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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藝
文
志

一

天
台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台
州
府
同
知
攝
縣
事
臣

李
德
燿

台
州
府
天
台
縣
知
縣
臣

黃
執
中
纂
修

藝
文
志
上

誥

勅

奏

疏

條

教

序

記

書

賦

詩

雜

著

文
爲
載
道
之
器
上
而

朝
廷
之
典
誥
下
而
編
戸
之
謳
吟
無
一
不
託
於
文
以

傳
台
雖
僻
處
東
南
自
歷
代
以
來
文
足
名
世
者
亦

自
不
乏
苐
以
邑
乘
而
論
苟
非
有
闗
於
民
左
政
教

及
山
川
人
物
者
雖
工
不
敢
登
之
篇
什
以
滋
冗
濫

故
首
誥
勅
尊
王
言
也
次
奏
疏
條
教
詳
政
事
也
次

序
記
書
札
重
紀
載
示
典
型
也
次
詩
賦
雜
著
彰
勝

蹟
備
覧
觀
也
得
是
意
而
通
之
則
文
之
所
在
安
必

非
道
之
所
寓
乎
爲
志
藝
文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二

誥
勅

王
者
旣
以
爵
祿
待
天
下
士
而
又
錫
之
詔
誥
以
榮

之
葬

以
恤
之
明
良
遇
合
卽
天
保
釆
薇
之
盛
何

以
加
兹
龍
章
鳳
誥
赫
濯
輝

傳
之
奕
世
寳
同
拱

甚
盛
典
也
其
在
先
代
者
寥
寥
無
傳
所
載
有
明

勅
命
數
道
凡
爲
臣
子
捧
誦
覧
觀
忠

之
心
當
亦

油
然
而
生
矣

唐
宗
賜
司
馬
承
禎
置
觀
勅

勅

台

州

始

豐

縣

界

天

台

山

廢

桐

栢

觀

一

所

□

□

赤

鳥

二

年

葛

僊

翁

巳

來

至

於

國

初

學

道

壇

宇

連

接

者

十

餘

所

聞

始

豐

縣

人

毁

壞

壇

塲

砍

伐

松

竹

耕

種

及

作

墳

墓

於

此

觸

犯

家

口

死

亡

不

敢

居

住

於

是

出

賣

宜

令

州

縣

准

地

數

畝

酬

價

仍

置

一

小

觀

還

其

舊

額

更

於

當

州

取

道

士

三

五

人

擇

精

進

行

業

者

并

聽

將

侍

者

供

養

仍

令

州

縣

與

司

馬

煉

師

相

知

於

天

台

山

中

辟

封

內

四

十

里

爲

禽

獸

草

木

長

生

之

福

庭

禁

斷

採

捕

者

景

雲

二

年

十

月

七

日

宋理
宗
封
靈
澤
孚
濟
侯
勅

台

州

天

台

縣

廣

袤

山

靈

澤

侯

蒼

山

之

下

聚

而

九

淵

鼓

膚

寸

之

雲

而

能

濟

一

方

者

爾

神

龍

之

所

宫

乎

鄕

人

有

禱

必

應

悉

具

靈

跡

以

聞

宜

加

侯

封

以

侈

神

貺

可

特

封

靈

澤

孚

濟

侯

奉

勅

如

右

牒

到

奉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三

行

景

定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明太
祖
勅
刑
科
給
事
中
齊
執
中

制

曰

言

善

興

邦

仁

君

澤

民

大

賢

以

爲

易

中

才

以

爲

艱

朕

嘗

命

儒

者

誦

通

鑑

欲

本

諸

心

若

啇

之

伊

尹

傅

說

身

心

寅

畏

故

以

格

神

之

詞

而

敷

奏

仲

應

佐

新

運

而

明

革

命

之

道

未

不

以

幽

明

之

理

表

正

人

君

今

則

不

然

者

何

心

非

精

一

之

心

才

非

通

古

之

才

事

務

一

臨

泛

應

恍

惚

頃

刻

埀

違

所

以

不

易

而

艱

上

智

之

士

精

誠

無

貳

動

合

神

人

辨

是

識

非

去

惡

優

善

君

心

格

而

神

明

知

四

時

序

而

陰

陽

和

斯

非

艱

而

易

是

誠

志

之

所

恊

也

今

朕

司

言

者

命

爾

刑

科

給

事

中

齊

執

中

職

特

授

徵

仕

郎

當

体

先

賢

而

愼

神

人

則

永

昌

於

後

世

矣

欽

哉

旹

洪

武

十

二

年

正

月

二

十

日

太
祖
勅
中
書
舍
人
朱
思
平

勅

曰

國

家

命

令

所

以

播

告

四

方

訓

有

位

布

德

惠

行

信

義

者

也

中

書

舍

人

實

書

之

爾

徵

仕

郎

行

在

中

書

舍

人

朱

思

平

端

厚

勤

愼

惟

朕

臨

□

之

時

簡

在

中

秘

擢

任

斯

職

歷

年

滋

乆

郊

績

良

多

兹

特

賜

之

勅

命

以

示

褒

滎

矣

然

朝

廷

之

懸

□

□

以

待

士

者

葢

進

進

未

巳

徃

益

脩

以

後

效

欽

哉

洪

武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成
祖
勅
諭
進
士
魯

勅

諭

進

士

魯

朕

惟

聖

賢

之

學

始

終

無

間

德

業

大

成

必

資

持

乆

爾

積

學

能

文

克

膺

舉

薦

省

覧

敷

言

良

深

嘉

歎

兹

特

命

爾

歸

榮

故

鄕

以

成

德

業

副

朕

有

期

母

□

□

而

驕

母

自

怠

而

縱

慱

學

□

問

愼

思

明

辨

篤

行

必

至

希

聖

希

賢

諒

朕

有

命

爾

卽

來

朝

欽

哉

故

諭

永

樂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四

仁
宗
儲
邸
遣

左
賛
善
徐
善
述

卿

偉

量

淵

弘

慱

覧

古

今

正

宜

佐

予

文

學

匡

予

政

治

豈

期

一

疾

遽

然

而

逝

兹

者

黄

鍾

應

侯

天

道

伊

邇

顧

諸

寮

友

不

見

於

卿

使

予

哀

哉

痛

哉

不

復

聞

卿

賛

益

之

言

矣

予

今

特

遣

庶

子

鄒

濟

奠

於

靈

筵

卿

其

不

昧

尙

克

饗

之

仁
宗
贈
左
春
坊
賛
善
徐
善
述
少
保
謚
文
肅
勅

制

曰

朕

纉

夫

位

統

馭

萬

方

眷

惟

佐

理

之

臣

咸

增

於

祿

秩

尙

念

溟

漠

之

際

未

報

於

賢

勞

錫

賜

章

以

旌

舊

德

故

左

春

坊

賛

善

徐

善

述

重

厚

質

實

耿

介

貞

静

以

儒

身

乆

典

黌

序

遂

以

文

學

□

朕

儲

闈

知

識

之

端

蹈

履

之

正

予

良

資

其

啟

沃

爾

彌

効

於

勤

誠

竟

不

愍

遺

良

其

遠

矣

雖

幽

明

之

巳

隔

而

悼

念

之

未

忘

今

特

贈

爾

爲

太

子

少

保

謚

曰

文

肅

嗚

呼

崇

秩

美

謚

蔚

乎

命

之

光

生

榮

死

□

养

□

始

終

之

義

九

原

不

昧

尙

克

欽

承

仁
宗
勅
都
察
院
左
副
都
御
史
夏
廸

勅

曰

國

家

建

置

都

察

院

品

秩

與

六

部

等

葢

重

耳

目

之

寄

綱

紀

之

司

也

而

南

京

所

係

之

重

維

均

其

長

貳

皆

朕

自

擇

不

輕

界

焉

爾

江

西

布

政

司

左

政

夏

廸

身

儒

術

逹

於

爲

治

之

道

事

我

祖

宗

歷

三

十

年

闓

敏

之

才

稱

於

中

外

簡

在

朕

心

兹

特

進

爲

嘉

議

大

夫

南

京

都

察

院

左

副

都

御

史

夫

中

人

之

性

其

所

爲

善

惡

惟

視

法

令

之

脩

明

與

否

爾

宜

奉

法

以

抑

奸

然

君

子

先

自

治

而

能

治

人

淬

其

祇

脩

光

我

寵

命

欽

哉

洪

熙

元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仁
宗
勅
都
察
院
福
建
道
監
察
御
史
魯

勅

曰

朝

廷

設

監

察

御

史

欲

其

振

紀

綱

而

勵

風

俗

以

弼

成

國

家

之

治

非

得

剛

方

清

正

之

士

曷

克

以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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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五

爾

文

林

郞

都

察

院

福

建

道

監

察

御

史

魯

□

□

賢

科

典

司

憲

紀

游

歷

年

歲

克

著

勞

効

是

用

錫

之

勅

命

以

示

褒

嘉

夫

官

以

察

爲

名

以

言

爲

職

在

明

大

体

而

畧

細

故

愛

君

子

而

戒

小

人

其

益

端

爾

志

益

堅

爾

守

毋

私

於

法

毋

撓

於

勢

毋

訐

以

爲

直

毋

苛

以

爲

能

明

以

燭

之

公

以

行

之

修

而

不

懈

尙

有

顯

爵

以

待

爾

成

欽

哉

洪

熙

元

年

五

月

初

八

日

仁
宗
勅
國
子
監
學
錄
朱
望

勅

曰

國

家

於

國

子

監

旣

置

酒

司

業

以

典

教

事

而

又

置

助

教

學

正

學

錄

以

分

教

焉

所

以

成

天

下

之

才

而

建

出

治

之

本

也

非

經

術

明

正

之

士

莫

克

任

之

爾

登

仕

佐

郞

國

子

監

學

錄

朱

望

蚤

以

經

術

職

教

庠

序

遷

秩

胄

監

誨

育

有

年

是

用

錫

之

勅

命

於

戯

爲

治

必

本

於

賢

才

朕

意

屬

之

子

太

學

葢

惓

惓

也

爾

以

教

爲

職

可

不

勉

以

副

朕

意

乎

徃

益

毖

尙

觀

爾

成

欽

哉

洪

熙

元

年

五

月

初

八

日

宣
宗
勅
工
科
給
事
中
陳
祥

勅

曰

國

家

設

六

科

給

事

中

所

以

平

奏

述

詳

命

令

審

覆

是

非

駁

正

違

失

其

任

重

且

要

矣

非

精

敏

剛

直

之

主

曷

足

以

穪

爾

徵

仕

郞

工

科

給

事

中

陳

祥

起

自

需

科

職

教

庠

序

擢

侍

廷

陛

克

愼

與

勤

兹

特

錫

之

勅

命

以

示

褒

榮

夫

居

近

侍

而

以

言

爲

職

貴

達

大

體

而

畧

細

故

爾

宜

益

端

乃

心

篤

乃

行

毋

狥

毋

激

於

厥

官

尙

有

榮

名

需

爾

後

效

欽

哉

宣

德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宣
宗
勅

林
院
編
脩
杜
寧

勅

四

國

家

簡

文

學

之

士

列

職

於

翰

林

而

修

編

脩

□

檢

討

則

謂

之

史

官

所

以

備

紀

載

之

公

而

得

信

於

天

下

後

世

也

兹

惟

遴

□

不

輕

人

爾

翰

林

院

編

修

杜

寧

身

賢

科

擢

任

史

職

式

克

勤

愼

以

舉

其

□

□

□

特

授

爾

階

爲

文

林

郞

錫

之

勅

命

以

示

褒

□

□

□

之

論

良

史

者

明

足

以

周

萬

事

之

理

道

足

以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六

天

下

之

用

智

足

以

通

難

知

之

意

文

足

以

□

□

□

之

情

然

後

其

任

可

得

而

稱

非

徒

優

游

以

□

□

□

而

巳

尙

益

毖

光

我

訓

詞

欽

哉

宣

德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宣
宗
勅
禮
部
儀
制
淸
吏
司
員
外
許
敬
軒

