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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祀

三
閭
祠
　
在
西
門
外
㵲
水
岸
祀
屈
原
今
廢

三
忠
祠
　
在
北
門
外
舊
傳
祀
漢
馬
伏
波
將
軍
新
息
侯
前
將
軍
漢
夀

亭
侯
會
水
流
屈
原
像
於
祠
下
土
人
並
祀
之
名
三
忠
康
熙
五
年
重
修

後
圮

張

扶

翼

重

修

三

忠

祠

記

略

城

之

北

有

祠

曰

三

忠

邑

人

祀

三

閭

大

夫

新

息

侯

漢

夀

亭

侯

者

也

廟

不

知

始

於

何

時

然

代

有

修

治

雖

兵

燹

屢

經

而

廟

得

不

毁

以

余

觀

前

之

所

以

作

與

後

之

所

以

修

而

歎

斯

民

之

仁

且

義

也

夫

三

閭

之

祠

徧

於

沅

湘

伏

波

食

報

五

溪

伏

魔

徧

祀

中

外

可

謂

隆

矣

然

未

有

合

而

祀

者

合

之

且

厯

久

不

渝

惟

黔

邑

有

之

此

黔

民

之

志

也

考

邑

爲

秦

黔

中

地

自

三

閭

之

議

阻

於

上

官

懷

王

客

死

秦

中

不

數

傳

楚

遂

折

入

於

秦

夫

信

而

見

疑

忠

而

被

放

此

其

志

足

哀

也

已

新

息

佐

光

武

成

大

業

自

以

爲

未

足

也

頌

功

交

趾

老

征

五

溪

何

其

烈

歟

卽

使

歸

載

明

珠

何

深

損

於

伏

波

且

伏

波

以

丈

夫

當

馬

革

裹

尸

死

邊

疆

推

其

志

不

有

其

身

何

愛

於

寶

賂

烈

士

殉

名

身

死

受

誣

亦

足

悲

矣

若

漢

夀

亭

侯

之

遇

先

主

君

臣

無

間

而

大

業

未

就

身

死

於

賊

其

爲

齎

志

而

沒

則

一

也

黔

之

人

悲

之

思

之

久

而

不

忘

何

爲

者

哉

夫

仁

不

遺

遠

義

以

作

忠

蓋

猶

直

道

而

行

耳

康

熙

丙

午

士

民

向

廷

龍

等

募

金

修

築

旣

落

成

爲

之

記

並

侑

神

歌

以

貽

之

㵲

之

水

兮

深

不

可

測

彼

人

之

心

兮

於

何

其

極

天

日

離

離

兮

白

石

磷

磷

君

子

秉

心

兮

在

幽

以

貞

以

金

則

穢

兮

常

懷

此

芳

草

春

水

瀰

瀰

兮

明

月

皎

皎

載

雲

旗

兮

相

遨

以

遊

于

胥

樂

兮

萬

嵗

千

秋

昭
烈
祠
　
在
城
東
教
場
內

年

代

無

考

祀
唐
睢
陽
殉
節
義
士
張
扞
宋
寶
慶

初
知
縣
事
饒
敏
學
重
建
其
兄
端
學
撰
碑
記
嵗
久
祠
圮
明
成
化
間
知

縣
陳
鋼
得
饒
碑
旣
建
寶
山
書
院
祀
饒
並
祀
扞
今
廢

宋

饒

端

學

昭

烈

王

廟

記

昭

烈

廟

者

南

嶽

忠

靖

王

行

祠

也

寶

慶

初

元

夏

四

月

端

學

之

母

弟

敏

學

來

令

此

邑

視

事

見

廟

貌

毁

撓

顧

懼

弗

稱

威

靈

越

三

年

疏

理

賦

餘

得

緡

錢

倡

邑

民

撤

新

之

子

來

協

力

不

越

時

落

成

走

書

湘

中

屬

紀

事

按

朝

奉

大

夫

方

公

師

尹

湻

熙

後

記

云

昔

官

京

口

被

旨

賑

濟

淮

陰

因

讀

棄

指

亭

記

始

得

王

顛

末

王

諱

扞

姓

張

唐

天

寶

中

家

滑

之

白

馬

任

俠

尙

氣

每

出

輒

袖

金

椎

安

史

之

亂

張

巡

許

遠

保

孤

城

抗

祿

山

睢

陽

築

臺

募

死

士

得

南

霽

雲

爲

將

霽

雲

與

王

素

厚

善

遂

俱

入

睢

乞

師

賀

蘭

進

明

進

明

本

無

出

師

意

且
壯
二
士
欲
强

留

之

爲

大

饗

張

樂

霽

雲

慷

慨

言

曰

出

睢

陽

時

人

不

食

彌

月

矣

義

不

獨

食

縱

食

亦

不

下

咽

今

無

以

反

命

奈

何

請

置

一

指

以

示

信

因

拔

刀

斷

指

血

淋

漓

以

示

進

明

王

感

憤

瞋

目

裂

眥

視

進

明

亦

斷

一

指

偕

還

射

浮

圖

矢

著

其

上

甎

半

笴

曰

吾

還

殺

賊

必

滅

賀

蘭

此

矢

所

以

識

也

城

陷

王

與

霽

雲

巡

遠

皆

死

之

又

按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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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湘

志

政

和

間

賊

潘

宗

巖

犯

沅

州

城

危

垂

陷

眾

急

有

禱

宗

巖

縱

火

有

反

風

賊

不

能

近

俘

又

云

聞

若

有

人

呼

外

兵

來

援

遂

退

却

四

十

里

州

上

其

事

特

封

靈

佑

侯

端

學

以

爲

忠

義

之

士

此

心

更

千

載

如

在

爭

光

日

月

雖

晦

蝕

於

一

時

而

天

實

顯

之

有

終

不

可

得

而

逸

者

故

王

姓

名

可

逸

於

史

三

十

六

人

之

間

而

威

德

在

人

自

不

能

忘

於

沅

水

之

上

今

攷

忠

義

傳

又

載

巡

遠

遣

霽

雲

敗

賊

甯

陵

別

將

二

十

有

五

而

逸

其

姓

名

者

亦

四

人

益

知

山

巔

水

涯

斷

碑

遺

文

有

助

史

闕

爲

多

端

學

旣

記

事

復

爲

詩

題

之

石

其

辭

曰

唐

侮

厥

德

遂

頽

三

綱

猘

戎

逆

謀

猋

起

漢

陽

錦

綳

蹙

裂

漏

雨

牀

牀

士

夫

厥

角

其

誰

敢

當

睢

陽

孤

壘

以

百

當

萬

蔽

遮

江

淮

賊

勢

阻

緩

中

丞

倡

義

其

下

答

響

霽

雲

乞

師

王

實

走

往

賀

蘭

不

歃

不

肯

出

師

雲

與

王

誓

棄

指

示

之

矢

沒

浮

圖

精

誠

若

此

異

時

破

賊

繼

之

以

死

不

滅

賀

蘭

有

如

此

矢

史

𨓜

其

事

天

顯

其

傳

詩

示

來

世

何

千

萬

年

　

張

扶

翼

書

昭

烈

王

碑

記

後

余

修

龍

標

邑

志

括

金

石

遺

文

於

東

門

外

演

武

場

榛

莽

中

得

小

石

碑

一

拂

拭

久

之

漸

有

字

可

辨

模

出

則

宋

饒

公

端

學

所

撰

昭

烈

王

唐

義

士

張

扞

碑

也

引

棄

指

亭

記

著

王

逸

事

甚

詳

余

讀

而

嘆

曰

唐

天

寶

之

亂

史

載

張

巡

許

遠

保

孤

城

抗

强

賊

援

絕

城

陷

與

南

霽

雲

雷

萬

春

三

十

六

人

俱

死

之

而

不

著

王

姓

名

夫

死

義

何

事

也

人

而

著
之
其
亦

可

矣

死

者

三

十

六

人

而

遺

者

並

王

且

三

十

四

人

然

則

史

又

何

能

無

遺

憾

耶

又

云

王

與

霽

雲

俱

將

於

睢

據

忠

義

傳

巡

遣

霽

雲

敗

賊

甯

陵

別

將

二

十

有

五

逸

其

名

者

四

人

王

與

霽

雲

素

厚

善

共

出

入

豈

殺

賊

甯

陵

而

王

不

與

之

俱

耶

傳

又

獨

逸

王

名

人

之

傳

不

傳

亦

有

幸

有

不

幸

也

黔

邑

之

廟

祀

王

不

知

自

何

時

始

其

祀

在

南

嶽

者

爲

忠

靖

王

在

沅

又

爲

靈

佑

侯

而

黔

之

廟

則

仍

昭

烈

之

舊

嗟

乎

王

之

靈

蓋

有

不

可

磨

滅

者

矣

王

之

名

雖

逸

於

唐

之

史

猶

幸

著

於

沅

黔

之

乘

而

所

謂

三

十

三

人

者

世

卒

莫

得

而

傳

之

然

則

烈

士

殉

名

身

沒

而

名

不

彰

者

豈

少

也

哉

康

熙

六

年

丁

未

六

月

記

　

