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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自

得

生

天

聞

之

者

免

其

災

禍

先

將

賜

果

答

父

母

之

劬

勞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八

後

藉

餘

光

爲

已

身

之

船

栰

乂

能

棲

心

佛

理

靜

慮

蹄

筌

碑

作

荃

高

臥

煙

雲

澄

神

恬

泊

唯

覺

路

之

可

歸

依

信

總

持

之

可

攝

受

捨

嗜

慾

之

心

節

衣

資

之

費

召

良

工

荆

山

之

玉

建

茲

是

□
削

崑

崙

之

峯

長

標

角

立

銘

曰

唯

敍

眞

經

有

大

威

靈

扶

苦

拯

溷

出

幽

入

冥

瞻

三

途

而

夜

懸

明

月

臨

沙

界

而

日

照

衆

星

破

宿

障

而

雲

銷

霧

卷

起

厚

而

罪

滅

福

生

如

來

眞

倡

演

說

總

持

靜

風

波

海

岳

動

天

地

神

祇

震

雷

音

而

怖

魔

潛

伏

覩

龍

德

而

猛

虎

收

威

甘

露

遍

灑

醍

□
微

滴

沾

一

飛

塵

洗

恒

沙

證

繅

解

脫

門

佳

不

思

議

力

冀

千

秋

兮

不

杇

徵

萬

古

兮

遺

跡

海

變

桑

田

經

留

功

澄
城
令
鄭
公
德
政
碑

俗

名

三

鄭

碑

以

鄭

雲

逵

書

紀

鄭

公

楚

相

德

政

而

立

魏

鄭

公

祠

內

立

在

惜

現

剝

蝕

紋

裂

文

不

可

讀

貞
元
十
四
年
正
月
立
陳
京
撰
文
鄭
雲
逵
正
書
姜
元
素
篆
額
今
在
縣
南
門
外
魏
鄭
公
祠
內
文
見
左

在

昔

兩

漢

之

政

咸

勤

東

京

之

事

最

明

共

理

邦

邑

必

雞

守

宰

不

獨

孝

宣

二

千

石

之

選

也

我

國

家

宏

啟

至

化

稽

對

前

謨

領

縣

掄

才

自

爾

敷

遠

實

先

三

輔

載

首

屬

城

恒

寧

厥

人

多

及

於

理

不

有

卓

異

曷

颺

頌

歌

未

通

神

明

誰

鏤

金

石

由

是

貞

元

十

一

年

秋

閨

八

月

十

七

日

辛

巳

詔

諭

銘

紀

左

馮

翊

澄

城

令

鄭

楚

相

功

德

于

其

理

所

之

南

門

也

澄

人

謂

余

方

從

郞

謬

跡

書

殿

飽

循

吏

之

事

業

聆

采

詩

之

風

謠

求

成

其

文

□
美

公

焉

公

字

叔

敖

鄭

州

榮

陽

人

高

祖

元

胄

皇

朝

散

大

夫

祠

部

郞

中

曾

祖

慈

力

皇

朝

議

大

夫

蔡

州

刺

史

祖

敬

賓

梓

川

通

泉

丞

烈

考

琨

冀

州

南

宮

尉

累

葉

盛

德

咸

稱

能

賢

慶

遺

後

人

蔚

變

才

子

旣

冠

試

吏

逢

時

屢

遷

及

壯

佐

州

遇

守

方

缺

拾

紫

大

綬

假

御

兩

轓

名

盈

利

權

道

厭

曠

貴

念

代

游

之

不

吐

去

巨

鄕

之

舊

儀

遂

以

幅

巾

諸

生

修

刺

先

進

醇

粹

流

藻

馨

香

立

言

德

成

敢

雄

藉

奏

用

申

擢

秀

才

第

東

觀

校

書

郞

勞

謁

者

于

遺

編

勉

訓

士

以

主

簿

愛

仙

家

于

早

歲

安

□
氏

以

彌

年

秩

滿

從

調

判

及

殊

績

授

長

安

尉

而

至

于

宰

是

邑

也

致

理

大

端

本

人

和

氣

孝

崇

悌

順

心

通

性

革

當

同

財

而

離

居

驟

撤

屋

而

周

處

用

簡

成

賦

由

平

頒

役

諭

閱

廢

精

渝

蕩

俠

愛

俾

懸

衡

以

自

占

偶

踐

更

而

省

役

敏

樹

柔

桑

阜

藩

多

稼

讓

隣

終

畝

幷

力

從

化

順

祈

報

以

登

入

洽

禮

節

而

息

宴

井

冽

河

闊

浴

汲

投

艱

寒

燠

