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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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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部

一

文

賽

荔

浦

縣

城

隍

文

　

　

　

　
唐

李

商

隱

嗟

我

疲

民

每

虞

艱

食

寒

耕

熱

耨

始

望

於

秋

成

鑠

石

流

金

幾

傷

於

歲

事

遠

資

靈

顧

式

布

層

陰

無

待

管

輅

之

占

不

待

樂

巴

之

噀

竊

陳

薄

奠

用

荅

豐

年

神

其

㨿

有

高

深

主

張

生

植

同

功

田

祖

比

義

雨

師

無

假

怒

於

潛

龍

勿

縱

威

於

虐

魃

守

兹

縣

邑

富

我

京

坻

淸

華

閣

記

　

　

　

　

　

　

　

　

鄒

　

浩

予

以

淸

華

名

閣

有

美

之

者

曰

紫

薇

𤨏

闥

公

之

所

翺

翔

也

丹

墀

玉

陛

公

之

所

陟

降

也

天

光

日

色

公

之

所

曕

承

也

深

謀

密

議

公

之

所

獻

納

也

公

年

齒

方

強

志

氣

方

盛

固

已

自

致

其

身

於

淸

華

矣

今

居

是

邦

能

不

眷

眷

於

非

常

之

遇

乎

忠

不

忘

君

與

悻

悻

以

自

絶

者

異

矣

有

見

其

言

而

譏

之

者

曰

方

仁

聖

在

上

之

時

彼

乃

廢

爲

編

氓

方

英

賢

並

集

之

時

彼

乃

竄

投

荒

裔

方

凌

烟

紀

功

之

時

彼

乃

名

掛

黨

籍

方

人

子

榮

親

之

時

彼

乃

反

虛

□

養

求

歸

未

獲

求

便

未

能

固

已

不

愼

其

身

而

失

其

□

華

矣

今

居

是

邦

尙

奚

戀

戀

於

感

慨

之

夢

乎

是

殆

□

知

耻

與

逐

逐

以

狥

物

者

類

也

有

聞

其

說

而

折

之

□

曰

夫

子

之

來

居

蓬

門

常

關

苔

徑

常

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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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

惟

焚

香

燕

坐

講

求

經

典

而

已

與

一

切

聖

賢

異

體

而

同

心

殊

方

而

同

處

其

容

湛

湛

如

水

無

波

瀾

其

目

炯

炯

如

鏡

無

口

口

其

鼻
間
栩
栩
如
天
地
陰
陽
交
通
而
成
和
氣
榮

辱

損

益

之

分

固

已

閒

之

而

不

得

矣

自

我

觀

之

與

其

有

榮

於

其

外

孰

若

無

辱

於

其

內

與

其

有

益

於

其

僞

孰

若

無

損

於

其

眞

墨

縧

束

腰

不

便

於

環

金

之

帶

乎

蒲

團

疊

足

不

穩

於

披

械

之

馬

乎

厦

屋

未

必

如

茅

屋

之

可

安

鼎

食

未

必

如

蔬

食

之

有

味

則

前

日

之

淸

華

人

閒

之

清

華

也

人

故

得

而

取

之

今

日

之

淸

華

物

外

之

淸

華

也

物

無

得

而

傾

之

其

爲

淸

華

孰

愈

哉

或

者

以

其

詳

告

予

應

之

曰

兹

閣

也

樂

川

㵼

於

前

仙

嶺

擁

於

後

越

王

佛

子

龍

嶽

魏

潭

峯

巒

直

上

森

聳

而

周

圍

日

月

之

晦

明

雲

烟

之

舒

卷

朝

夕

相

尋

乎

空

矌

寥

廓

之

中

而

江

山

氣

象

變

化

無

窮

此

邦

之

人

仕

者

妨

宦

居

者

職

業

雖

深

好

其

景

而

不

暇

游

樵

者

執

柯

漁

者

布

網

雖

深

造

其

景

而

不

能

賞

惟

余

棲

其

閒

越

一

年

矣

妙

萬

物

而

常

新

貫

四

時

而

獨

見

怡

眞

宰

以

自

寛

惟

恐

懼

修

省

君

親

之

念

而

不

余

去

也

昔

之

隱

君

子

有

以

泉

石

爲

淸

華

者

予

嘗

愛

其

言

遂

以

淸

華

名

之

耳

議

者

烏

知

余

意

自

余

之

名

閣

而

衆

竊

竊

焉

議

其

後

况

有

大

於

此

者

乎

此

余

之

所

以

名

也

老

子

曰

知

我

者

希

則

我

貴

矣

信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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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拱

北

軒

記

　

　

　

　

　

　

　

　

鄒

　

浩

拱

北

軒

者

所

居

對

堂

之

小

軒

也

昭

人

屋

向

皆

東

南

獨

此

居

面

北

軒

又

正

在

北

方

先

聖

言

北

辰

居

其

所

而

衆

星

拱

之

故

取

以

名

焉

竊

念

君

者

北

辰

也

羣

臣

者

衆

星

也

今

在

內

爲

輔

弼

侍

從

六

曹

寺

監

在

外

爲

監司

守

令

諸

路

郡

邑

皆

所

以

拱

乎

北

也

而

某

則

名

除

於

仕

版

身

廢

於

炎

荒

旣

已

隕

墜

而

爲

石

矣

尙

奚

麗

天

之

擬

耶

然

所

除

者

名

耳

拱

北

之

心

未

嘗

除

也

所

廢

者

身

耳

拱

北

之

心

未

嘗

廢

也

於

是

朝

夕

焚

香

稽

首

再

拜

上

視

皇

帝

萬

歲

與

天

地

長

久

拱

於

內

者

盡

所

以

爲

輔

弼

侍

從

六

曹

寺

監

之

事

拱

於

外

者

盡

所

以

爲
監
司
守
令
諸
路
郡
邑
之
務
上
下
相
承
先
後
相
應
自

京

師

而

眺

矚

之

雖

在

荒

徼

之

外

猶

冀

四

序

和

平

重

譯

效

貢

拱

我

聖

人

而

况

九

州

之

內

乎

且

爲

石

亦

有

觸

之

而

起

者

始

自

膚

寸

遄

𠑽

太

虛

未

必

無

𦔳

而

區

區

素

定

之

心

安

敢

自

棄

而

莫

之

篤

與

某

之

所

以

拱

北

者

在

是

而

已

鵝

翎

巖

禱

雨

文

　

　

　
宋

主

簿

梁

弼

□

紹

興

三

十

二

年

夏

旱

就

邑

郭

求

雨

弗

應

因

思

□

謂

天

䧏

時

雨

山

川

出

雲

神

靈

行

止

逈

絶

烟

火

乃

□

明

禋

造

鵝

翎

嵓

以

禱

之

始

焚

香

維

時

紅

日

炎

炎

而

雷

從

嵓

巓

大

震

雲

雨

自

嵓

前

南

方

而

下

水

田

霶

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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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

復

登

嵓

焚

香

嵓

口

立

龍

池

植

竹

枝

五

竿

掛

五

色

𥿄

馬

少

頃

對

僕

面

微

風

捲

一

𥿄

馬

升

中

嵓

而

止

次

日

登

中

嵓

覩

𥿄

馬

繫

於

嵓

口

小

樹

如

人

所

縳

者

僕

乃

知

神

靈

所

託

在

此

於

是

命

工

匠

塑

雷

電

風

雨

四

神

像

廿

七

日

像

成

具

儀

集

士

庶

僧

道

迎

於

天

王

寺

麗

日

光

燦

雷

復

鳴

大

䧏

霖

雨

至

嵓

西

北

幾

刻

而

晴

方

奉

像

置

之

中

嵓

廿

九

日

晨

具

齋

醮

奉

安

因

書

其

靈

異

感

應

月

日

以

識

之

俾

後

知

所

瞻

嚮

焉

立

山

縣

學

田

碑

記

國

家

創

業

相

承

□

□

郡

邑

興

廢

學

校

皇

上

嗣

位

教

養

之

念

先

勤

歲

在

癸

未

玉

牒

崇

夏

宰

是

邑

以

夫

子

廟

廢

圮

力

請

於

臺

府

而

一

新

之

經

始

於

是

年

冬

成

於

寶

歴

乙

酉

三

月

公

秩

滿

代

公

某

以

庸

謬

獲

兼

其

職

竊

謂

有

學

而

無

以

養

士

亦

徒

觀

美

而

已

乃

搜

括

縣

籍

得

逃

戸

何

納

等

田

若

干

餘

畝

以

充

學

糧

固

未

足

繼

庖

某

迫

於

瓜

期

不

克

終

其

美

使

後

之

君

子

大

夫

相

與

增

廣

俾

勿

壞

焉

則

豈

惟

某

之

光

一

邑

之

望

也

寶

歴

二

年

七

月

承

信

郞

昭

府

立

山

縣

按

撰

文

代

令

姓

氏

無

考

與

江

丞

相

論

秦

冦

事

宜

　

