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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享
神
不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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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祀
典
鄕
人
春
祈
秋
報
藉
伸
敬
畏
之

誠
抑
或
表
彰
功
德
永
矢
弗
忘
尤
見
人
心
之
不
泯
易
云
神
道
設

敎
其
即
此
意
也
夫
志
祠
宇

禹
湯
廟
在

縣

北

十

里

南

王

村

唐

時

創

建

元

大

德

九

年

重

修

以

伯

益

伊

尹

配

享

淸

康

熙

間

村

人

齊

至

盛

續

修

司
空
廟
卽

大

禹

也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風

穴

山

一

名

司

空

山

成
湯
廟
在

城

北

街

明

崇

禎

八

年

創

建

淸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重

修

歲

六

月

十

五

日

北

街

居

人

聯

社

報

祀

東
嶽
廟
在

邑

東

門

外

元

天

歷

間

創

建

淸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知

縣

廬

承

宗

捐

俸

首

倡

重

修

明

倪

岳

正

祀

典

疏

洪

武

三

年

詔

封

東

嶽

泰

山

之

神

有

司

春

秋

致

祭

有

事

則

遣

廷

臣

祭

吿

今

朝

陽

門

外

有

東

嶽

廟

實

自

元

延

祐

中

元

敎

太

宗

師

張

留

孫

買

地

爲

宮

奉

祀

東

嶽

天

齊

仁

聖

帝

後

仍

而

不

廢

歲

以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致

祭

大
生
廟
卽

東

嶽

神

在

縣

南

十

里

大

衞

村

金

天

眷

間

建

正

殿

大

定

癸

卯

年

里

人

孔

慶

祖

繼

成

之

規

制

宏

敞

馬
王
廟
在

縣

西

街

羅

漢

寺

東

聖
母
廟
一

在

南

街

生

員

張

飛

羆

督

修

一

在

西

街

城

隍

廟

西

邑

宦

張

再

齡

重

修

一

在

北

關

府

君

廟

右

一

在

南

關

火

星

廟

則

邑

宦

張

壵

創

建

歲

暮

春

二

十

日

邑

人

各

報

享

焉

后
土
廟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東

要

村

明

洪

治

戌

午

季

春

重

修

知

縣

王

綸

有

記

眞
武
廟
一

在

西

街

乾

隆

六

年

合

邑

重

修

一

在

縣

東

南

五

里

天

壇

山

宋

時

建

金

太

和

間

重

修

明

倪

岳

正

祀

典

疏

北

極

佑

聖

眞

君

者

眞

武

神

也

眞

武

本

元

武

宋

眞

宗

避

聖

祖

諱

改

元

爲

眞

元

黽

也

武

蛇

也

此

本

北

方

元

武

七

宿

虛

危

星

形

似

之

故

因

而

名

後

乃

以

元

武

爲

眞

聖

而

作

黽

蛇

於

下

靖

康

初

詔

加

號

助

順

曰

佑

聖

助

順

眞

武

靈

應

眞

君

圖

誌

又

云

眞

武

爲

靖

樂

王

太

子

遇

紫

虛

元

君

授

以

道

秘

東

遊

遇

天

神

授

以

寳

劍

入

武

當

山

修

煉

功

成

白

日

飛

昇

奉

上

帝

命

鎭

北

方

披

髮

跣

足

建

皂

纛

元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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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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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太

