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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壇

壝

祠

廟

志

神

地

之

道

典

祀

有

綂

功

利

民

□

報

禮

爲

重

非

鬼

曰

謟

非

類

則

恫

楹

桷

常

新

酒

醴

足

供

靈

兮

洋

洋

屢

豐

是

頌

志

壇

壝

祠

廟

聖

王

之

制

祭

祀

也

法

施

于

□

則

祀

之、

以

死

勤、

事

則

祀

□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菑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凡

以

爲

民

也

其

有

不

在

此

族

者、

柳

子

所

謂

苟

離

于

正

雖、

千

載

之

遺

吾

得

而

更

之、

將

邑

自

古

制

祠

祭

外、

其

見

於

廟

字

春

□

□

祀

者

道

南

以

下、

亦

不

下
十

餘

所

其

他

村

民

報

賽

□

□

□

乆

雖

不

見

諸

祀

典

□

□

□

□

應

榖

我

士

女、

烏

得

以

□

□

黜

之

備

而

書

焉

先

農

壇

廟

禮

蜡

之

祭

也

主

先

嗇

而

祭

司

□

卽

先

農

之

神

也、

□

□

□

大

清

雍

正

元

年、

奉

文

直

省

州

縣

建

先

農

壇

廟

置

耤

□

□

嵗

奉

頒

吉

日、

有

司

官

穿

蠎

服

詣

壇

行

禮

畢

縣

官

秉、

□

□

官

捧

青

箱

播

種、

凡

九

推

農

夫

助

以

終

𤱔

嵗

收

耤

田

□

□

供

壇

廟

粢

盛、

將

樂

壇

廟

□

邑

治

東

郊

壇

制

高

二

尺

□

□

寛

二

丈

五

尺

壇

後

正

殿

一

間

两

廡

二

間

耤

田

四

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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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

嵗

收

榖

八

石

四

斗

五

升
耤

田

坐

落

動

用

報

銷

載

田

賦

志

中

社

稷

壇

社

以

祀

土

神

稷

以

祀

榖

神

所

以

神

地

之

道

也

宋

元

豐

□

年

建

於

縣

治

西

郊

元

因

之

明

洪

武

七

年

頒

降

定

式

封

□

爲

壇

高

三

尺

四

寸

四

方

各

三

丈

五

尺

以

北

爲

前

南

爲

入

東

西

北

出

陛

各

三

級

壇

下

前

二

十

五

丈

東

西

南

各

不

□

繚

以

垣

由

北

門

入

神

以

柱

石

爲

主

長

二

尺

五

寸

方

□

□

一

寸

剡

其

頂

形

如

鐘

埋

於

壇

土

之

正

中

近

南

上

□

□

□

餘

瘞

於

下

神

牌

以

木

爲

之

一

曰

將

樂

縣

縣

社

之

□

□

□

將

樂

縣

縣

稷

之

神

左

稷

右

社

牌

則

藏

於

城

隍

□

□

□

□

設

於

壇

九

年

因

故

址

建

壇

如

制

又

建

神

厨

神

庫

□

□

□

洗

牲

池

齋

宿

房

正

綂

十

三

年

燬

於

㓂

宏

治

六

年

知

□

□

大

經

修

葺

之

後

復

圮

萬

歴

九

年

知

縣

戴

相

堯

建

齋

□

□

三

間、

今

壇

制

如

舊

而

齋

宿

房

已

廢

山

川

風

雲

雷

雨

壇

箕

爲

風

師

畢

爲

雨

師、

而

山

林

川

谷

邱

陵、

能

出

雲

爲

風

□

見

怪

物、

皆

曰

神、

禮

諸

侯

祭

封

內

山

川、

今

之

令

長、

視

古

□

侯

於

沄

得

祀、

唐

元

宗

祀

雨

師

雷

師

同

壇、

宋

時

合

祭

山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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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

稷、

元

立

社

稷

壇

以

風

雲

雷

雨

附

之、

明

洪

武

初、

定

制

立

山

川

壇

於

城

西

北、

風

雲

雷

雨

壇

於

城

西

南、

用

驚

蟄

秋

分

日、

告

祀

雨

暘

時

若、

雷

霆

收

聲、

六

年

合

山

川

風

雲

雷

雨

於

一

壇

祭

之、

十

四

年

頒

降

定

式、

以

本

縣

城

隍

合

祭、

設

神

主

三、

中

曰

風

雲

雷

雨

之

神、

左

曰

將

樂

縣

境

內

山、

川

之

神

右

曰

將

樂

縣

城、

隍

之

神

壇

在

邑

治

水

南、

制

高

二

尺

五

寸、

方

廣

二

丈

五

尺、

四

出

陛

五

級、

燎

壇

在

東

南、

神

主

用

石

柱、

他

制

如

社

稷

壇、

又

建

神

厨

神

庫、

省

牲

洗

牲

齋

宿

等

房、

正

綂

十

三

年

燬

於

㓂、

宏

治

六

年

知

縣

陳

大

經

修

葺

之、

後

神

厨

神

庫

等

房

復

圮、

而

壇

制

仍

其

舊、

邑

厲

壇

春

秋

傳

曰

鬼

有

所

歸、

乃

不

爲

厲、

邑

之

祭

厲、

猶

是

意

也

明

洪

武

間

頒

制、

廣

一、

丈

五

尺、

高

二

尺、

前

陛

三

級、

餘

無

階、

繚

以

垣、

每

嵗

清

明

中

元

十

月

朔、

凡

三

祭

祭

先

一

日

牒

告

城

隍、

至

日

迎

城

隍

於

壇

以

主

之、

設

無

祀

鬼

神

牌

於

壇

下、

將

樂

壇

在

北

郊、

離

城

一

里

許、

洪

武

七

年、

建

神

厨

神

庫

等

房

嘉

靖

三

年、

建

中

𠫊

三

間

以

棲

神、

亭

一

間

以

行

禮、

又

建

左

右

小

房

三

間、

嗣

左

右

小

房

燬、

其

正

𠫊

門

亭、

□

□

□

乾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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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

年、

知

縣

吕

鍾

琇

重

修、

里

社

壇

明

制

每

鄕

立

一

壇、

祀

五

榖

五

土

之

神、

每

嵗

春

秋

社

日、

鄕

民

醵

錢

以

祭、

春

則

祈、

秋

則

報、

祭

畢

行

會

飮

禮、

今

里

社

壇

不

可

考、

每

嵗

秋

收

後、

鄕

人

各

於

其

地

所

祀

之

神、

祭

之

以

爲

報

答

土

功

之

意

云、

鄕

厲

壇

明

制

每

鄕

立

一

壇、

以

祀

一

鄕

無

祀

鬼

神、

今

鄕

厲

壇

不

如

制、

鄕

人

每

於

七

月

十

五

日

野

祭

之、

𨵿

帝

廟

祀

　

國

封

忠

義

神

武

𨵿

聖

大

帝

之

神、

按

帝

宋

封

忠

惠

公、

元

加

封

義

勇

武

安

王、

明

封

三

界

伏

魔

大

帝

神

威
遠
振
天
尊

大

清

順

治

九

年

嵗

壬

辰

始

加

今

號、

雍

正

十

三

年、

加

封

三

代

曾

祖

光

昭

公、

祖

𥙿

昌

公、

父

成

忠

公、

凡

直

省

府

州

縣

地

方、

擇

一

廟

之

大

者、

建

祠

後

殿、

每

嵗

春

秋

致

祭、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經

禮

部

議

奏、

以

原

諡

壯

繆

於

功

德

猶

有

未

符

改

神

武

二

字、

自

是

典

禮

攸

恊、

崇

報

愈

彰

矣、

廟

舊

志

一

在

東

街、

明

萬

歴

十

三

年

燬、

知

縣

黄

仕

正

主

建、

一

在

西

街、

嘉

靖

間

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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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𦒿

民

白

華

等

重

建

乾

隆

九

年

嵗

甲

子

知

縣

吕

鍾

琇

改

建

後

殿、

庖

湢

等

屋

春

秋

于

此

致

祭

焉、

城

隍

廟

周

禮、

八

蜡

之

祭

有

水

庸

庸、

城

也

隍、

水

也、

城

隍

之

祀

昉

於

此、

明

洪

武

初、

于

興

王

之

地

者

封

爲

王

郡

者

封

爲

公

州

者

封

爲

侯、

縣

者

封

爲

伯、

均

鍚

之

曰

顯

佑

三

年

正

諸

神

號

曰、

將

樂

縣

城

隍

之

神

并

顯

佑

二

宇

去

之、

祭

與

山

川

同

壇、

而

祀

則

特

崇

以

廟

貌

者、

葢

以

人

道

事

之

也、

將

樂

廟

在

縣

治

北

隅、

宋

元

時

在

縣

治

左、

明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司

明

徙

建

今

所、

成

化

九

年、

知

縣

盛

顒

修

葺、

宏

治

八

年、

知

縣

陳

大

經

令

𦒿

民

熊

虒

督

修、

增

建

儀

門、

嘉

靖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鈴、

命

義

士

徐

能

等

督

修、

增

建

甬

道

坊

表

有

記、

大
清
康
熈
十
二
年
知
縣
呂

士

龍

主
建、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余
𤄊
重
修、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永

鍚

重

修、

王

鈴

記

曰、
明

天

于

𨤲

理

百

神、

嚴

秩

祀、

詔

天

下

郡

邑、

各

建

城

隍

廟

有

司

嵗

有

饗、

月

有

謁、

凡

官

于

其

土

者、

必

先

期

入

廟

齋

宿

刑

牲

告

䖍、

然

後

敢

就

列、

非

無

因

而

故

隆

之

也

盖

其

保

障

民

物

統

紀

萬

靈、

宣

㝠

威

以

翊

王

化、

其

用

已、

故

其

禮

有

加

焉、

予

拜

將

樂

之

命、

入

境

郎

問

神

所

在、

左

右

報

曰、

無

齋

所

矣、

乃

齋

于

别

舘、

辰

入

廟

將

事、

四

顧

周

遭

皆

民

居、

怪

而

問

之、

曰、

貧

民

之

被

囘

禄

者、

咸

依

于

神、

乆

之

而

忘

其

非

居

也、

嘻、

斯

具

官

者

之

責

也、

乃

下

令

曰、

三

日

不

遷

者

罰、

旣

望

復

謁

廟、

至

則

咸

遷

矣、

視

其

堂

甑

塵

漫



 

將
樂
縣
志

卷
之
十
五
　

壇

壝

祠

廟

　

六

漶

棟

宇

莫

辨、

尤

欲

壓

而

級

欲

夷

焉

及

寢

廟

亦

如

之、

及

廡

及

門

亦

如

之、

神

像

羅

列、

𣣱

且

頺

者

咸

黧

然

□

坐

十

𡍼

炭

焉、

嘻

斯

具

官

者

之

責

也、

越

三

月

乃

復

下

令

曰、

城

隍

廟

起

廢

更

新、

其

誰

與

我、

於

是

邑

老

稚、

尚

義

捐

貲

子

來

者、

凡

若

干

人

焉、

爰

擇

其

勤

且

亷

者

董

其

役、

伐

石

於

山、

市

材

于

㕓

政

傭

于

闠、

啟

陶

于

郊、

板

𠏉

畚

築

効

其

勞、

塗

曁

丹

艧

程

其

能、

凢

百

有

旬

日

而

功

告

成

焉、

於

是

漶

者

文、

夷

者

崇、

壓

者

堅、

欹

且

頺

者

植、

有

堂

言

言、

有

廟

奕

奕、

有

廊

植

植、

有

門

將

將、

有

周

垣

四

繚、

曲

䦨

傍

施、

齋

宫

次

舎、

攸

宇

攸

宁

重

簷

列

楹、

斯

革

斯

飛、

堂

之

前、

大

門

之

內、

新

作

中

門、

加

鉅

麗

焉、

環

覯

神

棲、

金

輝

碧

映

熒

熒

煌

煌

矣、

嗟

乎、

天

下

無

不

可

使

之

民

也、

乃

予

於

斯

役

徴

焉、

且

予

初

至

官、

斯

役

也、

無

腹

心

之

誠

以

孚、

無

桁

楊

之

威

以

懾

也、

然

一

呼

而

民

遷、

再

呼

而

民

集、

盤

𢈏

之

誥

不

必

矢

澤

門

之

謡

不

能

興

也、

起

曠

年

之

廢、

成

一

朝

之

鉅、

曾

不

淹

時

焉

若

此、

何

具

官

者、

猶

謂

天

下

有

難

使

之

民

耶、

于

是

僚

士

陳

君

泮、

梁

君

可

基、

偕

丁

君

効

才、

僉

謂

曰、

廟

壊

重

建、

自

前

令

尹

汪

公

憲、

埀

四

十

𥣕

矣、

迄

于

今

復

壊、

而

子

復

能

營

之、

吾

儕

願

礱

石

以

昭

埀、

而

舍

子

曷

文

焉

子

雖

不

自

爲

功、

而

誰

能

貪

之、

予

乃

復

于

衆

曰、

二

三

君、

其

忘

所

自

乎、

斯

役

也、

前

有

汪

公

之

成

吾

貽、

後

有

易

使

之

民

吾

趨

以

貽

以

趨、

義

克

時

冝、

鈴

也

匪

人、

適

逄

其

期

荒

之

度

之、

是

用

弗

墮、

君

顧

遺

我

以

貪

焉

而

莫

之

非

也、

無

乃

爲

欺

乎、

雖

然

予

請

貪

而

文

之

以

諗

夫

後

之

具

官

者、

土

地

祠

祀

土

地

也、

一

在

縣

治

見

公

署、

一

在

明

倫

堂、

見

廟

學、

二

祠

每

嵗

春

秋

致

祭

又

一

在

曾

家

巷、

名

土

地

堂、

爲

民

間

祈

報

之

所

建

置

年

月

無

考、

天

后

宫
郎

觀

化

樓

祀

　

國

封

䕶

國

庇

民

妙

靈

昭

應

宏

仁

普

濟

天

后

之

神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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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萬

歴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傅

宗

臯

鼎

建、

大

清

康

熈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胡

承

銓

重

建

雍

正

十

一

年

知

縣

周

于

仁

重

修

乾

隆

九

年、

知

縣

吕

鍾

琇

重

修、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永

鍚

重

修、

按

天

妃

林

姓

世

居

莆

田

之

湄

州

㠘、

宋

都

廵

檢

林

愿

第

六

女

也、

始

生

時

地

變

紫、

有

祥

光

異

香、

長

能

乘

席

渡

海、

乘

雲

遊

島

㠘

間、

宋

雍

熈

四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昇

化、

是

後

嘗

衣

朱

衣、

飛

翔

海

上、

里

人

祠

之、

宣

和

癸

卯、

給

事

中

路

𠃔

廸

使

高

䴡、

中

流

震

風、

七

舟

俱

溺、

獨

路

所

乘、

神

降

於

檣

安

流

以

濟

使

還

奏

聞、

特

賜

順

濟

廟

號、

紹

興

己

卯、

駕

風

掃

海

㓂、

乾

道

二

年、

又

降

於

白

湖、

掘

泉

飮

疫

者、

累

封

靈

慧

昭

應

崇

福

夫

人、

淳

熈

十

一

年、

加

封

善

利、

紹

興

間、

特

封

靈

惠

妃

慶

元

戊

午、

以

霧

遮

大

溪

㓂、

開

禧

丙

寅

觧

淮

甸

圍、

莆

田

民

艱

食、

米

船

阻

於

朔

風、

神

反

風

郎

至、

景

定

辛

酉、

海

㓂

肆

暴、

醉

卧

廊

廡

間、

神

縱

火

焚

之、

又

令

風

沙

晝

晦、

𨂍

淺

而

敗、

累

封

助

順

顯

衛

英

烈

恊

正

善

慶

等

號、

元

以

海

漕

得

神

佑、

賜

額

靈

濟、

明

永

樂

間、

累

著

顯

蹟

命

修

祠

宇

加

封

號、

康
熈
十
九
年
封
䕶
囯
庇
民
妙

靈

昭

應、

宏

仁

普

濟

天

妃、

遣

官

致

祭、

二

十

二

年、

我

師

□

澎

湖

恍

有

神

兵

導

引、

及

屯

兵

天

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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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澳、

