔

孔

明

之

志

興

漢

室

子

儀

之

光

復

唐

都

雖

計

効

以

或

殊

在

秉

心

而

弗

異

𡸁

之

典

册

何

嫌

今

古

之

同

辭

頼

及

子

孫

將

與

山

河

而

並

久

然

今

天

下

岳

祠

皆

稱

武

穆

此

未

定

之

諡

當

稱

忠

武

爲

宜

︹
忠
義
孝
弟
祠
︺
在
城
內
九
龍
宮
左
　
︹
國
朝
︺
雍
正
六
年

知
縣
李
襄
奉
文
動
項
建

堂

廡

門

樓

牌

坊

如

制

奉

旨

祀

□

縣

已

故

忠

義

孝

弟

之

人

設

主

祠

中

并

將

姓

名

表

揭

牌

坊

之

上

每

歲

春

秋

致

祭

儀

與

鄕

賢

祠

同

祝
文
曰
維
靈
禀
賦
眞
純
躬
行
篤
實
忠
誠
奮
發
貫
金

石
而
不
渝
義
問
宣
昭
表
鄕
閭
而
共
式
祇
事
懋
彝
常

之
大
性
摯
莪
蒿
克
恭
念
天
顯
之
親
情
𣪧
棣
萼
模
楷

咸
推
乎
懿
德
　
恩
綸
特
闡
其
幽
光
祠
宇
維
隆
歲
祀

式
舉
用
陳
樽
簋
來
格
几
筵

︹
節
孝
祠
︺
在
城
內
九
龍
宮
左
　
︹
國
朝
︺
雍
正
六
年
知
縣

李
襄
奉
文
動
項
建

堂

廡

門

墻

牌

坊

如

制

奉

　

旨

祀

闔

邑

已

故

節

孝

婦

女

設

主

祠

中

并

將

姓

氏

表

揭

於

牌

坊

之

上

每

歲

春

秋

致

祭

儀

與

忠

義

祠

同

祝
文
曰
維
靈
純
心
皎
潔
令
德
柔
嘉
矢
志
完
貞
全
閨

中
之
亮
節
竭
誠
致
敬
彰
閫
內
之
芳
型
茹
冰
蘖
而
彌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七

堅
清
操
自
勵
奉
盤
匜
而
匪
懈
篤
孝
傳
𡽪
絲
綸
特
沛

乎
　
殊
恩
祠
宇
昭
埀
於
令
典
祗
陳
歲
祀
式
薦
尊
醪

︹
昭
忠
祠
︺
在
城
內
學
道
嶺
府
學
明
倫
堂
右
　
︹
國
朝
︺
嘉

慶
八
年
知
縣
莊
繩
武
奉
文
動
項
建

祀

本

邑

陣

亡

官

兵

鄕

勇

謹

按

昭

昭

忠

祠

祀

典

前

代

所

無

雍

正

二

年

奉

　

旨

建

祠

於

京

師

春

秋

從

祀

陣

亡

官

兵

嘉

慶

七

年

禮

部

奏

以

現

在

出

征

苗

匪

教

匪

效

命

疆

塲

者

人

數

衆

多

祠

內

個

室

兩

廡

位

置

不

敷

奉

　

上

諭

着

於

外

省

各

府

城

內

建

祠

從

祀

旣

足

安

妥

忠

魂

令

其

名

依

故

土

又

可

使

其

鄕

閭

親

屬

共

覩

共

聞

互

知

感

發

亦

足

以

昭

激

勸

文

職

三

品

以

上

武

職

二

品

以

上

在

京

師

入

祠

致

祭

外

其

原

籍

地

方

仍

着

一

體

設

位

致

祭

正

面

各

依

官

職

崇

卑

序

定

位

次

兵

丁

安

設

兩

旁

春

秋

二

次

該

地

方

官

承

祭

其

祭

品

於

建

曠

項

下

支

用

報

銷

從
祀
陣
亡
官
兵
鄕
勇
姓
氏

李
正
朝

官

提

標

中

營

千

總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七

年

在

湖

北

霧

渡

河

陣

亡

　

