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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

學
宮自

古
興
賢
興
能
敎
以
學
立
也
然
禮
必
釋
奠
先
聖
先
師
於
學
師
表
在
斯
俎
豆
其
在
斯
乎
凡

州
縣
立
學
必
建

聖
廟
以
示
道
法
之
宗
崇
廟
祀
卽
尊
學
校
也
銅
學
肇
基
於
宋
兵
燬
於
元
屢
徙
始
定
一
切
制
作

嗜
義
者
經
營
盡
善
迄
今
舊
者
新
之
缺
者
增
之
皇
哉
黌
宮
之
美
富
卽
徵
學
校
之
振
興
也
不

惟
觀
其
車
服
禮
器
低
徊
不
能
去
方
且
駸
駸
乎
感
發
而
興
起
矣
志
學
宮

學
宮
初
在
縣
治
西
宋
淳
熙
間
知
縣
林
桷
遷
於
東
元
季
遭
兵
燬
明
初
知
縣
時
守
道
闢
舊
址
建

學
宮
主
簿
馬
驥
始
建
明
倫
堂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彭
克
修
建
大
成
殿
七
年
知
縣
王
士
廉
建
㦸

門
櫺
星
東
西
廡
及
射
圃
十
五
年
知
縣
梅
仔
修
理
宣
德
壬
子
殿
宇
傾

知
縣
商
賓
率
邑
人

佘
志
貴
丁
子
淸
等
更
新
時
知
府
葉
恩
謁
廟
見
前
爲
民
居
擁
塞
出
官
帑
鬻
地
開
廣
景
泰
四

年
知
縣
蕭
鈺
旣
加
修
葺
復
貿
民
基
益
拓
廟
制
成
化
間
佘
寬
修
大
成
殿
袁
思
瓊
建
明
倫
堂

規
模
更
廣
大
壯
麗
正
德
十
六
年
知
府
何
紹
正
遷
西
舊
址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縣
周
訥
復
遷
於

東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郭
錢
率
諸
原
建
之
家
重
建
自
後
修
理
不
替
明
末
左
兵
破
城
大
被
毀
壞

順
治
三
年
知
縣
蔣
應
仔
敎
諭
張
國
維

率
修
治
未
及
完
整
知
縣
劉
曰
義
復
率
諸
姓
後
裔

各
新
前
緖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署
縣
張
世
俊
率
衆
重
修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孫
維
震
繼
葺
之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勞
心
吾
次
第
增
修
五
十
八
年
知
縣
李
維
再
葺
雍
正
九
年
朱
岳
楷
復
修
乾
隆
五

年
章
雲
逵
創
建
五
松
書
院
七
年
知
縣
王
錫
蕃
繕
治
學
宮
十
二
年
知
縣
單
履
中
奉
張
府
憲

諭
捐
俸
倡
建
甬
道
復
率
諸
姓
後
裔
佘
懋
熙
章
雲
逵
朱
一
澍
何
應
泌
袁
塏
盛
嘉
升
王
世
澄

俞
士
杰
錢
綸
錢
鴻
緖
王
先
成
丁
枝
璠
周
旋
等
各
加
修
葺
徐
名
臣
等
重
建
兩
廡
吳
慶
雲
吳

天
序
補
建
魁
星
閣
徐
名
經
創
建
儒
學
門
由
是
廟
制
大
備
宏
整
輝
煌
迥
軼
往
日
而
儒
學
梁

貞
瑋
章
鳴
鶴
兩
學
博
多
贊
勷
云

廟
制

大
成
殿
三

間

在

明

倫

堂

前

宣

德

七

年

知

縣

商

賓

倡

邑

人

佘

志

貴

建

佘

寬

修

理

萬

歷

天

啓

間

佘

慶

中

佘

壎

等

屢

修

國

朝

順

治

三

年

知

縣

蔣

應

仔

率

生

員

佘

睦

貢

生

佘

繼

益

等

葺

治

十

三

年

知

縣

劉

曰

義

率

佘

繼

益

廩

生

佘

心

裁

庠

生

佘

綱

鑑

佘

徵

禮

佘

赤

中

耆

民

佘

義

彥

等

重

修

其

木

主

係

佘

義

重

置

康

熙

二

十

年

濾

州

知

州

佘

繼

益

壽

光

縣

丞

佘

繼

雲

仝

族

衆

重

新

規

模

較

前

宏

大

學

院

李

旌

以

功

在

聖

門

額

嗣

後

屢

加

修

葺

乾

隆

十

一

年

府

憲

飭

修

知

縣

單

履

中

生

員

佘

懋

熙

佘

栻

佘

怡

佘

德

純

佘

懋

錦

耆

民

佘

懋

鱗

懋

榮

等

盡

揭

殿

瓦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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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易

