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餙

貌

人

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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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乘

駕

唱

騶

人

望

而

避

之

惟

神

亦

然

廟

貌

偉

則

神

益

尊

望

之

儼

然

若

有

臨

之

在

上

者

凢

邑

侯

筮

仕

祗

謁

必

思

陟

降

厥

士

日

監

在

兹

而

其

志

兢

兢

矣

士

大

夫

望

之

必

思

神

之

格

思

不

可

度

思

嚴

惮

起

而

不

惰

矣

衆

庻

見

之

必

思

神

之

尊

嚴

若

兹

是

作

善

而

降

之

祥

作

不

善

而

降

之

殃

者

恐

恐

然

不

敢

爲

不

善

于

閒

居

矣

廟

貌

之

威

嚴

于

刑

罰

拜

謁

之

化

速

于

政

令

眞

有

助

邑

令

而

俾

治

道

者

是

舉

也

盖

不

妄

矣

故

爲

之

記

峕

萬

暦

十

三

年

乙

酉

十

月

日

重

修

城

隍

廟

後

殿

記

邑

侯

羅

文

寳

自

昔

聖

王

畫

疆

分

理

高

城

浚

隍

於

以

捍

衞

人

民

豈

徒

恃

其

區

區

智

術

以

把

持

之

盖

亦

藉

力

于

鬼

神

焉

子

産

有

言

神

道

逺

人

道

邇

審

若

是

則

惟

民

義

之

是

務

足

矣

而

奚

取

敬

神

爲

哉

嗟

乎

人

之

力

有

所

必

窮

天

之

威

有

所

不

測

鬼

神

者

奉

天

之

威

以

禍

福

斯

人

者

也

易

曰

鬼

神

害

盈

而

福

謙

書

曰

鬼

神

無

常

饗

饗

于

克

誠

使

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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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淆

杳

無

彰

癉

而

聖

人

制

爲

祭

祀

之

禮

盡

具

文

矣

噫

維

天

生

人

豈

其

使

之

暴

戾

眦

睢

詐

愚

若

怯

淫

酗

侈

肆

作

奸

犯

科

而

靡

所

底

乎

必

不

然

矣

是

故

有

禮

以

教

之

有

法

以

治

之

凢

以

使

善

者

荷

褒

嘉

惡

者

䝉
戮

辱

而

或

褒

嘉

戮

辱

之

所

不

及

者

則

鬼

神

察

其

隱

燭

其

微

而

陰

隲

譴

之

盖

有

積

善

不

䝉
褒

而

子

孫

藩

熾

貴

者

矣

則

鬼

神

之

所

陰

隲

也

有

積

惡

不

䝉
戮

而

子

孫

衰

微

隕

㓕
者

矣

則

鬼

神

之

所

陰

譴

也

故

爲

不

善

于

明

之

中

者

人

得

而

非

之

爲

不

善

于

幽

獨

之

中

者

鬼

神

得

而

誅

之

禮

之

所

能

䋲
約

法

之

所

能

束

縳

者

人

猶

得

逞

其

智

力

趨

且

避

于

其

間

惟

鬼

神

之

賞

罰

則

欲

逃

之

不

可

得

已

余

慨

夫

世

之

人

機

巧

百

出

造

種

種

惡

業

彼

其

一

念

不

死

之

良

心

豈

獨

與

善

人

殊

而

理

不

勝

義

不

勝

利

旦

晝

所

爲

可

與

鬼

神

知

者

能

幾

試

于

中

夜

獨

醒

降

心

内

訟

省

諐

計

過

有

不

欲

杜

門

齚

舌

自

殺

者

又

能

幾

此

何

以

故

人

之

最

靈

者

惟

心

心

固

自

有

神

焉

心

之

神

與

鬼

神

之

神

相

爲

感

召

究

竟

非

二

也

修

之

吉

悖

之

囟

萬

古

不

易

之

理

而

幽

明

合

一

之

道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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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余

