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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泰

州

志

卷

之

三

十

五

雜

志

海

陵

人

黃

尋

先

居

家

單

貧

常

因

大

風

雨

散

錢

飛

至

其

家

錢

來

觸

籬

垣

誤

落

在

餘

處

皆

拾

而

得

之

尋

巨

富

錢

至

數

千

萬
幽

明

録

元

嘉

十

八

年

廣

陵

下

市

縣

人

張

方

女

道

香

送

其

夫

壻

北

行

日

暮

宿

祠

門

下

夜

有

物

假

作

其

壻

來

云

離

情

難

遣

不

能

便

去

道

香

俄

昬

惑

失

常

時

有

海

陵

王

纂

者

能

療

邪

道

香

被

魅

請

治

之

始

下

一

鍼

有

一

獺

從

女

被

内

走

入

前

港

道

香

疾

便

愈
異苑

廣

陵

有

王

姥

病

數

日

忽

謂

其

子

曰

我

死

必

生

西

溪

浩

氏

爲

牛

子

當

贖

之

而

我

腹

下

有

王

字

者

是

也

頃

之

遂

卒

西

溪

者

海

陵

之

西

地

名

也

其

民

浩

氏

生

牛

腹

有

白

毛

成

王

字

其

子

尋

而

得

之

以

束

帛

贖

之

以

歸
同上

昭

明

太

子

與

邵

陵

王

綸

大

同

間

游

泰

州

爲

樂

眞

人

立

觀

又

聞

王

仙

翁

上

昇

詣

天

目

山

致

禮
舊志

武

宗

六

年

揚

州

海

陵

縣

還

俗

僧

義

本

且

死

託

其

弟

言

我

死

必

爲

我

鬄

鬢

髪

衣

僧

衣

三

事

弟

如

其

言

義

本

經

宿

活

言

見

二

黃

衣

吏

追

至

㝠

司

有

若

王

者

問

曰

此

何

州

縣

吏

言

揚

州

海

陵

縣

僧

王

言

奉

天

符

沙

汰

僧

尼

海

陵

無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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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

何

作

僧

領

來

令

迴

還

俗

了

領

來

僧

遽

索

俗

衣

衣

之

而

卒
酉

陽

雜

俎

續

集

海

陵

人

王

太

者

與

其

徒

十

五

六

人

野

行

忽

逢

一

虎

當

路

其

徒

云

十

五

六

人

决

不

盡

死

當

各

出

一

衣

以

試

之

至

太

衣

吼

而

喂

者

數

四

海

陵

多

虎

行

者

悉

持

大

棒

太

選

一

棒

脫

衣

獨

立

謂

十

四

人

曰

卿

宜

速

去

料

其

已

遠

乃

持

棒

直

前

擊

虎

中

耳

故

悶

倒

尋

復

起

去

太

背

走

惶

懼

不

得

故

道

但

草

中

行

可

十

餘

里

有

一

神

廟

宿

於

梁

上

其

夕

月

明

夜

後

聞

草

中

虎

行

尋

而

虎

至

廟

庭

跳

躍

成

男

子

衣

冠

甚

麗

堂

中

有

人

問

云

今

夕

何

爾

纍

悴

神

曰

卒

遇

一

人

不

意

勁

勇

中

其

健

棒

困

極

迨

死

言

訖

入

座

上

本

形

中

忽

舉

頭

見

太

問

是

何

客

太

懼

墮

地

具

陳

始

末

神

云

汝

業

爲

我

所

食

然

後

十

餘

日

方

可

死

取

爾

早

故

中

爾

棒

今

以

相

遇

理

當

佑

之

後

數

日

當

持

猪

來

以

已

血

塗

之

指

庭

中

大

樹

可

繫

此

下

速

上

樹

當

免

太

後

如

言

神

從

堂

中

而

出

爲

虎

勁

躍

太

高

不

可

得

乃

俯

食

猪

食

畢

入

堂

爲

人

形

太

下

樹

再

拜

乃

還

後

更

無

患
太

平

廣

記

戊

戌

歲

海

陵

縣

爲

郡

侵

人

冡

墓

有

夏

氏

者

其

先

嘗

爲

鹽

商

墓

在

城

西

夏

改

葬

其

祖

百

一

十

年

矣

開

棺

惟

有

白

骨

而

衣

服

器

物

皆

儼

然

如

新

無

所

損

汚

有

紅

錦

被

文

彩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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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異