榱

桷

梁

棟

重

新

欽

頒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生

民

未

有

與

天

地

參

三

匾

額

聖
龕
張

文

憲

造

惟

恕

重

修

置

鉄

爐

五

座

天

啓

五

年

佘

合

中

修

廟

因

龕

敝

拓

而

新

之

乾

隆

十

二

年

佘

氏

重

加

丹

艧

其

御

制

孔

子

贊

及

四

子

贊

屏

屬

生

員

楊

錦

雲

德

峻

德

懋

德

盛

捐

建

兩
廡
東

西

共

十

間

在

文

廟

前

徐

正

位

建

庠

生

徐

梧

修

徐

珩

復

修

順

治

十

二

年

庠

生

徐

光

成

策

明

等

重

修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單

履

中

率

舉

人

徐

名

臣

等

增

培

舊

址

拓

易

良

材

鼎

新

重

建

乾

隆

四

年

生

員

佘

游

龍

捐

設

先

賢

先

儒

木

主

共

一

百

二

十

三

位

乾

隆

十

四

年

監

生

鍾

淑

臣

生

員

鍾

淑

明

捐

修

兩

廡

神

龕

幷

磚

臺

六

座

月
臺
徐

正

本

建

庠

生

徐

光

成

等

重

修

乾

隆

十

二

年

徐

名

振

名

文

復

修

拜
臺
在

月

臺

下

之

兩

旁

乾

隆

十

二

年

貢

生

趙

名

昂

捐

貲

石

砌

甬
道
戟

門

外

知

縣

單

履

中

於

乾

隆

十

二

年

捐

磚

砌

櫺

星

門

外

職

員

李

應

芳

同

侄

鎭

中

捐

石

砌

幷

建

石

橋

週

圍

磚

石

砌

丹
墀
趙

名

昂

捐

石

砌

幷

砌

柏

臺

二

座

戟
門
三

間

何

珠

何

鍾

建

崇

禎

三

年

何

一

鵾

重

建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貢

生

何

一

龍

廩

生

何

元

鼎

重

修

康

熙

三

十

年

何

學

曾

學

芬

應

奎

應

泌

等

重

修

雍

正

三

年

何

師

殿

復

修

乾

隆

二

年

何

應

泌

再

修

十

二

年

何

應

泌

何

以

悌

更

換

門

樑

重

修

匾

額

購

買

石

板

修

整

堦

級

戟

門

外

東

西

兩

路

監

生

鍾

淑

臣

生

員

鍾

淑

明

捐

修

泮
池
有

橋

在

櫺

星

門

内

錢

時

爵

建

順

治

十

年

錢

中

第

重

修

康

熙

間

貢

生

錢

自

晋

拔

貢

錢

美

生

等

重

修

乾

隆

十

三

年

生

員

錢

綸

監

生

錢

鴻

緖

等

復

行

修

造

櫺
星
門
石

坊

三

座

徐

正

本

建

徐

梧

復

修

乾

隆

十

二

年

徐

名

振

重

修

其

櫺

星

門

外

泮

池

黌

橋

石

柱

欄

杆

幷

泮

宮

内

外

及

崇

聖

祠

門

前

東

西

兩

路

石

板

俱

係

吏

員

李

應

芳

捐

修

黌
牆
東

西

兩

牆

自

戟

門

至

櫺

星

門

皆

鄕

賓

王

棟

建

順

治

十

一

年

貢

生

王

思

奎

王

思

逵

王

純

等

重

修

訓

導

李

士

蛟

撰

碑

記

見

藝

文

乾

隆

十

二

年

生

員

王

先

成

監

生

王

先

致

琭

瓊

等

增

高

甃

砌

重

加

丹

艧

騰
蛟
起
鳳
門
吳

應

斗

向

建

木

坊

貢

生

吳

世

義

修

乾

隆

十

二

年

貢

生

吳

世

昇

廩

生

吳

守

一

學

喜

丹

以

磚

石

改

建

下
馬
牌
生

員

何

應

德

向

以

木

建

乾

隆

十

二

年

生

員

何

思

浩

更

石

二

座

分

列

泮

宮

門

左

右

泮
宮
門
在

櫺

星

門

前

雍

正

十

三

年

貢

生

朱

良

珍

建

乾

隆

九

年

貢

生

一

澍

重

修

泮
宮
牆
武

進

士

郎

應

徵

建

乾

隆

十

二

年

後

裔

重

修

省
牲
盥
洗
二
所
訓

導

陳

琦

子

貢

生

學

禮

于

乾

隆

十

五

年

捐

建

崇
聖
祠
舊

名

啓

聖

祠

在

明

倫

堂

左

盛

元

之

建

正

祠

三

間

康

熙

中

州

同

盛

堯

民

修

後

盛

氏

合

族

當

塗

司

訓

盛

徐

琯

丹

陽

司

訓

盛

嘉

祐

等

續

修

復

建

大

門

前

廳

盛

嘉

升

等

建

木

主

庠

生

盛

永

淸

置

○

神

龕

徐

祿

成

建

乾

隆

中

合

族

復

修

幷

置

神

臺

三

具

罏

瓶

三

副

︵
祀
典
︶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以

春

秋

二

仲

月

上

丁

日

行

禮

前

期

二

日

設

齋

戒

牌

致

齋

二

日

宿

於

正

寢

不

判

署

刑

殺

文

書

决

罰

罪

人

諸

生

皆

齋

於

學

宮

前

一

日

行

事

執

事

官

集

肄

儀

祝

習

讀

祭

文

及

省

牲

眡

幣

行

事

于

學

之

講

堂

及

期

陳

設

省

饌

獻

爵

奠

幣

飮

福

受

胙

各

致

嚴

儀

每

月

朔

望

州

縣

以

下

詣

學

行

香

明

初

舊

制

先

師

位

籩

豆

各

八

成

化

間

增

籩

豆

各

十

二

郊

社

禮

也

嘉

靖

中

從

張

總

議

減

爲

各

十

推

聖

人

之

心

必

不

忍

與

天

地

同

享

也

今

制

仍

之

惟

爵

用

白

磁

昭

其

潔

也

雍

正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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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年

