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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非

十

五

年

又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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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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蠲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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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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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舛

誤

又

言

城

周

六

百

七

十

一

丈

以

每

里

百

八

十

丈

計

之

數

亦

踳

駮

後

乾

隆

三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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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城

周

七

百

二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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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一

統

志

四

里

有

奇

之

數

合

矣

惟

一

統

志

言

池

深

二

丈

則

與

順

治

初

穆

爾

謨

池

淺

加

濬

情

事

不

合

深

當

濶

字

之

誤

也

門
有
三
南
曰
迎
薰
北
曰
拱
辰
西
曰
瞻
聖
皆
有
譙
樓
東
無
門
亦
樓
其

上
曰
海
晏
其
役
凡
條
銀
百
兩
徵
一
夫
後
以
爲
率
三
十
七
年
知
縣
徐

應
元
啟
門
東
南
隅
曰
啓
秀
尋
塞
崇
禎
十
年
舊

志

嘉

慶

州

志

作

十

一

年

据

記

丁

丑

則

十

年

知
縣
徐
維
翰
甃
南
北
月
城

世

科

甃

月

城

記

榆

城

故

板

築

萬

厯

辛

卯

豫

章

樊

侯

始

易

以

甎

門

池

樓

櫓

悉

具

而

虛

南

北

兩

月

城

意

遜

盛

美

弗

居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樊

治

榆

稱

最

口

碑

尸

祝

久

而

彌

著

城

其

一

善

也

榆

東

瀕

海

北

當

登

萊

孔

道

風

帆

之

所

出

沒

萑

苻

之

所

流

時

有

戒

心

而

五

十

年

來

倚

以

爲

固

頻

年

登

變

倉

卒

中

都

設

甲

繕

濬

孔

亟

去

年

徐

侯

來

會

歲

祲

侯

不

取

民

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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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蠲

奉

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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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勞

而

月

城

以

成

問

記

於

余

余

曰

昔

趙

簡

子

不

恃

晉

陽

而

恃

尹

何

之

寬

謂

爲

民

之

所

繇

和

夫

民

心

之

向

背

有

幾

非

有

以

結

之

弗

得

而

用

也

城

佐

勝

之

具

也

民

決

勝

之

本

也

古

之

君

子

仁

以

固

之

義

以

鼓

之

人

和

地

利

使

不

可

勝

者

在

我

而

已

余

從

諸

先

達

稔

侯

之

爲

人

忠

廉

仁

恕

處

名

閥

約

如

寒

素

爲

鄕

里

所

推

服

有

至

自

贛

者

道

侯

善

政

縷

縷

不

能

悉

數

則

信

乎

侯

之

能

寬

而

和

民

也

夫

可

勞

而

勞

民

用

無

怨

因

利

而

利

財

用

不

傷

而

況

乎

一

甓

一

夫

民

間

并

未

知

耶

月

城

延

袤

十

丈

高

眎

舊

工

凡

十

五

日

畢

役

云

十

五
年
城
樓
以
兵
燬

國
朝
順
治
初
土
寇
狎
至
于
是
知
縣
穆
爾
謨
益

濬
池
爲
守
康
熙
七
年
地
震
城
大
圮
知
縣
俞
廷
瑞
役
民
夫
補
焉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王
甲
士
重
修
分
城
工
爲
三
十
段
責
三
十
鎭
民
任
之
乾
隆

五
年
知
縣
金
祖
端
始
請
官
爲
修
治
民
樂
其
便
而
城
亦
漸
頺
弛
三
十

年

詔
普
修
天
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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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縣
王
藩
李
廷
芳
三

十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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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功
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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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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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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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縣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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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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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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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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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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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百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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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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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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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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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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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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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斯

份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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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城

夫

碑

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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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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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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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夫

夫

故

六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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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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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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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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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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鎭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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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之

役

挾

官

勢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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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戶

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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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呼

陵

辱

雖

至

倍

蓰

猶

不

足

焉

贛

一

彈

丸

地

歲

出

不

翅

數

千

金

鳴

呼

困

矣

今

朝

廷

發

帑

營

繕

城

且

益

高

池

且

益

深

猶

留

此

數

十

名

之

夫

重

爲

民

困

亦

奚

爲

者

耶

蘇

侯

蒞

茲

土

問

民

疾

苦

旣

濬

州

河

以

利

畝

糶

倉

穀

以

均

出

入

矣

益

革

夫

銀

自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始

留

夫

十

名

用

備

廵

邏

蠲

奉

顧

之

髮

不

取

于

民

焉

邑

之

民

如

釋

重

負

矣

昔

司

馬

溫

公

革

新

法

萬

民

祀

之

志

不

忘

也

今

贛

人

思

所

以

不

忘

我

侯

者

乃

敘

其

事

刻

之

于

碑

以

表

通

衢

嗣
是
咸
豐
十
年
知
縣
方
鈞
以

寇
警
修
城
二
十
八
丈

池
長
八
百
二
十
四
丈
濶
三
丈
深
丈
五
尺
同

治
元
年
知
縣
玉
亮
修
城
八
十
五
丈
七
尺
益

池
啟
明
故
東
南
隅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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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四

建
重
樓
其
上
咸

豐

十

一

年

九

月

興

工

同

治

元

年

八

月

工

畢

别
爲
礮
樓
四
以
禦
寇
寇
往
來

有
所
顧
忌
以
掣
其
勢
繇
此
城
已
光
緖
三
年
知
縣
特
秀

池
長
六
百

九
十
二
丈
五
尺
濶
面
丈
底
若
深
半
之

舊
志
載
明
以
來
他
建
置
抑
有
可
攷
者
知
縣
署
在
城
中
正
北
踞
大
金

山
元
季
兵
燬
明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郞
廷
珪
建
終
明
之
世
修
者
三
景

泰

七

年

滑

賓

成

化

十

三

年

王

舉

萬

厯

十

五

年

樊

兆

程

復
建
者
一
正

德

十

年

王

廷

相

燬
者
再
正

德

六

年

崇

禎

十

五

年

國
朝
順
治
二
年
知
縣
穆
爾
謨
僅
事
修
葺
康
煕
初
旋

九
年
知
縣

俞
廷
瑞
乃
重
建
焉
俞

廷

瑞

重

建

大

堂

記

古

人

之

言

曰

士

人

宰

一

邑

當

如

謀

一

身

一

家

之

事

則

無

不

可

宰

之

邑

無

不

可

爲

之

事

矣

余

蒞

贛

時

佩

服

斯

語

撫

䘏

之

中

加

釐

剔

焉

凡

興

廢

舉

衰

以

次

就

理

大

堂

燬

於

明

季

迄

今

三

十

餘

年

無

更

置

者

吏

率

就

退

食

之

室

以

聽

事

陋

矣

至

於

東

西

廡

廨

幷

無

存

者

胥

役

每

散

衙

參

輙

僦

處

民

舍

營

私

誤

公

皆

繇

於

此

余

簿

書

之

暇

詔

匠

計

工

約

費

若

干

緡

因

出

奉

稍

稍

庀

材

用

先

營

兩

廊

舍

以

藏

册

籍

處

掾

吏

廊

舍

旣

成

乃

謀

廳

事

始

於

辛

亥

十

一

月

迄

於

壬

子

正

月

凡

三

閱

月

而

堂

成

堂

仍

五

楹

崇

於

舊

者

一

尺

八

寸

榱

棟

旣

新

丹

臒

悉

具

堂

旣

成

是

年

蝗

至

復

返

歲

少

登

民

之

流

散

四

方

者

漸

歸

廬

井

日

充

烟

火

相

接

駸

駸

乎

榆

有

起

色

矣

使

繼

此

數

年

歲

無

凶

札

士

安

絃

誦

民

力

耕

耘

不

稱

淮

北

樂

土

哉

信

乎

堂

之

興

廢

謂

非

關

邑

治

盛

衰

不

可

而

余

因

有

感

焉

昔

漢

文

之

令

曰

凡

有

司

之

治

所

廨

舍

無

隳

壞

有

增

修

不

煩

民

力

者

加

一

選

余

之

爲

是

役

非

爲

加

爵

也

非

以

侈

觀

也

非

有

贖

鍰

之

資

羨

餘

之

積

也

祇

以

臨

民

出

治

等

威

係

焉

因

陋

就

簡

褻

已

甚

耳

乃

遲

之

三

十

年

之

久

而

忽

起

荒

臺

廢

砌

於

一

旦

若

有

待

於

今

日

者

謂

非

物

之

廢

興

必

有

一

定

之

數

耶

後

之

君

子

登

斯

堂

撫

䘏

幾

何

釐

剔

幾

何

無

失

余

今

日

建

者

之

意

庶

斯

堂

賴

以

不

朽

矣

倪

長

犀

俞

侯

重

修

大

堂

記

署

之

有

堂

所

以

臨

民

出

治

也

以

辨

等

威

以

昭

軌

物

胥

是

託

焉

贛

山

爲

署

堂

適

居

眉

頂

間

俯

瞰

閭

林

林

若

拱

等

尊

物

飭

得

臨

象

矣

而

形

家

者

言

且

以

風

氣

替

興

視

署

治

舉

廢

微

吏

獨

以

邑

實

賴

之

前

此

屢

燬

屢

修

復

若

某

歲

時

某

長

某

丞

悉

有

記

重

作

事

崇

治

功

也

明

王

午

再

燬

於

兵

自

後

三

十

餘

年

無

議

復

者

雖

中

更

數

吏

廨

舍

亦

稍

葺

而

戊

申

地

震

又

畧

盡

夫

庭

階

弗

飭

威

孰

辨

矣

堂

陛

弗

優

度

孰

昭

矣

處

吏

無

所

治

實

陋

觀

乃

疆

域

猶

昨

井

堙

未

改

至

於

風

物

人

才

視

昔

秦

越

且

不

謂

形

家

者

言

之

旣

信

不

可

歲

庚

戌

四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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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五

