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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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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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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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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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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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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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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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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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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關

封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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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公

大

統

六

年

除

使

持

節

大

都

督

行

汾

州

事

測

政

存

簡

惠

頗

得

民

和

地

接

東

魏

數

相

抄

竊

或

有

獲

其

爲

寇

者

多

縳

送

之

測

皆

命

解

縛

置

之

賓

舘

然

後

引

與

相

見

如

賓

禮

焉

仍

設

酒

餚

宴

勞

放

還

其

國

並

給

糧

餼

衞

送

出

境

自

是

東

魏

人

大

慙

乃

不

爲

寇

汾

晋

之

間

各

安

其

業

兩

介

之

民

遂

通

慶

吊

不

復

爲

仇

讐

矣

時

論

稱

之

方

於

羊

叔

子

或

有

告

測

與

外

境

交

通

懷

二

心

者

太

祖

怒

曰

測

爲

我

安

邊

吾

知

其

無

二

志

何

爲

間

我

骨

肉

生

此

貝

錦

乃

命

斬

之

仍

許

測

以

便

宜

從

事

卒

賜

靖

韓

裒

字

宏

業

居

昌

黎

涉

獵

經

史

深

沉

有

遠

略

避

地

夏

州

太

祖

時

爲

刺

史

待

以

客

禮

裒

勸

令

赴

平

凉

周

保

定

三

年

爲

汾

州

刺

史

州

界

北

接

太

原

當

千

里

徑

先

是

齊

數

入

民

廢

耕

桑

前

後

刺

史

莫

能

防

扞

裒

至

適

會

寇

來

裒

乃

不

下

屬

縣

人

旣

不

及

設

備

以

故

多

被

抄

掠

齊

人

喜

相

謂

曰

汾

州

不

覺

吾

至

先

未

集

兵

今

者

之

還

必

莫

能

追

攝

吾

矣

由

是

益

懈

不

爲

營

壘

裒

已

先

勒

精

銳

伏

北

山

中

分

據

險

阻

邀

其

歸

路

乘

其

衆

怠

縱

伏

擊

之

盡

獲

其

衆

故

事

獲

生

口

者

並

囚

送

京

師

裒

因

是

奏

曰

所

獲

賊

衆

不

足

爲

多

俘

而

辱

之

但

益

其

忿

耳

請

一

切

放

還

示

之

以

德

有

詔

許

焉

自

此

抄

兵

己

息

裒

歷

事

三

帝

高

祖

常

以

師

道

處

之

卒

謚

正

楊

衍

字

文

衍

華

陰

人

鈞

之

孫

也

少

有

志

操

襲

鈞

爵

賜

正

縣

伯

周

初

晋

候

保

定

中

陳

公

純

鎭

陝

西

以

敷

爲

總

管

長

史

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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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公

齊

將

段

孝

先

率

衆

五

萬

來

寇

梯

衝

地

道

日

夜

攻

城

敷

親

當

矢

石

隨

事

扞

禦

拒

守

累

旬

孝

先

攻

之

愈

急

時

城

中

兵

不

滿

二

千

戰

死

者

己

十

四

五

糧

儲

已

盡

公

私

窮

蹙

齊

公

憲

總

兵

赴

救

憚

孝

先

不

敢

進

軍

敷

知

必

陷

沒

乃

召

其

衆

謂

之

曰

吾

與

卿

等

俱

在

邊

鎭

願

同

心

戮

力

破

賊

全

城

但

强

寇

四

面

攻

圍

日

久

吾

等

糧

食

已

盡

救

援

斷

絕

守

死

窮

城

非

丈

夫

也

今

勝

兵

之

士

猶

數

百

人

欲

突

圍

出

戰

死

生

一

决

倘

或

得

免

猶

冀

生

還

受

罪

闕

廷

孰

與

死

於

寇

乎

吾

計

决

矣

於

諸

君

意

何

如

衆

咸

涕

泣

從

命

敷

乃

率

兵

夜

出

一

擊

殺

齊

軍

數

十

人

齊

軍

衆

稍

郤

俄

而

孝

先

率

諸

軍

盡

銳

圍

之

敷

殊

死

戰

矢

盡

爲

孝

先

所

擒

齊

人

方

欲

任

用

之

敷

不

爲

之

屈

遂

以

憂

懼

卒

於

鄴

高

祖

平

齊

賜

忠

莊

載

通

志

齊

劉

廹

由

進

士

任

吉

州

刺

史

剛

直

夙

稱

廉

能

茂

著

理

民

决

訟

推

誠

布

公

祀

名

宦

宋朱

弁

婺

源

人

任

右

武

大

夫

吉

州

團

練

使

奮

身

許

國

冒

險

和

戎

抗

節

致

忠

英

勇

絕

世

祀

名

宦

金任

禮

厚

興

定

中

任

州

同

知

元

兵

蹈

吉

與

其

妻

墜

崖

而

死

祀

名

宦

元時

公

權

任

吉

隰

二

州

統

兵

官

河

南

中

書

行

省

右

丞

課

士

撫

民

敎

養

移

俗

練

兵

禦

寇

恩

威

並

濟

文

武

全

才

嘗

禦

寇

炳

七

寨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六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爲

時

保

障

二

郡

賴

之

祀

名

宦

韓

復

生

瀏

陽

人

進

士

至

正

間

任

州

同

知

文

雅

而

嫻

於

吏

事

隱

惡

揚

善

俗

化

治

成

祀

名

宦

王

士

元

宇

堯

佐

恩

州

進

士

至

正

四

年

知

州

事

爲

政

不

苛

守

節

不

屈

士

民

感

戴

祀

名

宦

明許

志

昇

洪

武

間

知

州

修

學

宮

治

壇

壝

開

國

之

良

牧

高

選

正

德

間

知

州

宏

才

博

學

撫

士

恤

民

張

應

春

陜

西

華

州

人

萬

歷

四

十

二

年

以

舉

人

知

州

事

政

寬

刑

淸

風

移

俗

易

張

秉

同

鎭

平

人

萬

歷

間

學

正

賦

性

剛

果

正

大

不

阿

辛

繼

先

襄

城

人

萬

歷

間

學

正

一

介

不

取

忠

厚

正

直

人

稱

爲

羲

皇

以

上

人

祀

名

宦

麻

一

鳳

宣

城

人

天

啓

間

學

正

博

學

宏

才

剛

方

正

大

黃

光

煒

羅

山

人

崇

禎

五

年

以

人

知

州

事

刑

淸

賦

薄

惜

因

亂

棄

官

賀

明

威

崇

禎

間

守

備

防

禦

有

法

群

寇

蜂

起

賴

以

安

堵

國

朝

崔

起

鵬

奉

天

遼

東

人

順

治

四

年

以

生

員

知

州

事

靑

年

秀

質

蒞

政

有

條

陞

兵

備

道

南

鵬

陜

西

新

安

人

康

熙

七

年

以

廕

生

知

州

事

撫

綏

流

亡

創

修

郡

志

張

燦

奉

天

正

黃

旗

人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以

監

生

知

州

事

蒞

任

七

年

饒

有

政

績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七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田

