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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識
志

宋
歐
陽
修
後
漢
文
翁
石
柱
記
跋

右

漢

文

翁

石

柱

記

云

漢

初

平

五

年

倉

龍

甲

戌

旻

天

季

月

修

舊

築

周

公

禮

殿

始

自

文

翁

開

建

造

泮

宫

據

顔

有

意

益

州

學

館

廟

堂

記

云

按

華

陽

國

志

文

翁

爲

蜀

郡

守

造

講

堂

作

石

室

一

名

玉

堂

安

帝

永

初

間

烈

火

爲

灾

堂

及

寺

舍

並

皆

焚

燎

惟

石

室

獨

存

至

獻

帝

興

平

元

年

太

守

高

䀢

於

玉

堂

東

復

造

一

石

室

爲

周

公

禮

殿

有

意

又

謂

獻

帝

無

初

平

五

年

當

是

興

平

元

年

蓋

時

天

下

喪

亂

西

蜀

僻

遠

年

號

不

通

故

仍

稱

舊

號

也

今

檢

范

氏

漢

書

本

紀

初

平

五

年

正

月

改

爲

興

平

顔

說

是

也

治

平

元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書

朱
子
跋
任
伯
起
家
藏
二
蘇
遺
蹟

元

豐

間

西

南

夷

與

疆

吏

不

相

得

怒

且

生

事

時

眉

山

任

公

伋

字

師

中

守

瀘

州

曰

我

曲

彼

直

不

可

與

校

務

一

以

恩

信

撫

柔

之

已

聽

命

矣

而

部

使

者

或

壞

其

約

以

邀

功

公

爭

之

不

得

其

後

師

出

果

屢

敗

天

子

震

怒

將

吏

皆

伏

誅

使

者

懼

並

及

則

反

誣

公

以

幸

免

事

下

有

司

雜

治

未

竟

而

公

沒

其

子

三

訴

於

朝

卒

不

得

伸

然

任

氏

自

此

世

有

聞

人

而

龍

閣

公

遂

以

剛

直

不

撓

進

爲

於

世

今

其

家

藏

兩

蘇

公

文

記

詩

篇

甚

衆

蓋

詩

猶

眞

蹟

而

於

瀘

事

尤

反

復

致

意

焉

龍

閣

之

曾

孫

希

夷

將

刻

石

以

示

子

孫

而

屬

予

序

之

予

惟

任

公

當

日

之

意

知

其

事

理

之

當

然

而

不

得

不

然

耳

非

以

令

名

之

可

慕

後

福

之

可

邀

而

爲

之

也

而

以

今

觀

之

其

效

乃

如

此

豈

易

所

謂

不

耕

穫

不

菑

畬

而

利

有

攸

徃

者

耶

因

記

其

事

如

此

後

之

君

子

有

以

考

焉

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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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三

李
顯
祖
祭
白
沙
蝦
蟆
石
灘
文

聖

王

御

宇

海

晏

河

淸

天

子

當

陽

風

恬

浪

靜

凡

官

船

畫

舸

行

止

自

如

魚

艇

客

舟

徃

來

無

礙

此

固

萬

方

之

衆

名

適

其

情

亦

由

四

瀆

之

神

分

效

其

職

也

顯

祖

躬

承

恩

命

作

宰

符

陽

於

兹

六

載

矣

凡

民

生

疾

苦

敢

不

關

心

　

川

水

縈

𢌞

罔

不

留

意

至

若

灘

流

似

箭

淘

響

如

雷

舟

子

驚

心

柁

工

駭

目

未

有

如

白

沙

河

道

折

桅

子

灘

令

人

股

慄

而

寒

心

者

也

九

月

初

九

漂

流

木

　

