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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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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輿
圖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輿
圖



左
州
誌
卷
上

通
議
大
夫
知
左
州
事
加
四
級
奉
天
鐵
嶺
李
銓
纂
修

左

陽

紳

士

公

閲

疆

域

太
康
地
記
曰
交
州
本
屬
揚
州
取
交
阯
以
為
名
虞

南
極
也
周
有
天
下
越
裳
氏
慕
聖
人
之
徳
重
九
譯
貢

白
雉
秦
滅
六
國
南
開
百
越
置
桂
林
象
郡
以
越
佗
為

龍
川
令
因
秦
之
未
自
擅
南
裔
漢
高
革
命
加
以
正
爵

始
變
椎
髻
襲
冠
冕
焉

建

置

按
左
陽
舊
為
西
原
黄
峝
地
唐
末
始
置
土
州
於
演
隸

邕
州
都
督
府
宋
為
古
萬
寨
元
屬
太
平
路
盖
歴
年
既

遠
文
獻
無
徵
姑
就
其
舊
誌
所
錄
參
以
考
定
而
兼
存

之
明
洪
武
年
間
仍
以
土
州
隸
太
平
府
天
順
間
土
官

黄
倚
黄
昂
兄
弟
爭
襲
■
兵
殘
殺
州
民
迨
成
化
十
三

年
始
改
土
設
流
建
州
於
思
崖
材
正
徳
間
知
州
李
欽

承
遷
於
古
欖
村
即
今
之
州
治
也
無
城
郭

土
牆

一
圍
周
■
共
計

丈
高

丈
六
尺

左
州
誌

卷
上

一



門
以
備
啓
閉
防
暴
客
州
屬
三
十
六
村
編
氓
四

大

率
鶉
衣
糲
食
男
女
鳩
形
傷
心
慘
目
實
屬
粤
西
極
凋

至
敝
之
區
官
斯
土
者
固
在
良
有
司
之
善
加
撫
卹
抑

端
賴

各
上
官
另
目
而
加
仁
焉
州
東
至
崇
善
縣
馱

盧
交
界
四
十
里
南
至
崇
善
縣
交
界
四
十
里
西
至
太

平
土
州
三
十
五
里
北
至
陀
陵
十
五
里

星

野

按
通
志
云
粤
之
疆
域
最
廣
古
稱
百
粤
分
野
有
荆
揚

之
殊
蓋
粤
之
東
界
屬
揚
州
鼂
錯
所
謂
揚
越
是
也
其

西
界
則
屬
荆
州
於
二
十
八
宿
為
翼
軫
之
分
按
禹
貢

揚
州
之
南
境
其
地
皆
粤
之
分
自
嶺
而
南
至
海
盡
其

地
春
秋
元
命
苞
曰
牽
牛
流
為
揚
州
分
為
越
國
立
為

揚
山
漢
書
天
文
志
曰
牽
牛
婺
女
為
揚
州
分
野
太
康

地
記
曰
荆
州
於
古
蠻
服
之
地
也
秦
滅
楚
置
郡
縣
漢

武
分
為
交
州
蓋
两
粤
古
為
要
荒
未
隸
版
圗
以
形
勢

攷
之
則
粤
東
當
為
揚
州
分
野
粤
西
當
為
荆
州
分
野

氣
勢
貫
而
地
脉
通
也

山

川
八

景

附

氣

候

附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金
山
在
州
治
西
門
外
里
許
上
有
觀
音
殿
玄
武
廟
廟

後

聨

簷

又

有

流

霞

仰

高

共

三

十

六

峰

旁

峭
立
上
鐫
龍
光
在
望
山
勢
空
靈
洞
闢
軒
敞
外
有

孤
峰
獨
峙
倒
挿
如
雲
余
金
山
記
有
云
中
更
一
石

搖
空
挿
戟
宛
如
垂
翼
之
雲
因
名
之
曰
丈
雲
居
三

十

六

峰

外

之

特

出

者

也
記

載

藝

文

誌

獅

子

山

在

城

東

南

五

里

麒

麟

山

在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即

州

治

發

脉

墨

山

在

城

南

五

里

天

登

山

在

城

東

南

八

里

龍

泉

山

在

城

南

三

里

獨

山

在

城

西

南

八

里

華

父

山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博

感

山

在

城

南

八

里

黄

巢

城

在

城

西

五

十

里

九

峰

山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跨

龍

山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銀

甕

山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左
州
誌

卷
上

三



天
高
山
在
城
東
四
里

将
軍
山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芙

蓉

山

在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華
幔
山
在
城
西
北
五
里

崑
山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佛
子
山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馬
鞍
山
在
城
西
五
里

