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壇

壝

　

　

　

一

宜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壇

壝

社

稷

壇

　

在

西

門

外

街

北

一

里

卽

宋

州

社

壇

明

洪

武

初

制

天

下

立

社

稷

壇

其

庫

齋

房

祭

器

並

頒

式

建

立

每

歲

春

秋

仲

月

上

戊

日

府

官

率

僚

屬

致

祭

壇

基

東

西

廣

四

十

丈

南

北

袤

五

十

丈

今

仍

舊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東

門

外

街

南

一

里

宋

元

符

祀

式

風

師

壇

在

西

門

外

雨

師

壇

在

北

門

外

明

洪

武

初

頒

式

建

立

合

爲

一

壇

歲

用

春

秋

二

仲

月

上

丁

日

後

致

祭

壇

基

東

西

廣

一

十

六

丈

南

北

袤

二

十

丈

厲

壇

　

北

門

外

二

里

明

洪

武

初

立

歲

以

三

月

淸

明

七

月

望

日

十

月

朔

日

致

祭

周

四

百

六

十

丈

萬

曆

四

十

六

年

宜

春

縣

知

縣

亷

養

貞

建

公

㕔

二

爲

更

衣

之

所

今

圮

五

糓

壇

　

計

一

百

三

十

六

所

在

各

里

俱

明

洪

武

初

立

其

制

則

周

繚

以

垣

中

立

土

壇

鄕

厲

壇

　

一

百

三

十

六

所

制

與

五

穀

壇

同

祠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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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祠

廟

　

　

　

二

城

隍

廟

　

在

宜

陽

門

內

報

恩

寺

左

附

府

城

隍

廟

之

右

洪

武

四

年

大

正

祠

典

稱

宜

春

縣

城

隍

之

神

每

歲

春

秋

二

仲

月

戊

日

祭

之

初

到

任

者

先

期

祭

於

神

而

誓

頒

有

宿

廟

告

文

今

仍

舊
年
久
倒
□
聚
熈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張
綸
捐
貲
全
修

仰

山

古

廟

　

縣

治

南

六

十

里

仰

山

獺

徑

潭

之

側

相

傳

昔

有

邑

人

徐

璠

舟

行

至

大

孤

山

有

二

蕭

生

云

居

宜

春

仰

山

遂

同

載

而

歸

至

浦

東

告

别

期

至

石

橋

相

訪

後

徐

至

其

處

見

二

龍

乃

知

爲

仰

山

神

唐

會

昌

初

建

祠

於

仰

山

之

陽

宋

加

王

封

元

符

二

年

賜

祠

額

爲

孚

惠

豫

章

黄

廷

堅

書

元

重

修

袁

人

事

二

神

至

謹

禱

無

不

應

明

稱

大

仰

山

之

神

每

歲

春

秋

二

仲

月

府

官

擇

日

詣

廟

致

祭

弘

治

間

知

府

朱

蕐

闢

路

甃

石

萬

曆

中

知

府

鄭

惇

典

重

修

四

十

一

年

知

府

汪

若

冰

再

修

郡

人

簡

繼

芳

記

仰

山

正

廟

　

縣

治

南

三

十

里

地

名

堵

田

俗

稱

南

廟

自

府

城

至

古

廟

此

爲

中

路

唐

會

昌

間

建

元

毆

祥

重

修

廟

宇

弘

敞

後

圮

知

府

鄭

惇

典

重

修

□

山

行

祠

　

在

宜

春

臺

上

相

傳

宋

建

炎

二

年

金

人

□



 

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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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祠

廟

　

　

　

三

城

見

黄

衣

白

馬

徃

來

雉

牒

間

賊

駭

異

而

走

紹

興

□

遂

立

行

祠

關

帝

廟

　

在

宜

春

臺

下

二

十

歩

元

萬

戸

高

伯

顏

立

明

重

修

府

衞

官

歲

有

常

祭

龍

王

廟

　

卽

報

功

祠

治

西

七

里

唐

李

將

順

於

此

疏

陂

水

入

城

民

利

之

遂

立

廟

以

祀

每

春

秋

二

祭

歲

久

廟

圮

明

正

德

九

年

郡

守

徐

璉

重

修

又

循

舊

堰

疏

决

立

浚

渠

亭

自

爲

記

萬

曆

中

知

府

鄭

惇

典

重

修

今

毁

止

存

一

亭

三

賢

祠

　

府

治

㕔

左

明

洪

武

間

推

官

陳

谷

表

建

以

祀

臯

陶

張

釋

之

于

定

國

三

賢

郡

守

李

順

孫

記

後

增

祀

唐

司

法

叅

軍

徐

有

功

歲

春

秋

致

祭

韓

文

公

祠

　

創

自

宋

郡

守

祖

無

擇

祠

於

府

學

講

堂

西

以

李

翺

皇

甫

湜

盧

肇

鄭

谷

配

自

爲

記

又

郡

守

鄭

自

強

重

建

長

樂

黄

幹

記

明

正

綂

間

巡

撫

都

御

史

韓

雍

知

府

姚

文

遷

於

宜

春

臺

今

址

知

府

王

炬

續

成

之

學

士

錢

習

禮

記

嘉

靖

己

酉

知

府

劉

廷

誥

知

縣

徐

栻

修

扁

曰

昌

黎

書

院

增

建

原

道

閣

以

課

諸

生

歲

久

漸

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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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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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祠

廟

　

　

　

四

知

府

鄭

惇

典

修

增

屋

三

間

以

偹

庖

烹

四

十

一

年

知

府

汪

若

冰

修

郡

人

彭

自

新

記

春

秋

致

祭

編

門

子

一

名

司

香

火

明

末

鞠

爲

茂

艸

□

國

朝

康

熙

四

年

九

月

守

道

施

閠

章

知

府

李

芳

春

同

知

孫

席

慶

推

官

鄭

𤐣

捐

貲

重

建

堂

廡

巍

然

課

諸

生

之

尤

者

給

廪

餼

肄

業

書

院

中

宜

春

進

士

袁

繼

梓

共

襄

是

舉

詳

鄭

𤐣

記

康

煕

己

酉

知

府

李

芳

春

淸

助

書

院

學

田

共

十

二

頃

三

畞

五

分

八

厘

六

毫

五

賢

祠

　

卽

秀

江

書

院

係

嚴

氏

故

宅

祀

宋

萍

鄕

監

稅

先

賢

周

惇

頤

程

顥

程

頤

朱

熹

張

栻

萬

曆

間

知

府

鄭

惇

典

移

建

歲

春

秋

致

祭

先

是

宋

郡

守

張

枃

祠

周

程

於

府

學

講

堂

東

爲

三

先

生

祠

朱

熹

記

元

季

兵

燬

明

正

統

間

都

御

史

韓

雍

命

改

遷

於

宜

春

臺

右

錢

習

禮

記

正

德

七

年

知

府

姚

汀

重

修

後

移

建

萍

實

門

外

增

祀

朱

熹

張

栻

曰

五

賢

祠

地

僻

隘

知

府

鄭

惇

典

與

同

知

湯

明

善

議

改

今

址

後

毁

李

衛

公

祠

　

在

城

西

北

五

里

化

成

巖

之

側

祀

唐

李

衛

公

德

裕

公

爲

袁

長

史

時

寓

是

巖

有

賦

十

五

首

宋

紹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祠

廟

　

　

　

五

興

十

九

年

尚

書

汪

應

辰

判

是

州

爲

之

立

祠

慶

□

間

郡

守

李

訦

重

修

明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知

府

季

德

甫

復

建

祠

於

故

址

萬

曆

乙

卯

知

縣

錢

文

薦

請

祀

春

秋

知

府

黄

鳴

喬

有

祭

文

袁

高

士

祠

　