來

令

是

邦

徃

徃

見

人

告

訴

無

不

發

誓

呼

天

劃

地

以

自

明

稍

知

自

愛

者

亦

所

不

免

彼

其

意

無

亦

謂

鬼

神

無

知

豈

盡

如

吾

言

以

譴

責

我

乎

且

爲

一

時

苟

免

計

耳

詎

知

狡

僞

之

狀

不

能

欺

人

而

能

欺

神

乎

鬼

神

之

聰

明

視

于

無

形

聽

于

無

聲

况

有

形

與

聲

者

乎

邵

子

之

詩

云

金

石

猶

能

動

鬼

神

其

可

欺

虗

語

云

乎

哉

余

故

因

耆

民

趙

守

經

等

之

請

而

備

言

之

以

詔

百

姓

若

夫

鳩

工

庀

材

增

修

後

殿

月

焚

香

燭

衆

致

其

誠

誠

以

城

隍

之

神

爲

一

邑

之

司

命

而

凛

然

一

念

有

足

取

者

諸

捐

貲

者

得

列

名

碑

陰

萬

暦

三

十

二

年

歲

在

甲

辰

三

月

望

日

之

吉

重

修

城

隍

廟

記

内

丘

和

聞

有

司

之

職

在

于

治

民

事

神

任

幕

許

公

諱

成

禋

以

會

稽

世

家

來

佐

百

里

夫

固

治

民

而

民

無

不

治

且

于

朔

望

謁

神

見

城

隍

廟

漸

就

傾

圮

慨

然

嘆

曰

賞

罰

所

以

治

明

而

賞

不

能

及

于

潜

德

罰

不

能

及

干

隠

惡

求

其

威

命

靈

爽

助

吏

治

所

不

逮

者

則

祐

伯

是

巳

以

聰

明

正

直

之

神

默

祐

萬

姓

曾

不

獲

享

有

寕

宇

也

可

乎

因

謀

之

縣

主

余

公

公

曰

此

吾

所

有

志

而

未

暇

者

于

是

共

捐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八

清
俸
庀
材
鳩
工
不
費
民
間
一
粒
而
輪
奐
重
光
此
叚
公

案

不

可

磨

㓕
爰

伐

貞

珉

用

紀

歲

月

云

大

清

康

熙

六

年

歲

舍

丁

未

春

三

月

日

重

修

玉

皇

廟

記

鉅

鹿

張

紹

先

任
古
大
陸
地
其
城
南
枕
龍
崗
北

陸
澤
最
爲
形
勝
昔

人
于
城
之
隈
建

玉
皇
廟
所
以
儼
對
越
謹
昭
事
也
歲

久
蝕
於
風
雨
人
跡
罕
到
景
色
凄
凉
吾
儕
日
在
覆
幬
中

戴
天
而
忘
天
之
高
豈
在
兹
時
保
之
意
乎
三
韓
杜
公
令

任
之

順
治
五
年
之
二
月
也
六
月
大
雨
壞
城
郭
至
八

月
下
旬
秋
潦
旣
定
捐
俸
鳩
工
補
苴
綢
繆
民
懷
樂
土
卽

以
其
餘
力
葺
治

玉
皇
廟
敗
者
更
之
缺
者
增
之
規
模

閎
厰
丹
雘
陸
離
非
人
間
峻
宇
可
埒
也
夫
修
城
郭
以
勤

民
也
葺

玉
皇
廟
以
敬
天
也
此
可
以
見
公
之
心
知
公

之
政
矣
今
又
捐
俸
庀
材
肇
修
明
倫
堂
求
懿
德
而
肆
時

夏
以
興
起
文
明
之
治
其
規
恢
制
度
豈
傳
舍
其
官
者
可

彷
彿
其
萬
一
哉
且
公
以
文
武
才
畧
經
營
紀
綱
蒞
任
二

載
政
聲
嘖
嘖
前
直
指
鄧
公
撫
臺
于
公
交
章
薦
剡
今
直

指
蘇
公
又
薦
爲
畿
南
最
其
名
巳
題

御
屏
覆
金
甌
行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九

將

不

次

超

擢

鐘

鼎

銘

勛

海

内

慰

啇

霖

焉

治

任

特

其

一

班

云

爾

公

名

天

成

號

諭

封

遼

東

之

盖

州

人

峕

順

治

七

年

月

日

重

修

北

帝

廟

記

邑

人

謝

豊

年

任

水

國

也

民

間

祀

帝

神

惟

謹

且

坎

水

位

也

昔

人

於

城

之

北

門

外

立

廟

一

區

以

爲

水

鎭

其

始

作

之

人

年

月

俱

不

可

考

但

廟

面

城

門

以

爲

屏

蔽

或

創

建

城

隍

卽

立

此

廟

以

爲

巨

鎭

未

可

知

也

廟

之

南

去

濠

尚

數

武

廟

之

西

址

卽

河

之

東

涯

濠

水

由

此

而

㵼
然

昔

人

於

此

建

閘

爲

蓄

洩

計

閘

水

湍

急

澎

湃

如

瀑

布

然

廟

基

錮

以

磚

石

然

日

漸

月

積

難

免

齕

齮

歲

乙

酉

六

月

霪

霖

大

作

洪

水

泛

溢

鯀

波

鼉

浪

壞

民

田

舍

以

萬

計

故

廟

亦

不

免

焉

然

廟

壞

則

門

無

屏

蔽

外

通

逹

路

内

窺

通

衢

一

望

之

間

洞

胸

逹

腹

畧

無

隠

藏

於

風

氣

亦

爲

不

美

邑

侯

高

公

心

爲

傷

焉

進

父

老

而

謀

修

之

捐

俸

金

以

爲

衆

倡

鳩

工

庀

材

翼

歲

春

始

營

度

其

事

丁

夫

則

役

之

里

甲

而

材

具

日

作

之

費

則

皆

闔

縣

士

民

之

樂

輸

者

也

繼

任

郭

公

又

捐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金

而

加

丹

堊

焉

䴡
完

固

視

昔

倍

蓰

噫

兵

荒

之

亂

離

甫

定

腹

枵

者

尚

未

宿

飽

繞

者

尚

未

定

棲

一

有

徵

發

慮

率

逋

匿

苦

同

剜

肉

獨

事

神

一

節

争

先

恐

後

良

可

怪

巳

或

曰

維

今

之

人

多

囟

多

懼

朝

不

及

夕

無

所

不

禱

借

此

修

福

以

求

佑

亦

俗

情

不

能

免

耳

曰

非

然

也

崇

禎

祀

年

拾

有

㭍
載

癸

酉

㓂
警

則

偵

禦

靡

寕

戊

寅

城

破

則

肝

腦

地

庚

辰

辛

巳

歲

頻

大

祲

則

弱

肉

强

食

甲

申

王

㓂
焚

掠

同

室

操

戈

舉

國

若

狂

亡

者

十

之

八

九

人

非

鐡

石

未

易

存

也

凢

今

之

人

以

生

爲

寄

苟

得

醉

飽

卽

春

臺

壽

域

不

啻

其

歡

且

樂

矣

何

忍

吝

其

餘

財

撓

其

善

事

耶

語

曰

人

勞

則

思

思

則

善

心

生

今

正

勞

而

思

之

之

時

也

賢

有

司

因

而

噢

咻

之

利

導

之

莫

不

奉

之

若

父

母

趨

之

如

流

水

矣

是

廟

之

修

可

以

見

民

志

之

趨

善

焉

又

可

見

人

神

歡

悅

