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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序

一

重
修
江
隂
縣
志
序

邑
志
之
修
也
予
安
能
爲
是
役
也
宋
有
刻

本
凡
十
卷
教
授
鄭
應
申
郭
庭
堅
爲
之
是

時
江
隂
爲
軍
元
至
元
間
甞
一
翻
刻
皆
仍

故
也
其
後
入
我

國
朝
繼
軌
而
修
有
若
賀
子
徽
氏
顔
瑄
氏
種

種
而
出
於
是
稱
縣
志
焉
因
革
之

旁
咨

事
實
多
出
亭
父
里
魁
之
言
文
或
不
副
大

抵
然
矣
弘
治
癸
丑
蘭
谿
黃
君
爲
令
思
皇

作
者
羅
絡
希
聞
剖
析
疑
義
雄
辭
瓌
辯
自

成
一
家
之
言
可
不
謂
傑
然
巳
乎
後
若
干

年
宗
黃
而
續
志
凡
得
九
卷
曰
方
謨
氏
合

前
後
觀
之
或
謂
黃
之
志
縟
也
多
取
而
寡

要
奇
搜
而
眩
實
君
子
思
見
其

焉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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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序

二

者
宋
人
也
畧
也
由
畧
而
詳
可
矣
比
其
詳

也
不
勝
其
文
是
故
志
之
難
也
予
安
能
爲

是
役
也
嘉
靖
丙
午
廵
按
御
史
王
公
言
來

按
兹
土
詢
志
考
俗
乃
以
掌
故
屬
之
邑
令

趙
君
錦

予
詮
次
爲
役
予
懼
焉
而
不
敢

當
又
踰
歲
廵
撫
都
御
史
歐
陽
公
必
進
廵

按
御
史
陳
公
九
德
相
繼
督
之
趙
君
乃
闢

延
陵
書
院
爲
館
簡
諸
生
才
者
五
人
佐
予

以
從
事
未
幾
而
劉
珪
林
文
煥
病
亡
乃
與

蔣
龍
徐
鳴
玉
吳
胤
稍
議
討
之
緝
其
舊
文

若
干
萬
言
凡
二
十
三
卷

其
遺
事
凡
廿

六
載
有
奇
門
分

别
事
各
有
歸
而
不
相

殽
示
綱
領
可
尋
也
先
爲

凡
舉
例
示
凖

繩
在
兹
其
去
其
取
非
敢
私
爲
異
同
也
予



ZhongYi

志
序

三

之
少
獲
自
盡
者
塗
轍
若
此
而
已
至
謂
得

損
益
之
宜
適
文
質
之
中
明
先
王
疆
里
之

故
推
其
精
神
之
運
播
告
于
册
以
一
民
志

於
無
窮
謂
爲
有

邦
君
之
治
非
予
所
知

也
始
事
於
丁
未
春
二
月
越
是
冬
十
二
月

吿
訖
中
間
予
以
病
廢
者
若
干
旬
刻
旣
成

趙
君
將
正
諸
有
道
謁
其
文
冠
諸
篇
端
予

不
佞
謹
次
其
槩
以
見
予
之
懼
焉
而
不
敢

當
者
赧
焉
而
有
餘
媿
也

前
太
常
寺
卿
掌
國
子
祭
酒
事
翰
林
侍
讀

學
士

經
筵
講
官
同
修

國
史
邑
人
張
衮
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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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江
隂
縣
新
志
序

有
家
者
隨
其
家
之
所
有
而
籍
記
之
其
常

也
凡
其
田
畮
租
甔
錢
貫
絲
縷
豉
合
醬

僮
指
之

此
纎
勤
治
生
者
之
所
詳
而
游

閒
華
飾
者
之
所
略
也
凡
其
池
舘
花
樹
狗

馬
圗
畵
古
物
珍
器
之

此
游
閒
華
飾
者

之
所
詳
而
纎
勤
治
生
者
之
所
略
也
二
者

則
更
相
笑
矣
而
家
之
所
以
爲
家
者
則
固

在
此
而
不
在
彼
也
與
郡
國
州
邑
之
有
志

自
古
而
已
然
亦
所
謂
隨
其
郡
國
州
邑
之

所
有
而
籍
記
之
其
常
也
禹
貢
周
職
方
豈

非
志
國
邑
者
之
所
權
輿
也
哉
然
自
後
世

觀
之
則
見
其
有

細
而
俚
俗
者
矣
夫
其

田
賦
高
下
之
異
等
墳
壚

赤
之
異
壤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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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鎭
九
澤
之
異
名
而
五
戎
八
蠻
之
異
服
其

列
而
載
之
可
也
至
於
篠
簜
箘
簵
淮

江

龜
海
錯
之
纎
細
則

於
草
木
䖝
魚
之
書

而
多
男
少
女
多
女
少
男
之
紀
則
近
於
閭

井
村
俗
之
談
古
人
何
若
是
之

也
蓋

苟
有
切
於
利
器
用
而
阜
民
生
辨
隂
陽
而

蕃
孳
息
則
固
不
得
以
其
穢
襍
而
略
之
而

况
其
大
且
重
者
乎
其
所
載
而
詳
者
固
然

則
其
所
不
載
者
亦
可
知
矣
後
之
所
謂
地

志
者
則
異
是
矣
其
敘
山
川
也
旣
無
關
於

險
夷
瀦
洩
之
用
而
其
載
風
俗
也
亦
無
與

於
觀
民
省
方
之
實
至
於
壤
則
賦
額
民

一
切
不
紀
而
仙
佛
之
廬
臺
榭
之
廢
址
逹

官
貴
人
之
墟
墓
詞
人
流
連
光
景
之
作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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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而
是
嗚
呼
此
何
異
於
家
之
籍
專
記
圖

畵
狗
馬
玩
具
爲
粧
綴
而
租
甔
錢
貫
所
以

需
衣
食
之
急
者
漫
不
足
徴
也
其
亦
何
取

於
爲
家
也
與
知
家
之
有
籍
本
以
治
生
而

非
以
觀
美
國
邑
之
有
志
本
以
經
世
而
不

以
愽
物
則
得
之
矣
竊
聞

國
朝
集
諸
儒
臣
修
一
統
志
時
兩
人
相
誚
其

一
人
欲
載
科
目
之

則
曰
此
非
進
士
錄

也
其
一
人
欲
載
戶
口
田
賦
之

則
曰
此

非
黃
白
册
也
科
目
則
别
有
錄
矣
不
載
宜

也
戸
口
田
畝
固
天
下
之
大
命
而
經
國
者

所
必
稽
也
且
若
彼
之
說
則
禹
貢
周
職
方

其
亦
黃
白
册
也
哉
彼
固
以
是
爲

細
俚

俗
焉
而
不
載
也
江
隂
於
常
州
爲
属
邑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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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枕
江
之
衝
爲
蘇
常
諸
郡
北
門
以
故
視
他

邑
獨
重
舊

有
志
而
宜
書
不
書
不
宜
書

而
書
大
率
如
所
論
諸
志
之
弊
無
足
徴
者

至
今
令
餘
姚
趙
君
始
更
修
之
趙
君
爲
政

潔
已
愛
民
才
敏
而
慮
周
凡
志
中
所
載
田

賦
徭
役
戸
口
食
貨
謡
俗
水
利
防
江
治
盗

之
源
委
本
末
節
錯
絲
棼
蓋
皆
君
之
所
甞

蚤
夜
盡
心
焉
者
其
於
浮
文
羡
費
則
盡
屏

去
不
事
譬
如
辛
苦
起
家
之
人
斥
絶
耳
目

之
玩
而
畢
力
於
家
人
生
事
之
間
一
錢
粟

之
盈
縮
一
臧
獲
之
奸
良
與
夫
鐍
鑰
閭
戸

之
守

其
錙
銖
隱
頥
而
聰
明
智
筭
舉
無

遺
者
於
是
一
切
以
其
精
神
思
慮
之
所
及

而
登
之
於
籍
至
其
纂
緝
成
編
則
以
属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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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五

學
士
張
先
生
先
生
以
其
國
史
之
餘
才
而

推
之
以
成
一
邑
之
史
故
其
所
載
繁
簡
删

存
能
得
趙
君
之
所
用
心
而
著
之
以
爲
後

來
治
邑
者
之
所
據
凖
又
如
計
然
任
公
之

徒
精
於
治
生
而
太
史
公
萃
之
爲
傳
凡
其

仰
俯
拾
取
廢
居
棄
與
之
法
與
夫
巵
茜
萩

之
細
莫
不
具
載
能
得
諸
人
之
所
用
心

而
著
之
以
爲
治
生
家
者
所
必
資
蓋
爲
邑

之
與
治
生
意
嚮
或
異
家
籍
之
與
邑
志
體

裁
亦
殊
至
其
的
然
當
於
實
用
而
不
取
辦

於
具
文
焉
則
一
也
夫
前
人
以
其
所
用
心

而
著
之
籍
記
後
人
因
其
所
籍
記
而
得
前

人
所
用
心
而
守
之
是
以
家
道
能
常
興
而

不
墜
予
欲
使
後
之
爲
江
隂
者
因
趙
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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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六

所
爲
志
而
知
其
所
用
心
而
守
之
也
爲
之

書
其
端

嘉
靖
戊
申
夏
四
月
武
進
唐
順
之
序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目
錄

一

陸
廷
相
冩

何
瑞
刋

目
錄圖

縣
境

縣
城

建
置
記
第
一

沿
革

城
池

公
署

提
封
記
第
二
上

分
野

形
勝

疆
域

坊
鄕

街
巷

市
鎭

坊
表

橋
梁

古
蹟

災
祥

提
封
記
第
二
下

山
川
閘

堰

井

附

風
俗
記
第
三

習
尚

歲
時

食
貨
記
第
四
上

戶
口

田
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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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目
錄

二

何
元

貢
課
徭

役

附

食
貨
記
第
四
下

土
産

學
校
記
第
五

廟
學

社
學

書
院

秩
祀
記
第
六

壇
壝

祠
廟
墓

附

河
防
記
第
七

兵
衛
記
第
八

祿
秩
考
第
九

官
師
表
第
十
上

官
師
表
第
十
下

選
舉
表
第
十
一
上

甲
科

鄕
貢

歲
貢

辟
舉

選
舉
表
第
十
一
下

武
胄

貤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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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目
錄

