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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欽
州
志
卷
之
六

知
州
林
希
元
輯

祠
廟

欽
州

文
廟

啓
聖
公
祠

俱

見

學

校

門

社
稷
壇
在
州
治
西
北
半
里
許
洪
武
五
年
府
同
知

郭
儁
建
正
德
六
年
知
州
徐
珪
脩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重
脩
增
建
坊
表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州
治
西
南
半
里
洪
武
五
年

府
同
知
郭
儁
建
正
德
六
年
知
州
徐
珪
脩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重
脩
增
建
坊
表

州
厲
壇
在
州
治
東
北
半
里
洪
武
五
年
府
同
知
郭

儁
建
正
德
六
年
知
州
徐
珪
脩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重
脩
增
建
坊
表

城
隍
廟
在
東
門
内
街
北
舊
在
儒
學
東

軍

鎮

舊

址

𣱵
樂

成
化
中
叅
政
賈
瑜
知
州
陳
淳
相
繼
脩
葺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毁
真
武
祠
而
改
遷
之
附
洪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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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年
僉
事
陶
九
疇
記

城

隍

之

立

廟

古

皆

有

焉

所

以

各

府

州

縣

設

之

而

俾

神

廟

食

者

無

他

蓋

𣣔

護

國

以

佑

民

也

故

𥙊

法

有

曰

能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灾

則

祀

之

人

民

之

病

則

禱

焉

雨

暘

之

愆

期

則

禱

焉

本

分

之

外

不

敢

有

他

祝

也

洪

惟

我

　

朝

大

明

麗

天

無

幽

不

燭

以

神

武

定

天

下

以

忠

厚

化

人

民

摧

強

輔

順

東

西

南

北

罔

不

臣

服

敦

正

風

俗

脩

崇

祀

典

存

其

正

除

其

邪

所

以

禁

滛

祀

尊

城

隍

也

乃

頒

制

降

式

敷

　

命

萬

邦

悉

新

建

廟

設

神

位

於

廟

之

中

畧

其

塑

像

繪

以

雲

璧

示

神

無

形

兆

也

刻

日

　

命

天

下

咸

欽

遵

其

新

制

焉

而

獨

城

隍

神

廟

經

營

　

聖

志

形

于

　

天

語

巋

然

特

立

禮

儀

制

度

於

斯

爲

盛

城

隍

之

神

可

不

以

　

聖

上

之

心

爲

心

而

益

加

隂

佑

黙

相

以

盡

神

之

職

哉

欽

州

府

城

隍

廟

舊

在

府

治

之

東

兵

燹

之

餘

傾

圮

乆

矣

同

知

郭

公

來

治

是

府

敬

謹

自

持

政

通

人

和

奉

　

聖

旨

絶

滛

祀

更

於

軍

鎭

舊

址

依

式

而

重

建

焉

鳩

工

度

材

搬

木

運

土

以

身

先

之

經

之

營

之

不

日

成

之

百

廢

俱

興

丹

艧

美

麗

廟

制

神

位

如

式

不

敢

有

所

損

益

也

事

辦

而

民

不

知

勞

民

勤

而

官

不

苦

擾

郭

公

亦

可

謂

有

㢘

幹

能

奉

　

上

命

者

矣

黃

童

白

叟

奔

走

駭

汗

咸

稱

其

能

干

表

端

影

正

源

潔

流

清

詎

不

信

然

至

黙

賛

元

化

致

　

聖

君

於

堯

舜

之

上

賛

輔

隂

陽

俾

人

民

於

仁

壽

之

域

家

用

平

康

百

榖

用

成

以

成

雍

熈

皡

皡

之

化

風

移

俗

易

吾

豈

不

於

爾

神

而

有

望

庶

無

負

於

　

聖

上

立

廟

之

意

哉

旗
纛
廟
在
千
戸
所
後
今
廢

林
公
祠
在
東
門
外
玄
玅
觀
後
舊
即
城
中
五
顯
廟

爲
之
卑
狹
弗
稱
屋
老
將
頃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毁
玄
玅
觀
後
真
武
祠
而
改
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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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名
宦
祠
在
㦸
門
之
左
以
祀
宋
推
官
徐
的
知
州
陶

弼
陳
𣱵
齡
楊
友
紹
岳
霖
元
監
郡
凍
阿
术

國
朝
知
州
蔡
惟
溥
李
純
舊
有
唐
遵
化
尉
李
邕
宋
知

州
余
靖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以
遵
化
縣
已

并
入
靈
山
余
靖
未
嘗
知
欽
州
議
改
祀
李
邕
於
靈

山
改
題
余
靖
爲
廣
西
體
量
安
撫
使
而
别
祀
之

郷
贒
祠
在
㦸
門
之
右
以
祀
唐
諌
議
大
夫
寗
悌
原

國
朝
國
子
監
丞
梁
里
許
知
縣
陳
善
住
知
府
楊
冠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立
二
贒
祠
以
祀
寓
贒
唐

張
說
宋
呂
祖
㤗
後
并
祀
於
鄉
贒

土
地
祠
在
州
治
儀
門
東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州
杜
傑

重
建
西
向
卑
窄
就
壞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兀

改
南
向
而
弘
其
制

關
王
廟
在
城
内
西
岡
北
向
洪
武
二
年
百
戸
楊
五

建
成
化
九
年
守
備
指
揮
吳
忠
千
戸
胡
顒
重
建

天
妃
廟
在
州
城
外
東
南
隅
濵
江
東
向
𣱵
樂
四
年

指
揮
孫
遇
建
天
順
六
年
指
揮
周
旻
重
建
歳
乆
而

圮
居
民
以
義
興
建
歳
乆
不
就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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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林
希
元
始
督
成
之

烏
雷
廟
在
白
皮
烏
雷
嶺
下

三
皇
廟
故
址
在
州
城
南
今
失
其
處
附
元
馮
明
孫

記
太

極

旣

判

人

位

于

中

朴

蒙

倥

侗

捭

豚

燔

黍

汗

樽

杯

飲

穴

處

巢

居

衣

服

羽

皮

㗖

茹

毛

血

于

斯

時

也

不

有

聖

人

孰

開

厥

先

庖

𦏁

氏

以

倉

精

之

君

首

出

繼

天

文

成

八

象

肇

建

君

臣

父

子

夫

婦

之

道

以

開

天

下

之

聾

瞽

神

農

赤

精

之

君

因

姜

命

氏

其

紹

出

也

制

耒

耜

之

用

聚

日

中

之

市

明

稼

穡

食

貨

之

理

以

養

天

下

之

萬

民

黃

帝

黄

精

之

君

國

於

有

熊

公

孫

嬀

氏

其

鼎

出

也

埀

衣

裳

易

宫

室

具

舟

楫

造

弧

矢

以

示

天

下

之

威

此

伏

𦏁

所

以

制

人

法

神

農

所

以

興

人

利

軒

轅

所

以

除

人

害

也

蓋

德

侔

天

地

曰

皇

化

合

神

明

曰

皇

埀

拱

無

爲

曰

皇

其

道

大

而

莫

載

髙

而

無

窮

故

能

理

日

月

之

運

法

隂

陽

之

治

節

四

時

之

度

正

律

曆

之

數

别

男

女

明

上

下

變

倥

侗

而

爲

見

聞

捭

燔

而

爲

鼎

釡

汙

杯

而

爲

噐

具

羽

皮

而

爲

織

袵

毛

血

而

爲

菽

粟

使

天

下

之

人

甘

其

食

美

其

服

樂

其

法

安

其

居

熈

熈

然

皡

皡

然

百

姓

日

用

而

不

知

故

能

成

雍

熈

㤗

和

之

至

治

吁

三

皇

之

功

蓋

萬

世

則

三

皇

之

祀

傳

萬

世

不

亦

冝

乎

自

夫

周

人

以

先

嗇

祀

魯

人

以

有

濟

祀

唐

人

以

壇

上

祀

爾

後

竟

廢

厥

典

洪

惟

皇

元

以

仁

立

國

以

禮

賁

治

先

皇

追

念

古

先

聖

王

開

天

建

極

立

法

作

則

創

物

埀

範

廼

播

告

天

下

立

廟

欽

崇

每

歳

三

月

三

日

九

月

九

日

恭

脩

𥙊

典

以

傳

無

窮

徛

歟

休

哉

甚

盛

舉

也

寜

越

邈

在

邊

徼

廟

宇

卑

陋

土

階

茅

茨

延

祐

丁

巳

春

東

魯

㓂

公

來

判

是

邦

力

欲

撤

而

新

之

府

推

髙

凉

石

𣱵

堅

幕

貳

羅

川

陳

道

相

與

賛

成

廼

於

郡

治

之

前

鼎

新

恢

拓

捐

官

吏

之

禄

秩

𦔳

土

木

之

經

費

鳩

役

於

農

𨻶

市

材

於

海

麓

募

梓

陶

瓦

崇

址

甃

石

建

始

於

丁

巳

之

冬

訖

工

於

戊

午

之

春

𥨊

殿

三

門

各

三

間

兩

厦

前

屹

雉

堞

後

聳

麗

譙

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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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庭

