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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典
禮

一

寶
山
縣
志
卷
之
五

學
校
志
典

禮

廟

學

祭

器

樂

器

學

籍

學

田

書

院

鄕

飮

學
校
爲
培
植
人
材
之
地
舊
時
學
宮
未
建
一
切
規
制
略

而
弗
書
葢
始
事
之
難
也
迨
學
建
而
典
禮
備
舉
於
是
廟

制
學
制
著
於
篇
祭
器
樂
器
陳
於
室
學
籍
可
以
核
額
數

學
田
可
以
養
生
徒
書
院
小
學
義
塾
姑
以
類
從
亦
古
黨

庠
術
序
意
也
鄕
飮
嵗
必
一
舉
今
徒
有
其
名
矣
好
古
者

尙
亦
循
其
名
而
思
所
以
踐
其
實
哉
述
學
校
志

典
禮

國
朝
順
治
八
年
禮
部
申
學
政
六
條

一

學

臣

考

覈

一

學

臣

新

舊

交

代

不

許

代

署

一

定

磨

勘

罰

例

一

生

員

不

許

糾

黨

一

教

官

生

員

與

武

職

兵

丁

以

事

有

爭

敎

官

生

員

聽

學

臣

處

置

不

許

武

臣

擅

責

一

敎

官

不

得

濫

委

九
年
頒

御
製
卧
碑
文
勒
石
明
倫
堂

朝
廷
建
立
學
校
選
取
生
員
免
其
丁
糧
厚
其
廪
膳
設
學
院
學

道
學
官
以
敎
之
各
衙
門
官
以
禮
相
待
全
要
養
成
賢
才
以
供

朝
廷
之
用
諸
生
皆
當
上
報

國
恩
下
立
人
品
所
有
敎
條

開
列
於
後

一
生
員
之
家
父
母
賢
智
者
子
當
受
敎
父
母
愚
魯
或
有
非
爲

者
子
旣
讀
書
明
理
當
再
三
懇
吿
使
父
母
不
陷
於
危
亡

一

生
員
立
志
當
學
爲
忠
臣
淸
官
書
史
所
載
忠
淸
事
蹟
務
須
互

相
講
究
凡
利
國
愛
民
之
事
更
宜
留
心

一
生
員
居
心
忠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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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
直
讀
書
方
有
實
用
出
仕
必
作
良
吏
若
心
術
邪
刻
讀
書
必

無
成
就
爲
官
必
取
禍
患
行
害
人
之
事
者
往
往
自
殺
其
身
常

宜
思
省

一
生
員
不
可
千
求
官
長
交
結
勢
要
希
圖
進
身
若

果
心
善
德
全
上
天
知
之
必
加
以
福

一
生
員
當
愛
身
忍
性

凡
有
司
衙
門
不
可
輕
入
卽
有
切
己
之
事
止
許
家
人
代
吿
不

許
千
與
他
人
詞
訟
他
人
亦
不
許
牽
連
生
員
作
證

一
爲
學

當
尊
敬
先
生
若
講
說
皆
須
誠
心
聽
受
如
有
未
明
從
容
再
問

毋
許
妄
行
辨
難
爲
師
者
亦
當
盡
心
敎
訓
勿
致
怠
惰

一
軍

民
一
切
利
病
不
許
生
員
上
書
陳
言
如
有
一
言
建
白
以
違
制

論
黜
革
治
辠

一
生
員
不
許
糾
黨
多
人
立
盟
結
社
把
持
官

府
武
斷
鄕
曲
所
作
文
字
不
許
妄
行
刋
刻
違
者
聽
提
調
官
治

辠
康
熙
九
年
頒
約
十
六
條

敦
孝
弟
以
重
人
倫

篤
宗
族
以
昭
雍
睦

和
鄕
黨
以
息
爭

訟

重
農
桑
以
足
衣
食

尙
節
儉
以
借
民
財

隆
學
校
以

端
士
習

黜
異
端
以
崇
正
學

講
法
律
以
儆
愚
頑

明
禮

讓
以
厚
風
俗

務
本
業
以
定
民
志

訓
子
弟
以
禁
非
爲

息
誣
告
以
全
良
善

戒
匿
逃
以
免
株
連

完
錢
糧
以
省
催

科

聯
保
甲
以
弭
盜
賊

解
讐
忿
以
重
身
命

二
十
三
年
頒

御
製
學
校
論

二
十
四
年
頒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典
禮

三

御
書
萬
世
師
表
額
定
以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爲
先
師
誕
辰
時

巡

撫

湯

斌

准

部

文

以

蔣

尹

玉

所

上

孔

子

生

日

考

行

學

質

問

縣

學

生

王

晉

陛

上

辨

疑

一

篇

謂

孔

子

生

於

夏

正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斌

據

以

覆

部

遂

通

行

直

省

定

爲

例

王

晉

陛

辨

疑

略

諸

儒

謂

孔

子

生

於

魯

襄

公

二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者

公

羊

子

也

是

嵗

十

月

庚

辰

朔

數

至

十

一

月

中

不

應

有

庚

子

日

其

年

月

俱

不

合

謂

孔

子

生

於

二

十

一

年

十

月

庚

子

者

穀

梁

子

吳

氏

通

考

洪

慶

善

闕

里

譜

系

程

登

庸

年

表

辨

證

也

然

以

孔

子

生

年

七

十

有

三

計

之

當

庚

戌

嵗

生

壬

戌

嵗

卒

若

二

十

一

年

乃

己

酉

嵗

亦

誤

朱

子

謂

生

於

二

十

二

年

與

史

記

世

家

合

矣

然

謂

十

一

月

則

又

誤

是

嵗

十

一

月

甲

辰

朔

亦

不

應

有

庚

子

日

惟

以

世

史

類

編

綱

目

前

編

參

之

春

秋

左

傳

如

出

一

口

斷

以

孔

子

生

於

周

靈

王

二

十

一

年

魯

襄

公

二

十

二

年

庚

戌

嵗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庚

子

日

周

十

月

夏

正

八

月

爲

今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無

疑

葢

春

秋

經

魯

襄

公

二

十

一

年

十

月

庚

辰

朔

順

推

至

二

十

二

年

除

去

小

月

六

日

十

月

當

爲

甲

戌

朔

數

至

二

十

七

日

恰

是

庚

子

日

二

十

二

年

春

壬

月

癸

酉

朔

逆

推

至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應

計

九

十

三

日

又

恰

是

庚

子

日

若

蔣

尹

玉

所

云

九

月

十

五

以

周

正

考

之

二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是

甲

午

二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是

戊

午

俱

非

庚

子

日

其

謬

可

知

二
十
六
年
頒
太
平
樂
器

三
十
八
年

詔
製
文
廟
樂
器

三
十
九
年
頒

御
製
先
師
贊
四
配
贊

葢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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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位
以
綏
猷
有
明
道
之
聖
立
言
以
垂
憲
此
正

學
所
以
常
明
而
人
心
所
以
不
泯
也
粵
稽
往
緖
仰
遡
前
徽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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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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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
炳
於
一
朝
明
道
者
敎
思
周
於
百
世
堯
舜
禹
湯
之
後
不
有

孔
子
則
學
術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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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其
奚
所

取
衷
焉
然
則
孔
子
之
爲
萬
世
一
人
也
審
矣
景
企
滋
深
敬
摛

筆
而
爲
之
贊
曰

淸
濁
有
氣
剛
柔
有
質
聖
人
參
之
人
極
以
立
行
著
習
察
舍
道

莫
由
惟
皇
建
極
惟
后
綏
猷
作
君
作
師
垂
統
萬
古
曰
惟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五
百
餘
嵗
至
聖
挺
生
聲
金
振
玉
集
厥
大
成
序
書

