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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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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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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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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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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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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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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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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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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釋

奠

於

先

聖

先

師

見

聖

賢

宜

祠

之

於

學

然

非

若

二

氏

百

神

之

以

驚

動

禍

福

炫

燿

愚

俗

爲

神

而

欲

崇

大

其

祠

宇

也

苟

庠

序

弗

修

而

徒

嚴

廟

祀

豈

先

王

廣

厲

學

宫

之

義

哉

今

廟

學

猶

儼

然

也

而

敎

養

未

先

士

氣

弗

振

覩

几

筵

而

念

羹

牆

不

禁

欷

歔

於

邑

之

感

雖

然

守

先

待

後

視

乎

其

人

則

磨

礪

以

須

而

無

憚

憚

於

不

聞

期

與

邑

士

共

勉

之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布

政

司

在

西

門

内

俱

明

洪

武

三

年

主

簿

牟

敬

祖

建

成

化

間

知

縣

婁

鑑

路

眞

嘉

靖

間

知

縣

李

揆

萬

曆

間

知

縣

鮑

霖

相

繼

重

修

今

俱

廢

址

存

陰

陽

學在

北

門

内

今

廢

醫

學

在

北

門

内

今

廢

僧

會

司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公
署

七

在

縣

延

福

寺

道

會

司在

城

隍

廟

預

備

倉在

縣

西

今

廢

址

存

義

倉

在

縣

前

明

萬

曆

八

年

知

縣

楊

諴

建

今

廢

保

赤

倉縣

一

所

在

預

備

倉

内

東

北

厫

鄕

外

二

十

所

在

三

里

店

楊

础

店

北

曲

家

村

東

院

頭

村

東

水

道

村

路

王

村

北

大

莊

集

東

鐵

口

集

東

蛇

窩

泊

集

南

桃

村

集

東

觀

里

集

北

趙

家

莊

西

寨

里

集

東

臧

家

莊

集

中

子

推

院

寺

口

院

東

虎

山

院

東

濱

都

宫

亭

口

廟

湯

池

北

明

萬

曆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思

鰲

奉

撫

院

宋

按

院

鍾

明

文

設

處

剏

社

倉

四

卽

蛇

窩

泊

桃

村

趙

家

莊

寨

里

者

後

本

府

推

官

謝

條

陳

增

置

更

保

赤

名

今

俱

廢

社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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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縣

二

所

一

在

北

門

内

一

在

天

齊

廟

鄕

外

五

所

在

桃

村

集

蛇

窩

泊

集

臧

家

莊

集

寨

里

集

趙

家

莊

集

今

俱

廢

鄕

約

所縣

二

所

一

在

延

福

寺

一

在
元

帝

廟

鄕

外

二

十

所

在

送

客

亭

松

山

店

温

泉

官

亭

楊

础

官

亭

寨

里

社

學

濱

都

宫

水

道

觀

路

王

觀

子

推

院

寺

口

院

雲

嶺

寺

院

頭

寺

趙

家

莊

廟

臧

家

莊

廟

曲

家

村

廟

鐵

口

集

廟

亭

口

廟

蛇

窩

泊

廟

大

莊

集

廟

觀

里

集

廟

俱

明

萬

曆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思

鰲

奉

文

置

今

俱

廢

演

武

亭在

城

北

二

里

前

敎

塲

東

之

西

十

丈

南

之

北

五

十

八

丈

明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揆

建

接

官

亭有

二

一

在

沙

河

徙

置

寨

里

一

在

榆

山

皆

明

成

化

間

知

縣

路

眞

建

今

榆

山

者

廢

送

客

亭在

城

西

南

三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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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義

學

在

西

關

外

附

李

公

生

祠

内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鄭

占

春

建

捐

俸

延

師

從

學

者

衆

詳

見

藝

文

記

急

逓

舖總

舖

原

在

北

門

外

改

察

院

東

今

廢

其

北

抵

蓬

萊

七

舖

曰

觀

前

曰

赤

巷

口

曰

松

山

曰

橋

曰

寨

里

曰

沙

河

曰

峿

東

北

抵

福

山

五

舖

曰

龍

窩

曰

槐

樹

莊

曰

遠

西

泊

曰

高

家

莊

曰

杏

山

東

抵

寜

海

五

舖

曰

榆

林

曰

石

劒

曰

水

頭

曰

鐵

口

曰

丘

家

莊

南

抵

萊

陽

四

舖

曰

福

井

曰

屯

子

夼

曰

楊

础

曰

小

里

莊

西

抵

招

遠

四

舖

曰

斑

山

田

任

留

曰

店

子

曰

寺

口

養

濟

院在

北

門

外

迎

仙

橋

西

惠

民

藥

局

在

北

門

外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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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廟

