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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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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七

知
縣
田
琯
纂

學
校
志

學
署

祭
器

典
籍

學
田

附
祀
典

書
院

社
學

庠
序
學
校
之
制
其
来
舊
矣
而
其
間
或
興
或
廢
則

治
亂
因
之
豈
虗
具
哉
邑
剏
自
後
梁
學
制
舊
不
可

攷
矣
嗣
後
革
故

新
增
修

輯
有
其
舉
之
莫
敢

廢
也
其
制
度
文
爲
具
布
方
䇿
用
以
告
于
司
教
化

者
志
學
校

學
署
舊
在
縣
治
東
宋
紹
興
十
四
年
知
縣
林
安
宅
攺

遷
縣
東
南
一
里
面
書
案
山
䂓
制
可
觀
其
後
相
繼

修
葺
事
具
諸
賢
傳
中
其
制
中
爲

文
廟
三

間

知

縣

曹

天

憲

蕭

敏

道

田

琯

相

繼

修

左
右
爲
兩
廡
各

六

間

前
爲

大
成
門
五

門

曹

天

憲

修

又
前
爲
泮
池
有
複
道
外
爲

星

門
三

座

蕭

敏

道

修

文
廟
之
後
爲
明
倫
堂
三

間

知

縣

鍾

謝

廷

試

重

建

扁

額

朱

文

公

書

堂
後
爲
尊
經
閣
三

間

知

縣

姜

地

教

諭

許

淵

建

左
右
爲

翼
樓
二

座

知

縣

田

琯

重

建

閣
後
爲
敬
一
亭
三

座

曹

天

憲

修

建

亭
後

爲
啓
聖
祠
三間

明
倫
堂
前
東
西
爲
兩
齋
各

三

間

東
扁
曰
愽

文
西
扁
曰
約
禮
鍾

建

毛

䴊

蕭

敏

道

修

愽
文
齋
後
爲
名
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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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祠
三間

文
廟
右
爲
鄉
賢
祠
一間

次
爲

地
祠
一間

而
去

思
亭
主
學

神
厨
房
宰
牲
房
射
圃
觀
徳
亭
各
參

列
於
學
宫
之
左
右
俱

知

縣

黄

著

曹

天

憲

建

修

學
宫
之
門
一
曰

義
路
一
曰
禮
門
其
外
儀
門
一
曰
騰
蛟
一
曰
起
鳯

右
入
文
廟
爲
謁
聖
門
文
其
外
爲
縣
學
門
外
爲
月

池
爲
屏
墻
許

淵

王

一

化

相

繼

修

教
諭
衙
在
明
倫
堂
右
正

三
間
内
爲
房
舎
五
間
訓
導
衙

房
制
亦
如
之
一

在
鄉
賢
祠
後
一
在
鄉
賢
祠
前

地
祠
前
爲
校
房

四

十

間

姜

地

許

淵

建

田

琯

重

修

大
成
門
内
有
大
成
樂

藏
修

禮
器
圖
釋
奠
圖
割
牲
圖
門
右
有
聖
賢
像

宋

林

安

宅

新

建

儒

學

記

其

畧

曰

新

昌

縣

舊

學

在

縣

之

東

與

縣

連

墻

基

址

湫

隘

宣

和

辛

丑

經

魔

不

復

修

建

春

秋

釋

奠

寓

祭

于

縣

后

十

有

五

年

得

縣

西

武

尉

营

屋

權

葺

一

堂

以

備

祭

祀

而

殿

與

生

徒

肄

業

之

齋

所

未

遑

也

又

八

年

余

到

官

詢

訪

民

情

利

病

咸

以

縣

未

有

學

而

風

水

不

聚

爲

辭

乃

即

縣

之

東

南

别

卜

吉

地

誅

茅

薙

莾

鳩

工

度

材

得

寳

相

九

二

刹

獻

其

山

水

四

百

株

慧

雲

廣

福

之

竹

箭

共

八

百

束

所

用

竹

木

不

靡

一

錢

而

採

築

之

工

二

千

津

運

之

工

四

千

九

百

有

竒

以

至

諸

匠

雜

役

瓦

石

釘

灰

種

種

之

費

縣

悉

任

之

分

毫

無

取

於

民

前

門

後

堂

齋

列

東

西

殿

䖏

其

中

粤

五

月

工

十

月

落

成

余

於

是

揖

諸

生

而

進

之

曰

爲

治

有

速

効

之

術

倘

不

求

其

要

而

敝

精

神

於

簿

書

期

會

則

法

出

奸

生

令

下

詐

起

未

見

其

能

化

民

成

俗

也

惟

教

人

以

學

則

師

儒

之

訓

導

經

史

之

閱

習

由

縣

而

推

之

鄉

由

鄉

而

推

之

里

由

里

而

徧

之

比

屋

父

詔

其

子

兄

教

其

弟

朋

犮

切

磋

其

朋

犮

弦

誦

之

聲

洋

洋

盈

耳

談

仁

義

而

傳

聖

法

先

器

識

而

後

文

藝

人

知

君

臣

父

子

之

綱

違

邪

歸

正

之

路

耻

日

獄

訟

曰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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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然

後

邑

令

得

鳴

弦

爲

樂

而

飛

鳬

為

戯

所

謂

速

効

之

術

盖

本

於

是

矣

余

視

事

之

㤙

信

未

及

於

民

而

首

以

學

為

急

者

正

此

謂

也

諸

生

其

勉

之

哉

○

郡

人

韓

境

修

學

記

新

昌

天

姥

沃

州

之

勝

自

晋

唐

以

来

文

人

才

士

来

逰

来

歌

里

之

人

未

有

名

世

者

至

我

朝

石

城

山

人

石

公

待

旦

以

師

道

自

任

始

開

義

塾

教

授

里

中

子

弟

正

獻

杜

公

以

郡

人

來

學

文

正

范

公

以

郡

守

尤

加

尊

異

儒

學

之

盛

稱

於

東

南

石

氏

遂

為

聞

家

士

無

不

知

學

者

獨

學

校

之

建

至

紹

興

十

三

年

知

縣

事

三

山

林

安

宅

始

克

成

之

自

是

幾

廢

幾

吟

諷

弦

歌

之

聲

寂

如

也

學

不

㡬

於

徒

設

乎

寳

祐

攺

元

金

華

王

公

領

縣

事

大

懼

放

失

非

所

以

移

風

易

俗

美

教

化

之

本

乃

請

進

士

俞

彬

黄

飛

俞

公

慥

張

漢

英

石

塤

分

事

傑

作

整

齋

序

新

講

堂

取

四

書

日

與

諸

生

明

天

理

人

欲

之

辨

援

童

子

之

俊

者

教

于

學

賛

鄉

先

賢

之

名

世

者

而

立

之

祠

又

推

本

師

犮

淵

源

祠

徐

公

僑

以

侑

文

公

朱

子

燦

然

目

擊

而

道

存

油

然

意

攺

而

心

化

士

甦

省

起

立

咸

曰

邑

雖

有

學

大

夫

雖

修

學

未

聞

修

身

以

道

修

道

以

教

如

王

公

者

今

公

行

受

代

不

得

留

肖

其

像

以

為

之

祠

叙

學

之

廢

興

以

寓

無

窮

之

思

可

乎

乃

相

與

謀

而

屬

記

於

境

遂

為

之

記

曰

當

宣

政

炎

慶

時

天

下

最

多

事

威

福

王

食

移

於

臣

下

莫

有

折

其

奸

者

獨

尚

書

石

公

弼

侍

御

石

公

揆

宣

獻

黄

度

以

言

責

奮

擊

之

至

今

凛

凛

有

生

氣

國

祚

以

延

諸

賢

之

力

也

是

令

尹

崇

學

校

祠

先

賢

之

意

也

令

尹

名

世

傑

爲

太

學

諸

生

扣

閽

鉏

奸

登

乙

未

進

士

第

所

至

以

稱

其

来

新

昌

有

惠

政

犴

獄

屢

空

可

以

觀

其

學

矣

○

邑

人

黄

庠

重

建

大

成

殿

記

新

昌

分

剡

民

俗

朴

野

未

知

學

校

之

禮

吏

以

釋

奠

著

令

不

可

廢

紹

興

甲

子

猶

祀

夫

子

於

縣

之

東

堂

三

山

林

公

來

宰

是

邦

慨

念

教

民

之

本

未

立

乃

卜

基

於

縣

郊

之

南

五

越

月

而

學

宫

成

邦

人

凛

凛

乎

嚮

學

矣

由

是

登

仕

籍

者

相

繼

於

朝

而

敏

勉

于

學

者

才

能

節

義

可

考

也

越

六

十

七

年

玊

溪

詹

公

爲

令

尹

以

殿

宇

頺

圯

謀

易

而

新

之

鳩

工

度

材

方

殷

而

卒

又

二

年

呉

越

錢

公

宏

祖

易

地

兹

來

奠

謁

之

環

視

愀

然

曰

此

推

崇

教

化

之

本

盍

亟

圖

之

㑹

縣

單

虗

莫

知

供

億

四

月

八

日

大

殿

半

摧

迅

若

雷

轟

闔

境

驚

視

乃

曰

道

徳

之

至

通

於

天

人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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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

