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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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五
十
三

卷
之
七

壇
壝

引
曰
堯
壇
河
洛
休
氣
連
帷
商
兆
南
郊
祥
光
呈
幕
壇

場
之
設
其
來
舊
矣
蓋
土
穀
六
子
群
神
祀
典
必
封
土

為
基
結
石
奠
位
神
雖
妙
萬
物
而
無
體
祭
則
會
精
氣

以
相
臨
感
格
有
因
必
於
其
所
志
壇
壝

社
稷
壇

在

州

治

西

洛

陽

門

外

山
川
壇

在

州

治

涪

江

南

郡
厲
壇

在

州

治

北

門

外

黄

土

坡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知

州

劉

士

逵

改

遷

於

此

鄉
厲
壇

青

平

鄉

八

所

長

安

鄉

九

所

積

善

鄉

九

所

通

市

鄉

六

所

太

安

鄉

五

所

共

三

十

七

所

已

上

俱

專

祀

銅
梁
縣
　
社
稷
壇

在

城

西

隅

風
雲
雷
雨
壇

在

會

川

門

外

厲
壇

在

教

場

右

定
逺
縣
　
社
稷
壇

在

城

西

一

里

風
雲
雷
雨
壇

在

城

南

一

里

厲
壇

在

城

北

一

里

演
武
場

在

州

治

西

演

武

門

外

引
曰
易
之
萃
象
曰
君
子
以
除
戎
器
戒
不
虞
書
曰
三

百
里
揆
文
教
二
百
里
𡚒
武
衛
文
武
並
用
有
自
來
矣

我
聖
祖
以
文
德
綏
天
下
以
神
武
靖
域
中
今
天
下
府
州
縣

皆
設
演
武
教
場
而
置
官
以
時
操
練
亦
容
民
畜
衆
思

患
預
防
之
意
也
志
演
武
場

演
武
場

在

州

治

西

演

武

門

外

萬

曆

七

年

演

武

𠫊

二

間

因

水

渰

傾

圮

知

州

劉

芳

聲

捐

俸

重

修

銅
梁
縣
演
武
場

在

厲

壇

左

定
逺
縣
演
武
場

在

西

門

外

牌
坊

引
曰
記
云
表
厥
宅
里
史
曰
賜
室
大
第
即
進
身
以
科



 

合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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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五
十
四

目
必
錫
地
以
旌
賢
惟
郡
多
徵
秀
於
山
川
之
靈
聯
標

名
於
甲
乙
之
榜
悉
占
光
寵
榮
賜
牌
坊
華
耀
鄉
閭
新

時
耳
目
振
振
君
子
將
如
日
月
之
方
升
亦
鱗
次
濟
顯

矣
可
無
是
以
紀
其
倫
乎
志
牌
坊

省
元
坊
　
叢
桂
枋
　
登
瀛
坊

為

舉

人

胡

𡨴

立

孝
感
坊

為

孝

子

陳

立

禎
祐
坊
　
聯
桂
坊
　
儒
林
坊
　
文
林
坊
　
瑞
應

坊
　
明
月
坊
　
迎
僊
坊
　
進
士
坊

為

壬

戍

科

李

實

立

登
雲

坊
　
進
士
坊

為

戊

辰

科

越

堅

立

進
士
坊

為

戊

辰

科

王

璧

立

進
士
坊

為

丁

丑

科

趙

傑

立

進
士
坊

為

辛

未

科

伍

善

立

進
士
坊

為

甲

申

科

劉

仁

立

都
憲
坊

為

右

副

都

御

史

陳

价

立

恩
榮
坊

為

進

士

李

英

立

繼
榮
坊

為

己

丑

科

進

士

陳

揆

立

憲
臺
坊

為

按

察

司

副

使

羅

九

鼎

立

丹
桂
坊

為

舉

人

黄

宣

立

青
雲

坊
為

舉

人

彭

福

立

登
第
坊

為

舉

人

李

盛

立

榮
第
坊

為

舉

人

陳

璽

立

雙
璧
坊

為

舉

人

陳

僑

立

高
第
坊

為

舉

人

鄭

紀

立

世
科
坊

為

舉

人

陳

揆

立

雲
梯
坊

為舉

人

曾

昂

立

七
俊
坊

為

舉

人

何

悌

李

鳯

儀

李

泰

李

榮

熊

飛

王

器

范

良

等

立

飛
黃
騰
踏

為

舉

人

羅

昭

立

登
京
闈
第

為

舉

人

易

讓

立

麟
經
魁
選

為

舉

人

盧

溶

立

鼓
翼

冲
霄

為

舉

人

周

畯

立

奎
璧
天
光

為

舉

人

薛

魁

立

雙
桂
騰
芳

為

舉

人

王

賛

立

鳯
鳴
朝
陽

為

舉

人

李

翺

立

橋
梓
聯
芳

為

舉

人

胡

溉

立

鳯
翥
青
霄

為舉

人

盧

鼎

立

翺
翔
雲
路

為

舉

人

胡

剛

立

高
步
青
雲

為

舉

人

周

本

立

攀
龍
附

鳯
為

舉

人

王

永

康

立

桂
林
聯
芳

為

舉

人

羅

獻

立

尚
義
坊

為

七

品

散

官

張

志

剛

立

孝
子
坊

為

陳

伯

剛

立

貞
節
坊

為

何

溥

妻

陳

氏

文

貞
潔
坊

為

陳

鳯

儀

妻

黄

氏

立

貞
節
坊

為

陳

本

初

　

以

上

坊

俱

因

成

妻

衛

氏

立

　

化

庚

寅

年

火

廢

進
士
坊

為

己

未

己

丑

科

陳

价

陳

揆

立

進
士
坊

為

甲

戍

科

李

稷

立

進
士
坊

為

甲

戍

科

費

廣

立

進
士
坊

為

丁

丑

科

李

賛

立

進
士
坊

為

壬

辰

科

羅

九

鼎

立

進
士
坊

為戊

戍

科

何

悌

立

進
士
坊

為

戊

戍

科

龔

錘

立

進
士
坊

為

丁

未

科

王

璽

立

進
世

陳
下
一
字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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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五

坊
為

癸

丑

科

盧

儀

立

進
士
坊

為

丙

辰

科

田

瑛

立

都
憲
坊

為

右

副

都

御

史

李

實

立

解
元
坊

為

舉

人

費

廣

立

繡
衣
坊

為

御

史

費

廣

立

攀
桂
坊

為

舉

人

杜

時

立

世
躍
天
津

為

舉

人

陶

賛

立

京
第
坊

為

舉

人

蔣

勸

立

文
魁
坊

為

舉

人

胡

邦

佐

立

吉
士
坊

為

丙

午

科

解

元

鄒

智

立

文
光
坊

為

舉

人

李

和

立

僊
桂
坊

為舉

人

李

滋

立

尚
義
坊

為

嚴

輅

立

尚
義
坊

為

東

山

里

民

文

廣

雄

一

門

輸

粟

二

十

七

次

共

二

千

余

石

成

化

十

六

年

知

州

鄒

　

以

上

俱

嘉

靖

儒

申

請

廵

撫

孫

建

坊

奬

勵

　

　