除

暢

逹

慶

成

之

日

適

丁

春

祀

薦

牲

薺

陳

簠

簋

鏗

鏘

鍾

鼓

臣

民

稚

耄

懽

洽

忭

蹈

對

越

䖍

祝

使

三

光

全

寒

暑

平

五

榖

熟

民

人

育

景

星

慶

雲

出

應

昌

運

當

今

聖

人

埀

拱

無

爲

復

見

雍

熈

㤗

和

抑

亦

皇

靈

之

昭

著

也

乃

爲

之

歌

曰

三

皇

之

治

安

無

爲

三

皇

之

世

民

熈

熈

三

皇

宫

殿

高

巍

巍

三

皇

祀

典

無

終

期

上

願

當

今

聖

明

主

㤗

和

常

與

三

皇

侶

川

流

嶽

峙

河

海

清

百

揆

時

叙

桑

穀

生

萬

國

梯

航

四

海

一

儀

鳯

來

翔

麒

麟

出

乾

清

坤

夷

日

月

明

天

子

太

平

民

太

平

諌
議
廟
在
州
治
東
二
十
里
中
和
坊
唐
寗
悌
原
爲

諌
議
大
夫
致
仕
還
鄉
卒
鄉
人
立
廟
祀
之
𣱵
樂
十

五
年
叅
政
賈
瑜
重
脩

北
府
廟
在
城
東
北
三
里
中
和
坊
昔
李
令
公
有
功

於
民
鄉
人
立
廟
祀
之

考

李

令

公

邊

帥

也

志

失

其

名

雷
廟
在
州
治
南
五
里
赤
勘
村
𣱵
樂
七
年
廵
檢
象

貴
建

以

上

五

廟

俱

廢

靈
山
縣文

廟
見

學

校

門

啓
聖
公
祠
在
海
北
書
院
之
後
嘉
靖
十
五
年
僉
事

王
崇
建

社
稷
壇
在
𣱵
寜
坊
西
北
舊
在
縣
治
之
北
其
地
下

濕
天
順
七
年
知
縣
林
錦
遷
于
石
六
𡶶
東
嘉
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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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僉
事
劉
道
以
𧃳
民
居
遷
今
所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州
治
之
南
舊
在
縣
治
東
南

臨
𥙊
多
阻
水
天
順
七
年
知
縣
林
錦
遷
今
所
成
化

七
年
始
砌
壇
壝
今
壞

邑
厲
壇
在
縣
治
之
北
舊
在
縣
治
之
■
天
順
七
年

知
縣
林
錦
遷
今
所
成
化
八
年
始
砌
壇
壝
今
壞

城
隍
廟
仕
縣
治
西
北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夏
秉
恕
建

成
化
八
年
僉
事
林
錦
脩
正
德
九
年
知
縣
劉
翕
重

建旗
纛
廟
在
千
戸
所
内
東
偏
正
綂
六
年
建
成
化
八

年
守
備
指
揮
周
塏
重
建

林
公
生
祠
在
縣
治
西
北
六
𡶶
門
内
邑
人
監
生
勞

雍
等
議
建
未
果
弘
治
元
年
府
同
知
杜
禮
始
成
之

正
堂
大
門
各
一
間
又
於
門
外
兩
傍
爲
舗
舎
四
間

歳
收
其
稅
以
供
𥙊
祀
府
學
教
授
葉
徽
記

士

有

旣

去

而

遺

愛

存

焉

非

大

有

功

德

於

民

者

弗

克

也

夫

愛

生

於

畏

而

根

於

心

思

見

其

人

者

念

其

德

故

召

伯

之

去

南

國

有

蔽

芾

甘

棠

之

詠

羊

叔

子

之

去

襄

陽

有

現

山

墮

淚

之

碑

此

天

理

民

彛

之

自

然

通

古

今

爲

一

息

者

歟

閩

之

連

江

林

公

彦

章

發

身

賢

科

愽

學

多

聞

考

其

爲

人

若

范

文

正

公

自

做

秀

才

時

已

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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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天

下

事

者

故

自

其

身

教

𢿙

事

以

至

於

爲

令

爲

守

起

擢

憲

僉

尋

陞

憲

副

時

至

郡

邑

政

教

一

新

百

度

脩

舉

其

事

未

易

悉

𢿙

而

其

豐

功

偉

績

則

以

脩

建

城

堡

保

障

殘

民

設

戰

守

之

具

歸

徭

夷

之

心

計

安

人

逺

用

戒

不

虞

者

爲

一

等

事

也

百

世

之

下

民

受

其

福

始

而

治

之

乆

而

安

之

逺

而

思

之

以

義

祠

之

無

老

稚

男

婦

無

尊

卑

貴

賤

皆

仰

公

爲

父

母

常

欲

觀

其

儀

刑

儼

若

福

星

之

照

臨

靈

光

之

獨

存

烏

能

頃

刻

忘

廼

成

化

十

有

五

年

公

以

勞

瘁

成

疾

漸

倦

於

勤

屢

上

䟽

乞

骸

骨

以

終

天

年

上

允

其

請

而

兵

權

遂

釋

士

夫

軍

民

聞

之

如

䘮

考

妣

恨

不

能

遮

道

攀

轅

至

以

千

里

百

里

逺

送

于

閩

而

後

已

迄

今

二

十

年

間

仰

德

威

而

思

遺

澤

者

猶

一

日

徃

歳

鄉

人

勞

雍

等

群

集

于

邑

咸

欲

議

建

生

祠

圖

其

儀

像

以

瞻

以

依

蓋

謀

而

未

遂

者

也

時

郡

二

守

豐

城

杜

公

玉

節

自

下

車

𥘉

恒

以

立

堡

綏

夷

招

復

流

亡

𥙷

□

稅

畝

爲

事

上

聞

而

　

天

子

嘉

之

撫

字

同

心

功

可

踵

迹

景

仰

先

烈

每

按

是

邑

詢

故

老

得

其

巔

末

輙

嘖

嘖

嘆

曰

吾

郡

之

有

靈

山

界

當

廣

西

夷

㓂

䟦

扈

旣

險

且

危

所

以

調

護

元

氣

而

疲

瘵

復

春

吾

屬

無

患

林

侯

之

功

居

多

乃

與

邑

之

鄉

耆

梁

本

等

日

爲

區

畫

發

貯

𥝠

帑

以

成

其

志

且

以

先

時

知

縣

崔

公

所

勸

緡

錢

守

備

■

公

所

採

木

石

命

官

募

匠

樂

事

勸

功

來

者

如

雲

實

創

始

於

弘

治

之

紀

元

九

月

一

日

落

成

於

弘

治

之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而

其

董

理

則

典

史

饒

景

百

戸

喻

信

工

不

踰

年

而

刻

像

亦

告

成

焉

由

是

靈

山

之

士

民

黄

童

白

叟

歳

時

伏

臘

稽

首

百

拜

者

動

以

千

計

不

約

而

同

杜

公

繼

至

欣

然

見

其

峻

事

即

召

諸

父

老

相

度

於

祠

前

𨻶

地

創

置

店

舎

四

間

俾

商

於

斯

土

者

僦

屋

以

居

徴

其

杳

燭

使

可

以

𠑽

常

祀

此

可

見

邑

人

愛

公

之

深

杜

侯

敬

公

之

至

乃

歲

次

弘

治

之

七

年

邑

令

趙

君

鈺

常

謁

斯

祠

念

無

文

以

記

其

事

遂

詣

㢘

請

予

文

以

志

之

一

以

昭

林

公

之

德

澤

一

以

表

吾

人

之

思

愛

予

於

公

爲

同

郷

而

知

公

尤

深

何

可

以

不

文

辭

考

之

記

曰

能

以

勞

定

國

者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災

大

患

者

則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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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之

昔

子

胥

屈

原

皆

有

功

於

時

至

今

血

食

今

觀

林

公

以

子

視

民

而

盡

保

愛

之

責

吾

民

以

父

母

報

林

公

而

極

尊

事

之

典

其

與

子

胥

屈

原

之

事

甘

棠

之

遺

峴

山

之

碑

蓋

異

世

而

同

揆

者

也

故

立

之

祠

埀

之

記

以

俟

觀

風

者

采

焉

正
德
七
年
僉
事
李
瑾
脩
嘉
靖
十
五

年
僉
事
王
崇
增
建
儀
門
一
座
嘉
靖
十
八
年
僉
事

孫
世
祐
見
祠
宇
就
敝
市
租
亦
爲
縣
官
所
有
乃
復

脩
葺
復
市
租
以
供
祠
用
附
韶
州
府
教
授
方
玭
林

公
德
政
記

夫

子

以

政

令

刑

罰

爲

化

民

之

末

務

而

必

曰

道

之

以

德

齊

之

以

禮

傳

循

吏

者

因

之

所

列

率

仁

厚

之

士

凛

凛

德

譲

之

君

子

而

亦

百

十

年

之

間

一

見

其

人

者

有

捍

禦

之

功

自

安

樂

之

有

冨

教

之

實

自

咏

嘆

之

可

多

人

能

哉

於

今

見

林

侯

之

爲

賢

也

侯

未

相

識

也

嘗

讀

旌

㢘

能

公

移

仰

其

名

氏

其

後

讀

郡

守

饒

君

秉

鑑

新

城

之

記

詳

其

行

事

又

其

後

司

訓

許

君

文

燁

以

父

老

之

書

請

記

其

德

政

之

碑

益

知

其

詳

侯

名

錦

字

彦

章

閩

連

江

人

庚

午

鄉

試

第

授

㢘

之

合

浦

訓

導

正

身

立

教

鄰

庠

生

多

從

問

學

天

順

庚

辰

蠻

㓂

起

海

濵

䧟

郡

縣

靈

山

當

其

衝

尹

丞

先

事

去

都

憲

葉

公

時

廵

撫

兩

廣

檄

侯

來

署

侯

視

南

郭

外

民

聚

處

𢿙

千

家

而

城

中

縣

治

軍

營

之

偏

寐

無

有

𨻶

地

亟

命

取

木

於

山

𤨔

民

居

𣗳

栅

五

百

餘

丈

爲

之

保

障

歲

且

不

登

多

窘

於

衣

食

傾

倉

賑

給

無

有

空

乏

無

何

滿

秩

之

京

㓂

毁

其

栅

民

潰

入

山

林

徃

徃

相

泣

也

葉

公

具

其

績

于

　

