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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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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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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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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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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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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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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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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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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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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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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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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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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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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西

提

㸃

刊

獄

許

申

為

江

西

湖

南

路

轉

運

使

申

邑

人

大

中

祥

符

舉

賢

良

天

子

東

封

獻

賦

召

試

第

一

授

秘

書

省

校

書

郎

歴

今

官

語

具

本

傳

○

英

宗

治

平

四

年

地

震

按

文

獻

通

考

地

裂

泉

湧

壓

覆

州

郭

屋

宇

軍

民

死

者

甚

衆

熈

元

年

復

震

州

縣

俱

同

○

神

宗

熈

九

年

冬

十

月

颶

風

按

宋

史

及

文

獻

通

考

俱

稱

海

潮

漲

溢

壞

民

居

及

禾

稼

潮

海

二

縣

同

之

○

宗

政

和

三

年

以

知

潮

陽

縣

陳

康

年

通

判

潮

州

按

康

年

以

舎

選

拜

知

潮

海

二

縣

而

此

獨

系

於

潮

陽

者

以

志

為

潮

陽

作

也

且

康

年

以

治

最

擢

判

本

州

傳

稱

其

有

恤

民

賊

之

功

有

亷

静

無

求

之

節

此

其

能

埀

名

至

今

有

以

也

志

失

傳

余

特

考

諸

閩

廣

通

志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八

入

之

○

端

宗

景

炎

二

年

元

人

㓂

潮

陽

都

統

陳

懿

叛

降

于

元

其

明

年

懿

又

導

元

唆

都

蒙

古

歹

襲

潮

州

知

潮

州

劉

興

以

城

降

○

三

年

少

保

右

丞

相

樞

宻

使

信

國

公

文

天

祥

舉

兵

討

陳

懿

懿

遁

移

駐

潮

陽

攻

之

劉

興

伏

誅

陳

懿

兄

弟

五

人

號

五

虎

與

劉

興

俱

為

潮

劇

盗

丞

相

張

世

傑

招

之

攻

閩

遂

㩀

潮

州

而

劉

興

䟦

扈

殺

掠

尤

甚

時

㑹

天

祥

空

坑

之

敗

由

汀

趨

循

州

屯

于

南

嶺

是

年

二

月

進

屯

䴡

江

浦

遣

使

訪

問

行

朝

得

厓

山

之

信

復

移

船

澚

上

章

自

劾

乞

入

衛

優

詔

不

許

進

今

官

又

奏

潮

循

梅

三

郡

並

已

反

正

乞

将

懿

除

右

驍

衛

将

軍

知

潮

州

管

内

安

撫

使

從

之

而

懿

等

竟

叛

附

不

常

又

不

聴

督

府

節

制

天

祥

乃

聲

罪

討

之

懿

走

山

寨

十

月

以

士

民

之

請

引

兵

趨

潮

陽

攻

懿

等

於

和

平

興

斬

于

市

人

心

翕

然

軍

威

漸

振

按

鄧

光

薦

傳

稱

公

進

屯

潮

陽

殪

㐫

攻

逆

稍

正

天

討

使

假

以

嵗

月

因

潮

之

民

阻

山

海

之

險

増

兵

峙

糧

以

立

中

興

根

本

亦

宋

之

莒

與

即

墨

也

乃

竟

以

賊

懿

奸

謀

倉

卒

不

備

至

為

虜

騎

追

及

豈

非

天

歟

然

公

自

國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九

難

之

後

白

手

起

兵

間

千

里

艱

危

萬

状

至

事

之

不

濟

以

死

繼

之

此

所

謂

心

焉

者

也

於

公

亦

奚

憾

哉

○

兵

部

侍

江

東

西

䖏

置

副

使

督

府

賛

軍

事

鄒

㵯

宣

教

帶

行

軍

器

監

簿

督

府

幾

冝

劉

子

俊

並

引

兵

来

㑹

潮

陽

○

元

将

張

弘

範

至

潮

陽

○

天

祥

自

潮

陽

移

屯

張

弘

範

襲

執

于

五

坡

嶺

鄒

㵯

劉

子

俊

及

少

陳

龍

復

檢

院

林

閤

門

鈐

轄

蕭

資

皆

死

之

先

是

天

祥

開

府

南

劔

辟

龍

復

入

幕

遣

徃

漳

潮

計

事

及

天

祥

再

入

廣

龍

復

聚

兵

循

梅

以

俟

又

分

司

潮

陽

應

接

諸

路

積

糧

治

兵

豪

