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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官
志

祀
典

府
治
城
隍
廟
在

泰

寜

坊

去

府

治

東

二

百

餘

歩

先

是

建

於

郡

東

北

宋

宣

和

壬

寅

歲

遷

此

歷

開

禧

淳

祐

多

有

更

修

至

元

皇

慶

壬

子

又

新

之

草

廬

呉

澄

記

曰

城

隍

郡

縣

之

土

神

也

神

之

祭

有

社

又

有

城

隍

何

也

社

兼

祭

五

土

而

城

隍

專

於

城

隍

也

夫

祭

典

莫

重

於

天

地

然

天

尊

而

地

親

尊

者

惟

一

人

得

祀

親

者

人

人

得

祭

也

故

有

天

下

者

祭

祀

於

北

郊

又

祭

之

於

社

有

國

者

祭

於

社

而

已

大

夫

反

士

庻

人

所

居

之

里

置

社

其

祭

土

神

以

報

地

一

也

而

地

有

廣

狹

之

不

同

王

社

大

社

天

下

之

土

神

也

侯

社

國

社

一

國

之

土

神

也

里

社

者

一

里

之

土

神

國

立

社

而

家

立

中

霤

霤

者

一

家

之

神

也

蜡

以

祭

四

方

百

物

防

水

潴

水

之

庸

咸

得

與

祭

古

人

於

報

地

之

禮

周

且

悉

也

若

是

地

之

險

山

川

丘

陵

而

建

邦

設

都

必

依

險

以

爲

固

或

因

山

與

丘

陵

以

爲

城

平

地

則

累

土

築

城

以

擬

山

之

險

或

因

川

以

爲

隍

燥

地

則

掘

土

浚

隍

以

擬

川

之

險

曰

城

曰

隍

其

名

肇

於

古

史

之

造

字

其

用

著

於

周

易

之

繫

爻

其

所

由

來

逺

矣

而

禮

經

國

典

無

祭

城

隍

之

文

儒

者

謂

社

祭

山

林

川

澤

丘

陵

墳

衍

原

隰

則

城

隍

固

在

其

中

然

予

有

疑

焉

防

與

水

庸

尚

於

祭

社

之

外

有

專

祭

城

隍

以

扞

㓂

敵

以

保

人

民

其

功

豈

出

於

防

與

水

庸

之

下

而

獨

不

專

報

其

功

乎

今

郡

縣

各

有

城

隍

祠

所

謂

禮

先

王

未

之

有

可

以

義

起

者

其

若

此

也

夫

土

神

當

祭

於

壇

墠

而

城

隍

祭

於

廟

予

嘗

求

其

義

矣

盖

祭

必

有

配

社

以

勾

龍

氏

而

爵

尊

齒

尊

徳

尊

之

人

徃

徃

殁

而

得

祭

於

里

社

俗

稱

土

地

神

是

也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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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

或

爲

之

立

廟

故

城

隍

之

有

廟

殆

亦

以

棲

配

食

者

之

靈

試

以

祀

天

之

禮

喻

祭

地

之

禮

祭

社

神

於

壇

而

配

以

人

猶

南

郊

之

祀

天

也

祭

城

隍

神

於

其

配

食

之

廟

則

猶

明

堂

之

祀

帝

云

爾

江

州

地

扼

荆

楊

之

交

靣

崇

巒

皆

大

瀆

其

城

其

隍

山

川

自

然

之

險

形

勢

之

雄

他

郡

莫

與

倫

也

城

隍

配

食

之

人

相

傳

以

爲

漢

丞

相

穎

隂

侯

灌

嬰

郡

志

言

高

帝

六

年

侯

築

湓

口

城

即

今

江

州

地

則

侯

之

配

城

隍

也

宜

或

謂

他

郡

城

隍

亦

皆

侯

配

食

豈

以

侯

嘗

定

豫

章

諸

郡

而

然

歟

舊

江

州

城

隍

廟

在

郡

治

東

北

民

之

祈

禱

不

便

宋

宣

和

壬

寅

郡

守

遷

於

今

所

歲

久

屋

敝

淳

祐

己

酉

沿

江

制

置

使

以

其

属

帥

郡

民

修

完

之

門

外

景

福

樓

巍

然

臨

乎

衢

有

錢

氏

者

先

世

河

北

人

名

安

道

紹

興

初

江

淮

招

討

使

張

浚

命

之

世

掌

城

隍

祠

其

來

孫

大

通

攻

隂

陽

方

渉

三

教

緒

言

熟

諳

人

情

世

務

士

大

夫

喜

與

游

病

廟

地

窄

隘

弗

可

以

恢

廓

勤

力

經

營

市

廟

後

民

地

畆

與

造

殿

材

鉅

工

良

視

前

搆

有

加

修

廣

穹

窿

與

外

樓

稱

翼

以

兩

廡

規

制

偉

然

家

無

銖

兩

斗

斛

之

儲

好

善

樂

施

者

相

與

損

貲

以

就

其

志

非

其

誠

足

以

感

乎

神

才

足

以

動

乎

人

何

以

能

壮

麗

其

神

之

居

以

至

於

此

哉

皇

慶

壬

子

創

始

延

祐

己

未

落

成

值

予

過

江

州

大

通

請

紀

歲

月

予

嘉

其

爲

人

遂

不

辭

而

叙

古

今

祀

典

之

大

㮣

以

俟

後

之

議

禮

者

攷

焉

國

朝

洪

武

初

知

府

龔

琬

林

宗

得

相

繼

創

建

永

樂

壬

辰

知

府

孔

復

成

化

癸

巳

知

府

謝

峻

以

敝

皆

修

焉

今

有

堂

有

兩

序

有

齋

所

有

門

樓

有

後

規

制

勝

皆

以

知

府

李

從

正

葺

之

時

正

徳

八

年

也

社
稷
壇
去

府

治

東

北

一

里

許

故

景

徳

寺

址

按

舊

志

宋

在

迎

恩

坊

外

元

季

兵

燬

國

朝

洪

武

二

年

復

於

知

府

龔

琬

八

年

知

府

周

文

質

遷

今

所

十

二

年

知

府

星

吉

重

修

弘

治

三

年

知

府

童

潮

因

敝

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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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壇

髙

三

尺

東

西

二

丈

五

尺

南

北

如

之

四

出

陛

三

級

壇

下

前

十

二

丈

東

西

南

各

五

丈

四

門

一

壝

繚

以

周

垣

左

社

右

稷

以

石

爲

主

長

二

尺

五

寸

方

一

尺

埋

于

壇

南

正

中

上

露

尖

圓

神

厨

在

壇

之

西

庫

房

宰

牲

房

在

壇

之

西

北

洗

牲

池

在

宰

牲

房

前

齋

宿

所

在

庫

房

之

北

歲

時

蒞

兹

土

者

祭

禮

若

器

若

品

如

制

其

各

里

社

壇

属

徳

化

縣

者

十

有

七

所

祀

五

土

五

榖

之

神

祭

畢

有

飲

飲

衆

有

詞

因

以

導

民

爲

善

云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城

南

門

外

二

里

洪

武

二

年

知

府

龔

琬

立

規

制

與

社

稷

壇

同

郡
厲
壇
在

望

京

門

外

洪

武

二

年

知

府

龔

琬

建

東

西

五

丈

一

尺

南

北

如

之

壇

髙

三

尺

方

四

丈

四

尺

出

陛

三

級

繚

以

周

垣

壇

右

立

祭

文

有

左

爲

宰

牲

房

三

間

西

南

界

爲

洗

牲

池

方

丈

許

以

石

甃

砌

正

徳

間

房

俱

廢

基

存

歲

祭

者

三

以

清

明

日

孟

秋

望

孟

冬

朔

外

徳

化

縣

各

鄉

厲

壇

凡

十

有

三

所

纛
神
廟
在

衛

㕔

左

十

餘

歩

洪

武

間

指

揮

陸

旺

建

廟

宇

三

間

内

設

軍

牙

六

纛

神

位

歲

霜

降

日

致

祭

天

順

間

指

揮

孫

睿

重

建

歲

久

傾

弘

治

間

指

揮

劉

勲

復

之

嘉

靖

十

二

年

兵

備

副

使

劉

可

命

工

建

陶
桓
公
祠
按

舊

志

在

府

城

東

今

廢

龍
溪
廟
在

甘

泉

鄊

七

里

岡

祀

陶

溪

水

自

廬

山

發

源

入

鶴

問

賽

湖

旱

禱

之

輙

應

啓
聖
祠
在

府

學

門

内

左

嘉

靖

十

年

知

府

馬

紀

奉

勘

合

建

祠

堂

三

間

祀

孔

顔

孟

父

封

謚

神

位

於

中

繚

以

磚

垣

門

樓

一

座

徳

化

縣

學

制

同

在

星

門

内

右

知

縣

俞

闌

建

靖
忠
祠
在

府

學

蓮

花

池

南

成

化

五

年

知

府

蘇

致

中

建

祀

晉

陶

淵

明

唐

狄

仁

傑

有

記

見

書

院

志

提

學

副

使

邵

寶

詩

云

歲

時

江

郡

薦

江

蘋

異

代

衣

冠

畧

近

真

九

死

竟

還

唐

社

稷

一

生

惟

識

晉

君

臣

菊

松

本
頁
頁
號
原
誤
應
爲
第
三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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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尚

