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祿

豐

縣

志

卷

之

三

知

禄

豐

縣

事

闗

中

劉

自

唐

纂

輯

藝

文

御

製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贊
并

序

蓋

自

三

才

建

而

天

地

不

居

其

功

一

中

傳

而

聖

人

代

宣

其

蘊

有

行

道

之

聖

得

位

以

綏

猷

有

明

道

之

聖

立

言

以

垂

憲

此

正

學

所

以

常

明

人

心

所

以

不

冺

也

粤

稽

往

緒

仰

遡

前

徵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達

而

在

上

兼

君

師

之

寄

行

道

之

聖

人

也

孔

子

不

得

位

窮

而

在

下

秉

刪

述

之

權

明

道

之

聖

人

也

行

道

者

勲

業

炳

於

一

朝

明

道

者

教

思

周

於

百

世

堯

舜

文

武

之

後

不

有

孔

子

則

學

術

紛

淆

仁

義

湮

塞

斯

道

之

失

傳

也

久

矣

後

之

人

而

欲

探

二

帝

三

王

之

心

法

以

為

治

國

平

天

下

之

準

其

奚

所

取

衷

焉

然

則

孔

子

之

為

萬

古

一

人

也

審

矣

朕

廵

省

東

國

謁

祀

闕

里

景

企

滋

深

敬

摛

筆

而

為

之

贊

曰

清

濁

有

氣

剛

柔

有

質

聖

人

参

之

人

極

以

立

行

著

習

察

舎

道

莫

由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一



維

皇

建

極

維

后

綏

猷

作

君

作

師

垂

統

萬

古

曰

惟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五

百

餘

歲

至

聖

挺

生

金

聲

玉

振

集

其

大

成

序

書

刪

詩

定

禮

正

樂

既

窮

象

繫

亦

嚴

筆

削

上

紹

往

緒

下

示

來

型

道

不

終

悔

秩

然

大

經

百

家

紛

紜

殊

途

異

趣

日

月

無

踰

羹

牆

可

晤

孔

子

之

道

惟

中

與

庸

此

心

此

理

千

聖

所

同

孔

子

之

德

仁

義

中

正

秉

彜

之

好

根

本

天

性

庶

幾

夙

夜

勗

哉

令

圖

遡

源

洙

泗

景

躅

唐

虞

載

歴

庭

除

式

觀

禮

器

摛

筆

仰

贊

心

焉

遐

企

百

世

而

上

以

聖

為

歸

百

世

而

下

以

聖

為

師

非

師

夫

子

惟

師

於

道

統

天

御

世

惟

道

為

寳

泰

山

嚴

巖

東

海

泱

泱

牆

高

百

伋

夫

子

之

堂

孰

窺

其

藩

孰

窥

其

徑

道

不

逺

人

克

念

作

聖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初

四

日

户

部

尚

書

文

華

殿

大

學

士

張

玉

書

奉

勅

敬

書顏

子

贊

聖

道

早

聞

天

資

獨

粹

約

禮

博

文

不

遷

不

貳

一

善

服

膺

萬

經

來

萃

能

化

而

齊

其

樂

一

致

禮

樂

四

代

德

兼

法

備

用

行

舎

藏

王

佐

之

器

曾

子

賛

洙

泗

之

傳

魯

以

得

之

一

貫

日

唯

聖

學

在

茲

明

德

新

民

止

善

為

期

格

致

誠

正

均

平

以

推

至

德

要

道

百

行

所

企

纂

承

統

緒

修

明

訓

辭

子
思
子
賛

於

穆

天

命

道

之

大

原

靜

養

動

察

庸

德

庸

言

以

育

萬

物

以

賛

乾

坤

九

經

三

重

大

法

是

存

篤

恭

慎

獨

成

德

之

門

卷

之

藏

密

擴

之

無

根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孟

子

賛

哲

人

既

萎

楊

墨

昌

熾

子

舆

闢

之

日

仁

日

義

性

善

獨

闡

知

言

養

氣

道

稱

堯

舜

學

屏

功

利

煌

煌

七

篇

並

垂

六

藝

孔

學

攸

傳

禹

功

作

配

康

熙

十

年

月

日

大

學

士

張

玉

書

奉

勅

書

知

縣

宋

之

偉

遵

奉

兩

院

准

部

咨

勒

石

於

大

成

殿

前

欽

頒

曉

示

生

員

卧

碑

順

治

九

年

朝

廷

設

立

學

校

選

取

生

員

免

其

丁

粮

厚

其

廪

饍

設

學

院

學

道

學

官

以

教

之

各

衙

門

以

禮

相

待

全

要

造

成

賢

才

以

供

朝

廷

之

用

諸

生

皆

當

上

報

國

恩

下

立

人

品

所

有

教

條

開

列

於

後

一

生

員

之

家

父

母

賢

智

者

子

當

受

教

父

母

愚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四



鹵

或

有

非

為

者

子

既

讀

書

明

理

當

再

三

懇

告

使

父

母

不

陷

於

危

亡

一

生

員

立

志

當

學

為

忠

臣

清

官

書

史

所

載

忠

清

事

蹟

務

須

互

相

講

究

凡

利

國

愛

民

之

事

更

宜

留

心

一

生

員

居

心

忠

厚

正

直

讀

書

方

有

實

用

出

仕

必

作

良

吏

若

心

術

邪

刻

讀

書

必

無

成

就

為

官

必

取

禍

患

行

害

人

之

心

往

往

自

殺

其

身

當

宜

思

者

一

生

員

不

宜

干

求

官

長

交

結

勢

要

希

圖

進

身

若

果

道

備

德

全

上

天

知

之

必

加

以

福

一

生

員

愛

身

忍

性

凡

有

司

官

衙

門

不

可

輕

入

即

有

切

己

之

事

止

許

家

人

代

告

不

許

干

預

他

人

詞

訟

他

人

亦

不

許

牽

連

生

員

作

證

一

生

員

當

尊

敬

先

生

若

講

說

皆

須

誠

心

聼

受

如

有

不

從

容

再

問

母

妄

行

辯

難

為

師

者

亦

當

盡

心

教

訓

母

致

怠

惰

一

軍

民

一

切

利

病

不

許

生

員

上

書

陳

言

如

有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五



一

言

建

白

以

違

制

論

黜

革

治

罪

一

生

員

不

許

糾

黨

多

人

立

盟

結

社

把

持

官

府

武

斷

鄉

曲

所

作

文

字

不

許

妄

刋

刻

違

者

聼

提

調

官

冶

罪

御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國

家

建

立

學

校

原

以

興

行

教

化

作

育

人

材

典

至

渥

也

朕

臨

馭

以

來

隆

重

師

儒

加

意

庠

序

近

復

慎

簡

學

士

釐

剔

弊

端

務

期

風

教

修

明

賢

才

蔚

起

庶

幾

樸

棫

作

人

之

意

乃

此

來

士

習

未

端

儒

效

罕

著

雖

因

內

外

臣

工

奉

行

未

能

盡

善

亦

由

爾

諸

生

積

錮

己

久

猝

難

改

易

之

故

也

茲

特

親

製

訓

言

再

加

警

飭

爾

諸

生

其

敬

聽

之

從

來

學

者

先

立

品

行

次

及

文

學

學

術

事

功

原

委

有

叙

爾

諸

生

幼

聞

廷

訓

長

列

宮

牆

朝

夕

誦

讀

寗

無

講

究

必

也

躬

修

實

踐

砥

礪

亷

隅

敦

孝

順

以

事

親

秉

忠

貞

以

立

志

窮

經

考

義

勿

雜

荒

誕

之

談

取

友

親

師

悉

化

驕

盈

之

氣

文

章

歸

於

醇

雅

勿

事

浮

華

軌

度

式

於