呼

號

望

救

者

數

人

拯

溺

扁

舟

覆

沉

致

斃

者

六

命

具

詞

入

訢

閱

畢

涕

淋

撈

獲

屍

骸

立

行

相

騐

道

傍

觀

者

唏

噓

泣

下

領

棺

塟

者

呌

苦

連

天

忝

作

斯

民

父

母

未

有

不

腸

廻

九

折

淚

滴

千

行

者

嗚

呼

出

人

之

險

反

罹

滅

頂

之

𠒋

救

人

之

危

竟

蹈

殞

身

之

禍

問

之

天

道

天

道

難

知

問

之

民

心

民

心

莫

解

姑

爲

寛

慰

亦

歸

之

無

可

如

何

之

數

而

已

仰

思

天

一

生

水

地

六

成

之

江

水

發

源

於

岷

山

利

頼

民

生

功

同

覆

載

何

一

旦

利

人

之

用

而

有

濡

首

之

嗟

也

揆

厥

由

來

悉

因

頑

石

詢

其

名

狀

僉

曰

蝦

蟆

以

致

覆

人

之

舟

殞

人

之

命

寡

人

之

妻

孤

人

之

子

其

𠒋

戾

不

可

言

也

嗟

嗟

碣

石

入

河

禹

貢

紀

載

何

大

造

之

中

獨

留

一

塊

㝠

頑

其

勢

巉

崖

其

形

堊

惡

其

跡

根

深

求

爾

作

福

作

福

無

聞

畏

爾

作

禍

作

禍

偏

甚

令

人

怒

之

罵

之

悍

然

不

知

也

况

自

古

迄

今

有

功

斯

民

悉

登

祀

典

汨

羅

之

水

永

弔

屈

原

湘

江

之

墳

嘗

懷

堯

女

子

胥

抱

憾

永

作

波

神

江

許

孤

忠

封

于

湖

澤

溤

夷

海

若

赫

赫

冥

冥

此

皆

扶

輿

磅

礴

之

氣

藴

結

而

成

其

德

不

磨

厥

功

不

朽

固

廟

食

千

秋

而

不

替

也

今

此

　

　

一

帶

川

江

悉

賴

扶

衞

伏

願

仰

承

天

子

休

命

撫

恤

四

海

民

情

黙

借

五

丁

之

力

摧

石

排

山

陰

假

河

伯

之

靈

平

波

息

浪

自

此

一

葦

可

航

咸

歌

利

渉

片

帆

可

渡

永

慶

安

瀾

將

見

蜃

樓

海

市

之

鄕

歌

功

無

盡

龍

宮

蛟

窟

之

岸

戴

德

靡

涯

矣

顯

祖

薰

沐

百

拜

頓

首

穆
健
行
代
瀘

屬公

祭
姚
撫
臺
締
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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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四

嗚

呼

讀

古

名

臣

傳

而

知

樹

折

星

殞

之

際

蓋

有

不

能

恝

然

者

謂

其

德

業

聞

望

名

於

一

時

及

於

後

世

宜

其

傳

之

不

朽

也

公

秉

忠

介

之

性

正

色

立

朝

知

無

不

言

言

無

不

信

聖

天

子

倚

注

益

切

特

擢

之

中

丞

撫

兹

蜀

土

亦

謂

蜀

界

邊

　

　

隅

且

當

淍

殘

之

後

非

得

廉

明

仁

恕

者

以

治

之

不

可

公

膺

兹

節

鉞

撫

蜀

方

二

年

吏

治

民

安

中

外

咸

慶

而

凡

托

在

宇

下

者

皆

欣

然

禱

祝

以

爲

育

我

蒼

𥠖

植

我

士

類

日

月

悠

長

同

叨

庇

蔭

全

蜀

之

望

將

無

極

也

豈

意

一

旦

乘

箕

尾

而

歸

天

上

哉

今

者

訃

音

一

下

深

山

窮

谷

莫

不

奔

走

悲

號

相

禁

舂

杵

而

猶

冀

公

之

復

生

以

慰

蜀

民

未

盡

之

願

胡

可

得

耶

夫

蜀

民

不

能

忘

情

於

公

猶

公

之

不

能

忘

情

於

蜀

也

公

今

徃

矣

其

德

在

生

民

功

施

社

稷

者

行

將

勒

之

鼎

彛

俾

玉

壘

山

頭

浣

花

溪

畔

厯

千

載

而

未

艾

焉

又

况

諸

象

賢

以

棟

梁

之

材

儲

廟

廊

之

𨕖

則

身

前

之

福

與

身

後

之

榮

其

隆

備

甯

有

量

哉

故

謂

公

雖

死

猶

生

可

也

某

等

三

瀘

末

秩

辱

在

帡

幪

當

兹

永

訣

情

烏

能

已

敬

爲

之

誄

曰

傑

人

　

　

