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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福
山
縣
志
卷
之
三

文
治
志

天
下
之
勢
趨
于
支
此
治
之
所
山
盛
也
天
下
之
勢
無

法
而
趨
於
文
則
文
之
靡
也
而
治
以
益
媮
葢
文
也
者

自
上
治
之
者
也
以
聖
人
之
精
神
弘
天
子
之
制
作
旣

審
乎
昔
之
偏
重
何
在
復
絜
乎
時
之
適
冝
何
在
損
者

益
者
悉
心
知
其
所
以
然
之
故
彬
彬
乎
自
成
一
代
焉

而
尤
相
夫
天
下
所
必
趨
之
大
端
酌
古
定
制
而
實
踐

之
使
天
下
截
然
一
凖
吾
治
所
定
之
規
矩
養
于
其
中

斯
天
下
之
勢
趨
于
文
不
漓
于
質
而
治
盛
矣
若
此
者

其
必
由
學
乎
夫
國
家
之
人
才
化
理
炳
炳
麟
麟
胥
由

學
出
固
矣
乃
殷
周
以
上
自
家
至
天
子
之
國
莫
不
有

學
漢
唐
以
下
自
家
至
天
子
之
國
亦
莫
不
有
學
學
同

而
人
才
化
理
不
相
及
抑
何
歟
曰
文
近
其
文
質
遠
其

質
也
夫
文
之
有
質
如
松
栢
之
有
幹
如
虎
豹
之
有
皮

吾
見
近
世
之
入
學
者
矣
程
能
而
不
謀
其
業
談
經
而

不
知
其
術
舉
天
人
精
微
之
理
畢
之
于
訓
詁
而
典
物

經
緯
則
委
爲
煩
重
之
數
而
無
一
就
曰
吾
以
爲
文
也



ZhongYi

福
山
縣
志

卷
之
三
文
治

二

不
幾
于
繁
枝
而
去
幹
餙
毛
而
去
皮
乎
雖
然
非
爲
文

者
之
過
也
自
上
之
治
之
者
謂
其
文
焉
巳
耳
謂
其
文

僅
以
治
之
焉
巳
耳
賔
興
大
□
存
其
故
事
選
秀
升
俊

止
于
帖
括
而
當
其
平
日
則
付
之
一
二
學
慱
春
秋
俎

豆
旅
進
旅
退
如
是
而
已
矣
夫
如
是
則
作
人
者
固
不

必
養
其
氣
造
士
者
固
不
必
論
其
才
也
耶
天
下
之
人

見
其
上
之
待
之
不
過
如
是
止
也
卽
吾
之
所
以
應
之

亦
不
過
如
是
止
也
遂
相
率
而

抹
文
字
聲
律
之
間

苟
得
志
儼
然
列
朝
署
涖
百
姓
矣
又
何
求
焉
考
其
德

旣
乏
賢
良
中
正
之
涵
藴
察
其
藝
又
無
廣
淵
姝
尤
之

實
具
佔
畢
勦
襲
輙
獵
國
榮
無
怪
乎
畢
者
汨
汨
利
祿

高
者
簿
書
期
會
保
持
功
名
耳
求
其
爲
國
家
致
醇
化

備
緩
急
猶
夫
駕
無
楫
之
舟
而
渉
洪
濤
曷
山
濟
乎
要

皆
務
文
不
務
其
質
之
敝
也
子
輿
氏
論
述
三
代
之
學

蔽
之
一
言
曰
明
人
倫
貴
質
之
義
也
王
制
紀
司
徒
敎

士
法
頗
詳
作
者
謂
出
秦
漢
不
純
于
古
然
後
世
敎
學

多
原
本
其
書
亦
云
不
離
乎
質
者
近
是
夫
善
務
質
者

必
視
其
時
之
所
失
而
先
治
其
本
曾
鞏
冝
黄
學
記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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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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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
要
務
使
人
人
學
其
性
性
者
文
之
質
也
本
也
人
性