制

曰

宗

伯

掌

邦

禮

而

我

國

家

之

制

其

屬

有

四

曰

儀

制

祠

主

客

精

膳

其

務

繁

簡

不

齊

必

皆

得

諳

於

大

體

明

於

故

實

恭

愼

勤

敏

之

士

乃

克

稱

厥

任

爾

登

仕

佐

郞

禮

部

司

務

許

敬

軒

身

胄

監

授

以

斯

職

式

克

勤

愼

亦

旣

有

年

是

用

陞

爾

爲

奉

訓

大

夫

禮

部

儀

制

淸

吏

司

員

外

郞

錫

之

誥

命

以

示

褒

崇

夫

國

家

典

禮

皆

屬

於

儀

制

爾

益

敬

厥

職

慱

稽

古

典

質

諸

祖

宗

之

舊

章

毋

慢

毋

怠

以

稱

朕

陞

用

之

意

欽

哉

宣

德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宣
宗
勅
汙
州
知
府
許
敬
軒

勅

汀

州

知

府

許

敬

軒

國

家

之

政

重

在

安

民

安

民

之

之

先

擇

守

令

朕

臨

御

以

來

孜

孜

夙

夜

保

民

爲

心

而

比

歲

田

里

之

民

鮮

得

其

所

䆒

其

所

自

葢

守

令

匪

人

或

恣

肆

貪

刻

剝

削

無

厭

或

闒

茸

庸

懦

坐

視

民

患

相

爲

䝉

蔽

默

不

以

聞

致

下

情

不

得

上

達

上

澤

不

得

下

施

今

愼

簡

爾

付

以

郡

守

夫

方

千

里

之

民

安

危

皆

係

於

爾

宜

體

朕

心

以

保

養

爲

務

必

使

其

衣

食

有

資

禮

義

有

教

而

察

其

休

戚

均

其

徭

役

興

利

除

弊

一

順

民

情

毋

徒

玩

愒

毋

事

苟

簡

毋

爲

權

勢

所

脅

毋

爲

奸

吏

所

欺

凡

公

差

官

員

人

等

有

違

法

害

民

者

節

具

實

奏

聞

所

屬

官

員

人

等

作

奸

害

民

爾

提

下

差

人

觧

京

爾

亦

宜

奉

法

循

理

始

終

不

渝

庶

副

朕

之

委

任

欽

哉

故

勅

宣

德

五

年

十

二

月

初

二

日

英
宗
勅
諭

都
察
院
右
僉
都
御
史
魯
穆

卿

以

先

朝

進

士

乆

歷

風

紀

允

標

亷

潔

朕

□

□

□

統

首

擢

卿

叅

賛

都

憲

尙

期

永

乆

用

臻

成

績

□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七

以

疾

終

嗚

呼

惜

哉

特

賜

以

以

榮

始

終

卿

其

享

之

正

綂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英
宗
勅
兵
部
武
庫
淸
吏
司
主
事
齊
汪

勅

曰

兵

部

右

司

馬

之

任

其

屬

有

四

所

以

典

授

辨

地

域

與

夫

駕

乗

庫

兵

之

務

皆

置

郎

以

長

之

而

賛

其

事

者

亦

必

得

人

乃

克

有

濟

爾

兵

部

武

庫

淸

吏

司

主

事

齊

汪

疏

通

闓

敏

身

賢

科

始

任

職

方

繼

遷

斯

秩

閲

歲

旣

久

涖

事

能

勤

兹

特

進

爾

承

德

郎

鍚

之

勅

命

以

示

褒

榮

昭

此

恩

尙

茂

公

淸

之

行

以

稱

任

使

欽

哉

正

統

十

一

年

七

月

初

八

日

英
宗
勅
論
兵
部
郎
中
齊
汪

皇

帝

勅

諭

今

因

賊

子

思

機

逃

遁

孟

養

節

次

抗

違

朝

命

不

服

招

諭

必

調

大

軍

征

勦

永

除

邊

患

特

命

兵

部

郎

中

齊

汪

齎

勅

前

去

督

率

四

川

都

司

布

政

司

按

察

司

廵

按

監

察

御

史

將

四

川

都

司

正

統

六

年

原

征

進

賊

官

軍

并

土

兵

壹

萬

伍

千

玖

百

捌

拾

貳

員

名

各

令

的

當

官

管

領

又

着

慣

熟

能

幹

都

指

揮

恊

率

或

原

數

缺

少

及

實

有

殘

疾

等

項

不

堪

征

進

者

任

爾

該

衛

見

屯

田

守

城

等

項

內

補

凑

其

數

內

成

都

左

䕶

衛

原

征

進

官

軍

就

令

爾

汪

齎

勅

符

前

去

蜀

府

調

取

仍

舊

着

四

川

都

司

官

管

領

隨

征

俱

要

衣

甲

鮮

明

器

械

鋒

利

暫

於

各

衛

所

操

練

先

將

爾

汪

㸃

操

練

官

軍

數

目

及

所

委

領

軍

官

姓

名

奏

來

合

用

軍

器

缺

少

及

損

壞

者

就

所

在

官

庫

開

用

爾

須

提

督

奬

勸

善

加

休

養

務

使

官

軍

樂

於

從

事

庶

克

有

濟

爾

汪

約

量

程

期

整

㸃

官

軍

器

械

完

備

各

手

把

銃

限

今

年

八

月

以

裏

到

雲

南

并

督

總

兵

等

官

調

度

征

勦

有

功

者

一

體

陞

賞

官

軍

啟

行

更

須

嚴

切

禁

約

不

許

擾

害

軍

民

違

者

悉

爾

懲

戒

重

者

具

奏

重

治

該

管

官

旗

一

槩

不

饒

此

征

進

重

事

爾

須

廉

公

從

事

不

許

狥

縱

容

下

人

作

弊

致

人

心

不

服

有

妨

征

調

自

取

罪

愆

爾

汪

欽

承

之

故

諭

正

統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八

英
宗
勅
貴
州
布
政
使
司
左
布
政
使
范
理

制

曰

布

政

司

古

方

伯

之

任

環

數

千

里

之

地

生

民

之

休

戚

吏

治

之

得

失

係

焉

必

得

才

猷

超

卓

之

人

庶

幾

興

理

爾

貴

州

布

政

使

司

左

布

政

使

范

理

□

身

科

第

擢

任

牧

民

撫

字

勤

勞

遂

遷

府

正

迨

陟

方

伯

之

任

益

著

旬

宣

之

能

薦

歷

歲

年

不

渝

素

履

特

用

進

爾

階

勛

正

奉

大

夫

正

治

卿

鍚

之

誥

命

以

示

褒

旌

於

呼

朕

方

明

賞

勸

以

正

庶

官

之

治

爾

其

益

盡

乃

心

勵

乃

行

修

不

懈

用

光

訓

詞

欽

哉

天

順

八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英
宗
勅
諭
應
天
府
尹
魯
崇
志

制

曰

朕

惟

應

天

府

尹

居

首

善

之

地

而

府

尹

實

保

民

□

輔

治

之

官

四

方

之

瞻

視

州

郡

之

表

率

非

得

淸

亷

明

敏

之

士

曷

克

稱

焉

爾

應

天

府

尹

魯

崇

志

身

賢

科

給

事

廷

陛

佐

理

太

僕

効

勞

有

年

曁

進

今

官

公

勤

無

怠

顧

此

才

能

之

士

可

無

褒

答

之

恩

兹

特

進

階

通

議

大

夫

錫

之

誥

命

以

爲

爾

榮

爾

當

體

朕

愛

民

之

心

法

古

尹

京

之

善

勿

撓

於

勢

勿

愆

於

度

務

施

安

輯

之

功

庶

稱

委

任

之

重

欽

哉

景
皇
帝
勅
諭
廣
東
道
監
察
御
史
夏

勅

曰

朝

廷

設

監

察

御

史

欲

其

振

紀

綱

而

勵

風

化

以

弼

成

國

家

之

治

厥

任

匪

輕

不

得

公

恕

亷

能

之

士

鮮

克

有

稱

爾

廣

東

道

監

察

御

史

夏

塤

身

賢

科

擢

任

斯

職

克

勤

振

勵

之

公

著

激

揚

之

譽

歷

年

旣

乆

考

稱

厥

官

兹

特

進

爾

階

文

林

郎

錫

之

勅

命

以

示

褒

榮

夫

官

以

察

爲

名

以

言

爲

職

貴

達

大

體

而

畧

細

故

扶

君

子

而

抑

小

人

其

益

端

爾

志

堅

爾

守

毋

於

法

尹

捖

於

勢

毋

訐

以

爲

直

毋

苛

以

□

能

明

以

燭

之

公

以

行

之

脩

不

懈

尙

有

榮

□

□

需

爾

後

効

欽

哉

景

㤗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

□

憲
宗
勅
兵
部
職
方
司
郎
中
范
絪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九

制

曰

兵

部

古

司

馬

之

任

其

屬

有

四

皆

置

郎

以

長

之

必

得

端

愼

明

敏

才

猷

素

著

之

士

始

克

稱

焉

爾

兵

部

職

方

司

郎

中

范

絪

乃

吏

部

左

侍

郎

埋

之

子

早

承

庭

訓

繼

武

賢

科

首

任

兵

曹

曾

試

州

守

公

勤

夙

復

典

職

方

績

巳

効

於

當

官

命

卽

施

於

爾

體

兹

特

進

爾

階

爲

奉

政

大

夫

修

政

庶

尹

於

呼

士

之

立

朝

貴

乎

盡

職

爾

其

益

乃

心

弗

懈

厥

任

尙

有

顯

秩

酬

爾

後

勲

欽

哉

故

勅

成

化

三

年

正

月

初

九日

憲
宗
皇
帝
勅
諭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夏
塤

勅

曰

朕

惟

四

川

遠

在

西

陲

地

多

險

阻

人

雜

番

戎

有

司

不

知

操

兵

恤

民

横

加

暴

刻

以

致

草

不

時

生

軍

民

咸

被

其

害

朕

甚

閔

焉

今

特

陞

爾

前

職

專

一

廵

撫

駐

劄

彼

處

地

方

撫

安

兵

民

總

理

粮

餉

凡

遇

人

民

饑

荒

設

法

賑

濟

城

池

塌

督

工

修

理

官

軍

間

令

以

時

操

練

器

械

塤

壞

令

量

宜

修

葺

但

有

賊

生

發

卽

與

鎭

守

等

官

同

心

計

議

調

兵

勦

捕

毋

致

滋

蔓

仍

禁

約

所

屬

官

吏

不

許

擾

害

軍

民

其

公

亷

有

爲

者

以

禮

奬

勸

貪

酷

不

才

者

以

法

懲

治

或

有

訟

嶽

不

平

者

宜

與

辨

理

彼

中

屯

田

預

備

等

項

及

一

應

事

務

凡

有

便

於

軍

民

者

爾

便

宜

施

行

若

有

機

宻

重

情

飛

章

入

告

具

實

奏

聞

區

處

爾

爲

總

憲

大

臣

受

朝

廷

委

托

須

亷

平

公

恕

舉

□

合

宜

使

良

善

有

所

奸

頑

有

所

畏

地

方

寧

謐

□

爾

之

能

如

或

處

置

埀

方

唯

爾

不

任

爾

其

欽

承

毋

忽

故

諭

成

化

八

年

正

月

二

十

九

日

憲
宗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夏
塤

皇

帝

遣

浙

江

布

政

司

左

叅

政

左

賛

諭

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夏

塤

曰

惟

爾

身

賢

科

擢

司

風

紀

歷

年

滋

乆

克

舉

厥

官

由

藩

臬

而

迂

副

都

臺

任

巡

撫

而

馳

聲

蜀

地

正

委

任

之

方

乃

養

疴

而

□

□

冝

躋

壽

考

胡

遽

云

亡

追

念

賢

勞

可

無

䘏

典

□

□

賜

以

爾

靈

有

知

尙

克

歆

承

成

化

十

八

□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十

寅

八

月

丁

酉

朔

越

二

十

六

日

壬

戍

憲
宗
勅

南
京
吏
部
左
侍
郎
范
理

曰

爾

身

賢

科

歷

事

累

朝

任

更

中

外

著

才

猷

迨

遷

卿

亞

於

南

都

倐

見

政

成

於

九

載

淸

愼

小

心

始

終

不

替

方

期

弼

輔

胡

疾

弗

瘳

計

音

忽

聞

深

用

震

悼

特

命

有

司

塟

如

制

靈

其

有

知

尙

其

歆

服

成

化

九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憲
宗
勅
刑
部
廣
西
淸
吏
司
主
事
潘
祺