異

宜

男

女

半

道

戒

鑿

深

厚

商

利

遠

邇

會

廬

之

義

肇

周

八

家

不

窮

之

養

旁

行

四

字

藝

蔬

屢

豐

□
□
□
□
諸

圃

者

放

于

園

公

三

畝

俱

存

百

本

咸

毓

生

生

之

禮

備

赫

赫

之

名

成

鴻

細

必

爲

夙

暮

載

考

厚

藏

不

散

□
之

盡

秩

有

益

之

祠

枯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九

泉

由

靈

而

正

出

鷲

蟲

抱

義

而

大

去

此

乂

感

會

元

昧

之

可

紀

者

也

念

歲

孤

之

襦

餘

散

俸

廩

于

里

舍

訪

善

良

之

疾

苦

降

服

馬

於

鄕

亭

此

又

願

懷

隱

微

之

可

稱

者

也

統

齊

多

方

宗

詣

元

念

臻

于

大

稔

登

於

洽

平

人

間

歲

安

風

淸

雲

明

雞

犬

攸

聞

煙

火

闔

境

表

率

王

甸

圖

像

延

匪

君

子

理

道

之

至

歟

是

皆

根

于

研

心

持

權

端

操

倫

軼

先

時

劇

幟

中

歲

充

賦

疾

如

影

響

利

用

卷

舒

摛

詞

則

宣

章

練

政

則

居

最

俄

函

詔

除

襃

者

遂

冠

惠

文

行

之

其

猶

子

康

太

傅

伯

師

尙

書

之

徵

于

馮

翊

崔

君

愼

寵

乃

寮

聞

言

於

獻

狀

詢

績

以

作

椽

是

百

姓

孫

士

良

等

報

德

誠

明

請

命

朝

省

而

斯

頌

作

焉

詞

曰

澄

有

賢

令

兮

爲

鄭

父

文

雅

揚

班

兮

學

齊

魯

執

業

操

刀

兮

造

新

部

更

□
闢

戶

兮

□
舊

宇

家

多

令

井

兮

漫

畦

圃

野

播

膏

苗

兮

斂

鍾

畝

泉

異

貳

師

兮

亦

我

樹

□
同

安

成

兮

不

吾

禦

西

海

少

婦

兮

愼

莫

渡

潁

川

四

君

兮

敢

爲

伍

螭

爰

伐

兮

題

廣

路

崔

巍

靡

兮

偉

終

古

金

玉

麟

曰

按

陳

京

字

慶

復

京

兆

萬

年

人

事

見

柳

州

行

狀

所

傳

文

僅

數

首

奏

議

外

無

他

著

述

即

此

文

亦

奉

詔

而

作

要

皆

官

集

賢

學

上

時

供

奉

文

字

也

碑

陰

有

金

時

重

修

鄭

公

祠

碑

記

或

因

此

移

□
歟

碑

中

裂

石

背

尤

剝

蝕

甚

惟

大

金

承

安

三

祀

冬

十

二

月

數

字

尙

可

識

殆

即

承

安

艾

元

老

之

所

樹

耶
宋乾

柏
廟
碑

乾
德
三
年
立
高
陵
令
兼
殿
中
侍
御
史
李
名缺

撰
文
正
書
無
書
人
姓
名
在
韋
莊
鎭
廟
內

伏
龍
廟
碑

皇

六
年
二
月
建
雷
章
撰
文
張
天
鍚
正
書
篆
額
在
伏
龍
村
寨
子
廟
內
文
見
左

按

圖

經

後

周

伏

龍

□
廟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周

保

定

四

年

因

神

之

名

始

置

伏

龍

府

實

武

衛

舍

兵

之

所

也

古

碑

斷

缺

文

字

難

究

惟

曰

有

龍

始

見

於

南

而

北

伏

於

此

名

列

王

號

揭

諸

廟

額

神

實

有

靈

威

福

此

方

凡

所

祈

禱

應

驗

如

響

民

歸

事

之

今

益

尊

信

且

自

古

山

川

土

地

之

神

有

功

能

及

於

物

者

上

自

王

國

下

逮

郡

邑

通

得

祀

之

蓋

示

重

□
報

功

之

禮

焉

耳

而

龍

於

天

地

間

爲

物

最

靈

其

隱

伏

顯

見

隨

時

民

雖

利

其

德

而

莫

知

其

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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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十

