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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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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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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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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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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

舍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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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院

考

棚

宮

室

武

傋

䘏

政

設
險
固
圉
分
猷
建
置
爲
國
保
障
爲
民
救
禦
修
傋
有

時
不
勞
貴
豫
仁
者
服
官
及
瓜
來
去
敬
終
如
始
自
有

長
慮

城
池

三
代
遼
遠
漢
以
前
東
南
已
氏
縣
西
北
乘
氏
縣
唐
以
後

東
南
楚

縣
西
北
濟
陰
縣
宋
都
汴
始
建
曹
州
縣
隸
之

然
楚

終
屬
宋
州
未
合
也
元
都
北
平
始
於
兩
縣
間
建

盤
石
鎭
立
關
爲
驛
路
又
黃
河
支
流
南
經
其
地
因
成
運

道
繇
淮
而
汴
入
衛
以
達
天
津
一
統
志
曁
舊
志
所
謂
黃

水
分
流
出
此
者
是
也
設
廵
簡
稅
課
等
官
署
大
德
延
祐

間
復
建
學
宮
浸
成
重
鎭
明
洪
武
二
年
州
判

本
自
安

陵
徙
州
治
於
此
四
年
改
州
爲
縣
正
統
十
一
年
知
縣
范

希
正
又
於
乘
氏
舊
地
營
建
曹
州
陞
去
而
知
縣
陳
嘗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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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築
城

池
城
周
里
九
立
門
四
東
曰
望
嶽
南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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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西
曰
鎭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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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迎
恩
橋
道
欄
櫓
具
成
化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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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重

修
環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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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宏
治
己
未
鄒
魯
重
修
門
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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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角
樓

戍
舖
亦
次
第
具
備
自
宏
治
壬
子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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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劉
公
築
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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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
河
自
西
來
邑
無
嵗
不
受
其
害
嵗
久
沙
塡
城
與
外
平

居
人
出
入
門
不
能
容
車
馬
正
德
六
年
易
謨
築
䕶
城
堤

一
周
至
八
年
趙
景
鸞
大
修
城
垣
城
濠
高
厚
深
廣
倍
加

於
前
又
築
䕶
城
堤
周
十
二
里
高
二
丈
基
倍
之
邑
人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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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記
曹

南

之

侯

封

今

爲

兖

西

南

屬

邑

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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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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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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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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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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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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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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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過

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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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城

不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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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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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易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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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冬

月

水

涸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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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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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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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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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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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二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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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淤

漸

高

幾

與

城

平

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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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城

上

不

能

通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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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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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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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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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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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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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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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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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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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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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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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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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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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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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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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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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河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三

行
城
南
僅
八
里
後
屢
經
修
補
會
河
益
南
隆
慶
二
年
蔡

璧
復
加
增
修
雉
蝶
悉
甃
以
磚
尙
書
蘇
祐
記
萬
厯
十
二

年
劉
不
溢
增
修
角
樓
四
座
十
八
年
錢
達
道
增
築
之
天

啟
二
年
有
蓮
妖
之
警
石
三
畏
四
關
建
敵
樓
四
周
以
垣

墻
至
崇
禎
十
二
年
奉
旨
修
城
以
磚
易
土
知
縣
霍
達
會

紳
士
措
費
分
工
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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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
興
役
迄
四
月
終
吿
成
睥
睨

水
道
具
備
大
司
馬
仇
維
禎
記
會
丁
外
艱
其
未
完
之
工

及
不
盡
鏹
料
分
派
申
文
以
五
月
初
後
知
縣
郭
萬
象
繼

建
四
門
易
直
爲
曲
甕
城
門
樓
角
樓
戍
舖
馬
道
皆
磚
爲

之
又

濠
池
設
牛
馬
墻
一
週
邑
侯
郭
萬
象
記

國
朝
咸
豐
八
年
亂
後
邑
人
孫
乾
一
李
孟
言
等

捐
資
修
補
光

緖
二
年
知
縣
馮
恩
培
少
尉
師
愼
言
增
修

戊

子

之

賊

守

四

門

城

中

之

人

無

一

得

免

無

知

愚

民

歸

咎

於

城

高

之

難

逃

嗟

嗟

人

事

感

於

下

天

變

應

於

上

劫

數

旣

到

雖

無

城

獨

可

免

乎

卽

今

太

平

無

事

使

紳

衿

士

庶

憑

恃

其

險

者

守

法

循

禮

勤

儉

以

持

家

敬

謹

以

飭

躬

忠

厚

以

接

物

則

百

雉

可

以

永

固

矣

苟

昧

於

設

險

之

大

用

雖

金

城

湯

池

何

益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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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
縣
詳
請
開
濬
水
門
䟽
通
河
道
文