間

火

廢

不

存

豸
繡
坊

為

御

史

何

悌

立

烏
臺
龍
門
二
坊

為

御

史

盧

儀

立

聯
璧
坊

為舉

人

越

孝

立

雙
節
坊

為

庶

吉

士

鄒

智

妻

劉

氏

立

純
孝
坊

為

陳

伯

剛

立

魚
躍
龍

門
坊

為

舉

人

李

述

立

秉
憲
坊
黄
甲
傳
臚
坊

俱

為

進

士

趙

官

立

青
霄

奮
翼

為

舉

人

趙

應

隆

立

司
諫
坊

為

都

給

事

中

王

俊

民

立

理
學
名
臣
坊

在

舊

州

前

為

鄒

智

立

回
鸞
節
坊

在

舊

州

前

為

李

實

立

育
賢
坊

在

學

門

西

作
聖

坊
在

學

門

東

全
蜀
上
游

在

會

江

門

城

外

知

州

劉

士

逵

立

吉
士
坊

為

𦒋

林

院

庶

吉

士

王

嘉

賓

立

郵
傳

引
曰
讀
長
亭
短
亭
之
句
見
古
人
路
室
之
周
詠
傷
心

勞
心
之
詩
知
後
世
傳
遞
之
苦
公
移
轉
置
徤
步
憂
遲

羽
檄
交
飛
載
驅
難
息
或
戴
星
月
而
走
峻
岅
或
望
燈

火
以
奔
畏
𡍼
不
有
野
𠫂
何
方
歸
宿
出
仕
者
皆
歷
間

闗
之
苦
當
官
者
須
存
葺
弊
之
心
庶
少
寢
寂
寞
長
夜

之
嗟
而
咸
遂
賓
至
如
歸
之
願
矣
志
郵
傳

合
陽
驛

在

州

治

東

北

洪

武

八

年

知

州

趙

友

能

建

成

化

六

年

知

州

李

鼎

重

修

嘉

靖

壬

戍

大

火

煨

燼

迄

今

未

行

修

理

州
門
總
舖

在

州

治

右

高
歇
舖

在

州

治

南

一

十

五

里

思
歸

舖
在

州

治

北

二

十

里

雲
門
舖

在

州

治

北

三

十

里

普
賢
舖

在

州

治

北

四

十

里

冠
山
舖

在

州

治

北

五

十

四

里

豐
門
舖

在

州

治

北

八

十

里

清
水
舖

在

州

治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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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六

九

十

五

里

白
沙
舖

在

州

治

西

一

十

五

里

北
樓
舖

在

州

治

西

二

十

五

里

楊
受
舖

在

州

治

西

四

十

里

橋
樑

引
曰
夫
造
舟
為
梁
始
見
於
詩
人
而
扛
榷
掠
物
雜
出

於
子
史
橋
之
名
則
昉
於
啇
而
獨
盛
於
周
迨
秦
漢
或

冠
以
地
而
因
稱
以
水
𥠖
然
不
一
矣
然
濟
人
利
物
以

通
逺
為
先
制
敵
進
軍
亦
兵
家
所
賴
從
政
者
因
時
葺

治
須
令
無
斷
橋
不
渡
之
嗟
可
也
當
志
橋
樑

通
曉
橋

在

明

月

街

相

傳

周

元

公

判

合

州

時

嘗

與

人

對

奕

有

一

老

人

旁

觀

口

吐

涎

香

氣

襲

人

公

驚

曰

汝

龍

也

何

故

來

此

老

人

曰

何

以

知

之

公

曰

吾

聞

龍

涎

極

香

汝

口

中

所

落

者

是

也

須

臾

大

雨

雷

電

老

人

化

龍

從

溪

而

去

公

取

方

石

一

十

四

片

鎮

溪

口

今

通

䁱

橋

是

也

通
津
橋

在

南

津

渡

成

化

間

同

知

髙

圭

造

船

比

水

而

加

拔

於

上

以

通

行

者

每

嵗

春

夏

水

漲

則

撤

去

冬

復

置

名

曰

通

津

弘

治

四

年

知

州

金

祺

易

之

以

水

筏

十

四

年

知

州

宋

𤥨

因

壊

造

船

四

十

餘

隻

　

制

堅

壯

通
逺
橋

在

州

北

五

里

上

有

樓

三

間

長

二

十

步

廣

一

丈

餘

翼

以

扶

欄

户

科

給

事

中

州

人

王

淵

建

長
春
橋

在

州

北

三

里

主

簿

州

人

嚴

志

廣

建

石
鼓
橋

在

雲

門

鎮

二

里

溪

有

石

如

鼔

狀

天
生
橋

在

普

賢

舖

二

里

横

石

為

梁

宛

然

天

成

長
樂
橋

在

長

樂

里

犂

頭

溪

弘

治

十

五

年

僧

明

通

重

建

洛
陽

橋
在

州

城

外

西

溪

一

名

鳯

溪

橋

二
郎
橋

在

州

西

二

里

張
公
橋

在

州

北

十

里

方
溪
橋

在

州

西

三

十

里

永
安
橋

在

三

元

舖

前

施
公
橋

在

三

元

舖

前

二

里

沙
河
橋

在

峯

門

舖

二

里

李
家
橋

在

演

武

場

東

李

都

御

史

建

大
雲
橋

在

龍

遊

里

桐

溪

鎮

隆

慶

四

年

安

居

縣

人

王

時

寓

建

銅
梁
縣
晝
錦
橋

洪

武

初

邑

人

姜

伯

受

建

屡

更

及

今

邑

人

全

嘉

未

重

修

宣
化
橋

在

縣

門

右

弘

治

十

三

年

知

縣

蕭

　

高

建

順
濟
橋

在

縣

南

正

街

安
渡
橋

在

東

平

里

正

統

中

主

簿

武

韜

建

化
龍
橋

在

東

平

里

邑

人

段

威

武

建

浴
鷄
橋

在

東

平

里

邑

人

曹

必

廣建

吕
奉
橋

在

吕

奉

里

全
德
橋

舊

斜

灘

　

邑

民

全

寅

新

建

隻
下
一
字
不
明

蕭
下
一
字
不
明

斜
灘
下
一
字

似
渡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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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七

定
逺
縣
武
勝
橋

在

縣

北

十

二

里

石
橋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紅
蓮
橋

在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三
溪
橋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鹽
灘
橋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余
家
橋

在

縣

東

二

十里

花
石
橋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販
店
橋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甘
泉
橋

在

縣

東

北

十

里

廣
濟
橋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龍
洞
橋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黄
漢
橋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放
生
橋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沙
溪
橋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津
渡

引
曰
星
橋
況
鎖
隔
河
悵
望
逺
之
心
春
水
横
舟
野
渡

起
無
人
之
咏
志
馳
千
里
身
滯
一
心
津
渡
之
闗
涉
亦

要
矣
故
孔
氏
之
往
問
沮
溺
簡
子
之
欲
殺
醉
吏
舟
楫

之
嚴
當
不
可
以
𡬶
常
視
之
也
志
津
渡

南
津

在

州

之

南

東
津

在

州

之

東

東
渡

在

州

東

北

二

里

陵
渡

在

州

西

南

十

里

渠

口
渡

在

州

北

十

五

里

白
沙
渡

在

州

西

十

里

雲
門
渡

在

雲

門

鎮

大
河
渡

在

通

市

里

斜
灘

渡

在

中

　

正

里

舊
縣
渡

在

倉

　

以

上

二

渡

山

里

　