三

何
瑞

䕃
敘

應
例

雜
科

列
傳
第
十
二
上

名
宦

列
傳
第
十
二
中

鄕
贒

列
傳
第
十
二
下

列
女

外
記
第
十
三

寺
觀

外
傳
第
十
四

方
伎

僊
釋

遺
文
第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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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凡
例

一

陸
廷
相
冩

何
應
元
刋

凡
例一

縣
有
志
四
境
之
事
該
焉
其
目
衆
矣
故
凡
爲
綱

十
有
五
其
下
分
而
爲
目
又
從
而
分
註
之
綱
以

統
目
目
以
該
凡
志
之
略
具
矣

一
志
有
圖
有
表
圖
倣
唐
十
道
著
山
川
境
土
城
郭

廨
舍
表
列
官
師
各
繫
以
年
倣
春
秋
經
以
帝
代

史
記
諸
侯
王
表
具
一
代
始
終
本
無
去
取
也

一
自
沿
革
而
下
諸
篇
其
要
者
各
爲
說
以
冠
諸
端

明
其
旨
也
猶
說
詩
者
必
有
小
序
以
言
作
者
之

意
如
此
云

一
星
野
之
辯
析
矣
今
以
分
野
屬
諸
提
封
何
也
野

封
所
有
也
災
祥
末
附
之
著
應
也
言
有
星
野
斯

有
占
驗
也
周
禮
保
章
氏
以
星
土
辯
九
州
之
地

所
封
封
域
皆
有
分
星
以
觀
妖
祥
其
原
本
諸
此

矣
一
官
師
旣
有
表
無
賢
否
皆
書
也
其
賢
而
特
出
有

功
于
國
有
惠
于
民
者
殁
復
爲
傳
以
紀
之
昭
民

庸
也
前
代
逖
矣
史
策
班
然
耳
目
未
逮
風
聲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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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凡
例

二

何
鈿
刋

存
其
將
來
者
有
興
乎
其
未
傳
者
則
有
待
也

一
志
人
物
舊
有
分

今
統
言
之
何
也
全
盡
人
理

無
忝
所
生
赫
然
爲
世
名
臣
爲
儒
正
宗
其
上
也

下
是
而
以
一
節
名
者
通
謂
之
賢
也
觀
於
其
傳

而
其
大
小
偏
全
見
矣

一
食
貨
舊
志
以
貨
賤
之
附
之
於
雜
傳
洪
範
八
政

一
曰
食
二
曰
貨
經
首
言
之
獨
非
貨
乎
是
故
列

之
爲
正
綱

一
寺
觀
曷
爲
而
書
之
也
先
朝
遺
搆
賜
額
在
焉
有

不
得
而
廢
也
然
以
其
爲
異
教
也
外
記
記
之
言

外
所
以
别
夫
正
也

一
事
之
去
取
文
之
詳
略
惟
据
舊
聞
略
加
删
正

㕘

以
巳
意
好
惡
作
矣
其
蔽
也
誣
附
以
臆
說
繆
悠

生
矣
其
蔽
也
矯
曰
矯
曰
誣
志
之
患
也
是
故
愼

之
一
前
人
記
序
爲
某
署
而
作
各
附
其
文
其
不
能
盡

錄
者
識
其
名
于
本
條
之
下
詩
賦
倣
此

一
古
今
文
字
繁
多
宜
以

入
事
有
參
差
不
可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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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圖

一

附
故
以
遺
文
終
焉
資
搜
考
也
志
之
道
於
是
備

矣
一
分
卷
倣
漢
書
之
例
篇
端
標
以
本
題
各
自
爲
帙

題
之
下
書
曰
志
之
卷
以
一
起

從
始
至
終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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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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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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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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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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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一

無
錫
陸
廷
相
冩

何
應
元
刋

建
置
記
第
一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前
史
官
邑
人
張
衮
修

沿
革建

邦
尚
矣
更
置
異
名
而
地
之
廣
狹
代
殊
焉
變

而
通
之
存
乎
人
也
革
之
時
義
大
矣

江
隂
在
禹
貢
周
職
方
並
屬
揚
州
商
末
吳
泰
伯
奔
荆

蠻
自
號
句
吳
其
後
季
札
封
于
延
陵
皆
此
地
也
周
顯

王
三
十
六
年
屬
楚
楚
相
春
申
君
黃
歇
請
徙
封
江
東

於
是
城
故
吳
墟
爲
春
申
邑
秦
始
皇
有
天
下
置
郡
曰

會
稽
而
延
陵
爲
之
鄕
漢
高
帝
取
會
稽
改
鄕
爲
毗
陵

縣
仍
析
其
地
爲
曁
陽
鄕
即

今

疆

域

其
後
會
稽
郡
爲
封
國

國
號
建
除
者
四
漢

高

帝

封

劉

賈

爲

荆

王

號

荆

國

賈

爲

英

布

所

殺

立

劉

濞

爲

吳

王

號

吳

國

景

帝

時

吳

王

反

汝

南

王

劉

非

擊

破

吳

遂

徙

封

非

爲

江

都

王

號

江

都

國

武

帝

時

江

都

王

建

謀

反

自

殺

更

立

子

胥

爲

廣

陵

王

號

廣

陵

國

後

胥

以

詛

呪

事

自

殺

國

除

而
尋
復
爲
郡
順
帝

永
建
四
年
分
會
稽
置
吳
郡
曁
陽
鄕
從
縣
以
屬
晉
太

康
二
年
分
吳
郡
置
毗
陵
郡
割
無
錫
縣
地
益
曁
陽
鄕

曁
陽
始
爲
縣
而
屬
邑
毗
陵
郡
懷
帝
永
嘉
五
年
郡
改

曰
晉
陵
梁
敬
帝
四
年
廢
縣
置
江
隂
郡
又
分
蘭
陵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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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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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置
江
隂
縣
從
郡
徙
治
君
山
之
陽
以
其
地
濵
大
江
故

名
江
隂
凡
領
縣
三
其
二
曰
利
城
曰
梁
豐
陳
受
梁
禪

奉
敬
帝
爲
江
隂
王
江
隂
是
時
爲
梁
國
其
郡
縣
徙
夏

浦
隋
文
帝
九
年
江
隂
郡
廢
改
晉
陵
爲
常
州
以
利
城

梁
豐
併
入
江
隂
爲
屬
縣
其

治

仍

居

君

山

之

陽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以
江
隂
置
曁
州
復
利
城
梁
豐
并
江
隂
爲
三
縣
屬

之
九
年
州
廢
復
併
二
縣
入
江
隂
仍
屬
常
州
武
宗
會

昌
四
年
升
江
隂
縣
爲
朢
南
唐
昇
元
中
始
建
爲
軍
領

江
隂
一
縣
宋
自
太
宗
至
高
宗
三
改
爲
縣
而
三
復
爲

軍
太

宗

淳

化

元

年

改

三

年

復

神

宗

熙

寜

四

年

改

高

宗

建

炎

二

年

復

事

具

復

軍

中

紹

興

二

十

七

年

改

三

十

一

年

因

建

江

防

之

策

又

復

其
縣
也
並
屬
于
常
州
恭
帝
德
祐

元
年
元
兵
取
本
軍
行
安
撫
司
事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三

年
升
軍
爲
江
隂
路
總
管
府
二
十
八
年
降
路
爲
江
隂

州
尋
以
爲
上
州

江
浙
行
中
書
省
至
正
十
六
年
僞

吳
張
士
誠
遣
將
據
之
我

明
興
籍
其
地
改
爲
連
陽
州
洪
武
元
年
復
爲
江
隂
州

二
年
改
州
爲
縣
屬
常
州
府
直

于

京
師
成
化
七
年
割
馬

䭾
沙
之
五
十
五
里
置
靖
江
縣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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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在

江

中

立

巡

檢

司

後

因

多

盗

奏

設

縣

丞

一

員

至

是

巡

撫

右

副

都

御

史

滕

昭

請

置

縣

備

官

屬

城
池維

城
衛
民
爰
定
于
趾
浚
川
窪
澤
形
有
高
庳
險

斯
具
矣
是
故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國

城
自
梁
置
江
隂
郡
江
隂
縣
始
築

乾
明
演
教
二
寺

故
址
隋
陳
唐
皆
因
其
舊
後
人
呼
爲
古
城
以
其
創
始

也
南
唐
改
縣
爲
軍
曰
軍
城
祥
符
圖
經
云
周
廻
一
十

三
里
天
祐
十
年
築
建
門
四
曰
延
慶
欽
明
通
津
朝
宗

唐

亡

於

天

祐

四

年

此

稱

十

年

者

蓋

唐

亡

梁

太

祖

改

元

開

平

吳

王

楊

行

宻

仍

天

祐

之

號

故

有

天

祐

十

年

則

此

城

吳

所

改

築

也

宋
增
子
城
門
四
東
曰
新
津
慶
元
五
年
知

軍
葉
簣
修
紹
定
二
年
知
軍
顔

仲
重
修
南
曰
觀
風

西
曰
朢
京
北
曰
澄
江
皆
知
軍
史
寯
之
修
外
城
門
五

東
曰
春
暉
西
曰
天
慶
南
曰
朝
宗
北
曰
愛
日
東
北
曰

建
寅
元
旣
定
江
南
得
志
中
國
城
盡
毀
至
正
十
一
年

兵
起
始
詔
天
下
復
繕
治
城
郭
於
是
州
人
黃
傅
攝
州

事
率
鄕
民
城
之

明
興
龍
鳯
三
年
更
加
修
築
甃
磚
疊
石
增
女
墻
闢
四

門
仍
舊
名
東
曰
春
暉
西
曰
天
慶
南
曰
朝
宗
北
曰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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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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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歲
久
而
夷
如
履
平
地
正
德
元
年
知
縣
劉
紘
始
修

