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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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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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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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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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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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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送

康

太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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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還

闗

中

序

明

馬

理

按

谿

田

文

傳

髙

麗

者

即

此

序

也

後

學

欲

見

而

不

可

得

故

載

於

此

粤

若

弘

治

十

有

六

載

臣

太

史

請

海

扵

帝

曰

惟

帝

克

弘

我

先

王

之

丕

孝

乱

四

维

時

四

方

匹

夫

匹

婦

殫

厥

衷

咸

用

休

扵

帝

德

兹

臣

海

罔

敢

辟

庸

布

厥

扵

帝

臣

少

孤

鞠

扵

母

氏

康

張

兹

弗

敢

以

母

氏

之

劳

瘁

譁

越

天

昔

在

弘

治

十

有

三

載

臣

母

氏

携

臣

海

来

自

斄

學

扵

辟

雍

厥

先

祠

宇

茔

域

暨

厥

毛

裏

之

蜀

迄

今

四

載

矣

寔

未

置

厥

心

罔

念

逮

臣

尸

史

館

益

用

興

恤

越

豫

惟

時

先

祠

宇

蜀

率

灼

見

扵

夢

寐

寝

庸

成

疚

罔

療

臣

累

羞

扵

良

剤

麾

曰

毋

我

疚

在

心

爾

尚

克

禆

爾

寡

老

母

䕶
以

還

故

廬

否

兹

足

以

療

爾

寡

老

母

之

疚

否

則

有

骨

耳

臣

闻

丕

恤

茫

不

知

攸

措

念

惟

帝

之

大

孝

覆

冐

下

土

克

既

諸

匹

夫

匹

婦

之

隱

忱

亦

尚

有

鍳

扵

兹

兹

有

敢

復

扵

帝

罔

敢

辟

曰

帝

朕

闻

臣

而

克

臣

惟

克

子

耳

克

子

時

惟

長

耳

目

在

朕

躬

帝

曰

嗚

呼

海

来

其

善

慰

爾

母

氏

徂

爾

鄉

比

瘳

以

来

弼

朕

躬

不

逮

太

史

頓

首

稽

首

曰

臣

不

敏

曷

以

勝

對

天

之

光

命

時

九

月

望

後

三

日

也

翌

日

祖

宣

武

門

奉

母

以

行

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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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是

太

史

之

友

生

昔

同

舉

於

郷

者

畢

來

自

太

學

餞

太

史

爵

行

謂

太

史

曰

維

我

雍

梁

之

墟

在

昔

賓

興

賢

能

時

維

賢

聖

淵

薮

暨

我

大

明

士

敦

扵

行

亦

曰

秦

猶

有

人

維

時

進

士

之

科

名

鮮

有

冠

扵

多

士

用

待

月

太

史

扵

戲

太

史

亦

尚

識

否

昔

與

予

在

童

子

志

以

文

名

世

僉

曰

咈

哉

維

太

史

克

自

信

予

亦

諒

太

史

展

有

今

日

謂

太

史

曰

時

維

難

維

克

修

厥

徳

冀

無

沗

厥

鄉

先

正

時

維

艱

哉

太

史

曰

唯

今

果

若

厥

志

矣

古

之

人

曰

學

先

於

立

志

監

兹

尤

信

於

戲

太

史

嗣

今

以

徃

其

舍

厥

文

辭

懋

厥

徳

求

匹

美

越

前

人

尚

有

弗

獲

若

志

匪

予

攸

聞

今

官

得

行

道

者

維

太

史

太

史

之

任

一

曰

師

天

子

二

曰

傳

天

子

三

曰

保

天

子

四

曰

侍

講

讀

以

帝

王

之

學

詔

天

子

五

曰

編

國

史

以

大

懲

大

勸

警

天

子

厥

惟

重

哉

今

太

史

志

越

以

文

名

世

則

獲

志

越

禄

養

則

獲

志

厥

掃

謁

先

嗣

宇

茔

域

以

慰

母

氏

則

獲

志

越

竭

力

在

王

室

則

尚

褎

如

未

有

攸

聞

太

史

可

不

重

用

懋

哉

予

闻

李

唐

以

来

中

進

士

號

曰

得

人

則

有

韓

愈

榜

則

有

張

誅

榜

而

王

佐

乃

由

我

朱

子

用

終

譽

吾

㑪
昔

與

太

史

同

舉

得

無

厚

厥

望

哉

今

兹

與

太

史

敢

用

兹

爵

為

太

史

祝

太

史

其

念

哉

念

哉附

䟦

溫

日

知
興

恕

馬

先

生

在

正

嘉

间

文

名

炳

爍

與

何

大

復

詩

名

並

傳

然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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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

詩

文

咸

行

世

無

散

軼

且

篇

什

精

美

翼

翼

可

誦

所

謂

毫

髪

無

遺

憾

波

瀾

獨

老

成

者

也

馬

先

生

少

有

名

余

里

中

已

上

公

車

不

第

遂

留

成

均

讀

書

淹

貫

諸

經

史

肆

力

古

文

此

文

正

在

爾

時

體

擬

孔

壁

亦

似

近

日

汪

伯

玉
道昆

宗

派

如

時

世

巧

工

倣

古

鼎

尊

罍

欵

識

形

製

全

似

三

代

先

秦

物

吾

輩

目

中

稀

見

真

古

董

取

此

䓁
置

几

案

上

不

猶

喻

勝

新

鑄

時

式

無

可

摩

挲

者

也

先

生

與

康

呂

二

公

友

道

厚

善

識

趋

不

㮣
同

然

勸

朂

互

至

極

睇

之

此

文

非

謬

先

生

此

文

傳

至

海

外

屬

國

後

其

國

又

請

扵

朝

得

先

生

数

千

篇

文

而

去

其

名

重

乃

爾

然

文

集

散

軼

微

闻

先

生

晚

年

從

事

導

引

於

著

述

家

言

通

不

經

意

求

請

最

多

恒

偃

蹇

不

應

遘

或

迫

索

則

信

手

揮

灑

錦

碑

版

不

為

起

草

書

綺

幅

訛

舛

卽

塗

乙

之

而

注

其

旁

先

生

書

法

八

分

雜

用

漢

唐

餘

多

出

已

意

行

草

在

顔

魯

公

張

長

史

間

顧

書

不

求

精

最

不

擇

筆

拆

帚

撮

絮

灰

荻

濡

髪

郎

作

細

書

或

擘

窩

大

字

今

諦

視

行

間

多

滔

滔

莾

莾

之

致

署

書

蒼

润

里

閈

間

仰

視

髣

髴

漢

官

威

仪

云

又

闻

先

生

手

定

文

十

二

册

是

生

平

得

意

笔

未

及

受

剞

劂

易

世

後

亡

去

葢

先

生

子
孫
孤

爾

時

邑

人

亦

無

一

留

意

者

而

可

勝

歎

惋

萬

厯

中

邑

一

先

逹

撫

蜀

梓

先

生

数

卷

皆

偃

蹇

不

經

意

此

文

仍

不

在

梓

中

先

生

後

人

亦

尚

藏

故

紙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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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數