貴
知
耻
人
性
貴
能
憤
使
之
知
耻
則
莫
要
于
正
始
進

始
進
正
則
廉
耻
之
道
興
使
之
能
憤
則
莫
要
于
厚
贍

典
贍
典
厚
則
發
憤
之
志
篤
夫
然
後
經
史
以
廣
其
識

禮
儀
以
習
其
體
師
友
以
發
其
䝉
勸
懲
以
别
其
變
不

變
檢
天
下
之
耳
目
手
足
心
思
就
吾
規
矩
遲
久
而
與

相
洽
也
夫
如
是
則
天
下
之
學
者
文
生
于
質
以
惟
吾

之
所
取
取
其
仁
可
以
托
國
取
其
義
可
以
制
冝
取
其

禮
可
以
貞
典
取
其
智
可
以
謀
㫁
取
其
勇
可
以
捍
牧

不
他
治
文
而
文
治
盡
此
矣
漢
顯
宗
臨
雍
下
說
圜
橋

觀
聼
而
東
京
節
義
亦
遂
振
古
無
與
匹
者
天
下
文
章

固
莫
大
于
是
哉
故
曰
文
也
者
自
上
治
之
者
也
雖
然

敎
之
事
覃
訖
遠
邇
今
當
趨
文
時
矣

聖
天
子
作
之
于
上
大
吏
承
之
于
中
有
司
行
之
于
外
郡

縣
實
有
責
焉
文
翁
化
俗
豈
異
人
哉
君
子
曰
良
法
則

何
代
無
嘉
名
躬
行
斯
當
年
有
美
報
也

學
宫

自
漢
高
祀
闕
里
而
後
帝
王
無
□
知
尊
孔
子
□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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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之
郡
邑
也
哉
天
下
之
郡
邑
無
不
知
尊
孔
子
况
地
近

鄒
魯
而
爲
吾
邑
之
士
大
夫
也
哉
然
尊
孔
子
固
與
天

下
同
尊
之
而
創
建
之
年
次
修
補
之
代
更
以
及
殿
庭

之
興
弛
俎
豆
之
數
目
則
必
有
所
異
志
學
宫
非
志
孔

子
之
宜
尊
於
天
下
也
志
吾
邑
之
所
以
尊
孔
子
也

學
宫
在

縣

治

東

南

劉

齊

阜

昌

年

間

置

縣

時

創

建

元

延

七

年

主

簿

祁

祖

謙

備

飭

至

正

三

年

知

縣

王

世

英

重

新

明

洪

武

知

縣

王

諒

增

厨

庫

堂

齋

布

置

粗

完

而

規

模

猶

隘

天

順

間

知

縣

叚

堅

遴

諸

匠

得

工

師

王

敏

示

以

尺

度

倣

棲

霞

丘

長

春

所

作

三

淸

宫

式

徹

舊

址

而

式

廓

之

内

外

宻

結

斗

拱

二

層

中

爲

頂

盖

覆

以

琉

璃

之

瓦

開

以

菱

花

之

門

外

又

用

板

門

䕶

之

結

搆

弘

厰

甲

於

諸

郡

然

門

西

地

猶

隘

千

戸

王

鈺

捐

地

一

區

乃

建

星

門

於

外

由

是

殿

廡

門

墻

始

稱

制

成

化

間

知

縣

郭

玉

增

修

堂

齋

弘

治

間

知

縣

應

珊

葺

廊

舍

又

置

號

房

尊

經

閣

萬

暦

六

年

知

縣

華

岱

出

俸

三

十

金

修

啓

聖

公

祠

及

名

宦

鄕

賢

祠

後

廊

廡

傾

頺

䑓

基

毁

壊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宋

沾

請

於

上

得

銀

百

五

十

金

鳩

傭

掄

材

悉

更

新

之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葉

繼

龍

鑿

泮

池

於

㦸

門

外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置

欄

檻

於

星

門

外

修

雲

路

建

坊

牌

徹

諸

凡

阨

塞

者

秩

然

成

大

觀

矣

國

朝

順

治

間

兩

廡

不

蔽

風

雨

邑

人

工

好

仁

王

道

增

劉

永

定

捐

貲

修

葺

東

廡

其

西

廡

知

縣

李

正

華

命

庠

生

李

正

蕃

郭

諧

募

貲

重

整

至

大

殿

四

角

並

五

脊

歲

久

頺

壞

兩

廡

旋

復

傾

圮

工

費

浩

繁

未

有

敢

輕

舉

者

康

熙

七

年

知

縣

張

大

未

捐

貲

百

五

十

金

重

整

大

殿

鼎

建

西

廡

奕

然

一

新

庠

生

王

克

襄

其

事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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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
基
東

