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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志

一

鄧

州

志

卷

之

十

三

祀

典

志

祀

典

者

其

起

于

天

理

人

心

之

必

致

敬

慤

者

乎

是

故

峻

德

宜

崇

則

有

祀

豊

功

宜

報

則

有

祀

以

位

人

神

恊

上

下

禮

幽

勸

明

而

成

其

教

化

盖

繇

先

王

作

之

也

國

朝

祀

典

通

之

天

下

位

號

品

式

厥

存

明

制

而

誰

忍

玩

之

正

先

師

之

稱

啓

聖

之

祠

清

從

祀

之

列

則

皇

上

神

特

見

逈

出

萬

古

之

上

有

司

群

工

推

廣

德

意

無

論

䆠

賢

鄕

祀

惟

於

崇

德

報

功

之

科

者

悉

從

收

入

罔

敢

冐

濫

罔

敢

僣

踰

或

問

何

也

不

曰

天

理

人

心

我

固

有

之

哉

作

祀

典

志

鄧

州先

師

廟
制

見

學

校

嘉

靖

辛

卯

奉

詔

正

祀

典

敃

大

成

殿

爲

先

師

廟

撤

肖

像

易

以

木

主

題

曰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東

西

列

四

配

曰

某

聖

某

子

十

哲

以

下

及

两

廡

諸

賢

曰

先

賢

某

子

諸

儒

曰

先

儒

某

子

進

后

蒼

王

通

胡

瑗

歐

陽

脩

陸

九

淵

五

人

從

祀

退

申

黨

公

伯

寮

秦

冉

顔

何

荀

况

戴

聖

劉

向

賈

逵

馬

融

何

休

王

肅

王

弼

杜

預

吳

澄

十

四

人

以

林

放

瑗

鄭

衆

盧

植

鄭

玄

服

䖍

范

七

人

各

祀

于

其

鄕

噐

祭

品

俱

如

制

舊

規

籩

豆

各

十

二

今

各

捐

其

四

禮

如

儀

祝

文

凡

稱

王

並

易

爲

師

期

以

春

秋

仲

月

上

丁

日

知

州

率

僚

属

用

服

致

先

期

齋

宿

每

朔

望

州

官

行

謁

拜

禮

属

縣

制

同

啓

聖

公

祠
見學

校

嘉

靖

辛

卯

䢖

祠

祀

孔

子

父

叔

梁

紇

主

題

稱

一

如

制

以

顔

無

繇

曾

晳

孔

鯉

孟

孫

氏

配

宋

程

珦

朱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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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蔡

