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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衡

以

至

於

郡

縣

凡

臨

民

之

位

皆

然

君

子

攸

躋

斯

干

之

爲

作

也

宋

太

祖

有

云

洞

開

重

門

正

如

我

心

少

有

邪

曲

人

皆

見

之

夫

惟

正

心

以

正

身

正

身

以

正

人

斯

可

以

鳴

堂

上

之

琴

不

下

階

而

治

矣

無

忝

爾

位

相

在

爾

室

志

公

署

縣

署
在

拱

辰

街

琴

峯

之

明

成

化

十

四

年

知

縣

楊

昱

肇

造

宏

治

二

年

縣

堂

門

庫

火

知

縣

邱

天

祐

重

建

至

天

啓

元

年

歲

乆

將

頺

知

縣

鄧

全

愼

復

重

建

國

朝

康

熙

丙

辰

年

乆

朽

蠧

兩

門

頺

大

堂

全

圯

嗣

後

葺

以

茅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劉

抃

重

修

兩

門

二

十

六

年

建

大

堂

正

堂

三

間

楹

十

二

左

儀

仗

庫

右

賛

政

賛

政

之

右

典

史

署

在

焉

堂

前

砌

月

臺

臺

下

爲

甬

道

中

立

戒

石

亭

北

向

亭

南

爲

儀

門

左

右

㦸

門

從

左

右

戟

門

入

者

由

甬

道

之

東

西

道

道

卑

於

甬

道

尺

許

東

西

廊

爲

六

曹

房

吏

戶

禮

與

舖

長

列

東

兵

刑

工

併

承

發

房

列

西

秩

秩

如

也

儀

門

左

右

爲

縣

倉

與

儀

門

並

北

向

儀

門

之

西

南

隅

寅

賓

館

後

爲

縣

監

其

監

門

從

儀

門

內

入

儀

門

外

爲

大

門

設

譙

樓

置

鐘

鼓

刻

漏

其

上

榜

曰

饒

平

縣

兩

門

之

間

東

祠

西

館

祠

祀

土

地

館

迎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之
二

公
署

二

賔

也

自

正

堂

至

大

門

相

去

凡

四

十

餘

歩

正

堂

之

後

爲

川

堂

八

楹

中

構

棟

宇

連

兩

堂

之

前

後

簷

以

便

升

堂

而

曠

其

左

右

爲

小

池

以

受

離

明

之

照

便

閱

簿

書

川

堂

之

後

爲

後

堂

三

間

建

中

門

外

蔽

以

墻

左

爲

耳

房

庫

右

爲

架

閣

民

間

庫

後

設

門

屛

凡

六

翕

闢

以

時

後

堂

後

爲

居

廨

東

設

旁

門

西

設

傳

桶

棟

二

門

十

有

七

廨

後

地

曠

周

以

垣

愼

關

防

也

劉

抃

曰

邑

地

形

勝

北

枕

尊

君

峯

南

御

天

馬

山

可

謂

賔

王

盡

美

自

鄧

令

重

建

以

來

輪

奐

軒

敞

甲

於

潮

諸

屬

邑

莊

臨

以

肅

民

瞻

非

侈

也

多

歷

年

所

棟

木

旣

蠡

至

康

熈

丙

辰

而

傾

焉

就

圯

矣

嗣

是

稍

葺

以

茅

予

蒞

任

五

載

安

於

固

陋

未

遑

鼎

新

葢

念

物

力

之

艱

難

亦

倣

古

茅

茨

不

剪

之

制

示

民

以

儉

意

也

迨

二

十

六

年

紳

衿

士

民

咸

以

建

堂

請

謂

堂

以

聽

政

觀

瞻

係

焉

建

堂

爲

邑

非

爲

官

也

予

勉

從

其

請

舉

凡

經

營

紏

庀

□

取

衷

於

輿

論

雖

曰

國

體

民

情

不

得

不

爾

然

抃

終

念

民

力

不

忍

迫

也

至

如

廨

後

琴

峯

倚

楓

四

望

城

內

外

皆

在

日

中

明

成

化

甲

辰

知

縣

張

建

望

畊

臺

立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之
二

公
署

三

上

無

俟

循

行

阡

陌

居

然

攸

介

攸

止

惜

臺

久

廢

僅

存

淸

軍

在

耳

房

之

左

丞

員

裁

廢

知

縣

劉

抃

捐

体

新

搆

爲

退

食

之

所

東

西

向

各

三

間

管

糧

在

架

閣

民

□

庫

之

右

薄

員

裁

廢

遺

址

尚

存

巡

捕

在

西

賛

政

南

西

偏

三

間

居

廨

六

間

府

舘
在

縣

治

之

西

深

十

五

丈

廣

十

三

丈

布

政

分

司
在

府

舘

之

西

深

二

十

八

丈

五

尺

廣

十

二

丈

明

未

廢

國

朝

順

治

乙

未

饒

鎭

吳

六

奇

建

爲

鎭

署

今

營

將

居

之

按

察

分

司
在

布

政

分

司

之

西

□

廣

如

布

政

分

司

明