十

冊

大

抵

皆

蜀

刻

常

重

概

先

生

龍

文

鳯

苞

閟

實

銷

聲

真

藝

苑

大

不

幸

王

元

美

著

文

章

九

命

正

當

入

此

一

叚

不

然

扵

馬

先

生

尚

不

必

置

语

胡

為

有

河

朔

餐

羊

酪

漢

羶

肥

逆

鼻

之

嘲

豈

知

元

美

所

見

皆

先

生

所

自

刪

去

者

耶

此

文

在

谿

田

未

必

非

一

鳞

片

羽

同

學

户

曹

郎

張

公

梓

行

安

德

從

郵

筒

寄

示

余

小

子

彌

慨

文

章

傳

世

真

以

有

命

數

在

且

樂

為

先
生
阐

幽

觧

嘲

也

具

論

其

事

送

溫

一

斋

入

領

左

司

徒

序

太

倉

王

世

貞
弇

州

一

斋

公

之

自

廷

尉

出

督

全

浙

師

也

天

子

實

念

其

師

人

跳

曩

者

小

創

取

羈

縻

而

已

恐

不

能

弭

隱

憂

必

藉

威

望

大

臣

一

填

拊

之

而

廷

尉

資

已

重

乃

晋

公

右

司

馬

兼

御

史

中

丞

以

行

公

乘

車

至

浙

凡

二

載

浙

大

治

扵

是

復

召

公

為

右

司

徒

僅

旬

日

復

移

左

既

得

代

戒

行

侍

御

固

安

傳

君

以

廵

按

京

兆

李

君

以

治

鹺

扵

公

有

共

事

之

雅

移

書

世

貞

俾

效

一

言

以

重

行

李

卋

貞

不

及

事

公

而

辱

公

訉

问

以

為

可

與

语

者

公

之

西

北

履

則

余

家

壌

也

葢

得

公

治

行

最

詳

公

之

始

至

浙

也

其

兵

猶

挾

眾

而

驕

衣

食

縣

官

金

錢

以

十

萬

餘

計

倭

警

嵗

漸

寬

然

每

至

當

守

汎

加

予

人

六

鐶

稍

减

亦

三

鐶

公

曰

居

有

廪

矣

行

有

餉

矣

而

此

無

名

之

溢

予

谓

何

罷

弗

予

而

第

令

以

時

給

本

額

眾

喜

其

時

而

忘

其

省

也

巳

而

有

议

遂

減

兵

者

公

曰

吾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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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可

居

其

名

也

居

其

名

驟

見

之

則

疑

且

怨

先

為

易

營

榜

日

忠

義

以

愧

其

舊

而

感

發

之

時

時

校

閲

汰

其

老

弱

者

抉

其

㸃
猾

不

用

命

者

有

缺

不

卽

則

選

海

戍

之

壯

而

虞

於

餒

者

食

稍

稍

減

而

兵

不

悟

其

耗

咸

大

服

公

乃

益

延

淅

父

老

問

所

疾

苦

為

之

奏

減

上

供

織

造

蠲

宿

逋

請

改

折

罷

一

切

小

稅

禁

譏

闗

者

毋

得

與

㸃
首

爭

利

東

南

之

困

益

蘇

乃

復

為

之

益

築

江

海

塘

隄

以

捍

陽

侯

之

難

其

鹵

浸

不

得

闌

入

而

侵

我

田

禾

又

為

之

立

義

塜

絶

火

葬

以

厚

死

者

又

為

之

禁

溺

女

禁

陸

博

游

手

又

為

之

闡

歌

聖

諭

解

孝

經

圖

八

行

頒

之

學

宫

里

社

毋

論

學

士

大

夫

即

市

兒

田

叟

咸

彬

彬

嚮

禮

讓

矣

葢

余

之

所

聞

而

二

君

之

所

述

如

此

公

今

八

佐

領

司

徒

司

徒

天

下

賦

藪

也

浙

東

西

之

民

財

力

已

盡

頼

公

而

蘇

之

然

僅

如

醫

者

之

治

疾

治

其

標

而

已

疾

雖

去

所

以

為

長

生

久

視

深

根

固

蒂

之

道

未

易

究

也

浙

西

北

而

為

吾

吳

吳

帝

幾

也

其

風

士

如

浙

而

賦

加

重

其

困

更

加

重

自

淮

以

徃

燕

趙

齊

秦

晉

之

民

形

盡

鵠

矣

地

且

半

甌

脫

矣

天

子

哀

憫

元

元

數

加

賬

賜

蠲

而

恐

一

旦

大

農

少

府

之

泉

谷

不

繼

公

子

寮

長

宋

公

日

夜

探

其

本

而

求

匪

頌

好

用

之

式

未

盡

亮

也

公

之

在

青

時

抵

掌

論

天

下

事

若

指

掌

寜

失

柄

臣

之

意

而

不

顧

今

兹

於

事

則

益

練

矣

其

言

益

有

味

矣

公

三

原

人

也

三

原

之

先

臣

有

太

師

王

端

毅

公

者

其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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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庻

僚

不

能

如

公

之

直

言

其

撫

滇

與

吾

吳

以

惠

稱

度

亦

不

能

隃

勝

公

之

治

浙

而

數

上

書

廷

諍

至

光

輔

二

主

皂

囊

之

所

傳

寫

海

内

至

今

凛

凛

有

生

色

焉

公

與

宋

公

得

無

意

乎

哉

二

君

子

以

世

貞

不

腆

之

辭

觴

公

公

必

返

觴

而

日

不

榖

之

獲

免

戻

於

浙

也

實

二

君

子

成

之

吾

安

敢

二

君

子

而

自

為

名

且

二

君

子

在

浙

猶

不

榖

在

也

二

君

子

必

復

薦

觴

而

日

公

幸

母

忘

浙

其

在

朝

猶

在

浙

也

姑

以

王

生

為

筌

蹄

藝

園

圖

詠

自

序

温

日

知

余

自

己

未

還

里

搆

壽

菊

堂

奉

母

其

澤

芸

樓

宸

輸

樓

祠

堂

寢

室

一

因

舊

搆

宅

去

衢

路

幾

百

武

外

别

有

門

此

中

甚

愜

燕

靜

可

曰

市

隱

宅

之

南

為

藝

園

藝

取

蒔

植

及

觚

二

義

園

中

地

不

盈

咫

齋

室

稍

事

增

飾

取

半

室

為

八

逕

東

半

卽

茶

寮

中

五

楹

各

自

為

一

室

曰

琅

函

居

不

掃

屋

墨

竹

齋

畸

室

外

為

小

除

除

西

花

籬

竹

徑

又

西

卽

新

築

岧

嶤

臺

欲

因

之

為

小

巘

除

東

八

逶

迤

洞

經

斗

軒

上

半

磴

臺

陟

嶼

浮

閣

四

顧

寥

廓

盡

二

華

中

南

驪

山

北

原

頻

巓

嶻

嶭

諸

山

之

勝

峪

流

在

趾

彎

帶

煙

外

石

橋

紆

徐

廻

䕶
月

夕

風

辰

翛

然

颯

爽

與

客

觴

咏

思

入

無

際

或

時

彷

彿

見

先

壠

及

少

保

先

公

泮

隣

石

梁

二

祠

輙

興

廢

蓼

莪

之

感

厓

下

複

數

級

最

下

突

起

一

岡

欲

亭

之

曰

翠

微

又

下

有

地

數

畝

欲

植

援

築

室

日

㘬
園

甫

種

樹

數

株

未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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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營

䢖
也

宅

卽

深

窅

亦

無

足

異

可

取

在

園

園

可

取

在

閣

閣

所

快

意

得

天

地

山

水

城

市

室

廬

村

田

人

物

為

我

大

觀

韻

客

勝

流

登

聎

豁

然

都

忘

此

中

之

隘

謬

相

稱

許

鷦

棲

蛋

䲧
吾

亦

愛

吾

廬

戀

不

欲

出

戸

今

當

北

上

公

車

求

馬

季

襄

圖

余

每

賦

一

絶

句

非

敢

希

蹤

古

人

聊

以

冩

吾

寄

也

詞

璮

宗

匠

倘

不

鄙

辱

篇

什

是

惟

藝

苑

大

快

事

詎

獨

日

知

幸

園

外

尚

有

舊

屋

兩

區

可

撤

使

與

園

通

當

别

有

締

搆

小

不

跼

蹐

園

内

與

友

人

倡

酬

業

可

成

帙

當

胥

付

梓

氏

更

欲

為

此

園

作

記

賦

今

皆

不

暇

從

事

以

竢

他

日

郝

節

婦

遺

稿

序

来

復

節

婦

葢

吾

鄉

光

禄

卿

谿

田

馬

先

生

女

也

谿

田

家

居

常

親

授

子

弟

學

節

婦

未

十

歲

已

從

户

内

之

成

誦

先

生

甚

憐

爱

遂

敎

以

古

内

則

女

史

及

博

士

家

經

書

節

婦

能

一

一

習

會

将

觧

章

句

為

文

矣

徃

為

郝

氏

婦

郝

氏

故

有

家

莭

婦

即

善

為

家

郝

氏

故

有

舅

姑

節

婦

即

善

侍

舅

姑

井

臼

之

暇

不

間

誦

讀

已

郝

氏

夫

夭

節

婦

最

善

哭

其

夫

又

能

推

古

禮

制

自

範

衛

其

瘁

身

内

政

期

無

隳

婦

績

也

師

古

敬

姜

皭

然

矢

志

之

死

糜

他

也

比

古

陶

嬰

保

其

一

子

終

身

得

不

墜

郝

氏

之

绪

老

又

好

渉

獵

歴

代

史

書

不

肯

釋

卷

猶

追

謂

人

曰

吾

因

恨

為

郝

氏

婦

早

不

能

多

聆

光

禄

公

訓

耳

遲

一

載

余

可

以

肆

然

觚

间

矣

節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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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二

