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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知
縣
事
遵
義
趙
　
㦤
纂
輯

學
校
上

儒
學
在
治
西
月
華
山
上
明
洪
武
中
知
縣
楊
炬
建
於
山

麓
正
統
間
遷
於
東
城
外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范
元
愷

復
建
於
舊
趾
旋
燬
於
兵
燹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年
知
縣
韓
弋
重
建
正
殿
四
十
年
署
縣
丁

傑
捐
修
尋
圮
六
十
一
年
知
縣
徐
元
禧
增
修
正
殿
崇
聖

祠
兩
廡
雍
正
元
年
重
建
大
成
門
明
倫
堂
乾
隆
元
年
知

縣
高
第
重
修
大
殿
兩
廡
㦸
門
明
倫
堂

府志

至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寶
華
移
建
山
上
卽
古
羅
漢
寺
址
也
掘
地

得
斷
碣
三
片
有
孔
子
廟
堂
記
卭
州
軍
等
字

詳

金

石

門

知
爲

唐
宋
時

文
廟
遺
址

按

方

輿

紀

要

卭

州

唐

末

爲

永

信

軍

治

宋

仍

曰

卭

州

領

卭

縣

等

縣

六

又

云

五

代

時

王

建

置

永

平

軍

知
縣
王
寶
華
移
建
文
廟
碑
記
名
山
縣
學
宫
舊
在
縣

治
之
南
至
明
成
化
甲
午
始
遷
於
縣
治
之
西
卽
今
之

舊
學
宫
地
與
城
市
近
卑
溼
湫
隘
閱
年
久
漸
傾
圮
宰

是
邦
者
亟
欲
新
之
以
費
不
貲
事
遂
寢
予
於
道
光
十

二
年
壬
辰
夏
奉
檄
於
茲
謁
廟
畢
覩
其
堂
廡
隘
陋
牆

宇
欹
斜
慨
然
思
重
建
以
廣
其
規
會
有
越
巂
夷
務
兵

差
旁
午
不
遑
次
年
委
署
合
江
縣
事
是
役
不
果
行
踰

二
載
旋
任
又
應
乙
未
秋
闈
內
簾
之
聘
公
事
覊
牽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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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焉
未
逮
然
學
校
不
修
實
有
司
之
過
也
黌
宫
大
啟
非

一
人
之
力
也
有
官
守
者
不
得
辭
其
責
惟
有
志
者
乃

克
竟
其
成
丙
申
夏
孝
廉
閔
一
德
閬
中
學
任
歸
素
精

地
理
保
甯
府
學
之
建
身
任
其
勞
而
於
桑
梓
泮
宫
有

志
振
興
者
久
矣
其
時
余
君
廣
文
名
文
蔚
者
兼
攝
學

篆
事
備
述
隣
水
學
宫
創
首
重
建
具
有
成
規
因
與
立

定
章
程
詢
本
末
皆
藉
余
閔
二
君
之
力
以
資
商
確
此

移
建
之
舉
所
由
始
也
集
城
鄕
士
民
諭
之
僉
曰
文
教

攸
關
政
之
不
容
已
者
莫
大
於
是
翕
然
稱
善
吾
以
爲

事
克
有
終
者
宜
愼
於
始
謀
罔
不
臧
者
貴
諮
於
衆
未

可
鹵
莽
爲
也
於
是
選
首
事
以
董
其
役
勸
糧
民
以
集

其
資
而
籌
議
估
勘
採
買
收
支
各
司
其
事
以
勷
厥
功

爰
相
陰
陽
度
基
址
於
縣
治
北
月
心
山
廢
寺
基
處
得

吉
壤
焉
其
地
後
控
蒙
頂
前
瞰
衣
江
登
高
眺
望
水
秀

山
明
實
爽
塏
之
勝
域
爲
神
靈
之
奥
區
禱
於
廟
卜
之

吉
諏
日
鳩
工
大
成
殿
新
基
卽
羅
漢
寺
故
址
也
匠
人

畚
插
從
事
忽
聞
聲
鏗
然
土
中
獲
片
碣
字
剝
蝕
猶
可

辨
亟
磨
洗
讀
之
上
書
孔
子
廟
堂
碑
羣
訝
爲
異
始
知

爲
唐
時
故
學
宫
地
越
千
餘
年
而
絲
竹
如
聞
載
馨
俎

豆
此
其
中
隱
爲
呵
護
而
使
之
符
合
者
神
明
默
佑
歟

精
神
感
通
歟
於
以
知
文
運
之
轉
關
卽
於
地
靈
之
感

應
驗
之
豈
人
力
所
能
致
哉
天
實
爲
之
也
雖
然
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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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
在
天
而
事
之
謀
仍
在
人
吾
之
殫
心
竭
慮
於
是
役

者
始
冀
其
成
繼
又
患
其
不
成
勸
捐
時
踴
躍
樂
輸
者

書
捐
萬
有
餘
金
嗣
因
歲
祲
歉
收
僅
繳
捐
項
十
分
之

七
功
虧
一
簣
心
竊
憂
之
不
得
已
而
給
簿
募
捐
隨
時

奬
勵
且
傳
集
多
士
分
鄕
諄
勸
各
量
力
之
厚
薄
酌
捐

項
之
重
輕
舌
敝
唇
焦
始
克
蕆
事
此
誠
爲
宰
者
分
所

應
爲
而
責
無
旁
貸
者
也
使
於
此
因
陋
就
簡
舊
貫
是

仍
讀
聖
賢
書
所
志
何
事
不
特
無
以
敬

先
聖
先
師
揆
之
學
古
入
官
之
訓
不
益
撫
衷
滋
愧
耶
除
首
倡

捐
廉
外
是
役
也
共
收
銀
壹
萬
壹
千
壹
百
㭍
拾
兩
始

於
道
光
十
六
年
十
月
興
工
迄
於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七

月
告
成
其
捐
輸
例
得
議
敘
者
具
詳
大
吏
請
給
頂
帶

其
餘
樂
輸
姓
名
及
勸
捐
辦
工
首
事
皆
鐫
石
以
表
其

急
公
之
志
至
移
建
之
堂
廡
階
庭
垣
墉
棨
㦸
俱
繪
圖

付
梓
俾
後
人
得
所
稽
考
以
備
文
獻
之
徵
云
爾
是
爲

記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歲
次
辛
丑
六
月
穀
旦

廟
制正

中
爲

大
成
殿
殿
外
爲
丹
墀
墀
左
右
列
東
西
階
階
下
左
右
列
東
西

廡
前
爲
大
成
門
左
右
爲
各
官
更
衣
所
下
爲
泮
池
池
前

𥪡
石
柱
爲
櫺
星
門
又
下
左
右
爲
聖
域
賢
關
二
門
門
外

各
下
馬
碑
一
繚
以
紅
牆
殿
後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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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崇
聖
祠
舊
爲
啟
聖
祠
雍
正
元
年
奉

詔
更
改

按

會

典

載

崇

聖

祠

從

祀

應

於

祠

階

下

建

兩

廡

今

邑

中

未

建

卽

以

祠

內

別

龕

爲

之

順
治
元
年
定
每
歲
春
秋
仲
月
上
丁
日
直
省
府
州
縣
各

行
釋
奠
於

先
師
之
禮
以
地
方
正
印
官
主
祭
陳
設
禮
儀
均
與
國
子
監
丁

祭
同

學

政

全

書

二
年
定
諡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先
師
孔
子
十
四
年
改
諡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通
行
直
省
各
學

闕

里

志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匾
額
頒
直
省
文
廟
恭
懸

二
十
五
年

御
製
先
師
孔
子
贊
及
顏
曾
思
孟
四
子
贊
並
序
頒
行
天
下
府
州

縣
學
勒
石
置
碑

學册

御
製
先
師
孔
子
贊

葢
自
三
才
建
而
天
地
不
居
其
功
一
中
傳
而
聖
人
代
宣
其
藴

有
行
道
之
聖
得
位
以
綏
猷
有
明
道
之
聖
立
言
以
垂
憲
此
正

學
所
以
常
明
人
心
所
以
不
泯
也
粵
稽
往
緖
仰
溯
前
徽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達
而
在
上
兼
君
師
之
寄
行
道
之
聖
人
也
孔
子
不

得
位
窮
而
在
下
秉
删
定
之
權
明
道
之
聖
人
也
行
道
者
勳
業

炳
於
一
朝
明
道
者
教
思
周
於
百
世
堯
舜
文
武
之
後
不
有
孔

子
則
學
術
紛
淆
仁
義
湮
塞
斯
道
之
失
傳
也
久
矣
後
之
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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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欲
探
二
帝
三
王
之
心
法
以
爲
治
國
平
天
下
之
準
其
奚
所
取

衷
焉
然
則
孔
子
之
爲
萬
古
一
人
也
審
矣
朕
厯
巡
東
國
謁
祀

闕
里
景
仰
滋
深
敬
摛
筆
而
爲
之
贊
曰
清
濁
有
氣
剛
柔
有
質

聖
人
參
之
人
極
以
立
行
著
習
察
舍
道
莫
由
惟
皇
建
極
惟
后

綏
猷
作
君
作
師
垂
統
萬
古
曰
惟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五
百
餘
歲

