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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

土

志

千

里

不

同

風

百

里

不

同

俗

疆

界

攸

分

土

宜

亦

異

仁

邑

民

多

愿

樸

俗

尚

勤

儉

但

秀

頑

不

一

習

俗

有

殊

不

能

百

年

而

無

變

變

而

上

者

湻

而

益

湻

也

變

而

下

者

不

可

不

挽

也

治

民

如

治

水

然

利

而

導

之

障

而

遏

之

潜

移

默

化

革

其

非

心

使

蒸

蒸

向

善

是

有

望

於

主

持

風

教

者

志

風

土

氣

候

雲

氣

鬰

蒸

日

高

乃

散
司

馬

志

冬

雪

沍

寒

氣

候

漸

同

嶺

北
採

訪

册

仁

邑

地

連

江

楚

峯

嶂

岧

嶤

溪

流

湍

急

嵐

嶂

之

氣

或

亦

有

之

每

寒

暖

靡

定

晴

久

則

隆

冬

亦

暖

雨

多

則

盛

夏

生

寒

卽

一

二

日

間

陰

晴

不

齊

炎

涼

頓

異

故

調

攝

不

可

不

愼

或

飮

食

失

節

起

居

失

宜

觸

之

則

多

傷

寒

作

瘧

此

仁

邑

氣

候

之

大

凢

也
鄭

志

風

俗

務

耕

稼

少

商

賈

服

用

儉

樸

男

女

勞

疾

病

禱

鬼

神

少

醫

藥

食

物

多

用

油

煎
参

府

志

土

習

土

風

愿

樸

不

逐

聲

華

國

初

以

前

崇

尙

實

學

作

文

不

失

先

民

矩

矱

邇

遜

於

前
採

訪

册

嫁

娶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風
土

三

早

婚

少

嫁

無

論

大

小

必

用

鼓

樂

納

采

納

徵

均

用

酒

肉

爲

禮
採

訪

册

喪

祭

好

佛

事

作

道

塲

弔

者

多

設

席

以

待

家

有

嘗

田

立

宗

祠

春

秋

祭

祀

不

替

節

序

若

更

桃

符

放

花

燈

挿

楊

柳

飮

茱

萸

角

黍

賞

午

爆

竹

守

歲

之

不

異

他

方

唯

元

宵

十

日

前

後

每

夜

擊

鼓

鳴

鑼

扮

演

故

事

中

元

設

酒

祀

先

具

金

銀

錠

紙

衣

冠

俗

以

爲

鬼

節

比

他

方

尤

盛

冬

至

家

釀

黃

酒

謂

之

冬

至

老

酒

立

冬

後

延

道

士

賽

神

名

曰

謝

土

筵

酒

宴

賓

交

相

慶

賀

與

他

處

稍

别
採

訪

册

舊

志

司

馬

暐

曰

民

之

剛

柔

緩

急

係

乎

水

土

謂

之

風

好

惡

取

舍

存

乎

君

上

謂

之

俗

故

岐

豐

之

地

文

王

用

之

禮

讓

化

行

秦

人

用

之

則

尙

勇

好

而

忘

生

輕

死

其

故

可

知

矣

仁

化

地

重

流

淸

山

奇

石

秀

人

性

勁

直

尙

儒

術

少

商

賈

鄕

民

有

白

首

不

人

城

市

者

可

謂

美

矣

吾

聞

國

儉

則

示

之

以

禮

兹

欲

由

其

俗

而

進

之

惟

在

興

禮

教

乎

夫

興

禮

教

自

鄕

約

始

行

鄕

約

自

社

學

始

呂

氏

有

前

規

焉

師

保

君

子

尙

其

酌

之

以

爲

風

俗

之

助案

仁

化

有

古

唐

魏

風

號

稱

醇

厚

自

道

咸

以

來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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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尙

異
有
不
可
不
力
爲
拯
挽
者
一
曰
賭
一
曰
煙

而
煙
尤
甚
以
土
瘠
民
貧
之
區
加
此
虛
耗
此
人
心

風

俗

之

大

憂

不

可

不

亟

爲

拯

挽

也

講

約

條

欵

通
禮
府
州
縣
鄉
堡
均
擇
適
中
地
爲
鄕
約
所
選
老
成

公
正
一
人
爲
約
正
撲
實
謹
守
者
三
四
人
値
月
按
期

集

所

部

民

宣

講

聖
諭
擇
律
文
內
民
俗
易
犯
者
咸
宣
示
之
縣
令
教
職
隨
時
廵

行
宣
導
使
人
人
盡
曉
奠
者
知
立
薄
者
知
敦
庶
風
俗

人

心

悉

臻

醕

正

謹

案

世
祖
章
皇
帝
欽
定
六
諭
曰
孝
順
父
母
恭
敬
長
上
和
睦
鄕
里

教

訓

子

孫

各

安

生

理

無

作

非

爲

聖

祖

仁

皇

帝

聖

諭

十

六

條
見

學

校

門

世

宗

憲

皇

帝

聖

諭

廣

訓

諭

富

戸
雍

正

七

年

上
諭
直
省
各
處
富
戸
其
爲
土
民
殷
實
者
或
由
於
祖
父
之
積

累
或
已
身
之
經
營
操
持
儉
約
然
後
能
致
此
饒
裕
此

乃
國
家
之
良
民
也
其
爲
鄕
紳
有
餘
者
非
由
於
先
世

之
留
遺
即
巳
身
之
俸
祿
制
節
謹
度
始
能
成
其
家
計

此
乃
國
家
之
良
吏
也
是
以
紳
衿
士
庶
中
之
家
道
殷

實
者
實
居
五
福
之
一
而
爲
國
家
所
愛
養
保
䕶
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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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則

爾

等

本

身

安

可

不

思

孳

孳

爲

善

以

永

保

其

身

家

乎

夫

保

家

之

道

若

奢

侈

縻

費

固

非

所

以

善

守

而

慳

吝

刻

薄

亦

非

所

以

自

全

周

禮

以

鄕

三

物

教

萬

民

有

曰

孝

友

睦

婣

任

䘏
可

知

公

財

行

惠

任

䘏
之

義

與

孝

友

而

並

重

者

也

蓋

凡

民

之

情

賤

者

忌

人

之

貴

貧

者

忌

人

之

富

彼

窮

乏

之

人

旣

游

閒

破

耗

自

困

其

生

又

皆

不

知

已

禍

轉

懷

忌

於

温

飽

之

家

若

富

戸

復

以

慳

吝

刻

薄

爲

心

朘

削

侵

牟

與

小

民

爭

利

在

太

平

盛

世

年

榖

順

成

之

時

固

可

相

安

從

來

遇

荒

歉

之

時

貧

民

肆

行

搶

奪

先

衆

人

而

受

其

害

者

皆

爲

富

不

仁

之

家

也

迨

富

家

被

害

之

後

官

法

究

擬

必

將

搶

奪

之

貧

民

置

之

重

典

是

富

戸

以

歛

財

而

傾

其

家

貧

民

以

貪

財

而

䘮
其

命

豈

非

兩

失

之

道

大

可

憫

惻

者

乎

朕

爲

此

勸

導

各

富

戸

等

平

時

當

以

體

䘏
貧

民

爲

念

凡

鄰

里

佃

戸

之

窮

乏

者

或

遇

年

穀

歉

收

或

値

青

黃

不

接

皆

宜

平

情

通

融

切

勿

坐

視

其

困

苦

而

不

爲

之

援

手

如

此

則

富

戸

濟

貧

民

之

急

貧

民

感

富

戸

之

情

居

恒

能

緩

急

相

周

有

事

可

守

望

相

助

忮

求

之

念

旣

忘

親

睦

之

心

必

篤

豈

非

富

戸

保

家

之

善

道

乎

從

來

國

家

一

理

若

富

戸

能

自

保

其

身

家

貧

民

知

共

衛

夫

富

戸

一

鄕

如

此

則

一

鄕

靖

一

邑

如

此

則

一

邑

長

是

富

戸

之

自

保

其

家

尤

富

戸

之

宣

力

於

國

也

朕

臨

御

以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風
土

六

來
屢
經
人
條
奏
民
間
貧
富
不
均
請
行
限
田
之
法
乃

至
逆
賊
曾
靜
私
著
謗
書
謂
方
今
輕
徭
薄
賦
惟
利
於

豪
强
兼
併
之
家
與
貧
民
無
涉
非
復
行
井
田
不
能
養

贍
百
姓
等
語
朕
思
此
等
怪
謬
支
離
之
說
乃
理
勢
所

萬
不
能
行
者
夫
天
下
富
者
一
而
貧
者
百
以
一
人
之

有
餘
欲
濟
衆
人
之
不
足
貧
者
未
必
便
能
成
立
而
富

戸
已
無
辜
受
摧
殘
矣
此
乃
懷
欲
窮
天
下
之
賊
論
有

此
情
理
乎
朕
旣
知
其
必
不
可
行
若
但
令
地
方
出
示

曉
諭
陽
奉
陰
違
朕
實
耻
而
不
爲
若
以
不
能
行
之
事

委
之
各
省
督
撫
以
示
德
於
貧
民
使
之
感
朕
恩
意
而

以
奉
行
不
力
之
故

怨
於
各
督
撫
等
又
朕
所
不
忍

爲
者
是
以
特
頒
諭
旨
吿
誡
爾
等
富
戸
爲
富
戸
者
當

知
已
之
得
於
天
者
甚
厚
當
存
濟
人
利
物
之
心
行
救

困
扶
危
之
事
㪟
睦
宗
族
周
䘏
鄕
鄰
下
逮
佃
戸
傭
工

皆
加
惠
養
則
人
人
感
其
德
意
卽
可
消
患
於
未
萌
况

積
善
之
家
必
有
餘
慶
種
福
果
於
天
地
之
間
子
孫
必

常
享
豐
厚
豈
不
美
歟
著
各
省
督
撫
將
朕
此
旨
通
行

該
屬
之
鄕
紳
士
民
人
等
共
知
之
料
朕
赤
子
良
民
必

不

負

朕

期

望

之

誠

意

也

特

諭

諭

富

戸

借

貸

銀

米

毋

重

生

息
雍

正

八

年

上
諭
民
間
借
貸
一
事
所
以
通
彼
此
之
有
無
濟
一
時
之
緩
急

意
本
善
也
乃
有
貪
利
營
私
之
徒
往
往
乘
人
匱
乏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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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索
重
利
如
借
貸
米
穀
則
不
但
加
三
起
息
竟
有
加
五

