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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

明

禋

用

光

典

尙

祈

神

鑒

享

此

淸

芬

太
湖
神
廟
今
稱
松
陵
廟
亦
稱
水
平
王
廟
神

爲

后

稷

庶

子

佐

禹

治

水

有

功

同
治

六
年
重
建
仍
在
垂
虹
亭
南
案

前

志

云

俗

傳

神

爲

郁

使

君

薛

起

鳳

撰

吳

縣

北

山

辨

其

非

今

從

之

附

錄

薛

起

鳳

北

山

神

廟

周

禮

揚

州

之

澤

藪

曰

具

區

其

浸

五

湖

樂

史

太

平

寰

宇

記

今

州

西

六

十

里

太

湖

是

也

湖

中

杜

圻

山

一

名

北

山

在

洞

庭

馬

蹟

之

間

山

澤

氣

逆

風

濤

四

會

上

有

神

廟

莫

紀

歲

年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冬

士

人

會

於

廟

下

謀

作

新

廟

踰

二

年

冬

十

月

工

乃

成

記

者

葢

以

爲

禹

廟

云

按

蔡

昇

太

湖

志

王

文

恪

震

澤

編

翁

澍

具

區

志

太

湖

小

山

名

者

四

杜

圻

洲

南

眾

安

洲

西

角

頭

洲

東

三

洋

洲

皆

有

水

平

王

廟

不

載

禹

廟

至

金

友

理

太

湖

備

考

四

山

始

稱

禹

廟

然

不

載

改

置

年

月

考

之

舊

志

卽

古

水

平

王

廟

也

舊

傳

后

稷

庶

子

佐

禹

平

水

有

功

墓

在

馬

蹟

山

因

立

廟

分

水

嶺

宋

慶

厯

間

知

州

事

胡

宿

奏

列

祀

典

後

杜

圻

諸

洲

皆

立

廟

焉

明

季

三

洋

洲

沒

於

湖

神

□

浮

至

衝

山

衝

山

人

奉

像

祀

郁

使

君

廟

或

遂

以

郁

使

君

爲

水

平

王

非

也

昔

大

禹

疏

川

導

岳

自

中

國

外

薄

四

海

所

遇

名

山

大

川

莫

不

禋

祀

當

時

贊

厥

元

功

於

書

則

有

若

益

稷

曁

朱

虎

熊

羆

於

傳

記

則

有

若

河

伯

雲

華

庚

辰

虞

余

童

律

烏

木

田

陶

臣

氏

烏

陀

氏

鴻

濛

氏

其

以

功

封

吳

者

則

有

若

繇

余

氏

知

伯

禹

治

水

土

作

司

空

會

羣

神

其

間

山

國

澤

國

分

命

以

治

者

皆

爲

生

民

禦

大

災

捍

大

患

各

以

功

廟

食

于

疆

土

禹

之

德

配

天

地

水

平

王

之

功

在

江

湖

夏

書

曰

三

江

旣

入

震

澤

底

定

太

湖

宜

有

禹

廟

立

禹

廟

而

以

水

平

配

食

禮

也

以

水

平

之

廟

襲

稱

禹

廟

不

可

也

虞

夏

之

書

渾

渾

其

詳

不

可

得

聞

嘗

覽

方

輿

之

勝

稽

諸

地

記

按

諸

圖

經

夏

后

氏

之

蹟

見

於

東

南

者

會

稽

壽

春

當

塗

皆

有

塗

山

廟

廬

江

古

城

有

臯

陶

塜

淮

陰

龜

山

鎻

無

支

祁

之

神

吳

興

武

康

古

防

風

汪

芒

氏

國

其

嵎

山

則

帝

嵎

所

居

也

大

越

之

山

無

餘

所

守

祀

也

長

興

夏

駕

山

帝

抒

所

游

豫

也

宛

委

陽

明

之

洞

洞

庭

幽

虛

之

天

繡

衣

使

者

所

授

圖

靈

威

丈

人

探

禹

書

處

也

江

山

萬

古

文

獻

無

徵

將

欲

求

古

文

之

遺

書

攷

秩

宗

之

典

禮

時

又

無

博

物

如

鄭

子

產

好

古

如

韓

退

之

者

與

之

讀

峋

嶁

之

辨

河

汾

之

祀

其

何

以

正

之

乃

述

所

聞

刋

之

石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五

火
神
廟
存

龍
神
廟

甘
泉
龍
神
廟
竝
毁
同
治
九
年
重
建
甘
泉
一
祠
成
分
官
致
祭
如

故先
蠶
廟
在
盛
澤
鎭

劉
猛
將
軍
廟
仍
在
仙
里
橋
咸
豐
七
年
七
月
奉

敕
加
將
軍
保

康
二
字
封
號
案

禮

部

則

例

載

神

姓

劉

名

承

忠

元

時

官

指

揮

能

驅

蝗

元

亡

自

沈

於

河

世

稱

劉

猛

將

軍

查

大

淸

會

典

通

禮

皆

同

前

志

作

劉

銳

誤

城
隍
廟
設
像
祀
本
縣
城
隍
之
神
壇
祀
遵
典
禮
廟
祀
從
民
望
也

乾
隆
時
知
縣
龍
鐸
修
廟
於
廟
東
偏
築
園
曰
共
怡
别
詳
園
第
嘉

道
來
修
治
無
考
同
治
二
年
六
月
大
兵
下
吳
江
髣
髴
見
神
旗
雲

中
指
麾
殺
賊
六
年
九
月
初
七
日
經
禮
部
議
奏
內
閣
典
籍
擬
進

封
號
字
樣
奉

旨
鈐
出
普
庇
二
字
自
是
闔
邑
奉
祀
彌
謹
而
廟
圯
壞
特
甚
知
縣

沈
錫
華
旣
修
頭
門
署
知
縣
黎
庶
昌
議
修
大
殿
不
果
光
緖
二
年

署
知
縣
金
吳
瀾
會
震
澤
縣
署
知
縣
祥
和
估
工
重
建
由
兩
縣
各

鎭
派
捐
今
知
縣
陳
鵬
始
落
成
費
錢
一
萬
九
千
四
百
七
十
六
千

文
工
始
光
緖
二
年
四
月
竣
於
四
年
五
月
案

震

澤

莊

觀

撰

震

澤

鎭

廟

記

稱

神

本

矦

爵

康

熙

十

五

年

嗣

天

師