元

定

從

祀

每

春

秋

上

丁

日

有

司

祀

祠

畢

始

祀

先

師

盖

子

不

先

父

食

之

義

属

縣

制

同

名

宦

祠

見

學

校

祀

郡

之

歴

代

名

宦

鄧

侯

秦

冉

趙

普

凖

謝

綘

吕

誨

范

仲

淹

李

常

史

天

澤

孔

顕

義

原

傑

張

定

等

十

三

人

每

春

秋

上

丁

日

祀

先

師

後

致

其

祝

詞

曰

群

公

明

明

牧

鄧

同

聲

有

巍

䖍

始

有

赫

丕

承

罔

報

遺

愛

難

諼

令

名

千

秋

對

越

孰

敢

不

誠

鄕

賢

祠
見

學

校

祀

郡

之

歴

代

名

賢

賈

復

杜

茂

馬

武

宋

均

郭

丹

張

廵

韓

愈

賈

黯

魯

翀

成

遵

王

儀

鐡

鉉

李

賢

藍

瑞

等

十

四

人

期

品

儀

俱

同

名

宦

祝

詞

曰

群

公

堂

堂

闕

里

吾

穰

竒

勲

今

古

廣

譽

鄕

邦

我

奉

祀

典

蘋

藻

将

何

以

溢

我

爾

弗

忘

社

稷

壇

在

土

城

內

西

北

隅

洪

武

年

建

祝

詞

曰

品

物

資

生

蒸

民

乃

粒

養

育

之

功

司

土

是

頼

維

兹

仲

春秋

禮

冝

告報

祀

風

雲

雷

雨

壇
在

土

城

外

東

南

隅

洪

武

年

建

祝

詞

曰

妙

用

神

機

生

育

萬

物

奠

我

民

居

足

我

民

食

某

欽

承

上

命

忝

職

茲

土

謹

具

牲

醴

用

伸

常

城

隍

廟
在

州

治

西

其

神

每

山

川

厲

乃

迎

主

以

祀

每

月

朔

望

知

州

率

僚

屬

謁

焉

洪

武

五

年

鎮

撫

孔

顕

䢖

後

知

州

崔

冨

吳

大

有

繼

修

嘉

靖

丙

辰

知

州

張

僊

復

倡

義

民

重

修

叅

政

朱

徴

記

曰

城

隍

有

祀

有

廟

著

之

甲

令

惟

我

國

家

寔

肇

稱

之

夫

禦

災

捍

患

率

載

祀

典

八

蜡

之

坊

與

水

墉

乃

居

二

焉

矧

盡

一

郡

之

民

物

而

高

城

深

池

備

不

虞

以

躋

平

康

固

民

牧

者

盡

長

人

之

道

于

昭

昭

然

隂

扶

黙

相

之

中

必

有

所

以

爲

之

者

胡

可

弗

祀

胡

可

弗

廟

我

聖

祖

惟

典

神

夭

百

神

受

職

獨

于

城

隍

有

司

民

之

稱

有

監

臨

紏

察

之

寄

自

兩

京

藩

臬

府

州

縣

而

下

凢

蒞

官

者

必

齋

宿

誓

神

而

後

即

政

則

所

以

致

重

之

者

至

矣

斯

固

聖

人

神

道

設

教

之

幾

亦

隂

陽

表

裏

通

一

無

間

之

道

也

鄧

之

廟

在

州

治

北

西

所

創

于

國

初

新

于

吳

君

大

有

氏

乆

且

敝

今

太

守

張

君

始

至

大

懼

弗

稱

瞻

依

乃

謀

壞

闢

隘

增

缺

麗

樸

以

聳

具

瞻

於

是

擇

省

李

添

民

者

捐

之

俸

資

授

之

成

筭

命

之

經

理

專

之

董

督

復

暨

社

首

彭

綸

丁

滋

李

晴

軰

于

有

衆

有

衆

樂

相

財

用

斯

工

将

告

成

属

余

爲

記

余

惟

神

正

直

而

聦

明

者

也

出

王

衍

陟

䧏

左

右

求

之

色

像

末

焉

巳

爾

然

日

月

人

弗

敢

侮

山

川

示

險

人

弗

敢

踰

曕

依

有

所

祗

肅

斯

興

惠

迪

之

幾

䧏

福

孔

皆

之

自

也

罔

所

兢

惕

則

罔

所

敬

忌

非

僻

之

心

入

之

矣

神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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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聼

