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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朝

高

　

輯

粤

西

百

川

交

錯

分

合

經

行

舍

其

分

派

總

厥

滙

流

曰

灕

江

曰

左

江

曰

右

江

灕

江

源

出

興

安

縣

海

陽

山

九

十

里

至

縣

北

天

平

石

爲

渼

潭

派

分

西

北

北

曰

湘

西

曰

灕

灕

湘

而

爲

渠

秦

將

史

祿

所

鑿

靈

渠

也

遶

縣

西

南

行

四

十

餘

里

合

鳳

源

水
俗

名

淸

水

河

又

八

十

里

合

大

融

江

下

靈

川

縣

合

甘

棠

溪

至

廣

西

省

城

合

相

思

江

義

寧

縣

北

七

十

里

有

義

江

至

蘇

橋

流

分

爲

二

一

西

入

永

福

達

柳

慶

一

東

歴

銅

鼓

墟

合

南

渠

作

陡

過

凉

風

驛

合

相

思

江

入

灕

下

陽

朔

縣

西

合

荔

浦
出

修

仁

經

荔

浦

東

合

樂

川

出

富

川

經

恭

城

並

滙

於

平

樂

府

合

思

勤

江
出

富

川

丹

霞

洞

合

白

藁

江

至

思

勤

廢

縣

合

濁

水

江

至

昭

平

上

五

里

下

昭

平

縣

合

馬

江
出

賀

縣

經

馬

江

廢

縣

合

招

賢

河

温

湯

泉

經

三

郡

行

九

百

八

十

里

至

梧

州

府

與

左

右

江

合

自

大

融

江

至

昭

平

南

界

石

立

波

心

浪

衝

船

面

放

灘

牽

纜

下

上

皆

險

舟

人

估

客

骸

目

驚

心

惟

靈

渠

水

細

蒼

梧

浪

平

戒

愼

之

心

差

釋

號

灘

之

苦

亦

少

息

焉

由

梧

州

西

南

溯

流

三

百

三

十

里

至

潯

州

而

江

分

城

東

爲

左

江

左

江

之

源

有

二

出

安

南

夷

界

十

萬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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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

上

思

州

流

遷

隆

峒

下

思

明

州

合

交

阯

河
出

高

樓

夷

州

下

寧

明

州

合

龍

州

江
出

廣

淵

夷

州

經

上

下

凍

州

龍

州

下

太

平

府

合

通

利

江
出

鎭

遠

州

筆

架

山

經

下

映

龍

英

養

利

下

新

寧

州

合

䭾

排

水
經羅

陽縣

至

合

江

鎭

與

牂

牁

江

合

者

爲

交

阯

江

左

中

之

左

也

出

雲

南

由

富

州

入

田

州

境

至

剝

塞

市

合

泗

城

江

下

田

州

奉

議

州

上

林

土

縣

果

化

州

歸

德

州

隆

安

縣

合

南

流

江
出

思

恩

府

經

武

緣

綠

甕

江
出

永

康

至

合

江

鎭

與

交

阯

合

者

爲

牂

牁

江

左

中

之

右

也

合

流

而

趨

南

寧

府

合

八

尺

江
出

交

阯

過

欽

州

下

永

淳

縣

合

陳

埠

江
出

欽

州

經

靈

山

縣

人

橫

州

境

下

橫

州

合

思

武

江
出

合

浦

縣

在

貴

縣

西

六

十

里

下

貴

縣

合

橫

眉

江
出

鬱

林

州

大

容

山

與

桂

平

界

至

潯

州

府

東

會

左

江

者

統

名

左

江

潯

州

城

西

爲

右

江

源

亦

有

二

出

淸

水

江

經

貴

州

黎

平

府

合

古

州

江

下

懷

遠

縣

合

浪

溪

江
一

出

永

寧

州

一

出

義

寧

縣

下

融

縣

合

帶

江
融

城

濠

塹

至

柳

城

縣

合

龍

江

是

爲

右

中

之

右

謂

之

融

江

也

出

貴

州

都

勻

府

合

環

水

出

思

恩

縣

至

慶

遠

府

合

小

江
出

天

河

至

柳

城

縣

合

融

江

是

爲

右

中

之

左

謂

之

龍

江

也

合

流

而

趨

柳

州

府

環

城

三

面

合

洛

淸

江
溯

雒

容

永

福

水

由

南

渠

入

相

思

江

達

灕

陸

由

蘇

橋

達

桂

林

桂

林

西

北

諸

水

會

焉

下

象

州

合

紅

水

江
源

出

雲

南

入

貴

州

夏

秋

紅

濁

難

飮

冬

春

淸

淺

難

行

舟

經

西

隆

那

池

東

蘭

安

定

司

忻

城

遷

江

來

賓

泗

慶

西

南

諸

水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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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

焉

下

武

宣

縣

合

斷

藤

水

至

潯

州

府

會

左

江

者

統

名

右

江

兩

江

合

一

浩

瀚

東

傾

合

大

隍

江
從

弩

灘

分

流

經

武

靖

廢州

下

平

南

縣

合

白

沙

江
通

容

縣

蒙

江
源

出

永

安

州

經

五

屯

所

下

藤

縣

合

繡

江
通

岑

容

北

鬱

下

梧

州

府

合

灕

江

是

謂

之

三

江

三

江

旣

匯

盡

注

於

繫

龍

洲

出

廣

西

界

合

開

建

水

出

富

川

經

賀

縣

開

建

下

封

川

合

羅

旁

水
入

西

寧

縣

下

德

慶

州

合

蓮

灘

江
出

羅

定

經

東

安

下

肇

慶

府

出

端

峽

一

由

墨

硯

洲

至

九

江

下

新

會

縣

出

江

門

一

由

淸

岐

口
出

懷

集

經

四

會

縣

下

思

賢

滘

合

湞

江
出

南

雄

府

經

始

興

縣

韶

州

府

淸

遠

縣

下

三

水

縣

趨

佛

出

至

廣

州

府

分

派

入

於

海

自

潯

州

而

上

左

則

橫

州

烏

蠻

灘

右

則

慶

遠

之

里

龍

三

劒

武

宣

之

弩

碧

斷

藤

皆

亂

石

橫

江

興

濤

廻

漩

舟

師

愼

之

潯

州

而

下

無

放

灘

轉

角

之

險

而

多

烟

波

風

暴

之

憂

若

夫

張

帆

破

浪

一

息

千

里

與

灕

江

之

夏

潦

放

舟

山

飛

樹

走

朝

辭

入

桂

慕

蒼

梧

蓋

同

一

江

行

之

樂

已

立

志

說

　

　

　

　

　

　

　

　

　

