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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疏

狀

揭

論

議

說

傳

序

䟽

賦

疏

請

嚴

黨

惡

疏

明

王

紀

春

秋

嚴

亂

賊

之

黨

國

典

重

同

叛

之

誅

宸

濠

計

不

足

以

謀

遠

力

不

足

以

制

勝

實

恃

太

監

畢

徴

以

爲

應

援

徴

在

江

西

未

踰

年

而

遽

有

浙

江

之

調

正

爲

同

逆

計

耳

如

先

任

御

史

范

輅

嘗

劾

宸

濠

之

樂

官

矣

徴

則

擠

輅

以

快

其

心

浙

之

巡

捕

者

嘗

獲

宸

濠

之

間

諜

矣

徴

則

釋

之

以

隠

其

迹

舉

宸

濠

之

孝

行

以

釋

主

疑

賞

宸

濠

之

軍

士

以

結

心

腹

又

令

都

吏

官

軍

具

器

械

期

三

更

齊

集

候

三

司

官

四

更

入

揖

且

收

杭

州

各

城

門

之

鑰

遂

至

城

中

軍

民

驚

懼

奔

走

哭

聲

震

地

若

非

巡

按

御

史

張

縉

破

其

姦

預

令

三

司

擁

兵

自

衛

其

夜

不

知

何

爲

也

又

聞

徴

曾

遣

人

齎

金

帛

於

宸

濠

府

中

賀

壽

驅

弓

匠

十

二

人

舁

之

今

隨

從

親

信

者

又

皆

江

西

之

産

其

初

至

浙

江

盡

出

軍

器

堆

積

如

山

候

江

西

調

用

又

有

周

管

家

者

凌

虐

軍

士

毒

害

人

民

勒

取

財

物

數

踰

十

萬

罪

惡

不

可

紀

極

况

徴

乃

逆

瑾

餘

黨

積

謀

背

叛

今

宸

濠

巳

就

擒

獲

徴

尙

雄

踞

浙

江

伏

乞

械

詣

京

師

明

正

憲

典

以

除

逆

黨

以

靖

地

方

謹

疏

以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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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奏

改

厤

疏

明

華

湘

臣

聞

自

昔

聖

王

承

天

御

極

必

以

治

厤

明

時

爲

先

葢

乾

坤

奠

位

之

後

四

時

七

政

隨

天

而

運

寒

暑

之

代

謝

爲

歲

虧

盈

之

互

易

爲

月

晝

夜

之

還

轉

爲

日

經

緯

之

錯

列

爲

星

辰

歩

算

之

周

審

爲

厤

數

而

王

者

天

之

子

也

厤

在

躬

故

能

奉

順

陰

陽

時

以

作

事

事

以

厚

生

而

世

治

時

苟

不

明

晦

朔

弦

望

失

其

節

分

至

啟

閉

乖

其

期

則

無

以

該

洽

生

靈

而

世

亂

矣

厤

之

明

否

而

治

忽

隨

之

聖

王

所

以

必

愼

焉

夫

厤

之

來

由

黃

帝

而

訖

秦

末

凡

六

改

也

由

漢

高

祖

而

訖

漢

末

凡

五

改

也

由

魏

文

帝

而

訖

隋

末

凡

十

三

改

也

由

唐

高

祖

而

訖

周

末

凡

十

六

改

也

由

宋

太

祖

而

訖

宋

末

凡

十

八

改

也

由

金

熙

宗

而

訖

元

末

凡

三

改

也

一

厤

之

改

集

衆

見

而

治

之

思

無

遺

智

法

無

遺

術

宜

其

行

永

久

而

不

然

歴

代

長

於

厤

者

不

數

歲

而

輒

差

杜

預

曰

陰

陽

之

運

隨

動

而

差

差

而

不

已

遂

與

厤

錯

歐

陽

修

曰

事

在

天

下

其

易

差

者

莫

如

厤

夫

所

以

差

者
名
□
□
刊

由

天

周

有

餘

日

周

不

足

也

天

周

有

餘

則

天

常

平

運

而

舒

日

周

不

足

則

日

常

内

轉

而

縮

天

日

之

差

而

於

中

星

乎

焉

堯

之

冬

至

初

昏

昴

中

而

日

在

虛

十

一

度

虛

者

北

方

之

宿

則

日

行

北

陸

纒

於

元

枵

之

子

也

今

之

冬

至

初

昏

室

中

而

日

在

箕

三

度

箕

者

東

方

之

宿

則

日

行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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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陸

纒

於

析

木

之

寅

也

計

今

去

堯

未

四

千

年

而

差

五

十

度

矣

再

以

赤

道

黃

道

考

之

勝

國

至

元

辛

巳

改

厤

天

止

冬

至

赤

道

歲

差

一

度

五

十

秒

今

退

天

三

度

五

十

二

分

五

十

秒

也

黃

道

歲

差

九

十

二

分

九

十

八

秒

今

退

天

三

度

二

十

五

分

七

十

四

秒

也

故

洪

武

中

漏

刻

博

士

元

統

上

言

我

朝

承

運

以

來

厤

雖

以

大

統

爲

名

而

積

分

猶

授

時

之

數

年

遠

數

盈

漸

差

天

度

距

元

辛

巳

至

元

統

上

言

時

歲

在

洪

武

甲

子

僅

一

百

四

十

年

迄

今

則

二

百

四

十

二

年

也

授

時

厤

法

每

歲

差

一

分

五

十

秒

約

七

十

年

差

一

度

令

合

差

三

度

餘

矣

年

愈

遠

而

愈

盈

然

則

治

厤

者

豈

可

不

隨

時

修

改

以

求

合

於

天

哉

夫

不

隨

時

改

政

求

合

於

天

則

厤

必

差

而

不

入

數

也

是

以

正

德

戊

寅

日

食

庚

辰

月

食

時

刻

分

秒

起

復

方

位

多

與

本

監

所

推

不

合

山

東

道

監

察

御

史

朱

節

爲

明

歲

差

以

正

厤

學

事

濫

以

臣

應

之

仰

惟

陛

下

應

天

順

人

入

繼

大

統

之

年

適

與

元

之

革

命

改

憲

辛

巳

之

歲

相

符

則

調

元

正

厤

以

定

未

立

之

差

法

固

有

待

於

今

日

也

臣

以

凡

陋

之

鮿

生

繆

膺

重

任

竊

念

班

固

作

漢

志

以

明

治

厤

不

可

不

擇

者

三

專

門

之

裔

明

經

之

儒

精

算

之

士

臣

於

三

者

無

一

焉

蚤

夜

憂

惶

罔

知

所

措

然

於

治

厤

之

法

聞

其

槩

矣

古

今

善

治

厤

者

三

家

一

曰

漢

太

初

厤

以

鍾

律

起

者

也

二

曰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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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衍

厤

以

蓍

策

起

者

也

三

曰

元

授

時

厤

以

晷

景

起

者

也

惟

以

晷

景

則

就

日

體

測

之

豪

忽

微

渺

不

可

得

而

遁

者

元

史

所

謂

自

古

及

今

推

驗

之

精

葢

未

有

出

於

此

顧

豈

誣

哉

今

欲

正

厤

而

不

登

臺

測

景

臣

竊

以

爲

皆

空

言

臆

見

也

伏

望

陛

下

以

欽

天

道

而

授

民

時

爲

重

准

臣

暫

住

朝

參

督

率

曾

改

厤

中

官

正

周

濂

及

於

疇

人

子

弟

中

掄

選

諳

曉

本

業

善

於

書

算

者

及

今

冬

至

之

前

親

詣

觀

臺

辰

昏

晝

夜

推

測

日

景

赤

道

黃

道

中

星

分

秒

日

計

月

書

至

來

年

冬

至

以

驗

二

十

四

氣

二

至

二

分

日

月

交

食

合

朔

弦

望

日

纒

月

離

黃

赤

二

道

及

昏

旦

中

星

七

政

纒

度

紫

氣

月

孛

羅

㬋

計

都

之

視

元

辛

巳

所

求

委

有

所

差

備

錄

上

之

乞

敕

該

部

延

訪

四

方

之

人

能

知

厤

理

之

楊

雄

善

立

差

法

之

邵

雍

沉

潛

智

巧

之

許

衡

郭

守

敬

令

詳

定

歲

差

以

成

一

代

之

懿

制

方

今

天

下

涵

□

聖

化

豈

無

其

人

哉

臣

雖

不

佞

或

可

執

一

籌

以

備

驅

使

也

請

愼

簡

輔

臣

疏

明

沈

良

才

臣

等

於

本

月

十

五

日

伏

覩

敕

吏

部

成

國

公

朱

希

忠

駙

馬

崔

元

輔

臣

翟

鑾

大

宗

伯
壞
臣
子
嚴

嵩

目

侍

朕

躬

忠

勤

罔

懈

希

忠

元

各

加

太

保

鑾

加

少

傅

兼

謹

身

殿

大

學

士

嵩

兼

武

英

殿

大

學

士

在

内

閤

同

鑾

辦

事

仍

且

掌

禮

部

事

免

其

奏

事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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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旨

餘

官

俱

如

故

如

敕

奉

行

欽

此

欽

遵

臣

等

照

得

簡

命

輔

臣

朝

廷

重

典

皆

由

聖

明

英

斷

非

臣

下

所

敢

輕

議

臣

等

竊

惟

内

閣

之

職

論

道

經

邦

調

元

贊

化

上

以

表

率

臣

工

下

以

保

安

黎

庶

其

任

甚

重

必

得

人

品

心

術

爲

天

下

第

一

流

者

始

克

膺

兹

選

陛

下

御

極

以

來

每

有

員

缺

愼

加

推

選

未

嘗

輕

授

誠

聖

主

進

賢

如

不

得

已

之

盛

心

也

臣

等

查

得

禮

部

尙

書

嚴

嵩

明

掌

南

宫

於

今

六

載

其

貪

汙

姦

諂

俱

有

指

實

屢

經

言

官

論

劾

章

疏

甚

多

人

品

心

術

卽

是

可

驗

皆

莫

逃

聖

明

洞

察

之

下

矣

今

一

旦

驟

膺

簡

命

首

率

百

僚

不

惟

輕

朝

廷

絲

綸

之

寄

亦

恐

失

天

下

仰

望

之

心

書

曰

官

不

備

惟

其

人

所

以

愼

選

也

伏

乞

陛

下

収

囘

成

命

仍

留

禮

部

辦

事

使

其

勵

忠

正

之

節

庶

可

挽

餗

之

譏

陛

下

若

念

其

共

侍

之

勤

則

兼

官

華

秩

恩

賚

逾

常

亦

足

酬

矣

况

夙

夜

匪

懈

以

事

一

人

亦

臣

子

職

分

之

常

豈

足

爲

勞

哉

臣

等

待

罪

言

官

不

敢

隱

默

伏

乞

聖

明

埀

察

請

停

加

鳳

米

疏

繆

嶔
珍

所

切

爲

掦

州

府

屬

爲

國

家

咽

喉

要

地

水

旱

兵

荒

七

年

於

此

而

高

郵

泰

州

興

化

寶

應

受

害

尤

甚

盖

掦

屬

南

枕

大

江

獨

四

州

居

其

下

流

勢

如

建

瓴

西

連

淮

泗

北

帶

黃

河

東

濱

大

海

所

稱

汙

下

瘠

駁

之

區

也

嶔

等

所

居

之

屋

所

種

之

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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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堤