朝

請

授

知

縣

奉

　

詔

從

公

言

民

聞

知

相

率

来

歸

而

於

時

㓂

勢

熾

縱

横

剽

掠

無

虚

日

侯

躬

率

民

壮

隨

所

至

徃

禦

明

年

壬

午

正

月

與

戰

於

羅

禾

水

口

敗

之

閱

月

又

敗

之

墟

黃

崗

嶺

下

五

月

晦

前

二

日

大

敗

之

新

庄

前

後

俘

斬

近

六

百

人

㓂

云

攻

他

邑

邑

以

無

虞

乃

諭

民

㧞

木

栅

築

土

垣

因

舊

城

闢

之

上

具

睥

睨

樓

鋪

下

通

重

門

外

鑿

深

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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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遷

縣

治

於

中

安

危

偕

之

費

鉅

財

不

告

匱

役

煩

民

不

言

勞

笑

語

嘻

嘻

式

歌

且

舞

謂

他

邑

災

害

之

相

仍

而

我

耕

樵

時

事

鷄

犬

相

聞

也

侯

事

神

育

材

尤

所

加

意

大

成

殿

南

北

壇

傾

頽

乆

矣

脩

飭

如

新

建

學

後

堂

闢

兩

齋

爲

絃

誦

所

戎

事

稍

暇

坐

其

上

問

難

經

義

講

肄

禮

義

民

多

從

徃

觀

乆

皆

服

習

其

教

婚

有

時

䘮

有

制

燕

有

序

孝

友

有

節

尊

卑

有

秩

鄒

魯

雅

俗

倐

爾

荒

服

見

之

夫

澒

洞

轇

轕

之

秋

貪

酷

乗

而

掊

克

罷

軟

黙

而

茍

且

事

急

勢

至

䇿

焉

奔

馳

而

號

諸

人

曰

蠻

氣

甚

惡

也

城

𡚁

莫

守

也

民

頑

莫

從

也

過

此

有

不

愧

於

中

邪

侯

賢

於

人

逺

矣

而

侯

之

治

小

邑

耳

得

郡

佐

之

千

里

刁

斗

之

息

矣

得

藩

佐

之

一

方

袵

席

之

安

矣

而

詢

其

設

施

次

第

𥘉

不

事

刑

罰

之

嚴

捐

之

以

俸

冨

室

諭

財

先

之

以

身

壯

夫

効

力

夫

子

語

子

路

先

之

勞

之

之

語

侯

之

用

矣

子

路

以

政

事

名

而

其

志

曰

千

乗

之

國

加

之

師

旅

因

之

飢

饉

爲

之

三

年

民

有

勇

且

知

方

也

門

人

尚

述

之

以

示

後

世

林

侯

之

賢

不

有

述

之

爲

善

者

不

㡬

於

怠

乎

故

不

拒

父

老

之

請

次

第

其

辭

俾

歸

刻

諸

石

俟

太

史

之

采

以

續

史

傳

之

載

云

太
常

少
卿
莆
田
林
文
林
公
安
邊
脩
造
記

蠻

夷

猾

夏

𨿽

唐

虞

之

世

不

能

無

而

於

禍

患

之

來

預

生

賢

才

爲

攘

𨚫

且

因

之

而

立

千

百

年

之

防

此

實

天

相

至

治

之

世

若

漢

馬

文

淵

之

平

側

貳

而

與

越

人

申

明

舊

制

開

陂

障

溝

洫

宋

余

安

道

之

平

儂

智

髙

而

罷

浮

賦

奏

官

吏

滿

去

不

得

持

南

方

藥

物

非

其

然

耶

而

今

得

林

君

在

㢘

州

安

邊

脩

造

政

績

於

二

公

若

一

人

者

故

因

靈

山

周

敎

諭

弘

之

請

并

其

行

事

詳

著

之

教

諭

余

同

邑

人

非

有

𥝠

於

君

而

爲

求

言

因

㢘

人

之

志

余

烏

得

無

言

乎

君

名

錦

字

彦

章

閩

連

江

人

由

景

㤗

庚

午

鄉

試

進

士

授

合

浦

縣

儒

學

訓

導

時

蠻

㓂

四

出

郡

邑

不

能

爲

計

君

累

陳

守

備

方

畧

𣅜

鑿

鑿

可

行

天

順

紀

元

右

僉

都

御

史

崑

山

葉

公

檄

署

靈

山

縣

事

君

至

周

視

形

勢

於

縣

南

立

排

栅

五

百

丈

多

設

戰

守

之

具

㓂

不

能

爲

害

適

中

貴

前

後

徃

珠

池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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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珠

勞

費

百

萃

君

爲

措

置

其

事

事

告

完

民

不

以

爲

艱

末

㡬

滿

秩

之

京

民

庻

失

怙

依

散

入

山

谷

葉

公

具

其

事

以

　

聞

辛

巳

授

靈

山

知

縣

馳

驛

來

任

民

聞

之

來

歸

而

是

歳

田

荒

不

耕

榖

價

騰

踴

斛

至

錢

千

君

發

倉

廪

賑

濟

而

㓂

勢

益

熾

時

時

攻

掠

村

堡

君

乃

單

騎

至

其

巢

穴

諭

以

禍

福

於

是

近

縣

二

十

五

徭

悉

歸

服

其

逺

所

不

服

躬

率

民

兵

以

徃

隨

所

至

與

戰

先

後

俘

斬

千

餘

還

所

擄

掠

子

女

倍

之

縣

中

無

事

乃

去

排

栅

築

土

城

徙

縣

治

於

中

㢘

守

饒

侯

秉

鑑

爲

作

新

城

記

禁

淫

祠

脩

學

校

試

生

徒

勸

民

力

農

桑

務

孝

弟

成

化

丙

戍

陞

知

㢘

州

府

事

靈

山

民

求

韶

教

授

方

先

生

此

爲

德

政

碑

文

立

石

頌

德

焉

㢘

亦

經

㓂

乆

民

勞

飢

發

倉

廪

如

靈

山

先

後

所

活

𢿙

萬

人

時

㓂

焚

刼

清

和

鄉

官

軍

望

之

不

與

戰

君

亦

肩

輿

造

焉

㓂

見

君

耒

稽

首

散

去

者

千

人

尚

有

恃

強

不

降

者

縱

兵

殺

之

盡

自

後

聞

㓂

所

在

即

率

兵

徃

徃

必

俘

馘

以

歸

脩

城

浚

隍

周

城

設

串

樓

造

戰

守

噐

械

暇

日

召

耆

老

問

其

疾

苦

而

吹

嘘

摩

撫

如

在

其

身

又

脩

治

學

宫

教

訓

子

弟

於

學

南

闢

通

渠

架

石

梁

作

化

龍

亭

廣

東

左

布

政

使

張

公

廷

璽

爲

記

戊

子

秋

　

勑

拜

廣

東

按

察

司

僉

事

撫

治

㢘

州

君

益

相

地

利

設

團

河

營

以

禦

西

㓂

設

新

寮

營

以

禦

南

㓂

設

洪

崖

營

以

塞

㓂

出

沒

之

路

於

是

㓂

來

則

獲

期

月

間

誅

豪

酋

三

百

畸

而

還

虜

掠

視

靈

山

時

加

多

流

逋

歸

禾

稼

熟

商

賈

四

至

物

價

省

半

己

丑

出

廵

欽

州

下

車

以

脩

浚

爲

第

一

事

儒

學

舊

在

城

外

壞

且

盡

以

海

北

道

作

明

倫

堂

貨

堂

左

民

居

作

孔

子

廟

别

作

海

北

道

於

城

西

南

次

治

驛

舘

舗

舎

整

餙

如

新

是

秋

至

𣱵

安

城

隍

低

淺

於

欽

州

爲

甚

亦

爲

之

脩

浚

髙

堅

且

深

設

串

樓

噐

械

如

㢘

𢈏

寅

春

復

至

靈

山

念

土

城

非

乆

逺

計

燒

磚

鑿

石

命

把

總

指

揮

周

宣

董

其

事

未

周

歳

而

石

城

成

周

五

百

丈

髙

一

丈

九

尺

覆

以

串

樓

開

東

西

二

門

靈

山

遂

爲

重

鎮

蠻

㓂

固

仰

君

威

德

不

敢

以

來

亦

無

能

爲

也

已

然

而

諸

役

之

興

未

嘗

歛

民

一

錢

用

物

力

皆

歸

其

直

而

出

於

公

帑

之

積

逺

外

之

民

徒

見

諸

役

之

興

以

成

不

知

其

所

以

成

也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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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重

作

靈

山

縣

治

煥

然

如

式

下

至

道

路

橋

梁

以

石

砌

者

四

十

三

於

逹

官

官

軍

之

來

守

州

縣

者

爲

治

房

舎

噐

物

園

圃

養

其

銳

氣

而

於

軍

民

利

病

酌

其

可

否

可

經

乆

行

者

言

之

于

　

朝

前

後

十

三

餘

䟽

朝

廷

知

君

出

於

公

正

皆

爲

嘉

納

或

　

特

旨

勞

𧶽

而

　

所

言

之

大

爲

兩

廣

生

靈

之

福

如

請

立

總

兵

府

於

梧

州

府

使

嶺

南

萬

里

昔

爲

病

苦

之

邦

今

爲

冨

樂

之

地

君

之

功

尤

可

尚

也

視

馬

余

二

公

皆

足

以

載

國

史

示

來

世

而

君

筮

仕

適

在

蠻

方

能

展

猷

爲

至

於

顯

用

不

徒

俾

蠻

夷

惴

惴

焉

不

敢

以

動

其

施

設

　

