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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舊
叙
曰
維
墉
池
保
障
我
民
爰
表
堂
陛
以
惠
以
臨

則
速
命
倉
則
賑
貧
然
哉
今
益
之
橋
梁
王
政
舉
新

噫
前
人
之
剏
制
備
矣
守
其
成
而
修
其
廢
是
在
繼
者

志
建
置

城
池

城
本
築
土
為
之
週
圍
七
里
零
三
十
歩
門
四
東
曰
東

作
西
曰
西
成
南
曰
南
薰
北
曰
北
拱
城
外
為
隍
濶

四

尺

深

一

丈

一

尺

隍
外
為
重
堤
周

圍

十

一

里

高

九

尺

濶

一

丈

二

尺

其
創
始
夫

考
由
明
弘
治
十
六
年
知
縣
高
魁
主
簿
唐
鵬
重
修
萬

暦
六
年
知
縣
楊
楫
奉
檄
幫
修
倍
加
高
厚
城
根
原
濶

一
丈
七
尺
增
濶
二
丈
七
尺
頂
濶
五
尺
增
濶
一
丈
二

尺
高
二
丈
三
尺
又
計
地
輸
柴
燒
磚
一
百
餘
萬
重
新

東
西
門
樓
樓
增
高
六
尺
外
更
為
甕
門
門
臨
深
塹
裹

以
鐡
葉
城
上
女
墻
易
以
磚
修
磚
垜
二
千
一
百
八
十

三
個
增
修
城
舖
一
十
五
座
復
以
餘
磚
包
城
一
百
三

十
八
丈
萬
暦
八
年
知
縣
杜
縻
繼
包
二
百
八
十
七
丈

三
尺
萬
暦
九
年
知
縣
李
鳴
世
繼
包
五
百
五
十
六
丈

七
尺
儼
然
金
湯
之
險
甲
於
他
邑
天
□
一
年
妖
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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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
知
縣
楊
于
國
議
增
甕
城
於
四
門
外
渾
用
大
石
高

與
城
等
工
未
舉
而
以
遷
去
成
之
者
知
縣
張
著
銘
也

嗣
是
傷
於
霖
雨
城
垣
門
樓
漸
多
塌
損
天
啟
五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逐
一
修
補
其
䋲
草
工
役
匠
價
俱
捐
俸
薪

為
之
又
外
城
甃
磚
大
半
風
化
復
立
官
窰
一
座
於
演

武
塲
側
置
買
柴
薪
燒
造
磚
灰
三
萬
有
奇
添
補
完
固

又
創
造
南
城
腰
舖
二
座
夫
役
取
之
在
官
者
民
間
並

不
知
有
興
作
後
四
門
城
樓
甕
城
歲
久
漸
就
傾
圮
康

熙
十
二
年
知
縣
傅
廷
俊
捐
俸
重
修
至
四
十
九
年
復

圮
毁
日
甚
知
縣
沈
淵

設
法
大
加
修
治
整
煥
如
新
詳

見

記
官
署

縣
治
正
堂
五
楹
後
堂
五
楹
迤
東
書
房
三
楹
知

縣

李

國

泰

創

建

今

改

入

宅

内

堂
東
為
庫
樓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沈

淵

重

建

堂
西
為
贊
政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沈

淵

重

建

堂
下
東
西
序
為
六
房
東
邉
房
共
十

間
西
邊
房
共
十
三
間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沈

淵

重

建

臺
前
為
甬
道

為
戒
石
亭
初

甚

隘

知

縣

李

國

泰

易

以

木

坊

上

揭

戒

語

其

陽

顔

曰

古

山

陽

其
東
為

官
宅
前
宅
門
三
楹
三
堂
五
楹
住
宅
五
楹
東
廂
房
三

楹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沈

淵

改

造

為

二

楹

西
廂
房
三
楹

凝
緑
軒
在宅

西

舊

係

草

亭

不

能

蔽

風

雨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沈

淵

改

建

岸
舫
三
楹
在

凝

緑

軒

後

前

令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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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

