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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

一

簠

簋

各

一

籩

豆

各

四

爵

三

東

西

各

羊

一

豕

一

尊

一

鑪

一

二

兩

廡

東

二

案

西

一

案

均

簠

簋

各

一

籩

豆

各

四

每

位

爵

一

東

西

各

帛

一

羊

一

豕

一

尊

一

鑪

一

二

俎

篚

冪

勺

具

豋

實

太

羹

鉶

實

和

羹

簠

實

稻

粱

簋

實

黍

稷

籩

實

形

鹽

槀

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

脯

白

餅

黑

餅

豆

實

韭

菹

酼

醢

菁

菹

鹿

醢

芹

菹

兔

醢

筍

菹

魚

醢

脾

析

豚

拍

四

配

崇

聖

祠

正

位

籩

實

無

白

餅

黑

餅

豆

實

無

脾

析

豚

拍

十

二

哲

無

太

羹

聖

廟

兩

廡

崇

聖

祠

配

位

兩

廡

無

太

羹

和

羹

籩

實

無

槀

魚

榛

菱

芡

豆

實

無

韭

菹

醓

醢

筍

菹

魚

醢

吾

學

錄

謹

案

直

省

祭

品

如

不

能

備

各

就

土

之

所

有

以

類

充

不

得

以

他

祀

品

物

通

融

借

用

會

典

先

師

廟

設

中

和

韶

樂

於

兩

階

金

鏄

鍾

一

編

鍾

十

有

六

在

東

玉

特

磬

一

編

磬

十

有

六

在

西

皆

懸

以

簴

業

東

應

鼓

一

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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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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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六

麾

一

西

敔

一

東

西

分

列

琴

六

瑟

四

簫

六

篴

六

篪

四

排

簫

二

塤

二

笙

六

搏

拊

二

旌

二

羽

籥

三

十

有

六

吾

學

錄

謹

案

直

省

惟

無

金

鎛

鍾

玉

特

磬

餘

同

名

宦

祠

所

祀

古

今

六

十

四

人
木

主

高

一

尺

九

寸

廣

四

寸

五

分

座

高

二

寸

二

分

廣

七

寸

五

分

綠

地

靑

書

臺

高

二

尺

五

寸

統

長

三

丈

晋

縣

令

杜

軫

唐

縣

令

王

播

史

憲

中

典

史

陳

藏

器

宋

縣

令

呂

大

均

金

縣

令

蕭

邦

傑

元

縣

尹

趙

公

諒

李

誠

陳

思

道

朱

春

主

簿

雷

貴

典

史

張

繼

祖

明

知

縣

陳

榮

劉

耽

楊

聰

朱

芾

李

景

繁

龎

輔

馬

龍

謝

鵬

程

啓

充

張

治

穆

甯

中

高

進

孝

張

應

徵

沈

琦

李

棲

鳳

何

朝

宗

楊

之

璋

姜

兆

張

涂

有

祜

李

昌

劉

昌

陳

扆

頌

敎

諭

解

鏘

張

本

劉

亮

張

奎

張

信

訓

導

王

藻

段

縣

丞

郭

忠

邢

彪

白

廷

佐

魏

泰

徵

主

簿

劉

信

劉

純

趙

昂

國

朝

知

縣

李

溥

駱

復

旦

林

遜

徐

勍

兪

璉

李

瀛

余

庚

陽

敎

諭

黎

時

雍

白

補

宸

王

衮

王

體

正

訓

導

喬

琯

縣

丞

朱

廷

楷

林

元

燾

典

史

鍾

詮

何

士

鳳

鄕

賢

祠

所

祀

古

今

八

十

三

人
主

式

同

上

吉

茂

吉

翰

毛

遐

毛

鴻

賓

毛

鴻

顯

劉

宏

基

李

靖

韓

仲

良

韓

瑗

李

朝

隱

路

嗣

恭

路

應

路

恕

任

圜

楊

達

夫

郝

天

挺

來

恭

王

孟

常

趙

天

泰

李

節

段

信

焦

玹

昝

恭

王

恕

王

承

祥

王

承

裕

張

曉

張

原

馬

理

雒

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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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李

伸

秦

偉

昝

復

性

任

舜

臣

穆

相

趙

瀛

來

聘

昝

如

心

昝

如

思

胡

汝

安

昝

約

温

純

温

編

温

予

知

李

士

達

遵

于

仁

來

儼

然

來

復

王

紹

先

昝

雲

鶴

昝

雲

鵬

賈

守

正

周

仕

房

增

耀

楊

春

芳

李

恆

茂

焦

源

淸

焦

源

溥

魏

良

槐

張

守

約

秦

一

鵬

張

耀

薛

大

中

王

之

鼎

黨

還

醇

秦

三

輔

喬

巍

秦

樂

天

秦

煕

王

健

石

嶐

孫

璜

梁

加

琦

岳

映

斗

楊

在

陛

侯

于

唐

李

彥

瑁

王

焯

陳

嘉

績

馬

榮

宗

李

演

李

廷

佐

忠

義

祠

張

志

在

聖

廟

南

雍

正

元

年

建

後

移

建

儒

學

北

道

光

中

邑

人

李

懷

䕃
捐

貲

重

修
主

式

同

鄕

賢

節

孝

祠

張

志

在

聖

廟

南

雍

正

元

年

建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象

魏

重

新

乾

隆

壬

子

移

建

忠

義

祠

北
主

式

同

上

會

典

名

宦

鄕

賢

忠

義

節

孝

四

祠

歲

春

秋

釋

奠

禮

畢

敎

諭

一

人

公

服

詣

祠

致

祭

各

帛

一

羊

一

豕

一

籩

四

豆

四

尊

一

爵

三

鑪

一

鐙

二

讀

祝

望

燎

承

祭

官

行

三

叩

禮

如

儀

社

稷

壇

在

縣

城

西

明

舊

志

唐

制

以

石

爲

主

宋

祥

符

四

年

頒

壇

於

天

下

社

以

后

土

勾

龍

氏

配

稷

以

后

稷

氏

配

元

因

之

壇

南

植

栗

木

爲

表

明

洪

武

初

社

稷

分

爲

二

壇

八

年

併

爲

一

壇

北

向

東

西

二

丈

五

尺

南

北

如

之

高

一

尺

四

寸

四

分

出

陛

四

陛

三

級

壇

下

九

丈

五

尺

東

西

南

各

五

尺

繚

以

周

垣

門

四

由

北

門

入

石

主

高

二

尺

五

寸

方

一

尺

一

寸

剡

其

上

培

其

下

於

土

中

木

主

二

左

題

曰

縣

社

之

神

右

題

曰

縣

稷

之

神

朱

漆

靑

字

旁

有

神

廚

齋

宿

等

屋

通

禮

直

省

府

州

縣

各

建

社

稷

皆

社

右

稷

左

異

位

同

壇
安

壇

高

二

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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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寸

方

二

丈

五

尺

會

典

歲

以

春

秋

仲

月

上

戊

日

用

鉶

二

簠

二

簋

二

籩

四

豆

四

爵

帛

各

一

共

羊

一

豕

一

尊

一

致

祭

雍

正

十

二

年

奉

文

重

修

築

周

牆

五

十

四

丈

先

農

壇

在

縣

城

東

張

志

國

朝

考

古

創

建

藉

地

四

九

分

正

殿

三

楹

祀

先

農

之

神

殿

下

東

西

房

各

一

楹

中

築

土

爲

壇
制

同

社

稷

壇

繚

垣

七

十

丈

大

門

一

楹

神

位

高

二

尺

四

寸

寬

六

寸

座

高

五

寸

寬

九

寸

五

分

紅

牌

金

字

會

典

歲

以

仲

春

吉

亥

致

祭

知

縣

率

老

農

行

九

推

禮
祭

品

行

禮

與

祭

社

稷

同

道

光

中

知

縣

高

傳

薪

重

修

有

碑

記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縣

城

南

明

舊

志

壇

南

向

廣

袤

與

社

稷

壇

同

木

主

三

中

題

曰

風

雲

雷

雨

之

神

左

題

曰

本

縣

山

川

之

神

右

題

曰

本

縣

城

隍

之

神

會

典

歲

以

春

秋

仲

月

諏

吉

致

祭
餘

儀

與

祭

社

稷

同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含

初

與

社

稷

壇

皆

請

帑

重

修

道

光

中

知

縣

高

傳

薪

又

各

重

修

邑

厲

壇

在

縣

城

北

會

典

於

每

年

淸

明

七

月

望

十

月

朔

用

羊

三

豕

三

米

飯

三

石

並

香

燭

酒

醴

楮

帛

以

祭

本

境

無

祀

鬼

神

咸

以

有

司

承

祭

祭

日

豫

設

城

隍

神

位

於

壇

行

禮

安

州

志

論

祀

事

之

失

嚴

敬

曰

壇

壝

廟

宇

宿

莽

積

塵

神

主

龕

籠

傾

欹

破

毁

几

案

皆

鳥

獸

之

迹

庭

除

有

人

畜

之

糞

及

祭

祀

屆

期

齋

戒

視

爲

虛

文

執

事

何

嘗

吿

戒

拂

拭

者

濁

膩

重

重

滌

濯

者

汚

垢

班

班

菹

醢

不

問

生

熟

犧

粢

未

知

精

潔

帶

泥

連

草

之

菁

芹

含

蛀

蒙

塵

之

棗

栗

凡

有

供

陳

盡

託

僕

隸

師

生

不

躬

親

有

司

不

省

視

陸

稼

書

曰

今

天

下

如

此

者

多

矣

豈

獨

安

州

哉

魯

秉

周

禮

禘

自

旣

灌

而

往

夫

子

猶

不

欲

觀

而

況

如

今

日

乎

知

禮

君

子

其

知

敬

畏

哉

其

知

敬

畏

哉

予

故

錄

此

以

爲

輕

蔑

祀

事

者

或

有

所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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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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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省