以

故

易

曰

潸

龍

勿

用

明

隱

伏

之

有

時

矣

又

曰

見

龍

在

田

明

顯

見

之

有

時

矣

凡

陰

陽

變

化

雲

雨

時

施

氣

序

發

育

品

物

生

成

莫

不

由

之

是

於

山

川

土

地

之

神

功

最

爲

大

固

宜

崇

飭

堂

宇

謹

嚴

祠

事

以

報

其

功

者

矣

里

人

張

守

淸

孫

嗣

宗

等

請

予

曰

神

之

功

實

被

於

民

廟

德

雖

嚴

碑

壞

不

立

以

懼

來

世

寂

沒

無

聞

遂

迹

其

事

重

刻

廟

石

庶

後

之

觀

者

知

□
之

德

大

庛

於

人

矣

其

辭

曰

惟

神

之

靈

應

民

祈

禱

福

佑

一

方

富

壽

終

考

春

秋

享

祀

爼

羞

具

備

更

千

萬

年

廟

像

無

毁

普
濟
寺
碑

政
和
壬
辰
孟
冬
立
邑
人
曹
景
儉
撰
文
少
陵
王
毖
正
書
並
正
額
在
縣
西
普
濟
寺
內
文
見
左

距

馮

翊

郡

之

北

九

十

里

其

屬

曰

澄

城

縣

縣

西

三

里
㵎

行

西

南

百

餘

步

谷

曰

金

沙

有

泉

出

於

山

谷

之

間

世

傳

曰

洗

腸

泉

即

東

晉

高

僧

佛

圖

澄

開

脇

浴

腸

之

地

也

師

之

靈

異

晉

記

言

之

詳

矣

遼

遼

曠

古

聖

跡

具

存

高

山

蒼

蒼

流

水

湯

湯

孤

雲

裴

回

仰

淸

風

而

不

忘

觀

其

圓

明

一

鑑

涵

畜

萬

象

升

之

可

以

致

雲

雨

酌

之

可

以

愈

疾

病

故

民

間

水

旱

痞

疫

必

禱

焉

應

驗

如

響

人

加

畏

信

相

與

勸

飭

創

寺

宇

泉

上

以

爲

大

衆

祈

禳

歸

依

福

地

大

觀

丁

亥

冬

馮

翊

久

不

雪

麥

苗

未

滋

且

慮

來

歲

之

歉

郡

侯

郭

公

長

卿

遣

使

具

薄

塞

之

饌

嚴

潔

致

祀

迎

酌

泉

水

而

供

事

之

越

翌

日

而

瑞

雪

應

祈

闊

境

沾

是

歲

迪

大

郭

侯

表

其

事

于

朝

天

子

嘉

嘗

至

大

觀

戊

子

四

月

錫

師

以

眞

顯

法

師

之

號

大

觀

已

丑

有

詔

毁

天

下

寺

之

無

名

額

者

太

守

李

公

愼

由

從

邑

人

之

請

具

以

靈

泉

寺

屋

滿

三

十

楹

之

數

上

之

詔

逐

不

毁

仍

□
普

濟

之

名

以

爲

寺

額

李

侯

親

書

其

榜

揭

示

無

窮

亦

使

後

世

知

寺

獲

普

濟

名

□
自

李

侯

始

也

舊

泉

之

東

上

皆

土

山

其

高

數

百

尺

岧

嶤

斬

絕

雖

焦

夫

牧

孺

不

留

能

足

其

地

邑

之

大

姓

曹

師

仁

之

所

有

也

曹

念

法

師

神

異

綿

歷

七

百

餘

祀

今

旣

膺

天

子