刪
詩
定
禮
正
樂
旣
窮
象
繫
亦
嚴
筆
削
上
紹
往
緖
下
示
來
型

道
不
終
晦
秩
然
大
經
百
家
紛
紜
殊
途
異
趣
日
月
無
踰
羹
牆

可
晤
孔
子
之
道
惟
中
與
庸
此
心
此
理
千
聖
所
同
孔
子
之
德

仁
義
中
正
秉
彝
之
好
根
本
天
性
庶
幾
夙
夜
朂
哉
令
圖
溯
源

洙
泗
景
躅
唐
虞
載
厯
庭
除
式
觀
禮
器
摛
毫
仰
贊
心
焉
遐
企

百
世
而
上
以
聖
爲
歸
百
世
而
下
以
聖
爲
師
非
師
夫
子
惟
師

於
道
統
天
御
世
惟
道
爲
寶
泰
山
巖
巖
東
海
泱
泱
牆
高
萬
仞

夫
子
之
堂
孰
窺
其
藩
孰
窺
其
徑
道
不
遠
人
克
念
作
聖

聖
道
早
聞
天
資
獨
粹
約
禮
博
文
不
遷
不
貳
一
善
服
膺
萬
德

來
萃
能
化
而
齊
其
學
一
致
禮
樂
四
代
治
法
兼
備
用
行
舍
藏

王
佐
之
器
顏子

洙
泗
之
傳
魯
以
得
之
一
貫
曰
唯
聖
學
在
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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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緖
修
明
訓
辭
曾子

於
穆
天
命
道
之
大
原
靜
養
動
察

庸
德
庸
言
以
育
萬
物
以
贊
坤
乾
九
經
三
重
大
法
是
存
篤
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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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愼
獨
成
德
之
門
卷
之
藏
密
擴
之
無
垠
子

思

子

哲
人
其
萎
楊
墨

昌
熾
子
輿
闢
之
曰
仁
曰
義
性
善
獨
闡
知
言
養
氣
道
稱
堯
舜

學
屛
功
利
煌
煌
七
篇
並
垂
六
藝
孔
學
攸
傳
禹
功
作
配
孟子

四
十
一
年
頒

御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四
十
三
年
頒

御
製
平
定
朔
漠
碑
文
勒
石
明
倫
堂

雍
正
二
年

詔
攺
啟
聖
祠
爲
崇
聖
祠
封
五
代
王
爵
並
頒

御
製
萬
言
廣
訓
定

製

每

月

朔

望

有

司

謁

文

廟

畢

詣

公

所

集

官

吏

紳

士

擇

生

員

升

壇

講

讀

編

氓

咸

會

諸

鄕

鎭

令

約

正

約

副

請

讀

同

治

間

城

鎭

並

令

諸

生

宣

講

屆

期

分

赴

各

鄕

鎭

由

縣

捐

給

薪

資

三
年

詔
祀
先
師
以
太
牢
頒
文
廟
禮
樂
圖
籍

六
年
頒

御
書
生
民
未
有
額

七
年
頒

御
製
平
定
靑
海
碑
文
勒
石
明
倫
堂

乾
隆
三
年
頒

御
書
與
天
地
參
額

八
年
頒

欽
定
文
廟
樂
章

迎
神
奏
昭
平
之
章
辭
曰
大
哉
孔
子
先
覺
先
知
與
天
地
參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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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世
之
師
祥
徵
麟
紱
韻
答
金
絲
日
月
旣
揭
乾
坤
淸
夷

初
獻
奏
宣
平
之
章
辭
曰
子
懷
明
德
玉
振
金
聲
生
民
未
有
展

也
大
成
俎
豆
千
古
春
秋
上
丁
淸
酒
旣
載
其
香
始
升

亞
獻
奏
秩
平
之
章
辭
曰
式
禮
莫
愆
升
堂
再
獻
響
協
鼓
鏞
誠

孚
罍
甗
肅
肅
雍
雍
譽
髦
斯
彥
禮
陶
樂
淑
相
觀
而
善

終
獻
奏
叙
平
之
章
辭
曰
自
古
在
昔
先
民
有
作
皮
弁
祭
菜
於

論
思
樂
惟
天
牖
民
惟
聖
時
若
彝
倫
攸
叙
至
今
木
鐸

徹
饌
奏
懿
平
之
章
辭
曰
先
師
有
言
祭
則
受
福
四
海
黌
宮
誰

敢
不
肅
禮
成
告
徹
毋
疏
毋
凟
樂
所
自
生
中
原
有
菽

送
神
奏
德
平
之
章
辭
曰
鳧
繹
峩
峩
洙
泗
洋
洋
景
行
行
止
流

澤
無
疆
聿
昭
祀
事
祀
事
孔
明
化
我
蒸
民
育
我
膠
庠

四
十
四
年
頒

御
製
平
定
金
川
碑
文
勒
石
明
倫
堂
並
頒
釐
正
文
體
諭

嘉
慶
四
年
頒

御
書
聖
集
大
成
額

道
光
三
年
頒

御
書
聖
協
時
中
額

咸
豐
元
年
頒

御
書
德
齊
幬
載
額

同
治
元
年
頒

御
書
聖
神
天
縱
額

光
緖
元
年
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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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學

七

御
書
斯
文
在
茲
額

廟
學

國
朝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趙
酉
訓
導
洪
基
詳
建
廟
學
於
城
東
南