皇

仁

之

浩

蕩

焉

豈

可

與

修

福

以

求

佑

者

同

日

語

哉

卽

曰

作

廟

妥

神

屏

此

一

方

亦

其

小

者

爾

康

熙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日

重

修

廣

祐

王

廟

記

師

德

華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一

應

天

受

命

拯

水

火

之

民

立

綱

紀

作

禮

樂

創

業

埀

統

貽

厥

後

昆

帝

王

之

業

也

爕

理

陰

陽

坐

而

論

道

致

君

堯

舜

㜶
美

伊

周

宰

相

之

職

也

効

力

疆

塲

屏

扜

王

室

摧

克

敵

胙

土

分

茅

將

帥

之

任

也

寄

百

里

之

命

宣

教

化

課

農

桑

布

德

惠

民

澤

流

後

世

郡

牧

邑

長

之

事

也

崇

之

等

有

殊

而

昭

時

利

後

歆

享

血

食

陰

爲

國

之

景

祐

其

揆

一

也

東

漢

范

史

所

載

名

臣

崔

公

子

玉

者

天

鍾

貞

幹

性

秉

明

逹

出

宰

邑

土

除

長

子

之

狐

而

邪

惑

熄

戮

光

山

之

虎

而

虐

孽

消

德

譽

洋

溢

洽

于

區

宇

閭

細

小

之

垊

莫

不

知

之

既

没

郡

邑

慕

而

像

之

號

曰

崔

府

君

有

宋

靖

康

之

祀

金

人

陷

汴

以

徽

欽

北

時

康

王

提

兵

追

救

及

邯

鄲

之

野

群

臣

父

老

遮

道

而

諌

恢

復

中

土

王

意

未

决

俄

有

持

蠟

丸

血

書

至

云

卽

眞

早

救

父

母

王

感

泣

還

軍

而

南

府

君

以

神

馬

助

王

乘

之

及

王

卽

皇

帝

位

詔

封

府

君

爲

嘉

應

侯

使

郡

邑

廟

之

金

大

中

祀

五

嶽

以

衡

嶽

屬

宋

詔

以

侯

權

之

逮

我

皇

元

有

天

下

列

聖

相

承

累

詔

前

代

聖

帝

明

王

忠

臣

烈

士

載

在

祀

典

者

有

司

歲

時

祀

之

至

元

末

追

封

爲

靈

惠

齊

聖

廣

祐

王

寳

書

付

磁

廟

盖

報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二

本

追

遠

奉

神

治

民

之

急

務

也

任

之

爲

邑

春

秋

封

羽

頡

地

土

肥

物

穣

俗

美

風

淳

属

順

德

邑

北

有

祀

經

歲

綿

邈

頺

替

不

支

過

者

荒

凉

瞻

者

惨

怛

至

大

改

元

秋

新

宰

劉

公

聞

禮

下

車

謁

覩

而

嘆

惜

遂

鳩

金

帛

遴

材

梓

命

工

度

費

以

成

勝

事

耆

長

趨

風

吏

属

賛

佽

至

大

己

酉

秋

九

月

十

六

日

肇

建

正

殿

神

明

咸

一

新

之

十

月

十

六

日

落

成

越

二

日

率

郡

人

大

祭

告

厥

成

功

禮

也

祀

之

日

莫

不

忻

仰

僉

曰

非

宰

之

用

心

其

孰

能

乎

是

歲

春

旱

一

禱

而

雨

夏

鄰

邑

螟

蝗

不

入

任

境

秋

旱

又

禱

而

雨

庻

駭

然

曰

任

之

䖍
敬

事

神

其

感

應

也

如

此

余

寓

是

邑

有

年

稔

知

其

里

風

鄕

俗

邑

人

士

孟

吉

善

安

庭

瑞

周

温

等

俱

有

才

幹

見

義

勇

爲

有

豪

俊

之

風

求

記

于

予

因

次

其

始

末

而

紀

之

其

辭

曰

厥

初

天

地

分

黄

聖

人

立

極

開

洪

荒

尊

貴

賤

名

昭

彰

臣

爲

紀

兮

君

爲

綱

九

重

端

拱

埀

衣

裳

萬

邦

承

化

無

愆

忘

生

民

被

澤

何

汪

洋

忠

勤

有

位

人

循

良

擴

充

仁

政

能

毗

襄

生

榮

死

慕

如

存

常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三

崔

公

傑

偉

鍾

穹

蒼

赤

劉

范

史

書

馨

芳

除

狐

斬

虎

宣

貞

綱

妖

災

虐

孽

俱

披

攘

高

宗

還

御

乘

神

驤

侯

封

嘉

應

榮

朝

章

金

祀

五

嶽

權

南

方

中

原

禧

庇

咸

寕

康

皇

元

肇

祚

天

昌

齊

聖

廣

祐

推

尊

王

磁

祠

封

誥

來

巖

廊

威

靈

赫

赫

如

飛

揚

任

之

古

廟

成

荒

凉

徃

還

孰

不

生

徬

徨

下

車

新

宰

心

惟

傷

然

締

搆

工

無

遑

鳩

材

敦

匠

弘

緣

張

彩

梁

繪

棟

重

雕

牆

簷

楹

金

碧

煇

朝

陽

告

功

期

月

成

如

翔

犧

性

樂

祭

鳴

鏗

鏘

格

思

敢

射

人

安

量

春

秋

暵

旱

田

疇

妨

沛

然

應

禱

甘

霖

霶

鄰

郊

禾

稼

傷

螟

蝗

界

封

不

入

無

憂

惶

宰

家

閥

閱

巍

陵

崗

化

行

百

里

爲

民

望

神

祠

不

墜

歆

蒸

萬

齡

天

子

遐

無

疆

元

延

祐

三

年

十

一

月

□

重

修

聖

水

井

廟

記

邑

侯

徐

恭

任

邑

西

北

去

城

十

有

五

里

有

原

泉

混

混

不

舍

晝

夜

名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四

曰

聖

水

井

焉

井

有

石

欄

記

曰

大

德

六

年

前

此

則

不

知

也

凢

遇

歲

旱

至

誠

祈

禱

取

水

盛

瓶

必

能

興

雲

致

雨

以

蘇

民

望

成

化

十

六

年

重

修

至

是

又

重

葺

之

明

弘

治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重

修

聖

水

井

廟

記

邑

侯

李

擴

弘

治

乙

丑

秋

七

月

擴

奉

命

由

東

沂

來

知

任

縣

事

自

忖

草

茅

劣

蒞

此

名

邦

顧

夙

夜

憂

勤

惟

民

事

是

亟

誠

以

風

俗

之

純

漓

人

心

之

臧

否

未

易

之

故

也

及

觀

于

學

則

士

勤

于

業

廵

於

鄕

則

農

務

乎

耕

