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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
典
志
一

吳
後
主
寶
鼎
元
年
冬
以
零
陵
北
部
爲
邵
陵
郡

吳

志

宋

書

州

郡

志

水

經

注

領
縣
五
邵
陵
都
梁
夫
夷
昭
陽
高
平

洪

亮

吉

補

三

國

疆

域

志

晉
武
帝
太
康
元
年
改
高
平
曰
南
高
平

宋

書

州

郡

志

晉
明
帝
大
甯
二
年
七
月
丁
酉
封
尙
書
令
郗
鑒
高
平
縣
侯

晉

書

本

紀

邑
千
六
百
戸
絹
四
千
八
百
匹

宋
文
帝
元
嘉
三
年
高
平
人
黃
秀
化
爲
熊

邵
陵
高
平
黃
秀
入
山
經
月
不
還
其
兒
根
生
𡬶
覓
見
秀
蹲
空
樹
中

從
頭
至
腰
毛
色
如
熊
問
其
何
故
答
曰
天
謫
我
如
此
汝
但
自
去
根

生
哀
慟
而
歸
逾
年
伐
山
人
見
其
形
盡
爲
熊
矣

大

平

廣

記

引

異

苑

孝
武
帝
大
明
二
年
秋
八
月
封
胡
思
祖
爲
高
平
縣
男

以
討
竟
陵
王
誕
功
封
食
邑
二
百
戸

竟

陵

誕

傳

　

案

州

郡

志

云

邵

陵

郡

領

高

平

男

相

唐
僖
宗
光
啟
二
年
石
門
峒
酋
向
瓌
使
梅
山
十
峒
獠
斷
邵
州
道

先
是
陬
溪
人
周
岳
聚
衆
趨
衡
州
逐
刺
史
徐
顥
詔
授
岳
衡
州
刺
史

石
門
峒
酋
向
瓌
集
夷
獠
數
千
屠
牛
勞
眾
操
弓
拓
弩
寇
州
縣
自
稱

朗
北
團
䧟
澧
州
殺
刺
史
呂
自
牧
自
稱
刺
史
閔
頊
爲
欽
化
軍
治
人

有
恩
哀
徐
顥
窮
率
兵
納
之
向
瓌
與
周
岳
合
召
梅
山
十
峒
獠
斷
邵

州
道
頊
掩
其
營
岳
羸
軍
誘
戰
頊
墮
伏
中
大
敗
淮
西
將
黃
皓
殺
頊

岳
遂
以
輕
兵
入
潭
州
自
稱
欽
化
軍
節
度
使

鄧

處

訥

傳

梁
末
帝
貞
明
四
年
梅
山
蠻
寇
邵
州
守
將
樊
須
擊
走
之

通

鑑

十

國

春

秋

唐
明
宗
天
成
四
年
三
月
梅
山
蠻
寇
邵
州

通鑑

漢
隱
帝
乾
祐
二
年
梅
山
蠻
從
朗
州
節
度
使
馬
希
蕚
攻
潭
州

希
蕚
誘
辰
漵
州
及
梅
山
蠻
共
擊
湖
南
蠻
素
聞
長
沙
帑
藏
之
富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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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兵
赴
之
遂
攻
益
陽
楚
王
馬
希
廣
遣
崔
洪
璉
以
步
卒
七
千
屯
湘

鄕
玉
潭
以
遏
諸
蠻

十

國

春

秋

楚

世

家

通

鑑

　

案

玉

潭

在

甯

鄉

三
年
蠻
兵
入
潭
州

十
二
月
蠻
兵
破
玉
潭
楚
將
陳
璠
張
延
嗣
黃
處
超
皆
敗
死
遂
至
長

沙
屯
水
西
俄
而
潭
州
陷
蠻
兵
大
掠
三
日
殺
吏
民
焚
廬
舍
州
庫
積

寶
皆
入
蠻
落

通鑑

宋
太
祖
開
寶
八
年
梅
山
蠻
寇
武
岡

宋

史

梅

山

峒

蠻

傳

先
是
梅
山
峒
蠻
寇
邵
州
之
武
岡
潭
州
之
長
沙
李
繼
隆
領
雄
武
卒

三
百
戍
邵
州
會
征
江
南
繼
隆
率
眾
東
伐
蠻
賊
數
千
陳
長
沙
南
截

其
道
繼
隆
力
戰
賊
遁
出
手
足
俱
中
毒
矢
得
良
藥
而
愈
步
卒
死
傷

者
三
之
一
至
是
石
曦
平
梅
山
板
倉
諸
峒
蠻
寇
俘
馘
數
千
人

梅

山

蠻

傳

石

曦

傳

李

處

秐

傳

大
宗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秋
閏
月
甲
寅
詔
發
潭
州
兵
擊
梅
山
峒
賊

宋

史

本

紀

大
平
興
國
二
年
梅
山
峒
左
甲
首
領
扶
漢
陽
右
甲
首
領
頓
漢
凌
寇

掠
邊
界
朝
廷
累
遣
使
招
諭
不
聽
以
石
熙
載
知
潭
州
又
命
客
省
使

翟
守
素
及
田
紹
份
調
潭
州
兵
及
諸
州
屯
兵
分
討
之
値
霖
雨
彌
旬

弓
弩
解
弛
不
堪
用
明
日
將
接
戰
守
素
令
削
木
如
弩
及
旦
賊
奄
至

交
射
之
賊
遂
敗
乘
勝
逐
北
盡
平
其
巢
穴
紹
份
至
邵
州
聞
蠻
酋
扶

漢
陽
死
去
其
居
十
里
而
營
大
敗
其
眾
擒
蠻
卒
二
萬
令
軍
中
取
利

劍
二
百
斬
之
餘
五
千
遣
歸
諭
諸
峒
自
是
其
黨
帖
服
太
宗
賜
以
金

帛
緡
錢
金
帶
鞍
馬
時
王
侁
預
討
蠻
亦
有
功
先
是
數
郡
大
吏
富
人

多
與
賊
帥
扶
漢
陽
交
通
旣
而
得
其
書
訊
數
百
封
守
素
並
焚
之
反

側
以
定
自
是
禁
不
得
與
民
交
通
其
地
不
得
耕
牧
又
立
梅
子
口
七

星
昔
溪
白
沙
蜉
蝣
五
寨
㧖
之
而
蠻
寇
少
息

宋

史

梅

山

峒

蠻

傳

石

熙

載

傳

翟

守

素

傳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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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份

傳

王

侁

傳

安

化

縣

志

　