　
宋

文

天

祥

一

秦

孟

四

者

㨿

山

前

探

報

其

狡

兎

之

窟

稱

在

賀

州

管

下

地

名

下

界

然

實

無

一

定

可

攻

之

巢

穴

亦

無

一



 

平

樂

府

志

　

卷

三

十

四
藝

文

　

文

　

　

　

五

定

可

擊

之

隊

伍

前

此

經

畧

司

非

不

起

兵

臨

之

然

兵

來

則

賊

散

兵

去

則

賊

聚

見

吾

強

則

避

之

見

吾

弱

則

乘

之

方

官

軍

之

始

至

也

整

朿

精

明

部

分

齊

一

問

冦

則

失

之

矣

無

可

蹤

跡

者

而

秦

之

黨

或

爲

平

民

賣

買

於

軍

市

之

閒

甚

者

秦

孟

四

亦

在

焉

及

淹

旬

越

月

之

後

我

軍

氣

竭

意

衰

閳

跚

零

落

冦

則

忽

以

百

千

軰

𥤮

出

草

莽

以

𢲅

我

軍

從

前

徃

徃

僨

軍

蹶

將

大

率

坐

此

今

兩

閫

會

兵

鼓

行

而

前

冦

出

故

智

必

且

散

去

及

其

久

也

則

有

乘

虛

襲

我

之

憂

此

一

不

可

不

知

者

也

一

秦

孟

四

所

出

没

巢

穴

處

其

山

重

崗

複

嶠

連

𨂍

數

州

林

翳

深

密

薈

蔚

延

衺

山

猺

木

客

聚

於

其

間

將

四

面

而

攻

之

則

山

脚

綿

亘

無

合

圍

之

理

將

赭

山

而

蹙

之

則

林

木

疏

曠

無

延

燎

之

勢

我

軍

望

之

遙

遙

空

駐

山

下

而

彼

之

軼

出

他

境

猖

獗

自

如

且

如

近

年

嘗

遣

二

將

曰

吳

曰

孫

屯

駐

屏

山

者

年

餘

僅

能

免

静

江

境

內

之

擾

而

不

能

禁

昭

賀

諸

州

之

剽

掠

是

我

軍

若

八

其

巢

搜

原

剔

藪

豈

不

甚

快

然

彼

又

竄

入

大

山

愈

去

愈

遠

迄

不

可

誰

何

如

近

年

蕭

路

分

日

張

者

提

兵

徑

搗

其

巢

而

不

獲

一

人

是

也

今

兩

閫

兵

力

甚

重

非

前

此

千

百

人

單

弱

之

比

雖

山

勢

連

延

不

可

合

圍

只

是

一

歩

䟎

一

歩

可

直

造

其

所

謂

下

界

者

然

吾

極

其

辛

苦

得

至

其

閒

彼

則

又

已

遁

散

且

兵

在

山

前

又

無

救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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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彼

之

橫

出

此

二

不

可

不

知

也

一

所

在

平

冦

專

藉

土

人

惟

今

廣

西

則

不

然

方

秦

冦

之

起

也

某

村

被

害

訢

於

閫

閫

爲

之

調

兵

已

而

賊

不

可

追

散

軍

而

去

未

幾

則

冦

已

復

至

尋

仇

於

所

訴

之

家

曰

汝

敢

訴

我

而

盡

殺

滅

之

官

不

能

爲

之

主

而

適

重

其

茶

毒

自

此

應

有

被

刼

者

皆

不

復

告

官

此

一

𩔖

是

土

人

畏

賊

而

不

敢

與

爲

敵

者

也

又

秦

冦

所

至

攫

剽

則

物

之

外

出

其

餘

以

散

之

貧

者

善

良

被

害

惡

少

蒙

利

是

以

鄕

井

聞

賊

畧

無

被

髪

纓

冠

之

意

常

有

幸

災

樂

禍

之

心

此

一

類

是

土

人

喜

賊

而

不

復

與

爲

仇

也

今

兩

閫

會

兵

而

前

若

無

土

人

嚮

導

是

猶

盲

者

索

𡍼

何

徃

而

可

然

由

前

言

之

則

或

平

民

畏

冦

後

禍

而

不

欲

爲

我

軍

之

用

或

惡

少

以

冦

爲

恩

而

不

樂

爲

我

軍

之

役

縱

強

而

驅

弱

無

不

首

鼠

二

三

陽

順

官

而

陰

附

賊

此

最

是

誤

事

此

三

不

可

不

知

也

本

政

書

　

　

　

　

　

　

　
宋

林

　

勲

國

家

兵

農

之

政

率

因

唐

末

之

故

今

農

貧

而

多

失

職

兵

弱

而

不

可

用

是

饑

民

竄

卒

類

爲

盗

賊

宜

倣

古

井

田

之

制

使

民

一

夫

占

田

五

十

畝

其

有

羡

田

之

家

無

得

市

田

其

無

田

與

游

惰

末

作

者

皆

驅

之

使

爲

隷

農

以

耕

田

之

羡

者

而

雜

出

錢

榖

以

爲

十

一

之

稅

宋

二

梲

之

𢿙

視

唐

增

至

七

倍

今

本

政

之

制

每

十

六

夫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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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井

提

封

百

萬

爲

千

四

百

井

率

稅

米

五

萬

斛

錢

二

萬

千

緍

每

井

賦

二

兵

馬

一

匹

率

爲

兵

六

千

四

百

人

馬

三

千

四

百

匹

歲

取

五

之

一

以

爲

上

畨

之

額

以

給

征

無

事

則

又

分

四

畨

以

直

官

衙

以

給

守

衞

是

民

凡

三

十

五

年

而

役

使

一

遍

也

悉

上

則

歲

食

米

萬

九

千

餘

斛

錢

三

千

六

百

餘

緡

無

事

則

減

四

分

之

三

皆

以

一

分

之

租

稅

供

之

匹

婦

之

貢

絹

三

疋

綿

一

兩

百

里

之

縣

歲

取

絹

四

千

餘

疋

綿

三

千

四

百

　

非

蠶

鄕

則

布

六

尺

麻

二

兩

所

收

視

絹

綿

率

倍

之

行

之

十

年

則

民

之

口

算

官

之

酒

酤

與

凡

茶

鹽

香

𥖎

之

𣙜

皆

可

弛

以

與

民

其

說

甚

僃

書

奏

以

勲

爲

桂

州

節

度

掌

書

記

其

後

勲

又

獻

比

較

書

二

篇

大

畧

謂

桂

州

地

東

西

六

百

里

南

北

五

百

里

以

古

人

計

之

爲

百

里

之

國

四

十

當

墾

田

二

百

二

十

五

萬

二

千

八

百

頃

有

奇

田

夫

二

百

四

萬

八

千

出

米

二

十

二

萬

八

千

觔

祿

卿

大

夫

以

下

四

千

人

祿

兵

二

十

五

萬

人

今

桂

州

墾

田

約

萬

四

十

二

頃

丁

二

十

一

萬

六

千

六

百

一

十

五

稅

錢

萬

五

千

餘

緍

苖

米

五

萬

二

百

斛

有

奇

州

縣

官

不

滿

百

員

官

兵

五

千

一

百

人

蓋

土

地

荒

蕪

而

遊

手

末

作

之

人

衆

是

以

地

利

多

遺

財

用

不

足

皆

本

政

不

脩

之

故

也

胡

志

按

是

書

井

田

兵

馬

之

𢿙

皆

不

合

算

因

原

本

如

是

不

敢

頓

易

讀

者

以

意

逆

志

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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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平