鳴

玉

淅

江

山

陰

人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以

貢

生

知

州

事

搜

羅

遺

逸

纂

修

平

陽

府

志

虞

文

詡

浙

江

義

烏

人

嘉

靖

八

年

以

舉

人

知

州

事

六

事

兼

舉

百

廢

俱

興

調

任

解

州

宋

蕃

南

直

寳

應

人

嘉

靖

十

七

年

以

監

生

知

州

事

奏

减

糧

價

民

受

其

庇

宋

蕃

官

職

作

宗

蕃

蔣

暘

安

樂

縣

人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以

進

士

知

州

事

治

先

敎

化

使

民

無

訟

崇

學

校

築

城

垣

有

功

於

時

陞

陜

西

僉

事

祀

名

宦

龐

經

山

東

嘉

祥

人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以

人

知

州

事

淸

潔

慈

惠

民

歌

父

母

包

鍾

乾

州

人

嘉

靖

間

州

判

事

母

以

孝

愛

民

以

仁

創

築

外

城

公

私

不

動

一

錢

陞

盂

縣

知

事

未

及

行

而

卒

百

姓

祝

之

祀

名

宦

左

達

莘

縣

舉

人

嘉

靖

間

學

正

學

有

淵

源

敎

有

程

式

劉

璲

安

樂

人

嘉

靖

間

學

正

因

才

善

誘

人

文

聿

興

李

湖

直

隷

覇

州

人

萬

歷

七

年

以

人

知

州

事

資

性

温

雅

不

事

華

飾

政

敎

寬

仁

利

欲

不

染

陞

瀋

府

長

史

孫

溫

如

山

東

濱

州

人

萬

歷

十

一

年

以

進

士

知

州

事

冰

蘖

褆

躬

龐

澤

福

民

甘

士

英

奉

天

正

藍

旗

人

由

高

平

令

蒞

任

州

事

政

績

卓

異

惠

政

尤

多

州

人

至

今

思

之

王

元

鬯

字

德

馨

山

東

膠

西

人

以

二

品

蔭

生

蒞

任

州

事

賦

性

仁

慈

持

身

耿

介

剔

獘

興

利

愛

士

恤

民

州

人

立

有

去

思

碑

吳

聘

九

安

徽

涇

縣

人

以

廩

監

來

蒞

州

事

居

心

恕

仁

重

士

恤

民

蒞

任

數

年

貧

民

有

錢

糧

無

措

者

公

多

代

爲

補

完

嘗

於

二

堂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八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題

聯

云

此

日

爲

民

父

母

他

年

看

我

兒

孫

可

以

想

見

其

風

矣

公

故

皖

中

世

族

道

光

年

間

民

欠

倉

谷

公

使

人

自

家

取

金

悉

代

完

之

居

常

招

致

士

子

唱

和

詩

文

訟

靜

庭

閒

不

减

琴

鶴

高

致

解

任

後

淸

風

兩

袖

父

老

攀

轅

士

庶

爲

留

遺

靴

以

誌

其

惠

張

舒

翹

江

西

吉

水

縣

人

道

光

丙

申

聯

捷

進

士

由

內

閣

中

書

選

知

州

事

重

士

恤

民

創

修

書

院

士

庶

爲

立

長

生

位

以

祀

姚

官

澄

直

隸

涿

州

人

人

由

蔭

生

選

授

知

縣

同

治

元

年

署

理

州

事

靑

年

秀

士

决

訟

如

神

蒞

任

二

年

民

無

寃

抑

士

重

操

修

先

是

張

公

創

建

書

院

因

丁

艱

事

遂

中

寢

及

公

到

任

後

籌

畫

經

費

始

爲

落

成

自

是

州

復

有

書

院

解

印

後

州

人

思

慕

不

忘

爲

立

長

生

位

以

祀

之

張

德

豹

直

隷

武

强

人

武

進

士

由

侍

衞

任

太

原

鎭

標

右

營

都

司

同

治

六

年

領

平

陽

兵

二

百

五

十

人

從

平

垣

營

遊

擊

谷

景

昌

防

守

吉

州

河

口

谷

以

病

駐

城

公

遂

兼

轄

茅

津

渡

兵

及

本

地

兵

勇

在

河

防

守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賊

由

陜

西

宜

川

境

竄

入

吉

州

龍

王

廸

西

岸

衆

數

十

萬

屢

次

撲

渡

冰

橋

時

兵

勇

不

過

數

百

賴

公

督

率

禦

賊

晝

夜

戰

拒

至

使

軍

士

不

得

飮

食

城

中

紳

士

商

民

及

沿

河

附

近

村

莊

俱

皆

家

造

餉

食

奔

營

運

送

軍

士

皆

以

酒

濡

食

口

含

禦

賊

抵

二

十

二

日

賊

始

卻

退

數

十

里

夜

半

復

至

遂

濳

渡

冰

橋

公

血

戰

數

十

合

力

盡

撲

河

死

之

先

是

逆

賊

竄

入

陜

西

西

山

一

帶

山

右

戒

嚴

十

一

月

冰

橋

旣

合

上

復

委

平

陽

總

鎭

陳

統

帶

元

亨

利

貞

等

營

練

勇

督

辦

吉

州

河

防

抵

河

數

日

聞

固

關

有

警

即

復

領

軍

而

北

十

九

日

賊

遂

至

河

二

十

二

日

陳

公

始

由

大

寗

縣

將

勇

移

回

抵

暮

至

河

賊

退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九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已

