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壎

來

始

創

建

之

而

殿

廡

堂

祠

及

文

昌

魁

星

二

閣

尙

缺

如

也

又

閱

三

十

餘

年

王

君

桂

懷

來

始

增

建

之

當

其

規

畫

制

度

亦

旣

有

巍

煥

之

觀

惟

事

經

肇

始

過

求

美

備

且

難

與

落

成

其

事

未

盡

固

後

來

者

之

責

也

則

今

之

不

可

緩

者

其

一

邑

濱

廣

斥

風

燥

潮

溼

木

石

易

摧

厯

年

旣

多

楹

檐

傾

圯

瓦

礫

荆

榛

荒

頽

之

象

于

斯

爲

極

豈

奉

賢

之

美

名

可

居

奉

聖

之

體

制

可

不

存

耶

此

不

可

緩

者

又

其

一

九

峯

三

泖

實

萃

英

髦

奉

邑

處

其

偏

左

襟

大

海

右

帶

申

江

鍾

毓

之

靈

人

材

輩

出

而

甲

科

乙

第

殊

亦

寥

寥

竟

者

文

運

肇

開

其

振

興

作

育

當

自

本

源

之

地

始

乎

則

不

可

緩

者

又

其

一

然

而

有

二

難

焉

起

廢

作

新

增

高

益

廣

工

材

繁

浩

則

經

費

難

重

大

之

舉

獨

任

不

勝

眾

任

不

力

則

綜

理

難

乃

是

役

也

費

至

萬

干

百

有

奇

閱

三

時

而

竣

事

地

盡

其

基

材

極

其

選

工

窮

其

技

其

難

乎

其

不

難

乎

本

固

意

事

理

之

具

在

人

心

其

感

而

同

興

而

勃

有

如

是

也

本

不

意

事

功

之

成

於

人

力

其

切

而

專

敏

而

速

有

如

是

也

方

本

日

思

其

難

又

日

見

其

不

可

緩

乃

與

司

訓

王

君

洪

集

羣

議

而

籌

之

曰

是

安

得

慷

慨

不

吝

有

力

者

數

人

而

與

之

謀

其

始

乎

又

安

得

精

明

練

達

實

心

者

數

人

而

與

之

圖

其

成

乎

僉

曰

然

是

甚

難

旣

而

請

合

任

勞

任

費

爲

一

事

人

自

量

其

力

分

承

而

各

治

之

本

曰

誠

如

是

是

則

不

難

更

不

可

復

緩

耳

於

是

奮

然

而

興

者

或

一

二

人

或

五

六

人

計

力

分

科

各

以

其

屬

治

任

裹

糧

挾

匠

作

而

至

如

家

之

作

室

者

然

輸

木

者

舁

石

者

畚

土

運

甓

者

彼

此

竝

作

內

外

具

舉

其

大

成

殿

則

唐

子

慶

門

高

子

金

蘭

袁

子

江

衞

子

桐

起

之

也

其

兩

廡

則

宋

子

維

榕

及

弟

三

榕

成

之

崇

聖

宫

則

陳

子

哲

淵

周

子

誠

成

之

明

倫

堂

及

鄕

賢

名

宦

福

德

三

祠

則

大

啟

於

范

子

用

和

及

厥

孫

迪

祥

迪

吉

昆

季

堂

前

爲

儒

學

門

則

朱

子

英

俞

子

脩

道

所

捐

修

也

後

爲

申

義

堂

爲

齋

房

爲

學

舍

最

後

爲

司

訓

宅

則

金

子

祖

錫

徐

子

浩

吳

子

式

文

等

勸

捐

以

成

之

而

櫺

星

門

石

坊

木

柵

則

楊

子

鍾

秀

廖

子

効

中

所

共

承

黌

牆

則

蔡

子

書

銘

文

昌

祠

則

顧

子

高

文

所

各

任

又

如

余

子

球

陳

子

驥

屠

子

珩

則

有

魁

魁

星

閣

之

承

修

唐

子

復

亨

林

子

瑜

黃

子

大

鐘

滕

子

曦

則

有

照

牆

之

肇

造

泮

璧

之

環

圍

至

宋

子

三

棨

之

修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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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賢
縣
志

