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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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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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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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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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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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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政
學
校
以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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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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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修
守
衞
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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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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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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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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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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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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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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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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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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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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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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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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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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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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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啟

之

如

舊

制

周
五
里
一
百
三
十
七
步
高
三
丈
五
尺
池
深
五

尺
創
建
於
元
魏
神
䴥
元
年
明
景
泰
初
知
縣
雷
縉
增
築

正
德
閒
知
縣
楊
樞
重
修
嘉
靖
閒
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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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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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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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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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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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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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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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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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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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隅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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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縣
陳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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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並
修
䕶
城
隄

萬
厯
十
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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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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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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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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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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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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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高
厚
各
五
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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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六
年
南

城
樓
被
賊
焚
毁
東
西
北
門
樓
俱
殘
頽
康
煕
四
年
知
縣

羅
于
廷
重
修
四
城
樓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史
晟
四
十
六
年

知
縣
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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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修
乾
隆
十
九
年
知
縣
陳
佩
倡
修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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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張
廷
獻
陳
鐸
接
修
至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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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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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二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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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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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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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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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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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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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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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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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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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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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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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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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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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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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正
七
年
縣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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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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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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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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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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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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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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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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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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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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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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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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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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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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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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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李
遵
唐
重
修
二
門
外
西
南
隅
舊
有
寅
賓
館
今
廢

改
爲
義
馬
里
糧
房

典
史
署

在
縣
署
西

城
守
司
千
總
署

在
温
公
祠
左
守

備

署

向

在

南

關

後

移

駐

茅

津

署

廢

基

址

尙

存

按
舊
志
有
東
察
院
在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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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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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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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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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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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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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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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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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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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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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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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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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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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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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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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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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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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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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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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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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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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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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
廢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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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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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設
孤
貧
三
十
二
名
在
縣
署
西
明
縣
令
閻

育
建
陳
世
寶
重
修

國
朝
乾
隆
間
知
縣
梅
士
傑

移
建
縣
署
前
馬
王
廟
後
育
嬰
堂
在
城
西
門
外
今

俱
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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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
東
南
尊
司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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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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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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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年
縣
令

申
達
建
大
德
十
二
年
縣
令
張
式
至
順
二
年
達
魯
花
赤

田
葉
至
正
八
年
縣
令
何
義
相
繼
修
明
洪
武
初
知
縣
閻

育
成
化
十
四
年
知
縣
楊
通
十
九
年
知
縣
陳
潤
重
修
學

門
舊
在
文
廟
右
西
向
人
文
甚
盛
嘉
靖
初
改
文
廟
左
東

向
科
目
乏
人
萬
厯
元
年
知
縣
陳
世
寶
復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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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重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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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明
倫
堂
移
後
丈
餘
而
高
厚
其
址
於
東
齋
後
創
建
尊
經

閣
儒
學
改
觀
於
昔
而
人
文
復
振
矣
萬
厯
三
十
六
年
知

縣
胡
枬
祀
梓
潼
帝
君
於
閣
上
更
名
文
昌
閣
後
明
倫
堂

漸

國
朝
順
治
十
四
年
知
縣
鄭
四
端
重
修
兩
齋
歲

久
頽
壞
康
煕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宋
國
賢
重
建
名
東
齋
曰

修
德
西
齋
曰

道
咸
豐
元
年
知
縣
朱
德
澐
重
修
明
倫

堂
後
爲
敬
一
亭
明
嘉
靖
元
年
知
縣
鍾
恕
建
儲
御
製
敬

一
箴
五
箴
解
石
刻
再
後
爲
射
圃
明
倫
堂
東
爲
教
諭
宅

康
煕
十
六
年
知
縣
羅
在
公
建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蔣
起
龍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教
諭
張
樹
佳
重
修
計
講
堂
齋
屋
共
二

十
三
間
西
爲
訓
導
宅
亦
羅
在
公
蔣
起
龍
同
時
建
修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訓
導
俞
秉
直
重
修
計
講
堂
齋
屋
共
二
十