靖

海

侯

施

琅

謁

廟

見

神

衣

半

身

猶

濕、

始

悟

實

邀

神

助、

又

澳

中

水

泉、

止

可

供

𢿙

百

口、

是

日

駐

師

萬

餘、

忽

湧

甘

泉

汲

之

不

竭

靖

海

□

随

表

上

其

異

建

神

祠

于

其

原

籍

莆

田

縣

湄

州、

勒

文

以

紀

功

德、

隨

又

加

封

天

后、

五

十、

九

年

翰

林

海

寳、

冊

封

琉

球、

還

奏

言

黙

□

封

舟

令

有

司

春

秋

致

祭、

編

入

祀

典、

六

十

年

臺

匪

竊

𤼵、

天

后

顯

靈、

鹿

耳

門

水

驟

長

𢿙

尺、

舟

師

揚

㠶

並

進、

七

日

克

復

全

臺、

雍

正

四
年

廵

臺

御

史

禅

濟

布

䟽

聞

史

御

賜

神

昭

海

表

之

額

以

荅

神

庥

焉

並

令

分

懸

于

臺

灣

厦

門

湄

州

三

處、

十

一

年、

又

淮

總

督

郝

玉

麟、

廵

撫

趙

國

麟

奏、

鍚

福

安

瀾

匾

于

省

城

南

臺

神

祠、

并

令

有

江

海

各

省、

一

體

葺

祠

致

祭、

天

后

郎

媽

祖、

海

舟

危

難、

有

禱

必

應、

洋

中

風

雨

晦

暝、

夜

黑

如

墨、

每

於

檣

端

見

神

燈

示

祐、

莆

田

林

氏

婦

人

將

赴

田

者、

以

其

兒

置

廟

中

曰、

姑

好

看

兒、

去

終

日、

兒

不

啼

不

饑、

不

出

閾、

暮

歸

各

携

去

神

葢

篤

厚

其

宗

人

也、

旌

福

廟

祀

明

封

宋

將

樂

令

陳

公

攄

之

神、

按

攄

居

官

多

惠

政、

殁

後

民

懐

其

德

立

祠

以

祀、

部

使

又

爲

請

於

朝、

特

封

顯

應

廣

利

慈

惠

公、

宋

咸

淳

四

年、

賜

廟

額

曰

靈

佑、

明

洪

武

間

舉

應、

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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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祀、

易

廟

號

曰

旌

福、

其

廟

原

在

東

隅、

成

化

問

燬、

知

縣

譚

明

重

建、

宏

治

八

年

圮、

知

縣

陳

□

經

新

之、

十

二

年

燬、

基

址

改

建

按

察

分

司

署、

遂

廢

又

一

在

城

東

陳

公

廟

巷、

原

建

失

考

募

衆

重

建、

又

一

在

城

隍

廟

西、

明

宏

治

間、

知

縣

李

熈

因

東

隅

廟

燬

改

建、

今

春

秋

致

祭

在

此、

按

舊

志、

邑

東

北

王

華

龍

池

積

善

忠

孝

冨

榖

永

吉

等

都

俱

崇

祀

公、

以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爲

公

生

辰

時

必

多

雨、

遇

嵗

旱、

禱

於

公

輙

應、

公

以

一

時

仁

愛

惠

民、

而

能

致

千

百

年

崇

祀

之

報、

以

一

時

誠

敬

格

天、

而

能

致

千

百

年

㴻

澤

之

應、

則

公

之

精

神、

與

天

壤

相

悠

久、

冝

血

食

於

無

窮

也、

而

五

代

刺

史

郭

公、

視

陳

公

其

世

尤

遠

矣、

遺

愛

有

祠

在

於、

谿

南

居

民

尸

祝、

至

今

不

替、

第

當

時

以

青

蛇

出

現、

爲

公

神

異、

致

議

禮

者

以

爲

滛

神、

弗

與

祀

典

何

耶、
張

端

詩

　

宴

罷

瓊

林

尹

古

鏞

當

時

聲

譽

冠

諸

公

下

車

郎

著

循

良

化

去

位

猶

存

愷

悌

風

百

里

甘

棠

春

雨

緑

累

朝

禋

祀

夜

燈

紅

祗

今

作

邑

多

英

俊

曠

古

誰

能

繼

遠

踪

　

蕭

正

模

詩

　

一

橺

茅

屋

樹

蕭

踈

神

是

宋

朝

縣

犬

夫

同

是

此

官

同

此

邑

諸

公

曾

得

此

祠

無

顯

惠

廟
水

南

都

祀

隋

晋

安

郡

刺

史、

明

封

隋

汀

州

刺

史

穆

公

肅

之

神。

　

按

神

江

南

人、

刺

汀

州、

秩

滿

之

京、

道

經

此、

聞

隋

受

禪

義、

不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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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適、

自

溺

死、

屍

浮

逾

月

不

去、

邑

人、

神

之、

收

塟

于

金

谿

潭

之

沙

磧

中、

立

祠

祀

之

宋

淳

祐

問

廟、

賜

今

額、

明

洪

武

舉

應

秩

祀

知

縣

田

本

重

建、

吳

復

有

記、

宏

治

五

年

圮、

知

縣

陳

大

經

新

之

李

熈

有

記

萬

歴

元

年

圮、

知

縣

劉

興

學

令

𦒿、

民

謝

邦

琚

等

督

建、

十

四

年

祠

墓

俱

壊、

知

縣

黄

仕

正

捐

俸

重

修

清

雍

正

十

有

二

年

嵗

甲

寅

募

本

土

人

重

修、

嚴

暻

有

記

舊

志

黄

元

美

記

曰
將

上

游

金

谿

之

陽

有

祠

祀

汀

刺

史

穆

公、

隋

義

寜

間

肆

覲

道

將、

聞

神

堯

受

禪、

遂

殞

于

谿、

土

人

義

而

塟

之、

又

創

祠

捐

田

以

祀

之、

有

宋

曁

熈

朝

皆

有

封

爵、

載

在

祀

典、

吳

御

史

詳

記

之

矣

祠、

依

墓

左

地

稍

卑、

洪

潦

輒

襄

其

墓、

浸

滛

其

祠

頻

砌

頻

圮

萬

歴

初

極

敗

莫

支、

鄕

𦒿

庻

請

于

邑

侯

劉

公、

撤

而

新

之、

其

費

鉅、

其

工

多

未

完、

僅

一

紀

許、

両

遭

水

患、

故

墓

石

傾

塌、

𡍼

曁

若

掃、

簷

楹

欲

墜

風

雨

弗

蔽、

去

秋

邑

侯

南

海

黄

公、

蒞

祀

惟

恪、

三

獻

畢、

惻

然

謂

神

忠

義

捐

軀

殉

國、

又

能

福

利

吾

民、

祠

墓

弗

治、

其

妥

神

穪

報

謂

何、

乃

下

令

重

葺、

斥

其

守

戸

弗

謹

者、

亷

得

祠

舊

有

田、

近

充

賠

虛

浮

之

困、

因

併

虛

浮

于

神

之

田、

俾

田

仍

歸

祠、

庶

神

民

両

便

之

計、

其

嬴

嵗

入

若

干、

又

稽

于

鄕

𦒿

之

樂

義

者、

得

省

祭

謝

光、

以

出

入

二

簿

付

之、

定

其

稅

賦

香

火

等

𢿙、

羸

者

葺

祠

墓、

卜

臘

吉

戒

事、

仍

責

光

董

工

役、

時

廪

餼、

光

受

命、

惶

懼、

率

衆

甃

封

窆

平

傾

仄、

𩛙

簷

楹、

丹

堊

𡍼

墍、

神

于

是

乎

有

寜

宇、

祠

門

舊

弗

如

制

改

之

雅

成

二

堂

以

巨

材

易

其

樑、

署

侯

修

建

嵗

月、

中

建

橋

亭、

便

雨

曰

助

祭

班

列

葺

其

傍

之

樓

閣、

資

遊

者

肆

眺、

僉

謂

神

之

田、

藉

侯、

復

之、

使

祠

墓

有

恃、

百

世

之

功

也、

且

侯

政

澤

率

類

是、

可

配

神

祀、

乃

虛

其

左

皇、

彩

堊

有

加、

几

案

畢

具、

俟

侯

榮

擢

爲

去

思

所、

總

計

其

費、

葢

十

之

六

有

竒、

春

仲

修

祀

事、

不

佞

從

侯

四

觀、

區

𦘕、

攸

冝、

華

都

燿

日、

匪

直、

妥

神

幽

棲、

且

昂

然

增

金

谿

之

勝

矣、

侯

欣

甚、

顧

謂

不

佞

冝

紀

之

石、

念

神

祠

墓

永

永

有

今

日、

則

片

言

九

鼎、

亦

百

世

功

也、

顧

不

佞

何

足

爲

神

與

侯

重、

而

神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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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義、

侯

政

澤、

容

嘿

爾

乎、

世

謂

煬

罪

滔

天、

神

堯

首

義

豈

不

足

君、

籍

其

土

地

人

民、

則

世

勣

所

以

啟

李

宻

也、

神

靈

𤕤

惠

鏞

民

于

千

載

下、

刺

汀

之

日、

豈

不、

拊

循

得

民、

誠

據

萬

山

險

固

亦

足

偏

安

一

隅、

則

任

囂

所

以

教

尉

陁

也、

胡

堅

持

匹

夫

之

諒

耶、

吁、

君

臣

之

義、

凛

莫

可

逃、

故

譚

革

命

者、

惟

湯

武

得

時

義

之

大、

而

務

光

抱

石

廬

江、

夷

齊

僵

餓

首

陽、

寜

殉

桀

紂

而

薄

湯

武、

郎

大

聖

不

敢

非

之、

惜

神

死

義

遐

方、

史

不

及

與

堯

君

素

並

録、

而

血

食

百

世、

褎

然

與

夷

齊

争

芳、

視

世

勣

軰、

何

啻

犬

豕、

以

秦

王

英

武、

擒

世

充、

戮

建

德、

郎

據

險

自

安

何

爲

哉、

視

今

廟

壊

而

輒

新、

田

没

而

隨

復、

其

大

較

何

如

也、

侯

政

是

邦、

表

忠

烈、

旌

節

孝、

惟

義

是

風、

故

令

一

下

而

見

事

罔

後

孰

謂

世

無

好

義

之

民

哉、

義

在

民

心、

千

載

一

日、

顧

上

風

之

耳、

𥨸

計

侯

考

績

榮

陟

有

日、

則

祠

墓

所

䕃、

皆

甘

棠

也、

勿

翦

勿

伐、

自

古

詠

之、

去

思

行

將

與

祠

俱

永、

不

佞

奚

事

食

民

心

以

徼

惠

神

也、

　

蕭

正

模

詞

　

君

父

邱

山

重

性

命

羽

毛

輕

慿

天

分

付、

昏

主

亦

頌

聖

和

明、

惆

悵

迷

樓

百

仞、

嘆

息

錦

㠶

千

尺、

亡

國

又

誰

嗔

但

已

爲

臣

子、

無

論

此

生

身、

　

想

當

時、

唐

高

祖、

李

世

民、

攀

龍

附

鳯、

英

雄

誰

不

効

經

綸、

公

但

知

吾

故

國、

願

學

彭

咸

遺

則、

不

負

此

天

眞、

誰

信

西

鏞

邑、

作

廟

祀

忠

臣、

　

鄧

㧞

萃

詞

　

百

鳥

雎

鳩

好、

再

嫁

婦

人

輕、

男

兒

通

籍

事

主、

豈

復

論

愚

明

今

日

登

壇

受

禪、

原

是

比

肩

僚

友、

北

靣

最

堪

嗔、

率

土

皆

唐

地

何

處

置

臣

身、

　

可

不

如、

東

海

士、

洛

邑

民、

慣

修

降

表、

人

間

何

用

這

絲

綸、

摩

頸

將

軍

旣

屈、

君

素

善

心

而

外、

節

孰

比

公

眞、

嵗

嵗

梅

花

放、

高

塚

酹

忠

臣

黄

琛

詩

　

長

安

未

至

覇

圖

銷、

遂

抱

孤

忠

向

落

潮、

社

稷

將

傾

懐

赴

闕、

山

川

已

改

愧

趨

朝、

英

魂

不

逐

浮

雲

散、

義

氣

寜

隨

逝

水

消、

萬

古

清

風

夷

夏

仰、

名

高

泰

嶽

更

岧

嶤、

廟

田
宋

嘉

定

間

謝

念

一

捐

田

一

十

五

𤱔

余

信

齋

募

吳

小

伯

增

至

三

十

餘

𤱔

明

萬

歴

間

鄕

民

林

文

輝

查、

明

租

𢿙

具

呈

知

縣

黄

仕

正

經

𨤲

清

責

令

各

佃

承

管

外

計

本

祠

田

租

四

十

六

石

五

斗

共

計

租

銀

二

十

一

両

三

錢

一

分

每

嵗

除

納

糧

銀

二

两

一

錢

一

分

九

厘

并

抵

𥙷

張

問

明

甲

下

虛

糧

銀

二

両

五

錢

四

分

九

厘

四

毫

外

剩

銀

一

十

六

両

六

錢

四

分

一

厘

六

毫

　

一

田

土

名

螺

螄

灣

猪

母

到

王

守

信

等

佃

　

一

田

五

𤱔

土

名

苦

竹

後

門

壠

王

按

保

佃

　

一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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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一

十

三

𤱔

一

分

土

名

禊

村

常

坑

楊

金

四

等

佃

　

一

田

六

分

土

名

廣

嶺

魏

合

佃

　

一

田

二

𤱔

土

名

山

門

林

子

應

佃

已

上

米

田

每

𤱔

租

價

銀

五

錢

　

一

田

六

𤱔

五

分

土

名

三

溪

横

排

余

黄

灶

佃

　

一

田

二

𤱔

土

名

黄

支

叢

吳

高

連

佃

　

一

田

四

𤱔

五

分

土

名

上

墘

邱

蕭

洪

佃

　

一

田

五

𤱔

土

名

塘

當

馮

天

等

佃

　