鞍
馬
嶺
在
城
北
三
里

感
國
嶺
在
城
北
五
里

雷
嶺
在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紅

泥

嶺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角
勢
嶺
在
州
城
西
門
外

呌
鶴
巖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雲
巖
在
城
西
南
二
十
里

和
尚
巖
在
城
北
十
里

伏
龍
巖
在
城
東
八
里

通

明

巖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鶴
洞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左
州
誌

卷
上

四



潭
洞
在
城
南
五
十
里

橋
江
在
東
門
外

淥
江
在
城
東
四
十
里

龍
潭
在
城
南
二
里

黄

泉
在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味
洞
泉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龍
泉
在
城
南
三
里

左
陽
八
景
舊

係

十

景

余

因

刪

其

二

景

各

有

鄙

俗

載

金
山
雨
霽
方
位
里
數
見
前
山
突
出
二
石
壁
立
數
仭

怪
石
環
拱
巖
洞
紆
廻
前
州
牧
鄧
體
静
闢
一
洞
天

巖
鐫
金
山
二
字
搆
亭
於
上
層
巒
聳
峙
險

橋
入

歸
雲
躡
屐
從
巔
隂
睛
異
致
春
花
秋
月
黛
石
蒼
林

夏
不
知
暑
冬
可
忘
寒
當
入
摩
詰
之
畫
宜
留
青
蓮

之
詩
也

銀
甕
睛
霞
山
臨
長
江
起
伏
如
甕
睛
霞
掩
映

金

銀
之
氣
唐
人
句
中
不
貪
夜
識
金
銀
氣
遠

麋
鹿
遊
似
此
景

巖
挺
秀
四
面
平
疇
一

■
擁
峙

分

層

左
州
誌

卷
上

五



朗
虛
靈
登
巖
遠
眺
叠
翠
如
雲

感
奇
觀
一
水
中
流
奇
石
列
峙
状
若
雲

花
草

泉
環
布
旁
通
小
巖
中
有
擎
雲
羅
漢
佛
子
諸
臺
瑤

花
通
天
鼓
洞
各
洞
洗
心
池
度
緣
橋
羽
化
庵
變
幻

不
測
極
盡
天
然
之
妙
恍
若
方
壺
圓
嶠

之
境

也

龍
潭
碧
影
平
岡
聯
絡
一
石
擎
天
若
虬
龍

狀

下

泉
倒
影
碧
色
澄
泓
深
不
可
測
土
人
相
傳
有
龍

伏
其
中
云

橋
江
注
潤
一
溪
繞
州
發
源
自
陀
陵
三
清
山
合
諸
流

而
南
入
於
江
所
經
糧
田
皆
藉
灌
溉
乃
本
州
之
界

水

也

橋

南
峰
晚
翠
城
南
一
帶
奇
峰
萬

列

嶂

阻
繍
錯
雲
生
時
有
隹
氣
隐
見
直
侵

席
間

日
影
含
山
曦
輪
返
照
翠
投
懷
袖
可

可
餐

時
之
中
日
臥
遊
而
不
厭
抑

天
地
到
此
窮
極
之
地

而

特

為

州

人

留

此

生

色

也

鶴
洞
聞
聲
山
巖
聳
峭
旁
有
陂
塘
春
夏
泉
溢
多

魚

菰
諸
鶴
羣
聚
和
鳴
聲
聞
數
里
巖
有
四
洞
怪
石

左
州
誌

卷
上

六



巒

盤

旋

幽

渺

殆

隱

者

之

居

也

左
陽
雖
僻
處
荒
陬
然
山
環
水
繞
動
静
自
如
其
發
脉

自
巴
吉
村
之
麒
麟
山
過
霞
横
嶺
歴
馬
鞍
山
經
西
亭

敎
嶺
至
古
欖
開
陽
結
治
半
落
平
岡
半
連
綠
野
南
山

聳
翠
列
嶂
如
屏
碧
澗
丹
崖
嵯
峨
繡
錯
隂
雨
晦
明
瞬

息
萬
變
嵐
光
雲
氣
宜
侵
几
席
間
朝
夕
臥
逰
而
不
知

倦
也
橋
江
為
州
治
之
明
堂
界
水
來
源
自
陀
陵
之
三

清
山
合
諸
流
經
龍
光
二
村
還
繞
州
前
南
至
逐
淥
折

流
而
北
復
濚
洄
婉
轉
穿
山
度
峽
南
入
於
江
清
澈
可

掬
而
田
疇
資
溉
猗
歟
休
哉
山
川
之
鍾
奇
雖
外
江
之

名
勝
不
是
過
也
惟
是
地
極
南
偏
氣
候
殊
異
■
錯
有

云
揚
越
之
地
少
隂
多
陽
李
待
制
曰
南
方
地
卑
而
土

薄
土
薄
故
陽
氣
常
泄
地
卑
故
隂
氣
常
盛
陽
氣
泄
故

四
時
常
花
三
冬
不
雪
一
歲
之
内
暑
熱
過
中
人
居
其

間

氣

多

上

升

膚

多

出

汗

蓋
陽
不
反
本
而

然
隂
氣
盛
故
晨
昏
多
霧
春

雲

一

之
間
烝
涇

過
半
盛
夏
連
雨
即
復
凄
寒
衣
服
盡
濕
人
中
之
者
多

脚
氣
