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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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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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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四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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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同
府
□
卷
之
一
十
四

大
同
府
知
府
吳
輔
宏
纂
輯

學
校

昔
漢
文
翁
爲
蜀
郡
守
起
學
官
市
中
以
教
下
縣
子
弟
數
年

其
化
大
行
武
帝
乃
詔
天
下
郡
國
皆
立
學
校
官
此
郡
縣
學

所
自
昉
也
雲
郡
介
居
邊
塞
爲
歴
代
用
武
之
地
然
自
元
魏

建
中
書
學
於
平
城
置
國
子
太
學
生
員
三
千
人
雲
代
之
際

彬
彬
盛
矣

國
家
敦
崇
儒
術
修
明
典
禮
聲
教
所
訖
遠
軼
前
代
夫
博
士
文

學
掾
職
有
專
屬
而
掌
其
政
令
教
治
攷
其
德
行
道
藝
以
興

賢
而
育
才
鄕
大
夫
以
下
均
宜
加
之
意
焉
志
學
校

大
同
府
儒
學
在
府
城
東
南
隅
舊
學
在
府
治
東
卽
元
魏
中
書

學
遼
西
京
國
子
監
金
時
之
太
學
元
之
大
同
縣
學
也
明
洪

武
八
年
建
爲
府
學
二
十
九
年
以
府
學
爲
代
藩
府
第
改
雲

中
驛
爲
府
學
卽
今
學
也
洪
熈
元
年
叅
政
沈
固
武
安
侯
鄭

亨
叅
將
曹
儉
重
修
宣
德
二
年
巡
撫
沈
固
又
增
修
之
建
肅

敬
亭
於
㦸
門
西
大
學
士
楊
榮
記
碑
存
正
統
九
年
巡
撫
羅

亨
信
知
府
霍
瑄
繼
修
建
宗
文
閣
於
明
倫
堂
之
南
嘉
靖
十

二
年
悍
卒
作
難
毁
無
寸
遺
十
六
年
巡
撫
樊
繼
祖
重
建
通

政
杜
梅
記
碑
存
其
後
巡
撫
史
道
督
學
郭
時
叙
復
修
飾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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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潤
色
之
開
雲
路
建
雲
表
殿
廡
堂
齋
亭
閣
祠
舍
門
楣
之
屬

無
廢
不
舉
史
道
自
記
碑
存
隆
慶
三
年
知
府
程
鳴
伊
重
修

移
置
啟
聖
祠
敬
一
亭
於
左
遷
文
昌
閣
魁
星
閣
於
東
西
十

二
步
之
外
後
三
年
署
知
府
聶
守
中
大
同
縣
知
縣
䨇
鳳
鳴

教
授
樊
思
誠
增
修
萬
歴
間
知
府
黃
嘉
善
重
修
天
啟
四
年

知
府
陳
元
卿
修
雲
路
建
鴈
㙮
自
記
碑
存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總
督
馬
之
先
重
修
給
事
中
魏
象
樞
記
碑

存
康
熈
九
年
知
府
林
本
元
教
授
李
際
昌
重
修
郞
中
李
宗

孔
記
碑
存
四
十
一
年
知
府
葉
九
思
重
修
自
記
碑
存
乾
隆

七
年
知
府
通
安
布
三
十
五
年
知
府
史
奕
瓖
相
繼
修
葺
各

有
碑
記

殿
宇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十

一

楹

西
廡
十

一

楹

神
庫
一

楹

在

大

成

殿

左

掖

神
厨
一

楹

在

大

成

殿

右

掖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泮
池
在

㦸

門

南

石

砌

圜

橋

亙

池

上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泮

池

南

齋
明
㕔
五

楹

在

泮

池

東

潔
淸
㕔
五

楹

在

泮

池

西

大
成
坊
在

櫺

星

門

南

雲
路
坊
在

大

成

坊

南

義
路
坊
在

大

成

坊

迤

東

禮
門
坊
在

大

成

坊

迤

西

崇
聖
祠
五

楹

前

有

圍

墻

在

大

成

殿

西

北

舊

稱

啟

聖

公

祠

國

朝

雍

正

三

年

改

爲

崇

聖

祠

文
昌
祠
在

魁

星

樓

後

魁
星
樓
在

儒

學

大

門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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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左