卷
五
學
校
志

七

文
廟

戟

門

治

其

分

也

舉

其

全

則

精

力

所

貫

無

乎

不

周

蓋

與

唐

子

復

亨

徐

子

浩

實

總

其

事

以

底

於

成

若

先

賢

言

子

向

無

專

祠

本

捐

廉

興

建

竝

倡

建

道

南

學

舍

卽

屬

之

林

子

國

賓

衞

子

桐

宋

子

唐

子

徐

子

悉

力

董

治

亦

不

日

成

之

其

他

工

役

聞

風

樂

輪

者

復

不

少

本

旣

首

倡

以

俸

之

所

入

而

司

訓

王

君

洪

復

與

鹺

尹

楊

君

書

績

督

捕

高

君

文

藻

或

捐

資

或

經

勸

督

工

監

修

不

遺

餘

力

至

是

而

用

乃

益

宏

而

制

乃

益

備

卽

課

士

之

齋

亦

莫

不

恢

而

廣

矣

夫

舉

大

事

者

常

苦

於

人

心

之

不

齊

力

之

不

專

紛

更

作

輟

曠

日

持

久

寖

弛

寖

廢

而

不

難

亦

難

不

緩

亦

緩

從

未

有

若

今

日

成

功

之

易

且

速

者

是

蓋

我

國

家

崇

儒

重

道

講

學

明

倫

化

之

訖

於

海

隅

者

咸

與

其

新

聿

昭

文

明

之

象

也

是

又

先

賢

哲

流

風

善

政

所

過

者

化

後

之

奉

以

依

歸

者

有

感

斯

興

一

振

作

新

之

氣

也

猗

與

盛

哉

道

光

十

五

年

歲

次

乙

未

秋

八

月

知

縣

事

滇

南

楊

本

初

謹

序

并

書

邑

初

析

之

時

廟

學

之

制

未

備

一

切

典

禮

附

華

學

以

行

故

學

署

别

設

於

華

每

歲

科

試

司

訓

赴

郡

寓

居

焉

其

圍

牆

周

三

面

門

設

二

重

有

堂

有

室

有

門

房

有

土

地

祠

其

他

倉

廩

庖

厨

之

屬

稱

此

蓋

百

餘

年

於

茲

矣

甲

午

秋

南

湖

司

訓

以

傾

圯

甚

商

於

余

欲

修

葺

之

而

未

逮

也

會

廟

工

旣

竣

學

署

亦

經

重

新

司

訓

出

貲

倡

率

而

陳

子

古

樵

周

子

書

巢

皆

應

之

林

子

韻

泉

仍

與

徐

子

友

蒼

唐

子

梅

峯

宋

子

時

颿

勸

捐

董

理

不

期

日

而

蕆

事

余

竊

喜

諸

君

子

樂

善

不

倦

竝

此

學

署

之

别

附

於

華

者

而

仍

復

其

舊

又

未

始

非

學

校

之

一

助

也

爰

附

於

末

而

竝

記

時

丙

申

秋

七

月

朔

五

日

芝

舫

楊

本

初

書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歲

次

丁

未

六

月

奉

賢

訓

導

興

化

余

楠

敬

修

重

修

文

廟

記

學

校

之

尊

聖

人

之

大

雖

庸

夫

孺

子

皆

得

而

知

天

子

臨

雍

講

學

士

庶

人

圜

橋

觀

聽

其

典

固

重

卽

各

省

郡

縣

皆

建

學

兩

楹

翼

翼

制

度

與

帝

王

等

非

若

尋

常

寺

觀

可

以

朝

夕

膜

拜

然

聖

人

之

道

如

江

河

日

月

之

流

行

於

天

地

間

而

無

所

終

極

而

聖

人

之

道

之

用

又

如

布

帛

菽

粟

之

衣

食

人

而

人

不

覺

以

故

遊

其

門

者

領

其

流

風

餘

韻

亦

足

以

矜

式

一

隅

窮

陬

僻

壤

偶

得

一

前

賢

遺

跡

莫

不

聞

風

興

起

樂

得

聖

人

以

爲

依

歸

奉

賢

者

奉

子

游

之

賢

者

也

子

游

者

學

聖

人

者

也

舊

志

以

爲

子

游

嘗

至

此

故

以

名

余

思

賢

者

之

所

至

而

聖

敎

至

焉

賢

者

所

不

至

而

聖

敎

亦

未

嘗

不

至

子

游

之

至

此

與

否

不

可

知

而

里

人

之

談

軼

事

追

芳

躅

慕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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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賢
縣
志