之

日

監

在

茲

吁

可

畏

哉

是

故

有

司

爲

神

之

主

民

之

望

也

張

君

斯

廟

之

新

可

少

乎

哉

是

舉

也

正

殿

伍

間

两

廊

拾

肆

間

两

門

捌

間

其

所

因

者

拜

殿

伍

間

皷

楼

壹

座

化

錢

楼

叄

座

普

生

堂

叄

間

福

徳

祠

叄

間

洗

心

堂

叄

間

其

所

創

建

者

復

爲

石

狻

猊

貳

鎮

諸

靈

祐

坊

之

下

焉

君

名

僊

號

璧

峯

嘉

靖

癸

丑

科

進

士

徳

政

在

鄧

爲

中

州

有

司

第

一

未

能

覃

述

而

事

莫

大

於

事

神

因

記

之

以

示

方

來

云

郡

厲

壇
在土

城

內

北

洪

武

年

建

有

記

每

三

品

禮

儀

如

制

八

蜡

廟
在

城

東

門

外

祀

凡

八

神

蜡

者

索

也

用

十

二

月

以

萬

物

可

索

而

饗

之

也

禮

制

如

洪

武

所

定

其

祝

詞

曰

惟

神

妙

用

神

機

職

司

昆

䖝

禦

災

捍

患

皆

神

之

功

今

值

仲

春秋

禮

宜

祈報

祀

旗

纛

廟
在

所

治

後

洪

武

六

年

鎮

撫

孔

顯

建

二

十

九

年

千

戸

夏

懋

重

修

每

霜

䧏

日

祝

詞

曰

惟

神

正

直

無

指

揮

軍

士

助

揚

威

武

皆

仗

神

功

某

等

欽

承

上

命

守

禦

茲

土

惟

茲

霜

䧏

謹

以

牲

醴

庶

品

用

伸

常

李

文

逹

公

祠
在

土

城

東

南

隅

弘

治

三

年

知

州

高

昇

奏

請

建

立

每

春

秋

二

頒

䧏

文

曰

惟

神

高

文

碩

學

一

代

宗

儒

重

望

令

猷

两

朝

元

輔

儀

刑

逺

盛

德

如

生

乃

眷

鄕

邦

有

嚴

祀

典

仲

春秋

吉

旦

恭

薦

常

儀

仰

止

高

山

曷

勝

景

慕

大

學

士

閩

中

彭

韶

賛

曰

河

洛

之

英

鍾

爲

哲

人

體

貌

明

粹

践

履

貞

純

潜

心

六

籍

濯

舊

來

新

不

二

以

止

乃

翕

而

信

受

知

英

皇

忠

信

曰

親

宻

勿

帷

幄

人

望

如

神

太

平

宰

輔

定

策

元

勲

副

使

秦

金

謁

文

逹

祠

詩

相

業

堂

堂

冠

一

時

明

良

千

載

更

逢

之

梅

味

重

商

家

袍

笏

光

生

漢

署

儀

三

接

晝

頒

餘

帝

寵

封

朝

奏

切

民

彛

故

鄕

祠

宇

誰

蘋

藻

百

拜

高

風

倡

我

爲

○

六

經

門

戸

喜

重

開

道

自

河

津

北

面

來

選

部

乆

諳

旌

别

典

講

筵

弘

展

緝

熈

才

忠

謀

觧

荅

英

皇

眷

孝

行

誰

同

史

相

猜

千

載

是

非

公

論

在

瓣

香

新

廟

重

徘

徊

知

州

余

承

業

和

前

詩

韻

古

穰

文

運

自

君

開

二

十

騎

龍

海

上

來

鶴

舞

竟

筵

驚

異

事

鹿

鳴

宴

識

竒

才

中

相

業

應

同

茂

身

後

群

言

乆

息

猜

桑

梓

青

青

祠

廟

在

先

丘

南

望

重

徘

徊

鄕

祀

三

君

子

祠
在

大

西

詳

見

臨

湍

書

院

丁

後

三

日

有

司

致

祝

詞

曰

於

三

君

子

邁

世

之

賢

鳯

輝

龍

澤

穰

被

寔

先

㤗

山

北

斗

白

日

青

天

亦

有

忠

功

于

雷

于

澶

歴

既

逖

氓

思

無

偏

祠

尚

風

修

祀

致

䖍

我

穰

之

水

湍

河

清

漣

臨

湍

而

祠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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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風