或
多
至
加
倍
者
小
民
偶
爾
窘
廹
止
顧
目
前
及
禾
稼

登
場
終
歲
辛
苦
之
所
獲
不
能
復
爲
已
有
雖
豐
潤
之

僅
足
供
償
債
之
需
一
遇
歉
收
之
年
則
束
手
無
策

必
致
息
上
起
息
累
年
不
能
楚
結
且
貽
累
於
子
孫
而

挾
貲
射
利
乘
急
多
取
者
視
爲
固
然
全
無
矜
憐
憫
惜

之
意
貪
饕
爲
性
澆
薄
成
風
此
亦
世
道
人
心
之
患
也

夫
緩
急
亦
人
所
有
周
禮
三
物
六
行
孝
友
睦
婣
而
繼

以
任
恤
蓋
儕
類
里
黨
有
急
則
相
倚
任
有
困
則
相
賑

恤
此
鄕
鄰
風
俗
之
美
王
化
所
先
而
其
人
以
仁
厚
居

心

亦

所

以

長

享

福

澤

於

勿

替

此

卽

仰

邀

天
地
神
明
賜
祐
休
徵
之
根
本
也
從
來
窮
通
貧
富
境
遇
不
常

幸

而

富

貴

有

餘

是

天
之
待
我
獨
厚
則
當
思
濟
人
利
物
恤
災
扶
困
以
廣
行
善
事

仰

答

天

恩

若

以

天

之

厚

我

者

持

以

爲

剝

削

貧

人

之

具

不

但

上
天
監
臨
必
加
譴
責
卽
返
之
於
心
亦
忍
爲
之
乎
凡
屬
貪
鄙

之
人
利
令
智
昏
以
爲
如
此
可
以
致
富
獨
不
思
貧
富

有
一
定
之
數
善
惡
有
不
爽
之
報
假
令
爲
富
不
仁
者

皆
得
擁
厚
貲
以
長
子
孫
則
樂
善
好
施
者
必
致
匱
乏

終
身
矣
自
古
迄
今
有
此
天
理
乎
嘗
見
不
義
之
財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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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之

若

易

乃

享

受

未

久

或

耗

於

意

外

之

災

患

或

敗

於

不

肖

之

後

人

是

知

刻

薄

之

行

損

人

適

以

自

損

仁

厚

之

風

利

人

還

以

自

利

也

此

種

算

薄

惡

之

俗

若

不

曉

諭

化

導

遽

以

官

法

䋲
之

恐

轉

阻

其

借

貨

之

路

非

所

以

爲

便

於

窮

民

故

特

將

天

道

好

還

循

環

往

復

之

道

委

曲

詳

明

覺

悟

貪

夫

薄

夫

而

啟

其

良

心

杜

其

敝

俗

凡

有

借

貸

銀

錢

米

穀

者

加

二

加

三

起

息

尙

屬

情

理

可

行

若

太

多

則

誠

爲

富

不

仁

矣

著

地

方

有

司

將

天

理

人

心

時

時

訓

諭

所

屬

之

人

以

化

其

殘

忍

刻

薄

之

習

倘

勸

導

旣

久

而

下

愚

頑

惡

之

性

不

移

尙

有

爲

富

不

仁

重

利

放

者

則

訪

確

一

二

人

加

以

懲

治

以

儆

其

餘

如

此

庶

惡

習

可

以

轉

移

貪

風

可

以

止

息

也

如

有

無

藉

棍

徒

因

朕

此

勸

導

之

訓

諭

或

借

端

圖

頼

或

生

事

强

借

以

擾

害

良

善

温

飽

之

家

者

尤

當

加

以

重

懲

不

可

寬

貸

但

全

頼

地

方

有

司

奉

行

勸

導

之

公

當

勤

誠

也

特

諭

鄕

飮

酒

禮
附

歲

以

孟

春

望

日

孟

冬

朔

日

舉

行

於

儒

學

前

一

日

執

事

者

於

儒

學

之

講

堂

依

圖

陳

設

坐

次

司

正

率

執

事

諸

生

習

儀

至

日

黎

明

執

事

者

宰

牲

具

饌

主

人

及

僚

屬

司

正

先

詣

學

遣

人

速

賓

僎

以

下

賓

至

主

人

率

僚

屬

出

迎

於

庠

門

之

外

揖

八

主

居

東

賓

居

西

三

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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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讓

而

後

升

堂

東

西

相

向

立

贊

兩

拜

賓

坐

僎

至

主

人

又

率

僚

屬

出

迎

揖

讓

升

堂

拜

坐

如

前

儀

賓

僎

介

主

旣

就

位

執

事

者

贊

司

正

揚

觶

引

司

正

由

西

階

升

詣

堂

中

北

向

立

執

事

者

贊

賓

僎

以

下

皆

立

贊

揖

司

正

揖

賓

僎

以

下

皆

揖

執

事

者

以

酒

授

司

正

司

正

舉

酒

曰

恭

惟

朝

廷

率

由

舊

章

敦

崇

禮

教

舉

行

鄕

飮

非

爲

飮

食

凡

我

長

幼

各

相

勸

勉

爲

臣

忠

爲

子

盡

孝

長

幼

有

序

兄

友

弟

恭

內

睦

宗

族

外

和

鄕

里

無

或

廢

墜

以

忝

所

生

讀

畢

執

事

者

贊

司

正

飲

酒

飮

畢

以

觶

授

執

事

執

事

者

贊

揖

司

正

揖

賓

僎

以

下

皆

揖

司

正

復

位

賓

僎

以

下

皆

坐

贊

讀

律

令

執

事

者

舉

律

令

案

於

堂

中

引

讀

律

令

者

詣

案

前

北

面

立

贊

賓

僎

以

下

皆

立

行

揖

禮

如

前

讀

畢

復

位

執

事

者

贊

供

饌

案

執

事

者

舉

饌

至

賓

前

次

僎

次

介

次

主

三

賓

以

下

各

以

次

舉

訖

執

事

者

贊

献

賓

主

起

席

北

面

立

執

事

者

酌

酒

以

授

主

主

受

爵

詣

賓

前

置

於

席

稍

退

贊

兩

拜

賓

答

拜

訖

執

事

者

又

酌

酒

以

授

主

主

受

爵

詣

僎

前

置

於

席

交

拜

如

前

儀

畢

主

退

復

位

執

事

者

贊

賓

酬

酒

賓

起

僎

從

執

事

者

酌

酒

授

賓

賓

受

爵

詣

主

前

置

於

席

稍

退

贊

兩

拜

賓

僎

主

交

拜

訖

各

就

位

坐

執

事

者

分

左

右

立

以

次

酌

酒

献

三

賓

衆

賓

徧

賓

主

以

下

酒

三

行

供

羹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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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事

者

以

次

酌

酒

飲

酒

供

饌

三

品

畢

執

事

者

贊

徹

饌

候

徹

饌

案

訖

贊

賓

僎

以

下

皆

行

禮

僎

主

僚

屬

居

東

賓

介

三

賓

衆

賓

居

西

贊

兩

拜

贊

送

賓

以

次

下

堂

分

東

西

行

仍

三

揖

出

庠

門

而

退

人

數

主

人

縣

以

知

縣

爲

之

鄕

之

年

高

六

十

以

上

有

德

者

一

人

爲

大

賓

其

次

一

人

爲

介

又

其

次

爲

衆

賓

以

教

官

一

人

爲

司

正

學

弟

子

習

禮

者

二

人

司

爵

二

人

贊

禮

二

人

引

禮

一

人

讀

律

令

僚

佐

皆

與

如

有

鄕

大

夫

來

觀

禮

者

爲

僎

無

常

數

服

色

鄕

飲

賓

內

貢

監

考

職

候

選

者

准

照

應

選

之

職

服

用

頂

帽

補

褂

監

生

生

員

均

服

貢

服

無

品

級

耆

民

穿

鮮

明

常

服

坐

次

設

監

禮

席

次

於

庭

東

北

向
州

縣

無

常

額

布

賓

席

於

堂

西

北

南

向

主

人

席

於

東

南

西

向

介

席

於

西

南

東

向

衆

賓

之

長

三

人

席

於

賓

西

南

向

東

上

皆

專

席

不

屬

衆

賓

席

於

西

序

東

向

僚

佐

席

於

東

序

西

向

皆

北

上

司

正

席

於

主

人

之

東

北

向

設

律

令

案

於

主

介

間

正

中

東

西

肆

設

尊

案

於

東

序

端

南

北

肆

設

樂

縣

於

西

階

下

謹

案

學

政

全

書

載

鄕

飮

酒

儀

注

無

作

樂

歌

詩

二

節

據

會

典

直

省

鄕

飲

作

樂

歌

詩

與

順

天

府

同

并

將

儀

節

恭

錄

於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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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作
樂
設
雲
璈
一
方
響
一
琴
二
瑟
一
簫
四
笛
四
笙
四

手
鼓
一
拍
板
一
正
月
以
太
簇
爲
宮
十
月
以
應
鍾
爲

宮歌
詩
賓
主
献
酬
訖
工
升
歌
周
詩
鹿
鳴
三
章
卒
歌
笙

奏

高
宗
純
皇
帝
御
製
補
南
陔
詩
辭
曰
我
逝
南
陔
言
陟
其
岵
昔

我
行
役
瞻
望
有
父
欲
養
無
由
風
木
何
補
我
逝
南
陔

言
陟
其

今
我
行
役
瞻
望
有
母
母
也
倚
閭
歸
則
寕

止
南
陔
有
筍
籜
實
包
之
孱
孱
孩
提
孰
噢
咻
之
愼
爾

温

淸

潔

爾

旨

肴

今

爾

不

養

日

月

其

慆

御
製
補
白
華
詩
辭
曰
有
白
者
華
不
汚
纎
塵
咨
爾
士
兮
宜
修

其
身
不
修
其
身
廼
貽
羞
於
二
人
有
白
者
華
婉
茲
静

好
咨
爾
女
兮
宜
修
婦
道
不
修
婦
道
廼
貽
羞
於
二
老

白
華
匪
玉
湟
而
不
淄
白
華
匪
蘭
芬
廼
勝
之
我
擷
白

華
載
詠
載
思
白
華
匪
玉
質
玉
之
令
白
華
匪
蘭
臭
蘭

之

淨

我

擷

白

華

載

思

載

詠

御
製
補
華
黍
詩
辭
曰
瞻
彼
阪
田
厥
黍
始
華
胝
足
胼
手
嗟
我

農
夫
瞻
彼
阪
田
黍
華
以
秀
胼
手
胝
足
惟
勤
斯
殖
茂

華
有
不
秀
矣
秀
有
不
實
矣
其
雨
其
雨
矣
杲
杲
日
出

矣
惄
予
愁
之
恤
矣

間
歌
周
詩
魚
麗
南
有
嘉
魚
南

山

有

臺

三

章

笙

奏

御
製
補
由
庚
詩
辭
曰
王
庚
便
便
東
西
朔
南
六
符
調
爕
八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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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節
宣
王
庚
容
容
朔
南
西
東
維
敬
與
勤
百
王
道
同
王

庚
廓
廓
東
西
南
朔
先
憂
而
憂
後
樂
而
樂
王
庚
恢
恢

南

朔

東

西

皇

極

孰

建

惟

德

之

依

御
製
補
崇
邱
詩
辭
曰
澗
松
童
童
蛙
黽
鄰
兮
邱
草
萋
萋
蕩
靑

雲
兮
凡
百
君
子
愼
廼
託
身
兮
澗
松
童
童
澗
則

兮

邱
草
萋
萋
邱
則
崎
兮
凡
百
君
子
審
廼
所
依
兮
有
崇

者
邱
物
無
不
遂
有
卓
者
道
愚
無
不
智
資
生
育
德
永

植

毋

替

御
製
補
由
儀
詩
辭
曰
在
上
曰
天
在
下
曰
地
君
君
臣
臣
父
父

子
子
在
下
曰
地
在
上
曰
天
父
父
子
子
君
君
臣
臣
由

其
儀
矣
物
則

矣
儀
其
由
矣
物
則
休
矣
廼
合
樂
歌

周

南

關

睢

三

章

召

南

鵲

巢

三

章

卒

歌

工

吿

備

出

據

會

典

繪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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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物