朝
宗
天
慶
二
門
六
年
知
縣
王
鉼
復
裒
民
力
畚
土
築

之
城
還
其
舊
周
九
里
零
高
一
丈
五
尺
基
厚
如
之
女

墻
高
二
尺
五
寸
自
東
門
至
南
門
三
百
零
七
丈
五
尺

八
寸
南
門
至
西
門
三
百
七
十
四
丈
六
尺
西
門
至
北

門
三
百
零
六
丈
三
尺
北
門
至
東
門
六
百
九
十
六
丈

八
尺
總
計
一
千
六
百
八
十
七
丈
零
三
寸
爲
六
千
七

百
四
十
九
歩
門
皆
有
樓
東
南
北
各
置
水
關
明
年
流

賊
渡
江

城
下
居
民
頼
以
保
障
十
年
知
縣
萬

修

北
水
關
十
四
年
本
府
推
官
王
鈞
置
扉
木
架
城
上
覆

簷
以
瓦
避
霪
雨
嘉
靖
十
二
年
知
縣
李
元
陽
復
建
城

樓
八
座
各
當
空
缺
瞭
朢
相
屬
二
十
二
年
巡
江
御
史

馮
璋
計
久
逺
得
贖
錢
若
干
厚
培
城
趾
疊
石
五
層
凡

六
百
八
十
五
丈
甃
磚
爲
面
凡
得
四
十
餘
丈
其
功
駸

駸
乎
起
矣

池
城
之
内
黃
田
河
貫
其
中
江
潮
自
北
南
注
轉
而
東

又
自
東
而
南
直
趨
朝
宗
門
城
之
外
爲
濠
闊
四
丈
二

尺
深
七
尺
自
澄
江
門
循
城
西
流
轉
而
南
至
朝
宗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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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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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何
鈿
刋

是
爲
南
轉
河
自
澄
江
門
循
城
東
流
轉
而
南
又
折
而

西
至
朝
宗
門
是
爲
東
轉
河
即
今
所
謂
城
濠
也

按
邑
之
有
城
以
捍
外
衛
内
也
民
之
依
城
自
固
猶

居
室
以
安
身
也
許
愼
說
文
曰
城
盛
民
也
莫
切
匪

城
要
在
是
矣
江
隂
之
故
封
城
以
北
僅
里
許
君
山

掎
之
大
江
迤
之
東
接
滄
海
西
朢
京
口
北
連
通
泰

諸
州
支
流
曲
渠
鉤
嬰
蟬
聯
莽
莽
涯
涘
鹽
販
出
没

濤
波
動
以
兵
衛
少
激
之
則
群
聚
而
爲
大
盗
正
德

壬
申
齊
魯
奔

順
流
而
下
直
犯
城
北
焚
燒
室
廬

擄
掠
子
女
關
以
外
殘
破
不
可
勝
紀
當
是
時
也
土

城
興
築
畚
鍤
究
勤
汔
用
吿
緒
城
中
無
恙
設
無
捍

蔽
江
隂
能
完
乎
江
隂
不
守
江
浙
懼
矣
此
城
之
不

可
以
巳
也
夫
知
其
不
可
以
巳
而
久
逺
未
計
悠
悠

然
幸
患
之
不
及
思
以
寄
之
後
人
其
後
之
人
又
復

寄
之
是
城
無
日
也
民
之
命
懸
於
天
矣
爲
今
良
畫

甃
之
以
甓
通
工
會
之
爲
力
不
鮮
不
若
稍
如
馮
侍

御
之
法
得
一
贖
錢
即
以
召
工
由
尺
至
丈
由
丈
至

引
月
積
歲
增
崇
墉
翼
翼
金
湯
有
截
矣
詩
曰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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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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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克
毖
之

澄

江

門

詩

宋

楊

蟠

獨

上

高

樓

朢

海

川

青

山

幾

㸃

送

歸

船

寒

光

淡

淡

浮

紅

日

曉

色

散

白

煙

浦

外

落

霞

爭

捲

燒

池

中

流

水

自

開

蓮

結

句

亡

朝

宗

門

百

尺

樓

高

四

朢

中

雲

深

一

鴈

度

長

空

人

間

砧

杵

催

寒

事

郭

外

笙

簫

逐

土

風

天

帶

江

山

元

自

好

地

流

河

漢

忽

相

通

丹

心

直

北

看

飛

雪

徃

徃

隨

花

入

帝

宫重

修

朝

宗

門

樓

集

句

呈

王

宰

俞

壹

兹

城

實

佳

麗

温

子

昇

上

與

浮

雲

齊

文

選

古

詩

回

朢

川

之

隂

沈

約

津

途

去

不

迷

李

白

一

旦

起

樓

高

百

尺

韋

應

物

城

高

樓

滿

金

碧

杜

牧

朱

門

峩

峩

臨

九

衢

韋

應

物

一

片

彩

霞

迎

曉

日

楊

巨

源

好

奇

賞

俊

實

難

逢

韓

愈

看

此

寜

避

雨

與

風

韓

愈

仍

誇

縣

尹

風

騷

客

王

禹

偁

與

人

一

心

成

大

功

杜

甫

應

喜

中

原

正

無

事

杜

光

庭

出

爲

蒼

生

作

仙

吏

釋

皎

然

大

賢

爲

政

即

多

聞

杜

甫

不

獨

文

章

推

國

器

王

禹

偁

立

驅

巘

崿

壓

波

瀾

沈

彬

千

古

煙

霞

一

朢

間

孫

何

江

上

晚

來

堪

處

鄭

谷

丹

青

出

是

君

山

李

白

况

乃

烹

鮮

會

嘉

客

李

頎

樓

上

重

重

歌

吹

發

張

籍

艶

歌

一

曲

酒

一

杯

白

居

易

華

筵

百

戯

呈

徹

崔

珏

樓

中

美

人

奪

神

仙

顧

况

輕

身

起

舞

紅

燭

前

楊

衡

湏

臾

宴

罷

日

將

夕

李

紳

㫁

燼

遺

香

裊

翠

煙

李

賀

四

座

少

年

君

聽

取

白

居

易

太

平

時

節

難

身

遇

杜

甫

先

生

事

業

不

可

量

韓

愈

此

中

豈

是

久

留

處

李

白

且

飲

美

酒

登

高

樓

李

白

高

視

乾

坤

又

何

愁

杜

甫

早

晚

北

門

下

徴

詔

王

禹

偁

珮

聲

歸

去

鳯

池

頭

王

維

寄

王

安

石

朱

昌

符

江

上

城

隍

古

鏡

中

城

邉

山

色

翠

屏

風

魚

蝦

接

海

隨

時

足

禾

稻

連

湖

逐

歲

豐

太

伯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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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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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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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可

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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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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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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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何
元

公
署相

彼
宇
矣
維
兹
受
署
肆
克
乂
之
民
胥
以
寜
是

故
君
子
居
其
室
出
其
言
可
以
思
矣

縣
治
在
城
西
北
隅
後
負
君
山
西
控
揚
子
江
口
前
臨

官
街
拱
以
坊
表
榜
曰
悅
來
即
元
總
管
府
尋
改
爲
州

故
址
也
先
是
宋
爲
軍
治
其
制
有
鼓
角
門
前
列
宣
詔

頒
春
東
新
西
新
四
亭
後
列
甲
仗
架
閣
二
庫
設

㕔
之

外
有
常

㕔
簽

㕔
雙
檜
堂
而
下
堂
名
者
四
亭
名
者
六

其
見
於
詩
則
有
若
梅
亭
練
江
亭
翠
光
亭
又
有
漾
花

池
蓮
風
閣
見
於
記
則
浙
西
道
院
爲
獨
著
是
時
江
隂

復
有
縣
建
太
平
塔
東
後
改
軍
爲
縣
其
在
太
平
者
遂

廢

國
朝
丁
酉
建
連
陽
州
洪
武
元
年
復
改
縣
知
縣

吳
志
逺
丞
賀
子
徽
相
繼
增
修
之
宣
德
五
年
知
縣
朱

應
祖
建
譙
樓
弘
治
八
年
知
縣
黃
傅
通
加
繕
葺
於
是

制
度
大
備
按
今
莅
政
之
堂
曰
治

㕔
前
爲
飛
軒
甃
以

露
臺
中
爲
甬
路
立
戒
石
亭
臺
兩
旁
夾
以
廊
東
爲
吏

戶
禮
糧
房
東
盡
爲
土
地
神
祠
西
爲
兵
刑
工
承
發
房

吏

之

額

凡

司

吏

八

人

典

吏

一

十

七

人

其
前
爲
儀
門
東
西
各
爲
榜
廊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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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陳
朴

盡
爲
獄
其
外
爲
鼓
樓
其
下
絫
石
爲
趾
中
闢
正
門
門

之
外
左
爲
旌
善
亭
右
爲
申
明
亭
由
治

㕔
之
後
爲
川

堂
爲
兩
廂
房
川
堂
之
後
爲
便
堂
堂
左
室
爲
書
房
右

室
爲
庫
房
西
北
隅
爲
儀
仗
庫
便
堂
之
後
爲
正
衙
有

燕

㕔
有
川
堂
有
寢
室
燕

㕔
之
東
有
逹
觀
樓
樓
下
爲

省
吾
軒
西
爲
西
齋
又
西
爲
客
厨
北

地
爲
鎭
躁
園

有
澄
心
池
有
寄
傲
臺
由
治

㕔
之
左
入
耳
門
而
東
爲

三
丞
廨
由
治

㕔
之
右
入
耳
門
而
西
爲
幕

㕔
又
西
爲

主
簿
廨
門
堂
寢
宇
制
度
略
同
其
吏
胥
居
廬
則
分
列

六
房
廊
舍
之
後
也
合
縣
址
計
地
東
西
五
十
二
丈
南

北
六
十
六
丈
嘉
靖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元
陽
倣
古
設
銅

壺
滴
漏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吳
維
嶽
治
坊
長
亭
在
旌
善

亭
後

儒
學
見

學

校

利
港
巡
檢
司
在
縣
西
一
十
五
里
夏
港
西
舊
在
利
港

東
宣
德
丁
未
年
建
天
順
五
年
以
利
港
廢
塞
不
治
徙

今
地

石
頭
港
巡
檢
司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石
頭
港
口
成
化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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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鈿
刋

