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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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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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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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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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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姚

縣

三

年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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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越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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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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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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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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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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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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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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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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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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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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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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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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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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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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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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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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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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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人

子

弟

趨

於

學

新

學

宮

厚

廩

餼

給

之

及

去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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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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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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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撫

司

公

事

嵗

旱

常

平

使

分

擇

官

屬

振

䘏

煥

得

餘

姚

上

虞

二

縣

無

復

流

殍
宋

史

本

傳

蔣

綸

字

德

言

鄞

人

湻

熙

十

年

授

餘

姚

縣

十

三

年

七

月

到

任

邑

素

號

壯

縣

綸

以

便

親

爲

之

貌

不

勝

衣

年

又

少

吏

民

望

而

易

之

府

主

崈

一

世

吏

師

威

望

赫

然

綸

一

見

白

事

當

其

意

退

而

視

篆

遇

事

風

生

未

浹

日

聲

稱

流

聞

滯

訟

冰

釋

兩

造

至

前

或

片

言

折

之

無

不

厭

服

書

判

傳

播

道

路

皆

以

爲

神

明

催

科

徭

役

綱

目

明

不

妄

施

一

箠

而

官

府

夙

辦

受

役

者

俛

首

聽

令

崈

及

部

使

者

大

稱

之

以

餘

力

修

學

校

葺

傳

舍

講

序

拜

以

崇

義

禮

歌

鹿

嗚

以

勸

多

士

應

酬

曲

當

下

情

益

通

纔

半

嵗

屬

疾

卒

闔

境

相

弔
樓

鑰

撰

墓

誌

銘

湯

宋

彥

本

姓

殷

金

壇

人

以

祖

敏

肅

廕

入

仕

遷

知

餘

姚

前

政

多

不

善

去

宋

彥

推

誠

遇

民

吏

聞

善

輒

從

民

感

其

意

吏

亦

喜

爲

盡

力

賦

入

常

先

諸

邑

以

通

判

慶

元

府

去

任

繼

改

浙

東

安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六

撫

使

參

議

官
乾

隆

志

引

劉

漫

塘

集

施

宿

字

武

子

長

興

人

其

爲

縣

推

經

術

以

飾

吏

治

不

事

細

謹

民

所

關

大

計

勇

毅

任

之

尤

加

意

風

教

修

學

宮

及

子

陵

祠

市

田

置

書

教

誨

學

者

姚

北

瀕

海

嵗

役

民

修

隄

勞

費

甚

宿

於

是

稍

爲

石

隄

建