大

成

殿

在

儒

學

明

倫

堂

前

傍

爲

兩

廡

前

爲

㦸
門

星

門

明

萬

暦

九

年

敎

諭

李

渥

訓

導

李

巖

捐

奉

泮

池

三

十

四

年

知

縣

曹

烈

前

開

雲

路

國

朝

康

熙

元

年

兩

廡

星

門

俱

燬

於

兵

知

縣

胡

璘

訓

導

臧

法

舜

重

修

之

啟

聖

祠舊

在

文

廟

左

明

萬

暦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雲

霽

改

建

敬

一

亭

之

西

名

宦

祠在

㦸
門

左

祀

金

縣

令

李

自

牧

元

縣

尹

王

鼎

臣

明

知

縣

婁

鑑

陳

貴

郭

實

張

鑾

主

簿

牟

敬

祖

敎

諭

冀

綸

吳

怡

鄕

賢

祠在

㦸
門

右

祀

西

漢

淸

河

太

傳

轅

固

明

都

御

史

高

翼

御

史

張

綱

重

慶

知

府

觧

延

年

鶴

慶

知

府

林

恂

應

天

府

尹

孫

祿

贈

御

史

無

極

知

縣

郝

守

栻

戸

部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祠
祀

十
一

主

事

崔

應

登

殉

難

守

備

李

日

舒

國

朝

祀

贈

内

閣

中

書

候

贈

戸

部

主

事

牟

作

孚

社

稷

壇在

城

西

兆

一

里

東

之

西

十

二

丈

南

之

北

十

七

丈

明

洪

武

三

年

主

簿

牟

敬

祖

建

成

化

十

年

知

縣

婁

鑑

重

修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貴

闢

神

路

植

樹

剏

神

門

三

間

正

德

十

一

年

知

縣

劉

孜

重

修

厨

庫

宰

齋

宿

房

各

三

間

今

俱

廢

址

存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城

西

南

二

里

東

之

西

十

二

丈

南

之

北

十

七

丈

明

洪

武

三

年

主

簿

牟

敬

祖

建

成

化

十

年

知

縣

婁

鑑

正

德

九

年

知

縣

劉

孜

重

修

城

隍

廟在

縣

治

西

明

成

化

八

年

知

縣

婁

鑑

建

弘

治

二

年

知

縣

陳

貴

修

國

朝

康

熙

元

年

西

廊

燬

於

兵

七

年

知

縣

胡

璘

重

修

叭

蜡

廟在

城

南

三

里

明

萬

暦

知

縣

李

同

寅

移

山

川

壇

前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祠
祀

十
二

旗

纛

廟在

城

北

演

武

亭

後

縣

土

地

祠
鄼

矦

祠

附

在

大

堂

左

儒

學

土

地

祠

在

㦸
門

左

康

熙

元

年

毁

於

兵

邑

厲

壇在

縣

東

明

洪

武

三

年

主

簿

牟

敬

祖

建

七

年

知

縣

姜

畇

修

正

德

八

年

知

縣

劉

孜

改

剏

於

北

門

外

里

許

周

圍

二

百

二

歩

以

上

諸

祭

官

主

之

祭

先

師

啟

聖

於

春

二

月

秋

八

月

之

上

丁

從

而

祭

名

宦

鄕

賢

次

戊

祭

社

稷

次

巳

祭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城

隍

蜡

縣

土

地

而

旗

纛

之

祭

以

驚

蟄

以

霜

降

邑

厲

之

祭

以

淸

明

以

中

元

以

十

月

朔

城

隍

土

地

月

朔

望

縣

官

揖

叅

儒

學

土

地

敎

官

附

祭

於

春

秋

二

丁

而

叅

朔

望

凡

祭

有

儀

有

品

悉

如

制

祭

縣

與

學

各

貯

之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祠
祀

十
三

論

曰

昔

先

王

域

天

下

之

山

川

城

郭

而

設

之

祀

凡

以

爲

民

也

故

崇

德

則

祠

酬

功

則

祠

捍

患

禦

災

下

逮

厲

鬼

仁

之

至

義

之

盡

矣

否

者

曰

淫

而

又

或

以

景

行

高

風

沐

浴

先

澤

列

學

宫

而

爼

豆

之

斯

固

其

英

爽

未

替

代

有

闡

揚

者

歟

若

夫

習

俗

相

沿

楮

錢

爲

市

以

愚

其

氓

氓

或

宗

之

君

子

不

道

凡

斯

所

載

何

敢

濫

焉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祠
祀

十
三
之
二

學

宮

棲

庠

殿

廡

凋

敝

啟

聖

祠

僅

存

故

址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本

府

同

知

楊

公

廷

望

來

署

縣

事

捐

貲

倡

紳

士

大

修

之

規

模

閎