兖
州
府
曹
州
曹
縣
爲
重
修
水
門
復
濬
渠
道
仰
祈
轉
申

以
便
民
居
以
固
城
址
事
康
煕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據
本
縣
紳
衿
具
呈
前
事
等
情
據
批
該
知
縣
朱
琦
看

得
曹
邑
鄕
紳
士
民
紛
紛
控
縣
面
訴
城
內
積
水
深
至
一

二
尺
或
三
四
尺
不
等
若
不
開
濬
則
民
房
盡
遭
淹
沒
等

語
卑
縣
隨
卽
率
領
佐
貳
屬
員
公
同
紳
衿
耆
老
沿
城
查

看
不
惟
城
外
之
水
淤
蓄
不
消
卽
城
內
之
水
亦
仍
然
停

積
文
廟
四
傍
竟
成
巨
浸
隨
於
四
關
廂
外
各
尋
洩
水
故
道
責

令
居
民
挑
挖
䟽
濬
導
其
下
流
外
但
查
開
通
水
門
原
非

一
手
一
足
之
烈
需
用
磚
灰
木
石
一
切
工
食
甚
多
卑
縣

目
擊
民
房
現
經
水
浸
何
忍
坐
視
不
救
查
舊
有
水
門
原

在
城
之
東
北
隅
各
耆
老
言
之

卑
縣
不
敢
他
諉
隨

竭
蹶
措
捐
購
傋
工
料
而
各
紳
衿
亦
勢
在
燃
眉
無
不
踴

躍
樂
輸
現
擬
擇
日
興
工
不
敢
派
涉
里
下
一
絲
一
粟
相

應
詳
明
伏
候

憲
裁
批
奪
以
便
迅
速
舉
行
等
因
通
詳
奉

署
本
府
黃
河
㕔
曹
縣
正
堂
朱
批
仰
候

各
憲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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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官
署