　
明

吳

廷

舉

君

子

所

就

之

大

未

有

不

由

於

志

之

大

者

志

也

者

所

以

期

其

所

至

而

求

必

至

焉

者

也

志

之

所

至

氣

必

至

焉

有

毅

然

必

至

之

志

而

終

身

不

能

至

焉

者

天

下

未

嘗

有

也

有

不

能

至

者

必

其

志

之

未

定

也

志

之

未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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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者

汛

然

而

思

率

然

而

行

忽

然

而

罷

茫

然

而

無

所

報

者

也

其

又

有

嘐

嘐

然

曰

吾

將

如

是

吾

將

如

是

而

行

不

逮

焉

者

此

孔

子

之

所

謂

狂

大

言

無

當

其

中

未

必

定

也

是

二

者

皆

不

足

爲

志

焉

夫

志

貴

夫

定

而

尤

不

可

不

審

乎

其

初

其

初

志

於

富

貴

則

所

以

終

其

身

者

富

貴

也

志

於

功

名

則

所

以

終

其

身

者

功

名

也

志

於

道

德

則

所

以

終

其

身

者

道

德

也

是

三

者

志

一

異

於

初

而

終

身

人

品

之

高

下

邈

乎

不

相

及

未

有

志

以

富

貴

而

能

進

於

功

名

者

也

未

有

志

以

功

名

而

能

進

於

道

德

者

也

故

曰

志

不

可

不

審

也

昔

者

伊

尹

之

耕

於

有

莘

之

野

也

其

志

固

欲

使

君

爲

堯

舜

之

君

民

爲

堯

舜

之

民

也

顏

淵

之

居

於

陋

巷

也

其

志

固

欲

以

聖

人

爲

歸

也

是

故

尹

卒

爲

王

者

之

佐

淵

卒

爲

亞

聖

之

徒

古

之

人

其

所

志

者

大

故

其

所

就

者

大

也

秦

漢

以

來

世

道

猶

江

河

之

日

趨

也

爲

士

者

往

往

以

富

貴

爲

慕

以

聲

華

相

尙

其

志

之

卑

人

之

陋

無

足

齒

者

其

間

有

志

之

士

亦

不

過

隨

世

以

就

功

名

號

爲

儒

者

亦

徒

竊

其

近

似

而

無

道

德

之

實

甚

矣

豪

傑

之

士

之

難

見

也

吾

觀

程

伯

淳

自

十

五

六

時

慨

然

有

求

道

之

志

寧

學

聖

人

而

未

至

不

欲

以

一

善

成

名

寧

以

一

物

不

被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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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爲

己

病

而

不

欲

以

一

時

之

利

爲

己

功

其

志

之

大

有

如

此

者

而

其

所

就

爲

天

下

完

人

爲

龍

德

正

中

范

希

文

自

做

秀

才

之

時

便

以

天

下

爲

己

任

先

天

下

之

憂

而

憂

後

天

下

之

樂

而

樂

其

志

之

大

有

如

此

者

一

日

仁

宗

大

用

之

而

事

業

顯

於

天

下

嗚

呼

伯

淳

者

豈

顏

氏

之

徒

與

希

文

者

豈

伊

尹

之

徒

與

豈

所

謂

豪

傑

之

士

曠

百

世

而

一

見

者

與

蓋

嘗

試

論

之

士

君

子

立

身

天

地

閒

固

當

負

荷

天

地

之

事

直

上

與

古

之

聖

賢

爲

徒

而

士

之

卑

卑

者

有

所

不

屑

直

以

天

下

國

家

爲

吾

分

內

而

規

規

於

尺

寸

之

功

者

有

所

不

爲

伯

淳

何

人

也

希

文

何

人

也

予

何

人

也

有

爲

者

亦

若

是

吾

何

畏

彼

哉

其

志

愈

堅

則

其

爲

之

也

愈

力

其

爲

愈

力

則

其

齊

之

也

不

難

故

志

乎

二

公

者

則

亦

終

爲

二

公

而

已

矣

書

曰

功

崇

惟

志

傳

曰

有

志

者

竟

成

此

之

謂

也

若

夫

立

志

不

高

而

安

齪

齪

靡

靡

者

之

爲

則

語

及

二

公

必

曰

彼

昔

之

所

謂

大

賢

者

君

子

也

我

何

人

斯

惡

敢

望

彼

哉

奚

有

於

是

亦

爲

之

而

已

矣

爲

之

則

人

皆

可

爲

堯

舜

而

塗

人

亦

可

以

爲

禹

不

爲

則

曹

交

之

食

粟

孟

子

之

所

謂

未

免

爲

鄕

人

也

亦

何

憚

而

不

爲

哉

故

夫

自

謂

不

能

而

不

爲

者

自

暴

者

也

謂

我

能

之

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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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爲

者

自

棄

者

也

謂

我

能

之

而

爲

之

而

不

力

者

自

畫

者

也

是

皆

無

志

者

也

是

其

見

之

不

明

初

之

不

審

也

嗚

呼

天

下

有

志

者

寡

矣

吾

誦

胡

文

定

書

其

亦

有

所

感

也

吾

讀

王

東

石

卷

其

亦

有

所

慕

也

故

著

此

以

勉

多

士

冀

立

志

以

明

道

希

文

自

期

待

吾

深

慶

也

幸

也

傳

經

書

院

說

　

　

　

　

　

　

　
國

朝

李

　

紱

大

江

以

南

經

學

自

陳

長

孫

先

生

始

左

氏

藉

其

言

得

立

學

南

方

學

者

當

百

世

祀

之

而

不

祧

者

也

先

生

蒼

梧

人

於

梧

士

尤

親

切

屬

梧

州

徐

守

闢

書

院

課

士

來

請

名

因

題

曰

傳

經

俾

梧

士

知

興

起

焉

徐

守

大

興

人

有

志

於

文

敎

并

書

之

以

勸

來

者

賦

役

議

　

　

　

　

　

　

　

　

　

　
明

楊

　

芳

國

初

之

制

百

十

戸

爲

里

丁

糧

多

者

爲

長

每

里

十

甲

首

戸

百

卽

周

人

比

長

閭

胥

之

職

也

圖

分

十

里

輪

年

應

役

十

年

而

周

公

賦

公

旬

皆

里

正

董

之

一

年

在

官

九

年

在

家

故

其

賦

易

供

而

其

民

常

𨓜

歴

年

漸

久

徴

輸

之

制

名

色

繁

多

曰

額

辦

者

以

物

料

爲

貢

有

定

額

者

也

曰

雜

辦

者

藩

司

承

部

不

時

徴

派

無

定

額

者

也

有

定

額

者

民

猶

得

按

額

而

輸

之

無

定

額

者

吏

巧

爲

名

色

今

日

曰

奉

計

部

明

日

曰

奉

繕

部

今

日

曰

奉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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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文