規

繩

最

防

蕩

軼

子

矜

佻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六



達

自

昔

所

譏

苟

行

止

有

虧

雖

讀

書

無

益

若

夫

宅

心

弗

淑

行

已

多

衍

或

蜚

語

流

言

狹

制

官

長

或

隱

粮

包

訟

出

入

公

門

或

唆

撥

姦

猾

欺

孤

凌

弱

或

招

呼

朋

類

結

社

要

盟

乃

如

之

人

名

教

不

如

容

鄉

黨

弗

齒

縱

倖

脱

裭

扑

濫

竊

章

縫

返

之

於

己

果

能

無

愧

乎

况

乎

鄉

會

科

名

乃

掄

才

大

典

闗

係

尤

鉅

士

子

果

有

真

才

實

學

何

患

困

不

逢

年

顧

乃

標

榜

虚

名

暗

通

聲

氣

夤

緣

詭

通

罔

顧

身

家

又

或

改

竄

鄉

貫

希

圖

進

取

囂

凌

騰

沸

綱

利

營

私

種

種

弊

端

深

可

痛

恨

且

夫

士

子

出

身

之

始

尤

貴

以

正

若

茲

厥

初

拜

獻

便

以

作

姦

犯

科

則

異

時

敗

檢

踰

閑

何

所

不

至

又

安

望

其

秉

公

持

正

為

國

家

獻

猷

樹

績

膺

後

先

疏

附

之

選

哉

朕

用

嘉

惠

爾

等

故

不

禁

反

復

惓

惓

茲

訓

言

到

爾

等

務

共

體

朕

心

恪

遵

明

訓

一

切

痛

加

改

省

爭

自

濯

磨

積

行

勤

學

以

圖

上

進

國

家

三

年

登

造

束

帛

弓

旌

不

特

爾

身

有

榮

即

祖

父

亦

增

光

竉

矣

逢

時

得

志

豈

俟

他

求

哉

若

仍

視

為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七



具

文

玩

愒

勿

儆

毁

方

躍

治

暴

棄

自

甘

則

是

爾

等

冥

頑

無

知

終

不

能

率

教

也

既

負

栽

培

復

干

咎

戾

王

章

具

在

朕

不

能

為

爾

等

寬

矣

自

兹

以

往

內

而

國

學

外

而

直

省

鄉

校

凡

學

臣

師

長

皆

有

司

鐸

之

責

者

並

宜

傳

集

諸

生

多

方

董

勸

以

副

朕

懷

否

則

職

業

弗

修

咎

亦

難

逭

勿

謂

朕

言

之

不

先

也

爾

諸

生

尚

敬

之

哉

建

星

宿

橋

記

萬

曆

甲

寅

按

察

可

袁

茂

英

祿

豐

古

名

甸

白

村

地

邑

舊

無

城

逆

舉

之

難

中

禍

最

烈

維

時

督

撫

周

公

直

指

鄧毛

公

相

繼

經

營

澄

安

民

既

輯

和

因

下

令

成

城

北

西

門

俯

臨

星

宿

河

民

病

涉

復

下

令

成

梁

秋

九

月

告

竣

行

者

慶

塗

居

者

慶

閭

信

非

常

之

願

力

萬

世

之

所

亨

利

也

邑

大

夫

請

記

成

續

余

樂

得

而

書

之

其

詞

曰

維

星

宿

河

水

自

注

仰

呑

四

流

俯

灌

六

趾

是

稱

要

津

實

扼

塹

險

伏

秋

潦

溢

牛

馬

不

辨

祭

璧

嚙

驂

望

洋

興

嘆

至

於

襟

抱

虧

疏

風

氣

蕩

洩

邑

居

勿

寗

民

鮮

固

志

綿

歷

年

所

孰

究

孰

圗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八



皇

帝

御

宇

之

三

十

五

載

此

邦

之

人

遭

逢

陽

九

■

■

嗷

嘑

百

里

焱

駭

井

里

具

燼

河

水

盡

赤

爰

拯

其

墜

爰

治

其

疵

袵

而

席

之

伊

誰

之

赐

流

愷

盪

螫

唯

中

丞

之

钺

凛

霜

濡

露

唯

直

指

之

斧

滌

彼

疵

癘

釀

成

太

和

室

家

胥

慶

人

力

有

餘

爰

命

設

险

為

邦

之

備

爰

作

川

梁

鎻

带

八

區

河

水

湯

湯

矻

石

渠

渠

自

西

徂

東

望

城

如

歸

自

東

徂

西

荷

挿

而

馳

昔

為

流

沙

今

成

膏

腴

昔

為

畏

津

今

成

坦

衢

開

天

之

造

因

地

之

利

順

人

之

情

聚

氣

之

宜

及

臻

厥

成

而

閭

閻

晏

如

也

數

善

具

備

萬

世

賴

之

天

地

無

極

此

橋

虹

蜺

金

城

永

固

此

水

湯

池

三

公

之

功

與

星

宿

昭

回

爰

伐

山

石

刻

之

日

月

彰

示

來

者

俾

知

所

自

題

名

碑

記
崇

禎

縣

令

王

重

綱

凡

郡

縣

皆

立

碑

記

題

名

滇

祿

豐

天

末

萬

里

以

功

名

為

志

者

仕

於

其

地

奉

職

涖

治

抒

聖

天

子

南

顧

之

憂

庶

幾

無

忝

於

禄

位

夫

得

祿

得

位

必

於

禄

位

廵

忝

乃

可

以

得

名

而

題

則

用

傳

不

朽

有

不

思

揚

芳

名

而

自

貽

穢

迹

者

非

情

也

名

而

無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九



題

則

縱

有

召

社

令

名

世

何

傳

焉

粤

稽

禄

豐

乃

古

甸

白

禹

貢

梁

州

域

唐

虞

三

代

漢

唐

時

悉

通

中

華

宋

偶

隔

絕

五

代

高

義

勝

理

厥

地

元

忽

必

烈

取

南

詔

因

稱

禄

豐

設

一

知

一

典

為

縣

制

明

興

一

統

仍

其

舊

縣

當

通

衢

賦

寡

費

繁

漢

彜

雜

處

向

背

叵

測

來

令

斯

邑

而

獲

遷

轉

者

不

數

見

即

如

鄧

石

盧

李

蔡

艾

諸

尹

克

懋

政

績

又

若

蘇

君

死

節

向

君

築

城

邑

人

靡

不

德

之

竟

弗

能

擢

且

乏

紀

名

以

垂

久

也

然

名

在

即

身

弗

擢

庸

何

傷

倘

令

賢

而

名

没

不

幾

同

草

木

腐

耶

綱

西

川

下

土

奉

命

涖

茲

凛

切

禄

位

之

尸

素

為

身

名

辱

冒

昧

三

年

而

考

成

叨

薦

剡

者

丑

恩

綸

封

典

且

濫

被

之

陞

補

粵

平

樂

郡

丞

有

忖

浮

名

之

恥

邑

人

士

夫

復

相

率

詣

上

扳

留

亦

風

俗

人

情

之

厚

優

容

以

居

其

位

亨

其

禄

成

其

名

耳

奚

足

道

哉

幸

免

貽

穢

名

足

矣

從

此

宦

位

高

賢

氣

連

既

轉

必

將

望

重

南

天

名

齊

北

斗

應

徵

召

選

清

華

銘

竹

帛

而

彬

彬

蔚

起

者

寗

有

既

乎

因

備

考

國

初

來

諸

令

尹

之

賢

題

之

無

遗

鳴

呼

名

之

弗

遺

仁

暴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清

污

人

人

得

而

毁

譽

之

可

不

懼

耶

可

徒

竊

禄

擁

位

狃

目

前

而

弗

思

揚

名

於

後

為

榮

於

碑

陰

也

耶

建

修

縣

署

碑

記
康

熙

甲

長

郭

重

光

縣

治

其

來

舊

矣

明

初

建

於

城

内

山

麓

逼

鄰

古

城

隍

祠

被

鳳

逆

火

焉

繼

建

於

城

內

巔

不

無

失

之

太

高

求

其

宅

中

圖

治

未

之

宜

也

嗣

後

涖

茲

土

者

雖

不

乏

賢

尹

大

抵

一

行

作

吏

視

官

如

傳

舎

而

以

當

廢

當

興

委

之

俊

人

多

矣

余

自

壬

寅

冬

驅

車

就

任

後

惟

以

罔

克

盡

厥

職

是

懼

而

當

此

公

署

傾

圮

上

司

停

驂

非

寓

諸

觀

刹

即

舘

之

民

居

殊

■

 