之

外

與

蛇

龍

爭

窟

而

處

崇

正

四

年

建

義

等

口

堤

□

□

化

盡

沉

水

底

高

寳

泰

田

土

一

望

巨

浸

三

歴

年

所

向

非

我

皇

上

慨

允

災

民

徐

瑞

等

之

請

立

敕

修

築

嶔

等

久

被

溺

死

又

地

形

前

高

後

低

稍

水

則

江

儀

等

縣

盡

以

爲

壑

稍

旱

則

尾

閭

所

注

立

洩

湖

海

以

故

四

年

至

七

年

無

不

苦

水

八

年

苦

旱

九

年

又

苦

水

十

年

又

苦

旱

卽

今

嶔

以

四

月

離

家

又

赤

地

千

里

蝗

蝻

叢

生

矣

向

非

我

皇

上

歴

允

災

民

楊

元

等

之

請

立

議

蠲

折

則

嶔

等

久

被

餓

死

歴

年

流

冦

埀

涎

揚

城

戰

守

軍

需

屬

邑

敢

不

黽

勉

且

水

陸

輸

輓

鳳

米

之

後

又

加

鳳

米

徴

比

之

苦

莫

保

妻

子

降

罰

之

累

上

逮

有

司

以

致

累

死

里

長

陳

遵

黃

九

龍

等

七

十

餘

命

里

長

韓

陳

姜

等

至

今

遣

戍

遐

方

其

他

剜

肉

醫

瘡

罄

竹

莫

書

萬

厤

年

間

南

京

巡

倉

陳

御

史

痛

悉

此

弊

具

疏

積

災

郡

邑

賦

重

民

疲

等

情

奉

旨

停

徴

高

興

寳

三

州

縣

仍

照

舊

原

額

獨

泰

州

於

原

額

外

尙

溢

徴

七

千

六

百

餘

石

彼

時

亦

姑

承

認

再

俟

呼

迄

今

五

十

餘

年

頂

戴

國

恩

殫

力

勉

輸

惟

以

四

方

多

事

不

敢

求

減

今

乃

一

旦

議

徴

或

亦

未

悉

嶔

等

李

代

桃

僵

之

苦

有

如

此

耳

據

其

大

指

謂

足

軍

糈

夫

計

缺

額

之

糈

必

問

全

額

之

軍

今

日

軍

額

安

在

卽

云

凑

募

兵

勇

夫

旣

用

之

募

新

兵

則

非

需

以

養

額

軍

可

知

矣

何

幸

我

皇

上

天

日

照

臨

特

於

部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七

□

撫

按

之

疏

惠

頒

軍

民

兩

便

之

旨

百

萬

生

靈

一

綫

□

□

於

此

夫

卽

請

徵

此

米

不

需

以

養

軍

則

今

停

徴

此

米

必

無

不

便

於

軍

又

可

知

矣

或

者

曰

議

復

非

以

議

增

豈

今

日

之

民

力

顧

紓

於

昔

日

之

民

力

又

或

者

曰

今

日

因

糧

溢

地

何

者

不

事

權

宜

然

正

從

實

糧

實

地

起

科

不

累

窮

民

盡

繇

孔

道

而

白

馬

射

陽

等

湖

刦

掠

蠢

蠢

嶔

等

日

派

牽

輓

夜

輪

䕶

送

較

他

屬

尢

苦

向

非

我

皇

上

赫

然

命

師

劾

期

勦

堵

則

嶔

等

卽

未

被

賊

殺

死

亦

久

被

賊

累

死

此

正

如

尫

羸

之

人

强

支

重

擔

稍

爲

減

輕

將

來

猶

望

撑

持

再

一

加

益

并

前

擔

亦

盡

委

仆

者

乃

南

倉

張

主

事

頃

有

復

徴

久

停

鳳

米

之

請

聞

命

之

日

老

㓜

驚

慌

進

退

無

路

巳

復

竊

念

年

來

水

旱

盗

賊

皆

荷

我

皇

上

大

德

生

全

乃

延

今

日

堯

舜

在

上

何

幽

不

燭

何

傷

不

軫

萬

不

得

已

三

千

里

䟦

渉

上

叩

九

閽

萬

一

邀

聖

恩

浩

蕩

而

生

猶

愈

於

承

加

額

敲

朴

而

死

也

敢

以

四

州

縣

鳳

米

加

額

顚

末

爲

皇

上

陳

之

鳳

陽

倉

米

舊

額

高

郵

州

一

千

六

百

一

十

三

石

零

泰

州

二

千

二

百

八

十

四

石

零

興

化

縣

六

千

一

百

七

十

石

零

寳

應

縣

二

千

六

百

一

十

石

零

歴

年

徴

解

止

此

耳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江

南

蘓

州

府

偶

値

凶

歉

突

將

彼

地

應

解

鳳

米

二

萬

八

千

餘

石

飛

派

高

泰

興

寳

四

州

縣

而

嶔

等

破

身

家

累

子

孫

之

慘

害

始

此

矣

嗟

嗟

沮

洳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八

水

鄕

膏

血

幾

何

漕

米

之

外

又

徴

鳳

米

也

我

皇

上

一

則

曰

暫

累

一

年

再

則

曰

始

徴

一

半

猶

愀

然

其

不

焉

嶔

等

代

人

輸

糧

無

田

虛

派

歲

供

其

見

徴

之

半

巳

屬

偏

枯

併

索

以

久

停

之

半

將

見

立

斃

此

其

便

不

便

之

分

數

當

有

惻

然

於

皇

衷

者

伏

乞

聖

明

俯

念

鳳

米

原

係

飛

派

災

苦

委

屬

頻

仍

鑒

此

實

情

徑

行

俞

免

抑

或

以

撫

按

見

此

酌

畫

併

乞

敕

下

查

議

照

前

停

徴

又

臣

等

草

野

愚

民

泣

陳

災

苦

不

識

忌

諱

字

稍

逾

額

統

惟

聖

恩

埀

照

施

行

嶔

等

匍

匐

昌

懇

瞻

望

天

恩

不

勝

戰

慄

激

切

之

至

案

舊

志

以

嶔

入

國

朝

列

俞

濲

宫

偉

銓

後

今

篤

行

傳

從

之江

北

在

京

鄕

紳

合

懇

塞

高

家

堰

疏

畧

謹

按

高

堰

者

北

當

淮

泗

之

冲

南

扼

漕

湖

之

吭

地

形

最

爲

高

峻

而

淮

揚

兩

郡

及

高

寳

興

泰

山

鹽

十

州

縣

地

居

下

流

所

謂

懸

水

數

仞

建

瓴

之

勢

也

東

南

保

障

全

藉

此

一

堰

是

豈

可

輕

議

開

洩

者

善

乎

河

臣

朱

光

祚

疏

云

以

三

丈

之

水

勢

灌

千

里

之

下

流

仰

受

旣

不

能

容

俯

承

又

不

能

洩

郡

縣

不

胥

而

魚

乎

此

不

易

之

確

論

也

近

日

建

議

諸

口

以

錢

糧

不

敷

工

料

難

集

欽

限

三

月

踰

期

未

完

民

間

之

田

尙

沉

水

底

東

作

失

時

西

成

何

望

僅

存

災

黎

方

且

泣

對

重

淵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九

束

手

待

斃

而

三

牐

一

開

勢

必

以

淮

掦

爲

壑

行

見

淮

泗

之

水

滔

滔

東

注

將

高

寳

一

帶

漕

隄

蕩

爲

湖

海

運

艘

挽

牽

無

路

則

數

百

萬

漕

糧

何

由

而

達

京

師

各

鹽

埸

盡

皆

渰

没

煑

海

無

策

則

百

餘

萬

鹽

課

其

將

問

之

水

濱

必

至

冲

壞

田

盧

漂

蕩

數

百

萬

生

靈

則

數

百

萬

國

稅

誰

爲

輸

供

况

開

濬

諸

費

業

委

水

于

逝

波

若

待

淮

揚

水

患

頻

仍

不

可

收

拾

之

後

勢

不

得

不

議

塞

又

不

知

費

朝

廷

幾

巨

萬

金

錢

如

是

而

國

計

民

生

甚

不

便

矣

國

家

財

賦

半

在

東

南

今

一

舉

而

阻

運

道

廢

鹽

課

兩

郡

數

十

州

縣

生

靈

是

何

可

不

爲

之

深

思

也

議

者

又

曰

高

堰

旣

不

可

開

則

何

以

設

三

牐

也

臣

等

查

高

堰

自

明

興

以

來

從

未

建

牐

建

之

自

萬

厤

二

十

三

年

始

然

未

幾

旋

議

堙

塞

夫

歴

二

百

六

十

餘

年

開

者

一

時

而

塞

者

永

久

固

爲

數

郡

民

生

漕

鹽

國

計

關

係

匪

輕

抑

亦

審

于

形

家

聚

洩

之

理

有

利

于

蓄

而

不

利

于

開

其

爲

祖

陵

地

脉

計

者

未

嘗

不

深

遠

也

今

高

堰

日

就

圮

壞

識

者

岌

岌

乎

抱

宣

房

瓠

子

之

憂

有

地

方

之

責

者

方

議

修

築

以

求

鞏

固

之

不

暇

而

可

輕

言

開

濬

乎

哉

臣

等

生

長

淮

泗

之

鄕

沐

祖

宗

數

百

年

培

養

習

知

地

方

利

害

之

原

輒

不

勝

鰓

鰓

過

慮

而

共

攄

其

愚

忠

如

此

請

理

海

口

疏

國

朝

宫

夢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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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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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十