至
聖
誕
生
聲
金
振
玉
集
厥
大
成
序
書
删
詩
定
禮
正
樂
旣
窮

象
繫
亦
嚴
筆
削
上
紹
往
緖
下
示
來
型
道
不
終
晦
秩
然
人
經

百
家
紛
紜
殊
途
異
趣
日
月
無
踰
羹
牆
可
晤
孔
子
之
道
惟
中

與
庸
此
心
此
理
千
聖
所
同
孔
子
之
德
仁
義
中
正
秉
彝
之
好

根
本
天
性
庶
幾
夙
夜
勗
哉
令
圖
遡
源
洙
泗
景
躅
唐
虞
載
厯

庭
除
式
觀
禮
器
摛
毫
仰
贊
心
焉
遐
企
百
世
而
上
以
聖
爲
歸

百
世
而
下
以
聖
爲
師
非
師
夫
子
惟
師
於
道
統
天
御
世
爲
道

爲
寶
泰
山
巖
巖
東
海
泱
泱
牆
高
萬
仞
夫
子
之
堂
孰
窺
其
藩

孰
踐
其
徑
道
不
遠
人
克
念
作
聖

御
製
顏
子
贊

聖
道
早
聞
天
姿
獨
粹
約
禮
博
文
不
遷
不
貳
一
善
服
膺
萬
德

來
萃
能
化
而
齊
其
樂
一
致
禮
樂
四
代
治
法
兼
備
用
舍
行
藏

王
佐
之
器

御
製
曾
子
贊

洙
泗
之
傳
魯
以
得
之
一
貫
曰
唯
聖
學
在
茲
明
德
新
民
至
善

爲
期
格
致
誠
正
均
平
以
推
至
德
要
道
百
行
所
基
纂
承
統
緖

修
明
訓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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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御
製
子
思
子
贊

於
穆
天
命
道
之
大
原
靜
養
動
察
庸
行
德
言
以
育
萬
物
以
贊

乾
坤
九
經
三
重
大
法
是
存
篤
恭
愼
獨
成
德
之
門
養
之
藏
密

擴
之
無
垠

御
製
孟
子
贊

哲
人
旣
萎
楊
墨
昌
熾
子
輿
辟
之
曰
仁
曰
義
性
善
獨
闢
知
言

養
氣
道
稱
堯
舜
學
屏
功
利
煌
煌
七
篇
並
垂
六
藝
孔
學
攸
傳

禹
功
作
配

又
議
准
直
省
武
官
協
領
副
將
以
上
遇

文
廟
祭
祀
並
令
陪
祀
行
禮

學

政

全

書

二
十
六
年
議
准
春
秋
二
祭
籩
十
豆
十
樂
用
六
佾

學册

二
十
九
年
議
准
學
宫
關
繫
文
教
凡
官
民
等
經
過
者
皆

下
車
馬
並
禁
於
學
宫
內
放
馬
污
踐

學

政

全

書

三
十
五
年
升
周
惇
頤
張
載
程
顥
程
頤
朱
熹
邵
雍
爲
先

賢四
十
二
年
奉

上
諭
直
省
府
州
縣
致
祭

先
師
凡
同
城
大
小
武
官
均
照
例
入
廟
行
禮

學

政

全

書

五
十
一
年
以
朱
子
熹
發
明
聖
道
軌
於
至
正
使
六
經
之

旨
大
明
聖
教
之
傳
有
繼
舊
在
東
廡
先
賢
之
列
升
侑
大

成
殿
十
哲
之
次

五
十
三
年
以
范
仲
淹
從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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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五
十
五
年
題
准

欽
定
文
廟
樂
章
皆
取
平
字
之
義
府
州
縣
多
仍
舊
錯
用
和
字
著

通
行
改
正

學册

雍
正
元
年

諭
內
閣
禮
部
追
封

孔
子
先
世
五
代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道
冠
古
今
德
參
天
地
樹
百
王
之
模
範
立
萬

世
之
宗
師
其
爲
功
於
天
下
者
至
矣
而
水
源
木
本
積
厚
流
光

有
開
必
先
克
昌
厥
後
則

聖
人
之
祖
考
宜
膺
崇
厚
之
裦
封
所
以
追
溯
前
徽
不
忘
所
自

也
粵
稽
舊
制

孔
子
之
父
叔
梁
公
於
宋
眞
宗
時
追
封
啟
聖
公
自
宋
以
後
厯

代
遵
循
而
叔
梁
公
以
上
則
向
來
未
加
封
號
亦
未
奉
祀
祠
庭

朕
仰
體

皇
考
崇
儒
重
道
之
盛
心
敬
修
崇
德
報
功
之
典
禮
意
欲
追
封
五
代

並
享
蒸
嘗
用
伸
景
仰
之
誠
庶
慰
羹
牆
之
慕
內
閣
禮
部
可
會

確
議
具
奏
四
月
禮
臣
議
奏

孔
子
先
世
五
代
應
俱
封
公
爵
奉

上
諭
五
倫
爲
百
行
之
本
天
地
君
親
師
人
所
宜
重
而
天
地
君
親

師
之
義
又
賴
師
教
以
明
自
古
師
道
無
過
於

孔
子
誠
首
出
之
盛
也
我

皇
考
崇
儒
重
道
超
軼
千
古
凡
尊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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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孔
子
典
禮
無
不
備
至
朕
蒙

皇
考
教
育
自
幼
讀
書
心
切
景
仰
欲
再
加
增
崇
更
無
可
增
之
處

故
勅
部
追
封

孔
子
先
世
五
代
今
部
議
封
公
上
考
厯
代
帝
王
皆
有
尊
崇
之

典
唐
明
皇
封

孔
子
爲
文
宣
王
宋
眞
宗
加
封
至
聖
文
宣
王
封

聖
父
叔
梁
紇
爲
齊
國
公
元
加
封

孔
子
爲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王
加
封
齊
國
公
爲
啟
聖
王
至
明
嘉

靖
時
猶
以
王
係
臣
爵
改
稱
爲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改
啟
聖
王
爲
啟
聖
公
王
公
雖
俱
屬
尊
稱
朕

意
以
爲
王
爵
較
尊

孔
子
五
世
應
否
封
王
之
處
著
諸
大
臣
具
奏
遵

旨
議
定
自
叔
梁
公
以
上
至
木
金
父
公
凡
五
代
並
追
封
爲
王
爵

木
金
父
爲
肇
聖
王

祈
父
爲
裕
聖
王

防
叔
爲
詒
聖
王

伯
夏
爲
昌
聖
王

叔
梁
紇
爲
啟
聖
王

崇
聖
祠
春
秋
祭
典
照
　
啟
聖
王
例
陳
設
各
直
省
府
州
縣
衞

學
一
體
遵
行
　
二
年
增
張
迪
從
祀
崇
聖
祠

二
年
議
准

聖
廟
音
樂
佾
舞
大
典
攸
關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學

校

　
　
　
九

祖
仁
皇
帝
頒
發
韶
樂
非
常
異
數
今

闕
里
所
奏
音
節
未
諧
令
衍
聖
公
選
擇
數
人
給
文
赴
太
常
寺

演
習
訂
正
俾
得
轉
相
傳
授

學

政

全

書

又
議
准
復
以
蘧
瑗
林

放
秦
冉
顏
何
鄭
康
成
范
甯
從
祀
增
縣
亶
牧
皮
樂
正
克

公
都
子
萬
章
公
孫
丑
諸
葛
亮
尹
焞
魏
了
翁
黃
幹
陳
湻

何
基
王
柏
趙
復
金
履
祥
許
謙
陳
澔
羅
欽
順
蔡
清
陸
隴

其
從
祀
東
廡
首
蘧
瑗
西
廡
首
林
放
列
敘
先
賢
先
儒
共

一
百
二
十
三
人
位
次

學册

三
年
恭
懸

世
宗
憲
皇
帝
御
書
生
民
未
有
匾
額
於
大
成
殿

並

學

册

又
奏
准
將

文
廟
祭
器
樂
器
式
樣
刊
刻
頒
行
直
隸
各
省
畫
一
製
造

學

政

全

書

又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奉

上
諭
朕
以

先
師
孔
子
聖
諱
理
應
迴
避
前
降
諭
旨
令
九
卿
會
議
具
奏
經

九
卿
議
覆
凡
係
姓
氏
俱
加
阝
爲
邱
字
凡
係
地
名
皆
更
易
他

名
至
於
書
寫
常
用
之
際
則
用
古
體
㐀
字
朕
細
思
今
文
出
於

古
文
若
改
用
㐀
字
是
仍
未
嘗
迴
避
也
此
字
本
有
期
音
查
毛

詩
及
古
文
作
期
音
者
甚
多
嗣
後
除
四
書
五
經
外
凡
遇
此
字

並
加
阝
爲
邱
地
名
亦
不
必
改
易
但
加
阝
旁
讀
作
期
音
庶
乎

允
協
足
副
朕
尊
崇

先
師
至
聖
之
意

四
年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學

校

　
　
　
十

詔
州
縣
二
祭
增
用
太
牢

五
年
奉

上
諭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先
師
誕
辰
各
官
致
齋
不
理
刑
名
永
著
爲
令

學册

又
議
准
致
祭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大
典
攸
關
今
直
省
爲
司
道
府
州
縣
官
於
丁

日
行
禮
其
督
撫
學
臣
則
先
期
一
日
於
階
下
行
九
叩
禮

謂
之
祭
丙
典
制
所
無
且
行
禮
前
後
儀
節
滌
器
視
牲
晉

爵
奠
斚
儀
文
隆
備
但
行
九
叩
禮
亦
未
允
協
嗣
後
省
會

之
區
每
遇
春
秋
二
季
於
上
丁
日
督
撫
學
政
率
司
道
府

州
縣
等
官
齊
集
致
祭
如
學
政
考
試
各
府
卽
於
考
試
處

文
廟
內
行
禮
至
各
府
州
縣
守
土
正
印
官
率
領
各
屬
員
亦
於

上
丁
日
行
禮
毋
得
簡
率
從
事
均
照
典
制
遵
行

學

政

全

書

十
一
年
議
准
凡
府
州
縣

文
廟
學
宫
有
應
行
修
理
之
處
該
地
方
官
據
實
確
估
詳
明
督

撫
學
政
於
學
租
銀
內
動
支
修
理
俟
工
竣
日
委
員
驗
明

責
令
該
學
官
敬
謹
守
護
遇
有
殘
缺
卽
會
同
地
方
官
查

驗
詳
明
酌
量
修
補
地
方
官
及
教
官
遇
有
升
遷
事
故
離

任
時
將

文
廟
學
宫
照

社
稷
各
壇
例
造
入
交
盤
項
內
接
任
官
驗
明
並
無
傾
圮
出
結

接
受
如
有
損
壞
失
修
之
處
卽
行
揭
報
參
處

學

政

全

書

按

會

典

載

凡

直

省

　

