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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聖

祀

志

聖

人

天

地

也、

天

地

吾

蔑

由

知

其

高

且

厚

也、

奉

聖

人

爲

依

歸、

猶

子

孫

之

於

祖

禰

也、

祖

禰

可

忘

其

所

自

乎、

夫

入

廟

告

䖍、

在

聖

人

且

每

事

必

問、

奈

何

拜

跪

奔

走、

貿

貿

然

且

不

知

何

爲

也

記

曰、

賢

者

之

祭、

必

受

其

福、

唯

賢

能

備、

能

備

然

後

能

祭

故

歴

考

諸

家、

摭

拾

前

事、

不

嫌

覼

縷

云、

按

魯

哀

公

十

六

年

孔

子

卒、

十

七

年

哀

公

於

舊

宅

立

廟、

置

卒

守

焉、

漢

高

祖

十

三

年

過

魯

以

大

牢

祀、

孔

子

之

有

祀、

自

漢

高

祖

始、

自

後

賜

爵

加

謚、

尊

崇

之

典

歴

代

不

廢

光

武

建

武

五

年、

使

大

司

空

以

大

牢

祀、

并

祀

七

十

子

於

孔

子

廟

後

世

之

祀

孔

子

弟

子

始

於

此

明

章

間

循

高

祖

之

盛

軌、

安

帝

過

魯、

詣

宅

致

祀、

式

禮

莫

愆、

至

桓

靈

時、

詔

孔

子

廟、

置

百

戸

卒

吏

掌

禮

噐、

春

秋

享

禮、

出

王

家

錢、

給

犬

酒、

直

河

南

尹、

給

牛

羊

豕

各

一、

大

司

農

給

米

靈

帝

元

光

元

年、

置

鴻

都

門

學、

𦘚

先

聖

及

七

十

子

像

魏

文

黄

初、

舊

廟

置

卒

守

如

漢

儀、

魏

芳

正

始

七

年、

令

太

常

𨤟

奠、

祀

孔

子

於

辟

雍、

以

顔

淵

配、

北

魏

孝

文

帝、

親

詣

孔

子

廟、

行

謁

拜

禮、

文

成

帝

𩛙

有

司、

行

薦

享

禮、

其

廟

曰

宣

尼

廟、

前

此

両

漢

時、

祀

孔

子

皆

於

闕

里、

尙

未

𨤟

奠

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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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𨤟

奠

辟

雍、

亦

不

稱

廟、

至

是

始、

有

宣

尼

廟

之

文、

葢

自

漢

元

帝

褒

成

君

覇、

以

所

食

邑

八

百

戸

祀

賜

爵

𨵿

內

侯、

而

平

帝

謚

孔

子

爲

褒

成

宣

尼

公、

故

後

世

建

廟

享

祀、

以

宣

尼

爲

廟

號

焉

厥

後

以

三

牲

四

時

祀

孔、

子

於

魯、

𨤟

奠

於

中

堂、

配

以

顔

子

者、

則

𣈆

武

泰

康

二

年

之

崇

祀

也、

詔

魯

郡

修

葺

墳

廟

者、

則

宋

高

永

元

年

之

崇

祀

也、

而

𣈆

泰

寜

七

年、

皇

太

子

𨤟

奠

於

太

學、

宋

元

嘉

二

十

三

年、

太

子

𨤟

奠、

舞

八

佾、

設

軒

懸

之

樂

則

又

爲

後

世

太

子

𨤟

奠

及

後

世

𨤟

奠

用

軒

懸

之

樂

所

自

始

也、

後

齊

制

新

學、

每

嵗

春

秋

二

仲

月

行

𨤟

奠

禮、

月

旦

祭

酒

領

慱

士

以

下、

拜

孔

揖

顔、

郡

學

則

於

坊

內

立

孔

顔

廟、

慱

士

以

下、

每

月

朔

朝

焉、

此

後

世

朔

日

行

禮

所

自

始

也、

梁

元

帝

於

荆

州

創

宣

聖

廟、

自

圖

聖

像、

爲

之

賛

書

之、

以

及

南

北

五、

代

崇

祀

之

典、

俱

不

乏

書

至

隋

文

開

皇

中、

贈

孔

子

爲

先

師

尼

父、

以

周

公

爲

先

聖

南

靣

孔

子

東

靣、

命

國

子

學、

每

嵗

四

仲

月

上

丁

𨤟

奠

先

師、

州

縣

學、

則

春

秋

二

仲

月

𨤟

奠、

此

後

世

春

秋

𨤟

奠

所

自

始

也、

唐

高

祖

武

德

二

年、

詔

國

學

立

周

公

孔

子

廟

以

周

公

爲

先

聖

孔

子

配、

正

觀

四

年、

詔

州

縣

皆

立

孔

子

廟、

以

孔

子

爲

先

聖

配

以

顔

子、

而

别

祀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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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

於

他

所、

葢

用

房

元

齡

之

議

以

定

制

也、

二

十

一

年

又

詔

左

邱

明

等

二

十

二

人

配

享、

自

是

孔

子

廟

始

有

以

先

儒

從

祀

者、

高

宗

永

徽

中、

復

循

武

德

之

舊、

顯

慶

初、

長

孫

無

忌

議

以

周

公

作

禮

樂、

當

同

王

者

之

祀、

乃

以

周

公

配

武

王、

而

孔

子

爲

先

聖

如

舊、

元

宗

開

元

八

年、

李

元

瓘

奏

先

聖

廟、

顔

子

像

當

坐、

其

餘

弟

子、

僅

列

像

廟

堂

不

與

享、

而

范

寗

等

反

沾

從

祀、

請

𨤟

奠、

十

哲

享

於

上、

而

圖

七

十

二

子

於

壁、

曾

參

以

孝

受

經

夫

子、

請

享

之、

如

七

十

二

賢、

乃

詔

十

哲

爲

坐

像、

悉

與

祀、

曾

參

坐

像

亞

之、

圖

七

十

子

及

二

十

二

賢

於

廟

壁、

自

西

漢

文

翁

治

蜀、

𤥨

石

爲

孔

子

及

七

十

二

賢

像、

而

梁

元

帝

於

荆

州

建

宣

聖

廟、

自

圖

𦘚

先

聖

像、

然

文

翁

石

像

皆

跪

坐、

荆

州

𦘚

像

皆

立、

非

復

古

人

形

制

此

朱

子

謂

使

東

南

學

者、

不

復

見

古

人

之

像、

以

革

千

年

之

謬、

爲

之

深

慨

也、

十

三

年

封

禪

還、

親

奠

孔

子

宅、

遣

使

以

太

牢

祀

墓、

置

守

衛

捐

孔

氏

賦

役、

令

天

下

州

縣

立

廟、

賜

百

戸

充

春

秋

享

祀、

二

十

七

年

追

謚

孔

子

爲

文

宣

王、

服

王

者

衮

冕、

樂

用

宫

懸、

舞

用

八

佾、

定

祭

期

以

春

秋

二

仲

上

丁、

贈

諸

弟

子

各

公

侯

伯、

又

贈

曾

參

六

十

七

人

爵

皆

伯、

德

宗

釋

奠、

自

宰

臣

以

下

畢

集

祝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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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

自

署

名、

署

畢

北

靣

肅

揖

焉、

五

代

兵

戈

擾

攘、

祀

典

不

見

於

書、

惟

周

高

祖

幸

闕

圼、

再

拜

而

已、

宋

藝

祖

建

隆

三

年

詔

文

宣

王

廟

門

立

㦸

十

六

枝、

用

正

一

品

禮、

親

撰

文

宣

王

兖

公

二

賛、

命

當

時

文

人

作

從

祀

諸

賢

哲

賛、

眞

宗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幸

闕

里、

謁

廟

特

展

拜、

又

幸

孔

林、

降

輿

乘

馬、

謁

墳、

拜

奠、

加

謚

孔

子

至

聖

文

宣

王、

二

年

賜

曲

阜

廟

桓

圭

一、

始

用

王、

冕

九

旒、

服

九

章、

封

七

十

二

賢

詔

曰、

四

科

鉅

賢

並

超

五

等、

七

十

逹

者、

俱

贈

列

侯、

又

封

左

邱

明

以

下

至

范

寗、

二

十

一

人

皆

爲

伯、

王

肅

爲

司

空、

杜

預

爲

司

徒、

仁

宗

三

幸

太

學

如

祥

符

禮、

勅

改

封

孔

子

後

宗

愿

爲

衍

聖

公、

此

衍

聖

公

之

封

所

自

始

也、

又

賜

飛

白

書

殿

榜

金

字

篆

牌、

冩

牌

巾

櫛

肅

立、

其

尊

師

如

此、

此

孔

子

廟

御

書

榜

額

所

自

始

也、

神

宗

元

豐

七

年、

以

孟

軻

爲

鄒

公、

配

享

位

次

顔

子、

荀

况

楊

雄

韓

愈

從

祀、

徽

宗

正

廟

像

冠

服

之

制、

冕

十

二

旒、

服

九

章、

執

鎭

圭

廟

㦸

二

十

四、

圖

賜

天

下

州

縣

學

使

式、

又

封

孔

鯉

泗

水

侯、

孔

伋

沂

水

侯、

崇

寜

三

年、

賜

辟

雍

文

宣

王

廟

名

曰

大

成

殿、

此

大

成

殿

之

名

所

由

始

也、

高

宗

紹

興

八

年、

詔

衢

州

宫

田

內

撥

五

頃、

賜

主

奉

先

聖

祠

事、

襲

封

衍

聖

公

孔

玠、

十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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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幸