爲

淮

揚

水

患

異

常

疏

理

海

口

宜

圖

列

情

形

乞

敕

從

長

勘

議

務

使

一

勞

永

實

禆

國

計

民

生

事
臣

本

年

正

月

間

具

有

恭

繹

恩

詔

專

河

工

之

責

成

一

疏

部

覆

請

敕

總

河

會

同

總

漕

江

南

總

督

逐

一

詳

議

具

題

此

特

從

淮

揚

上

流

起

見

就

平

日

而

言

也

昨

總

漕

臣

帥

顔

保

恭

報

異

常

水

災

疏

稱

自

揚

至

淮

兩

岸

石

土

隄

工

處

處

告

衝

决

多

口

河

湖

相

連

汪

洋

一

望

民

舍

盡

行

倒

卸

田

上

皆

沈

水

中

又

船

從

江

南

來

者

云

自

揚

至

淮

在

常

時

不

過

三

日

程

今

且

非

半

月

不

能

達

輕

舟

如

此

則

糧

舟

可

知

上

河

如

此

則

下

河

可

知

其

關

係

輓

運

之

咽

喉

東

南

之

財

力

誠

非

淺

鮮

此

固

不

可

以

一

日

不

治

者

治

之

而

不

審

衆

水

歸

墟

之

勢

徒

爲

逐

節

小

補

之

謀

等

水

之

金

錢

於

泥

沙

化

百

姓

之

膏

血

爲

藪

澤

旋

衝

旋

塞

再

塞

再

衝

欲

冀

安

瀾

以

紓

宵

旰

之

焦

勞

殆

亦

必

不

得

之

數

矣
臣

請

得

而

詳

言

之

夫

黃

水

視

淮

水

爲

通

塞

所

以

捍

淮

水

使

耑

會

黃

水

者

高

堰

翟

壩

一

帶

隄

岸

耳

其

上

流

爲

阜

陵

洪

澤

湖

淮

水

於

此

停

蓄

堰

壩

逆

之

西

注

會

黃

水

以

滌

淤

沙

下

流

爲

白

馬

諸

湖

五

湖

之

間

皆

爲

漕

渠

要

害

漕

渠

自

淸

口

對

岸

入

天

牐

南

下

六

十

里

達

於

山

陽

折

而

西

南

經

黃

浦

八

十

里

達

於

寳

應

□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一

汜

水

越

淸

水

潭

百

二

十

里

達

於

高

郵

沿

邵

伯

湖

隄

折

而

西

流

歴

金

灣

茱

萸

灣

百

有

十

里

達

於

江

都

又

折

而

西

南

十

里

由

三

汊

河

分

二

派

於

瓜

洲

儀

真

入

江

曰

裏

河

亦

曰

上

河

自

茱

萸

灣

牐

東

南

從

芒

稻

河

百

有

十

里

訖

於

泰

州

曰

鹽

河

自

泰

州

東

西

二

壩

過

港

口

而

北

百

四

十

里

爲

興

化

稍

折

而

西

南

八

十

里

爲

高

郵

再

折

而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爲

寳

應

又

折

而

東

北

九

十

里

爲

鹽

城

其

間

膏

腴

錯

繡

阡

陌

比

隣

草

蕩

鹽

場

星

羅

碁

布

周

迴

千

里

祇

憑

舟

檝

爲

往

來

而

出

廟

灣

白

駒

丁

溪

諸

口

入

海

曰

下

河

上

下

兩

河

惟

恃

一

綫

河

隄

蜿

蜒

間

隔

登

隄

而

望

内

如

釡

底

外

若

建

瓴

淮

揚

兩

府

數

十

萬

之

田

賦

鹺

利

由

兹

出

焉

淮

揚

六

七

州

縣

數

百

萬

之

戸

口

室

廬

由

兹

存

焉

故

内

開

行

水

支

河

無

慮

數

十

凡

以

串

埸

達

海

道

相

絡

也

人

知

高

寳

邵

伯

河

隄

爲

下

河

州

縣

之

門

戸

高

堰

翟

壩

又

上

河

隄

岸

之

藩

籬

藩

籬

不

用

門

戸

因

之

失

守

固

巳

殊

不

知

昔

人

云

射

陽

諸

湖

喉

也

高

寳

諸

土

田

腹

也

海

口

尾

閭

也

灌

於

喉

而

漲

於

腹

所

必

至

者

况

多

其

入

少

其

出

大

於

口

小

於

尾

閭

而

謂

不

洚

洞

滔

天

也

有

是

理

哉

古

今

稱

善

治

水

者

莫

如

禹

禹

貢

一

則

曰

入

於

海

再

則

曰

入

於

海

孟

子

亦

曰

禹

以

四

海

爲

壑

是

海

之

能

受

水

而

爲

水

所

歸

也

明

矣

豈

歴

官

河

上

諸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二

臣

獨

不

見

不

聞

而

故

爲

是

泄

泄

從

事

乎

歲

久

日

湮

漸

積

壅

塞

民

之

豪

有

力

者

踞

其

間

滄

海

桑

田

每

多

安

土

重

遷

之

慮

因

縁

爲

奸

煽

惑

衆

聼

謂

此

不

可

剏

而

開

也

開

之

將

不

利

於

商

若

竈

且

恐

生

奸

人

窺

伺

心

固

不

自

今

日

而

多

聚

訟

矣

抑

思

黄

淮

入

海

以

雲

梯

關

爲

首

稱

其

自

淮

安

廟

灣

海

口

以

南

有

新

興

之

匣

子

港

鹽

城

有

天

口

石

䃮

口

之

新

洋

港

伍

佑

之

老

人

港

興

泰

有

劉

莊

之

新

團

河

白

駒

之

牛

灣

河

草

堰

小

海

之

苦

水

洋

滷

河

口

丁

溪

馮

家

壩

之

龍

開

港

以

及

車

兒

浦

載

在

志

乘

舊

跡

可

循

而

何

云

剏

始

也

卽

欲

爲

居

人

計

獨

不

可

就

附

近

之

地

因

下

而

别

爲

澤

耶

至

民

竈

田

在

范

公

隄

内

豈

海

潮

所

能

遽

侵

又

何

有

於

鹹

水

傷

禾

淡

水

傷

鹽

之

說

乎

况

而

深

之

煑

海

者

得

不

負

戴

而

舟

焉

利

當

不

在

民

後

抑

海

而

曰

口

僅

取

其

爲

出

水

之

門

勢

不

等

於

大

洋

㠶

檣

難

以

競

渡

也

無

巳

更

施

品

樁

於

上

流

杜

其

出

入

而

建

牐

以

時

啟

閉

慮

且

萬

全

此

誠

千

古

不

易

之

理

而

萬

世

永

頼

之

休

外

此

類

皆

因

循

補

苴

苟

且

塞

責

不

則

通

之

術

亦

必

不

得

已

而

後

行

者

矣

前

聞

總

河

臣

王

光

裕

由

泰

州

有

海

口

之

行

或

亦

逆

料

水

之

必

來

隄

之

難

保

雖

康

熙

七

年

間

畧

經

開

而

一

地

有

一

地

之

海

口

一

口

有

一

口

之

分

流

此

之

通

不

能

代

彼

之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三

塞

故

欲

爲

是

舉

耳

乃

數

月

以

來

未

聞

題

請

保

無

難

於

慮

始

格

於

浮

言

可

開

可

不

開

二

者

相

持

而

卒

未

有

定

耶

臣

非

不

知

此

時

而

建

此

議

或

者

笑

其

迂

謂

猶

之

饑

而

植

禾

渴

而

穿

井

雖

疾

無

所

及

也

顧

今

日

勢

縱

等

於

燃

眉

計

猶

可

以

徙

薪

及

此

不

治

遂

甘

委

之

無

及

恐

不

至

水

患

日

甚

一

日

故

道

年

廢

一

年

不

止

又

或

者

謂

諸

逆

雖

漸

蕩

平

餽

饟

尙

煩

經

畫

木

石

夫

役

之

費

於

何

取

資

兼

以

一

面

修

築

堰

隄

一

面

開

海

口

諸

工

並

舉

不

無

顧

此

失

彼

之

憂

或

卽

於

淮

揚

兩

府

間

敕

部

别

議

一

二

事

例

上

不

病

國

下

不

病

民

以

助

成

功

猶

可

幾

幸

萬

一

不

然

無

論

巳

决

者

難

期

堵

禦

未

决

者

必

至

懷

襄

卽

幸

而

堰

隄

得

治

而

宣

洩

無

由

民

生

終

無

甦

息

之

期

國

計

更

無

取

盈

之

道

卽

目

前

軍

需

所

倚

辦

先

盡

付

之

空

言

猶

且

歲

報

災

傷

日

冀

蠲

賑

豈

爲

人

臣

者

實

心

任

事

體

國

爲

民

之
義

所

敢

出

哉
臣

蒿
目

時

艱

粗

明

水
利

不

敢

緘

黙

不

言

亦

不

忍

隔

膜

相

視

爲

此

條

陳

字

多

逾

格

並

繪

漕

隄

海

口

被

水

州

縣

土

田

圖

進

士

田

圖

進

呈

如

果
臣

言

可

採

伏

乞

皇

上

俯

全

覽

乾

斷

施

行

狀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四

申

安

撫

司

乞

兵

馬

糧

食

狀

宋

岳

飛

武

功

大

夫

昌

州

防

禦

使

通

泰

州

鎮

撫

使

兼

知

泰

州

岳

飛

狀

申

飛

昨

奉

聖

旨

指

揮

差

充

前

件

差

遣

於

八

月

十

五

日

還

至

常

州

宜

興

縣

於

十

八

日

起

發

前

來

祗

赴

新

任

二

十

二

日

至

江

陰

軍

歇

泊

據

探

報

金

人

見

圍

楚

州

飛

遂

逐

權

差

統

制

王

貴

管

押

兵

馬

等

船

濟

渡

切

慮

遲

滯

有

失

事

機

不

免

躬

親

先

入

泰

州

於

二

十

六

日

夜

二

更

到

泰

州

城

外

承

准

八

月

十

九

日

指

揮

令

飛

與

趙

鎮

撫

立

掎

角

飛

遂

措

置

調

發

兵

夫

糧

食

并

不

住

差

人

勾

喚

王

貴

等

軍

馬

實

縁

舟

船

數

少

今

月

初

九

日

方

盡

到

泰

州

飛

巳

差

張

憲

權

行

守

城

見

今

大

軍

屯

駐

三

墩

與

金

人

大

砦

不

遠

惟

是

新

復

建

康

之

後

所

有

士

馬

瘡

痍

尙

新

羸

弊

方

甚

兼

自

到

任

未

及

一

旬

芻

茭

糗

糧

一

一

窘

乏

本

未

能

卽

從

王

事

重

以

承

楚

之

甚

於

倒

埀

不

可

以

頃

刻

安

居

理

宜

前

進

欲

望

釣

慈

捐

一

二

千

之

衆

假

十

餘

日

之

糧

令

飛

得

激

厲

士

卒

徑

赴

賊

壘

解

二

州

之

圍

掃

犬

羊

之

迹

下

以

禆

相

公

之

盛

烈

上

以

寛

主

上

之

深

憂

不

勝

幸

甚

謹

具

申

安

撫

相

公

使

司

伏

候

指

揮

揭

請

謚

名

賢

初

揭

明

劉

萬

春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五

爲

合

闡

應

謚

名

賢

乞

賜

採

擇

以

光

大

典

以

昭

公

道

事

古

者

士

大

夫

殁

而

易

名

以

彰

媺

行

爰

有

謚

典

雖

裦

崇

各

異

其

於

表

章

眞

儒

闡

掦

忠

直

風

勵

人

心

均

也

職

鄉

淮

海

一

隅

名

賢

輩

出

或

以

一

代

大

儒

鼔

吹

文

治

或

以

兩

間

正

氣

砥

柱

乾

坤

功

業

與

文

章

並

茂

實

錄

與

淸

議

齊

芳

而

易

名

萬

一

掛

漏

此

亦

熙

朝

一

缺

典

也

兹

以

職

鄕

諸

賢

之

最

著

者

與

舉

朝

高

賢

碩

哲

共

評

隲

之

一

爲

泰

州

王

心

齋

先

生

名

艮

先

生

少

未

學

問

讀

論

語

孝

經

忽

悟

聖

賢

可

學

以

經

徵

悟

以

悟

釋

經

行

卽

悟

處

悟

卽

行

處

如

此

有

年

人

未

之

識

也

江

西

人

有

客

安

豐

者

聞

先

生

說

論

語

詫

曰

此

絕

王

巡

撫

公

之

談

學

卽

日

造

江

西

服

古

冠

服

賦

二

詩

爲

贄

上

坐

論

學

辯

難

屢

日

始

師

事

焉

先

生

接

引

人

無

間

僕

雖

顯

貴

悍

戾

不

說

學

者

聞

言

皆

悔

謝

不

及

有

蓄

疑

不

解

者

旁

及

他

事

使

本

疑

頓

解

雖

村

里

陶

人

一

游

其

門

卽

成

儒

者

彬

彬

如

也

所

著

有

格

物

要

旨

勉

仁

方

樂

學

歌

并

語

錄

等

書

傳

於

世

葢

前

哲

稱

先

生

之

學

以

太

虛

爲

宅

以

古

今

爲

旦

暮

以

明

學

啟

後

爲

重

任

以

九

二

見

龍

爲

正

位

以

孔

氏

爲

家

法

與

越

中

並

稱

王

先

生

辛

丑

館

課

表

掦

畧

盡

謂

議

易

名

于

今

日

未

有

逾

於

先

生

者

也

一

爲

興

化

胡

心

安

先

生

名

獻

先

生

事

親

敬

謹

人

有

戱

之

者

曰

汝

父

怒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六

汝

卽

日

夜

請

罪

父

以

戱

解

之

再

三

方

起

居

室

相

敬

如

賓

無

惰

容

媟

言

中

宏

治

丙

辰

進

士

選

庻

常

改

試

御

史

時

戚

畹

張

鶴

齡

兄

弟

恃

勢

横

甚

人

莫

敢

攖

先

生

以

試

職

上

疏

直

糾

䝉

詔

獄

廷

杖

謫

湖

廣

藍

山

縣

丞

升

河

南

宜

陽

縣

知

縣

剛

峭

神

明

一

塵

不

考

課

天

下

淸

官

第

一

歴

提

學

僉

事

憲

副

卒

於

官

有

子

一

人

赤

貧

骨

立

亡

何

死

無

子

邑

士

民

立

專

祠

尸

祝

之

顏

曰

仰

止

先

生

自

㓜

至

登

第

處

家

處

官

矩

步

不

苟

言

笑

