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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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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宜
興
荆
谿
縣
新
志
卷
之
四

文
敎學

宫
記

宜
興
自
宋
景
德
始
立
學
至
皇
祐
而
重
徙
紹
熙
而
再
修
新
安
作
記

學
乃
愈
名

燬
於
元
遷
改
增
拓
於
明

國
朝
因
焉
規
制
大
備
荆
谿
分
縣
澤
宫
共
之
先
師
廟
爲
大
成
殿
前

旁
有
東
西
廡
廡
前
有
門
門
左
右
有
夾
室
又
東
有
將
事
官
會
集
所

前
有
靈
星
門
前

志

靈

作

櫺

辨

見

卷

末

定

訛

又
前
有
泮
池
池
有
橋
又
前
有
下
馬

碣
碣
左
右
有
二
坊
廟
後
有
明
倫
堂
堂
前
之
東
西
旁
有
齋
齋
之
南

有
門
東
曰
聚
奎
西
曰
聯
璧
堂
後
有
尊
經
閣
又
後
有
敬
一
亭
尊
經

閣
之
東
有
祭
器
庫
廟
門
東
爲
崇
聖
祠
有
殿
有
廡
有
門
崇
聖
祠
之

後
北
有
襄
辦
丁
祭
所
又
北
有
土
神
祠
又
東
有
王
敎
諭
祠
廟
門
西

有
鄕
賢
名
宦
忠
義
孝
悌
四
祠
明
倫
堂
之
西
有
敎
諭
署
聚
奎
門
之

東
轉
而
北
向
有
訓
導
署
聯
璧
門
之
外
有
射
圃
前
志
述
之
詳
矣
道

光
丙
午
文
廟
更
新
至
咸
豐
之
庚
申
粵
賊
据
城
大
成
殿
之
旁
屋
以

次
盡
毀
復
議
取
殿
材
爲
僞
府
卽
夕
自
火
光
熊
熊
灼
天
兩
氿
盡
赤

未
火
之
前
風
雨
以
雷
旣
火
之
後
灰
燼
如
雪
同
治
甲
子
克
平
至
丁

卯
之
歲
邑
士
紳
請
重
建
學
宮
巡
撫
遴
員
委
驗
召
工
計
直
需
錢
五

萬
緡
有
奇
狀
上
奉
檄
發
宜
荆
善
後
經
費
錢
二
萬
緡
勸
農
局
餘
錢

二
千
緡
建
大
成
殿
五楹

楩
梓
珍
木
採
自
中
山
璢
璃
筩
瓦
陶
於
外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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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嶔
㕋
麗
婁
翹
視
眄
眩
奇
芳
絪
縕
見

卷

末

徵

祥

眾
彩
爛
絢
厥
模
閎

逾

於
舊
矣
又
建
東
西
廡
十

有

八

楹

㦸
門
三

楹

後

半

爲

拜

廳

夾
室
四楹

官
僚
會
集
所

三楹

大
小
屋
凡
三
十
有
三
楹
修
半
池
及
靈
星
門
竝
築
屏
牆
東
西
翼

之
宫
牆
五
十
丈
有
奇
董

其

事

者

徐

鳴

皋

及

潘

承

基

儲

沆

李

杜

詩

任

光

奇

徐

禧

壽

史

光

溥

三
閱
歲

而
成
費
錢
二
萬
三
千
緡
庚
午
之
歲
請
按
田
捐
錢
得
九
千
餘
緡
建

崇
聖
祠
殿
三楹

廡
東

西

各

二

楹

前
廳
三楹

正
門
西

向

一

楹

學
門
三楹

門
廡
三楹

及
他

祠
士

神

祠

三

楹

王

敎

諭

祠

一

楹

旁
屋
襄

辦

丁

祭

所

及

廚

湢

共

四

楹

凡
二
十
有
五
楹
董

其

事

者

李

文

濤

徐

大

誠

潘

耀

文

吳

承

澤

四
閱
歲
而
成
費
錢
六
千
餘
緡
其
存
二
千
餘
緡
生
息

不
用
者
已
卯
之
歲
又
請
發
錢
全
築
宫
牆
屏
牆
建
聚
奎
聯
璧
門
門各

一楹

及
荆
谿
訓
導
署
門
三楹

屋
凡
五
楹
牆
百
丈
有
奇
四
閱
月
而
成
費

錢
千
三
百
餘
緡
吳

協

心

增

築

全

學

宫

牆

記

曰

神

祠

官

寺

之

㝢

輪

奐

而

崔

巍

曰

廟

曰

署

所

在

多

是

而

學

獨

偁

宫

者

非

徒

以

尊

號

號

之

也

葢

聖

賢

之

所

祀

師

儒

之

所

居

不

築

牆

以

宫

之

蔑

由

禦

出

入

而

肅

觀

瞻

宫

者

穹

也

營

也

營

繞

之

而

穹

窿

然

故

謂

之

宫

宜

興

之

學

咸

豐

季

年

燬

於

賊

自

同

治

六

年

請

公

款

二

萬

緡

有

餘

建

大

成

殿

若

廡

若

門

九

年

請

田

捐

九

千

緡

有

餘

建

崇

聖

祠

若

廡

若

門

所

築

之

垣

屏

如

翼

如

前

環

後

缺

甿

隸

婦

豎

皆

可

不

入

門

而

矙

夫

子

之

堂

貫

瀆

嚴

尊

已

厯

年

所

而

田

捐

之

贏

存

餘

未

用

者

自

若

也

光

緖

元

年

余

以

事

至

邑

睹

焉

而

怛

詢

焉

而

驚

謀

請

存

錢

若

干

先

築

繚

垣

用

蔽

内

外

然

後

堂

齋

庫

閣

踵

兹

續

建

議

上

而

未

有

應

者

粵

五

年

春

上

丁

釋

奠

學

中

諸

君

受

胙

者

復

用

余

言

以

告

縣

司

敎

司

訓

及

荆

谿

令

咸

謂

當

請

上

臺

宜

興

劉

侯

獨

日

斯

事

誠

急

請

則

需

時

俟

成

而

上

告

專

輒

之

罪

走

獨

任

之

無

累

諸

君

也

遂

主

議

發

錢

刻

日

興

築

略

基

者

度

木

者

運

甓

者

畚

挶

而

鏝

圬

者

鳧

趨

麇

集

巡

功

之

植

風

雨

必

臻

劉

侯

亦

閒

日

行

築

焉

凡

成

宫

牆

百

有

一

丈

更

建

聚

奎

聯

璧

門

各

一

楹

訓

導

署

門

三

楹

工

固

而

貲

省

四

閱

月

而

告

竣

余

時

在

淛

撫

幕

同

人

郵

書

以

諗

屬

敘

顚

末

勒

諸

貞

珉

余

喜

同

志

者

之

行

余

說

而

又

代

余

勞

也

遂

書

以

記

焉

是

役

也

首

其

事

者

余

友

湯

君

鉁

及

路

君

方

增

朱

君

方

來

董

其

役

者

史

君

毓

瑛

蔣

君

士

良

徐

君

嘉

泰

其

材

料

之

直

功

食

之

需

領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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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