宋

史

地

理

志

安

化

熙

甯

六

年

置

改

七

星

砦

爲

鎮

八

焉

廢

昔

溪

砦

明

一

統

志

　

　

太

淸

一

統

志

載

云

宋

初

立

五

寨

　

又

湖

南

通

志

云

太

宗

大

平

興

國

間

漢

陽

人

扶

氏

依

益

陽

頓

氏

爲

亂

殺

掠

人

民

見

舊

志

當

卽

包

漢

陽

頓

漢

凌

之

事

紀

載

䟽

舛

失

實

但

田

紹

份

傳

符

漢

陽

梅

山

峒

蠻

又

作

包

漢

陽

而

舊

縣

志

云

扶

氏

蘇

氏

據

有

梅

山

之

地

今

新

化

尙

有

扶

蘇

二

姓

則

扶

漢

陽

包

漢

陽

本

爲

一

人

符

包

皆

是

音

近

遷

變

實

乃

扶

漢

陽

也

　

石

熙

載

字

凝

績

河

南

洛

陽

人

翟

守

素

濟

州

任

城

人

王

侁

字

秘

權

開

封

浚

儀

人

仁
宗
慶
厯
七
年
知
潭
州
劉
元
瑜
遣
人
諭
降
梅
山
蠻
千
二
百
戸

元
瑜
字
君
玉
河
南
人
以
天
章
閣
待
制
知
潭
州
猺
人
數
爲
寇
元
瑜

使
州
人
楊
謂
入
梅
山
説
酋
長
四
百
餘
人
出
聽
命
因
犒
之
編
爲
民

凡
千
二
百
戸

宋

史

劉
元
瑜
傳

　

道

光

府

志

云

南

蠻

傳

慶

厯

三

年

桂

陽

徭

內

寇

五

年

二

月

桂

陽

徭

餘

黨

唐

和

復

內

寇

是

年

冬

蠻

復

入

寇

六

年

夏

劉

夔

敗

唐

和

於

銀

江

源

七

年

唐

和

降

至

冬

其

黨

悉

降

元

瑜

傳

云

猺

人

數

爲

寇

者

卽

指

慶

厯

三

年

至

七

年

事

也

　

又

本

傳

上

文

有

元

瑜

論

余

靖

奉

使

契

丹

對

契

丹

主

傚

六

國

語

辱

國

命

請

加

罪

考

余

靖

以

此

事

罷

當

在

慶

厯

四

年

奉

使

自

契

丹

還

以

後

故

知

元

瑜

之

諭

降

梅

山

蠻

當

在

七

年

也

神
宗
熙
甯
五
年
十
一
月
湖
南
轉
運
副
使
蔡
煜
開
梅
山
置
新
化
縣

上
下
梅
山
洞
蠻
其
地
千
里
東
接
潭
南
接
邵
其
西
則
辰
北
則
鼎
馬

氏
以
來
蠻
人
據
之
號
曰
莫
猺
有
厲
禁
制
其
出
入
歲
久
公
然
冒
法

宋
初
有
蘇
方
者
居
之
數
侵
奪
舒
向
二
族
地
嘉
祐
末
知
益
陽
縣
張

頡
收
捕
其
桀
黠
扶
三
等

道

光

府

志

云

宋

史

作

符

三

悞

辨

已

見

上

監

本

又

譌

符

爲

得

不

可

解

遂
按

禁
約
束
且
經
營
開
拓
召
猺
人
耕
墾
上
其
事
於
安
撫
使
吳
中
復
中

復
以
聞
其
議
中
格
及
范
子
奇
爲
湖
南
轉
運
副
使
復
奏
蠻
恃
險
爲

邊
患
宜
臣
屬
而
郡
縣
之
子
奇
𡬶
召
入
判
將
作
監
又
述
前
議
其
後

湖
南
轉
運
判
官
蔡
煜
又
奏
宜
開
蠻
酋
以
禍
福
使
爲
土
民
口
授
其

田
畧
爲
貸
助
使
業
其
生
建
邑
置
吏
使
知
有
政
上
嘉
納
之
時
適
命

章
惇
經
制
南
北
江
羣
蠻
爲
湖
南
北
察
訪
使
旣
以
三
路
兵
平
㦤
洽

鼎
州
而
潘
夙
有
憂
邊
狀
惇
爲
陳
之
上
以
夙
知
潭
州
惇
以
蠻
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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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山
遂
乘
勢
而
南
先
遣
喬
執
中
知
全
州
而
大
田
諸
蠻
納
款
於
是

上
遂
詔
知
潭
州
潘
夙
湖
南
轉
運
副
使
蔡
煜
判
官
喬
執
中
同
經
制

章
惇
招
納
梅
山
蠻
惇
卽
付
其
事
於
煜
使
經
理
焉
檄
入
蠻
境
蠻
民

大
歡
從
授
冠
帶
爭
避
道
路
以
待
遂
得
其
地
東
起
甯
鄕
司
徒
嶺
西

抵
邵
陽
白
沙
砦
北
界
益
陽
四
里
河
南
止
湘
鄕
佛
子
嶺
籍
其
民
得

主
客
萬
四
千
八
百
九
戸
萬
九
千
八
十
九
丁
田
二
十
六
萬
四
百
三

十
六
畞

劉

摰

𢰅

蔡

煜

墓

志

作

二

十

四

萬

分
保
伍
列
鄕
里
均
定
其
租
稅
使
歲
一
輸

築
二
邑
命
曰
新
化
安
化
以
新
化
隸
邵
州
以
安
化
隸
潭
州
又
招
懷

武
岡
蠻
三
百
餘
族
蠻
戸
數
萬
歲
輸
米
以
萬
計
納
其
所
畜
兵
杖
以

其
地
建
二
寨
曰
武
陽
關
峽
亦
隸
邵
州

按

二

城

皆

在

今

綏

甯

宋

史

言

之

於

梅

山

峒

蠻

下

未

析

今

據

劉

摰

撰

蔡

煜

墓

志

自
是
鼎
澧
可
以
南
至
邵
州
上
遣
使
勞
煜
先
是
煜
言

是
役
當
以
漸
成
不
宜
猛
急
上
以
爲
然
故
專
委
於
煜
王
安
石
主
惇

爭
之
不
已
旣
而
煜
得
蠻
地
安
石
恨
煜
沮
惇
乃
薄
其
賞
旣
克
梅
山

惇
與
楊
光
僭
爲
敵
頡
時
居
憂
於
鼎
移
書
朝
貴
言
南
江
殺
戮
過
甚

惇
疾
其
說
欲
分
功
啖
之
乃
言
曰
頡
昔
令
益
陽
首
建
梅
山
之
議
今

日
成
功
權
輿
於
頡
詔
賜
絹
二
百
匹
武
安
軍
節
度
推
官
吳
居
厚
以

均
給
梅
山
田
計
勞
得
大
理
丞
惇
之
察
訪
荆
湖
也
知
甯
鄕
縣
毛
漸

條
陳
利
害
以
上
惇
惇
委
以
區
畫
至
是
得
著
作
郎
知
安
化
縣

宋

史

本

紀

梅

山

峒

蠻

傳

張

頡

傳

范

雍

傳

章

惇

傳

潘

夙

傳

毛

漸

傳

吳

居

厚

傳

劉

摰

𢰅

蔡

煜

墓

志

　