宗

於

京

城

艮

隅

幷

武

當

山

各

重

建

廟

宇

而

兩

京

歲

春

秋

及

京

師

月

朔

望

各

遣

官

致

祭

武

當

山

則

命

內

外

官

員

專

一

提

督

憲

宗

嘗

範

金

爲

像

屢

遣

內

官

陳

善

齎

往

武

當

安

奉

聖
王
廟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要

裡

莊

明

洪

武

初

建

基

宇

崇

閎

東

路

七

十

餘

社

鄕

民

報

賽

於

此

淸
源
王
廟
在

縣

東

南

十

五

里

濟

廟

溝

金

大

定

二

年

建

廟

前

有

池

池

水

幽

深

淸

徹

土

人

名

濟

水

眼

洪
道
眞
君
廟
在

縣

北

八

里

柏

村

溝

宋

時

建

元

元

統

三

年

羽

士

許

維

崇

重

建

三

門

修

廊

廡

二

間

前

構

石

橋

敎

諭

朱

文

鼎

記

又

名

小

澗

龍

王

歲

四

月

八

日

土

人

聯

社

報

賽

三
官
廟
一

在

縣

西

門

外

明

嘉

靖

二

十

年

建

一

在

小

邢

村

堯
姑
廟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楊

村

河

西

堌

堆

裡

泊
盎
聖
母
廟
原

廟

在

翟

底

溝

係

宋

眞

宗

時

重

修

其

碑

至

今

尙

存

淸

雍

正

五

年

遷

廟

於

木

瓜

溝

廟

西

有

淸

泉

一

池

云

聖

母

洗

頭

泉

旱

不

涸

澇

不

溢

歲

旱

禱

雨

於

此

輙

有

應

驗

唐
太
宗
廟
在

縣

北

四

十

五

里

名

泰

王

嶺

太

宗

旣

破

宋

老

生

於

霍

邑

從

霍

山

東

分

兵

間

道

濳

行

至

此

曾

率

游

騎

轉

戰

於

柏

壁

村

因

立

廟

祀

之

武
則
天
廟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月

山

上

俗

號

婆

婆

神

唐

時

建

元

至

正

元

年

五

月

重

修

明

萬

歷

戊

戌

里

社

損

資

重

修

無
佞
侯
廟
在

縣

西

南

十

里

梁

村

唐

時

建

明

宣

德

辛

亥

縣

丞

賀

琳

禱

雨

獲

應

度

前

地

重

建

正

殿

三

楹

後

知

縣

陳

榮

李

鼎

王

鏜

相

繼

增

拓

獻

殿

寢

殿

大

門

胥

稱

完

整

萬

歷

七

年

知

縣

左

桐

重

修

舊

傳

神

臨

汾

人

爲

神

山

令

使

民

築

堰

引

澇

水

灌

田

又

嘗

陰

助

唐

太

宗

伐

宋

老

生

有

功

封

護

國

顯

應

無

佞

侯

明

季

追

封

無

佞

王

歲

旱

有

禱

輙

應

故

民

祀

焉

按

唐

高

祖

武

德

二

年

始

析

襄

陵

地

置

浮

山

縣

而

太

宗

伐

宋

老

生

在

隋

煬

帝

大

業

十

三

年

爾

時

尙

未

置

縣

焉

得

有

令

且

日

陰

助

似

已

沒

而

爲

神

其

時

代

胥

莫

可

考

明

季

追

封

亦

不

紀

年

不

著

緣

起

姑

志

以

存

疑

李
靖
廟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王

村

鎭

唐

時

建

土

人

相

傳

李

衛

公

征

劉

黑

闥

屯

兵

於

此

因

立

廟

焉

濟
瀆
廟
在

縣

東

南

十

八

里

明

嘉

靖

十

九

年

重

修

陳

大

紀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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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