泰

創

置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沈

淵

增

修

加

以

垣

塈

題

今

額

東
書
房
三
楹
在

岸

舫

後

細
香
廬
三
楹
舊

係

草

房

湫

隘

而

屢

圮

康

熙

五

十

年

知

縣

沈

淵

改

建

與

東

書

房

並

芳

潤
居
三
楹
在

前

宅

門

西

舊

係

内

廐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沈

淵

建

為

署

塾

宅
東

為
書
房
知

縣

劉

廣

譽

增

置

東
南
為
公
廨

久

圮

吏

無

復

居

者

歴

任

改

輯

為

住宅

西
為
縣
丞
宅
遇

缺

裁

康

熙

五

十

年

知

縣

沈

淵

併

入

縣

署

正

三
楹
後

三
楹
東
西
房
各
三
楹
書
房
三
楹
皂

房
四
楹
西

南
為
典
史
宅
儀
門
外
東
為
土
地
祠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沈

淵

重

修

為
寅
賓
舘
西
為
廵
更
房
為
獄
獄

内

為

隂

隲

房

知

縣

李

國

泰

置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沈

淵

重

修

為
譙
樓
外
東
南
為
申
明
旌
善
二
亭
為
隂

陽
醫
學
知

縣

李

國

泰

增

設

為
二
坊
一
匾
曰
金
鄉
縣
一
匾
曰

保

東
緡
二

坊

今

圮

察
院
在

縣

治

西

即

東

兖

道

分

司

萬

暦

三

年

知

縣

邉

溉

重

修

崇

禎

二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修

國

朝

康

熙

九

年

知

縣

傅

廷

俊

重

修

正
堂
三
楹
久

圮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沈

淵

修

葺

備

貯

公

粟

後

堂
五
楹
左
廂
房
三
楹
今圮

右
廂
房
三
楹
今

修

整

備

貯

公

粟

書

吏
厨
房
各
三
楹
今圮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南

大

街

西

洪

武

十

八

年

知

縣

范

士

建

成

化

十

八

年

知

縣

盛

德

重

修

天

啟

七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建

正
堂
三
楹
後
堂
三
楹
左
右
廂
房
各
三
楹

書
吏
厨
房
各
三
楹
有
門
繚
以
周
垣
今

廢

僅

存

遺

址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知

縣

沈

淵

就

地

建

草

房

三

楹

充

為

營

署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治

南

大

街

東

知

縣

范

士

建

嘉

靖

四

十

五

年

知

縣

石

漢

重

修

萬

暦

九

年

知

縣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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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縻

重

修

正
堂
三
楹
後
堂
三
楹
左
右
廂
房
各
三
楹
書
吏

厨
房
各
三
楹
有
門
繚
以
周
垣
今

廢

僅

存

遺

址

雞
黍
集
行
司
正
㕔
五
楹
廂
房
三
楹
火
房
三
楹
門
樓
二

座
萬

暦

四

年

知

縣

楊

楫

創

建

崇

禎

二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修

康

熙

八

年

知

縣

傅

廷

俊

重

修

今

廢

黃
堆
司
行
司
正
㕔
五
楹
左
右
廂
房
各
三
楹
門
樓
二
座

嘉

靖

三

十

年

知

縣

楊

霆

創

建

崇

禎

二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修

康

熙

八

年

知

縣

傅

廷

俊

重

修

今

廢

倉
厫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東

成

化

十

七

年

知

縣

盛

德

重

修

東

西

倉

二

連

各

二

十

一

楹

正

㕔

三

楹

門

一

座

今

廢

水
次
兑
軍
倉
在

安

居

成

化

十

六

年

知

縣

盛

德

委

典

吏

張

㫤

重

修

官

㕔

三

楹

後

㕔

三

楹

厨

房

書

房

各

二

楹

牌

門

一

座

今

俱

廢

社
倉
城
内
四
座
雞
黍
葛
村
陽
山
大
義
黃
堆
乾
魚
頭
白

垞
霄
雲
寺
等
集
共
倉
十
六
座
各
貯
榖
不
等
萬
暦
六

年
知
縣
楊
楫
創
建
以
備
㐫
年
賑
貸
今
俱
廢
按

漢

時

郡

縣

多

置

社

倉

王

浚

川

議

曰

今

鄉

民

村

落

多

結

社

積

銀

錢

至

年

終

乃

分

所

有

然

與

其

積

錢

不

若

積

榖

積

榖

數

年

可

以

備

一

鄉

㐫

荒

水

旱

今

宜

令

民

積

榖

便

楊

侯

之

秉

心

如

此

然

良

法

美

意

存

乎

其

人

若

有

司

借

此

以

騷

擾

奸

豪

借

此

以

侵

漁

出

入

不

明

放

無

法

則

豈

曰

社

倉

之

利

哉

義
倉
在

城

東

十

五

里

誥

封

吏

部

文

選

司

郎

中

胡

洞

命

子

胡

汝

桂

建

㕔

三

楹

倉

二

座

小

坊

一

座

門

一

座

今廢

常
平
倉
在

縣

治

東

久

廢

僅

遺

空

址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知

縣

沈

淵

詳

明

墊

帑

重

建

詳

見

記

養
濟
院
舊

在

縣

治

東

北

洪

武

七

年

知

縣

范

士

建

年

久

傾

廢

成

化

十

七

年

知

縣

盛

德

移

置

東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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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曠

