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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曲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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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七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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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陽
曲
縣
志
卷
之
七

政
令
志

戴
夢
熊
曰
刑
罰
者
古
先
聖
王
不
得
巳
而
用
之
者
也

善
爲
治
者
必
先
明
其
法
制
著
爲
令
甲

賢
知
日
習

教
化
之
中
涵
濡
德
噐
罔
有
僻
行
卽
愚
無
知
者
亦
令

守
科
條
而
莫
之
敢
渝
陽
直
雄
都
大
邑
夙
稱
守
禮
之

地
邇
者
風
俗
澆
漓
冨
者
習
爲
奢
靡
貧
者
恥
其
儉
嗇

禮
制
弗
明
訟
獄
繁
興
戸
鮮
誦
讀
之
子
家
無
紡
績
之

婦
流

至
此
亦
大
可
慮
矣
夫
有
司
奉

天
子
命
教
養
一
方
是
其
職
也
舉
大
綱
以
及
條
目
是
其

政
也
化
行
而
俗
美

革
而
利
興
有
專
責
焉
無
容
諉

也
余
自
莅
任
以
來
念
切
教
化
凢
所
舉
行
悉
禀
奉

列
憲
德
意
余
不
過
承
流
宣
化
而
巳
敢
以
政
令
屬
之

余
哉
太
史
公
循
吏
篇
曰
法
令
所
以
道
民
也
刑
罰
所

以
禁
奸
也
奉
職
循
理
亦
可
爲
治
願
與
後
之
君
子
共

朂
焉
作
政
令
志

目
録
計

二

條

鄕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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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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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
約

三

鄕
約

戴
夢
熊
曰
書
曰
嵗
孟
冬
遒
人
以
木
鐸
循
於
路
官
師

相
規
工
執
藝
事
以
諫
不
恭
有
常
刑
禮
曰
養

老
以

教
孝
䘏
孤
獨
以
逮
不
足
上
賢
以
崇
德
簡
不
肖
以
絀

惡
不
率
教
者
左
右
郊
遂
移
之
今
之
鄕
約
卽
其
遺
意

也
邇
來
六
言
不
講
爲
鄕
約
者
僅
効
奔
走
供
使
令
而

巳
揆
厥
由
來
豈
一
朝
一
夕
之
故
聞
前
令
宋
蒸
庵
刋

行
鐸
書
慨
然
有
志
復
古
至
今

陽
傳
誦
今

聖
天
子
廣
頒
訓
諭
一
十
六
條
俾
斯
民
共
登
仁
厚
之
俗

余
實
有
化
民
成
俗
之
責
其
敢
泄
泄
從
事
哉
志
鄕
約

聖
諭
陽

曲

縣

敬

刋

令

居

民

實

貼

門

首

勸

諭

男

婦

老

㓜

但

能

時

刻

仰

看

遵

行

共

化

美

俗

可

免

災

禍

孝
順
父
母

尊
敬
長
上

和
睦
鄕
里

教
訓
子
孫

各
安
生
理

無
作
非
爲

康
熙
十
九
年
十
月

九
日
奉

上
諭
諭
禮
部
朕
惟
至
治
之
世
不
專
以
法
令
爲
務
而
□

教
化
爲
先
其
時
人
心
醇
良
風
俗
朴
厚
刑
措
不
用
比

屋
可
封
長
治
久
安
茂
登
上
理
蓋
法
令
禁
於
一
時
而

教
化
維
於
可
久
若
徒
恃
法
令
而
教
化
不
先
是
舍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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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而
務
未
也
近
見
風
俗
日
敝
人
心
不
古
囂
陵
成
□
□

濫
多
端
狙
詐
之
術
日
工
獄
訟
之
興
靡
巳
或
豪
冨
凌

轢
孤
寒
或
劣
紳
武
㫁
鄕
曲
或
惡
衿
出
入
衙
署
或
蠧

棍
詐
害
善
良
萑
苻
之
刦
掠
時
聞
讎
忿
之
殺
傷
叠
見

陷
罹
法
綱
刑
辟
必
加
誅
之
則
無
知
可
憫
宥
之
則
憲

典
難
寛
念
兹
刑
辟
之
日
繁
良
由
化
導
之
未
善
朕
今

欲
法
古
帝
王
尚
德
緩
刑
化
民
成
俗
舉
凡
敦
孝
弟
以

重
人
倫
篤
宗
族
以
昭
雍
睦
和
鄕
黨
以
息
争
訟
重
農

桑
以
足
衣
食
尚
節
儉
以
惜
財
用
隆
學
校
以
端
士
習

黜
異
端
以
崇
正
學
講
法
律
以
警
愚
頑
明
禮
讓
以
厚

風
俗
務
本
業
以
定
民
志
訓
子
弟
以
禁
非
爲
息
誣
告

以
全
良
善
戒
窩
逃
以
免
株
連
完
錢
糧
以
省
催
科
聨

保
甲
以
弭
盗
賊
解
讎
忿
以
重
身
命
等
項
作
何
訓
廸

勸
導
及
作
何
責
成
内
外
文
武
該
管
各
官
督
率
舉
行

爾
部
詳
察
典
制
定
議
具
奏
特
諭

陽

曲

縣

爲

講

約

化

民

事

照

本

縣

莅

任

六

年

無

刻

不

以

移

風

易

俗

爲

念

是

以

鄕

約

一

事

遵

奉

憲

行

不

啻

諄

諄

提

命

誠

恐

人

心

易

怠

汨

没

天

良

合

再

力

行

講

勸

今

將

講

約

事

宜

並

逐

注

解

刋

刻

分

發

勸

諭

開

列

於

後

朝

廷

設

立

鄕

約

講

明

六

□

原

就

爾

百

姓

日

月

切

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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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事

