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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為

單

州

團

練

使

宋

姦

臣

傳

蔡

卞

死

後

紹

興

五

年

追

貶

單

州

團

練

副



ZhongYi

單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藝
文

十
一

使

安

惇

既

死

長

子

郊

復

坐

指

斥

誅

流

其

次

子

邦

而

追

貶

惇

單

州

團

練

副

使

其

祀

遂

絕

人

以

為

惇

平

生

數

䧟

忠

良

之

報

云

黃

庭

堅

書

范

子

政

文

集

後

云

范

正

民

子

政

余

不

及

友

也

於

余

親

友

聞

其

人

又

得

其

言

皆

可

傳

後

問

其

所

與

遊

則

司

馬

温

公

愛

之

問

其

為

吏

則

年

三

十

試

吏

單

父

方

使

者

剝

膚

椎

髓

取

於

民

以

自

為

功

子

政

以

歲

饑

獨

捨

單

父

民

賦

十

九

雖

蚤

世

可

以

不

朽

矣

秦

襄

毅

紘

生

時

母

朱

夫

人

夢

天

大

雷

雨

有

二

物

蜿

蜒

攀

窗

内

窺

頭

角

如

麟

目

光

閃

爍

驚

悟

而

襄

毅

生

年

十

七

讀

書

學

宮

夜

夢

神

人

衣

冠

甚

偉

飲

以

盂

水

水

面

光

浮

星

月

自

是

文

思

日

進

景

泰

元

年

公

車

過

德

州

又

夢

一

龍

自

深

淵

躍

出

乃

拔

龍

角

騎

項

而

飛

明

年

登

進

士

第

襄

毅

致

仕

家

居

年

八

十

矣

自

撰

年

譜

一

卷

内

數

條

云

景

泰

七

年

年

三

十

一

在

北

容

驛

丞

貶

所

日

讀

五

經

諸

史

於

軒

前

題

一

聯

曰

處

困

而

亨

有

言

不

信

余

為

御

史

時

量

褊

不

能

容

物

由

此

一

謫

器

量

漸

宏

天



ZhongYi

單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藝
文

十
二

順

元

年

遷

知

雄

縣

治

民

惟

用

絜

矩

二

字

馭

吏

惟

用

易

大

畜

獖

豕

之

牙

一

爻

忠

國

公

石

亨

令

人

來

求

雄

縣

南

壇

舊

基

許

以

知

府

予

不

許

人

皆

尤

予

未

一

載

序

敗

出

其

門

者

皆

坐

嚴

讉

成

化

元

年

在

葭

州

值

旱

余

欲

於

二

月

十

三

日

祈

雨

有

父

老

百

餘

詣

縣

曰

邊

地

寒

每

歲

至

四

月

方

雨

此

時

祈

禱

徒

勞

心

力

余

曰

天

道

安

可

知

至

期

行

香

焚

檄

十

五

至

十

七

連

雨

三

日

人

以

為

從

來

所

未

有

余

任

秦

州

以

艱

歸

服

闋

秦

人

上

疏

保

留

吏

部

不

允

秦

人

哭

於

東

拱

宸

門

吏

部

不

得

已

將

見

任

奏

調

别

州

仍

授

余

秦

州

清

嘉

慶

時

回

回

教

自

德

州

遷

來

單

在

西

關

外

雞

市

口

北

道

西

建

立

清

真

寺

一

處

内

有

掌

教

一

人

現

約

四

十

餘

户

奉

守

回

回

聖

經

光

緖

十

三

年

有

西

洋

人

天

主

教

來

單

於

城

北

門

内

買

道

西

宅

基

一

所

瓦

房

八

九

十

間

内

有

大

堂

一

座

為

跪

經

處

道

東

宅

一

所

瓦

房

四

十

餘

間

名

慈

仁

堂

民

國

八

年

設

女

醫

院

活

人

頗

多

鄉

間

分

設

教

堂

二

百

七

十

一

處

各

有

房

舍

現

入

道

人

數

約

一

萬

七

千



ZhongYi

單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藝
文

十
三

領

洗

者

約

一

萬

一

千

餘

皆

望

教

立

教

㑹

四

規

一

凡

主

日
七

天

一

個

即

星

期

日

係

主

瞻

禮

之

日

以

與

全

彌

撒

合

教

教

友

罷

工

休

息