族

黨

比

閭

之

間

舉

皆

樂

其

樂

而

利

其

利

余

起

而

歎

曰

昔

河

陽

花

單

父

琴

鳴

其

邑

宰

之

循

良

殆

亦

風

俗

純

厚

之

所

致

也

任

邑

之

俗

若

此

可

謂

純

且

厚

矣

予

忝

宰

斯

邑

可

不

以

安

仁

子

賤

爲

法

哉

由

是

政

從

寛

將

欲

法

古

人

之

愛

民

者

而

未

逮

正

德

丙

寅

冬

月

無

雪

明

年

春

無

雨

乃

率

僚

屬

士

人

徧

禱

羣

神

欲

以

囬

天

和

慰

民

望

也

有

士

夫

請

曰

縣

治

西

迤

北

二

十

里

地

有

聖

水

井

廟

曩

者

遇

旱

有

禱

輙

應

盍

徃

禱

焉

僉

以

爲

然

遂

齋

戒

修

省

燕

服

徒

行

薦

牲

行

禮

致

敬

如

在

祝

告

旣

畢

以

楮

帛

置

井

上

旋

轉

數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五

次

而

下

是

卽

神

之

陰

受

也

汲

水

而

還

有

頃

上

天

興

雲

風

雷

交

作

霶

隨

至

遐

邇

沾

足

二

麥

有

秋

三

農

歌

而

四

民

樂

矣

然

神

有

利

人

之

澤

而

人

無

奉

神

之

報

可

乎

書

曰

至

誠

感

神

又

曰

鬼

神

無

常

享

享

於

克

誠

是

誠

之

能

感

于

神

也

尚

矣

使

誠

有

不

至

則

神

之

福

吾

民

者

安

能

保

其

久

而

不

替

耶

於

是

命

耆

民

李

鳳

吳

佐

王

仲

義

募

貲

督

工

用

建

神

祠

恢

弘

舊

制

使

棲

神

有

地

錫

福

無

疆

不

特

有

時

和

歲

豊

之

慶

抑

且

鍾

靈

毓

秀

與

岐

山

洛

水

並

傳

于

不

朽

矣

爲

吾

民

者

何

幸

也

哉

是

爲

記

明

正

德

己

巳

九

月

日

重

修

聖

水

井

廟

記

邑

侯

季

芷

任

邑

當

九

河

通

逹

之

區

無

崇

山

峻

嶺

以

志

勝

距

城

北

二

十

里

許

廣

漠

之

中

有

聖

水

井

八

景

之

一

也

莫

考

所

自

始

按

井

欄

鐫

大

德

六

年

屈

指

三

朝

歴

年

四

百

泉

冽

而

甘

四

時

不

竭

相

傳

嵗

旱

誠

禱

之

則

霖

雨

立

降

以

是

都

人

士

傾

心

皈

嚮

建

宇

立

祠

肖

河

山

玉

泉

諸

聖

以

主

之

祈

賽

之

盛

不

獨

任

邑

爲

然

卽

隣

封

接

壌

聞

風

瞻

仰

者

亦

繼

踵

而

來

囟

災

疾

病

樂

利

營

求

有

無

不

禱

禱

無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六

不

應

葢

聖

水

之

名

旣

久

且

逺

而

聖

水

之

爲

神

亦

廣

且

大

也

殿

院

兩

廡

代

不

乏

人

修

葺

迨

明

弘

治

壬

子

邑

令

徐

公

恭

重

建

而

後

復

百

有

六

十

餘

載

風

雨

飄

摇

檐

楹

崩

圮

居

人

嘆

觀

者

沉

吟

住

持

黄

冠

何

太

寳

募

願

甫

興

諸

方

夢

應

聚

微

成

鉅

擇

日

㳙
時

伐

貞

珉

搜

巨

材

陶

堅

甓

遴

良

工

荷

畚

鍤

按

墨

審

䋲
不

朞

年

而

者

正

仆

者

起

蝕

者

完

㫁
者

續

黝

者

煥

規

度

一

新

耳

目

創

異

此

一

役

也

無

論

殿

宇

峥

嶸

甍

駢

鱗

次

而

四

像

儼

然

威

德

殊

勝

是

皆

黄

冠

之

力

爲

之

哉

聖

水

之

名

久

且

逺

而

聖

水

之

爲

神

廣

且

大

也

利

不

在

一

邑

而

赫

奕

遍

及

諸

方

利

又

不

在

一

時

而

保

障

因

之

千

載

斯

固

感

之

而

卽

動

也

舉

之

而

卽

應

也

是

皆

黄

冠

之

力

爲

之

也

古

先

王

封

建

山

川

尊

崇

社

稷

凢

有

功

德

於

民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災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聖

水

其

在

斯

乎

余

于

是

年

冬

十

月

履

閱

荒

單

車

至

止

黄

冠

丐

一

言

以

昭

示

來

兹

余

知

聖

水

之

名

不

以

其

泉

以

其

神

聖

水

之

爲

神

利

不

在

一

邑

而

在

四

方

千

載

而

下

猶

愛

戴

其

福

澤

云

遂

援

筆

而

紀

其

畧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七

□

清

康

熙

八

年

歲

次

己

酉

冬

十

有

一

月

嘉

平

前

五

日

重

修

小

關

庄

老

君

堂

記

邑

侯

羅

文

寳

邑
東
二
里
許
舊
有
老
君
堂
歲
久
剥
蝕
不
稱
雅
觀
加
以

客
秋
淫
雨
爲
虐
所
在
廬
舍
漂
摇
民
無
寕
居
而
兹
堂
之

傾
圮
無
怪
已
今
年
春
道
人
陳
冲
懷
以
爲
言
不
佞
捐
俸

金
爲
之
倡
而
慕
義
者
斗
米
百
錢
共
鳩
工
而
葺
之
於
是

釆
椽
丹
堊
煥
然
一
新
冲
懐
求
余
言
爲
記
余
曰
老
氏
之

教
以
清
靜
無
爲
爲
本
故
曰
我
好
靜
而
民
自
正
我
無
爲

而
民
自
化
夫
自
正
自
化
者
民
之
福
也
使
民
之
自
正
自

化
者
淸
靜
無
爲
之
道
也
此
吾
所
謂
求
福
不
回
者
也
非

爲
新
堂
妥
神
靈
以
徼
福
利
之
謂
也
因
書
數
語
勒
之
堅

䂥
以
志
歲
月
萬
暦
三
十
六
年
歲
在
戊
申
夏
六
月
之
吉

章

臺

邨

剏

建

龍

神

廟

記

邑

人

賀

天

成

今
上
紀
元
年
之
辛
酉
夏
六
月
不
雨
禾
苖
就
槁
時
郡
丞

杜
公
眎
邑
篆
下
令
民
間
㓗
誠
䖍
禱
遷
神
於
沙
河
之
赫

山
先
是
杜
公
曾
令
沙
故
知
神
靈
響
甚
著
乃
有
是
命
及

舁
神
至
中
道
風
雲
陡
作
甘
雨
隨
車
抵
邑
城
而
大
注
遂

獲
有
秋
一
時
善
信
走
謁
神
像
者
如
騖
北
將
送
神
還
赫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八