一
間
夏
縣
爲
中
學
額
設
教
諭
訓
導
各
一
員
廩
生
二
十

名
增
生
二
十
名
附
生
無
定
額
歲
科
兩
試
每
入
學
十
五

名
歲
試
入
武
學
十
五
名

學
田
文
廟
碑
載
嘉
靖
間
知

縣
季
遐
齡
以
演
武
廳
舊
址
創
爲
學
田
萬
厯
丙
申
知
縣

李
汝
正
增
置
學
田
二
十
九
畝
有
奇
萬
厯
丙
午
胡
再
培

捐
地
一
十
三
畝
二
分
又
邑
民
施
地
並
淸
查
無
主
地
共

二
十
畝
有
奇
後
置
白
沙
河
南
平
地
六
畝
五
里
橋
平
地

三
畝
下
留
村
平
地
四
畝
五
分
傅
家
莊
坡
地
十
二
畝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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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王
村
平
地
十
八
畝
宋
家
辛
莊
地
一
段
尉
郭
村
平
地
一

畝
五
分
馬
峪
山
莊
一
分
武
家
坪
坡
地
一
段
西
陰
村
平

地
一
畝
秦
家
辛
莊
平
地
一
畝
以
上
各
項
年
入
租
銀
若

千
兩
分
給
廩
生
貧
士
舊
志
載
有
元
代
苖
世
榮
置
地
二

百
畝
文
廟
碑
詳
記
四
至
今
湮
没
無
存
矣

賓
興
初
有

知
縣
孫
筠
以
城
內
外
官
地
鋪
面
每
年
租
銀
一
十
七
兩

二
錢
詳
准
修
葺
文
廟
學
宫
並
充
士
子
鄕
試
路
費
擇
生

員
二
人
經
理
後
漸
增
舖
面
銀
兩
以
資
賓
興
厯
久
淹
廢

今
無
可
考
嗣
知
縣
袁
葵
捐
俸
三
十
兩
邊
維
隆
捐
俸
二

十
兩
遲
日

捐
俸
一
十
五
兩
羅
在
公
兩
次
捐
俸
五
十

兩
蔣
起
龍
捐
俸
二
十
兩
劉
玉
泉
兩
次
捐
俸
二
十
兩
田

成
玉
兩
次
捐
俸
二
十
九
兩
邑
進
士
河
南
學
政
張
潤
民

捐
俸
六
十
兩
邑
廩
生
蘇
湻
捐
銀
十
兩
邑
歲
貢
王
用
捐

銀
四
兩
邑
原
任
海
甯
令
金
鼇
捐
俸
二
十
五
兩
共
銀
二

百
八
十
三
兩
付
紳
士
李
長
淸
經
理
生
息
後
只
存
二
百

四
十
六
兩
交
當
二
分
生
息
三
年
共
收
息
銀
一
百
四
十

七
兩
六
錢
三
分
又
貢
生
張
玉
瓚
捐
銀
二
百
兩
一
分
息

三
年
共
收
息
銀
六
十
兩
二
共
收
息
銀
二
百
七
兩
六
錢

三
分
爲
士
子
鄕
試
川
資
有
卷
存
禮
房

武
賓
興
本
銀

九
十
八
兩
原
捐
姓
名
失
考
交
當
二
分
生
息
三
年
共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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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息
銀
五
十
七
兩
七
錢
四
分
二
釐
又
貢
生
張
玉
瓚
捐
銀