期

至

於

乆

逺

安

然

無

爲

於

此

見

君

爲

賢

才

之

士

天

相

國

家

之

治

至

於

萬

年

之

乆

不

於

此

而

見

一

端

也

耶

余

退

居

乆

於

史

事

不

復

有

與

然

因

𤎉

人

之

欲

而

爲

記

以

俟

采

擇

爲

君

列

傳

而

君

亦

由

此

而

升

弘

功

偉

業

將

有

功

天

下

史

氏

自

當

爲

君

大

書

特

書

不

一

而

書

何

俟

於

予

也

哉

名
宦
祠
在
海
北
書
院
之
後
啓
聖
公
祠
之
左
舊
無

嘉
靖
十
五
年
僉
事
王
崇
建
以
祀
宋
知
縣
鄭
光
祖

主
簿
毛
温
本
朝
典
史
鄧
忠
縣
丞
王
勉
知
縣
林
錦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增
祀
唐
遵
化
尉

李邕

鄉
贒
祠
在
海
北
書
院
之
後
啓
聖
公
祠
之
右
舊
無

嘉
靖
十
五
年
僉
事
王
崇
建
以
祀
宋
朝
奉
大
夫
黃

渙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增
祀
唐
諌
議
大
夫

寗
悌
原

土
地
祠
在
縣
治
内
隨
縣
建
立
原
居
右
偏
吏
司
房

之
上
東
向
歳
一
𥙊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縣
趙
仲
衍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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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縣
遷
於
縣
堂
之
左
與
縣
並
立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歳
增
春
秋
二
𥙊

兵
防兵

官
海
北
兵
備
道
𥘉
署
雷
州
正
德
二
年
改
署
靈
山
𥘉

副
使
僉
事
間
用
後
純
用
僉
事

管
轄

府
二

廉

州

雷

州

州
一

欽

州

縣
五

合

浦

　

靈

山

　

海

康

徐

聞

　

遂

溪

衛
二

廉

州

雷

州

所
七

欽

州

千

戸

所

　

𣱵

安

千

戸

所

靈

山

千

戸

所

　

海

康

千

戸

所

海

安

千

戸

所

　

樂

民

千

戸

所

錦

囊

千

戸

所

甘
澤

魏

郡

人

副

使

正

綂

五

年

任

築

靈

山

城

李
駿

浙

江

會

稽

縣

人

進

士

僉

事

景

泰

五

年

任

毛
吉

浙

江

餘

姚

縣

人

進

士

僉

事

天

順

五

年

任

有

平

賊

功

見

廣

州

名

宦

林
錦

福

建

連

江

縣

人

舉

人

副

使

見

名

宦

俞
俊

直

隷

人

進

士

副

使

成

化

十

六

年

任

翁
晏

福

建

侯

官

縣

人

進

士

成

化

十

七

年

任

以

後

俱

僉

事

王
經

直

隷

長

洲

縣

人

進

士

弘

治

元

年

任

方

良
𣱵

福

建

莆

田

縣

人

進

士

弘

治

十

四

年

任

鄧
㮣

江

西

新

淦

縣

人

進

士

弘

治

十

八

年

任

李
希
顔

直

隷

華

𠅘

縣

人

進

士

正

德

元

年

任

李
瑾

浙

江

處

州

衛

籍

山

隂

縣

人

進

士

正

德

三

年

任

李
志
剛

四

川

成

都

左

護

衛

籍

進

士

正

德

六

年

任

擒

廖

公

廣

賊

首

盧

學
書

江

西

清

江

縣

人

進

士

正

德

十

一

年

任

汪
克
章

浙

江

餘

姚

縣

人

進

士

正

德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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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年任

楊
崇

福

建

甌

寜

縣

人

舉

人

嘉

靖

三

年

任

劉
道

子

弘

江

西

萬

安

縣

人

進

士

嘉

靖

八

年

任

陸
澄

元

静

浙

江

歸

安

縣

人

進

士

嘉

靖

九

年

任

鄭
允
璋

德

夫

福

建

閩

縣

人

進

士

嘉

靖

十

一

年

任

王
崇

仲

德

浙

江

𣱵

康

縣

人

進

士

嘉

靖

十

三

年

任

孫
世
祐

元

吉

江

西

豐

城

縣

人

進

士

嘉

靖

十

七

年

任

欽
州
守
備
自
宣
德
元
年
交
趾
黎
利
叛
始
命
廣
東

都
指
揮
程
瑒
領
軍
於
欽
城
南
北
立
四
營
以
守
後

因
之
都
指
揮
指
揮
間
用
成
化
六
年
以
後
皆
用
指

揮
不
復
以
都
司
領
軍
矣

程
瑒

廣

東

都

指

揮

宣

德

中

任

王
斌

廉

州

衛

指

揮

宣

德

中

任

干
羽

廣

東

都

指

揮

正

綂

十

四

年

任

尹
通

廣

東

都

指

揮

天

順

八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賊

䧟

欽

州

城

取

回

周

旻
廣

東

衛

指

揮

成

化

六

年

任

吳
忠

廣

海

衛

指

揮

成

化

六

年

同

周

旻

任

李
昂

廣海

衛

指

揮

成

化

八

年

任

聶
英

肇

慶

衛

指

揮

成

化

十

八

年

任

湯
宣

南

京

　

　

衛

指

揮

弘

治

二

年

任

邵
昇

廣

海

衛

指

揮

弘

治

四

年

任

袁
勛

南

京

　

　

衛

指

揮

弘

治

六

年

任

陸

鑑
㢘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八

年

任

李
叢

惠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九

年

任

王
堪

雷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十

一

年

任

劉
斌

廉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十

三

年

任

白
貴

廉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十

五

年

任

陸
淳

廉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十

六

年

任

范
卿

廉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十

七

年

任

張

榮
廉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十

八

年

任

劉
鑑

廉

州

衛

指

揮

王
剛

廉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四

年任

張
輗

廉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六

年

任

徐
淵

雷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八

年

任

郭
𦬱

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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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衛

指

揮

正

德

十

一

年

任

張
傑

雷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十

三

年

任

王
勲

廉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十

三

年

任

王
臣

㢘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十

五

年

任

白
俊

㢘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十

六

年

任

湛
翀

廉

州

衛

指

揮

嘉

靖

三

年

任

耿
冨

廉

州

衛

指

揮

嘉

靖

五

年

任

范
鎧

廉州

衛

指

揮

嘉

靖

六

年

任

許
淳

廉

州

衛

指

揮

嘉

靖

十

四

年

任

孫
正

廉

州

衛

指

揮

嘉

靖

十

六

年

任靈
山
守
備
天
順
𥘉
調
廣
惠
二
衛
官
軍
六
千
分
班

上
下
防
守
成
化
十
六
年
掣
回
廣
州
衛
弘
治
十
四

年
掣
回
惠
州
衛
成
化
以
前
或
以
都
司
自
後
只
以

指
揮
領
軍
防
守

歐
磐

廣

東

都

司

徐
寜

廣

東

都

司

天

順

中

任

白
太

廣

東

逹

都

司

周
宣

惠州

衛

指

揮

𨶒
通

惠

州

衛

指

揮

高
　
　

惠

州

衛

指

揮

𡊮
勲

南

京

錦

衣

衛

指

揮

已

上

俱

成

化

中

任

孫
璧

廣

海

衛

指

揮

行

都

司

事

弘

治

𥘉

任

劉
鑑

廉

州

衛

指

揮

弘

治

十

七

年

任

陸
淳

廉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三

年

任

張
輗

廉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九

年

任

范

凱
廉

州

衛

指

揮

正

德

十

三

年

任

孫
正
　
湛
翀

俱

廉

州

指

揮

正

德

中

任

張

慶
雷

州

衛

指

揮

許
淳
　
劉
滋
　
孫
正
　
范
鎧
　
湛
翔

俱

廉

州

衛

指

揮

嘉

靖

中

任

兵
制

欽
州
千
戸
所
轄
十
百
戸
所
額
設
旗
軍
一
千
三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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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八
十
二
名

迯

亡

一

千

七

十

七

名

實

在

三

百

五

名

内

除

老

㓜

軍

二

十

三

名

實

在

精

壯

二

百

八

十

二

名

民
快
一
百
八
十
名

沿
海
廵
檢
司
弓
兵
二
十
名

長
墩
廵
檢
司
弓
兵
二
十
名

管
界
廵
檢
司
弓
兵
二
十
名

如
昔
廵
檢
司
弓
兵
二
十
名

靈
山
千
戸
所
轄
十
百
戸
所
額
設
旗
軍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名

故

絶

旗

軍

六

百

八

名

逃

亡

旗

軍

二

百

四

十

七

名

實

在

旗

軍

二

百

六

十

五

名

民
快
四
百
五
十
名

西
鄉
廵
檢
司
弓
兵
二
十
五
名

林
墟
廵
檢
司
弓
兵
二
十
名

兵
噐

欽
州
千
戸
所

國
𥘉
頒

銅
將
軍
銃
一
箇
　
銅
飛
鎗
二
把
　
銅
碗
口
銃

四
箇
　
銅
神
炮
五
箇
　
銅
手
銃
六
把
　
銅
長

頸
破
落
戸
二
箇
　
釭
神
炮
三
箇
　
釭
碗
口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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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一
把
　
釭
扣
馬
丹
九
箇
　
釭
飛
鎗
十
一
把