山

忽

附

一

男

子

曰

吾

欲

廟

於

此

不

去

也

隨

奔

詣

邨

之

南

親

畫

區

宇

若

者

爲

門

若

者

爲

殿

爲

爲

池

井

井

有

制

於

是

里

人

就

指

畫

處

議

廟

以

妥

神

各

捐

金

粟

有

差

數

月

而

䂓
制

成

踰

年

而

殿

宇

門

廟

備

殿

後

甃

池

半

題

曰

育

龍

四

方

香

火

雲

集

出

百

里

外

靈

響

眎

赫

山

有

加

里

人

匄

予

爲

記

以

紀

其

異

予

讀

郡

志

赫

山

在

沙

之

杜

口

邨

萬

山

中

地

名

野

穴

逺

近

有

禱

輙

應

神

履

歴

不

可

考

然

聞

父

老

言

神

故

儒

者

聞

人

譚

不

孝

子

忤

逆

狀

輙

欲

攫

而

囓

之

自

顧

巳

生

鱗

爪

遂

化

爲

龍

其

說

似

誕

苐

稗

史

載

唐

李

衞

公

微

時

暮

宿

嫗

舍

乘

馬

入

雲

中

代

龍

行

雨

有

據

則

前

說

亦

未

爲

誕

也

他

若

化

爲

女

子

歲

指

甲

中

神

妙

不

測

俱

是

夫

龍

之

爲

靈

昭

昭

也

□

□

能

見

能

屈

能

伸

有

時

鞭

霆

而

上

九

天

有

時

含

珠

□

□

尺

澤

或

沛

墨

雨

于

硯

沼

或

幻

竹

杖

於

葛

陂

變

化

□

無

方

也

無

方

者

豈

可

以

有

像

求

之

而

况

□

宫

貝

闕

神

不

乏

居

海

錯

河

珎

神

不

乏

供

又

奚

取

於

廟

之

祀

之

爲

竊

有

說

於

此

神

靈

異

不

離

一

誠

天

淵

隔

感

之

□

□

神

無

有

而

無

不

有

者

也

以

爲

有

不

將

指

水

居

士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十
九

□

□

□

動

作

之

具

以

爲

無

則

此

蠁

昭

格

降

祥

降

殃

□

何

物

而

况

於

龍

乎

葉

公

好

龍

而

眞

龍

入

室

顧

長

康

□

龍

點

晴

輙

飛

去

是

皆

精

誠

之

所

致

也

矧

夫

廟

之

祀

之

耶

章

臺

邨

故

無

龍

神

廟

而

神

忽

降

是

神

之

不

可

測

也

卽

令

廟

之

池

之

庸

知

龍

在

是

不

在

是

哉

則

亦

以

精

□

感

通

之

而

已

如

曰

龍

可

霖

雨

者

也

我

廟

之

祀

之

神

必

福

我

永

無

亢

陽

冰

雹

之

諐

是

天

帝

或

授

之

而

龍

□

其

權

謂

之

龍

則

可

謂

之

神

恐

或

不

然

崇

禎

元

年

歲

□

戊

辰

七

月

日

修

復

三

里

橋

關

廟

記

邑

人

史

抱

璞

廟

宇

之

在

天

下

者

莫

盛

於

漢

壽

亭

侯

自

城

市

邨

落

以

迄

遐

荒

絶

域

無

不

肖

像

以

祀

而

崇

奉

不

衰

其

威

靈

赫

奕

誠

有

懾

服

人

於

千

百

世

以

下

者

侯

之

忠

勤

在

漢

室

其

行

事

在

志

林

後

學

何

所

致

誦

美

憶

侯

有

言

曰

日

在

天

之

上

心

在

人

之

中

落

落

二

語

巳

具

見

一

生

梗

槩

□

曾

廟

貌

尚

存

忍

令

其

棟

折

榱

崩

委

諸

草

莾

乎

况

大

□

□

墟

北

三

里

橋

距

任

城

孔

邇

而

侯

廟

傾

圮

不

一

修

□

□

□

□

老

子

弟

何

以

□

安

□

□

□

張

□

□

倡

□

鳩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貲

易

頺

而

整

更

腐

而

新

我

侯

在

天

之

□

于

是

得

所

□

依

不

至

有

風

雨

飄

摇

之

患

矣

顧

思

古

廟

頺

廢

所

在

皆

是

獨

於

侯

則

不

問

何

地

堂

搆

聿

新

爼

豆

無

替

者

何

良

以

侯

之

英

靈

照

耀

今

昔

卽

如

兖

城

之

息

馬

地

陶

村

之

風

雨

竹

亭

一

經

侯

足

跡

所

到

遂

巍

莪

其

宫

繡

衮

其

服

至

一

切

卉

植

噐

用

之

屬

亦

珍

重

而

不

敢

䙝
有

如

是

者

任

之

人

感

侯

膽

義

瞻

侯

狀

貌

猶

此

志

也

能

無

樂

事

勸

功

曲

爲

妥

侑

地

乎

其

於

修

復

也

固

宜

爰

叙

事

勒

石

以

告

後

之

來

者

康

熙

十

一

年

月

日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一

各

寺

碑

記

重

修

崇

勝

寺

記

訓

導

吳

暠

佛

之

一

法

自

後

漢

時

流

入

中

國

而

其

法

始

興

自

東

魏

初

大

興

塔

廟

而

其

寺

始

建

繼

今

上

自

國

都

下

及

郡

邑

皆

建

寺

設

殿

以

嚴

事

之

盖

所

以

興

其

法

也

任

縣

在

城

西

北

舊

建

崇

勝

寺

一

所

歴

年

旣

久

殿

宇

傾

圮

正

統

十

四

年

春

僧

會

福

增

曁

其

徒

思

慧

募

緣

于

四

方

以

作

新

之

不

果

師

徒

相

繼

而

逝

至

景

泰

改

元

之

初

僧

會

海

靜

偕

其

徒

德

昇

續

而

爲

之

旣

成

後

殿

復

創

臥

佛

殿

增

餙

佛

像

於

中

又

建

山

門

廊

廡

塑

像

於

□

木

及

周

嵗

殿

宇

一

新

入

者

改

觀

落

成

之

日

請

予

爲

言

予

惟

示

法

者

佛

也

興

法

者

徒

也

非

佛

無

以

示

其

法

非

徒

無

以

興

其

法

若

潤

之

金

山

蜀

之

蛾

眉

代

之

五

臺

皆

此

佛

此

法

也

然

其

徒

相

與

修

之

葺

之

安

保

其

久

而

不

廢

耶

此

其

興

法

在

徒

信

不

誣

矣

矧

近

年

以

來

朝

廷

方

有

事

於

邉

陲

百

姓

困

於

賦