一
百
兩
一
分
息
三
年
共
收
息
銀
二
十
八
兩
二
錢
爲
武

生
鄕
試
資
費
有
卷
存
兵
房

涑
水
書
院

舊
名
温
公
書
院
在
學
宫
東
温
公
祠
西
基
址

卽
祠
內
地
元
至
正
閒
建
明
天
順
二
年
重
修
成
化
九
年

副
使
胡
謐
重
修
宏
治
三
年
知
縣
姜
洪
重
修
有
記
後
廢

國
朝
乾
隆
十
七
年
知
縣
陳
佩
重
建
有
記
記

云

夏

邑

爲

文

獻

名

區

先

哲

之

典

型

風

流

未

墜

淵

源

有

自

矣

邇

年

來

乃

罕

所

表

見

卽

取

科

名

登

仕

版

者

亦

落

落

無

幾

意

者

地

不

靈

與

人

不

傑

與

夫

條

山

峙

其

南

嵋

嶺

環

其

北

又

有

涑

川

洛

渠

瀠

洄

貫

繞

奇

秀

之

氣

此

焉

實

鍾

况

多

士

奮

興

家

知

磨

礪

鍵

戸

齋

居

者

誦

絃

未

艾

矣

而

人

文

不

著

母

亦

師

儒

之

傳

習

寖

失

其

眞

而

士

雖

自

好

拔

俗

無

由

也

余

自

戊

辰

通

籍

奉

天

子

命

來

尹

茲

土

己

巳

首

秋

下

車

視

事

卽

思

振

興

學

校

陶

淑

人

才

以

無

負

初

心

顧

念

聖

主

德

教

旁

敷

單

心

培

育

其

在

各

省

無

論

州

郡

縣

邑

俱

建

有

書

院

延

訪

名

師

以

爲

多

士

濯

磨

砥

礪

之

助

而

我

夏

城

素

無

隙

壤

堪

爲

規

畫

抑

亦

功

大

者

難

圖

創

始

者

易

阻

是

以

有

志

未

遑

閒

謁

先

正

温

國

公

祠

字

其

西

偏

曠

地

一

區

徑

二

十

餘

丈

橫

三

丈

有

奇

詢

之

居

民

知

卽

祠

內

所

有

葢

司

馬

氏

一

姓

之

業

也

余

以

爲

書

院

之

設

應

無

外

此

者

計

地

雖

不

廣

而

庀

材

結

宇

可

容

生

徒

數

十

且

名

賢

祠

宇

之

旁

使

儒

冠

儒

服

者

翔

步

其

間

謂

假

前

人

片

壤

以

企

景

行

也

可

卽

出

多

士

分

毫

以

供

俎

豆

也

亦

可

羣

萃

則

見

爲

合

邑

考

道

之

庭

布

席

則

仍

歸

一

家

孫

子

之

守

其

又

何

憚

不

爲

爰

討

計

簿

摒

擋

充

公

銀

百

餘

兩

併

存

公

檩

椽

柱

礎

數

楹

益

以

薄

俸

與

紳

士

籌

所

以

建

之

紳

士

嘉

斯

舉

也

欣

然

鳩

工

更

率

其

鄕

人

挾

貲

爲

助

計

築

大

門

一

座

東

西

小

樓

各

一

間

二

門

一

座

門

內

號

舍

共

一

十

八

間

講

堂

三

間

東

西

宅

庫

房

各

三

間

兩

旁

亦

各

置

耳

房

三

間

最

後

又

小

屋

三

楹

實

經

始

於

十

七

年

夏

月

迄

十

八

年

冬

而

厥

功

吿

成

旣

成

顔

以

涑

水

書

院

葢

涑

水

不

專

屬

夏

境

而

世

傳

温

公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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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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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
置
志