以上

火

噐

五

卜

四

件

鐡
骨
朶
三
十
二
把
　
衮
刀
八
把

正
德
九
年
七
月
　
欽
降
减
半
式
様

六
瓣
朙
盔
五
頂
　
襯
盔
五
頂
　
齊
腰
甲
五
副

黑
𣾰
絲
紫
角
弓
十
五
張
　
正
副
白
絲
弓
絃
三

十
條
　
破
甲
鐡
箭
八
百
八
十
二
𣏽
　
朙
油
真

皮
撒
袋
十
副
　
黑
𣾰
靶
鞓
腰
刀
十
把
　
黑
𣾰

鞘
斬
馬
刀
五
把
　
勒
甲
脂
皮
帶
五
條
　
彩
畫

虎
頭
長
挨
牌
十
靣

凢
九
百
八
十
二
件
約
用
料
銀
三
十
八
兩
一
錢

一
分
五
𨤲
七
毫
七
絲
三
忽
一
㣲
五
纎

清
軍
御
史
楊
紹
芳
議
奏
𣸸
造

佛
郎
機
銃
管
十
把
每
把
連
提
銃
子
一
箇
　
神

機
螺
螄
箭
各
一
百
𣏽
　
鈎
刀
五
張
　
眉
刀
十

張
　
短
鎗
二
十
根
　
弩
二
十
把

前
件
軍
噐
量
造
十
分
之
二

已
上
軍
噐
銀
四
十
一
兩
五
錢
三
分
五
𨤲
六
毫

七
絲
二
忽
三
㣲
六
纎
軍
三
民
七
出
辨
欽
州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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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戸
所
該
銀
一
十
二
兩
四
錢
六
分
七
毫
一
忽
一

㣲
九
纎
撥
正
軍
二
名
出
辦
免
其
差
操
欽
州
該

銀
二
十
九
兩
七
分
四
𨤲
九
毫
七
絲
一
忽
一
㣲

七
纎
照
秋
糧
民
米
出
辦

靈
山
千
戸
所

國
𥘉
欽
降
軍
噐
無

正

綂

五

年

始

自

廣

海

衛

調

守

靈

山

故

軍

噐

無

降

正
德
九
年
七
月
　
欽
降
减
半
式
様
御
史
楊
紹
芳

奏
𣸸
造
軍
噐
出
辦
銀
兩
並
如
州

城
池州

城
舊
在
靈
山
縣
思
林
都
今
舊
州
墟
其
故
址
也

地
卑
氣
欝
人
多
死
于
瘴
厲
宋
天
聖
元
年
推
官
徐

的
始
建
議
遷
近
海
白
沙
之
東
即
今
治
所
學
正
萬

人
俊
記

舊

郡

水

土

不

利

朝

野

具

聞

稼

穡

歲

望

而

不

登

嵐

靄

晝

昏

而

罔

霽

結

成

瘵

疾

流

害

寢

深

其

有

隷

官

而

來

戎

師

北

至

㨿

鞍

𦆵

觧

坐

席

未

温

即

憂

懼

之

莫

遑

漸

淪

胥

之

相

繼

昨

本

路

轉

運

使

司

封

員

外

郎

鄭

天

益

提

轄

之

暇

經

度

海

隅

之

地

抗

䟽

封

章

上

聞

宸

聰

朝

廷

念

兹

逺

俗

申

明

勸

農

使

度

支

員

外

郎

許

式

副

使

成

正

忠

國

子

慱

士

江

澤

從

而

審

察

咸

曰

便

冝

於

是

經

之

營

之

果

兆

元

亨

之

吉

逺

者

近

者

咸

爲

墾

闢

之

勞

屏

強

徒

如

葦

蒲

救

生

民

於

𡍼

炭

隂

陽

之

利

既

慱

封

守

之

固

𣱵

寜

而

復

命

有

聞

允

詔

斯

下

桂

林

監

護

上

閣

未

侃

漕

輸

鄭

天

益

暨

郡

守

符

侍

禁

朱

正

用

佐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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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徐

的

共

宣

厥

謀

俾

集

其

事

由

是

命

兹

軌

度

鳩

工

督

䋲

築

之

登

登

盡

興

於

百

堦

之

閣

閣

咸

列

于

群

材

圖

鼎

革

之

著

庸

嘉

輪

奐

之

濟

美

民

安

編

戸

目

駭

外

夷

斯

蓋

國

家

拓

土

於

要

荒

濟

民

於

冨

壽

作

爲

可

法

有

周

后

子

來

之

心

恱

懌

忘

勞

無

梁

伯

民

罷

之

嘆

故

築

未

浹

句

而

工

度

咸

備

㡬

五

月

而

經

營

俱

存

土

厚

水

深

滌

除

於

天

災

家

給

戸

足

馴

躋

於

禮

樂

老

安

少

懷

識

遜

畔

讓

路

之

化

上

行

下

效

異

同

川

鼠

穴

之

風

振

喉

領

於

一

方

焕

圖

謀

於

千

古

上

棟

下

宇

名

山

大

川

雉

蝶

之

窮

崇

根

基

之

堅

固

橋

梁

濟

逹

戸

賦

滋

盈

備

載

于

經

悉

見

其

事

大
朙
洪
武
四
年
脩
築
𤨔
圍
五
百
九
十
四
丈
五
尺
髙
二

丈
四
尺
五
寸
基
厚
二
丈
五
尺
三
門
東
曰
朝
陽
西

曰
鎮
逺
南
曰
觀
海
外
開
城
壕
𤨔
圍
七
百
八
十
一

丈
五
尺
景
泰
七
年
六
月
十
三
夜
爲
賊
所
䧟
成
化

六
年
分
廵
僉
事
林
錦
增
蓋
串
樓
門
樓
敵
樓
六
百

一
十
三
間
兵
馬
司
㕔
一
十
二
間
正
德
年
間
守
備

王
綱
脩
十
四
年
知
州
李
純
見
河
水
乾
淺
乃
浚
壕

築
堤
瀦
水
東
堤
一
百
餘
丈
南
堤
二
十
餘
丈
串
樓

乆
壞
嘉
靖
四
年
知
州
藍
渠
改
建
三
間
以
便
瞭
望

三
間
以
便
居
守
嘉
靖
十
三
年
知
州
杜
傑
脩
築
復

建
窩
舗
二
十
七
間
先
是
西
門
橋
壞
行
者
不
通
知

州
藍
渠
塞
其
門
嘉
靖
十
七
年
十
月
知
州
林
希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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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見
其
門
西
通
𣱵
樂
時
羅
貼
浪
諸
鄉
都
其
民
赴
州

治
咸
迂
道
東
門
弗
便
乃
復
開
之
又
於
東
西
門
各

重
蓋
兵
馬
房
六
間
建
橋
𨂍
壕
以
通
徃
來

靈
山
故
無
城
徭
㓂
作
耗
邑
民
勞
惠
奏
請
築
城
正

綂
五
年
兵
備
副
使
甘
澤
始
議
調
軍
作
城
以
守
城

墉
𤨔
圍
五
百
一
十
丈
髙
一
丈
八
尺
厚
三
丈
四
門

東
曰
朝
陽
西
曰
鎮
西
南
曰
鎮
南
北
曰
拱
北
天
順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夜
爲
賊
所
䧟
成
化
間
都
指
揮

徐
寜
歐
磐
始
開
壕
二
道
各
濶
一
丈
九
尺
𤨔
圍
五

百
一
十
四
丈
成
化
八
年
僉
事
林
錦
增
蓋
敵
樓
一

十
八
座
串
樓
三
百
五
十
間
顧
其
城
猵
小
乃
從
東

南
擴
而
大
之
增
築
城
墉
四
百
五
丈
開
東
西
二
門

蓋
串
樓
二
百
五
十
五
間
敵
樓
二
十
四
座
㢘
州
知

府
饒
秉
鑑
記

設

郡

縣

以

施

政

治

建

城

池

以

禦

強

暴

此

君

有

天

下

者

所

以

保

民

而

圖

治

也

蓋

民

者

國

之

本

本

固

則

國

以

寜

自

昔

爲

天

下

者

未

有

舎

民

而

爲

治

也

我

　

朝

立

國

建

邦

稽

古

圖

治

而

郡

縣

之

設

城

池

之

建

在

處

皆

然

靈

山

縣

則

開

設

於

洪

武

之

𥘉

縣

之

治

舊

立

於

石

六

峰

之

下

正

綂

間

復

於

治

之

東

建

築

城

垣

及

立

守

鎮

千

戸

所

而

縣

治

於

是

亦

遷

於

城

焉

然

城

中

之

地

僅

客

官

軍

之

房

舎

而

已

附

郭

之

民

則

猶

居

於

城

外

天

順

以

來

盗

賊

𥨸

發

民

甚

苦

之

令

丞

且

闕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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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都

憲

崑

山

葉

公

奉

　