云

城

隍

廟

在

縣

城

白

渠

北

張

志

明

洪

武

八

年

知

縣

杜

康

祖

建

嗣

屢

經

重

修

有

碑

記

廟

內

外

有

市

廛

數

十

歲

取

租

錢

隨

時

修

葺

咸

豐

二

年

邑

人

內

閣

中

書

李

錫

齡

妻

劉

氏

捐

貲

重

修

城

隍

古

不

列

祀

典

自

唐

李

陽

冰

爲

縉

雲

令

禱

雨

有

應

爲

新

其

廟

宋

以

後

始

多

今

則

遍

州

縣

有

之

在

易

之

爻

辭

城

復

于

隍

禮

之

八

蜡

水

庸

爲

隍

爲

城

此

雖

名

所

由

起

而

亦

未

有

如

今

之

爲

壇

爲

廟

然

旣

祀

之

矣

則

亦

地

祇

之

類

其

神

之

也

固

矣

而

廟

後

又

立

寢

殿

室

中

儼

設

婦

人

像

與

神

並

坐

號

爲

城

隍

之

配

夫

城

隍

土

神

安

有

人

形

貌

乃

竟

垂

旒

端

冕

配

亦

冠

帔

且

置

衾

牀

盥

沐

之

具

正

陳

北

溪

論

泰

山

之

神

不

知

何

山

可

以

當

其

配

而

爲

夫

婦

耶

胡

五

峰

辨

南

嶽

謂

世

俗

塑

像

爲

立

配

爲

男

女

屋

而

貯

之

褻

瀆

之

甚

張

南

軒

又

曰

川

流

山

峙

其

形

也

而

人

之

也

何

居

氣

之

流

通

可

以

相

接

而

宇

之

也

何

居

卽

城

隍

可

知

矣

是

皆

會

典

所

不

載
明

洪

武

諭

令

造

爲

木

主

毁

其

塑

像

舁

置

水

中

取

其

泥

塗

壁

繪

以

雲

山

其

在

兩

廡

者

亦

如

之

人

心

之

迷

一

至

於

此

爲

有

司

者

曾

不

之

禁

其

亦

未

知

所

以

事

神

者

矣

又

況

踵

佛

氏

之

謬

說

兩

廊

之

中

裝

塑

閻

羅

地

獄

相

刀

山

劍

樹

六

道

輪

迴

將

以

警

眾

駭

愚

而

不

知

奔

波

男

女

焚

香

頂

禮

以

爲

眞

有

其

神

可

以

生

死

禍

福

惑

世

誣

民

使

人

心

盡

溺

於

邪

誕

妖

妄

而

不

知

止

可

勝

嘆

哉

且

神

者

聰

明

正

直

之

謂

顧

乃

造

建

歌

樓

演

唱

雜

劇

導

淫

敗

俗

失

業

耗

財

國

若

狂

視

爲

固

然

以

此

敬

神

慢

孰

甚

焉

陸

稼

書

嘗

痛

革

之

至

如

城

隍

誕

日

尤

爲

附

會

不

經

吾

學

錄

所

謂

遊

神

街

衢

鼓

爆

喧

聒

甚

則

械

手

檻

軀

謂

可

保

壽

赭

衣

縲

絏

求

免

殀

殤

此

則

南

方

陋

俗

縣

中

尙

未

有



ZhongYi

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是

故

不

論

文

昌

宮

卽

文

昌

廟

在

縣

北

城

東

街

始

建

未

詳

嘉

慶

中

邑

人

李

潤

重

修

治

城

巽

方

城

上

閣

康

煕

中

知

縣

湯

爲

雯

建

道

光

中

知

縣

高

傳

薪

重

修

祭

儀

俱

依

會

典

今

縣

城

譙

樓

皆

祀

配

以

奎

星
按

文

昌

本

斗

魁

戴

筐

六

星

古

亦

祀

之

貌

而

像

之

道

家

之

說

也

奎

星

亦

然

俗

又

誤

爲

魁

陸

稼

書

謂

三

代

以

上

天

神

地

祇

亦

無

廟

而

祭

者

有

修

文

昌

祠

記

附

載

于

此

文

昌

何

神

也

司

馬

遷

天

官

書

曰

斗

魁

戴

筐

六

星

爲

文

昌

一

日

上

將

二

日

次

將

三

曰

貴

相

四

曰

司

命

五

曰

司

中

六

曰

司

祿

周

禮

大

宗

伯

以

槱

燎

祀

司

中

司

命

月

令

季

冬

之

月

畢

祀

天

之

神

祇

鄭

康

成

謂

司

命

司

中

與

焉

然

則

文

昌

天

神

也

星

有

六

各

有

攸

司

而

統

之

曰

文

昌

蓋

道

之

顯

者

謂

之

文

將

相

祿

命

皆

權

於

道

明

乎

非

有

道

者

不

得

與

凡

世

之

不

以

道

而

得

將

相

祿

命

者

皆

非

文

昌

之

所

授

古

之

祀

之

者

蓋

所

以

答

其

默

相

道

統

之

功

而

非

敎

人

禱

祀

以

求

寵

利

也

近

世

祀

文

昌

者

不

復

分

司

中

司

命

而

統

之

曰

文

昌

從

其

重

者

爲

主

猶

未

大

遠

乎

古

但

祀

之

之

意

專

以

求

富

貴

功

名

而

不

知

有

道

則

已

失

其

本

而

又

雜

以

道

家

不

經

之

說

謂

上

帝

命

梓

潼

神

掌

文

昌

府

事

及

人

閒

祿

籍

元

時

遂

加

號

爲

帝

君

按

所

謂

梓

潼

神

者

相

傳

姓

張

諱

亞

子

其

先

越

巂

人

因

報

母

仇

徙

居

劍

州

之

七

曲

山

仕

晉

戰

沒

人

爲

立

廟

梓

潼

嶺

上

唐

明

皇

西

狩

追

封

左

丞

僖

宗

入

蜀

封

濟

順

王

宋

咸

平

改

封

英

顯

是

則

文

昌

者

天

神

也

梓

潼

者

人

鬼

也

合

文

昌

梓

潼

而

一

之

不

經

甚

矣

卽

以

梓

潼

神

配

文

昌

如

棄

之

於

稷

勾

龍

之

於

社

然

梓

潼

神

非

可

以

配

文

昌

者

也

配

文

昌

者

自

孔

子

而

下

宜

莫

如

四

配

十

哲

及

兩

廡

從

祀

之

先

賢

先

儒

擇

一

而

配

焉

可

也

於

梓

潼

何

有

哉

以

梓

潼

配

文

昌

猶

不

可

而

況

直

呼

梓

潼

爲

文

昌

而

不

復

知

有

戴

筐

六

星

司

命

司

中

者

耶

在

人

則

有

至

聖

孔

子

及

先

賢

先

儒

在

天

則

有

文

昌

皆

敎

人

以

正

誼

明

道

而

一

切

計

功

謀

利

之

私

知

有

富

貴

功

名

而

不

知

有

道

及

假

道

以

干

富

貴

功

名

者

孔

子

之

所

擯

文

昌

之

所

擯

也

明

乎

文

昌

之

所

以

爲

文

昌

庶

幾

俎

豆

馨

香

來

格

來

享

不

吐

而

棄

之

乎

八

蜡

廟

在

東

關

正

東

門

內

明

萬

厯

中

重

修

國

朝

康

煕

中

邑

進

士

侯

宏

基

樊

咸

修

重

修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邑

人

胡

瑛

道

光

七

年

胡

肇

基

皆

重

修

按

禮

八

蜡

鄭

注

先

嗇

一

司

嗇

二

農

三

郵

表

畷

四

猫

虎

五

坊

六

水

庸

七

昆

蟲

八

張

橫

渠

疑

昆

蟲

害

苗

不

當

祭

而

陸

稼

書

謂

祭

其

主

昆

蟲

者

又

以

古

祭

八

蜡

在

十

二

月

近

代

於

春

秋

丁

祭

後

蓋

取

春

祈

秋

報

之

意

亦

各

有

義

馬

神

廟

在

縣

城

內

管

驛

巷

明

成

化

二

年

創

建

國

朝

康

熙

四

十

年

知

縣

李

瀛

重

修

一

在

東

關

東

門

內

東

門

廟

久

圮

亂

後

紳

民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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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一

修

並

增

牛

神

改

名

三

道

廟

知

縣

余

庚

陽

有

碑

按

馬

神

卽

天

駟

房

星

周

禮

校

人

春

祭

馬

祖

是

也

世

並

祀

牛

神

牛

亦

星

而

皆

塑

像

則

二

氏

之

說

宜

深

擯

之

太

白

廟

一

在

南

關

國

朝

順

治

庚

寅

重

修

一

在

東

關

門

外

明

萬

厯

十

八

年

建

囘

亂

燬

龍

神

廟

在

城

隍

廟

內

之

右

按

古

無

祀

龍

者

宋

始

有

五

龍

九

龍

堂

乃

以

祈

雨

伊

川

破

橫

渠

龍

女

事

謂

龍

獸

也

豈

可

被

人

衣

冠

其

論

甚

正

稼

書

云

今

之

龍

王

或

地

祇

之

主

龍

抑

古

豢

龍

御

龍

之

類

然

廟

貌

冕

服

擬

於

王

者

則

怪

誕

甚

矣

火

神

廟

在

顯

聖

廟

內

之

左

關

廟

在

城

隍

廟

左

明

知

縣

李

棲

鳳

建

張

志

國

朝

雍

正

三

年

追

封

三

代

公

爵

供

奉

後

殿

每

歲

春

秋

有

司

以

太

牢

致

祭

如

聖

廟

例

乾

隆

中

重

修

光

緖

丙

子

知

縣

趙

嘉

肇

重

修

按

陸

稼

書

曰

關

公

正

直

之

人

沒

爲

明

神

祀

之

可

也

然

今

之

尊

關

公

者

皆

因

道

家

之

說

往

往

多

誣

知

禮

者

其

辨

之

劉

猛

將

軍

祠

在

南

門

外

道

光

十

七

年

知

縣

陸

銓

建

按

會

典

神

名

承

忠

爲

元

指

揮

能

驅

蝗

元

亡

自

沈

於

河

世

稱

劉

猛

將

軍

雍

正

二

年

奉

旨

廟

祀

唐

高

祖

獻

陵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白

鹿

原

上

長

安

志

在

三

原

縣

龍

池

鄕

唐

朱

里

封

內

二

十

里

下

宮

去

陵

五

里

會

典

陝

西

三

原

縣

祭

李

衞

公

祠

在

學

古

書

院

南

邑

尙

書

王

康

僖

建

少

保

温

恭

毅

重

修

李

志

左

爲

李

恭

甫

右

爲

馬

雲

岩

配

祀

後

知

縣

翟

鳳

翔

改

扁

三

賢

祠朱

公

祠

在

南

門

甕

城

內

元

至

正

二

十

七

年

縣

令

朱

春

夫

婦

死

節

明

嘉

靖

十

四

年

建

祠

王

康

僖

有

碑

記

見

原

獻

文

錄

國

朝

康

煕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李

瀛

重

修

彰

德

祠

在

聖

廟

西

爲

王

端

毅

勅

建

賜

額

曰

彰

德

國

朝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象

魏

重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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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二

報

功

祠

在

儒

學

南

明

萬

厯

中

爲

温

恭

毅

建

忠

烈

祠

在

縣

治

北

李

志

明

崇

正

五

年

勅

贈

光

錄

寺

丞

原

任

良

鄕

知

縣

邑

進

士

黨

還

醇

在

任

徇

難

勅

建

以

上

六

祠

皆

歲

春

秋

二

祀

祀

者

國

之

大

事

祀

典

所

在

悉

載

之

有

非

令

甲

而

民

閒

可

得

通

祀

且

最

著

者

列

於

後

餘

固

不

得

詳

也

然

雖

當

祀

而

不

知

考

禮

亦

略

辨

之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東

嶽

廟
在

北

城

東

門

內

按

東

嶽

非

境

內

山

祭

之

非

禮

西

嶽

廟
在

縣

西

北

三

里

一

在

陵

前

鎭

後

按

俗

傳

東

嶽

主

生

西

嶽

主

死

詩

曰

維

嶽

降

神

生

甫

及

申

豈

獨

指

東

嶽

哉

妄

甚

矣

后

土

廟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唐

村

神

泉

谷

中

本

名

太

甯

宮

唐

勅

建

歷

代

重

修

國

朝

乾

隆

中

重

修

明

以

來

每

歲

三

月

享

賽

爲

關

中

勝

會

囘

亂

被

燬

聖

母

廟
在

城

隍

廟

左

卽

后

土

神

易

坤

爲

土

爲

母

或

曰

卽

古

郊

禖

之

神

一

在

縣

東

靑

東

坊

元

君

廟
在

縣

南

門

外

亦

取

坤

元

義

卽

聖

母

屯

軍

廟

卽

關

廟

在

北

城

東

街

眞

武

廟
在

北

城

永

淸

坊

本

北

方

元

冥

水

神

道

書

傅

會

爲

靜

樂

國

王

太

子

近

於

怪

矣

顯

聖

廟

在

城

隍

廟

左

碑

記

謂

卽

春

秋

伍

員

郝

忠

定

祠
在

樓

㡳

鎭

廢

楊

子

江

祠
在

縣

東

北

隅

濟

涉

祠

在

龍

橋

北

謝

公

蘭

祠
在

北

城

東

門

內

劉

公

昌

祠
在

儒

學

北

今

爲

節

孝

祠

李

公

溥

祠
在

縣

治

北

恩

德

祠
在

鐘

樓

北

爲

知

縣

李

瀛

建

有

碑

同

治

中

邑

人

附

奉

監

利

余

公

祿

位

佛

老

之

害

人

心

甚

矣

邑

之

寺

觀

張

志

約

三

十

餘

所

今

悉

削

之

所

以

黜

異

端

也

薛

文

淸

公

謂

惟

曲

阜

縣

無

佛

寺

聖

人

之

澤

豈

不

遠

哉

程

子

又

曰

必

盡

去

寺

觀

則

天

下

治

有

心

世

道

者

正

不

可

不

嚴

其

防

蓋

一

鄕

數

里

閒

或

無

學

舍

而

淫

祠

遍

村

堡

綱

常

民

彝

之

壞

非

一

日

矣

今

遭

囘

火

幾

盡

或

反

爲

廓

淸

之

資

而

正

學

將

明

移

風

易

俗

者

庶

幾

有

所

藉

手

云

學

校

儒

學

在

縣

治

北

舊

在

大

成

殿

後

明

初

以

其

迫

隘

洪

武

二

年

縣

丞

仰

山

卽

舊

洪

福

寺

創

建

明

倫

堂

五

楹

進

德

修

業

二

齋

各

五

楹

講

堂

西

號

房

二

十

二

楹

前

豎

桂

林

坊

嘉

靖

五

年

堂

後

建

敬

一

亭

三

楹

內

豎

敬

一

箴

碑

萬

厯

閒

温

恭

毅

重

修

明

倫

堂

兩

壁

嵌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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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三