擬

他

年

晚

桃

李

增

此

地

春

莫

道

近

來

公

論

少

廟

門

題

額

是

何

人

靖
節
祠
在

楚

城

鄉

柴

桑

山

下

去

城

九

十

里

今

廢

惟

遺

舊

題

曰

晉

陶

靖

先

生

故

里

嘉

靖

十

二

年

巡

按

御

史

李

循

義

檄

知

府

馬

紀

出

帑

贖

銀
百
两
命

同

知

黄

敏

才

督

建

祠

宇

坊

牌

唐

白

居

易

詩

今

來

訪

舊

宅

森

若

君

在

前

不

慕

樽

有

酒

不

慕

琴

無

絃

柴

桑

古

村

路

栗

里

舊

山

川

不

見

籬

下

菊

但

餘

爐

中

煙

顔

真

卿

詩

嗚

呼

陶

淵

明

奕

葉

爲

晉

臣

自

以

公

相

後

每

懐

宗

國

迍

題

詩

甲

子

歲

自

謂

皇

人

手

持

山

海

經

頭

戴

漉

酒

巾

朱

熹

詩

予

生

千

載

後

尚

友

千

載

前

每

髙

士

傳

獨

歎

淵

明

賢

及

此

逢

醉

石

謂

言

公

所

眠

况

復

岩

壑

古

縹

緲

藏

風

煙

仰

看

喬

木

隂

俯

聴

橫

飛

泉

景

物

自

清

絶

優

㳺

可

忘

年

結

廬

蒼

峭

舉

觴

酎

潺

湲

臨

風

一

長

嘯

亂

以

來

篇

彭

元

亮

詩

醉

滄

江

看

落

花

阿

舒

扶

上

短

轅

車

山

河

萬

里

劉

裕

五

柳

春

風

自

一

家

鄧

善

之

詩

詩

中

甲

子

春

秋

筆

籬

下

黄

花

雨

露

更

向

斜

川

頻

載

雨

風

光

不

似

義

熙

時

白
居
易
祠
按

一

統

志

在

本

府

城

西

湓

浦

門

内

徐

鉉

有

記

久

廢

四
賢
祠
在

府

治

東

四

牌

樓

口

弘

治

六

年

知

府

童

潮

建

祀

漢

宋

均

晉

陶

潜

唐

白

居

易

狄

仁

傑

廢

名
宦
鄉
賢
祠
舊

爲

靖

忠

書

院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府

馬

紀

改

爲

二

祠

鼎

建

東

向

記

見

學

校

志

周
濂
溪
祠
在

廬

山

之

麓

舊

爲

書

院

國

朝

正

統

有

司

肖

濂

溪

先

生

像

於

内

祀

之

後

荒

蕪

弘

治

間

大

新

之

典

儀

俱

備

事

詳

書

院

并

墓

志

時

提

學

副

使

邵

寳

奏

於

朝

其

䟽

曰

謹

按

周

惇

頥

生

於

有

宋

上

契

列

聖

下

啓

群

儒

語

其

時

真

而

復

元

論

其

地

大

而

将

化

開

人

之

功

萬

世

允

頼

無

庸

贅

述

乃

若

九

江

之

地

生

寓

精

神

殁

藏

體

魄

實

與

故

里

相

顧

百

年

以

來

墓

與

書

院

久

廢

初

復

而

祀

不

在

典

誠

爲

未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五

稱

惟

昔

范

文

正

生

於

蘇

而

葬

於

洛

二

䖏

有

祠

祀

崇

名

相

也

岳

武

生

於

相

而

葬

於

杭

二

䖏

有

祠

祀

崇

名

将

也

我

國

家

於

貞

忠

勲

徳

禮

加

至

於

如

此

識

治

君

子

皆

以

爲

當

况

道

學

大

儒

如

惇

頥

哉

惇

頥

之

後

稱

大

儒

者

曰

朱

熹

熹

貫

於

㜈

源

産

於

建

陽

祠

祭

之

典

二

䖏

兼

舉

臣

愚

謂

惇

頥

之

於

九

江

如

㜈

如

建

當

比

其

一

今

墓

與

書

院

既

各

修

理

如

故

如

蒙

聖

明

重

念

周

氏

之

學

爲

世

宗

師

表

章

曠

墜

實

繫

觀

望

乞

勅

禮

部

查

檢

朱

熹

㜈

源

建

陽

事

例

就

行

書

院

賜

以

春

秋

二

祭

定

式

擬

祝

行

令

有

司

以

時

行

事

仍

於

隣

近

無

碍

田

内

撥

給

四

五

十

畆

以

爲

其

裔

孫

守

墓

之

贍

非

特

一

方

斯

文

之

觀

實

天

下

萬

世

之

幸

也

臣

承

乏

教

事

欽

奉

勅

諭

以

崇

正

學

爲

要

惟

兹

祀

事

實

其

一

端

懼

煩

瀆

不

敢

不

請
臣

無

任

戰

慄

之

至

上

可

其

奏

令

春

秋

祭

如

儀

以

程

灝

程

頥

配

之

頒

祭

文

曰

惟

公

闡

明

道

學

上

契

古

先

指

授

圗

書

下

開

統

緒

功

紹

六

籍

名

兩

間

體

魄

攸

藏

光

霽

如

在

兹

者

仲

春

秋

令

月

薦

事

有

期

國

典

肇

稱

司

存

是

寄

駿

奔

敢

後

嚮

徃

彌

深

尚

享

岳
武

王
祠
在

府

治

南

清

軍

舘

左

舊

爲

岳

飛

池

正

徳

七

年

知

府

李

從

正

建

前

有

牌

坊

題

額

堂

中

塑

像

扁

曰

文

武

忠

孝

嘉

靖

十

二

年

同

知

黄

敏

才

新

建

捲

棚

三

間

於

堂

前

門

垣

修

餙

䇄

立

廟

貌

赫

然

布

政

使

鄭

岳

詩

云

石

甃

方

池

幾

百

年

岳

王

舊

宅

世

猶

傳

格

天

高

閤

今

安

在

葛

嶺

荆

榛

野

雉

眠

岳
母
祠
在

白

鶴

鄉

正

徳

十

二

年

知

府

汪

穎

即

墓

所

建

祠

祀

之

其

材

石

費

士

人

陳

濟

助

焉

李
文
忠
公
廟
在

府

治

東

豊

儲

坊

祀

元

緫

管

李

黼

賜

額

曰

崇

烈

舊

在

四

牌

樓

口

弘

治

三

年

知

府

童

潮

遷

此

復

以

姪

秉

昭

配

焉

學

士

周

叙

記

曰

有

元

之

季

青

陽

余

公

闕

守

安

慶

孤

城

與

賊

力

戰

百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六

餘

屹

然

爲

江

淮

保

障

者

幾

七

年

粮

盡

援

絶

死

之

妻

子

偏

禆

皆

不

屈

相

從

以

死

當

時

江

州

李

公

黼

守

上

流

預

料

時

危

修

城

訓

兵

爲

備

禦

計

賊

不

能

逾

匡

廬

彭

蠡

以

窺

江

右

者

黼

之

功

也

卒

之

力

盡

不

攴

先

余

公

城

破

死

之

於

乎

悲

夫

余

嘗

謂

唐

之

亂

也

賊

起

於

朔

方

顔

義

河

北

張

廵

許

逺

力

守

睢

陽

皆

先

後

相

繼

死

賊

而

唐

遂

以

中

興

元

之

亂

也

賊

起

於

南

方

李

之

江

州

余

之

安

慶

與

顔

張

甚

相

似

其

死

也

不

能

救

元

之

亡

何

哉

於

此

足

以

見

其

君

臣

政

治

得

失

紀

綱

振

靡

不

但

其

國

家

之

徳

澤

淺

深

足

徴

而

已

盖

唐

明

皇

晚

年

耄

荒

而

代

以

肅

宗

有

郭

子

儀

李

光

弼

諸

臣

爲

之

輔

紀

綱

賞

罰

尤

秩

然

可

仰

元

順

帝

在

位

荒

淫

日

久

百

度

廢

弛

當

時

群

臣

靡

然

相

師

號

令

不

明

賞

罰

不

嚴

淪

溺

敗

壊

不

可

救

藥

有

二

君

子

之

烈

如

唐

顔

張

軰