寵

命

蓋

宜

崇

飾

梵

宇

奉

安

神

像

使

之

輪

煥

壯

麗

以

爲

邑

人

美

觀

不

亦

可

乎

於

是

盡

族

泉

上

之

地

以

爲

寺

址

有

比

邱

尼

法

遠

苦

形

勵

志

力

願

成

就

命

工

懇

闢

削

土

山

而

平

之

刳

攘

榛

穢

始

墉

始

基

治

遠

帝

衣

一

襲

糲

飯

一

盂

卑

辭

下

色

謹

募

檀

越

來

往

城

中

日

十

數

返

冽

寒

酷

暑

志

不

少

替

邑

人

視

遠

之

勤

嘉

遠

之

志

揮

金

爭

施

樂

助

緣

事

桴

楝

瓴

甋

遐

邇

替

至

鳩

工

聚

材

卜

日

而

就

三

門

竣

峙

兩

廡

翼

立

堂

屋

廚

庫

皆

有

法

度

粥

魚

齋

磬

罔

不

嚴

肅

東

敝

高

閣

層

倚

巖

腹

眞

顯

之

像

處

其

下

西

稱

滿

軒

俯

臨

溪

流

以

爲

士

庶

行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十
一

樂

宴

嘗

之

勝

然

寺

踞

河

上

高

倍

十

丈

每

歲

夏

秋

之

交

雨

水

暴

漲

泉

之

束

岸

旋

茸

旋

壞

大

觀

庚

汶

陽

王

公

浹

授

天

子

命

作

宰

是

邑

或

爲

民

祈

請

或

行

春

布

令

抳

車

駐

斾

屢

之

寺

下

一

日

據

軒

愕

規

曰

水

所

以

爲

東

偏

患

者

以

河

西

巨

石
䃑

礴

隱

伏

地

中

障

回

水

勢

而

不

得

西

此

所

以

東

岸

受

其

患

也

因

自

給

俸

廩

募

疏

鑿

以

殺

水

東

之

勢

仍

諭

遠

繼

丐

化

石

如

柱

礎

大

者

二

千

有

奇

積

起

爲

岸

以

護

河

水

泛

溢

之

患

以

爲

永

遠

堅

固

之

利

遠

如

大

夫

指

閱

歲

而

功

吿

成

自

是

躭

躭

沈

沈

莊

嚴

靜

深

薦

香

花

之

芬

馥

閑

鐘

磬

之

淸

音

楩

楠

杉

檜

翠

陰

蕭

森

溪

聲

漱

玉

巘

溜

鳴

琴

禪

侶

燕

坐

如

鷲

峯

之

與

雙

林

又

有

桃

李

茂

陽

春

之

華

亦

有

松

竹

以

固

歲

寒

之

節

夏

風

如

焚

則

就

濯

匱

谷

金

沙

之

泉

秋

霄

氣

淸

則

坐

延

堯

山

金

粟

之

月

顧

寺

之

興

豈

特

法

師

蓮

鉢

一

勺

之

水

可

似

爲

雲

雨

而

澤

萬

物

至

於

四

時

敷

榮

之

景

凡

可

以

供

耳

目

之

娛

者

又

且

使

人

樂

之

而

不

厭

也

即

以

利

物

乂

以

便

人

孰

不

曰

瞿

曇

氏

之

敎

呂
大
防
題
名

在
匱
谷
石
壁
上
正
書
韓
志
載
只
存
行
共
二
十
一
字
首
行
云
進
士
呂
次
行
云
進
士
陳
重
三
行

云
知
縣
事
呂
大
防