隅
先

是

吳

淞

所

學

久

廢

分

縣

時

未

及

請

建

乾

隆

六

年

知

縣

胡

仁

濟

曾

擇

察

院

舊

址

詳

請

興

建

未

卽

舉

行

暫

合

祭

於

嘉

定

文

廟

春

丁

嘉

定

縣

主

祭

秋

丁

寶

山

縣

主

祭

至

是

始

詳

准

建

於

察

院

舊

址

按

吳

淞

所

學

明

正

統

十

四

年

于

戸

莊

安

奏

建

於

舊

城

東

北

隅

定

例

儒

童

由

本

所

印

卷

送

縣

考

試

定

入

學

額

四

名

天

順

中

千

戸

張

全

重

修

嘉

靖

初

燬

於

倭

㓂

三

十

年

巡

按

尙

維

持

重

建

於

新

城

東

北

隅

萬

厯

十

九

年

千

戸

車

倫

詳

請

重

修

崇

禎

末

廢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副

總

兵

沈

豹

先

建

文

昌

閣

於

鎭

署

之

右

移

會

知

縣

隨

登

雲

攺

建

於

城

東

南

隅

所

署

舊

址

自

大

成

殿

兩

廡

儀

門

黌

門

及

明

倫

堂

不

三

月

告

竣

計

費

數

百

金

春

秋

丁

祭

請

縣

學

師

行

釋

菜

禮

後

因

海

潮

泛

溢

殿

宇

傾

頽

而

學

宮

又

廢

並
建
奎
星

閣趙
酉

建

學

記

略

寶

山

割

嘉

定

東

偏

以

置

縣

因

吳

淞

故

城

以

建

治

去

嘉

定

五

十

里

而

遥

其

廨

宇

府

庫

倉

廪

狴

犴

之

屬

皆

一

時

鼎

新

而

學

宮

敎

土

之

地

乃

不

暇

爲

他

縣

二

尹

同

城

士

之

分

於

新

邑

者

春

秋

有

事

仍

卽

故

學

以

習

禮

觀

樂

而

寶

山

之

士

獨

無

所

息

游

以

精

其

業

非

治

道

之

闕

歟

乾

隆

八

年

子

涖

茲

土

憮

然

興

懷

乃

集

多

上

而

謀

其

費

所

出

縣

故

有

嵗

役

河

去

五

千

六

百

有

奇

省

其

力

什

六

而

受

若

直

得

銀

之

爲

兩

者

四

千

一

百

有

奇

又

出

養

亷

銀

二

百

兩

爲

倡

由

是

邑

中

士

與

其

好

義

者

爭

出

私

財

以

助

予

乃

上

之

於

當

事

幾

見

阻

適

方

伯

王

公

來

藩

江

左

復

白

其

事

公

曰

此

令

之

責

也

爲

特

請

於

大

府

報

可

遂

相

地

於

城

東

南

得

若

千

畝

經

始

於

丁

卯

二

月

爲

廟

以

奉

聖

爲

學

以

居

士

爲

署

以

居

官

與

夫

啟

聖

之

宮

鄕

賢

名

宦

之

祠

下

至

齋

閣

庖

廪

省

牲

之

所

無

不

具

外

列

坊

表

樹

垣

屛

鑿

頖

水

繚

垣

十

二

引

一

常

有

奇

皆

以

次

落

成

又

以

形

家

者

言

作

奎

星

亭

於

城

垣

上

當

學

之

㢲

隅

戊

辰

七

月

始

告

竣

縻

白

金

五

千

兩

有

奇

時

予

量

移

太

倉

八

月

上

丁

署

令

請

赴

新

廟

集

諸

生

行

釋

奠

禮

子

乃

進

而

謂

之

曰

學

校

之

設

自

三

代

以

迄

今

茲

凡

膺

民

社

者

莫

之

敢

後

豈

以

士

之

爲

學

必

待

官

之

建

學

哉

誠

以

長

民

者

不

徒

簿

書

期

會

是

急

凡

典

章

之

興

墜

士

風

之

良

楛

令

與

有

責

焉

耳

顧

建

學

以

居

士

令

之

爲

也

明

學

以

致

用

非

令

之

爲

也

多

士

沐

敎

澤

深

矣

所

以

取

之

用

之

者

豈

徒

文

章

聲

譽

巳

哉

當

思

經

之

明

而

必

如

何

而

後

明

行

之

修

必

如

何

而

後

修

以

是

講

明

而

切

究

之

一

一

體

諸

立

心

行

己

間

以

待

上

之

取

而

用

之

斯

不

負

予

建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廟
學

八

學

之

意

也

辛

未

夏

子

將

移

守

淮

安

而

麗

牲

之

碑

未

勒

恐

嵗

月

易

忘

爲

序

其

顚

末

如

此

董

其

事

者

某

某

等

皆

邑

之

艮

也

靑

浦

王

昶

記

略

太

倉

州

之

嘉

定

縣

分

爲

寶

山

城

郭

官

署

一

時

剏

造

未

遑

立

學

也

趙

君

來

知

縣

事

慨

然

思

有

以

建

之

會

縣

有

嵗

役

河

夫

適

是

時

水

不

爲

患

弛

其

力

而

取

其

直

可

以

集

事

詢

之

士

民

稱

便

遂

以

其

議

上

之

報

允

君

又

出

金

爲

倡

眾

率

私

錢

以

助

相

地

得

城

東

南

隅

之

察

院

故

址

而

經

始

焉

梓

人

庀

材

陶

人

傳

埴

攻

金

攻

石

刮

磨

設

色

之

屬

執

藝

待

事

登

登

合

作

自

丁

卯

二

月

始

至

明

年

七

月

落

成

於

是

廟

則

禮

殿

兩

廡

三

門

六

㦸

與

夫

崇

聖

之

祠

省

牲

之

所

學

則

講

堂

齋

舍

傑

閣

深

池

與

夫

校

官

之

署

庖

廪

之

次

莫

不

具

舉

籩

豆

有

序

鐘

鼓

在

列

春

秋

朔

望

率

邑

弟

子

釋

菜

釋

奠

於

斯

登

降

俯

仰

雍

雍

肅

肅

士

民

咸

驚

歎

以

爲

未

有

也

邑

人

張

揆

方

新

建

孔

子

廟

學

碑

古

者

有

學

無

廟

自

唐

王

祀

孔

子

郡

邑

始

有

孔

子

廟

巍

然

衮

冕

擬

之

王

者

厯

代

仍

之

至

我

熙

朝

右

文

崇

道

駐

蹕

國

學

駕

幸

孔

林

煌

煌

鉅

典

照

耀

今

古

雍

正

三

年

割

嘉

定

東

境

立

寶

山

縣

卽

吳

淞

所

爲

縣

治

今

陞

州

剌

史

趙

侯

諱

酉

初

蒞

茲

邑

政

修

令

行

崇

尙

敎

化

務

求

稱

上

意

旨

興

造

廟

學

偕

訓

導

洪

基

主

簿

陳

至

言

尉

楊

兆

本

捐

俸

爲

倡

値

邑

有

濬

河

之

役

以

折

塘

夫

銀

若

干

及

尙

義

樂

助

之

資

鳩

工

飭

材

擇

邑

治

東

之

隅

築

基

定

址

視

袁

州

學

記

所

稱

厥

士

燥

剛

厥

位

面

陽

無

異

而

且

工

善

吏

勤

子

來

趨

事

自

乾

隆

丁

卯

迄

戊

辰

冬

落

成

由

大

成

殿

甃

石

爲

路

修

直

如

矢

旁

挾

兩

廡

以

達

於

櫺

星

門

揆

諸

州

縣

廟

制

罔

有

弗

稱

至

明

倫

堂

尊

經

閣

莫

不

輪

焉

奐

焉

有

嚴

有

翼

侯

乃

集

僚

佐

率

諸

生

行

釋

菜

禮

而

諗

於

眾

曰

茲

邑

僻

在

海

隅

土

樸

而

愿

囿

於

習

俗

鮮

有

克

自

振

拔

者

今

俾

爾

衿

佩

登

先

聖

先

師

之

堂

目

覩

車

服

