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一

寧
國
府
志
卷
之
四

直
隷
寧
國
府
知
府
任
丘
黎
晨
校
刋

次
舍
紀

夫
在
天
成
象
歷
次
有
常
舍
止
有
度
淫
犯
遲
逆
皆
謂

災
惑
是
以
王
者
體
國
必
先
䂓
置
位
署
以
爲
民
極
百

司
庻
寮
各
有
寧
宇
叛
官
離
次
邦
則
有
常
刑
洪
武
初

嘗
以
䂓
式
詔
于
㝢
内
大
小
公
居
周
爰
執
事
靡
不
畢

備
分
署
以
聽
各
司
其
所
遵
用
百
餘
年
堂
㢘
弗
易
而

民
志
以
定
詩
曰
風
雨
攸
除
鳥
鼠
攸
去
君
子
攸
芋
于

時
處
處
于
時
廬
旅
夫
居
者
思
作
作
者
思
守
明
明
天

職
孰
得
而
擾
之
是
故
知
次
舍
之
義
者
思
過
半
矣

府
治
在
陵
陽
山
第
一
峯
之

中
爲
正
堂
堂
左
爲
經

歷
司
有
架
閣
庫
右
爲
照
磨
所
並
南
向
東
西
列
房
科

各
四
東

勘

合

科

吏

戸

禮

房

西

承

發

司

兵

刑

工

房

庭
前
爲
石
箴
亭
在

甬

路

上

箴

曰

爾

俸

爾

禄

民

膏

民

脂

下

民

易

上

天

難

欺

又
前
爲
儀
門
者
三
門
外
東
爲

鑾
駕
庫
置

龍

亭

御

仗

于

此

土
神
祠
清
軍
㕔
西
爲
撫
字
㕔
理

刑
㕔
外
合
爲
大
門
者
一
門
外
列
榜
房
東
西
各
十

楹
申
明
旌
善
亭
各
一
中
爲
保

坊
又
正
堂
後
爲
穿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堂
穿
堂
後
爲
後
堂
最
後
爲
正
心
樓
知
府
惠
隆
重
建

有
通
政
徐
公
說
記
畧

曰

府

㕔

事

後

舊

有

環

波

亭

宗

正

亞

卿

陳

公

卓

改

建

二

僊

祠

以

祀

玄

暉

李

白

郡

守

王

公

遂

增

祀

顏

公

真

卿

白

公

居

易

韓

公

愈

爲

五

賢

堂

後

復

兼

良

吏

裴

公

耀

以

下

凢

十

一

人

正

德

己

巳

秋

惠

公

以

秋

官

正

郎

出

守

寧

國

政

餘

徐

歩

府

治

䑓

榭

間

有

樓

屹

然

題

曰

正

心

考

其

始

則

樂

安

公

旭

之

所

改

建

者

而

以

凢

官

是

土

功

業

文

章

不

可

泯

没

若

漢

之

張

公

竦

而

下

曁

國

朝

陳

公

灌

凢

四

十

餘

人

皆

合

祀

焉

及

周

視

棟

楹

梁

桶

率

多

腐

折

公

遂

儲

贖

募

勸

爲

撒

而

新

之

余

曰

成

一

樓

豈

止

舉

一

墜

哉

諸

公

疇

昔

正

心

之

功

業

至

公

而

益

顯

且

顧

諟

名

義

以

爲

朝

夕

䂓

政

事

之

運

知

無

邪

思

矣

安

知

後

之

視

今

不

猶

今

之

視

昔

將

覩

斯

樓

而

正

其

心

又

從

而

葺

其

敝

者

哉

府

寮

同

知

郭

公

韶

張

公

珍

通

判

王

公

沔

推

官

林

公

瑊

治

屬

知

縣

田

中

主

簿

周

廷

瓉

儒

學

教

授

張

本

教

諭

程

一

嘉

亦

皆

終

始

協

賛

焉

者

於

法

皆

得

書

公

諱

隆

字

從

道

登

弘

治

癸

丑

毛

澄

榜

進

士

云

樓
東
北
爲
疊

嶂
樓
樓

址

即

第

一

峯

爲

高

齋

太

守

謝

玄

暉

詩

結

構

何

迢

遰

曠

望

極

高

深

牎

中

列

遠

岫

庭

際

俯

喬

林

日

出

衆

鳥

散

山

暝

孤

猿

吟

後

易

以

樓

唐

李

白

詩

江

城

如

裏

山

晚

望

晴

空

兩

水

夾

明

鏡

雙

橋

落

彩

虹

人

煙

寒

橘

柚

秋

色

老

梧

桐

誰

念

北

樓

上

臨

風

憶

謝

公

有
唐
刺
史
獨
孤
霖

記
記

曰

郡

地

四

出

皆

即

阜

以

垣

故

於

樓

爲

易

而

賦

名

必

著

其

當

正

據

扉

亦

雄

昈

競

侈

由

是

繚

歩

逾

千

方

目

相

瞪

則

壯

邦

麗

廨

之

勲

慊

在

第

一

繁

絲

機

羅

錯

卉

障

錦

春

以

融

獨

峯

楺

雲

波

屹

風

暑

以

澄

曉

黛

嚬

入

夕

蟾

娟

來

秋

以

掦

雲

併

半

空

冰

偏

一

岸

冬

以

明

此

槩

舉

爾

覼

縷

不

盡

也

然

而

月

話

方

狎

燭

醉

始

酣

則

防

城

徤

卒

籌

三

而

環

警

緒

至

越

筵

走

榻

彚

呼

族

譟

雖

黃

度

展

和

不

能

不

憮

而

斁

嚮

之

歷

舉

四

美

悉

估

而

倍

之

不

足

贖

矣

予

春

至

逮

秋

偶

歩

池

北

得

小

亭

之

直

上

居

然

最

勝

因

命

植

棟

梁

出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三

城

屋

之

脊

周

方

間

小

亭

如

而

中

與

諸

樓

相

差

者

自

爲

一

地

其

上

則

朗

出

高

際

平

與

空

等

嚮

所

謂

越

譟

者

不

復

遊

慮

則

其

四

美

不

俟

說

而

聞

不

假

到

而

見

非

聞

非

見

其

然

也

始

聞

始

見

其

嚮

之

未

必

然

也

且

聞

且

見

而

今

之

所

以

然

也

嚮

旣

舉

槩

今

不

可

黙

夫

北

望

條

風

清

暑

之

流

皆

偏

擅

攸

戡

莫

全

厥

美

或

能

伸

左

臂

或

睇

右

目

或

獨

全

正

面

緫

而

有

諸

則

我

無

許

斯

又

不

聞

不

見

而

以

其

然

爲

然

矣

郡

以

谿

山

著

名

而

谿

小

負

則

疊

嶂

之

命

爲

宜

至

於

欄

干

蹋

道

沙

子

門

戸

等

咸

有

曲

旨

成

於

新

致

舉

之

則

縷

將

煩

於

槩

故

抑

之

而

中

地

亦

晦

而

不

彰

咸

通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辛

亥

宣

州

刺

史

獨

孤

霖

書

西
北
爲

吏
舍
疊
嶂
南
爲
知
府
宅
宅
東
爲
同
知
推
官
經
歷
知

事
檢
校
宅
凡
五
檢
校
宅
旁
有
軍
噐
庫
西
爲
二
通
判

照
磨
宅
凡
三
照
磨
宅
前
有
惠
㢘
亭
亭

北

有

泉

皆
北
上
此

其
署
置
大
較
也
自

以
後
郡
悉
治
此
元
改
肅
政
㢘

訪
司

國
朝
仍
爲
府
治
正
綂

知
府

旭
始
拓
大

之
有
吏
部
尚
書
王
公
直
記
畧

曰

自

秦

罷

侯

置

守

天

下

之

郡

地

過

於

古

之

侯

國

爲

之

守

者

奉

上

命

以

臨

之

吏

民

以

事

趨

走

庭

下

不

可

一

二

必

有

高

明

碩

大

之

觀

足

以

聳

具

瞻

一

衆

志

然

後

政

教

舉

而

法

令

行

彼

棟

撓

榱

崩

蕭

條

破

壞

君

子

安

之

無

所

不

可

然

豈

太

平

之

盛

觀

哉

洪

武

己

酉

制

令

諸

府

置

廨

署

知

府

陳

灌

鞠

騰

霄

相

繼

理

舊

署

未

遑

改

作

歷

歲

寖

久

日

入

於

敝

正

綂

丙

辰

臨

川

旭

廷

輔

來

治

郡

謀

之

僚

屬

欲

撤

其

舊

而

新

之

工

部

左

侍

郎

廬

陵

周

公

巡

撫

蒞

兹

郡

亦

以

爲

宜

廷

輔

乃

請

于

朝

集

郡

材

命

衆

工

作

正

堂

經

歷

司

照

磨

所

東

西

六

房

及

架

閣

庫

儀

門

公

署

之

後

舊

皆

垣

爲

小

門

至

是

築

新

垣

四

周

以

杜

謁

又

門

外

臨

街

喧

哄

乃

改

闢

於

前

作

牌

樓

於

外

門

前

作

榜

房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四

於

左

右

鼓

樓

舊

在

府

右

偏

亦

皆

頽

敝

重

建

於

門

外

之

左

建

隂

陽

學

於

皷

樓

南

置

日

晷

䑓

於

隂

陽

學

南

堂

後

地

稍

窪

積

美

上

爲

岡

作

樓

其

上

以

爲

燕

休

之

所

扁

曰

正

心

世

傳

城

肖

龜

形

作

眞

武

廟

於

儀

門

外

之

東

以

鎭

之

廨

後

東

作

疊

嶂

樓

西

作

溪

亭

以

復

舊

觀

計

度

有

方

程

勸

有

道

經

始

於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而

以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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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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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三

千

七

百

有

奇

至

於

人

力

則

用

凢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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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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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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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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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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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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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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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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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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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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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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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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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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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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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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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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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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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之