刻

科

貢

題

名

記

堂

上

豎

臥

碑

一

學

田

碑

一

其

後

知

縣

楊

之

璋

又

重

建

博

約

二

齋

十

楹

儀

門

三

楹

廚

房

三

楹

廁

房

一

楹

堂

前

周

垣

增

闊

丈

餘

堂

後

閣

亭

築

牆

四

圍

有

韓

梅

記

國

朝

康

煕

三

十

五

年

知

縣

兪

璉

重

修

雍

正

三

年

知

縣

呂

瑚

倡

紳

復

修

尊

經

閣

在

敬

一

亭

後

温

恭

毅

建

闊

可

八

武

高

十

餘

尋

發

書

若

干

卷

庋

置

其

中

來

復

有

尊

經

閣

藏

書

引

張

志

國

朝

乾

隆

十

五

年

邑

貢

生

高

璘

高

珖

詹

事

主

簿

高

璵

捐

貲

重

修

有

知

縣

鍾

一

元

碑

記射

圃

在

明

倫

堂

之

南

久

廢
王

康

僖

承

裕

廟

學

闢

路

記

云

先

是

廟

與

學

不

相

通

必

由

櫺

星

門

西

行

至

牧

愛

坊

轉

而

北

行

歷

衢

陌

之

喧

豗

然

後

至

學

宏

治

乙

卯

廵

按

沁

水

李

公

瀚

展

廟

畢

當

詣

學

有

司

以

路

迂

白

公

異

之

曰

廟

學

相

通

天

下

莫

不

然

三

原

獨

否

殊

乖

禮

制

一

生

出

對

曰

廟

向

有

路

以

通

於

學

後

爲

居

民

侵

處

尙

有

隙

地

闢

而

通

之

殆

不

爲

難

公

屬

知

縣

謝

鵬

驗

之

果

然

卽

率

役

夫

持

畚

鍤

闢

之

不

踰

時

廟

學

洞

然

爲

一

繚

以

崇

垣

甃

以

甬

道

復

爲

門

以

扃

鎻

之

入

學

額

數

張

志

向

例

太

學

科

歲

額

取

十

五

名

雍

正

十

一

年

督

學

潘

公

允

敏

以

三

原

文

風

較

盛

題

准

照

府

學

額

數

取

進

文

生

員

二

十

名

武

生

員

十

二

名

咸

豐

五

年

以

捐

輸

永

遠

額

加

文

武

各

一

名

八

年

又

額

加

文

生

員

七

名

十

一

年

又

額

加

二

名

定

額

文

生

員

共

三

十

名

學

田
見

田

賦

義

學

縣

城

三

北

城

一

皆

無

定

所

近

各

鄕

時

設

時

止

光

緖

六

年

知

縣

焦

公

復

設

各

鄕

義

學

十

有

六

古

昔

聖

王

建

學

立

師

其

所

以

敎

人

之

法

則

明

德

新

民

止

至

善

而

已

大

學

一

書

具

在

豈

非

萬

世

不

刊

之

訓

伏

讀

國

朝

會

典

有

曰

州

縣

各

於

治

所

立

學

祀

先

師

以

崇

矩

範

闢

黌

宮

以

聚

生

徒

時

肄

習

以

廣

術

業

勤

訓

迪

以

儲

人

才

又

設

義

學

以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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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四

就

無

力

讀

書

之

士

愼

選

文

行

兼

優

者

延

請

爲

師

至

籌

給

薪

水

膏

火

之

費

嗚

呼

至

矣

然

求

如

胡

安

定

之

經

義

治

事

曹

月

川

之

明

聖

學

化

爭

訟

蓋

未

之

嘗

聞

而

博

士

倚

席

不

講

學

舍

鞠

爲

園

蔬

者

比

比

矣

至

義

學

亦

名

存

焉

耳

師

道

不

立

蒙

養

何

端

育

才

之

本

意

殆

不

如

是

有

志

於

斯

者

必

思

所

以

振

興

之

哉

學

古

書

院

在

城

西

北

隅

元

延

祐

七

年

創

建

奉

宣

聖

及

顏

曾

思

孟

像

於

內

集

賢

學

士

國

子

祭

酒

蕭

有

記
書

院

始

於

唐

元

和

閒

衡

州

人

李

寬

於

石

鼓

山

南

陲

昇

元

中

於

廬

山

白

鹿

洞

宋

大

中

祥

符

閒

睢

陽

民

曹

誠

卽

葺

同

文

舊

居

建

學

舍

百

五

十

閒

蓄

書

一

千

五

百

卷

召

明

經

義

者

講

習

及

嵩

陽

嶽

麓

茅

山

皆

聚

徒

敎

授

肄

業

朝

廷

之

九

經

賜

以

敕

額

時

天

下

有

四

書

院

之

稱

是

後

江

南

諸

郡

凡

先

正

過

化

之

地

皆

置

書

院

敬

延

儒

先

昭

明

斯

道

以

尊

前

軌

北

方

金

氏

百

年

所

無

也

皇

元

奄

有

九

圍

敦

尙

儒

術

屢

勅

有

司

勉

勵

學

校

世

祖

元

龍

書

召

魯

齋

許

公

疇

咨

啓

沃

之

餘

命

敎

人

於

京

兆

成

德

者

多

爲

時

用

今

悉

物

故

陝

西

行

臺

立

魯

齋

書

院

以

紹

前

人

淑

後

學

邦

人

興

起

焉

是

故

端

陽

平

水

渭

上

亦

有

書

院

籍

籍

有

成

趣

於

是

三

原

民

李

子

敬

曁

弟

子

以

已

錢

五

萬

緍

築

室

儲

書

號

曰

學

古

蓋

以

龍

橋

之

名

不

經

見

三

原

雖

爲

治

所

或

後

復

還

故

城

故

也

曁

落

之

請

鄕

先

生

悅

古

程

君

主

之

愼

獨

白

君

繼

之

啓

迪

漸

有

成

序

部

使

者

聞

之

朝

報

下

旌

其

門

恭

甫

謂

余

曰

願

識

書

院

之

成

事

然

非

敢

矜

也

將

俾

此

方

之

人

新

其

耳

目

滌

其

靈

府

有

以

大

其

風

俗

庶

乎

後

之

人

爲

詩

書

家

志

願

畢

矣

幸

有

以

敎

之

也

辭

曰

師

儒

之

職

安

敢

僭

三

請

益

勤

乃

勉

以

勿

欲

人

知

而

爲

侈

大

毋

以

歲

久

而

生

懈

怠

遂

筆

其

實

以

記

又

有

明

王

端

毅

恕

復

學

古

書

院

記
三

原

故

有

學

古

書

院

元

至

正

十

八

年

廢

移

其

內

所

奉

宣

聖

及

顏

曾

思

孟

像

於

大

成

殿

學

古

書

院

碑

於

儒

學

本

朝

永

樂

中

居

民

張

秉

等

卽

其

地

建

三

官

廟

然

李

子

敬

義

行

碑

尙

在

其

中

正

統

初

街

口

坊

牌

猶

大

書

書

院

街

三

字

於

其

上

余

爲

諸

生

時

嘗

竊

嘆

曰

書

院

乃

儒

生

講

學

明

倫

之

所

所

以

化

民

善

俗

而

成

才

者

也

李

君

兄

弟

爲

之

可

謂

知

所

重

其

賢

於

鄕

人

遠

矣

使

其

後

有

良

有

司

或

賢

士

大

夫

嗣

而

葺

之

書

院

烏

得

而

遂

廢

哉

奈

何

鄕

之

人

不

徒

視

其

廢

而

不

能

復

顧

乃

以

爲

祠

廟

其

意

豈

不

以

爲

祈

福

禳

災

保

安

一

方

非

祠

廟

不

可

殊

不

知

父

子

不

親

兄

弟

不

義

鄕

里

不

睦

乖

爭

凌

犯

無

所

不

至

者

敎

化

不

明

人

不

知

道

故

也

欲

免

禍

而

獲

福

胡

可

得

乎

況

福

善

禍

淫

乃

鬼

神

之

職

苟

享

非

禮

之

祭

祐

不

善

之

人

亦

豈

得

爲

鬼

神

乎

誠

使

吾

鄕

復

此

書

院

爲

有

司

者

延

有

道

之

儒

以

爲

師

選

民

閒

之

俊

秀

以

爲

弟

子

員

俾

之

講

學

肄

業

於

其

中

於

以

明

綱

常

之

道

知

修

齊

之

理

動

遵

矩

矱

化

洽

閭

里

興

仁

興

讓

自

無

乖

爭

凌

犯

之

非

則

福

無

不

至

禍

無

不

弭

矣

奚

必

諂

瀆

鬼

神

以

祈

禳

之

乎

雖

然

民

之

惑

於

禍

福

也

久

矣

安

得

見

道

分

明

知

所

當

務

之

君

子

以

復

之

余

之

畜

此

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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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五

不

遇

其

人

亦

已

久

矣

成

化

二

十

二

年

余

致

事

歸

適

提

學

憲

副

廣

信

婁

君

謙

來

臨

吾

邑

課

試

之

餘

訪

余

於

西

園

精

舍

因

論

四

書

院

故

事

以

及

此

書

院

興

廢

之

由

婁

君

遂

令

諸

生

具

顚

末

下

之

縣

以

議

復

之

知

縣

葛

璋

力

不

能

爲

且

惑

于

浮

議

不

果

復

是

年

冬

余

被

召

至

京

師

明

年

是

爲

宏

治

元

年

婁

君

擢

憲

長

復

下

其

事

於

西

安

府

太

守

廣

平

徐

君

政

慨

然

以

興

復

爲

己

任

乃

遣

使

至

縣

撤

去

三

官

神

像

卽

其

殿

宇

奉

安

宣

聖

及

四

配

十

哲

像

如

故

復

移

學

古

書

院

碑

於

內

仍

以

舊

額

榜

其

門

於

戲

百

十

年

已

廢

之

書

院

一

旦

復

之

非

婁

君

見

道

分

明

知

所

當

務

疇

克

爾

哉

今

濟

南

馬

君

龍

以

名

進

士

來

吾

邑

蓋

有

爲

有

守

之

士

必

能

體

二

君

之

心

以

興

起

斯

文

爲

己

任

擇

師

選

士

加

意

敎

養

俾

吾

鄕

爲

詩

書

禮

樂

之

區

措

斯

民

於

平

康

仁

壽

之

域

成

其

卓

異

之

才

以

爲

邦

家

他

日

之

用

然

後

知

吾

道

之

有

功

淫

祠

之

無

益

庶

不

負

二

君

興

復

之

盛

意

亦

不

遺

後

人

徒

復

之

譏

誚

斯

爲

善

矣

馬

君

勉

之

後

之

繼

今

者

亦

不

可

不

勉

是

爲

記

通

志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地

震

圮

四

十

六

年

縣

丞

張

九

功

重

修

按

察

使

耀

州

喬

世

甯

撰

碑

李

志

萬

厯

己

未

巡

按

傅

振

商

重

葺

題

傳

心

堂

榜

其

門

曰

學

古

書

院

幷

詩

二

首

匾

刻

正

殿

有

碑

記

劉

志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督

學

王

公

捐

俸

重

葺

延

貢

生

袁

仁

林

人

孫

碩

膚

相

繼

課

士

歲

久

復

圮

乾

隆

十

四

年

邑

太

學

門

子

超

妻

張

氏

捐

貲

重

修

並

建

齋

廊

十

楹

於

講

堂

左

右

甲

申

知

縣

張

象

魏

查

出

沿

渠

官

地

房

租

復

勸

捐

數

千

金

交

商

營

運

以

供

膏

火

辛

卯

知

縣

崔

龍

見

又

增

膏

火

皆

有

碑

記

見

原

故

文

錄

嘉

慶

四

年

邑

人

劉

錫

爵

重

修

李

廷

佐

捐

增

膏

火

道

光

初

院

長

中

書

長

安

李

僎

商

於

督

學

張

公

岳

崧

以

書

院

爲

陝

甘

兩

省

士

子

肄

業

所

張

公

卽

慨

然

倡

捐

千

金

以

增

膏

火

後

任

督

學

馮

公

贊

勳

周

公

之

楨

皆

捐

如

公

數

旣

周

公

相

度

王

康

僖

宏

道

書

院

舊

址

勸

貲

重

建

以

敎

兩

省

士

子

仍

以

學

古

書

院

屬

本

邑

同

治

戊

辰

余

主

講

事

又

建

藏

書

閣

及

立

雪

亭

並

購

書

七

百

餘

卷

有

記

景

賢

祠

在

傳

心

堂

南

宏

道

書

院

其

始

建

詳

明

督

學

王

雲

鳳

記
記

曰

宏

道

書

院

者

三

原

王

君

天

宇

之

所

建

也

始

君

進

士

卽

侍

父

太

宰

公

歸

諸

生

秦

偉

馬

理

雒

昂

輩

從

之

學

假

僧

舍

以

居

題

曰

學

道

書

堂

君

於

後

堂

自

搆

一

室

曰

宏

道

書

屋

宏

治

乙

卯

以

太

宰

公

命

如

京

受

職

拜

兵

垣

數

月

復

以

疾

歸

從

者

益

眾

秦

偉

謀

於

眾

欲

作

書

院

鋟

疏

遍

告

於

里

之

富

而

好

禮

者

商

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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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六