肢
體
重
倦
等
疾
蓋
隂
常
侵
軼
而
然
隂
陽
之
氣

左
州
誌

卷
上

七



既

偏

而

相 

故

一

日

之

内

氣

候

屢

變

諺

云

四

時

皆

似
夏
一
雨
便
成
冬
又
曰
亟
脱
亟

着

勝
似
服
藥
氣
固

使
然
耳
五
嶺
以
南
號
曰
炎
方
乃
其
高
岡
叠
嶂
左
右

環
合
故
鬱
而
為
嵐
惟
地
居
平
曠
者
猶
或
差
勝
若
城

依
巖
谷
或
近
卑
涇
崎
嶇
廹
阨
間
有
近
午
方
見
日
色

者
至
若
蠻
溪
獠
崗
草
木
薈
蔚
蛇
虺
出
沒
江
水
有
毒

瘴
氣
易
染
春
三
月
青
茅
瘴
四
五
月
黄
梅
瘴
六
七
月

新
禾
瘴
八
九
月
黄
茅
瘴
又
曰
桂
花
瘴
菊
花
瘴
商
旅

氓
隸
觸
熱
征
行
與
夫
飲
食
起
居
不
節
及
縱
慾
無
度

者
每
為
所
中
調
攝
之
功
宜
加
虔
焉
夫
病
之
中
人
毎

乘
氣
虛
而
入
元
氣
盛
則
邪
氣
無
由
而
侵
此
養
生
第

一
義
也
左
地
元
屬
瘴
鄉
人
畜
雜
處
穢
氣
薰
烝
易
於

侵
人
受
病
其
起
居
飲
食
衣
服
房
帷
少
不
加
慎
即
惹

寒
熱
瘧
疾
等
症
土
著
尚
然
客
逰
者
更
當
謹
慎
上
天

好
生
故
於
養
生
一
道
獨
加
詳
悉
惟
尊
生
者
留
意
焉

余
向
有
養
生
篇
附
於
後
乍
寒
乍
熱
最
難
調
攝
熱
毋

輕
脱
饑
母
過
食
立
莫
當
風
坐
莫
冒
露
穿
着
隨
時
謹

於
喜
怒
戒
慎
房
帷
檢
點
酒
水
却
病
無
形
不
落
後
悔

左
州
誌

卷
上

八



男
女
老
少
宜
遵
此
言
不
但
却
病
兼
可
延
年

公

署

按
左
州
公
署
自
成
化
戊
戌
改
流
後
尚
未
營
建
至
正

徳
巳
卯
知
州
李
欽
承
始
遷
於
古
欖
村
即
今
州
治
也

於
州
城
右
偏
草
創
州
衙
一
所
其
後
署
篆
永
康
令
徐

隆
癸
未
周
墨
丙
申
方
紀
龍
己
未
鍾
鍊
嘉
靖
戊
中
鄧

體
静
數
牧
前
後
相
承
經
營
拮
据
增
城
垣
廣
廨
宇
牧

愛
撫
綏
保
障
有
坊
申
明
旌
善
有
亭
頗
稱
苟
完
矣
迨

後
兵
燹
因
仍
年
歲
饑
饉
官
斯
土
者
撫
綏
失
道
鄰
封

侵
佔
地
方
漸
至
削
弱
坊
亭
郵
表
傾
圯
無
餘
至
今
僅

存
正
署
數
椽
鼠
穴
蟲
巢
相
與
雜
處
其
中
星
月
盈
牀

不
蔽
風
雨
兹
官
貧
民
窮
修
葺
無
能
日
見
其
敗
壞
而

補
苴
無
術
焉

捕
署
在

州

衙

左

首

大

門

内

瓦

屋

三

間

學
署
無
歷

任

學

官

皆

僦

民

房

居

住

祠

祀

文
廟
創
自
嘉
靖
己
丑
知
州
周
墨
始
於
城
内
建
正
殿
三

間
大
門
一
座
東
向
戊
申
知
州
鄧
體
静
重
修
隆
慶
庚

左
州
誌

卷
上

九



午
知
州
林
烋
建
明
倫
堂
名
宦
祠
壬
申
知
州
袁
昌
祚

遷
於
城
西
門
外
萬
暦
戊
寅
知
州
何
一
達
建
啓
聖
祠

癸
丑
知
州
蕭
貽
朔
遷
於
城
南
門
内
崇
禎
巳
卯
知
州

李
之
清
復
遷
於
城
北
舊
地
改
向
坎
宫
建
大
成
殿
明

倫
堂
两
廡
名
官
祠
戟
門
櫺
星
門
右
偏
置
啓
聖
祠
學

署
廟
貌
於
兹
輪
奂
一
新
巳
丑
交
阯
犯
境
殘
毁
為
蔓

草
荒
烟
矣
迨
至

本

朝

康

熙

戊

午

重

修

正

殿

癸

亥

知

州

譚

奇

逢

重

建

明

倫
堂
未
成
丙
寅
知
州
李
拱
極
續
修
明
倫
堂
告
成
復

建
啓
聖
祠
两
廡
戟
門
余
不
才
蒙

各
憲
誤
知
於
戊

子
春
奉
調
左
陽
涖
任
三
日
循
例
行
香
謁
廟
惟
見
宫

墻
傾
廢
榱
桷
分
崩
四
壁
半
立
柱
石
間
存

神

主

厝

置

於

明

倫

堂

塵

垢

之

中

嗟

乎

歴

代

詩

書

禮

樂

之
域
一
且
儼
若
樵
採
畜
牧
之
塲
傷
心
慘
目
令
人
不

敢
仰
視
於
是
會
集
學
博
州
倅
暨
州
之
紳
士
謀
議
修

舉
幸
諸
君
同
心
仗
義
協
力
損
資

舉

憲

張

公

復

捐

俸

六

金

現

在

鳩

工

■

村

因

舊

址

建

大

成

殿

三

間

两
廡
六
間
戟
門
三
楹
浚
泮
池
修
欞
星
門
築
廟
壖
立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聖
域
賢
疆
開
禮
門
義
路
文
昌
祠
魁
星
樓
名
宦
鄉
賢

