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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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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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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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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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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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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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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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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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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石

大

數

丈

面

平

上

石

楷

書

超

凡

入

聖

四

大

字

下

書

□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金
石
志

四

地

成

佛

四

字

比

上

四

字

畧

小

似

是

後

人

踵

之

者

據

蔡

氏

譜

爲

宋

蔡

稠

手

蹟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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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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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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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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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云

宋

武

經

郞

權

發

遣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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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兵

馬

副

都

監

台

州

駐

劄

林

公

諱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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磻

叟

温

州

平

陽

牙

陽

人

考

諱

欓

累

贈

武

節

郞

公

宣

和

四

年

壬

寅

歲

二

月

初

八

日

丑

時

生

厯

台

州

天

台

縣

酒

稅

務

兩

浙

東

路

安

撫

司

將

領

東

南

第

十

將

領

東

南

第

十

三

副

將

湻

熙

十

六

年

己

酉

歲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卒

季

子

日

嚴

以

紹

熙

二

年

辛

亥

歲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與

妣

安

人

趙

氏

合

葬

於

此

此

墓

元

初

以

雄

起

義

被

發

空

壙

至

今

猶

存

乾

隆

間

土

人

於

墓

前

掘

得

此

石

林

族

擕

置

祠

中

按

林

雄

咸

湻

戊

辰

陳

文

龍

榜

進

士

見

郡

邑

選

舉

志

起

義

事

見

孫

衣

言

東

甌

佚

聞

又

林

氏

譜

載

景

丙

子

二

王

南

遷

元

兵

窮

追

雄

集

義

民

助

守

分

水

兵

敗

宋

亡

後

以

聚

義

被

殺

○

一

在

四

溪

竑

山

梅

巖

後

山

宋

信

州

守

林

棐

墓

亦

元

初

爲

雄

案

被

發

者

石

方

尺

八

寸

楷

書

歐

體

石

堅

泐

淺

搨

不

甚

明

記

云

於

虖

是

爲

桐

川

郡

太

守

審

計

林

公

之

墓

公

諱

棐

字

功

輔

温

之

平

陽

人

嘉

定

戊

辰

進

士

□

生

於

湻

熙

庚

子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寅

時

卒

於

湻

祐

士

寅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戍

時

積

階

朝

請

大

夫

主

管

成

都

府

玉

局

觀

祖

諱

待

舉

安

豐

守

贈

大

中

大

夫

父

諱

湻

厚

安

陸

守

贈

金

紫

光

祿

大

夫

母

黃

氏

封

魯

郡

夫

人

娶

陳

氏

繼

劉

氏

俱

封

恭

人

先

公

卒

公

以

嘉

熙

巳

亥

歸

二

恭

人

於

四

溪

竑

山

之

塋

越

五

年

男

季

燾

季

熹

女

元

佳

奉

公

柩

以

祔

時

維

湻

祐

甲

辰

八

月

戊

子

三

竁

叶

藏

千

載

勿

圯

告

於

幽

冥

其

治

命

夫

於

呼

石

嚮

在

墓

下

土

人

取

墊

蜂

房

道

光

壬

寅

林

族

重

修

宗

譜

訪

舊

跡

得

之

安

置

竹

溪

本

派

忠

臣

廟

林
光
祿
墓
碑
在

四

溪

莘

陽

宋

瞺

光

祿

大

夫

安

陸

守

林

湻

厚

墓

碑

高

五

尺

餘

濶

約

三

尺

太

湖

石

字

近

蘇

体

徑

方

寸

許

分

三

層

冩

摹

泐

甚

精

緻

湻

厚

次

子

杲

晝

林

介

塡

諱

志

云

先

君

諱

湻

厚

字

季

雅

姓

林

氏

九

世

祖

建

公

徙

温

之

平

陽

四

溪

曾

祖

丕

祖

永

年

右

通

直

郞

累

贈

正

奉

大

夫

父

待

舉

朝

散

郞

贈

大

中

大

夫

先

君

生

紹

興

辛

酉

方

在

髫

齡

知

伯

氏

仍

父

子

取

科

級

慷

慨

自

許

刻

厲

進

修

長

人

大

學

升

上

舍

登

湻

熙

十

一

年

進

士

第

調

泰

州

州

學

敎

授

丁

所

生

母

憂

喪

除

差

充

南

外

睦

宗

院

宗

學

敎

授

用

薦

者

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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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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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郞