明

日

曰

奉

部

文

今

日

曰

正

編

明

日

曰

加

編

頭

□

絲

棼

里

長

茫

然

莫

知

其

措

則

不

得

不

多

方

以

應

之

至

於

差

役

其

繁

滋

甚

見

役

里

甲

賦

錢

於

官

曰

綱

銀

曰

辦

銀

有

司

復

懾

之

令

直

日

供

具

無

名

之

征

紛

然

四

出

卽

百

緡

不

以

抵

數

窮

鄕

小

民

白

首

不

識

官

府

僱

人

代

値

月

費

數

十

金

里

甲

大

苦

及

編

均

徭

又

復

取

盈

其

最

重

者

莫

如

庫

子

夫

甲

廩

保

諸

役

上

司

行

部

使

客

下

車

下

程

夫

役

之

費

急

如

星

火

而

郡

邑

長

吏

諸

餼

務

咄

嗟

立

辦

大

都

廩

編

一

兩

費

可

百

餘

金

庫

子

編

一

兩

費

可

數

百

餘

金

至

兵

役

繁

興

衙

蠧

蝟

集

編

派

彌

多

民

不

勝

弊

破

貲

鬻

產

逃

亡

者

相

踵

矣

自

一

條

編

之

法

行

之

兩

浙

諸

藩

多

倣

而

行

之

其

法

合

一

邑

錢

糧

分

爲

四

差

一

曰

里

甲

則

課

程

公

費

之

類

也

一

曰

均

徭

則

柴

薪

皂

役

之

類

也

一

曰

郵

傳

則

水

陸

夫

馬

之

類

也

一

曰

兵

欵

則

弓

兵

民

壯

之

類

也

通

括

四

差

之

數

每

歲

幾

何

每

米

一

石

酬

銀

幾

何

一

切

僱

役

官

給

之

費

而

民

不

與

焉

然

後

編

爲

成

書

刊

爲

由

帖

上

無

以

飾

憲

司

之

觀

下

無

以

掩

閭

閻

之

目

貧

富

適

均

出

入

有

度

雖

聖

哲

復

生

莫

之

易

也

至

若

補

偏

救

弊

之

權

則

當

責

之

有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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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廣

西

行

鹽

議

　

　

　

　

　

　

　
國

朝

高

熊

徴

行

鹽

一

事

職

親

承

憲

諭

無

非

裕

課

便

民

洞

悉

各

商

厲

民

𧇾

餉

病

源

革

目

前

之

陋

弊

圖

經

久

之

良

規

無

微

不

燭

無

慮

不

周

矣

然

考

古

鹽

法

之

善

無

過

劉

晏

其

理

鹽

也

不

過

於

出

鹽

之

鄕

置

鹽

戸

所

煮

之

鹽

鬻

於

商

人

任

其

所

之

至

江

嶺

閒

去

鹽

鄕

遠

者

轉

官

鹽

於

彼

貯

之

故

鹽

得

常

平

各

縣

有

各

縣

之

引

不

得

任

其

所

之

也

專

行

官

引

禁

絕

私

鹽

則

非

俟

商

絕

鹽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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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然

後

減

價

鬻

之

也

鹽

何

以

得

常

平

且

晏

之

理

財

必

委

士

類

今

商

皆

積

賈

惟

利

是

罔

卽

僉

土

商

亦

豈

盡

得

其

人

不

得

其

人

則

徒

滋

紛

擾

法

雖

甚

善

利

害

仍

相

等

耳

查

粤

西

往

例

每

引

至

貴

該

銀

八

兩

三

錢

零

今

每

引

止

銀

六

兩

六

錢

三

分

零

耳

而

昔

日

之

鹽

賤

引

能

多

銷

今

日

之

鹽

貴

壅

滯

不

行

其

故

何

也

蓋

粤

西

自

古

行

鹽

之

法

不

論

官

民

商

賈

但

有

資

本

者

皆

得

在

東

買

鹽

惟

於

梧

州

立

厰

以

榷

之

每

鹽

一

包

梧

州

納

銀

三

錢

平

厰

納

銀

一

錢

二

分

桂

厰

納

銀

一

錢

七

分

任

其

發

賣

官

無

考

成

之

責

是

卽

劉

晏

但

鬻

於

商

人

任

其

所

之

之

法

也

故

經

久

無

弊

康

熙

元

年

廣

東

撫

憲

以

鹽

引

滯

積

具

題

前

撫

金

始

行

文

各

處

計

口

授

鹽

於

是

各

府

州

縣

俱

有

定

額

彼

時

吏

有

賢

不

肖

民

有

巧

拙

其

賢

有

司

雖

奉

上

法

亦

䘏

民

艱

開

報

丁

口

酌

可

而

行

不

肖

有

司

專

事

逢

迎

務

爲

苛

索

乳

哺

之

子

盡

行

開

報

民

之

巧

者

互

相

隱

匿

丁

多

而

派

鹽

最

少

民

之

愚

者

無

所

覆

藏

丁

少

而

派

鹽

反

多

其

始

之

立

法

各

處

設

埠

按

額

行

銷

未

嘗

不

善

而

其

究

也

可

行

鹽

之

處

得

鹽

反

少

發

賣

旣

速

别

處

之

鹽

不

得

攙

賣

民

苦

淡

食

其

山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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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水

峻

不

能

行

鹽

之

處

得

鹽

雖

未

嘗

多

而

壅

滯

不

行

商

人

交

接

衣

食

出

其

中

搬

運

脚

費

出

其

中

鹽

價

日

騰

民

不

能

買

尤

苦

淡

食

縣

官

旣

畏

考

成

之

責

罪

又

與

商

多

有

交

於

是

任

商

開

價

按

丁

發

鹽

追

呼

遍

及

雞

豚

敲

撲

盡

於

閭

里

民

不

聊

生

甚

於

靑

苗

之

害

矣

厥

後

不

能

行

鹽

地

方

乃

有

寧

願

醵

銀

銷

納

乾

引

聽

從

商

人

别

處

發

賣

者

矣

此

當

日

傅

將

軍

在

梧

日

久

目

擊

其

弊

故

特

題

總

商

通

融

銷

引

地

方

官

無

僉

商

派

食

之

累

而

商

人

盡

握

利

權

低

昂

任

意

民

食

貴

鹽

引

額

仍

滯

其

弊

又

有

如

今

日

者

要

而

論

之

有

近

鹽

地

方

有

不

近

鹽

地

方

近

鹽

地

方

私

鹽

必

賤

窮

苦

小

民

趨

賤

避

貴

雖

髠

刑

日

報

欲

求

私

鹽

之

絕

不

可

得

也

不

近

鹽

地

方

私

鹽

旣

無

官

鹽

又

少

雖

出

示

嚴

禁

欲

商

人

之

不

高

擡

其

價

亦

不

可

得

也

蓋

粤

西

鹽

法

之

弊

在

按

額

行

銷

而

按

額

行

銷

之

弊

總

在

能

行

鹽

之

處

苦

鹽

少

鹽

價

高

擡

不

能

行

鹽

之

處

苦

鹽

多

欲

不

派

之

百

姓

鹽

滯

不

行

則

病

商

且

病

官

鹽

而

派

之

百

姓

則

追

呼

不

及

病

民

則

病

官

何

則

官

有

考

成

故

也

然

今

額

引

旣

定

國

課

不

容

𧇾

損

古

之

良

法

豈

能

復

行

救

時

之

政

但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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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憲

