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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時

古

者

左

史

記

言

右

史

記

動

書

者

記

言

之

史

也

上

自

唐

虞

下

迄

於

周

更

千

有

餘

年

賢

聖

之

君

繼

作

其

流

風

善

政

可

傳

於

後

世

者

具

載

於

百

篇

之

書

今

其

存

者

五

十

有

九

篇

子

𥨸

以

一

言

蔽

之

曰

中

而

已

矣

堯

之

咨

舜

曰

天

之

歴

𢿙

在

爾

躬

允

執

其

中

四

海

困

窮

天

祿

永

終

舜

亦

以

命

禹

夫

三

聖

相

授

盖

一

道

也

貴

爲

天

子

而

以

天

下

與

人

窮

爲

匹

夫

而

受

人

之

天

下

其

相

與

授

受

之

際

豈

不

重

哉

而

所

言

止

此

仲

虺

之

誥

稱

湯

曰

建

中

於

民

箕

子

爲

武

王

陳

洪

範

曰

皇

建

其

有

極

然

則

帝

之

所

以

帝

王

之

所

以

王

率

此

道

也

故

予

以

一

言

蔽

之

曰

中

而

已

矣

夫

所

謂

王

者

豈

執

一

之

謂

哉

亦

貴

乎

時

中

而

已

時

中

者

當

其

可

之

謂

也

堯

授

舜

舜

授

禹

而

不

爲

泰

湯

放

桀

武

王

伐

紂

取

而

不

爲

貪

以

至

爲

臣

而

放

其

君

非

簒

也

爲

弟

而

誅

其

兄

非

逆

也

聖

人

安

然

爲

之

而

不

疑

者

盖

當

其

可

也

是

堯

典

之

書

爲

讓

舜

而

作

而

其

名

謂

之

典

言

大

常

也

盖

當

其

可

雖

以

天

下

與

人

猶

爲

常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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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

後

世

昩

執

中

之

權

而

不

知

時

措

之

宜

故

狥

名

失

□

流

而

爲

子

噲

之

讓

白

公

之

爭

自

取

絶

滅

者

有

之

矣

至

或

臨

之

以

兵

而

爲

忠

小

不

可

忍

而

爲

仁

皆

尖

是

也

又

烏

足

與

論

聖

人

之

中

道

哉

國

家

開

設

學

校

建

師

儒

之

官

盖

將

講

明

先

王

之

道

以

善

天

下

非

徒

爲

浮

文

以

誇

耀

之

也

以

予

之

昏

懦

不

肖

豈

敢

自

謂

足

以

充

其

任

哉

姑

誦

所

聞

以

行

其

職

耳

然

聖

言

之

奥

盖

有

言

不

能

論

而

意

不

能

致

者

也

諸

君

其

愼

思

之

超

然

黙

會

於

言

意

之

表

則

庶

乎

有

得

矣

丞

相

李

公

奏

議

後

序

　

　

　

　
宋

朱

　

子

嗚

呼

天

之

愛

人

可

謂

甚

矣

惟

其

感

於

人

事

之

變

而

廹

於

氣

𢿙

屈

信

消

息

之

不

齊

是

以

天

下

不

能

常

治

常

安

而

或

至

於

亂

然

於

其

亂

也

亦

未

嘗

不

爲

之

預

出

能

弭

是

亂

之

人

以

擬

其

後

盖

將

以

使

夫

生

民

之

類

不

至

於

糜

爛

冺

滅

靡

有

孑

遺

而

爲

之

君

者

猶

有

所

恃

賴

𠙖

依

以

保

其

國

是

則

古

今

事

變

之

所

同

然

而

天

之

所

以

爲

天

者

其

心

固

如

此

嗚

呼

若

宣

和

靖

康

之

變

吾

有

以

知

其

非

天

心

之

所

欲

而

一

時

人

物

若

故

丞

相

隴

西

公

者

所

謂

能

弭

是

亂

之

人

非

耶

盖

聞

政

宣

之

際

國

家

之

隆

盛

極

矣

而

都

城

一

日

大

水

倅

至

舉

朝

相

顧

莫

有

敢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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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

異

爲

言

公

獨

知

其

有

夷

狄

兵

戎

之

禍

上

疏

極

言

須

有

消

弭

於

未

然

者

不

幸

謫

官

以

去

而

間

不

七

年

□

騎

薄

都

城

公

於

此

時

又

方

以

眇

然

一

介

放

逐

之

餘

出

負

天

下

山

嶽

萬

鈞

之

重

首

陳

至

策

而

𡽪

宗

决

內

禪

之

計

繼

發

大

論

而

欽

廟

堅

城

守

之

心

任

公

不

疑

遂

却

强

虜

然

自

重

圍

旣

解

衆

人

之

心

無

復

遠

慮

而

爭

爲

割

地

請

和

之

說

以

苟

目

前

之

安

公

獨

以

爲

不

然

而

𢿙

陳

出

師

邀

擊

之

可

以

必

勝

與

其

得

志

再

入

之

不

可

以

不

憂

則

讒

間

蠭

起

遠

謫

遐

荒

而

不

𢿙

月

間

都

城

亦

失

守

矣

建

炎

再

造

首

登

廟

堂

慨

然

以

修

政

事

攘

夷

狄

爲

己

任

誅

僭

逆

定

經

制

寛

民

力

變

士

風

通

下

情

改

弊

法

招

兵

買

馬

經

理

財

賦

分

布

要

害

繕

治

城

隍

經

理

所

撫

河

北

傅

亮

收

河

東

宗

澤

守

京

城

西

顧

太

原

南

葺

樊

鄧

且

持

益

據

形

便

以

爲

必

守

中

原

必

還

都

城

之

計

然

在

位

纔

七

十

餘

日

又

遭

讒

以

去

其

在

兵

興

因

事

獻

言

亦

皆

畏

天

恤

民

自

强

自

治

之

意

而

深

以

議

和

退

避

爲

非

策

懇

扣

反

覆

以

終

其

身

盖

旣

薨

而

諸

子

集

其

平

生

奏

章

得

凡

八

十

卷

其

言

正

大

明

白

而

纎

微

曲

折

究

極

事

情

絶

去

雕

飾

而

變

化

開

閤

卓

犖

竒

偉

前

後

二

十

餘

年

事

變

不

同

而

所

守

一

說

如

出

於

立

談

指

顧

之

間

今

少

傅

丞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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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福

國

陳

公

序

其

篇

端

所

以

發

揮

引

重

固

已

盡

其

美

矣

公

之

孫

晉

復

使

熹

書

其

後

以

推

明

之

熹

謝

不

敏

而

其

請

愈

力

不

得

辭

也

顧

嘗

論

之

以

爲

使

公

之

言

用

於

宣

和

之

𥘉

則

城

都

必

無

圍

廹

之

憂

用

於

靖

康

則

宗

國

必

無

顚

覆

之

禍

用

於

建

炎

則

中

原

必

不

至

於

淪

陷

用

於

紹

興

則

旋

軫

舊

京

汛

掃

陵

廟

以

復

祖

宗

之

宇

而

卒

報

不

共

戴

天

之

仇

其

已

久

矣

夫

豈

使

王

業

偏

安

於

江

海

之

澨

而

尚

貽

吾

君

今

日

之

憂

哉

顧

乃

使

之

𢿙

困

於

庸

夫

孺

子

之

口

而

不

得

卒

就

其

志

豈

天

之

愛

人

有

時

而

不

勝

夫

氣

𢿙

之

力

抑

亦

人

事

之

感

或

深

或

淺

而

其

相

推

相

盪

因

有

以

迭

爲

勝

負

之

勢

而

至

於

然

歟

嗚

呼

痛

哉

昔

蒯

通

每

讀

樂

毅

書

未

嘗

不

廢

書

而

泣

安

知

異

時

有

不

掩

卷

太

息

而

垂

涕

於

斯

者

哉

雖

然

今

天

子

方

總

羣

策

以

圖

恢

復

之

功

使

是

書

也

得

備

淸

問

之

燕

而

幸

有

以

當

上

心

者

焉

則

有

志

之

士

將

不

恨

其

不

用

於

前

日

而

知

天

之

所

以

生

公

者

眞

非

偶

然

矣

因

次

其

說

以

附

於

八

十

卷

之

末

使

覽

者

無

疑

於

福

公

之

言

云

文

公

家

禮

儀

節

序

　

　

　

　

　
宋

楊

　

復

先

生

服

母

䘮

參

酌

古

今

咸

盡

其

變

因

成

䘮

葬

祭

禮

又

推

之

於

冠

婚

名

曰

家

禮

旣

成

爲

一

童

行

𥨸

以

逃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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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易