葢

自

傷

所

遭

不

偶

多

以

匆

雜

悲

楚

廢

學

也

卒

後

遺

近

體

詩

于

小

詞

曲

僅

十

餘

首

大

抵

節

婦

身

既

㷀
孤

又

少

莊

谿

田

先

生

貞

懿

之

敎

故

於

吟

花

嘲

月

流

連

光

景

之

詩

不

忍

形

之

楮

墨

而

獨

存

一

二

弔

亡

愴

别

之

音

以

自

見

篇

中

非

嘆

夫

則

憶

子

牢

騷

鬱

憤

終

身

無

以

觧

憂

亦

可

以

想

見

其

性

情

哀

怨

之

正

矣

即

未

能

離

粉

黛

習

氣

真

渉

其

際

庶

幾

所

謂

婦

人

之

言

不

踰

閾

者

乎

夫

蝃

蝀

風

靡

芣

苢

化

澌

僭

之

家

而

琴

心

緘

素

縉

绅

之

口

膾

炙

鼃

淫

其

為

節

婦

罪

人

可

勝

道

哉

不

佞

故

論

著

之

知

莭

婦

所

重

不

以

此

也

然

使

觀

者

亦

益

知

莭

婦

之

所

以

莭

也

三

原

縣

舊

志

序

古

汴

林

洪

博
邑

令

三

原

縣

志

多

脱

略

錯

乱

不

可

觀

者

石

渠

老

先

生

廵

撫

南
直

時

命

常

州

儒

士

朱

昱

重

作

考

究

纂

輯

而

成

南

京

國

子

祭

酒

思

軒

王

公

為

之

校

正

復

序

之

扵

前

福

建

提

學

僉

憲

任

公

序

之

扵

後

可

謂

良

志

矣

奈

何

鏤

板

之

時

彼

人

将

偽

作

之

文

增

入

遂

使

觀

者

病

焉

近

䝉
西

安

太

守

西

属

馬

公

行

移

所

属

重

修

志

書

乃

扵

老

先
生

䖏
請

原

本

校

之

去

其

偽

作

而

餘

悉

從

舊

稍

增

古

文

及

近

来

數

事

非

敢

僭

也

姑

志

其

實

以

俟

有

道

君

子

筆

削

焉

端

毅

公

八

袠

詩

卷

序

本

朝

王

宏

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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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三

余

祖

端

毅

公

明

成

化

間

巡

滇

以

剿

逆

道

經

永

昌

樂

風

土

之

淳

厚

留

從

子

舜

公

占

籍

焉

此

寓

滇

之

始

也

歴

傳

俱

有

隱

德

至

大

父

瞻

雲

公

少

登

賢

書

授

新

繁

令

過

三

原

故

里

瞻

拜

端

毅

康

僖

雨

祖

遺

像

讀

其

遺

書

嘆

曰

事

功

理

學

萃

於

此

矣

予

筮

仕

念

餘

年

弗

獲

還

故

里

瞻

拜

雨

祖

像

惟

於

雨

祖

文

集

奏

䟽
諸

書

留

心

蒐

輯

聞

端

毅

公

壽

躋

八

袠

一

時

名

公

巨

詩

章

頌

祝

彚

為

一

卷

訪

之

數

年

不

可

得

歲

辛

卯

振

之

宗

弟

以

是

遺

予

内

有

余

友

温

子

與

亨

手

䟦
雖

紙

敝

墨

渝

而

端

毅

公

之

品

望

風

采

猶

可

想

見

得

之

如

獲

拱

璧

卷

中

劉

大

司

成

所

撰

畵

像

記

一

太

保

馬

端

肅

而

下

至

倘

書

屠

襄

惠

所

賦

八

袠

壽

詩

二

十

有

二

篇

嗟

乎

弘

治

當

有

明

極

盛

之

世

老

成

碩

徳

森

然

麻

列

而

獨

推

公

為

之

冠

故

其

稱

頌

公

者

如

此

予

考

孝

宗

實

録

有

妬

公

者

陰

嗾

院

判

劉

文

泰

以

事

相

誣

公

遂

累

䟽
乞

休

是

歲

實

弘

治

癸

丑

公

七

十

有

八

踰

二

年

登

八

袠

又

三

年

而

公

之

叔

子

築

室

一

區

置

公

像

其

中

葢

致

仕

後

之

第

五

年

也

卷

中

所

載

事

實

與

實

錄

合

昔

李

空

同

稱

端

毅

公

居

則

岳

屹

動

則

雷

繫

大

事

斧

斷

小

事

海

蓄

帷

幄

佞

幸

請

劍

必

能

使

見

之

者

畏

聞

之

者

懾

故

後

世

賢

士

大

夫

想

慕

公

者

猶

如

泰

山

北

斗

况

其

子

若

孫

哉

予

沗

公

六

世

遺

裔

少

守

家

學

立

朝

之

後

適

遭

景

運

雖

官

勲

略

與

公

相

當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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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四

公

忠

亮

直

不

獲

歩

趨

其

萬

一

葢

有

愧

于

箕

裘

者

多

矣

此

卷

歴

二

百

餘

年

屢

經

兵

燹

中

多

殘

缺

正

覔

名

手

修

會

侄

士

進

自

武

陵

齎

公

小

像

一

幅

來

謁

余

焚

香

瞻

拜

望

其

容

貎

端

嚴

岸

峭

凛

然

如

生

遂

顔

之

卷

首

并

紀

先

後

所

獲

之

竒

藏

於

其

家

不

啻

正

考

父

之

鼎

銘

而

魏

鄭

公

之

遺

笏

後

之

子

孫

庻

有

所

觀

而

慨

慕

焉

重

修

三

原

縣

志

序

國

有

一

統

志

省

有

通

志

郡

有

郡

志

邑

有

邑

志

其

体

大

有

崇

簡

小

者

務

詳

史

家

於

是

焉

愽

稽

覧

古

者

於

是

焉

取

信

弗

可

苟

也

三

原

古

内

史

地

東

清

鄷

西

孟

侯

北

白

鹿

遂

以

三

原

名

苻

堅

於

是

置

䕶
軍

也

後

魏

罷

䕶
軍

置

三

原

縣

縣

名

於

是

始

形

勝

面

涇

渭

枕

嶻

嶭

仲

山

清

河

翼

帶

左

右

洵

関

中

靈

秀

區

代

産

偉

人

竒

傑

之

士

自

北

魏

以

來

諸

先

賢

何

可

勝

指

我

國

家

蕩

平

宇

内

寕

一

窮

邉

海

隅

罔

不

被

德

意

宣

布

教

化

况

中

天

下

古

畿

輔

地

前

代

流

風

遺

俗

所

在

施

政

則

易

從

化

無

難

於

其

邑

之

利

弊

弗

陳

激

勸

弗

行

是

蔑

官

而

廢

典

也

成

化

朝

端

毅

王

公

因

三

原

縣

志

更

網

羅

古

今

屬

筆

毘

陵

朱

㕸
字

易

者

以

成

書

計

卷

十

五

計

目

五

十

九

因

鏤

板

時

有

私

八

僞

作

之

文

後

知

縣

林

洪

愽

請

於

王

公

再

增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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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五