以

春

丁

爲

始

祭

用

烏

牛

制

爲

令

舊

制

舞

用

六

佾

文

舞

生

三

十

六

人

乾

隆

五

年

禮

部

議

請

於

三

十

六

人

外

加

取

四

人

以

備

疾

病

事

故

更

替

用

之

雍

正

元

年

加

封

先

師

五

世

王

爵

三

年

詔

郡

縣

二

祭

用

太

牢

丁

日

先

祭

五

王

殿

而

後

祭

大

成

殿

︵
丁
祭
儀
注
︶

一

於

丁

祭

前

一

日

在

學

宮

明

倫

堂

演

禮

演

樂

行

祭

丙

禮

各

官

齊

集

佾

禮

生

演

迎

神

等

拜

跪

之

儀

奏

九

成

之

曲

禮

生

引

主

祭

官

至

省

牲

所

贊

奠

酒

禮

畢

一

於

祭

日

四

鼓

文

武

官

員

整

朝

服

詣

明

倫

堂

僉

祝

文

起

鼓

三

通

畢

引

至

五

王

祠

通

贊

執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陪

祭

官

各

就

位

分

獻

官

各

就

位

主

祭

官

就

位

贊

迎

神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興

通

贊

奠

帛

行

初

獻

禮

引

贊

引

主

祭

官

詣

盥

洗

所

盥

手

畢

詣

酒

樽

所

司

樽

者

舉

酌

酒

禮

生

捧

爵

進

殿

詣

肇

聖

王

神

位

前

進

香

贊

跪

奠

帛

初

獻

爵

俯

伏

興

引

贊

引

主

祭

官

次

詣

裕

聖

王

神

位

前

詒

聖

王

神

位

前

昌

聖

王

神

位

前

啓

聖

王

神

位

前

進

香

俱

與

肇

聖

王

神

位

前

進

香

奠

帛

初

獻

爵

同

俯

伏

興

詣

讀

祝

位

贊

跪

通

贊

衆

官

皆

跪

讀

祝

文

具

官

某

等

敢

昭

吿

于

肇

聖

王

木

金

父

公

裕

聖

王

祈

父

公

詒

聖

王

防

叔

公

昌

聖

王

伯

夏

公

啓

聖

王

叔

梁

公

曰

恭

惟

五

王

造

家

哲

毓

瑞

文

明

五

世

其

昌

大

儒

宗

於

洙

泗

千

秋

不

朽

隆

祀

事

於

彝

章

維

兹

仲
春秋

謹

以

牲

帛

醴

齊

粢

盛

庶

品

式

陳

明

薦

先

賢

顏

氏

先

賢

曾

氏

先

賢

孔

氏

先

賢

孟

氏

配

尙

饗

畢

贊

俯

伏

興

行

分

獻

禮

贊

俯

伏

興

復

位

行

亞

獻

禮

同

初

獻

行

三

獻

禮

同

亞

獻

三

獻

畢

俯

伏

興

復

位

徹

饌

畢

送

神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贊

讀

祝

者

捧

祝

奠

帛

者

捧

帛

各

詣

瘞

所

引

主

祭

官

詣

視

瘞

位

贊

視

瘞

焚

祝

帛

禮

畢

一

於

丁

祭

日

五

鼓

文

武

官

員

整

朝

服

僉

祝

文

起

鼓

三

通

畢

承

祭

官

至

盥

洗

所

盥

洗

畢

通

贊

唱

啓

戶

佾

禮

生

各

就

位

贊

執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樂

舞

生

各

就

位

主

祭

官

就

位

贊

瘞

毛

血

瘞

畢

贊

迎

神

俟

工

祝

生

燔

燎

灌

鬯

舉

迎

神

樂

神

降

各

官

跪

迎

復

位

贊

參

神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興

樂

止

通

贊

唱

奠

帛

行

初

獻

禮

引

贊

引

主

祭

官

陞

壇

詣

酒

樽

所

司

樽

者

舉

幂

酌

酒

禮

生

奉

爵

進

殿

詣

香

案

前

進

香

詣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神

前

贊

跪

奠

帛

初

獻

爵

俯

伏

興

詣

讀

祝

位

贊

跪

通

贊

衆

官

皆

跪

讀

祝

文

具

官

某

等

敢

昭

吿

於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曰

惟

師

德

配

天

地

道

冠

古

今

删

述

六

經

垂

憲

萬

世

惟

兹

仲
春秋

謹

以

牲

帛

醴

齊

粢

盛

庶

品

式

陳

明

薦

以

復

聖

顏

子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四