産

穀

屬稻
有

紅

白

二

種

每

歲

早

熟

在

大

暑

前

晚

熟

在

霜

降

後

遲

稻

四

月

蒔

秧

寒

露

乃

穫

糯
有

大

小

二

種

梁
有

䊀

糯

二

種

統

名

高

梁

粳

麥
有

蕎

麥

麵

麥

穀

麥

數

種

粟

麻
有

黑

白

二

種

芋
康

溪

産

者

良

薯

番

薯

荳

蔬

屬䓤

芹

菜

莧

菜

地

蒲

絲

瓜

菠

菜
俗

名

角

菜

蒜

白

菜

荳

角

葫

蘆

冬

瓜

菜
俗

名

莙

薘

韮

芥

菜

茼

蒿

苦

瓜

木

耳

番

瓜

茄

芥

藍

苦

菜

甜

瓜

冬

菰

蛾

眉

荳

蕨

藤

菜

莞

荽

王

瓜

草

菰

菌

薑

油

蕒

蘿

蔔

筍
有

冬

笋

弔

絲

茅

黃

頭

扁

苗

笋

各

不

一

另

有

茭

笋

出

水

中

雲

薹
俗

名

油

菜

子

可

打

油

果

屬桃

石

榴

蓮

藕

香

櫞

蔗

梨
石

塘

産

者

佳

李

枇

杷

楊

梅

荸

薺

棗

石

栗
出

陳

源

煖

坑

居

多

柚

金

橘

黃

梅

白

菓

柿

㰖
出

丹

霞

者

尤

甘

香

橙

花

生

黃

皮

風

栗

葡

萄

龍

眼

柑

西

瓜

荔

枝
僅

縣

城

北

門

一

株

枝

分

爲

二

其

一

色

緑

核

小

味

敵

廣

州

糯

米

糍

不

多

生

其

一

枝

味

稻

遜

核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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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花

屬白

蘭
有

梅

花

瓣

瓜

子

玉

麻

姑

爪

麒

麟

尾

各

種

色

全

白

而

瓜

子

玉

尤

佳

花

常

罩

葉

妙

香

清

馥

出

扶

溪

梅

花

瓣

亦

罕

見

也

然

培

養

甚

難

城

中

已

不

如

扶

溪

移

植

他

處

不

三

四

年

而

變

其

水

土

異

歟

白

草
出

扶

溪

草

長

三

四

寸

許

叢

生

莖

葉

與

衆

草

無

異

每

天

雨

先

一

日

變

白

晴

則

如

常

雞

冠

瑞

香

木

樨

海

棠

芙

蓉
有

紅

白

二

種

山

茶

夜

香

鳳

仙

寶

珠

杜

鵑
俗

名

映

山

紅

夜

合

繡

毬

梔

子

桂

日

月

紅

荼

䕷

素

馨

蠟

梅

蓮

錦

堂

春

菊

珍

珠

蘭

葵

玉

調

羹

剪

鵝

絨

木

屬桐
子

以

打

油

冬

靑

烏

柏

松

柏

杉

楓

羅

漢

松

苦

棟

柯

樟

槐

椿

㯶

黃

樑

榕

柳

榆

楊

竹

屬觀

音

竹

苖

竹
長

江

尤

多

冬

時

笋

未

出

土

者

爲

冬

笋

春

間

出

土

者

爲

苖

笋

以
造

單

竹
有

花

穰

白

穰

白

穰

性

脆

僅

可

爲

花

穰

柔

而

靱

與

白

藤

無

異

練

以

爲

麻

織

之

成

布

○

一

名

竹

練

○

粤

東

見

聞

金

竹

黃

竹

雪

竹

紫

竹

斑

竹

藥

屬茱

萸

紫

蘇

花

椒

山

藥

茴

香

菖

蒲

薄

荷

苡

仁

鈎

藤

天

冬

半

夏

猴

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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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車