崇

正

年

間

奉

部

文

同

府

舘

賣

餉

今

按

察

司

署

併

府

舘

俱

爲

民

居

隂

陽

學
在

天

門

外

東

榜

廊

之

北

廢

醫

學
在

大

門

外

西

榜

廊

之

上

明

嘉

靖

丁

酉

知

縣

翁

五

倫

攺

爲

晋

際

預

備

倉

廢

黃

岡

巡

檢

司
在

黃

岡

鎭

城

內

鳳

凰

巡

檢

司
在

鳳

凰

山

之

□

頭

村

員

裁

司

廢

黃

岡

驛
在

黃

□

鎭

城

內

丞

裁

驛

廢

附

亭

坊

申

明

旌

善

二

亭
在

縣

治

大

門

外

後

爲

民

居

明

崇

正

年

間

知

縣

邱

金

聲

査

復

重

修

今

廢

□

日

亭
在

儒

學

後

廢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之
二

公
署

四

演

武

亭
在

縣

濟

南

門

外

教

塲

□

廢

接

官

亭
在

南

郊

外

離

城

一

里

官

府

到

此

更

衣

廢

宣

化

坊
在

府

舘

前

之

左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建

永

流

坊
在

文

廟

前

之

右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建

旬

宣

坊
在

布

政

分

司

前

之

左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建

澄

清

坊
在

按

察

分

司

前

之

右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建

儒

林

坊
在

文

廟

前

之

左

明

成

化

十

七

年

建

六

桂

坊
坐

府

舘

之

右

明

宏

治

壬

千

爲

舉

人

周

用

等

建

雙

鳳

坊
在

儒

林

坊

之

前

明

成

化

癸

卯

爲

舉

人

陳

與

成

等

建

五

麟

坊
在

南

門

街

明

成

化

庚

子

爲

舉

人

翁

理

等

建

進

士

坊
在

南

門

街

明

成

化

丁

未

爲

進

士

翁

理

建

繡

衣

坊
在

南

門

街

明

宏

治

十

二

年

爲

御

史

翁

理

建

已

上

十

坊

表

俱

廢

經

魁

坊
明

嘉

靖

乙

未

年

爲

進

士

陳

天

資

建

在

南

門

進

士

坊
在

儒

林

門

東

街

明

嘉

靖

癸

未

爲

進

士

羅

普

建

牧

愛

坊
在

縣

角

向

天

馬

山

建

於

明

成

化

十

八

年

名

帥

正

修

於

正

德

十

六

年

改

今

名

知

縣

羅

印

凱

又

重

修

於

嘉

靖

十

八

年

後

廢

迎

恩

坊

駐

節

坊
在

縣

東

接

官

亭

左

右

建

於

明

宏

治

五

年

嘉

靖

元

年

廢

登

科

坊
在

黃

岡

村

明

正

德

丁

卯

爲

舉

人

余

翰

等

建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之
二

學
校

五

學

校

建

學

明

倫

三

代

並

隆

其

制

自

漢

高

祖

以

太

牢

祀

孔

子

厥

後

視

學

釋

奠

代

有

令

辟

今

聖

天

子

重

道

右

文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頒

天

下

省

郡

州

縣

扁

於

學

宮

大

哉

王

言

與

日

月

同

其

照

臨

易

曰

觀

乎

人

文

以

化

成

天

下

岐

陽

鐘

皷

載

振

雅

音

於

今

日

矣

司

鐸

者

譽

髦

斯

士

尚

其

無

斁

志

學

校

聖

殿

三

間
在

縣

治

東

大

金

山

之

明

成

化

十

四

年

同

知

邵

有

良

委

官

毛

文

政

經

始

明

年

知

縣

楊

昱

董

成

之

正

德

三

年

殿

圯

知

縣

毛

棠

重

建

未

就

九

年

知

縣

楊

維

甫

成

之

十

年

叅

議

張

簡

復

其

地

之

侵

於

民

者

嘉

靖

丙

申

秋

壞

於

颶

風

教

諭

王

魯

新

之

隆

萬

間

知

縣

柴

喬

李

士

達

相

繼

重

修

殿

左

右

兩

廡

各

八

間

前

㦸

門

三

間

舊

基

高

與

殿

基

等

嘉

靖

戊

戌

乃

削

之

㦸

門

左

名

宦

祠

右

鄕

賢

祠

各

三

間

鄕

賢

祠

天

啟

三

年

知

縣

鄧

全

愼

重

修

名

宦

祠

崇

正

八

年

署

縣

事

潮

督

粮

通

判

叚

重

修

國

朝

順

治

十

六

年

饒

鎭

吳

六

奇

重

建

聖

殿

鑄

洪

鐘

懸

殿

左

併

修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而

新

之

㦸

門

外

星

門

內

