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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
原
縣
志
卷
之
四

學
校
志

學
宫

化
民
成
俗
□
由
於
學
故
加
意
學
校
者
昌
黎
以
□
□
□
□
□
□

朝
重
熙
累
洽
重
道
崇
儒
典
禮
之
隆
有
加
無
巳
而
訓
飭
士
□
□
□
至

三
凡
所
以
薰
育
激
厲
之
者
法
詳
意
厚
矣
况
邑
近
聖
人
之
居
塐

像
迄
今
儼
在
瞻
仰
宫
牆
能
無
興
起
哉

廟
學
在
縣
治
南
隅
宋
明
道
中
建
金
承
安
五
年
修
後
燬
於
兵
邑
□

士
蔣
文
霍
存
倡
募
爲
殿
廡
元
至
元
七
年
達
魯
花
赤
札
忽
□
爲

一
講
堂
學
舍
元
貞
元
年
達
魯
花
赤
札
木
合
縣
尹
張
元
規
主
簿
馬

汝
弼
增
修
規
制
始
備
有

碑

編

修

李

謙

撰

記

見

藝

文

大
德
五
年
達
魯
花
赤
□

家
奴
縣
尹
許
宗
吾
繼
爲
修
繕
教

諭

李

思

誠

撰

記

在

前

隂

見

藝

文

元
統
中
縣
尹

張
仲
鑑
重
修
有

副

使

王

士

元

□

□

見

藝

文

至
正
二
年
縣
尹
晁
邦
直
又
修
有

司

業

司

廙

撰

記

見

藝

文

明
洪
武
二
年
重
修
久
而
圮
天
順
八
年
縣
丞
張
瑄

重
建
大
成
殿
成
化
十
二
年
知
縣
隂
璽
重
修
明
倫
堂
會
饌
堂

治
十
四
年
知
縣
朱
良
正
德
八
年
知
縣
陶
成
俱
重
修
隆
慶
四
年

知
縣
張
宗
□
重
修
規
模
宏
闊
視
昔
有
加
崇
禎
二
年
知
縣
□
□

之
重
修
□

碑

邑

紳

趙

見

□

□

記

見

藝

文

國
朝
順
治
十
四
年
知
縣
崔
掄
奇
重
修
康
熙
十
八
年
知
縣
徐
登
□
□

修
二
十
五
□
□
□
李
瑢
重
修
乾
隆
十
三
年
知
縣
□
懷
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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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

翰

林

編

修

周

龍

官

撰

記

見

藝

文

大
成
殿
五
間
東
西
廡
各
七
間
殿
舊
有

先
聖
先
賢
塐
像
梁
間
恭
懸
摹
搨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世
宗
憲
皇
帝
御
書
生
民
未
有

皇
上
御
書
與
天
地
參
匾
額
三
座
階
下
左
右
恭
列
摹
刻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書

孔
子
贊
詞
及
顏
曾
思
孟
四
子
贊
詞
石

兩
廡
先
賢
先
儒
皆
木
主

甬
道
南
㦸
門
三
間
東
西
角
門
各
一
間
㦸
門
外
左
名
宦
右
鄕
賢

祠
各
三
間
直
南
爲
櫺
星
門
三
間
門
左
右
爲
德
配
天
地
道
冠
古

今
二
坊
前
爲
泮
池
明
萬
歴
十
七
年
知
縣
劉
思
誠
剏
鑿
有

教

諭

王

學

䕫

撰

記

見

藝

文

池
東
北
有
起
龍
橋
橋
東
爲
水
門
上
爲
文
昌
閣
又
南
爲

奎
星
樓
皆
踞
城
上
蓋
學
宫
之
巽
峯
也

崇
聖
祠
三
間
舊
稱
啓
聖
祠
在
櫺
星
門
右
儒
學
門
内
稍
折
而
西
舊志

祠

前

爲

名

宦

鄕

賢

兩

祠

今

巳

移

廟

學

㦸

門

外

又

云

後

爲

明

世

宗

敬

一

亭

今

廢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邑
人

趙
重
杰
重
修

明
倫
堂
三
間
在
大
成
殿
後
堂
左
有

國
朝
順
治
九
年

欽
頒
曉
示
生
員
臥
碑
甬
道
中
有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御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堂
後
舊
爲
會
膳
所
明
萬
歴
二
年
知
縣
王
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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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曁
邑
人
都
御
史
張
蕙
等
建
議
卽
其
地
剏
尊
經
閣
三
楹
今頺