莊

田

二

千

畝

以

備

修

隄

之

役

功

與

謝

景

初

同

稱

詳

在

海

隄

記
嘉

靖

志

案

修

隄

今

詳

水

利

趙

善

湘

字

淸

臣

宗

室

近

屬

昆

弟

皆

以

文

儒

自

奮

嘉

泰

閒
案乾

隆

志

作

慶

元

二

年

今

據

孫

應

時

南

驛

記

正

知

餘

姚

縣

聰

敏

豈

弟

多

善

政

嘗

新

南

驛

爲

邑

官

到

罷

寓

家

之

地

邑

人

孫

應

時

記

之
孫

應

時

撰

南

驛

記

元馬

驥

鉅

野

人

尉

餘

姚

以

廉

幹

聞

父

老

立

碑

記

其

聲

績
嘉

靖

志

脫

脫

字

子

安

燉

煌

人

初

判

黃

巖

累

遷

餘

姚

州

達

魯

花

赤

廉

明

寬

大

平

居

持

重

人

莫

能

窺

其

際

臨

事

迅

決

張

弛

得

宜

民

蒙

其

惠

遷

陜

西

行

臺

御

史

老

稚

涕

泣

攀

送

爲

立

遺

愛

碑

碑

燬

於

火

復

請

史

官

歐

陽

爲

文

更

置

之
嘉

靖

志

李

字

敬

甫

關

隴

人

爲

知

州

廉

平

不

苛

又

習

文

法

吏

奸

不

行

先

是

州

民

役

於

官

者

必

嵗

終

乃

代

廢

其

生

作

爲

更

定

每

季

代

之

州

產

紅

小

米

令

嵗

市

白

米

充

稅

疏

請

以

土

產

輸

又

營

廟

學

乞

增

置

師

弟

子

員

墾

湖

田

數

百

畝

益

其

廩

刱

立

蒙

古

學

每

從

學

官

弟

子

論

難

經

義

士

民

立

碑

頌

德

後

避

地

餘

姚

卒

州

人

裒

金

葬

之

元

季

之

亂

州

人

請

以

其

子

樞

知

餘

姚

明

初

改

知

奉

化

稱

良

牧
嘉

靖

志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七

宇

文

公

諒

字

子

貞

歸

安

人

以

甲

科

任

州

同

晝

之

所

爲

必

册

記

之

夜

乃

焚

香

吿

天

以

明

不

欺

存

問

耆

老

孤

寡

引

儒

碩

遇

之

有

禮

夏

旱

禱

雨

輒

應

民

頌

別

駕

雨

累

官

廉

訪

僉

事
嘉

靖

志

汪

文

璟

字

辰

良

常

山

人

舉

進

士

初

判

餘

姚

聲

爲

廉

平

擢

翰

林

編

修

詔

擇

循

良

復

以

文

璟

知

是

州

任

德

弛

刑

細

弱

安

利

有

豪

商

武

斷

海

瀕

又

奸

出

鹽

利

誣

民

文

璟

按

治

之

然

不

爲

嚴

誅

務

以

長

者

化

導

之

修

舉

庠

序

之

教

身

課

其

業

誘

進

諸

生

有

文

翁

之

風

嵗

旱

徒

跣

禱

山

川

七

日

得

雨

有

秋

海

寇

竊

發

官

兵

壓

境

文

璟

從

容

應

之

百

姓

無

擾

及

去

任

皆

懷

思

其

德

爲

樹

碑

焉

後

浙

江

盜

起

文

璟

擇

地

避

之

曰

不

如

餘

姚

其

民

愛

我

乃

家

焉

洪

武

元

年

卒

年

八

十

九
嘉

靖

志

郭

文

煜

字

彥

達

大

梁

人

嗣

文

璟

爲

州

以

化

治

稱

其

後

有

盧

夢

臣

者

名

聲

等

於

文

煜

州

人

並

見

思

焉
嘉

靖

志

傅

常

字

仲

常

鉛

山

人

舉

進

士

調

餘

姚

判

官

嘗

視

州

符

奸

沮

滯

決

吏

民

服

之

至

正
年

分

原

佚

秋

海

上

有

警

宣

閫

檄

常

偵

賊

定

海

而

常

所

受

徒

民

兵

與

賊

遇

弗

敵

死

之

常

居

官

有

冰

檗

聲

戍

海

之

役

借

人

一

裋

褐

以

往

其

在

海

上

念

其

母

每

泣

數

行

下

蓋

忠

孝

廉

潔

之

士

實

不

知

兵

死

皆

惜

之

母

及

其

兄

不

能

歸

因

以

爲

家
嘉

靖

志

劉

輝

字

文

大

汴

人

爲

州

同

知

郡

守

下

輝

均

田

賦

是

時

州

籍

燬

於

火

豪

猾

乘

時

詭

匿

甚

難

蹤

迹

輝

手

植

二

柏

於

庭

禱

之

曰

事

成

則

榮

不

成

則

否

乃

躬

履

畝

鱗

次

圖

之

曰

魚

鱗

圖

置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八

流

水

簿

兜

圖

之

實

又

爲

鼠

尾

册

定

上

中

下

三

戶

均

其

徭

役

每

田

一

給

民

印

署

烏

由

一

紙

令

按

由

檢

田

卽

無

由

莫

敢

業

田

也

於

是

還

其

田

之

匿

於

民

者

萬

七

千

二

百

畝

有

奇

先

是

輝

受

府

檄

出

舍

於

外

晝

夜

隱

度

鬢

髮

爲

改

及

是

賦

役

平

柏

果

榮

吏

民

愛

之

如

甘

棠

樹

碑

記

之
嘉

靖

志

葉

恆

字

敬

常

鄞

人

判

州

有

幹

局

堅

忍

耐

事

籌

畫

久

遠

數

延

見

父

老

行

誼

之

士

詢

咨

政

理

姚

有

禦

海

隄

潮

汐

決

齧

海

移

內

地

嵗

備

海

修

隄

垂

四

十

年

而

患

益

甚

乃

更

置

石

隄

二

千

四

百

餘

丈

自

是

遂

無

海

患

會

稽

楊

維

禎

爲

文

記

之

至

正

閒

錄

隄

功

追

封

仁

功

侯

立

廟

餘

姚

詳

在

水

利
嘉

靖

志

參

乾

隆

志

桂

德

稱

字

彥

良

以

字

行

慈

谿

人

初

爲

包

山

山

長

移

長

高

節

橫

經

講

道

士

類

宗

之

除

平

江

路

文

學

掾

不

赴

方

國

珍

據

甌

越

辟

彥

良

立

謝

之

聚

徒

山

中

嚅

嚌

道

眞

明

初

起

爲

皇

太

子

正

字

終

晉

府

右

相
嘉

靖

志

陶

安

字

主

敬

姑

熟

人

初

以

鄕

貢

補

明

道

山

長

移

長

高

節

遵

用

朱

子

學

諄

諄

化

誨

浙

東

西

學

者

踵

至

强

暴

之

徒

亦

慕

其

化

稱

安

爲

善

人

君

子

尋

以

公

委

去

職

入

明

出

爲

名

臣
嘉

靖

志

謝

理

字

玉

成

天

台

人

世

篤

古

學

初

授

臨

海

丞

至

正

十

八

年

以

分

省

命

治

賦

餘

姚

政

出

一

已

眾

弊

盡

去

民

悅

服

相

率

詣

分

省

請

以

理

鎭

其

地

分

省

重

違

眾

意

遂

允

所

請

讞

案

明

決

吏

不

能

欺

時

朔

南

中

阻

由

海

道

以

達

餘

姚

爲

要

衝

且

近

省

臺

往

來

之

使

日

夜

沓

至

直

傳

舍

奉

飮

食

者

方

苦

宂

煩

理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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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九