等
祠
工
肇
於
康
熙
巳
丑
月
建
壬
申
之
七
日
成
於
庚

寅
二
月
上
下
丁
吉
日
其
間
經
幾
閲
月
心
瘁
力
竭
始

落
成
其
創
制
之
艱
難
什
倍
他
處
非
敢
紀
功
以
自
矜

惟
望
後
之
君
子
念
此
而
時
加
意
焉
爾

城

隍

廟

在

城

内

東

北

隅

震

向

康

熙

癸

卯

知

州

王

攵

昌

重
建
巳
卯
知
州
劉
正
國
重
修
今
仍
舊
嗟
乎
廟
貌
湫

隘

香

火

寂

寥

神

乎

其

靈

亦

惟

两

袖

清

風

而

已

伏

波

廟

在

城

内

兑

方

離

向

康

熙

庚

戌

知

州

紀

振

邉

重

建
吁
嗟
伏
波
漢
中
興
之
上
將
也
功
開
百
粤
戚
重
椒

房
垂
暮
蹇
蹇
不
有
厥
躬
雖
致
生
前
受
謗
卒
能
享
祀

邉
庭
是
非
得
失
誠
不
在
一
時
為
臣
子
者
惟
當
各
盡

其

道

成

敗

利

鈍

信

有

命

焉

非

可

强

而

致

之

也

關

帝

廟

在

城

隍

廟

右

間

同

向

康

熙

壬

子

知

州

韓

之

屏

建
甲
戍
知
州
趙
琦
重
修
丙
戌
知
州
劉
儼
擴
建
大
門

三
間
今
仍
舊
鳴
呼
壯
繆
一
點
丹
心
長
懸
漢
室
重
噓

垂
燼
廟
食
萬
■
凡
普
天
之
下
六
合
之
内
莫
不
尊
親

而

今

於

兹

漠

如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一



土

地

祠

有

二

一

在

州

衙

門

内

左

首

儀

門

外

嘉

靖

戊

子

知
州
周
墨
創
建
康
熙
癸
卯
知
州
王
文
昌
重
修
戊
子

秋
九
月
被
火
今
易
瓦
屋
一
間
凄
風
苦
雨
神
像
霑
濡

守
斯
土
者
奏
假
缺
如
抑
力
有
所
不
及
耳

一

在

北

門
外
坎
向
康
熙
癸
卯
知
州
王
文
昌
重
建
庚
戌
知
州

紀
振
邉
增
建
獻
庭
三
間
州
之
士
民
於
毎
年
之
六
月

擇
吉
迎
會
賽
神
保
苗
祈
福
動
有
靈
感
乃
一
方
之
保

障

也

真

武

廟

舊

在

北

門

城

樓

今

移

建

金

山

大

士

閣

前

居

民

男
婦
四
時
祭
享

白

龍

廟

去

州

城

東

十

五

里

不

知

創

自

何

年

相

傳

其

始

也
有
白
蛇
盤
旋
回
繞
於
溪
側
居
民
立
廟
祀
之
嗣
是

凡
境
内
有
闇
眛
難
明
之
事
或
雨
暘
愆
期
强
暴
恣
肆

咸
徃
告
之
有
禱
輒
應
如
影
隨
形
不
爽
毫
釐
雖
未
載

在
祀
典
然
因
之
民
情
實
為
福
善
禍
滛
有
功
一
方
聖

人
神
道
設
敎
無
非
惠
愛
斯
民
故
備
錄
以
為
霖
雨
蒼

生
之
勸
至
若
神
明
其
説
子
不
語
怪
力
亂
神
不
敢
悉

述

也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二



社

稷

壇

城

西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城
東

厲

壇

城

西

北

以

上

三

壇

僅

存

基

址

春

秋

設

主

安

位

陳

獻

蒸

甞
以
崇
典
禮
焉

田

賦

按

全

書

原

額

官

民

田

塘

蓬

舖

油

榨

共

稅

四

十

九

頃
零
五
畝
九
分
四
厘
一
毫
四
絲
實
編
夏
秋
折
色
米

二
百
四
十
五
石
二
斗
九
升
七
合
零
七
抄
共
徵

畝

四
差
鋪
墊
水
脚
等
項
共
銀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三
兩
四

錢
六
分
五
厘
八
毫
二
絲
五
忽
八
微
八
纖
九
塵
全
熟

户

口

原

額

人

丁

千
七
百
零
三
丁
該
丁
銀
二
百
九
十
七

两
三
錢
三
分
康
熙
二
十
二
十
五
三
十
三
十
五
四
十

四
十
五
等
年
編
審
新
增
九
十
三
丁
增
丁
銀
十
两
零

二
錢
三
分
共
新
舊
丁
銀
三
百
零
七
两
五
錢
六
分

以
上
地
丁
二
項
共
銀
一
千
四
百
七
十

兩
零
二

分
五
厘
八
毫
二
絲
五
忽
八
微
八
纖
九
塵
其
起
存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三