恩

襲

雲

騎

尉

世

職

王
大
順

官

長

沙

協

把

總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三

年

在

湖

北

鍾

祥

縣

石

牌

陣

亡

　

恩

襲

雲

騎

尉

世

職

陳
興
傑

官

撫

標

右

營

外

委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六

年

在

陝

西

白

河

縣

楊

柏

坡

陣

亡

　

恩

襲

雲

騎

尉

世職周
萬
勝

官

洞

庭

營

外

委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在

湖

北

竹

豁

縣

茅

坡

陣

亡

　

恩

襲

雲

騎

尉

世

職

李
得
勝

岳

州

城

守

營

馬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興

山

縣

鮑

家

山

陣

亡

姚
有
得

岳

州

城

守

營

歩

兵

調

征

苗

匪

乾

隆

六

十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在

水

田

約

陣

亡

王
廷
華

岳

州

城

守

營

歩

兵

調

征

苗

匪

嘉

慶

元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在

楊

柳

坪

陣

亡

李
方
明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乾

隆

六

十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在

水

田

約

陣

亡

張
得
陞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乾

隆

六

十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在

水

田

約

陣

亡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八

唐
世
賢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

□

□

□

嘉

慶

元

年

正

月

十

七

日

在

蝦

蟆

洞

陣

亡

王
一
相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溪

縣

茅

坡

陣

亡

邱
開
陽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谿

縣

茅

坡

陣

亡

楊
榮
勝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谿

縣

茅

坡

陣

亡

孫
成
宏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谿

縣

茅

坡

陣

亡

劉
國
安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谿

縣

茅

坡

陣

亡

彭
述
龍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二

月

初

五

日

在

陝

西

鳯

縣

石

溝

陣

亡

張
之
瑞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陝

西

平

利

縣

藍

家

山

陣

亡

舒
榮
世

岳

州

水

師

營

歩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興

山

縣

鮑

家

山

陣

亡

龔
世
富

岳

州

水

師

營

歩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谿

縣

茅

坡

陣

亡

高
　
貴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谿

縣

茅

坡

陣

亡

員
光
華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竹

谿

縣

茅

坡

陣

亡

黃
元
勝

岳

州

城

守

營

馬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興

山

縣

鮑

家

山

陣

亡

戴
興
泰

岳

州

城

守

營

歩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興

山

縣

鮑

家

山

陣

亡

吳
泰
興

岳

州

城

守

營

歩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興

山

縣

鮑

家

山

陣

亡

劉
占
魁

岳

州

城

守

營

歩

兵

調

征

教

匪

嘉

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興

山

縣

鮑

家

山

陣

亡

姚
明
富

鄕

勇

協

捕

教

匪

嘉

慶

三

年

九

月

初

五

日

在

陝

西

進

攻

祖

師

觀

陣

亡

附
祀
因
傷
身
亡
及
被
賊
𢦤
害
立
功
後
病
故
官
兵
鄕

勇
姓
氏

先

司

議

以

此

項

官

兵

鄕

勇

未

奉

部

議

旣

照

陣

亡

例

酌

減

議

䘏

應

請

毋

庸

人

祀

嗣

奉

巡

撫

高

杞

批

飭

以

此

項

官

兵

鄉

勇

雖

非

臨

陣

捐

軀

究

係

殁

於

　