張

頡

字

仲

舉

其

先

金

陵

人

徙

居

桃

源

吳

中

復

字

仲

庻

興

國

州

永

興

人

范

子

奇

字

仲

濟

范

雍

孫

蔡

煜

宋

州

人

潘

夙

字

伯

恭

鄭

王

美

從

孫

也

章

惇

字

子

厚

建

州

浦

城

人

喬

執

中

字

希

聖

高

郵

人

毛

漸

字

正

仲

衢

州

江

山

人

吳

居

厚

字

敦

老

洪

州

人

　

宋

吳

致

堯

嘉

應

侯

祠

記

神

宗

皇

帝

以

帝

德

懷

遠

人

以

王

功

開

境

土

際

天

薄

海

罔

有

內

外

熙

甯

五

年

中

書

檢

正

章

惇

以

詔

使

至

大

潙

山

策

授

方

畧

降

諸

猺

酋

而

五

溪

盤

瓠

遺

種

莫

不

望

風

震

愓

稽

顙

奉

詔

內

附

始

使

者

聞

鼓

聲

若

持

更

柝

詢

諸

耆

老

知

有

王

司

徒

之

廟

存

焉

至

梅

山

卽

敘

表

其

功

以

聞

詔

特

封

嘉

應

侯

　

東

坡

文

集

云

過

太

平

州

見

郭

祥

正

言

嘗

從

章

惇

辟

入

梅

山

谿

峒

中

説

諭

其

酋

見

峒

主

蘇

甘

家

有

神

畫

像

被

服

如

士

大

夫

事

之

甚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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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

之

云

此

桂

府

李

大

夫

也

問

其

名

曰

此

豈

可

名

者

哉

叩

頭

稱

死

罪

數

四

卒

不

敢

名

徐

考

其

年

月

本

末

則

李

公

師

中

誠

之

也

誠

之

嘗

爲

提

刑

權

桂

府

耳

吾

識

誠

之

知

其

爲

一

時

豪

傑

也

然

小

人

多

異

議

不

知

彞

獠

乃

爾

畏

信

之

彼

其

利

害

不

相

及

耳

　

長

沙

府

志

云

熙

甯

間

章

惇

開

梅

山

兵

扺

甯

鄕

入

潙

山

轉

由

徑

路

進

兵

失

利

退

軍

潙

山

密

印

禪

寺

餽

餉

缺

乏

寺

爲

供

應

惇

遣

人

入

峒

招

諭

不

從

徭

人

篤

信

佛

法

乃

遺

長

老

穎

詮

三

人

入

洞

説

之

穎

詮

攜

營

中

二

官

先

入

見

徭

主

紿

以

從

者

徭

一

見

遽

曰

此

官

人

也

穎

詮

曰

主

眼

高

認

之

不

差

此

官

人

之

子

乃

使

供

茶

失

手

因

而

故

掌

之

二

官

作

惶

懼

狀

徭

主

乃

不

疑

穎

詮

説

法

勸

諭

徭

悔

悟

率

眾

出

降

奏

凱

賜

名

報

恩

寺

特

免

本

寺

諸

科

差

徭

　

佛

祖

綱

目

僧

紹

銑

泉

州

人

章

惇

開

梅

山

與

紹

銑

偕

往

梅

人

聞

銑

名

合

掌

聽

其

約

束

梅

山

平

銑

有

力

焉

　

毛

斬

開

梅

山

頌

并

序

宋

有

天

下

一

百

一

十

三

載

梅

山

之

地

猶

列

溪

峒

熙

甯

天

子

勵

精

求

治

顧

宰

相

日

重

湖

之

閒

蠻

徭

錯

處

非

所

以

一

教

化

同

風

俗

宐

開

拓

而

統

領

之

議

遣

中

書

戸

房

檢

正

章

惇

措

置

會

湖

南

道

轉

運

判

官

蔡

煜

以

圖

來

獻

乃

以

惇

察

訪

湖

南

北

事

煜

領

湖

南

道

轉

運

副

使

合

謀

經

制

冬

十

月

壬

子

吏

士

傳

檄

招

諭

獠

俗

俛

從

於

是

籍

戸

授

田

均

定

租

賦

分

建

二

邑

功

成

政

舉

百

姓

讙

呼

講

説

功

德

被

於

金

石

故

爲

之

頌

云

粤

惟

梅

山

千

里

其

疆

形

阻

壤

沃

蠻

獠

披

猖

強

弱

相

陵

自

爲

讐

敵

志

有

不

逞

輒

騷

邊

場

朝

廷

患

之

環

戍

以

兵

田

禁

不

墾

以

息

其

爭

天

子

神

聖

顧

爲

爾

輔

惟

此

南

方

夷

俗

雜

處

孰

往

予

撫

僉

曰

惇

諧

煜

奏

自

外

伻

以

圖

來

天

子

曰

俞

汝

惇

曁

煜

將

命

出

使

懷

柔

友

變

使

臣

戾

止

宣

天

子

言

弛

禁

釋

罪

均

賜

士

田

貸

牛

種

糧

教

之

耕

犁

以

衣

以

食

無

寒

無

飢

涵

泳

休

澤

講

道

勸

義

斑

白

提

孩

莫

不

咸

遂

猺

俗

於

變

皇

風

大

同

熙

熙

皡

皡

天

子

之

功

　