者

相

率

請

之

父

兄

各

願

輸

金

穀

公

喜

其

有

濟

日

夜

啚

度

材

從

市

易

而

無

湏

於

民

工

以

時

酬

而

不

劳

其

力

上

體

國

家

之

盛

意

下

繼

林

公

之

遺

跡

以

六

月

九

日

舉

梁

規

模

新

雄

偉

攺

觀

士

民

快

覩

争

持

牛

酒

以

犒

於

呼

人

心

知

所

趋

向

而

風

俗

美

矣

君

子

謂

公

之

爲

政

知

所

務

也

○

知

縣

王

世

傑

重

建

講

堂

記

新

昌

前

未

有

學

紹

興

十

三

年

三

山

林

君

始

剏

於

縣

南

門

外

一

百

三

十

年

幾

脩

幾

壞

寳

祐

己

丑

世

傑

來

視

學

製

殿

謁

日

氣

象

閴

上

漏

旁

穿

與

破

傳

舎

等

喟

然

嘆

曰

丈

不

在

兹

乎

遂

悉

心

經

营

硊

臲

者

植

之

蠧

者

新

之

甲

寅

乙

夘

創

先

賢

祠

行

鄉

飲

禮

開

大

小

學

有

朋

自

逺

方

来

相

與

讀

聖

人

書

獨

講

堂

屋

老

未

暇

每

與

諸

生

坐

其

下

則

凛

乎

憂

其

将

壓

而

斯

道

無

所

寄

越

丙

辰

愈

不

可

居

廼

樽

節

浮

費

度

材

鳩

工

而

邑

之

詩

禮

家

翕

然

来

助

無

靳

色

二

月

始

事

五

月

告

成

輪

奐

翬

飛

群

瞻

咸

聳

易

曰

君

子

以

朋

犮

講

習

語

曰

徳

之

不

修

學

之

不

講

是

吾

憂

也

甚

矣

學

之

不

可

不

講

也

如

此

後

之

主

是

教

者

亦

将

有

感

於

斯

文

○

邑

人

俞

公

美

主

學

記

我

朝

慶

曆

詔

天

下

郡

縣

立

學

厥

後

郡

有

校

官

以

知

學

政

縣

庠

則

責

之

令

佐

期

㑹

既

煩

教

養

亦

弛

乃

景

定

四

年

始

詔

諸

縣

並

剏

主

學

一

員

漢

之

經

師

唐

之

愽

士

是

也

於

是

老

師

宿

儒

得

列

於

學

宫

官

於

新

昌

之

學

者

代

凢

五

見

矣

惟

敝

邑

小

迄

今

官

舎

猶

未

定

也

咸

淳

甲

子

天

台

謝

侯

治

邑

政

成

加

惠

學

官

殿

堂

門

一

日

畢

葺

適

戴

君

始

至

謀

於

侯

曰

邑

有

愽

土

邑

之

師

也

若

燕

居

無

常

席

之

間

户

外

之

屨

安

所

寓

乎

乃

相

學

宫

之

為

屋

百

楹

堂

宇

庖

湢

内

外

完

好

工

不

擾

費

不

侈

又

易

鄰

圃

爲

門

徑

以

通

行

凢

半

載

而

落

成

諸

生

相

與

語

曰

先

生

之

居

安

矣

令

君

之

賜

宏

矣

可

不

記

乎

來

請

於

余

余

曰

然

侯

名

在

抒

○

教

諭

李

華

攺

創

泮

水

記

天

下

郡

縣

學

有

泮

水

設

於

南

門

之

内

而

新

昌

之

學

獨

設

於

外

縣

尹

王

光

祖

来

訝

其

未

然

參

同

官

訪

耆

耄

衆

證

例

咸

曰

易

之

當

或

者

乃

不

能

無

疑

殊

不

思

古

人

立

學

于

郊

所

以

均

四

方

之

來

觀

者

必

節

以

水

又

使

觀

者

不

可

翫

焉

故

辟

廱

之

制

水

潤

乎

學

學

臨

乎

水

水

濟

以

橋

橋

表

以

門

固

自

有

次

第

也

夫

泮

水

視

辟

廱

之

半

知

辟

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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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則

