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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

館
陶
縣
志
卷
之
七

學
校
志

夫
士
登
闕
里
之
堂
見
車
服
禮
器
靡
不
流
連
生
慷
慕

則
教
化
之
所
興
起
可
知
也
吾
陶
密
邇

聖
域
薰
被
詩
書
之
澤
士
風
彬
郁
尊
師
儒
重
文
敎
亦
固

其
宜
第
古
制
日
湮
諸
生
以
時
習
禮
視
爲
故
事
塾
序

之
法
闕
焉
久
不
講
此
茂
草
所
以
悲
也
邑
舊
有
社
學

書
院
雖
幷
淪
廢
畢
書
爲
後
世
法
志
學
校

儒
學

在
縣
治
東
南
大
成
殿
東
西
兩
廡
前
爲
㦸
門
左

右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前

星
門
後
爲
明
倫
堂
博
文
約

禮
二
齋
規
制
具
備
金
皇
綂
中
縣
令
孔
淵
建
元
至
元

中
縣
尹
劉
著
大
德
中
溫
仲
謙
相
繼
重
修
翰
林
張
士

觀
有
碑
記
巳
圮
于
水
明
初
縣
丞
歐
陽
源
重
修
尋
復

圮
于
水
繼
修
者
則
永
樂
閒
知
縣
邳
宣
天
順
間
知
縣

邢
政
成
化
閒
知
縣
唐
禎
正
德
閒
知
縣
孟
正
也
給
事

中
傅
良
弻
以
其
面
城
開
城
一
門
名
文
明
門
外
立
萬

仞
宫
牆
坊
嘉
靖
十
年
勅
建
敬
一
亭
刻
御
製
箴
如
制

知
縣
史
官
又
建
啟
聖
祠
于
殿
西
南
有
碑
記
知
縣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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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敘
創
浚
泮
池
隆
慶
閒
知
縣
高
自
新
重
修
兩
廡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萬
曆
甲
午
知
縣
趙
汝
弻
整
飾
宮
牆
王

希
龍
繼
之
邑
人
解
邦
相
重
修
殿
廡
齋
舍
撫
按
表
其

門
天
啟
壬
戌
知
縣
楊
于
國
修
未
竟
陞
任
去
癸
亥
知

縣
翟
化
儒
竣
其
事
崇
禎
戊
辰
知
縣
張
腆
重
修
幷
有

碑
記

國
朝
順
治
十
二
年
敎
諭

應
震
募
修
大
殿
巳
亥
知
縣

孫
雲
錦
修
兩
廡
㦸
門
庚
子
署
敎
諭
舉
人
賈
文
燽
修

齋
房

大
成
殿
五
閒

東
西
廡
各
十
二
閒

㦸
門
三
閒

星
門
三
閒

明
倫
堂
五
閒

康
熙
十
三
年
知
縣

鄭
先
民
重
修

博
文
約
禮
二
齋
今廢

敬
一
亭

康

熙
十
四
年
知
縣
鄭
先
民
重
修

啟
聖
祠
三
閒

名

宦
祠
三
閒

鄕
賢
祠
三
閒

舊
志
儒
學
敎
諭
訓
導
官
宅
三
所
在
殿
西
前
有
饌
堂

號
房
今
多
傾
廢
見
存
學
宅
一
所
内
堂
房
三
閒

東

西
廂
房
各
三
閒

前
廳
三
閒

西
房
二
閒

學
門

一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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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舊
志
書
籍