釐

為

十

六

卷

而

目

亦

加

益

焉

未

成

刻

主

簿

趙

昂

知

縣

王

堯

臣

相

繼

竣

其

工

時

在

正

德

年

邑

之

舊

聞

乃

班

班

可

考

也

後

人

又

或

相

繼

續

有

嘉

靖

十

四

年

以

前

宦

蹟

科

目

萬

歴

崇

正

及

本

朝

一

二

事

缺

略

遺

亡

者

可

勝

道

哉

自

正

德

後

非

王

公

之

定

本

迄

今

百

幾

十

年

失

於

編

載

而

前

志

歲

久

板

亦

滅

漫

難

考

矣

余

甫

蒞

三

原

取

王

公

所

定

志

讀

之

慨

然

於

前

之

雖

傳

而

幾

冺

後

之

欲

傳

而

莫

考

於

是

訪

邑

之

博

雅

君

子

求

其

説

而

傳

述

之

乃

得

邑

孝

廉

温

徳

嘉

貢

士

焦

之

序

二

君

之

艸

創

更

為

之

博

摉

其

説

前

志

則

訂

其

或

謬

與

於

遺

而

剪

其

繁

縟

於

今

志

則

考

核

其

有

眞

與

偽

而

載

其

不

可

己

更

定

欵

目

從

其

為

比

附

得

卷

七

目

七

十

有

五

俾

各

次

第

有

所

考

疑

者

缺

之

信

者

傳

之

至

於

見

聞

有

所

未

逮

則

姑

以

俟

諸

後

人

誓

意

以

足

取

徴

弗

之

有

苟

而

且

於

邑

之

利

弊

與

所

激

勸

為

務

不

徒

詳

其

説

以

給

博

聞

已

也

志

成

乃

敢

出

其

述

之

之

意

於

篇

端

與

其

述

之

原

流

始

未

以

白

而

其

中

所

自

裁

則

未

知

其

盡

有

合

於

古

人

及

今

與

後

之

君

子

爾

也

創

䢖
會

濟

堂

序

杜

子

美

詩

安

得

廣

厦

萬

間

大

庇

天

下

寒

士

皆

歡

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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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六

識

者

謂

推

其

意

卽

伊

尹

一

夫

不

獲

時

予

之

辜

也

然

而

博

施

濟

衆

堯

舜

病

諸

期

其

實

心

實

政

循

序

可

行

者

莫

如

文

王

治

岐

自

寡

孤

獨

始

我

國

家

累

洽

重

四

民

樂

業

皡

皡

乎

老

人

擊

壤

童

子

含

哺

物

靡

不

得

其

所

㳟
稽

令

甲

各

省

州

縣

設

立

養

濟

育

嬰

等

㕓
溥

哉

皇

仁

功

高

覆

載

矣

原

邑

夙

號

殷

繁

富

商

大

賈

履

厚

席

豐

甚

至

踐

曵

綾

狼

籍

膏

而

窮

民

無

告

者

求

尺

布

斗

粟

之

沾

而

弗

獲

蓋

莫

為

之

倡

有

善

勿

也

甲

申

九

月

紳

士

王

珵

鍾

等

公

請

䢖
立

普

濟

堂

前

署

令

陞

任

國

司

馬

龔

公

據

議

規

條

以

上

憲

語

褒

嘉

未

及

部

署

越

月

而

象

魏

下

車

乃

卜

南

門

外

地

分

䢖
二

院

男

女

異

室

用

略

備

日

米

月

薪

夏

蓆

冬

絮

病

者

給

藥

故

者

輸

棺

一

時

踴

躍

樂

捐

者

三

千

餘

金

士

木

工

外

餘

俱

交

商

行

子

母

權

永

垂

勿

替

落

成

集

衆

庻

而

□

言

曰

此

人

士

任

䘏
睦

婣

膏

爾

桑

梓

者

也

此

各

大

憲

之

養

儀

使

化

先

馮

翊

者

也

聖

天

子

之

太

平

有

道

美

利

不

言

者

也

爾

等

沐

浴

咏

歌

敢

忘

所

自

哉

試

為

爾

箴

以

代

斯

干

其

敬

聽

之

箴

曰

天

何

炎

凉

地

何

滄

桑

豐

歉

由

人

命

不

于

常

積

善

之

昌

富

厚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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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七

强

積

惡

之

殃

貧

賤

憂

傷

惟

勤

可

以

祛

怠

荒

惟

儉

可

以

養

惇

龎

惟

孝

友

可

以

保

豐

穰

惟

詩

禮

可

以

慶

綿

長

儲

贏

時

之

朽

貫

裕

歉

後

之

空

囊

惜

少

年

之

揮

霍

防

髦

老

之

當

慎

毋

憾

造

物

之

偏

爾

靳

也

益

當

體

至

人

之

參

贊

化

育

無

窮

境

亦

無

盡

藏

生

斯

時

食

斯

德

彌

追

仰

夫

周

京

之

遺

澤

而

嫓

美

于

惠

鮮

懐

保

之

文

王

僉

曰

旨

哉

盍

譜

綴

而

為

之

序

西

園

八

詠

賦

明

沈

周
石

田

粤

惟

苑

囿

園

池

之

屬

関

中

者

鄙

夫

無

一

隅

之

及

一

日

之

覩

矧

聞

之

髣

髴

於

今

之

掛

漏

於

古

聊

凖

長

安

之

西

笑

托

公

子

之

夢

語

嗟

夫

上

林

蕪

矣

甘

泉

莾

矣

御

宿

稌

矣

樂

遊

黍

矣

西

郊

之

兎

跧

矣

宜

春

之

麋

麌

矣

梨

園

燬

而

礫

矣

凝

碧

夷

而

士

矣

皆

前

王

遊

略

歌

舞

之

區

鄙

夫

蔑

有

所

取

也

取

則

不

無

郭

令

公

之

仁

里

邵

故

候

之

青

門

李

將

軍

之

北

郭

王

右

轄

之

輞

川

俾

人

追

惟

於

徃

致

儼

水

木

之

如

存

又

不

無

代

逺

人

非

於

懐

慨

然

然

而

何

地

無

勝

何

代

無

賢

何

賢

無

述

何

勝

無

傅

時

則

有

若

耀

之

為

郡

實

古

雍

地

平

原

膴

而

裔

愆

諸

陵

矗

而

足

峙

荆

耀

而

玉

韞

地

靈

而

雰

崒

嶻

突

秀

而

近

拱

沮

流

润

而

暗

滙

壮

哉

三

原

之

佳

甸

洵

矣

三

輔

之

遺

治

屏

八

垠

曠

蕩

之

風

鬱

大

塊

坱

□

之

氣

負

隂

向

陽

審

形

遵

势

宜

賢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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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八

之

胥

宇

嘉

勝

者

之

收

麗

百

堵

仡

千

弓

迤

迺

從

相

卜

乃

從

窆

厝

迺

從

搆

架

迺

從

樹

藝

孝

以

為

基

忠

以

定

位

擴

中

仁

制

外

牟

義

方

之

象

行

圓

之

比

智

厚

以

積

徳

高

以

抗

志

於

是

大

司

馬

公

拓

為

西

園

以

藏

以

修

存

誠

而

樂

道

觀

物

而

翫

化

非

文

饒

之

錮

愚

非

季

倫

之

豢

尤

徒

悅

耳

目

而

恣

般

遊

者

也

有

碑

勒

銘

在

墓

中

堂

史

氏

大

書

燦

爛

厥

章

於

考

世

徳

於

發

幽

光

靈

蔡

贔

而

荐

力

文

霓

昭

而

呈

祥

其

側

有

堂

雨

廂

翼

成

櫋

蘭

擗

蕙

茨

芸

填

蘅

浩

浩

穰

穰

儲

書

滿

盈

紛

者

百

氏

秩

者

羣

經

摽

牙

刻

玉

籖

軸

熒

熒

其

前

有

池

湜

湜

且

泚

不

澩

不

溢

不

淪

不

漇

擅

雪

滌

之

專

攻

潔

垢

硯

之

遺

滓

日

新

日

資

舊

是

去

方

沐

之

槃

譬

飲

之

洗

有

松

於

軒

徠

服

其

隅

離

立

矯

矯

直

不

假

扶

結

瑶

為

根

聳

玉

為

株

冐

雪

而

腯

被

霜

而

腴

負

大

且

固

葆

貞

不

渝

歴

載

而

壽

無

度

效

材

而

需

不

訾

有

柳

苞

矣

栵

門

之

側

匪

朝

匪

夕

先

公

之

迹

骳

骫

櫹

槮

紅

縂

翠

輑

略

和

嶠

千

丈

之

譽

龔

馮

異

大

之

烈

公

之

理

南

都

也

其

在

然

運

疇

眤

疇

測

其

在

獨

斷

曷

憑

曷

藉

祁

然

而

行

沛

然

而

徳

化

潤

廣

則

何

物

不

沾

庇

大

則

無

物

不

借

民

仰

如

雲

所

謂

用

作

霖

雨

而

澤

下

者

也

曰

州

曰

藩

公

所

蒞

止

化

覃

澤

加

則

民

之

衰

孱

寡

弱

猶

培

而

廡

猶

漑

而

華

轉

富

而

易

庻

若

出

乎

咄

嗟

民

之

佩

荷

激

切

将

以

棫

樸

榛

楛

比

公

所

樹

之

柳

甘

棠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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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十
九