命

廵

撫

兩

廣

以

合

浦

儒

學

訓

導

林

錦

彦

章

素

有

爲

守

遂

移

檄

使

署

諸

縣

事

彦

章

既

至

乃

盡

革

其

𡚁

政

而

更

新

之

而

又

於

城

之

南

附

城

立

排

栅

以

居

其

附

郭

及

近

鄉

之

民

使

㓂

不

能

近

而

民

得

以

安

既

而

彦

章

以

教

職

滿

考

去

而

排

栅

亦

隨

爲

寇

所

燬

縣

之

民

士

因

具

詞

告

于

府

府

以

逹

諸

當

道

俱

合

薦

之

于

朝

遂

獲

陞

是

邑

令

履

任

之

日

盗

賊

尤

擾

攘

彦

章

乃

率

諸

義

勇

屢

擊

而

敗

之

且

集

其

民

夫

即

排

栅

故

址

展

築

土

城

以

護

其

民

居

城

以

丈

計

者

四

百

有

竒

髙

丈

有

五

尺

厚

九

尺

城

之

上

覆

以

串

搂

城

之

外

爲

壕

塘

巍

焉

嶄

焉

且

堅

且

固

兹

併

以

縣

治

遷

諸

其

間

與

民

共

守

民

之

頼

其

保

障

而

得

以

奠

其

居

者

迨

數

千

家

夫

朝

廷

設

官

分

軄

𨿽

有

内

外

大

小

之

殊

然

其

制

無

非

所

以

爲

民

也

矧

有

司

之

軄

尤

爲

親

民

之

切

茍

不

恤

民

之

患

安

民

之

生

而

徒

敝

敝

於

薄

書

期

會

之

間

又

豈

父

母

斯

民

之

道

哉

彦

章

以

科

第

進

身

居

教

職

時

㢘

能

之

名

已

見

稱

於

上

下

及

攝

縣

事

陞

縣

令

其

於

興

學

校

革

奸

𡚁

抑

豪

強

禦

盗

賊

爲

惠

於

民

也

不

少

是

以

一

二

年

間

予

得

以

無

靈

山

之

憂

者

彦

章

之

能

事

也

至

是

復

展

其

城

遷

其

治

使

民

得

所

止

而

寇

不

能

撓

充

爲

保

民

之

長

䇿

非

賢

而

且

才

其

能

然

乎

此

予

之

所

以

深

嘉

之

焉

故

書

以

記

之

城

展

於

天

順

壬

午

之

秋

縣

治

遷

以

明

年

之

夏

記

作

於

是

歲

七

月

丙

申

云

成
化
二
十
一
年
守
備
指
揮

𡊮
勲
弘
治
十
八
年
僉
事
鄧
槩
正
德
五
年
僉
事
李

瑾
相
繼
脩
築
嘉
靖
八
年
僉
事
劉
道
謂
串
樓
易
壞

毁
之
增
築
墻
三
尺
以
防
踰
越
又
開
一
門
曰
通
濟

後
僉
事
陸
澄
謂
與
縣
門
相
射
命
塞
之
嘉
靖
十
三

年
僉
事
王
崇
謂
弗
樓
傷
墻
且
不
便
守
者
復
建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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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樓
六
百
三
間
扁
新
東
門
曰
長
春
西
門
曰
六
　
又

於
長
春
門
外
𨻶
地
起
舗
房
三
十
間
歳
徴
其
稅
以

爲
脩
城
之
費
㢘
州
知
府
張
岳
記

靈

山

據

㢘

之

上

游

外

控

横

邕

天

順

成

化

間

蠻

㓂

殘

横

邕

逾

嶺

攻

破

縣

郭

㢘

與

其

屬

城

無

一

能

完

其

守

者

於

是

　

天

子

采

廷

議

下

璽

書

命

憲

臣

分

廵

海

北

者

開

署

治

兵

以

制

之

然

後

瀕

海

數

百

里

之

人

得

免

於

兵

革

者

七

十

餘

年

矣

嘉

靖

甲

午

春

麓

泉

王

公

始

至

閱

視

其

城

壁

雉

蝶

樓

櫓

與

凢

兵

馬

噐

械

之

數

寢

弛

弗

治

曰

是

殆

狎

於

乆

安

得

無

遂

芽

孽

如

昔

日

者

乎

治

既

數

月

奸

宄

屏

伏

幽

滯

宣

釋

巷

桴

弗

驚

商

旅

夜

行

廼

經

材

鳩

工

調

畨

休

之

卒

取

木

於

山

陶

坑

煅

厲

咸

授

以

法

以

其

年

四

月

始

事

五

越

月

而

功

告

成

凡

爲

門

二

垣

六

千

三

百

三

十

六

樓

之

表

如

垣

爲

屋

以

間

數

者

六

百

有

三

故

所

無

也

用

才

木

瓦

甓

灰

鐵

積

至

一

百

四

十

萬

二

千

有

竒

糜

金

百

二

十

兩

又

以

餘

工

作

郭

肆

三

四

十

間

歳

賦

其

入

以

待

工

事

營

城

四

外

髙

𠁊

地

駐

兵

與

城

中

相

應

而

時

其

校

練

凢

禦

守

之

具

無

一

不

具

𥘉

公

之

議

兹

役

也

費

不

及

於

民

然

民

知

公

之

以

𣣔

衛

已

而

安

之

也

其

冨

人

皆

爭

出

藏

粟

以

食

役

者

故

能

不

淹

踰

時

日

費

省

而

功

用

多

由

是

觀

之

茍

利

於

民

而

以

忠

信

惻

怛

之

心

行

之

真

能

使

民

效

死

以

赴

長

上

也

豈

獨

兹

役

爲

然

哉

昔

日

虞

夏

聖

人

蓋

嘗

患

蠻

夷

㓂

賊

矣

卒

其

所

以

治

之

者

無

他

曰

明

于

五

刑

以

弼

五

教

而

已

聖

人

非

固

以

城

郭

甲

兵

爲

無

所

用

而

畧

之

也

君

臣

父

子

夫

婦

朋

友

之

紀

生

人

之

大

防

存

焉

茍

紀

廢

而

防

壤

𨿽

有

城

郭

甲

兵

孰

與

守

之

哉

是

故

先

其

所

以

守

之

者

而

後

及

守

之

之

具

本

末

緩

急

固

有

次

第

也

今

公

以

聰

明

綜

練

之

才

提

刑

一

方

一

切

畧

去

苛

細

其

大

體

以

教

化

風

俗

爲

先

興

學

校

厲

信

讓

蓋

不

專

以

城

郭

甲

兵

爲

足

弭

蠻

夷

㓂

賊

之

變

及

其

恊

群

情

以

就

此

役

又

籌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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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調

度

細

大

不

遺

其

法

皆

可

以

施

諸

𣱵

乆

所

謂

愷

悌

君

子

民

之

攸

暨

者

歟

凡

公

之

屬

吏

將

校

歌

頌

公

功

者

欲

著

於

不

朽

而

岳

適

來

承

乏

兹

郡

相

率

來

請

文

故

爲

具

著

始

未

勒

石

以

告

來

者

俾

有

考

焉

谿
峒慱

是
峒

在

如

昔

都

丫

葛

村

宋

時

爲

長

官

司

有

昔

令

欽

者

爲

峒

主

　

國

朝

收

印

罷

官

然

猶

得

爲

峒

長

管

轄

其

民

至

宣

德

間

其

孫

黄

建

以

其

地

叛

降

安

南

授

以

經

畧

使

今

其

孫

黄

音

願

來

歸

鑑
山
峒

在

如

昔

都

羅

浮

村

宋

時

爲

長

官

司

有

黃

令

冝

者

爲

峒

主

　

國

朝

收

印

罷

官

然

猶

得

爲

峒

長

管

轄

其

民

宣

德

間

其

孫

黃

子

嬌

以

其

地

叛

降

安

南

授

以

經

畧

使

今

其

孫

黃

資

願

來

歸

貼
浪
峒

在

貼

浪

都

思

牙

村

宋

爲

長

官

司

有

黃

令

鑑

者

爲

峒

主

至

元

世

祖

時

兩

江

峒

賊

黄

聖

許

反

其

孫

黃

世

𦰗

討

賊

有

功

仍

授

以

金

牌

印

信

　

國

朝

收

印

罷

官

然

猶

得

爲

峒

長

管

轄

其

民

今

孫

黃

文

愛

襲

時
羅

司

在

時

羅

都

宋

爲

長

官

司

有

黃

令

山

岳

者

爲

峒

主

　

國

朝

收

印

罷

官

然

猶

得

爲

峒

長

管

轄

其

民

今

孫

黃

浩

襲

澌
廪
峒

在

貼

浪

都

思

廪

村

宋

爲

長

官

司

有

祖

黄

令

謝

爲

峒

主

　

國

朝

收

印

罷

官

然

猶

得

爲

峒

長

管

轄

其

民

至

宣

德

間

其

孫

黃

金

廣

叛

降

安

南

授

以

經

畧

使

今

其

孫

黃

伯

銀

願

率

衆

來

歸

如
昔
峒

在

如

昔

都

思

勒

村

宋

爲

長

官

司

有

祖

黃

令

德

爲

峒

主

　

國

朝

收

印

罷

官

然

猶

得

爲

峒

長

管

轄

其

民

宣

德

間

其

地

爲

交

趾

所

侵

置

金

勒

千

戸

所

移

住

那

蘇

隘

今

孫

黄

鳯

陽

襲

古
森
峒

在

貼

浪

都

宋

爲

長

官

司

有

祖

黄

令

祚

爲

峒

主

　

國

朝

收

印

罷

官

然

猶

得

爲

峒

長

管

轄

其

民

至

宣

德

間

其

孫

黄

寛

以

其

地

叛

降

安

南

授

以

經

畧

使

今

其

孫

黃

福

添

願

來

歸

○

按

七

峒

長

官

司

今

其

子

孫

俱

云

始

祖

黄

萬

定

係

山

東

青

州

人

漢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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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從