卷
五
學
校
志

八

文
廟

人

學

道

之

訓

遂

覺

弦

歌

雅

化

如

在

靑

村

遠

近

間

則

其

所

以

正

人

心

培

風

俗

者

豈

淺

鮮

哉

奉

賢

本

華

亭

分

邑

故

學

舍

創

於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前

邑

令

楊

君

本

初

募

捐

修

葺

制

尙

崇

閎

然

年

久

漸

傾

圯

今

之

司

鐸

任

君

道

鎔

與

邑

宰

顧

君

國

藩

率

董

莊

君

程

鷺

陳

君

哲

淵

林

君

國

琛

唐

君

邦

利

徐

君

德

厚

廖

君

兟

施

君

丕

基

金

君

瑞

鍾

君

聲

方

君

愷

袁

君

璥

陳

君

繩

武

張

君

富

義

周

君

尙

義

莊

君

曾

福

阮

君

本

仁

唐

君

平

衡

袁

君

溎

等

集

捐

鳩

工

重

葺

之

工

垂

成

旋

以

旱

沮

其

明

年

余

得

効

一

簣

之

助

蕆

事

竊

願

我

都

人

士

喁

喁

向

化

蔚

然

有

文

學

風

庶

無

負

諸

君

子

敬

敎

勸

學

至

意

而

余

亦

得

相

與

以

有

成

也

是

舉

也

經

始

於

咸

豐

五

年

乙

卯

春

三

月

告

竣

於

七

年

丁

巳

七

月

是

爲

記

知

奉

賢

縣

事

陳

星

煥

撰

文

咸
豐
十
一
年
冬
賊
陷
縣
城

文
廟
被
燬
同
治
四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吳
炳
經
先
後
會
同
訓
導
黃
振
均
詳
請
按
畝
提
捐
估

工
重
建
會
炳
經
以
艱
去
葛
兆
堂
攝
篆
後
奉
文
諭
董
興
建

閱
三
載
落
成
規
模
如
制
先
是
舊
廟
偪
近
城
垣
明
堂
狹
隘

廟
之
西
北
十
丈
許
舊
有
圓
通
寺
當
城
南
正
位
相
傳
爲
宋

時
古
刹
亦
被
賊
燬
爰
移
建
於
此
文

廟

舊

基

共

田

十

畝

六

分

八

釐

又

附

近

田

三

則

共

六

畝

六

分

九

釐

新

建

文

廟

基

除

圓

通

寺

舊

基

外

添

置

田

七

則

共

十

五

畝

七

分

八

釐

二

毫

奉

賢

縣

重

建

文

廟

碑

今

天

子

卽

位

之

元

年

巡

撫

李

公

奉

命

督

師

至

滬

上

時

粵

賊

竄

踞

蘇

州

蔓

延

松

郡

浦

南

諸

㕔

縣

公

念

賊

勢

渙

散

中

腹

必

虛

搗

虛

攻

瑕

奉

賢

爲

急

乃

遣

精

師

由

周

浦

鼓

行

而

東

奉

賢

賊

聞

風

宵

遁

川

沙

南

滙

皆

降

由

是

克

太

倉

降

常

熟

恢

復

省

垣

是

蘇

省

肅

淸

實

自

奉

賢

始

奉

賢

旣

復

官

署

民

居

十

損

五

六

而

文

廟

被

毁

最

甚

僅

存

學

署

明

倫

堂

三

楹

餘

則

蕩

然

靡

遺

鞠

爲

茂

草

是

年

秋

七

月

佩

金

來

攝

縣

篆

兵

燹

之

後

瘡

痍

未

復

庶

務

繁

興

凡

善

堂

撫

䘏

淸

糧

濬

河

等

事

次

第

舉

辦

獨

廟

工

事

煩

費

鉅

籌

欵

維

艱

乃

與

儒

學

黃

廣

文

集

紳

士

節

次

招

工

估

計

需

費

近

七

萬

緡

仿

鄰

縣

按

畝

攤

捐

之

法

每

畝

捐

錢

百

有

四

十

分

期

帶

徵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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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廟