四
書
大
全

五
經
大
全

性
理
大
全

通
鑑

今
俱
散
失
宜
更
補
置

明
制
學
生
二
十
名
增
廣
二
十
名
附
學
生
無
限
額

國
朝
初
盛
至
三
百
人
順
治
十
八
年
倂
科
歲
考
減
舊
額

之
半
名
數
少
削
今
仍
復
行
兩
考
見
在
庠
者
二
百
餘

人

縣
學
例
二
年
一
歲
貢
康
熙
二
年
停
八
年
旋
復

如
舊
制

武
生
員
明
崇
禎
閒
剏
設
屬
東
昌
道
考
取

後
歸
督
學
考
試
今
因
之

射
圃

在
東
門
外
廳
三
閒
明
嘉
靖
閒
渰
没

社
學

在
後
□
府
館
東
草
房
三
閒
久
圮

陶
山
書
院

在
城
隍
廟
東
有
廳
房
明
正
綂
七
年
建
嘉

靖
十
年
知
縣
王
良
輔
重
修
久
圮
居
民
冐
爲
巳
業

鴈
塔

在
東
南
城
上
明
萬
曆
十
年
知
縣
王
國

署
縣

事
李
秉
愚
建
久
壞

國
朝
順
治
■
年
知
縣
劉
茂
先
重
修
康
熙
三
年
知
縣
王

躳
贊
又
重
修
塔
上
署
文
昌
帝
君

奎
樓

在
鴈
塔
後
康
熙
五
年
知
縣
王
躳
贊
建

吾
陶
人
文
在
昔
稱
盛
蔚
爲
國
楨
表
著
史
册
顧
近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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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來
何
寥
寥
甚
也
說
者
曰
邑
無
高
巖
廣
川
鬱
爲
菁

華
故
鮮
以
科
名
顯
或
曰
水
旱
洊
臻
甕
牗
䋲
樞
之
子

謀
室
家
不
遑
安
能
事
誦
讀
或
曰
陶
猶
舊
也
發
憤
興

起
視
乎
其
人
歲
丙
午
邑
令
王
公
置
文
昌
于
鴈
塔
復

建
奎
樓
文

雄
峙
殊
改
昔
觀
是
秋
舉
于
鄕
者
鄒
子

魯
高
子
重
光
及
余
三
人
一
時
嘖
嘖
謂
斯
樓
文
明
之

兆
余
謂
氣
數
互
乘
與
人
事
相
環
應
自
古
英
傑
不
爲

地
囿
蜀
故
鮮
材
得
文
翁
之
敎
化
而
文
風
燦
然
吾
邑

人
士
長
養
㴠
濡
者
素
矣
繼
自
今
相
觀
振
起
鳴
鑣
長

驅
角
勝
中
原
余
三
人
者
其
爲
祖
生
鞭
乎
跂
予
望
之

學
田

明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提
學
副
使
吳
查
出
民
鄭
全

地
五
十
九
畞
六
分
在
城
北
二
十
里
鄭
家
廠
僧
人
紹

崇
地
六
十
畞
在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燕
邨
地
一
頃
一
十

九
畞
六
分
隆
慶
六
年
知
縣
高
自
新
查
出
趙
義
地
二

十
七
畞
二
分
共
地
二
頃
六
十
六
畞
四
分
俱
民
閒
佃

種
納
租
銀
一
十
九
兩
六
錢
三
分
今
止
存
地
一
頃
九

十
八
畞
五
分
七
釐
二
毫
租
銀
一
十
五
兩
六
錢
三
分

二
釐
奉
學
道
取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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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種
學
田
地
人
數
姓
名

鄭
玉
民
六
十
三
畞

張
自
道
三
十
九
畞

張
德

五
十
四
畞
八
分
七
釐

劉
聲
洪
十
二
畞
七
分
一
釐

張
埀
紳
十
畞
七
釐
七
毫

張
孟
春
八
畞
九
分
三
釐
三
毫

張
仲
山
五
畞
一
分
五
釐
九
毫

韓

璋
四
畞
三
釐

館
陶
縣
志
卷
之
七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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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利