不

傳

酌

湍

而

祀

何

䖍

弗

宣

於

三

君

子

萬

古

儼

然

范

文

正

公

祠
在

百

花

洲

上

嘉

靖

四

十

年

知

州

郭

岱

四

十

一

年

知

州

潘

庭

楠

相

繼

創

建

先

是

范

公

知

鄧

州

謝

表

云

伏

奉

制

命

授

臣

給

事

中

依

前

資

政

殿

學

士

知

鄧

州

軍

州

事

巳

禮

上

訖

□

闈

清

品

穰

都

善

地

處

之

甚

重

惴

然

驚

念

臣

志

意

本

㣲

才

力

素

寡

始

干

及

親

之

禄

俄

有

得

君

之

遇

啓

沃

無

出

處

惟

命

特

一

節

以

自

信

歷

三

黜

而

無

悔

頃

以

氐

羗

犯

塞

朝

廷

旰

食

起

臣

思

過

之

地

授

臣

禦

戎

之

策

徃

罄

死

力

敢

圖

生

還

風

夜

一

心

首

尾

四

載

僅

免

輿

尸

之

禍

終

無

克

敵

之

勲

一

旦

召

還

五

章

陳

讓

惟

求

守

塞

不

敢

入

朝

煩

詔

音

促

登

樞

右

改

叅

大

政

竭

㣲

才

革

姑

息

之

風

則

謀

身

者

切

齒

尚

循

黙

之

體

則

愛

國

者

寒

心

退

孤

上

㤙

進

歛

群

怨

誠

難

處

於

要

路

復

請

行

於

邉

鄙

方

陳

豫

備

之

策

俄

覩

緩

懷

之

事

迺

宣

霈

澤

以

安

元

臣

以

患

肺

乆

深

每

秋

必

求

去

沍

寒

之

地

以

就

便

安

之

所

庶

近

醫

藥

存

養

晚

年

伏

蒙

陛

下

天

覆

地

生

雲

濡

雨

濯

進

以

清

近

之

秩

付

以

偃

息

之

藩

風

俗

舊

淳

政

事

絶

簡

心

方

少

㤗

病

宜

有

瘳

實

寛

大

之

朝

将

幸

康

寧

之

福

敢

不

孜

孜

于

善

戰

戰

厥

心

求

民

疾

於

一

方

分

國

憂

於

千

里

上

酬

聖

造

少

罄

臣

誠

公

十

六

世

孫

分

守

叅

政

范

惟

一

文

云

惟

公

駿

徳

鴻

功

横

照

今

古

未

易

殚

述

獨

念

公

入

貳

政

府

曽

未

幾

時

竟

以

忠

直

爲

群

枉

所

忌

乃

自

陳

乞

知

鄧

州

治

鄧

一

年

許

移

守

荆

州

鄧

人

被

公

休

澤

遮

留

滿

道

公

亦

不

忍

行

復

䟽

願

晋

鄧

上

竟

從

之

又

在

鄧

者

二

年

然

後

去

嗟

乎

公

在

鄧

則

澤

及

鄧

人

公

在

政

府

則

澤

蒲

天

下

乃

使

公

柄

政

不

乆

而

自

請

守

鄧

伊

誰

之

咎

哉

按

鄧

志

公

在

鄧

政

平

訟

理

公

餘

治

花

圃

置

䑓

榭

聼

民

㳺

樂

其

中

所

謂

百

花

洲

是

也

洲

上

故

有

祠

祀

公

乆

圯

廢

徃

郭

守

啚

建

之

未

竣

會

某

奉

今

天

子

命

撫

守

來

兹

因

與

今

守

潘

君

庭

楠

謀

畢

其

事

而

潘

君

躍

然

應

命

不

三

四

月

即

巳

訖

工

既

擇

吉

奉

公

神

位

於

中

乃

敬

陳

常

品

薦

告

落

成

惟

公

神

留

天

壤

何

所

不

之

矧

茲

鄧

邦

公

所

自

請

而

願

留

者

洋

洋

在

上

庶

幾

鍳

臨

謹

告

武

安

君

廟
在

州

子

城

東

門

上

秦

封

白

起

爲

武

安

君

按

史

記

秦

昭

襄

王

遣

白

起

伐

楚

取

鄢

鄧

故

後

人

祀

之

元

刺

史

李

志

記

太

白

之

精

将

軍

禀

之

而

神

以

明

崆

峒

之

氣

将

軍

得

之

而

威

以

厲

故

其

智

也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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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州
志
卷
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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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志