整

煥

然

改

觀

詳

見

藝

文

記

明

倫

堂

歲

久

將

圮

楊

公

署

事

僅

半

載

未

及

爲

也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邑

侯

鄭

公

占

春

獨

捐

俸

金

增

修

式

廓

詳

見

藝

文

記

論

曰

土

木

勞

民

春

秋

謹

之

然

閟

宮

之

新

泮

水

之

作

必

書

於

册

爲

致

治

本

務

雖

勞

弗

恤

也

棲

瘠

邑

艱

於

營

築

故

學

宮

日

以

頺

敝

二

公

獨

加

意

修

葺

振

興

文

教

其

功

誠

有

不

可

冺

没

者

乎

抑

余

因

之

有

感

矣

學

有

名

宦

鄕

賢

兩

祠

所

以

報

功

崇

德

也

今

本

縣

與

祀

者

皆

先

朝

賢

哲

而

昭

代

無

聞

焉

豈

前

之

長

吏

多

良

而

今

之

長

吏

皆

庸

歟

豈

前

之

士

夫

多

賢

而

今

之

士

夫

皆

不

肖

歟

卓

績

懿

行

湮

没

弗

傳

當

亦

盛

朝

之

所

亟

宜

表

章

也

附

論

於

此

以

俟

大

君

子

司

風

教

之

責

者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祠
祀

十
四

祠

堂

司

李

謝

公

祠

在

北

見

藝

文

邑

侯

李

公

祠

在

西

見

藝

文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廟
宇

十
五

廟

宇

玉

帝

廟有

三

一

縣

治

西

一

城

南

三

里

一

縣

北

十

里

濱

都

宫

三

淸

殿

後

天

齊

廟縣

治

西

殿

左

有

文

昌

祠

泰

山

行

宫

城

北

湧

泉

山

巔

元

帝

廟北

門

外

帝

廟有

三

一

南

門

外

一

城

西

北

一

演

武

亭

後

馬

神

廟演

武

亭

後

三

官

廟有

二

一

城

北

湧

泉

山

巔

一

西

外

龍

王

廟翠

屏

山

東

三

司

廟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廟
宇

十
六

北

門

外

祀

漢

名

將

羽

張

飛

宋

名

臣

包

拯

邑

人

桑

谷

寳

建

康

熙

七

年

知

縣

胡

璘

重

建

火

德

廟南

外

舊

基

甚

隘

康

熙

七

年

知

縣

胡

璘

重

建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寺
觀

十
七

寺

觀

延

福

寺縣

治

西

崗

山

寺西

五

十

里

寺

口

寺西

四

十

里

大

方

山

寺

西

南

二

十

里

小

方

山

院

西

南

四

十

里

資

福

寺南

三

十

五

里

興

國

寺東

南

五

十

里

有

介

子

推

院

雲

嶺

寺東

南

七

十

里

龍

泉

寺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寺
觀

十
八

東

四

十

里

永

昌

寺東

七

十

里

金

山

寺東

北

三

十

里

唐

山

寺東

北

十

五

里

兌

山

寺東

北

六

十

里

松

山

寺北

三

十

里

今

廢

虎

山

寺北

三

十

里

次

口

寺北

六

十

里

山

陽

院西

五

十

里

壽

昌

院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寺
觀

十
九

南

七

十

里

天

宫

院東

南

七

十

里

淨

姑

庵東

九

十

里

聖

水

庵西

南

三

十

里

麻

院
北

七

十

里

路

王

觀北

四

十

里

水

道

觀北

五

十

五

里

百

澗

觀東

北

八

十

里

慈

濟

庵南

門

外

帝

廟

東

黄

連

觀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寺
觀

二
十

東

北

八

十

里

店

子

觀北

五

十

里

觀

音

閣有

二

一

西

外

一

北

外

論

曰

二

氏

之

居

遍

天

下

矣

凡

山

川

秀

麗

之

區

文

物

藂

滙

之

地

皆

其

所

宅

其

徒

之

食

土

色

毛

者

日

相

聚

豈

盡

二

氏

之

靈

哉

之

氓

愚

於

禍

福

昧

其

所

當

然

而

徼

倖

於

所

不

必

然

也

國

家

正

名

制

典

絕

地

天

之

通

定

神

人

之

分

而

邑

里

流

傳

甿

奔

走

有

未

可

以

遽

革

者

姑

仍

習

俗

存

而

不

削

以

見

二

氏

之

流

風

餘

韵

積

久

弗

替

而

况

夫

習

爲

聖

賢

之

學

者

忍

自

暴

棄

爲

與

則

觀

於

斯

志

其

亦

有

所

感

也

失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坊