裁

以

法

會

分

省

出

師

而

西

旌

甲

蔽

野

眾

懼

不

能

供

億

理

庀

材

任

事

供

其

資

糧

肅

然

有

度

里

胥

之

迹

不

涉

都

鄙

民

用

無

恐

明

年

春

督

造

御

茗

於

餘

姚

慈

溪

境

上

以

先

時

有

病

於

民

備

咨

其

故

且

屬

廉

士

以

輔

宿

苛

乃

除

嗣

詣

行

省

請

去

適

理

同

姓

左

丞

某

統

長

槍

軍

至

自

衢

婺

佐

分

省

以

障

東

土

而

餘

姚

上

虞

塡

駐

其

眾

未

幾

流

言

起

民

以

爲

憂

分

省

乃

還

理

餘

姚

單

騎

而

至

三

日

其

軍

俄

警

嚴

擁

列

江

滸

左

丞

使

邀

理

至

軍

吿

以

流

言

日

甚

理

慷

慨

與

辯

左

丞

釋

然

卽

日

以

其

軍

去

且

飭

將

士

毋

暴

其

境

斬

不

聽

令

者

數

人

於

是

殆

者

始

安

其

夏

六

月

不

雨

理

走

禱

雨

輒

應

民

銜

其

德

爲

樹

善

政

碣

宋

僖

記

之
庸

庵

集

案

宋

僖

善

政

碣

記

未

書

名

據

嘉

靖

志

汪

文

璟

撰

重

修

城

隍

廟

碑

記

正

陳

侯
名佚

天

台

人

以

學

行

世

其

家

而

有

文

武

才

略

至

正

十

九

年

總

督

鎭

兵

於

餘

姚

弛

四

門

禁

通

民

夜

出

入

以

救

涸

田

履

田

督

之

務

持

大

體

有

成

績

其

明

年

石

堰

場

官

吏

慕

其

德

政

乃

請

於

分

省

兼

董

其

職

石

堰

置

賦

鹽

重

他

場

入

元

以

來

增

至

九

千

引

引

四

百

斤

煮

海

之

戶

興

替

不

恆

而

有

恆

賦

困

於

賦

重

竄

徙

隕

絕

者

不

勝

計

時

令

王

某

丞

鄒

某

皆

石

堰

人

以

石

堰

病

白

行

省

得

減

賦

賦

六

千

餘

引

又

以

賦

出

內

有

內

阻

外

侮

之

不

虞

因

請

侯

董

之

侯

下

令

禁

苛

蘇

瘵

具

有

紀

度

賦

成

則

竈

輸

於

場

場

輸

於

檢

校

所

內

外

率

經

强

弱

均

分

石

堰

吏

民

德

之

爲

刻

石

誌

焉
宋

僖

撰

陳

侯

督

賦

石

堰

場

善

政

記

明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陳

公

達

淸

江

人

洪

武

初

知

餘

姚

廉

謹

不

任

威

刑

務

以

德

化

時

民

籍

新

附

狡

黠

者

重

輕

其

籍

役

法

病

不

均

公

達

令

各

詣

縣

自

實

而

使

里

甲

羣

證

之

皆

悉

其

情

僞

乃

次

爲

上

中

下

戶

倣

元

劉

輝

造

鼠

尾

册

次

序

書

之

亦

定

役

爲

三

等

遇

差

役

視

册

等

差

與

之

無

不

稱

平

者

後

卒

於

官

百

姓

皆

哀

痛

焉
嘉

靖

志

唐

復

字

復

亨

武

進

人

洪

武

末

進

士

知

姚

爲

人

直

方

斷

擊

無

滯

拊

循

小

弱

甚

著

恩

愛
嘉

靖

志

都

昶

字

文

達

海

豐

人

以

太

學

生

知

姚

謹

廉

勤

敏

好

禮

士

數

過

高

士

張

一

民

所

執

禮

甚

恭

延

停

盡

日

一

民

具

蔬

菜

糲

飰

昶

飮

食

之

極

歡

治

縣

號

得

體

百

姓

親

附

之

會

永

樂

初

營

建

追

督

材

需

者

旁

午

縣

獨

恃

昶

無

擾

卒

坐

慢

譴

逮

民

爭

輸

材

願

還

昶

昶

謝

之

曰

以

昶

故

累

吾

民

矣

民

益

德

之

在

縣

九

年

吏

胥

莫

能

鉤

致

一

錢

然

亦

不

笞

辱

吏

以

故

吏

無

怨

者

瀕

行

民

爭

留

其

鞾

於

舜

江

亭

後

有

見

鞾

泣

下

者
嘉

靖

志

劉

仲

戩

廬

陵

人

國

子

生

預

修

永

樂

大

典

書

成

授

餘

姚

知

縣

有

能

稱

後

以

言

事

忤

旨

謫

置

景

州
嘉

靖

志

黃

維

字

德

防

星

子

人

性

嚴

毅

善

斷

初

莅

縣

有

丞

朱

某

貪

暴

無

忌

每

易

維

維

佯

愚

以

觀

之

已

具

得

其

事

輒

按

去

之

是

時

民

苦

折

納

需

銀

爲

細

絲

維

白

諸

當

路

當

路

者

折

挫

維

維

愈

悉

其

利

害

不

爲

動

曰

但

折

挫

令

免

折

民

細

絲

令

所

甘

心

焉

當

路

者

曰

令

誠

愛

民

以

故

縣

得

不

折

細

絲

維

名

由

此

益

賢

益

敦

裕

民

事

民

大

和

輯

時

縣

署

學

校

皆

維

完

修

之

民

欣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一

欣

赴

工

無

以

爲

勞

費

者
嘉

靖

志

張

禧

字

公

錫

靈

璧

人

以

御

史

謫

知

縣

喜

靜

不

務

苛

細

御

百

姓

甚

著

恩

禮

獄

訟

造

庭

者

令

具

衣

冠

曰

子

見

父

母

豈

得

廢

禮

卽

不

肖

此

獨

有

法

耳

爲

縣

數

月

德

化

大

行

逃

亡

復

業

以

尤

異

擢

守

杭

州

父

老

遮

道

挽

留

馬

不

得

前

禧

下

馬

謝

曰

禧

何

政

徒

煩

父

老

耳

眾

皆

號

泣

送

至

錢

塘

者

餘

千

人
嘉

靖

志

劉

規

字

應

乾

巴

人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剛

毅

有

惠

愛

所

推

行

務

當

羣

情

監

司

或

左

其

事

規

持

之

堅

弗

爲

變

監

司

初

固

以

規

抗

卒

亦

未

嘗

不

賢

規

然

規

固

自

如

不

以

是

置

喜

戚

也

時

中

官

暴

橫

誅

求

入

骨

髓

民

皆

股

栗

欲

亡

去

有

司

但

唯

唯

規

獨

挺

身

當

之

中

官

聞

規

素

淸

白

卒

不

敢

虐

其

民

成

化

七

年

海

溢

大

饑

疏

蠲

其

租

振

貸

之

時

廟

學

俱

壞