挺

生

公

輔

才

儲

簡

之

出

撫

恭

承

上

俞

彼

阻

蠶

叢

淍

敝

可

憫

易

危

爲

安

政

治

明

允

休

休

个

臣

几

几

碩

膚

大

度

有

容

遜

之

益

虛

靖

共

爾

位

通

國

咸

師

衆

受

其

福

感

在

恩

施

泰

山

忽

頽

俾

民

心

戚

矧

在

末

吏

罔

不

同

泣

臨

風

一

奠

畧

抒

寸

忱

嗚

呼

哀

哉

千

古

良

臣

穆
時
行
賑
荒
說

蜀

自

成

都

稱

沃

野

餘

皆

瘠

田

時

多

荒

旱

一

遇

偏

灾

地

方

官

惟

設

粥

厰

以

濟

民

然

其

法

多

不

善

卒

至

於

死

余

聞

林

希

元

上

荒

政

叢

言

有

云

救

荒

有

二

難

曰

得

人

難

審

戸

難

有

三

便

曰

極

貧

民

便

賑

米

次

貧

民

便

賑

錢

稍

貧

民

便

賑

貸

有

六

急

曰

垂

死

貧

民

急

饘

粥

疾

病

貧

民

急

醫

藥

病

起

貧

民

急

湯

米

旣

死

貧

民

急

葬

瘞

遺

棄

小

兒

急

收

養

輕

重

繫

囚

急

寬

恤

有

三

權

借

官

錢

以

糶

糴

興

工

作

以

勸

賑

貸

牛

種

以

通

變

有

六

禁

曰

禁

侵

漁

禁

攘

盗

禁

遏

糴

禁

抑

價

禁

宰

牛

禁

度

僧

有

三

戒

曰

戒

遲

緩

戒

拘

文

戒

遣

使

上

以

其

切

於

救

民

從

之

余

謂

此

可

爲

賑

荒

者

法

故

筆

而

存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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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文
思
相
題
說

余

嘗

論

文

家

遇

題

當

先

立

身

題

外

將

題

面

仔

細

端

相

相

其

有

字

句

處

相

其

無

字

句

處

相

其

從

無

字

句

到

有

字

句

處

相

其

以

有

字

句

代

無

字

句

處

今

之

麄

淺

文

人

但

云

講

書

夫

講

也

者

所

以

解

書

之

字

義

句

義

節

義

如

朱

子

註

疏

諸

儒

解

義

之

類

若

入

文

章

內

便

病

訓

詁

進

一

層

者

動

云

看

書

夫

走

馬

看

花

看

也

紅

紫

妍

𡟎

觸

眼

卽

辨

亦

看

也

然

皆

物

來

而

目

迎

之

尙

不

曾

以

心

入

物

中

文

家

單

知

看

字

便

有

看

不

透

處

惟

古

名

家

獨

有

相

書

一

法

猶

風

鑑

家

之

相

人

也

耳

目

口

鼻

無

不

相

似

而

於

相

似

中

細

加

端

相

以

五

官

配

五

行

從

五

行

較

衰

旺

又

爲

相

其

神

氣

而

聽

其

聲

音

揣

其

骨

肉

始

論

定

其

富

貴

貧

賤

而

人

無

不

服

相

書

之

法

實

同

乎

此

是

故

一

題

到

手

時

一

雙

慧

眼

極

題

之

中

外

前

後

左

右

而

細

相

之

相

旣

確

實

自

己

算

計

一

番

我

何

以

捉

其

有

字

句

處

何

以

描

其

無

字

句

處

某

處

是

主

腦

某

處

是

僕

從

主

腦

宜

詳

僕

從

宜

畧

再

復

想

今

日

壇

中

共

此

題

者

高

筆

若

何

平

筆

若

何

我

何

以

高

而

不

過

平

而

不

靡

乃

搶

一

先

着

占

一

𦂳

勢

搶

得

着

占

得

住

疾

忙

寫

第

一

句

第

一

句

得

勢

疾

忙

寫

第

二

三

四

五

六

句

疾

忙

一

直

寫

到

底

勢

如

破

竹

人

只

見

破

竹

甚

快

却

不

知

破

竹

人

於

未

破

之

先

曾

用

過

許

多

審

量

乃

能

得

心

應

手

如

此

也

此

惟

善

相

晝

善

相

題

者

有

這

種

快

活

羅
文
思
漢
留
侯
招
四
皓
論

史

稱

高

帝

嬖

戚

姬

欲

易

太

子

立

如

意

吕

雉

恐

刦

留

侯

畫

策

招

四

皓

盈

得

無

廢

余

謂

立

如

意

非

漢

高

本

意

也

高

帝

以

布

衣

提

三

尺

劍

入

咸

陽

馘

項

滅

嬴

號

令

天

下

其

智

計

規

畫

必

有

大

過

人

者

乃

以

一

女

子

之

故

撥

本

實

亂

名

分

危

宗

社

生

民

心

此

不

過

庸

主

以

下

之

所

爲

誰

謂

豁

達

大

度

能

顚

倒

一

世

之

豪

傑

者

而

顧

出

此

哉

且

高

帝

之

所

以

得

天

下

以

扶

蘇

死

耳

高

帝

親

見

秦

以

殺

嫡

亡

不

旋

踵

而

躬

自

效

之

秦

之

禍

猶

出

於

宦

官

漢

之

禍

乃

生

於

袵

席

是

又

智

出

祖

龍

下

矣

觀

其

指

四

皓

以

示

戚

氏

曰

彼

羽

翼

已

成

難

動

也

夫

四

皓

不

過

秦

時

老

人

耳

當

日

信

可

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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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越