務

實

心

講

究

務

俾

身

體

力

行

本

縣

莅

任

兹

土

志

在

愛

民

但

願

爾

百

姓

身

做

好

人

日

行

好

事

和

氣

薰

蒸

豊

年

呈

瑞

□

是

□

□

中

第

一

樂

事

矣

爲

此

仰

各

鄕

保

鄕

約

軍

民

人

□

□

悉

查

縣

境

鄕

約

所

原

有

九

十

三

處

着

逐

一

□

□

□

縣

果

有

□

破

逐

一

修

葺

每

約

各

報

鄕

約

正

副

各

一

人

照

依

題

准

事

例

公

舉

六

十

以

上

衣

項

生

員

行

履

無

過

德

望

素

著

者

統

攝

若

無

生

員

卽

以

德

望

民

統

攝

每

遇

朔

望

宜

明

六

諭

開

導

愚

民

其

後

開

各

欵

注

解

俱

本

縣

委

曲

勸

導

鼓

舞

力

行

之

意

仰

通

行

知

照

○

各

欵

注

解

文

繁

未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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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
詳

文
耀
斗
曰
人
文
之
盛
衰
風
俗
之
淳
漓
具
振
興
而
倡

率
之
者
惟
上
之
人
是
頼
而
親
民
之
官
莫
如
邑
令
故

教
育
愛
養
莫
不
致
望
於
樂
只
君
子
焉
然
父
母
之
於

子
弟
非
不
能
訓
誨
之
撫
摩
之
而
實
心
爲
民
者
則
又

往
往
藉
諸
憲
威
以
行
教
令
夫
然
後
利
可
永
興
害
可

永
除
此
所
以
有
申
詳
之
文
也
陽
曲
昔
多
賢
侯
其
善

政
之
著
於
簡
牒
者
志
中
不
載
一
二
將
使
良
吏
諄
諄

請
命
之
苦
心
槪
爲
湮
没
吾

慮
其
無
以
勸
後
之
人

矣
志
申
詳

舉
行
義
學
詳

知

縣

戴
夢
熊
浦

江

人

爲

申

請

舉

行

義

學

作

養

人

文

以

廣

憲

㤙

以

弘

教

澤

事

卑

縣

係

省

會

首

邑

歷

覧

志

乘

名

教

將

相

代

不

乏

人

卑

職

到

任

以

來

每

思

訓

士

教

民

振

起

文

風

仰

副

憲

臺

興

隆

教

化

之

意

自

䝉

學

道

行

牌

科

舉

卑

職

遵

卽

出

示

考

試

因

儒

童

投

到

寥

寥

隨

卽

牒

行

儒

學

喚

集

保

結

廪

生

傳

諭

鄕

城

童

生

赴

考

及

㸃

名

造

册

僅

止

二

十

五

人

除

經

選

録

榜

示

送

府

外

伏

念

省

爲

文

獻

名

邦

何

至

文

教

廢

弛

儒

童

零

落

揆

厥

所

由

總

因

地

瘠

民

貧

五

方

襍

處

或

慕

商

賈

之

奔

馳

將

本

求

利

或

效

庄

農

之

胼

胝

儘

力

營

生

因

此

抛

詩

書

停

止

絃

誦

以

儒

冠

爲

誤

人

之

具

視

禮

義

爲

身

外

之

物

年

復

一

年

愈

趨

愈

下

必

至

閒

蕩

者

躭

於

酗

賭

暴

者

習

爲

打

捶

父

兄

之

教

不

先

聖

賢

之

書

□

風

俗

敗

壞

莫

可

底

極

卑

職

承

乏

兹

邑

心

切

憫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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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將