前

付

予

於

後

者

旣

鑴

石

以

詳

之

不

復

也

劉

侯

名

誥

河

南

滑

縣

人

攝

篆

朞

月

有

政

聲

而
鄕
賢
名
宦
忠
義

孝
悌
諸
賢
族
裔
卽
於
是
秋
會
議
合
建
四
祠
及
齋
宿
所
爲
之
總
門

鄕

賢

祠

在

中

舊

改

梓

潼

祠

爲

之

咸

豐

五

年

重

修

四

祠

擬

改

名

宦

祠

於

鄕

賢

祠

舊

址

議

者

以

鄕

賢

最

先

建

祠

内

有

尹

肅

公

係

祀

廡

先

儒

又

大

學

士

蔣

廷

錫

奉

特

旨

由

名

宦

祠

改

入

宜

仍

舊

制

鄕

賢

居

中

爲

便

今

亦

仍

之

而

廓

其

後

地

重

建

前

後

各

爲

三

楹

更

加

寬

廣

前

爲

拜

廳

後

設

神

座

名

宦

祠

三

楹

在

左

忠

義

祠

三

楹

在

右

舊

時

名

宦

在

鄕

賢

祠

西

忠

義

在

鄕

賢

祠

東

南

棟

宇

湫

隘

咸

豐

閒

修

葺

名

宦

忠

義

神

龕

互

易

今

皆

擴

基

更

建

名

宦

祠

南

爲

孝

悌

祠

舊

在

鄕

賢

拜

廳

右

今

居

左

忠

義

祠

南

爲

忠

義

祔

祠

舊

祇

二

楹

在

明

倫

堂

後

祭

器

庫

旁

地

較

奧

僻

今

移

建

爲

三

楹

在

鄕

賢

拜

廳

右

與

鄕

賢

祠

前

後

三

楹

崇

庳

相

稱

左

右

相

齊

又

議

建

齋

宿

所

三

楹

卽

忠

義

改

祀

名

宦

舊

址

爲

之

以

上

二

十

一

楹

皆

南

向

總

門

一

楹

東

向

凡
二
十
有
二
楹
費
錢
三
千

餘
緡
重

建

名

宦

鄕

賢

忠

義

孝

悌

四

祠

記

曰

出

爲

賢

父

母

處

爲

鄕

先

生

遇

變

而

報

主

安

常

而

順

親

此

聖

賢

之

所

同

而

爲

士

者

所

當

奉

爲

典

型

也

宜

興

自

宋

有

先

賢

祠

在

城

西

南

二

里

所

明

嘉

靖

閒

改

名

鄕

賢

移

建

於

學

又

於

鄕

賢

祠

之

西

爲

名

宦

祠

國

朝

雍

正

初

建

忠

義

孝

悌

祠

始

亦

在

堧

垣

外

後

與

名

宦

鄕

賢

比

祠

同

祀

葢

古

者

社

與

學

併

學

門

之

外

立

爲

社

壇

今

則

社

有

名

而

無

實

祭

社

諸

公

合

於

學

中

亦

固

其

所

顧

自

粵

賊

之

變

廟

㝢

盡

夷

宫

牆

亦

徹

克

平

已

先

師

之

殿

更

築

增

高

規

逾

疇

曩

而

崇

聖

之

異

室

配

哲

之

升

堂

先

賢

先

儒

之

列

廡

以

及

興

文

之

社

司

敎

之

祠

亦

皆

次

弟

鼎

新

獨

名

宦

諸

祠

未

嘗

有

及

之

者

已

卯

之

秋

亭

蔣

氏

國

山

周

氏

洑

谿

徐

氏

屬

諸

賢

之

後

裔

而

言

曰

學

何

者

爲

尊

師

名

敎

之

完

人

而

已

師

何

者

爲

近

傳

祖

考

之

令

聞

而

已

夫

讀

循

吏

之

傳

攷

耆

舊

之

錄

偁

忠

臣

孝

子

之

名

有

不

願

馨

香

奉

之

者

乎

苟

吾

先

代

有

其

人

焉

有

不

願

俎

豆

寵

之

者

乎

今

四

祠

惟

名

宦

爲

他

邦

之

產

然

先

澤

所

畱

足

庇

後

嗣

依

棠

封

爲

梓

里

者

荆

渚

朔

南

鉅

族

且

比

比

也

其

鄕

賢

而

外

曰

孝

曰

忠

又

疇

非

君

山

震

澤

淸

淑

之

攸

鍾

哉

他

人

尙

欽

焉

矧

吾

宗

之

未

墜

濳

德

尙

表

焉

矧

厥

祀

之

已

崇

乃

者

廟

學

告

成

厯

有

年

矣

而

諸

賢

之

祠

坿

庠

序

者

依

然

棟

宇

闕

而

烝

嘗

也

有

舉

莫

廢

其

謂

之

何

有

後

勿

棄

其

又

謂

之

何

眾

曰

然

遂

程

厥

工

搆

厥

材

輸

錢

者

蚨

集

行

築

者

鶩

趨

崇

庳

廣

陿

不

齊

者

齊

離

分

析

不

傅

者

傅

更

築

於

新

擴

基

於

故

仍

舊

制

以

鄕

賢

居

中

合

前

後

爲

六

楹

名

宦

居

左

前

爲

孝

悌

祠

忠

義

居

右

前

爲

祔

祠

齋

宿

所

在

其

東

又

爲

總

門

一

楹

四

祠

共

之

自

經

始

以

迄

落

成

凡

厯

時

十

有

二

月

用

錢

三

千

餘

緡

董

其

事

者

蔣

君

詒

芬

及

其

族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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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厚