樂

府

學

記

　

　

　

　

　

　
元

常

　

挺

廣

右

嶺

南

重

鎭

槩

管

十

六

州

平

樂

古

昭

州

後

陞

爲

府

其

地

去

大

府

不

𢿙

舍

禮

義

之

習

風

化

所

被

前

代

科

目

得

人

甲

於

諸

郡

故

家

餘

俗

猶

有

存

者

府

學

去

城

可

二

里

許

居

考

槃

澗

之

西

國

初

燹

於

兵

火

前

至

元

己

卯

𨛦

監

劉

懷

遠

知

州

孫

武

德

經

營

創

始

歲

次

壬

午

武

德

之

子

夢

得

再

知

州

事

力

加

修

理

規

模

益

宏

壯

然

官

政

有

通

塞

或

興

或

廢

其

可

稱

述

者

蓋

無

幾

至

正

二

十

有

三

年

平

章

榮

祿

公

總

制

軍

旅

開

署

省

事

其

明

年

以

昭

𨛦

重

地

控

制

梧

賀

選

本

省

理

問

官

拓

㧞

元

善

攝

𨛦

監

兼

義

兵

萬

戸

勸

農

防

禦

事

以

鎭

撫

之

君

以

是

年

六

月

蒞

事

前

政

多

廢

弛

君

乃

正

身

帥

下

早

晚

以

思

寢

食

弗

遑

發

號

施

令

與

民

更

始

威

惠

兼

施

寛

猛

得

宜

自

𨛦

城

達

於

四

境

吏

民

爲

之

改

觀

朔

望

視

學

見

其

上

漏

㫄

穿

震

風

凌

雨

日

益

傾

圮

喟

然

嘆

曰

興

崇

學

校

守

令

責

也

予

敢

不

夙

夜

祇

懼

恪

勤

厥

職

鼎

建

祠

廟

以

奉

祀

事

郡

愽

士

趙

顯

祖

文

學

椽

尹

龍

恊

力

贊

成

之

迺

考

覈

學

租

之

没

於

某

者

得

粟

一

百

九

十

八

石

某

氏

儒

士

之

義

助

者

一

十

錠

公

與

學

官

各

捐

己

俸

共

得

𢿙

千

緍

避

匠

具

徒

購

木

於

昭

賀

之

境

至

正

廿

四

年

冬

建

立

大

成

殿

舊

殿

湫

隘

不

足

以

奉

几

筵

則

擴

而

充

之

應

門

兩

廡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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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齋

舘

煥

然

一

新

材

木

之

良

工

匠

之

巧

規

矩

準

繩

深

廣

如

法

川

流

山

峙

前

拱

後

揖

聖

容

穆

穆

侑

坐

肅

然

祭

祀

以

時

洋

洋

如

在

春

夏

詩

書

之

教

朝

夕

絃

誦

之

聲

使

民

沐

浴

於

膏

澤

被

服

先

生

之

道

元

善

可

謂

知

爲

政

之

本

矣

恭

惟

我

國

家

列

聖

相

承

漸

民

以

仁

摩

民

以

義

孝

弟

忠

信

禮

義

廉

耻

太

平

且

百

年

士

大

夫

以

名

節

相

尙

變

故

以

來

仗

節

忠

義

者

無

慮

𢿙

千

人

漢

唐

有

愧

焉

下

至

閭

𨶒

窮

巷

匹

夫

匹

婦

與

析

圭

擔

爵

之

君

子

同

一

貞

節

不

爲

利

回

不

爲

威

屈

皎

然

如

日

星

之

光

耀

國

家

仁

厚

之

澤

於

此

可

見

天

理

之

在

人

心

有

非

強

暴

所

可

奪

者

學

校

有

功

於

世

道

豈

小

補

哉

昔

衞

文

公

當

春

秋

時

敷

教

勸

學

國

以

富

強

爲

時

賢

諸

侯

漢

文

翁

守

蜀

𨛦

率

民

子

弟

教

以

經

術

蜀

文

之

盛

自

文

翁

始

元

善

監

是

郡

不

朞

年

而

政

化

大

行

吏

畏

其

威

民

懷

其

德

庠

序

之

興

明

倫

育

俊

化

民

成

俗

有

古

君

子

風

事

旣

落

成

來

謂

曰

願

有

以

記

之

吾

聞

古

者

大

事

書

之

於

䇿

小

事

書

之

於

簡

作

而

不

記

後

嗣

何

觀

建

學

大

事

也

不

可

以

不

書

𨛦

監

元

善

先

世

西

夏

拓

拔

氏

龍

川

公

姪

前

世

顯

官

由

京

秩

出

監

象

州

再

陞

省

理

問

官

正

直

廉

敏

材

畧

過

人

當

爲

時

名

公

卿

予

舊

居

省

幕

府

相

知

爲

甚

詳

以

其

言

信

而

有

徵

謹

具

其

顚

末

而

刻

諸

石

是

役

也

湖

南

省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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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使

權

平

樂

縣

令

余

永

府

判

梁

倉

赤

何

功

應

提

控

按

牘

譚

紹

祖

主

簿

勾

龍

綠

保

監

工

千

戸

于

德

元

府

吏

范

宗

傑

直

學

陳

元

亨

知

事

何

計

孫

皆

預

有

勞

焉

是

爲

記

平

樂

府

學

昭

文

樓

記

　

　

　
明

何

自

學

平

樂

知

府

毘

陵

唐

侯

旣

新

其

郡

治

迺

作

新

學

校

修

建

大

成

殿

明

倫

堂

曁

齋

舍

門

廡

庾

廩

庖

湢

靡

不

完

具

規

模

壯

觀

矣

復

於

明

倫

堂

後

斬

茅

庀

工

創

樓

三

間

高

二

丈

有

奇

縱

一

丈

五

尺

橫

視

縱

加

倍

焉

繪

古

之

勤

學

者

於

四

壁

以

爲

諸

生

藏

修

游

息

之

所

落

成

日

予

適

巡

歴

至

是

課

諸

生

之

暇

因

獲

登

臨

以

覽

江

山

之

秀

徘

徊

不

忍

舍

去

遂

大

書

昭

文

樓

三

字

揭

之

楣

間

唐

侯

進

而

請

曰

樓

成

矣

磨

石

在

庭

尙

未

有

記

之

者

願

𢌿

一

言

爲

兹

樓

重

予

謂

文

之

顯

晦

係

世

道

之

升

䧏

豈

細

故

哉

恭

惟

我

朝

以

文

德

治

天

下

七

十

餘

年

薄

海

內

外

罔

不

說

詩

書

談

道

德

是

郡

雖

僻

在

南

徼

自

霑

文

化

以

來

已

變

故

習

兹

得

唐

侯

爲

守

導

民

從

化

如

風

偃

草

來

歌

來

遊

於

是

者

又

皆

民

之

俊

秀

講

明

聖

賢

道

學

發

爲

文

章

事

業

莫

不

去

卑

汚

離

氛

雜

日

躋

於

廣

大

高

明

之

域

者

皆

是

樓

之

功

也

其

出

而

見

用

於

時

於

以

黼

黻

皇

猷

潤

色

至

治

以

著

昭

代

文

明

之

盛

其

不

在

兹

乎

苟

徒

爲

登

眺

燕

玩

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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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則

非

唐

侯

之

志

也

矣

唐

侯

名

復

字

永

享

由

進

士

歴

官

縣

令

大

理

寺

副

再

遷

今

官

其

文

學

政

事

有

稱

於

時

可

歌

也

已

并

繫

以

銘

銘

曰

維

此

平

樂

翼

翼

學

宮

孰

其

作

興

唐

侯

之

功

學

宮

有

樓

唐

侯

所

作

高

明

爽

塏

幽

深

寥

廓

來

遊

來

歌

鏘

鏘

俊

秀

鑒

此

圖

像

不

誡

用

勸

其

道

朗

融

其

文

昭

宣

與

世

同

升

緯

地

經

天

我

作

是

銘

勒

石

昭

示

後

之

君

子

無

廢

成

美

重

修

平

樂

郡

學

記

　

　