卽

高

士

書

院

歲

祀

鄕

賢

袁

京

在

宜

春

縣

學

右

明

萬

曆

辛

丑

提

學

道

錢

檟

檄

府

縣

立

祠

自

爲

記

今

止

存

正

㕔

及

寢

室

門

屋

袁

天

罡

祠

　

在

譙

樓

上

按

先

生

開

五

井

以

固

風

水

大

有

德

於

袁

明

萬

曆

丙

辰

同

知

李

瀚

顓

祀

於

樓

又

修

鑄

天

罡

原

造

銅

璿

璣

於

觀

天

臺

自

爲

記

歲

久

盡

圮

康

煕

六

年

郡

守

□

芳

春

重

建

盧

狀

元

祠

　

在

盧

洲

□

標

閣

先

生

故

洲

明

萬

曆

戊

午

知

府

黄

鳴

喬

請

祀

春

秋

郡

人

并

祀

袁

公

業

泗

今

毁

宜

春

侯

祠

　

在

宜

春

臺

下

候

名

成

長

沙

定

王

發

之

子

封

宜

春

侯

立

宜

□

□

□

□

因

葬

臺

下

西

北

偏

宋

咸

平

間

立

廟

民

趙

敏

中

重

建

又

府

治

□

南

□

□

□

□

今

俱

毁

都

官

祠

　

在

城

□

□

□

□

□

□

□

□

□

□

□

□

□

□



 

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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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祠

廟

　

　

　

六

祖

龍

圖

祠

　

在

府

學

講

堂

西

十

二

步

祀

宋

龍

圖

學

士

祖

公

無

擇

今

毁

王

待

制

祠

　

在

縣

治

東

南

宜

春

臺

下

待

制

諱

古

宋

紹

聖

間

守

袁

有

德

政

卒

袁

人

祠

祭

於

天

王

臺

萍

鄕

簿

趙

鳴

鐸

記

後

郡

守

辛

丙

移

祀

於

仰

山

復

爲

記

今

毁

徐

公

生

祠

　

東

門

外

爲

明

巡

撫

都

御

史

徐

栻

建

嘉

靖

間

栻

令

宜

春

民

德

之

迨

撫

西

江

又

疏

鬻

没

官

田

產

以

脫

賠

補

軍

需

之

苦

民

愈

戴

之

不

忘

建

祠

祀

焉

新

喻

張

春

記

今

毁

　

蔣

公

厺

思

碑

亭
城

東

関

外

附

營

建

民

基

生

祠

計

二

處

郭

副

將

祠
東

城

內

淸

朝

人

瑞

坊

右

营

建

故

武

生

彭

必

臻

基

李

中

軍

祠
東

城

內

清

朝

人

瑞

坊

左

今

改

額

忠

英

義

聖

营

建

郡

廪

生

方

直

基

倉

儲

昔

稱

救

荒

無

奇

策

策

莫

善

於

偹

荒

自

漢

唐

以

來

常

平

義

社

諸

倉

爲

最

著

縣

倉

古

制

不

一

自

兵

冦

頻

仍

盡

爲

坵

墟

故

存

舊

名

以

志

感

也

祈

新

建

以

貯

愛

也

今

卽

未

能

鼎

新

而

慈

惠

之

長

捐

助

不

貲

將

來

尤

有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倉

儲

　

　

　

七

厚

愛

云

永

豊

倉

　

在

府

治

西

北

三

十

步

明

宜

春

知

縣

陳

宗

虞

改

建

府

治

南

繡

衣

坊

卽

三

登

坊

萬

曆

四

年

知

府

鄭

惇

典

修

建

倉

厫

陸

間

後

毁

國

朝

知

府

吳

南

岱

重

修

後

改

建

府

治

東

迎

曦

樓

左

提

學

公

署

舊

址

預

偹

倉

　

在

縣

治

東

報

恩

寺

側

明

　

　

知

縣

廉

養

貞

修

衆

稱

便

焉

今

毁

　

按

倉

名

預

偹

者

原

爲

先

事

預

防

以

待

不

虞

勿

致

倉

卒

嘆

無

策

也

數

十

年

來

倉

厫

灰

燼

積

貯

蕩

然

近

奉

上

憲

諄

檄

樂

捐

積

粟

以

偹

荒

政

而

間

里

蕭

條

卒

無

應

者

知

縣

王

仰

體

　

德

意

于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捐

穀

貳

十

石

二

十

二

年

捐

穀

二

十

石

詳

復

在

案

倉

雖

毁

借

僧

舍

以

貯

之

由

此

而

慨

當

以

慷

咸

不

惜

大

倉

之

稊

米

積

少

成

多

豈

曰

小

補

之

哉

東

倉

　

城

東

十

五

里

地

名

下

浦

西

倉

　

城

西

三

十

里

薦

外

鄕

地

名

沛

田

市

南

倉

　

城

南

三

十

里

集

雲

鄕

地

名

福

慶

市



 

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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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倉

儲

　

　

　

八

北

倉

　

城

北

三

十

里

䢪

喬

鄕

地

名

下

強

村

今

俱

毁

水

次

倉

　

邑

北

門

外

盧

洲

西

岸

明

知

縣

張

本

嘉

建

以

貯

南

米

今

毁

社

倉

　

社

倉

之

設

昉

於

朱

考

亭

宜

春

自

癸

未

以

來

叠

經

兵

冦

各

鄕

倉

厫

久

已

傾

圮

今

奉

上

憲

申

𩛙

酌

行

以

通

緩

急

以

僃

饑

荒

法

甚

良

也

但

鋒

鏑

遺

黎

瘡

痍

未

起

力

不

從

心

屢

經

控

明

而

上

憲

愛

民

偹

荒

之

檄

通

行

在

案

自

不

敢

冺

爰

敬

志

之

巡

撫

都

院

安

　

爲

酌

行

社

倉

良

法

以

通

緩

急

以

僃

饑

荒

事

照

得

社

倉

一

法

豊

歉

預

防

有

無

相

告

流

離

因

之

而

集

風

俗

由

此

而

敦

雖

爲

一

方

儲

蓄

之

私

猶

有

上

占

井

田

之

意

蓋

創

於

隋

臣

長

孫

而

成

於

宋

儒

朱

子

自

奉

行

者

徒

𩛙

虛

文

以

循

故

事

使

樂

助

者

遂

視

良

法

以

爲

厲

階

然

先

賢

遺

制

猶

存

荒

政

諸

條

並

列

舉

而

行

之

無

不

效

也

本

都

院

新

膺

簡

命

巡

撫

江

西

覩

斯

民

累

經

兵

燹

之

餘

復

値

災

傷

之

際

鴻

飛

未

集

鵠

立

難

存

言

念

及

此

中

心

惻

然

凡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倉

儲

　

　

　

九

爲

地

方

可

以

邀

皇

仁

而

請

蠲

緩

者

計

無

不

周

可

以

因

成

例

而

濟

撫

綏

者

慮

無

不

及

夫

彌

患

之

術

多

方

而

潛

消

於

未

形

者

必

使

饑

寒

有

可

恃

以

無

恐

敇

荒

之

策

不

一

而

預

偹

夫

將

來

者

必

使

平

時

有

所

蓄

以

無

虞

然

則

義

倉

之

設

斷

斷

不

容

稍

緩

以

一

鄕

濟

一

鄕

推

而

至

於

郡

邑

事

旣

輕

而

易

舉

以

一

石

合

一

石

積

而

𠑽

乎

庾

廪

數

由

少

而

成

多

法

可

通

行

制

堪

經

久

合

就

飭

行

爲

此

仰

司

道

府

官

吏

照

牌

事

理

卽

便

轉

行

各

屬

遵

照

通

知

本

都

院

率

先

捐

穀

一

千

石

爲

通

省

官

紳

衿

民

倡

凡

官

紳

衿

民

務

體

本

都

院

拳

拳

此

心

無

非

從

地

方

災

𤯝

起

見

當

及

時

捐

助

拯

此

殘

黎

官

穀

貯

城

民

榖

貯

鄕

庶

幾

緩

急

可

通

饑

荒

有

偹

所

頒

條

約

務

在

力

行

蓋

水

旱

爲

患

関

乎

天

心

捍

禦

之

功

本

諸

人

事

况

江

右

士

風

敦

厚

民

俗

醇

龎

兼

以

鋒

鏑

餘

生

荆

棘

滿

目

必

能

甘

苦

共

嘗

寧

忍

秦

越

異

視

本

都

院

方

畱

心

荒

政

竊

慕

富

鄭

公

之

流

風

凡

官

民

宜

勉

力

捐

貲

仰

循

朱

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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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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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條