附

南

岳

總

勝

集

岳

廟

有

忠

靖

王

殿

王

姓

張

氏

按

吳

致

堯

碑

云

王

諱

抃

唐

天

寶

間

家

於

滑

之

白

馬

一

云

鄧

州

南

陽

任

俠

尙

氣

置

金

鎚

袖

中

以

擊

不

平

者

安

史

之

難

張

巡

許

遠

提

孤

軍

守

睢

陽

築

臺

募

死

士

得

南

霽

雲

以

爲

將

因

乞

師

於

賀

蘭

進

明

進

明

弗

許

二

人

誓

云

以

斷

指

爲

信

死

爲

岳

瀆

厲

鬼

不

放

進

明

逾

月

皆

死

王

夢

其

家

曰

吾

得

請

於

帝

矣

命

輔

南

岳

爲

司

徒

王

諱

傳

記

不

一

或

諱

翼

或

又

或

軫

或

巡

或

稱

五

代

時

人

今

止

取

臨

淮

棄

指

亭

爲

實

本

朝

政

和

二

年

猺

人

黃

安

俊

作

亂

辰

州

祈

禱

感

應

申

奏

勅

封

靈

佑

侯

八

年

因

沅

州

賊

潘

宗

巖

作

過

奏

請

加

封

佑

順

靈

顯

公

建

炎

初

潭

州

奏

請

特

封

忠

靖

王

告

在

本

廟

昭

烈

廟

額

在

衡

山

縣

行

宮

近

又

封

威

顯

王

　

按

萬

厯

沅

州

志

載

有

政

和

六

年

十

月

封

佑

順

靈

顯

公

尙

書

省

劄

中

有

猺

賊

黃

安

俊

作

亂

云

云

而

未

及

先

封

靈

佑

侯

加

封

之

語

則

政

和

八

年

以

前

已

封

佑

順

靈

顯

公

矣

與

南

嶽

總

勝

集

所

載

不

合

又

王

諱

扞

南

嶽

志

作

忭

或

又

作

扦

恐

皆

誤

南
公
祠
　
在
縣
東
祀
唐
南
霽
雲

見

　

大

清

一

統

志

　

舊

志

按

祠

今

無

可

攷

疑

卽

昭

烈

祠

或

以

公

附

馬
王
廟
今
名
馬
楊
祠
　
在
南
門
外
舊
祀
楚
王
馬
殷
以
其
子
希
範
附

國
朝
雍
正
七
年
重
修
道
光
九
年
復
修
二
十
七
年
至
二
十
九
年
增
修

教
諭
黃
本
驥
有
記
咸
豐
中
合
祀
楊
氏
三
侯
更
名
馬
楊
祠
又
馬
王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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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在
中
方
一
在
安
江
鎮

五

代

史

楚

世

家

馬

殷

字

霸

圖

許

州

鄢

陵

人

也

初

爲

孫

儒

禆

將

儒

戰

敗

死

無

所

歸

乃

推

劉

建

峯

爲

帥

殷

爲

先

鋒

轉

攻

豫

章

掠

䖍

吉

有

眾

數

萬

唐

乾

甯

元

年

入

湖

南

僖

宗

授

建

峯

湖

南

節

度

使

殷

爲

馬

步

都

指

揮

使

陳

贍

殺

建

峯

張

佶

迎

殷

於

邵

州

而

以

位

與

之

時

乾

甯

三

年

也

唐

拜

殷

潭

州

刺

史

四

年

拜

殷

武

安

軍

節

度

使

梁

太

祖

卽

位

殷

遣

使

修

貢

太

祖

拜

殷

侍

中

兼

中

書

令

封

楚

王

於

是

澧

州

向

瓌

辰

州

宋

鄴

漵

州

昌

師

益

等

率

溪

洞

諸

蠻

皆

附

於

殷

殷

請

依

唐

太

宗

故

事

開

天

册

府

置

官

屬

太

祖

拜

殷

天

册

上

將

軍

唐

莊

宗

滅

梁

殷

遣

其

子

希

範

修

貢

京

師

已

表

求

致

仕

莊

宗

下

璽

書

慰

勞

之

天

成

二

年

請

建

行

臺

明

宗

封

殷

楚

國

王

殷

以

潭

州

爲

長

沙

府

建

國

承

制

自

置

官

屬

長

興

元

年

殷

卒

年

七

十

九

諡

曰

武

穆

子

希

聲

立

長

興

三

年

希

聲

卒

弟

希

範

立

希

範

字

寶

規

殷

第

四

子

也

襲

殷

官

爵

封

楚

王

晉

天

福

四

年

加

希

範

天

册

上

將

軍

承

制

如

殷

故

事

溪

州

刺

史

彭

士

然

率

錦

奬

諸

蠻

攻

澧

州

希

範

遣

劉

勍

劉

全

明

等

以

步

卒

五

千

擊

之

士

然

大

敗

勍

等

攻

溪

州

士

然

走

奬

州

遣

其

子

師

暠

率

諸

蠻

酋

降

於

勍

溪

州

西

接

牂

牁

兩

林

南

通

桂

林

象

郡

希

範

乃

立

銅

柱

爲

表

命

學

士

李

皋

銘

之

於

是

南

甯

酋

率

本

部

十

八

州

都

雲

酋

率

昆

明

等

十

二

部

牂

牁

酋

率

夷

播

等

七

州

皆

附

於

希

範

晉

開

運

四

年

希

範

卒

年

四

十

九

諡

曰

文

昭

弟

希

廣

立

三
王
廟
　
祀
宋
代
楊
氏
兄
爲
三
人

一

作

後

漢

時

人

今

從

會

典

事

例

及

邑

舊

志

作

宋

按

苗

俗

呼

白

帝

天

王

或

又

以

夜

郎

竹

王

爲

白

帝

天

王

乾
隆
六
十
年
大
兵
攻
克
嗅
腦
汛
苗
匪
嗣
鳳
凰
廳

逆
苗
火
攻
城
樓
有
烏
鴉
繞
郭
飛
鳴
火
遂
熄
皆
以
　
神
力
呵
護
於
嘉

慶
二
年
　
　
勅
封
宣
威
助
順

長

靖
遠
侯

次

鎮
遠
侯

又次

綏
遠
侯
道
光

十
二
年
江
華
猺
趙
金
隴
叛
亂
調
鎮
筸
兵
協
𠞰
有
功
十
四
五
兩
年
大

旱
蝗
蝻
入
境
祈
禱
有
應
十
六
年
兵
勇
緝
獲
戕
官
之
兇
犯
鍾
朝
棟
十

七
年
雨
潦
求
晴
有
應
奉
　
　
加
靈
應
二
字
十
七
年
𠞰
捕
乾
州
廳
苗

逆
石
觀
保
奉
　
　
加
保
安
二
字
咸
豐
四
年
五
月
粤
逆
陷
常
德
驟
聞

辰
龍
關
駐
苗
兵
萬
餘
不
敢
上
竄
十
一
月
永
順
縣
逆
首
彭
蓋
南
攻
沅

城
忽
城
上
旌
旗
徧
列
賊
疑
大
兵
厚
集
解
圍
旋
授
首
於
五
年
奉

加
王
爵
號
如
故
是
年
十
月
銅
仁
教
匪
攻
鎮
筸
兵
民
破
賊
至
迴
龍
關

餘
逆
竄
廖
家
橋
見
無
數
黑
旗
鎗
礮
動
地
連
日
夜
走
囘
銅
仁
又
所
獲

賊
酋
供
稱
攻
城
時
有
長
鬚
三
大
漢
橫
鎗
瞋
目
督
勇
往
來
旣
𠞰
賊
入

巢
兵
飢
乏
食
禱
於
　
神
掘
地
得
薯
賴
以
集
事
於
七
年
奉
　
　
加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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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佑
二
字
十
一
年
粤
逆
石
達
開
攻
陷
會
同
瀘
溪
又
攻
黔
陽
見
城
上
白

紅
黑
色
旗
勢
甚
張
逼
近
自
相
踐
踏
傷
斃
無
數
遂
由
榆
樹
灣
浦
市
瀘

溪
小
路
竄
永
綏
凡
近
邑
鄰
縣
得
以
無
虞
知
縣
黃
杰
詳
請
加
號
巡
撫

毛
鴻
賓
總
督
官
文
題
奏
於
同
治
二
年
巡
撫
惲
凖
咨
奉
　
　
加
護
國

二
字
舊
有
靈
應
祠
在
下
南
門
外
一
在
新
街
口
道
光
十
九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創
修
曰
三
侯
閣
一
在
皂
角
樹
腳
曰
三
王
廟
地
基
唐
世
宙
捐
咸

豐
十
一
年
知
縣
黃
杰
新
修

龍

光

甸

三

侯

閣

碑

記

嘉

慶

三

年

五

月

初

三

日

湖

廣

總

督

部

堂

景

准

　

禮

部

咨

開

祠

祭

司

案

呈

准

署

湖

廣

總

督

部

堂

姜

　

咨

稱

前

經

軍

機

大

臣

會

同

禮

部

議

覆

原

任

湖

廣

總

督

畢

　

等

奏

湖

南

苗

疆

白

帝

天

王

廟

旣

據

該

督

等

奏

稱

係

後

漢

時

有

楊

姓

兄

弟

三

人

英

勇

過

人

屢

敗

苗

眾

殁

後

設

廟

奉

祀

苗

人

至

今

畏

服

當

福

安

康

攻

克

嗅

腦

汛

城

時

已

昭

顯

應

嗣

鳳

凰

廳

城

屢

被

賊

圍

城

樓

着

火

卽

有

神

鴉

飛

鳴

火

遂

熄

滅

等

語

是

神

威

赫

濯

久

已

震

攝

苗

疆

而

顯

異

效

靈

聿

昭

助

順

實

有

捍

衞

保

障

之

功

應

如

該

督

等

所

請

　

