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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思
南
府
志
卷
之
四

祠
祀
志

祠
廟

文
廟

九

三

間

𥘉

先

聖

先

賢

俱

塑

泥

爲

象

嘉

靖

元

年

知

府

李

文

敏

鼎

新

廟

制

更

易

以

木

殿

日

　

　

大

成

嘉

靖

九

年

知

府

張

鏢

奉

今

上

改

正

孔

子

祀

典

命

復

以

木

主

代

焉

大

成

殿

亦

始

更

號

曰

文

廟

廟

東

西

爲

兩

廡

凡

十

四

問

前

有

大

銀

杏

二

株

傳

云

宣

慰

田

氏

所

植

㦸

門

凡

三

間

𣠄

星

門

凡

三

間

魯

門

凡

二

間

在

㦸

門

右

又

前

爲

文

廟

門

亦

三

間

其

創

制

之

詳

具

見

學

記

後

因

日

就

傾

圮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府

洪

價

重

加

修

葺

焉

啓
聖
祠

凡

三

間

即

舊

講

堂

也

嘉

靖

九

年

知

府

張

鏢

奉

制

改

建

每

春

秋

丁

祭

　

畢

分

祀

于

此

名
䆠
鄊
賢
祠

在

啓

聖

祠

前

凡

三

間

拜

亭

一

間

嘉

靖

十

年

巡

按

御

史

郭

公

弘

化

行

部

至

府

詢

知

鄊

賢

御

史

申

公

祐

死

義

事

嘉

其

忠

烈

行

府

立

祠

祀

焉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府

洪

价

增

建

二

間

共

五

間

復

舉

名

宦

鄊

賢

共

十

二

人

呈

𠃔

上

司

禮

請

入

祠

春

秋

享

祀

以

敦

風

化

郡

人

□

秋

有

中

□

□

□

云

公

諱

枯

字

天

錫

世

居

婺

川

縣

火

炭

埡

㓜

有

至

性

頴

異

不

群

稍

長

補

郡

庠

弟

子

員

婺

川

至

府

山

行

五

日

每

褁

糧

徒

歩

就

學

不

倦

常

從

其

父

之

田

父

忽

爲

虎

㗸

去

公

挺

身

持

杖

尾

擊

之

虎

逸

父

免

咥

焉

正

統

辛

酉

中

雲

南

鄊

試

入

國

　

　

學

肄

業

時

祭

酒

李

時

勉

以

言

事

忤

旨

下

獄

枷

寘

國

子

監

門

公

首

倡

六

舘

諸

生

伏

闕

　

　

申

救

且

願

代

其

死

上

爲

之

霽

威

尋

登

乙

丑

進

士

拜

四

川

道

監

察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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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

立

朝

忠

讜

多

所

補

益

每

各

道

聚

會

議

事

公

談

論

輙

數

百

言

咸

當

要

會

衆

皆

推

讓

出

按

廬

鳳

等

府

所

至

輒

進

諸

生

講

論

經

史

疑

義

至

安

慶

諸

生

私

相

謂

曰

御

史

貴

州

人

千

字

文

秀

才

也

公

㣲

聞

之

次

日

𢳣

起

剪

頗

牧

作

題

試

之

諸

生

大

沮

其

精

敏

此

𩔗

也

十

四

　

　

年

己

巳

英

廟

北

征

公

以

名

御

史

扈

從

至

土

木

乘

輿

此

狩

遂

死

之

公

之

大

節

如

此

西

麓

子

曰

先

　

　

民

有

言

父

生

之

君

治

之

師

教

之

天

下

之

三

本

也

故

惟

其

所

在

則

致

死

焉

於

公

𥁞

之

矣

古

之

孝

子

固

有

冒

白

刃

而

赴

親

之

難

者

矣

若

猛

虎

搏

人

志

在

吞

噬

非

盜

賊

比

也

公

以

子

然

童

子

直

犯

其

𤓰

牙

九

重

震

怒

生

死

叵

測

當

時

寄

言

責

擁

重

任

者

何

　

　

限

且

𤨔

視

扼

𨺋

莫

敢

嬰

逆

鱗

之

威

公

以

一

大

學

生

毅

然

申

辨

無

少

難

色

　