簀

其

書

始

出

行

於

世

今

按

先

生

家

鄕

侯

國

王

朝

禮

專

以

儀

禮

爲

經

及

自

述

家

禮

則

又

通

以

古

今

之

宜

故

冠

禮

則

多

取

司

馬

氏

婚

禮

則

參

諸

司

馬

氏

程

氏

䘮

禮

參

之

司

馬

氏

後

又

以

高

氏

爲

最

善

及

論

袝

遷

則

取

横

渠

遺

命

治

䘮

則

以

書

儀

疎

畧

而

用

儀

禮

祭

禮

兼

用

司

馬

氏

程

氏

而

先

後

所

見

又

有

不

同

節

祠

則

以

韓

魏

公

所

行

者

爲

法

若

夫

明

大

宗

小

宗

之

法

以

寓

愛

禮

存

羊

之

意

此

又

家

禮

之

大

義

所

繫

盖

諸

書

所

未

暇

及

而

先

生

於

此

尤

拳

拳

也

惜

其

書

旣

亡

至

先

生

没

而

後

出

不

及

再

修

以

垂

萬

世

於

是

𥨸

取

先

生

平

日

去

取

折

衷

之

言

有

以

發

明

家

禮

之

意

者

若

婚

禮

親

迎

用

温

公

入

門

以

後

則

從

伊

川

之

類

是

也

有

後

來

議

論

始

定

若

祭

禮

祭

始

祖

𥘉

祖

而

後

不

祭

之

類

是

也

有

以

用

疏

家

之

說

若

深

衣

續

袵

鈎

邊

是

也

有

用

先

儒

舊

義

與

經

傳

不

同

若

䘮

服

辟

領

婦

人

不

杖

之

類

是

也

凡

此

悉

附

於

逐

條

之

下

云贈

監

察

御

史

朱

公

挽

詩

序

　

　
明

于

　

謙

山

西

大

叅

朱

君

用

明

之

父

則

文

甫

與

其

配

陳

氏

皆

以

子

貴

封

贈

監

察

御

史

及

太

孺

人

雖

卽

世

頗

久

而

縉

紳

大

夫

莫

不

傷

悼

而

哀

挽

之

聲

嗟

氣

歎

如

出

一

口

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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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何

以

致

此

余

觀

御

史

公

當

擾

攘

之

季

乃

能

以

身

代

□

父

之

命

卒

之

强

暴

感

悔

兩

全

其

生

而

太

孺

人

又

能

齊

美

比

德

孝

感

神

明

而

致

白

金

之

賜

經

曰

孝

弟

之

至

通

於

神

明

信

哉

至

於

周

貧

乏

恤

遺

孤

罄

其

所

有

畧

無

顧

惜

是

皆

人

所

難

能

而

則

文

夫

婦

爲

之

易

易

世

有

臨

患

難

遇

事

變

而

視

骨

肉

如

塗

人

與

輕

義

重

貨

而

甘

爲

守

錢

虜

者

視

則

文

夫

婦

亦

可

以

少

媿

矣

縉

紳

大

夫

所

以

傷

悼

而

哀

挽

之

者

匪

直

爲

斯

人

亦

爲

世

道

勸

故

也

則

文

之

子

大

叅

爲

御

史

時

與

余

爲

同

官

曁

來

山

西

余

忝

巡

撫

游

處

最

久

熟

知

其

人

亷

明

公

恕

能

而

有

文

卓

然

爲

時

名

臣

盖

亦

有

所

本

歟

三

復

之

余

書

此

爲

挽

詩

序

送

給

諌

邱

君

使

琉

球

序

　

　

　
明

李

東

陽

國

家

統

一

區

宇

掃

乾

盪

坤

滌

濯

萬

物

逮

於

百

年

化

洽

功

成

五

服

之

內

藩

臬

郡

縣

之

所

治

出

賦

稅

共

使

令

者

弗

論

曁

於

海

中

外

風

殊

界

别

以

國

稱

者

萬

𢿙

邇

者

先

沾

遠

者

後

被

冠

纓

椎

髻

詩

書

甲

胄

梯

高

航

深

四

面

而

至

充

中

庭

溢

下

館

禮

部

繁

於

奏

納

鴻

臚

勤

於

奉

引

象

胥

勞

於

通

譯

自

有

中

國

以

來

無

若

是

盛

者

若

琉

球

國

在

海

東

南

諸

國

大

小

遠

邇

之

間

烟

火

相

望

順

颷

利

舶

七

日

而

至

然

其

始

俗

以

盈

虚

爲

朔

望

以

草

木

爲

冬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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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粤

自

古

昔

未

通

中

國

時

雖

或

窮

征

黷

討

而

賓

服

無

聞

及

我

國

家

號

令

所

到

嚮

風

奔

附

遂

封

爲

中

山

王

齒

於

圖

版

奉

職

貢

者

日

涵

月

照

潛

移

暗

革

被

服

冠

帶

陳

奏

章

表

著

作

詞

賦

有

華

土

之

風

焉

成

化

𢈏

寅

其

王

世

子

當

嗣

封

遣

其

長

史

來

請

命

天

子

封

中

山

王

賜

璽

書

冠

服

遣

正

副

使

二

人

致

命

中

山

户

科

都

給

事

中

上

杭

邱

君

宏

寔

充

正

使

之

選

賜

朱

衣

一

襲

以

行

六

科

諸

給

事

皆

爲

行

餞

徵

辭

翰

林

東

陽

於

給

事

君

同

年

進

士

言

在

不

讓

曰

於

戲

給

事

大

丈

夫

入

則

居

諌

爭

出

則

承

使

命

誠

所

願

爲

今

聖

天

子

在

位

賢

大

臣

在

列

嘉

惠

於

彼

外

國

中

山

王

謹

畏

孝

順

不

墮

臣

節

以

俟

我

威

命

而

給

事

身

負

荷

之

國

體

之

所

繫

小

邦

之

所

瞻

後

世

之

所

稱

頌

胥

此

焉

在

給

事

身

其

克

自

重

感

厲

精

發

山

動

海

立

以

宣

達

天

子

威

德

國

家

之

典

章

式

俾

小

邦

君

長

陪

從

曁

於

閭

巷

明

識

逆

順

保

其

𥘉

心

惟

億

萬

世

服

事

罔

敢

斁

亦

罔

敢

肆

於

戲

豈

不

眞

大

丈

夫

哉

給

事

君

起

曰

使

者

職

也

敢

不

勉

於

是

諸

給

事

驩

曰

使

哉

使

哉

乃

導

上

供

張

三

爵

而

後

别

送

萬

廷

器

之

僊

遊

序

　

　

　

　
明

鄭

　

紀

宏

治

甲

寅

天

官

卿

簡

國

學

生

需

詮

曹

試

𥙷

縣

令

宣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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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萬

廷

器

與

簡

榜

注

吾

邑

時

予

適

奏

績

於

京

張

榜

之

日

予

先

陛

辭

出

郭

不

得

與

侯

遇

及

還

南

都

侯

亦

便

道

過

家

旣

而

復

來

謁

子

因

别

之

任

且

詢

訪

政

俗

甚

勤

予

告

之

曰

吏

之

治

民

猶

醫

之

治

疾

也

侯

知

醫

道

乎

內

傷

者

固

其

本

外

感

者

治

其

標

固

本

莫

善

參

苓

治

標

莫

先

薑

桂

此

醫

家

之

律

令

東

垣

仲

景

所

以

垂

令

名

於

無

窮

也

吾

邑

有

宋

盛

時

文

物

衣

冠

八

閩

稱

首

國

𥘉

猶

有

六

十

四

圖

主

客

户

以

𢿙

萬

計

永

樂

已

後

逋

耗

極

矣

宣

德

間

縣

令

王

公

彛

漸

次

培

植

民

方

蘇

息

今

所

存

里

圖

僅

得

五

分

之

一

皆

王

之

遺

民

也

然

俗

尚

侈

靡

驕

惰

家

無

甔

石

之

儲

而

屋

宇

服

器

務

求

美

麗

男

女

互

相

誇

張

子

弟

恥

耕

作

生

徒

恥

從

師

春

田

茂

草

夏

案

生

塵

用

是

家

家

逋

負

動

以

千

計

𢿙

科

不

第

一

人

此

內

傷

之

疾

然

也

且

以

寡

弱

之

良

民

而

夾

强

大

之

鄰

敵

乗

機

窺

伺

吞

田

索

貨

連

綿

其

劵

不

䧟

之

以

人

命

則

誣

之

以

軍

丁

吏

緣

而

羅

織

不

竭

資

産

以

賠

償

之

不

止

也

兼

以

郡

隷

搆

差

百

色

誅

求

凡

有

催

科

擡

一

作

十

小

民

一

年

勤

動

不

足

以

供

一

月

之

費

而

典

田

宅

鬻

子

女

纍

纍

相

繼

此

外

感

之

疾

盛

也

夫

以

壯

實

之

夫

兼

以

内

外

夾

攻

之

証

尚

無

可

望

其

生

况

羸

弱

之

人

乎

所

喜

者

去

古

未

遠

故

家

遺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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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猶