邑

額

田

五

十

餘

萬

畝

合

計

可

得

前

數

寬

爲

籌

備

以

待

臨

時

撙

節

有

餘

則

祀

典

諸

祠

宇

文

武

衙

署

咸

取

資

焉

議

旣

定

白

諸

大

憲

如

所

請

行

而

予

適

受

代

去

以

不

克

早

覩

厥

成

爲

憾

時

同

治

四

年

秋

八

月

也

越

三

載

戊

辰

佩

金

奉

憲

檄

重

涖

靑

林

至

則

殿

廡

方

成

學

署

初

建

經

前

縣

隨

事

核

減

節

費

已

不

少

而

內

外

各

工

未

及

興

辦

者

需

欵

尙

多

方

是

時

畝

捐

甫

徵

兩

次

奉

制

軍

爵

相

曾

公

札

飭

停

止

計

縣

庫

存

欵

虧

缺

甚

鉅

司

事

者

勢

處

兩

難

進

退

惟

谷

予

旣

詢

其

巓

末

於

廣

文

黃

君

復

檢

冊

籍

通

盤

核

計

與

諸

司

事

會

同

酌

議

擇

其

最

要

者

先

之

次

者

緩

之

又

力

追

差

保

欠

項

勉

强

經

營

由

是

廟

工

學

署

粗

獲

蕆

事

惟

圜

橋

池

欄

外

泮

石

岸

後

殿

周

垣

祭

器

樂

具

曁

諸

匾

額

終

未

完

成

俟

諸

異

日

先

是

舊

廟

建

於

城

之

東

南

隅

明

堂

偪

仄

邑

人

士

咸

請

遷

基

乃

延

華

亭

徐

孝

廉

良

鈺

上

海

賈

明

經

履

上

本

邑

范

茂

才

迪

光

議

遷

於

古

圓

通

寺

之

基

規

模

廣

濶

氣

局

一

新

奉

賢

爲

先

賢

言

子

遊

厯

地

文

學

之

才

弦

歌

之

化

流

風

餘

韻

至

今

爲

後

人

所

矜

式

況

遇

今

天

子

修

文

偃

武

重

道

崇

儒

將

見

炳

炳

麟

麟

人

材

輩

出

仰

副

朝

廷

作

人

之

化

而

又

無

愧

於

古

先

賢

學

道

之

言

是

則

予

所

厚

望

者

已

是

役

也

經

始

於

同

治

四

年

夏

秋

之

間

落

成

於

八

年

之

春

計

費

捐

欵

錢

三

萬

一

千

四

百

八

十

八

千

四

百

四

十

文

買

地

築

基

濬

河

設

局

悉

在

其

中

較

之

初

議

實

省

錢

三

萬

有

奇

司

是

役

也

唐

君

晉

等

始

之

莊

君

德

均

朱

君

士

璜

何

君

五

徵

林

君

道

淮

唐

君

川

利

終

之

選

地

卜

吉

則

范

君

迪

光

之

力

爲

多

明

倫

堂

移

舊

作

新

卽

道

光

間

范

氏

捐

修

予

與

前

知

縣

吳

君

炳

經

等

主

其

事

而

廣

文

黃

君

振

均

襄

厥

成

云

時

同

治

九

年

歲

次

庚

午

五

月

朔

日

知

縣

事

蕭

山

韓

佩

金

撰

文

學
署

舊
在
郡
城
鴻
逵
坊
內
後
别
建
於
邑
城
東
南
隅
咸
豐
十
一
年

燬
於
寇
僅
存
明
倫
堂
三
間
同
治
六
年
移
建
於

學
宫
東

側
七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再
攝
邑
篆
籌
欵
竣
事

學
額

雍
正
五
年
巡
撫
陳
時
夏

奏
定
分

奉
賢
學
額
廩
生
十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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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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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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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學
校

增
生
十
名
入
學
文
童
十
二
名
武
童
七
名
舊志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裁
金
山
衞
學
額
分
撥
各
縣
增
奉
賢
學
廩
生
一
名
取
文

武
童
各
一
名
歲
貢
四
年
貢
一
人
拔
貢
生
與
華
學
輪
選
咸

豐
八
年
因
本
邑
捐
輸
軍
餉
詳
請
彙

奏
加
廣
文
武
學
額

各
一
名
同
治
十
年
知
府
楊
永
杰
詳
請
華
奉
婁
金
上
南
六

學
增
設
拔
貢
額
三
名

奏
蒙

恩
准
每
届
選
拔
奉
學
得

常
占
一
名

書
籍
分

縣

後

奉

部

頒

發

今

巳

被

燬

無

存

御
製
瑞
穀
圖

上
諭
一
部

御
纂
周
易
折
衷
一
部

御
纂

書
經
傳
說
彙
纂
一
部

欽
定
詩
經
傳
說
彙
纂
一
部

欽

定
春
秋
傳
說
彙
纂
一
部

御
纂
性
理
精
義
一
部

御
纂

朱
子
全
書
一
部

欽
定
學
政
全
書
一
部
上

竝

舊

志

學
田

學
田
一
百
七
十
一
畝
五
分
三
釐
二
毫
額
租
一
百
四
十
四
石

三
升
八
合

學
租
銀
三
十
兩
二
錢
七
分
五
釐
一
毫
徵
解
學
院
散
給
廩
生

及
給
貧
生
雍
正
九
年
奉
江
撫
部
院
尹
檄
行
起
解
藩
庫
轉

解
學
院
散
給

完
條
銀
一
十
七
兩
五
分
漕
米
二
十
一
石
六
斗
四
升
二
合

學

田

各

啚

細

數

十

二

保

十

二

啚

田

十

六

畝

七

分

六

釐

九

毫

十

三

保

二

十

六

啚

田

二

十

四

畝

六

釐

二

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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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縣
志