太

學、

止

輦

大

成

門

外、

登

降

歩

趨、

執

爵

灌

獻

如

常

儀、

孝

宗

淳

熈

四

年

幸

太

學、

如

紹

興

之

禮、

至

寜

宗

慶

元

間、

始

定

孔

廟

爲

中

祀、

詔

諸

縣

長

吏

諸

當

獻

官、

非

有

病

不

得

輒

他

委

焉、

先

是

唐

正

觀

中

廟

像、

顔

子

與

左

邱

明

等

二

十

二

人

同

列、

開

元

中

又

與

閔

子

以

下

十

人

同

列、

元

豐

間

詔

以

孟

子

配

享、

位

次

顔

子、

而

閔

子

以

下、

與

顔

孟

並

列

如

故、

其

正

顔

孟

配

享、

位

居

文

宣

王

帳

座

前、

閔

子

以

下

從

祀

者

居

共

後、

則

崇

寜

三

年

詔

也

躋

孔

伋

從

祀

者、

則

大

觀

二

年

詔

也、

贈

史

記

所

載

公

夏

首

十

人

侯

爵、

與

從

祀

者、

則

大

觀

四

年

詔

也、

封

王

安

石

爲

舒

王

配

享、

王

雱

爲

臨

川

伯

從

祀、

則

政

和

三

年

詔

也、

其

降

王

安

石

於

從

祀

之

列

者、

則

欽

宗

靖

康

元

年

詔、

從

諌

大

夫

楊

時

之

論

也、

斥

去

王

安

石

父

子。

列

周

敦

頥

程

顥

程

頥

張

載

朱

熹

張

栻

吕

祖

謙

從

祀

者、

則

理

宗

淳

祐

元

年

詔

也、

以

顔

囘

曾

參

孔

伋

孟

軻

配

享、

又

升

顓

孫

師

於

十

哲

列、

以

孔

鯉

邵

雍

司

馬

光

從

祀

者

則

度

宗

咸

淳

三

年

詔

也、

遼

自

神

冊

間、

以

佛

非

中

國

教、

惟

孔

子

爲

萬

世

所

尊、

建

廟

𨤟

奠、

如

漢

唐

舊

制、

金

天

眷

三

年。

以

孔

子

四

十

九

代

孫

孔

璠

襲

封

衍

聖

公、

奉

祀

事、

世

宗

太

定

十

四

年。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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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聖

像

冠

冕

十

二

旒

服

十

二

章、

顔

孟

服

皆

九

章、

奏

歌

陳

樂、

如

開

元

故

事、

而

孔

子

廟

之

在

闕

里

者、

時

有

增

修、

其

制

爲

大

備、

元

成

宗

大

德

十

年、

大

都

宣

聖

廟

成、

加

號

孔

子

爲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王、

文

宗

至

順

十

年、

封

顔

子

兖

國

復

聖

公、

曾

子

郕

國

宗

聖

公

子

思

沂

國

述

聖

公、

孟

子

鄒

國

亞

聖

公、

後

世

復

聖

宗

聖

述

聖

亞

聖

之

穪

始、

此

先

是

孔

子

廟

二

丁

致

祭、

主

事

及

諸

獻

官、

皆

常

服

執

事、

至

元

世

祖

初

中

書

省

言

祀

孔

聖、

用

王

者

禮

樂

衣

冠、

南

靣

坐、

天

子

供

祠、

宜

凖

漢

唐

祭

文

廟

享

社

稷

禮

執

事

者

具

公

服、

執

手

板

致

敬

從

之、

而

後

世

祭

文

廟

之

變

常

服

始

於

此、

又

成

宗

初、

勅

到

任

官、

先

詣

聖

殿、

以

次

詣

諸

神、

著

爲

令

後

世

到

任

官、

詣

文

廟

行

香

亦

始

於

此、

明

太

祖

洪

武

初

元

春

秋

二

丁

𨤟

奠、

丞

相

爲

初

獻、

翰

林

學

士

亞

獻

國

子

祭

酒

三

獻、

每

嵗

降

香

於

正

月

𥁞

日、

又

遣

使

祭

闕

里、

捐

其

子

孫

賦

給

洒

掃

役

四

百、

四

年

更

定

祭

噐

禮

物、

樂

用

六

奏、

擇

監

生

端

嫻

者、

與

文

職

大

臣

子

弟

之

在

學

校

者

習

舞

焉、

五

年

罷

孟

子

祀、

𡬶

復

之、

六

年

定

𨤟

奠

樂

章、

舞

用

六

佾、

又

定

祭

祀

禮

儀、

七

年

仲

春、

上

下

日

食

改

仲

丁、

仍

降

香

如

前

期、

十

四

年

文

廟

成、

大

成

至

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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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宣

王

南

向

四

配

東

靣

向

稍

前、

十

哲

稍

後、

爵

皆

公、

從

祀

諸

賢

列

両

廡、

爵

皆

侯

伯

遣

官

以

太

牢

祀、

祀

神

主、

不

設

像、

上

遂

視

學、

行

𨤟

奠

禮、

十

七

年

議

大

成

樂、

二

十

六

年

頒

樂

噐

于

天

下、

俾

郡

州

學

使

式、

成

祖

永

樂

初

年、

遣

官

𨤟

奠、

四

年

視

學、

服

皮

弁、

行

一

奠

四

拜

禮

此

𨤟

奠

四

拜

禮

之

所

自

始

也、

十

四

年

遣

官

致

祭

闕

里、

其

後

列

聖

改

元、

帥

而

行

之、

未

之

有

改

焉、

正

統

三

年、

禁

祀

孔

子

於

𨤟

老

宫、

景

泰

六

年、

增

國

學

両

廡

祭

品、

豕

四、

𣕤

栗

形

鹽

各

五

十

斤、

黍

稷

各

二

斗、

南

國

子

如

之、

成

化

元

年

幸

學、

加

牲

用

樂、

十

二

年、

朝

臣

請

改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王、

爲

神

聖

廣

運

帝、

如

元

制、

衮

冕

十

二、

籩

豆

𢿙

如

之、

佾

用

八、

又

以

古

者

堂

上

鳴

球

琴

瑟、

堂

下

笙

鏞

柷

敔

両

階

干

羽、

今

干

羽

居

上、

樂

噐

居

下、

宜

正

如

禮、

下

禮

官

議

不

行、

詔

曰、

尊

孔

子、

朝

廷

盛

典

也、

籩

豆

舞

佾、

宜

如

其

議、

十

三

年

增

八

佾、

籩

豆

十

二、

并

遣

官

致

告

闕

里、

宏

治

十

二

年、

闕

里

廟

災、

遣

學

士

李

傑

徃

祭

告、

命

山

東

廵

撫

建

廟、

務

極

崇

餙、

十

七

年、

廟

成、

上

親

製

碑

文、

勅

大

學

士

李

東

陽

徃

祀、

宏

治

中

上

𨤟

奠

太

學、

召

衍

聖

公

及

三

氏

子

孫

聽

講、

衍

聖

公

秩

二

品、

賜

麟

袍

玉

𢃄、

誥

命

用

玉

軸、

大

朝

會、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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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

品

上

示

不

臣

也、

其

餘

賜

襲

衣

冠

𢃄

有

差、

又

世

舉

孔

氏

一

人

爲

曲

阜

令、

衍

聖

公

親

弟、

承

子

思

爲

翰

林

五

經

慱

士、

宋

時

從

南

渡

系

衢

州

者、

亦

世

襲

慱

士、

正

德

初

年

上

視

學、

遣

使

耴

三

氏

子

孫、

赴

京

觀

𨤟

奠

禮、

嘉

靖

改

元、

振

興

文

教、

九

年

輔

臣

張

璁

議

正

文

廟

祀

典、

一

曰

孔

子

不

宜

封

王、

二

曰

不

冝

像

設、

三

曰

不

冝

十

二

籩

豆、

樂

八

佾

四

曰

不

冝

庭

祀

顔

路

曾

㸃

孔

鯉、

五

曰

両

廡

諸

賢、

冝

更

正

複

謬、

皆

下

禮

部

集

議、

乃

改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王

爲

至

聖

先

師、

四

配

爲

復

聖

顔

子、

宗

聖

曾

子、

述

聖

子

思、

亞

聖

孟、

子、

從

祀

自

十

哲

以

下

及

門

諸

弟

子

穪

先

賢

左

邱

明

以

下

穪

先

儒、

去

塑

像、

設

木

主、

罷

封

爵、

改

大

成

殿

爲

先

師

廟、

門

爲

廟

門、

祭

用

籩

豆

十、

舞

佾

六、

以

别

郊

廟、

諸

郡

邑

學、

籩

豆

殺

其

二、

舞

止

六、

示

别

於

國

學、

祀

啟

聖

公

叔

梁

紇、

而

别

立

祠、

其

諸

儒

從

祀

者、

增

罷

歸

祀

於

其

鄕、

上

著

孔

子

祀

典

録

以

示

羣

臣、

十

二

年

夏

欽

定

樂

章、

舊

有

曰

宣

聖

王

者、

易

宣

以

孔

易

王

以

師、

而

歴

代

相

沿、

於

禮

未

安

者、

咸

𨤲

正

之、

此

明

歴

代

崇

祀

之

制

也、

我

朝

聖

學

昌

明、

祀

事

之

隆、

超

於

前

代、

其

在

闕

里

林

廟、

守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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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

官、

𨤟

奠

執

事

有

官、

大

牢

之

享、

籩

豆

舞

佾

之

𢿙、

俱

如

其

禮、

至

天

下

郡

州

縣

學、

每

嵗

春

秋

仲

月

上

下

𨤟

奠、

每

月

朔

望、

守

土

官

偕

學

官

行

朝

謁

禮、

又

詔

天

下

學

官

選

俊

秀

者、

在

學

校

習

樂

舞、

而

酒

醴

備

酌、

犧

牲

備

味、

簠

簋

備

噐、

猗

與

盛

焉、

此

皆

　