之

遊

於

其

地

者

鳩

緍

錢

若

干

擇

地

之

爽

塏

得

永

淸

坊

之

普

照

廢

院

其

地

以

丈

計

袤

四

十

廣

十

二

遂

白

於

官

而

肇

工

焉

外

爲

繚

垣

門

曰

仰

高

以

對

南

山

仰

止

也

重

門

曰

恭

敬

內

爲

小

垣

三

其

門

中

曰

中

立

中

立

門

內

爲

宏

道

堂

後

爲

攷

經

堂

又

後

爲

春

光

亭

宏

道

堂

之

東

榮

爲

庖

西

爲

庫

堂

前

東

西

建

學

舍

各

十

一

楹

攷

經

堂

之

東

爲

淸

風

軒

西

爲

明

月

門

曰

忠

孝

堂

稍

後

東

北

隅

爲

淸

峪

草

堂

西

北

隅

爲

嵯

峨

山

房

草

堂

之

門

曰

臥

雲

山

房

之

門

曰

立

雪

其

學

舍

東

曰

遜

志

西

曰

省

身

草

堂

前

甃

石

池

滌

硯

久

之

墨

凝

池

面

若

烏

雲

曰

雲

沼

仰

高

門

之

內

樹

以

梓

育

美

材

也

中

立

門

內

以

檜

期

棟

梁

也

攷

經

堂

前

松

柏

與

竹

觀

節

操

也

春

光

亭

前

牡

丹

蓮

菊

與

梅

覘

四

時

之

造

化

也

攷

經

堂

後

獨

植

杏

思

孔

堂

也

名

爲

宏

道

書

院

鏝

築

堅

緻

繪

畫

樸

素

君

筮

曰

作

孔

子

主

率

羣

弟

子

行

釋

奠

禮

而

後

遷

焉

羣

弟

子

請

君

正

師

席

君

誨

之

父

子

親

君

臣

義

夫

婦

別

長

幼

序

朋

友

信

此

爲

學

大

道

理

博

學

審

問

愼

思

明

辨

篤

行

此

爲

學

正

功

夫

時

哉

不

可

失

二

三

子

其

勉

之

次

日

立

敎

條

二

十

自

明

德

學

道

游

藝

以

及

會

食

歸

甯

咸

有

矩

矱

復

出

書

數

千

卷

廚

之

攷

經

堂

君

日

處

其

中

羣

弟

子

辰

至

酉

歸

執

經

受

業

太

宰

公

亦

時

過

焉

辨

疑

摘

疵

或

終

日

不

倦

庚

申

予

巡

學

校

至

縣

聞

而

慕

之

遂

就

訪

君

見

冠

者

數

人

童

子

數

十

人

進

退

周

旋

惟

謹

冠

者

有

堂

上

生

徒

堂

外

生

徒

之

別

童

子

亦

分

堂

外

堂

下

皆

君

以

勤

惰

修

窳

而

爲

登

降

者

未

幾

予

遷

去

今

年

復

來

秦

偉

已

進

士

馬

理

亦

爲

國

子

生

去

矣

雒

昂

輩

求

予

爲

記

嗟

乎

作

書

院

而

名

爲

宏

道

學

者

其

有

惕

然

於

心

者

乎

是

道

也

君

子

之

所

以

治

身

先

王

之

所

以

治

天

下

者

也

而

今

學

者

乃

諱

言

之

一

有

談

及

則

互

相

吿

語

以

爲

笑

不

曰

此

其

勉

强

則

曰

彼

某

事

過

某

事

不

及

夫

勉

强

行

道

董

仲

舒

能

言

之

吾

夫

子

亦

有

取

於

勉

强

而

行

者

人

豈

能

一

一

生

而

聖

哉

世

之

放

意

恣

情

以

爲

不

善

者

不

議

其

非

而

乃

重

勉

强

爲

善

者

之

罪

此

何

理

也

執

中

乃

堯

舜

禹

湯

之

能

事

孔

門

中

行

亦

未

多

得

今

於

爲

善

者

洗

垢

以

索

吹

毛

以

求

不

以

爲

過

必

以

爲

不

及

而

同

流

合

污

者

乃

以

爲

中

一

人

唱

之

十

人

聚

而

和

之

此

又

何

理

也

夫

道

晦

於

衰

周

之

際

者

楊

墨

爲

之

也

晦

於

漢

晉

隋

唐

五

代

之

間

者

佛

老

爲

之

也

今

學

者

少

之

所

習

終

身

之

所

誦

無

非

聖

人

之

書

而

以

學

道

者

爲

笑

一

遇

規

行

矩

步

端

顏

正

色

之

土

則

嘲

論

紛

起

誹

謗

橫

生

遂

使

學

以

講

道

爲

諱

然

則

又

何

暇

責

彼

異

端

者

乎

君

以

宏

道

爲

名

凡

學

於

此

者

其

有

惕

然

於

心

者

乎

吾

有

是

身

因

有

天

命

於

我

者

之

性

學

者

亦

惟

盡

吾

性

焉

耳

盡

性

之

大

目

則

君

所

謂

爲

學

大

道

理

所

以

盡

之

則

所

謂

正

功

夫

者

也

持

此

不

懈

在

主

敬

而

察

此

以

惟

恐

壞

之

在

謹

獨

吾

性

旣

盡

然

必

盡

人

物

之

性

至

於

贊

化

育

參

天

地

乃

爲

宏

道

之

極

功

而

亦

非

吾

性

外

事

也

若

徒

以

業

爲

務

以

科

目

爲

念

以

功

名

顯

達

自

期

待

毁

方

瓦

合

以

求

避

世

俗

之

笑

則

安

用

此

書

院

抑

豈

所

謂

宏

道

者

哉

國

朝

道

光

十

年

督

學

周

之

楨

重

建

記

略

云
余

維

書

院

之

興

蓋

昔

之

名

儒

碩

德

足

以

儀

型

一

時

自

偕

其

徒

講

明

先

王

之

道

以

淑

其

身

而

待

世

用

迨

其

徒

繼

承

不

絕

相

與

追

崇

其

地

以

誌

不

忘

若

康

僖

公

之

猶

有

其

遺

意

而

宏

道

之

名

所

由

立

也

今

則

不

然

司

之

以

官

吏

縻

之

以

脩

脯

所

延

之

師

必

時

之

甲

乙

科

而

其

所

敎

則

制

義

而

已

於

道

奚

與

焉

雖

然

制

義

者

朝

廷

所

以

一

天

下

之

士

潛

心

聖

賢

之

書

俾

舍

是

末

由

他

進

而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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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七