縣
治
洪
武
二
年
徙
州
治
盤
石
鎭
判
官

本
營
建
之
四

年
改
縣
治
知
縣
陳
嘗
韓
懋
劉
永
淮
相
繼
修
葺
宏
治
庚

申
鄒
魯
擴
新
之
正
廳
三
楹
增
五
楹
左
東
庫
貯
本
縣
賦

入
右
西
庫
貯
河
道
預
傋
左
庫
之
左
儀
仗
庫
三
楹
前
庫

樓
一
所
右
庫
之
右
典
史
廳
三
楹
前
吏
書
辦
事
廊
各
十

五
間
甬
道
一
條
戒
石
亭
一
座
吏
書
廊
南
東
西
便
門
各

一
儀
門
三
楹
左
右
角
門
各
一
左
角
門
南
土
地
祠
三
楹

南
馬
廠
右
角
門
南
犴
獄
再
南
麗
譙
左
鼉
樓
司
鼓
右
鳬

樓
司
鐘
南
大
門
大
門
之
外
左
精
善
亭
右
申
明
亭
縣
廳

後
穿
廊
兩
楹
資
深
堂
三
楹
左
右
正
本
宜
民
堂
各
三
楹

宜
民
堂
西
舍
學
三
楹
教
官
吏
子
弟
南
公
廨
十
五
所
所

三
楹
資
深
堂
後
則
知
縣
宅
門
門
內
退
廳
三
楹
東
西
書

房
各
三
楹
正
房
五
楹
右
偏
房
三
楹
厨
房
耳
房
內
學
房

各
若
干
楹
東
退
廳
三
楹
小
耳
房
一
所
東
房
四
楹
縣
宅

之
左
則
丞
宅
丞
宅
南
則
尉
宅
各
有
廳
事
寢
厨
內
外
役

員
廊
舍
右
主
簿
各
宅
亦
如
之
而
知
縣
宅
內

井
焉
曰

廉
泉
鄒
不
欲
其
取
汲
於
外
也
於
是
規
模
畢
具
儀
威
始

肅
其
後
經
河
患
更
嵗
月
蔡
璧
費
標
劉
不
溢
各
有
修
理

然
無
大
廢
興
至
萬
厯
庚
寅
風
霾
廳
圯
錢
達
道
重
修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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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
大
之
峻
加
舊
半
易
名
曰
節
愛
增
儀
仗
庫
二
楹
正
廳

西
側
律
例
房
三
間
穿
廊
東
詢
瘼
軒
二
楹
以
便
諮
詢
邑

人
萬
愛
民
記
曹

治

濱

大

河

夙

號

嚴

邑

爲

山

東

西

南

極

境

屬

雷

夏

河

澤

之

野

當

天

雄

葵

之

衝

賦

役

旁

午

百

姓

往

往

罷

於

征

求

賓

貢

之

費

比

嵗

災

眚

相

仍

黔

首

枵

腹

兼

之

疾

疫

道

殣

溝

莩

互

爲

枕

藉

壠

之

間

且

刳

而

市

其

胔

矣

一

長

吏

昕

夕

顰

蹙

思

爲

撫

字

借

箸

無

由

迄

今

藁

葬

鉉

壤

尙

新

嗷

嗷

鴻

雁

未

巳

也

無

何

海

虞

錢

侯

以

吳

越

世

裔

建

業

名

魁

來

蘇

兹

土

下

車

之

日

輙

爬

剔

瘡

痍

拊

循

癃

瘵

不

踰

月

政

修

敎

洽

刑

淸

訟

理

闤

闠

蒼

赤

蒸

蒸

起

舞

相

與

頌

孔

邇

謌

來

暮

矣

侯

也

猶

廑

如

傷

之

視

爰

飭

材

鳩

工

搆

軒

於

堂

之

東

北

隅

顏

其

額

曰

詢

瘼

軒

無

事

燕

息

之

娛

而

汲

汲

於

民

隱

之

圖

卽

古

之

痌

厥

身

者

不

是

過

也

不

佞

又

嘗

慨

曹

俗

大

都

嗜

博

而

競

奢

炫

奇

而

務

詭

縱

鮮

武

斷

睚

眦

之

豪

探

丸

鳴

桴

之

警

卽

馮

浩

善

溢

爲

患

每

嵗

河

防

動

以

萬

計

乃

治

粟

使

者

復

以

軍

國

儲

需

爲

急

里

閈

疾

苦

爲

緩

匪

直

發

帑

蠲

租

之

請

沮

抑

不

行

且

課

其

膏

脂

而

殿

最

之

嗟

哉

夫

以

懸

磬

之

室

而

斂

之

以

箕

以

翳

桑

之

流

而

督

之

以

猛

有

受

牧

之

司

者

靡

不

軫

念

痛

心

此

侯

所

以

有

詢

瘼

之

建

也

豈

秦

越

人

之

視

肥

瘠

可

倫

哉

頃

者

洪

濤

不

湃

漁

歌

遶

星

海

之

涯

嘉

禾

重

穎

樵

唱

徧

景

山

之

曲

煕

煕

乎

登

春

臺

臻

上

理

疇

非

詢

瘼

之

底

績

哉

當

路

者

欽

豔

而

剡

䟽

之

曰

龍

章

耀

河

陽

葵

衷

攄

丹

陛

將

皇

圖

國

脉

胥

賴

之

雅

曰

周

爰

諮

詢

蓋

不

獨

私

一

曹

矣

由

兹

續

䕫

臯

嫓

召

杜

勒

鼎

光

竹

素

勛

庸

與

霄

壤

相

畢

俾

後

之

令

曹

者

忻

然

起

慕

心

焉

不

佞

之

談

又

鳥

足

爲

軒

輊

土
地
祠
東
象
賢
堂
三
楹
肅
賓
鼉
樓
北

廠
房
十
二
間
納
賦
租
丙
辰
成
伯
龍
擴
資
深
堂
五
楹
易

題
曰
四
知
建
正
本
堂
三
楹
宅
門
內
廳
事
右
圯
廢
地
剙

乃
逸
軒
三
楹
縣
門
久
且
湫
崇
新
之
移
鐘
鼓
兩
樓
縣
門

外
東
西
通
衢
建
古
曹
國
坊
照
壁
前
成
涖
曹
久
興
革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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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七