卷
五
學
校
志

十
一

書
院

十

七

啚

田

六

畝

七

分

四

釐

十

四

保

副

十

四

啚

田

二

畝

四

分

九

釐

方

二

十

啚

田

一

百

二

十

畝

九

分

四

釐

八

毫

附

洒

掃

田

十

五

保

五

十

七

啚

田

二

十

一

畝

六

分

一

釐

六

毫

續

置

十

五

保

三

十

二

啚

田

二

畝

六

分

五

釐

三

毫

書
院

肇
文
書
院
在
縣
治
東
南
隅
嘉
慶
十
年
知
縣
艾
榮
松
捐
銀
五

百
兩
率
紳
士
宋
玉
潤
金
祖
錫
吳
祖
泰
戴
元
勳
等
勸
捐
創

建
幷
置
田
延
請
山
長
主
講
嗣
以
經
費
不
敷
卽
請
本
學
敎

官
兼
司
校
閱
十
六
年
因
知
縣
徐
芳
瑞
追
徵
漕
欵
變
產
淸

繳
遂
至
停
課
道
光
元
年
知
縣
葉
申
靄
邀
董
議
就
所
存
之

田
分
年
輪
管
租
入
以
供
課
資
及
各
經
費
後
遂
因
之
今
實

存
田
池
三
百
五
十
六
畝
有
奇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十

二

啚

田

十

三

畝

七

分

一

釐

七

毫

方

十

三

啚

田

八

畝

四

分

八

釐

二

十

五

啚

田

十

七

畝

三

分

一

釐

八

毫

十

三

保

三

十

二

啚

田

四

畝

一

分

四

釐

四

十

一

啚

田

二

十

一

畝

一

釐

四

毫

十

四

保

十

一

啚

田

四

畝

三

分

五

釐

二

毫

十

四

啚

田

一

畝

二

分

方

十

九

啚

田

池

二

十

三

畝

九

分

六

釐

三

毫

二

十

一

啚

田

池

七

畝

三

分

一

釐

七

毫

二

十

三

啚

田

一

畝

七

分

八

釐

二

十

四

啚

田

池

六

畝

五

釐

二

十

五

啚

田

池

十

四

畝

九

分

八

釐

五

毫

二

十

六

啚

田

二

十

四

畝

五

分

三

釐

七

毫

二

十

七

啚

田

池

准

三

十

七

畝

三

分

一

釐

四

毫

二

十

八

啚

田

一

畝

五

分

六

釐

四

毫

十

五

保

十

四

啚

田

八

畝

九

釐

五

毫

三

十

二

啚

田

二

畝

七

分

七

釐

七

毫

三

十

三

啚

田

四

畝

六

分

八

毫

三

十

四

啚

田

一

畝

九

分

六

釐

三

十

五

啚

田

池

二

十

畝

九

分

五

釐

七

毫

三

十

六

啚

田

二

畝

四

分

四

釐

九

毫

三

十

九

啚

田

四

畝

九

分

二

釐

四

十

一

啚

田

一

畝

八

分

九

釐

一

毫

四

十

四

啚

田

二

十

畝

六

分

七

釐

三

毫

四

十

五

啚

田

池

十

九

畝

一

分

四

釐

六

毫

四

十

六

啚

田

五

畝

九

分

六

釐

六

毫

四

十

八

啚

田

一

畝

三

分

五

釐

六

毫

四

十

九

啚

田

二

畝

二

分

五

十

啚

田

十

畝

四

分

五

釐

三

毫

五

十

一

啚

田

七

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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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書
院

一

分

二

釐

六

毫

五

十

七

啚

田

四

畝

七

分

六

釐

一

毫

六

十

一

啚

田

一

畝

六

分

六

十

二

啚

田

二

畝

四

分

六

十

三

啚

田

一

畝

六

十

五

啚

田

一

畝

六

分

四

毫

六

十

六

啚

田

二

畝

九

分

五

釐

四

毫

以

上

各

田

池

俱

有

單

又

十

四

保

十

三

啚

額

田

八

畝

正

七

啚

額

田

九

畝

八

廿

九

啚

額

田

二

畝

二

十

七

啚

額

田

五

畝

十

五

保

六

十

三

啚

額

田

六

畝

以

上

各

田

俱

無

單

文
游
書
院
在
南
橋
鎭
南
嘉
慶
九
年
知
縣
艾
榮
松
率
紳
士
陳

廷
溥
陳
廷
慶
韓
楠
陳
俊
等
集
捐
創
建
江
蘇
巡
撫
汪
志
伊

顏
其
堂
曰
道
南
陳
文
疇
捐
田
一
百
畝
助
成
之
聘
請
山
長

主
講
後
因
費
絀
亦
歸
本
學
敎
官
校
閱
十
七
年
知
縣
徐
芳

瑞
追
徵
漕
欵
售
田
停
課
道
光
元
年
知
縣
葉
申
靄
邀
董
分

年
輪
管
復
經
陳
哲
淵
勸
捐
置
田
一
百
餘
畝
以
充
院
費
今

實
存
田
三
百
七
畝
有
奇
咸
豐
十
一
年
冬
賊
擾
院
屋
半
毁

光
緖
三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倡
捐
諭
董
宋

雲

階

陳

濟

昌

曹
宗
鼐
范
迪

光
等
募
捐
重
修
竝
詳
請
巡
撫
吳
仍
給
道
南
堂
原
額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一