俞

侯

初

莅

贛

視

事

之

明

日

見

夫

賓

進

於

庭

耆

父

老

聚

於

階

左

右

執

事

者

懷

籍

立

廡

下

退

則

僦

居

於

外

舍

侯

愀

然

問

故

吏

爲

述

曩

說

遂

一

意

慨

然

欲

新

之

而

以

時

未

可

也

夫

吏

以

聽

政

政

以

體

民

豈

繄

異

故

亦

惟

是

服

物

采

章

以

臨

長

百

姓

而

輕

重

布

之

俾

事

不

繁

而

民

不

擾

是

故

先

王

之

訓

曰

凡

物

不

足

以

舉

大

事

則

如

不

舉

焉

閱

明

年

侯

治

贛

旣

期

月

務

材

訓

農

通

商

惠

工

敬

敎

勸

學

授

方

任

能

贛

裒

然

受

治

是

歲

也

蝗

不

爲

災

歲

大

稔

於

是

向

之

庭

者

升

自

庭

階

者

升

自

階

廡

者

升

自

廡

譁

然

爲

侯

誦

治

狀

且

揖

侯

請

曰

侯

之

臨

民

出

治

也

第

於

是

庭

焉

階

焉

廡

焉

而

已

乎

君

子

攸

躋

且

奚

待

耶

侯

曰

唯

時

可

矣

而

未

敢

遽

也

聞

之

令

弗

順

弗

可

以

舉

事

器

弗

庀

弗

可

以

聚

材

民

弗

親

弗

可

以

役

眾

三

者

如

一

國

事

乃

立

子

聽

之

至

於

冬

十

一

月

器

庀

有

日

矣

而

於

民

則

旣

親

於

令

則

旣

順

侯

慨

然

曰

先

王

雨

畢

而

除

道

水

涸

而

成

梁

草

木

節

解

而

備

藏

淸

風

至

而

脩

城

郭

宮

室

稼

同

之

執

此

其

時

哉

乃

命

匠

人

爲

我

陳

規

乃

命

陶

人

爲

我

具

器

乃

命

冶

人

鍜

人

礪

人

圬

人

爲

我

治

水

火

施

丹

堊

始

辛

亥

冬

厯

壬

子

孟

春

閱

三

月

而

堂

成

計

挺

與

緡

當

以

若

干

費

悉

侯

所

蠲

奉

無

城

旦

鬼

薪

之

資

焉

由

是

而

廨

舍

而

門

而

亭

而

祠

而

藏

而

館

俱

以

次

釐

葺

旣

落

成

侯

乃

進

邑

之

紳

者

冠

者

農

者

販

者

庶

人

食

公

粟

者

悉

左

右

立

候

躋

堂

親

令

曰

於

子

鄉

之

土

今

日

期

與

子

更

新

其

有

羣

萃

而

州

處

燕

間

而

好

義

敬

愛

以

脩

孝

悌

以

立

者

有

則

以

吿

失

此

弗

治

謂

之

罷

民

又

親

令

曰

於

子

鄕

之

氓

今

日

期

與

子

更

新

其

有

族

居

而

里

處

察

地

而

順

時

盡

四

支

之

敏

以

從

事

於

田

野

勤

畚

臿

以

悉

力

於

賦

稅

者

有

則

以

吿

失

此

弗

治

謂

之

厲

農

又

親

令

曰

於

子

鄕

之

工

與

商

今

日

期

與

子

更

新

其

有

審

其

四

時

辨

其

功

苦

監

其

鄕

之

資

審

其

市

之

賈

旦

暮

從

事

飭

子

弟

以

施

四

方

者

有

則

以

吿

失

此

弗

治

謂

之

棄

業

又

親

令

曰

於

子

鄕

之

庶

人

食

公

粟

者

今

日

期

與

子

更

新

其

有

敬

職

勤

業

無

舞

文

無

貳

律

長

貨

賄

以

任

乃

公

者

有

則

以

吿

失

此

弗

治

謂

之

蔽

法

四

者

已

於

是

而

竣

新

之

義

畢

矣

乃

顏

其

堂

曰

親

民

侯

於

此

乎

是

取

哉

於

是

羣

然

登

堂

以

觴

侯

侯

爲

之

卒

爵

成

禮

而

退

因

記

日

是

役

也

始

冬

卒

春

以

三

月

畢

事

不

役

民

力

不

歛

民

財

其

制

依

舊

址

仍

五

楹

崇

於

昔

者

計

寸

十

有

八

簷

甍

屛

宇

具

備

丹

臒

塗

墍

視

昔

有

加

署

治

立

風

氣

興

矣

侯

諱

廷

瑞

字

天

葉

浙

之

奉

化

人

由

辛

丑

進

士

來

知

贛

治

廉

平

明

恕

而

興

學

奬

士

尤

諄

諄

云

重
修
者
四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王

城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彭

榮

誥

咸

豐

三

年

隋

汝

齡

同

治

四

年

王

慶

恩

朱

堯

望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重

修

公

廨

記

贛

榆

縣

署

踞

山

開

址

制

度

恢

廓

然

而

新

舊

代

謝

之

間

或

不

免

有

缺

畧

因

仍

之

憾

由

來

遠

矣

夫

以

萬

姓

瞻

仰

之

區

基

址

期

嚴

以

正

也

規

模

期

高

以

明

也

門

庭

房

室

期

其

淵

然

以

深

肅

然

以

穆

也

藉

無

以

示

尊

崇

深

鞏

固

而

第

因

陋

就

簡

以

傳

舍

視

之

如

蒞

民

何

我

邑

侯

王

公

來

蒞

茲

土

見

內

外

堂

廡

漸

就

圮

傾

慨

然

蠲

奉

鳩

工

庀

材

自

堂

門

房

庫

樓

屛

㕔

室

廊

宇

莫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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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三

六

煥

然

更

新

不

費

民

間

絲

粟

不

役

民

閒

一

人

厚

給

旣

廩

勤

加

考

課

不

逾

年

而

署

制

觀

厥

成

矣

覘

其

外

則

層

樓

聳

麗

列

舍

分

張

屹

然

見

嚴

正

之

宏

規

焉

望

其

中

則

簷

牙

高

厰

庭

址

寬

平

昭

然

見

高

明

之

偉

觀

焉

眡

其

內

則

迴

廊

深

邃

密

室

精

嚴

悠

然

見

淵

深

肅

穆

之

懿

矩

焉

望

乃

憬

然

思

我

侯

以

深

沉

明

敏

之

才

撫

茲

百

里

其

間

習

俗

之

變

遷

獄

訟

之

情

僞

有

不

本

高

明

以

燭

照

者

乎

其

間

民

心

之

徵

逐

士

氣

之

因

循

有

不

本

嚴

正

以

整

飭

者

乎

其

間

井

里

之

何

以

正

學

校

之

何

以

興

耕

作

之

何

以

勤

商

賈

之

何

以

通

疲

癃

衰

殘

祁

寒

暑

雨

之

何

以

生

全

而

調

劑

廢

何

以

修

而

墜

何

以

舉

有

不

本

淵

深

以

致

其

思

肅

穆

以

圖

其

成

者

乎

是

則

我

侯

之

建

署

與

治

術

通

者

矣

昔

叔

孫

婼

聘

列

國

凡

所

館

雖

一

日

必

葺

其

牆

屋

去

之

日

如

始

至

廬

陵

香

山

一

隄

一

亭

亦

足

繫

人

慕

思

今

侯

所

造

其

視

寄

舍

何

如

其

視

一

隄

一

亭

又

何

如

哉

詩

曰

君

子

攸

躋

君

子

攸

甯

又

曰

實

惟

豐

年

室

家

蓁

蓁

然

則

我

侯

之

所

以

大

造

于

茲

邑

者

固

將

以

垂

久

遠

致

熙

和

夫

豈

僅

爲

體

統

觀

瞻

而

已

哉

署
凡
六
重
中
爲
堂
堂
以
東
爲
庫
爲
土
地
祠
翼
堂
下
而
東
西
爲

吏
役
房
中
庭
有
坊
舊

爲

戒

石

亭

外
儀
門
又
外
大
門
有
樓
舊

志

宅

五

重

萬

厯

三

十

四

年

知

縣

馬

負

圖

始

建

譙

樓

爲

大

門

堂
以
內
爲
後
堂
後
堂
以
內
爲
宅
宅
重
邐
東
若
西
有

院
院
有
廳
明

林

岳

重

建

公

廳

記

贛

榆

僻

處

海

濱

土

瘠

斥

鹵

城

郭

草

創

而

縣

治

廳

事

以

及

譙

樓

中

門

一

切

廊

廡

廨

宇

朽

不

支

吏

民

奔

趨

弗

稱

瞻

仰

今

令

尹

鄒

邑

王

公

來

蒞

是

邦

下

車

之

日

卽

有

起

廢

之

志

乃

于

庚

子

歲

五

月

經

始

學

宮

辛

丑

壬

寅

薦

及

各

壇

若

四

郭

之

門

靑

口

之

倉

以

至

鼓

樓

中

門

靡

不

煥

然

維

新

旣

完

且

美

無

有

遺

缺

爰

始

事

於

蒞

政

之

堂

其

剗

高

重

卑

移

前

拓

後

固

已

易

舊

觀

矣

至

乃

五

楹

之

崇

高

重

臺

之

壯

麗

左

仍

幕

㕔

右

爲

庫

藏

㫄

列

庫

吏

戶

禮

兵

刑

工

承

發

馬

政

架

閣

諸

舍

宇

則

腹

背

環

抱

羽

翼

拱

趨

有

虎

踞

山

峙

之

雄

有

翬

飛

矢

棘

之

美

使

非

材

石

陶

冶

工

作

程

章

之

各

臻

其

極

奚

克

成

經

始

於

壬

寅

仲

冬

癸

卯

季

秋

已

亥

日

訖

事

王

公

旋

徵

爲

侍

御

史

二

尹

徐

侯

繼

綰

邑

章

眾

且

請

留

因

舉

酒

而

屬

客

日

王

公

以

經

濟

之

才

小

試

一

縣

其

承

宣

之

善

修

治

之

良

未

易

縷

數

也

今

旣

辭

枳

棘

赴

高

岡

而

鳴

朝

陽

矣

後

之

升

茲

堂

而

嗣

民

政

可

不

思

繩

其

武

而

善

其

後

哉

孔

子

曰

政

者

正

也

請

言

其

略

以

自

效

客

有

復

之

者

曰

承

接

無

窮

而

不

可

測

者

事

也

變

遷

無

常

而

不

可

拘

者

時

也

微

顯

無

體

而

不

可

易

者

理

也

知

時

之

變

而

因

之

見

理

之

眞

而

循

之

則

事

雖

無

窮

而

易

應

也

雖

不

測

而

易

治

也

故

所

令

者

必

眾

之

所

欲

所

禁

者

必

眾

之

所

惡

眞

得

於

已

謂

之

德

加

諸

人

謂

之

政

政

也

者

豈

止

於

案

牘

督

徵

稅

聽

詞

訟

而

已

哉

古

君

子

之

治

未

有

能

易

此

者

也

矧

王

公

行

之

而

已

效

乎

眾

咸

稱

善

屬

岳

記

之

後

之

君

子

尙

有

考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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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王