多
戊
申
李
支
揚
以
霖
雨
吏
書
文
案
多
浥
捐
修
葺
之
高

其
基
廣
其
宇
又
形
勢
外
高
內
弗
稱
乃
建
承
恩
樓
五
楹

宅
內
與
廳
事
埓
癸
丑
張
愼
言
易
戒
石
亭
以
坊
懸
聖
諭

出
入
觀
省
之
撤
穿
廊
廣
臺
道
堂
室
加
豁
閜
焉
辛
酉
石

三
畏
宅
後
增
設
平
樓
七
楹
角
樓
二
座
改
寅
賓
舘
土
地

祠
南
題
曰
見
大
賓
設
以
重
扄
天
啟
丁
卯
王
猷
建
捧
檄

亭
乃
逸
軒
北
崇
禎
四
年
蕭
譽
建
兵
餉
房
犴
獄
南
時
醵

餉
爲
艱
故
剙
爲
之

國
朝
康
煕
壬
子
知
縣
門
可
榮
捐
俸
重
修
犴
獄
內
外
大
墻
曁

男
女
房
禁
卒
房
數
間
高
峻
寬
濶
囚
徒
旣
不
染
病
又
無

越
獄
之

道
光
十
五
年
直
齋
章
公
重
修

屬

陰
陽
學
舊

在

布

政

司

西

宏

治

五

年

知

縣

鄒

魯

建

萬

厯

十

八

年

錢

達

道

改

建

於

縣

治

西

今

廢
醫
學
舊

在

太

僕

寺

東

知

縣

鄒

魯

建

今

廢

僧
會
司
在

隆

興

寺

萬

厯

間

僧

如

慧

重

修

庚

戌

知

縣

李

支

揚

設

官

廳

其

左

廵
簡
司
元

時

設

於

盤

石

鎭

明

洪

武

二

年

徙

州

於

此

至

六

年

改

設

於

安

陵

舊

州

治

廵

簡

鄭

受

建

孟

辰

梁

總

修

今

廢

稅
課
司
在

縣

志

西

元

時

設

明

初

復

設

後

改

州

爲

曹

裁

革

分
署

黃
河
廳
宏

治

間

知

縣

鄒

魯

建

於

縣

治

東

後

因

嘉

靖

丁

未

河

患

同

知

王

珩

改

建

於

縣

治

西

北

堂

舍

樓

閣

俱

同

知

陳

珊

剙

修

萬

厯

丁

丑

同

知

羅

大

奎

重

修

丁

未

同

知

許

仲

譽

增

修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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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八

