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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

　

路
南
州
志
卷
之
三

祠
祀

昔
聖
王
之
制
祀
典
也
法
施
於
民
則
祀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能
禦
大
災
捍
大
患
則
祀
祀
國
之
大
節
也
郡

縣
亦
然
如

先
師
之
廟
城
隍
之
祀
山
川
社
稷
諸
壇
墠
所
在
皆
有

若
忠
臣
烈
士
之
祠
各
郡
邑
不
無
異
同
爰
紀
於
左

俾
知
典
自

朝
廷
非
滛
祀
之
得
擬
云
志
祠
祀

祀
典

社
稷
壇

在

州

城

西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州

城

南

郡
厲
壇

在

州

城

北

文
昌
宮

在

文

廟

右

魁
星
閣

在

文

廟

左

關
聖
廟

在

州

城

南

城
隍
廟

在

州

治

內

北

門

羣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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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忠
節
祠

在

州

城

南

鄒
公
祠

在

州

城

西

虛
寜
祠

在

州

治

東

數

里

黑

龍

潭

白
龍
潭

在

州

治

東

北

土
主
廟

在

州

北

民

和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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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

　

古
蹟

寺

廟

塜

墓

附

九
州
之
內
遺
蹟
經
百
世
而
不
磨
者
類
皆
大
聖
大

賢
偉
業
豐
功
髙
風
雅
致
係
之
如
神
禹
之
龍
門
積

石
伏
波
之
銅
柱
銅
皷
子
陵
之
釣
臺
右
軍
之
蘭
渚

要
皆
跡
以
人
傳
耳
天
末
之
鄉
安
得
所
大
聖
大
賢

而
留
其
跡
哉
惟
是
二
百
年
中
沿
革
之
際
有
其
事

已
改
而
其
跡
尚
存
者
可
撮
而
書
之
志
古
蹟

貼
金
石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相

傳

昔

廣

西

蠻

長

欲

有

所

啚

過

此

石

忽

有

聲

蠻

長

祝

曰

事

成

當

飾

以

金

果

如

所

祝

回

以

金

薄

貼

之

放
光
石

在

州

東

蒲

草

村

大

石

壁

立

時

或

石

上

白

光

燭

天

忽

起

忽

伏

如

遊

龍

舒

卷

天

半

時

或

石

旁

如

人

物

禽

獸

變

化

萬

狀

見

者

駭

之

望
夫
石

在

州

東

南

林

西

村

有

石

如

人

遙

望

狀

旁

有

小

石

如

餉

饁

具

相

傳

昔

有

人

從

軍

其

妻

攜

酒

漿

送

之

見

夫

去

逺

望

之

乆

遂

化

為

石

並

所

攜

器

物

亦

化

焉

土

人

祈

嗣

最

靈

芝
雲
硐

硐

門

石

似

芝

與

雲

故

名

芝

雲

初

入

磅

礴

空

敞

可

容

千

人

再

入

葫

蘆

口

內

更

寬

廣

四

壁

乳

窟

擊

之

有

鐘

皷

聲

又

有

石

枰

石

牀

石

田

石

浪

奇

怪

不

可

名

狀

古

號

仙

蹟

八

景

謂

石

硐

仙

蹤

即

此

也

陰
陽
樹

在

州

城

隍

祠

內

其

樹

四

季

長

青

每

遇

陽

干

之

年

向

東

結

實

遇

陰

干

之

年

向

西

結

實

相

傳

久

逺

枝

葉

未

見

稍

有

所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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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長
江
半
月