傑

響

應

天

祥

由

是

趨

潮

陽

而

㵯

與

子

俊

亦

各

引

兵

来

㑹

及

資

皆

先

後

相

從

兵

革

間

罹

患

難

周

旋

而

不

去

其

時

諜

報

元

将

張

弘

範

以

歩

騎

自

漳

泉

入

潮

天

祥

料

勢

不

能

敵

因

取

間

道

之

海

豐

行

且

日

弘

範

乃

使

其

弟

弘

正

輕

騎

疾

馳

追

及

之

天

祥

方

飯

客

五

坡

嶺

不

為

備

不

意

虜

至

兵

潰

遂

被

執

陳

龍

復

等

五

人

皆

死

焉

時

景

炎

三

年

戊

寅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也

按

光

薦

傳

稱

公

時

駐

和

平

攻

陳

懿

黨

與

懿

窘

迫

計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不

能

自

脫

乃

挾

重

賂

迎

導

北

師

具

舟

海

岸

濟

輕

騎

以

致

公

有

五

坡

■

之

敗

余

未

嘗

不

廢

書

而

歎

也

曰

嗟

乎

此

特

天

欲

亡

宋

耳

當

時

即

無

陳

懿

為

元

人

嚮

導

公

以

區

區

残

卒

挟

鄒

㵯

子

俊

之

兵

能

抗

萬

方

張

之

虜

哉

然

㵯

等

皆

以

奔

亡

餘

喘

䟦

渉

江

嶺

之

間

與

公

同

心

戮

力

至

死

不

貳

亦

可

為

忠

義

之

士

矣

余

獨

悲

潮

陽

移

屯

事

不

惟

㵯

等

失

傳

雖

公

討

賊

除

之

烈

亦

鮮

有

知

之

者

乃

取

公

所

自

為

紀

年

録

諸

史

傳

撮

其

大

者

書

之

庶

令

後

之

覽

者

得

有

焉

當

不

至

於

泯

㓕

無

聞

已

也

○

天

祥

至

自

五

坡

嶺

○

帝

昺

祥

興

元

年

正

月

天

祥

潮

陽

始

天

祥

被

執

時

取

懐

中

腦

子

服

之

衆

擁

上

馬

天

祥

亟

索

水

飲

兾

得

速

死

竟

不

死

於

是

復

潮

陽

見

弘

正

於

和

平

大

罵

求

死

及

見

弘

範

復

踴

躍

請

劍

弘

範

知

不

能

屈

乃

曰

殺

之

名

在

彼

容

之

名

在

我

且

彼

見

伯

顔

臯

山

我

實

在

傍

廼

以

平

揖

相

見

叙

間

闊

如

客

禮

是

時

嵗

除

前

三

日

也

其

明

年

祥

興

元

年

正

月

二

日

弘

範

下

海

置

天

祥

舟

中

守

護

彌

謹

六

日

潮

陽

十

三

日

至

厓

山

二

月

六

日

厓

山

行

朝

潰

陸

秀

夫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抱

帝

昺

赴

海

死

弘

範

百

計

説

降

不

可

乃

具

状

聞

北

朝

命

送

京

師

遣

都

鎮

撫

䂖

嵩

護

之

按

公

身

縶

元

軍

目

擊

厓

山

之

距

離

潮

甫

週

月

而

其

日

正

相

對
謂

俱

為

初

六

日

抑

何

竒

也

豈

冥

冥

之

中

自

有

默

定

之

有

非

人

之

所

能

為

者

歟

要

之

宋

社

之

墟

固

不

在

於

厓

山

破

亡

之

時

而

已

見

於

潮

陽

移

屯

之

日

矣

其

日

月

告

㐫

亦

豈

偶

然

之

故

哉

元

成

宗

鐡

木

耳

大

徳

八

年

秋

八

月

颶

風

按

元

史

海

溢

漂

民

廬

舎

○

仁

宗

愛

育

㧞

力

八

逹

皇

慶

元

年

脩

建

靈

威

廟

成

按

靈

威

廟

記

自

鍾

英

還

自

汴

宋

以

唐

張

許

二

公

神

像

至

潮

潮

人

祀

之

則

潮

之

有

廟

矣

不

書

而

此

書

者

以

初

宅

神

於

寺

至

是

始

革

其

故

而

新

焉

廟

之

規

制

備

矣

書

之

重

成

事

也

曰

成

者

幸

之

也

○

文

宗

圖

帖

爾

至

順

四

年

秋

七

月

大

雨

水

先

是

自

㤗

定

以

来

潮

州

五

路

大

饑

至

至

順

後

元

至

正

之

間

復

水

旱

相

繼

星

變

屢

作

山

崩

川

溢

不

可

勝

記

盖

自

此

義

兵

四

起

而

崩

瓦

觧

之

勢

成

矣

大

明

太

祖

髙

皇

帝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始

命

安

陸

侯

呉

傑

等

督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二

率

武

職

於

沿

海

衛

所

訓

練

官

軍

以

備

倭

㓂

按

沿

海

備

倭

之

設

我

聖

祖

之

所

以

為

萬

世

慮

至

深

逺

矣

今

海

門

靖

海

二

所

備

倭

名

存

實

廢

而

漳

泉

温

台

與

着

亡

命

之

徒

徃

徃

逃

遁

海

島

勾

引

倭

奴

深

入

為

患

論

者

謂

其

禍

始

於

巨

室

之

通

畨

繼

於

小

民

之

接

濟

而

成

於

廵

哨

官

軍

之

首

伏

匿

不

敢

豈

非

玩

愒

既

乆

姦

易

生

武

備

弛

而

不

振

之

故

耶

然

則

脩

復

舊

制

飭

内

治

以

防

外

患

要

在

執

事

者

圖

之

而

已

成

祖

文

皇

帝

永

樂

元

年

地

震

○

十

九

年

春

正

月

廵

海

副

總

兵

李

珪

遇

倭

㓂

於

靖

海

擒

斬

之

先

是

倭

㓂

攻

昌

化

殺

死

官

軍

廣

東

都

司

奏

珪

等

備

禦

不

嚴

法

當

死

有

詔

姑

令

捕

㓂

贖

罪

至

是

於

靖

海

遇

倭

與

殺

敗

賊

衆

生

擒

十

五

人

斬

首

五

級

并

所

獲

噐

械

悉

送

京

師

宣

宗

章

皇

帝

宣

徳

十

年

冬

十

一

月

雷

英

宗

皇

帝

天

順

七

年

勦

平

夏

嶺

其

年

以

潮

陽

縣

知

縣

陳

瑄

為

潮

州

府

知

府

邑

人

李

齡

送

瑄

序

略

曰

天

順

攺

元

今

郡

守

陳

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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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三