奏

請

進

封

廣

佑

王

此

條

前

志

未

載

而

相

傳

神

卽

昭

靈

矦

唐

曹

王

李

明

之

說

曾

見

沈

義

甫

記

宜

若

可

㨿

而

烏

程

沈

登

瀛

駁

之

其

言

甚

辨

因

附

錄

以

備

考

附

錄

沈

登

瀛

昭

靈

矦

廟

記

書

後

吳

江

城

隍

神

昭

靈

矦

相

傳

爲

唐

曹

王

明

未

知

何

㨿

此

記

元

沈

時

齋

先

生

爲

今

雙

揚

鎭

重

建

矦

廟

而

作

其

說

多

誤

如

謂

王

謚

曰

案

唐

新

舊

兩

書

俱

不

見

王

謚

又

曰

郡

民

去

思

朝

命

立

祠

今

吳

江

縣

城

隍

卽

王

妥

靈

之

所

俄

而

蜿

蜒

示

異

邑

人

異

之

先

天

中

遂

錫

廟

額

案

吳

江

立

縣

在

吳

越

有

國

時

曹

王

旣

于

睿

宗

世

錫

廟

額

則

縣

尙

未

置

而

謂

爲

吳

江

城

隍

之

神

乎

又

案

曹

王

後

雖

緣

章

懷

事

降

爵

遷

黔

然

尙

爲

郡

王

迨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六

中

宗

時

其

孫

已

復

舊

封

豈

有

睿

宗

時

錫

廟

額

反

降

從

矦

爵

之

理

考

太

平

寰

宇

記

止

載

先

天

二

年

敕

立

祠

于

松

陵

不

言

錫

廟

額

故

宋

吳

江

縣

石

處

道

修

廟

記

謂

吳

越

王

奏

封

明

史

鑑

吳

江

志

亦

謂

廟

建

於

梁

開

平

四

年

初

立

吳

江

之

時

是

說

也

猶

爲

可

㨿

葢

吳

越

新

建

不

考

前

代

典

禮

故

耳

記

又

曰

王

以

帝

子

之

貴

能

脫

紈

綺

之

習

施

實

惠

福

千

里

六

百

餘

年

之

久

吳

人

至

今

家

祀

而

人

祝

之

前

後

守

郡

者

鮮

儷

焉

登

瀛

考

舊

唐

書

文

苑

孔

紹

安

傳

子

禎

高

宗

時

爲

蘇

州

長

史

曹

王

明

爲

剌

史

不

循

法

度

禎

每

進

諫

明

曰

寡

人

天

子

之

弟

豈

失

于

爲

王

哉

禎

曰

恩

寵

不

可

恃

大

王

不

奉

行

國

命

恐

今

之

榮

位

非

大

王

所

保

獨

不

見

淮

南

之

事

乎

明

左

右

有

侵

暴

下

人

者

禎

捕

而

杖

殺

之

明

後

果

坐

法

遷

于

黔

中

謂

人

曰

吾

愧

不

用

孔

長

史

言

以

及

於

此

案

王

之

降

封

零

陵

郡

王

黔

州

安

置

在

調

露

二

年

十

月

見

高

宗

紀

及

王

傳

中

然

則

王

豈

有

功

德

于

蘇

而

祀

之

哉

訛

以

傳

訛

焉

耳

又

考

吳

郡

志

表

于

調

露

二

年

剌

蘇

此

本

之

寰

宇

記

則

王

之

在

蘇

亦

無

幾

時

矣

余

謂

昭

靈

矦

之

神

固

有

功

德

於

人

者

也

有

禱

必

應

其

驗

如

響

冥

冥

中

豈

無

司

之

者

要

不

必

指

其

人

以

實

之

必

實

其

人

如

孔

長

史

其

庶

幾

焉

然

而

剌

蘇

之

賢

于

禎

者

正

多

也

時

齋

先

生

私

淑

王

著

作

信

伯

之

學

爲

有

元

儒

者

何

沿

俗

傳

之

誤

而

不

知

正

之也又

案

會

典

城

隍

神

主

郡

邑

城

池

非

鄕

村

所

宜

祀

前

志

所

載

昭

靈

矦

廟

在

鎭

市

鄕

都

者

凡

十

有

一

所

竝

奉

香

火

如

故

殆

有

其

舉

之

莫

敢

廢

耶

今

遵

典

禮

一

槩

不

載

縣
學
倉
土
地
祠
三
亂
毁
未
建

名
宦
鄕
賢
忠
義
孝
弟
四
祠
竝
在
學
宮
竝
詳
學
校

節
孝
祠
在
學
宫
之
西
同
治
八
年
重
建
費
延
釐
爲
記

費

延

釐

重

建

節

孝

祠

記

畧

江

震

節

孝

祠

在

東

門

外

文

廟

之

西

偏

咸

豐

庚

申

毁

焉

事

平

之

逾

年

始

捐

田

租

營

建

文

廟

大

成

殿

東

西

廡

及

名

宦

鄕

賢

祠

都

轉

秀

水

王

君

恩

壽

等

董

之

先

是

省

局

採

訪

節

孝

同

治

七

年

十

二

月

命

下

江

震

兩

邑

得

旌

者

凡

八

百

餘

人

僉

曰

是

不

可

以

無

祠

王

君

乃

請

於

大

吏

以

文

廟

工

所

餘

錢

若

干

緡

經

始

其

事

不

足

則

益

募

之

八

年

十

一

月

訖

工

計

用

錢

五

百

餘

緡

祠

成

考

志

乘

所

載

凡

先

後

被

旌

貞

孝

節

烈

婦

女

皆

爲

位

以

祀

而

當

庚

申

城

䧟

時

婦

女

之

殉

難

者

竝

䝉

旌

䘏

例

入

節

孝

總

祠

因

遂

合

祀

之

焉

三
高
祠
毁

三
忠
祠
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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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七