不

妄

窮

顯

不

改

節

至

今

里

人

喜

譚

樂

道

之

一

爲

林

東

城

先

生

名

春

亦

泰

州

人

先

生

家

貧

甚

嘗

日

中

不

能

炊

貰

米

於

隣

不

得

行

歌

自

若

從

王

心

齋

先

生

游

聞

致

良

知

之

說

至

夜

中

睡

醒

無

人

處

輒

嘖

嘖

自

喜

不

休

遂

欲

以

躬

踐

之

居

常

以

竹

筩

注

膏

繫

衣

帶

間

唯

所

適

則

出

膏

於

筩

然

火

誦

讀

堅

苦

巳

如

是

舉

嘉

靖

壬

辰

會

試

第

一

選

戸

部

主

事

調

禮

部

主

客

又

自

禮

部

調

吏

部

色

温

氣

柔

不

以

行

能

先

人

也

而

長

厚

淸

苦

惟

繩

墨

自

立

以

母

安

人

病

癱

臥

謝

病

歸

養

則

益

恂

恂

謹

甚

如

故

儒

生

時

家

無

一

錢

亦

不

以

取

於

人

家

有

一

錢

亦

必

以

施

於

人

嘗

以

間

走

安

豐

就

王

先

生

叩

所

疑

義

有

海

安

巡

檢

逆

之

屢

日

先

生

一

蹇

一

奚

巡

檢

呵

殿

而

過

其

前

先

生

爲

遜

立

田

畔

物

色

之

不

得

其

起

爲

選

郎

也

赴

官

泊

淮

淮

守

某

以

次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七

謁

諸

過

客

舟

不

亟

謁

供

帳

又

薄

若

不

知

爲

吏

部

者

後

淮

守

入

覲

考

下

當

遠

調

先

生

白

太

宰

以

過

淮

事

薦

其

廉

靜

懇

乞

留

之

更

得

調

永

平

内

郡

居

無

何

病

一

夕

卒

出

其

槖

僅

四

金

不

能

棺

其

寮

友

爲

之

棺

以

歸

歸

不

能

葬

守

刺

賻

之

錢

以

葬

蓋

自

束

髮

至

易

簀

未

嘗

一

日

不

講

學

其

論

學

輒

曰

吾

師

心

齋

說

如

是

家

只

餘

數

椽

蕭

然

四

壁

里

人

今

猶

思

之

一

爲

宗

方

城

先

生

名

臣

亦

興

化

人

先

生

詩

文

絕

世

海

内

推

爲

才

子

至

今

騷

人

墨

士

幾

欲

向

百

花

洲

而

憑

弔

焉

顧

先

生

志

行

相

尙

不

獨

文

萟

其

在

比

部

也

時

楊

忠

愍

公

横

死

先

生

與

王

弇

州

輩

經

紀

其

喪

哭

之

以

文

柄

臣

切

齒

特

爲

主

爵

者

所

知

其

在

銓

部

也

門

無

雜

賓

心

淡

如

水

司

功

管

外

計

所

斥

黜

任

怨

秉

公

人

莫

得

見

其

面

自

是

側

目

者

衆

柄

臣

乃

擠

之

外

其

參

閩

臬

也

丁

倭

寇

入

會

城

諸

監

司

各

守

一

門

先

生

得

西

門

會

報

冦

至

各

門

俱

閉

百

姓

號

哭

不

得

入

先

生

開

西

門

坐

詰

而

入

之

復

檄

壯

士

有

不

肩

薪

穀

而

入

吾

西

門

者

不

得

納

葢

先

生

度

人

聚

無

食

用

必

亂

故

人

各

持

所

有

以

入

所

全

活

以

數

萬

計

而

又

撤

城

上

兵

廬

曰

兵

不

雄

之

行

間

而

雄

之

屋

上

哉

激

守

陴

者

决

死

戰

閩

竟

以

無

恙

尋

卒

於

武

夷

止

止

庵

中

易

簀

時

立

占

三

絕

句

而

逝

閩

人

歌

思

之

不

衰

郡

邑

遍

祠

於

學

宫

武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八

夷

山

專

祠

焉

亦

無

子

一

爲

通

州

顧

冲

庵

先

生

名

養

謙

先

生

舉

嘉

靖

乙

丑

進

士

時

李

文

定

公

在

政

地

館

選

且

屬

意

矣

先

生

顧

雅

有

劉

忠

宣

張

簡

肅

志

考

選

日

避

居

西

山

巳

乃

除

計

部

歴

滇

閩

粤

浙

勞

勩

爲

多

其

部

杭

嚴

會

陰

賊

馬

文

英

煽

搆

辱

撫

臺

率

七

隊

陳

德

勝

輩

横

行

鼓

亂

衆

莫

敢

誰

何

先

生

不

動

聲

色

密

授

方

畧

於

防

汎

不

移

時

立

捕

文

英

等

九

人

斬

以

徇

遂

單

騎

入

營

召

譁

卒

前

語

之

曰

若

等

法

當

死

吾

第

坐

首

亂

餘

貰

不

問

一

軍

慴

伏

後

督

遼

左

撤

封

貢

酌

市

欵

修

屯

置

壘

至

親

犯

矢

石

擐

甲

登

陴

以

先

將

吏

嘗

從

數

十

騎

按

小

凌

河

猝

遇

敵

幾

十

萬

先

生

開

門

張

蓋

取

巵

酒

飮

不

輟

敵

驚

愕

去

卒

設

伏

擊

斬

無

算

進

位

少

司

馬

以

雄

才

大

畧

稱

焉

此

外

又

有

淮

陰

邱

震

岡

先

生

名

度

先

生

涵

養

深

厚

世

味

淡

然

自

司

李

迄

光

祿

卿

俱

廉

惠

有

善

政

而

其

矻

然

大

節

尢

在

處

御

史

劉

臺

一

事

旣

忤

江

陵

相

旨

深

恤

劉

御

史

之

父

復

絕

口

不

言

德

其

古

誼

有

爲

人

所

難

者

諸

先

生

音

未

沬

月

旦

同

推

况

巳

經

奉

旨

下

部

職

等

輒

敢

掇

拾

見

聞

以

質

公

論

惟

名

公

俯

釆

焉

請

諡

名

賢

再

揭

明

劉

萬

春

職

等

昨

有

應

諡

名

賢

一

揭

爲

王

心

齋

胡

心

安

林

東

城

宗

方

城

顧

冲

菴

邱

震

岡

六

先

生

而

發

也

其

芳

躅

懿

行

畧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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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十
九

前

揭

業

已

達

之

當

事

名

公

以

備

採

擇

矣

揭

内

止

於

六

先

生

者

蓋

因

世

遠

人

亡

公

論

以

久

而

定

故

掇

拾

遺

事

用

光

盛

典

此

外

尙

有

忠

肝

蓋

世

如

凌

僉

院

儒

淸

操

絕

俗

如

劉

職

方

永

澄

學

守

俱

粹

如

王

吏

部

納

諫

皆

熙

朝

之

俊

特

千

秋

所

景

仰

者

也

秖

以

蓋

棺

未

久

宿

草

猶

新

雖

切

一

念

之

秉

少

俟

將

來

之

蒐

集

數

年

之

後

當

有

起

而

昭

揭

之

者

矣

論

論

地

方

形

勢

明

陳

應

芳

圖

所

列

距

揚

州

二

十

里

許

至

楊

子

灣

漕

河

東

爲

鹽

河

專

爲

鹺

運

而

鑿

之

渠

由

江

都

歴

宜

陵

鎮

一

百

二

十

里

是

爲

泰

州

州

治

州

治

而

北

不

二

里

許

則

泰

州

之

水

田

也

從

東

西

二

壩

而

下

入

新

城

河

港

白

口

鄕

司

凌

亭

閣

而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爲

興

化

稍

折

而

西

南

八

十

里

爲

高

郵

再

折

而

西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爲

寳

應

又

冉

折

而

東

北

九

十

里

爲

鹽

城

是

起

自

泰

州

以

及

興

高

寳

鹽

紆

迴

雖

共

四

百

三

十

里

然

阡

陌

連

壤

東

漸

於

海

西

濱

於

湖

而

鹽

場

草

蕩

河

泊

湖

港

則

周

遭

不

下

數

千

里

而

盈

矣

千

里

之

内

往

來

者

止

憑

舟

楫

之

通

畧

無

牽

挽

之

路

其

形

共

一

釡

底

古

所

爲

號

澤

國

也

然

所

由

稱

沃

壤

者

徒

以

湖

隄

固

而

水

利

興

耳

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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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一

決

則

千

里

者

壑

矣

沃

則

俱

沃

壑

則

俱

壑

未

有

一

州

被

水

而

一

州

獨

異

一

縣

被

水

而

一

縣

獨

存

者

也

故

言

其

合

也

則

五

州

縣

者

其

利

害

其

豐

約

均

者

也

無

彼

此

一

也

言

其

分

也

則

泰

州

田

於

邵

伯

湖

爲

近

邵

伯

隄

決

先

泰

州

而

興

高

寳

鹽

次

之

高

郵

興

化

田

於

高

郵

湖

爲

近

高

郵

隄

決

先

高

興

而

泰

寳

鹽

次

之

寳

應

鹽

城

田

於

汜

光

湖

爲

近

汜

光

隄

決

先

寳

鹽

而

高

興

泰

次

之

水

至

有

先

後

水

害

無

淺

深

蓋

射

陽

等

湖

所

不

勝

瀦

而

廟

灣

等

口

所

不

及

宣

者

也

譬

之

人

然

諸

湖

皆

喉

也

五

州

縣

田

皆

腹

也

海

口

一

尾

閭

也

水

自

喉

入

必

腹

滿

而

後

從

尾

閭

以

出

而

謂

腹

以

内

有

一

之

不

受

者

乎

况

大

於

喉

小

於

尾

閭

多

其

入

少

其

出

而

謂

不

漲

滿

于

腹

也

有

是

理

耶

論

田

賦

分

數

陳

應

芳

圖

所

列

南

界

泰

興

西

界

斗

門

東

界

如

臯

此

三

面

故

泰

州

所

稱

高

阜

者

其

中

惟

鹽

河

一

帶

引

水

而

田

足

稱

腴

壤

可

稻

計

科

米

三

千

九

百

石

有

奇

而

自

兩

岸

入

内

則

高

亢

無

水

不

可

禾

矣

計

科

麥

六

千

石

有

奇

豆

八

千

石

有

奇

再

内

則

仰

瓦

而

下

不

三

里

盡

下

河

矣

北

界

興

化

則

科

米

五

萬

□

千

石

有

奇

此

夏

秋

兩

稅

上

下

二

河

田

賦

之

大

端

也

麥

豆

不

論

夫

秋

米

者

上

河

止

三

千

視

江

都

之

三

萬

同

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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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志

卷
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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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藝
文

二
十
一

河

至

五

萬

視

邵

伯

之

一

隅

同

乎

其

不

可

共

日

而

論

也

明

甚

夫

江

都

不

得

以

一

隅

掩

三

萬

泰

州

奈

何

以

三

千

掩

五

萬

也

甚

矣

論

災

者

不

考

於

分

數

之

多

寡

以

困

此

一

方

而

令

不

得

其

平

也

吁

嗟

乎

哉

若

又

謂

興

化

無

上

河

泰

州

尙

頼

有

此

三

千

石

也

卽

大

水

爲

患

猶

可

藉

手

而

豆

麥

所

產

亦

足

易

米

而

輸

之

官

耶

則

又

誤

矣

上

下

二

河

截

然

兩

地

之

民

也

夏

秋

兩

稅

判

然

二

時

之

賦

也

漕

糧

兌

運

此

三

千

石

足

乎

豆

與

麥

可

充

作

乎

上

河

之

民

能

代

下

河

輸

米

乎

譬

之

一

家

然

兄

弟

分

爨

久

矣

戸

役

各

自

以

身

任

之

其

後

一

人

富

一

人

貧

而

貧

者

役

又

獨

重

自

非

友

愛

之

至

欲

强

令

富

者

代

貧

者

而

受

重

役

也

必

不

能

矣

又

譬

之

兩

邑

然

井

疆

區

以

别

矣

錢

糧

各

就

地

所

產

者

派

之

假

令

一

邑

豐

一

邑

歉

而

歉

邑

賦

又

獨

多

自

非

父

子

之

親

欲

强

令

豐

者

代

歉

者

而

輸

多

賦

也

必

不

可

矣

嘗

考

歴

代

沿

革

泰

州

初

爲

海

陵

縣

後

又

分

爲

一

州

一

縣

州

名

吳

州

縣

名

吳

陵

其

時

未

有

如

臯

未

有

興

化

也

至

元

始

專

爲

泰

州

而

以

一

州

一

縣

之

地

於

内

稍

析

爲

如

臯

又

稍

析

爲

興

化

以

故

上

下

兩

河

泰

州

兼

有

之

而

其

有

下

河

也

又

偏

獨

多

今

維

揚

諸

屬

編

戸

定

賦

未

有

若

泰

州

之

兼

有

上

下

河

者

今

如

臯

盡

以

上

河

論

矣

興

化

盡

以

下

河

論

矣

兼

有

如

泰

州

乃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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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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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二
十
二