歛

寺

之

僧

勞

不

巳

甚

能

使

人

傾

資

竭

産

以

新

其

殿

宇

謂

非

能

興

其

法

者

有

如

是

乎

然

有

興

有

□

□

勢

必

然

使

後

之

居

此

寺

宗

此

法

者

果

能

心

前

人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二

之

心

行

前

人

之

行

將

見

佛

法

永

興

皇

圗

永

固

與

天

地

相

爲

永

久

矣

今

因

其

請

姑

述

其

佛

之

示

法

與

夫

僧

之

興

法

者

爲

之

記

云

明

景

泰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記

崇

勝

寺

鋪

砌

臺

殿

記

崇

勝

寺

在

縣

治

後

北

門

内

盖

古

刹

云

剏

建

之

時

不

可

攷

殿

宇

巋

然

則

宣

德

時

鄕

薦

紳

侍

御

胡

公

凖

所

搆

也

雄

偉

鉅

麗

甲

於

諸

寺

中

肖

釋

迦

及

諸

佛

菩

薩

梵

相

莊

嚴

北

向

爲

三

大

士

像

瞻

禮

者

時

時

拜

謁

其

下

殆

邑

中

一

勝

地

也

歲

月

屢

更

工

亦

漸

圮

頼

時

時

葺

治

之

麗

猶

昔

獨

布

地

多

毁

壞

得

無

弁

華

冠

而

跣

足

也

乎

檀

越

徐

騰

蛟

王

之

貴

等

首

倡

善

果

醵

金

治

之

易

甎

以

石

皆

椎

精

楚

旣

堅

且

美

殿

外

臺

級

一

新

以

苾

蒭

廣

林

董

其

事

始

於

萬

曆

三

十

年

今

十

餘

載

來

謁

者

升

其

臺

履

其

地

髣

髴

遊

化

城

而

登

極

樂

厥

功

巨

哉

寺

僧

欲

謀

諸

不

朽

礱

石

以

徵

記

余

非

敢

於

佞

佛

間

亦

渉

内

典

了

空

義

側

聞

佛

西

方

之

聖

人

也

其

國

曰

净

土

其

心

清

净

其

身

無

垢

而

行

無

也

自

貝

葉

東

流

中

土

建

精

舍

而

事

之

盖

不

敢

以

穢

䙝
也

諸

佛

菩

薩

不

可

記

稽

海

内

有

三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三

大

勝

境

洛

伽

山

在

南

海

孤

嶼

中

有

千

歩

金

沙

居

然

福

地

峨

嵋

高

與

雲

齊

塵

不

到

五

臺

山

地

名

清

凉

放

大

光

明

此

三

大

士

托

栖

之

地

清

净

亦

復

如

是

向

令

珠

宮

琳

閣

之

間

而

有

毁

壞

不

葺

之

地

如

穢

䙝
何

如

崇

事

何

然

則

諸

君

之

舉

盖

得

淸

净

之

義

矣

昔

如

來

說

法

於

袛

給

孤

獨

園

令

以

黄

金

布

地

名

曰

金

界

是

舉

也

石

也

然

誠

心

之

堅

與

金

等

卽

謂

之

金

界

亦

無

不

可

奚

必

資

夫

鍜

錬

出

之

爐

冶

而

後

稱

黄

金

也

邪

然

更

有

說

焉

佛

何

在

在

吾

心

耳

心

苟

無

垢

則

卽

心

卽

佛

矣

苟

方

寸

之

間

尚

多

塵

汚

黄

金

布

地

天

女

未

必

散

花

其

於

覺

王

之

旨

失

之

逺

矣

諸

檀

越

固

皆

善

持

心

者

吾

願

其

更

精

進

云

明

萬

暦

四

十

一

年

歲

次

昭

陽

赤

正

月

日

重

修

任

縣

臺

南

鎭

淸

凉

寺

記

邑

人

張

子

文

浮

屠

之

教

其

來

逺

矣

肇

興

于

西

方

之

天

竺

自

漢

明

帝

感

金

人

之

梦

遣

使

求

其

道

得

其

書

及

其

沙

門

由

是

始

入

中

國

當

時

惟

楚

王

英

最

先

好

之

迨

六

朝

事

之

漸

謹

教

遂

大

行

至

於

今

日

郡

國

莫

不

建

寺

肖

像

以

祀

之

亦

以

佛

化

之

有

益

於

人

耳

盖

以

空

化

執

智

也

以

慈

化

忍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四

仁

也

以

地

獄

化

愚

忠

也

故

中

下

之

人

聞

其

說

而

信

之

所

謂

行

權

救

溺

是

亦

化

民

之

一

機

資

治

之

一

術

理

難

遽

廢

而

不

欲

去

之

吾

邑

臺

南

鎭

有

寺

曰

清

凉

剏

於

隋

開

皇

之

五

年

繼

建

於

我

朝

正

統

七

年

而

重

修

於

成

化

之

十

六

年

其

地

窪

下

多

水

歲

久

而

頺

將

至

於

廢

住

持

圎

喜

大

懼

不

振

爰

請

於

邑

侯

古

澤

潘

公

愷

將

欲

大

啟

其

宇

使

佛

教

之

不

隳

也

公

聽

之

有

善

人

劉

山

陳

士

賢

等

咸

願

從

事

於

是

四

方

之

心

翕

然

而

應

財

輸

以

所

樂

施

力

助

以

所

可

致

木

石

旣

富

工

匠

子

來

由

是

殿

宇

重

興

像

教

大

備

聿

新

百

年

之

制

度

弘

啓

一

時

之

巨

觀

何

如

其

麗

耶

且

也

挹

逺

山

之

秀

麗

臨

流

水

之

潺

湲

香

稻

修

楊

得

於

一

覽

之

下

明

霞

皎

月

接

於

翹

首

之

餘

鐸

音

與

鼓

韻

喧

塡

㠶
影

共

香

烟

縹

緲

此

寺

勝

槩

之

大

畧

也

若

夫

供

奉

之

誠

皈

依

之

敬

見

之

于

人

心

者

卽

可

以

見

佛

化

之

有

感

使

爲

之

徒

者

益

加

精

進

克

守

清

規

不

失

西

方

之

教

無

負

乎

我

朝

列

聖

建

寺

設

僧

之

意

予

又

不

無

厚

望

焉

峕

正

德

十

一

年

歲

次

丙

子

九

月

日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五

□

習

錄

後

序

邑

人

高

大

經

□

□

□

者

人

心

之

本

體

也

聖

也

者

全

夫

心

體