可

醢

布

可

誅

令

高

帝

果

欲

易

太

子

四

皓

何

人

帝

則

立

誅

之

已

耳

否

則

遣

之

已

耳

且

四

皓

隱

君

子

也

焉

有

君

子

而

敎

子

弄

父

兵

哉

故

知

羽

翼

旣

成

一

語

特

假

此

以

塞

戚

氏

之

心

未

可

以

爲

信

然

也

夫

戚

氏

之

嬖

情

也

如

意

之

弗

立

義

也

千

古

英

雄

未

有

無

兒

女

子

情

者

特

能

以

義

忍

耳

帝

忍

於

秦

忍

於

項

獨

不

能

忍

於

一

戚

氏

哉

昔

留

侯

以

策

于

帝

帝

輒

稱

善

或

爲

他

人

言

卽

不

省

今

四

老

人

者

果

商

山

乎

良

以

此

欺

帝

帝

卽

以

此

欺

戚

兩

人

相

喻

於

心

而

商

山

之

眞

僞

其

亦

有

不

必

辨

者

矣

是

策

也

呂

雉

深

德

良

良

並

以

欺

呂

且

以

欺

惠

欺

大

臣

欺

天

下

後

世

所

謂

爲

他

人

言

卽

不

省

此

又

其

一

騐

也

曾
元
梁
睡
佛
說

佛

本

無

相

也

金

剛

經

云

無

我

相

人

相

衆

生

相

夀

者

相

又

云

三

十

二

相

不

可

以

見

如

來

是

知

佛

卽

心

心

卽

佛

何

相

之

有

又

何

睡

相

之

有

邑

之

西

偏

地

藏

庵

有

睡

佛

一

龕

閉

目

靜

慮

神

致

寂

然

一

時

崇

禮

者

甚

衆

余

爲

之

說

曰

有

緣

皆

正

覺

無

相

不

皈

依

諸

君

果

能

卽

佛

見

心

卽

心

見

佛

以

有

相

者

置

之

非

空

非

色

之

間

以

無

相

者

存

之

不

見

不

聞

之

地

是

行

止

坐

卧

無

非

佛

卽

無

非

心

也

尙

何

睡

佛

之

言

耶

願

以

告

世

之

禮

佛

者

羅
洪
紀
觀
心
洞
說

此

洞

隋

代

眞

人

劉

珍

修

鍊

處

也

洞

名

觀

心

波

羅

密

心

經

所

謂

觀

白

在

菩

薩

也

按

自

在

爲

心

神

之

名

觀

之

云

者

收

視

返

聽

抱

神

以

靜

卽

猶

龍

老

子

所

云

不

見

所

欲

使

心

不

亂

是

也

俗

號

穿

心

洞

誤

矣

釋

氏

言

明

心

見

性

道

家

言

修

眞

鍊

性

吾

儒

言

存

心

養

性

三

敎

其

殊

途

同

歸

者

歟

爲

書

之

以

存

其

說

楊
致
道
御
書
亭
說

舊

志

載

明

永

樂

中

建

文

帝

至

合

江

憇

大

慈

寺

大

書

第

一

山

寺

僧

作

亭

貯

之

今

無

存

考

明

史

燕

兵

陷

城

宫

中

火

起

帝

不

知

所

終

是

帝

之

存

亡

原

無

確

據

後

因

正

統

時

有

老

僧

詭

稱

建

文

下

獄

論

死

於

是

滇

黔

巴

蜀

中

遂

相

傳

有

帝

徃

來

跡

卽

前

明

少

師

朱

平

㴠

先

生

著

史

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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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亦