即

赤

江

在

民

和

鄉

兩

岸

峯

巒

秀

錯

西

畔

一

峯

獨

髙

其

頂

甚

圓

倒

映

江

中

宛

然

半

月

過

者

每

徘

徊

不

為

去

古
城

古

城

之

西

山

甚

髙

一

谷

闕

然

即

日

入

處

也

日

夕

時

餘

光

斜

映

有

彩

霞

一

道

五

色

紛

披

竹

木

爛

然

人

謂

之

古

城

晚

霞

蓋

奇

觀

也

魁

閣

在

其

南

彌
沙
城

在

舊

邑

市

縣

漢

時

築

河
頭
城

在

舊

邑

市

縣

漢

時

築

撒
呂
城
在

州

東

北

土

官

秦

氏

築

今

地

建

學

宮

天
生
橋

有

二

一

在

州

北

十

五

里

一

在

民

和

鄉

寺
廟

正
覺
寺

在

州

治

西

北

獅
山
寺

在

城

西

獅

子

山

明

副

使

羅

汝

芳

顔

曰

近

寳

山

題

寺

後

石

壁

百

仭

土

曰

雲

崖

迄

今

苔

蘚

𥂟

欝

大

有

古

致

每

晴

靄

掩

映

照

耀

如

畫

三
臺
寺

在

州

西

十

五

里

其

山

中

峯

矗

立

左

右

兩

峯

旁

峙

若

三

臺

然

上

有

龍

鳳

寺

及

蓮

峯

閣

雲

居

雲

巢

雲

臥

諸

𤲅

互

相

聫

絡

幽

徑

屈

曲

大

非

塵

境

彌
勒
寺

在

民

和

鄉

古

城

即

古

彌

沙

部

處

也

寳
洪
寺

在

民

和

鄉

山

髙

千

仭

逺

眺

百

里

諸

峯

皆

伏

其

下

寺

內

有

茶

花

可

以

比

美

通

海

又

有

蘿

月

𤲅

活

佛

寺

華

嚴

寺

羅

伽

庵

皆

有

勝

景

靈
應
寺

在

邑

市

縣

按
靈
應
寺

在
古
城
豈

古
城
即
邑

市
縣
治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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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

　

石
佛
寺

在

民

和

鄉

溫
泉
寺

在

民

和

鄉

金
山
寺

在

紫

玉

山

香
花
寺

在

州

西

南

小

屯

天
竺
寺
在

竹

山

絶

頂

竹
林
寺
在

竹

山

香
巖
寺

在

竹

山

金
光
寺

在

竹

山

土
主
寺

在

民

和

鄉

祈

嗣

最

靈

東
嶽
廟

在

州

東

大

屯

西
嶽
廟

在

州

南

板

橋

三
元
宮

在

州

東

南

関

廂

臨

巴

𥂟

鎖

水

口

盛

夏

不

暑

逰

人

多

憇

息

焉

蘿
月
𢊊

在

寳

洪

寺

下

鋤
雲
𢊊

在

竹

林

寺

下

天
乙
𢊊

在

邑

市

屯

三
教
殿

在

州

西

關

凌
雲
閣

在

州

治

北

知

州

金

廷

獻

捐

資

創

建

臺

下

𨯳

池

種

樹

培

植

闔

州

風

水

詳

藝

文

記

諸
葛
樓

在

州

西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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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

　

塜
墓

元
武
德
將
軍
閈
里
伯
墓

在

紫

玉

山

明
諭
𦵏
忠
節
誥
贈
光
祿
寺
正
卿
楊
以
成
墓

在

竹

子

山

下



 

路

南

州

志

　
　
　
　
　

六

三

　

名
宦

親
民
之
吏
生
民
之
休
戚
係
焉
公
平
亷
恕
惠
愛
及

民
者
良
吏
也
其
政
則
築
堤
勸
耕
興
學
明
倫
扶
良

禦
暴
要
期
功
在
斯
民
澤
流
後
世
生
則
頌
神
明
歿

則
崇
禋
祀
斯
可
仰
也
路
南
雖
小
而
諸
士
後
先
奮

興
風
俗
漸
美
田
野
漸
闢
豈
得
忘
所
自
乎
志
名
宦

明
魯
　
厚

四

川

內

江

縣

舉

人

成

化

間

任

剏

社

學

以

教

閭

巷

子

弟

增

重

樓

於

州

城

外

禦

暴

賴

之焉

鄒
國
璽

字

南

華

四

川

新

津

縣

舉

人

隆

慶

間

任

事

列

鄒

公

堰

本
朝謝

于
道

滇

南

學

使

各

郡

祀

之

李
興
元

滇

南

按

察

使

各

郡

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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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

　