顧
公
野
王
廟
同
治
十
一
年
重
建
先
是
廟
修
於
嘉
慶
丁
卯
至
辛

未
又
修
周
兆
基
顧
日
新
竝
有
記

周

兆

基

重

修

顧

公

廟

記

略

國

家

禋

祀

之

典

所

以

崇

德

報

功

者

至

詳

且

鉅

自

通

邑

大

都

曁

乎

山

陬

海

澨

凡

有

功

德

於

民

之

神

咸

得

廟

食

不

廢

其

歲

時

饗

弗

懈

益

䖍

固

守

士

者

責

也

而

守

祠

之

後

人

則

相

與

修

除

汜

掃

焉

記

曰

法

施

於

民

則

祀

之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之

能

禦

災

捍

患

則

祀

之

若

兼

此

數

美

以

食

報

于

千

百

載

而

未

有

艾

者

則

吾

邑

陳

黃

門

侍

郞

光

祿

卿

贈

秘

書

監

右

衛

將

軍

希

馮

顧

公

爲

尤

著

也

公

世

爲

吳

人

父

祖

皆

爲

顯

官

五

子

封

矦

事

詳

南

史

公

自

幼

頴

敏

於

書

無

所

不

窺

尤

以

篤

學

粹

行

發

聞

朝

野

太

湖

居

婁

松

上

游

多

風

潮

之

災

公

嘗

以

鐵

柱

止

之

至

今

永

無

潮

患

其

利

益

農

田

之

功

更

莫

大

焉

祠

建

邑

之

北

門

外

三

里

橋

左

地

名

顧

墟

相

傳

爲

公

著

玉

篇

處

葢

七

百

年

於

茲

矣

嘉

慶

十

二

年

祠

圯

裔

孫

貴

誠

修

之

未

畢

役

十

六

年

汝

敬

以

聞

於

當

道

時

撫

吳

大

中

丞

章

公

煦

以

公

祠

列

於

防

護

之

案

於

是

援

例

具

奏

䝉

諭

旨

給

帑

銀

八

百

四

十

七

兩

有

奇

貴

誠

感

激

皇

仁

益

用

金

錢

蕆

其

事

今

廟

貌

一

新

矣

於

是

益

信

公

之

種

德

積

善

流

澤

孔

長

而

聖

天

子

敦

崇

實

學

嘉

惠

儒

臣

無

論

遠

近

存

沒

咸

䝉

軫

恤

是

故

千

載

一

時

之

遇

不

特

一

鄕

人

士

及

顧

氏

子

孫

所

歡

欣

感

誦

於

無

盡

者

矣

顧

日

新

重

修

顧

公

廟

記

古

者

從

事

於

民

約

故

一

縣

之

地

跨

數

百

里

而

治

之

有

餘

予

先

世

皆

吳

郡

人

而

驃

騎

元

公

實

居

五

湖

之

陰

其

地

今

爲

吳

江

震

澤

二

縣

世

祖

黃

門

公

亦

於

其

地

築

聽

江

軒

著

玉

篇

自

宋

時

卽

其

故

址

葺

而

爲

祠

迄

今

與

二

祭

入

祠

典

祀

有

屋

數

楹

前

敞

堂

廡

後

翼

以

樓

歲

乙

丑

燬

於

火

邑

人

相

與

謀

公

之

遠

孫

某

於

當

事

請

帑

鳩

工

復

其

故

宇

黝

堊

丹

雘

以

煥

以

固

予

惟

公

之

祀

於

此

也

葢

有

不

得

已

者

而

邑

人

不

獲

其

故

率

以

私

意

造

作

不

典

謂

公

以

禦

潮

水

亡

故

目

公

爲

喝

潮

而

因

以

祀

夫

潮

自

歇

浦

吳

淞

而

入

皆

不

得

至

境

公

胡

爲

乎

禦

哉

意

公

當

日

必

有

爲

居

人

講

水

利

保

田

疇

者

因

而

邑

人

傳

其

事

傳

之

旣

久

而

訛

其

勢

也

而

史

官

失

書

缺

焉

莫

考

此

亦

可

曉

然

於

其

故

者

矣

且

公

卒

於

太

建

十

有

三

年

其

時

東

南

無

大

水

吳

爲

股

肱

郡

縣

水

爲

災

不

容

不

書

而

陳

史

亦

不

於

本

傳

書

公

卒

於

水

俚

人

之

好

附

會

何

所

不

至

哉

禮

凡

有

勤

勞

於

國

家

與

夫

能

捍

大

災

大

患

者

例

皆

得

祀

而

鄕

先

生

有

名

德

又

當

沒

而

祭

於

社

當

公

急

矦

景

之

亂

慷

慨

誓

師

赴

援

君

又

旣

已

勤

勞

國

家

矣

而

又

功

逮

乎

鄕

里

學

堪

爲

人

師

光

乎

前

而

範

乎

後

是

故

無

愧

於

祀

典

所

及

者

及

祠

之

完

著

其

辨

而

爲

之

記

史
忠
獻
公
祠
毁
前
志
稱
史
公
祠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賜
謚

吳
孝
子
璋
祠
毁
同
治

年
重
建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八

遺
愛
亭
同
治
四
年
重
建
葉
氏
吳
氏
沈
氏
三
家
子
姓
當
役

周

肅
公
祠
存
按

肅

公

祠

屬

震

澤

治

以

吳

江

亦

與

致

祭

故

仍

前

志

例

列

之

沈
太
常
漢
祠
同
治

年
裔
孫
桂
芬
重
建

周
相
國
道
登
祠

周
忠
毅
公
祠
竝
毁
未
建

楊
忠
節
公
祠
光
緖
元
年
重
建
前
志
稱
忠
文
祠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賜
今
謚
祠
前
圮
嘉
慶
時
里
人
陳
希
恕
議
新
之
不
果
郭
麐
有