憲

體

難

乎

其

為

上

欲

另

為

創

建

念

此

禄

邑

貧

民

當

兵

燹

頻

仍

後

地

衝

役

繁

城

市

鄉

村

僅

寥

寥

耳

哀

鴻

甫

集

凋

瘵

興

嗟

且

興

工

動

衆

益

不

聊

生

又

築

乎

其

為

下

當

此

两

難

之

時

敢

日

事

非

余

事

哉

用

是

日

夜

憂

思

焦

勞

靡

定

查

得

禄

紳

劉

舊

宅

一

所

居

城

之

中

昔

為

偽

營

房

今

為

養

馬

厩

折

毀

過

半

今

悉

空

間

意

欲

一

舉

兩

善

移

居

此

宅

為

縣

治

既

無

失

高

之

慮

即

以

舊

縣

治

為

行

臺

又

無

另

創

之

煩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一



但

謀

之

余

一

人

未

敢

信

諸

衆

也

詎

亦

質

之

軍

民

皆

善

質

之

耆

老

皆

曰

善

質

之

紳

士

亦

皆

曰

善

遂

爾

詳

請

督撫

兩

部

院

暨

司

道

府

成

俞

■

之

遂

自

捐

俸

以

償

其

價

仍

給

官

房

三

間

與

劉

氏

以

安

其

居

凡

一

應

工

匠

夫

役

悉

余

借

貸

現

給

毫

不

動

之

民

間

經

之

營

之

不

日

之

間

而

縣

治

大

堂

後

堂

大

門

併

六

房

書

舎

土

地

神

祠

次

第

告

成

併

行

臺

亦

井

井

可

觀

安

上

全

下

公

私

兩

便

雖

不

敢

謂

完

矣

美

矣

而

規

模

大

備

所

謂

宅

中

圖

冶

終

馬

■

臧

者

其

在

斯

歟

自

今

以

始

鳴

琴

者

於

斯

製

錦

者

於

斯

躋

公

堂

而

紹

眉

壽

者

亦

於

斯

而

政

未

有

艾

也

余

不

敏

視

事

將

近

兩

期

敢

云

堪

垂

永

久

而

以

自

居

其

功

哉

但

居

一

日

之

官

即

盡

一

日

之

事

斷

不

敢

視

官

如

傳

舎

而

以

當

廢

當

興

委

之

他

人

云

爾

所

有

捐

價

營

建

偹

數

並

鐫

於

石

一

經

费

本

縣

自

捐

房

價

併

另

買

民

間

空

房

磚

瓦

木

植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二



工

匠

通

共

捐

過

銀

五

百

三

十

五

兩

五

錢

二

分

路

溪

屯

分

水

碑

記

康

熙

庚

午

丁

宗

閔

縣

正

堂

丁

為

羣

虎

絶

命

祈

天

急

救

倒

懸

事

案

據

署

縣

令

夏

申

詳

本

縣

中

屯

路

溪

軍

民

舖

堡

莊

民

李

槐

潘

濶

等

連

名

互

爭

水

利

一

案

遵

奉

本

府

羅

批

行

轉

奉

粮

道

孔

布

政

司

于

批

查

兩

屯

水

利

務

令

上

下

均

沾

本

縣

躬

親

踏

勘

大

小

龍

泉

乃

天

地

自

然

之

利

議

以

路

溪

弓

兵

等

村

田

近

龍

泉

而

地

勢

頗

高

斷

令

十

日

之

內

輪

放

七

晝

夜

中

屯

蔣

家

山

等

五

村

田

逺

龍

泉

而

地

勢

稍

卑

斷

令

十

日

之

內

輪

放

三

日

書

夜

其

詳

蒙

批

如

詳

勒

石

遵

守

在

案

何

路

溪

民

潘

洛

等

復

以

奔

天

斧

斷

等

詞

誑

聳

總

督

范

廵

撫

王

批

行

本

府

會

同

中

軍

龔

審

得

潘

洛

等

欲

行

獨

佔

龍

泉

涓

滴

不

與

中

屯

殘

忍

刻

薄

極

矣

具

詳

兩

院

蒙

總

督

范

批

三

七

定

議

已

公

應

永

為

遵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三



守

仰

即

飭

令

勒

石

以

絶

曲

防

以

敦

鄰

睦

又

蒙

廵

撫

王

批

如

詳

行

繳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轉

奉

本

府

信

牌

行

縣

勒

石

等

因

奉

此

本

縣

遵

即

勒

石

遵

守

自

後

每

年

元

旦

黎

明

為

始

路

溪

弓

兵

等

村

連

放

七

晝

夜

至

初

八

日

黎

明

為

始

中

屯

蒋

家

山

等

五

村

連

放

三

晝

夜

照

此

輪

流

週

而

復

始

倘

遇

小

建

連

放

三

日

七

日

之

額

不

拘

初

一

初

八

之

期

庶

歲

上

下

均

平

普

被

泉

源

美

利

兩

屯

田

畝

無

此

豐

彼

嗇

之

虞

兩

屯

人

民

亦

無

曲

防

盗

决

之

闘

爭

端

永

息

鄰

里

常

和

豈

不

相

親

相

愛

共

樂

堯

舜

蕩

平

之

世

哉

用

鐫

諸

石

各

宜

恪

遵

永

守

母

得

故

違

取

究

嚴

禁

賃

房

不

令

婚

丧

示
康

熙

辛

未

廵

撫

王

為

嚴

禁

賃

房

不

令

婚

喪

特

立

勸

懲

之

法

大

破

邊

方

惡

習

事

照

得

民

間

築

室

以

居

多

在

温

飽

之

家

而

赤

漢

窮

丁

每

每

賃

房

棲

止

喜

慶

於

斯

离

丧

亦

於

斯

彼

得

其

租

此

獲

其

安

貧

富

兩

有

便

益

凡

各

省

人

民

無

處

不

然

誠

天

下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四



之

通

例

也

不

圖

滇

省

有

房

之

家

惡

習

相

沿

將

房

賃

人

遇

有

婚

丧

以

為

不

祥

逼

移

門

外

不

令

入

門

弔

賀

甚

至

婦

人

臨

產

於

空

園

荒

野

之

區

結

茅

棲

息

彌

月

方

始

回

家

以

至

污

穢

不

潔

之

身

露

宿

日

星

照

臨

之

下

干

天

和

而

觸

神

怒

不

祥

莫

甚

於

此

且

貧

富

何

常

之

有

今

之

賃

房

與

人

者

不

數

年

間

未

必

不

轉

而

賃

人

之

房

設

身

處

地

其

能

堪

此

乎

如

謂

拘

於

陰

陽

之

說

初

不

聞

有

此

等

陰

陽

易

日

積

善

必

有

餘

慶

不

善

必

有

餘

殃

古

訓

昭

然

萬

世

不

易

誠

有

賢

紳

衿

首

先

表

率

力

挽

頽

風

俾

逺

近

觀

感

聼

從

賃

房

窮

民

婚

丧

得

盡

其

禮

臨

産

不

致

暴

露

去

不

祥

以

為

祥

真

陰

陽

之

大

可

憑

者

慎

母

再

惑

邪

說

自

處

愚

蒙

而

罹

不

祥

本

都

院

燭

理

最

真

用

心

最

恕

固

欲

使

賃

房

者

得

所

亦

欲

使

有

房

者

獲

益

並

非

偏

愛

窮

民

遵

則

有

獎

違

則

有

儆

特

立

勸

懲

務

破

惡

習

合

行

出

示

嚴

禁

為

此

示

仰

滇

屬

各

府

州

縣

官

紳

衿

耆

鄉

保

軍

民

人

等

知

悉

嗣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五



後

凡

將

本

家

房

屋

出

賃

他

人

聼

從

凶

丧

喜

慶

臨

産

等

項

母

得

仍

惑

邪

說

逼

勒

搬

移

致

使

窮

民

苦

累

自

罹

天

譴

如

出

示

之

後

有

能

懍

遵

者

首

先

創

率

該

地

方

官

查

明

如

係

紳

衿

給

匾

民

人

賞

以

花

紅

用

勸

良

善

仍

即

具

文

申

報

如

抗

玩

不

遵

查

有

實

據

者

該

地

方

官

係

紳

衿

報

請

参

革

民

人

責

四

十

板

枷

號

一

月

以

懲

為

富

不

仁

倘

地

方

官

奉

行

不

力

視

若

故

紙

辜

本

都

院

維

風

善

俗

至

意

查

出

定

以

溺

職

題

参

均

宜

省

悟

母

蹈

故

轍

慎

之

特

示

重

修

星

宿

橋

碑

記
康

熙

辛

未

年

潘

司

于
三
賢

余

奉

天

子

命

屏

翰

滇

南

綏

馭

荒

服

凡

闗

政

冶

之

要

靡

不

殫

心

區

畫

仰

佐

澄

清

之

至

意

其

間

有

因

革

損

益

舉

廢

興

墜

數

百

年

而

不

易

者

尤

鰓

鰓

馬

日

厪

諸

懷

雲

南

府

屬

之

禄

豐

縣

郭

外

有

橋

日

星

宿

水

之

發

源

最

逺

一

自

罹

次

流

入

一

自

武

定

灌

注

二

水

滙

合

而

奔

騰

淜

湃

勢

不

可

遏

橋