不

能

其

亡

也

此

其

所

由

異

歟

於

乎

悲

夫

余

嘗

過

安

慶

知

青

陽

事

甚

悉

獨

江

州

每

嘆

未

嘗

一

至

兹

奉

命

徃

使

湘

獲

經

二

郡

徘

徊

於

大

江

層

城

之

間

英

風

壮

節

凛

然

可

想

乃

爲

詞

一

章

以

弔

之

嗟

夫

使

元

紀

綱

稍

振

則

公

之

死

豈

徒

然

哉

詞

曰

凝

遥

睇

江

州

屹

孤

城

上

流

弔

英

魂

何

在

慨

元

政

不

修

政

不

修

佚

遊

偉

郡

侯

良

籌

訓

兵

繕

甲

擁

猛

士

貅

群

張

援

絶

天

不

祚

奚

尤

臨

大

節

不

奪

凛

勁

氣

横

秋

峙

匡

廬

峩

峩

渺

九

江

悠

悠

君

令

名

同

永

增

余

心

煩

憂

童

潮

記

曰

我

太

祖

髙

皇

帝

重

死

節

之

士

命

天

下

有

司

各

於

死

所

立

廟

祀

之

元

李

文

忠

公

黼

祀

於

九

江

之

郡

遵

祀

典

也

祠

舊

在

府

治

東

四

牌

樓

之

八

角

石

洪

武

十

三

年

知

府

星

吉

公

建

元

舊

址

也

歷

今

百

有

餘

年

廟

貌

傾

頽

甚

非

妥

神

之

所

予

於

是

遷

祀

於

豊

儲

坊

清

風

閤

之

地

祠

宇

門

廡

一

如

舊

制

而

規

模

則

加

三

之

一

焉

實

弘

治

三

年

夏

月

吉

也

考

宫

之

日

僉

謂

予

宜

識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七

其

事

於

石

以

不

予

惟

江

南

淫

祀

自

古

爲

多

唐

狄

仁

傑

奏

毀

一

千

七

百

所

惟

存

夏

禹

太

伯

季

札

伍

貟

四

廟

曰

毋

使

無

功

血

食

以

亂

明

哲

之

祀

今

江

西

淫

祀

奚

但

千

七

百

所

哉

盖

家

祀

而

户

饗

也

孰

知

正

明

哲

以

崇

之

李

公

之

忠

即

伍

員

之

忠

也

伍

員

欲

信

其

言

而

怒

君

以

蹈

白

刃

君

子

不

爲

也

狄

公

尚

取

以

爲

明

哲

而

厠

於

三

廟

之

列

視

我

李

公

殺

身

報

國

之

功

盖

徑

庭

也

夫

元

以

夷

狄

入

主

中

夏

以

其

俗

爲

治

三

綱

淪

九

法

斁

至

其

季

葉

人

巳

殄

爲

禽

獸

矣

正

所

謂

天

地

閉

賢

人

之

時

也

而

李

公

非

有

威

順

王

之

貴

戚

也

非

有

孛

羅

帖

木

兒

之

重

寄

也

亦

非

有

平

章

和

尚

宣

尉

不

花

之

要

兵

也

乃

不

爲

其

俗

之

所

變

執

君

臣

之

義

以

至

於

死

萬

世

之

下

仰

之

如

孔

氏

之

門

食

焉

下

避

其

難

之

徒

不

足

以

救

元

之

國

脉

而

實

足

以

昭

民

之

秉

彛

也

世

之

說

詩

者

以

山

甫

保

身

爲

明

哲

遂

使

投

閤

偷

生

之

雄

作

反

騷

以

靈

均

不

知

靈

均

明

哲

乎

楊

雄

明

哲

乎

使

山

甫

遇

李

公

之

時

保

身

乎

殺

身

乎

善

死

生

之

道

者

明

哲

也

李

公

可

謂

善

死

生

之

道

矣

郡

有

明

哲

之

祀

二

狄

公

與

公

也

狄

公

爲

彭

澤

尹

在

唐

有

明

哲

保

身

之

忠

公

爲

江

州

守

在

元

有

明

哲

殺

身

之

忠

狄

公

生

於

今

日

必

取

公

以

五

四

廟

矣

吾

崇

公

之

祠

者

亦

狄

公

之

意

也

公

死

節

事

載

國

史

甚

詳

故

不

贅

因

系

以

詩

使

巫

陽

歌

以

招

之

詞

曰

元

祚

衰

四

海

沸

一

舉

目

江

河

異

卓

哉

公

忠

且

義

當

車

轍

螳

臂

身

死

名

不

逝

篤

民

彛

千

萬

世

肆

春

秋

恭

祀

事

魂

颯

然

薫

蒿

之

際

元

成

廷

珪

詩

云

将

帥

倉

皇

忽

棄

城

孤

忠

何

以

獨

攴

撑

尚

聞

傳

檄

詠

狂

猶

喜

開

倉

舉

義

兵

千

古

報

君

心

不

死

九

江

圗

像

靣

如

生

只

今

月

黑

廬

山

下

彷

彿

悲

風

有

戰

聲

國

朝

劉

基

詩

云

江

州

太

守

文

儒

宗

罵

賊

就

死

真

從

容

天

翻

地

覆

元

氣

在

斯

人

千

古

其

猶

龍

提

學

副

使

邵

寳

詩

云

江

上

孤

城

力

欲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八

攴

忽

驚

風

急

仆

旌

旗

巳

無

天

訴

吾

窮

矣

幸

有

人

書

某

死

之

不

負

大

魁

真

此

地

終

爲

厲

鬼

是

何

時

憑

誰

合

祀

余

安

慶

再

刻

文

山

䨇

廟

祠

徳
安
縣
城
隍
廟
在

縣

西

三

十

歩

宋

淳

熙

七

年

知

縣

劉

允

迪

建

元

因

之

壬

辰

兵

燬

國

朝

洪

武

七

年

知

縣

馮

衮

仍

於

舊

址

建

立

有

殿

有

有

廊

有

門

永

樂

十

年

縣

丞

貢

徴

重

修

嘉

靖

三

年

知

縣

梁

一

桂

建

遷

後

二

十

歩

社
稷
壇
在

縣

北

一

里

許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曹

景

輝

建

制

禮

與

郡

同

各

鄉

社

壇

二

十

有

一

所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縣

南

塘

之

側

洪

武

二

十

年

知

縣

曹

景

輝

建

廣

狹

如

郡

制

邑
厲
壇
在

縣

東

一

里

許

洪

武

五

年

知

縣

曹

景

輝

建

如

郡

制

各

鄉

厲

壇

凡

七

䖏

五
賢
祠
按

一

統

志

云

宋

郡

守

李

澗

楊

泝

王

秬

李

邦

獻

李

若

川

五

人

多

遺

惠

民

爲

立

祠

祀

之

久

廢
瑞
昌
縣
城
隍
廟
在

興

教

坊

去

縣

西

一

百

歩

洪

武

八

年

知

縣

李

鳯

建

成

化

八

年

知

縣

傳

思

勉

修

正

徳

八

年

知

縣

黄

源

大

重

建

其

規

制

與

徳

安

同

社
稷
壇
在

縣

西

北

一

里

許

舊

在

白

龍

橋

之

左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黄

顔

遷

今

所

各

鄉

社

壇

十

有

三

䖏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縣

治

南

半

里

許

舊

在

小

南

街

之

西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黄

顔

因

舊

址

爲

之

正

徳

七

年

知

縣

黄

源

大

遷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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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九