勅

曰

刑

部

掌

邦

禁

理

天

下

刑

獄

置

屬

詳

於

諸

部

必

遴

其

人

以

任

之

苟

非

仁

恕

之

士

曷

克

稱

焉

爾

刑

部

廣

西

淸

吏

司

主

事

潘

祺

身

賢

科

擢

任

斯

職

乆

歷

年

歲

愼

於

用

刑

宜

錫

恩

以

徵

勞

勩

是

用

進

爾

階

承

德

郎

鍚

之

以

勅

命

以

爲

爾

榮

爾

尙

益

端

乃

心

勵

乃

行

嚴

於

祗

愼

必

使

刑

不

濫

而

民

不

則

庶

稱

朕

任

之

責

欽

哉

成

化

十

六

年

三

月

孝
宗
勅
工
科
給
事
中
龎
泮

勅

曰

盧

溝

橋

地

方

乃

京

師

衝

要

驛

路

邇

者

被

水

冲

開

橋

北

河

漕

二

百

餘

丈

東

西

堤

㟁

坍

塌

數

多

若

不

趂

時

修

築

不

無

阻

碍

徑

行

巳

命

太

監

李

興

新

寧

伯

譚

佐

工

部

侍

郎

陳

政

提

督

經

營

官

軍

修

築

合

用

物

料

器

具

各

該

衙

門

成

支

造

辨

人

匹

於

內

官

監

與

工

部

相

兼

潑

用

惟

兹

軍

士

連

年

辛

苦

本

當

休

息

但

此

役

係

急

工

程

不

得

不

用

又

勅

督

兵

等

加

意

撫

恤

使

其

飮

食

有

時

作

用

有

節

毋

急

迫

以

厲

人

毋

怠

緩

以

費

事

務

在

彼

此

更

調

而

勞

適

均

處

置

得

宜

而

工

程

堅

固

管

工

內

外

及

把

總

頭

目

人

等

仍

要

嚴

加

戒

飭

敢

有

科

擾

虐

民

或

役

造

作

或

從

容

買

閒

與

凡

收

料

而

刁

蹬

畱

難

放

支

而

侵

欺

尅

减

者

其

挐

問

叅

奏

然

此

等

弊

病

徃

歲

多

有

因

無

紏

察

任

意

爲

之

是

以

軍

士

不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十
一

□

每

生

嗟

怨

工

程

遲

怢

今

特

命

爾

同

監

察

御

史

汪

宗

器

前

去

相

兼

管

理

爾

等

務

在

精

白

一

心

秉

持

公

道

徃

來

廵

視

不

時

㸃

閘

如

有

前

項

奸

弊

訪

察

得

出

不

必

㑹

同

各

官

卽

據

所

見

指

實

奏

來

處

治

如

或

容

不

舉

厥

罪

惟

均

爾

其

欽

哉

弘

治

二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孝
宗
勅
工
部
營
繕
司
主
事
盧

勅

曰

工

部

掌

百

工

山

澤

之

政

令

其

屬

有

四

皆

置

郎

以

長

之

而

恊

賛

其

事

亦

必

得

人

乃

克

有

濟

爾

工

部

營

繕

淸

吏

司

主

事

盧

跡

賢

科

擢

任

今

職

歷

年

滋

乆

茂

著

公

勤

是

用

進

爾

階

承

德

郎

錫

之

勅

命

以

示

褒

榮

爾

其

益

端

乃

心

益

修

厥

職

以

稱

□

□

之

意

欽

哉

弘

治

五

年

十

二

月

初

六

日

孝
宗
勅
寧
國
府
知
府
范
吉

制

曰

郡

縣

親

民

之

政

非

按

部

者

莫

能

詳

朝

廷

勅

命

之

榮

或

考

績

者

所

不

與

故

法

近

制

而

恩

有

特

施

凡

沾

旌

異

之

名

悉

在

褒

嘉

之

列

爾

直

寧

國

府

范

吉

登

名

甲

榜

擢

屬

秋

官

暫

出

外

僚

竟

遷

太

郡

淸

勤

薦

著

褒

典

宜

崇

兹

特

進

爾

階

中

憲

大

大

錫

之

誥

命

於

呼

治

民

者

先

於

獲

上

巳

徵

名

績

之

良

善

始

者

貴

乎

保

終

庶

竭

猷

爲

之

益

訓

詞

具

在

尙

克

欽

承

弘

治

六

年

六

月

初

一

日

孝
宗
勅
刑
部
員
外
郎
盧

勅

刑

部

員

外

郎

盧

朕

惟

刑

獄

重

事

自

古

帝

王

必

致

謹

於

斯

葢

以

刑

得

其

平

則

足

以

輔

治

弼

教

而

召

天

地

之

和

刑

失

其

平

則

抑

無

伸

感

災

致

沴

亦

有

所

不

免

焉

朕

爲

生

民

仰

體

上

天

好

生

之

心

每

於

刑

獄

特

加

愼

重

近

該

多

官

㑹

請

况

當

五

年

審

錄

之

期

慮

恐

天

下

愚

民

罹

於

法

者

多

有

抑

不

無

致

傷

和

氣

特

命

爾

徃

南

直

㑹

同

各

該

廵

按

御

史

及

督

同

府

衛

等

衙

門

掌

印

官

將

各

府

州

縣

衛

所

見

監

問

罪

囚

逐

一

從

公

審

錄

死

罪

情

眞

罪

當

者

照

例

監

侯

聽

决

其

有

情

可

矜

罪

可

疑

事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十
二

無

証

佐

可

結

証

者

一

一

具

奏

處

置

徒

流

以

下

便

咸

等

落

笞

罪

的

都

放

了

毋

令

淹

若

御

史

别

有

公

務

相

離

地

遠

爾

卽

督

同

所

在

有

司

從

公

審

錄

不

須

乆

侯

審

問

之

際

尤

須

詳

察

言

詞

旁

詢

知

征

而

斷

之

以

理

毋

惑

於

浮

言

毋

拘

於

成

案

毋

偏

於

原

問

及

原

保

結

官

吏

餙

非

阻

撓

務

得

實

情

以

全

民

命

其

故

失

入

等

罪

俱

不

追

究

敢

有

偏

執

違

拗

者

爾

指

實

叅

奏

爾

受

兹

委

任

務

持

亷

秉

公

明

以

决

之

恕

以

行

之

無

抑

斯

稱

朕

好

生

之

意

庶

幾

天

心

昭

佫

和

氣

致

祥

有

可

期

焉

如

或

詢

察

不

明

處

斷

失

當

有

負

任

使

則

爾

之

罪

欽

哉

故

諭

弘

冶

九

年

二

月

孝
宗
勅
福
建
歸
化
縣
知
縣
姜
鳳

勅

曰

郡

縣

親

民

之

政

每

詢

於

按

部

之

間

朝

廷

鍚

命

之

榮

或

出

於

考

績

之

外

故

法

有

定

制

而

恩

有

特

施

凡

沾

旌

異

之

名

必

在

褒

嘉

之

列

爾

福

建

汀

州

府

歸

化

縣

知

縣

姜

鳳

登

名

鄕

榜

典

教

邑

庠

每

奏

最

於

銓

曹

遂

超

陞

於

邑

宰

操

修

罔

玷

撫

字

惟

勤

薦

剡

交

騰

褒

章

宜

兹

特

進

爾

階

文

林

郎

鍚

之

勅

命

於

戯

治

民

莫

先

於

獲

上

巳

徵

名

績

之

良

善

始

尤

貴

乎

善

終

庶

竭

猷

爲

之

訓

誥

辭

具

在

尙

克

祗

承

欽

哉

弘

治

十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武
宗
勅
黃
門
吏
科
給
事
中
范
洵

制

曰

國

家

董

齊

庶

政

分

建

六

科

名

應

部

曹

實

豫

盈

廷

之

議

職

專

紏

劾

亦

均

治

事

之

勞

國

體

是

開

公

論

攸

託

匪

兼

才

行

曷

稱

簡

求

爾

吏

科

給

事

中

范

洵

天

賦

英

資

家

傳

經

術

早

登

甲

第

首

擢

諌

垣

心

恒

切

於

愛

君

累

陳

章

疏

志

實

專

於

報

國

不

避

艱

危

矧

隨

事

而

服

勞

每

奉

公

而

盡

□

賢

聲

茂

著

最

考

是

書

宜

有

渥

恩

以

示

褒

勸

兹

特

進

爾

階

文

林

郎

鍚

之

誥

命

於

呼

父

作

子

述

巳

徵

名

績

之

良

君

錄

臣

功

佇

有

超

遷

之

尙

其

自

勵

朕

不

爾

忘

欽

哉

正

德

十

二

年

六

月

初

七

日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十
三

世
宗
勅
中
城
兵
馬
指
揮
司
指
揮
姜
楠

勅

曰

京

師

天

下

都

會

司

警

之

官

所

以

肅

淸

街

衢

□

誥

奸

究

者

也

苟

非

其

人

何

輕

爾

中

城

兵

馬

指

揮

司

指

揮

姜

楠

邑

校

蜚

聲

賢

關

卒

業

始

佐

州

牧

繼

晉

今

官

肆

爾

才

識

通

明

性

資

朴

茂

用

能

緣

儒

吏

以

勤

官

課

最

銓

曹

官

評

允

恊

兹

用

進

爾

階

爲

承

德

郎

鍚

之

勅

命

於

戯

朝

廷

懸

爵

祿

以

侍

士

惟

其

穪

也

書

不

云

乎

德

官

功

賞

爾

苟

善

也

朕

何

愛

焉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初

三日

熹
宗
勅
安
義
縣
知
縣
楊
三
省

勅

曰

安

義

於

江

右

彈

丸

地

爾

而

長

吏

數

更

民

無

寧

宇

朕

恫

於

厥

心

愼

簡

循

良

與

之

更

始

爾

江

西

南

康

府

安

義

縣

知

縣

楊

三

省

淸

亷

約

巳

平

易

近

民

寛

積

逋

以

妥

流

移

鋤

強

暴

以

淸

兼

并

公

庭

霜

肅

比

屋

春

温

鬯

乃

官

評

逹

於

朝

聽

兹

授

爾

階

文

林

郎

鍚

之

勅

命

昔

人

云

枳

棘

不

棲

鸞

鳳

朕

不

謂

然

有

鸞

鳳

而

枳

皆

鄧

林

矣

爾

無

以

安

義

爲

小

無

以

科

目

自

限

尙

一

乃

心

永

乃

績

朕

不

忘

陟

嗣

有

顯

庸

天

啟

年

月

日

熹
宗
勅
工
部
左
侍
郎
張
文
郁

制

曰

維

皇

建

極

經

營

重

將

作

之

司

疇

咨

若

予

輪

奐

昭

落

成

之

慶

葢

拮

据

親

其

勞

勩

則

優

渥

宜

邁

於

等

洊

加

卿

月

之

輝

用

酬

不

日

之

烈

爾

都

察

院

右

都

御

史

添

註

工

部

左

侍

郎

張

文

郁

藴

璞

明

璆

硎

銛

鍔

高

塞

霄

漢

振

芳

藻

於

春

官

上

應

列

星

煥

壯

猷

於

冬

署

値

三

殿

繁

興

之

會

徵

伍

材

庇

具

之

長

畚

挿

躬

臨

始

終

肩

瘁

一

木

一

石

罔

非

獨

力

持

携

如

革

如

飛

並

出

十

心

經

緯

象

魏

儼

當

陽

之

勢

懽

騰

萬

國

衣

龍

樓

肅

大

壯

之

觀

恩

霈

九

天

雨

露

爰

增

衘

於

冏

寺

再

晉

秩

於

栢

臺

高

爵

用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誥
勅

十
四

答

夫

殊

勞

司

空

仍

資

其

諳

練

兹

以

三

殿

工

成

特

授

爾

階

資

政

大

夫

鍚

之

誥

命

於

乎

烏

府

兼

官

式

弘

楝

之

鳲

鳩

專

任

允

籍

大

夏

之

支

尙

乃

心

丕

張

爾

績

行

將

補

衮

以

司

直

豈

僅

膺

綍

於

考

工

欽

哉

天

啟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懷
宗
勅
揚
州
府
通
判
許
鳴
遠

勅

曰

國

家

甄

之

典

所

以

酬

庸

况

儲

備

爲

桑

士

要

籌

邦

溝

尤

咽

喉

重

地

克

舉

是

職

豈

靳

書

爾

直

楊

州

府

通

判

許

鳴

遠

華

蜚

靑

最

紀

端

寮

才

仞

恢

遊

通

敏

擅

籠

晶

之

譽

風

節

茂

著

廉

能

騰

佐

岳