約

　

　

　

十

翁

之

成

法

若

夫

激

勸

善

信

杜

絕

奸

弘

□

□

□

□

守

亦

可

久

是

又

爾

有

司

之

責

也

牌

到

一

□

□

□

毋

忽

條

約

一

在

城

官

倉

凡

官

穀

悉

貯

城

中

因

便

立

倉

隨

時

□

歛

本

都

院

捐

穀

一

千

石

司

道

府

㕔

縣

學

各

官

□

捐

或

一

千

或

五

百

或

百

十

石

不

等

以

僃

省

會

之

用

守

巡

道

府

㕔

縣

學

首

領

名

官

所

捐

或

五

百

或

百

十

石

不

等

以

僃

郡

城

之

用

州

縣

學

佐

貳

首

領

各

官

或

五

百

或

百

十

石

不

等

以

偹

州

縣

之

用

一

應

出

納

守

令

造

報

勸

懲

之

法

畧

如

後

約

一

在

紳

民

倉

戸

民

穀

悉

貯

鄕

中

因

便

立

倉

隨

時

□

歛

每

都

按

糧

勸

輸

每

糧

一

石

輸

穀

一

斗

糧

十

不

輸

穀

一

石

以

是

爲

差

其

糧

不

及

一

石

者

不

在

此

數

紳

衿

樂

輸

勸

在

州

縣

儒

學

百

姓

樂

輸

勸

在

里

甲

倉

長

不

過

勉

力

一

年

利

益

百

世

如

有

賢

士

大

夫

及

富

民

好

義

者

于

常

捐

之

外

能

捐

穀

百

石

至

數

百

石

以

上

該

縣

具

申

藩

司

彚

報

本

都

院

聽

本



 

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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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條

約

　

　

　

十

一

都

院

酌

量

捐

數

多

寡

或

具

題

　

請

叙

或

給

扁

□

旌

爲

畱

心

桑

梓

之

勸

一

定

倉

制

省

府

州

縣

所

捐

榖

石

供

于

城

中

設

一

倉

民

所

捐

者

每

縣

按

都

立

倉

其

人

民

稠

密

田

地

開

墾

則

一

都

獨

立

一

倉

其

經

賊

冦

屠

戮

人

少

地

荒

則

數

都

共

立

一

倉

卽

就

都

內

樂

輸

米

穀

存

貯

倉

中

遇

有

貧

乏

凶

荒

隨

時

散

歛

出

陳

易

新

以

本

鄕

之

蓄

濟

本

鄕

之

人

歲

以

爲

常

庶

幾

永

久

一

因

倉

基

建

倉

工

費

此

時

必

難

卽

辦

須

擇

寺

觀

內

堅

固

間

房

一

二

間

或

三

四

間

如

無

寺

觀

之

處

就

民

間

祠

堂

空

屋

以

爲

積

貯

之

所

總

期

不

致

累

擾

以

省

營

造

之

費

一

糧

倉

長

每

都

公

舉

温

飽

誠

實

二

人

正

副

相

輔

夏

散

秋

收

其

修

葺

工

用

併

看

守

紙

劄

折

耗

諸

費

告

出

於

利

息

之

中

至

出

入

子

母

時

日

數

目

造

册

二

本

一

存

縣

一

存

倉

以

便

不

時

稽

查

每

年

終

各

縣

分

造

彚

繳

本

都

院

以

慿

覈

實

分

别

奬

勵

一

發

倉

儲

每

保

于

保

甲

中

預

分

上

中

下

最

下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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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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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倉

儲

　

　

　

十

二

明

開

存

簿

給

與

領

牌

每

年

候

上

明

文

五

月

給

貸

八

月

收

納

每

石

加

息

二

斗

有

以

濕

𢙣

不

實

還

者

倉

長

會

衆

議

罰

有

頑

戸

年

豊

力

克

故

意

拖

欠

者

倉

長

禀

縣

追

完

仍

不

許

再

貸

又

權

歲

有

大

荒

小

荒

計

戸

有

極

貧

次

貧

及

節

婦

孤

寒

火

災

病

患

情

有

可

矜

者

公

議

减

免

减

息

候

臨

時

報

縣

詳

奪

一

釐

倉

蠧

凡

倉

長

正

副

務

要

散

歛

公

平

登

報

淸

覈

爲

里

中

服

從

先

免

襍

差

俟

滿

三

年

無

過

照

富

民

捐

納

例

題

　

請

給

與

官

職

頂

帶

榮

身

以

示

鼓

勵

如

不

稱

者

許

里

中

公

禀

另

舉

甚

有

武

斷

生

事

侵

𩞾

昌

破

者

按

法

治

罪

如

地

方

借

端

查

盤

擾

害

倉

法

吏

胥

豪

棍

把

持

侵

欺

撓

亂

倉

規

或

經

告

發

或

經

訪

聞

立

拿

重

處

本

都

院

告

以

諄

諄

聽

無

藐

藐

實

心

實

政

期

無

愧

乎

前

人

慎

始

慎

終

樂

觀

成

於

後

效

爾

官

吏

士

民

共

勉

之

風

俗

考

先

民

有

言

曰

風

俗

之

變

人

心

爲

之

也

周

禮

陳

詩

納

賈

以

觀

民

風

葢

欲

慱

采

五

方

不

齊

之

俗

上

之

王

國



 

宐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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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風

俗

　

　

　

十

三

審

所

重

而

酌

劑

之

也

宐

春

農

服

先

疇

士

敦

禮
讓俗

駸

駸

近

古

今

雖

兵

燹

屢

經

而

淳

樸

未

改

兹

採

錄

其

大

端

俾

觀

民

立

敎

者

表

正

居

方

力

追

古

處

誰

謂

胥

葛

尊

盧

之

化

不

復

見

今

日

耶

作

風

俗

考

宐

陽

山

高

水

淸

好

尚

儒

雅

有

豪

傑

之

士
羅

秀

序

事

簡

民

醇
地

理

志

其

民

二

男

三

女

其

穀

宐

稻
周

禮

講

誦

爲

業

士

尚

氣

節
晉志

藝

文

儒

術

爲

盛
杜

氏

通

興

多

尚

黄

老

淸

凈

之

敎

重

于

隱

遁
寰

宇

記

其

俗

尚

鬼

神

好

滛

祀
地

理

志

人

士

並

好

經

學

諷

誦

之

聲

有

若

齊

魯
晉傳

故

家

遺

俗

皆

知

尚

氣

節

畏

淸

議
黄

幹

火

耕

水

耨

食

魚

與

稻

家

無

蓄

積
隋

地

理

志

士

力

學

知

廉

恥

民

樂

耕

好

儉

嗇
阮

閱

無

訟

堂

記

禨

鬼

之

俗

習

而

未

變

凡

有

疾

病

多

聽

于

巫

門

設

符

籙

術

行

禁

架
豫

章

志

重

去

其

鄕

不

習

商

賈

業
風

俗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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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二

風

俗

　

　

　