聖

明

所

折

衷

𥁞

善

者、

至

是

而

尊

孔

子

得

其

道

矣、

先

賢

先

儒

歴

代

崇

祀

自

漢

光

武

五

年、

祀

七

十

子

於

廟

爲

後

世

祀

孔

子

弟

子

所

由

始、

又

漢

靈

帝

元

光

二

年、

畫

先

聖

及

七

十

二

子

像、

魏

芳

正

始

間、

祀

孔

子

於

辟

雍、

以

顔

子

配、

至

唐

正

觀

間、

以

左

邱

明

等

二

十

二

人

從

祀

總

章

元

年、

賜

顔

子

少

師、

曾

參

少

保、

俱

配

享、

唐

大

觀

四

年、

以

史

記

所

載

公

夏

首

等

十

人

贈

侯

從

祀、

自

是

文

廟

從

祀

者

一

百

五

人、

宋

神

宗

元

豐

間、

詔

以

孟

軻

爲

鄒

公

配

享、

次

於

顔

子、

又

荀

况

楊

雄

韓

愈

皆

從

祀、

理

宗

淳

祐

元

年、

增

本

代

從

祀

者、

則

周、

敦

頥、

程

顥、

程

頥、

張

載、

朱

熹、

張

栻、

吕

祖

謙、

度

宗

咸

淳

元

年、

則

孔

鯉、

邵

雍、

司

馬

光、

凢

十

人、

而

文

廟

從

祀

者、

一

百

二

十

九

人、

此

漢

唐

宋

以

來、

歴

代

諸

儒

從

祀

之

制

也、

明

高

祖

循

前

代

之

制、

定

以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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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配

十

哲

又

列

東

西

両

廡、

兖

國

復

聖

公

顔

子、

郕

國

宗

聖

公

曾

子、

沂

國

述

聖

公

子

思、

鄒

國

亞

聖

公

孟

子、

是

爲

四

配、

費

公

閔

損、

薛

公

冉

雍、

𥠖

公

端

木

賜、

衛

公

仲

由、

魏

公

卜

商、

鄆

公

冉

耕

齊

公

宰

予、

徐

公

冉

求、

吳

公

言

偃、

陳

公

顓

孫

師、

是

爲

十

哲、

両

廡、

東

則

金

鄕

侯

澹

臺

㓕

明、

任

城

侯

原

憲、

汝

陽

侯、

南

宫

适、

萊

蕪

侯

曾

㸃、

須

昌

侯

商

瞿、

平

輿

侯

漆

雕

開、

睢

陽

侯

司

馬

耕、

平

隂

侯

有

若、

東

阿

侯

巫

馬

施、

陽

糓

侯

顔

辛、

上

蔡

侯

曹

䘏、

枝

江

侯

公

孫

龍、

馮

翊

侯

秦

商、

靁

澤

侯

顔

高、

上

邽

侯

壤

泗

赤、

成

紀

侯

石

作

蜀、

鉅

平

侯

公

首

夏、

膠

東

侯

后

處、

濟

陽

侯

奚

容

蒧、

冨

陽

侯

顔

祖、

滏

陽

侯

勾

井

疆、

鄄

城

侯

秦

祖、

武

城

侯

縣

成、

□

墨

侯

公

孫

句

兹、

汧

源

侯

燕

伋、

宛

句

侯

顔

之

僕、

建

城

侯

樂

欬、

堂

邑

侯

顔

何、

林

慮

侯

狄

黑、

鄆

城

侯

孔

忠、

徐

城

侯

公

西

蒧、

臨

濮

侯

施

之

常、

華

亭

侯

秦

冉

文

登

侯

申

棖、

濟

陽

侯

顔

噲、

泗

水

侯

孔

鯉、

蘭

陵

伯

荀

况、

睢

陽

侯

榖

梁

赤、

萊

蕪

侯

高

堂

生、

樂

壽

伯

毛

萇、

彭

城

伯

劉

向、

中

牟

伯

鄭

衆、

侯

氏

伯

杜

子

春、

良

鄕

伯

盧

植、

司

空

王

肅、

司

徒

杜

預、

昌

𥠖

伯

韓

愈、

豫

國

公

程

顥、

新

安

伯

邵

雍、

温

國

公

司

馬

光、

建

寜

伯

胡

安

國、

華

陽

伯

張

栻、

魏

國

公

許

𢖍

凢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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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十

三

人、

西

則

單

父

侯

宓

不

齊、

高

宻

侯

公

冶

長

比

海

侯

公

晢

哀、

由

阜

侯

顔

無

繇、

共

城

侯

高

柴、

夀

張

侯

公

伯

寮、

益

都

侯

樊

須、

鉅

野

侯

公

西

赤、

千

乘

侯

梁

鱣、

臨

沂

侯

冉

孺、

沐

陽

侯

伯

䖍、

諸

城

侯

冉

季、

高

宛

侯

𣾰

雕

徒

父、

濮

陽

侯

𣾰

雕

哆、

鄒

平

侯

商

澤、

當

陽

侯

任

不

齊、

牟

平

侯

公

良

孺、

新

息

侯

秦

冉、

梁

父

侯

公

肩

定、

耶

城

侯

鄡

單

祈

鄕

侯

罕

父

黑、

緇

川

侯

申

黨、

厭

次

侯

榮

旂、

南

華

侯

左

人

郢、

朐

山

侯

鄭

國、

樂

平

侯

原

亢、

胙

城

侯

亷

潔、

慱

平

侯

叔

仲

會、

高

堂

侯

邽

巽、

臨

朐

侯

公

西

輿

如、

內

黄

侯

蘧

伯

玉、

長

山

侯

林

放、

南

頓

侯

陳

亢、

陽

平

侯

琴

張、

慱

昌

侯

歩

叔

乘、

中

都

伯

左

邱

明、

臨

淄

伯

公

羊

高、

乘

氏

伯

伏

勝、

成

都

伯

楊

雄、

考

城

伯

戴

聖、

曲

阜

伯

孔

安

國、

岐

陽

伯

賈

逵、

扶

風

伯

馬

融

高

宻

伯

鄭

元、

任

成

伯

何

休、

偃

師

伯

王

弼、

新

野

伯

范

寗、

道

國

公

周

敦

頥、

洛

國

公

程

頥、

郿

伯

張

載、

𡽪

國

公

朱

熹、

開

封

伯

吕

祖

謙、

凢

五

十

二

人、

二

十

九

年、

從

行

人

楊

砥

之

請、

罷

楊

雄、

進

董

仲

舒、

永

樂

二

年、

封

元

吳

澄

臨

川

郡

公、

與

享

祀、

先

是

両

廡

諸

儒

從

祀

者、

京

師

國

學

曲

阜

廟

而

已、

二

十

二

年、

始

詔

天

下

通

祀

於

學

宫、

至

正

統

元

年、

從

祀

先

賢

名

爵

位

列、

刊

定

成

書、

頒

示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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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諸

郡

邑

學

使

式

焉

正

綂

二

年、

進

祀

胡

安

國、

蔡

沈、

眞

德

秀、

成

化

元

年、

加

仲

舒

安

國

蔡

沈

德

秀、

各

爲

其

地

伯、

是

年

有

以

楊

時

從

祀

請

者、

格

於

廷

臣

之

議

不

行、

僅

詔

祀

於

其

鄕、

以

羅

從

彦

李

侗

配、

宏

治

八

年、

從

閣

臣

徐

漙

請、

復

封

楊

時

爲

將

樂

伯、

與

從

祀、

世

宗

□

位、

更

定

祀、

典

嘉

靖

九

年

張

璁、

以

正

孔

子

祀

典

爲

請

以

両

廡

諸

賢、

冝

更

正

複

謬、

皆

下

禮

部

集

議、

公

伯

寮、

秦

冉、

顔

何、

荀

况、

戴

聖

劉、

向、

賈

逵、

馬

融、

何

休、

王

肅、

杜

預、

吳

澄、

皆

罷

祀、

林

放

蘧

瑗、

鄭

衆、

盧

植、

鄭

元、

服

䖍、

范

寗、

各

祀

其

鄕、

增

祀

后

蒼、

王

通、

歐

陽

修、

胡

瑗、

陸

九

淵、

五

人、

改

申

棖

申

黨

爲

一、

又

别

爲

叔

梁

紇

立

啟

聖

祠、

以

顔

無

繇

曾

㸃

孔

鯉

孟

孫

氏

配、

程

珦

朱

松

從

祀、

又

以

蔡

沈

父

蔡

元

定、

與

從

祀

焉、

至

明

代

諸

儒

從

祀

者、

隆

慶

五

年、

則

以

薛

瑄

從

祀、

萬

歴

十

二

年、

則

進

王

守

仁、

陳

獻

章、

胡

居

仁、

後

祀、

又

進

宋

儒

羅

從

彦、

李

侗

從

祀

者、

則

祭

酒

沈

漼、

福

建

提

學

使

熊

尙

文、

先

後

之

請

也、

自

是

文

廟

四

配

十

哲

諸

儒、

所

從

祀

者

一

百

二

人、

此

明

歴

代

諸

儒

崇

祀

之

制

也、

我

朝

監

於

前

代

定

諸

儒

從

祀

之

典、

康

熈

五

十

一

年、

則

躋

朱

熹

於

十

哲

之

次、

增

祀

宋

儒

范

仲

淹、

雍

正

二

年、

則

據

家

語



 

將
樂
縣
志

卷
之
十
四
　

聖

祀

　