王

事

從

前

旣

得

與

□

䘏

典

應

另

設

一

□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十
九

刊

名

附

祀

以

廣

皇

仁

通

飭

遵

行

李
之
綸

官

岳

州

城

守

營

外

委

調

征

教

匪

在

湖

北

利

川

縣

軍

營

病

故

吉
俊
傑

官

岳

州

水

師

營

額

外

外

委

調

征

苗

匪

在

花

園

軍

營

病

故

萬
祖
連

官

岳

州

水

帥

營

額

外

外

委

調

征

教

匪

在

四

川

一

碗

泉

地

方

招

撫

被

賊

𢦤

害

李
　
愷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乾

隆

六

十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在

天

宫

坪

打

仗

落

水

身

故

蕭
啟
富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乾

隆

六

十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在

水

田

約

打

仗

因

傷

身

故

萬
年
春

岳

州

城

守

營

歩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鎭

筸

軍

營

病

故

王
　
相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鎭

筸

軍

營

病

故

許
忠
明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石

羊

哨

軍

營

病

故

謝
　
全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鎭

筸

軍

營

病

故

李
正
國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兠

沙

坪

軍

營

病

故

宋
大
義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兠

沙

坪

軍

營

病

故

連
得
陞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高

寨

軍

營

病

故

陳
宏
魁

岳

州

城

守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在

秦

家

埧

軍

營

病

故

楊
興
太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花

園

軍

營

病

故

易
正
宏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花

園

軍

營

病

故

張
之
貴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花

園

軍

營

病

故

王
得
勝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花

園

軍

營

病

故

王
承
富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苗

匪

在

花

園

軍

營

病

故

陸
再
升

岳

州

水

師

營

歩

兵

調

征

教

匪

在

四

川

一

碗

泉

地

方

招

撫

被

賊

𢦤

害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二
十

陳
啟
富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在

四

川

一

碗

泉

地

方

招

撫

被

賊

𢦤

害

曹
學
貴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在

陝

西

洋

縣

軍

營

病

故

熊
士
義

岳

州

水

師

營

守

兵

調

征

教

匪

在

陝

西

南

鄭

軍

營

病

故

︹
附
︺︹
郡
祀
︺凡六

︹
旗
纛
廟
︺
在
府
治
南
︹
明
︺
建

驚

蟄

霜

降

歲

二

祀

旗

纛

之

神

今

廢

︹
八
蜡
廟
︺
在
城
內
李
公
祠
旁
︹
明
︺
嘉
靖
問
知
府
李
玳
建

︹
靈
官
廟
︺
在
城
內
府
治
後

祀

五

顯

神

丙

寅

郡

志

五

顯

宋

時

賜

額

靈

顯

封

爵

故

楚

南

官

署

舊

皆

設

廟

於

署

旁

祀

之

宏

治

舊

志

載

五

顯

廟

在

縣

南

天

岳

山

李

唐

時

舊

傳

其

神

曾

醫

富

人

於

遠

方

得

一

鐵

缸

而

歸

見

存

廟

前

語

雖

不

經

亦

可

見

神

祀

之

由

來

遠

矣

︹
閔
忠
祠
︺
舊
在
城
內
︹
宋
︺
淳
祐
初
制
置
使
孟
珙
建

祀

荆

湖

死

節

之

臣

今

廢

按

死

事

之

臣

姓

氏

郡

縣

志

向

無

所

考

萬

姓

統

譜

左

譽

謨

嘉

定

己

卯

鄕

試

都

魁

紹

定

辛

卯

鄕

舉

復

魁

次

年

登

第

授

復

州

景

陵

尉

値

虜

兵

圍

城

城

陷

被

執

母

妻

偕

子

同

時

遇

害

朝

廷

命

祠

於

岳

陽

賜

額

閔

忠

特

贈

承

事

郎

其

誥

詞

云

爾

以

一

尉

之

微

能

爲

張

廵

許

遠

所

爲

風

節

凛

凛

今

猶

有

生

氣

朕

甚

嘉

歎

而

重

憫

惻

岳

陽

立

廟

視

睢

陽

無

異

贈

員

外

郎

賞

延

於

嗣

九

京

可

作

尚

慰

欽

哉

爰

錄

之

以

著

其

節

六
賢
祠
在
北
門
月
城
內
︹
明
︺
建

築

臺

其

中

祀

三

國

吳

南

郡

太

守

魯

肅

𣈆

都

督

陶

侃

宋

知

軍

州

滕

宗

諒

明

知

府

李

鏡

明

末

益

以

推

官

陶

宗

孔

　