規

捐

資

葺

之

以

憂

去

百

姓

至

今

思

焉

其

後

有

賈

宗

錫

張

宜

相

繼

爲

縣

與

規

稱

三

賢

令

賈

張

自

有

傳
嘉

靖

志

張

勛

歸

德

州

人

以

吏

除

主

簿

爲

人

守

廉

不

取

民

一

錢

或

諷

以

罷

官

家

居

無

資

奈

何

勛

曰

吾

積

俸

一

二

年

置

地

二

三

頃

令

子

孫

耕

業

其

中

足

矣

人

皆

服

其

操

識

事

母

至

孝

處

職

勤

愼

海

溢

隄

壞

勛

率

眾

修

完

之

多

稱

其

功
嘉

靖

志

胡

瀛

字

孟

登

羅

山

人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時

日

本

來

朝

騷

動

鄞

慈

閒

瀛

備

之

堅

益

市

瓦

器

實

魚

菜

糗

糧

至

卽

人

與

數

器

夷

得

飽

殊

歡

已

輒

就

道

縣

得

無

擾

嵗

饑

盡

發

廩

以

振

弗

給

則

節

量

溫

飽

令

饑

民

得

傭

食

其

家

多

所

全

活

又

奏

免

田

租

已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二

賜

之

半

復

爲

請

折

所

弗

免

者

又

許

之

乃

監

司

督

折

銀

甚

急

瀛

罷

弗

徵

坐

罰

俸

又

弗

徵

明

年

有

秋

始

下

令

民

爭

輸

恐

後

曰

弗

復

累

我

公

也

民

爭

燭

湖

水

利

積

年

不

決

至

集

眾

逞

兵

瀛

量

其

廕

灌

畝

爲

塘

分

其

湖

爭

遂

息

瀛

均

徭

多

右

細

民

細

民

無

不

得

其

情

者

豪

右

猶

畏

之

莫

敢

肆

以

憂

去

百

姓

思

之

爲

立

碑

焉
嘉

靖

志

張

宜

字

時

措

華

亭

人

初

以

進

士

知

海

有

聲

改

知

餘

姚

樂

易

通

儻

不

修

邊

幅

喜

與

民

興

利

去

害

不

爲

威

惕

好

賢

禮

士

獨

疾

惡

異

端

禁

奸

止

邪

境

內

淫

祠

盡

毁

之

以

新

公

宇

自

劉

規

胡

瀛

賈

宗

錫

及

宜

相

繼

爲

治

二

十

餘

年

閒

更

此

四

令

黎

民

稍

乂

安

矣
嘉

靖

志

賈

宗

錫

字

原

善

常

熟

人

由

進

士

知

姚

用

廉

靜

寛

和

爲

治

遷

監

察

御

史
嘉

靖

志

周

霖

字

希

說

乾

州

人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剛

果

有

爲

獄

無

停

繫

人

服

其

能

擢

監

察

御

史
嘉

靖

志

劉

希

賢

宣

城

人

由

吏

員

初

授

餘

姚

簿

遭

內

艱

去

任

後

再

補

餘

姚

不

以

家

累

自

隨

性

狷

介

忠

實

無

他

腸

然

有

執

持

遇

事

顧

義

恥

隨

俗

俯

仰

以

故

每

與

當

道

抗

死

之

日

僚

友

檢

其

篋

止

存

俸

餘

五

錢

帕

二

方

而

已

官

爲

斂

其

喪

歸

之
嘉

靖

志

張

瓚

字

宗

器

六

合

人

由

鄕

貢

知

姚

爲

政

平

易

喜

靜

務

爲

惠

愛

正

德

七

年

秋

海

溢

溺

民

浮

屍

蔽

江

瓚

涕

泣

躬

督

瘞

之

時

邑

里

蕭

條

民

免

於

溺

者

皆

飢

寒

不

勝

瓚

力

請

振

之

當

路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三

乃

猶

督

租

如

故

瓚

俟

其

行

縣

檢

荒

率

饑

民

路

號

請

貸

無

異

家

事

當

路

盛

氣

加

瓚

瓚

應

對

如

響

租

終

獲

免

民

賴

全

活

然

瓚

卒

以

此

忤

當

路

改

知

他

縣
嘉

靖

志

朱

豹

字

子

文

上

海

人

舉

進

士

知

奉

化

縣

有

聲

選

曹

謂

其

能

理

繁

劇

移

知

餘

姚

時

縣

務

積

弛

豹

裁

治

綽

有

餘

力

先

是

縣

遣

人

押

囚

徒

聽

里

正

報

其

里

甲

謂

之

短

解

里

正

緣

此

索

財

復

仇

爲

患

豹

但

用

里

正

解

遣

不

以

煩

細

民

後

令

守

其

法

民

便

之

遷

監

察

御

史

民

爲

樹

碑

思

之
嘉

靖

志

養

浩

字

以

義

晉

江

人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才

識

閒

敏

吏

莫

能

爲

奸

遇

事

執

義

不

移

課

諸

生

分

異

等

差

不

爽

毫

髮

按

戢

豪

强

務

在

改

易

亦

表

識

其

善

良

者

爲

之

方

格

舊

時

餘

姚

賦

役

多

奸

欺

飛

詭

影

射

不

可

蹤

迹

養

浩

洞

見

弊

端

定

爲

橫

總

册

釐

正

之

稱

均

平

擢

監

察

御

史

以

去

民

思

之

樹

碑

記

德
嘉

靖

志

楚

書

字

國

寶

夏

人

進

士

知

餘

姚

廉

能

有

執

持

涖

縣

一

年

卽

以

憂

去

百

姓

久

而

思

之
嘉

靖

志

顧

存

仁

字

伯

剛

太

倉

人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才

敏

善

適

權

變

迎

事

立

解

興

舉

廢

墜

甚

著

名

譽

縣

賦

役

自

養

浩

釐

正

豪

猾

復

爲

奸

欺

飛

詭

漏

免

三

辦

銀

貧

民

一

丁

有

出

銀

九

錢

以

上

者

存

仁

乃

右

丁

科

田

每

嵗

畝

出

銀

六

釐

充

三

辦

於

是

無

田

者

得

以

無

擾

富

者

無

能

夤

緣

梓

爲

書

戶

給

之

罔

弗

稱

平

監

司

推

其

法

於

全

浙

餘

姚

無

邑

志

謀

纂

述

之

未

就

遷

給

事

中

去

丞

金

韶

者

字

子

善

顧

同

郡

人

能

嗣

其

美

志

卒

有

成

韶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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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四