良

閨

門

之

節

操

風

俗

之

敦

厚

具

於

志

聞

于

時

班

班

可

考

見

矣

近

十

年

驕

奢

頑

傲

譁

訐

之

風

徃

徃

有

作

雖

不

過

千

百

十

一

亦

豈

其

性

之

素

然

哉

非

長

民

者

之

失

其

職

而

施

教

之

昧

其

方

歟

臨

川

君

旭

發

身

進

士

始

爲

江

津

縣

一

志

安

民

凢

所

設

施

則

郡

悉

舉

爲

諸

縣

之

法

正

綂

初

元

陞

守

寧

國

知

其

民

之

本

善

而

嘆

其

俗

之

下

趍

也

於

是

脩

政

令

清

蠧

勸

稼

穡

明

教

化

郡

以

大

治

遂

一

新

廟

學

作

大

成

殿

六

楹

奉

先

聖

以

及

四

配

十

哲

東

西

序

各

十

有

二

楹

泮

池

於

欞

星

門

之

南

爲

三

梁

繚

以

周

垣

殿

之

後

作

明

倫

堂

曁

左

右

明

誠

育

材

興

賢

進

德

四

齋

各

六

楹

堂

後

建

重

屋

六

楹

以

敕

制

榜

曰

御

書

之

樓

作

文

昌

閣

六

楹

在

欞

星

門

之

東

若

師

生

會

饌

之

堂

藏

修

之

室

曁

凢

庫

廪

庖

厨

秩

秩

咸

具

乃

復

學

故

地

三

十

畆

於

豪

據

在

泮

池

外

之

東

南

營

射

圃

作

觀

德

之

亭

於

中

植

松

竹

千

餘

本

經

營

之

周

宻

䂓

模

之

宏

偉

可

謂

盛

矣

材

良

工

堅

費

不

損

公

盖

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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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六

義

倡

下

以

義

從

誠

意

孚

洽

斯

以

其

成

之

之

易

而

爲

郡

得

人

之

效

也

君

字

廷

輔

㢘

正

而

明

果

愛

民

而

體

道

卓

然

賢

守

爲

南

畿

之

最

是

役

也

經

始

於

元

年

十

月

成

扵

四

年

七

月

記

作

扵

八

年

求

記

者

訓

導

豫

章

萬

脩

齡

云

後
有
修
拓
者
然
皆
不

公
若
矣
巡

按

御

史

張

斆

修

少

卿

劉

宣

記

知

府

范

吉

修

祭

酒

李

傑

記

宋
時
嘗
有
䜟
松
閣
在

城

東

舊

學

中

初

相

地

者

云

百

年

松

梢

過

御

書

閣

當

有

魁

天

下

者

至

嘉

定

間

果

得

亞

魁

汪

介

大

魁

吳

潜

因

建

是

閣

時
觀

閣
在

䜟

松

前

今
並
廢

司
獄
司
在
府
治
西
街
北
洪
熙
間
知
府
楊
觀
建
嘉
靖

四
年
知
府
及
宦
大
拓
治
之

稅
課
司
在
陽
德
門
内
街
南
洪
武
間
知
府
胡
乾
祐
建

永
實
庫
在
府
正
堂
右

軍
儲
倉
在
泰
和
門
内
街
北
有
㕔
事
有
後
堂
前
後
各

瀦
水
爲
池
外
爲
重
門
洪
武

知
府
陳
灌
建
後
知
府

旭
拓
之
爲

厫

三

十

六

嘉
靖
間
知
府
區
越
屠
應
坤
益
拓

之
增

外

厫

六

教

諭

吳

鈺

有

陵

陽

一

新

記

織

局
在
府
治
西
街
東
知
府
楊
觀
建
弘
治
以
後
匠

益
貧
耗

幣
官
爲
買
納
局
遂
廢
爲
公
舘
内

汪

佃

謫

判

居

此

建

一

枝

軒

自

爲

記

嘉
靖
十
年
知
府
屠
應
坤
始
議
復
之
織
貢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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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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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七

宛
陵
驛
在
北
門
養
濟
院
之
北
東
臨
大
河
正
綂
間
知

府
沈
性
建

南
湖
河
泊
所
在
府
北
馬
山
埠
距

府

六

十

里

魚
潭
河
泊
所
在
府
東
北
三
汊
河
口
距

府

三

里

二
所
並
知

府
黄
榮
祖
建
今
悉
圮
官
僦
民
舍
以
居

隂
陽
學
在
府
治
正
東
譙
樓
之
南

宋
紹
定
中
郡
守

王
繹
建
樓
于
府
治
西
南
陵
陽
第
二
峯
之
上
繹

自

作

晷

漏

銘

并

序

畧

曰

皇

帝

即

位

十

九

年

在

壬

寅

九

月

庚

辰

朔

寧

國

重

修

晷

漏

成

先

是

唐

大

中

五

年

宣

帥

沈

傅

師

命

團

練

判

官

杜

牧

以

梅

爲

秤

製

作

精

密

應

驗

不

差

中

更

變

故

首

尾

斵

缺

惟

存

六

纛

神

烏

㡌

褐

服

從

以

虞

吏

名

爲

吹

角

猶

唐

舊

物

秤

之

北

壁

下

别

作

刻

漏

不

合

扵

古

至

是

命

長

樂

材

可

大

新

作

晷

漏

以

杜

牧

秤

丸

重

置

壼

箭

吸

水

减

水

悉

如

故

智

麗

譙

中

皷

角

十

二

青

陽

朱

明

白

藏

玄

英

旗

以

時

張

之

設

土

圭

春

視

其

面

秋

睨

其

背

以

二

分

爲

斷

盖

一

行

遺

法

因

爲

銘

壼

下

曰

昔

在

放

勲

曆

象

日

星

至

唐

杜

牧

察

驗

惟

精

權

與

水

鈞

而

始

生

水

落

籌

浮

銅

乃

發

聲

二

十

四

籌

晝

夜

踐

更

以

此

無

息

制

彼

錯

行

椎

輪

大

中

旣

壞

于

成

淳

祐

之

二

爰

始

經

營

土

圭

測

景

以

覺

昏

明

我

爲

此

銘

永

有

法

程

又

日

晷

銘

曰

霜

刃

割

雲

根

分

明

一

團

鏡

不

獨

傾

太

陽

亦

以

定

斜

正

本
朝
知
府

旭
改
建
今
樓

學
亦
依
焉

醫
學
在
府
治
南
正
街
之
西

僧
綱
司
在
景
德
寺
寺

在

府

治

北

陵

陽

第

三

峯

時

建

初

名

永

安

唐

稱

開

元

杜

牧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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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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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六

朝

文

物

草

連

空

天

淡

雲

閒

今

古

同

鳥

去

鳥

來

山

色

裏

人

歌

人

哭

水

聲

中

深

秋

簾

幕

千

家

雨

落

日

樓

一

笛

風

惆

悵

無

因

見

范

蠡

參

差

烟

樹

五

湖

中

又

云

松

寺

曾

同

一

鶴

棲

夜

深

臺

殿

月

高

低

何

人

爲

倚

東

樓

柱

正

是

前

山

雪

漲

溪

宋

以

後

改

今

名

國

朝

因

之

嘗

頒

賜

藏

經

别
有
三
天
寺
府南

七

十

里

有

三

天

洞

善
果
寺
府

東

四

十

里

二

寺

俱

隋

開

皇

中

建

羅
漢
寺
府

東

三

十

里

又

東

五

里

有

下

羅

漢

寺

寳
積
寺
府

北

六

十

里

三

寺

俱

唐

貞

觀

中

建

乾
明
寺
府東

一

里

唐

大

曆

中

建

崔

永

康

詩

翠

徑

盤

空

九

折

灣

亂

雲

叢

裏

佛

牙

山

禪

家

小

作

千

年

計

塵

世

誰

能

半

日

閒

茶

竈

出

煙

縈

樹

杪

石

泉

流

月

下

人

間

鍾

餘

莫

遣

柴

門

閉

防

有

詩

翁

夜

叩

東
西
大
覺
二
寺

府

北

九

十

里

唐

保

大

中

建

宋

紹

興

中

魏

敏

肅

請

爲

守

塋

院

廣
教
寺
府

北

五

里

敬

山

之

南

唐

大

中

中

建

何

儒

行

詩

山

中

不

雨

花

常

潤

林

下

無

人

蘭

自

馨

興
國
寺
府

北

一

里

唐

咸

通

中

建

勝
果
寺
府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黃

池

鎮

唐

咸

通

中

建

空
相
寺
府

東

北

九

十

里

水

陽

鎮

唐

時建

永
慶
寺
乾

明

寺

左

唐

末

建

寺

前

有

永

豐

橋

城
山
寺
府

南

七

十

里

宋

開

寳

中

建

栢
山
寺
府

南

一

里

宋

時

建

梅

聖

俞

塟

此

寺

旁

有

聖

俞

祠

祠

後

有

景

梅

亭

高
山
寺
府南

三

十

五

里

宋

治

平

中

建

延
夀
寺
黃

池

鎮

宋

嘉

泰

中

建

巖
臺
寺
府

南

六

十

里

栢

梘
庵
府

南

七

十

里

二

寺

俱

宋

嘉

熙

中

建

萬
松
庵
府

東

五

十

里

宋

咸

淳

中

里

人

陳

德

純

建

松
隱
庵
萬

松

右

亦

咸

淳

中

建

貢

鏞

詩

松

竹

夾

屋

生

薜

蘿

縻

簷

端

架

閣

流

溪

接

竹

通

漻

泉

徑

曲

門

境

清

巒

環

齋

宇

寒

翠
雲
庵
府

北

十

里

敬

山

下

本

朝

建

道
紀
司
在
玄
妙
觀
觀

在

府

治

西

南

鰲

峯

上

唐

時

建

國

朝

嘗

頒

賜

藏

經

前

有

鰲

峯

樓

今

廢

别
有
冲
妙
觀
府

東

三

十

里

唐

時

建

麻
姑
觀
冲

妙

觀

北

尚

書

貢

師

泰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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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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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九