一

田

八

分

土

名

溪

邊

橋

濟

頭

邱

辛

受

佃

已

上

榖

田

每

𤱔

租

價

銀

四

錢

忠

臣

祠

祀

明

封

閩

將

軍

劉

公

瓊

之

神

五

代

時、

建

祠

于

縣

治

南

郊、

按

神

光

州

固

始

人、

爲

閩

王

審

知

部

將、

統

兵

來

此、

聞

王

延

政

降

南

唐、

衆

稽

首

呼

萬

嵗、

擁

瓊

爲

主、

瓊

義

弗

忍、

自

刎

死、

部

士

收

其

屍、

塟

五

馬

山

之

𪋤、

邑

人

遂

祠

祀

之、

大

觀

問

賜

廟

曰

威

𩄇、

明

洪

武

舉

應

秩

祀、

廟

圮、

千

戸

張

俊

新

之、

林

玭

有

記、

正

統

間

燬

于

兵、

天

順

間

千

戸

徐

昇

募

衆

重

建、

成

化

間

改

今

額、

宏

治

七

年

圮、

知

縣

陳

大

經

新

之、

十

一

年

復

圮、

知

縣

王

鈴

新

之

有

記、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知

縣

唐

自

化

准

通

學

呈

舉

武

功

千

戸

徐

昇、

升

詳

所

部、

准

以

徐

昇

配

享

本

祠、

諸

大

綬

有

記、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燬、

隆

慶

六

年

知

縣

劉

興

學

重

建、

官

賢

有

記、

萬

歴

四

十

一

年、

募

衆

重

修、

　

又

祠

之

西

南、

舊

有

義

勇

祠、

祀

死

事

周

長

楊

觀

駱

浩、

後

廢、

併

入

本

祠、

清

乾

隆

之

三

年

嵗

戊

年

祠

宇

年

乆

知

縣

吕

鍾

琇

倡

衆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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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修、

王

鈴

記

曰、
嗚

呼、

五

季

之

亂

士

之

立

人

國

者

以

茍

生

爲

得、

逃

難

爲

智、

視

置

君

猶

易

吏、

視

變

國

若

傳

舎、

靦

顔

勸

進、

旁

睇

反

噬

者、

恬

然

不

以

爲

怪、

盖

不

復

知

有

成

仁

取

義

之

風

焉、

歐

陽

公

作

五

代

史、

謂

開

乎

顯

德

五

十

餘

年

間

僅

得

全

節

之

士

三、

余

每

三

復

而

悲

之、

比

爲

將

樂

令、

謁

劉

將

軍

祠

于

邑

南

門、

廼

召

故

老

詰

祠

由、

輒

復

爲

之

欷

歔

酸

鼻、

嘉

將

軍、

之

節、

能

伸

于

五

季、

訝

五

季

之、

亂、

獨

治

於

將

軍、

嘆

作

史

者

遺

將

軍

于

希

有

之

世

也、

將

軍

者、

五

季

時、

閩

王

審

知

將

部

劉

瓊

也

將

軍、

從

審

知

起

固

始、

王

閩

中、

審

知

殂

諸

子

相

殘、

內

難

屢

作、

巨

㓂

乘

之、

横

隤

莫

文、

留

從

効

送

欵

于

金

陵

李

仁

逹

投

降

于

吳

越、

將

軍

擁

孤

軍、

𡘤

據

屬

郡、

旣

度

其

主

之

不

足

以

有

閩

又

庻

其

力

之

不

足

以

摧

敵、

群、

𥠖

依、

依、

倉

皇

矢

謀

萬

嵗

之

呼

黄

袍

之

加、

中

臣

不

能

無

動

焉、

兹

朱

文

進

之

所

嘗

竊

國、

陳

橋

之

所

從

代

周

也、

□

温

序

之

鬚

以

自

裁

酒

侍

中

之

血

以

見

志

者

誰

與、

嗟

乎、

將

軍

不

以

一

時

南

靣

之

樂、

而

易

其

生

平

報

主

之

忠、

不

以

同

𥁞

有

限

之

生、

而

䘮

吾

永

存

不

死

之

氣、

要

之

輕

重

素

明、

耴

舎

素

定、

可

貧

可

賤

可

殺

之

植

于

天

者

素

完

故

生

乎

濁

世

而

不

和

其

光、

廹

于

機

冝

而

不

昧

于

利、

蹈

乎

過

渉

而

必

殘

其

軀、

其

慷

慨

激

烈、

較

諸

歐

史

所

穪

王

彦

章

斐

約

劉

仁

瞻

三

君

子

者、

彼

曷

以

加

焉、

時

移

事

定、

身

後

之

名、

寄

于

國

是、

而

復

有

幸

有

不

幸、

吾

于

是

乎

重

悲

將

軍

之

没

也、

殘

卒

哀

而

收

之、

邑、

人

義

而

祀

之、

五

馬

山

三

峯

之

下、

墓

於

斯、

廟

於

斯、

自

是

郡

邑

有

誌、

廟

額

有

勅、

將

軍

之

名、

雖

不

登

于

國

史、

而

赫

赫

爲

閩

巨

𩄇、

越

宋

元

逮

于

今、

我

高

皇

帝

廓

清

寰

宇、

肇

修

天

常、

首

昉

周

正

下

車

之

仁、

激

𤼵

忠

臣

義

士

之

氣、

旁

搜

遐

曯、

爰

及

將

軍、

加

之

以

封

爵、

崇

之

以

明

祀、

特

闡

幽

潜、

昭

示

永

世、

俾

與

自

古

亡

身

殉

國、

輝

煌

汗

簡

者、

相

與

齊

芳

兢

耀、

窮

廟

食

于

天

壤

間、

無

軒

輊

焉、

熈

朝

累

葉、

後

先

奉

命、

守、

土

之

吏、

咸

獲

遵

王

章

以

致

孝

于

神、

盥

薦

祼

將、

罔

敢

弗

躬、

葺

陋

𥙷

敝

罔

敢

弗

以、

時

嵗

之

嘉

靖

辛

亥、

予

實

謭

劣、

承

乏

兹

邑、

時

去

將

軍

已

六

百

餘

年、

假

廟

顧

瞻

題

顔

奕

奕

風

旛

雲

軿、

凛

然

若

挹

其

猶

生

之

氣、

乃

屬

其

士

民

之

好

義

者、

撤

其

故

而

一

新

之、

越

明

年

壬

子

工

告

成、

民

悦

忘

勞、

士

仰

益

欽

遂、

相

與

極

論

神

之

顯

晦、

摛

文

景

慕、

劖

諸

麗

牲

之

石、

　

林

鴻

詩

　

昔

公

秉

節

堅

柱

石、

手

排

霹

靂

扶

紅

口、

飛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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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上

天

去

不

囘、

萬

里

山

河

已

瓜

裂、

戈

甲

雲

屯

𡚒

虎

賁、

死

生

誓

共

東

南

奔、

西

鏞

邊

城

□

啣

日、

壯

士

激

烈

難

爲

分、

凌

晨

扣

閣

呼

公

起、

鞠

躬

願

効

君

臣

禮、

萬

嵗

聲

容

𢡖

白

雲、

五

更

𦘕

角

悲

流

水、

將

軍

危

坐

聲

愈

厲、

汗

馬

功

成

負

丹

陛、

三

尺

龍

泉

竟

血

紅、

滿

營

虎

旅

空

流

涕、

凛

凛

英

魂

誰

見

招、

石

麟

秋

塜

高

岧

嶤、

荒

祠

臨

水

輝

千

古、

折

㦸

沉

沙

名

未

銷、

愚

生

久

慕

青

雲

噐、

幾

肅

儀

容

拜

忠

義、

恍

惚

英

風

天

外

來、

散

作

春

陽

滿

平

地、

□

虎

踞

龍

蟠

帝

業

空、

三

軍

駐

馬

古

西

鏞、

黄

袍

浪

作

加

身

計、

白

刅

寜

爲

刎

頸

雄、

萬

里

江

山

環

故

塜、

九

重

日

月

照

深

宫、

乾

坤

留

得

孤

忠

在、

夜

夜

神

光

貫

彩

虹、

黄

琛

詩

　

萬

嵗

聲

容

事

已

空、

獨

留

功

業

著

西

鏞、

生

全

臣

節

三

綱

重、

死

答

君

㤙

一

劍

雄、

荒

草

夕

陽

山

下

塜、

古

槐

秋

雨

水

邊

宫、

幾

囘

吊

古

瞻

遺

像、

猶

似

當

年

氣

吐

虹、

　

蕭

正

模

詩

　

將

軍

大

義

五

朝

空、

立

節

當

年

事

在

鏞、

竟

與

劉

虞

相

伯

仲、

可

知

宋

祖

不

英

雄、

自

慚

此

日

三

軍

拜、

何

意

千

秋

一

𤱔

宫、

我

向

郵

亭

書

始

末、

懸

公

赤

胆

制

長

虹、

　

詞

　

五

代

殘

唐、

講

故

事、

多

方

哽

咽、

纔

筭

有

三

人

全

節、

于

今

爲

烈

帝

制

自

爲

同

戱

耍

因

人

成

事

何

豪

傑

獨

将

軍、

完

節

在

吾

閩、

錚

錚

鐡、

　

軍

聲

合、

臣

心

裂、

臣

志

决、

臣

身

㓕、

答

君

㤙、

唯

有

一

腔

熱

血、

古

廟

朝

朝

迎

旭

日、

高

墳

嵗

嵗

棲

寒

雪、

早

扶

持

正

氣

在

西

鏞、

開

賢

哲、

　

車

𦒿

奎

詩

　

事

大

如

天

寸

鐡

空、

精

魂

耿

耿

爲

全

鏞

縱

云

百

六

多

分

土、

誰

許

車

書

混

七

雄、

功

德

可

銘

翁

仲

石、

嵗

時

昭

報

蕋

珠

宫、

両

朝

廟

貌

存

兵

燹、

坐

對

江

山

氣

欲

虹、

道

南

祠

郎

今

龜

山

先

生

祠

原

名

龜

山

書

院、

在

縣

北

城

外、

封

山

之

麓、

宋

咸

淳

二

年、

禮

部

尚

書

邑

人

馮

夣

得、

以

先

生

載

道

而

南、

爲

師

儒

宗、

奏

請

立

書

院

奉

度

宗

御

筆、

賜

龜

山

書

院

四

字、

仍

詔

郡

縣、

撥

田

飬

士、

優

其

後

世、

以

嫡

子

孫

一

人、

承

襲

衣

巾

奉

祀、

始

創

建

禮

殿、

立

雪

堂、

講

堂

齋

舎

者、

知

縣

黄

去



 

將
樂
縣
志

卷
之
十
五
　

壇

壝

祠

廟

　

十

五

疾

也

重

建

于

寳

定

五

年

者、

知

縣

林

式

之

尋

燬

于

兵

而

復

建

者、

郡

倅

毋

逄

辰

也、

元

至

順

元

年、

知

縣

郭

野

仙

普

華

增

廣

燕

居

殿

楊

祐

民

有

記、

至

正

二

十

一

年

燬

明

洪

武

十

三

年、

知

縣

黄

克

剛

重

建、

正

綂

十

三

年

燬

于

沙

㓂、

獨

存

立

雪

堂

像

十

四

年

僉

事

曾

蒙

簡、

徙

建

于

縣

城

隍

廟

之

右、

移

立

雪

堂

像

于

後

堂、

曰

道

南

書

院

頼

世

隆

有

記

成

化

初

勅

建

道

南

書

院、

六

年

生

員

余

亷

蕭

儀、

因

殿

堂

傾

圮、

具

白

于

都

御

史

滕

昭、

副

使

何

喬

新、

仍

遷

于

北

門

外、

卽

今

所、

遂

虛

城

中

之

地、

干

舊

址

中

建

饗

堂、

後

建

立

雪

堂、

堂

右

設

雅

會

堂

饗

堂、

左

右

翼

以

両

廊、

前

有

儀

門、

額、

道

南

祠

有

大

門、

額

龜

山

書

院、

左

屋

𢿙

楹、

爲

子

孫

世

居

所、

又

置

田

以

瞻

其

衣

食、

林

聰

有

記、

自

是

續

置

祠

田

者、

不

一

而

足

宏

治

間、

封

龜

山

先

生

將

樂

伯、

從

祀

廟

庭、

本

祠

祀

事

如

故

嘉

靖

三

年、

御

史

簡

霄、

改

立

雪

堂

爲

傳

心

堂、

增

祀

二

程

先

生

以

廣

平

游

先

生

居

東、

先

生

居

西

配

享、

有

記、

三

十

年

知

縣

王

鈴

重

修

義

士

章

福

捐

金

督

之、

有

記、

先

是

有

埀

涎

祭

田

者、

冐

宗

爭

□

經

當

事

核

明、

以

楊

留

宗

楊

爵

父

子

一

派

爲

嫡、

至

是

復

□

謀

奪、

萬

歴

三

年、

知

縣

陳

本

求

嫡

派

孫

鳴

雷

嵗

出

俸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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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師

特

教

之

三

載、

奉

提

學

道

胡、

給

衣

巾、

奉

祀

事

五

年

縣

丞

范

大

濩

重

修

時

勷

事

者

冠

𢃄

𦒿

民

丁

欽

義

士

熊

可

大

益

府

典

儀

陳

其

業

等

有

記

十

一

年

例

廢

天

下

新

創

書

院、

本

祠

誤

在

廢

中、

知

縣

戴

相

堯

榜

□

之、

五

閲

月、

人

不

忍

市

後

都

御

史

趙

可

懐

按

邑、

闡

明

廟

堂

無

毁

書

院

本

意、

書

龜

山

先

生

祠、

匾

于

大

門、

十

二

年

廵

按

御

史

楊

四

知、

特

䟽

奏

復、

知

縣

黄

仕

正

修

理

之

明

年

□

知

謁

祠

賜

金

優

恤

後

裔、

刻

像

譔

讃、

知

縣

黄

仕

正

又

□

田

五

十

五

畆

五

分

供

祀、

會

提

學、

道

王

世

𢡟

復

共

奉

祀

衣

□、

□

□

差

役

皆

如

舊、

制

明

末

爲

僞

派

侵

奪、

□

大

清

康

熙

十

六

年

學

使

孫

按

臨

郡

中、

舉

人

許

文

兹、

揭

𦒋

績

廖

騰

煃

□

公

舉

嫡

裔

楊

思

賢

承

襲

衣

□

主

鬯

四

十

□

□

□

學

使

沈

䟽、

賜

書

額

程

氏

正

宗

四

字

□

十

六

年

裔

孫

光

緒

重

修

祠

宇、

□

記

六

□

□

□

□

□

張

道

沛

行

縣、

餙

像

一

新、

乾

隆

二

十

□

年

奉

檄

查

明

賢

裔

給

照

奉

祀、

有

諸

生

楊

某

者、

冐

嫡

紊

□

□

知

縣

李

□

錫

□

明、

㫁

令

光

緒

承

襲

并

爲

詳

憲

咨

部

□

□

云、
禮

部

□

書

馮

夣

得

請

立

龜

山

先

生

書

院

䟽、

臣

切

見

□

山

陽

文

靖

公、

立

雪

程

門、

載

道

而

南、

一

傳

而

□

□

章

再

□

而

□

起

平、

又

再

傳

而

朱

晦

菴

理

學

大

明、

有

□

往

聖

□

延

□

□

□

皆

有

書

院

獨

我

龜

山

舊

宅

僅

存、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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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廬