五

鬼

神

争

奥

其

勇

也

與

風

雷

相

薄

觀

其

下

鄢

郢

破

燕

趙

攻

韓

魏

所

向

無

剛

陣

所

無

堅

壁

雖

衝

風

之

隕

危

籜

烈

㷔

之

去

鴻

毛

未

足

以

喻

其

易

也

向

使

蘇

代

之

説

不

行

應

侯

之

謀

不

果

則

秦

之

覇

也

一

六

合

吞

諸

侯

始

稱

皇

帝

不

俟

政

而

巳

昭

王

矣

豈

區

區

離

剪

所

能

抗

哉

於

戯

此

昭

王

之

不

非

将

軍

之

不

而

曰

我

詐

䧏

卒

而

坑

之

故

爾

在

将

軍

之

心

則

然

在

何

晏

之

論

亦

然

在

愚

之

意

則

不

然

既

而

秦

使

王

紇

圍

邯

郸

卒

不

能

㧞

楚

遣

春

申

擊

秦

衆

復

不

能

拒

則

秦

之

失

策

悔

何

追

乎

由

是

天

下

之

爲

将

軍

建

廟

貎

設

廟

食

穰

城

之

上

巍

然

猶

存

盖

将

軍

與

穰

侯

善

故

後

人

彌

加

恭

焉

法

曰

功

施

於

人

則

祀

之

将

軍

之

功

可

謂

大

矣

斯

廟

且

乆

寧

容

圯

毁

庀

徒

事

不

日

而

成

我

來

涖

之

神

如

在

千

齡

旦

暮

願

與

神

交

吾

欲

斬

温

禺

擒

老

上

庻

吾

君

高

枕

無

北

顧

之

憂

而

神

之

吾

欲

學

兵

法

貞

師

律

戰

勝

攻

克

爲

國

英

将

而

神

鍚

之

一

奠

而

神

色

動

奠

而

神

意

感

三

奠

而

神

心

恱

既

感

且

恱

烏

知

不

有

肹

嚮

荅

我

靈

貺

吾

懦

而

勇

愚

而

智

立

功

於

聖

代

名

於

信

史

哉

刻

石

爲

記

理

不

當

闕

亦

欲

使

後

之

君

子

知

吾

希

古

名

将

爲

國

禦

侮

非

謟

神

瀆

祝

以

徼

福

爲

心

者

也

王

廟
四

一

在

東

門

月

城

內

前

所

千

戸

建

一

在

大

東

一

在

小

東

有

學

正

陳

至

言

記

一

在

大

西

舉

人

藍

偉

記

於

維

我

王

忠

義

貫

日

月

雄

勇

排

山

河

觀

其

周

旋

帝

胃

絶

婚

孫

吳

䧟

曹

思

劉

義

氣

爲

烈

秉

燭

逹

旦

赤

可

鑑

何

其

正

也

守

下

邳

㑹

昌

陵

䧏

于

斬

龎

取

襄

攻

樊

威

震

華

夏

膽

落

老

暪

何

其

壮

也

夫

何

天

不

祚

漢

國

失

援

兵

夣

兆

嚙

足

難

遘

臨

沮

遂

使

長

驅

之

志

弗

竟

恢

復

之

業

未

明

斯

時

也

烈

士

爲

王

摧

肝

鬼

神

爲

王

泣

血

乾

爲

王

晦

珅

形

爲

王

竭

裂

夫

此

者

豈

偶

然

哉

必

王

之

生

也

萃

日

月

之

精

鍾

山

河

之

靈

故

耳

夫

其

生

既

有

所

自

存

必

有

所

爲

而

後

歿

始

有

所

歸

然

王

大

功

未

就

中

道

竟

殞

故

其

歿

也

升

之

於

天

不

返

其

精

沉

之

於

地

不

返

其

靈

忠

義

英

爽

凝

結

于

世

而

不

散

是

以

著

之

于

人

則

善

燭

惡

顯

示

禍

福

與

日

月

同

其

昭

明

禦

災

捍

患

奠

安

民

社

與

山

河

同

其

鞏

固

冝

乎

天

下

萬

世

廟

貎

崇

秩

祀

以

報

享

於

無

窮

也

鄧

邇

襄

樊

被

王

聲

威

廟

祀

彌

謹

村

保

無

論

今

在

郭

內

者

四

而

大

西

之

建

最

乆

開

民

相

率

時

䖍

奉

非

以

徼

福

惟

以

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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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州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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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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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志