　

文

廟

學

宫

均

動

帑

修

葺

如

薦

紳

生

監

等

願

修

者

聽

仍

列

名

以

　

　

聞

交

部

議

敘



 

名
山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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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

校

　
　
十
一

十
二
年
議
准
直
省

文
廟
祭
器
樂
器
有
未
全
僃
者
該
地
方
官
詳
明
督
撫
照
額
設

原
數
備
齊
如
有
損
壞
亦
卽
詳
明
修
補
府
州
縣
官
並
教

官
離
任
時
俱
各
查
明
交
代
如
有
損
壞
遺
失
之
處
或
教

官
已
經
詳
報
而
該
地
方
官
不
行
修
整
責
令
該
地
方
官

賠
修
如
教
官
未
經
詳
報
卽
著
教
官
賠
修

學

政

全

書

乾
隆
三
年
升
有
子
於
十
哲
末
移
朱
子
於
西
哲
末
復
以

吳
澄
從
祀
西
廡

大
成
殿

詔
易
黃
瓦
恭
懸

高
宗
純
皇
帝
御
書
與
天
地
參
匾
額

五
年
奏
准
各
省
府
州
縣
學
樂
舞
生
每
學
遵
例
舞
用
六

佾
卽
照
樂
舞
之
數
額
設
三
十
六
名
外
加
四
名
以
備
疾

病
事
故
更
替
之
用
務
令
各
該
州
縣
會
同
教
官
考
選
本

籍
俊
秀
通
曉
音
律
嫻
習
禮
儀
者
方
准
充
補
遇
有
缺
出

另
行
考
選
足
數
此
外
不
許
浮
充
仍
造
册
申
報
學
臣
查

核
每
遇
學
臣
按
臨
免
其
府
縣
兩
試
由
教
官
册
送
府
縣

申
送
院
考

學

政

全

書

　

按

學

册

乾

隆

八

年

定

樂

舞

生

丁

祭

准

用

藍

衫

雀

頂

平

時

用

起

花

金

頂

六
年

欽
頒
定
先
賢
先
儒
從
祀
位
次

學册

八
年

欽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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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聖
廟
樂
章
頒
發
天
下
學
宫
俾
樂
舞
生
舞
習
虔
肅
將
事

九
年
議
准
直
省
文
武
大
員
及
各
屬
正
印
官
於
朔
望

文
廟
行
香
禮
畢
之
後
應
請
詣

崇
聖
祠
行
禮
或
有
事
不
能
親
詣
卽
委
令
教
官
敬
謹
行
禮

十
六
年
議
准
直
省

文
廟
春
秋
丁
祭
准
設
禮
生
四
名
皆
以
生
員
充
設

學

政

全

書

　

按

會

典

凡

直

省

府

州

縣

慶

賀

三

大

節

及

遇

　

　

頒

詔

行

禮

春

秋

釋

奠

於

先

師

設

通

讚

二

人

引

讚

二

人

以

生

員

嫻

於

禮

者

充

之

嘉
慶
七
年
恭
懸

仁
宗
睿
皇
帝
御
書
聖
集
大
成
匾
額
於
大
成
殿

十
一
年
議
會
典
開
載
朝
賀
之
禮
列
爲
九
班
班
如
其
品

又
直
省
朝
賀
禮
將
軍
總
督
巡
撫
提
督
學
政
率
所
屬
官

弁
文
東
武
西
於
階
下
列
班
行
禮
分
駐
之
提
鎭
道
府
州

縣
率
僚
屬
行
禮
凡
外
州
縣
遇

壇
廟
朝
賀
地
方
佐
雜
皆
得
隨
班
行
禮
而
縣
丞
與
教
諭
品
級

同
係
正
八
其
先
後
則
並
無
明
文
現
在
行
禮
次
序
有
縣

丞
在
教
官
之
先
者
亦
有
教
官
在
縣
丞
之
先
者
參
差
不

一
亦
互
有
爭
執
查
本
部
則
例
百
官
相
見
儀
注
內
載
教

官
見
督
撫
轅
門
外
下
馬
升
堂
北
面
再
拜
辭
退
三
揖
督

撫
立
受
與
知
州
知
縣
直
隸
州
州
同
州
判
見
督
撫
儀
同

首
領
佐
雜
見
督
撫
行
一
跪
三
叩
不
揖
不
坐
等
語
是
教

職
爲
師
儒
之
官
其
體
制
與
首
領
佐
雜
有
別
又
查
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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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省
會
釋
奠

先
師
廟
除
正
獻
分
獻
外
以
教
授
訓
導
各
一
員
糾
儀
其
在
城

文
武
官
縣
丞
千
總
以
上
咸
與
祭
又
載
不
隸
省
會
之
府

州
縣

崇
聖
祠
以
教
諭
正
獻
各
等
語
是

文
廟
祭
祀
時
教
官
執
事
亦
非
佐
雜
等
官
之
比
所
有

壇
廟
行
禮
班
次
教
官
自
應
在
縣
丞
之
前

十
三
年
議
州
同
與
教
官
行
禮
次
序
查
外
省
各
屬
州
州

同
與
各
縣
縣
丞
均
係
佐
雜
其
見
督
撫
等
官
儀
注
亦
復

相
同
前
旣
經
本
部
核
准
教
官
在
縣
丞
之
先
所
有
教
官

屬
州
州
同
行
禮
班
次
亦
應
令
教
官
在
州
同
之
先
以
歸

畫
一

學

政

全

書

道
光
元
年
恭
懸

宣
宗
成
皇
帝
御
書
聖
協
時
中
匾
額
於
大
成
殿

二
年
議
准
以
明
儒
劉
宗
周
從
祀
西
廡

三
年
議
准
以
　
國
朝
湯
斌
從
祀
東
廡

五
年
議
准
以
明
儒
黃
道
周
從
祀
東
廡

六
年
議
准
以
唐
儒
陸
贄
從
祀
東
廡
又
議
准
以
明
儒
吕

坤
從
祀
西
廡

八
年
議
准
以
明
儒
孫
奇
逢
從
祀
西
廡

二
十
二
年
議
准
以
宋
儒
文
天
祥
從
祀
西
廡

二
十
九
年
議
准
以
宋
儒
謝
良
佐
從
祀
東
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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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咸
豐
元
年
恭
懸

文
宗
顯
皇
帝
御
書
德
齊
幬
載
匾
額
於
大
成
殿

元
年
議
准
以
宋
儒
李
綱
從
祀
西
廡

二
年
議
准
以
宋
儒
韓
琦
從
祀
東
廡

三
年
議
准
以
先
賢
公
明
儀
從
祀
東
廡

七
年
議
准
以
先
賢
公
孫
僑
從
祀
西
廡

九
年
議
准
以
宋
儒
陸
秀
夫
從
祀
西
廡

同
治
元
年
恭
懸

穆
宗
毅
皇
帝
御
書
聖
神
天
縱
匾
額
於
大
成
殿

二
年
議
准
以
明
儒
方
孝
孺
從
祀
西
廡

又
二
年
六
月
禮
部
奏
准
從
祀

文
廟
章
程
內
開
咸
豐
十
年
閏
三
月
大
學
士
軍
機
大
臣
遵

旨
議
定
嗣
後
從
祀

文
廟
應
以
闡
明
聖
學
傳
授
道
統
爲
斷
其
忠
義
激
烈
者
入
祀

昭
忠
祠
言
行
端
方
者
入
祀
鄕
賢
祠
以
道
事
君
澤
及
民

庶
者
入
祀
名
宦
祠
槪
不
得
濫
請
從
祀

文
廟
以
示
區
別
特
恐
各
省
官
紳
未
能
深
悉
厯
次
所
奉

諭
旨
紛
紛
陳
請
從
祀
殊
非
愼
重
之
道
應
請

飭
下
直
省
督
撫
學
政
恪
遵
定
章
不
得
援
案
率
行
陳
請
如
爲

文
廟
必
應
從
祀
之
先
賢
先
儒
方
准
該
督
撫
會
同
學
政
詳
加

考
核
奏
明
請

旨
並
將
其
人
生
平
著
述
事
蹟
送
部
查
核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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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欽
定
書
籍
中
引
用
若
干
條
論
贊
若
干
條
先
儒
書
籍
中
引
用
若

干
條
論
贊
若
干
條
一
併
詳
細
造
册
送
部
由
禮
部
會
同

大
學
士
九
卿
國
子
監
議
奏

三
年
議
准
以
宋
儒
袁
爕
從
祀
西
廡

□
年
議
准
以
漢
儒
毛
亨
從
祀
東
廡

九
年
議
准
以
明
儒
張
履
祥
從
祀
東
廡

十
二
年
議
准
以
明
儒
吕
柟
從
祀
東
廡

光
緖
元
年
恭
懸

皇
上
御
書
斯
文
在
茲
匾
額
於
大
成
殿

元
年
議
准
以
漢
儒
許
叔
重
從
祀
東
廡

二
年
議
准
以
漢
儒
劉
德
從
祀
東
廡
又
議
准
以
　
國
朝

陸
世
儀
張
伯
行
從
祀
西
廡

四
年
議
准
以
宋
儒
輔
廣
從
祀
西
廡

以

上

並

學

册

木
主
位
次

明

制

　

　

先

師

木

主

高

二

尺

三

寸

七

分

闊

四

寸

厚

七

分

座

高

四

寸

長

七

寸

厚

三

寸

四

分

朱

地

金

書

四

配

主

高

一

尺

五

寸

闊

三

寸

二

分

赤

地

黑

書

啟

聖

主

同

四

配

十

哲

兩

廡

高

一

尺

四

寸

闊

二

寸

六

分

厚

五

分

座

高

二

寸

六

分

長

四

寸

厚

二

寸

赤

地

黑

書

今

各

省

　

　