未

建、

委

爲

百

年

之

闕

典、

臣

聞

黨

𨐌

術

序、

爲

周

之

隆、

至

漢

明

稱

盈

門

之

盛、

國

朝

以

儒

立

國

而

教

大

行、

後

孟

子

千

五

百

年、

而

道

統

以

續

濓

溪

闡

其

端、

伊

洛

洪

其

源、

至

武

夷

而

集

朱

子

之

大

成、

脉

絡

其

間

則

延

平

諸

先

生

存

焉、

然

道

南

一

語、

獨

歸

於

龜

山、

是

則

師

表

東

南、

爲

斯

文

倡

實

自

龜

山

始、

可

不

尚

哉

咸

淳

三

年

八

月、

欽

准

御

筆、

國

朝

勲

賢

之

家、

澤

不

能

延

者

冝

録

其

後、

可

令

侍

從

臺

諌

訪

問

𠫵

酌

必

灼

然

可

録、

人

無

異

詞、

乃

可

奏

聞、

聖

天

子

追

録

先

哲、

而

昌

其

世

以

厚

風

教、

盖

我

龜

山

於

先

朝

實

左

右

之、

海

內

稱

誦

有

光

信

史、

臣

後

出

龜

山

之

鄕、

七

十

餘

年、

雖

不

獲

親

炙

先

生

之

教、

高

山

仰

止、

喬

木

具

存、

枝

葉

刊

落、

篾

可

鏁

籍、

而

薦

之

公

朝

者、

實

無

其

人、

臣

不

自

揣

量、

𥝠

謂

尚

可

對

揚

聖

君

賢

相

褒

崇

先

賢

之

命、

乞

創

書

院

於

龜

山

之

右、

繼

風

露

夜

檠

之

讀、

存

江

漢

秋

陽

之

思、

相

與

講

磨、

如

聆

磬

欬

於

龜

山、

願

朝

廷

嘉

惠

四

方

學

者、

特

賜

𣶬

育

之

造、

仍

請

公

田、

永

爲

養

士

之

美

利、

亦

我

朝

崇

賢

重

道

之

盛

事

也、

惟

陛

下

鍳

之

䟽

奏

上

深

嘉

納、

御

筆

賜

龜

山

書

院

額、

仍

詔

郡

縣

撥

田

養

士、

優

其

後

春

秋

致

祭

焉、

　

番

陽

湯

漢

重

修

龜

山

舊

宅

記

曰、

漢

來

延

平、

郡

慱

士

諸

生、

曁

道

南

之

學

者、

咸

請

誦

其

所

聞、

予

惡

夫

空

言

久

矣、

逡

廵

未

有

以

𤼵、

適

將

樂

群

士

書

來

告

曰、

龜

山

先

生

之

舊

宅、

埀

百

𢿙

十

年

矣、

間

者

郡

守

余

侯

始

扶

植

表

章、

建

祠

肖

像、

以

寄

嚮

慕

之

誠、

中

嘗

再

葺、

乆

復

漏

無

以

蔽

寜

風

雨、

今

大

夫

林

君

式

之、

拜

謁

悸

嘆、

亟

出

緡

錢、

市

良

材

堅

甓、

撤

腐

敗

而

新

美

之、

觀

瞻

改

容、

感

𤼵

興

起、

不

有

記

載、

將

無

以

示

後

俾

勿

替、

願

一

言

以

記

之、

予

惟

先

生

之

存

也、

視

敝

廬

厦

屋、

皆

可

託

宿、

未

嘗

有

所

擇

而

求

安、

然

自

建

炎

大

盗

過

之

不

敢

犯、

逮

庚

寅

盗

再

過

焉、

復

大

書

其

門

曰、

此

楊

先

生

之

居

也、

不

可

燬

嗟

乎、

先

生

之

殁

乆

矣

冠

𢃄

佩

玉

之

聲

容、

不

復

接

於

世

之

耳

目、

而

遺

風

餘

烈、

猶

足

以

服

強

慕、

豈

學

士

大

夫、

而

不

能

爲

先

生

保

此

𢿙

𤱔

之

宫

乎、

雖

百

世

可

知

矣、

昔

鄭

康

成

以

大

儒

爲

世

所

敬、

不

惟

孔

北

海

能

褒

大

其

閭、

而

黄

巾

亦

爲

之

歛

避、

二

儒

先

世

之

事

眞

所

謂

曠

千

載

而

相

感

者、

若

乃

先

生

之

學、

超

出

于

文

字

之

外、

則

有

非

康

成

之

所

可

擬

議、

予

不

敢

不

爲

諸

君

言

也、

子

思

子

曰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𤼵、

謂

之

中、

中

也

者、

天

下

之

大

本

也、

大

道

旣

隐

舉

一

世

倀

倀

於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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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知

其

有

本、

雖

日

用

飮

食

由

之

而

卒

莫

識

其

所

從

來、

故

雖

有

聰

明

才

智、

閎

碩

專

確

之

士、

而

大

本

之

不

眀、

不

免

於

醉

生

而

夣

死

也、

先

生

之

教

使

人

於

燕

閑

静

一

之

中

體

騐

未

𤼵

之

氣

象、

豫

章

延

平、

更

以

此

相

傳

授、

而

延

平

之

所

以

語

朱

子

者、

尤

深

切

而

著

明

矣、

他

日

論

平

旦

之

氣

湛

然

虛

明

實

與

未

𤼵

之

旨、

相

爲

表

裏

盖

先

生

之

學、

雖

有

所

受、

而

以

此

建

立

宗

旨、

乃

其

深

造

而

自

得

之

者

其

有

功

於

天

下

來

世、

自

程

門

高

弟

罕

能

及

之、

不

但

高

於

漢

大

儒

而

已

也

學

者

賴

其

言

以

得

本

心

者

衆

矣

然

而

日

體

騐

云

者、

無

乃

其

渉

於

已

𤼵

與、

是

心

之

靈

非

木

槁

而

灰

死

也、

雖

其

未

𤼵、

必

有

事

焉、

弗

求

觀

省

曷

稽

中

德、

故

曰

求

則

得

之

又

曰

不

思

則

不

得

是

思

也

非

意、

是

求

也

非

爲、

而

何

已

𤼵

之

疑

乎、

諸

君

旣

外

望

先

生

之

宫

牆、

盍

亦

闖

其

堂

窺

其

奥

反

躬

以

騐

夫

大

本

者

之

安

在、

不

至

於

延

平

所

謂

洒

然

氷

𨤟

不

止

也、

抑

予

所

欲

告

道

南

與

泮

水

者、

亦

若

此

而

已

矣、

　

清

流

頼

世

隆

重

建

龜

山

書

院

記

畧

曰、

龜

山

之

祠

舊

在

城

東

北、

有

道

南

書

院

有

立

雪

之

堂、

所

以

崇

先

生

之

祀

也、

剏

始

於

宋

咸

淳

縣

令

黄

去

疾

重

修

於

寳

祐

縣

令

林

式

之、

元

季

燬

于

兵

國

朝

洪

武

初、

知

縣

王

克

剛

復

構

堂

以

奠

正

統

戊

辰

秋

盗

起

沙

尤、

合

諸

邑

𧊵

起

之

黨、

來

攻

城

者

將

朞

月、

城

外

民

居

悉

焚、

延

及

書

院

亦

燬

焉、

獨

立

雪

堂

像

盗

不

敢

壊、

逮

官

軍

至

而

圍

觧、

鳯

儀

乃

徙

像

寓

學

宫、

旣

班

師、

餘

賊

復

猖

獗

以

故

祠

事

曠

弗

克

舉、

去

年

春

泰

和

曾

君、

以

監

察

御

史

來

僉

福

建

按

察

司

事

時

盗

環

聚

將

樂

山

間、

遠

城

止

一

舎、

守

土

者

告

急、

君

按

臨

至

境

明

賞

罰、

殱

其

渠

魁

賑

其

饑

窮、

由

是

衆

恃

以

安、

嘗

謁

先

生

祠、

躬

閲

荒

墟

愀

然

謂

衆

曰、

載

道

而

南、

講

學

相

傳、

大

有

功

於

名

教、

今

從、

祀

之

典

有

闕、

後

學

曷

以

瞻

仰、

將

新

祠

於

故

址、

慮

非

遠

圖

欲

遷

城

中

可

乎、

僉

曰

冝

哉、

乃

卜

地

於

城

隍

廟

之

西、

山

川

環

抱、

視

城

外

尤

佳、

君

乃

宏

其

規

制、

捐

己

之

俸

以

倡

衆、

經

營

之

始、

知

縣

會

稽

金

晟、

訓

導

王

昌

順

請

董

其

事、

遂

建

道

南

書

院

于

前、

於

是

下

戸

徐

昇

曁

諸

僚

屬、

各

請

助

力、

復

徙

立

雪

堂

像

于

後、

其

餘

工

力

未

修

越

明

年

境

內

悉

平、

君

徃

建

寜、

衆

慮

功

埀

成

而

輟

是

年

冬

君

再

至、

適

有

訟

田

者、

以

理

折

之、

乃

願

捐

田

之

餘

租、

以

助

祠

事、

君

命

爲

邑

者

董

成

之、

不

逾

月、

門

廡

齋

舎

凢

所

冝

有

者、

莫

不

完

且

美

矣、

乃

命

先

生

十

二

世

孫

邑



 

將
樂
縣
志

卷
之
十
五
　

壇

壝

祠

廟

　

十

九

庠

生

穆

移

家

以

守

祠

事

吾

儕

多

士

感

君

作

興

之

功、

敬

請

言

以

記

諸

石

云、

　

張

南

軒

龜

山

畫

像

記

曰、

宋

興

百

有

餘

年、

四

方

無

虞

風

俗

淳

厚、

民

不

識

干

戈、

有

儒

生

出

於、

江

南

高

談

詩

書、

自

擬

伊

傅、

而

實

𥨸

佛

老

之

似

濟

非

鞅

之、

術

舉

世

風

動、

雖

巨

德

故

老、

有

莫

能

燭

其

姦

其、

説

一

行、

而

天

下

始

粉

紛

多

事、

反

理

之

評、

畔

道

之

論、

日

以

益

熾、

邪

慝

相

乘、

卒

召

裔

夷

之

禍、

攷

其

所

致、

有

自

來

矣、

靖

康

初、

龜

山

楊

公

任

諌

議

大

夫

國

子

祭

酒、

始

推

本

論

奏

其

學

術

之

謬

請

追

奪

王

爵

罷

去

配

饗

雖

當

時

餘

黨

猶

夥、

公

之

説

未

得

𥁞

施

然

大

綂

中

興、

論

議

一

正、

到

于

今

學

者

知

荆

舒

禍

本、

而

有

不

屑

焉、

則

公

之

息

邪

説、

距

詖

行、

放

滛

辭、

以

承

孟

氏

者

其

功

顧

不

大

哉、

是

冝

列

之

學

宫

使

韋

布

之

士、

知

所

尊

仰

而

况

公

舊

所

臨、

流

風

善

俗

之

及

祀

事

其

可

缺

乎、

瀏

陽

實

□

之

屬

邑、

紹

聖

初、

公

嘗

辱

爲

之

宰

嵗

饑

𤼵

廪

以

賑

民、

而

部

使

者

以

催

科

不

給

罪

公、

公

之

德

及

邑

民

也

深

矣、

後

六

十

有

六

年、

建

安

章

才

邵

來

爲

政、

慨

然

念

風

烈、

咨

故

老、

葺

公

舊

所

爲

飛

鴻

閣

繪

像

於

其

上、

以

示

後

學、

以

慰

邑

人

之

思

去

而

不

忘

也

又

六

年

貽

書

俾

栻

記

之、

栻

生

晚

識

陋、

何

足

以

窺

公

之

藴

惟

公

師

事

河

南

二

程

先

生、

得

中

庸

鳶

飛

魚

躍

之

傳

於

言

意

之

表

踐

履

純

固、

卓

然

爲

一

世

儒

宗、

故

見

於

行

事、

深

切

著

明

如

此、

敢

表

而

出

之、

庻

幾

向

慕

之

萬

一

云

爾、

　

寜

德

林

聰

重

復

龜

山

書

院

記

曰、

宋

儒

楊

先

生

中

立、

生

皇

祐

間

世

居

將

樂

之

龜

山、

因

以

自

號、

當

時

立

雪

程

門

得

中

庸

鳶

飛

魚

躍

於

言

意

之

表、

踐

履

純

固、

載

道

而

南、

註

𨤟

六

經、

闢

邪

翼

正、

卓

然

爲

儒

宗、

初

令

蕭

山、

歴

階

少

師、

事

在

史

氏、

紹

興

五

年

殁、

諡

文

靖、

馮

尚

書

請

立

書

院、

度

宗

御

書

賜

之、

先

生

五

子

皆

第

進

士、

登

顯

秩、

再

傳

而

㣲、

至

有

鬻

其

宅

者、

四

世

孫

白

于

守、

守

爲

贖

所

鬻

而

歸

南

渡

後

遼

金

㓂

將

樂、

酋

戒

其

衆、

勿

毁

先

生

之

居、

元

年

紅

巾

㓂

亂、

相

與

指

顧

曰

是

龜

山

居

也、

勿

毁

勿

夷

書

院

雖

免

兵

燬、

歴

年

旣

乆、

棟

宇

頺

敝、

罔

克

自

新、

我

國

朝

初、

邑

儒

余

時

彦

言

十

縣

令

田

本

修

而

葺

之、

刻

先

生

年

譜

語

録、

正

綂

戊

辰、

沙

尤

㓂

起、

居

民

蕩

𥁞、

雖

先

生

之

居

獨

存、

終

亦

荒

落、

僉

憲

曾、

君

蒙

簡

徙

書

院

於

城

中、

故

居

鞠

爲

榛

莾、

甚

至

豪

右

兼

併、

十

一

世、

孫

穆

貧

益

不

能

振

起

成

化

庚

寅

都

御

史

大

夫

滕

公

昭、

奉、

璽

書

來

撫

八

閩、

將

樂

生

余

亷

蕭

儀、

具

白

其

事、

公

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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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然

出

官

帑

羡

餘

若

于、

檄

憲

副

何

君

喬

新、

就

其

故

居

地

□

新

之、

董

工

則

主

簿

吳

景

昂、

教

諭

童

恒、

賛

理

則

余

蕭

二

生

士

人

鄭

文

英

也、

於

是

相

與

合

匠

石、

集

美

材、

前

門

惟

三

中

則

道

南

堂、

後

則

立

雪

堂、

廊

屋

庖

庫、

煥

然

整

餙、

先

生

墓

在

谿

南、

而

饗

亭

神

道

華

表

之

屬

悉

備、

又

於

書

院、

東

構

宇

□

楹、

以

居

楊

氏

子

姓、

始

於

是

嵗

十

月

二

十

有

六

日

落

成

□

明

年

三

月

之

望、

何

君

與

提

學

僉

憲

游

君

明、

又

籍

廢

寺

□

田

一

百

二

十

三

𤱔、

以

給

其

子

姓

之

衣

食、

中

以

三

十

𤱔

掌

之

學

宫、

供

春

秋

祀

事、

又

明

年

副

憲

潘

君

正、

按

部

至

將

□

謁

書

院、

謂

知

縣

唐

簡

曰、

是

不

可

以

無

記、

遂

走

書

請

記

于

聰、

夫

惟

道

在

天

地

間、

無

時

不

然、

未

嘗

隨

時

以

興

廢

也

故

自

先

生

得

傳

之

後

迄

今

三

百

餘

年、

或

興

或

廢、

其

於

居

宅

以

之、

於

道

奚

損

益

焉

要

之

繼

徃

開

來、

埀

休

于

後、

歴

千

萬

世

猶

一

口

也、

嗚

呼

偉

哉、

爰

記

本

末、

俾

來

者

知

滕

公

重

道

興

復

之

由、

及

諸

相

助

之

有

其

人

也

如

此、

乃

復

爲

迎

送

神

詞

各

十

闋、

附

刻

記

未、

俾

嵗

時

登

祭

歌

以

侑

之

云、

其

迎

神

曰、

神

之

洋

洋

兮

與

道

俱

道

旣

有

在

兮

神

豈

曰

無、

牲

牷

肥

腯

兮

在

爼、

酒

醴

苾

芬

兮

盈

壺

周

旋

升

降

兮

禮

容

敷、

神

儼

然

臨

之

兮

邇

匪

迃、

冉

冉

其

來

妥

兮

我

心

孔

愉、

其

送

神

曰

工

祝

致

告

兮

神

具

醉

止、

大

道

體

物

兮

不

遐

以

邇、

鼓

鐘

旣

送

兮

神

保

聿

歸、

曰

旣

歆

饗

兮

錫

道

爲

祉、

聖

世

重

道

兮

埀

千

萬

祀、

禴

祠

蒸

嘗

兮

俾

之

孫

孫

子

子、

　