廷

相

重

建

㕔

事

記

正

德

九

年

正

月

廷

相

謫

丞

贛

榆

時

尹

以

事

被

逮

因

署

縣

事

明

年

八

月

有

㕔

事

之

建

先

是

縣

治

毁

於

流

賊

官

吏

露

幕

視

事

久

矣

㕔

事

之

建

乃

不

獲

已

之

政

也

儲

財

蓄

食

旣

備

乃

興

五

旬

而

舉

之

落

成

丞

乃

吿

其

民

曰

鳴

呼

營

繕

之

役

勞

民

費

財

非

所

以

安

輯

也

茲

豈

得

己

哉

夫

縣

有

㕔

所

以

休

上

治

下

宣

德

流

化

之

道

也

是

故

圮

而

弗

治

露

棲

草

處

邑

大

夫

無

容

也

堂

委

於

廉

叢

而

呼

叢

而

趨

上

下

雜

糅

民

之

無

瞻

也

風

雨

寒

燠

弗

蔽

屢

輟

於

公

庶

事

之

隳

也

事

隳

則

民

慢

民

慢

則

政

疲

謂

邑

尙

有

人

乎

尙

有

法

乎

㕔

事

之

建

乃

不

獲

已

之

政

也

勞

靡

財

力

豈

所

欲

哉

父

老

稽

首

曰

茲

甿

何

力

財

亦

何

所

靡

事

集

四

境

不

聞

甿

且

將

喜

之

矣

大

夫

之

良

計

也

丞

曰

豈

其

然

乎

凡

務

非

所

急

不

如

且

已

否

則

乖

於

安

順

之

政

雖

財

力

不

與

於

民

猶

將

議

之

況

出

於

民

乎

此

民

情

好

惡

之

大

端

也

今

也

謂

務

非

所

急

與

父

老

復

稽

首

以

謝

不

敏

是

役

也

凡

棟

梁

榱

栱

之

屬

六

千

有

奇

咸

今

置

之

礎

礪

之

屬

四

十

有

五

乃

舊

之

遺

焉

徒

役

五

百

有

奇

人

各

役

二

日

工

匠

之

屬

五

千

有

竒

鍜

者

役

五

日

礪

者

役

五

日

畫

工

役

旬

有

五

日

圬

者

二

旬

梓

人

五

旬

顧

鈐

後

題

名

記

余

初

蒞

邑

詢

題

名

記

獲

諸

㕔

事

之

左

葢

國

子

先

生

臨

海

王

君

作

記

而

前

令

雩

都

謝

君

所

錄

名

也

歲

月

未

遠

而

跡

已

漫

漶

難

識

矣

且

石

之

璞

者

不

盈

咫

余

懼

無

以

登

後

賢

也

茲

復

勒

而

表

之

前

者

星

懸

後

者

㝛

列

姓

名

官

位

燦

如

也

夫

不

可

掩

者

名

之

書

也

而

行

事

之

不

可

掩

則

以

實

而

不

以

名

不

可

磨

者

石

之

勒

也

而

人

心

之

不

可

磨

則

以

澤

而

不

以

石

彼

考

其

政

治

之

得

失

而

因

定

其

人

品

之

賢

否

則

高

下

之

以

目

者

甚

於

考

閱

之

去

取

進

退

之

以

口

者

甚

於

銓

衡

之

黜

陟

賞

罰

之

以

心

者

甚

於

朝

廷

之

袞

鉞

吁

可

畏

矣

後

之

官

茲

邑

者

將

嗣

而

列

焉

可

不

審

所

以

自

處

哉

有
房
有
書
舍
有
賓
館
神
祠
在
儀
門
內
之
東
監
在
儀
門
內
之
西

監
自
王
城
易
牆
爲
甎
亦
四
修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王

城

道

光

十

四

年

徐

林

春

二

十

五

年

吳

蕊

元

同

治

四

年

王

慶恩

其
故
有
申
明
亭
旌
善
亭
在
大
門
之
外
我
知
軒
在
後
堂
之
右
者
竝

久
廢
矣
明

樊

兆

程

我

知

軒

記

關

西

夫

子

爲

四

知

之

說

以

拒

莫

夜

金

嘗

維

之

曰

是

四

知

也

一

我

知

盡

之

矣

惟

我

此

心

天

地

人

之

府

也

我

心

誠

無

愧

怍

何

不

可

與

知

者

苟

我

心

稍

一

涉

於

不

類

上

帝

臨

之

后

土

鑒

之

十

目

十

手

共

指

視

之

矣

可

畏

哉

榆

固

僻

邑

也

令

斯

土

者

多

以

倖

不

知

而

自

棄

又

或

恃

難

知

而

自

恣

也

顧

可

知

不

在

我

乎

余

謬

綰

是

邑

之

墨

綬

昕

夕

兢

兢

自

矢

也

迺

於

㕔

事

之

後

軒

而

扁

之

曰

我

知

夫

是

軒

也

外

之

大

賓

所

不

履

也

下

之

左

右

所

不

敢

窺

也

內

之

所

不

及

至

也

我

一

人

兀

坐

其

中

試

靜

而

思

之

我

所

爲

所

思

夷

乎

跖

乎

公

乎

私

乎

毋

或

申

於

昭

昭

而

㝠

㝠

墮

節

乎

毋

或

矯

情

簞

豆

而

垂

涎

鐘

石

乎

毋

或

耳

目

是

狥

而

民

有

詘

抑

錙

銖

是

營

而

歎

竭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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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毋