章

惇

梅

山

詩

開

梅

山

梅

山

萬

仞

摩

星

躔

捫

蘿

鳥

道

十

步

九

曲

折

時

有

僵

木

橫

巖

顚

負

巖

直

下

視

南

嶽

迴

首

局

曲

猶

平

川

人

家

迤

邐

見

版

屋

火

耕

磽

确

多

畬

田

穿

堂

之

鼓

當

壁

穿

兩

頭

擊

鼓

歌

聲

傳

白

□

裹

髻

衣

錯

結

野

花

山

果

靑

垂

肩

如

今

丁

口

漸

繁

植

世

界

𨿽

異

如

桃

源

熙

甯

天

子

聖

慮

遠

命

將

傳

檄

令

開

邊

給

牛

貸

種

使

開

墾

植

桑

植

稻

輸

緡

錢

人

人

歡

呼

願

歸

順

裹

頭

漢

語

醇

風

旋

不

持

寸

刃

得

地

一

千

里

王

道

蕩

蕩

堯

爲

天

漢

王

黷

武

竟

何

益

性

命

百

萬

塗

戈

鋋

李

廣

自

殺

馬

援

死

寂

寞

銅

柱

并

燕

然

伊

溪

之

源

最

沃

壤

擇

地

作

邑

民

爭

先

大

開

庠

序

明

禮

樂

撫

柔

新

俗

威

無

專

小

臣

作

詩

諧

樂

府

梅

山

之

巖

詩

辭

鐫

此

詩

可

勒

不

可

冺

頌

聲

萬

古

長

潺

潺

　

又

詩

云

出

梅

山

乘

籃

輿

荆

榛

已

舒

巖

已

鋤

來

時

絶

壁

今

坦

途

來

時

椎

髻

今

黔

烏

扶

老

抱

嬰

遮

路

衢

爲

謝

開

禁

爭

歡

呼

田

旣

使

我

耕

酒

亦

使

我

沾

吏

旣

不

我

擾

猺

酋

豈

願

長

逃

逋

開

山

之

徑

誰

爲

初

臣

煜

入

奏

陳

地

圖

臣

惇

專

使

持

旌

車

臣

夙

恊

力

力

有

餘

班

班

幕

府

授

𥳑

書

不

藉

君

王

丈

二

殳

酋

猺

三

萬

爭

貢

輸

如

神

之

速

上

之

化

刻

銘

永

在

梅

山

隅

　

晁

旡

咎

亦

有

開

梅

山

詩

見

宋

詩

鈔

時

又

有

劉

次

莊

者

以

開

梅

山

入

峒

曉

諭

得

官

次

莊

善

書

字

忠

叟

長

沙

人

仕

至

江

西

漕

使

卽

書

毛

漸

梅

山

頌

刻

石

安

化

八

里

潭

今

燬

者

也

惇

詩

云

班

班

幕

府

授

𥳑

書

此

蓋

其

一

　

邑

人

鄧

顯

鶴

楚

寶

增

集

書

蔡

煜

傳

後

案

吾

邑

在

晉

爲

高

平

縣

宋

書

齊

書

均

稱

高

平

縣

男

相

後

爲

土

酋

大

姓

所

據

宋

史

所

稱

梅

山

之

蘇

氏

扶

氏

是

也

嘉

祐

熙

甯

問

屢

議

開

復

張

頡

倡

始

於

前

范

子

奇

踵

議

於

後

至

蔡

煜

而

其

謀

始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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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惇

因

人

成

事

攘

爲

己

功

毛

漸

撰

梅

山

頌

遂

云

天

子

曰

兪

汝

惇

暨

煜

將

令

出

使

懷

柔

友

燮

蓋

出

於

一

時

之

諛

詞

迄

今

七

百

餘

年

吾

新

安

之

人

不

以

開

復

之

功

予

惇

誠

惡

之

也

嗚

乎

人

亦

何

　

樂

而

必

爲

小

人

哉

又

云

寶

慶

府

志

引

梅

山

頌

而

云

汝

惇

曁

煜

未

審

煜

爲

何

姓

何

官

豈

宋

史

亦

未

之

見

耶

案

蔡

煜

以

避

　

　

　

廟

諱

故

湖

南

通

志

又

作

蔡

奕

王

司

徒

名

同

湘

鄕

人

馬

殷

時

爲

江

華

指

揮

使

與

梅

山

猺

戰

乘

勝

逐

北

孤

軍

無

援

力

戰

死

里

人

感

其

忠

爲

立

廟

於

安

化

東

八

十

里

號

王

司

徒

廟

今

名

司

徒

嶺

惇

開

梅

山

迺

奏

封

嘉

應

侯

　