人

溫

良

嗛

嗛

然

政

有

條

理

吏

奸

不

行

民

稱

頌

之

居

六

年

遷

知

長

汀

縣

存

仁

有

去

思

碑

韶

有

鞾

懸

譙

上
嘉

靖

志

明

史

附

楊

最

傳

葉

金

武

進

人

嘉

靖

十

九

年

以

紹

興

府

通

判

來

攝

縣

事

留

意

文

教

送

諸

弟

子

員

就

學

刻

治

壬

子

至

嘉

靖

庚

子

續

科

第

題

名

記

幷

重

刻

洪

武

庚

戌

至

治

庚

戌

科

第

題

名

記

士

氣

爲

之

一

振
謝

丕

撰

儒

學

續

科

第

題

名

記

李

忠

上

元

縣

人

開

國

功

臣

成

孫

世

襲

三

山

所

百

戶

正

統

七

年

領

兵

駕

巡

船

捕

倭

倭

攻

大

嵩

城

忠

擊

殺

數

十

人

乘

風

追

捕

忽

反

風

兵

死

傷

頗

眾

船

皆

衝

散

忠

自

破

船

沈

海

死
臨

山

衞

志

參

滸

山

志

吉

恩

泗

洲

人

開

國

功

臣

慶

六

世

孫

五

世

祖

貞

陞

授

三

山

所

副

千

戶

恩

世

襲

其

職

有

才

猷

長

騎

射

奉

調

捕

江

西

常

玉

洞

賊

劉

六

劉

七

直

搗

其

穴

平

之

事

聞

以

世

守

海

口

要

地

不

便

遷

調

奬

有

差
滸

山

志

劉

朝

恩

官

臨

觀

把

總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五

月

倭

寇

三

千

餘

人

自

後

海

登

岸

掠

上

林

及

梅

川

進

犯

三

山

所

城

時

朝

恩

已

承

檄

他

委

離

所

一

舍

聞

報

卽

馳

還

率

軍

民

固

守

值

霖

雨

城

者

數

十

丈

賊

讙

呼

謂

唾

手

可

拔

城

中

洶

洶

或

勸

朝

恩

突

走

朝

恩

叱

之

曰

我

世

受

國

恩

今

日

正

報

效

之

秋

豈

可

以

事

權

去

己

而

規

避

耶

且

我

去

一

身

之

利

得

矣

其

如

生

靈

何

遂

以

木

障

城

圯

所

督

戰

甚

力

時

城

上

矢

石

如

雨

而

未

有

中

賊

者

朝

恩

悟

曰

此

幻

術

也

投

以

生

犬

首

發

矢

卽

中

其

酋

帥

貫

喉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五

而

斃

賊

驚

潰

追

躡

之

斬

馘

數

級

內

外

居

民

全

活

三

四

萬

人

領

兵

指

揮

戚

毅

性

勇

猛

善

雙

矛

與

朝

恩

同

誓

死

堅

守

嘗

倉

卒

遇

賊

兵

器

不

及

卽

桀

石

以

投

斃

十

餘

人
滸

山

志

馬

元

忠

字

北

海

工

詩

文

高

祖

全

以

戰

功

授

臨

山

指

揮

僉

事

元

忠

襲

職

十

五

年

厯

金

盤

松

海

臨

觀

諸

總

禽

賊

首

陳

自

盼

等

樞

臣

奇

其

才

命

督

福

建

軍

進

襲

倭

至

定

洋

夜

雨

龍

見

目

如

炬

元

忠

以

爲

賊

射

之

龍

負

痛

翻

濤

舟

覆

越

數

日

元

忠

屍

浮

於

周

巷

路

下

渾

顏

色

如

生

總

制

胡

宗

憲

奏

聞

賜

祭

土

人

立

廟

祀

之
東

山

志

胡

宗

憲

字

汝

欽

績

溪

人

嘉

靖

十

七

年

進

士

初

知

益

都

以

艱

歸

後

補

餘

姚

爲

人

魁

岸

彭

碩

不

瑣

屑

簿

書

筐

篋

之

務

民

閒

有

大

利

病

輒

以

一

籌

先

之

縣

有

勝

歸

山

殘

於

採

石

宗

憲

捐

値

而

歸

諸

官

後

爲

總

督

平

倭

寇

復

涖

餘

姚

受

降

縣

人

爲

勒

功

勝

歸

山

上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羅

鉄

嘉

靖

閒

丞

才

守

並

著

縣

人

久

而

稱

之

餘

姚

丞

多

自

好

者

形

勝

家

歸

勝

於

丞

廨

云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周

鳴

塤

字

思

友

蘄

水

人

嘉

靖

閒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時

當

軍

興

之

後

庶

務

刓

敝

鳴

塤

銳

意

振

飭

初

行

丈

田

法

爲

酌

定

要

束

畫

一

以

究

成

事

人

莫

能

欺

官

至

廣

東

參

議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張

道

字

以

中

湖

口

人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進

士

知

餘

姚

廉

明

仁

恕

頌

聲

大

作

未

幾

以

憂

去

後

官

御

史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鄧

林

喬

字

子

楨

內

江

人

嘉

靖

末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平

恕

愛

人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六

時

縣

有

水

災

嵗

大

祲

林

喬

令

坊

鄕

所

在

作

糜

飼

饑

民

躬

臨

視

力

請

當

道

得

穀

五

千

石

又

多

方

措

設

以

益

之

全

活

甚

眾

尤

加

意

學

校

官

終

左

副

都

御

史

三

邊

總

督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譚

璋

臨

桂

人

以

貢

士

署

教

諭

先

是

有

易

某

者

內

深

賊

外

持

詭

辨

虐

用

諸

生

稍

意

迕

便

中

以

危

禍

諸

生

人

人

自

危

璋

素

長

者

誨

諸

生

敦

師

弟

義

其

於

利

恥

言

之

諸

生

貧

不

能

存

者

必

曲

爲

賙

助

以

是

益

追

惡

易

而

傾

心

歸

譚

譚

後

以

憂

去