或

伺

察

爲

事

而

民

苦

側

足

乎

毋

或

初

志

淸

明

而

終

鮮

令

德

乎

有

一

于

此

我

自

知

之

一

時

瞀

亂

一

念

恣

睢

若

無

天

於

上

無

地

於

下

無

人

於

前

自

視

莫

能

子

何

者

如

鬼

責

何

如

淸

議

何

箴

規

在

前

謗

囂

隨

之

矣

孰

得

而

掩

夫

自

古

聖

賢

戒

愼

恐

懼

卻

塗

守

神

三

復

於

屋

漏

而

致

美

於

尙

絅

匪

畏

天

知

地

知

也

匪

畏

人

知

也

畏

我

知

也

畏

一

我

知

而

三

知

自

無

不

畏

矣

我

知

之

義

大

矣

哉

雖

然

循

途

而

往

行

法

以

俟

盡

其

在

我

所

可

知

也

至

於

榮

枯

得

失

是

非

予

奪

固

有

所

以

制

之

者

若

曰

我

誠

不

愧

也

誠

不

怍

也

從

此

我

可

以

獲

上

下

之

知

而

永

終

譽

也

此

不

在

我

也

我

不

敢

知

典
史
故
在
縣
儀
門
外
之
東
旋
徙
縣
西
故
主
簿
宅

今
無
署

廵
檢
在
靑
口
無
署

城
守
營
無
署
借
祠
宇
或
僦
民
舍
以

居
臨
興
場
鹽
課
司
故
在
小
河
口
乾
隆
中
署
燬
旣
復
十

三

年

大

使

翟

汾

旋
廢

今
寓
板
浦
倉
舊
有
六
曰
萬
厯
營
田
倉
在
靑
口
大
沙
河
城
頭
龍
王
廟

凡
四
所
曰
萬
厯
崇
禎
義
倉
在
鹽
倉
城
高
店
村
城
子
村
土
山
村
王
彪

鎭
縣
前
凡
六
所
曰
天
順
便
民
倉
後

曰

兌

運

在
故
淸
河
縣
治
西
曰
康
熙
鹽

倉
正
倉
一
餘
在
九
里
七
范
家
口
沙
溝
村
三
墩
坡
凡
五
所
曰
天
順
康

熙
常
平
倉
在
治
東
西
側
凡
六
所
何

淵

俞

廷

瑞

建

嘉

慶

中

實

儲

小

麥

二

萬

四

千

六

百

餘

石

又

附

儲

徵

還

撥

振

小

麥

五

千

八

百

四

十

石

有

奇

曰
雍
正
社
倉
城
裏
靑
口
爲
二
社
在
治
西
儲

二

千

七

百

九

十

四

石

有

奇

城
頭
上
林
爲
二
社
在
城
頭
鎭
儲

千

九

百

十

六

石

有

奇

小
河
口
盧
單
莊

爲
二
社
在
小
河
口
鎭
儲

千

二

百

十

三

石

有

奇

大
沙
河
歡
墩
埠
爲
二
社
在
大
沙

河
鎭
儲

千

七

十

五

石

有

奇

龍
王
廟
分
水
鎭
爲
二
社
在
龍
王
廟
鎭
儲

千

六

百

四

十

四

石

有

奇

凡
五
所
三

年

縣

人

募

建

儲

高

粱

黍

穀

大

麥

若

干

石

爲

率

凡

小

麥

黃

豆

爲

細

一

石

抵

社

穀

二

石

穇

子

爲

粗

二

石

抵

石

擇

端

謹

耆

司

社

正

社

副

凡

石

息

斗

凡

所

借

穀

石

除

耗

三

升

借

時

若

歲

終

報

縣

覈

驗

司

社

三

年

而

更

其
今
所
有
者
治
右
南

倉
北
倉
凡
二
所
南

倉

光

緖

七

年

蘇

超

才

八

年

九

年

特

秀

建

北

倉

光

緖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特

秀

十

三

年

王

豫

熙

建

王

豫

熙

增

建

積

穀

倉

記

攷

周

禮

遺

人

掌

委

積

以

備

凶

荒

司

稼

以

年

之

上

下

出

歛

法

使

有

荒

歲

而

無

荒

民

爲

後

世

置

倉

積

穀

所

自

昉

顧

常

平



ZhongYi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九

社

倉

在

漢

宋

間

已

不

能

無

弊

葢

常

平

掌

於

官

社

倉

掌

於

民

掌

於

官

者

朱

子

所

謂

爲

法

太

密

避

事

畏

法

則

弊

生

掌

於

民

者

朱

子

所

謂

里

社

不

皆

可

任

之

人

聽

其

所

爲

則

計

私

以

害

公

謹

其

出

入

則

上

下

相

遁

其

害

又

甚

然

則

言

積

貯

必

與

常

平

社

倉

相

爲

表

裏

而

有

備

無

患

者

則

莫

善

於

今

之

積

穀

倉

其

穀

輸

之

於

民

而

守

之

以

官

樂

歲

資

其

狼

戾

故

集

事

易

官

民

互

爲

稽

察

故

防

弊

周

誠

良

法

也

贛

榆

之

爲

邑

西

北

近

山

高

仰

而

憂

旱

東

南

近

海

沮

洳

而

憂

澇

風

雨

時

若

僅

供

卒

歲

之

需

耳

夫

金

穰

木

饑

五

行

代

運

豐

歲

不

可

常

桑

土

未

雨

之

謀

奈

何

弗

亟

前

令

蘇

公

超

才

特

公

秀

承

檄

建

倉

積

穀

有

差

因

籌

資

於

民

費

不

時

集

閱

數

歲

始

克

度

地

於

署

之

西

偏

先

後

建

倉

三

十

二

間

光

緖

十

三

年

仲

春

子

承

乏

是

邦

迺

於

其

後

南

嚮

建

正

倉

五

間

四

圍

繚

以

高

垣

如

人

之

全

體

股

肱

腹

心

皆

備

置

大

門

一

扃

以

筦

鑰

擇

邑

土

之

謹

厚

者

任

收

納

出

入

之

數

不

經

胥

吏

之

手

上

下

相

維

制

罔

或

侵

耗

庶

幾

與

常

平

社

倉

相

表

裏

厯

久

而

勿

敝

云

董

其

事

者

敎

諭

徐

燦

英

附

生

劉

鳳

文

貢

生

楊

愼

修

趙

公

弻

例

得

連

類

書

之

儲
穀
粟
萬
二
千
三
百
六
十
三
石
七
斗
有

奇
小
麥
四
百
九
十
五
石
三
斗
有
奇
視
雍
正
初
過
矣
當
嘉
慶
時
裁
四

分
之
一
意
者
兵
革
之
後
元
氣
未
復
又
水
旱
烖
侵
之
婁
吿
民
力
未
暇

給
乎
贛
榆
地
非
狹
小
而
人
民
至
多
也
籌
緩
急
之
備
謂
宜
興
復
社
倉

以
左
右
之
顧
筦
子
有
言
不
法
法
事
毋
常
法
不
法
令
不
行
苟
令
不
法

而
不
審
康
熙
雍
正
諸
倉
當
時
曷
嘗
不
上
下
孜
孜
竭
無
窮
之
慮
也

棲
流
所
一
在
靑
口
廢

養
濟
院
一
在
關
帝
廟
南
光

緖

十

三

年

王

豫

熙

建

王

豫

熙

剏

建

養

濟

院

記

贛

榆

接

鄰

東

魯

民

質

直

而

務

農

不

習

懋

遷

逐

利

風

氣

猶

爲

近

古

自

咸

同

十

數

年

間

寇

亂

相

仍

內

謀

保

聚

外

責

輸

將

邑

之

故

家

巨

室

蕩

焉

靡

遺

又

無

蠶

桑

吉

貝

紡

織

之

利

補

救

之

方

民

於

是

重

困

而

貧

者

猥

多

光

緖

丁

亥

春

豫

熙

奉

檄

茲

土

時

行

郊

野

竊

見

罷

癃

殘

疾

顚

連

無

吿

之

氓

躑

躅

於

車

前

蹙

然

內

疚

思

所

以

收

䘏

之

顧

邑

中

向

無

養

濟

院

考

稅

則

亦

無

額

徵

銀

米

甚

非

聖

天

子

惠

養

元

元

意

也

因

於

署

東

南

門

大

街

捐

奉

購

民

房

一

所

計

屋

十

三

楹

前

後

分

男

女

二

院

先

收

養

男

婦

四

十

名

或

謂

令

長

之

奉

入

有

常

而

窮

民

之

待

養

無

盡

是

區

區

者

庸

有

濟

乎

予

曰

固

也

此

予

之

所

以

亟

爲

謀

也

贛

之

無

養

濟

院

不

自

今

日

始

矣

前

之

令

長

豈

無

痌

懷

之

抱

顧

以

善

小

而

不

爲

或

以

費

鉅

而

難

舉

攝

事

者

傳

舍

其

官

又

以

時

迫

而

不

果

濡

忍

相

待

以

迄

於

今

予

復

待

之

民

無

幸

矣

況

予

固

攝

事

者

也



ZhongYi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將

欲

集

鉅

貲

營

廣

厦

度

非

旦

夕

可

辦

版

築

未

就

而

代

者

已

來

是

以

艱

鉅

委

之

人

而

已

居

其

名

惡

乎

可

茲

先

立

始

基

俾

來

者

循

是

而

擴

充

之

修

飾

之

踵

事

增

華

什

倍

於

今

舉

凡

無

告

之

流

咸

得

所

止

而

遂

其

生

是

則

予

之

所

厚

幸

也

夫

傳
曰
民
神
之
主
也
是
以
聖
王
先
成
民
而
後
致
力
于
神
民
有
事
矣
臨

民
者
其
非
徒
享
祀
豐
絜
神
必
據
我
之
謂
況
于
壇
坫
廟
壝
之
赫
如
也

今
列
著
于
令
典
者
以
尊

王
制
而
明
祭
法
其
不
在
祀
典
或
人
心
所

系
或
水
旱
之
所
祈
禱
不
大
遠
于
禮
者
附
焉

社
稷
壇
在
城
西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城
南

先
農
壇
在
城
東
厲

壇
在
城
北

城
隍
廟
在
治
西
明

樊

兆

程

建

康

熙

七

年

俞

廷

瑞

乾

隆

十

二

年

縣

人

吳

廣

俊

十

七

年

畢

㝛

焆

胡

翼

訓

殷

徙

南

光

緖

十

三

年

縣

人

重

修

俞

廷

瑞

重

修

城

隍

廟

記

嘗

攷

郡

縣

之

建

社

立

廟

必

取

其

爲

民

生

世

世

利

賴

者

而

崇

祀

焉

所

以

奠

邦

本

而

和

歲

時

非

云

媚

神

以

邀

福

也

余

以

庚

戌

歲

元

旦

二

日

甫

任

贛

榆

謁

城

隍

廟

入

其

堂

棟

折

榱

崩

風

雨

飄

搖

矣

視

其

廡

寸

椽

片

瓦

杳

不

復

存

矣

廟

之

中

神

象

偃

蹇

欹

仆

而

無

完

寧

矣

詢

之

父

老

于

七

年

地

震

時

將

二

載

未

經

修

葺

也

夫

人

有

一

功

一

德

於

世

猶

且

尸

而

祝

之

絃

而

歌

之

況

綿

世

浸

遠

威

靈

赫

奕

水

旱

疾

疫

土

穀

災

祥

之

怙

冒

無

疆

哉

忍

坐

視

其

頽

而

不

心

動

也

越

明

年

度

工

庀

材

紳

衿

耆

庶

咸

樂

相

事

不

數

月

而

功

成

於

曠

於

奧

各

有

所

宜

遹

觀

厥

構

門

嶷

然

而

立

也

院

豁

然

而

平

也

垣

繚

然

以

週

旅

道

砥

然

而

直

也

巋

然

者

殿

而

翼

然

者

廡

也

由

是

西

而

跂

望

則

雉

堞

相

連

平

高

相

等

朝

光

晴

霞

如

旅

人

之

立

於

戶

外

而

相

揖

也

睇

其

東

則

縣

治

森

列

學

宮

雄

峙

比

屋

環

繞

幾

攬

全

城

之

勢

美

哉

廟

社

維

新

吐

納

風

氣

亦

小

邑

之

雄

歟

詩

曰

神

之

聽

之

終

和

且

平

此

之

謂

也

八
蜡
廟

在
城
東
迎
春
亭
光

緖

十

二

年

特

秀

建

于

翼

華

重

脩

八

蜡

廟

記

邑

之

有

八

蜡

所

以

爲

民

祈

報

也

禮

八

蜡

以

祭

四

方

聚

萬

物

而

索

饗

龡

豳

頌

擊

土

鼓

以

息

老

物

自

古

至

今

垂

爲

令

典

贛

邑

八

蜡

廟

舊

志

在

城

南

爲

邑

侯

俞

公

建

後

改

祀

劉

猛

將

軍

城

東

郊

有

先

農

壇

旁

有

迎

春

亭

祀

八

蜡

未

知

始

於

何

年

日

久

將

就

傾

圮

辛

巳

秋

邑

侯

長

白

特

公

重

蒞

斯

土

百

廢

具

舉

越

明

年

四

月

東

北

濱

海

蝗

蝝

萌

生

積

厚

寸

許

小

者

如

蠅

大

如

蚱

蜢

侯

隱

憂

之

督

民

樸

捕

父

老

子

弟

雲

集

響

應

持

械

台

擊

不

舍

晝

夜

侯

益

具

餺

飥

以

餉

飢

者

民

于

是

不

懈

益

奮

數

日

而

蝝

斃

過

半

焉

復

禱

於

神

忽

來

海

鳥

千

百

成

羣

啄

蝗

食

之

有

黑

蟲

狀

如

牽

牛

噬

其

遺

類

由

是

田

不

爲

災

民

咸

頌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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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一

之

德

而

侯

則

曰

是

神

之

力

也

乃

蠲

奉

諏

吉

重

建

殿

宇

三

楹

及

旁

舍

門

垣

皆

修

整

之

春

祈

秋

報

藉

肅

觀

瞻

比

年

以

來

年

穀

順

成

家

給

人

足

小

民

得

優

游

以

享

豐

綏

之

慶

未

始

非

神

之

佑

而

實

皆

侯

之

誠

有

以

致

之

也

幸

覩

其

事

因

爲

記

之

劉
猛
將
軍
廟

在
城
南
故

崇

禎

時

蜡

神

廟

康

熙

十

一

年

俞

廷

瑞

建

俞

廷

瑞

重

建

八

蜡

廟

記

郊

特

牲

伊

耆

氏

始

爲

蜡

蜡

索

也

歲

十

二

月

合

眾

萬

物

而

索

饗

之

也

夏

曰

淸

祀

殷

曰

嘉

平

秦

曰

臘

周

曰

八

蜡

一

先

嗇

二

司

嗇

三

農

四

郵

表

畷

五

猫

虎

六

坊

七

水

庸

八

昆

蟲

伊

耆

迄

秦

悉

行

於

歲

終

勝

國

本

朝

在

春

秋

二

仲

名

稱

不

同

典

禮

或

異

然

皆

所

以

報

神

功

重

農

事

也

康

熙

庚

戌

之

履

端

明

日

爲

余

蒞

贛

始

越

三

旬

而

蜡

詢

蜡

所

尊

爼

牲

牢

露

置

荒

草

中

顧

問

吏

曰

舊

有

祠

地

震

無

之

心

怵

焉

至

於

八

月

又

蜡

心

如

之

顧

三

年

五

祲

不

欲

興

事

以

勞

民

且

庶

政

旁

午

末

暇

也

壬

子

之

夏

蝝

生

者

畝

無

算

蝗

飛

至

者

天

四

塞

百

姓

呼

號

騰

沸

余

亦

仰

空

無

術

詰

旦

法

濬

令

王

公

意

爲

文

遣

之

蝗

乃

負

蝝

與

俱

去

不

爲

災

至

於

秋

稍

稔

矣

禮

曰

年

不

順

成

八

蜡

不

通

順

成

之

方

其

蜡

乃

通

今

旣

順

成

而

廟

貌

不

作

祭

仍

草

間

誰

之

過

與

於

是

上

因

往

古

聚

索

之

時

卜

冬

十

二

月

吉

庀

材

僦

工

命

二

三

耆

父

老

督

事

復

祠

祠

舊

依

地

藏

庵

左

壁

茲

東

拓

數

武

正

體

勢

也

南

出

亦

數

武

俾

不

壓

於

庵

也

崇

以

廉

階

示

尊

也

環

以

門

垣

遂

陰

幽

也

祠

舊

惟

一

像

號

曰

蒲

神

殊

不

典

茲

爲

釐

正

次

序

而

列

像

之

主

先

嗇

配

司

嗇

南

向

坐

袝

田

畯

位

東

壁

西

向

亦

坐

猫

虎

昆

蟲

位

西

壁

猫

虎

則

像

其

磨

牙

俯

伏

將

搏

豕

鼠

之

狀

昆

蟲

則

像

其

歛

翼

脰

不

敢

害

稼

之

狀

若

郵

表

畷

則

從

田

畯

而

東

若

坊

若

庸

則

從

昆

蟲

而

西

高

之

深

之

圓

之

長

之

四

隅

而

戶

之

總

不

異

田

間

之

溝

塍

廬

舍

者

近

是

嗚

呼

神

人

禽

獸

饗

報

畢

及

者

古

先

聖

王

仁

之

至

義

之

盡

也

所

以

重

農

事

也

余

之

於

神

人

禽

獸

犁

然

而

像

之

者

欲

氓

婦

咸

知

古

先

聖

王

之

至

意

以

庶

幾

不

怠

則

余

與

百

姓

之

不

敢

不

重

農

事

也

嗚

呼

祠

三

礎

視

舊

增

高

濶

像

八

出

視

舊

爲

明

備

經

始

於

臘

月

初

吉

落

成

於

歲

終

除

日

以

新

像

異

於

曩

昔

故

并

其

原

本

名

義

而

記

之

火
神
廟
在
城
西
南
一
在
大
沙
河
鎭

關
帝
廟

在
治
東
崇

禎

三

年

李

樞

建

雍

正

十

二

年

衞

哲

治

楊

士

昌

喬

治

趙

夢

麟

等

重

建

一
在
徐
福
村
一
在
朱
汪

鎭
在
靑
口
前

明

及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建

大
沙
河
鎭
一

咸

豐

三

年

建

者
各
二

龍
神
廟
在
縣

署
西
一
在
末
山
一
在
毛
墩
一
在
土
山
一
在
龍
王
廟
一
在
范
家
口
一

在
朱
稽
村
在
靑
口
者
二

天
后
宮
二
在
靑
口
所
謂
前
宮
後
宮
也
前宮

縣

船

戶

建

後

宮

南

商

建

仲
子
祠
在
城
西
光

緖

十

年

修

端
木
子
祠
在
子
貢
山
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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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二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建
寘
城