表

二
十
一

坊

表

毓

秀

坊在

縣

前

明

萬

曆

六

年

知

縣

鮑

霖

立

今

廢

㤙
榮

坊

有

二

一

在

北

門

外

爲

進

士

觧

延

年

立

一

在

儒

學

東

爲

進

士

孫

祿

立

雲

程

繼

美

坊

在

察

院

東

爲

父

子

舉

人

林

恂

林

翰

邦

立

欽

旌

苦

節

坊

在

察

院

西

爲

知

府

孫

祿

立

特

旨

存

問

坊

在

縣

門

東

爲

府

尹

孫

祿

立

誥

贈

坊在

儒

學

西

爲

戸

部

主

事

孫

善

立

封

贈

坊在

桃

村

集

爲

誥

贈

知

縣

孫

瑾

曁

子

知

縣

以

約

立

烈

婦

坊

有

三

縣

門

西

爲

庠

生

鄒

著

妻

張

氏

立

儒

學

西

爲

庠

生

王

化

宣

妻

李

氏

立

西

關

爲

劉

心

赤

妻

馬

氏

立

貞

節

坊

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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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坊
表

二
十
二

俱

在

南

門

内

一

爲

隋

好

智

妻

李

氏

立

今

廢

一

爲

隋

好

信

妻

劉

氏

立

義

民

坊在

察

院

前

爲

林

茂

立

以

下

今

俱

廢

世

科

坊在

縣

西

爲

進

士

王

頥

舉

人

王

弼

立

解

元

坊在

縣

東

爲

陳

珍

立

亞

元

坊在

縣

東

爲

舉

人

李

謙

立

翀

霄

坊在

縣

西

爲

舉

人

孫

隆

立

鶚

薦

坊在

縣

西

爲

舉

人

王

振

立

論

曰

先

王

表

厥

宅

里

非

苐

爲

觀

美

而

已

朝

廷

旌

别

之

旨

正

閭

里

激

揚

之

機

一

字

之

褒

榮

於

蕐

衮

有

不

顧

名

思

義

者

乎

夫

草

野

一

時

之

闡

揚

猶

足

口

没

世

而

不

磨

而

況

聖

天

子

俊

尊

賢

之

典

其

可

具

文

目

之

歟

爰

志

其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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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坊
表

二
十
三

者

以

存

厥

槩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學
田

二
十
四

學

田

演

武

亭

東

西

二

設

共

四

十

三

二

分

明

萬

曆

十

九

年

知

縣

何

思

鰲

奉

文

置

楊

础

八

十

明

知

府

陶

朗

先

置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義
塜

二
十
五

義

塜

城

東

明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醫

官

孫

煥

施

地

五

萬

曆

十

九

年

生

員

王

之

垣

施

地

五

生

員

郝

源

施

地

四

城

東

北

萬

曆

十

九

年

王

之

卜

郝

守

樸

共

施

地

八

城

南

萬

曆

十

九

年

張

文

光

施

地

五

張

文

偉

施

地

四

縣

南

三

十

里

文

石

村

萬

曆

二

十

年

庠

生

林

大

振

施

地

五

縣

北

水

道

村

萬

曆

二

十

一

年

舉

人

林

勝

選

施

地

五

縣

北

松

山

店

邑

人

崔

應

科

施

地

三

縣

北

赤

巷

口

生

員

王

白

鳩

王

允

升

鄕

民

張

必

科

賈

學

武

共

施

地

三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義
塜

二
十
六

橋

梁

翠

橋南

門

外

迎

仙

橋北

門

外

橋
北

四

十

里

今

淤

赤

巷

口

橋

北

二

十

里

七

里

橋東

南

七

里

蛇

窩

泊

橋

東

南

四

十

里

在

集

方

山

橋西

南

二

十

五

里



ZhongYi

棲
霞
縣
志

卷
之
二
義
塜

二
十
七

論

曰

雨

畢

而

除

道

水

涸

而

成

梁

凡

啟

塞

從

時

舊

典

也

率

是

以

行

何

溱

洧

濟

人

之

譏

哉

棲

無

巨

川

横

流

可

通

舟

楫

壘

石

架

木

四

境

無

病

渉

之

民

固

爲

政

之

一

端

而

掌

故

所

必

具

也

因

其

成

蹟

以

時

補

苴

是

在

後

之

爲

政

者

棲

霞

縣

志

卷

二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