國

朝

康

熙

六

年

復

益

推

官

連

應

鄭

爲

六

賢

按

丁

酉

縣

志

不

載

陶

侃

而

載

唐

刺

史

張

說

兹

照

省

志

改

正

今

北

門

未

建

月

城

祠

亦

久

廢

︹
李
公
祠
︺
在
城
北
︹
明
︺
建

祀

明

知

府

李

鏡

侍

讀

學

士

劉

春

有

記

後

以

知

府

張

舉

並

祀

︹
附
︺
邑
祀

凡

十

二

︹
炎
帝
廟
︺卽

火

神

廟

一
在
城
南
門
內

名

洞

暘

宮

︹
明
︺
建
一
在
城
東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二
十
一

門
內
　
︹
國
朝
︺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知
府
張
信
建
乾
隆
十

年
士
民
重
修
四
十
二
年
知
府
鳳
翔
知
縣
李
逢
昇
倡

捐
修
葺
嘉
慶
六
年
士
民
復
修

按

省

志

湖

南

每

歲

行

香

一

次

春

秋

並

未

致

祭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廵

撫

陳

宏

謀

檄

行

两

司

會

議

遵

照

會

典

春

秋

致

祭

各

屬

一

體

遵

行

每

歲

於

祭

江

神

之

次

日

致

祭

前

一

日

委

官

省

牲

及

正

祭

日

祭

品

儀

注

並

與

祭

江

神

同

惟

祭

畢

焚

祝

帛

行

望

燎

禮

祝
文
曰
恭
維
尊
神
正
位
離
明
體
陰
用
陽
配
坎
福
民

有
功
民
社
祀
典
崇
新
兹
屆
仲

春秋

敬
薦
豆
馨
惟
望
神

靈
黙
佑
心
曜
含
精
上
報
懷
柔
之
　
聖
世
下
錫
康
吉

於
蒼
生
刲
牲
酹
酒
神
其
鑒
此
一
誠

︹
藥
王
廟
︺
在
城
內
翦
刀
池
右
　
︹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年
︺
知

府
周
元
功
知
縣
馬
嵾
建

靣南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寺
僧
改

修
東
向

︹
馬
神
廟
︺
一
在
城
內
䕶
國
巷
闗
帝
廟
旁
一
在
城
內
剪

刀
池
側

祀

馬

神

其

翦

刀

池

廟

今

爲

火

藥

局

按

小

雅

吉

日

維

戊

旣

伯

旣

禱

注

謂

伯

馬

祖

也

將

用

馬

力

以

吉

日

而

禱

之

俗

稱

馬

王

非

是

︹
水
師
闗
帝
廟
︺又

名

三

聖

殿

在
縣
南
附
郭
　
︹
國
朝
︺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守
備
尋
芬
建
乾
隆
九
年
守
備
李
廷
相
修
五