宗

聖

曾

子

述

聖

子

思

子

亞

聖

孟

子

配

尙

饗

畢

贊

俯

伏

興

通

贊

行

分

獻

禮

引

主

祭

官

詣

復

聖

顏

子

宗

聖

曾

子

述

聖

子

思

子

亞

聖

孟

子

神

位

前

俱

贊

跪

奠

帛

初

獻

爵

俯

伏

興

復

位

贊

行

亞

獻

禮

如

初

獻

儀

贊

行

三

獻

禮

如

亞

獻

儀

三

獻

畢

贊

飮

福

受

胙

引

主

祭

官

詣

飮

福

位

贊

跪

飮

福

酒

受

福

胙

贊

俯

伏

興

復

位

贊

徹

饌

畢

贊

送

神

舉

送

神

樂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興

復

位

贊

讀

祝

者

捧

祝

奠

帛

者

捧

帛

各

詣

瘞

所

引

主

祭

官

詣

視

瘞

位

贊

視

瘞

焚

祝

文

帛

贊

復

位

禮

畢

各

退

現
在
存
貯
祭
器

銅
爵
一

百

四

十

二

竹
籩
一

百

五

十

木
豆
一

百

五

十

燭
架
大

小

十

五

座

帛
匣
十三

大
橱
一

張

貯

諸

祭

器

錫
壺
九

具

以

上

明

邑

令

翁

金

堂

置

後

學

博

曹

學

賜

修

順

治

十

一

年

鍾

仕

亨

重

置

其

錫

壺

明

廩

生

張

君

仁

置

雍

正

十

三

年

庠

生

鍾

謙

生

觀

生

咸

生

等

重

修

各

器

置

錫

壺

十

三

具

盤
棹
三

座

係

正

殿

内

供

太

牢

羊

豕

用

乾

隆

四

年

庠

生

張

□

美

捐

置

乾

隆

十

二

年

子

庠

生

泰

豐

孫

庠

生

德

標

復

修

鐵
爐
五

座

張

惟

恕

捐

置

處
爐
處
瓶
明

舉

人

張

友

淸

置

處

爐

一

處

瓶

二

後

裔

庠

生

張

楩

置

石

座

載

之

康

熙

二

十

年

生

員

楊

覲

楊

觀

楊

寬

置

正

殿

鐵

爐

六

座

四

配

四

座

十

哲

二

座

年

久

損

壞

乾

隆

十

二

年

後

裔

楊

錦

雲

德

溥

德

超

學

詩

重

鑄

鐵

爐

六

座

大
鐘
巨
鼓
各

一

朱

漆

架

二

乾

隆

十

二

年

生

員

張

承

道

等

捐

置

祭
棹
六

張

生

員

佘

游

龍

置

額
設
祭
品

太
牢
一
頭

豕
十
一
口
計

重

五

百

斤

羊
六
隻
計

重

六

十

斤

兔
二
隻

黍

稷

稻

粱

芡

菱

棗

栗

榛

形
鹽

藁
魚

白
餅

黑
餅

芹

韮

菁

葱

筍
菹

醯
醢

兔
醢

魚
醢

脾
析

䐁
胉

今
本
邑
額
編
春
秋
二
祀
銀
共
四
十
八
兩

先
師
位帛

三

爵
三

太
羹
一

和
羹
二

黍

稷

稻

粱

形
鹽

藁
魚

牛
脯

棗

栗

菱

芡

榛

韮
菹

芹
菹

菁
菹

筍
菹

醯
醢

魚
醢

牛
醢

兔
醢

太
牢

羊

豕

白
餅

黑
餅

脾
析

䐁
胉

五
王
位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五

祭
品
視

先
師
惟
減
太
羹
一
太
牢
一
四
配
位
視
十
二
哲
惟
添
豕
首
一
從
祀
位
與
四
配
同

惟
減
豕
首
一

四
配
位
每

位

一

壇

各
帛
一

爵
三

和
羹
二

黍

稷

稻

粱

形
鹽

藁
魚

棗

栗

菱

芡

菁
菹

芹
菹

韮
菹

筍
菹

牛
醢

兔
醢

魚
醢

白
餅

黑
餅

羊

豕

脾
析

䐁
胉

十
二
哲
位
東

西

各

一

壇

每
壇
帛
一

爵
三

和
羹
一

黍

稷

形
鹽

牛
脯

菁
菹

芹
菹

牛
醢

兔
醢

棗

栗

羊

豕

兩
廡
位
每

四

位

一

壇

東
西
各
一
帛

爵
四

黍

稷

形
鹽

牛
脯

菁
菹

芹
菹

牛
醢

兔
醢

棗

栗

豕
肉

御
飭
改
定
樂
章

迎
神

大
哉
孔
子
先
覺
先
知
與
天
地
參
萬
世
之
師
祥
徵
麟
紱
韻
答
金
絲
日
月
旣
揭
乾
坤
淸
夷

初
獻

予
懷
明
德
玉
振
金
聲
生
民
未
有
展
也
大
成
俎
豆
千
古
春
秋
上
丁
淸
酒
旣
載
其
香
始
升

亞
獻

式
禮
莫
愆
升
堂
再
獻
響
協
賁
鏞
誠
孚
罍
獻
肅
肅
雍
雍
譽
髦
斯
彥
禮
陶
樂
淑
相
觀
而
善

終
獻

自
古
在
昔
先
民
有
作
皮
弁
祭
菜
於
論
思
樂
惟
天
牗
民
惟
聖
時
若
彝
倫
攸
敍
至
今
木
鐸

徹
鐉

先
師
有
言
祭
則
受
福
四
海
黌
宮
疇
敢
不
肅
禮
成
吿
徹
毋
疏
毋
凟
樂
所
自
生
中
原
有
菽

送
神

鳧
繹
峨
峨
洙
泗
洋
洋
景
行
行
止
流
澤
無
疆
聿
昭
祀
事
祀
事
孔
明
化
我
蒸
民
育
我
膠
庠

學