義

學

三

欵

上

陳

憲

聽

一

曰

會

城

之

義

學

當

卽

爲

舉

行

也

古

者

黨

有

庠

術

有

序

人

生

八

無

不

聚

而

教

之

矣

今

省

無

一

義

學

讀

書

之

種

子

如

何

培

植

也

查

會

城

街

衢

濶

遠

宜

置

義

學

十

所

教

訓

合

城

子

弟

但

興

一

事

必

有

一

費

豈

能

旦

夕

就

緒

擬

先

設

義

學

四

所

每

所

請

通

儒

一

人

每

人

給

與

舘

穀

若

干

兩

其

房

屋

總

在

祠

堂

寺

院

之

内

打

掃

整

葺

其

舘

糓

報

明

憲

臺

酌

量

設

處

卑

職

亦

捐

資

相

助

如

此

則

會

城

挾

書

誦

讀

蒸

蒸

向

化

風

俗

爲

之

丕

變

矣

伏

侯

憲

裁

一

曰

村

庄

之

義

學

當

廣

爲

勸

諭

也

查

陽

邑

窰

溝

堡

寨

村

落

窊

站

東

西

三

百

里

南

北

百

五

十

里

豈

能

遍

立

義

學

但

其

中

仍

有

素

封

之

家

設

塾

延

師

冀

望

子

孫

讀

書

識

字

者

仰

祈

憲

臺

出

示

勸

諭

俾

令

捐

去

形

迹

善

與

人

同

如

一

家

有

師

長

一

人

卽

令

合

族

㓜

童

公

同

受

業

廣

而

至

於

親

戚

異

姓

皆

然

此

卽

村

庄

中

現

成

之

義

學

也

本

戸

果

能

獨

力

承

任

或

一

二

戸

兼

任

鄕

約

地

方

報

明

憲

案

紀

其

功

績

三

年

五

年

之

内

給

扁

奬

賞

又

如

一

村

一

鎮

有

通

儒

幾

名

内

有

願

捐

空

閒

功

夫

以

興

一

方

教

化

者

鄕

約

地

方

亦

卽

報

明

憲

案

給

扁

奬

賞

如

此

則

人

人

勉

於

勸

課

因

勢

利

導

而

合

縣

有

無

窮

之

義

學

矣

伏

候

憲

裁

一

曰

能

教

子

弟

之

人

當

卽

爲

鼓

厲

也

蓋

子

弟

肆

力

學

問

將

來

功

名

遠

大

顯

親

揚

名

何

可

限

量

乃

愚

民

視

爲

畏

途

者

正

以

就

學

之

時

書

卷

筆

墨

張

有

費

茶

湯

飯

食

有

費

長

大

衣

服

出

入

街

衢

有

費

至

於

㓜

小

子

弟

風

雨

晦

率

頼

父

兄

徃

來

迎

送

精

神

心

力

之

費

不

知

凡

幾

就

中

學

成

者

甚

少

半

途

而

廢

者

甚

多

此

父

兄

之

所

以

灰

心

也

今

宜

立

一

勸

導

父

兄

之

法

查

義

學

中

文

字

完

篇

義

理

稍

通

者

卽

便

登

記

姓

名

將

伊

父

兄

襍

差

槪

與

豁

免

另

有

詞

訟

過

犯

亦

量

免

村

責

至

於

儒

久

自

貧

嗣

後

編

審

之

年

讀

書

童

生

丁

差

門

則

量

與

减

除

如

此

則

人

人

知

讀

書

之

可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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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勤

學

向

上

不

賞

而

自

勸

矣

伏

侯

憲

裁

卑

職

初

任

書

生

一

應

文

移

吏

治

足

國

裕

民

之

道

全

未

曉

了

豈

敢

以

教

化

爲

巳

任

但

當

右

文

之

朝

聖

天

子

致

治

作

人

宵

旰

經

營

無

由

仰

副

况

省

會

地

方

舉

行

盛

事

自

非

憲

臺

首

先

倡

率

愚

民

誰

仰

遵

伏

乞

憲

臺

俯

鍳

愚

誠

持

埀

採

擇

批

行

各

府

州

縣

一

體

興

舉

庻

文

翁

之

教

化

可

使

全

從

風

竇

氏

之

義

庄

還

見

三

公

奕

世

矣

爲

此

今

將

前

由

理

合

開

具

書

册

一

併

上

申

伏

乞

照

詳

施

行

督

糧

批

每

見

俗

毆

人

命

忘

身

及

親

至

死

不

顧

者

總

由

教

化

不

行

之

故

該

縣

首

倡

義

學

三

欵

均

名

教

各

州

縣

自

該

一

體

興

舉

仰

侯

各

憲

批

示

行

繳淸

軍

批

教

化

固

致

治

之

先

務

誠

能

舉

行

甚

善

候

各

憲

批

示

行

繳

本

府

批

省

會

重

地

該

縣

舉

行

義

學

啓

廸

愚

蒙

深

可

嘉

尙

所

議

三

欵

仰

候

各

憲

批

示

行

繳

督

學

道

批

該

縣

新

硎

發

仞

留

意

作

人

誠

今

之

卓

魯

也

所

詳

三

欵

實

可

見

諸

施

行

義

學

之

設

尤

不

容

緩

至

於

勸

導

父

兄

之

法

免

其

襍

差

寛

其

過

犯

皆

良

有

司

力

所

能

爲

者

若

减

除

讀

書

童

生

丁

差

此

係

國

課

恐

未

可

輕

議

也

舘

榖

之

費

本

道

酌

量

捐

資

共

成

盛

事

仍

候

撫

院

批

示

行

繳

糧

驛

道

批

振

興

學

校

教

化

攸

豈

曰

小

補

該

縣

實

心

實

政

良

有

足

多

第

酌

量

設

處

務

必

籌

爲

善

斯

絃

誦

之

雅

得

永

頼

焉

仰

候

撫

院

批

示

行

繳

按

察

司

批

據

詳

舉

行

義

學

教

育

单

寒

具

見

該

縣

興

行

教

化

仍

俟

撫

院

批

示

行

繳

布

政

司

批

仰

候

撫

院

批

示

行

繳

義
學
覆
詳

前

人

卑

職

復

看

得

義

學

之

設

事

關

教

化

今

奉

憲

臺

馼

批

示

下

卑

職

安

敢

以

一

邑

之

私

事

上

費

各

憲

臺

之

錦

心

但

卑

縣

係

省

會

首

邑

凡

有

舉

行

無

事

不

仰

徼

憲

臺

之

督

率

今

就

卑

職

心

力

之

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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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者