建

陽

遷

知

是

邑

既

而

揭

陽

有

沿

海

而

村

曰

夏

嶺

者

以

漁

為

業

出

入

風

波

島

嶼

之

間

素

不

受

有

司

約

束

隣

境

恒

罹

其

害

有

豪

猾

互

争

田

訴

於

官

連

年

不

决

有

司

動

遣

廵

司

官

兵

勾

攝

之

侵

擾

弗

堪

乃

相

率

乘

舟

遵

海

而

逃

因

之

水

旱

荐

臻

遂

大

集

無

頼

攻

城

剽

邑

肆

為

殺

戮

海

揭

二

縣

受

害

尤

甚

官

兵

捕

之

失

律

反

墮

其

計

賊

勢

愈

熾

侯

乃

預

修

城

壘

繕

兵

甲

聚

民

之

賈

勇

者

教

以

陣

攻

圍

之

法

躬

督

城

守

未

幾

賊

果

来

侵

屢

屢

我

邑

生

靈

獲

免

害

侯

之

功

也

然

潮

陽

完

海

揭

日

削

於

是

藩

臬

以

聞

命

将

提

兵

剿

之

賊

輙

遁

去

已

而

復

来

侯

因

宻

遣

謀

士

誘

執

渠

魁

戮

之

于

市

又

率

民

伍

具

海

艦

與

官

兵

夹

擊

大

破

之

遂

降

其

衆

三

縣

之

民

始

得

以

其

居

䖏

安

其

生

業

者

侯

之

功

也

於

是

都

憲

業

公

上

其

事

於

朝

特

加

褒

賞

超

遷

今

職

盖

異

也

按

瑄

字

廷

獻

蜀

之

眉

州

人

由

明

經

登

甲

戌

進

士

除

監

察

御

史

以

言

事

左

遷

擢

今

職

業

公

名

盛

崑

山

人

時

為

都

察

院

右

僉

都

御

史

總

督

两

廣

軍

務

孝

宗

敬

皇

帝

弘

治

五

年

大

雨

水

○

九

年

作

大

忠

祠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四

祠

祀

宋

丞

相

信

國

文

公

之

神

盖

自

公

寓

吾

邑

至

于

茲

且

二

百

餘

嵗

始

有

今

祠

書

作

者

無

所

因

而

起

姜

侯

之

義

也

曰

大

忠

世

教

也

君

子

於

此

謂

可

以

風

云

武

宗

毅

皇

帝

正

徳

四

年

冬

十

月

雪

○

十

年

秋

七

月

大

雨

水

○

十

一

年

山

賊

曽

鈀

頭

攻

貴

山

江

南

等

鄉

潮

陽

縣

知

縣

宋

元

翰

督

兵

擊

平

之

鈀

頭

本

名

阿

三

少

壮

有

膂

力

能

以

鈀

頭

平

歩

接

當

者

披

靡

以

此

得

名

是

年

聚

黨

程

鄉

刼

恵

潮

等

䖏

由

雲

落

徑

直

走

潮

陽

以

北

山

驛

為

營

攻

取

東

嶺

及

貴

山

隆

井

諸

村

里

道

路

阻

絶

邑

中

大

震

於

是

元

翰

募

集

精

兵

釋

罪

囚

陳

二

使

等

進

擊

之

大

破

賊

衆

於

北

山

之

陽

鈀

頭

乘

間

遁

去

為

㳺

兵

所

獲

械

繫

潮

州

臠

于

市

支

懸

各

縣

門

外

餘

黨

悉

平

按

吾

邑

當

武

廟

時

承

平

日

乆

田

野

之

人

終

身

不

識

兵

革

以

故

曾

鈀

頭

得

以

杖

馬

箠

而

東

一

旦

江

南

十

餘

里

聞

風

瓦

觧

并

為

囚

虜

矣

及

至

攻

貴

嶼

破

隆

井

立

馬

嶺

上

遂

慨

然

有

渡

江

之

向

㣲

宋

侯

城

池

幾

於

不

守

由

此

觀

之

昔

人

賢

令

勝

兵

之

喻

豈

虚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五

也

耶

○

十

二

年

春

正

月

雨

雹

世

宗

肅

皇

帝

嘉

靖

三

年

大

雨

水

其

年

鴿

鳥

價

直

百

金

先

是

有

鳥

自

中

州

来

者

菊

冠

紫

衣

首

尾

純

素

號

曰

四

停

花

羽

毛

以

墨

緑

為

上

紅

紫

為

次

其