先

師

木

主

及

五

主

皆

碧

地

金

書

四

配

十

二

哲

以

下

皆

朱

地

金

書

高

廣

尺

寸

均

與

明

制

不

合

未

詳

始

自

何

時

待

攷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神
位
居

中

南
向

四
配
復
聖
顏
子

名

回

字

子

淵

魯

人

洙

國

後

宗
聖
曾
子

名

參

字

子

輿

魯

南

武

城

人

鄫

國

後

東
位
西
向
述
聖
子
思
子

名

伋

聖

孫

亞
聖
孟
子

名

軻

字

子

輿

一

云

子

車

鄒

人

魯

孟

孫

後

西
位
東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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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東
序
先
賢
閔
子
損

字

子

騫

魯

人

冉
子
雍

字

仲

弓

魯

人

端
木
子
賜

字

子

貢

衞

人

仲
子
由

字

子

路

一

作

季

路

魯

人

卜
子
商

字

子

夏

衞

人

鄭

元

曰

温

國

人

有
子
若

字

子

有

或

作

子

若

魯

人

西
序
先
賢
冉
子
耕

字

伯

牛

魯

人

宰
子
予

字

子

我

魯

人

冉
子
求

字子

有

魯

人

言
子
偃

字

子

游

吳

人

顓
孫
子
師

字

子

張

　

　

　

字

元

陳

人

　

朱

子

熹

晦

宋

徽

之

婺

源

人

位
均
東
西
向

東
廡
從
祀
先
賢
蘧
瑗

字

伯

玉

衞

人

唐

時

從

祀

明

嘉

靖

九

年

以

孔

子

嚴

敬

非

弟

子

改

祀

於

其

鄕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蘧

瑗

汲

汲

於

仁

以

善

自

終

又

云

以

孔

子

大

聖

食

於

堂

上

瑗

大

賢

坐

於

西

廡

亦

禮

之

所

安

應

請

復

祀

從

之

澹
臺
滅
明

字

子

羽

魯

武

城

人

原
憲

字

子

思

檀

弓

稱

仲

憲

宋

人

鄭

元

曰

魯

人

南
宫
适

字

子

容

魯

人

史

記

名

适

家

語

禮

記

名

縚

經

注

并

謂

仲

孫

閱

也

閱

一

作

說

朱

彝

尊

曰

按

世

本

仲

孫

貜

生

南

宫

縚

孔

安

國

以

南

宫

适

卽

敬

叔

魯

大

夫

鄭

注

禮

云

敬

叔

魯

孟

僖

子

之

子

仲

孫

閱

也

又

云

南

宫

縚

孟

僖

子

之

子

南

宫

閱

字

子

容

其

妻

孔

子

兄

女

釋

文

云

南

宫

閱

一

名

縚

史

記

索

隱

亦

云

南

宫

括

家

語

作

南

宫

縚

按

其

人

是

魯

孟

僖

子

之

子

仲

孫

閱

也

近

高

郵

夏

洪

基

辨

南

宫

适

括

縚

字

子

容

是

一

人

仲

孫

閱

說

字

敬

叔

是

一

人

考

春

秋

名

号

歸

一

圖

仲

孫

閱

卽

南

宫

敬

叔

僖

子

之

子

孔

子

弟

子

也

而

不

及

括

縚

則

夏

說

似

屬

可

從

商
瞿

字

子

木

魯

人

文

翁

圖

作

商

瞿

上

漆
雕
開

家

語

字

子

若

史

記

字

子

開

蔡

人

鄭

元

曰

魯

人

朱

彝

尊

曰

按

龜

山

楊

氏

先

聖

大

訓

以

開

爲

憑

恐

誤

司
馬
耕

字

子

牛

宋

人

家

語

作

司

馬

黎

牛

梁
鱣

或

作

鯉

字

叔

魚

齊

人

冉
孺

字

子

魯

或

作

曾

魯

人

伯
虔

字

子

析

家

語

名

處

字

晳

朱

彝

尊

曰

按

史

記

家

語

不

著

何

地

人

咸

湻

臨

安

志

云

是

魯

人

必

有

所

本

冉
季

字

子

產

魯

人

漆
雕
徒
父

家

語

名

徒

字

子

父

或

云

字

子

友

文

翁

圖

父

作

夫

漆
雕
哆

字

子

斂

家

語

哆

作

侈

魯

人

公
西
赤

字

子

華

魯

人

任
不
齊

字

子

選

楚

人

公
良
孺

字

子

正

陳

人

公
肩
定

字

子

中

鄭

元

曰

魯

人

或

曰

晉

人

鄡
單

史

記

字

子

家

無

縣

亶

家

語

有

縣

亶

字

子

象

無

鄡

單

疑

作

一

人

徐

廣

曰

一

云

鄥

單

文

翁

圖

與

徐

同

罕
父
黑

史

記

字

子

素

家

語

作

宰

父

黑

字

索

榮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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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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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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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旂
字

子

祺

家

語

作

祈

字

子

顏

魯

人

左
人
郢

家

語

作

左

郢

字

子

行

魯

人

鄭
國

宇

子

徙

家

語

作

薛

邦

字

從

史

記

索

隱

史

記

作

國

而

家

語

稱

邦

者

葢

避

漢

祖

諱

而

改

鄭

與

薛

字

譌

也

朱

彝

尊

曰

按

仲

尼

之

徒

名

字

間

有

同

者

薛

邦

鄭

國

子

徒

子

從

安

見

其

名

字

相

類

而

並

疑

其

姓

氏

之

誤

議

祀

典

者

封

鄭

罷

薛

終

有

未

安

原
亢

字

子

籍

家

語

作

亢

文

翁

圖

及

史

記

作

原

亢

籍

廉
潔

字

子

庸

一

字

子

曹

衞

人

古

史

作

齊人

叔
仲
會

字

子

期

文

翁

圖

作

噲

家

語

魯

人

鄭

元

曰

晉

人

公
西
輿
如

字

子

上

齊

人

邽
巽

字

子

斂

史

記

索

隱

作

邽

巽

文

翁

圖

作

國

選

魯

人

陳
亢

說

文

作

伉

字

子

禽

家

語

作

子

亢

陳

人

琴
牢

字

子

開

一

字

子

張

衞

人

步
叔
乘

字

子

車

齊

人

廣

韻

注

孔

子

弟

子

有

少

叔

乘

朱

彝

尊

曰

氏

有

太

叔

仲

叔

則

有

少

叔

無

足

異

者

弟

子

考

從

少

叔

秦
非

字

子

之

魯

人

顏
噲

字

　

聲

魯

子

人

顏
何

字

子

冉

魯

人

明

嘉

靖

九

年

以

家

語

不

載

罷

祀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按

史

記

仲

尼

弟

子

列

傳

載

顏

何

字

冉

北

齊

顏

之

推

家

訓

云

孔

門

升

堂

顏

氏

居

八

宋

人

顏

高

贊

亦

稱

八

賢

何

居

其

一

去

何

止

七

應

請

復

祀

從

之

縣
亶

亶

史

記

索

隱

作

豐

字

子

象

魯

人

朱

彝

尊

曰

子

象

爲

孔

子

弟

子

見

廣

韻

注

此

唐

宋

封

爵

未

之

及

云

明

嘉

靖

九

年

以

史

記

不

載

又

疑

與

鄡

單

是

一

人

罷

祀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史

記

但

有

鄡

單

名

而

家

語

無

之

因

以

單

亶

同

音

定

爲

一

人

乃

祀

鄡

單

去

縣

亶

當

時

原

無

確

據

今

請

復

祀

從

之

公

明
儀

魯

武

城

人

子

張

弟

子

咸

豐

二

年

從

祀

樂
正
克

孟

子

弟

子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孟

子

稱

樂

正

子

爲

善

人

爲

信

人

又

曰

其

爲

人

也

好

善

方

之

聖

門

當

在

子

羔

之

例

進

從

祀

萬
章

齊

人

孟

子

弟

子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史

記

稱

孟

子

所

如

不

合

退

而

與

萬

章

之

徒

序

詩

書

述

仲

足

之

意

進

從

祀

周
敦
頤

字

茂

叔

世

居

道

州

營

道

縣

濂

溪

學

者

稱

濂

溪

先

生

嘉

定

十

三

年

賜

諡

元

湻

祐

元

年

贈

汝

南

伯

從

祀

元

至

順

二

年

加

贈

道

國

公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改

稱

先

賢

後

二

程

張

邵

同

程
顥

字

伯

湻

宋

河

南

洛

陽

人

文

彥

博

題

其

墓

曰

明

道

先

生

嘉

定

十

三

年

賜

諡

純

湻

祐

元

年

贈

河

南

伯

從

祀

元

至

順

二

年

加

贈

豫

國公

邵
雍

字

堯

夫

宋

河

南

人

元

祐

中

賜

諡

康

節

咸

湻

三

年

賜

汝

南

伯

從

祀

先
儒
公
羊
高

齊

人

荀

崧

曰

公

羊

親

受

子

夏

孔

頴

達

曰

孔

子

授

春

秋

於

卜

商

商

授

弟

子

公

羊

高

榖

梁

赤

唐

時

從

祀

明

嘉

靖

九

年

改

稱

先

儒

伏
勝

字

子

賤

濟

南

人

秦

博

士

唐

時

從

祀

毛
亨

魯人



 

名
山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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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孔