續
學
校

大
成
殿
五
間
雍

正

九

年

教

諭

于

光

祖

揭

瓦

督

工

生

監

卜

繹

孔

郭

思

忠

劉

師

寛

戴

冕

李

志

杜

李

志

朴

東
西
廡
各
十
二
間
雍

正

七

八

年

間

傾

壞

無

存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重

建

墻

易

坯

以

磚

督

工

李

志

杜

李

志

朴

㦸
門
三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重

脩

督

工

李

志

杜

李

志

朴

星
門
三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重

脩

督

工

李

志

杜

李

志

朴

啟
聖
祠
三
間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陳

冕

脩

名
宦
祠
三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重

脩

俱

易

坯

以

磚

鄕
賢
祠
三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重

脩

督

工

李

志

杜

李

志

朴

明
倫
堂
五
間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重

脩

督

工

李

志

杜

李

志

朴

忠
義
祠
三
間
門

垣

俱

全

雍

正

四

年

知

縣

趙

知

希

建

奎
樓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陳

冕

脩

題

額

筆

花

連

夣

鴈
塔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陳

冕

脩

書
籍
惟
性
理
四
書
數
册
尙
存

曩
有
今
無
尙
須
增
脩
者
開
列
於
左

博
文
約
禮
二
齋

倉
房
二
座
見

圖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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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儒
林
坊
見

府

志

興
賢
坊
見

府

志

師
生
號
房
二
連
三
十
間
見

府

志

並

圖

考

堂
三
間
見

府

志

宰
牲
房
三
間
見

府

志

萬
仞
宫
墻
坊
見

建

置

陶
山
書
院

射
圃

社
學

曩
無
今
有
見
在
建
置
者
開
列
於
左

御

亭

御
製
訓
飭
士
子
文

御
製
孔
子
賛

御
製
四
子
賛

勅
建
忠
義
祠
在
啟
聖
祠
後
詳
建
置
督
工
李
志
杜
李
志

朴

學
宫
内
厨
房
一
間
盆
架
一
木
櫈
二
祭
品
桌
一
雍

正

十

年

知

縣

曹

纕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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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利

學
田
地
二
頃
五
十
二

附

種

戸

姓

名

韓
光
祖
九

鄭
光
彩
十

二

鄭
王
民
三

十

六

二

分

五

厘

八

毫

張
志
强
六

十

七

分

四

厘

張

經
二

十

四

三

分

劉
中
一
四

董

正
九

二

分

五

厘

董

理
九

二

分

五

厘

董
士
奇
九

二

分

五

厘

董
士
秀
九

二

分

五

厘

戴
學
田
三

十

九

五

分

劉
洪
聲
十

七

五

分

劉
源
續
五

八

分

五

厘

劉

晋
五

八

分

五

厘

二

毫

入
學
原
額
十
二
名
雍
正
二
年
奉
文
行
查
各
省
府
州
縣

人
文
最
盛
之
處
詳
明

題
請
廣
額
雍
正
三
年
知
縣
趙
知
希
敎
諭
陳
承
祖
訓
導

鄭
士
震
遵
查
館
陶
縣
人
文
較
昔
頗
盛
詳
明

題
請
廣
額
自
雍
正
四
年
科
考
取
進
十
五
名
著
爲
定
例

義
學

青
陽
城
村
義
學
地
三
十
六

七
分
二
厘
初
係
周
元
之

產
因
元
逃
荒
後
遺
此
地
錢
糧
爲
里
甲
累
順
治
五
年
貢

生
孫
振
宗
生
員
張
元
閭
顔
魯
生
呈
請
設
立
義
學
以
課

村
中
子
弟
每
年
地
租
除
納
糧
外
存
爲
義
學
膏
火
其
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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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利

坐
北
八
里
八
甲
後
有
盗
當
此
地
者
而
義
學
遂
廢
前
任

趙
公
審
斷
贖
囘
乾
隆
元
年
署
任
張
公
又
立
案
仍
令
延

師
訓
課
地
租
永
贍
義
學

又
書
院
係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陳
冕
創
建
四
十
五
年

詳
報
爲
義
學
敎
諭
呂
心
佐
題
曰
槐
舍
清
風
取
爲
陶
邑

入
景
之
一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學
院
趙

給
額
興
行
育
才

今
改
爲
訓
導
官
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