之

聲

功

奏

儲

粻

裕

鞭

籌

於

展

淸

凝

代

爼

勵

塵

釜

而

懸

魚

是

用

覃

恩

授

爾

階

承

德

郎

鍚

之

勅

命

楊

固

東

南

劇

郡

也

然

俗

競

繁

華

民

鮮

積

貯

汝

尙

益

敦

羔

素

綢

未

雨

而

軫

勞

薪

行

當

嘉

汝

陟

汝

崇

禎

十

三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仁
宗
勅
長
史
司
左
長
史
趙
季
通

制

曰

朝

廷

建

立

親

王

所

以

藩

屏

王

室

鞏

固

邦

家

而

居

輔

導

之

職

者

必

慎

簡

老

成

文

學

之

士

乃

称

斯

任

爾

趙

府

長

史

司

左

長

史

趙

季

通

繇

儒

身

端

謹

厚

重

明

逹

大

體

始

佐

縣

教

繼

擢

長

民

復

貳

成

均

咸

修

厥

職

先

帝

特

簡

爾

以

輔

親

藩

歷

職

有

年

恭

慎

不

懈

裨

益

弘

多

朕

用

爾

嘉

今

進

爾

勲

階

爲

奉

政

大

夫

修

正

庻

尹

職

如

舊

夫

漢

之

河

間

東

平

飭

躬

勵

行

令

聞

長

世

固

王

之

能

自

修

亦

必

輔

相

有

其

人

焉

爾

宜

勉

之

王

有

無

窮

之

羙

將

爾

亦

永

有

稱

于

世

欽

哉

洪

熙

元

年

正

月

初

五

日

仁
宗

左
春
坊
賛
善
徐
善

少
保
謚
文
肅
勅

制

曰

昔

□

從

朕

於

儲

宫

有

啟

沃

匡

輔

之

益

嘉

念

不

忘

兹

□

仲
秋春

特

遣

有

司

謹

偹

牲

醴

如

朕

親

臨

堂

致

用

伸

懷

舊

之

情

尚

克

饗

之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奏
疏

十
六

聖

祖

神

宗

條

章

詔

誥

凡

所

以

愛

養

民

命

樽

節

民

財

者

則

拳

拳

不

忘

至

若

無

益

等

事

實

所

未

著

或

者

後

世

承

平

日

乆

偶

一

時

舉

行

遂

以

爲

故

事

此

雖

不

遵

可

也

陛

下

今

年

裁

之

明

年

革

之

傳

之

後

世

亦

得

以

爲

故

事

而

永

不

滛

於

樂

矣

與

其

以

侈

費

爲

故

事

□

□

以

節

險

與

其

以

遊

樂

爲

故

事

孰

若

以

憂

勤

之

爲

愈

哉

所

費

錢

糧

雖

曰

遽

减

亦

不

下

鉅

萬

數

一

絲

一

忽

誰

非

民

膏

民

脂

甚

不

可

以

不

惜

也

臣

又

切

念

東

南

民

力

亦

巳

用

端

甚

矣

又

兼

之

國

家

費

用

浩

繁

錙

銖

必

動

輙

差

內

官

催

追

星

火

奔

馳

或

織

造

縀

疋

或

印

烙

木

植

前

者

未

來

後

者

繼

至

道

路

喧

傳

地

方

愁

駭

或

苦

於

供

億

之

煩

或

困

於

需

素

之

急

紛

擾

百

端

艱

難

萬

狀

陛

下

深

居

九

重

特

未

之

見

爾

若

使

見

而

知

之

審

而

思

之

必

不

能

不

爲

之

厪

憂

也

况

今

年

各

處

災

傷

比

之

上

年

尤

甚

地

震

南

京

累

日

不

巳

星

隕

眞

定

紅

光

燭

天

浙

江

所

屬

府

縣

并

直

蘇

松

等

處

旱

潦

爲

災

生

民

饑

困

本

等

租

賦

尙

不

能

充

奈

何

又

於

分

外

而

加

櫌

當

宁

憂

勤

修

省

之

日

未

可

以

爲

安

樂

而

忽

之

也

唐

太

宗

有

言

朕

爲

兆

民

之

主

必

欲

輕

徭

薄

賦

使

之

家

給

人

足

朕

雖

不

管

絃

樂

亦

在

其

中

矣

此

其

父

母

斯

民

之

心

何

如

哉

伏

願

皇

上

憫

生

民

之

凋

瘵

節

財

用

之

横

流

今

後

凡

元

宵

燈

火

無

益

等

事

一

切

置

而

不

舉

欲

舉

者

亦

當

痛

自

刻

損

母

徒

濫

爲

虚

縻

差

官

印

烙

木

植

等

項

一

切

禁

而

不

行

巳

行

者

亦

當

急

爲

追

還

勿

令

重

致

騷

擾

如

浙

江

等

處

被

災

地

方

乞

勅

該

部

查

理

行

仰

所

在

官

司

急

爲

措

置

賑

恤

仍

免

其

田

租

寛

共

力

役

如

拯

溺

救

焚

庶

克

有

濟

設

使

緩

不

及

事

小

民

饑

寒

迫

身

深

山

僻

壤

之

中

又

不

知

其

何

所

爲

也

可

不

慮

哉

臣

狂

瞽

妄

言

不

勝

戰

慄

恐

懼

之

至

㐲

惟

皇

上

曲

優

容

少

加

採

納

則

非

臣

一

身

之

幸

天

下

生

民

之

幸

也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奏
疏

十
七

龎
泮
禁
止
邪
術
疏

臣

□

以

菲

材

叨

居

言

路

於

今

七

年

畧

無

寸

補

是

以

晝

度

夜

思

捫

心

自

愧

輙

陳

一

得

之

見

莫

避

兩

觀

之

誅

言

雖

夙

聞

心

實

天

鍳

頊

者

外

人

喧

傳

士

夫

側

議

皆

謂

禁

城

之

中

有

爲

燒

煉

之

說

者

謂

㸃

藥

可

化

爲

金

銀

謂

煉

丹

可

致

神

仙

陰

附

險

邪

明

肆

欺

罔

萬

一

得

中

其

計

則

將

無

所

不

爲

矣

□

□

惟

陛

下

性

由

天

縱

德

本

生

知

臨

御

以

□

□

□

徃

事

凡

左

道

亂

政

之

軰

俱

顯

加

竄

殛

之

□

□

□

朝

廷

淸

明

氣

正

大

眞

所

謂

功

光

遠

祖

□

及

□

疆

矣

豈

肯

爲

此

軰

所

惑

改

易

初

心

也

哉

必

萬

無

此

理

乃

外

人

傳

聞

之

誤

耳

雖

然

人

臣

愛

君

必

先

事

而

諫

若

事

巳

成

言

之

無

及

臣

請

爲

陛

下

言

之

論

語

曰

死

生

有

命

冨

貴

在

天

通

議

曰

金

不

可

化

世

不

可

度

若

其

可

化

可

度

則

凡

有

力

有

智

者

當

先

得

之

而

死

生

冨

貴

由

乎

人

而

不

由

乎

天

與

命

也

葢

物

之

變

化

固

自

有

極

彼

何

人

斯

獨

能

爲

哉

謂

化

金

銀

可

資

國

用

陛

下

冨

有

四

海

又

能

節

用

愛

人

不

殖

貨

利

使

上

下

一

心

確

守

此

道

自

可

充

國

用

於

無

窮

矣

何

必

徇

所

謂

虚

誕

者

哉

謂

煉

丹

藥

可

資

聖

壽

□

陛

下

德

爲

聖

人

又

且

淸

心

寡

欲

不

邇

聲

色

使

終

始

一

致

常

存

此

心

則

自

可

延

聖

壽

於

無

疆

矣

何

必

溺

所

謂

妖

妄

者

哉

又

况

此

軰

若

果

能

㸃

藥

化

金

何

不

閉

門

高

居

坐

致

其

冨

而

乃

蠅

營

狗

狺

托

附

於

權

門

耶

此

其

不

能

㸃

化

可

知

也

果

能

煉

丹

得

仙

何

不

脫

屣

飛

騰

自

神

其

術

而

乃

昏

暮

乞

哀

僥

倖

於

㨗

徑

耶

此

其

無

致

仙

之

術

可

知

也

此

理

甚

明

人

所

易

曉

孰

謂

□

陛

下

格

物

致

知

誠

意

正

心

之

功

無

所

不

至

舉

凡

天

下

之

事

莫

逃

聖

鍳

之

明

必

不

爲

此

軰

所

或

也

且

自

古

人

君

之

聖

莫

聖

於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人

臣

之

賢

莫

賢

於

稷

契

伊

傅

□

召

君

未

聞

以

此

而

狥

乎

臣

臣

未

以

此

而

媚

乎

君

□

臣

誠

意

交

孚

卒

成

正

大

光

明

之

業

繼

此

以

後

學

術

不

明

人

心

不

古

間

有

爲

此

説

者

亦

不

過

庸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奏
疏

十
八

下

愚

之

見

終

未

免

無

及

之

悔

也

秦

皇

爲

徐

市

所

欺

乃

來

三

山

蓬

萊

至

遣

童

男

女

入

海

而

不

返

沙

丘

之

祻

曾

何

焉

漢

武

爲

李

少

君

所

惑

乃

信

煉

丹

合

藥

卒

至

文

成

五

利

俱

被

誅

逐

晚

年

之

悔

亦

何

及

哉

唐

憲

以

柳

泌

爲

刺

史

條

成

靈

藥

□

成

莫

大

之

災

宋

以

靈

素

爲

寳

籙

可

致

長

生

卒

基

難

言

之

此

皆

徃

事

昭

昭

可

見

者

也

曾

何

有

一

人

眞

能

化

金

眞

能

成

仙

如

所

謂

云

云

者

耶

雖

然

此

軰

小

人

不

過

爲

貪

利

之

求

古

亦

□

□

爲

文

人

而

亦

爲

此

漸

以

取

媚

於

上

者

也

劉

向

以

淮

南

王

安

之

術

取

悅

漢

成

帝

得

與

上

方

事

蔡

京

以

此

取

結

於

方

士

徐

知

常

再

致

相

位

今

之

所

謂

文

人

者

其

亦

有

向

京

之

徒

歟

葢

其

踪

跡

詭

秘

不

可

得

而

顯

論

也

夏
鍭
固
民
心
以
保
內
治
疏

臣

伏

陛

下

於

前

日

未

明

求

衣

日

旰

忘

食

以

憂

者

非

爲

邊

陲

侵

犯

故

耶

以

臣

愚

見

國

家

尙

有

可

憂

者

物

陛

下

不

取

以

爲

憂

耳

然

非

陛

下

獨

能

置

是

而

不

憂

也

事

未

至

於

是

耳

事

未

至

而

言

言

必

不

信

且

易

求

祻

不

言

又

恐

事

至

而

無

及

是

以

愚

臣

於

此

但

恐

及

事

不

敢

愛

死

書

曰

惟

民

邦

本

本

固

邦

寕

陛

下

視

今

天

下

之

民

其

生

理

何

如

也

臣

浙

江

台

州

府

天

台

縣

人

臣

先

以

本

州

爲

陛

下

言

本

州

之

民

迯

亡

者

多

於

見

在

饑

寒

困

苦

者

什

八

九

臣

之

州

如

此

臣

之

鄰

近

州

府

大

率

皆

如

臣

之

州

去

是

則

爲

杭

臣

之

來

實

道

過

焉

天

下

稱

繁

蕐

莫

過

杭

與

蘇

而

不

知

杭

民

內

實

貧

也

多

列

新

竒

輕

靡

□

呰

之

物

以

人

耳

目

誘

人

銀

錢

以

營

一

日

之

食

非

其

内

不

足

則

不

暇

爲

是

是

其

爲

繁

蕐

乃

所

以

爲

貧

也

杭

民

如

此

臣

又

道

於

嘉

湖

蘇

常

鎭

鎭

且

置

之

嘉

湖

蘇

常

天

下

稱

殷

冨

莫

過

焉

而

友

致

其

弊

一

家

而

兼

十

家

之

產

貯

一

家

冨

而

十

家

貧

一

家

而

□

□

家

之

業

則

一

家

冨

而

百

家

貧

以

是

四

知

之

□

貧

者

反

多

於

他

州

而

冨

者

今

亦

不

免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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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奏
疏