池

官

廨

倉

儲

壇

廟

街

坊

鄕

社

集

鎭

津

梁

贛
榆
之
有
城
自
元
至
正
二
十
四
年
始
平
章
王
信
所
築
也
舊

志

舊

係

士

壘

攷

續

資

治

通

鑑

宋

建

炎

三

年

山

東

盜

劉

忠

引

眾

據

懷

仁

縣

御

營

平

寇

將

軍

范

瓊

遣

統

制

張

仙

等

擊

之

忠

僞

降

仙

入

忠

壁

撫

諭

不

言

有

城

當

可信

高
二
丈
池
深
四
尺
周
四
里
十
有
一
步
劉

芳

記

四

里

一

十

步

明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郞
廷
珪
正
德
十
一
年
知
縣
馮
澤
十
四
年
知
縣
謝
詔
先
後
增
修
明劉

芳

城

池

譙

樓

記

正

德

丙

子

春

河

南

馮

公

視

縣

乃

吿

父

老

曰

曩

者

盜

起

朔

方

南

寇

淮

楚

是

邑

當

南

北

之

衝

賊

之

蹂

踐

尤

甚

民

皆

鳥

散

魚

驚

城

中

蕩

然

易

稱

設

險

城

池

非

所

先

乎

僉

曰

善

侯

乃

蚤

作

夜

思

計

度

區

畫

分

配

科

泒

每

夫

若

干

名

築

城

若

干

丈

高

以

丈

計

者

三

厚

半

之

周

圍

四

里

一

十

步

加

以

雉

堞

飾

以

黝

堊

不

期

月

而

成

又

以

四

門

舊

無

譙

樓

乃

捐

俸

剏

樓

三

楹

臺

之

高

廣

與

樓

等

門

以

鐵

葉

裹

之

以

示

經

久

旣

就

緒

予

偕

一

二

士

夫

登

城

四

眺

眾

相

謂

曰

馮

公

之

功

大

矣

得

無

一

言

以

紀

之

乎

予

曰

公

之

築

是

城

也

使

之

以

時

而

不

勞

其

力

取

給

於

官

而

不

匱

其

財

此

民

所

以

樂

於

趨

事

不

旬

日

而

吿

成

與

抑

侯

於

吾

贛

興

學

校

課

農

桑

平

市

價

除

道

路

其

所

以

保

障

吾

民

者

遠

矣

余

不

文

謹

載

筆

以

識

其

歲

月

云

萬
厯
十
九
年
知
縣
樊
兆
程
始
易
甎
明

陳

文

燧

甎

城

記

海

州

古

郯

子

國

扼

控

大

海

跨

涉

徐

揚

稱

淮

安

屏

障

而

贛

榆

處

州

治

之

西

北

接

連

莒

沂

瑯

琊

諸

邑

滄

溟

沆

漭

山

谷

岑

叢

卽

春

秋

書

夾

谷

之

會

孔

子

相

焉

觀

其

厯

階

語

曰

有

文

事

者

必

有

武

備

夫

孔

子

大

聖

人

也

固

數

語

可

郤

裔

兵

歸

侵

地

聖

人

以

下

詎

能

以

口

舌

震

讋

彝

裔

消

彌

禍

釁

而

其

所

云

備

者

豈

盡

謀

臣

計

士

長

鈹

勁

羽

坐

折

衝

而

走

堅

利

之

謂

耶

易

曰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其

國

春

秋

愼

用

民

力

書

城

郞

爲

戒

而

於

齊

美

城

邢

於

晉

美

城

周

卽

聖

人

未

有

不

成

城

以

衞

其

民

而

能

爲

國

者

也

贛

榆

舊

有

土

城

日

久

湮

高

不

及

肩

跛

羊

登

牧

上

下

若

坦

途

正

德

辛

未

劉

寇

蹂

躪

逵

市

爲

墟

嘉

靖

乙

卯

倭

奴

豨

壁

守

無

據

今

父

老

譚

之

猶

惴

惴

怖

也

萬

厯

丁

亥

余

奉

璽

書

備

淮

徐

兵

民

間

便

苦

得

與

聞

而

興

革

之

至

贛

閱

其

城

尺

咫

海

澳

而

墤

垣

蕞

爾

焦

然

爲

之

不

寧

念

今

聖

明

在

宥

德

化

旁

皇

周

浹

遠

邇

康

又

炎

霜

朔

雪

雕

題

鑿

齒

之

輩

莫

不

稽

首

稱

藩

樊

令

課

農

興

學

省

賦

均

徭

四

境

戴

若

慈

父

手

足

頭

目

相

親

相

衞

奚

足

介

意

外

然

使

樊

令

行

而

繼

之

者

未

必

盡

樊

君

也

脫

有

海

㠀

餘

孽

磨

牙

搖

毒

若

辛

未

乙

卯

卒

然

騷

動

安

所

恃

以

衞

人

民

而

奠

社

稷

於

是

進

耆

老

而

與

之

語

樊

君

欣

然

日

程

不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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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三