遠

時

連

日

禦

戰

兵

勇

旣

皆

疲

憋

不

堪

是

夜

遂

以

新

來

練

勇

更

値

守

河

而

練

勇

又

復

日

行

數

百

里

不

勝

苦

三

更

後

遂

以

數

十

騎

濳

渡

冰

橋

先

將

火

藥

點

放

軍

士

潰

亂

公

從

賊

中

血

戰

而

出

有

公

兵

丁

牽

馬

請

公

逃

去

公

曰

吾

奉

命

防

河

今

旣

不

能

扞

禦

致

使

賊

得

竄

渡

上

無

以

報

朝

廷

下

無

以

對

萬

民

吾

死

必

矣

遂

反

身

撲

河

而

死

後

數

日

屍

浮

冰

上

衣

冠

如

生

有

某

者

收

其

屍

殮

之

七

年

春

發

葬

原

籍

米

輔

國

保

德

州

河

曲

縣

人

由

武

拔

補

平

垣

營

茅

津

渡

把

總

同

治

六

年

從

遊

擊

谷

駐

防

吉

州

河

口

十

一

月

賊

至

河

時

督

兵

禦

賊

身

先

士

卒

及

賊

渡

河

公

猶

擂

鼓

集

隊

獨

力

死

戰

遂

歿

於

亂

軍

之

中

郝

恭

汾

州

府

汾

陽

縣

人

由

世

襲

授

太

原

鎭

標

右

營

千

總

同

治

六

年

從

都

司

張

德

豹

防

守

吉

州

馮

家

磧

十

一

月

賊

至

河

時

調

至

龍

王

幷

力

禦

賊

及

賊

竄

渡

冰

橋

血

戰

力

盡

撲

河

而

死

谷

景

昌

直

隷

鉅

鹿

人

由

侍

衞

任

平

垣

營

遊

擊

加

副

將

銜

陞

澤

州

府

參

將

同

治

六

年

領

茅

津

渡

兵

兼

轄

平

陽

右

營

都

司

張

德

豹

駐

防

吉

州

河

口

十

一

月

賊

渡

河

時

公

以

病

駐

州

城

不

能

督

禦

事

宜

皆

託

張

德

豹

米

輔

國

恩

德

素

孚

士

能

用

命

及

州

城

失

守

遂

與

米

公

侄

外

委

米

杏

林

額

外

劉

潮

海

等

死

之

張

樹

屛

安

徽

人

同

治

九

年

以

蔭

襲

統

帶

樹

字

新

軍

六

營

防

堵

吉

州

河

口

以

恤

民

爲

心

法

令

嚴

明

州

人

甚

賴

同

治

七

年

六

月

州

川

大

水

扶

風

橋

欄

杅

漂

沒

無

存

數

年

不

能

修

理

行

人

多

墜

死

者

公

惻

然

憫

之

獨

力

重

修

至

今

人

頌

其

德

有

碑

記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林

成

興

江

甯

人

管

帶

樹

字

新

軍

前

營

同

治

九

年

駐

防

蝦

蟆

灘

建

橋

修

路

設

法

賬

飢

土

人

德

之

爲

立

碑

於

柏

山

寺

新

增

知

州

光緒

吳

葵

之

河

南

溫

縣

人

四

年

任

勤

愼

廉

潔

林

步

高

福

建

人

人

十

六

年

任

振

興

書

院

鄭

書

璣

陜

西

人

附

貢

二

十

年

任

淸

查

荒

地

章

同

湖

南

人

監

生

二

十

二

年

任

革

除

陋

規

頗

有

政

績

李

鑄

湖

北

人

光

緖

乙

酉

科

拔

貢

己

酉

科

人

二

十

六

年

署

理

州

篆

到

任

時

正

値

旱

災

請

於

上

憲

前

後

發

賑

銀

共

一

萬

一

千

兩

公

恐

人

多

銀

少

禀

明

上

憲

撥

銀

四

千

兩

重

修

城

垣

以

工

代

賬

全

活

飢

民

無

數

拳

匪

之

變

殺

傷

敎

民

英

國

敎

士

廵

查

結

成

敎

案

賴

公

調

和

無

事

賠

埋

葬

紀

念

碑

錢

四

百

六

十

千

文

又

爲

補

修

敎

堂

自

是

民

敎

和

睦

安

居

樂

業

平

民

敎

民

皆

頌

德

焉

又

勸

民

引

水

濯

地

在

州

西

大

郞

廟

官

坪

創

修

水

地

四

百

餘

畆

百

姓

至

今

感

戴

不

忘

黃

壽

徵

淅

江

人

光

緖

三

十

年

到

任

時

城

隍

廟

關

帝

廟

坍

塌

已

甚

前

代

理

吉

州

袁

禀

上

憲

伐

廟

中

柏

樹

數

株

並

捐

廉

數

十

金

與

州

之

紳

士

協

力

重

修

未

果

公

接

任

後

慨

然

以

爲

己

任

先

捐

廉

三

十

金

以

爲

動

工

之

資

學

正

張

文

芳

爲

總

理

派

州

之

紳

士

數

人

經

理

督

工

壤

者

修

之

闕

者

補

之

越

二

年

而

黝

垔

丹

靑

煥

然

一

新

廟

貌

較

昔

爲

壯

觀

焉

又

以

小

學

堂

開

辦

二

年

有

名

無

實

因

限

於

經

費

不

能

遵

章

辦

理

與

州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一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之

紳

士

秉

公

籌

款

在

州

境

之

龍

王

船

隻

上

每

船

一

支

抽

錢

一

千

文

以

爲

學

堂

長

年

的

款

事

方

就

緖

因

事

進

省

署

任

曹

靈

秀

又

因

廵

警

局

經

費

支

絀

每

船

增

抽

錢

二

百

文

每

年

秋

夏

二

季

約

抽

錢

六

七

百

千

文

不

等

通

年

與

廵

警

局

撥

錢

二

百

千

文

餘

皆

爲

學

堂

經

費

始

得

聘

請

敎

習

選

派

職

員

養

贍

學

生

雖

規

模

尙

欠

擴

充

而

學

堂

日

有

起

色

吉

州

學

堂

之

設

立

黃

公

之

力

居

多

數

焉

厥

後

創

辦

育

嬰

堂

又

善

也

曹

靈

秀

陜

西

人

監

生

三

十

二

年

任

督

辦

保

甲

盜

賊

歛

跡

勸

種

桑

樹

籌

款

添

兵

振

興

學

堂

宣統

吳

昌

燕

江

蘇

人

元

年

任

下

車

伊

始

兩

革

陋

規

厥

後

設

立

敎

育

會

勸

學

所

簡

易

識

字

學

塾

自

治

所

育

嬰

堂

宣

講

所

女

學

堂

並

重

修

關

帝

廟

重

建

朝

陽

門

兼

招

添

高

等

小

學

堂

之

生

種

種

善

土

人

德

之

人

物

山

川

靈

秀

何

地

無

才

况

吉

屬

前

賢

以

事

功

節

義

見

者

不

乏

其

人

耶

彜

型

在

望

觀

感

斯

存

記

人

物
附

志

寓

賢

殷鄂

候

殷

三

公

也

殷

醢

九

候

鄂

候

爭

之

疆

辨

之

疾

故

脯

周韓

康

路

史

厥

之

元

孫

康

釆

趙

藺

爲

藺

氏

屈

候

鮒

仕

魏

爲

武

候

之

師

翟

黃

所

進

也

唐崔

元

亮

吉

州

人

擢

進

士

第

元

和

初

爲

駕

部

員

外

郞

淸

愼

自

持

大

和

中

改

諫

議

大

夫

每

遷

官

輒

讓

形

於

色

文

宗

時

以

直

諫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二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名