子

授

詩

卜

商

商

爲

之

序

授

曾

申

五

傳

授

毛

亨

作

訓

詁

授

趙

國

毛

萇

時

謂

亨

爲

大

毛

公

萇

爲

小

毛

公

同

治

間

從

祀

董
仲
舒

漢

廣

川

人

元

時

從

祀

明

洪

武

二

十

九

年

贈

江

都

伯

成

化

三

年

改

廣

川

伯

劉

德
漢

河

間

獻

王

本

傳

稱

其

篤

學

好

古

實

事

求

是

於

經

籍

散

亡

之

後

保

殘

補

故

實

於

聖

學

道

統

大

有

裨

益

光

緖

二

年

從

祀

后
蒼

字

近

君

漢

東

海

郯

人

明

嘉

靖

九

年

考

求

大

禮

以

蒼

爲

定

禮

之

宗

從

祀

許
愼

字

叔

重

漢

汝

南

召

陵

人

太

尉

南

閣

祭

酒

性

篤

博

學

馬

融

嘗

推

敬

之

時

人

語

曰

五

經

無

雙

許

叔

重

光

緖

元

年

從祀

杜
子
春

漢

河

南

緱

氏

人

唐

時

從

祀

諸
葛
亮

字

孔

明

漢

瑯

琊

陽

都

人

建

興

三

年

封

武

鄕

侯

諡

忠

武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亮

之

功

業

昭

著

耳

目

而

其

居

心

仁

恕

開

誠

布

公

於

出

處

大

節

君

臣

大

義

純

乎

天

理

之

正

夫

聖

人

之

道

不

外

倫

常

五

倫

以

君

臣

爲

首

若

亮

者

眞

能

事

君

盡

禮

者

矣

朱

子

謂

義

利

大

分

武

侯

知

之

非

他

所

及

張

拭

謂

其

扶

皇

極

正

人

心

挽

回

仁

義

之

風

與

日

月

同

光

允

宜

俎

豆

千

秋

者

進

從

祀

王
通

字

仲

淹

隋

龍

門

人

弟

子

私

諡

曰

文

中

子

明

嘉

靖

九

年

從

祀

陸
贄

字

敬

輿

唐

蘇

州

嘉

興

人

　

國

朝

道

光

六

年

禮

臣

議

曰

唐

書

本

傳

贄

年

十

八

第

進

士

中

博

學

宏

詞

授

鄭

縣

尉

以

書

判

拔

萃

轉

渭

南

簿

累

官

翰

林

學

士

兵

部

侍

郞

遷

中

書

侍

郞

平

章

事

旋

罷

政

事

貶

忠

州

別

駕

卒

贈

兵

部

尙

書

諡

曰

宣

權

德

輿

序

其

集

謂

贄

從

德

宗

幸

奉

天

時

書

詔

旁

午

灑

翰

卽

成

無

不

曲

盡

事

情

中

於

機

會

詔

下

武

夫

悍

卒

皆

揮

涕

激

發

贄

自

以

年

少

特

蒙

知

遇

不

可

與

眾

浮

沈

軍

國

利

害

巨

細

必

陳

在

相

位

推

賢

讓

能

舉

直

錯

枉

道

與

伊

傳

爭

　

衡

文

與

典

謨

接

軫

等

語

至

我

朝

御

選

古

文

淵

鑑

稱

其

燭

理

於

微

論

事

舉

要

深

識

遠

慮

忠

悃

之

　

　

　

情

溢

於

楮

墨

欽

定

提

要

稱

其

於

古

今

來

政

治

得

失

之

故

無

不

深

切

著

明

足

　

　

　

爲

萬

世

龜

鑑

是

贄

之

有

功

正

學

不

愧

醇

儒

似

無

遺

議

　

　

　

惟

恭

查

雍

正

二

年

部

等

衙

門

遵

旨

議

奏

從

祀

諸

儒

欽

奉

世

宗

憲

皇

帝

諭

旨

先

儒

從

祀

文

廟

關

係

學

術

人

心

必

詳

加

考

　

證

折

衷

盡

善

爾

等

所

議

從

祀

諸

儒

雖

皆

有

功

經

學

然

戴

聖

何

休

未

爲

醕

儒

鄭

重

盧

植

服

虔

范

甯

謹

守

一

家

言

轉

相

傳

述

視

鄭

康

成

之

湻

質

深

通

似

乎

有

間

至

如

唐

之

陸

䞇

宋

之

韓

琦

勳

業

昭

垂

史

册

自

是

千

古

名

臣

然

於

孔

孟

心

傳

果

有

授

受

而

能

表

章

羽

翼

乎

其

他

諸

儒

是

否

允

協

務

期

至

當

不

易

欽

此

嗣

經

各

衙

門

再

議

贊

與

琦

俱

未

獲

從

祀

臣

等

伏

思

　

　

漢

唐

以

來

賢

臣

甚

眾

而

贄

與

琦

獨

厪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學

校

　
　
十
九

聖

念

稱

爲

千

古

名

臣

是

贄

學

術

精

粹

久

在

聖

明

洞

鑑

之

中

特

以

事

關

巨

典

是

以

復

加

咨

訪

臣

等

竊

考

贄

當

日

近

參

帷

幄

遭

時

多

故

機

務

塡

委

日

夕

不

遑

貶

後

又

避

謗

不

復

著

述

故

其

生

平

制

詔

章

疏

而

外

別

無

明

道

詁

經

之

書

然

觀

其

奏

議

諸

篇

請

罷

兵

則

述

論

語

修

文

德

之

語

陳

聚

財

則

引

大

學

戒

悖

入

之

言

闡

周

易

否

泰

損

益

之

象

發

詩

書

補

闕

改

過

之

旨

以

及

履

信

思

順

舍

己

從

人

等

語

皆

本

於

孔

孟

而

散

小

儲

以

成

大

儲

一

言

本

義

引

之

以

釋

渙

之

九

五

此

外

凡

所

敷

納

無

非

根

據

經

術

發

爲

昌

言

較

之

漢

唐

諸

儒

依

經

訓

義

者

尤

爲

遠

契

心

傳

直

窺

奥

窔

再

查

現

在

從

祀

先

儒

如

諸

葛

亮

范

仲

淹

司

馬

光

等

均

無

講

學

之

名

亦

無

釋

經

之

作

祇

以

學

述

精

純

俱

得

列

於

兩

廡

今

贄

文

章

道

德

實

無

愧

於

古

人

綜

厥

生

平

正

以

守

己

忠

以

事

君

綜

天

德

王

道

之

全

無

術

數

權

謀

之

雜

行

之

當

世

有

實

效

傳

之

後

代

無

間

言

使

與

七

十

子

並

世

當

在

德

行

政

事

之

科

擬

諸

三

代

下

賢

臣

實

超

蕭

曹

杜

房

而

上

應

准

其

從

祀

　

　

文

廟

東

廡

在

隋

臣

王

通

之

次

韓
琦

字

稚

圭

宋

相

州

人

官

樞

密

封

魏

國

公

服

膺

論

語

得

聖

學

之

正

咸

豐

二

年

從

祀

范
仲
淹

字

希

文

宋

吳

縣

人

封

汝

南

公

諡

文

正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從

祀

歐
陽
修

字

永

叔

宋

盧

陵

人

諡

文

忠

明

嘉

靖

九

年

從

祀

楊
時

字

中

立

宋

將

樂

人

學

者

稱

龜

山

先

生

明

嘉

靖

九

年

贈

將

樂

伯

從

祀

謝
良
佐

字顯

道

宋

上

蔡

人

師

事

明

道

先

生

與

楊

時

游

酢

吕

大

臨

並

傳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從

祀

羅
從
彥

字

仲

素

宋

南

劍

州

人

學

者

稱

豫

章

先

生

諡

文

質

明

萬

厯

四

十

二

年

從

祀

李
侗

字

愿

仲

宋

延

平

人

朱

子

受

其

河

洛

之

業

爲

述

延

平

問

答

稱

延

平

先

生

諡

文

靖

元

贈

越

國

公

明

萬

厯

四

十

二

年

從

祀

吕
祖
謙

字伯

恭

其

先

萊

人

遷

婺

州

墓

題

東

萊

先

生

嘉

泰

八

年

賜

諡

成

嘉

熙

三

年

改

諡

忠

亮

景

定

二

年

贈

開

封

伯

從

祀

蔡
沈

字

仲

默

宋

建

陽

人

世

號

九

峰

先

生

明

正

統

元

年

從

祀

諡

文

正

成

化

三

年

贈

崇

安

伯

陳
湻

字

安

卿

號

北

溪

宋

漳

州

龍

溪

人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陳

湻

所

著

語

孟

大

學

中

庸

口

義

等

書

其

言

太

極

言

仁

諸

篇

發

明

天

理

全

體

示

學

者

標

的

朱

子

語

人

以

南

來

吾

道

喜

得

陳

湻

進

從

祀

魏
了
翁

字華

甫

宋

卭

州

蒲

江

人

諡

文

靖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魏

了

翁

當

南

宋

邪

說

簧

鼓

之

時

獨

能

以

所

聞

於

李

燔

輔

廣

者

教

授

生

徒

王

學

賴

以

不

墜

所

著

九

經

要

義

周

禮

井

田

圖

說

等

書

於

聖

道

大

有

發

明

先

儒

王

禕

亦

嘗

爲

之

請

祀

進

從

祀

王
柏

字

會

之

號

魯

齋

宋

金

華

人

諡

文

憲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王

柏

何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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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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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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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弟

子

標

注

點

較

四

書

通

鑑

綱

目

最

爲

精

密

推

明

河

圓

八

卦

洛

書

九

疇

之

旨

及

訂

正

詩

經

春

秋

大

學

中

庸

等

書

所

著

有

讀

易

記

等

數

十

種

百

餘

萬

言

皆

闡

發

濂

洛

精

義

淵

源

道

學

進

從

祀

趙
復

字

仁

甫

元

德

安

人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趙

復

元

初

名

儒

所

著

傳

道

圖

伊

洛

發

揮

希

賢

錄

等

書

北

方

知

有

程

朱

之

學

實

自

趙

復

始

進

從

祀

許
謙

字

益

之

號

白

雲

金

華

人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許

謙

金

履

祥

弟

子

讀

書

窮

探

深

微

雖

殘

文

羨

語

皆

不

敢

忽

所

著

有

四

書

叢

說

詩

名

物

鈔

書

傳

叢

說

自

省

篇

其

爲

詩

文

非

扶

翼

經

義

綱

維

世

教

不

輕

筆

之

於

書

世

稱

白

雲

先

生

何

基

王

柏

金

履

祥

之

學

至

謙

而

益

顯

著

故

學

者

推

源

統

緖

以

爲

朱

子

世

嫡

云

進

從

祀

吳
澄

字

幼

清

號

草

盧

崇

仁

人

明

成

化

八

年

從

祀

嘉

靖

九

年

以

忘

宋

事

元

黜

　