堂
下

左
爲
成
德
齋
右
爲
達
材
齋
各
五
間
成
德
齋
南
爲
庫
房
三
間
後

移
成
德
齋
北
爲
成
造
所
堂
後
厨
房
三
間
學
倉
三
間
號
房
二
十

間
萬
歴
中
止
存
新
號
舍
六
間
今

俱

廢

教
諭
廨
在
堂
西
北
訓
導
廨

在
堂
西
舊

志

云

二

所

以

明

時

訓

導

二

員

也

射
圃
在
儒
學
門
外
稍
西
有
明
教
諭

徐
公
祠
知
縣
李
嘉
瑞
撰
記
今

存
祠
廢
地
爲
民
居
所
佔
現
在

淸
查
重
建
設
主
奉
祠
嗣
後
修
理
之
費
取
給
於
其
祠
田
租
是
在

儒
學
矣

名
宦
祠
在
㦸
門
外
左
祀
名
宦
十
八
人

漢
平
原
太
守
蕭
望
之
有傳

平
原
太
守
伏
湛
有傳

平
原
太
守
趙

憙
有傳

平
原
相
史
弼
有傳

唐
平
原
太
守
顏
眞
卿
有傳

明
平
原

縣
知
縣
王
維
藩
有傳

平
原
縣
知
縣
劉
思
誠
有傳

平
原
縣
儒
學

教
諭
徐
佚

名

或

云

卽

徐

講

然

射

圃

祠

堂

記

亦

不

著

其

名

今

無

從

考

祠

記

見

藝

文

國
朝
總
督
直

山
東
河
南
兵
部
尚
書
李
䕃
祖

總
督
直

山
東
河

南
兵
部
尚
書
朱
昌
祚

廵
撫
山
東
都
御
史
郎
永
淸

廵
撫
山

東
都
御
史
朱
國
柱

山
東
布
政
使
蘇

祖

山
東
布
政
使
陳

極
新

山
東
按
察
使
吳
毓
珍

誥
封
資
政
大
夫
前
分
守
山
東

濟
東
道
布
政
使
司
叅
議
張
尚

山
東
提
學
道
僉
事
施
閏
章

濟
南
府
知
府
羅
文
瑜

鄕
賢
祠
在
㦸
門
外
右
祀
鄕
賢
十
七
人



ZhongYi

平
原
縣
志

卷
之
四
學
校

四

漢
大
中
大
夫
東
方
朔

大
司
農
高
詡

尚
書
成
翊
世

晉
太

尉
劉
寔

明
刑
部
右
侍
郎
任
士
憑

直

平
鄕
縣
知
縣
耿
儒

福
建
按
察
使
趙
焞

南
京
右
都
御
史
贈
太
子
少
保
宋
仕
以上

俱

有

傳

監
察
御
史
霍
從
教

國
朝
福
建
驛
傳
兵
備
道
副
使
董
振
秀
以

下

俱

有

傳

浙
江
嘉
湖
道
僉
事

張
吉
士

山
西
太
原
府
同
知
任
有
剛

贈
刑
部
浙
江
司
郎
中

張
永
鏊

貴
州
安
平
道
副
使
張
自
涵

萊
州
府
儒
學
訓
導
趙

瑋

贈
左
都
御
史
董
允
禎

都
察
院
左
都
御
史
董
訥

忠
孝
節
義
二
祠

國
朝
雍
正
元
年
九
月
欽
奉

諭
旨
特
建
一
爲
忠
義
孝
悌
祠
建
學
宫
内
祠
中
立
石

將
古
今
忠
義

孝
悌
之
人
刋
刻
姓
名
於
其
上
巳
故
者
設
立
牌
位
一
爲
節
孝
祠

另
擇
地
營
建
祠
門
外
建
大
坊
一
座
將
古
今
節
孝
婦
女
標
題
姓

氏
於
其
上
巳
故
者
設
立
牌
位
每
歲
春
秋
二
次
致
祭
今
按
忠
孝

祠
在
櫺
星
門
内
名
宦
祠
左
節
孝
祠
在
儒
學
門
西
其
入
祠
之
人

俱
另
詳
人
物
志

儒
學
董
率
之
官
爲
教
諭
爲
訓
導
别
詳
職
官
條
下
其
弟
子
員
舊
志

云
明
興
設
廩
增
各
二
十
人
附
學
生
無
定
員
今
因
之
按
平
原
舊

係
大
學
歲
科
兩
試
入
學
額

各
十
五
名
恭
逢
雍
正
元
年

恩
詔
凡
大
學
文
才
振
盛
者
許
題
請
增
額
五
名
嗣
後
每
試
取
入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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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名
平
原
似
當
䝉