麻

姑

山

下

水

㳙

㳙

十

里

青

松

引

洞

僊

菡

蓞

夜

開

丹

滿

室

琅

玕

春

長

玉

爲

田

空

壇

雨

過

苔

痕

滑

密

徑

風

回

樹

影

圓

可

是

心

清

自

無

暑

更

移

竹

榻

向

林

泉

○

水

似

鳴

環

山

似

屏

馬

頭

撩

亂

白

雲

生

醉

疑

客

壼

中

隱

醒

覺

王

維

畫

裏

行

白

木

紫

芝

收

藥

品

碧

爐

丹

竈

寄

僊

名

歸

來

忽

着

催

詩

雨

不

惜

霑

衣

喜

句

成

靈
應
觀
府

北

敬

亭

山

上

有

敏

應

廟

眞
符
觀
府

北

五

十

里

符

鎮

傍

有

桓

簡

公

墓

三

觀

俱

宋

重

和

中

建

洞
仙
觀
府

東

四

十

里

宋

慶

元

中

建

眞
慶
觀
水

陽

鎮

河

東

元

大

德

中

建

宣
州
衞
在
府
治
正
西
元

緫

管

府

故

址

洪
武
初
指
揮
僉
事
杭

貴
建
有
正
堂
有
穿
堂
後
堂
有
六
房
有
重
門
左
爲
經

歷
司
右
鎮
撫
司
儀
門
外
東
西
列
中
前
二
千
戸
所
大

畧
如
府
之
制
後
堂
北
爲
旗
纛
廟
廟
西
爲
軍
噐
局
後

漸
傾
敗
化
爲
朽
壤
嘉
靖
十
年
巡
撫
都
御
史
毛
公
思

義
下
令
重
建
又
四
年
巡
按
御
史
虞
君
守
愚
督
成
之

巡
撫
都
察
院
在
府
治
西
本
宛
陵
書
院
祀
梅
都
官
聖

俞
正
綂
間
巡
撫
侍
郎
周
公
忱
改
今
署

巡
按
察
院
在
府
治
東
有
吏
部
郎
中
貢
欽
題
名
記
畧曰

御

史

古

官

也

我

國

家

任

用

寄

託

視

前

古

加

重

巡

按

之

差

視

他

務

爲

尤

重

畿

輔

諸

郡

則

視

他

藩

又

其

尤

重

者

也

盖

御

史

見

重

於

國

家

而

其

所

繫

有

如

此

弘

治

五

年

壬

子

適

余

吳

公

受

命

來

巡

南

畿

簡

易

公

平

寛

嚴

掦

激

有

古

御

史

風

裁

洞

逹

民

隱

凡

事

利

病

靡

不

究

心

興

革

可

謂

能

自

重

其

重

者

百

度

貞

百

僚

肅

一

方

戴

之

越

明

年

癸

丑

將

代

以

前

諸

公

之

氏

名

舊

刻

於

公

署

之

後

者

名

多

缺

誤

遂

親

校

正

復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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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之

盖

將

使

後

之

人

指

之

曰

某

也

剛

某

也

直

某

也

敢

言

某

也

有

功

德

於

民

其

所

以

爲

寮

宷

爲

國

家

爲

斯

民

計

者

逺

且

大

而

所

以

望

於

後

來

者

又

甚

重

矣

不

可

以

不

書

本
朝

遣
御
史
出

監
州
郡
又
設
巡
撫
都
御
史
鎮
撫
其
地
故
今
州
郡
各

建
行
臺
以
待
按
部
至
則
居
之
小
邑
不
能
並
建
者
合

爲
一
署

宣
城
縣
治
在
府
治
西
北
元

萬

戸

府

故

址

洪
武
己
酉
知
縣
王

文
質
重
建
門
堂
㕔
宇
頗
同
府
制
而
差
小
知
縣
以
下

宅
舍
亦
如
之
門
外
東
西
爲
申
明
旌
善
亭
又
西

十

歩
爲
獄

縣
治
在
城
東
南
宋
建
炎
庚
戌
燬
于

紹

興
初
任
尹
者
嘗
遷
于
城
南
邑

人

周

紫

芝

記

畧

曰

東

南

自

古

非

用

武

地

民

俗

阜

安

不

樂

攻

剽

號

爲

易

治

宋

有

天

下

承

平

寢

久

戴

白

之

老

不

識

兵

革

郡

縣

玩

於

燕

安

城

郭

樓

櫓

皆

廢

弛

不

治

宣

城

自

漢

爲

丹

陽

輔

縣

太

康

二

年

始

置

宣

城

郡

而

縣

固

屬

焉

至

僞

唐

節

度

使

林

仁

肇

增

築

郡

城

命

吏

部

侍

郎

韓

熙

載

爲

之

記

以

其

地

考

之

盖

今

所

繕

舊

城

是

也

城

西

北

隅

皆

附

山

爲

址

隘

不

可

爲

闤

闠

唯

東

南

曠

民

之

居

此

者

十

七

八

而

縣

治

在

焉

建

炎

己

酉

金

胡

犯

江

南

建

康

失

守

越

明

年

夏

五

月

潰

將

戚

方

擁

叛

卒

千

宣

城

東

南

無

外

城

以

禦

敵

凡

居

民

官

舍

之

在

是

者

一

夕

煨

燼

乃

卽

寓

舍

以

聽

民

訟

而

吏

不

之

便

也

知

縣

事

承

議

郎

任

公

上

其

事

於

府

太

守

刑

部

郎

中

李

公

始

相

地

改

建

於

城

南

紹

興

元

年

春

三

月

庚

子

經

始

屋

以

楹

計

者

緫

一

百

三

十

有

八

自

門

序

堂

室

賔

客

燕

閒

之

館

園

囿

遊

從

之

所

與

夫

庖

厨

府

庫

吏

舍

狴

犴

莫

不

咸

在

明

年

旣

落

成

屬

余

以

紀

其

事

余

考

諸

禮

經

今

之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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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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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子

男

之

國

也

古

者

子

男

之

國

有

臺

門

宫

室

之

制

視

之

上

公

猶

五

命

然

其

地

不

過

五

十

里

今

之

縣

地

或

倍

之

至

於

居

處

湫

隘

徃

徃

與

它

曹

等

是

何

足

以

布

宣

風

教

示

民

威

耶

今

能

大

其

區

宇

新

其

輪

奐

使

瞻

望

者

慄

然

增

畏

其

有

禆

於

治

殆

非

淺

也

是

烏

可

以

無

言

紹

興

二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記

有
琴
清

堂
嘉

熙

間

縣

令

黃

元

直

建

丞
㕔
西
有
緑
隂
亭
靖

康

丞

羅

靖

建

北
又

有
曲
肱
亭
監

簿

張

貴

立

建

黃

太

史

詩

晨

鷄

呼

不

起

擁

被

聽

松

風

今
並
廢

儒
學
在
縣
治
正
南
爲
齋
者
二
依

仁

游

藝

别
有
名
宦
祠
有

膳
堂
教

諭

張

嵓

記

曰

宣

德

五

年

秋

七

月

旣

望

邑

宰

蕭

侯

重

建

講

堂

之

睱

復

以

饌

堂

狹

隘

不

足

改

爲

乃

撤

而

新

之

旣

落

成

師

徒

將

會

食

諸

生

揖

而

請

曰

斯

堂

之

作

不

爲

無

益

先

生

盍

記

之

以

表

襮

吾

縣

公

敬

勸

之

意

且

爲

吾

徒

朝

夕

之

警

乃

嘉

而

言

曰

國

家

稽

古

右

文

崇

重

吾

道

且

惓

惓

焉

屢

加

詔

旨

以

待

遇

之

其

所

以

爲

天

下

斯

民

計

也

至

矣

爲

吾

徒

者

衣

儒

衣

冠

儒

冠

卓

然

立

于

農

工

商

賈

之

上

而

又

復

徭

役

豐

餼

廪

以

安

養

其

身

家

其

恩

意

殆

與

天

地

同

其

大

也

宣

城

爲

圻

内

鉅

鎮

士

多

秀

朗

知

所

向

趍

比

年

又

得

賢

令

尹

鼔

舞

而

作

興

之

由

是

生

徒

有

舍

講

習

有

塲

是

固

爲

令

者

之

所

當

爲

抑

亦

非

吾

與

若

之

幸

邪

扵

乎

堂

旣

成

矣

豈

徒

以

爲

食

息

之

所

哉

當

思

君

上

所

以

養

我

食

我

之

由

與

夫

邑

大

夫

作

興

建

置

之

力

以

籌

度

于

心

胷

則

吾

與

爾

食

于

斯

坐

于

斯

使

一

飰

之

頃

不

忘

所

學

庻

乎

可

也

苟

徒

營

營

外

馳

以

窺

伺

于

餴

饎

之

間

但

膨

脝

爾

腹

膾

炙

爾

口

以

圖

一

餉

之

樂

而

止

則

後

日

之

悔

庸

有

旣

乎

雖

然

道

無

終

窮

學

無

止

法

苟

能

随

所

居

而

刮

劘

討

論

之

則

道

即

此

而

在

矣

夫

何

遠

大

之

域

不

可

到

而

顯

融

之

位

不

可

期

哉

若

然

則

斯

堂

之

作

匪

直

以

爲

飮

食

而

寔

有

光

於

後

時

矣

邑

大

夫

亦

豈

不

榮

且

樂

哉

吾

儕

小

子

敬

朂

毋

怠

餘
悉
同
府
學
之
制
初
學
在
城
東
南
隅
洪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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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十
二