啚

田

一

百

六

畝

四

分

七

釐

方

八

啚

田

四

畝

三

分

五

釐

八

毫

十

二

啚

田

五

畝

二

分

二

釐

七

毫

正

十

三

啚

田

七

畝

四

分

一

毫

正

十

四

啚

田

四

十

六

畝

六

分

五

釐

七

毫

方

十

六

啚

田

十

九

畝

四

分

九

釐

三

毫

二

十

啚

田

六

畝

四

分

六

釐

九

毫

方

二

十

啚

田

三

畝

八

分

四

釐

二

十

二

啚

田

十

七

畝

六

分

一

釐

三

毫

二

十

三

啚

田

二

畝

七

分

十

三

保

三

啚

一

畝

八

分

一

釐

五

毫

二

十

一

啚

田

一

畝

八

分

二

釐

八

毫

二

十

二

啚

田

四

畝

八

分

二

釐

七

毫

二

十

七

啚

田

三

畝

一

分

一

釐

四

毫

二

十

九

啚

田

二

畝

三

十

啚

田

三

畝

三

十

一

啚

田

一

畝

九

分

三

釐

四

毫

三

十

二

啚

田

一

畝

三

十

三

啚

田

八

畝

七

分

五

釐

六

毫

三

十

四

啚

田

十

三

畝

三

分

六

釐

七

毫

三

十

七

啚

田

三

十

一

畝

八

分

一

釐

九

毫

三

十

八

啚

田

三

畝

二

釐

二

毫

三

十

九

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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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賓
興

田

三

畝

二

分

八

釐

四

十

一

啚

田

七

畝

一

分

二

釐

案

肇

文

文

游

兩

書

院

向

係

縣

令

按

年

到

院

甄

別

照

章

錄

取

生

童

按

期

開

課

分

給

膏

火

飯

資

同

治

八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奉

撫

檄

添

設

春

秋

兩

社

課

經

費

由

縣

給

發

賓
興

嘉
慶
以
來
始
有
賓
興
公
欵
爲
資
助
寒
士
力
不
能
赴
省
試
者

設
也
東
西
兩
鄕
分
董
主
之
東
鄕
田
池
一
百
七
十
八
畝
有

奇
西
鄕
田
一
百
八
十
一
畝
有
奇
兩
共
田
池
三
百
五
十
九

畝
有
奇
按
年
計
息
照
章
給
發

附

東

鄕

賓

興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一

啚

田

十

畝

三

分

方

八

啚

田

四

畝

七

分

九

釐

七

毫

方

十

三

啚

田

四

十

二

畝

八

分

六

釐

六

毫

方

十

六

啚

田

二

十

六

畝

四

分

九

釐

九

毫

方

二

十

啚

田

五

畝

九

分

七

釐

二

十

四

啚

田

三

畝

一

分

四

釐

六

毫

十

三

保

二

十

一

啚

田

池

二

十

一

畝

九

分

四

釐

六

毫

三

十

二

啚

田

七

畝

三

分

二

釐

八

毫

三

十

七

啚

田

二

十

二

畝

一

分

六

釐

七

毫

十

五

保

十

五

啚

田

四

畝

三

分

九

釐

七

毫

二

十

一

啚

田

池

三

畝

一

分

五

毫

二

十

五

啚

田

六

畝

六

分

六

釐

八

毫

二

十

七

啚

田

准

一

畝

六

分

三

釐

四

毫

二

十

九

啚

田

准

四

畝

三

分

五

毫

三

十

三

啚

田

五

分

三

釐

七

毫

三

十

八

啚

田

九

分

四

十

五

啚

田

四

畝

五

分

五

十

三

啚

田

一

畝

四

釐

二

毫

五

十

五

啚

田

三

畝

四

釐

六

十

一

啚

田

三

畝

九

釐

六

毫

西

鄕

賓

興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方

八

啚

田

五

畝

二

分

八

釐

四

毫

十

啚

田

九

畝

四

分

一

釐

七

毫

方

十

三

啚

田

十

三

畝

八

分

八

釐

六

毫

正

十

四

啚

田

四

畝

六

分

五

釐

九

毫

方

十

四

啚

田

三

畝

二

分

二

毫

十

五

啚

田

十

二

畝

六

分

三

釐

一

毫

方

十

六

啚

田

八

畝

方

二

十

啚

田

二

十

五

畝

二

分

二

釐

四

毫

二

十

五

啚

田

二

畝

六

分

二

釐

五

毫

十

三

保

三

十

七

啚

田

二

畝

六

分

五

釐

九

毫

三

十

八

啚

田

六

畝

一

分

一

釐

五

毫

三

十

九

啚

田

六

畝

五

分

四

十

一

啚

田

十

四

畝

九

釐

三

毫

十

二

保

十

啚

田

十

四

畝

七

分

八

釐

四

毫

十

二

啚

田

五

畝

七

分

四

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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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賢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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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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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十
四