諸

生

追

送

人

人

泣

下

脫

其

冠

懸

於

學

宮

以

誌

思

焉
嘉

靖

志

王

球

字

子

成

爲

教

諭

循

謹

雅

飭

視

諸

生

若

家

人

父

子

諄

諄

誨

掖

能

舉

其

職

後

遷

嘉

興

路

教

授

邑

人

樹

去

思

碑

焉
翁

大

立

撰

去

思

碑

記

莊

天

恩

字

元

育

華

亭

人

嘉

靖

十

三

年

舉

人

任

教

諭

時

餘

姚

諸

生

率

親

師

友

重

掌

故

而

天

恩

喜

奬

成

新

進

以

故

土

爭

趨

其

門

經

品

題

者

多

聞

人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李

時

成

蘄

水

人
案

碑

作

楚

黃

人

據

康

熙

官

師

志

正

隆

慶

五

年

進

士

繼

鄧

林

喬

知

縣

事

明

制

版

籍

十

年

更

造

丁

產

出

入

動

有

磨

刮

攛

易

之

弊

時

成

釐

之

邑

糧

稅

往

無

重

征

自

倭

夷

絡

繹

兵

餉

漸

廣

雜

辦

繁

劇

倍

於

額

賦

一

時

督

責

不

勝

誅

求

時

成

酌

其

緩

急

標

名

易

知

用

一

緩

二

人

人

樂

輸

增

置

學

田

佐

嵗

修

費

民

死

無

所

歸

出

公

餘

買

地

而

葬

考

治

行

最

明

年

以

內

臺

召

士

民

留

之

不

得

立

去

思

碑
翁

犬

立

撰

去

思

碑

黃

墀

豐

城

人

隆

慶

四

年

舉

人

淸

標

雅

範

弟

子

以

文

藝

進

者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七

酬

對

靡

倦

或

以

脩

脯

進

輒

面

赤

不

問

卒

於

官

士

論

惜

之
乾隆

志

引

萬

厯

志

馬

應

龍

武

進

人

舉

人

爲

教

諭

恂

恂

儒

雅

喜

接

引

門

下

士

無

苛

禮

時

相

申

時

行

許

國

爲

同

年

友

絕

口

不

及

之

人

重

其

品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丁

懋

遜

字

允

節

霑

化

人

萬

厯

八

年

進

士

知

餘

姚

誠

心

質

行

政

尙

肅

吏

畏

而

民

安

之

學

宮

縣

治

屬

其

鼎

新

以

憂

去

復

除

吏

科

給

事

中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明

史

附

王

獻

可

傳

陳

勖

字

世

勉

德

人

萬

厯

二

年

進

士

知

餘

姚

貌

不

及

中

人

然

有

吏

才

元

惡

數

輩

憑

族

氏

莫

敢

誰

何

勖

以

計

翦

除

殆

盡

尤

精

於

識

鑒

校

士

高

等

者

率

取

科

第

在

邑

七

年

官

至

廣

西

參

政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葉

煒

字

文

光

宣

城

人

萬

厯

十

四

年

進

士

以

才

自

上

高

調

任

會

嵗

饑

民

莩

載

道

百

計

起

之

盜

發

嚴

督

掾

捕

賊

鮮

有

脫

者

然

不

波

累

一

人

久

之

外

戶

可

不

閉

姚

俗

宴

會

侈

槪

謝

絕

曰

我

與

賢

士

大

夫

風

儉

也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馬

從

龍

字

雲

從

新

蔡

人

萬

厯

中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爲

人

沈

默

貴

遇

士

大

夫

恂

恂

文

弱

至

其

守

法

持

重

賁

育

不

能

奪

嵗

時

饋

問

無

所

受

懲

吏

胥

之

蠹

酌

爲

四

議

切

中

肯

綮

舉

事

未

竣

以

艱

去

代

令

江

起

鵬

踵

成

之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楊

元

臣

雲

南

太

和

人

萬

厯

閒

由

選

貢

爲

縣

丞

爲

人

樸

直

關

說

弗

入

以

病

卒

不

能

歸

喪

縣

人

憐

而

賻

之
乾

隆

志

引

萬

厯

志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八

董

羽

宸

字

邃

初

華

亭

人

萬

厯

四

十

一

年

進

士

知

餘

姚

縣

時

當

倭

患

奸

民

與

市

以

致

闌

入

羽

宸

廉

得

其

人

按

以

法

海

患

始

息

鄕

豪

有

殺

其

族

屬

者

箱

里

甲

勿

以

聞

羽

宸

偵

知

立

出

其

骸

於

荆

棘

中

民

服

如

神

明

官

至

吏

部

左

侍

郎
乾

隆

志

引

舊

通

志

梁

佳

植

字

南

有

宜

春

人

崇

禎

進

士

知

餘

姚

體

緩

弱

未

嘗

形

喜

怒

人

莫

窺

其

際

及

鞫

訟

屹

然

不

可

移

餘

姚

錢

穀

久

爲

吏

胥

乾

沒

解

戶

苦

之

佳

植

一

洗

積

習

民

輸

賦

恐

後

涖

任

四

載

與

民

休

息

盜

賊

鮮

少

去

官

涕

泣

送

者

無

算
乾

隆

通

志

袁

定

字

與

立

華

亭

人

崇

禎

十

年

進

士

知

餘

姚

剛

斷

有

爲

葺

城

垣

修

學

校

淸

糧

役

尤

能

發

奸

摘

伏

有

隸

役

乘

句

攝

毆

殺

一

驛

夫

立

斃

之

嵗

饑

貧

民

聚

眾

肆

掠

捕

得

數

人

未

及

報

卽

棓

殺

之

而

自

劾

不

職

隨

設

法

振

濟

多

所

全

活
乾

隆

通

志

參

府

志

王

正

中

字

仲

撝

保

定

人

國

公

之

仁

從

子

也

崇

禎

十

年

進

士

游

高

唐

州

會

大

淸

兵

南

下

轉

運

銀

杠

亦

避

入

高

唐

大

軍

會

高

唐

州

守

以

銀

杠

旦

晚

敵

物

不

若

鬻

免

一

州

士

女

屠

戮

正

中

與

押

狀

事

平

論

死

數