又

顯

鶴

書

張

頡

傳

後

畧

云

案

張

頡

處

置

梅

山

首

先

建

議

其

功

不

小

乃

使

章

惇

輩

因

人

成

事

可

惜

也

至

其

勾

當

黎

人

則

曰

蠻

蜑

無

他

覷

覦

得

是

已

足

此

可

以

爲

覊

縻

絶

徼

之

法

與

張

功

喜

事

擅

開

邊

釁

者

異

矣

又

案

熙

甯

中

有

黃

誥

者

平

江

人

爲

長

沙

主

簿

章

惇

開

梅

山

議

增

畞

税

誥

力

請

罷

性

至

孝

居

喪

廬

墓

三

年

芝

生

墓

前

凡

六

十

餘

本

哲

宗

賜

帛

五

十

匹

誥

字

君

謨

亦

有

功

於

吾

邑

者

因

附

記

之

欽
宗
靖
康
元
年
知
新
化
楊
勛
卒
於
軍

時
金
兵
逼
近
京
城
欽
宗
遣
間
使
召
諸
道
兵
勤
王
勛
知
縣
事
有
善

政
於
民
適
軍
興
應
召
民
皆
荷
戈
裹
糧
以
從
勛
晝
夜
疾
馳
赴
汴
至

襄
陽
而
卒
縣
民
棺
斂
扶
歸
葬
於
縣
東

明

一

統

志

宋

史

李

綱

傳

傳

云

除

綱

資

政

殿

大

學

士

領

開

府

事

綱

行

次

長

沙

被

命

卽

率

湖

南

勤

王

之

師

入

援

未

至

而

都

城

失

守

卽

此

事

也

端
宗
景
炎
二
年
三
月
張
虎
起
兵
寶
慶
復
新
化

三
月
張
虎
起
兵
新
化
環
寶
慶
爭
應
之
遂
復
新
化
安
化
益
陽
甯
鄕

湘
鄕
諸
縣
元
湖
南
行
省
平
章
阿
里
海
牙
遣
薩
里
蠻
擊
之
虎
屢
敗

失
馬
以
百
計
時
文
天
祥
開
府
興
國
遣
兵
取
吉
贛
諸
縣
圍
贛
州
五

月
朔

宋

史

本

紀

作

七

月

衡
山
趙
璠
與
其
叔
父
漂
起
兵
湘
鄕
上
書
於
天
祥

天
祥
以
璠
書
達
行
朝

謂

端

宗

授
軍
器
監
號
召
勤
王
於
是
張
唐
前
贛

州
通
判
熊
桂
劉
斗
元
劉
省
魁
吳
希
奭
陳
子
全
王
夢
應
起
兵
邵
永

間
復
潭
之
衡
山
湘
潭
攸
三
縣

宋

史

本

紀

文

天

祥

傳

鄧

光

薦

文

丞

相

督

府

忠

義

傳

胡

廣

文

丞

相

傳

元
改
寶
慶
安
撫
使
爲
寶
慶
路
總
管
府

領
司
一
縣
二
司
曰
錄
事
縣
曰
邵
陽
新
化

元

史

地

理

志

宋
衞
王
祥
興
元
年
元
湖
廣
行
省
兵
取
新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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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天
祥
歸
汀
州
人
心
大
失
望
元
潭
省
兵
復
陷
所
復
縣
攻
焚
南
嶽
廟

璠
漂
不
知
所
終
張
唐
熊
桂
吳
希
奭
陳
子
全
兵
敗
被
獲
俱
死
焉
唐

廣
漢
張
栻
後
也

宋

史

文

天

祥

傳

鄧

光

薦

督

府

忠

義

傳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六
年
郭
昂
復
取
新
化
張
虎
僞
降
𡬶
復
反

昂
字
彥
高
林
州
人
至
元
十
六
年
拜
安
遠
大
將
軍
徇
沅
州
西
南
界

復
新
化
安
化
二
縣
擒
張
虎
縱
之
曰
汝
非
吾
敵
願
降
則
來
不
然
吾

擒
汝
不
難
也
虎
知
勢
不
敵
明
日
僞
降
昂
散
其
眾
三
千
餘
人
始
歸

民
籍

元

史

郭

昂

傳

順
帝
至
正
二
十
五
年
吳
指
揮
使
胡
海
同
指
揮
同
知
賀
興
隆
築
新
化

縣
城

康

熙

府

志

載

在

甲

辰

年

　

乙

巳

明

始

取

寶

慶

道

光

府

志

編

在

取

寶

慶

之

後

是
歲
大
饑

乾

隆

縣

志

二
十
七
年
十
月
吳
湖
廣
行
省
平
章
楊
璟
克
寶
慶
路
之
新
化
縣

明

史

大

政

紀

大

事

記元
湖
廣
行
省
左
丞
周
文
貴
旣
走
湖
南
其
黨
復
寇
辰
溪
殺
官
劫
印

總
制
詹
允
升
遣
兵
討
之
文
貴
率
剗
船
三
百
餘
艘
攻
辰
州
千
戶
何

德
使
別
將
與
戰
於
西
門
外
自
將
輕
騎
直
扺
其
寨
攻
破
之
文
貴
退

保
麻
陽
追
擊
遁
入
廣
西
二
十
六
年
二
月
癸
丑
朔
吳
參
政
張
彬
率

指
揮
胡
海
洋
等
擊
周
文
貴
破
之
文
貴
走
九
月
周
文
貴
攻
吳
辰
州

吳
平
章
楊
璟
分
兵
擊
之

道

光

府

志

云

是

時

永

州

有

守

臣

鄧

祖

勝

全

州

有

平

章

阿

思

蘭

静

江

有

也

兒

吉

尼

皆

奉

元

正

朔

與

文

貴

共

相

犄

角

守

殘

疆

文

貴

所

轄

寶

慶

武

岡

二

路

故

常

窺

辰

州

而

敗

則

從

綏

甯

遁

廣

西

二
十
七
年

正
月
戊
寅
朔
吳
取
沅
州

道

光

府

志

云

徐

達

平

湖

廣

未

嘗

取

𣲘

州

則

沅

州

亦

爲

文

貴

所

部

十
月
吳

湖
廣
行
省
平
章
楊
璟
克
寶
慶
路
之
新
化

明

史

大

政

紀

大

事

記

明
太
祖
洪
武
元
年
改
寶
慶
路
爲
寶
慶
府

領
邵
陽
新
化

明

史

康

熙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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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復
以
吏
部
主
事
周
舟
爲
新
化
縣
丞

初
舟
丞
新
化
有
善
政
入
爲
主
事
縣
民
復
請
上
宴
而
遣
之

明

大

政

紀

辰

州

府

志

　

道

光

府

志

云

康

熙

府

志

建

置

載

周

舟

爲

戸

部

員

外

即

乾

隆

府

志

作

邵

陽

丞

周

舟

而

辰

州

府

志

載

國

初

銓

轉

不

拘

品

格

周

丹

爲

新

化

令

民

皆

安

業

入

爲

考

功

已

而

縣

民

復

請

太

祖

令

宴

於

禮

部

而

復

遣

之

見

吳

瑞

登

名

宦

序

辰

州

志

所

載

頗

詳

但

以

舟

爲

丹

丞

爲

令

則

傳

聞

之

訛

耳

梁

鄭

二

志

其

錯

誤

不

必

辨

又

案

鄭

志

載

新

化

縣

丞

羅

楨

二

十

二

年

任

又

載

楨

陞

戸

部

員

外

郎

梁

志

載

某

年

擢

新

化

縣

丞

周

丹

戸

部

員

外

郎

蔣

瑛

蕭

侯

傳

有

羅

君

柏

葉

君

宗

後

先

繼

之

之

語

是

羅

葉

事

皆

在

洪

武

時

考

明

史

洪

武

二

十

九

年

宗

以

丞

逮

訊

則

宗

又

繼

周

舟

者

矣

大

政

紀

主

事

周

舟

二

十

四

年

復

丞

新

化

而

康

熙

乾

隆

府

志

葉

宗

後

又

有

周

丹

皆

注

見

通

紀

乾

隆

志

又

采

周

舟

志

入

邵

陽

証

以

辰

州

志

周

丹

周

舟

明

是

一

人

證

以

蔣

瑛

傳

羅

楨

羅

柏

亦

是

一

人

鄭

志

不

檢

明

史

及

大

政

紀

蕭

侯

傳

故

所

紀

秩

官

遂

致

顚

倒

誤

析

羅

柏

事

無

年

故

不

編

入

別

詳

政

績

錄

　