記
今
祠
竝
祔
明
諸
生
陳
譔
迮
紹
原
陸
山
斗
三
人
署
知
縣
金
福

曾
記
案

公

祠

祭

品

向

係

有

司

捐

備

自

朝

廷

表

忠

予

謚

禮

宜

一

律

編

祭

惜

無

爲

之

上

請

者

署

知

縣

秀

水

金

福

曾

重

建

楊

忠

節

公

祠

記

聖

淸

順

治

四

年

五

月

二

日

明

解

元

吳

門

楊

忠

節

公

殉

節

於

吳

江

之

蘆

墟

鎭

泗

洲

寺

橋

上

嗚

呼

如

公

乃

可

謂

之

不

負

科

名

者

矣

公

旣

授

命

土

人

祀

之

寺

廡

乾

隆

丁

丑

丁

君

元

正

宰

吳

江

就

寺

左

改

建

專

祠

竝

闢

其

旁

舍

爲

義

塾

久

之

祠

圯

嘉

慶

時

鄕

之

士

議

新

之

不

果

福

曾

氶

乏

來

此

感

國

家

表

忠

至

意

不

可

使

公

祠

獨

委

於

草

莽

將

去

出

俸

錢

屬

役

於

畹

九

陸

君

廷

堦

使

卒

成

之

旣

成

計

所

以

守

祠

供

洒

掃

惟

修

復

義

學

爲

宜

是

不

能

無

望

於

後

來

者

焉

公

諱

廷

樞

字

維

斗

私

謚

忠

文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賜

今

謚

明

史

有

傳

公

門

人

迮

紹

原

陸

山

斗

及

義

士

陳

譔

三

人

力

於

公

死

事

今

祔

之

而

綴

以

迎

送

神

之

辭

俾

工

歌

之

庸

馨

祀

事

其

辭

曰

鬢

髪

兮

髟

髟

項

有

聲

兮

悲

風

刁

刁

靈

之

來

兮

籋

雲

軺

一

指

嚙

兮

血

雨

飛

字

在

血

兮

血

在

衣

死

爲

鬼

雄

兮

將

安

歸

汾

湖

兮

一

水

寒

有

橋

兮

湖

之

干

靈

惝

恍

兮

去

復

來

苾

萬

禩

兮

盟

忠

肝

知
縣
孔
公
允
祖
祠
毁

邑
厲
壇
所
在
不
改

以
上
秩
祀
其
致
祭
編
銀
日
期
及
與
震
澤
或
分
或
合
竝
詳

前
志

趙
公
祠
在
城
內
祀
明
廣
東
按
察
司
使
趙
寬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建

同
治
八
年
重
建

金
文
簡
公
祠
祀

國
朝
兵
部
尙
書
金
士
松
嘉
慶
十
八
年
建
在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九