有

存

者

據

予

耳

目

所

逮

而

言

之

張

德

源

之

好

施

陳

履

素

之

敦

龎

林

孟

光

之

野

朴

鄭

德

安

之

古

淡

後

生

小

子

猶

能

誇

頌

而

向

慕

之

侯

兹

往

也

和

易

以

親

之

懇

切

以

諭

之

播

勤

儉

之

風

以

節

其

驕

奢

之

習

驅

游

民

使

歸

田

畝

誘

倦

學

使

就

師

儒

則

農

有

餘

粟

科

不

乏

人

而

參

芩

之

功

奏

矣

剛

不

吐

柔

不

茹

刁

豪

之

來

禮

貌

以

消

之

威

嚴

以

鎭

之

禍

可

嫁

而

民

不

可

虐

石

可

下

而

法

不

可

屈

則

𠒋

豪

歛

跡

良

善

安

生

而

薑

桂

之

功

收

矣

就

中

積

習

旣

久

薰

蒸

融

液

安

知

張

陳

林

鄭

不

復

見

於

今

日

也

異

時

侯

喬

遷

大

邦

吾

邑

之

民

不

奉

侯

以

配

東

湖

之

祠

而

歌

之

以

爲

僊

遊

東

垣

仲

景

也

耶

新

里

甲

目

錄

序

　

　

　

　

　

　
明

鄭

　

紀

士

君

子

之

生

世

也

出

則

憂

乎

天

下

處

則

憂

乎

鄕

邦

濟

時

澤

物

之

心

未

嘗

一

日

忘

也

紀

家

食

幾

二

十

年

歴

觀

前

代

取

民

之

制

什

一

法

壞

春

秋

變

而

稅

畝

秦

變

而

口

錢

漢

變

而

算

賦

唐

變

而

兩

稅

宋

又

變

而

靑

苖

寛

剰

費

出

無

經

徵

歛

無

藝

而

民

之

不

堪

命

也

宜

矣

國

朝

賦

法

民

田

不

過

五

升

官

田

不

與

征

役

視

什

一

之

法

則

又

輕

矣

何

民

百

家

之

中

衣

食

於

稱

貸

者

什

凡

七

八

農

家

銍

艾

在

手

釜

甑

已

空

顚

覆

逋

亡

版

圖

日

削

莫

知

其

由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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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偶

得

里

甲

目

錄

而

觀

之

縣

令

黃

時

每

甲

値

一

日

用

銀

二

十

餘

兩

十

六

圖

一

歳

計

之

用

銀

三

千

餘

兩

悉

皆

庖

厨

之

共

妻

妾

之

奉

與

夫

過

客

來

使

權

門

饋

贈

之

需

而

已

至

於

祭

飮

科

貢

物

料

之

類

國

典

所

載

者

率

以

一

科

十

歲

又

千

兩

有

畸

夫

以

百

六

十

户

之

民

而

共

三

四

千

金

之

費

欲

免

稱

貸

逋

亡

之

患

不

亦

難

乎

是

雖

黃

流

禍

之

𢡖

然

當

時

里

正

雄

長

射

時

吞

噬

亦

不

能

謝

其

咎

也

今

縣

令

彭

君

下

車

之

𥘉

一

念

仁

慈

正

吾

民

息

肩

之

地

苐

民

風

土

俗

未

能

周

悉

予

弟

今

年

備

名

里

正

因

會

集

同

事

澡

神

滌

慮

議

定

供

應

事

目

萃

爲

一

錄

自

聖

壽

祀

飮

而

下

至

於

役

夫

什

廩

之

徵

量

輕

酌

重

分

條

類

目

上

可

以

給

公

家

下

可

以

舒

民

困

嵗

計

用

銀

不

滿

五

百

每

甲

一

嵗

出

銀

不

過

三

四

兩

視

諸

往

年

則

七

八

分

之

一

也

錄

成

呈

白

縣

堂

隨

與

里

甲

百

四

十

户

合

盟

以

堅

之

以

爲

一

嵗

共

需

之

則

而

田

野

之

民

欲

永

其

傳

請

予

題

其

篇

端

予

嘗

攷

吾

邑

盛

衰

之

蹟

唐

宋

之

盛

譜

誌

所

載

不

必

言

矣

國

𥘉

富

庶

不

減

於

前

尋

直

虎

㓂

爲

災

民

耗

大

半

宣

德

間

縣

令

王

公

以

救

焚

拯

溺

之

心

爲

改

絃

易

轍

之

政

起

塗

炭

之

民

於

枕

席

之

上

吾

民

立

碑

建

祠

報

頌

不

衰

近

年

則

自

枕

席

復

推

入

塗

炭

之

中

是

又

猛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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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虎

而

虣

於

㓂

者

矣

同

一

法

制

也

同

一

品

秩

也

同

一

土

地

人

民

也

趨

向

之

不

同

如

是

亦

獨

何

歟

孔

子

論

治

國

曰

節

用

而

愛

人

邵

子

有

言

諸

賢

能

寛

民

一

分

之

力

則

民

受

一

分

之

惠

愚

敢

舉

是

爲

山

氓

祝

政

經

序

　

　

　

　

　

　

　

　
宋

王

　

邁

西

山

先

生

眞

文

忠

公

心

經

一

書

行

於

世

至

徹

禁

中

端

平

乙

未

夏

五

公

薨

後

兩

月

從

臣

洪

公

舜

俞

咨

䕫

在

經

筵

上

出

公

心

經

曰

眞

某

所

書

朕

乙

夜

覽

而

嘉

之

卿

宜

爲

序

洪

公

退

嘗

與

邁

言

至

相

顧

隕

涕

旣

而

洪

公

亦

告

瘁

不

知

是

書

嘗

序

與

否

也

今

所

謂

政

經

者

乃

先

生

再

守

溫

陵

日

所

著

邁

時

分

教

睢

邸

鄕

友

趙

時

棣

宗

華

爲

法

曹

朝

夕

相

與

親

炙

琴

瑟

書

冊

之

側

遂

得

此

經

實

在

四

方

門

人

之

先

而

四

方

門

人

亦

未

必

盡

見

之

宗

華

令

大

庾

鋟

梓

縣

齋

以

一

帙

見

𢌿

序

於

帙

端

邁

竊

謂

天

下

之

書

多

矣

然

有

之

無

所

𥙷

無

之

靡

所

闕

者

亦

多

先

生

所

著

之

書

鑿

鑿

乎

桑

麻

穀

粟

之

不

可

闕

者

也

惟

心

經

所

以

爲

開

天

理

廸

民

彛

之

大

本

惟

政

經

所

以

爲

續

天

命

救

民

窮

之

實

用

心

經

可

以

接

伊

洛

之

正

傳

述

朱

張

之

遺

學

政

經

則

自

體

以

達

用

舉

而

措

之

事

業

小

則

爲

程

純

公

晉

城

縣

譜

次

則

爲

富

文

忠

公

青

州

郡

譜

大

則



 

福

建

續

志

　

卷

七

十

九
藝

文

四

　

十

二

爲

韓

忠

獻

公

司

馬

文

正

公

嘉

祐

元

祐

之

相

譜

嗚

呼

國

歩

斯

頻

民

亦

勞

止

有

民

社

者

當

於

心

政

二

經

佩

服

而

力

行

之

則

民

瘼

庶

其

有

瘳

乎

國

脉

庶

其

有

禆

乎

贈

總

戎

戚

南

塘

公

平

倭

序

　

　
明

郭

文

周

夫

天

下

安

注

意

相

天

下

危

注

意

將

惟

今

時

爲

然

自

倭

奴

入

閩

六

七

年

間

孤

人

子

寡

人

妻

獨

人

父

母

其

僇

辱

執

質

之

苦

抄

掠

焚

燒

之

𢡖

抑

又

甚

焉

遂

屢

䧟

城

邑

𢦤

命

吏

蹶

上

將

蹂

南

閩

諸

郡

不

有

横

㠘

之

㨗

敝

邑

尚

有

孑

遺

耶

盖

自

歳

己

未

虜

始

䧟

福

安

辛

酉

再

䧟

寧

德

遂

屯

據

於

寧

德

之

横

㠘

㠘

四

面

臨

江

虜

乘

潮

出

沒

東

撼

福

寧

南

掠

連

羅

古

田

諸

路

北

據

敝

邑

尤

劇

軍

門

滖

溪

游

公

乃

不

得

已

乞

糧

於

浙

請

將

於

朝

聖

上

感

動

乃

勅

總

制

梅

林

胡

公

以

戚

公

涖

斯

軍

焉

乃

壬

戌

八

月

癸

丑

大

軍

至

福

寧

犒

師

休

氣

越

三

日

下

令

曰

吾

期

以

一

鼓

殄

此

而

朝

食

於

是

閱

將

領

兵

以

遏

其

奔

𨓜

懼

其

海

竄

則

又

分

布

戰

艦

以

扼

之

爲

盡

敵

計

𢈏

申

遂

進

兵

臨

㠘

適

潮

落

泥

淖

不

可

渉

公

命

人

持

一

莾

投

淖

遂

履

若

平

地

先

是

公

已

間

渡

竒

兵

繞

出

敵

後

至

是

援

枹

而

鼓

之

兩

軍

合

擊

萬

炮

齊

發

呼

聲

動

天

地

兵

皆

殊

死

戰

虜

錯

愕

投

刄

駢

首

就

戮

無

一

得

脫

乃

返

被

虜

者

千

餘

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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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業