夏

方

貧

皆

取

賣

之

人

兢

以

善

價

買

之
同上

乙

卯

歲

海

陵

郡

西

村

中

有

二

鵞

鬬

於

空

中

久

乃

墮

地

其

大

可

五

六

尺

雙

足

如

驢

蹄

村

人

殺

而

食

之

者

皆

卒

明

年

兵

陷

海

陵
同上

海

陵

縣

東

居

人

多

以

捕

雁

爲

業

恒

養

一

雁

去

其

六

翮

以

爲

媒

一

日

羣

雁

迴

塞

雁

媒

忽

人

語

謂

主

人

曰

我

償

爾

錢

足

放

我

回

去

因

騰

空

而

去

此

人

遂

不

復

捕

雁
同上

讓

皇

在

泰

州

數

年

每

有

嗣

息

及

五

歲

必

有

中

使

至

賜

官

章

服

然

卽

日

告

卒
江

南

餘

載

案

吳

讓

皇

殂

於

丹

陽

未

居

泰

州

此

當

指

讓

皇

之

子

孫

以

今

所

傳

查

丞

相

事

丞

相

諸

生

時

自

查

家

莊

入

東

城

輒

服

小

驢

道

經

萬

壽

觀

輒

有

黃

冠

遲

觀

門

因

以

驢

付

黃

冠

竣

事

歸

亦

如

是

習

爲

恒

一

日

經

過

無

是

公

心

訝

稍

詰

責

曰

某

安

知

公

來

神

者

告

丞

相

至

趨

相

候

耳

意

公

所

爲

有

虧

損

盛

德

者

公

宜

三

思

公

曰

無

之

日

前

代

鄕

人

寫

反

婚

□

香

一

紙

意

卽

此

矣

趨

歸

索

書

焚

却

而

往

返

不

期

迎

如

初

丞

相

者

道

也

或

曰

黃

冠

卽

神

翁
宮

偉

鏐

庭

聞

州

世

說

□

□

□

□

爲

丞

相

論

具

冡

墓

門

至

徐

神

翁

乃

宗

時

人

□

□

附

會

□

□

太

平

興

國

初

舉

五

經

廷

試

曰

升

殿

講

師

比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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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又

問

以

羣

經

發

題

□

□

嘉

其

精

博

擢

九

經

及

第

授

大

理

評

事

知

□

州

鹽

□

監

賜

錢

三

十

萬

昺

以

是

監

處

楚

泰

間

泰

僻

□

□

□

會

要

鹽

食

爲

急

請

改

楚

州

從

之
節

宋

史

本

傳

富

鄭

公

父

富

言

乾

興

天

聖

中

嘗

監

泰

州

稅

務

州

學

有

石

刻

蔣

穎

叔

書

云

鄭

公

嘗

侍

其

父

征

商

於

海

陵
宮

偉

鏐

春

雨

草

堂

集

富

□

隨

父

至

泰

州

寓

景

德

禪

院

讀

書

與

胡

翼

之

周

春

卿

相

友

善

時

范

文

正

爲

西

溪

鹽

倉

一

見

弻

器

之

曰

王

佐

才

也

□

初

名

臯

晏

元

獻

謂

文

正

曰

吾

一

女

君

爲

擇

壻

文

正

曰

必

求

國

士

無

如

富

臯

者

元

獻

妻

之

後

弻

與

元

獻

俱

登

□

府
舊志

□

□

知

泰

州

時

臥

疾

數

日

無

所

知

倏

然

而

甦

語

左

□

□

適

夢

以

手

捧

天

者

再

不

覺

驚

悟

其

後

輔

英

宗

於

藩

□

□

神

宗

於

春

宮

捧

天

之

祥

已

兆

於

此
同上

□

陵

西

溪

鹽

場

初

文

靖

公

嘗

官

於

此

手

植

牡

丹

一

本

有

□

刻

石

後

范

文

正

公

亦

嘗

臨

莅

復

題

一

絕

陽

和

不

擇

地

海

角

亦

逢

春

憶

得

上

林

色

相

看

如

故

人

後

人

以

二

公

詩

筆

題

詠

極

多

而

花

亦

爲

人

貴

重

䕶

闌

歲

久

茂

盛

每

歲

花

開

百

朶

爲

海

濱

之

奇

觀
澠

水

燕

池

談

慶

厤

中

胡

瑗

以

白

衣

召

對

侍

延

英

講

易

講

乾

元

亨

利

貞

不

避

上

御

名

上

與

左

右

皆

失

色

瑗

目

臨

文

不

諱

後

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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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是