竹

比

公

所

藝

之

花

公

尚

以

池

凡

庻

執

事

爰

有

汗

墨

沙

之

汰

之

蕩

之

激

之

公

尚

以

記

末

學

膚

受

才

小

能

舉

錄

而

鎮

採

兼

收

而

並

登

揆

方

圓

而

施

用

期

将

就

而

勸

成

方

我

句

吳

之

墟

浲

流

湯

湯

為

割

屢

年

民

告

饑

墊

天

子

簡

公

來

旬

來

宣

民

乃

驩

呼

拜

逆

鄙

夫

亦

獲

瞻

承

光

霽

識

公

宏

正

而

亮

鎮

簡

約

而

靜

淵

以

之

柱

石

則

明

堂

底

定

以

之

調

元

則

庻

徵

罔

愆

其

時

也

於

公

之

園

奚

止

二

四

之

可

賦

来

百

祥

之

駢

駢

草

靈

芝

茁

木

仁

理

連

華

峯

醴

泉

涓

涓

或

蒸

之

孝

義

或

應

之

忠

藎

其

氣

在

人

酬

酢

扵

天

尚

爲

公

賦

之

以

属

扵

篇

龍

橋

賦

涇

陽

馬

御

輦
省

元

台

甞

訾

齊

州

之

局

促

不

可

處

也

翹

首

長

假

翼

三

危

五

城

之

巓

驂

雲

霓

昅

海

氣

于

壺

嶠

兮

排

閶

闔

攬

八

際

之

長

空

以

騰

鶱

逐

驚

電

凌

倒

景

以

嘯

傲

兮

御

罡

風

搴

若

木

于

扶

桑

之

淵

乃

左

顧

清

冶

之

干

剏

闢

此

逶

迤

梁

以

夭

蟜

兮

常

山

率

然

勢

蚴

蟉

而

蜿

蜒

杠

之

彴

石

之

徛

不

堪

眉

厥

表

兮

錫

嘉

名

以

龍

橋

實

吐

納

夫

日

月

而

歕

欱

乎

雲

烟

方

其

輿

梁

未

成

臨

河

悵

望

百

川

灌

沸

霖

霪

滉

瀁

地

非

廣

陵

莘

将

之

陣

似

馬

峽

瞿

塘

灔

澦

之

大

如

象

池

陽

湧

胥

侯

恕

潮

焦

穫

來

天

吳

噴

蕩

湮

層

臺

兮

波

臣

驚

問

水

濵

兮

魚

腹

葬

腰

瓠

者

流

嘆

胥

溺

祝

祈

使

收

湍

佩

之

子

懼

汨

没

祈

馮

夷

令

戢

浪

行

子

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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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客

﨣

螑

佁

儗

不

前

長

年

三

老

股

慄

魂

摇

欲

䘮
渉

淺

者

冀

㹠

騎

星

之

流

搓

貫

月

窟

走

陸

者

希

緤

閬

風

之

駟

奔

天

上

越

山

飛

兎

嶺

表

迅

猱

不

克

雨

崖

而

絶

渡

也

令

人

惝

怳

恫

駭

比

父

逐

日

僵

鄧

林

而

杖

于

是

御

史

大

夫

温

公

慨

于

中

者

匪

今

斯

今

矣

羌

丹

陛

兮

朝

辭

繄

綠

野

兮

暮

開

舟

楫

障

百

維

狂

瀾

援

溺

潤

九

抒

宏

才

為

社

稷

捍

大

患

為

蒸

藜

御

大

災

朱

提

捐

厥

笥

白

鏹

庀

厥

材

爰

謀

長

吏

鳩

匠

作

再

咨

阿

耨

醵

檀

財

乃

召

般

倕

剞

劂

運

風

斤

乃

檄

王

繭

鈎

䋲
相

水

隈

育

賁

畢

力

扛

鈞

石

離

朱

張

盱

洞

九

垓

割

地

軸

兮

㡳
柱

摩

天

倪

兮

搆

崔

嵬

覆

簣

基

兮

襄

陵

奠

支

機

磩

兮

驚

濤

廻

堞

嶺

隍

壑

約

巨

浸

于

隘

口

肱

峩

臂

化

徂

途

以

陔

策

五

丁

剷

翠

岩

北

向

驅

六

甲

擘

丹

嶂

南

囘

斷

三

山

之

鼇

足

擎

四

隅

軋

九

淵

之

螭

頭

屓

層

臺

宛

如

帶

兮

梁

連

蜷

平

如

掌

兮

砌

珉

瑰

爾

其

鹿

原

背

環

堯

門

對

峙

一

水

似

鷺

洲

中

分

雨

崖

則

雉

堞

夾

起

大

壑

谽

谺

怪

石

㟪

茂

先

叩

而

魚

鳴

初

鞭

而

羊

芉

零

陵

平

之

鷰

乘

風

藍

田

之

虎

飲

羽

莫

不

翰

載

蹄

輸

赤

瑛

白

玼

作

礪

取

鍜

次

鱗

排

齒

鎔

以

鉛

鐵

苞

以

楹

礎

遠

聎

兮

砰

磷

欝

律

跧

仗

翼

跂

近

睨

兮

登

降

峛

崺

墉

崇

櫛

比

脊

承

嵐

氣

亘

天

標

唇

弇

河

光

清

地

祗

巘

平

束

馳

道

如

砥

軼

後

燕

之

五

丈

擬

成

都

之

萬

里

爰

見

遼

矣

百

弓

巍

乎

三

門

役

百

靈

而

鳩

藝

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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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一

才

以

拱

宸

圓

形

模

漢

方

阜

枕

漘

曲

空

半

璧

直

矗

長

雯

修

碣

駕

䧳
霓

而

飲

澗

嶢

闕

浮

蜃

樓

而

麗

旻

代

鷁

舸

兮

宛

虹

易

舳

艫

而

轒

輼

奚

羡

夫

築

宣

房

塞

子

者

君

臨

河

而

斬

茭

官

下

楗

而

負

薪

况

乎

舘

陶

金

堤

之

决

竹

石

隄

防

者

三

旬

王

延

世

雖

爵

内

侯

賜

千

黄

金

再

决

再

塞

得

無

病

國

繄

勞

民

揆

彼

于

此

何

古

可

今

迨

乎

砥

定

疎

沼

漲

息

眢

井

空

闥

吼

鯨

淤

瀬

遊

黽

靑

虬

蚭

而

撥

鱗

靈

狻

髵

䰄
而

露

睛

道

齒

齒

兮

堆

雲

渦

活

活

兮

鑑

影

五

陵

游

俠

躡

玉

蝀

兮

踵

隨

三

河

年

少

凌

金

鰲

兮

背

騁

簫

鼓

喧

闐

絲

竹

嘈

喞

耳

沸

洞

庭

廣

樂

鈞

天

之

界

輪

轟

豗

斿

旂

沛

艾

神

悚

列

缺

震

霆

霄

漢

之

頂

洴

辟

洸

者

蟻

聚

淺

汀

薄

沚

以

龜

手

代

耕

汲

灘

泉

者

魚

貫

城

壖

河

湄

以

平

挹

當

綆

不

覺

時

暮

而

日

曛

頓

忘

天

高

而

地

逈

乃

有

元

纁

筐

篚

載

輸

載

浮

金

錢

赤

側

乘

馬

服

牛

九

逵

汚

萊

爰

兹

稼

穡

四

方

輸

遵

我

軌

修

旣

舍

筏

兮

岸

罔

潰

轅

兮

摧

輈

市

㕓
蛭

附

賈

肆

蜂

稠

臨

水

而

逕

窄

戸

循

溪

而

巷

揫

腋

招

鄭

隄

白

渠

兮

邇

接

沃

壤

頂

揖

甘

泉

谷

口

兮

遥

據

上

游

依

稀

漢

中

子

午

谷

彷

彿

淆

水

甲

庚

溝

廬

比

棟

連

豳

雅

推

皇

過

澗

波

瀠

堤

遶

楚

騷

賦

蘅

杜

州

有

時

梅

風

送

淺

燠

有

時

梧

露

薦

新

秋

有

時

扣

舷

歌

夏

聲

有

時

擊

咢

秦

謳

不

幾

施

濠

上

之

樂

蘇

公

赤

壁

之

逰

乎

至

辞

客

騷

人

恣

賞

躭

翫

觀

川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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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二