　

　

十

三

增

祀

縣

亶、

據

孟

子

增

祀

牧

皮、

增

祀

孟

子

弟

子

樂

正

子、

萬

章、

公

都

子、

公

孫

丑

於

諸

賢

後、

其

目

漢

以

下、

於

蜀

漢

則

祀

諸

葛

亮、

於

宋

則

祀

尹

焞、

黄

幹、

何

基、

陳

淳、

魏

了

翁、

王

栢、

於

元

則

祀

許

謙、

趙

復、

金

履

祥、

陳

𣽋、

於

明

則

祀

蔡

清、

羅

欽

順

於

當

代、

則

祀

陸

隴

共、

而

嘉

靖

間

罷

祀

之

秦

冉、

顔

何、

改

祀

於

鄕

之

林

放、

蘧

瑗、

鄭

元

范

寗、

俱

復

從

祀

焉、

乾

隆

元

年、

則

又

復

祀

元

儒

吳

澄、

進

祀

有

子

於

十

哲

之

列、

自

是

四

配

十

二

哲、

两

廡

諸

儒

從

祀

者、

一

百

二

十

九

人、

宫

牆

之

內、

眞

儒

咸

與、

爼

豆

之

榮、

雖

百

世

之

王、

莫

之

能

易

焉、

先

師

世

系

商

三

十

主

至

　

帝

乙

　

㣲

子
始

封

于

宋

　

㣲

仲

衍

　

宋

公

稽

丁

公

申

　

湣

公

共

　

弗

父

何

　

宋

父

周

　

世

子

勝

正

考

父

　

孔

嘉

父

　

木

金

父

　

祈

父

　

孔

防

叔
徙居

干魯

　

伯

夏

　

叔

梁

紇

孔

子

弟

子

史

記

孔

子

曰

受

業

身

通

者

七

十

有

七

人

皆

異

能

之

士

也

孔

子

之

所

嚴

事

於

周

則

老

子

於

衛

則

蘧

伯

玉

於

齊

晏

平

仲

於

楚

老

萊

子

於

鄭

子

産

於

魯

孟

公

綽

𢿙

穪

臧

文

仲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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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下

惪

銅

鞮

伯

華

介

山

子

然

孔

子

皆

後

之

不

並

世

顔

囘

者

魯

人

也

字

子

淵

少

孔

子

三

十

嵗

　

閔

損

字

子

騫

少

孔

子

十

五

嵗

　

冉

耕

字

伯

牛

孔

子

以

爲

有

德

行

　

冉

雍

字

仲

弓

孔

子

以

仲

弓

爲

有

德

行

曰

雍

也

可

使

南

靣

冉

求

字

子

有

少

孔

子

二

十

九

嵗

　

仲

由

字

子

路

卞

人

也

少

孔

子

九

嵗

　

宰

予

字

子

我

　

端

木

賜

衛

人

字

子

貢

少

孔

子

三

十

一

嵗

　

言

偃

吳

人

字

子

游

少

孔

子

四

十

五

嵗

卜

商

字

子

夏

少

孔

子

四

十

四

嵗

　

顓

孫

師

陳

人

字

子

張

少

孔

子

四

十

八

嵗

　

曾

參

南

武

城

人

字

子

輿

少

孔

子

四

十

六

嵗

孔

子

以

爲

能

通

孝

道

故

授

之

業

作

孝

經

　

澹

臺

㓕

明

武

城

人

字

子

羽

少

孔

子

三

十

九

嵗

　

宓

不

齊

字

子

賤

少

孔

子

四

十

九

嵗

　

原

憲

字

子

思

　

公

冶

長

齊

人

字

子

長

　

南

宫

适

字

子

容

　

公

晢

哀

字

季

次

孔

子

曰

天

下

無

行

多

爲

家

臣

仕

於

都

唯

季

次

未

嘗

仕

　

曾

蒧
□

㸃

字

晳

　

顔

無

繇

字

路

路

者

顔

囘

父

父

子

嘗

各

異

時

事

孔

子

　

商

瞿

魯

人

字

子

木

少

孔

子

二

十

九

嵗

孔

子

傳

易

於

瞿

瞿

傳

楚

人

馯

臂

子

宏

宏

傳

江

東

人

矯

子

庸

疵

疵

傳

燕

人

周

子

家

豎

豎

傳

淳

于

人

光

子

乘

羽

羽

傳

齊

人

田

子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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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何

何

傳

東

武

人

王

子

中

同

同

傳

菑

川

人

楊

何

何

元

朔

中

以

治

易

爲

漢

中

大

夫

　

高

柴

字

子

羔

少

孔

子

三

十

嵗

子

羔

長

不

盈

五

尺

孔

子

以

爲

愚

　

𣾰

雕

開

字

子

開

　

公

伯

寮

字

子

周

　

司

馬

耕

字

子

牛

　

樊

須

字

子

遲

　

有

若

少

孔

子

十

三

嵗

　

公

西

赤

字

子

華

少

孔

子

四

十

二

嵗

　

巫

馬

施

字

子

期

少

孔

子

三

十

嵗

　

梁

鱣

字

叔

魚

少

孔

子

二

十

九

嵗

　

顔

幸

字

子

柳

少

孔

子

四

十

六

嵗

　

冉

孺

字

子

魯

少

孔

子

五

十

五

嵗

　

曹

䘏

字

子

循

少

孔

子

五

十

嵗

伯

䖍

字

子

析

少

孔

子

五

十

嵗

　

公

孫

龍

字

子

石

少

孔

子

五

十

三

嵗

自

子

石

已

右

三

十

五

人

顯

有

年

名

及

受

業

聞

見

於

書

傳

其

四

十

有

二

人

無

年

及

不

見

書

傳

者

紀

於

左

冉

季

字

子

産

　

公

祖

句

兹

字

子

之

　

秦

祖

字

子

南

𣾰

雕

哆

字

子

歛

　

顔

高

字

子

驕

　

　

𣾰

雕

徒

父

壤

泗

赤

字

子

徒

　

商

澤

字

子

季

　

　

石

作

蜀

字

子

時

任

不

齊

字

𨕖

　

　

公

良

孺

字

子

正

　

后

處

字

子

里

秦

冉

字

聞

　

　

　

公

夏

首

字

乘

　

　

奚

容

葴

字

子

晢

公

堅
一

作

肩

字

子

中

　

顔

祖

字

襄

　

　

鄡

單

字

子

家

句

井

疆

　

　

　

　

罕

父

黑

字

子

索

　

秦

商

字

子

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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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申

黨

字

周

　

　

　

顔

之

僕

字

叔

　

　

榮

旂

字

子

祺

縣

成

字

子

祺

　

　

左

人

郢

字

行

　

　

燕

伋

字

思

鄭

國

字

子

徒

　

　

秦

非

字

子

之

　

　

施

之

常

字

子

常

顔

噲

字

子

聲

　

　

歩

叔

乘

字

子

車

　

原

亢

籍

樂

欬

字

子

聲

　

　

亷

潔

字

庸

　

　

　

叔

仲

會

字

子

期

顔

何

字

冉

　

　

　

狄

黑

字

晳

　

　

　

邽

巽

字

子

歛

孔

忠

　

　

　

　

公

西

輿

如

字

子

上

　

公

西

蒧

字

子

上

大

清

聖

賢

位

號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康

熈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初

四

日

御

製

賛

并

序

　

葢

白

三

才

建

而

天

地

不

居

其

功

一

中

傳

而

聖

人

代

宣

其

藴、

有

行

道

之

聖、

德

位

以

綏

猷、

有

明

道

之

聖、

立

言

以

埀

憲、

此

正

學

所

以

常

明、

人

心

所

以

不

冺

也、

粤

稽

徃

緒、

仰

朔

前

𡽪、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逹

而

在

上、

兼

君

師

之

寄、

行

道

之

聖

人

也、

孔

子

不

得

位、

窮

而

在

下、

秉

刪

述

之

權、

明

道

之

聖

人

也、

行

道

者

勲

業

炳

於

一

朝、

明

道

者

教

思

周

於

百

世

堯

舜

文

武

之

後、

不

有

孔

子、

則

學

術

紛

淆、

仁

義

湮

塞、

斯

道

之

失

傳

也

久

矣、

後

之

人

而

欲

探

二

帝

三

王

之

心

法、

以

爲

治

國

平

天

下

之

凖、

其

奚

所

取

衷

焉、

然

則

孔

子

之

爲

萬

國

一

人

也

審

矣、

朕

廵

省

東

國、

謁

視

闕

里、

景

企

滋

深、

敬

摛

筆

而

爲

之

賛

曰、

清

濁

有

氣、

剛

柔

有

質、

聖

人

參

之、

人

極

以

立、

行

著

習

察、

舎

道

莫

由、

維

皇

建

極、

惟

后

綏

猷、

作

君

作

師、

埀

統

萬

古、

曰

惟

堯

舜、

禹

湯

丈

武、

五

百

餘

嵗、

至

聖

挺

生、

聲

金

振

土、

集

厥

大

成、

序

書

刪

詩、

定

禮

正

樂

旣

窮

象

繫、

亦

嚴

筆

削、

上

紹

徃

緒、

下

示

來

型、

道

不

終

晦、

秩

然

大

經、

百

家

紛

紜、

殊

途

異

趨、

日

月

無

踰、

羹

牆

可

晤

孔

子

之

道、

惟

中

與

庸、

此

心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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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理、