禮

器

之

盛

按

經

籍

而

稽

古

訓

由

此

進

求

明

體

達

用

之

學

如

棫

樸

之

成

材

足

以

備

朝

廷

異

日

薪

槱

之

用

庶

不

負

今

日

有

司

建

學

之

美

意

可

不

勉

歟

眾

僉

曰

廟

學

本

當

與

縣

治

同

建

然

自

雍

正

乙

巳

創

縣

至

今

二

十

有

四

年

前

令

君

皆

未

遑

計

及

於

此

至

吾

侯

乃

克

剏

爲

之

以

作

新

我

海

濱

之

陋

俗

使

多

士

咸

沐

浴

於

絃

歌

之

雅

化

不

可

不

特

書

以

倡

率

後

之

繼

今

而

來

涖

茲

土

者

揆

方

以

邑

人

來

乞

文

將

以

刻

諸

麗

牲

之

碑

爰

系

之

以

詩

詩

曰

天

子

辟

雍

諸

侯

頖

宮

稽

之

於

古

典

禮

攸

崇

尼

山

夫

子

道

全

德

備

轍

環

天

下

不

有

其

位

王

祀

百

世

弗

以

爲

泰

海

邑

新

設

維

氓

養

而

不

敎

恐

卽

澆

漓

惟

侯

治

劇

如

理

棼

絲

武

城

單

父

絃

誦

庶

幾

興

賢

育

才

孜

孜

亟

亟

率

屬

捐

俸

廟

學

並

立

廟

堂

巍

巍

學

宮

翼

翼

釋

菜

釋

奠

戰

戰

栗

栗

殿

堂

門

廡

庖

湢

橋

梁

亭

號

采

芹

泮

池

洋

洋

靑

靑

者

衿

來

翔

來

翔

興

俯

拜

跪

景

仰

素

王

壁

經

麟

經

翫

之

無

斁

五

品

者

倫

五

常

者

德

是

訓

是

行

兢

兢

靡

忒

淪

浹

肌

髓

沐

浴

膏

澤

體

立

用

行

作

楨

王

國

吾

語

邑

人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廟
學

九

云

誰

之

思

溯

爾

化

原

敦

爾

敎

基

游

爾

宮

牆

牖

爾

民

彝

凡

此

敎

育

咸

侯

之

施

侯

擔

爾

爵

侯

崇

爾

秩

邑

人

乞

文

書

侯

之

績

用

昭

無

窮

勒

詞

於

石

五
十
五
年
知
縣
彭
元
璟
重
修
廟
學
四

十

年

爲

風

所

圯

工

鉅

未

克

修

舉

元

璟

涖

任

勸

捐

重修彭

元

璟

重

修

文

廟

勸

捐

引

粵

以

萬

古

仰

聖

人

之

廟

莫

不

尊

親

數

仞

崇

夫

子

之

牆

宜

臻

美

富

雖

周

流

之

轍

未

及

江

鄕

而

坐

奠

之

楹

不

遺

海

國

葢

木

鐸

振

千

秋

以

下

斯

黌

宮

偏

六

合

而

遥

維

茲

寶

邑

徧

隅

亦

聖

化

涵

濡

之

內

雖

自

疁

城

分

治

各

在

皇

仁

樂

育

之

中

況

我

國

家

澤

溥

菁

莪

化

隆

芹

藻

詩

譜

瑶

笙

之

句

酒

飮

於

鄕

詞

聯

石

鼓

之

文

學

隆

於

國

維

天

子

辟

雍

肇

建

方

欣

觀

聽

於

圜

橋

我

小

邑

泮

水

承

流

宜

整

規

模

於

頖

璧

乃

本

縣

下

車

伊

始

展

廟

告

䖍

旣

瓦

礫

之

弗

除

復

荆

榛

之

不

剪

僅

存

者

尊

經

一

閣

啟

聖

一

祠

亦

漂

搖

於

風

雨

可

傷

者

淺

水

半

池

殘

垣

半

壁

將

蕪

没

於

蒿

萊

朔

望

舉

行

香

之

典

僅

循

階

九

叩

而

歸

春

秋

隆

致

祭

之

文

亦

舉

爵

三

升

而

畢

雖

被

暴

風

於

一

夕

尙

非

人

事

之

不

修

而

虛

廟

貌

於

百

年

必

致

民

情

之

日

下

乃

者

訟

毎

與

於

雀

角

林

㒺

變

夫

鴞

音

豈

眞

江

海

氣

豪

别

成

悍

俗

良

由

膠

庠

禮

廢

倍

激

澆

風

此

誠

爲

政

所

必

先

非

徒

於

禮

不

容

緩

也

茲

據

祈

重

建

呈

請

勸

捐

規

制

具

於

繪

圖

工

程

備

於

估

冊

不

敢

請

帑

以

節

經

費

并

免

報

部

以

省

繁

文

前

令

旣

設

法

剏

建

於

先

本

縣

當

竭

力

興

修

於

後

第

以

萬

金

之

費

斷

非

一

木

可

支

旣

見

義

而

必

爲

復

眾

擎

而

易

舉

維

爾

闔

邑

紳

士

商

民

各

宜

踴

躍

樂

輸

快

成

盛

舉

經

天

緯

地

謂

之

文

重

輝

俎

豆

化

民

成

俗

必

由

學

式

煥

宮

牆

建

以

丁

卯

圯

以

壬

寅

旣

星

霜

之

屢

易

昔

有

編

夫

今

有

捐

戸

亦

事

勢

之

各

殊

行

見

禮

門

義

路

之

重

新

春

誦

夏

絃

之

有

託

由

應

號

寶

彌

興

仰

止

之

思

江

亦

名

淞

倍

切

水

哉

之

慕

藝

木

棉

於

南

畝

學

藪

宜

崇

滙

大

海

於

東

偏

文

瀾

更

闊

仰

聖

天

子

崇

文

之

治

邑

雖

小

而

無

遺

溯

大

聖

人

垂

敎

之

隆

地

雖

偏

而

無

陋

拭

目

以

俟

奮

筆

而

書

嘉
慶
十
年
訓
導
姚
原
綬
鑿
學
渠
築
土
山
廟

學

內

外

均

植

柏

檜

道
光
二
十
年
知
縣
劉
光
斗
重
修
廟
學
並
攺
建
奎
星
閣
城

紳

張

樹

琪

等

董

其

役
光
緖
元
年
知
縣
馮
壽
鏡
濬
學
渠
通

東

南

水

關

引

外

城

濠

水

注

之

三
年
知
縣
梁
蒲
貴
訓
導
謝
珣
捐
修
奎
星
閣
城

紳

徐

選

等

董

其

役

核

費

工

料

錢

三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廟
制

十

百

餘

串

廟
制

大
成
殿
五

楹

爲

正

殿

每

嵗

以

春

秋

二

仲

上

丁

日

致

祭

崇

聖

祠

及

名

宦

鄕

賢

並

同

日

祭

祀
正
位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東
配
復
聖
顏
子
述
聖
子
思
子

西
配
宗

聖
曾
子
亞
聖
孟
子

東
哲
先
賢
閔
子
損
冉
子
雍
端
木
子
賜

仲
子
由
卜
子
商
有
子
若

西
哲
先
賢
冉
子
耕
宰
子
子
冉
子

求
言
子
偃
顓
孫
子
師
朱
子
熹
謹

按

朱

子

向

列

東

廡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升

次

東

哲

乾

隆

三

年

有

子

升

列

東

哲

乃

移

朱

子

於

西

哲

東
廡
八

間

先

賢

四

十

位

先

儒

三

十

三

位

均

以

北

爲

上

按

兩

廡

位

次

向

遵

乾

隆

十

八

年

部

頒

成

式

同

治

二

年

給

事

中

王

憲

成

片

奏

兩

廡

位

次

每

多

凌

轢

特

頒

禮

部

議

正

新

定

祀

位

圖

說

謹

遵

移

奉

註

明

於

下

祀
先
賢
公
孫

僑
咸

豐

七

年

從

祀

位

列

西

廡

之

首

同

治

二

年

移

林
放
移

原
憲
南
宮
适
商
瞿

雕

開
司
馬
耕
梁
鱣
冉
孺
伯
䖍
冉
季

雕
徒
父

雕
哆
公
西
赤

任
不
齊
公
良
孺
公
肩
定
鄡
單
罕
父
黑
榮
旂
左
人
郢
鄭
國
原

亢
亷
潔
叔
仲
會
公
西
輿
如
邽

陳
亢
琴
張
步
叔
乘
秦
非
顏

噲
顏
何
縣
亶
牧
皮
移

樂
正
克
萬