地

正

屋

三

間

東

西

建

屋

各

十

間

門

坊

一

座

俱

傾

圮

天

啟

七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委

農

官

李

九

德

捐

資

一

併

重

修

漏
澤
園
在

東

郭

外

三

里

官

道

北

有

碑

義
塜
一

在

東

郊

外

三

里

誥

封

文

選

司

郎

中

胡

洞

置

地

四

有

四

石

柱

義

塚

一

在

北

郭

外

十

里

副

使

郭

東

藩

置

地舖
逓

城
内
四
隅
廵
更
舖
共
十
八
座
萬

暦

七

年

知

縣

楊

楫

創

建

年

久

傾

圮

並

基

址

湮

没

崇

禎

三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清

查

補

造

總
舖
在

縣

治

前

三

楹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修

永
豊
舖

在

縣

東

十

里

久

廢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修

西
留
舖
在

縣

治

南

久

廢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建

降
林

舖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久

廢

崇

禎

三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建

改

為

盛

公

祠

葛
村
舖
在

縣

西

十

二

里

久

廢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建

東
大
舖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久

廢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建

義
樓
舖

在

縣

北

十

里

僅

存

間

架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修

黃
南
舖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久

廢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建

魚
山
舖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魚

山

集

西

久

廢

知

縣

李

國

泰

重

建

于

魚

山

集

北

橋
梁

望
仙
橋
在

儒

學

門

西

南

元

延

佑

二

年

知

縣

牛

天

麟

建

成

化

八

年

知

縣

盛

德

重

修

用

石

更

名

青

雲

橋

有

木

坊

一

座

天

啟

間

知

縣

李

國

泰

易

以

石

面

橋

曰

青

雲

面

路

曰

雲

路

泮
水
橋
在

儒

學

門

東

南

舊

有

二

石

柱

今

廢

萬

暦

間

知

縣

彭

鵾

化

更

名

凌

雲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知

縣

沈

淵

首

捐

俸

銀

邑

文

學

周

緘

董

其

事

有

記

樹

橋

左

○

按

舊

志

二

橋

名

望

仙

者

更

名

青

雲

名

泮

水

者

止

云

前

有

二

石

柱

時

為

志

每

多

乖

舛

于

望

仙

下

止

云

某

建

某

重

修

于

泮

水

下

則

云

彭

某

更

名

青

雲

先

木

坊

後

石

坊

云

云

然

志

學

校

内

有

奎

樓

前

為

凌

雲

橋

西

釣

鰲

䑓

則

正

泮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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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橋