恩
因
呈
報
稽
緩
遂
未
獲
與
題
請
之
列
迄
今
尚
仍
舊
額
十
五
名
與

恩
詔
新
增
中
學
額
等
然
較
之
額
八
十
二
名
之
中
學
平
原
依
然
大
學

也
故
今
春
欽
奉

恩
詔
增
廣
山
東
入
學
額
數
一
次
平
原
仍
視
大
學
例
增
取
三
名

每

歲

試

武

童

亦

額

八

十

五

名

併

識

禮
器

十
籩
十
豆
制
踵
前
明
而
牲
用
太
牢
拜
行
三
跪
九
叩
釋
奠
之
禮

於
斯
爲
盛
樽
罍
煥
釆
矣
陳
設
儀
查
照
現
行
定
例
開
載
庶
禮
器

未
備
者
可
視
此
增
置
焉

舊
志
云
元
大
德
十
年
縣
尹
紇
石
烈
延
年
按
圖
爲
禮
器
三
百
有
銅

爵
盃
錫
香
爐
燭
臺
簠
簋
竹
籩
木
豆
大
木
方
盤
小
木
万
盤
木
篚

毛
血
磁
盤
和
羮
椀
香
案
桌
牲
匣
祝
版
宰
牲
橙
沐
牲
桶
焚
帛
架

木
燭
臺
紅
緞
帳
幔
等
至
明
萬
歴
中
盡
廢
無
存
止
有
磁
爵
瓦
籩

瓦
豆

十
不
知
何
年
所
置
知
縣
劉
思
誠
更
置
木
籩
木
豆
各
二

百
七
十
帛
匣
十
九
錫
爵
二
十
八
大
銅
燭
臺
二
對
大
錫
燭
臺
一

對
中
錫
燭
臺
三
對
錫
油
海
一
對
木
燭
臺
十
四
對
盛
祭
器
櫃
一

箇
鑿
石
記
於
成
造
所
之
壁
明
末
無
存

今
查
現
在
帛
篚
二
十
四
件

爵
八
十
件

登
一
件

鉶
一
件

□
□
□
各
四
十
四
件

籩
豆
各
一
百
七
十
八
件

□
□
十
二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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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木
牲
爼
三
十
四
件

陳
設
儀

先
師
位
前
禮
神
制
帛
一
白

色

承

以

篚

在

饌

案

南

爵
三
用

以

獻

酒

列

近

神

位

在

饌

案

登

之

北

登

一
用

薦

太

羮

居

中

左

簠

右

簋

簠
二
用

盛

黍

稷

簋
二
用

盛

稻

梁

鉶
二
用

薦

和

羮

一

在

簠

左

再

左

爲

籩

一

在

簋

右

再

右

爲

豆

籩
十
實

以

形

鹽

藁

魚

鹿

脯

棗

栗

榛

菱

芡

白

餅

黑

餅

豆
十
實

以

韭

菹

醓

醢

菁

菹

鹿

醢

芹

菹

兔

醢

筍

菹

魚

醢

脾

肵

豚

胉

牛
一
用

犢

居

中

羊
一
在左

豕
一
在

右

皆

載

以

爼

在

香

案

北

酒
尊
一

四
配
位
每
位
禮
神
制
帛
一
爵
三
簠
二
簋
二
鉶
二
籩
八
視

正

位

減

白

餅

黑餅

豆
八
視

正

位

減

脾

肵

豚

胉

羊
一
豕
一
酒
尊
一

十
二
哲
位
東
六
位
禮
神
制
帛
一
爵
各
一
簠
各
一
盛黍

簋
各
一
盛稷

鉶
各
一
籩
各
四
實

以

形

鹽

棗

栗

鹿

脯

豆
各
四
實

以

菁

菹

鹿

醢

芹

菹

兔

醢

共
羊
一
豕
一

酒
尊
一
西
六
位
如
之

東
廡
禮
神
制
帛
一
每
案
爵
三
簠
一
簋
一
籩
四
豆
四
共
豕
一
酒

尊
三
西
廡
亦
如
之

崇
聖
祠
正
位
五
案
每
位
禮
神
制
帛
一
爵
三
簠
二
簋
二
鉶
二
籩
八

豆
八
羊
一
豕
一
酒
尊
一

崇
聖
配
位
禮
神
制
帛
二
豕
二
每
位
爵
三
簠
一
簋
一
籩
四
豆
四

酒
尊
一

崇
聖
兩
廡
禮
神
制
帛
二
每
位
爵
一
每
案
簠
一
簋
一
籩
四
豆
四

豕
肉
一
酒
尊
一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各
制
帛
一
爵
三
豕
一
酒
尊
一
忠
孝
節
義
二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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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同
樂
器
舊