倉
庫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北

洪

武

間

杜

眉

夀

建

知

縣

韓

懋

鄒

魯

修

後

石

三

畏

增

修

官

廳

三

座

厫

十

四

所

共

一

百

二

十

楹

今

圯

常
平
倉
收

貯

各

上

司

穀

國

朝

康

煕

壬

子

知

縣

門

可

榮

捐

廉

重

修

北

房

五

楹

南

房

五

楹

大

門

垣

墻

俱全
備
荒
倉
收

貯

按

院

穀

今

廢

富
公
倉
收

貯

撫

院

穀

今

廢

保
赤
倉
共

十

八

處

設

立

於

城

外

各

集

鎭

自

崇

禎

三

年

地

亂

盜

多

防

守

爲

艱

併

於

縣

倉

城

外

無

倉

矣

今廢
社
倉
共

十

處

安

仁

冉

堌

臨

廟

望

魯

黃

堽

土

山

安

陵

古

營

大

黃

魏

家

灣

諸

集

各

官

廳

三

楹

厫

房

六

楹

門

樓

一

所

俱

知

縣

錢

達

道

創

建

今

廢

安
平
水
次
倉
在

安

平

鎭

一

曰

小

灘

爲

兌

軍

糧

設

也

官

㕔

三

楹

厫

房

共

十

八

楹

門

樓

一

座

成

化

間

知

縣

張

仲

芳

建

萬

厯

間

知

縣

錢

達

道

李

支

揚

張

愼

言

等

重

修

崇

禎

十

三

年

知

縣

郭

萬

象

繼

修

今

廢

庫
三
俱

在

縣

治

行
署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北

堂

室

共

九

所

今

廢

分
司
在

察

院

西

規

制

畧

同

察

院

宏

治

間

知

縣

鄒

魯

首

建

布

政

分

司

按

察

分

司

太

僕

行

寺

三

署

於

城

東

南

嘉

靖

丁

未

遭

河

患

官

民

廬

舍

蕩

盡

後

知

縣

曹

栝

於

察

院

東

建

何

陋

軒

爲

祇

侯

之

地

至

萬

厯

初

劉

不

溢

李

貴

節

始

相

繼

增

修

察

院

因

又

營

建

分

司

一

署

成

伯

龍

張

愼

言

又

先

後

造

成

什

物

器

皿

今

廢

公
舘
陳

志

治

河

行

舘

有

五

魏

家

灣

張

譚

寺

梁

晉

口

黃

家

口

邢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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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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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口錢

志

行

舘

有

七

溤

家

廠

王

家

廠

魏

家

灣

傅

家

集

梁

晉

口

靑

俸

口

臨

廟

集

國

朝

初

牛

市

屯

河

決

興

工

河

臺

實

駐

節

焉

大

抵

嵗

月

淹

遲

河

之

遷

徙

不

常

行

河

之

使

之

止

息

亦

不

常

惟

埽

工

肇

興

則

員

役

輻

輳

自

河

臺

以

下

率

有

事

焉

因

而

舘

署

之

河

徙

事

止

向

之

旁

午

絡

繹

者

非

鞠

爲

茂

草

則

村

塢

籬

落

耳

故

曰

行

舘

言

無

定

也

然

猶

書

此

者

不

欲

沒

舊

志

非

以

志

署

也

橋
梁

騰
蛟
橋
見

儒

學

順

治

十

七

年

知

縣

陳

澄

心

改

爲

源

分

洙

水

起
鳳
橋
見

儒

學

同

上

改

爲

路

接

溟

天

俱

邑

庠

生

郗

開

宗

書

環
碧
橋
在

儒

學

西

南

文
水
橋
在

儒

學

東

北

三

橋

俱

自

建

學

時

創

昇
僊
橋
在

二

僊

堂

前

今

廢

石
橋
有

二

一

在

縣

治

西

南

卽

盤

石

橋

一

在

南

卽

南

盤

石

麒
麟
橋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魯

村

集

北

里

許

土
橋
在

縣

治

南

舊

爲

白

蓮

閘

萬

厯

間

張

援

鳩

衆

重

修

今

建

閣

塑

白

衣

大

士

於

其

上

承
恩
橋
在

迎

恩

門

內

明

初

修

嘉

靖

間

知

縣

薛

侃

重

修

文
通
橋
在

板

橋

西

度
金
橋
在

城

內

西

南

揠
張
橋
舊

在

縣

北

隆

華

舖

南

太
淸
橋
在

莘

塜

集

南

以

東

有

太

淸

觀

故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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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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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盧
家
橋
在

縣

東

一

里

黃
家
橋
在

桃

園

集

南

黃

經

口

係

黃

河

故

道

張

大

亭

捐

修

大
石
橋
在

北

關

外

崇

禎

戊

辰

年

盧

柱

礎

建

舖
舍

急
遞
舖
舖

司

十

一

名

又

加

添

總

舖

夫

二

名

工

食

詳

在

賦

役

志

總
舖
在

縣

治

前

衙

西

正

廳

三

間

郵

亭

一

間

左

右

廂

房

六

間

厦

房

十

間

大

門

一

間

宏

治

間

知

縣

鄒

魯

修

萬

厯

間

知

縣

劉

不

溢

重

修

雙
堌
舖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曲
鮑
舖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景
山
舖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右