至

城

南

至

通

□

西

至

縣

前

街

北

至

察

院

大
成
殿

五

間

臺

高

五

尺

有

先

師

孔

子

及

四

配

十

哲

像

覆

以

神

厨

前

設

石

案

作

亭

覆

鼎

鼎

高

三

尺

許

知

縣

叚

堅

銘

于

其

上

見

文

志

東
西
廡
各

十

二

間

䑓

高

三

尺

祀

先

賢

先

儒

舊

有

七

十

二

賢

及

從

祀

先

儒

像

明

嘉

靖

間

撤

去

惟

木

主

存

焉

㦸
門
三

間

臺

高

四

尺

旁

有

掖

門

東

西

各

一

間

泮
池
在

㦸

門

前

明

萬

暦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葉

繼

龍

建

星
門
三

楹

啓
聖
公
祠
三

間

在

大

成

殿

東

北

祀

啓

聖

公

叔

梁

紇

以

先

賢

顔

無

繇

曾

㸃

孔

鯉

孟

孫

氏

以

宋

儒

程

珦

朱

松

蔡

元

定

從

祀

萬

暦

六

年

知

縣

華

岱

重

修

國

朝

康

熙

十

一

年

知

縣

潘

兆

珪

獨

力

鼎

建

未

煩

募

助

圍

墻

俱

以

磚

石

規

模

較

舊

制

高

厰

訓

導

邢

循

庸

庠

生

王

彝

郭

元

楹

于

鏡

鹿

廷

五

憲

王

淸

乾

孫

枝

蕚

陳

梓

董

其

事

名
宦
祠
三

間

在

㦸

門

外

之

左

祀

元

教

諭

張

起

巖

明

知

縣

叚

堅

知

縣

宋

沾

知

縣

彭

蓽

輝

鄕
贒
祠
三

間

在

㦸

門

外

之

右

祀

明

布

政

使

孫

遇

郎

中

贈

右

侍

郎

郭

天

錫

尚

書

謚

康

介

郭

宗

臯

知

縣

郭

如

核

兩

祠

明

崇

禎

十

三

年

知

縣

周

翼

龍

重

修

名

宦

祠

庠

生

李

正

榮

鹿

兆

圖

菫

其

事

鄕

賢

祠

庠

生

遲

之

情

郭

諫

董

其

事

明
倫
堂
五

間

在

大

成

殿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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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
西
齋
房
各

五

間

在

明

倫

堂

兩

旁

東

齋

今

廢

西

齋

今

存

三

間

敬
一
亭
一

間

在

明

倫

堂

東

北

萬

暦

四

十

年

敎

諭

苖

順

捐

俸

重

修

尊
經
閣
今

廢

雲
衢
在

星

門

南

明

萬

暦

庚

子

年

知

縣

吉

士

以

科

第

久

堙

議

開

雲

路

監

生

郭

如

檗

捐

地

成

之

是

科

郭

爾

池

癸

卯

科

牟

脉

新

相

繼

中

式

後

爲

居

民

所

侵

數

科

寥

落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察

復

其

地

修

治

寛

平

建

坊

於

上

題

其

前

日

南

征

雲

路

後

日

河

嶽

呈

祥

其

坊

今

廢

儒
學

大
門
三

間

南

向

二

門

三

間

東

向

今

存

一

間

敎
諭
宅
在

西

廡

後

緣

頺

廢

改

置

於

明

倫

堂

後

住

房

三

間

西

廂

二

間

東

書

房

三

間

訓
導
宅
在

西

齋

房

後

住

房

三

間

西

廂

二

間

前

三

間

諸
加
號
先
聖

大

成

十

一

年

加

號

至

延

祐

七

年

立

於

大

成

殿

之

西

階

聖
贒
讚

在

㦸

門

西

楹

御
製
敬
一
箴

聖
諭
註
釋

范
氏
心
箴

程
子
四
箴

以

上

四

在

敬

一

亭

卧

在

明

倫

堂

一

在

東

壁

一

在

西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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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修
學
記