鄉
賢

山
川
靈
秀
之
氣
鍾
於
人
物
則
有
山
川
即
有
人
物

何
嘗
以
風
土
限
哉
路
南
邉
鄙
之
極
文
教
不
過
百

年
跡
其
人
才
落
落
似
有
以
風
土
限
者
然
觀
其
一

二
孤
忠
勁
節
即
質
諸
古
英
烈
無
多
讓
焉
今
從
祀

廟
庭
流
芳
百
世
稱
為
鄉
賢
者
即
其
人
也
謹
列
其

人
於
左
志
鄉
賢

明
楊
以
成

字

太

和

以

選

貢

為

貴

陽

府

通

判

分

署

畢

節

衞

著

有

勞

績

陞

同

知

仍

官

其

地

天

啟

二

年

水

藺

交

鬨

以

成

潛

具

蠟

書

告

變

滇

撫

發

兵

西

援

至

畢

節

賊

兵

圍

衞

城

以

成

督

滇

兵

與

賊

戰

𨚫

之

已

而

賊

兵

大

集

滇

兵

逺

來

勞

逸

多

寡

勢

不

相

敵

以

成

知

事

不

濟

令

吏

懐

印

乘

夜

取

徑

走

貴

州

自

以

死

守

當

賊

鋒

未

幾

城

䧟

以

成

投

繯

未

死

賊

擁

逼

入

城

以

成

無

變

志

賊

遂

殺

其

家

口

十

三

人

獨

其

弟

以

榮

不

死

以

成

又

將

賊

中

情

形

函

竹

筒

付

以

榮

復

入

滇

告

變

行

至

撒

納

溪

為

賊

所

獲

即

時

寸

斬

隨

磔

以

成

於

火

掌

宅

溪

碎

體

抽

腸

官

僕

死

者

共

一

十

五

人

黔

中

丞

傅

宗

龍

以

聞

贈

以

成

光

祿

寺

正

𡖥

廕

一

于

世

襲

錦

衣

衞

州

正

千

戶

入

黔

名

宦

入

本

郡

鄉

賢

賜

坊

恩

褒

忠

節

立

祠

春

秋

祀

之

贈

以

榮

正

千

戶

配

祭

趙
　
賢

萬

暦

戊

午

年

貢

任

浙

江

富

平

縣

教

諭

祀

名

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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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

　

孝
子

孝

婦

順

孫

附

孝
義
庸
行
也
而
史
冊
書
之
若
是
其
重
匪
特
秉
𢑱

同
好
抑
以
顯
微
闡
幽
彰
往
行
而
勵
來
茲
正
維
持

風
教
之
一
助
也
昆
州
雖
小
沐

聖
天
子
之
教
化
厯
有
年
所
其
間
以
孝
行
著
於
鄉
黨

者
亦
偶
有
之
顧
使
其
有
善
弗
錄
無
以
彰
往
行
而

勵
來
茲
亦
學
士
大
夫
之
責
也
志
孝
子

本
朝

孝
子

張
一
䕫

生

員

告

天

割

股

愈

母

病

通

學

公

呈

詳

𠃔

置

匾

旌

揚

楊
　
玜

武

生

沐

浴

告

天

割

股

母

疾

以

愈

詳

𠃔

置

匾

旌

揚

王
如
綸
如
綍

州

民

兄

弟

同

心

割

股

愈

父

疾

通

學

公

呈

詳

𠃔

置

匾

旌

揚

李
良
佐

州

民

事

母

盡

孝

先

意

承

志

學

者

嘆

服

母

病

割

股

愈

之

孝
婦

楊
　
秀
妻
董
氏

三

次

割

股

愈

姑

愈

夫

前

任

知

州

陳

可

給

旌

揚

順
孫

陶
正
發

州

民

負

米

百

里

供

祖

侍

膳

問

寢

無

虧

通

學

公

呈

詳

𠃔

置

匾

旌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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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

　