者

也

學

也

者

求

以

全

夫

心

體

者

也

是

故

心

外

無

道

心

外

無

聖

心

外

無

學

一

也

自

堯

舜

以

至

於

孔

孟

未

之

或

異

故

其

言

曰

精

一

曰

敬

止

曰

操

存

舍

亡

曰

求

放

心

一

也

□

□

謂

事

乎

外

者

也

秦

漢

以

降

則

行

不

著

習

不

□

□

□

□

聖

人

者

無

所

從

事

矣

迨

宋

諸

大

儒

出

始

知

□

□

□

□

講

學

要

諸

聖

以

立

極

而

斯

道

之

傳

頼

以

不

□

□

□

□

襲

旣

久

徒

益

盛

見

聞

不

同

而

失

眞

者

亦

衆

矣

說

愈

詳

而

理

愈

支

功

愈

深

而

心

愈

蔽

聖

人

之

學

又

復

大

晦

頼

陽

□

王

天

子

超

悟

深

造

獨

得

聖

學

之

宗

是

故

以

良

知

盡

人

心

之

全

體

以

致

良

知

人

心

之

實

學

其

曰

惟

精

□

以

惟

一

曰

慱

又

所

以

約

禮

曰

明

善

所

以

誠

身

曰

知

□

□

一

又

曰

明

德

在

於

親

民

曰

位

育

在

於

愼

獨

曰

□

之

性

所

以

人

物

之

性

皆

所

謂

致

其

良

知

以

復

其

心

體

者

也

夫

焉

有

所

於

外

乎

於

戱

斯

道

也

考

前

聖

而

不

謬

俟

後

聖

而

不

疑

所

謂

堯

舜

與

人

同

與

人

皆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六

可

以

爲

堯

舜

者

也

然

人

見

其

道

之

高

明

也

未

見

其

克

周

之

實

也

見

其

功

之

直

截

也

未

見

其

積

致

之

宻

也

見

其

立

論

不

同

異

於

朱

子

也

未

見

其

遵

晚

年

之

定

論

有

功

於

朱

之

大

者

也

故

皆

斥

醜

詆

列

爲

禪

學

夫

禪

氏

是

内

非

外

遺

棄

倫

理

廢

絶

世

教

者

也

而

先

生

之

道

則

内

外

本

末

一

以

貫

之

正

相

牴

牾

比

而

誣

之

殆

亦

弗

思

也

乎

故

學

者

必

有

實

欲

學

聖

人

之

志

而

後

見

先

生

之

學

始

眞

必

眞

有

以

見

先

生

之

學

而

後

知

聖

人

可

學

而

至

苟

舍

此

而

從

事

於

支

離

煩

難

之

間

而

猶

曰

吾

之

學

聖

賢

之

正

傳

也

其

自

蔽

亦

甚

矣

愚

自

甫

冠

知

志

學

旣

而

以

不

得

其

門

墮

落

汨

没

殆

及

十

年

庚

寅

秋

始

聞

先

生

之

學

於

陽

信

令

徐

子

明

年

辛

卯

復

講

於

齊

東

簿

岳

子

初

甚

駭

愕

旣

而

有

疑

旣

而

信

又

相

與

徃

復

就

正

者

且

彌

歲

月

而

後

於

先

生

之

學

若

似

有

聞

焉

者

然

懼

昏

弱

淺

陋

徒

事

夫

口

耳

而

不

能

誠

諸

踐

履

之

實

又

先

生

之

大

罪

人

也

用

是

謀

諸

二

子

取

傳

習

錄

刻

之

以

重

自

朂

勵

且

廣

其

傳

使

豪

傑

之

士

聞

之

者

有

所

興

起

庻

頼

衆

輔

多

而

先

生

之

學

可

昭

明

於

天

下

後

世

也

乎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七

杜

鴻

臚

終

養

序

馬

從

謙

聞

士

之

立

於

世

也

其

要

有

二

曰

忠

也

孝

也

聖

朝

以

孝

治

天

下

是

故

於

始

仕

者

有

依

親

之

典

其

旣

也

有

省

親

之

典

又

許

侍

其

親

以

終

所

養

焉

盖

體

群

臣

而

優

恤

之

周

也

依

親

者

必

未

有

職

守

省

親

者

則

又

有

期

限

可

以

去

所

職

而

無

所

限

者

惟

養

親

爲

然

順

德

杜

君

子

靜

者

乃

始

仕

爲

鴻

臚

之

屬

甫

二

年

以

其

母

孺

人

年

屇

耄

耋

亟

請

於

朝

以

養

親

之

典

方

杜

君

之

辭

其

親

也

而

來

未

幾

復

請

於

朝

也

而

去

或

者

疑

之

予

曰

不

然

夫

教

其

子

而

朂

之

以

有

成

者

親

也

親

之

教

其

子

以

有

成

苟

有

階

可

進

而

仕

焉

心

之

所

甚

願

也

杜

君

膺

仕

之

期

母

懽

然

命

之

杜

母

庭

訓

之

嚴

君

竦

然

受

之

則

始

之

來

也

夫

何

疑

焉

旣

而

宦

成

矣

親

老

不

可

就

養

矣

思

其

親

而

不

能

忘

於

懷

養

其

親

而

不

違

於

典

何

所

憚

而

不

爲

何

所

慕

而

不

去

夫

亦

以

從

仕

之

日

長

報

親

之

日

短

則

無

所

疑

者

今

日

之

去

也

夫

以

杜

君

厠

禮

官

綰

朝

章

列

於

清

廟

明

堂

之

次

以

整

端

甫

束

帶

之

儀

亦

少

舒

其

㓜
之

所

學

以

無

辱

乎

其

親

則

固

以

孝

爲

忠

矣

今

承

歡

温

清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八

□

□

□

□

□

□

□

□

□

□

□

□

□

□

□

□

□

□

親

爲

□

□

□

□

□

□

□

矣

□

□

□

□

之

常

而

亦

人

所

能

也

□

□

□

其

奉

母

命

而

來

不

失

厥

考

義

方

之

教

思

母

老

□

去

初

無

慕

乎

富

貴

之

心

直

以

誠

於

愛

日

率

内

外

大

□

以

其

孝

敬

之

責

者

將

以

一

身

終

之

其

仕

止

久

速

不

詭

於

聖

人

之

教

而

和

順

懇

切

又

足

爲

風

俗

之

淳

其

孝

也

如

此

有

不

忠

者

乎

其

爲

家

也

如

此

有

不

能