家

雜

說

不

得

干

其

慮

者

也

昔

之

爲

是

業

者

必

通

經

學

古

驗

諸

心

術

之

微

而

切

究

乎

事

物

之

理

然

後

其

辭

達

焉

而

卽

其

辭

以

檢

其

身

則

高

者

可

蘄

踐

乎

道

之

要

而

次

亦

不

敢

大

悖

其

所

習

焉

自

苟

且

剽

竊

之

俗

成

揣

摩

於

形

聲

格

調

之

閒

以

冀

弋

獲

而

其

術

日

卑

有

志

之

士

至

用

爲

詬

病

非

功

令

之

本

意

也

夫

人

能

宏

道

惟

所

自

樹

立

耳

天

下

事

慕

古

而

開

其

名

不

若

因

時

而

旣

其

實

使

聚

徒

立

說

標

榜

爲

高

竊

儒

者

之

近

似

猖

狂

以

恣

其

意

自

謂

異

於

俗

學

而

不

知

已

軼

於

道

外

其

弊

不

又

甚

乎

余

承

乏

兩

載

輶

車

所

至

必

持

此

論

以

勖

多

士

蓋

欲

卽

末

以

探

其

本

於

國

家

興

士

之

意

不

無

小

補

今

書

院

之

設

意

豈

異

此

哉

抑

余

重

有

感

者

自

康

僖

公

講

學

此

地

而

後

嗣

音

中

絕

雖

基

址

幸

存

而

若

滅

若

沒

於

荒

烟

蔓

草

之

閒

者

且

三

百

年

以

廢

之

易

而

復

之

之

難

若

此

豈

不

以

人

哉

今

條

約

雖

具

顧

行

之

者

何

如

耳

使

敎

者

視

爲

故

事

學

者

徒

利

糈

金

竟

昧

夫

設

科

之

意

而

苟

以

得

所

欲

而

已

是

則

使

者

所

滋

懼

也

夫

二

十

二

年

督

學

沈

兆

霖

又

倡

捐

新

建

東

齋

號

舍

四

十

閒

及

學

日

益

齋

安

學

親

師

之

舍

同

治

十

二

年

督

學

許

振

禕

補

修

明

年

督

學

吳

大

澂

勸

捐

增

設

膏

火

伏

讀

成

廟

諭

曰

各

直

省

書

院

須

認

眞

稽

察

延

請

品

學

兼

優

紳

士

住

院

訓

課

其

向

不

到

館

支

取

乾

脩

之

弊

永

遠

禁

止

按

此

凡

有

書

院

之

責

者

不

可

不

知

義

學

之

師

亦

然

附

仰

高

門

銘

門

啓

何

向

終

南

百

里

來

從

來

遊

高

山

仰

止

恭

敬

門

銘

禮

云

篤

恭

語

云

篤

敬

出

入

翼

翼

庶

幾

作

聖

中

立

門

銘

君

子

之

敎

中

道

而

立

惟

彼

能

者

可

以

企

及

忠

孝

門

銘

克

臣

惟

忠

克

子

惟

孝

入

傳

此

心

出

由

此

道

臥

雲

門

銘

草

堂

之

門

白

雲

千

頃

抱

道

而

眠

心

常

惺

惺

立

雪

門

銘

小

子

學

道

其

心

則

悅

北

風

孔

寒

門

前

立

雪

遜

志

門

銘

遜

志

時

敏

厥

脩

乃

來

古

有

明

訓

及

門

懋

哉

省

身

門

銘

曾

子

三

省

終

日

乾

乾

凡

門

下

士

各

宜

勉

旃

養

䝉

精

舍

銘

升

堂

入

室

孔

門

成

法

咨

爾

䝉

師

次

第

以

達

日

晷

銘

惟

陽

有

陰

厥

名

曰

晷

德

業

進

修

及

時

無

悔

宏

道

堂

銘

修

道

立

敎

爰

作

斯

堂

乃

所

願

學

其

惟

素

王

攷

經

堂

銘

浮

山

之

南

渭

水

之

北

築

堂

攷

經

爲

我

訓

則

淸

谷

草

堂

銘

攷

經

餘

暇

退

居

草

堂

俯

臨

淸

谷

雲

影

天

光

嵳

峩

山

房

銘

嘉

遯

素

履

其

居

有

常

居

常

何

所

嵳

峩

山

房

淸

風

軒

銘

吾

軒

雖

小

日

處

其

中

一

塵

不

到

滿

座

淸

風

明

月

菴

銘

省

躬

思

道

東

方

未

發

端

居

以

俟

一

窗

明

月

渭

北

書

閣

銘

大

建

兹

閣

渭

水

之

陽

藏

書

萬

卷

羽

翼

綱

常

庖

銘

挾

策

負

笈

多

士

雲

集

朝

饔

夕

飧

鼎

建

庖

立

庫

銘

長

府

藏

物

一

名

曰

庫

欽

乃

攸

司

孰

敢

覬

覦

寒

泉

銘

泉

由

地

湧

旣

洌

且

寒

吾

道

一

脈

資

之

以

安

嵯

峨

書

院

在

北

城

西

街

明

馬

谿

田

理

講

學

處

總

督

唐

龍

有

記

久



ZhongYi

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八

廢
記

曰

三

原

馬

子

理

伯

循

誦

先

王

之

法

希

聖

賢

之

軌

典

型

所

昭

風

聲

斯

被

其

諸

弟

子

員

振

衣

承

響

其

集

如

雲

馬

子

敝

廬

不

葺

環

堵

蕭

然

而

弟

子

多

至

無

所

棲

止

僉

事

周

子

鎬

行

縣

而

知

之

憮

然

用

惻

乃

議

搆

精

舍

以

尊

其

敎

前

令

王

成

章

曰

此

實

下

吏

之

闕

也

西

有

浮

屠

氏

之

宮

叢

穢

伏

奸

大

隳

世

典

盍

改

邪

以

崇

正

乎

周

子

曰

善

乃

亟

命

毀

之

地

以

爲

基

徙

材

以

爲

宇

僉

事

桑

子

溥

亦

相

厥

功

考

成

之

責

則

今

令

錢

士

聰

克

任

之

規

緖

旣

葺

物

情

用

昌

爰

命

之

曰

嵯

峨

精

舍

竊

聞

宋

郿

伯

有

意

井

田

之

制

乃

買

田

一

方

經

畫

疆

理

曰

庶

幾

可

興

乎

今

夫

浮

屠

氏

之

宮

連

甍

接

楯

盤

絡

中

土

視

諸

學

宮

實

爲

倍

之

若

能

悉

爲

易

置

以

廣

賢

材

以

增

化

本

孰

謂

家

塾

黨

庠

之

置

鄕

里

選

之

法

不

可

復

耶

夫

精

舍

誠

足

以

基

之

矣

而

吾

馬

子

則

有

郿

伯

之

心

者

哉

乾

隆

中

武

功

生

員

李

震

川

倡

建

祠

宇

三

楹

祀

谿

田

先

生

道

光

中

馬

鳴

鑑

温

之

樸

又

募

新

之

學

一

草

堂

李

志

在

龍

橋

北

温

恭

毅

純

聚

羣

弟

子

講

明

精

一

一

貫

兩

言

因

以

學

一

名

其

堂

後

公

子

予

知

復

於

此

講

學

久

廢

伏

讀

高

宗

純

皇

帝

諭

曰

書

院

卽

古

侯

國

之

學

院

長

必

選

經

明

行

修

足

爲

多

士

模

範

者

以

禮

聘

請

生

徒

必

擇

鄕

里

秀

異

沈

潛

學

問

者

酌

仿

朱

子

白

鹿

洞

規

條

立

之

儀

節

以

檢

束

身

心

仿

分

年

讀

書

之

法

予

之

程

課

使

貫

通

經

史

庶

立

品

勤

學

爭

自

濯

磨

人

材

成

就

足

備

任

使

祖

訓

昭

然

立

千

古

學

則

今

之

書

院

何

如

哉

師

之

所

以

敎

弟

子

之

所

以

學

蓋

有

不

然

者

矣

果

以

御

纂

諸

經

及

諸

史

性

理

程

朱

諸

大

儒

書

體

於

身

而

達

於

用

豈

非

所

以

仰

酬

諭

旨

顧

僅

文

詞

授

受

或

適

爲

夤

緣

奔

競

之

習

而

已

近

有

應

詔

請

以

小

學

近

思

錄

著

爲

功

令

俾

士

子

知

所

先

務

不

以

八

比

小

楷

爲

科

第

之

階

梯

而

以

孝

弟

廉

潔

爲

學

問

之

根

本

主

講

君

子

與

從

遊

諸

生

其

可

不

知

此

哉

小

學

近

思

錄

此

二

書

者

實

學

問

之

綱

領

性

理

之

精

華

也

學

者

不

先

讀

此

是

猶

入

室

而

不

由

戸

築

九

層

之

臺

而

不

大

其

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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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十
九

也

胡

文

敬

公

謂

後

世

必

有

以

程

朱

配

饗

廟

庭

者

竊

嘗

僭

謂

後

世

必

有

以

小

學

近

思

錄

列

之

學

宮

與

四

書

六

經

並

垂

天

壤

今

已

肇

其

端

矣

欲

學

術

之

不

差

幸

於

此

致

意

焉

風

俗

我

朝

文

敎

覃

敷

海

內

同

風

三

原

雖

號

詩

書

信

義

之

區

而

典

禮

所

在

學

士

往

往

不

知

民

閒

惟

其

習

之

從

而

已

一

至

道

猶

有

待

於

漸

摩

鼓

舞

今

依

會

典

朝

賀

諸

禮

縣

中

所

當

遵

行

者

略

載

於

此

如

呂

涇

野

例

以

見

國

家

化

民

成

俗

之

意

而

前

志

辨

論

及

鄕

先

達

遺

言

亦

附

錄

之

以

俟

復

古

者

考

焉

元

旦

長

至

萬

壽

聖

節

朝

賀

禮

會

典

歲

遇

三

大

節

在

外

直

省

文

武

官

均

設

香

案

朝

服

望

闕

行

禮
縣

俗

凡

朝

賀

日

五

鼓

各

官

至

關

廟

拜

牌

禮

生

贊

排

班

樂

作

樂

止

班

齊

樂

作

行

三

跪

九

叩

首

禮

樂

止

興

退

班

坐

班

樂

作

樂

止

起

班

畢

元

旦

長

至

前

後

七

日

咸

衣

蟒

服

聖

節

亦

如

之

不

理

刑

名

上

元

前

後

三

日

咸

衣

蟒

服

迎

詔

禮

縣

官

朝

服

帥

屬

具

龍

亭

旗

仗

出

郭

跪

迎

使

者

奉

設

龍

亭

內

鼓

樂

前

導

候

過

興

至

公

廨

陳

詔

於

堂

上

正

中

通

贊

排

班

禮

生

引

各

官

就

階

下

拜

位

如

朝

賀

儀

紳

士

耆

老

軍

民

皆

集

贊

跪

眾

咸

跪

使

者

奉

詔

西

面

宣

讀

訖

贊

叩

興

眾

行

三

跪

九

叩

首

禮

畢

本

會

典

及

禮

部

則

例

鞭

春

禮

會

典

豫

造

芒

神

土

牛

視

歲

干

支

辨

其

形

色

以

迎

生

氣

占

歲

時

於

東

郊
縣

俗

先

日

縣

官

帥

屬

以

樂

至

東

門

外

迎

人

皆

簪

花

陳

芒

神

土

牛

設

香

燭

酒

果

禮

生

贊

排

班

各

官

行

一

跪

三

叩

禮

興

領

班

官

奠

酒

三

爵

叩

興

各

官

同

隸

舁

芒

神

土

牛

香

亭

鼓

樂

前

導

至

署

陳

於

堂

前

各

官

執

采

仗

環

立

牛

旁

贊

擊

鼓

工

擂

鼓

贊

鞭

舂

各

官

環

擊

土

牛

三

以

示

勸

耕

之

義
按

會

典

迎

春

止

用

鼓

吹

采

仗

其

勒

令

各

鋪

戸

裝

演

故

事

臺

閣

張

鼓

樂

樹

旗

幟

並

科

派

里

長

提

取

車

馬

優

伶

嚴

行

禁

止



ZhongYi

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二
十

䕶
日

食

禮

依

時

設

香

案

於

露

臺

上

面

日

設

各

官

拜

位

於

香

案

北

陰

陽

官

報

初

虧

各

官

素

服

入

次

禮

生

贊

排

班

班

齊

跪

行

三

跪

九

叩

首

禮

畢

退

班

階

下

鳴

金

鼓

至

復

圓

乃

止

各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首

禮

如

初

禮

成

退

鄕

飮

酒

禮

會

典

歲

以

孟

春

望

日

孟

冬

朔

日

行
縣

以

知

縣

爲

主

擇

鄕

里

年

高

有

德

者

一

人

爲

賓

次

介

賓

次

三

賓

次

眾

賓

敎

官

爲

司

正

贊

禮

執

事

以

生

員

先

一

日

設

次

於

庠

之

講

堂

設

律

令

案

於

堂

東

司

正

率

諸

生

習

儀

設

樂

於

西

階

下
雲

璈

一

方

響

一

琴

二

瑟

一

簫

四

笛

四

笙

四

手

鼓

一

拍

板

一

正

月

以

太

簇

爲

宮

十

月

以

應

鐘

爲

宮

至

日

主

人

以

下

均

詣

學

速

賓

介

旣

至

考

鐘

伐

鼓

主

人

出

迎

於

庠

門

外

賓

介

東

面

主

人

西

面

主

人

揖

賓

介

入

眾

賓

從

入

三

揖

至

於

階

三

讓

乃

升

主

人

東

階

上

北

面

再

拜

賓

介

西

階

上

北

面

答

再

拜

主

人

揖

賓

介

就

位

三

賓

眾

賓

咸

就

位

賓

席

西

北

南

嚮

介

西

南

東

嚮

主

人

東

南

西

嚮

三

賓

眾

賓

在

賓

席

之

西

東

嚮

坐

定

贊

者

贊

司

正

揚

觶
以

下

行

禮

均

唱

贊

司

正

由

西

階

升
通

禮

作

東

階

詣

堂

中

北

面

立

賓

主

以

下

皆

立

司

正

揖

眾

皆

揖

司

爵

酌

酒

於

觶

授

司

正

司

正

揚

觶

語

曰
恭

惟

朝

廷

率

由

舊

章

敦

崇

禮

敎

行

鄕

飲

非

爲

飮

食

凡

我

長

幼

各

相

勸

勉

爲

臣

盡

忠

爲

子

盡

孝

長

幼

有

序

兄

友

弟

恭

內

睦

家

族

外

和

鄕

里

無

或

廢

墜

以

忝

所

生

迺

畢

飮

以

觶

授

司

爵

揖

賓

主

以

下

皆

揖

司

正

退

眾

皆

坐

執

事

者

律

令

案

於

堂

中

讀

律

令

者

詣

案

北

面

立

賓

主

以

下

皆

立

揖

如

前

讀

畢

退
通

禮

律

令

凡

鄕

飮

酒

序

長

幼

論

賢

良

高

年

有

德

者

居

上

其

次

序

齒

列

坐

有

過

犯

者

不

得

干

與

違

者

罪

以

違

制

失

儀

則

揚

觶

者

以

禮

責

之

主

人

起

獻

賓

席

前

北

面

立

司

爵

酌

酒

授

主

人

主

人

受

爵

詣

賓

位

司

饌

饌

案

於

賓

前

主

人

奠

爵

於

席

降
賓

避

席

立

於

主

人

之

左

再

拜

賓

答

再

拜

退

復

位

賓

起

酢

主

人

席

前

東

面

立

司

爵

酌

酒

授

賓

賓

受

爵

詣

主

人

位

饌

案

從

賓

奠

爵

於

席

再

拜

主

人

答

再

拜

賓

復

位

主

人

起

獻

介

介

酢

主

人

均

如

前

儀

司

爵

酌

酒

獻

三

賓

眾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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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二
十
一