千

聖

所

同、

孔

子

之

德

仁

義

中

正、

秉

彛

之

好

根

本

天

性、

庶

幾

夙

夜、

朂

哉

令

圖、

溯

源

洙

泗、

景

躅

唐

虞

載

歴

庭

除、

或

觀

禮

噐、

摛

毫

仰

賛

心

焉

遐

企、

百

世

以

上、

以

聖

爲

歸

百

世

以

下、

以

聖

爲

師、

非

師

夫

子、

惟

師

於

道、

綂

天

御

世

惟

道

爲

寳、

泰

山

巖

巖、

東

海

泱

泱、

牆

高

𢿙

仭

夫

子

之

堂、

孰

窺

其

籓、

孰

窺

其

徑、

道

不

遠

人、

克

念

作

聖、

四

配

復

聖

顔

子

　

　

康

熈

二

十

八

年

閠

三

月

十

六、

日

御

製

賛

　

聖

道

早

聞、

天

資

獨

粹、

約

禮

慱

文

不

遷

不

貳、

一

善

服

膺、

萬

德

來

萃、

能

化

而

齊、

其

樂

一

致、

禮

樂

四

代、

治

法

兼

備、

用

行

舎

藏、

王

佐

之

噐、

宗

聖

曾

子

御

製

賛

　

洙

泗

之

傳、

魯

以

得

之、

一

貫

曰

唯、

聖

學

在

兹、

明

　

德

新

民、

止

善

爲

期、

格

致

誠

正

均

平

以

推、

至

德

要

道、

百

行

所

基

纂

承

統

緒、

修

明

訓

辭、

述

聖

子

思

子

御

製

賛

　

於

穆

天

命、

道

之

大

原

静

飬

動

察、

庸

德

庸

言、

以

　

育

萬

物、

以

賛

乾

坤、

九

經

三

重、

大

法

是

存

篤

恭

愼

獨、

成

德

之

門、

卷

之

藏

密、

擴

之

無

垠、

亞

聖

孟

子

御

製

賛

　

哲

人

旣

萎、

楊

墨

昌

熾、

子

輿

闢

之、

曰

仁

曰

義、

性

　

善

獨

闡、

知

言

飬

氣、

道

稱

堯

舜、

學

屏

功

利、

煌

煌

七

篇、

竝

埀

六

藝、

孔

學

攸

傳、

禹

功

作

配、

十

二

哲

先

賢

閔

子

損

　

　

　

　

　

先

賢

冉

子

雍



 

將
樂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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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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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先

賢

端

木

子

賜

　

　

　

　

先

賢

仲

子

由

先

賢

卜

子

商

　

　

　

　

　

先

賢

有

子

若
左

先

賢

冉

子

耕

　

　

　

　

　

先

賢

宰

子

予

先

賢

冉

子

求

　

　

　

　

　

先

賢

言

子

偃

先

賢

顓

孫

子

思

　

　

　

　

先

賢

朱

子

熹
右

東

廡

先

賢

蘧

　

瑗

　

　

　

　

澹

臺

子

㓕

明

　

　

原

子

憲

南

宫

子

适

　

　

　

商

子

瞿

　

　

　

　

𣾰

雕

子

開

司

馬

子

耕

　

　

　

巫

馬

子

期

　

　

　

顔

子

辛

曹

子

䘏

　

　

　

　

公

孫

子

龍

　

　

　

秦

子

商

顔

子

高

　

　

　

　

壤

子

駟

赤

　

　

　

石

子

作

蜀

公

夏

子

首

　

　

　

后

子

處

　

　

　

　

奚

子

容

蒧

顔

子

祖

　

　

　

　

勾

子

并

疆

　

　

　

秦

子

祖

縣

子

成

　

　

　

　

公

孫

子

句

兹

　

　

燕

子

伋

樂

子

欬

　

　

　

　

狄

子

黑

　

　

　

　

孔

子

忠

公

西

子

蒧

　

　

　

顔

子

之

僕

　

　

　

施

子

之

常

申

子

棖

　

　

　

　

秦

　

冉

　

　

　

　

牧

　

皮

公

都

子

　

　

　

　

公

孫

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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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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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西

廡

先

賢

林

　

放

　

　

　

　

宓

子

不

齊

　

　

　

公

冶

子

長

公

晳

子

哀

　

　

　

高

子

柴

　

　

　

　

樊

子

須

商

子

澤

　

　

　

　

梁

子

鱣

　

　

　

　

冉

子

孺

伯

子

䖍

　

　

　

　

冉

子

季

　

　

　

　

𣾰

雕

子

徒

父

𣾰

雕

子

哆

　

　

　

公

西

子

赤

　

　

　

任

子

不

齊

公

子

良

孺

　

　

　

公

子

肩

定

　

　

　

鄡

子

單

罕

父

子

赤

　

　

　

榮

子

旂

　

　

　

　

左

子

人

郢

鄭

子

國

　

　

　

　

原

子

亢

　

　

　

　

亷

子

潔

叔

仲

子

會

　

　

　

公

西

子

輿

如

　

　

邽

子

巽

陳

子

亢

　

　

　

　

琴

子

牢

　

　

　

　

歩

叔

子

乘

秦

子

非

　

　

　

　

顔

子

噲

　

　

　

　

顔

　

何

縣

　

亶

　

　

　

　

樂

正

子

　

　

　

　

萬

　

章

東

廡

先

孺

左

子

邱

明

　

　

　

公

羊

子

高

　

　

　

高

堂

子

生

孔

子

安

國

　

　

　

毛

子

萇

　

　

　

　

鄭

康

成

諸

葛

亮

　

　

　

　

王

子

通

　

　

　

　

歐

陽

子

修

張

子

載

　

　

　

　

程

子

頥

　

　

　

　

司

馬

子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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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尹

　

焞

　

　

　

　

胡

子

安

國

　

　

　

吕

子

祖

謙

王

　

栢

　

　

　

　

陸

子

九

淵

　

　

　

陳

　

淳

魏

了

翁

　

　

　

　

蔡

子

沈

　

　

　

　

許

子

𢖍

許

　

謙

　

　

　

　

薛

子

瑄

　

　

　

　

王

子

守

仁

羅

欽

順

　

　

　

　

吳

子

澄

西

廡

先

儒

穀

梁

子

赤

　

　

　

伏

子

勝

　

　

　

　

董

子

仲

舒

杜

子

子

春

　

　

　

后

子

蒼

　

　

　

　

范

　

寗

韓

子

愈

　

　

　

　

胡

子

瑗

　

　

　

　

周

子

敦

頥

程

子

顥

　

　

　

　

邵

子

雍

　

　

　

　

范

子

仲

淹

楊

子

時

　

　

　

　

羅

子

從

彦

　

　

　

李

子

侗

張

子

栻

　

　

　

　

眞

子

德

秀

　

　

　

黄

　

幹

何

　

基

　

　

　

　

趙

　

復

　

　

　

　

金

履

祥

陳

　

澔

　

　

　

　

陳

子

獻

章

　

　

　

胡

子

居

仁

蔡

　

清

　

　

　

　

陸

隴

其

文

廟

𨤟

奠

凢

祭

　

先

師、

嵗

以

春

秋

仲

月

丁

日。

用

帛

一、

牛

一、

羊

一、

豕

一。

爵

三、

登

罇

各

一、

鉶

二、

簠

簋

各

二

籩

豆

各

十

四、

配

用

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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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一、

羊

豕

酒

罇

各

一、

爵

三、

鉶

簠

簋

各

二、

籩

豆

各

八、

十

哲

用

帛

一、

羊

豕

罇

各

一、

爵

三、

簠

簋

各

一、

籩

豆

各

四、

两

廡

四

位

一

壇、

共

十

六

壇、

帛

一、

豕

罇

各

一、

爵

三、

簠

簋

各

一、

籩

豆

各

四、

其

省

牲

贊

獻

等

儀、

俱

詳

見

禮

儀

志、

先

師

誕

辰

忌

辰

明

萬

歴

四

十

年、

提

學

副

使

下

教

各

府

州

縣

儒

學

以

二

月

十

八

日

　

先

師

忌

辰、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誕

辰

又

羅

泌

路

史

以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爲

誕

辰、

將

樂

舊

無

祭

大

清

康

熈

三

年、

舉

人

蕭

夣

瑚、

捐

田

三

十

八

石

二

斗、

爲

先

師

誕

辰

祭

祀

之

用

嵗

十

一

月

初

二

日

行

𨤟

菜

禮

縣

官

主

其

祭、

又

乾

隆

十

四

年

重

修

　

文

廟、

首

事

伍

思

𤼵

廖

佑

齡

王

景

應

等

三

十

五

人、

曁

原

建

崇

聖

祠

鐘

樓

首

事

之

後

裔、

徐

世

敬

祝

廷

獻

等

九

人、

公

捐

置

舖

屋

一

所、

又

修

理

鐘

樓

學

衙

左

邊

舖

屋、

嵗

入

租

錢、

爲

　

聖

誕

忌

辰

祭

祀

之

用、

遵

照

路

史

以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二

月

十

八

日

行

釋

菜

禮

縣

官

主

祭、

學

官

陪

祭、

其

首

事

諸

人、

分

爲

四

班、

輪

値

其

事、

自

是

誕

辰

每

嵗

有

二

祭

焉、

按

　

先

師

生

卒、

古

今

傳

聞

異

辭、

孔

子

生

於

魯

襄

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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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十