一

在

明

倫

堂

西

壁

一

在

明

倫

堂

西

楹

一

在

㦸

門

東

楹

學
田
記

在

㦸

門

西

楹

祭
噐

爵
一

百

三

十

簠
簋
九

十

籩
豆
三

百

五

十

豋
二

十

香
爐
四

十

羹
碗
二

十

罇
三

盥
洗
盆
三

明
頒
貯
書
籍

四
書
大
全
十

八

册

周
易
大
全
十

一

册

書
經
大
全
十

册

詩

經
大
全
十

二

册

春
秋
大
全
八

册

禮
記
大
全
八

册

性

理
大
全
七

十

册

五
倫
書
六

十

二

册

爲
善
陰
隲
二册

孝
順

事
實
二

册

勸
善
書
十

册

社
學

二
十
九
所
各

於

本

社

設

敎

讀

一

人

訓

誨

鄕

曲

子

弟

今

俱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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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八

學
田
附

□

□

昔
之
立
此
田
有
二
義
有
爲
贍
師
而
□
□
有
爲
贍
士

而
設
者
皆
廣
厲
之
厚
典
而
今
則
僅
存
其
名
目
昌
耕

者
久
假
爲
巳
物
恣
意
典
賣
扺
換
疆
界
皆
不
可
復
問

矣
或
曰
旣
若
此
似
不
必
志
也
余
曰
旣
若
此
正
不
可

不
志
也

留
公
社
一
處
地

十

叚

共

四

十

九

五

分

萬

暦

六

年

知

縣

華

岱

置

南
北
地
一
叚
四
畝
坐

落

小

塜

地

方

東

至

蕭

守

智

南

至

蕭

禎

西

至

吕

吉

進

北

至

河

東
西
地
一
叚
四

坐

落

留

公

村

東

東

西

兩

至

俱

道

南

至

鮑

珮

北

至

吕

夢

禎

東
西
地
一
叚
五

五
分
坐

落

留

公

村

東

東

至

吕

夢

龍

南

至

地

主

西

至

道

北

至

鮑

珮

南
北
地
一
叚
五

坐

落

留

公

前

村

西

東

西

兩

至

俱

王

思

敬

南

至

溝

北

至

吕

夢

錦

南
北
地
一
叚
八

坐

落

田

家

茔

東

東

至

林

士

元

南

至

溝

西

北

兩

至

俱

王

思

敬

南
北
地
一
叚
六

六
分
七

坐

落

西

留

公

村

南

崖

東

至

林

一

通

南

至

堰

西

至

吕

夢

錦

北

至

道

南
北
地
一
叚
五
畝
坐

落

留

公

前

村

西

東

至

王

思

敬

南

至

堰

西

至

吕

金

升

北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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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山
縣
志