堃

士

良

周

君

斌

及

其

族

子

湛

霖

徐

君

嘉

泰

及

其

族

弟

丙

城

而

畫

宫

搆

厦

襄

贊

始

終

者

史

君

毓

瑛

也

按

名

宦

祠

今

祀

漢

陽

羨

長

袁

齊

義

興

太

守

謝

朏

梁

義

興

太

守

任

昉

宋

知

常

州

范

師

道

通

判

范

純

粹

明

知

縣

何

鑑

袁

道

丁

謹

王

鈴

黃

道

瞻

喻

致

和

敎

諭

吳

登

仕

訓

導

宋

鴻

國

朝

總

督

馬

鳴

佩

傅

臘

塔

范

承

勳

漕

督

郎

廷

極

巡

撫

宋

犖

張

伯

行

徐

士

林

陳

大

受

學

政

邵

嗣

堯

張

泰

交

余

正

健

許

汝

霖

張

元

臣

張

榕

端

河

督

陳

鵬

年

浙

江

總

督

節

制

江

南

李

衞

知

縣

文

超

靈

學

政

胡

高

望

知

府

包

括

卞

斌

宜

興

知

縣

周

以

勳

荆

谿

知

縣

唐

仲

冕

俞

德

淵

學

政

周

系

英

總

督

陳

鑾

知

府

喬

松

年

學

政

李

聯

琇

鄕

賢

祠

今

祀

漢

蔣

澄

許

荆

吳

周

魴

晉

周

處

唐

衞

逖

許

景

先

蔣

乂

宋

陳

襄

蘇

軾

蔣

之

奇

單

錫

單

鍔

尹

焞

馬

仲

余

中

邵

材

錢

卽

鄒

浩

吳

師

古

唐

棣

周

必

大

蔣

興

祖

單

子

發

單

時

周

葵

汪

藻

王

居

正

蔣

重

珍

呂

祖

泰

姚

訔

明

吳

雲

徐

鑑

吳

玉

徐

溥

吳

儼

卜

同

李

雲

周

衝

萬

吉

吳

仕

杭

淮

邵

珪

邵

暉

張

盛

唐

音

曹

珂

沈

暉

萬

盛

邵

賢

吳

淑

邵

天

和

胡

忠

周

湻

萬

士

和

萬

士

亨

王

升

潘

松

湯

建

衡

俞

霑

路

文

範

蔣

士

元

曹

景

暘

路

其

直

吳

騂

曹

司

宰

曹

司

勳

吳

達

可

路

雲

龍

史

孟

麟

蔣

應

震

蔣

宏

憲

盧

立

志

黃

體

乾

湯

得

莘

吳

正

志

張

納

陛

潘

守

正

陳

一

經

儲

昌

祚

湯

兆

京

陳

于

廷

何

士

晉

萬

德

鵬

路

雲

藩

徐

啟

周

天

瑞

周

人

瑞

毛

士

龍

徐

紹

沅

蔣

允

儀

蔣

如

奇

任

與

春

張

應

坤

盧

國

霦

潘

紹

顯

盧

象

昇

曹

應

秋

戴

時

達

吳

時

吳

貞

啟

王

行

儉

周

正

儒

象

觀

盧

象

晉

盧

象

同

吳

貞

毓

吳

炳

堵

錫

黃

廷

偉

陳

貞

慧

蔣

如

斗

吳

國

華

國

朝

蔣

永

修

任

宏

嘉

潘

良

鼎

杜

誠

莫

大

勳

儲

方

慶

陳

維

崧

陳

宗

石

潘

廷

選

許

毓

芳

儲

欣

湯

之

錡

蔣

廷

錫

任

啟

運

許

重

炎

忠

義

祠

今

祀

晉

周

處

周

筵

周

梁

陳

昕

陳

周

薈

周

文

育

唐

蔣

儼

宋

蔣

興

祖

吳

政

吳

載

堅

姚

訔

莫

謙

之

元

吳

江

吳

淸

明

吳

雲

吳

玭

儲

由

履

徐

槐

湯

銳

張

邦

綋

盧

國

霦

盧

象

昇

儲

起

濳

莫

可

及

孫

謀

莫

若

鼎

莫

若

鈺

吳

登

俊

吳

遴

陳

貞

達

王

行

儉

儲

京

祚

潘

承

祚

盧

象

觀

盧

象

同

潘

廷

璜

陳

寅

任

源

邃

夏

尙

絅

何

捷

何

掖

何

百

祿

何

淸

何

漢

何

長

齡

張

琳

吳

敞

瑩

吳

廷

縉

吳

蜚

吳

廷

柱

潘

敏

成

徐

誾

如

陳

安

張

緖

吉

許

樹

遠

盧

國

雲

盧

象

坤

盧

國

焄

盧

國

紘

步

匡

明

張

利

于

唐

魁

徐

夢

岳

蔣

曦

陸

元

望

儲

振

彩

蔣

章

甫

季

明

之

康

三

省

蔣

七

陸

二

王

自

榮

吳

乾

思

王

永

昌

袁

魁

顧

文

錢

順

錢

在

兹

朱

興

公

毛

得

五

葛

麟

毛

重

泰

李

文

注

李

從

厚

李

則

行

周

源

儒

邵

履

正

許

啟

洪

吳

炳

吳

貞

毓

堵

錫

堵

正

明

李

用

楫

李

頎

李

來

吳

起

龍

潘

喆

盧

象

晉

蔣

思

宸

堵

道

楠

任

皞

臣

國

朝

孫

墢

歐

陽

晉

湯

道

增

吳

廷

燦

李

襄

成

周

家

鍸

忠

義

祔

祠

今

祀

宋

黃

天

鑒

黃

肇

中

朱

倬

許

浩

元

周

紹

先

邵

全

節

明

■

象

楨

蔣

如

奇

曹

師

稷

蔣

永

儒

蔣

永

儼

堵

世

明

萬

濯

吳

其

靁

儲

■

任

允

湻

湯

啟

祥

毛

之

儁

路

進

吳

璇

許

德

士

李

亦

人

李

之

綱

楊

湛

露

許

以

忠

儲

謙

儲

懋

捷

儲

啟

祚

王

德

源

吳

永

功

周

世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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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興
荆
谿
縣
新
志

卷
四

文
敎

學
宫

五

葛

敏

陳

埌

吳

允

禔

葛

晸

步

守

信

劉

應

鳳

陸

志

黃

守

正

吳

國

士

朱

邦

彥

吳

穀

戩

周

濂

儒

吳

正

心

吳

鴻

泰

國

朝

徐

懋

威

儲

江

芮

禮

芮

應

昕

孝

悌

祠

今

祀

漢

許

武

許

晏

許

普

許

荆

宋

蔣

菾

蔣

協

許

昭

先

齊

陳

元

之

吳

達

之

唐

蔣

渙

蔣

洌

宋

時

彥

元

儲

炳

明

張

倫

張

亨

張

新

徐

琳

徐

濟

胡

孝

杭

濟

徐

元

相

曹

珂

任

卿

楊

阜

潘

松

楊

李

延

謐

萬

士

亨

楊

準

吳

承

裕

談

書

李

魁

徐

文

煜

湯

鍾

壽

陳

一

經

楊

萬

春

陳

一

敎

吳

宗

良

史

元

鎭

黃

衷

赤

路

邁

史

君

奭

任

友

任

億

年

湯

廸

任

元

祥

徐

守

魁

戴

朝

榮

戴

慶

曾

戴

信

楊

暉

萼

楊

渭

張

應

鵬

鄒

善

祐

徐

陞

湯

應

隆

萬

鎰

吳

宗

儀

王

永

圖

趙

天

錫

吳

鼎

國

朝

李

焆

蔣

廉

路

遴

吳

景

運

邵

廷

紀

吳

箕

湯

之

錡

萬

錦

雯

許

士

珍

王

明

俊

梁

壬

郎

錢

修

期

謝

旭

史

泓

任

沂

許

翎

吳

超

湯

汝

爲

曹

應

莘

曹

在

豐

曹

桂

蔣

正

泰

蔣

純

勩

徐

兆

麟

邵

志

珪

徐

思

直

路

學

宏

吳

玟

王

人

瓏

史

周

沅

史

炳

史

問

和

杜

厚

坤

李

汝

中

程

宗

岐

杜

履

祥

姜

人

明

聶

廷

茂

湯

孟

孫

吳

祿

倉

張

興

年

孫

夢

堵

維

常

楊

懹

露

周

翰

儲

寅

亮

湯

咸

亨

吳

晉

剡

許

昌

國

楊

懷

遠

周

亦

魯

謝

方

琦

史

仲

升

史

潔

珵

吳

其

濤

陳

兆

熙

王

執

中

吳

芝

任

元

瑋

潘

允

喆

任

楷

文

吳

俊

華

萬

秋

期

沈

光

宇

陳

行

山

朱

裕

文

許

延

烺

錢

濟

川

汪

作

模

其
東
又
集
捐
眾
姓
建
明
倫

堂
五楹

尊
經
閣
三楹

祭
器
庫
五楹

齋
舍
東

六

楹

西

七

楹

碑
廡
五楹

凡
三
十
有
一
楹

及
靈
星
門
外
東
西
二
坊
庳
者
增
而
高
陿
者
拓
而
廣
蕞
樸
者
易
而

堅
緻
瓌
譎
虹
棼
睹
斯
而
眙
與
四
祠
皆
朞
月
而
成
費
錢
萬
餘
緡
董其

事

者

史

毓

英

徐

嘉

泰

蔣

士

良

徐

光

熙

朱

黻

萬

康

潘

榮

植

蔣

仁

壽

功

成

周

家

楣

撰

新

建

學

宫

記

曰

自

史

克

頌

伊

敎

於

泮

宫

漢

諸

生

作

王

制

遂

偁

侯

國

之

學

其

後

府

州

及

縣

鈞

以

爲

名

宜

興

之

學

自

宋

迄

今

振

頽

綱

而

宗

古

訓

者

視

他

學

爲

多

興

廢

遷

修

前

志

詳

矣

兵

燬

已

後

旣

請

建

大

成

崇

聖

殿

若

門

若

廡

若

坿

祠

及

築

宫

牆

又

議

捐

建

名

宦

鄕

賢

忠

義

孝

悌

四

祠

而

明

倫

堂

尊

經

閣

與

夫

齋

舍

器

庫

十

餘

年

而

未

謀

復

也

已

卯

之

冬

余

乃

屬

邦

人

士

而

言

曰

諸

君

亦

知

泮

宫

詩

之

敎

學

乎

詩

曰

昭

假

烈

祖

靡

有

不

說

者

曰

烈

祖

周

公

也

傚

也

言

能

則

傚

周

公

以

爲

敎

也

古

者

五

敎

著

彞

倫

四

敎

崇

經

術

周

公

之

設

官

也

以

德

敎

曰

祇

庸

孝

友

明

倫

之

學

也

以

語

敎

曰

興

道

諷

誦

尊

經

之

學

也

詩

頌

魯

侯

曰

克

明

其

德

明

以

行

者

盡

乎

倫

明

以

言

者

本

乎

經

明

之

亦

尊

之

也

其

六

章

曰

濟

濟

多

士

絃

誦

之

齋

多

土

所

居

也

其

四

章

曰

敬

愼

威

儀

豆

籩

羽

籥

器

所

以

習

威

儀

也

且

詩

因

服

淮

夷

而

作

芹

藻

之

采

馘

囚

之

獻

近

於

釋

菜

釋

奠

顧

但

言

敎

學

之

法

而

不

偁

先

師

今

孔

子

之

敎

亦

周

公

之

敎

也

粵

寇

之

變

甚

于

淮

夷

三

綱

斁

六

籍

燔

於

此

而

不

明

吾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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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興
荆
谿
縣
新
志