欵
編
載
全
書
左
民
别
無
生
理

焉田

暦
已
亥
知
州
方
岱
於
奈
村
思
崖
二
村

民

田

共
計
二
千
八
百
把
年
例
收
租
六
十
石
詳
散

生

以

充

火
之
資
今
改
折
觧
項
矣

村
坊
風

俗

附

一
圖
古
欖
村
即
州

治

龍

村
舊

古

萬

寨

地

光

村

吉
村

二

搆

立

村

桑
村

倫

村

隴

邈

村

幸
村

隴

盧
村

何
村

勇

村

獲

村

蒙

村

黄

村

味

亮

村
味

音

末

舊

名

咘

亮

村

土

人

以

咘

與

土

同

音

漢

語

為

泉

土

語

為

咘

也

但

考

之

字

書

並

無

咘

字

按

味

黑

光

也

余

至

其

村

見

山

麓

穴

出

季

春

時

水

溢

旁

流

可

以

灌

田

秋

冬

則

而

不

見

從

穴

口

斜

穿

約

下

三

丈

許

乃

及

泉

居

民

執

火

汲

水

不

見

天

日

惟

見

黒

光

或

取

此

意

以

為

名

故

今

改

正

之

後

徔

此

三
圗
思
崖
村
舊

土

州

地

奈

村

落

城

村

林

村

渠

蓬

村

模

村

通

天

村

逐

淥

村

岊

隴

村
舊

名

岜

隴

土

人

讀

與

葩

同

音

字

書

内

亦

無

此

岜

字

岊

音

節

山

之

陬

隅

高

處

曰

岊

左

之

村

坊

多

傍

巖

負

嵎

義

當

徔

此

今

改

正

之

方

不

失

書

同

文

之

義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四



新
村

渠

併

村

呌

程

村

九

岸

村

伸
村

譚

崗

村

白
作
村

村

那
陶
村

通
志
云
粤
俗
椎
髻
蠻
音
衣
冠
不
正
飲
食

以
强
凌
弱
一
言
不
順
父
子
相
讐
婚
姻

青
為
媒
病
用
覡
喪
用
樂
音
洛
此
初
彝
鄙
之
俗

也
自

流
以
来

化

為

漢

民

樸

而

益

不

知

生

耕
鑿
誅
茅
為

以

竹

木

中

架

名

為

欄

房

人

居

畜
處
其
下
男
子
多
逸
婦
女
負
勞
操
井
臼
躬

採
薪
於
山
汲
飲
於
河
人
稀
盜
寡
訟
牒
少
聞
獄
無

因

無
拖
累
至
於
攵
物
衣
冠
皆
徔
時
王
之
制
而

岸
鄉
塾
俊
彥
亦
間
有
其
人
矣
邇
更
文
風
漸
盛

代
不
乏
人
但
惜
遠
處
邉
徼
聲
教
罕
及
其
習
見
習

率
皆
經
生
之
呫
嗶
而
身
心
性
命
之
學
多
所
不

以
人
不
能
盡
其
才
而
學
不
能
造
其

也

如

此

地
未
甞
限
於
斯

乃

人

狃

於

習

尚

能

擴

尚

志

之

士

一

旦

奮

起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五



親

屍

甚

至

為
甚
而
四
圗

居

便

加

悚

惕

慎

聞

久

矣

今

余

雖

竭

力

示

及

多

室

薄

徳

救

焚

拯

弱

是

日

夕

有

紳
士

天

良

使

是

沒

之
傾
頽
砥
柱
狂

之

之
所
禱
切
也

官
師

自

成

化

十

六

年

設

流

至

崇

禎

末

其

任

内

事

功

即

註

載

本

名

下

以

備

徳

十

六

年

至
萬
暦

十

三

年

止

隆

江

西

十

六

年

任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六



何黄

達

浙

江

人

弘

治

八

年

任

程

廸

江

南

徽

州

人

弘

治

十

六

年

任

周

安

江

西

贛

州

人

弘

治

二

十

年

任

李

章

廣

東

新

會

人

正

徳

十

年

任

李

欽

承

河

南

人

正

徳

十

三

年

任

遷

州

治

於

今

處

梁

顯

廣

東

順

徳

人

正

徳

十

六

年

任

周

墨

江

南

太

倉

進

士

嘉

靖

三

年

任

葉

逢

陽

福

建

進

士

嘉

靖

十

四

年

任

方

紀

龍

浙

江

人

嘉

靖

十

六

年

任

崔

鳳

清

江

人

嘉

靖

十

年

任

鄧
體
静
廣
東
順
徳
舉
人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任

蘇
於
汲
廣
東
南
海
舉
人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任

林
秋
福
建
莆
田
舉
人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任

吴
夀
齡
廣
東
定
安
舉
人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任

林
烋
廣
東
博
羅
進
士
隆
慶
四
年
任
始
建
學
宫

袁
昌
祚
廣

東

東

莞

進

士

隆

慶

六

年

任

重

建

聖

殿

儒

學

於

西

城

外

萬

暦

九

年

督

學

廣

西

萬
木
江
南
丹
徒
舉
人
萬
暦
元
年
任
題
請
學
官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七