十
三
年
署
守
備
事
千
總
周
言
昇
倡
修

︹
黄
陵
廟
︺
在
洞
庭
湖
口
︹
漢
︺
建
︹
唐
︺
元
和
十
五
年
國
子
祭

酒
韓
愈
重
修
今
廢

按

水

經

注

湖

水

西

流

逕

二

妃

□

南

世

謂

之

黄

陵

廟

也

言

舜

之

□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二
十
二

方

也

二

妃

從

征

溺

於

湘

江

神

遊

洞

庭

之

淵

出

入

□

湘

之

浦

故

民

爲

立

祠

於

水

側

焉

考

唐

元

和

十

四

年

愈

貶

潮

州

刺

史

過

廟

禱

之

明

年

拜

祭

酒

以

私

錢

七

萬

屬

岳

州

刺

史

王

堪

易

廟

之

圮

桷

腐

瓦

長

慶

九

年

屬

刺

史

張

愉

刻

石

有

廟

記

宋

曾

肇

云

舊

廟

在

瀟

湘

之

尾

洞

庭

之

口

蓋

潭

岳

之

間

︹
湘
君
廟
︺
在
君
山
︹
宋
︺
嘉
定
五
年
權
知
軍
州
陳
邕
建

祀水

神

丙

寅

郡

志

神

舊

祀

湘

妃

廟

邕

廟

記

云

元

豐

五

年

知

岳

州

鄭

公

祈

禱

屢

應

請

於

朝

封

神

爲

淵

德

侯

予

假

守

是

邦

以

爲

妃

也

而

有

侯

爵

瀆

禮

孰

大

明

年

别

建

湘

君

之

祠

於

君

山

設

像

其

中

以

湘

夫

人

配

之

據

記

疑

卽

今

洞

庭

神

廟

︹
湘
妃
廟
︺
在
君
山
︹
唐
︺
以
前
建
︹
明
︺
宏
治
中
通
判
李
士
修

重
修
恢
其
制

中

爲

大

倫

懿

範

宮

前

爲

門

週

圍

繚

以

垣

舊

題

曰

顯

德

廟

嘉
靖
初

知
府
韓
士
英
重
修

祀

舜

二

妃

丙

寅

郡

志

唐

時

名

湘

君

廟

巴

陵

令

李

密

思

有

記

宋

嘉

定

間

另

建

廟

祀

湘

君

乃

以

此

專

祀

二

妃

旁

有

二

妃

墓

︹
吳
王
廟
︺
在
城
內
縣
治
西
北

祀

三

國

吳

主

孫

權

今

有

小

廟

僅

可

容

主

土

人

謂

之

吳

王

祠

︹
魯
將
軍
廟
︺
在
城
內
北
隅

祀

三

國

吳

太

守

魯

肅

按

風

土

記

廟

在

會

泉

門

外

未

詳

何

時

遷

於

城

內

今

清

軍

廳

後

亦

有

廟

相

傳

下

爲

肅

墓

考

肅

墓

在

漢

陽

西

門

西

陽

坊

此

或

後

人

傅

會

︹
三
閭
大
夫
廟
︺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新
墻
市
明
正
德
間
建

一
在
縣
東
一
百
一
十
五
里
二
十
五
都

祀

楚

大

夫

屈

原

拾

遺

記

屈

平

以

忠

見

斥

隱

於

沅

湘

披

蓁

茹

草

混

同

禽

獸

不

交

世

務

採

柏

實

以

和

桂

膏

用

養

心

神

被

王

逼

逐

乃

赴

清

泠

之

水

楚

人

思

慕

謂

之

水

仙

其

神

遊

於

天

河

精

靈

時

降

湘

浦

楚

人

爲

之

立

祠

漢

末

猶

在

唐

封

昭

靈

侯

宋

封

忠

潔

侯

元

封

清

烈

公

明

始

復

稱

楚

三

閭

大

夫

屈

平

氏

之

神

命

於

五

月

五

日

祀

之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二
十
三

︹
貝
勒
祠
︺俗

名

王

府

祠

一
在
城
內
寧
陵
寺
後
一
在
城
東
十

里
鳳
凰
山
　
︹
國
朝
︺
康
熙
十
八
年
建
乾
隆
四
年
總
督

德
沛
重
修

祀

　