女

身

又

宦

家

兒

女

又

凡

事

□

得

大

稱

所

望

始

名

爲

意

奴

又

改

爲

意

姐

又

□

□

行

呼

爲

七

娘

謂

徐

氏

曰

若

得

知

汝

家

世

分

相

當

册

□

□

室

縱

無

分

明

亦

不

别

娶

也

歲

時

往

來

項

家

如

親

戚

□

□

□

相

挈

安

鄕

任

初

到

官

卽

遣

人

問

徐

□

□

息

居

人

曰

□

□

徐

官

人

昨

自

辰

州

通

判

□

□

舉

家

□

□

至

今

□

□

□

□

知

□

甚

處

使

者

七

娘

意

其

父

母

必

□

□

非

□

□

□

□

□

□

□

□

□

□

尉

司

獲

一

大

□

盜

因

推

勘

乃

□

□

□

□

□

□

□

□

□

□

□

某

人

財

物

□

有

二

人

招

曰

曾

□

□

□

□

□

□

□

□

□

□

□

財

物

□

□

一

梢

子

腳

上

中

鎗

□

□

□

□

□

□

□

□

□

□

得

一

□

□

出

上

岸

□

□

□

□

□

□

□

□

□

□

□

□

□

□

並

□

□

□

人

七

娘

聞

之

稍

稍

□

□

□

□

□

□

□

□

□

□

□

尉

權

一

邑

事

有

□

過

往

徐

將

□

借

□

□

□

□

□

□

□

窺

之

□

□

其

兄

比

□

□

與

金

尉

說

□

尉

乃

□

□

□

□

將

仕

□

□

其

父

歴

任

經

□

將

仕

曰

某

乃

河

北

人

流

寓

在

此

□

□

數

□

自

辰

倅

罷

得

鄂

倅

見

□

在

岳

州

寄

居

金

尉

又

□

□

□

□

赴

臨

安

日

舟

行

步

行

乎

將

仕

曰

舟

行

金

尉

□

□

□

舟

行

如

何

想

無

風

波

之

恐

將

仕

曰

不

曾

有

風

波

之

恐

只

在

太

平

州

遭

□

大

刧

財

物

賊

無

甚

大

失

但

一

小

□

落

水

□

□

日

尋

屍

不

得

因

淚

下

金

尉

乃

引

將

仕

入

中

堂

見

□

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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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持

大

哭

旣

而

說

雙

親

長

幼

皆

無

恙

又

復

相

慰

當

日

將

仕

但

聞

商

人

收

得

轉

偏

在

金

尉

適

其

詳

悉

未

及

契

勘

次

日

問

金

尉

元

直

費

幾

金

當

收

贖

以

歸

金

尉

□

□

某

與

令

妹

有

言

約

矣

况

今

已

有

娠

豈

可

復

令

嫁

他

人

七

娘

乃

與

阿

兄

說

及

項

四

郎

高

義

賢

者

當

初

如

此

如

此

將

仕

泣

曰

彼

商

賈

乃

高

見

如

此

士

大

夫

色

重

禮

輕

□

不

如

也

父

母

生

汝

不

免

有

難

終

汝

者

項

君

也

於

是

將

仕

發

書

告

父

母

遂

擇

日

告

祖

成

婚

七

娘

畫

項

像

爲

生

祠

終

身

奉

事
摭靑

雜說泰

州

有

宋

□

□

□

馬

□

□

□

在

州

署

□

□

□
西

湖

佳

話

□

案

靑

箱

雜

志

載

盼

盼

機

巧

能

學

東

坡

書

法

泰

州

人

袁

氏

兄

弟

二

人

同

居

養

母

至

正

壬

辰

紅

巾

壓

境

兄

弟

負

母

逃

避

至

中

途

□

念

妻

子

不

置

辭

母

歸

惟

弟

與

母

借

居

田

舍

後

城

陷

其

一

房

盡

遭

殺

戮

獨

弟

之

妻

子

獲

全

乘

間

奔

避

適

夫

婦

父

子

□

會

時

傳

爲

孝

行

所

感
□

耕

録

傅

仲

良

□

武

門

安

定

鄕

人

冬

日

從

縣

回

見

一

人

臥

路

旁

蓬

跣

繿

縷

寒

顫

不

不

仲

良

憫

之

攜

至

家

暖

以

火

不

就

與

之

食

亦

不

食

因

令

藉

草

而

臥

天

明

已

失

所

在

几

上

□

一

紙

列

藥

五

十

九

味

仍

書

紙

尾

云

畱

此

報

汝

仲

良

依

方

製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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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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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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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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効

名

曰

□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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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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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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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

茗

爲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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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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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已

失

去

室

中

獨

遺

二

鐵

罐

内

有

頭

風

黑

神

方

管

如

方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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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罐

中

凡

頭

風

者

服

之

立

效

元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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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罐

人

以

爲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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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酉