祀

趙

武

安

君

李

牧

秦

□

□

䝉

恬

漢

雲

中

太

守

孟

舒

李

廣

魏

尙

亷

范

度

遼

□

□

李

膺

唐

都

督

薛

仁

貴

豐

州

都

督

婁

師

德

節

度

使

王

忠

嗣

朔

方

節

度

使

郭

子

儀

豐

州

防

禦

使

李

景

畧

後

晉

雲

州

判

官

吳

巒

遼

節

度

使

張

儉

金

同

知

府

事

劉

仲

洙

元

都

元

帥

韓

浩

行

省

平

章

孫

德

謙

□

大

將

軍

徐

達

左

副

將

軍

常

遇

春

曹

國

公

李

文

忠

征

西

前

將

軍

鄭

亨

都

督

汪

興

祖

右

都

督

郭

登

總

督

楊

博

□

崇

古

江

東

翁

萬

達

文

貴

毛

伯

溫

劉

字

劉

大

夏

余

子

俊

石

璞

方

逢

時

吳

兌

鄭

洛

梅

國

楨

叢

蘭

巡

撫

王

忬

詹

榮

史

道

蔡

天

祐

石

玠

楊

志

學

許

進

李

敏

王

越

林

聰

王

宇

年

富

衞

景

瑗

賈

應

元

王

基

高

友

璣

總

兵

郭

琥

劉

漢

□

澤

周

尙

文

李

熈

張

達

朱

冕

李

瑾

指

揮

僉

事

王

邦

直

提

督

學

政

張

素

養

巡

道

艾

許

希

孟

知

府

霍

瑄

胡

汝

礪

杜

旻

楊

鏓

王

誥

馬

呈

書

同

知

范

錫

渾

源

州

知

州

劉

復

禮

許

繼

鄭

允

周

郁

張

文

質

應

州

知

州

黃

卿

薛

敬

之

大

同

縣

知

縣

連

格

山

陰

縣

知

縣

許

光

宗

王

士

嘉

靈

邱

縣

知

縣

楊

文

魁

廣

靈

縣

知

縣

桂

琳

府

學

訓

導

王

達

善

□

洋

巡

檢

張

文

煥

國

朝

總

督

馬

國

柱

佟

養

量

馬

之

先

總

兵

彭

有

德

兵

備

道

徐

一

范

宋

子

玉

曹

溶

巡

□

朱

家

仕

按

祠

內

列

祀

朔

州

知

州

李

邦

直

呂

文

石

亨

張

復

四

人

蔚

州

知

州

姜

鄗

史

魁

耿

信

三

人

今

朔

州

分

屬

朔

平

府

蔚

州

改

宣

化

府

應

歸

各

府

奉

祀

附

識

於

此

以

俟

釐

正鄕
賢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右

祀

北

魏

壽

靈

侯

古

弼

□

宋

平

章

贈

中

書

令

畢

士

安

明

按

察

副

使

馬

呈

秀

□

學

士

王

家

屏

叅

政

史

允

中

總

兵

李

聖

中

書

馬

呈

德

浙

江

右

布

政

張

爾

基

静

海

縣

知

縣

王

用

賓

遼

東

巡

撫

□

植

山

東

運

同

武

世

舉

平

定

教

諭

李

樌

高

密

縣

知

縣

王

家

旦

節

士

李

若

葵

卓

行

李

滿

孝

子

溫

陸

應

祥

沈

文

義

國

朝

沭

陽

縣

知

縣

魏

正

心

按

祠

內

列

祀

唐

鄂

□

公

尉

遲

恭

今

馬

邑

縣

分

屬

朔

平

府

應

歸

朔

平

奉

祀

附

識

於

此

以

侯

釐

正

尊
經
閣
在

大

成

殿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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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敬
一
亭
在

文

昌

祠

後

明

嘉

靖

中

翰

林

學

士

顧

鼎

臣

進

講

宋

儒

范

浚

心

箴

因

御

製

敬

一

箴

及

注

范

氏

心

箴

程

子

視

聽

言

動

四

箴

命

兩

京

國

子

監

及

天

下

學

校

建

亭

勒

箴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東

儀
門
三

楹

在

明

倫

堂

南

大
門
三

楹

在

儀

門

南

東
齋
六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西
齋
六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教
授
署
在

明

倫

堂

東

北

正

房

三

間

東

偏

房

二

間

西

偏

房

二

間

宅

門

外

居

易

堂

二

間

東

書

房

二

間

西

書

房

二

間

二

門

一

間

大

門

一

間

二

門

外

班

房

一

□

乾

隆

四

□

授

劉

金

相

重

修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西

南

正

房

三

間

西

偏

房

一

間

正

房

後

書

房

一

間

門

房

一

間

祭
器
詳

錄

府

庠

祭

器

□

州

縣

或

闕

或

全

大

畧

相

同

後

不

複

書

銅

尊

一

銅

杓

一

銅

豆

九

十

九

銅

爵

三

十

二

銅

登

一

銅

鉶

一

銅

簠

一

十

二

銅

簋

一

十

二

籩

六

十

四

帛

篚

七

牛

爼

案

一

猪

爼

案

十

羊

爼

案

九

樂
器
詳

錄

府

庠

樂

器

各

州

縣

或

闕

或

全

大

畧

相

同

明

成

化

中

巡

撫

李

敏

奏

□

同

孔

廟

無

雅

樂

得

頒

給

如

制

麾

一

鐵

鐘

一

有

架

鐵

磬

一

有

架

鼓

二

一

大

一

小

柷

一

節

一

琴

一

有

几

瑟

一

有

几

敔

一

羽

六

十

四

銅

戚

一

銅

鐘

一

十

二

有

架

石

磬

一

十

二

有

架

于

一

排

簫

一

有

架

籥

六

十

四

搏

拊

一

笛

三

十

二

箎

一

塤

一

藏
書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一

部

周

易

彚

纂

三

部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二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二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二

部

欽

定

三

禮

註

疏

一

百

八

十

二

冊

性

理

精

義

一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

子

全

書

一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駁

正

呂

畱

良

四

□

講

義

一

部

上

諭

一

部

二

十

四

冊

聖

諭

廣

訓

一

部

一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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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上

諭

漢

字

編

次

一

十

二

部

一

百

二

十

冊

□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御

製

文

初

集

一

部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學
田額

設
學
田
地
四
頃
八
畝
坐

落

南

門

外

三

王

堡

一

頃

南

廟

窊

一

頃

四

畝

周

家

店

一

頃

西

門

外

宋

家

莊

一

頃

四

畝

書
院
附

雲
中
書
院
舊
在
府
治
東
明
嘉
靖
四
十
年
建
御
史
陳
文

燧
以
雲
中
陬
塞
載
籍
希
少
捐
贖
鍰
購
晉
府
善
本
置
院

中
有
記
明
季
書
籍
散
失
院
宇
亦
傾
圯

國
朝
乾
隆
四
年
卽
遺
址
改
建
左
營
遊
擊
署
二
十
六
年
知

府
嘉
祥
重
建
於
府
治
西

地
卽
已
裁
銀
億
庫
大
使
署

址
也
督
學
使
者
邵
樹
本
撰
記
大
門
三
楹
二
門
一
楹
講

堂
三
楹
東
西
廂
各
二
楹
堂
之
西
北
書
室
三
楹
又
西
北

一
楹
爲
庖
湢
所
室
前
東
西
各
五
楹
儀
門
外
東
西
各
三

楹
爲
號
舍
每
歲
知
府
率
屬
捐
俸
以
爲
修
膳
膏
火
之
費

迄
今
不
改
舊
志
又
載
務
學
書
院
在
城
內
西
南
隅
前
明

宏
治
八
年
代
宗
朱
仕
玳
以
御
賜
書
籍
搆
書
院
貯
之
請

額
扁
曰
務
學
今
廢

大
同
縣
儒
學
在
府
城
西
北
隅
舊
與
府
學
共
爲
一
區
縣
學
居

前
府
學
居
後
明
嘉
靖
十
二
年
燬
於
兵
火
十
四
年
知
府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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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允
修
重
建
中
爲
廟
庭
□
府
右
縣
兩
學
並
峙
隆
慶
間
知
府