國

朝

安

遠

大

將

軍

貝

勒

尚

善

︹
韓
烈
婦
祠
︺
在
城
北
七
里
山
︹
明
︺
嘉
靖

八
年
知
府
蕭
晚

建
祀

宋

烈

婦

賈

瓊

之

妻

韓

希

孟

按

明

知

縣

孫

春

芳

記

云

成

化

時

知

府

李

鏡

以

婦

附

祀

於

靈

妃

廟

嘉

靖

庚

寅

知

府

蕭

晚

始

就

忠

武

祠

右

拓

地

專

建

祠

推

官

張

鍾

董

其

役

並

婦

詩

勒

石

於

祠

中

祠

成

藉

新

洲

之

入

供

祀

事

︹
附
︺︹
民
俗
廟
祀
︺凡

十

四

︹
九
龍
廟
︺
在
城
內
縣
治
前

祀

眞

武

神

　
︹
國
朝
初
建
乾
隆
︺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熊
懋
奬
重
修

︹
白
馬
廟
︺
在
城
內
岳
衛
署
左

祀

華

光

神

︹
明
︺
崇
禎
間
建
　
︹
國

朝
︺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岳
州
衛
守
備
竇
永
魁
倡
捐
重
修

一
在
三
十
一
都
小
界
牌
萬
勝
坡
頂

︹
南
嶽
廟
︺
在
縣
城
南
附
郭
江
岸
古
建
　
︹
國
朝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重
修
三
十
一
年
修
礟
㟁
四
十
二
年
改
修
石

柱
殿
宇
嘉
慶
三
年
重
修
礟
㟁
三
十
餘
丈
圍
以
石
欄

一
在
縣
西
南
二
都
萬
石
湖
之
上
一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十
七
都
一
□
□
十
一
都
仁
和
塅

祀

唐

中

丞

張

廵

土

人

相

傳

以

爲

配

事

南

嶽

按

南

嶽

志

神

蓋

唐

勇

士

張

忭

也

忭

孝

感

人

曾

副

南

霽

雲

請

師

於

賀

蘭

進

明

留

而

饗

之

霽

雲

㫁

一

指

示

不

留

汴

亦

㫁

一

指

及

死

節

數

日

忭

見

夢

家

人

曰

吾

得

請

於

帝

爲

南

嶽

司

□

行

人

間

□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祀

典

　
二
十
四

罰

未

幾

進

明

暴

死

若

震

豈

廵

與

忭

同

姓

遂

訛

忭

爲

廵

耶

或

忭

爲

廵

之

禆

將

因

上

祀

其

帥

也

又

考

全

唐

詩

序

張

忭

滑

人

與

張

廵

同

守

睢

陽

城

䧟

死

難

者

三

十

六

人

忭

其

一

也

宋

汪

應

辰

作

廟

記

云

初

顯

於

湖

湘

間

後

及

江

右

至

玉

山

皆

祀

之

附

錄

於

此

以

俟

𨤲

定

︹
太
子
廟
︺易

名

太

湖

寺

在
縣
南
附
郭
︹
明
︺
建
　
︹
國
朝
︺
雍
正
元

年
重
修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修
葺

︹
龍
王
廟
︺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
水
府
廟
︺
一
在
縣
東
南
一
十
五
里
萬
由
橋
一
在
縣
西

一
十
五
里
龍
廻
觜
臨
湖
㟁
一
在
縣
東
九
十
里

名

金

沙

灘

廟

一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潼
溪
上

名

黃

金

灘

廟

一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十
七
都

名

五

福

廟

一
在
縣
東
九
十
里

名

西

湖

廟

一

在
縣
東
一
百
一
十
里

名

東

湖

廟

一
在
縣
東
一
百
一
十
里

二
十
五
都

名

望

雲

臺

廟

︹
康
太
尉
廟
︺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茅
栗
坪
︹
明
︺
初
建

一

統

志

祀

宋

康

保

裔

保

裔

三

世

俱

死

王

事

建

廟

事

詳

捃

摭

︹
鹿
角
洞
庭
廟
︺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鹿
角
鎭

先

是

廟

在

金

沙

洲

祀

者

不

便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市

人

改

遷

於

鹿

角

東

岸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監

利

縣

民

王

勝

揚

與

邑

民

姚

鳳

彩

訟

争

大

城

池

荒

田

經

廵

撫

梁

國

治

批

㫁

大

城

池

墾

田

八

十

𤱔

撥

入

廟

內

爲

歲

修

之

費

碑

存

嘉

慶

七

年

貴

州

按

察

司

張

長

庚

捐

俸

三

百

金

修

建

後

殿

權

知

府

事

本

府

通

判

楊

廷

柱

捐

俸

五

十

金

助

修

︹
唐
忠
臣
廟
︺舊

郡

縣

志

作

雷

將

軍

廟

在
縣
南
九
十
里
長
湖
︹
明
︺
邑

人
鄧
廷
瓚
建

祀

唐

張

廵

許

遠

南

霽

雲

雷

萬

春

乙

丑

縣

志

廷

瓚

總

督

两

廣

征

鬰

林

諸

賊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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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二
十
五