國

朝

乾

隆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考

澄

著

述

五

經

四

子

各

有

詮

注

而

學

基

學

統

及

矯

輕

警

惰

等

篇

於

紫

陽

書

實

多

發

明

復

從

祀

胡
居
仁

字

叔

心

明

餘

干

人

著

居

業

錄

以

敬

名

齋

人

稱

敬

齋

先

生

萬

厯

十

二

年

從

祀

王
守
仁

字

伯

安

明

餘

姚

人

讀

書

陽

明

洞

世

稱

陽

明

先

生

封

新

建

伯

諡

文

成

萬

厯

十

二

年

從

祀

吕

柟
字

仲

木

明

陝

西

高

陵

人

著

有

史

館

獻

納

南

京

奏

稿

涇

野

詩

文

等

集

同

治

十

二

年

從

祀

羅
欽
順

字

允

升

號

整

庵

明

泰

和

人

諡

文

莊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羅

欽

順

爲

司

業

以

實

行

教

士

潛

心

格

物

致

知

之

學

王

守

仁

以

心

學

立

教

才

知

之

士

翕

然

從

之

欽

順

致

書

闢

之

往

復

再

三

著

困

知

記

周

程

微

言

至

今

不

墜

者

欽

順

之

力

也

進

從

祀

黃
道
周

字

石

齋

明

漳

州

人

　

國

朝

道

光

五

年

禮

臣

議

曰

查

明

史

道

周

列

傳

曁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賜

諡

原

案

道

周

厯

官

少

詹

事

忠

言

讜

論

守

正

不

阿

中

遭

貶

黜

矢

志

不

移

卒

能

致

命

成

仁

完

名

全

節

明

史

傳

贊

稱

其

指

陳

深

中

時

弊

足

爲

萬

世

龜

鑑

臣

等

復

恭

繹

高

宗

純

皇

帝

諭

旨

襃

其

立

朝

風

節

不

愧

一

代

完

人

聖

訓

昭

垂

誠

爲

千

古

定

論

至

其

生

平

講

學

浙

閩

以

格

致

爲

宗

而

歸

宿

於

至

善

與

劉

宗

周

之

以

誠

意

爲

宗

而

歸

本

於

愼

獨

學

術

洵

爲

相

等

雖

其

講

易

兼

明

象

數

亦

猶

邵

子

先

天

之

學

可

與

程

子

易

傳

專

言

義

理

者

并

行

實

與

　

聖

經

有

裨

足

爲

後

學

師

承

是

其

亮

節

孤

忠

早

樹

楷

模

於

史

册

正

誼

明

道

復

標

圭

臬

於

儒

林

應

如

該

督

等

所

奏

准

其

從

祀

　

　

文

廟

東

廡

在

羅

欽

順

之

次

陸

世
儀

字

桴

亭

　

國

朝

江

蘇

太

倉

州

人

光

緖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欽

定

四

庫

提

要

思

辨

錄

三

十

五

卷

乃

其

札

記

師

友

問

答

及

生

　

　

　

平

聞

見

而

成

凡

小

學

大

學

立

志

居

敬

格

致

誠

正

修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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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治

平

天

道

人

道

諸

儒

異

學

經

史

子

集

十

四

門

世

儀

之

學

主

於

敦

守

禮

法

不

虛

談

誠

敬

之

旨

主

於

施

行

實

政

不

空

爲

心

性

之

功

於

近

代

講

學

家

最

爲

篤

實

故

其

言

曰

天

下

無

講

學

之

人

此

世

道

之

衰

天

下

皆

講

學

之

人

亦

世

道

之

衰

又

曰

今

此

當

學

者

正

不

止

六

藝

如

天

文

地

理

河

渠

兵

法

之

數

皆

切

於

用

世

不

可

不

講

俗

儒

不

知

內

聖

外

王

之

學

徒

高

談

性

命

無

補

於

世

所

以

來

迂

拙

之

誚

也

其

言

皆

深

切

著

明

足

砭

虛

矯

之

病

等

語

是

　

　

　

其

思

辨

錄

輯

要

一

書

業

經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早

邀

聖

明

定

斷

至

文

章

雜

著

均

能

體

道

立

言

深

合

乎

闡

明

聖

學

羽

　

　

　

翼

經

傳

之

旨

從

祀

廟

庭

允

爲

不

愧

位

在

西

廡

黃

道

周

之次

湯
斌

字

潛

庵

　

國

朝

河

南

睢

州

人

道

光

三

年

禮

臣

議

曰

查

閱

　

國

史

所

載

斌

列

傳

曁

斌

文

集

內

載

斌

順

治

四

年

補

學

官

弟

子

五

年

舉

於

鄕

六

年

會

試

中

式

九

年

成

進

士

授

職

詞

垣

厯

官

潼

關

道

嶺

北

道

參

議

復

由

博

學

鴻

儒

改

授

侍

講

　

升

內

閣

學

士

江

蘇

巡

撫

禮

部

工

部

尙

書

管

詹

事

府

事

跡

其

生

平

崇

實

學

勵

　

　

　

清

操

順

治

四

年

間

有

旨

襃

其

品

行

清

端

康

熙

年

間

有

旨

稱

其

老

成

端

謹

復

諭

吏

部

以

斌

在

講

筵

時

素

行

勤

愼

任

巡

撫

時

潔

己

率

屬

實

心

　

任

事

宜

拔

擢

大

用

以

風

有

位

是

湯

斌

之

品

列

聖

襃

嘉

昭

在

史

册

至

其

政

事

則

禁

侈

靡

興

教

化

舉

善

惡

貪

興

利

除

弊

而

其

尤

著

者

如

官

嶺

北

時

巨

寇

李

延

玉

伏

戎

深

山

密

箐

中

斌

設

計

擒

獲

地

方

乃

靖

巡

撫

江

蘇

時

毁

流

俗

不

經

之

祀

化

輕

生

好

鬭

之

風

奏

豁

積

年

民

欠

議

減

蘇

松

賦

額

民

心

愛

戴

至

今

歌

頌

不

衰

卽

其

奉

召

還

京

時

蘇

民

送

者

十

餘

萬

人

德

政

感

人

之

深

可

想

見

也

其

　

　

　

他

奏

議

忠

言

讜

論

剴

切

詳

明

正

色

立

朝

始

終

一

節

所

學

出

於

孫

奇

逢

主

於

堅

苦

自

持

事

事

講

求

實

用

著

書

十

卷

並

洛

學

篇

等

書

俱

深

湻

篤

實

中

正

和

平

洵

能

明

正

學

遠

契

先

聖

心

傳

與

陸

隴

其

相

等

而

事

業

過

之

康

熙

四

年

間

奉

旨

入

祀

陝

西

江

南

江

西

名

宦

祠

雍

正

年

間

奉

旨

入

祀

賢

良

祠

乾

隆

元

年

賜

諡

文

正

四

十

六

年

尹

嘉

銓

以

湯

斌

曁

范

文

程

等

五

人

從

祀

　

　

　

奏

請

欽

奉

論

旨

以

湯

斌

曾

侍

讀

理

密

親

王

未

能

盡

心

輔

導

於

保

傅

之

義

　

有

虧

未

蒙

允

准

嗣

於

四

十

六

年

復

奉

諭

旨

以

理

密

親

王

情

性

乖

張

卽

特

選

公

正

大

臣

如

湯

斌

者

爲

之

輔

導

亦

不

能

有

所

匡

救

是

理

密

親

玉

不

能

受

湯

斌

輔

導

　

　

之

益

早

在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學

校

　
二
十
二

聖

明

洞

鑑

中

臣

等

伏

思

后

夔

典

樂

無

以

化

朱

均

尙

父

陳

書

不

　

　

　

能

匡

管

蔡

况

理

密

親

王

緣

心

疾

未

除

情

性

變

易

終

至

獲

咎

湯

斌

之

未

能

匡

救

尙

非

若

范

文

程

等

之

身

有

遺

行

者

可

比

至

其

品

學

精

醕

政

績

卓

著

天

下

士

大

夫

無

不

心

悅

誠

服

臣

等

悉

心

核

議

准

其

從

祀

　

　