程
鳴
伊
於
廟
後
建
春
□
時
雨
二
樓
萬
歴
三
年
巡
道
馮
子

□
改
卜
城
之
西
北
隅
□
殿
廡
立
堂
齋
以
次
具
舉
其
後
知

縣
解
經
邦
起
太
乙
閣
於
明
倫
堂
之
後
三
十
四
年
知
縣
孫

體
元
闢
巽
門
起
魁
樓

泮
引
水
規
模
聿
備
郞
中
李
杜
記

碑
存

國
朝
順
治
十
三
年
總
督
馬
之
先
屯
道
邢
以
忠
重
修
知
縣
冀

齊
芳
記
康
熈
五
年
知
縣
郝
文
啟
重
修
大
學
士
衞
周
祚
記

二
十
二
年
教
諭
李
繩
祖
重
修
自
記
碑
並
存
雍
正
元
年
知

縣
胡
方
騰
教
諭
尹
京
輔
重
修
大
成
殿
二
年
知
縣
佟
時
華

重
修
名
宦
祠
鄕
賢
祠
㦸
門
櫺
星
門
照
壁
乾
隆
六
年
知
縣

李
柏
馦
教
諭
王
孫
蔚
重
修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䖍
禮
寶
教
諭

郞
克
謙
重
修
有
碑
記

殿
宇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五楹

西
廡
五楹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泮

池

南

泮
池
在

㦸

門

南

明

知

縣

孫

體

元

剏

建

國

朝

知

縣

䖍

禮

寶

教

諭

郞

克

謙

增

修

德
配
天
地
坊
在

櫺

星

門

東

南

道

古
今
坊
在

櫺

星

門

西

南

崇
聖
祠
三

楹

前

有

圍

墻

在

大

成

殿

東

康

熈

五

十

六

年

毁

於

火

知

縣

吳

宗

豐

重

建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䖍

禮

寶

教

諭

郞

克

謙

增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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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七

太
乙
閣
在

明

倫

堂

後

明

知

縣

解

經

邦

建

今

廢

磚

基

存

魁
星
樓
在

德

配

天

地

坊

東

明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陳

不

伐

重

修

自

記

碑

存

國

朝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䖍

禮

寶

教

諭

郞

克

謙

重

修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左

祀

趙

武

安

君

李

牧

漢

雲

中

太

守

魏

尙

唐

朔

方

節

度

使

郭

子

儀

明

大

將

軍

徐

達

左

副

將

軍

常

遇

春

右

都

督

郭

登

總

兵

郭

琥

焦

澤

知

府

胡

汝

礪

杜

旻

王

誥

知

縣

連

格

國

朝

總

督

馬

之

先

鄕
賢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右

祀

漢

燉

煌

太

守

裴

遵

晉

孝

子

劉

殷

齊

散

騎

常

侍

張

孝

元

後

周

節

度

使

贈

太

師

史

彦

超

宋

應

州

觀

察

使

贈

太

尉

李

漢

超

平

章

贈

中

書

令

畢

士

安

名

賢

畢

仲

愈

金

河

北

轉

運

使

尙

書

康

元

弼

元

翰

林

學

士

進

中

書

平

章

趙

世

延

湖

南

宣

慰

使

謝

仲

溫

國

子

監

助

教

吳

明

志

集

賢

學

士

許

子

遜

浙

江

行

省

叅

政

杜

唐

卿

明

吏

部

左

侍

郞

田

烱

江

西

左

布

政

郭

紀

河

間

府

同

知

陸

敏

㨗

陝

西

苑

馬

寺

卿

覃

應

元

山

東

巡

撫

王

從

義

孝

子

焦

鑑

頴

川

兵

備

道

馬

豸

遼

東

巡

撫

蔣

應

奎

遼

陽

兵

備

道

謚

忠

愍

何

廷

魁

昭

遠

縣

縣

丞

贈

登

州

府

通

判

陳

韜

山

東

兵

備

副

使

李

翰

臣

順

天

巡

撫

溫

景

葵

孝

子

環

縣

知

縣

張

瑞

大

同

副

總

兵

謚

忠

勇

林

椿

大

同

都

指

揮

充

宣

化

府

叅

將

關

山

國

朝

孝

子

張

光

璧

忠
義
孝
悌
祠
在

西

廡

後

石

鐫

從

祀

姓

名

碑

存

祀

晉

孝

子

劉

殷

金

忠

烈

張

升

元

義

士

賈

進

明

忠

烈

陳

韜

林

椿

關

山

何

廷

魁

李

若

葵

義

士

王

用

賓

王

用

中

李

滿

李

承

弼

孝

子

沈

文

義

焦

鑑

張

瑞

溫

趙

榮

貴

李

樌

節
孝
祠
在

忠

義

孝

悌

祠

後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䖍

禮

寶

教

諭

郞

克

謙

移

建

有

碑

記

祀

周

代

王

夫

人

趙

氏

宋

元

班

氏

元

張

華

氏

媳

張

劉

氏

明

曾

張

氏

曾

方

氏

代

安

簡

王

妾

朱

張

氏

葉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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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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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
校