學
校

八

並

稱

涑

水

今

書

院

之

地

卽

隸

祠

宇

是

以

名

之

斯

役

也

事

本

創

興

功

由

衆

起

繼

自

今

師

生

脩

脯

之

費

膏

膳

之

需

尙

多

缺

如

然

始

基

旣

立

踵

事

可

增

諸

生

有

志

以

時

肄

業

其

間

余

亦

得

以

公

餘

於

邁

與

諸

生

講

明

切

究

或

者

士

風

文

教

不

無

小

補

且

此

地

密

邇

温

公

神

祠

公

夏

人

也

品

詣

之

卓

越

經

濟

之

恢

光

臣

節

之

忠

亮

在

在

可

紀

有

不

徒

文

章

名

世

者

多

士

幸

生

其

後

冠

履

猶

在

模

範

如

存

誠

於

講

習

之

餘

登

堂

拜

舞

想

見

爲

人

倘

亦

有

聞

風

興

起

者

矣

嘉
慶
十
六
年
知
縣
趙
連
城
重
修
同
治
十
年
知

縣
孫
近
宸
見
舍
宇
朽
壞
籌
資
倡
修
知
縣
成
煕
接
修
知

縣
林
本
象
經
理
吿
成
計
講
堂
齋
屋
共
五
十
間
有
記
畧云

夏

邑

爲

文

獻

名

區

城

東

南

隅

舊

有

温

公

書

院

係

司

馬

温

公

祠

內

餘

址

徑

二

十

七

丈

橫

三

丈

有

奇

元

至

正

間

創

建

明

天

順

二

年

重

修

成

化

九

年

復

修

宏

治

三

年

又

修

至

萬

厯

間

江

陵

當

國

以

綜

核

名

實

之

學

而

相

神

宗

舉

一

世

聚

徒

講

學

者

槪

而

等

諸

處

士

橫

議

之

列

議

舉

天

下

書

院

而

盡

毁

之

温

公

書

院

於

是

乎

廢

乾

隆

十

七

年

宰

斯

邑

者

爲

陳

公

佩

欣

然

首

倡

依

舊

址

築

新

基

建

講

堂

三

楹

東

西

廂

房

各

三

楹

寢

室

三

楹

東

西

廚

房

各

二

楹

後

房

五

楹

講

堂

前

齋

房

各

九

楹

前

爲

二

門

兩

旁

文

昌

魁

星

樓

各

二

楹

大

門

夾

室

各

三

楹

統

計

正

房

六

座

學

舍

房

十

座

爲

屋

五

十

間

書

院

之

規

模

始

定

迄

今

一

百

四

十

餘

年

隨

敝

隨

葺

不

至

大

壞

同

治

十

年

前

令

孫

公

近

宸

來

篆

斯

邑

下

車

之

始

留

心

文

教

見

書

院

外

垣

寢

室

門

廡

俱

傾

仆

雖

講

堂

學

舍

僅

存

亦

欹

側

不

支

槪

然

曰

書

院

廢

則

人

才

難

集

人

才

不

集

則

學

業

難

成

子

弟

之

少

見

寡

聞

無

由

觀

感

而

興

起

風

敗

俗

頽

所

關

非

淺

也

乃

集

衆

紳

士

謀

之

時

値

編

審

之

年

議

定

每

丁

捐

錢

五

十

文

隨

審

交

納

里

民

無

不

樂

從

計

捐

錢

一

千

九

十

餘

緡

卜

日

興

工

其

瓴

甓

木

石

因

故

者

十

之

三

購

新

者

十

之

七

衆

紳

士

晝

夜

督

工

經

始

講

堂

以

次

修

復

工

甫

半

孫

令

因

公

去

署

篆

者

余

至

交

成

公

熙

也

踵

事

鳩

工

奈

經

費

不

敷

後

房

五

楹

並

西

廚

房

二

楹

未

能

重

建

而

工

粗

竣

癸

酉

仲

秋

余

奉

命

來

撫

茲

土

院

工

雖

成

而

土

宇

茅

階

殊

不

壯

觀

兼

以

脩

脯

之

費

膏

膳

之

需

師

生

器

用

之

具

尙

皆

缺

如

余

曰

此

守

土

者

責

也

於

是

堊

者

黝

之

缺

者

補

之

費

不

足

者

細

籌

之

不

匝

月

而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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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學
校