卷
之
三
文
治
學
田

九

吕

□

□

南
北
地
一
叚
四

坐

落

田

家

塋

地

方

東

至

吕

金

升

南

至

溝

西

至

吕

夢

禎

北

至

王

思

敬

南
北
地
一
叚
三

三
分
三

坐

落

西

留

公

村

南

堐

東

至

吕

金

升

南

至

堰

西

至

林

九

坤

□

至

道

南
北
地
一
叚
四

坐

落

田

家

塋

東

東

至

吕

騰

鯨

南

至

溝

西

至

吕

金

升

北

至

王

思敬

留
公
社
又
一
處
萬

暦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葉

繼

龍

置

東
西
地
一
叚
八

五
分
坐

落

留

公

村

前

東

至

吕

夢

文

南

至

道

西

北

兩

至

俱

河

留
公
社
又
一
處
萬

暦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奉

院

司

道

府

銀

置

東
西
地
一
叚
三
十
四

坐

落

留

公

村

東

東

至

官

道

南

至

吕

夢

周

西

至

小

道

北

至

舊

學

田

西
關
社
一
處
地

三

叚

共

一

十

六

三

分

萬

暦

六

年

知

縣

華

岱

置

東
西
地
一
叚
六

八
分
坐

落

安

家

庄

西

東

至

道

南

至

安

應

祥

西

至

堰

北

至溝

南
北
地
一
叚
三

坐

落

孤

貧

塋

西

東

至

徐

龍

南

至

耿

守

仁

西

至

堰

北

至

溝

南
北
地
一
叚
六

五
分
坐

落

周

家

塋

北

東

西

北

三

至

俱

堰

南

至

小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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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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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治
學
田

十

西
關
社
又
一
處
萬

暦

三

十

九

年

知

縣

葉

繼

龍

置

南
北
地
一
叚
五

坐

落

杏

花

村

地

方

東

至

堰

南

至

溝

西

北

兩

至

俱

道

務
本
社
一
處
地

七

叚

共

四

十

一

四

分

六

七

毫

萬

暦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置

南
北
地
一
叚
一
十
五

七

七
毫
坐

落

官

家

庄

東

東

至

荒

南

至

林

惠

西

初

三

思

北

至

靳

弼

南
北
地
一
叚
一
畝
三
分
八

七
毫
坐

落

宫

家

庄

西

東

至

道

南

至

宋

積

西

至

蕭

寛

北

至

鄧

奉

林

東
西
地
一
叚
六

五
分
坐

落

宫

家

庄

西

東

至

道

南

西

北

三

至

俱

鄧

奉

林

東
西
地
一
叚
九

一
分
坐

落

宫

家

庄

西

東

至

道

南

北

兩

至

俱

鄧

奉

林

西

至

河

東
西
地
一
叚
四
畝
五
分
五

坐

落

宫

家

庄

西

東

至

道

南

西

北

二

至

俱

鄧

奉

林

東
西
地
一
叚
三

一
分
坐

落

小

道

北

東

至

張

其

藴

南

至

道

西

至

宫

安

北

至

周

鳴

鳳

東
西
地
一
叚
一

七
分
五

五
毫
坐

落

宫

家

庄

西

東

至

道

南

西

兩

至

俱

鄧

奉

林

北

至

小

道

胡
家
島
社
一
處
地

五

叚

共

一

十

八

整

萬

暦

六

年

知

縣

葉

岱

置

東
西
地
一
叚
二

坐

落

城

北

王

家

道

地

方

下

四

叚

同

東

至

道

南

至

李

宗

周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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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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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治
學
田

十
一

至

孫

吉

曾

北

至

李

生

輝

東
西
地
一
叚
三

東

至

道

南

至

周

朝

聘

西

至

孫

吉

曾

北

至

吕

應

宿

東
西
地
一
叚
四

東

至

道

南

至

臧

爾

翹

西

至

孫

吉

曾

北

至

初

三

思

東
西
地
一
叚
三

東

至

道

南

至

吕

應

宿

西

至

孫

吉

曾

北

至

初

三

思

東
西
地
一
叚
六

東

至

道

南

至

李

生

輝

西

至

孫

吉

曾

北

至

初

三

思

射
圃

南
北
地

叚
六

坐

落

城

北

東

西

雨

至

俱

堰

南

北

雨

至

俱

頂

頭

以
上
共
地
二
十
九
叚
計
一
百
七
十
八

七
分

六

七
毫

國

朝

入

賦

租

銀

五

兩

六

分

二

値

穀

六

石

八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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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文
治
祀
典

十
二

祀
典

先
儒
曰
祀
正
於
典
所
以
防
淫
也
孔
子
祀
遍
天
下
陰

陽
主
等
祀
專
一
邑
夫
不
敢
以
天
下
皆
祀
而
不
祀
也

所
以
見
孔
子
之
道
大
非
一
邑
所
能
外
也
亦
不
敢
以

一
邑
專
祀
而
濫
祀
也
所
以
見
朝
廷
之
制
嚴
非
他
淫

祠
所
敢
比
也
故
告
䖍
有
期
陳
牲
有
數
不
可
或
過
亦

不
可
不
及
焉

春
秋
二
中
月
上
丁
日
致
祭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曁
配
哲
先
賢
先
儒
正