城
内
内
官
圩
屬
震
澤
縣
治

同
治
九
年
重
建

謝
公
祠
祀
明
江
西
諸
生
謝
文
洊
初
祠
在
江
西
程
山
謝
氏
遷
吳

江
道
光
八
年
始
建
分
祠
於
此
同
治
八
年
重
修
在
城
北
門
震
澤

界

上
三
祠
建
在
編
祭
後
動
江
震
兩
學
田
租
解
司
充
餉
帑
銀

致
祭
與
地
丁
一
疏
奏
銷
金
祠
謝
祠
在
震
澤
而
吳
江
致
祭

同
熊
其
英
曰
祀
典
稽
諸
邦
禮
核
矣
邑
中
祠
廟
若

里
之
有
秦

太
尉
盛
澤
之
有
金
龍
四
大
王
海
中
介
公
平
望
之
元
眞
子
及

明
知
縣
劉
公
時
俊
衡
以
崇
德
報
功
之
例
雖
私
祀
要
不
詭
於

正
非
是
皆
爲
淫
祠
前
志
備
載
徐
氏
葉
氏
之
論
而
復
著
其
所

以
導
之
之
法
謂
明
制
攺
立
里
社
每
百
戶
一
壇
可
冀
轉
淫
爲

正
今
里
社
土
穀
神
祠
所
在
多
有
而
淫
祠
如
芮
公
孃
孃
之
類

事

見

名

宦

陳

纕

傳

彌
復
詭
祕
朋
興
然
五
通
之
死
灰
見
太
母
之
變
相

人
心
尙
鬼
日
新
月
異
斯
亦
風
俗
之
憂
也
吳

縣

上

方

山

五

通

及

太

母

馬

公

淫

祀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經

前

撫

湯

文

正

公

斌

奏

禁

道

光

四

年

復

奉

諭

旨

飭

禁

十

九

年

靖

節

公

裕

謙

撫

吳

奏

毁

其

廟

竊

見
陸
氏
燿
論
著
中
禱
祀
一
篇
黜
邪
崇
正
具
有
本
末
執
是
以

爲
去
取
諸
不
在
祀
典
者
削
不
載
至
秦
太
尉
等
其
廟
或
存
或

毁
葢
久
而
香
火
微
矣

陸

燿

禱

記

篇

天

施

地

生

高

厚

無

極

人

生

其

間

莫

知

所

報

惟

有

精

意

以

享

庶

幾

神

靈

之

降

鑒

然

王

者

所

以

尊

天

而

重

祭

其

微

意

可

知

尊

則

賤

者

不

敢

干

重

則

貧

者

不

能

舉

明

命

鬼

神

以

爲

黔

者

則

乃

以

絕

地

天

之

通

而

異

民

神

之

業

也

昔

者

少

昊

之

衰

九

亂

德

家

爲

巫

史

賢

鬼

廢

人

顓

頊

於

是

乎

命

南

正

重

司

天

以

屬

神

北

正

司

地

以

屬

民

使

復

舊

章

不

相

侵

黷

迨

至

有

殷

易

忠

以

質

敬

而

亡

等

失

仍

尙

鬼

周

人

繼

之

乃

辨

上

下

定

民

志

惟

天

子

得

祭

天

下

名

山

大

川

懷

柔

百

神

咸

秩

無

文

而

諸

矦

祭

其

疆

内

名

山

大

川

大

夫

祭

門

戶

井

竈

中

霤

五

祀

士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十

庶

人

祖

考

而

已

大

宗

伯

之

職

曰

以

禋

祀

祀

昊

天

上

帝

以

實

柴

祀

日

月

星

辰

以

槱

燎

祀

司

中

司

命

飌

師

雨

師

以

血

祭

祭

社

稷

五

祀

以

貍

沈

祭

山

林

川

澤

以

疈

辜

祭

四

方

百

物

當

此

之

時

民

之

受

田

力

作

者

供

其

牛

牲

茅

蒩

粟

米

芻

稾

以

待

天

子

之

對

越

王

朝

之

禮

不

下

庶

人

故

孔

子

曰

郁

郁

乎

文

哉

言

其

各

有

條

理

也

王

者

父

天

母

地

父

母

之

於

子

至

親

愛

也

故

常

隨

王

者

所

居

而

饗

之

乃

小

宗

伯

建

國

之

神

位

右

社

稷

左

宗

廟

而

燔

柴

必

於

泰

壇

瘞

埋

必

於

泰

折

圜

方

澤

皆

在

國

外

之

郊

而

不

於