　
巡

撫

麻

勒

吉

古

帝

王

之

平

治

天

下

者

莫

不

重

學

三

代

以

前

尙

已

迨

於

漢

唐

明

帝

之

環

橋

聼

講

太

宗

之

增

創

學

舍

炳

烺

史

冊

洎

夫

宋

明

諸

誼

辟

咸

詔

州

縣

立

學

良

以

學

校

之

盛

衰

關

政

治

之

得

失

學

校

興

則

士

敦

名

節

尙

禮

讓

風

俗

日

進

于

古

學

校

弛

則

人

不

知

義

寡

廉

鮮

恥

而

風

俗

日

趨

于

敝

粤

西

僻

處

天

末

自

秦

漢

始

置

郡

邑

迄

今

學

宮

子

弟

與

十

五

州

等

如

蔣

少

傅

敬

之

呂

少

傅

和

卿

皆

以

文

章

科

名

爲

時

賢

相

我

朝

定

鼎

聲

教

益

隆

多

士

彙

興

賢

才

輩

出

乃

者

吳

逆

變

亂

學

校

廢

弛

民

䧟

𡍼

炭

弦

誦

無

聞

今

上

十

六

年

軫

粤

西

受

害

獨

深

赫

然

整

旅

予

奉

勅

督

師

十

八

年

冬

復

膺

特

命

兼

署

巡

撫

廣

西

都

察

院

事

惟

時

柳

州

再

叛

羽

檄

交

馳

且

土

穢

水

煩

人

創

吏

侵

田

畝

莠

而

未

墾

糧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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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紊

而

不

淸

籌

兵

足

餉

所

爰

䆒

而

爰

度

者

殆

無

暇

晷

亦

安

能

投

戈

而

講

藝

息

馬

而

論

道

乎

越

朞

年

諸

政

漸

有

成

緒

馬

承

廕

旋

亦

悔

禍

來

歸

大

師

四

路

進

勦

滇

黔

民

稍

奠

安

十

九

年

春

釋

奠

桂

學

先

師

廟

予

躬

詣

瞻

拜

頋

宫

庠

茂

草

堂

廡

不

除

加

以

大

兵

駐

臨

因

循

踐

踏

羣

馬

交

嘶

健

兒

接

踵

不

禁

心

怦

怦

然

動

負

諐

不

遑

免

冠

引

責

曰

是

予

之

過

也

夫

是

予

之

過

也

夫

何

以

妥

先

聖

之

靈

而

廣

教

化

哉

爰

檄

所

屬

有

司

凡

學

宮

頺

敝

蕪

穢

亟

爲

補

葺

滌

除

桂

林

功

用

告

成

平

樂

𨛦

守

婁

君

倣

舜

承

予

檄

亟

董

治

之

鳩

工

庀

材

仍

其

舊

址

大

成

有

殿

𣠄

星

有

門

啟

聖

有

宮

明

倫

有

堂

東

西

兩

廡

名

宦

鄕

賢

無

不

畢

舉

仍

仍

登

登

噩

噩

采

采

平

之

文

廟

煥

然

改

觀

資

以

捐

而

不

費

於

公

力

以

倩

而

不

病

於

民

經

始

於

某

年

月

日

落

成

於

某

年

月

日

師

生

有

鼓

鐘

之

慶

百

姓

有

閟

宫

之

歌

商

賈

頌

於

市

行

旅

徃

來

之

人

嘆

息

咨

嗟

咸

稱

𡝤

郡

守

爲

治

之

知

所

先

也

而

郡

守

請

記

於

予

以

鐫

諸

石

予

嘗

督

師

平

江

觀

其

東

縈

山

一

帶

翠

峯

朝

聳

如

𦘕

如

屏

正

當

聖

廟

之

前

且

考

其

舊

志

天

繪

有

亭

籌

邊

有

樓

山

川

秀

異

爲

嶺

表

襟

喉

如

胡

澹

𤲅

鄒

志

完

亦

嘗

流

寓

斯

土

若

毛

經

之

剖

决

周

渭

之

節

操

代

不

乏

人

今

聖

天

子

崇

儒

重

道

旣

有

四

書

日

講

之

頒

又

有

愽

學

宏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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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之

舉

求

士

必

得

軼

漢

唐

宋

明

諸

君

而

上

之

將

咸

五

登

三

以

躋

于

古

帝

王

之

隆

盛

而

婁

君

克

知

所

重

煥

巍

其

郡

之

庠

序

諸

生

居

息

其

中

當

必

有

名

世

之

儒

應

時

而

出

以

副

乎

山

川

人

文

之

秀

如

蔣

吕

諸

公

其

人

者

雖

然

學

非

直

此

也

將

以

明

道

而

繼

聖

也

道

莫

大

於

五

倫

五

倫

莫

首

於

忠

孝

爾

諸

生

日

講

明

而

實

踐

之

達

則

尊

王

而

庇

民

爲

名

公

卿

賢

宰

執

窮

則

安

貧

而

守

道

恂

恂

粥

粥

亦

不

失

爲

聖

人

之

徒

倘

徒

事

咕

嗶

以

苟

功

名

不

能

守

身

而

狥

世

俗

則

豈

惟

非

予

與

婁

郡

守

修

學

之

意

其

亦

非

爾

諸

生

誦

法

聖

賢

之

志

也

已

得

因

所

請

而

并

以

規

之

謹

記

平

樂

縣

學

記

　

　

　

　

　

　
明

唐

世

堯

按

平

樂

之

爲

邑

自

宋

嘉

定

間

已

有

之
通

志

按

三

國

其

時

析

茘

浦

始

置

平

樂

縣

屬

始

安

郡

今

日

爲

邑

自

宋

嘉

定

閒

恐

誤

而

邑

庠

則

國

朝

洪

武

四

年

始

建

於

北

關

外

豈

前

此

皆

草

昧

耶

顧

學

瀕

大

溪

河

伯

歲

歲

爲

患

而

郡

邑

守

令

亦

歲

費

金

錢

不

貲

竟

與

洪

濤

爭

尺

寸

之

地

而

不

可

得

宏

治

閒

當

事

始

議

棄

地

舉

博

士

弟

子

員

而

暫

附

郡

學

是

時

學

廢

名

存

官

師

如

故

迨

正

德

間

有

議

裁

革

天

下

冗

員

者

於

是

縣

學

長

二

三

員

主

爵

不

復

銓

除

而

生

徒

悉

隷

郡

學

矣

今

百

餘

年

閒

闇

沕

旣

開

光

明

漸

耀

家

絃

戸

誦

頗

不

乏

才

卽

二

三

大

夫

菁

莪

樂

育

之

庥

其

誰

能

冺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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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縣

庠

之

廢

也

議

者

咸

以

府

庠

專

待

吾

邑

人

士

而

他

庠

無

與

焉

數

十

年

來

率

循

此

議

蔑

有

闌

入

者

乃

歲

月

滋

久

倖

竇

寢

開

涓

涓

熒

熒

弊

將

何

極

會

萬

歴

乙

巳

兵

憲

陳

公

下

車

首

詢

縣

庠

久

廢

之

因

諸

生

歴

歴

具

道

如

前

旨

公

恫

焉

遂

檄

行

郡

邑

及

會

前

督

學

楊

公

共

請

於

大

中

丞

楊

公

若

曰

邑

故

有

學

亦

惟

是

馮

蕩

昏

墊

之

故

今

士

類

斌

斌

邁

於

疇

曩

遠

甚

而

黌

校

不

復

士

其

奚

𡚒

焉

且

郡

有

博

士

三

人

冗

矣

而

廪

額

稍

充

差

可

分

撥

謂

宜

仰

厪

奏

復

則

官

不

更

設

而

師

有

餘

廪

不

必

加

而

額

可

復

庠

教

幸

甚

大

中

丞

可

其

請

乃

以

丙

午

疏

入

下

部

議

復

是

時

邑

令

陳

侯

亟

意

興

復

猝

然

廢

明

賢

書

院

而

經

營

焉

不

足

又

市

㕓

地

縱

横

若

干

丈

以

益

之

中

爲

先

師

廟

三

楹

東

西

廡

如

之

前

爲

戟

門

五

楹

又

前

爲

泮

池

爲

𣠄

星

門

西

北

隅

爲

啟

聖

祠

廟

以

東

爲

明

倫

堂

皆

三

楹

堂

之

前

爲

儒

學

門

後

爲

博

士

私

宅

亦

三

楹

工

未

數

月

而

垣

墉

庖

湢

之

屬

丹

艧

𡍼

墍

煥

然

一

新

矣

先

是

兵

憲

公

及

我

邑

侯

先

後

皆

以

事

去

部

議

寢

閣

𢿙

年

迄

未

有

覆

至

是

戊

申

乃

覆

實

徼

惠

今

院

司

郡

邑

諸

大

夫

之

𠖥

靈

云

邇

者

督

學

胡

公

部

試

昭

州

旣

分

撥

廪

增

附

及

新

進

諸

生

有

差

而

禮

部

頒

印

之

使

適

至

遑

遑

𠖥

命

光

賁

遐

陬

遠

邇

競

傳

以

爲

一

時

盛

事

太

守

陳

公

署

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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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包