前

數

科

江

右

一

生

甘

允

騄

夢

得

雋

座

師

名

王

相

說

同

人

以

爲

笑

及

辛

酉

南

録

見

王

名

甘

大

喜

王

聯

捷

爲

袁

州

推

官

甲

子

分

闈

而

甘

得

雋

乃

在

本

房
同上

李

可

灼

要

典

内

進

紅

瓦

者

吾

泰

有

沈

生

素

狂

放

稍

爲

詩

與

魏

蒼

嶼

世

誼

魏

招

致

欲

厚

遇

之

適

李

至

魏

問

寒

暄

李

云

適

才

從

大

内

診

脈

來

沈

知

爲

李

便

云

汝

醫

死

他

家

一

個

不

可

又

醫

死

一

個

魏

大

不

敢

畱

薄

贈

遣

歸

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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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狂

卽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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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亦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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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公
繼蘭

以

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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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書

是

時

王

公

鞠

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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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泰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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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議

於

學

宮

西

南

建

文

峰

塔

甫

掘

地

得

宋

舊

塔

基

宋

科

第

鼎

盛

公

及

共

事

諸

公

喜

甚

是

時

中

憲

上

公

車

未

囘

囘

時

笑

謂

曰

塔

基

□

宋

矣

□

宋

□

□

正

今

時

道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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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愕

然

不

信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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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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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築

公

□

無

庸

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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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爲

天

地

文

章

之

府

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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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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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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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

巽

隅

卽

此

矣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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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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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文

峯

於

泰

爲

巽

將

來

有

應

者

王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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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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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西

湖

餘

波

水

中

有

墩

可

屋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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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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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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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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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水

門

時

有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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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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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泰

山

東

北

志

載

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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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殿

山

連

郭

小

西

湖

是

也

方

洲

園

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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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李

公

駿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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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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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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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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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泰

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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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湖

接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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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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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在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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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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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一

區

名

鐵

貓

廠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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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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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尉

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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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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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時

有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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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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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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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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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開

通

大

數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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䜿

時

挖

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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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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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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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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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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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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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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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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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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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始

祖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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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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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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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

宋

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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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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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拜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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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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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世

綸

爲

遷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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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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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爲

宜

興

長

橋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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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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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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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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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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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漢

儀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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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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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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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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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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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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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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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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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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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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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紀

居

東

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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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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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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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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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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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定

交
□

□

錄

泰

州

宮

侍

御

夢

仁

初

名

宏

宗

久

困

場

屋

欲

□

□

□

□

夢

鄕

前

輩

林

會

元

東

城

春

手

書

一

册

予

之

□

八

□

□

仁

於

是

更

名

夢

仁

是

科

己

酉

遂

舉

順

天

鄕

試

明

年

戊

戌

中

會

元

癸

丑

殿

試

入

翰

林

改

御

史
池

北

偶

談

繆

沅

生

而

有

湘

字

在

其

頂

初

名

湘

後

改

今

名

八

九

歲

時

夢

至

古

刹

證

前

世

爲

湘

山

寺

老

僧

每

好

誦

我

本

泉

州

淸

淨

禪

湘

山

湘

水

别

多

年

之

句

後

至

泉

州

訪

湘

山

寺

禪

房

門

徑

怳

如

夢

中

所

歴
府志

江

都

文

起

負

才

略

習

知

鹽

事

累

在

鹺

司

官

幕

嘗

以

天

旱

滯

運

上

官

檄

限

月

必

出

鹽

十

萬

引

當

事

者

束

手

無

策

起

爲

提

丁

谿

牐

海

水

入

鹽

河

時

堰

淤

溪

一

帶

江

水

濟

何

場

仍

設

活

牐

啓

閉

鹽

出

無

數

在

泰

州

議

免

場

垣

挑

河

派

費

在

通

州

議

除

場

鹽

貯

垣

滷

耗

永

爲

定

制

人

服

其

敏
鹽法

志王

阮

亭

在

海

陵

一

士

夫

家

見

毘

盧

國

僧

號

羅

漢

自

言

明

英

宗

土

木

之

始

入

中

國

能

風

雪

中

裸

體

而

浴

一

日

席

上

有

胡

桃

羅

漢

以

齒

碎

之

凡

數

十

枚

舊

住

通

州

之

軍

山

以

遷

濱

海

界

徙

居

海

陵

高

郵

守

某

之

祖

傳

有

小

像

軸

像

上

畫

一

老

僧

相

向

坐

自

記

此

僧

名

羅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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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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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

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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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老

僧

了

無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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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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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三

世

百

年

矣
池

北

偶

談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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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海

安

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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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二

歲

乾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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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年

旌

表

建

坊

阮

銘

住

坡

子

坊

年

一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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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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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年

旌

表

建

坊

均

給

昇

平

人

瑞

字

孟

致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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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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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八

十

三

妻

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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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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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代

五

世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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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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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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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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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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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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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考

唐

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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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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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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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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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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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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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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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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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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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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