俱

銅

梁

縣
門
渡

在

新

縣

前

樵
渡

在

新

縣

北

五

十

里

集
延
渡

在

新

縣

北

六

十

里

以

上

三

渡

俱

定

逺

堤單
公
堤

在

州

治

東

北

嘉

陵

江

宋

知

州

單

煦

所

築

成

化

間

知

州

唐

珣

增

修

郡

人

□

□

有

記

弘

治

十

三

年

知

州

宋

𤥨

重

修

嘉

靖

辛

酉

年

知

州

侯

朴

增

修

□

□

□

□

□

□

□

合

據

渝

之

上

游

涪

與

嘉

陵

交

會

偶

夏

秋

雨

水

為

沴

長

瀾

瓴

建

而

匯

淘

湱

漍

㶞

城

中

夏

屋

奚

啻

查

汛

舟

子

鼓

楫

入

市

以

濟

大

□

四

山

𤨔

峙

自

東

　

而

囬

瞰

城

郭

如

在

井

底

衆

流

湯

易

瀰

漫

不

洩

其

孰

避

之

巴

川

分

郡

自

秦

漢

而

唐

𡨴

無

為

民

捍

患

之

長

顧

堤

防

之

蹟

泯

然

弗

聞

此

孫

可

之

褒

城

驛

記

喟

然

興

慨

夫

固

有

感

云

爾

逮

宋

單

公

煦

守

合

胝

度

地

勢

去

治

東

二

里

許

爰

築

新

堤

集

属

内

五

邑

之

民

伐

石

江

干

磨

礱

緻

宻

糊

灰

細

璺

東

土

實

腹

堤

成

足

殺

衝

波

之

蕩

嚙

江

湮

顔

以

固

䕶

迄

於

我

明

天

順

庚

辰

之

嵗

唐

公

珣

假

守

茲

土

周

覧

單

堤

代

人
下
二
字
泐

增
修
下
七
字
泐

奚

啻

杏

原

刻

作
查
似
是
查
字

无
論
是
查
是
杏

均
難
觧

東
下
一
字
不
明



 

合
州
志
　

　
　
　
　
　
卷
七
　
　
　
五
十
八

文

石

泐

儲

材

畜

粟

為

增

修

計

成

化

丁

亥

自

春

徂

冬

畚

築

云

畢

中

丞

虚

𢊊

李

公

業

已

計

之

矣

州

人

廼

於

背

郭

𨻶

址

建

亭

名

曰

惠

濟

以

彰

厥

績

今

則

亭

化

烏

有

碑

成

斷

礎

惟

遺

愛

之

在

人

心

固

有

時

移

世

易

猶

不

能

忘

者

焉

屈

指

弘

德

至

於

嘉

靖

州

厄

於

大

浸

者

三

先

是

州

守

葉

公

稠

鳩

工

補

葺

罅

折

石

以

千

百

計

同

知

劉

公

輻

以

竹

籠

實

之

土

䃯

填

塞

洑

流

坑

塹

均

之

有

裨

於

堤

然

堤

之

受

害

厥

有

二

端

浮

户

駢

列

蓬

居

於

堤

崗

之

上

置

確

□

宂

鼠

室

其

竇

淘

沙

揀

金

者

復

於

堤

址

掬

流

潄

滌

朘

制

日

甚

土

脚

因

之

益

疎

而

甃

石

潰

徙

是

則

官

府

所

當

呵

禁

者

耳

維

時

侯

公

朴

蒞

任

再

期

注

念

堤

之

隆

仆

州

城

完

好

繫

之

每

以

諗

諸

受

𠪨

之

人

適

躬

掄

上

供

之

木

於

黔

播

深

山

勢

以

未

及

於

此

一

日

移

書

於

節

判

熊

公

球

議

各

捐

薪

皂

之

輸

以

克

修

理

攸

費

簡

委

耆

民

經

畫

率

作

四

民

感

公

之

倡

議

於

上

也

結

緣

出

資

以

助

仍

白

於

分

守

藩

参

陽

泉

繆

公

分

廵

憲

伯

嵩

淮

張

公

兩

公

亟

扶

民

憂

遂

檄

府

倉

大

使

王

廷

爵

顓

於

堤

所

監

督

工

無

曠

情

府

主

南

塘

薛

公

兼

𤼵

俸

金

以

濟

不

給

用

益

云

裕

斯

役

也

石

之

匠

民

凡

五

十

人

舉

土

之

工

凡

三

百

人

傭

直

灰

價

凡

百

餘

兩

日

食

之

米

凡

六

百

斛

薪

芻

茗

𥂁

酒

肉

貿

易

之

□

准

於

定

擬

之

數

公

私

之

錢

米

穀

布

縷

者

民

執

州

即

册

登

記

勾

稽

出

入

嚴

侵

耗

也

計

堤

之

長

百

有

五

十

余

尺

髙

百

尺

盤

磚

廣

厚

倍

于

高

有

二

肇

於

己

未

十

月

訖

於

次

年

六

月

州

之

人

士

僉

謂

諸

大

夫

之

𡨴

宇

吾

邦

也

恩

至

渥

也

宜

勒

石

紀

事

以

垂

不

朽

𥩈

惟

春

秋

之

法

有

直

書

其

事

其

人

以

見

意

者

嘉

賓

僭

取

斯

義

以

序

梗

概

不

敢

謬

為

諛

辭

以

淆

其

實

俾

續

郡

乘

者

尚

有

考

於

斯

議
曰

東

渡

去

州

里

許

有

石

磐

横

踞

二

十

余

丈

髙

可

七

八

尺

宕

江

來

自

東

北

嘉

陵

江

來

自

西

北

二

水

合

流

州

治

左

宕

水

勢

直

遇

夏

秋

水

泛

湍

悍

衝

瀉

北

關

一

帶

民

居

賴

此

石

磐

以

殺

水

勢

而

洄

洑

向

東

復

有

單

公

堤

以

障

于

下

而

州

之

左

畔

得

恃

以

無

崩

塌

之

患

始

而

貴

宦

繼

而

富

民

鑿

取

磐

石

以

治

私

室

殆

盡

今

北

闗

一

帶

民

居

十

損

八

九

單

堤

亦

不

能

支

持

於

下

矣

州

治

之

改

遷

者

以

此

志

切

民

隱

者

不

可

不

嚴

為

禁

治

也

蕭
公
堤

在

州

治

西

二

里

涪

江

濱

知

州

蕭

塤

用

石

甃

砌

長

五

十

餘

丈

髙

一

丈

五

尺

以

捍

江

漲

州

人

賴

之

弘

治

十

三

年

知

州

宋

𤥨

重

修

人
物
表

先
哲

引
曰
淑
氣
遊
天
則
景
星
耀
彩
祥
符
應
地
則
瑞
鳯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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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九