八

氏

范

楊

氏

劉

馬

氏

諸

葛

張

氏

王

吳

氏

齊

焦

氏

高

王

氏

仲

王

氏

喬

張

氏

張

劉

氏

林

董

氏

傳

常

氏

李

衞

氏

林

宋

氏

高

李

氏

陳

李

氏

丁

梁

氏

武

劉

氏

輔

國

將

軍

朱

俊

㮈

妻

王

氏

鄒

郭

氏

溫

周

氏

李

王

氏

杜

楊

氏

任

杜

氏

輔

國

將

軍

朱

充

㓹

妻

張

氏

石

朱

氏

何

朱

氏

顧

朱

氏

董

明

氏

任

宋

氏

沈

李

氏

韓

張

氏

張

劉

氏

李

郝

氏

李

王

氏

國

朝

何

王

氏

李

靳

氏

宋

魏

氏

聶

龔

氏

董

袁

氏

彭

劉

氏

劉

柴

氏

王

李

氏

曹

薛

氏

田

朱

氏

張

徐

氏

烈

婦

孫

叚

氏

烈

女

孫

林

姐

喬

韓

氏

王

馬

氏

鄭

馬

氏

馬

朱

氏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後

禮
義
相
先
之
地
坊
在

明

倫

堂

前

進
德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修
業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宰
牲
房
一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掖

今

廢

烹
造
厨
一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掖

今

廢

二
門
一

楹

在

禮

義

相

先

之

地

坊

迤

東

大
門
一

楹

在

二

門

迤

南

教
諭
署
在

進

德

齋

東

正

房

二

間

東

廂

房

二

間

西

廂

房

二

間

東

書

房

三

間

厨

房

一

間

茶

房

一

間

馬

棚

二

間

宅

門

一

間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教

諭

郎

克

謙

新

修

訓
導
署
在

修

業

齋

後

正

房

三

間

東

廂

房

二

間

西

廂

房

二

間

宅

門

一

間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教

諭

郞

克

謙

重

修

正

房

東

添

建

書

房

一

間

藏
書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三

部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三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三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三

部

欽

定

三

禮

註

疏

一

百

八

十

二

冊

性

理

精

義

二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駁

正

呂

畱

良

四

書

講

義

一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上

諭

漢

字

編

次

一

十

二

部

一

百

二

十

冊

聖

諭

廣

訓

一

部

一

冊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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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九

學
田額

設
學
田
地
五
十
畝
坐

落

城

東

門

外

家

坡

村

義
學
附

舊
有
五
所
明
末
廢

國
朝
順
治
十
五
年
復
建
於
開
化
寺
前
知
縣
月
供
柴
米
之

費
雍
正
年
間
移
置
於
舊
雲
中
書
院
未
幾
與
書
院
並
廢

今
得
勝
堡
有
義
學
一
所

懷
仁
縣
儒
學
在
縣
城
內
西
北
隅
舊
在
城
東
門
外
明
洪
武
十

三
年
知
縣
許
彦
餘
徙
今
地
其
後
知
縣
趙
思
聰
因
其
基
而

廣
之
正
統
年
間
知
縣
趙
瑀
縣
丞
馬
勝
縣
幕
韓
本
訓
導
种

養
正
重
修
員
外
郞
夏
瑜
記
成
化
間
知
縣
鄭
經
繼
修
正
德

十
年
知
縣
張
繹
重
新
檢
討
孫
紹
先
記
隆
慶
三
年
知
縣
韓

應
元
建
崇
聖
祠
於
大
成
殿
之
西
王
汝
浹
記
萬
歴
間
知
縣

楊
守
介
重
修
堂
齋
宅
署
百
廢
具
舉
署
知
縣
本
府
經
歴
陶

幼
學

泮
池
於
㦸
門
前

國
朝
順
治
初
年
知
縣
劉
三
章
重
修
康
熈
間
知
縣
薛
侯
鄧
正

䝉
再
修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萬
廷
莘
重
修
有
碑
記

殿
宇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五楹

西
廡
五楹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泮
池
在

㦸

門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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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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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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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十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泮

池

南

德
配
天
地
坊
在

櫺

星

門

迤

東

道

古
今
坊
在

櫺

星

門

迤

西

知

縣

王

學

懋

建

崇
聖
祠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西

文
昌
祠
在

西

廡

後

正

殿

三

間

東

㕔

三

間

西

㕔

三

間

魁
星
樓
在

縣

城

南

垣

上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左

祀

明

知

縣

張

信

鄕
賢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右

祀

元

平

章

趙

璧

明

河

南

布

政

劉

道

山

東

高

密

縣

知

縣

王

家

旦

陜

西

鄜

延

兵

備

道

按

察

司

副

使

王

汝

濂

忠
義
祠
三

楹

在

學

宫

祀

元

忠

臣

趙

璧

明

孝

子

王

汝

濂

李

䕫

王

志

仁

義

士

王

崇

洓

國

朝

孝

子

魏

正

心

義

士

于

懷

漢

節
孝
祠
三

楹

在

城

西

門

祀

董

于

氏

管

夏

氏

王

張

氏

王

王

氏

王

郭

氏

馬

趙

氏

劉

張

氏

武

何

氏

馬

周

氏

武

李

氏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崇

聖

祠

西

儀
門
三

楹

在

明

倫

堂

南

大
門
三

楹

在

儀

門

南

東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西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訓
導
署
在

東

齋

後

正

房

三

間

東

偏

房

二

間

西

偏

房

二

間

宅

門

一

間

宅

門

東

書

房

二

間

宅

門

西

班

房

一

間

大

門

一

間

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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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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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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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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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一