文

廟

東

廡

在

羅

欽

順

之

次

西

廡

從
祀
先
賢
公
孫
僑

字

子

產

鄭

大

夫

咸

豐

七

年

奏

請

從

祀

位

林

放

之

上

林

放
魯

人

惟

文

翁

圖

有

之

明

嘉

靖

九

年

以

家

語

不

在

弟

子

列

改

祀

於

鄕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按

論

語

載

林

放

問

禮

之

本

子

曰

大

哉

問

親

炙

聖

人

卽

非

弟

子

亦

理

所

安

應

請

復

祀

從

之

虙
不
齊

字子

賤

魯

人

爲

單

父

宰

公
冶
長

家

語

作

萇

范

甯

曰

名

芝

字

子

長

魯

人

史

記

齊

人

公
晳
哀

史記

字

季

次

集

解

引

家

語

云

齊

人

元

費

著

周

公

禮

殿

圖

考

稱

家

語

作

公

西

哀

今

本

家

語

作

公

晳

哀

克

次

或

作

沈

廣

韻

注

孔

子

門

人

有

公

休

哀

公

祈

哀

朱

彝

尊

曰

按

公

祈

哀

疑

卽

公

晳

哀

以

晳

祈

形

類

而

譌

也

然

廣

韻

注

旣

列

孔

子

弟

子

公

晳

哀

於

前

又

列

孔

子

門

人

公

祈

哀

於

後

則

別

是

一

人

未

可

臆

決

高
柴

字

子

羔

左

傳

作

季

羔

檀

弓

作

季

子

臯

家

語

齊

人

鄭

元

曰

衞

人

樊
須

字

子

遲

家

語

魯

人

鄭

元

曰

齊

人

商
澤

家語

字

子

秀

亦

作

子

季

魯

人

巫
馬
施

字

子

期

史

記

作

子

旗

陳

人

鄭

元

曰

魯

人

家

語

名

期

爲

單

父

宰

顏
辛

字

子

柳

魯

人

文

翁

圖

及

史

記

作

顏

幸

通

典

名

柳

曹
䘏

字

子

循

蔡

人

公
孫
龍

字子

石

家

語

衞

入

鄭

元

曰

楚

人

秦
商

字

丕

茲

家

語

作

不

慈

史

記

作

子

丕

魯

人

鄭

元

云

楚

人

朱

彝

尊

曰

宋

大

觀

四

年

贈

馮

翊

侯

闕

里

志

誤

以

秦

祖

鄄

城

之

封

移

之

商

非

也

顏
高

字

子

驕

史

記

索

隱

家

語

名

產

今

本

家

語

作

顏

刻

魯

人

壤
駟
赤

字

子

徒

家

語

壤

作

穰

字

子

從

文

翁

圖

作

壤

西

赤

秦

人

石
作
蜀

字

子

明

秦

人

公
夏
首

字

子

乘

家

語

首

作

守

魯

人

后
處

史

記

字

子

里

齊

人

今

本

家

語

后

誤

作

石

奚
容
蒧

史

記

字

子

晳

一

云

字

子

楷

衞

人

文

翁

圖

魯

人

顏
祖

字

子

襄

司

馬

貞

曰

家

語

無

此

人

今

本

家

語

有

之

祖

作

相

句
井
疆

字

子

疆

衞

人

秦
祖

字

子

南

鄭

元

曰

秦

人

縣
成

字

子

祺

今

本

家

語

作

子

橫

魯

人

公
祖
句
茲

字

子

之

家

語

作

公

祖

茲

文

翁

圖

作

公

孫

句

茲

魯

人

燕
伋

家

語

作

級

字

子

思

秦

人

樂
欬

字

子

聲

欬

或

作

欣

魯

人

狄
黑

字

子

晳

家

語

字

晳

之

衞人

孔
忠

或

作

弗

字

子

蔑

孔

子

兄

孟

皮

子

公
西
蒧

史

記

字

子

上

家

語

字

子

尙

衞

人

顏
之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學

校

　
二
十
三

僕
字

子

叔

魯

人

施
之
常

字

子

恆

魯

人

申
棖

陸

德

明

曰

申

棖

鄭

康

成

云

葢

孔

子

弟

子

申

續

史

記

云

申

棠

字

周

家

語

云

申

續

字

周

也

司

馬

貞

口

文

翁

圖

所

記

有

申

棖

申

棠

王

應

麟

曰

史

記

申

棠

字

周

家

語

申

續

字

周

今

史

記

以

棠

爲

黨

家

語

以

續

爲

績

傳

寫

之

誤

後

漢

王

政

碑

云

無

申

棠

之

欲

亦

以

棖

爲

棠

則

申

棠

申

棖

一

人

耳

唐

開

元

本

朝

祥

符

俱

列

從

祀

一

人

而

爲

二

人

失

於

詳

考

陸

氏

釋

文

也

索

隱

謂

文

翁

圖

有

申

棠

申

棖

今

所

傳

禮

殿

圖

有

申

黨

無

申

棖

朱

彝

尊

按

申

棖

申

棠

文

翁

圖

記

并

列

開

元

祥

符

亦

無

追

封

鄭

康

成

陸

德

明

疑

爲

一

人

則

以

續

黨

并

字

周

也

如

公

西

蒧

公

西

輿

如

同

字

子

上

未

嘗

不

并

祀

何

獨

續

與

黨

同

字

必

當

去

其

一

乎

左
邱
明

授

經

圖

曰

魯

人

唐

貞

觀

十

三

年

詔

與

顏

淵

同

從

祀

廟

庭

秦
冉

字子

開

唐

時

從

祀

明

嘉

靖

九

年

以

家

語

不

載

疑

史

記

誤

書

罷

祀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按

史

記

仲

尼

弟

子

列

傳

載

秦

冉

字

開

旣

著

其

姓

復

標

其

字

必

有

其

人

應

請

復

祀

從

之

牧
皮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牧

皮

見

於

孟

子

趙

歧

註

云

牧

皮

與

琴

張

曾

晳

皆

事

孔

子

學

者

也

進

從

祀

公
都
子

齊

人

孟

子

弟

子

宋

贈

平

陰

伯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公

都

子

精

研

性

善

之

旨

力

闢

義

外

之

說

進

從

祀

公
孫
丑

齊

人

孟

子

弟

子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趙

歧

云

孟

子

旣

歿

其

徒

萬

章

公

孫

丑

相

與

記

其

所

言

有

功

於

孔

孟

之

道

進

從

祀

張
載

字

子

厚

居

郿

縣

之

横

渠

世

稱

橫

渠

先

生

嘉

定

十

三

年

賜

諡

明

湻

祐

元

年

贈

郿

伯

從

祀

程
頤

字

正

叔

世

稱

伊

川

先

生

嘉

定

十

三

年

贈

諡

正

湻

祐

元

年

贈

伊

陽

伯

從

祀

元

至

順

二

年

加

贈

國

公

洛
先
儒
穀
梁
赤

楊

士

勳

曰

穀

梁

子

名

俶

字

元

始

魯

人

一

名

赤

授

經

於

子

夏

顏

師

古

曰

名

喜

高
堂
生

史

記

索

隱

字

伯

漢

魯

人

唐

時

從

祀

孔
安
國

字

子

國

孔

子

十

一

世

孫

唐

時

從

祀

毛
萇

漢

趙

人

善

說

詩

世

謂

毛

亨

爲

大

毛

公

萇

爲

小

毛

公

唐

時

從

祀

鄭
元

字

康

成

漢

北

海

高

密

人

唐

時

從

祀

明

嘉

靖

中

以

學

未

顯

著

改

祀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鄭

康

成

所

著

周

易

尙

書

毛

詩

儀

禮

禮

記

論

語

孝

經

尙

書

大

傳

及

六

藝

論

魯

禘

祫

議

詩

譜

周

禮

難

百

餘

萬

言

囊

括

大

典

網

羅

百

家

漢

史

以

爲

仲

尼

之

門

不

過

是

其

出

處

進

退

一

衷

於

道

朱

子

有

可

謂

大

儒

之

稱

復

從

祀

范
甯

字

武

子

晉

鄢

陵

人

唐

時

從

祀

明

嘉

靖

中

以

學

未

顯

著

改

祀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范

甯

著

春

秋

穀

梁

集

解

詞

□

精

審

史

稱

晉

代

崇

學

敦

教

未

有

如

甯

者

晉

世

以

浮

□

相

扇

獨

甯

崇

尙

實

學

其

崇

實

論

一

篇

闡

發

仁

義

推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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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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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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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周