義
塾

五

毫

方

十

三

啚

田

二

十

畝

七

分

九

毫

方

十

四

啚

田

四

畝

四

分

四

釐

三

毫

二

十

三

啚

田

十

一

畝

七

分

二

釐

二

十

八

啚

田

五

畝

三

分

一

釐

二

十

一

啚

田

池

二

畝

四

分

三

釐

九

毫

四

十

一

啚

田

一

畝

九

分

一

釐

九

毫

光

緖

四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議

於

羡

餘

項

下

每

年

提

錢

五

百

千

文

爲

按

年

甄

别

春

秋

兩

社

課

及

加

給

縣

課

花

紅

等

費

餘

以

酌

給

賓

興

公

車

費

詳

定

立

案

永

循

義
塾

潘
墊
義
塾
明
太
學
生
唐
質
建
陸
樹
聲
有
記
今
碑
存
塾
廢
舊志

西
岡
義
塾
在
沙
岡
西
乾
隆
十
四
年
監
生
顧
丕
承
倡
捐
建
參舊

志知

縣

李

治

灝

西

岡

義

塾

記

西

岡

義

塾

者

國

子

監

顧

丕

承

所

建

而

延

師

以

訓

鄕

之

子

弟

者

也

予

惟

古

先

王

之

法

甚

備

自

國

學

而

外

鄕

則

有

校

黨

則

有

庠

術

則

有

序

家

則

有

塾

而

黨

正

州

長

皆

爲

之

師

以

歳

時

考

其

業

而

糾

其

慝

養

之

爲

農

升

之

爲

士

故

雖

兔

亦

備

腹

心

御

皆

知

頌

習

郁

乎

茂

哉

至

於

後

世

亦

少

弛

矣

甘

芻

豢

者

多

視

鼓

篋

爲

畏

途

而

憂

半

菽

者

又

徃

往

望

門

牆

而

弗

能

至

相

與

因

循

怠

棄

卽

於

曶

昧

少

成

就

焉

我

國

家

樂

育

人

材

教

思

無

窮

自

太

學

鄕

學

而

外

又

有

書

院

之

設

以

造

多

士

法

亦

備

矣

而

閭

之

間

蓬

蓽

之

下

毁

齒

燥

髪

以

往

貧

不

能

就

傅

至

白

首

而

不

辨

之

無

者

殆

不

可

勝

計

此

不

啻

終

身

在

雲

霧

中

無

復

有

見

天

之

日

其

爲

可

憫

也

孰

甚

易

曰

蒙

以

養

正

聖

功

也

顧

生

此

舉

其

有

助

於

養

正

也

豈

不

大

哉

是

舉

也

肇

始

於

乾

隆

十

四

年

屋

宇

於

我

乎

建

修

羊

於

我

乎

給

膏

火

於

我

乎

資

迄

今

已

閲

六

載

不

懈

益

勤

可

謂

勇

於

爲

義

者

矣

夫

雖

有

和

璧

不

剖

不

呈

雖

有

干

將

不

淬

不

發

雖

有

秀

民

異

姿

不

學

則

亦

同

於

廢

物

而

已

矣

今

將

剖

其

璞

而

淬

其

鍔

以

成

小

子

之

有

造

者

良

於

是

學

有

厚

望

焉

予

忝

爲

邑

長

以

勸

學

爲

念

聞

生

之

有

是

舉

也

蓋

不

勝

嘉

歎

以

爲

有

裨

於

一

鄕

之

教

育

焉

因

顔

其

額

而

并

爲

之

記

靑
村
義
塾
在
縣
城
奉
賢
街
道
光
十
六
年
貢
生
宋
三
棨
諸
生

林
國
賓
等
集
資
附
建
於
言
子
祠
內
學
基
田
一
畝
六
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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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賢
縣
志