已

從

賊

卽

秃

而

能

投

刅

趍

降

者

皆

勿

殺

不

崇

朝

而

收

全

功

遂

乗

勝

引

兵

而

南

以

臨

福

淸

福

淸

益

大

定

乃

振

旅

還

浙

適

興

化

告

變

天

子

乃

拜

公

總

戎

事

公

至

尋

定

興

郡

於

指

顧

閩

人

信

公

爲

飛

將

云

余

未

一

睹

公

然

每

誦

公

教

令

及

間

嘗

獲

睹

公

所

往

來

翰

札

率

純

誠

冲

虚

藹

然

可

掬

異

時

勒

鼎

銘

彛

固

不

爲

異

矣

余

聞

今

中

丞

二

華

公

方

抱

竒

節

通

材

來

撫

閩

服

恊

之

以

公

皆

極

一

時

之

選

閩

人

其

有

瘳

乎

故

於

邑

尹

蒼

梧

黎

𩀱

泉

君

之

來

謁

也

喜

而

叙

之

云

重

修

蔡

虚

齋

先

生

祠

引

　

　
國

朝

李

光

地

昔

明

之

中

葉

士

大

夫

講

學

論

道

之

盛

比

於

宋

南

渡

時

維

時

北

方

之

倡

者

著

於

河

津

而

月

川

涇

野

之

徒

前

後

相

望

焉

南

徼

學

者

則

康

齋

發

其

端

其

徒

餘

干

白

沙

相

與

張

而

大

之

然

二

子

者

同

遊

康

齋

之

門

而

所

學

逈

然

絶

無

毫

髮

肖

似

其

後

遂

有

姚

江

王

氏

標

新

立

異

一

時

靡

然

宗

之

其

聲

華

遊

從

之

盛

又

非

從

前

諸

子

之

所

及

也

吾

閩

僻

在

天

末

然

自

朱

子

以

來

道

學

之

正

爲

海

内

宗

至

於

明

興

科

名

與

吳

越

爭

雄

焉

曁

成

宏

間

虚

齊

先

主

崛

起

温

陵

首

以

窮

經

析

理

爲

事

非

孔

孟

之

書

不

讀

非

程

朱

之

說

不

講

其

於

傳

註

也

句

談

而

字

議

務

得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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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子

當

日

所

以

發

明

之

精

意

盖

有

勉

齋

北

溪

諸

君

子

得

之

口

授

而

訛

誤

者

而

先

生

是

評

是

訂

故

前

輩

遵

嚴

三

氏

謂

自

明

興

以

來

盡

心

於

朱

子

之

學

者

虚

齋

先

生

一

人

而

已

自

時

厥

後

紫

𡶶

陳

先

生

次

崖

林

先

生

皆

以

里

閈

後

進

受

業

私

淑

泉

州

經

學

遂

蔚

然

成

一

家

言

時

則

姚

江

之

學

大

行

於

東

南

而

閩

士

莫

之

遵

其

掛

陽

明

弟

子

之

錄

者

閩

無

一

焉

此

以

知

吾

閩

學

者

守

師

說

踐

規

矩

而

非

虚

聲

浮

𦦨

之

所

能

奪

然

非

虚

齋

先

生

其

孰

開

之

今

經

學

久

晦

士

大

夫

好

尚

趨

向

龎

而

不

純

浮

華

之

徒

轉

相

夸

毗

獨

至

蒙

引

存

疑

淺

說

通

典

諸

書

則

行

於

海

內

家

習

而

人

尚

之

翕

如

也

故

嘗

以

爲

吾

閩

之

學

獨

得

漢

儒

遺

意

明

章

句

謹

訓

詁

專

門

授

業

終

身

不

背

其

師

言

者

漢

儒

之

學

也

師

心

任

智

滅

裂

鹵

莾

者

近

代

之

學

也

是

二

者

孰

古

孰

今

孰

淳

孰

薄

後

之

君

子

必

有

辨

之

者

自

鼎

革

至

今

吾

閩

苦

於

兵

亂

學

士

咿

唔

僅

以

應

舉

先

正

淵

源

之

學

荒

焉

地

𥨸

不

自

量

方

將

以

山

林

餘

暇

與

同

志

之

士

誦

鄕

先

生

之

遺

書

蹈

前

修

之

典

刑

庶

幾

那

與

卒

章

之

志

同

官

莊

子

素

思

適

以

書

來

厚

相

諄

朂

黙

有

感

於

予

心

三

復

之

餘

愾

然

永

歎

其

後

以

蔡

祠

見

燬

告

且

曰

願

與

子

倡

而

新

之

子

宜

弁

𢿙

言

以

質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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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友

余

唯

斯

文

之

運

無

往

不

復

吾

鄕

積

亂

之

後

必

將

復

有

嗣

音

者

焉

紹

續

正

學

如

宋

炎

興

明

成

宏

時

然

則

表

章

先

烈

使

來

者

有

所

觀

瞻

其

事

誠

不

可

已

願

與

諸

友

勉

之

南

溪

書

院

志

序

　

　

　

　

　
國

朝

李

光

地

尤

溪

者

子

朱

子

所

生

處

也

朱

子

本

婺

源

人

先

公

羈

宦

生

朱

子

於

閩

而

遂

家

焉

少

因

依

劉

氏

兄

弟

居

於

建

陽

而

學

於

崇

安

後

之

人

不

忘

其

生

處

故

尤

溪

有

韋

齋

朱

子

之

祠

及

所

謂

毓

秀

亭

者

南

溪

書

院

則

宋

理

宗

所

賜

額

也

光

地

嘗

一

再

經

此

邑

登

陴

望

文

公

山

窪

𥤮

畢

肖

堪

輿

書

又

載

其

在

婺

祖

墳

術

者

豫

占

之

曰

當

生

一

大

賢

聰

明

如

孔

子

然

亦

知

其

遠

去

家

鄕

而

自

他

有

耀

嗚

呼

豈

偶

然

哉

舊

有

南

溪

書

院

志

紀

其

地

山

川

竒

勝

朱

子

㓜

所

嬉

遊

長

而

往

來

事

蹟

以

逮

祠

亭

廢

興

列

代

至

於

斯

而

紀

詠

者

并

其

譜

傳

捃

摭

成

編

乃

崇

建

所

未

備

其

苗

裔

族

居

此

者

亦

多

今

奉

祀

博

士

及

祠

廟

勅

額

天

子

推

恩

建

陽

與

婺

源

等

獨

文

公

山

踪

跡

光

地

曾

承

問

及

之

奏

述

頗

悉

前

撫

臣

道

覲

曾

□

賜

扁

符

命

掲

尢

溪

祠

宇

而

仍

留

建

陽

盖

尤

溪

僻

非

孔

道

將

命

者

訪

問

未

的

而

身

亦

隨

彫

没

也

今

大

吏

又

据

邑

文

題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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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新

賜

且

將

修

葺

祠

亭

表

厥

故

址

而

攝

邑

事

通

判

楊

君

旣

獨

新

毓

秀

亭

又

討

論

南

溪

志

而

損

益

重

刊

之

楊

君

篤

志

正

學

今

爲

政

有

德

於

民

而

尤

勤

勤

文

獻

若

此

司

馬

遷

自

謂

明

易

象

春

秋

本

詩

書

禮

樂

之

際

是

以

至

東

魯

入

廟

堂

高

山

興

慕

低

佪

不

能

去

千

載

上

下

有

志

之

士

不

有

同

心

哉

以

余

適

里

居

來

索

言

余

故

樂

爲

序

之

靖

海

紀

序

　

　

　

　

　

　

　

　

　

李

光

地

韓

淮

陰

指

畫

東

征

形

勢

及

料

楚

漢

成

敗

如

指

諸

掌

諸

葛

公

校

計

孫

曹

强

弱

圖

荆

益

之

利

定

鼎

足

之

規

皆

先

握

算

於

前

而

操

劵

於

後

司

馬

仲

達

不

足

道

也

然

其

平

公

孫

淵

量

敵

計

期

不

差

時

日

岳

忠

武

對

魏

公

定

擒

楊

么

八

日

而

捷

書

果

至

盖

古

之

重

臣

宿

將

其

於

天

下

大

勢

一

隅

要

害

未

嘗

不

熟

籌

深

曉

制

其

短

長

之

䇿

故

一

旦

應

機

迎

刃

而

解

此

固

非

冐

利

趨

險

迄

無

成

謀

苟

焉

以

國

家

民

命

爲

試

者

也

東

南

之

苦

海

患

六

十

餘

年

聖

朝

受

命

恃

其

險

遠

踞

島

㠘

乘

風

潮

出

没

爲

梗

白

戊

子

以

來

攻

圍

破

䧟

郡

邑

者

三

跨

有

粤

閩

邊

地

曠

日

而

後

平

者

一

己

亥

之

役

浮

長

江

犯

金

陵

則

中

原

腹

心

爲

之

震

動

議

者

割

棄

沿

海

田

廬

延

袤

𢿙

千

里

而

又

歳

資

隣

省

軍

糈

動

百

萬

計

盖

毒

生

靈

縻

國

藏

不

可

勝

𢿙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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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豈