前

土

茯

苓

土

牛

膝

萆

麻

子

金

櫻

子

艾

金

銀

花

茶
有

白

毛

黃

茶

二

種

黃

精
俗

名

山

姜

羽

屬鵝

鳩

白

鴿

鸕

鷀

白

鷺

鷗

雉

雞

燕

鴛

鴦

竹

鷄

畫

眉

白

鷴

鴨

雁

水

鴨

斑

鳩

喜

鵲

翡

翠

雀

鷹

鷓

鴣

子

規

鵪

鶉

鸜

鵒

毛

屬牛

豬

馬

豹

貓

野

豬

野

鼠

羊

犬

虎

猴

麂

豪

豬

芒

鼠
俗

名

土

鹿

貍
有

狗

貍

九

節

貍

猫

貍

果

子

貍

筆

貍

名

不

一

筆

貍

毛

可

爲

筆

鱗

屬鰣

魚

鯖

魚

鯉

魚

鱖

魚

鯇

魚

鰍

魚

斑

魚

塘

角

田

蝈

鯽

魚

魚

烏

魚

鱔

魚

鰎

魚
無

鱗

大

者

十

數

觔

鱧

魚
俗

名

七

星

魚

貨

屬紙
有

貢

扣

玉

扣

山

貝

油

桶

輕

桶

重

桶

高

方

火

紙

表

心

等

名

出

長

江

扶

溪

菜

油

苧

麻

茶

油

竹

布
錦

石

溪

人

爲

之

唐

時

入

貢

廣

輿

記

今

罕

有

知

者

棉

花

生

油

黃

酒
釀

以

糯

家

能

爲

之

經

年

愈

佳

桐

油

石

灰

薯

良

茶

麱

香

膠

粉
以

香

膠

爲

之

春

以

水

碓

煤

紅

粉

石

炭

麻

油

介

屬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風
土

十
六

龜

鼈

螺

蚌

蛤

蜆

蝦

石

蟹

穿

山

甲

舊
志
李
夢
鸞
曰
仁
僻
處
一
隅
無
富
商
巨
賈
往
來
其

間
人
惟
力
耕
不
營
他
業
趁
墟
貿
易
雞
豚
布
穀
之
外

求
尺
帛
寸
珠
不
可
得
廣
輿
記
云
邑
有
竹
布
今
不
復

見
鹿
應
瑞
謂
貢
魚
弄
石
皆
吏
民
之
害
而
仁
化
獨
無

是
亦
地
方
之
福
然
鍾
乳
之
累
乳
源
膽

之
累
翁
源

皆

往

代

之

弊

非

近

事

也

今

聖
天
子
在
上
地
不
愛
寶
仁
亦
頗
産
白
鉛
然
開
採
聼
民
自
便

上
臺
平
價
給
買
以
供
鼓
鑄
嶺
南
昔
止
知
用
銀
今
圜

法
通
行
而
僞
鏹
頓
除
是
又
土
産
不
爲
無
益
至
於
斟

酌
地
脉
調
劑
商
民
使
長
爲
國
利
而
不
爲
邑
病
則
令

斯

土

者

不

得

辭

其

責

矣

案

仁
化
物
産
山
物
爲
多
向
有
小
廣
西
之
稱
不
特
以

其
穀
米
饒
裕
也
然
地
常
苦
旱
雨
少
則
歉
雨
多
則
豐

穀
米
而
外
杉

次
之
道
豐
以
來
嘉
惠
潖
江
客
民
開

造
炭
厰
燒
炭
者
百
十
爲
羣
遍
居
山
谷
名
爲
工
氓
實

爲
盗
藪
鄕
閭
被
害
刼
掠
時
聞
同
治
四
年
知
縣
劉
兆

霖
曾
出
示
禁
止
乃
不
半
載
而
其
勢
復
張
此
仁
邑
之

大

害

也

特

附

誌

以

爲

留

心

民

瘼

者

敬

吿

之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風
土

十
七

災

異

唐

開

元

二

年

鼠

害

稼

千

萬

爲

羣

宋

紹

興

十

六

年

鼠

害

稼

粤

東

俱

大

旱

明

天

順

十

三

年

歲

饑

嘉

靖

五

年

韶

屬

大

旱

知

府

唐

昇

奏

减

民

賦

之

半

三

十

八

年

有

怪

物

夜

入

民

居

其

光

如

焰

民

間

驚

訛

彌

月

乃

息

萬

歴

六

年

大

水

壞

城

垣

九

丈

知

縣

袁

伯

睿

修

復

四

十

四

年

五

月

大

水

入

城

崇

禎

七

年

正

月

大

雪

國

朝

順

治

十

年

癸

巳

穀

價

湧

貴

康

熙

四

年

大

雨

東

南

浸

城

丈

餘

沿

河

衝

壞

民

居

無

算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夏

大

水

衝

毁

民

居

無

數

六

十

年

乙

卯

穀

價

甚

貴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庚

辰

瘟

疫

各

處

如

之

道

光

五

年

大

旱

穀

騰

貴

每

斗

米

價

錢

陸

百

數

十

文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初

旬

大

雪

下

旬

又

大

雪

城

中

積

至

四

五

尺

咸

豐

九

年

十

年

叠

遭

巨

㓂
米

騰

貴

十

年

秋

冬

復

遭

瘟

疫

同

治

四

年

五

月

穀

米

貴

每

斗

米

價

錢

㭍
百

數

十

文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風
土

十
八

七

八

年

五

六

月

俱

旱

九

年

春

季

旱

二

月

雨

雹

損

傷

民

屋

田

禾

八

月

間

胡

坑

蝗

蟲

遍

野

忽

有

烏

鴉

數

百

飛

集

食

之

數

日

俱

滅

十

年

七

八

月

旱

四

月

雨

雹

十

一

年

三

月

初

四

雨

雹

損

傷

各

物

初

八

日

江

夏

巖

頭

等

村

大

雷

雨

風

傷

大

房

屋

無

算

光

緖

三

年

春

淫

雨

水

漲

爲

災

冲

塌

民

居

田

畝

無

算

自

夏

徂

秋

復

隂

雨

連

綿

百

穀

不

登

早

稻

收

未

及

半

遲

翻

兩

造

及

薯

蕷

菽

粟

等

物

亦

不

過

收

一

二

成

是

年

冬

米

價

騰

貴

自

十

月

迄

正

月

又

水

雪

不

止

民

無

生

計

束

手

待

斃

年

底

宵

小

潛

發

各

處

搶

掠

土

客

饑

民

串

議

平

倉

而

赤

石

逕

盤

子

嶺

七

星

岡

江

頭

等

處

各

聚

衆

數

百

有

已

被

攫

奪

者

有

曾

經

嚇

詐

者

有

邀

集

土

著

而

日

夕

防

護

者

四

年

春

正

月

凍

雪

愈

甚

民

無

從

乞

貸

幾

激

變

報

叩

紛

紛

十

四

日

邑

侯

陳

鴻

諭

集

城

鄕

紳

董

親

赴

董

塘

各

鄕

彈

壓

緝

首

匪

二

名

梟

示

患

遂

平

旋

捐

亷

二

百

金

並

勸

令

下

水

及

縣

城

紳

富

各

出

巨

貲

往

府

採

買

日

本

國

洋

米

源

源

運

解

到

縣

及

董

勸

局

並

派

撥

委

員

紳

士

督

理

平

糶

每

糶

三

日

每

口

半

觔

每

觔

三

上

文

自

四

月

起

糶

至

六

月

初

旬

止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風
土

十
九

除

無

力

乞

糴

貧

民

專

採

藜

藿

野

茨

療

饑

外

其

能

吿

糴

之

家

亦

俱

典

服

餙

耙

鍬

以

自

給

不

啻

脂

膏

竭

盡

至

兼

吃

洋

烟

貧

民

死

者

不

可

勝

數

幸

而

上

天

垂

憐

早

稻

登

場

頻

書

大

有

而

災

黎

得

甫

蘇

焉

光

緖

六

年

冬

十

一

月

地

震

八

年

秋

大

旱

遲

翻

無

收

自

八

月

初

旬

彗

星

現

於

東

南

彌

月

不

息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第

九

城

址

廨

宅

坊

表

樓

亭

寺金

石
附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一

古

蹟

志

風

微

人

往

遺

蹟

堪

思

地

以

人

傳

非

徒

以

年

代

之

久

遠

也

名

流

碩

彦

撮

土

片

石

皆

足

動

懷

古

者

之

深

情

仁

化

地

處

偏

隅

雖

不

能

與

大

邑

通

都

馳

騁

芳

躅

然

斷

碣

於

荒

烟

追

遺

踪

於

蔓

草

憑

今

弔

古

有

餘

思

焉

至

如

水

閣

涼

亭

僅

堪

憇

息

山

門

禪

院

依

附

名

流

亦

採

風

者

所

不

廢

而

其

蹟

之

可

傳

者

則

在

彼

不

在

此

志

古

蹟

城

址

古

秦

城

在

縣

治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秦

末

趙

佗

築

以

絶

秦

兵

其

境

通

彬

州

桂

陽

所

謂

築

城

以

壯

橫

浦

者

今

城

口

城

址

尙

存

勒

古

秦

城

三

字
採

訪

册

唐

廢

城

在

縣

治

東

北

三

里

名

走

馬

坪

垂

拱

初

築

宋

開

寶

間

縣

省

入

樂

昌

而

城

廢

故

址

尙

存
採

訪

册

廨

宅

主

簿

衙

在

縣

署

儀

門

外

萬

歴

二

十

年

知

縣

司

馬

暐

重

建

葉

夢

熊

記

後

官

裁

署

廢

府

舘

在

縣

治

南

榜

房

前

今

廢

其

地

佃

民

納

租

恩

溪

廵

檢

司

署

在

城

口

水

西

村

洪

武

七

年

開

設

康

熈

二

十

年

奉

裁

署

廢

陰

陽

學

醫

學

在

嶺

南

分

司

前

永

樂

十

五

年

開

設

今

裁

廢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二

濓

溪

書

院

在

城

南

門

大

街

明

嘉

靖

六

年

知

縣

于

祥

以

眞

武

閣

攺

建

隆

慶

三

年

知

縣

王

繼

芳

捐

修

集

生

徒

講

學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李

夢

鸞

重

修

後

圯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鄭

紹

曾

遷

于

試

院

內

左

廂

爲

濂

溪

祠

其

城

南

故

址

尙

存

佃

民

納

租
採

訪

册

唐

府

志

讀

書

堂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巖

石

中

宋

時

余

襄

公

靖

讀

書

其

上

今

名

書

堂

巖
採

訪

册

聖

學

心

傳

亭

在

教

諭

衙

東

書

房

後

今

俱

廢
採

訪

册

七

姑

祠

在

縣

署

川

堂

後

祠

爲

何

神

無

考

未

立

城

以

前

葢

已

有

之

俗

傳

門

開

則

虎

進

城

甚

著

靈

騐

民

以

不

便

禱

祀

别

搆

祠

於

東

門
採

訪

册

彭

公

祠

在

城

內

北

門

大

街

祀

明

知

縣

彭

宗

旺

今

圯
採

訪

册

武

公

祠

祀

明

知

縣

武

光

宸

今

無

考
採

訪

册

塜

墓

知

縣

蔡

嘉

復

墓

在

水

南

文

峰

塔

下
採

訪

册

坊

表

進

士

坊

在

扶

溪

石

龍

爲

進

士

䝉
英

昴

立

登

選

坊

在

城

東

爲

舉

人

䝉

榮

立

文

魁

坊

在

康

溪

爲

舉

人

鄒

文

立
唐

府

志

觀

光

坊

在

恩

溪

爲

舉

人

䝉

正

立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三

登

第

坊

在

恩

溪

爲

舉

人

䝉

温

立

肇

芳

坊

在

馬

鞍

岡

爲

舉

人

譚

立

雙

鳯

坊

在

城

西

爲

舉

人
譚

黙

劉

泰

然

立

榮

登

坊

在

城

東

門

爲

舉

人

劉

紹

魁

立
唐

府

志

濟

美

坊

在

城

十

字

街

爲

舉

人

劉

獻

臣

立
唐

府

志

歩

瀛

坊

在

城

西

門

爲

舉

人

凌

雲

立
唐

府

志

五

馬

坊

在

恩

溪

爲

桂

陽

知

州

䝉
祿

昌

立

進

士

坊

在

上

寨

爲

進

士

黃

瓚

立

進

士

坊

在

蔴

塘

爲

進

士

譚

兆

燕

立

孝

子

坊

在

城

北

門

外

爲

孝

子

䝉
化

鵬

立

百

歲

坊

在

平

坌

爲

壽

婦

羅

鄧

氏

立

節

婦

坊

在

平

坌

爲

羅

譚

氏

立

節

婦

坊

在

紫

嶺

爲

譚

䝉
氏

立

節

婦

坊

在

江

頭

爲

黎

葉

氏

立

樓

亭

朝

宗

覧

勝

樓

在

城

南

門

外

臨

河

原

名

望

江

樓

雄

據

一

方

舊

時

巿

易

俱

集

其

下

歲

久

傾

頽

萬

歴

二

十

年

知

縣

司

馬

暐

重

建

署

此

名

後

廢

至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重

建

改

爲

鎮

南

亭

知

縣

鄭

紹

曾

題

以

辨

方

正

位

接

龍

亭

在

北

門

外

龍

山

頂

咸

豐

九

年

重

建

路

佛

前

凉

亭

在

城

東

北

十

五

里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四

葛

布

逕

凉

亭

在

城

東

南

五

里

鎻

羅

逕

凉

亭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白

石

嶺

凉

亭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黃

溪

水

凉

亭

在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油

嶺

頭

凉

亭

在

城

東

北

五

十

五

里

狐

狸

垇

凉

亭

在

城

北

六

十

里

倉

前

嶺

凉

亭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陽

和

塘

凉

亭

在

城

北

六

十

五

里

羊

虎

垇

凉

亭

在

城

北

九

十

里

大

垇

頭

凉

亭

在

城

北

九

十

里

三

角

塘

凉

亭

在

城

西

南

五

里

大

渡

嶺

凉

亭

在

城

西

六

里

石

塘

墟

凉

亭

在

城

西

四

十

里

七

星

岡

凉

亭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蔴

塘

墟

凉

亭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棉

子

坑

凉

亭

在

城

南

十

里

陡

水

垇

凉

亭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墖

文

峯

墖

在

城

南

隔

河

一

里

矮

嶺

村

明

萬

歴

四

十

年

知

縣

高

應

選

建

未

竟

知

縣

胡

京

球

成

之

塔

下

爲

仁

陽

書

院

秀

寶

墖

在

城

西

四

十

里

澌

溪