陽
佳
運
難
逢
賢
人
不
偶
或
策
勲
台
府
或
抗
節
明
時

或
潛
德
而
衍
道
學
之
傳
或
立
朝
而
吐
敢
言
之
氣
或

武
事
足
以
折
衝
或
文
藻
足
以
辨
物
馳
聲
天
下
光
澤

鄉
閭
誠
百
世
之
師
模
作
後
人
之
影
様
者
也
矧
景
行

哲
先
尚
彬
彬
而
未
艾
者
乎
志
先
哲

漢譙
君
黄

哀

成

間

為

諫

議

大

夫

避

王

莽

又

不

仕

公

孫

述

國

人

作

詩

以

美

之

唐李
陽
氷

開

元

間

為

當

𡍼

令

有

政

績

宗

人

李

白

嘗

往

依

之

善

篆

書

古

今

獨

步

州

治

景

厚

堂

有

所

篆

積

善

之

家

必

有

餘

慶

八

大

字

石

刻

見

存

張
武

石

照

人

後

唐

時

仕

王

建

為

破

浪

都

頭

大

破

高

季

昌

於

夔

州

遷

武

鎮

軍

節

度

使

宋趙
性

高

宗

時

入

對

集

英

舟

次

至

喜

亭

同

年

以

故

事

酌

酒

相

勞

時

秦

檜

用

事

氣

熖

薫

灼

更

相

戒

無

及

時

事

性

奮

然

曰

公

等

宜

各

行

其

志

豈

可

盡

掩

多

士

之

口

耶

對

策

已

正

士

大

夫

之

心

術

為

急

且

曰

以

括

囊

為

深

計

臣

知

其

人

矣

主

和

議

者

當

之

以

首

鼠

為

圓

機

臣

之

其

人

矣

杜

言

路

者

當

之

考

官

大

驚

以

為

劉

蕡

無

以

過

者

秦

檜

欲

捃

拾

之

會

檜

卒

而

止

羅
志
冲

州

人

潛

心

六

經

最

精

於

易

作

　

𤼵

明

程

氏

為

多

張
宗
範

𡨴

宗

時

人

有

行

有

文

居

嘉

陸

江

東

建

亭

于

學

士

山

麓

以

自

娛

時

周

濓

溪

判

合

宗

範

從

之

游

濓

溪

至

其

亭

題

曰

養

心

且

為

説

以

勉

之

度
正

字

用

卿

紹

熙

初

進

士

早

從

朱

文

公

誨

以

正

心

誠

意

之

學

歷

官

國

子

監

丞

上

疏

極

言

李

全

必

反

且

獻

斃

全

之

策

其

言

鯁

亮

激

切

進

太

常

少

卿

累

遷

禮

部

侍

郎

所

著

有

性

善

堂

文

集

國
朝

康
徤

字

自

強

登

雲

坊

人

初

與

少

師

吏

部

尚

書

蹇

義

同

學

洪

武

間

由

太

學

生

授

兵

科

給

事

中

受

太

祖

高

皇

帝

眷

注

改

舊

名

子

榮

賜

今

名

有

所

敷

奏

多

　

見

聽

納

陞

刑

部

都

給

事

中

歷

官

三

十

餘

年

冰

霜

之

操

始

終

不

渝

宣

德

間

致

仕

周
榮

字

時

茂

仁

愛

坊

人

由

監

生

中

應

天

府

鄉

試

永

樂

間

任

福

建

道

監

易
作
下
一
字
不
明

𡨴
宗
時
人
□
寜

宗

是

南

宋

末

年

皇

帝

宗

範

乃
北
宋
仁
宗
時

人
年
代
不
□
寧

字

誤

宜

改

爲

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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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察

御

史

廵

按

兩

浙

綽

有

聲

　

後

調

臨

西

縣

令

尋

致

仕

置

别

業

於

　

　

足

跡

不

至

公

署

人

服

其

介

陳
价

字

維

藩

世

居

銅

梁

中

正

里

少

有

雋

才

入

郡

庠

年

十

八

領

宣

德

乙

卯

鄉

薦

己

未

第

進

士

累

官

至

右

副

都

御

史

歷

任

三

十

年

名

蹟

甚

著

詩

文

俱

典

正

流

麗

有

集

藏

於

家

弟

僑

子

揆

相

継

登

科

第

李
實

字

孟

誠

由

進

士

　

禮

科

給

事

中

有

　

氣

敢

直

言

屡

上

章

疏

咸

切

時

弊

己

巳

秋

英

宗

皇

帝

北

狩

留

虜

廷

景

泰

庚

午

公

被

命

歷

淮

揚

諸

　

郡

招

募

義

兵

二

萬

餘

赴

都

下

策

應

時

有

豪

强

乘

機

倡

亂

為

河

道

害

者

公

嚴

禁

以

法

遂

帖

然

五

月

進

本

科

都

給

事

中

章

月

十

數

上

愛

公

者

戒

以

宜

少

慎

黙

恐

賈

禍

公

曰

吾

所

任

言

官

也

食

祿

而

曠

職

恥

莫

大

焉

何

敢

為

身

謀

也

六

月

也

先

人

來

議

和

詔

命

在

京

堂

上

官

有

如

富

弼

文

天

祥

往

使

莫

有

應

者

　

公

曰

國

家

養

士

正

備

緩

急

之

用

况

主

辱

臣

死

義

也

其

可

避

　

難

毅

然

請

行

上

悦

升

禮

部

右

侍

郎

𠑽

瓦

剌

正

使

公

具

奏

八

事

皆

與

　

虜

所

當

議

者

上

曰

事

難

預

度

卿

至

　

隨

機

應

變

處

之

至

也

先

營

相

　

見

以

賓

主

禮

責

以

大

義

氣

壯

詞

直

虜

被

説

服

許

奉

鑾

輿

南

還

次

日

朝

見

英

宗

行

在

所

極

言

王

振

向

日

寵

之

太

過

以

致

蒙

塵

之

　

禍

因

賦

一

詩

云

重

整

衣

冠

拜

上

皇

偶

聞

天

語

重

凄

涼

腥

膻

𠑽

腸

非

天

祿

草

野

為

居

異

帝

鄉

始

信

姦

臣

移

國

柄

終

教

胡

虜

叛

天

常

只

今

天

使

通

和

好

翠

輦

南

旋

省

建

章

遂

面

定

回

鑾

之

計

　

及

英

宗

還

都

再

使

虜

往

還

備

嘗

艱

險

因

與

也

先

往

復

論

　

辯

减

去

進

貢

頭

目

六

千

餘

人

朝

廷

嘉

公

勞

績

進

都

察

院

右

都

御

史

廵

撫

湖

廣

贈

封

三

代

苗

寇

為

患

以

兵

制

之

岷

王

謀

為

不

軌

擒

送

京

師

除

兇

暴

安

善

良

恩

威

並

行

政

化

大

洽

五

年

詔

還

掌

院

事

風

裁

澟

然

後

家

居

父

殁

將

葬

陰

雨

連

旬

　

公

黙

禱

至

葬

日

天

開

霽

既

葬

復

如

初

人

以

為

忠

孝

所

感

優

遊

田

里

幾

三

十

年

以

山

水

文

籍

自

娛

後

卒

朝

廷

遣

官

賜

葬

祭

所

著

有

虚

𤲅

集

萬

曆

初

川

省

建

井

絡

元

精

坊

公

名

與

焉

監

察

御

史

郡

人

何

悌

贊

曰

士

生

兩

間

能

建

立

事

功

者

一

曰

識

見

二

曰

才

能

三

曰

氣

節

非

識

見

無

以

燭

大

機

非

才

能

無

以

當

大

任

非

氣

節

無

以

處

大

變

公

兼

而

有

之

所

以

為

賢

諫

官

為

良

使

臣

為

明

執

法

隨

用

而

效

聲

績

炳

然

公

其

豪

傑

之

士

哉

費
廣

字

孟

愽

仁

受

坊

人

正

統

丁

卯

𤼵

解

蜀

省

登

景

泰

甲

戍

進

士

第

拜

浙

江

道

監

察

御

史

天

順

元

年

以

劾

石

亨

欺

罔

擅

權

左

遷

江

西

永

𡨴

令

改

　

