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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學
校
志文

廟

　

明

倫

堂

　

文

公

祠

社

學

　

射

圃

　

　

學

租

士
爲
四
民
之
首
道
統
千
聖
之
同
學
校
者
所
以
明
道
造

士
而
使
之
皆
入
于
聖
賢
之
域
也
顧
不
重
歟
㤗
之
廟
學

始
建
於
登
科
山
𪋤

繼
移
祥
光
寺
東
後
乃
作
于
今
所
高

明
爽
塏
負
羅
侯
而
靣
石
岡
允
爲
興
文
善
地
嗣
是
科
名

鵲
起
碩
彥
雲
蒸
歲
在
癸
未
明
運
將
告
終
而
廟
學
不
戒

囘
祿

本
朝
龍
興
己
丑
官
師
紳
士
殫
力
經
營
僅
克
成

文
廟
堂
構
而
潤
色
尚
未
遑
也
壬
戌
之
春
學
博
何
君
與
令
尹

貟
公
共
謀
倡
興
　
明
倫
堂
役
工
未
半
而
令
尹
挂
吏
議

何
君
又
移
悵
長
汀
今
接
任
則
三
韓
王
公
南
平
張
君
克

纘
前
緒
相
與
邪
許
將
伯
庶
可
逭
道
㫄
之
誚
矣
思
觀
成

之
匪
易
詎
底
法
之
能
忘
願
廓
前
功
益
勤
後
效
嗣
徽
閟

頌
踵
美
周
楨
造
士
者
與
諸
士
均
有
望
焉
作
學
校
志

廟
學

儒
學
在
治
東
宋
初
建
在
治
西
南
登
科
山
𪋤

紹
興
三
年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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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
張
牧
移
治
南
祥
光
寺
東
紹
定
六
年
邑
人
縣
丞
葉
惟
寅

以
舊
字
不
利
白
令
陳
純
仁
作
新
學
宫
于
今
所
中
爲
大
成

殿
東
南
爲
尊
道
堂
東
西
爲
四
齋

東

曰

博

文

曰

果

行

西

曰

思

忠

曰

履

信

設
經

籍
祭
器
庫
鑿
泮
池
架
石
爲
橋

淳

熙

間

令

趙

與

垣

爲

記

元
至
正
十
年

令
余
元
善
建
講
堂
齋
房
於
殿
後
十
四
年
㓂
發
學
舎
爲
燼

十
六
年
尹
林
幹
兒
魯
不
花
重
建
殿
塑
先
聖
四
配
十
哲
像

兩
廡
繪
從
祀
先
賢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建
大
成
樓
于
殿
南
三

十
年
敎
諭
章
參
更
講
堂
爲
明
倫
堂
立
崇
文
樓
分
兩
齋
於

堂
前

左

進

德

右

修

業

移
興
文
祠
于
東
廡
天
順
元
年
令
裴
顒
改
建

𣠄

星
門
易
以
石
柱
成
化
十
六
年
令
劉
鐸
修
葺
明
倫
堂
建

興
文
祠
及
祭
器
庫
買
民
地
增
建
號
房
一
十
間
脩
泮
池
築

石
橋
嘉
靖
四
年
推
官
黃
直
購
地
改
建
大
成
殿
于
左
前
爲

兩
廡
爲
㦸
門
爲
𣠄

星
門
建
明
倫
堂
于
右
前
爲
兩
齋
爲
儀

門
爲
泮
池
爲
大
門
十
二
年
令
陳
塘
於
殿
後
建
啟
聖
公
祠

敬
一
箴
亭
三
十
一
年
令
張
傑
夫
卽
省
牲
所
爲
名
宦
祠
于

堂
西
空
地
建
鄕
賢
祠
三
十
七
年
令
蕭
廷
宣
更
置
名
宦
鄕

賢
祠
于
啟
聖
公
左
右
萬
曆
間
文
廟
濕
漏
令
張
應
丁
方
應

時
相
繼
修
葺
十
七
年
𢈏

寅
颶
風
大
作
簷
瓦
飄
揚
殿
寢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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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
塌
壞
水
涓
涓
出
於
堂
諭
衙
傾
圮
二
十
八
年
令
管
公
橘