自

爲

料

理

其

一

切

鼓

舞

勸

諭

仍

須

仰

伕

憲

㤙

居

高

而

招

庻

百

姓

樂

於

率

從

而

文

翁

之

化

可

成

矣

一

卑

職

原

詳

内

有

會

城

應

置

義

學

十

所

先

設

四

所

一

欵

今

議

得

義

學

房

屋

不

須

另

建

止

須

擇

祠

堂

寺

院

衝

要

㓗

净

者

打

掃

修

葺

其

卓

椅

筆

硯

着

令

學

生

自

備

舘

榖

則

係

卑

縣

自

行

設

處

昨

儒

學

公

議

有

延

請

名

師

每

人

二

十

四

兩

之

說

四

所

義

學

每

舘

榖

九

十

六

兩

此

項

卑

職

自

當

捐

資

料

理

不

敢

絲

毫

仰

費

憲

心

者

也

至

於

卑

職

治

邑

之

暇

親

赴

義

學

内

查

其

勤

惰

讀

書

者

背

書

一

二

章

作

文

者

令

作

破

承

起

講

一

二

個

事

完

卽

出

而

季

考

月

課

之

費

一

槩

可

省

矣

一

卑

職

原

詳

内

有

村

莊

義

學

當

廣

爲

勸

諭

一

欵

今

議

得

四

野

村

莊

眞

讀

書

之

子

弟

少

要

識

字

之

子

弟

多

觀

省

下

與

考

童

生

寥

寥

無

幾

而

充

吏

典

充

書

辦

赴

縣

取

結

者

不

一

而

足

正

以

鄕

民

識

字

亦

可

爲

活

命

出

身

之

地

也

今

宜

因

勢

利

導

勸

令

讀

書

則

鄕

民

之

子

弟

俱

可

學

成

名

立

矣

且

如

一

村

中

有

延

師

讀

書

者

俾

宗

族

鄕

黨

咸

得

附

從

仍

令

少

助

修

脯

倘

有

眞

正

窮

苦

但

能

誦

讀

不

能

幇

助

分

文

而

本

家

情

愿

容

留

一

體

教

誨

者

此

爲

好

義

之

民

自

應

登

記

奬

賞

又

如

本

村

中

有

好

義

通

儒

情

愿

教

誨

生

徒

不

收

舘

榖

者

亦

應

登

記

奬

賞

夫

奬

賞

之

法

不

過

卑

縣

備

有

扁

額

張

掛

本

家

門

首

然

必

先

奉

憲

臺

示

允

則

本

家

張

掛

十

倍

光

榮

此

不

得

不

由

請

者

也

一

卑

縣

原

詳

内

有

教

子

弟

之

人

當

急

爲

鼓

勵

一

欵

正

以

父

兄

之

教

不

先

則

子

弟

之

率

不

謹

不

得

不

尊

隆

其

父

兄

以

爲

勸

導

之

本

也

但

尊

隆

之

法

惟

有

酌

免

襍

差

一

事

查

造

鄕

城

義

學

共

幾

所

每

所

學

生

幾

人

内

有

聰

明

頴

悟

可

望

上

進

者

又

有

沉

潛

向

往

文

字

完

篇

者

登

記

父

兄

姓

名

將

一

應

襍

差

量

與

酌

免

此

外

戸

婚

田

土

之

事

渉

及

訟

案

寛

其

朴

責

加

以

霽

顔

則

人

人

知

讀

書

之

榮

貴

而

父

教

其

子

兄

勉

其

弟

矣

至

儒

久

自

貧

將

丁

徭

門

則

許

爲

寛

减

則

五

年

内

未

經

編

審

之

家

咸

有

欣

欣

向

榮

之

望

而

且

隆

其

禮

數

擇

其

中

之

年

高

有

德

者

尊

之

爲

郷

約

長

復

尊

之

爲

鄕

飮

賔

名

實

兼

隆

更

相

勸

勉

數

年

之

後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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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絃

戸

誦

之

聲

必

有

奕

然

可

觀

者

憲

恩

培

植

道

同

生

成

必

祈

主

持

批

示

爰

使

教

澤

無

疆

不

得

不

一

併

申

請

者

也

以

上

三

議

卑

職

原

爲

人

文

寥

落

起

見

早

作

夜

思

冀

得

振

興

文

教

伏

乞

憲

臺

俯

賜

轉

詳

俾

三

村

陋

之

風

咸

有

鄒

魯

聖

賢

之

慕

地

方

幸

甚

卑

職

幸

甚

本

府

轉

布

政

司

布

政

司

轉

院

査

得

陽

曲

縣

因

應

考

生

童

寥

寥

故

有

設

立

義

學

鼓

勵

勸

教

之

舉

蒙

憲

批

司

查

報

隨

行

據

太

原

府

詳

覆

前

來

查

會

城

設

立

義

學

在

於

祠

堂

寺

院

之

内

選

擇

四

所

教

訓

生

童

其

舘

榖

俱

係

該

縣

自

捐

如

有

村

庄

好

義

延

師

及

不

受

舘

榖

者

該

縣

仍

給

扁

旌

奬

此

皆

爲

振

興

文

教

起

見

事

美

政

似

應

准

從

如

量

免

朴

責

乃

尊

崇

父

兄

勉

教

子

弟

之

意

亦

可

照

行

至

除

豁

襍

差

恐

日

後

滋

正

供

無

庸

議

及

者

也

相

應

呈

詳

合

候

本

院

批

示

遵

行

廵

撫

士

批

如

詳

行

繳

煮
粥
賑
濟
覆
詳

前

人

爲

敬

陳

平

糴

救

荒

之

策

瀝

懇

通

行

各

屬

以

濟

時

艱

事

卑

縣

覆

查

看

得

煮

粥

賑

濟

一

事

卑

職

遵

奉

列

憲

巳

饑

巳

寒

之

盛

心

敢

不

竭

蹷

以

求

賑

恤

但

㸃

金

無

術

綿

力

幾

何

是

以

詳

請

憲

天

勸

諭

文

武

各

官

量

捐

銀

米

共

襄

盛

事

又

恐

捐

助

有

限

所

濟

不

敷

因

請

動

賑

濟

銀

兩

實

卑

職

不

得

巳

之

極

思

也

今

蒙

撫

憲

鈞

批

前

賑

大

同

存

剩

銀

兩

巳

經

題

請

煮

賑

太

大

二

府

極

災

饑

民

不

知

尚

有

何

項

賑

濟

可

動

卑

職

伏

讀

之

下

蓋

所

請

動

賑

欵

項

卽

係

前

賑

大

同

存

剩

之

銀

縁

未

知

撫

憲

題

請

分

撥

故

冐

昧

具

詳

此

外

别

無

可

動

之

項

矣

惟

是

卑

職

念

省

城

爲

通

衢

大

地

五

方

襍

處

凢

窮

民

之

無

告

而

流

亡

者

皆

恃

省

會

爲

歸

依

非

若

僻

邑

窮

鄕

戸

口

屈

指

可

此

卑

職

前

詳

謂

被

災

之

處

遷

徙

流

移

其

民

昜

散

成

熟

之

處

依

歸

就

食

其

民

昜

聚

一

聚

一

㪚

相

去

較

懸

省

會

饑

民

實

視

他

邑

本

多

數

千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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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倍

