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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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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宦

列

傳

惟

王

制

天

下

郡

國

厥

有

名

宦

之

祀

倣

古

者

尸

祀

之

義

而

致

其

思

也

然

非

有

禦

灾

捍

患

勤

事

定

國

之

功

不

在

祀

典

盖

其

嚴

如

此

迨

後

崇

祀

之

議

寖

以

支

離

名

實

貿

焉

唯

吾

邑

茲

舉

代

不

人

猶

為

近

古

豈

三

代

直

道

之

風

亦

有

未

泯

者

歟

頋

始

作

者

業

已

失

祀
謂

作

邑

始

基

諸

賢

而

記

載

所

稱

又

多

闕

如

甚

非

所

以

闡

發

幽

遐

為

千

秋

循

吏

之

鑑

也

余

固

慱

釆

它

得

自

宋

以

来

二

三

君

子

與

見

祠

者

並

書

之

盖

雖

不

必

列

名

乎

秩

祀

而

迹

其

行

事

要

皆

灼

然

可

遵

以

為

遺

矩

語

曰

令

尹

之

政

必

以

告

新

令

尹

又

曰

政

在

方

䇿

其

人

存

則

其

政

舉

夫

舉

之

亦

存

乎

其

人

而

已

矣

作

累

朝

名

宦

列

傳

宋

鄭

敦

義

湞

陽

人

也

哲

宗

朝

除

知

潮

陽

官

市

牛

皮

甚

急

敦

義

因

上

書

言

黃

牛

耕

農

以

子

視

之

今

吏

急

徴

皮

恐

為

害

不

止

一

牛

小

民

将

無

所

恃

以

為

命

書

奏

為

罷

市

皮

之

令

及

宗

即

位

又

上

書

歴

陳

周

秦

所

以

享

國

乆

近

之

故

上

嘉

納

之

詔

進

階

一

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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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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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之

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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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者

莫

不

想

慕

其

為

人

焉

論

曰

余

觀

鄭

湞

陽

以

縣

令

上

書

言

周

秦

事

其

猶

有

漢

梅

尉

抗

論

時

政

之

風

歟

然

成

周

有

道

之

長

而

秦

無

道

之

暴

是

二

說

者

盖

自

賈

生

發

之

鄭

特

釆

而

用

焉

惜

未

聞

指

斥

當

時

用

事

之

臣

如

梅

生

之

於

王

氏

者

也

但

其

言

出

而

動

人

主

之

聴

收

已

成

之

命

以

紓

百

姓

之

急

固

縣

令

事

也

亦

縣

令

之

所

不

能

為

者

也

可

使

之

泯

㓕

無

傳

已

耶

蘇

伯

材

字

廷

構

福

建

晋

江

人

也

由

紹

聖

四

年

進

士

除

知

潮

陽

有

富

民

殺

其

姪

女

者

吏

為

宻

懐

黃

金

三

十

斤

置

伯

材

所

具

言

欲

永

毋

入

状

伯

材

大

怒

立

械

治

之

籍

其

金

于

官

事

連

縣

佐

衆

為

請

之

伯

材

曰

此

國

法

也

不

可

以

故

撓

悉

按

之

如

法

部

使

者

以

聞

特

詔

褒

異

擢

知

韶

州

時

憲

吏

横

甚

嘗

誣

執

翁

源

平

民

為

盗

已

幸

賞

心

知

其

因

賂

縣

官

梁

格

使

獄

殺

之

以

㓕

口

伯

材

得

其

事

䟽

論

格

坐

黥

海

島

吏

竟

伏

辜

其

亷

正

有

為

如

此

論

曰

余

觀

蘇

君

治

邑

發

奸

持

法

不

諱

僚

佐

之

及

知

韶

州

時

復

為

賊

殺

無

辜

之

故

罪

及

長

吏

以

謝

獄

此

非

真

有

愛

民

之

心

曷

克

至

是

彼

世

有

偏

護

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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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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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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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之