爲

泮

池

明

知

縣

羅

印

凱

訓

導

金

大

輅

始

於

嘉

靖

年

間

嗣

後

增

餙

不

一

國

朝

康

熈

甲

寅

年

海

宼

变

倒

塌

壅

塞

二

十

一

年

訓

導

侯

世

禄

修

照

墻

舊

制

小

康

熈

二

十

二

年

訓

導

侯

世

禄

捐

資

新

修

高

八

尺

廣

一

丈

五

尺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劉

抃

奉

部

頒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四

大

字

扁

頭

遵

造

如

式

懸

掛

殿

上

緑

地

金

書

朱

邉

描

金

五

爪

龍

文

其

高

長

尺

寸

悉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之
二

學
校

六

照

部

頒

啓

聖

祠
明

成

化

十

五

年

與

聖

殿

同

建

在

聖

殿

東

國

朝

順

治

十

六

年

吳

六

奇

建

明

倫

堂

併

重

修

康

熈

二

十

六

年

教

諭

黃

志

聯

訓

導

侯

世

禄

現

在

修

葺

明

倫

堂

三

大

間
在

聖

殿

北

左

爲

博

文

齋

右

爲

約

禮

齋

前

設

大

門

大

門

外

左

右

東

西

□

各

一

門

舊

榜

其

左

曰

義

路

右

曰

禮

門

今

攺

爲

騰

蛟

起

鳳

文

昌

祠

三

間
在

啓

聖

祠

之

前

土

地

祠
在

儀

門

外

東

畔

國

朝

康

熈

二

十

三

年

儒

學

黃

志

聯

侯

世

禄

重

修

教

諭

廨
舊

在

明

倫

堂

後

僅

存

遺

址

國

朝

順

治

年

間

裁

教

諭

康

熈

十

九

年

復

設

暫

居

明

倫

堂

訓

導

廨
在

明

倫

堂

右

僅

存

遺

址

初

教

諭

廨

廢

搆

入

起

堂

於

學

宮

之

右

爲

居

廨

自

教

諭

裁

訓

導

居之

省

牲

所

三

間
在

約

禮

齋

後

今

廢

神

廚

三

間
在

義

路

門

後

今

廢

射

圃
在

學

東

今

廢

學

地
在

學

東

西

甚

寛

廣

租

爲

民

居

歲

收

租

銀

一

十

兩

爲

本

學

迎

送

科

舉

月

課

之

資

明

嘉

靖

十

五

年

教

諭

王

魯

給

帖

附

卷

以

杜

侵

占

之

弊

學

田
一

在

上

中

饒

等

處

二

百

餘

畆

明

嘉

靖

辛

酉

土

賊

張

璉

就

擒

知

縣

管

惟

乾

奉

核

籍

其

家

沒

此

田

入

儒

學

未

幾

廢

一

在

鳯

凰

等

處

一

百

八

十

畆

載

租

一

百

五

十

餘

石

國

朝

康

熈

五

年

吳

六

奇

子

啟

豐

襲

鎭

捐

人

儒

學

備

修

廟

之

用

兼

資

生

員

科

舉

費

一

在

西

門

社

□

前

□

□

康

熈

□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之
二

學
校

七

二

年

耆

老

黃

茂

徤

捐

助

儒

學

爲

生

員

㑹

課

之

用

學

塘

二

口
一

在

學

後

山

之

北

塘

租

係

學

收

用

一

在

南

門

内

之

東

塘

租

半

觧

學

道

半

爲

通

學

五

里

内

有

名

科

舉

生

員

路

費

學

舖

六

間
在

大

舘

後

久

廢

學

倉

二

間
在

明

倫

堂

後

饌

堂

之

東

久

廢

社

學

六

所
一

在

東

隅

一

在

南

隅

一

在

隆

眼

城

都

一

在

信

寜

都

一

在

宣

化

都

大

埕

村

一

在

宣

化

都

黃

岡

城

明

洪

武

八

年

諭

中

書

省

臣

曰

昔

成

周

之

時

家

有

塾

黨

有

庠

故

民

無

不

知

學

是

以

教

化

行

而

風

俗

美

今

京

師

及

郡

縣

各

有

學

而

鄕

社

之

民

樂

觀

教

化

宜

令

有

司

更

置

社

學

延

師

儒

以

教

民

間

子

弟

庻

可

導

民

善

俗

十

三

年

又

詔

民

間

立

社

學

有

司

不

得

干

預

其

經

斷

有

過

之

人

不

許

爲

師

明

正

綂

元

年

令

各

處

提

調

官

及

司

府

縣

官

嚴

督

勸

課

不

許

廢

弛

其

有

俊

秀

向

學

者

許

補

儒

學

生

員

嘉

靖

初

魏

荘

渠

校

督

學

廣

東

歐

陽

石

江

鐸

繼

之

令

各

鄕

立

社

學

延

師

儒

每

以

朔

朢

考

課

次

日

習

禮

習

射

當

時

文

教

翕

然

興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