如

近

來

京

師

賑

濟

非

謂

年

榖

不

熟

僅

止

京

師

亦

非

止

賑

京

師

之

民

而

膜

視

於

外

郡

良

由

京

師

廣

大

饑

民

群

聚

者

衆

耳

兹

太

原

省

城

雖

非

京

師

可

比

然

秦

豫

齊

趙

踵

接

紛

來

旣

不

可

疾

視

其

死

而

不

救

復

不

可

分

别

遠

近

而

向

隅

卑

職

再

四

思

維

袛

深

竦

愧

合

無

懇

請

憲

天

飭

行

勸

助

或

仍

將

題

請

太

大

二

府

分

撥

煮

賑

銀

兩

量

留

多

寡

則

多

一

分

民

受

一

分

之

賜

抑

卑

職

更

有

請

者

目

今

時

值

隆

冬

雨

雪

載

途

鳩

鵠

餓

莩

體

無

完

衣

食

無

充

口

見

在

凍

餒

而

斃

者

逐

口

累

見

若

嚴

冬

洊

至

此

軰

必

無

復

生

卑

職

目

擊

心

傷

將

巳

死

者

備

棺

掩

埋

挿

牌

招

認

其

餘

南

賃

店

置

買

柴

炭

令

其

存

身

歇

宿

然

不

過

免

一

時

之

寒

苦

不

能

濟

嗸

嗸

之

饑

餓

不

過

存

什

百

之

暫

住

不

能

救

源

源

之

蝟

集

兹

卑

職

擬

於

十

一

月

初

一

日

勉

力

捐

資

先

行

煮

粥

誠

恐

外

處

人

民

一

聞

賑

粥

之

信

擕

妻

挈

子

羣

來

仰

食

將

力

有

不

繼

不

能

遍

及

匪

特

不

能

救

生

而

反

以

致

害

伏

乞

憲

臺

行

文

各

屬

州

縣

俱

皆

設

法

賑

恤

本

境

饑

民

務

令

各

有

仰

頼

勿

使

越

境

㪚

亡

則

授

食

省

而

利

用

分

保

恤

多

而

功

施

溥

遐

邇

頌

憲

天

深

仁

厚

澤

無

窮

期

矣

本

府

批

仰

候

轉

詳

行

繳

煮
粥
報
竣
詳

前

人

爲

饑

民

之

流

栘

堪

憐

異

境

之

官

員

當

恤

共

矢

惻

隱

共

保

殘

事

奉

本

府

帖

文

蒙

布

政

司

憲

牌

蒙

廵

撫

憲

牌

照

得

今

嵗

早

魃

爲

虚

雹

霜

叠

見

五

榖

未

登

於

原

野

八

口

啼

饑

於

室

家

而

雲

鎮

三

地

處

邊

陲

荒

殘

尤

甚

所

在

災

民

鳩

形

鵠

面

宛

似

丘

之

鬼

蒙

袂

輯

履

成

楚

女

之

腰

資

身

無

策

擕

妻

子

而

之

四

方

者

比

比

而

見

本

院

前

任

藩

司

時

雖

經

前

院

倡

捐

賑

濟

但

杯

水

車

薪

能

濟

幾

何

今

本

院

再

四

思

維

被

災

饑

民

背

離

鄕

井

趂

食

他

處

目

今

時

際

隆

冬

饑

寒

交

廹

若

非

地

方

官

加

意

存

恤

而

趂

食

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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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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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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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不

至

填

溝

壑

不

巳

也

□

念

及

此

殊

可

憫

惻

合

□

申

爲

此

仰

本

司

官

史

廣

發

慈

祥

節

省

巳

用

糴

米

煮

粥

賑

濟

以

延

殘

喘

若

果

野

無

饑

莩

胥

慶

有

生

是

卽

該

縣

爲

國

家

培

邦

本

爲

本

院

釋

焦

思

如

是

之

官

本

院

自

不

靳

題

叙

以

酬

爾

之

良

法

美

意

也

蒙

此

該

卑

縣

查

得

去

不

時

小

民

顛

躋

蒙

列

憲

倡

捐

煮

賑

全

活

窮

黎

歡

聲

載

道

卑

職

待

罪

民

牧

仰

承

列

憲

浩

蕩

之

仁

敢

不

實

力

奉

行

兢

兢

罔

懈

自

蒙

憲

示

卑

職

卽

於

南

北

兩

設

立

粥

厰

三

處

賃

房

五

所

以

爲

流

民

棲

宿

之

地

於

康

熙

十

九

年

十

月

初

一

日

起

每

日

食

粥

貧

民

一

千

以

外

不

等

至

二

十

年

三

月

初

一

日

止

共

賑

過

貧

民

一

十

一

萬

九

千

二

十

七

名

口

計

用

米

八

百

一

十

餘

石

外

柴

薪

煤

炭

以

及

蓆

草

碗

筯

等

物

共

用

銀

三

百

六

十

餘

兩

省

會

之

地

就

食

者

衆

以

故

較

之

他

邑

不

啻

十

倍

爲

費

繁

多

俱

皆

卑

職

拮

据

措

備

此

下

吏

之

職

分

無

足

凟

陳

但

蒙

列

憲

偈

捐

率

屬

又

奉

撫

憲

鈞

檄

申

今

遵

行

告

竣

理

宜

回

覆

合

請

憲

臺

核

奪

轉

詳

爲

此

今

將

前

由

理

合

開

具

書

册

一

併

上

申

伏

乞

照

詳

施

行

本

府

批

賑

饑

救

荒

發

施

慈

筏

足

見

該

縣

上

體

憲

臺

軫

恤

之

心

下

念

子

民

流

離

之

苦

此

所

不

負

國

者

不

負

所

學

良

足

嘉

尚

仰

候

彚

詳

繳

鄕
約
六
條
申
詳

前

人

爲

敬

陳

興

除

末

議

以

備

採

擇

以

利

民

生

事

竊

惟

人

情

好

而

惡

勞

風

俗

戒

奢

而

尚

儉

雖

肥

瘠

澆

淳

不

一

亦

司

牧

者

所

宜

心

也

中

地

僻

民

貧

山

多

土

薄

旣

無

生

殖

復

鮮

蓋

藏

男

不

經

營

女

不

紡

績

安

常

習

故

比

比

皆

然

且

地

少

雨

無

全

穫

一

遇

荒

歉

則

滿

野

哀

鴻

流

亡

轉

壑

而

僅

存

之

土

著

未

懷

永

圖

凟

祀

淫

祠

極

於

糜

爛

醵

錢

張

樂

殆

無

虚

日

將

蟋

蟀

勤

儉

之

風

轉

而

爲

怠

惰

呰

窳

之

俗

良

足

悲

夫

卑

縣

待

罪

親

民

於

兹

六

載

幸

逢

列

憲

仁

煦

德

燠

休

息

培

養

歡

聲

載

道

雖

卑

職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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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