品

色

名

號

不

一

人

争

尚

之

直

僅

一

二

金

稍

長

至

十

金

殊

未

之

覺

也

已

而

轉

相

誇

艶

價

遂

騰

踴

甚

至

傾

貲

以

易

二

邜

者

得

之

便

以

羙

錦

包

褁

亟

護

不

啻

如

䨇

璧

然

卒

抱

成

雛

則

鄰

里

親

朋

譁

然

徃

賀

之

日

求

貿

易

者

填

門

湏

㬰

價

增

十

倍

以

先

得

為

幸

或

購

得

一

鴿

曾

未

移

晷

即

有

負

重

賂

而

至

者

委

諸

其

家

而

去

竟

無

難

色

以

致

百

姓

廢

業

啇

賈

罷

市

人

情

洶

洶

道

路

剽

奪

厲

禁

之

不

止

也

其

異

如

此

其

後

黃

少

詹

作

廣

東

通

書

之

曰

鴿

變

林

子

曰

此

非

物

之

能

自

為

變

也

人

心

之

變

使

之

也

亦

非

人

心

之

自

為

變

也

貨

利

之

習

趨

之

也

夫

邯

郸

之

市

居

貨

之

賈

即

㣲

如

刀

錐

猶

不

遺

餘

力

求

之

矧

茲

一

物

不

崇

朝

而

可

致

千

金

傭

夫

販

婦

夫

誰

不

争

且

以

夫

婦

之

愚

豈

其

果

能

破

家

釣

竒

事

玩

賞

者

乃

至

棄

其

産

業

以

求

一

鴿

而

不

顧

則

以

所

失

者

小

而

所

圖

者

大

也

卒

之

禁

厲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六

鴿

死

習

尚

漸

息

而

失

者

已

不

可

復

追

矣

始

知

趨

利

之

害

一

至

於

此

○

七

年

秋

八

月

風

是

年

饑

明

年

復

旱

斗

米

至

一

銭

民

多

採

草

木

之

根

以

食

○

十

二

年

冬

十

月

星

隕

如

雨
諸

縣

同

○

十

四

年

夏

旱

秋

大

水

○

十

七

年

春

二

月

地

震

○

十

九

年

春

有

虎

入

干

黌

宫

初

虎

東

渡

河

至

泮

池

由

河

渠

入

也

已

復

從

東

北

隅

躍

出

城

外

衆

競

逐

之

有

手

刃

其

胷

者

虎

創

甚

侻

首

帖

尾

行

二

三

里

許

踞

于

東

山

之

岩

䂖

下

竟

為

逰

僧

所

斃

其

後

嵗

在

乙

巳

又

有

一

虎

入

至

縣

獄

墮

厠

中

騰

繞

吏

舎

吏

卒

共

格

殺

之

○

三

十

二

年

春

正

月

海

賊

許

棟

㓂

招

收

秋

九

月

許

朝

光

殺

許

棟

許

棟

饒

平

黃

岡

人

自

結

髪

為

盗

毒

痡

海

上

及

暮

年

潮

人

苦

之

棟

無

子

嘗

養

謝

氏

子

為

已

子

曰

朝

光

至

是

以

所

統

賊

衆

千

半

令

掌

之

復

刼

潮

陽

招

收

等

里

自

徃

外

洋

留

朝

光

屯

海

上

及

棟

還

自

日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七

本

朝

光

迎

棟

于

䂖

澳

殺

之

江

中

因

有

其

衆

自

立

為

澳

長

邑

諸

生

曰

朝

光

之

殺

許

棟

與

安

慶

緒

之

殺

禄

山

其

事

殆

相

盖

禄

山

忘

堂

陛

之

分

以

無

君

許

棟

桑

梓

之

邦

以

無

父

其

㴞

天

之

罪

逆

均

也

使

其

伏

鑕

乎

法

曹

㫁

頭

于

仇

人

之

手

何

足

以

明

天

報

今

廼

以

七

尺

之

軀

見

屠

於

其

子

謂

非

天

道

瘅

惡

之

㣲

權

乎

是

故

綱

目

書

安

慶

緒

殺

禄

山

不

書

弑

者

所

以

甚

禄

山

之

罪

也

今

特

法

綱

目

之

意

誅

叛

逆

於

既

徃

豈

非

欲

以

埀

戒

于

海

濵

愚

民

使

知

盗

賊

之

决

不

可

為

也

耶

○