柏

事

今

見

官

師

志

二
十
九
年
以
新
化
縣
丞
葉
宗
爲
黃
州
知
府

靈
壁
知
縣
周
榮
宜
春
知
縣
沈
昌
昌
樂
知
縣
于
子
仁
新
化
縣
丞
葉

宗
並
坐
事
逮
訊
部
民
爲
叩
閽
太
祖
喜
立
擢
四
人
爲
知
府
榮
河
南

府
昌
南
安
府
子
仁
登
州
府
宗
黃
州
府
由
是
長
吏
競
勸
一
時
多
循

良
之
績
焉

明

史

循

吏

傳

　

道

光

府

志

云

明

一

統

志

葉

宗

洪

武

中

任

新

化

縣

丞

潔

己

愛

民

一

考

升

考

功

主

事

民

懇

請

於

朝

仍

俾

復

任

梁

志

載

宗

二

十

某

年

由

縣

丞

擢

吏

部

員

外

郎

父

老

詣

闕

請

𤲢

許

之

後

升

黃

州

知

府

鄭

志

吏

部

員

外

郎

作

吏

部

主

事

是

矣

而

載

其

事

於

永

樂

朝

葢

誤

今

案

其

時

當

在

二

十

四

年

以

後

二

十

九

年

以

前

以

無

的

年

可

附

故

不

著

於

篇

成
祖
永
樂
九
年
以
新
化
縣
知
縣
蕭
岐
權
寶
慶
府
知
府

蕭
岐
吉
水
人
永
樂
初
知
新
化
縣
廉
明
材
幹
教
民
種
植
桑
麻
㯶
桐

民
獲
其
利
權
升
寶
慶
知
府

明

一

統

志

仁
宗
洪
熙
元
年
大
饑

康

熙

府

志

景
帝
景
泰
元
年
苗
大
掠

武
岡
叛
苗
與
五
開
銅
鼓
獠
合
流
行
鄕
村
劫
掠
甚
慘
公
廨
民
舍
悉

爲
灰
燼
民
立
寨
自
保
賊
亦
尋
去

康

熙

府

志

　

道

光

府

志

云

瑯

塘

劉

氏

譜

有

轉

運

劉

顯

序

言

景

泰

元

年

五

開

獠

亂

焚

刦

新

化

甚

慘

其

家

先

世

所

藏

書

籍

譜

牒

俱

燼

不

言

武

岡

苗

葢

其

時

楚

西

諸

苗

蠢

動

記

載

互

異

耳

又

按

正

統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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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景

泰

初

苗

獠

之

亂

新

甯

新

化

公

廨

皆

焚

而

邵

陽

縣

治

不

被

焚

掠

者

賊

葢

由

武

岡

下

隆

囘

度

新

邵

界

山

入

新

化

之

奉

家

鵞

塘

諸

村

沿

西

境

人

新

化

縣

城

則

流

行

鄕

村

者

爲

新

化

西

南

諸

村

境

明

矣

顯

居

縣

西

潘

洋

村

故

紀

載

特

詳

憲
宗
成
化
二
十
三
年
增
築
縣
城

知
縣
雷
冲
增
築
城
垣
高
一
丈
厚
四
尺
架
木
覆
瓦

康

熙

府

志

營

建

孝
宗
宏
治
七
年
大
水

民
居
漂
沒
舟
楫
入
市

康

熙

府

志

九
年
竹
實

苦
竹
貓
竹
開
花
結
實
采
之
可
食

康

熙

府

志

武
宗
正
德
三
年
大
饑

民
掘
草
根
樹
皮
以
充
食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十
四
年
流
寇
入
新
化
刦
殺
𡬶
捕
獲
之

嘉

慶

武

岡

志

　

道

光

府

志

云

利

侯

平

寇

碑

邑

里

盗

某

流

寓

元

溪

西

引

辰

酉

溪

峒

連

歲

出

掠

時

葢

正

德

初

某

死

子

某

又

以

其

眾

橫

黨

且

千

人

所

謂

子

某

者

卽

嘉

靖

十

五

年

所

平

元

溪

之

李

再

昊

則

此

寇

爲

李

再

昊

之

父

所

謂

西

連

辰

酉

者

卽

李

政

段

文

諫

等

世
宗
嘉
靖
元
年
大
水

大
水
橫
流
泛
溢
山
石
崩
裂

康

熙

府

志

七
年
二
月
地
震

二
十
二
夜
地
震
其
聲
如
雷
自
西
南
而
東
瓦
屋
掣
動
雞
犬
皆
鳴
吠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八
月
地
震

八
月
二
十
四
夜
復
震
如
前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十
五
年
知
縣
利
賓
平
元
溪
賊

元
溪
在
縣
西
一
百
十
里
巨
盜
李
再
昊
世
據
其
地
知
縣
利
賓
平
之

萬厯

縣

志

康

熙

府

志

　

附

錄

甯

鄕

周

采

利

侯

平

寇

碑

利

大

夫

賓

者

廣

東

人

視

新

化

邑

政

凡

四

載

矣

嘉

靖

十

五

年

冬

邑

二

十

一

里

周

邦

達

等

言

於

郡

大

夫

曰

昔

我

邑

里

盜

某

實

流

寓

元

溪

去

邑

西

凡

百

十

里

許

又

西

引

辰

酉

溪

峒

絶

嶠

曠

垂

莫

際

也

積

負

險

阻

聚

徒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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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衣