縣

貴

池

卒

于

官

為

人

秀

偉

嚴

重

工

詩

能

文

所

著

有

約

齋

集

趙
傑

字

冠

英

通

市

里

人

由

聲
下
一
字
不
明

但

似

操

字

業

於

下

二

字

不
明

士
下
一
字
不
明

有
下
一
字
不
明

上

悦

陞

作

升

通
用

至
下
一
字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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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六
十
一

進

士

任

太

常

博

士

亷

謹

老

成

為

時

所

重

卒

于

官

鄒
智

字

汝

愚

生

而

頴

敏

過

人

十

二

嵗

能

文

章

經

史

過

目

不

忘

居

龍

泉

𤲅

貧

無

給

晷

之

給

則

掃

樹

葉

蓄

之

焚

之

以

照

讀

書

達

旦

文

思

警

拔

數

千

言

立

就

丙

午

領

鄉

試

第

一

郡

人

聚

觀

智

馬

上

口

占

曰

龍

泉

𤲅

上

苦

書

生

偶

𥩈

三

巴

第

一

名

世

上

許

多

難

了

事

鄉

人

何

用

太

相

驚

計

偕

道

出

三

原

時

尚

書

王

恕

致

仕

家

居

智

往

見

之

且

曰

治

道

在

進

君

子

退

小

人

方

今

小

人

在

位

群

邪

肆

毒

智

此

行

非

但

為

會

試

正

欲

上

疏

聖

天

子

使

進

君

子

退

小

人

則

天

下

其

庻

幾

乎

恕

笑

而

　

不

答

明

年

丁

未

登

進

士

第

入

𦒋

林

為

庶

吉

士

因

星

變

上

疏

言

星

變

見

於

朝

廷

盖

陽

不

能

制

陰

之

象

宜

進

君

子

退

小

人

正

天

下

　

自

内

閣

始

少

師

萬

安

恃

權

怙

寵

殊

無

厭

足

少

師

劉

吉

附

下

罔

上

漫

無

可

否

少

保

尹

直

挾

詐

懷

姦

全

無

亷

恥

皆

小

人

也

南

京

兵

部

尚

書

致

仕

王

恕

素

志

忠

貞

可

任

大

事

兵

部

尚

書

致

仕

王

竑

秉

節

剛

勁

可

侵

大

奸

廵

撫

南

京

都

御

史

彭

韶

學

識

純

正

可

决

大

疑

皆

君

子

也

然

君

子

所

以

不

進

小

人

所

以

不

退

豈

無

自

哉

宦

者

陰

主

之

也

　

願

陛

下

法

太

祖

以

待

宦

官

法

太

宗

以

任

内

閣

則

君

子

可

進

小

人

　

可

退

而

天

下

之

治

成

矣

夫

豈

不

知

刑

㠯

之

不

可

弄

天

綱

哉

然

一

操

一

縱

卒

無

定

守

者

正

心

之

功

未

講

也

又

奏

欽

崇

天

道

疏

一

曰

任

宰

相

以

亮

天

功

二

曰

選

諫

官

以

開

天

聼

三

曰

收

人

望

以

恊

天

心

四

曰

復

祖

憲

以

正

天

綱

及

朝

廷

徵

王

恕

至

京

公

往

見

曰

三

代

而

下

人

臣

不

獲

見

君

所

以

事

事

苟

且

今

老

先

生

勿

受

官

先

請

見

君

時

政

之

不

善

者

歷

歷

陳

於

　

上

前

庻

其

有

濟

一

受

官

職

再

無

可

見

之

時

矣

湯

鼐

以

御

史

輪

入

侍

班

糾

儀

公

造

其

第

告

曰

祖

宗

盛

時

御

史

糾

儀

得

面

陳

政

務

得

失

言

下

取

旨

近

年

遇

事

但

維

退

而

具

本

此

君

臣

情

分

所

由

間

隔

不

通

也

公

以

言

官

奏

對

請

効

盛

時

故

事

此

太

平

機

會

也

　

經

守

義

大

率

𩔖

此

己

酉

言

事

者

誣

公

妄

言

朝

政

下

錦

衣

獄

公

身

親

三

木

僅

餘

殘

喘

神

色

自

若

無

所

曲

撓

逼

供

詞

畧

云

智

與

湯

鼐

等

來

往

相

會

或

論

經

筵

不

宜

以

大

寒

大

暑

輟

講

或

論

午

朝

不

宜

以

一

事

兩

事

塞

責

或

論

紀

綱

廢

弛

或

論

風

俗

浮

沉

或

論

生

民

憔

悴

無

賑

濟

之

策

或

論

邊

境

空

虚

無

防

備

之

具

議

者

欲

處

以

死

彭

公

韶

刑

書

辭

疾

不

判

案

獲

免

左

遷

廣

東

石

城

吏

目

毅

然

就

道

　

結

　

𡨴

幾

不

能

存

親

識

餽

遺

不

受

在

官

盡

心

政

務

廢

墜

畢

舉

而

持

己

清

白

纎

塵

不

染

稍

暇

則

從

陳

白

沙

先

生

遊

篤

志

聖

賢

之

學

所

造

益

　

矣

卒

於

廣

東

二

十

六

嵗

卒

之

日

囊

無

百

緡

公

介

直

孝

友

取

予

惟

義

處

世

慷

侃

無

阿

比

之

︹
照

讀
︺
之

下

须

還

有

一
︹
讀
︺

字。

即
︹
照

讀

讀

書
︺

︵

是

︶

主

原

縣

名

在

陝

西

王

恕

三

原

人

象

下

一

字

泐

下

一

字

不

明

︹
侵

大

奸
︺
應

是

︹
寢

大

奸
︺

︵

是

︶

彭

公

韶

下

有

脱

文

︹
効。
︺
似

應

作
︹
效
︺

︵
是
︶

也
下
一
字
不
明

道
下
一
字
不
明

結
下
一
字
不
明

益
下
一
字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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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六
十
二

習

一

時

權

豪

貴

戚

聞

其

名

爭

請

訓

其

子

弟

拒

而

不

納

　

不

妄

登

其

門

忠

君

愛

民

之

心

久

而

彌

篤

富

貴

利

達

視

之

漠

如

也

詩

文

清

勁

平

實

不

為

空

言

名

臣

錄

獄

中

冩

懷

詩

曰

人

到

白

頭

終

是

盡

事

垂

青

史

定

誰

真

夣

中

不

識

身

猶

繫

又

逐

東

風

入

紫

宸

辭

朝

詩

曰

盡

披

肝

胆

知

何

日

望

見

衣

裳

只

此

時

但

願

太

平

無

一

事

孤

臣

萬

死

更

何

悲

悼

盧

𠑽

讓

詩

云

世

有

千

里

馬

人

無

九

方

皋

馬

來

皋

已

死

天

地

一

聲

嚎

餘

千

餘

言

謂

人

臣

以

王

道

為

心

生

靈

為

念

自

宋

諸

　