徧

賓

主

以

下

酒

三

行

司

饌

供

羹

司

爵

以

次

酌

酒

司

饌

供

羹

者

三

畢

撤

饌

案

賓

主

以

下

皆

起

主

人

就

東

階

賓

介

就

西

階

均

再

拜

賓

介

降

階

出

主

人

送

於

門

外

如

初

迎

儀
按

呂

涇

野

高

陵

志

有

鄕

射

禮

亦

最

關

風

化

以

會

典

通

禮

皆

不

載

暫

從

闕

如

通

禮

賓

主

獻

酬

訖

工

升

歌

周

詩

鹿

鳴

三

章

卒

歌

笙

奏

高

宗

純

皇

帝

御

製

補

南

陔

詩

辭

曰

我

逝

南

陔

言

陟

其

岵

昔

我

行

役

瞻

望

有

父

欲

養

無

由

風

木

何

補

我

逝

南

陔

言

陟

其

屺

今

我

行

役

瞻

望

有

母

母

也

倚

閭

歸

則

甯

止

南

陔

有

筍

籜

實

勹

之

孱

孱

孩

提

孰

噢

咻

之

愼

爾

温

凊

潔

爾

旨

肴

今

爾

不

養

日

月

其

慆

補

白

華

詩

辭

曰

有

白

者

華

不

污

纖

塵

咨

爾

士

兮

宜

修

其

身

不

修

其

身

迺

貽

羞

於

二

人

有

白

者

華

婉

兹

靜

好

咨

爾

女

兮

宜

修

婦

道

不

修

婦

道

迺

貽

羞

於

二

老

白

華

匪

玉

涅

而

不

緇

白

華

匪

蘭

芬

迺

勝

之

我

擷

白

華

載

詠

載

思

白

華

匪

玉

質

玉

之

令

白

華

匪

蘭

臭

蘭

之

淨

我

擷

白

華

載

思

載

詠

補

華

黍

詩

辭

曰

瞻

彼

阪

田

厥

黍

始

華

胝

足

腁

手

嗟

嗟

我

農

夫

聸

彼

阪

田

黍

華

以

秀

腁

手

胝

足

惟

勤

斯

殖

茂

華

有

不

秀

矣

秀

有

不

實

矣

其

雨

其

雨

矣

杲

杲

日

出

矣

惄

予

愁

之

恤

矣

閒

歌

魚

麗

南

有

嘉

魚

南

山

有

臺

三

章

笙

奏

補

由

庚

詩

辭

曰

王

庚

便

便

東

西

朔

南

六

符

調

燮

八

風

節

宣

王

庚

容

容

朔

南

西

東

維

敬

與

勤

百

王

道

同

王

庚

廓

廓

東

西

南

朔

先

憂

而

憂

後

樂

而

樂

王

庚

恢

恢

南

朔

東

西

皇

極

孰

建

惟

德

之

依

補

崇

詩

辭

曰

㵎

松

童

童

蛙

黽

鄰

兮

草

萋

萋

蕩

靑

雲

兮

凡

百

君

子

愼

迺

託

身

兮

㵎

松

童

童

㵎

則

卑

兮

草

萋

萋

則

崎

兮

凡

百

君

子

愼

迺

所

依

兮

有

崇

者

物

無

不

遂

有

卓

者

道

愚

無

不

智

資

生

育

德

永

植

毋

替

補

由

儀

詩

辭

曰

在

上

曰

天

在

下

曰

地

君

君

臣

臣

父

父

子

子

在

下

曰

地

在

上

曰

天

父

父

子

子

君

君

臣

臣

由

其

儀

矣

物

則

熙

矣

儀

其

由

矣

物

則

休

矣

迺

合

樂

歌

周

南

關

睢

三

章

召

南

鵲

巢

三

章

卒

歌

工

告

備

出

會

典

鄕

飮

賓

內

貢

監

考

職

候

選

者

准

照

應

選

之

職

服

用

頂

帽

補

褂

監

生

金

雀

頂

靑

袍

藍

邊

生

員

銀

雀

頂

藍

袍

靑

邊

無

品

級

耆

民

應

穿

鮮

明

常

服

不

得

濫

用

金

頂

補

褂

吾

學

錄

謂

鄕

飮

酒

禮

重

在

賓

介

得

人

方

可

示

觀

感

而

興

敎

化

然

曠

典

久

關

亦

未

講

於

禮

樂

之

故

欲

俗

之

格

於

善

難

哉

宣

講

聖

諭

會

典

直

省

府

州

縣

擇

適

中

地

爲

鄕

約

所

選

老

成

公

正

一

人

爲

約

正

樸

實

謹

守

三

四

人

直

月

按

期

集

所

部

民

宣

講

聖

諭

擇

律

中

民

易

犯

者

咸

宣

示

之

守

土

官

實

力

董

率

並

飭

縣

令

敎

職

隨

時

巡

行

宣

導
謹

按

縣

中

鄕

約

久

廢

麟

往

與

二

三

同

志

遵

御

纂

朱

子

全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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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損

呂

氏

鄕

約

行

之

鄕

里

及

主

講

書

院

又

刻

鄕

約

書

邀

集

士

友

行

之

數

年

督

學

吳

公

幷

率

諸

生

行

於

宏

道

書

院

爲

一

時

盛

是

亦

王

康

僖

刻

呂

氏

鄕

約

鄕

儀

以

勖

鄕

人

之

意

果

行

之

久

或

於

人

心

風

俗

有

小

補

云

士

相

見

禮

會

典

賓

造

主

人

門

主

人

出

迎

於

大

門

外

揖

賓

賓

入

及

門

及

階

皆

揖

如

初

賓

西

主

人

東

升

賓

再

拜

主

人

答

再

拜

興

主

人

趨

正

賓

坐

賓

辭

固

請

卒

正

坐

左

還

賓

正

主

人

坐

亦

如

之

執

事

者

進

茶

賓

受

茶

揖

辭

退

揖

主

人

送

賓

及

階

及

門

賓

揖

辭

主

人

皆

答

揖

遂

送

賓

於

大

門

外

揖

如

初

迎

儀
通

禮

受

業

弟

子

見

師

長

之

禮

初

見

師

未

出

先

入

設

席

正

位

竢

於

堂

下

師

出

召

見

迺

奉

贄

入

奠

贄

於

席

北

面

再

拜

師

起

答

揖

興

謹

問

起

居

命

之

坐

迺

侍

坐

有

問

則

起

而

對

辭

出

三

揖

師

不

送

常

見

侍

坐

請

業

則

起

請

益

則

起

師

有

敎

立

聽

命

坐

迺

坐

師

問

更

端

仍

起

而

對

朝

入

一

揖

暮

出

一

揖

與

同

學

弟

子

均

以

齒

序

會

典

凡

見

有

服

尊

親

父

之

執

友

入

門

通

名

命

見

升

階

北

面

再

拜

尊

者

西

面

答

揖

視

尊

者

所

嚮

旁

侍

坐

茶

至

揖

辭

退

三

揖

皆

答

揖

出

不

送

若

尊

長

來

見

迎

送

於

大

門

外

行

禮

坐

次

如

前

儀

按

高

陵

志

云

子

孫

弟

姪

甥

壻

見

尊

長

生

徒

見

師

奴

婢

見

家

長

久

别

四

拜

近

別

揖

諸

親

戚

長

幼

久

别

再

拜

平

交

同

其

鄕

黨

士

農

工

商

平

居

相

見

及

宴

會

皆

序

齒

士

庶

人

冠

禮

前

三

日

告

于

祠

堂
凡

告

酒

果

盥

洗

出

主

四

拜

有

吿

辭

戒

賓
擇

賢

而

有

禮

者

一人

前

期

宿

賓

陳

設
衣

履

三

稱

設

房

中

東

領

北

上

尊

設

服

北

無

房

帷

房

於

㕔

事

之

東

北

冠

設

西

階

下

西

南

北

上

洗

設

東

階

下

少

東

南

祝

醮

字

各

辭

俱

設

尊

几

櫛

具

設

衣

棹

旁

冠

筵

設

堂

東

少

北

賓

筵

設

堂

西

主

筵

設

堂

東

爲

位
主

人

立

東

階

下

西

面

儐

立

門

外

西

向

將

冠

者

適

房

中

南

面

司

洗

立

洗

東

西

面

司

冠

立

冠

南

東

面

司

尊

立

尊

東

祝

立

司

尊

南

司

服

立

服

南

迎

賓
賓

立

門

西

贊

次

其

右

少

退

儐

吿

至

主

人

出

迎

儐

從

再

拜

賓

賓

答

揖

贊

贊

報

揖

讓

導

賓

分

庭

而

行

當

曲

庭

中

至

階

皆

揖

讓

升

堂

各

就

位
贊

盥

洗

由

西

階

升

立

房

中

西

向

儐

由

西

階

升

設

冠

席

於

東

序

立

贊

北

將

冠

者

出

房

南

面

賓

揖

將

冠

者

卽

席

始

加
將

冠

者

西

向

跪

贊

爲

櫛

纚

賓

降

主

人

亦

降

賓

盥

主

人

揖

賓

升

進

冠

賓

降

一

等

受

冠

正

容

詣

將

冠

者

前

祝

立

賓

左

讀

祝

賓

跪

加

冠

興

復

位

揖

冠

者

適

房

易

服

出

正

容

南

向

再

加

三

加
惟

受

冠

降

二

等

三

等

不

盥

餘

如

前

儀

乃

醮
儐

者

改

席

於

堂

中

少

西

南

向

賓

揖

冠

者

卽

席

贊

進

酒

賓

取

酒

詣

席

前

北

面

祝

賓

左

讀

祝

冠

者

再

拜

升

席

受

盞

賓

復

位

答

再

拜

冠

者

席

前

跪

祭

酒

興

就

席

末

跪

啐

酒

興

降

席

右

授

贊

盞

南

向

再

拜

賓

答

再

拜

拜

贊

者

亦

答

拜

字

于

西

階

東
賓

降

階

主

人

亦

降

冠

者

南

面

祝

賓

左

讀

祝

冠

者

賓

南

北

面

再

拜

賓

不

拜

賓

出

就

次

冠

者

見

祠

堂

拜

父

母

及

諸

尊

長

出

見

鄕

先

生

主

人

禮

賓

卒

禮
按

諸

辭

皆

見

家

禮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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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用

顯

易

之

語

寓

勉

勵

之

意

亦

可

縣

俗

婚

前

夕

父

酌

子

子

跪

受

名

曰

冠

巾

疑

卽

冠

意

然

又

似

類

於

醮

冠

者

所

以

責

成

人

之

道

也

冠

禮

廢

天

下

無

成

人

昔

張

南

軒

疑

其

難

行

朱

子

曰

冠

是

自

家

屋

裏

事

關

了

門

將

巾

冠

與

子

弟

戴

有

甚

難

今

亦

空

谷

足

音

矣

閒

同

縣

中

一

二

友

人

行

之

人

亦

未

有

甚

非

之

者

兹

本

家

禮

大

意

略

注

儀

節

願

與

好

禮

者

講

焉

士

庶

人

昏

禮

縣

俗

定

親

似

納

采

下

花

似

納

幣

前

期

送

妝

奩

亦

如

張

陳

其

室

然

多

不

能

如

禮

至

不

親

迎

尤

失

禮

意

朱

子

曰

古

禮

極

省

徑

人

何

苦

不

行

又

曰

吾

儕

無

望

復

古

風

俗

更

敎

誰

通

禮

納

采

納

幣

皆

具

書

使

子

弟

爲

使

者

如

女

氏

女

氏

拜

受

書

吿

寢

具

復

書

使

者

復

命

主

人

亦

拜

受

如

儀
惟

士

章

服

一

稱

幣

表

裏

各

四

兩

容

飾

合

四

事

食

品

六

器

庶

人

無

章

紬

絹

容

飾

食

品

均

四

婦

輿

一

乘

襜

蓋

前

飾

采

絹

二

庶

人

無

飾

鐙

與

鼓

樂

人

均

不

得

過

十

二

庶

人

不

得

過

八

按

家

禮

不

用

樂

會

典

無

品

級

人

及

生

監

軍

民

不

得

用

執

事

庶

民

婦

女

不

得

用

冠

帔

大

轎

主

人

盛

服

醮

子

命

之

迎

壻

乘

馬

如

女

家

雁

及

婦

輿

從

其

日

女

氏

主

人

吿

於

寢

如

儀

畢

主

人

位

內

堂

東

主

婦

位

內

堂

西

父

醮

女

如

壻

儀

壻

至

女

家

門

外

主

人

出

迎

壻

執

雁

從

入

主

人

東

階

上

西

面

壻

西

階

上

北

面

奠

雁

再

拜

主

入

不

答

拜

姆

加

女

景

蓋

首

出

壻

揖

之

降

主

人

不

降

送

姆

導

女

升

輿

壻

乘

馬

先

竢

於

門

婦

至

降

輿

壻

導

婦

入

室

踰

閾

媵

布

壻

席

於

東

御

布

婦

席

於

西

壻

婦

交

拜

姆

脫

婦

景

壻

揖

婦

卽

席

壻

東

婦

西

坐

行

合

卺

禮
饌

入

卒

食

媵

取

琖

實

酒

酳

壻

御

取

琖

實

酒

酳

婦

三

酌

用

卺

卒

酳

壻

出

媵

御

施

衾

枕

壻

入

燭

出

按

昏

禮

媵

御

皆

女

僕

故

酌

酒

施

衾

無

嫌

厥

明

婦

夙

興

竢

見

舅

位

堂

東

姑

位

堂

西

皆

南

向

婦

以

贄

見

於

舅

姑

再

拜

舅

姑

受

贄

婦

具

酒

饌

行

盥

饋

禮

舅

姑

就

位

婦

奉

饌

舅

姑

卒

食

迺

酳

婦

再

拜

送

舅

姑

酒

舅

姑

卒

飲

共

饗

婦

於

阼

階

三

日

婦

見

祖

禰

於

寢

如

薦

儀

諏

日

壻

以

贄

見

婦

之

父

母

禮

壻

皆

如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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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二
十
四