志

闕

樂
用
六
佾
亦
沿
明
制
自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頒
定
大
成
樂
章
雍
正

二
年
令
闕
里
司
樂
選
工
赴
太
常
寺
演
習
樂
舞
轉
相
授
受
以
達

於
直
省
州
縣
乾
隆
八
年
復
奉
訂
定
樂
章
頒
行
於
是
聲
容
之
盛

從
古
未
有
今
查
載
樂
器
如
左

麾
一
件
以

絳

繒

爲

之

用

以

麾

樂

之

起

止

並
龍
頭
杆
一
根
架
一
件

排
簫
二
架

簫
二
枝

笛
二
枝

笙
二
攢

塤
二
件

箎
二
件

琴
四
張

並
琴
桌
四
張

瑟
二
張
並
瑟
架
四
張

鐘
十
六
枚
架
一
副

磬
十
六
枚
架
一
副

應
鼓
一
面
並
傘
一
柄
架
一
件

搏
拊
二

件
並
架
二
件

柷
一
件

敔
一
件
並
竹
籈
擽
一
件

旌
節
二
件
以

紅

絨

爲

之

二

人

執

立

於

東

西

兩

階

舞

生

之

前

以

導

其

舞

並
龍
頭
杆
二
根
架
二
件

羽
杆
三
十
六
根
並
羽
桶
一
箇

籥
三
十
六
根
並
籥
桶
一
箇

書
籍

聖
教
博
文
必
資
典
籍
顧
下
邑
每
艱
於
購
買
窮
經
又
罕
所
折
衷

欣
逢
述
作
大
備
頒
示
指
南
誠
學
者
之
幸
也
惜
尊
經
閣
久
頺

藏
無
所
倡
捐
修
葺
有
志
未
遑

舊
志
欽
降
書
三
十
六
部
四
書
五
經
性
理
通
鑑
綱
目
大
明
仁
孝
隂

隲
孝
順
五
倫
大
誥
朝
服
祭
圖
射
禮
學
政
一
統
志
會
典
大
明
律

資
世
通
訓
孝
慈
錄
均
徭
則
例
皇
明
政
要
聖
政
記
聖
學
心
法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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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等
書
俱
在
明
倫
堂
書
櫃
又
鄕
紳
張
蕙
捐
置
大
明
會
典
源
流
至

論
五
經
四
書
通
鑑
綱
目
文
章
正
宗
續
文
章
正
宗
禮
記
輯
覽
博

物
策
會
誠
意
集
空
同
集
遁
甲
奇
門
等
書
趙
焞
捐
置
四
書
通
義

易
本
義
帝
鑒
圖
紀
輯
覽
唐
詩
宋
仕
捐
置
山
東
通
志
德
州
志
俱

送
學
宫
收
貯
又
知
縣
劉
思
誠
捐
刋
顏
魯
公
文
集
有
版
在
縣
今

俱
無
存
謹
查
現
存
書
籍
如
左

聖
諭
廣
訓
一
本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上
諭
四
本

雍
正
元
年
至
七
年
共

上
諭
九
十
二
本

御
纂
周
易
折
中
一
部
兩
套
共
二
十
本

欽
定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兩
套
共
二
十
四
本

欽
定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兩
套
共
三
十
六
本

欽
定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兩
套
共
三
十
六
本

御
纂
性
理
精
義
一
部
兩
套
共
十
二
本

明
史
一
部
共
一
百
一
十
二
本

學
政
全
書
一
本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共
二
十
二
本

學
田
增

贍
學
之
田
不
領
於
司
農
之
經
賦
所
以
資
膏
火
惠
貧
寒
也
邑
學

田
少
租
微
自
愧
愛
莫
能
助
若
徐
公
祀
田
則
慮
其
與
祠
俱
廢
故

特
繫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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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
田
一
頃
二
十
畝
□
□
□
□
□
□
□
□
□
藩
捐
俸
買
鄭
家
屯
民