知

隨

州

隨

縣

踰

年

□

□

奏

特

差

通

判

房

州

開

□

□

□

兵

連

盗

結

先

君

攝

郡

籌

畫

備

禦

境

內

晏

然

上

多

其

功

進

秩

二

等

擢

知

漢

陽

軍

楚

右

洊

飢

常

平

使

者

行

部

第

漢

陽

荒

政

爲

列

狀

首

上

之

朝

移

知

湘

安

府

未

幾

同

邑

有

不

相

好

者

偶

居

要

路

醜

正

詆

誣

朝

廷

察

其

無

他

與

自

陳

宫

觀

先

君

素

剛

簡

不

能

與

時

俯

仰

於

是

不

復

有

仕

進

意

十

餘

年

四

任

主

管

建

甯

府

武

夷

山

沖

祐

觀

遂

告

老

不

允

再

上

疏

得

旨

守

朝

請

大

夫

致

仕

時

嘉

定

十

四

年

也

杲

忝

通

朝

籍

其

年

以

明

堂

恩

叙

封

朝

議

大

夫

明

年

以

慶

寶

恩

再

封

中

奉

大

夫

又

明

年

三

月

壬

戍

感

微

疾

終

於

正

寢

享

年

八

十

有

三

娶

黃

氏

封

令

人

四

男

長

槼

先

公

六

年

而

卒

次

杲

慶

元

五

年

進

士

朝

奉

郞

通

判

臨

江

軍

次

棨

嘉

定

元

年

武

科

進

士

知

蘄

州

蘄

春

縣

㑹

虜

入

寇

守

禦

死

之

特

㫖

贈

□

官

爲

修

武

郞

次

棐

嘉

定

元

年

進

士

通

直

郞

知

南

康

軍

建

昌

縣

孫

男

七

人

伯

槱

仲

黙

仲

黯

叔

羔

叔

魚

季

燾

季

熹

其

三

□

□

□

□

□

□

□

□

台

州

臨

□

□

□

□

□

□

修

職

郞

監

□

州

造

船

揚

叔

羔

將

仕

郞

孫

女

三

人

長

許

嫁

慶

元

宰

相

趙

忠

定

之

孫

必

揆

曾

孫

男

一

人

先

君

築

室

鳳

巖

念

莘

陽

故

居

爲

四

溪

佳

山

水

欲

卽

其

地

攺

卜

壽

藏

杲

等

欽

承

先

志

忍

死

負

土

其

年

九

月

庚

申

奉

柩

以

葬

前

期

叙

世

系

爵

里

納

之

穿

中

嗣

將

編

次

行

實

乞

銘

於

當

世

君

子

杲

泣

血

謹

誌

墓

久

圯

舊

跡

無

存

碑

左

上

角

及

右

下

角

巳

缺

數

十

字

道

光

壬

寅

林

氏

子

孫

㩦

置

大

宗

祠

按

林

杲

慶

元

巳

未

進

士

仕

至

朝

散

大

夫

工

書

精

於

製

墨

見

宋

人

墨

譜

徐
氏
墓
碑
在

仙

居

林

峯

寺

後

山

宋

鄕

賢

徐

元

德

父

贈

朝

請

大

夫

徐

浩

墓

碑

高

約

六

尺

中

行

鐫

有

宋

徐

世

眞

父

墓

七

字

字

約

方

八

寸

左

鐫

銘

公

墓

者

文

謬

不

典

平

生

大

畧

微

見

太

夫

人

辥

氏

㑹

墓

誌

餘

需

立

表

焉

右

鐫

慶

元

丁

巳

八

月

子

朝

奉

郞

新

權

發

遣

通

州

判

元

德

泣

血

書

字

徑

二

寸

許

按

徐

元

德

湻

熙

戊

戌

進

士

官

終

朝

散

大

夫

詳

郡

邑

志

儒

林

傳

吳
氏
先
塋
碣
在

篠

林

鳳

林

前

山

宋

處

士

吳

承

膺

墓

碣

高

三

尺

餘

平

陽

桂

嶺

人

林

根

撰

文

浦

城

潘

溱

書

丹

文

簡

澀

字

瘦

硬

有

古

法

承

膺

熙

豐

間

人

大

觀

戊

子

葬

孫

宗

達

宗

穆

宗

說

相

繼

登

第

見

郡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金
石
志

六

邑

選

舉

志

碑

文

詳

東

甌

金

石

誌

錦
繡
谷
石
刻
在

庫

村

東

三

里

高

崖

十

數

丈

崖

下

舊

有

書

室

爲

宋

吳

馹

包

吳

泰

和

講

學

處

崖

右

有

石

洞

半

崖

上

鐫

錦

繡

谷

三

大

字

字

約

三

尺

餘

洞

旁

鐫

三

友

洞

三

字

字

約

二

尺

餘

絶

魯

公

筆

意

光

緖

元

年

六

月

霖

過

庫

村

乘

早

涼

往

訪

惟

三

友

洞

可

摹

而

露

濕

不

受

搨

錦

繡

谷

三

字

亦

惟

仰

瞻

欣

賞

而

巳

按

吳

馹

嘉

泰

壬

戌

進

士

藤

州

守

泰

和

嘉

定

癸

未

進

士

揚

州

通

判

包

由

漕

舉

官

永

州

通

判

章
峯
石
刻
在

章

峯

村

前

湖

邊

石

壁

上

鐫

宋

蔡

珣

卜

居

詩

語

意

淺

質

字

約

二

寸

許

又

有

篆

書

兩

山

之

間

四

字

徑

二

尺

餘

欵

書

丁

卯

竹

粦

題

石

門

奇

觀

四

字

桂

巖

二

字

芝

巖

二

字

梅

巖

二

字

伏

虎

巖

三

字

以

上

五

刻

字

約

徑

尺

蔡

時

可

題

又

壺

洲

洞

三

字

約

徑

尺

餘

蔡

升

題

俱

在

章

峯

古
砧
石
刻
在

南

院

青

石

六

角

高

約

二

尺

八

九

寸

光

潤

如

鏡

旁

面

鐫

紹

興

七

年

四

字

鄭
廵
檢
壽
藏
記
在

南

院

明

池

村

司

廵

檢

鄭

立

七

墓

天

順

元

年

括

蒼

遼

府

敎

授

徐

用

中

撰

文

本

邑

掾

毛

榮

書

按

立

七

名

君

壽

松

陽

人

寓

居

南

院

正

統

間

山

寇

蟠

據

池

村

山

中

立

七

請

於

郡

守

何

公

文

淵

給

劄

率

鄕

兵

平

之

何

公

於

其

地

請

設

廵

檢

卽

以

立

七

蒞

其

任

玉
巖
洞
天
在

四

溪

玉

巖

右

壁

明

里

人

包

某

鐫

楷

書

大

不

盈

尺

旁

鐫

萬

厯

三

年

包

靜

山

書

以
上
多
係
未
設
縣
以
前
舊
蹟
或
爲
兵
燹
之
餘
或
隱

幽
僻
之
所
向
無
好
事
者
物
色
及
之
使
古
人
千
百
年

遺
蹤
湮
没
無
聞
良
可
歎
惜
兹
因
續
先
君
分
疆
錄
爰

彚
附
於
經
籍
之
後
至
設
縣
後
建
置
諸
記
曾
入
省
邑

志
故
不
贅
若
鄭
廵
檢
碑
及
玉
巖
石
刻
則
志
書
所
遺

亦
附
錄
於
卷
末
光
緒
二
年
七
月
旣
望
林
用
霖
識

軼
事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軼
事

七

唐顧
况

遊

仙

記

温

州

人

李

庭

等

大

厯

六

年

人

山

斫

木

迷

不

得

路

遥

見

漈

水

中

有

人

烟

雞

犬

之

狀

尋

聲

渡

水

忽

到

一

處

約

在

甌

閩

之

間

云

古

莽

然

之

墟

者

好

田

泉

竹

木

果

藥

連

棟

架

險

三

百

餘

家

四

面

高

山

抱

深

映

有

象

耕

鳥

耘

之

風

人

甚

知

禮

野

烏

名

雊

飛

行

似

鶴

入

人

舍

中

惟

祭

得

殺

無

故

殺

令

地

震

有

一

老

人

爲

衆

所

服

容

貌

甚

和

歲

收

布

數

百

匹

以

備

寒

暑

乍

見

外

人

至

甚

驚

異

問

所

從

來

袁

晁

賊

平

末

時

政

何

若

具

以

實

告

因

曰

願

來

就

居

得

否

云

此

間

地

窄

不

足

以

容

爲

致

飮

食

申

以

主

敬

旣

而

辭

行

斫

木

記

道

還

家

及

復

前

踪

羣

山

萬

叠

不

可

尋

者

按

雁

山

記

亦

附

此

記

及

莽

墟

賦

後

跋

云

姜

準

談

宋

曹

叔

遠

撰

永

嘉

譜

將

此

記

與

賦

載

於

雁

山

之

後

意

其

地

屬

北

雁

舊

志

因

列

在

藝

文

之

首

施

氏

遂

附

㑹

其

說

直

以

莽

墟

爲

未

開

之

雁

蕩

今

詳

玩

記

與

賦

語

無

一

似

雁

蕩

者

且

詢

袁

晁

之

亂

想

當

日

避

亂

時

慨

慕

桃

源

倣

而

作

此

府

志

因

有

温

州

字

樣

止

錄

一

賦

而

邑

志

全

具

見

卓

識

今

亦

不

敢

遽

刪

附

於

志

餘

以

俟

識

者

諭

定

云

云

霖

攷

顧

况

海

鹽

人

袁

晁

台

州

冦

亂

僅

在

浙

東

數

郡

况

斷

非

爲

避

亂

慨

慕

而

作

可

知

特

聞

季

庭

事

知

有

此

墟

故

倣

桃

源

記

爲

之

耳

至

謂

詳

玩

賦

與

記

語

無

一

似

雁

蕩

謂

爲

附

㑹

似

有

特

見

而

仍

未

思

雁

山

在

甌

江

東

北

台

州

界

與

閩

界

南

北

相

距

三

百

餘

里

記

謂

在

甌

閩

之

間

與

北

雁

臾

何

涉

哉

藉

或

謂

南

雁

近

閩

記

又

謂

遥

見

漈

水

尋

聲

渡

水

好

田

泉

竹

木

連

棟

三

百

餘

家

則

南

雁

仍

無

此

境

惟

飛

雲

江

源

白

雲

山

麓

各

地

多

漈

水

山

居

亦

髣

髴

似

之

吾

邑

正

在

甌

閩

之

間

更

無

疑

也

故

綠

記

於

此

而

列

賦

於

藝

文

宋高
宗

□

□

庶

事

草

創

軍

用

浩

繁

詔

命

山

林

殷

實

之

家

輸

獻

賞

粟

以

助

國

用

章

峯

蔡

嘉

進

狀

願

獻

貲

財

時

□

□

州

軍

供

擬

申

奏

行

在

勅

下

尙

書

省

戸

部

准

紹

興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劄

據

温

州

府

平

陽

縣

章

峯

里

廸

功

□

臣

蔡

嘉

進

狀

輙

瀝

愚

誠

仰

千

天

聽

臣

伏

覩

國

歩

艱

難

金

虜

憑

陵

中

華

紛

亂

主

上

勵

精

求

治

思

復

祖

宗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軼
事

八

之

仇

恢

復

舊

疆

連

年

征

討

費

用

不

貲

特

降

旨

布

告

四

方

常

賦

之

外

許

民

下

情

輸

納

金

粟

以

資

國

用

庶

雪

父

兄

之

恥

以

全

忠

孝

之

義

臣

讀

詔

詞

感

激

流

涕

奮

發

誠

心

輸

納

己

財

一

十

萬

貫

文

仰

酬

朝

廷

詔

諭

但

臣

草

茅

疏

賤

下

情

不

能

上

達

敢

用

進

狀

本

州

乞

轉

申

奏

藉

此

涓

滴

少

助

滄

溟

不

顧

萬

死

干

冒

天

威

誠

惶

誠

恐

之

至

狀

聞

勅

下

尙

書

省

戸

部

遵

行

□

□

年

四

月

劄

再

據

温

州

府

平

陽

縣

章

峯

廸

功

郞

臣

蔡

嘉

進

狀

不

顧

螻

蟻

之

微

薦

凟

雷

霆

之

聽

伏

望

赦

其

狂

愚

臣

切

見

國

家

自

金

虜

犯

境

以

來

中

原

板

蕩

兩

宮

䝉

塵

萬

國

臣

民

不

遑

甯

處

主

上

憂

勤

思

復

舊

疆

征

討

未

效

軍

用

不

貲

降

詔

許

以

山

林

殷

實

之

家

輸

納

則

粟

以

助

國

用

伏

讀

感

泣

於

五

月

内

就

本

縣

進

狀

願

納

錢

一

十

萬

貫

文

乞

申

奏

聞

見

䝉

朝

廷

行

下

照

應

外

臣

以

上

項

進

納

涓

涘

莫

補

萬

一

再

令

男

賓

臣

湯

臣

俊

臣

等

共

納

錢

二

十

萬

貫

文

緣

臣

家

居

深

山

僻

在

林

野

夫

縣

二

百

里

舟

楫

不

通

商

賈

不

至

積

粟

難

以

變

置

薄

有

田

園

乏

人

輸

運

伏

乞

聖

旨

特

降

劄

下

本

州

措

置

别

乞

差

人

押

發

非

特

使

臣

無

納

粟

之

艱

庶

幾

激

勸

山

林

樂

助

共

濟

盛

事

恭

惟

國

家

神

武

旣

振

天

威

益

張

天

意

昭

囘

人

心

悅

服

中

興

之

期

指

日

可

伺

重

念

臣

同

男

賓

臣

湯

臣

俊

臣

進

納

通

共

三

十

萬

貫

文

辦

集

在

臣

名

下

實

緣

中

憤

上

報

國

恩

下

助

三

軍

殄

滅

戎

虜

非

藉

毫

忽

别

有

覬

覦

干

冒

天

威

誠

惶

誠

恐

昧

死

謹

狀

伏

伺

勅

旨

紹

興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尙

書

省

吏

部

降

下

御

批

一

道

蔡

嘉

同

男

賓

臣

湯

臣

俊

臣

能

傾

家

資

以

助

國

用

不

以

進

納

論

懷

忠

體

國

其

誠

可

嘉

准

與

嘉

世

世

予

孫

永

充

官

戸

誥

勅

三

道

賜

賓

臣

湯

臣

俊

臣

並

同

進

士

出

身

其

各

體

朕

酬

庸

之意蔡

升

初

補

右

庠

靖

康

之

變

歸

里

閒

居

數

年

嘗

賦

詩

云

千

峯

圍

繞

青

屏

障

一

水

瀠

洄

碧

玉

環

詩

酒

劉

郞

猶

未

老

肯

教

風

月

負

溪

山

後

宫

福

州

都

監

平

陽

陳

公

桷

爲

閩

司

憲

値

重

陽

宴

㑹

同

鄕

溫

人

仕

閩

而

與

燕

者

二

十

七

人

升

位

下

幕

居

未

座

中

席

陳

命

賦

詩

以

紀

佳

節

諸

公

方

擎

□

靜

思

升

獨

援

筆

賦

西

江

月

云

荷

盡

不

堪

擎

雨

菊

殘

猶

未

經

霜

葡

萄

初

釀

愜

新

嘗

追

效

高

陽

勝

賞

座

間

了

無

俗

客

衣

冠

盡

屬

吾

鄕

爲

君

起

舞

勸

金

觴

不

管

雪

霜

鬢

樣

吟

畢

陳

大

喜

曰

僚

屬

能

文

而

桷

不

知

若

蔡

君

過

毛

澤

民

遠

矣

於

是

盡

歡

而

罷

獨

留

升

酌

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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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慨