六

嗚

呼

護

國

庇

民

王

有

顯

勣

崇

德

報

功

民

有

常

祀

禮

因

義

起

敬

由

心

生

天

理

之

冝

民

彜

之

貞

凢

在

會

祀

無

替

繼

承

岳

忠

武

廟
在

小

西

門

月

城

內

舉

人

張

國

儒

以

復

鄧

之

功

即

廢

祠

重

修

設

像

率

鄕

人

祀

之

嘉

靖

丁

巳

重

修

按

通

志

今

天

下

岳

祠

皆

稱

武

此

未

定

之

謚

也

嘗

見

宋

贈

鄂

王

岳

飛

謚

忠

武

文

當

稱

忠

武

爲

是

附

乞

出

師

䟽

臣

自

國

家

变

故

以

來

起

於

白

屋

從

陛

下

於

戎

伍

實

懐

捐

軀

報

國

復

讐

雪

耻

之

心

憑

社

稷

威

靈

前

後

粗

立

薄

效

而

陛

下

録

臣

㣲

劳

擢

自

布

衣

曾

未

十

年

官

至

太

尉

品

秩

比

三

公

恩

数

視

二

府

又

增

重

使

名

宣

撫

諸

路

臣

一

介

賤

㣲

寵

榮

超

躐

有

踰

涯

分

今

者

又

䝉

益

臣

軍

馬

使

濟

恢

圖

臣

實

何

人

誤

辱

神

聖

之

知

如

此

敢

不

晝

度

夜

思

以

圖

報

稱

臣

揣

敵

情

所

以

立

劉

豫

於

河

南

付

之

齊

秦

之

地

蓋

欲

荼

毒

中

原

生

靈

以

中

國

而

攻

中

國

粘

罕

因

得

休

兵

養

馬

觀

釁

乘

包

藏

不

浅

臣

謂

不

以

此

時

禀

陛

下

算

妙

畧

以

伐

其

謀

使

劉

豫

父

子

隔

絶

五

路

叛

将

還

歸

两

河

故

地

漸

復

則

金

賊

之

詭

計

日

生

他

時

益

難

圖

臣

愚

欲

望

陛

下

假

臣

日

月

勿

復

拘

臣

淹

速

使

敵

莫

測

臣

之

舉

措

萬

一

得

便

可

入

則

提

兵

直

趨

京

洛

㨿

河

陽

陜

府

潼

以

號

召

五

路

之

叛

将

則

劉

豫

必

捨

汴

都

而

走

河

北

京

畿

陜

右

可

以

盡

復

至

於

京

東

諸

郡

陛

下

付

之

韓

世

忠

張

俊

亦

可

便

下

臣

然

後

分

兵

滑

經

略

两

河

則

劉

豫

父

子

㫁

必

成

擒

如

此

則

金

賊

有

破

㓕

之

理

爲

陛

下

社

稷

長

乆

無

窮

之

計

實

在

此

舉

假

令

汝

頴

陳

祭

堅

壁

清

野

商

於

虢

洛

分

屯

要

害

進

或

無

糧

可

因

攻

或

難

於

餽

運

臣

湏

歛

兵

還

保

上

賊

必

追

襲

而

南

臣

俟

其

來

當

率

諸

将

或

挫

其

銳

或

待

其

疲

賊

利

速

戰

不

得

所

欲

勢

必

復

還

臣

當

設

伏

邀

其

歸

路

小

入

則

小

勝

大

入

則

大

勝

然

後

徐

謀

舉

設

賊

見

上

進

兵

併

力

來

侵

淮

上

或

分

兵

攻

犯

四

川

臣

即

長

驅

其

巢

穴

賊

困

於

奔

命

勢

窮

力

殫

縱

今

年

未

盡

平

䂦

來

必

得

所

欲

亦

不

過

三

二

年

間

可

以

盡

復

故

地

陛

下

還

歸

舊

京

或

進

都

襄

陽

中

惟

陛

下

所

擇

也

臣

聞

師

十

萬

日

費

千

金

內

外

騷

動

七

十

萬

家

此

豈

細

事

然

古

者

命

将

出

師

民

不

役

糧

不

籍

蓋

慮

周

而

用

足

也

今

臣

部

曲

逺

在

上

去

朝

廷

数

千

里

平

時

每

有

糧

食

不

足

之

憂

是

以

去

秋

臣

兵

深

入

陜

洛

而

在

寨

卒

伍

有

饑

餓

而

死

者

臣

故

急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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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前