山

與

雲

龍

古

廟

表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五

景

相

望

或

傳

爲

仰

山

禪

師

塔

然

仰

山

墖

在

袁

州

或

仰

山

營

構

以

福

其

桑

梓

者

丹

霞

山

墖

在

丹

霞

山

上

丁

未

佛

誕

日

舍

利

見

於

廬

山

之

棲

賢

天

然

和

尙

遣

僧

迎

至

建

墖

於

海

螺

巖

頂

此

地

當

仁

化

方

宜

有

文

峰

矗

起

爲

文

明

之

瑞

乃

府

訓

導

南

海

方

雲

停

昆

弟

所

助

修

也

鵬

風

墖

在

石

塘

後

山
村

人

李

某

廢

之

騰

鳯

墖

在

江

頭

村
採

訪

冊

水

口

墖

在

歴

林

村

水

口
採

訪

冊

白

墖

在

扶

溪

雙

合

水

長

江

墖

在

長

江

後

山

一

在

長

江

水

口
採

訪

冊

寺

附

金

鳯

寺

在

城

東

門

內

洪

武

間

建

立

僧

會

司

正

統

八

年

重

修

邑

人

劉

漢

等

施

有

田

西

峰

寺

在

夏

富

宋

時

建

永

樂

五

年

重

修

嘉

靖

間

重

修

皈

依

寺

在

蔴

塘

洪

武

間

建

西

蔭

寺

在

扶

溪

宋

紹

興

元

年

建

正

德

間

鄕

民

譚

以

以

欽

等

修

龍

涎

在

城

東

隔

河
今

廢

大

雲

寺

在

石

塘

咸

通

初

惠

懿

禪

師

駐

錫

建

明

郡

守

符

錫

有

詩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六

厚

山

寺

在

恩

村

宋

淳

熈

間

僧

廣

信

重

修

東

江

寺

在

城

北

八

十

里

遊

仙
寺

在
長

江
梁

大

通
間

創

宋
余

靖
有

詩
舊

爲

臨

江

寺

西

靈

寺

在

界

江

廖

灣

總

别

傳

寺

在

丹

霞

山

順

治

十

八

年

澹

歸

禪

師

建

迎

其

師

天

然

和

尙

說

法

於

此

山

本

竒

峻

刹

復

玲

瓏

堪

與

曹

溪

雲

門

鼎

峙

山

中

磴

道

險

仄

昌

黎

魂

悸

後

開

築

可

登

則

江

南

太

學

生

萬

錦

修

之

功

多

國

朝

趙

霖

吉

有

記

西

山

寺

在

界

江

村

照

林

寺

在

上

歴

林

村

鰲

山

寺

在

城

口

康

熈

二

十

六

年

建

同

治

九

年

知

縣

陳

鴻

捐

俸

重

修
採

訪

冊

仙

殿

寺

在

城

口

東

華

寺

在

江

頭

村

雍

正

間

建
採

訪

冊

墖

閣

寺

在

歴

林

村
採

訪

冊

新

寺

在

石

塘

村
採

訪

冊

仙

鶴

寺

在

錫

坪

村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建
採

訪

冊

三

寶

禪

寺

在

石

塘

村

繼

善

在

窑

前

巢
鶴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朝
陽

巖
右
董
師
吉
汪
渭
建

白

雲

在

扶

溪

白

石

嶺

頂

卽

永

鳯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古
蹟

二
十
七

仙

人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接

南

雄

界

有

仙

人

足

跡

嘉

靖

時

李

成

珂

等

建

萬

歴

間

李

延

遜

等

修

黃

竹

在

澌

溪

上

流

譚

秉

昭

建

峰

巒

奮

迅

林

木

蓊

翳

洵

稱

幽

境

天

台

在

長

江

隆

慶

六

年

庠

生

劉

時

化

施

田

租

二

百

四

十

石

零

僧

眞

淸

建

雲

台

在

城

東

北

雲

台

山

內

有

旱

池

一

小

池

二

歴

久

不

湮

主

簿

劉

施

建

陳

錠

張

大

猷

俱

有

詩

蒲

竹

在

長

江

邑

人

劉

元

亮

爲

僧

方

照

建

僧

爲

元

亮

兄

明

末

邑

庠

鼎

革

後

棄

家

爲

浮

屠

老

歸

故

里

建

此

爲

焚

修

所

案

舊

志

古

蹟

門

首

載

壇

壝

廟

字

夫

壇

壝

爲

都

邑

所

必

有

祀

典

所

關

非

古

蹟

也

仁

邑

之

古

蹟

莫

古

於

古

秦

城

南

越

之

所

保

障

也

莫

大

於

濓

溪

書

院

書

堂

巖

名

賢

之

流

風

猶

在

也

其

餘

如

七

姑

祠

聖

學

心

傳

等

俱

應

備

載

乃

棄

不

錄

書

堂

岩

僅

見

於

山

川

又

從

而

疑

之

抑

獨

何

歟

亟

蒐

登

以

俟

考

古

者

之

採

擇

焉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金
石

二
十
八

金

石

韶

州

仁

化

重

建

縣

學

之

記
隸

額

文

正

書

舉

天

下

皆

仁

也

孰

小

孰

大

孰

難

孰

易

韶

郡

邑

以

仁

名

地

雖

遠

小

而

道

在

也

我

朝

文

化

慶

歴

極

盛

詔

州

縣

立

學

是

邑

缺

然

越

中

興

至

嘉

定

蕭

令

始

創

學

於

舊

邑

西

旋

燬

於

冦

趙

令

卜

地

於

新

邑

東

惟

宣

聖

殿

僅

立

旁

風

下

涇

歲

久

復

圯

暨

今

淳

祐

邑

佐

鄭

君

軫

自

淸

源

來

首

謁

學

宮

越

在

草

莽

爰

咨

士

紳

謀

徙

於

邑

舊

基

武

弁

攝

邑

難

之

僉

議

亟

經

營

効

材

力

邑

佐

獨

主

厥

成

殿

建

門

立

廓

廡

序

設

講

經

有

堂

肄

業

有

齋

聖

哲

中

處

從

祀

在

旁

像

繪

一

新

鄕

先

生

張

文

獻

公

及

余

文

靖

公

祠

於

左

周

元

公

程

純

公

正

公

祠

於

右

學

成

而

化

可

成

在

此

歲

也

然

則

誰

謂

邑

褊

小

而

興

學

之

議

則

甚

大

誰

謂

土

功

難

而

邑

佐

爲

之

則

若

易

豈

向

也

邑

士

不

得

之

令

今

鄭

君

得

之

邑

耶

無

他

人

心

有

仁

如

桃

李

有

仁

雖

困

塞

於

風

雪

淒

冽

之

候

必

有

萌

芽

於

陽

和

暢

之

初

是

厄

於

樲

棘

者

非

其

性

而

育

於

宮

牆

者

有

其

機

此

文

教

雖

久

鬰

而

可

興

仁

道

雖

至

遠

而

可

行

也

鄭

君

□

□

□

自

閩

來

始

宰

厥

邑

其

邑

名

德

化

兄

弟

進

士

會

主

廣

漕

幕

□

□

□

□

學

有

源

委

以

佐

攝

令

知

所

先

務

用

能

約

已

而

厚

士

捐

俸

而

助

匠

費

此

士

心

之

仁

因

鄭

君

而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金
石

二
十
九

興

起

也

士

志

於

遠

者

大

者

勿

安

於

小

成

味

先

難

後

易

之

訓

勿

至

於

中

畫

人

傑

地

靈

彬

彬

可

稱

陰

陽

山

水

之

藴

是

聼

命

於

吾

道

者

尙

何

拘

之

淳

祐

九

年

十

二

月

日

朝

㪚
郎

殿

中

侍

御

史

兼

侍

講

□

□

記

□

□

□

韶

州

州

學

教

授

兼

湘

江

書

院

山

長

湯

□

□

通

判

韶

州

□

□

□

□

□

□

□

□

□

□

廸

功

郎

□

□

□

□

□

□

□

□

□

右

刻

在

明

倫

堂

外

舊

志

文

翰

載

此

文

與

石

刻

不

同

者

八

十

餘

字

署

撰

文

爲

湯

露

依

此

刻

考

之

湯

露

延

平

人

陳

宓

先

生

門

人

爲

韶

州

教

授

則

撰

文

之

爲

湯

露

恐

誤

也

又

舊

志

載

學

創

於

縣

治

西

改

建

於

縣

治

東

可

據

此

以

正

之

仁

化

縣

重

建

儒

學

記
篆

額

記

正

書

皇

明

嘉

靖

六

年

歲

次

丁

未

秋

吉

日

賜

進

士

出

身

中

憲

大

夫

江

西

按

察

司

副

使

前

南

京

雲

南

道

布

政

使

桂

陽

范

輅

撰

知

縣

于

祥

教

諭

李

瑺

訓

導

齊

賜

羅

繡

典

史

□

□

□

同

立

石

右

刻

在

學

宮

戟

門

內

其

碑

已

改

刻

嘉

慶

五

年

重

修

文

廟

捐

簽

姓

氏

此

文

從

其

碑

陰

得

之

文

不

辨

者

過

半

中

有

云

吾

以

爲

孔

子

之

道

若

元

氣

之

在

天

地

又

云

爲

政

者

知

先

乎

此

以

倡

率

士

則

風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金
石

三
十

化

以

端

非

直

易

於

爲

治

又

云

觀

學

宮

之

維

新

思

吾

進

學

之

當

新

瞻

儀

像

之

尊

麗

思

吾

人

之

可

師

法

固

將

人

才

輩

出

明

體

試

用

其

有

補

于

世

教

豈

淺

哉

此

可

見

歐

陽

公

于

君

諸

君

子

皆

可

謂

知

先

務

而

其

爲

效

也

溥

矣

宜

書

以

垂

不

朽

按

范

輅

桂

陽

人

正

德

辛

未

進

士

父

子

有

親

五

句

講

義
正

書

父

子

有

親

五

句

講

義

諭

仁

化

師

生

學

問

只

在

倫

理

感

應

上

用

工

一

日

之

間

不

是

父

子

相

感

應

卽

是

夫

婦

長

幼

不

是

夫

婦

長

幼

便

是

君

臣

朋

友

舍

此

再

無

别

處

工

課

何

謂

父

子

有

親

諸

生

講

說

都

是

舊

講

章

他

人

口

齒

縱

說

得

好

只

是

唇

吻

上

流

轉

這

箇

不

是

有

親

只

是

孩

提

時

有

知

覺

便

會

認

父

母

便

要

父

母

抱

别

人

抱

便

會

哭

四

五

歲

時

一

時

也

離

不

得

父

母

此

孩

提

眞

心

此

便

是

有

親

只

是

大

來

便

會

忘

記

孟

子

說

人

少

則

慕

父

母

知

好

色

則

慕

少

艾

有

妻

子

則

慕

妻

子

仕

則

慕

君

這

心

便

分

了

今

曰

父

子

有

親

只

是

不

失

孩

提

時

眞

心

便

是

且

如

我

今

做

官

如

何

能

父

子

有

親

書

曰

百

姓

不

親

大

學

曰

在

親

民

都

是

這

箇

親

字

百

姓

以

訟

獄

來

以

賦

役

來

我

替

他

處

得

不

停

當

且

如

訟

獄

不

能

挑

他

良

心

縱

曲

直

分

明

亦

是

末

務

已

得

其

情

又

不

能

哀

矜

勿

喜

且

如

天

旱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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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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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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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漸

焦

枯

我

不

能

祈

求

雨

澤

民

將

無

食

此

等

卽

是

我

父

子

不

親

一

日

坐

在

堂

上

反

觀

默

察

多

少

不

親

處

此

心

頗

覺

眞

切

爾

諸

生

在

家

庭

間

亦

自

默

察

事

殳

毌

處

果

是

那

孩

提

時

眞

心

廼

爲

有

親

這

眞

心

自

首

至

踵

徹

骨

徹

髓

有

不

容

言

的

妙

處

當

眞

默

識

勿

作

一

塲

話

說

默

識

得

這

㸃
眞

心

遇

君

臣

便

會

義

遇

夫

妻

便

會

有

别

遇

長

幼

朋

友

便

會

有

序

有

信

親

義

序

别

信

雖

有

五

者

不

同

只

是

父

子

有

親

眞

心

發

達

將

去

莫

零

零

星

星

没

頭

腦

大

抵

學

問

只

在

倫

理

上

用

工

課

舍

此

再

無

别

處

工

課

孟

子

論

王

道

只

是

五

母

雞

二

母

彘

五

畝

之

宅

之

以

桑

斧

斤

以

時

入

山

林

數

□

不

入

汚

池

此

都

是

常

事

論

孝

弟

之

實

只

是

徐

行

後

長

疾

行

先

長

之

間

人

人

易

能

及

齊

人

築

薛

則

曰

大

王

去

邠

踰

梁

山

邑

于

岐

山

之

下

居

焉

未

見

出

一

奇

策

異

謀

孔

子

吿

門

弟

子

只

是

言

忠

信

行

篤

敬

出

門

使

民

居

處

執

事

門

弟

子

記

孔

子

於

鄕

黨

只

是

衣

服

飲

食

之

宜

趨

走

進

退

之

節

無

甚

高

難

行

人

觀

聼

的

事

今

人

論

學

不

在

日

用

常

平

鋪

實

地

上

識

取

却

時

出

高

論

而

又

玄

令

人

捉

摸

不

得

不

知

所

論

愈

其

道

愈

遠

仁

化

濂

溪

書

院

成

王

令

繼

芳

欲

渭

贅

言

發

太

極

無

極

旨

以

教

諸

生

渭

以

父

子

有

親

講

義

示

之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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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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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五
金
石