知

泮

水

在

門

之

内

無

疑

矣

遂

易

之

于

内

地

比

學

舊

無

井

泮

水

既

易

而

古

井

出

焉

以

其

蔽

於

昔

而

於

今

名

曰

復

井

吁

是

又

勸

相

之

兆

也

并

書

以

記

○

明

提

學

孔

天

㣧

重

修

廟

庭

記

嘉

靖

甲

寅

秋

七

月

新

昌

縣

先

師

孔

子

廟

庭

壞

以

乆

故

縣

令

曹

天

憲

修

政

勤

禮

見

廟

屋

垝

啓

聖

祠

敬

一

亭

附

廟

两

旁

爲

弗

稱

制

方

計

整

葺

而

經

之

適

與

壞

㑹

廢

興

茲

其

數

哉

于

是

曹

令

遂

决

䇿

圖

始

選

材

備

物

状

其

事

當

道

並

奬

與

因

遂

造

作

首

崇

搆

廟

庭

五

楹

次

展

地

尊

經

閣

後

中

起

敬

一

亭

三

間

奉

皇

上

御

箴

等

亭

後

置

屋

三

間

爲

啓

聖

祠

餘

力

所

存

又

以

廊

廡

黌

舎

之

弗

周

者

肇

緒

于

是

十

一

月

之

朔

落

成

于

明

閏

正

月

之

望

費

取

諸

學

租

公

俸

之

餘

事

當

于

身

率

心

惟

之

審

故

䂓

畫

既

式

工

質

孔

良

速

就

而

弗

苟

完

增

美

申

于

積

敝

予

循

行

學

校

五

月

自

天

台

石

梁

踰

天

姥

而

來

至

縣

謁

先

師

課

學

官

弟

子

以

其

道

則

樂

其

廟

貌

之

如

斯

有

司

勤

禮

之

若

是

也

又

縁

諸

生

之

請

而

爲

之

記

曰

夫

聖

人

之

道

豈

以

廟

貌

爲

隆

汙

哉

然

宗

其

道

則

思

以

報

其

徳

亦

猶

郊

社

之

于

上

帝

也

宗

廟

之

于

先

也

屬

屬

乎

其

無

巳

也

然

惟

仁

人

爲

能

享

帝

惟

孝

子

為

能

享

親

何

也

享

祀

者

貌

也

仁

孝

者

上

帝

先

祖

之

心

也

以

貌

而

不

以

心

則

其

祀

爲

徼

瀆

其

人

爲

非

鬼

神

弗

之

歆

矣

然

則

報

聖

人

而

不

以

其

心

豈

所

以

為

宗

其

道

乎

不

宗

不

廟

奚

益

也

今

祭

章

賛

夫

子

之

徳

曰

刪

述

六

經

憲

萬

世

夫

六

經

一

簡

牘

爾

萬

世

何

頼

焉

昔

者

周

道

哀

虗

文

勝

學

術

不

明

人

心

䧟

溺

䧟

溺

之

甚

倫

攸

汨

故

勢

利

之

風

煽

其

烈

火

競

奪

之

俗

燬

于

積

薪

當

是

時

天

下

之

人

一

巳

壞

心

逐

物

乗

勢

取

利

苟

可

得

志

無

復

禮

義

之

念

媿

之

萌

故

賤

妨

貴

少

陵

長

逺

間

親

新

間

舊

小

加

大

滛

破

義

臣

弑

其

君

子

弑

其

父

其

所

由

来

者

逺

人

心

死

而

天

理

㓕

亡

也

夫

子

惻

虗

文

之

縱

滛

懼

實

本

之

薶

塞

畏

天

命

之

将

隕

悲

人

窮

之

罔

極

故

追

述

天

地

皇

王

之

心

而

表

章

之

爰

有

六

經

以

救

厥

亂

遂

天

下

之

䧟

溺

者

囘

心

而

嚮

道

豈

曰

簡

牘

文

字

而

已

門

人

三

千

雖

造

詣

殊

科

要

之

皆

明

學

術

正

人

心

之

志

也

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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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

士

大

夫

陵

夷

至

于

暴

秦

猶

尊

經

抱

器

而

不

肯

變

其

志

可

知

巳

是

故

聖

人

之

憲

逺

也

今

其

道

大

宣

教

者

學

者

悉

誦

法

鄒

魯

之

道

攬

六

經

之

遺

文

使

徒

直

勦

取

其

說

而

摛

其

章

利

其

舉

而

華

之

不

原

聖

人

之

志

以

正

其

心

或

所

行

弗

迪

于

憲

吾

懼

夫

虗

文

之

弊

将

重

為

聖

靈

之

所

恫

也

詩

曰

神

罔

時

恫

神

既

恫

矣

祀

将

誰

亨

哉

昔

者

夫

子

既

沒

門

人

思

之

弗

及

以

有

若

似

也

遂

欲

象

夫

子

而

事

之

曾

子

止

曰

江

漢

以

濯

之

秋

陽

以

暴

之

皜

皜

乎

不

可

尚

巳

是

宗

聖

道

而

殷

其

心

者

也

思

聖

人

者

若

曾

子

可

也

子

曰

人

而

不

仁

如

禮

樂

何

禮

樂

者

文

也

仁

人

心

也

吾

既

覩

其

文

為

又

懼

虚

勝

乃

並

紀

斯

言

以

告

多

士

云

○

給

事

中

周

祚

尊

經

閣

記

新

昌

縣

治

屬

紹

興

府

山

川

秀

淑

文

獻

丕

揚

尊

崇

廣

大

昭

進

盛

必

由

於

學

粤

稽

宋

紹

興

年

間

三

山

林

公

始

建

此

其

尊

經

閣

尚

未

建

焉

夫

地

厚

者

則

樹

必

碩

蓄

深

者

則

必

長

以

今

日

文

學

大

盛

而

獨

可

少

哉

諺

曰

黍

稷

無

成

不

能

為

榮

嘉

靖

乙

未

番

陽

芝

姜

公

地

来

宰

是

縣

歛

才

彰

化

儲

用

觀

治

顧

瞻

聖

學

心

實

不

足

而

掌

教

澗

泉

許

公

淵

亦

以

是

為

請

勤

勤

不

已

姜

公

曰

夫

善

治

莫

先

於

聴

徳

聴

徳

莫

先

於

仰

觀

仰

觀

莫

先

於

定

制

學

而

無

經

猶

大

匠

而

無

䂓

矩

也

經

而

無

閣

猶

良

馬

而

不

服

乗

也

於

是

仡

仡

焉

不

辱

穡

地

不

妨

官

業

以

贖

羡

餘

請

諸

上

得

之

去

明

倫

堂

稍

北

買

民

基

益

之

為

尊

經

閣

三

間

列

十

二

楹

高

約

四

犬

許

两

側

翼

以

樓

确

磽

之

地

於

是

乎

基

之

官

寮

之

暇

於

是

乎

臨

之

盖

不

日

而

成

也

維

時

掌

教

許

公

實

綜

理

其

事

森

然

矩

度

以

有

成

功

而

邑

丞

郭

公

司

訓

許

公

呉

公

邑

尉

卜

公

亦

與

有

力

焉

由

是

五

經

實

諸

史

備

集

弟

子

彬

彬

焉

日

造

時

講

若

家

置

書

櫃

人

懷

史

局

矣

姜

公

曰

美

哉

然

而

吾

猶

懼

也

夫

從

政

者

以

庇

民

也

民

多

曠

而

我

取

冨

焉

是

勤

以

自

封

也

我

之

為

是

雖

脯

一

束

糗

一

筐

未

嘗

羞

以

焉

今

見

四

方

之

民

蠃

餒

日

甚

郊

野

盈

壘

盗

賊

放

縱

是

不

能

先

示

所

從

矣

若

此

又

獨

弟

子

為

哉

昔

文

公

學

讀

書

於

季

臼

三

日

曰

吾

不

能

行

也

咫

聞

則

多

矣

對

曰

然

而

多

聞

以

待

能

者

不

猶

愈

乎

姜

公

之

意

抑

多

乎

哉

靈

星

門

外

故

有

路

斜

曲

則

攺

而

直

之

弟

子

居

無

專

業

則

建

校

房

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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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間

又

慮

其

貧

罔

有

所

資

則

括

廢

觀

田

百

佃

以

歸

學

邑

丞

郭

公

備

贖

相

成

適

新

昌

者

又

一

攺

觀

矣

夫

天

下

事

有

迂

緩

而

要

者

有

纎

小

而

洪

大

者

有

幽

潜

而

昌

明

者

有

切

近

而

悠

乆

者

此

君

子

之

獨

昭

小

人

之

莫

省

也

尊

經

閣

以

人

視

之

常

矣

然

學

者

居

而

讀

之

仕

而

用

之

上

可

致

君

如

堯

舜

下

可

使

民

如

成

康

何

徃

而

不

得

於

此

哉

祚

養

病

江

濵

乆

荒

文

學

適

年

家

弟

子

㠯

光

升

持

状

幣

来

乞

記

言

不

能

辭

遂

書

以

歸

之

○

知

縣

樂

經

建

科

第

題

名

教

諭

莫

旦

記

祭
器
銅
爵
一
百
一
十
四
箇
○
竹
籩
九
十
二
箇
○
木

豆
一
百
四
十
八
箇
○
方
圓
銅
簠
簋
四
十
八
箇
○

木
簠
簋
九
十
五
箇
○
瓦
爵
七
箇
○
帛
匣
六
箇
○

銅
爵
三
十
四
箇
○
錫
鉶
十
箇
内
銅
三
箇
○
青
酒

海
二
箇
○
白
盤
二
箇
○
大
花
盤
四
箇
○
小
瓦
盤

三
箇
○
鐙
一
箇
○
大
小
牲
盤
二
箇
○
青
香
爐
四

箇
○
小
青
爐
六
箇
○
白
香
爐
八
箇
○
花
瓶
二
十

箇
○
青
瓦
燭
臺
四
箇
○
小
白
瓦
燭
臺
三
十
三
箇

○
木
燭
臺
四
十
七
箇
○
新
置
紅
條
卓
二
十
二
張

○
條
凳
二
十
二
根
○

聖
殿
帳
幃
五
副
○
中
一
副
四
幅
○
四
配
二
副
各
六

幅
○
十
哲
二
副
各
八
幅
右

器

知

縣

毛

䴊

黄

著

曹

天

憲

教

諭

許

淵

叚

求

本

相

繼

增

置

典
籍
勑
諭
○
大
明
㑹
典
○
明
倫
大
典
○
五
倫
書
○

孝
順
事
實
○
爲
善
隂
隲
○
大
誥
○
大
明
律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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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四
書
集
註
○
書
經
集
註
○
詩
經
集
註
○
昜
經
集