三

十

四

年

撫

盗

許

朝

光

分

㩀

潮

陽

牛

田

洋

筭

舟

征

税朝

光

自

殺

棟

後

沿

海

焚

刼

日

益

熾

當

事

者

乃

始

倡

為

招

撫

之

説

聴

其

自

㩀

海

陽

闢

望

村

威

制

海

上

又

分

㩀

潮

揭

牛

田

鮀

浦

等

䖏

凡

啇

船

徃

来

無

大

小

皆

給

票

抽

分

名

曰

買

水

而

朝

光

復

深

居

大

舶

之

中

公

行

擊

㫁

間

或

出

入

城

郭

列

羽

衛

以

要

陪

官

之

宴

其

橫

如

此

其

後

朝

光

又

為

其

所

忠

陳

蒼

海

所

殺

聞

者

快

之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八

按

吾

邑

人

之

為

生

計

至

拙

矣

逰

談

公

卿

以

取

連

城

之

賜

不

能

矣

逃

名

海

上

以

致

千

金

之

貲

不

能

矣

啇

旅

京

洛

以

侔

頓

之

富

不

能

矣

有

田

頃

坐

而

食

之

一

遇

兵

荒

輙

拱

手

待

斃

所

恃

者

或

釆

山

釣

水

為

業

稍

資

魚

鹽

以

自

給

耳

乃

一

旦

横

取

諸

盗

使

得

筦

山

海

之

利

以

填

谿

壑

之

欲

為

小

民

者

不

亦

悲

乎

是

故

綱

目

書

筭

啇

車

明

縣

官

且

不

得

與

民

争

利

也

而

况

於

斯

乎

况

於

斯

乎

書

曰

撫

盗

惡

亂

始

也

邑

諸

生

曰

我

潮

雖

僻

在

海

隅

去

雍

州

逺

頋

其

民

樂

闘

有

無

衣

同

仇

之

風

焉

朝

光

雖

横

誠

出

四

鄉

之

子

弟

併

力

攻

之

猶

足

以

制

其

命

也

何

至

招

撫

以

示

弱

耶

余

曰

此

休

兵

息

民

之

計

漢

劉

敬

之

遺

意

也

然

敬

使

匈

奴

綱

目

猶

非

之

是

殆

未

可

為

經

訓

者

也

○

三

十

六

年

秋

九

月

黒

見

先

是

有

人

傳

一

札

至

者

不

知

来

自

何

方

中

輙

妄

為

妖

語

謂

大

灾

之

後

鬼

物

奔

騰

附

火

而

行

號

曰

馬

精

或

走

江

南

或

走

江

北

無

所

不

至

至

必

有

大

殃

於

是

道

路

訛

言

競

傳

符

呪

以

禳

厭

之

俄

而

果

有

燐

火

夜

見

飛

入

人

家

變

成

人

形

或

化

為

狐

犬

禽

鳥

之

侵

及

婦

女

輙

昬

仆

于

地

經

宿

不

甦

有

至

死

者

每

日

暮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九

即

家

家

金

鼓

婦

女

出

向

空

坐

男

子

四

圍

守

之

遇

有

火

星

一

㸃

便

取

生

竹

梢

及

桃

柳

枝

亂

擊

之

其

火

碎

至

散

作

百

十

片

乆

之

乃

㓕

城

中

諠

攘

旬

日

無

敢

卧

者

時

皆

謂

為

黒

云

余

按

成

化

間

有

黒

見

于

京

師

其

事

殆

此

但

黒

之

出

常

有

一

陣

黒

氣

襲

人

人

嘗

見

其

金

睛

修

尾

如

貍

其

疾

如

飄

風

宻

室

亦

至

或

從

户

牖

入

而

未

聞

有

火

光

之

說

者

嘗

考

漢

書

天

文

稱

熒

惑

之

精

下

為

妖

言

為

火

光

其

應

為

䘮

亂

為

兵

荒

疑

此

也

自

是

而

後

吾

邑

之

火

不

絶

枹

鼓

之

聲

相

聞

得

非

此

為

之

兆

耶

然

當

是

時

徃

徃

相

傳

各

鄉

物

異

甚

衆

如

生

蝦

天

雨

豆

地

生

白

毛

之

屬

不

可

勝

書

此

特

記

其

人

所

共

聞

者

耳

○

三

十

七

年

山

賊

楊

繼

傳

鄒

文

綱

等

攻

洋

烏

等