未
年
建

范
港
巡
檢
司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范
港
口
洪
武
三
年
建

司

各

設

司

吏

一

人

稅
課
局
在
安
利
橋
北
洪
武
元
年
建
正
綂
二
年
以
課

鈔
不
及
三
萬
併
入
本
縣
兼
攝
之
十
二
年
增
鈔
額
復

設
局

設

司

吏

一

人

按

國

青

暘

鄕

蔡

涇

牐

夏

港

渡

習

禮

鎭

馬

䭾

沙

五

處

各

設

纂

節

收

稅

今

廢

又

按

宋

元

塲

務

視

今

倍

宋

之

塲

曰

折

帛

務

曰

都

酒

稅

曰

利

城

酒

稅

曰

村

酒

稅

曰

市

舶

顔

耆

仲

有

寬

民

堂

詩

又

有

各

鄕

酒

坊

元

之

務

曰

在

城

務

曰

悟

空

務

曰

利

城

務

曰

長

夀

務

黃
田
閘
在
澄
江
門
外
一
里

蔡
涇
閘
在
縣
南
十
二
里

醫
學
在
縣
東
大
街
洪
武
十
七
年
建
爲
惠
民
藥
局
嘉

靖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元
陽
命
訓
科
花
誥
重
修
扁
今
名

設

醫

生

五

人

僧
會
司
在
廣
福
寺

道
會
司
在
玄
妙
觀

養
濟
院
在
縣
治
東
中
爲
官

㕔
四
周
屋
十
一
聯
計

一

百

五

十

五

間申
明
亭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何
鈿
刋

旌
善
亭
亭

自

縣

治

而

下

凡

四

處

一

在

杜

橋

南

一

在

青

暘

一

在

夏

港

一

在

申

港

巡
撫
行
臺
在
大
街
虹
橋
東
扁

曰

都

察

院

即
吳
襄
烈
公
故

址
弘
治
間
知
縣
熊
吉
涂
禎
建
其
制
有
門
有
儀
門
門

内
爲
庭
墀
夾
庭
墀
爲
兩
廂
中
爲
撫

㕔
後
爲
川
堂
爲

便
堂
東
西
兩

䕶
房
延
繚
周
垣
凡
百
一
十
五
丈

察
院
在
縣
治
東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吳
志
逺
建
弘
治
十

四
年
知
縣
涂
禎
重
修
其
制
視
廵
撫
行
臺
差
小
便
堂

之
後
有
亭
扁
曰
栢
臺
霜
月
周
垣
凡
八
十
四
丈
院
門

之
前
設
墻
屏
屏
之
外
闢

地
作
公
宇

楹
爲
佇
謁

行
臺
之
所

府
舘
在
縣
治
東
舊
爲
分
司
正
德
七
年
知
縣
王
鉼
稍

拓
之
其
制
門
堂
廂
寢
仍
舊
嘉
靖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元

陽
重
修
周
垣
凡
二
十
四
丈
一
尺

御
膳
厰
在
南
鏁
巷
西
鹹
曬
子
鱭
每
歲
進
貢
舊
名
鹹

曬
所
正
德
九
年
知
縣
萬

重
修
更
今
名
厰
門
東
向

始
撤
民
廬
建
坊
表
四
柱
臨
市
河
名
曰
方
貢

永
利
倉
在
朝
宗
門
外
東
南
一
里
正
綂
二
年
巡
撫
侍

郎
周
公
忱
以
舊
倉
散
置
各
鄕
事
棼
而
弊
多
併
建
於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一