新

喻

簡

霄

傳

心

堂

記

曰、

龜

山

宋

大

儒、

將

樂

所

生

邑

也、

邑

北

故

有

書

院、

以

祠

先

生、

額

之

曰

道

南、

更

新

者

復

於

其

後

爲

立

雪

堂、

以

中

肖

伊

川、

而

左

侍

游

定

夫、

春

秋

饗

祭、

龜

山

備

焉

而

是

則、

闕、

夫

龜

山

之

與

廣

平

偕

學

于

程

氏

也、

首

以

書

謁

明

道、

立

雪

乃

繼

見

伊

川

事、

盖

濓

溪

之

倡

道、

二

程

子

共

徃

事

焉

歸

而

有

得

者、

皆

卓

然

以

斯

文

爲

己

任、

故

一

時

來

學

者、

必

曰

二

先

生、

無

敢

異

視、

明

道

殁

而

後

伊

川

之

師

道

益

崇、

然

和

風

時

雨

之

化、

其

與

嚴

毅

方

正

者

固

有

間、

謝

𩔰

道

云、

明

道

最

愛

中

立、

故

其

歸

自

扶

溝

送

之

曰、

吾

道

南

矣

武

夷

亦

言

前

軰

多

稱

龜

山

温

純

似

明

道、

是

所

得

於

明

道

者

旣

多

哉

若

之

何

尊

彼

廢

此

與、

且

旣

肖

之

而

祀

不

及

何

也、

傳

曰、

事

死

如

事

生、

今

夫

籩

豆

簠

簋、

祗

薦

有

加

爲

弟

子

者

坐

受

其

間

而

師

處

其

後、

曾

不

獲

陳

一

豆、

於

義

安

乎、

使

龜

山

而

在、

將

蹙

然

避

席

也、

而

謂

其

饗

之

耶、

今

年

夏、

予

觀

風

邑

中、

攷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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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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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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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廟

　

二

十

一

典

以

是

爲

病、

邑

長

吏

劉

模

進

曰、

此

下

吏

所

欲

奉

□

而

未

能

自

正

也、

廼

命

增

肖

明

道

於

伊

川

左、

而

出

贖

金

三

十

両、

買

田

十

四

𤱔

以

供

嵗

祀、

更

其

堂

曰

傳

心、

夫

學

問

之

道

無

他、

求

放

心

而

已

矣、

自

孟

氏

旣

卞、

正

跡

以

熄

儒

名

者

皆

工

詁

訓、

習

辭

章、

深

權

𢿙

其

尤

者、

乃

崇

功

名

而

心

學

迷、

老

佛

之

徒、

摹

搜

其

短、

以

靳

病

周

孔、

攘

臂

争

盟、

過

高

者

卑

名

實

離

世

網、

𩔖

喜

趨

焉、

而

不

知

已

入

于

虛

矣、

濓

溪

以

一

人

倡

吾

道

之

是

曰、

定

之

以

中

正

仁

義

而

主

静

立

人

極

莫

或

和

者、

頼

二

程

子

起

而

輔

之、

廓

然

大

公、

物

來

順

應、

及

其

張

也

一

時

豪

傑、

雲

合

景

從、

幾

比

洙

泗、

惟

龜

山

氏

之

傳

得

其

人、

豫

章

延

平、

先

後

光

助、

畫

空

割

水、

過

化

存

神、

黙

坐

澄

心、

體

認

有

得、

俾

聖

人

大

中

之

道、

湛

然

中

天

至

今

猶

有

所

徴、

以

驅

支

離

寂

滅

之

𡚁、

斯

人

之

心、

不

遂

冺

亂、

誰

之

力

哉、

雖

家

祀

可

也、

乃

刻

之

石

以

告

來

者、

邑

長

吏、

安

福

人、

亦

能

捐

俸

買

田

十

一

𤱔

以

廣

祀

事

云、

　

廵

按

御

史

楊

四

知

請

復

龜

山

書

院

䟽、

爲

恭

遇

盛

時、

懇

乞

聖

明、

賜

復

先

儒

祠

宇、

以

光

聖

治

事、

臣

聞

自

昔

帝

王、

懋

建

綦

隆

之

治、

必

資

鴻

碩

之

儒

葢

儒

者

藴

繼

徃

開

來

之

學、

抱

輔

世

長

民

之

具、

生

則

匡

扶

治

平、

没

則

表

厥

宅

里、

此

祠

宇

書

院

之

所

由

興

也、

上

以

報

功

崇

德、

下

以

起

教

維

風

𨵿

繋

世

道、

良

非

細

事、

明

主

賢

相

恒

加

意

焉、

我

皇

上

崇

儒

重

道、

嫓

隆

堯

舜、

日

御

文

華

尊

禮

先

師、

四

海

頌

太

平

聖

主、

號

稱

文

明

之

盛

矣、

徃

權

奸

張

居

正、

恣

肆

兇

逆、

㓕

絶

忠

孝、

公

論

不

容、

儒

生

非

議、

遂

嚴

限

斥

汰、

抑

遏

士

氣、

怒

趙

用

賢

吳

中

行

沈

思

孝

等、

䟽

勸

守

制、

寢

謀

毒

殺、

遂

惡

及

先

朝

名

臣、

修

𢰅

羅

倫

有

扶

植

綱

常

一

䟽

欲

毁

其

祠、

恐

人

測

度、

乃

借

施

觀

民

新

創

書

院

一

事、

𥁞

將

天

下

古

蹟

聖

賢

祠

院、

槩

行

折

廢

凢

三

百

三

十

六

所、

督

催

之

嚴、

急

于

星

火

聖

賢

肖

像、

䋲

縛

車

載、

或

投

之

江

河、

或

撻

之

粉

碎

諸

生

環

睹

痛

哭

路

人

睨

視

墮

淚、

假

明

旨

以

恣

兇

殘、

惡

一

賢

以

延

天

下、

逞

𥝠

憤

以

禍

前

古、

不

知

聖

賢

何

負

于

彼、

而

凌

毒

至

於

此

極

也、

福

建

係

宋

大

儒

楊

時

游

酢

李

侗

朱

熹

眞

德

秀

諸

賢

生

䟽

之

鄕、

唐

宋

以

來、

建

立

祠

院、

凢

五

十

餘

所、

毁

廢

無

餘、

可

謂

斯

文

之

不

幸、

賢

聖

之

大

厄

也、

方

今

我

皇

上

緫

攬

乾

綱、

綂

一

聖

眞、

宰

執

大

臣、

精

白

以

承

德

意、

除

煩

苛

之

法、

興、

惇

大

之

治、

愚

夫

愚

婦

咸

受

恩

澤

而

先

聖

先

賢、

未

蒙

表

正、

是

缺

典

也、

頃

者

會

議

儒

臣

王

守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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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從

祀

廟

庭、

勅

賜

書

院

文

治

日

開

海

內

翕

然

嚮

風、

而

前

賢

祠

宇、

反

遭

滅

毁、

神

爽

無

依、

誠

爲

可

惜、

臣

奉

命

按

閩、

過

其

故

里、

覩

其

廢

址、

行

邁

徘

徊、

潜

然

下

淚、

備

查

處

所、

各

設

像

主、

雖

名

書

院、

實

係

祠

宇、

葢

取

仰

德

育

才

之

義、

故

不

曰

祠

而

曰

書

院、

且

除

已

經

折

毁、

難

以

復

建、

恐

勞

民

費

財

外、

杳

得

原

係

前

代、

及

先

朝

建

𥪡、

今

改

爲

公

署

者、

共

一

十

九

所、

葢

當

時

諸

臣、

廹

于

操

切

不

忍

𥁞

拆、

而

改

立

此

名、

亟

于

囘

報、

實

天

祐

斯

文、

有

待

于

大

聖

人

之

隆

復

也、

况

郡

縣

原

有

公

署、

而

改

名

祗

爲

多

設

荒

凉

閴

寂、

日

就

廢

棄

臣

愚

以

爲

不

如

復

祀

先

儒

之

爲

愈

也、

伏

乞

皇

上

勅

下

該

部

查

議

准

令

崇

祀

扁

以

祠

宇

之

額

革

其

書

院

之

名、

上

以

崇

重

先

哲、

使

神

有

所

棲

止、

下

以

啟

𤼵

後

學、

使

士

民

有

所

觀

感、

無

一

時

之

勞

費、

樹

萬

代

之

瞻

仰、

此

明

主

之

盛

節、

而

熙

朝

之

曠

舉

也、

仍

乞

諭

令

有

司、

毋

得

因

而

𥝠

自

創

建、

以

滋

多

事、

則

國

家

文

治

之

瑞、

不

惟

星

聚

奎

壁、

開

五

百

年

之

景

運、

而

先

賢

不

昧

之

靈、

亦

將

氣

作

山

河、

壯

千

萬

世

之

太

平

矣、

臣

愚

幸

甚、

天

下

幸

甚、

縁

係

恭

遇

盛

時、

懇

乞

聖

明

賜

復

先

儒

祠

宇、

以

光

聖

治

事

理、

未

敢

擅

便、

爲

此

今

將

原

查

改

書

院

一

十

九

所、

開

坐

具

本、

專

差

承

差

某

親

齎

謹

題

請

旨、

計

開

延

平

府

將

樂

縣

龜

山

書

院、

宋

咸

淳

二

年

建、

祀

宋

大

儒

楊

時、

今

改

爲

分

廵

公

署

訖、

奉

聖

旨、

這

祠

宇

見

在

的

准

查

復、

有

司

亦

不

許

因

而

𥝠

創

擾

民、

禮

部

知

道、

欽

此、

　

大

梁

楊

四

知

正

祠

祀

息

争

端

記

曰、

後

世

之

所

以

崇

重

先

賢

者、

爲

其

道

德、

後

裔

之

所

以

善

繼

先

賢

者、

在

于

禮

義、

故

後

世

思

先

賢、

則

榮

其

子

孫、

子

孫

以

先

賢

而

得

榮

其

身、

皆

道

義

也、

若

爲

後

裔

者、

以

衣

巾

争

訟、

是

始

則

重

道

義

以

給

衣

巾、

終

則

因

衣

巾

以

傷

道

義、

乃

先

賢

之

玷、

而

後

人

之

所

羞

也、

今

龜

山

先

生

後

裔、

一

在

延

平

以

奉

祠

祀、

一

在

將

樂

以

守

墳

墓

皆

先

生

之

正

派、

衣

巾

之

應

有、

不

得

以

此

争

彼

也、

乃

徃

徃

以

衣

巾

之

故、

而

更

相

告

訐、

視

如

㓂

讐、

夫

先

生

以

孝

弟

傳

家、

而

後、

裔

乃

壊

之

若

此、

良

可

慨

也、

今

查

議

旣

明

各

冝

敦

倫

守

禮、

共

承

祠

祀、

以

無

忝

楊

氏

子

孫

則

人

人

起

敬

矣、

提

學

道

仍

將

本

院

示

諭、

丁

寜

告

誡、

鐫

勒

二

碑

𥪡

于

两

祠、

永

爲

遵

守、

以

詔

來

者、

　

羅

璟

詩

　

載

道

南

來

倡

入

閩、

先

生

學

業

貫

天

人、

豫

章

親

受

心

如

契、

徽

國

三

傳

語

益

眞、

道

德

儀

型

遺

像

在、

斯

文

崇

重

舊

祠

新、

悠

悠

三

百

餘

年

事、

瞻

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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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山

川

憶

鳯

麟

　

蕭

旭

詩

　

八

閩

鼻

祖

獨

推

尊、

華

表

巍

巍

萬

古

存、

聖

世

歴

朝

深

雨

露、

本

支

奕

葉

潔

蘋

繁、

儀

型

如

在

飛

鴻

閣、

道

學

常

新

立

雪

門、

五

百

餘

年

瞻

仰

切、

誰

𡬶

伊

洛

續

淵

源、

　

張

鳯

𦒋

詩

　

五

馬

峯

前

擁

翠

華、

先

生

祠

屋

寄

烟

霞、

斯

文

上

續

三

千

載、

吾

道

南

來

第

一

家、

龍

水

遠

流

伊

水

派、

龜

山

應

接

洛

山

賖、

生

民

乆

矣

㣲

先

覺、

仰

止

祠

前

一

浩

嗟、

　

車

鼎

晉

重

修

龜

山

祠

堂

記、

道

綂

之

相

承

若

世

系

然

昔

者

孔

孟

旣

没

歴

秦

漢

隋

唐

以

至

於

宋、

千

五

百

餘

年、

而

二

程

子

作、

紹

明

絶

學、

考

亭

傳

其

遺

緒、

𤼵、

皇

而

恢

張

之、

天

下

萬

世

之

論

遂

以

雒

閩

繼

魯

鄒

無

惑

矣、

然

二

程

倡

自

元

祐

以

前、

考

亭

興

在

渡

江

以

後、

其

間

能

北

學

于

中

士、

載

道

而

南、

爲

閩

中

宗

主

者、

實

惟

龜

山

楊

先

生

一

人

故

言

守

先

待

後

之

功、

則

楊

先

生

有

焉、

夫

有

其

功

者

冝

享

其

報、

先

生

有

祠

于

郡

邑、

凡

知

學

者

之

所

欲

報

也、

矧

其

子

孫

篤

念

本

原、

獨

力

營

建、

不

尤

有

感

于

人

心

歟、

予

以

乙

未

丙

申

二

嵗、

視

學

上

游、

皆

自

□

如

延、

道

出

將

邑、

因

訪

問

先

生

宅

里、

得

見

其

第

二

十

一

代

嫡

裔

孫

奉

祠

生

光

緒、

年

方

幼、

進

趨

酬

對、

有

可

觀

者、

予

贈

以

十

金、

使

購

書

力

學、

比

日

將

邑

之

學

諭

施

君

松

齡、

以

狀

來、

云

先

生

故

祠

乆

茀

圮、

光

緒

之

寡

母

林

氏、

適

謀

修

葺、

旣

傾

家

貲

庀

材

興

功、

遂

并

以

大

人

金

集

其

事、

今

告

成

矣、

敢

請

文

記

之

以

終

明

賜、

予

聞

先

生

之

後

人、

不

絶

如

髮、

自

光

緒

以

上

四

世

㷀

然、

嘗

有

鴟

鶚

毁

室

之

悲、

光

緒

三

嵗

失

怙、

且

鮮

兄

弟、

獨

與

其

母、

形

影

相

守、

不

卽

滅

没

顚

覆

能

自

全

者

幸

矣、

不

意

艱

貞

有

立、

深

明

大

義

知

建

祠

之

爲

重、

不

惜

勞

費

以

妥

其

先、

是

足

明

先

生

傳

道

之

澤

不

窮、

而

埀

𥙿

于

家

者

將

蕃

衍

而

滋

大

也、

雖

然、

昔

之

君

子

有

言、

爲

名

人

子

孫

難、

爲

賢

人

子

孫

更

難、

名

人

之

子

孫

不

克

與

其

祖

父

齊

名、

則

人

從

而

短

之

賢

人

之

子

孫

不

克

與

其

祖

父

齊

賢、

人

且

從

而

悼

惜

之、

先

生

以

東

南

一

士、

登

第

後

調

官

十

年

不

赴、

徃

來

河

洛、

親

得

二

程

之

傳、

爲

羅

李

先

覺、

卒

以

授

諸

考

亭、

歴

任

立

朝、

掊

擊

王

安

石

之

學、

諌

沮

和

議、

言

行

在

宋

史、

爲

之

子

孫

者、

能

與

之

齊

固

難、

不

思

與

之

齊

則

不

可

也

光

緒

必

勉

之、

夫

能

以

予

絲

粟

之

助

而

舉

大

事、

又

豈

不

能

恢

堂

構

之

圖

而

爲

象

賢、

書

曰、

紹

聞

衣

德

言、

詩

曰、

永

錫

爾

類

予

深

爲

光

緒

願

之

矣

若

夫

異

宗

冐

利、

欲

以

斗

筲

穿

窬

反

誣

賢

裔、

先

生

有

靈、

當

不

足

煩

其

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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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殛、