都

三

十

餘

鄉

楊

㫁

傅

與

鄒

文

綱

自

少

無

頼

結

為

死

犮

常

依

山

林

險

阻

截

刼

為

生

至

是

聚

黨

漸

至

千

號

中

白

哨

攻

白

馬

延

長

埔

山

門

等

寨

分

據

之

邑

之

西

南

村

里

為

之

一

空

按

吾

邑

方

隆

盛

時

財

賦

甲

于

東

廣

而

財

賦

之

所

自

出

則

又

多

在

西

南

是

嵗

二

哨

並

起

西

南

之

田

没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于

賊

於

是

户

有

空

輸

之

苦

城

多

懸

磬

之

家

殆

不

可

以

為

邑

矣

及

於

此

能

無

悲

乎

○

三

十

八

年

冬

倭

㓂

始

入

潮

陽

倭

奴

始

入

㓂

也

實

起

福

建

而

熾

於

江

南

多

徽

浙

閩

廣

下

海

之

徒

勾

引

一

二

真

倭

為

酋

首

而

自

髠

以

從

賊

方

其

破

蘇

湖

㩀

舟

山

徜

徉

於

漳

泉

之

野

也

盖

目

中

已

無

全

潮

矣

一

旦

至

揭

陽

遂

大

井

蓬

州

等

䖏

於

是

各

鄊

戒

嚴

吾

邑

始

議

城

守

及

是

年

十

月

果

有

倭

奴

三

百

餘

人

從

海

口

燒

船

登

岸

旦

薄

城

下

為

鄉

兵

所

擊

不

敢

近

因

散

掠

鳯

山

銭

岡

諸

村

里

而

去

越

一

月

又

有

千

餘

人

從

招

司

河

渡

門

以

入

與

海

賊

許

朝

光

同

攻

海

門

官

兵

奮

勇

敵

退

追

至

䂖

而

遁

其

明

年

正

月

復

来

攻

鳯

山

不

下

移

屯

貴

嶼

刼

古

埕

又

有

窺

城

之

㑹

山

賊

夜

襲

入

城

大

創

去

倭

始

駭

散

按

我

潮

倭

㓂

之

患

延

各

邑

而

揭

之

蓬

州

等

里

實

首

先

被

之

嘗

詢

之

里

人

謂

是

里

有

以

下

海

為

業

者

慣

與

外

國

交

通

以

故

倭

得

乗

之

以

入

何

者

彼

盖

其

所

熟

路

也

當

是

時

地

方

承

平

日

乆

户

口

殷

冨

豪

家

大

賈

徃

徃

以

勢

利

相

髙

公

然

脩

造

大

船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一

遍

歴

諸

部
揚

帆

而

去

滿

載

而

金

寳

溢

于

衢

路

彼

小

民

者

見

之

目

奪

心

駭

以

為

冨

擬

王

公

可

一

葦

杭

之

而

得

矣

而

豈

虞

末

路

至

此

盖

不

惟

不

能

保

其

有

且

并

其

人

亡

之

始

知

向

之

駕

萬

斛

之

舟

肙

不

測

之

險

之

求

利

者

乃

所

以

階

桑

梓

無

窮

之

禍

也

余

因

紀

倭

㓂

入

潮

事

而

著

始

禍

之

由

如

此

俾

後

之

覽

者

以

為

永

監

焉

○

三

十

九

年

安

廵

檢

李

中

如

中

白

哨

議

招

不

從

被

執楊

繼

傳

鄒

文

綱

侵

㩀

連

年

煽

亂

已

極

人

心

痛

憤

官

府

無

如

之

何

於

是

李

中

奉

守

廵

道

㑹

委

賫

執

告

示

諭

以

聴

招

不

納

反

為

所

執

并

将

該

司

印

信

奪

去

時

有

邑

人

把

總

荘

臨

民

者

素

稱

膽

氣

有

口

辯

嘗

白

取

饒

平

縣

令

於

虎

口

當

道

信

之

乃

令

帶

領

鄉

兵

入

營

果

得

李

中

及

印

信

以

後

二

㓂

竟

為

同

知

張

炫

督

兵

勦

㓕

餘

黨

潰

散

始

復

白

馬

山

門

等

鄉

○

夏

六

月

山

賊

襲

入

縣

城

潮

州

府

通

判

翁

夣

鯉

督

兵

擊

破

走

之

是

時

倭

㓂

移

屯

貴

嶼