四

舖

通

城

武

化
生
舖
在

縣

西

十

里

春
墓
舖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右

二

舖

通

河

南

考

城

縣

隆
華
舖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呂
鍾
舖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大
黃
舖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右

三

舖

通

定

陶

縣

宋
家
舖
在

縣

東

十

里

冉
堌
舖
在

縣

東

北

六

里

坊
表
兵

火

之

後

此

坊

十

不

存

一

今

止

載

其

名

而

已

百
里
詢
宣
坊
在

縣

治

前

嘉

靖

間

知

縣

張

鳴

鶴

建

後

改

照

壁

聖
域
坊
見

儒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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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賢
關
坊
見

儒

學

泮
宮
坊
在

泮

池

南

宏

治

間

知

縣

郭

鼐

建

萬

厯

間

知

縣

王

圻

改

照

壁

黃
甲
傳
芳
坊
在

儒

學

東

爲

進

士

題

名

靑
雲
接
武
坊
在

儒

學

西

爲

鄕

舉

題

名

古
曹
國
坊
在

縣

門

前

萬

厯

戊

寅

知

縣

成

伯

龍

重

建

振
鐸
分
封
坊
在

縣

門

東

子
臧
遺
愛
坊
在

縣

門

西

俱

萬

厯

戊

子

知

縣

錢

達

道

建

以

上

係

公

署

按

右

二

坊

萬

厯

庚

子

知

縣

成

伯

龍

改

建

鐘

鼓

樓

冡
宰
坊

少
保
坊
在

縣

東

街

萬

厯

年

間

知

縣

孟

習

孔

重

修

改

題

宮

保

坊

聖
代
名
臣
坊
上

三

坊

俱

爲

李

秉

建

父
子
都
憲
坊
爲

王

珣

王

崇

文

王

崇

獻

建

小
卿
坊
爲

蘇

仲

魯

建

大
卿
坊
爲

李

木

建

厯
事
四
朝
坊
爲

李

木

建

勅
憲
四
朝
坊
爲

王

珣

王

崇

仁

王

崇

文

建

兄
弟
翰
林
坊
爲

王

崇

文

王

崇

獻

建

冏
寺
上
卿
坊
爲

王

崇

獻

建

司
徒
尙
書
坊
爲

王

茂

建

國
師
翰
史
坊
爲

王

麒

王

麟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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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繡
衣
坊
一