論

議

因

謂

升

曰

剋

日

借

重

侯

官

可

乎

二

公

自

是

遂

爲

心

交

陳

無

子

升

以

子

汝

賢

繼

陳

嗣

汝

賢

後

官

至

知

建州魯

國

夫

人

黃

氏

名

道

凝

安

陸

守

林

湻

厚

妻

富

陽

尉

壎

之

女

左

司

郞

中

石

從

女

也

初

縣

尉

女

五

長

適

新

進

士

次

嚴

其

選

左

司

謂

曰

汝

多

女

坦

選

必

求

已

第

得

毋

困

乎

有

佳

士

積

學

能

文

何

患

不

達

乃

以

歸

湻

厚

孝

謹

相

夫

閱

五

閏

始

登

第

游

宦

相

從

二

十

年

子

曰

杲

棨

棐

登

文

武

進

士

第

杲

官

朝

議

大

夫

主

管

千

秋

鴻

禧

觀

棐

官

朝

請

大

夫

主

管

成

都

玉

局

觀

棨

官

蘄

州

蘄

春

縣

令

以

虜

寇

戰

殁

族

人

謂

老

人

不

堪

悲

戚

夫

人

曰

人

誰

無

死

死

於

節

義

吾

有

子

矣

是

足

慰

也

何

悲

爲

曾

孫

仲

黙

補

胄

監

夫

人

謂

杲

曰

前

己

丑

見

汝

父

入

學

後

巳

丑

見

汝

孫

入

學

吾

老

無

憾

惜

不

令

汝

父

見

之

耳

後

壽

至

九

十

六

無

疾

而

終

孫

曾

青

紫

濟

濟

備

極

榮

慶

亦

佳

話

也

徐

子

雲

履

省

試

第

一

秦

檜

慕

之

知

其

未

娶

欲

妻

以

女

履

廷

試

對

䇿

指

斥

奸

誤

且

託

心

恙

爲

迷

妄

失

次

語

幾

被

屈

高

宗

素

知

其

人

不

忍

棄

置

第

五

甲

之

末

履

笑

謂

同

舍

曰

若

使

黃

榜

顚

倒

挂

徐

履

依

舊

是

狀

元

厯

官

至

朝

請

郞

後

歸

隱

於

木

棉

村

霖

按

通

志

及

廣

輿

志

謂

履

隱

於

天

闕

山

下

木

棉

去

天

闕

山

實

四

十

餘

里

特

此

山

爲

一

方

之

望

故

係

之

耳

董

憲

曾

按

南

宋

雜

事

詩

注

引

貴

耳

錄

云

湻

熙

間

省

元

徐

履

殿

試

用

卷

子

寫

竹

一

枝

題

曰

畫

竹

一

竿

送

與

試

官

湻

熙

是

孝

宗

年

號

足

見

貴

耳

錄

之

誤

明邑
城

洋

心

街

舊

有

富

室

某

甲

者

方

造

新

屋

夢

屋

巳

成

中

堂

懸

龍

躍

天

池

匾

額

輝

煌

耀

目

醒

而

異

之

有

二

子

最

聰

頴

遂

極

力

延

師

督

課

以

期

通

顯

二

子

旣

長

放

縱

揮

霍

家

遂

落

鬻

屋

於

周

良

武

旣

而

良

武

二

子

相

繼

登

賢

書

大

憲

贈

以

匾

卽

四

字

也

某

甲

偶

以

事

至

其

家

仰

見

此

匾

感

觸

舊

夢

不

覺

大

慟

良

武

厚

贈

以

去

此

屋

道

光

末

年

尙

在

匾

字

甚

古

雅

今

屋

巳

燬

匾

亦

無

存

矣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府

縣

以

瑞

安

糧

額

多

遠

鄕

艱

於

催

科

而

泰

順

糧

特

寡

議

自

五

十

都

至

五

十

五

都

割

隸

泰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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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撫

按

報

可

牒

旣

下

該

都

士

民

利

於

故

習

恐

失

後

便

假

山

嶺

遠

阻

輸

將

維

艱

之

詞

訴

於

郡

時

太

守

洪

公

坦

檄

縣

擇

公

正

紳

士

到

地

查

勘

邑

侯

林

公

大

謨

稔

知

前

九

年

築

城

之

役

襄

事

里

長

夏

鳳

岡

練

達

秉

公

特

命

之

往

岡

旬

日

間

徧

厯

各

都

審

其

道

里

民

情

風

俗

且

與

士

民

反

復

論

議

知

其

不

便

歸

遂

力

陳

之

林

公

據

情

申

復

事

遂

寢

當

時

有

貪

拓

地

者

議

岡

雖

有

德

於

彼

而

於

義

或

未

盡

云

按

五

十

都

談

洋

一

帶

卽

劉

文

成

奏

設

廵

檢

之

地

至

今

仍

復

藏

汚

納

垢

其

餘

各

都

亦

多

頑

梗

之

民

抗

糧

掠

貨

拒

捕

無

所

不

有

本

朝

設

大

嶨

廵

檢

亦

不

能

治

去

瑞

雖

遠

尙

在

一

水

之

間

而

離

泰

城

且

百

七

八

十

里

假

使

當

日

竟

入

泰

壤

必

至

鞭

長

莫

及

尤

多

噬

臍

之

患

岡

力

陳

其

非

未

必

不

見

及

此

惜

世

遠

無

從

其

說

耳

此

雖

細

事

亦

見

地

方

不

可

無

人

特

録

以

示

來

者

國
朝邑

侯

張

聨

標

盛

京

玉

田

舉

人

順

治

四

年

蒞

縣

時

海

冦

流

毒

縣

境

侯

出

拒

於

鄕

兵

敗

至

一

都

洋

寮

墮

馬

死

之

事

平

後

公

子

某

聞

訃

奔

遺

骸

不

獲

一

夕

夢

公

告

之

曰

吾

甚

苦

穢

不

可

耐

卽

芳

香

樸

鼻

亦

不

可

耐

將

若

何

公

子

翼

日

復

至

其

處

見

老

梅

一

株

花

方

怒

放

卽

其

下

掘

之

得

一

脛

嚙

臂

血

以

騐

良

是

急

㩦

歸

殯

塟

焉

妾

傅

氏

以

不

屈

死

另

有

傳

見

藝

文

康

熙

五

年

浙

督

院

趙

公

廷

臣

題

蠲

邊

海

荒

棄

田

地

通

郡

免

萬

餘

兩

泰

順

蠲

一

千

□

百

兩

課

稍

輕

八

年

部

院

范

公

承

謨

奉

上

諭

勘

荒

躬

臨

山

邑

履

畝

親

勘

五

月

到

縣

一

路

士

民

老

幼

争

迎

之

紳

士

有

週

謁

至

橫

溪

嶺

上

者

公

下

輿

與

隨

員

郡

丞

張

公

經

永

嘉

丞

陳

公

大

謨

歩

行

同

至

莒

岡

館

於

靈

芝

堂

靜

鎭

不

動

聲

色

騶

從

寂

然

無

譁

須

臾

出

諭

無

煩

民

間

供

給

一

切

自

備

耆

舊

夏

大

輝

獻

詩

次

晨

入

城

臨

行

用

韻

題

詩

寺

壁

旣

行

沿

途

審

視

旣

抵

縣

城

鄕

士

民

俱

有

條

陳

極

言

時

弊

次

日

出

郊

厯

勘

悲

憫

嗟

歎

曰

四

郊

如

此

山

間

益

可

知

矣

隨

命

張

公

嚴

審

各

條

陳

事

衙

蠧

備

受

重

刑

城

紳

有

首

舉

摘

奸

者

旋

受

蠧

囑

不

欲

堅

持

衆

憤

據

法

力

爭

公

諭

張

公

嚴

處

之

蠧

弊

盡

革

駐

縣

十

二

日

囘

郡

仍

宿

靈

芝

堂

白

叟

黃

童

跪

寺

門

獻

瓜

果

士

蔬

不

受

衆

懇

留

乃

收

茄

李

二

種

衆

猶

力

求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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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者