紙

鎧

甲

荷

戈

㦸

長

弩

刀

劍

鴉

陣

出

則

掠

我

穀

帛

雞

豕

牛

馬

兒

女

子

歲

無

不

至

時

葢

正

德

初

也

某

死

子

某

則

又

以

其

眾

橫

諸

徒

類

亡

命

黨

且

千

人

或

上

官

檄

郡

邑

大

夫

不

忍

隱

或

強

自

屈

論

禍

福

則

益

猖

獗

相

糾

結

又

西

阻

溪

洞

葢

且

三

十

年

矣

達

上

言

郡

大

夫
亦
不
欲

易

視

言

之

𥰡

𥰡

汗

下

也

又

懼

爲

禍

先

乃

嘉

靖

十

一

年

我

利

令

視

我

邑

政

聞

若

狀

則

赤

發

靣

目

不

可

忍

且

圖

所

不

爲

禍

先

則

礥

礥

日

計

畫

廣

儲

餉

募

丁

壯

懸

賞

罰

以

攝

之

奪

之

險

而

伺

其

其

出

而

盜

又

多

其

父

所

部

伍

業

不

相

長

下

又

持

之

久

而

憊

也

則

內

益

自

疑

忌

則

又

令

盜

得

相

翦

戮

自

贖

得

不

死

乃

數

日

盜

黨

某

則

果

以

其

首

來

令

又

計

某

不

死

盜

且

不

已

而

我

又

業

許

以

不

死

召

之

宜

來

乃

明

日

匿

壯

士

若

干

牆

序

下

召

某

黨

八

人

來

椎

牛

酒

犒

之

牆

序

下

則

壯

士

者

出

誘

而

推

之

卽

八

人

無

不

斃

已

其

他

未

爲

戎

首

者

悉

就

撫

處

邑

所

苦

負

固

盜

今

㡳

平

定

邑

卒

以

無

盗

民

令

之

力

也

達

等

愚

昧

唯

我

令

功

在

我

新

化

民

世

世

負

戴

不

忘

又

令

省

夫

馬

均

徭

役

豪

猾

吏

不

得

賣

富

強

抑

下

戸

配

摘

姧

伏

隱

見

裏

底

殞

鋒

鏑

捐

所

俸

葬

所

虛

虐

旱

魃

禱

沛

甘

霖

修

邑

庠

子

弟

員

舍

及

諸

公

廨

凡

若

干

所

新

𢈛

庲

築

二

險

堡

我

新

化

則

不

知

勞

達

等

愚

昧

謹

圖

所

世

世

建

之

祠

礱

石

樹

之

唯

郡

大

夫

惠

顧

我

民

私

遂

所

請

郡

大

夫

曰

可

哉

則

又

介

書

邑

教

諭

舒

君

文

明

請

文

周

采

周

采

曰

予

觀

劉

晏

補

温

令

温

之

民

刻

石

以

傳

番

陽

祝

正

夫

以

身

平

錢

氏

盜

庇

上

海

上

海

父

老

則

羣

走

鐵

崖

史

且

曰

士

不

信

於

文

而

信

於

片

石

豈

其

激

也

哉

相

入

之

深

也

新

化

故

潭

梅

地

今

其

下

葢

有

章

子

厚

道

焉

部

使

者

過

則

往

往

爲

余

道

利

大

夫

平

盜

事

𨿽

古

之

良

吏

何

加

焉

余

視

良

然

予

讀

大

夫

志

心

政

經

文

其

日

以

悖

爲

慎

其

知

言

哉

大

夫

體

中

人

善

儀

狀

然

謙

謙

自

撝

下

卽

事

至

奮

發

不

顧

忌

大

夫

字

道

夫

壬

午

鄕

進

士

　

道

光

府

志

云

元

溪

賊

爲

李

再

昊

而

碑

文

絶

不

道

其

姓

名

且

并

其

黨

與

之

名

亦

不

言

凡

利

侯

運

籌

之

實

跡

及

善

後

事

宜

俱

未

明

析

於

記

載

之

體

不

合

然

并

此

而

棄

之

則

平

宼

之

梗

槪

亦

不

得

識

矣

姑

過

存

之

三
十
年
五
月
有
祲

十
九
日
有
流
星
自
東
而
南
其
光
如
電
疾
如
風
雨
郡
邑
皆
見
之

康熙

府

志

建

置

紀

五

行

志

作

初

九

秋
產
嘉
禾

山
塘
產
嘉
禾
一
本
四
穗
或
六
穗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三
十
九
年
五
月
大
水

漂
沒
沿
河
民
居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神
宗
萬
厯
十
年
大
水

石
馬
二
都
四
都
出
水
怪
溪
水
暴
至
漂
民
田
三
千
餘
畞
時
詔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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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淸
丈
民
田
知
縣
姚
九
功
卽
以
水
漂
民
糧
均
攤
於
丈
出
之
羨
田
被

災
人
戸
因
以
帖
定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十
一
年
元
溪
賊
平

元
溪
諸
賊
出
沒
湘
鄕
甯
鄕
安
化
漵
浦
間
騷
擾
不
甯
知
府
胡
楩
知

縣
姚
九
功
以
計
擒
之
徙
其
餘
孽
於
別
里

康

熙

府

志

建

置

記

　