爲

王

瀚

建

一

爲

王

珣

建

都
憲
坊
一

爲

王

珣

建

一

爲

路

可

由

建

都
諫
坊
爲

戴

繼

建

文
衡
坊

方
岳
坊

都
臺
繼
美
坊
上

三

坊

俱

爲

王

崇

文

建

五
馬
坊
爲

王

道

建

柱
史
坊
爲

朱

繼

建

進
士
坊
一

爲

李

秉

建

一

爲

李

木

建

一

爲

勒

璽

建

一

爲

王

珣

建

一

爲

石

巍

建

一

爲

王

崇

文

建

一

爲

王

崇

獻

建

一

爲

王

崇

儉

建

一

爲

楊

逈

建

一

爲

戴

繼

建

一

爲

扈

永

通

建

一

爲

朱

綱

建

會
魁
坊
爲

扈

永

通

建

春
榜
聯
芳
坊
萬

厯

壬

子

知

縣

李

支

揚

爲

王

茂

王

珣

王

崇

文

王

崇

仁

王

崇

獻

王

崇

儉

建

以

上

表

甲科
解
元
坊
一

爲

李

秉

建

一

爲

劉

衡

建

一

爲

石

巍

建

解
元
坊
萬

厯

壬

子

知

縣

李

支

揚

爲

三

解

元

建

在

東

門

內

經
魁
坊
一

爲

李

明

建

一

爲

王

崇

獻

建

秋
闈
繼
美
坊
萬

厯

壬

子

知

縣

李

支

揚

爲

王

茂

王

珣

王

崇

儒

王

崇

文

王

崇

仁

王

崇

獻

王

崇

智

建

經
元
坊
爲

張

世

臣

建

亞
元
坊
爲

王

崇

智

建

鄕
解
坊
爲

李

木

建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十
三

文
魁
坊
爲

李

仁

建

和
芳
坊
爲

李

聰

建

觀
光
坊
爲

戴

繼

建

啟
元
折
桂
坊
爲

榮

進

建

高
岡
鳴
鳳
坊
爲

勒

璽

建

步
武
聯
芳
坊
爲

李

智

建

鵬
程
萬
里
坊
爲

張

信

建

登
俊
坊
爲

安

佐

建

競
秀
坊
爲

周

璘

建

翥
鳳
坊
爲

趙

璣

建

丹
鳳
凌
霄
坊
爲

李

行

建

桂
林
一
枝
坊
爲

李

華

建

天
池
鯤
化
坊
爲

王

道

建

丹
山
彩
鳳
坊
爲

張

宏

建

科
第
傳
芳
坊
爲

李

邦

直

建

重
光
坊
爲

王

崇

文

建

擢
秀
坊
爲

江

能

建

聯
璧
坊
爲

王

崇

儒

建

雄
飛
坊
爲

李

世

榮

建

靑
雲
獨
步
坊
爲

蘇

煥

建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十
四

月
殿
秋
香
坊
爲

尹

邦

麟

建

以

上

表

鄕

科

者

勅
封
太
卿
坊
爲

李

興

建

勅
封
御
史
坊
一

爲

路

音

建

一

爲

朱

蓁

建

義
士
坊

好
義
彌
篤
坊
二

坊

俱

爲

王

衮

建

龍
章
嘉
義
坊
爲

扈

持

建

欽
褒
忠
義
坊
爲

袁

一

康

建

以

上

表

德

義

者

貞
節
坊
一

爲

徐

惠

妻

李

氏

建

一

爲

張

九

功

妻

魯

氏

建

一

爲

李

世

資

妻

張

氏

建

貞
烈
坊
一

爲

馬

裕

妻

郭

氏

建

一

爲

趙

國

璧

妻

張

氏

建

以

上

表

女

德

者

勅
修
黃
門
石
氏
貞
烈
坊
山

東

撫

臣

施

題

請

旌

表

以

維

風

化

伏

祈

勅

部

議

覆

施

行

奉

旨

該

部

議

奏

禮

部

議

得

東

撫

施

疏

稱

曹

縣

烈

婦

石

氏

等

相

應

題

請

旌

表

以

維

風

化

等

因

前

來

查

烈

婦

石

氏

盡

烈

守

節

緣

田

旣

經

該

撫

查

核

明

白

題

請

前

來

與

例

相

符

相

應

准

其

旌

表

等

因

奉

旨

依

議書
院

居
敬
書
院
舊

志

號

五

經

書

院

嘉

靖

間

陳

珊

建

在

儒

學

東

院

後

有

井

每

井

底

生

蓮

輙

有

數

人

擢

巍

科

因

號

爲

井

蓮

書

院

道

光

甲

午

取

黍

苗

雨

膏

之

義

復

改

爲

雨

膏

書

院

移

縣

署

西

邑

侯

章

公

寅

建

光

緖

己

卯

邑

侯

周

公

濤

重

修

大

門

三

楹

講

堂

三

楹

又

將

河

荒

官

地

撥

入

一

百

一

十

餘

頃

作

爲

書

院

經

費

以

曹

爲

三

冉

故

里

因

改

爲

居

敬

書

院

邑

侯

何

公

式