汲

後

殆

不

多

見

通

志

謂

汝

愚

之

才

大

𩔖

方

孝

孺

餘

見

本

志

忠

節

傳

理

學

名

臣

言

行

錄

皇

明

通

紀

全

蜀

名

賢

志

萬

曆

初

年

川

省

建

坤

維

正

氣

坊

公

名

與

焉

所

著

有

立

齋

文

集

胡
守
約

令

蠡

縣

以

拒

守

城

為

賊

所

傷

遇

神

得

復

甦

令

沛

縣

盤

詰

太

監

史

宣

親

執

面

奏

繫

獄

科

道

交

保

陞

太

安

知

州

太

原

府

同

天

下

縉

紳

有

大

節

不

奪

卷

𡬶

進

四

品

服

色

祀

鄉

賢

王
俊
民

正

德

丁

卯

解

元

甲

戍

進

士

歷

官

吏

科

都

給

事

中

以

直

諫

杖

死

忠

魂

貫

日

名

列

于

本

省

坤

維

正

氣

坊

文
方

登

甲

辰

進

士

授

武

昌

推

多

異

政

歷

官

兵

科

給

事

中

乞

歸

養

親

居

篼

溪

山

自

號

萬

山

主

人

有

四

可

亭

七

勿

軒

以

聖

賢

自

期

絶

跡

公

門

出

則

徒

步

所

至

人

莫

能

識

觀

風

者

必

造

其

𠫂

乙

丑

應

詔

至

鈞

州

遘

疾

適

合

有

妖

賊

之

變

通

城

罹

害

獨

公

鄉

市

兩

居

群

賊

不

入

所

著

有

覆

瓿

稿

病

狂

語

等

集

李
琳

定

逺

人

永

樂

壬

午

科

舉

人

任

江

西

道

監

察

御

史

陞

福

建

按

察

司

副

使

持

憲

得

體

名

重

當

時

議
曰

志

科

目

矣

其

傑

也

又

志

鄉

賢

焉

是

科

目

有

不

盡

賢

也

又

志

人

物

焉

是

鄉

賢

有

不

盡

賢

也

推

選

其

嚴

矣

夫

均

一

土

之

人

也

豈

故

過

為

分

别

之

自

有

此

等

級

焉

非

得

之

天

者

有

　

　

也

之

　

　

有

不

　

乎

大

抵

科

目

　

之

也

足

以

　

人

心

耳

夫

恭

上

者

期

放

科

目

科

目

不

作

為

利

　

也

欲

人

憑

此

以

　

　

　

　

非

使

之

　

祿

利

以

自

潤

澤

焉

今

乃

拘

拘

於

此

是

計

義

之

心

不

勝

好

利

也

始

而

惑

終

而

遂

一

失

其

身

而

萬

事

瓦

裂

矣

此

士

之

才

止

於

科

目

也

其

特

出

而

為

鄉

賢

者

未

十

一

耳

又

特

出

而

為

人

物

者

未

百

一

耳

夫

二

人

並

立

賢

一

人

而

不

賢

一

人

焉

且

以

為

深

恥

况

州

百

十

人

中

而

不

見

　

焉

何

其

深

不

自

愛

乎

嗚

呼

委

聖

賢

為

　

學

者

比

比

　

取

富

貴

之

　

　

　

　

　

之

　

　

者

而

比

之

奚

啻

差

重

而

　

業

聖

賢

為

學

者

慎

勿

以

科

目

自

畫

焉

可

也

孝
行

引
曰
孝
子
之
稱
久
矣
恒
性
則
一
厥
民
寡
由
據
合
舊

志
漢唐

氏
一
人
焉
宋
室
一
人
焉

納
下
一
字
不
明

諸
下
一
字
不
明

通
志、
按
指
嘉

靖
年
間
的
四

川
通
志

府
同
下
有
知

字
脱
去

︹
授
武
昌
推
︺以
下

漏
一︹
官
︺字

利
下
一
字
不
明

此
以。
下
四
字
不
明

使
之
下
四
字
不
明

州
下
一
字
不
明

不
見
下
一
字
不
明

賢
為
下
一
字
不
明

比
比
下
一
字
不
明

之
下
五
字
不
明

又
之
下
二
字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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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三

明
興
又
一
人
焉
夫
由
明
而
上
遡
於
漢
生
民
莫
知
紀

極
矣
而
孝
止
以
三
人
稱
仕
以
貴
掩
窮
以
賤
遺
雖
不

盡
皆
不
孝
而
世
寡
孝
子
可
知
也
芝
草
虎
馴
傳
於
漢唐

刨
脇
抉
肝
記
於
宋
白
鵲
巢
墓
著
於
明
純
純
獨
行
標

柱
門
閭
奕
奕
佳
聲
光
昭
郡
史
斯
人
不
宜
絶
響
無
聞

也
德
由
性
作
行
以
實
惇
盡
倫
者
思
齊
焉
可
也
志
孝

子漢唐李
文
素

光

啟

間

喪

母

𠫂

墓

生

草

虎

鹿

馴

其

側

刺

史

戴

奇

以

聞

賜

粟

三

百

石

宋程
順

宋

末

為

石

照

令

有

能

聲

其

母

王

氏

嬰

疾

危

廹

順

焚

香

禱

天

適

異

人

至

告

曰

得

人

肝

療

之

即

愈

順

遂

刲

脇

取

肝

和

葯

以

進

母

異

人

又

為

順

療

脇

順

始

甦

耆

老

杜

昌

以

其

事

聞

上

嘉

之

遷

知

涪

州

事

仍

題

額

賜

之

今

大

南

街

孝

感

坊

是

也

國
朝

陳
伯
剛

字

徤

之

仁

受

坊

人

儒

學

生

景

泰

間

母

喪

天

順

間

父

喪

伯

剛

𠫂

墓

各

三

年

朝

夕

哀

奠

躬

自

負

土

成

墳

時

有

白

鵲

來

巢

鄉

人

驚

異

以

為

孝

感

所

致

成

化

元

年

知

州

唐

㫬

表

聞

旌

表

孝

行

之

門

李
鳯
儀

成

化

丁

酉

舉

人

任

穀

城

縣

知

縣

事

親

以

孝

聞

親

殁

各

𠫂

三

年

朝

夕

哀

奠

致

有

雀

兎

馴

塝

之

異

人

皆

以

為

孝

心

所

感

云

段
威
武

巴

川

人

事

父

母

以

孝

聞

父

母

喪

𠫂

墓

三

年

朝

夕

奠

如

禮

相

傳

有

鹿

馴

鳥

集

𥠖

橘

果

實

之

異

至

今

人

稱

段

孝

子

云

邢
第

巴

川

人

少

孤

事

母

至

孝

有

幼

弟

三

皆

撫

之

成

立

母

卒

未

及

葬

值

妖

賊

燹

城

中

弟

伏

母

棺

仰

天

長

號

賊

不

加

害

而

去

聞

者

感

嘆

趙
達

定

逺

人

事

父

母

盡

心

竭

力

執

親

之

喪

絶

跡

城

市

泣

血

三

年

𠫂

於

冡

上

邑

人

咸

稱

為

趙

孝

子

議
曰

嗚

呼

是

何

孝

子

之

寡

哉

我

　

明

享

國

二

百

餘

年

前

百

五

十

年

郡

志

只

錄

一

人

今

又

百

餘

年

亦

只

錄

一

人

夫

孝

之

名

因

不

孝

立

盡

信

書

則

不

錄

者

盡

不

孝

矣

何

以

稱

人

道

哉

夫

律

以

懲

不

孝

者

必

以

親

聞

孔

子

稱

閔

子

之

孝

以

父

母

昆

弟

之

言

皆

先

實

後

聲

也

今

之

所

謂

孝

者

盡

取

諸

人

矣

果

出

於

公

光
啟、
是
唐
僖
宗

年
号
不
是
五
代

之
漢
六
十
二
頁
的

末
行
和
六
十
三
頁

的
第
三
行
和
八

行

三

處

的

漢

字

都

是

唐

字

之
誤

︹
黎
︺
應

為
︹
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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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四