三
十
二

此

是

誠

即

此

是

無

欲

即

此

是

中

正

仁

義

而

主

静

修

之

吉

者

修

此

悖

之

凶

者

悖

此

若

曰

孰

爲

動

孰

爲

靜

孰

爲

動

靜

不

分

何

爲

誠

何

爲

神

何

爲

誠

神

而

幾

渭

不

能

爲

此

註

脚

也

隆

慶

三

年

暮

春

望

韶

州

府

知

府

李

渭

識

右

刻

在

明

倫

堂

是

碑

已

改

爲

彭

宗

旺

重

修

儒

學

記

此

刻

于

其

碑

陰

搜

得

之

李

渭

貴

州

人

舉

人

按

是

刻

至

今

已

三

百

餘

年

書

法

遒

秀

如

新

出

諸

硎

深

怪

當

日

董

事

之

人

何

以

棄

置

而

掩

抑

之

也

雖

然

使

非

棄

置

而

掩

抑

之

則

早

已

暴

露

剥

落

風

霜

蔓

草

欲

其

顯

於

今

也

不

可

得

已

晦

之

愈

久

顯

之

愈

章

物

之

顯

晦

豈

偶

然

哉

重

修

儒

學

記
篆

額

文

正

書

重

修

仁

化

縣

學

記

萬

歴

三

十

三

年

孟

夏

月

吉

日

仁

化

縣

知

縣

奉

勅

授

階

文

林

郎

陞

廣

西

橫

州

知

州

古

廬

陵

彭

宗

旺

撰

右

刻

在

明

倫

堂

下

卽

父

子

有

親

五

句

講

義

之

碑

陰

也
按

碑

文

多

漫

漶

中

云

是

役

創

於

己

亥

年

五

月

成

於

庚

子

年

六

月

不

踰

年

而

明

倫

有

堂

儒

學

有

齋

先

師

廟

有

泮

池

櫺

星

門

之

前

有

照

牆

名

宦

鄕

賢

有

祠

卽

尊

經

閣

且

易

低

地

跨

城

而

剏

之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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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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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五
金
石

三
十
三

與

共

成

者

爲

學

博

霍

君

譚

君

董

勸

紳

士

爲

葉

卓

霄

劉

沛

然

等

另

有

碑

記

其

姓

名

及

其

資

數

與

此

相

証

云

今

其

碑

已

廢

考

譚

爲

譚

子

麒

彭

公

以

萬

歴

戊

戌

調

仁

化

三

十

二

年

甲

辰

移

翁

源

三

十

三

年

陞

橫

州

葢

是

年

邑

士

始

請

記

也

尹

先

生

去

思

篆

額

文

正

書

仁

化

司

訓

尹

先

生

去

思

舉

人

劉

紹

魁

撰

文

□

□

□

□

□

篆

額

門

人

陳

天

策

書

丹

尹

行

父

先

生

歲

乙

巳

按

牒

爲

仁

庠

文

學

副

會

缺

主

教

者

輒

綰

庠

符

閱

春

秋

幾

五

矣

而

章

縫

士

嚮

往

之

若

奔

赤

幟

然

初

先

生

之

至

也

見

人

士

斌

斌

鄒

魯

之

遺

喜

文

教

藉

甚

緣

正

襟

以

吿

曰

桃

李

成

蹊

珠

玉

懸

市

語

葢

有

之

余

即

遠

遜

先

正

第

教

事

在

握

烏

得

不

披

所

素

爲

諸

生

鵠

顧

惟

余

不

佞

剌

經

環

堵

時

壹

禀

東

魯

以

廣

甄

後

進

豈

其

濫

竿

今

而

不

振

鐸

自

朂

邪

淡

虀

半

生

一

介

夙

嚴

豈

其

離

畔

而

猥

爾

逐

羶

以

自

饜

邪

宮

牆

乃

賢

士

所

關

六

鱗

變

化

九

苞

翶

翔

始

基

千

此

而

可

不

□

大

而

焕

之

以

崇

聖

學

而

毓

英

豪

邪

衙

齋

淸

舍

固

禮

義

相

先

之

區

而

可

湫

隘

相

仍

傳

舍

是

眎

邪

俎

豆

嘗

聞

入

廟

而

問

意

可

師

已

而

可

故

事

相

沿

邪

經

史

諸

編

具

在

篋

笥

而

可

任

其

塵

封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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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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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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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蠧

而

漫

不

加

緝

邪

千

是

揔

挈

而

更

新

之

祇

惟

月

俸

是

資

耳

創

增

學

田

雖

則

輸

自

殷

戸

而

衆

紳

欣

躍

夫

非

德

機

皷

與

急

濟

生

徒

曾

無

難

色

春

風

披

拂

坐

者

忘

疲

其

依

稀

光

霽

之

遺

乎

時

視

邑

篆

者

爲

戸

□

□

劉

公

鄭

重

少

推

與

而

以

才

堪

民

牧

註

考

籍

李

部

院

又

從

而

旌

異

之

人

且

擬

先

生

從

此

鵲

起

矣

而

先

生

竟

不

少

自

炫

以

求

售

而

惟

留

意

吟

咏

以

自

樂

其

志

意

雲

峰

之

巓

錦

江

之

滸

固

余

邑

最

饒

奇

勝

者

先

生

每

於

講

業

之

餘

時

縱

勝

遊

遊

輙

有

題

詠

及

他

作

皆

工

駸

駸

乎

大

歴

之

風

焉

夫

先

生

起

家

淸

白

胸

中

縱

橫

禮

□

□

□

溯

其

風

標

葢

冲

和

而

介

者

故

一

時

作

人

斯

爲

最

盛

應

貢

者

則

劉

君

天

然

劉

君

增

周

李

君

元

熊

賓

鹿

鳴

者

則

譚

君

承

志

而

抱

樸

待

剖

者

正

未

可

爲

量

數

余

惟

□

□

□

□

固

寓

內

良

材

自

必

經

匠

氏

之

䋲
而

欂

櫨

杗

桷

始

各

登

明

堂

路

寢

之

用

今

及

門

之

士

蟬

舄

奕

而

起

先

生

之

績

宏

矣

即

巍

擢

而

大

用

之

又

豈

容

喙

而

茲

僅

□

□

□

□

何

哉

葢

重

作

人

而

欲

竟

其

用

耳

夫

明

興

崇

奬

教

□

□

□

□

之

選

爲

兢

兢

□

□

□

□

戴

諸

先

哲

不

屑

屑

於

掌

故

皆

能

奮

發

風

雲

臻

於

遠

大

乃

先

生

教

日

益

行

望

日

益

重

異

日

者

必

且

膺

超

㧞
而

大

有

榮

施

從

此

建

鴻

猷

樹

駿

烈

將

拭

目

以

俟

之

豈

小

試

所

能

限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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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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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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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牛

刀

之

割

不

且

爲

之

資

邪

維

時

諸

門

人

感

棫

樸

化

宏

於

先

生

衣

冠

狀

貎

固

已

望

而

得

之

胸

中

而

薦

紳

耆

碩

亦

雅

懷

欣

慕

咸

欲

石

以

志

其

嚮

往

遂

命

余

以

執

筆

於

後

余

不

敢

辭

而

僅

叙

其

事

如

右

以

俟

異

日

者

之

採

至

于

□

□

論

定

而

班

之

於

世

□

□

□

也

者

則

此

其

左

券

已

先

生

鉅

號

之

遇

行

父

其

字

□

□

□

□

人

也

今

陞

通

□

□

去

萬

歷

三

十

七

年

己

酉

季

冬

朔

日

門

人

仝

立

右

刻

已

棄

學

宮

旁

其

門

人

共

百

餘

名

不

可

辨

尹

爲

何

許

人

宦

績

與

題

名

錄

俱

缺

載

明

倫

堂

鐘

銘
正

書

韶

州

府

仁

化

縣

儒

學

明

倫

堂

今

重

鑄

鐵

鐘

一

口

以

爲

斯

堂

永

久

之

用

銘

曰

明

倫

有

堂

峻

宇

崇

墉

斯

堂

何

有

賁

鼓

巨

鏞

鴻

音

振

發

諸

生

深

省

誦

詩

讀

書

勒

石

鼎

天

順

二

年

十

二

月

日

知

縣

羅

俊

教

諭

趙

康

訓

導

史

慶

立

右

刻

在

明

倫

堂

鐘

約

三

百

斤

今

其

紐

稍

損

獅

子

巖

鹿

門

二

大

字
行

書

鹿

門

吉

安

曾

宏

書

右

刻

在

獅

子

岩

洞

門

字

徑

二

尺

錦

石

巖

龍

虎

臥

四

字
行

書

龍

虎

臥
鄒

宗

堯

書

右

刻

在

錦

石

巖

江

邊
字

徑

四

尺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三
十
六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第