梁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六



跨

於

驚

濤

湍

激

之

中

嵗

月

既

久

其

不

至

於

傾

圮

者

幾

希

庚

午

季

夏

霪

雨

連

綿

洪

水

陡

發

橋

被

冲

坍

隨

擄

丁

令

報

聞

余

思

是

橋

為

迤

西

孔

道

羽

書

絡

繹

行

旅

往

來

莫

不

經

此

令

一

旦

隔

岸

相

呼

褰

裳

莫

濟

豈

為

政

者

所

可

沙

漠

視

哉

但

慮

功

大

而

費

不

給

蒙

制

憲

范

撫

憲

王

提

督

諾

各

捐

俸

修

葺

余

會

同

臬

司

許

粮

道

張

永

昌

道

畢

提

學

道

吳

楚

雄

鎭

何

永

順

镇

偏

鶴

麗

鎮

林

洱

海

参

將

郎

共

捐

以

勸

其

事

以

及

迤

西

郡

守

邑

令

莫

不

踴

躍

捐

助

因

檄

發

丁

令

鳩

匠

採

石

刻

期

興

工

橋

濶

四

丈

長

二

十

九

丈

工

始

於

庚

午

之

冬

告

竣

辛

未

之

夏

不

勞

民

力

不

廢

公

帑

而

橋

以

成

從

此

往

來

無

病

涉

之

患

矣

遵

奉

憲

行

命

余

記

其

事

以

誌

無

緩

夫

事

之

利

於

一

二

人

其

利

未

溥

安

足

登

諸

貞

民

事

之

利

於

千

萬

人

而

又

昭

垂

永

久

者

是

可

記

也

余

因

記

其

事

而

系

之

銘

曰

橋

名

星

宿

上

合

穹

窿

雲

漢

為

章

煥

乎

彩

虹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七



凌

虗

架

嶪

聳

峙

飛

空

周

道

如

砥

襟

带

西

東

車

書

岡

阻

永

奠

蛟

宫

王

政

所

重

輿

梁

克

崇

康

莊

西

達

萬

世

之

功

嚴

禁

告

找

告

贖

示

康

熙

壬

申

廵

撫

王

為

嚴

禁

找

價

陋

習

并

論

立

時

税

契

過

割

以

安

民

業

事

照

得

田

地

房

屋

乃

民

間

恒

産

典

賣

各

有

不

同

典

則

原

價

取

贖

賣

則

永

逺

為

業

均

應

税

契

過

割

查

律

開

典

賣

田

宅

不

稅

契

者

笞

五

十

仍

追

契

內

田

宅

價

錢

一

半

入

官

不

過

割

者

一

畝

至

五

畝

笞

四

十

每

五

畝

加

一

等

不

過

割

之

田

入

官

等

語

立

法

綦

嚴

一

勞

永

逸

而

必

欲

明

知

故

犯

耶

今

滇

省

查

買

主

置

産

之

後

竟

不

稅

契

過

割

乃

經

年

累

月

任

意

廷

隱

且

時

有

不

同

價

豈

劃

一

有

等

奸

頑

買

主

於

貴

時

置

産

待

家

貧

轉

鬻

而

價

已

較

賤

不

照

時

價

出

賣

惟

向

原

主

逼

勒

原

價

取

贖

爭

訟

不

休

更

有

無

賴

賣

主

所

賣

田

宅

業

照

時

價

收

受

或

借

婚

丧

無

措

或

托

負

欠

債

莫

償

一

而

再

再

而

三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八



叠

找

無

饜

甚

至

時

移

物

換

産

經

數

手

尚

指

錢

粮

不

納

控

官

勒

賠

在

地

方

官

惟

以

錢

粮

為

闗

考

成

節

外

生

枝

勢

壓

枉

斷

買

主

欲

訴

無

門

亦

以

錢

粮

重

大

只

得

隱

忍

受

屈

變

鬻

完

官

積

習

成

風

大

為

民

害

除

已

往

免

究

并

通

行

勒

石

永

禁

外

合

行

出

示

禁

諭

為

此

示

仰

撫

屬

官

吏

軍

民

人

等

知

悉

嗣

後

凡

民

間

田

地

房

屋

除

典

者

各

聽

原

價

取

贖

外

其

賣

買

已

定

之

産

買

主

立

時

過

割

入

甲

持

契

上

税

請

頒

契

尾

永

逺

為

業

不

得

遲

延

逾

月

及

貴

時

所

買

至

賤

時

勒

令

原

主

取

贖

在

賣

主

尤

不

許

額

外

找

價

並

過

割

明

白

之

産

誣

指

錢

粮

不

完

架

詞

凟

控

如

敢

故

違

許

被

害

之

人

據

實

稟

報

定

將

不

税

契

過

割

者

按

律

重

懲

嚴

追

産

價

入

官

將

逼

勒

原

主

貴

價

取

贖

並

找

價

誣

控

者

重

責

四

十

板

枷

號

一

月

倘

銀

入

己

照

詐

賍

從

重

治

罪

積

習

務

在

永

除

如

地

方

官

濫

准

告

找

詞

狀

定

行

一

併

参

究

决

不

輕

貸

各

宣

凛

遵

母

自

貽

戚

特

示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十
九



重

修

學

署

碑

記

康

熙

乙

亥

訓

導

萬

崇

義

儒

學

萬

為

懇

恩

崇

師

儒

以

培

學

校

事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正

月

十

九

日

承

准

本

縣

牃

奉

本

府

信

牌

轉

奉

布

政

司

憲

牌

奉

督撫

兩

院

批

據

本

司

呈

詳

據

雲

南

府

詳

稱

學

署

久

壤

艱

修

請

以

空

間

舊

縣

署

改

為

學

署

缘

由

該

本

司

察

看

得

學

官

衙

舎

原

為

師

生

啟

廸

之

所

難

容

倒

壞

傾

頹

茲

據

雲

南

府

詳

祿

邑

學

署

年

久

倒

壞

學

官

修

葺

無

資

查

舊

縣

署

一

所

空

閒

日

久

請

改

為

學

署

緣

由

前

來

本

司

覆

查

學

署

既

經

倒

壞

工

程

浩

繁

難

以

一

時

興

修

茲

據

詳

以

空

間

之

舊

縣

署

改

為

學

官

之

衙

署

誠

為

妥

便

該

學

官

自

行

修

葺

不

許

借

名

派

累

致

干

揭

参

可

也

應

否

俯

■

伏

候

憲
裁

批

示

轉

行

遵

照

施

行

等

因

詳

奉

署

總

督

王

批

如

詳

行

母

許

派

累

干

咎

仍

候

撫

都

院

批

示

繳

奉

此

又

奉

廵

撫

王

批

如

詳

行

不

得

派

累

干

咎

仍

候

督

部

院

批

示

繳

等

因

批

司

行

府

仰

縣

牒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十



學

遵

照

批

行

事

理

即

將

舊

縣

署

改

為

學

署

自

行

捐

貲

修

葺

永

久

居

住

母

得

借

名

派

累

之

等

因

承

此

除

遵

奉

捐

貲

修

理

居

住

外

所

有

奉

行

改

署

緣

由

相

應

勒

石

以

垂

永

久

須

至

立

石

者

重

修

文

廟

建

堂

祠

碑

記

康

熙

己

卯

萬

崇

義

聖

人

之

道

與

天

地

参

聖

人

之

祠

亦

與

天

地

等

是

以

上

自

天

子

下

而

王

公

侯

伯

卿

尹

大

夫

令

宰

莫

不

遵

崇

凡

見

諸

政

教

典

禮

有

一

不

合

聖

人

之

道

則

為

不

經

故

聖

人

之

道

日

流

行

於

霄

讓

間

如

日

月

經

天

江

河

振

地

被

其

照

臨

沐

其

教

澤

千

古

一

轍

今

我

皇

上

重

其

道

因

重

其

祀

首

自

京

畿

外

而

十

五

省

府

州

縣

衛

立

學

宫

以

奉

祀

先

師

道

在

則

然

也

禄

豐

縣

明

初

無

廟

學

附

安

寗

州

庠

迨

隆

慶

年

間

邑

飲

賓

王

昱

子

逵

叩

謁

代

廵

白

公

願

捐

貲

創

文

明

書

院

以

祀

夫

子

公

嘉

其

義

具

流

题

請

學

始

建

第

邑

無

志

創

始

之

詳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一



弗

能

深

考

謹

按

通

志

廟

學

在

縣

冶

東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建

後

屢

遷

不

一

地

本

朝

康

熙

十

二

年

縣

尹

郭

廸

階

復

遷

西

山

舊

址

云

今

之

復

經

營

而

創

葺

者

即

郭

公

所

遷

地

也

先

是

郭

公

自

北

廠

遷

神

主

時

移

正

殿

大

成

門

構

啟

聖

宫

僉

樂

舞

生

創

東

西

兩

廡

工

方

興

郭

公

以

擢

太

守

遽

去

齋

廪

周

定

鼎

劉

惲

等

移

文

昌

官

祠