註
○
春
秋
傳
○
禮
記
註
○
資
治
通
鑑
○
性
理
大

全
○
四
書
大
全
○
書
經
大
全
○
詩
經
大
全
○
昜

詩
大
全
○
春
秋
集
傳
○
禮
記
大
全
○
十
三
經
註

䟽
○
兵
部
事
例
○
薛
胡
語
錄
板
○
紹
興
名
宦
錄

皇
明
政
要
○
女
訓

學
田

星
門
前
月
池
左
右
田
六

○
紹
興
府
推
官

陳
讓
㫁
金
亭
觀
田
九
十

○
邑
民
俞
則
時
捐
田

一
十
六

南

京

大

理

寺

左

評

事

天

台

夏

贍

學

田

記

甲

午

之

水

新

昌

東

堤

為

甚

事

聞

本

府

節

推

陳

公

見

吾

檄

治

其

事

縣

小

民

貧

工

役

不

貲

公

以

才

辨

不

數

月

東

堤

㫁

工

然

公

老

成

慮

事

未

敢

端

以

為

得

也

本

縣

儒

學

實

當

東

南

二

水

之

衝

壞

起

墜

整

慨

新

丹

堊

者

累

累

公

於

此

加

念

邑

庠

貧

士

諸

生

不

給

口

者

多

就

公

得

鬴

區

然

而

公

之

念

愈

未

可

足

也

一

日

民

以

崇

妙

廢

觀

遺

田

為

請

公

與

知

縣

事

姜

侯

志

合

請

於

督

學

徐

公

少

湖

廵

按

張

公

西

墅

歸

其

田

於

學

既

歸

學

慱

正

倅

二

許

君

進

諸

生

謂

曰

夫

建

設

律

應

紀

載

矧

公

念

本

學

無

窮

之

意

一

見

於

此

諸

生

方

感

激

思

效

盖

未

言

先

合

於

是

生

何

純

陳

大

昌

来

議

記

事

予

與

公

有

文

字

之

好

雖

病

不

得

辭

為

之

謂

天

之

生

物

以

是

數

生

以

是

數

養

堯

湯

之

災

未

聞

一

人

缺

食

死

者

無

棄

利

有

備

使

然

也

天

惟

不

能

與

民

爲

均

節

委

諸

人

天

亦

惡

得

屑

屑

然

某

貧

某

冨

與

民

爲

籍

今

一

人

饑

則

曰

天

饑

之

百

千

人

饑

則

曰

天

饑

之

不

復

為

意

噫

然

則

均

節

重

不

在

人

已

可

乎

哉

夫

利

惡

其

棄

於

地

也

幸

其

藏

於

人

尤

幸

其

人

為

之

藏

良

田

美

利

而

以

業

攘

欲

欺

負

亡

頼

之

竪

外

道

之

人

在

人

在

地

何

言

為

異

崇

妙

之

田

一

轉

而

為

贍

學

養

才

之

器

可

謂

壮

其

用

一

物

之

無

憾

此

是

也

捐

有

餘

不

足

公

與

姜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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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昌
縣
志
卷
之
七