節
婦

婦
人
之
所
貴
者
節
烈
也
然
慷
慨
赴
死
與
從
容
就

義
其
間
難
易
則
有
辨
矣
路
甸
以
蕞
爾
之
區
投
繯

蹈
𦦨
者
雖
無
其
人
而
松
貞
柏
節
者
乃
後
先
相
望

焉
勿
論
旌
表
之
所
已
及
未
及
可
不
為
之
筆
於
簡

篇
以
光
於
宇
宙
乎
志
節
婦

明
徐
一
鳴
妻
魏
氏

年

二

十

二

夫

死

守

節

撫

孤

年

七

十

三

而

終

教

子

髙

選

成

名

奉

文

旌

奬

立

坊

匾

曰

清

淑

正

氣

本
朝徐

禧
麒
妻
趙
氏

年

二

十

二

夫

死

立

志

守

節

割

股

愈

姑

教

子

致

逺

逰

泮

孫

之

愷

領

鄉

薦

有

孫

十

餘

人

曾

孫

九

人

皆

苦

節

所

致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奉

旨

建

坊

旌

　

　

表

之

楊
　
琛
妻
李
氏

年

二

十

六

夫

死

守

節

受

誥

封

教

子

若

孫

成

名

年

七

十

終

生
員
施
祚
逺
妻
孫
氏

年

二

十

四

夫

死

立

志

守

節

事

姑

盡

孝

撫

子

三

嵗

歿

以

伯

兄

子

純

禮

為

嗣

養

育

成

名

年

七

十

終

生
員
李
敦
倫
妻
蘇
氏

年

二

十

六

夫

死

無

子

守

節

前

任

知

州

張

萬

言

給

匾

旌

揚

年

六

十

餘



 

路

南

州

志

　
　
　
　
　

六

七

　

生
員
金
　
鑑
妻
韓
氏

年

二

十

八

夫

死

守

節

教

子

成

名

年

六

十

三

楊
道
南
妻
李
氏

年

二

十

二

夫

死

無

子

守

節

年

八

十

終

選
貢
徐
石
麒
妾
楊
氏

年

十

六

歸

徐

生

一

子

年

二

十

六

夫

死

妻

嫁

楊

氏

撫

孤

守

節

子

復

死

又

撫

孫

成

人

年

八

十

終



 

路

南

州

志

　
　
　
　
　

六

八

　

鄉
飲

禮
教
之
行
也
必
始
於
鄉
鄉
之
黃
髮
臺
背
一
郡
之

望
係
焉
果
有
盛
德
懿
行
得
與
鄉
飲
以
示
優
恤
典

至
渥
也
滇
省
斯
禮
久
廢
幸
蒙

皇
恩
下
逺
給
廩
肉
綿
絹
有
差
又
蒙

上
憲
檄
行
鄉
飲
允
為
曠
典
路
甸
年
高
有
德
者
在

所
不
乏
既
與
其
選
應
臚
其
人
載
其
行
以
作
後
人

標
凖
將
來
君
子
或
可
顧
名
而
思
義
云
志
鄉
飲

大
賓

徐
致
逺

建

坊

旌

母

教

子

成

名

孝

慈

公

直

鄉

黨

欽

之

李
維
章

幼

孤

勤

孝

品

行

端

方

士

林

推

重

介
賓

李
見
龍

德

重

鄉

里

開

河

著

績

士

民

稱

之

楊
耀
南

忠

臣

後

嗣

士

行

克

敦

年

享

上

夀

張
元
檉

勤

儉

飭

躬

謹

厚

守

分

輿

論

嘉

之

韓
丹
陽

立

品

嗜

學

不

愧

儒

者

徐
𠃔
恭

溫

厚

存

心

慎

重

處

世

耆
賓



 

路

南

州

志

　
　
　
　
　

六

九

　

楊
一
甲

立

身

謹

厚

處

世

溫

和

年

已

大

耋

鄉

稱

長

者

徐
致
廣

節

婦

少

子

性

謹

厚

承

父

祖

立

業

教

子

孫

成

名

鄉

黨

重

之

徐
開
成

李
仲
甲

楊
文
傑



 

路

南

州

志

　
　
　
　
　

七

十

　