章
周
敦
頤
程
顥
邵
雍

先

儒
公
羊
高
伏
勝
毛
亨
同

治

二

年

從

祀

劉
德
光

緖

三

年

從

祀

孔
安
國
移

后
蒼

鄭
康
成
移

范
甯
移

陸
贄
道

光

六

年

從

祀

范
仲
淹
歐
陽
修
司
馬
光
移

羅
從
彥
李
綱
咸

豐

元

年

從

祀

謝
良
佐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從

祀

張
栻
陸
九
淵
陳
湻

眞
德
秀
移

何
基
移

文
天
祥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從

祀

趙
復
金
履
祥
移

陳
澔

移

方
孝
孺
同

治

二

年

從

祀

薛
瑄
移

胡
居
仁
羅
欽
順
呂
柟
同

治

二

年

從

祀

劉

宗
周
道

光

二

年

從

祀

移

孫
奇
逢
道

光

八

年

從

祀

張
履
祥
同

治

十

一

年

從

祀

陸
隴
其

移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廟
制

十
一

西
廡
八

間

先

賢

三

十

九

位

先

儒

三

十

四

位

均

以

北

爲

上

祀
先
賢
蘧
瑗
移

澹
臺
滅
明
宓

不
齊
公
冶
長
公
晳
哀
高
柴
樊
須
商
澤
巫
馬
施
顏
辛
曹
䘏
公

孫
龍
秦
商
顏
高
壤
泗
赤
石
作
蜀
公
夏
首
后
處
奚
容
蒧
顏
祖

句
井
疆
秦
祖
縣
成
公
祖
句
茲
燕
伋
樂
欬
狄
黑
孔
忠
公
西
蒧

顏
之
僕
施
之
常
申
棖
左
邱
明
秦
冉
公
明
儀
咸

豐

三

年

從

祀

公
都
子

公
孫
丑
張
載
程
頤
移

先
孺
榖
梁
赤
高
堂
生
董
仲
舒
移

毛
萇

杜
子
春
許
愼
光

緖

三

年

從

祀

諸
葛
亮
王
通
移

韓
愈
胡
瑗
韓
琦
咸

豐

二

年

從

祀

移

楊
時
移

尹
焞
胡
安
國
李
侗
移

呂
祖
謙
移

袁
爕
同

治

七

年

從

祀

黃
榦
蔡
沈
咸

豐

十

年

從

祀

移

魏
了
翁
移

王
柏
陸
秀
夫
咸

豐

九

年

從

祀

許
衡

吳
澄
移

許
謙
移

曹
端
咸

豐

十

年

從

祀

移

陳
獻
章
蔡
淸
王
守
仁
移

呂

坤
道

光

六

年

從

祀

黃
道
周
道

光

五

年

從

祀

移

陸
世
儀
同

治

九

年

從

祀

湯
斌
道

光

三

年

從

祀

移

張
伯
行
光

緖

四

年

從

祀

丁
東
門
一

座

三

楹

在

大

成

殿

正

南

左

右

翼

房

各

一

間

櫺
星
門
一

座

三

間

在

丁

東

門

正

南

德
配
天
地
道
冠
古
今
坊
在

櫺

星

門

東

西

崇
聖
祠
在

大

成

殿

後

東

北

祠

門

一

座

明

嘉

靖

九

年

於

大

成

殿

立

啟

聖

祠

祀

叔

梁

公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詔

封

五

代

王

爵

攺

爲

崇

聖

祠

祀
正
位

肇
聖
王
木
金
父
公
裕
聖
王
祁
父
公
詒

聖
王
防
叔
公
昌
聖
王
伯
夏
公
啟
聖
王
叔
梁
公

東
配
先
賢

孔
氏
孟
皮
咸

豐

七

年

配

顏
氏
無
繇
孔
氏
鯉

西
配
先
賢
曾
氏
㸃

孟
孫
氏
激

東
次
先
儒
周
氏
輔
成
程
氏
珦
蔡
氏
元
定

西

次
先
儒
張
氏
迪
雍

正

元

年

增

祀

朱
氏
松

名
宦
祠
三

間

在

翼

房

東

祀
宋
知
縣
高
衍
孫
元
知
州
任
立
明
知
縣
練
達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廟
制
學
制

十
二

祖
述
龍
晉
吳
哲
王
應
鵬
李
資
坤
馬
麟
張
守
直
萬
思
謙
韓
浚

縣
丞
李
玉
森
敎
諭
王
廷
舉

國
朝
總
督
于
成
龍
范
承
勲
傅

臘
塔
馬
鳴
佩
巡
撫
宋
犖
張
伯
行
陳
大
受
陳
鑾
總
漕
郞
廷
極

總
河
陳
鵬
年
督
學
許
汝
霖
張
泰
交
邵
嗣
堯
張
榕
端
張
元
臣

余
正
健
胡
高
望
周
系
英
鹽
運
使
俞
德
淵
知
縣
潘
師
質
胡
仁

濟
李
長
靑
典
史
閔
有
義

鄕
賢
祠
三

間

在

翼

房

西

祀
宋
姚
舜
元
元
王
子
昭
明
王
彝
金
文
徵
陳
述

范
純
殷
都
沈
灼
周
之
謨
顧
其
國
金
兆
登
婁
堅
孫
元
化
嚴
衍

黃
湻
耀
須
諘

國
朝
張
雲
章

土
地
祠
一

楹

在

丁

東

門

西

祀

本

學

土

地

之

神

奎
星
閣
在

櫺

星

門

東

南

學
制

明
倫
堂
四

楹

在

大

成

殿

西

前

爲

頭

門

三

間

儀

門

三

間

尊
經
閣
上

下

樓

房

六

楹

在

明

倫

堂

後

齋
舍
東

西

各

二

間

在

明

倫

堂

前

儒
學
署
十

四

間

在

明

倫

堂

西

詳

營

建

志

祭
器
樂
器

乾
隆
十
二
年
知
縣
趙
酉
置
祭
器
及
樂
器

同
治
五
年
知
縣
祁
德
昌
增
置
祭
器

大
錫
爵
三

中
錫
爵
四
十

木
簠
簋
六
十

木
籩
豆
六
十

大
錫
爐
十

中
錫
爐
十

中
錫
筌
二
十

麾
幡
二

旌
節
二

瑟
二

琴
四

鞉
鼓
二

搏
拊
二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學
籍
學
田

十
三

柷
一

敔
一

笙
一

簫
四

鳳
簫
二

雙
管
二

龍

笛
四

塤
二

箎
二

編
鐘
十
六

編
磬
十
六

楹
鼓

一

應
鼓
一

籥
三
十
六

翟
三
十
六

學
籍

拔
貢
生
每

十

二

年

與

嘉

定

併

考

選

拔

一

人

惟

乾

隆

三

十

年

奉

持

旨

分

設

各

縣

准

於

本

年

選

拔

時

各

取

一

人

不

爲

例

同

治

九

年

奏

准

每

縣

各

拔

一

人

以

癸

酉

科

爲

始

嵗
貢
生
每

四

年

貢

一

人

遇

有

思

詔

隨

嵗

並

貢

一

人

廪
膳
生
十缺

增
廣
生
十缺

附
學
生
分

縣

後

定

額

十

二

名

撥

額

一

二

名

無

定

同

治

四

年

以

守

城

案

內

奏

准

加

廣

永

遠

學

額

二

名

武
生
嵗

試

定

額

七

名

同

治

四

年

以

守

城

案

內

奏

准

加

廣

永

遠

額

二

名

學
田

雍
正
四
年
分
學
田
五
頃
十
九
畝
九
分
五
釐

二
區
六
十
二
舍

嘉

定

程

志

載

原

共

學

田

十

一

頃

七

十

一

畝

六

分

九

釐

三

毫

二

十

八

區

三

百

三

十

七

舍

分

寶

山

田

五

頃

八

十

畝

一

分

五

釐

二

區

六

十

二

舍

趙

志

止

五

頃

十

九

畝

九

分

五

釐

其

徵

解

之

額

詳

賦

役

志

現

存

田

五

百

四

十

六

畝

六

分

七

釐

二

毫曰
號
三
十
二
啚
田

三

十

三

畝

盈
號
三
十
五
啚
田

八

畝

盈
號
三
十
七

啚
田

十

四

畝

霜
號
三
十
二
啚
田

八

畝

霜
號
十
五
啚
田

十

四

畝

九

分

九

釐

霜
號

三
十
七
啚
田

二

十

五

畝

霜
號
三
十
八
啚
田

三

十

畝

衣
號
四
啚
田

四

十

畝

殷

號
六
啚
田

一

畝

八

分

一

釐

二

毫

秋
號
四
十
六
啚
田

十

四

畝

二

分

一

釐

洪
號
五
十

七
啚
田

十

畝

黃
號
二
十
啚
田

五

十

畝

秋
號
四
十
六
啚
田

二

十

九

畝

九

分

宙

號
二
十
六
啚
田

五

十

畝

虞
號
二
十
一
啚
田

五

十

七

畝

四

分

七

釐

虞
號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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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山
縣
志