朝

廷

推

爲

宿

望

移

疾

歸

東

郡

召

爲

䝞
州

刺

史

祀

鄕

賢

金馮

延

登

字

子

俊

吉

州

吉

鄕

人

世

業

醫

以

幼

穎

悟

遂

事

業

登

承

安

二

年

詞

賦

進

士

第

調

臨

眞

縣

主

簿

德

順

州

軍

事

判

官

太

和

元

年

轉

寗

邊

令

大

安

元

年

七

月

雹

害

稼

發

粟

賑

貸

全

活

甚

衆

貞

祜

二

年

補

尙

書

省

命

使

尋

授

河

中

府

判

官

兼

行

尙

書

省

左

右

司

員

外

郞

興

定

五

年

入

爲

國

史

編

修

改

太

常

博

士

元

光

二

年

知

登

聞

鼓

院

兼

翰

林

修

撰

奉

使

夏

國

就

充

接

送

伴

使

正

大

七

年

遷

國

子

祭

酒

假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充

國

信

使

以

八

年

春

至

䝞
縣

營

元

主

問

汝

識

鳳

翔

帥

否

對

曰

識

之

又

問

何

如

人

曰

敏

於

事

者

也

又

曰

汝

能

招

降

即

貰

汝

死

對

曰

臣

奉

命

請

和

招

降

豈

使

職

乎

招

降

亦

死

還

朝

亦

死

不

若

今

日

即

死

爲

愈

也

明

日

復

問

汝

曾

思

之

否

對

如

前

問

至

再

三

執

意

不

回

又

明

日

乃

云

汝

罪

當

死

但

古

無

殺

使

者

理

汝

愛

汝

鬚

髯

猶

汝

命

也

叱

左

右

以

刀

截

去

之

延

登

岸

然

不

動

乃

監

之

豐

州

三

年

後

放

還

哀

宗

撫

慰

久

之

復

官

祭

酒

歷

禮

二

部

侍

郞

權

刑

部

尙

書

明

年

元

兵

圍

汴

倉

卒

逃

難

爲

追

騎

所

得

欲

擁

而

北

行

延

登

辭

情

慷

慨

躍

入

城

旁

井

中

年

五

十

八

楊

貞

吉

州

人

父

椿

嘗

爲

獻

州

刺

史

貞

擢

明

昌

進

士

第

仕

至

河

東

南

路

招

撫

使

隰

吉

便

宜

經

畧

使

築

牛

心

寨

以

禦

元

圍

急

命

其

子

克

義

克

敬

婿

禮

厚

俱

死

之

又

命

妻

孟

氏

自

經

女

即

禮

厚

妻

墜

崖

死

貞

乃

南

望

再

拜

焚

盧

赴

河

死

後

屍

橫

水

上

門

人

張

安

石

收

葬

焉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三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王

予

可

吉

州

人

字

南

雲

父

本

軍

校

南

雲

亦

籍

年

三

十

大

病

後

忽

發

狂

能

揮

筆

作

詩

文

及

說

世

外

恍

愡

事

南

渡

後

居

上

蔡

遇

文

士

則

稱

大

成

將

軍

於

釋

則

諦

摩

龍

什

於

道

則

騶

天

元

俊

於

貴

遊

則

威

錦

堂

主

人

爲

人

則

軀

幹

雄

偉

貌

亦

奇

古

戴

靑

葛

巾

項

後

垂

雙

帶

若

牛

耳

一

金

鏤

環

在

頂

額

間

兩

頰

以

靑

湼

之

染

爲

翠

靨

長

衣

不

能

掩

脛

故

詩

人

有

哨

腿

王

之

目

落

魄

嗜

酒

每

入

城

市

人

爭

以

酒

食

遺

夜

宿

土

室

中

人

問

其

故

其

應

如

響

其

所

引

書

皆

世

所

無

有

人

與

之

紙

落

筆

數

百

言

或

詩

或

文

多

六

經

中

語

及

韻

學

古

文

奇

字

壬

辰

兵

亂

爲

順

天

將

領

軍

所

得

舘

於

州

之

瑞

雲

觀

南

雲

言

於

將

領

曰

我

不

能

住

君

家

觀

也

越

二

日

病

卒

後

又

見

之

於

淮

上

者

又

云

安

邑

人

小

字

醜

人

遊

河

南

鄧

偃

城

鄢

陵

等

處

詩

詞

走

筆

如

神

禮

部

尙

書

趙

國

臣

曁

中

州

高

士

悉

師

事

之

遺

詩

見

藝

文

元馮

愈

父

敬

夫

病

篤

愈

籲

天

割

股

調

藥

父

病

遂

愈

事

聞

於

朝

至

正

間

旌

表

其

門

其

所

居

故

址

至

今

稱

爲

孝

子

原

祀

鄕

賢

明馮

受

吉

州

人

永

樂

間

賢

良

方

正

授

河

南

祀

縣

丞

遷

吉

水

幕

鎭

廵

江

右

陳

侍

郞

以

才

政

聞

於

朝

擢

永

寗

縣

知

縣

再

任

泰

安

醴

華

胥

有

政

聲

景

泰

初

卒

士

民

哀

思

立

祠

華

山

之

陳

維

藩

吉

州

人

正

德

戊

辰

進

士

少

卓

越

穎

敏

十

餘

歲

通

毛

詩

弱

冠

登

第

授

刑

部

主

事

折

獄

明

允

晋

郞

中

督

糧

薊

鎭

時

武

廟

東

廵

錢

寗

竊

威

權

索

賄

少

不

遂

中

以

危

法

維

藩

獨

侃

侃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四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不