何
元

此
弘
治
九
年
巡
撫
都
御
史
朱
公
瑄
命
知
縣
黃
傅
出

帑
銀
六
千
餘
兩
米
四
百
斛
佐
以
他
費
大
爲
更
作
其

制
周
垣
延
繚
廣
六
十
二
丈
一
尺
袤
九
十
九
丈
南
北

各
爲
門
中
爲

㕔
事
諸
厫
布
列
左
右
凡
十
間
爲
一
聯

共
一
十
八
聯
計

屋

一

百

八

十

間

皆
南
向
每
歲
徴
收
起
運
胥

此
出
入

厫
爲
溝
爲
居
廬
爲
警
舗
正
德
九
年
知
縣

萬

修
十
四
年
知
縣
曾
棠
重
修

和
豐
倉
在
縣
治
西
南
即
宋
之
都
倉
也
至
元
間
建
其

制
厫
屋
四
周
而
内
外
兩
重
外

厫

五

十

八

間

内

厫

二

十

八

間

中
設

㕔

事
外
繚
以
垣
廣
四
十
一
丈
一
尺
袤
三
十
七
丈
天
順

四
年
知
縣
周
斌
增
修
弘
治
八
年
知
縣
黃
傅
重
修

濟
農
倉
在
縣
治
東
南
中
街
宣
德
八
年
知
縣
王
子
倫

建
歲
儲
起
運
餘
米
以
備
賑
貸
東
西
厫
二
聯
共

二

十

五

間

後
厫
二
聯
共

一

十

九

間

弘
治
八
年
知
縣
黃
傅
重
修
正
德

九
年
知
縣
萬

以
屋
柱
中
空
易
壞
更
造
爲
東
西
十

二
厫
柱
中
皆
甃
以
甓
每

厫

五

間

共

六

十

間

中
爲

㕔
事
西
南
各

爲
門
計
址
廣
一
十
三
丈
七
尺
袤
六
十
四
丈
十
四
年

知
縣
曾
棠
重
修
按

國

預

備

糧

儲

倉

四

一

在

長

夀

市

貯

米

八

十

一

石

六

斗

一

在

太

寜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二

方
官
刋

鄕

胡

橋

貯

米

五

百

六

十

二

石

八

斗

一

在

青

暘

鄕

墅

貯

米

一

千

一

百

九

十

石

四

斗

一

在

馬

䭾

西

沙

貯

米

五

百

四

十

九

石

六

斗

後

併

入

濟

農

倉

急
逓
舗
七
曰
縣
前
曰
夏
港
曰
邵
圩
曰
申
港
曰
後
梅

曰
黃
土
曰
炎
莊
俱

西

通

武

進

洪
武
七
年
知
縣
饒
玄
德
建

按

宋

有

澄

江

驛

在

新

津

門

元

仍

之

增

建

光

陽

樓

國

朝

宣

德

五

年

廢

宋

之

舗

十

有

三

東

路

曰

春

暉

曰

後

黃

曰

瀦

陂

塘

曰

孔

市

曰

後

馬

曰

杜

店

西

路

曰

城

下

曰

望

京

曰

杜

村

曰

申

港

曰

後

梅

曰

黃

土

曰

小

胡

元

之

舗

十

有

一

東

路

曰

後

黃

曰

蕭

崎

曰

後

馬

曰

寺

莊

西

路

與

今

同

駐
節
亭
在
朝
宗
門
外
迎
恩
坊
西
宋
五
里
亭
舊
址
洪

武
十
六
年
知
縣
王

建
俗
呼
接
官
亭
弘
治
十
年
典

史
王
泰
修

望
節
亭
在
蔡
涇
閘
西
弘
治
十
年
知
縣
黃
傅
建

起
春
處
在
春
暉
門
外
舊
在
大
巷
南
名
迎
春
舘
正
德

八
年
知
縣
萬

改
建
扁
今
名

演
武
教
塲
在
君
山
西
南
正
德
元
年
本
府
推
官
伍
文

定
購
民
田
二
十
畝
除
墠
築
臺
設
堂
曰
演
武
時
海

施
天
泰
入

縱
火
焚
之
九
年
知
縣
萬

重
建
有

㕔

有
飛
軒
左
右
爲
耳
房
前
爲
月
臺
又
前
爲
臺
立
竿
張

纛
後
鑿
池
架
梁
爲
便

㕔
爲
軒
爲
側
屋

㕔
左
爲
軍
牙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三

曹
李
刋

廟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吳
維
嶽
築
朢
江
墩
于
塲
之

北
建
營
房
一
聯
凡

一

十

一

間

擴
基
地
七
畝

克

齋

記

齋

在

軍

治

正

衙

今

廢

宋

丘

崈

吳

嚴

侯

爲

曁

陽

民

化

其

仁

不

言

而

治

名

其

燕

居

克

齋

郡

人

丘

崈

曰

善

乎

夫

子

之

名

齋

也

其

知

之

矣

乎

夫

十

百

千

萬

所

以

爲

多

也

形

於

少

也

牣

偪

積

所

以

爲

有

也

形

於

無

也

彼

其

何

有

哉

不

幸

有

以

相

形

而

多

少

有

無

不

勝

其

異

於

是

乎

爭

闘

攘

之

禍

興

焉

彼

物

交

物

且

若

是

獨

柰

何

立

我

以

形

物

乎

夫

子

其

知

之

矣

試

觀

天

地

之

間

生

物

之

多

矣

在

陽

則

舒

在

隂

則

慘

凡

物

皆

然

而

吾

亦

然

然

後

知

彼

無

一

物

非

吾

之

同

氣

也

且

吾

一

身

四

肢

百

骸

亦

若

不

同

疴

癢

一

體

舉

身

病

之

不

俟

告

語

則

亦

同

氣

而

已

及

其

不

仁

也

左

廢

而

右

攫

不

相

䘏

也

由

是

觀

之

凡

物

扎

瘥

夭

閼

而

吾

不

以

動

其

心

吾

得

爲

人

乎

仁

者

人

也

獨

柰

何

物

物

而

我

我

乎

故

仁

者

力

去

有

我

而

反

諸

天

則

其

於

物

也

若

亡

意

然

而

吾

仁

與

天

同

功

聖

人

告

顔

子

以

克

巳

而

夫

子

揭

之

以

三

省

其

身

者

意

儻

在

是

乎

非

耶

且

克

云

者

勝

之

也

勝

而

曰

克

明

夫

在

我

者

勝

之

難

也

不

仁

於

物

者

有

矣

孰

不

欲

仁

其

身

乾

谿

之

役

旤

難

迫

於

前

僨

亡

隨

其

後

楚

子

圍

至

饋

不

食

寢

不

寐

然

卒

莫

勝

其

欲

而

寜

亡

其

身

且

何

獨

圍

然

後

之

踵

之

者

比

比

也

則

信

乎

其

難

也

聖

人

獨

以

告

顔

子

不

以

及

餘

子

也

惟

其

難

哉

夫

子

之

致

力

於

斯

久

矣

其

必

審

於

難

易

之

辨

尚

告

我

哉

侯

莞

爾

而

笑

曰

噫

子

亦

多

言

矣

子

知

夫

飢

食

而

渴

飲

乎

不

飢

而

食

不

渴

而

飲

乎

夫

不

飢

而

食

不

渴

而

飲

則

吾

不

爲

也

吾

所

謂

克

者

其

亦

若

是

而

已

焉

知

其

它

子

止

矣

姑

爲

我

并

而

說

書

之

左

方

淳

熙

元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記

冰

玉

堂

記

堂

在

縣

治

正

衙

今

廢

高

似

孫

晉

江

韋

氏

令

襄

邑

律

巳

頌

曰

乃

冰

其

清

乃

玉

其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四

何
鑰
刋

白

琅

標

瑩

榘

凛

凛

若

對

江

隂

宰

林

君

采

之

以

表

今

堂

勵

志

也

夫

有

山

川

斯

有

人

物

有

人

物

斯

有

政

事

血

絡

貫

串

如

出

一

機

軸

江

隂

介

乎

濤

渚

之

間

蘆

荻

蔽

水

鴈

鶩

所

客

神

魚

樓

蜃

出

没

變

恠

漁

榔

琛

舶

縹

緲

煙

雨

霽

雪

之

鄕

李

成

郭

熙

復

生

莫

克

殫

冩

以

邑

輔

郡

巋

然

一

都

而

林

君

以

才

智

風

猷

裁

剸

而

施

行

之

飢

者

盡

飽

病

者

盡

甦

濟

有

新

梁

囚

有

凈

榻

巳

足

以

匽

服

若

吏

與

民

矣

又

化

榛

莽

作

丹

青

滌

穢

陋

爲

芳

楚

風

亭

月

榭

釣

渚

弋

林

冬

得

其

宜

處

處

詩

酒

主

人

旣

甚

得

意

客

又

皆

趣

而

忘

歸

一

聆

咳

談

如

與

樂

衛

游

一

舉

豆

觴

如

與

鮑

壺

接

塵

不

敢

扇

衣

寒

且

香

吁

敢

問

清

乎

清

乎

徠

斯

堂

者

孰

不

皭

且

仙

乎

壁

左

右

則

徴

君

吕

公

墨

帖

也

和

靖

林

先

生

句

圖

也

豈

不

清

之

又

清

歟

東

坡

賛

歎

和

靖

以

爲

吳

儂

生

長

湖

山

曲

呼

吸

湖

光

飲

山

綠

不

論

世

外

隱

君

子

傭

奴

販

婦

皆

冰

玉

嗚

呼

感

人

格

物

之

機

其

妙

出

於

影

響

之

捷

則

頑

夫

廉

懦

夫

有

立

志

其

有

動

於

夷

之

清

者

當

如

何

哉

吾

甚

恨

不

能

游

君

堂

飲

君

酒

姑

述

君

志

以

答

君

請

紹

定

巳

丑

四

月

十

二

日

改

州

記

元

陸

文

圭

至

元

二

十

八

年

秋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江

淮

行

中

書

省

㕘

知

政

事

臣

公

楠

奏

曁

陽

與

毗

陵

郡

壤

地

相

接

戸

不

滿

七

萬

設

立

總

府

非

便

請

改

州

治

隷

毗

陵

管

内

省

併

司

縣

各

一

减

官

吏

俸

十

於

事

理

便

制

曰

可

是

歲

十

二

月

擢

奉

直

大

夫

前

常

州

路

治

中

兀

魯

失

不

花

爲

州

監

佩

印

之

任

始

至

問

民

疾

苦

皆

曰

江

鄕

土

狹

民

瘠

介

在

一

隅

以

故

無

大

徴

役

今

以

屬

州

事

綂

府

其

情

不

吾

察

柰

何

侯

曰

第

安

之

吾

在

毋

恐

旣

而

符

移

下

調

發

無

虚

日

流

供

給

回

逺

幾

二

百

里

兵

廪

不

時

獄

報

淹

留

民

疲

於

奔

命

侯

慨

然

曰

吾

受

命

作

牧

民

瘉

即

吾

瘉

也

時

廉

訪

使

者

適

至

侯

具

言

其

不

便

率

州

之

士

庻

請

以

州

隷

行

省

事

得

直

逹

旣

而

轉

上

于

朝

報

下

如

章

士

庻

嘑

舞

恩

若

更

生

會

至

尊

新

登

寳

位

勤

恤

民

隱

宰

執

復

條

具

㠯

聞

上

可

其

奏

侯

聞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五

何
亨
刋

之

喜

曰

今

而

後

得

專

治

吾

民

矣

治

之

三

年

政

平

訟

簡

州

以

無

事

頌

謡

載

路

秩

滿

遷

常

州

路

同

知

總

管

府

事

常

民

喜

侯

之

復

來

而

曁

民

惜

其

驟

去

也

於

是

述

置

州

之

顚

末

謹

刻

諸

石

來

者

有

攷

云

元

貞

二

年

六

月

壬

子

至

元

重

修

公

署

記

張

著

江

浙

綂

州

二

十

八

唯

江

隂

鉛

山

直

省

江

隂

則

郡

於

梁

州

於

唐

軍