庚
戌
知
縣
王
文
質
移
建
太
和
門
内
今

軍

儲

倉

地

是

丙
辰
知

縣
邢
知
遠
再
遷
寳
城
門
内
今

張

少

保

宅

地

是

正
綂
壬
戌
知

府

旭
以
其
地

濕
復
定
建
于
此
南

京

林

院

侍

講

學

士

周

公

敘

記

畧

曰

縣

於

郡

附

郭

政

教

之

施

未

易

臻

效

以

其

局

乎

尊

也

必

臨

蒞

乎

上

者

之

多

賢

經

營

先

後

者

之

恊

力

始

克

底

厥

績

宣

城

儒

學

始

建

于

郡

城

泰

和

門

内

久

之

改

作

于

縣

治

西

其

地

濕

狹

陋

生

徒

多

戾

疾

者

遂

至

講

肄

疎

闊

人

才

放

佚

正

綂

八

年

知

府

侯

旭

得

府

治

之

西

南

地

可

以

改

遷

具

奏

于

朝

俞

允

遂

移

置

焉

殿

堂

齋

廡

各

以

序

列

廨

舍

垣

墉

不

異

前

䂓

未

幾

侯

以

事

去

弗

究

厥

終

十

三

年

春

巡

撫

侍

郎

周

公

忱

督

學

御

史

孫

公

相

繼

視

學

訓

導

謝

實

蕭

以

故

有

尊

經

閣

會

饌

堂

尚

留

舊

基

爲

請

適

巡

按

御

史

羅

公

箎

嗣

至

乃

命

同

知

鄧

榮

儔

知

縣

丁

思

廣

縣

丞

楊

本

中

計

徒

庸

遷

致

之

而

委

照

磨

安

寧

董

其

役

於

是

堂

閣

畢

備

益

弘

舊

䂓

官

不

加

費

而

民

不

知

勞

兹

豈

非

臨

蒞

者

多

賢

而

經

營

者

協

力

之

所

致

歟

旣

成

羅

公

致

書

屬

予

記

予

惟

學

校

王

政

之

原

風

化

之

本

古

昔

盛

時

莫

不

以

此

爲

首

務

今

之

長

民

社

司

政

教

者

舍

此

安

施

夫

去

下

就

高

朙

長

民

社

者

興

學

之

心

敦

本

實

而

脩

德

業

諸

士

子

篤

學

之

志

也

自

兹

以

徃

諸

士

子

來

㳺

來

歌

者

益

敦

本

實

而

脩

德

業

期

無

負

國

家

養

育

之

恩

則

庻

於

諸

君

子

興

建

之

意

重

有

光

矣

社
學
一
在
織

局
西
餘
並
廢

水
陽
巡
檢
司
在
水
陽
鎮
知
縣
王
文
質
建

黃
池
巡
檢
司
在
黃
池
鎮
知
府

旭
建

和
豐
倉
在
縣
治
西
厫

十

五

初
知
府
沈
性
建
倉
城
北
弘

治
間
知
府
范
吉
知
縣
方
溢
移
建
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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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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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西
北
厫

四

十

四

宣
德
間
建

水
陽
倉
在
水
陽
鎮
河
西
厫

十

二

正
綂
間
巡
撫
周
公
忱

命
知
府

旭
建

以
冬
十
月
歛
民
粟
於
此
明
年
正

月
漕
卒
拏
舟
就
之
謂
之
兊
軍
寧
國
糧
運
附
焉

府
前
鋪
在
府
治
南
正
街
之
東
有
門
有
亭
有
㕔
有
室

有
廂
繚
以
周
垣
凡

鋪

舍

倣

此

是
曰
緫
鋪
外
鋪
由
陽
德
門

逹
廣
德
者
六
曰
東
溪
鋪
直
溪
鋪
佳
山
鋪
麻
姑
鋪
洪

林
鋪
花
橋
鋪
由
泰
和
門
逹
寧
國
者
五
曰
上
渡
鋪
長

安
鋪
壽
松
鋪
黃
渡
鋪
楊
林
鋪
由
寳
城
門
逹
南
陵
者

五
曰
蓮
塘
鋪
烏
沙
鋪
高
嶺
鋪
寒
亭
鋪
通
濟
鋪
由
薫

化
門
逹
涇
縣
者
六
曰
綠
錦
鋪

牌
鋪
畢
家
鋪
楊
柳

鋪
高
橋
鋪
柿
木
鋪
由
仰
極
門
逹
黃
池
者
十
曰
敬
亭

鋪
梅
嶺
鋪
黃
岡
鋪
竹
塘
鋪
焦
村
鋪
新
店
鋪
施
茶
鋪

紹
繹
鋪
粧
武
鋪
橫
堽
鋪

養
濟
院
在
宛
陵
驛
南
中
爲
屋

十
楹
以
居
民
之
㷀

獨
者
舊

在

縣

治

南

元
有
孤
老
院
此
其
遺
制
云

右
城
内
外
官
舍
此
而
止
耳
府
治
西
北
又
有
佑
聖
閣

在

府

治

西

北

舊

名

清

爽

元

至

正

丁

酉

王

師

入

城

改

今

名

後

知

府

鞠

騰

霄

重

建

自

爲

記

畧

曰

宣

爲

郡

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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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山

帶

谿

在

江

左

號

稱

清

凉

高

爽

郡

之

子

城

内

史

桓

彛

築

焉

後

人

于

直

城

之

北

上

建

重

閣

扁

以

清

爽

與

譙

門

南

北

對

峙

下

爲

通

衢

以

逹

闤

闠

鬱

爲

一

郡

奇

觀

近

代

更

名

佑

聖

乙

未

兵

燬

之

洪

武

己

酉

春

予

來

守

郡

父

老

指

遺

址

以

告

曰

自

此

閣

中

廢

風

氣

疎

洩

民

用

弗

寧

迄

今

十

有

餘

年

靡

有

復

之

者

公

盍

留

意

焉

予

聞

而

識

之

力

未

能

逮

盖

自

夏

渉

冬

樹

察

院

餙

府

治

完

城

壁

繕

驛

傳

倉

庫

坊

局

三

皇

孔

子

廟

悉

次

第

新

之

明

年

庚

戌

春

興

作

小

間

乃

相

度

厥

址

取

頽

垣

廢

基

之

甓

石

以

甃

之

崇

二

十

尺

廣

七

十

有

五

尺

深

視

崇

之

尺

加

十

有

六

焉

改

作

桶

欀

甍

棟

簷

三

重

閣

楯

咸

具

别

閣

之

東

偏

闢

地

爲

屋

曰

玄

武

壇

祠

又

東

南

下

二

十

歩

爲

屋

三

間

命

道

士

武

靜

居

之

以

奉

祠

事

雖

雄

偉

不

逮

初

制

第

亦

無

廢

前

人

舊

觀

焉

譙
樓
南
有
清
獻
樓
弘

治

間

知

府

范

吉

命

民

貢

頫

吳

宗

庸

建

以

杜

清

獻

常

刺

郡

故

名

有

副

使

馮

蘭

記

並
爲
傑
觀
又
弘
治
以
前
有
公
舘
在

西

門

内

以

待

四

方

賔

客

有
水
陽
驛
唐
時
嘗
有
西
候
亭
刺

史

趙

悅

建

李

白

嘗

爲

作

頌

宋
時
有
貢
院
有
勑
書
樓
建

隆

中

建

有
宣
詔
亭
有
頒
春

亭
俱

紹

興

中

郡

守

沈

悔

建

紀
家
巷
有
安
濟
坊
崇

寧

乙

酉

建

西
南
有

泗
水
發
願
文
亭
端

拱

中

建

南
有
合
同
塲
即

茶

塲

也

紹

興

中

建

東
有

東
驛
亭
在

濟

川

橋

南

沃
洲
亭
李

白

詩

五

松

何

清

幽

勝

景

美

沃

洲

北
有
謝

公
亭
相

傳

謝

玄

暉

送

范

雲

之

零

陵

處

重
梅
亭
皇

祐

初

郡

守

邵

餙

建

亦

名

陵

峯

堂

望

稔
亭
淳

熙

中

郡

守

陳

騤

建

今
並
廢

南
陵
縣
治
在
籍
山
西
南
距

府

西

百

里

洪
武
壬
寅
知
縣
梅

建
諸
制
並
同
宣
城
惟
獄
在
儀
門
内
别
建
譙
樓
于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十
五

外
門
之
上
縣

丞

金

坡

建

宋
時
嘗
有
敬
臨
堂
在

正

堂

西

邑

令

郭

嶤

建

有

諌

議

大

夫

謝

諤

記

清
妍
閣
亦

嶤

建

高
爽
榭
玩
芳
亭
後
樂
亭
寄

息
亭
俱

在

圃

内

今
並
廢

儒
學
在
縣
治
東
諸
制
並
同
宣
城
齋

曰

成

德

逹

村

惟
泮
池
在

欞
星
門
外
敬
一
亭
在
明
倫
堂
前
訓
導
宅
在
學
門
外

别
有
鄕
賢
祠
名
宦
祠
並
在
學
西
初
學
在
縣
南
宋
紹

興
初
移
建
于
此
元
末
兵
燬
洪
武
辛
亥
知
縣
甘
潤
重

建
社
學
二
一
在
縣
東
門
内
一
在
城
隍
廟
東
正
德
初

知
縣
胡
文
靜
建

峩
嶺
巡
檢
司
在
縣
西
南
趙
冲
鋪
之
左
距

縣

七

十

里

初
司

在
峩
嶺
鋪
南
嘉
靖

通
判
宋
子
隆
移
建
于
此
甲

午
知
縣
錢
照
又
退
移
東
北
五
里

隂
陽
學
在
縣
治
南
距

縣

八

十

歩

醫
學
在
縣
治
西
距

縣

三

十

歩

僧
會
司
在
崇
教
寺
寺

在

縣

治

東

百

歩

國

建

别
有
靈
山
寺
縣

西

三

十

里

梁

天

監

中

建

栢
林
寺
縣

東

十

五

里

梁

太

通

中

建

靈
岩
寺
縣

西

五

十

里

唐

貞

觀

中

建

隱
靜
寺
縣

西

三

十

里

唐

時

建

張

佑

詩

合

流

厨

下

水

對

聳

殿

前

山

澗

碧

鳥

聲

逈

泉

清

僧

歩

閑

李

白

詩

我

聞

隱

靜

寺

山

水

多

竒

踪

巖

種

朗

公

橘

門

深

杯

度

松

開
化
寺
縣

北

二

里

唐

時

建

舊

名

安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十
六

賢

古

詩

謝

家

池

上

安

賢

寺

面

面

松

窓

對

水

開

郭
城
寺
縣

北

六

十

里

唐

乾

符

中

建

靈
泉

寺
縣

西

四

十

里

未

詳

創

始

靜
林
寺
縣

西

三

十

里

元

時

建

香
油
寺
縣

治

北

二

百

歩

資
福
寺
縣

西

六

十

里

二

寺

俱

本

朝

洪

武

中

建

浮
城
寺
縣

北

六

十

里

延
壽
寺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佑
聖
寺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安
福
寺
縣