邑
厲
壇
在

望

仙

橋

去

縣

治

北

一

里

許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黄

顔

建

又

置

各

鄉

厲

壇

十

有

四

所

大

約

遵

制

爲

之
二
賢
祠
即

元

次

山

祠

在

蒼

城

墩

去

治

一

里

許

宋

縣

令

呉

審

禮

建

祀

唐

元

結

後

蘇

東

坡

過

此

賦

詩

於

嘉

泰

三

年

縣

令

洪

均

偲

因

以

東

坡

祔

於

次

山

改

號

二

賢

祠

後

廢

國

朝

正

徳

間

教

諭

珠

倡

生

徒

捐

貲

復

之

湖
口
縣
城
隍
廟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歩

唐

宋

二

代

建

于

治

旁

歷

元

至

正

遷

于

兹

後

燬

國

朝

洪

武

元

年

知

縣

郝

宻

重

建

景

泰

成

化

間

繼

修

弘

治

五

年

知

縣

周

灝

加

葺

之

社
稷
壇
在

縣

北

湖

塘

山

後

之

下

元

縣

令

張

士

熙

建

國

朝

洪

武

六

年

知

縣

趙

祥

因

燬

新

之

成

化

間

知

縣

李

嵩

遷

于

縣

南

弘

治

間

遷

于

兹

其

各

里

社

壇

一

十

五

所

制

與

瑞

昌

同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縣

治

南

上

石

鍾

山

後

虹

橋

之

側

洪

武

六

年

知

縣

鄭

原

珎

立

邑
厲
壇
在

縣

治

北

一

里

許

下

鍾

山

之

左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郝

宻

立

其

各

里

厲

壇

凡

三

焉

陶
靖
節
祠
在

三

學

士

寺

前

元

縣

尹

孫

文

震

建

學

士

呉

記

曰

晉

靖

節

陶

先

生

家

潯

陽

之

柴

桑

嘗

爲

彭

澤

令

後

析

彭

澤

創

湖

口

縣

湖

口

亦

彭

澤

也

故

其

境

内

徃

徃

有

靖

節

遺

跡

孫

侯

文

震

宰

湖

口

因

行

其

鄉

至

三

學

寺

民

間

相

傳

以

爲

靖

節

讀

書

之

地

旁

有

望

月

䑓

址

猶

存

乃

出

俸

錢

屋

于

䑓

基

之

上

且

就

縣

學

東

偏

建

祠

堂

三

間

以

祀

先

生

湖

口

小

邑

凋

弊

特

甚

扼

江

湖

之

會

當

驛

置

之

衝

侯

興

滯

廢

應

接

徃

來

精

神

光

昭

意

氣

閑

暇

為

難

若

易

任

勞

若

固

其

才

畧

之

優

而

又

追

慕

先

賢

尊

崇

表

章

以

勵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末

俗

是

豈

俗

吏

所

能

爲

者

值

余

舟

過

湖

口

而

請

紀

其

事

竊

爲

靖

節

先

生

高

志

逺

識

超

越

古

今

而

設

施

不

少

㮣

見

其

令

彭

澤

也

不

過

一

時

牧

伯

辟

舉

扳

授

得

公

田

之

利

自

飬

如

古

人

不

得

巳

而

爲

禄

者

爾

非

受

天

子

命

而

仕

也

曾

幾

何

時

不

肯

屈

於

督

而

去

此

志

節

異

時

詎

肯

忍

耻

於

二

姓

哉

觀

述

酒

荆

軻

等

作

殆

欲

爲

漢

相

孔

明

之

事

而

無

其

資

責

子

有

詩

與

子

有

䟽

志

趣

之

同

苦

樂

之

安

一

家

父

子

夫

婦

又

如

此

夫

人

道

三

綱

爲

首

先

生

一

身

三

綱

舉

無

愧

焉

忘

言

於

真

意

委

運

於

大

化

則

幾

於

同

道

矣

誰

謂

漢

魏

以

降

而

有

斯

人

者

乎

噫

先

生

未

易

知

也

後

人

於

言

語

文

字

間

窺

覘

其

髣

髴

而

已

然

先

生

非

有

名

位

顯

於

時

有

功

業

著

於

後

而

千

載

之

下

使

人

拳

拳

不

忘

其

何

以

得

此

於

人

哉

予

於

孫

侯

之

爲

惡

乎

而

不

喜

談

樂

道

之

也

侯

燕

人

所

至

有

㢘

能

聲

國

朝

仍

舊

後

壊

正

徳

五

年

僧

人

熊

璽

募

財

重

建

左

有

翫

月

䑓

右

有

洗

墨

池

又

有

流

觴

曲

水

遺

跡

彭
澤
縣
城
隍
廟
在

興

賢

坊

鳯

凰

山

下

洪

武

元

年

知

縣

黄

安

太

建

社
稷
壇
亦

在

鳯

凰

山

下

縣

之

西

洪

武

二

年

立

後

八

年

知

縣

解

宣

如

制

改

置

其

各

里

社

壇

二

十

二䖏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考

宋

元

在

縣

治

南

普

明

坊

國

朝

洪

武

仍

於

故

址

置

焉

邑
厲
壇
在

靖

節

坊

去

縣

治

東

北

二

里

許

建

自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黄

安

太

若

太

平

五

栁

建

安

新

興

四

鄉

各

有

厲

壇

云

陶
侃
廟
在

新

興

鄉

亦

祀

陶

桓

公

於

内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一

陶
狄
二
賢
祠
在

縣

治

南

南

唐

景

龍

中

建

祀

陶

潜

狄

仁

傑

後

移

縣

因

廢

元

江

州

守

周

鍇

復

合

祀

之

有

記

云

使

後

之

君

子

則

當

以

淵

明

爲

式

仕

則

當

以

梁

公

爲

師

狄
梁
公
廟
在

縣

北

五

栁

鄉

仁

傑

令

彭

澤

歲

旦

縱

囚

三

百

人

還

家

後

皆

如

期

就

獄

遂

奏

釋

之

衆

囚

感

徳

立

生

祠

運

土

成

山

不

旬

日

而

成

宋

范

仲

淹

記

云

天

地

閉

孰

捋

闢

焉

日

月

蝕

孰

将

廓

焉

大

厦

仆

孰

将

起

焉

神

噐

墜

孰

将

舉

焉

巖

巖

乎

克

當

其

任

者

惟

梁

公

之

偉

歟

公

諱

仁

傑

字

懐

英

太

原

人

也

祖

宗

髙

烈

本

傳

在

矣

公

爲

子

極

于

孝

爲

臣

極

于

忠

忠

孝

之

休

揭

若

日

月

者

敢

歌

于

廟

中

公

嘗

赴

并

州

椽

過

太

行

山

反

瞻

河

陽

見

白

雲

孤

飛

曰

吾

親

在

其

下

久

而

不

能

去

左

右

爲

之

感

動

詩

有

陟

岵

陟

傷

君

子

于

役

弗

忘

其

親

之

深

嗟

吁

乎

孝

之

至

也

忠

之

所

繇

生

乎

公

嘗

以

同

府

椽

當

使

絶

域

其

母

老

疾

公

謂

之

曰

柰

何

重

太

夫

人

萬

里

之

憂

詣

長

史

府

請

代

行

時

長

史

司

馬

方

眦

睚

不

恊

感

公

之

義

歡

如

平

生

吁

嗟

乎

與

人

交

而

先

其

憂

况

君

臣

之

際

乎

公

爲

大

理

丞

决

諸

道

滯

獄

萬

七

千

人

天

下

服

其

平

武

衛

将

軍

權

善

才

坐

伐

昭

陵

栢

髙

宗

命

戮

之

公

執

奏

不

上

怒

曰

彼

致

我

不

孝

左

右

策

公

令

出

公

前

曰

陛

下

以

一

樹

而

殺

一

将

軍

張

釋

之

所

謂

假

有

盗

長

陵

一

坏

土

則

将

何

法

以

加

之

臣

豈

敢

奉

詔

陷

陛

下

於

不

道

帝

意

解

善

才

得

恕

死

吁

嗟

乎

執

法

之

官

患

在

少

恩

公