鱗

介

之

倫

不

以

衣

裳

易

者

比

哉

靖

海

侯

施

公

自

其

先

任

樓

船

則

以

疏

言

賊

可

滅

狀

乘

傳

陛

陳

言

之

彌

切

天

未

厭

亂

留

心

宿

衛

十

有

餘

年

而

後

出

竟

其

志

時

異

勢

殊

而

公

前

二

疏

所

陳

者

無

一

不

酬

於

後

自

奉

命

專

征

至

於

受

降

獻

俘

籌

畫

措

置

連

篇

累

幅

又

無

一

不

符

於

前

吾

以

是

知

公

計

之

熟

料

之

明

知

己

知

彼

算

定

而

後

戰

故

能

役

不

輸

時

而

成

不

世

之

功

所

謂

上

兵

伐

謀

者

於

公

見

之

矣

國

家

之

難

在

用

兵

用

兵

之

事

莫

難

乎

滄

波

巨

浪

之

中

與

遠

夷

爭

舟

檝

之

利

珠

崖

南

交

漢

明

所

以

屢

征

而

不

服

遼

左

日

東

唐

元

所

以

傾

師

而

不

再

彼

𢿙

君

者

皆

以

遠

異

窮

兵

續

用

弗

底

今

鄭

氏

境

內

𨓜

㓂

托

足

孤

島

爲

濱

海

無

窮

之

憂

　

皇

上

憫

惻

殘

黎

赫

然

誅

討

天

佑

　

皇

仁

風

波

助

順

而

公

以

國

賊

家

難

忠

孝

交

逼

於

中

憤

不

顧

身

義

形

顔

色

仰

仗

皇

上

委

託

之

專

無

復

疑

貳

掣

肘

遂

克

受

事

報

成

宣

威

絶

徼

航

海

之

勲

稽

古

莫

及

焉

然

則

公

之

智

勇

盖

公

之

誠

爲

之

而

非

皇

上

救

民

伐

罪

内

斷

於

心

任

公

勿

二

如

議

者

舉

棋

不

定

之

口

其

不

潰

成

者

幾

希

耳

閩

之

人

取

公

前

後

章

疏

彚

萃

編

刻

而

請

序

於

余

余

惟

公

之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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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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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天

子

褒

之

史

氏

紀

之

其

所

以

爲

百

世

戎

臣

師

者

吾

無

綴

乎

爾

故

復

稱

道

古

今

以

見

遠

圖

之

不

可

事

耀

兵

之

非

得

已

以

及

主

之

仁

明

臣

之

忠

孝

著

厥

成

功

之

自

覽

是

編

者

攷

閩

事

之

終

始

尚

將

有

以

論

其

世

也

吳

將

軍

行

間

紀

遇

後

序

　

　
國

朝

李

光

地

我

　

國

家

誕

受

多

方

集

命

旣

固

至

我

　

皇

上

而

內

鉏

畔

亂

遠

拓

疆

索

雖

在

窮

島

之

中

絶

塞

之

外

阻

滄

波

限

大

漠

爲

兵

威

之

所

不

至

使

命

之

所

不

加

莫

不

遣

發

專

征

親

煩

　

六

御

羈

纓

繫

組

前

後

致

之

闕

下

稽

近

代

文

德

武

功

之

盛

未

有

如

是

之

赫

然

巍

巍

者

也

大

勛

旣

底

九

域

乂

安

　

聖

明

不

自

以

爲

神

武

之

力

推

恩

酬

勞

久

而

彌

篤

其

在

元

庸

眷

念

滋

甚

盖

歴

指

三

十

餘

年

之

間

名

積

昭

章

如

古

之

登

於

册

府

圖

𦘚

者

不

過

𢿙

人

而

吾

閩

水

師

提

帥

吳

公

其

一

也

公

自

壯

嵗

從

戎

兩

浙

卽

値

三

逆

變

亂

當

是

時

滇

廣

之

㓂

度

嶺

嶠

越

江

湖

其

勢

猶

遠

而

耿

賊

之

兵

則

已

出

仙

霞

而

駐

衢

婺

旁

散

於

江

西

沿

海

以

分

我

師

海

孽

助

之

結

連

揺

煽

如

浙

江

不

守

則

東

南

財

賦

之

地

有

呼

噏

之

危

故

議

者

謂

三

徼

用

兵

獨

此

爲

門

庭

之

急

其

後

亦

以

閩

關

不

守

耿

鄭

破

亡

滇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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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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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遂

以

次

誅

滅

則

此

其

明

效

顯

證

也

公

是

時

𥘉

佐

戎

耳

且

以

閩

人

之

故

頗

有

讒

構

之

者

而

能

以

忠

勇

自

著

使

王

將

軍

制

府

提

帥

以

下

皆

推

誠

任

之

無

所

疑

猜

公

又

所

向

摧

𨦟

績

效

驗

白

卒

能

披

海

道

之

窽

以

先

霞

嶺

之

師

用

區

區

禆

貳

之

職

而

姓

名

功

次

洊

聞

於

　

朝

大

吏

元

戎

爭

先

進

達

公

之

邁

迹

行

間

固

已

竒

矣

及

爲

總

兵

閩

中

正

　

廟

堂

經

畧

海

事

之

會

時

則

自

重

臣

宿

將

至

於

道

路

之

口

言

海

可

平

者

百

無

一

焉

靖

海

侯

施

公

旣

衘

　

命

而

來

乃

亟

引

公

自

助

公

於

施

公

里

戚

也

言

無

不

盡

而

施

公

亦

委

心

聽

之

自

有

明

天

啓

𥘉

載

而

海

患

萌

蘗

至

是

六

十

餘

年

矣

四

世

相

繼

𣗳

本

深

堅

又

旣

據

臺

灣

之

遠

扼

澎

湖

之

險

舟

檝

便

習

風

潮

飄

忽

嘵

嘵

者

大

以

爲

非

官

軍

之

利

及

二

公

斷

以

不

疑

以

六

月

發

銅

山

衆

又

以

爲

天

時

地

利

盖

兩

犯

之

然

二

公

算

旣

定

謀

旣

合

自

始

接

至

於

破

敵

僅

七

日

間

盡

燒

其

舟

船

奪

其

島

㠘

海

之

驍

桀

精

銳

一

朝

殱

焉

又

復

大

開

恩

信

縱

釋

陣

俘

使

之

還

諭

兵

民

動

以

禍

福

爲

傾

巢

進

取

計

賊

窮

廹

無

所

奔

竄

遂

稽

首

納

欵

舉

土

降

附

斯

役

也

論

者

謂

自

古

海

外

立

功

盖

至

我

　

朝

僅

見

也

　

天

子

嘉

悅

公

功

晝

接

殷

優

賜

𧶘

重

叠

以

東

南

旣

靖

俾

帥

於

西

控

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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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巴

巒

夷

民

帖

服

旣

又

以

濱

海

重

任

非

公

不

可

水

陸

二

閫

公

歴

專

之

忝

遇

山

海

淸

晏

　

九

重

以

江

淮

氓

庶

爲

憂

間

嵗

南

巡

察

視

河

務

公

與

南

服

制

撫

朝

覲

　

行

宮

恩

禮

便

蕃

彌

加

於

昔

公

於

是

感

眷

顧

之

隆

循

平

生

之

蹟

以

暇

日

記

憶

成

篇

題

曰

行

間

紀

遇

以

地

爲

枌

榆

親

串

使

以

𢿙

言

跋

其

後

地

披

讀

終

篇

其

成

功

於

艱

危

萬

死

一

生

之

狀

足

令

觀

者

驚

愕

悲

喜

而

至

於

今

日

寵

命

始

終

備

極

渥

注

則

又

使

人

慨

然

於

功

名

之

際

而

益

知

聖

朝

之

盛

德

爲

難

名

故

公

此

述

不

曰

紀

功

而

曰

紀

遇

盖

上

以

自

幸

千

載

之

遭

而

下

以

無

忘

當

日

羣

帥

知

待

之

雅

尤

古

人

所

謂

勞

謙

君

子

厚

之

至

也

用

是

應

命

而

謹

書

之禮

記

手

抄

序

　

　

　

　

　

　
國

朝

黎

士

宏

國

家

治

亂

興

亡

之

故

豈

不

在

禮

樂

哉

原

其

所

以

久

安

而

長

治

者

則

莫

不

迂

濶

而

多

事

其

所

以

速

亡

而

易

亂

者

則

莫

不

直

致

而

徑

情

昔

者

三

代

之

治

惟

周

爲

情

文

備

至

情

文

者

禮

樂

事

也

故

自

唐

虞

以

至

二

代

惟

周

之

得

年

最

長

秦

之

興

也

以

法

吏

爲

師

薄

儒

者

焚

書

記

可

謂

簡

易

無

事

矣

歴

𢿙

漢

魏

以

來

以

兵

力

取

天

下

而

不

能

守

者

亦

唯

秦

之

得

禍

最

烈

是

非

周

民

之

淳

而

秦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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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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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藝

文

四

　