問

也

其

亦

未

聞

蘇

君

之

風

歟

陳

康

年

字

季

昌

亦

晋

江

人

也

以

政

和

壬

辰

舎

選

出

知

潮

海

二

縣

時

值

嵗

饑

民

率

逋

負

康

年

輙

為

之

捐

俸

以

貸

租

賦

及

轉

運

糓

以

賑

濟

之

貧

民

多

所

全

活

者

乆

之

以

大

臣

薦

通

判

潮

州

仍

攝

知

潮

州

事

㑹

人

為

㓂

長

驅

至

境

上

康

年

調

兵

攻

之

賊

大

挫

而

遁

一

時

當

路

咸

䟽

其

保

障

功

盖

康

年

在

潮

最

乆

有

亷

名

又

與

堯

佐

先

後

並

為

别

駕

時

稱

二

陳

云

論

曰

余

聞

官

不

必

備

惟

其

人

得

其

人

則

潮

海

二

縣

可

以

一

官

治

也

一

州

之

衆

可

以

一

官

攝

也

譬

之

東

西

家

而

教

戒

其

子

弟

捍

禦

其

外

侮

卒

有

水

旱

不

能

為

之

灾

盗

賊

不

能

為

之

害

矣

向

使

不

得

其

人

日

增

官

置

属

煦

煦

然

家

至

而

人

益

之

欲

求

一

邑

之

治

不

可

得

也

况

大

郡

乎

嗚

呼

世

稱

两

漢

多

循

吏

至

如

陳

别

駕

近

之

矣

陳

景

魏

永

春

人

紹

定

間

知

潮

陽

有

恵

政

時

縣

中

嵗

觧

丁

銀

至

郡

例

得

增

耗

名

曰

錠

頭

銭

及

景

魏

至

亟

革

去

郡

守

怒

械

吏

欲

治

之

景

魏

曰

吏

民

無

罪

此

令

之

罪

也

頋

令

誠

不

職

當

以

罪

去

何

敢

輙

貽

小

民

無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四

窮

之

害

守

知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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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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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歴

提

轄

文

思

院

攺

知

恵

州

州

經

兵

火

之

餘

又

值

嵗

荒

景

魏

乃

痛

自

樽

節

葺

故

起

敝

境

内

一

新

又

上

書

乞

减

恵

民

糴

米

三

之

一

從

之

恵

人

徳

焉

後

攺

知

潮

州

卒

于

英

州

論

曰

丁

夫

出

銭

古

未

有

也

至

秦

漢

而

後

始

行

之

其

亦

衰

世

之

敝

政

乎

宋

自

熈

以

来

此

法

漸

廣

吏

望

風

順

旨

自

以

加

取

諸

民

而

不

為

暴

及

至

景

魏

時

民

之

困

於

苛

政

者

固

不

獨

一

錠

頭

銭

已

也

然

而

景

魏

乃

拂

上

官

之

意

而

不

欲

小

民

之

力

此

其

立

心

與

剥

民

以

奉

大

吏

慱

羙

官

者

相

去

何

如

耶

明

姚

復

初

失

其

字

亦

不

詳

其

爵

里

以

洪

武

二

年

出

知

潮

陽

是

時

天

下

定

吏

率

為

一

切

苟

且

之

政

以

要

近

名

惟

復

念

存

永

乆

每

加

于

新

附

之

衆

日

孜

孜

焉

拊

循

之

間

因

稍

變

其

故

俗

與

之

更

始

人

心

翕

然

返

正

於

是

復

城

隍

置

社

禝

興

學

校

次

及

廨

宇

司

局

之

屬

諸

廢

靡

不

畢

舉

而

尤

首

重

制

科

及

明

經

孝

之

薦

一

時

所

得

多

名

士

士

民

焉

在

職

七

年

以

治

最

遷

去

其

後

繼

之

者

有

趙

仔

章

亦

以

恵

政

稱

於

當

時

盖

庶

幾

乎

復

之

遺

愛

者

論

曰

余

聞

開

創

之

不

獨

其

君

相

賢

聖

也

其

布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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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郡