言

程

濟

有

奉

上

遜

於

野

事

至

蜀

中

所

傳

如

巴

縣

之

龍

藏

寺

合

州

之

龍

遊

寺

江

津

之

龍

登

山

俱

言

因

建

文

至

此

而

名

又

聞

榮

昌

之

羅

漢

寺

亦

有

建

文

遺

跡

其

他

郡

縣

附

會

尤

多

豈

建

文

之

失

國

也

當

時

惜

之

故

傳

聞

若

此

耶

至

合

江

本

昔

安

樂

縣

今

少

岷

山

卽

安

樂

山

隋

開

皇

時

劉

真

人

尸

解

地

也

乃

舊

省

志

又

言

什

邡

有

安

樂

山

爲

劉

真

人

得

道

處

事

載

仙

釋

中

何

一

人

而

所

居

之

地

又

彼

此

無

異

耶

吾

聞

孟

子

稱

舜

卒

於

鳴

條

司

馬

遷

乃

言

零

陵

有

舜

塜

傳

聞

之

未

可

盡

信

如

是

然

則

事

之

有

無

亦

疑

以

傳

疑

可

也

故

御

書

亭

之

說

置

勿

與

辨

楊
致
道
平
播
考

蜀

之

受

播

患

也

千

數

百

年

而

合

江

緊

接

永

甯

古

藺

與

水

西

安

氏

之

目

奢

氏

爲

近

受

害

尤

多

考

蜀

漢

時

火

濟

從

征

孟

獲

得

封

羅

甸

國

王

厯

世

俱

未

安

靖

唐

宋

元

間

因

有

致

助

功

不

失

爵

土

至

明

洪

武

初

靄

翠

宋

欽

歸

附

靄

翠

卽

水

西

之

羅

甸

國

王

宋

欽

乃

靄

翠

之

目

守

永

甯

古

藺

者

靄

翠

死

其

妻

奢

氏

立

宋

欽

死

其

妻

劉

氏

代

立

兩

婦

俱

有

智

畧

奢

氏

卽

藺

苖

目

之

女

與

宋

欽

原

爲

同

姓

初

馬

都

督

鎭

守

水

西

欲

以

計

滅

諸

蠻

乃

以

事

裸

撻

奢

香

激

怒

諸

蠻

使

之

反

叛

以

爲

兵

端

而

除

之

諸

苖

果

怒

欲

反

劉

氏

急

止

之

走

愬

京

師

得

覲

太

祖

召

而

問

之

復

檄

馬

都

督

送

奢

香

至

京

謂

之

曰

汝

輩

旣

苦

馬

都

督

吾

爲

汝

除

之

然

何

以

報

我

曰

願

世

世

不

敢

爲

亂

太

祖

曰

此

爾

常

職

何

云

報

也

奢

香

曰

貴

州

東

北

有

間

道

可

通

四

川

願

刊

山

通

道

以

給

驛

使

徃

來

帝

許

之

遂

召

馬

都

督

斬

之

帝

亦

知

馬

無

罪

特

借

此

一

人

以

安

之

耳

於

是

以

永

甯

赤

水

畢

節

鳥

撒

皮

龍

場

九

驛

歸

納

而

置

衞

屯

復

治

站

所

又

再

設

府

佐

分

治

由

是

瀘

屬

始

得

相

安

無

向

日

侵

掠

之

患

矣

安

奢

之

外

又

有

楊

氏

三

姓

互

爲

脣

齒

楊

氏

之

興

以

其

先

太

原

人

楊

端

在

唐

初

時

應

召

恢

播

有

功

遂

得

受

封

其

地

至

萬

厯

時

其

嗣

楊

應

龍

恃

功

驕

蹇

每

從

部

落

出

剽

州

縣

及

詔

逮

下

獄

乃

上

書

自

明

後

因

羈

其

次

子

楊

可

棟

於

重

慶

尋

死

應

龍

懷

恨

遂

糾

誘

諸

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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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