公

旣

如

曩

議

屬

司

訓

張

君

署

邑

學

事

矣

已

乃

謹

奉

木

主

祀

典

惟

虔

而

門

外

竪

棹

楔

者

二

東

曰

龍

池

毓

秀

西

曰

鳳

嶺

呈

祥

蓋

綜

理

極

周

而

經

制

爲

之

大

僃

焉

張

君

謂

矌

典

更

新

化

行

樸

棫

諸

當

事

大

夫

德

意

殫

厚

曷

可

無

記

堯

嘗

玩

易

至

卦

之

復

曰

復

亨

無

咎

利

有

攸

往

夫

震

一

陽

動

而

進

坤

羣

陰

順

而

退

陽

旣

入

而

處

於

下

也

又

將

出

而

進

於

上

安

得

不

亨

何

患

有

咎

而

無

利

也

哉

然

復

之

前

爲

剝

復

之

後

則

爲

臨

爲

泰

矣

蓋

五

陰

卽

盈

盈

極

必

虛

三

陽

旣

開

開

者

漸

著

矧

當

小

往

大

來

之

際

又

値

六

五

九

二

之

交

然

總

之

非

兆

於

復

之

初

爻

一

陽

當

不

及

此

已

微

乎

微

乎

其

易

之

義

乎

縣

學

初

剏

於

關

外

旣

百

有

餘

年

然

歲

圮

歲

修

迄

無

寧

日

蓋

精

衞

所

不

能

竟

而

淇

園

所

不

及

支

在

易

爲

剝

之

極

矣

夫

啟

文

明

賴

當

事

諸

大

夫

念

軫

膠

庠

力

圖

恢

復

議

工

役

議

帑

金

議

設

官

議

取

士

至

煩

廟

堂

之

圖

維

歴

𢿙

載

而

始

定

何

其

幸

也

夫

學

患

未

復

耳

兹

旣

革

故

鼎

新

復

還

舊

物

去

我

凶

德

兆

嘉

績

於

兹

邦

矣

諸

士

藏

修

於

斯

游

息

於

斯

其

益

爭

自

濯

磨

講

明

正

學

崇

閎

其

論

議

蕩

滌

其

塵

襟

近

以

應

當

世

茅

茹

彚

征

之

期

遠

以

翼

聖

明

泰

交

之

運

且

令

談

者

津

津

皆

曰

夫

士

盡

復

學

以

後

出

也

斯

無

負

諸

大

夫

嘉

𠅤

雅

意

有

如

異

日

者

處

剝

之

勢

顧



 

平

樂

府

志

　

卷

三

十

四
藝

文

　

文

　

　

　

十

六

能

順

正

以

迓

天

休

乃

今

陽

剛

方

長

反

蹈

上

六

迷

復

之

咎

諸

士

諒

不

其

然

重

建

平

樂

縣

學

記

　

　

　

　

　

蘄

　

讓

惟

帝

御

宇

繼

養

而

教

惟

建

學

惟

設

官

惟

崇

祀

先

師

孔

子

郡

視

國

邑

視

郡

遐

邇

攸

同

自

天

子

以

逮

守

令

各

耑

厥

祀

事

惟

敬

敬

則

誠

誠

則

明

明

則

動

而

變

而

化

教

乃

成

今

天

下

從

欲

五

品

遜

百

姓

於

變

曰

繇

教

之

興

夫

廢

惟

吏

咎

興

則

惟

吏

功

以

是

課

殿

最

而

黜

陟

之

惟

耑

學

哉

平

郡

學

始

宋

嘉

定

閒

其

縣

學

則

明

洪

武

四

年

也

地

瀕

江

宏

治

中

湮

廢

乃

竝

其

官

師

附

於

郡

非

制

且

百

餘

年

至

萬

歴

三

十

四

祀

縣

令

陳

君

御

墀

始

上

其

議

置

諸

城

郡

人

唐

吏

部

紀

之

於

時

人

文

士

習

丕

顯

哉

厥

後

𢿙

年

又

廢

附

祭

如

初

幾

不

可

復

甲

申

余

來

按

郡

試

見

百

廢

具

興

其

翼

然

踞

城

而

𣊟

者

縣

學

也

詢

之

爲

邑

長

孫

子

董

復

其

繼

陳

君

而

起

者

歟

且

僃

言

文

武

諸

君

舉

廢

請

余

記

余

惟

夫

子

之

道

如

日

月

經

天

江

河

行

地

豈

因

廟

廡

爲

盛

衰

卽

附

庸

何

傷

雖

然

風

教

係

之

矣

耑

則

敬

否

則

褻

上

敬

則

下

不

慢

士

修

文

行

民

知

禮

讓

厥

教

用

彰

上

褻

則

下

不

恭

士

不

尊

師

民

不

顧

義

俗

以

敝

孫

子

之

興

復

斯

學

也

其

專

祀

以

敬

之

道

乎

矧

兹

人

文

蔚

起

視



 

平

樂

府

志

　

卷

三

十

四
藝

文

　

文

　

　

　

十

七

昔

有

加

或

讀

書

中

秘

入

侍

經

筵

或

兄

弟

聯

翩

南

宫

接

踵

或

蜚

聲

桂

籍

績

懋

當

時

余

兹

所

𢪛

士

又

率

彬

彬

都

雅

其

昂

首

振

翼

更

未

有

艾

而

田

野

闢

盗

賊

息

孫

子

且

報

最

晉

秩

於

江

左

之

無

爲

詎

非

得

繼

養

而

教

之

明

驗

歟

用

於

其

請

也

記

之

竊

不

知

與

唐

吏

部

之

旨

適

有

合

否

經

始

於

壬

午

秋

閱

今

廟

廡

告

成

深

廣

若

干

尺

柱

礎

若

干

拾

級

而

升

階

若

干

門

楹

若

干

役

若

干

費

若

干

例

得

併

及

平

樂

縣

義

學

志

序

　

　

　

　

　

黃

國

材

以

養

以

教

帝

王

治

天

下

之

大

法

也

三

代

以

前

尙

矣

䧏

此

而

能

遂

民

之

生

復

民

之

性

與

古

比

隆

者

何

其

寡

也

猗

歟

休

哉

蓋

至

於

今

而

時

雍

之

化

乃

再

觀

矣

我

皇

上

御

極

以

來

夙

夜

勵

精

首

以

養

民

爲

亟

亟

勸

誡

農

桑

圖

成

畊

織

痌

𤸄

災

沴

立

詔

賑

蠲

引

養

㴱

仁

已

躋

民

於

康

阜

矣

而

以

養

兼

教

則

一

皆

本

乎

聖

學

之

高

㴱

每

御

經

筵

闡

發

性

理

閱

定

經

書

鏤

板

宣

傳

而

重

學

崇

儒

作

典

訓

士

凡

所

以

策

勵

士

習

而

表

率

民

風

者

雖

隆

古

盛

王

未

有

若

是

之

諄

且

切

者

也

由

是

民

皆

觀

化

士

益

𡚒

興

彬

彬

乎

家

絃

戸

誦

𢿙

十

年

來

大

小

臣

工



 

平

樂

府

志

　

卷

三

十

四
藝

文

　

文

　

　

　