獨

愛

君

以

仁

何

所

存

之

逺

乎

高

宗

幸

汾

陽

宫

道

出

妬

女

祠

下

彼

俗

謂

盛

服

過

者

必

有

風

雷

之

災

并

州

發

萬

人

别

開

御

道

公

爲

知

領

使

曰

天

子

之

行

風

伯

清

塵

雨

師

灑

道

彼

何

害

焉

遽

命

罷

其

役

又

公

爲

江

南

廵

撫

使

奏

毀

淫

祠

千

七

百

所

惟

存

夏

禹

太

伯

季

子

伍

員

四

廟

曰

安

使

無

功

血

食

以

亂

明

哲

之

祀

吁

嗟

乎

神

猶

正

之

而

况

於

人

乎

公

爲

寜

州

刺

史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二

能

撫

戎

夏

郡

人

紀

之

及

遷

豫

州

會

越

王

亂

後

縁

坐

七

百

人

籍

沒

者

五

千

口

有

使

趣

行

刑

公

緩

之

宻

表

以

聞

臣

言

似

理

逆

人

不

言

則

孤

陛

下

好

生

之

意

表

成

復

毀

意

不

能

定

彼

咸

非

本

心

惟

陛

下

矜

焉

敕

貸

之

流

于

九

原

郡

道

出

寜

州

舊

治

父

老

迎

而

勞

之

曰

我

狄

使

君

活

汝

軰

即

相

携

哭

于

下

齋

三

日

而

去

吁

嗟

乎

古

謂

民

之

父

母

公

則

過

焉

斯

人

也

死

而

生

之

豈

父

母

之

能

乎

時

宰

相

張

光

輔

率

師

平

越

王

之

亂

将

士

貪

暴

公

拒

之

不

應

光

輔

怒

曰

州

将

忽

元

師

耶

對

曰

公

以

三

十

萬

衆

除

一

亂

臣

彼

脅

從

軰

聞

王

師

來

乗

城

而

降

者

萬

計

公

縱

暴

兵

殺

降

以

爲

功

使

無

辜

之

人

肝

腦

地

如

得

尚

方

斬

馬

劒

加

于

若

頸

死

不

恨

光

輔

不

能

屈

奏

公

不

遜

左

遷

復

州

刺

史

吁

嗟

乎

孟

軻

有

言

威

武

不

能

屈

是

爲

大

丈

夫

其

公

之

謂

乎

公

爲

地

官

侍

郎

同

鳯

閤

鸞

䑓

平

章

事

爲

來

俊

臣

誣

構

下

獄

公

曰

大

周

革

命

萬

物

惟

新

唐

朝

舊

臣

甘

從

屠

戮

因

家

人

告

變

得

免

死

貶

彭

澤

令

獄

吏

嘗

抑

公

誣

引

楊

執

柔

公

曰

天

乎

吾

何

能

爲

以

首

觸

柱

流

血

被

靣

彼

懼

而

謝

焉

吁

嗟

乎

陷

穽

之

中

不

義

不

爲

况

廟

堂

之

上

乎

契

丹

陷

冀

州

起

公

爲

魏

州

刺

史

以

禦

焉

時

河

朔

震

動

咸

驅

民

保

郛

郭

公

至

下

令

曰

百

姓

復

爾

業

來

我

自

當

之

敵

聞

風

而

退

魏

人

爲

之

立

未

幾

入

相

請

罷

戌

䟽

勒

等

四

鎮

以

肥

中

國

又

請

罷

安

東

以

息

江

南

之

饋

輸

識

者

韙

之

北

狄

再

㓂

趙

定

閒

公

出

爲

河

北

道

元

帥

狄

退

就

命

公

安

撫

大

使

前

爲

突

厥

所

脅

者

咸

逃

散

山

谷

公

請

曲

赦

河

北

諸

州

以

安

反

側

朝

廷

從

之

吁

嗟

乎

四

方

之

事

知

無

不

爲

豈

虚

尚

清

談

而

已

乎

公

在

相

日

中

宗

幽

房

陵

則

天

欲

立

武

三

思

爲

儲

嗣

一

日

問

群

臣

可

否

衆

皆

稱

賀

公

退

而

不

荅

則

天

曰

無

乃

有

異

議

乎

對

曰

有

之

昨

陛

下

命

三

思

募

武

士

歲

時

不

滿

百

人

及

命

廬

陵

王

代

之

日

之

間

應

者

十

倍

臣

知

人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三

心

未

厭

唐

徳

則

天

怒

令

策

出

之

又

一

日

則

天

謂

公

曰

我

夢

䨇

陸

不

勝

者

何

對

曰

䨇

陸

不

勝

宫

中

無

子

也

復

命

策

出

之

又

一

日

則

天

有

疾

公

入

問

閤

中

則

天

曰

我

夢

鸚

鵡

䨇

趐

折

者

何

對

曰

武

者

陛

下

之

姓

相

王

廬

陵

王

則

陛

下

之

羽

翼

也

是

可

折

乎

時

三

思

在

側

怒

發

赤

色

則

天

以

公

屢

言

不

奪

一

旦

感

悟

遣

中

使

宻

召

廬

陵

王

矯

衣

而

入

人

無

知

者

乃

召

公

坐

薕

外

而

問

曰

我

欲

立

三

思

群

臣

無

不

可

者

惟

候

公

一

言

從

之

則

與

長

保

富

貴

不

從

則

無

復

得

與

相

見

矣

公

從

容

對

曰

太

子

天

下

之

本

本

一

摇

而

天

下

動

陛

下

以

一

心

之

欲

輕

天

下

之

動

哉

太

宗

百

戰

取

天

下

授

之

子

孫

三

思

何

與

焉

昔

髙

宗

疾

令

陞

下

權

親

軍

國

陛

下

奄

有

神

噐

十

年

又

将

以

三

思

爲

後

如

天

下

何

且

姑

與

母

孰

親

子

與

姪

孰

近

立

廬

陵

王

則

陛

下

萬

歲

後

享

唐

之

血

食

立

三

思

則

宗

廟

無

祔

姑

之

禮

臣

不

敢

愛

死

以

奉

制

陛

下

其

圖

焉

則

天

感

泣

命

褰

簾

使

廬

陵

王

拜

公

公

隕

絶

于

地

則

天

命

左

右

起

之

拊

公

皆

曰

豈

朕

之

臣

社

稷

之

臣

也

巳

而

謂

曰

今

日

國

老

與

汝

天

子

公

哭

奏

曰

還

宫

無

儀

孰

爲

太

子

復

置

廬

陵

王

於

龍

門

備

禮

以

迎

中

外

大

恱

吁

嗟

乎

定

天

下

之

業

㫁

天

下

之

疑

其

至

誠

如

神

雷

霆

之

威

不

得

而

變

乎

則

天

嘗

命

公

擇

人

公

曰

欲

何

爲

曰

可

将

相

者

公

曰

如

求

文

章

則

今

宰

相

李

㠐

蘇

味

道

足

矣

豈

文

士

齷

齪

思

得

竒

才

以

成

天

下

之

務

乎

荆

州

長

史

張

柬

之

真

宰

相

才

誠

老

矣

一

朝

用

之

尚

能

竭

其

心

乃

召

拜

洛

州

司

馬

他

日

又

問

人

於

公

對

曰

臣

前

言

張

柬

之

遷

洛

州

猶

未

用

焉

改

秋

官

侍

郎

及

召

爲

相

果

能

誅

張

易

之

軰

反

正

中

宗

復

則

天

爲

皇

太

后

吁

嗟

乎

薄

文

華

重

才

實

其

知

人

之

深

乎

公

之

勲

徳

不

可

備

言

有

議

論

十

萬

言

李

邕

載

之

别

傳

論

者

謂

松

栢

不

夭

金

石

不

柔

受

於

天

焉

公

爲

大

理

丞

抗

天

子

而

不

屈

在

豫

川

日

拒

元

帥

而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四

不

下

及

居

相

位

而

能

復

廢

主

以

定

天

下

之

本

豈

非

剛

正

之

氣

出

乎

誠

性

見

乎

事

業

當

時

優

游

薦

紳

之

中

顛

而

不

扶

危

而

不

持

者

何

足

道

哉

故

系

之

云

商

有

三

仁

弗

救

其

㓕

漢

有

四

皓

正

於

未

奪

鳴

呼

武

暴

如

火

李

寒

如

灰

何

心

不

隨

何

力

可

回

我