九

緻

靡

遺

氣

象

煥

然

一

新

矣

膏
火
銀
兩
自
乾
隆
乙
亥
年
知
縣
陳
佩
倡

捐
後
官
紳
先
後
樂
輸
積
成
巨
歀
至
光
緖
間
計
本
銀
已

足
四
千
七
百
有
奇
發
商
生
息
邑
人
先
後
捐
輸
地
畝
年

納
租
稞
每
年
約
收
息
租
銀
六
百
兩
有
奇
束
脩
膏
火
及

奬
賞
卷
資
各
項
皆
取
給
於
中
光
緖
二
年
知
縣
林
本
象

計
歲
入
以
爲
支
銷
酌
議
定
章
會
同
教
諭
武
九
疇
訓
導

郭
經
郛
刋
石
講
堂
左
壁
以
期
垂
久
士
林
咸
欣
感
焉
碑記

畧

云

夏

縣

涑

水

書

院

由

來

久

矣

乾

隆

乙

亥

糧

捕

陳

公

來

宰

斯

邑

始

捐

膏

火

銀

七

百

有

奇

閲

四

年

戊

寅

捐

得

銀

六

百

有

奇

此

項

於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撤

回

置

辦

地

畝

又

九

年

丙

戌

固

始

李

公

又

捐

銀

七

百

有

奇

俱

交

典

當

生

息

外

有

紳

士

原

捐

地

畝

並

置

白

沙

河

眞

如

寺

等

地

然

每

年

所

得

利

息

無

幾

課

無

定

額

列

前

茅

者

僅

給

奬

賞

迨

至

道

光

九

年

邑

侯

王

公

又

捐

銀

三

千

有

奇

交

當

本

一

千

四

十

金

始

定

內

課

生

員

八

名

外

課

生

員

十

名

內

外

課

童

生

各

十

名

因

署

有

急

需

暫

借

銀

二

千

兩

旋

以

公

歸

未

淸

償

也

孫

公

署

篆

稟

達

各

憲

上

憲

批

作

每

任

攤

銀

二

百

兩

蒞

任

凡

七

共

攤

得

銀

一

千

四

百

兩

寄

存

縣

庫

易

水

趙

公

蒞

任

檢

查

庫

款

詳

核

卷

冊

加

額

數

增

膏

火

士

心

無

不

愛

戴

無

如

瓜

期

已

屆

未

竟

厥

志

計

膏

火

仍

屬

不

敷

雖

由

官

墊

發

不

可

恃

以

爲

常

至

同

治

十

年

辛

未

孫

公

近

宸

攝

篆

留

心

文

教

詢

悉

前

情

慨

然

曰

攤

金

之

失

其

不

在

守

土

而

在

紳

士

假

使

紳

士

經

理

有

人

攤

一

任

卽

時

稟

請

歸

當

生

息

攤

金

烏

能

散

失

今

將

不

足

歸

官

墊

發

倘

後

任

不

墊

將

若

何

書

院

之

課

不

由

此

廢

乎

吾

擬

勸

捐

以

補

不

足

願

諸

公

勉

勷

此

舉

時

有

陳

公

爾

璉

慨

捐

二

百

金

以

爲

倡

趙

公

肇

鑾

捐

銀

八

十

兩

晉

公

豐

升

捐

銀

七

十

兩

蘭

公

澤

潤

捐

銀

六

十

兩

王

公

廷

俊

趙

公

肇

鏊

秦

公

淸

廉

李

公

向

宸

陳

公

其

祥

王

公

蕙

張

公

應

蘭

王

公

檀

各

捐

銀

五

十

兩

吳

公

致

剛

捐

銀

四

十

兩

白

公

炳

華

崔

公

德

純

各

捐

銀

三

十

五

兩

王

公

駿

聲

張

公

得

榮

楊

公

鵬

翔

耿

公

善

和

裴

公

毓

蘭

耿

公

金

宣

楊

公

汝

棟

王

公

安

詳

蘭

公

逢

恩

張

公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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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志