少

貶

寗

假

他

事

迨

繫

謫

貴

州

婺

川

知

縣

有

水

南

集

行

於

世

郝

鏜

成

化

間

甘

泉

知

縣

愛

民

如

子

去

任

後

人

恆

思

之

劉

澤

字

濟

民

成

化

間

貢

士

知

金

縣

下

車

即

誓

於

衆

以

廉

潔

自

期

興

學

設

敎

崇

尙

禮

義

務

本

息

訟

革

奸

均

賦

士

民

仰

戴

如

父

母

子

從

學

爲

戶

部

郞

中

時

贈

官

如

其

爵

丁

汝

謙

字

子

益

吉

州

人

正

德

甲

戌

進

士

初

官

太

常

寺

博

士

擢

禮

科

給

事

中

世

廟

入

繼

議

尊

興

獻

禮

據

經

史

力

諍

爲

大

禮

貴

人

所

忌

謫

曲

周

縣

縣

丞

遷

永

平

府

推

官

終

四

川

安

綿

道

所

至

皆

有

廉

能

聲

祀

鄕

賢

明

張

柱

嘉

靖

間

貢

士

仕

襄

城

縣

丞

有

政

績

祀

彼

處

名

宦

劉

如

箎

萬

歷

間

貢

士

仕

至

孔

鞏

府

通

判

有

品

行

祀

鄕

賢

賈

四

維

萬

厯

庚

子

舉

人

授

環

縣

知

縣

居

官

淸

謹

博

學

能

文

雅

意

學

校

留

心

民

瘼

決

訟

如

止

水

事

無

寃

抑

民

皆

仰

之

白

爾

心

貢

士

天

啓

間

任

府

谷

知

縣

狷

介

自

守

稱

爲

廉

吏

岳

衡

薦

人

材

授

山

東

鹽

課

司

副

使

有

才

幹

聲

國

朝

劉

五

龍

順

治

間

拔

貢

任

山

陽

英

山

二

縣

俱

有

惠

政

行

取

兵

部

主

事

陞

郞

中

出

守

安

慶

淸

潔

自

勵

致

仕

歸

泣

送

者

塞

於

道

推

爲

皖

江

循

吏

之

冠

歸

橐

蕭

然

送

僑

寓

襄

陵

課

弟

五

孚

成

進

士

徐

椿

性

至

孝

親

卒

盧

於

墓

臺

憲

俱

旌

其

門

曹

執

衡

康

熙

間

貢

士

涉

臘

藝

文

創

修

州

志

張

金

鳳

性

孝

友

知

州

楊

樞

旌

其

門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五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陳

鳳

翀

字

翰

五

康

熙

間

貢

士

性

至

孝

事

繼

母

無

異

所

生

鄕

黨

稱

之

蘭

錫

第

吉

州

蘭

村

里

人

號

素

亭

先

世

明

嘉

靖

間

任

九

江

敎

授

曾

祖

及

父

皆

入

邑

庠

代

有

隱

德

弱

冠

乾

隆

庚

午

鄕

榜

由

大

挑

銓

補

鳳

臺

縣

敎

諭

俸

滿

保

陞

直

阜

城

縣

知

縣

革

去

苛

派

盡

心

災

賑

總

督

方

敏

慤

觀

成

薦

以

治

河

調

任

永

淸

擒

巨

匪

鄭

六

並

究

出

積

盜

尹

十

王

大

秃

子

及

夥

盜

張

兌

兒

薛

六

等

十

餘

人

一

時

盜

風

頓

息

民

賴

以

安

力

修

水

利

事

載

永

淸

縣

志

復

調

大

興

旋

陞

永

定

河

同

知

歷

任

直

隷

正

定

湖

南

永

州

二

府

簡

放

江

西

贛

南

道

服

闋

補

直

隷

永

定

河

道

特

旨

陞

署

河

東

道

總

督

時

當

黃

流

橫

溢

河

防

孔

急

晝

夜

籌

畫

得

保

安

瀾

御

製

詩

章

云

永

定

分

司

久

素

知

愼

且

勤

河

東

擢

開

府

川

奠

冀

成

勳

初

任

原

厪

念

所

爲

果

出

群

益

當

志

敏

黽

副

望

俾

予

欣

以

紀

其

績

前

後

恩

賚

優

厚

己

酉

調

任

南

河

總

督

每

遇

京

察

均

列

一

等

嘉

慶

元

年

召

入

千

叟

宴

授

受

禮

成

蔭

一

子

入

監

讀

書

生

平

在

公

自

甘

淡

薄

惟

整

飭

庶

務

愛

惜

民

生

爲

念

凡

衙

門

舊

有

陋

規

食

物

官

價

悉

革

除

之

民

輒

稱

便

居

官

風

節

可

以

想

見

兩

任

河

督

隨

伺

只

一

二

舊

僕

每

遇

要

工

不

計

利

害

不

畏

險

阻

以

艱

苦

淸

節

上

結

主

知

間

自

嘆

曰

一

生

無

所

建

樹

惟

勤

愼

二

字

受

知

於

上

愧

無

報

稱

耳

因

治

河

勞

勩

卒

奉

旨

以

居

官

廉

潔

命

僚

屬

存

恤

其

家

嗚

呼

賢

矣

祖

父

贈

官

如

其

爵

著

有

治

河

摘

抄

吉

州

考

永

定

河

志

各

卷

紳

士

俱

呈

請

祀

鄕

賢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六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葛

正

華

吉

州

人

號

臨

溪

少

秉

穎

慧

先

世

得

葛

家

溝

土

窰

二

孔

讀

書

其

中

吟

哦

不

輟

年

十

六

入

泮

冠

軍

乾

隆

己

卯

登

賢

書

庚

辰

聯

捷

進

士

以

庶

吉

士

用

鄕

人

豔

稱

之

由

編

修

改

授

御

史

監

察

湖

廣

道

掌

雲

南

道

自

居

言

官

茹

苦

固

窮

時

露

風

釆

乙

酉

順

天

鄕

試

充

同

考

官

得

士

汪

日

章

等

十

三

人

皆

名

下

士

保

舉

簡

放

山

東

督

糧

道

向

因

挖

引

河

大

爲

民

累

力

爭

罷

之

搜

剔

漕

務

積

以

淸

白

自

矢

著

有

惠

政

旋

以

儹

運

積

勞

卒

於

任

祖

父

封

贈

如

其

官

年

未

周

甲

時

論

深

惜

焉

葛

正

華

字

禮

山

一

字

雲

夫

號

閬

鴻

臨

溪

翁

之

子

幼

從

父

讀

十

三

歲

入

泮

嘉

慶

丁

卯

科

考

取

優

貢

庚

午

科

本

省

鄕

試

中

式

第

三

名

人

會

典

舘

謄

錄

候

選

知

縣

庚

辰

科

會

試

中

式

第

九

十

六

名

進

士

殿

試

第

二

甲

第

一

百

名

朝

考

入

選

第

八

名

欽

典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授

廣

東

道

監

察

御

史

初

任

雲

南

澂

府

知

府

愛

士

恤

民

即

有

政

聲

歷

任

湖

南

常

德

府

地

遭

大

水

公

捐

廉

築

堤

指

令

堤

外

盡

栽

楊

柳

設

救

生

船

數

十

號

粥

廠

數

處

又

興

堤

工

代

賑

民

賴

安

堵

及

奉

命

北

上

鼎

城

父

老

攀

轅

遠

者

焚

香

遙

拜

士

子

贈

詩

時

有

公

門

下

士

郭

生

子

衡

者

繪

朗

江

贈

別

圖

王

德

寬

爲

作

頌

曰

公

之

明

皎

如

日

月

公

之

才

堪

任

節

鉞

願

祝

公

福

而

壽

身

在

江

海

心

存

北

闕

署

辰

浣

兵

備

道

政

績

丕

著

楚

人

比

之

龔

黃

云

附

寓

賢

明

徐

賁

字

幼

文

其

先

蜀

人

由

昆

陵

徙

吳

時

稱

十

才

子

賁

其

一

也

工

詩

善

畫

山

水

避

淮

張

徙

居

吳

興

蜀

山

洪

武

七

年

周

薦

家

丙

辰

二

月

遣

廉

訪

晋

冀

簡

其

橐

惟

紀

行

詩

數

首

授

給

事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七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中