耿
粥
地
六
十
畝
薛
賢
地
六
十
畝
置
牛
車
二
乗
以
本
屯
民
佃
種

課
其
租
入
學
宫
有

邑

紳

宋

仕

撰

記

見

藝

文

今
坐
落
城
南
曲
家
莊
每
年
學

租
銀
六
兩
見
賦
役
全
書
本
學
解
赴
學
政
衙
門

明
教
諭
徐
公
祠
祀
田
五
十
八
畝
六
分
坐
落
城
東
南
王
大
人
家
莊

捐
置
人
姓
名
無
考
其
租
入
儒
學
徵
收
其
地
糧
在
城
一
甲
舊
例

每
年
納
銀
一
兩
五
錢
一
分
七
釐
後
又
增
銀
二
錢
三
分
三
釐
共

納
銀
一
兩
七
錢
五
分
秋
糧
米
七
斗
一
升
五
合

義
學
書

院

社

學

鄕

約

所

附

□
時
義
學
多
建
於
薦
紳
富
室
我

朝
康
熙
王
□
□
□
□
令
設
之
於
官
以
教
民
間
俊
秀
顧
無
學
舍
亦
無

學
田
□
□
□
捐
俸
延
師
寄
讀
僧
院
若
書
院
社
學
舊
嘗
設
於
官

者
今
雖
廢
□
備
志
之

作
新
者
有
所
考
講
約
所
併
附
蓋
卽
古

之
讀
法
也

義
學
今
設
小
北
關
慈
雲
寺
每
年
延
師
脩
脯
知
縣
黃
懷
祖
捐
先

是

康

熙

壬

辰

邑

紳

董

思

凝

設

義

學

於

南

關

三

義

廟

中

延

生

員

吕

閎

聲

以

教

民

間

童

子

多

入

泮

者

思

凝

捐

給

舘

穀

凡

十

年

及

官

口

北

道

乃

止
閑
道
書
院
在
東
門
外
里
許
先
有
僧
欲
建
雲
龍
寺
明
隆
慶
中
知
縣

鄭
金
改
爲
雲
龍
書
院
提
學
副
使
鄒
善
改
今
名
有

記

見

藝

文

中
爲
崇

正
堂
三
間
耳
房
二
間
後
㕔
三
間
東
西
號
舍
共
十
間
儀
門
三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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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共
門
三
間
萬
歴
元
年
知
縣
王
遵
義
選
邑
生
五
十
人
月
分
三
會

□
給
廩
餼
人
思
興
起
惜
久
廢
其
地
在
今
先
農
壇
内

□
學
舊
有
四
十
七
所
一
在
縣
治
東
明

治
十
三
年
重
修
其
四
十

六
所
在
各
里
鎭
店
俱
久
廢
萬
歴
十
六
年
知
縣
劉
思
誠
重
立
四

十
所
延
請
社
師
查
出
逃
戸
地
給
與
社
師
承
種
用
代
子
弟
之
貧

者
充
束
脩
今
俱
廢
所
查
逃
戸
地
亦
無
考
按

國

朝

順

治

九

年

題

准

每

鄕

置

社

學

一

區

今

亦

不

知

曾

設

何

所

鄕
約
所
明
萬
歴
十
五
年
知
縣
劉
思
誠
奉
文
將
本
縣
居
民
分
爲
一

百
五
十
五
約
每
約
舉
平
素
有
德
明
禮
義
公
道
服
衆
者
四
人
一

爲
約
正
一
爲
約
副
一
爲
約
講
一
爲
約
史
就
於
鄰
近
寺
廟
處
所

每
月
初
二
十
六
講
解
聖
諭
刋
刻
原
頒
勸
善
戒
惡
和
事
條
款
本

縣
續
刋
大
明
律
擇
要
孝
順
事
實
圖
解
講
畢
卽
將
本
約
善
惡
和

事
登
記
各
簿
印
官
弔
查
擇
善
惡
之
尤
者
造
册
每
季
送
武
德
道

查
核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頒
行
六
諭
臥

文
十
六
年
舉
行
鄕
約
康
熙
九
年
頒

上
諭
十
六
條
雍
正
二
年
頒

御
製

聖
諭
廣
訓
七
年
奏
准
令
直
省
州
縣
於
大
鄕
大
村
人
居
稠
密
之
處
俱

設
講
約
所
於
舉
貢
生
員
□
□
選
□
成
□
一
人
爲
約
正
謹
樸
者

三
四
人
爲
値
月
每
月
朔
望
齊
集
宣
講
乾
隆
元
年
覆
准
於
各
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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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里
民
中
擇
素
行
淳
謹
通
曉
文
義
者
舉
爲
約
正
不
拘
名

各
就

所
近
村
莊
恭
講

聖
諭
廣
訓
并
摘
易
犯
律
條
刋
刻
徧
布
仍
飭
地
方
官
及
教
官
不
時
巡

行
曉
諭
今
每
月
逢
初
二
十
七
日
四
關
寺
廟
輪
講
四
鄕
四
所
西

老
鴉
陳
北
明
吉
店
東
二
十
里
舖
南
張
官
店
亦
不
時
督
率
講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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