　

勅

封

神

號

以

妥

靈

爽

而

順

輿

情

臣

等

謹

擬

　

勅

封

楊

姓

兄

弟

三

人

封

號

均

冠

以

宣

威

助

順

四

字

再

各

係

以

侯

爵

長

爲

靖

遠

侯

次

爲

鎮

遠

侯

又

次

爲

綏

遠

侯

恭

候

　

命

下

再

由

內

閣

照

例

撰

擬

　

　

勅

書

發

交

該

督

等

敬

謹

辦

理

等

因

於

嘉

慶

二

年

五

月

具

　

奏

奉

　

　

旨

依

議

欽

此

道

光

十

七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內

閣

鈔

出

十

五

日

奉

　

　

上

諭

納

爾

經

額

奏

鎮

筸

三

侯

神

廟

請

加

封

號

一

摺

着

禮

部

議

奏

欽

此

欽

遵

到

部

臣

等

查

閱

原

奏

內

稱

湖

南

向

有

三

侯

神

廟

乾

隆

六

十

年

黔

楚

苗

眾

不

靖

屢

著

靈

異

嘉

慶

二

年

經

前

大

學

士

臣

福

安

康

等

奏

請

　

　

勅

封

侯

爵

冠

以

宣

威

助

順

字

樣

數

十

年

來

威

靈

益

著

水

旱

災

祲

有

禱

輒

應

道

光

十

二

年

江

華

猺

匪

趙

金

隴

滋

事

鎮

筸

兵

勇

叩

請

神

旂

持

赴

洋

泉

到

處

克

捷

上

年

𠒋

犯

鍾

朝

棟

等

滋

事

眾

兵

默

禱

賊

鎗

火

滅

束

手

就

縛

本

年

四

月

鎮

筸

陰

雨

兼

旬

赴

廟

祈

禱

卽

日

晴

霽

凡

此

默

垂

庇

佑

良

由

　

聖

王

在

上

百

靈

效

順

據

該

處

紳

耆

兵

民

呈

請

由

司

道

會

議

奏

請

仰

懇

　

　

天

恩

　

　

賜

加

封

號

以

順

輿

情

等

語

謹

按

會

典

事

例

內

載

三

侯

神

係

楊

姓

兄

弟

三

人

長

名

潄

俱

武

勇

宋

時

屢

禦

苗

寇

民

立

廟

祀

之

嘉

慶

二

年

　

　

勅

封

宣

威

助

順

靖

遠

侯

鎮

遠

侯

綏

遠

侯

廟

祀

湖

南

自

　

　

勅

封

侯

爵

以

後

益

著

靈

異

道

光

年

間

趙

金

隴

鍾

朝

棟

等

滋

事

俱

經

默

爲

助

順

迅

速

蕆

功

核

之

禦

災

捍

患

與

例

相

符

應

如

該

撫

所

奏

請

　

　

旨

勅

加

封

號

以

答

神

貺

恭

候

　

　

命

下

臣

部

咨

內

閣

於

舊

有

封

號

之

上

撰

擬

加

封

字

樣

進

　

呈

恭

候

　

　

欽

定

臣

部

遵

奉

施

行

爲

此

謹

　

奏

請

　

　

旨

依

議

欽

遵

隨

經

本

部

先

行

知

照

湖

南

巡

撫

並

鈔

錄

原

奏

移

會

內

閣

典

籍

廳

撰

擬

加

封

字

樣

去

後

今

准

內

閣

交

出

奉

　

　

硃

筆

圈

出

靈

應

欽

此

欽

遵

相

應

鈔

錄

封

號

字

樣

移

咨

該

撫

遵

照

辦

理

可

也

等

因

道

光

十

七

年

十

月

初

三

日

湖

南

巡

撫

部

院

訥

　

准

咨

又
一
在
雙
溪
鋪
咸

豐
元
年
知
縣
張
佐
清
重
修

謹

按

奉

祀

　

禦

災

捍

患

諸

神

應

遵

會

典

通

禮

列

入

秩

祀

以

昭

定

制



 

黔
陽
縣
志

卷
第
二
十
二

禮

書

四

　
　
　
　
　
　
五

將
軍
廟
　
祀
蝗
神
劉
猛
將
軍
雍
正
二
年
　
　
勅
建
廟
　
　
頒
春
秋

祭
道
光
四
年
　
　
御
書
嘉
穀
蒙
庥
扁
額
咸
豐
七
年
　
　
加
保
康
二

字
同
治
五
年
正
月
　
　
加
普
佑
二
字
廟
在
城
西
隅
書
院
右
咸
豐
十

年
知
縣
黃
杰
飭
諭
邑
紳
陳
道
隆
等
倡
修
專
祠
規
制
甚
偉
又
前
龕
供

種
茶
膏
樹
之
神
戴
姓
兄
弟
又
一
在
石
一
里
鐵
坡
山
邑
紳
楊
興
楚
募

修
附

將

軍

攷

　

　

大

清

會

與

載

元

指

揮

使

劉

承

忠

世

稱

猛

將

軍

禱

蝗

有

驗

雍

正

二

年

　

　

勅

祀

於

各

直

省

府

州

縣

又

方

志

所

載

宋

紹

興

名

將

劉

錡

於

景

定

四

年

勅

封

天

曹

猛

將

有

江

蘇

吳

縣

石

刻

可

證

又

以

爲

劉

錡

弟

銳

其

說

不

一

然

劉

姓

而

以

猛

著

昔

人

咸

有

同

稱

要

其

以

禱

蝗

通

祀

載

在

會

典

則

當

以

元

指

揮

使

爲

據

按

飛

蝗

害

稼

湖

南

少

有

此

患

邑

以

山

多

茶

膏

樹

常

有

蟲

災

故

崇

祀

亦

䖍

東
嶽
廟
　
城
東
門
外

始

建

年

代

無

攷

康
熙
初
重
修
道
光
十
八
年
嶺
南
陳
世

治
倡
修
並
置
田
供
香
火
咸
豐
六
年
邑
人
重
修
知
縣
鍾
慶
魁
記
之

舊志

攷

遁

甲

開

山

圖

泰

山

在

左

亢

父

在

右

亢

父

知

生

梁

父

主

死

博

物

志

泰

山

一

曰

天

孫

言

爲

天

帝

之

孫

主

召

人

魂

魄

知

生

命

之

長

短

漢

書

方

技

傳

許

竣

自

云

常

篤

病

三

年

不

愈

乃

謁

泰

山

請

命

按

諸

說

爲

今

人

禱

祀

所

本

○
按

古

者

諸

侯

祭
境
內
名

山

大

川

邑

祀

東

嶽
非
禮
也

竈
王
宮
　
城
內
東
長
街
舊
爲
攝
縣
事
史
在
鑛
懷
德
祠
後
改
爲
興
文

土
地
祠
仍
以
史
附
祀
呼
史
公
祠
嘉
慶
八
年
邑
人
移
竈
神
於
此
遂
爲

竈
王
宮
二
十
年
別
建
竈
王
宮
於
西
關
外
分
祀
之
道
光
十
二
年
知
縣

俞
鑅
捐
建
經
蒙
義
學
於
新
竈
王
宮
側
勸
諭
紳
民
易
其
宮
爲
二
賢
祠

祀
宋
縣
令
饒
敏
學
明
知
縣
陳
鋼
並
祀
史
而
舊
懷
德
祠
專
祀
竈
神
二

十
一
年
燬
於
火
二
十
三
年
復
修

劉
三
將
軍
祠
　
在
縣
東
九
十
里
安
江
俗
呼
劉
三
廟
祀
唐
元
和
時
邑
孝

子
劉
三
生
宋
封
護
國
將
軍
咸
豐
十
一
年
粤
逆
犯
城
神
著
靈
異
同
治

四
年
石
橋
司
巡
檢
任
慶
松
據
邑
紳
向
敦
仁
等
呈
請
申
詳
知
縣
余
堅

詳
請
題
　
　
加
封
號
湖
南
巡
撫
李
瀚
章
奏
明
六
年
巡
撫
劉
琨
准
咨

查
取
志
書
核
辦
八
年
六
月
奉
　
　
旨
加
靈
佑
二
字
又
縣
對
河
有
劉

孟
祠
知
縣
陳
國
仲
塑
像

安

江

劉

三

廟

碑

記

劉

三

將

軍

安

江

之

靈

神

也

英

顯

最

著

其

始

末

舊

志

失

載

攷

廟

旁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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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碑