公

哀

傷

拯

天

之

亡

逆

長

風

而

孤

鶱

遡

大

川

以

獨

航

金

可

革

公

不

可

革

孰

爲

乎

剛

地

可

動

公

不

可

動

孰

爲

乎

方

一

朝

感

通

群

隂

披

攘

天

子

既

臣

而

皇

天

下

既

周

而

唐

七

世

發

靈

萬

年

光

噫

非

天

下

之

至

誠

其

孰

能

當

宋

趙

抃

詩

賢

正

屯

蒙

日

隂

邪

會

用

時

人

從

萬

死

過

誰

爲

一

言

危

毒

意

回

天

后

忠

誠

薦

東

之

復

唐

三

百

載

留

得

枕

江

祠

王

十

朋

詩

武

火

方

炎

李

欲

灰

忠

良

何

力

可

能

回

斗

南

人

有

擎

天

手

爲

向

虞

淵

取

日

來

元

重

建

滕

賔

記

畧

曰

余

嘗

讀

唐

史

至

則

天

武

后

稱

狄

仁

傑

曰

公

社

稷

臣

信

乎

則

天

盖

亦

知

公

深

矣

公

直

言

大

節

撥

亂

反

正

使

唐

三

百

年

天

下

如

不

周

既

觸

而

屹

乎

擎

天

之

一

柱

三

神

巳

摇

而

巋

乎

負

海

之

六

鰲

不

然

當

時

豈

無

李

嶠

蘇

味

道

軰

文

雅

風

流

浮

沉

俯

仰

唐

之

天

下

周

矣

是

以

天

地

著

其

誠

鬼

神

畏

其

烈

而

臣

子

景

慕

其

忠

孝

則

彭

澤

之

有

祠

有

然

世

道

人

物

之

所

繫

有

足

以

證

不

死

之

在

人

心

者

嗚

呼

自

公

謫

令

於

斯

距

今

七

百

禩

瞻

仰

如

新

水

旱

必

禱

公

之

精

靈

眷

眷

斯

土

抑

如

水

在

地

中

無

所

徃

而

不

在

也

皇

慶

元

林

學

士

買

住

簡

齊

公

通

議

大

夫

長

江

州

郡

侯

按

邑

見

祠

宇

傾

圮

亟

捐

俸

度

工

撤

而

新

之

翬

飛

改

觀

士

民

忻

悅

請

記

其

事

余

惟

公

相

業

著

在

史

冊

文

正

范

公

筆

之

巳

詳

彭

澤

之

人

與

夫

四

方

上

下

之

士

誦

之

習

矣

古

者

鄉

大

夫

歿

而

祭

於

社

公

爲

社

稷

臣

宜

乎

廟

食

百

世

豈

但

祭

于

社

而

已

乎

禮

有

捍

菑

禦

大

難

者

則

祀

之

公

之

勲

烈

與

天

地

不

日

月

争

光

豈

止

一

旹

捍

禦

之

勞

哉

獨

惟

侯

之

爲

郡

寔

能

廣

公

爲

邑

之

心

下

車

及

令

民

懐

其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五

徳

吏

畏

其

明

獄

訟

以

平

饑

饉

以

濟

其

立

朝

則

清

自

許

於

治

郡

則

政

教

並

行

暏

前

賢

徃

哲

則

企

慕

以

及

高

山

仰

止

景

行

行

止

諒

不

獨

於

梁

公

爲

然

公

使

江

南

安

撫

時

奏

毀

淫

祠

千

七

百

所

惟

存

夏

禹

太

伯

季

子

伍

員

四

廟

曰

毋

使

無

功

血

食

以

亂

明

哲

之

祀

今

侯

之

爲

郡

所

崇

祀

未

及

他

而

首

營

繕

公

廟

以

慰

民

望

其

亦

尊

明

哲

之

意

而

以

事

公

也

又

按

公

在

彭

澤

時

值

歲

告

歉

公

曰

天

也

令

可

諉

責

乎

䟽

於

朝

蠲

其

租

民

悅

又

縱

囚

三

百

餘

令

歸

度

歲

如

期

果

還

凢

可

以

惠

彭

澤

之

民

者

無

一

不

至

而

范

闕

之

故

予

又

書

其

事

於

末

以

見

公

之

得

祠

於

是

邑

也

以

此

噫

廬

山

蒼

蒼

我

思

太

行

後

先

相

望

侯

之

徳

何

可

忘

此

重

修

記

之

所

由

作

也

鄉
賢
祠
在

縣

治

南

久

廢

嘉

靖

二

年

知

縣

李

孟

燾

建

于

二

賢

祠

右

祀

鄉

先

生

張

夢

祥

顔

希

孔

李

時

歐

陽

尚

誠

歐

陽

尚

八

黄

信

劉

歐

陽

珍

劉

㮣

于

内

傳

見

人

物

志

附
民
祀
神
廟

九
江
王
黥
布
廟
在

府

治

北

福

星

門

外

祖
将
軍
廟
按

舊

志

唐

歐

陽

占

集

云

魯

國

顔

公

頃

爲

湖

州

牧

州

産

材

公

載

石

還

次

江

州

蛟

奔

螭

引

直

至

湖

心

則

茂

林

峭

石

勢

氣

騰

有

神

祠

曰

祖

将

軍

廟

公

異

之

遂

捐

金

建

亭

名

曰

祖

亭

制

文

勒

以

記

其

事

今

廢

失

其

䖏

龍
王
廟
舊

在

湓

浦

門

外

茶

引

所

之

旁

今

廢

外

湖

口

縣

亦

有

之

天

廟
在

城

北

臨

於

江

滸

宣

徳

間

九

江

衛

建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六

蕭
公
廟
在

江

之

北

去

郡

城

三

十

里

許

大
孤
山
廟
在

仁

貴

鄉

大

孤

山

頂

建

自

宋

興

隆

間

國

朝

洪

武

又

新

之

東
嶽
廟
有

四

一

在

府

治

東

即

唐

景

星

書

院

舊

址

一

在

徳

安

義

豊

山

下

一

在

瑞

昌

東

山

寺

前

一

在

湖

口

上

鍾

山

後

各

以

祀

山

阜

之

靈

亢

旱

禱

焉

顯
濟
廟
在

瑞

昌

安

太

鄉

去

治

四

十

里

許

宋

嘉

太

間

建

勅

畧

云

潜

龍

在

淵

爲

帝

司

雨

巳

昭

靈

宇

之

佳

名

盍

寵

元

侯

之

顯

號

可

封

孚

澤

侯

白
楊
廟
在

瑞

昌

甘

露

鄉

寒

食

嶺

下

去

治

四

十

五

里

祀

宋

昭

勇

侯

西
峯
古
靈
祠
在

湖

口

五

侯

山

之

西

故

名

李
武
大
仙
祠
在

湖

口

黄

山

嶺

亢

旱

祈

禱

有

應

小
孤
洑
廟
在

彭

澤

太

平

鄉

澎

浪

磯

上

宋

興

隆

間

建

祀

小

孤

之

神

上
元
廟
在

彭

澤

太

平

鄉

馬

當

山

建

自

唐

貞

觀

宋

元

因

之

國

朝

重

建

䘏
政

府
治
徳
化
縣

飬
濟
院
洪

武

以

上

命

建

於

府

東

街

半

里

許

收

飬

民

無

告

者

人

月

給

米

三

斗

冬

夏

給

布

故

者

給

棺

瘞

之

院

以

歲

久

壊

正

徳

間

知

府

李

從

正

新

之

東

西

各

十

五

間

前

有

牌

樓

扁

曰

飬

濟

預
備
倉
在

府

治

半

里

許

鍾

樓

之

下

前

門

三

楹

中

立

官

亭

東

西

隅

各

六

厫

迤

前

又

六

厫

贖

罪

者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七

輸

榖

於

内

歲

有

守

者

歉

則

散

之

於

民

稔

則

儲

之

於

官

若

周

官

之

法

然

東
倉
在

徳

化

鄊

南
倉
在

甘

泉

鄊

西
倉
在

赤

松

鄊

北
倉
在

仁

貴

鄊

以
上
四
倉
舊
立
今
廢
址
存

惠
民
藥
局
弘

治

間

知

府

髙

友

璣

於

治

前

左

歩

搆

醫

學

中

爲

局

門

垣

俱

備

嘉

靖

八

年

知

府

馬

紀

蒞

任

見

民

多

災

疫

每

歲

市

藥

掄

醫

於

局

貧

病

者

随

取

随

給

逺

近

之

人

頼

以

痊

活

者

衆

新
義
塚
舊
在
山
川
壇
嶺
上
歲
久
葬
滿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府
馬
紀