卷
五
學
校
志

十
五

義
塾

奇
又
勸
捐
置
田
一
百
五
十
八
畝
五
分
七
釐
一
毫
每
年
租

入
支
銷
咸
豐
十
一
年
冦
擾
學
舍
坍
損
司
事
林
道
洪
王
承

沂
重
修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方

二

十

啚

田

七

畝

七

分

六

釐

五

毫

十

三

保

二

十

一

啚

田

二

畝

一

分

二

十

八

啚

田

十

畝

四

分

七

釐

七

毫

二

十

九

啚

田

十

二

畝

八

分

九

釐

三

十

六

啚

田

三

十

三

畝

五

分

二

釐

三

十

七

啚

田

十

畝

一

分

一

釐

三

十

九

啚

田

十

三

畝

三

分

二

釐

九

毫

十

四

保

二

十

七

啚

田

十

二

畝

七

釐

九

毫

十

五

保

六

啚

田

一

畝

六

分

六

釐

七

啚

田

二

十

畝

六

分

四

釐

八

毫

四

十

四

啚

田

十

三

畝

九

分

七

釐

五

毫

六

十

六

啚

田

十

四

畝

二

分

一

釐

八

毫

二

團

所

甲

田

五

畝

八

分

南
梁
義
塾
道
光
十
六
年
徐
浩
莊
曾
培
集
資
建
於
文
游
書
院

之
左
唐
復
亨
捐
置
田
一
百
十
六
畝
有
奇
同
治
初
屋
宇
傾

光
緒
三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諭
董
移
建
於
育
嬰
堂
後
汪
之

龍
捐
基
地
一
方
陳
泰
彤
陳
福
謙
吳
文
豹
倡
捐
重
建
前

因

文

游

書

院

經

費

不

敷

將

義

塾

租

息

支

餘

貼

歸

書

院

由

院

董

經

管

今
實
存
田
八
十
三
畝
有
奇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十

三

啚

田

九

畝

八

分

七

釐

一

毫

方

十

三

啚

田

六

十

一

畝

二

分

三

釐

二

毫

方

二

十

啚

田

四

畝

六

分

四

釐

十

三

保

十

五

啚

田

六

畝

四

分

三

釐

一

毫

四

十

一

啚

田

一

畝

八

分

阮
巷
義
塾
道
光
十
六
年
唐
復
亨
勸
殷
澄
捐
房
爲
學
舍
基
地

三
畝
六
分
二
毫
又
勸
捐
田
十
七
畝
三
分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十

五

啚

田

十

畝

六

分

一

釐

二

毫

華

邑

歡

九

啚

田

四

畝

五

分

一

釐

六

毫

下

橫

五

啚

田

二

畝

一

分

七

釐

二

毫

莊
行
義
塾
道
光
十
六
年
唐
懿
等
集
資
置
鄒
氏
房
爲
學
舍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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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賢
縣
志

卷
五
學
校
志

十
六

義
塾

勸
田
一
百
五
十
五
畝
四
分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方

八

啚

田

四

畝

六

分

七

釐

一

毫

十

啚

田

十

三

畝

三

分

六

釐

五

毫

正

十

三

啚

田

三

畝

二

分

六

釐

方

十

六

啚

田

二

畝

六

分

七

釐

四

毫

十

三

保

三

十

六

啚

田

三

十

七

畝

四

分

五

釐

三

十

七

啚

田

四

十

畝

七

分

五

釐

八

毫

二

十

八

啚

田

十

七

畝

八

分

一

釐

五

毫

四

十

一

啚

田

三

十

五

畝

四

分

蕭
塘
義
塾
道
光
十
六
年
朱
雲
鵬
雲
龍
建
范
循
理
捐
置
學
舍

基
田
四
畝
三
分
有
奇
范
循
璿
捐
田
四
十
畝
有
奇
王
應
麟

應
朝
捐
田
九
十
五
畝
有
奇
共
田
一
百
三
十
五
畝
二
分
八

毫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五

保

四

啚

田

六

畝

三

分

四

釐

八

毫

五

啚

田

二

畝

七

啚

田

一

百

十

七

畝

一

釐

七

毫

八

啚

田

四

畝

三

分

六

毫

十

三

保

二

十

八

啚

田

二

畝

五

分

一

毫

二

十

九

啚

田

三

畝

三

釐

一

毫

泰
日
橋
義
塾
道
光
十
六
年
周
誠
建
共
田
十
一
畝
一
分
一
釐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五

保

十

七

啚

田

四

畝

八

分

二

釐

二

十

八

啚

田

二

畝

二

分

七

毫

二

十

九

啚

田

二

畝

五

分

四

十

五

啚

田

一

畝

五

分

九

釐

崇
正
義
塾
在
法
華
橋
同
治
九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因
里
人
呈
請

將
昇
眞
道
院
餘
房
攺
立
學
舍
共
田
四
十
四
畝
五
分
四
釐

九
毫

附

各

啚

田

數

十

二

保

二

十

二

啚

田

二

十

六

畝

七

分

五

釐

一

毫

二

十

三

啚

田

十

五

畝

九

釐

八

毫

二

十

五

啚

田

二

畝

七

分

社
學
始
於
同
治
六
年
巡
撫
丁
日
昌
通
飭
各
州
縣
興
舉
爲
寒

門
肄
業
之
所
七
年
知
縣
韓
佩
金
捐
廉
諭
董
辦
理
共
設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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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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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鄕
約

處
一
在
本
城
一
在
靑
村
港
一
在
南
橋
諸

生

鞠

璘

曾

捐

四

十

三

啚

基

地

一

所

邑

令

韓

佩

金

捐

廉

五

十

千

存

典

一
在
莊
行
一
在
三
官
堂
一
在
金
滙
橋
一

在
頭
橋
職

員

金

㭻

捐

六

十

一

啚

秋

字

圩

七

十

九

號

基

地

八

分

一
在
高
橋

案

社

學

經

費

由

縣

詳

定

自

同

治

八

年

始

於

錢

漕

公

費

項

下

提

錢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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