神

本

鄕

人

生

而

純

孝

父

病

思

鮮

漁

河

而

溺

有

隨

犬

奔

歸

齧

母

衣

至

溺

處

犬

亦

赴

水

死

母

知

其

溺

求

之

弗

得

夜

夢

告

曰

上

帝

憐

兒

性

不

淪

命

血

食

故

土

明

午

水

漲

有

逆

流

香

樹

一

株

兒

尸

在

焉

越

日

果

得

之

以

塟

刻

木

爲

像

祀

於

家

烈

氣

英

光

時

著

靈

異

宋

熙

甯

間

中

書

章

惇

以

詔

使

靖

洽

州

遣

侍

禁

李

資

往

復

親

進

兵

俱

不

利

困

迫

中

見

童

年

壯

士

率

兵

前

驅

蠻

以

平

定

章

詢

其

人

鄕

老

以

神

告

後

錄

事

表

功

奏

勅

爲

鈐

轄

佑

鎮

斯

土

立

祠

而

祀

旋

加

護

國

將

軍

改

地

曰

安

江

以

其

神
靈
俾
民

安

而

江

靖

也

由

是

苗

不

犯

境

兵

不

侵

疆

數

百

年

羣

𥠖

樂

業

其

爲

一

鄕

隆

祀

鼎

新

廟

貌

也

宜

哉

自

古

生

而

爲

英

死

而

爲

靈

如

神

之

以

孝

死

以

忠

顯

乃

至

久

而

益

著

記

云

能

禦

大

災

則

祀

之

能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其

在

將

軍

歟

其

在

將

軍

歟

○
按

神

父

諱

元

善

母

狄

氏

具

詳

原

碑

楊
公
廟
　
卽
今
所
祀
三
王
神
在
縣
西
南
托
口
市
舊
有
上
下
二
所
又

一
在
城
對
河
又
一
在
雙
溪
鋪
嘉
慶
二
年
邑
紳
向
方
誠
專
修
咸
豐
八

年
毁
於
火
其
子
敦
仁
孫
義
驤
復
修

靈
佑
伯
祠
卽
社
王
廟
祀

國
初
殉
城
知
縣
周
公
文
煜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柯
支
澍
詳
請
入
祀

道
光
二
年
知
縣
王
金
策
詳
請
奉
　
　
勅
封
靈
佑
伯
祠
在
縣
署
內
東

偏
雍
正
六
年
知
縣
王
光
電
建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知
縣
姚
文
起
復
修
向

達
禮
有
記

見

後

社

王

廟

嘉
慶
十
九
年
知
縣
曾
鈺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項
逢
堯

道
光
二
年
知
縣
王
金
策
相
繼
增
修
十
七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重
修
初
邑

士
民
祀
祭
由
署
出
入
至
是
於
祠
側
隙
地
別
建
廟
門
曲
通
甬
道
咸
豐

同
治
邑
紳
楊
大
聲
以
積
資
疊
修
內
有
方
池
古
柏
遺
蹟
在
焉

錫

山

倪

東

平

碑

序

公

姓

周

氏

諱

文

煜

字

木

仲

浙

江

海

甯

人

也

由

進

士

於

順

治

五

年

令

黔

陽

值

靖

州

降

將

陳

友

龍

之

叛

嬰

城

固

守

賊

眾

奪

氣

事

起

倉

卒

外

援

不

及

殉

難

金

橋

計

蒞

任

三

月

餘

日

與

賊

相

持

夫

人

施

如

夫

人

王

及

賓

從

僕

婢

死

者

八

十

餘

人

功

偉

而

節

烈

邑

人

思

之

建

廟

以

祀

康

熙

五

年

始

經

前

張

明

府

扶

翼

採

入

縣

志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柯

明

府

支

澍

詳

請

　

題

准

入

祀

名

宦

祠

而

此

祠

初

甚

陋

隘

王

明

府

光

電

稍

爲

修

葺

今

郴

州

曾

刺

史

鈺

前

令

茲

土

時

拓

而

大

之

其

兩

廊

翼

室

則

項

明

府

逢

堯

所

增

飾

也

惟

公

不

徒

以

大

節

著

神

爽

靈

赫

求

無

不

應

又

足

以

張

耀

里

庶

而

水

旱

疾

疫

之

救

尤

大

有

功

德

於

民

於

祀

典

爲

合

王

太

史

金

策

改

宰

斯

邑

爲

請

於

　

　

朝

封

靈

佑

伯

忠

靈

以

妥

潛

德

畢

彰

復

倡

議

與

邑

士

大

拓

祠

宇

事

將

就

緖

誠

盛

舉

也

東

平

客

黔

五

載

厯

查

邑

乘

碑

碣

記

載

甚

詳

因

思

公

生

能

守

土

歿

猶

庇

民

功

在

一

時

靈

昭

千

古

固

宜

祀

事

修

明

永

垂

勿

替

乃

刊

斯

石

彚

記

巔

末

亦

以

誌

欽

敬

之

忱

至

若

先

後

捐

置

祭

田

若

干

備

載

邑

志

及

祠

碑

故

不



 

黔
陽
縣
志

卷
第
二
十
二

禮

書

四

　
　
　
　
　
　
七

複

具

　

長

沙

徐

燾

詩

序

靈

佑

伯

周

公

前

邑

令

也

諱

文

煜

浙

江

海

甯

人

順

治

丙

戍

進

士

令

黔

甫

三

月

死

靖

州

叛

將

陳

友

龍

之

難

事

蹟

具

湖

南

通

志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從

祀

名

宦

道

光

二

年

　

勅

贈

今

號

燾

遊

幕

來

黔

縣

署

之

桐

蔭

軒

與

公

祠

相

去

數

武

暇

則

散

步

庭

除

瞻

仰

遺

像

摩

挲

舊

碣

輒

低

徊

不

忍

去

祠

前

老

柏

一

株

蟠

柯

偃

蓋

古

色

班

斕

卽

其

配

施

夫

人

自

縊

處

也

祠

門

面

池

畜

魚

千

頭

憑

闌

俛

眺

則

錦

鱗

㳺

泳

寒

波

蕩

漾

四

顧

凄

清

令

人

毛

骨

俱

竦

相

傳

爲

子

女

賓

從

八

十

一

人

殉

節

之

所

知

其

沈

憾

者

深

也

每

值

月

落

照

屋

猿

鶴

嘯

林

颯

颯

清

風

一

龕

香

火

覺

靈

爽

式

憑

精

魂

如

在

浩

然

之

氣

真

千

古

不

磨

矣

燾

留

黔

三

月

今

將

攜

書

劍

以

去

從

此

暮

鼓

晨

鐘

不

復

聽

龍

標

烟

兩

再

拜

公

祠

作

古

風

一

章

並

夫

人

柏

節

義

池

二

吟

以

當

楚

些

餘

音

云

爾

黑

雲

壓

城

城

欲

搉

天

狗

隳

地

聲

如

雷

豺

牙

虺

毒

恣

狡

獪

焚

巢

劫

廩

爭

轟

豗

周

君

身

未

典

戎

事

一

呼

忠

義

動

天

地

烽

火

三

日

嬰

孤

城

氣

呑

狂

獝

降

魑

魅

掃

塵

滅

迹

除

雄

梟

䲭

張

豈

料

生

氛

妖

箐

深

莽

𠆾

封

豕

突

隻

身

冒

險

來

金

橋

矢

窮

兵

盡

無

寸

鐵

慷

慨

欲

灑

睢

陽

血

捐

軀

南

八

真

奇

男

精

誠

泣

天

天

鳴

咽

凄

凉

白

骨

何

處

尋

髑

髏

秋

草

飛

青

燐

一

門

節

義

兼

妻

子

裹

尸

無

革

終

已

矣

田

橫

士

卒

誰

生

還

八

十

一

人

同

日

死

我

來

再

拜

神

祠

中

黃

蕉

烏

粲

陳

西

風

摩

挲

舊

碣

不

忍

讀

千

秋

靈

佑

酬

精

忠

　

輪

囷

古

柏

列

廟

前

虬

枝

老

幹

生

雲

烟

上

有

神

雀

巢

其

巔

啄

蟲

哺

子

自

來

去

疑

有

陰

靈

與

呵

護

丞

相

祠

堂

武

穆

墳

懷

清

抱

潔

同

氤

氲

夫

人

柏

方

池

半

畝

碕

爲

岸

繞

以

迴

廊

白

石

欄

中

有

神

魚

長

尺

半

紅

鬐

錦

𩯡

不

可

烹

八

十

一

人

神

所

憑

邑

人

取

此

魚

者

輒

病

洋

裹

零

丁

灘

惶

恐

凄

風

凉

月

寒

泉

湧

節

義

池

　

教

諭

黃

本

驥

跋

右

長

沙

徐

君

燾

於

道

光

十

四

年

㳺

幕

來

黔

謁

靈

佑

伯

周

公

祠

題

詩

於

壁

十

九

年

龍

見

田

司

馬

重

新

是

祠

壁

上

詩

幾

爲

圬

者

所

毁

其

嗣

今

殿

撰

翰

臣

惜

之

爲

重

書

加

跋

懸

版

祠

壁

嗣

後

雷

子

木

閻

潤

東

二

明

府

見

版

又

將

毁

謀

勒

諸

石

皆

以

卸

任

未

果

今

則

翰

臣

之

跋

已

剝

落

無

存

再

遲

卽

成

無

字

碑

矣

黔

邑

僻

在

邊

隅

過

客

留

題

古

今

豈

少

惜

無

有

心

人

收

抬

於

塵

土

煨

燼

之

餘

以

致

湮

沒

不

著

宜

搜

采

邑

故

者

嘗

以

文

獻

無

徵

爲

憾

也

卽

如

徐

君

此

詩

距

今

才

十

有

五

年

已

有

翰

臣

子

木

潤

東

三

君

賞

其

詩

而

欲

存

其

迹

而

其

迹

究

不

能

藉

三

君

以

存

是

可

慨

也

余

因

命

邑

士

蔣

仲

官

代

書

上

石

以

永

其

傳

徐

君

與

閻

友

吳

禮

堂

爲

同

里

舊

識

訪

知

其

人

健

在

始

信

陽

五

非

古

人

也

並

聞

其

自

號

莘

農

云

　