伏

波

將

軍

馬

援

征

交

趾

有

功

留

守

邊

疆

其

子

七

人

分

爲

七

峒

長

官

司

愚

考

宋

史

有

黄

令

德

者

爲

如

昔

鎮

將

則

七

峒

長

官

黄

令

欽

等

决

非

萬

定

之

子

意

其

逺

孫

也

然

長

官

司

之

設

莫

知

其

所

自

始

至

元

世

祖

時

黄

令

鑑

之

孫

有

黄

世

華

者

討

賊

有

功

授

以

金

牌

印

信

克

七

峒

長

官

司

愚

意

七

峒

長

官

司

設

於

宋

時

後

廢

或

至

裔

孫

黄

世

葉

討

賊

有

功

始

復

其

職

官

耳

時
休
峒

在

管

界

廵

檢

司

地

方

相

傳

其

𥘵

禢

能

旺

從

漢

馬

伏

波

將

軍

馬

援

征

交

趾

有

功

賊

平

留

守

邕

欽

二

界

然

年

代

太

逺

意

亦

如

宋

時

時

羅

七

峒

耳

𣱵

樂

中

時

羅

峒

長

以

事

革

其

孫

禢

貴

成

始

移

守

時

羅

峒

今

其

孫

褟

天

𥛝

襲

營
堡

關

隘

附

欽
州

防
城
營

在

時

羅

都

防

城

地

方

正

德

元

年

交

趾

夷

目

范

汝

舟

越

界

與

都

民

搨

鑄

黃

全

濟

爭

田

乃

立

營

撥

欽

州

千

戸

所

軍

五

十

名

守

把

以

千

戸

一

員

領

之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分

軍

二

十

名

守

那

蘇

隘

只

存

三

十

名

白
皮
營

在

州

治

東

南

白

皮

厫

前

正

德

八

年

夷

賊

入

㓂

兩

廣

軍

門

命

守

備

指

揮

徐

淵

建

撥

欽

州

軍

快

各

二

十

五

名

防

守

後

廢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因

有

事

安

南

復

建

方
家
營

在

州

城

西

方

家

村

一

十

里

乃

海

舟

可

泊

之

所

正

德

十

三

年

夷

船

於

此

登

岸

剽

掠

知

州

李

純

始

建

營

防

守

後

廢

嘉

靖

十

六

年

有

事

安

南

知

州

林

希

元

建

議

於

此

立

營

𥘉

撥

𣱵

安

所

旗

軍

防

守

後

掣

回

上
扶
隆
營

在

貼

浪

都

上

扶

隆

村

與

交

趾

萬

寜

州

接

界

嘉

靖

十

年

上

思

州

夷

目

趙

盤

趙

漙

由

此

越

入

交

趾

軍

門

以

兵

備

道

議

於

此

建

營

撥

欽

州

千

戸

所

官

軍

五

十

一

員

名

守

把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以

非

要

地

議

龍

分

軍

二

十

名

守

陸

眼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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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餘

掣

回

守

城

陸
眼
營

任

𣱵

樂

鄉

三

圖

陸

眼

村

與

廣

西

宣

化

縣

太

平

鄉

接

界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以

廣

西

水

口

𦰗

陽

四

峝

時

剽

掠

爲

民

患

乃

於

此

立

營

編

鄉

兵

撥

民

快

恊

同

守

把

議

掣

防

城

官

軍

徃

守

適

有

事

安

南

遂

寢

至

嘉

靖

十

八

年

始

申

前

議

只

撥

上

扶

隆

營

軍

二

十

名

以

百

戸

一

員

領

之

重

脩

其

營

林

希

元

記

○

欽

邊

郡

也

其

地

西

接

廣

右

四

峝

狼

蠻

時

剽

掠

爲

民

患

每

遇

秋

冬

之

際

民

荷

擔

携

孥

驅

牛

羊

舎

廬

舎

逃

之

山

谷

避

㓂

患

者

嵗

爲

常

思

蘆

一

村

舊

稱

冨

庶

因

之

殘

破

十

戸

五

亡

生

意

索

如

也

予

𥘉

至

郡

父

老

師

以

告

及

理

案

牘

見

民

以

盗

賊

相

告

言

者

十

而

七

八

嘆

曰

此

一

方

之

害

也

亦

經

理

之

未

至

焉

耳

乃

作

訓

詞

陳

　

國

家

威

德

與

善

惡

利

害

遣

人

特

至

四

峝

省

諭

之

莫

不

震

攝

屈

縮

互

相

推

避

甲

曰

盗

者

乙

也

非

我

也

乙

曰

盗

者

甲

也

非

我

也

乃

皆

稽

顙

陳

狀

聽

約

束

保

弗

後

患

使

者

以

報

予

曰

未

可

恃

也

乃

訪

賊

出

没

所

由

之

路

爲

防

禦

之

計

使

人

圖

其

山

川

道

途

險

易

逺

近

閱

之

𣱵

樂

地

接

廣

西

以

八

尺

江

爲

界

江

之

北

二

十

里

爲

遷

隆

寨

遷

隆

之

西

八

里

爲

𦰗

陽

峝

𦰗

陽

之

北

十

里

爲

水

口

峝

水

口

之

西

十

五

里

爲

吳

峝

吳

峝

之

西

二

十

里

爲

武

黎

峝

四

峝

之

地

𦰗

陽

最

大

水

口

武

黎

吳

峝

僅

足

以

當

之

四

峝

之

㓂

水

口

最

横

吳

峝

次

之

葉

陽

次

之

武

𥠖

又

次

之

賊

越

遷

隆

而

東

則

由

那

架

山

轉

掠

而

西

由

陸

眼

以

歸

越

遷

隆

而

西

則

由

陸

眼

村

轉

掠

而

東

由

那

架

以

歸

陸

眼

那

架

實

賊

之

門

戸

出

沒

之

所

必

由

乃

議

於

陸

眼

那

架

各

立

營

以

那

架

付

廣

西

移

防

城

營

官

軍

於

陸

眼

恊

民

防

守

上

狀

　

當

路

余

曰

必

待

報

而

舉

則

緩

不

及

矣

乃

命

管

界

廵

檢

宋

守

才

𤼵

民

伐

木

誅

茅

建

營

房

三

十

六

正

㕔

皷

樓

退

居

各

一

編

民

爲

保

伍

選

民

快

之

精

銳

者

令

宋

守

才

督

率

恊

民

守

把

旣

而

當

路

以

予

議

命

千

戸

趙

繼

文

判

官

朱

浙

覆

視

僉

予

同

已

而

安

南

事

動

防

城

軍

未

及

移

然

予

之

營

守

已

備

矣

鄕

兵

各

自

爲

守

分

畨

上

下

晝

夜

□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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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歳

賊

果

不

至

丁

酉

戊

戍

如

之

戊

戍

之

秋

賊

㓂

廣

西

去

吾

邊

二

里

而

近

竟

不

入

境

予

曰

狼

夷

其

信

我

哉

乃

請

于

當

路

遣

廵

檢

宋

守

才

持

花

紅

羊

酒

勞

之

其

民

素

不

識

官

府

聞

至

咸

驚

匿

山

峝

示

之

意

乃

皆

欣

躍

爭

赴

得

賞

咸

北

向

稽

顙

謝

曰

歳

歲

不

敢

復

入

欽

邊

民

有

室

家

之

樂

于

今

三

年

矣

己

亥

之

秋

予

當

滿

去

士

夫

父

老

咸

曰

公

去

狼

賊

必

復

來

柰

何

聞

邊

民

有

鬻

産

爲

避

盗

之

計

者

予

嘆

曰

古

之

君

子

宦

徹

所

至

去

而

澤

必

垂

後

今

予

去

欽

而

賊

患

復

起

非

政

也

乃

即

前

議

而

申

改

之

留

軍

三

十

於

防

城

分

二

十

守

那

蘇

以

舊

上

扶

隆

營

之

軍

二

十

守

陸

眼

告

于

當

路

備

兵

憲

使

二

水

孫

公

實

成

予

議

舊

營

創

於

倉

率

弗

乆

就

敝

乃

命

廵

檢

史

鼎

發

民

伐

木

陶

瓦

即

舊

趾

復

建

縮

營

房

爲

二

十

正

㕔

皷

樓

退

居

視

舊

加

大

易

茅

以

瓦

𤨔

以

木

栅

費

白

金

僅

一

斤

民

聞

命

悉

力

趨

事

恐

後

起

工

於

己

亥

秋

仲

越

二

月

而

功

告

成

父

老

曰

非

公

無

以

保

我

邊

民

非

記

無

以

顯

公

功

請

記

之

予

曰

功

予

何

有

保

民

予

志

也

乃

記

烟
通
營

在

州

治

南

烟

通

嶺

之

陽

沿

海

廵

檢

司

舊

趾

也

水

通

龍

門

海

口

海

舟

可

泊

之

處

嘉

靖

十

六

年

有

事

安

南

知

州

林

希

元

立

營

𥘉

議

撥

𣱵

安

所

旗

軍

防

守

後

掣

回

𡌶
坑
營

在

州

治

東

南

烏

雷

嶺

之

北

舊

無

嘉

靖

十

六

年

有

事

安

南

夷

賊

杜

文

莊

於

烏

雷

嶺

下

泊

舟

偵

我

動

息

官

軍

得

獲

㢘

州

知

府

張

岳

始

於

此

立

營

撥

𤎉

州

衛

旗

軍

五

十

名

防

守

那
蘇
隘

在

如

昔

都

與

交

趾

萬

寜

州

金

勒

村

接

界

如

昔

洞

長

黄

鳯

陽

居

此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因

有

事

安

南

於

此

建

營

議

召

雷

州

衛

軍

二

百

名

守

把

十

七

年

安

南

事

暫

停

止

掣

回

雷

軍

十

八

年

議

分

防

城

營

軍

二

十

名

於

此

防

守

屯

種

荒

田

稔
均
隘

在

那

蘇

之

東

南

相

去

七

里

隘

外

即

交

趾

大

海

水

港

通

入

亦

有

小

徑

今

夷

人

塞

之

那
隆
隘

在

那

蘇

之

東

相

去

十

里

許

隘

外

即

交

居

民

二

十

餘

家

又

有

趾
大

海

水

港

通

入

港

東

西

徑

通

交

趾

奸

民

通

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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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由