歩

夷

猶

題

柱

之

幘

傲

岸

維

騑

騑

之

驊

騮

青

青

之

河

畔

嘔

淵

雲

兮

瓊

葩

掞

應

劉

兮

藻

翰

青

衫

浣

霞

漪

而

屳

彩

筆

耀

文

漣

以

燦

爛

賦

鶴

汀

兮

鳬

渚

詠

牙

檣

兮

錦

纜

溪

邉

潑

墨

石

氣

流

清

花

下

潄

玉

水

光

零

亂

腕

伸

曵

寸

管

兮

摇

風

䒶
笑

隨

九

光

之

流

電

覺

造

舟

鞭

石

皆

可

摛

雄

藻

也

心

花

眥

力

直

射

蝨

輪

而

晰

馬

練

亦

有

方

術

雜

枝

河

上

逍

遥

唐

皮

相

季

主

龜

燋

都

盧

橦

胡

賈

吞

刀

巫

覡

儺

廊

而

綷

璈

長

桑

飲

上

池

以

招

摇

葢

聶

彈

劍

蒯

緱

錯

乎

四

術

秦

青

繞

梁

璈

琯

徹

乎

重

宵

炙

轂

談

天

鄒

衍

衒

稷

下

之

口

逢

占

射

覆

曼

倩

朴

舍

人

之

尻

宜

僚

之

竿

累

丸

佝

僂

之

手

承

蜩

磨

鏡

負

局

皤

翁

扶

杖

于

巖

際

放

鳶

雞

孌

童

臂

鷹

鞲

于

江

皋

跛

樓

季

槖

駝

僬

僥

鮮

不

海

井

鼃

之

觀

溟

渤

角

深

冰

夏

䖝
之

智

太

華

爭

高

乃

有

靚

粧

麗

姫

深

閨

艶

妾

朱

顔

如

花

皓

齒

似

雪

横

塘

整

鈿

古

渡

弭

節

念

蕩

子

之

遠

征

憶

河

梁

之

久

别

北

紫

塞

兮

赤

城

南

五

溪

兮

百

粤

臨

長

堤

兮

一

望

慨

柔

腸

之

寸

折

陟

危

磴

兮

戍

削

想

猿

峽

羊

坂

雁

宕

鷄

足

之

罔

通

升

峻

坂

兮

紆

曲

懼

度

索

繫

牁

地

肺

天

塹

之

難

越

王

孫

何

日

歸

韶

華

經

歲

歇

倩

秦

箏

兮

銷

閨

怨

聽

隴

篴

兮

舒

腸

結

繄

或

春

風

駘

蕩

春

水

淥

楊

豪

門

連

袂

貴

族

飛

觥

西

園

集

雅

南

浦

芳

草

逗

青

兮

舫

荇

鋪

黛

兮

銀

塘

蘭

亭

修

永

和

之

禊

河

橋

元

凱

之

觴

曉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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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三

殘

月

楊

柳

岸

紉

蘭

佩

蘅

芙

蓉

裳

桑

落

萄

桃

泛

醖

醴

蹯

熊

胎

豹

佐

餦

餭

大

嚼

之

聲

鞳

如

鞺

如

吸

川

之

飲

汝

陽

高

陽

複

道

行

空

際

携

手

上

河

梁

躐

一

緉

兮

凌

高

阜

折

䨇
屐

兮

傲

艅

艎

及

夫

白

帝

徂

秋

金

商

成

露

澎

湃

江

豚

吹

洶

湧

老

蛟

鬪

馮

橋

觀

漲

高

朋

填

路

慕

宗

慤

破

浪

乗

風

追

枚

叔

奔

濤

翔

鷺

或

潭

澄

而

潦

收

亦

菊

芳

而

蘭

秀

雁

陣

碧

排

楓

林

紅

逗

詠

秦

風

蒹

葭

章

望

伊

人

兮

水

一

方

印

叚

蟋

蟀

句

瞿

良

士

兮

云

暮

何

事

羅

鄂

州

銀

橋

升

月

奚

必

孟

叅

軍

登

高

能

賦

人

境

移

來

昆

明

池

秋

風

動

石

鯨

鱗

甲

女

墻

幻

出

膝

王

閣

秋

水

映

長

天

霞

鶩

無

事

舸

艦

迷

津

煩

榜

人

之

扣

舷

也

緬

兹

長

橋

臥

波

覺

陽

鳥

匿

景

乎

危

巉

勁

隼

歛

翮

而

側

度

况

乎

年

來

潢

池

欲

止

戈

黑

山

亦

寢

析

浪

漸

息

江

皋

氛

将

靖

沙

漠

聖

天

子

耻

為

驅

石

橋

海

之

舉

除

道

隕

霜

成

梁

水

涸

佳

氣

浮

秦

川

榮

光

河

洛

鷄

犬

雊

殷

仍

穫

中

慈

峩

比

屋

復

綺

錯

城

頭

鐸

韻

遶

睥

睨

而

遥

廊

腰

灘

聲

雜

漁

歌

而

間

作

橋

之

中

詢

訂

且

樂

橋

之

上

望

對

閤

橋

之

肆

轂

擊

肩

摩

橋

之

民

鼓

腹

盤

礡

白

鶴

歸

華

表

不

待

天

寒

靑

龍

見

水

中

無

煩

日

落

吾

姑

翻

少

陵

之

雅

句

以

贈

此

橋

尚

嗛

未

盡

也

庚

思

躋

龍

橋

于

龍

門

之

橇

比

三

原

于

三

巴

之

䟽

恭

毅

勲

徳

厚

且

愽

岣

嶁

禹

碑

我

重

廓

系

以

頌

日

仰

觀

天

厥

梁

星

天

津

垂

象

彈

弓

形

俯

梯

山

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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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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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四

石

天

根

涸

水

輿

梁

成

虞

典

六

府

弗

石

紀

邵

易

經

世

分

四

比

坤

石

少

剛

離

星

匹

皇

媧

錬

五

補

天

闕

温

公

柱

八

承

天

碣

化

桷

以

磐

功

利

渉

重

險

兼

山

坎

艮

攝

輈

形

穹

嶐

澗

之

濵

金

湯

墉

壑

惠

吾

民

龍

橋

屭

贔

萬

古

存

亂

曰

龍

徳

中

正

厥

施

普

兮

見

龍

在

田

為

霖

雨

兮

我

賦

龍

橋

黿

徙

分

晏

海

澄

江

佐

天

子

兮

北

郊

藝

賦

本

朝

劉

紹

攽

惟

華

池

之

北

郊

擅

二

峪

之

豐

饒
清

峪

濁

峪

泉

涓

涓

以

漱

潤

流

活

活

以

興

苗

誠

哉

五

沃

之

士

允

矣

三

壤

之

膏

爰

藝

蔬

以

果

繄

晝

漑

以

夕

澆

望

青

青

而

彌

目

羌

鬱

鬱

而

千

霄

乃

有

東

風

料

峭

黄

韭

堪

芼

豐

本

登

盤

新

柔

薦

廟

白

趾

潛

於

芳

腴

翠

髪

被

於

隈

隩

庾

郎

之

廿

七

並

陳

龔

遂

之

一

畦

是

導

維

剪

後

以

還

生

當

春

前

而

最

妙

若

夫

和

事

之

艸

太

官

之

蔥

黄

菌

青

蔬

之

伴

細

莖

大

葉

之

叢

恒

潑

油

以

肅

客

雖

處

未

而

登

庸

歸

肆

汝

等

常

分

和

羮

秋

祠

必

供

清

貧

見

於

山

谷

僭

用

寄

興

於

放

翁

爾

乃

大

烹

已

飫

晚

菘

是

具

脆

比

芥

薹

清

如

玉

露

小

嚼

冰

霜

之

響

肥

濃

蜜

藕

之

茹

吳

愧

千

里

之

蓴

蜀

慚

七

菜

之

賦

釆

茆

空

八

魯

詩

烹

葵

徒

傳

豳

語

至

於

長

安

冬

菹

金

城

土

酥

紛

敷

翠

葉

津

潤

玉

膚

深

根

而

白

質

近

而

青

紆

雪

容

隨

於

瑶

甕

辣

性

重

於

笋

厨

名

羅

伯

以

責

實

字

受

辛

而

非

誣

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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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五