功

不

遂

致

使

賊

地

䧟

僞

忠

義

之

人

旋

被

屠

殺

皆

臣

之

罪

今

日

惟

頼

陛

下

戒

勑

有

司

廣

爲

儲

備

臣

得

一

意

静

慮

不

爲

兵

食

亂

其

方

寸

則

謀

定

計

審

仰

遵

陛

下

成

算

必

能

濟

此

大

事

也

異

時

迎

還

太

上

皇

帝

寧

徳

皇

后

梓

宫

奉

邀

天

眷

以

歸

故

國

使

宗

廟

安

萬

姓

同

懽

陛

下

高

枕

萬

年

無

北

顧

之

憂

臣

之

志

願

畢

矣

然

後

乞

身

歸

田

里

此

臣

夙

夜

所

許

者

伏

惟

陛

下

恕

臣

狂

易

臣

無

任

戰

汗

取

進

止

高

宗

批

荅

云

覧

奏

事

理

明

甚

有

臣

如

此

顧

復

何

憂

進

止

之

機

朕

不

中

制

惟

勑

諸

将

廣

布

寛

恩

無

或

輕

殺

弗

朕

至

意

馬

神

廟
在

大

東

街

北

內

鄕

縣

先

師

廟

啓

聖

公

祠

名

宦

祠

鄕

賢

祠
以

上

俱

見

學

校

社

稷

壇
在

縣

治

西

北

成

化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沃

頖

重

修

風

雲

雷

雨

壇
舊

在

縣

東

南

三

里

許

沃

頖

改

建

於

南

舊

城

隍

廟

址

城

隍

廟
舊

在

城

南

二

里

許

沃

頖

改

建

於

城

中

東

南

隅

有

林

修

撰

王

華

記

邑

厲

壇
在

縣

治

北

沃

頖

重

修

八

蜡

廟
在

南

壇

內

知

縣

黄

勑

新建

鄕

祀

原

都

祠
在

南

外

知

縣

徐

節

沃

頖

繼

修

漢

嚴

子

陵

祠
在湍

河

之

七

里

有

釣

臺

唐

晋

公

裴

度

祠
在

青

山

下

天

順

間

創

建

元

孛

术

魯

文

靖

公

祠
在

黨

子

口

西

巡

撫

都

御

史

李

公

毁

尼

寺

爲

之

積

徳

祠
在

内

鄕

保

重

陽

社

昔

居

士

伯

仲

家

累

鉅

萬

仗

義

好

施

所

濟

甚

衆

元

季

闔

門

死

於

盗

兵

里

入

哀

之

立

祠

以

祀

今

石

碣

存

節

義

祠
在

縣

後

知

縣

胡

裕

改

觀

音

堂

爲

之

古

今

列

女

貞

節

諸

像

以

示

邑

婦

曕

拜

景

思

焉

王

廟
舊

在

縣

北

街

洪

武

中

建

天

順

五

年

知

縣

鄭

時

改

建

於

縣

城

東

北

新

野

縣

先

師

廟

啓

聖

公

祠

名

宦

祠

鄕

賢

祠
制

俱

見

學

校

社

稷

壇
在

縣

治

西

北

風

雲

雷

雨

壇
在

城

東

南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北

洪

武



ZhongYi

鄧
州
志
卷
之
十
三

祀
典
志

八

三

年

縣

丞

李

思

誠

建

後

知

縣

宋

重

修

正

徳

二

年

主

簿

戴

嵩

重

修

有

教

諭

冷

宗

元

記

邑

厲

壇
在

城

北

門

外

光

皇

祠
在

縣

南

關

今

教

塲

即

故

址

也

元

陵

川

郝

經

記

文

不

載

其

頌

曰

於

鑠

漢

業

如

火

烈

烈

㓕

之

水

僞

魁

懐

姦

抵

投

間

肆

狐

鬼

高

廟

有

靈

蔽

干

荆

豈

遂

圯

白

河

赤

龍

群

飛

夭

紅

有

孫

子

昆

陽

一

戰

長

驅

百

萬

天

復

啓

梟

磔

魅

蕩