□

□

□

無

竒

然

躬

承

列

憲

裁

培

耳

提

面

命

敢

不

臨

深

履

薄

殫

竭

愚

忠

固

知

尸

素

曠

職

之

愆

叢

脞

山

積

所

頼

列

憲

汪

洋

德

意

天

包

地

容

豈

日

兢

兢

無

過

實

於

列

憲

照

臨

之

下

有

不

能

逃

於

洞

鑒

者

焉

謹

將

遵

奉

列

憲

飭

行

事

宜

略

叙

梗

槩

竊

附

芻

蕘

伏

祈

棌

擇

以

爲

遵

守

具

列

於

左

一

風

俗

之

美

惡

繫

乎

人

心

人

心

之

向

背

由

乎

訓

廸

中

夙

稱

淳

樸

有

憂

深

思

遠

之

遺

風

焉

然

而

世

不

古

處

江

河

日

下

狙

詐

飇

起

彯

撇

雲

興

嗜

利

輕

生

好

剛

健

訟

良

由

父

兄

之

教

不

先

子

弟

之

率

不

謹

寡

廉

鮮

恥

而

俗

不

長

厚

也

卑

職

遵

奉

列

憲

講

約

之

令

箋

繹

六

諭

刋

刻

諭

十

六

條

躬

行

講

勸

又

以

村

莊

遼

濶

愚

民

觀

聽

難

周

每

鄕

選

擇

衣

頂

生

員

或

碩

德

耆

老

務

期

優

通

明

理

民

望

所

欽

令

其

剴

切

詳

明

反

覆

開

導

仍

將

刋

刻

□

諭

按

戸

分

給

各

一

張

俾

鄕

民

聽

講

之

後

得

與

家

人

婦

子

互

相

傳

誦

又

將

見

今

一

應

奉

憲

遵

行

之

事

如

設

立

義

塜

施

捨

棺

木

載

拾

暴

骨

牧

養

遺

孩

禁

誡

鬻

身

毖

嚴

逃

盗

凡

可

風

厲

民

心

者

悉

附

講

約

之

末

不

時

開

說

是

以

數

年

以

本

頗

巳

歸

眞

反

樸

不

無

可

觀

此

實

列

憲

仁

摩

義

漸

涵

煦

化

育

之

深

故

卑

職

得

於

一

講

約

間

而

民

心

之

響

赴

有

如

是

者

但

列

憲

喬

遷

有

日

卑

職

任

事

難

期

竊

恐

遴

人

講

約

及

立

塜

給

棺

掩

骼

恤

孤

義

學

課

士

之

政

久

而

漸

廢

非

奉列

憲

批

飭

存

案

不

足

以

示

有

成

而

埀

永

久

也

伏

候

憲

裁

一

保

甲

之

法

雖

肇

自

管

子

而

我

最

重

其

中

㳺

手

好

閒

有

禁

左

道

邪

蠱

有

禁

胠

篋

禦

貨

有

禁

蕩

撿

比

匪

有

禁

舉

凡

越

禮

犯

分

之

事

十

家

鄕

保

鄰

佑

皆

得

互

相

譏

察

否

則

一

體

連

坐

法

令

綦

誠

道

政

齊

刑

與

講

約

一

端

相

須

而

並

行

者

也

卽

如

逃

人

一

項

其

服

飾

語

言

旣

與

齊

民

有

别

踪

跡

所

至

何

難

一

望

而

知

近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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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孫