所

居

之

宮

明

天

神

至

貴

不

可

以

人

所

狎

居

之

地

而

瀆

享

之

也

今

或

士

大

夫

歲

時

祭

祀

於

祖

宗

五

祀

之

外

妄

及

天

神

閭

倣

效

習

爲

故

常

甚

至

庖

湢

籓

溷

之

旁

汚

穢

薰

蒸

亦

布

席

而

禱

祀

焉

非

敬

鬼

神

而

遠

之

之

道

也

又

叢

祠

祅

廟

所

在

多

有

賽

會

迎

神

繁

費

無

度

巫

覡

卜

祝

之

流

妄

稱

神

鬼

遇

有

病

禱

祀

相

沓

其

婦

女

或

遠

至

鄰

郡

修

齋

拜

佛

祈

求

福

祐

昔

顓

頊

之

敎

男

女

不

相

避

於

路

者

則

之

四

達

之

衢

今

公

然

出

入

廟

宇

無

所

禁

忌

此

復

成

何

風

俗

哉

應

劭

言

會

稽

俗

多

淫

祀

好

卜

筮

民

一

以

牛

祭

巫

祝

賦

歛

受

謝

民

畏

其

口

懼

被

祟

不

敢

拒

逆

是

以

財

盡

於

鬼

神

產

匱

於

祭

祀

或

貧

家

不

以

時

祀

至

竟

言

不

敢

食

牛

害

或

發

病

且

死

先

爲

牛

鳴

其

畏

懼

如

此

太

守

司

空

第

五

倫

到

官

先

禁

絕

之

掾

史

皆

誄

倫

曰

夫

建

功

立

事

在

敢

斷

爲

政

當

信

經

義

言

淫

祀

無

福

非

其

鬼

而

祭

之

謟

也

律

不

得

屠

殺

少

齒

令

鬼

神

有

知

不

妄

飮

食

民

間

使

其

無

知

何

能

禍

人

遂

移

書

屬

縣

曉

諭

百

姓

民

不

得

有

出

門

之

祀

督

課

部

吏

張

設

罪

罰

犯

尉

以

下

坐

祝

依

託

鬼

神

恐

怖

愚

民

皆

按

論

之

有

屠

生

輒

行

罰

民

初

恐

怖

頗

搖

動

不

安

或

援

祝

妄

言

倫

勅

之

愈

急

後

遂

斷

無

復

有

禍

福

矣

愚

謂

方

今

有

司

宜

如

倫

禁

民

出

門

之

祀

而

後

諭

以

神

示

尊

貴

雖

天

子

不

敢

祭

於

宮

中

則

財

業

之

耗

於

淫

祀

者

宜

少

矣

古

者

巫

醫

卜

祝

皆

設

之

官

故

有

卜

師

掌

開

龜

之

四

兆

簭

人

掌

三

易

以

辨

九

簭

之

名

民

之

精

爽

不

貳

齊

肅

聰

明

者

使

制

神

之

處

位

爲

之

牲

器

使

先

聖

之

後

能

知

山

川

敬

於

禮

儀

明

神

之

事

者

以

爲

祝

能

知

四

時

犠

牲

壇

場

上

下

氏

姓

所

出

者

使

爲

宗

今

或

衣

食

無

賴

之

徒

相

與

比

周

營

利

於

井

邑

之

中

爲

人

布

卦

禱

祈

假

撰

神

名

多

至

百

數

病

家

刲

羊

擊

豕

而

從

之

事

已

則

若

輩

割

肉

歸

遺

舉

家

醉

飽

矣

此

實

民

間

大

蠧

謂

宜

一

切

禁

絕

犯

者

決

罰

無

赦

然

而

有

司

之

法

令

行

於

百

姓

而

不

行

於

士

大

夫

故

佐

天

子

之

有

司

使

百

姓

回

心

而

嚮

道

者

則

卿

大

夫

鄕

先

生

之

責

也

嗚

呼

可

不

愼

哉

附

家
祠

先
賢
任
子
祠
祀
當
陽
矦
不
齊
在
同
里
秵
䆂
圩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重
建
長
洲
顧
承
爲
記
中
有
本
仁
堂
江
都
江
藩
爲
記