酌

其

分

數

顧

令

同

於

如

臯

而

不

得

比

災

於

興

化

豈

不

哉

論

正

改

漕

兌

陳

應

芳

圖

所

列

五

州

縣

歴

年

之

水

顚

末

業

巳

備

具

論

中

矣

洚

洞

之

警

平

成

無

日

賦

役

之

數

一

定

不

移

萬

姓

所

日

夜

延

頸

而

待

者

獨

望

有

朝

廷

浩

蕩

之

恩

而

已

顧

錢

糧

額

派

於

縣

官

爲

維

正

之

供

於

百

姓

爲

有

常

之

賦

則

起

運

存

留

兩

端

耳

起

運

如

内

庫

上

用

及

京

邊

軍

需

是

巳

存

留

如

官

生

俸

廪

及

地

方

經

費

是

巳

數

者

有

一

之

可

缺

乎

缺

一

不

可

奈

何

得

輕

言

蠲

大

司

農

於

四

方

秦

報

災

傷

往

往

起

運

而

緩

存

留

而

不

知

存

留

之

於

地

方

卽

起

運

之

於

京

邊

無

得

而

緩

焉

者

也

故

起

運

者

實

徵

也

緩

存

留

者

虛

文

也

然

則

所

望

浩

蕩

之

恩

者

何

由

漕

糧

之

改

兌

改

折

是

巳

何

言

乎

改

折

也

漕

糧

正

兌

以

石

爲

律

有

補

閏

二

六

等

費

計

納

銀

一

兩

二

錢

有

奇

而

改

折

重

則

七

錢

輕

則

五

錢

止

矣

何

言

乎

改

兌

也

漕

糧

正

兌

以

石

爲

律

有

水

脚

過

湖

等

費

計

納

米

一

石

七

斗

三

升

有

奇

而

改

兌

則

加

耗

米

二

斗

五

升

又

加

易

米

二

升

止

矣

改

折

之

數

年

例

若

干

漕

司

留

以

待

四

方

不

時

之

災

而

改

兌

之

數

均

派

各

省

聽

其

臨

時

自

相

酌

量

調

劑

而

已

故

改

折

非

撫

按

勘

實

災

至

九

分

五

釐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三

以

上

者

不

得

輕

許

然

大

司

農

猶

有

嚴

禁

之

請

改

兌

聽

之

司

府

就

地

方

之

原

額

爲

派

單

之

多

寡

大

都

不

相

上

下

予

不

識

漕

計

此

其

大

畧

之

數

如

是

也

今

興

化

以

頻

年

被

水

漕

糧

盡

從

改

兌

矣

改

兌

未

已

并

改

兌

盡

從

折

色

矣

折

色

未

已

幷

折

色

又

盡

從

永

折

矣

浩

蕩

之

恩

廣

被

於

興

化

者

如

此

頃

當

路

又

因

興

化

以

及

他

方

同

有

是

灾

者

俾

高

寶

漕

糧

亦

盡

從

永

折

之

例

矣

是

浩

蕩

之

恩

推

廣

於

高

寶

者

又

如

此

而

獨

泰

州

一

不

與

也

士

民

思

之

不

得

其

故

相

聚

而

扼

腕

曰

使

州

田

而

異

於

興

化

也

無

怨

也

使

州

糧

而

輕

於

高

寶

也

無

怨

也

今

田

之

沈

於

水

也

於

興

化

非

有

疆

界

之

别

糧

之

出

於

田

也

於

高

寶

且

有

輕

重

之

殊

何

乃

見

棄

當

路

不

䝉

體

勘

豈

不

沈

於

覆

盆

而

號

泣

於

向

隅

也

乎

哉

矧

復

使

爲

興

化

代

糧

抑

又

之

矣

請

得

肆

言

之

維

揚

一

郡

三

州

七

縣

秋

米

共

二

十

一

萬

八

千

八

百

九

十

六

石

二

斗

二

升

於

内

額

坐

起

運

正

兌

米

六

萬

石

改

兌

米

三

萬

七

千

石

以

均

平

之

法

言

三

州

七

縣

視

額

糧

爲

例

每

糧

一

萬

當

得

正

兌

若

干

石

改

兌

若

干

石

此

一

定

自

然

之

數

也

以

通

融

之

法

言

三

州

七

縣

年

視

豐

歉

爲

例

豐

者

加

正

兌

減

改

兌

歉

者

增

改

兌

減

正

兌

此

臨

時

劑

量

之

數

也

於

徵

輸

之

内

寓

輕

重

之

權

要

以

不

失

維

揚

九

萬

七

千

起

□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四

之

額

以

足

國

家

漕

運

四

百

萬

之

儲

而

已

漕

規

立

法

之

善

所

從

來

矣

故

泰

州

額

糧

五

萬

二

千

有

奇

當

得

正

兌

不

過

一

萬

五

千

改

兌

不

過

九

千

二

百

而

已

嘉

靖

三

十

年

以

前

此

未

之

或

爽

雖

准

通

融

之

法

臨

時

微

有

增

减

計

於

均

平

之

法

成

無

不

脗

合

各

年

派

單

由

票

府

州

見

存

卷

案

歴

歴

可

稽

也

其

後

正

兌

忽

派

至

二

萬

九

千

六

百

視

原

額

驟

增

一

萬

四

千

石

而

奇

矣

改

兌

忽

派

止

一

千

九

百

五

十

視

原

額

驟

減

七

千

石

而

奇

矣

懸

絶

已

甚

奉

單

之

日

靡

不

駭

而

且

疑

然

竟

莫

知

其

所

自

起

聊

一

具

訴

而

當

路

輒

不

報

也

嗣

是

年

年

因

仍

遂

爲

常

例

而

不

聞

有

所

更

訂

者

夫

以

一

郡

正

兌

六

萬

石

而

泰

州

至

二

萬

九

千

是

十

分

而

五

也

一

郡

改

兌

三

萬

七

千

石

而

泰

州

止

一

千

九

百

不

十

分

而

一

也

增

正

兌

一

萬

五

千

石

歲

計

多

徵

銀

一

萬

六

千

兩

多

徵

米

九

千

五

百

石

則

十

分

而

又

加

七

也

民

之

重

困

不

啻

塗

炭

而

倒

懸

矣

顧

不

知

漕

規

於

各

省

果

如

是

偏

重

而

不

均

否

耶

假

曰

奉

旨

則

必

有

題

奏

章

疏

可

據

也

假

曰

額

例

則

三

十

年

以

前

不

應

有

異

同

也

假

曰

應

增

則

維

揚

總

賦

未

見

部

文

奉

有

事

例

續

派

也

三

州

七

縣

一

也

此

旣

有

所

加

彼

必

有

所

減

此

旣

䝉

其

害

彼

必

䝉

其

利

葢

嘗

得

其

故

矣

先

是

興

化

政

府

及

第

篤

厚

桑

梓

維

時

水

災

尙

不

□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五

□

□

□

□

然

已

力

爲

之

地

而

當

路

因

以

一

郡

改

兌

漕

額

□

□

□

□

千

派

於

興

化

餘

五

千

有

奇

派

於

三

州

六

縣

爾

□

□

□

□

以

改

兌

易

正

兌

則

應

得

正

兌

原

額

仍

就

三

州

六

縣

□

□

之

可

也

三

州

六

縣

旣

通

減

改

兌

則

應

得

改

兌

原

額

仍

就

起

運

正

兌

内

遞

加

之

可

也

乃

不

一

衡

量

而

徑

以

興

化

一

萬

五

千

正

兌

舉

而

盡

裁

之

泰

州

彼

兩

州

六

縣

者

正

兌

未

嘗

一

失

故

物

而

起

運

驟

反

遞

減

有

差

此

何

以

說

也

對

興

化

言

是

泰

州

爲

興

化

全

代

正

兌

也

對

各

州

縣

言

是

泰

州

爲

各

州

縣

分

代

起

運

也

揆

之

天

理

則

不

通

質

之

事

體

則

大

謬

不

知

當

路

何

以

會

計

也

抑

有

由

也

葢

衆

怒

難

犯

加

糧

於

衆

邑

則

羣

起

而

噪

者

必

多

殊

費

居

解

不

如

一

邑

之

可

欺

也

編

戸

之

遠

無

如

泰

州

也

額

之

重

無

如

泰

州

也

挈

而

與

之

足

可

掩

覆

不

如

各

邑

之

難

敵

也

故

興

化

宣

言

曰

泰

州

有

上

河

富

郡

也

非

興

化

所

得

望

也

當

路

信

之

謂

泰

州

真

富

郡

也

果

興

化

所

不

得

望

也

噫

何

其

之

甚

也

蚩

蚩

之

民

亦

將

何

所

控

吿

哉

當

是

時

下

河

猶

未

沈

水

也

民

力

尙

未

殫

竭

也

耽

燕

雀

處

堂

之

安

而

無

鴻

雁

集

澤

之

感

則

亦

因

循

已

爾

今

則

沈

爾

田

矣

傾

爾

家

矣

叫

閽

無

自

泣

路

堪

憐

誰

生

厲

階

至

今

爲

梗

能

不

追

怨

當

時

之

首

事

者

乎

今

夫

富

室

兄

弟

之

析

産

也

一

取

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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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六

□

寡

然

□

皆

不

失

富

也

□

雖

不

平

而

猶

以

富

故

不

之

較

爾

一

或

貧

矣

則

豈

得

不

追

怨

於

析

產

之

多

寡

而

求

鳴

之

官

也

富

□

百

姓

之

當

□

□

前

役

原

輕

後

役

加

重

然

而

力

尙

可

支

也

心

雖

不

甘

而

□

以

可

勉

支

强

應

耳

一

或

貧

矣

則

豈

得

不

追

怨

於

輕

重

之

不

均

而

求

脫

於

已

也

泰

州

今

日

何

以

異

是

糧

非

洪

武

之

舊

强

代

興

化

之

賠

興

化

政

府

□

以

爲

興

化

則

得

矣

其

如

貽

怨

於

隣

境

何

勢

窮

極

返

本

還

原

不

當

復

秦

州

之

故

物

耶

若

終

念

興

化

之

不

能

□

□

□

□

題

請

□

兩

有

所

存

不

亦

無

偏

無

黨

之

政

乎

如

□

□

□

□

請

當

路

親

舉

玉

趾

特

詣

泰

州

興

化

之

境

履

畝

□

□

周

□

而

咨

□

焉

地

之

高

下

同

否

田

之

被

水

同

否

正

□

□

□

□

於

泰

州

順

否

改

兌

之

獨

存

於

興

化

安

否

起

運

□

□

□

□

兩

州

六

縣

是

否

□

後

以

先

年

具

題

之

疏

及

所

□

□

□

之

田

的

然

示

以

當

加

當

減

之

故

毋

使

不

知

而

暗

□

□

然

諭

以

公

平

正

大

之

理

務

令

心

悅

而

誠

服

節

雖

不

□

□

□

□

恤

而

亦

可

免

退

□

後

言

也

論

國

朝

宫

偉

鏐

□

□

□

□

河

三

支

一

中

市

河

一

東

市

河

一

西

市

河

卽

李

□

□

□

□

西

河

此

三

河

風

□

所

關

□

□

浥

注

之

資

亦

南

□

□

□

□

□

也

先

年

開

□

□

崇

□

丙

寅

丁

卯

而

湮

没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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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七

不

可

問

皆

緣

南

北

二

關

脚

夫

倡

言

水

關

不

可

開

開

或

多

盗

以

至

歲

久

淤

塞

若

是

則

城

門

亦

將

重

閉

而

後

無

事

乎

葢

河

開

則

人

物

裝

載

小

艇

輕

移

河

塞

則

凡

水

草

貨

物

盤

運

脚

夫

得

以

索

重

價

此

輩

之

利

居

民

之

不

利

也

來

兵

備

陽

伯

在

事

廉

知

其

實

令

在

必

行

十

年

葑

合

之

地

頓

還

舊

觀

惠

莫

大

焉

此

河

旣

開

南

北

二

水

關

當

依

舊

例

以

時

早

夜

起

閉

庻

開

者

不

致

復

塞

而

諸

美

備

焉

三

河

川

流

而

橫

亘

其

中

者

爲

玉

帶

河

在

察

院

與

州

治

形

家

以

爲

玉

帶

橫

腰

在

道

治

與

學

宫

形

家

以

爲

水

纒

元

武

而

迤

西

居

民

亦

若

是

當

年

開

市

河

原

知

玉

帶

河

當

開

而

開

止

東

一

半

彼

時

爲

黃

公

宛

懷

書

室

所

妨

然

非

黃

公

意

也

劉

大

參

舊

志

謂

城

内

市

河

南

北

徑

直

無

瀠

洄

之

意

惟

舊

蹟

所

謂

玉

帶

河

者

東

自

太

和

橋

入

八

字

橋

東

止

於

淤

塞

而

八

字

橋

西

古

河

舊

蹟

地

形

卑

窪

者

皆

是

實

爲

泰

之

人

文

風

氣

攸

關

宋

查

周

之

盛

多

此

焉

出

匪

獨

形

家

言

也

故

首

志

云

議

易

知

單

議

宮

偉

鏐

易

知

單

在

泰

爲

難

知

單

矣

何

則

泰

州

有

官

民

田

地

之

名

無

官

民

田

地

之

實

自

公

均

攤

土

分

輕

重

田

五

等

曰

金

銀

銅

鐵

鉛

各

有

陞

科

實

係

人

丁

民

竈

米

麥

豆

桑

起

編

丁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八

地

起

存

本

折

漕

鳳

錢

糧

俱

刋

全

書

之

内

所

以

當

年

易

知

單

必

開

列

應

納

細

每

米

一

石

該

漕

米

若

干

該

兵

鳳

徐

淮

米

若

干

該

銀

若

干

每

麥

一

石

該

銀

若

干

每

豆

一

石

該

銀

若

干

每

丁

該

銀

若

干

其

餘

諸

欵

項

又

必

顯

明

彰

著

爲

畫

然

之

論

務

令

小

人

得

以

周

知

比

年

以

來

但

開

人

丁

米

麥

豆

桑

總

每

畝

起

科

而

細

不

開

因

而

奸

里

蠧

胥

積

書

觭

重

觭

輕

無

從

究

詰

而

易

知

單

並

已

爲

難

知

單

矣

康

熙

己

酉

庚

戌

間

州

牧

方

公

博

采

輿

情

開

列

應

納

細

設

爲

浮

□

此

患

梢

息

但

宜

甲

飭

人

給

一

單

卽

給

一

票

單

有

未

悉

票

無

隱

情

此

泰

州

易

知

單

從

來

利

之

大

端

也

乃

今

於

十

一

年

春

所

見

大

有

異

焉

何

異

爾

則

以

有

流

抵

之

故

有

流

抵

則

奸

輩

欲

盡

吞

肥

分

毫

不

與

小

民

沾

惠

之

故

七

八

九

十

四

年

節

奉

蠲

災

不

等

其

已

征

未

征

已

解

未

解

奉

文

淸

算

□

抵

約

畧

總

硃

簿

與

納

簿

存

票

不

對

納

簿

存

票

不

對

則

硃

簿

不

可

爲

憑

知

硃

簿

從

來

不

可

憑

必

依

納

簿

存

票

□

民

始

得

沾

惠

而

奸

里

蠧

胥

積

書

者

流

動

曰

自

上

司

派

發

夫

上

司

安

得

而

知

今

必

當

事

者

著

落

七

八

九

十

四

年

催

頭

將

各

納

戸

納

簿

存

票

彚

齊

淸

算

而

流

抵

目

始

眞

流

抵

目

眞

而

易

知

單

始

可

無

誤

此

一

也

雜

辦

銀

藩

司

扣

合

將

已

征

在

庫

未

解

之

銀

作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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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二
十
九