之

更

名

者

也

但

又

云

前

雲

路

坊

則

誤

矣

因

誤

以

泮

水

橋

更

名

青

雲

今

正

之

凌
雲
橋
奎

樓

前

西

有

釣

鰲

臺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知

縣

沈

淵

重

建

移

家

橋

石

作

石

礅

四

架

以

木

梁

有

記

樹

橋

傍

惠
廣
橋
在

西

郭

外

成

化

十

五

年

商

人

徐

全

建

新
橋
在

南

門

外

成

化

十

五

年

義

官

趙

圮

建

春
城
橋
在

東

郊

外

成

化

十

五

年

商

人

徐

全

建

廣
通
橋
在

北

郭

外

堤

下

萬

暦

三

年

知

縣

楊

楫

建

小
石
橋
在

東

堤

下

萬

暦

十

一

年

鄉

民

朱

卿

建

西
堤
橋
在

西

堤

下

萬

暦

四

十

年

鄉

民

高

晚

等

修

建

來
勲
橋
枕

南

堤

萬

暦

四

十

二

年

鄉

宦

周

永

春

建

濟
衆
橋
在

黄

堆

集

北

萬

暦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劉

廣

譽

創

建

周
公
橋
在

東

南

堤

外

萬

暦

四

十

七

年

鄉

宦

周

永

春

創

建

家
橋
在

縣

東

南

六

里

萬

暦

四

十

七

年

鄉

宦

周

永

春

創

建

今

堙

廢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知

縣

沈

淵

就

其

故

石

移

造

奎

樓

前

石

橋

魏
公
橋
與

家

橋

相

連

萬

暦

四

十

七

年

知

縣

魏

照

乗

建

廣
濟
橋
在

何

家

店

南

鄉

民

王

復

與

楊

澤

修

建

胡
家
橋
久

堙

廢

康

熙

五

十

年

知

縣

沈

淵

就

其

故

石

移

造

蘇

家

橋

蘇
家
橋
在

城

東

五

里

萬

暦

四

十

八

年

廪

生

周

道

盛

建

共

七

洞

久

圮

康

熙

五

十

年

知

縣

沈

淵

重

修

增

為

十

二

洞

詳

見

志

惠
民
橋
在

西

堤

裏

天

啟

七

年

鄉

民

崔

自

立

修



ZhongYi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七

新
石
橋
二
座
在

十

里

舖

南

崇

禎

九

年

鄉

民

莫

自

孔

創

建

東
堤
橋
萬

暦

四

十

七

年

鄉

民

張

玫

王

志

學

修

建

八
里
河
橋
鄉

民

霍

大

禮

建

坊
表
附

孝
子
石
坊
在

北

門

街

東

元

時

為

孝

子

孫

氏

立

鄉
舉
坊
在

東

門

裏

街

南

為

舉

人

劉

渙

立

觀
光
坊
在

縣

治

街

西

為

舉

人

李

俊

立

鍾
秀
坊
在

西

門

街

北

為

進

士

高

崇

立

掇
英
坊
在

縣

治

東

大

街

為

舉

人

蘇

旻

立

攀
桂
坊
在

縣

治

東

為

舉

人

王

圮

立

世
科
坊
在

縣

治

西

為

舉

人

李

鉞

立

登
第
坊
在

縣

治

南

為

舉

人

李

質

立

經
魁
坊
在

縣

治

東

南

為

舉

人

王

哲

立

進
賢
坊
在

縣

治

南

為

人

高

士

通

立

亞
元
坊
在

西

門

大

街

為

人

高

士

達

立

儀
鳯
坊
在

東

大

街

為

舉

人

周

璣

立

恩
光
坊
為

贈

御

史

周

璣

立

重
光
坊
在

大

街

為

舉

人

周

允

中

立

御
史
坊
在

大

街

為

御

史

周

允

中

立

䨇
瑞
坊
在

東

門

北

街

為

人

李

淮

李

河

立



ZhongYi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八

承
光
坊
為

工

部

郎

中

李

檠

立

鵬
霄
振
翼
坊
在

縣

治

南

為

人

志

道

立

兄
弟
科
名
坊
為

舉

人

辛

吉

辛

哲

立

進
士
坊
在

縣

治

東

街

為

進

士

李

燧

立

恩
榮
坊
在

東

門

街

南

為

贈

郎

中

楊

魁

立

天
衢
接
武
坊
為

舉

人

周

濟

用

立

金
榜
題
名
坊
在

東

南

街

為

進

士

郭

東

藩

立

天
官
大
夫
石
坊
在

東

門

街

為

文

選

司

郎

中

胡

汝

桂

立

流
芳
坊
在

西

門

街

北

為

節

婦

高

氏

立

䨇
節
石
坊
為

程

氏

楊

氏

立

昭
恩
坊
在

縣

治

西

為

贈

户

部

主

事

珮

立

承
恩
坊
在

縣

治

東

為

贈

户

部

主

事

辛

克

鼎

立

秩
宗
清
署
坊
在

東

門

街

隅

首

為

禮

部

主

客

司

郎

中

郭

東

藩

立

完
節
培
倫
石
坊
在

北

門

隅

首

為

節

婦

胡

氏

立

青

榮
封
坊
在

大

街

東

隅

首

南

為

封

禮

科

給

事

中

周

大

備

立

春
垣
都
諫
坊
在

大

街

東

隅

首

西

為

進

士

禮

科

都

給

事

中

周

永

春

立

功
高
保
障
石
坊
在

北

閣

外

為

廵

撫

遼

東

副

都

御

史

周

永

春

立



ZhongYi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古
蹟

九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古
蹟

蘭
亭
之
碣
地
以
文
傳
柳
下
之
壟
人
由
德
重
故
挈
壺

而
祭
則
草
木
餘
哀
齎
素
而
摹
則
山
川