於

宋

岸

江

徼

海

地

蔽

以

塞

至

元

十

三

年

江

南

附

州

軍

例

升

爲

總

管

府

領

錄

事

司

江

隂

縣

二

十

又

八

年

用

省

臣

言

降

爲

州

罷

司

縣

以

便

民

也

州

尹

秩

同

散

府

猶

伯

爵

焉

迄

至

元

五

年

五

十

年

署

日

弊

高

唐

盧

侯

旣

肄

政

顧

岌

岌

將

橈

壓

言

諸

寮

曰

吾

等

爲

命

吏

專

城

而

傳

舍

若

此

不

加

修

民

將

安

仰

監

州

理

侯

韙

其

議

士

民

亦

曰

吾

侯

不

自

專

意

是

州

兹

欲

新

公

署

稱

邦

容

苟

不

勸

趨

焉

我

則

負

侯

乃

相

率

出

錢

助

工

費

粤

六

旬

成

勢

弘

威

重

于

舊

規

於

是

士

民

䟽

本

末

渡

江

來

請

記

按

江

隂

所

介

南

姑

蘇

北

毗

陵

其

地

皆

上

腴

使

人

睨

於

富

壤

致

困

於

賦

調

掊

歛

沸

有

司

唯

是

州

僻

而

瘠

貧

而

勞

民

因

生

善

鄕

義

乃

易

治

矧

又

得

循

良

左

引

右

翼

之

今

人

孚

侯

之

心

服

侯

之

教

而

趨

令

兹

役

必

不

負

侯

可

知

也

夫

興

建

不

難

敺

民

從

事

亦

可

成

脅

民

輸

財

亦

可

成

苟

不

自

下

情

則

君

子

有

不

爲

必

也

信

而

後

勞

民

故

民

易

使

翕

然

趨

諾

胥

助

不

獨

廣

庭

華

宇

隆

長

吏

之

居

亦

於

此

民

有

樂

生

從

上

之

心

矣

侯

爲

州

未

月

綱

條

布

期

會

辦

撫

字

之

道

多

而

擊

斷

之

政

緩

上

下

以

逹

弊

廢

以

起

宜

其

有

倡

斯

應

有

作

斯

集

也

是

豈

聲

音

智

力

所

能

哉

理

侯

名

熙

字

伯

雍

前

同

知

是

州

有

惠

愛

盧

侯

名

允

恭

字

士

禮

前

知

崇

德

州

休

聲

美

績

磊

落

載

耳

目

兩

侯

旣

挈

綱

于

上

而

貳

倅

賔

僚

復

協

于

下

署

之

成

斯

治

之

成

矣

矧

不

勞

民

不

費

財

舉

得

其

宜

皆

可

書

遂

書

之

不

唯

後

有

所

考

庻

知

所

勸

而

來

取

法

焉

蓋

春

秋

之

義

也

至

元

元

年

庚

辰

三

月

甲

子

日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六

大
滚
刋

洪

武

修

公

署

記

張

庸

略

曰

先

是

縣

燬

於

兵

而

治

堂

僅

存

歲

久

弊

漏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縣

丞

賀

子

徽

始

至

思

易

其

弊

邑

人

包

賢

程

民

輩

願

斥

已

貲

効

助

於

是

治

堂

向

完

門

觀

聿

修

雖

承

厥

舊

無

遜

改

作

旣

成

而

落

之

因

直

書

所

見

刻

於

屋

壁

以

附

江

隂

故

事

雙

鶴

軒

記

軒

在

簿

衙

今

廢

莫

士

安

廣

海

李

秉

中

主

江

隂

簿

幾

六

載

退

食

之

暇

引

雙

白

鶴

或

長

嘯

坐

應

其

鳴

或

擊

節

行

教

其

舞

著

其

軒

曰

雙

鶴

强

予

爲

記

予

惟

羽

毛

之

愛

昔

之

人

多

有

焉

海

翁

忘

機

而

狎

鷗

愚

公

呼

名

而

㖄

雞

右

軍

以

書

法

換

鵞

支

遁

以

神

俊

字

鷹

是

也

况

羽

毛

之

清

無

逾

於

鶴

哉

觀

乗

軒

之

寵

曾

不

若

吹

笙

之

華

亭

之

歎

又

安

得

如

赤

壁

之

夢

也

抑

聞

清

獻

之

守

蜀

童

子

抱

琴

携

鶴

以

隨

其

行

和

靖

之

訪

僧

家

人

開

籠

放

鶴

以

要

其

返

一

以

其

潔

而

與

居

一

以

其

警

而

知

還

君

子

之

愛

鶴

固

如

是

乎

秉

中

舊

爲

校

官

特

論

時

事

得

失

獻

奏

九

重

以

逹

上

聽

正

如

鶴

之

鳴

九

臯

而

聲

聞

于

天

者

矣

今

佐

治

百

里

思

欲

盡

其

職

必

先

之

以

潔

白

其

操

鼓

舞

其

所

必

爲

將

超

邁

高

逺

又

如

鶴

之

一

舉

翮

而

青

之

程

萬

里

可

至

也

秉

中

其

勉

哉

天

順

重

修

公

署

記

姚

夔

略

云

江

隂

之

爲

縣

僻

在

海

隅

東

表

大

江

與

驛

道

背

歲

一

二

按

部

外

他

無

所

爲

而

至

令

免

將

迎

拜

送

之

煩

得

專

意

爲

政

故

政

易

舉

然

以

其

僻

也

取

辦

貢

賦

餘

不

加

省

者

亦

徃

徃

有

之

天

順

改

元

永

平

周

侯

斌

輟

監

察

御

史

來

爲

令

愼

表

儀

修

業

令

咨

民

所

不

便

去

之

明

年

化

興

政

浹

顧

瞻

堂

宇

就

廢

嘅

焉

衆

揣

侯

志

將

謀

新

之

侯

曰

未

可

也

如

是

又

三

年

歲

復

大

稔

侯

曰

可

矣

乃

庀

群

材

求

良

工

師

而

委

焉

經

始

於

壬

午

三

月

越

五

月

告

成

宏

偉

嚴

翼

有

觀

之

道

民

樂

侯

之

治

有

成

咸

願

紀

侯

之

績

請

記

刻

石

按

春

秋

興

作

合

禮

不

譏

楚

室

閟

宫

形

於

詩

示

民

有

當

作

也

㕔

事

有

壞

道

而

弗

圖

何

以

表

民

然

猶

重

勞

民

也

故

治

成

然

後

有

作

侯

之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七

大
節
刋

不

要

近

功

如

是

哉

夫

求

聞

者

急

於

爲

自

棄

者

怠

於

爲

是

二

者

皆

非

也

惟

無

所

利

而

爲

善

者

眞

愛

民

者

也

云

云

天

順

七

年

歲

在

癸

未

冬

十

一

月

之

吉

行

臺

記

劉

震

記

日

行

臺

之

設

唐

有

之

矣

秦

漢

以

來

有

御

史

大

夫

副

以

中

丞

今

之

都

憲

是

也

其

署

曰

府

曰

臺

名

號

不

一

然

皆

總

領

内

事

自

唐

而

宋

始

以

節

度

觀

察

諸

使

兼

之

節

鎭

于

外

率

以

府

稱

今

之

行

臺

是

也

我

太

宗

文

皇

帝

遷

鼎

北

都

念

東

南

財

賦

之

盛

輸

運

工

役

之

繁

官

吏

人

民

賢

否

奸

良

之

異

而

蘇

松

常

鎭

杭

嘉

湖

郡

精

糧

上

貢

尤

非

他

鎭

比

故

特

簡

命

在

廷

大

臣

才

朢

素

著

者

一

人

授

以

都

憲

顯

秩

奉

勑

專

理

臺

事

列

聖

因

之

不

能

變

其

任

重

矣

夫

任

重

則

朢

尊

朢

尊

則

觀

示

繫

焉

於

是

崇

重

廣

署

用

壯

都

邑

非

逼

也

宜

也

常

郡

江

隂

縣

舊

有

行

臺

在

縣

治

東

古

書

院

地

宣

德

縣

令

朱

應

祖

創

之

稍

且

隘

歲

久

壞

陋

愈

弗

稱

今

都

憲

同

邑

彭

公

撫

臨

于

是

屬

意

改

圖

猶

慮

憲

政

未

孚

民

事

當

有

急

於

此

者

姑

未

睱

也

及

有

致

政

行

至

悅

乃

檄

郡

貳

廣

州

李

君

渭

謀

措

之

君

曰

公

事

也

敢

緩

即

詣

縣

會

度

得

故

江

隂

侯

廢

址

高

寬

便

負

以

君

山

以

大

江

左

由

里

而

右

文

筆

峯

巒

秀

㧞

非

細

民

宜

居

遂

聚

材

鳩

工

圖

惟

新

搆

凡

若

干

楹

而

莅

政

有

堂

燕

居

有

室

庖

湢

厮

役

有

所

重

門

高

墉

廣

庭

修

廡

位

置

咸

宜

肇

始

於

弘

治

庚

申

春

三

月

訖

工

於

夏

六

月

黝

堊

玲

瓏

燁

然

具

美

蓋

李

君

措

置

有

方

趨

義

者

衆

而

縣

尹

臨

川

熊

吉

縣

貳

河

間

馬

志

高

先

後

悉

心

特

檄

典

史

南

昌

黃

泰

督

其

役

未

幾

熊

憂

去

而

新

淦

涂

禎

繼

之

與

縣

貳

鄂

隆

苖

克

良

主

簿

蔣

九

成

俱

賛

力

焉

是

故

成

功

速

而

民

不

告

勞

有

以

聳

憲

署

之

偉

觀

雄

郡

邑

之

瞻

朢

非

偶

然

也

任

得

其

人

也

李

君

於

予

有

門

弟

之

雅

而

馬

縣

貳

又

同

年

㕘

議

孝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八

大
滚
刋

卿

之

弟

謂

予

能

文

馳

書

請

予

予

惟

行

臺

旣

崇

敻

出

前

觀

則

都

憲

公

臨

治

而

坐

尊

嚴

如

何

蓋

公

有

問

焉

郡

邑

長

貳

進

而

答

焉

何

者

利

民

請

行

之

何

者

病

民

請

革

之

公

旣

宻

訪

於

巡

歷

之

素

復

酌

審

於

告

語

之

詳

明

决

而

果

行

之

其

爲

國

愛

民

之

心

惓

惓

焉

然

後

諭

庻

官

而

加

區

别

曰

某

能

者

也

某

賢

者

也

奬

以

勸

之

某

怠

而

未

能

也

某

邪

而

非

賢

也

罸

以

懲

之

懲

之

而

不

悛

也

則

黜

之

其

扶

正

去

邪

之

心

惓

惓

焉

退

而

燕

居

則

忘

餐

以

清

案

牘

夜

燭

以

治

庻

獄

必

求

政

善

事

妥

用

示

法

於

郡

縣

其

勤

勵

自

朂

之

心

又

惓

惓

焉

然

則

居

是

臺

也

百

度

修

舉

上

足

以

副

吾

君

之

簡

任

下

足

以

慰

官

吏

人

民

之

瞻

仰

而

德

政

之

洽

聲

朢

之

隆

將

與

臺

俱

崇

而

永

光

也

臺

豈

虚

設

哉

昔

柳

子

記

武

中

丞

㕔

壁

末

云

居

於

斯

者

宜

有

以

敬

其