諭

革

去

東

商

令

總

商

實

開

拆

引

之

費

脚

價

之

費

其

過

濫

費

與

各

陋

規

盡

行

查

革

總

於

梧

厰

合

計

其

到

鹽

之

多

寡

定

其

價

値

之

高

下

任

其

通

融

各

處

發

賣

而

不

能

行

鹽

之

地

派

帮

拆

引

之

費

庶

幾

國

課

無

𧇾

公

私

兩

便

然

而

總

商

盡

握

利

權

又

實

難

其

人

矣

要

之

有

治

人

無

治

法

是

在

大

宗

師

擇

之

而

任

之

耳

職

生

斯

長

斯

稔

知

其

中

情

事

仰

承

明

問

具

見

愛

民

諄

切

至

意

敢

不

備

攄

所

見

以

對

惟

採

擇

行

之

岑

溪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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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妖

宼

論
康

熙

八

年

　

　

　

　

　

　

岑

溪

父

老

今

之

無

爲

敎

卽

古

之

白

蓮

敎

也

聚

米

燒

香

妖

言

惑

衆

不

特

無

知

之

民

聽

之

卽

有

識

之

流

亦

爲

之

風

靡

何

也

或

謂

此

輩

有

異

術

爲

妖

鏡

令

人

照

之

見

幻

相

焉

又

能

遣

𥿄

人

馬

故

從

而

信

之

共

稱

他

日

彌

勒

佛

出

世

近

又

有

稱

馮

眞

人

者

云

能

縱

狼

虎

食

人

若

不

從

其

敎

必

有

狼

虎

之

患

噫

何

其

愚

耶

彼

彌

勒

者

佛

也

馮

眞

人

者

神

也

豈

有

神

佛

敎

人

謀

爲

不

軌

而

陷

於

災

禍

乎

總

緣

人

有

妄

想

癡

見

故

爲

奸

宄

之

所

欺

誘

耳

康

熙

七

年

容

邑

妖

人

馮

四

彭

奇

糾

黨

破

城

宼

及

岑

境

幸

本

縣

劉

公

昌

言

威

德

方

畧

一

鼓

而

蔡

捕

鵬

發

箭

□

旗

徐

城

守

國

才

挺

身

破

敵

遂

爾

披

靡

而

去

再

鼓

而

羅

靑

矜

天

業

之

追

捕

竟

獲

渠

魁

黨

羽

全

消

一

時

平

靖

及

詰

其

有

妖

術

爲

何

就

擒

二

賊

竟

供

烏

有

然

亦

果

烏

有

耳

使

果

有

妖

術

卽

當

所

向

無

前

萬

一

敗

喪

亦

能

亡

匿

漏

網

今

旣

得

而

擒

之

皆

無

所

逃

免

則

妖

術

且

不

能

自

庇

而

能

庇

人

乎

哉

闔

邑

目

擊

此

賊

未

得

富

貴

先

受

誅

戮

有

識

者

可

不

鑑

其

覆

□

乎

接

壤

起

禍

事

屬

震

鄰

雖

渠

魁

已

殲

而

根

株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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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滅

死

灰

易

然

凡

有

地

方

保

甲

之

責

者

偵

知

聚

謀

何

□

亟

當

出

首

撲

滅

以

免

株

連

當

事

者

亦

勿

諱

病

至

□

爲

合

鴟

張

也

□

高

熊

徵

書

　

　

　

　

　

　

　
國

朝

金

光

祖

□

事

危

疑

之

日

足

下

獨

能

以

大

義

曉

諭

將

士

具

見

維

持

不

佞

之

待

唐

遊

擊

非

比

尋

常

旣

特

眼

視

之

自

特

眼

拔

之

又

安

能

令

彼

久

居

人

下

耶

從

前

戰

功

徐

當

彙

敘

其

請

添

營

制

已

移

撫

臺

會

題

矣

若

梧

州

鎭

將

寡

識

渺

見

殊

昧

大

體

不

佞

業

切

責

之

當

令

硜

執

自

醒

也

高

凉

乞

撫

不

佞

當

已

覷

破

刻

下

調

師

力

勦

閱

足

下

指

畫

如

揣

魏

博

時

合

機

宜

頗

見

同

心

須

密

囑

唐

遊

擊

整

搠

以

待

調

勦

乘

此

機

會

懋

建

奇

勳

可

也

滇

逆

駐

橫

之

息

已

囑

唐

遊

擊

黎

令

宻

探

回

報

亦

煩

足

下

共

商

行

之

不

旣
岑志

再

與

高

熊

徴

書

　

　

　

　

　

　

　

　

金

光

祖

初

七

日

得

來

翰

俱

已

領

悉

馬

踏

石

一

戰

皆

賴

宗

社

威

靈

將

士

用

命

倖

以

成

功

謂

可

乘

勝

長

驅

而

滇

黔

柳

桂

諸

逆

蠭

起

蟻

附

列

營

神

電

四

境

騷

然

他

不

足

道

若

馬

逆

負

恩

反

噬

天

奪

其

魄

自

來

送

死

千

里

疲

驚

因

而

破

之

便

得

席

捲

南

橫

全

師

版

宇

遲

遲

吾

行



 

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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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亦

持

滿

而

發

之

意

想

門

下

自

諒

之

也

目

下

正

在

合

兵

會

勦

唐

遊

擊

用

當

一

面

未

便

遣

回

岑

邑

虛

聲

不

過

狡

賊

詭

計

卽

有

驚

息

藉

門

下

與

行

閒

弁

兵

同

心

協

力

衆

志

如

城

奚

患

小

宼

耶

别

敎

更

見

壯

懷

欣

喜

之

甚

李

雷

州

伏

節

不

屈

百

口

並

陷

可

謂

粤

西

有

人

附

聞

以

慰

餘

不

盡
岑志

與

高

熊

徴

書

　

　

　

　

　

　