反

大

掠

貴

州

十

數

州

縣

兵

出

綦

江

陷

綦

江

城

盡

殺

城

中

人

投

屍

蔽

江

至

是

江

津

合

江

居

民

望

風

奔

散

多

流

離

失

所

朝

廷

聞

之

乃

起

廵

撫

李

化

龍

於

家

兼

總

督

四

川

湖

廣

貴

州

軍

務

星

夜

馳

至

成

都

時

賊

再

屠

綦

江

城

參

將

房

嘉

寵

遊

擊

張

良

賢

皆

以

出

禦

死

節

化

龍

至

以

計

緩

賊

迄

所

徵

漢

土

兵

雲

集

乃

分

三

省

進

兵

爲

八

路

由

綦

江

路

入

者

屬

總

兵

官

劉

綎

由

合

江

路

入

者

屬

總

兵

官

吳

廣

由

永

甯

路

入

者

屬

總

兵

官

曹

希

彬

由

南

川

路

入

者

屬

總

兵

官

馬

孔

英

又

以

貴

州

烏

江

沙

溪

平

越

爲

三

路

屬

總

兵

官

李

應

祥

以

湖

廣

偏

橋

爲

一

路

屬

總

兵

官

陳

璘

至

庚

子

三

月

十

二

日

八

路

同

進

兵

斬

獲

甚

眾

劉

綎

督

兵

攻

楠

木

山

羊

簡

臺

等

洞

破

之

應

龍

子

及

朝

棟

率

諸

苖

衝

營

綎

復

督

兵

大

破

之

繼

綎

又

破

婁

山

關

而

周

國

柱

吳

廣

等

俱

各

敗

賊

乘

勝

進

攻

賊

眾

奔

潰

應

龍

計

無

復

之

始

雉

經

而

死

其

黨

一

一

面

縳

伏

誅

遂

無

噍

類

此

一

役

也

劉

綎

之

功

爲

最

而

調

度

得

宜

則

皆

化

龍

之

力

也

楊

氏

滅

奢

氏

猶

强

奢

係

猓

玀

種

明

初

爲

宣

撫

司

世

守

其

土

蜀

征

都

苖

時

奢

效

忠

有

戰

功

禮

遇

優

隆

遂

雄

長

於

都

司

效

忠

死

子

奢

從

周

襲

無

嗣

效

忠

妾

奢

世

續

代

理

世

續

本

水

西

安

氏

欲

傳

印

於

安

廷

議

不

允

遂

舉

傍

支

奢

崇

明

承

襲

焉

崇

明

旣

得

志

謬

爲

恭

敬

人

皆

狎

之

然

其

逆

性

實

本

天

成

子

寅

更

有

勇

力

素

所

結

納

皆

不

逞

之

徒

父

子

姦

謀

久

蓄

異

心

一

聞

遼

警

卽

上

疏

願

提

兵

三

萬

赴

援

至

天

啟

辛

酉

檄

調

適

中

其

謀

乃

遣

心

腹

將

樊

龍

張

彤

赴

渝

殺

巡

撫

徐

可

求

及

道

府

總

兵

官

五

十

餘

人

據

渝

城

旋

陷

瀘

州

遵

義

內

江

等

處

進

圍

成

都

並

合

江

俱

遭

荼

毒

舊

志

載

生

員

王

悅

妻

被

執

死

節

卽

其

時

也

成

都

圍

旣

久

石

砫

土

司

秦

良

玉

率

精

兵

倍

道

兼

行

擊

之

圍

遂

解

布

政

使

司

朱

燮

元

以

渝

城

久

困

仍

檄

良

玉

領

兵

東

下

至

白

市

驛

與

張

彤

大

戰

奪

二

郞

關

並

會

西

兵

毛

兵

徑

取

佛

圖

關

直

逼

城

下

殺

賊

數

千

奢

寅

自

領

兵

五

萬

渡

瀘

赴

援

先

遣

心

腹

周

鼎

由

江

津

進

其

時

良

玉

等

分

兵

六

股

進

敵

四

面

追

殺

賊

鮮

有

脫

者

周

鼎

逃

至

合

江

爲

義

兵

所

縳

殺

之

奢

寅

聞

崇

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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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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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佛