九

於

是

知

均

節

在

我

事

至

必

為

他

日

相

天

子

代

天

理

物

權

制

重

輕

㫁

截

彌

綸

沛

然

志

元

元

知

有

父

母

矣

予

病

不

能

餙

辭

出

意

為

好

文

以

復

書

為

贍

學

田

記

公

名

讓

字

元

禮

觧

福

建

由

壬

辰

進

士

筮

仕

今

官

姜

侯

名

地

鄱

陽

人

二

許

君

名

淵

黟

人

名

效

賢

莆

田

人

○

教

諭

程

良

真

儒

學

田

記

新

昌

越

之

山

水

縣

學

宫

宏

壮

有

度

贍

學

田

三

百

八

十

餘

畆

地

視

田

四

之

一

以

年

逺

籍

遺

宿

猾

巧

匿

其

削

滋

甚

天

曆

攺

元

承

務

王

公

尹

茲

邑

首

以

學

校

為

已

任

修

葺

敝

陋

勉

勵

曠

弛

良

真

承

乏

軄

文

學

奉

御

史

建

言

諮

以

告

公

愀

然

殚

慮

乃

命

賛

理

覈

復

方

廣

寺

僧

占

田

四

千

餘

武

呉

丁

侗

地

武

次

之

余

奸

露

彰

舊

物

俱

還

廪

膳

以

充

佩

咸

集

遂

飛

鶚

食

黮

懷

我

好

音

而

知

明

徳

之

功

猗

歟

盛

哉

諸

生

謀

伐

石

志

厥

美

併

䟽

田

數

于

公

名

綸

大

名

路

開

州

長

垣

縣

人

祀
典

文
廟

春
秋
丁
祭
用
猪
六
羊
二
鹿
一
兎
十
帛
九
○

啓
聖
公
祠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二
羊
一
代
鹿
羊
一

兎
一
帛
三
○
社
稷
壇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二
羊
二

代
鹿
羊
一
兎
一
帛
二
○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宋
稱

風
伯
兩
師
元
因
之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三
羊
三
代

鹿
羊
一
兎
一
帛
七
○
城
隍
廟
宋
祠
崇
福
侯
元
末

燬
于
方
氏
洪
武
二
年
封
監
察
司
民
城
隍
顯
佑
伯

三
年
攺
正
前
代
神
號
止
稱
新
昌
縣
城
隍
是
年
知

縣
周
文
祥
因
基
址
狹
隘
倂
舊
尉
司
地
重
建
月
朔

望
有
司
行
香
民
多
祈
報
之
成

化

十

一

年

李

楫

重

脩

元

張

泳

涯

城

隍

廟

記

元

至

大

攺

元

秋

八

月

廣

平

李

公

廷

弼

来

治

邑

延

見

吏

民

具

宣

上

徳

意

既

而

脩

孔

子

廟

社

稷

壇



ZhongYi

新
昌
縣
志
卷
之
七

十

政

教

並

舉

邑

人

曰

我

公

先

所

重

矣

遂

相

率

而

請

曰

自

秦

置

㑹

稽

郡

則

有

縣

至

唐

沿

革

不

一

錢

氏

析

剡

爲

新

昌

有

縣

則

有

城

隍

食

茲

有

年

禳

禱

每

效

丁

未

大

祲

舊

廟

隳

落

神

弗

安

厥

棲

殆

不

任

祀

事

今

茲

秋

少

稔

人

且

和

願

撤

而

新

之

以

迎

貺

公

顧

謂

僚

佐

曰

予

有

民

社

事

神

乃

其

軄

徃

謁

祠

下

巳

戚

然

於

心

而

爾

民

請

益

堅

若

相

符

契

不

可

不

然

其

言

逹

魯

花

赤

小

里

公

簿

令

馬

合

公

少

府

郭

公

廉

慎

公

正

同

心

蒞

邑

恊

誠

賛

勸

施

助

雲

集

已

而

廟

成

耆

舊

屬

予

記

之

夫

郡

邑

祠

城

隍

其

来

尚

矣

按

周

官

小

宗

伯

掌

山

林

墳

衍

之

神

位

各

因

其

方

祭

法

又

曰

山

林

川

谷

丘

陵

能

出

雲

為

風

雨

者

在

諸

侯

之

地

得

而

祭

之

下

逮

門

户

竈

井

之

微

俱

不

廢

于

祀

典

獨

城

隍

不

經

見

者

盖

闕

文

不

然

此

豈

下

於

五

祀

神

者

與

然

斯

邑

猶

無

所

考

廟

之

役

經

始

於

戊

申

冬

明

年

夏

工

畢

無

纎

毫

煩

公

家

調

度

殿

庭

耽

耽

軒

詹

轍

轍

上

極

旁

狹

比

舊

倍

差

厚

基

愽

楚

楹

桶

豐

碩

貌

相

環

列

繪

事

輝

映

赤

白

絢

好

民

来

觀

者

傾

動

驚

駛

忘

其

徃

日

之

陋

而

已

為

今

日

之

雄

桀

麗

偉

踈

踊

而

獨

出

也

神

之

興

藉

乎

人

有

數

哉

神

有

所

依

則

人

之

竭

䖏

妥

靈

於

是

乎

至

矣

乃

系

之

以

辭

邦

人

歌

祀

焉

山

南

明

兮

摩

青

蒼

水

剡

西

兮

源

深

長

惟

神

聦

直

司

金

湯

翬

飛

祠

宇

臨

康

荘

神

居

清

麗

邑

以

昌

威

靈

烜

赫

庇

一

方

導

和

驅

厲

民

阜

康

祈

雩

恊

應

時

雨

暘

八

鄉

禾

稼

年

豐

穰

神

来

下

兮

格

馡

芳

億

載

護

國

崇

福

祥

○

明

光

禄

署

丞

吕

光

泌

捨

田

記

城

隍

之

祀

古

典

莫

考

僅

見

於

唐

亦

不

知

其

所

宗

我

太

祖

髙

皇

帝

廓

清

海

宇

惟

典

神

天

詔

天

下

崇

祀

之

所

以

報

幽

賛

之

功

也

新

昌

城

隍

神

廟

奠

于

泌

家

之

西

相

去

為

甚

近

居

民

有

所

祈

求

靡

不

昭

應

禍

福

利

害

示

向

方

其

錫

禧

百

里

降

保

萬

民

炳

炳

然

者

視

他

邑

為

尤

靈

予

每

聞

之

父

曰

予

於

是

廟

明

信

以

禱

之

未

不

應

應

之

未

不

竒

今

其

一

二

記

之

靈

異

者

可

考

巳

是

神

之

靈

於

吾

家

視

他

人

爲

尤

豈

人

情

所

謂

近

者

親

耶

抑

有

感

于

吾

父

之

誠

而

常

享

耶

昔

時

門

堂

楹

桷

圯

壞

予

父

既

告

邑

令

君

姜

公

而

修

緝

之

惟

於

火

凾

之

具

猶

爲

簡

就

予

廼

捐

金

以

鑄

又

鏤

銘

於

旁

而

鼎

新

焉

然

守

廟

者

奔

走

衣

食

香

汛

掃

之

禮

時

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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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昌
縣
志
卷
之
七

十
一

不

備

於

禮

爲

簡

非

予

父

意

也

夫

以

神

之

精

靈

固

無

待

於

此

而

吾

邑

之

隂

被

神

休

其

可

簡

于

禮

歟

邑

人

之

逺

者

莫

之

見

矣

以

予

之

近

而

目

炙

其

靈

貺

者

誠

當

爲

之

計

也

于

是

擇

田

之

膏

腴

者

一

䖏

量

其

入

可

供

所

出

之

費

使

守

廟

者

世

業

之

将

不

累

於

他

求

得

以

時

香

汛

掃

千

百

年

其

弗

替

焉

庻

乎

答

其

靈

之

萬

一

于

以

承

吾

父

之

志

也

因

序

其

㒹

末

記

之

○

尚

書

吕

光

洵

捐

田

壹

拾

畆

○
邑
厲
壇

清
明
中
元
下
元
三
祭
用
猪
三
羊
三

○
止
水
廟
一
名
捍
患
祠
舊
在
東
堤
上
紹
興
中
知

縣
林
安
宅
寳
祐
中
知
縣
趙
時
佺
俱
築
東
堤
有
功

民
爲
立
祠
肖
像

時
祀
之
明

成

化

間

侍

郎

俞

欽

征

川

貴

山

賊

勢

甚

猖

獗

夣

二

神

語

曰

明

午

當

助

風

次

日

交

戰

果

反

風

克

勝

大

異

之

歸

即

崇

餙

廟

貌

以

報

其

功

今

不

祭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萬

鵬

築

城

攺

遷

城

内

昜

其

額

曰

東

鎮

○
陳
宣
尉
祠
舊
在

城
隍
廟
西
元
至
元
中
祀
浙
東
宣
尉
陳
恬
今
廢
御史

俞

浙

記

公

諱

恬

字

慶

甫

號

節

齋

河

南

府

人

至

元

十

四

年

丁

丑

以

浙

東

宣

尉

從

百

餘

卒

来

自

福

建

抵

新

昌

隣

境

㜈

之

玊

山

多

悍

夫

先

是

有

欲

逞

悍

於

一

使

者

呼

儔

五

百

軰

約

便

道

爲

邀

計

風

傳

来

期

適

與

公

值

邑

人

白

公

必

鋔

少

避

之

公

曰

吾

宣

皇

靈

慰

民

望

以

爲

職

不

幸

遇

弭

可

也

避

可

乎

縱

吾

可

避

百

姓

魚

肉

不

上

負

朝

廷

羞

使

節

乎

况

亦

吾

民

也

吾

将

導

揚

天

子

徳

意

昭

示

禍

福

使

知

向

昔

以

吾

職

無

愧

吾

心

而

已

即

留

止

縣

治

翼

日

至

公

肩

輿

招

諭

罄

囊

劳

之

認

為

前

使

者

喧

呶

洶

湧

不

復

聴

命

擁

衆

直

前

公

遂

死

焉

殊

覺

其

誤

驚

駛

鳥

散

嗚

呼

公

以

赤

子

視

不

以

父

母

視

公

公

為

特

開

生

路

乃

納

公

於

死

事

之

倒

施

有

如

是

者

天

乎

命

耶

公

既

死

邑

人

壮

而

祠

之

閱

二

十

有

八

載

庚

子

邑

大

夫

王

光

祖

求

文

為

記

因

明

其

心

事

以

表

見

于

當

世

云

○
鄉
賢
祠

春
秋
二
祭
各
用
猪
二
羊
一
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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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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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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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一
○
名
宦
祠

春
秋
二
祭
各
用
猪
二
羊
一
帛
一

○
李
公
祠
在
東
門
外
祀
紹
興
知
府
李
慶
知

縣

姜

地

建

田

琯

重

脩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一
羊
一
帛
一
○
石
公
祠

祀
宋
儒
石
墪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一
羊
一
帛
一
洪珠

記

曰

宋

紹

興

間

有

醇

儒

出

自

㑹

新

昌

曰

克

亝

先

生

先

生

姓

石

諱

墪

字

子

重

世

系

自

漢

晋

逺

且

耀

至

宋

而

大

昌

宦

蹟

行

業

譜

諜

有

記

矣

自

先

生

髙

祖

石

城

公

建

兹

院

延

明

道

先

生

典

塾

事

伊

洛

學

始

入

越

繼

亦

休

熄

先

生

起

奮

趋

此

學

著

有

中

庸

集

解

發

揮

道

徳

性

命

㣲

辭

旨

義

燦

如

也

晦

得

考

據

以

明

暢

中

庸

又

三

仕

同

官

薰

蒸

琢

磨

上

下

而

先

生

詣

重

致

逺

之

學

遂

以

大

成

晚

開

此

堂

教

諸

子

延

自

逺

方

来

士

日

與

講

論

無

過

求

仁

為

要

因

扁

其

堂

曰

克

亝

此

學

盖

終

其

身

思

以

行

之

鄉

國

天

下

来

世

也

予

少

讀

朱

子

全

書

見

其

恠

越

中

學

術

于

華

實

之

際

迨

守

紹

興

讀

㑹

志

亦

見

其

始

末

記

載

仙

佛

幻

跡

風

題

詠

王

謝

一

派

為

烈

無

侈

書

先

生

學

業

者

何

如

也

古

者

君

子

仕

于

其

鄉

則

思

舉

其

故

若

廢

名

賢

盛

徳

不

載

墮

賢

人

世

胄

躅

業

不

彰

耻

莫

大

焉

學

術

繫

人

心

政

治

乃

鼓

山

舊

址

得

地

直

可

一

十

八

横

如

其

數

搆

六

楹

中

設

先

生

神

位

前

四

楹

為

儀

門

又

前

二

楹

為

臺

門

南

臨

大

路

建

綽

楔

以

風

聲

山

田

地

共

二

十

八

咸

先

生

裔

孫

克

剛

供

祀

事

南

望

旗

山

如

見

大

賔

矣

乃

刹

峥

嵘

思

一

掃

而

未

暇

北

負

金

庭

委

羽

瑞

蓮

龍

驤

之

跡

猶

有

存

者

而

荒

幻

可

畏

三

溪

遶

其

西

四

明

倒

影

吊

知

章

之

狂

放

惜

其

不

知

所

裁

天

姥

峙

其

東

峻

層

雲

表

又

惜

其

題

抹

擕

彫

多

是

浮

華

放

浪

之

蹟

唯

堂

中

屹

而

勢

尊

宅

安

境

净

泉

石

幽

嚮

乃

前

人

講

學

聲

韻

若

可

聴

聞

於

乎

孔

門

一

派

自

孟

子

後

至

明

道

而

始

明

紫

陽

一

派

傳

自

伊

洛

新

昌

一

派

分

自

紫

陽

不

可

誣

也

亦

以

行

於

越

矣

則

登

斯

堂

也

能

無

益

思

先

生

名

齋

之

義

髙

山

仰

止

克

巳

求

仁

極

于

詣

重

致

逺

之

際

而

昜

其

舊

者

意

在

斯

乎

意

在

斯

乎

因

繫

之

辭

世

歌

以

祀

公

曰

道

要

誰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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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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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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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覽