曰

吾

主

平

日

雖

司

道

餽

物

槩

不

受

今

鍳

爾

等

眞

城

留

此

爾

曹

榮

極

矣

或

有

以

生

魚

帶

豆

進

者

仍

發

價

給

之

當

夕

以

箋

紙

手

書

所

作

□

田

詩

示

大

輝

及

僧

竺

□

序

云

予

以

夏

五

行

田

至

秦

吏

民

言

自

古

無

使

節

至

□

因

夏

生

大

輝

贈

詩

遂

用

其

韻

以

紀

懷

云

公

旋

省

卽

□

浙

東

十

四

縣

荒

逋

無

徵

田

糧

題

請

蠲

免

捐

俸

一

千

□

兩

爲

部

費

得

旨

本

邑

䝉

蠲

一

千

六

百

四

十

餘

兩

邑

困

始

甦

後

聞

公

□

浙

之

曰

杭

民

數

百

赴

京

乞

留

不

獲

在

閩

盡

節

浙

□

感

之

莫

不

痛

哭

泰

邑

祀

之

於

崇

報

祠

國

初

承

明

之

舊

賦

役

之

外

有

歲

例

並

係

里

長

催

征

□

縣

十

七

圖

挨

次

輪

値

若

院

司

道

府

縣

新

任

紅

衣

轎

□

需

用

什

物

俱

由

里

長

折

送

里

長

攤

派

每

畝

約

需

銀

□

兩

有

奇

又

戰

船

動

用

亦

出

民

間

以

此

糧

田

價

賤

每

畝

四

五

兩

山

田

僅

六

七

錢

民

甚

苦

之

生

員

吳

兆

英

董

應

濤

陶

承

稔

毛

尙

員

等

訴

於

道

府

學

院

苦

未

得

仲

兆

英

乃

赴

省

上

訴

詞

旣

入

適

浙

督

朱

公

宏

祚

考

課

書

院

甄

别

諸

生

英

未

奉

文

亦

竟

報

名

請

試

朱

公

咈

然

曰

汝

不

顧

飛

蛾

入

火

尙

請

試

耶

英

對

曰

飛

蛾

無

知

特

爲

向

明

而

來

死

非

所

恤

况

書

院

爲

朝

廷

培

養

人

才

而

設

大

人

開

試

是

上

體

闢

門

之

恩

生

幸

千

里

一

遇

若

不

觀

光

尤

恐

爲

飛

蛾

所

笑

朱

公

顧

視

久

之

囅

然

攺

容

命

姑

給

卷

與

試

及

呈

卷

大

加

擊

賞

遂

列

超

等

留

院

肄

業

厚

予

奬

賞

英

入

謝

婉

陳

邑

民

疾

苦

至

於

聲

泪

俱

下

朱

公

爲

之

惻

然

曰

此

東

南

通

病

非

面

奏

不

可

子

姑

待

之

吾

必

成

子

之

志

時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也

朱

公

瓜

代

入

覲

以

所

苦

達

於

朝

奉

旨

著

部

議

革

而

文

不

下

三

十

九

年

英

復

叩

大

府

後

任

郭

公

始

行

通

飭

革

去

里

長

而

諸

弊

亦

除

民

慶

更

生

又

聞

先

軰

潘

公

學

鄒

云

英

上

訴

時

闔

庠

紳

耆

出

城

餞

之

有

哭

送

者

英

不

顧

毅

然

就

道

有

荆

卿

入

秦

氣

槩

當

日

風

義

尤

可

想

矣

右

據

夏

氏

譜

及

潘

公

學

鄒

語

霖

謹

按

英

城

廂

人

也

康

熙

季

年

歲

貢

以

避

亂

移

居

戬

州

卒

葬

武

陽

某

山

子

孫

旣

微

墓

爲

山

土

擁

没

久

無

知

者

同

治

十

年

正

月

武

陽

民

劉

某

闢

山

園

芟

除

荆

見

淺

士

下

有

磚

石

疑

爲

古

塜

遂

盡

爲

剗

除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二

復

其

舊

跡

一

夕

夢

老

人

衣

冠

整

肅

至

其

家

揖

劉

謝

曰

吾

吳

千

木

也

䝉

君

净

除

我

室

深

感

厚

情

劉

方

入

內

供

茶

田

則

巳

杳

醒

而

異

之

以

語

鄰

人

林

秀

才

勲

勲

爲

細

訪

始

知

爲

英

墓

後

人

巳

遠

徙

乃

告

其

族

爲

修

理

焉

至

今

戬

州

父

老

尙

能

述

其

訴

省

請

試

事

甚

詳

時
變

明嘉
靖
五
年
處
州
周
六
孫
敏
孜
林
六
郞
等
聚
衆
流
刦
福

甯
州
及
泰
順
界
殺
平
陽
典
史
徐
士
傑
於
平
水
按

平

水

在

分

水

內

或

平

陽

亦

防

堵

故

死

之

平

陽

志

失

載

參
議
周
期
雍
督
典
史
鄧
鏐

帥
衆
擒
斬
周
六
餘
黨
遁
散
遂
平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秋
倭
寇
三
千
餘
自
桐
山
登
岸
生
員
林

田
率
鄕
兵
守
排
嶺
築
土
城
扼
險
以
待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倭
突
至
奪
險
以
上
田
力
戰
死
之
遂
自
牙
陽
刦
掠

深
入
屯
三
魁
十
日
殺
戮
溪
水
爲
赤
復
掠
華
峰
洪
村

民
居
盡
燬
二
十
一
日
入
屯
莒
岡
約
二
十
餘
日
知
縣

事
區
益
協
把
總
盧
琦
梅
魁
指
揮
李
元
佐
生
員
陶
治

臣
五
路
進
攻
先
伏
兵
下
忍
以
俟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犯

城
東
門
伏
兵
四
起
首
尾
夾
攻
倭
懼
乞
路
南
遁
於
海

按

林

道

年

譜

倭

近

二

千

入

屯

莒

岡

村

曉

峴

一

帶

女

眷

避

之

山

林

丁

壯

守

望

村

莊

先

有

倭

四

百

餘

來

掠

林

道

等

率

鄕

衆

拒

於

集

雲

堂

賊

負

傷

而

退

次

日

賊

衆

踵

至

力

戰

敗

之

斬

倭

首

三

級

并

獲

倭

刀

解

官

數

日

後

賊

掩

至

房

屋

悉

被

焚

惟

鄕

衆

無

傷

自

遭

兵

後

民

乏

食

穀

貴

至

銀

一

錢

易

穀

十

五

斤

旣

毁

其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三

巢

又

苦

枵

腹

云

又

云

倭

首

解

官

申

詳

後

大

憲

命

每

級

賞

銀

八

兩

邑

侯

區

公

吝

不

欲

與

力

請

乃

給

四

兩

隨

散

賞

臨

陣

出

死

力

者

○

又

按

府

志

及

瑞

平

二

志

倭

自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卽

入

温

屬

內

洋

登

岸

焚

掠

來

去

無

定

各

屬

受

害

至

四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督

撫

始

率

三

兵

船

㑹

剿

擊

之

於

流

江

焚

倭

船

七

十

餘

斬

馘

數

百

倭

患

始

息

流

江

在

桐

山

沙

埕

口

內

腹

地

倭

敢

張

膽

容

留

其

時

海

防

廢

弛

可

知

故

必

待

十

年

之

後

始

能

一

振

國

威

足

見

防

患

未

然

雖

太

平

不

可

一

日

忘

也

崇
禎
九
年
閩
賊
沈
可
耀
詭
稱
倭
奴
率
衆
數
百
入
境
流

刼
至
仙
居
兵
勇
敗
囘
屯
據
三
日
勢
將
薄
城
生
員
林

宗
椿
請
於
縣
率
鄕
兵
擊
之
賊
卻
走
椿
截
橋
欲
盡
殲

之
橋
朽
斷
失
足
墜
被
殺
賊
懼
不
敢
深
入
徐
從
一
都

走
景
甯
而
去
及
府
中
派
兵
至
賊
已
遁
越
月
賊
黨
陳

其
忠
復
從
翁
山
下
屯
南
嶠
生
員
夏
應
鳳
率
鄕
兵
出

不
意
攻
之
殺
賊
十
二
人
擒
六
人
餘
賊
遂
遁
歸
翁
山

而
去

國
朝順

治
元
年
明
鼎
革
各
郡
邑
賊
蜂
起
積
賊
沈
可
耀
復
由

八
都
入
至
小
溪
村
民
曾
三
鳳
叔
姪
率
鄕
勇
拒
賊
叔

被
殺
三
鳳
奮
不
顧
身
亦
死
弟
三
重
三
益
相
繼
混
殺

亦
死
之
賊
遂
屯
四
溪
官
兵
與
鄕
兵
㑹
剿
生
員
夏
應

鳳
率
千
人
往
破
其
營
斬
十
七
人
賊
遁
去
舊

志

曾

氏

兄

弟

傳

誤

作

三

年

丙

戌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四

順
治
三
年
大
兵
下
浙
東
温
屬
以
六
月
入
版
圖
初
署
本

縣
事
周
春
潮
台
州
人
乙
酉
舉
人
莅
任
五
月
始
選
張

公
聨
標
至

順
治
五
年
夏
明
行
人
劉
中
藻
起
兵
福
安
據
福
甯
及
政

和
古
田
等
六
縣
五
月
遣
其
黨
馮
生
舜
按

小

腆

紀

年

作

舜

生

徇

桐
山
邑
民
翁
升
初
德
培
導
之
是
年
五
月
率
黨
鄭
訓

等
衆
萬
餘
人
入
境
遂
䧟
邑
城
守
將
唐
三
㨗
潛
遁
賊

追
至
楊
寮
張
公
聨
標
死
之
妾
傅
氏
被
擄
不
屈
亦
死

焉
時
平
陽
民
陳
倉
永
嘉
民
何
兆
龍
武
舉
林
夢
龍
瑞

安
民
張
所
青
田
民
陳
光
魁
聚
衆
響
應
而
流
寇
楊
球

陳
其
忠
等
各
擁
兵
千
百
到
處
索
餉
民
受
荼
毒
無
逃

避
處
生
舜
於
七
月
攻
景
甯
敗
還
十
月
大
兵
破
桐
山

復
福
甯
中
藻
走
保
福
安
援
勦
副
將
李
榮
由
桐
山
分

兵
至
賊
乃
遁
先
是
僞
署
縣
吳
某
慶
元
舉
溪
人
遁
後

至
十
一
月
收
散
兵
假
中
藻
名
衆
號
三
萬
來
圍
城
十

八
日
别
將
李
成
茂
王
曉
攖
城
死
守
募
勇
突
圍
請
援

兵
至
殺
翁
升
初
於
東
郊
賊
敗
解
圍
去
按

故

老

相

傳

時

有

賊

目

張

姓

者

本

係

福

安

鐵

匠

嘗

在

邑

城

及

一

都

打

鐵

喜

㮔

瓜

號

曰

剌

瓜

張

至

是

爲

賊

前

驅

突

從

壽

甯

來

至

南

門

外

市

人

聞

賊

至

紛

紛

逃

避

張

在

輿

中

操

閩

音

曰

謨

帶

謨

帶

葢

謂

没

事

也

巳

卽

率

三

十

餘

人

先

入

城

城

早

不

守

故

也

又

按

牙

陽

故

老

相

傳

時

有

賊

首

何

兆

朗

者

最

爲

悍

毒

與

其

黨

李

珏

不

和

珏

誘

而

殺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五

之

李

珏

遂

橫

行

一

方

至

今

人

猶

稱

之

曰

李

爺

云

順
治
六
年
四
月
瑞
安
張
所
引
兵
突
入
莒
岡
及
各
鄕
搜

掠
甚
慘
飽
擄
而
去
九
月
賊
沈
可
耀
等
復
屯
篛
陽
莒

岡
鄕
兵
拒
於
包
坑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乃
由
龍
鬬
越

洋
南
向
至
莒
岡
焚
上
下
村
房
屋
人
民
四
散
請
援

於
縣
迨
千
把
張
彪
至
賊
已
去
時
四
鄰
土
賊
出
没
民

不
聊
生
至
七
年
福
安
敗
陳
倉
死
寇
稍
息

順
治
十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有
白
頭
賊
闌
入
境
葉
瑞

陽
一
帶
村
落
盡
被
蹂
躪

順
治
十
四
年
山
寇
戬

洲

吳

氏

譜

作

海

冦

馬
雲
龍
黃
寥
天
縣

志

作

馬

一

王

黃

撈

天

聚
衆
數
千
流
刼
各
鄕
防
官
黃
世
雄
劉
正
啟
閆

嘉
賓
先
後
戰
殁
賊
屯
陳
營
寨
及
四
溪
各
村
常
出
剽

掠
直
抵
城
下
紳
民
及
難
者
不
可
勝
計

順
治
十
五
年
馬
賊
猶
猖
獗
邑
令
余
起
光
以
莒
岡
鄕
兵

强
義
委
以
協
剿
道
憲
萬
公
代
尙
發
委
牌
令
箭
及
印

册
飭
生
員
夏
應
鳳
爲
社
長
許
查
各
鄕
如
向
化
入
册

者
爲
良
民
於
是
從
之
者
益
衆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賊
從

篛
陽
來
專
攻
莒
岡
鄕
衆
拒
於
交
乂
路
及
雙
溪
口
與

賊
戰
義
勇
夏
大
綱
力
擒
黃
寥
天
扭
入
潭
中
賊
黨
來

救
綱
被
剌
死
其
餘
死
者
夏
有
立
夏
烏
妹
鍾
丙
弟
王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六