年

得

出

除

知

長

興

縣

浙

西

失

守

避

地

紹

興

魯

王

涖

越

以

兵

部

職

方

主

事

知

餘

姚

餘

姚

當

紹

山

海

衝

軍

將

往

來

剽

奪

市

販

朝

得

札

付

暮

入

根

括

民

舍

正

中

設

兵

彈

壓

約

各

營

取

饟

必

經

縣

否

者

以

盜

論

總

兵

陳

梧

敗

於

嘉

興

渡

海

擄

掠

鄕

聚

正

中

遣

兵

擊

之

鄕

聚

犄

角

殺

梧

朝

議

罪

正

中

黃

宗

羲

力

爭

梧

見

殺

蓋

眾

怒

正

中

無

罪

乃

止

張

國

柱

掠

定

海

乘

潮

而

西

縱

兵

入

姚

城

正

中

計

折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十
九

諭

止

之

田

仰

荆

本

徹

先

後

蔽

江

下

皆

惕

息

去

一

年

之

中

屢

經

悍

將

而

邑

免

大

禍

民

戴

之

如

父

母

陞

監

察

御

史

正

中

短

小

敏

練

喜

任

事

而

措

置

甚

大

益

募

驍

勇

將

從

海

道

取

海

海

鹽

通

浙

西

路

於

是

尙

寶

卿

朱

大

定

太

僕

卿

陳

潛

夫

主

事

吳

乃

武

皆

自

浙

西

來

受

約

束

壇

山

熢

火

連

於

武

林

北

門

藉

無

恐

又

通

律

呂

星

壬

遁

喜

讀

實

用

書

乙

酉

冬

進

魯

王

丙

戌

年

厯

及

敗

逸

於

民

閒

姚

邑

遺

民

沈

國

模

史

孝

咸

韓

孔

當

陳

天

恕

呂

章

成

邵

曾

可

等

咸

共

往

來

深

衣

幅

巾

假

醫

卜

續

食

大

淸

康

熙

六

年

八

月

卒

於

山

陰

之

陳

常

堰

年

六

十

九

東

南

紀

事

乾

隆

通

志

寓

賢

正

中

從

閩

人

柯

仲

烱

受

天

官

之

學

談

之

往

往

有

驗

國

朝

胥

庭

淸

字

永

公

上

元

人

順

治

四

年

進

士

四

明

山

寇

亂

城

門

晝

閉

防

守

兵

聞

寇

抄

略

旣

去

始

出

而

盡

其

所

有

邨

落

無

宇

庭

淸

以

爲

將

使

民

盡

爲

寇

也

於

是

遏

兵

不

出

設

策

招

撫

以

萬

計

巳

而

平

定

嵗

大

歉

饑

民

載

道

庭

淸

發

粟

振

之

久

亂

之

後

百

廢

具

舉

陞

工

部

主

事
康

熙

志

康

如

連

字

修

庵

安

邑

人

以

進

士

知

餘

姚

縣

多

善

政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縣

大

水

裂

山

谷

破

冢

墓

湮

沒

千

餘

家

城

不

沒

者

二

版

如

連

從

知

府

李

鐸

慟

哭

於

行

臺

請

疏

蠲

正

賦

徧

勸

郡

中

富

室

出

見

糧

乃

糴

溫

州

米

以

振

有

至

千

金

者

設

振

法

教

職

丞

尉

分

詣

各

鄕

親

給

民

無

遠

哺

吏

無

中

漁

行

振

官

皆

自

炊

不

沾

里

長

半

菽

凡

三

振

人

受

米

一

石

五

斗

轉

徙

者

沿

道

爲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二
十

糜

以

餉

之

民

困

以

甦

續

修

縣

志

閱

三

月

而

書

成
乾

隆

志

田

西

披

三

山

所

城

守

也

康

熙

十

三

年

山

賊

小

王

率

黨

千

餘

人

突

攻

所

城

時

城

中

無

兵

西

坡

手

銅

鎚

單

騎

從

南

門

出

於

落

成

橋

南

殺

賊

數

十

人

賊

鳴

鉦

西

坡

騎

驚

竄

乃

下

鞍

步

接

且

戰

且

卻

至

城

門

已

閉

躍

而

登

賊

自

下

刺

之

顚

然

城

中

居

民

緣

是

得

從

北

門

出

賊

無

所

掠

焚

廬

而

去
滸

山

志

韋

鍾

藻

號

岸

黃

岡

人

康

熙

十

六

年

舉

人

四

十

年

知

餘

姚

縣

振

興

義

學

因

邑

人

改

建

之

請

相

半

霖

地

卑

涇

捐

俸

買

南

城

角

聲

苑

出

佛

像

而

更

新

之

旋

因

事

解

篆

居

武

林

屢

致

書

促

事

不

以

去

留

易

意

及

成

遷

主

中

堂

改

題

爲

姚

江

書

院

邑

人

士

立

碑

以

識

去

思
姚

江

事

蹟

梁

澤

字

珩

白

順

德

人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舉

人

知

海

鹽

縣

有

善

政

嘗

著

四

無

詩

揭

署

壁

以

自

箴

署

桐

鄕

調

餘

姚

時

盧

文

弨

方

貧

而

弱

其

父

爲

怨

者

陷

繫

訟

急

澤

爲

懲

怨

者

迎

文

弨

至

署

豐

予

供

給

督

課

甚

嚴

後

文

弨

主

考

□

□

澤

方

家

居

文

弨

踵

謁

留

旬

日

不

忍

去
順

德

縣

志

沈

惺

字

辰

令

海

人

康

熙

二

年

舉

人

任

教

諭

見

學

宮

日

圯

首

刱

修

啟

聖

宮

旋

佐

知

縣

康

如

連

修

繕

學

校

復

親

製

大

成

樂

器

善

於

汲

引

士

論

歸

之
乾

隆

志

周

助

瀾

字

迴

川

仁

和

人

雍

正

十

三

年

舉

人

任

教

諭

性

廉

介

終

日

危

坐

讀

書

家

人

吿

米

匱

不

䘏

也

植

梅

數

十

本

暇

則

與

諸

生

賦

詩

其

閒

辨

論

古

今

欣

然

忘

倦

遷

筠

連

知

縣
乾

隆

志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二
十
一

趙

預

涇

縣

人

以

保

舉

任

餘

姚

知

縣

安

靜

善

斷

民

無

寃

滯

暇

則

親

行

坊

巷

勸

善

良

而

懲

其

不

率

者

民

畏

而

愛

之

調

秀

水

去

終

河

南

安

陽

縣
乾

隆

志

蔣