朱

子

曰

士

人

欲

行

昏

禮

而

彼

家

不

從

只

得

婉

轉

使

人

與

議

印

氏

曰

與

議

弗

從

勿

與

爲

昏

可

也

大

抵

鄙

俚

無

稽

之

俗

昏

爲

尤

甚

而

婦

女

守

以

爲

經

典

不

易

之

規

多

不

足

辨

惟

撒

帳

鬧

房

等

類

極

傷

風

化

宜

力

革

之

娶

日

壻

插

金

花

披

紅

帛

直

成

嬉

戲

朱

子

曰

新

壻

戴

花

勝

擁

蔽

其

面

殊

失

丈

夫

容

體

勿

用

可

也

至

男

女

之

別

防

閑

最

嚴

今

縣

中

富

室

婦

女

及

新

婦

往

往

僕

童

扶

行

承

臂

並

肩

無

復

羞

恥

尤

屬

惡

習

父

兄

丈

夫

曾

不

之

怪

而

以

爲

固

然

古

人

授

受

不

親

果

何

謂

哉

士

庶

人

喪

禮

初

終

襲

斂

○

通

禮

士

喪

禮

疾

革

書

遺

言

旣

終

子

號

哭

擗

踊

去

冠

被

髮

徒

跣

諸

婦

女

子

去

筓

期

功

以

下

丈

夫

素

冠

婦

人

去

首

飾

皆

素

服

立

喪

主

主

婦

護

喪

贊

祝

諸

執

事

人

治

棺

及

凡

喪

具

護

喪

者

使

人

訃

於

有

司

及

戚

友

執

事

者

帷

寢

設

浴

牀

於

尸

牀

前

襲

牀

在

浴

牀

西

東

陳

沐

浴

巾

櫛

含

具

含

用

金

銀

屑

三

襲

事

陳

其

旁

常

服

一

稱

冠

及

禮

服

各

以

其

等

帶

鞾

皆

備

侍

者

遷

尸

浴

牀

南

首

諸

子

哭

踊

婦

人

出

女

喪

則

男

出

迺

去

尸

衣

覆

以

斂

衾

侍

者

奉

湯

及

巾

櫛

入

沐

浴

喪

主

及

諸

子

止

哭

眂

執

事

者

結

襲

衣

縱

置

於

牀

南

領

尸

易

牀

徹

浴

牀

浴

具

埋

巾

櫛

及

餘

水

於

屛

處

迺

去

衾

襲

常

服

禮

服

加

面

巾

卽

牀

前

爲

位

立

魂

帛

設

奠

陳

生

前

所

食

脯

醢

酒

果

用

吉

器

喪

主

以

下

爲

位

序

哭

如

儀

執

事

奉

含

具

前

喪

主

起

盥

含

尸

訖

哭

復

位

越

日

小

斂

執

事

者

帷

堂

陳

斂

牀

於

堂

東

加

斂

衣

複

一

襌

一

複

衾

一

紟

絞

皆

備

斂

畢

遷

尸

於

堂

喪

主

曁

諸

子

麻

括

髮

加

首

絰

腰

絰

皆

以

麻

婦

麻

髽

餘

同

三

日

大

斂

執

事

者

以

棺

入

承

以

兩

凳

棺

內

奠

七

星

板

藉

茵

褥

施

綿

衾

垂

其

裔

於

四

外

屆

時

奉

尸

入

棺

納

生

時

所

落

齒

髮

卷

衣

以

塞

空

處

喪

主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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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縣
新
志
卷
四

二
十
五

下

憑

棺

哭

踊

盡

哀

迺

蓋

棺

加

錠

施

桼

比

葬

月

一

桼

徹

斂

牀

遷

柩

其

處

柩

東

設

靈

牀

施

幃

帳

枕

衾

衣

冠

帶

屨

之

屬

設

頮

盆

帨

巾

皆

如

生

時

柩

前

設

靈

座

奉

魂

帛

几

筵

供

器

具

立

銘

旌

題

曰

某

官

封

未

仕

則

否

顯

考

某

府

君

之

柩

婦

則

書

顯

妣

某

氏

倚

靈

座

之

右

設

斂

奠

內

外

序

哭

如

儀

及

夜

奉

魂

帛

復

牀

諸

子

次

於

中

門

之

外

寢

苫

枕

塊

不

脫

絰

帶

諸

婦

女

次

中

門

之

內

幃

幔

枕

衾

皆

布

素

哀

至

則

哭

晝

夜

無

時

庶

人

不

訃

有

司

襲

衣

冠

帶

舃

含

銀

屑

三

設

奠

陳

酒

饌

斂

複

衾

一

比

葬

一

桼

銘

旌

用

絳

帛

八

品

七

尺

九

品

及

有

頂

帶

者

五

尺

庶

人

無

古

人

堂

皆

南

向

小

斂

遷

尸

浴

牀

大

斂

置

棺

於

堂

首

皆

向

外

足

皆

向

內

故

云

南

首

蓋

生

者

南

向

棺

尙

在

堂

不

忍

遽

以

神

待

之

惟

遷

柩

吿

廟

則

不

敢

以

足

向

祖

懼

褻

也

今

以

魂

帛

朝

祖

自

無

此

虞

納

柩

於

壙

乃

用

北

首

所

謂

葬

於

北

方

北

首

之

幽

之

義

也

今

鄕

俗

停

喪

多

用

北

首

最

爲

非

是

余

相

友

人

之

喪

獨

用

南

首

停

柩

一

時

非

議

騰

起

甚

矣

古

禮

之

難

行

愚

夫

之

難

曉

也

兹

據

通

禮

正

之

而

並

附

辨

如

此

成

服

朝

夕

奠

及

祭

弔

○

通

禮

是

日

成

服

輕

重

以

親

疎

爲

等

厥

明

喪

主

以

下

夙

興

侍

者

設

頮

水

櫛

具

於

靈

牀

側

五

服

之

人

各

服

其

服

就

位

侍

者

收

頮

櫛

具

奉

魂

帛

出

就

靈

座

設

奠

焚

香

斟

酒

點

茶

喪

主

以

下

哭

叩

盡

哀

及

夕

如

朝

奠

禮

侍

者

詣

靈

牀

舒

枕

衾

奉

魂

帛

於

牀

上

眾

哭

盡

哀

迺

止

夕

奠

皆

同

朔

朢

則

具

殷

饌

於

朝

奠

行

之

按

士

惟

朔

奠

今

云

朔

朢

皆

具

且

殷

奠

恐

有

難

備

力

能

爲

者

從

厚

庶

人

朔

朢

皆

不

設

是

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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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新
志
卷
四

二
十
六

啓

殯

至

葬

○

通

禮

三

月

而

葬

墳

塋

周

二

十

步

封

高

六

尺

圍

以

垣

周

十

二

丈

墓

門

石

碣

員

首

方

趺

勒

曰

某

官

某

之

墓

無

官

則

書

庶

士

某

之

墓

婦

則

稱

某

封

氏

無

封

則

稱

某

氏

刻

壙

志

作

神

主

及

櫝

製

柩

下

爲

方

牀

上

編

竹

格

爲

蓋

四

出

檐

垂

流

蘇

絹

荒

絹

幃

杠

飾

紅

堊

無

翣

引

布

二

功

布

一

靈

車

一

明

器

仍

各

從

其

俗

擇

日

開

兆

喪

主

率

諸

子

適

兆

所

以

親

賓

一

人

吿

土

神

執

事

者

陳

酒

饌

於

兆

左

吿

者

吉

服

盥

就

位

上

香

酹

酒

讀

祝

行

禮

如

儀

遂

開

壙

使

子

弟

一

人

畱

眂

之

喪

主

以

下

還

葬

有

期

豫

以

啓

期

吿

於

戚

友

發

引

前

一

日

厥

明

五

服

之

人

各

服

其

服

入

就

位

朝

奠

訖

吿

遷

柩

於

殯

前

喪

主

以

下

再

拜

哭

盡

哀

役

人

入

遷

柩

祝

奉

魂

帛

前

喪

主

以

下

哭

從

及

外

堂

仍

設

座

於

柩

前

奉

魂

帛

辭

於

祖

禰

復

於

靈

座

從

哭

如

初

夕

祖

奠

如

朝

奠

儀

喪

主

以

下

哭

盡

哀

親

賓

致

奠

行

禮

如

成

服

致

奠

儀

賓

出

喪

主

以

下

代

哭

如

初

質

明

五

服

之

人

會

葬

者

畢

會

執

事

者

陳

明

器

於

大

門

外

設

鞍

馬

二

納

靈

車

於

門

內

之

右

役

人

入

八

品

三

十

二

人

九

品

及

有

頂

帶

者

二

十

四

人

設

於

廳

事

正

中

喪

主

以

下

哭

踊

迺

載

喪

主

輟

哭

視

載

牢

實

載

訖

設

遣

奠

如

祖

奠

儀

役

人

舁

祝

奉

魂

帛

就

靈

車

奉

木

版

櫝

設

魂

帛

後

柩

出

大

門

施

幃

蓋

屬

引

遂

發

引

銘

旌

前

導

次

明

器

次

靈

車

從

外

親

分

執

引

布

在

前

喪

主

以

下

絰

杖

衰

服

男

在

柩

旁

步

從

女

在

柩

後

輿

從

哭

不

絕

聲

出

城

門

若

里

門

親

賓

不

至

墓

者

於

前

途

立

向

柩

再

拜

役

人

暫

停

喪

主

哭

謝

賓

退

柩

行

如

初

及

墓

執

事

者

豫

張

靈

幃

於

墓

右

置

靈

座

几

筵

設

題

主

案

於

右

設

藉

柩

席

薦

於

壙

前

鋪

陳

壙

中

之

事

設

婦

女

行

幃

於

羨

道

之

右

靈

車

至

幃

外

止

祝

奉

魂

帛

於

几

上

奉

主

櫝

置

魂

帛

側

柩

車

至

脫

載

去

幃

蓋

方

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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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下

於

藉

席

祝

取

銘

旌

縱

加

柩

上

喪

主

及

諸

子

憑

棺

哭

婦

女

哭

羨

道

西

屆

時

男

女

以

次

哭

叩

辭

訣

親

賓

送

者

再

拜

辭

喪

主

及

諸

子

哭

謝

遂

窆

喪

主

輟

哭

眂

執

事

者

銘

旌

藏

誌

石

明

器

復

土

喪

主

以

下

哭

盡

哀

執

事

者

陳

饌

於

墓

左

致

祭

土

神

如

開

兆

祭

儀

喪

主

以

下

就

靈

幃

之

左

序

立

祝

盥

復

魂

帛

於

箱

啓

櫝

出

木

版

臥

置

案

上

宗

親

善

書

者

一

人

盥

就

位

題

主

訖

祝

奉

木

主

於

几

上

設

奠

焚

香

奠

酒

讀

告

辭

喪

主

以

下

哭

叩

盡

哀

祝

焚

吿

辭

奉

魂

帛

埋

於

墓

側

奉

主

納

櫝

置

靈

車

而

返

在

途

不

驅

喪

主

以

下

哭

從

如

儀

庶

人

墳

塋

九

步

封

四

尺

牆

四

圍

周

八

丈

別

製

布

衾

衣

柩

不

施

幃

蓋

杠

兩

端

飾

黑

中

飾

紅

堊

役

十

有

六

人

反

哭

至

祔

○

通

禮

靈

車

至

家

喪

主

以

下

哭

從

入

門

祝

奉

木

主

設

几

上

諸

子

在

寢

東

服

親

序

在

諸

子

後

婦

女

哭

於

房

中

有

弔

者

如

在

殯

儀

迺

修

虞

事

執

事

者

具

饌

品

數

各

以

其

等

主

人

以

下

就

位

哭

主

婦

薦

羹

飯

主

人

獻

爵

讀

祝

行

禮

如

時

薦

儀

畢

主

人

奉

主

納

櫝

徹

哭

止

眾

退

百

日

卒

哭

儀

同

虞

祭

厥

明

執

事

者

具

饌

於

寢

室

如

常

薦

禮

設

亡

者

案

於

祖

考

神

案

東

南

啓

室

陳

主

主

人

率

眾

先

哭

於

几

筵

前

奉

亡

者

之

主

如

寢

諸

子

以

下

哭

從

及

寢

門

止

哭

陳

主

於

東

南

案

上

眾

序

立

焚

香

進

饌

讀

吿

辭

行

禮

如

常

薦

儀

祝

焚

告

文

奉

神

主

復

室

徹

主

人

奉

亡

者

之

主

復

寢

哭

隨

至

几

筵

前

納

櫝

訖

哭

止

眾

退

庶

人

虞

饌

品

器

數

眂

薦

禮

祥

禫

○

通

禮

期

而

小

祥

忌

日

行

厥

明

喪

主

以

下

及

期

親

就

內

外

位

哭

盡

哀

焚

香

進

饌

酒

讀

祝

行

禮

儀

與

卒

哭

同

再

期

大

祥

先

忌

一

日

設

案

於

寢

堂

東

西

各

一

主

人

率

諸

子

詣

寢

堂

啓

室

以

遞

遷

改

題

之

事

吿

於

祖

陳

設

讀

祝

行

禮

如

時

薦

儀

迺

以

紙

裹

應

祧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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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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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
十
八