東

二

十

里

四

寺

俱

正

綂

中

建

大

通
寺
縣

南

四

十

里

景

泰

中

建

道
會
司
在
承
天
觀
觀

在

縣

治

東

南

半

里

宋

淳

熙

中

建

别
有
天
齊
觀

縣

東

南

一

里

正

綂

中

建

清
溪
庵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亦

正

綂

中

建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距

縣

八

十

歩

洪
武
間
知
縣
甘
潤
建

撫
民
㕔
在
縣
治
北
距

縣

一

里

正
綂
間
縣
丞
吳
庻
建

存
留
倉
在
縣
儀
門
東
厫

十

五

洪
武
間
知
縣
雷
燧
建

預
備
倉
一
在
城
隍
廟
東
厫

十

九

一
在
崇
教
寺
厫

二

十

二

水
次
倉
在
縣
東
北
丁
家
渡
厫

二

十

五

距

縣

二

十

里

正
綂
間
知
府

旭
建
與
宣
城
水
陽
倉
制
同
旌
德
太
平
糧
運
附
焉

總
鋪
在
縣
治
前
外
鋪
由
東
逹
宣
城
者
三
曰
石
家
鋪

蒲
橋
鋪
青
弋
江
鋪
由
西
南
逹
青
陽
者
七
曰
牛
角
灣

鋪
峩
嶺
鋪
牌
頭
鋪
孔
鎭
鋪
楊
千
鋪
劉
店
鋪
趙
冲
鋪

由
東
南
逹
涇
縣
者
二
曰
城
垾
塘
鋪
分
界
山
鋪
由
北

逹
繁
昌
者
一
曰
箭
塘
鋪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十
七

養
濟
院
在
縣
治
西
距

縣

一

百

二

十

歩

洪
武
間
知
縣
甘
潤
建

初
縣
有
稅
課
局
在

籍

山

橋

東

正

德

間

省

濟
農
倉
在

縣

治

東

又
東
南

有
狐
相
門
相
傳
唐
令
狐
相
故
居
今
並
廢

涇
縣
治
在
留
村
之
東
距

府

南

百

里

洪
武
四
年
建

火
知

縣
鍾

楊
守
真
縣
丞
閔
珪
相
繼
修
繕
成
化
中
縣
丞

王

大
拓
治
之
䂓
制
並
同
南
陵
涇
之
爲
邑
最
久
歷

代
治
所
莫
詳
所
在
據
南
唐
保
大
間
推
官
薛
文
美
小

㕔
記
則
縣
治
當
在
賞
溪
西
宋
紹
興
以
後
皆
在
水
東

嘉
定
間
縣
令
王
捄
改
築
留
村
元
至
正
間
縣
令
施
正

大
復
以
水
囓
故
定
建
于
此
即

舊

縣

東

門

敬

天

坊

故

地

宋
時
嘗
有

清
心
堂
在

縣

治

後

錦
照
堂
共
賦
堂
障
川
堂
清
白
堂
蒸
霞

亭
回
瀾
閣
俱

在

縣

圃

内

清
堂

碧
閣
依
綠
亭
俱

在

尉

司

齊

雲
亭
見
山
亭
今
並
廢

儒
學
在
縣
治
北
䂓
制
畧
同
南
陵
齋

曰

日

新

時

習

初
學
在
舊

縣
之
南
宋
淳
熙
己
亥
縣
令
汪
行
中
移
建
于
此
即

太

安

寺

故址

宋
末
兵
燬
元
至
元
間
縣
令
朱
文
魁
飭
治
焉
魁

自

爲

記

畧

曰

涇

之

有

學

幾

千

年

矣

不

廢

無

葺

不

墊

無

徙

不

失

無

復

吾

於

是

重

有

感

焉

然

當

其

廢

且

墊

也

猶

未

失

吾

舊

物

也

故

葺

之

徙

之

者

易

爲

力

至

於

旣

失

而

後

有

復

故

復

之

者

難

爲

功

涇

學

凢

五

遷

以

至

於

是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十
八

與

浮

屠

宫

爲

隣

故

其

地

犬

牙

相

入

久

漫

不

可

考

今

年

春

一

日

僧

帥

其

徒

鳩

居

之

於

是

先

聖

無

所

妥

靈

諸

生

爲

之

輟

講

教

諭

賀

君

桂

孫

奔

告

於

我

提

刑

按

察

使

高

公

喟

然

作

曰

宣

教

化

勵

學

校

非

吾

事

乎

學

在

是

則

道

在

是

道

在

是

則

國

家

之

嚴

祀

在

是

而

誰

以

廢

之

幕

府

包

君

鑄

亦

大

不

可

乃

命

郡

學

正

史

君

同

涇

尉

欒

君

克

敬

行

成

其

間

前

邑

令

施

君

正

大

及

其

弟

教

諭

必

大

邑

士

汪

清

之

咸

與

是

謀

正

大

請

以

田

十

五

畆

從

僧

易

之

不

足

賀

君

加

五

畆

焉

公

復

命

縣

官

完

葺

之

在

籍

士

友

相

與

助

成

其

事

廟

貌

毀

而

復

完

門

㦸

仆

而

復

植

丹

臒

煥

然

若

有

加

於

舊

嘻

公

之

此

舉

非

所

謂

以

義

服

人

者

歟

公

諱

河

西

人

文

魁

承

乏

兹

邑

故

能

言

其

本

末

如

此

至

元

二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旣

望

記

國
朝
永
樂
壬
辰

知
縣
薛
惠
益
新
之
正
綂
改
元
知
府

旭
始
備
今
制

社
學
一
在
儒
學
後
舊
在
城
隍
廟
東
知
縣
胡
永
成
移

建
于
此

茹
蔴
巡
檢
司
在
縣
東
南
茹
蔴
嶺
下
距

縣

六

十

里

司
在

桑
坑
鋪
傍
後
移
考
坑
弘
治
間
同
知
姜
綰
定
建
于
此

隂
陽
學

醫
學
俱
在
縣
治
東

二
學
在
縣
西
成
化
間
移
建
于

此
今

並

僧
會
司
在
寳
勝
寺
寺

在

縣

西

五

里

舊

名

水

西

寺

宋

太

平

興

國

中

建

别
有
大

安
寺
縣

治

北

十

歩

東

時

建

崇
慶
寺
縣

西

五

里

寳

勝

寺

北

南

齊

永

平

中

建

亦

名

水

西

寺

唐

宣

宗

詩

大

殿

連

雲

接

賞

溪

鍾

聲

還

與

皷

聲

齊

長

安

若

問

江

南

事

報

道

風

光

在

水

西

李

白

詩

天

宫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十
九

水

西

寺

雲

錦

照

東

郭

清

湍

明

廻

溪

綠

水

遶

飛

閣

凉

風

日

瀟

灑

幽

客

時

憇

泊

五

月

思

貂

裘

謂

言

秋

霜

落

石

蘿

引

古

蔓

岸

笋

開

新

籜

杜

牧

之

詩

李

白

題

詩

水

西

寺

古

木

廻

巖

樓

閣

風

半

醒

半

醉

逰

三

日

紅

白

花

開

煙

雨

中

乾
明
寺
縣

東

六

十

里

唐

大

曆

中

建

巖
礲
寺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琴

溪

東

宋

開

寳

中

建

下

有

石

洞

魏

詩

溪

山

渾

最

好

樽

酒

寂

無

人

幽

鳥

空

驚

夢

殘

花

不

當

春

甘

梅

軒

詩

紫

翠

巖

扄

隱

隱

開

連

峯

欲

斵

勢

猶

廻

蛟

涎

出

洞

嘘

雲

起

鳥

影

穿

林

避

客

來

喬

木

後

凋

如

宿

老

好

山

難

得

似

奇

材

此

行

幸

識

琴

高

面

我

欲

誅

茅

傍

釣

臺

定
業
寺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石

皷

山

下

宋

雍

熙

中

建

妙

明
寺
縣

西

南

八

十

里

烏

龍

山

下

宋

紹

聖

中

建

妙
相
寺
縣

東

六

十

里

文

殊

山

下

宋

崇

寧

中

建

主

簿

徐

銳

詩

柳

堤

雪

後

摇

金

縷

竹

徑

風

前

弄

翠

環

宦

業

始

知

紅

葉

薄

清

幽

終

羡

白

雲

閒

此

行

不

見

文

殊

老

多

謝

岩

花

慰

我

顏

寺

舊

有

清

節

軒

風

玉

亭

入

定

齋

深

秀

軒

明

極

軒

今

並

廢

報
恩
寺

縣

東

六

十

里

城

山

之

巔

宋

政

和

中

建

萬
夀
寺
縣

南

五

里

顯
明
寺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二

寺

俱

宋

紹

興

中

建

勝
果
寺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宋

淳

熙

中

建

法
相
寺
縣

南

三

十

里

宋

元

嘉

中

建

舊

有

可

賦

亭

今

廢

安
國
寺
縣

南

五

十

里

宋

慶

元

中

建

大
寧
寺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本

朝

永

樂

中

重

建

覺
慈
院
縣

東

二

十

餘

里

宋

治

平

中

建

妙
峯
庵
縣

西

七

十

五

里

石

礲

山

下

宋

宣

和

中

建

藍
山
庵
縣

西

南

七

十

餘

里

相

傳

宣

德

中

重

建

舊

名

永

安

寺

圓

通
庵
縣

南

三

十

里

寳
峯
庵
縣

西

八

十

里

傍

有

幽

隱

高

峯

二

庵

三

庵

俱

宣

德

中

建

峯
庵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銅
峯
庵
縣

西

八

十

里

上
舍
庵
縣

西

七

十

里

三

庵

俱

正

綂

中建

西
峯
庵
縣

南

九

十

里

景

泰

中

建

吉
祥
庵
縣

西

七

十

里

未

詳

創

始

道
會
司
在
宣
陽
觀
觀

在

縣

治

東

北

半

里

宋

隆

興

中

建

别
有
幽
隱
道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院
縣

南

八

十

里

永

樂

中

重

建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距

縣

十

歩

成
化
間
縣
丞
王

重
建

府
舘
在
縣
治
東
北
距

縣

十

歩

弘
治
間
知
府
劉
廷
瓉
建

存
留
倉
在
縣
東
距

縣

一

里

厫

八

預
備
倉
在
縣
南
距

縣

一

里

厫

三

十

一

俗
呼
南
倉
亦
曰
濟
農
倉

嘉
靖
癸
巳
知
縣