十

八

慮

無

不

仰

承

德

意

於

振

興

文

教

加

之

謹

焉

學

宮

之

外

厥

有

義

學

蓋

官

廩

其

師

不

責

修

脯

俾

來

肄

業

無

不

得

所

故

曰

義

也

義

學

必

有

所

宗

或

奉

遊

宦

之

儒

先

或

師

其

鄕

之

先

正

自

首

善

之

地

以

及

寰

海

郡

邑

蓋

徃

徃

多

有

如

桂

林

華

掌

書

院

之

類

是

也

予

也

謬

厠

屏

藩

職

司

宣

化

自

顧

樸

魯

無

文

然

生

際

昌

時

沐

浴

我

皇

上

之

聖

化

日

久

其

敢

不

以

自

勉

勉

人

以

襄

作

人

之

盛

治

於

萬

一

年

來

就

華

掌

院

中

延

師

開

學

自

成

才

以

及

童

蒙

遠

近

來

者

無

不

區

別

而

師

授

之

復

以

時

理

其

課

業

給

以

資

賞

至

於

今

不

廢

前

者

予

奉

命

內

遷

以

輿

情

𥸤

留

致

兩

臺

特

疏

入

告

荷

蒙

俞

旨

准

帶

陞

級

留

任

是

予

與

西

粵

人

士

庶

幾

相

期

有

成

於

華

掌

猶

不

無

厚

望

焉

若

平

邑

則

向

未

設

有

義

學

非

以

民

猺

相

半

教

化

未

洽

故

耶

今

則

聖

作

物

覩

靡

不

羣

切

觀

光

矣

邑

令

黃

君

審

知

我

朝

文

德

之

於

變

也

亟

購

𨻶

地

創

爲

義

學

以

延

師

而

招

徠

之

乃

倣

宋

明

先

哲

成

規

日

編

月

輯

彚

爲

義

學

志

四

卷

其

間

所

載

經

理

之

宜

祭

祀

之

典

講

學

之

規

甚

明

且

悉

又

以

爲

粵

西

民

樸

風

淳

頗

爲

可

教

嗚

呼

君

子

之

言

哉

夫

王

者

不

擇

民

而

教

聖

治

與

天

地

同

流



 

平

樂

府

志

　

卷

三

十

四
藝

文

　

文

　

　

　

十

九

黃

君

不

以

粵

人

爲

難

教

其

善

承

我

皇

上

之

聖

化

爲

何

如

也

是

爲

序

重

修

富

川

文

廟

記

　

　

　

　
明

周

孟

中

予

奉

簡

命

提

督

廣

西

學

校

巡

視

至

平

樂

屬

縣

富

川

謁

廟

退

周

視

學

宫

見

殿

庭

及

兩

廡

兩

齋

皆

老

瓦

敗

簷

不

堪

支

吾

進

縣

令

劉

時

雍

告

之

曰

學

校

王

政

之

首

務

廟

不

嚴

則

無

以

妥

神

靈

罄

崇

報

學

不

飭

則

無

以

聚

師

生

專

講

習

瘝

曠

之

責

令

將

奚

逭

時

雍

慚

曰

令

之

不

職

何

以

自

艾

願

寛

假

以

歲

月

政

通

人

和

兹

役

敢

復

緩

乎

由

是

使

工

師

求

大

木

於

山

旣

得

而

斷

度

之

迺

率

民

遷

置

造

之

所

擇

孰

可

爲

棟

梁

孰

可

以

爲

榱

桷

者

次

第

程

督

而

計

日

以

成

宏

治

二

年

十

月

初

一

日

始

興

作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劉

令

遽

卒

訓

導

袁

亨

因

其

已

成

之

功

遂

擇

宏

治

三

年

正

月

初

七

日

建

文

廟

方

竪

四

柱

予

復

巡

至

富

川

見

先

聖

及

四

配

十

哲

像

皆

露

坐

心

蹙

然

不

安

亟

經

紀

其

費

尙

不

足

閱

縣

倉

庫

得

餘

米

若

干

銀

若

干

悉

付

學

之

師

生

以

益

其

費

未

幾

典

史

鄧

林

報

督

修

文

廟

畢

仍

續

立

兩

廡

而

𣠄

星

門

㦸

門

以

及

周

圍

垣

墻

莫

不

修

葺

皆

覆

以

陶

瓦

餙

以

丹

堊

煥

然

維

新

加

於

舊

規

是

役

也

同

寅

僉

憲

豊

城

李

君

延

適

巡

是

方

亦

與

有

作

興

之

功

焉

夫

學

校

之

設

前

爲

廟

以

祀

先

聖

先

賢

蓋

以

聖

賢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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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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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四
藝

文

　

文

　

　

　

二

十

之

所

自

出

崇

德

報

功

薰

蒿

悽

慘

如

或

見

之

自

有

不

能

已

者

矣

後

爲

學

以

聚

師

生

講

明

先

聖

先

賢

之

道

聖

賢

之

道

奈

何

不

過

人

倫

而

已

講

明

而

責

之

于

身

爲

臣

盡

忠

爲

子

盡

孝

求

無

愧

於

古

之

聖

賢

而

後

已

矣

若

徒

務

詞

章

之

習

循

科

貢

之

途

以

鈎

聲

名

取

利

豈

聖

朝

建

學

立

師

之

意

哉

學

訓

導

袁

亨

使

弟

子

葛

彥

來

請

記

遂

書

此

碑

刻

以

詔

來

者

云

重

修

富

川

文

廟

記

　

　

　

　
明

汪

若

氷

富

川

爲

古

昭

郡

屬

其

山

川

風

物

枕

八

桂

而

帶

蒼

梧

士

生

其

閒

恂

恂

悃

愊

無

一

切

浮

靡

之

觀

迨

我

皇

明

熙

洽

百

年

文

教

醲

蔚

蒸

蒸

稱

盛

富

庠

治

舊

在

西

南

郭

正

德

初

徙

營

兹

地

稱

得

形

勢

一

時

有

司

相

與

宣

力

寢

廟

森

嚴

足

歆

士

類

景

仰

歲

久

繕

修

弗

繼

甍

宇

斯

傾

庚

辰

夏

郡

丞

莆

陽

鄭

公

以

缺

署

臨

部

周

視

學

宫

建

議

修

葺

未

幾

以

還

郡

行

嶺

潮

周

侯

適

令

予

邑

輒

舉

而

新

之

惟

時

工

浩

役

繁

議

費

不

給

復

請

益

當

道

又

逾

年

始

克

鳩

工

經

始

于

辛

巳

十

一

月

訖

成

于

壬

午

春

二

月

朽

堅

頺

葺

湫

隘

爽

塏

殿

廟

門

廡

煥

然

改

觀

視

昔

誠

倍

之

矣

夫

二

公

一

時

人

望

慨

然

加

意

於

斯

文

以

故

後

先

相

繼

不

謀

而

合

式

成

厥

功

學

博

蕭

君

自

柳

郡

之

上

林

擢

掌

邑

庠

教

事

樂

觀

成

典

爰

命

庠

彥

諸

君

問

記

于

余

余

不

侫

乃

敢

言

曰

歴

萬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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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三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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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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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而

不

毁

者

吾

夫

子

之

宫

墻

也

何

修

乎

修

之

云

者

崇

先

聖

以

詔

後

學

意

至

殷

也

竊

嘗

論

之

國

家

廣

厲

學

宫

恢

宏

澤

泮

爲

髦

雋

瞻

依

顧

責

專

于

職

牧

者

是

有

國

之

尊

王

公

之

貴

欲

進

諸

生

以

聖

賢

之

學

不

能

不

假

手

於

人

而

後

濟

也

若

士

之

修

所

學

也

亦

由

人

乎

哉

致

知

爲

入

門

踐

履

爲

實

地

廉

耻

爲

防

畛

經

術

爲

戸

牖

仁

廣

居

也

禮

正

位

也

義

大

道

也

其

要

至

簡

取

諸

已

而

自

足

其

用

至

博

錯

諸

用

而

罔

不

該

三

代

之

學

學

此

也

其

士

貴

貴

此

也

嘗

考

其

人

處

則

闡

性

命

道

德

之

微

言

出

則

建

儁

偉

光

明

之

大

業

勲

成

名

立

大

節

附

焉

天

下

莫

能

及

非

誣

也

彼

誠

學

得

其

道

而

用

不

窮

也

古

今

人

豈

甚

相

遠

哉

頋

吾

志

𧼈

何

如

學

術

何

如

耳

矧

兹

又

作

興

教

育

於

其

閒

者

耶

多

士

際

聖

道

大

明

之

時

値

文

教

維

新

之

會

有

不

慷

慨

𡚒

勵

以

古

人

自

期

待

求

無

愧

於

聖

賢

之

門

者

非

夫

也

尙

相

與

闢

乃

門

拓

乃

地

植

乃

防

畛

新

乃

戸

牖

毋

曠

爾

居

毋

出

爾

位

毋

茅

塞

爾

道

俾

異

日

者

出

爲

國

家

用

綱

常

繫

以

不

墜

世

道

賴

以

維

持

樹

奇

殫

赤

種

種

不

謬

於

古

人

則

學

術

事

功

具

舉

之

矣

卽

使

避

謝

聲

華

其

人

亦

足

以

淑

人

而

範

俗

庶

聖

代

興

學

育

材

之

典

少

禆

萬

一

哉

脫

或

因

循

苟

簡

悖

棄

師

說

徒

以

徼

利

則

數

仞

宫

墻

自

若

也

始

顓

孫

氏

所

謂

焉

能

爲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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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者