二

十

一

之

弊

也

譬

之

若

飮

食

焉

將

專

與

人

以

梁

肉

而

食

者

未

必

歡

加

之

爲

燔

炙

爲

酒

醴

而

食

者

恒

意

滿

夫

燔

炙

酒

醴

非

必

異

粱

肉

也

其

喜

怒

不

同

者

盖

耳

目

隘

則

計

較

生

曲

折

多

則

意

致

盡

也

周

則

不

惟

食

之

以

燔

肉

酒

醴

而

益

之

以

爼

豆

秦

則

不

惟

不

以

粱

肉

而

又

剪

其

嘉

種

焉

周

安

得

不

治

秦

安

得

不

亡

哉

或

者

曰

漢

何

以

不

亡

也

當

高

帝

起

自

田

間

不

十

年

而

定

天

下

自

謂

得

之

馬

上

安

事

詩

書

爲

至

其

後

稍

厭

煩

苦

而

叔

孫

制

禮

遂

爲

一

代

典

章

文

景

以

來

相

沿

不

廢

則

是

漢

方

興

而

能

變

秦

至

亂

而

不

知

也

夫

有

禮

則

安

無

禮

則

危

如

得

食

則

生

不

得

則

死

今

必

曰

禮

樂

待

百

年

而

後

興

是

猶

謂

飢

渇

者

曰

俟

秋

熟

食

爾

俟

雨

降

飲

爾

吾

恐

秋

不

時

熟

雨

不

時

降

飢

渇

者

且

枕

籍

於

前

而

不

可

支

矣

禮

者

固

己

飢

之

餱

糧

而

止

渴

之

漿

露

也

始

於

郊

廟

達

於

妻

子

及

於

童

僕

被

於

蟄

蟲

先

王

盖

曰

天

下

有

履

蟄

蟲

而

不

忍

傷

待

童

僕

而

不

敢

無

禮

吾

又

何

憂

君

父

哉

昔

唐

開

元

之

間

通

事

舍

人

王

巖

上

疏

欲

刪

去

禮

記

舊

文

而

宋

儒

又

謂

其

多

出

漢

人

附

會

附

會

與

否

不

可

知

但

使

迂

濶

足

以

救

亡

直

情

足

以

速

亂

則

君

子

何

爲

惜

一

迂

濶

之

名

以

延

百

姓

之

命

而

必

欲

徑

情

而

直

致

徒

苦

天

下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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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十

九
藝

文

四

　

二

十

二

老

使

兵

革

相

循

紛

紛

不

已

蹈

亡

秦

之

故

轍

而

後

已

也

寧

化

縣

志

序

　

　

　

　

　

　
國

朝

黎

士

宏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癸

亥

皇

上

誕

敷

文

教

允

廷

臣

請

纂

修

一

統

志

先

檄

直

省

所

在

有

司

呈

稿

彚

進

下

史

局

間

山

川

里

道

不

合

屢

煩

嚴

旨

切

責

一

時

奉

行

期

廹

多

因

仍

固

陋

太

史

公

云

文

不

雅

馴

薦

紳

先

生

難

言

之

矣

寧

化

泉

上

李

元

仲

先

生

舊

學

通

儒

爲

海

內

人

文

碩

果

不

交

州

府

者

四

十

年

前

令

何

公

束

書

載

幣

以

邑

志

請

先

生

辭

之

再

𢿙

請

乃

可

書

未

就

而

何

公

遷

去

及

書

就

前

令

王

公

急

欲

梓

行

又

不

果

今

茂

宰

祝

使

君

來

治

寧

化

見

是

編

而

再

三

歎

息

謂

非

一

邑

一

人

之

書

而

天

下

古

今

所

通

共

之

書

將

以

副

功

令

詔

來

者

非

我

其

誰

任

僉

謀

於

學

博

謝

君

及

邑

之

紳

士

父

老

咸

韙

是

舉

度

工

選

匠

不

𢿙

月

而

刻

告

成

予

得

俯

首

卒

讀

信

哉

祝

使

君

所

謂

天

下

古

今

所

通

共

之

書

而

非

一

邑

一

人

之

書

也

寧

雖

望

邑

志

殘

缺

者

將

百

年

發

凡

起

例

非

有

故

府

足

因

也

摛

辭

辨

體

非

有

羣

材

足

藉

也

先

生

以

一

心

一

手

經

營

𢿙

千

年

之

事

無

飾

言

無

曲

筆

識

其

大

者

舉

一

端

而

古

今

上

下

治

亂

𠋣

伏

之

故

無

不

詳

𣗳

一

論

而

源

流

升

降

𥙷

救

損

益

之

計

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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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十

九
藝

文

四

　

二

十

三

備

識

其

小

者

而

山

川

里

道

邱

陵

陂

澤

岡

巒

嵓

壑

無

不

掌

指

而

縷

分

斯

固

釋

法

顯

之

所

不

能

旣

其

詳

核

酈

道

元

之

所

不

能

爭

其

竒

麗

者

也

後

有

作

者

蔑

以

加

矣

夫

郡

縣

事

至

冗

雜

錢

穀

刑

名

之

司

日

救

過

不

暇

視

邑

乘

廢

興

無

關

緩

急

卽

有

意

修

舉

而

或

所

任

非

所

賢

所

賢

非

所

遇

世

乏

淵

雲

遷

固

之

筆

使

名

區

勝

蹟

魁

人

傑

士

湮

没

而

不

得

傳

者

何

可

勝

計

祝

使

君

之

爲

是

舉

也

固

甚

慶

乎

國

有

人

焉

得

以

一

邑

之

書

見

於

天

下

又

得

毋

更

致

慨

乎

國

有

人

焉

而

僅

以

一

邑

之

書

見

於

天

下

也

汀

州

府

志

之

缺

亦

五

十

餘

載

郡

伯

鄢

公

賢

大

夫

也

雅

意

重

修

將

專

車

延

先

生

定

論

今

先

生

亦

遂

老

矣

年

八

十

有

二

倘

天

假

緣

便

獲

見

成

書

推

廣

一

邑

者

及

於

一

郡

以

一

郡

者

漸

及

於

天

下

先

生

將

無

有

意

乎

予

受

業

先

生

之

門

何

敢

附

游

夏

一

辭

之

贊

特

歡

祝

使

君

任

事

之

决

而

識

政

之

大

也

敬

記

一

言

於

簡

端

重

修

上

杭

縣

志

序

　

　

　

　

　

　

黎

士

宏

畿

省

郡

邑

之

志

與

國

史

相

表

裏

體

裁

大

小

不

一

而

義

意

則

同

史

主

勸

懲

志

專

實

錄

史

獨

難

於

斷

而

志

則

兼

難

於

修

凡

修

史

立

局

總

裁

校

勘

皆

定

專

官

進

退

黜

陟

備

呈

乞

覽

卽

權

貴

不

得

以

力

爭

至

郡

邑

之

志

非

生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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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十

九
藝

文

四

　

二

十

四

其

地

者

人

與

事

不

相

習

勢

不

得

不

屬

之

一

二

里

黨

能

文

章

熟

掌

故

之

士

然

宗

戚

交

遊

親

串

所

在

往

往

閣

筆

濡

毫

遷

延

嫌

怨

稍

恕

則

速

索

米

立

傳

之

譏

槩

刪

又

不

免

陶

範

挾

刅

相

臨

之

懼

遂

至

兔

園

夫

子

亦

㸃

文

壇

椎

䯻

布

𥚑

盡

標

淑

媛

流

傳

四

方

指

爲

口

實

志

之

濫

也

匪

獨

有

心

者

不

願

爲

且

不

欲

竟

讀

也

是

非

地

方

司

牧

眞

心

强

力

任

是

非

勤

採

擇

而

又

具

良

史

之

才

者

斷

不

能

成

書

而

垂

後

若

今

璞

山

蔣

使

君

所

修

上

杭

之

志

盖

亦

僅

矣

上

杭

爲

臨

汀

赤

縣

有

明

三

百

年

間

藪

澤

𢿙

警

特

設

憲

司

節

制

其

地

川

陸

三

百

里

人

文

山

水

甲

於

諸

州

志

之

缺

者

百

有

餘

年

而

未

𥙷

豈

能

文

撡

筆

者

遂

無

其

人

抑

以

宗

戚

交

遊

親

串

之

所

在

懼

於

速

尤

府

怨

而

有

所

不

敢

耶

抑

豈

一

時

司

牧

文

章

政

事

不

必

兼

長

而

任

是

非

勤

採

擇

又

有

力

有

不

力

耶

蔣

使

君

蒞

治

八

年

政

通

人

和

急

急

乎

恐

文

獻

之

不

光

爲

懼

聘

名

士

分

部

家

心

手

勾

稽

兼

時

積

月

今

讀

其

書

𢿙

千

年

間

一

邑

之

治

亂

興

衰

若

可

手

輪

目

𢿙

細

及

里

語

方

言

蒐

羅

放

失

至

官

司

人

物

出

入

進

退

毁

譽

所

不

得

揺

愛

憎

所

不

得

奪

又

何

其

斷

斷

如

是

昔

韓

昌

黎

推

避

史

事

柳

州

貽

書

相

督

謂

其

褒

貶

是

非

不

肯

任

將

來

不

敢

爲

御

史

大

天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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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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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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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殺