汚

抉

穢

靈

沚

百

秦

幾

莾

撑

裂

天

壤

復

開

起

雷

轂

彗

鋒

指

麾

群

雄

盡

寧

敉

帝

有

聖

學

沉

幾

先

覺

繼

文

軌

投

戈

講

藝

夜

分

乃

䆒

經

理

以

熈

帝

載

比

三

代

風

化

羙

享

國

乆

徳

懐

九

有

殆

三

紀

身

爲

武

湯

治

復

成

康

孰

可

比

廟

食

世

祀

代

無

廢

事

賁

帝

里

于

高

有

光

民

猶

不

忘

載

楊

頌

章

刻

示

茫

茫

漢

徳

無

疆

昭

烈

祠
在

邑

治

南

祀

先

生

以

公

張

公

配

享

元

好

問

有

詩

一

軍

南

北

幾

扶

傷

長

坂

安

行

氣

巳

王

豪

傑

盡

思

爲

漢

用

江

山

不

假

吳

強

两

朝

元

老

心

壮

世

中

興

事

可

常

寂

寞

安

宫

畔

土

争

教

安

樂

似

山

陽

鄕

祠

高

宻

侯

廟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光

武

封

鄧

禹

爲

高

宻

侯

世

傳

爲

侯

之

故

宅

立

廟

祀

之

成

祖

文

皇

帝

御

製

二

絶

好

生

惡

殺

實

天

心

能

積

隂

功

福

更

深

鄧

禹

當

年

無

妄

殺

子

孫

富

貴

重

如

林

○

乘

時

杖

策

佐

中

興

不

殺

功

多

道

亦

弘

圖

雲

臺

居

第

一

子

孫

奕

世

有

光

榮

王

廟
有

二

一

爲

元

至

正

年

建

一

爲

洪

武

十

八

年

建

淅

川

縣

先

師

廟

啓

聖

公

祠
以

上

俱

見

學

校

社

稷

壇
在

城

外

西

北

風

雲

雷

雨

壇
在

城

外

東

南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西

知

縣

武

文

建

邑

厲

壇
在

縣

城

外

北

鄕

祀

原

都

廟
在

縣

治

西

論

曰

近

覈

郡

舊

志

鄉

祀

有

東

西

嶽

及

禹

湯

等

廟

余

曰

此

僣

也

有

文

昌

及

五

龍

等

祠

余

曰

此

滛

也

亟

刪

去

及

考

名

宦

郷

賢

祠

所

祀

宋

元

以

前

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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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州
志
卷
之
十
三

祀
典
志

九

入

國

朝

來

二

百

年

間

寥

寥

一

二

人

耳

因

嘆

曰

古

今

人

豈

誠

不

相

及

是

耶

抑

亦

幽

潜

之

德

悃

愊

之

政

易

于

泯

㓕

無

傳

秘

欝

弗

顯

耶

甚

非

長

人

者

所

以

表

章

激

勸

之

深

意

也

方

在

咨

詢

適

䝉

督

學

之

教

乃

稽

徃

牒

載

恊

輿

評

以

州

太

守

張

君

定

鄕

太

守

藍

君

瑞

各

請

入

祀

噫

黜

滛

僣

進

賢

良

祀

之

有

典

莫

要

于

此

即

一

郡

則

三

縣

者

可

從

知

矣

後

之

君

子

尚

慎

圖

焉

賛

曰

祀

法

尚

報

曰

徳

與

功

國

典

昭

赫

輿

論

大

公

豆

登

胡

薦

楹

桷

何

宫

禮

洽

百

神

庶

無

怨

恫

鄧

州

志

卷

之

十

三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