龍

光

甸

謁

靈

佑

伯

詩

蕞

爾

偏

隅

任

戰

攻

纔

經

釋

褐

便

從

戎

氣

吞

强

虜

千

人

少

力

捍

孤

城

百

日

窮

金

虎

飛

來

妖

燄

熾

玉

龍

吼

罷

劍

痕

空

江

流

不

盡

英

雄

恨

時

繞

黔

山

作

白

虹

　

浩

氣

無

慚

大

節

臨

一

門

義

烈

重

於

今

春

波

黯

淡

方

池

景

夜

月

蕭

疏

古

柏

陰

欲

共

寒

煙

埋

碧

血

常

懸

白

日

照

丹

心

荒

城

故

壘

知

何

處

叫

斷

西

風

杜

宇

音

　

悵

望

雲

間

縞

鶴

遥

魂

歸

應

傍

浙

江

潮

狼

烟

未

息

神

偏

壯

馬

革

無

還

恨

不

消

賓

從

尙

能

盟

白

水

黔

𥠖

誰

忍

過

金

橋

膽

如

斗

大

心

如

鐵

烈

烈

英

靈

在

九

霄

　

屈

曲

迴

廊

四

面

通

憑

闌

颯

颯

起

英

風

生

前

未

敢

辭

官

小

歿

後

仍

教

作

鬼

雄

秋

老

野

燐

霜

共

白

夜

深

燈

景

燼

初

紅

清

陰

留

得

甘

棠

在

血

食

睢

陽

萬

古

同

　

丁

酉

蒞

任

黔

陽

敬

謁

靈

佑

伯

祠

公

生

效

忠

烈

歿

資

捍

禦

邑

之

水

旱

疾

疫

有

求

必

應

惟

廟

在

廨

左

出

入

胥

由

公

堂

後

民

以

爲

艱

因

於

垣

隙

地

重

建

廟

門

曲

通

甬

道

並

增

寢

宮

一

所

以

妥

幽

靈

暇

日

周

㳺

祠

宇

敬

賦

七

律

四

章

用

抒

欽

慕

之

忱

且

誌

其

略

於

此

　

龍

啟

瑞

殿

撰

金

橋

行

謁

靈

佑

伯

祠

作

龍

標

城

頭

烏

夜

啼

老

梧

葉

落

風

凄

凄

周

侯

埋

血

金



 

黔
陽
縣
志

卷
第
二
十
二

禮

書

四

　
　
　
　
　
　
八

橋

西

至

今

雲

慘

天

爲

低

當

年

巖

疆

初

底

定

降

將

負

隅

思

搆

釁

妖

氛

直

突

黔

江

濱

憑

臨

氣

欲

呑

孤

城

侯

時

視

事

甫

三

月

慷

慨

登

陴

擔

忠

節

大

聲

叱

賊

賊

披

靡

怒

目

橫

戈

眥

爲

裂

人

視

賊

兵

有

如

虎

侯

視

賊

兵

有

如

鼠

矢

石

嬰

城

百

日

中

裹

瘡

析

骸

未

言

苦

食

盡

援

絕

可

奈

何

獨

出

强

兵

勇

破

釜

自

知

㳺

魂

未

遽

絕

欲

建

奇

功

天

不

許

七

尺

可

生

亦

可

殺

留

取

丹

心

報

吾

　

　

主

是

日

赤

地

飛

黃

埃

甲

戈

滿

市

聲

如

雷

闔

門

恥

污

賊

奴

手

爭

先

致

命

風

雲

摧

一

日

　

　

王

師

清

四

野

遺

𥠖

拜

倒

山

城

下

鼙

鼓

追

思

死

事

臣

襃

忠

祠

近

枌

榆

社

侯

之

撫

此

無

多

時

况

復

鼎

革

經

瘡

痍

書

生

將

略

乃

如

許

坐

令

土

堡

堅

金

堤

設

使

成

功

有

天

幸

會

見

一

鼓

殲

鯨

鯢

惜

哉

力

竭

以

身

殉

轉

教

奇

節

成

鋒

刄

不

朽

忠

良

一

片

心

百

年

化

作

甘

棠

蔭

侯

死

於

今

春

復

秋

靈

爽

還

爲

斯

民

留

　

知

縣

山

西

閻

海

林

詩

男

兒

臨

難

不

能

死

讀

聖

賢

書

何

爲

耳

我

來

後

公

二

百

秋

忠

魂

浩

魄

欽

長

留

昔

公

作

宰

來

黔

陽

縱

橫

逆

寇

志

跳

梁

礮

石

交

攻

一

百

日

公

能

固

守

全

城

廂

賊

去

公

更

勇

躡

追

無

怖

恐

金

橋

月

黑

屯

雲

寒

匹

馬

衝

營

捉

非

種

一

戰

賊

驚

走

再

戰

賊

怒

吼

三

戰

四

戰

□

轉

多

八

面

合

圍

千

尺

厚

奮

臂

大

呼

月

眥

裂

雄

心

誓

掃

妖

氛

滅

弓

折

矢

盡

虬

矛

飛

赤

手

搏

人

無

寸

鐵

囘

顧

從

騎

紛

散

亡

乞

師

不

至

外

援

絕

北

面

再

拜

酬

　

　

君

恩

秋

草

滿

田

濺

碧

血

斯

須

偵

卒

飛

入

城

半

空

霹

靂

當

頭

驚

皁

隸

走

逃

丁

役

竄

闔

門

欲

哭

哭

無

聲

子

死

孝

婦

死

貞

賓

客

死

義

奴

僕

以

死

成

主

名

可

憐

男

女

老

幼

同

日

盡

八

十

一

人

無

一

生

吁

嗟

乎

一

介

書

生

未

經

戰

倉

卒

乃

能

應

時

變

節

烈

許

多

奇

尤

奇

惜

哉

姓

名

失

紀

傳

公

道

不

泯

人

心

存

事

久

論

定

榮

辱

見

　

　

至

尊

襃

䘏

錫

隆

封

父

老

殽

醴

應

時

薦

夫

人

柏

長

青

青

節

烈

池

赤

魚

靈

天

昏

月

暗

倚

闌

立

颯

颯

猶

聞

血

風

腥

焚

香

肅

禮

□

長

謡

欲

遣

巫

陽

歌

大

招

願

公

精

爽

護

斯

土

永

無

螟

蝗

水

旱

疾

疫

爲

民

苦

　

江

忠

烈

公

忠

源

謁

祠

詩

弦

歌

化

甫

布

崇

朝

聲

鼓

聲

旋

徹

九

霄

百

戰

不

摧

張

許

志

孤

軍

爭

奈

虎

狼

驕

生

無

奇

策

殲

狂

寇

死

有

忠

魂

翊

　

　

聖

朝

終

古

龍

標

往

來

地

風

雲

常

爲

護

金

橋

　

取

義

成

仁

矢

志

堅

舉

家

同

日

赴

黃

泉

丹

心

足

並

乾

坤

永

青

簡

何

妨

姓

字

湮

檻

外

芳

池

清

映

月

檐

前

古

栢

翠

參

天

我

來

正

值

秋

風

冷

一

薦

溪

毛

意

黯

黯

按

八

十

一

人

𨓜

其

名

附

邑

紳

楊

大

聲

孫

廪

生

楚

江

祠

序

鳴

呼

此

忠

魂

棲

靈

所

也

公

死

事

甚

烈

載

志

乘

及

祠

壁

碑

版

詳

且

至

凡

宦

遊

往

來

吾

地

者

率

以

詩

文

歌

詠

憑

弔

欷

歔

之

不

忘

蓋

公

之

英

靈

毅

魄

無

日

不

在

吾

黔

人

之

心

今

二

百

餘

載

矣

夫

河

山

無

恙

而

忠

義

不

磨

公

之

神

實

式

憑

之

矣

而

遺

𥠖

數

百

年

後

隻

雞

斗

酒

灑

涕

孤

城

藉

非

有

以

宏

祀

事

而

經

營

夫

久

遠

將

徒

走

村

翁

於

嵗

時

伏

臘

間

雖

公

之

生

氣

足

綿

亘

於

無

窮

而

人

心

不

死

不

猶

有

未

至

者

耶

祠

舊

有

社

王

廟

道

光

初

奉

　

　

勅

封

公

靈

佑

伯

祠

名

之

十

七

年

邑

侯

龍

見

田

實

始

拓

其

基

宇

二

十

九

年

葉

辰

生

明

府

勸

捐

趙

敏

店

房

突

室

嵗

取

租

值

時

江

先

大

父

雲

門

府

君

解

鐸

家

居

屬

權

其

子

母

而

出

入

之

明

年

所

捐

賃

屋

有

修

越

同

治

元

年

比

鄰

不

戒

於

火

燬

突

室

有

修

三

年

市

災

延

燬

且

盡

又

修

之

而

祠

之

重

修

在

咸

豐

之

九

祀

中

間

數

有

捐

助

則

置

田

畝

與

土

木

工

耗

之

所

費

千

有

餘

緡

不

足

則

江

先

人

借

貸

彌

縫

之

者

大

父

之

卒

以

同

治

七

年

先

父

屏

臣

府

君

以

九

年

所

爲

經

紀

祠

事

至

老

不

衰

亦

猶

是

感

激

精

忠

靈

爽

以

與

吾

邑

人

相

見

以

心

者

也

夫

甘

棠

遺

樹

耳

民

不

忍

傷

峴

碑

片

石

耳

民

至

墮

淚

豈

有

所

勉

强

阿

私

或

好

名

譽

以

至

是

與

而

况

血

食

以

來

屢

經

寇

亂

卒

獲

安

堵

如

公

之

神

厯

久

彌

顯

者

乎

嗚

呼

金

橋

碧

血

池

魚

赤

鱗

輒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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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來