煥
采
此
皆
鬼

神
呵
䕶
歴
久
難
湮
憑
弔
所
經
邑
之
聞
望
焉
爾
志
古

蹟昌
邑
城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漢

昌

邑

舊

城

属

山

陽

郡

城

基

東

西

六

里

南

北

六

里

有

塔

久

廢

山
陽
城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即

今

古

城

是

也

緡
城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餘

里

有

城

址

尚

存

即

東

緡

舊

處

雞
黍
城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漢

功

曹

范

式

故

宅

以

范

張

有

雞

黍

之

約

故

名

土

城

基

址

尚

存

墳
書
臺
在

儒

學

東

俗

呼

為

焚

書

與

文

儒

皆

非

也

元

徐

容

齋

記

畧

曰

按

書

序

伏

神

農

黃

帝

之

書

謂

之

三

墳

言

大

道

也

下

逮

五

帝

遵

先

王

之

道

必

有

增

置

三

墳

之

書

於

此

臺

者

因

以

墳

書

名

之

是

以

後

世

傳

焉

楊
震

金
處
在

古

山

陽

城

見

通

志

久

廢

仲
長
統
著
書
處
在

北

門

内

天

齊

廟

前

有

唐
有
道
先
生
葉
公

在

縣

治

李

邕

書

見

通

志

今

無

壯
觀

在

儒

學

明

倫

堂

前

乃

唐

李

白

所

書

隂

題

云

賀

知

章

為

任

城

令

與

白

友

善

過

城

鎮

有

所

觀

覽

書

此

二

字

元

至

正

初

永

豐

里

人

得

此

石

於

沛

中

置

諸

堂

以

為

家

寳

元

末

兵

革

仆

於

草

萊

天

台

邵

公

移

置

學

宫

指
南

子

夏

山

人

王

文

書



ZhongYi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古
蹟

十

于
志
寜
草
書
石
刻
在

儒

學

内

成

化

間

知

縣

盛

德

修

學

掘

得

之

字

畫

剥

落

僅

存

一

叚

乃

庾

信

枯

樹

賦

末

語

也

歌

曰

建

章

三

月

火

黃

河

千

里

槎

若

非

金

谷

滿

園

樹

便

是

河

陽

一

縣

花

桓

大

司

馬

聞

而

嘆

曰

昔

年

楊

柳

依

依

漢

南

今

日

搖

落

悽

愴

江

潭

樹

猶

如

此

人

何

以

堪

貞

觀

四

年

燕

國

公

書

按

燕

國

公

乃

于

志

寜

也

今

迷

失

無

考

金
鄉
長
薛
君
頌

在

縣

治

東

見

通

志

今

無

○

按

舊

志

官

職

内

載

有

漢

金

鄉

薛

諮

至

石

缺

焉

今

通

志

謂

金

鄉

長

薛

君

此

必

有

悮

俟

考

王
輔
嗣
著
易
處
在

北

門

内

徃

西

栖
霞
阡
表

在

縣

治

内

元

趙

孟

頫

書

今

無

陵
墓

昌
邑
王
墓
在

金

陵

集

山

上

蓮

花

七

峰

下

前

有

三

台

山

對

峙

朱
鮪
墓
在

縣

西

北

三

里

許

前

有

石

室

壁

上

鐫

人

物

衣

冠

竈

之

類

或

負

携

掬

摳

之

狀

按

夣

溪

筆

談

云

今

之

䘮

服

非

古

惟

朱

鮪

石

堂

所

刻

衣

冠

真

漢

制

也

又

俗

呼

為

石

室

高
顯
墓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范
巨

墓
在

雞

黍

城

南

舊

址

湮

没

崇

禎

元

年

知

縣

李

國

泰

訪

問

故

老

仍

為

卜

築

丘

壠

表

以

石

有

記

載

藝

文

志

其

行

實

另

見

人

物

傳

孫
清
墓
在

城

南

樂

城

東

元

金

鄉

尹

有

祖

塋

記

小
兒
墓
在

城

南

門

外

西

隅

墓

上

有

青

石

塊

不

知

所

從

來

疑

古

有

二

小

□

□

曰

孔

子

不

能

窮

金

鄉

古

魯

下

邑

或

即

此

小

兒

乎

録

此

以

俟

博

古

君

子

義
烈
女
墓
相

傳

在

西

門

橋

北

十

餘

歩

即

殺

身

之

處

埋

屍

其

側

今

失

所

在

寺
觀
附



ZhongYi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古
蹟

十
一

光
善
寺
在

縣

治

東

有

塔

一

座

元

至

大

四

年

重

修

嘉

靖

四

十

年

住

持

覺

住

重

新

殿

宇

壽
聖
寺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乾
明
寺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龍
泉
寺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皇
東
寺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興
龍
寺
在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鴻
福
寺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重
福
寺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廣
濟
寺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秀
峰
寺
在