種

之

鬱

上

更

諸

蔬

之

怒

長

堇

薺

旨

甘

蓼

荽

莾

蒼

白

薤

紛

拏

綠

葵

豐

穰

掇

瑶

穎

於

蘘

荷

擷

翠

苕

於

篠

簜

溝

東

陌

西

行

三

畦

兩

且

也

緣

畝

竟

抽

通

畔

何

稠

剛

甲

迅

鮮

筴

綢

繆

上

葳

以

被

徑

下

參

差

而

覆

疇

葷

臊

望

風

而

引

芳

辛

候

色

而

應

求

五

侯

鯖

兮

遜

美

天

酥

陀

兮

不

售

其

為

樹

也

夭

夭

多

實

灼

灼

徧

植

萬

株

若

繪

千

林

似

翼

苔

畫

波

文

花

然

樹

色

數

枝

艶

拂

以

婀

娜

半

里

紅

而

繁

殖

宛

素

練

兮

輕

茜

疑

玉

顔

兮

半

赩

與

桃

同

時

嘉

李

正

妍

整

冠

否

根

綿

綿

滿

林

雪

積

墜

地

銀

鮮

素

雲

亞

枝

而

旖

旎

碎

錦

䝉
樹

以

翩

躚

清

角

奏

而

微

霜

起

大

宫

動

而

和

甘

宣

建

月

維

丙

傳

黄

有

杏

孔

子

壇

前

盈

盈

董

奉

林

中

烱

烱

香

注

修

條

烟

籠

孤

梗

笑

桃

紅

兮

艶

粧

嗤

李

白

兮

素

影

紅

不

紅

兮

凝

淺

曛

白

非

白

兮

睇

遼

迵

迨

夫

靑

女

蕭

森

紅

葉

秋

深

熟

蒂

酥

褁

碧

實

霜

侵

嘉

名

虬

卵

美

號

鹿

心

沉

朱

色

兼

陽

井

鳥

椑

味

過

華

林

味

甘

馨

而

逾

蜜

色

紺

黄

以

勝

金

唯

四

者

之

最

夥

更

千

章

兮

佳

果

御

宿

之

如

蘭

弱

枝

之

棗

似

火

大

谷

之

黎

含

消

南

安

之

栗

偏

頗

林

檎

郁

棣

之

駢

羅

石

榴

蒲

桃

之

猗

儺

莫

不

飾

麗

藻

以

環

縈

固

皆

偕

華

實

而

並

墮

彼

夫

陸

地

馬

蹄

水

居

魚

陂

山

居

材

木

通

邑

千

皮

何

如

果

菜

千

鍾

竹

木

千

重

長

楊

眏

蘼

蕪

翳

蓊

名

品

蔓

衍

色

圥

冲

融

芬

芬

苾

苾

沃

沃

茸

茸

越

西

朱
材名

而

迄

横

水
鎭名

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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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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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六

五

十

里

之

提

封

遊

杏

灣

詩

引

明

來

復

杏

花

灣

涇

陽

然

距

余

邑

十

里

距

涇

陽

四

十

里

本

名

方

南

魯

橋

無

今

名

今

名

余

與

友

人

同

遊

所

命

也

士

人

種

杏

多

至

數

千

株

春

初

花

開

遠

近

爛

熳

如

張

錦

幄

清

河

經

其

右

稍

上

則

潴

堰

灌

田

渠

决

五

流

周

囘

樹

下

㪚
輙

復

合

沿

流

皆

杏

間

以

他

木

蔽

深

窅

目

不

能

直

覩

故

言

灣

也

不

知

幾

涇

刼

灰

豪

富

復

廢

為

荒

埜

如

劉

希

黄

昏

鳥

飛

之

歎

自

余

軰

遊

賞

城

中

人

稍

稍

繼

之

歲

益

與

馬

之

跡

肴

觴

之

費

土

人

始

詫

笑

近

亦

多

取

醉

花

跗

水

涯

矣

居

常

言

雖

粧

㸃
花

神

不

能

無

雕

渾

然

仲

長

之

禽

魚

許

瑾

之

䄄
子

猷

之

竹

少

陵

之

花

溪

襄

陽

之

覇

陵

王

裴

之

川

韓

孟

之

西

郊

觀

其

寓

意

托

興

似

不

直

在

躭

宴

樂

恣

吟

聎

間

濫

觴

為

之

去

之

益

遠

乃

貴

客

導

絳

㡌
人

張

葢

穿

游

若

俗

子

鬪

横

折

余

軰

亦

成

故

事

應

接

匆

雜

草

多

虚

其

為

花

辱

莫

甚

焉

又

賞

者

喜

華

土

人

利

實

樹

大

實

稀

合

抱

之

林

率

成

樵

㸑
邇

來

景

物

已

減

什

五

矣

至

夫

同

遊

之

人

間

厠

非

侣

酬

和

諸

賢

槩

多

散

處

每

倒

尊

結

伴

伐

木

聽

鸎

之

想

頓

起

花

時

一

大

恨

耳

庚

戍

從

燕

扺

家

見

王

氏

昆

季

詩

知

從

華

下

迂

道

訪

遊

遂

同

社

友

含

素

舍

弟

馭

仲

卽

席

成

吟

意

興

品

識

不

卓

然

軼

疇

衆

而

遐

追

耶

二

君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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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七

州

先

生

嗣

與

太

史

先

生

嗣

爾

釐

爾

伸

皆

佳

公

子

也

其

季

父

信

卿

輔

聞

土

與

余

善

恨

未

來

一

遊

異

時

亦

訂

約

焉

君

家

叔

姪

欲

收

我

灣

頭

春

色

乎

其

以

所

有

十

丈

蓮

易

之

觀

風

告

諭

本

朝

豐

山

張

魏
曉

夫

照

得

鹿

原

古

邑

龍

鎭

新

都

炁

萃

北

泉

星

分

東

井

荆

岐

鑄

噐

肇

興

軒

帝

之

祥

焦

穫

居

㕓
式

廓

姫

王

之

業

涇

渭

環

來

似

帶

郁

郁

文

波

嵯

峨

擁

起

如

屏

嶐

嶐

道

岸

堯

門

毓

脉

闢

門

須

法

神

堯

冶

谷

流

芬

遷

谷

自

凴

大

冶

地

靈

蔚

六

渠

之

秀

有

美

必

彰

人

傑

魁

三

輔

之

英

於

斯

為

盛

奎

光

鐫

鼎

稽

倉

頡

之

鸞

書

筆

架

名

洽

仲

山

之

衮

職

李

衛

國

勲

登

麟

峯

閣

經

史

胥

通

韓

中

書

誼

振

鳯

臺

手

華

最

贍

金

城

錫

爵

斜

封

紏

去

千

員

玉

墅

陳

儀

野

服

方

來

四

皓

荷

鋤

園

裏

帝

益

知

恭

袖

簿

㕔
前

卿

皆

憚

節

庭

樹

何

誇

李

瑞

左

戸

剛

標

里

花

自

表

梅

香

南

滇

雅

望

亭

留

愛

圃

斗

山

共

震

石

渠

集

製

谿

田

䂓
矱

遥

頌

平

壤

學

古

易

三

官

之

院

美

濟

康

僖

崇

仁

開

一

貫

之

堂

芳

詒

恭

毅

舉

其

尤

者

業

可

擎

天

考

厥

藝

焉

音

皆

擲

地

矧

沐

聖

朝

之

樂

育

化

溥

菁

莪

更

資

賢

憲

之

栽

培

風

薰

杞

梓

上

里

中

里

下

里

儒

林

胥

里

處

之

仁

鄭

渠

倪

渠

白

渠

墨

浪

亦

渠

成

之

妙

幾

軰

衫

抛

白

紵

折

桂

羣

登

誰

家

額

㸃
朱

衣

開



ZhongYi

三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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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八