制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六

黌
宮
坊
在

儒

學

門

前

徐

正

本

建

儒
學
門
在

黌

宮

坊

後

乾

隆

十

二

年

貢

生

徐

明

經

庠

生

徐

開

智

廷

英

廷

略

等

剏

建

道
義
門
舊

名

儒

學

門

在

明

倫

堂

東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貢

生

王

應

錄

等

公

建

更

今

名

乾

隆

十

二

年

生

員

王

世

澄

修

明
倫
堂
在

文

廟

後

明

宣

德

七

年

邑

人

丁

子

淸

建

後

遷

縣

西

廢

袁

泰

重

建

嘉

靖

十

七

年

復

遷

縣

東

袁

廷

瑚

袁

沛

建

萬

歷

三

十

三

年

袁

浙

袁

滋

袁

應

暘

應

鳳

重

建

天

啓

七

年

袁

傑

重

加

丹

艧

順

治

十

一

年

庠

生

袁

熿

耆

民

袁

一

策

復

修

康

熙

三

十

年

袁

燧

增

修

乾

隆

十

一

年

廩

生

袁

塏

等

重

修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誥

贈

文

林

郎

丁

子

淸

曁

丁

子

文

子

祥

後

裔

紳

士

人

等

合

族

捐

貲

鼎

新

幷

堂

下

月

臺

階

級

新

砌

完

面

○

監

生

阮

起

武

捐

置

長

棹

櫈

各

二

十

四

張

○

監

生

徐

家

福

摹

刻

朱

子

手

書

忠

孝

廉

節

四

大

字

置

巨

屏

四

座

存
心
齋
三

間

在

明

倫

堂

東

周

尙

瓊

尙

寬

等

建

萬

歷

四

十

三

年

志

瓊

寬

後

裔

周

讚

新

東

齋

天

啓

間

新

西

齋

順

治

五

年

貢

生

周

維

新

庠

生

周

士

珩

等

重

新

兩

齋

順

治

十

二

年

庠

生

周

曰

庠

等

重

修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庠

生

周

辛

玉

耆

民

周

維

中

等

重

修

雍

正

八

年

貢

生

周

旋

等

重

修

乾

隆

十

二

年

監

生

周

頌

周

端

生

庠

生

周

秩

周

道

等

重

修

養
性
齋
三

間

在

明

倫

堂

西

周

志

瓊

寬

建

後

裔

修

葺

乾

隆

二

十

年

監

生

周

頌

周

瑞

生

庠

生

周

秩

周

道

等

重

修

尊
經
閣
在

文

廟

東

萬

歷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鄭

明

城

創

始

歷

署

縣

李

養

冲

未

就

知

縣

徐

一

科

敎

諭

周

道

隆

率

督

工

耆

民

吳

人

俊

王

棟

竣

事

升

文

昌

帝

君

於

上

故

又

名

文

昌

閣

明

末

兵

圮

順

治

間

署

敎

諭

彭

文

煒

捐

俸

重

修

康

熙

十

七

年

貢

生

俞

洪

韜

復

建

二

十

五

年

俞

錦

鉉

重

建

乾

隆

間

主

簿

士

杰

重

新

貢

生

吳

自

任

塑

帝

君

等

像

設

龕

棹

後

裔

監

生

曰

鵬

子

庠

生

廷

勳

重

修

魁

星

一

座

何

申

甫

重

塑

惜

字

爐

監

生

查

繼

冕

建

捐

石

洞

耆

楊

家

岳

字

號

弓

田

拾

畝

付

檢

字

人

收

租

納

粮

立

戶

名

惜

字

罏

魁
星
閣
在

黌

宮

坊

西

乾

隆

十

二

年

監

生

吳

慶

雲

貢

生

吳

天

序

建

塑

奎

星

神

像

於

其

上

五
松
書
院
卽

敬

一

亭

址

亭

係

貢

生

章

爍

建

乾

隆

五

年

知

縣

王

錫

蕃

興

舉

義

學

爍

子

州

章

同

雲

逵

改

建

五

松

書

院

於

此

其

制

門

一

間

前

學

舍

三

間

中

廳

三

間

庖

湢

三

間

桌

櫈

器

皿

俱

全

王

令

延

師

講

學

後

邑

令

俱

偕

兩

學

愽

萃

集

生

童

課

藝

至

今

不

怠

按

書

院

所

以

輔

學

校

之

不

逮

自

春

夏

絃

誦

之

風

不

再

學

齋

間

其

無

人

賴

有

書

院

以

招

徠

士

類

此

皋

比

談

經

造

就

俊

髦

爲

至

亟

也

予

承

乏

兹

邑

以

講

學

育

才

爲