事

正

此

意

弘

治

十

三

年

歲

次

庚

申

秋

九

月

朢

日

察

院

記

錢

福

記

曰

御

史

古

重

官

也

惟

周

三

監

曁

漢

六

察

於

是

乎

有

監

察

之

名

帝

王

巡

守

之

法

廢

而

使

者

按

察

之

權

隆

不

亦

尤

重

也

哉

其

所

莅

之

廨

曰

察

院

察

民

俗

之

美

惡

人

情

之

向

背

官

吏

之

賢

否

政

治

之

得

失

年

榖

之

豐

凶

賢

才

之

淹

逹

振

紀

綱

一

統

體

同

制

度

皆

於

是

乎

在

故

郡

邑

之

言

公

廨

者

莫

重

焉

在

圻

内

無

牧

伯

監

司

之

臨

其

權

爲

尤

專

故

凡

爲

察

院

者

因

循

苟

且

陋

而

不

顧

也

按

部

者

近

乎

矯

居

守

者

近

乎

惰

督

責

紛

更

善

而

溢

美

也

按

部

者

近

乎

侈

居

守

者

近

乎

諛

酌

二

者

之

中

而

處

之

其

孰

能

議

哉

江

隂

之

爲

縣

東

接

海

堧

北

橫

大

江

鎭

以

君

阜

朝

以

由

里

其

引

江

流

貫

城

中

者

曰

黃

田

河

地

廣

民

聚

南

圻

壯

縣

也

黃

田

河

之

傍

爲

察

院

勝

國

時

爲

浙

西

道

分

治

所

國

朝

雖

經

重

建

然

仍

舊

規

陿

隘

陋

加

之

以

歲

久

頽

敝

不

可

支

蕪

穢

瀦

潦

部

使

者

至

適

遇

風

雨

則

不

能

聽

政

曾

一

亭

之

不

若

也

弘

治

庚

申

冬

十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十
九

何
亨
刋

一

月

御

史

長

沙

公

奉

命

來

按

恠

而

惡

之

諏

諸

邑

令

新

淦

涂

公

涂

公

曰

禎

懷

此

圖

久

矣

第

爲

國

守

財

撫

民

恤

財

愛

力

不

敢

舉

且

舊

規

也

無

所

於

拓

於

是

邑

人

徐

元

榖

聞

之

曰

吾

頼

官

長

以

爲

太

平

民

者

百

年

于

兹

皆

君

賜

也

莫

非

王

土

孰

敢

靳

獻

院

左

地

以

拓

其

闊

獻

院

後

水

池

以

增

其

深

蓋

之

不

可

拓

者

正

坐

是

地

不

屬

於

官

而

徐

氏

方

盛

不

售

耳

徐

氏

之

功

於

是

爲

大

而

二

公

亦

有

所

以

感

之

者

矣

其

夏

良

惠

徐

經

趙

惟

晟

夏

良

臣

輩

聞

之

皆

曰

吾

獨

非

邑

之

人

哉

顧

吾

力

所

不

及

與

上

之

人

無

所

用

吾

力

耳

是

舉

也

吾

敢

後

相

率

出

貲

相

役

協

力

涂

公

檢

公

帑

銀

弗

在

急

用

者

三

百

餘

兩

爰

相

前

街

爲

民

居

所

蔽

非

廣

視

直

逹

之

道

乃

計

直

鬻

之

闢

爲

地

直

抵

黃

田

河

伐

石

爲

隄

以

便

下

上

建

坊

表

者

三

以

爲

偉

觀

其

院

之

制

門

三

楹

計

高

一

丈

四

尺

有

奇

而

繚

以

周

垣

儀

門

如

其

而

高

過

之

門

之

内

崇

臺

峻

級

甬

道

端

直

爲

庭

㕘

之

地

蕩

如

也

聽

政

之

堂

凡

五

楹

高

丈

七

尺

有

奇

前

軒

如

其

堂

之

後

貫

之

以

堂

者

二

楹

高

殺

二

尺

後

復

有

堂

五

楹

高

於

前

者

一

尺

堂

東

西

爲

屋

各

五

楹

以

貯

直

貫

堂

之

東

爲

庖

及

湢

西

爲

䕶

房

及

溷

圊

其

堂

之

基

則

陻

徐

氏

之

池

爲

之

也

其

用

人

之

力

若

干

用

糧

之

費

以

石

計

者

若

干

用

石

木

甓

灰

炭

油

采

及

役

各

治

其

材

之

工

者

費

凡

若

干

經

始

於

辛

酉

春

正

月

六

日

乙

卯

落

成

於

夏

六

月

二

日

戊

寅

穹

宏

明

廣

衍

深

誠

足

以

陋

徃

制

而

永

規

矣

涂

公

乃

請

于

公

曰

是

誠

有

待

于

我

公

者

公

曰

令

知

所

重

民

知

趨

義

吾

何

功

惟

表

善

以

勵

俗

創

制

冀

嗣

守

則

吾

之

任

也

不

可

無

文

以

記

之

吾

友

華

亭

錢

某

者

其

言

覈

宜

以

屬

福

嘗

謂

不

患

天

下

之

有

事

而

患

天

下

之

無

人

使

天

下

事

皆

若

此

舉

公

主

之

涂

公

承

之

三

四

義

士

樂

趨

之

缺

者

足

而

廢

者

興

則

亦

何

難

之

有

抑

亦

有

其

故

矣

二

公

者

素

以

勸

貸

贓

罸

爲

深

戒

其

不

勸

而

從

之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曹
李
刋

者

則

耻

之

素

以

興

造

財

費

爲

深

懲

其

重

地

不

可

巳

者

則

舉

之

信

素

孚

于

舉

事

之

前

義

曲

當

乎

舉

事

之

際

其

所

感

乎

民

者

深

矣

哉

若

江

隂

風

俗

之

美

亦

不

可

誣

也

公

名

經

字

大

綸

以

名

進

士

歷

郡

推

而

擢

今

官

涂

公

名

禎

字

賔

賢

以

名

進

士

預

特

選

而

未

得

命

拜

今

官

不

爲

赫

赫

之

威

而

弊

無

不

祛

不

爲

之

察

而

事

無

不

舉

斷

獄

愼

一

字

之

重

輕

用

財

惜

一

錢

之

當

否

務

大

體

立

大

見

量

足

以

容

而

力

足

以

成

此

二

公

所

同

也

天

下

事

吾

於

是

乎

朢

而

其

官

資

所

到

豈

吾

能

量

哉

故

特

舉

察

院

之

所

由

重

以

詔

後

之

人

而

復

歸

之

二

公

以

爲

御

史

邑

尹

之

法

若

夫

甘

棠

所

後

戒

勿

翦

而

况

碩

人

義

士

共

成

其

重

且

大

者

如

此

嗣

葺

之

功

豈

待

勉

哉

豈

待

勉

哉

弘

治

十

四

年

秋

七

月

日

駐

節

亭

記

黃

傳

修

繕

之

於

政

細

也

一

亭

一

門

之

於

修

繕

又

細

也

不

足

道

乎

爾

宜

無

取

於

書

而

書

者

有

說

也

經

制

不

古

人

心

儵

曶

吏

于

人

國

者

大

都

苟

日

以

自

度

有

所

建

作

者

率

多

爲

名

不

爲

名

者

不

作

也

而

作

者

此

其

中

有

說

矣

其

殆

不

槩

於

心

而

有

作

焉

其

爲

善

衆

也

故

書

書

以

志

衆

善

耳

弘

治

癸

丑

夏

六

月

朝

廷

以

傳

知

江

隂

事

而

以

南

昌

黃

泰

爲

典

史

冬

十

月

朔

同

載

而

至

適

承

窮

敝

之

會

舉

目

入

朢

罔

匪

凋

缺

稍

稍

飾

且

三

匝

星

紀

工

不

告

訖

功

維

是

南

城

之

南

水

歩

代

換

之

次

舊

有

門

曰

迎

恩

兩

柱

腐

墨

戴

莽

銜

菌

臲

卼

雨

日

中

爲

客

惡

猒

爲

居

人

恐

畏

有

亭

無

名

爲

賔

旅

至

止

主

人

將

迎

候

息

之

所

白

屋

三

楹

楹

間

土

墻

囿

之

北

榮

朽

壓

如

鳥

折

翼

敗

瓦

擁

戶

蔓

草

入

牖

伊

威

蠨

蛸

觸

撲

眼

面

漏

水

滴

地

爲

蹄

涔

爲

蟺

穴

履

之

者

跛

焉

予

甚

毒

之

未

有

以

爲

也

一

日

泰

請

曰

盍

新

之

予

漫

應

之

曰

豈

不

可

哉

居

無

何

告

材

具

矣

卜

得

日

矣

匠

工

集

矣

越

兩

月

有

門

奕

然

有

亭

赫

然

煥

然

然

若

天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一

何
亨
刋

墜

而

地

出

然

究

其

故

則

門

易

以

新

名

仍

其

舊

曰

迎

恩

亭

增

其

舊

名

剏

以

新

曰

駐

節

旣

壯

而

華

又

整

以

潔

以

甓

以

堊

以

碧

以

雘

木

不

呈

膚

墻

不

露

圬

地

不

獻

塗

有

曠

可

群

有

宻

可

休

有

湢

有

庖

可

燕

以

游

總

其

費

蓋

百

十

金

不

誅

于

民

不

丐

于

公

不

知

其

所

自

來

也

噫

亦

才

矣

落

成

之

日

題

其

額

之

左

方

曰

年

月

日

知

縣

縣

丞

主

簿

典

史

某

某

建

嗚

呼

是

誠

何

心

哉

夫

典

史

之

於

縣

官

末

也

百

廢

并

而

罸

不

及

焉

百

爲

舉

而

褒

不

加

焉

者

也

泰

也

無

上

官

之

命

無

寮

友

之

託

無

下

民

之

請

特

以

一

方

視

瞻

之

故

與

徃

來

賔

旅

之

計

不

槩

於

其

心

俛

焉

孳

孳

忘

其

責

不

在

已

而

惟

力

之

圖

不

施

勞

不

矜

能

不

衒

名

侵

尋

乎

君

子

者

爲

已

之

事

求

之

於

今

之

世

此

豈

不

可

多

得

哉

予

尸

焉

而

享

其

成

私

竊

愧

之

故

爲

之

書

鑱

諸

以

志

其

善

以

著

其

愧

夫

居

尊

而

有

責

者

之

苟

日

以

自

度

也

一

以

愧

夫

爲

已

者

之

事

不

出

于

吾

人

也

一

以

愧

題

額

之

左

方

攘

善

而

流

惑

也

若

夫

一

亭

一

門

之

政

二

三

十

年

物

耳

何

足

以

累

金

石

哉

弘

治

丁

巳

春

三

月

日

雪

巖

堂

賛

堂

在

丞

衙

今

廢

元

黃

常

莫

高

匪

巖

剛

徤

篤

實

莫

潔

匪

雪

輝

光

其

德

外

明

内

剛

公

德

似

之

剛

徤

德

積

乎

中

文

明

光

華

其

躬

雄

乎

其

勢

凛

乎

其

色

咸

仰

且

觀

爲

民

之

則

霜

臺

栢

府

公

亟

隮

焉

我

邑

我

民

曷

云

思

焉

漾

花

池

詩

宋

徐

蕆

咽

咽

聲

殘