流
寓

流
寓
之
倫
不
一
遊
宦
者
有
之
遊
學
者
有
之
尋
訪
高

士
奇
書
異
文
名
山
水
者
有
之
然
非
其
人
品
行
足
為

士
林
之
望
著
作
堪
為
學
者
之
師
又
奚
取
焉
路
南
逺

在
天
末
賢
豪
車
轍
馬
跡
罕
至
所
可
錄
者
二
三
人
耳

志
流
寓

曹
應
昌

號

石

霞

湖

廣

麻

城

縣

人

崇

禎

己

邜

觧

元

癸

未

進

士

博

學

多

文

父

巽

之

明

末

為

雲

州

佐

卒

於

順

𡩋

昌

於

康

熙

癸

卯

來

滇

迎

櫬

因

與

路

南

知

州

張

皋

謨

友

善

遂

寓

路

南

名

山

勝

地

多

所

題

詠

後

之

迤

西

逰

順

寜

卒

於

大

理

理

刑

楊

兆

傑

挈

其

櫬

以

歸

張
錦
藴

蒙

化

人

明

經

隨

子

端

亮

宦

逰

路

南

多

所

題

詠

陳
文
偉

江

西

舉

人

流

寓

路

南

有

學

識

尤

精

於

易

州

士

得

其

傳

者

甚

多



 

路

南

州

志

　
　
　
　
　

七

一

　

隱
逸

無

人
之
以
隱
逸
傳
者
必
有
經
天
緯
地
之
才
韜
光
泉

石
不
為
世
用
如
四
皓
嚴
陵
始
足
當
之
非
伏
處
囊

中
不
能
脫
頴
而
出
者
流
也
路
南
褊
小
一
人
一
物

皆
可
覩
記
今
六
十
餘
年
來

聖
治
旁
敷
休
明
雅
化
一
才
一
技
咸
思
見
用
豈
復
有

高
蹈
者
哉
不
敢
妄
列

仙
釋

無

仙
釋
之
去
道
逺
矣
然
跡
其
外
形
骸
空
色
相
事
知

未
來
常
足
以
動
人
情
竦
宸
聼
仙
釋
之
不
能
廢
也

久
矣
路
南
褊
小
開
闢
未
二
百
年
士
樸
民
淳
無
他

好
尚
間
有
宗
其
教
者
不
過
淡
嗜
欲
逺
塵
囂
而
已

至
若
白
日
飛
昇
蒲
團
坐
化
概
乎
未
之
聞
焉
故
不

復
志



 

路

南

州

志

　
　
　
　
　

七

二

　

土
司

種

人

附

西
南
之
患
釀
於
土
酋
明
時
日
尋
干
戈
有
因
事
而

廢
職
者
有
相
沿
而
襲
職
者
至
今

皇
上
文
德
遐
敷
武
功
逺
靖
聲
教
四
訖
無
逺
弗
屆
數

十
年
間
螳
怒
者
芟
刈
略
盡
而
革
面
者
仍
寬
大
存

之
故
秩
不
改
世
長
其
𢑱
民
而
土
司
不
復
跳
梁
路

南
土
司
已
在
芟
刈
之
列
矣
爰
序
其
事
於
左
志
土

司阿
保

秦
普

秦
祿

秦
福

元
真

福

次

女

慶
姐

福

少

女

秦
氏
至
此
廢

種
人

猓
玀

居

深

山

住

茅

屋

種

蕎

稗

熖

麥

草

子

為

食

其

衣

服

襤

褸

與

漢

人

稍

異

雖

盛

暑

必

披

羊

皮

有

黑

白

二

種



 

路

南

州

志

　
　
　
　
　

七

三

　

災
祥

盛
世
不
言
祥
瑞
而
春
秋
災
異
必
紀
故
景
星
慶
雲

可
不
錄
日
月
山
川
之
異
則
謹
書
之
蓋
人
事
動
於

下
則
天
象
應
於
上
理
有
固
然
聖
人
因
之
所
以
畏

天
而
修
德
也
此
坤
維
之
失
寜
與
庻
物
之
足
為
國

家
禎
祥
者
例
得
並
書
焉
志
災
祥

明
萬
暦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地
震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地
震

三
十
七
年
正
月
二
十
六
日
文
廟
産
白
燕

本
朝康

熙
四
十
七
年
産
嘉
禾
二
莖
三
四
稔
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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