此

要

害

地

也

天
板
關

在

州

治

西

六

十

餘

里

宣

德

間

守

備

都

指

揮

程

㻛

建

以

千

戸

所

千

戸

一

員

領

軍

十

名

守

把

漁
洪
關

在

州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宣

德

間

建

以

欽

州

旗

軍

五

名

守

把

茶
陵
關

在

城

治

東

二

里

宣

德

間

建

以

欽

州

所

旗

軍

五

名

守

把

以

上

三

關

皆

以

索

財

爲

民

害

弘

治

十

六

年

州

民

胡

真

呈

革

靈
山
縣那

暮
營

在

縣

治

東

南

慱

峩

鄉

去

城

二

百

五

十

里

去

州

城

七

十

里

乃

欽

㢘

中

道

格
木

營
在

縣

治

西

南

下

安

業

鄉

去

城

一

百

八

十

里

欽

靈

中

道

二

營

俱

成

化

七

年

僉

事

林

錦

建

乆

廢

今

建

公

舘

丹
竹
營

在

縣

治

南

一

百

七

十

里

上

安

業

鄉

其

地

荒

僻

禦

盗

淵

藪

知

府

張

岳

建

前

後

官

㕔

二

左

右

廂

房

各

一

撥

㢘

州

衛

百

戸

一

員

領

軍

居

守

行

者

便

之

譚
家
堡

在縣

治

東

一

十

五

里

上

武

安

鄉

天

順

六

年

僉

事

林

錦

建

成

化

十

二

年

易

砌

以

磚

蓋

皷

樓

窩

舗

正

德

四

年

僉

事

李

瑾

脩

調

𣱵

安

所

官

軍

防

守

嘉

靖

十

三

年

地

方

寜

謐

僉

事

王

崇

將

軍

掣

回

守

城

外

窩

舗

團
河
堡

在

西

鄉

中

寜

都

去

縣

治

一

百

九

十

里

成

化

五

年

僉

事

林

錦

謀

於

都

指

揮

歐

磐

同

立

周

圍

三

百

三

十

四

丈

築

土

城

址

濶

七

尺

上

濶

五

尺

連

垜

眼

髙

一

丈

六

尺

又

蓋

門

樓

敵

串

樓

計

三

百

三

十

四

間

調

官

軍

守

禦

上

中

下

寜

三

都

正

德

以

來

地

方

寜

謐

掣

回

官

軍

營

堡

隨

圮

洪

崖
堡

在

縣

治

東

三

十

里

下

東

鄉

近

廣

西

横

州

乃

徭

賊

出

入

之

路

成

化

五

年

僉

事

林

錦

建

周

圍

排

栅

一

百

二

十

丈

撥

官

軍

守

把

成

化

九

年

易

以

磚

瓦

建

皷

樓

二

座

内

設

官

㕔

窩

舗

正

德

五

年

僉

事

李

瑾

脩

歳

乆

而

圮

嘉

靖

十

八

年

僉

事

孫

世

祐

重

建

前

後

堂

各

一

座

城

樓

各

一

座

石
隆

營
一

名

石

塘

營

在

合

浦

縣

歸

德

鄉

路

通

廣

西

龍

山

八

寨

乃

木

頭

峒

徭

獞

出

入

之

地

成

化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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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僉

事

林

錦

建

弘

治

元

年

同

知

杜

禮

脩

十

一

年

叅

議

任

榖

易

磚

脩

築

今

撥

靈

山

民

快

三

十

名

兼

狼

兵

守

把

此

營

屬

合

浦

繫

於

靈

山

者

守

兵

乃

靈

山

也

附

杜

禮

詩

曉

聞

金

皷

報

新

晴

四

望

青

山

列

𦘕

屏

白

屋

幾

家

茅

剪

緑

平

田

千

畝

稻

分

青

溪

塘

水

落

魚

歸

罶

野

岸

沙

明

鴨

卧

汀

聞

說

賊

巢

都

賣

劔

逢

人

𥝠

問

相

牛

經

○

蠻

烟

瘴

雨

帶

春

農

深

入

山

谿

右

石

隆

舊

土

新

畬

千

頃

稅

深

秧

淺

水

幾

家

風

青

山

落

日

牛

羊

下

古

木

　

　

　

　

　

險

阻

年

來

盡

平

治

也

因

襪

線

強

彌

縫

○

驅

馬

重

來

入

石

𨺼

滿

頭

霖

雨

滿

頭

風

羊

腸

險

道

艱

危

裏

鴂

舌

蠻

夷

變

化

中

村

老

携

壼

迎

客

問

田

家

拍

稻

喜

年

豐

眼

前

底

事

非

容

易

間

俗

誰

能

荅

　

聖

聰

○

冐

雨

行

春

馬

足

催

山

南

山

北

爲

誰

來

野

心

狼

子

從

今

化

翹

首

倉

生

得

好

培

巢

穴

幾

年

銷

劍

㦸

菑

畬

無

地

着

蒿

萊

逺

臣

一

㸃

丹

心

在

笑

指

縱

横

瘴

霧

開

○

東

去

青

山

百

里

長

自

披

荆

𣗥

歷

羊

腸

单

車

隨

馬

衝

坭

怯

䨇

節

催

人

逐

路

忙

山

雨

斜

侵

烏

帽

濕

天

風

直

透

縐

絺

凉

舉

目

不

見

瞳

曈

日

惟

有

丹

心

逐

瘴

鄉

備
倭倭

日

本

國

也

在

海

東

日

出

之

地

故

曰

日

本

去

閩

浙

爲

近

廣

東

次

之

自

元

季

至

　

國

𥘉

常

爲

三

邊

之

害

備

倭

之

名

則

起

于

此

三

方

濱

海

之

地

無

不

置

軍

欽

州

海

道

自

龍

門

東

南

至

烏

雷

嶺

與

合

浦

分

界

半

日

程

抵

合

浦

白

沙

珠

池

二

日

程

西

南

抵

大

小

鹿

墩

與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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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阯
分
界
一
朝
程
皆
要
害
之
處
海
軍
瞭
哨
之
所
及

也正
南
至
瓊
州
四
日
程
正
北
至
廣
州
十
二
日
程
西

南
至
交
趾
海
東
府
五
日
程

宋慶
曆
中
招
集
廣
南
廵
海
水
軍
忠
敢
澄
海
𨿽
曰
廂

軍
皆
予
旗
皷
訓
練
備
戰
守
之
役

宋史

紹
興
間
置
水
寨
軍
一
屯
三
百
彈
壓
本
路
沿
海
盗

賊
雷

州

志

是

時

俱

不

爲

備

倭

設

國
朝

洪
武
二
十
七
年
七
月
甲
戍
始
命
安
陸
侯
吳
傑
𣱵

定
侯
張
全
寳
等
率
致
仕
武
官
徃
廣
東
訓
練
沿
海

衛
所
官
軍
以
備
倭
㓂

是

時

方

有

備

倭

之

名

天
下
鎭
守
凢
二
十
一
處
廣
東
曰
備
倭

會典

巡
視
海
道
副
使
一
員
都
指
揮
使
一
員

廉
州
衛
指
揮
一
員

欽
州
領
軍
百
戸
一
員

旗
軍
一
百
名
分
上
下
班
出
海
廵
哨
上
班
五
月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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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九
月
下
班
十
月
至
來
年
四
月

下

班

軍

每

月

辦

脩

船

料

銀

三

錢

三

分

六

箇

月

該

銀

一

兩

九

錢

八

分

戰
船
二
𨾏

今

存

一

𨾏

哨
艇
四
𨾏

盡

壞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復

置

三

𨾏

論
曰
予
讀
吳
淵
頴
喻
倭
論
黃
后
𡶶
倭
奴
貢
獻
書

而
知
倭
㓂
之
爲
邊
患
也
重
師
𤨔
宿
戈
甲
交
嚴

國
家
之
所
以
備
之
者
蓋
無
不
至
數
十
年
來
倭
奴

逺
遁
而
濱
海
頑
民
乃
時
剽
掠
爲
民
患
備
倭
之
軍

曾
莫
能
捍
禦
僅
爲
虚
設
木
乆
則
𡕎
法
乆
則
壞
其

勢
固
尔
興
衰
捄
𡚁
將
不
在
於
今
日
乎

墩
䑓茶

山
墩

在

州

治

東

南

十

里

茶

山

嶺

上

俗

呼

東

烟

通

嶺

沿

海

廵

檢

司

在

其

南

嘉

靖

十

六

年

有

事

安

南

於

此

立

營

青
鳩
墩

在

縣

治

西

南

三

十

里

木

攔

村

旁

地

産

青

鳩

故

名

俗

呼

西

烟

通嶺

金
竹
墩

在

州

治

西

三

十

里

金

竹

村

水

道

經

大

頭

口

通

交

趾

大
鹿
墩

在州

治

南

大

海

中

東

欽

州

界

西

交

趾

界

其

處

産

玳

𤦛

龜

筒

小
鹿
墩

在

大

鹿

墩

之

下

龕
羅

墩
在

州

治

南

時

羅

都

防

城

營

與

交

趾

𣱵

安

州

分

界

按
墩
䑓
之
設
其
來
乆
矣
遇
有
警
急
舉
𤇺
火
以
相

報
禦
㓂
之
一
䇿
也
今
法
軍
人
犯
徒
者
皆
發
墩
瞭

望
但
承
平
日
乆
方
隅
無
事
所
謂
哨
瞭
者
特
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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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爾

欽
州
志
卷
之
六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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