十

四

賦

稅

及

時

閭

里

無

事
韓

愈

謝

表

士

大

夫

秀

而

文

頑

民

險

而

健
黄

庭

堅

賦

嚚

者

善

訟

以

誣

良

善

爲

奇

能
江

淮

記

士

人

好

恬

靜

勵

廉

隅

布

衣

蔬

食

不

入

公

府

終

歲

不

至

長

吏

之

庭
張

栻

記

宜

春

土

瘠

民

貧

山

多

田

少

惟

知

稼

穡

貿

遷

之

利

甘

讓

外

人

深

山

大

澤

中

從

前

皆

停

畱

閩

地

梟

獍

及

樂

安

南

豐

人

種

藍

耕

苧

黨

與

煩

盛

平

時

慿

陵

土

民

夜

多

刼

掠

一

遇

風

動

輒

揭

竿

倡

逆

明

季

天

井

窩

冦

國

朝

戊

子

踞

城

叛

逆

己

亥

倡

亂

皆

屬

此

軰

迨

康

熙

十

三

年

楚

變

遂

蟻

聚

蜂

屯

遍

肆

殺

掠

宐

邑

四

境

幾

無

寧

宇

屢

煩

大

兵

征

剿

今

獲

驅

除

地

方

始

謐

元

旦

行

獻

歲

禮

家

尚

慶

賀

人

日

俗

呼

上

七

食

羹

湯

畢

農

事

農

功

士

理

士

業

上

元

張

燈

家

設

酒

茗

極

絲

竹

管

絃

之

樂

明

末

爲

□

鼎

革

後

地

方

彫

敝

遂

絕

響

矣

淸

明

于

墳

頭

掛

紙

錢

拜

掃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風

俗

　

　

　

十

五

五

月

五

日

蚤

設

開

聾

酒

具

角

黍

門

懸

蒲

艾

舟

人

□

渡

爲

戲

中

元

祀

先

祖

焚

冥

資

僧

寺

多

設

盂

蘭

會

臘

月

廿

四

俗

曰

小

年

重

祀

灶

除

夕

守

歲

飮

屠

蘇

酒

放

爆

竹

擊

皷

鳴

鑼

以

待

雞

鳴

曰

迎

歲

郵

傳

置

郵

尚

矣

宣

上

達

下

王

政

所

不

忽

者

葺

亭

垣

以

蔽

風

雨

時

廪

餼

以

䘏

勤

勞

至

無

告

必

先

中

野

有

所

經

畫

弗

遺

亦

所

以

遂

民

生

勵

風

俗

也

并

及

之

舖

遞

府

前

總

舖

　

　

羅

家

山

舖

　

　

大

安

舖

天

塘

舖

　

　

　

彬

江

舖
俱

治

東

底

分

宐

十

里

舖

布

㲼

舖

　

　

　

沙

田

舖

　

　

　

七

星

舖
俱

治

西

抵

萍

鄕

張

家

山

舖

　

　

雷

橋

舖

　

　

　

石

嶺

舖

三

陽

舖

　

　

　

岐

石

舖

　

　

　

公

嶺

舖

西

嶺

舖
俱

邑

治

北

抵

萬

載

界

養

濟

院

義

塚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宮

室

　

　

　

十

六

設

院

以

收

養

孤

貧

每

男

婦

一

口

月

支

米

三

斗

柴

薪

錢

六

十

文

歲

支

冬

夏

布

一

件

病

故

者

官

給

棺

埋

葬

其

義

塚

則

凡

死

無

歸

者

皆

得

葬

其

院

舊

名

存

恤

在

袁

山

門

外

明

洪

武

五

年

知

縣

孫

仕

敏

立

弘

治

間

知

縣

郭

絍

修

嘉

靖

間

增

置

房

垣

蔬

圃

萬

曆

間

知

府

鄭

惇

興

署

縣

同

知

陶

之

肖

重

修

後

知

縣

周

應

偁

全

修

爲

製

碑

文

甬

道

中

明

末

盡

毁

國

朝

康

熙

五

年

知

府

李

芳

春

署

宐

春

縣

事

鄭

宰

查

復

舊

基

重

建

李

芳

春

記

義

塚

卽

漏

澤

園

一

在

南

外

廂

泉

水

嶺

上

一

在

西

外

厢

戚

家

嶺

上

俱

約

三

百

丈

宫

室

前

代

廨

署

有

因

有

革

而

其

蹟

則

不

可

冺

按

嘉

定

及

明

志

所

載

邑

治

內

堂

樓

亭

舘

今

並

存

其

名

以

僃

攷

其

地

宅

園

池

亦

書

者

志

家

一

例

也

勅

書

樓
在

縣

㕔

前

　

　

　

　

　

無

倦

堂
在

縣

聽

後

不

欺

堂
在西

　

　

　

　

　

　

讀

書

堂
在

不

欺

□

後

日

涉

　

　

　

　

　

　

　

　

延

秋



 

宜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宫

室

　

　

　

十

七

寒

緑
□

在

縣

治

內

　

　

　

　

　

　

思

補

堂
在

縣

平

政

堂

後

平

政

堂
縣

治

正

堂

　

　

　

　

　

　

學

道

愛

人
縣

治

中

堂

忠

愛

□

　

正

直

亭
在

縣

治

射

圃

中

雍

正

十

二

年

縣

令

張

起

文

建

新

置

公

署

一

所
在

西

城

內

登

□

橋

源

馬

司

獄

𥪡

後

去

任

前

任

縣

正

潘

價

三

百

置

買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宫

室

　

　

　

十

八

附

載

邑

治

公

所

基

地

一

邑

治

頭

門

外

東

偏

舊

𤗒

亭

横

廊

二

間

至

耆

民

申

明

亭

止

又

自

亭

而

東

外

舊

酒

亭

二

間

至

今

林

家

店

止

原

基

横

計

一

十

二

丈

五

尺

一

邑

治

頭

門

外

西

偏

舊

𤗒

亭

横

廊

二

間

至

鄕

約

旌

善

亭

止
又自

亭

而

西

外

舊

宿

舖

二

間

至

今

牢

背

巷

官

溝

止

原

基

横

計

一

十

四

丈

一

培

陽

社

學

舊

址

在

東

隅

宐

陽

坊

原

屋

計

前

後

兩

棟

兩

廊

前

至

官

街

後

至

易

家

園

土

左

至

李

姓

基

右

至

傅

姓

基

因

兵

學

毁

基

存

今

營

弁

蔡

姓

未

具

賃

狀

𥪡

屋

基

上

一

萍

實

社

學

舊

址

在

西

外

廂

一

啚

原

屋

計

前

後

兩

棟

兩

廊

前

至

官

街

後

至

今

王

姓

園

土

併

路

左

至

大

路

右

至

謝

袁

二

姓

基

因

兵

學

毁

基

存

一

仰

韓

社

學

舊

址

在

南

隅

朝

眞

坊

原

屋

計

一

棟

前

至

官

街

後

至

今

周

蕭

二

姓

園

土

左

至

蕭

姓

基

右

至

周

姓

園

因

兵

學

毁

基

存

一

挹

秀

社

學

舊

址

在

北

外

廂

一

啚

下

水

関

原

屋

計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宮

室

　

　

　

十

九

前

後

兩

棟

兩

廊

前

至

官

街

後

至

今

楊

姓

基

左

至

楊

姓
九臯

屋

右

至

官

巷

因

兵

學

毁

今

居

民

楊

姓
濟我

未

具

賃

狀

𥪡

屋

基

丄

一

稅

課

司

在

比

外

廂

下

水

関

前

至

大

街

後

至

石

砌

河

岸

左

至

水

埠

右

至

民

人

李

我

珍

基

横

□

丈



 

宜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古

蹟

　

　

　