與

噫

有

司

不

負

士

士

負

有

司

也

無

乃

非

諸

賢

自

待

意

乎

無

乃

非

賢

侯

致

望

意

乎

若

氷

無

似

因

紀

學

績

而

輒

舉

所

愧

以

告

人

尤

冀

與

同

志

君

子

共

朂

之

也

願

幸

毋

忽

侯

諱

篤

棐

號

完

初

潮

陽

世

家

學

博

諱

伯

鯤

號

仁

山

義

寧

世

家

若

縣

尉

陳

君

茂

萱

吏

目

王

若

言

則

董

役

甚

勤

而

其

功

尤

著

宜

書

之

云

富

川

尊

經

閣

記

　

　

　

　

　
明

周

　

祐

春

陵

周

元

公

倡

道

東

南

富

接

壤

實

薫

其

德

以

故

嚮

學

士

至

今

萃

萃

起

也

學

宫

舊

在

南

郭

正

德

元

年

督

學

姚

公

改

剏

之

今

地

稱

得

形

勝

惟

尊

經

閣

未

建

俟

興

學

者

繼

也

七

十

年

於

兹

有

司

往

往

視

爲

末

務

遂

成

闕

典

萬

歴

甲

戍

冬

興

寧

李

公

來

牧

兹

土

邑

博

陳

公

首

以

爲

言

遽

慨

然

任

之

越

歲

戊

寅

政

成

民

樂

乃

捐

費

鳩

工

建

閣

於

明

倫

堂

後

五

越

月

工

竣

巋

如

也

燁

如

也

庠

彥

汪

朝

嶸

甘

汝

遷

毛

有

德

以

博

命

徵

記

於

予

予

樂

觀

盛

舉

不

敢

以

不

文

辭

夫

學

所

以

學

爲

人

也

人

之

異

於

禽

獸

性

而

已

矣

仁

也

義

也

禮

也

智

也

皆

性

也

盡

其

性

則

盡

其

學

矣

盡

其

學

則

盡

人

矣

六

經

者

聖

人

闡

明

性

學

之

書

也

漢

興

去

聖

未

遠

當

時

諸

儒

皆

能

抱

遺

經

窺

大

旨

匡

衡

曰

六

經

聖

人

所

以

統

天

地

之

心

使

不

悖

其

本

性

此

言

非

臆

也

眞

見

夫

性

也

經

也

一

也

欲

尊

經

者

尊

其

德

性

已

耳

方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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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聖

化

翔

洽

傑

閣

告

成

正

文

物

一

新

之

會

多

士

振

勵

之

機

也

尙

其

頋

名

思

義

登

閣

興

懷

用

胥

告

戒

曰

剗

除

莽

茀

區

辟

𢙁

漶

此

閣

之

經

始

也

凡

我

𩔖

無

或

泪

聲

色

耽

貨

財

以

𢦤

賊

厥

性

乎

崇

墉

崛

興

㝫

簷

博

瞰

此

閣

之

爽

塏

也

凡

我

類

盍

亦

脫

凡

近

游

高

明

以

廓

淸

厥

性

乎

楝

梁

榱

桷

罔

不

堅

良

築

甃

埏

埴

罔

不

工

緻

黝

堊

丹

艧

罔

不

賁

餙

此

閣

之

完

美

也

凡

我

類

盍

亦

談

百

行

萃

萬

善

以

閎

括

厥

性

乎

由

是

以

誠

爲

基

以

勤

爲

幹

以

虛

爲

堂

以

敬

爲

域

以

知

爲

鑰

以

廉

耻

爲

垣

墻

以

勿

忘

勿

助

爲

階

梯

則

往

無

不

復

經

無

不

明

是

則

建

閣

者

意

也

𠃔

若

兹

雖

元

公

尙

有

光

哉

雖

然

此

一

閣

也

不

爲

則

闕

爲

之

則

成

夫

學

亦

在

乎

爲

之

而

已

元

公

有

言

曰

過

則

聖

及

則

賢

不

及

不

失

於

令

名

祐

也

不

敏

願

共

諸

君

子

朂

之

侯

諱

元

鳳

號

澄

江

博

諱

廷

俞

號

榕

溪

宜

并

勒

之

貞

珉

富

川

張

侯

新

置

學

田

舖

碑

　

　

汪

若

氷

曩

歲

丁

未

高

凉

張

侯

來

令

余

邑

甫

下

車

採

風

問

俗

慨

然

以

地

方

利

賴

爲

己

任

先

是

邑

當

廢

弛

之

後

棼

於

亂

絲

侯

昕

夕

据

拮

未

遑

也

越

三

年

政

平

訟

理

百

廢

具

興

如

廟

學

坊

表

城

垣

公

署

橋

梁

道

路

煥

然

一

新

因

撫

諸

士

子

而

嘆

曰

士

養

於

庠

匪

田

則

養

將

何

藉

捐

俸

餘

置

腴

田

租

禾

二

千

觔

及

店

房

十

五

閒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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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酌

約

租

額

以

示

永

守

不

鳴

當

道

不

登

循

環

一

切

入

出

學

爲

政

諸

士

素

信

侯

德

侯

此

舉

尤

服

侯

之

能

爲

靑

𥘞

臻

實

用

也

於

是

學

博

張

君

偕

弟

子

員

等

聚

族

而

謀

徵

余

言

勒

記

貞

珉

余

曰

卓

哉

侯

之

不

近

名

而

規

恢

宏

遠

也

國

家

建

學

聚

鄕

邑

之

秀

士

於

其

中

豐

其

餼

廪

復

其

身

家

鼓

舞

振

作

亦

云

僃

矣

而

膏

火

筆

札

與

夫

婚

䘮

不

舉

之

事

費

不

無

待

於

賢

有

司

有

司

者

仰

宣

德

意

以

嘉

惠

夫

士

人

者

也

脫

或

急

在

聼

聞

則

動

虞

掣

肘

官

有

置

田

之

名

而

士

不

霑

夥

粒

之

潤

謂

實

惠

何

乃

今

不

問

出

納

於

師

儒

勢

莫

便

焉

而

施

自

漙

故

曰

不

近

名

規

恢

宏

遠

也

夫

上

好

士

而

士

不

加

𡚒

非

士

也

上

養

士

而

士

不

知

自

養

尤

非

自

好

也

惟

士

亦

有

田

程

氏

曰

心

如

榖

種

孟

子

曰

人

病

舍

其

田

而

耘

人

之

田

是

故

秉

仁

以

耕

之

陳

義

以

耨

之

禮

陶

而

樂

淑

之

簡

策

名

言

人

人

類

能

述

獨

惜

士

之

乏

體

認

而

忽

躬

修

也

富

僻

處

西

隅

太

樸

未

𨯳

聞

見

亦

朿

欲

得

明

道

立

教

如

侯

又

不

𢿙

𢿙

以

故

總

角

受

書

詞

章

耳

所

謂

道

德

性

命

未

之

譚

也

一

朝

通

籍

利

達

耳

所

謂

家

修

廷

獻

未

之

籌

也

高

者

超

悟

濶

流

下

者

貿

貿

而

進

國

家

將

安

所

倚

藉

抑

惡

用

有

司

之

孶

孶

厚

贍

爲

也

誠

思

夫

道

寓

諸

庸

學

求

在

已

三

代

設

教

皆

以

明

倫

不

越

視

聼

言

動

之

閒

而

契

身

心

性

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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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理