四
行
云
鹽
亭
令
呂
五
行
云
著
作
佐
郞
而
不
書
年
月

金

玉

麟

曰

按

舊

志

稱

大

防

嘉

裕

間

知

事

庚

子

春

同

兄

大

忠

弟

大

臨

尋

春

匱

谷

題

名

石

壁

考

宋

史

呂

大

防

登

進

士

第

爲

馮

翊

簿

遷

著

作

佐

郞

知

靑

城

縣

英

宗

即

位

擢

太

常

博

士

而

無

知

澄

城

縣

事

可

補

正

史

之

缺

前

題

進

士

呂

或

即

兄

大

忠

也

以

時

代

論

之

當

在

嘉

枯

故

列

於

此

雷
天
民
題
名

韓
志
載
紹
聖
乙
亥
年
刻
石
正
書
在
匱
谷
惟
雷
天
民
三
月
上
已
及
後
年
代
數
字
尙
好

孫
大
道
題
名

韓
志
載
在
匱
谷
石
壁
上
正
書
靑
社
孫
大
道
護
澤
趙
華
國
宣
和
中
辰
仲
夏
念
一
日
同
訪
隋
公

泉
觀
周
公
遇
賢
伯
仲
留
題

周
衒
題
名

政
和
六
年
刻
正
在
匱
谷
石
璧
上
東
里
周
衒
行
之
因
男
承
議
郞
讚
知
縣
事
遂
遊
匱
谷
政
和
六
年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十
二

二
月
仲
休
日
題
記

周
利
建
題
名

在
周
利
建
題
名
右
正
書
奉
寧
周
利
建
同
弟
利
和
利
川
利
謙
以
政
和
丙
申
淸
明
後
四
日
侍
祖

父
來
遊
匱
谷
解
人
張
榮
晤
刻
字

按

上

題

名

聖

俱

剝

蝕

不

復

可

認

惟

名

人

題

筆

不

忍

湮

沒

故

照

舊

志

錄

載

壽
聖
寺
牒
二

一
熙
寧
四
年
十
月
立
僧
惠
海
行
書
正
額
在
歸
安
村
寺
內
一
紹
聖
四
年
十
月
立
楊
時
中
正
書

篆
額
在
棘
茨
村
寺
內
俱
熙
寧
二
年
頒

金

玉

麟

曰

按

二

寺

皆

以

治

年

四

年

賜

額

至

熈

寧

紹

聖

始

立

碑

耳

後

題

二

右

諫

議

大

夫

參

知

政

事

王

者

王

安

石

也

趙

升

趙

林

也

禮

部

尙

書

平

章

事

陳

者

陳

升

之

也

右

僕

射

兼

門

下

侍

郞

平

章

事

不

署

姓

者

富

弼

也

降

牒

爲

熈

寧

二

年

十

月

六

日

陳

升

之

猶

守

禮

部

尙

書

距

丙

午

不

數

日

而

富

公

罷

相

陳

升

之

兼

門

下

侍

郞

矣

立

碑

前

祇

照

原

牒

刋

之

耳

壽
聖
寺
碑

熙
寧
七
年
五
月
立
進
士
王
殊
撰
文
夷
門
賈
永
吉
正
書
在
什
二
曲
村
寺
內

壽
聖
寺
石
柱
二

一
政
和
元
年
七
月
立
一
靖
康
五
年
閏
十
一
月
立
俱
正
書
在
什
二
曲
村
寺
內

石
柱
刻
字

凡
八
柱
有
字
者
六
一
大
觀
三
年
十
月
中
一
大
觀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記
一
大
觀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一
大
觀
四
年
孟
冬
爲
記
一
宣
和
癸
卯
五
月
十
七
日
一
無
年
月
惟
僧
至
永
主
持
口
師
數
字
偵
正
書
在