秀

峯

堆

上

住

持

普

愛

重

修

寺

有

地

三

十

八

萬
春
宫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東

大

村

金

大

定

元

年

建

神
遊
觀
在

縣

南

門

裏

迤

西

元

至

治

二

年

建

白
鶴
觀
在

縣

治

東

唐

高

宗

東

封

有

白

鶴

下

焉

乃

詔

郡

縣

為

觀

有

唐

上

元

金

大

定

二

記

今

廢

玉
霄
觀
元

至

治

年

建



ZhongYi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風
俗

十
二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風
俗

化
行
乎
上
習
成
乎
下
金
鄉
舊
傳
士
習
詩
書
民
任
耕

崇
禮
義
尚
朴
直
其
猶
有
鄒
魯
之
遺
與
志
風
俗

漢
地
里
志
曰
宋
地
房
心
之
分
野
也
今
之
沛
梁
楚
山
陽

東
平
及
東
郡
之
須
昌
壽
張
皆
宋
分
也
周
封
微
子
於

宋
今
之
睢
陽
是
也
濟
隂
定
陶
詩
風
曹
國
也
武
王
封

弟
叔
振
鐸
於
曹
其
後
稍
大
得
山
陽
陳
留
二
十
餘
世

為
宋
所
滅
昔
堯
作
游
成
陽
舜
漁
雷
澤
湯
止
於
亳
故

其
民
猶
有
先
王
遺
風
重
厚
多
君
子
好
稼
穡
惡
衣
食

以
致
蓄
藏

隋
地
里
志
曰
大
抵
徐
兖
同
俗
故
其
餘
諸
郡
皆
得
齊
魯

之
所
尚
無
不
賤
商
賈
務
稼
穡
尊
儒
慕
學
得
洙
泗
之

遺
焉

宋
地
里
志
曰
大
率
東
人
皆
朴
魯
純
直
甚
者
失
之
滯
固

然
專
經
之
傳
為
多

元
方
輿
勝
覧
曰
金
鄉
地
大
人
稠
俗
朴
風
古

明
史
氏
曰
自
府
以
西
南
濟
鄆
鉅
野
嘉
祥
金
鄉
魚
臺
皆

澤
國
也
故
宋
元
時
為
河
水
之
滙
今
在
漕
渠
兩
岸
地

多
沮
洳
間
成
膏
壤
俗
尚
華
侈
士
好
文
采
民
逐
末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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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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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風
俗

十
三

郡
志
曰
金
鄉
古
之
昌
邑
盖
澤
國
也
以
金
山
得
名
地
僻

而
狹
不
通
商
賈
士
習
禮
讓
民
務
耕
織
朴
直
敦
厚
有

古
遺
風
舊
時
以
河
水
為
灾
自
河
南
徙
民
有
寜
居
矣

士
大
夫
婚
禮
不
論
財
䘮
次
不
用
浮
屠
塟
用
昭
穆
祀
宗

四
代
鄉
民
則
不
然

歲
時
土
俗
元
曰
長
㓜
夙
興
設
果
餚
熖
冥
財
禮
天
地
祀

祖
先
旦
稱
觴
為
尊
長
壽
以
次
序
拜
巳
遍
登
親
友
門

庭
拜
賀
徃
來

日
始
定
立
春
觀
土
牛
茹
春
餅
以
白

蘿
蔔
為
春
盤
晏
元
宵
設
果
酒
蒸
小
燈

百
盞
醮
之

中
庭
灶
井
户
霤
各
置
一
盞
或
送
燈
各
廟
宇
簫
鼓
火

樹
巷
市
喧
騰
夜
分
徃
來
不
絶
名
曰
走
百
病
清
明
男

女
插
柳
枝
祭
先
壠
名
曰
踏
青
端
午
長
少
佩
艾
或
飲

雄
黃
酒
觧
粽
小
兒
以
綵
䋲
繫
項
謂
之
續
命
六
月
六

日
爆
衣
七
夕
乞
巧
七
月
十
五
薦
麻
穀
中
秋
親
友
以

瓜
果
酒
餚
相
邀
名
曰
賞
月
重
陽
登
高
飲
菊
花
酒
十

月
初
一
祀
先
壠
剪

為
裳
焚
之
名
曰
送
寒
衣
臘
月

八
日
吃
粥
二
十
四
日
祀
灶
神
薦
以
飴
糖
除
日
多
嫁

娶
貼
門
神
桃
符
以
袚
不
祥
書
宜
春
字
夜
多
爆
竹
聲

○
按
金
鄉
舊
稱
士
專
絃
誦
民
務
耕
鋤
得
鄒
魯
之
遺

誠
是
矣
苐
風
俗
之
美
惡
雖
勢
由
積
漸
權
在
轉
移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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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俗

十
四

豊
阜
亦
不
能
無
助
焉
所
謂
倉
廪
實
則
知
禮
義
衣
食

足
則
知
榮
辱
也
淵

守
土
八
年
士
習
民
情
悉
之
頗
稔

大
抵
厚
重
似
西
北
而
不
傷
於
僿
文
采
似
東
南
而
不

傷
於
侈
此
固
中
原
地
氣
使
然
所
争
者
素
封
之
家
樂

居
城
内
凢
春
種
夏
耘
聽
諸
羣
佃
足
跡
罕
履
其

惟

秋
徃
視
收
穫
而
豊
薄
巳
定
故
地
利
與
人
力
均
有
所

未
盡
加
之
土
壤

瘠
患
澇
常
多
宜
其
一
遇
㐫
年
彼

此
交
困
噫
厚
生
未
遂
遑
問
正
德
哉
苟
能
謹
樹
藝
崇

儉
約
歲
九
餘
三
菽
粟
如
水
火
則
質
良
而
教
易
施
比

屋
可
封
效
當
馴
致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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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社