千

古

思

大

賢

惟

氣

化

間

值

亦

天

運

兮

囘

還

美

好

脩

前

哲

超

獨

得

靈

玄

紹

世

業

兮

猗

那

導

洛

源

兮

揚

閩

波

信

脩

勉

慕

代

不

同

兮

将

謂

何

将

謂

何

兮

思

遲

遲

石

鼓

兮

文

旗

悵

遺

跡

荒

草

滋

集

芳

馨

兮

建

堂

帷

山

空

兮

無

塵

會

適

交

神

若

有

告

予

兮

道

真

保

厥

美

兮

依

於

仁

依

於

仁

兮

學

所

止

歸

魚

川

與

泳

兮

烏

雲

與

飛

風

雲

月

露

兮

似

是

而

非

凡

我

髦

士

兮

喫

以

為

南

明

高

兮

光

古

瀰

畹

有

蘭

兮

汀

有

芷

越

多

士

兮

公

名

孫

子

神

居

其

間

兮

永

與

終

始

○
何
鄉

徳
祠
在
東
城
外
祀
明
尚
書
何
鑑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一
羊
一
帛
一
大

學

士

石

瑶

有

記

有

斐

之

章

徳

武

公

也

誰

嗣

之

謡

懷

子

産

也

召

伯

去

而

甘

棠

勿

翦

叔

子

代

而

峴

首

有

彼

數

君

子

者

其

深

仁

厚

澤

誠

有

以

入

乎

人

心

旣

深

且

乆

有

百

世

而

不

可

泯

者

故

夫

老

子

壮

孫

相

與

傳

誦

不

休

不

惟

身

被

其

福

家

食

其

惠

而

凢

吾

所

以

養

老

尊

賢

長

長

㓜

㓜

厚

生

送

死

得

庻

幾

於

先

王

之

道

而

不

徒

爲

人

者

孰

非

賢

者

之

賜

哉

徳

其

賜

不

能

忘

其

人

於

是

睹

其

興

作

建

樹

之

功

經

其

遊

歌

燕

集

之

地

徬

徨

悵

惘

無

所

宣

洩

乃

從

而

吟

咏

之

又

從

而

表

志

之

又

甚

而

悲

號

躑

躅

之

耳

豈

惟

數

君

子

者

不

知

得

此

於

民

雖

民

亦

不

自

知

其

所

以

思

之

至

此

也

若

今

大

司

馬

新

昌

何

公

有

大

惠

於

鄉

而

其

鄉

之

人

徳

公

不

置

㴠

之

泳

之

謳

而

思

之

且

立

生

祠

繪

公

像

於

中

日

夕

瞻

禮

家

頌

而

户

祝

豈

不

猶

有

古

人

之

心

哉

盖

公

自

舉

進

士

爲

監

察

御

史

歷

知

府

布

政

使

都

御

史

刑

部

侍

郎

以

至

南

京

兵

部

尚

書

奉

勑

叅

贊

機

務

出

入

兩

都

餘

四

十

年

雖

數

操

節

領

重

鎮

掌

握

兵

機

功

在

朝

廷

威

徳

幾

徧

海

宇

然

於

其

鄉

閭

之

利

病

未

不

時

時

軫

之

慮

而

為

之

損

益

者

故

其

父

老

曰

吾

何

能

忘

吾

公

哉

其

子

弟

曰

非

我

公

也

吾

何

能

殖

至

問

其

所

以

徳

公

之

故

則

衆

人

欲

言

而

未

能

君

子

或

能

言

之

而

未

於

乎

是

豈

非

公

之

所

以

謀

其

鄉

者

猶

其

謀

於

國

也

善

稱

君

而

功

歸

於

有

司

故

民

日

用

而

不

知

也

哉

今

即

其

所

可

見

者

言

之

新

昌

之

東

有

古

防

焉

湍

水

齧

决

而

厲

民

民

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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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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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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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七

十
四

公

謀

之

藩

郡

增

築

髙

廣

民

始

奠

邑

之

田

賦

汨

於

豪

姦

小

民

貿

貿

焉

不

知

所

如

則

鬻

家

以

償

公

議

度

而

籍

之

諸

弊

頓

息

縣

治

居

萬

山

中

留

都

之

稅

疲

於

飛

輓

公

議

擬

温

台

政

輸

近

郡

邑

有

社

倉

去

城

阻

逺

民

弛

於

防

則

蠧

日

滋

令

質

之

公

移

置

近

邑

所

徭

役

省

而

防

閑

便

舊

制

邑

三

十

有

二

里

公

以

民

貧

議

歸

併

十

之

一

民

不

告

急

邑

東

南

接

温

台

道

路

時

壞

於

洪

水

徃

来

病

渉

公

始

議

結

石

為

周

行

餘

二

千

歩

巖

石

間

又

建

傑

閣

以

壮

八

鄉

之

觀

弘

治

癸

㐪

大

侵

民

有

菜

色

公

議

上

請

得

蠲

租

賑

恤

頼

以

活

者

甚

衆

他

如

議

免

軍

需

而

逓

送

省

裁

革

冗

簿

而

費

用

節

請

除

府

庫

之

役

而

窮

困

始

少

蘇

凢

所

以

益

于

國

而

利

于

民

之

政

如

此

者

殆

不

可

以

悉

舉

是

宜

其

鄉

之

人

謳

之

思

之

廟

貌

而

頌

祝

之

没

世

而

不

䏻

忘

也

哉

嗟

夫

世

之

宦

者

以

冨

貴

驕

其

鄉

而

鄉

之

人

亦

疾

如

仇

讐

固

不

足

論

乃

若

以

文

章

功

業

烜

赫

一

世

位

上

公

爵

通

侯

比

退

而

野

䖏

汎

然

無

所

表

正

甚

至

家

與

之

爲

怨

人

與

之

為

敵

者

其

視

公

之

所

以

福

其

鄕

而

鄉

之

所

以

徳

於

公

如

此

廣

狹

大

小

何

如

哉

顧

瑶

不

佞

不

足

以

知

公

然

於

公

論

之

在

天

下

者

則

固

不

敢

泯

於

是

乃

新

昌

令

姚

君

隆

所

論

著

公

之

行

事

及

邑

之

士

陳

獻

潘

温

吕

宗

信

俞

朝

文

諸

子

之

請

為

文

而

之

又

系

之

詩

新

昌

之

人

歌

誦

于

無

窮

詩

曰

㑹

山

髙

江

水

澄

山

川

效

靈

公

挺

生

扶

摇

直

上

九

萬

程

豸

冠

岌

業

車

鏗

訇

出

操

節

入

提

刑

徳

海

内

如

春

行

荆

襄

撫

餒

衆

不

驚

嘘

枯

起

死

西

南

平

爵

崇

階

峻

公

不

盈

公

入

里

門

童

丱

迎

大

堤

峩

然

宅

用

寧

父

老

公

如

長

城

賦

平

訟

理

刑

罰

清

溝

既

正

民

歸

耕

一

寸

一

尺

無

敢

争

小

民

守

籍

如

守

經

萬

山

嶇

嶔

朝

玊

京

飛

芻

輓

粟

肩

領

頳

公

曰

温

台

例

可

慿

攺

輸

近

郡

歡

聲

騰

軺

車

比

来

鉦

鼓

鳴

卒

徒

喘

走

吏

戰

競

公

曰

助

役

力

少

輕

徃

趋

旁

縣

羣

力

并

四

鄉

之

庾

多

稌

秔

穿

墉

入

屋

何

彭

亨

移

之

近

地

非

紛

更

官

不

失

守

民

享

成

材

賦

之

數

有

縮

嬴

里

三

十

二

今

虗

名

什

一

省

倂

從

徭

征

涸

鳞

稍

困

始

醒

癸

夘

之

饑

饉

仍

蠲

租

詔

下

哀

孤

㷀

公

有

力

焉

枯

更

榮

子

得

保

父

弟

保

兄

東

南

傑

閣

何

崢

嵘

下

有

古

道

直

如

䋲

昔

時

洪

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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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昌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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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七