卷
四

文
敎

學
宫

六

尊

吾

經

無

怪

淩

競

媮

薄

之

風

日

熾

空

疏

剽

竊

之

習

日

成

子

衿

城

闕

禮

壞

樂

崩

雖

先

師

以

下

祠

祀

無

缺

而

堂

閣

舍

庫

之

廢

陊

猶

無

以

爲

敎

無

以

爲

學

也

母

亦

失

泮

宫

之

意

乎

蔣

君

詒

芬

尹

君

冠

芳

聞

余

言

而

韙

之

倡

議

樂

輸

四

鄕

諸

君

影

從

應

余

與

今

中

丞

任

君

道

鎔

出

千

金

助

焉

高

訾

競

集

衆

工

勸

趨

堂

加

崇

者

一

丈

閣

加

崇

者

六

尺

齋

拓

庫

增

皆

逾

於

舊

又

建

門

外

東

西

二

坊

雲

聳

赮

麗

并

修

大

成

殿

之

梁

楹

崇

聖

祠

之

階

甃

唐

除

道

圃

罔

弗

治

者

凡

用

木

石

之

値

五

千

餘

緡

瓦

甓

三

千

餘

緡

工

匠

二

千

餘

緡

史

君

毓

瑛

等

八

人

掌

其

會

計

視

其

功

作

毛

髮

絲

粟

皆

歸

實

用

期

月

而

告

成

事

歲

試

所

錄

弟

子

員

於

兹

行

禮

焉

余

觀

春

秋

於

大

興

築

皆

書

而

泮

宫

之

役

不

見

於

經

始

嘗

惑

之

及

見

孔

仲

遠

疏

謂

魯

有

泮

宫

舊

矣

僖

公

特

修

其

敎

學

之

法

功

微

費

少

例

所

不

書

則

知

春

秋

與

詩

義

各

有

在

今

工

興

一

載

訾

及

萬

緡

揆

之

春

秋

宜

得

書

焉

誠

修

敎

學

之

法

而

受

敎

者

亦

烝

烝

皇

皇

克

廣

德

心

豈

無

咏

思

樂

而

興

懷

者

乎

夫

懷

鴞

音

獻

象

齒

周

公

之

孫

偃

武

修

文

泮

宫

作

而

夷

服

矣

緬

溯

前

勳

翹

瞻

聖

化

亦

將

於

吾

邑

之

學

成

而

爲

天

下

慶

也

大

成
之
殿
峙
乎
其
閒
豐
麗
博
敞
故
相
稱
也
自
經
始
之
日
以
迄
觀
成

其
閒
或
作
或
輟
前
後
厯
年
葢
十
有
四
圜
牆
之
内
昔
有
今
無
者
惟

敬
一
之
亭
圮
於

國
初
故
未
更
建
其
敎
諭
訓
導
署
則
以
他
署
皆
不
興
工
亦
復
從
緩

但
於
東
西
齋
後
增
建
旁
屋
東

齋

後

二

楹

西

齋

後

三

楹

餘
則
就
齋
舍
之
曠
者
借

以
居
焉
其
他
舍
宇
有
加
無
損
然
前
之
給
官
錢
者
籌
貲
易
而
成
功

艱
後
之
解
私
槖
者
籌
貲
艱
而
成
功
反
易
昔
也
胡
延
今
也
胡
駛
夫

非
以
勸
學
之
心
鬱
久
必
發
如
木
浡
興
如
水
沛
達
而
不
能
自
遏
與

然
則
震
澤
之
奇
君
山
之
秀
地
稟
旣
雄
人
材
俞
茂
新
安
所
云
道
德

性
命
之
旨
詩
書
禮
樂
之
文
縣
人
學
子
知
所
鄕
慕
者
將
於
今
乎
聞

學
額
記

宜
興
自
立
學
以
來
科
名
燀
赫
一
邑
三
魁
蜚
聲
趙
宋
然
雄
材
壇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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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
敎