十
五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鄉
社

王
制
凢
居
民
量
地
以
制
邑
度
地
以
居
民
地
邑
民
居

必
參
相
得
此
葢
教
養
之
本
為
井
田
而
言
也
今
古
法

雖
變
而
生
聚
依
然
統
之
以
鄉
區
之
以
里
鄉
有
保
里

有
正
樂
事
勸
功
於
是
乎
在
而
城
坊
墟
市
且
將
納
賈

以
觀
民
之
好
惡
矣
志
鄉
社

金
鄉
當
明
洪
武
十
八
年
原
二
十
四
里
至
天
順
六
年
因

民
居
稠
宻
復
增
九
里
共
為
三
十
三
坊
属
以
五
鄉
曰

前
金
山
鄉
後
金
山
鄉
進
高
鄉
進
陽
鄉
合
義
鄉
是
也

遭
黃
河
為
患
民
漸
流
移
并
金
山
前
後
二
鄉
為
一

鄉
共
四
鄉
分
属
三
十
三
坊
社
金
山
鄉
所
属
曰
興
禮

坊
曰
西
平
社
曰
白
垞
社
曰
黃
南
社
曰
黃
堆
社
曰
新

黃
社
曰
大
義
社
曰
義
樓
社
進
高
鄉
所
属
曰
思
齊
社

曰
司
馬
社
曰
東
張
社
曰
東
趙
社
曰
柳
里
社
曰
大
孟

社
曰
春
城
社
曰
新
安
社
進
陽
鄉
所
属
曰
湯
良
社
曰

方
丘
社
曰
西
留
社
曰
降
林
社
曰
雞
黍
社
曰
高
河
社

曰
黃
庄
社
合
義
鄉
所
属
曰
稽
古
坊
曰
羊
山
社
曰
路

地
社
曰
葛
村
社
曰
羊
徐
社
曰
咸
堌
社
曰
魚
垞
社
曰

狄
村
社
曰
斗
門
社
嘉
靖
十
一
年
民
益
迯
亡
復
併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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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二
十
四
里
及
四
十
一
年
逃
亡
尤
甚
併
為
十
二
里
所

存
者
興
禮
坊
西
平
社
白
垞
社
黃
堆
社
大
義
社
思
齊

社
柳
里
社
方
丘
社
東
大
社
雞
黍
社
路
地
社
魚
垞
社

也
見

楊

傳

先

後

舊

志

自

國
朝
定

以
來
休
養
垂
七
十
年
流
亡
久
復
户
版
屢
增

改
闢
改
聚
廬
舍
相
望
如
繁
星
乃
按
十
社
分
東
南
西

北
增
為
五
十
四
方
其
黃
堆
大
義
二
社
併
入
方
内

城
東

三
里
廟
方

和
風
集
方

東
馬
店
方

高
河
店
方

魯
庄
集
方

化
雨
集
方

孟
家
堂
方

大
孟
店
方

思
齊
廟
方

常
鎮
集
方

吕
常
寺
方

霄
雲
寺
方

順
河
集
方

趙
家
口
方

城
南

霍
堌
寺
方

馬
家
集
方

寨
里
集
方

興
隆
集
方

雞
黍
集
方

東
大
觀
方

三
官
廟
方

洛
城
集
方

趙
村
寺
方

司
馬
集
方

巢
垞
寺
方

王
家
廟
方

石
佛
寺
方

韓
汶
店
方

城
西

西
關
方

西
五
里
方

魚
垞
寺
方

路
地
方

葛
村
集
方

石
門
集
方

羊
徐
寺
方

咸
堌
店
方



ZhongYi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鄉
社

十
七

王
成
寺
方

柳
園
村
方

羊
山
集
方

朱
家
店
方

李
家
堂
方

魚
山
舖
方

城
北

北
五
里
方

十
里
舖
方

旛
杆
廟
方

大
義
集
方

安
家
堂
方

新
皇
集
方

孟
家
屯
方

黃
堆
集
方

卜
居
集
方

古

城

方

東

井

方

白
垞
集
方

街
市

大
街
在

縣

門

前

通

西

門

南
北
大
街
通

南

門

新
開
街
在

縣

治

週

圍

新

街
在

縣

學

前

房
街
通

北

門

後
街
通

東

門

城
集

西
關
集
六

八

日

舊

有

東
關
集
六

八

日

舊

有

北
關
集
一

三

日

舊

有

南

關
集
一

三

日

舊

有

房
集
今廢

隅
首
集
今廢

人
皇
集
在

西

關

北

二

七

五

十

日

新

起

靈
鎮
集
在

西

關

南

四

九

日

新

起

鄉
集

高
河
集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舊

廢

今

復

一

六

三

八

日

化
雨
集
俗

名

亁

魚

頭

在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二

七

日

石
佛
集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今

廢

白
垞
集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一

六

日

霄
雲
集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五

日

雞
黍
集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二

七

四

九

日

葛
村

集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四

九

日

司
馬
集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今

廢

大
義
集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二

七

四

九

日

陽
山
集
在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一

六

日

卜
居
集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三

八

日

石
門
集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一

六

日

黃
堆
集
在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二

七

日

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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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集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今