此

陰

風

颯

颯

從

古

柏

生

蓋

恍

惚

遇

公

時

矣

江

念

兩

世

經

理

微

勞

請

於

前

邑

侯

符

公

徵

巖

核

算

遂

爲

具

印

册

存

查

顧

自

揣

力

不

及

繼

將

求

所

謂

能

宏

祀

事

垂

久

遠

者

有

以

慰

神

在

天

之

靈

焉

故

詳

其

措

置

巔

末

而

鎸

所

捐

姓

名

於

石

時

同

治

十

二

年

也

饒
公
祠
西
門
外
宋
紹
定
初
建
生
祀
縣
令
饒
敏
學
後
廢
明
成
化
中
知

縣
陳
鋼
重
建
寶
山
書
院
復
祀
之
後
圮
道
光
十
二
年
新
祀
二
賢
祠

教授

單

銓

饒

公

生

祠

記

云

寶

慶

三

年

黔

陽

大

夫

饒

公

新

廣

學

宮

旣

成

鶴

山

先

生

侍

郎

魏

公

發

明

大

學

誠

意

之

旨

而

爲

之

記

眉

山

李

肩

吾

爲

之

書

科

院

庾

使

董

公

名

其

堂

曰

敷

教

而

大

書

之

闢

百

年

之

荒

榛

發

山

川

之

奇

觀

諸

生

感

泳

德

賜

則

相

率

於

堂

之

東

爲

祠

以

夀

之

祠

成

乃

舉

酒

爲

公

夀

公

曰

有

天

下

國

家

者

不

可

一

日

無

學

敝

陋

若

是

撤

而

新

之

令

之

職

也

諸

君

爲

是

予

未

敢

聞

請

辭

有

進

於

前

者

曰

夫

所

謂

循

吏

者

亦

惟

順

人

之

欲

行

之

耳

若

得

其

欲

則

感

之

深

感

之

深

則

愛

之

篤

三

代

而

上

天

下

多

循

吏

故

當

時

上

下

相

忘

於

廉

恥

忠

厚

之

域

然

甘

棠

無

翦

之

思

泮

水

難

老

之

頌

愛

其

人

且

惜

其

樹

尊

其

人

且

欲

其

夀

至

後

世

則

又

爲

之

法

容

貌

而

祠

焉

文

政

績

而

碣

焉

以

至

名

氏

其

子

孫

如

文

翁

之

爲

蜀

韓

昌

𥠖

之

爲

陽

山

或

興

學

校

或

教

耕

織

無

非

順

人

心

而

爲

之

故

人

之

感

者

亦

深

也

吾

邑

在

夜

郞

西

山

川

草

木

未

嘗

經

騷

人

墨

客

品

題

士

生

其

間

非

無

秀

拔

者

獨

以

爲

師

者

鄙

其

遠

陋

而

弗

之

教

不

然

則

區

區

於

簿

書

獄

訟

而

不

知

教

間

有

志

於

是

者

則

又

未

幾

去

而

不

及

教

故

開

邑

百

餘

年

人

材

竟

未

有

聞

於

時

雖

其

間

有

志

於

學

不

見

知

而

不

悔

渚

亦

病

於

出

無

師

入

無

友

講

習

無

地

則

黔

人

之

欲

孰

有

切

於

此

今

先

生

以

精

明

强

果

之

材

起

其

廢

而

補

其

缺

於

是

黔

人

之

所

欲

一

旦

遂

焉

是

其

有

父

師

之

恩

於

我

矣

則

是

祠

也

姑

以

示

人

感

之

深

而

爲

不

忘

之

地

焉

耳

公

曰

子

之

言

則

然

矣

予

之

所

期

於

諸

君

者

則

不

止

此

也

黔

雖

僻

左

不

隔

聲

教

矧

今

　

　

聖

天

子

觀

人

文

以

化

天

下

崇

雅

黜

浮

之

詔

海

內

誦

之

旣

藏

修

游

息

有

其

地

矣

諸

君

其

無

負

　

　

聖

天

子

所

以

新

美

之

意

盡

所

以

治

心

修

身

之

道

然

後

發

而

爲

文

則

進

足

以

利

澤

斯

民

窮

亦

不

失

爲

一

鄕

之

善

士

諸

君

勉

焉

否

則

視

學

校

爲

觀

美

之

地

方

且

相

與

諛

悅

則

非

予

所

敢

望

也

諸

君

乃

相

與

前

曰

請

事

斯

語

退

而

命

銓

記

之

銓

竊

聞

懷

安

府

君

常

建

學

於

監

利

至

宰

長

沙

亦

專

以

崇

化

興

學

爲

事

二

邑

之

人

至

今

歌

咏

之

蓋

懷

安

受

業

於

朱

文

公

其

爲

政

宜

知

所

本

今

公

可

謂

有

光

於

前

矣

大

抵

公

之

爲

政

無

非

得

之

家

傳

廉

以

處

己

公

以

蒞

事

嚴

以

督

奸

至

於

經

理

一

邑

如

家

事

繩

然

有

條

惟

我

公

以

家

傳

之

學

溯

諸

老

之

淵

源

而

充

大

之

則

異

時

措

諸

事

業

豈

獨

黔

民

受

賜

而

已

乎

公

諱

敏

學

字

遜

之

世

爲

昭

武

人

紹

定

改

元

三

月

日

記

陳
公
祠
城
東
門
外
嘉
靖
中
邑
人
修
寶
山
書
院
於
此
並
爲
祠
祀
知
縣

陳
鋼
後
圮
道
光
十
二
年
祀
二
賢
祠

二
賢
祠
西
門
外
初
祀
宋
令
饒
敏
學
明
知
縣
陳
鋼
道
光
十
二
年
知
縣

俞
鑅
捐
建

卽

與

城

東

街

竈

王

宮

互

易

者

今
爲
龕
三
中
龕
於
饒
陳
外
並
祀
知
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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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扶
翼
葉
夢
麟
左
供
史
在
鑛
龍
光
甸
余
堅
右
供
俞
鑅
其
內
庭
爲
昭
忠

祠社
王
廟
卽
今
靈
佑
伯
祠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姚
文
起
增
修

漵

浦

向

達

禮

增

修

社

王

廟

序

署

東

偏

古

木

枯

杈

偃

蹇

似

幽

崖

鬼

神

狀

望

之

陰

氣

逼

人

蓋

社

王

所

憑

也

廟

始

於

雍

正

六

年

前

令

王

光

電

建

順

治

初

前

令

周

文

煜

以

禦

寇

死

亦

設

主

於

此

廟

甚

靈

異

署

內

外

莫

不

敬

憚

守

土

者

以

朔

朢

致

䖍

每

於

神

誕

日

則

祭

有

祈

禱

則

祭

舊

懸

周

公

匾

額

二

邑

侯

姚

公

乃

大

書

社

王

廟

於

楹

間

以

表

之

前

有

方

池

泉

出

故

不

涸

公

爲

砌

以

石

左

右

疊

甎

爲

櫺

牆

可

憑

以

觀

魚

池

外

舊

有

歌

樓

爲

之

翼

以

兩

廂

圍

以

朱

闌

而

金

題

其

聯

額

遥

望

赤

寶

山

嵐

光

繚

繞

與

池

塘

相

爲

掩

映

居

然

勝

地

然

非

早

夜

香

燈

院

門

常

扃

而

不

開

蓋

惟

恐

褻

也

夫

國

有

社

民

有

社

官

府

故

宜

亦

有

社

凡

社

以

爲

民

也

敢

曰

游

息

之

地

乎

哉

史
公
祠
舊
爲
懷
德
祠
在
城
內
東
長
街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生
祀
攝
知
縣