十

薦

舉

進

士

舉

人

明

經

仕

宦

封

蔭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三
十
七

選

舉

誌

古

者

鄕

舉

里

選

以

崇

實

行

而

歴

代

選

舉

不

同

自

宋

迄

明

皆

以

制

藝

取

士

我

朝

因

之

取

士

之

法

亦

倣

成

周

升

於

司

馬

升

於

司

徒

之

遺

意

也

仁

邑

以

科

名

顯

者

代

不

乏

人

其

他

策

名

通

籍

推

恩

封

蔭

亦

當

偹

載

以

見

國

家

重

熙

累

洽

雅

化

作

人

之

盛

云

誌

選

舉

薦

舉

明

蔡

良
應

賢

良

方

正

薦

任

郴

州

同

知

祀

鄕

賢

詳

列

傳

䝉
祿

昌
應

文

學

才

行

薦

桂

陽

州

知

州

祀

鄕

賢

詳

列

傳

進

士

宋

寶

祐

四

年

丙

辰

科

蒙

英

昴
恩

村

人

文

天

祥

榜

國

朝乾

隆

十

六

年

辛

未

科

黃

瓚
上

寨

人

吳

鴻

榜

任

鬰

林

州

知

州

詳

列

傳

嘉

慶

元

年

丙

辰

科

譚

兆

燕
麻

塘

人

趙

文

楷

榜

舉

人

廣

掄

子

山

東

朝

城

縣

知

縣

後

改

廣

州

府

教

授

詳

列

傳

舉

人

宋
科

分

失

考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三
十
八

䝉
英

昴
見

進

士

慶

歴

特

奏

科
案

宋

趙

升

朝

野

要

云

年

高

而

到

省

多

次

特

奏

名

其

魁

亦

賜

同

出

身

䝉
天

民
恩

村

人

曾

任

本

縣

知

縣

唐

府

志

明

永

樂

元

年

癸

未

科

補

行

壬

午

科

朱

瑛
大

富

人

任

天

河

縣

教

諭

見

列

傳

永

樂

九

年

辛

卯

科

譚

裔
馬

鞍

岡

人

任

柳

城

縣

知

縣

正

統

九

年

甲

子

科

鄒

文
康

溪

人

䝉

正
恩

村

人

任

州

府

推

官

天

順

六

年

壬

午

科

䝉

榮
恩

村

人

詳

列

傳

成

化

四

年

戊

子

科

䝉

温
恩

村

人

正

胞

侄

成

化

七

年

辛

卯

科

譚

璿
馬

鞍

岡

人

第

七

名

任

瑞

昌

縣

訓

導

宏

治

二

年

己

酉

科

王

尙

學
下

園

人

任

柳

州

府

同

知

萬

歴

元

年

癸

酉

科

譚

默
扶

溪

人

任

南

寕

府

同

知

劉

泰

然
本

城

人

任

順

昌

縣

知

縣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三
十
九

萬

歷

十

三

年

乙

酉

科

葉

夢

熊
江

頭

人

紹

興

府

知

府

詳

列

傳

萬

歴

三

十

一

年

癸

卯

科

劉

紹

魁
本

城

人

任

內

江

縣

知

縣

萬

歴

三

十

七

年

己

酉

科

譚

承

志
扶

溪

人

亞

元

金

華

府

通

判

詳

列

傳

萬

歴

四

十

年

壬

子

科

劉

獻

臣
本

城

人

泰

然

子

任

萬

安

縣

知

縣

天

啟

七

年

丁

卯

科

凌

雲
本

城

人

任

河

南

府

推

官

詳

列

傳

崇

禎

八

年

乙

亥

科
案

八

年

乙

亥

奉

旨

特

開

科

朱

可

權
大

富

人

任

潛

山

縣

知

縣

行

取

兵

部

車

駕

司

主

事

詳

列

傳

國

朝康

熙

二

十

年

辛

酉

科

劉

廷

譓
本

城

人

第

十

名

任

安

頴

上

縣

知

縣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丁

卯

科

李

日

進
古

夏

人

任

陜

西

平

和

縣

知

縣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癸

酉

科

譚

懋

學
麻

塘

人

任

四

川

巴

縣

知

縣

雍

正

十

年

壬

子

科

黃

瓚
上

寨

人

見

進

士

乾

隆

九

年

甲

子

科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四
十

黎

潛

鵠
江

頭

人

詳

列

傳

乾
隆
十
七
年
壬
申

恩
科
案

是

年

皇

太

后

萬

壽

特

恩

開

科

以

二

月

鄕

試

八

月

曾

試

李

上

鳯
石

塘

人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戊

子

科

譚

廣

掄
麻

塘

人

兆

燕

父

任

湖

北

通

山

縣

知

縣

戊

戌

己

酉

兩

科

同

考

試

官

詳

列

傳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丙

午

科

譚

兆

燕
廣

掄

子

見

進

士

武

舉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戊

子

科

梁

獻

華
水

南

人

揀

選

衛

千

總

嘉

慶

十

五

年

庚

午

科

譚

有

章
麻

塘

人

揀

選

衛

千

總

舊志

司

馬

暐

曰

士

而

負

瓌

瑜

之

器

遇

明

良

之

時

將

欲

攄

忠

秉

直

一

意

勤

王

幹

國

以

流

聲

振

采

也

必

據

顯

獵

要

然

後

可

彼

騄

耳

以

得

駕

而

一

日

千

里

專

諸

以

善

劍

而

萬

人

俱

廢

何

者

有

所

恃

也

夫

科

與

甲

者

亦

士

之

所

恃

以

行

志

也

若

張

文

獻

余

忠

襄

非

其

人

乎

石

畫

鴻

標

今

古

彪

炳

特

書

先

達

諸

君

以

待

今

之

興

起

奮

庸

者

明

經

明
年

代

俱

無

考

照

舊

志

編

入

陶

文

仲
本

城

人

任

襄

陽

府

教

授

李

明

善
任

安

遠

縣

知

縣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四
十
一

䝉
景

明

劉

應

予

李

淸
夏

富

人

㧞

貢

任

餘

姚

縣

知

縣

劉

厥

仁

劉

子

高

䝉

良

陳

九

思
任

福

寗

縣

丞

劉

廸
任

龍

南

縣

知

縣

鍾

淸

李

柰
逕

頭

人

字

厥

初

任

廣

西

靈

川

縣

知

縣

譚

淵

譚

秉

直

譚

澄

侯

以

賢

譚

源

侯

富

黃

懋

鄧

信

盧

質

劉

任

淳

安

主

簿

䝉
思

齊

蔡

榮
任

永

福

縣

知

縣

李

素
吏

日

朱

瑩
任

懷

集

縣

知

縣

見

列

傳

譚

惠

仁
扶

溪

人

任

玉

山

縣

縣

丞

劉

珙
任

都

司

斷

事

譚

琦
馬

安

岡

人

任

城

縣

丞

劉

溶
任

白

洋

口

所

吏

目

鍾

鼎

譚

鐔
馬

安

岡

人

任

宜

山

縣

縣

丞

鄒

陳

先

唐

敏
任

連

山

縣

知

縣

譚

昭
任

湖

廣

照

磨

䝉

敬

李

忠

譚

舉

䝉

直

劉

以

惠
本

城

人

任

建

衛

經

歴

譚

雲

黃

端
任

衢

州

吏

目

葉

蓁

李

榮

梁

慶
扶

溪

人

任

吉

安

府

照

磨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四
十
二

李

華

梁

熊
扶

溪

人

譚

紋

陳

禧

黃

鼎
任

貴

縣

訓

導

李

沐
石

塘

人

任

岑

溪

縣

訓

導

譚

高
扶

溪

人

任

上

猶

縣

訓

導

詳

列

傳

譚

政
任

江

西

按

察

知

事

劉

淵

朱

源
任

寗

都

主

簿

陞

知

縣

詳

列

傳

侯

昌
任

貴

州

吏

目

劉

寶
歴

林

人

任

廣

西

桂

林

府

教

授

䝉

濓
任

貴

州

衛

經

歴

䝉

槃

何

淸

唐

順
任

金

吾

衛

經

歴

龔

應

熊
任

吳

江

主

簿

劉

澄
本

城

人

任

均

州

州

判

䝉

楫
任

新

淦

主

簿

李

球
任

衢

州

府

知

事

譚

仁

才
任

台

州

府

照

磨

劉

選
本

城

人

歴

任

永

寗

承

天

訓

導

詳

列

傳

譚

玉
馬

安

岡

人

任

永

康

縣

知

縣

陞

永

安

州

知

州

陳

璽
任

辰

州

照

磨

蔡

高

譚

尙

周
任

貴

州

照

磨

葉

廷

美
任

上

思

州

吏

目

葉

琛
任

藤

縣

主

簿

詳

列

傳

譚

用
任

福

清

主

簿

詳

列

傳

黃

士

光
任

永

主

簿

葉

景

大

譚

曜
任

安

建

縣

知

縣

詳

列

傳

䝉
應

龍
任

荆

門

州

判

詳

列

傳

羅

俊
扶

溪

人

任

福

清

縣

主

簿

劉

宗

用
本

城

人

㧞

貢

劉

選

子

任

龍

溪

縣

丞

詳

列

傳

劉

世

爵
任

順

昌

縣

縣

丞

楊

安

宅
任

陸

川

縣

訓

導

葉

纓

芳
江

頭

人

萌

楷

父

號

活

水

㧞

貢

䝉
士

元
任

武

縁

縣

知

縣

詳

列

傳

葉

柏

亨
江

頭

人

葉

琛

子

任

賀

縣

知

縣

詳

列

傳

䝉

任

陽

朔

縣

知

縣

譚

美
任

蒲

城

縣

丞

陞

紀

善

譚

增

壽
馬

安

岡

人

任

武

德

衛

後

歴

譚

見

龍
馬

安

岡

人

任

閩

縣

主

簿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四
十
三

劉

宗

周
本

城

人

劉

選

子

任

興

國

訓

導

詳

列

傳

䝉
士

顔
任

化

縣

知

縣

詳

列

傳

李

建

中
任

南

府

經

歴

詳

列

傳

譚

鯤
任

泰

寗

主

簿

䝉

音
任

荔

浦

縣

教

諭

䝉
士

宜
任

武

平

訓

導

詳

列

傳

譚

起

龍
馬

安

岡

人

任

天

台

縣

教

諭

詳

列

傳

葉

惟

松
任

上

猶

縣

教

諭

詳

列

傳

譚

一

陽
任

新

興

縣

教

諭

李

廷

廸
任

常

熟

縣

丞

葉

鸞
任

貴

池

縣

主

簿

詳

列

傳

䝉
仁

載
任

漳

浦

縣

教

諭

葉

萌

楷
江

頭

人

纓

芳

子

歴

任

遂

溪

陽

山

教

諭

詳

列

傳

䝉
士

遇
任

贑

縣

縣

丞

李

紹

曾

鄒

淵
長

江

人

任

融

縣

主

簿

譚

正

懋
任

將

樂

縣

丞

譚

焞
扶

溪

人

任

象

山

縣

縣

丞

劉

鴈
長

江

人

任

黃

巖

主

簿

劉

默

李

附

鳯
任

甌

縣

丞

譚

際

可
馬

安

岡

人

任

永

福

知

縣

詳

列

傳

李

喬

柱
逕

頭

人

號

仰

雲

任

福

建

淸

流

縣

訓

導

陞

山

東

王

府

教

諭

譚

蘇
任

陸

川

縣

訓

導

李

仲

芳
夏

富

人

任

延

平

府

訓

導

葉

敷

霄

羅

錦

書
扶

溪

人

鄒

儒

閩
任

重

慶

府

通

判

劉

應

聘
本

城

人

任

宜

黃

教

諭

藍

夢

麟
任

大

訓

導

劉

紹

魁
本

城

人

㧞

貢

見

舉

人

譚

逹

可
馬

安

岡

人

劉

應

曉
本

城

人

任

和

平

縣

教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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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扶