胡
永
成
拓
治
之

兊
軍
倉
在
縣
北
宣
城
之
灣
沚
距

縣

九

十

里

厫

十

二

與
南
陵
水

次
倉
制
同
初
倉
附
南
陵
嘉
靖
癸
巳
知
縣
胡
永
成
改

築
于
此
有

主

事

左

鎰

記

總
鋪
在
縣
治
前
外
鋪
由
東
南
逹
旌
德
者
七
曰
山
口

鋪
石
山
鋪
考
坑
鋪
破
脚
嶺
鋪
太
平
鋪
長
楓
鋪
窄
南

鋪
由
西
北
逹
南
陵
者
二
曰
仙
石
鋪
湖
冲
鋪
由
北
逹

宣
城
者
三
曰
桑
坑
鋪
琴
溪
鋪
古
樓
鋪

養
濟
院
在
南
門
洪
武
間
建

初
縣
有
稅
課
局
在

縣

治

北

正

德

間

省

發
運
庫
在

縣

南

二

里

正

綂

間

侍

郎

周

公

忱

建

凢

徽

州

府

折

納

稅

糧

悉

貯

此

以

需

兊

運

皇
華
舘
郊
迎
亭
俱

在

縣

東

北

成

化

中

建

又
宋
時
有
雲
錦
堂
秋
霜
閣
在

崇

慶

寺

後

倪

水

西

詩

石

開

扄

橫

崖

架

虚

閣

清

風

天

外

來

瀟

灑

動

簷

鐸

因

吟

謫

仙

詩

謂

言

秋

霜

落

登

臨

正

炎

歊

還

憶

貂

裘

著

就

澗

引

新

泉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一

酌

之

甘

勝

酪

洞

猿

相

徘

徊

嵓

鳥

對

呼

諾

眼

界

無

氛

埃

世

味

久

澹

薄

跡

雖

寄

簮

志

已

在

林

壑

却

笑

山

中

人

不

知

山

中

樂

濺
玉
亭
以

瀑

布

得

名

賞
溪
樓
在

酒

務

風
光
閣
在縣

西

魏

建

林

淳

詩

萬

箇

琅

玕

照

碧

溪

翠

蘿

蒼

木

與

雲

齊

山

南

山

北

皆

春

色

豈

特

風

光

在

水

西

周

公
亭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有

殘

題

云

人

言

周

公

來

結

亭

不

知

建

立

何

年

中

譔

詞

仍

是

謫

御

史

殘

缺

欲

讀

歎

難

通

東
峯
亭
領
要
亭
俱

在

劉

遺

民

釣

臺

傍

今
並
廢

寧
國
縣
治
在
獨
山
之
東
距

府

東

南

百

里

䂓
制
並
同
南
陵
宋

以
後
縣
悉
治
此
洪
武
己
酉
知
縣
王
普
重
建
初
縣
後

有
轉
山
堂
耕
綠
臺
俱

未

詳

創

始

今
並
廢

儒
學
在
縣
西
郭
外
䂓
制
畧
同
南
陵
齋

曰

進

脩

明

誠

惟
明
倫

堂
在
文
廟
西
别
建
射
圃
于
鳳
山
書
院
之
北
初
學
在

縣
南
夫
子
巷
後
遷
東
郭
外
洪
武
壬
戌
知
縣
鄭
承
事

定
建
于
此
正
綂
間
知
府

旭
知
縣
劉
清
嘗
大
新
之

學

士

周

公

叙

記

畧

曰

廟

祀

先

聖

以

爲

師

而

皆

尊

孔

子

盖

孔

子

天

付

以

大

聖

之

德

而

使

之

不

得

位

固

將

欲

其

以

斯

道

爲

萬

世

師

也

士

之

來

學

者

誦

其

書

尊

其

教

考

德

問

業

之

餘

周

旋

泮

林

式

瞻

廟

貌

追

想

當

時

聖

門

弟

子

之

所

學

朝

夕

景

仰

思

求

底

扵

不

愧

則

其

成

材

也

孰

禦

哉

士

成

材

不

愧

扵

古

則

國

家

頼

以

致

治

亦

將

超

軼

先

代

之

盛

焉

聖

朝

有

天

下

至

扵

今

十

年

而

後

教

學

之

法

始

克

大

備

生

徒

有

定

員

貢

舉

有

常

額

董

學

有

專

官

用

意

亦

深

厚

矣

扵

斯

時

文

化

昭

明

儒

風

清

而

寧

國

之

廟

學

方

以

重

修

告

成

詎

非

與

治

相

爲

隆

盛

者

歟

前

此

教

諭

羅

君

綸

謀

扵

邑

令

俞

君

宗

思

所

更

新

而

力

弗

逮

廼

倡

諸

生

父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二

兄

賛

助

之

未

及

有

成

而

俞

君

去

新

令

劉

君

清

二

尹

周

君

綸

繼

來

協

力

適

監

察

御

史

彭

君

朂

奉

命

董

學

事

益

殫

厥

心

洎

郡

守

君

旭

至

然

後

大

就

殿

堂

門

廡

丹

雘

輝

赫

齋

廬

庖

庫

整

潔

完

好

於

是

羅

君

以

書

求

予

記

其

事

予

旣

嘉

寧

國

廟

學

之

成

當

兹

盛

際

則

惟

願

望

其

士

慶

會

明

良

共

致

雍

熙

庶

幾

孔

子

之

道

不

爲

托

諸

空

言

而

明

時

教

養

之

意

亦

不

虚

委

也

顧

不

偉

歟

嘉
靖
丙
戌
訓
導
王

皥
初
作
泮
池
編

脩

鄒

守

益

記

畧

曰

泮

池

古

諸

侯

之

學

制

也

寧

國

爲

邑

視

古

子

男

而

䂓

制

弗

備

無

以

復

於

古

嘉

靖

三

年

吾

友

王

君

皥

分

教

以

徃

孳

孳

以

古

道

訓

諸

士

士

知

向

方

矣

則

謀

於

邑

丞

魏

君

純

議

遷

學

於

東

弗

果

廼

請

於

當

道

弘

泮

池

之

䂓

當

道

恐

勞

民

而

費

官

也

止

之

君

復

諭

於

諸

士

之

父

兄

丞

諭

於

民

昇

等

咸

欣

然

協

力

以

助

始

以

四

年

三

月

丙

寅

鳩

工

畚

土

市

石

而

甃

之

繚

以

崇

墉

中

爲

泮

宮

坊

外

爲

周

道

甫

二

月

而

工

成

君

嘉

其

俗

之

可

教

也

遣

施

生

浩

楊

生

嘉

慶

以

來

廣

德

曰

學

之

不

講

久

矣

其

尚

有

以

嘉

惠

之

予

復

之

曰

古

制

之

復

諸

君

之

績

也

古

道

之

行

二

三

子

得

無

意

乎

予

觀

于

水

而

悟

學

之

方

矣

泮

池

水

之

聚

也

予

家

居

之

東

有

泉

出

于

山

清

鑒

毛

髪

其

一

流

於

高

丘

以

逹

于

河

猶

其

在

山

也

其

一

行

於

溝

渠

則

漸

濁

矣

其

一

行

於

叢

莾

以

出

積

壤

則

愈

濁

矣

予

挹

三

盂

而

置

之

九

勿

加

撓

焉

或

終

食

而

清

或

日

中

而

清

猶

其

逹

於

河

者

也

予

於

是

而

悟

吾

性

焉

性

者

天

之

命

也

命

無

不

善

則

性

無

不

善

而

昏

明

强

弱

錯

雜

不

齊

氣

禀

使

然

也

善

學

者

變

化

氣

質

之

異

以

反

天

地

之

同

何

以

異

於

是

嗚

呼

水

之

可

澄

而

清

也

三

尺

童

子

信

之

非

有

古

今

之

異

也

至

於

人

而

獨

疑

之

尚

爲

善

其

乎

寧

國

之

俗

民

淳

而

士

朴

有

適

道

之

資

焉

一

聞

恢

宏

先

王

之

制

欣

欣

惟

恐

後

是

志

也

足

以

復

行

先

王

之

道

矣

社
學
一
在
縣
東
郭
外
今圮

岳
山
巡
檢
司
在
縣
南
距

縣

五

十

里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三

胡
樂
巡
檢
司
在
縣
西
南
距

縣

九

十

里

隂
陽
學
在
譙
樓
下
樓

在

縣

外

門

上

醫
學
在
惠
民
藥
局
中
局

在

縣

治

東

今

圮

僧
會
司
在
教
忠
寺
寺

在

縣

治

西

北

宋

保

祐

中

建

别
有
崇
因
寺
縣西

南

四

十

里

梁

開

平

建

崇
果
寺
縣

西

百

里

有

古

栢

亭

有

石

鏡

有

汪

澤

民

詩

詳

見

表

鎮

紀

靈
巖
寺
縣

西

三

十

里

文

脊

山

中

亦

名

山

門

寺

二

寺

俱

唐

貞

元

中

建

崇
福
寺
縣

西

十

里

唐

天

祐

中

建

香
盖
寺
縣

西

八

十

里

唐

時

建

杜

牧

詩

愛

遠

登

高

塵

眼

開

爲

憐

蕭

寺

上

經

䑓

山

川

誰

識

龍

蛇

蟄

天

地

自

迎

風

雨

來

柳

放

寒

條

秋

已

老

鴈

摇

孤

翼

暮

空

廻

何

人

會

得

其

中

事

又

被

殘

花

落

日

催

延
慶
寺
縣

北

三

十

里

宋

治

平

中

建

龍
福
寺
縣

西

五

十

里

宋

紹

興

中

建

圓

靜
寺
縣

西

八

十

里

宋

咸

淳

中

建

奉
聖
院
縣

西

五

里

舊

名

白

雲

山

唐

時

建

許

渾

詩

一

片

白

雲

千

丈

峯

殿

堂

樓

閣

架

虚

空

山

僧

不

語

捲

簾

坐

遥

看

世

間

如

夣

中

七
龍
庵
縣

東

三

十

里

獅
子
庵
縣

北

十

五

里

沈
禪
師
庵
縣

西

三

十

里

三

庵

俱

宋

治

平

中

建

彌
勒

庵
縣

西

九

十

里

庵

後

有

白

石

巖

高

百

仞

古

栢

森

然

本

朝

成

化

中

重

建

朝
慶
院
縣東

九

十

里

正

德

中

建

道
會
司
在
青
華
觀
觀

在

縣

西

二

里

别
有
顯
眞
觀
縣

東

八

十

里

二

觀

俱

宋

紹

興

中

建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洪
武
間
知
縣
張
居
敬
建

府
舘
在
縣
西
郭
外
初
舘
在
西
門
内
弘
治
間
知
縣
王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四