允

焄

貴

筑

人

由

翰

林

改

授

知

縣

乾

隆

八

年

涖

任

發

奸

摘

伏

吏

胥

不

能

欺

遊

民

橫

於

市

者

悉

斂

迹

持

法

平

恕

所

決

罰

人

無

後

言

加

意

振

刷

議

濬

城

河

修

縣

志

會

以

艱

去

縣

人

刻

其

所

欲

行

者

爲

一

書

自

題

曰

有

志

未

逮

以

貽

後

人

仕

終

福

建

按

察

使
乾

隆

志

張

松

郃

陽

人

雍

正

八

年

進

士

知

餘

姚

縣

乾

隆

十

六

年

發

帑

金

吿

糴

鄰

省

多

方

勸

富

民

輸

助

振

卹

以

是

旱

不

爲

患

調

仁

和

仕

終

通

判
乾

隆

志

陳

九

霄

武

陵

人

由

舉

人

知

餘

姚

性

耿

介

勤

於

吏

治

有

妄

愬

邪

教

者

牽

引

甚

眾

九

霄

廉

得

其

實

請

於

大

府

盡

釋

之
乾

隆

志

唐

若

瀛

字

一

峰

三

原

人

舉

人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來

任

餘

姚

期

年

政

成

留

意

文

獻

踵

前

縣

主

康

如

連

纂

修

邑

志

網

羅

散

失

手

自

參

訂

厥

功

甚

偉

語

在

前

志

敘

中

以

課

最

移

知

錢

塘

並

有

聲

吳

高

增

字

敬

齋

嘉

興

人

嘗

署

餘

姚

訓

導

學

宮

就

圯

力

任

興

修

値

嵗

祲

以

工

代

振

賴

濟

者

眾

有

諸

生

五

人

麗

於

法

其

情

可

矜

爲

白

縣

釋

之
山

陰

何

煟

跋

敬

齋

重

鋟

聖

賢

像

定

育

滿

洲

人

舉

人

嘉

慶

六

年

知

餘

姚

縣

振

拔

士

子

文

風

丕

振

每

決

科

前

列

者

多

登

薦

有

兩

眼

皆

靑

之

譽

放

吿

無

訟

牒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二
十
二

可

收

輒

收

文

字

筆

削

之

士

皆

悅

服

周

卹

貧

士

鄕

試

給

以

賓

興

曰

自

國

初

至

嘉

慶

時

田

賦

畝

贏

銀

一

釐

一

忽

嵗

計

率

三

四

千

有

司

輒

私

之

余

特

公

之

士

類

而

固

非

余

私

囊

所

出

也

其

潔

已

愛

士

如

此

後

任

石

同

福

崔

之

煒

皆

踵

行

之
姚

江

小

志

張

吉

安

字

迪

安

號

蒔

塘

吳

縣

人

乾

隆

六

十

年

舉

人

大

挑

以

知

縣

發

浙

江

嘉

慶

八

年

冬

補

餘

姚

明

年

春

雨

傷

稼

米

價

騰

涌

吉

安

旣

請

糴

倉

穀

又

請

於

臺

使

者

官

運

川

米

五

千

石

繼

之

民

食

以

足

十

年

復

被

水

鄰

邑

煮

振

廠

專

設

縣

城

擁

擠

傷

亡

日

數

輩

吉

安

分

鄕

設

廠

别

男

女

官

帑

外

勸

富

民

協

濟

訖

撤

廠

無

枉

死

者

邑

多

名

區

次

第

修

復

以

工

代

振

尋

乞

養

歸

道

光

九

年

卒

民

奉

栗

主

於

洞

霄

宮

卽

吉

安

所

修

建

以

祀

蘇

文

忠

公

者

也
李

元

度

國

朝

先

正

事

略

夏

淮

字

肇

平

建

德

人

廩

貢

嘉

慶

六

年

任

餘

姚

訓

導

訓

士

有

法

貧

者

卹

以

膏

火

及

卒

士

皆

以

詩

哭

之
建

德

縣

志

鹿

嗣

宗

字

錫

堂

定

興

人

監

生

嘉

慶

十

七

年

任

餘

姚

以

經

術

飾

吏

治

刱

修

文

廟

並

作

聖

廟

志

輯

要

有

益

文

教

洪

錫

光

字

瑤

圃

江

西

人

進

士

道

光

十

七

年

來

知

餘

姚

政

通

民

理

尤

崇

儒

術

以

忤

上

官

旨

被

鐫

其

去

也

風

雨

交

作

士

民

遮

道

泣

送

贈

聯

懸

署

門

有

謫

我

賢

良

四

壁

雲

山

皆

失

色

奪

民

父

母

五

更

風

雨

亦

含

悲

之

句

鄕

父

老

猶

能

追

誦

之

同

時

譚

爲

霖

字

萍

薌

陽

江

人

道

光

十

六

年

任

三

山

巡

檢

能

詩

下

士

性

安

淡

泊

屏

絕

苞

苴

世

皆

以

淸

吏

稱

之

卒

於

官

著

有

依



ZhongYi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名
宦

二
十
三

雲

軒

詩

鈔

行

世

陳

益

字

友

三

閩

縣

人

咸

豐

元

年

舉

人

同

治

六

年

署

理

餘

姚

縣

折

獄

明

允

又

以

平

餘

緡

錢

五

百

千

撥

充

龍

山

書

院

膏

火

著

爲

令

陶

雲

升

字

晴

初

天

津

人

咸

豐

二

年

進

士

十

年

知

餘

姚

縣

明

年

粵

匪

陷

邑

城

身

之

上

海

乞

師

城

復

再

任

時

瘡

痍

初

平

悉

心

撫

字

盜

感

其

誠

至

相

約

不

入

境

同

時

署

三

山

巡

檢

李

遇

春

字

協

平

江

人

有

幹

才

邑

勝

山

坎

墩

民

情

强

悍

喜

械

□

遇

春

爲

雲

升

器

重

得

用

嚴

法

懲

治

强

暴

爲

之

懾

伏

又

捐

貲

刱

設

文

蔚

書

院

文

風

一

振

語

見

學

校

志

後

有

李

寶

森

者

字

仲

文

光

緖

七

年

任

三

山

巡

檢

儉

約

淸

勤

有

訟

其

仇

者

以

二

十

金

賄

囑

笞

二

十

寶

森

曰

枉

法

而

得

錢

吾

不

忍

也

力

卻

之

案

康

熙

乾

隆

兩

志

以

官

階

爲

次

今

依

時

代

雖

微

秩

實

惠

在

民

必

著

錄

公

論

未

容

泯

也

餘

姚

縣

志

卷

二

十

二

各

宦

終

光

緖

重

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