櫻

共

晏

貯

郝

左

丞

之

卷

鼓

吹

猶

聆

鏗

鏘

標

王

柱

國

之

豐

坊

旌

棨

尚

看

嶻

嶭

溯

諸

漢

代

談

經

推

虎

觀

無

䨇
嫓

我

江

鄕

講

學

鵞

湖

第

一

然

而

兼

文

兼

武

翩

尹

姞

之

衣

冠

亦

士

亦

商

烜

熤

陶

猗

之

監

更

孰

從

安

世

車

頭

丹

鉛

萬

帙

得

失

須

詢

子

美

惺

惺

腔

裏

認

金

針

升

沉

莫

問

君

平

躍

躍

彀

中

玉

律

本

縣

三

巖

素

士

萬

選

青

遺

田

來

鐵

硯

常

磨

此

際

銅

符

握

幾

載

咸

安

宫

内

會

叅

絳

帳

之

班

當

年

靈

鷲

嶺

前

頗

識

紫

紋

之

氣

俊

恰

臨

是

歲

覘

風

尤

切

斯

文

為

此

訂

期

四

月

八

日

爰

蠲

浴

佛

良

辰

冀

灑

織

襄

鉅

製

初

春

適

逢

院

試

姑

有

待

焉

首

夏

宜

勵

闈

程

正

其

時

矣

靈

湫

日

影

紛

同

夢

篆

爭

華

大

化

風

泉

引

起

金

競

響

㿻
鉢

臺

邉

呈

五

色

色

色

題

絹

沮

水

畔

三

原

原

原

瀉

錦

矧

搆

思

于

長

晷

奚

妨

賈

島

思

遲

卽

义

手

于

短

檠

可

識

温

岐

手

敏

本

縣

欣

親

翰

墨

預

决

科

名

乘

竹

閣

之

晨

清

秉

公

甲

乙

幸

蒲

鞭

之

夜

靜

辨

色

元

黄

庻

幾

片

羽

之

輝

堪

審

九

苞

之

采

蔡

箋

㳫
至

熒

煌

苑

花

枝

江

管

披

陳

粧

㸃
唐

陵

樹

蕋

豈

祗

獻

書

西

嶽

符

廿

八

宿

于

雲

臺

行

看

摶

翮

東

溟

三

千

程

于

霄

漢

學

古

書

院

像

設

解

劉

紹

攽

乾

隆

乙

酉

邑

侯

豐

山

張

公

修

復

學

古

書

院

有

欲

易

像

設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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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二
十
九

木

主

者

公

未

之

許

余

懼

後

人

之

復

有

此

議

也

故

為

之

解

日

書

院

與

文

廟

不

同

文

廟

國

之

大

祀

孰

敢

不

恭

書

院

則

有

盛

有

衰

當

其

盛

也

師

徒

濟

濟

菁

莪

與

棫

樸

並

及

其

衰

也

苐

為

空

舘

故

宫

而

已

於

是

乎

西

安

之

正

學

書

院

有

拓

八

公

署

者

矣

耀

州

之

文

正

書

院

有

驅

車

停

驂

者

矣

卽

中

書

院

康

四

十

一

年

以

為

學

院

之

署

始

居

者

胡

公

作

梅

也

未

期

年

而

卒

歴

劉

公

凡

汪

公

灝

趙

公

晉

江

公

鼎

金

朱

公

軾

潘

公

從

律

王

公

雲

錦

逢

公

泰

八

人

之

中

劉

以

輕

浮

不

踰

年

去

江

與

潘

一

年

而

殁

汪

趙

與

王

期

滿

歸

皆

未

令

終

朱

公

亦

以

緩

於

期

會

鐫

級

制

府

殷

公

泰

言

其

有

守

始

克

終

事

惟

逢

無

事

然

亦

無

聞

焉

康

六

十

年

王

公

謩

膺

斯

任

數

月

而

䘮
其

偶

不

慊

於

心

詢

之

故

老

僉

云

書

院

舊

有

聖

像

移

之

他

所

自

是

以

來

不

叶

於

吉

王

公

韙

之

乃

謀

於

縂

督

年

羮

堯

移

駐

原

邑

仍

以

書

院

奉

聖

像

焉

今

之

人

亦

有

援

耀

州

故

事

欲

以

書

院

為

候

舘

者

卒

以

塑

像

難

徙

而

沮

其

謀

然

則

昔

人

之

用

意

至

深

遠

也

葢

古

者

尸

以

像

神

春

秋

以

後

不

聞

有

尸

宋

玉

招

魂

始

有

像

設

君

室

之

文

故

顧

亭

林

以

為

尸

禮

廢

而

像

事

興

葢

在

戰

國

之

時

矣

且

文

翁

石

室

設

孔

子

坐

像

其

坐

歛

蹠

向

後

屈

膝

當

前

七

十

二

弟

子

侍

於

雨

旁

先

儒

議

禮

皆

折

哀

於

是

未

有

從

而

非

之

者

卽

以

書

院

為

石

室

也

可

書

以

請

於

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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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縣

志

卷
之
二
十
一
藝
文

三
十

以

貽

後

之

人

池

陽

考

劉

紹

攽

人

皆

知

池

陽

為

漢

縣

不

知

始

於

秦

也

周

緤

以

舍

人

從

漢

高

祖

起

沛

至

覇

上

西

入

蜀

漢

還

定

三

秦

賜

食

邑

池

陽

當

是

時

高

祖

未

稱

帝

設

郡

邑

也

卽

以

池

陽

為

賜

邑

則

其

與

長

安

涇

陽

同

為

秦

縣

也

明

矣
秦

爵

有

長

安

君

涇

陽

君

顧

縣

以

池

名

而

地

理

諸

書

皆

不

言

池

何

名

客

有

詢

者

余

應

之

曰

秦

不

但

有

池

陽

縣

又

有

池

陽

宫

三

輔

黄

圖

云

在

池

陽

南

上

原

之

陂

去

長

安

五

十

里

夫

所

謂

池

陽

南

者

池

陽

縣

南

也

澤

障

曰

陂

宫

中

所

有

上

原

之

陂

言

宫

在

原

上

也

元

和

志

以

為

在

涇

陽

縣

西

八

里

夫

唐

之

涇

陽

非

卽

今

治

也

然

究

在

涇

水

之

北

涇

北

無

原

且

由

涇

至

長

安

亦

不

苐

五

十

里
此

皆

以

漢

都

言

志

説

踈

矣

客

曰

宫

則

然

矣

池

於

何

所

曰

水

經

注

云

渭

城

縣

有

蘭

池

宫

秦

始

皇

微

行

逢

盗

於

蘭

池
始

皇

三

十

一

年

事

三

秦

記

云

始

皇

引

渭

水

為

長

池

東

西

二

百

里

南

北

二

十

里

亦

曰

蘭

池

陂

是

二

説

者

皆

云

池

在

渭

城

渭

城

者

咸

陽

也

秦

時

渭

水

貫

都

引

為

蘭

池

其

距

咸

陽

宫

當

不

甚

遠

則

蘭

池

在

畢

原

之

下

無

可

疑

者

縣

又

在

北

故

曰

池

陽

爾

李

善

徴

雍

勝

略

以

蘭

池

宫

在

咸

陽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又

以

蘭

池

陂

在

咸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自

相

牴

捂

戻

於

古

矣
寰

宇

記

日

中

記

云

高

陵

北

有

畢

原

秦

謂

之

池

陽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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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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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池

考

劉

紹

攽

原

邑

故

屬

耀

州

州

曰

華

原

邑

曰

華

池

何

取

乎

爾

路

史

有

之

華

原

者

隂

康

氏

之

治

也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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