後

爲

河

南

左

布

政

使

以

缺

兆

泯

軍

犒

勞

迨

繫

卒

詩

名

北

郭

集

其

晋

冀

紀

行

詩

乃

廉

訪

時

所

作

也

按

通

志

以

此

條

列

入

州

寓

賢

不

知

何

所

考

據

姑

仍

之

孝

義

葛

尊

素

生

員

以

義

勇

聞

於

里

中

明

末

土

寇

蠭

起

公

練

結

鄕

勇

守

城

捍

禦

殺

陷

甚

衆

城

賴

以

完

馮

進

川

世

居

同

樂

里

下

原

村

工

武

藝

有

萬

夫

不

當

之

勇

明

末

流

寇

入

境

至

其

村

二

人

禦

之

賊

無

敵

者

村

人

賴

以

保

全

强

偉

儒

乾

隆

年

生

員

事

母

孝

鄕

里

同

聲

母

病

久

諸

藥

不

效

聞

龍

到

頭

水

耳

丸

最

靈

妙

遂

親

往

路

經

鄕

寗

縣

平

原

村

有

虎

當

道

人

驚

避

孝

子

叩

首

曰

余

爲

母

病

求

藥

病

宜

痊

可

讓

路

如

余

命

宜

死

即

傷

余

虎

遂

避

取

藥

還

進

之

病

果

愈

人

呼

爲

憨

相

公

燕

樂

天

乾

隆

時

人

居

河

沿

村

父

早

逝

善

事

母

及

母

病

篤

親

調

湯

藥

衣

不

解

帶

者

數

月

後

入

泮

至

州

送

學

偶

染

重

疾

歸

至

入

祖

山

卒

於

深

山

中

旁

無

奴

僕

忽

一

虎

臥

其

側

日

夜

不

去

行

人

見

之

送

信

至

家

往

視

之

面

如

生

殮

尸

而

歸

虎

乃

去

人

以

爲

孝

所

感

云

白

俊

英

字

超

凡

乾

隆

間

拔

貢

平

陸

縣

敎

諭

好

讀

書

多

義

曾

倡

捐

重

修

文

昌

廟

自

行

管

飯

三

十

四

人

先

買

水

園

二

畆

爲

廟

中

香

火

之

資

事

載

文

昌

廟

碑

記

子

三

皆

顯

梁

乾

隆

年

人

生

平

好

義

有

族

女

四

人

俱

失

怙

恃

撫

如

己

出

及

長

各

治

裝

嫁

之

張

雲

城

字

怡

山

號

臥

之

恩

貢

士

事

繼

母

陳

氏

至

孝

母

怒

輒

跪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八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而

謝

之

母

出

一

女

適

劉

氏

家

貧

公

體

母

志

瞻

養

一

生

壽

七

十

二

歲

終

之

日

謂

子

孫

曰

吾

心

無

憾

惟

劉

家

貧

吾

歿

後

須

時

賙

恤

勿

使

吾

愧

見

汝

祖

母

面

也

梁

振

川

嘉

慶

年

人

七

歲

父

適

秦

無

定

處

後

往

陜

西

遍

尋

見

父

面

父

篤

病

求

治

罔

效

而

終

遂

典

身

以

葬

歸

養

母

母

卒

公

復

入

陜

負

父

骨

浮

河

而

渡

合

窆

焉

劉

毓

英

字

子

千

號

竹

溪

少

失

怙

恃

賴

祖

母

撫

養

成

立

年

十

六

例

授

國

學

事

祖

母

盡

情

盡

意

以

終

其

餘

年

及

歿

葬

以

禮

歲

嘗

薦

享

時

物

每

逢

祖

母

壽

日

必

衣

冠

拜

享

率

子

孫

奠

祭

不

忘

年

六

十

有

四

整

冠

端

坐

而

逝

劉

毓

苑

州

廩

生

性

剛

直

孝

事

寡

母

和

顏

悅

色

在

里

中

嚴

氣

正

情

人

多

敬

憚

排

難

解

紛

善

良

賴

以

安

全

葛

鐘

蓮

州

諸

生

性

友

愛

與

兄

分

爨

兄

歿

後

諸

侄

不

能

自

給

復

招

同

居

撫

養

年

七

十

餘

無

疾

而

卒

白

葆

光

字

寳

岩

歲

貢

士

候

選

訓

導

少

負

雋

才

年

十

六

以

州

府

院

試

三

軍

童

子

軍

時

有

小

三

元

之

目

性

尤

篤

於

孝

友

母

歿

時

遺

弟

僅

數

歲

賴

公

友

愛

甚

至

悉

以

成

立

父

歿

後

供

主

寢

室

洒

掃

必

親

飮

食

必

祭

每

春

秋

祭

日

必

親

歷

墓

所

居

常

有

一

味

之

佳

□

寢

後

必

招

諸

弟

共

嘗

之

嘗

戒

子

弟

曰

人

不

可

忘

本

事

父

母

而

不

孝

祭

祖

宗

而

不

誠

是

忘

本

也

忘

本

者

不

昌

生

平

兼

精

歧

黃

術

貧

民

有

不

能

醫

者

公

必

診

視

調

治

以

是

扶

危

濟

困

隱

德

尤

多

知

州

周

雲

鳳

聞

其

賢

曾

爲

親

訪

其

家

享

年

六

十

有

九

遺

命

誡

子

弟

以

勿

延

僧

道

勿

事

奢

華

勿

入

公

門

勿

交

官

長

以

勤

儉

爲

本

孝

弟

爲

先

樹

德

爲

基

樂

善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十
九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爲