顧

承

先

賢

任

子

祠

記

昔

孔

子

集

羣

聖

之

大

成

而

師

表

萬

世

當

時

遊

孔

子

之

門

自

顏

曾

而

下

七

十

子

莫

不

身

通

六

藝

六

藝

者

詩

書

禮

樂

易

春

秋

是

也

而

吳

有

言

子

楚

有

任

子

實

爲

南

方

儒

學

之

宗

乾

隆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十
一

四

十

九

年

上

南

廵

江

浙

經

過

聖

賢

祠

基

在

三

十

里

內

者

遣

官

拈

香

奠

酒

孔

門

弟

子

凡

四

祠

任

子

其

一

也

按

史

記

仲

尼

弟

子

列

傳

任

子

名

不

齊

字

子

選

楚

人

吳

江

有

任

子

祠

舊

龎

山

宋

紹

興

時

五

十

九

世

孫

判

平

江

府

盡

言

奏

建

嘉

泰

三

年

六

十

世

孫

浙

西

提

舉

淸

叟

重

建

元

季

兵

燬

明

崇

禎

十

年

七

十

二

世

孫

大

任

移

建

同

里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重

葺

中

有

本

仁

堂

宮

保

阮

元

書

匾

江

藩

爲

之

記

攷

諸

載

籍

任

子

事

實

不

少

槪

見

鄭

康

成

撰

論

語

弟

子

目

錄

謂

論

語

仲

弓

子

夏

等

所

撰

定

可

攷

者

三

十

四

篇

任

子

在

焉

問

王

知

道

二

篇

周

編

修

永

年

修

濟

甯

志

載

孔

子

弟

子

任

子

有

語

二

篇

其

弟

子

齊

人

東

門

子

高

蒯

伯

儀

傳

之

所

謂

齊

論

是

也

夫

聖

人

之

言

可

寶

萬

士

□

學

之

士

未

有

不

習

論

語

者

然

魯

論

傳

而

齊

論

熄

矣

猶

幸

自

漢

至

今

垂

二

千

五

百

載

遺

文

尙

在

而

孔

子

微

言

得

以

不

泯

任

子

之

功

詎

不

偉

與

嗚

呼

士

生

千

百

世

之

下

匪

聖

何

法

匪

經

何

宗

卽

所

流

傳

單

辭

片

語

皆

足

以

治

身

心

勵

德

行

況

二

篇

之

全

文

具

在

邪

然

則

傳

述

之

賢

功

在

萬

世

匪

徒

爲

後

嗣

者

當

崇

報

其

德

功

也

今

七

十

六

世

宗

子

兆

麟

再

拜

屬

承

爲

記

以

勒

諸

石

附

江

藩

本

仁

堂

記

吳

會

諸

任

實

維

先

賢

當

陽

矦

太

宗

之

裔

宋

元

以

來

稱

鉅

族

焉

任

于

祠

肇

自

宋

紹

興

時

五

十

九

世

孫

盡

言

在

吳

淞

江

陽

之

銅

里

顧

無

祭

產

祀

典

闕

而

罔

舉

稔

矣

七

十

六

世

孫

兆

麟

䀌

焉

□

之

重

爲

庀

飭

輯

家

乘

定

祠

規

建

宗

子

以

主

奉

祀

事

廼

倡

蠲

已

所

積

修

資

若

干

俾

生

息

之

以

供

歲

時

祭

饗

曁

祖

墓

屋

址

稅

賦

葺

治

之

用

前

堂

三

楹

爲

齋

宿

講

學

所

阮

雲

臺

宮

保

爲

書

本

仁

以

扁

諸

楣

葢

取

禮

本

仁

以

聚

之

之

義

也

夫

講

學

之

方

如

農

夫

之

䅶

茠

其

田

存

是

去

非

必

本

仁

以

歛

之

不

歛

則

學

不

固

爲

仁

有

本

自

孝

弟

始

而

孝

弟

之

本

莫

先

於

尊

祖

是

以

禮

稱

尊

祖

敬

宗

收

族

也

抑

仁

者

博

愛

之

謂

然

博

愛

之

道

繇

親

親

以

及

民

物

故

敦

本

之

務

必

立

宗

祠

以

序

昭

别

親

疏

卽

子

姓

散

處

四

方

俾

知

祖

所

自

出

以

遡

夫

水

原

本

本

之

由

孝

弟

之

心

自

油

然

而

生

矣

推

而

廣

之

自

修

齊

以

曁

治

平

有

不

橫

乎

四

海

者

哉

然

則

登

斯

堂

者

念

祖

修

德

當

知

務

爲

學

之

本

已

淩
太
常
祠
在

里
上
絲
圩
祀
明
太
常
寺
少
卿
淩
信
同
治
十
年

太
常
裔
孫
淩
大
咸
重
建
先
是
嘉
慶
中
祠
圯
里
人
徐
達
源
修
治

之
陽
湖
洪
亮
吉
爲
記

洪

亮

吉

重

修

淩

公

祠

墓

記

吾

嘗

作

續

吳

地

冢

墓

志

載

里

鎭

有

明

太

常

寺

少

卿

淩

信

墓

其

旁

有

庵

名

寶

綸

卽

淩

公

祠

屋

也

舊

藏

宣

德

時

所

給

勅

命

及

成

化

時

賜

諭

祭

葬

之

文

故

庵

以

名

焉

厥

後

子

孫

淩

替

日

益

傾

圯

一

修

於

萬

厯

丁

巳

同

里

胡

居

士

元

嶽

再

修

於

崇

禎

辛

巳

龔

居

士

濟

寰

并

爲

置

祠

田

膳

庖

迄

今

又

一

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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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五