申
請
院
道
捐
俸
百
餘
金
以
倡
薦
紳
文
學
從
而
樂
輸
計
直

四
百
餘
緡
鳩
工
授
事
經
始
于
是
年
之
夏
四
月
告
成
於
辛

丑
三
月
殿
廡
堂
門
壯
麗
如
昔
名
爲
修
其
實
創
也
復
建
興

文
會
舘
爲
諸
生
課
業
之
所
廟
貌
嚴
而
作
興
備
侯
之
造
福

於
㤗
庠
者
非
一
口
之
澤
矣
越
崇
禎
癸
未
秋
九
月
門
斗
陳

奇
於
齋
房
置
櫝
藏
棉
花
燈
爆
落
櫝
中
夜
半
明
倫
堂
烈
燄

先
發
遇
西
北
風
遂
延
𤑔

於
　
聖
殿
闔
邑
驚
救
不
獲
遂
成

灰
燼

本
朝
順
治
己
丑
令
武
林
柴
公
允
欽
與
博
士
蕭
公
臧
公
謀
先

興
文
廟
邑
紳
袍
衿
庶
各
效
貲
力
以
襄
之
而
封
君
戴
公
𤊟

首
捐
重
貲
兼
與
鄕
耆
林
甫
登
楊
于
𨹸

薛
更
之
躬
任
董
役

之
勞
凢
兩
寒
暑
不
怠
殿
廡
成
儀
門
尚
缺
封
君
出
己
貲
以

畢
其
局
功
尤
偉
焉
是
役
也
時
經
二
載
費
踰
千
金
堂
搆
僅

完
而
丹
艧
猶
未
施
也
故
明
倫
堂
尚
留
有
待

康
熙
癸
亥
正
月
温
陵
何
君
龍
文
以
省
解
來
司
㤗
鐸
毅
然

以
興
學
爲
己
任
自
捐
全
俸
請
於
令
尹
三
韓
貟
公
養
純
令

尹
欣
然
曰
余
志
也
出
俸
金
六
十
兩
以
交
何
君
梓
材
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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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委
之
邑
紳
葉
先
登
亦
出
三
十
金
爲
倡
孝
亷
諸
生
俱

各
題
捐
有
差
乃
諏
日
經
始
事
闗
大
典
令
尹
具
狀
上
聞
蒙

總
督
大
司
馬
姚
公
啟
聖
特
發
五
十
金
助
役
工
未
半
而
何

君
以
遷
去
貟
令
尹
掛
吏
議
役
遂
中
輟
是
秋
令
尹
王
公
珏

接
任
縣
倉
有
一
甲
餘
米
三
百
石
諸
生
公
呈
請
爲
修
學
費

王
公
欣
然
具
詳
蒙
總
督
姚
公
報
可
然
猶
未
周
於
用
也
先

是
庠
友
有
題
簿
而
未
交
者
尚
二
百
金
以
主
役
者
傳
舎
無

專
責
各
懷
觀
望
甲
子
春
敎
諭
南
平
張
君
鴻
逵
至
力
任
其

事
勸
勉
諸
生
不
𢿙

月
而
明
倫
堂
翬
革
告
成
蓋
㤗
至
是
而

廟
學
始
全
矣
何
張
二
君
之
功
顧
不
偉
哉

規
制

文
廟

舊

在

明

倫

堂

前

嘉

靖

乙

酉

推

官

黃

直

買

楊

潮

地

改

建

五

間

廣

六

丈

四

尺

深

如

之

高

四

丈

二

尺

前

名

大

成

殿

後

改

今

名

兩
廡

各

五

間

㦸
門

一

座

五

間

令

管

公

橘

扁

曰

大

明

中

天

𣠄

星
門

一

座

三

間

省
牲
所

在

㦸

門

東

堂

祀

儒

學

興

文

土

地

明
倫
堂
　

舊

在

殿

後

名

尊

道

堂

嘉

靖

乙

酉

推

官

黃

直

併

文

廟

地

改

建

五

間

於

西

與

廟

齊

廣

六

丈

五

尺

深

如

之

高

三

丈

七

尺

兩
齋

東

曰

居

仁

西

曰

由

義

各

三

間

兩
廊

各

五

間

東

爲

廡

西

爲

吏

舎

儀

門
一

座

七

間

大
門

一

座

三

門

泮
橋

舊

在

文

廟

㦸

門

外

古

傳

有

龍

浚

出

泉

之

語

人

爭

汲

之

宋

令

鄭

師

申

遂

鑿

爲

池

架

以

石

梁

後

併

殿

爲

明

倫

堂

池

仍

舊

八

景

芹

池

秋

月

卽

此



 