　

卓

然

不

易

之

見

輿

見

義

必

爲

之

勇

河

如

也

然

公

於

親

之

難

師

之

難

已

致

死

矣

而

卒

不

死

且

濟

其

事

終

之

以

土

木

之

禍

始

𥁞

節

焉

天

其

或

者

有

以

黙

而

相

之

歟

胡

爲

乎

委

曲

擁

翊

奪

其

死

於

𥘉

年

而

炳

烺

砰

訇

以

重

其

死

於

晚

節

也

或

曰

斯

難

也

萬

衆

同

日

何

異

秦

坑

之

𢡖

雖

願

無

死

不

可

得

也

噫

以

公

前

事

觀

之

則

伏

節

死

義

之

忠

固

其

素

抱

不

持

取

決

於

土

木

矣

夫

豈

猿

鶴

沙

蟲

同

時

俱

化

者

比

哉

昔

唐

叚

大

尉

笏

擊

賊

泚

而

死

人

且

以

爲

武

人

一

時

激

發

之

行

德

宗

在

奉

天

聞

其

死

輟

朝

至

七

日

當

時

宰

相

尚

有

難

之

者

及

柳

宗

元

上

其

𨓜

事

而

後

大

尉

平

時

奉

職

守

正

樹

立

不

凡

之

大

節

始

暴

白

於

天

下

異

議

至

今

斬

然

矧

公

遠

方

孤

士

泯

㓕

無

聞

寔

攸

宜

也

余

齠

齔

時

先

司

諌

樸

菴

君

每

舉

公

事

跡

以

訓

之

又

於

鄕

先

生

李

立

之

孟

震

處

時

時

聞

之

訪

公

之

後

則

無

招

䰟

之

墓

片

石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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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勅

命

一

通

而

已

其

諸

恩

䕃

恤

典

俱

未

及

也

今

夏

　

　