營
建
四

十
二

十

年

田

鬻

於

住

持

僧

某

磨

於

游

方

僧

某

其

僅

存

之

子

姓

亦

無

有

過

而

問

焉

徐

待

詔

達

源

見

而

慨

然

謀

於

里

人

并

太

常

之

父

明

工

部

虞

衡

司

主

事

淩

顯

祠

墓

亦

竝

修

葺

工

始

於

嘉

慶

六

年

至

七

年

秋

甫

竣

將

立

以

永

其

傳

以

文

屬

亮

吉

亮

吉

攷

明

史

及

一

統

志

江

南

通

志

淩

公

事

蹟

無

所

著

錄

惟

吳

江

舊

志

載

淩

顯

里

鎭

人

字

彥

光

考

授

大

興

縣

丞

欽

給

勅

命

陞

工

部

主

事

後

以

子

信

貴

贈

尙

寶

司

丞

淩

信

字

尙

義

以

楷

書

授

中

書

仕

至

太

常

少

卿

及

閱

明

史

安

南

列

傳

載

憲

宗

踐

阼

命

尙

寶

卿

淩

信

及

行

人

邵

震

賜

王

灝

及

綵

幣

灝

遂

遣

使

入

貢

是

淩

公

未

官

至

太

常

以

前

又

嘗

爲

尙

寶

卿

竝

出

使

遠

國

也

夫

宣

德

成

化

爲

有

明

極

盛

之

時

公

以

善

書

遂

致

卿

貳

與

華

亭

之

沈

度

及

弟

粲

皆

以

楷

書

選

入

翰

林

凡

金

版

玉

冊

皆

令

書

之

其

身

通

顯

亦

與

太

常

等

稱

雲

間

大

小

沈

學

士

云

以

是

知

士

生

承

平

凡

有

一

藝

之

長

無

不

可

濯

磨

自

見

太

常

與

二

沈

均

可

云

遇

其

時

矣

又

嘗

憶

今

天

子

嘉

慶

四

年

亮

吉

尙

在

翰

林

適

琉

球

國

王

以

嗣

位

乞

封

於

朝

掌

院

事

者

將

舉

亮

吉

以

往

後

値

他

事

不

果

又

可

知

當

國

家

重

熙

累

洽

之

時

持

天

子

節

越

大

海

使

萬

里

遠

國

得

以

紀

其

風

土

人

物

備

一

代

掌

故

亦

有

命

存

其

間

固

不

可

幸

致

與

淩

公

之

由

尙

寶

卿

擢

太

常

或

卽

以

出

使

故

未

可

知

也

總

之

淩

公

之

生

獲

以

才

自

奮

其

沒

也

厯

數

百

年

祠

與

墓

又

頻

見

修

於

里

中

之

後

進

使

人

過

太

常

之

阡

訪

寶

綸

之

庵

尙

流

連

往

復

不

置

謂

非

身

前

後

之

遭

際

均

有

過

於

人

者

乎

亮

吉

旣

重

待

詔

之

能

表

彰

先

哲

又

慮

淩

公

父

子

事

蹟

久

而

就

湮

也

故

樂

爲

之

記

汝
氏
家
祠
在

里
髮
字
圩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汝
璞
重
建
中
有
忠

烈
儒
臣
扁
廵
撫
湯
斌
爲
明
常
州
訓
導
汝
可
起
立

周
宮
傅
祠
在

里
染
字
圩
祀

國
朝
工
部
尙
書
周
元
理
乾
隆

六
十
年
建
中
奉

御
碑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賜
祭

上
諭
一
道

諭
祭
文
一
道
後
楹
祀
周
氏
羣
主
厯
城
方
昂
爲
記

方

昂

周

氏

祠

堂

記

略

建

祠

非

古

也

禮

大

夫

三

廟

然

禮

大

傳

言

大

夫

干

祫

及

其

高

祖

伊

川

程

氏

亦

謂

三

廟

二

廟

之

制

雖

殊

而

可

祭

及

高

祖

然

則

卿

大

夫

而

祭

及

高

祖

禮

也

或

曰

祠

祭

之

禮

追

源

其

始

祖

非

也

攷

唐

之

孟

詵

徐

潤

宋

之

安

陽

韓

氏

司

馬

氏

皆

立

家

廟

以

祀

其

始

祖

然

則

卿

大

夫

祭

始

祖

矣

或

又

曰

木

主

非

古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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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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