二

年

𢈏

戌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𢈏

子、

卒

於

魯

哀

公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乙

丑、

年

七

十

三、

而

劉

氏

外

紀

云、

孔

子

年

七

十

四、

葢

謂

孔

子

生

於

襄

公

二

十

一

年

己

酉

也、

考

榖

梁

公

羊、

實

作

二

十

一

年、

而

論

語

註

史

記

世

家、

皆

謂

孔

子

生

於

襄

公

二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𢈏

子、

卒

於

哀

公

十

六

年

四

月

己

丑、

按

魯

襄

公

二

十

二

年

爲

周

靈

王

二

十

一

年、

是

年

十

一

月

無

𢈏

子、

當

從

孔

氏

家

譜

與

祖

庭

記

十

月

𢈏

子

爲

是、

羅

泌

謂

周

之

十

月、

卽

今

之

八

月、

故

以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二

月

十

八

日、

爲

孔

子

生

卒

是

也、

聖

人

覺

萬

世、

而

萬

世

食

聖

人

之

德、

被

聖

人

之

教、

以

是

不

忘

所

自、

比

之

敬

天

尊

祖

昭

誠

敬

焉、

葢

甚

盛

舉

也、

故

特

爲

詳

考

如

右、

蕭

夣

瑚

助

田

三

十

八

石

二

斗
坐

落

水

南

白

蓮

佃

人

吳

見

有

吳

連

子

等

每

年

除

一

十

九

石

一

斗

完

糧

外

餘

一

十

九

石

一

斗

每

石

折

銀

三

錢

共

銀

五

両

七

錢

三、

分

又

除

完

佃

陳

惟

正

糧

米

七

斗

五

升

餘

銀

作

祭

祀

之

費

俱

門

斗

陳

魁

經

收

伍

思

𤼵

等

捐

置

舖

屋
坐

落

北

街

共

四

橺

每

年

收

稅

錢

貳

千

捌

百

文

鐘

樓

舖

屋
坐

落

學

衙

左

邊

共

四

植

每

年

共

收

稅

錢

捌

千

八

百

二

十

文

又

北

街

石

獅

角

地

基

稅

錢

一

百

二

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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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論

曰、

聖

人

開

萬

世

聾

瞶

崇

德

報

功、

以

有

祀

典

歴

代

哲

王

賢

相

斟

酌

進

退、

亦

曰

準

乎

情

理

之

至、

以

求

其

心

之

安、

用

是

不

憚

議

禮、

代

有

增

易、

制

綦

重

矣、

顧

自

天

子

臨

雍

𨤟

奠、

執

版

齋

宿、

下

至

郡

縣、

莫

不

質

明

行

事、

震

動

恪

恭、

宜

無

可

議

矣、

然

吾

見

今

之

州

郡

縣、

祀

事

中

禮

者

什

不

得

二

三

也、

岳

氏

愧

郯

録

曰、

珂

攝

官

祠

祭、

見

尊

羃

之

下、

率

多

空

虛、

卽

有

時

取

具、

亦

一

色

公

醖、

所

謂

五

齊

者

徒

有

名

而

已、

至

工

歌

合

樂、

所

以

侑

祭

也、

記

曰、

清

廟

之

瑟、

朱

絃

而

䟽

越、

一

唱

三

歎、

有

遺

音

者

矣、

今

之

樂

舞、

率

皆

備

故

事、

節

族

不

嫻、

音

律

未

識

以

是

相

予

肆

祀、

所

謂

以

洽

百

禮、

是

饗

是

宜

者、

於

心

安

乎、

方

今

聖

王

御

宇、

禮

明

樂

備、

而

雍

宫

肅

廟、

尤

君

子

觀

德

之

地、

上

有

賢

牧

師

儒

之

官、

下

有

好

古

敏

求

之

士、

典

章

具

在、

以

時

講

明

而

𨤲

正

之、

庻

幾

來

格

來

歆、

所

謂

式

慿

者、

又

安

知

不

卽

受

福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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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書

院

志

古

者

家

有

塾、

黨

有

庠、

術

有

序、

葢

萃

敬

業

樂

羣

之

士、

使

之

心

安

不

見

異

而

遷

耳、

書

院

之

設

昉

於

此、

迨

歴

年

旣

乆、

其

間

興

廢

無

常、

鞠

爲

茂

草

者

有

之、

移

爲

行

署

者

有

之、

甚

則

以

執

經

問

業

之

地、

芻

牧

雜

蹂、

良

可

慨

也、

然

則

有

志

作

人

者、

其

開

創

興

復

之

功、

顧

可

没

諸、

按

舊

志

書

院、

宋

以

前

無

所

見、

咸

淳

二

年、

詔

賜

立

龜

山

書

院、

然

止

爲

子

孫

奉

祀

之

所、

應

統

附

於

祠

中、

兹

不

具

載、

明

宏

治

七

年、

提

學

道

韋

斌

檄

有

司

建

鄕

社

學、

十

八

年

御

史

饒

塘、

提

學

杭

濟、

復

檄

建

之、

知

縣

何

士

麟、

分

建

隅

都、

計

七

十

所、

厥

後

重

修

水

南

社

學

者、

則

正

綂

九

年

知

縣

汪

憲、

三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鈴

也、

建

塔

移

爲

寺

門

者、

則

縣

丞

范

大

濩

也、

惟

時

雖

多

淪

廢、

尚

存

城

四

隅

各

三

所、

黄

潭

都

三

所、

水

南

二

都

各

四

所、

玉

華

等

一

十

三

都

各

二

所、

積

善

等

三

十

一

都

各

一

所、

絃

誦

猶

不

異

比

閭

也、

十

三

年

知

縣

黄

仕

正、

慨

然

振

興、

加

意

清

𨤲、

均

復

其

舊、

所

在

立

社

學

扁、

遴

𨕖

良

師、

時

試

優

劣、

又

於

北

城

隍

廟

前、

西

城

門

右、

增

置

二

所、

南

布

政

分

司

左

鼎

建

一

所、

自

是

不

知

廢、

於

何

年、

要

皆

未

有

書

院

名

也、

至

萬

歴

壬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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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知

縣

傅

宗

臯、

始

取

縣

治

右

皇

華

舘

舊

址

建

五

經

書

院

內

分

五

舘、

中

爲

大

廳

每

舘

𠫊

房

大

小

二

十

六

橺、

約

計

百

餘

橺、

復

議

雪

嶺

𢊊

報

㤙

寺

諸

廢

田、

及

穆

公

祠

嬴

餘、

爲

經

師

廪

餼、

吹

爚

𤼵

熖、

葢

書

院

所

由

始

矣

黄

鼎

臣

有

記、

　

國

初

遭

郭

賊

兵

燹

頓

成

焦

土、

存

者

僅

雨、

化

堂

三

橺、

其

租

價

廣

文

與

廪

生

貧

生

分

潤、

視

爲

故

事、

乾

隆

十

七

年、

知

縣

靳

漢

文

甫

下

車、

志

切

復

古、

捐

俸

倡

先、

邑

紳、

士

楊

廷

儒

廖

啟

燿

余

士

漣

等、

咸

視

貲

樂

輸、

共

勷

厥

事、

爰

清

佔、

基、

規

模

宏

厰、

繚

以

牆

垣、

前

爲

大

門、

扁

曰

正

學

書

院、

門

內

造

屋

三

橺、

旁

両

橺

爲

舘

人

憇

息

之

所、

作

二

門、

旁

開

両

小

門

左

顔

曰

敬

業、

右

顔

曰

樂

羣、

前

堂

後

室、

前

堂

扁

曰

玉

華

薈

秀、

曰

薫

陶

觀

感、

後

室

中

祀

　

朱

子

像、

扁

曰

樂

育

羣

英、

曰

化

雨

春

風、

牆

外

爲

庖

湢、

約

計

𠫊

房

三

十

橺

有

竒、

復

𨤲

五

經

舘

田

租

銀

𢿙、

除

完

課

外、

嵗

嬴

百

餘

金、

爲

延

師

朿

脯

費、

於

是

百

年

盛

舉、

煥

然

復

新、

與

五

經

書

院、

後

先

輝

映

已、

先

是

正

學

書

院

未

建

之

先、

故

有

正

音

書

院、

院

前

爲

天

主

教

堂

雍

正

元

年

奉

　

詔

禁

革、

七

年

設

正

音

教

職

一

員、

尋

寢、

邑

中

義

學

權

於

斯

設

焉、

靳

因

謀

爲

院

中

膏

火

者

無

所

出、

適

首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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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貢

生

范

圻

等、

僉

請

以

廢

院

售

價、

增

置

田

産

用

敷

經

費

詳

憲

見

俞、

入

貲

附

質

庫

營

息、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知

縣

李

永

鍚

念

非

埀

乆

章

程、

仍

撤

貲

囘、

益

捐

己

俸、

置

田

一

十

四

𤱔

七

分

五

厘、

計

嵗

收

所

入、

凢

諸

生

𨽹

業

膏

火

之

費

曁

課

文

優

奬

之

資、

咸

取

辦

焉、

庻

幾

可

以

權

乆

矣、

若

夫

東

鄕

社

學

在

高

灘

都、

捐

建

者

則

有

監

生

黄

嘉

謀

等、

南

鄕

社

學

在

白

蓮

都、

捐

建

者

則

有

監

生

鄧

英

武

等、

北

鄕

社

學

在

萬

安

都、

捐

建

者

則

有

貢

生

張

紹

良

等、

皆

乾

隆

十

八

年

前

後

時

事、

其

興

賢

育

才、

成

就

後

學、

均

得

嫓

美

賢

大

夫

也、

故

並

書

之、

汪

憲

記

畧

曰

邑

溪

之

南、

民

俗

有

道

南

之

遺

風

愚

者

耕

而

不

商、

故

農

常

野

處

而

不

䁥、

智

者

樂

於

學、

其

父

兄

樂

教

其

子

弟、

以

故

將

之

人

材、

歴

古

最

盛、

而

出

於

水

南

者、

什

常

六

七、

管

子

所

謂

秀

民

之

能

爲

士

者、

必

是

頼

焉、

此

之

謂

也、

正

德

癸

酉、

予

治

此、

適

以

提

學

劉

公

檄

諸

州

縣

學、

立

社

學

以

敦

養

正

之

本、

予

以

有

司

首

務、

舉

而

行

之、

或

廢

滛

祠

以

從

正、

或

因

舊

址

以

修

葺

舉

十

餘

所、

及

舉

師

得

蕭

氏

子

懃

焉、

王

鈴

記

畧

曰、

正

德

間、

汪

方

谷

先

生

令

將

樂、

建

社

學

十

餘

所、

尤

愼

里

師

之

𨕖、

其

在

氷

南

鄕

者、

爲

蕭

氏

子

懃、

□

號

得

人、

及

嘉

靖

壬

子、

予、

幸

承

乏

追

躡

先

生

之

塵、

時

學、

　