則

得

之

否

則

雖

一

人

不

敢

錄

也

孝

行

之

寡

見

者

非

錄

人

者

之

過

抑

亦

持

論

者

之

有

未

盡

公

歟

自

世

所

言

有

曰

風

俗

就

其

被

善

者

而

使

之

風

乎

俗

可

也

必

欲

以

少

為

貴

焉

則

人

將

不

委

孝

子

之

名

而

益

少

乎

噫

忠

孝

出

自

天

性

山

林

草

埜

之

民

不

資

虚

名

而

自

蹈

天

常

者

諒

不

少

也

古

人

云

上

品

無

寒

門

信

哉

貞
節

引
曰
於
戯
獨
守
孤
幃
不
爽
從
一
之
志
善
道
誓
死
無

慚
地
下
之
魂
耿
烈
與
日
月
相
昭
貞
操
同
寒
暑
為
信

洪
鈞
正
氣
厲
雪
蒼
松
此
禮
修
　
心
高
行
㓕
鼻
范
姬

斷
耳
貞
義
分
膚
忍
痛
離
形
完
心
謝
死
上
有
光
於

國
史
下
以
賁
於
鄉
閭
作
範
閨
中
風
勵
士
𩔖
不
但
傳

姓
名
資
談
柄
而
已
也
志
貞
節

國
朝

陳
氏

樂

善

坊

人

年

二

十

嫁

州

人

何

溥

祐

一

載

而

溥

祐

没

無

子

父

母

憐

其

少

寡

欲

嫁

之

陳

以

死

自

誓

紡

績

自

給

孝

養

舅

姑

已

而

舅

姑

継

殁

陳

躬

理

營

葬

守

志

益

堅

年

七

十

七

而

卒

洪

武

十

七

年

郡

守

以

其

事

聞

旌

表

貞

潔

之

門

黄
氏

年

十

八

嫁

州

人

程

鳯

儀

四

月

而

夫

逝

居

喪

過

哀

奉

姑

益

謹

撫

遺

子

　

姑

卒

或

微

諷

之

黄

終

不

改

節

洪

熙

初

有

司

以

　

聞

旌

表

貞

節

之

門

魏
氏

樂

善

坊

人

年

二

十

一

配

本

州

陳

本

初

五

年

止

生

一

子

夫

殁

善

事

舅

姑

撫

養

孤

子

不

再

醮

成

化

元

年

知

州

唐

珣

具

聞

旌

表

貞

　

節

之

門

劉
氏

𦒋

林

庻

吉

士

鄒

智

妻

時

智

以

抗

疏

諫

官

廣

東

石

城

𡬶

卒

無

子

劉

年

二

十

三

嵗

□

襯

還

鄉

哀

毁

骨

立

性

朴

素

杜

門

守

節

堅

忍

虀

貧

水

土

之

操

白

頭

不

變

一

時

人

婦

莫

不

感

化

監

司

聞

之

月

給

廪

米

一

石

有

餘

劉

輙

分

以

濟

貧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御

史

鄢

題

奏

旌

表

建

祠

於

瑞

應

山

春

秋

與

智

皆

血

食

扁

祠

曰

雙

節

年

九

十

而

卒

卒

之

時

清

風

皓

月

轟

然

雷

鳴

人

以

為

正

氣

所

激

云

趙
氏

州

民

馬

疆

妻

年

二

十

五

而

疆

故

親

老

子

幼

饔

飱

不

給

趙

紡

績

以

自

給

舅

姑

殁

遵

禮

塋

𦵏

守

志

益

堅

御

史

朱

扁

其

門

曰

貞

節

年

五

十

五

而

卒

童
氏

萬

安

厢

人

王

肱

妻

肱

故

時

童

年

二

十

八

嵗

遺

一

子

未

朞

氏

矢

心

守

節

克

苦

撫

孤

家

貧

累

嵗

凶

專

績

紡

以

供

朝

夕

善

教

子

孫

多

所

成

就

孀

居

五

十

餘

年

節

㮣

凛

凛

始

終

不

变

鄉

人

比

金

石

之

操

士

林

仰

義

方

之

訓

每

欲

傳

聞

以

旌

童

謝

曰

婦

職

當

如

是

非

以

求

名

修
下
一
字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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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五

也

年

八

十

六

而

卒

白

首

完

名

人

所

難

企

子

即

今

元

慶

食

郡

廪

孫

四

人

皆

名

士

父

子

並

興

人

以

為

完

節

之

報

云

王
氏

州

民

劉

銑

妻

年

二

十

五

嵗

銑

故

無

子

杜

門

紡

績

性

寡

言

笑

矢

心

守

節

白

首

愈

堅

嘉

靖

三

十

一

年

本

州

舉

報

扁

其

門

曰

柏

舟

遺

教

今

年

八

十

餘

筋

力

強

徤

智

慮

超

人

余
氏

州學

廪

膳

生

黄

宣

妻

宣

故

甫

二

十

嵗

誓

死

守

節

州

人

求

娶

氏

割

耳

自

廢

以

矢

靡

他

兵

廵

王

厚

給

金

帛

題

扁

曰

毁

體

全

真

以

旌

其

門

蘇
氏

州

民

胡

存

德

已

聘

未

嫁

存

德

故

氏

遵

禮

守

制

年

方

一

十

五

嵗

誓

不

再

嫁

貞

潔

自

守

相

依

父

母

終

身

年

九

十

而

卒

李
氏

州

民

馬

完

妻

適

完

甫

年

半

完

故

氏

年

二

十

嵗

矢

心

守

節

貞

潔

之

操

鄉

人

稱

誦

劉
氏

生

員

王

儲

妻

年

二

十

三

嵗

夫

故

止

遺

一

女

氏

勵

志

守

節

誓

死

不

嫁

即

斷

内

茹

蔬

四

十

餘

年

貞

苦

之

操

鄉

評

推

重

年

踰

六

十

愈

慎

清

閨

周
氏

東

山

里

耆

老

周

愛

女

在

室

時

父

母

俱

衰

老

嫂

亡

兄

覊

外

未

歸

有

姪

世

亨

尚

襁

褓

遭

庶

母

悍

妒

氏

母

垂

死

呼

女

語

曰

吾

孫

實

難

存

濟

汝

能

撫

之

乎

氏

對

母

焚

香

誓

死

曰

願

得

吾

姪

成

立

永

無

他

志

矣

家

貧

勤

績

紡

以

養

父

最

孝

苦

為

姪

擇

配

禮

師

累

有

名

門

求

配

雖

兄

歸

父

殁

姪

已

成

大

器

有

孫

子

前

志

竟

不

可

奪

今

年

六

十

鄉

評

特

推

重

焉

或

議

曰

婦

女

守

貞

謂

或

嫁

或

聘

從

一

而

終

者

今

氏

不

許

聘

絶

人

道

節

則

苦

矣

恐

非

中

道

也

君

子

曰

立

孤

優

於

死

雖

昔

賢

所

難

今

氏

廢

己

存

孤

為

孝

為

慈

為

賢

為

貞

盖

所

存

者

大

矣

安

得

苛

責

云

沈
氏

巴

川

鄧

琮

妻

年

二

十

八

嵗

而

寡

無

子

獨

一

女

舅

姑

相

継

没

乃

絜

其

女

還

依

兄

弟

居

躬

桔

据

以

給

生

養

夀

八

十

餘

無

疾

而

終

馮
氏

巴

川

六

嬴

里

民

馮

大

本

女

名

桂

秀

正

德

間

遇

賊

欲

犯

之

馮

駡

賊

不

屈

賊

脅

以

刄

馮

脱

走

入

水

仍

復

大

厲

聲

駡

不

絶

口

賊

怒

刄

死

楊
氏

巴

川

　