縣
文
廟
內

金

玉

麟

曰

按

每

柱

年

月

之

下

字

多

剝

蝕

所

記

皆

施

主

主

待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十
三

姓

名

並

有

寺

及

道

院

等

字

殆

廢

寺

故

物

移

建

干

此

者

歟

善
化
寺
牒

正
書
政
和
五
年
立
無
書
人
姓
名
在
權
家
河
善
化
寺
內

聖
化
寺
碑
牒

熙
寧
時
立
碑
額
篆
刻
勅
賜
壽
聖
之
寺
筆
跡
遒
勁
無
撰
書
人
姓
名
惟
有
同
平
章
事
王
字
樣
蓋

壽
安
石
也
在
朱
家
岨
寺
內

金三
官
殿
碑

大
定
五
年
七
月
建
劉
穡
撰
文
党
慶
正
書
在
北
郭
寺
內

洪
福
禪
院
碑

大
定
丙
申
三
月
立
沙
門
淳
肇
撰
文
任
信
正
書
碑
作
四
層
上
層
中
鐫
佛
像
兩
旁
篆
額
二
層
禮

部
牒
文
三
層
刻
記
下
層
寺
僧
名
字
在
撲
地
村
寺
內

午
西
寺
碑

明
昌
六
年
中
秋
月
立
沙
門
釋
智
撰
文
進
士
嚴
曦
正
書
在
西
觀
村
寺
內
文
見
左

夫

中

夭

善

逝

言

悟

有

方

二

障

全

袪

十

身

齊

現

證

其

理

也

若

大

海

之

湛

然

指

其

事

也

等

千

波

之

周

匝

相

因

性

而

顯

著

理

籍

事

以

莊

嚴

若

病

起

于

妄

情

必

局

分

於

理

事

由

是

如

來

談

中

邊

之

了

義

用

破

惛

迷

落

生

死

之

慢

山

信

符

宿

願

其

道

也

資

于

沙

界

其

德

也

被

于

華

夷

舒

權

巧

之

行

門

趨

眞

實

之

境

界

大

矣

其

功

莫

尙

乎

興

福

者

也

午

西

里

有

寺

曰

延

福

禪

院

寺

之

舊
㞐

屋

社

西

北

隅

即

故

厚

利

社

也

考

諸

耆

宿

日

自

唐

宋

以

來

爲

選

佛

之

場

具

有

碑

記

久

而

湮

沒

復

因

靖

康

兵

革

關

河

擾

動

香

火

漸

消

屋

宇

欹

漏

至

大

定

二

十

年

奉

我

應

天

興

碌

欽

文

廣

武

仁

德

聖

孝

皇

帝

聖

德

寬

厚

勅

天

下

無

名

額

目

來

宮

觀

寺

院

功

德

完

備

出

給

存

留

永

爲

照

使

當

時

差

官

行

下

勘

會

本

社

古

寺

合

給

存

留

付

勅

舊

仕

僧

法

深

收

執

于

庚

子

春

十

四

日

法

深

歸

寂

父

老

議

日

法

之

興

廢

存

乎

人

人

若

不

洪

道

無

由

起

故

具

齋

沐

攀

請

秦

城

寺

律

師

規

公

隹

持

斯

院

師

乃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十
四

三

復

久

而

方

諾

衆

備

香

花

長

鋪

紺

髮

迎

至

堂

頭

師

謂

衆

曰

觀

乎

寺

址

必

難

久

矣

于

厚

利

午

西

相

次

兩

中

地

勢

雄

四

壯

望

坦

夷

北

接

梁

山

南

朝

華

嶽

西

與

仙

公

並

勝

東

與

大

雲

相

輔

則

茲

地

爲

招

提

也

久

矣

勝

矣

于

是

父

老

欣

然

之

時

大

定

丙

午

鳩

工

運

材

乃

移

社

東

古

跡

棲

雲

寺

殿

一

座

併

爲

焉

寺

師

練

頭

陀

一

毫

不

留

瓶

鉢

之

外

了

無

長

物

凡

所

得

利

皆

給

當

住

不

歲

之

間

吿

成

殿

堂

廚

厙

改

觀

一

新

三

門

樓

聳

千

里

平

揖

吿

成

之

日

唱

道

續

燈

未

嘗

有

闋

至

明

昌

甲

寅

小

春

乃

自

省

日

屋

宇

日

巳

新

香

火

日

已

興

疲

役

日

巳

重

限

軀

日

已

盡

斯

院

之

繼

者

何

也

沈

思

之

動

容

有

間

河

中

普

救

十

方

大

悲

禪

院

靜

行

僧

正

高

徒

照

公

法

師

即

其

人

也

由

是

修

疏

三

請

同

住

斯

院

師

亦

威

嚴

德

重

定

惠

均

平

修

一

行

之

三

昧

求

安

養

之

彌

陀

前

有

未

備

之

緣

無

不

備

矣

前

有

未

揚

之

事

無

不

揚

矣

誠

焉

信

焉

龍

鬼

相

之

緇

素

有

力

者

助

之

無

者

贊

之

然

是

則

非

者

舊

之

請

不

能

致

規

公

之

來

非

規

公

之

來

不

能

致

寺

之

更

新

非

照

公

之

相

與

勤

蹟

不

能

具

嚴

其

善

也

時

節

因

緣

有

所

待

也

今

旣

事

緣

周

畢

欲

不

杇

于

後

者

碑

記

可

焉

照

公

敍

其

所

實

余

爲

作

記

亦

使

二

師

興

復

科

標

信

不

虛

矣

金

玉

麟

日

按

碑

前

書

加

泉

鄕

午

西

社

考

太

平

寰

宇

記

澄

城

縣

十

七

鄕

今

九

鄕

至

明

始

併

加

泉

入

太

平

鄕

也

即

以

社

名

作

寺

名

矣

寺

門

午

西

寺

橫

榜

三

大

字

乃

前

明

董

文

敏

公

其

昌

書

三

百

餘

年

而

精

氣

不

減

例

得

附

書

元聚
仙
觀
碑

至
元
三
年
三
月
立
夷
澄
城
文
撰
王
毅
正
書
傅
良
弼
正
書
額
碑
陰
刻
宗
派
圖
在
藺
莊
河
觀
內

玉
泉
觀
碑

至
元
十
七
年
立
正
書
篆
額
撰
書
人
姓
名
失
在
歸
安
村
觀
內

保
安
觀
碑

至
元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建
東
蜀
張
志
隆
撰
文
竇
邦
傑
正
書
篆
額
在
安
里
村
觀
內