長
㤗
縣
志
　
　

卷
三
　
　
　
　
　
　
　
五

啟
聖
公
祠
　

在

文

廟

後

嘉

靖

十

二

年

令

陳

塘

建

一

座

三

間

名
宦
祠
　
舊
在
文
廟
㦸
門
東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令
張
傑
夫

申
准
提
學
道
盧
夣
陽
卽
省
牲
所
改
建
一
座
三
間
令
蕭

廷
宣
更
建
于
啟
聖
公
祠
左

内

祀

明

提

學

姚

公

鏌

熊

公

汲

推

官

黃

公

直

宋

知

縣

黃

公

頴

元

蔡

公

淳

明

鄧

公

淸

劉

公

奎

朱

公

絃

宋

主

簿

万

公

壬

明

訓

導

錢

公

象

乾

知

縣

傳

公

嘉

祐

劉

公

鐸

蕭

公

　

　

廷

宣

文

公

可

黼

本

朝

知

縣

傅

公

永

吉

鄕
賢
祠
　
舊
在
明
倫
堂
之
西
偏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令
張
傑

夫
申
准
提
學
道
盧
夣
陽
卽
堂
西
地
爲
之
一
座
三
間
戊

午
令
蕭
廷
宣
更
置
于
啟
聖
公
祠
右

內

祀

宋

鹽

塲

官

黃

子

信

明

修

撰

林

公

震

主

事

黃

公

文

史

知

州

唐

公

㤗

知

縣

葉

公

玭

戴

公

昀

左

僉

都

御

史

戴

公

時

宗

戸

部

郞

中

王

公

一

范

尚

書

戴

公

燿

知

縣

劉

公

孟

智

贈

布

政

楊

公

㤗

監

察

御

史

林

公

秉

漢

布

政

戴

公

熺

贈

參

政

沈

公

時

畏

參

政

沈

公

維

毗

知

縣

王

公

從

鵬

贈

監

察

御

史

戴

公

堯

揚

戸

部

員

外

戴

公

燻

御

史

劉

公

其

中

御

史

戴

公

相

敎

授

蔡

公

銘

敎
諭
衙

舊

在

文

廟

後

明

倫

堂

東

後

建

在

儀

門

之

西

後

風

雨

損

壞

卜

建

不

吉

改

裁

减

訓

導

衙

爲

之

二

座

三

間

今

亦

廢

訓
導
衙

二

所

一

在

丈

廟

南

二

座

五

間

一

在

儒

學

南

此

員

裁

减

萬

曆

二

十

八

年

將

署

堂

改

爲

敎

諭

衙

今

二

所

俱

廢

生
員
號
房

成

化

丁

酉

令

劉

鐸

置

楊

柜

地

建

十

間

在

大

成

樓

西

推

□

黃

直

廢

以

建

明

倫

堂

吏
舎

在

明

倫

堂

由

義

齋

□

西

廊

一

半

凡

五

間

崇

禎

癸

未

燬

基

尚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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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公
祠