正

十

三

年

乙

卯

閏

四

月

邑

宦

張

垚

捐

貲

創

建

歲

正

月

二

十

九

日

聖

誕

獻

牲

演

劇

放

火

前

後

四

日

亦

有

販

鬻

牲

畜

貸

物

者

府
君
廟
在

縣

北

門

外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重

修

歲

六

月

六

日

逢

府

君

誕

辰

邑

人

報

祀

按

府

君

姓

崔

諱

珏

字

子

玉

祈

州

古

城

縣

附

郭

村

人

父

公

讓

母

劉

氏

恤

災

救

苦

濟

困

扶

危

年

屆

五

旬

尙

未

有

嗣

因

禱

於

泰

山

東

嶽

夜

夢

神

將

贈

美

玉

一

塊

光

耀

滿

室

覺

後

夫

婦

述

夢

皆

同

遂

懷

孕

生

府

君

甫

七

歲

頴

悟

絕

人

年

十

六

娶

盧

氏

琴

瑟

調

和

孝

德

共

彰

隋

仁

壽

三

年

舉

孝

廉

除

太

子

府

博

監

辭

不

受

唐

貞

觀

元

年

起

授

兵

部

員

外

郞

外

遷

長

子

令

時

邑

境

饅

頭

寨

有

婦

馮

氏

姿

甚

美

爲

鬼

魅

所

纒

其

夫

訴

於

府

君

曰

此

三

皇

廟

鬼

崇

也

授

以

劍

令

俟

夜

至

拔

劍

斬

之

其

夫

如

命

鬼

來

斫

之

被

傷

而

去

及

往

三

皇

廟

踪

跡

果

一

泥

鬼

自

裂

馮

氏

得

安

又

邑

南

崗

村

猛

虎

爲

害

食

樵

夫

康

孝

和

伊

母

妻

訴

於

府

君

令

具

狀

卽

據

狀

爲

文

牒

移

山

神

虎

卽

咆

哮

□

出

隨

至

縣

庭

府

君

責

之

曰

爾

食

良

民

罪

廳

死

今

誅

爾

能

甘

罪

乎

虎

伏

地

頓

首

乃

杖

殺

之

於

是

邑

無

虎

患

一

日

謁

白

雲

寺

見

一

僧

形

容

枯

瘦

府

君

曰

得

無

被

妖

乎

僧

禀

云

有

美

婦

淡

粧

素

衣

每

夜

以

漏

下

至

府

君

授

之

杖

曰

擊

之

可

滅

也

僧

果

以

杖

□

之

妖

婦

啼

泣

而

去

踪

其

血

跡

果

於

常

平

倉

側

前

死

一

大

白

竄

僧

得

無

恙

貞

觀

十

八

年

遷

衛

縣

令

時

衞

河

泛

溢

壞

民

田

廬

死

者

無

算

府

君

祀

於

河

神

投

一

劍

波

瀾

立

平

見

一

巨

蛇

死

浮

水

面

其

害

遂

息

十

九

年

陞

蒲

州

刺

史

値

后

戚

長

孫

無

忌

西

征

□

府

君

見

之

曰

公

爲

妖

狐

侵

害

弗

治

且

死

無

忌

大

驚

詢

其

故

府

君

曰

妖

非

他

卽

公

新

夫

人

也

請

見

不

出

遂

入

斬

之

但

聞

哀

鳴

聲

府

君

曰

已

斬

之

關

王

廟

矣

往

視

見

一

蒼

白

狐

斷

腰

而

死

府

君

所

至

除

奸

摘

伏

晝

理

陽

夜

理

陰

每

有

神

異

貞

觀

二

十

二

年

十

月

初

十

日

府

君

與

楊

叟

晏

罷

見

黃

衣

執

符

言

曰

上

帝

以

玉

帶

玉

圭

冠

衣

召

赴

五

岳

衛

兵

五

百

人

拜

畢

奏

□

韶

之

樂

又

取

白

馬

至

府

君

命

子

敬

嗣

等

三

人

取

紙

筆

曰

吾

將

去

矣

遂

書

白

字

以

逝

相

傅

以

爲

白

字

碑

壽

六

十

四

歲

其

子

遵

遺

命

遂

葬

於

磁

州

滏

陽

西

北

鼓

山

之

□

立

有

墓

碑

祠

宇

土

人

報

祀

不

絕

後

安

祿

山

□

元

宗

辛

蜀

夢

府

君

見

曰

駕

勿

別

往

祿

山

必

滅

矣

後

□

闕

立

廟

祀

之

封

顯

聖

護

國

嘉

應

侯

後

德

宗

避

難

忽

有

白

馬

前

□

送

至

斜

口

之

谷

武

宗

加

封

護

國

顯

應

王

勅

有

司

祀

之

宋

祥

符

元

年

加

封

東

嶽

岱

山

護

國

西

齊

王

高

宗

爲

康

王

時

副

使

玉

雲

逼

康

王

入

質

於

金

府

君

默

今

磁

民

殺

玉

雲

康

王

南

奔

至

江

無

舟

危

急

之

□

忽

見

一

神

控

白

馬

以

待

遂

得

渡

奏

曰

臣

乃

州

崔

某

也

忽

不

見

後

康

王

卽

位

於

杭

是

爲

高

宗

遂

加

封

護

國

顯

靈

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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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山
縣
志

卷
三
十
五
祠
宇

四

君

金

封

亞

岳

之

神

攝

行

南

岳

事

元

成

宗

加

封

靈

惠

齊

聖

廣

有

王

夫

人

加

封

順

祐

靈

懿

夫

人

自

明

迄

今

祀

典

未

嘗

闕

焉

子

敬

嗣

房

州

刺

史

孫

悅

洛

洲

司

戶

曾

孫

光

迪

太

子

賛

善

玄

孫

杭

楊

州

司

馬

來

孫

玄

亮

禮

部

尙

書

□

孫

芻

言

昭

義

節

度

判

官

仍

孫

貽

孫

吏

部

侍

郞

楊
公
祠
在

東

門

外

祀

知

縣

楊

三

辰

楊
公
祠
在

城

街

祀

知

縣

楊

名

世

盧
公
祠
在

東

張

鎭

祀

知

縣

盧

承

宗

陸
公
祠
在

西

街

城

隍

廟

左

祀

知

縣

陸

張

烈

三
公
祠
在

天

聖

宮

祀

知

縣

盧

承

宗

周

毓

正

陳

政

李
公
生
祠
在

堯

廟

內

祀

知

縣

李

允

張
公
祠
在

天

聖

宮

祀

人

張

大

統

張
公
祠
一

在

堯

廟

內

一

在

南

門

外

祀

通

議

大

夫

原

任

酃

縣

知

縣

張

壵

陳
方
伯
祠
在

城

內

進

士

巷

祀

邑

宦

陳

孜

每

歲

春

秋

有

司

給

予

祭

儀

楊
公
祠
在

關

家

河

楊

鎭

守

使

楊

春

霖

字

芳

圃

霍

州

人

民

國

元

年

鎭

守

潞

澤

聞

浮

山

陳

匪

猖

獗

遂

帶

親

兵

十

數

騎

由

安

澤

府

城

舊

縣

一

路

入

浮

山

偵

得

陳

在

關

家

河

遂

奮

力

追

擊

不

料

衆

寡

懸

殊

被

陳

用

楡

木

砲

擊

中

要

害

陣

亡

遇

害

後

閻

督

軍

訓

令

命

於

死

難

地

點

建

立

祠

廟

以

祠

木

主

遂

於

關

家

河

興

修

祠

宇

一

所

本

年

五

月

吿

成

不

意

六

月

間

卽

被

陳

逆

付

之

一

炬

後

沁

水

縣

知

事

尹

榮

修

爲

之

立

祠

於

沁

水

東

關

外

浮

山

無

復

從

事

修

理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