事
永
州
府
同
知
史
在
鑛
後
改
爲
興
文
土
地
祠
嘉
慶
八
年
改
爲
竈
王

宮
仍
附
祀
其
中
道
光
十
二
年
迎
祀
二
賢
祠
二
十
三
年
唐
姓
又
於
東

街
建
專
祠
在
唐
姓
宗
祠
側

向

文

煥

懷

德

祠

碑

記

三

代

以

下

吏

治

號

循

良

無

如

兩

漢

其

時

如

龔

黃

卓

魯

治

行

卓

越

天

子

爲

之

璽

書

勞

勉

甚

或

不

次

遷

擢

有

入

爲

三

公

賜

爵

關

內

侯

者

而

當

時

之

民

涵

濡

於

恢

恢

墨

墨

之

化

亦

且

父

母

而

尸

祝

之

史

册

所

傳

猗

歟

盛

已

後

世

治

不

逮

古

上

所

求

於

守

若

令

者

非

必

以

勸

課

農

桑

興

行

教

化

爲

先

務

而

守

若

令

所

以

奉

乎

上

者

簿

書

期

會

之

外

無

餘

事

又

或

緣

飾

具

文

自

以

爲

工

蒞

官

之

日

猶

思

塗

民

耳

目

釣

取

聲

譽

久

之

則

不

過

肥

身

而

已

潤

囊

篋

媚

上

營

陞

遷

而

已

求

其

循

分

自

盡

無

虧

職

守

者

亦

綦

難

矣

况

以

郡

丞

之

尊

借

寇

下

邑

而

能

視

官

事

如

家

事

視

鄰

民

如

吾

民

自

非

仁

心

爲

質

動

合

自

然

如

古

循

吏

未

易

語

此

若

我

邑

侯

史

司

馬

真

其

人

也

公

以

名

家

世

胄

由

縣

令

厯

官

永

州

司

馬

嘉

謨

嘉

猷

時

能

襄

所

不

逮

及

攝

道

州

期

月

賢

名

藉

甚

以

故

羔

羊

素

絲

之

風

聲

間

沅

湘

間

大

中

丞

欽

其

卓

越

之

才

廉

能

之

守

而

以

湖

南

九

郡

之

刑

名

專

𢌿

之

會

吾

邑

宰

以

憂

去

檄

公

兼

攝

公

叱

馭

就

道

甫

下

車

問

民

疾

苦

不

啻

痌

瘝

乃

身

凡

一

切

利

於

民

者

力

行

之

病

於

民

者

力

去

之

肩

其

責

於

躬

不

俟

郵

聞

而

申

請

也

數

日

後

周

覽

城

垣

覩

雉

堞

傾

圮

喟

然

曰

子

職

在

是

敢

憚

勤

勞

於

是

出

囊

中

金

屬

孝

廉

梁

學

博

召

匠

鳩

工

凡

越

三

月

數

里

之

城

煥

然

改

觀

而

尊

經

閣

玉

皇

閣

關

聖

祠

城

隍

廟

名

宦

鄕

賢

祠

因

時

並

舉

咄

嗟

而

辦

不

用

民

間

一

絲

一

粟

嗚

呼

公

之

用

心

何

其

至

也

夫

士

君

子

讀

書

服

古

未

嘗

不

心

慕

往

哲

志

期

康

濟

及

一

行

作

吏

而

廉

潔

著

聲

實

心

實

政

幾

人

哉

况

乎

代

庖

則

直

以

爲

五

日

京

兆

耳

其

視

吾

民

之

休

戚

不

啻

秦

人

視

越

人

之

肥

瘠

孰

肯

以

數

月

寓

公

而

舍

肥

身

家

營

陞

遷

之

計

爲

鄰

封

修

城

郭

舉

廢

墜

區

區

博

此

寒

不

可

衣

飢

不

可

食

之

虛

譽

也

哉

公

蓋

自

盡

其

心

以

不

負

大

中

丞

之

知

遇

爾

矣

至

於

徵

輸

完

欠

功

令

甚

嚴

公

惟

温

言

勸

勉

使

之

家

喻

戸

曉

不

忍

以

催

科

之

故

輕

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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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人

而

吾

民

感

公

之

德

各

有

平

旦

豈

忍

逋

負

爲

公

賢

名

之

累

哉

嗚

呼

如

公

者

求

之

古

循

良

未

可

多

得

况

其

在

近

今

之

世

乎

士

若

民

所

爲

鏤

衷

鐫

骨

感

慨

欷

歔

而

不

能

不

庚

桑

世

祝

者

也

於

是

塑

公

像

祠

而

祭

之

新

令

來

公

旋

車

言

邁

矣

士

若

民

扳

轅

臥

轍

執

香

擁

道

者

不

知

凡

幾

文

煥

山

澤

遺

老

扶

杖

從

輿

人

後

拜

送

江

千

扁

舟

長

往

士

民

再

覩

無

由

爰

勒

貞

珉

以

誌

甘

棠

之

愛

云

五
顯
靈
官
廟

卽

五

通

祠

縣
治
儀
門
左
側

舊

志

攷

按

五

聖

不

可

攷

或

曰

神

救

母

罪

愆

得

成

正

果

與

目

蓮

事

相

類

在

佛

乘

中

爲

華

光

藏

主

妙

吉

祥

如

來

或

曰

周

禮

小

宗

伯

祀

五

帝

於

四

郊

漢

儀

祠

五

祀

宋

朝

明

堂

圖

五

方

帝

位

於

昊

天

之

側

從

之

以

五

人

蓋

神

爲

五

行

之

真

氣

故

祀

之

皆

附

會

之

說

也

自

宋

以

來

祠

祀

已

繁

而

俗

又

傳

明

太

祖

封

國

殤

五

人

爲

伍

血

食

天

下

爲

五

通

國

朝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江

蘇

巡

撫

湯

斌

奏

除

五

聖

淫

祠

凡

祠

宇

及

人

家

所

奉

者

悉

行

撤

毁

雍

正

年

間

復

下

令

禁

祀
然
人
畏

神

卒

不

敢

盡

廢

崇
班
祠
縣
東
百
五
十
里

明

統

志

宋
熙
甯
間
勅
建
祀
宋
死
事
指
揮
向
貞

見

　

大

清

一

統

志

忠
蔭
祠
縣
東
九
十
里
安
江
祀
宋
死
事
衞
指
揮
李
明
祠
爲
後
裔
李
倬

雲
等
建
修

事

詳

忠

勇

傳

崇
善
宮
東
城
內
赤
帝
宮
側
祀
倉
頡
道
光
二
十
年
知
縣
龍
光
甸
倡
修

咸
豐
同
治
中
相
繼
修
理

附
城
厢
內
外
各
祠
廟
田
地

武
廟
田
山
土
名
江
西
街
田

租

二

十

四

石

煙
溪
田

租

二

十

石

水
源
山
早
禾
冲
田

租

二

十

三

石

五

斗

又
水
源
山
茶
桐
山

一

幅

嵗

租

錢

五

千

六

百

文

野
雞
坡
蓮
花
地
田

共穀

二

十

石

嵗

租

四

石

鯉
魚
塘
畬

租

錢

千

六

百

文

　
演
武
廳
關
帝
廟
田
地
土
名
原
神

團
長
冲
田

一

莊

共

十

畝

八

分

三

釐

五

毫

三

絲

外

陸

地

一

幅

又
二
都
二
里
王
富
田

一

莊

共

二

十

七

畝

九

釐

五

毫

三

絲

外

陸

地

三

分

六

毫

六

絲

二
處
共
熟
田
三
十
七
畝
九
分
三
釐
二
毫
併

荒
共
科
糧
八
斗

文
昌
閣
田
地
土
名
早
禾
冲
田

六

十

二

坵

塘
二口

淤
塘

二口

山
自

冲

頭

莊

屋

後

左

邊

分

水

嶺

脊

至

冲

口

敗

泥

田

外

輭

頸

與

元

靈

觀

屬

山

毗

連

右

自

莊

屋

後

分

水

嶺

脊

至

元

靈

觀

屬

山

俗

呼

楊

家

屋

場

小

灣

毗

連

庵
堂
盤

田
十

三

坵

塘
一口

山
一

面

左

連

元

靈

觀

莊

場

分

水

嶺

脊

至

石

板

溪

止

宋
家
冲
田

二

十

九

坵

塘
一口

左

右
隨
田
山

連

元

靈

觀

𨈓

坵

山

灘
頭
田

六坵

塘
一口

畬
一幅

已
上
熟
墾
田
三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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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畝
七
分
三
釐
二
毫
糧
六
斗
三
升
三
合
三
勺
七
杪
八
撮
又
馬
廐
田