祠
在
治
南
登
科
山
東
洪
武
三
十
三
年
敎
諭
章
參
建
前
後

各
一
座
三
間
左
右
爲
房
後
祀
宋
文
公
配
以
東
溪
高
登
北

溪
陳
淳
二
先
生
前
堂
名
㤗
亨
書
院
成
化
八
年
令
劉
鐸
重

新
嘉
靖
四
年
推
官
黃
直
以
舊
儒
學
材
更
爲
之
宏
其
制
扁

曰
文
公
書
院
十
二
年
令
陳
塘
顔
其
前
堂
曰
瞻
山
仰
斗
萬

曆
五
年
令
張
應
丁
修
十
年
令
方
應
時
復
修
適
奉
勘
合
鬻

天
下
書
院
祠
以
書
院
名
在
鬻
中
方
侯
力
白
撫
院
獲
存
又

申
請
𨤲

正
祀
典
送
囘
高
東
溪
神
主
于
漳
浦
以
本
縣
宋
主

簿
方
若
水
配

公

移

附

見

歲
久
敝
壞
二
十
八
年
令
管
公
橘
申
文

捐
俸
重
建
後
一
座
三
間
㕔
中
濶
三
丈
餘
深
如
之
左
右
各

濶
丈
餘
簷
外
爲
臺
中
祀
文
公
扁
曰
羽
翼
聖
經
右
祀
方
侯

表
其
存
祀
之
功
左
𥪡

興
祠
記
頌
碑
以
識
管
侯
偉
績
前
座

依
舊
址
重
修
大
門
扁
曰
紫
陽
遺
跡
門
外
兩
房
有
店
四
間

本
朝
定
鼎
以
來
四
郊
多
壘
駐
防
援
勦
將
弁
俱
以
祠
爲
駐
劄

堂
列
兵
竈
柱
作
馬
椿
褻
穢
殊
甚
康
熙
己
酉
令
高
平
趙
公

象
乾
稍
爲
修
飭
建
義
學
其
中
以
敎
貧
士
延
文
學
黃
履
登

爲
師
給
其
廩
餼
公
朔
望
至
祠
瞻
謁
畢
親
爲
講
說
辦
難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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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作
文
第
其
高
下
使
知
感
奮
甲
寅
山
海
亂
作
祠
復
駐
兵

至
壬
戌
亂
平
令
貟
公
養
純
復
加
繕
葺
設
義
學
聘
請
明
經

胡
君
都
臯
比
而
肄
業
焉
士
景
從
者
至
百
餘
人
其
廩
給
講

辯
考
課
如
趙
公
而
前
賢
建
祠
之
意
始
無
負
矣

公
移

附

知
縣
方
應
時
謹
掲
爲
攄
陳
餘
悃
乞
賜
仁
鑒
查
罷
鬻
祠

事
遵
奉
憲
牌
抵
爲
廢
置
書
院
原
非
鬻
祠
下
屬
奉
行
一

切
變
賣
卽
先
賢
祠
宇
皆
在
鬻
中
職
思
先
賢
有
遺
化
鬻

祠
非
美
名
臺
下
倡
道
作
人
方
切
崇
重
之
意
而
下
屬
奉

牌
事
理
乃
昭
不
美
之
名
無
亦
過
于
畏
臺
下
之
法
不
深

諒
臺
下
之
心
也
職
展
轉
思
之
莫
知
所
向
如
使
官
賣
而

私
存
是
市
已
之
恩
明
上
之
無
惠
不
敢
也
如
必
毁
廟
而

仆
碑
是
知
有
順
承
之
責
不
知
有
陳
情
之
例
不
可
也
昔

宋
神
宗
朝
鬻
廟
閼
伯
微
子
及
張
廵
許
遠
𩀱

廟
皆
在
鬻

中
劉
摰
請
于
張
方
平
而
奏
免
職
無
劉
摰
之
能
臺
下
則

加
方
平
𢿙

等
故
於
奉
行
之
外
復
攄
未
盡
之
情
伏
乞
採

蒭
蕘
之
見
昭
崇
報
之
仁
分
查
祠
宇
書
院
一
廢
一
存
不

惟
先
賢
爼
豆
有
光
卽
當
世
人
心
亦
藉
此
以
激
勸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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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