學
額

七

捷
者
先
得
無
所
謂
額
也
其
定
額
而
列
於
學
者
則
有
之
矣
始
自
縣

令
合
鄕
邑
之
應
童
子
試
者
校
之
府
又
校
之
然
後
試
於
學
使
者
拔

其
尤
爲
博
士
弟
子
員
偁
曰
庠
生
俗

偁

爲

秀

才

按

漢

有

秀

才

異

等

唐

之

秀

才

少

於

進

士

明

或

以

秀

才

爲

知

府

爲

翰

林

爲

尙

書

此

乃

辟

舉

之

名

借

爲

庠

生

之

偁

非

也

宜
興
爲
大
學
文
有
歲
科
二
試
皆

額
取
二
十
五
名
分
縣
荆
谿
仍
與
宜
興
同
學
宜
興
額
十
三
名
同
治

八
年
以
湖
南
捐
餉
永
廣
文
武
學
額
二
名
爲
十
五
名
吳

林

宜

興

永

廣

文

武

學

額

記

曰

自

漢

武

立

學

因

博

士

舊

官

置

弟

子

五

十

人

復

其

身

此

學

額

之

始

也

明

初

立

郡

縣

學

復

設

提

學

以

督

之

至

宣

德

閒

生

徒

甚

盛

增

太

祖

原

額

於

額

外

附

之

此

提

學

試

新

進

附

生

額

之

始

也

宜

興

學

額

見

於

前

志

者

自

明

萬

厯

迄

崇

禎

遞

增

至

九

十

六

名

國

朝

順

治

閒

由

八

十

名

遞

減

至

十

五

名

康

熙

初

科

歲

分

試

定

額

五

名

旋

復

十

五

名

厥

後

更

增

爲

二

十

五

名

武

則

科

歲

并

試

額

十

五

名

縣

析

而

學

不

分

新

進

文

生

自

府

學

以

外

宜

興

縣

學

僅

十

三

名

荆

谿

縣

學

僅

十

二

名

而

兩

邑

童

試

者

率

二

千

五

百

人

咸

豐

以

來

軍

需

蠭

午

籌

餉

舊

例

一

邑

捐

銀

二

千

兩

者

加

一

次

文

武

學

額

各

一

名

捐

銀

萬

兩

者

加

永

遠

文

武

學

額

各

一

名

同

治

閒

新

章

改

爲

加

倍

則

二

萬

兩

而

加

額

文

武

宜

興

前

湖

南

永

順

知

縣

任

公

在

湖

南

捐

銀

四

萬

兩

請

於

巡

撫

加

宜

興

縣

文

武

永

遠

學

額

每

三

歲

之

中

增

文

武

生

員

六

人

竊

念

宜

興

荆

谿

自

軍

興

以

來

捐

餉

何

啻

數

萬

散

捐

者

或

不

問

獨

捐

者

或

請

奬

自

咸

豐

八

年

至

同

治

十

一

年

兩

邑

學

額

因

捐

餉

廣

一

次

者

前

後

統

計

文

武

各

十

五

名

而

已

今

任

君

助

餉

不

爲

一

家

之

私

而

推

諸

同

邑

又

不

爲

一

時

之

計

而

懷

及

永

圖

其

嘉

惠

後

生

豈

有

極

哉

且

兩

邑

自

尅

平

以

後

應

童

子

試

者

僅

及

六

百

宜

興

之

較

荆

谿

贏

數

以

百

計

勸

學

由

于

加

額

有

明

徵

矣

任

君

名

瑛

由

進

士

官

湖

南

有

政

聲

遷

階

知

府

年

未

七

十

致

仕

歸

荆
谿
十
二
名
遇

恩
則
廣

額
七
名
宜
興
得
四
荆
谿
得
三
而
府
學
不
與
焉
宜

興

荆

谿

府

學

嘉

慶

道

光

咸

豐

閒

多

至

十

二

名

少

亦

九

名

同

治

克

復

後

因

童

試

人

數

較

少

由

八

名

減

至

七

名

今

學

使

憑

文

錄

進

仍

復

八

名

其

府

學

覃

恩

廣

額

不

在

此

數

武
童
則
有
歲
試
無
科
試
額
取
十
五
名
宜
興
八
名
合
捐
餉
永

廣
爲
十
名
荆
谿
七
名
與
文
試
錄
取
者
縣
令
皆
禮
而
送
諸
學
文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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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
敎

學
額

八

之
初
爲
附
學
生
明

初

立

學

至

宣

德

閒

生

徒

益

盛

於

原

額

外

附

之

附

生

之

名

自

此

始

也

學
使
者
歲
科

兩
試
優
者
食
廩
餼
次
補
增
廣
生
增

廣

之

名

始

唐

太

宗

明

宣

德

閒

偁

曰

增

生

其

廩

膳

生

自

漢

武

帝

置

博

士

弟

子

員

迨

元

帝

有

餼

廩

之

典

直

至

明

代

相

沿

不

改

府
學
皆
同
宜
興
廩
生
額
二
十
名
半

府
學
之
數
分
縣
後
與
荆
谿
各
得
十
名
增
生
亦
如
之
食
廩
旣
久
貢

於
太
學
則
有
歲
貢
亦
曰
序
貢
始

於

明

代

有

取

廩

生

四

十

五

歲

貢

者

正

統

天

順

閒

再

舉

之

爲

振

滯

計

不

常

行

也

逢
慶
典
則
以
序
當
貢
者
爲
恩
貢
宜

興

恩

貢

隆

慶

閒

始

見

取
其
次
爲
歲

貢
歲
貢
之
額
舊
例
縣
學
兩
年
貢
一
人
宜
興
自
分
荆
谿
兩
年
合
貢

一
人
乾
隆
十
九
年
定
例
四
年
兩
縣
各
貢
一
人

覃
恩
則
有
兩
恩
貢
其
以
文
藝
選
者
曰
拔
貢
俗

亦

偁

拔

萃

科

非

也

書

判

拔

萃

乃

宋

科

名

拔

貢

則

始

於

前

明

宏

治

閒

南

京

祭

酒

章

懋

言

歲

貢

依

次

多

衰

廢

者

乞

令

提

學

行

選

貢

法

不

分

廩

增

附

生

學

優

年

富

者

通

行

考

選

嘉

靖

十

年

始

行

之

或

比

年

或

閒

歲

或

十

餘

載

初

無

定

期

國

朝

因

之

廷

試

優

者

得

六

部

七

品

官

次

用

知

縣

最

下

用

敎

職

大

約

與

優

貢

畧

相

似

但

優

貢

選

期

以

三

歲

闔

省

僅

六

名

往

往

通

府

無

之

與

鄕

試

副

榜

偁

副

貢

者

學

中

俱

無

定

額

宜
興
拔
貢

舊
載
六
年
選
一
人
据
雍
正
閒
言
之
其
實
分
縣
後
六
年
合
選
一
人

乾
隆
閒
更
改
爲
十
二
年
同
治
十
年
新
例
凡
縣
之
由
併
而
分
者
生

員
俱
滿
百
人
選
拔
之
年
得
各
貢
一
人
周

家

楣

撰

宜

荆

分

增

拔

貢

記

曰

歲

獻

貢

士

著

於

戴

記

宜

興

舊

志

有

宋

元

貢

生

而

制

不

可

攷

自

明

代

以

廩

膳

生

歲

久

者

序

貢

年

學

衰

廢

於

是

令

提

學

行

選

貢

法

不

分

廩

增

附

生

通

行

攷

選

謂

之

拔

貢

所

以

濟

歲

貢

之

窮

也

宜

興

拔

貢

始

嘉

靖

十

二

年

其

舉

行

之

期

或

比

歲

或

閒

歲

或

逾

十

歲

國

朝

雍

正

閒

分

縣

後

六

年

合

拔

一

人

乾

隆

閒

改

爲

十

二

年

每

遇

酉

科

舉

之

道

光

戊

申

行

已

酉

科

試

余

時

成

童

補

博

士

弟

子

其

年

選

拔

貢

生

榜

發

先

大

父

榮

祿

公

攜

余

往

觀

吾

邑

獲

雋

者

二

一

爲

今

山

東

巡

撫

任

君

道

鎔

乃

府

學

也

宜

興

縣

學

爲

徐

君

斗

文

余

請

於

榮

祿

公

曰

荆

谿

何

無

之

也

公

曰

兩

邑

額

衹

一

人

此

得

則

彼

否

自

乙

酉

以

來

三

試

皆

宜

興

得

之

荆

邑

才

儁

之

士

不

獲

與

選

憤

恚

以

歾

者

有

矣

余

曰

曷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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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額