雷

將

軍

會

戰

大

㨗

奏

凱

後

疏

請

於

朝

因

建

廟

祀

之

按

廟

因

雷

始

故

土

人

槩

稱

雷

將

軍

廟

云

又
□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饒
村
官
沖
有
雙
忠
廟
亦
祀
張
許
二

公
　
︹
國
朝
︺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里
民
重
修

︹
劉
公
廟
︺
一
在
城
西
江
岸

土

人

因

名

劉

公

磯

一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城
陵
磯
︹
明
︺
建

祀

宋

劉

錡

奉

爲

水

神

丙

寅

郡

志

錡

髙

宗

時

爲

東

京

副

留

守

提

舉

江

湖

太

平

興

國

中

知

潭

州

治

荆

南

軍

屢

建

奇

功

其

爲

水

神

巓

末

未

詳

然

岳

郡

多

祀

之

︹
學
士
廟
︺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荷
塘
︹
唐
︺
建
　
︹
國
朝
︺
乾
隆
三

十
年
里
民
重
修

祀

唐

徐

敬

業

里

人

張

焕

有

重

修

廟

記

按

唐

書

敬

業

歷

太

僕

少

卿

襲

英

國

公

爲

睂

州

刺

史

嗣

聖

元

年

坐

贜

貶

栁

州

司

馬

會

給

事

中

唐

之

奇

等

以

貶

俱

客

揚

州

失

職

怏

怏

時

武

后

旣

廢

中

宗

又

立

睿

宗

遂

乘

人

怨

謀

起

兵

後

爲

李

孝

逸

所

敗

乃

與

之

奇

駱

賓

王

等

奔

潤

州

將

入

海

逃

高

麗

扺

海

陵

阻

風

遺

山

江

中

其

將

王

那

相

斬

之

凡

二

十

五

首

傳

東

都

記

稱

敬

業

未

死

爲

僧

潛

往

衡

山

經

宿

此

地

居

人

感

其

有

復

唐

之

心

遂

立

廟

祀

之

未

知

所

據

學

士

之

稱

亦

莫

知

命

名

之

由

而

里

民

奉

之

甚

䖍

故

附

錄

之

︹
東
嶽
廟
︺
在
城
東
三
里
楓
橋
湖
︹
明
︺
萬
歷
初
邑
紳
楊
邦

憲
建

原

名

𣱵

福

庵

舊

在

𩀱

路

口

之

上

二

十

八

年

邦

憲

曾

孫

生

員

名

聲

改
國

朝

康

熙

修

於

此

易

今

額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里

人

任

起

龍

重

修

併

捐

香

火

田

二

石

一
在
縣
東
二
十
六
都

︹
宗
公
廟
︺
在
城
北
十
五
里
城
陵
磯

祀

宋

東

京

留

守

宗

澤

先

是

七

里

山

陰

有

廟

合

祀

岳

忠

武

劉

順

昌

及

宗

公

爲

湖

水

衝

塌

康

熙

間

里

人

張

翠

寰

捐

貲

改

建

於

七

里

山

下

復

遭

水

敗

忠

武

劉

公

别

立

廟

祀

翠

寰

之

子

職

員

之

經

捐

建

宗

公

廟

於

市

横

街

併

施

香

火

田

十

畝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廟

圮

生

員

張

斌

職

員

張

爲

己

謀

於

同

里

衆

姓

公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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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二
十
六