二

十

古

蹟

考

陵

谷

遷

移

何

代

無

之

肰

地

以

人

著

雖

一

丘

一

壑

亦

不

與

艸

木

同

朽

履

其

境

如

晤

其

人

弔

古

登

臨

猶

令

人

低

徊

慨

慕

而

不

能

去

卽

謂

其

人

至

今

存

可

也

作

古

蹟

考

盧

肇

書

堂

山

在

邑

西

南

三

十

里

肇

嘗

讀

書

於

此

元

豊

中

宜

春

王

雲

晋

卿

買

山

築

室

爲

燕

遊

講

學

之

地

郡

守

廖

子

孟

名

其

堂

曰

潛

德

紹

聖

初

李

冲

元

官

宜

春

爲

作

堂

銘

郡

僚

及

朝

議

李

觀

皆

有

詩

仰

山

書

堂

山

邑

城

南

仰

山

下

唐

鄭

谷

讀

書

處

彭

聘

君

釣

臺

在

邑

東

震

山

之

前

葢

一

巨

石

也

又

云

聘

君

葬

於

東

山

昔

人

以

震

山

爲

東

山

恐

山

側

卽

其

墓

地

今

荒

蕪

不

可

識

矣

軍

資

庫

在

治

東

宋

宣

和

間

辛

炳

建

程

如

式

記

貴

山

鐵

務

宋

雍

熙

元

年

置

後

廢

司

戸

叅

軍

㕔



 

宜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古

蹟

　

　

　

二

十

一

府

治

西

偏

宋

陳

確

建

并

記

貢

院舊

在

宜

陽

門

外

東

湖

之

𢔚

內

有

公

明

堂

郡

守

江

自

在

建

後

守

趙

䈣

夫

遷

於

城

內

東

隅

錢

文

子

記

待

補

莊

在

治

東

北

宋

建

舊

遞

運

所

袁

山

門

外

三

皇

廟

在

宜

春

臺

畔

有

虞

集

記

東

湖在

治

東

城

外

三

十

步

宋

至

和

二

年

郡

守

祖

無

擇

始

于

湖

上

建

臺

榭

爲

遊

觀

之

所

有

樂

游

堂

廉

堂

讓

堂

休

亭

消

暑

亭

風

亭

月

臺

采

香

閣

采

珠

閣

北

有

射

棚

南

有

盧

石

讓

亭

以

避

濮

安

懿

王

諱

易

讓

爲

遜

紹

聖

中

郡

守

鄭

民

瞻

易

廉

堂

閱

武

堂

以

爲

較

塲

又

以

盧

石

在

遜

堂

之

前

易

名

盧

石

堂

淳

熙

五

年

張

枃

知

州

事

南

軒

先

生

栻

過

之

爲

書

東

湖

扁

㫄

且

易

盧

石

爲

介

亭

仍

題

字

𠊓

側

紹

熙

元

年

袁

郡

守

黄

劭

再

修

易

休

亭

爲

平

易

堂

采

香

閣

爲

浮

蔭

銷

暑

亭

風

亭

皆

廢

而

爲

圓

菴

令

僧

□

掃

嚴

之

責

菴

𢔚

創

仁

知

軒

開

禧

中

郡

守

羅

克

開

重

修

歲

久

湖

涸

嘉

定

十

三

年

郡

守

□

强

恕

開

第

今

廢

久矣

孚

惠

聖

泉



 

宜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古

蹟

　

　

　

二

十

二

在

宜

春

臺

仰

山

行

祠

之

下

冬

夏

不

竭

病

者

飮

之

良

愈

政

和

七

年

郡

僚

張

沇

爲

銘

壬

辰

兵

後

塡

塞

莫尋

揭

鎭

宅
在

城

東

五

十

歩

後

爲

塩

鐵

都

作

院

梁

丞

相

袁

璞

宅
在

邑

之

東

北

後

爲

開

元

寺

基

盧

肇

宅
在

秀

江

北

秀

江

之

上

有

洗

硯

池

今

爲

縣

學

鍾

傳

宅

在

邑

西

北

化

成

巖

之

側

唐

僖

宗

所

賜

第

有

南

北

二

池

今

遺

址

與

池

尚

存

又

有

别

業

在

萬

載

縣

北

十

五

里

今

爲

民

田

前

有

石

峯

人

以

鍾

令

公

石

筍

稱

焉

江

宰

相

宅

在

邑

治

內

東

隅

今

無

考

丘

墓

考

附

墓

誌

銘

昔

賢

弓

劍

之

藏

例

得

志

重

之

也

松

楸

在

望

瞻

仰

而

哀

敬

並

生

焉

故

或

以

貴

或

以

賢

咸

表

封

𩮻

庶

幾

風

雨

見

羹

墻

乎

後

之

人

雖

未

能

椒

醑

時

馨

亦

將

𣛑

蘇

有

禁

以

妥

厥

靈

也

作

丘

墓

考

漢

宜

春

矦

劉

城

墓

在

治

東

南

宜

春

臺

側

成

長

沙

定

王

子

有

祠

于

𢔚

舊

呼

爲

定

王

之

塚

將

軍

易

洸

墓
在

縣

西

百

里

將

墳

山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丘

墓

　

　

　

二

十

三

高

士

袁

京

墓
城

北

袁

山

下

梁

丞

相

袁

璞

墓
縣

城

北

北

袁

山

古

圖

經

云

按

梁

興

□

卒

葬

于

此

墳

高

四

尺

前

有

翁

仲

石

獸

尚存

將

軍

湛

陀

墓
縣

城

東

梁

仕

爲

宣

猛

將

軍

丁

將

軍

墓
在

縣

南

十

里

舊

傳

此

丁

將

軍

祖

墓

也

宋

初

削

平

僣

僞

因

鑿

其

山

鎔

銅

灌

之

地

名

鑿

銅

岡

墓

址

尚

存

府

西

坤

長

山

俗

呼

爲

溫

長

沙

墓

嶺

名

銅

釘

其

說

亦

與

此

類

唐

韓

𣶢

墓
附

韓

愈

誌

　

𣶢

韓

氏

子

其

先

仕

魏

號

安

定

桓

王

𣶢

父

老

成

厚

謹

以

文

爲

韓

氏

良

子

弟

未

事

而

死

有

二

子

𣶢

其

季

也

其

祖

韓

介

爲

人

孝

友

一

命

率

府

軍

佐

以

卒

二

子

百

川

老

成

老

成

爲

伯

父

起

居

舍

人

後

起

居

有

德

行

言

詞

爲

世

軌

式

𣶢

旣

兄

弟

二

人

而

率

府

長

子

百

川

死

無

嗣

其

叔

祖

愈

命

𣶢

歸

後

其

祖

𣶢

淸

明

遜

悌

以

敏

讀

書

作

文

功

力

兼

人

爲

文

詞

一

旦

奇

偉

驟

長

不

類

舊

常

吾

曰

爾

得

無

假

之

人

耶

退

大

喜

謂

其

兄

湘

曰

某

違

翁

且

踰

年

懼

無

以

爲

見

今

翁

言

乃

肰

可

以

爲

賀

羣

軰

來

見

皆

曰

𣶢

之

大

進

不

唯

于

文

詞

于

爲

人

亦

肰

旣

數

日

得

疾

以

卒

年

十

九

矣

吾

與

妻

哭

之

傷

心

三

日

而

歛

旣

歛

七

日

權

葬

宐

春

郭

南

里

嗚

呼

其

可

惜

也

已

銘

曰

天

固

生

耶

偶

自

生

耶

天

殺

之

耶

其

偶

自

死

耶

莫

不

歸

于

死

壽

何

少

多

銘

以

送

汝

其

悲

奈

何

都

官

鄭

谷

墓
城

江

北

嶺

有

祖

無

擇

記

　