十
九

貧

矣

江

南

如

此

江

北

可

知

夫

自

淮

陽

以

至

畿

甸

之

內

臣

所

過

州

縣

葢

不

止

二

十

處

所

所

至

馬

頭

船

埠

皆

人

烟

蕭

瑟

餘

則

彌

望

百

里

寂

無

鷄

大

之

聲

間

雖

臨

濟

徐

濟

二

三

馬

頭

號

爲

輳

集

又

皆

四

方

逐

利

啇

賈

去

來

之

人

土

著

葢

無

幾

及

其

內

城

治

所

亦

不

免

冷

寂

易

感

而

淮

揚

一

帯

五

六

百

里

近

又

益

以

大

水

稻

黍

浸

爲

湖

波

屋

宅

棄

之

魚

鼈

前

臣

過

時

猶

及

見

白

水

宿

於

人

家

居

民

媍

女

揭

跣

而

居

是

何

能

徵

應

也

臣

一

路

問

之

舟

人

猶

曰

今

年

幸

少

豐

熟

不

然

更

是

惡

狀

然

而

牽

夫

水

卒

臣

見

猶

食

糠

粃

衣

單

布

抗

寒

風

去

輔

死

無

幾

凡

此

等

地

靣

特

臣

前

來

道

經

歷

之

處

若

其

他

遠

近

地

方

猶

有

甚

於

此

者

貧

苦

之

狀

耳

可

得

聞

目

未

及

見

不

敢

例

爲

陛

下

□

然

觀

於

兩

浙

蘇

常

則

他

處

可

不

□

耳

陛

下

之

民

如

此

臣

意

陛

下

尙

未

知

也

宋

太

宗

嘗

於

燈

夕

張

燕

語

䝉

正

曰

凋

䘮

之

餘

致

此

繁

盛

䝉

正

避

席

曰

乘

輿

所

在

士

庶

走

集

故

繁

盛

如

此

臣

嘗

見

都

城

數

里

外

饑

寒

死

者

甚

衆

大

扺

人

生

不

能

視

近

及

遠

多

此

臣

願

陛

下

以

爲

前

鍳

陛

下

之

民

凋

悴

如

此

陛

下

亦

知

其

故

乎

賦

歛

横

流

徭

役

山

壓

加

以

彼

乾

此

澇

收

田

之

入

不

足

以

緩

公

府

之

追

求

則

有

破

案

去

產

而

巳

其

他

養

馬

地

方

困

於

責

駒

煎

鹽

地

方

困

於

陪

課

近

王

府

則

困

於

王

府

之

侵

奪

近

戚

里

則

困

於

戚

里

之

恣

睢

地

當

孔

道

供

應

私

濫

爲

之

害

土

產

方

物

貢

獻

私

濫

爲

之

害

如

此

等

類

臣

亦

不

能

盡

數

非

但

不

能

盡

數

恐

亦

不

能

盡

識

陛

下

聞

臣

前

之

言

曰

又

欲

知

其

故

此

等

是

也

然

臣

屑

屑

爲

陛

下

言

及

此

等

者

豈

願

陛

下

於

今

不

役

一

人

不

歛

一

錢

臣

雖

至

愚

必

不

若

是

妄

也

特

以

天

命

一

人

以

養

萬

民

不

專

以

自

養

也

雖

陛

下

之

心

萬

萬

無

是

而

事

之

跡

則

若

專

用

自

養

也

何

者

臣

見

陛

下

之

吏

自

內

以

至

外

自

省

政

司

以

至

一

縣

之

官

晨

起

坐

衙

傍

列

吏

卒

不

曰

某

科

未

完

則

曰

某

差

未

觧

不

曰

某

糧

未

運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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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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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曰

某

稅

未

徵

未

聞

某

州

某

縣

某

圖

某

里

饑

餓

□

賑

災

患

未

䘏

雖

使

舉

州

迯

竄

合

圖

餓

死

亦

須

□

事

取

過

目

前

臣

怪

而

思

其

所

以

豈

陛

下

之

吏

無

一

人

有

仁

心

且

不

知

重

惜

邦

本

而

然

急

於

此

則

不

暇

急

於

彼

勢

使

之

然

也

若

是

而

曰

陛

下

未

專

用

自

養

也

人

亦

不

信

陛

下

縱

不

惡

其

實

盍

亦

避

其

名

矧

本

無

心

而

空

受

其

名

臣

是

以

竊

爲

陛

下

不

取

也

然

則

陛

下

於

今

冝

速

明

陛

下

之

心

於

天

下

亦

惟

去

其

所

可

去

减

其

所

可

减

但

不

以

宫

掖

之

虚

費

爲

民

間

之

實

害

亦

庶

幾

其

可

也

臣

按

宋

眞

仁

之

世

用

度

先

自

宫

掖

奉

給

上

至

帝

后

一

切

裁

損

於

內

然

後

詔

諸

臣

議

减

浮

費

於

外

或

置

局

均

節

或

差

官

詳

定

由

是

見

昔

之

人

主

雖

在

盛

際

尙

不

忘

樽

節

以

紓

民

力

况

今

西

北

多

事

正

聚

財

實

邊

之

時

止

可

就

移

見

在

之

冗

費

添

助

軍

需

豈

宜

更

取

巳

困

之

民

財

增

充

用

伏

望

陛

下

近

釆

宋

典

先

自

宫

掖

凡

燕

飮

之

娛

錫

之

齋

醮

之

徒

費

傳

奉

之

濫

官

器

物

觀

示

之

虚

美

可

减

則

减

可

去

則

去

而

又

於

工

户

二

部

及

工

户

二

科

簡

其

才

敏

分

置

一

局

專

領

內

外

各

項

物

料

歲

計

之

數

通

其

有

無

覆

其

餘

不

足

以

盈

縮

减

罷

庶

元

元

之

膏

血

不

復

聚

爲

灰

埃

以

資

盗

濫

仍

勅

太

僕

䘏

馬

户

轉

運

䘏

灶

丁

王

府

戚

里

貢

獻

祇

應

等

通

加

禁

理

務

在

止

暴

侵

去

私

冐

行

之

以

實

不

貴

虚

名

陛

下

果

然

耶

臣

見

天

下

之

人

皆

曰

吾

君

之

養

我

也

而

陛

下

之

心

白

於

天

下

矣

矧

生

理

遂

而

民

心

固

民

心

固

而

內

消

內

消

而

中

國

定

雖

有

邊

虞

得

一

將

而

善

馭

之

可

保

無

事

惟

不

善

馭

之

不

得

人

乃

爲

可

憂

亦

豈

若

民

心

轉

移

之

可

畏

也

臣

爲

陛

下

畫

乆

安

長

治

之

道

莫

過

於

此

惟

陛

下

留

意

焉夏
鍭
裨
益

覧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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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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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二
十
一

臣

以

病

自

免

於

今

二

十

有

六

年

區

區

之

心

無

日

不

在

聖

主

左

右

但

無

由

進

納

一

言

祇

用

爲

愧

近

聞

陛

下

學

古

師

臣

喜

觀

書

乙

夜

臣

不

勝

欣

慰

兹

欲

就

事

一

言

倘

有

小

禆

於

覧

或

可

損

愧

於

餘

年

經

史

諸

家

且

不

言

只

如

唐

陸

贄

奏

議

宋

諸

臣

狀

扎

非

無

可

觀

但

代

狙

年

遠

亟

取

讀

之

巳

在

傳

聞

寂

之

後

孰

若

本

代

之

人

耳

目

尙

熟

意

見

自

親

讀

其

書

便

作

同

堂

接

膝

而

語

近

故

也

臣

愚

於

此

惟

方

孝

孺

之

書

所

謂

遜

志

齋

集

似

不

可

不

讀

孝

孺

異

禀

卓

識

燭

微

見

遠

先

事

止

其

弊

□

弊

及

其

漸

志

在

忠

國

心

存

拯

民

法

古

知

本

之

論

比

於

漢

唐

乃

爲

純

深

於

未

閩

洛

諸

大

儒

殆

亦

□

可

揀

擇

斟

酌

益

損

有

□

之

可

謂

言

人

所

未

言

猶

醫

家

爲

見

症

射

家

爲

啟

的

如

深

慮

等

文

是

也

在

孝

孺

大

篇

正

論

不

必

言

至

於

小

文

漫

述

亦

無

一

事

不

關

涉

世

事

開

人

心

人

以

文

爲

文

孺

以

道

爲

文

以

經

世

爲

文

以

明

體

逹

用

爲

文

以

人

臣

謀

國

憂

於

未

事

爲

文

以

人

臣

引

君

諫

於

無

過

爲

文

以

人

臣

與

大

政

無

益

於

民

者

退

爲

文

以

人

臣

處

高

位

不

能

進

賢

者

逐

爲

文

以

人

主

政

先

治

心

爲

文

以

人

主

職

在

養

民

爲

文

以

人

主

進

賢

必

辨

其

妄

爲

文

以

人

主

置

輔

必

懲

其

過

爲

文

以

人

主

貴

爵

祿

使

可

勸

爲

文

以

人

主

愼

舉

使

可

訓

爲

文

以

人

主

保

全

貴

臣

不

使

蹶

盛

滿

爲

文

以

人

主

保

全

勲

戚

不

使

傷

恩

濫

爲

文

以

人

主

愛

中

官

必

損

媟

近

之

權

爲

文

以

人

主

重

邊

將

必

杜

賄

倖

之

門

爲

文

以

人

主

省

遠

民

不

以

都

城

凑

集

自

足

爲

文

以

人

主

覈

親

民

不

以

百

姓

困

瘁

自

逞

爲

文

以

人

主

惜

民

財

不

以

口

體

剥

民

膏

血

聚

爲

灰

埃

仍

資

盗

濫

爲

文

以

人

主

收

民

心

不

以

區

宇

貯

民

怨

□

□

爲

挺

刅

卒

難

畱

挽

爲

文

如

此

之

不

得

盡

□

於

是

見

孝

孺

之

文

括

衆

敝

兼

總

禮

刑

深

切

編

宻

文

非

唐

宋

諸

臣

專

言

時

事

論

練

不

廣

者

北

也

□

陛

下

决

用

臣

之

言

不

孝

孺

之

書

但

正

目

於

□

素

卽

都

俞

於

堂

陛

旣

又

覆

之

優

柔

之

孝

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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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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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如