學
校

十

劉

公

文

照

馬

公

起

富

劉

公

文

法

柴

公

思

問

張

公

友

剛

楊

公

作

棟

各

捐

銀

三

十

兩

陳

公

宗

信

捐

銀

二

十

四

兩

陳

公

元

鼇

吳

公

復

恩

各

捐

銀

二

十

兩

晉

公

士

俊

捐

銀

十

六

兩

柴

公

維

精

捐

銀

十

四

兩

事

甫

有

頭

緒

而

公

因

公

去

惜

哉

歲

在

癸

酉

余

膺

任

斯

土

詢

知

其

事

捐

廉

五

十

金

以

成

孫

公

之

舉

並

邀

城

鄕

當

行

一

十

三

家

令

每

家

捐

銀

五

十

兩

連

前

捐

共

得

銀

二

千

四

百

九

十

四

兩

除

樹

碑

雜

費

外

三

次

交

當

本

銀

二

千

四

百

一

十

九

兩

以

補

脩

膳

膏

火

之

虧

並

將

前

捐

地

畝

及

支

銷

當

款

刻

之

珉

以

備

查

考

今

而

後

徵

息

有

程

履

畝

有

籍

歲

入

有

會

歲

出

有

經

而

期

以

士

享

實

惠

爲

久

遠

計

爾

多

士

焚

膏

繼

晷

無

須

偷

鑿

壁

之

光

矣

一

乾

隆

十

七

年

交

當

本

銀

七

百

一

十

八

兩

七

錢

每

年

一

分

四

釐

行

息

計

收

息

銀

一

百

兩

六

錢

一

分

八

釐

二

十

八

年

交

當

本

銀

七

百

六

十

兩

至

十

七

年

交

代

時

遺

失

本

銀

五

十

四

兩

現

收

當

本

銀

七

百

六

兩

每

年

一

分

四

釐

行

息

計

收

息

銀

九

十

八

兩

八

錢

四

分

道

光

九

年

交

當

本

銀

一

千

四

十

兩

每

年

一

分

行

息

計

收

息

銀

一

百

四

兩

同

治

十

一

年

交

新

捐

當

本

銀

一

千

兩

每

年

一

分

行

息

計

收

息

銀

一

百

兩

十

二

年

交

新

捐

當

本

銀

四

百

一

十

九

兩

每

年

一

分

行

息

計

收

息

銀

四

十

一

兩

九

錢

十

三

年

交

新

捐

當

本

銀

七

百

兩

每

年

一

分

行

息

計

收

息

銀

七

十

兩

以

上

共

發

當

本

銀

四

千

五

百

八

十

三

兩

七

錢

每

年

收

息

銀

五

百

一

十

五

兩

三

錢

五

分

八

釐

一

監

生

李

有

馮

捐

地

六

畝

其

地

坐

落

大

吕

村

村

南

每

年

共

租

銀

三

兩

六

錢

生

員

馮

克

類

捐

地

九

畝

五

分

其

地

坐

落

王

峪

口

村

西

每

年

共

租

銀

五

兩

七

錢

民

人

周

成

卜

捐

地

四

畝

三

分

其

地

坐

落

魯

因

村

大

灘

每

年

共

租

銀

三

兩

二

錢

買

高

介

祺

地

一

十

八

畝

其

地

坐

落

尉

家

董

村

村

西

價

銀

二

百

八

十

兩

每

年

共

租

銀

一

十

七

兩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減

銀

三

兩

四

錢

除

減

共

租

銀

十

三

兩

六

錢

年

頭

溝

山

地

共

三

十

三

段

計

熟

地

一

頃

九

十

九

畝

三

分

一

釐

生

地

十

畝

每

年

共

租

錢

四

十

千

文

以

上

五

宗

卷

存

禮

房

一

撥

白

沙

河

河

槽

官

地

共

八

十

三

段

計

地

一

頃

一

十

五

畝

四

分

每

年

租

銀

五

十

八

兩

九

錢

五

分

撥

眞

如

寺

山

地

七

頃

零

每

年

共

租

銀

三

十

五

兩

五

錢

以

上

二

宗

卷

存

工

房

計

七

宗

共

收

租

銀

一

百

四

十

四

兩

五

錢

五

分

一

山

長

脩

金

每

年

紋

銀

二

百

兩

金

八

兩

兩

次

節

敬

各

四

兩

監

院

節

敬

三

十

二

兩

內

課

生

員

十

二

名

每

名

月

給

銀

一

兩

外

課

生

員

十

二

名

每

名

月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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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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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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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銀