十
五

縱

復

横

褰

裳

幸

免

逄

鯢

鯨

結

石

為

路

勞

經

營

十

里

一

望

虹

舒

晴

因

物

致

用

利

亦

貞

驅

山

何

必

如

秦

嬴

害

有

可

除

利

可

興

公

言

一

出

衆

耳

傾

冗

簿

旣

革

庫

役

停

吏

士

相

顧

無

憂

嚶

公

心

保

民

如

保

嬰

况

此

邦

族

友

與

朋

細

大

畢

舉

忠

義

形

盖

有

至

徳

通

神

明

不

然

天

下

繁

令

丞

何

多

循

吏

新

之

庭

大

賢

謀

國

色

不

矜

志

同

徳

恊

谷

應

聲

新

祠

奕

奕

陳

豆

登

裳

重

光

降

且

升

願

公

徳

業

如

宰

願

公

齡

齒

躋

喬

彭

願

公

子

孫

公

復

世

佐

聖

主

輸

忠

精

洛

南

之

碑

如

日

星

士

思

公

来

民

拊

膺

我

與

洛

人

不

可

能

仰

瞻

傳

說

為

和

雲

臺

烟

閣

入

紫

㝠

公

宜

劍

履

圖

丹

青

崇

雖

殊

不

異

情

萬

世

考

徳

茲

可

徴

○
宋
公
祠
在
縣
西
一
里
祀
知
縣
宋
賢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一
净
食
三
茶
果
三
帛
一
○
萬
公

祠
在
縣
西
一
里
祀
知
縣
萬
鵬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一
净
食
三
茶
果
三
帛
一
○
曹
蕭
徳
政
祠
在
縣
西

二
里
祀
知
縣
曹
天
憲
蕭
敏
道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一
净
食
三
茶
果
三
帛
一
脩

撰

秦

鳴

夏

記

新

昌

紹

興

屬

邑

然

踰

天

姥

而

東

僅

百

里

爲

天

台

封

連

壤

比

台

之

人

出

入

四

方

者

多

假

道

焉

故

其

令

之

清

濁

賢

不

肖

莫

詳

於

台

人

之

口

徃

時

予

官

翰

林

自

吾

鄉

抵

京

師

者

亟

稱

新

昌

令

曹

侯

之

賢

心

識

之

比

予

賜

罷

東

歸

道

其

境

未

暇

悉

其

政

也

旣

而

屏

跡

山

中

理

亂

之

說

不

欲

一

入

吾

耳

而

其

邑

吕

封

君

芝

山

翁

者

遺

予

以

事

状

一

通

題

其

緘

曰

曹

侯

遺

愛

予

而

讀

之

爲

之

卷

嘆

曰

嗟

乎

若

曹

侯

者

豈

不

誠

賢

矣

哉

侯

名

天

憲

字

恒

别

號

見

齋

江

西

浮

梁

人

也

以

進

士

起

家

試

新

昌

令

性

通

敏

行

志

㓗

蕭

然

坐

官

舎

僅

僅

以

二

僕

自

将

食

茹

淡

日

以

爲

常

其

爲

邑

一

以

節

用

愛

人

爲

務

雖

鄉

飲

射

讀

之

儀

軍

國

祭

祀

之

用

亦

必

事

爲

品

使

禮

從

乎

儉

費

不

及

奢

邑

阻

山

民

苦

夫

役

當

事

者

徃

徃

有

一

舉

而

傾

其

家

者

侯

下

車

憮

然

曰

山

城

民

力

竭

矣

則

爲

之

定

章

程

去

繁

冗

非

公

事

徑

其

封

者

一

不

以

煩



ZhongYi

新
昌
縣
志
卷
之
七

十
六

甲

甲

或

曰

如

府

怨

何

曰

吾

寧

府

怨

以

落

官

不

可

剥

民

以

自

媚

持

其

議

矻

不

可

撼

逹

官

長

吏

多

他

途

以

避

之

嗚

呼

予

覩

今

出

守

若

令

者

駕

言

興

治

非

不

欲

方

駕

龔

黄

比

肩

召

杜

然

一

旦

少

值

毀

譽

僅

若

毫

髮

輙

瞿

然

䘮

其

所

守

若

或

失

之

凢

可

瘠

民

以

自

為

者

無

不

為

矣

此

其

人

賢

不

肖

視

侯

何

如

侯

既

為

民

息

肩

夫

然

後

櫛

垢

去

蠧

與

民

更

始

是

故

舉

鄉

約

清

囹

圄

别

淑

慝

如

廟

材

㠯

興

士

究

荒

政

以

濟

變

無

不

可

書

亦

有

不

書

者

若

侯

豈

不

誠

賢

矣

哉

然

予

聞

侯

頃

以

治

最

徴

邑

之

人

扶

老

擕

㓜

攔

道

遮

留

若

去

侯

不

可

一

日

生

者

侯

既

去

民

思

之

不

置

乃

相

與

䂓

地

庀

工

肖

侯

像

而

祠

之

祠

成

白

于

新

令

宋

君

各

走

其

子

弟

持

状

謁

予

山

中

再

拜

請

言

以

勒

諸

石

曰

庻

幾

藉

㠯

不

朽

予

不

文

姑

識

其

大

以

俟

觀

風

者

擇

焉

○

尚

書

潘

晟

記

凡

官

於

民

徳

其

政

乆

而

益

彰

故

未

去

而

民

愛

既

去

而

民

思

謂

之

良

吏

其

地

爲

之

立

祠

肖

像

非

謟

非

愓

事

之

定

論

之

公

也

余

邑

濵

海

枕

山

里

不

能

四

十

确

民

貧

至

乃

築

邑

用

以

困

先

是

賢

令

君

若

曹

若

宋

保

於

始

而

萬

侯

繼

之

雖

興

大

役

遇

饑

饉

而

力

亦

足

辦

故

邑

之

民

士

愛

而

思

之

思

而

肖

像

祀

之

嗣

萬

侯

者

更

代

靡

常

施

澤

於

民

未

乆

全

吾

蕭

公

㠯

南

昌

碩

雋

由

制

科

視

篆

余

邑

律

身

以

廉

馭

民

㠯

簡

至

即

理

濫

費

革

冗

役

㕘

覈

節

均

去

苛

剔

弊

民

得

觧

縳

於

袵

席

之

上

法

止

而

不

深

事

省

而

不

畱

當

道

茂

其

才

欲

更

之

大

縣

邑

士

民

號

泫

以

請

於

上

乃

止

公

治

邑

凡

三

禩

惟

平

昜

近

民

不

事

敲

朴

民

安

其

業

咸

不

忍

欺

之

其

禦

吏

胥

以

恩

旣

洞

悉

其

情

必

以

剛

制

不

入

奸

墨

筐

篋

中

臨

事

慷

慨

有

度

其

所

未

愜

無

論

上

司

記

諜

徃

復

悉

以

已

意

民

心

裁

之

數

年

来

邑

之

民

得

以

生

養

休

息

而

不

至

於

大

壞

者

公

之

力

也

若

其

敦

禮

以

厚

俗

咸

虗

以

咨

訪

勑

法

以

戢

姦

課

業

以

育

士

徒

跣

以

躬

禱

夷

愉

以

睦

僚

屬

恂

恂

然

真

切

爲

民

而

無

激

詭

推

剥

之

術

故

政

不

迫

而

績

自

成

鴻

譽

日

蜚

交

章

以

薦

隆

慶

己

巳

夏

部

檄

至

矣

余

邑

民

士

愕

然

如

失

怙

恃

咸

欲

遺

其

愛

以

繫

無

窮

之

思

廼

肖

像

於

曹

侯

之

右

重

葺

祠

宇

新

前

事

二

楹

余

扁

其

額

曰

蕭

曹

並

羙

謂

侯

與

曹

侯

同

鄉

且

方

之

前

漢

循

吏

云

云

也

故

曰

事

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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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之