流

抵

而

此

銀

久

爲

奸

蠧

侵

用

輒

稱

原

欵

民

欠

追

補

嗟

乎

雜

辦

真

有

民

欠

乎

民

欠

可

追

以

補

雜

辦

乎

此

又

一

也

七

年

溢

銀

若

干

流

扺

八

年

八

年

溢

銀

流

抵

九

年

九

年

溢

銀

流

扺

十

年

至

十

年

溢

銀

旣

因

硃

簿

不

對

納

簿

存

票

之

又

扣

雜

辦

若

干

兩

虧

而

又

虧

爲

無

幾

不

及

十

分

一

二

今

又

突

稱

無

欵

可

抵

相

應

給

還

災

民

何

處

給

還

何

人

給

還

此

又

一

也

且

所

謂

民

欠

者

係

除

蠲

免

外

完

未

及

額

之

銀

今

將

奉

蠲

之

先

溢

完

之

抵

足

未

完

合

將

未

完

追

抵

溢

流

抵

下

年

非

别

項

所

可

支

銷

此

易

明

也

民

欠

之

不

可

支

銷

此

一

說

也

且

不

特

此

也

七

八

九

十

四

年

溢

銀

卽

十

一

年

正

項

錢

糧

也

七

年

兵

米

久

已

征

完

輒

敢

詳

稱

動

支

八

年

溢

銀

買

解

唬

船

修

造

例

於

報

時

正

額

開

銷

輙

敢

詳

稱

動

支

溢

銀

應

解

中

之

不

一

而

足

始

知

前

稱

無

欵

可

抵

相

應

給

還

災

民

乃

是

如

此

給

如

此

還

如

此

而

後

爲

有

欵

可

抵

也

目

下

兵

米

唬

船

二

事

巳

奉

上

駁

其

詳

與

駁

一

切

不

與

里

民

得

知

計

如

此

不

與

里

民

得

知

之

事

一

年

中

又

不

知

幾

何

也

溢

銀

之

不

可

動

用

此

又

一

說

也

此

皆

專

指

夫

一

年

所

見

言

也

昨

見

高

寳

各

州

縣

將

易

知

單

貼

之

通

衢

獨

泰

州

從

來

深

藏

閟

固

人

莫

得

而

窺

非

慮

窺

見

則

民

受

其

利

誠

以

有

此

諸

慮

種

種

根

究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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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不

便

於

作

奸

犯

科

之

輩

也

去

前

所

列

硃

簿

雜

辦

給

□

災

民

之

三

大

正

目

前

偶

爾

敗

露

兵

米

唬

船

二

事

中

之

又

知

民

欠

之

不

可

支

銷

溢

銀

之

不

可

動

用

而

因

二

事

以

例

其

餘

爲

畫

然

之

論

以

防

其

後

庻

十

一

年

分

邀

惠

於

上

者

涓

滴

皆

恩

矣

其

十

一

年

後

庻

其

有

瘳

乎

至

泰

州

全

書

有

官

民

田

地

之

名

無

官

民

田

地

之

實

最

易

䝉

溷

作

奸

與

各

州

縣

不

同

若

欲

更

張

誠

恐

滋

必

於

易

知

單

内

開

列

細

則

前

任

方

公

浮

票

之

設

亦

其

大

端

其

餘

諸

欵

項

又

必

顯

明

彰

著

爲

畫

然

之

論

民

始

易

知

在

上

焉

者

充

而

力

行

之

耳

說

牙

橋

壩

源

流

說

國

朝

陳

縝

海

安

鎮

東

徐

家

壩

牙

橋

口

内

有

富

安

新

舊

運

河

與

上

運

河

通

河

勢

環

繞

鳳

山

之

背

爲

去

水

歸

宿

之

流

卽

爲

各

鹽

埸

及

興

化

鹽

城

串

場

河

來

水

之

源

漑

田

資

運

民

竈

之

身

命

繫

焉

自

元

及

明

由

來

舊

矣

萬

厤

年

間

建

靑

龍

牐

三

牐

上

牐

在

牙

橋

中

牐

在

賁

家

集

□

石

牐

現

存

下

牐

在

富

安

場

之

西

場

南

對

濫

泥

河

口

三

牐

以

時

啟

閉

爲

上

下

河

瀦

蓄

通

行

要

津

富

安

安

豐

梁

東

臺

河

五

場

鹽

艘

由

此

出

牐

直

抵

揚

州

天

啟

時

値

河

底

淤

淺

鹽

艘

暫

經

泰

州

過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一

壩

海

安

富

戸

田

在

上

河

近

牐

者

以

下

河

水

大

上

河

水

小

遂

于

靑

龍

牐

口

私

築

小

壩

車

水

灌

漑

往

來

船

隻

畏

不

敢

開

而

本

鎮

豪

民

王

學

乘

便

據

此

私

收

盤

駁

之

資

又

思

爲

永

久

計

適

有

如

臯

紳

士

李

大

生

名

之

椿

者

官

吏

部

文

選

司

惑

于

形

家

言

云

此

牐

係

如

臯

尾

閭

宣

洩

不

利

且

與

五

場

商

人

有

私

思

有

以

陰

害

之

王

學

因

通

結

大

生

賄

囑

鹽

院

崔

呈

秀

藉

以

張

士

誠

據

安

豐

開

河

運

私

爲

詞

閉

牐

築

壩

建

呈

秀

生

祠

於

壩

側

上

設

聖

旨

永

不

許

開

未

幾

奸

黨

敗

崔

祠

亦

燬

國

朝

初

大

生

以

謀

不

軌

伏

誅

富

安

新

運

河

向

年

淤

墊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曾

發

帑

金

命

京

口

將

軍

蔡

毓

茂

督

工

挑

雍

正

八

年

再

發

帑

興

挑

乾

隆

十

一

年

河

臣

檄

委

効

力

人

員

高

璘

如

泰

州

牧

王

永

謙

富

安

安

豐

場

大

使

興

挑

是

新

運

河

在

我

朝

興

挑

三

次

其

有

益

水

利

檔

册

昭

彰

矣

二

十

年

間

縝

與

富

安

場

商

吳

顯

隆

等

因

頻

年

旱

災

竈

民

窮

困

上

逋

國

課

下

無

資

生

思

復

建

牐

舊

制

不

獨

漑

田

利

運

且

便

於

商

旅

之

往

來

呈

明

巡

撫

莊

公

有

恭

檄

委

淮

揚

道

親

勘

已

准

先

置

涵

洞

大

有

建

牐

之

機

而

如

臯

紳

士

石

立

等

具

呈

撓

阻

有

吳

尙

友

者

原

任

番

禺

令

莊

公

番

禺

人

也

誤

聽

其

言

引

張

士

誠

開

河

運

私

作

斷

永

不

許

開

縝

竭

盡

心

力

毫

無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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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二