繼
壽
徐
學
詰
等
共
六
人
旁
隊
賊
從
山
徑
突
至
衆
敗

散
村
被
焚
男
女
被
難
又
六
十
餘
人
賊
由
翁
山
退
往

四
溪
官
民
兵
兩
路
進
剿
四
溪
鄕
兵
先
至
李
洋
賊
□

戰
鄕
勇
隊
長
夏
啟
世
啟
辰
及
義
勇
夏
大
濩
大
熊
大

梅
并
鄰
社
等
十
八
人
死
之
賊
復
移
屯
篠
村
東
陽
官

民
兵
追
破
之
賊
勢
稍
衰

順
治
十
七
年
三
月
賊
走
一
都
將
竄
處
州
路
去
官
民
兵

追
之
至
楊
寮
遇
伏
把
總
侯
某
被
擒
衆
遂
退
賊
折
囘

鄕
兵
死
十
餘
人
仍
入
各
鄕
窮
搜
續
以
官
兵
四
集
會

剿
黃
寥
天
死
賊
乃
平
按

故

老

相

傳

黃

寥

天

身

軀

偉

岸

喜

酒

大

言

自

誇

其

能

故

邑

俗

笑

人

自

誇

比

之

曰

黃

寥

天

今

方

言

訛

寥

爲

拉

見

人

誇

口

卽

曰

此

人

太

拉

云

康
熙
十
三
年
三
月
閩
耿
逆
反
海
寇
乘
釁

發
由
桐
山

登
岸
舊
賊
黨
導
之
入
四
溪
趨
縣
城
城
遂
破
知
縣
林

天
楨
由
一
都
赴
郡
請
援
適
及
曾
寇
之
難
時
邑
民
無

主
鑑
於
前
亂
二
三
都
及
四
都
之
洪
口
陶
家
山
龍
潭

口
漁
鞏
潭
篠
村
各
處
皆
與
莒
岡
連
絡
爲
五
保
入
印

册
推
副
貢
夏
大
輝
爲
保
長
聲
勢
旣
振
賊
搜
掠
不
敢

至
其
地
各
都
多
被
蹂
躪
旣
而
黃
明
與
其
黨
李
信
爭

長
信
率
黨
舍
去
投
五
保
五
保
兵
拒
之
於
舊
長
嶺
遂

走
四
溪
繞
道
由
三
洋
三
溪
入
大
嶨
趨
景
甯
黃
明
亦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七

率
衆
䧟
景
甯
殺
李
信
掠
其
各
鄕
爲
處
州
官
兵
所
破

遁
冋
聲
勢
頓
落
益
畏
五
保
遣
諜
至
洪
日
廵
兵
礟
殺

之
賊
乃
遣
黨
李
珏
牙

陽

人

謀
士
楊
斌
至
五
保
講
和
欲

以
探
虛
實
五
保
留
楊
斌
放
李
珏
歸
約
戰
賊
遂
屯
陳

營
山
寨
黨
羽
益
散
僅
存
千
人
五
保
合
衆
三
千
分
兩

路
一
從
東
路
繞
道
山
後
一
由
山
前
以
七
月
初
八
日

出
隊
夜
行
百
餘
里
約
初
九
凌
晨
破
寨
南
路
兵
先
至

賊
下
山
迎
戰
東
路
兵
由
山
後
登
山
夾
攻
傷
甚
衆
黃

明
遁
去
遂
焚
其
寨
時
逆
帥
曾
養
性
據
郡
遣
前
平
陽

縣
丞
鄧
于
霖
來
治
縣
鄧
至
聽
奸
人
言
首
責
大
輝
等

專
擅
諭
繳
册
歸
罪
輝
婉
辭
佯
許
之
陰
結
五
保
如
故

按

景

甯

縣

志

是

年

盗

賊

蜂

起

郡

縣

餉

急

徵

比

尤

嚴

民

心

思

亂

聞

壽

甯

有

黃

寇

密

約

之

把

總

左

朝

極

亦

潛

通

焉

知

縣

趙

稔

其

事

方

預

防

之

五

月

初

八

日

又

有

蔡

林

二

寇

衆

五

百

餘

自

大

嶨

犯

縣

左

朝

極

北

走

莘

嶺

爲

寇

追

及

死

焉

十

三

日

黃

寇

始

由

大

漈

犯

縣

復

與

蔡

林

戰

惡

其

殺

左

朝

極

也

不

利

從

四

都

遁

去

云

云

所

志

亦

頗

相

符

惟

謂

與

蔡

林

戰

一

節

或

李

信

尙

有

黨

蔡

林

并

未

知

爭

長

之

事

故

也

康
熙
十
四
年
郡
復
遣
僞
參
將
王
大
友
至
以
勦
撫
爲
名

駐
縣
繼
又
遣
武
弁
王
之
珍
來
代
于
霖
去
王
莅
任
專

征
軍
裝
戰
船
需
用
物
料
及
銅
器
鑄
錢
古
鐘
鼎
一
時

俱
盡
派
民
解
送
百
姓
益
受
驅
廹
之
苦
至
十
五
年
十

月
耿
逆
降
括
寇
潰
亡
曾
養
性
歸
降
於
閩
僞
官
王
之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八