主

陳

於

西

案

奉

曾

祖

以

下

神

主

臥

置

東

案

使

子

弟

善

書

者

一

人

改

題

訖

復

於

室

遞

遷

其

位

虛

室

中

下

級

以

竢

闔

門

出

質

明

主

人

以

下

就

几

筵

序

哭

陳

設

行

禮

如

初

期

儀

主

人

奉

亡

者

之

主

躋

寢

室

再

拜

闔

門

徹

靈

牀

靈

座

罷

朝

夕

奠

徹

几

筵

斷

杖

棄

之

屛

處

奉

祧

主

於

墓

祭

而

埋

於

側

如

儀

二

十

七

月

旣

周

設

几

筵

於

廳

事

正

中

主

人

以

下

如

寢

堂

啓

室

奉

新

祔

神

主

陳

於

廳

事

几

上

祗

薦

禫

事

主

人

及

諸

子

位

東

壁

下

哀

婦

女

哭

於

房

中

焚

香

薦

果

饌

酒

醴

讀

祝

如

儀

畢

奉

主

復

於

寢

室

闔

門

退

諸

子

素

服

終

月

始

復

常

服

按

聞

喪

奔

喪

改

葬

畧

如

初

通

禮

凡

喪

三

年

者

百

日

不

薙

髮

仕

者

解

任

士

子

輟

考

在

喪

不

飮

酒

不

食

肉

不

處

內

不

入

公

門

不

與

吉

事

期

之

喪

二

月

薙

髮

在

喪

不

昏

嫁

九

月

五

月

者

踰

月

薙

髮

三

月

者

踰

旬

薙

髮

在

喪

均

不

與

燕

樂

會

典

凡

居

喪

二

十

七

月

不

燕

會

不

鼓

樂

不

娶

妻

納

妾

門

庭

不

換

舊

符

國

典

所

在

自

當

遵

守

故

備

錄

之

閒

與

家

禮

不

同

者

亦

當

參

考

李

志

弔

客

給

帛

古

之

所

無

不

論

親

疏

槩

予

孝

衫

祭

奠

必

在

首

七

葬

期

停

滯

多

年

盛

張

供

具

侈

集

劇

樂

竭

財

乖

禮

賢

者

不

免

司

馬

温

公

格

言

曰

喪

禮

散

孝

爲

五

服

內

親

一

槩

散

孝

非

古

禮

葬

時

獻

奠

盡

禮

虛

靡

侈

觀

總

屬

無

益

哀

詞

輓

章

情

不

容

已

若

軸

帳

滿

堂

文

多

浮

諛

是

亦

不

可

以

已

乎

至

於

停

柩

不

葬

殯

演

戲

尤

爲

人

子

者

所

宜

痛

自

省

改

明

舊

志

有

喪

之

家

親

戚

鄰

里

俱

以

絹

布

鈔

貫

等

物

餽

送

其

家

男

婦

人

各

一

分

謂

之

收

頭

王

端

毅

葬

夫

人

蓋

氏

卻

此

不

受

因

謂

鄕

人

曰

此

非

古

禮

可

止

鄕

人

化

之

至

今

不

復

行

按

今

陋

俗

喪

事

用

樂

酒

肉

燕

客

門

掛

紙

旛

柩

行

以

瓦

盆

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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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避

殃

用

浮

屠

停

柩

不

葬

釋

服

從

吉

喪

中

嫁

娶

謝

孝

信

風

水

異

姓

爲

後

皆

傷

情

害

理

之

甚

俗

之

萬

不

可

從

者

尤

當

嚴

爲

禁

革

以

爲

世

道

人

心

之

防

劉

九

畹

家

禮

補

注

初

喪

多

於

七

七

百

日

致

祭

蓋

緣

開

元

禮

百

日

卒

哭

七

日

來

復

之

義

但

不

當

以

葷

酒

待

客

程

子

葬

父

使

周

恭

叔

主

客

客

欲

酒

恭

叔

以

吿

先

生

曰

勿

陷

人

於

惡

喪

葬

侈

用

紙

錢

飾

以

金

銀

且

爲

紙

人

紙

馬

之

類

按

朱

子

語

類

云

紙

錢

起

於

唐

元

宗

時

王

璵

蓋

古

人

以

玉

幣

後

來

易

以

錢

至

元

宗

惑

於

王

璵

之

說

而

鬼

神

事

繁

無

許

多

錢

來

埋

得

璵

作

紙

錢

易

之

唯

顏

魯

公

張

司

業

家

不

用

紙

錢

又

云

先

生

每

祭

不

燒

紙

按

七

七

及

燒

紙

錢

皆

佛

氏

說

知

禮

者

亦

宜

絕

之

葬

用

灰

隔

者

少

多

用

大

石

數

塊

砌

成

如

洞

用

以

藏

柩

謂

之

石

錮

墓

朱

子

語

類

先

生

葬

長

子

其

壙

用

石

上

蓋

以

尺

許

五

六

段

橫

湊

之

兩

旁

及

底

五

六

寸

許

又

曰

法

中

不

許

用

石

槨

故

此

不

敢

用

全

石

只

以

數

片

合

庶

幾

不

戾

法

按

今

富

者

作

石

墓

雕

鐫

華

侈

縻

費

不

貲

將

啓

僭

越

葬

日

延

生

員

數

人

吉

衣

冠

柩

前

贊

禮

以

爲

觀

美

而

禮

生

亦

多

責

以

豐

饌

盛

樂

誠

何

心

哉

士

庶

人

祭

禮

通

禮

庶

士

家

祭

之

禮

於

寢

堂

之

北

爲

龕

以

版

別

爲

四

室

奉

高

曾

祖

禰

皆

以

妣

配
高

左

曾

右

祖

又

左

考

又

右

南

向

前

設

香

案

總

一

服

親

男

女

成

人

無

後

者

按

輩

行

書

紙

位

祔

食

男

東

女

西

相

向

事

至

則

陳

已

事

焚

之

不

立

版

歲

以

四

時

節

日

出

主

而

薦

餅

餌

二

槃

肉

食

果

蔬

之

屬

四

器

羹

二

飯

二

前

期

主

人

及

與

祭

者

咸

致

齋

薦

之

前

夕

主

婦

盛

服

治

飯

於

房

中

厥

明

夙

興

主

人

吉

服

率

子

弟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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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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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
十

香

案

於

南

然

燭

置

祭

文

於

堂

北

設

供

案

二

昭

東

穆

西

均

以

妣

配

位

南

嚮

設

祔

案

於

兩

序

下

各

一

男

東

女

西

東

西

嚮

主

人

以

下

盥

奉

木

主

設

於

案

設

祔

位

於

兩

序

案

訖

主

人

東

階

下

立

眾

各

依

行

輩

東

西

序

立

主

人

詣

香

案

前

上

香

畢

率

在

位

者

一

跪

三

叩

興

主

婦

率

諸

婦

出

房

中

薦

匕

箸

醯

醬

跪

叩

如

儀

退

子

弟

奉

壺

主

人

詣

神

案

以

次

斟

酒

薦

熟

訖

皆

就

案

南

跪

叩

興

子

弟

薦

祔

位

畢

主

人

跪

在

位

者

皆

跪

祝

進

香

案

右

讀

祭

文

訖

興

退

主

人

以

下

叩

興

再

獻

主

婦

薦

飯

羹

三

獻

主

婦

薦

餅

餌

時

蔬

主

人

斟

酒

跪

叩

均

如

初

儀

畢

主

人

率

族

姓

一

跪

三

叩

興

祝

取

祭

文

及

祔

位

紙

位

焚

於

庭

眾

出

主

人

納

木

主

徹

退

日

中

而

餕

春

一

布

席

於

堂

東

西

北

上

陳

椅

琖

匙

箸

如

其

人

數

傳

祭

食

於

燕

器

熱

酒

饌

族

姓

至

主

人

肅

入

序

位

以

行

輩

年

齒

爲

等

旅

揖

卽

席

進

酒

饌

酬

酢

如

禮

湯

飯

畢

長

者

吿

退

主

人

送

於

門

外

子

弟

隨

出

徹

僕

人

餕

餘

食

皆

盡

月

朔

朢

日

主

人

及

家

眾

夙

興

盥

洗

啓

寢

室

然

燭

詣

香

案

依

行

輩

序

立

上

香

訖

子

弟

奉

茶

主

人

獻

茶

復

位

率

眾

一

跪

三

叩

興

徹

茶

闔

室

退

若

家

有

吉

事

主

人

盥

洗

啓

室

然

燭

焚

香

以

其

事

吿

行

禮

如

朔

朢

儀

庶

人

於

正

寢

北

奉

高

曾

祖

禰

神

位

歲

逢

節

序

薦

果

蔬

新

物

每

案

不

過

四

器

羹

飯

具

其

日

夙

興

主

婦

治

饌

主

人

率

子

弟

設

案

然

鐙

啓

室

奉

主

於

案

以

昭

穆

序

主

人

立

香

案

前

家

眾

序

立

於

下

以

行

輩

爲

先

後

主

人

上

香

一

跪

三

叩

興

納

主

於

室

徹

退

日

中

餕

歲

一

論

行

輩

先

後

同

行

序

齒

列

坐

酒

行

飲

已

肅

揖

以

退

朔

朢

獻

茶

香

鐙

行

禮

吿

事

亦

如

之

李

志

邑

中

舊

家

世

族

各

立

祠

堂

四

時

享

祭

俗

節

獻

薦

與

家

禮

俱

不

相

遠

惟

元

且

奠

獻

懸

像

中

堂

十

月

一

日

焚

紙

寒

衣

冬

至

門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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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焚

紙

猶

沿

習

俗

明

舊

志

圖

經

云

三

原

物

產

阜

蕃

習

俗

湻

雅

民

恥

爭

競

有

禮

遜

風

介

菴

云

士

勤

學

問

民

多

商

賈

婦

翁

非

慶

壽

賀

節

不

面

見

長

幼

雖

疏

屬

異

姓

亦

有

序

婚

喪

有

相

助

之

儀

時

節

有

往

來

之

禮

市

肆

之

閒

無

居

第

居

第

之

所

不

貿

易

男

不

出

贅

女

不

招

壻

藹

然

有

湻

龎

之

遺

非

復

秦

之

敝

俗

矣

李

志

士

能

敬

業

城

邑

鄕

井

類

多

絃

誦

農

惟

縣

北

二

峪

左

右

水

泉

滋

潤

種

植

蔬

果

其

利

較

厚

然

中

人

之

家

不

能

踰

十

畝

餘

勤

力

作

猶

未

爲

累

一

遇

旱

虐

維

正

難

供

工

不

事

淫

巧

止

供

室

宇

器

械

之

需

商

賈

大

則

鹽

茶

小

亦

負

販

數

年

不

歸

饒

裕

之

家

勸

令

買

地

多

以

爲

累

萬

金

之

子

身

無

寸

土

思

欲

轉

移

務

本

輕

末

其

道

良

難

張

志

邑

號

殷

繁

富

商

大

賈

履

厚

席

豐

甚

至

踐

曳

綾

綺

狼

藉

膏

梁

此

皆

各

論

所

見

然

貧

者

恥

於

諂

諛

富

者

好

行

德

惠

士

知

重

品

民

不

逋

租

自

昔

然

矣

顧

余

兒

時

侍

先

君

每

稱

述

先

高

祖

爲

保

約

正

里

中

少

年

偶

不

馴

輒

走

匿

不

敢

見

當

時

風

氣

敦

古

處

後

生

見

尊

長

必

肅

揖

若

弟

子

於

先

師

衣

冠

言

動

率

謹

樸

近

乃

尙

奇

衺

飲

食

徵

逐

好

枯

中

腴

外

甚

且

鑽

利

吸

烟

不

相

非

儼

然

儒

者

口

不

道

詩

書

聞

人

言

聖

賢

學

若

相

戒

不

敢

近

見

繩

規

士

羣

訾

笑

之

或

曰

理

學

先

生

蓋

鄙

夷

之

也

鄕

閒

自

遭

兵

燹

人

不

聊

生

救

死

不

暇

土

地

荒

蕪

無

力

耕

作

而

城

巿

益

貪

利

務

詐

僞

婦

女

華

飾

倍

前

日

無

所

畏

避

演

戲

賭

博

猶

未

知

止

又

有

甚

焉

噫

是

可

憂

已

風

俗

因

時

上

下

固

也

然

國

奢

示

儉

國

儉

示

禮

移

易

之

權

亦

自

上

操

之

耳

誠

使

臨

民

者

躬

節

儉

敦

禮

讓

爲

斯

民

先

而

又

有

鄕

先

生

相

與

講

明

聖

道

以

潛

孚

而

默

化

之

雖

比

隆

周

漢

不

難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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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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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子

曰

道

之

以

德

齊

之

以

禮

有

恥

且

格

豈

不

誠

然

乎

哉

三

原

縣

新

志

卷

之

四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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