部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性

理

精

義

二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四

書

講

義

一

部

八

十

冊

□

諭

廣

訓

一

部

一

冊

□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一

部

一

冊

上

諭

三

部

五

十

冊

三

朝

寶

訓

一

部

一

冊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儀

注

一

部

一

冊

祭

器

樂

器

書

一

部

一

冊

科

塲

條

例

一

十

一

冊

義
學
附

在
縣
東
關
內

山
陰
縣
儒
學
在
縣
治
西
宋
時
建
明
洪
武
八
年
知
縣
蔣
文
煥

增
修
正
統
九
年
知
縣
慕
寧
繼
修
嘉
靖
二
年
巡
按
御
史
許

宗
魯
檄
知
縣
余
寅
增
葺
萬
歴
十
年
知
縣
王
居
仁
重
修
十

七
年
邑
人
大
學
士
王
家
屏
捐
金
起
建
號
舍
二
十
四
楹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知
縣
趙
民
善
重
修
碑
存
康
熈
十
五
年
知
縣

吳
一
蜚
重
修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甯
朝
鼎
重
修
提
督
學
政
汪

灝
記
碑
存
雍
正
十
三
年
知
縣
郝
成
爕
重
修
乾
隆
十
七
年

知
縣
方
恭
愈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葉
丕
葆
相
繼
增
修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傅
修
重
葺
崇
聖
祠
起
建
節
孝
祠
於
忠
義
祠
之
西

有
碑
記

殿
宇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七楹

西
廡
七楹



ZhongYi

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二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禮
門
在

㦸

門

左

義
路
在

㦸

門

右

泮
池
在

㦸

門

南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泮

池

南

德
配
天
地
坊
在

櫺

星

門

東

南

道

古
今
坊
在

櫺

星

門

西

南

崇
聖
祠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東

北

魁
星
樓
在

城

東

南

垣

上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東

祀

明

知

縣

蔣

文

煥

慕

寧

余

寅

王

士

嘉

陳

伯

安

祝

經

王

朗

張

守

愚

許

宗

鄕
賢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西

祀

唐

畱

侯

康

君

利

遼

丞

相

沙

彦

珣

元

元

帥

安

明

本

明

永

平

知

府

米

瓘

鎭

原

知

縣

牛

引

重

臨

邑

知

縣

王

縉

贈

東

閣

大

學

士

王

憲

武

遼

東

巡

撫

成

文

宣

府

巡

撫

郭

登

庸

湖

廣

巡

撫

郭

民

敬

大

學

士

贈

太

保

王

家

屏

山

東

僉

事

郭

石

錦

衣

衞

經

歴

郭

恂

廣

東

道

御

史

張

羽

朝

邑

知

縣

王

鼎

布

政

司

檢

校

郭

瑾

興

縣

教

諭

周

評

曲

周

知

縣

甯

安

冀

州

學

正

劉

叔

鈍

忠
義
孝
悌
祠
二

楹

在

鄕

賢

祠

西

祀

明

孝

子

馬

璧

節
孝
祠
二

楹

在

忠

義

孝

悌

祠

西

祀

明

米

周

氏

國

朝

旌

表

彭

郭

氏

王

賈

氏

崔

豐

氏

吳

賈

氏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後

儒
學
門
二

楹

在

明

倫

堂

東

南

東
齋
三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西
齋
三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後

正

房

三

間

東

偏

房

二

間

西

偏

房

二

間

書

房

三

間

斗

役

值

房

一

間

乾

隆

三

十

八



ZhongYi

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三

年

訓

導

程

麟

徵

捐

修

藏
書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三

部

書

經

□

□

□

纂

三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三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性