寳

德

行

品

望

卓

然

推

重

一

時

焉

陳

隆

華

性

好

善

恤

貧

而

尤

敬

惜

字

紙

嘗

置

一

小

鐵

乂

每

晨

腰

帶

布

囊

即

在

各

處

檢

拾

字

紙

遇

穢

汚

輒

用

鐵

乂

剔

起

用

水

洗

凈

始

焚

灰

埋

於

山

頂

一

日

於

街

頭

拾

字

紙

歸

檢

出

錢

票

數

張

語

家

人

曰

此

票

倘

貧

人

失

落

有

緊

要

事

必

致

尋

死

因

晨

起

訪

其

人

與

之

亦

不

受

謝

由

是

鄕

里

益

重

其

行

楊

潔

州

歲

貢

士

少

家

貧

性

嗜

詩

書

有

品

槪

以

敎

學

終

其

身

受

業

入

泮

者

數

十

人

年

七

十

餘

而

卒

文

乙

甲

號

森

翁

歲

貢

生

誨

人

不

倦

出

其

門

者

數

百

人

鄕

街

有

爭

訟

者

延

先

生

至

即

解

釋

無

事

白

倣

侃

嘉

慶

間

監

生

曾

買

義

田

以

葬

無

主

骨

骸

知

州

馬

振

玉

爲

立

義

塚

碑

蘭

蔭

李

字

樾

生

癸

酉

科

拔

貢

端

方

聞

於

里

中

性

嗜

書

不

入

市

井

以

敎

學

終

於

鄕

塾

段

逢

辛

州

諸

生

品

詣

端

方

學

正

崔

樹

棣

鄕

飮

楊

甲

第

字

東

亭

邑

增

生

少

貧

性

嗜

書

手

不

釋

卷

敎

讀

南

鄕

成

名

者

數

十

計

風

氣

爲

之

一

新

工

卜

筮

遠

近

就

决

焉

弟

早

逝

遺

侄

二

未

離

襁

抱

撫

養

如

己

出

俱

以

成

立

年

七

十

二

而

卒

一

時

成

人

望

焉

郭

集

鸞

咸

豐

年

恩

貢

生

素

有

孝

行

父

生

時

好

食

魚

每

祭

必

先

到

河

取

魚

以

獻

白

增

廉

凶

年

賑

濟

鄕

人

贈

匾

寬

則

得

衆

賈

中

立

生

平

好

善

凶

年

散

粟

歲

臘

散

麥

鄕

人

贈

匾

云

德

行

可

風

行

孚

閭

里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二
十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白

嶼

字

書

菴

咸

豐

間

諸

生

性

孝

友

父

汝

騏

州

諸

生

任

俠

不

覊

祖

葆

光

歲

貢

生

晚

得

二

子

年

甫

數

歲

而

翁

已

六

十

餘

矣

恐

不

能

成

立

深

以

爲

憂

及

歿

謂

嶼

曰

吾

生

平

所

爲

諸

事

自

問

皆

可

無

憾

所

不

能

甘

心

者

此

二

子

耳

汝

能

撫

養

成

立

俾

得

無

爲

凍

餒

吾

死

瞑

目

矣

嶼

泣

而

受

之

及

歿

喪

葬

俱

如

禮

後

遂

奉

事

祖

母

旁

及

父

昆

延

師

課

讀

恩

養

備

至

二

叔

相

繼

成

立

實

嶼

之

力

每

於

家

庭

瑣

事

尤

曲

意

承

懽

不

使

少

有

抑

損

以

是

賢

孝

之

名

流

傅

遠

邇

平

生

尤

疎

財

仗

義

族

黨

中

貧

不

能

喪

葬

嫁

娶

皆

躬

爲

維

持

卒

三

十

五

歲

聞

者

莫

不

惜

之

史

載

政

貢

生

德

行

素

著

居

岔

口

河

凡

鄰

村

有

相

爭

者

一

至

其

處

皆

能

兩

和

爲

無

事

人

稱

爲

善

人

新

增

孝

義

義

士

梁

冲

霄

州

南

鄕

塌

村

增

生

性

好

施

濟

不

勝

枚

光

緖

三

年

屍

骸

徧

野

冲

霄

率

子

侄

掩

埋

數

月

約

百

餘

具

闔

州

士

民

稱

頌

子

太

學

生

步

瀛

歲

貢

生

登

瀛

皆

好

施

濟

酷

肖

其

父

父

歿

已

二

十

餘

年

兄

弟

友

愛

庭

無

間

言

孫

四

人

俱

列

膠

庠

循

循

有

規

矩

陳

珽

州

廩

生

麥

城

村

人

事

親

至

孝

同

治

六

年

捻

匪

竄

境

母

恐

爲

賊

所

得

欲

垂

崖

而

死

珽

時

方

十

三

歲

號

泣

抱

母

得

不

死

幸

母

子

皆

免

於

難

父

歿

喪

葬

盡

禮

母

病

危

醫

藥

罔

效

珽

禱

於

神

願

减

己

算

以

增

母

壽

病

尋

愈

及

母

以

壽

終

珽

守

墓

逾

年

隣

里

以

孝

稱

楊

熙

州

南

鄕

南

光

村

增

生

孩

提

時

母

患

癱

瘓

父

因

調

治

數

年

置

爲

廢

人

熙

時

方

六

歲

常

竊

取

家

中

食

物

以

供

母

八

歲

入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二
十
一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塾

私

請

諸

師

每

日

就

舘

受

業

而

潛

於

母

室

讀

之

以

便

奉

事

其

母

其

師

感

其

孝

從

之

稍

長

禱

祝

調

治

夜

以

繼

日

母

病

一

日

頓

愈

復

與

父

和

好

如

初

鄕

鄰

咸

以

孝

子

稱

王

廷

柱

王

廷

瑞

州

南

杏

渠

村

附

生

廷

瑞

數

歲

失

怙

恃

廷

柱

僅

十

餘

歲

撫

養

弱

弟

備

竭

勤

勞

及

長

課

弟

讀

書

俱

得

成

名

弟

已

肖

兄

事

兄

如

父

子

侄

數

人

滿

門

和

睦

至

今

六

十

餘

年

兄

與

弟

皆

年

邁

七

旬

並

未

分

居

隣

里

感

之

爲

贈

棠

棣

聯

芳

匾

額

武

生

張

東

榮

州

西

鄕

霖

雨

村

人

有

子

四

人

性

皆

孝

友

長

吏

元

名

英

琪

次

武

舉

名

鴻

琪

三

武

生

名

亮

琪

四

增

生

名

瑞

琪

父

歿

時

英

琪

方

十

餘

歲

鴻

琪

等

僅

數

歲

英

琪

勤

儉

持

家

培

養

三

弟

友

恭

敬

讓

以

事

其

母

怡

怡

如

也

至

今

三

十

餘

年

矢

志

永

不

分

居

久

而

彌

篤

同

治

六

年

殉

難

張

毓

芝

諸

生

團

練

頭

六

年

賊

匪

渡

河

隨

知

州

余

澐

在

河

防

守

冰

橋

被

賊

殺

害

葛

均

州

諸

生

六

年

携

家

人

避

賊

人

於

深

澗

原

被

賊

虜

去

遂

乘

間

赴

井

後

遍

訪

無

知

者

至

次

年

夏

村

人

淘

井

見

浮

屍

撈

出

衣

冠

尙

整

家

人

始

認

識

歸

葬

史

國

相

咸

豐

間

恩

貢

生

六

年

賊

過

境

被

殺

恩

賜

世

襲

雲

騎

尉

劉

步

魁

諸

生

六

年

賊

過

境

墜

崖

身

死

恩

賜

世

襲

雲

騎

尉

劉

毓

傑

廩

貢

六

年

賊

過

境

墜

崖

死

恩

賜

世

襲

雲

騎

尉

王

福

曾

本

州

人

太

原

營

把

總

六

年

以

奉

公

至

家

適

賊

至

遂

力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二
十
二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戰