不

離

子

臣

弟

友

之

職

而

修

孝

悌

忠

信

之

行

辨

義

利

人

已

如

正

經

界

然

惡

似

是

遠

敗

羣

如

抜

稗

莠

然

務

沈

潛

躬

踐

履

如

就

頴

實

然

日

新

月

盛

勿

助

勿

忘

而

又

互

相

規

勸

眞

不

啻

布

帛

粟

菽

終

吾

身

服

嗜

而

不

厭

也

夫

是

之

謂

能

自

養

異

日

者

遭

時

遘

會

行

其

所

學

上

之

推

誠

宣

力

功

在

旂

常

次

之

奉

法

循

理

無

忝

於

治

卽

不

然

而

韜

光

歛

鍔

亦

不

失

敦

倫

範

俗

以

自

立

於

世

斯

不

負

國

家

建

學

與

有

司

作

人

意

哉

多

士

愕

然

曰

命

之

矣

然

則

何

以

報

侯

乎

余

曰

固

也

天

地

以

萬

物

爲

芻

狗

侯

提

百

里

之

封

覆

我

百

姓

亦

自

明

其

職

耳

惡

用

報

且

士

能

自

養

正

所

以

報

侯

也

不

觀

乎

耕

者

乎

日

出

而

作

入

而

息

三

時

勤

動

百

榖

用

成

民

取

什

九

君

取

什

一

然

傳

稱

好

義

終

事

必

歸

之

而

謂

庶

人

之

報

稱

端

在

於

此

彼

士

之

不

自

食

其

力

者

其

用

報

從

可

知

矣

雖

然

計

一

年

者

樹

榖

計

百

年

者

樹

人

至

樹

實

而

程

量

其

所

爲

樹

樹

者

量

類

視

久

遠

爲

巨

細

兹

樹

榖

以

樹

人

計

百

年

又

不

遺

終

歲

侯

利

賴

之

功

何

完

也

卽

謂

與

宫

牆

相

爲

不

朽

可

也

侯

諱

文

耀

廣

東

電

白

縣

人

己

卯

進

士

江

東

書

院

記

　

　

　

　

　

　

　

毛

　

基

予

所

居

湫

隘

每

讀

書

則

機

紡

之

聲

盈

耳

絶

不

静

思

得

灑

然

空

曠

一

宇

爲

寄

適

之

地

盡

糞

除

耳

目

俗

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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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以

自

放

於

道

德

之

場

以

養

吾

心

焉

乃

度

地

於

江

之

東

江

東

限

以

溪

山

地

勢

不

廣

且

聚

落

店

肆

比

比

皆

是

惟

於

靈

山

之

側

四

顧

環

視

喬

木

修

竹

光

風

四

泛

纎

塵

不

𣑱

冬

日

之

陽

夏

日

之

陰

幅

巾

逍

遥

挾

冊

其

間

頗

爲

勝

槩

遂

决

意

築

室

焉

經

之

營

之

將

周

歲

而

始

克

就

緒

堂

之

前

治

一

小

圃

畹

蔬

蹊

果

花

木

雜

植

中

𨯳

一

池

其

圓

如

月

復

疏

一

溝

於

其

右

以

泄

水

使

委

蛇

以

達

於

江

而

注

之

海

東

籬

之

下

有

叢

菊

焉

西

有

𨻶

地

種

竹

𢿙

箇

望

之

蒼

翠

而

森

秀

又

有

梅

𢿙

本

參

立

乎

前

後

四

時

之

中

物

之

生

意

皆

無

盡

藏

眞

讀

書

之

地

也

於

是

合

而

名

之

曰

江

東

書

院

區

而

別

之

中

曰

來

薰

滌

塵

襟

也

西

曰

拂

雲

聳

淸

操

也

東

曰

待

月

遣

𨓜

興

也

北

曰

履

齋

卽

退

而

省

其

私

之

所

也

客

有

過

予

曰

前

軰

有

爲

雙

槐

堂

有

爲

桂

山

堂

皆

托

物

以

命

名

也

子

之

堂

有

奇

花

異

木

凡

士

之

有

志

於

功

名

者

莫

不

藉

此

以

寓

意

子

何

不

以

是

名

之

予

謝

之

曰

昭

昭

者

易

晦

隱

隱

者

必

彰

苟

不

隆

其

實

而

欲

慕

其

名

君

子

耻

之

若

子

所

喻

非

予

之

所

敢

知

也

來

阜

物

之

薫

風

堅

拂

雲

之

勁

節

賞

月

中

之

仙

桂

坐

對

聖

賢

欣

然

若

有

所

得

浩

乎

如

有

所

克

退

而

修

省

其

操

履

仰

不

愧

俯

不

怍

視

履

考

祥

天

爵

旣

修

人

爵

從

之

矣

斯

堂

之

名

當

因

人

而

愈

顯

物

豈

能

名

之

哉

客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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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唯

旣

退

予

輒

記

其

大

畧

以

告

來

者

重

修

陳

侯

祠

記

　

　

　

　

　

　

范

　

周

今

夫

生

而

稟

聰

明

正

直

殁

而

顯

赫

聲

濯

靈

者

其

爲

神

乎

神

之

用

一

本

於

誠

之

體

是

故

上

而

天

下

而

地

中

而

河

嶽

無

不

有

神

之

精

氣

流

行

剛

大

充

塞

而

隨

舉

一

州

一

郡

一

鄕

一

邑

莫

不

有

神

靈

呵

䕶

其

間

非

存

攝

於

天

地

河

嶽

者

大

而

散

見

於

州

郡

鄕

邑

者

小

也

何

也

神

之

理

一

也

誠

故

也

賀

邑

有

陳

侯

祠

其

來

遠

矣

攷

諸

誌

乘

侯

生

於

唐

代

世

居

邑

之

慶

江

九

州

城

自

㓜

倜

儻

不

凡

有

聲

黌

序

人

俱

稱

爲

陳

秀

才

云

落

落

負

正

氣

不

偶

儕

俗

殁

顯

神

力

禦

大

災

捍

大

患

禱

之

立

應

賀

賴

以

庇

蓋

侯

自

宋

孝

宗

乾

道

中

里

人

立

廟

血

食

兹

土

寧

宗

慶

元

二

年

丙

辰

始

賜

廟

額

繼

以

郤

李

陳

之

冦

拯

夏

秋

之

旱

始

拜

顯

應

之

封

者

嘉

泰

元

年

辛

酉

也

又

以

郤

廣

東

叛

卒

之

冦

再

拜

靈

祐

之

封

者

理

宗

嘉

熙

二

年

戊

戌

也

至

淳

祐

二

年

壬

寅

三

拜

廣

惠

之

封

淳

祐

五

年

乙

巳

四

拜

靈

濟

之

封

逮

勝

國

武

宗

時

大

盗

猝

起

刼

庫

賀

令

曹

瓛

禱

於

侯

祠

旋

就

殱

無

一

脫

者

事

聞

於

朝

正

德

十

二

年

賜

諭

𥙊

文

一

道

春

秋

專

祀

以

闡

懾

冦

庇

民

之

功

嗚

呼

侯

生

而

聰

明

正

直

殁

而

赫

聲

濯

靈

無

非

至

誠

之

所

蘊

結

自

唐

而

宋

而

明

以

迄

於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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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朝

英

氣

震

動

熠

熠

在

人

心

目

問

千

百

年

有

如

一

日

若

夫

巨

冦

望

風

而

膽

落

枯

苖

待

潤

而

雲

興

俾

民

無

瘴

癘

物

不

夭

札

侯

之

神

皆

侯

之

誠

也

江

東

建

有

行

祠

歲

久

傾

圮

父

老

謀

所

以

新

之

賁

其

棟

桷

加

諸

丹

艧

適

余

謫

官

昭

州

之

明

年

來

監

賀

稅

因

里

人

之

請

於

是

爲

之

作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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