理

精

義

三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駁

正

呂

畱

良

四

書

講

義

一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上

諭

二

部

三

十

四

冊

御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十

冊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一

冊

學
田原

制
學
田
地
四
頃
五
十
畝
明

崇

正

年

置

於

社

學

後

社

學

廢

地

歸

儒

學

義
學
附

在
縣
治
東
文
昌
祠
內
乾
隆
十
六
年
知
縣
方
恭
愈
建
設

未
幾
廢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傅
修
復
設
於
文
昌
祠

應
州
儒
學
在
州
治
西
南
隅
舊
在
故
城
西
北
剏
自
遼
淸
寧
間

元
時
復
加
營
繕
翰
林
李
冲
畧
記
明
洪
武
八
年
知
州
陳
立

誠
徙
建
今
地
景
泰
間
知
州
王
彪
天
順
間
叅
政
楊
濬
知
州

張
綸
增
葺
宏
治
三
年
知
州
薛
敬
之
重
建
明
倫
堂
東
西
齋

舍
大
同
府
知
府
閭
鉦
記
萬
歴
四
年
知
州
徐
濂
重
修
其
後

知
州
陳
允
學
正
仝
朝
浚
泮
池
建
坊
表
復
加
葺
治

國
朝
順
治
十
一
年
知
州
張
文
德
康
熈
四
十
年
知
州
于
廷
弼

繼
修
雍
正
二
年
知
州
蕭
綱
重
修
乾
隆
四
年
知
州
封
宜
孫



ZhongYi

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四

詳
請
公
項
增
修
二
十
九
年
知
州
吳
超
重
修
有
碑
□

殿
宇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九楹

西
廡
九楹

㦸
門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東
榜
棚
三

楹

在

東

廡

南

西
榜
棚
三

楹

在

西

廡

南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㦸

門

南

泮
池
在

㦸

門

南

大
成
宮
坊
二

座

一

在

櫺

星

門

東

南

一

在

櫺

星

門

西

南

祭
器
庫
三

楹

在

泮

池

西

萬
代
宗
師
坊
在

櫺

星

門

南

崇
聖
祠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東

北

文
昌
閣
在

學

宮

南

壁

洪

武

間

知

州

陳

立

誠

建

宏

治

三

年

知

州

薛

敬

之

改

建

嘉

靖

間

廢

國

朝

順

治

間

知

州

欒

爲

棟

學

正

張

行

恭

復

建

康

熈

五

十

六

年

知

州

章

宏

增

修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知

州

吳

超

重

修

魁
星
閣
在

南

城

上

康

熈

四

十

七

年

知

州

陳

偉

建

雍

正

四

年

知

州

蕭

綱

修

乾

隆

四

年

知

州

封

宜

孫

修

名
宦
祠
五

楹

在

㦸

門

東

祀

唐

大

同

軍

節

度

使

王

忠

嗣

宋

雲

應

軍

行

營

都

部

署

楊

業

元

彰

國

軍

節

度

使

韓

浩

知

州

王

居

禮

國

朝

知

州

于

廷

弼

傅

登

榮

鄕
賢
祠
五

楹

在

㦸

門

西

祀

後

唐

中

書

令

安

重

誨

宋

侍

中

兼

中

書

令

郭

崇

遼

南

院

樞

密

使

邢

抱

璞

金

乾

州

節

度

使

康

公

弼

戸

部

尙

書

壽

國

公

高

汝

礪

左

司

郞

中

曹

之

謙

元

河

南

省

左

丞

李

伯

述

明

翰

林

編

修

侯

復

戸

部

都

給

事

中

謙

京

畿

道

御

史

郭

頥

禮

部

尙

書

石

陝

西

耀

州

知

州

田

天

澤

浙

江

景

寧

縣

主

簿

馬

鑾

通

政

使

田

蕙

國

朝

吏

部

承

政

鮑

承

先

忠
義
孝
悌
祠
三

楹

在

文

昌

閣

後

雍

正

二

年

知

州

蕭

綱

建

係

文

廟

餘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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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五

祀

明

忠

臣

梁

琦

劉

永

昌

義

士

田

盛

胡

登

劉

大

順

董

則

成

孝

子

唐

鑑

王

經

高

其

望

貞
節
祠
舊

在

義

學

西

即

察

院

署

廢

址

後

改

爲

稅

課

□

而

祠

遂

廢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知

州

吳

炳

移

置

於

祭

器

庫

祀

之

祀

明

施

羅

氏

施

徐

氏

李

楊

氏

進

士

董

官

妻

李

氏

劉

朱

氏

兵

部

主

事

霍

希

䕫

妻

李

氏

田

王

氏

生

員

趙

采

妻

劉

氏

賈

劉

氏

千

戸

王

禹

道

妻

李

氏

生

員

霍

希

陶

妻

氏

劉

徐

氏

劉

尙

氏

生

員

霍

恩

妻

張

氏

楊

儒

女

國

朝

監

生

鄭

嗣

堯

妻

楊

氏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後

射
圃
在

泮

池

南

今

廢

學
門
一

楹

在

率

性

齋

東

南

率
性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修
道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學
正
署
在

明

倫

堂

東

北

前

堂

三

間

東

書

房

一

間

東

廂

房

二

間

內

宅

正

房

三

間

東

廂

房

二

間

西

廂

房

三

間

厨

房

一

間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知

州

吳

炳

學

正

王

錫

旂

重

修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後

正

房

三

間

東

廂

房

二

間

西

廂

房

二

間

厨

房

二

間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知

州

吳

炳

訓

導

張

廷

綍

重

修

藏
書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一

部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性

理

精

義

一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駁

正

呂

畱

良

四

書

講

義

一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上

諭

一

部

二

十

五

冊

聖

諭

廣

訓

一

部

一

冊

御

製

平

定

囘

部

碑

文

一

道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一

冊

科

傷

條

例

一

十

一

冊

學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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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六

原
制
學
田
地
二
十
四
畝
始

自

前

明

崇

正

三

年

增
置
學
田
地
八
頃
二
十
畝
坐

落

城

西

南

大

北

頭

村

康

熈

年

間

人

林

贊

王

僑

居

捐

置

有

碑

記

書
院
附

金
城
書
院
在
州
治
東
街
康
熈
六
十
年
知
州
章
宏
將
察

院
東
壁
地
改
建
正
㕔
三
間
東
偏
南
向
房
二
間
西
偏
南

向
房
二
間
西
偏
東
向
房
二
間
厨
房
一
間
大
門
一
間
現

任
知
州
歲
捐
俸
廉
爲
師
生
膏
火
束
修
之
費

渾
源
州
儒
學
在
州
治
西
剏
始
莫
可
紀
考
歴
遼
及
金
僅
存
殿

宇
元
初
州
守
旧
治
增
建
皇
慶
年
間
同
知
劉
世
忠
繼
修
泰

定
三
年
知
州
趙
墀
大
加
繕
理
韓
國
理
記
明
洪
武
永
樂
年

間
知
州
鄭
允
先
李
信
正
統
年
間
州
判
張
福
相
繼
增
修
成

化
六
年
知
州
關
宗
撤
其
舊
鼎
新
之
大
學
士
萬
安
記
碑
存

其
後
知
州
楊
健
重
建
明
倫
堂
宏
治
四
年
知
州
董
錫
改
建

㦸
門
兩
廡
二
齋
東
西
號
舍
規
制
完
善
畢
孝
記
碑
存
隆
慶

五
年
知
州
康
朴
重
修
州
人
翟
廷
楠
記
萬
歴
間
知
州
劉
復

禮
趙
之
韓
原
孕
岱
先
後
增
修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知
州
郞
永
淸
葺
治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知
州
桂

敬
順
補
治
其
頺
廢
云

殿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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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七

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三楹

西
廡
三楹

神
庫
一

楹

在

大

成

殿

左

掖

神
厨
一

楹

在

大

成

殿

右

掖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前

泮
池
在

戟

門

南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泮

池

南

大
成
坊
在

櫺

星

門

南

義
路
坊
在

大

成

坊

東

禮
門
坊
在

大

成

坊

西

崇
聖
祠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東

萬

歴

年

間

知

州

康

朴

增

修

文
昌
閣
在

魁

星

樓

後

魁
星
樓
在

儒

學

大

門

上

萬

歴

間

知

州

趙

之

韓

增

修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崇

聖

祠

東

祀

明

知

州

鄭

允

先

國

朝

知

州

郞

永

淸

榮

爾

奇

陳

藎

鄕
賢
祠
三

楹

在

崇

聖

祠

南

明

萬

歴

間

知

州

劉

復

禮

重

修

鄕

賢

名

宦

祠

祀

金

狀

元

石

州

刺

史

劉

撝

太

子

洗

馬

蘇

保

元

工

部

尙

書

孫

公

亮

永

安

軍

節

度

使

高

定

明

浙

江

布

政

使

李

彝

監

察

御

史

孫

逢

吉

節
孝
祠
三楹

祀

國

朝

張

侯

氏

姜

王

氏

任

呂

氏

白

張

氏

李

楊

氏

馬

張

氏

武

氏

閻

高

氏

于

李

氏

尊
經
閣
在

明

倫

堂

後

敬
一
亭
在

尊

經

閣

前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後

進
德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修
業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ZhongYi