公

也

邑

之

士

大

夫

復

捐

田

若

干

爲

守

祠

者

供

洒

掃

之

役

共

屬

余

文

以

諸

䂖

余

不

敢

辭

以

方

被

命

未

果

一

日

通

守

明

齋

熊

公

憇

候

祠

因

語

謝

令

君

云

擢

藍

公

曰

休

哉

輿

情

洽

公

道

攸

存

不

鋟

于

䂖

云

何

以

永

謝

令

君

曰

此

職

之

夙

心

也

卓

彼

前

脩

景

行

攸

止

峕

邑

學

慱

暨

群

弟

子

侍

側

咸

稽

首

以

謝

乃

謀

於

大

司

馬

吕

公

藩

㕘

三

泉

俞

公

僉

曰

唯

爰

是

邑

孝

俞

華

野

遂

旅

書

以

逮

於

余

余

次

其

畧

如

左

○

尚

書

呂

光

洵

捐

田

壹

畆

名

鍾

樓

嶴

○
佟
公
祠
在
縣

西
二
里
祀
知
縣
佟
應
龍
嵗
春
秋
二
祭
用
猪
一
净

食
三
茶
果
三
帛
一
知

府

張

明

道

記

嘉

靖

攺

元

淮

陽

佟

應

龍

起

甲

科

来

知

新

昌

視

篆

稽

籍

詢

方

知

邑

賦

廉

而

民

少

求

所

以

康

之

術

與

故

老

籌

之

有

泣

而

告

者

曰

力

疲

於

不

公

財

竭

於

不

節

積

弊

之

大

目

也

邑

僻

深

山

路

界

台

剡

客

過

者

月

不

下

十

數

傍

無

傳

置

悉

取

給

於

里

故

供

儲

無

休

息

冨

者

田

連

數

十

頃

貧

者

不

盈

百

公

之

費

又

儕

等

不

以

貧

冨

爲

差

令

又

多

喜

賔

客

善

費

一

日

之

役

破

劘

萬

錢

以

故

貧

人

益

困

乃

有

傾

産

自

鬻

而

操

溝

壑

者

吾

小

人

今

日

所

急

侯

曰

吾

計

之

乃

下

令

約

法

平

政

汰

冗

濫

黜

奢

靡

一

歸

諸

簡

約

又

善

爲

長

短

貸

之

法

以

捄

之

故

貧

者

不

致

破

亡

侯

又

集

故

老

訓

之

曰

吾

禄

於

此

幸

年

穀

比

登

上

下

無

事

吾

爲

若

等

約

身

殺

禮

以

務

休

息

此

侯

善

政

之

大

者

又

明

辨

有

威

善

審

人

情

知

時

務

之

要

張

弛

舉

廢

悉

有

次

第

不

凝

滯

於

一

方

以

故

事

成

而

人

安

之

大

抵

侯

之

政

以

慈

惠

爲

本

凡

山

川

林

樾

有

便

於

民

而

舊

有

禁

厲

者

弛

以

利

民

水

射

民

居

侯

爲

巨

防

障

之

民

常

病

癘

捐

俸

召

醫

活

千

餘

人

其

所

治

訟

牒

常

降

顔

色

從

容

聴

之

不

爲

威

嚴

强

折

而

人

人

無

不

輸

意

自

歸

訟

多

平

反

豪

貴

任

俠

恣

睢

自

雄

不

就

法

者

即

窮

治

之

不

少

貸

僚

行

侍

左

右

惮

若

神

明

置

縣

以

来

令

長

循

廉

有

稱

於

世

多

矣

膏

澤

在

民

侯

尤

汪

焉

夫

治

以

不

均

爲

患

寡

非

所

憂

財

以

不

節

爲

濫

貧

非

所

慮

均

以

聚

衆

節

以

用

侯

之

惠

大

矣

予

昔

爲

邑

今

始

爲

郡

以

位

吾

守

也

佟

尹

令

也

以

政

事

則

吾

師

也

尹

今

去

新

昌

二

十

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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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矣

民

思

之

不

忘

非

有

徳

于

民

而

然

乎

如

其

仁

如

其

仁

均
水

縣

西

二

里

爲

知

縣

田

琯

立

書
院
萬
卷
堂
一

綂

志

云

在

新

昌

縣

八

里

宋

石

待

旦

建

堂

貯

書

又

爲

石

溪

義

塾

○
鼓

山
書
院
在

縣

西

石

鼓

山

明

知

府

洪

珠

建

以

祀

先

儒

石

子

重

肖

像

其

中

○
克
齋

石

子

重

藏

脩

所

朱

文

公

記

其

文

載

朱

子

大

全

中

○
傳
心
閣
在

石

溪

義

塾

張

南

軒

銘

朱

晦

翁

䟦

其

畧

曰

熹

旣

爲

尤

溪

大

夫

石

子

重

記

其

修

學

之

事

又

爲

作

此

五

銘

焉

時

子

重

方

爲

藏

書

之

閣

於

講

堂

之

東

中

置

周

程

二

君

子

像

旁

列

書

史

之

櫃

而

使

問

名

於

熹

請

以

傳

心

榜

之

而

子

重

遂

併

以

其

銘

見

屬

熹

愚

不

敏

不

敢

專

也

且

惟

子

重

之

爲

是

閣

蓋

非

學

校

經

常

之

則

非

得

知

道

而

徤

於

文

者

不

䏻

有

所

明

也

則

轉

屬

諸

廣

漢

張

君

敬

夫

而

記

其

說

如

此

○
師
犮
淵

源
堂
在

平

壼

村

義

士

陳

雷

建

以

待

四

方

逰

學

之

士

端

明

殿

大

學

士

蔡

抗

記

○
西
塾

東
塾
桂

山

陳

氏

所

建

以

上

今

毁

社
學
洪
武

年
制
每
里
一
所
共
四
十
二
所
選
民
間

俊
秀
子
弟
教
之
而
以
通
經
耆
儒
爲
之
師
後
廢
永

樂
元
年
復
設
講
讀
大
誥
鄉
學
一
所
亦
廢
成
化
十

年
知
府
戴
琥
今
庠
生
張
琰
爲
師
選
民
生
俞
鑣
等

集
䂖
佛
寺
訓
誨
如
教
官
儀
提
調
官
每
月
照
例
考

督
嗣
後
或
舉
或
止
事
不
能

一
而
今
之
社
學
皆

廢
惟
存
其
基
址
而
已

學
校
總
論

論
曰
古
之
教
者
自
國
都
以
及
閭
巷
莫
不
有
學

今
之
學
校
書
社
皆
其
遺
也
然
有
本
焉
惟
闡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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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化
以
興
賢
育
材

爼
豆
增
光
而
皇
猷
黼
黻

則
斯
地
也
其
奮
庸
之
基
歟
乃
若
不
徳
教
是
務

而
役
役
於
器
數
之
求
抑
末
矣
譬
之
世
家
然
其

祖
籍
宗
器
非
不
纚
然
備
也
而
爲
子
孫
者
莫
或

克
篤
之

不
爲
虚
具
也
哉

縣
志
七
卷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