九

上

請

朝

廷

增

選

額

乎

公

曰

童

子

言

何

容

易

定

例

府

學

拔

二

人

縣

拔

一

人

吾

邑

未

嘗

分

學

增

何

能

焉

余

故

心

焉

惻

之

迨

余

官

禮

曹

會

四

川

有

增

設

拔

額

之

請

議

奏

俞

允

時

同

官

武

進

惲

君

彥

琦

與

余

爲

同

歲

生

陽

湖

分

武

進

縣

與

宜

荆

同

余

就

而

商

之

擬

令

鄕

人

援

例

以

請

惲

君

曰

事

若

可

行

然

分

縣

時

如

吾

邑

者

吳

越

凡

數

十

處

獨

增

未

宜

竝

增

尤

不

易

也

余

曰

事

在

當

請

與

否

耳

難

易

非

所

計

也

且

吾

輩

在

署

奈

何

令

同

學

士

子

失

此

機

宜

乎

遂

致

書

邑

士

紳

與

同

郡

之

武

進

陽

湖

無

錫

金

匱

合

詞

詣

郡

達

行

省

求

奏

但

以

文

風

日

盛

爲

言

於

二

縣

同

學

槪

未

聲

說

也

繇

是

松

郡

之

華

亭

婁

縣

上

海

奉

賢

金

山

南

匯

亦

附

請

焉

大

吏

據

以

聞

下

部

議

奏

章

上

制

曰

可

命

下

之

日

同

鄕

在

都

者

懽

呼

偁

慶

同

治

壬

申

事

也

是

年

提

學

拔

癸

酉

科

貢

生

吾

邑

首

選

於

府

學

者

一

人

宜

興

荆

谿

則

二

人

分

拔

焉

今

因

學

宫

之

成

併

爲

記

之

囘

首

少

時

所

言

常

恐

落

落

難

合

而

有

志

竟

成

低

囘

祖

訓

不

禁

忻

然

慰

愵

然

思

也

自
此
兩
邑
士
子
多
一
進
身
之
階
矣
至
於
先
賢
之
裔
稱
奉
祀

生
圭
潔
薦
先
逡
奔
執
豆
分
縣
已
後
宜
興
五
人
漢

毛

萇

吳

周

魴

宋

邵

材

康

節

邵

子

陸

九淵

荆
谿
四
人
宋

蔣

興

祖

明

徐

鑑

徐

溥

萬

士

和

見

學

政

全

書

由
督
臣
及
撫
臣
驗
詧
擇
其

習
禮
儀
而
通
文
義
者
佾
生
亦
提
學
所
選
每
學
四
十
人
乾

隆

五

年

定

見

會

典

以
三
十
六
人
樂
舞
餘
四
人
以
僃
臨
時
更
代
其
例
童
生
免
府
縣
兩

試
由
敎
官
册
送
敘

入

考

案

之

後

其

始

亦

由

廩

保

甘

結

試

以

四

書

文

二

篇

試

帖

一

首

詳

學

憲

葢

印

頒

發

執

照

學

使
者
憑
文
錄
進
入

學

之

後

仍

不

開

缺

俟

鄕

試

中

式

再

行

選

補

若
生
員
則
免
試
遺
才
坿

案
鄕
試
凡
此
皆
列
於
學
而
有
定
額
者
也
今
者
文
風
日
盛
祀
事
孔

明
衣
冠
濟
濟
禮
樂
莘
莘
選
士
澤
宫
庶
無
竽
濫
哉

禮
樂
器
記

自
虞
書
有
典
禮
樂
之
官
而
後
之
防
僞
防
情
者
胥
以
爲
敎
禮
樂
之

在
身
不
可
斯
須
去
也
孔
子
曰
禮
云
禮
云
玉
帛
云
乎
哉
樂
云
樂
云

鐘
鼓
云
乎
哉
況
乎
三
代
以
降
傳
制
寢
乘
泥
古
之
流
望
文
傅
會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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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敎

禮
樂
器

十

罍
或
混
其
形
簠
簋
各
殊
其
制
鐘
有
枚
銑
而
變
爲
圓
平
磬
分
股
鼓

而
齊
其
句
倨
簧
有

以
橫
鼓
亶
知
金
葉
之
中
含
柷
用
止
以
連
撞

誤
作
木
椎
之
下
擊
禮
樂
旣
弛
而
器
亦
不
可
知
矣
雖
然
卽
今
追
古

彷
彿
猶
存
於
尊
之
爲
犧
可
訂
鄭
注
之
訛
於
爵
之
象
鳥
可
辨
聶
圖

之
踳
敔
作
虎
伏
識
是
騶
虞
笙
有
鸞
名
懷
彼
儀
鳳
善
夫
歐
陽
子
之

言
曰
先
王
吉
凶
賓
射
之
禮
今
皆
不
可
見
幸
有
釋
奠
之
典
著
於
令

民
猶
識
先
王
之
禮
器
焉
因
其
器
以
習
其
數
因
其
數
以
想
其
志
因

其
志
以
得
其
人
由
末
反
本
舍
此
奚
屬
哉
宜
興
荆
谿
同
學
自
乾
隆

閒
倡
建
禮
樂
器
見
於
前
志
者
禮
器
凡
六
百
五
十
有
五
樂
器
凡
百

三
十
有
九
粵

之
變
灰
飛
燼
滅
同
治
十
二
年
始
具
禮
器
用

崇

聖

祠

工

程

餘

錢

置

樂
器
當
新
學
告
成
邑
人
士
輯
貲
備
置
將
於
書
院
中
敎
習
諸

生
屆
期
襄
事
他
日
者
奠
斚
儐
籩
執
籥
秉
翟
不
獨
祀
事
之
孔
明
而

俎
豆
弦
歌
之
風
靑
衿
縞
帶
者
且
循
循
乎
斯
陶
斯
淑
也

書
院
記

䣊
庠
遂
序
之
設
四
代
以
來
所
以
陶
鎔
士
類
者
非
徒
國
學
也
漢
興

之
初
未
皇
立
學
以
三
老
主
敎
化
而
文
翁
守
成
都
立
學
官
建
講
堂

武
帝
因
之
郡
學
是
設
下
迄
梁
代
分
遣
祭
酒
敷
敎
州
郡
唐
元
宗
時

則
縣
皆
有
學
然
敎
歸
於
官
叚
名
耤
色
苟
具
儀
文
親
師
信
道
之
風

遐
哉
邈
已
而
故
老
名
儒
芳

緖
論
士
林
嚮
慕
者
如
楊
震
華
嶽
之

巿
王
通
河
汾
之
居
此
書
院
之
名
所
由
昉
於
唐
代
乎
宜
興
書
院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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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文
敎

書
院

十
一

於
舊
志
者
明
宏
治
閒
有
東
坡
書
院
沈

侍

郎

暉

所

築

在
邑
東
南
蜀
山
麓
東

坡
所
嘗
築
堂
也
其
在
治
城
者
明
道
書
院
爲
最
先
在
周
孝
侯
墓
左

今

五

公

祠

及

荆

谿

積

榖

鄕

倉

其

故

地

也

史
太
僕
孟麟

於
焉
講
學
鄒
南
皋
元標

劉
念
臺
宗周

諸
公
不
遠
千
里
贏
糧
而
至
顧
憲成

唐
鶴徵

高
攀龍

錢
一本

暇
則
攜
及
門
講

誦
焉
院
中
祀
唐
棣

周
衝

萬
吉

三
先
生
而
縣
東
三
賢
之
祠
士
人
課

業
其
閒
亦
偁
崇
儒
書
院
乃
以
吳
侍
御
達可

記
中
之
語
從
後
偁
之
爾

天
啟
之
葉
魏
璫
擅
國
書
院
盡
廢

國
朝
乾
隆
閒
巡
撫
陳
宏
謀
檄
各
縣
建
院
課
士
宜
興
乃
卽
蜀
山
故

址
經
理
之
延
師
講
課
肄
業
者
苦
其
阻
僻
移
近
城
西
會

眞

庵

側

溯
所
自

來
顏
曰
蜀
山
後
易
爲
陽
羨
書
院
嘉
慶
閒
改
入
城
中
通

眞

觀

巷

具
見
前

志
咸
豐
閒
兵
毁
克
復
後
借
他
屋
爲
之
同

治

四

年

常

州

府

知

府

札

克

丹

行

縣

施

振

撥

振

餘

錢

二

千

五

百

緡

爲

書

院

置

產

收

租

借

厚

餘

堂

屋

懸

額

於

門

而

課

士

焉

厯

任

縣

公

各

捐

奉

以

助

光
緖
六
年
荆
谿
知

縣
徐
景
福
更
建
南
街
前
明
陰
陽
學
故
址
在
焉
先

是

路

保

和

以

通

眞

觀

巷

書

院

湫

隘

購

徐

氏

廢

墟

謀

爲

更

建

光

緖

五

年

徐

景

福

攝

篆

荆

谿

甫

至

卽

議

建

復

書

院

明

年

與

宜

興

知

縣

吳

元

漢

計

先

給

條

銀

羨

餘

津

帖

書

院

膏

火

者

三

千

緡

集

工

興

築

相

度

地

基

廓

陰

陽

學

舊

址

爲

文

場

内

有

湯

姓

隙

地

湯

其

倬

捐

入

成

之

凡

大

小

屋

六

十

餘

楹

繚

垣

五

十

餘

丈

用

錢

七

千

緡

文

場

東

西

作

總

門

以

界

之

課

士

别

生

童

縣

試

則

宜

興

荆

谿

分

東

西

焉

八

月

興

工

明

春

二

月

告

成

徐

嘉

泰

蔣

士

良

史

毓

瑛

徐

光

熙

李

杜

詩

蔣

仁

壽

董

其

事

而

創

議

請

建

者

徐

長

齡

蔣

詒

芬

也

徐

景

福

撰

記

曰

余

少

時

握

管

學

爲

文

卽

讀

在

陸

經

畬

諸

稾

稍

長

觀

風

華

閣

之

詩

章

湖

海

樓

之

儷

語

畫

山

史

論

釣

臺

經

箋

竊

歎

陽

羨

文

才

之

盛

也

旣

以

通

籍

官

吳

中

奉

檄

權

荆

谿

縣

事

荆

谿

與

宜

興

同

城

皆

漢

陽

羨

故

地

履

任

後

先

謁

文

廟

殿

廡

雖

成

堂

舍

未

建

次

復

周

視

書

院

則

暫

借

他

屋

爲

之

崇

儒

之

祠

旣

更

明

道

之

址

久

廢

而

蜀

山

移

建

改

偁

陽

羨

者

亦

復

蔓

草

荒

墟

相

度

遺

基

湫

隘

不

稱

肄

業

者

乏

書

齋

應

試

者

無

號

舍

子

衿

廢

學

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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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詩