臣

之

□

□

臣

願

伏

罔

上

之

誅

倘

孝

孺

之

書

亦

有

未

暇

慮

及

於

此

者

臣

偶

識

之

以

賛

孝

孺

是

臣

以

忠

愛

爲

欺

罔

亦

不

得

言

無

罪

若

孝

孺

之

爲

人

臣

不

敢

言

亦

不

在

臣

之

言

至

於

結

㡳

一

着

雖

孝

孺

執

見

之

陋

在

國

家

亦

未

必

終

無

少

益

臣

計

周

人

享

國

之

長

夷

齊

二

子

與

有

力

焉

夫

忠

義

國

之

幹

周

之

衰

屡

興

矣

雖

甚

微

而

不

絕

伯

侯

強

國

東

西

環

立

而

不

敢

去

臣

位

人

心

有

忠

義

也

人

心

有

忠

義

二

字

先

爲

之

勸

事

之

明

白

可

執

論

莫

過

於

此

由

是

言

之

孝

孺

實

本

朝

之

伯

臣

不

病

心

而

謂

孝

孺

有

益

於

國

家

何

敢

無

說

有

見

於

此

也

或

疑

伯

夷

孝

孺

爲

忠

之

過

臣

應

之

曰

雷

不

震

則

聞

不

遠

行

不

卓

則

勸

不

力

舍

是

而

言

宜

未

暇

臣

於

此

亦

不

别

有

所

營

於

孝

孺

亦

只

願

陛

下

决

用

臣

之

愚

不

廢

孝

孺

之

言

惓

惓

之

心

畧

見

於

辭

惟

在

於

此

夏
鍭
救
李
文
祥
鄒
智
疏

臣

伏

見

主

事

李

文

祥

庶

吉

士

鄒

智

中

書

舍

人

吉

人

監

察

御

史

湯

鼐

任

義

姜

綰

劉

遜

繆

樗

給

事

中

方

向

等

皆

以

言

事

放

棄

於

外

至

今

未

還

臣

前

處

遠

不

知

朝

廷

之

上

以

爲

陛

下

從

言

納

諫

能

進

退

大

臣

乃

大

有

爲

之

君

文

祥

等

又

盡

一

時

聰

明

有

節

氣

亦

不

可

棄

之

材

何

不

相

合

如

此

也

自

問

不

喻

有

疑

於

心

自

今

年

來

始

知

陛

下

之

意

以

爲

此

軰

徒

欲

逞

巳

無

益

人

國

是

以

困

苦

而

不

佑

棄

置

而

不

惜

葢

有

由

也

然

臣

正

以

是

勸

陛

下

也

昔

者

趙

簡

子

無

過

而

納

諫

曰

吾

將

以

來

諫

者

唐

太

宗

不

罪

德

参

更

加

優

賜

曰

朕

罪

此

人

誰

復

敢

言

者

皆

見

於

載

籍

至

今

稱

之

使

文

祥

等

其

言

有

益

於

國

而

陛

下

容

之

此

未

見

陛

下

之

大

儻

其

言

無

益

於

國

而

陛

下

能

容

此

見

陛

下

之

難

□

如

文

祥

等

臣

□

不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奏
疏

二
十
三

論

但

人

臣

因

言

得

罪

又

乆

在

外

恐

非

朝

廷

之

宜

盛

德

之

事

葢

人

主

之

體

每

行

一

事

要

可

以

正

天

下

爲

□

人

心

之

悅

然

後

稱

人

主

之

舉

動

以

廣

教

化

□

保

鴻

名

也

如

今

之

事

未

見

有

此

陛

下

李

有

□

諫

之

實

而

小

臣

在

外

反

成

□

陛

下

□

之

名

又

爲

陛

下

舉

動

之

累

此

愚

臣

因

置

後

害

爲

陛

下

言

也

憂

明

主

而

恐

善

道

之

不

終

不

敢

復

顧

也

方

今

陛

下

之

臣

恃

陛

下

在

上

皆

有

以

自

樂

獨

文

祥

等

十

數

小

臣

顦

顇

貶

所

漂

洎

海

徼

或

觸

瘴

毒

親

獞

獠

犯

魑

魅

皆

有

憂

虞

而

無

懽

愜

則

不

特

陛

下

有

不

得

其

所

之

人

而

羣

臣

亦

有

向

隅

之

泣

天

生

陛

下

又

生

聖

子

天

之

爲

民

豈

欲

湛

恩

之

中

更

覩

此

軰

哉

此

又

仁

主

所

宜

動

心

也

且

言

者

無

流

竄

之

祻

則

不

足

以

彰

其

譽

有

竄

徙

之

苦

則

愈

足

以

見

其

難

罪

愈

重

而

名

愈

高

是

言

者

之

得

罪

雖

今

目

之

苦

亦

後

時

之

利

但

非

人

主

之

福

耳

人

主

者

知

此

之

故

轉

而

容

之

則

言

者

無

其

祻

亦

無

其

名

罪

愈

輕

而

名

愈

鮮

而

名

并

歸

於

人

主

之

一

身

矣

是

以

忠

臣

者

固

喜

薄

其

名

非

但

樂

其

身

之

無

事

而

巳

也

夫

臣

之

愛

君

愛

其

身

則

愛

其

德

愛

其

德

則

愛

其

名

豈

願

巳

之

完

好

而

遺

主

上

以

疵

玷

哉

是

大

不

得

巳

也

此

尤

人

主

所

當

深

察

而

致

思

者

也

然

臣

聞

之

如

陛

下

之

意

未

必

有

今

日

之

事

爲

此

事

以

遺

陛

下

者

陛

下

之

柱

石

大

臣

劉

某

者

誤

陛

下

也

葢

時

有

直

上

旣

非

小

人

之

利

尤

於

權

臣

不

便

彼

見

文

祥

等

旣

彈

萬

某

又

論

尹

某

懼

其

一

旦

及

巳

也

於

是

有

助

之

攘

袂

操

戈

自

逐

如

魏

某

者

出

焉

使

人

至

此

豈

不

愈

有

跡

乎

天

下

之

人

皆

知

而

□

陛

下

不

知

臣

是

以

不

敢

止

也

如

某

者

不

能

引

天

下

賢

士

使

共

事

其

主

乃

陰

讐

言

者

置

之

□

□

以

彰

其

主

之

不

容

且

事

非

不

得

巳

而

聽

言

□

□

□

爲

阻

塞

致

主

上

不

深

察

以

申

其

邪

謀

又

□

□

□

主

上

只

此

一

事

所

壞

巳

多

况

其

他

貪

放

可

數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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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奏
疏

二
十
四

罪

臣

又

不

欲

以

疏

舉

今

但

舉

要

爲

陛

下

言

之

則

輿

論

所

實

不

减

萬

某

尹

某

也

伏

乞

陛

下

宸

自

定

特

勅

吏

部

追

赴

文

祥

等

還

其

舊

官

及

凡

前

後

因

言

去

國

之

臣

不

論

乆

近

一

體

下

恩

及

被

魏

某

等

以

私

通

告

□

去

位

者

亦

乞

□

□

然

後

罷

劉

某

還

其

家

以

儆

有

位

適

今

陽

生

陰

□

之

月

臣

願

陛

下

行

此

二

事

以

應

天

道

以

順

陰

陽

陛

下

誠

然

乎

臣

見

大

聖

人

之

作

□

固

耳

目

所

未

有

簡

冊

所

未

載

人

心

天

囘

□

社

□

□

不

足

以

言

其

應

也

臣

本

無

知

識

又

無

言

責

以

將

遠

去

思

見

陛

下

而

無

由

是

故

一

著

□

直

以

附

傳

言

之

義

行

古

之

道

也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條
教

二
十
五

條
教

官
司
之
有
條
教
猶

朝
廷
之
有
號
令
章
程
也
或
興
利
革
弊
或
勸
善
懲
惡

事
旣
不
一
文
難
盡
載
今
擇
其
一
二
存
之

良
有

司
軫
念
民
生
之
心
歷
世
如
新
則
當
日
之
設
施
次

第
亦
可
想
見
矣

宋

鄭
至
道
諭
俗
七
篇

縣

令

之

職

所

以

承

宣

化

於

民

爲

最

親

民

不

知

教

令

之

罪

也

予

自

至

官

觀

爾

百

姓

日

以

争

訟

來

至

於

庭

其

間

多

違

理

逆

德

不

孝

不

悌

凌

犯

宗

族

結

怨

鄰

里

以

至

婚

姻

之

制

多

事

苟

合

殊

無

恩

義

五

服

之

親

問

以

服

紀

全

然

不

知

浮

浪

盗

販

之

人

日

益

加

衆

如

此

者

皆

由

風

俗

鄙

陋

教

道

未

至

兼

脩

學

從

宦

之

家

少

小

人

無

所

觀

法

若

不

時

教

而

加

之

罪

是

罔

民

而

刑

之

也

今

採

諸

經

傳

擇

其

文

理

易

明

而

可

以

感

動

人

之

善

心

者

爲

諭

俗

七

篇

百

姓

各

以

此

更

相

訓

教

率

而

行

之

禮

義

之

風

必

從

此

始

若

順

爾

舊

俗

反

予

教

言

恣

意

任

情

必

犯

刑

禁

孝
父
母
父

兮

生

我

母

兮

鞠

我

拊

我

蓄

我

長

我

育

我

顧

我

復

我

出

入

復

我

欲

報

之

德

昊

天

罔

極

故

孝

子

之

事

親

居

則

致

其

敬

養

則

致

其

樂

病

則

致

其

憂

䘮

則

致

其

哀

則

致

其

嚴

所

以

爲

厚

德

之

報

也

昔

周

文

王

事

父

王

季

每

鷄

初

鳴

則

衣

服

至

於

門

外

問

左

右

曰

今

日

安

否

如

何

左

右

曰

安

文

王

乃

喜

其

有

不

安

則

左

右

以

告

文

王

文

王

色

憂

行

不

能

正

歩

王

季

復

膳

然

後

亦

復

初

凡

食

上

必

自

視

寒

暖

食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條
教

二
十
六

下

問

所

膳

然

後

退

其

後

武

王

亦

如

此

事

文

王

不

敢

有

加

焉

然

則

不

孝

其

親

而

欲

子

孫

事

巳

以

孝

豈

可

得

也

漢

石

奮

爲

上

大

夫

老

歸

於

家

其

子

石

建

爲

郞

中

令

巳

老

每

五

日

一

歸

省

親

入

諸

子

之

舍

問

侍

者

取

其

親

中

衣

身

自

洗

濯

復

與

侍

者

不

敢

令

其

親

知

之

夫

貴

者

之

事

親

猶

如

此

况

於

賤

乎

晉

王

祥

性

至

孝

繼

母

不

慈

每

使

掃

除

牛

下

祥

愈

恭

謹

母

父

有

疾

衣

不

觧

湯

藥

必

母

嘗

欲

生

魚

時

天

寒

氷

凍

祥

觧

衣

將

剖

氷

求

之

忽

有

雙

鯉

躍

出

其

孝

誠

所

感

如

此

雖

然

此

言

其

能

養

而

巳

若

大

孝

之

道

又

不

止

於

能

養

而

巳

也

孟

子

曰

惰

其

四

肢

不

顧

父

母

之

養

一

不

孝

也

慱

奕

好

飮

酒

不

顧

父

母

之

養

二

不

孝

也

好

貨

財

私

妻

子

不

顧

父

母

之

養

三

不

孝

也

從

耳

日

之

欲

以

爲

父

母

戮

四

不

孝

也

好

勇

狠

以

危

父

母

五

不

孝

也

禮

記

亦

云

居

處

不

莊

非

孝

也

事

君

不

忠

非

孝

也

涖

官

不

敬

非

孝

也

朋

友

不

信

非

孝

也

戰

陳

無

勇

非

孝

也

五

者

不

遂

災

及

其

親

敢

不

敬

乎

孝

經

曰

居

上

而

驕

則

亡

爲

下

而

亂

則

刑

在

醜

而

争

則

兵

三

者

不

除

雖

日

用

三

牲

之

養

猶

爲

不

孝

也

如

此

則

所

謂

孝

者

又

貴

乎

脩

身

謹

行

不

辱

其

親

非

獨

養

口

體

而

巳

今

爾

百

姓

父

母

在

則

私

分

異

財

離

居

各

食

從

妻

子

之

歡

忘

天

性

之

愛

且

禮

曰

父

母

在

不

有

私

財

又

曰

子

甚

宜

其

妻

父

母

不

悅

則

出

之

子

不

宜

其

妻

父

母

曰

彼

善

事

我

子

行

夫

媍

之

禮

没

身

不

衰

然

則

私

貨

財

順

妻

子

豈

爲

孝

乎

愛
兄
弟
兄

弟

者

同

受

形

於

父

母

氣

所

生

骨

肉

之

至

親

者

也

詩

曰

凡

今

之

人

莫

如

兄

弟

死

䘮

之

威

兄

弟

孔

懷

言

死

䘮

則

相

恤

也

又

曰

脊

令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兄

弟

䦧

於

墻

外

禦

其

侮

言

患

難

則

相

救

也

昔

衛

宣

公

有

子

二

人

曰

伋

曰

壽

伋

被

謗

宣

公

遣

徃

齊

使

盗

待

於

路

欲

殺

之

壽

知

以

告

伋

使

勿

去

伋

曰

棄

父

之

命

不

可

壽

遂

先

行

爲

盗

所

殺

伋

後

至

曰

壽

何

罪

請

殺

我

盗

又

殺

之

故

詩

人

作

二

子

乘

舟

之

詩

思

之

也

晉

王

祥

王

覧

異

母

兄

弟

也

母

朱

氏

待

祥

不

慈

祥

被

撻

覧

年

數

歲

輙

涕

泣

抱

持

之

朱

氏

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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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二
條
教

二
十
七

非

禮

使

祥

覧

輙

與

俱

又

虐

使

祥

妻

覧

妻

亦

徃

□

□

朱

氏

患

之

乃

止

又

嘗

使

人

以

毒

酒

殺

祥

覧

知

之

與

祥

争

酒

飮

朱

氏

遂

奪

之

自

後

朱

氏

與

祥

覧

必

先

嚐

夫

異

母

兄

弟

猶

如

此

况

同

母

乎

南

唐

江

州

陳

氏

七

代

同

居

族

人

數

百

口

每

食

鋪

廣

席

以

次

就

坐

有

犬

百

餘

頭

共

食

一

槽

一

犬

不

至

餘

大

爲

之

不

食

禽

獸

猶

如

此

况

於

兄

弟

乎

今

爾

百

姓

不

明

禮

義

悖

逆

天

性

生

雖

同

胞

情

同

吳

越

居

雖

同

室

亦

猶

路

人

以

至

計

分

毫

之

和

而

棄

絕

至

恩

信

妻

子

之

言

而

結

爲

死

怨

豈

知

兄

弟

之

義

哉

後

漢

薛

包

好

學

篤

行

弟

子

求

分

財

異

居

包

不

能

止

乃

中

分

其

財

奴

婢

引

其

老

者

曰

與

我

共

事

人

若

不

能

使

也

田

廬

取

其

荒

頓

者

曰

吾

□

時

所

理

意

所

戀

也

器

物

取

其

朽

敗

者

曰

我

素

所

□

食

身

□

所

安

也

弟

子

數

破

其

産

輙

復

賑

給

嗚

呼

□

□

叔

姪

之

不

和

者

皆

因

争

財

之

不

平

□

□

□

慕

薛

包

之

風

豈

復

有

争

也

哉

睦
宗
族
親

者

身

之

所

出

祖

者

又

親

之

所

自

出

則

愛

吾

身

與

吾

親

者

不

可

以

不

尊

祖

尊

祖

之

心

順

而

下

之

則

宗

族

者

皆

祖

之

遺

體

可

不

敬

乎

睦

族

者

尊

祖

之

義

也

古

者

聖

人

等

人

情

之

輕

重

立

爲

五

服

以

别

親

疎

以

定

上

下

上

以

治

祖

爾

下

以

治

子

孫

旁

以

治

兄

弟

歲

時

之

間

合

族

以

食

序

以

昭

别

以

禮

義

使

之

生

則

有

恩

以

相

歡

死

則

有

服

以

相

哀

然

後

宗

族

之

義

重

今

爾

百

姓

多

逆

人

理

不

知

族

屬

苟

有

忿

怨

不

能

自

勝

則

執

持

棒

仗

恣

相

毆

擊

豈

擇

尊

長

也

力

足

以

勝

之

斯

毆

之

矣

我

富

而

族

貧

則

耕

田

佃

地

荷

車

負

擔

之

役

皆

其

族

人

豈

擇

尊

長

也

財

足

以

養

之

斯

役

之

矣

此

皆

風

俗

薄

惡

人

倫

之

深

害

也

恤
鄰
里
古

者

五

家

爲

比

使

之

相

保

五

比

爲

閭

使

之

相

愛

四

閭

爲

族

使

之

相

葬

五

族

爲

黨

使

之

相

救

五

黨

爲

州

使

之

相

賙

五

州

爲

鄕

使

之

相

賓

如

此

則

百

□

之

情

懽

欣

交

通

而

和

睦

之

道

著

矣

孟

子

曰

鄕

田

同

井

出

入

相

友

守

望

相

疾

病

相

抉

持

則

百

姓

親

睦

葢

爲

此

也

禮

記

言

居

鄕

之

禮

年

長

以

倍

則

父

事

之

十

年

以

長

則

兄

事

之

五

年

以

長

則

肩

隨

之

見

父

之

執

不

使

之

進

不

敢

進

不

使

之

退

不

敢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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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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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十
二
條
教