卷
五

書
院

十
四

三
啚
田

五

十

畝

二

分

朝
號
二
啚
田

十

九

畝

一

分

朝
號
四
啚
田

二

十

六

畝

道
號
二

十
二
啚
田

三

十

二

畝

六

分

七

釐

朝
號
四
十
二
啚
四

十

四

畝

六

分

八

釐

朝
號
一
啚

田

十

五

畝

六

分

三

釐

虞
號
十
八
啚
田

七

畝

一

釐

殷
號
六
啚

租

銀

二

十

一

兩

五

錢

九

分

四

釐

霜
號
三
十
八
啚

租

銀

一

兩

二

錢

生
號
九
啚

租

銀

一

兩

五

錢

二

分

五

釐

裳

號
五
十
二
啚

租

銀

一

兩

九

錢

八

分

黃
號
二
十
啚

租

銀

二

兩

一

錢

九

分

一

釐

發

號
五
十
六
啚

租

銀

一

兩

二

錢

書
院

學
海
書
院
在

學

宮

東

北

隅

道

光

六

年

知

縣

范

仕

義

籌

建

大

場

紳

士

嚴

捐

置

田

九

十

餘

畝

二

十

年

巡

撫

裕

謙

駐

節

院

中

增

建

後

堂

及

東

西

廂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李

蒙

泉

咸

豐

八

年

知

縣

劉

希

瀛

舉

行

月

課

膏

火

花

紅

俱

係

捐

給

同

治

四

年

知

縣

祁

德

昌

籌

欵

重

修

按

期

課

試

兩

廊

捐

置

試

卓

六

年

知

縣

陶

守

亷

因

經

費

不

充

會

同

城

紳

王

爾

焜

等

籌

捐

錢

六

千

千

存

典

生

息

併

田

租

所

入

作

膏

火

及

院

長

修

膳

之

費

詳

定

章

程

惟

加

奬

花

紅

仍

由

縣

捐

給

光

緖

三

年

夏

院

爲

龍

風

所

損

八

月

總

督

沈

葆

楨

通

飭

各

縣

於

錢

糧

公

項

內

每

兩

提

錢

十

文

作

志

書

局

用

告

竣

後

撥

充

書

院

經

費

四

年

三

月

知

縣

梁

蒲

貴

籌

欵

重

修

頭
門
三
間

儀
門
三
間

東
西
廊
各
五
間
壁

嵌

劉

文

淸

公

法

書

石

刻

嘉

定

紳

士

李

壽

林

壽

枏

捐

置

大
堂
三
楹
額

曰

學

海

堂

後
堂
三
楹
額

曰

觀

瀾

堂

東
西
樓

各
一
間

東
側
廂
一
間

西
側
廂
五
間

書
房
五
間
向南

厨
房
二
間

院
長
附

貝
信
三
號

潤

孫

吳

縣

人

道

光

庚

子

科

舉

人

同

治

八

年

主

講

汪
承
慶
號

穉

泉

鎭

洋

縣

人

咸

豐

壬

子

科

副

貢

同

治

十

二

年

主

講

沈

起

元

書

院

敎

規

一

土

子

以

立

品

爲

先

諸

生

每

日

讀

書

將

平

居

自

巳

居

心

一

一

與

之

印

證

必

有

通

身

汗

下

之

處

及

快

然

心

得

之

時

於

是

見

善

卽

遷

有

過

卽

攺

久

久

習

熟

上

之

可

希

聖

希

賢

下

之

不

失

爲

鄕

黨

自

好

而

總

不

至

爲

小

人

之

歸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書
院

十
五

如

此

方

爲

不

負

讀

書

一

爲

學

以

窮

經

爲

本

四

書

五

經

持

躬

者

非

是

不

可

爲

人

用

世

者

非

是

不

可

爲

治

行

文

立

說

者

非

是

不

可

爲

文

及

士

子

習

經

祗

知

擬

題

剽

竊

成

文

擬

題

之

外

槪

置

不

觀

經

學

之

荒

莫

此

爲

甚

諸

生

須

從

一

經

窮

起

熟

讀

本

文

考

漢

儒

之

訓

詁

探

宋

儒

之

義

理

更

萃

諸

家

異

同

之

說

以

尋

至

當

不

易

之

歸

一

經

旣

通

再

治

他

經

乃

不

愧

通

儒

一

人

不

讀

史

識

見

必

隘

初

學

先

看

通

鑑

綱

目

等

書

攷

治

亂

辨

賢

奸

綜

典

章

之

沿

革

稽

形

勢

之

離

合

前

後

古

今

無

不

羅

我

胸

臆

異

日

立

朝

可

以

建

大

猷

决

大

疑

此

日

行

文

亦

可

縱

橫

議

展

拓

我

才

此

史

學

之

大

略

也

再

細

看

厯

代

全

史

以

極

其

勝

一

古

文

作

手

近

代

頗

罕

大

都

爲

制

義

所

誤

然

昔

之

工

制

義

者

皆

從

古

文

中

來

也

古

文

之

法

莫

如

韓

柳

而

初

學

入

門

宜

先

讀

八

家

上

溯

之

史

漢

左

國

而

古

文

之

道

盡

矣

要

之

結

搆

開

合

擒

縱

鍊

字

鍊

句

之

法

備

於

八

家

而

立

言

之

旨

必

衷

諸

道

方

爲

其

言

有

物

故

經

史

爲

文

章

之

本

一

詩

學

以

唐

音

爲

最

正

初

學

入

門

宜

先

讀

中

唐

諸

公

次

讀

李

杜

次

讀

昌

黎

次

讀

王

孟

韋

柳

而

温

李

元

白

以

次

而

及

上

溯

漢

魏

六

朝

以

濬

其

源

下

及

歐

蘇

并

元

明

諸

公

以

極

其

變

而

詩

道

備

矣

學

詩

先

作

五

律

後

作

五

古

七

古

然

後

作

七

律

七

絕

庶

工

力

易

進

至

試

帖

之

體

不

過

八

股

之

章

程

加

以

詩

家

之

藻

繪

運

我

才

思

就

其

尺

度

初

無

難

事

當

以

成

家

爲

貴

不

第

爲

科

場

計

也

一

舉

業

先

戒

揣

摩

時

墨

自

有

制

科

以

來

士

子

之

得

失

有

數

有

司

之

程

式

無

憑

唐

宋

巳

然

何

况

今

日

八

股

創

自

前

明

風

氣

日

開

規

模

遞

變

而

行

文

要

有

一

定

之

法

淺

深

順

逆

開

合

疏

密

不

可

不

講

也

法

得

矣

而

氣

不

足

以

振

之

則

疵

病

百

出

惟

以

氣

運

法

以

法

御

氣

自

有

頭

頭

是

道

步

步

取

勝

之

樂

再

加

以

書

卷

發

一

意

議

皆

有

根

柢

用

一

字

句

皆

有

來

厯

猶

慮

未

盡

切

題

也

更

用

審

題

之

法

曰

題

理

曰

題

神

曰

題

位

平

日

看

透

書

理

遇

題

獨

得

的

解

再

玩

虛

神

遠

近

疾

徐

以

曲

折

取

之

再

看

題

位

或

全

或

偏

以

隨

步

換

形

之

法

御

之

自

能

字

字

親

切

不

患

有

影

響

浮

套

之

病

如

此

可

以

問

世

亦

可

以

傳

世

故

必

於

成

宏

正

嘉

取

其

法

律

於

隆

萬

取

其

機

巧

於

天

崇

取

其

才

思

多

讀

前

輩

一

篇

勝

讀

時

文

百

首

若

夫

揣

摩

時

墨

作

者

與

取

者

皆

出

偶

然

有

何

準

式

耶

羅
陽
書
院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里

中

紳

士

捐

建

於

黃

號

二

十

啚

咸

豐

十

年

燬

於

兵

燹

小
學

淸
浦
小
學

楊
溪
小
學

眞
如
小
學

東
陽
小
學

沙
溪
小
學
邑

人

浦

佑

有

記

唐

愛

有

重

修

記

月
浦
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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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山
縣
志