宣
聖
廟
碑

至
元
三
十
年
三
月
立
劉
忠
撰
文
齊
天
祥
正
書
並
題
額
存
廟
內
文
見
左



ZhongYi

澄

城

縣

附

志

之

十

十
五

天

地

至

廣

以

其

無

不

覆

載

日

月

至

明

以

其

無

不

照

臨

夫

子

之

道

至

大

以

其

無

不

貫

通

由

百

世

之

王

莫

之

能

違

目

生

民

以

未

有

盛

於

夫

子

也

蓋

古

之

帝

聖

者

曰

堯

古

之

君

明

者

曰

禹

堯

之

德

有

時

而

息

禹

之

功

有

時

而

終

夫

子

之

道

久

而

彌

芳

遠

而

彌

光

用

之

而

顯

舍

之

而

仁

其

具

仁

義

禮

樂

其

敎

文

行

忠

信

其

倫

君

臣

父

子

其

民

士

農

工

商

其

治

賞

善

罰

惡

措

之

于

事

則

順

而

詳

施

之

于

時

則

宜

而

安

循

而

至

于

位

天

地

育

萬

物

舉

皆

在

是

朝

廷

敦

武

德

而

重

文

敎

獨

贊

失

子

爲

萬

代

帝

王

之

師

春

秋

二

仲

上

丁

通

天

下

都

邑

行

釋

奠

之

禮

於

廟

籩

豆

嚴

設

牲

牢

畢

陳

當

是

時

也

公

卿

百

僚

端

笏

垂

紳

禮

官

贊

導

拜

跪

于

庭

雖

去

聖

人

之

遠

不

忘

思

報

之

誠

其

道

極

尊

無

得

而

名

澄

城

屬

同

郡

之

上

邑

粤

自

舊

罹

兵

蕩

居

民

鮮

稀

儒

風

簡

略

有

官

守

者

非

不

欲

疏

通

壅

滯

宣

導

鬱

湮

然

公

家

之

事

最

爲

劇

繁

而

否

泰

有

時

寧

無

所

得

驟

圖

亨

奮

未

易

致

也

至

元

歲

次

庚

寅

仲

夏

從

任

郞

薛

君

諱

文

耀

字

彥

輝

剛

方

淸

愼

勞

績

著

聞

遷

秩

來

宰

斯

邑

下

東

之

始

首

謁

宣

聖

文

廟

拜

奠

禮

畢

顧

廟

庭

之

中

外

棟

宇

顚

危

垣

壁

傾

頽

喟

然

歎

曰

國

家

詔

興

祀

典

此

實

先

務

其

間

一

不

知

儀

責

歸

有

司

詎

可

坐

視

而

不

之

恤

哉

適

丁

是

歲

季

秋

時

和

年

登

嶽

空

訟

簡

宰

與

前

監

秃

魯

迷

失

前

佐

王

幹

共

捐

俸

金

命

匠

募

工

先

經

始

于

大

成

之

殿

繼

及

賢

堂

前

後

門

廡

俱

圖

營

治

精

選

佳

未

換

易

杇

株

杗

桶

用

新

瓴

甋

具

美

祭

器

罔

不

豐

備

堦

砌

悉

經

補

修

鄕

邑

之

民

樂

聞

盛

事

有

負

畚

鍤

以

効

勞

者

不

期

然

而

自

然

蓂

朔

再

更

工

聿

云

畢

惟

聖

賢

十

哲

繪

像

闕

如

逮

于

辛

卯

秋

九

月

逮

魯

花

赤

八

刺

主

簿

蕭

世

成

被

命

來

蒞

斯

任

宰

聽

理

之

暇

首

敍

此

二

公

欣

然

允

可

並

典

史

張

守

信

亦

從

其

事

於

是

均

辦

餘

□
以