而

郡

邑

薦

紳、

以

及

知

學

之

士、

其

孰

肯

容

之、

葢

非

先

生

不

可

以

穪

繼

程

而

開

朱、

非

先

生

之

裔、

顧

可

以

不

量

猥

㣲、

而

自

託

干

苞

蘖

耶、

予

瓜

期

已

届、

愧

不

獲

拜

新

祠

下、

𥨸

嘉

光

緒

子

母

之

志

操、

故

爲

著

道

綂

世

系

之

説

如

此、

祠

建

十

將

邑

之

北

郊、

首

某

趾

某、

經

始

于

某

年

月

日、

訖

工

于

某

年

月

日、

堂

室

門

廡

之

制

悉

具、

距

予

接

見

輟

贈

之

時、

僅

若

干

月

日、

烏

虖、

其

可

謂

敏

于

事

也

已、

　

復

祭

田

碑

記、

延

平

府

將

樂

縣

知

縣

黄

仕

正、

爲

查

復

祠

宇

事、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奉

府

帖

文、

本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奉

福

建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劄

付、

奉

軍

門

都

御

史

沈

人

种

批、

該

本

司

呈

據

延

平

府

申

奉

布

政

司

劄

付、

奉

軍

門

都

御

史

趙

可

懐

批

據

將

樂

縣

申

蒙

布

政

司

信

牌、

蒙

廵

按

福

建

監

察

御

史

楊

四

知

憲

牌

前

事、

仰

縣

卽

查

後

開

祠

宇、

內

改

爲

公

署

者、

逐

一

備

查

要

見

某

祠

原

係

肖

像、

或

係

木

主、

革

改

之

後、

其

肖

像

與

木

主

或

毁

或

存

何

處、

查

明

申

報

等

因、

依

蒙

查

將

本

縣

宋

代

龜

山

楊

先

生

祠

內、

原

係

肖

像、

搬

移

後

裔

楊

鳴

雷

家

奉

祠、

具

由

申

報

轉

繳

續、

奉

府

帖、

爲

恭

遇

盛

時、

懇

乞

聖

明、

賜

復

先

儒

祠

宇、

以

光

聖、

治

事、

備

奉

都

察

院

勘

合、

仰

將

原

議

處

所、

逐

一

查

復、

置

立

扁

額、

直

書

某

先

生

祠

安

置

等

因、

遵

依

置

立

扁

額、

直

書

某

先

生

祠

安

置

崇

祀、

奉

軍

門

都

御

史

趙

可

懐

批、

據

本

縣

申

准

儒

學

牒

呈、

據

通

學

生

員

徐

夣

麟

等

呈、

爲

懇

復

先

賢

祠

宇、

以

衍

道

脉

事、

奉

批、

龜

山

先

生

之

學、

有

功

于

天

下

後

世

甚

大、

將

樂

乃

其

故

里、

祠

宇

原

非

書

院、

卽

其

後

人

世

耕

屋

邊

之

田

以

奉

祀、

可

知

已、

况

建

自

前

代、

來

已

長

遠

乎、

頃

者

之

舉、

則

有

司

查

考

不

明、

轉

以

相

悞、

非

廟

堂

初

議

也、

仰

縣

查

本

院

𥿄

贖

或

官

銀、

照

𢿙

發

民

費

成

收

領、

將

屋

給

還

楊

氏、

以

妥

先

儒

之

靈、

該

縣

扁

其

門

曰

龜

山

先

生

祠、

勿

標

嵗

月、

列

衘

名、

亦

所

謂

愛

禮

而

存、

庻

幾

宦

于

斯、

生

于

斯

者、

聞

起

高

山

之

思

焉、

完

日

報

繳、

依

奉

查

將

萬

歴

九

年

綱

銀

一

十

二

两、

還

費

成

退

出

前

屋、

改

爲

祠

宇

申

報、

但

查

本

祠

田

租、

先

年

俱

奉

院

道

陸

續

置

買

田

租

二

百

六

十

石

八

斗

以

充

嵗

祀、

并

給

贍

楊

氏

子

孫

衣

食

內

田

三

十

𤱔

掌

之

學

宫、

以

辦

春

秋

祭

祀

又

田

十

𤱔

以

供

墓

祭、

其

載

米

一

十

三

石

四

升

三

合、

俱

收

入

楊

先

生

後

裔

尸

內、

前

自

嘉

靖

十

八

年

間

奉

府

帖、

蒙

分

守

道

田

叅

議

案

騐、

蒙

廵

按

福

建

監

察

御

史

李

元

陽

批

該

本

道

呈、

據

龜

山

後

裔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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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由

生

員

楊

齡、

告

蒙

優

免

本

戸

丁

糧

料

鈔

徭

綱

等

項

雜

差

𥁞

行

免

派、

近

因

例

革

書

院

奉

文

裁

革、

本

戸

雜

差、

未

蒙

賜

免、

近

該

本

縣

知

縣

黄

仕

正

抵

任、

上

遡

道

學

之

源、

欲

中

追

崇

之

義

而

於

其

後

裔、

盖

有

所

不

能

忘

情

者、

今

幸

龜

山

祠

宇

已

蒙

查

復、

奉

祀

田

苖、

尙

未

優

免、

及

本

祠

田

租

除

供

祭

祀

外、

餘

租

薄

少、

尚

不

足

以

贍

子

孫

衣

食、

隨

查

得

張

源

都

𥝠

創

興

善

𢊊

一

所、

原

有

田

租

三

十

五

𤱔

五

分

載

苖

一

石

七

斗

七

升

五

合、

立

戸

陳

右、

尚

未

報

官

派

徴

寺

租

充

餉、

及

查

嘉

靖

年

間、

本

縣

原

議

置

買

土

名

桃

源

等

處

田

二

十

𤱔

載

苖

一

石、

給

匠

買

竹

引

水

入

城

已

廢

多

年、

前

田

卽

爲

虛

設、

亦

應

送

出

與

興

善

𢊊

田、

合

無

請

乞

准

送

入

祠、

召

佃

耕

作、

逓

年

責

付

衣

巾

守

祠

楊

鳴

雷、

率

同

族

屬

子

孫、

收

租

供

祭

贍

給、

且

查

龜

山

先

生

墓、

祭

田

止

十

𤱔、

尢

恐

春

秋

祀

事

凉

薄

傳

流

日

乆、

或

至

廢

弛、

并

收

前

租

凑

充

辦

祭、

嵗

時

依

期

行

禮

拜

掃、

不

至

子

孫

告

匱、

愈

見

隆

重、

仍

將

前

田

𤱔

𢿙

刻

碑

𥪡

祠

以

埀

永

乆、

其

本

田

苖、

及

祠

內

前

苖、

除

丁

料

鈔

銀

不

免、

其

徭

綱

機

站

乃

屬

雜

乏

差

役、

通

應

優

免、

以

彰

崇

異、

縁

係

增

入

祭

田、

優

免

雜

差

事

理、

申

乞

照

詳、

奉

批

仰

布

政

司

查

議

報、

又

蒙

廵

按

福

建

監

察

御

史

楊

四

知

批、

布

政

司

查

議

報

依

奉

隨

行、

據

將

樂

縣

申

稱、

查

得

張

源

都

興

善

𢊊

田

三

十

五

𤱔

五

分、

載

苖

附

寄

陳

右

戸

內、

寺

租

亦

無

徴

派

充

餉、

又

查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間

議

買

田

二

十

𤱔、

土

名

桃

源

等

處、

內

除

田

七

𤱔、

係

呂

楠

收

租

完

納

各

項

糧

差、

除

田

一

十

三

𤱔、

給

匠

黄

雪

耕

作

收

租、

買

竹

修

整

渠

筒、

於

二

十

里

之

外、

引

水

入

城、

以

給

縣

衙

日

用、

後

因

水

源

迢

逓、

乍

流

乍

渴、

漸

致

廢

弛、

黄

雪

乃

於

萬

歴

六

年、

自

願

挑

水

應

用

前

田

照

舊

承

耕

但

本

縣

用

水

有

限、

易

爲

另

處、

若

以

日

用

有

限

之

水、

長

年

給

田、

取

足

于

兹、

實

爲

過

典、

故

此

田

原

爲

引

水

工

程

浩

大

而

設、

今

旣

簡

便

安

得

過

享

腴

田、

二

項

俱

應

入

官

送

龜

山

祠

內、

責

付

衣

巾

守

祠

楊

鳴

雷、

率

同

族

屬

子

孫

供

祭

贍

給、

仍

將

前

田

勒

石

𥪡

于

本

祠、

候

修

誌

之

日、

并

刊

入

誌

書、

佃

人

取

具

世

耕

領

狀

庻

使

傳

流

不

失、

以

埀

永

乆、

其

本

祠

戸

內

苖

米

糧

差、

除

丁

料

鈔

銀

不

免

應

追

𩔖

觧

獨

徭

綱

機

站、

係

屬

雜

差、

似

應

優

免、

以

崇

先

儒

之

意

申

報

到

府

轉

中

詳

軍

門

沈

人

种

批

行

如

議

繳、

奉

此

又

蒙

廵

按

福

建

監

察

御

史

楊

四

知

批、

據

本

司

經

歴

司

程

同

前

事、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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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批

興

善

𢊊

桃

源

等

處

田

租、

如

議

送

龜

山

先

生

祠

給

楊

鳴

雷

管

業、

以

供

祭

祀、

餘

如

照

行

繳、

依

蒙

備

帖

仰

縣

查

將

興

善

𢊊

桃

源

等

處

田、

共

五

十

五

𤱔

五

分、

收

人

龜

山

戸

丙

責

令

楊

鳴

雷

率

同

族

屬

子

孫

管

業

收

租

供

祭

仍

將

田

𤱔

照

𢿙

勒

石

𥪡

於

祠

內、

以

埀

永

乆、

備

行

到

縣

除

遵

照

外、

今

將

置

立

石

碑

刊

刻

田

叚

租

𢿙

開

具

𥪡

于

本

祠

永

遠

遵

守、

祭

田
一

田

一

百

二

十

三

𤱔

內

九

十

三

𤱔

楊

氏

子

姓

收

三

十

𤱔

縣

學

輪

收

以

辦

春

秋

二

祭

成

化

十

一

年

滕

都

御

史

昭

何

副

使

喬

新

置

一

田

土

名

坑

口

租

米

三

石

一、

斗

一

田

土

名

八

角

坵

租

米

二

石

一

田

土

名

界

口

堡

爐

下

租

米

一

石

一

田

土

名

過

水

坵

租

米

二

石

一

田

土

名

裏

灣

租

米

四

石

俱

光

明

都

共

租

一

十

二

石

一

斗

正

德

十

二

年

山

隂

胡

御

史

置

一

田

積

善

都

派

田

租

六

石

一

田

忠

孝

都

土

名

上

舟

租

米

四

石

共

米

一

十

石

正

德

七

年

安

福

羅

僉

憲

璟

置

一

田

水

南

都

龜

山

墓

邊

直

抵

穆

公

廟

租

米

一

十

石

宏

治

八

年

陳

知

縣

大

經

置

一

田

土

名

界

口

堡

倪

宅

上

租

米

八

斗

一

田

土

名

烟

布

租

米

一

石

九

斗

一

田

土

名

坑

于

租

米

四

斗

一

田

土

名

株

樹

下

租

米

七

斗

一

田

土

名

亭

滸

租

米

五

斗

一

田

土

名

張

岸

邊

租

米

二

石

已

上

俱

光

明

都

一

田

積

善

都

土

名

黄

田

租

米

二

石

五

斗

其

租

八

石

八

斗

正

德

十

三

年

姜

知

府

文

魁

汪

知

縣

憲

置

一

田

一

十

四

𤱔

簡

御

史

霄

置

一

田

一

十

二

𤱔

劉

知

縣

模

置

一

田

五

𤱔

茶

山

一

片

土

名

常

口

租

米

五

石

五

斗

載

重

則

官

苖

一

斗

五

升

佃

人

鄭

鈌

嘉

靖

庚

申

年

俞

知

縣

一

中

置

一

田

土

名

桃

源

都

林

墩

廣

坑

二

處

共

一

十

三

石

三

斗

載

苖

六

斗

五

升

五

合

佃

人

吳

禄

吳

觀

明

嘉

慶

庚

申

年

張

縣

丞

文

襄

置

一

田

土

名

黄

坑

井

窠

一

十

二

石

一

田

土

名

南

乾

五

石

一

田

土

名

杭

宅

坑

一

石

俱

佃

人

周

根

一

田

土

名

吳

源

琴

坵

四

石

一

田

土

名

窠

坪

一

石

一

田

土

名

楊

宅

坑

上

分

一

石

俱

佃

人

汪

朝

陽

一

田

土

名

和

尚

叚

五

石

一

田

土

名

吳

宅

壇

許

坑

口

一

石

一

田

土

名

楊

宅

坑

上

分

一

石

五

斗

俱

佃

人

江

明

一

田

土

名

上

金

坑

二

石

一

田

土

名

坑

裏

卽

桑

枯

凹

五

石

一

田

土

名

楊

宅

坑

下

分

一

石

五

斗

俱

佃

人

周

楻

已

上

共

三

十

五

石

五

斗

俱

張

源

都

一

田

土

名

壙

坑

日

七

石

佃

人

徐

安

生

一

田

土

名

長

墘

一

石

佃

人

徐

堂

一

田

土

名

□

壙

坑

苦

竹

排

七

石

佃

人

徐

四

一

田

土

名

横

坑

三

石

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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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人

李

天

旺

一

田

土

名

蛇

堀

一

石

佃

人

嚴

朝

信

已

上

共

田

二

十

石

俱

桃

源

都

二

項

共

田

五

十

五

石

五

斗

萬

歴

十

三

年

南

海

黄

知

縣

仕

正

置

四

賢

祠

明

洪

武

七

年、

知

縣

王

克

剛

建

　