　

□

圮

廢、

懃

扶

杖

伏

謁

問

其

年、

已

踰

七

望

八、

皤

然

一

翁

矣、

俯

仰

嘆

息

久

之、

懃

捐

貲

復

其

左

右

二

楹、

易

腐

植

頺

煥

然

一

新、

懃

毅

然

請

曰、

斯

舉

也、

懃

何

敢

爲

功、

顧

非

得

君

侯

張

之

𥩈

懼

復

者

未

幾

而

廢

且

輒

至

也、

予

復

俯

仰

嘆

息

者

久

之

余

聞

之、

先

王

之

導

民、

居

之

必

以

其

地、

業

之

必

以

共

方、

督

之

必

以

其

人、

葢

不

得

其

地

則

業

荒、

不

得

其

方、

則

術

離、

不

得

其

人、

則

教

不

行、

是

故

其

在

小

學

也、

必

家

塾

黨

庠

州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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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爲

之

地、

必

六

行

六

藝、

七

教

八

政

爲

之

方、

必

間

胥

□

師、

黨

正

州

長

爲

之

人、

以

是

人、

執

是

方、

而

居

是

地

夫

然

後

蒙

以

飬

正

之

義

周

而

小

學

之

成、

斯

有

考

焉、

漢

氏

以

降、

人

材

治

効、

代

不

如

古、

得

非

其

於

三

者

有

未

備

乎、

我

國

家

稽

古

作

人、

故

大

小

學

之

設

遍

於

海

隅、

百

八

十

餘

年、

仁

漸

義

摩、

閩

無

惑

乎

其

爲

東

南

鄒

魯

也、

顧

吾

於

足

跡

所

至、

動

有

慨

焉、

葢

嵗

久

政

斁、

三

者

徃

徃

或

存

其

名

而

亡

其

實、

况

有

名

實

俱

亡

者

乎、

廼

今

吾

邑

水

南

一

鄕、

幸

得

翁

而

有

其

□

□、

夫

旣

舉

其

一、

則

必

講

其

二、

今

之

鄕

師、

其

有

道

德

明

秀

能

不

愧

於

古

之

爲

閭

胥

族

師、

黨

正

州

長

者

乎、

吾

未

見

其、

人

矣

其

業

之

之

方、

有

能

舉

司

徒

三

物

之

訓、

申

之

孝

悌

之

義

者

乎

吾

見

刓

口

吻

於

無

實

用

之

虛

文

者、

在

在

而

是、

也、

二

者

有

未

備、

則

學

舎

爲

徒

設

矣、

然

則

吾

有

司

之

所

冝

引

以

爲

愧

者、

獨

懃

之

爲

哉、

必

也

觀

於

一

鄕、

推

而

凖

之、

於

以

𥁞

復

諸

社

之

舊、

且

各

陳

其

方

以

肄

之、

求

其

人

以

實

之、

俾

吾

邑

之

子

弟、

咸

獲

陶

於

先

王

蒙

飬

之

澤、

而

足

爲

來

日

知

類

强

立、

論

秀

官

材

之

資、

則

作

人

之

責、

庻

且

無

負、

亦

或

懃

之

所

深

望

於

吾

有

司

者

也、

懃

有

子

良

佐

讀

父

書、

頗

閑

禮

讓

遂

𨕖

於

衆、

俾

之

主

學、

且

爲

是

説

以

騐

之、

仍

勉

其

礱

石

之

請、

以

示

諸

無

窮

焉、

黄

國

鼎

記

畧

曰、

上

古

無

所

謂

經

也、

經

者

心

而

已

矣、

經

者

正

也、

故

曰

經

綸

天

下

之

大

經、

心

之

精

不

可

見、

而

散

於

人

倫、

在

在

皆

心、

故

聖

人

與

天

下

之

人、

各

得

其

所

爲

心、

君

臣

父

子、

夫

婦

兄

弟

朋

友

之

倫、

治

不

易

軌、

人

無

異

行、

其

紀

之

文

字、

宣

之

告

戒、

與

夫

里

巷

之

歌

謡

要

如

平

居

論

議、

𤼵

之

於

心、

見

之

於

行、

初

非

曰

此

爲

某

經、

期

後

之

人、

闡

明

而

羽

翼

之

也、

自

古

道

衰

息、

彛

倫

攸

斁、

政

教

湮

滅、

宇

宙

之

大

經、

幾

如

長

夜、

孔

子

乃

始

删

詩

次

書、

定

禮

賛

易、

因

魯

史

作

春

秋

意

若

曰、

天

下

後

世

之

人、

因

經

見

心、

君

臣

父

子

夫

婦

兄

弟

朋

友

之

倫、

藉

以

不

廢、

故

曰

述

而

不

作、

六

經

皆

述

也、

述

聖

人

之

心

也、

嗟

乎、

經

非

聖

人

之

得

已

也、

奈

何

後

之、

註

觧

紛

紛、

師

説

專

承、

門

戸

角

立、

耴

華

藻

而

鞶

帨

之

哉、

先

儒

有

曰、

秦

人

焚

經

而

經

存、

漢

人

觧

經

而

經

絶

又

曰、

漢

儒

之

註

䟽、

不

如

宋

儒

之

傳

註、

謂

六

經

之

心、

不

焚

於

秦、

而

宋

儒

之

約、

較

近

諸

漢

也、

年

友

傅

見

俞、

令

將

樂

之

三

年、

百

廢

具

興、

於

棫

樸

尤

加

之

意

業

建

社

學、

授

小

學、

俾

訓

詁

倣

行、

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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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絃

歌、

彬

彬

古

風

復、

慨

經

學

翳

晦

毅

然

建

五

經

舘

凢

一

經

爲

一

舘、

舘

各

有

房

舎、

經

師

有

餼

月

親

課

試

爲

之

講

論

分

晰、

而

時

黜

陟

舘

旣

成、

馳

書

乞

記

云、

楊

四

知

興

禮

教

正

風

俗

議

曰

五

方

殊

俗、

聲

音

亦

異

謂

之

方

言、

聖

人

亦

不

能

强

之

使

同、

地

使

然

也、

若

夫

六

經

之

文、

昭

如

日

星、

六

書

之

義

協

諸

律

呂

書

契

以

來、

有

一

定

之

音、

九

域

之

廣、

無

不

同

之

文、

非

居

方

可

移

易

也、

乃

閩

中

以

方

言

讀

之、

一

字

而

汀

漳

殊

音、

一

物

而

泉

興

異

名、

是

以

俚

語

紊

詩

書、

以

聖

經

就

方

言

也、

聖

人

之

言、

豈

有

二

二

之、

稱

哉、

葢

倡

自

俗

儒

踵

訛

後

人

沿

習、

旣

遠

莫

知

其

非、

及

其

筮

仕、

應

對

上

官

不

知

也、

聽

斷

獄

訟

不

知

也、

始

欲

變

故

習

而

學

正

音、

夫

以

性

成

之

語、

而

驟

學

於

半

生

之

後、

剞

𠜾

囁

嚅、

售

唇

勵

齒、

能

變

者

十

之

六

七、

不

能

變

者

十

常

三

四、

徃

徃

棄

官

而

歸

雖

懐

八

斗

之

才

竟

阻

三

寸

之

舌

始

學

之

悞

如

此、

良

可

惜

已、

余

謂

習

之

甚

易、

而

變

之

有

方、

閩

人

葢

未

講

也、

如

一

邑

社

學

十

所、

擇

能

正、

音

者

爲

師、

□、

以

正

音

教

之、

一

社

童

子、

約

五

十

人、

十

社

可

得

五

百

人、

此

五

百

人

者、

童

而

習

之、

長

而

安

之

薫

陶

漸

染

與

日

俱

化、

上

者

凌

青

雲

登

仕

籍、

口

談

正

音

應

對

敏

㨗

而

不

致

以

言

取

敗、

下

者

亦

不

失

爲

教

習、

而

又

爲

後

人

之

師、

𢿙

年

間

更

相

傳

衍、

誦

讀

之

聲、

皆

穪

音

之

正、

不

但

不

背

經

義、

而

仕

宦

亦

易

矣、

抱

朴

子

曰、

頭

虱

著

身、

皆

稍

變

而

白、

身

虱

處

頭

皆

漸

化

而

黑、

是

元

素

本

無

定

質

移、

焉

存

乎

所

漸

也、

况

字

音

乎、

閩

初

不

知

學、

唐

觀

察

使

常

衮

始

教

之

學、

嵗

貢

與

內

州

等、

風

俗

爲

之

一

變、

知

學

猶

未

聞

道、

龜

山

承

二

程

正

宗、

倡

道

東

南、

而

遂

有

海

濵

鄒

魯

之

稱、

風

俗

又

爲

之

一

變、

夫

知

學

明

道

矣、

而

字

音

尚

溺

於

習

俗、

誦

説

猶

背

乎

先

王、

亦

未

備

也、

誠

如

所

爲

賢

守

令、

能

加

意

於

庠

序、

士

大

夫

能

教

於

家

塾、

音

孔

孟

而

聲、

律

吕、

風

俗

又

爲

之

一

變、

而

閩

俗

全

矣

美

矣、

始

若

苦

其

難、

終

則

享

其

美、

移

風

易

俗

之

機、

莫

善

於

此

亦

何

憚

而

不

爲

哉、

今

天

下

至

治

熈

洽、

四

海

同

文

卽

殊

方

異

域、

朝

鮮

琉

球

之

國、

皆

遊

太

學

服

聲

教

而

况

閩

號

文

獻

之

區

仍

溺

舊

習

是

不

可

不

亟

爲

之

變

也、

聞

之

閩

歌

有

以

鄕

音

歌

者、

有

學

正

音

歌

者、

夫

謳

歌

小

技

也、

尚

學

正

音、

况

學

書

乎

弗

思

耳、

士

大

夫

者、

小

民

所

則

效

而

隨

風

者

也、

故

移

風

易

俗、

必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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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士