何
一
建
湖
廣
道
州
舉
人
萬
暦
四
年
任
始
建
啓
聖
祠

陳
子
芳
福
建
懷
安
舉
人
萬
暦
九
年
任

江
龍
福
建
建
陽
舉
人
萬
暦
十
一
年
任

高
珍
江
西
南
豐
拔
貢
萬
暦
十
二
年
任

鄭
向
陽
江
西
金
谿
舉
人
萬
暦
十
五
年
任

毛
鶴
騰
廣
東
博
羅
舉
人
萬
暦
十
六
年
任

曾
宗
烈
江
西
樂
安
拔
貢
萬
暦
十
九
年
任

蔣
杞
江
南
含
山
拔
貢
萬
暦
二
十
一
年
任

楊
繼
顯
福
建
閩
縣
舉
人
二
十
一
年
任

方
岱
江
南
蕪
湖
舉
人
萬
暦
二
十
七
年
任
買
學
田

晏

曙
江
西
舉
人
天
啓
五
午
任
後
陞
廣
西
廵
撫

鍾

萬

化

江

南

舉

人

崇

禎

三

年

任

李

之

清

江

南

舉

人

崇

禎

十

年

任

周

崇

信

廣

東

舉

人

崇

禎

十

四

年

任

應

手

聖

江

南

人

崇

禎

十

五

年

任

李
開
芳

程

大

陳
論
定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八



梁
失名

其

劉
失名

其

鄭
失名

其

以
上
六
官
在
任
無
考

國

朝徐

啓

新

奉

天

人

順

治

十

八

年

任

王
文
昌
奉
天
人
康
熙
元
年
任

王

祖

奉

天

人

康

熙

四

年

任

振
邉
奉
天
人
壬
辰
進
士
康
熙
六
年
任

韓

之

屏

號

憲

伯

陜

西

寶

鷂

人

拔

拔

拔

貢

康

熙
十年

任

葉

本

穗

廣

東

歸

善

人

乙

卯

歲

貢

康

熙

十

八

年

任

譚

奇

逢

號

目

山

廣

東

東

莞

人

丙

午

舉

人

康

熙
十年

任

李
拱

極
號
天
樞
奉
天
人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任

趙

琦

號

又

韓

奉

天

義

州

人

恩

蔭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任

劉 

國

號

端

侯

奉

天

人

難

蔭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任

號

鉅

夫

順

天

景

州

監

生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任

號
維
周
奉
天
人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任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左
州
誌