與

郡

愽

鍾

君

謁

公

祠

談

及

公

事

因

敘

次

其

所

聞

如

此

尚

丐

有

位

君

子

刻

之

祠

下

以

來

我

鄊

國

儀

刑

不

勝

慶

幸

餘

各

見

於

宦

蹟

人

物

條

下

文
昌
祠

在

啓

聖

祠

後

嘉

靖

十

四

年

教

授

鍾

添

建

有

郡

人

敖

宗

慶

記

云

郡

庠

東

北

隅

舊

有

文

昌

祠

嵗

久

而

圮

廢

矣

然

神

像

巍

然

猶

存

吾

師

楚

鄖

巽

齋

鍾

先

生

來

司

教

之

三

年

廼

捐

俸

搆

堂

三

楹

棲

神

於

中

榜

爲

弟

子

號

舎

時

宗

慶

歸

自

京

師

過

祠

下

拜

手

而

諗

諸

衆

曰

祠

以

祀

功

也

祀

德

也

匪

功

匪

德

則

謟

焉

耳

矣

此

有

鼻

象

祠

江

南

淫

祠

七

千

百

所

之

毀

皆

萬

世

之

所

瞻

仰

先

生

平

日

所

以

自

處

者

何

如

朝

夕

懇

誨

我

諸

生

者

何

如

茲

於

祠

祀

豈

有

所

謂

謟

者

㢤

但

世

俗

所

傳

謂

文

昌

君

有

九

十

三

化

且

司

科

甲

富

貴

之

籙

率

多

幻

妄

不

經

果

如

所

傳

則

茲

祠

不

爲

詣

也

幾

希

按

六

月

詩

有

曰

張

仲

孝

友

求

其

人

則

文

昌

君

也

父

蚤

逝

事

母

黃

至

孝

執

祖

之

䘮

哀

毀

踰

禮

奉

先

職

爲

周

保

氏

作

白

駒

沔

水

以

警

宣

王

其

忠

孝

大

節

凜

凜

若

此

𨿽

事

載

野

史

雜

記

之

中

然

而

古

今

所

傳

諒

不

多

誣

先

生

所

以

祠

而

祀

之

者

其

不

在

於

斯

乎

不

然

昔

者

尹

彭

山

時

胡

爲

乎

有

伯

張

綱

李

宻

忠

孝

之

祠

也

吾

儕

二

三

子

於

此

而

知

所

以

高

山

仰

止

焉

則

先

生

非

蹈

舉

文

昌

有

靈

亦

於

是

焉

妥

矣

城
隍
廟

舊

在

府

治

南

成

化

間

改

建

於

治

東

北

遷

善

橋

嘉

靖

元

年

知

府

李

文

敏

病

其

規

制

狹

隘

乃

於

廟

后

創

作

三

間

禮

制

拻

拓

易

前

廟

爲

拜

亭

外

建

大

門

三

間

嘉

靖

二

年

復

於

殿

前

增

立

廊

房

左

右

各

三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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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
地
祠

凡

三

間

在

府

冶

儀

門

東

正

德

十

四

年

推

官

歐

涇

重

建

馬
援
祠

宋

時

田

祐

恭

之

母

娠

時

嘗

夣

援

降

其

宅

及

生

祐

恭

祠

不

復

靈

祐

恭

卒

人

有

見

其

歸

于

援

祠

者

歴

後

靈

應

如

故

而

田

氏

之

後

代

有

異

才

今

廢

漢
壽
亭
侯
祠

在

府

治

西

𣱵

樂

間

建

尋

廢

嘉

靖

九

年

推

官

高

俊

復

建

於

崖

門

山

之

左

英
祐
侯
祠

在

府

治

前

建

立

時

代

無

考

上

有

水

月

宮

正

德

五

年

沒

於

洪

水

惟

一

鍾

存

嘉

靖

十

三

年

長

官

張

𨎤

重

建

川
主
祠

在

府

治

南

正

統

間

長

官

安

洛

建

成

化

年

間

長

官

安

方

重

建

土
主
祠

在

府

治

東

成

化

問

長

官

張

玉

建

尋

廢

嘉

靖

四

年

長

官

張

輦

重

建

昭
化
廟

在

婺

川

縣

安

峯

山

巔

創

于

有

宋

不

知

其

神

爲

誰

或

云

夜

郎

國

王

也

昔

漢

陳

立

爲

牂

牁

太

守

阻

兵

保

㨿

思

卭

水

夜

郎

王

破

之

百

姓

感

之

立

廟

祀

焉

至

今

多

感

應

二
郎
廟

在

府

治

東

成

化

間

長

官

張

玉

楊

茂

同

建

東
嶽
廟

舊

在

大

江

東

萬

勝

山

上

後

改

遷

府

治

西

北

最

高

處

長

官

安

洛

建

長

官

安

宇

重

修

清
源
廟

在

沿

河

司

治

南

長

官

張

珏

建

水
府
廟

在

沿

河

司

金

仙

寺

左

長

官

張

舜

明

建

少
師
廟

其

神

即

田

祐

恭

也

其

后

裔

田

宗

鼎

建

以

祀

之

年

乆

圮

廢

遺

趾

在

今

兵

備

道

前

左

嘉

靖

十

年

知

府

張

鏢

以

置

社

學

土
主
廟

在

印

江

縣

西

弘

治

七

年

建

今

已

廢

焉

祠
廟
曷
宅
夫
義
也
是
祀
典
之
攸
明
也
祀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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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適
典
乎
蓋
嘗
聞
之
矣
古
聖
王
之
制
祀
也
法

施
于
民
則
祀
之
以
死
勤
事
則
杞
之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災
則
祀
之
能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非
是
族
也
不
在
祀
典
信
斯
言
也
自
孔

廟
啓
聖
城
隍
而
下
祠
之
應
祀
者
鄊
賢
昭
化

馬
援
少
師
𢿙
祠
而
已
餘
曷
用
夫
祀
也
又
曷

言
乎
典
也
噫
信
㢤
此
磪
論
也
今
之
不
忘
諸

祠
者
情
也
夫
鬼
神
依
人
者
也
其
感
通
精
𠁊

之
氣
麗
于
時
也
乆
信
于
人
也
深
則
亦
自
有

潛
孚
崇
戀
而
不
可
解
者
雖
非
明
祀
亦
人
情

也
情
不
可
拂
祠
烏
可
忘
又
況
水
旱
凶
災
祈

禱
多
應
功
德
𨿽
未
聞
於
前
呵
護
能
已
見
于

右
揆
諸
禦
災
捍
患
之
典
是
殆
不
可
以
滛
祠

論
也
夫
烏
得
而
不
祀
諸
雖
然
此
固
鄊
人
因

時
之
見
云
爾
也
在
位
有
胡
頴
若
人
自
當
不

係
於
此
矣

寺
觀本

府
附
廓
二
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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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圓
通
寺