祭

前

三

日

縣

正

等

官

及

執

事

者

致

齋

三

日

縣

正

爲

獻

官

敎

官

縣

尉

分

獻

之

羊

豕

籩

豆

有

數

如

式

是
日
並
祀

啓
聖
公

名
宦

鄕
賢

文
昌

魁
星
祭

品

祭

禮

各

有

常

儀

春
秋
二
中
月
上
戊
日
致
祭

社
稷
壇
其

主

左

縣

社

之

神

右

縣

稷

之

神

並
祭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其

主

中

風

雲

雷

雨

之

神

本

縣

境

内

山

川

之

神

左

本

縣

城

隍

之

神

右

八

蜡

之

神

祭

品

祭

禮

各

有

當

儀

淸
明
日
七
月
望
日
十
月
朔
口
致
祭

邑
厲
壇
迎

城

隍

爲

主

祀

境

内

無

祀

鬼

神

祭

品

祭

禮

各

有

常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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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十
三

按
古
典
有
鄕
厲
壇
祭
鄕
里
無
祀
鬼
神
有
里
厲
壇
祀

五
土
五
穀
之
神
舊
志
鄕
厲
壇
久
廢
里
厲
壇
未
置
今

祭
日
兩
旁
按
社
各
設
棚
厰
葢
此
意
也

二
月
二
日
致
祭

龍
王
三
月
三
日
致
祭

陽
主
七
月
七
日
致
祭

陰
主
祭

品

祭

禮

各

有

常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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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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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文
治
坊
表

十
四

坊
表

重
朝
廷
之

錫
動
閭
里
之
觀
瞻
非
坊
表
也
哉
雖
代

久
而
已
無
可
稽
者
亦
倣
舊
志
所
書
而
載
之

縣
冶
坊
萬

暦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建

題

其

□

□

東

牟

名

邑

後

曰

節

用

愛

人

今

廢

宣
化
坊
在

縣

治

西

今

廢

承
流
坊
在

縣

治

西

今

廢

承
恩
坊
在

縣

治

東

今

廢

肅
淸
坊
在

縣

治

東

今

廢

旬
宣
坊
在

縣

治

西

今

廢

科
甲
坊
在

縣

治

南

萬

暦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建

雲
衢
坊
在

縣

治

南

萬

暦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建

顯
佑
伯
坊
在

城

隍

廟

前

萬

暦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宋

大

奎

建

年

久

坊

壞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邑

人

蕭

丕

振

重

修

廟

大

門

將

封

號

扁

額

移

置

簷

下

凌
雲
坊
爲

舉

人

孫

遇

立

恩
榮
坊
爲

進

士

孫

遇

立

英
坊
爲

致

仕

布

政

孫

遇

立

進
士
坊
爲

孫

珂

立

龍
躍
雲
津
坊
爲

舉

人

李

隹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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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治
坊
表

十
五

翀
霄
坊
爲

舉

人

孫

珪

立

雙
鳯
坊
爲

舉

人

孫

瓉

立

聯
壁
坊
爲

舉

人

孫

琰

立

都
諫
坊
爲

給

事

中

孫

珪

立

天
香
坊
爲

舉

人

張

瓛

立

飛
鵬
坊
爲

舉

人

初

賢

立

綉
衣
坊
爲

御

史

孫

樂

立

春
桂
坊
爲

布

玫

孫

遇

父

子

立

以

上

俱

廢

恩
榮
坊
爲

進

士

孫

琰

立

秉
憲
坊
爲

刑

部

郎

中

郭

天

錫

立

今

廢

誥
贈
坊
爲

郎

中

郭

天

錫

父

亨

立

今

廢

都
憲
坊
爲

都

御

史

郭

宗

臯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