爲

國

者

乎

予

于

其

異

日

立

身

行

巳

揚

名

顯

親

卽

以

今

日

之

所

存

騐

之

杜

君

其

廣

之

哉

忠

也

孝

也

君

之

能

事

也

要

其

極

至

爾

矣

君

之

僚

友

孫

以

言

等

羡

君

之

行

屬

文

於

□

因

□

君

之

志

行

而

序

之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二
十
九

記

重

建

蓮

洲

書

院

記

語

溪

吳

輅
已

亥

進

士

昔

人

書

院

之

建

將

集

都

人

士

而

講

學

焉

故

鹿

洞

鵞

湖

槩

有

搆

築

以

奬

掖

後

進

非

但

偃

息

優

遊

其

中

取

樂

屏

塵

囂

也

前

軰

蓮

洲

先

生

官

成

里

於

縣

庠

門

之

東

設

立

書

院

於

時

咏

歌

紀

勝

者

不

下

數

軰

皆

一

時

聞

人

自

明

季

兵

燹

以

後

椽

片

瓦

無

或

畱

遺

百

年

廢

興

有

足

悼

者

今

伊

孫

冰

壺

謝

公

年

方

盛

觧

綬

賦

去

來

不

忘

先

烈

志

圗

興

復

遂

鳩

工

庀

材

改

建

于

某

處

門

室

堂

廡

週

以

繚

垣

眎

昔

有

加

余

因

之

有

感

焉

士

大

夫

角

巾

第

非

寄

興

于

月

露

風

雲

卽

怡

情

于

臺

榭

歌

舞

誰

復

有

紹

述

先

正

不

惮

迂

逺

以

爲

之

者

顧

振

起

無

人

則

故

基

猶

存

輪

奐

不

再

在

城

闉

雉

堞

間

不

長

淪

于

蔓

草

荒

烟

徒

資

後

人

之

慿

吊

也

哉

乃

蓮

洲

翁

以

創

爲

貽

而

水

壺

公

以

述

而

兼

創

前

賢

所

爲

埀

者

藉

後

人

之

䋲
武

而

益

顯

得

古

墨

莊

義

塾

遺

意

焉

卽

何

徒

養

重

寡

營

爲

也

故

于

其

落

成

欣

然

屬

筆

爲

之

序

時

康

熙

十

有

二

年

正

月

望

日

也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三
十

□

苗

總

制

去

思

引

瀛

海

陳

□

正

盖
周
召
伯
有
甘
棠
之
愛
班
仲
升
有
攀
轅
之
□
自
□
□

臣
賢
相
德
政
施
於
海
宇
恩
澤
洽
於
人
心
凢
我
士
民
□

之
爲
元
老
親
之
若
父
母
□
曰
不
宜
恭
自
吾
瀛

□
□

部
院
苗
下
車
以
來
經
國
子
民
撫
兵
訓
士
野
無
潢
池
□

軰
家
多
絃
誦
之
聲
路
不
拾
遺
夜
不
閉
戸
是
誠
周
之
□

伯

漢

之

仲

升

也

兹

者

奉

命
旋
都
屏
翰
王
室
郡
内
士
庻
失
其
怙
恃
能
無
瞻
依
之
念

乎
某
等
攀
轅
無
計
念
切
甘
棠
紏
工
立

以
慰
民
望
凢

捐

資

者

請

註

衘

名

以

誌

不

朽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三
十
一

墓

誌

宋

氏

謝

節

婦

墓

誌

江

左

周

南

文

辭

亦

有

律

令

非

祗

爲

現

在

人

作

薌

澤

也

予

生

平

硜

硜

不

爲

瞰

名

者

之

餌

故

得

不

毁

此

律

然

其

于

忠

孝

節

義

之

有

關

名

教

有

禆

世

風

者

又

不

禁

津

津

稱

道

不

擇

地

而

口

也

天

下

惟

眞

忠

孝

節

義

不

求

人

知

而

終

不

至

湮

㓕
無

聞

者

正

以

留

芳

澤

于

賢

士

大

夫

之

口

採

之

當

道

貢

之

朝

廷

故

使

潜

德

幽

光

卒

能

彰

永

埀

奕

世

嗚

呼

世

特

患

無

眞

人

品

耳

何

懼

知

希

耶

歲

庚

子

春

偶

歴

渚

陽

渚

陽

之

賢

士

大

夫

皆

注

稱

宋

母

謝

孺

人

之

節

之

賢

爲

渚

陽

之

間

氣

也

當

其

始

宋

公

普

以

邑

增

生

連

得

志

于

有

司

聲

名

藉

藉

原

配

張

氏

誕

一

女

適

謝

貢

生

㧞
字

張

氏

不

祿

續

娶

謝

氏

生

子

國

光

未

三

閱

月

而

宋

公

疾

革

計

捐

舘

之

日

謝

僅

年

及

并

有

三

也

痛

悼

幾

絶

顧

念

血

㣧
有

光

因

自

誓

曰

氏

爲

宋

也

婦

應

以

身

殉

氏

爲

宋

也

母

當

留

其

身

以

有

待

宋

之

室

孑

然

獨

有

婦

婦

又

無

一

甖

一

篋

足

自

存

立

亦

孑

然

獨

有

子

力

工

紡

績

以

治

饔

飱

主

持

門

戸

無

有

外

侵

婦

道

也

而

兼

父

道

育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三
十
二

子
成
立
訓
以
詩
書
克
紹
箕
裘
爲
名
慱
士
弟
子
母
道
也

而
兼
父
道
愛
其
女
之
字
謝
氏
者
視
子
愛
其
媳
陳
氏
之

力
佐
勤
儉
也
視
女
而
諸
慈
惠
之
見
千
應
賔
客
睦
隣
族

撫
僕
婢
者
膾
炙
人
口
始
知
孺
人
之
淵
静
謹
約
直
爲
笄

褘
之
蕭
范
乎
光
遊
上
庠
卽
病
臥
二
年
而
謝
卒
尚
未
得

大

其
志
以
報
劬
勞
謝
之
目
或
巳
瞑
而
光
之
痛
未
有

艾
也
永
言
孝
思
曷
能
已
已
乎
行
將

墓
左
以
志
栢

舟
之
操
乃
乞
言
于
邑
侯
吳
公
公
固
心
折
久
之
樂
于
表

揚
者
會
疾

不
能
應
顧
予
謂
曰
子
爲
江
南
名
士
何
靳

一
言
以
闡
潜
德
况
忠
孝
節
義
又
素
爲
吾
子
之
所
樂
道

者
囚
援
筆
屬
稿
乃
覺
前
此
律
令
之
嚴
似
特
爲
造
物
所

留
以
待
渚
陽
謝
節
母
傳
芳
聲
也
至
其
爲
蒼
梧
之
竹
北

山
之
石
延
乎
之
劍
直
攝
之
三
十
年
冰
霜
之
内
渚
陽
之

賢

士

大

夫

各

有

輿

論

以

俟

當

世

之

採

貢

者

云

大

清

順

治

十

七

年

月

日



ZhongYi

任
縣
志

卷
之
十
一

三
十
三

銘

劉

烈

女

墓

銘

郡

侯

秦

隣

而

志

兮

維

貞

而

名

兮

亦

成

死

有

餘

榮

無

忝

所

生

佳

城

墓

草

青

青

百

年

萬

禩

日

月

争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