汝
卿
移
建
于
此

鳳
山
書
院
在
縣
西
郭
外
正
德
中
知
縣
王
時
正
建

存
留
倉
在
縣
儀
門
西
厫五

洪
武
中
知
縣
李
英
建

東
西
兩
倉
在
縣
大
門
内
厫

二

十

六

緫
鋪
在
縣
西
門
内
外
鋪
由
東
逹
廣
德
者
三
曰
阮
村

鋪
周
村
鋪
長
洪
鋪
由
西
南
逹
績
溪
者
十
二
曰
楊
維

鋪
竹
下
鋪
永
寧
鋪
蟠
龍
鋪
雲
門
鋪
柘
林
鋪
周
易
鋪

塵
嶺
鋪
蜀
洪
鋪
栢
山
鋪
金
沙
鋪
白
馬
鋪
由
西
北
逹

本
府
者
三
曰

溪
鋪
延
福
鋪
杜
遷
鋪

養
濟
院
在
縣
西
郭
外
國
初
知
縣
錢
矩
建
後
圮
正
德

中
知
縣
王
廷
相
重
建

初
縣
有
稅
課
局
在

西

郭

正

德

間

省

濟
農
倉
在

典

史

宅

前

知

府

旭

建

均

義
倉
在

儀

門

西

知

縣

劉

清

建

便
民
倉
在

縣

西

二

里

又
唐
時
有
化
洽

亭
在

縣

治

東

南

乾

寧

中

縣

令

范

傳

真

建

有

沈

顔

記

望
霞
臺
在

縣

西

五

里

貞

觀

建

今

並
廢

旌
德
縣
在
棲
真
山
之
東
距

府

南

二

百

二

十

里

䂓
制
並
同
南
陵

初
唐
寳
應
間
縣
令
高
叔
夏
肇
建
于
此
相
傳
爲
潘
閬

故
居
宋
元
並
因
之

國
朝
洪
武
庚
戌
知
縣
朱
鐸
重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五

建
宋
時
嘗
有
景
呂
堂
主

簿

郟

升

卿

以

呂

誨

嘗

爲

此

官

故

名

有

滕

璘

記

朱

文

公

題

䟦

愛
山
亭
主

簿

陳

有

容

建

鄒

之

記

製
錦
堂
方
舟
亭
並

縣

令

齊

慶

胄

建

得
初
軒
縣

令

何

湛

建

悠
然
亭
清
心
亭
俱

在

縣

㕔

西

清
風
堂
後名

瑞

延
月
亭
度
香
亭
重
翠
亭
縣

令

金

㒜

建

山
莊
佳
趣
亭
俱縣

圃中

今
並
廢

儒
學
在
縣
治
東
距

縣

十

歩

左
廟
右
學
制
同
寧
國
齋

曰

育

材

進德

初
宋
學
西
逼
縣
廨
紹
興
中
縣
令
趙
伯
傑
移
建
于

此

國
朝
洪
武
庚
戌
知
縣
朱
鐸
重
建
嘉
靖
庚
寅
知

縣
柳
應
陽
稍
徙
而
北
然
以
地
狹
故
置
啓
聖
祠
於
廟

門
弗
應
禮
典
癸
巳
巡
按
御
史
虞
君
守
愚
命
同
知
葉

尚
文
大
新
之
有

通

判

李

黙

記

社
學
四
二
在
縣
東
招
坊
一
在

察
院
旁
一
在
北
門
外

隂
陽
學
在
譙
樓
下
樓

在

縣

外

門

上

醫
學
在
惠
民
藥
局
中
局

在

縣

東

僧
會
司
在
護
國
寺
寺

在

縣

東

門

陳

禎

明

中

建

别
有
孔
子
寺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卽

安

吳

廢

縣

學

址

以

其

地

嘗

祠

孔

子

故

名

後
林
寺
縣

北

四

十

里

陳

天

麟

詩

凉

颸

發

逺

軔

殘

暑

促

歸

輪

山

色

不

厭

客

蟬

聲

强

聒

人

功

名

塵

外

累

身

世

醉

中

真

更

上

高

樓

望

何

峯

可

卜

隣

延

寺
縣

北

四

十

里

三

寺

俱

唐

咸

通

中

建

陳

天

麟

詩

一

溪

寒

玊

佩

聲

兩

徑

徘

徊

管

送

迎

寺

學

鷲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六

峯

侵

漢

起

山

如

龍

尾

撇

波

行

汪

齊

詩

滿

軒

蒼

碧

羣

峯

照

遶

縣

潺

湲

一

水

流

瑞
蓮
寺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唐

乾

符

中

建

陳

天

麟

詩

紫

芝

秀

出

何

年

日

碧

藕

開

成

幾

丈

花

多
寳
寺
縣

西

六

十

里

唐

光

化

中

建

資
福
寺
縣

東

南

二

里

即

梓

山

瑜

伽

寺

宋

開

寳

中

建

趙

崇

渉

詩

佳

木

秀

參

天

翠

色

俱

可

挹

梓

峯

聳

其

傍

甘

露

現

仙

迹

會
勝
寺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宋

太

平

興

國

中

建

勝
因
寺

縣

西

七

十

里

宋

治

平

中

建

宋

天

任

詩

山

行

詰

曲

到

禪

林

䑓

殿

丹

青

月

深

若

得

一

丘

容

我

老

便

携

黎

杖

事

幽

王
山
寺
縣

西

七

十

里

宋

建

炎

中

建

法
蕐
寺
縣

北

三

十

里

胡

鎬

詩

雨

過

雲

方

淨

煙

消

石

閑

空

林

無

鳥

噪

老

樹

有

猿

攀

靈
臺
寺
縣

東

三

十

里

二

寺

俱

宋

紹

興

中

建

蘭

野
寺
縣

東

五

十

里

宋

淳

熙

中

建

福
田
寺
縣

北

十

八

里

宋

時

建

陳

天

麟

詩

遠

市

前

朝

寺

何

年

古

佛

廬

上

方

分

勝

業

小

築

寄

幽

居

深
塢
寺
縣

北

四

十

里

陳

天

麟

詩

三

休

登

隴

首

百

轉

入

岩

隈

喬

木

千

章

老

鳴

泉

萬

壑

哀

靈
源
寺
縣

北

三

十

里

二

寺

俱

未

詳

創

始

天
井
庵
縣北

三

十

里

元

至

大

中

建

上
陽
庵
縣

東

十

餘

里

元

皇

慶

中

建

古
岩
庵
縣

東

南

十

里

元

延

祐

中建

圓
通
庵
縣

東

北

八

里

圓
覺
庵
縣

西

三

十

里

祥
雲
庵
縣

北

三

十

里

三

庵

俱

元

至

元

中

建

寳
蓮
庵
縣

東

四

十

里

南
岩
庵
縣

東

五

里

平
坦
庵
縣東

五里

白
沙
庵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洪
山
庵
縣

北

三

十

里

雲
峯
庵
在

興

仁

鄕

六

庵

俱

未

詳

創

始

蓮
塘
庵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嘉

靖

乙

未

重

建

道
會
司
在
崇
真
觀
觀

在

縣

西

南

今

廢

别
有
青
蕐
觀
縣

西

三

里

宋

時

建察
院
在
縣
治
南
距

縣

十

歩

初
在
縣
東
成
化
間
知
縣
尹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七

清
移
建
于
此

府
舘
在
縣
治
西
南
初
在
儒
學
東
嘉
靖
癸
巳
同
知
葉

尚
文
移
建
于
此
即

崇

真

觀

故

址

際
留
倉
在
縣
治
内
幕
㕔
東
厫三

内
新
倉
在
縣
治
内
典
史
宅
前
厫七

大
命
倉
在
縣
治
西
距

縣

一

百

歩

厫

六

正
德
間
知
縣
朱
寔
昌

建
嘉
靖
癸
巳
巡
按
御
史
虞
君
守
愚
命
省
外
新
倉
併

入
焉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東
南
距

縣

二

十

歩

厫

八

○

昔

宋

令

方

俌

嘗

于

此

脩

平

糴

法

縣

尉

趙

必

法

記

畧

曰

惠

而

不

費

則

有

至

惠

之

意

養

而

不

窮

斯

有

善

養

之

功

夫

仁

人

君

子

處

事

其

於

造

端

立

本

之

地

初

若

甚

微

及

要

其

後

效

則

可

久

可

太

爲

利

甚

博

旌

爲

蕞

邑

介

山

谷

間

田

土

磽

确

而

農

民

無

盖

藏

楫

弗

通

而

商

賈

甚

阻

絶

或

小

歉

則

米

不

入

市

富

者

乘

時

增

價

甚

至

閉

糴

民

有

艱

食

之

患

歷

陽

方

公

宰

是

邑

之

明

年

聞

隣

境

淫

潦

傷

稼

秋

旣

收

薄

春

價

必

涌

乃

先

事

爲

慮

撙

節

浮

費

得

錢