縣

缺

長

吏

城

守

弛

而

夣

鯉

適

以

備

倭

事

行

縣

方

闔

門

間

忽

有

山

賊

千

餘

人

由

苦

竹

白

葉

至

自

號

為

兵

逕

抵

城

下

其

夜

遂

越

入

城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二

城

中

無

有

覺

者

及

聞

啸

起

視

城

皆

賊

於

是

夣

鯉

倉

卒

勒

兵

禦

之

而

邑

中

父

老

亦

徃

徃

率

子

弟

兵

與

賊

巷

屢

摧

賊

天

明

四

鄉

兵

来

援

從

外

擊

之

賊

死

者

甚

衆

因

縱

窮

㓂

遁

去

詳

見

翁

公

平

㓂

○

四

十

二

年

春

三

月

倭

奴

大

舉

入

㓂

潮

陽

知

縣

郭

夣

得

恊

同

士

民

督

兵

守

禦

義

勇

莊

淑

禮

胡

世

和

死

之

海

賊

呉

平

等

勾

引

倭

奴

入

㓂

徃

来

潮

海

之

間

所

過

村

里

屠

㓕

不

可

勝

計

潮

人

苦

之

乆

矣

及

是

年

正

月

復

至

海

陽

屯

㩀

各

鄉

士

民

家

塜

墓

諜

報

日

至

逺

近

震

駭

時

予

適

家

居

因

與

鄉

搢

紳

先

生

計

曰

賊

勢

如

欲

東

道

必

經

潮

揭

古

渡

吾

若

共

募

精

兵

一

枝

於

渡

口

戍

守

之

賊

必

不

能

飛

渡

大

江

眀

矣

衆

然

之

㑹

兵

未

齊

而

賊

至

城

下

退

掠

迤

北

諸

村

里

破

鳯

山

直

浦

等

寨

烈

尤

甚

於

是

邑

慱

劉

君

者

首

率

諸

生

劉

應

望

等

告

諸

當

道

謂

余

冝

以

義

倡

募

兵

城

守

辭

不

獲

而

郭

侯

夣

得

復

力

賛

之

乃

作

書

遣

應

望

赴

踏

頭

埔

募

得

壮

士

五

百

人

而

荘

淑

禮

胡

世

和

皆

在

軍

中

其

時

倭

賊

已

至

城

下

三

日

矣

先

是

應

望

引

兵

且

至

城

下

士

民

豫

以

酒

肉

縋

城

犒

之

與

夫

一

切

供

具

㯽

榔

花

菓

之

甚

辦

且

恣

所

嬉

逰

若

無

意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三

於

者

當

事

者

乗

城

觀

之

恚

曰

此

子

耳

何

能

為

頃

之

賊

分

屯

北

郊

蕭

氏

園

衆

兵

曰

此

可

擊

矣

所

少

者

鐡

鏢

耳

予

即

亟

告

諸

邑

大

夫

取

庫

中

所

藏

及

自

騎

城

上

令

守

者

人

㧞

一

枝

湏

㬰

得

鏢

百

枝

悉

以

與

之

於

是

兵

得

鏢

各

挟

藤

牌

鳥

銃

以

徃

逕

抵

北

園

一

人

先

登

衆

随

其

後

大

破

倭

賊

於

城

北

隅

所

擊

殺

無

我

兵

亦

傷

者

人

㑹

日

暮

亟

收

兵

以

入

然

後

人

人

知

兵

可

用

也

此

一

捷

也

兵

既

入

城

分

守

四

門

而

城

西

尤

為

賊

衝

因

稍

益

壮

士

如

淑

禮

軰

守

之

㑹

賊

急

攻

城

以

雲

梯

十

道

攀

堞

蟻

附

而

上

淑

禮

世

和

登

堞

擊

砍

殺

倭

首

十

餘

人

賊

衆

遂

潰

淑

禮

世

和

各

身

被

十

餘

創

猶

自

躍

城

下

割

首

功

因

中

鳥

銃

而

斃

此

二

捷

也

其

後

賊

復

囊

沙

填

濠

造

臨

衝

之

車

以

進

我

兵

乃

以

鐡

鈎

括

嚢

縱

火

焚

車

大

破

之

倭

有

被

焚

死

者

此

三

捷

也

賊

既

屢

挫

復

計

城

南

臨

水

方

舟

可

渡

乃

退

取

巨

艦

連

結

之

又

造

連

舳

車

置

其

上

鼓

噪

而

前

我

兵

復

夜

沉

水

中

雜

取

亂

䂖

塞

其

下

使

賊