在

府

南

蠻

夷

司

東

長

官

安

洛

建

弘

治

間

長

官

安

宇

李

谷

重

建

思

川

府

推

官

王

□

題

圓

通

寺

詩

云

橋

栖

來

梵

宇

不

與

俗

塵

干

隠

几

聽

流

水

開

扉

見

好

山

鐘

聲

臨

枕

近

譙

漏

隔

関

謾

宦

轍

奔

波

處

逄

僧

一

話

難

甕
溪
寺

在

府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龍
泉
寺

在

府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金
華
寺

在

府

治

西

北

四

十

里

華
嚴
寺

在

府

治

西

今

東

嶽

後

已

廢

玄
帝
觀

在

府

治

北

東

鼓

樓

上

長

官

楊

茂

修

建

沿
河
司當

樂
寺

在

司

北

六

十

里

唐

建

爲

福

常

寺

宋

時

勅

賜

中

勝

院

國

朝

改

爲

常

樂

寺

年

乆

圮

廢

惟

遺

一

鍾

刻

碑

一

道

金
仙
寺

在

司

治

左

郡

人

王

藩

詩

云

紺

殿

清

虛

絶

市

諠

瑯

瑯

梵

語

誦

朝

昏

香

飄

翠

蒃

曇

花

現

燈

閃

寒

光

貝

葉

翻

側

耳

老

龍

應

自

悟

點

頭

頑

石

亦

忘

言

居

人

聞

此

成

深

省

欲

問

元

生

到

法

門

沿
豐
寺

在

寺

東

二

十

里

宋

時

建

年

乆

廢

嘉

靖

元

年

里

人

何

文

林

重

建

雲
臺
觀

在

司

北

六

十

里

先

廢

嘉

靖

十

年

長

官

冉

朝

佐

重

建

婺
川
縣銅

山
寺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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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觀
音
寺

在

板

塲

坑

𣱵

樂

間

建

玄
帝
觀

在

觀

音

寺

左

印
江
縣西

巖
寺

在

縣

西

五

里

宋

時

建

後

廢

嘉

靖

七

年

重

建

觀
音
寺

在

縣

治

西

三
清
觀

在

縣

西

四

里

宋

乾

德

間

建

神
祀

禮
儀晏

嬰
有
言
禮
之
可
以
爲
國
也
乆
矣
與
天
地

並
夫
禮
道
誠
大
晏
子
且
能
知
之
況
挹
文
明

之
化
號
昭
代
之
民
冝
自
不
爲
晏
子
者
顧
弗

若
焉
可
乎
我
思
僻
在
南
隅
禮
教
罔
飭
自
郡

慱
鍾
君
添
始
以
禮
制
倡
稽
詳
樶
要
群
國
之

子
弟
而
訓
習
之
蓋
亦
可
謂
作
新
之
一
機
而

百
年
之
一
日
矣
行
之
旣
乆
得
之
漸
深
能
自

曲
直
以
自
赴
於
禮
者
不
可
謂
無
人
也
稽
古

之
效
果
細
細
哉

朝
賀
禮
　
見

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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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祀
禮