傅

萬

梅

妻

正

德

間

流

冦

突

至

執

楊

驅

之

行

萬

梅

以

騾

追

贖

不

聼

楊

至

黑

龍

湾

溺

死

魯
氏

定

逺

人

年

二

十

歸

民

曹

廷

誥

誥

死

無

子

舅

姑

欲

嫁

之

魯

以

死

自

誓

往

依

魯

家

以

紡

績

治

生

孀

居

六

十

載

夀

八

十

始

終

如

玉

無

少

玷

者

袁
氏

定

逺

人

幼

許

聘

民

胡

宗

教

未

嫁

而

胡

卒

氏

聞

立

誓

不

再

嫁

孀

居

四

十

餘

年

氷

操

愈

厲

聞

知

當

道

旌

曰

節

凛

霜

闈

議
曰

夫

貞

節

舊

志

只

載

三

人

皆

經

旌

表

今

志

收

入

者

九

人

或

者

曰

孝

子

天

合

之

親

也

宜

多

而

寡

貞

節

人

合

之

親

也

宜

寡

而

多

何

也

予

曰

生

身

之

恩

莫

敢

匹

矣

女

子

以

身

許

人

夫

則

托

以

終

身

者

從

一

而

終

女

子

之

正

道

尔

子

之

於

親

其

道

難

盡

惟

一

死

不

足

以

塞

責

女

子

奉

夫

之

志

夫

死

而

能

不

變

其

初

心

彌

久

而

彌

篤

焉

則

視

死

猶

生

之

心

與

臣

子

事

君

而

無

二

者

同

一

道

也

可

以

稱

婦

道

矣

故

錄

之

以

勵

夫

變

志

者

使

之

有

所

取

法

也

晉

志

云

巴
川
下
三
字
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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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六

一

操

可

稱

一

節

可

紀

咸

加

擢

錄

自

東

漢

而

下

飛

幸

騰

茂

代

不

乏

人

要

不

外

彰

勁

心

表

貞

期

爾

必

曰

死

則

俱

死

毁

形

為

誓

而

後

錄

焉

苛

矣

何

以

為

世

勸

哉

隱
𨓜

引
曰
王
化
順
民
故
聖
世
有
棲
霞
之
士
幽
人
從
志
故

林
泉
多
抱
道
之
民
巢
許
煽
風
夷
齊
熾
𤏭
騫
孤
忠
而

景
表
吹
遺
響
以
祛
塵
代
有
其
賢
益
弘
著
作
固
頥
貞

而
未
試
寔
師
世
以
垂
休
處
雖
不
群
行
實
表
表
而
可

以
風
勵
清
修
之
士
者
也
志
隱
𨓜

宋吳
五
承
事

其

家

富

饒

傳

四

世

皆

一

子

嘗

行

陰

德

至

承

世

遂

生

兩

子

次

子

庚

力

學

不

倦

得

登

科

第

調

果

州

相

王

簿

子

孫

世

蔡

科

舉

代

有

顕

官

國

朝太

祖

文

皇

帝

編

入

為

善

陰

隲

書

國
朝

馮
謙

字

仲

謙

樂

善

坊

人

性

恬

静

工

詩

文

隱

居

教

授

不

求

聞

達

一

時

名

士

多

出

其

門

年

九

十

無

疾

而

終

所

著

有

司

樂

齋

稿

翁
佶

墊

江

里

人

賦

性

剛

介

博

洽

經

史

不

干

勢

利

長

於

詩

文

自

號

養

素

居

士

一

時

縉

紳

爭

慕

訪

之

謂

可

逼

真

漢

唐

矣

前

守

葉

劉

二

公

造

𠫂

延

訪

禮

之

賓

筵

乃

扁

其

門

曰

養

素

菴

年

踰

八

十

而

卒

卒

之

日

端

雅

從

容

俄

而

吟

曰

我

自

無

時

來

我

來

學

養

氣

為

人

為

到

頭

逍

遥

又

歸

去

其

所

養

可

知

矣

所

著

有

得

間

邇

詠

蘇
恒

鶴

鳴

里

人

淳

朴

好

學

優

於

詩

文

義

利

嚴

明

孝

友

表

著

前

守

　

劉

公

造

𠫂

與

詠

鶴

鳴

八

景

詩

作

唐

侯

追

思

歌

又

作

俚

歌

以

訓

鄉

俗

通

學

公

薦

徐

守

公

累

迎

鄉

飲

轉

聞

當

道

扁

其

門

曰

義

士

以

夀

終

所

著

有

村

野

集

步

唐

詩

古

吹

鄉

先

生

文

方

為

之

叙

謂

林

和

靖

陸

於

翁

不

能

過

也

議
曰

隱

逸

舊

志

　

國

朝

只

載

一

人

焉

今

新

入

者

三

人

夫

德

教

下

流

幽

貞

難

遂

抱

道

不

以

徵

聘

就

者

世

尠

其

人

矣

能

静

處

林

泉

吟

哦

自

適

不

兢

不

穢

矯

出

風

塵

者

亦

可

以

為

末

世

浮

躁

貪

鄙

之

戒

矣

必

日

𠻳

流

寢

窼

編

草

窟

室

一

釣

桐

江

扶

漢

九

鼎

則

吾

不

敢

謂

後

世

有

若

人

也

方
術

𤏭，

蓋

熖

字

之

或

体

太
祖，
文
臺
帝
祖

應
是
宗
字
之

誤，
太
字
文
皇

帝，
即
成
祖
修

州
時
改
諡
太
宗

為，
成
祖
久
矣，

田
氏
尚
沿
用
舊

□
非
礼
也。

□

流

寢

　

疑

為

　

流

┇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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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七

引
曰
自
史
記
傳
倉
扁
至
東
漢
則
有
方
術
傳
載
華
陀

繼
世
史
不
絶
書
非
以
其
業
昉
神
農
法
緣
岐
伯
心
洞

陰
陽
識
通
玄
里
和
金
石
以
培
元
氣
製
草
木
以
起
衰

年
上
自
王
侯
之
尊
貴
下
至
品
物
之
細
微
保
性
靈
而

養
生
命
皆
有
待
於
是
耶
凡
在
郡
邑
不
可
少
斯
人
也

志
方
術

趙
𤥨

州

之

來

蘇

里

人

幼

從

廼

兄

正

郎

公

章

習

舉

子

業

少

多

病

改

治

岐

砭

精

熟

素

問

難

經

諸

書

視

証

立

方

隨

試

輒

效

扣

門

者

不

逺

千

里

如

川

之

東

北

等

處

延

治

靡

有

不

起

者

人

號

為

神

醫

云

掩

骼

埋

胔

起

死

囬

生

此

等

陰

德

甚

多

語

在

家

乘

中

著

有

六

經

治

要

却

疚

延

齡

集

傷

寒

法

畧

行

於

世

渾

朴

和

厚

行

己

端

方

且

治

人

不

責

報

不

亞

於

古

之

攖

𡨴

生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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