兵

一

動

舉

城

無

噍

類

矣

遽

引

兵

去

今

昭

忠

祠

中

三

楹

設

像

以

祀

王

是

也

其

東

三

楹

祀

殉

難

紳

民

而

祀

節

烈

婦

女

於

西

楹

以

别

之

自

柱

之

誅

賊

勢

頓

衰

越

明

年

盡

殲

醜

類

兵

事

底

定

然

則

城

南

之

戰

庸

知

非

王

之

靈

及

三

千

餘

忠

魂

毅

魄

有

以

默

相

之

耶

生

而

爲

英

殁

而

爲

靈

斯

亦

可

以

慶

慰

已

經

始

於

同

治

十

三

年

費

絀

中

止

今

始

落

成

董

其

事

者

先

爲

汪

元

愷

龍

方

幹

許

恩

普

後

爲

汪

彤

程

龍

錫

恩

及

恩

普

與

子

鼎

霖

也

于

例

得

書

項
聖
祠
在
關
帝
廟
東
一
在
大
里
莊
王

文

炳

項

聖

祠

記

聖

王

之

制

祭

祀

也

法

施

於

民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菑

則

祀

之

非

此

不

與

焉

項

聖

祠

故

在

山

東

日

照

縣

小

兒

山

之

麓

距

贛

榆

九

十

里

相

傳

爲

項

槖

每

逢

苦

旱

鄕

人

迎

神

至

則

甘

雨

立

沛

城

中

武

廟

亦

建

祠

禱

焉

光

緖

十

三

年

嘉

興

王

公

欣

甫

來

知

縣

事

時

天

久

不

雨

二

麥

未

熟

禱

於

項

聖

果

得

甘

霖

麥

旣

有

秋

而

他

穀

亦

賴

以

播

殖

可

不

謂

靈

與

國

策

項

槖

生

七

歲

而

爲

孔

子

師

高

誘

注

淮

南

子

項

託

七

歲

與

孔

子

辯

難

而

爲

之

師

他

所

記

載

大

率

如

此

而

已

非

有

民

之

責

者

豈

其

能

爲

山

林

川

澤

之

神

歟

抑

有

所

託

歟

未

可

知

也

以

贛

榆

爲

槖

故

里

其

說

無

據

蓋

不

足

信

民

之

祀

之

揆

諸

能

禦

大

菑

之

義

要

無

悖

云

其
非
秩
祀
而
最
古
者
若
治
東
南
宋
元
祐

重
光
寺
西

有

三

官

廟

歲
直
正
朔
冬
至

萬
壽
之
辰
縣
官
以
下
佩
綬
雝
雝

于
以
修
儀
適
而
祈

皇
慶
要
與
但
崇
象
敎
者
異
已
元

季

燬

洪

武

二

年

重

建

正

統

九

年

萬

厯

十

八

年

修

康

熙

中

僧

海

蓮

修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知

縣

王

城

修

有

田

凡

五

頃

三

十

四

畝

有

奇

王

城

重

建

重

光

寺

碑

自

來

名

區

勝

壤

必

有

法

宇

梵

宮

非

佞

佛

也

爲

祝

釐

也

祝

其

南

城

之

重

光

寺

肇

自

宋

元

祐

五

年

尋

修

尋

至

國

朝

康

熙

戊

申

歲

地

震

後

廢

而

未

葺

蓋

百

餘

年

乾

隆

癸

丑

冬

予

奉

檄

宰

斯

邑

止

存

茅

厦

三

椽

容

朔

望

跪

拜

而

已

詢

之

寺

僧

稽

之

邑

乘

葢

香

火

凋

零

久

矣

於

虖

是

非

祝

釐

之

地

也

哉

胡

爲

荒

落

如

斯

歟

爰

蠲

奉

金

鳩

工

庀

材

迎

僧

于

東

海

之

雲

臺

求

木

於

西

方

之

寶

樹

經

之

營

之

是

版

是

築

大

殿

僧

遼

次

第

以

舉

於

是

一

百

四

十

里

內

五

鄕

三

十

鎭

士

庶

商

民

鼓

舞

踴

躍

爭

相

景

附

樂

爲

檀

施

珍

財

川

流

錢

幣

山

積

大

匠

運

巧

羣

工

效

能

灑

以

淸

泉

築

以

淨

土

巍

殿

五

重

長

廊

四

匝

越

二

載

而

功

乃

吿

成

易

額

曰

重

興

寺

紀

實

也

則

見

岳

峙

蓮

披

聳

雲

削

霧

危

樓

歘

空

深

房

曲

地

重

檐

鳥

飛

梵

宇

霞

合

金

碧

連

甍

銀

黃

拂

戶

垣

墉

照

琳

牖

而

陸

離

階

戺

飾

綺

檻

而

藻

麗

石

楹

承

拱

佛

體

潔

玉

寶

鼎

靉

靅

而

焚

旃

檀

慈

燈

焱

燚

而

燃

聖

火

爾

其

天

祗

翕

關

坤

靈

負

砌

聖

流

眉

法

侶

合

掌

虎

伏

大

乘

龍

蟠

巨

指

天

花

拈

手

摰

獸

拏

肩

窮

繪

事

之

靈

奇

極

佛

門

之

色

相

二

尊

瓔

珞

如

覩

鷲

山

八

寶

莊

嚴

儼

輝

象

敎

予

惟

是

敬

聯

鴛

序

拜

龍

光

萬

歲

齊

呼

進

升

恆

而

交

頌

四

時

紀

瑞

仰

糺

縵

以

呈

輝



ZhongYi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四

甘

露

淸

塵

和

風

拂

坐

香

霧

結

蓋

慶

靄

垂

珠

佛

號

嵩

聲

遠

近

合

響

羣

黎

億

姓

愉

悅

動

顏

又

爲

坐

空

守

寂

者

供

香

積

需

抱

玉

飛

錫

者

給

伊

蒲

饌

劃

仙

邱

官

荒

之

地

爲

本

寺

香

火

之

田

立

石

以

志

永

垂

萬

䙫

乃

爲

銘

曰

於

赫

皇

淸

庶

政

畢

舉

佛

日

有

輝

整

飭

梵

宇

德

水

長

流

福

山

攸

覩

於

萬

斯

年

永

錫

純

嘏

其

一

祝

其

之

陽

重

光

是

宅

窈

窕

禪

宮

煒

煌

金

碧

古

殿

雲

飛

疎

松

翠

滴

寂

靜

棲

眞

歡

騰

祝

國

其

二

日

月

所

蝕

風

雨

所

飄

琳

宮

頽

落

金

象

悲

號

爰

咨

於

眾

志

洽

非

勞

鳩

工

飭

材

曾

不

崇

朝

其

三

萬

姓

雷

奔

百

工

雲

走

鳥

革

翬

飛

海

涵

池

負

以

奉

金

仙

以

祈

萬

壽

勒

之

貞

珉

用

昭

不

朽

其

四

周

萃

元

重

興

寺

記

南

城

之

陰

有

重

光

寺

焉

創

自

宋

元

祐

五

年

元

季

以

兵

燬

前

明

重

建

僧

祖

澄

縣

民

顧

橋

劉

棟

相

繼

修

葺

地

宇

宏

厰

廊

廡

幽

窅

古

木

喬

林

交

靑

接

翠

黎

庶

祝

釐

禮

佛

者

常

以

歲

時

叢

集

於

斯

焉

我

朝

康

熙

七

年

地

震

七

日

舍

宇

俱

頽

惟

大

殿

獨

存

自

是

而

後

日

剝

月

蝕

風

雨

漂

搖

曩

時

之

祗

樹

琪

林

漸

化

爲

荆

榛

荒

穢

而

邑

民

食

帝

力

享

太

平

逢

國

大

慶

思

所

以

致

其

歌

祝

者

皆

以

梵

院

促

狹

未

爲

善

地

見

重

光

寺

之

遺

址

輒

漑

然

與

歎

會

邑

侯

王

公

來

蒞

茲

土

興

利

除

弊

講

義

型

仁

爲

吾

民

宣

朝

廷

德

意

遂

有

以

重

光

寺

爲

請

者

侯

亟

往

視

之

詢

其

盛

衰

之

由

以

興

復

爲

已

任

迺

蠲

奉

入

召

匠

作

度

其

地

勢

計

其

工

力

擇

吉

而

興

工

焉

先

營

後

殿

次

定

山

門

繚

以

圍

牆

置

前

殿

列

東

西

廂

而

大

殿

乃

巋

然

起

焉

葢

不

踰

年

而

規

模

已

具

巍

乎

煥

乎

觀

瞻

爲

之

一

肅

矣

維

時

逢

萬

壽

節

我

侯

率

僚

屬

行

朝

賀

禮

坐

班

於

山

門

內

之

東

廊

而

闔

境

士

民

皆

焚

香

頂

禮

稽

首

頓

首

於

山

門

之

外

嵩

呼

一

聲

與

佛

殿

之

鐘

聲

佛

號

相

應

維

時

覺

光

天

化

日

中

祥

雲

瑞

靄

糺

縵

氤

氳

是

佛

現

光

是

天

垂

象

是

萬

姓

之

喜

氣

洋

溢

瀰

漫

上

下

渾

然

不

可

得

而

名

也

僉

曰

寺

其

重

與

哉

遂

顏

之

曰

重

興

云

由

是

而

曲

院

而

禪

房

而

高

閣

侯

猶

將

次

第

成

焉

夫

興

廢

何

常

盛

衰

無

定

亦

惟

視

主

之

者

有

其

人

耳

向

非

我

侯

追

尋

往

蹟

具

無

量

慧

力

安

能

於

期

年

之

內

成

此

善

舉

使

民

情

歡

暢

一

至

於

此

哉

余

不

敏

目

覩

其

盛

援

筆

記

之

乾

隆

六

十

年

十

月

有
塔
曰
靑
雲
久
圯
其
遺
址
巋
然
尙
存
董

杏

建

靑

雲

塔

碑

夫

自

有

天

地

則

有

氣

運

有

氣

運

則

有

往

復

當

其

往

也

無

人

謀

之

功

則

不

可

以

挽

迴

於

其

際

此

不

獨

一

邑

然

也

吾

榆

在

昔

閭

殷

富

人

物

焜

煌

山

川

草

木

潤

媚

而

韶

秀

淮

干

以

北

稱

美

區

焉

剝

落

至

今

殷

富

者

消

耗

矣

焜

煌

者

黯

淡

矣

潤

媚

而

韶

秀

者

且

枯

庸

而

無

色

矣

豈

土

地

人

物

有

異

今

昔

哉

說

者

謂

會

當

百

六

氣

息

奄

奄

機

宜

改

接

若

往

古

之

國

運

焉

顧

當

其

任

者

非

謙

讓

而

未

遑

則

因

循

而

不

舉

何

自

而

觀

其

成

也

乃

天

牖

鴻

圖

斷

必

有

續

一

代

名

流

若

虞

侯

謝

侯

李

侯

錢

蕭

二

師

挽

迴

于

其

閒

贊

襄

於

其

際

東

南

一

峯

兀

忽

立

非

能

轉

禍

爲

福

者

何

以

奏

此

績

之

成

也

哉

此

議

創

自

廿

載

以

前

實

繇

先

君

大

夫

家

食

時

訣

之

形

家

獻

之

當

事

何

幸

至

虞

侯

韙

是

說

而

拓

之

基

謝

侯

李



ZhongYi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五

侯

喜

是

說

而

承

其

緖

錢

師

蕭

師

助

是

說

而

登

其

績

又

得

周

尉

維

持

其

間

也

塔

成

七

級

眉

曰

靑

雲

志

文

運

也

是

功

也

成

無

問

閭

人

物

山

川

草

木

還

其

曩

昔

而

陟

躋

其

巓

滄

溟

東

滙

能

無

鵬

運

之

思

乎

夾

谷

西

列

能

無

宗

聖

之

想

乎

羽

山

南

鎭

能

無

聖

功

之

慕

乎

至

於

四

時

光

景

日

新

不

窮

盃

酒

橫

衿

綵

豪

千

象

又

其

餘

矣

塔

建

自

萬

厯

己

未

成

在

崇

禎

庚

午

時

閱

四

朝

費

金

錢

不

訾

董

其

事

者

不

敏

杏

廩

生

張

際

可

餘

康

徐

可

久

附

生

柳

憲

文