予

專

更

有

重

於

此

者

則

并

不

敢

爲

宰

相

今

使

君

奮

然

執

筆

而

不

爲

愛

憎

毁

譽

所

揺

奪

是

御

史

大

夫

宰

相

之

心

也

然

則

蔣

使

君

豈

僅

才

勝

一

邑

其

所

成

書

又

豈

僅

一

邑

之

志

哉

郡

志

殘

缺

有

年

當

事

屢

以

相

屬

逡

巡

而

未

有

以

應

倘

得

盡

如

寧

化

志

之

博

麗

自

爲

一

書

上

杭

志

之

明

辨

而

有

體

則

庶

幾

踵

事

增

華

事

成

功

半

然

終

逡

巡

而

不

敢

以

應

不

敏

之

嘲

固

已

遠

慙

柳

州

近

復

抱

愧

於

賢

使

君

不

少

也

赤

嵌

集

序

　

　

　

　

　

　

　
國

朝

萬

　

經

中

原

地

盡

媧

皇

之

𥙷

無

功

絶

島

天

浮

精

衛

之

塡

奚

術

沃

焦

暘

谷

茫

茫

蜃

市

蛟

宫

弱

水

扶

桑

汛

汛

蜑

人

龍

户

田

横

已

逝

血

積

蠻

花

徐

福

不

歸

啼

聞

瘴

鳥

盖

臺

灣

郡

者

歴

代

聲

敎

所

不

通

前

王

版

圖

所

未

隷

也

聖

朝

化

行

率

土

威

被

無

垠

鑿

溟

涬

之

乾

坤

雕

題

入

貢

闢

鴻

濛

之

日

月

卉

服

來

王

城

列

赤

嵌

官

紆

黄

綬

則

有

龍

眠

才

子

孫

楚

名

流

岸

幘

澎

湖

諭

裸

邦

以

禮

樂

揚

舲

浯

㠘

變

斥

鹵

爲

桑

田

而

乃

蕷

畝

勸

農

之

餘

偏

工

體

物

榕

陰

聽

訟

之

暇

不

廢

緣

情

渺

衆

慮

以

爲

言

揮

八

極

而

成

韻

華

詞

璀

璨

擷

珊

網

之

千

枝

異

采

焜

煌

落

鮫

珠

之

百

顆

是

則

頴

川

渤

海

儒

術

斐

然

開

府

叅

軍

風

流

卓

絶

矣

豈

若

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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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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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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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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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園

挾

冊

者

課

吏

治

而

迂

疎

鳳

尾

批

箋

者

薄

新

詩

爲

小

道

也

哉

且

夫

夸

陳

山

海

縱

壯

浪

而

難

工

雕

飾

禽

魚

每

形

容

而

易

俚

若

其

留

不

盡

之

響

於

言

外

狀

難

名

之

景

於

目

前

大

言

小

言

亦

騷

亦

雅

倒

天

潢

而

屈

注

百

谷

皆

鳴

持

月

斧

作

文

斤

五

兵

非

利

耳

悽

目

駭

性

寂

情

移

將

使

子

厚

柳

州

未

足

記

其

巧

坡

公

海

外

無

以

喻

其

竒

此

赤

嵌

詩

集

爲

人

間

未

有

之

書

而

漁

洋

先

生

有

創

獲

必

傳

之

語

也

嗟

乎

吟

篋

隨

身

錦

囊

貯

句

苟

非

好

事

未

易

言

懐

至

於

挂

席

隨

雲

乗

風

破

浪

問

程

孤

往

歴

島

𣗳

之

迷

離

擊

楫

還

歸

與

鱟

㠶

而

上

下

鯤

魚

夜

吼

則

山

鬼

輟

吟

𩗗

母

朝

飜

則

爰

居

屏

跡

鐵

沙

排

劍

𢌞

車

九

折

非

難

針

路

飄

萍

擊

水

千

盤

似

夢

而

使

君

乃

枕

樓

舒

嘯

官

閣

援

毫

海

月

鑒

其

咿

唔

天

風

助

其

激

盪

捧

函

色

動

不

𢿙

張

融

賦

海

之

章

𢲅

卷

神

飛

勝

讀

郭

璞

遊

仙

之

句

感

瓊

瑶

之

投

贈

媿

糠

粃

之

簸

揚

宜

播

鷄

林

共

貽

鷺

羽

安

海

詩

序

　

　

　

　

　

　

　
國

朝

蔡

世

遠

皇

帝

誕

敷

文

德

敉

寧

武

功

歴

𢿙

綿

長

版

圖

式

廓

敷

天

之

下

覆

幬

涵

煦

罔

不

率

俾

其

有

阻

疆

自

雄

傲

虐

不

共

則

赫

然

奮

雷

霆

之

師

擣

其

區

域

畏

威

輸

成

爭

爲

臣

僕

臺

故

紅

毛

地

也

鄭

氏

𥨸

據

三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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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皇

靈

遠

播

命

姚

公

啓

聖

施

公

琅

削

平

奏

績

置

一

府

三

縣

四

十

年

來

休

養

生

息

衍

沃

富

饒

顧

土

著

鮮

少

火

耨

草

闢

多

閩

粤

無

賴

子

弟

地

廣

則

易

以

叢

奸

民

雜

則

易

以

召

亂

加

以

重

洋

浩

淼

官

吏

有

傳

舍

之

思

兵

役

更

番

不

盡

馴

性

制

撫

控

馭

阻

於

鞭

長

康

熙

辛

丑

夏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羣

不

逞

之

徒

呌

號

嘯

聚

蹂

我

民

人

賊

我

總

帥

安

平

副

將

許

君

雲

遊

擊

游

君

崇

功

北

路

叅

將

羅

君

萬

倉

各

率

偏

禆

血

戰

死

之

賊

遂

據

有

全

臺

服

優

衣

冠

相

稱

以

名

號

文

臣

逃

遁

澎

島

賊

勢

益

張

五

月

五

日

制

府

覺

羅

滿

公

聞

變

投

袂

而

起

别

母

夫

人

曰

兒

不

剪

滅

此

見

無

日

矣

晨

夜

疾

馳

軍

於

鷺

島

大

治

樓

櫓

調

八

郡

之

兵

尅

期

進

取

提

帥

施

公

先

已

提

師

駐

港

滿

公

素

知

南

澳

鎭

調

餉

佐

軍

總

兵

藍

公

忠

勇

檄

以

副

之

將

校

卒

伍

分

路

責

成

撫

軍

吕

公

調

餉

佐

軍

不

科

井

里

應

時

而

具

部

署

旣

定

合

大

小

戰

艦

六

百

餘

艘

兵

萬

六

千

餘

人

滿

公

釃

酒

臨

江

天

氣

霽

朗

義

聲

昭

布

將

一

其

心

士

百

其

競

覘

知

賊

將

内

訌

頒

發

文

告

設

幟

懸

賞

賊

棄

逆

効

順

自

相

攻

擊

六

月

十

三

日

癸

卯

自

澎

湖

齊

發

丙

午

施

公

遣

其

禆

將

林

亮

董

芳

乘

潮

人

鹿

耳

門

諸

軍

衘

尾

繼

進

兵

已

過

險

人

懐

必

死

之

心

乗

勝

克

安

平

鎭

轉

戰

七

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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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身

賊

衆

尚

𢿙

十

萬

藍

公

率

精

銳

由

西

港

登

岸

繞

出

賊

背

紅

礟

鍧

裂

賊

遂

大

奔

薄

至

官

寮

悉

衆

相

拒

復

大

敗

之

走

𡍼

墼

埕

又

連

敗

之

癸

丑

長

驅

直

入

府

治

悉

定

先

是

滿

公

未

至

厦

門

時

邊

郡

洶

洶

城

市

山

村

惶

惑

轉

徙

米

價

沸

騰

訛

言

流

布

旣

至

汛

舟

之

米

四

集

平

糶

輯

奸

市

不

改

肆

人

不

知

兵

羣

䇿

畢

張

紀

律

大

肅

衆

於

是

知

賊

不

足

平

也

向

使

滿

公

不

蚤

鎭

厦

門

則

內

地

山

莾

四

伏

鷺

門

盡

逃

澎

湖

將

潰

施

公

雖

激

厲

三

軍

而

兵

少

餉

凉

其

能

浹

旬

奏

績

乎

卽

滿

公

駐

厦

門

不

檄

藍

公

同

征

亦

未

能

成

功

若

是

速

也

三

旬

治

兵

七

日

奏

績

宣

天

子

詔

縛

其

渠

魁

撫

其

脅

從

不

殺

而

威

不

令

而

行

此

皆

由

皇

上

知

人

善

任

皇

天

眷

佑

篤

生

良

傑

同

德

一

心

式

遏

亂

略

豈

偶

也

哉

吾

漳

處

最

濱

海

囘

思

鄭

氏

之

亂

海

孽

山

妖

同

時

並

作

酷

餉

焚

巢

言

有

餘

痛

今

兹

之

喜

不

啻

口

出

作

爲

詩

歌

用

誌

永

久

名

曰

安

海

者

謂

是

役

非

徒

平

臺

邊

海

郡

縣

皆

安

之

也

旣

安

於

臺

警

方

熾

之

秋

必

能

安

之

於

臺

地

克

定

之

後

溯

厥

亂

源

選

用

亷

能

布

昭

德

教

芟

其

莠

民

漸

次

更

始

我

閩

人

實

世

世

食

德

孕

育

蕃

息

歌

詠

於

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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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窮