憲

嚴

飭

謂

逓

逃

擋

者

多

而

報

獲

者

少

卑

職

凛

□

敝

愓

敢

不

悉

陳

伏

念

卑

職

奉

憲

飭

行

保

甲

刋

刷

□

家

牌

挨

門

逐

戸

刋

刻

稽

查

六

年

之

内

頗

幸

民

安

盗

息

如

張

文

一

案

旗

人

行

刼

旋

卽

就

獲

其

他

緝

拿

逃

人

賭

慱

棍

徒

假

銀

歷

歷

在

案

又

如

驅

逐

流

娼

狎

邪

遊

方

匪

䫫

不

一

而

足

業

巳

境

内

肅

淸

然

省

會

重

地

屬

在

列

憲

耳

目

之

下

故

發

䝉

振

落

爲

法

昜

行

誠

恐

窮

陬

僻

壤

頑

梗

如

故

伏

請

列

憲

給

示

嚴

飭

俾

卑

職

行

查

保

甲

之

際

宣

揚

德

化

共

仰

聖

世

於

變

時

雍

也

伏

候

憲

裁

一

古

來

農

桑

耕

織

民

食

之

源

不

可

偏

廢

卽

江

浙

一

帶

夙

稱

財

賦

重

地

亦

不

過

絲

麻

布

帛

爲

利

居

多

今

三

廣

種

薄

收

地

利

巳

爲

最

下

而

獨

於

紡

織

一

事

猶

可

農

末

兼

資

何

條

桑

載

績

之

章

竟

不

歌

於

唐

俗

也

况

潞

紬

黄

絹

飛

花

土

布

中

不

乏

是

亦

未

不

知

紡

績

也

皆

縁

憚

於

勤

勞

而

安

於

懶

拙

故

女

工

曠

廢

則

習

俗

可

知

兹

卑

職

巳

先

造

紡

車

一

百

歩

分

給

四

鄕

有

力

者

聽

其

自

造

貧

乏

者

仍

給

木

棉

按

月

稽

查

騐

其

勤

惰

如

工

多

完

早

倍

值

賞

給

偷

安

妄

報

量

治

夫

男

一

面

仍

示

諭

栽

桑

俟

蠶

時

另

行

勸

教

亦

興

民

利

之

一

端

也

伏

候

憲

裁

一

愽

厚

生

物

原

自

無

窮

木

屑

竹

頭

皆

爲

有

用

故

十

年

之

計

樹

木

任

地

重

於

養

材

安

有

以

自

然

可

興

之

利

而

不

知

所

以

求

之

也

夫

五

榖

必

宜

於

土

耕

耘

播

種

爲

力

甚

勞

上

有

維

正

之

供

下

有

田

租

之

課

獨

桑

槐

榆

柳

等

木

隨

地

可

栽

昜

生

而

不

煩

灌

漑

三

年

之

後

椽

梁

噐

皿

以

及

柴

薪

咸

資

取

給

旣

無

工

本

之

費

復

無

租

税

之

征

况

果

品

爲

服

食

之

需

而

桑

柘

爲

養

蠶

之

用

長

途

可

以

蔭

日

近

水

可

以

防

堤

又

何

惜

舉

手

投

足

之

勞

而

不

思

長

享

其

利

益

耶

兹

卑

職

巳

經

勸

諭

各

村

鄕

保

鱗

次

栽

種

各

色

木

仍

不

時

察

其

成

活

多

寡

以

别

勤

惰

以

爲

懲

勸

應

否

可

行

伏

候

憲

奪

一

春

秋

祭

賽

有

恒

祀

雖

屬

居

民

田

畯

報

功

之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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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而