於

殿

側

越

數

年

有

旨

勅

修

學

訓

導

董

天

工

通

學

生

員

王

绳

武

等

補

葺

圮

壤

頗

著

勤

勞

功

未

成

而

止

明

倫

堂

及

應

附

各

祠

均

未

暇

及

也

二

十

餘

年

之

間

風

雨

飄

摇

芻

牧

躁

踐

荆

榛

滿

目

頽

乎

若

敗

刹

然

義

補

鐸

斯

邑

拜

於

糞

土

中

不

禁

慨

然

太

息

有

復

興

之

志

而

力

未

逮

會

曲

靖

郡

丞

蔡

公

來

攝

縣

去

之

日

留

銀

二

十

金

繼

而

永

寧

司

馬

徐

奉

攝

祿

邑

義

清

夜

思

維

廟

之

已

壞

者

日

就

傾

頽

未

建

者

終

成

闕

畧

修

學

雖

有

司

事

然

既

忝

學

職

敢

以

無

米

之

炊

自

諉

耶

亟

請

於

徐

公

公

欣

然

樂

其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二



請

且

為

之

首

倡

捐

貲

不

次

自

是

鳩

工

庀

材

拓

地

展

土

於

乙

亥

冬

臘

興

作

先

築

圍

牆

一

週

以

正

規

勢

以

嚴

啟

閉

然

後

繕

修

正

殿

兩

廡

大

成

門

啟

聖

宫

造

神

座

供

桌

腐

者

易

之

缺

者

增

之

丹

堊

內

外

彩

繪

榱

題

漸

形

輪

奐

一

時

邑

之

人

士

觀

者

如

堵

復

於

廟

右

又

新

建

明

倫

三

楹

大

門

三

楹

移

文

昌

宫

於

廟

左

別

爲

一

祠

前

建

魁

星

閣

一

座

東

屋

下

建

厨

室

二

楹

西

廡

下

建

齊

宿

房

二

楹

門

北

建

名

宦

祠

三

楹

門

南

建

鄉

賢

祠

三

楹

牮

補

石

坊

一

架

凡

祭

器

樂

器

以

及

桌

几

錡

釜

等

從

此

具

備

惟

是

丹

墀

無

磚

徑

道

無

石

前

甬

壁

以

肅

觀

瞻

祠

無

門

窗

以

避

風

雨

財

力

竭

矣

旁

皇

罔

措

幸

本

縣

太

尹

王

公

新

履

任

竭

廟

之

餘

見

功

未

就

即

解

囊

金

三

十

金

俾

終

厥

事

遂

復

採

石

啟

窑

數

月

乃

獲

告

竣

經

始

於

乙

亥

季

冬

落

成

於

戊

寅

仲

春

歷

二

年

所

是

役

也

首

事

則

蔡

公

之

晋

銀

功

始

一

簣

也

繼

則

學

憲

張

公

之

捐

助

徐

公

之

劻

勷

不

懈

見

善

如

不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三



及

勉

強

而

行

之

者

也

終

則

王

公

之

多

金

贊

成

勇

於

為

義

以

成

人

之

美

也

一

舉

而

三

善

備

焉

皆

有

合

於

聖

人

之

道

抑

亦

夫

子

在

天

之

靈

乎

至

於

夫

役

則

贊

政

楊

公

浩

之

功

居

多

督

工

則

子

衿

金

鼎

重

等

餘

人

悉

裹

粮

視

事

司

出

入

計

費

則

弟

子

員

毛

翽

束

瀚

羅

維

城

三

人

不

輕

用

一

錢

不

糜

廢

一

物

羣

英

盡

瘁

以

故

事

半

功

倍

馬

自

今

以

始

禄

庠

子

衿

輩

入

廟

駿

奔

樂

奏

六

成

歌

三

獻

俎

豆

燦

列

粢

醴

維

馨

煌

煌

典

則

郁

郁

可

觀

完

矣

美

矣

此

聖

人

之

言

也

余

亦

學

聖

人

之

道

體

聖

人

居

室

之

心

庻

幾

不

大

謬

歟

乃

若

山

秀

垂

蓮

河

濚

環

帶

地

靈

人

傑

之

說

此

堪

輿

家

言

姑

不

具

論

惟

冀

後

之

鐸

斯

邑

者

恒

加

修

飾

勿

致

大

敞

以

垂

永

久

其

廟

中

未

竟

之

緒

踵

事

增

華

端

以

俟

夫

後

之

君

子

所

有

捐

助

姓

氏

工

費

數

月

載

諸

碑

陰

是

為

記

詭

寄

濫

免

碑

記
康

熙

庚

辰

縣

令

王

毓

奇

縣

正

堂

王

為

詭

寄

濫

免

困

累

窮

民

清

釐

户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四



役

以

均

勞

逸

事

奉
總

督

王

廵

撫

石

批

據

本

縣

詳

據

闔

縣

軍

民

周

輔

韓

文

廣

馬

之

吉

等

訴

前

事

詞

稱

竊

惟

祿

豐

一

蝸

小

邑

地

瘠

民

貧

苦

遭

兵

燹

力

竭

髓

枯

幸

蒙

皇

恩

軫

恤

民

艱

加

意

撫

綏

其

秋

税

條

糧

遵

照

全

書

完

納

所

最

苦

者

唯

徭

役

公

件

一

項

有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來

照

粮

應

差

猶

難

措

辦

近

來

漸

次

缩

額

窮

民

受

加

倍

之

累

紳

衿

享

無

役

之

田

屢

奉

上

憲

示

禁

不

許

紳

衿

衙

役

濫

免

差

徭

貽

累

窮

民

詎

知

鄉

約

排

年

諸

人

竟

自

作

弊

狥

情

民

受

啞

苦

昨

蒙

署

任

徐

太

老

爺

稔

知

民

困

着

令

鄉

約

開

造

影

射

濫

免

之

户

册

不

果

適

遇

回

任

册

本

徒

存

墨

跡

未

乾

仍

然

隱

抗

今

幸

福

星

臨

縣

真

雲

開

見

日

伏

乞

催

造

各

村

粮

冊

追

查

影

射

濫

免

之

弊

以

甦

窮

民

貽

累

之

苦

恩

同

再

造

矣

等

情

各

連

名

具

訴

到

縣

據

此

本

縣

查

看

得

粮

從

田

辦

役

從

粮

生

朝

廷

原

屬

大

公

至

正

之

事

初

無

偏

累

乎

小

民

也

目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五



紳

衿

有

優

免

本

身

丁

差

之

例

亦

國

家

待

士

隆

恩

令

與

齊

民

微

有

分

別

耳

故

未

嘗

免

及

地

畝

也

其

如

豪

家

世

族

從

而

因

緣

為

奸

詭

計

冒

免

以

致

衙

役

奸

僧

乞

恩

濫

免

廷

及

諸

邑

人

等

借

名

躲

閃

於

是

田

連

阡

陌

者

坐

享

漏

役

之

膏

田

不

敷

畝

者

有

重

難

貽

累

之

费

日

復

一

日

而

貧

民

殆

不

堪

命

矣

若

祿

邑

者

昔

名

甸

白

村

是

以

村

而

為

縣

者

也

蕞

爾

一

區

民

人

凋

瘠

且

復

路

當

孔

道

途

衝

九

府

往

來

如

織

供

億

浩

繁

差

徭

之

費

倍

於

他

邑

窮

黎

困

苦

真

莫

有

如

祿

豐

者

本

縣

赴

任

以

來

見

其

應

差

應

役

率

皆

鳩

形

鵠

靣

之

人

衣

不

蔽

體

環

訴

盈

庭

泣

涕

如

雨

咸

稱

詭

寄

濫

免

攤

害

窮

民

查

其

邑

户

户

不

满

千

稽

其

邑

田

田

僅

四

百

餘

頃

良

田

美

地

半

入

紳

衿

衙

役

之

家

差

徭

不

出

安

坐

自

肥

視

貧

民

之

拕

肉

醫

瘡

任

縣

令

之

顧

此

失

彼

何

其

違

功

令

而

悖

憲

章

若

此

其

甚

也

夫

紳

衿

朝

夕

誦

讀

不

知

律

例

為

何

書

衙

役

日

在

公

門

應

亦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六



稍

知

法

例

何

悖

法

無

忌

亦

與

紳

士

從

同

誠

不

可

解

也

查

順

治

十

四

年

四

月

內

臺

臣

馬

题

為

釐

剔

優

免

夙

弊

以

甦

民

困

一

疏

內

稱

紳

衿

優

免

或

一

人

而

免

數

十

丁

以

一

户

而

免

千

百

户

甚

至

包

攬

姻

親

受

人

投

靠

概

入

己

户

竟

不

循

例

當

差

貽

害

小

民

以

後

地

丁

等

項

盡

皆

除

去

所

有

地

畝

無

論

多

寡

悉

照

民

間

則

例

均

平

分

派

里

甲

當

差

勞

共

而

逸

亦

共

等

因

部

議

此

項

優

免

地

粮

人

丁

係

俸

薪

之

外

自

一

品

官

以

下

至

雜

職

生

員

吏

丞

止

免

本

身

丁

徭

將

丁

粮

悉

應

停

免

等

因

具

题

通

行

在

案

又

查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七

月

內

户

部

覆

山

東

廵

撫

佛

疏

稱