予

旣

作

韓

文

公

祠

成

因

畫

尚

書

都

官

鄭

公

守

愚

像

于

東

壁

以

配

未

幾

都

人

之

戴

白

者

以

公

墓

所

在

來

告

乃

率

僚

屬

亟

徃

視

之

距

城

𦂯

七

里

而

獲

焉

千

是

增

封

𡬾

植

宇

隧

前

周

以

垣

墉

限

以

閈

閎

伐

石

爲

碣

表

于

路

隅

公

名

谷

字

守

愚

袁

州

宐

春

人

光

啟

三

年

進

士

及

第

始

爲

京

兆

府

鄠

縣

尉

終

以

都

官

郞

中

老

于

鄕

嘗

作

拾

遺

補

闕

當

時

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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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多

稱

其

善

尤

工

五

七

言

詩

爲

薛

能

李

頻

所

□

有

雲

臺

篇

與

外

集

凢

四

百

篇

行

焉

士

大

夫

家

置

委

巷

間

敎

兒

童

咸

以

公

詩

與

六

甲

相

先

後

葢

取

諸

辭

意

淸

婉

明

白

不

俚

不

野

故

肰

嗚

呼

人

患

不

學

學

患

不

專

雖

小

善

必

聞

古

之

醫

帥

日

者

之

類

有

能

臻

其

𡬾

猶

或

不

磨

㓕

于

後

世

矧

詩

者

吾

聖

人

之

門

六

藝

之

一

乎

宐

其

公

之

名

與

世

俱

存

也

予

觀

今

袁

人

服

儒

而

志

古

者

識

不

少

矣

他

日

卓

肰

以

文

章

事

業

與

前

人

並

駕

則

誰

與

予

是

舉

也

將

以

勉

後

學

未

至

耳

墓

在

宐

春

縣

信

義

鄕

仁

成

里

至

和

元

年

二

月

五

日

記

袁

超

墓
邑

治

垣

西

北

三

十

步

有

古

木

盤

屈

或

云

袁

天

罡

墓

者

非

御

史

黄

頗

墓
城

北

五

十

里

湖

塘

　

李

衢

墓
府

城

西

三

十

里

李

觀

墓
邑

南

三

十

里

地

名

龍

會

宋

越

國

夫

人

孫

氏

墓
在

邑

東

十

里

地

名

蒲

村

夫

人

爲

成

恭

皇

后

祖

母

墓

在

洲

渚

土

兩

水

分

流

其

下

地

甚

卑

巨

浸

不

能

没

人

以

爲

異

信

王

夏

協

墓
邑

城

南

蟠

龍

山

孝

宗

成

恭

后

皇

父

追

封

信

王

明

尚

賓

舘

副

史

劉

□

簡

墓
縣

城

北

學

背

太

常

寺

卿

龍

暹

墓
縣

城

南

通

聖

橋

諭

祭

塋

葬

主

事

蕭

義

墓
縣

城

北

遷

喬

鄕

焦

坑

嶺

知

府

龍

夔

墓
縣

城

東

大

安

里

金

雞

山

知

縣

袁

魯

訓

墓
横

塘

靑

山

嶺

亭

子

背

侍

郞

郭

紳

墓
縣

城

南

靑

山

□

祭

塋

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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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都

御

史

高

琬

墓
縣

東

南

地

名

澤

㘵

諭

祭

塋

葬

都

御

史

張

鳳

墓
福

星

里

青

山

　

叅

議

郭

叙

墓
青山

封

知

縣

何

泰

墓
山

陽

橋

側

御

史

偁

之

父

封

員

外

郞

郭

鸞

墓
親

仁

里

地

名

達

石

知

府

進

之

父

知

府

郭

進

墓
縣

城

南

湖

岡

里

地

名

壇

㘵

塩

運

同

知

劉

應

選

墓
城

南

渚

田

封

御

史

楊

春

美

墓
温

湯

里

以

城

之

父

御

史

楊

以

誠

墓
白

石

里

瀘

州

知

州

陳

鐔

墓
在

縣

南

仁

孝

鄕

二

十

五

里

贈

知

府

袁

軾

墓
安

樂

里

牛

嶺

濂

泗

父

分

宐

知

縣

馬

孟

禎

記

封

大

恭

人

建

坊

黄

氏

墓
府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石

湖

塘

知

府

王

猷

記

四

川

嘉

定

守

袁

業

濂

南

大

鴻

臚

業

泗

舉

人

業

渠

母

貢

士

繼

節

繼

樟

進

士

繼

梓

祖

母

知

州

袁

業

濂

墓
府

城

北

四

十

里

寶

山

橋

弟

業

泗

記

正

卿

袁

業

泗

墓
府

城

北

四

十

里

東

塘

門

生

王

志

道

記

督

撫

都

御

史

袁

繼

咸

墓
府

城

北

四

十

里

蘆

村

瘦

塘

㘵

袁

繼

蔚

墓
葬

分

宐

縣

石

湾

牛

形

價

買

楊

橋

袁

宣

明

宣

贊

等

祖

塚

全

山

俱

買

知

府

袁

一

鰲

墓
府

城

東

二

十

里

渥

江

張

自

烈

記

知

縣

朱

志

墓
府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算

坑

同

年

袁

業

泗

記

舉

人

光

𥙿

光

祺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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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布

政

袁

一

鳳

墓
葬

本

縣

興

寧

里

上

沙

江

虎

形

自

大

堎

尖

峯

嶺

至

樟

𣗳

腦

竹

山

堎

止

地

方

鄒

倫

一

文

所

立

有

禁

約

永

不

穵

土

穵

煤

有

得

來

龍

封

恭

人

劉

氏

墓
府

城

北

六

十

五

里

大

庾

刑

部

主

政

王

延

祹

記

南

大

鴻

臚

袁

業

泗

配

貢

土

繼

□

進

士

繼

梓

母

封

官

貢

士

袁

業

汾

墓
府

城

東

四

十

里

合

山

都

御

史

袁

繼

咸

父

維

摩

州

知

州

陳

巽

言

墓
縣

南

三

十

里

仁

孝

鄕

明

村

封

官

敎

諭

陳

宐

慶

墓
府

城

南

二

十

里

明

村

淸

都

御

史

陳

之

龍

父

封

淑

人

李

氏

墓
府

城

南

六

十

里

天

馬

山

知

州

陳

巽

言

配

敎

諭

宐

慶

母

都

御

史

之

龍

祖

母

龍

目

記

州

同

袁

熙

墓
城

西

五

里

沙

陂

橋

孔

目

袁

繼

衮

墓
城

北

十

餘

里

瓦

子

嶺

贈

左

給

事

中

舉

人

潘

懋

勳

墓
城

北

七

十

里

劉

家

坊

誥

封

孺

人

黄

氏

墓
城

北

三

里

化

成

巖

下

贈

大

孺

人

辛

氏

墓
城

西

北

七

十

里

仙

峯

塘

誥

贈

之

林

郞

袁

喬

登

墓
知

府

袁

一

鰲

父

誥

贈

大

孺

人

鍾

氏

墓
袁

一

鰲

母

合

葬

縣

治

北

七

十

里

下

沙

江

㟳

栗

嶺

誥

封

孺

人

翟

氏

墓
知

府

袁

一

鰲

配

葬

縣

治

北

四

十

里

栗

村

滸

溪

誥

封

淑

人

張

氏

墓
係

北

京

都

察

院

掌

院

事

左

都

御

史

鍾

炌

妻

袁

克

覲

岳

母

葬

于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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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臺

慿

虛

積

翠

之

下

其

地

界

上

至

大

□

下

至

墈

左

至

雲

峯

巷

街

右

至

墈

國

朝督

撫

都

御

史

陳

之

龍

墓
邑

城

南

二

十

里

助

村

進

士

袁

繼

梓

記

封

淑

人

黄

氏

墓
城

南

二

十

里

都

憲

陳

之

龍

配

南

洲

舉

人

府

學

敎

授

胡

文

衡

誌

封

淑

人

袁

氏

墓
葬

石

羊

前

蛇

形

　