緡

二

千

有

竒

創

爲

糴

本

儲

米

以

賑

民

屬

必

法

以

董

其

事

當

秋

成

之

時

從

市

價

收

糴

春

夏

大

貴

則

如

所

入

之

價

籍

細

民

之

多

寡

給

曆

賑

糶

秋

糴

復

如

之

貯

以

别

倉

與

公

家

常

賦

出

納

絶

不

相

干

盖

將

使

之

循

無

有

窮

巳

即

今

䂓

模

方

立

效

驗

随

著

倘

後

之

宰

邑

者

益

有

以

擴

克

而

廣

大

之

其

爲

一

邑

悠

久

之

計

豈

不

偉

哉

嘉

定

甲

申

記

緫
鋪
在
縣
治
東
南
距

縣

五

十

歩

外
鋪
由
南
逹
績
溪
者
一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八

曰
七
里
鋪
由
北
逹
涇
縣
者
四
曰
柳
山
鋪
藁
口
鋪
三

溪
鋪
榔
村
鋪
由
東
逹
寧
國
縣
者
一
曰
橋
坑
鋪

養
濟
院
在
縣
治
東
南
距

縣

二

十

歩

初
縣
有
巡
檢
司
在

三

溪

鎮

後

省

入

茹

蔴

巡

檢

司

涇

濟
農
倉
均
役
倉

俱

在

縣

東

又
宋
元
間
有
禮
賔
舘
在

縣

南

聖
章
閣
縣

令

趙

時

鐩

建

朝

陽
閣
望
僊
閣
志
喜
樓
縣

令

張

佺

齡

爲

喜

雨

作

王
太
尉
亭
薔
薇

塢
在

縣

東

相

傳

狀

元

劉

煇

授

業

于

此

今
並
廢

太
平
縣
治
在
三
門
嶺
南
距

府

西

南

三

百

八

十

里

䂓
制
並
同
南

陵
惟
吏
舍
闕
宋
以
前
興
廢
未
詳

國
朝
仍
元
之
舊

洪
武
庚
戌
知
縣
李
簡
重
建

儒
學
在
縣
治
東
南
距

縣

百

歩

䂓
制
畧
同
宣
城
齋

曰

復

善

尚

德

别

築
射
圃
于
寧
國
門
外
初
學
在
縣
西
宋
嘉
祐
中
縣
令

孫
覺
移
建
于
此
元
至
元
中
兵
燬
縣
令
李
誠
重
建

國
初
李
簡
增
飭
焉
正
綂
間
學
制
始
備
弘
治
壬
子
知

縣
張
瀚
再
拓
新
之
樂

安

謝

綬

記

畧

曰

太

平

有

學

不

在

六

邑

後

然

景

泰

以

來

日

就

圮

墜

弘

治

壬

子

進

士

愽

平

張

君

來

令

是

邑

喟

曰

此

吾

責

也

而

鄒

君

晹

適

來

掌

學

事

遂

相

與

賛

之

殿

廡

堂

齋

門

廨

祭

噐

之

靡

不

畢

新

掌

教

又

率

諸

生

作

文

筆

峯

扵

其

南

由

是

䂓

模

氣

象

倍

蓯

疇

昔

絃

誦

之

聲

洋

洋

人

以

爲

前

此

所

未

有

也

夫

張

君

作

興

庠

校

乃

能

如

是

不

惟

施

教

者

得

所

因

而

受

教

者

亦

有

所

栖



ZhongYi

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九

太

平

士

子

其

勉

之

哉

無

亦

如

潮

人

之

於

韓

子

蜀

郡

之

於

文

翁

蘇

湖

之

於

安

定

庻

幾

乎

其

無

負

也

後

之

長

有

司

尚

其

以

張

君

之

心

爲

心

而

凢

教

於

此

者

亦

以

暘

等

之

心

爲

心

則

兹

學

之

興

其

可

量

乎

弘

治

戊

午記

社
學
一
在
縣
治
西

宏
潭
巡
檢
司
在
縣
西
宏
潭
鎮
距

縣

百

里

洪
武
初
知
縣
李

簡
建

隂
陽
學
在
譙
樓
下
樓

在

縣

外

門

上

醫
學
在
惠
民
藥
局
中
局

在

縣

西

南

僧
會
司
在
重
興
寺
寺

在

縣

北

一

里

宋

紹

興

中

建

别
有
翠
微
寺
縣西

南

六

十

里

唐

中

和

二

年

建

汪

澤

民

詩

欲

雨

不

雨

天

黑

色

將

崩

未

崩

石

偪

側

溪

谷

縁

雲

已

萬

盤

風

雨

欺

人

作

三

厄

客

遊

已

慳

天

不

慳

雷

電

翕

歘

嘘

晴

暾

諸

峯

倒

影

互

明

滅

照

耀

金

碧

開

山

門

清

都

紫

微

逼

象

緯

林

貝

樹

羅

山

樊

十

方

下

視

沙

界

逈

佛

骨

不

受

炎

歊

煩

麻

衣

老

師

寂

㓕

久

問

法

羞

與

山

僧

論

但

餘

卓

錫

古

泉

水

念

念

欲

洗

塵

眼

昏

嗟

予

世

網

久

躑

躅

坐

覧

古

跡

空

盤

桓

暮

歸

却

覔

山

下

路

杳

杳

飛

鳥

投

芳村

廣
仁
寺
縣

北

七

十

里

唐

天

祐

中

建

興
國
寺
縣

北

二

里

勝
果
寺
縣

西

五

里

香
城
寺
縣

西

南

八

十

里

新
興
寺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松
山
寺
縣

南

二

十

里

城

山
寺
縣

東

三

里

六

寺

俱

宋

紹

興

中

建

五
松
寺
縣

西

六

十

里

蘭
若
寺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二

寺

俱

宋

淳

熙

中

建

貞
瑺
庵
縣

南

十

里

唐

大

德

中

建

西
峯
庵
縣

西

二

十

里

城
山
庵
縣

西

南

百

里

海
會
庵
縣

北

四

十

里

三

庵

俱

宋

乾

道

中

建

南
山
庵

縣

北

五

十

里

宋

時

建

李
公
庵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元

延

祐

中

建

明
善
庵
縣

南

二

里

元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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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國
府
志
卷
四

三
十

定

中

建

松
糓
庵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三
峯
庵
縣

東

三

里

觀
音
堂
縣

西

七

十

里

以

上

俱

未

詳

創

始

道
會
司
在
東
嶽
廟
廟

在

縣

治

西

一

里

别
有
昇
真
觀
縣

東

南

二

里

亦

名

黃

山

觀

宋

嘉

祐

中

建

玄
真
道
院
縣

南

三

里

元

至

正

中

建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洪
武
庚
戌
知
縣
李
簡
建

府
舘
在
上
東
門
内
正
綂
間
知
縣
蔣
忠
建

三
府
會
舘
在
縣
西
絃
歌
鄕
距

縣

九

十

里

弘
治
戊
午
巡
撫

彭
公

建
南

通

黟

縣

北

距

石

埭

東

聯

太

平

故

寧

國

徽

池

三

府

合

築

之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内
典
史
宅
後
厫

三

十

初
在
縣
東
南
正

德
間
知
縣
朱
守
爲
移
建
于
此

緫
鋪
在
縣
治
前
外
鋪
由
東
逹
旌
德
者
三
曰
黃
亭
鋪

竹
田
鋪
黄
瓜
鋪
由
西
逹
石
埭
者
三
曰
趕
坦
鋪
汪
王

鋪
郭
村
鋪

養
濟
院
在
寧
國
門
内
街
東
洪
武
戊
申
知
縣
孔
文
昭

建
初
縣
宋
時
有
六
勸
亭
在

縣

南

五

里

治

平

初

縣

令

周

景

賢

嘗

以

六

事

勸

民

曰

行

孝

弟

務

農

桑

向

儒

學

興

廉

遜

崇

信

行

述

醫

藥

自
公
堂
在

縣

西

衆
樂
亭
在

縣

東

南

一

里

嘉

祐

間

縣

令

孫

覺

建

自

記

永
寧

在

縣

承

流

坊

外

中
立

即

譙

樓

故

址

迎

秀

在

縣

永

寧

門

外

今
並
廢

寧
國
府
志
卷
之
四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