市
東
西
地
五
畆
餘
名
櫨
杜
灣
以
給
貧
葬
時
論
稱
便

徳
安
縣

養
濟
院
舊

在

縣

治

之

南

正

徳

十

年

知

縣

陳

錦

以

築

城

有

坊

遷

於

山

川

壇

之

左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之

右

嘉

靖

二

年

知

縣

梁

一

桂

創

東
倉
在

長

樂

上

鄉

南
倉
在

長

樂

下

鄊

西
倉
下

陽

上

鄊

北
倉
在

陽

下

鄊

惠
民
藥
局
在

縣

南

大

街

之

西

即

醫

學

中

有

局

倣

郡

制

也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八

義
塜
在

縣

治

南

半

里

許

俗

名

亂

葬

崗

瑞
昌
縣

飬
濟
院
在

東

山

寺

右

預
備
倉
在

東

山

寺

北

東
倉
在

安

太

鄉

南
倉
在

清

湓

鄉

西
倉
在

歸

義

鄉

北
倉
在

金

城

鄉

新
南
倉
在

王

仙

鄉

新
西
倉
在

洪

陽

上

鄉

惠
民
藥
局
在

縣

治

皷

摟

外

義
塜

湖
口
縣

飬
濟
院
在

縣

治

之

東

北

舊

壊

正

徳

間

知

縣

章

玄

梅

重

建

東
倉
在

彭

澤

鄉

南
倉
在

五

栁

鄉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十
九

西
倉
在

彭

澤

鄉

三

十

里

北
倉
在

都

盛

鄉

新
北
倉
在

四

十

六

都

惠
民
藥
局
在

状

元

坊

去

縣

南

五

十

歩

義
塚

彭
澤
縣

飬
濟
院
在

普

明

坊

縣

治

南

半

里

許

久

廢

嘉

靖

間

知

縣

曾

棠

柯

遷

相

繼

創

修

便
民
倉
在

縣

治

澄

清

坊

東
倉
在

太

平

鄉

南
倉
在

五

栁

鄉

西
倉
同上

北
倉
在

新

興

鄉

新
南
倉
同上

新
北
倉
在

太

平

鄉

惠
民
藥
局
在

普

明

坊

醫

學

内

今

圮

義
塜
一

在

南

門

外

一

在

西

門

外

一

在

東

門

外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二
十

兵
防

軍
政
九
江
衛
指
揮
千
户
百
户
鎮
撫
并
軍
舍
餘
丁
實

據

原
額
六
千
四
百
九
十
六
員
名
今

耗

十

分

之

四

見
在
三
千
七
百
七
十
二
員
名
月

食

粮

一

千

八

百

九

十

八

石

三

斗

指
揮
使
五員

指
揮
同
知
二員

指
揮
僉
事
七員

正
千
户
十

二

員

副
千
户
十

四

員

衛
鎮
撫
一員

所
鎮
撫
四員

百
户
二

十

六

員

軍
政
考
格
每

五

嵗

一

選

緫

於

南

直

廵

按

御

史

㢘

幹

者

任

之

貪

鄙

者

黜

之

厥

人

與

事

攸

稱

無

濫

掌
印
指
揮
一員

僉
書
指
揮
二員

掌
印
千
户
六員

掌
印
百
戸
舊

五

十

八

員

今

減

三

之

一

管
屯
指
揮
一員

管
屯
千
百
戸
舊

六

員

今

革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二
十
一

管
操
指
揮
一員

管
造
軍
噐
指
揮
一員

管
運
指
揮
一員

管
運
千
百
戸
六員

廵
捕
指
揮
三

員

廵

湖

一

廵

江

二

緫
小
旗
軍
二

千

一

百

三

十

五

名

舍
人
四

百

七

名

餘
丁
一

千

一

百

五

十

八

名

在
場
操
練
軍
舍
餘
丁
一

千

八

百

三

十

七

名

造
噐
械
軍
五

十

三

名

廵
捕
軍
餘
三

十

四

名

運
粮
軍
餘
一

千

七

百

一

十

六

名

屯
種
軍
舍
餘
四

千

四

百

八

十

八

名

田

地

頃

畆

并

子

粒

詳

見

賦

役

志

守
門
禁
軍
一

百

名

廵
城
守
舗
軍
餘
一

百

八

名

漕
船
原

額

一

百

六

十

五

歲

運

粮

弘

治

間

安

慶

建

陽

等

衛

将

船

二

十

五

付

本

衛

代

之

船

衆

粮

多

官

軍

遂

至

困

敝

每

歲

京

儲

多

失

依

期

完

納

嘉

靖

三

年

兵

備

副

使

謝

迪

建

白

于

朝

上

許

之

船

歸

該

衛

而

仍

舊

京

儲

始

完

而

軍

士

亦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二
十
二

稍

甦

矣
水
戰
船
大

小

共

十

九

艘

其

制

倣

南

畿

水

操

者

爲

之

正

徳

七

年

兵

備

副

使

周

廷

徴

以

長

江

有

㓂

扞

禦

必

假

戰

艦

由

是

命

工

造

之

至

十

四

年

逆

濠

兵

燬

殆

盡

嘉

靖

六

年

兵

備

副

使

何

棐

復

其

守

之

以

軍

士

每

月

江

中

截

流

演

習

大

者

爲

營

陣

小

者

爲

竒

兵

以

翼

之

陣

名

偃

月

火

箭

神

鎗

專

用

干

兹

所

謂

南

人

之

長

沿

江

始

有

備

云

軍
噐
每

季

所

造

計

六

千

四

十

件

盔

六

十

頂

甲

一

百

六

十

付

腰

刀

一

百

六

十

把

斬

馬

刀

四

十

把

圎

牌

八

十

靣

撒

袋

一

百

八

十

付

弓

一

百

八

十

張

絃

三

百

二

十

條

箭

四

千

八

百

以

上

材

料

之

費

出

自

九

江

府

者

銀

二

百

七

十

一

兩

四

錢

四

分

七

出

自

九

江

衛

者

一

百

二

十

一

兩

八

錢

年

終

造

完

轉

解

工

部

民
兵
役
夫
民
以
防
民
也
始
於
成
化
間
今
為
定
額
限
於
粮

不
限
於
戸
積
粮
四
十
七
石
編
僉
一
名
每
名
顧
募
銀

七
兩
二
錢
郡
之
兵
共
六
百
名
歲
費
銀
四
千
三
百
二

十
兩
兵

以

民

之

閑

曠

勇

㨗

者

爲

之

無

事

則

供

差

遣

有

警

則

操

弓

矢

於

民

資

頗

費

而

公

家

亦

頼

其

用

焉
徳
化
縣

民
兵
一

百

二

十

名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二
十
三

徳
安
縣

民
兵
一

百

二

十

名

瑞
昌
縣

民
兵
一

百

二

十

名

湖
口
縣

民
兵
一

百

二

十

名

彭
澤
縣

民
兵
一

百

二

十

名

城
池
九
江
府
城
舊
築
於
漢
黥
布
也
唐
司
馬
白
居
易
重
修

宋
知
軍
州
事
余
崇
龜
元
緫
管
李
黼
各
因
圮
新
之

國
朝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調
京
軍
于
兹
開
設
直

九
江
衛
列

木
為
柵
引
水
為
濠
而
東
北
則
用
磚
益
繕
治
焉
永
樂

十
年
知
府
孔
復
指
揮
鍾
信
用
磚
包
砌
建
五
門
覆
以

樓
城
趾

水
竇
六
處
宣
徳
間
知
府
余
福
以
西
北
二

隅
削
進
南
隅

高
成
化
間
知
府
蘇
致
中
牛
本
指
揮

董
綱
等
各
再
修
飭
弘
治
三
年
知
府
童
潮
更
新
各
門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二
十
四

彰
以
扁
東
曰
磐
石
西
曰
湓
浦
南
曰
迎
恩
北
曰
福
星

東
北
曰
望
京
正
徳
六
年
兵
備
副
使
馮
顯
知
府
李
從

正

其
制
增
高
三
尺
十
四
年
逆
濠
兵
據
殘
毀
者
多

知
府
王
念
甃
復
如
故
嘉
靖
三
年
淫
雨
圮
四
之
一
兵

備
副
使
謝
迪
經
畫
完
之
七
年
知
府
馮
曾
請
諸
當
道

損
者
易
之

者
復
加
三
尺
今
制
東
西
縱
五
里
南
北

横
四
里
周
十
二
里
二
百
二
十
四
歩
崇
二
丈
二
尺
有

竒
城
上
寛
廣
可
容
騎
射
星
列
駁
石
以
便
投
擊
有
重

門
門
褁
鐡
葉
内
有
兵
馬
司
每

門

二

所

左

司

住

守

門

官

軍

右

爲

灰

庫

今

東

南

二

門

司

庫

俱

存

西

北

二

門

各

存

其

司

東

北

望

京

門

左

司

無

恙

而

灰

庫

獨

存

其

基

焉

有
砲
樓

四
有
候
軍
城
上
警
舗
二
十
有
八
城
中
冷
舗
三
十
有

二
夜
邏
其
奸
防
守
之
制
較
昔
益
備
按

是

城

負

大

瀆

案

廬

阜

甘

棠

二

湖

之

水

繞

於

西

南

若

有

金

湯

之

險

若

天

造

然

守

之

得

人

屹

然

為

東

南

之

保

障

矣

徳
化
縣
附
府
城

徳
安
縣
城
舊
無
正
徳
十
年
旁
邑
多
㓂
當
道
檄
知
縣
陳

錦
因
時
規
為
鼎
築
土
垣
一
圍
高
丈
許
袤
二
里
門
五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二
十
五