違

者

犯

規

二

遵

守

聖

教

所

定

大

小

齋

期

大

齋

即

大

瞻

禮

日

不

動

葷

不

用

早

飯

祗

用

晚

飯

一

次

小

齋

每

瞻

禮

六

日

不

動

葷

三

解

罪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凡

教

友

無

論

新

舊

心

教

友

照

常

辦

神

功

解

釋

己

罪

一

次

違

者

逐

出

教

外

四

領

聖

體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當

時

耶

蘇

所

定

造

靈

魂

之

神

糧

名

為

麥

麵

餅

如

瓜

子

大

其

白

如

雪

凡

教

友

在

神

父

前

每

年

至

少

跪

求

用

口

領

取

一

次

名

為

領

聖

體

又

大

瞻

禮

日

全

縣

教

友

齊

集

堂

内

跪

經

男

東

女

西

名

為

坐

彌

撒

自

初

至

終

不

倦

者

名

為

全

彌

撒

大

瞻

禮

每

年

四

個

春

耶

蘇

復

活

日
無

定

期

夏

聖

神

降

臨

日
自

復

活

至

降

臨

五

十

日

秋

聖

母

升

天

日
每

年

西

曆

八

月

十

五

日

冬

耶

蘇

聖

誕

日

每

年

冬

至

後

三

日

又

有

耶

蘇

教
一

名

基

督

教

其

地

曰

福

音

堂

來

單

在

西

關

外

買

地

八

畝

建

房

五

十

餘

間

内

設

中

國

男

女

高

初

學

堂

又

於

西

隄

外
宣

統

二

年

買

地

二

十

餘

畝

建

房

三

十

餘

間

牧

師

居

住

現

全

縣

教

友

受

洗

者

三

百

餘

人

餘

皆

望

道

鄉

間

分

設

支

堂

十

餘

處

皆

附

設

中

國

初

級

學

堂

㑹

中

所

設

學

堂

内

容

與

國

家

同

惟

復

活

節

與

㑹

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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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藝
文

十
四

例

放

假

其

信

教

以

自

由

為

主

合

則

入

不

合

則

出

絕

無

相

强

之

意

凡

入

教

者

先

守

禮

拜

聽

道

理

為

慕

道

友

俟

牧

師

及

教

友

考

察

其

品

行

端

方

信

仰

確

絕

然

後

考

察

聖

經

並

觀

其

祈

禱

上

帝

言

語

均

合

乎

基

督

道

理

方

准

施

洗

用

晚

餐

入

教

㑹

成

為

教

友

每

年

冬

至

後

三

天

為

耶

蘇

聖

誕

節

㑹

中

全

體

置

彩

慶

賀

西

曆

四

月

十

號

耶

蘇

釘

十

字

架

後

三

日

為

復

活

節

教

友

聚

㑹

讚

美

神

星

期

日

教

㑹

名

禮

拜

日

牧

師

教

友

慕

道

友

均

入

禮

堂

查

考

聖

經

聽

道

理

罷

工

休

息

惜

字

骨

會

清

光

緖

二

十

八

年

立

案

㑹

中

專

人

掇

拾

汙

穢

字

紙

焚

之

每

逢

清

明

中

元

十

月

一

日

三

節

築

無

主

墳

墓

埋

屍

骸

凡

無

人

葬

者

㑹

中

出

貲

葬

之

醵

有

公

欵

同

善

社
一

名

慈

善

㑹

亦

名

樂

善

堂

民

國

十

一

年

立

案

創

設

十

二

年

省

講

演

員

飭

縣

警

察

保

衞

其

居

址

曰

善

堂

以

静

坐

為

第

一

要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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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捐
貲

捐

貲周

自

齊

一

千

圓

劉

葆

珂

五

百

圓

時

全

勝

五

百

圓

朱

五

丹

一

百

圓

揭

曰

訓

一

百

圓

劉

孔

氏

一

百

圓

賈

鴻

賓

一

百

圓

項

葆

楨

五

十

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