而

嗟

時

大

京

兆

周

君

奉

諱

家

居

方

倡

議

捐

建

全

學

功

程

余

以

事

往

謁

言

及

書

院

周

君

慨

然

曰

斯

事

誠

急

然

國

餉

未

贏

民

財

又

不

逮

養

而

敎

之

在

我

矦

矣

旣

而

士

紳

據

上

臺

檄

以

請

先

是

撫

軍

檄

州

縣

每

徵

銀

一

兩

出

錢

十

以

佐

書

院

膏

火

前

令

因

循

未

及

發

也

余

與

宜

興

吳

君

計

先

發

五

年

之

貲

可

得

三

千

緡

再

爲

設

簿

勸

捐

於

徐

氏

石

舫

齋

舊

址

廓

隙

地

爲

之

凡

建

屋

六

十

五

楹

門

廡

堂

庭

文

場

官

廳

以

及

廚

湢

屏

圊

靡

不

畢

具

五

閱

月

而

告

成

今

年

春

仲

余

及

宜

興

吳

君

舉

童

試

於

此

昔

宋

葉

適

記

宜

興

學

羅

列

往

事

謂

非

地

力

之

勁

挺

地

稟

之

文

華

不

能

若

兹

今

陽

羨

諸

君

旣

建

學

宮

復

興

書

院

而

國

山

臨

津

諸

院

散

於

荆

谿

之

鄕

者

或

建

或

增

築

皆

在

一

歲

之

中

卽

其

篤

於

修

文

知

其

勇

於

樂

善

信

乎

人

材

之

盛

也

覽

周

侯

之

長

橋

覛

盧

公

之

故

第

敎

孝

敎

忠

皆

由

此

出

豈

獨

文

才

也

哉

規
制
宏
敞
迥
逾
曩
昔
講
堂
後
爲
學
海
樓
設
蘇
文
忠
位
以

蜀
山
舊
祀
仍
而
不
改
兼
祀
史
太
僕
樓
下
書
室
題
曰
明
道
宗
遺
緖

也
而
荆
谿
蜀
山
之
東
坡
書
院
嘉
慶
道
光
閒
復
踵
修
焉
粵

寇

之

變

燬

其

前

進

兵

後

重

修

同

治

七

年

札

太

守

發

官

錢

千

緡

佐

生

童

膏

火

邑
西
則
臨
津
書
院
在
徐
舍
鎭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荆

谿

知

縣

高

長

紳

創

建

當
趙
宋
時
爲
臨
津
鄕
晉
臨
津
縣
地
也
北
望
谿
濱

任
昉
之
廟
在
焉
敎
澤
猶
存
音

未
沬
庚
申
之
變
西
鄕
創
義
者
皆

聚
於
兹
旣
遭
兵
燬
重
建
前
進
堂
齋
更
增
又
在
其
後
高

長

紳

於

光

緖

六

年

自

京

師

郵

寄

白

金

二

百

兩

倡

捐

復

建

講

堂

齋

舍

二

十

九

楹

祀

梁

義

興

太

守

任

昉

張
渚
鎭
古
屬
國
山
封
禪
吳

碑
十
里
而
近
書
雄
詞
健
好
古
者
珍
之
九
峯
蜿
蜒
人
物
勁
秀
何
武

莪
之
舊
第
張
文
石
之
故
廬
湄
隱
盧
園
相
去
尺
咫
方
臨
津
置
院
時

議
建
國
山
書
院
遷
延
未
就
知

縣

高

長

紳

與

臨

津

書

院

同

時

創

捐

捐

貲

巳

集

因

兵

荒

未

及

舉

行

遲

之
二
十
年
踵
議
興
築
半
載
落
成
祀

前

明

張

主

事

納

陛

何

侍

郎

士

晉

盧

尙

書

象

昇

宜
興
之

境
鄕
閒
素
無
書
院
兵
亂
以
後
祅
祠
建
異
學
鳴
楊
巷
鎭
界
跨
荆
谿

西
接
溧
陽
故

亭
之
城
也
溯
姚
谿
而
北
吳
文
節
嘗
居
焉
鋟
板
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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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金
聞
者
至
今
增
氣
爰
剏
講
舍
題
以
鵞
西
因
鵞
州
而
名
之
月
吉
讀