第

一

累

民

之

事

莫

如

賦

役

不

均

紳

衿

貢

監

户

下

地

畝

■

子

弟

族

户

免

其

雜

差

一

應

差

徭

獨

累

小

民

承

當

而

富

豪

之

家

田

連

阡

陌

不

應

差

傜

遂

有

奸

猾

百

姓

欲

圖

避

役

將

地

畝

詭

寄

紳

衿

貢

監

户

下

隱

避

躲

閃

而

衙

役

兵

丁

效

尤

免

差

者

有

之

甚

至

彼

州

縣

之

紳

衿

諸

色

人

等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七



立

籍

本

縣

濫

免

以

一

人

而

幾

處

立

户

更

有

紳

衿

諸

色

人

等

包

攬

詭

寄

私

收

代

納

盡

入

私

囊

官

民

皆

累

一

邑

之

地

半

在

紳

衿

諸

色

人

等

户

下

止

餘

一

半

民

户

以

一

半

之

民

當

全

邑

之

差

以

致

小

民

日

就

窮

困

請

照

欺

隱

地

畝

自

守

免

罪

之

例

各

具

並

無

詭

寄

甘

結

以

後

紳

衿

諸

色

人

等

地

畝

與

民

一

例

當

差

庶

積

弊

清

而

小

民

得

免

偏

枯

之

累

等

因

具

題

部

覆

奉

旨

依

議

通

行

在

案

遵

此

而

行

則

是

紳

衿

舉

貢

止

免

本

身

丁

徭

而

外

自

應

與

民

一

例

當

差

也

明

矣

煌

煌

功

今

孰

敢

不

遵

何

乃

祿

邑

彈

丸

之

地

敢

於

顯

肆

違

悖

以

地

畝

計

之

十

分

之

六

七

多

入

於

紳

衿

諸

色

人

等

之

户

止

餘

三

四

分

之

貧

民

以

當

一

邑

之

差

徭

偏

枯

不

均

窮

民

貽

累

莫

甚

於

此

母

怪

乎

周

輔

韓

文

廣

馬

之

吉

等

之

紛

紛

具

控

涕

零

哀

戚

日

■

公

庭

而

不

已

也

夫

以

朝

廷

之

大

德

深

仁

時

厪

民

隱

而

各

憲

之

承

流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八



宣

化

念

切

民

依

均

由

减

富

剔

弊

懲

奸

惟

恐

一

夫

失

所

本

縣

敢

不

以

憲

心

為

心

乎

若

見

貧

民

而

不

知

恤

民

困

而

不

知

甦

有

弊

不

鳌

因

循

怠

忽

必

致

窮

黎

迯

徙

國

課

有

虧

不

幾

有

負

職

守

而

虚

憲

懷

乎

本

縣

所

以

懍

遵

功

令

仰

體

憲

哀

不

恤

人

言

不

避

嫌

怨

着

令

四

鄉

鄉

總

排

年

挨

户

逐

名

開

列

地

畝

數

目

造

具

清

册

與

民

一

例

當

差

又

遵

例

出

示

屢

加

勸

道

近

亦

稍

知

國

法

難

違

具

結

到

案

但

積

習

相

沿

一

時

興

釐

人

心

未

盡

誠

服

非

藉

憲

臺

霜

威

恐

日

後

不

肖

之

人

借

名

更

張

未

必

不

遵

行

而

無

弊

也

伏

乞

憲

臺

鈞

批

嚴

飭

垂

之

久

逺

而

蒼

赤

窮

黎

盡

戴

生

成

於

世

世

矣

緣

係

清

查

詭

寄

濫

免

事

理

本

縣

未

敢

擅

便

便

應

候

憲

裁

等

因

通

詳

奉

督

部

院

批

仰

雲

布

政

司

覆

核

議

報

繳

奉

此

又

奉

撫

都

院

批

示

繳

等

因

批

司

行

府

仰

縣

備

詳

到

府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二
九



本

府

查

得

詭

粮

差

違

例

濫

免

久

奉

各

憲

嚴

查

令

紳

衿

吏

役

與

齊

民

一

例

當

差

檄

示

告

誡

不

啻

再

四

而

各

屬

懍

遵

每

於

年

終

具

結

申

報

在

案

何

禄

豐

一

邑

既

屬

彈

丸

又

當

孔

道

猶

然

濫

免

貽

累

窮

黎

總

之

正

署

幾

更

頭

人

得

以

滋

弊

今

該

縣

蒞

任

方

新

能

清

積

錮

均

徭

甦

累

誠

為

可

嘉

應

如

所

議

飭

禁

令

該

縣

勸

諭

紳

衿

諸

色

人

等

将

一

應

粮

差

照

例

均

當

如

有

怙

終

不

悛

仍

前

抗

違

影

射

者

一

經

發

覺

按

例

究

擬

詳

報

可

也

相

應

詳

候

憲

裁

等

因

詳

司

轉

詳

督撫

兩

院

奉

督

部

院

批

如

詳

行

令

遵

照

倘

有

豪

強

奸

猾

之

輩

抗

違

阻

撓

即

令

地

方

官

據

實

指

名

詳

報

以

憑

察

究

仍

候

撫

都

院

批

示

繳

奉

此

又

奉

撫

都

院

批

如

詳

轉

飭

遵

照

仍

候

督

部

院

批

示

繳

等

因

批

司

行

府

仰

縣

遵

照

備

奉

憲

行

事

理

即

便

飭

知

紳

衿

諸

色

人

等

一

應

粮

差

照

例

均

當

刋

立

未

榜

曉

諭

永

遵

倘

有

豪

強

奸

猾

之

輩

抗

違

阻

撓

者

立

即

詳

報

本

府

以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十



憑

轉

詳

究

處

母

得

有

違

奉

此

先

奉

粮

儲

道

張

署

布

政

司

粮

儲

道

張

按

察

使

司

崔

驛

鹽

道

于

本

府

正

堂

張

各

批

行

到

縣

奉

此

合

行

刋

榜

永

禁

為

此

示

仰

縣

轄

紳

士

軍

民

諸

色

人

等

知

悉

嗣

後

一

應

差

徭

照

粮

均

當

勿

得

抗

撓

倘

敢

怙

终

不

悛

蹈

轍

故

違

立

即

指

詳

重

究

决

不

稍

寬

各

宜

永

遵

勿

忽

石

雲

菴

記

康

熙

癸

未

王

毓

竒

余

不

敢

日

山

水

癖

亦

不

能

有

山

水

緣

然

每

逢

翠

巘

連

連

雲

流

泉

注

壑

神

輒

往

焉

祿

豐

為

滇

西

衝

邑

學

宫

城

郭

半

榛

半

蕪

驛

館

郵

亭

或

廢

或

缺

計

自

丙

子

出

宰

時

草

創

經

營

飭

諸

未

備

其

時

即

欲

求

山

水

之

緣

遂

山

水

之

癖

而

山

水

反

俗

吏

笑

余

也

越

歲

如

省

見

夫

石

雲

茶

菴

之

後

林

木

蓊

蔚

怪

石

嶙

峋

空

翠

欲

滴

進

菴

人

問

之

羣

曰

是

山

也

舊

名

聚

風

臺

久

埋

林

莽

中

有

二

匞

蛇

出

沒

余

意

惘

然

遂

不

再

問

馬

迨

癸

未

正

月

余

以

民

訟

詣

鄉

暫

憇

菴

門

而

菴

後

之

景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一



猛

切

於

懷

遂

從

僧

舎

後

披

榛

循

微

徑

以

進

竹

嶼

聞

水

聲

潺

瀉

再

行

而

水

濶

橋

摧

不

可

渡

矣

因

給

錢

囑

僧

橋

之

歸

而

橋

成

尋

幽

披

勝

心

目

軒

軒

枕

石

門

带

宿

水

老

樹

寒

潭

蒼

藤

削

壁

之

狀

殆

亦

天

然

畫

軸

也

爱

觧

囊

金

相

其

折

磴

危

岡

而

布

置

焉

斜

欄

上

之

浮

水

一

楹

榜

日

虚

舟

以

虚

應

世

也

紆

回

數

十

武

為

池

如

半

月

形

遇

圓

成

壁

也

磴

石

之

亭

曰

卧

雲

志

高

潔

也

石

之

中

峰

舊

為

大

士

閣

新

俸

以

像

鐫

曰

清

凈

身

紀

靈

異

也

下

結

不

夏

亭

鑿

一

池

引

流

為

洗

翬

所

復

折

其

水

下

灌

於

河

沼

流

觴

嘯

月

而

歌

風

柳

子

謂

潑

地

皆

機

矣

然

總

臨

之

以

褉

飲

軒

謂

此

山

幽

韻

更

宜

於

春

當

政

暇

時

與

士

民

遊

覽

采

芳

蠲

潔

酒

洌

香

泉

共

亨

太

平

樂

事

於

是

不

三

月

而

落

成

斯

時

也

山

水

遂

許

余

以

有

缘

而

余

亦

竟

成

山

水

癖

也

然

余

亦

有

感

焉

蘭

亭

椊

澤

瞬

息

丘

墟

事

之

興

廢

又

何

常

哉

惟

天

地

為

不

朽

而

惟

人

於

中

能

成

其

不

朽

我

知

石

雲

菴

之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二



石

固

無

恙

雲

亦

無

恙

至

風

軒

雨

樹

久

不

可

支

後

之

賢

侯

與

鄉

人

士

登

斯