卷
五

義
塾

十
六

曲
江
小
學
邑

人

李

士

龍

有

記

羅
陽
小
學
以

上

明

嘉

靖

間

知

縣

李

資

坤

建

久

廢

周

鳴

鳳

大

小

學

田

記

略

昆

陽

李

侯

資

坤

爲

令

之

二

年

時

和

政

通

方

黜

邪

崇

正

爲

急

會

督

學

御

史

聞

人

公

移

檄

興

學

侯

益

䖍

弗

懈

乃

修

文

廟

儒

學

旣

如

制

乃

悉

毁

其

淫

祠

乃

廢

寺

院

若

干

處

於

是

於

縣

城

建

四

門

小

學

十

六

鎭

亦

悉

建

有

小

學

措

畫

自

侯

不

厪

公

帑

率

作

省

成

溢

有

贏

羡

乃

惟

贍

學

必

求

永

啚

下

令

諸

鎭

平

價

易

民

田

七

百

七

十

有

一

畝

又

按

籍

規

諸

地

可

列

肆

者

爲

屋

凡

三

百

三

十

楹

嵗

租

之

入

得

五

百

七

十

二

兩

有

贏

歸

之

儒

學

者

二

十

之

七

餘

以

頒

之

小

學

則

有

差

鎭

簡

生

員

一

人

敎

之

大

鎭

益

敎

讀

二

人

次

一

人

四

門

小

學

則

學

官

蒞

欇

之

月

稽

其

緖

三

閱

月

巡

問

而

比

其

勤

惰

達

之

縣

而

更

置

之

而

勸

懲

行

焉

凡

學

司

田

一

人

執

其

總

司

簿

二

人

贊

之

送

會

縣

受

紀

參

互

以

考

其

成

是

役

也

經

始

於

嘉

靖

乙

未

十

月

明

年

八

月

訖

工

侯

淸

介

悃

愊

以

治

行

孚

於

上

官

始

事

咸

可

其

議

至

是

益

嘉

之

督

學

公

特

令

勤

石

學

宮

諸

凡

溝

封

閒

架

詳

在

碑

陰

義
塾
附

東
陽
義
塾
元

延

祐

二

年

里

人

沈

文

煇

建

置

田

千

畝

今

廢

元

鄧

文

原

東

陽

義

塾

記

略

嘉

定

吳

爲

州

俗

以

居

積

尙

贏

富

幸

嵗

豐

收

惟

有

司

徭

役

是

急

故

往

往

不

以

詩

書

誦

弦

爲

事

沈

氏

居

是

州

之

依

仁

鄕

家

乘

肇

自

五

季

以

儒

聞

今

忠

翊

之

父

仕

宋

尉

安

豐

之

霍

邱

欲

仿

古

爲

家

塾

以

訓

鄕

之

子

弟

不

幸

齎

志

以

殁

則

囑

其

子

武

略

曰

爾

兄

弟

勿

忘

我

所

欲

爲

者

武

略

乂

卒

忠

翊

纘

其

父

若

兄

之

遺

意

卜

地

舍

北

周

視

亢

爽

爲

屋

三

間

以

象

光

聖

燕

居

四

賢

配

佑

脩

題

敞

庭

登

降

嚴

翼

重

門

在

其

南

中

爲

方

池

成

梁

其

上

堂

在

燕

居

北

不

卑

不

踰

西

爲

塾

師

之

舍

其

東

爲

庖

西

南

屬

於

兩

廡

爲

齋

四

曰

志

道

進

學

觀

善

時

習

延

禮

訓

導

二

人

以

佐

塾

師

又

設

長

是

齋

者

二

人

分

大

小

學

以

闡

敎

事

買

田

千

餘

畝

在

塾

西

畦

有

蔬

廪

有

藏

羣

聚

所

須

靡

不

畢

給

經

始

延

祐

乙

卯

十

二

月

閱

七

月

落

成

有

司

狀

其

事

以

聞

中

書

表

其

門

曰

義

塾

又

八

年

爲

至

治

壬

戌

忠

翊

介

其

友

書

抵

京

師

謁

予

文

爲

記

予

曰

古

者

二

十

五

家

爲

閭

則

有

門

側

之

堂

大

夫

士

歸

元

於

鄕

曰

父

師

少

師

以

敎

其

子

弟

春

出

東

作

則

里

胥

鄰

長

坐

左

右

塾

以

知

昏

昕

勤

惰

之

節

讀

書

力

田

道

不

相

悖

至

秦

發

閭

左

之

戌

而

敎

始

大

壞

然

春

秋

去

右

未

遠

巳

有

欲

毁

鄕

校

者

豈

王

化

凌

夷

固

有

漸

歟

吳

自

泰

伯

以

禮

讓

爲

國

迄

季

札

而

遺

風

未

泯

吾

夫

子

亦

以

習

於

禮

許

之

及

聘

魯

觀

樂

皆

能

因

其

音

節

審

知

興

廢

葢

前

是

風

雅

頌

吳

未

有

聞

也

學

於

聖

人

者

惟

子

游

一

人

又

能

以

其

敎

施

之

武

城

而

武

城

大

治

若

子

游

之

賢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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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山
縣
志