又
爲
釐
正
祀
典
以
隆
風
敎
事
㨿
本
縣
郷
士
夫
及
生
員

呈
稱
朱
文
公
祠
內
左
配
高
東
溪
係
文
公
先
軰
請
撤
去

舊
主
陞
入
陳
北
溪
神
位
更
以
方
若
水
設
主
居
右
合
堂

配
享
以
正
祀
典
蒙
　
御
史
楊
　
批
祀
典
議
正
甚
妥
仰

縣
照
行
蒙
　
軍
門
趙
　
批
提
學
道
王
　
議
云
爲
照
先

賢
高
東
溪
旣
係
文
公
先
軰
不
合
從
㫄
配
享
先
賢
方
若

水
曾
及
文
公
之
門
似
應
師
弟
一
堂
但
祀
典
最
重
以
二

百
年
已
定
之
祀
一
旦
遽
有
增
損
若
非
再
四
研
講
萬
口

無
辭
將
來
未
同
之
軰
忽
生
口
語
旅
進
旅
退
追
悔
爲
難

行
府
仰
縣
卽
查
高
東
溪
先
年
有
何
功
德
議
配
文
公
曾

否
從
仕
學
官
今
欲
撤
去
神
主
專
祠
漳
浦
或
從
㫄
別
設

一
祠
以
陳
北
溪
陞
入
左
配
各
應
否
妥
當
及
查
方
若
水

先
年
該
縣
曾
否
祀
入
名
宦
有
無
具
載
邑
誌
今
欲
祀
入

右
配
是
否
相
應
逐
一
稽
覈
的
確
務
要
經
久
無
議
奉
此

查
報
以
二
百
年
已
定
之
祀
一
旦
遽
有
增
損
須
再
四
研

討
方
服
衆
議
而
垂
經
久
此
誠
愼
重
之
盛
心
崇
儒
之
正

典
也
查
得
高
東
溪
登
漳
浦
人
少
孤
力
學
事
母
至
𡥉

徽

欽
朝
爲
太
學
生
與
陳
東
上
書
乞
斬
蔡
京
等
六
賊
紹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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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

初
召
至
政
事
堂
與
秦
檜
論
不
合
去
爲
靜
江
府
古
縣
令

帥
守
胡
舜
陟
希
檜
意
誣
以
罪
後
被
檄
策
士
潮
州
檜
怒

其
問
目
編
管
容
州
此
東
溪
之
忠
𡥉

大
節
也
及
文
公
守

漳
奏
乞
褒
錄
贈
承
務
郞
而
謁
祠
文
云
謹
以
釋
奠
之
明

日
致
祭
于
東
溪
先
生
高
公
則
東
溪
之
見
贈
于
朝
由
朱

子
爲
之
疏
請
也
東
溪
之
見
祭
于
鄕
由
朱
子
爲
之
肇
舉

也
當
其
生
存
朱
子
乃
歛
袵
拜
跪
于
東
溪
之
前
及
其
身

後
東
溪
侑
食
于
朱
子
之
側
是
欲
尊
之
反
以
屈
之
此
斷

乎
所
當
撤
去
者
及
考
配
祀
之
由
係
永
樂
間
敎
諭
章
參

建
㤗
亨
書
院
首
祀
文
公
而
配
以
東
溪
北
溪
當
時
失
於

考
㨿
後
代
狃
于
因
循
以
致
二
百
年
之
祀
典
陷
於
非
禮

而
有
識
之
士
所
以
未
安
於
心
夫
人
心
有
未
安
典
禮
有

未
合
雖
歷
千
載
猶
將
舉
而
正
之
矧
二
百
年
耶
雖
出
于

朝
命
守
禮
之
臣
猶
將
請
而
更
之
矧
創
見
於
敎
諭
章
參

耶
如
以
其
配
享
已
久
未
忍
遽
革
之
則
孔
聖
廟
庭
林
放

遽
瑗
鄭
玄
鄭
衆
諸
儒
自
後
漢
初
唐
皆
已
從
祀
至
我
世

廟
乃
退
放
等
各
祀
其
鄕
大
禮
所
闗
固
不
以
其
久
而
存

之
也
况
放
與
瑗
尚
與
孔
子
同
時
且
不
欲
屈
之
弟
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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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列
今
朱
子
生
東
溪
之
後
可
屈
而
存
之
乎
㨿
朱
子
謁
祠