座
曰
東
曰
西
曰
南
曰
北
曰
小
西
自
是
有
備
而
民
無

惴
焉

瑞
昌
縣
城
舊
無
正
徳
八
年
華
林
盗
起
知
縣
黄
源
大
請

于

制
都
御
史
陳
金
城
之
四
隅
廣
七
百
餘
歩
厚
六

尺
高
一
丈
四
門
以
溝
塹

之
知

府

黄

相

記

曰

城

之

作

取

備

豫

而

已

王

公

設

險

以

固

其

國

城

郭

既

完

人

民

乃

安

有

土

者

之

通

道

也

然

治

安

而

兵

革

恬

皆

曰

緩

事

也

及

一

旦

有

警

衆

目

睽

睽

相

顧

而

語

難

思

無

以

立

慬

於

天

下

非

無

備

而

然

耶

瑞

昌

自

南

唐

置

邑

迄

今

六

百

年

顧

未

有

城

之

者

正

徳

辛

未

姚

源

洞

扇

亂

北

賊

亦

浮

舟

南

㓂

民

心

皇

皇

邑

居

弗

寜

野

去

者

莫

知

所

從

知

縣

事

黄

源

大

多

方

撫

禦

仍

以

修

城

池

申

請

緫

制

江

西

左

都

御

史

陳

公

金

繼

申

廵

撫

江

西

右

副

都

御

史

任

公

漢

皆

行

布

政

司

及

整

飭

九

江

兵

備

副

使

馮

公

顯

下

九

江

府

從

其

請

源

太

乃

相

時

度

地

以

城

貴

堅

不

貴

廣

規

制

七

百

餘

武

厚

六

尺

髙

一

丈

覆

以

瓦

立

四

門

於

徃

來

之

衝

東

曰

安

市

西

曰

歸

陽

南

曰

仙

湓

北

曰

金

露

甃

甓

完

固

上

有

望

樓

以

備

哨

瞭

又

有

小

南

門

以

通

徳

安

水

洞

門

以

便

民

薪

水

城

之

外

以

溝

塹

東

西

南

三

靣

瀕

瀼

溪

舊

水

路

衝

蕩

下

泄

乾

涸

巳

久

則

築

隄

以

回

其

流

有

水

縈

焉

此

則

鑿

岡

嶺

爲

塹

與

溪

流

合

肇

工

於

正

徳

癸

酉

春

竣

事

於

是

年

之

冬

費

出

於

區

畫

而

民

不

告

艱

工

出

於

僦

募

而

民

不

告

勞

用

力

省

而

成

功

易

民

樂

其

成

矣

有

備

則

無

患

善

守

則

克

全

朔

万

城

而

獫

狁

襄

韓

城

而

追

貊

服

申

城

而

南

土

保

春

秋

於

城

邢

城

楚

丘

必

特

書

之

以

近

事

言

之

宋

人

城

邕

城

廣

城

桂

嶺

南

之

民

始

奠

其

居

大

修

□



ZhongYi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二
十
六

北

諸

城

樓

櫓

相

望

然

後

并

邉

郡

邑

各

能

自

立

城

果

緩

事

乎

源

大

将

滿

九

載

去

訓

導

謝

廷

侃

因

民

心

求

予

言

以

記

其

事

予

惟

攻

心

爲

上

攻

城

爲

下

晉

陽

之

城

不

浸

者

三

版

而

民

無

叛

意

爲

國

固

不

專

在

於

城

矣

建

是

城

者

源

大

之

功

而

所

以

守

是

城

者

在

後

人

之

責

源

大

在

任

久

而

善

政

多

以

非

修

城

所

繫

故

不

書
湖
口
縣
無
城
險
於
山
故
也

彭
澤
縣
治
依
鳯
凰
山
其
形
如
椅
惟
缺
其
前
舊
有
土
城

久
圮
游
㓂
亦
或
侵
之
嘉
靖
三
年
兵
備
副
使
謝
迪
以

兹
邑
亦
江
南
要
地
無
備
不
可
乃
謀
之
撫
按
咸
是
其

議
令
知
縣
李
孟
燾
因
舊
址
接
鳯
凰
山
築
城
一
百
七

十
五
歩
高
一
丈
五
尺
加
堞
以
石
砌
焉
為
門
二
覆
以

樓
六
年
知
縣
柯
遷

築
東
南
山
隘
空
䖏
甃
堞
如
前

制
復
加
二
門
東
曰
賔
陽
西
曰
大
觀
南
曰
文
明
北
曰

拱
辰
屹
然
完
整
始
足
恃
云

煙
墩
正

徳

間

江

上

多

游

㓂

兵

備

副

使

馮

顯

十

里

設

墩

一

所

盖

效

邉

之

制

濵

江

十

有

餘

䖏

白

石

磯

一

回

風

磯

一

柘

磯

一

茭

石

磯

香

爐

墩

一

時

家

路
口
一

官

湖

一

鳯

凰

山

髙

廟

一

赤

湖

港

一

近

議

者

以

爲

江

南

地

形

曲

兀

林

木

宻

蔽

不

便

於

暸

望

况

㓂

之

來

也

以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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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楫

乘

風

之

便

待

舉

烽

火

緩

不

能

先

之

此

墩

之

設

寔

無

濟

於

事

今

廢

九
江
衛

演
武
塲
在

府

城

東

南

隅

内

其

地

平

曠

利

騎

射

廣

屯

聚

人

多

便

之

正

徳

七

年

兵

備

副

使

馮

顯

建

六

楹

爲

較

閱

操

之

所

北

立

義

勇

武

安

王

廟

至

嘉

靖

元

年

兵

備

副

使

周

廣

令

周

圍

築

垣

列

柵

爲

門

二

年

兵

備

副

使

謝

迪

以

地

下

命

指

揮

毛

錦

填

髙

三

尺

屹

然

塏

爽

十

一

年

兵

備

副

使

秦

鉞

於

後

開

基

造

敞

三

間

重

建

王

廟

於

後

十

三

年

兵

備

副

使

劉

可

扁

曰

翊

文

竪

坊

牌

於

前

百

歩

之

外

扁

曰

經

武

䂓

制

大

備

徳
化
縣

演
武
塲
附
衛
時

廵

捕

官

率

民

兵

於

此

演

習

闘

射

行

䑓

時

臨

較

閱

勇

優

劣

而

賞

罰

之

故

其

兵

多

徤

徳
安
縣

演
武
塲
在

縣

治

南

二

里

瑞
昌
縣

演
武
塲
在

縣

治

東

二

里

湖
口
縣

演
武
塲
在

縣

治

東

二

里

彭
澤
縣

演
武
塲
在

縣

治

東

一

里

以

上

各

塲

講

武

俱

同

徳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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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江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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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八

二
十
八

關
隘
徳
化
縣

龍
開
河
鎮
在

湓

浦

門

外

一

里

許

盖

江

南

要

害

之

最

設

廵

檢

司

於

斯

歲

編

弓

兵

六

十

名

時

察

徃

來

暴

客

焉
城
子
鎮
去

府

西

五

十

里

大

江

之

北

舊

有

廵

檢

司

今

因

之

弓

兵

之

减

龍

開

河

鎮

三

分

之

一

者

省

民

力

也
南
湖
觜
鎮
在

府

治

東

四

十

里

據

彭

蠡

之

口

設

廵

司

統

弓

兵

五

十

名

防

邏

湖

蕩

之

鼠

者

湖
口
縣

湖
口
鎮
在

状

元

坊

去

治

南

一

里

許

弓

兵

如

城

子

鎮

茭
石
磯
鎮
在

都

盛

鄉

去

治

北

十

五

里

弓

兵

亦

如

之

彭
澤
縣

峯
山
磯
鎮
在

長

洑

嶺

去

縣

南

三

里

許

弓

兵

五

十

名

馬
當
山
鎮
在

太

平

鄉

去

縣

南

三

十

里

濵

大

江

之

側

弓

兵

同

以

上

各

鎮

弓

兵

有

殊

其

把

守

盤

詰

則

如

一

九
江
府
志
卷
之
八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