於

民

生

國

計

第

思

壩

不

屬

於

如

臯

管

轄

開

本

地

之

壩

以

救

本

地

之

田

遂

爲

騷

擾

鄰

封

罔

顧

功

令

此

壩

之

不

當

復

開

也

何

例

所

載

何

案

可

稽

若

謂

以

此

堵

截

私

鹽

豈

私

鹽

秖

出

富

安

諸

場

而

上

下

十

二

場

無

之

乎

若

謂

上

河

蓄

水

利

運

可

以

省

挑

之

費

但

□

河

稍

有

停

□

而

下

河

立

見

枯

竭

上

河

挑

之

費

未

必

真

省

而

下

河

挑

之

費

必

由

此

多

顧

此

失

彼

果

能

兩

得

耶

今

縝

司

訓

國

距

此

事

已

十

年

暇

日

志

其

顛

末

以

□

後

之

問

津

者

傳

黃

孝

子

傳

國

朝

訓

導

曹

巢

縣

人

昔

漢

董

永

以

粥

身

葬

父

稱

孝

□

□

□

女

傳

誦

至

今

瀛

海

有

天

宮

村

博

興

有

孝

子

里

而

海

陵

□

□

繅

絲

井

三

地

相

去

各

數

千

里

皆

爭

爲

郡

邑

□

甚

哉

□

知

言

孝

子

難

得

也

然

則

孝

子

守

身

身

可

粥

乎

以

葬

父

□

可

粥

也

然

則

父

没

而

身

殉

之

孝

乎

然

則

父

病

而

先

死

□

孝

乎

然

則

使

父

生

而

銜

悲

終

身

孝

乎

雖

然

彼

□

□

父

之

生

也

彼

不

圖

身

之

殞

也

彼

不

圖

身

殞

而

父

存

也

彼

不

圖

父

存

而

爲

巳

悲

也

父

存

而

身

殞

甘

矣

身

□

而

父

悲

不

能

知

矣

以

吾

親

爲

頃

刻

難

留

之

親

以

吾

身

爲

精

神

不

敝

之

身

知

父

而

已

烏

知

有

身

迨

至

白

首

愴

然

旣

喜

有

如

是

之

子

旋

悲

其

有

如

是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三

之

子

斯

孝

慈

兩

得

矣

孝

子

黃

□

以

親

九

淸

病

劇

百

計

倉

皇

搥

膺

呼

日

夜

勞

瘁

致

疾

親

賴

其

勞

而

生

親

生

而

子

死

子

死

而

親

悲

之

而

一

家

悲

之

而

族

之

人

悲

之

而

鄕

之

人

悲

之

嗚

呼

是

其

不

知

有

身

者

較

董

孝

子

爲

可

悲

而

將

久

之

冺

而

不

彰

也

尤

可

悲

也

余

司

鐸

此

邦

亦

聞

而

悲

之

爲

之

傳

序

旌

節

贈

言

序

明

張

瑞

圖
晉

江

人

劉

中

壘

傳

列

女

首

母

教

次

賢

明

次

節

義

余

以

謂

節

義

之

母

往

往

兼

賢

明

饒

母

敎

則

盧

孺

人

其

最

卓

者

也

盧

孺

人

者

今

龍

溪

令

徐

君

母

也

贈

君

見

背

時

孺

人

年

二

十

有

五

耳

擗

踊

慟

號

水

漿

不

入

口

者

五

日

分

以

身

殉

昬

瞀

中

若

有

吿

者

曰

卽

死

奈

孤

何

葢

是

時

令

君

方

二

齡

而

次

君

尙

在

遺

腹

未

離

裏

也

孺

人

悟

廼

强

起

飮

泣

曰

昔

人

稱

立

孤

難

未

亡

人

忍

死

任

其

難

者

庻

幾

報

地

下

平

令

君

稍

長

出

就

外

傅

入

則

挾

筴

受

課

機

杼

間

操

作

吚

唔

作

苦

相

弔

也

贈

公

家

故

壁

立

期

功

强

近

又

皆

貧

儉

莫

能

相

孺

人

食

荼

茹

藜

未

嘗

言

困

惟

考

驗

令

君

經

義

解

否

學

業

勤

窳

文

章

敏

鈍

以

爲

憂

喜

令

君

時

讀

倦

少

休

孺

人

必

誶

曰

家

有

嚴

君

父

母

之

謂

也

若

父

往

矣

謂

若

母

能

食

而

不

能

敎

耶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四

語

罷

輒

泣

令

君

亦

泣

葢

孺

人

之

蓬

首

永

心

歴

艱

矢

志

四

十

年

一

日

也

令

君

業

成

稱

名

士

然

終

以

須

時

故

孺

人

没

後

之

三

年

歲

甲

子

而

始

舉

鄕

書

又

三

年

戊

辰

而

始

成

進

士

則

今

上

卽

位

之

元

年

也

令

君

旣

成

進

士

亟

上

疏

彰

母

節

天

子

嘉

之

與

旌

表

如

令

甲

令

君

謁

選

得

漳

之

龍

溪

則

又

以

改

元

覃

恩

贈

所

自

生

鸞

簡

龍

章

賁

相

及

也

漳

之

縉

紳

衿

韋

父

老

子

弟

高

孺

人

之

行

豔

令

君

之

遘

相

與

歌

詠

揄

揚

以

備

家

乘

而

徵

信

史

琅

然

成

帙

効

之

令

君

而

令

君

顧

益

悲

不

自

勝

曰

母

爲

不

孝

食

貧

之

日

久

無

論

大

者

不

能

及

母

存

而

答

其

願

雖

常

菽

水

或

不

能

共

給

以

佐

母

歡

而

今

奚

逮

也

不

佞

則

寄

聲

謂

令

君

若

無

過

於

邑

爲

也

造

物

之

私

人

也

富

貴

福

澤

以

厚

其

生

可

耳

至

於

篤

人

之

名

與

節

則

不

然

必

試

之

窮

愁

拂

亂

艱

難

阻

險

終

其

身

或

無

開

口

伸

眉

之

日

其

困

彌

甚

故

其

節

彌

峻

其

名

彌

芳

譬

之

草

木

凡

卉

倐

菀

倐

枯

歲

瘁

歲

榮

至

於

松

柏

女

貞

之

屬

則

飽

之

以

風

霜

厄

之

以

犖

确

延

之

以

歲

年

以

堅

其

膚

理

深

其

根

蒂

而

後

萬

乘

之

器

千

歲

之

膏

得

以

融

結

成

就

道

固

然

也

且

夫

以

君

之

才

四

十

餘

年

抱

璞

泣

玉

無

以

慰

劬

勞

則

誠

遲

也

至

於

虎

之

日

當

龍

飛

之

會

甫

釋

褐

而

母

旌

甫

綰

符

而

母

贈

又

何

其

響

臻

駢

集

也

四

十

年

而

佹

失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五

者

之

爲

痛

深

則

一

年

中

而

滋

至

者

之

爲

恩

殊

孝

思

於

死

母

者

永

則

報

禮

於

生

君

者

重

然

則

艱

子

之

遇

合

以

厚

孺

人

之

名

與

節

易

孺

人

之

國

恩

以

移

子

之

孝

爲

忠

造

物

者

於

君

母

子

晦

顯

遲

速

之

際

有

微

指

矣

又

何

過

於

邑

爲

也

葢

令

君

之

爲

龍

溪

也

歲

祲

不

登

爲

之

哺

乳

瀕

海

多

盗

爲

之

戸

牖

其

爲

政

鉏

莠

植

苖

兼

雨

露

霜

雪

而

用

之

傑

然

天

下

才

也

異

日

所

樹

當

益

駿

受

恩

當

益

隆

書

之

彤

管

播

之

通

都

頌

說

盧

孺

人

以

節

義

賢

明

而

饒

母

敎

顯

融

昭

明

當

益

未

艾

龍

溪

士

民

特

其

嚆

矢

焉

耳

不

佞

於

令

君

辱

有

一

日

之

雅

敬

書

之

以

當

左

契

重

修

安

定

講

堂

序

國

朝

宮

偉

鏐

鄕

國

大

祀

有

三

曰

從

祀

孔

子

廟

庭

曰

鄕

賢

曰

特

祠

近

皆

溷

稱

不

知

義

有

分

屬

無

庸

混

而

一

之

也

如

安

定

則

崇

祀

孔

子

廟

庭

者

也

先

時

惟

薛

文

淸

陳

白

沙

胡

敬

齋

王

陽

明

諸

公

得

與

賢

如

心

齋

尙

有

俟

論

定

此

一

祀

也

鄉

賢

崇

祀

鄉

先

哲

固

矣

然

非

文

學

不

與

卽

中

葉

粉

飾

太

平

士

夫

多

以

此

尊

其

封

公

然

皆

封

公

曾

列

子

衿

者

何

則

升

堂

入

室

以

理

學

登

進

僅

文

藻

可

觀

猶

鰓

鰓

慮

有

遺

行

李

暎

碧

公

嘗

謂

魯

論

及

門

有

四

科

今

兩

廡

獨

崇

理

學

欲

取

漢

唐

宋

明

諸

臣

以

道

德

勲

名

節

義

著

者

倣

四

科

以

配

慮

其

狹

也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六

而

律

以

四

科

必

嚴

必

慎

葢

可

知

矣

此

一

祀

也

至

特

祠

義

加

重

而

途

實

稍

寛

或

文

藻

可

觀

誼

行

茂

著

及

有

功

德

於

民

者

皆

與

焉

然

必

題

請

而

後

行

非

謂

祀

之

賢

祠

卽

可

爲

特

祠

以

祀

此

又

一

祀

也

俗

流

失

世

敗

壞

冒

濫

僭

越

比

比

而

然

不

知

何

年

溷

而

無

别

似

乎

鄉

賢

一

席

是

人

皆

可

因

縁

而

升

又

似

以

賢

祀

於

其

鄉

卽

不

妨

設

特

祠

於

鄉

者

失

禮

之

中

又

失

禮

焉

其

爲

天

下

後

世

笑

可

勝

道

哉

安

定

泰

之

如

臯

鄉

人

旣

從

祀

孔

子

廟

庭

爲

特

祠

於

如

臯

如

臯

隸

泰

州

州

城

内

東

察

院

故

址

其

特

祠

也

後

焚

於

火

又

鬻

於

官

泰

山

墩

前

舊

有

安

定

講

堂

則

宋

陳

公

垓

李

公

駿

承

有

宋

崇

儒

理

學

倡

明

之

後

爲

郡

大

夫

都

人

士

講

學

行

禮

之

地

非

專

祠

也

因

安

定

講

書

東

魯

泰

山

得

家

書

平

安

字

卽

不

復

視

故

署

講

堂

於

此

前

有

二

杏

則

於

杏

壇

之

義

有

取

焉

又

以

岳

忠

武

知

泰

州

軍

立

祠

其

顛

前

人

用

意

何

其

篤

厚

而

溫

文

也

哉

先

年

竝

祀

范

文

正

公

王

心

齋

公

後

奉

文

正

入

名

宦

祠

奉

心

齋

入

鄉

賢

祠

而

安

定

巋

然

獨

存

卽

以

爲

安

定

專

祠

可

也

變

亂

以

後

不

逞

之

徒

附

公

後

人

盤

踞

其

中

飮

博

爲

非

學

使

張

公

玉

甲

廉

其

實

因

别

求

安

定

後

人

而

泰

無

堪

此

者

移

如

臯

得

胡

生

其

遠

茂

年

讀

書

無

黍

厥

祀

又

其

講

田

輾

轉

質

人

張

公

捐

俸

歸

田

於

其

遠

以

供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七

祀

事

此

與

陳

公

李

公

均

之

用

意

篤

厚

而

溫

文

者

也

講

堂

西

北

隅

卽

先

曾

理

學

公

祠

爲

萬

厤

時

學

使

孫

公

六

吉

題

建

在

當

年

典

章

至

重

以

理

學

公

生

平

泰

志

傳

述

者

彰

彰

巳

如

斯

矣

後

予

大

父

明

經

公

予

父

中

憲

公

雖

卓

行

宏

文

叨

入

鄉

賢

曾

不

敢

入

主

其

間

何

則

典

章

所

不

載

也

而

所

爲

特

祠

之

重

又

可

知

矣

每

春

秋

上

丁

次

日

郡

大

夫

及

廣

文

先

生

博

士

弟

子

員

講

學

行

禮

其

間

覩

遺

書

考

其

蹟

事

不

勝

古

處

之

慕

焉

實

鄉

國

之

上

儀

衣

冠

之

盛

節

後

生

之

模

範

也

諸

公

志

安

定

之

志

學

安

定

之

學

際

此

鞠

爲

茂

草

其

能

漠

然

無

所

動

於

中

乎

予

愧

不

文

止

以

稍

聞

習

事

述

其

初

末

俾

後

之

君

子

勿

替

所

自

云

宮

夢
仁

讀
書

紀

畧

序

國

朝

王
鴻

緖
華

亭

人

康

熙

丁

亥

春

車

駕

南

幸

駐

蹕

維

揚

宮

定

山

先

生

以

所

編

讀

書

紀

畧

五

十

四

卷

繕

冩

進

呈

行

幄

皇

上

親

加

披

閲

深

用

褒

美

令

鋟

板

行

世

葢

以

徵

引

博

大

有

裨

後

學

故

也

時

傳

旨

爲

京

江

相

國

張

公

澤

州

相

國

陳

公

余

忝

列

冬

卿

供

職

内

直

亦

得

與

焉

先

生

奉

命

付

開

雕

氏

不

踰

年

而

剞

劂

成

帙

令

仲

孫

炳

和

恭

賫

十

部

上

達

御

前

復

荷

嘉

答

稽

古

之

榮

於

斯

極

矣

客

歲

先

生

走

筆

百

里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八

徵

序

於

余

余

以

此

係

聖

天

子

賞

鑒

之

書

何

敢

復

贅

一

辭

然

思

得

以

刋

布

而

流

傳

者

出

於

上

意

則

是

書

之

成

文

敎

攸

關

余

又

樂

得

而

揚

扢

者

也

因

爲

之

序

曰

粤

夫

類

書

肇

自

蕭

梁

間

而

莫

備

於

唐

宋

之

代

歐

陽

率

更

有

萟

文

類

聚

虞

永

興

有

北

堂

書

鈔

徐

學

士

有

初

學

記

白

香

山

有

六

帖

以

至

晏

元

獻

之

類

要

謝

無

咎

之

合

璧

著

述

紛

綸

後

先

蔚

起

顧

從

未

有

及

於

記

數

者

有

之

自

宋

王

尙

書

應

麟

小

學

紺

珠

始

明

則

有

張

侍

講

九

韶

之

羣

書

備

數

然

挂

一

漏

萬

遂

以

爲

集

其

成

可

乎

夫

數

之

時

義

大

矣

數

昉

於

庖

犠

之

一

畫

而

成

於

河

圖

於

洛

書

通

於

大

衍

總

其

大

要

不

過

一

奇

一

偶

上

自

天

地

山

川

下

逮

昆

蟲

草

木

凡

有

名

可

命

者

皆

有

數

可

紀

事

之

繁

也

非

得

數

以

貫

之

則

紛

而

難

理

物

之

夥

也

非

有

數

以

攝

之

則

雜

而

無

統

周

禮

列

於

六

萟

唐

世

以

之

取

士

誠

重

之

也

顧

載

籍

繁

多

汗

牛

充

棟

未

易

蒐

羅

學

不

贍

則

失

之

陋

才

不

優

則

失

之