溪

人

二

十

年

貢

詳

列

傳

李

靑

選
康

溪

人

二

十

二

年

貢

黃

繼

上

寨

人

二

十

四

年

貢

劉

際

淸
蓮

塘

埧

人

二

十

六

年

恩

貢

李

家

棟
扶

溪

人

二

十

六

年

貢

詳

列

傳

孫

䋲
武
本

城

人

二

十

八

年

貢

劉

思

楨
歴

林

人

二

十

九

年

己

酉

㧞

貢

黃

鴻
上

寨

人

三

十

年

府

貢

譚

日

耀
麻

塘

人

三

十

年

貢

咸

豐李

培

運
扶

溪

人

元

年

恩

貢

任

定

安

縣

教

諭

䝉
且

和
恩

村

人

三

年

貢

劉

懋

勲
歴

林

人

二

年

貢

劉

廷

駿
長

江

人

三

年

恩

貢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選
舉

四
十
八

葉

馨

香
本

城

人

四

年

貢

詳

列

傳

譚

國

英
扶

溪

人

六

年

貢

䝉
存

基
恩

村

人

七

年

恩

貢

黃

炤
上

寨

人

八

年

貢

謝

文

光
岩

頭

人

十

年

恩

貢

李

家

扶

溪

人

十

年

貢

李

輝

智
扶

溪

人

十

一

年

辛

酉

㧞

貢

侯

委

訓

導

詳

列

傳

同

治劉

國

楨
上

歴

林

人

元

年

恩

貢

方

均
本

城

人

元

年

貢

鄧

鍾

霖
扶

溪

人

三

年

貢

任

會

同

縣

訓

導

加

內

閣

中

書

銜

劉

觀

亨
歴

林

人

四

年

恩

貢

陳

珠

璣
平

岡

人

五

年

貢

鄧

土

楷
長

江

人

七

年

貢

李

德

培
扶

溪

人

九

年

貢

䝉
學

海
恩

村

人

十

一

年

貢

劉
思
翰
上

歴

林

人

思

楨

弟

十

二

年

癸

酉

㧞

貢

譚
世
芳
扶

溪

人

十

三

年

恩

貢

銓

選

儒

學

騐

看

未

任

而

終

譚

樂

慶
城

口

人

十

三

年

貢

光

緖葉

華

國
江

頭

人

元

年

恩

貢

黃

覲

儀
上

寨

人

四

年

恩

貢

羅

俊

傑
扶

溪

人

四

年

貢

李

舒

錦
石

塘

人

六

年

恩

貢

劉

思

基
上

歴

林

人

六

年

貢

鄧

廷

相
厚

塘

人

八

年

恩

貢

譚

慶

平
扶

溪

人

八

年

貢

舊志

李

夢

鸞

曰

明

經

一

途

名

曰

歲

進

士

亦

成

周

秀

士

造

士

俊

士

遺

意

也

明

洪

永

間

此

科

極

重

得

人

亦

多

公

藩

臬

載

籍

可

考

至

我

朝

成

均

濟

濟

有

副

榜

之

恩

有

三

歲

五

歲

之

㧞
棫

樸

作

人

之

化

未

有

盛

於

今

者

也

多

土

彬

彬

其

應

運

而

出

乎

夫

材

之

大

小

悉

可

表

見

况

靑

雲
進

路

初

未

嘗

限

之

也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仕
宦

五
十

仕

宦
附

曾

經

履

任

者

始

載

已

詳

貢

舉

者

亦

不

重

登

明

劉

璿
長

江

人

歷

任

南

樟

福

清

主

簿

藍

廷

鍔
湖

坑

人

任

贑

州

府

檢

校

蕭

元
任

梧

州

府

照

磨

譚

鏜
任

太

平

縣

縣

丞

李

希

愷
任

衡

山

縣

主

簿

劉

㭿
長

江

人

任

貴

都

司

斷

事

詳

列

傳

劉

宗

凖
木

城

人

任

岩

州

照

磨

䝉
希

頤
任

南

平

縣

主

簿

陳

楫
任

鴻

臚

序

班

劉

宗

同
任

楚

府

典

善

陳

心

惟
任

岢

嵐

州

州

判

劉

友

修
本

城

人

任

旴

眙

縣

縣

丞

劉

友

倫
本

城

人

任

黃

梅

縣

縣

丞

嚴

昌

裕
任

橫

州

判

官

鄧

冲

斗
江

頭

人

任

樂

昌

縣

教

諭

朱

文

昌
大

富

人

任

曲

阜

典

史

譚

福

經
任

普

義

廵

檢

䝉
思

觀
任

交

趾

經

歴

䝉
景

能
任

延

平

典

史

譚

耿
馬

安

岡

人

任

榮

澤

縣

丞

葉

伯

璋
任

瑞

林

廵

檢

譚

正

樸
馬

安

岡

人

任

洛

好

鎮

司

廵

檢

譚

登
馬

安

岡

人

任

南

平

河

泊

所

劉

起

漢
長

江

人

任

南

安

府

經

歷

採

訪

冊

劉

起

鸞
長

江

人

任

淸

滄

衛

倉

副

使

葉

伯

奇
任

清

水

司

廵

檢

譚

正

常
任

乾

溪

司

廵

檢

鄒

仲

箎
任

上

虞

典

史

李

冠

東
任

松

鹽

場

大

使

鄒

良

標
任

江

西

吳

城

廵

司

鄒

良

槐
任

華

亭

小

貞

廵

司

劉

時

仕
長

江

人

字

静

齋

任

王

府

舍

人

國

朝譚

論

書
麻
塘
人
性
學
子
以
招
撫
功
題
授

大
昌
縣
訓
導
陞
夔
州
府
經
歴

羅

正

邦
任

雲

南

龍

川

江

廵

檢

譚

丕

著
馬
安
岡
人
任
直
隸
雲

縣
廵
檢

以
上
俱
舊
志

葉

開

邦
江
頭
人
由
監
生
捐
授
五
城
兵

馬
司
陞
廣
西
桂
林
府
通
判

劉

遜

志
歷
林
人
字
敏
亭
附
貢
生
以
縣
主

簿
署
廣
西
都
康
州
吏
目
詳
列
傳

譚

有

勲
麻
塘
人
字
敬
苑
廪
貢
生
歷
署
□

善
縣
教
諭
惠
來
縣
訓
導
詳
列
傳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仕
宦

五
十
一

劉
國
棟
歷

林

人

字

雲

浦

廩

貢

生

歷

署

新

興

香

山

縣

敎

諭

鄧
飛
鵬
長

江

人

字

翥

南

州

吏

目

署

湖

南

宜

章

縣

赤

石

司

巡

檢

譚
耿
光
厚

里

人

字

覲

文

優

附

貢

署

信

宜

縣

訓

導

以

上

俱

採

訪

冊

劉
思
舜
歴

林

人

字

歷

農

廩

貢

實

授

德

慶

州

訓

導

楊

德

新
本

城

人

字

煥

然

由

監

生

報

捐

候

補

遊

擊

加

二

級

請

二

品

封

典

誥

封

三

代

楊

德

榮
本

城

人

德

新

之

弟

字

欣

如

號

春

浦

由

附

貢

報

捐

縣

丞

分

指

江

西

補

用

嗣

因

同

治

六

年

在

湖

北

軍

營

永

隆

河

等

處

進

髮

捻

各

股

匪

出

力

卓

著

戰

功

經

督

爵

軍

門

鮑

咨

送

兩

湖

督

爵

部

堂

李

保

奏

奉

上

諭

着

免

補

本

班

以

知

縣

仍

歸

江

西

候

補

班

前

無

論

繁

簡

遇

缺

先

補

並

賞

戴

藍

翎

舊志

司

馬

暐

曰

夫

人

在

自

立

不

在

科

名

相

如

文

章

名

垂

千

古

其

初

固

以

貲

出

身

也

下

此

而

卜

式

諸

子

或

以

牧

民

稱

或

以

忠

節

著

貲

何

負

於

士

哉

所

貴

者

士

勿

負

於

貲

耳

故

不

沒

其

名

焉

武

官

明

楊

慶

輔
本

城

人

任

紹

興

府

仁

和

守

府

唐

府

志

附

吳

成

煃
逕

頭

人

明

永

歴

時

爲

後

軍

都

督

同

知

採

訪

冊

國

朝吳

鼎

臣
順

治

十

六

年

任

本

縣

城

守

邑

城

人

唐

府

志

劉

昌

哲
長

江

人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任

龍

門

縣

城

守

李

翔

鳳
石

塘

人

乾

隆

十

六

年

任

陜

西

鳳

翔

府

協

鎭

梁

名

標
水

南

人

任

本

縣

城

守

俱

鄭

志

曾

淸

遠
城

口

錫

皮

坑

人

字

禮

春

由

軍

功

同

治

六

年

署

福

建

順

昌

協

鎮

十

一

年

署

邵

武

將

賞

戴

花

翎

陳

金

洪
葛

布

人

遷

城

口

現

任

福

建

蓮

花

汎

把

總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仕
宦

五
十
二

封

贈
實

任

覃

恩

者

始

載

舊

志

已

載

不

刪

明

譚

正

棣
以

子

默

贈

奉

直

大

夫

譚

福

祖
以

子

惠

仁

贈

文

林

郎

葉

萌

楷
以

子

夢

熊

贈

奉

政

大

夫

國

朝譚

輝

宸
以

子

性

學

贈

文

林

郎

譚
黎

氏

以

子

性

學

贈

孺

人

李

氏

以

夫

性

學

贈

孺

人

李

資

生
以

子

日

進

贈

文

林

郎

李

劉

氏
以

子

日

進

贈

孺

人

譚

士

景
以

子

學

贈

文

林

郎

譚
李葉

氏
以

子

學

贈

孺

人

黃

啟

雲
以

子

瓚

贈

文

林

郎

黃

劉

氏
以

子

瓚

贈

孺

人

黃

天

俊
以

孫

瓚

貤

贈

文

林

郎

黃

劉

氏
以

孫

瓚

貤

贈

孺

人

譚

國

光
以

子

廣

掄

贈

文

林

郎

譚

李

氏
以

子

廣

掄

贈

孺

人

譚

籌
以

孫

廣

掄

貤

贈

文

林

郎

譚

楊

氏
以

夫

廣

掄

贈

孺

人

李

日

發
以

子

聯

翰

贈

修

職

郎

李
何譚

氏
以

子

聯

翰

贈

孺

人

梁

槱
以

子

元

理

贈

修

職

郎

梁

曾

氏
以

子

元

理

贈

孺

人

黃

啟

斆
以

子

珣

請

封

儒

林

郎

黃

余

氏
以

子

珣

請

封

安

人

黃

珽
以

子

掄

選

請

封

儒

林

郎

黃
劉劉

氏
以

子

掄

選

請

封

安

人

鄧

培

福
以

子

鍾

霖

贈

徵

仕

郎

鄧

黃

氏
以

子

鍾

霖

贈

孺

人

鄧

熈

鯤
以

孫

鍾

霖

馳

贈

徵

仕

郎

鄧
張城譚

氏
以

孫

鍾

霖

貤

贈

孺

人

鄧

德

文
以

孫

飛

鵬

馳

贈

儒

林

郎

鄧

劉

氏
以

孫

飛

鵬

貤

贈

安

人

鄧

潤

發
以

子

飛

鵬

贈

儒

林

郎

鄧
劉譚黃

氏
以

子

飛

鵬

贈

安

人

劉

遜

志
以

子

貴

贈

修

職

郎

妻

葉

氏
以

子

貴

封

孺

人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五
仕
宦

五
十
三

李

景

先
以

孫

培

運

貤

贈

修

職

郎

李

譚

氏
以

孫

培

運

貤

贈

孺

人

李

煥

春
字
必
興
附
貢
生
以
子

培
運
勅
封
修
職
郞

李
譚鄧

氏
以

子

培

運

敕

封

孺

人

李

培

運
字
符
秀
咸
豐
元
年

恩
貢
勅
授

修
職
郎
以
子
貴
晋
贈
修
職
郎

李

譚

氏
勅

贈

孺

人

晋

贈

孺

人

楊

拔

進
本
城
人
字
泰
初
郡
增
生
以
曾

孫
德
新
貴
貤
贈
二
品
封
典

楊
陳黄

氏
以

曾

孫

德

新

誥

封

二

品

夫

人

楊

騰

萬
本
城
人
字
偉
鳳
以
孫
德
新
貴

貤
贈
二
品
封
典

楊

李

氏
以

孫

德

新

貴

誥

封

二

品

夫

人

楊

作

楨
本
城
人
字
夑
堂
附
貢
生
以
子

德
新
貴
誥
封
二
品
封
典

楊

李

氏
以

子

德

新

貴

誥

封

二

品

夫

人

楊

黄

氏
以

夫

德

新

誥

授

三

品

淑

人

楊

温

氏
以

夫

德

榮

誥

授

宜

人

舊志

司

馬

暐

曰

士

以

經

術

起

家

而

得

君

顯

之

亦

既

遇

矣

且

詔

以

爵

祿

頒

以

恩

綸

褒

及

雙

親

光

貽

閏

閫

當

時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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