勝

景

而

更

為

葺

之

增

之

使

山

水

終

有

靈

馬

當

非

徒

醉

石

眠

雲

癖

於

山

水

為

也

是

為

序

桂

香

閣

碑

記
康

熙

庚

辰

縣

令

王

毓

竒

余

承

乏

兹

土

歴

四

載

於

茲

矣

夙

夜

黾

皇

求

所

以

安

民

生

而

厚

風

俗

者

餘

不

暇

及

也

惟

從

簿

書

之

暇

缅

想

學

道

愛

人

之

訓

輒

悠

然

有

感

於

懷

且

祿

邑

雖

小

子

弟

田

疇

依

然

在

也

愿

而

農

者

肆

力

於

畎

畝

秀

而

士

者

服

習

於

膠

痒

士

習

民

瘼

均

治

道

攸

係

竊

不

自

揣

欲

與

邑

之

士

君

子

共

相

淬

勵

以

興

隆

學

校

振

起

人

才

幸

有

司

鐸

萬

君

久

留

旬

白

芹

藻

宫

牆

皆

其

殫

心

葺

治

而

不

致

興

嗟

城

闕

矣

顧

縣

冶

北

隅

舊

有

閣

名

桂

香

者

蹲

踞

城

桓

所

以

崇

奉

文

帝

為

通

邑

巨

瞻

其

創

始

之

年

已

無

碑

記

可

考

但

見

敗

瓦

頹

垣

榱

奔

棟

折

金

容

黼

座

日

炙

風

吹

觸

目

凄

然

不

無

盛

衰

興

廢

之

感

竊

思

文

昌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三



一

星

為

天

之

六

府

掌

人

祿

籍

司

士

子

科

名

予

奪

之

柄

惟

神

實

主

之

凡

屬

羣

生

皆

傾

心

向

化

惟

恐

或

後

豈

祿

邑

多

士

獨

能

任

其

傾

圮

而

置

之

歟

爰

捐

清

俸

以

為

首

倡

萬

君

從

而

鼓

舞

之

邑

之

明

經

王

绳

武

及

博

士

弟

子

何

逊

皆

隨

分

樂

輸

踴

躍

從

事

置

簿

而

募

之

遂

乃

鳩

工

庀

材

計

工

給

價

分

襄

斯

役

其

遴

撥

夫

役

則

贊

政

楊

君

為

之

自

夏

徂

秋

體

勢

大

備

金

碧

丹

艧

之

事

次

第

舉

焉

雖

仍

舊

址

而

其

功

幾

於

創

矣

左

隙

地

建

厨

室

三

楹

增

所

未

備

焉

夫

修

舉

廢

墜

有

司

之

責

也

邑

有

前

人

蹟

而

能

為

修

刷

改

觀

亦

道

路

之

光

也

矧

斯

閣

也

靈

爽

式

憑

實

為

文

章

司

命

士

子

能

閉

户

潛

修

誦

讀

弗

暇

更

整

躬

飭

行

而

以

其

精

意

上

孚

未

有

不

為

帝

君

所

降

鑒

者

方

今

聖

天

子

崇

文

右

道

石

渠

虎

觀

名

儒

輩

出

禮

樂

文

明

之

盛

亘

古

未

有

且

加

意

詞

臣

錫

於

殷

蕃

燕

賞

優

渥

歳

卑

衡

文

之

任

命

所

在

臣

工

體

恤

則

文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四



治

之

隆

當

必

有

日

引

而

月

長

者

祿

邑

士

子

苟

能

體

朝

廷

作

人

至

意

爭

自

擢

磨

将

為

翰

苑

名

流

為

熙

朝

柱

石

以

潤

色

鴻

業

而

垂

裕

萬

年

未

必

不

由

此

閣

之

巍

然

煥

然

而

神

靈

啟

佑

也

則

此

舉

也

亦

欲

與

諸

士

子

相

與

諸

士

子

相

與

有

成

其

所

望

正

非

淺

鮮

茲

有

捐

助

姓

氏

載

諸

碑

陰

是

為

記重

修

東

嶽

正

殿

碑

記

黃

樞

嘗

考

虞

書

所

載

歲

二

月

東

廵

狩

至

於

岱

宗

柴

望

秩

於

山

川

嶽

位

為

至

尊

矣

迨

乎

漢

室

升

中

對

禪

嵩

呼

者

三

則

嶽

神

又

為

至

靈

至

尊

則

體

統

不

可

以

不

肅

至

靈

則

規

模

不

可

以

不

弘

自

都

城

以

迄

郡

縣

設

立

廟

像

侑

妥

明

神

匪

云

邀

福

敦

厥

典

也

故

欲

禦

大

災

則

祀

之

欲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欲

祝

年

保

境

义

安

民

物

則

祀

之

豈

偶

然

耶

禄

邑

之

東

去

城

數

武

舊

有

東

嶽

行

宫

創

自

先

明

殿

堂

廊

廡

前

人

之

功

實

勞

心

力

但

歴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五



年

既

久

風

雨

漂

摇

鼠

雀

穿

啄

時

有

棟

折

榱

頹

之

懼

脱

欲

踵

事

增

華

工

程

浩

劇

豈

一

木

一

石

所

能

支

哉

余

承

乏

兹

土

朔

望

暇

憇

息

於

此

仰

見

黝

堊

心

竊

憂

之

每

欲

修

葺

然

三

載

來

鞅

掌

簿

書

具

樂

善

之

哀

半

為

風

塵

湮

没

今

春

閣

邑

紳

士

周

定

鼎

何

如

文

等

不

憚

拮

据

廟

貌

重

新

興

工

於

戊

子

九

月

十

四

日

竪

柱

十

月

廿

四

日

告

成

於

庚

寅

四

月

廿

六

因

請

於

余

余

日

幽

之

與

明

其

義

雖

殊

而

事

人

事

神

其

心

則

一

誠

敬

所

感

古

廟

增

輝

此

役

甚

盛

舉

思

四

時

之

令

盛

德

在

木

東

嶽

之

權

職

在

大

生

諸

君

事

神

如

此

将

外

而

交

友

則

為

信

內

而

事

親

則

為

孝

出

而

事

君

則

為

忠

皆

一

以

貫

之

矣

諸

君

倡

之

閤

縣

和

之

余

焉

敢

惜

一

腋

以

悞

全

裘

爰

捐

薄

俸

共

勷

厥

成

若

夫

時

和

年

豐

妖

厲

不

生

海

宴

河

清

盗

賊

肆

靖

此

神

明

之

所

默

助

也

俗

吏

何

功

之

有

是

為

序

廻

瀾

寺

塔

碑

記
康

熙

己

丑

武

光

緒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六



大

凡

事

之

無

裨

於

國

計

民

生

者

智

士

不

為

即

修

寺

建

塔

昔

人

非

以

區

區

侫

佛

而

已

邑

北

去

城

三

十

里

有

廻

瀾

寺

不

知

始

自

何

時

遺

古

磚

數

十

片

上

鎸

記

畧

云

僧

姓

禪

建

古

刹

虫

蝗

寳

塔

一

座

蓋

嘉

靖

乙

酉

歲

也

原

創

建

之

旨

或

云

為

禳

虫

蝗

而

啟

又

或

云

是

塔

圮

河

水

溢

並

為

制

水

患

而

設

萬

暦

丁

已

為

兵

燹

所

廢

邑

女

馬

氏

獨

捐

貲

興

復

己

丑

復

壞

邑

民

楊

茂

才

與

眾

共

修

之

至

康

熙

庚

寅

復

傾

圮

焉

是

嵗

洪

水

為

災

南

中

烽

起

屢

歳

無

秋

民

無

餘

貲

由

是

風

两

漂

摇

煙

寒

僧

散

既

不

覩

多

寳

之

塔

更

難

廻

既

倒

之

瀾

然

寺

塔

屢

圮

虫

蝗

水

患

屢

作

寺

塔

屢

修

虫

蝗

水

患

屢

息

占

往

察

來

歴

有

徵

騐

今

聖

天

子

仁

風

四

訖

屢

詔

蠲

租

歳

既

豐

和

民

有

起

色

邑

之

嵗

進

士

周

定

鼎

太

學

生

唐

瑜

同

詣

邑

侯

黃

公

白

寺

塔

興

廢

所

由

請

重

修

之

始

於

丁

丑

新

建

大

殿

三

楹

已

丑

再

創

兩

翼

十

間

而

規

模

粗

備

寳

塔

則

唐

瑜

自

捐

三

十

餘

金

修

砌

磚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七



塔

高

三

丈

有

六

告

成

於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之

四

月

也

葢

寺

遷

建

平

岡

一

以

近

泉

可

池

可

圃

一

以

近

田

宜

烟

宜

月

塔

則

仍

其

舊

址

以

其

嶙

峋

之

勢

逺

邇

具

瞻

狂

瀾

湍

波

借

以

遥

制

今

者

晨

锺

暮

鼓

於

以

祝

國

無

疆

而

祈

樂

歲

者

有

其

寺

矣

朝

霞

晚

烟

於

以

奠

金

湯

而

歌

砥

柱

者

有

其

塔

矣

虫

蝗

殄

水

患

息

則

禾

稼

登

婦

子

樂

俯

仰

有

資

而

人

心

思

善

是

誠

大

有

裨

於

國

計

民

生

者

顧

安

可

不

誌

其

年

月

以

語

來

茲

義

學

田

碑

記
康

熙

庚

寅

 