務

月

賚

粟

肉

與

諸

生

課

藝

列

前

茅

者

給

楮

筆

以

示

旌

顧

化

理

偏

隅

每

恨

簿

書

碌

碌

何

以

牖

迪

羣

材

咸

成

偉

器

是

所

望

於

掌

敎

者

本

單

志

敬
一
亭
舊

在

崇

聖

祠

旁

崇

禎

間

知

縣

崔

維

嵂

移

於

廢

文

昌

祠

址

後

章

爍

捐

建

改

建

五

松

書

院

見

前

尊
賢
堂
元

知

縣

陳

伯

奎

建

敎

論

徐

觀

有

記

久

廢

紫
陽
書
院
舊

在

邑

西

學

基

祀

朱

子

明

末

兵

燬

順

治

九

年

知

縣

劉

曰

義

修

後

廢

號
舍
九

間

在

舊

文

昌

祠

左

吳

俊

吳

俶

吳

應

選

建

萬

歷

間

以

四

間

基

建

尊

經

閣

餘

五

間

廩

生

吳

自

任

重

修

今

廢

另

有

店

房

六

間

東

二

間

在

儒

學

前

基

係

學

地

西

四

間

在

學

基

旁

基

係

民

佃

今

房

廢

基

存

名
宦
祠
在

戟

門

左

明

邑

人

丁

宇

溥

建

順

治

間

丁

良

策

丁

亮

等

重

修

乾

隆

十

二

年

庠

生

丁

枝

璠

監

生

丁

枝

麒

耆

民

丁

孔

源

儒

童

丁

孔

剛

等

復

修

祠

内

祭

品

爵

各

一

幣

一

羊

一

豕

一

鄕
賢
祠
在

戟

門

右

與

名

宦

祠

俱

係

丁

氏

建

修

祠

内

祭

品

與

名

宦

同

忠
義
祠
在

崇

聖

祠

左

節
孝
祠
在

黌

牆

右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七

右
文
祠
在

名

宦

祠

左

卽

土

地

祠

生

員

章

之

球

建

乾

隆

十

二

年

生

監

章

廷

鑾

廷

錦

重

修

聚
奎
樓
在

聚

奎

門

城

上

乾

隆

十

五

年

建

聚
奎
門
外
學
基
册

載

芥

字

七

號

直

十

六

弓

橫

十

弓

生

員

楊

錦

雲

潘

煥

陳

聯

等

呈

請

照

倫

堂

木

榜

永

禁

承

佃

敎
諭
署
在

明

倫

堂

後

萬

歷

二

十

二

年

敎

諭

包

邠

重

建

崇

禎

十

五

年

邑

庠

諸

生

陳

檄

王

思

奎

陳

金

鼎

張

楩

等

捐

貲

重

修

廳

被

兵

知

縣

劉

曰

義

署

敎

諭

彭

文

煒

捐

俸

重

修

雍

正

三

年

庠

生

佘

游

龍

重

建

懷

觀

講

堂

乾

隆

十

二

年

儒

童

佘

如

龍

重

修

幷

學

署

大

門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右

天

啓

二

年

訓

導

張

可

仕

重

建

順

治

十

一

年

訓

導

李

士

蛟

捐

俸

重

修

其

牆

係

陳

玥

陳

瓘

捐

砌

乾

隆

元

年

高

郵

州

訓

導

陳

琦

同

庠

生

陳

德

謨

等

捐

砌

乾

隆

十

二

年

徐

宗

仁

後

裔

監

生

徐

承

尹

庠

生

徐

承

勳

巨

謀

輪

達

監

生

徐

魁

等

重

建

與

言

堂

幷

建

署

門

書
籍
明

邑

令

翁

金

堂

熊

藎

臣

遞

置

四

書

五

經

大

全

綱

目

通

鑑

性

理

等

書

明

末

兵

燬

順

治

十

一

年

署

敎

諭

彭

文

煒

捐

俸

購

書

三

百

本

久

廢

不

列

書

目

今

奉

欽
頒

聖
諭
廣
訓
一
本

上
諭
四
套

御
製
樂
善
堂
全
集
二
部

四
套
共
二
十
四
本

御
製
周
易
折
衷
二
部

四
套
共
二
十
四
本

欽
定
四
書
文
二
部

六
套
共
四
十
四
本

御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臥
碑

一
道

十
三
經

十
二
套
共
一
百
二
十
本

二
十
一
史

五
十
套
共
五
百
本

明
史
全
部

十
二
套

詩
經
傳
說
二
部

四
套
共
四
十
本

書
經
傳
說
二
部

四
套
共
三
十
二
本

春
秋
傳
說
二
部

八
套
共
四
十
八
本

性
理
精
義
二
部

二
套
共
十
本

四
書
解
義
二
部

四
套
共
二
十
四
本

朱
子
全
書
二
部

八
套
共
六
十
四
本

日
知
薈
說
二
部

二
套
共
八
本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八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共
八
本