也

董

建

靑

雲

塔

院

碑

從

來

梵

刹

多

浮

屠

其

建

以

爲

文

峯

莫

考

所

自

始

大

要

取

其

兀

秀

起

則

總

不

離

形

家

者

言

近

是

邑

自

漢

唐

文

獻

不

傳

宋

則

胡

松

年

以

制

科

官

冢

宰

而

單

公

選

登

文

天

祥

榜

拜

政

殉

難

厓

山

明

興

以

還

余

外

家

祖

裴

公

成

巍

科

躋

大

卿

以

文

章

著

稱

於

世

其

餘

科

名

踵

接

代

不

乏

人

蓋

其

時

山

川

之

秀

不

禱

祠

而

常

靈

人

文

之

美

不

振

矜

而

奮

盛

者

矣

乃

自

先

王

大

父

一

登

賢

書

遂

難

爲

繼

於

是

用

形

家

者

言

始

於

郭

東

南

里

許

土

阜

建

塔

其

上

二

十

餘

年

始

成

又

十

餘

年

而

不

佞

幸

售

距

先

王

大

父

則

已

七

十

餘

年

云

其

間

英

人

天

授

虎

繡

龍

雕

面

壁

窮

年

鏤

肝

鉥

腎

屈

指

不

知

凡

幾

而

獨

於

余

小

子

畀

以

家

物

實

重

恧

焉

無

所

歸

功

不

以

爲

形

家

言

之

旣

效

不

可

未

幾

而

季

昭

張

子

應

運

崛

起

出

光

氣

攝

高

名

如

取

諸

寄

靈

地

鼎

天

豈

非

人

事

哉

形

家

者

言

又

何

居

焉

塔

經

始

萬

厯

己

未

成

于

崇

禎

庚

午

拮

据

累

䙫

始

竣

厥

工

葢

締

造

若

斯

之

難

也

塔

旣

成

更

將

創

精

藍

壽

勝

蹟

會

邑

侯

穆

㠯

金

閨

籍

來

莅

茲

土

而

又

値

選

造

之

年

爰

以

茲

舉

請

命

侯

慨

然

蠲

奉

鳩

材

鼎

興

立

就

余

知

必

有

驂

房

駟

而

超

天

河

者

相

與

噓

踏

雲

霧

而

去

以

爲

此

矗

矗

斗

漢

間

奇

應

矣

是

院

也

凡

地

三

十

畝

左

文

昌

閣

後

廣

生

宮

與

之

鼎

立

云

他
寺
觀
無
名
義
可
說
比

于
墟
里
亭
舍
因
所
在
而
系
之
以
存
名
蹟
猶
酈
注
桑
經
云
爾

街
略
如
舊
志
凡
由
治
以
前
東
至
北
門
街
西
至
城
隍
廟
南
至
南
城
爲

治
前
大
街

治
以
南
南
至
南
城
西
至
西
城
東
至
學
宮
仰
山
門
爲
十

字
中
街

城
隍
廟
街
南
亦
至
南
城
廟
西
有
廣
生
宮

南
門
大
街
北

至
關
帝
廟

西
門
大
街
東
至
學
宮
仰
山
門

北
門
大
街
南
至
學
宮

外
泮
城
以
南
馬
厰
四
街
南
至
豬
市
汪
北
至
演
武
廳
東
西
各
至
土
地

廟
西
土
地
廟
演
武
廳
俱
圯
南
有
延
壽
庵
西
南
半
里
地
藏
庵
張
仙
廟

又
半
里

德
觀
觀
西
有
井
甘
洌
東
南
有
玉
皇
廟

城
以
西
西
關
十



ZhongYi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六

字
中
街
有

三

官

廟

東
至
西
城
門
西
至
土
地
祠
北
至
三
元
閣
南
至
觀
音
閣

樊

兆

程

西

關

觀

音

閣

記

榆

之

地

美

可

家

也

榆

之

民

無

徒

庸

之

擾

無

接

遞

之

煩

尙

可

以

生

生

適

有

居

也

榆

之

關

市

四

達

於

東

省

而

海

口

各

擅

魚

鹽

之

利

亦

可

以

立

三

家

之

墅

而

競

分

毫

之

利

也

乃

四

顧

民

居

作

藳

蓋

廡

者

什

之

三

五

椽

而

飭

者

無

一

二

矣

貿

易

化

遷

者

率

奔

走

於

新

壩

板

浦

之

區

而

縣

西

關

及

靑

口

分

水

等

鎭

商

賈

不

敢

託

跡

焉

余

始

蒞

任

深

訝

之

莫

得

其

故

也

意

以

爲

民

愚

且

惰

也

詢

之

父

老

莫

有

披

情

告

者

迨

視

事

數

閱

月

凡

洩

涹

叢

脞

者

思

剔

刷

而

釐

正

之

再

進

父

老

而

詢

之

眾

方

吿

曰

榆

之

先

豈

不

稱

殷

庶

哉

比

年

以

來

長

老

子

弟

苦

於

額

徵

之

內

增

羨

金

條

鞭

之

外

派

總

里

贖

鍰

追

科

雞

犬

不

甯

里

魁

市

豪

衙

僧

依

憑

城

社

以

一

索

十

指

公

殖

私

倍

息

開

張

罄

脂

膏

而

朘

削

之

民

卽

終

日

不

獲

嬉

飽

安

能

爲

居

室

計

哉

尤

可

患

者

民

褠

一

椽

創

一

室

官

府

卽

籍

而

記

之

以

爲

富

有

叠

差

困

之

矣

民

方

召

一

商

市

一

物

官

府

卽

從

而

徵

其

貨

强

半

收

之

價

不

半

及

矣

蠹

害

相

仍

蕭

條

良

有

以

夫

余

聞

之

憮

然

涕

下

曰

有

是

哉

官

以

安

民

也

何

忍

敺

民

爲

也

與

父

老

約

今

堂

爲

民

一

切

罷

之

毋

久

困

此

一

方

也

未

幾

西

關

之

市

飾

新

繕

故

者

比

比

撤

茅

陶

甓

旗

亭

鱗

接

商

旅

率

攜

囊

中

裝

藏

焉

物

貨

山

積

星

繁

風

景

頓

異

於

昔

矣

余

又

慮

關

鍵

不

固

將

有

胠

篋

探

囊

者

得

而

乘

之

也

乃

下

令

於

四

逹

之

衢

各

飭

高

垣

重

門

以

謹

啟

閉

焉

義

民

張

應

元

獨

蠲

百

金

搆

閣

於

市

南

奉

觀

音

大

士

像

祀

之

蓋

借

神

力

以

垂

久

遠

焉

耳

嗟

夫

託

廬

而

處

爭

利

於

市

孰

非

民

情

哉

司

牧

者

謂

察

民

之

情

而

多

方

休

養

安

全

之

芘

其

廬

井

保

其

市

廛

不

啻

家

之

垣

門

之

鍵

也

孰

不

忻

忻

然

日

奠

麗

其

中

交

通

有

無

以

就

吾

之

疆

理

者

獸

逸

鳥

棲

豈

其

情

哉

且

治

邑

猶

治

身

也

治

身

者

倘

元

氣

不

完

尩

痿

立

見

誠

葆

養

順

適

俾

元

氣

盎

然

卽

顏

貌

因

之

而

光

澤

財

與

力

非

民

之

元

氣

乎

顧

上

之

人

所

以

保

養

之

者

何

如

耳

余

竊

祿

茲

土

有

年

矣

行

藏

不

可

必

過

此

以

往

關

市

之

興

廢

余

亦

何

能

必

也

俞

廷

瑞

重

修

觀

音

閣

記

榆

西

關

爲

通

山

左

數

郡

之

要

道

交

衢

有

觀

音

閣

閣

崇

構

中

窽

下

通

行

人

其

來

久

矣

自

地

震

傾

過

者

太

息

癸

丑

夏

榆

人

集

貲

修

葺

靑

鳥

家

言

閣

與

馬

厰

之

玉

皇

閣

城

北

之

三

元

閣

鼎

峙

頗

關

形

勝

云

其
坊
表
舊
有
而
今
廢
者
繡
衣
坊
在
治
南
爲
御
史
匡
翼
之

承
恩
坊

在
西
門
內
爲
贈
御
史
裴
璋

又
有
恩
光
坊
爲
贈
戶
部
主
事
邵
廉

御
史
坊
爲
裴
天
佑

靑
雲
坊
在
治
東
爲
舉
人
尙
維
善

諫
臺
繩
武

坊
在
西
門
外
爲
給
事
中
匡
鐸

承
宣
坊
在
治
前

尊
德
坊
安
仁
坊



ZhongYi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七

在
治
南

興
賢
坊
在
學
宮
西

縣
故
有
四
鄕
十
四
社
五
十
六
里
里
故
謂
之
啚
南
安
富
鄕
鄕
有
在
城

社
高
店
社
殷
家
莊
社
社
有
十
六
里

西
南
光
孝
鄕
鄕
有
朱
孟
社
新

溝
社
班
里
莊
社
門
樓
河
社
社
有
十
六
里

西
光
源
鄕
鄕
有
上
堰
社

赤
澗
社
厲
義
莊
社
社
有
十
一
里

北
崇
義
鄕
鄕
有
朱
尹
社
石
橋
社

徐
福
社
荻
水
口
社
社
有
十
三
里
乾
隆
中
一
切
幷
省
王
志
幷
其
名
佚

焉
夫
都
啚
之
因
革
井
里
之
分
合
民
俗
純
雜
之
所
繫
而
庶
政
攷
鏡
之

資
也
劉
歆
有
言
與
使
廢
也
毋
寧
過
而
存
之
王

志

田

賦

後

區

爲

八

鄕

而

不

志

其

名

縣
東
境
最
儉
獨
一
城
裏
鎭
集
仍
不
在
鎭
而
在
城
五

十

日

集

其
東
南
十
里

爲
靑
口
鎭
縣
舄
奕
殷
阜
勝
處
也
閭

撲
地
塵
雺
幕
空
交
衢
雜
五
方

之
人
鬨
市
臭
千
鈞
之
鮑
車
來
賄
遷
葢
無
日
無
之
圩
曰
和
安
咸
豐
十

年
築
周
九
百
八
十
丈
高
八
尺
汪

元

愷

靑

口

和

安

圩

記

圩

名

和

安

無

寡

無

傾

以

衞

民

生

也

然

當

靑

口

殷

阜

時

程

土

物

平

板

幹

寬

之

以

歲

月

差

易

耳

若

兵

燬

叠

經

商

富

駭

散

取

材

頽

垣

斷

壁

咄

嗟

立

辦

於

旬

月

間

寇

眾

蝟

集

而

已

可

依

憑

爲

戰

守

雖

曰

人

事

豈

非

天

哉

先

是

大

江

南

北

寇

亂

赤

眉

大

槍

所

在

蠭

起

上

游

屢

檄

靑

口

築

圩

董

事

者

謙

讓

未

遑

而

有

咸

豐

庚

申

九

月

皖

匪

之

變

余

時

挈

家

浮

海

上

歸

來

䀌

然

傷

之

與

周

子

曰

森

等

謀

聘

王

守

戎

得

勝

招

餘

團

練

甫

畫

築

圩

畚

挶

待

集

辛

酉

五

月

東

匪

一

再

擾

靑

口

地

四

平

無

險

可

據

彼

眾

我

寡

將

何

以

戰

夫

情

每

窮

而

思

奮

事

以

說

而

忘

勞

其

理

勢

然

也

爰

擇

六

月

望

後

三

日

鳩

夫

濬

濠

爭

先

受

浹

日

而

成

之

搜

廢

宅

磚

石

築

垣

墉

兼

曉

夜

治

守

具

甫

帀

月

牆

高

不

踰

丈

而

方

圓

畢

施

偵

者

走

報

曰

皖

逆

大

至

招

眾

登

陴

燃

巨

礟

殲

乘

馬

賊

一

王

守

戎

邀

擊

之

馘

數

十

生

擒

六

人

以

入

夜

則

銜

枚

斫

其

營

賦

驚

遁

仍

鳩

築

如

初

役

迨

十

月

皖

寇

復

集

則

深

溝

高

壘

窅

然

屹

然

賊

曾

不

敢

摩

我

闕

而

枚

我

闔

矣

圩

高

八

尺

延

袤

九

百

八

十

丈

有

奇

門

四

礮

樓

凡

三

十

二

渠

溪

環

抱

新

水

活

也

睥

睨

參

差

列

墉

壯

也

敵

樓

雲

互

檐

牙

峭

也

戰

壘

星

羅

跂

翼

雄

也

俯

而

瞰

仰

而

窺

誰

爲

爲

之

謂

敢

貪

天

之

功

以

爲

已

力

乎

靑

鎭

南

枕

大

河

承

沂

浸

下

流

每

盛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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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驟