縣

令

劉

自

唐

縣

正

堂

劉

為

捐

資

置

義

學

田

租

以

垂

永

久

以

弘

作

養

事

照

得

本

縣

蒞

任

以

來

念

切

學

校

仰

體

上

憲

作

育

人

材

之

至

意

設

立

上

二

三

鄉

義

學

捐

貲

廷

師

奮

興

譽

髦

而

諸

生

肄

業

恐

日

久

廢

弛

故

置

義

學

田

四

十

畝

原

主

陳

訓

王

章

佃

户

黃

建

極

坐

落

捨

資

黑

泥

冲

每

年

納

租

谷

三

十

五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八



石

城

內

分

一

十

五

石

二

鄉

分

十

石

三

鄉

分

十

石

永

作

士

子

燈

油

之

費

母

使

豪

強

侵

占

貪

墨

漁

餌

除

劵

契

發

房

存

案

外

合

行

勒

石

以

垂

久

逺

須

至

勒

石

者

修

大

村

溝

壩

碑

記

水

利

之

興

闗

乎

國

賦

厥

功

懋

哉

祿

邑

舊

設

六

壩

而

縣

轄

大

村

母

子

河

去

城

五

十

里

許

有

溝

壩

一

道

始

前

明

永

樂

年

間

其

工

程

浩

大

較

他

壩

最

甚

壩

高

二

丈

濶

一

十

六

丈

溝

長

二

十

里

濶

四

人

沿

溝

溜

槽

三

十

餘

道

壩

外

懸

崖

十

多

丈

石

壁

阻

塞

鑿

山

通

引

翻

迭

而

出

灌

溉

兩

村

秋

税

田

二

百

餘

畝

迨

明

末

丁

亥

戊

子

兵

火

連

綿

人

民

逃

散

壩

倒

溝

埋

田

地

荒

蕪

居

民

苦

之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奉

文

開

懇

生

員

何

如

文

等

遵

依憲

文

倣

舊

修

築

引

流

灌

溉

始

於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成

於

四

十

一

年

約

計

所

費

五

百

餘

金

總

為

國

賦

攸

闗

不

惜

重

貲

者

有

自

來

矣

余

己

丑

東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三
九



來

守

茲

土

值

奉

續

修

三

十

年

以

後

志

因

而

登

山

嶺

尋

河

流

竊

不

禁

喟

然

嘆

曰

美

哉

斯

壩

為

天

村

一

帶

田

畝

所

倚

其

利

溥

其

功

難

若

非

修

葺

有

人

防

衙

周

備

未

有

不

旋

修

旋

圮

者

是

所

望

於

樂

善

不

倦

之

諸

君

子

也

因

為

記

新

修

訓

導

學

署

碑

記

康

熙

辛

卯

訓

導

高

朗

國

家

學

校

之

制

追

隆

三

代

而

文

武

並

重

中

外

同

文

又

千

古

以

來

未

有

之

盛

明

初

以

邑

宰

掌

教

養

之

事

教

諭

訓

導

因

事

添

設

無

定

員

我

朝

定

鼎

之

初

儒

學

始

置

一

官

以

訓

導

專

其

任

舊

制

舊

署

即

在

文

明

書

院

之

石

今

署

則

縣

廨

廢

址

也

先

是

前

任

儒

學

萬

以

舊

署

傾

廢

請

於

攝

縣

事

曲

靖

郡

丞

蔡

以

舊

縣

二

堂

三

間

樓

房

一

所

修

為

學

署

故

此

改

署

之

巔

末

所

由

來

也

迨

添

設

教

諭

署

借

民

居

前

訓

萬

尋

以

老

致

去

而

西

花

廳

亦

旋

添

修

諭

宅

矣

今

諭

宅

係

民

間

罰

欵

所

修

特

並

筆

之

惟

訓

衙

乃

上

諭

極

之

四

十

七

年

戊

子

十

一

月

十

有

二

日

余

奉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四
十



命

司

鐸

於

茲

歴

程

至

祿

境

見

其

風

之

淳

俗

之

美

長

幼

尊

卑

之

次

井

然

不

紊

乃

攬

轡

喟

然

日

祿

邑

古

稱

名

勝

洵

不

誣

云

及

入

自

石

門

天

塹

而

閤

邑

之

紳

士

父

老

載

酒

郊

迎

濟

濟

林

林

居

然

文

物

衣

冠

之

盛

余

益

思

聖

天

子

仁

風

化

雨

披

拂

菁

莪

而

宿

水

金

山

地

鍾

人

傑

能

不

勉

勉

教

思

靖

共

廼

職

俾

多

士

蔚

起

聯

镳

於

玉

堂

金

馬

也

履

任

後

歸

宿

冷

署

頹

屋

三

楹

不

蔽

風

雨

寒

氊

上

惻

惻

久

之

徐

而

離

席

啟

户

散

步

荒

庭

視

西

南

一

帶

環

峙

千

峰

河

峽

東

來

遥

通

魯

泮

規

模

宏

敞

可

堂

可

構

也

雖

郵

舎

半

椽

何

庸

拮

据

而

我

弗

綢

繆

於

今

則

後

至

者

捋

無

同

余

此

夕

之

感

懷

乎

爰

集

諸

紳

士

耆

老

而

酌

之

僉

日

美

舉

羣

相

鼓

舞

呈

請

於

前

任

邑

宰

黃

公

慨

然

允

從

捐

金

倡

助

庀

材

為

建

大

堂

三

楹

中

門

一

門

廂

房

四

間

大

門

三

間

更

得

新

任

邑

宰

劉

公

捐

俸

而

力

勷

之

經

始

於

己

丑

之

春

二

月

落

成

於

冬

十

二

月

而

規

為

次

第

就

是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四
一



舉

也

一

磚

一

瓦

一

木

一

石

皆

余

親

偕

諸

友

登

市

購

買

日

用

毫

釐

即

書

於

册

凡

工

役

米

薪

之

費

悉

由

一

己

借

給

是

余

之

斯

署

一

載

而

安

然

於

接

踵

者

將

在

千

秋

百

世

也

余

復

何

憾

庚

寅

秋

會

余

有

師

宗

之

調

是

以

未

遑

堊

飾

然

踵

事

增

華

固

有

望

於

後

之

秉

斯

鐸

者

雖

然

植

桃

李

於

公

門

事

由

我

輩

啟

當

年

之

棫

樸

胥

祝

一

人

又

不

可

不

紀

其

年

月

以

拜

颺

我

熙

朝

作

人

之

盛

也

是

為

記

婚

禮

宜

從

儉

約

示
康

熙

壬

辰

廵

撫

都

察

院

吳

為

婚

娶

宜

從

節

儉

僣

越

有

干

嚴

例

特

再

申

明

飭

禁

以

肅

儀

制

以

厚

風

俗

事

照

得

定

例

内

開

兵

民

娶

妻

娶

媳

婦

送

衣

服

一

套

被

褥

一

床

初

定

禮

成

婚

禮

俱

用

羊

酒

不

許

用

桌

張

行

挿

戴

等

定

禮

其

迎

親

轎

上

不

許

用

綵

結

樓

亭

八

品

以

下

至

有

頂

戴

人

員

綢

緞

不

得

過

四

疋

金

銀

首

飾

不

得

過

四

件

棹

子

食

盒

不

得

過

六

件

無

職

人

及

兵

民

紬

絹

不

得

過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四
二



四

疋

果

盒

不

得

過

四

件

其

金

銀

財

禮

官

民

概

不

許

用

違

者

係

官

革

職

兵

民

枷

號

一

月

責

四

十

板

該

管

州

縣

失

察

者

罰

俸

三

個

月

等

語

定

例

昭

然

難

容

紊

越

况

滇

屬

地

方

僻

處

山

陬

田

磽

土

瘠

閭

■

無

擔

石

之

藏

四

方

鮮

舟

車

之

至

所

在

居

民

尤

當

節

用

少

求

庶

可

仰

事

俯

育

無

如

滇

省

風

俗

競

尚

浮

靡

罔

顧

禮

法

婚

姻

一

事

無

論

貧

家

富

户

務

極

紛

華

初

定

之

時

必

慾

財

禮

銀

兩

若

干

猪

羊

酒

席

若

干

紬

疋

茶

食

衣

物

首

飾

若

干

迎

親

之

時

必

欲

綵

結

樓

亭

大

轎

所

用

紬

緞

綾

羅

動

至

四

五

十

疋

至

百

十

疋

之

多

喜

酒

筵

席

一

二

十

抬

高

堆

食

品

二

尺

是

一

番

婚

娶

非

费

七

八

十

金

百

餘

金

不

可

此

等

煩

費

越

禮

僣

分

甚

為

無

益

乃

滇

省

人

民

積

習

相

沿

恬

不

知

怪

若

不

如

是

女

家

即

勒

掯

刁

難

不

許

迎

娶

以

故

稍

有

力

之

家

或

可

完

娶

而

貧

乏

難

支

矣

無

力

之

家

不

能

完

娶

因

循

嵗

月

標

梅

見

賦

矣

甚

或

貧

窮

之

家

借

貸

完

娶

及

後

逼

索

盈

祿
豐
縣
舊
志
卷
三

四
三



門

謀

生

無

策

交

謫

之

聲

聞

於

室

中

矣

本

都

院

恭

膺

簡

命

撫

此

全

滇

首

在

移

風

易

俗

培

厚

民

生

前

經

訪

悉

此

種

陋

習

業

已

出

示

禁

約

在

案

但

滇

省

幅

員

遼

濶

人

情

苟

安

憚

改

迄

令

婚

禮

猶

尚

奢

侈

風

俗

未

就

淳

樸

合

行

出

示

嚴

禁

為

此

示

仰

闔

屬

官

紳

士

庶

軍

民

人

等

知

悉

嗣

後

各

弦

易

輙

母

事

矜

誇

素

封

之

家

務

須

守

禮

自

愛

貧

難

之

户

尤

宜

儉

約

自

持

已

結

婚

者

及

時

嫁

娶

勿

得

刁

難

未

結

婚

者

速

通

媒

妁

毋

許

勒

索

其

應

用

羊

酒

紬

疋

等

項

一

照

定

例

遵

行

倘

敢

不

遵

示

禁

仍

然

越

禮

僣

分

任

意

需

索

財

禮

銀

兩

及

迎

娶

之

時

擅

綵

結

高

頂

大

轎

并

多

設

喜

筵

等

物

者

該

地

方

官

立

即

嚴

拿

詳

報

以

憑

照

例

枷

责

治

罪

如

該

地

方

官

明

知

故

縱

不

行

查

拿

詳

報

查

出

定

行

一

併

嚴

参

决

不

寬

貸

本

都

院

為

風

俗

民

生

起

見

故

不

憚

諄

切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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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建

養

濟

院

記

康

熙

壬

辰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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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有

孤

貧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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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食

倉

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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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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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又

於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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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官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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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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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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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惠

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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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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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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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

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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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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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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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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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其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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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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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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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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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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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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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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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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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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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

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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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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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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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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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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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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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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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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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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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有

露

處

之

嘆

或

抑

推

廣

皇

仁

仰

體

憲

恩

之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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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莫

為

之

創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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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為

之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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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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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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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堂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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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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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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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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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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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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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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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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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睦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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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行

而

公

庭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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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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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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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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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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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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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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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曰

民

之

力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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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之

功

余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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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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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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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宿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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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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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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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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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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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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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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