廢

以
上
俱
係
舊
有

興
隆
集
在

城

南

十

八

里

二

八

五

十

日

馬
家
集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一

六

三

八

日

魯

庄
集
在

城

東

十

五

里

二

七

四

九

日

東
馬
集
在

城

南

十

二

里

二

七

四

九

日

金
魚

集
在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一

六

四

九

日

以

其

地

西

則

金

鄉

東

則

魚

臺

故

名

孟
家
集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一

六

四

九

日

蘇
家
集
在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四

九

日

鄧
家
集
在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二

七

五

十

日

趙
家
集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四

九

日

以
上
俱
係
新
剙

按
黃
帝
為
市
而
天
市
垣
有
列
肆
車
肆
帛
度
斗
斛
諸

星
然
利
則
争
故
曰
善
止
亂
者
治
市
金
鄉
道
頗
四
通

農
末
相
資
貿
易
輻
輳
且
各
有
定
期
便
民
也
故
録
於

右
以
示
願
藏
於
市
者
見

舊

志

物
産
附

穀
屬黍

稷

麥

麰

菽

粟

稻

薥
秫

芝
蔴

蕎
麥

薏
苡

蔬
屬薹

菜

菠
菜

芥
菜

芹
菜

白
菜

生
菜

莧
菜

馬
齒

苦
藚

藤
蒿

萵
苣

蘿
蔔

芜
荽

山
藥

芋

甘
露
一

名

玊

環

即

蘘

荷

眉
豆

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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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韭

蒜

薤

茄

藕

瓜
屬絲

瓜

黃
瓜

西
瓜

甜
瓜

菜
瓜

冬
瓜

南
瓜

果
屬桃

杏

李

梅

棗

梨

柿

石
榴

軟
棗

櫻
桃

核
桃

花
紅

沙
果

香
梅

葡
萄

木
屬柳

榆

棗

椿

槐

桑

楊

柘

棠

楮

棟

梧
桐

柏

楸

竹

草
屬莎

茅

蒲

葦

萍

藻

水
葱

蓑
衣
草

花
屬葵

菊

榴

萱

石
竹

月
季

槿

雞
冠

鳯
僊

玊
簪

玫
瑰

薔
薇

迎
春

金
銀
藤

金
盞

牡
丹

芍
藥

龍
爪

臘
梅

海
棠

荷
花

棣
棠

藥
屬桃

仁

杏
仁

牽
牛

兎
絲
子

香
附

車
前
子

半
夏

地
黃

王
不
留
行

槐
角
子

桑
白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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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産

二
十

地
骨
皮

柏
子
仁

酸
棗
仁

商
陸

天
花
粉

瓜
婁
仁

蒲
公
英

地
丁

夏
枯
草

蒼
耳

扁
蓄

大
小
薊

茵
陳

蒺
藜

青
箱
子

蒼
术

蛇
常
子

小
茴
香

艾
葉

浪
蕩
子

莃
薟
草

瓜
蒂

白
芥
子

旱
蓮
子

蘿
蔔
子

益
母
草

牛
膝

薄
荷

紫
蘇
子

蟬
退

山
藥

天
門
冬

麥
門
冬

紅
花

槐
花

遠
志

黃
精

何
首
烏

羽
屬鵞

鴨

雞

鴿

鳩

燕

雀

鷺

鸇

鵲

烏
鴉

鵪
鶉

黄
鸝

布
穀

雉

鸜
鵒

水
鴨

鶴

鷹

毛
屬牛

羊

猪

犬

馬

騾

驢

猫

兎

貛

貉

狐
貍

蝟

鼠

鱗
屬鯉

鮎

鯽

鰷

魴

鰍

鱔

田
雞

介
屬鱉

螺

蝦

蚌

䖝
屬蠶

螬

蚇
蠖

蝎

蝙
蝠

蜻
蜓

科
斗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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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蝴
蝶

蜜
蜂

蛭

蚊

蝉

蟋
蟀

蝦
蟆

蜘
蛛

螻
蟈

蝸
牛

貨
屬絲

檾

棉
花

靛

蜜

綿
布

土
紬

黃
蠟

絹

白
蠟

黃
牛
皮

石
灰

金
鄉
縣
志
卷
二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