雨

河

水

暴

漲

者

累

日

茲

役

也

三

十

六

雨

之

期

輙

應

而

馮

蠵

切

和

若

逆

計

寇

之

將

至

而

不

使

一

日

廢

事

者

執

役

集

萬

夫

畚

築

於

烈

日

中

曾

無

我

痡

之

歎

殆

有

蔭

暍

而

樾

庇

之

者

乎

況

四

門

厜

㕒

巨

石

周

叠

庀

材

者

輦

石

至

動

合

尺

寸

楹

桷

綸

連

方

資

異

材

而

遠

商

之

航

而

來

者

獲

佳

木

如

林

焉

豈

非

天

哉

豈

非

天

哉

抑

不

佞

猶

有

說

里

俗

舊

稱

善

良

亂

後

輙

稍

稍

易

圩

旣

成

竊

願

斯

人

返

乎

敦

龎

以

無

負

天

所

以

生

成

而

奠

安

之

之

意

同

治

元

年

十

二

月

又
南
去
治
三
十
里
范
家
口
鎭
又
東
南
二
十
里

地
藏
院
又
南
去
治
五
十
里
小
河
口
鎭
二

七

日

集

城
以
南
爲
馬
厰
鎭
三八

日集

又
南
去
治
十
里
小
沙
河
鎭
又
南
十
里
聖
福
寺
又
南
去
治
二
十
八

里
仙

鎭
又
南
去
治
四
十
里
盧
單
莊
鎭
又
南
去
治
五
十
里
大
沙
河

鎭
枕
岡
帶
河
居
廬
累
千
米
穀
糴
糶
輦
運
不
絕
牲
畜
之
市
唯
在
夏
始

而
已
靑
口
以
下
斯
其
次
焉
圩
周
九
百
丈
高
八
尺
同
治
元
年
築
四
年

陳
乃
誼
朱
世
棠
等
始
加
以
甎
有
釋
迦
院
泰
山
行
宮
東
嶽
天
齊
廟
英

濟
王
廟
僧
王
廟
自
來
寺
相
傳
有
大
士
象
隨
潮
夜
至
者
也
二

七

五

十

日

集

又

南
去
治
七
十
里
臨
洪
鎭
有
彌
陀
院
三
官
廟

逾
馬
厰
迤
西
二
十
五

里
爲
觀
音
院
其
去
治
三
十
五
里
爲
門
樓
河
鎭
二

七

日

集

有
東
嶽
廟
又
西

南
去
治
六
十
里
太
興
鎭
又
西
去
治
七
十
里
歡
墩
埠
鎭
一

六

日

集

又
西
南

去
治
八
十
里
上
莊
鎭
又
西
南
去
治
九
十
里

莊
湖
鎭
三

八

日

集

城
以

西
爲
西
關
鎭
又
西
去
治
二
十
五
里
順
化
鎭
舊

名

王

彪

知

縣

李

俊

有

改

又
西
去
治

三
十
五
里
城
頭
鎭
四

九

日

集

又
西
去
治
五
十
里
班
里
莊
鎭
有
玉
皇
宮
東

南
有
洪
福
寺
有

名

揚

萬

厯

四

十

三

年

重

修

洪

福

寺

記

碑

西
關
迤
北
去
治
二
十
里
東

吳
鎭
又
西
北
去
治
三
十
里
西
吳
鎭
又
西
北
去
治
五
十
里
興
甯
鎭
又

西
北
去
治
八
十
里
上
林
鎭
舊

名

黑

林

知

縣

蘇

正

蒙

改

三

八

日

集

城
以
北
二
十
里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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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十
九

朱
汪
鎭
一

六

日

集

又
十
里
爲
興
國
寺

城
東
北
十
八
里
爲
興
莊
鎭
又
北

中
岡
跕
鎭
又
東
北
去
治
二
十
里
龍
王
廟
鎭
四

九

日

集

有
東
嶽
廟
又
北
去

治
四
十
里
石
橋
鎭
二

七

日

集

北
有
望
海
寺
又
北
去
治
五
十
里
柘
汪
鎭
又

北
去
治
七
十
里
分
水
鎭
有

王

志

不

載

而

見

於

俞

志

者

西

靑

墩

鎭

西

南

金

墩

鎭

廢

西

北

朱

週

鎭

凡
鎭
三

十
無
集
者
十
有
六
非
鎭
而
有
集
者
三
治
以
南
五
十
里
曰
墩
上
集
七

十
里
曰
董
家
莊
集
并

一

六

日

治
以
北
十
里
曰
厲
家
莊
集
五

十

日

重
明
寺

在

城

子

村

毘
盧
寺
在

港

頭

村

東
嶽
廟
城

子

村

壘

墩

村

大

里

莊

土

山

村

岡

上

村

洛

要

鎭

埠

地

村

高

店

村

凡
口
十
有
四
舊

志

十

三

圖
九
口
而
已
何
其
疏
也
又
俞
志
有
柘
汪
無
東
關

口
王
志
有
東
關
口
無
柘
汪
踳
駮
益
不
可
攷
今
準
縣
境
所
到
參
以
咨

訪
次
第
南
北
著
于
篇
最
南
者
東
關
口
迤
北
小
河
口
劉
家
口
范
家
口

唐
生
口
宋
家
口
靑
口
興
莊
口
朱
蓬
口
潮
河
口
柘
汪
口
林
子
舖
口
響

十
口
荻
水
口
靑
口
自
乾
隆
五
年
以
前
但
䱷
者
勿
問
其
它
商
舶
一
切

封
禁
順

治

十

四

年

禁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禁

開

五

十

七

年

復

禁

雍

正

三

年

復

開

七

年

復

禁

聞
諸
故
老
其
時

海

民
居
數
百
家
落
落
可
數
也
旣
大
吏
題
請
運
豆
太
倉
劉
河
報
可
於
是

峩
舸
大
艑
往
來
南
北
廢
著
者
贏
利
三
倍
市
廛
甚
盛
益
興
游
手
空
食

之
民
仰
餘
瀝
其
間
者
以
數
千
計
稱
便
利
矣
下
此
惟
朱
蓬
每
歲
春
月

魚
鰕
蜃
䖳
大
上
北
販
沂
兖
西
走
豫
晉
南
通
江
浙
舟
車
駱
驛
相
屬
號

爲
繁
區
興
莊
多
鹽
池
竈
戶
響
十
口
其
地
十
里
行
者
拄
杖
叩
地
有
聲

荻
水
東
三
里
曰
斜
石
爲
贛
榆
安
東
衞
界
衞
民
以
海
禁
輙
迻
界
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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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二
十

東
岸
以
便
䱷
采
俞
志
所
謂
無
事
利
歸
于
衞
有
事
禍
嫁
于
榆
亟
宜
釐

正
者
也
鎭
有
東
嶽
廟
朱
蓬
有
海
大
魚
骨
爲
梁
曰
魚
骨
廟

津
十
有
一
小
沙
河
大
沙
河
靑
墩
俞

志

治

西

十

八

里

河
城
頭
河
班
里
莊
河
董

家
灣
河
治

西

六

十

里

石
堰
河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朱
汪
河
石
橋
河
分
水
河
龍
王
廟
河

朱
汪
龍
王
廟
秋
冬
水
涸
有
梁

梁
四
十
有
六
城
東
南
靑
口
橋
四
東

橋

舊

爲

縣

周

氏

建

同

治

間

旣

築

甎

圩

橋

亦

易

甎

惟

南

門

外

仍

架

木

橋

顧

需

霌

靑

口

東

橋

記

夫

人

爲

善

於

鄕

以

一

人

之

力

成

千

萬

人

之

所

共

便

苟

得

勉

焉

無

弗

勸

也

一

人

倡

之

其

子

若

孫

踵

之

繩

繩

繼

繼

奉

爲

家

法

有

勤

而

無

券

難

矣

靑

口

故

水

陸

商

賈

會

集

之

區

居

廬

萬

家

迄

東

而

西

六

七

里

皆

夾

河

而

居

以

三

橋

爲

利

涉

由

來

舊

矣

東

橋

又

南

北

之

衝

輪

蹏

絡

繹

旦

夕

不

絕

其

河

受

眾

水

以

入

于

海

海

潮

自

東

逾

橋

以

逆

水

泥

淖

淤

壅

積

而

日

深

歲

際

夏

令

大

雨

時

行

平

原

之

水

併

注

合

入

則

又

具

崩

崖

倒

山

之

勢

當

斯

時

也

雖

抷

梁

不

足

當

其

一

決

矣

於

是

居

人

始

定

木

橋

橋

植

長

椿

橫

鋪

以

版

漲

則

拆

而

代

以

舟

水

平

則

復

歲

以

爲

常

居

士

周

季

章

敦

行

人

也

慨

然

願

任

其

役

乃

出

貲

購

巨

木

爲

橋

橋

長

百

餘

步

寬

可

幷

驅

其

拆

建

如

眾

議

先

後

無

失

期

由

是

行

者

便

之

如

履

亨

衢

焉

季

章

殁

子

中

黃

繼

之

中

黃

殁

子

軼

羣

繼

之

葢

自

建

橋

以

來

人

之

利

濟

者

幾

百

年

而

周

氏

已

厯

三

世

矣

夫

人

之

好

善

性

所

同

也

而

或

絀

於

力

之

所

不

能

逮

有

中

止

焉

以

余

觀

之

周

氏

家

非

甚

富

而

祖

武

孫

繩

撙

節

儲

蓄

以

爲

斯

橋

計

者

閱

數

世

如

一

日

其

視

橋

之

興

廢

如

家

事

焉

豈

非

積

善

之

家

歟

季

章

名

朂

成

三

舉

鄕

飲

賓

中

黃

名

理

監

生

軼

羣

名

邦

俊

州

同

知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十

月

永
濟
橋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縣

人

董

樹

建

石

工

用

銀

一

千

三

百

兩

河

改

漸

廢

小
河
口
橋
范
家
口

橋
三
雙
樹
橋
二
浦
南
橋
久

浦
北
橋
自

范

家

口

下

故

縣

人

董

宗

鼎

建

近

或

官

爲

捐

脩

或

募

修

城

南
朱
稽
橋
二

十

里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知

縣

鄧

諧

建

石

工

大
石
橋
二

十

五

里

大
沙
河
三
橋
東

橋

在

伏

家

莊

後

中

橋

在

劉

家

莊

後

皆

募

修

西

橋

在

蔣

兒

莊

前

縣

人

張

永

慶

朱

希

正

孫

斯

超

及

慶

子

維

新

維

印

李

曾

慶

李

可

榮

黃

必

萬

朱

克

迥

先

後

增

修

嘉

慶

中

河

漲

橋

道

俱

沖

決

後

淤

平

復

修

鳴
鳳
橋
恩
聯
橋
故

陳

厶

建

後

縣

婦

孫

顏

氏

及

子

修

五
里
橋

沙

河

北

五

里

廣
濟
橋
嘉

慶

間

縣

人

吉

體

仁

建

普
濟
橋
縣

人

孫

延

齡

修

德
成
橋
義
升
橋
道

光

十

九



ZhongYi

光
緖
贛
榆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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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二
十
一

年

縣

人

朱

希

榆

建

萬
福
橋
光

緖

六

年

縣

人

陳

兆

松

等

募

修

以

上

皆

近

沙

河

鎭

盧
家
站
橋
四

十

里

章
埠

墩
橋
臨
洪
橋
七

十

里

城
西
南
普
渡
橋
三

十

里

石

工

光

緖

六

年

縣

人

徐

國

璋

徐

道

宗

募

修

門

樓
河
橋
范
家
口
橋
六

十

里

故

范

氏

修

今

上
莊
橋

城
西
人
濟
橋
明

縣

人

世

化

等

募

建

吳

廣

俊

修

今

紫
陽
橋
一里

有
紫
陽
觀

城
北
厲
壇
橋
一里

大
石
橋
五

里

故

縣

人

仲

時

昇

建

子

悟

修

光

緖

十

一

年

知

縣

特

秀

諭

馮

家

鼎

等

募

修

有
三
官
廟
匡
家
湖
小
石
橋
馮

家

鼎

等

募

建

坡

石
橋
十

七

里

縣

人

湛

建

朱
汪
河
橋
用

人

仲

時

昇

及

子

悟

募

資

倡

建

今

猶

仲

氏

董

之

城
東
北
會
潮

橋
十

五

里

舊

名

大

石

橋

明

知

縣

樊

兆

程

重

建

易

焉

龍
王
廟
河
橋
縣

人

董

思

樂

任

其

事

潮
河
橋
三

十

五

里

石

羊
橋
五

十

里

柘
汪
橋
旦
頭
橋
七

十

里

光
緖
贛
榆
縣
志
卷
之
三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