文
東
溪
在
宋
已
有
專
祠
明
矣
國
朝
漳
浦
復
入
鄕
賢
則

東
溪
之
祀
宜
在
漳
浦
不
宜
在
長
㤗
也
蓋
漳
浦
其
鄕
也

浦
人
祠
之
卽
古
所
謂
鄕
先
生
殁
可
祭
于
社
也
長
㤗
非

其
鄕
也
㤗
人
不
祠
之
卽
記
所
謂
無
國
故
則
否
也
浦
人

祀
其
國
故
雖
二
處
享
祀
不
爲
過
㤗
人
非
其
國
故
雖
改

正
罷
祀
不
爲
薄
以
此
言
之
不
惟
配
享
不
當
存
而
别
祠

亦
不
必
建
也
若
水
壬
者
嘗
受
學
於
朱
子
遊
太
學
往
返

建
安
必
謁
請
益
調
主
㤗
簿
朱
子
刺
漳
辟
壬
主
學
事
上

講
說
課
義
差
補
等
十
事
傳
示
諸
邑
又
請
廢
寺
租
以
廩

士
朱
子
去
漳
出
大
學
章
句
令
壬
刊
示
學
者
又
𢿙

與
書

問
答
具
載
文
公
集
中
可
攷
也
則
若
水
果
及
朱
子
之
門

而
有
功
於
㤗
邑
之
士
㤗
邑
自
有
名
宦
祠
以
來
若
水
已

與
宋
令
黃
頴
同
祀
郡
縣
自
有
誌
書
以
來
若
水
已
八
名

宦
傳
並
列
今
與
配
享
文
公
之
右
與
北
溪
陳
淳
相
對
則

師
弟
朋
友
聚
精
會
神
于
一
堂
亦
如
漳
郡
文
公
祠
之
配

以
勉
齋
北
溪
也
勉
齋
產
于
閩
縣
特
以
朱
子
守
漳
從
行

旣
有
專
祠
猶
加
配
享
况
若
水
親
及
朱
子
之
門
長
㤗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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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其
過
化
之
地
者
乎
如
蒙
陞
進
配
祀
則
於
例
旣
合
而
於

禮
亦
協
矣
禮
協
分
定
人
心
自
安
卽
類
生
異
議
者
當
無

所
容
其
喙
也
或
謂
北
溪
龍
溪
人
也
亦
非
㤗
之
國
故
也

考
北
溪
集
嘗
權
長
㤗
主
簿
有
禱
雨
梁
岡
山
文
可
㨿
特

前
志
未
之
載
耳
今
以
北
溪
若
水
並
配
論
先
儒
俱
爲
崇

德
論
舊
簿
俱
爲
報
功
其
所
以
興
起
人
心
者
非
淺
鮮
也

備
由
申
詳
蒙
將
文
公
祠
內
左
配
先
賢
高
東
溪
舊
主
撤

去
徑
送
歸
入
漳
浦
縣
專
祠
後
寢
將
陳
北
溪
陞
進
左
列

仍
以
方
若
水
設
主
禮
送
上
右
配

學
租

學
田

一

蓮

池

田

四

畆

舊

徴

銀

貮

錢

內

除

五

分

開

池

積

水

一

威

惠

廟

田

七

畆

每

畆

舊

徴

銀

二

錢

　

一

官

塘

田

二

十

九

畆

每

畆

舊

徴

銀

七

分

以

上

田

係

明

訓

導

李

世

重

淸

報

提

學

道

蔡

行

縣

徴

銀

四

兩

三

錢

三

分

解

道

萬

曆

二

十

一

年

呈

取

回

學

召

佃

分

耕

收

穀

賣

銀

送

縣

轉

解

布

政

司

充

餉

　

一

旌

孝

里

珪

塘

赤

草

坂

田

二

斗

六

升

折

官

田

一

畆

八

分

萬

暦

元

年

令

侯

嘉

祐

捐

俸

買

民

田

充

入

不

預

前

項

學

租

之

費

　

一

恭

順

里

三

重

田

種

一

石

五

斗

萬

曆

十

三

年

知

府

李

載

陽

發

到

民

田

批

學

給

佃

召

耕

年

收

租

銀

三

兩

給

貧

生

　