孔

廟

祀

山

川

壇

祀

稷

壇

祀

郡

厲

祭

俱

詳

見

儀

注

孔
廟
祭
器

登
二

十

箇

鉶
二

十

箇

簠
四

十

四

箇

簋
四

十

四

箇

籩
一

百

一

十

零

六

箇

篚
一

十

箇

爼
一

十

箇

罇
錫

造

三

箇

勺
鍚

造

一

箇

豆
一

百

一

十

零

六

箇

祝
板

一

香
爐

五副

花
瓶

五副

燭
臺

一百

爵
一

百

三

十

零

八

箇

方
燈

一副

香
案

一副

帛
盒

九箇

籸
盆

一副

帷
幔

黃

紅

共

五

副

盥
盆
　
㡈
巾
　
　
碗
　
牲
匣
　
方
盤

毛
血
盤
　
　
　
酒
罇
案
　
　
　
羃

樂
器
無

佾
舞
器
無

采
志
者
曰
此
非
闕
典
㢤
夫
禮
天
地
之
序
也
樂

天
地
之
和
也
序
以
告
䖍
而
一
人
於
明
和
以
𩔗

感
而
薦
神
於
幽
二
者
廢
一
不
可
也
詩
曰
籩
豆

大
房
萬
舞
洋
洋
言
相
湏
也
又
曰
肅
雝
和
鳴
先

祖
是
聽
言
歆
格
也
周
禮
大
司
樂
之
職
每
祭
祀

則
率
國
子
而
樂
舞
雖
社
祭
家
祭
且
不
缺
也
況

於
泮
宮
將
事
報
德
報
功
可
無
樂
舞
以
歆
禮
聖

靈
㢤
故
曰
缺
典
也
或
曰
典
之
缺
者
時
之
限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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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嗚
呼
郡
之
有
學
百
餘
年
矣
以
時
則
乆
以
制
則

備
以
化
則
洽
百
年
興
禮
樂
之
期
茲
其
會
也
而

於
時
焉
何
尤
也
𨿽
然
時
以
人
適
也
法
以
道
神

也
備
制
作
之
本
任
制
作
之
功
端
於
今
日

良
有
司
望

鄊
飲
酒
禮
見
儀
注

射
禮
見
儀
注

射
器

弓
矢
　
乏
　
　
觶
　
　
鹿
中
　
　
篚
　
樸

決
拾
　
鐘
　
　
旌
　
　
洗
盆
　
　
豊
　
勺

布
候
　
皷
　
　
楅
　
　
盆
架
　
　
罇
　
籌

侯
架
　
磬
　
　
笙
　
　
斯
禁
　
　
卓

士
相
見
禮
　
見
儀
禮

冠
婚
䘮
祭
禮
　
見
家
禮

儒
學
書
籍

大
學

一卷

　
中
庸

一卷

　
論
語

二

十

卷

　
孟
子

十

四

卷

易
二

十

四

卷

　
書

一

十

卷

　
詩

二

十

卷

　
　
春
秋

三

十

九

卷

禮
記

三

十

卷

性
理

一部

　
通
鑑

一部

　
　
東
萊
慱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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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大
明
一
統
志
　
　
　
　
　
　
　
　
朝
祭
服
圖

聖
駕
重
幸
大
學
録

一部

　
　
　
　
　
明
倫
大
典

御
製
臥
碑
一
道

壇
𡒌

本
府

二

司

附杜
稷
壇

在

府

洽

北

門

外

五

里

𣱵

樂

十

三

年

建

門

廚

墻

垣

一

如

制

焉

年

乆

墻

傾

屋

頺

門

扁

俱

廢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府

洪

價

督

令

水

德

司

正

長

官

張

𨎤

重

建

廚

庫

墻

垣

設

門

立

扁

䂓

制

始

備

後

二

壇

亦

同

山
川
壇

在

府

治

南

三

里

𣱵

樂

十

三

年

建

壇

址

高

三

尺

廣

五

丈

四

隅

植

栢

四

株

門

墻

一

如

制

焉

後

廢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府

洪

價

督

令

蠻

夷

司

副

長

官

李

承

祖

重

建

郡
厲
擅

在

府

治

北

三

里

𣱵

樂

十

二

年

建

內

立

一

亭

外

設

墻

垣

後

廢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府

洪

价

督

令

二

司

同

建

漏
澤
園

凡

二

區

一

在

城

南

一

在

北

沿
河
朗
溪
二
司

例

無

設

婺
川
縣山

川
壇

在

縣

南

三

里

社
稷
壇

在

縣

北

五

里

邑
厲
壇

在

縣

治

東

平

門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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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印
江
縣山

川
壇

在

縣

西

三

里

知

縣

顔

階

建

社
稷
壇

在

縣

東

二

里

知

縣

顔

階

建

邑
厲
壇

在

縣

治

北

三

里

思
南
府
志
卷
之
四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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