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八

儒
學
門
在

櫺

星

門

東

上

卽

魁

星

樓

儒
林
坊
在

儒

學

門

左

學
正
署
在

明

倫

堂

西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東

藏
書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四

部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三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三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三

部

性

理

精

義

四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駁

正

呂

畱

良

四

書

講

義

三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上

諭

一

部

聖

諭

廣

訓

一

部

一

冊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一

冊

學
田原

制
學
田
地
六
十
畝

書
院
義
學
附

恒

書
院
在
州
治
東
乾
隆
十
九
年
知
州
龍
雲
斐
創
立

未
竟
厥
功
二
十
八
年
知
州
桂
敬
順
繼
成
之
中
有
崇
古

齋
以
施
教
授
後
爲
仰
止
堂
祀
前
知
州
劉
毓
嵒
兩
旁
爲

諸
生
號
舍
敬
順
自
記
碑
存
舊
志
又
載
翠
屏
書
院
在
城

南
七
里
翠
屏
山
鳳
山
書
院
在
城
西
北
七
里
鳳
凰
山
下

明
郡
人
司
務
孫
聰
建
石
溪
書
院
在
州
治
北
七
里
明
正

德
六
年
巡
撫
都
御
史
石
玠
建
今
並
廢

義
學
舊
有
七
所
順
治
六
年
姜
瓖
變
並
毁
今
修
存
馬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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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十
九

廟
一
所
餘
詳
見
州
志

靈
邱
縣
儒
學
在
縣
治
東
金
貞
祐
中
建
元
至
正
間
修
前
明
永

樂
九
年
知
縣
李
安
重
修
洪
熈
元
年
更
建
成
化
天
順
年
間

知
縣
韓
英
閔
芳
增
葺
正
德
年
間
知
縣
楊
文
奎
起
建
號
舍

講
堂
射
㕔
廊
廡
齋
屋
煥
然
周
具
訓
導
商
器
記
萬
歴
十
二

年
知
縣
趙
柚
撤
殿
廡
而
新
之
闢
地
立
學
前
列
高
壁
以
障

民
居
教
諭
趙
德
明
記
碑
存

國
朝
順
治
十
七
年
知
縣
宋
起
鳳
重
修
自
記
碑
存
康
熈
十
七

年
知
縣
岳
宏
譽
教
諭
楊
廷
亮
訓
導
呂
大
咸
修
葺
明
倫
堂

崇
聖
祠
並
建
東
西
齋
房
四
圍
垣
墻
二
百
餘
丈
有
碑
記

殿
宇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五楹

西
廡
五楹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泮
池
前

明

知

縣

紀

尙

義

建

教

諭

袁

宗

仁

記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泮

池

南

禮
門
坊
在

櫺

星

門

迤

東

義
路
坊
在

櫺

星

門

迤

西

崇
聖
祠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東

北

魁
星
樓
在

城

東

南

垣

上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學

宫

祀

秦

內

史

䝉

恬

漢

將

軍

周

勃

樊

噲

灌

嬰

李

廣

唐

都

督

張

儉

明

左

副

將

軍

徐

達

知

縣

王

濟

史

魁

□

□

楊

文

奎

吳

夢

周

袁

鳴

鳳

□

榜

魁

蔣

炳

采

國

朝

知

縣

宋

起

鳳

譚

從

簡

□

鍾

偉

王

度

王

然

鄕
賢
祠
三

楹

在

學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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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二
十

祀

明

禮

部

侍

郞

張

俊

僉

事

李

孟

旭

知

縣

李

茂

森

國

朝

舉

孝

廉

方

正

邢

大

道

忠
義
祠
三

楹

在

學

宫

祀

後

唐

邢

州

畱

後

李

存

孝

宋

兵

馬

都

監

陸

萬

友

明

義

士

李

雲

鳳

殉

難

貢

生

孫

可

大

貞
節
祠
三

楹

在

魁

澗

村

祀

明

王

李

氏

張

劉

氏

劉

支

氏

劉

王

氏

李

趙

氏

張

某

氏

王

李

氏

劉

李

氏

烈

女

曲

秋

葉

兒

國

朝

劉

馬

氏

岳

劉

氏

劉

王

氏

支

劉

氏

杜

孫

氏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後

東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西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儒
學
門
在

大

成

殿

東

南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東

北

藏
書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一

部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一

部

性

理

精

義

一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駁

正

呂

畱

良

四

書

講

義

一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上

諭

三

部

三

十

六

冊

聖

諭

廣

訓

一

部

一

冊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一

冊

學
田額

設
學
田
地
二
頃
二
十
三
畝

廣
靈
縣
儒
學
舊
在
縣
治
西
明
洪
武
初
縣
丞
趙
自
立
徙
建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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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二
十
一