蘋

繁

可

薦

黍

稷

非

馨

原

下

在

於

翿

羽

婆

娑

博

□

肥

腯

方

足

具

誠

敬

也

乃

中

邇

來

城

市

鄕

村

動

稱

有

會

鞉

鼓

之

淵

淵

相

望

女

曰

觀

乎

士

日

旣

且

非

特

糜

費

金

錢

亦

且

眩

惑

衆

聽

况

人

稠

襍

遝

譏

察

難

施

不

無

酗

酒

争

闘

之

虞

抑

有

掏

模

剪

綹

之

而

愽

徒

賭

棍

奔

走

如

騖

多

因

之

以

爲

叢

藪

甚

至

挈

家

旣

出

則

盗

賊

生

心

男

婦

溷

淆

則

奸

人

屬

目

誠

非

所

以

端

風

化

而

靖

地

方

者

也

合

無

申

請

憲

飭

今

後

凡

祀

典

所

載

明

神

方

許

獻

酬

祭

唱

亦

須

務

崇

儉

樸

不

得

招

集

遠

方

赶

趂

之

人

仍

嚴

督

差

役

鄕

地

廵

查

如

有

婦

女

往

來

及

賭

博

棍

徒

異

端

匪

槪

行

屏

逐

其

無

名

祠

宇

雖

爲

一

鄕

之

土

榖

亦

但

令

其

焚

香

頂

禮

不

必

招

摇

祭

賽

於

以

節

民

力

而

返

淳

風

不

爲

無

伏

候

憲

裁

一

嵗

有

豊

歉

故

榖

有

貴

賤

今

有

緩

急

故

物

有

重

輕

此

管

子

凖

平

之

法

也

李

悝

曰

糴

甚

貴

傷

民

甚

賤

傷

農

善

平

糴

者

上

熟

糴

三

而

舍

一

中

熟

糴

二

而

舍

一

下

熟

糴

一

而

舍

一

使

民

適

足

價

平

則

止

小

饑

則

發

小

熟

之

所

歛

中

饑

則

發

中

熟

之

所

歛

大

饑

則

發

大

熟

之

所

歛

其

説

甚

詳

故

社

倉

常

平

歷

於

經

久

而

無

然

在

今

日

不

過

僅

存

其

名

耳

而

中

爲

尤

廢

是

以

或

不

登

則

市

價

騰

踊

而

民

有

菜

色

憂

時

慮

遠

者

不

可

不

爲

豊

亨

豫

大

之

謀

也

兹

卑

職

願

首

倡

捐

輸

以

作

爲

山

之

一

簣

其

餘

紳

衿

庻

民

量

爲

勸

助

庻

聚

沙

成

塔

積

少

爲

多

次

嵗

出

陳

易

新

少

收

息

榖

將

見

官

有

餘

儲

民

有

所

恃

卽

年

饑

而

發

賑

俟

豊

嵗

而

再

收

惟

在

委

任

得

人

使

無

侵

耗

之

固

管

子

之

遺

意

也

應

否

可

行

伏

候

憲

奪

以

上

條

皆

列

憲

諄

諄

告

誡

卑

職

實

力

奉

行

非

敢

剿

襲

靡

文

妄

希

成

效

惟

是

小

民

難

于

慮

始

而

任

事

鮮

克

有

終

卑

職

固

陋

之

愚

未

知

所

擇

擬

合

詳

請

憲

臺

鈞

批

採

納

且

陽

邑

設

在

省

會

地

方

遼

濶

而

滿

漢

□

兵

五

方

襍

處

或

令

有

難

施

不

得

不

仰

懇

列

□

□

示

申

飭

庻

巳

行

有

可

以

昭

垂

永

久

而

未

行



ZhongYi

陽
曲
縣
志

卷
之
七
申
詳

十
六

者

得

以

遵

行

無

違

矣

爲

此

申

詳

督

糧

批

刋

聖

諭

保

甲

織

紡

栽

正

祀

敕

荒

六

欵

皆

切

中

陽

之

病

而

下

藥

石

者

也

足

見

該

縣

四

應

長

才

經

國

訐

謨

調

理

縣

治

之

事

無

不

周

詳

矣

着

候

院

司

道

府

批

示

行

繳

淸

軍

批

據

詳

經

國

遠

猷

字

字

碩

畫

誠

先

獲

我

心

第

古

人

冨

國

之

術

啇

君

未

免

乎

刻

荆

公

實

同

於

苛

惟

唐

劉

晏

察

人

情

順

地

利

度

四

方

之

遠

近

稽

時

價

之

軒

低

庻

幾

近

之

若

夫

管

子

治

齊

俱

體

周

官

遺

意

覇

道

而

濟

以

王

道

千

古

稱

雄

兹

該

縣

以

管

子

爲

法

李

悝

爲

式

就

言

因

利

而

利

實

救

時

之

良

有

司

也

仰

候

列

憲

本

府

批

示

行

繳

太

原

府

批

閲

詳

具

見

留

心

利

軫

念

民

瘼

仰

候

各

憲

批

示

繳

督

學

道

批

據

詳

欵

俱

今

日

三

急

務

可

行

具

見

該

縣

留

心

民

瘼

興

行

教

化

之

實

仰

候

院

司

詳

行

實

力

舉

行

繳

糧

驛

道

批

據

詳

條

陳

欵

足

見

該

縣

留

心

民

瘼

撫

字

有

方

洵

稱

良

牧

仍

候

院

司

詳

行

繳

按

察

司

批

細

閲

條

深

有

教

養

相

資

之

益

具

見

該

縣

留

心

民

瘼

至

意

仰

卽

實

力

舉

行

仍

候

撫

憲

藩

司

詳

行

繳

布

政

司

批

仰

照

撫

院

詳

行

繳

撫

院

批

據

詳

講

約

勸

織

等

欵

皆

深

切

時

宜

永

遠

可

行

具

見

該

縣

卓

識

苦

心

地

方

有

頼

均

如

議

力

行

以

觀

成

效

仍

通

飭

各

屬

一

體

遵

行

繳

請
禁
指
命
嚇
詐
詳

前

人

爲

請

申

嚴

禁

借

命

居

竒

批

勒

永

飭

以

除

惡

習

事

照

中

利

䝉

列

憲

拊

循

之

下

興

除

剔

卑

縣

得

以

次

第

舉

行

遵

守

弗

替

矣

惟

是

狙

詐

之

風

其

最

甚

者

猶

有

借

命

居

竒

之

一

事

蓋

俗

强

悍

尙

氣

輕

生

中

幗

無

知

或

以

勃

谿

誶

語

之

嫌

或

以

饑

寒

反

目

之

憤

勤

輒

捐

軀

自

服

毒

投

繯

風

凄

長

夜

之

魂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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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曲
縣
志

卷
之
七
申
詳

十
七

□

懸

河

之

□

雖

爲

不

幸

總

屬

天

亡

儿

戚

誼

攸

關

□

當

哀

憐

慰

悼

何

至

葢

棺

未

定

起

操

戈

小

則

難

停

䘮

大

則

呼

號

求

檢

埀

涎

分

潤

羅

織

生

端

人

死

之

謂

何

又

因

以

爲

利

豈

惟

生

者

傾

家

蕩

產

更

令

死

者

骨

毁

形

銷

按

律

内

威

逼

致

死

者

不

過

滿

杖

㫁

埋

况

事

屬

無

因

法

所

不

究

安

得

生

爲

瓜

葛

死

若

讐

仇

哉

且

非

特

自

者

然

也

其

或

病

没

情

眞

毫

無

别

故

多

有

勒

索

孝

布

嚇

詐

不

遂

甚

至

疎

宗

遠

戚

稱

未

報

䘮

聞

計

或

未

邀

請

視

殮

稍

不

愜

意

吹

毛

索

瘢

踵

門

而

有

煩

言

排

闥

而

毁

噐

具

明

唆

致

訟

暗

結

圖

財

是

導

斯

民

於

幸

災

樂

禍

者

也

此

風

不

戢

長

此

安

窮

雖

卑

縣

遵

奉

憲

行

久

經

嚴

禁

近

頗

少

熄

誠

恐

日

久

成

玩

積

習

難

移

合

無

申

請

憲

䑓

鈞

批

禁

飭

刋

刻

永

遵

抑

卑

縣

更

有

請

者

夫

掩

骼

埋

胔

仁

政

所

先

比

見

鄕

愚

殘

忍

將

殤

折

㓜

孩

隨

路

抛

棄

亦

有

誕

彌

不

能

鞠

育

生

擲

道

傍

傷

心

目

寧

不

有

虧

至

性

而

干

天

和

耶

卑

縣

仰

體

憲

䑓

好

生

澤

枯

之

德

意

除

不

時

廵

查

死

者

立

刻

掩

埋

生

者

卽

令

報

縣

給

錢

送

養

雖

育

嬰

任

重

萬

不

能

行

然

民

胞

物

與

若

果

互

相

勸

勉

者

治

罪

亦

足

以

存

撫

恤

之

一

端

耳

合

請

憲

䑓

批

示

並

飭

以

敦

仁

厚

之

風

應

否

未

敢

擅

便

綂

候

採

擇

遵

行

清

軍

批

尙

氣

輕

生

借

屍

居

奇

此

中

之

敝

俗

本

現

在

梨

刻

勸

世

文

大

聲

疾

呼

未

知

得

以

喚

醒

此

軰

否

兹

據

申

請

禁

飭

甚

爲

要

着

至

於

掩

骼

育

嬰

仁

政

之

務

足

徵

該

縣

以

實

心

行

實

政

以

國

事

爲

家

事

誠

斯

民

之

幸

甚

仰

候

本

府

批

行

繳

太

原

府

批

據

詳

具

見

畱

心

民

命

加

意

民

風

仰

該

縣

多

方

刋

布

仍

候

通

行

合

屬

一

體

禁

飭

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