珍

增

修

後

院

曁

西

院

奉

祀

仲

弓

紳

士

張

沄

呂

金

榮

王

春

山

趙

中

月

袁

均

霆

朱

鶴

飛

姚

金

門

韓

慕

仁

孫

朱

嵐

峯

孫

世

坪

仵

岡

韓

沛

瀛

胡

之

翰

崔

士

謙

袁

九

如

袁

新

基

曾

廣

寰

趙

鏡

沚

謝

森

王

元

勲

李

維

新

二

十

二

人

各

捐

制

錢

壹

伯

千

文

地

基

係

劉

繼

渭

施

大

門

前

武

營

後

東

偏

係

宋

姓

施

西

偏

係

李

姓

施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十
五

社
學
一
所
在

蒲

連

集

王

節

婦

施

學

基

一

處

學

舍

數

楹

地

四

十

八

畝

同

治

間

監

生

張

際

雲

因

舊

學

地

近

喧

囂

施

宅

基

一

所

有

講

堂

榻

房

厨

房

庠

門

在

隅

首

東

路

北

舊

宅

賃

資

佽

助

膏

火

義
學
一
處
在

桃

源

鎭

先

是

桃

源

㕔

桂

公

昌

首

先

捐

資

付

王

自

重

武

中

華

蘇

麟

閣

王

金

鼎

武

志

鈞

盧

鳴

鑾

馬

書

倉

馬

武

魁

等

藉

權

子

母

自

重

等

亦

各

有

捐

助

今

本

府

前

分

府

積

公

慶

吳

公

玉

衡

各

續

有

捐

資

至

光

緖

七

年

修

建

房

屋

數

間

延

師

課

讀

考
棚
在

縣

署

迤

西

光

緖

乙

亥

邑

侯

馮

公

恩

培

創

修

大

堂

三

楹

東

西

耳

房

各

兩

間

邑

人

謝

森

字

竹

坡

捐

制

錢

壹

千

伍

百

千

邑

侯

勒

石

奬

之

曰

大

義

可

風

計

修

東

文

塲

二

十

間

西

文

塲

二

十

間

號

桌

號

橙

俱

備

龍

門

三

間

東

西

耳

房

各

兩

間

外

西

屋

四

間

東

轅

門

三

間

門

房

兩

間

宮
室
樓

閣

亭

披
雲
樓
在

左

山

舊

州

城

宋

知

州

郭

槪

建

碧
雲
樓
見

黃

河

廳

下

路

可

由

記

淸
風
閣
在

縣

北

舊

州

城

上

金

路

鐸

詩

云

坐

深

忘

畏

日

飮

久

失

餘

霞

文
昌
閣
在

儒

學

知

縣

王

圻

建

見

學

校

志

思
禹
亭
在

臨

廟

集

想
山
亭
在

縣

北

左

山

舊

治

內

宋

郡

守

盧

襄

詩

客

來

如

見

小

窻

扉

便

是

山

翁

想

山

處

武
備

營
建

演
武
塲
官

廳

三

楹

將

臺

一

座

舊

在

城

東

嘉

靖

後

改

置

鎭

川

門

郭

外

里

許

今

廢

五
兵

大
攝
爐
炮
四
十
六
位

鐵
彈
子
五
百

鐵
蒺
藜
四
百
個

二
攝
爐
炮
二
十
位

火
藥
二
百
觔

神
鎗
二
十
杆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十
六

三
攝
爐
炮
六
十
位

拂
朗
機
四
位

䘏
政

養
濟
院
舊

在

城

內

西

南

知

縣

程

貢

建

劉

永

淮

修

後

因

河

水

改

建

於

東

門

外

嘉

靖

間

署

縣

事

定

陶

知

縣

劉

倫

增

修

今

在

米

厫

東

路

西

光

緖

乙

亥

邑

侯

馮

公

恩

培

建

冬
生
院
在

東

門

外

天

啟

末

年

知

縣

王

猷

淎

文

建

漏
澤
園
一

在

縣

南

參

政

邢

表

置

一

在

縣

北

生

員

劉

光

施

地

同

知

逯

光

輝

置

一

在

靑

堽

集

北

一

里

增

生

謝

良

翰

施

地

一

畝

立

石

碣

一

在

臨

廟

集

地

方

黃

晟

施

地

三

分

康

煕

十

二

年

晟

孫

念

地

隘

葬

滿

欲

再

施

地

未

行

而

卒

其

子

名

澄

鑑

繼

父

之

志

隨

於

舊

義

塜

側

施

地

一

畝

門

邑

侯

嘉

之

曰

承

父

志

孝

子

也

澤

枯

骨

仁

人

也

俾

載

諸

志

曹
縣
志
卷
二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