治
之
西
北
隅
卽
今
地
也
成
化
間
知
縣
曾
鍇
重
修
宏
治
五

年
知
縣
程
觀
重
修
侍
講
張
天
瑞
記
碑
存
嘉
靖
萬
歴
間
屢

加
修
葺

國
朝
順
治
十
四
年
知
縣
石
篤
生
教
諭
郭
光
儀
重
修
康
熈
五

年
知
縣
焦
恒
馨
增
修
尙
書
魏
象
樞
贊
通
判
譚
愷
序

殿
宇大

成
殿
五楹

東
廡
五楹

西
廡
五楹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泮
池
在

㦸

門

南

櫺
星
門
三

楹

在

泮

池

南

德
配
天
地
坊
在

櫺

星

門

迤

東

道

古
今
坊
在

櫺

星

門

迤

西

崇
聖
祠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後

魁
星
閣
在

學

宫

前

雍

正

四

年

教

諭

葉

澄

倡

修

碑

存

文
昌
宫
在

學

宫

右

正

殿

三

間

東

西

官

㕔

二

間

樂

樓

三

間

庖

厨

三

間

雍

正

四

年

教

諭

葉

澄

倡

修

碑

存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左

祀

明

知

縣

葉

時

茂

孟

繼

先

喬

密

韓

希

國

朝

知

縣

杜

汝

浮

范

發

愚

焦

恒

馨

朱

彝

李

煥

□

鄕
賢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右

祀

北

魏

壽

靈

侯

古

弼

平

尙

書

事

伊

馥

西

昌

公

庾

業

元

大

寧

路

總

管

聶

諒

元

帥

張

守

中

明

光

祿

寺

丞

李

景

戸

部

主

事

王

尙

文

忠
義
孝
悌
祠
三

楹

在

鄕

賢

祠

右

祀

明

御

史

聶

友

良

光

祿

寺

丞

李

景

戸

部

主

事

王

尙

文

醴

陵

主

簿

楊

汝

登

孝

孫

袁

表

孝

子

董

莒

趙

昌

齡

義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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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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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四
學
校

二
十
二

藺

朝

海

國

朝

孝

子

韓

一

歐

韓

一

蘇

義

士

周

于

道

周

于

德

貞
節
祠
在

城

南

門

內

路

東

祀

明

劉

梁

氏

譚

趙

氏

董

王

氏

任

韓

氏

國

朝

任

譚

氏

王

李

氏

梁

周

氏

梁

某

氏

梁

宋

氏

梁

某

氏

曹

王

氏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東

時
習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日
新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二
門
一

楹

在

明

倫

堂

南

大
門
三

楹

在

二

門

南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後

正

房

三

間

藏
書十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周

易

折

中

一

部

書

經

傳

說

彚

纂

二

部

詩

經

傳

說

彚

纂

二

部

春

秋

傳

說

彚

纂

二

部

性

理

精

義

二

部

二

十

一

史

一

部

明

史

一

部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駁

正

呂

畱

良

四

書

講

義

一

部

日

講

四

書

一

部

上

諭

五

部

六

十

冊

聖

諭

廣

訓

一

部

一

冊

欽

定

四

書

文

一

部

二

十

冊

康

熈

字

典

一

部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一

冊

學
田額

設
學
田
地
二
頃
六
十
畝
前

明

各

官

捐

設

除

開

荒

外

現

徵

租

地

一

頃

三

十

八

畝

書
院
附

延
陵
書
院
在
城
南
門
內
路
東
雍
正
三
年
知
縣
杜
坦
建

大
門
一
楹
二
門
牌
坊
一
楹
東
西
厦
房
六
間
過
廳
三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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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二
十
三

正
㕔
三
間
東
院
正
房
三
間
東
厦
房
四
間
厨
房
一
間
乾

隆
二
十
年
知
縣
郭
磊
勸
捐
䘏
儒
田
三
百
畝
坐
落
八
角

遞
河
南
設
䘏
儒
倉
於
南
城
樓
有
碑
記
在
明
倫
堂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陶
淑
詳
明
變
價
銀
五
百
五
十
兩
交
商
生
息

以
爲
束
修
膏
火
之
費
其
不
敷
者
現
任
知
縣
墊
捐

陽
高
縣
儒
學
舊
在
高
山
衞
之
東
偏
明
成
化
十
八
年
巡
撫
李

敏
左
叅
將
周
璽
倡
建
尙
書
劉
吉
記
碑
存
萬
歴
三
十
一
年

總
督
楊
時
寧
改
建
於
東
門
之
陽
巡
撫
張
悌
記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總
督
佟
養
量
重
修
八
年
知
府
胡
文

增
新

起
建
崇
聖
祠
尊
經
閣
添
建
書
屋
六
間
推
官
劉
宏
譽
記
康

熈
二
十
六
年
通
判
葉
九
思
重
修
碑
存
雍
正
三
年
改
衞
爲

縣
卽
改
衞
學
爲
縣
學
焉

殿
宇大

成
殿
三楹

東
廡
七楹

西
廡
七楹

㦸
門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南

泮
池
在

㦸

門

南

櫺
星
門
五

楹

在

泮

池

南

德
配
天
地
坊
在

櫺

星

門

東

南

道
冠
古
今
坊
在

櫺

星

門

西

南

崇
聖
祠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東

北

文
昌
閣
在

大

成

殿

東

南

儒

學

大

門

上

魁
星
樓
在

城

上

東

南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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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府
志

卷
之
十
四
學
校

二
十
四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東

祀

明

總

督

盧

象

昇

國

朝

兵

備

道

王

宇

春

鄕
賢
祠
三

楹

在

㦸

門

西

祀

闕
尊
經
閣
在

明

倫

堂

後

敬
一
亭
三

楹

在

崇

聖

祠

後

堂
齋明

倫
堂
五

楹

在

大

成

殿

後

東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左

側

西

向

西
齋
五

楹

在

明

倫

堂

右

側

東

向

春
風
化
雨
坊
在

明

倫

堂

前

東
西
書
房
六
間
在

明

倫

堂

後

儒
學
門
在

大

成

殿

東

南

文

昌

閣

下

二
門
在

東

齋

南

訓
導
署
在

明

倫

堂

西

正

房

三

間

西

小

樓

一

間

東

偏

房

三

間

西

偏

房

三

間

宅

門

外

書

房

三

間

東

偏

房

一

間

小

書

房

一

間

藏
書□

三

經

註

疏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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