駁
呂
留
良
講
義

一
套

名
敎
罪
人
詩

共
二
本

巳
上
收
貯
學
内
俾
士
子
詣
齋
肄
習

入
學
額
數

銅
陵
縣
學
額
設
廩
生
二
十
名
增
廣
生
二
十
名
附
學
生
無
定
額

歲
科
各
貢
一
人

廩
生
二
十
名
每
名
廩
膳
銀
四
兩
一
錢
三
分
三
厘
三
毫
零
順
治
間
歲
科
兩
試
裁
減
舊
額
取

進
儒
童
十
名
康
熙
三
年
起
至
十
三
年
歲
科
倂
考
奉
裁
額
取
進
儒
童
八
名
十
六
年
起
開
納

例
減
額
取
進
文
武
儒
童
各
三
名
二
十
年
停
例
復
額
取
進
儒
童
八
名
二
十
九
年
科
考
起
廣

額
四
名
共
取
進
儒
童
十
二
名
三
十
八
年
科
考
特
行
廣
額
五
名
共
取
進
儒
童
十
七
名
四
十

年
歲
考
起
仍
照
定
額
取
進
儒
童
十
二
名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廣
額
六
名
歲
科
兩
考
俱
進
一
十

八
名
内
撥
府
學
二
名
其
武
童
自
康
熙
三
年
起
歲
科
倂
考
原
額
取
進
八
名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廣
額
四
名
共
取
進
一
十
二
名
外
撥
府
學
二
名