隘

識

不

精

則

失

之

雜

先

生

書

擁

曹

倉

軸

盈

鄴

架

撏

撦

薈

萃

親

自

編

輯

如

陟

䝉

山

如

吞

雲

夢

散

語

兼

收

儷

詞

並

錄

縷

析

絲

分

珠

聯

璧

合

入

波

斯

之

市

寶

光

陸

離

不

足

爲

其

富

也

遊

金

谷

之

園

萬

花

奪

目

不

足

爲

其

采

也

林

邑

揚

□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三
十
九

烹

鍊

融

液

不

足

爲

其

精

也

積

絲

成

綵

散

繭

騰

花

不

足

爲

其

細

也

葢

博

類

張

華

核

逾

崔

豹

學

莫

贍

焉

才

莫

優

焉

識

莫

精

焉

足

使

閲

者

安

坐

食

跖

無

假

祭

獺

洵

可

謂

詞

壇

之

陸

海

萟

園

之

武

庫

也

駕

宋

明

王

張

兩

先

生

而

上

之

無

疑

矣

顧

余

抑

有

說

焉

先

生

經

術

湛

深

遠

繼

江

都

中

壘

故

發

爲

文

章

醇

而

能

肆

大

而

有

則

當

其

試

禮

部

冠

南

宮

名

震

天

下

旣

入

臺

班

垂

紳

正

笏

侃

侃

而

談

動

關

軍

國

嗣

後

敭

歴

中

外

爲

封

疆

大

吏

本

其

所

學

見

諸

政

事

厥

績

爛

焉

今

雅

志

歸

田

東

山

養

重

日

手

一

編

丹

鉛

不

輟

其

纂

輯

之

富

足

以

囊

括

古

今

者

不

獨

斯

編

之

在

上

前

也

當

萬

幾

餘

暇

或

因

事

以

求

其

因

以

求

其

義

無

待

翻

閱

四

庫

博

徵

二

酉

一

展

卷

而

卽

得

可

代

行

秘

書

矣

然

後

知

先

生

跡

雖

江

湖

而

心

存

廊

廟

其

廣

搜

博

引

以

成

一

家

而

上

邀

宸

鑑

之

知

者

誠

非

無

本

而

致

此

試

質

之

京

江

澤

州

兩

相

國

其

庻

以

余

言

爲

知

言

也

夫

跋

方

洲

記

跋

宋

陳

垓

是

歲

十

二

月

望

垓

來

海

陵

明

月

公

改

鎭

池

授

垓

方

洲

詩

記

行

吟

其

間

未

嘗

不

會

心

竟

解

組

去

後

五

年

叨

踵

郡

寄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四
十

亟

過

之

草

莽

䝉

翳

頺

垣

敗

壁

仰

或

壓

焉

靑

龍

莊

一

日

不

可

無

莫

有

成

之

者

忍

溷

以

沽

爲

太

息

再

三

補

花

養

筍

或

葢

或

築

柿

爲

莊

亭

竹

間

曰

純

節

買

地

屬

衢

伉

門

六

楹

剏

外

園

四

亭

游

衍

斯

壚

輿

從

斯

閾

而

方

洲

景

物

全

吾

天

矣

過

經

武

橋

介

邱

平

野

疏

爲

湖

以

艦

以

亭

以

級

以

樓

以

欄

納

江

挹

斗

而

俯

兹

園

人

傑

地

靈

眼

中

歴

歴

躡

屣

而

下

起

柁

而

東

誦

記

與

詩

按

以

陶

寫

來

者

於

今

亦

猶

今

之

於

昔

乎

勿

問

也

公

所

規

置

卓

然

過

人

乃

以

年

豐

民

和

集

事

易

爲

天

幸

垓

强

顏

再

歲

羽

檄

旁

午

調

兵

發

廩

如

捄

頭

然

其

能

葺

增

賢

迹

同

民

憂

樂

不

尤

幸

耶

垓

於

公

爲

門

下

士

故

彷

彿

滁

書

而

刻

之

醒

翁

堂

又

二

年

紹

定

改

元

夏

五

劍

池

陳

垓

重

修

安

定

祠

題

詩

跋

國

朝

張

符

驤

安

定

先

生

祠

歲

久

傾

圮

大

夫

萊

蕪

魏

公

捐

俸

修

復

而

别

駕

吳

興

潘

公

從

歌

咏

之

葢

從

古

賢

牧

必

以

敎

化

爲

先

安

定

造

士

之

法

實

可

百

世

不

敝

卽

其

以

三

字

提

警

孝

穆

其

聲

於

今

未

絶

使

窮

鄉

晚

進

盡

聞

風

興

起

猶

吾

胡

公

弟

子

也

豈

非

兩

公

蚤

夜

所

屬

望

者

歟

祠

一

修

於

潯

江

施

公

不

三

十

年

遂

再

構

焉

萊

蕪

之

賢

于

是

爲

接

武

潯

江

但

祠

宇

之

完

何

至

不

及

彦

章

畫

像

知

兩

公

必

有

以

處

之

不

使

後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四
十
一

之

視

今

猶

今

之

視

昔

也

賦

野

趣

堂

賦

明

梅

鶚

淮

揚

海

州

乾

坤

草

堂

偉

高

人

之

玉

立

閱

野

趣

于

蒼

茫

機

或

飛

而

或

躍

心

勿

助

而

勿

忘

忽

全

體

之

呈

露

煥

大

雅

之

文

章

葢

其

澡

雪

世

氛

剝

落

物

累

雲

萃

詩

書

春

生

肝

肺

卷

舒

天

地

之

心

凌

跨

人

間

之

世

近

取

諸

身

寸

心

百

慮

而

一

致

遠

取

諸

物

萬

象

異

形

而

同

體

其

喘

息

呼

吸

也

氣

同

於

物

其

所

以

喘

息

呼

吸

也

氣

通

於

帝

惟

玉

堂

兮

天

游

覺

冰

壺

兮

月

霽

胡

出

戸

兮

知

天

粲

舉

目

兮

皆

趣

爾

乃

高

明

爲

棟

宏

毅

爲

梁

精

微

爲

室

廣

大

爲

墻

曾

哲

先

駕

子

思

後

驤

駕

風

鞭

霆

歴

覽

無

疆

或

超

超

太

初

或

徹

徹

圜

方

或

泠

泠

元

氣

或

纚

纚

豪

芒

或

幽

陰

鬼

秘

或

軒

豁

神

彰

或

陽

輝

艷

艷

或

涼

月

光

光

或

迅

雷

殷

地

或

甘

露

生

香

或

神

靈

和

氣

降

於

山

牡

或

豚

風

蜃

雨

發

於

海

王

千

萬

化

一

陰

一

陽

時

乎

春

也

紅

葩

火

然

素

英

雪

翻

芉

綿

䓤

蒨

窱

㢠

環

雛

鶯

乳

燕

蜂

蝶

差

池

華

醞

甘

放

粉

宿

香

棲

臥

䕶

東

風

興

入

翠

微

時

乎

夏

也

朱

明

遍

宇

萬

物

光

鮮

雜

葩

照

燭

衆

彩

相

宣

大

柳

起

風

甘

棠

覆

欄

虛

甍

沉

沉

皓

壁

姢

姢

羽

扇

不

搖

淸

滿

南

軒

惟

芰

惟

荷

妖

冶

廉

纎

淸

風

徐

度

香

氣

滿

天

解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四
十
二

帶

臨

水

吾

心

爽

然

及

夫

金

飈

蕩

後

玉

露

凋

初

西

皇

□

□

自

東

而

驅

老

桂

裴

囘

秋

容

新

沐

月

地

雲

階

餘

香

剩

馥

黃

花

紫

艷

偕

寒

互

綠

一

杯

東

籬

三

徑

西

蜀

至

若

元

㝠

按

節

瑞

雪

盈

尺

夜

竹

有

聲

朝

堂

虛

白

置

酒

褰

帷

飛

軒

憑

虛

洞

壑

在

下

玉

樹

交

加

有

如

貞

極

元

生

天

理

乘

除

亦

可

謂

極

心

之

至

樂

而

真

味

之

紆

徐

者

也

嗟

夫

人

寰

鼎

鼎

坱

圮

難

齊

或

瓊

琚

玉

佩

或

煙

簑

雨

犁

或

集

菀

而

笑

或

集

蓼

而

悲

或

還

復

明

月

而

泣

或

翻

濁

河

淸

而

嬉

古

瑟

凄

淸

或

寫

怨

於

神

女

飈

車

浩

蕩

或

寄

恨

於

安

期

或

橫

倚

天

之

劍

而

無

辭

手

藉

或

挾

濟

世

之

舟

而

有

意

天

稽

世

態

多

方

最

難

究

者

物

僞

人

情

億

所

不

改

者

天

機

而

能

謝

彼

紛

紜

凝

吾

精

神

盈

縮

造

化

吐

納

顥

㝠

不

貪

軒

冕

而

踐

夷

曠

之

域

不

出

戸

庭

而

獲

江

海

之

心

序

閱

四

時

之

勝

節

宣

萬

物

之

情

使

夫

上

天

下

地

森

羅

萬

或

以

奇

正

合

離

或

以

妍

下

上

或

以

濃

淡

縱

橫

或

以

華

佹

摩

盪

高

深

互

呈

心

日

相

狀

風

雲

月

露

吾

之

淸

潔

飛

動

也

草

木

禽

魚

吾

之

姸

茂

奮

踴

也

邊

色

閨

情

吾

之

慷

慨

而

悽

戾

也

車

馬

弓

矢

吾

之

馳

騁

而

悲

惜

也

油

然

者

吾

善

之

機

泊

然

者

吾

藏

之

用

也

闔

者

靜

闢

者

動

而

不

動

不

靜

者

吾

之

統

也

陽

明

芳

香

者

仁

之

條

也

幽

陰

凝

肅

者

義

之

分

也

沛

然

而

流

者

恕

之

推

而

存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四
十
三

之

不

欺

者

忠

之

蘊

也

大

哉

野

趣

之

義

乎

伏

得

之

而

遠

取

近

取

曾

㸃

得

之

而

灼

見

大

意

子

思

得

之

而

鳶

魚

是

察

茂

叔

得

之

而

庭

草

交

翠

希

夷

得

之

而

花

鳥

皆

春

堯

夫

得

之

而

雪

月

皆

理

伯

淳

得

之

而

雲

淡

風

輕

晦

庵

得

之

而

千

紅

萬

紫

葢

自

文

公

之

後

三

百

餘

祀

而

后

儲

伯

雲

崖

得

之

以

作

野

趣

之

堂

弄

丸

遊

戱

於

戱

休

哉

吾

是

以

賦

此

鳳

凰

墩

賦

國

朝

潘

鳴

鳳

海

陵

之

邑

文

獻

之

邦

甲

第

纒

聯

而

繼

美

英

才

輻

輳

以

宏

長

麟

麟

炳

炳

矞

矞

皇

皇

說

禮

稱

詩

固

君

師

雅

化

而

成

俗

握

瑜

懷

瑾

亦

川

嶽

鍾

秀

而

發

祥

間

閱

輿

圖

博

觀

州

志

黌

宮

之

中

圜

橋

之

際

四

圍

華

表

嵌

玉

石

以

塗

朱

一

道

淸

流

分

淮

瀾

以

繞

翠

植

以

芹

藻

間

以

荷

芰

環

抱

一

墩

巍

峩

孤

峙

豈

夙

號

鸚

鵡

之

洲

卽

今

名

鳳

凰

之

地

名

何

取

也

意

有

在

焉

念

九

苞

之

呈

異

瑞

兆

二

儀

之

産

英

賢

故

欲

與

紫

庭

而

並

著

因

思

與

丹

穴

而

同

觀

昔

有

授

璽

銜

圖

之

遇

今

反

無

棲

梧

食

竹

之

縁

爰

培

龍

門

之

萬

株

種

衞

濱

之

九

畝

霞

蒸

日

映

球

琳

之

實

同

珠

雨

䕶

煙

迷

碧

玉

之

柯

若

堵

待

雙

鸞

之

將

翔

會

百

禽

而

聚

舞

千

仭

其

來

五

珍

可

覩

似

此

呼

名

非

樂

聞

於

棄

世

之

輩

如

斯

稱

謂

或

得

慰

乎

憂

時

之

人

若

夫

楊

震

開

堂

馬

融

設

帳

接

引

而

來

攀

援

而

上

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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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四
十
四

闡

揚

詩

歌

跌

宕

文

峯

在

前

羅

浮

在

望

翠

嵐

則

駝

嶺

霏

微

蒼

波

則

西

湖

蕩

煙

火

千

家

雲

山

萬

狀

巷

誦

塗

吟

樵

謳

牧

唱

聞

見

豁

然

而

新

心

神

悠

然

而

曠

乃

知

隄

楊

岸

柳

莫

非

藝

苑

之

宮

袍

井

李

山

桃

盡

是

出

杏

壇

之

支

派

信

毓

秀

於

此

墩

嫓

鍾

靈

於

泰

岱

洵

名

勝

之

大

觀

實

斯

文

之

攸

賴

補

遺湛

淵

靜

語

序

元

周

陳
本

州

人

湛

淵

先

生

有

德

有

言

人

也

往

予

客

汪

左

得

相

師

友

始

取

惟

文

墨

議

諭

歴

年

多

且

游

其

里

久

迺

知

文

行

之

美

出

乎

天

性

五

歲

能

屬

對

八

歲

能

賦

小

詩

十

歲

能

刺

股

肉

起

母

之

疾

旣

冠

益

孤

貧

依

多

書

之

家

者

二

十

年

畫

繙

夜

讀

無

大

故

不

出

戸

庭

文

聲

獵

獵

起

旣

仕

喜

推

挽

後

來

成

就

寒

隱

濟

人

利

物

事

人

能

誦

言

之

所

交

南

北

知

名

士

如

文

本

心

何

潛

齋

劉

須

溪

牟

獻

之

方

萬

里

夾

谷

士

常

閻

子

靜

姚

牧

菴

盧

處

道

諸

公

莫

不

禮

遇

相

與

爲

忘

年

之

游

期

於

遠

大

而

先

生

泊

然

以

退

爲

樂

將

爲

河

爲

海

欲

爲

川

瀆

而

止

可

乎

二

畝

之

宅

竹

樹

半

之

嘗

鼓

一

篋

自

隨

客

至

卽

屏

去

一

日

臥

内

見

之

乃

所

著

有

餘

師

經

子

類

訓

集

翠

裘

等

書

也

引

證

嚴

密

言

論

醇

正

雖

汛

說

調

笑

具

有

微

意

非

若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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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藝
文

四
十
五

所

謂

雜

說

無

益

於

學

徒

玩

物

喪

志

惜

汙

塗

竄

益

不

加

比

緝

予

哀

其

勤

慮

其

久

致

散

軼

勉

爲

次

第

幷

詩

文

合

百

卷

靜

語

其

一

也

湛

淵

名

滿

天

下

嘗

自

謂

平

生

受

用

全

得

謝

上

蔡

去

一

矜

字

力

文

章

翰

墨

所

至

傳

誦

藏

去

如

遇

奇

物

予

老

矣

尙

懼

美

行

爲

文

所

掩

故

因

其

敘

索

言

之

庶

知

予

取

友

之

道

不

苟

也

先

生

姓

白

氏

名

珽

字

廷

玉

錢

唐

人

今

年

六

十

有

三

湛

淵

其

山

居

故

扁

云

至

大

庚

戌

夏

四

月

二

日

友

生

海

陵

周

伯

暘

甫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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