　

敎

諭

宐

慶

配

都

御

史

之

龍

母

進

士

梁

佳

植

起

贈

蘇

州

府

通

判

潘

騫

墓
城

北

遷

喬

鄕

店

背

封

太

安

人

鄧

氏

墓
同

在

遷

喬

鄕

店

背

封

安

人

郭

氏

墓
城

北

七

十

里

化

北

鄕

古

塘

嶺

懚

士

劉

而

寔

墓
城

北

遷

喬

鄕

門

嶺

下

土

地

塘

常

州

太

守

孟

宗

舜

記

隱

士

袁

繼

誠

墓
縣

城

北

七

十

里

故

塘

尾

鵝

形

誥

封

大

夫

人

周

氏

墓
汾

妻

淺

葬

七

星

台

誥

封

夫

人

周

氏

墓
咸

妻

淺

葬

七

星

台

修

聀

郞

陳

濚

墓
城

南

三

十

里

新

坊

郡

司

馬

孟

宗

舜

記

寺

觀

報

恩

寺
邑

治

東

門

內

唐

天

授

初

爲

重

興

寺

宋

號

乾

明

崇

寧

間

爲

崇

寧

萬

壽

寺

政

和

間

賜

額

天

寧

又

改

爲

神

霄

宮

紹

興

賜

今

額

元

燬

明

重

修

棲

隱

寺
邑

城

南

圓

通

院
靈

泉

池

上

康

熙

六

七

年

間

住

持

僧

慧

椿

捐

資

修

金

碧

輝

煌

宜

城

梵

宇

琳

宮

此

爲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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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泗

洲

院
東

門

外

國

泰

院
西

門

外

崇

勝

寺
舊

在

北

門

外

大

平

興

國

中

賜

有

林

樂

堂

黄

庭

堅

書

扁

方

丈

有

竹

尊

者

軒

年

久

頽

圮

又

襍

處

甫

廛

寺

僧

苦

之

明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住

持

惠

修

等

訴

郡

守

張

任

改

建

于

化

成

巖

之

東

報

親

𩔰

慶

禪

寺
邑

城

南

集

雲

鄕

蟠

龍

山

頂

唐

南

平

王

鍾

傳

初

建

蟠

龍

禪

院

宋

治

平

間

賜

額

永

慶

淳

熙

改

賜

今

額

是

爲

成

恭

皇

后

功

德

院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和

光

禪

師

立

爲

叢

林

大

平

興

國

禪

寺
邑

城

南

大

仰

山

下

二

神

捐

地

與

小

釋

迦

結

菴

之

所

塔

尚

存

唐

會

昌

賜

名

棲

隱

宋

改

今

名

山

水

奇

勝

石

逕

縈

廻

飛

瀑

湍

駛

泉

流

灑

灑

鳴

殿

庭

下

夐

異

人

境

唐

宋

賜

經

御

書

碑

碣

甚

多

俱

燬

今

存

元

碑

程

鉅

夫

撰

記

興

化

禪

寺
舊

名

雲

峯

院

在

邑

南

木

平

山

中

內

有

飼

龍

亭

在

潭

上

潭

有

龍

善

道

禪

師

常

以

飯

飼

之

因

名

　

　

　

神

山

寺
在

帰

化

鄕

正

平

里

慈

化

禪

寺
邑

城

西

石

裡

鄕

南

泉

山

普

菴

住

持

地

塔

尚

存

寺

廣

袤

宏

壯

爲

郡

刹

之

冠

能

仁

院

　

　

　

𩔰

勝

院

　

　

　

靜

梵

院

普

濟

院

　

　

　

定

明

院

　

　

　

集

福

院

普

信

院

　

　

　

定

光

院

　

　

　

𩔰

寧

院

延

慶

院

　

　

　

悟

空

院

　

　

　

常

樂

院

雙

林

院

　

　

　

明

敎

院

　

　

　

仁

濟

院

明

德

院

　

　

　

薦

福

院

　

　

　

淸

妙

院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寺

觀

　

　

　

二

十

九

勝

安

院

　

　

　

勝

利

院

　

　

　

大

通

院

廣

仁

院

　

　

　

貞

如

院

　

　

　

明

福

院

玅

因

院

　

　

　

棲

貞

院

　

　

　

普

安

院

貞

乘

院

　

　

　

凈

因

院

　

　

　

普

照

院

萬

年

院

　

　

　

寶

林

院

　

　

　

明

惠

院
鄕

紳

張

潛

捐

貲

鼎

建

後

殿

曇

華

閣

背

有

五

山

曰

屏

風

僧

帽

周

路

鳳

形

天

鵝

先

朝

道

府

歴

禁

挖

煤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本

府

正

堂

葛

復

給

示

永

禁

挖

煤

壽

昌

院

　

　

　

慈

雲

院

法

寧

院

　

　

　

永

安

院

　

　

　

精

進

院

定

安

院
卽

沙

江

院

萬

暦

辛

卯

年

回

祿

四

十

六

年

里

人

袁

業

泗

倡

衆

募

修

俾

士

子

肄

業

其

中

雙

龍

院

　

　

　

護

國

院

　

　

　

净

居

院

白

雲

菴
城

東

四

十

里

康

熙

戊

午

郡

守

李

　

　

題

寶

刹

維

新

下

有

善

慶

菴

在

南

台

山

內

長

蘆

菴
城

南

三

十

五

里

康

熙

庚

申

郡

守

于

　

　

題

無

爲

而

成

邑

侯

王

　

　

題

宏

開

不

二

其

地

古

名

冠

子

石

山

後

有

石

若

冠

故

名

保

赤

菴
治

內

春

臺

東

偏

舊

泰

山

廟

廢

址

康

熙

十

　

年

　

郡

守

于

　

鼎

建

石

菴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浙

江

督

學

使

黎

題

不

落

階

級

處

僧

正

脉

創

建

古

林

菴
城

西

四

十

里

郡

守

于

題

　

無

聲

無

臭

香

山
城

西

八

十

里

處

有

旃

檀

氣

故

名

古

額

萬

法

歸

一

法

蕐

菴
城

西

三

十

里

大

平

山
城

西

一

百

里



 

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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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二

寺

觀

　

　

　

三

十

十

化

成

巖
自

丙

戊

年

住

僧

出

塵

卒

啓

白

與

師

念

融

接

水

飼

堂

重

建

佛

殿

官

廳

石

路

山

門

禁

蓄

護

屋

官

山

巒

林

府

憲

李

賜

額

贊

化

裁

成

四

字

三

元

殿
在

治

城

西

知

府

解

經

遠

建

玄

妙

觀
東

門

外

卽

叢

福

觀

晉

元

康

間

建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立

爲

叢

林

高

眞

觀
舊

爲

長

興

道

院

在

宐

春

臺

側

有

棲

霞

□

　

澄

心

觀
宐

春

臺

北

洪

武

初

歸

併

玄

妙

觀

　

　

　

棲

眞

觀

　

　

　

靖

嚴

觀

福

眞

觀

　

　

　

龍

泉

觀

　

　

　

仙

居

觀

昊

天

觀

　

　

　

鳳

臺

觀
府

治

西

南



 

宐

春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仙

釋

　

　

　