按

元

時

本

邑

與

貴

靑

建

東

均

爲

下

縣

而

宋

史

則

爲

上

縣

學

前

代

爲

中

學

明

季

役

重

當

事

苦

之

謬

思

減

費

以

適

江

小

邑

詳

改

小

學

而

條

漕

多

於

石

建

汪

文

禮

陳

哲

等

呈

詳

學

憲

鄭

於

康

熙

六

十

年

三

月

彙

題

准

部

議

改

復

中

學

世

宗

御

極

沛

恩

陞

學

部

議

銅

南

二

縣

改

學

未

久

故

貴

靑

石

建

俱

陞

大

學

而

銅

邑

仍

爲

中

學

今

聖

天

子

加

意

右

文

銅

邑

人

文

日

盛

援

例

請

陞

還

有

望

於

來

者

社
學
在

縣

治

西

宣

德

十

年

知

縣

商

賓

建

萬

歷

十

三

年

遷

西

門

外

崇

禎

間

知

縣

杜

應

禎

復

建

預

備

倉

右

久

廢

基

存

義
學
今

以

五

松

書

院

統

之

通
學
公
置
田
地
基
屋
山
塘
等
業
坐

落

坊

二

耆

土

名

菜

園

冲

張

家

冲

二

□

計

册

田

二

十

八

畝

零

乾

隆

三

年

貢

生

查

鳳

翔

入

籍

捐

銀

一

百

八

十

兩

又

學

中

公

增

銀

十

八

兩

置

買

初

議

作

賓

興

田

畝

乾

隆

五

年

署

縣

任

宗

游

通

詳

歸

入

義

學

每

年

收

額

租

稻

麥

蔴

荳

柴

魚

雞

等

項

粮

係

義

學

辦

納

乾

隆

十

五

年

馬

賢

焴

入

籍

捐

建

聚

奎

樓

一

座

在

聚

奎

門

城

上

又
通
學
淸
出
各
洲
地
坐

落

馬

寨

磯

元

字

一

百

十

七

號

共

地

六

十

四

畝

零

戶

名

孔

之

生

原

係

洲

戶

助

八

儒

學

後

因

年

久

抛

荒

學

未

管

業

至

乾

隆

五

年

通

學

等

壩

生

員

潘

煥

楊

景

雲

何

應

泌

等

淸

查

在

胡

志

高

名

下

淸

出

地

三

十

三

畝

一

分

二

厘

胡

志

吉

名

下

淸

出

地

十

三

畝

錢

于

聖

名

下

淸

出

地

十

八

畝

課

差

仍

係

通

洲

公

完

又

錢

于

聖

將

已

分

時

字

三

百

四

十

幷

四

十

一

四

十

二

共

三

號

計

實

差

五

分

四

厘

七

毫

四

系

捐

助

義

學

差

歸

學

完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九

生
員
郎
煒
捐
田
一
則
坐

落

馬

寨

硯

時

字

號

土

名

靠

山

小

圩

計

册

田

九

畝

三

分

乾

隆

五

年

煒

向

錢

于

聖

贖

出

歸

入

義

學

粮

係

義

學

辦

納

儒
學
田

張
應
紳
葉
廷
懋
熊
登
榮
陳
登
俊傑

生
員
汪
泌
等
各
捐
田
業
坐

落

石

子

龍

田

十

四

畝

五

分

長

冲

田

十

八

畝

四

分

姚

村

田

八

畝

九

絲

費

村

田

十

六

畝

一

分

北

埂

田

十

畝

九

毫

馬

冲

田

八

畝

一

分

二

厘

獨

山

田

六

畝

共

田

八

十

一

畝

一

分

二

厘

零

每

年

聽

學

取

租

除

辦

粮

外

餘

存

以

作

香

燈

及

修

理

宮

牆

等

處

之

費
論
曰
學
宮
之
廢
興
敎
化
之
隆
替
係
焉
銅
學
之
前
石
峯
峙
於
離
明
玉
帶
通
於
兌
澤
自
聚
奎

啓
鑰
升
俊
聯
鑣
弁
冕
南
邦
簪
花
春
宴
地
固
毓
其
靈
矣
而
作
新
非
由
學
校
乎
譬
之
治
田
然

蕪
萊
闢
耘
耔
勤
嘉
種
于
是
有
收
矣
然
而
所
以
興
發
孝
秀
者
賢
辛
不
能
委
其
責
而
專
官
則

在
師
儒
舉
要
則
遵

御
訓
參
以
蘇
湖
遺
範
本
經
義
以
立
其
體
習
治
事
以
達
其
用
與
道
大
適
樹
厥
羽
儀
豈
惟
昭
彝
鼎

之
輝
光
發
鐘
鏞
之
洪
響
與
洎
夫
更
置
書
院
左
右
文
壇
别
選
典
型
劻
襄
雅
化
白
鹿
嵩
陽
之

緖
夫
豈
異
人
任
哉
吾
爲
銅
之
學
幸
吾
爲
銅
之
士
幸
也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十

銅
陵
縣
志
卷
之
三

武
備文

敎
掌
諸
司
徒
戎
政
職
諸
司
馬
周
官
所
並
重
也
我

朝
海
甸
淸
甯
烽
烟
無
警
懷
遠
略
而
策
武
功
者
太
平

久
不
廢
韜
鈴
蓋
保
泰
圖
安
綢
繆
未
雨
故

兔
罝
可
備
干
城
鷹
揚
預
藏
細
柳
誰
謂
瀕
江
小
邑
可
弛
壯
猷
於
勿
講
歟
志
武
備

池
州
營
分
防
銅
陵
陸
汛

經
制
把
總
一
員
駐

劄

在

縣

治

東

係

舊

察

院

改

設

營

署

外
委
把
總
一
員
駐

劄

在

城

祝

聖

寺

西

劉

公

祠

分
守
計
二
汛

順
安
鎭
汛
兵

二

名

九
龍
廟
汛
兵

二

名

遊
兵
營
分
防
銅
陵
水
汛

經
制
把
總
一
員

外
委
把
總
一
員
駐

劄

俱

在

船

分
守
計
十
汛

縣
河
口
汛
兵

四

名

長
山
磯
汛
兵

四

名

銅
陵
洲
汎
兵

二

名

丁
家
洲
汎
兵

二

名

老
鸛
嘴
汎
兵

二

名

錢
家
灣
汎
兵

二

名

紫
沙
洲
汎
兵

四

名

淸
水
溝
汎
兵

四

名

掃
把
溝
汎
兵

二

名

下
橫
港
汎
兵

二

名

安
慶
營
分
防
銅
陵
汎

分
守
計
三
汎

大
通
河
口
汎
兵

八

名

洋
山
磯
汎
兵

四

名

上
橫
港
汎
兵

四

名

奉

裁

荻
港
營
分
防
銅
陵
汎

分
守
計
一
汎

張
灣
潭
汎
兵

二

名

右
自
大
通
鎭
汎
至
洋
山
磯
計
二
汎
十
里
自
洋
山
磯
至
下
橫
港
掃
把
溝
銅
陵
洲
縣
河
口
長

山
磯
計
五
汎
共
五
十
里
自
長
山
磯
至
丁
家
洲
老
鸛
嘴
紫
沙
洲
計
三
汎
共
二
十
五
里
自
紫



ZhongYi

銅

陵

縣

志

卷
三

十
一

沙
洲
至
錢
家
灣
淸
水
溝
張
灣
潭
計
三
汎
共
十
五
里
另
河
葉
洲
一
汎
雍
正
十
三
年
奉
裁
歸

李
陽
營

塘
船
十

四

隻

雍

正

十

一

年

設

每

汛

船

一

營

兵

撑

駕

救
生
船
二

隻

長

山

磯

船

一

水

手

舵

工

七

名

洋

山

磯

船

一

水

手

舵

工

五

名

月

給

工

食

銀

兩

耗

羨

支

銷

本
縣
額
設
壯
丁
三
十
六
名
内

撥

四

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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