舟

格

不

得

進

因

以

佛

朗

機

衝

之

舟

車

碎

此

四

捷

也

南

郭

陳

氏

有

喬

松

一

株

髙

可

許

賊

營

其

宅

因

援

松

而

上

結

小

窼

於

杪

俯

視

城

中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四

秋

毫

無

遺

者

城

守

者

稍

不

為

備

輙

中

矢

城

南

行

人

為

㫁

其

時

城

中

有

一

少

年

自

言

能

弹

飛

鳥

因

募

使

獨

守

一

堞

我

兵

輔

之

即

以

鳥

銃

隐

堞

中

仰

射

之

三

三

中

窼

墜

賊

死

閣

枯

枝

上

至

腐

敗

為

烏

鳶

所

食

此

五

捷

也

其

他

如

焚

積

薪

禱

神

祠

諸

事

詳

具

靈

威

廟

記

茲

故

不

著

著

其

未

者

如

此

按

淑

禮

軰

本

應

募

士

當

其

時

賊

勢

方

張

人

心

危

懼

城

且

岌

岌

矣

乃

能

身

扞

矢

䂖

屹

立

孤

壘

不

動

此

與

雷

将

軍

守

睢

陽

事

何

異

卒

之

奮

擊

以

死

而

其

父

撫

屍

哭

之

哀

時

余

見

而

慰

之

其

父

曰

見

死

城

完

是

死

而

有

益

於

桑

梓

也

夫

復

何

憾

因

復

令

其

少

子

乗

城

擊

賊

以

報

兄

難

聞

者

壮

之

夫

呉

之

遇

卒

厚

矣

卒

且

未

陣

其

母

即

以

不

知

死

所

為

悲

况

如

淑

禮

之

死

者

乎

然

則

淑

禮

之

父

其

賢

於

之

卒

毋

不

亦

逺

耶

余

是

以

並

著

之

毋

以

㣲

而

略

也

若

夫

像

以

昭

勇

祀

以

報

功

則

邑

之

師

帥

固

以

義

之

矣
謂

先

任

知

縣

郭

夣

得

塑

像

於

南

城

樓

上

而

今

任

知

縣

黃

一

龍

復

嘉

其

有

全

城

之

功

春

秋

命

吏

祀

以

少

牢

也

又

按

是

年

倭

㓂

之

禍

迤

北

諸

村

里

望

風

披

靡

盖

所

至

無

堅

壘

矣

獨

鳯

山

一

寨

以

鄉

耆

陳

友

仁

賈

勇

督

之

力

所

擊

殺

倭

無

筭

由

是

倭

憤

甚

固

不

肯

退

而



ZhongYi

潮

陽

縣

志

卷
之
二

二
十
五

寨

中

相

持

日

乆

人

衆

水

竭

力

不

能

支

遂

潰

圍

而

出

因

于

賊

死

之

其

時

婦

女

多

駢

首

預

投

井

中

皆

莫

詳

其

姓

氏

悲

夫

悲

夫

士

之

伏

節

守

義

正

䝉

難

而

冺

㓕

無

聞

者

何

可

勝

道

余

獨

惜

鳯

山

一

鄉

能

以

義

自

為

守

而

乃

不

能

得

一

援

兵

以

卒

趨

於

亡

也

可

慨

也

夫

○

夏

四

月

廵

視

海

道

副

使

劉

存

徳

以

家

兵

来

援

潮

陽

按

潮

陽

被

圍

至

是

且

四

十

日

矣

而

援

兵

始

至

何

以

書

曰

幸

之

也

其

為

幸

者

何

若

曰

城

已

危

矣

民

力

已

竭

矣

郡

國

之

兵

無

聞

矣

苟

能

以

百

夫

徃

其

猶

有

□

棼

拯

溺

之

望

乎

是

故

書

家

兵

急

攘

夷

也

而

職

在

封

疆

灰

㓕

賊

者

可

以

愧

矣

○

東

山

靈

威

廟

及

大

忠

祠

災

五

月

倭

奴

遁

○

四

十

三

年

秋

八

月

海

賊

呉

平

攻

神

山

古

埕

等

郷

之時

倭

自

潮

陽

觧

圍

遁

去

為

两

廣

督

撫

侍

郎

呉

桂

芳

總

兵

官

俞

大

猷

所

破

㑹

海

風

大

作

倭

多

溺

水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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