一

石

壁

施

陶

唐

洋

出

種

一

十

四

畆

九

分

五

𨤲

萬

曆

二

十

一

年

推

官

龍

文

明

審

報

慈

寺

僧

弘

探

隱

匿

田

撥

學

年

收

租

穀

二

十

九

石

九

斗

　

一

彰

信

里

巖

前

田

四

斗

　

一

人

和

里

陶

唐

洋

田

三

斗

四

分

二

項

共

七

斗

四

分

推

官

龍

文

明

批

縣

追

官

賣

戴

瑚

等

田

價

銀

三

十

兩

凑

僧

田

租

穀

銀

三

两

一

錢

佃

戸

認

佃

糞

土

銀

三

兩

七

錢

凑

買

送

學

充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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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舊

𢃄

民

米

三

斗

六

升

五

合

收

割

入

學

將

年

收

租

穀

賣

銀

支

納

糧

差

後

徵

解

提

學

道

今

俱

解

布

政

司

充

餉

一

彰

信

里

梁

蠻

洲

田

八

畆

萬

曆

三

十

三

年

令

管

橘

斷

沈

應

南

告

沈

應

周

私

墾

公

洲

地

撥

入

學

　

一

班

鳩

飛

田

四

斗

內

除

塟

墳

五

首

官

給

銀

二

两

與

董

用

舒

用

廷

領

充

學

　

一

金

剛

湖

𤲞

地

一

叚

官

斷

馬

文

英

盗

賣

內

除

墳

五

首

官

給

曾

宗

特

領

價

一

兩

充

學

　

一

大

潮

山

田

一

斗

官

給

戴

世

經

領

價

五

錢

充

學

　

一

班

鳩

飛

田

四

斗

内

除

墳

三

首

官

給

蔡

尚

文

文

之

領

價

一

兩

五

錢

充

學

　

一

魏

泉

大

寨

邉

田

二

斗

五

升

官

給

魏

泉

領

價

一

兩

克

學

　

一

欽

化

里

山

九

叚

田

魏

良

盗

賣

多

銀

令

管

橘

申

道

府

批

允

送

學

爲

會

課

之

費

不

給

價

新
置
學
田

康
熈
二
十
一
年
蒙

總
督
部
院
姚
諱
啟
聖
順
天
解
元
曆
任
督
閩
五
載
捐
銀
五

十
兩
買
置
學
田
賑
給
貧
生

一

買

方

成

里

橫

洋

社

土

名

溪

尾

田

三

叚

三

坵

受

種

五

斗

二

分

帶

民

米

二

斗

六

升

年

納

租

穀

十

石

四

斗

官

一

買

方

成

里

横

洋

社

土

名

庵

前

田

二

叚

三

坵

受

種

五

斗

二

分

帶

民

米

二

斗

六

升

年

納

租

穀

十

石

四

斗

官

一

買

欽

化

里

馬

洋

土

名

樓

仔

前

田

一

叚

五

坵

受

種

五

斗

四

分

帶

民

米

二

斗

七

升

年

納

租

穀

十

石

六

斗

官

一

買

欽

化

里

官

塘

社

土

名

後

鞍

田

一

叚

一

坵

受

種

二

斗

五

分

帶

民

米

一

斗

二

升

五

合

年

納

租

穀

五

石

官

一

買

方

成

里

南

樓

社

土

名

網

後

田

一

叚

六

坵

受

種

二

斗

帶

民

米

一

斗

年

納

租

穀

四

石

官

　

上

共

新

置

田

二

石

零

三

分

本

縣

貟

養

純

捐

銀

三

十

兩

買

置

學

田

賑

給

貧

生

一

買

方

成

里

溫

山

社

土

名

墓

庵

後

田

六

斗

　

一

買

和

興

田

六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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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學
塘
四
所

一

在

威

惠

廟

前

　

一

在

官

湖

池

今

俱

被

民

侵

　

一

在

欽

化

里

南

塘

卽

官

塘

　