　
國

朝

傅

宏

烈

不

佞

於

門

下

相

知

有

素

前

在

艱

險

中

尙

力

爲

保

䕶

周

全

今

日

自

當

始

終

提

拔

但

以

西

粤

未

平

未

便

題

請

故

先

給

同

知

衘

劄

委

以

團

練

名

色

乃

一

時

權

宜

欲

門

下

以

此

便

於

約

束

鄕

兵

原

非

題

請

實

衘

也

今

在

岑

官

兵

多

已

撤

回

止

量

畱

駐

守

希

門

下

協

同

文

武

各

官

殫

心

堵

禦

安

輯

此

方

勸

諭

輸

將

爲

福

桑

梓

便

是

莫

大

之

功

不

佞

當

力

爲

展

驥

斷

不

有

負

也

率

復

并

候

不

盡

願

言
岑志

祭

舜

廟

文

　

　

　

　

　

　

　

　

　
唐

張

九

齡

惟

神

以

大

孝

而

崇

德

以

大

聖

而

奮

庸

以

至

公

而

有

天

下

以

至

均

而

一

海

內

故

不

以

荒

服

之

外

不

以

黃

屋

之

尊

巡

狩

而

來

殂

落

於

此

倦

勤

之

造

永

結

於

黎

庶

惠

懷

之

仁

長

存

於

壽

宮

載

祀

雖

遥

威

靈

如

在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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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聖

朝

紹

興

至

道

慜

兹

遠

人

爰

遣

使

臣

按

理

邊

俗

惟

神

幽

鑒

願

表

微

誠

若

私

僻

爲

謀

公

忠

有

替

明

鑒

是

殛

俾

無

遠

圖

如

悉

心

在

公

惟

力

是

視

當

福

而

不

福

爲

善

者

懼

矣

今

至

止

之

日

輒

詣

陳

誠

伏

惟

神

道

聰

明

亮

斯

欽

到

願

俯

垂

眞

祐

俾

輸

力

明

時

尙

饗

隆

慶

二

年

諭

祭

吳

淸

惠

文

惟

卿

長

才

大

略

直

節

貞

心

奮

跡

甲

科

歴

官

中

外

志

操

堅

勵

風

力

素

持

禁

索

括

於

諸

方

罔

避

權

璫

之

怨

革

舶

司

於

一

路

永

留

淸

白

之

聲

剛

直

久

彰

要

華

薦

陟

嶺

表

振

旅

掃

海

甸

之

妖

氛

江

右

分

臺

伏

姚

源

之

宼

孽

勲

勞

懋

建

邦

土

載

司

威

名

夙

著

於

生

前

輿

論

翕

歸

於

身

後

顧

惟

恤

典

未

及

舉

揚

兹

特

追

褒

爰

昭

懿

德

旣

遣

官

而

諭

祭

復

節

惠

以

易

名

恩

渥

攸

加

爾

靈

祗

慰

祭

四

義

士

文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國

朝

高

　

輯

維

我

聖

皇

御

極

迄

兹

五

十

五

年

路

不

拾

遺

人

遊

豐

亨

之

化

日

夜

不

扄

戸

世

樂

熙

皥

之

堯

天

九

州

盡

冠

帶

之

域

四

海

絕

烽

堠

之

烟

獨

粤

僻

在

天

末

而

岑

壤

接

東

偏

初

猶

狗

偸

而

鼠

竊

漸

乃

斬

木

而

揭

竿

數

縣

悉

遭

其

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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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掠

永

業

屢

觸

其

戈

鋋

軍

民

股

栗

偕

竄

爭

先

爾

義

士

海

芳

狀

則

魁

吾

力

如

虎

兕

總

練

半

鄕

長

城

是

倚

鼠

輩

鴟

張

每

深

撫

髀

蹂

躪

雖

非

其

鄕

震

鄰

亦

用

爲

恥

去

歲

十

月

探

丸

羣

起

掠

藤

邑

而

欲

東

駐

蓮

塘

而

不

徙

海

芳

奉

委

堵

禦

謀

於

老

李

而

率

强

弩

夾

伏

山

圮

我

誘

之

追

可

殪

吾

矢

李

亦

同

仇

共

期

滅

此

詎

知

運

厄

賊

謀

愈

詭

寒

日

將

斜

空

山

欲

紫

海

芳

攘

臂

大

呼

裂

眦

嚼

齒

手

刃

三

兇

橫

衝

賊

壘

伏

發

溝

中

結

纓

以

死

老

李

憤

躍

揮

戈

雪

恥

雖

揕

賊

胷

竟

咥

虎

尾

雙

頂

廷

華

毫

無

畏

葸

畢

命

疆

場

何

如

床

第

哀

我

良

人

同

時

俱

已

嗚

呼

壯

哉

人

誰

無

死

死

難

其

地

凜

凜

剛

風

巍

巍

正

氣

甕

山

瀧

水

長

流

千

古

之

英

靈

勇

將

謀

臣

有

愧

一

腔

之

忠

義

嗚

呼

壯

哉

使

闔

邑

之

守

土

者

皆

爾

也

賊

豈

能

越

吾

土

而

輕

肆

惜

乎

力

竭

首

碎

莫

伸

滅

賊

之

心

振

腕

拊

臂

空

下

英

雄

之

淚

嗚

呼

已

矣

壯

士

逝

矣

岑

之

殺

賊

寧

復

有

若

等

之

忼

慷

而

果

毅

者

乎

然

而

方

是

時

也

日

星

𢡖

淡

山

岳

陰

翳

義

魄

忠

魂

死

當

爲

厲

其

殲

厥

渠

魁

執

彼

醜

類

使

風

鶴

草

水

之

皆

兵

以

顯

爾

捍

衞

維

桑

之

夙

志

吾

等

臨

戰

場

而

酬

酒

能

不

追

傷

而

雪

涕

靈

不

昧

兮

行

空

尚

彷

彿

兮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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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至交

州

牧

箴

　

　

　

　

　

　

　

　

　
漢

楊

　

雄

交

州

荒

裔

水

與

天

際

越

裳

是

南

荒

國

之

外

爰

是

開

闢

不

羈

不

絆

周

公

攝

祚

白

雉

是

獻

昭

王

陵

遲

周

室

是

亂

越

裳

絕

貢

荆

楚

逆

叛

四

國

內

侵

蠶

食

周

宗

臻

於

季

赧

遂

入

滅

亡

大

漢

受

命

中

國

兼

該

南

海

之

宇

聖

武

是

恢

稍

稍

受

羈

遂

臻

黃

支

航

海

三

萬

來

牽

其

犀

盛

不

可

不

憂

隆

不

可

不

懼

顧

瞻

陵

遲

而

忘

其

規

模

亡

國

多

逸

豫

而

存

國

多

艱

難

泉

竭

中

虛

池

竭

瀨

乾

牧

臣

司

交

敢

告

執

憲

總

府

題

名

後

跋
正

德

八

年

　