文

廟、

建

四

賢

祠

于

敷

教

𠫊

之

後

成

化

二

十

一

年、

廟

燬

祠

廢、

大

清

乾

隆
六

年

知

縣

呂

鍾

秀

於

東

郊

外

傳

公

生

祠

舊

址、

改

建

文

昌

閣、

於

中

堂

祀

楊

羅

李

朱

四

先

生

顔

曰

四

賢

祠、

撥

禁

山

堂

田

租

募

僧

居

住

以

事

洒

掃、

其

後

室

祀

傅

吕

二

公

神

位

顧

公

祠

祀

本

縣

知

縣

顧

昺

祠

在

封

山

麓、

龜

山

祠

之

西

萬

歴

十

四

年

知

縣

黄

仕

正

建、

後

祠

圮

祀

于

龜

山

祠

之

後

堂

西

室、

今

仍

之
陳

省

𢰅

記

曰、

萬

歴

丙

戌

十

月

朔、

余

遊

玉

華、

入

將

樂

覧

山

川

之

勝、

謁

龜

山

先

生

祠

而

拜

焉

旣

而

又

讀

舊

邑

侯

顧

公

去

思

碑、

徘

徊

感

慨

者

乆

之、

越

明

日

邑

令

黄

君

仕

正、

曁

慱

士

偕

諸

生

父

老

造

余

寓

請

顧

侯

祠

記、

余

曰、

侯

德

政

載

之

碑

詳

矣

乃

今

而

後

請

記

何

居

諸

生

父

老

肅

容

僉

對

曰

侯

澤

貽

敝

邑

餘

六

十

年

所、

徃

矣

德

政

在

覩

記

舉

之

未

易

更

僕

姑

述

其

去

之

日、

民

遮

道

攀

留

不

能

得、

圖

所

以

碑

而

祠

之

者

侯

偵

知

蹵

然

曰、

吾

何

以

碑

與

祠

爲

也、

顧

吾

所

處

心

理

政

能

下

孚

于

民

乎、

能

上

格

于

天

乎、

吾

不

敢

知、

果

俯

仰

無

愧

怍、

吾

且

復

來

守

若

郡、

覆

育

爾

曹、

卽

吾

不

來

吾

子

孫

必

有

來

者、

吾

之

祠

與

碑、

其

在

㝠

㝠

之

間

乎、

爾

曹

姑

待

之、

越

𢿙

年、

侯

擢

守

汝、

寜

邦

民

嗟

慕

始

立

去

思

碑、

而

留

祠

之

地

於

龜

山

祠

之

右

以

驗

侯

之

言

於

他

日、

今

文

宗

道

行

公

來

實

侯

之

孫

民

蹈

舞

加

額

謂

天

報

侯

德、

如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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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桴

表

影

不

𤕤

若

是、

雖

嘗

碑

德

政

乎、

祀

名

宦

志

邑

乘

乎、

及

今

弗

專

祠、

曷

以

騐

侯

言、

以

慰

吾

儕

𢿙

十

年

蒿

目

於

㝠

㝠

也、

以

故

乞

先

生

言

叙

其

旨、

用

以

勸

令

吾

邑

者、

慕

侯

之

風

而

興

起

焉、

其

有

禆

于

吾

邑

甚

大

予

聞

之

嘆

曰

嘻、

有

是

哉、

夫

人

道

邇、

天

道

遠

侯

不

求

知

於

人

而

求

知

於

天

𤼵

於

一

念

之

㣲

而

可

必

之

𢿙

十

年

之

後

侯

所

自

信

者

定

也、

凢

碑

所

具

載

省

費

勸

分、

清

訟、

止

盗

崇

禮、

興

學、

禱

旱

而

致

雨

拜

火

而

反

風、

祈

河

而

止

潦、

如

所

稱

三

異

十

美

者、

民

知

之

民

譽

之

此

無

難

也

乃

其

根

於

至

誠、

𤼵

於

惻

怛

不

愧

於

屋

漏

無

歉

於

潜

伏

則

惟

侯

自

知

之

惟

天

知

之

民

之

譽

不

能

悉

也、

積

之

愈

厚

報

之

愈

遠

以

有

今

日、

侯

之

祠

與

碑、

果

在

㝠

㝠

之

間

乎、

古

之

人

若

漢

于

公

之

高

共

門、

宋

王

公

之

植

其

槐

皆

非

可

且

夕

遇

也

而

果

如

其

言、

彼

两

公

者

所

自

信

者

定

也、

天

人

之

際

㣲

乎

㣲

矣

惟

賢

者

能

通

其

原、

寰

宇

之

內、

父

母

乎

民

者

衆

矣

碑

而

祠

者

亦

不

少

矣

未

𢿙

年

而

皆

廢

爲

牧

夫

樵

叟

之

地、

其

視

顧

侯

何

如

也、

侯

之

澤

止

于

邑

耳、

今

文

宗

振

鐸

海

𡽄、

閩

士

風

爲

之

丕

變、

侯

之

澤

及

全

閩

矣、

行

且

躋

巖

廊

運

斗

柄

而

大

沛

霖

雨

侯

之

澤

及

海

宇

矣、

江

左

德

門、

孫

曾

雲

礽

接

踵

而

䋲

祖

武

爲

蒼

生

利

澤

侯

之

□

及

世

世

矣、

如

是

而

將

樂

之

碑

與

祠

當

與

龜

山

之

堂

玉

華

之

石、

相

爲

悠

乆、

侯

所

以

無

羡

于

當

年、

而

獨

必

之

今

日

以

此

也、

天

道

無

親

惟

福

善

人

語

不

虛

哉、

余

之

言

不

足

爲

顧

侯

重

乃

邦

人

之

請

欲

以

勸

後

之

令

將

樂

者

黄

令

翩

翩

乎

慕

顧

侯

于

𠖇

𠖇

積

也

宜

其

義

諸

生

父

老

之

請

而

喜

爲

之

倡

也

與、

予

旣

爲

之

記

因

𢰅

迎

神

送

神

一

歌

俾

邑

人

歌

以

祀

侯、

祠

之

門

堂

廊

廡、

凢

三

間

二

座、

出

諸

生

父

老

子

來

成

之、

祭

田

二

十

一

𤱔、

出

黄

令

捐

俸

置

焉、

而

共

相

役

者

慱

士

黄

君

元

美

等

也

詳

碑

隂

侯

吳

江

人、

名

昺

字

仲

光、

正

德

丁

丑

進

士、

守

汝

寜

致

仕、

文

宗

名

大

典

字

道

行

隆

慶

戊

辰

進

士、

提

督

福

建

學

校

按

察

司

副

使、

　

迎

神

歌

曰、

侯

之

來

兮、

在

將

之

陽、

生

覆

育

我

兮

没

未

忘、

我

服

襦

袴

兮

食

膏

漿

侯

澤

百

世

兮

悠

且

長

𠖇

𠖇

照

燭

兮

侯

肺

腸

文

孫

振

鐸

兮

孰

主

張、

六

十

餘

年

兮

左

劵

藏

洋

洋

如

在

兮

擊

鼓

鏜

鏜、

　

送

䄂

歌

曰、

侯

之

去

兮

在

天

一

方

魯

恭

三

異

兮

十

美

孔

彰、

生

祚

民

社

兮

没

侍

帝

傍、

我

碑

而

祠

兮

侯

意

凉

凉

繼

侯

而

來

兮

望

耿

光、

龜

山

爲

侣

兮

玉

華

爲

章、

彌

熾

彌

昌

兮

未

可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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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茫

茫

何

徃

兮

擊

鼓

鏜

鏜、

祭

田
一

田

土

名

余

源

長

坵

田

租

三

石

佃

人

蕭

湘

一

田

土

名

堀

坑

田

租

三

石

五

斗

佃

人

李

四

一

田

土

名

鍾

宅

坑

田

租

一

十

石

佃

人

邱

繼

飬

一

田

土

名

上

水

南

租

四

石

五

斗

佃

人

邱

九

仔

共

田

租

二

十

一

石

知

縣

黄

仕

正

捐

俸

置

備

以

爲

每

年

祭

品

香

燈

及

守

祠

工

食

之

費

唐

公

祠

祀

本

縣

知

縣

唐

自

化

祠

在

封

山

麓

龜

山

祠

之

西

萬

歴

十

三

年

知

縣

黄

仕

正

建

後

祠

圮

祀

于

龜

山

祠

後

堂

西

室

今

仍

之、
何

其

大

記

曰

鏞

故

侯

唐

公

業

已

群

祀

之

澤

宫

矣

彼

都

人

士

復

專

祠

尸

而

祝

之

更

醵

金

市

田

若

于

𤱔

以

供

爼

豆

適

余

代

匱

來

鏞

居

守

攝

修

嵗

事

於

祠

下、

𥨸

訝

其

於

義

何

居

登

進

父

老

子

弟

問

狀、

僉

謂

侯

諸

善

政

期

期

不

暇

揚

確、

唯

是

不

腆

𡚁

賦、

則

壤

有

額

也

胥

吏

骫

法

爲

差

詭

爲

鈌

課、

爲

貧

難

虛

絶

坐

損

賦

額

以

石

計

六

百

有

竒

嵗

徴

輸

一

切

以

權

冝

從

事、

民

病

甚

矣、

積

𢿙

十

年

無

有

能

𨤲

而

正

之

者、

廼

侯

下

車、

首

亷

痌

𤸄

所

亟

蒿

目

所

計

惟

興

利

除

𡚁

爲

兢

兢

悉

索

百

里

𤱌

畮

核

其

隐

匿、

鉤

其

墾

闢

籍

其

無

王

者、

藉

是

𥙷

塞

諸

𦉑、

賦

用

亷

平、

卽

此

大

都

百

世

利

也

齊

民

無

知、

嚮

其

利

爲

有

德、

彼

以

其

德

而

懐

附

焉、

若

之

何

諼

之、

余

聞

囅

然

曰

偉

矣

公

之

治、

一

同

好

惡

以

出

之、

謂

民

父

母

非

耶、

其

𥨸

𥨸

然

專

欲

尸

而

祝

之

也

者

宜

哉、

第

潔

粢

草

其、

僅

取

成

禮

後

事

者

無

能

益

以

釡

庾

有

司

謂

何、

會

比

部

朱

使

君、

啣

天

子

尺

一、

爲

七

閩

𥦙

理

而

求

百

一

之

生

也

更

從

太

夫

人

受

命、

擁

星

軺

過

鏞、

致

其

禋

祀、

慨

然

興

桐

鄕

之

思

爰

表

其

祠、

又

斥

錢

二

十

緡

屬

有

司

加

市

田

若

而

𤱔

以

豐

其

黍

稷

君

子

曰、

義

以

行

之

其

德

禮

哉

故

嘗

皇

覧

紀

乘

所

稱

没

世

不

忘

者、

詎

寜

有

樂

利

以

遺

小

人

已

耶、

要

必

有

親

賢

爲

君

子

之

足

多

者

今

鏞

人

知

嚮

德

而

永

故

父

母

之

思

所

謂

樂

樂

利

利、

於

鏞

人

有

焉

使

君

以

良

宅

相、

而

䖍

外

王

父

之

祀、

所

謂

賢

賢

親

親

於

使

君

有

焉、

二

者

後

先

交

相

芿

藉、

使

廟

貌

重

華、

爼

豆

維

新

揆

以

不

忘

之

義

公

之

祀

庶

幾

哉

百

世

猶

一

日

也、

敬

紀

成

事

以

告

典

者

田

之

𤱔、

昭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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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𢿙

如

右

公

諱

自

化

嘉

靖

癸

巳

進

士

華

亭

人

使

君

名

正

色

萬

歴

己

丑

進

士

上

海

人

祭

田
一

田

租

二

石

土

名

𢊊

後

林

宅

坑

佃

人

李

二

一

田

租

三

石

土

名

余

元

坪

尾

佃

人

謝

陽

生

一

田

租

一

石

二

斗

土

名

旱

窠

下

分

佃

人

張

付

一

田

租

六

石

土

名

南

掳

下

分

佃

人

汪

尚

本

一

田

租

二

石

五

斗

土

名

交

塘

上

佃

人

周

岡

一

田

租

二

石

土

名

林

宅

坑

佃

人

江

文

濟

一

田

租

八

斗

土

名

下

車

坑

佃

人

吳

琪

一

田

租

二

石

五

斗

土

名

上

分

下

車

坑

佃

人

鄒

珊

俱

張

源

都

共

田

租

二

十

𤱔

知

縣

黄

仕

正

捐

俸

置

助

本

祠

祭

費

又

田

租

九

斗

土

名

宋

家

田

佃

人

周

謙

一

田

租

三

斗

土

名

王

家

地

屋

後

坑

𥚃

一

田

租

六

斗

土

名

陽

源

烏

程

坑

樓

前

一

田

租

三

斗

土

名

陽

源

佃

人

周

挺

又

田

租

三

斗

佃

人

周

天

德

一

田

租

一

石

六

斗

土

名

花

橋

佃

人

周

崙

已

上

共

田

租

四

石

廩

生

董

大

行

捐

助

一

田

三

石

土

名

洋

俚

佃

人

余

觀

有

伍

添

祐

一

田

一

石

土

名

洞

前

佃

人

邱

白

賣

主

柯

各

以

上

俱

福

建

刑

部

主

事

朱

正

色

置

景

德

祠

祀

本

縣

儒

學

教

諭

蕭

暘

祠

在

封

山

麓

萬

歴

五

年

知

縣

陳

本

建、

十

一

年

知

縣

黄

仕

正

重

修

易

名

景

德、

復

增

置

祀

田

陳

瑞

有

記

後

祠

圮

附

祀

于

龜

山

祠

後

堂

西

室

今

仍

之、

又

五

經

書

院

原

祀

暘

神

像、

乾

隆

十

八

年

改

建

書

院、

邑

人

乃

建

祠

于

縣

治

之

右

遷

暘

神

像

而

祀
陳

瑞

記

曰

宇

淳

黄

先

生

癸

未

秋

領

天

子

之

命

視

將

樂

篆、

下

車

之

初、

謂

小

石

蕭

先

生

祠

道

學

淵

源

龜

山

楊

先

生

載

之

而

南

先

生

秉

鐸

于

斯

倡

明

之

其

有

功

子

世

教

也

大

矣

其

繫

思

于

士

類

也

深

矣

冝

乎

祠

而

祀

之

也

景

仰

厥

德

瞻

視

厥

祠

棟

宇

雖

隆

其

間

或

樸

而

未

華

也

踈

而

未

宻

者

宻

之、

缺

者

備

之

煥

然

維

新

書

景

德

而

名

其

堂

先

是

先

生

嗣

子

中

丞

爲

行

人

時

奉

璽

書

道

將

樂

捐

俸

市

地

五

石、

土

名

莊

嚴

寺、

逓

年

租

銀

一

两

四

錢

本

縣

議

將

學

舎

餘

屋

併

地、

逓

年

稅

銀

若

干

以

供

祭

饗

萬

歴

十

年

郡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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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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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鳯

坡

易

公、

檄

下

大

尹

恒

嶽

戴

公

市

土

名

玉

華

一

圖

田

一

十

五

𤱔、

每

嵗

租

銀

四

两

五

錢

以

充

其

費

萬

歴

十

二

年、

宇

淳

公

計

其

不

給、

捐

俸

金

𢿙

十

金、

市

土

名

子

教

一

圖

園

□

五

𤱔、

續

捐

俸

一

十

两

零、

市

土

名

大

施

寺

邊

園

地

二

𤱔、

又

土

名

桐

演

窠

山

塲

一

片、

逓

年

二

項

共

計

租

銀

二

两

　