一

坵

穀

三

石

畬
一

幅

界

牌

爲

識

蕭
家
冲
茶
山

一

面

上

至

頂

下

至

溪

左

右

至

王

姓

山

合
前
徵
銀
一

兩
零
五
分
五
釐
又
黄
松
陳
家
灣
門
首
大
田

一

坵

穀

三

十

石

嵗

租

十

二

石

邑

紳

向

輔

仁

捐

碑

立

田

界

又
余
家
冲
棚
子
𡎠
山
一
幅

各

色

樹

株

陰

陽

一

并

在

內

其

茶

樹

嵗

租

油

二

十

斤

廖

定

國

承佃
火
神
廟
田
土
名
菜
畬
冲
田

大

小

八

坵

上

至

周

姓

田

下

至

蔣

景

雲

田

左

至

圳

坎

右

至

嶺

巖
板
田

大小

三

坵

上

至

蔣

姓

田

下

底

蔣

姓

過

路

田

並

蔣

景

光

田

左

底

蔣

自

安

基

地

右

底

蔣

自

安

𤲞

合

二

處

田

穀

三

十

石

嵗

租

五

石

蔣

自

成

佃

東
長
街
竈
王
宮
對
門
店
一
間

城
隍
廟
田
地
土
名
柳
溪
陶
冲
頭
田

大

小

十

一

坵

計

五

畝

四

分

一

釐

七

毫

清
水
塘
木
林

皋
田

二

坵

共

四

分

九

釐

八

毫

桃
子
水
打
田

五

坵

五

分

一

釐

三

毫

小
秧
冲
蕭
家
冲
口
田

十

四

坵

計

二

畝

七

分

六

釐

二

毫

六

絲

宋
家
盤
田

三

坵

共

二

畝

魚
藏
溪
巖
洞
冲
對
溪
田

三坵

計

一

畝

一

分

六

釐

楊
和
冲
田

十

二

坵

計

三

畝

七

毫

六

絲

牛
坡
壠
井
坎
上
田

二

坵

計

二

畝

四

釐

三

毫

二

絲

大
水
溪
磚
仔
田

二

十

九

坵

計

七

分

六

釐

三

絲

油
麻
冲
半
坡
田

九

坵

計

一

畝

八

分

三

釐

九

絲

桐
木
坎
上
畬

一

幅

計

九

分

六

釐

九

毫

巖
落
冲
瞿
家
田
向
家
冲
口
社
堂

冲
背
田

四

處

共

五

畝

五

分

二

釐

三

毫

九

絲

明
水
壠
油
榨
冲
田

二

十

四

坵

共

五

畝

六

分

五

釐

三

毫

乾
冲
頭
孫
家
冲
田

十

二

坵

共

三

畝

六

分

五

釐

四

毫

一

絲

乾
冲
頭
斜
坡
稅
地

二

幅

共

二

分

九

釐

四

毫

盤
背
冲
田

十

二

坵

共

七

畝

六

分

四

釐

九

毫

二

絲

黃
土
灣
田

十

二

坵

計

二

畝

七

分

二

釐

五

毫

巒

山
廟
門
首
坎
上
田

一坵

栗
林
腳
田

一

坵

合

上

二

處

計

一

畝

四

分

一

釐

二

絲

桃
坪
田

三十

一坵

並
老
虎
冲
田

十

八

坵

共

十

畝

四

分

七

釐

九

毫

連

桃

坪

山

岡

在

內

又

新

墾

田

不

計

坵

數

栗
樹
山
田

一

冲

大

小

十

九

坵

并

下

截

田

九

坵

計

共

二

畝

七

分

四

毫

并

塘
一口

茶
園
坳
上
墾
田

十坵

羅
翁
沙
板

田
大

小

五

十

九

坵

合

計

十

一

畝

九

分

三

釐

八

毫

其
廟
前
後
地

舊

捐

蔣

景

泉

蔣

仲

暉

基

地

爲

今

照

牆

及

後

屋

一

截

二

間

又

唐

世

杰

捐

對

門

店

地

咸

豐

十

一

年

邑

紳

請

開

設

米

厰

月

納

租

錢

二

千

五

百

文

以

一

千

文

給

馬

楊

祠

香

費

以

一

千

五

百

文

入

劉

猛

將

軍

廟

按

月

照

收

又

社
林
背
山

道

光

十

八

年

龍

輝

俊

輝

殿

充

公

地

嵗

納

茶

油

十

斤

歸

城

隍

廟

龍
王
廟
田
土
名
潘
家
溪
屋
門
首
田

穀

十

石

嵗

租

一

石

五

斗

咸

豐

三

年

邱

萬

桂

邱

萬

鏌

入

官

田

萬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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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佃又

殿
後
樓
屋

上

下

六

間

殿
前
餘
地

一

段

前

至

街

後

底

江

左

右

至

牆

嵗

收

租

錢

二

十

千

文

爲

住

持

衣

食

署

內

月

給

穀

一

石

爲

香

燈

費

禮

房

領

給

春

秋

祭

費

官

捐

廉

𥙷

足

蒿
菜
冲
田
六
畝
零

先

是

王

化

亮

募

置

魚

藏

溪

渡

田

道

光

中

橋

成

其

子

世

柏

貢

生

禀

於

龍

令

捐

歸

龍

王

廟

以

祈

橋

夀

見

橋

注

三
王
廟
田
土
名
小
冲

向

家

田

一

坵

坎

上

銀

錠

田

一

坵

又

屋

門

首

大

田

外

一

段

田

穀

二

十

五

石

同

治

元

年

楊

鍾

浩

鍾

潔

入

官

田

嵗

租

十

石

謝

德

興

佃

　
新
三
王
廟
田
土
名
竹
坪
壠
田

鐘

厰

灣

向

家

灣

棉

花

冲

晚

㜑

冲

塘

冲

等

處

田

計

二

十

八

坵

十

一

畝

零

一

分

八

釐

三

毫

七

絲

并

山

岡

在

內

唐

學

沆

捐

將
軍
廟
田
土
名
雙
溪
鋪
鄧
廣
田

穀

九

十

石

嵗

租

二

十

八

石

今

止

十

二

石

咸

豐

中

邑

紳

馮

家

儀

捐

爲

香

燈

之

資

又

東
門
米
厰

卽

城

隍

廟

前

地

月

收

租

錢

千

五

百

文

縣
署

每

月

發

錢

八

百

文

東
嶽
廟
田
山
土
名
土
門
田

租

九

石

五
里
亭
田

穀

十

一

石

議

分

又
茶
山

二幅

柳
溪

田
穀

三

石

議

分

牛
欄
坡
田

租

三

石

甘
溪
坪
田

二

處

一

租

八

斗

一

六

斗

竈
王
宮
田
土
名
宗
莊
坪
塘
口
冲

田

二

坵

嵗

租

四

石

唐

義

上

捐

大
蔣
家
冲

出

冲

右

邊

田

一

坵

田

穀

三

石

謝

宗

洙

捐

桐
木
場
店
基
四
畝
零

向

璧

昌

姪

祖

行

捐

空
田
軍
田
冲

嵗

租

四

石

糧

歸

芷

江

陳

任

璣

捐

茶
園
背
田

穀

一

石

嵗

租

四

斗

龍

世

迪

捐

又

段
田

二

坵

納

租

四

石

向
家
盤
田

四坵

并

左

灣

二

坵

椆
木
冲
田

二

坵

合

共

租

五

石

六

斗

毛
田
渡
口
內
田

九

坵

嵗

租

三

石

六

斗

買

楊

姓

業

竹
坡
三
洞
田

六

坵

嵗

租

二

石

買

危

姓

業

廟
灣
田
三
畝
八
分
零

又

坎

上

墾

田

并

買

潘

姓

田

曾

家

田

租

按

嵗

分

煙
溪
賀
家
冲
田
四
分
五
釐

租

議

分

石
馬
腳
大
路
冲
田
二
畝

四
分
九
釐

嵗

租

三

石

六

斗

王

養

廉

捐

牛
角
潭
田

二

坵

租

按

嵗

分

潭
頭
溪
田
五
畝
零

租十

五

石

得

置

崇

興

庵

靈
佑
伯
祠
田
地
土
名
半
坡

租

八

石

邱

天

元

佃

鰲
嶺
上
灣
田

租

一

石

邱

天

助

佃

吳
家

園
田

租

二

石

邱

天

育

佃

水
碓
坡
田

租

三

石

邱

天

琯

佃

合

上

四

處

馮

萬

聯

捐

半
坡
田
并
山
一

幅
田

租

八

石

山

納

茶

油

百

斤

陳

景

輔

捐

陳

景

武

佃

鐵
爐
坡

門

首

大

塘

坎

上

田

二

坵

跳

澗

小

灣

田

四

坵

并

正

壠

大

田

坎

上

田

六

坵

出

冲

左

邊

田

二

坵

右

邊

栗

山

一

塊

嵗

租

四

石

王

昌

錫

捐

老
山
洞
墾
田

八

坵

嵗

租

二

石

周

德

應

捐

周

洪

科佃

百
丈
羅
家
屋
場
田

二

坵

租

二

石

案

落

刑

房

楠
木
冲

茶

膏

樹

山

一

面

三

灣

四

𡎠

嵗

納

茶

油

四

十

五

斤

陳

接

魁

捐

陳

昌

清

佃

上
南
門
城
內
左
巷
屋

三

間

徐

光

耀

捐

嵗

租

錢

四

千

八

百

文

縣
轅
左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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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房
窨
子

一

所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趙

敏

捐

旋

燬

於

火

邑

紳

楊

大

聲

復

修

嵗

租

錢

四

十

千

文

又
新
置
田
土
名

白
羊
冲
口
官
方
冲
兩
背
坪
盤
墓
壠
火
鏈
巖
養
鴨
塘
龍
船
坵
屋
對

門
太
陽
灣
茶
山
腳
大
窰
冲
何
家
盤
屋
場
及
莊
門
首
等
處
田

共

田

穀

二

百

石

得

買

向

輔

仁

一

百

二

十

石

輔

仁

自

捐

八

十

石

合

今

數

邑

紳

楊

大

聲

措

置

因

下

田

太

多

每

嵗

租

穀

無

定

又
山
有

菜
子
冲
茶
山

一

塊

三

灣

二

𡎠

官
方
冲
荒
山

一面

養
鴨
塘
茶
山

一截

屋
對
門
山

一面

屋
上
邊
山

一

與

陳

姓

山

界

一

與

王

姓

田

界

均

循

頂

至

軍

田

角

連

大

窰

冲

正

壠

田

角

止

又
莊
地
正
橫

屋
及
樓

馬
楊
祠
田
土
名
老
庵
堂
楊
家
灣
田

租

三

十

石

崇
善
宮
地
長
夀
街
竈
王
宮
對
門
店
四
間

一

爲

趙

美

文

捐

其

三

間

首

事

置

福
德
祠
田
土
名
唐
家
冲

田

九

坵

穀

二

十

石

同

治

四

年

熊

錦

拔

盧

開

萬

捐

入

縣

署

福

德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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