　

　

明

湛

若

水

總

府

者

三

府

同

寅

協

恭

之

地

也

書

稱

三

后

協

心

易

稱

二

人

同

心

同

心

之

言

其

臭

如

蘭

故

總

府

之

設

凡

欲

以

協

同

也

府

創

於

總

督

韓

公

永

熙

總

鎭

陳

公

總

兵

陳

公

贊

成

之

府

題

名

肇

於

今

總

府

竹

田

林

公

舜

舉

總

鎭

潘

公

世

貞

總

兵

郭

公

世

臣

贊

成

之

自

陳

公

迄

潘

公

總

鎭

者

凡

七

公

自

陳

公

迄

郭

公

總

兵

者

亦

七

公

白

韓

公

迄

林

公

總

督

者

凡

十

有

五

於

是

乎

總

府

始

有

題

名

記

而

缺

典

肇

修

蓋

公

於

撫

綏

之

餘

海

隅

平

定

之

後

尤

欲

以

繼

往

績

而

示

來

世

其

有

功

斯



 

梧

州

府

志

　

卷

之

二

十

二
藝

文

　

　

　

十

八

府

大

矣

若

水

適

以

安

南

之

使

道

過

蒼

梧

而

見

夫

三

公

者

禮

遇

甚

勤

閒

嘗

道

三

府

之

事

潘

公

曰

子

豈

有

事

事

哉

予

惟

以

靜

以

鎭

予

應

曰

然

林

公

曰

予

職

無

所

弗

督

督

責

在

予

予

應

曰

然

郭

公

曰

予

惟

戎

事

是

總

其

敢

弗

䖍

予

應

曰

然

若

三

公

者

其

有

不

協

同

者

乎

然

而

自

三

公

而

上

等

而

辨

之

其

然

與

否

者

可

知

矣

雖

或

繼

三

公

者

其

然

與

否

又

可

數

而

知

矣

是

故

後

之

觀

題

名

者

曰

某

也

然

某

也

否

某

也

賢

某

也

不

賢

某

也

協

以

成

功

某

也

乖

以

僨

事

其

將

起

敬

起

畏

是

傚

是

懲

勿

使

後

之

人

復

議

我

也

林

公

遂

俾

予

跋

於

下

方

漢

丁

孝

子

辯

疑

　

　

　

　

　

　
國

朝

孫

士

恂

蓋

郡

邑

之

有

志

以

傳

信

不

可

以

傳

疑

凡

山

川

人

物

名

宦

流

寓

之

類

必

可

信

而

後

可

傳

不

可

信

寧

不

傳

焉

岑

邑

志

惟

錄

本

繙

閱

旣

畢

其

不

可

信

而

可

疑

而

不

可

不

辯

者

無

如

鄕

賢

漢

丁

孝

子

爲

最

嘗

見

河

南

懷

慶

府

河

內

縣

名

宦

不

載

丁

蘭

而

人

物

載

丁

蘭

則

蘭

非

仕

於

野

王

而

產

於

野

王

也

夫

何

疑

且

蘭

列

人

物

而

不

列

流

寓

則

蘭

爲

野

王

之

土

著

而

非

野

王

之

客

籍

也

又

何

疑

又

不

列

他

省

名

宦

與

流

寓

而

僅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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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人

物

下

詳

其

刻

木

事

親

及

吏

嘉

孝

感

之

事

則

其

定

省

温

淸

迄

無

虛

晷

出

告

反

面

莫

敢

遠

遊

事

死

如

生

殆

以

供

爲

子

職

終

其

天

年

則

蘭

旣

不

糊

口

四

方

必

不

托

足

於

岑

邑

也

又

何

疑

况

廣

輿

記

載

廣

西

梧

州

府

山

川

有

丁

郞

山

註

云

岑

溪

孝

子

丁

宻

故

居

在

其

下

訛

傳

爲

丁

蘭

至

本

郡

人

物

不

載

宻

姓

氏

宻

之

生

於

何

代

仕

與

不

仕

亦

未

有

及

夫

廣

輿

記

乃

雲

閒

陸

氏

周

流

四

海

十

易

寒

暑

三

易

屬

草

然

後

成

書

其

蒐

羅

詳

確

知

丁

郞

之

爲

宻

又

確

知

岑

人

以

蘭

易

宻

之

爲

訛

而

後

操

觚

以

訂

踳

駁

則

丁

郞

之

是

宻

非

蘭

是

二

非

一

較

若

列

眉

不

類

魯

魚

亥

豕

之

謬

也

更

何

疑

今

本

邑

鄕

賢

祠

內

中

央

祀

主

題

曰

漢

河

內

太

守

孝

子

丁

公

蘭

字

宻

神

位

及

查

邑

志

人

物

首

列

孝

行

丁

蘭

字

宻

漢

歸

義

鄕

人

因

詳

及

刻

木

一

事

與

河

內

所

記

大

同

小

異

而

末

又

繫

以

孝

廉

辟

爲

河

內

令

官

至

太

平

府

知

府

揆

厥

所

由

蓋

因

丁

郞

墓

道

原

有

漢

孝

子

碑

日

久

沉

淪

以

致

書

名

書

爵

書

事

實

俱

屬

牽

合

附

會

其

閒

不

可

信

而

可

疑

而

不

可

不

辯

者

蓋

有

數

端

請

得

而

悉

數

之

攷

諸

沿

革

漢

之

河

內

卽

今

之

懷

慶

此

郡

也

而

非

邑

也

郡

則

有

守

而

無

令

如

稱

令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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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令