珍
亦
投
誠
□
□
□
安

康
熙
十
六
年
曾
養
性
别
將
熊
統
率
兵
入
海
福
甯
營
從

之
遂
與
海
寇
張
李
二
賊
通
本
縣
民
都
舖
黃
雄
以
刼

吳
陽
案
亦
入
其
黨
與
平
陽
閩
人
臧
某
同
夥
三
十
餘

人
入
富
陽
引
張
李
二
賊
登
岸
刼
六
都
至
戬
洲
男
婦

多
被
擄
縣
往
郡
請
援
温
營
千
總
姜
化
鳳
率
兵
至
而

仕
陽
及
南
院
已
被
掠
化
鳳
進
劄
洪
嶺
頭
檄
大
輝
與

戬
洲
吳
必
奇
等
率
鄕
兵
協
勦
乘
夜
攻
賊
於
仕
陽
次

日
黎
明
賊
倉
猝
聞
□
卽
遁
歸
閩
之
南
鎭
救
出
男
婦

六
十
餘
人
及
官
兵
旣
去
賊
復
由
八
都
至
刼
及
峽
嶼

葉
瑞
陽
南
院
毛
陽
與
壽
甯
福
安
諸
鄕
瑞
安
之
五
十

五
都
土
匪
又
出
外
流
刼
婦
女
小
兒
視
其
才
品
勒
贖

於
□
各
都
又
復
騷
擾
九
月
抵
城
下
城
守
把
總
張
當

山
出
禦
兵
敗
被
擒
鎭
郡
部
院
遣
副
總
兵
賈
文
學
來

援
初
至
欲
招
之
降
猶
拒
命
乃
申
請
咨
閩
議
水
陸
㑹

勦
兵
船
由
南
鎭
入
兩
路
夾
攻
賊
首
以
小
艇
遁
餘
寇

盡
殲
臧
賊
尙
匿
據
險
坑
山
中
姜
公
選
勇
緣
崖
攻
之

礟
傷
三
賊
栅
不
能
破
適
鎭
憲
差
遊
擊
張
從
仁
頒
牌

招
撫
其
黨
呂
賊
出
降
臧
賊
始
由
别
徑
走
桐
山
降
於

閩
營
邊
境
自
是
肅
清
按

三

魁

張

氏

譜

康

熙

十

七

年

海

寇

盤

踞

樟

坑

官

兵

統

鄕

兵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十
九

進

勦

龜

巖

張

有

利

䧟

陣

戰

殁

有

利

字

以

用

據

此

則

水

逵

會

勦

乃

十

七

年

事

也

以
上
自
崇
禎
九
年
沈
可
耀
之
亂
始
至
康
熙
十
七
年

張
李
二
賊
止
俱
據
夏
大
輝
羣
寇
志
採
入
志
厯
叙
當

日
遭
寇
情
形
甚
詳
惟
其
中
備
載
城
鄕
有
汙
僞
劄
及

首
鼠
兩
端
者
故
修
縣
志
時
忌
諱
不
敢
呈
以
致
三
十

餘
年
兵
刼
出
力
勦
寇
及
殉
難
之
士
泯
没
無
聞
亦
可

歎
也
從
來
國
史
不
如
野
史
之
實
以
國
史
祗
舉
其
凡

野
史
則
不
遺
細
末
較
見
詳
明
郡
邑
志
書
體
例
之
嚴

固
仿
於
史
而
記
事
之
實
宜
求
諸
野
舊
志
沈
可
耀
僅

於
曾
三
鳳
兄
弟
傳
中
一
見
其
名
其
餘
諸
寇
亦
皆
約

畧
提
過
至
馬
黃
諸
賊
及
耿
變
中
間
一
二
十
年
地
方

頻
遭
塗
炭
全
不
詳
及
一
二
簡
陋
極
矣
兹
錄
特
爲
補

入
以
示
後
世
俾
知
世
値
滄
桑
僻
遠
之
區
王
化
一
時

難
及
良
民
之
苦
有
不
勝
言
者
惟
能
先
事
連
絡
城
鄕

紳
民
合
志
同
心
庻
不
致
重
遭
大
刼
則
所
以
垂
殷
監

非
徒
侈
談
故
事
巳
也

康
熙
十
八
年
山
寇
陳
吳
等
據
六
都
牛
頭
寨
今

攺

入

七

都

擄

刼
南
院
洲
邊
一
帶
地
方
民
婦
無
算
後
温
協
鎭
賈
文

學
討
平
之
按

南

院

一

帶

明

時

居

民

頗

盛

自

頻

遭

兵

燹

散

亡

殆

盡

田

園

鞠

爲

叢

林

至

乾

隆

九

年

以

後

客

民

入

山

始

漸

開

墾

成

村

落

焉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二
十

咸
豐
八
年
四
月
粤
寇
石
達
開
别
股
䧟
雲
和
景
甯
官
兵

逃
避
泰
邑
一
都
及
城
內
紳
民
聞
風
亦
多
走
避
景
甯

生
員
徐
登
瀛
聚
東
南
鄕
兵
進
拒
泗
洲
嶺
戰
殁
鄕
兵

潰
歸
沿
途
搶
掠
遠
近
震
動
時
平
陽
令
唐
黻
章
禀
道

府
妄
稱
景
甯
一
路
惟
泰
順
百
丈
口
最
爲
扼
要
聲
言

募
有
虎
勇
一
千
五
百
名
請
就
泰
順
擇
習
識
情
形
紳

士
管
帶
扼
守
府
憲
王
公
景
澄
劄
付
林
鶚
赴
平
㑹
同

辦
理
鶚
上
書
力
辭
一
面
遣
男
用
霖
仝
一
都
生
員
陶

鶴
年
吳
鏡
涵
等
至
景
甯
東
坑
界
察
看
地
利
勸
一
都

各
族
捐
貲
築
蚊
蟲
壘
隘
口
鶴
年
率
團
丁
上
隘
防
守

十年

監
生
周
樹
椿
亦
勸
里
民
潘
明
全
等
捐
貲
築
龍
巖
隘

監
生
吳
兆
基
捐

貲

築

黃

坭

隘

及

風

門

坳

隘

率

團

丁

防

守

知
縣
顧
鑣
奉
府
憲

王
公
劄
發
倉
穀
爲
團
兵
口
糧
於
是
在
城
生
員
潘
鍾

英
等
設
局
羅
陽
書
院
派
丁
防
守
四
城
及
雙
港
嶺
隘

六
月
賊
䧟
松
溪
政
和
又
派
丁
防
守
壽
甯
界
之
庫
坑

嶺
七
月
初
處
州
賊
退
始
安

咸
豐
十
一
年
平
陽
會
匪
趙
啓
等
勾
接
瑞
安
金
谷
沙
陽

一
帶
積
匪
爲
亂
分
黨
播
散
金
錢
泰
順
四
溪
篠
澗
牙

陽
一
帶
奸
民
有
領
錢
入
黨
者
其
時
粤
匪
僞
侍
王
李

世
賢
窺
浙
東
括
屬
震
動
泰
順
亦
戒
嚴
城
紳
推
教
諭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二
十
一

沈
應
奎
總
局
務
應
奎
以
平
界
赤

至
牙
陽
勸
該
地

聨
絡
備
禦
㑹
匪
攻
瑞
安
不
利
焚
桐
山
欲
西
犯
泰
順

水
港
一
路
有
湖
石
生
員
張
家
珍
鄕
兵
拒
之
遂
由
分

水

窺
八
都
牙
陽
十
四
村
衆
禦
之
於
彭
坃
賊
始
不

敢
犯
是
冬
閩
兵
至
會
匪
以
次
漸
滅
而
粤
寇
復
連
䧟

台
處
二
郡
同
治
元
年
二
月
青
田
景
甯
相
繼
失
守
會

匪
餘
黨
引
之
人
温
連
攻
永
瑞
二
邑
閩
兵
及
鄕
兵
擊

之
始
解
圍
而
走
具
時
張
家
珍
巳
戰
殁
水
港
空
虛
福

建
北
路
統
領
道
員
曾
憲
德
派
委
員
林
用
霖
囘
泰
勸

辦
青
景
團
防
用
霖
協
同
沈
教
諭
到
東
北
鄕
督
率
三

三
都
民
團
於
龍
鬬
東
灣
坃
南
向
蟾
宮
歩
蚊
上
壘
各

隘
輪
流
防
守
賊
將
由
大
嶨
走
宮
堡
黃
壇
一
路
入
泰

境
前
隊
至
宮
堡
値
大
雨
溪
水
暴
漲
宫
堡
人
趙
某
父

子
首
先
殺
賊
賊
驟
退
淹
死
甚
多
遂
山
大
㑹
嶺
走
青

田
九
都
復
由
五
步
窺
探
三
都
峨
嵋
排
前
一
路
知
有

備
在
九
都
逗
留
三
日
粤
寇
怨
㑹
匪
引
之
失
利
兩
相

格
鬬
互
傷
數
百
人
粤
寇
走
景
甯
會
匪
餘
黨
千
餘
囘

瑞
至
馬
嶼
官
兵
圍
而
殱
之
景
甯
之
賊
不
久
亦
由
雲

和
走
處
州
七
月
處
州
克
復
地
方
始
平

時
變
補
遺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二
十
二

德
祐
二
年
丙
子
北
兵
南
追
水
陸
並
至
陸
路
分
兵
由
栝

間
道
入
温
奸
民
導
之
也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抵
吾
鄕

所
至
焚
戮
甚
慘
嗣
是
兵
寇
交
馳
垂
二
十
載
凡
祠
宇

祭
器
書
籍
併
爲
灰
燼
有
宋
三
百
年
遺
澤
至
是
邈
焉

無
遺
可
悼
也
見

蔡

氏

譜

按

丙

子

十

二

月

巳

係

景

炎

元

年

想

記

者

未

知

端

宗

時

事

歟

元
至
正
四
年
甲
申
山
寇
吳
千
五
劉
甲
乙
陳
貴
十
等
亂
擾

瑞
平
各
鄕
官
兵
討
平
之
篛

陽

毛

氏

譜

至
正
十
四
年
青
田
黃
壇
吳
德
祥
嘯
聚
倡
亂
處
婺
温
及

建
甯
均
被
其
毒
官
兵
勦
捕
賊
列
砦
百
餘
首
尾
連
絡

不
敢
深
入
處
州
治
中
葉
琛
帥
師
分
道
由
瑞
安
進
攻

以
次
克
之
德
祥
夜
遁
退
保
百
丈
林
官
兵
再
進
賊
又

遁
分
兵
急
追
至
篠
村
德
祥
父
子
縊
死
林
中
千
夫
長

徐
德
俊
斬
之
以
獻
寇
始
平
見

宋

濓

文

集

葉

治

中

厯

官

記

按

黃

壇

在

青

田

八

都

與

舊

瑞

安

五

十

六

都

今

泰

順

之

三

都

連

界

相

去

十

許

里

古

百

丈

林

爲

今

泰

順

一

都

地

亦

離

黃

壇

不

遠

吳

賊

出

没

其

間

凡

四

五

年

居

民

受

害

巳

可

槪

見

至
正
中
天
下
盜
賊
蜂
起
東
南
諸
路
備
寇
下
所
部
團
義

兵
社
十
二
年
七
月
政
和
紅
巾
賊
黃
善
等
犯
福
甯
州

其
鄕
社
惟
柘
洋
袁
安
文
最
强
七
莆
張
子
文
次
之
當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時
變