渡

大

敗

且

傳

其

已

死

遂

退

回

永

甯

樊

龍

張

彤

聞

鼎

敗

寅

又

不

至

食

糧

頓

絶

守

備

孔

大

成

與

張

彤

相

認

識

乃

以

計

誘

之

遂

殺

樊

張

二

賊

餘

賊

盡

殱

遂

復

重

慶

崇

明

又

因

水

西

蠻

安

邦

彥

亦

反

倚

爲

聲

援

勢

復

張

燮

元

乃

會

諸

軍

復

遵

義

克

永

甯

降

賊

眾

二

萬

崇

明

父

子

窮

蹙

率

餘

眾

投

水

西

安

氏

復

犯

遵

義

官

軍

敗

之

未

幾

貴

州

巡

撫

王

三

善

爲

邦

彥

所

襲

崇

明

大

擾

及

燮

元

晉

秩

總

督

軍

務

賂

賊

黨

誘

殺

奢

寅

崇

明

與

邦

彥

知

不

可

敵

乞

撫

於

朝

許

之

迨

燮

元

以

憂

去

崇

明

邦

彥

又

擾

直

待

燮

元

服

闋

起

官

乃

檄

雲

南

兵

下

烏

撒

四

川

兵

出

永

甯

下

畢

節

而

自

率

大

軍

駐

陸

廣

逼

大

方

總

兵

許

成

名

由

永

甯

復

赤

水

邦

彥

與

崇

明

合

衆

十

餘

萬

來

攻

燮

元

令

成

名

佯

退

誘

賊

遣

兵

三

路

搗

其

巢

穴

四

川

總

兵

侯

良

柱

遇

賊

於

永

甯

與

成

名

合

擊

大

破

之

斬

崇

明

邦

彥

俘

數

千

人

巨

冦

始

靖

夫

楊

叛

於

前

奢

亂

於

後

數

十

年

間

兵

戈

擾

攘

黔

蜀

俱

未

安

甯

附

近

如

合

江

尤

有

不

可

勝

言

者

而

惜

乎

鋒

鏑

死

亡

之

中

其

忠

孝

節

義

不

盡

可

傳

也

抑

聞

破

楊

應

龍

時

吳

廣

兵

由

合

江

至

赤

水

楊

氏

部

下

三

姓

自

知

其

主

之

必

亡

先

爲

嚮

導

紀

功

得

襲

千

戶

明

末

附

於

諸

師

又

多

橫

擾

至

康

熙

元

年

地

入

版

圖

革

去

衛

職

承

襲

無

由

而

播

患

乃

息

矣

葉
體
仁
羅
氏
家
訓
弁
言

羅

氏

合

邑

簪

纓

世

族

也

余

蒞

兹

土

每

見

其

家

習

詩

書

敦

孝

友

子

若

弟

皆

彬

彬

有

大

雅

風

知

其

式

穀

相

承

淵

源

有

自

矣

一

日

公

餘

之

暇

偶

過

鳳

儀

書

院

與

諸

生

講

論

聖

賢

端

的

適

見

羅

生

洪

𨮾

昆

季

案

頭

有

家

訓

一

部

展

閱

數

過

意

淡

而

旨

永

語

樸

而

情

深

叩

厥

由

來

乃

石

阡

太

守

曰

睿

先

生

尊

人

賢

書

公

庭

訓

也

余

愛

之

因

擇

其

尤

切

於

身

心

者

編

入

邑

乘

以

爲

當

世

有

志

者

勸

且

法

焉

羅
氏
家
訓

辛

卯

秋

揆

長

陳

公

向

城

中

卜

宅

必

與

賢

書

公

近

曰

買

隣

也

賢

書

公

云

南

史

宋

季

雅

市

宅

鄰

於

呂

僧

珍

呂

詢

價

幾

何

答

曰

一

千

一

百

萬

呂

怪

其

過

昂

季

雅

曰

一

百

萬

買

宅

千

萬

買

鄰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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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欲

買

鄰

愧

我

非

呂

　

賢

書

公

訓

子

文

思

終

田

不

輟

至

夜

張

燈

卽

令

讀

書

嘗

曰

余

非

欲

苦

爾

也

凡

人

生

一

子

襁

褓

時

恐

不

育

四

五

嵗

時

能

記

誦

心

竊

喜

尙

未

有

所

期

望

偶

染

小

疾

輒

憂

疑

莫

解

慮

其

不

夀

謂

疾

愈

卽

幸

耳

弗

令

呫

嗶

徒

勞

疾

卽

愈

年

日

長

見

家

人

子

弟

采

泮

芹

掇

巍

科

又

起

一

番

警

策

之

心

久

之

而

願

與

心

違

莫

可

誰

告

爲

人

子

者

甯

弗

體

親

心

耶

　

甲

午

嵗

文

思

與

人

應

對

偶

涉

機

鋒

賢

書

公

曰

人

須

有

兩

分

酸

處

方

不

失

讀

書

本

色

須

有

兩

分

蠢

處

方

是

受

福

根

緣

又

云

眾

賓

雜

坐

唯

諾

從

人

識

者

輕

之

簡

默

持

己

識

者

重

之

至

言

及

而

言

言

必

有

中

人

不

厭

言

非

十

年

讀

書

十

年

涵

養

不

能

　

南

軒

鄢

公

問

賢

書

公

與

其

弟

友

愛

之

故

賢

書

公

曰

張

公

藝

九

世

同

居

高

宗

召

問

所

以

公

藝

書

忍

字

百

餘

以

進

洪

武

時

浦

江

鄭

氏

十

世

同

爨

上

問

治

家

何

以

得

長

久

之

道

對

曰

不

聽

婦

人

言

余

竊

謂

兄

弟

友

愛

妯

娌

必

和

睦

自

無

言

可

聽

不

藏

怒

不

宿

怨

尙

何

事

忍

哉

　

賢

書

公

嘗

謂

知

己

者

難

知

我

莫

如

陸

公

公

邑

人

號

松

崖

癸

西

經

魁

厯

任

太

守

贈

父

聯

立

品

泰

山

北

斗

存

心

皎

日

靑

天

　

賢

書

公

曰

人

家

子

弟

三

五

嵗

時

一

有

誑

言

卽

宜

戒

之

不

則

習

慣

若

自

然

也

司

馬

溫

公

幼

時

弄

胡

桃

其

姊

欲

脫

其

皮

不

得

旋

他

去

一

婢

脫

之

姊

復

來

問

誰

爲

脫

者

溫

公

紿

曰

自

脫

也

溫

公

父

適

見

之

呵

曰

小

子

何

得

謾

語

况

骨

肉

間

可

如

此

耶

　

戊

子

嵗

鄕

人

徐

聯

吉

售

田

頃

餘

與

賢

書

公

後

吉

生

五

子

無

業

遂

流

離

田

價

日

昂

賢

書

公

令

償

原

値

歸

田

存

原

契

不

予

越

十

年

戊

戌

有

唆

以

措

契

訟

於

官

邑

侯

譚

公

曰

某

端

人

也

豈

乃

爾

隨

遣

役

同

吉

問

契

時

賢

書

公

往

他

郡

文

思

出

契

契

尾

有

賢

書

公

手

書

此

田

歸

聯

吉

恐

贖

回

別

售

俟

其

子

有

成

立

者

付

之

銀

數

月

日

俱

塗

抹

吉

見

之

鞠

躬

泣

拜

譚

公

鼓

掌

自

快

知

人

　