之

河

內

矣

邑

名

河

內

始

自

隋

在

漢

尙

名

野

王

漢

爲

野

王

令

無

河

內

令

且

郡

名

太

平

始

於

宋

守

名

知

府

始

於

明

在

漢

屬

丹

陽

漢

爲

丹

陽

守

無

太

平

知

府

奈

何

因

一

人

履

歴

之

舛

錯

舉

一

代

因

革

而

遷

就

之

乎

夫

蘭

向

與

帝

舜

並

列

二

十

四

孝

特

祠

奉

祀

與

省

城

虞

山

帝

祠

遥

爲

配

享

諒

亦

無

媿

但

宻

以

孝

聞

當

年

宗

族

比

閭

必

非

謬

奬

迄

今

家

喩

戸

曉

詎

有

虛

聲

何

遂

不

與

本

邑

先

賢

齒

乃

媚

其

遠

者

疏

者

忽

其

近

者

戚

者

也

存

則

視

膳

問

安

歿

則

享

祀

不

忒

瓶

罄

壘

恥

凡

爲

人

子

罔

不

怵

湯

靡

寧

而

况

於

孝

子

乎

廼

蘭

之

二

人

與

岑

毫

無

瓜

葛

儼

然

追

祭

於

東

郊

而

宻

之

怙

恃

在

岑

實

爲

桑

梓

反

同

若

敖

之

祀

又

奚

以

釋

丁

郞

終

天

之

恨

耶

且

蒼

梧

之

野

大

舜

南

巡

所

蒞

陟

彼

虞

山

俎

豆

森

列

宜

矣

蘭

則

生

長

河

內

足

跡

不

離

子

舍

皇

華

江

畔

蝴

蝶

山

陬

何

因

不

遠

數

千

里

載

往

載

來

與

岑

之

先

達

配

采

芹

而

陪

釋

菜

乎

矧

鄕

賢

祠

內

如

周

梁

羽

廖

諸

公

宦

蹟

輿

評

班

班

可

考

岑

雖

蕞

爾

巖

邑

門

內

之

行

誰

無

父

母

何

致

近

遺

五

黨

遠

取

他

邦

先

正

之

典

型

如

在

諸

公

得

無

怨

恫

也

哉

載

稽

歸

義

鄕

丁

之

氏

族

不

少

槩

見

然

通

邑

編

戸

尙

有

晨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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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落

落

其

閒

寧

無

宻

之

子

姓

一

旦

升

於

士

類

列

於

宮

牆

瞻

仰

巍

然

首

席

者

將

以

爲

祖

耶

實

交

州

之

雲

仍

胡

爲

乎

野

王

之

苗

裔

不

以

爲

祖

耶

豈

人

盡

芝

草

醴

泉

舉

木

本

水

源

委

諸

草

莽

付

諸

東

流

乎

廟

廡

之

右

正

襍

南

面

盡

岑

邑

之

音

容

也

則

蘭

必

自

視

若

贅

疣

然

祝

史

陳

辭

實

野

王

之

名

諱

則

宻

反

似

爲

不

速

客

彼

此

可

嫌

倘

灌

地

迎

神

之

際

二

公

俱

退

讓

不

前

將

虛

席

以

待

未

免

減

色

其

奈

之

何

夫

不

可

信

而

可

疑

可

疑

而

不

可

不

辯

者

有

此

數

端

奈

何

辯

之

不

早

辯

也

士

恂

忝

司

民

社

日

以

釐

正

爲

念

爲

岑

邑

畱

一

信

史

席

未

暇

暖

掛

吏

議

又

値

干

戈

四

起

株

守

危

城

軀

命

有

如

朝

露

待

罪

之

餘

輒

因

所

疑

不

敢

重

誣

先

哲

以

自

誣

漫

筆

表

此

俟

後

之

畱

意

考

覈

者

花

洲

示

　

　

　

　

　

　

　

　

　
國

朝

何

夢

瑤

爲

照

百

花

洲

者

南

儀

勝

地

岑

邑

靈

區

載

在

志

書

冠

乎

諸

景

秋

濤

夜

月

何

殊

白

露

洲

邊

古

樹

寒

山

恰

似

姑

蘇

城

外

渭

濱

環

翠

同

吟

夏

彩

之

詞

泗

水

嫣

紅

共

識

春

風

之

面

珠

江

花

藥

差

可

方

之

漢

渚

琵

琶

瞠

乎

後

矣

蓋

緣

明

季

儒

學

鍾

公

孝

廉

廖

李

兩

公

選

勝

搜

奇

追

訾

家

之

方

軌

尋

幽

剔

異

陋

馬

退

之

新

亭

蓮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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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斯

開

花

宮

爰

啓

旣

搆

蘭

若

以

棲

緇

素

復

捐

寺

田

以

供

伊

蒲

維

時

六

祖

談

禪

一

心

與

旛

風

俱

靜

生

公

說

法

百

卉

偕

花

雨

爭

香

無

何

刼

火

洞

燃

禪

燈

乍

暗

魔

高

一

丈

世

甫

幾

更

乃

有

稂

莠

之

徒

敢

冒

檀

越

之

後

任

情

蹂

躪

肆

意

憑

凌

遂

使

翠

竹

黃

花

悉

成

灰

燼

長

松

細

草

日

就

凋

零

本

縣

目

擊

心

傷

廢

興

頽

舉

南

山

定

判

黎

邱

之

鬼

方

潛

茅

屋

題

詩

妙

高

之

臺

如

舊

慚

無

玉

帶

可

鎭

空

門

慮

有

山

魈

重

侵

淨

土

合

與

寺

僧

居

民

約

嗣

後

仍

有

冒

稱

山

主

呑

占

常

住

田

產

及

盜

伐

洲

中

竹

木

者

許

寺

僧

立

卽

禀

究

僧

等

更

當

恪

守

淸

規

隨

時

修

葺

寺

宇

培

植

花

木

以

壯

勝

觀

毋

得

招

邀

匪

𩔖

玷

污

佳

境

庶

山

淸

水

秀

永

懷

前

哲

高

風

松

茂

竹

苞

長

樹

千

秋

嘉

蔭

丁

孝

子

墓

碑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周

　

春
知

縣

岑

溪

縣

治

東

十

三

里

有

蝴

蝶

山

一

名

丁

郞

山

山

麓

爲

後

漢

孝

子

丁

宻

墓

縣

志

稱

密

字

靖

公

歸

義

鄕

人

性

淸

介

事

親

盡

孝

遭

父

喪

廬

墓

三

年

雙

鳧

馴

伏

後

母

喪

廬

墓

雙

鳧

復

至

南

齊

時

刺

史

范

雲

遣

使

祭

墓

墓

舊

有

碑

元

季

沉

於

水

後

人

因

不

詳

事

蹟

遂

訛

爲

刻

木

之

丁

蘭

復

創

蘭

字

萊

坡

舉

孝

廉

爲

河

內

令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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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至

太

平

知

府

之

說

俚

俗

無

稽

可

供

一

笑

蘭

與

密

顯

屬

兩

人

本

不

足

致

辯

蓋

自

後

漢

迄

今

已

千

七

百

有

餘

歲

矣

永

業

連

城

南

儀

州

之

建

置

屢

更

生

長

於

斯

者

不

可

勝

數

也

而

姓

名

不

朽

埏

隧

猶

存

惟

孝

子

一

人

耳

孝

庸

行

也

當

孝

子

養

則

致

其

樂

喪

則

致

其

哀

初

何

嘗

計

及

於

里

黨

之

傳

述

而

立

身

行

道

揚

名

於

後

世

其

理

固

不

誣

矣

詩

云

孝

子

不

匱

永

錫

爾

類

將

見

此

邦

人

士

聞

孝

子

之

遺

風

賢

者

勤

而

不

肖

者

悔

相

率

而

化

於

孝

德

不

亦

休

乎

余

謁

拜

墓

下

禁

樵

採

且

樹

之

銘

曰

此

丁

孝

子

之

墓

也

孝

子

葬

於

後

父

母

葬

於

前

異

驕

孫

之

祔

也

林

澤

何

以

茂

乃

今

而

知

其

故

也

作

此

銘

辭

以

詔

行

路

也

鄧

公

廟

碑

記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周

　