吐

水

龍

玉

爐

煙

斷

寳

樽

空

窓

前

盡

日

無

人

到

只

有

荷

花

滿

意

紅

雪

窓

詩

閣

名

在

軍

治

正

衙

今

廢

張

孝

伯

先

生

元

是

山

中

客

僅

能

楊

雄

一

區

宅

窮

冬

十

日

不

出

門

群

玉

峯

前

看

三

白

誰

將

名

字

落

人

間

丹

陛

入

對

天

顔

江

城

作

牧

多

睱

日

猶

有

餘

力

窮

躋

攀

膏

盲

不

除

泉

石

念

勝

處

何

如

眼

中

見

四

明

風

月

豈

無

情

要

是

歲

寒

心

不

變

晴

簷

晃

雲

母

光

庭

中

巳

休

鴈

鶩

行

玲

瓏

元

不

礙

逹

觀

下

視

萬

物

俱

清

凉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二

何
鑰
刋

假

寓

翠

光

亭

詩

蔣

靜

君

山

堆

翠

出

危

尖

練

水

浮

光

照

短

簷

夜

鶴

曉

猿

同

冷

淡

胡

床

塵

尾

獨

安

恬

雲

來

棟

休

遮

眼

月

到

澄

潭

任

透

簾

還

似

棄

官

陶

靖

節

北

窓

高

卧

怕

誰

嫌梅

亭

詩

錢

厚

東

風

吹

雨

雨

吹

花

洗

隂

沉

放

月

華

俗

眼

總

嫌

梅

太

白

嫦

娥

勾

引

莫

雲

遮

雲

濃

更

欲

催

詩

句

風

急

花

飛

留

不

住

使

君

喚

客

早

評

章

趂

渠

未

㸃

蒼

苔

路

夜

闌

留

月

遲

春

酌

生

怕

樓

頭

吹

角

更

推

銀

蠟

上

寒

梢

冷

艷

燒

春

春

未

覺

燭

光

炯

炯

花

花

前

醉

倒

喚

不

醒

南

枝

自

與

北

枝

語

今

夜

詩

工

眼

倍

清

練

江

亭

詩

楊

蟠

寒

光

萬

頃

淡

高

秋

粉

壁

朱

䦨

凈

客

愁

晚

日

蕭

蕭

聞

落

葉

晴

天

歷

歷

飛

鷗

煙

橫

絶

島

踈

難

捲

月

在

平

波

瑩

不

流

懷

抱

未

忘

知

有

處

且

吟

風

笛

醉

滄

洲冰

玉

堂

詩

林

庚

柳

凹

放

出

一

山

來

堂

闖

秋

壺

恰

剪

裁

門

冷

和

他

公

事

少

吟

清

添

我

宦

情

灰

非

無

景

物

皆

天

與

只

許

梅

花

帶

雪

䦕

泉

石

相

輝

忻

自

賞

不

知

省

得

幾

塵

埃琴

月

堂

詩

元

莫

士

安

花

裏

琴

堂

清

晝

長

桐

絲

戞

指

鳴

秋

商

心

澄

慮

凈

公

事

簡

拂

絃

轉

調

頻

吏

張

蓮

花

滴

水

泛

壺

箭

刻

漏

遲

遲

坐

忘

倦

冰

輪

碾

月

上

天

東

金

粟

吹

香

滿

深

院

美

人

手

勢

高

復

低

絃

聲

彈

作

烏

夜

啼

湏

臾

流

響

換

音

節

丹

鳯

肯

逐

孤

鸞

棲

湘

波

簾

玉

鈎

小

卷

舒

不

隔

光

皎

皎

兎

玄

霜

雲

動

揺

蟾

浴

銀

河

影

顚

倒

夜

凉

零

露

沾

裳

衣

自

憐

曲

終

知

者

稀

武

城

絃

歌

世

應

少

單

父

政

治

疇

能

於

戯

武

城

單

父

兩

奇

絶

莫

惜

對

此

江

隂

堂

上

月

寬

民

堂

詩

宋

顔

仲

聖

訓

昭

本

至

仁

此

堂

取

義

立

名

新

通

商

有

道

能

徠

逺

計

利

無

心

蓋

爲

民

寬

賜

一

分

皆

德

意

奉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三

何
明
刋

行

兩

字

屬

微

臣

年

年

寳

貨

千

般

集

好

是

熙

臺

到

處

春雙

檜

堂

浣

溪

沙

詞

宋

樓

鍔

夏

半

陽

烏

景

最

長

小

池

不

斷

藕

花

香

電

影

霆

聲

催

雨

急

十

分

凉

芡

剥

明

珠

隨

意

嚼

開

瑩

玉

趂

時

嘗

雙

檜

堂

深

新

釀

好

且

傳

觴

逹

觀

樓

黃

傳

說

曰

樓

凡

三

間

周

遭

闌

檻

八

面

皆

窓

闥

四

逺

蒼

莽

窮

朢

無

際

東

窺

海

虞

西

眄

晉

陵

北

枕

君

山

南

挹

由

里

而

太

平

之

塔

卓

然

正

中

與

君

山

賔

主

相

直

如

引

繩

以

公

事

之

暇

凭

䦨

凝

睇

隱

几

沉

思

見

雲

來

鳥

逝

草

榮

木

枮

與

人

物

馳

擾

市

聲

喧

闐

或

沙

際

獨

漁

雨

外

耦

耕

山

梁

樵

謳

平

蕪

牧

笛

紫

陌

蹄

輪

青

樓

簫

鼓

長

衢

狗

馬

高

冢

麒

麟

燈

火

人

家

砧

聲

院

落

雪

晴

月

黑

鄰

雞

野

犬

一

切

可

喜

可

愕

可

悲

可

怨

憤

懣

謔

噱

幽

憂

寂

歴

千

情

萬

態

攬

而

付

之

百

年

之

光

隂

都

如

亂

絲

投

火

淬

雪

入

湯

翕

歘

消

滅

無

復

㾗

響

昔

之

崢

嶸

磈

礧

塊

然

天

地

之

間

者

始

不

知

其

從

何

而

來

後

又

不

知

其

從

何

而

去

賈

生

所

謂

爐

工

銅

炭

者

豈

眞

是

耶

若

然

則

於

世

人

之

所

汲

汲

汹

汹

者

可

以

少

任

之

矣

遂

命

之

曰

逹

觀

之

樓

省

吾

軒

說

曰

樓

下

兩

端

爲

宻

室

庋

架

版

籍

虛

敞

其

中

北

面

東

庭

爲

小

坐

之

所

臨

庭

爲

歩

廊

不

置

門

壁

䟽

達

朗

照

豁

如

也

障

其

南

榮

以

爲

軒

軒

前

累

壁

傳

堊

爲

高

墻

墻

下

亦

爲

闊

砌

種

蘭

八

九

莖

砌

前

對

列

五

石

甕

二

養

蓮

十

本

每

退

自

公

時

至

此

軒

反

手

掩

戸

面

墻

獨

居

事

物

旣

逺

志

慮

清

明

客

氣

不

擾

天

理

全

露

反

觀

内

省

旦

晝

所

爲

何

者

爲

國

何

者

爲

民

何

者

爲

家

何

者

爲

身

有

喜

有

怒

其

公

其

私

有

賞

有

刑

其

當

其

否

作

何

事

功

應

何

經

義

接

何

人

物

見

何

賢

才

心

所

存

主

果

欲

何

如

口

所

論

說

畢

竟

是

否

省

之

又

省

必

面

背

赤

汗

而

起

遂

命

之

曰

省

吾

之

軒

澄

心

池



ZhongYi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四

大
新
刋

說

曰

池

約

三

畝

中

㴠

兩

坻

縈

廻

旋

繞

渟

瀯

演

綠

池

四

周

間

種

桃

柳

錯

以

芙

蓉

茭

蒲

䝉

茸

菱

荷

㸃

綴

水

花

舒

香

野

禽

狎

泳

天

光

樹

影

湛

碧

澄

鮮

簿

書

獄

訟

之

餘

神

情

憒

瞀

胷

中

如

積

塵

百

斛

便

徃

池

上

拂

石

危

坐

注

目

漣

漪

遊

神

碧

落

如

炊

五

斗

黍

時

則

毛

骨

清

凉

臟

腑

澄

澈

恍

然

自

失

以

爲

身

在

瑤

天

銀

漢

之

上

吸

雲

液

而

遡

冷

風

忘

其

在

塵

世

簿

書

筐

篋

之

間

也

遂

命

之

曰

澄

心

之

池

寄

傲

臺

說

曰

臺

在

亭

營

之

心

架

橋

而

渡

累

石

甃

甓

爲

之

廣

一

丈

八

尺

長

二

丈

六

尺

高

七

尺

上

有

菀

柳

隂

半

畝

橋

東

葡

萄

架

覆

地

上

與

柳

交

䕃

柳

下

設

石

墩

四

五

坐

墩

畔

綸

竿

有

鈎

無

餌

臺

北

端

爲

石

磴

入

池

澡

濯

磴

前

沉

水

爲

小

方

田

塹

以

編

蕩

泛

荷

花

百

頭

平

時

奔

走

塵

土

中

覺

堆

阜

生

胷

臆

間

懷

抱

藴

蠖

無

處

吐

洩

則

一

徃

臺

上

把

鈎

弄

水

招

呼

魚

鳥

狎

弄

風

花

以

寫

散

之

或

鄕

有

親

客

則

亦

引

置

園

池

舉

鼎

臺

上

然

火

沸

湯

設

餌

出

魚

投

鼎

作

羮

酒

五

七

行

豪

氣

橫

發

則

舗

席

而

卧

仰

視

雲

霄

把

釣

擊

節

楚

聲

高

歌

旣

又

曲

肱

旁

睨

臨

水

開

花

倒

影

交

暎

神

飛

動

直

欲

挾

海

嶠

而

吞

江

濤

奴

卒

晉

楚

而

負

劒

隨

光

也

未

幾

堂

吏

抱

牘

趣

起

視

事

一

時

浩

興

頓

就

韜

卷

遂

命

之

曰

寄

傲

之

臺富

春

洲

說

曰

由

東

橋

至

臺

復

臺

爲

西

橋

至

洲

洲

方

一

畝

四

面

際

水

水

畔

亦

種

桃

及

芙

蓉

洲

心

雜

樹

杏

李

櫻

桃

梨

梅

各

十

株

春

朝

明

媚

時

群

花

爛

開

則

岸

幘

獨

徃

直

入

深

叢

徙

徘

徊

幻

土

腴

花

盛

而

繁

積

宻

堆

疊

不

露

柯

條

紅

花

赫

赫

照

面

如

炙

平

生

苦

貧

紈

錦

絶

交

竹

床

木

榻

素

無

帷

帳

一

旦

得

此

豈

啻

金

谷

結

而

又

雍

容

順

適

顯

受

無

慚

蓋

天

之

富

也

遂

命

之

曰

富

春

之

洲

鎭

躁

園

說

曰

園

東

西

九

十

歩

南

北

六

十

六

歩

種

蘆

菔

芉

魁

韭

薤

瓜

瓠

莧

陸

茄

芥

各

一

二

畦

北

墻

之

隂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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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五

竹

百

箇

蕭

踈

蓋

地

矣

於

是

日

出

而

作

了

公

家

事

視

門

無

壅

候

則

退

遊

此

園

玩

弄

諸

勝

惟

日

戀

戀

永

懷

久

缺

心

有

餘

愛

景

不

充

欲

願

言

滯

調

覆

恐

速

遷

京

落

無

書

雲

山

有

夢

憺

乎

頽

乎

委

順

而

任

化

遂

總

而

命

之

曰

鎭

躁

之

園

建
置
記
第
一

江
隂
縣
志
卷
之
一



Zhong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