卷
上

十
九



年

六

月

初

三

日

到

任

吏

目

明盧

騰

芳

廣

東

博

羅

人

正

徳

十

六

年

任

廖
湖
嘉
靖
三
年
任

鍾

秀

華

廣

東

髙

要

人

嘉

靖

七

年

任

葉

世

尭

廣

東

人

嘉

靖

十

五

年

任

王

漢

福

建

人

嘉

靖

十

七

年

任

桂

士

養

江

西

人

嘉

靖

十
三
年
任

来
棟
浙
江
蕭
山
人

四

年

任

熊
卜
廣
東
東
莞
人
天
啓

年

任

華

山

湖

廣

夷

陵

人

萬

暦

六

年

任

余

良

達

江

西

新

城

人

萬

暦

八

年

任

徐

良

浙

江

新

城

人

萬

暦

十

二

年

任

梁

大

廣

東

南

海

人

萬

暦

十

五

年

任

黎

式

廣

東

高

明

人

萬

暦

十

六

年

任

王

朝

陳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林方
一

魁

樓
家
棟

朱
希
尭
浙
江
山
隂
人

黄
建
極
■
隷
平

陳
廷
謨
直
隷
人

王
天
申
浙
江
山
隂
人

王
政
敏
江
南
丹
徒
人

張
立
基
直
隸
廣
宗
人

楊

陽

■

隷

寶

抵

人

劉

聖

澤

號

潤

寰

河

南

滎

澤

人

康

西

四

十

四

年

任

阮

存

仁

號

天

成

順

天

宛

平

人

自

平

樂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六

月

任

學

正

明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一



陸

景

龍

梧

州

懷

集

歲

貢

崇

禎

五

年

任

梁

方

圗

梧

州

懷

集

舉

人

崇

禎

十

四

年

任

國
朝蔣

生

號

天

培

桂

林

全

州

人

庚

子

舉

人

康

熙

八

年

任

鄧

開

梧

桂

林

全

州

人

巳

酉

舉

人

康

熙

十

二

年

任

梁

應

科

廣

東

南

海

人

歲

貢

康

熙

十

八

年

任

龍

雲

躍

桂

林

義

寧

人

辛

酉

副

榜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任

唐

學

益

號

虞

臣

柳

州

馬

平

人

巳

酉

舉

人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任

湯

正

亨

柳

州

柳

城

人

歲

貢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任

劉

士

晨

桂

林

全

州

人

歲

貢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任

李

先

馨

號

裕

生

平

樂

恭

城

人

歲

貢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任

趙

挺

桂

林

全

州

人

庚

午

舉

人

康

熙

四

十

年

任

蘇

源

梧

州

蒼

梧

人

壬

子

舉

人

康

熙

四

十

年

任

蒋

必

超

平

樂

恭

城

人

辛

酉

舉

人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任

莫

爾

頣

平

樂

府

平

樂

縣

人

歲

貢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梧

州

府

教

授

郭

遴

字

枚

臣

平

樂

城
人
歲
貢
自
岑
溪
縣
敎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二



國

朝吴

弼

亮

號

熙

載

潯

州

貴

縣

人

歲

貢

康

熙

四
十六

年

任

名

宦

明
知
州

韓

隆

周

墨

葉
逢
揚

鄧
體
静

楊
繼
顯

徐

隆
永

康

縣

知

縣

署

任

錬
潯

州

府

衛

經

歴

署

任

以

上

正

署

七

官

有

功

地

方

崇

祀

名

官

但

世

逺

時

易

事

實

湮

沒

無

存

今

僅

就

其

碑

碣

之

可

考

圗

籍

之

可

徵

者

十

得

一

二

載

在

官

師

誌

及

題

名

碑

記

後舉

貢

左

陽

宋

元

以

前

雖

入

版

圖

猶

屬

土

官

其

衣

冠

文

可

考

自

明

季

改

流

後