大

夫

始、

士

大

夫

振

舉

而

行

之、

庻

民

之

家、

靡

然

嚮

風、

無

論

誦

讀

□

方

言

亦

稍

稍

變

矣、

昔

武

夷

吳

棫、

龍

溪

陳

北

溪、

皆

閩

人

也、

能

𧥶

𥙷

韻、

𨤟

字

義、

爲

天

下

師

法、

是

葢

不

溺

於

俗

者

也、

近

世

士

大

夫、

不

能

以

正

音

教

其

子

弟

何

也、

若

縣

令

者、

一

方

之

表

也、

擇

師

而

教

之、

月

騐

其

聲、

嵗

考

其

成、

功

易

集

而

聲

易

合、

月

異

而

嵗

不

同

矣、

然

天

下

有

治

人、

無

治

法、

三、

代

之

法、

非

不

可

行、

無

三

代

之

人

也、

今

之

人

非

異

乎

三

代、

之

人、

無

三

代

之

人

之

心

也、

余

以

是

下

之

縣

矣、

令

之

賢

者、

率

而

行

之、

化

民

成

俗、

與

唐

常

公

等、

若

束

之

高

閣、

虛

文

報

命、

亦

托

之

空

言

耳、

故

曰

待

其

人

而

後

行、

在

人

而

不

在

法

也、

余

觀

風

八

閩、

覩

其

山

川

文

物、

才

賢

淵

藪、

每

遇

諸

生

進

謁

彬

彬

盛

美、

心

甚

愛

之、

及

引

之

訓

説、

茫

然

莫

觧

心

甚

惜

之、

無

惑

乎

筮

仕

之

難

也、

乃

思

所

以

善

變

之

方、

而

議

爲

此

説

賢

守

令

與

賢

士

大

夫

尚

共

圖

之、

不、

識

以

予

言

爲

當

否

乎、書

院

田

租

一

明

萬

歴

間

知

縣

傅

宗

臯

撥

寺

田

八

頃

九

十

六

𤱔

三

分

以

四

服

爲

僧

焚

修

用

六

服

爲

院

膏

火

資

每

𤱔

年

收

租

價

四

錢

五

分

官

完

銀

米

僧

輸

寺

餉

迨

後

相

沿

旣

久

漸

至

侵

欺

大

清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靳

漢

文

奉

檄

清

𨤲

田

租

銀

𢿙

嵗

收

銀

二

百

四

十

二

両

內

除

完

錢

粮

粮

米

外

餘

銀

一

百

二

十

四

両

一

乾

隆

十

九

年

知

縣

靳

漢

文

訊

明

朱

張

二

姓

争

田

各

有

不

直

斷

歸

書

院

田

租

五

斗
一、

田

坐

落

東

嶺

古

隴

井

田

租

五

斗

逓

年

收

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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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石

折

收

價

錢

五

百

五

十

文

向

係

學

長

收

爲

舘

中

雜

用

之

費

佃

人

朱

邜

一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靳

漢

文

據

貢

生

范

圻

等

僉

禀

將

已

廢

正

音

書

院

詳

請

變

價

置

田

以

充

膏

火

售

價

一

百

八

十

両

因

購

産

維

艱

權

寄

當

商

生

息

核

計

每

年

利

銀

二

十

一

両

六

錢

至

二

十

四

年

止

因

例

禁

營

息

并

本

利

撤

囘

本

銀

已

經

置

田

外

利

銀

共

四

十

三

両

二

錢

現

在

貯

庫

俟

便

置

産

一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李

永

鍚

將

舊

廢

正

音

書

院

變

價

銀

一

百

八

十

両

詳

請

增

置

田

𤱔

於

本

年

五

月

用

價

一

百

五

両

買、

白

源

濬

田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塘

下

坑

田

片

八

坵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南

坑

田

片

九

坵

二

項

載

正

租

六

𤱔

每

𤱔

收

晚

榖

二

石

外

納

皮

租

榖

四

石

共

收

租

榖

一

十

六

石

佃

人

楊

仲

一

用

價

六

十

両

買

熊

學

智

田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桃

樹

窠

田

片

七

坵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下

田

坑

田

片

十

二

坵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上

塅

田

片

七

坵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焦

窠

　

田

片

十

三

坵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崩

明

坑

田

片

四

坵

　

一

田

坐

落

隆

興

下

頭

坑

田

片

三

坵

六

項

共

四

十

六

坵

載

正

租

四

𤱔

八

分

每

𤱔

收

晚

租

榖

二

石

　

外

納

皮

租

榖

二

石

四

斗

共

收

租

榖

一

十

二

石

佃

人

伍

有

信

　

已

上

二

處

因

城

鄕

隔

遠

每

石

折

收

價

錢

五

百

文

應

收

錢

一

十

四

千

文

除

依

科

則

匀

派

粮

米

外

嵗

餘

錢

一

十

二

千

二

百

一

十

二

文

其

熊

白

二

戸

苗

粮

統

收

入

陽

元

二

啚

十

甲

正

學

書

院

戸

內

一

乾

隆

三

十

年

知

縣

李

永

鍚

將

存

餘

已

廢

正

音

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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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變

價

銀

一

十

五

両

并

捐

俸

銀

一

百

両

買

蕭

占

冝

田
一田

坐

落

裏

坑

大

陽

公

前

曾

坑

壠

尾

田

片

五

坵

　

一

田

坐

落

裏

坑

大

陽

公

前

溪

壠

俚

又

名

下

排

濟

厝

干

田

片

二

坵

　

一

田、

坐

落

裏

坑

車

確

干

土

樓

邊

田

片

一

坵

三

項

載

正

租

三

𤱔

九

分

五

厘

每

𤱔

收

晚、

租

榖

二

石

　

外

納

皮

租

榖

六

石

一

斗

共

收

租

榖

一

十

四

石

每

石

折

收

價

錢

五

百

五

十

文

應

收

錢

七、

千

七

百

文

除

完

錢

粮

粮

米

外

嵗

餘

錢

六

千

九

百

七

十

八

文

其

苗

粮

仍

收

入

陽

元

三

啚

十

甲

正

學

書

院

戸

內

佃

人

喻

存

仁

北

鄕

義

學

田
一

余

坊

田

租

榖

一

十

二

石

　

一

萬

安

等

處

租

榖

一

十

二

石

　

一

𢌞

溪

等

處

租

三

石、

一

張

坑

橋

租

三

石

南

鄕

義

學

田
一

田

坐

落

灘

坊

路

千

正

租

一

石

六

斗

　

一

田

坐

落

營

俚

正

租

八

斗

　

一

田

坐

落

坑

□

正

租

五

斗

　

一

坐

落

灘

坊

水

田

一

處

　

一

菜

窠

茶

山

一

片

已

上

五

項

每

年

納

榖

八

石

佃

人

王

凌

萬

　

一

田

坐

落

花

橋

等

處

正

租

二

𤱔

納

榖

六

石

五

斗

佃

人

鄧

天

海

　

一

田

坐

落

鄧

坊

後

平

坑

正

租

四

斗

納

榖

三

石

民

婦

張

鄢

氏

捐

置

佃

人

張

元

侯

論

曰、

書

院

者、

蒙

飬

之

本

也、

隷

於

學

爲

弟

子

員、

徃

徃

循

具

文、

月

一

課

藝、

視

學

宫

先

生

寛

嚴

與

否

睥

睨

之、

士

有

終

嵗

不

踐

講

閾

者、

書

院

則

膏

火

以

資

之、

廣

厦

以

庇

之、

懸

金

以

奬

之、

而

主

席

又

得

其

人

故

自

愛

者

争

徃

濯

磨

焉

將

自

前

明

社

學

號

穪

極

盛、

迨

後

五

經

書

院

創

興、

而

繼

美

者

善

建

不

㧞

貽

謀

乆

遠

一

邑

人

文、

視

此

爲

盛

袤

匪

細

故

也、

顧

昌

𥠖

作

師

説、

深

嘅

師

道

之

不

傳、

柳

子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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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院

　

　

　

九

至

比

之

蜀

日

越

雪、

其

言

或

不

無

已

甚、

而

士

之

能

自

得

師、

與

師

之

有

造

於

士

二

者

均

有

不

易

惟

師

是

席

者、

志

不

在

束

脯

日

以

崇

德

廣

業

爲

期

而

■

■

肄

業

之

徒、

又

能

敬

信

斆

學、

揖

譲

進

退

自

耻

於

義

禮

之

有

愆

焉、

以

是

日

異

月

新、

青

雲

𤼵

軔

則

今

昔

作

人

之

苦

心、

庻

無

負

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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