二
十
三

時
雖
有

賊
功
而
各
社
爲
田
士
相
併
且
令
鄰
鄕
貢

賦
悉
納
二
社
州
縣
無
如
之
何
平
陽
歸
仁
鄕
三
十
九

都
龜
巖
四
十
都
仕
洋
與
二
社
壤
地
相
接
亦
被
騷
擾

二
十
年
龜
巖
張
四
三
仕
洋
林
文
澗
亦
聚
衆
畫
界
拒

守
爭
相
雄
長
時
蕭
元
帥
統
兵
勦
二
社
二
社
出
兵
拒

戰
至
東
溪
張
四
三
率
社
兵
力
戰

之
後
安
文
子
天

祿
納
欵
於
明
各
社
亦
散
一
方
始
安
據

毛

氏

林

氏

張

氏

譜

參

福

甯

志

明
洪
武
十
四
年
栝
寇
篛

陽

毛

氏

譜

作

鑛

徒

葉
丁
香
處

州

志

作

温

人

黃
壇
吳

達
三
府

志

作

連

三

誤

倡
亂
平
陽
三
十
九
都
戩
洲
白
坃
毛
定

二
瑞
安
五
十
七
都
都
舖
包
國
玉
張
亞
彪
等
導
之
蹂

躪
瑞
平
各
鄕
賊
黨
千
餘
進
屯
戬
洲
龜
巖
張
則
用
高

陽
劉
俊
卿
各
領
鄕
兵
從
三
魁
廵
檢
至
戬
洲
戰
於
溪

坪
及
新
坵
路
互
有
殺
傷
廵
司
禀
縣
時
征
南
將
軍
劄

付
廵
司
招
諭
鄕
民
男
婦
屯
聚
勿
散
特
差
甯
波
衛
百

戸
唐
某
率
兵
駐
防
十
五
年
二
月
延
安
侯
唐
勝
宗
率

兵
由
三
港
進
勦
擒
倡
亂
者
斬
數
十
人
招
撫
協
從
始

獲
安
堵
又

據

仙

居

徐

譜

吳

達

三

入

境

窮

搜

至

連

山

避

亂

者

多

被

連

山

特

高

最

爲

幽

僻

在

今

一

都

之

南

■

以

上

各

條

雖

爲

未

設

縣

以

前

事

以

其

有

文

獻

因

補

記

之

至

正

統

季

年

羣

寇

之

亂

舊

志

熊

侯

建

置

記

載

之

巳

詳

故

不

贅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祥
瑞

二
十
四

祥
瑞

明
景
泰
元
年
有
鶴
來
巢

三
年
鶴
巢
山
産
靈
芝
是
年
寇
息
立
縣
治

宏
治
七
年
鶴
巢
山
復
産
靈
芝
莒
岡
亦
産
靈
芝

隆
慶
五
年
南
陽
底
江
家
産
並
頭
蓮

萬
厯
十
八
年
大
有
年

四
十
八
年
卽

泰

昌

元

年

大
有
年

國
朝康

熙
六
年
歲
稔
每
銀
壹
兩
易
穀
百
斤
至
百
二
十
斤
實

則
海
禁
民
窮
糧
餉
較
急
凡
三
四
年
穀
皆
賤

十
九
年
莒
岡
産
並
頭
蓮

二
十
八
年
四
溪
民
林
姓
妻
一
乳
三
子
邑
令
報
憲

給
糧
贍
之

三
十
四
年
歲
大
稔
每
銀
壹
兩
易
穀
五
百
斤
至
七

百
餘
斤
不
等

五
十
年
正
項
錢
糧
䝉
蠲
免

雍
正
元
年
石
柱
峰
叢
蘭
中
産
靈
芝

二
年
禾
一
莖
雙
穗

四
年
雨
暘
時
若
歲
大
稔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祥
瑞

二
十
五

五
年
歲
大
有
禾
一
莖
兩
穗

六
年
歲
豐
逃
民
漸
歸
復
業

七
年
歲
豐
逋
荒
陞
賦

八
年
丁
糧
䝉
攤
入
田
畝
本

邑

丁

糧

最

爲

繁

重

有

成

丁

未

成

丁

女

丁

三

則

至

是

無

田

之

民

慶

更

生

焉

乾
隆
十
二
年
錢
糧
全
免

四
十
三
年
正
項
錢
糧
䝉
蠲
免

嘉
慶
六
年
十
月
南
郊
貢
生
董
廷
儀
家
牡
丹
再
開
次
年

其
子
正
揚
登
第

道
光
十
年
毛
陽
村
後
山
古
榅
木
八
株
久
枯
僅
存
老
幹

至
是
復
生
枝
葉
今
猶
茂
盛

十
六
年
南
院
飛
鳳
山
産
靈
芝
四
本

咸
豐
四
年
縣
署
倉
後
產
靈
芝

同
治
十
一
年
大
有
年

災
異

宋
宣
和
二
年
歲
大
饑
米
一
小
斗
計

四

升

易
錢
三
百
文
見

章

峯

蔡

氏譜

明
成
化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大
水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二
十
六

二
十
年
瘟
疫
流
行
死
者
十
三
四

正
德
三
年
五
月
至
九
月
大
旱
歲
饑

五
年
大
旱
歲
饑

八
年
四
月
縣
前
街
疫
死
者
相
枕
又
大
火
延
燒
及

鼔
樓

九
年
八
月
朔
日
食
星
見
雞
棲
移
時
復
光
旋
地
震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夏

氏

譜

作

二

月

十

八

大
水
壞
民
居

百
餘
漂
没
官
民
田
地
二
十
八
頃
三
十
餘
畝

嘉
靖
五
年
五
月
至
八
月
旱
無
禾

六
年
復
大
旱
無
禾
較
五
年
尤
甚

十
年
九
月
初
九
日
隕
霜
害
稼
民
大
饑

十
一
年
正
月
猛
虎
害
人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雨
雹
大

如
拳
二
十
七
日
大
風
雨
揚
沙
折
木
壞
櫺
星
右
門

二
十
四
年
夏
鄰
邑
荒
民
多
來
就
食
斗
米
二
百
文

按

故

老

相

傳

舊

時

米

糧

貨

物

値

賤

斗

米

二

百

已

言

其

貴

至

康

熙

以

後

田

復

開

人

戸

稀

少

穀

賤

至

無

人

糴

莊

穀

積

久

但

得

糴

者

不

論

價

得

銀

數

兩

卽

估

倉

與

之

有

糶

倉

運

穀

至

足

餘

卽

棄

而

不

運

寄

語

莊

主

曰

餘

穀

尙

多

吾

不

要

矣

以

今

視

昔

可

勝

慨

哉

二
十
六
年
秋
虎
傷
人
道
路
戒
行
九
月
五
都
民
殺

之
冬
十
一
月
初
五
日
東
街
火
延
燒
官
廨
鼓
樓
及

民
居
五
百
餘
家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二
十
七

二
十
七
年
秋
七
月
朔
大
水
壞
民
廬
舍

二
十
八
年
八
月
翁
地
大
水
壞
民
居
田
園

三
十
七
年
七
都
龜
巖
蓮
池
尾
井
水
赤
如
血
三
日

三
十
九
年
歲
大
饑
詳

義

行

陶

灌

傳

隆
慶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大
雨
一
晝
夜
大
水
漂
民
居

田
園

五
年
六
月
莒
岡
夏
以

舊

志

作

樹

家
有
蜃
氣
如
霧
射

天
知
縣
王
克
家
禱
城
隍
并
祭
其
處
妖
息
事
蹟
及

祭
文
詳
舊
志

萬
厯
三
年
邑
大
饑
見

高

陽

劉

氏

譜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未
刻
日
色
正
烈
忽
聞
天
鼓

一
聲
闔
郡
皆
然

崇
禎
元
年
邑
大
饑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夜
北
方
天
際
見
白
虹
色
如

霓
光
芒
不
動
移
時
而
没

國
朝順

治
二
年
永
樂
瑞
平
皆
大
饑
饑
民
運
魚
鹽
至
泰
順
及

景
壽
各
邑
易
米
米
貴
而
魚
鹽
極
賤
時
閩
藩
選
李

公
裴
來
知
縣
事
遣
社
兵
至
二
三
都
遏
糶
遂
致
閧

然
滋
事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二
十
八

六
年
鹽
貴
每
斤
紋
銀
一
錢

八
年
大
饑
邑
令
王
公
煌
設
法
勸
富
民
施
粥
全
活

甚
衆

十
三
年
莒
岡
有
怪
鳥
大
倍
於
鵝
終
夜
慘
鳴
聲
似

小
兒
次
年
秋
寇
至
民
遂
遭
刼

十
七
年
饑
邑
民
多
運
米
慶
元
遠
處
銀
二
錢
得
米

六
升

十
八
年
又
饑
仍
往
隣
邑
貴
糴
連
遭
荒
歉
民
間
器

物
可
以
貨
米
者
無
復
存
矣

康
熙
二
年
海
禁
極
嚴
鹽
竈
盡
廢
闔
郡
食
杭
鹽
每
銀
一

錢
得
鹽
一
斤
半
凡
三
年

九
年
各
縣
稻
巳
成
實
被
蟲
蝕
盡
歲
歉
太
守
姚
公

時
亮
奉
牒
勘
荒
發
賑

十
二
年
虎
入
城
南
門
攫
去
守
城
兵
王
某
跡
之
巳

食
其
半
生
員
周
雅
家
磨
牛
骨
糞
田
磨
作
牛
鳴
棄

之
溷
中
復
鳴
如
故
十
三
年
周
生
死
寇
難

二
十
七
年
虎
入
地
軸
山
傷
害
城
內
民
王
長
世

三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三
都
大
水
漂
民
居
無
算

四
十
三
年
歲
歉

四
十
五
六
等
年
夏
秋
間
旱
米
價
騰
貴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二
十
九

五
十
一
年
大
水
八
都
牙
陽
雙
溪
口
漂
去
房
屋
人

畜
淹
没
無
算

六
十
年
七
月
四
都
下
莊
下
塘
坑
雨
雹
一
日
田
禾

盡
壞

雍
正
四
五
年
縣
稱
奉
採

欽
工
木
料
各
鄕
村
及
古
墓

喬
木
封
伐
殆
遍
有
賄
之
者
乃
免

十
年
虎
患
各
鄕
約
傷
數
十
人

乾
隆
二
年
虎
患
三
都
各
地
日
傷
四
五
人
連
歲
約
傷
三

百
餘
人
至
八
年
始
安
見

夏

氏

譜

三
年
米
貴
每
銀
一
錢
得
米
三
升
餘

七
年
久
旱
升
米
銀
五
分
各
邑
不
法
之
徒
到
處
搶

掠
縣
詳

憲
嚴
捕
多
臾
死
者

九
年
久
旱
五
月
不
雨
至
七
月
終
始
雨
禾
皆
不
實

十
六
年
虎
入
城
市
後
殱
於
南
門
外
溪
中
六
七
月

大
旱
時
邑
侯
楊
公
人
傑
奉
委
赴
樂
清
展
賑
報
災

稍
遲
次
年
正
月
發
賑
公

有

赴

郡

接

領

海

運

賑

米

詩

十
七
年
秋
七
月
十
五
日
大
雨
水
一
都
各
鄕
田
地

被
災
是
夜
初
更
白
鶴
渡
旁
倪
姓
一
村
盡
被
漂
没

僅
遺
一
童
年
十
六
囚
屋
浮
至
崖
下
從
樓

躍
出

攀
樹
上
得
活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三
十

十
八
年
春
旱

二
十
年
東
南
鄕
山
中
竹
實

二
十
七
年
二
月
丁
祭
後

聖
廟
災
時

邑

令

孔

廣

梓

以

新

進

士

知

縣

事

其

父

某

故

宿

儒

慮

少

年

未

諳

吏

治

偕

之

來

居

數

月

見

其

禦

下

待

士

聽

訟

事

事

有

方

心

大

慰

乃

加

勉

諭

遂

束

裝

歸

歸

之

夕

大

成

殿

正

梁

忽

斷

自

是

縣

署

內

用

門

丁

某

外

則

幹

役

潘

鳳

互

爲

鼓

煽

滛

縱

貪

酷

無

所

不

至

士

民

重

足

而

立

後

削

職

去

邑

乃

妥

去

之

後

邑

人

編

其

時

事

爲

詞

至

今

猶

歌

之

四
十
五
年
至
四
十
七
年
連
歲
歉
收

四
十
八
年
大
饑
米
價
貴
至
數
倍
鹽
亦
極
貴
饑
民

食
草
木
葉
有
錢
者
往
桐
山
海
口
運
臺
米
及
藷
米

以
濟
是
冬
稍
稔

嘉
慶
二
年
春
三
月
雨
雹
大
如
碗
東
南
鄕
秧
苖
盡
傷
人

畜
有
被
擊
死
者
是
歲
大
饑
冬
月
某
日
夜
北
方
星

隕
如
雨
復
見
天
北
面
一
半
青
蒼
星
影
寥
寥

十
四
年
歲
荒
七
月
颶
風
壞
稼
十
月
滛
雨
山
種
歉

收
臘
月
饑

十
五
年
饑
邑
民
多
茹
草
木
六
七
都
民
採
雙
背
山

土
俗

名

觀

音

粉

療
饑
多
致
病
死
且
有
掘
土
被
壓
者

十
六
年
夏
旱
禾
多
枯
槁

十
七
年
夏
饑
民
掠
食
四
都
柴
林
頭
地
棍
林
阿
可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三
十
一