春

生

以

方

術

聞

死

以

神

道

顯

自

古

有

之

莫

如

後

漢

東

陽

趙

侯

余

由

浙

東

江

右

楚

南

入

粤

西

境

見

所

在

崇

奉

千

百

年

如

一

日

乃

知

范

書

本

傳

所

云

尙

未

盡

身

後

之

異

蹟

也

岑

溪

有

鄧

公

者

諱

淸

字

子

眞

明

正

統

閒

羽

士

也

習

符

錄

有

驗

一

日

雷

神

下

擊

觸

穢

而

墮

公

咒

水

洗

之

雷

神

飛

去

自

是

法

益

進

歿

後

鄕

人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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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祀

焉

水

旱

疾

疫

有

禱

輒

應

遠

近

奔

走

而

祈

福

者

無

虛

日

至

於

今

勿

衰

以

此

觀

之

殆

趙

侯

之

流

亞

歟

公

有

子

曰

明

亦

有

道

行

能

世

其

傳

此

又

趙

侯

之

所

無

也

公

晚

年

卜

居

善

村

相

羊

山

水

獲

老

壽

令

終

較

之

東

入

章

安

之

事

恐

趙

侯

且

有

所

不

如

也

公

廟

食

七

鄕

凡

數

十

處

其

在

通

濟

橋

側

者

乃

趁

墟

所

必

經

余

爲

作

鄧

公

廟

碑

系

以

辭

曰

金

書

玉

劵

紫

文

丹

章

道

家

者

流

科

儀

煌

煌

度

人

濟

物

功

德

無

比

何

以

報

之

立

廟

以

祀

邐

迤

帽

山

琤

琮

瀧

水

巨

棟

高

甍

妥

靈

於

此

神

之

降

兮

靈

旗

蜺

旌

神

之

徠

兮

鳳

管

鸞

笙

焚

以

香

楮

薦

以

醴

羹

白

叟

黃

小

拜

跪

中

庭

巫

前

陳

詞

百

姓

安

樂

風

雨

時

若

瘴

癘

不

作

匪

神

之

靈

誰

克

保

障

勒

諸

豊

碑

用

昭

神

貺

徴

脩

梧

州

府

志

示

　

　

　

　

　

　

　

吳

九

齡

示

爲

預

行

探

訪

以

備

纂

修

事

照

得

徴

文

必

兼

求

獻

考

古

乃

以

證

今

表

微

闡

幽

則

人

知

自

奮

修

廢

舉

墜

斯

物

與

維

新

郡

邑

之

有

志

非

徒

以

載

井

里

山

川

而

已

殆

將

以

施

敎

化

出

政

令

鏡

得

失

寓

勸

懲

而

大

有

關

於

風

俗

人

心

者

也

查

梧

州

府

志

自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東

甌

陳

公

肇

修

以

後

距

今

七

十

八

載

未

經

重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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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舊

刻

久

矣

糢

糊

版

片

𩔖

多

朽

蠧

以

致

五

縣

邑

志

亦

或

有

或

無

並

皆

殘

缺

伏

思

閱

歴

三

朝

之

雅

化

遭

逢

列

聖

之

純

禧

文

敎

覃

敷

於

遐

荒

車

書

朗

增

於

統

志

凡

山

陬

海

澨

彈

丸

蕞

爾

之

區

莫

不

按

圖

披

籍

燦

有

成

編

况

我

梧

爲

南

交

名

郡

西

粤

首

疆

槖

鑰

三

江

屏

藩

入

桂

信

民

物

殷

繁

之

會

而

衣

冠

文

物

之

邦

也

可

令

圖

籍

范

然

章

程

缺

若

禮

委

草

茅

官

荒

雲

紀

是

豈

惟

守

土

者

之

失

職

抑

亦

都

人

士

之

所

共

羞

也

本

府

下

車

以

來

卽

有

志

斯

舉

方

政

務

之

未

遑

亦

載

筆

之

維

謹

兹

與

分

府

協

共

同

心

懋

勤

交

贊

行

將

卜

吉

開

館

於

傳

經

書

院

夙

夕

敏

皇

以

從

事

焉

雖

然

歴

年

旣

久

則

稽

考

爲

難

檢

案

牘

而

無

存

懼

傳

聞

之

異

說

恐

掛

一

而

漏

百

致

傷

畧

而

譏

繁

將

沿

襲

以

支

離

更

舛

訛

於

傅

會

脩

而

失

誣

轉

不

如

不

脩

之

僅

失

攷

也

此

皆

由

見

聞

未

廣

咨

訪

不

勤

莫

覩

遺

文

罔

徵

黎

獻

旣

未

協

乎

輿

論

詎

克

饜

夫

群

情

自

非

詢

謀

僉

同

奚

以

昭

兹

來

許

本

府

虛

衷

集

益

志

在

博

採

無

遺

冀

爾

士

民

共

襄

盛

舉

或

靑

箱

世

業

家

傳

必

有

藏

書

或

白

首

窮

經

身

後

猶

存

遺

稿

或

畱

心

紀

載

托

野

史

以

續

稗

官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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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雅

志

搜

羅

誌

嘉

言

以

傳

㦤

行

或

服

疇

而

食

德

能

述

舊

聞

或

擊

壤

而

鼓

歌

知

談

往

事

凡

有

關

於

生

民

利

病

之

故

政

治

因

革

之

宜

災

祥

水

旱

之

由

忠

孝

節

義

之

美

筆

之

於

簡

識

之

於

心

者

均

當

確

抒

見

聞

以

資

採

擇

限

一

月

內

呈

送

本

縣

彙

詳

誌

館

所

有

書

籍

卷

帙

以

及

詩

文

稿

本

各

開

淸

册

該

縣

檢

查

印

發

以

憑

給

還

决

無

畱

滯

爾

士

民

宜

共

諒

之

夫

信

史

重

千

秋

之

業

直

道

畱

三

代

之

公

諏

咨

豈

築

室

之

謀

惠

我

望

周

行

之

示

敢

云

致

詢

於

蒭

蕘

勿

吝

爾

音

於

金

玉

庶

幾

文

獻

足

徴

事

言

備

載

郡

志

成

而

五

邑

之

志

將

次

第

以

興

實

爲

邦

國

之

光

詎

惟

守

土

之

幸

而

己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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