三

十

一

仙

釋

釋

老

不

經

神

鬼

爲

變

曷

著

之

理

所

不

廢

則

亦

存

之

云

唐

慧

寂

韶

州

人

學

佛

有

成

開

成

中

至

袁

之

仰

山

創

菴

以

居

後

有

僧

乘

空

來

就

講

論

大

有

所

契

且

示

以

貝

多

葉

梵

書

乃

騰

空

而

去

後

江

南

觀

察

使

韋

宙

奏

請

賜

號

儈

虛

中

與

齊

己

爲

詩

友

住

湘

西

漂

成

寺

嘗

寄

蕐

山

司

空

圖

侍

郞

詩

曰

門

徑

放

莎

埀

徃

來

投

刺

稀

有

時

開

御

扎

特

地

挂

朝

衣

嶽

信

僧

傳

去

天

香

鶴

帶

歸

他

年

周

召

化

無

復

更

衰

微

圖

荅

詩

云

十

年

蕐

嶽

峯

前

住

祗

得

虛

中

一

首

詩

宋

法

普

仁

壽

人

幼

苦

行

不

茹

葷

精

理

佛

諦

居

仰

山

緇

流

多

來

從

之

宰

相

張

商

英

聞

于

朝

賜

以

紫

方

服

後

杖

錫

雲

游

不

知

所

之

德

一

九

歲

禮

仰

山

叅

簡

禪

師

禱

雨

輒

應

牧

菴

鄞

人

性

專

靜

叅

佛

眼

禪

師

造

次

不

忘

提

撕

後

登

盧

阜

結

茅

衡

嶽

以

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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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十

二

仙

釋

　

　

　

三

十

二

沈

鱗

字

廷

瑞

南

唐

尚

書

郞

彬

子

彬

高

安

人

鱗

居

宐

春

學

道

于

玉

笥

山

常

衣

單

褐

風

雪

不

易

嗜

酒

工

詩

時

呼

爲

沈

道

者

後

尸

解

去

羅

昇

少

貧

業

屠

狗

晚

遇

異

人

授

以

方

術

年

幾

百

忽

一

日

辭

親

戚

奄

然

逝

後

有

見

昇

賣

藥

瀏

陽

市

中

寄

書

鄕

人

歸

乃

其

殁

之

明

日

時

政

和

八

年

普

菴

祖

師

諱

印

肅

姓

余

宋

政

和

中

生

石

裏

鄕

大

平

里

生

之

夕

有

祥

光

之

異

甫

六

歲

夢

一

僧

點

其

胸

曰

汝

他

日

當

自

省

師

寤

以

白

毋

毋

視

其

點

紅

𤯵

大

似

世

之

纓

珠

遂

許

師

出

家

年

二

十

七

祝

髪

禮

壽

隆

院

賢

和

尚

爲

師

賢

授

以

法

蕐

經

典

師

曰

諸

佛

元

旨

唯

貴

心

悟

數

墨

循

行

何

益

于

事

乃

辭

賢

游

湘

聞

牧

菴

忠

公

倡

道

潙

山

因

問

萬

法

歸

一

一

歸

何

處

□

菴

𥪡

拂

示

之

師

有

省

歸

壽

隆

脅

不

沾

席

者

十

二

載

一

日

閱

蕐

嚴

經

至

李

長

者

達

本

忘

情

知

心

體

合

論

豁

然

大

悟

遍

體

汗

流

曰

我

今

親

契

蕐

嚴

境

界

矣

良

久

云

不

可

說

不

可

說

卽

述

偈

曰

□

不

成

團

撥

不

開

何

須

南

嶽

又

天

台

六

根

門

首

無

人

問

惹

得

胡

僧

特

地

來

師



 

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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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二

仙

釋

　

　

　

三

十

三

自

是

體

用

兼

修

機

鋒

特

妙

有

僧

稱

道

存

自

蜀

冒

雪

訪

師

旣

見

相

與

徵

詰

奥

義

僧

曰

師

再

來

人

也

大

興

吾

道

非

師

其

誰

因

指

雪

書

頌

而

別

師

之

住

壽

隆

也

隣

有

慈

化

院

者

僧

徒

數

千

人

建

炎

初

經

火

衆

稍

散

至

是

闕

往

持

迎

師

居

之

師

住

持

慈

化

凡

四

方

慕

道

來

者

師

隨

機

引

誘

其

以

災

患

疾

苦

請

或

書

頌

或

𣂏

水

與

之

無

不

立

騐

有

人

赴

總

管

府

首

師

妖

者

巡

司

奉

檄

勾

師

師

至

見

一

龍

乘

雲

下

須

臾

風

濤

生

屋

底

白

晝

晦

冥

巡

司

叩

頭

謝

譴

具

以

狀

奏

府

府

守

李

姓

者

善

雷

術

聞

奏

益

信

以

爲

妖

也

遂

乘

便

道

抵

院

曰

借

汝

壇

塲

施

吾

法

事

行

之

三

日

雷

無

應

抱

慚

辭

歸

師

云

將

天

皷

相

送

忽

有

雷

從

北

方

起

電

雹

交

作

守

投

師

懺

悔

乃

止

而

師

名

益

傳

播

遠

近

矣

師

見

朝

謁

日

衆

人

事

旁

午

乃

離

院

潛

入

南

山

石

巖

下

靜

坐

歷

二

載

無

有

知

者

楚

丁

驥

劉

汝

明

故

與

師

□

方

外

交

夜

望

南

巖

上

有

光

徹

天

曰

此

必

師

所

在

也

相

與

披

榛

覔

路

旣

遇

師

但

見

龍

虎

吟

嘯

響

振

巖

谷

二

人

大

生

驚

怖

師

叱

畜

生

且

化

身

來

勿

驚

檀

越

二

人

乃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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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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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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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師

還

山

師

弗

許

固

請

方

許

之

二

人

復

進

曰

慈

化

地

氣

索

莫

屋

宇

湫

隘

曷

因

其

時

革

故

鼎

新

可

乎

師

曰

固

吾

意

也

于

是

移

向

南

泉

中

降

伏

邪

魔

重

建

梵

宇

先

是

師

夜

坐

聞

觸

門

聲

甚

急

啓

戸

視

之

見

一

白

牛

伏

地

乞

哀

師

知

其

罹

庖

丁

災

也

卽

命

侍

者

取

錢

贖

牛

仍

屬

牛

徃

南

窰

𨆃

泥

造

瓦

以

求

解

脫

牛

悉

從

令

一

夕

師

騎

牛

吹

鐵

笛

遶

黄

圃

而

游

者

三

匝

衆

莫

測

所

以

越

明

年

己

丑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卒

事

出

錢

文

薦

記

中

其

語

錄

久

傳

世

有

　

文

廟

御

製

叙

永

樂

年

詔

封

師

普

菴

至

善

弘

仁

圓

通

智

惠

寂

感

妙

應

慈

濟

眞

覺
昭貺

惠

慶

護

國

宣

敎

大

德

菩

薩

今

其

地

爲

慈

化

寺

明

萬

曆

四

十

四

年

僧

聞

秀

赴

京

奏

請

藏

經

勅

賜

全

藏

六

百

七

十

八

凾

勅

二

道

賜

金

七

十

五

兩

并

紫

衣

寶

旙

至

四

十

五

年

賫

歸

本

寺

普

菴

祖

師

加

頌

手

書

金

字

金

剛

經

一

部
明

郡

司

理

丁

聖

時

持

至

原

籍

湖

廣

岳

州

府

巴

陵

縣

御

峒

鄕

供

奉

其

子

春

元

時

見

此

經

叠

現

靈

光

大

有

還

山

之

意

本

寺

住

持

僧

文

柏

于

康

熙

十

年

八

月

赴

府

偹

述

經

卷

始

末

叩

請

批

文

虔

誠

捧

回

予

騐

此

經

字

跡

端

楷

色

澤

煇

煌

歷

年

旣

久

祖

師

墨

跡

恐

難

傳

世

遍

聘

名

手

鐫

石

五

十

四

片

佛

像

木

版

四

葉

秘

藏

慈

化

以

誌

不

朽

云

大

守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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