一

在

人

和

里

蓮

池

本

資

民

灌

漑

嘉

靖

間

被

鄕

豪

侵

奪

鑄

鉄

釡

塞

泉

源

填

墾

爲

田

隆

慶

二

年

訓

導

李

世

重

清

復

田

雖

復

而

泉

枯

爲

病

令

方

應

時

因

民

𥸤

訴

聽

開

墾

其

半

貯

水

灌

田

輸

稅

學
林

在

方

成

里

亭

下

一

畆

佃

民

取

稅

今

無

存

學
店

一

在

縣

前

左

大

井

邉

三

座

帶

舗

在

東

門

外

三

間

　

一

在

學

口

射
圃

明
洪
武
三
年
令
府
州
縣
設
射
圃
講
書
罷
敎
諸
生
習
射
禮

部
刊
定
圖
式
儀
注
一
射
式
二
射
侯
三
射
位
四
主
射
五
司

酒
六
司
射
七
射
器
八
射
職
九
射
位
十
射
儀
射
器
凢
九
射

職
凢
七
頒
行
天
下
令
學
宫
習
之
邑
射
圃
舊
在
北
城
外
永

樂
六
年
令
陳
愚
遷
儒
學
東
龍
津
書
院
側
扁
觀
德
亭
圮
于

水
越
五
年
敎
諭
方
定
重
建
宣
德
十
年
令
劉
奎
移
建
縣
治

西
城
隍
廟
右

卽

今

所

成
化
十
六
年
令
劉
鐸
重
修
砌
石
路
嘉

靖
八
年
令
方
策
改
南
向
堂
三
間
左
右
爲
房
㫄
爲
兩
廊
中

爲
甬
道
繚
以
垣
墻
外
有
亭
扁
曰
觀
德
置
射
器
朔
望
率
諸

生
習
射
後
令
陳
塘
王
用
文
蕭
廷
宣
相
繼
繕
葺
後
復
壞
墻

基
盡
頺
萬
曆
十
年
令
方
應
時
修
飭
堂
房
稽
查
侵
地
周
垣

砌
石
址
高
二
尺
許
鑿
溝
其
外
二
十
年
居
民
佃
兩
㫄
𨻶

地



 

長
㤗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蓋
屋
共
供
本
學
輿
馬
之
費
右
邉
前
三
間
令
管
橘
申
設
爲

寛
覊
所
而
以
城
隍
廟
大
門
外
右
邉
店
易
之
兵
燹
後
今
俱

圮
廢社

學

明
洪
武
初
令
天
下
府
州
縣
有
司
各
立
社
學
正
統
中
復
令

提
學
及
府
州
縣
官
嚴
加
考
試
㤗
之
社
學
在
坊
者
四
在
各

里
者
二
十
有
九
後
漸
廢
嘉
靖
間
令
方
䇿
于
城
隍
廟
後
建

一
座
三
間
左
右
爲
室
申
請
提
學
高
賁
亨
聘
生
員
敎
讀
官

爲
禮
䞇
行
之
未
幾
而
罷
後
令
王
用
文
廢
爲
城
隍
廟
寢
室

後
令
蕭
廷
宜
曾
帖
查
坊
里
各
舊
基
亦
未
及
復
近
趙
貟
二

令
尹
設
義
學
于
紫
陽
祠
深
得
社
學
遺
意
但
未
推
廣
寧
無

待
於
後
起
者
哉

在
坊
社
學
四

東

街

聯

魁

坊

和

平

坊

大

夫

坊

各

一

今

俱

廢

人
和
社
學
四

一

在

錦

江

社

見

存

一

在

張

山

社

今

廢

欽
化
里
社
學
四

一

在

五

通

今

被

民

侵

一

在

小

陂

一

在

京

原

社

一

在

古

溪

社

俱

官

廢

方
成
里
社
學
三

鄕

社

俱

無

攷

恭
順
里
社
學
二

一

在

山

重

名

龍

興

一

在

胡

坂

小

坂

尾

彰
信
里
社
學
四

鄊

社

俱

無

攷

石
銘
里
社
學
四

一

在

下

洋

山

洋

中

存

餘

無

攷

旌
孝
里
社
學
四

一

在

蕭

宅

今

庵

堂

餘

無

攷

爲
善
化
里
社
學
四

一

在

林

泉

村

存

餘

無

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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