爲
首
初
猶
搶
穀
後
遂
刼
財
物
五
七
都
張
林
各
姓

被
搶
尤
劇
城
中
無
賴
亦
起
周
姓
被
搶
知
縣
李
慶

雲
不
能
治
僉
上
訢
憲
嚴
檄
拏
辦
始
息

二
十
四
年
夏
大
雨
雹
城
內
尤
甚
積
屋
瓦
溝
皆
滿

牆
邊
積
至
没
踝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地
震
又
大
雨
雹
比
上
年
稍
減

道
光
九
年
五
月
某
日
傍
晚
日
尙
未
入
有
星
從
東
南
向

西
北
橫
飛
有
聲
如
飛
矢
初
僅
見
光
及
將
下
墮
大

如
斗
有
尾
淡
赤
色
如
龍
而
逝

十
一
年
旱
歲
歉
四
都
柴
林
頭
地
棍
林
學
修
聚
黨

百
餘
肆
搶
僻
小
村
莊
知
縣
周
恭
先
貪
儒
不
能
治

各
處
土
棍
漸
至
效
尤
後
任
長
沙
周
公
時
翥
至
嚴

捕
惡
黨
置
於
法
搶
風
始
靖
歲
雖
荒
不
至
成
災

十
三
年
旱
秋
又
早
寒
大
風
壞
禾
高
鄕
尤
甚
十
二

月
至
次
年
正
月
大
雪
連
旬
高
山
林
木
盡
折
牛
羊

野
獸
凍
死
甚
夥

十
四
年
大
饑
升
米
三
十
餘
文

南
鄕
運
瑞
米
接
濟
每
升
至
四
五
十
文
五
月
城
鄕

時
疫
傳

至
七
月
始
止
人
民
死
亡
甚
衆
有
全
家

病
殁
者
六
七
都
饑
民
有
食
杮
葉
及
觀
音
泥
泥

産

山

洞

中

細

膩

如

麫

入
胃
不
化
多
因
以
速
死
時
有
一
山
産
竹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三
十
二

米
近
山
居
民
有
藉
以
全
活
者
是
年
鹽
缺
每
斤
價

錢
至
一
百
二
三
十
文
尤
多
充
腐
渣
石
粉

二
十
八
年
秋
城
內
大
水

咸
豐
元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戍
刻
聞
天
鼓
一
聲
有
星
大
如

火
毬
落
於
北
方
闔
郡
皆
見

三
年
三
月
間
地
屢
震
近
閩
界
尤
甚
六
月
十
二
日

至
二
十
四
日
大
風
雨
浹
旬
一
都
上
地
及
七
都
魏

坃
西
嶴
山
崩
壓
死
人
畜
無
算
葉
瑞
陽
前
後
山
對

裂
各
長
十
數
丈
坃
濶
盈
丈
似
全
村
欲
䧟
者
雖
幸

無
事
而
其
村
自
是
不
振
是
年
饑
四
溪
東
安
峽
嶺

各
村
匪
徒
搶
掠
城
中
無
賴
亦
率
饑
民
入
署
逼
賑

管
令
撤
去
新
任
至
開
倉
出
借
平
糶
始
安

八
年
七
月
初
四
至
初
九
彗
星
見
西
南

十
年
夏
大
水
四
溪
南
溪
一
帶
尤
甚
民
居
房
屋
田

園
多
爲
漂
壤
七
月
六
都
洪
㘭
潭
有
巨
魚
青
黑
色

浮
水
面
長
大
可
一
二
百
斤
遠
近
來
觀
游
泳
三
日

乃
不
復
見

十
一
年
大
水
附
郭
及
一
二
三
都
尤
甚
田
多
被
淹

同
治
二
年
十
二
月
城
內
大
火
自
士
林
坊
起
延
燒
至
縣

前
左
街
店
肆
房
屋
百
餘
家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三
十
三

三
年
夏
有
虎
由
縣
後
山
越
城
至
署
內
後
園
盤
旋

一
遭
仍
越
城
去

七
年
冬
城
內
復
大
火
自
上
林
坊
下
起
延
燒
至
太

平
橋
店
肆
民
居
百
餘
家

十
二
年
正
月
廿
六
七
申
刻
兩
日
相
盪
日
中
有
黑

子
六
月
雨
雹
一
都
山
鄕
有
重
至
十
餘
兩
者

十
三
年
三
四
月
間
雨
豆
色
黑
大
者
如
綠
豆
小
者

如
芥
子
各
處
多
有

光
緒
二
年
春
夏
苦
雨
六
月
十
一
日
大
水
一
二
都
田
被

坍
没
者
甚
多
天
氣
極
涼
是
冬
禾
大
歉
各
鄕
多
産

竹
米

三
年
荒
四
鄕
賴
有
海
運
米
接
濟
升
米
至
大
錢
四

十
五
六
文
城
內
米
增
價
三
十
四
文
縣
乃
開
常
平

倉
糓
三
千
餘
石
碾
米
糶
之

是
年
秋
八
月
有
虎
入
城
北
門
內
食
民
畜
秋
蟲
蝕

禾
近
城
一
帶
尤
甚
晚
稻
歉
收

縣
報
荒
請
緩
征

九
月
杪
始
至
年
終
連
月
陰
雨
忽
暖
忽
寒
罕
見
晴

明
冬
至
後
微
有
霰
雪
番
薯
不
能
成
收
麥
亦
不
能

下
種
農
甚
苦
之
十
二
月
雨
雪
間
作
寒
沍
特
甚

四
年
正
月
仍
多
雨
計
一
月
僅
晴
六
日
鹽
極
貴
每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災
異

三
十
四

斤
至
百
錢
是

時

䝉

部

文

題

准

永

樂

瑞

泰

四

縣

均

緩

征

二
月
初
三
夜
虎
躍
城
入
縣
署
後
院
更
夫
猝
遇
驚

呼
羣
起
逐
之
仍
躍
重
垣
而
□

本
年
四
鄕
米
仍
貴
以
上
冬
藷
無
穫
故
也
時

有

飢

民

百

餘

無

力

耕

作

請

給

䕶

牌

出

外

游

食

縣

准

給

之

六
月
旱
仕
洋
石
龍
潭
有
大
魚
四
五
頭
浮
出
長
約

丈
餘
故
老
相
傳
嘉
慶
某
年
亦
曾
浮
起
後
有
大
水

云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終



ZhongYi

分
疆
錄

卷
之
十
補
遺

三
十
五

軼
事
補
遺

宋癸
辛

雜

識

永

嘉

有

蔡

起

莘

嘗

爲

海

上

市

舶

德

祐

之

末

朝

廷

嘗

令

本

處

部

集

舟

檝

以

爲

防

招

之

用

其

處

有

張

曾

二

者

頗

黠

健

蔡

委

以

爲

部

轄

旣

而

本

州

點

所

部

船

有

違

闕

卽

欲

置

張

於

極

刑

蔡

力

爲

祈

請

事

從

滅

明

年

張

宣

使

欲

部

舟

入

廣

又

以

張

不

能

應

辦

欲

從

軍

法

施

行

蔡

又

祈

免

之

遂

以

部

舟

入

廣

以

贖

罪

未

幾

厓

山

之

敗

張

盡

有

舟

中

所

遺

而

歸

覲

驟

至

貴

顯

蔡

旣

歸

温

遂

遭

北

軍

所

掠

家

遂

破

焉

因

挈

家

入

杭

謁

親

故

道

由

張

家

浜

偶

懷

張

曾

二

居

此

漫

扣

之

酒

家

云

此

處

只

有

張

相

公

耳

因

同

酒

家

往

謁

之

張

見

蔡

卽

下

拜

稱

爲

恩

府

延

入

中

堂

命

兒

女

妻

妾

羅

拜

曰

我

非

此

官

人

無

今

日

遂

爲

置

田

造

酒

營

運

爲

成

富

人

張

卽

今

宣

尉

也

名

瑄

霖

按

宋

元

間

凡

温

人

稱

永

嘉

蔡

起

辛

則

平

陽

人

也

字

若

金

記

載

多

訛

作

莘

蔡

氏

家

傳

謂

用

薦

授

督

府

計

議

奉

檄

招

安

海

寇

張

瑄

攺

官

咸

湻

未

辭

歸

閒

居

十

年

至

元

癸

未

留

夢

炎

薦

之

遂

隱

於

遠

遊

癸

未

爲

元

世

祖

二

十

年

則

辭

歸

當

在

咸

湻

九

年

其

爲

市

舶

或

卽

奉

檄

招

安

時

當

在

德

祐

以

前

况

德

祐

僅

一

載

無

所

謂

末

也

周

氏

此

記

傳

聞

異

辭

難

盡

信

其

自

序

亦

旣

言

之

此

條

特

因

張

瑄

報

恩

而

述

之

與

本

傳

互

異

固

無

足

辯

惟

云

遭

亂

家

破

挈

家

欲

入

杭

謁

親

故

此

則

全

失

當

日

出

遊

之

情

夫

家

卽

破

尙

能

挈

家

千

餘

里

之

外

豈

力

不

能

安

土

自

贍

而

桑

梓

獨

無

親

故

耶

則

當

日

遠

遊

自

有

不

得

已

之

苦

衷

也

特

在

外

十

七

年

之

久

不

至

於

困

實

有

資

於

張

瑄

之

報

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