五

錢

內

課

童

生

十

二

名

每

名

月

給

銀

八

錢

外

課

童

生

十

二

名

每

名

月

給

銀

四

錢

每

年

十

課

需

銀

三

百

三

十

六

兩

奬

賞

銀

共

二

十

五

兩

月

課

飯

食

銀

共

二

十

兩

連

歲

修

工

食

筆

費

納

糧

等

項

歲

約

支

銷

銀

六

百

兩

有

奇

稍

有

不

足

由

官

墊

發

養
正
書
院

在
郭
村
觀
音
寺
內
原
有
大
里
村
韓
王
村
郭

村
官
地
一
頃
八
畝
乾
隆
元
年
知
縣
田
成
玉
詳
准
留
三

十
畝
給
寺
僧
餘
地
七
十
八
畝
計
大
小
六
段
坐
落
村
西

每
年
收
租
銀
七
十
兩
二
錢
完
糧
八
兩
七
錢
共
六
十
一

兩
撥
入
養
正
書
院
爲
脩
脯
費
今
廢

社
學

在
縣
署
南
今
廢

義
學

在
縣
署
南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知
縣
史
晟
建
卽
布
政

分
司
遺
址
今
廢

一
在
上
董
村

一
在
西
谷
村

一

在
曹
張
鎭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梅
士
傑
立

一
在
北

衞
村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李
遵
堂
立

一
在
西
張
南

村
道
光
十
七
年
村
人
柴
居
善
立

考
院

邑
向
無
試
院
以
城
外
財
神
廟
爲
校
士
地
湫
溢
不

堪
多
士
苦
之
道
光
九
年
知
縣
胡
兆
松
議
建
考
院
商
之

邑
人
武
舉
張
士
翠
慨
然
獨
任
捐
銀
九
千
兩
有
奇
相
地

於
法
輪
寺
右
卽
常
平
倉
舊
基
創
建
之
計
大
門
四
楹
東

西
鼓
吹
亭
各
一
間
門
內
東
西
差
房
各
二
間
龍
門
一
間

門
內
東
西
號
舍
各
二
十
楹
坐
號
砌
以
磚
正
中
大
堂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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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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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楹
堂
號
在
焉
堂
後
西
花
廳
四
楹
左
右
屋
各
一
區
東
房

五
楹
北
房
九
楹
張
紳
又
捐
銀
五
百
兩
爲
歲
修
資
交
當

生
息
工
竣
胡
令
有
記

倉
廒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西
明
嘉
靖
間
邑
令
李
溥
建
舊
有
預
備

倉
二
一
在
文
廟
東
後
改
爲
奎
星
樓
一
在
縣
治
西
明
嘉

靖
間
邑
令
季
遐
齡
改
爲
西
察
院

常
平
倉

一
在
縣
治
西
舊
爲
預
備
倉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郎
廷
枚
重
建
改
爲
常
平
南
廒
七
間
東
廒
五
間
西
廒

五
間
光
緒
五
年
重
修

一
在
縣
治
東
舊
爲
北
司
地

社
倉

舊
凡
四
處

一
在
水
頭
鎭

一
在
曹
張
鎭

一

在
胡
張
鎭

一
在
裴
介
官
廳
明
萬
厯
十
八
年
邑
令
高

奎
重
修
添
設
二
處

一
在
城
內
南
街

一
在
禹
王
城

連
前
共
六
處

義
倉

凡
四
處
乾
隆
十
二
年
創
建

一
在
縣
治
大
堂
東

一
在
尉
郭
村
正
覺
寺

一
在
水
頭
鎭
長
生
觀

一

在
張
郭
店
土
地
廟

東
倉

在
署
內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李
遵
唐
捐
修
北
廒

五
間
西
廒
五
間
移
四
鄕
義
倉
穀
儲
於
內

營
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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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汛

十
三

武
營

分
防
平
垣
營
中
軍
守
備
一
員
駐
縣
城
南
關
外
同

治
間
移
駐
茅
津
渡

外
委
把
總
一
員
駐
胡
張
鎭
後
改

外
委
千
總
駐
城
內
爲
城
守
營
額
設
馬
步
兵
一
百
一
十

四
名
移
駐
茅
津
六
十
四
名
夏
縣
存
留
五
十
名
兵
糧
皆

在
本
縣
支
領

分
汛

一
水
頭
鎭

一
義
門
鎭

一
裴
介
鎭

一
胡
張

鎭

一
窰
子
頭

一
三
岔
口
凡
六
處

演
武
場

舊
在
城
外
西
北
隅
河
水
冲
没
道
光
十
一
年
邑

武
舉
張
士
翠
捐
銀
四
百
七
十
兩
建
演
武
廳
三
楹
廳
後

東
西
房
各
二
間
今
後
房
頽
圮
演
武
廳
尙
存

火
藥
局

在
城
南
關
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