始

立

學

校

由

是

漸

開

文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三



繼
書
香
雖
不
能
家
絃
户
誦
而
科
第
騰
輝

薦

拔
者
世
有
其
人
非
復
當
年
之
土
俗
矣
近
来
俊
秀

出
讀
書
者
益
衆
獨
惜
地
僻
人
窮
不
能
延
請
名
師

啓
發
講
論
是
以
造
詣
弗
克
精
進
逺
接
洙
泗
成
一
代

之
大
儒
不
能
不
厚
望
於
来
者
然

舉

人

明鍾
文
焕
未
仕

盧

幹

未

仕

梁

啓

君

崇

禎

壬

午

科

未

仕

國
朝李

雲

燦

號

漢

昭

康

熙

乙

酉

科

貢

士

明盧

詵

萬

暦

年
歲
貢
廣
東
肇
慶
府
封
川
縣
教

盧

謐

萬

暦

年
歲
貢
官
教
諭

盧

照

萬

暦

年
歲
貢
官
經
歴

聶

國

輔

號

世

生

天

啓

元

年

恩

貢

江

南

寧

國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四



張

業

昌

號

玄

修

天

啓 

年

歲 

江

西
南

安

府

南

康

縣

敎

諭

楊
起
光
天
啓
三
年
歲
貢
江
西
饒
州
府
樂
平
縣
主
簿

劉

學

成

年

歲

貢

官

敎

諭

張
業
顯
崇
禎
元
年
歲
貢
浙
江
金
華
府
永
康
縣
敎
諭

張
紹
尭
崇
禎
七
年
歲
貢
柳
州
府
賔
州
學
正

聶
國
龍
號
潤
生
歲
貢
未
仕

黄
佐
聖
歲
貢
未
仕

盧
自
興
歲
貢
未
仕

梁
啓
祚
崇
禎
九
年
拔
貢
雲
南
麗
江
府
知
府

郭
朝
聘
崇
禎
十
五
年
歲
貢
未
仕

國
朝黄

猷

號

洪

芬

康

熙

元

年

恩

貢

未

仕

楊
参
桂
號
賔
蟾
康
熙
十
八
年
歲
貢
潯
州
府

桂

平

縣

訓

導

張
三
錫
號
汝
侯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歲
貢
未
仕

莫
與
倫
號
元
京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歲
貢
未
仕

李
文
光
號
炳
若
康
熙
三
十
年
歲
貢
柳
州
府

来

賔

縣

訓

導

黄
公
俊
號
汪
若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歲
貢
桂
林
府
訓
導

張
煜
號
亮
文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歲
貢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五



姚

瑞

號

揖

廷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歲

貢

未

仕

朱
琫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恩
貢

王
國
坤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拔
貢

莫

雲

翥

號

紫

翀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歲

貢

彭

大

齡

號

憲

眉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歲

貢

黄

公

傑

號

雲

若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歲

貢

馬

英

敏

號

卓

頴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歲

貢

姚

錫

鬯

號

伯

英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歲

貢

農

瑞

文

號

兆

麟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歲

貢

王
以
孝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恩
貢

陳
校
號
興
夏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歲
貢

楊
時
通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歲
貢

監
生

明張
顯
謨

國
朝聶

期

粹

號

廼

公

李
文
魁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六



黄

國

傑

曾
聖
典
號
孔
遺

左
州
誌
上
卷
終

左
州
誌

卷
上

二
十
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