卷
五

鄕
飲

十
七

自

拔

於

流

俗

者

土

苟

志

於

道

當

不

異

乎

古

人

矣

今

子

弟

之

藏

修

息

游

於

斯

者

勿

習

於

紛

華

而

謂

本

質

爲

巳

迂

勿

競

於

聲

利

而

謂

賤

貧

爲

可

厭

勿

謂

淫

辭

詖

行

爲

可

惑

世

而

正

路

之

不

由

勿

謂

小

德

細

行

爲

不

傷

巳

而

屋

漏

之

弗

戒

孟

子

論

友

自

鄕

而

之

天

下

又

尙

論

古

之

人

誦

詩

讀

書

而

知

其

人

也

是

則

沈

氏

自

霍

邱

以

來

建

塾

之

意

也

本
城
義
塾
一

在

藥

師

殿

一

在

水

關

廟

由

縣

捐

設

按

季

支

修

一

在

公

善

堂

由

公

善

堂

支

給

一

在

楊

王

廟

由

公

善

堂

節

省

牛

痘

局

經

費

添

設

羅
店
義
塾
本

鎭

公

欵

内

生

息

支

修

高
橋
義
塾
一

在

存

心

堂

由

縣

捐

設

一

在

閏

號

七

啚

三

知

堂

由

董

捐

設

江
灣
義
塾
在

崇

善

堂

由

縣

捐

設

眞
如
義
塾
在

寶

善

堂

由

縣

捐

設

以

上

各

義

塾

均

同

治

間

設

鄕
飮

明
洪
武
五
年
詔
郡
國
舉
行
鄕
飮
酒
禮
十

六

年

頒

行

圖

式

定

制

正

月

望

日

十

月

朔

日

舉

行

萬

厯

三

年

以

鄕

飮

多

濫

舉

詔

申

飭

提

學

官

國
朝
順
治
元
年
定
京
府
及
直
省
府
州
縣
鄕
飮
酒
禮
仍

明

制

飮
賓
附

徐
貞
魯

徐

燎

周
之
玫

沈

湘

沈

箎

沈

炬

許

泮

沈

榮

唐
德
新

瞿
應
昌

瞿
仲
仁

李

毓

沈
自
宜

張
怡
塘

孫
錫
祥

宗
正
傳

沈
宏
先

沈
宏
範

沈
名
時
以

上

前

明

國朝

黃
家
柱

毛
之
偉

瞿
守
誡
以

上

順

治

錢
思
逵

胡
思
信

錢
尙
節

周

章

沈

仕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鄕
飲

十
八

范
光
啟

嚴

彬
以

上

康

熙

凌
元
芳
復

姓

瞿

黃
上
林

張
枚
吉

沈
斗
元

鍾
世
英

鍾
世
芳

金

集

顧
元
祺

孫

棟

金
時
揆

陸
汝

范
維
鏞

嚴

鑑

朱

桐

孫

惠

顧
錫
祥

潘

堂

張
文
燦

王
文
源

嚴

鎔

談
世
貞

侯
世
祥

顧
德
昌

莊
國
輔

凌

鏗

楊
文
彥

夏
啟
賢

黃
樹
功

周
之
冕

談
永
昶

黃
國
祥
以

上

乾

隆

莊
學
游
字

名

揚

給

譽

隆

人

瑞

額

曹
聖
明
字

彥

通

給

碩

德

可

風

額

以

上

咸

豐

嘉

定

縣

知

縣

程

國

棟

鄕

飮

考

按

禮

經

制

度

示

掌

圖

賓

主

介

僎

皆

四

隅

相

向

而

坐

葢

本

鄕

飮

酒

義

主

人

者

尊

賓

故

坐

賓

於

西

北

而

坐

介

於

西

南

以

輔

賓

賓

者

接

人

以

義

者

也

故

坐

於

西

北

主

人

者

接

人

以

仁

以

德

厚

者

也

故

坐

於

東

南

而

坐

僎

於

東

北

以

輔

主

人

其

位

置

似

有

明

據

然

攷

篇

内

又

云

四

面

之

坐

象

四

時

也

言

四

面

則

非

四

隅

之

坐

矣

下

文

又

云

賓

必

南

向

介

必

東

向

假

如

賓

西

北

坐

當

云

東

南

鄕

介

西

南

隅

當

云

東

北

鄕

何

以

但

云

南

鄕

東

鄕

何

以

下

又

云

東

方

南

方

西

方

北

方

也

其

非

隅

坐

明

矣

婁

東

陸

世

儀

思

辨

錄

北

平

孫

承

澤

學

古

錄

皆

斥

隅

坐

之

誤

又

鄕

飮

酒

義

云

賓

主

象

天

地

也

介

僎

象

陰

陽

也

又

云

介

以

轉

賓

㯢

以

轉

主

則

州

縣

鄕

飮

必

以

齒

爵

德

兼

尊

者

爲

大

賓

以

齒

德

而

不

足

於

爵

者

爲

三

賓

眾

賓

以

爵

德

而

不

足

於

齒

者

爲

介

葢

鄕

飮

尤

尙

齒

故

爲

賓

而

不

足

於

齒

則

爲

介

以

輔

賓

主

以

州

縣

正

官

爲

之

僎

用

僚

佐

以

輔

主

也

决

無

稱

賓

之

理

賓

坐

於

西

北

南

鄕

主

與

賓

對

坐

於

東

南

北

鄕

所

謂

席

南

鄕

北

鄕

以

西

方

爲

上

也

介

坐

於

西

南

東

鄕

僎

與

介

對

坐

於

東

北

西

鄕

所

謂

席

東

鄕

西

鄕

以

南

方

爲

上

也

决

無

主

人

西

鄕

之

理

因

隅

坐

之

誤

而

并

辨

之趙

酉

鄕

飮

酒

記

寶

山

爲

嘉

定

分

縣

其

建

置

條

規

兩

邑

判

然

獨

學

宮

仍

與

嘉

合

而

鄕

飮

酒

禮

之

應

行

於

明

倫

堂

者

分

縣

二

十

年

未

之

舉

行

葢

重

其

典

難

其

人

也

余

蒞

茲

土

敬

奉

循

例

嵗

舉

之

檄

當

以

齒

爵

德

兼

者

尊

爲

大

賓

齒

德

而

不

足

於



ZhongYi

寶
山
縣
志

卷
五

重
遊
泮
宮

十
九

爵

者

爲

副

爵

德

而

不

足

於

齒

者

爲

介

兢

兢

焉

重

其

典

誠

難

其

人

矣

但

十

室

必

有

忠

信

通

邑

豈

無

耄

耋

之

人

愼

重

察

擇

獲

舉

其

人

而

詳

報

於

甲

子

上

元

舉

行

先

有

議

者

皆

以

膠

庠

在

嘉

宜

往

行

禮

余

曰

不

然

夫

鄕

飮

酒

之

禮

微

特

於

人

之

一

二

父

兄

尊

敬

巳

也

將

使

爲

人

子

弟

者

聚

而

觀

焉

見

几

筵

禮

儀

於

人

之

父

兄

隆

重

若

此

自

必

思

父

其

父

兄

其

兄

而

油

然

相

勸

於

不

容

巳

欲

一

邑

之

人

無

不

觀

感

興

起

也

而

何

不

可

行

諸

邑

中

哉

縣

堂

者

朝

廷

建

設

禮

樂

刑

政

所

自

出

之

地

讌

賓

於

公

堂

度

無

失

乎

禮

意

於

是

定

其

議

於

縣

之

大

堂

俾

四

方

於

是

乎

觀

禮

是

日

也

余

主

其

事

大

賓

闕

而

虚

位

設

焉

副

賓

爲

太

學

生

張

枚

吉

年

九

十

有

一

生

員

沈

斗

元

年

八

十

有

五

耆

賓

則

鍾

世

英

世

芳

昆

季

世

英

年

八

十

有

一

世

芳

少

其

兄

三

嵗

皆

品

行

端

方

者

也

主

薄

陳

至

言

爲

僎

訓

導

洪

基

爲

司

正

賓

子

弟

之

以

扶

掖

侍

於

側

者

二

十

餘

人

弟

子

員

之

執

事

者

數

人

誦

讀

之

子

與

夫

農

工

商

賈

之

環

階

而

觀

者

數

千

人

觀

於

賓

酌

主

酬

而

動

子

弟

之

思

觀

於

讀

法

讀

律

而

勵

言

行

之

修

以

縣

大

堂

作

明

倫

堂

觀

烏

乎

不

可

後

日

學

宮

建

後

而

此

禮

仍

於

明

倫

堂

舉

行

無

惑

焉

今

者

權

宜

後

之

君

子

亦

或

以

爲

是

禮

也
重
遊
泮
宮
附

沈
斗
元
附

生

康

熙

巳

未

入

學

乾

隆

巳

未

重

遊

朱
桓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嵗

貢

辛

卯

欽

賜

舉

人

康

熙

壬

寅

入

學

乾

隆

壬

寅

重

遊

范
肯
堂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嵗

貢

乾

隆

丙

寅

入

學

嘉

慶

丙

寅

重

遊

張
璠
附

生

嘉

慶

癸

酉

欽

賜

副

貢

乾

隆

丁

丑

入

學

嘉

慶

丁

丑

重

遊

沈
棟
武

生

乾

隆

丁

丑

入

學

嘉

慶

丁

丑

重

遊

朱
繼
歐
增廣

生

乾

隆

乙

酉

入

學

道

光

乙

西

重

遊

金
以
堂
附

生

乾

隆

庚

子

學

人

乾

隆

丁

亥

入

學

道

光

丁

亥

重

遊

金
元

賡
增

廣

生

乾

隆

庚

戌

入

學

道

光

庚

戌

重

遊

胡
有
基
附

生

嘉

慶

戊

午

舉

人

乾

隆

庚

戌

入

學

道

光

庚

戌

重

遊

張
耀
宗
武

生

乾

隆

庚

戌

入

學

道

光

庚

戌

重

遊

朱
登
書
增

廣

生

乾

隆

癸

丑

入

學

咸

豐

癸

丑

重

遊

李

雲
棟
廩

膳

生

嘉

慶

丙

子

舉

人

嘉

慶

丙

辰

入

學

咸

豐

丙

辰

重

遊

金
元
恩
附

生

嘉

慶

戊

辰

舉

人

榜

名

門

詔

嘉

慶

丁

巳

入

學

咸

豐

丁

巳

重

遊

張
曾
瑞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嵗

貢

嘉

慶

庚

申

人

學

咸

豐

庚

申

重

遊

楊
臣
諤

附

生

道

光

乙

酉

舉

人

嘉

慶

壬

申

入

學

同

治

壬

申

重

遊

王
棻
廩

貢

生

嘉

慶

庚

辰

入

學

光

緖

庚

辰

重

遊

附

洒
掃
會

同

治

七

年

巡

撫

丁

日

昌

通

飭

各

屬

舉

行

文

廟

洒

掃

會

倣

照

蘇

州

府

學

章

程

於

地

方

籌

欵

存

典

生

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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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山
縣
志

卷
五

洒
掃
會

二
十

充

經

費

因

一

時

無

欵

可

籌

權

由

學

月

給

錢

以

資

朔

望

洒

掃

殿

廡

之

需

隨

於

光

緖

六

年

經

知

縣

王

樹

棻

訓

導

謝

珣

捐

俸

首

倡

城

鄕

紳

士

輸

貲

以

助

共

積

錢

四

百

千

文

發

沈

寶

泰

典

生

息

以

給

春

秋

丁

祭

及

朔

望

洒

掃

各

夫

薪

工

併

飭

在

城

生

員

徐

宋

應

祥

江

志

鈞

劉

其

偉

邵

如

藻

王

福

增

等

輪

司

其

事

於

年

終

造

册

報

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