二
十
八

不

問

不

敢

對

其

於

道

路

則

父

之

齒

隨

行

兄

之

齒

□

行

所

任

輕

則

併

之

重

則

分

之

以

至

斑

白

者

不

負

□

於

道

路

則

古

人

所

以

待

鄕

黨

之

老

者

又

如

此

也

□

飮

酒

之

禮

於

歲

十

二

月

率

鄕

黨

之

民

會

聚

飮

□

以

正

齒

位

長

者

坐

少

者

立

老

者

食

以

厚

少

者

食

以

蒲

所

以

示

民

以

孝

悌

之

道

也

其

有

祻

患

則

鄰

里

之

人

同

其

憂

故

曰

鄰

有

䘮

㫪

不

相

里

有

不

巷

歌

行

弔

之

曰

不

飮

酒

食

肉

焉

漢

萬

石

君

居

鄕

里

其

子

慶

爲

內

史

醉

歸

入

外

門

不

下

車

萬

石

君

聞

之

怒

而

不

食

慶

惶

恐

請

罪

萬

石

君

責

之

曰

內

史

入

閭

里

中

長

老

皆

走

避

內

史

坐

車

中

自

如

豈

當

如

此

自

後

慶

及

諸

子

入

里

門

常

趨

至

家

王

吉

居

長

安

東

家

有

大

棗

垂

□

庭

中

其

媍

取

以

㗖

吉

後

知

之

乃

去

其

媍

東

家

聞

之

飮

伐

其

棗

鄰

里

共

止

之

因

請

吉

令

還

媍

里

中

爲

□

□

曰

東

家

有

王

陽

媍

去

東

家

棗

全

去

媍

復

□

□

□

節

素

仁

厚

鄰

人

有

失

豕

者

相

似

詣

門

認

之

□

□

□

争

後

所

失

豕

自

還

鄰

人

大

慙

送

所

認

豕

并

謝

節

笑

而

受

之

夫

古

人

所

以

睦

鄰

里

者

如

此

今

爾

百

姓

以

富

役

貧

以

強

凌

弱

以

少

犯

長

豈

知

古

人

所

以

交

鄰

里

之

意

哉

重
婚
姻
男

女

有

别

然

後

夫

媍

有

義

夫

媍

有

義

然

後

父

子

有

親

婚

姻

者

礼

之

本

所

以

合

二

姓

之

好

上

以

事

先

祖

下

以

繼

後

世

可

不

謹

乎

是

以

婚

姻

有

納

釆

問

名

納

吉

納

徵

請

期

五

者

之

禮

皆

主

人

設

几

筵

於

家

廟

而

受

之

所

以

敬

婚

姻

也

古

者

男

女

非

有

行

媒

不

相

知

名

非

受

幣

不

交

不

親

故

齋

戒

以

告

鬼

神

爲

酒

食

以

召

鄕

黨

僚

友

所

以

厚

其

别

也

夫

幽

則

質

於

鬼

神

明

則

證

以

鄕

黨

然

後

行

婚

姻

之

禮

則

男

女

不

可

以

苟

合

也

如

此

及

婚

禮

旣

成

男

子

親

迎

受

之

於

母

也

母

送

之

門

戒

之

曰

徃

之

女

家

必

□

□

戒

無

違

夫

子

以

順

爲

正

者

教

以

爲

媍

之

道

也

□

□

出

於

大

門

男

先

率

女

女

從

男

夫

媍

之

義

由

此

□

□

葢

媍

人

從

人

者

也

㓜

從

父

兄

嫁

從

夫

夫

死

從

□

□

先

而

女

從

則

從

人

之

義

也

質

明

婦

執

棗

□

□

□

□

見

舅

姑

成

媍

禮

也

舅

姑

入

室

媍

以

特

豚

饋

□

□

□

也

舅

姑

降

自

西

階

媍

降

自

祚

階

以

著

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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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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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而

莫

懐

其

㓜

而

莫

順

乎

上

老

而

無

以

爲

教

觸

法

于

分

勞

心

苦

力

適

以

自

斃

惡

名

歸

焉

向

使

德

成

行

偹

則

居

高

不

危

在

約

而

貴

位

於

廟

堂

則

盛

德

謙

光

爲

良

臣

焉

處

於

蓬

茨

則

室

家

怡

怡

鄕

間

熙

熙

爲

善

人

焉

非

徒

見

重

於

世

而

死

且

不

朽

矣

夫

以

浙

東

才

華

之

地

詩

書

之

教

所

共

知

也

曩

者

拜

命

闕

下

人

謂

爾

台

民

貧

租

重

且

多

負

逋

彥

民

揆

嘗

以

科

甲

致

身

三

治

劇

縣

正

欲

不

負

所

學

於

是

傾

誠

竭

力

推

行

是

道

罔

有

疑

慮

迄

今

歲

終

田

之

荒

者

以

闢

而

收

民

之

愚

者

以

化

而

馴

租

稅

旣

完

靡

有

怨

懟

信

詩

書

之

義

因

民

同

心

利

以

導

之

有

足

徵

也

兹

者

嗣

歲

將

興

故

復

懇

諭

吾

意

修

陂

池

治

田

園

桑

棗

畜

牝

㹀

孝

養

父

母

敬

老

慈

㓜

母

尙

奢

侈

以

靡

財

貨

母

好

詞

訟

以

䘮

身

家

母

爲

遊

惰

以

失

農

業

歲

時

鄕

社

延

師

儒

以

教

子

弟

行

鄕

飮

以

尊

齒

德

庶

幾

爲

禮

義

之

俗

矣

父

老

幸

爲

言

之

陳
衮
禁
弊

切

聞

事

莫

大

於

送

死

禮

莫

重

於

愼

終

葢

虆

梩

始

於

凡

上

世

而

棺

槨

酌

於

中

古

孝

子

之

事

親

捨

是

無

以

用

力

是

以

旣

厚

其

衣

衾

棺

槨

之

具

尤

必

卜

其

宅

兆

而

安

厝

之

而

齊

衰

飦

粥

擗

踴

哭

泣

又

無

一

而

不

致

其

哀

也

求

之

於

古

若

夏

方

之

親

䘮

數

年

不

得

營

塟

而

晝

夜

號

哭

何

子

平

之

親

八

年

不

得

營

塟

而

米

不

進

蔡

順

之

親

䘮

棺

近

鄰

火

而

痛

哭

以

守

賈

恩

之

親

䘮

棺

逼

宅

火

而

奔

救

以

死

孝

子

仁

人

未

聞

親

䘮

無

棺

而

忍

投

之

水

火

親

䘮

不

塟

而

忍

稽

以

歲

月

亦

未

聞

親

䘮

而

設

宴

作

樂

以

傷

風

化

也

此

南

強

之

令

沙

縣

而

爲

民

揜

骼

明

道

之

令

晉

城

而

禁

民

焚

屍

而

□

宴

作

樂

又

先

正

之

所

痛

恠

而

切

齒

者

也

然

又

有

貧

而

不

能

治

䘮

者

若

郭

元

振

之

施

錢

四

十

萬

范

忠

宜

之

施

麥

五

百

斛

俱

無

少

吝

後

亦

身

躋

榮

顯

□

譽

無

窮

古

之

人

所

以

大

過

人

者

皆

若

此

至

於

我

□

朝

法

制

之

嚴

遠

過

於

古

伏

覩

大

明

律

儀

制

一

條

凡

有

䘮

之

家

必

須

依

禮

安

塟

若

惑

於

風

水

反

託

故

停

柩

任

□

經

□

暴

露

而

不

塟

者

杖

八

十

其

從

尊

長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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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將

屍

燒

化

及

置

水

火

者

杖

一

百

若

䘮

未

經

釋

服

從

吉

忘

哀

作

樂

及

叅

預

筵

燕

者

杖

八

十

國

憲

章

章

切

照

本

縣

富

家

多

惑

於

風

水

或

經

年

停

柩

不

塟

者

貧

家

或

無

塟

地

徃

徃

將

屍

燒

化

置

者

又

有

親

䘮

而

設

宴

以

待

弔

客

作

樂

以

導

輀

車

者

爲

人

子

者

忍

心

害

理

一

至

於

此

不

孝

孰

甚

哉

合

曉

諭

境

內

大

小

人

戸

今

後

但

有

此

等

許

地

方

總

小

甲

并

鄰

佑

人

等

卽

便

擒

拿

送

縣

首

告

依

法

痛

治

如

果

家

貧

本

戸

無

塟

地

者

許

令

於

義

塜

及

係

官

山

地

安

塟

□

有

貧

甚

不

能

具

棺

木

者

亦

許

赴

軄

陳

告

量

爲

措

辦

其

冨

家

能

將

山

地

及

棺

木

施

於

貧

民

安

塟

者

卽

係

良

善

之

民

許

里

老

具

實

開

報

本

縣

别

當

優

待

又

或

古

墓

被

水

衝

土

崩

而

棺

槨

枯

骨

暴

露

及

流

落

死

於

道

傍

無

人

收

塟

者

亦

許

地

方

人

等

赴

縣

呈

告

驗

實

處

置

施行

羅
僑
諭
民

太

守

論

民

太

守

德

薄

才

劣

思

欲

求

吾

民

之

安

而

未

得

所

以

安

之

之

術

奈

何

饑

寒

者

尙

多

思

欲

致

吾

民

之

化

而

未

得

所

以

化

之

之

道

奈

何

争

訟

者

尙

衆

早

夜

圖

惟

曷

勝

惶

懼

切

願

吾

民

相

與

勤

儉

治

生

本

分

營

活

則

庶

幾

可

以

聊

生

矣

含

忍

自

處

和

睦

處

人

則

自

然

可

以

少

訟

矣

太

守

不

才

亦

當

率

吾

僚

屬

省

其

刑

罰

寛

其

征

稅

均

其

徭

役

簡

其

枓

不

敢

肆

爲

苛

刻

安

於

殘

忍

以

傷

吾

民

吾

民

亦

當

體

太

守

之

心

念

太

守

之

意

翻

然

改

舊

翕

然

從

新

上

遵

太

祖

高

皇

帝

孝

順

父

母

尊

敬

長

上

和

睦

宗

族

各

安

生

理

毋

作

非

爲

之

教

遠

遵

古

靈

陳

先

生

父

義

母

慈

兄

友

弟

恭

子

孝

母

墮

農

業

毋

作

盗

賊

毋

學

賭

愽

毋

好

争

訟

之

訓

人

人

爲

良

善

之

民

處

處

興

禮

義

之

俗

則

太

守

雖

不

轉

遷

終

老

於

此

無

怨

也

若

夫

怠

惰

驕

奢

強

梁

徤

訟

是

豈

吾

民

之

難

化

實

惟

太

守

之

無

德

太

守

不

能

稱

職

且

衰

老

將

求

去

矣

恐

不

能

乆

爲

汝

守

也

可

不

念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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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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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兵
廵
彭
夢
祖
易
俗
三
諭