孔

洙

泗

之

教

賴

以

不

墜

實

爲

兩

晉

一

人

所

著

穀

梁

傳

至

今

尊

行

宋

儒

謂

三

傳

之

學

惟

穀

梁

所

得

最

多

諸

家

之

解

惟

范

甯

所

著

最

善

復

從

祀

韓
愈

字

退

之

唐

南

陽

人

諡

文

宋

元

豐

七

年

從

祀

贈

昌

黎

伯

胡

瑗
字

翼

之

宋

海

陵

人

學

者

稱

安

定

先

生

諡

文

昭

明

嘉

靖

九

年

從

祀

司
馬
光

字

君

實

宋

夏

縣

涑

水

鄕

人

封

温

國

公

諡

文

正

咸

湻

三

年

從

祀

李
綱

字

伯

紀

宋

邵

武

人

高

宗

時

同

平

章

事

尋

罷

卒

諡

忠

武

咸

豐

元

年

從

祀

位

司

馬

光

之

後

尹
焞

字

彥

明

一

字

德

充

宋

洛

人

賜

和

靖

處

士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尹

焞

程

伊

川

弟

子

學

窮

根

本

德

備

中

和

所

著

有

論

語

解

當

時

謂

程

門

固

多

君

子

而

質

直

宏

毅

實

體

力

行

若

焞

者

鮮

進

從

祀

胡
安
國

字

康

侯

宋

崇

安

人

諡

文

定

明

正

統

元

年

從

祀

成

化

三

年

贈

建

甯

伯

張
栻

字

敬

夫

宋

綿

竹

人

世

號

南

軒

先

生

嘉

泰

八

年

贈

諡

宣

景

定

二

年

從

祀

陸
九
淵

字

子

靜

宋

金

溪

人

學

者

稱

象

山

先

生

諡

文

安

明

嘉

靖

九

年

從

祀

黃
幹

字

直

卿

號

勉

齋

宋

福

州

閩

縣

人

諡

文

肅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濂

洛

關

閩

而

後

任

斯

道

之

統

者

端

推

黃

勉

齋

朱

子

授

以

所

著

書

曰

吾

道

之

託

在

此

吾

無

憾

矣

後

金

華

四

子

遞

衍

其

傳

正

學

賴

以

不

墜

進

從

祀

輔
廣

字

漢

卿

宋

■

■

人

師

事

朱

子

與

黃

幹

齊

名

朱

子

稱

其

學

行

足

以

闡

明

聖

學

光

緖

四

年

從

祀

位

次

黃

幹

袁
爕

字

和

叔

南

宋

浙

江

鄞

縣

人

爲

金

溪

高

弟

同

治

三

年

從

祀

眞
德
秀

字

景

元

宋

浦

城

人

世

稱

西

山

先

生

諡

文

忠

明

正

統

元

年

從

祀

成

化

三

年

贈

浦

城

伯

何
基

字

子

恭

宋

金

華

人

諡

文

定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何

基

黃

幹

弟

子

得

淵

源

之

㦤

所

著

解

釋

大

學

中

庸

書

大

易

啟

蒙

通

書

近

思

錄

皆

以

發

揮

爲

名

其

學

本

於

實

心

刻

苦

工

夫

所

謂

謹

之

又

謹

者

也

進

從

祀

文
天
祥

字

履

善

宋

盧

陵

人

舉

進

士

官

右

丞

相

封

信

國

公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奏

請

從

祀

位

在

何

基

之

後

陸
秀
夫

字

君

實

宋

鹽

城

人

德

祐

初

播

越

海

濱

日

以

大

學

進

講

咸

豐

九

年

從

祀

位

次

文

天

祥

陳
澔

字

可

大

宋

江

西

南

康

人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陳

澔

生

於

宋

季

不

求

聞

達

博

學

好

古

潛

心

禮

經

著

禮

記

集

註

學

者

稱

爲

雲

莊

先

生

明

洪

武

時

列

其

書

於

學

官

至

今

三

百

餘

年

士

子

俱

遵

奉

之

進

從

祀

金
履
祥

字

吉

父

號

仁

山

元

蘭

溪

人

至

正

中

諡

文

安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履

祥

何

基

弟

子

所

著

書

有

大

學

章

句

疏

義

論

語

孟

子

集

註

考

證

書

表

註

多

先

儒

未

發

之

義

進

從

祀

許
衡

字

平

仲

元

河

內

人

學

者

稱

魯

齋

先

生

諡

文

正

至

大

元

年

封

魏

國

公

皇

慶

二

年

從

祀

方
孝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學

校

　
二
十
五

孺
字

希

直

明

浙

江

甯

海

人

從

宋

濂

學

蜀

獻

王

師

之

扁

其

廬

曰

正

學

爲

有

明

學

祖

同

治

二

年

從

祀

位

次

許

衡

薛
瑄

字

德

温

明

河

津

人

學

者

稱

敬

軒

先

生

諡

文

清

宏

治

九

年

祀

於

鄕

乾

隆

五

年

從

祀

陳
獻

章
字

公

甫

明

新

會

人

學

者

稱

白

沙

先

生

萬

厯

十

二

年

從

祀

蔡
清

字

介

夫

號

虛

齋

明

晉

江

人

萬

厯

中

諡

文

莊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清

之

學

以

靜

虛

爲

主

平

生

飭

躬

砥

行

不

愧

衾

影

以

善

易

名

所

著

易

經

四

書

蒙

引

盛

行

於

時

進

從

祀

吕
坤

字

叔

簡

明

甯

陵

人

　

國

朝

道

光

六

年

禮

臣

議

曰

查

明

史

坤

傳

由

萬

厯

二

年

進

士

爲

襄

垣

大

同

令

政

治

嚴

明

培

養

士

氣

內

擢

部

曹

洊

升

僉

都

御

史

巡

撫

山

西

厯

刑

部

侍

郞

剛

正

無

少

畏

避

其

憂

危

一

疏

數

千

言

炳

炳

鑿

鑿

痛

切

指

陳

傳

贊

稱

其

切

中

時

弊

鯁

亮

足

稱

居

家

與

後

進

講

學

嚴

性

命

理

欲

之

辦

綜

天

道

人

事

之

宜

所

著

呻

吟

語

摘

採

入

四

庫

全

書

欽

定

提

要

稱

其

不

侈

語

精

微

而

篤

實

以

爲

本

不

虛

談

高

遠

而

　

　

　

踐

履

以

爲

程

絕

無

朱

陸

放

浪

迂

腐

之

病

陳

宏

謀

序

稱

其

於

省

察

克

治

修

己

治

人

之

要

皆

從

人

情

物

理

中

推

勘

而

出

眼

前

指

點

鉥

目

劌

心

此

外

如

夜

氣

鈔

省

心

紀

道

脈

圖

四

體

翼

去

僞

齋

集

實

政

錄

諸

著

述

均

能

闡

明

正

學

扶

植

倫

常

貫

串

古

今

實

濟

時

用

惟

四

體

疑

一

書

未

免

疎

於

考

典

輕

於

議

古

然

係

通

儒

一

端

之

弊

於

人

品

學

術

並

無

所

損

臣

等

復

考

歐

陽

修

不

信

繫

詞

司

馬

光

嘗

疑

孟

子

下

逮

王

柏

吳

澄

輩

于

六

籍

經

文

尤

多

疑

議

今

皆

從

祀

　

　

孔

廟

初

不

以

意

見

之

偶

偏

掩

其

生

平

之

實

學

坤

此

書

之

失

正

與

相

等

其

他

著

作

皆

醕

正

慤

實

無

可

訾

議

綜

厥

生

平

爲

學

主

於

存

誠

立

言

本

乎

心

得

服

官

行

己

無

愧

古

人

繼

往

開

來

有

功

聖

學

以

天

地

民

物

爲

己

任

別

舜

蹠

善

利

之

分

途

道

可

濟

時

書

堪

覺

世

實

足

樹

儒

林

之

圭

臬

紹

理

學

之

宗

傳

應

准

其

從

祀

　

　

文

廟

西

廡

在

明

臣

蔡

清

之

次

劉
宗
周

字

念

臺

明

山

陰

人

　

國

朝

道

光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查

明

史

宗

周

列

傳

曁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賜

諡

原

案

宗

周

自

壯

登

任

厯

官

至

左

都

御

史

居

官

日

少

講

學

日

多

跡

其

生

平

事

實

忠

言

讜

論

守

正

不

阿

屢

遭

削

黜

矢

志

不

移

卒

能

致

命

成

仁

完

名

全

節

有

明

末

葉

稱

爲

皦

皦

完

人

所

學

雖

源

之

於

王

守

仁

而

期

於

實

踐

論

心

以

愼

獨

爲

宗

而

歸

於

誠

敬

所

著

書

傳

粹

然

一

出

於

正

洵

能

倡

明

正

學

遠

契

心

傳

應

准

其

從

祀

　

　

文

廟

西

廡

在

明

臣

蔡

清

之

次

孫
奇
逢

字

鍾

元

明

直

隸

容

城

人

　

國

朝

道

光

八

年

禮

臣

議

曰

查

奇

逢

前

明

萬

厯

庚

子

舉

人

力

行

孝

悌

志

希

聖

賢

早

年

尙

氣

節

天

啟

中

逆

閹

魏

忠

賢

擅

權

左

光

斗

魏

大

中

周

順

昌

相

繼

逮

繫

奇



 

名
山
縣
志
卷
四

學

校

　
二
十
六

逢

獨

謁

督

師

孫

承

宗

論

救

其

見

義

勇

爲

之

槪

絕

無

計

較

利

害

之

私

　

國

朝

定

鼎

後

移

家

河

南

之

蘇

門

闢

兼

山

堂

讀

易

其

中

倡

明

道

術

啟

迪

後

學

海

內

之

士

聞

風

興

起

有

功

於

世

道

人

心

良

非

淺

鮮

湯

斌

受

業

其

門

心

悅

誠

服

謂

其

學

以

愼

獨

爲

宗

以

體

認

天

理

爲

要

以

日

用

倫

常

爲

實

際

又

謂

其

博

極

造

約

窮

理

識

眞

以

孝

弟

爲

盡

性

之

基

由

忠

恕

爲

達

化

之

門

葢

斌

之

學

實

得

其

傳

故

言

之

最

爲

親

切

著

有

讀

易

大

旨

五

卷

四

書

近

指

二

十

卷

中

州

人

物

考

八

卷

俱

採

入

四

庫

全

書

其

尙

書

近

指

六

卷

亦

存

其

目

此

外

如

理

學

宗

傳

二

十

六

卷

湯

斌

稱

其

明

天

人

之

歸

嚴

儒

釋

之

辦

五

經

四

書

之

後

吾

儒

傳

心

之

要

典

其

他

著

作

如

聖

學

錄

歲

寒

居

文

集

四

　

　

　

禮

酌

諸

書

具

見

湯

斌

集

中

謹

按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內

稱

奇

逢

說

易

發

明

義

理

切

近

人

事

平

生

之

學

主

於

實

用

故

所

以

皆

關

法

戒

有

足

取

焉

四

書

近

指

於

四

子

之

書

絜

其

要

領

統

論

大

旨

間

引

先

儒

之

說

以

證

異

同

如

云

聖

人

之

訓

無

非

是

學

其

論

最

確

然

指

意

不

無

偶

偏

如

論

道

千

乘

之

國

及

大

學

經

傳

數

節

未

免

高

明

之

病

中

州

人

物

考

意

在

黜

華

藻

勵

實

行

恕

於

常

人

而

責

備

賢

者

頗

爲

不

苟

惟

張

玉

傳

贊

爲

紕

繆

等

語

臣

等

伏

考

朱

子

註

經

後

人

不

無

議

論

温

公

作

鑑

紫

陽

亦

有

辨

正

而

要

不

以

一

語

之

偶

偏

掩

其

全

體

之

實

學

奇

逢

學

術

中

正

醕

篤

不

愧

先

儒

綜

其

生

平

由

倫

常

日

用

契

乎

性

天

以

愼

獨

存

誠

闡

夫

道

德

學

無

門

戸

兼

傳

朱

陸

之

宗

道

溯

淵

源

足

衍

濂

洛

之

脈

應

准

其

從

祀

　

　

文

廟

西

廡

在

明

臣

吕

坤

之

次

張
履
祥

字

考

夫

明

季

浙

之

桐

鄕

人

爲

學

專

務

居

敬

窮

理

躬

行

實

踐

著

有

楊

園

全

書

四

十

三

卷

同

治

九

年

奏

請

從

祀

在

明

臣

吕

坤

之

次

陸
隴
其

字

稼

書

　

國

朝

平

湖

人

雍

正

二

年

禮

臣

議

曰

陸

隴

其

自

幼

以

斯

道

爲

任

精

程

朱

之

學

兩

任

邑

令

務

以

德

化

民

入

官

西

臺

章

奏

必

抒

誠

悃

平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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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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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不

苟

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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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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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人

所

未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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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不

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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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稱

昭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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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從

祀

張
伯
行

字

■

■

　

國

朝

禮

部

尙

書

光

緖

二

年

禮

臣

議

略

曰

學

術

事

功

粹

然

一

出

於

正

所

著

道

統

錄

等

書

均

能

體

用

兼

全

扶

持

世

教

准

其

從

祀

位

陸

隴

其

之

次

均
東
西
嚮

右
正
文
並
依
會
典
增
道
光
以
來
從
祀
二
十
三
人
並

攷
諸
賢
儒
名
字
爵
里
略
注
於
下
以
便
省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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