縣

亦

良

吏

也

以

今

觀

於

姚

公

之

新

造

我

邦

也

其

信

然

矣

夫

開

創

之

法

制

未

備

元

元

且

靡

有

宇

也

過

猛

則

携

傷

則

玩

是

二

者

姚

公

酌

之

以

故

法

立

而

不

擾

恵

行

卒

使

城

邑

攺

觀

人

才

軰

出

而

潮

陽

至

今

得

有

聞

於

天

下

者

秋

毫

皆

公

力

也

嗟

乎

飲

水

者

必

窮

其

源

食

實

者

必

求

其

根

生

於

潮

而

不

知

姚

公

之

澤

可

謂

智

乎

陳

瑄

字

元

獻

眉

州

人

也

舉

景

㤗

甲

戌

進

士

擢

監

察

御

史

以

言

事

謫

尉

建

陽

天

順

稍

遷

潮

陽

知

縣

為

人

剛

明

㫁

遇

事

不

避

而

尤

動

恤

民

隐

時

以

興

賢

作

士

為

務

士

民

悦

而

信

之

乆

之

㑹

夏

嶺

盗

起
夏

嶺

揭

之

下里

嘯

聚

以

千

萬

計

航

海

攻

城

轉

掠

諸

村

里

勢

甚

昌

熾

瑄

聞

即

衆

置

烽

堠

以

窺

賊

嚮
謂

伺

賊

向

徃

之

䖏

及

預

為

城

守

攻

之

䇿

甚

備

城

中

無

少

壮

靡

不

樂

為

奮

死

者

瑄

輙

晝

夜

乘

城

以

身

先

之

與

同

甘

苦

退

復

令

其

室

人

具

食

飲

士

散

給

軍

中

一

軍

皆

驚

曰

此

以

為

吾

民

也

敢

懈

弛

耶

後

賊

果

從

海

道

至

諜

知

備

嚴

遁

去

瑄

命

輕

舸

追

擊

大

敗

之

賊

自

是

無

東

意

㑹

大

兵

進

勦

宻

遣

謀

士

誘

執

其

渠

魁

戮

之

大

破

賊

艘

於

海

上

因

撫

有

其

衆

而

還
時

議

散

䖏

各

鄉

今

招

收

間

有

之

三

縣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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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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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安

功

陞

本

府

知

府

去

之

日

兒

童

皆

揮

淚

焉

論

曰

夫

夏

嶺

倡

亂

固

揭

人

門

庭

之

㓂

也

而

潮

陽

獨

先

倡

為

守

禦

計

一

時

城

中

士

民

亦

未

聞

有

擕

者

盖

深

有

得

于

效

死

勿

去

之

義

其

㤙

信

之

固

結

於

民

心

者

素

矣

及

賊

至

逺

在

境

外

可

無

事

矣

乃

竟

用

潮

陽

之

謀

而

收

萬

全

之

功

此

其

才

智

詎

可

與

䋲

趨

尺

歩

拘

拘

然

株

守

一

隅

者

度

徳

比

力

哉

嗚

呼

厥

有

擢

冝

矣

詩

曰

無

言

不

讎

無

徳

不

報

陳

潮

州

之

謂

也

姜

森

字

元

茂

慈

谿

人

也

由

鄉

薦

拜

知

潮

陽

以

弘

治

三

年

至

為

人

慷

慨

任

事

能

洞

察

民

隐

民

莫

敢

欺

有

争

訟

千

庭

者

雖

得

情

必

多

方

曉

譬

曲

為

䖏

分

不

䋲

之

以

法

能

悔

悟

者

不

強

治

也

以

故

民

無

見

吏

之

畏

云

先

是

知

府

周

鵬

守

郡

嘗

多

三

利
溪名

功

森

見

首

以

為

問

鵬

曰

而

邑

河

渠

嵗

乆

亦

且

湮

矣

不

治

将

恐

廢

森

聞

而

諾

之

及

既

至

周

覽

城

闉

即

慨

然

以

䟽

為

已

任

時

有

議

不

便

者

森

曰

可

與

樂

成

難

與

慮

始

者

凡

民

也

惟

智

者

不

急

近

功

仁

者

不

計

小

費

君

且

休

矣

吾

将

思

之

乆

之

政

平

獄

理

河

工

始

興

於

是

民

争

趨

事

者

衆

越

嵗

餘

而

工

成

啇

民

便

焉

語

具

通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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呉

記

盖

實

録

也

其

後

森

擢

為

郴

州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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