賢

書

公

曰

使

氣

之

人

不

肯

饒

一

着

任

性

之

人

不

肯

退

一

步

皆

氣

質

用

事

之

過

耳

顧

涇

陽

先

生

云

李

延

平

初

時

是

豪

邁

人

後

來

琢

磨

得

與

田

夫

野

老

一

般

呂

東

菜

少

褊

急

一

日

讀

論

語

躬

自

厚

而

薄

責

於

人

平

曰

忿

恨

渙

然

解

釋

這

便

是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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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氣

質

的

榜

樣

吾

邑

太

史

董

公

贈

一

聯

云

養

成

林

下

無

窮

懶

佔

盡

人

間

徹

底

痴

此

亦

可

無

氣

質

之

累

矣

　

賢

書

公

曰

虐

下

多

由

於

諂

上

其

諂

上

又

爲

虐

下

計

也

只

圖

自

己

便

宜

不

顧

他

人

喫

虧

究

之

便

宜

不

能

討

得

自

己

不

免

喫

虧

　

己

亥

冬

賢

書

公

自

戎

城

買

棹

歸

合

泊

南

溪

鄰

舟

載

應

試

諸

生

一

登

岸

良

久

不

至

諸

生

徑

解

纜

而

東

登

岸

者

至

張

皇

失

措

賢

書

公

招

之

同

舟

越

明

日

過

漢

安

前

舟

已

覆

於

灘

賢

書

公

語

同

舟

生

曰

昔

保

靖

州

有

楊

泰

王

周

錢

火

兒

三

人

同

避

雨

崖

下

適

一

人

後

至

俄

而

虎

來

三

人

共

推

後

至

者

出

以

當

虎

崖

忽

崩

虎

驚

逝

推

出

者

得

免

而

三

人

俱

壓

傷

以

見

危

人

自

安

反

入

於

危

　

賢

書

公

曰

人

家

兄

弟

不

和

每

因

婦

人

所

激

非

丈

夫

有

至

性

有

卓

識

必

受

其

驅

遣

而

不

覺

於

是

骨

肉

不

相

往

來

甚

至

貧

乏

困

苦

坐

視

不

恤

雖

父

母

供

膳

䘮

葬

之

費

亦

必

派

股

均

出

錙

銖

較

量

嗚

乎

幸

而

手

足

多

人

眾

擎

易

舉

若

父

母

止

生

一

子

又

當

誰

問

耶

同

胞

之

愛

漸

成

秦

越

後

來

之

婦

承

順

如

流

自

授

室

以

還

款

洽

綢

繆

多

屬

妻

族

異

姓

面

天

倫

日

以

寖

薄

何

其

惑

也

　

賢

書

公

曰

對

失

意

人

切

莫

談

得

意

事

處

得

意

日

宜

常

思

失

意

時

　

族

人

某

家

事

頗

富

營

一

宅

諸

弟

欲

平

分

弗

與

賢

書

公

勸

曰

昔

裴

叔

則

建

新

居

甚

麗

一

日

與

兄

遊

觀

軒

櫺

疎

朗

殊

愜

人

意

兄

心

欲

之

而

口

未

言

叔

則

會

其

意

卽

以

讓

兄

某

素

讀

書

明

大

義

聞

言

而

退

遂

分

授

諸

弟

　

賢

書

公

曰

讀

書

人

第

一

要

立

品

立

品

第

一

在

不

干

謁

凡

人

無

論

地

位

之

尊

卑

求

人

則

氣

餒

卽

尊

者

亦

卑

不

求

人

則

氣

直

即

卑

者

亦

尊

故

請

托

公

門

最

爲

惡

道

始

則

傴

僂

以

進

旣

冀

其

諾

又

恐

其

拒

兩

者

交

戰

於

胸

中

繼

則

甘

言

媚

詞

白

顧

如

妾

婦

乃

當

事

厭

惡

在

心

自

寒

溫

徒

敘

聲

色

稍

加

輒

膽

驚

面

赤

枉

己

之

節

受

人

之

辱

寡

廉

䘮

恥

莫

此

爲

甚

我

子

若

孫

宜

敬

官

長

吉

日

生

節

外

斷

不

可

一

入

公

門

凡

親

友

當

鑒

此

情

幸

勿

以

事

相

廹

使

我

子

孫

受

辱

而

忘

家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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