大

僕

卿

鄒

廷

望

姚

侯

平

寇

碑

環

新

皆

山

也

獨

元

溪

去

新

之

西

南

隅

凡

百

十

里

許

林

麓

四

塞

莫

際

且

引

辰

酉

溪

洞

險

阻

罕

儷

以

故

四

方

亡

命

輒

藉

以

竄

伏

之

而

魁

渠

李

者

則

又

逋

逃

主

也

李

據

元

溪

厯

世

凡

幾

招

集

亡

命

衣

鎧

甲

荷

戈

㦸

弩

劍

出

入

乘

輿

每

鴉

陣

出

無

論

新

歲

不

獲

室

處

卽

鄰

若

武

陵

靑

草

三

吾

諸

地

亦

必

伺

其

動

止

以

卜

休

息

上

官

檄

郡

邑

大

夫

則

又

不

可

掩

捕

獨

夫

當

隘

卽

千

百

人

徒

盱

盱

然

且

𥰡

𥰡

汗

出

也

故

新

有

元

溪

元

溪

有

李

號

累

世

膏

肓

云

先

是

當

道

議

決

去

之

乃

二

稔

竟

無

一

俘

者

癸

未

我

大

夫

姚

至

首

詢

民

瘼

聞

元

溪

卽

赤

發

面

甫

議

𠞰

計

驍

健

若

干

人

計

糧

餉

若

干

石

計

歲

月

若

干

時

大

夫

憮

然

曰

欲

利

民

而

先

厲

之

非

策

也

又

半

載

大

夫

乃

躍

然

曰

設

變

致

權

所

以

解

結

此

獨

不

可

以

計

取

乎

於

是

先

走

符

招

之

不

至

復

懸

金

餌

之

又

不

至

輒

鋭

意

碩

畫

遴

左

右

中

有

材

度

者

直

步

其

巢

穴

以

紿

之

曰

若

黨

某

某

沈

案

未

獲

人

也

濳

伏

穴

嵎

若

能

捕

而

獻

之

則

無

論

可

自

贖

卽

功

亦

孰

得

與

若

論

先

後

李

者

方

信

忽

有

疑

仍

蹲

蹲

不

敢

出

居

數

月

大

夫

曰

擊

先

匿

影

在

物

猶

耳

南

山

伏

虎

卽

不

從

噬

狐

豕

敢

恃

而

遊

乎

亡

何

督

學

至

故

事

提

調

挈

諸

生

往

大

夫

輒

空

國

行

示

其

不

備

密

授

諸

從

事

以

方

略

計

某

日

賊

當

出

計

某

處

伏

當

設

且

也

非

縱

酒

無

以

安

厥

心

一

一

區

畫

之

乃

諸

從

事

心

惟

臂

指

復

往

説

之

渠

首

李

果

不

疑

率

黨

如

約

某

日

械

案

賊

某

某

荷

戈

㦸

弩

劍

赴

邑

庭

以

獻

比

至

邑

庭

則

醪

饌

具

舉

賊

果

安

心

焉

飮

方

甘

而

左

右

襲

執

者

𥤮

出

賊

神

喪

魄

奪

拔

劎

飛

簷

措

手

莫

支

須

臾

靡

靡

無

不

就

縛

此

無

驍

健

糧

𩜋

歲

月

而

羣

凶

一

旦

皆

束

手

豪

無

出

於

算

中

非

胸

富

甲

兵

曷

克

洞

中

機

宐

如

此

哉

時

李

眾

猶

盛

識

者

悉

懷

懼

大

夫

旋

輒

下

檄

走

穴

以

安

厥

黨

洎

又

三

入

其

地

芟

若

黨

與

籍

若

田

宅

其

遺

孥

則

徙

之

別

里

猶

計

口

授

地

耕

以

食

昔

狼

負

鼠

伏

之

區

悉

號

安

坵

大

夫

上

其

事

於

當

道

顧

狡

兔

走

野

追

逐

是

憚

一

入

其

𦊨

競

瞰

者

奔

趨

焉

嗟

哉

大

夫

亦

惟

謙

謙

自

撝

下

絕

不

欲

居

而

時

議

始

息

除

寇

甫

二

年

大

夫

功

且

定

邑

士

夫

奉

正

朔

陽

壽

元

李

文

卿

庠

生

彭

湛

余

知

陽

㫤

及

諸

里

老

周

木

等

竊

相

謂

曰

元

溪

之

平

大

夫

世

世

功

也

不

有

堅

珉

爲

大

夫

世

世

頌

未

稱

也

乃

問

紀

於

野

史

鄒

廷

望

廷

望

曰

信

哉

是

不

可

紀

哉

昔

孝

寬

當

一

面

寄

統

百

萬

師

僅

奏

一

捷

而

勛

州

之

置

迄

今

有

遺

慕

焉

矧

大

夫

以

一

令

而

一

騎

不

煩

卽

杯

酒

談

笑

閒

而

百

年

盤

踞

之

寇

去

若

拉

朽

俾

我

新

與

鄰

諸

地

頓

檡

駭

顧

而

躋

之

生

全

其

所

不

能

忘

者

又

當

何

如

哉

斯

紀

也

卽

不

文

奚

辭

於

是

滌

觴

集

眾

齒

而

席

之

舉

首

湘

祝

曰

賢

哉

大

夫

保

障

攸

繫

犂

我

坎

窞

登

我

袵

席

祈

灝

有

赫

晉

大

夫

𨽥

隲

也

何

如

永

世

無

斁

祝

畢

因

爲

之

敘

命

工

勒

諸

石

大

夫

諱

九

功

徴

虞

其

號

也

滇

之

臨

安

人

　

道

光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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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志

云

元

溪

賊

經

利

賓

大

創

後

又

四

十

年

至

九

功

始

平

前

後

經

畫

畧

同

故

行

文

亦

無

大

異

鄭

志

乃

以

雷

同

疑

之

過

矣

十
五
年
春
大
飢

暴
風
損
禾
稼
民
大
飢

乾

隆

府

志

祥

異

篇

十
七
年
大
饑
復
大
旱

乾

隆

縣

志

十
八
年
夏
五
月
歲
祲

斗
米
直
二
錢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二
十
一
年
大
旱

至
秋
不
雨
民
採
蕨
充
食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二
十
三
年
大
饑

斗
米
三
錢
民
多
餒
死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雷
震

文
廟
成
雷
擊
其
左
柱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二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地
震

二
十
八
日
日
晡
地
微
震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二
十
七
年
大
饑

知
縣
林
培
多
方
振
濟
尋
修
水
利
設
義
倉
建
社
學
行
保
甲
請
免
潞

府
貢
茶

康

熙

府

志

建

置

紀

二
十
九
年
春
滛
雨
秋
旱
疫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三
十
四
年
秋
七
月
雨
雹

初
九
日
雨
雹
大
如
雞
子
田
穀
皆
墜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三
十
五
年
冬
十
一
月
地
震

初
三
日
地
震

乾

隆

府

志

祥

異

篇

三
十
六
年
大
水

水
至
東
門
下
浸
梅
山
亭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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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是
歲
大
有
年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三
十
八
年
二
月
雨
雪
黑
色
又
雨
雹

二
十
七
日
夜
半
雨
雪
黑
色
又
雨
雹
大
如
雞
子
江
水
皆
黑
夏
秋
雨

蝗
傷
稻
民
疫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七
月
雷
震
福
德
祠

二
十
七
夜
雷
震
福
德
祠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四
十
五
年
五
月
大
水

大
水
入
城
沒
東
西
北
三
門

乾

隆

縣

志

熹
宗
天
啟
四
年
六
月
大
水

舟
入
城
中

乾

隆

縣

志

莊
烈
帝
崇
禎
四
年
七
月
地
震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十
一
夜
地
震
屋
舍
將
傾
人
皆
驚
賊
至
少
頃
復
震
次
年
正
月
又
震

乾

隆

縣

志

七
年
五
月
大
水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九
年
產
嘉
禾

有
一
莖
三
穗
一
莖
五
穗
者

康

熙

府

志

五

行

篇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知
縣
謝
翰
臣
擒
賊
將
賀
相
如
副
將
郭
天
才
掠
縣
境

獻
賊
僞
將
賀
相
如
統
眾
由
別
道
逼
新
化
知
縣
謝
翰
臣
團
兵
堵
禦

其
團
卒
黎
明
踰
城
擒
相
如
傳
送
偏
沅
軍
門

辰

州

志

漵

浦

知

縣

林

龍

采

旣

𠞰

滅

紅

兵

復

自

帥

兵

復

安

化

新

化

二

縣

甲

申

以

功

擢

寶

慶

府

次
日
副
將
郭
天
才
至
新
化
反
肆
擄
掠

乾隆

府志
冬
副
將
張
先
璧
掠
縣
境

張
先
璧
率
眾
數
萬
自
安
化
至
新
化
橫
掠
與
賊
無
異
知
縣
謝
翰
臣

團
練
防
禦
之

乾

隆

府

志

建

置

紀

先
璧
尋
往
藍
田
時
大
雪
避
兵
者
多
凍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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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乾

隆

縣

志

新
化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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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十
一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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