□
上
闘
台

郡

城

內

及

各

屬

縣

有

等

無

藉

棍

徒

惡

少

子

弟

飮

慱

蕩

業

徃

徃

結

黨

聚

衆

偶

遇

小

事

相

争

輙

敢

呼

引

朋

蜂

擁

行

葢

緣

此

軰

或

負

人

財

物

阻

其

責

償

之

門

或

昏

夜

混

淆

便

爲

搬

搶

之

計

甚

至

呐

喊

通

備

皷

噪

公

庭

彺

逞

不

法

相

沿

爲

習

不

思

聚

衆

十

人

以

上

卽

干

重

典

倘

有

搶

財

隕

命

等

情

尤

難

輕

縱

牽

連

囚

禁

悔

之

何

及

聖

諭

各

安

生

理

毋

作

非

爲

深

切

著

明

何

不

熟

思

恪

守

本

道

彈

壓

一

方

豈

得

置

之

不

問

自

今

以

徃

果

有

忿

争

止

聽

彼

此

對

哩

不

許

紏

聚

多

人

如

違

者

定

以

軍

法

絪

打

枷

號

通

衢

依

律

究

擬

凡

我

軍

民

人

等

務

必

痛

懲

□

□

□

旣

徃

咸

與

維

新

矢

爲

良

民

毋

罹

刑

憲

故

示

□

□

□

一

骼
本

道

以

仲

春

廵

歷

海

濱

行

至

新

河

所

城

外

去

城

約

近

一

里

有

高

阜

數

仞

少

士

多

石

見

山

畔

敝

□

纍

纍

幾

以

百

計

屍

體

暴

露

狗

豕

殘

棄

亟

呼

土

人

問

之

線

貧

窭

之

家

不

能

顧

人

遠

厝

及

偹

土

工

鋤

□

之

身

旣

棺

則

舁

至

原

野

棄

而

不

顧

相

沿

巳

乆

恬

不

爲

異

隨

㨿

把

總

莊

以

蒞

口

禀

海

門

松

門

沿

海

無

人

等

處

率

多

如

此

本

道

聞

之

愕

然

不

勝

驚

怛

爲

此

嚴

行

所

屬

各

縣

掌

印

官

卽

着

廵

捕

官

督

率

地

方

人

等

徧

野

埋

尤

嚴

爲

禁

絕

務

今

隨

殯

隨

埋

毋

得

仍

前

暴

露

更

於

窵

遠

荒

村

多

設

義

塜

以

□

□

近

安

厝

自

後

鄕

約

保

甲

人

等

互

相

曉

諭

有

敢

故

違

者

定

行

究

治

如

法

每

月

朔

地

方

具

依

違

結

狀

於

捕

官

處

呈

逓

通

限

一

月

內

將

埋

過

棄

棺

遺

骸

數

目

報

道

查

考

尤

頼

我

良

有

司

不

時

稽

察

量

爲

賑

恤

務

使

死

者

有

歸

民

德

歸

厚

不

勝

大

願

故

示

一
遣
婢
訪

得

台

州

一

府

并

所

屬

各

縣

衞

所

在

城

在

鄕

居

民

人

等

几

係

閨

房

使

用

隨

嫁

女

鬟

卽

□

身

不

令

匹

配

至

老

孤

單

不

思

天

生

萬

物

無

論

飛

□

走

獸

各

有

對

偶

苟

一

物

無

偶

則

仁

入

君

子

尙

且

□

然

動

心

婢

女

雖

係

賤

□

然

得

身

爲

人

貴

于

萬

物

豈

有

禁

其

夫

婦

之

□

絕

其

生

續

之

埋

古

□

罕

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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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鮮

有

又

且

變

賣

他

姓

亦

俱

仍

置

房

中

葢

恐

其

□

儕

動

念

故

到

㡳

不

令

有

夫

一

或

不

馴

日

加

鞭

楚

生

雖

人

間

情

同

地

獄

不

惟

傷

天

地

之

和

亦

恐

爲

陰

德

之

累

爲

此

合

行

出

示

禁

約

凡

我

軍

民

人

等

□

□

□

徃

共

慈

心

各

處

坊

里

鄕

約

保

甲

長

互

相

勸

諭

□

遵

約

束

如

婢

女

十

七

八

以

上

或

配

本

家

義

男

仍

舊

役

使

有

何

不

便

或

嫁

别

姓

養

子

各

生

理

亦

何

不

可

雖

婦

性

難

栘

而

夫

綱

當

㫁

一

人

爲

倡

衆

人

效

從

易

俗

移

風

予

日

望

之

矣

坊

里

人

等

倘

有

一

二

興

起

卽

呈

禀

本

道

量

示

旌

奬

如

或

仍

踵

陋

習

亦

必

繩

之

以

法

㫁

不

輕

貸

鄕

保

鄰

里

互

相

覺

察

同

歸

於

厚

可

也

限

三

個

月

後

通

行

挨

查

以

示

勸

懲

如

或

通

同

阿

仍

前

禁

錮

被

人

首

一

槩

連

坐

卽

將

此

婢

給

賞

首

人

爲

妻

毋

忽

毋

緩

故

示

趙
廷
鍚
禁
戒
殺
生

爲

嚴

禁

殺

以

全

物

命

事

照

得

好

生

之

心

入

所

同

具

惟

聖

人

能

以

不

忍

之

心

全

萬

物

之

性

故

蠢

動

之

衆

未

有

不

食

生

者

本

縣

屡

有

嚴

示

禁

宰

耕

牛

誠

以

牛

力

爲

人

養

生

不

忍

食

其

肉

者

愚

夫

愚

媍

亦

所

共

曉

如

狥

彘

之

畜

雖

屬

王

政

所

行

自

孔

門

有

惟

葢

不

棄

之

義

犬

亦

以

義

重

矣

况

大

夫

無

故

不

宰

牛

羊

士

無

故

不

殺

犬

豕

誠

重

之

也

雖

殺

大

之

過

輕

於

宰

牛

而

不

忍

之

心

視

同

一

體

總

一

例

當

禁

者

至

於

蛙

龜

鱔

鱉

之

頻

生

於

水

道

受

天

地

之

長

養

並

不

餌

人

間

粒

粟

何

爲

取

之

以

資

生

若

蛙

之

擒

殺

時

捧

首

畏

死

之

狀

不

忍

見

至

于

龜

則

爲

靈

物

易

曰

舍

爾

靈

龜

觀

我

朶

頥

更

不

可

入

之

湯

鑊

明

矣

其

鱔

在

湯

沸

中

臨

死

必

顧

腹

恐

傷

腹

中

子

鱉

至

死

時

首

必

向

竈

門

以

求

生

此

皆

歷

歷

所

見

者

日

味

非

肥

甘

不

在

珍

錯

之

列

而

嘗

非

異

味

焉

動

食

指

之

思

與

其

生

以

資

臠

莫

若

惜

物

而

保

命

務

當

一

體

禁

取

以

全

天

地

生

物

之

仁

勿

謂

牛

犬

之

牲

當

戒

而

鱗

甲

之

屬

可

□

不

戒

是

宜

充

申

禁

□

□

此

示

諭

殺

生

害

命

人

□

□

存

一

㸃

之

善

莫

恣

嗜

殺

之

心

從

古

戒

殺

者

得

長

□

又

其

□

□

不

爽

載

在

感

應

篇

甚

詳

俱

當

體

省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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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行

之

以

爲

人

生

立

命

之

本

嗣

後

鄕

村

市

凢

有

私

宰

耕

牛

者

不

時

舉

首

立

拿

按

律

治

罪

若

犬

取

龜

照

蛙

烹

鱉

恣

意

作

買

賣

者

俱

着

本

地

方

好

善

之

人

先

行

勸

化

改

業

生

理

倘

怙

惡

不

悛

仍

禀

本

縣

一

槩

拿

責

㫁

不

姑

恕

此

固

本

縣

好

生

之

一

念

亦

爲

爾

等

全

不

殺

之

意

以

還

天

地

不

亦

善

哉

務

宐

確

遵

毋

得

迂

視

以

取

罪

戾太
守
鮑
復
㤗
勸
論
二
條

一
勸
農
重
粟
浙

江

台

州

府

正

堂

鮑

爲

亟

勸

士

民

首

重

農

桑

安

分

耕

讀

以

永

昇

平

以

召

天

和

事

照

得

台

郡

僻

處

山

海

何

稱

淳

朴

自

遭

㓂

士

民

多

至

失

所

死

徙

過

半

今

幸

皇

恩

浩

蕩

海

宇

成

平

兼

荷

天

心

眷

顧

連

年

頗

穪

農

稔

地

方

無

烽

火

之

驚

童

叟

有

盈

之

樂

在

爾

士

民

不

過

早

完

國

賦

便

可

安

心

樂

業

較

之

江

南

山

左

水

早

頻

承

草

根

樹

皮

盡

取

充

腸

賣

妻

售

子

苟

延

殘

喘

視

我

台

州

真

同

樂

土

但

恐

爾

民

得

福

不

知

處

安

忘

危

反

乖

天

和

本

府

忝

居

爾

士

民

表

率

不

得

不

亟

爲

諄

諄

告

誡

者

也

大

凡

一

切

禍

福

之

報

皆

由

自

造

驕

奢

淫

佚

醸

成

水

火

刀

兵

自

古

爲

肰

于

今

爲

烈

易

日

作

善

䧏

祥

作

不

善

䧏

殃

書

日

天

作

孽

猶

可

違

自

作

孽

不

可

活

詩

日

永

言

配

命

自

求

多

福

昔

先

聖

先

賢

猶

敬

天

慎

時

朝

乾

夕

愓

而

况

於

下

土

群

可

弗

修

省

也

耶

如

爾

士

民

因

驕

樂

歲

鮮

有

盖

藏

作

踐

五

糓

抛

棄

農

業

不

曉

耕

九

餘

三

之

道

罔

□

□

珠

薪

桂

之

時

或

飽

食

煖

衣

而

遊

手

好

閒

或

造

□

作

慝

而

閗

毆

訐

訟

或

奢

華

靡

麗

而

滛

蕩

忘

耻

或

不

守

本

分

而

棄

廢

耕

讀

致

罹

刑

㳂

恬

不

悔

悟

是

以

一

遇

水

旱

莫

之

能

救

而

必

填

溝

之

中

者

此

無

他

皆

不

能

厚

于

盖

藏

修

省

惜

福

之

過

耳

本

府

每

念

及

此

時

懐

憂

懼

誠

慮

爾

士

民

蹈

前

轍

飽

煖

生

心

亦

不

可

定

合

行

出

示

亟

爲

勸

諭

爲

此

示

仰

闔

屬

士

民

人

等

知

悉

自

此

以

後

務

體

本

府

敬

慎

天

時

之

心

愛

養

斯

民

之

意

士

子

湏

閉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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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早

完

國

課

務

以

忠

孝

爲

先

男

女

當

胼

東

作

勤

于

紡

織

厚

于

積

儲

爲

重

毋

因

收

成

遂

輕

米

糓

毋

因

平

静

遂

起

邪

滛

如

有

故

違

天

必

䧏

之

以

災

可

不

畏

哉

太

上

感

應

篇

有

日

諸

惡

莫

作

衆

善

奉

行

又

漢

先

主

有

言

曰

勿

以

惡

小

而

爲

之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爲

吾

願

爾

等

勉

之

自

肰

家

給

人

足

長

享

太

平

永

無

刀

兵

水

火

之

慮

飢

饉

離

之

矣

各

宜

猛

省

毋

負

余

言

特

示

一
溺
女
錮
婢
台

州

府

正

堂

加

一

級

鮑

爲

嚴

禁

溺

女

錮

婢

之

惡

習

以

正

人

心

以

厚

風

俗

事

照

得

天

良

人

所

固

有

殘

忍

必

非

人

浙

省

風

俗

凋

敝

人

心

漓

竟

有

養

男

則

存

養

女

則

溺

使

無

知

嬰

兒

橫

罹

殺

之

衬

又

有

隨

使

婢

女

禁

錮

終

身

至

髪

白

齒

落

尙

有

未

經

人

事

雖

虎

狼

亦

不

食

兒

豈

有

父

子

相

殘

身

雖

屬

㣲

賤

誰

無

成

家

立

業

之

想

二

端

積

弊

雖

屢

經

禁

無

奈

人

心

䧟

溺

習

相

沿

俱

盡

䘮

其

天

性

更

安

知

有

功

令

合

行

禁

爲

此

示

仰

府

屬

軍

民

人

等

知

悉

示

後

居

間

肓

女

果

有

貧

窮

不

能

養

活

者

令

送

肓

嬰

堂

或

無

子

之

家

撫

養

成

人

不

得

仍

前

溺

死

其

所

隨

役

婢

女

有

年

至

二

十

歲

者

俱

令

配

人

不

得

仍

前

禁

錮

敢

有

故

違

禁

令

再

蹈

前

轍

溺

女

者

以

故

殺

子

孫

錮

婢

者

以

婚

姻

不

時

按

律

究

兩

隣

保

甲

知

情

不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