灋
課
士
其
閒
名
雖
殊
實
書
院
矣
離

楊

巷

十

里

天

主

邪

徒

自

他

邑

來

立

祠

傳

敎

官

不

能

禁

士

紳

議

建

講

舍

朔

望

講

聖

諭

講

堂

後

進

祀

宋

文

節

公

吳

師

古

先

是

宜

興

知

縣

施

惠

欲

於

宫

村

立

書

院

謀

議

未

就

至

鵞

西

講

舍

落

成

讀

灋

之

後

卽

行

課

士

施

令

捐

千

緡

爲

士

子

膏

火

三

邑

之

民

靡

然

鄕

風

十

年

以

來

無

一

人

歸

異

敎

者

吳

協

心

撰

記

曰

皇

上

御

極

之

七

載

海

氛

靖

江

表

淸

大

吏

念

愚

萌

之

未

滌

澆

風

僻

壤

之

或

趍

異

敎

令

各

州

縣

於

鄕

鎭

舉

讀

灋

之

典

官

紳

士

庶

月

吉

宣

聖

諭

明

鄕

約

宜

興

楊

巷

鎭

爲

丞

署

所

在

初

於

廟

宇

行

之

湫

隘

囂

紛

觀

聽

未

肅

越

五

載

旣

依

亭

城

故

址

立

忠

義

祠

謀

建

講

舍

於

右

議

甫

剏

助

址

者

輸

財

者

風

從

響

應

兩

月

而

工

竣

堂

舍

庭

廡

畢

具

以

宜

興

有

鵞

州

之

名

而

講

舍

在

極

西

也

名

曰

鵞

西

落

成

之

後

朔

望

將

事

以

經

藝

及

詩

課

士

於

閒

宜

興

令

施

君

惠

捐

奉

錢

千

緡

爲

多

士

膏

火

貲

余

因

諗

於

眾

曰

諸

君

亦

思

講

舍

之

與

祠

比

何

邪

吾

邑

自

前

代

講

學

並

於

東

林

明

季

尙

義

彪

炳

史

册

迄

今

二

百

餘

載

髮

賊

之

變

西

鄕

先

揭

義

旗

振

臂

一

呼

從

者

如

雲

決

腹

斷

脰

奮

不

顧

身

固

地

稟

之

秀

勁

亦

由

講

學

之

烈

久

而

未

泯

也

矧

茲

地

交

三

邑

方

雜

四

民

祅

祠

密

邇

邪

說

煽

滕

凡

吾

爲

士

者

居

常

則

循

賢

聖

之

經

遇

變

則

明

君

親

之

誼

昌

明

正

學

濳

消

異

端

斯

誠

聖

天

子

養

育

羣

材

之

至

意

哉

若

徒

研

舉

業

博

時

名

以

講

學

眞

傳

自

命

也

非

惟

孤

當

道

之

望

亦

恐

詒

前

哲

之

羞

而
雲
陽
侯
與

亭
竝
封
今
偁
柯
城
者
乃

近
和
橋
之
鎭
崇
正
闢
邪
聞
風
而
起
近

和

橋

十

里

西

人

亦

有

祅

祠

故

建

書

院

購
地
築

室
命
曰
鵞
山
書
院
在

和

橋

鎭

周

家

濱

宜

興

知

縣

劉

誥

與

紳

士

議

以

舊

社

倉

基

及

蔣

程

兩

姓

餘

地

捐

助

創

建

俞

宗

海

譔

記

楊

允

斌

書

丹

楊

翼

亮

篆

額

南
瞰

山
金
鵞
之
峰
羅
列
几
案
憑
窗
嘯
咏
可

以

文
興
助
詩
情
自
和
橋
而
迆
西
又
有
滆
南
書
社
屋
雖
未
建
而

月
課
文
士
烝
烝
日
上
周

之
鎭
東
有
竹
山
與
柯
城
之
山
同
名
書

院
建
於
其
西
是
偁
竹
西
光

緖

六

年

畢

承

謨

張

樹

榮

倡

議

捐

建

陳

錦

祥

助

基

地

中

祀

宋

進

士

竹

山

先

生

蔣

捷

震
澤
汪
洋
文
瀾

闊
登
高
賦
詩
蔣
勝
欲
流
覽
之
蹟
猶
有
存
焉

者
乎
凡
此
皆
佐
學
校
以
烝
髦
士
在
城
者
一
在
鄕
者
七
衿
佩
如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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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興
荆
谿
縣
新
志

卷
四

文
敎

書
院

十
四

弦
誦
盈
門
滌
瑕
盪
穢
偃
武
修
文
視
昔
之
興
廢
不
常
迻
徙
無
定
者

何
其
盛
也
夫
學
校
所
養
期
於
致
用
務
實
而
不
近
名
正

而
不
謀

利
者
養
士
所
以
盛
也
今
書
院
之
儲
才
也
視
其
制
藝
之
優
劣
定
其

月
食
之
高
下
以
角
勝
爲
榮
以
得
廩
爲
快
而
性
命
道
德
詩
書
禮
樂

之
旨
槪
乎
未
有
聞
也
名
與
實
與

與
利
與
書
院
之
士
如
此
學
校

之
士
可
知
他
日
出
而
筮
仕
又
安
望
邪
然
則
如
之
何
而
可
曰
率
之

以
名
師
導
之
以
正
學
攷
諸
實
踐
以
觀
其
行
試
諸
經
術
以
驗
其
文

則
四
鄕
之
敎
化
行
而
兩
邑
之
人
材
出
崇
儒
明
道
前
哲
之
澤
豈
遠

人
哉坿

記

賓

興

公

項

賓

興

之

文

始

見

於

周

官

大

司

徒

鄕

□

大

之

職

曰

三

年

大

比

攷

其

行

藝

而

興

賢

者

能

者

以

禮

禮

賓

之

其

禮

卽

鄕

飮

酒

之

禮

主

東

賓

西

歌

鹿

鳴

者

是

也

漢

代

迄

今

斯

禮

不

廢

鄕

試

㮄

發

府

尹

行

鹿

鳴

宴

於

庭

自

明

以

舉

人

爲

定

階

而

應

鄕

舉

有

名

者

將

赴

試

縣

令

及

校

官

涓

吉

日

戒

吏

行

事

於

學

之

明

倫

堂

設

宴

舉

子

列

坐

於

上

縣

令

校

官

設

坐

於

下

北

向

酒

行

演

樂

樂

闋

而

散

拜

至

拜

送

厥

儀

甚

肅

宴

之

日

張

綵

坊

於

甬

道

題

曰

龍

門

士

子

由

甬

道

龍

門

下

出

亦

謂

之

賓

興

其

飮

酒

而

出

也

每

人

各

贈

白

金

但

其

數

甚

微

與

禮

部

試

公

車

之

費

皆

不

足

當

治

裝

之

十

一

自

上

出

之

爲

實

意

自

下

行

之

爲

空

文

故

各

邑

皆

勸

捐

集

款

或

置

產

取

租

或

貸

商

爲

息

合

三

年

所

積

視

鄕

試

會

試

者

之

眾

寡

而

分

給

之

以

稱

朝

廷

意

旨

宜

興

荆

谿

賓

興

公

項

兵

後

無

存

同

治

九

年

宜

興

知

縣

陸

鴻

逵

倡

捐

千

緡

復

輯

捐

眾

姓

得

三

千

餘

緡

由

吳

承

澤

經

管

光

緖

六

年

徐

嘉

泰

蔣

士

良

等

呈

請

兩

縣

歸

書

院

値

年

輪

管

前

時

出

入

報

銷

簿

記

承

澤

存

錢

二

十

緡

待

刻

徵

信

錄

昭

愼

重

也

嘗

念

帝

與

師

處

王

與

友

處

古

者

弓

旌

車

乘

之

招

尊

德

樂

道

如

此

其

至

也

後

世

功

令

士

以

投

牒

進

身

故

高

潔

之

流

有

聞

唱

名

而

返

視

符

驗

而

出

者

矣

猶

賴

有

賓

興

之

典

使

庸

眾

知

國

家

之

所

以

優

士

而

士

不

至

於

自

薄

鹿

鳴

之

章

曰

我

有

嘉

賓

視

民

不

佻

今

日

之

舉

子

卽

他

日

之

臨

民

者

也

說

禮

敦

詩

者

尙

其

顧

名

而

思

義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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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興
荆
谿
縣
新
志

卷
四

文
敎

義
學

十
五

義
學
記

古
者
義
學
與
社
學
不
同
社
學
興
於
明
初
與
書
院
皆
仿
鄕
學
之
制

但
書
院
以
敎
成
人
社
學
之
徒
皆
屬
童
子
月
吉
則
讀
灋
而
鄕
約
行

焉
若
義
學
同
於
義
莊
乃
有
力
者
所
設
以
敎
其
宗
族
之
子
弟
今
之

義
學
卽
爲
社
學
猶
社
倉
偁
義
倉
也
宜
興
社
學
康
熙
閒
舍
宇
僅
存

寖
衰
寖
廢
化
爲
荒
墟
自
同
治
七
年
兩
邑
侯
各
捐
奉
錢
長
橋
南
北

分
設
二
塾
借
屋
爲
之
師
嘲
煎
鱔
徒
競
喧
蛙
廩
粟
歲
縻
迄
無
一
就

昔
明
林
智
之
記
社
學
也
謂
鳩
庶
民
之
幼
沖
者
執
業
而
居

士
林

之
博
雅
者
課
徒
而
息
敎
者
讀
者
各
有
位
置
今
之
有
名
而
無
實
者

何
也
修
脯
未
豐
禮
儀
未
盛
則
善
敎
者
不
屑
就
而
樵
童
販
䜿
皆
居

弟
子
之
班
故
師
不
尊
則
徒
不
俊
徒
不
俊
則
學
不
成
學
不
成
則
人

不
信
上
行
之
以
實
意
下
應
之
以
虛
文
何
怪
其
名
存
而
實
亡
也
雖

然
存
其
名
猶
可
復
其
實
他
時
物
力
滋
豐
民
風
漸
秀
髫
齡
稚
齒
有

翹
然
於
學
中
如
何
武
之
歌
詩
得
舉
劉
宴
之
獻
頌
偁
奇
者
且
拭
目

以
竢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