而

死

子

世

襲

雲

騎

尉

柴

湘

儒

士

六

年

捻

匪

犯

境

負

其

老

父

携

其

妻

子

避

居

山

寨

數

日

賊

並

未

有

消

息

乃

下

寨

赴

家

適

與

賊

遇

掠

其

妻

曹

氏

義

不

受

辱

墜

崖

身

死

又

拷

撻

其

父

索

取

財

物

湘

見

父

苦

楚

難

堪

詒

言

抵

家

傾

與

賊

放

其

父

執

湘

去

取

家

徒

四

壁

賊

怒

遂

斷

其

首

解

其

尸

又

殺

其

稚

子

一

家

三

口

同

日

俱

盡

白

樂

子

六

年

傭

工

汝

馶

家

時

汝

馶

新

歿

賊

匪

竄

境

遂

携

領

家

口

逃

避

史

家

原

携

持

保

衞

左

右

不

離

賊

搜

見

遂

與

賊

格

罵

被

賊

撲

殺

之

方

技

陳

熙

昌

業

歧

黃

術

少

遊

京

師

得

名

人

衣

鉢

歸

梓

後

以

專

門

聞

於

鄕

里

投

人

藥

餌

無

不

效

騐

病

愈

謝

禮

槪

却

不

受

州

人

以

是

重

之

白

巖

道

光

間

恩

貢

士

工

書

法

終

年

閉

戶

讀

書

足

跡

未

嘗

履

城

市

劉

時

庸

拔

貢

生

書

法

眞

隷

草

篆

無

不

工

絕

所

遺

片

紙

隻

字

人

皆

珍

藏

如

寳

仙

釋

深

山

大

澤

之

中

原

爲

異

士

濳

藏

之

所

而

舊

所

載

寥

寥

豈

眞

地

無

其

人

耶

無

以

謂

道

非

其

道

故

皆

略

而

弗

載

耶

夫

岩

棲

谷

隱

本

不

冀

人

世

之

聽

聞

然

發

至

德

於

生

前

或

致

埋

幽

光

於

歿

後

即

質

之

往

代

贊

修

未

始

非

志

乘

殘

缺

之

憾

况

淸

泉

白

石

覽

勝

者

每

動

幽

情

子

晋

喬

松

稽

古

者

尤

增

遐

慕

遺

韻

之

流

傳

烏

可

視

爲

無

足

輕

重

之

數

哉

故

擇

其

道

行

高

邁

者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二
十
三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聊

爲

補

入

超

然

廣

化

眞

人

姓

王

名

志

度

吉

州

曹

村

人

主

持

平

陽

路

河

中

府

寥

陽

宮

道

通

方

外

名

著

河

東

廣

演

修

持

深

明

義

分

利

生

接

物

去

假

歸

眞

於

世

大

有

陰

德

郡

人

思

慕

不

已

及

門

下

綱

首

道

衆

建

祠

塑

眞

嚴

奉

香

火

至

元

中

特

旨

賜

號

超

然

廣

化

眞

人

所

著

有

道

家

書

行

於

世

事

蹟

行

狀

俱

載

入

大

藏

釋

仙

傳

牛

和

尙

明

時

人

主

持

高

天

山

北

極

廟

道

行

高

邁

山

中

狼

虎

俱

爲

避

伏

嘗

飼

一

白

馬

凡

有

所

需

即

使

馬

入

古

城

鎭

販

負

而

回

人

皆

稱

爲

神

僧

後

坐

化

於

廟

至

今

遺

有

塑

像

郝

道

士

乾

隆

間

人

住

麥

城

村

眞

武

廟

苦

節

淸

修

於

村

外

大

溝

壁

中

鑿

一

古

洞

爲

棲

息

藏

修

之

所

居

常

所

需

非

自

操

作

者

未

嘗

飮

食

村

居

之

人

終

年

罕

見

其

面

後

聞

汲

水

竟

從

絕

壁

緣

登

而

上

人

亦

莫

知

所

由

晚

來

尸

解

洞

中

遺

蛻

如

生

土

人

爲

塑

像

遺

骸

上

至

今

香

火

不

絕

源

海

和

尙

俗

姓

郭

絳

州

人

乾

隆

間

主

持

東

關

慈

敎

寺

供

奉

香

火

持

戒

甚

嚴

嘗

獨

力

於

山

東

募

化

五

百

金

創

建

魁

星

樓

年

九

十

一

歲

無

疾

袒

化

悟

恎

禪

師

俗

姓

張

本

靖

州

人

主

持

王

家

原

瑠

瑡

寺

居

寺

二

十

餘

年

拜

經

禮

佛

恪

守

淸

規

寺

中

功

果

浩

大

梵

宇

幽

新

皆

師

之

力

也

晚

年

頗

知

未

來

事

一

日

謂

弟

子

維

惠

曰

吾

於

某

日

當

死

汝

廿

年

後

可

於

京

中

寺

相

見

至

期

沐

浴

更

衣

手

捻

念

珠

端

坐

蒲

團

而

逝

數

日

後

猶

跌

坐

如

生

村

人

即

附

近

諸

僧

共

至

羅

拜

畢

始

爲

扶

殮

土

人

即

照

袒

化

時

遺

像

塑

繪

於



ZhongYi

吉

縣

志

卷
四

二
十
四

大
國
民
印
刷
廠
印

廟

維

惠

禪

師

俗

姓

孫

數

歲

讀

書

即

志

慕

出

家

年

十

七

娶

妻

已

有

日

矣

遂

潜

入

王

家

原

瑠

瑡

寺

剃

度

爲

僧

打

座

參

禪

恪

遵

師

戒

師

圓

寂

後

五

十

餘

年

未

嘗

稍

改

淸

規

寺

內

禪

房

幽

邃

花

鳥

和

鳴

到

此

者

無

不

動

萬

緣

皆

空

一

塵

不

染

之

想

晚

年

深

明

三

昧

道

登

湼

槃

化

時

豫

先

招

致

社

長

衆

僧

設

醮

誦

經

至

期

沐

浴

更

衣

端

坐

而

逝

眼

中

放

有

金

光

村

人

無

不

見

七

十

餘

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