□

一

分、

前

項

遵

奉

府

檄、

後

項

則

宇

淳

公

增

益

之

者

也、

各

項

俱

扣

納

糧

差

外、

計

嵗

稅

銀

一

十

一

两

五

錢

一

分、

府

議

二

祭

共

銀

五

两

四

錢

給

守

祠

人

銀

一

两

二

錢

買

油

香

銀

二

錢、

逓

年

尚

餘

銀

四

两

六

錢

一

分、

存

爲

修

理

祠

宇、

經

𦘕

儀

品、

調

理

任

事、

井

井

有

餘、

是

爲

千

萬

年

之

計

其

永

無

斁

者

也、

振

采

徴

詞

於

余

以

記

其

事、

余

稽

小

石

先

生、

江

西

萬

安

人、

起

家

鄕

進

士、

嘉

靖

壬

辰

署

將

樂

庠

事、

己

亥

擢

零

陵

令

以

去

先

生

夣

奠

之

後

門

人

追

憶

先

生

教

澤、

昕

夕

不

諼、

僉

以

先

生

之

教

吾

將、

匪

徒

崇

行

𧨏、

㧞

俊

髦、

爲

多

士

之

儀

的、

其

申

禁

火

塟

之

俗、

是

及

枯

骨

之

澤、

表

章

居

士

之

祠

實

根

好

德

之

良、

革

停

柩

之

頺

風

民

無

以

薄

爲

道、

助

同

寅

之

歸

柩、

救

其

以

子

焚

骸、

報

潘

宗

主

彰

癉

之

檄、

不

忍

置

人

于

辜

而

蒙

其

奬、

受

元

輔

徐

存

翁

之

知、

栢

臺

白

公

䟽

薦

而

旌

其

賢

窮

民

逋

負

徭

役

則

蠲

之、

貧

生

不

能

婚

塟

則

助

之

循

循

善

誘、

曲

以

直、

偏

以

正、

僻

以

中、

斐

然

于

大

化

之

內、

龜

山

之

遺

風、

昭

著

不

冺、

皆

先

生

之

教

所

造

也、

嵗

甲

寅

廪

生

莗

大

行

等、

請

諸

當

途、

得

列

名

宦

之

祀、

旣

而

董

生

大

行、

徐

生

夣

麟

等、

倡

言

于

諸

生、

謂

桑

庚

楚

之

於

畏

壘、

化

止

一

鄕、

畏

壘

之

人、

猶

尸

祝

而

俎

豆

之、

吾

師

埀

範

我

鏞、

化

及

一

邑

不

有

專

祀、

崇

德

報

功

之

謂

何、

萬

歴

五

年、

遂

市

某

卜

告

建

祠

于

龜

山

祠

右、

葢

並

地

而

祠、

擬

共

道

範

侔

也、

同

日

而

祭

昭

其

報

功

一

也

諸

生

咸

輸

財

効

力、

爲

正

堂

五

間、

奉

先

生

神

主、

左

右

翼

以

两

廡

前

爲

門

亦

五

間、

先

生

享

祀、

始

有

寜

字

矣

兹

大

尹

黄

公

重

修

之、

先

生

之

風

其

與

龜

山

同

永

乆

者

乎、

苟

非

盛

德

淪

濡

旣

乆、

中

心

鐫

刻

已

深、

何

能

強

使

奔

銅

章

墨

綬、

司

百

里

之

風

化

者、

闡

揚

休

聲、

非

甚

盛

德

亦

何

能、

强

使

對

越

今

先

生

匪

爲

横

經

問

難

者、

識

所

奉

薦、

凢

有

秉

彛、

咸

知

仰

止、

此

其

懿

德

良

模

本

誠

而

運

千

載

以

下、

景

仰

其

德

者、

猶

然

齋

肅

從

事、

毋

敢

或

怠、

矧

在

子

衿

成

我

之

恩、

與

生

我

者

等、

罔

極

之

念、

寜

能

恝

然

于

懐

耶

又

况

宅

兹

土

者、

聞

其

餘

韻

豈

不

悚

然

起

敬、

思

致

瓣

香

之

忱

耶、

兹

舉

也、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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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中

丞

公

昭

其

孝、

於

諸

生

大

行

夣

麟

等

昭

其

厚

於

令

尹

黄

宇

淳

公

昭

其

淑、

旌

淑

以

勵

世

悉

得

書

于

貞

泯、

祭

田

一

園

五

𤱔

土

名

龍

頭

巖

逓

年

除

納

糧

差

外

實

收

租

銀

一

两

五

錢

行

人

蕭

廪

給

銀

一

十

五

两

與

林

游

買

一

儒

學

牆

外

園

租

銀

一

錢

七

分

佃

人

蕭

七

又

租

銀

三

錢

三

分

佃

人

邱

春

又

儒

學

左

邉

牆

外

地

租

銀

三

錢

五

分

又

牆

外

地

相

銀

一

錢

五

分

佃

人

車

惟

淑

已

上

共

銀

一

两

正

教

諭

蕭

元

岡

撥

出

一

本

學

前

店

屋

二

間

嵗

收

租

銀

二

两

佃

人

林

天

元

江

靖

訓

導

黄

自

勉

置

建

一

田

一

十

五

𤱔

土

名

玉

華

都

嵗

收

租

銀

四

两

五

錢

知

府

易

可

乆

知

縣

戴

相

堯

捐

俸

置

一

田

五

𤱔

土

名

子

教

都

又

二

𤱔

土

名

大

施

寺

邊

又

山

塲

一

片

土

名

桐

演

窠

嵗

收

租

銀

二

両

九

錢

一

分

知

縣

黄

仕

正

捐

俸

置

節

孝

祠

在

今

射

圃

右

雍

正

二

年

嵗

甲

辰

知

縣

劉

慈

鼎

建

感

應

祠

城

隍

廟

後

以

祀

民

主

蕭

公

之

神

烈

婦

祠

在

舊

布

政

司

行

署

之

右

萬

歴

十

四

年

知

縣

黄

仕

正

捐

俸

新

建、

以

祀

温

烈

婦

余

氏

今

廢

牌

位

附

祀

節

孝

祠

節

婦

祠

在

水

南

射

圃

之

右、

明

萬

歴

十

四

年

建

祀

林

節

婦

廖

氏

於

清

乾

隆

三

十

年

裔

孫

林

以

振

重

修

元

帥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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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祀

温

大

元

帥

之

䄂

康

熈

四

十

五

年

嵗

丙

戍

知

縣

余

𤄊

建、

廟

在

縣

治

北

隅、

乾

隆

十

四

年

知

縣

羅

登

庸

重

修、
蕭

正

模

詩

　

有

廟

巍

然

比

山

麓、

有

神

赫

赫

爲

民

福

傳

聞

神

昔

居

鄕

曲、

其

鄕

合

在

天

行

録、

帝

憐

此

老

同

不

淑、

特

遣

神

官

豫

相

告、

指

井

言

我

旋

下

毒、

子

弗

汲

此

帝

所

屬、

神

言

請

出

一

寓

日、

以、

手

接

之

甘

自

服、

神

官

驚

感

上

囘

覆、

此

子

隂

功

等

化

育、

帝

召

其

魂

加

紫

玉、

收

入

天

門

作

車

軸、

主

驅

厲

鬼

錫

戬

榖、

至

今

昌

熾

在

其

族、

叔

敖

埋

蛇

向

母

哭、

作

相

莊

王

名

馥

郁、

人

神

幽

明

理

不

謬、

泰

山

雷

雨

崇

朝

足

神

感

直

與

争

神

速、

廟

食

鏞

西

事

在

夙、

傳

聞

好

以

當

書

讀、

知

神

令

德

食

天

禄、

各

以

心

臧

俟

神

福、

　

又

迎

送

神

曲、

神

之

下

兮

東

嶽、

衘

帝

命

兮

浩

邈、

乘

神

駒

兮

駕

雲

旗、

神

之

來

兮

民

不

知

黄

流

澹

澹

兮

神

在

幄、

錫

我

民

兮

𠖥

渥、

民

之

將

事

兮

崩

厥

角、

堂

下

上

兮

胥

樂、

　

神

之

來

兮

旣

醉、

夀

我

民

兮

若

海、

雲

慿

慿

兮

埀

以

待、

風

之

送

兮

追

不

逮、

願

神

施

我

兮

不

我

怠、

我

民

之

報

兮

承

於

億

載、

忠

靖

廟

祀

東

平

王

張

廵

之

神、

舊

名

嘉

應

祠、

原

在

東

城

外、

後

改

爲

忠

靖

行

祠、

成

化

七

年

改

建

東

隅、

卽

今

所、

嘉

靖

間

重

修、

揭

科

有

記、

萬

歴

丁

丑

重

修、

官

賢

有

記、

□

易

今

名

重

建、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羅

登

庸

重

修、
官

賢

記

曰

鏞

攀

龍

門

迤

北、

故

有

祠、

乃

爼

豆

睢

陽

張

中

丞

者、

剏

置

已

乆、

迭

有

廢

興、

比

者

廟

貌

圮

敝、

祀

事

弗

䖍、

里

社

人

輒

醵

金

程

材、

葺

其

舊

而

新

之、

頺

者

起、

剥

者

文、

黯

者

丹

堊、

表

裏

堅

緻、

翼

然

改

觀、

眡

役

者

揭

氏

經

元

軰、

謂

賢

邑

人

也、

當

紀

成

事、

紹

介

仲

氏

貴

走

東

甌、

屬

賢

記

之、

按

古

聖

王

之

制

祀

事

也、

法

施

于

民

則

祀

之、

以

死

勤

王

則

祀

之、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灾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匪

是

之

謂

滛

滛

者

祀

無

福

李

唐

中

葉、

禄

山

俶

擾

两

河

間、

其

氣

飄

忽

奮

迅

當

前

矛

者

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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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辟

易、

獨

中

丞

擁

孤

懸

之

城、

提

𢿙

百

十

孱

脆

之

衆、

决

莢

與

軋

于

雎

陽

之

下、

雖

賀

蘭

之

援

不

至、

中

丞

竟

以

力

竭

死

綏

然

俾

禄

山

不

能

踰

江

泝

淮、

而

唐

社

不

墟

秋

毫

皆

其

伐

也

所

謂

以

死

勤

王、

能

捍

大

患

者

非

耶、

冝

鏞

之

人

士、

飮

食

必

祭、

禳

年

逆

𨤲

者、

乞

靈

其

下、

夔

夔

然

若

子

弟

之

祗

載

父

兄

也、

且

中

丞

𨿅

人

也、

伐

在

江

淮

間、

去

鏞

𢿙

千

里

而

遥、

亦

不

得

有

功

德

于

鏞

土

者

鏞

顧

祠

而

爼

豆

之

盍

故

哉

葢

中

丞

精

𤕤、

亘

古

今

常

存、

其

忠

烈

之

氣、

昭

著

布

濩、

若

日

月

之

䴡

天、

明

無

一

人

弗

被、

江

河

之

行

地、

潤

無

一

處

弗

流、

所

以

鏞

之

人

士、

景

其

光

潤

而

崇

祀

之

者

千

載

猶

一

時、

卽

毋

論

禳

年

逆

𨤲

者

其

應

與

否

乃

使

鏞

之

人

士

景

其

光

潤

而

崇

祀、

之、

而

神

亦

靈

哉、

神

以

人

依

人

藉

神

福

若

忠

靖

祠

者、

其

祀

之

正

而

非

滛

者

歟、

冝

有

記、

是

役

也、

經

始

于

萬

歴

丁

丑

之

夏、

逮

秋

杪

而

告

竣、

工

費

若

于

緡、

與

董

事

者

之

姓

名、

則

籍

于

碑

隂

云

忠

靖

祠

祀

東

平

王

張

廵

之

神、

舊

名

英

烈、

祠

在

西

郊、

後

爲

忠

靖

行

祠、

宋

乾

祐

二

年

建、

嘉

靖

間

𦒿

民

白

華、

儒

官

廖

橋

等

重

修、

雍

正

元

年

乾

隆

十

二

年、

三

次

募

衆

重

修、

忠

愛

祠
水

南

都

祀

明

封

汀

州

刺

史

穆

公

肅、

及

五

代

鏞

州

刺

史

郭

公

顯

忠

之

神、

明

崇

正

三

年、

王

階

同

子

與

誾

鼎

建、

清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募

衆

重

修

顯

烈

廟

舊

志

載

顯

烈

祠、

一

在

唐

家

巷、

宋

紹

定

二

年

建、

明

嘉

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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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十

一

年

灾、

儒

官

李

憲、

義

士

董

舒

等

重

建、

一

在

東

城

下、

萬

歴

十

三

年

灾、

今

皆

廢、

存

者

二、

俱

顯

烈

巷、

一

明

時

建、

　

大

□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募

衆

鼎

建、

一

康

熈

間

建、

按

沙

縣

志、

神

名

謝

祐、

沙

邑

白

水

漈

人、

移

居

歴

山、

嘗

從

黄

裳

學、

宋

元

豐

五

年、

從

裳

守

泉

州、

裳

遣

持

書

至

建

寜、

遇

異

人

於

水

晶

室、

留

憇

三

日、

授

以

金

符

玉

冊、

歸

遂

體

骨

不

凢、

復

師

事

薩

眞

人、

遂

精

道

術、

元

祐

二

年

化

去、

鄕

人

立

祠

祀

之、

凢

旱

灾

水

疫、

禱

之

輒

應、

紹

興

九

年、

民

具

靈

蹟

上

聞、

勅

封

顯

烈

尊

王、

淳

熈

間

賜

廟

額

曰

正

順、

湖

山

廟

元

季

建

于

含

雲

巷、

以

祀

三

聖

之

神、

夫

人

廟
登

高

巷

祀

三

奶

夫

人

之

神、

宋

紹

興

元

年

建、

明

洪

武

間

燬、

千

戸

沙

志

倡

建、

隆

慶

間

圮、

士

民

重

建、

元

壇

廟
在

南

街

　

大

清

雍

正

二

年

重

建

𨶒

王

廟
在

水

南

都

明

崇

正

十

八

年

建

大

清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重

建

康

鐡

廟
城

北

松

橋

萬

歴

二

十

五

年

建

　

大

清

康

熈

十

年

知

縣

袁

良

怡

重

建

遺

愛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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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祀

五

代

鏞

州

刺

史

郭

公

顯

忠、

祠

在

水

南

都、

按

神

惠

愛

士

民

德

之、

於

其

卒

後、

立

祠

以

祀、

明

崇

正

年

間

毁、

今

移

祀

于

忠

愛

祠、晏

公

廟

祀

平

浪

侯

晏

公

之

神、

廟

在

水

南

都、

今

毁、

論

曰、

嘗

考

陳

氏

禮

書、

稷

非

土

無

以

生、

土

非

稷

無

以

見

生

生

之

效、

故

祭

社

必

及

稷、

以

其

同

功

均

利

而

飬

人

者

也、

風

雲

雷

雨、

𤼵

生

起

蟄、

功

施

動

植、

有

土

者

咸

得

祭

焉、

顧

旱

乾

水

溢、

則

變

置

社

稷、

疵

癘

夭

札、

惡

德

專

祀、

明

罰

行

于

鬼

神、

享

祀

者

不

易

也、

祀

之

者

獨

可

忽

乎、

凡

民

操

豚

絜

壺、

泥

首

告

䖍、

神

未

嘗

不

享、

而

官

司

主

鬯、

犧

牲

不

成、

粢

盛

不

潔、

署

版

奠、

斚、

等

諸

具

文、

其

何

以

祭、

子

曰、

敬

鬼

神

而

遠

之、

展

是

編

也、

其

亦

憬

然

于

反

古

復

始、

講

求

濟

濟

𣾰

𣾰

之、

義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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