也

世

遠

忝

在

史

氏

有

採

風

之

責

因

與

陳

君

元

麟

張

君

福

昶

郭

君

元

龍

彚

摭

篇

什

以

付

之

梓

焉

鼓

山

志

序

　

　

　

　

　

　

　
國

朝

沈

廷

芳

七

閩

之

名

見

於

周

職

方

其

山

川

紀

載

闕

如

也

自

漢

武

帝

時

武

彜

始

載

祀

典

又

僻

在

下

邑

而

福

州

實

爲

全

閩

都

會

羣

𡶶

疊

巘

劃

海

襟

江

其

爲

之

鎭

者

則

鼓

山

也

在

形

家

有

右

旗

左

鼓

之

說

然

出

雲

降

雨

外

窮

東

溟

内

抱

崇

墉

特

立

瑰

瑋

覺

武

彜

之

淸

峭

幽

深

則

如

東

山

之

視

泰

岱

矣

矧

際

聖

朝

薄

海

內

外

民

物

暢

遂

官

斯

土

者

祈

天

祝

聖

恒

於

斯

勞

農

請

雨

恒

於

斯

以

之

發

舒

山

靈

歌

咏

膏

澤

歳

新

月

盛

則

鼓

山

之

志

誠

不

可

一

日

而

缺

顧

山

開

自

唐

末

向

爲

禪

窟

靈

嶠

神

晏

後

先

輝

映

雖

興

替

不

恒

而

嵐

光

波

影

萬

古

如

一

日

迄

今

登

峰

渉

磵

摩

挲

蘚

壁

若

蔡

襄

燕

度

李

綱

趙

汝

愚

諸

賢

其

題

名

悉

可

指

𢿙

是

山

得

人

而

顯

人

藉

山

以

傳

若

兩

相

待

癸

未

九

月

予

與

嵩

山

山

長

吳

崑

田

編

修

偕

生

徒

作

鼓

山

遊

披

尋

喝

水

巖

靈

源

洞

忘

歸

石

諸

勝

又

同

登

屴

崱

𡶶

觀

朱

子

天

風

海

濤

磨

崖

字

惝

然

而

思

悠

然

以

遠

雖

目

力

易

窮

其

浮



 

福

建

續

志

　

卷

七

十

九
藝

文

四

　

三

十

螺

㸃

黛

隱

現

於

紫

瀾

碧

㶑

中

者

又

若

可

以

髣

髴

而

得

也

旣

下

宿

白

雲

堂

住

持

遍

照

禪

翁

以

黄

丈

莘

田

新

輯

鼓

山

志

見

𧵋

簡

要

明

潔

足

備

兹

山

掌

故

予

惟

兹

山

之

雄

乃

海

天

之

望

凡

鮫

人

龍

伯

來

琛

而

向

風

者

莫

不

指

山

爲

圭

臬

舳

艫

相

啣

稽

顙

恐

後

卽

泰

山

喬

嶽

未

之

或

先

也

其

內

則

千

陬

壯

麗

閭

𨶒

殷

富

隱

隱

隆

隆

氣

象

萬

千

又

不

可

以

殫

述

復

有

學

士

大

夫

因

其

餘

閒

登

山

林

延

眺

聽

指

化

人

之

宫

爲

憩

息

之

所

仰

承

聖

學

近

法

晦

翁

將

後

之

視

今

其

一

吟

一

咏

且

與

武

彜

之

櫂

歌

並

傳

矣

是

志

也

豈

特

爲

象

教

云

乎

哉

卽

以

象

教

論

而

遍

照

能

振

其

宗

風

興

頺

舉

廢

續

古

佛

之

燈

是

端

足

志

也

因

其

請

於

是

乎

書

國

朝

吳

嗣

富

石

門

不

跨

偏

多

蠟

屐

之

人

磵

水

長

枯

大

有

挈

瓶

之

智

由

來

古

德

何

妨

坐

斷

聲

聞

在

後

檀

那

一

任

宣

揚

聖

教

此

靈

源

𥘉

集

所

以

衍

祖

燈

而

山

志

續

編

因

之

以

延

慧

命

也

從

教

話

墜

淸

淨

身

不

礙

當

機

旣

歴

耳

根

阿

𨶒

國

自

能

再

現

境

由

靈

著

地

以

人

傳

况

乎

宰

官

上

士

每

範

水

以

型

山

下

至

遷

客

騷

人

亦

拈

花

而

挿

草

鼓

山

鼓

有

竅

皆

鳴

雲

峰

雲

無

心

不

斷

較

諸

洛

陽

伽

藍

之

記

豈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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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金

碧

相

宣

擬

諸

西

竺

耆

闇

之

林

不

隔

龍

天

呵

䕶

而

已

自

有

此

山

鎭

兹

閩

海

原

爲

祝

聖

之

道

塲

億

萬

年

永

瞻

佛

日

卽

屬

布

金

之

法

界

恒

沙

𢿙

莫

喻

化

城

乃

有

禪

師

遍

照

者

談

往

知

來

日

積

貝

多

之

葉

從

來

算

壞

冩

來

白

㲲

之

書

叩

高

士

以

叅

稽

綜

羣

言

而

壽

梓

誠

法

門

之

盛

軌

爲

象

教

之

金

湯

僕

也

來

閩

獲

觀

斯

集

喜

卧

遊

之

有

具

性

海

通

源

緬

先

哲

之

餘

風

仁

山

奠

體

固

紙

皮

筆

骨

之

所

不

及

箋

且

讀

嘆

宣

揚

之

所

不

克

遍

者

也

若

夫

忘

歸

有

石

垂

露

惟

松

撫

八

極

而

非

遥

指

三

山

而

共

信

牛

眠

獅

吼

永

鎭

山

門

鳳

浴

鵬

翀

遠

凌

霄

漢

莫

須

饒

舌

𣗥

栗

裏

非

無

坦

途

試

讀

標

題

名

教

中

自

有

樂

地

請

從

而

後

於

是

乎

書國

朝

黄

　

任

歴

代

志

乘

逓

相

沿

襲

莫

不

各

有

所

倣

三

秦

三

輔

黄

圖

决

錄

之

屬

倣

於

班

氏

之

十

志

也

十

洲

洞

冥

眞

臘

佛

國

之

屬

倣

於

山

海

經

也

自

是

而

支

分

派

别

一

地

一

事

亦

各

有

著

述

洛

陽

伽

藍

建

康

宫

殿

襄

陽

耆

舊

汝

南

先

賢

雖

尺

帙

寸

楮

亦

蔚

然

自

成

一

書

迨

莊

老

退

而

山

水

滋

於

是

有

寰

宇

記

有

名

山

志

有

名

勝

志

莫

不

發

宇

宙

之

瑰

瑋

而

聚

山

川

之

秀

靈

覽

者

可

卧

遊

而

得

焉

吾

閩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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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鼓

山

去

城

三

十

里

而

近

至

唐

而

始

顯

僧

神

晏

象

教

繼

興

宋

蘇

才

翁

蔡

君

謨

朱

晦

翁

諸

君

子

各

有

題

咏

而

名

人

韻

士

之

流

連

景

光

發

爲

歌

吟

者

又

不

可

以

計

𢿙

也

然

則

山

志

可

任

其

殘

脫

不

修

乎

攷

舊

志

始

末

僧

善

緣

著

靈

源

集

黄

用

中

改

爲

鼓

山

志

後

謝

在

杭

徐

興

公

僧

元

賢

相

繼

纂

輯

及

今

復

百

餘

年

矣

舊

板

漫

漶

不

可

辨

記

載

亦

未

備

住

持

遍

照

和

尚

出

元

賢

舊

志

乞

余

續

而

成

之

因

細

爲

編

閱

於

舊

志

之

𨓜

者

存

之

繁

者

汰

之

訛

者

正

之

疑

者

缺

之

不

分

綱

目

統

别

八

類

非

故

立

異

䆒

亦

何

必

盡

同

書

成

私

自

喜

曰

八

十

衰

老

之

身

不

復

能

杖

履

作

謝

康

樂

之

遊

猶

得

從

几

帙

之

餘

如

躬

履

其

地

挹

屴

崱

靈

源

之

勝

於

縹

緗

研

席

之

間

山

靈

其

不

我

遐

棄

耶

前

者

山

寺

頗

頺

廢

遍

師

有

重

開

忉

利

再

振

精

藍

之

功

余

論

志

不

必

詳

書

福

建

續

志

卷

七

十

九

終


	卷七十九
	藝文四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