︹
麻
衣
大
仙
廟
︺又

名

呂

公

眞

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靈
屋
山

相

傳

仙

曾

採

藥

於

此

山

故

土

人

立

廟

祀

之

禱

雨

屢

應

按

瀏

陽

縣

志

麻

衣

仙

孝

子

也

不

詳

何

時

何

地

人

相

傳

土

人

掘

蓮

花

塘

得

枯

骨

數

莖

夜

見

夢

云

余

業

岐

黄

遠

遊

以

父

母

未

葬

負

屍

死

於

此

上

帝

敕

司

此

土

衆

共

異

之

乃

立

廟

奉

祀

號

麻

衣

神

每

歲

七

月

十

二

日

𢿙

百

人

各

持

麻

紼

挽

龕

迎

神

老

幼

悉

白

衣

冠

趨

視

之

知

縣

韓

燝

謂

神

爲

孝

子

固

矣

然

孝

子

執

親

䘮

三

年

釋

服

禮

也

没

世

衣

麻

悖

禮

莫

甚

乃

爲

文

以

祭

之

其

畧

曰

自

今

以

徃

常

服

事

之

安

車

迎

之

有

不

遵

必

治

以

法

茲

先

爲

神

易

服

並

易

其

稱

曰

孝

子

之

神

易

其

額

曰

孝

子

之

廟

鳴

呼

孝

子

足

以

風

世

雖

有

奉

天

子

命

毁

淫

祠

旨

不

得

執

麻

衣

非

禮

之

說

以

議

之

矣

據

此

神

當

易

服

額

稱

孝

子

之

廟

爲

正

︹
雙
忠
廟
︺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茅
灣
洲
︹
明
︺
宏
治
十
七
年

建
祀

宋

東

京

留

守

宗

澤

丞

相

又

天

祥

︹
三
官
殿
︺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茅
田

祀

水

府

神

元

建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燬

於

火

康

熙

元

年

里

人

李

崑

奇

重

建

李

凰

建

鳯

起

兩

次

修

葺

嘉

慶

五

年

復

燬

監

生

李

勲

金

重

修

論
曰
三
禮
典
於
秩
宗
十
倫
垂
於
祭
統
祀
固
國
之

大
節
也
非
族
加
典
是
謂
淫
慝
而
敝
鼓
喪
豚
以
求

媚
亦
見
其
惑
矣
邑
祀
秩
在
經
祠
者
固
宜
明
德
以

薦
他
如
六
賢
有
祠
則
法
施
於
民
者
也
閔
忠
有
額

則
以
死
勤
事
者
也
忠
武
有
廟
則
以
勞
定
國
者
也

而
三
閭
五
賢
又
前
哲
令
德
所
以
爲
民
質
者
也
我

皇
上
垂
念
忠
勤
不
遺
騶
卒
邇
年

特
勅
有
司
於
各
省
府
城
建
立
昭
忠
祠
俾
効
命
疆
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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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二
十
七

者
各
爼
豆
於
其
鄕
曠
典
酬
庸
所
以
風
勵
藎
節
作

人
忠
義
之
氣
者
不
更
優
且
渥
哉
舊
志
載
董
王
鄭

王
二
廟
一
爲
岳
州
校
尉
董
景
珍
一
爲
旅
帥
鄭
文

秀
受
蕭
銑
之
僞
封
爲
湖
湘
之
亂
階
何
功
德
之
可

報
乎
慧
應
一
廟
舊
傳
爲
邑
人
張
宏
療
疫
而
祀
亦

無
關
典
秩
昔
嚴
瀬
園
修
戊
申
郡
志
謂
雷
萬
春
康

保
裔
等
卽
忠
義
於
岳
無
與
尙
有
祭
非
其
鬼
之
論

況
不
忠
不
義
者
哉
我
將
其
祭
勿
之
有
淫
削
不
錄

巴
陵
縣
志
卷
之
十
終

計

二

十

七

頁

尾

空

十

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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