充

支

費

癸

卯

春

特

命

繪

工

彰

施

五

采

服

旣

飾

復

見

本

眞

又

增

修

唐

相

鄭

公

文

貞

廟

於

城

之

南

內

塑

公

之

眞

容

以

奉

時

祭

皆

宰

力

也

至

若

興

崇

學

校

築

大

通

橋

重

廨

修

宇

監

辦

增

餘

觀

宰

之

用

心

懇

篤

不

惟

起

廢

曠

於

一

時

又

能

矯

拂

趨

競

此

其

所

以

駭

衆

人

之

觀

聽

也

歟

宰

世

系

丹

陽

郡

蒞

官

廉

潔

待

士

虔

恭

善

不

矜

於

人

功

不

代

於

已

其

素

志

如

此

然

則

褒

揚

偉

績

歉

美

英

風

大

抵

人

情

感

動

自

又

不

容

遏

者

一

日

前

稅

使

生

德

樊

用

泊

王

彥

請

謁

於

僕

拜

手

言

日

縣

尹

之

修

文

廟

落

成

久

矣

德

等

卑

微

勝

逢

難

再

願

請

其

本

末

文

之

微

石

不

亦

宜

乎

先

生

職

專

訓

導

義

當

勇

爲

之

託

不

可

郤

也

僕

對

曰

唯

遂

命

管

城

開

我

茅

塞

摭

其

實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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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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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志

之

十

十
六

記

歲

月

而

已

若

曰

臨

文

飾

辭

則

愚

豈

敢

金

玉

麟

曰

按

舊

志

稱

此

碑

已

失

今

於

瓦

壟

中

得

之

完

好

如

故

幸

何

如

也

大

抵

洪

椎

存

太

史

未

曾

到

澄

而

一

時

釆

輯

者

因

陋

成

書

掛

一

漏

萬

難

免

韓

昌

黎

之

誚

矣

縣
學
講
堂
碑

皇
慶
元
年
季
秋
立
岳
松
撰
文
劉
堯
澤
正
書
篆
額
在
文
廟
內

玉
泉
觀
碑

延
祐
乙
卯
四
月
立
潘
汝

撰
文
並
題
額
正
書
在
玉
泉
觀
內

廣
濟
院
碑

至
治
元
年
五
月
建
祖
湛
撰
文
幷
正
書
無
額
碑
首
刋
勅
賜
牒
在
集
賢
村
寺
內
村
名
今
改
南
社

城
隍
廟
碑

後
至
元
四
年
閏
八
月
立
劉
宏
遠
撰
文
王
中
正
書
並
篆
額
在
縣
城
西
郭
廟
內

金

玉

麟

曰

按

順

帝

以

乙

亥

改

至

元

元

年

四

年

爲

戊

寅

緣

世

祖

先

以

至

元

建

號

故

稱

後

以

別

之

惟

祖

孫

相

繼

改

元

而

無

沿

襲

之

嫌

何

耶

考

城

隍

神

號

世

每

引

易

城

復

於

隍

以

爲

起

困

學

紀

聞

所

載

李

陽

冰

祭

文

云

城

隍

神

祀

典

無

之

吳

越

有

爾

能

北

齊

書

慕

容

儼

鎭

郢

城

先

有

神

祠

俗

號

城

隍

是

在

唐

以

前

也

至

唐

人

則

張

說

有

祭

荆

州

城

陷

文

李

德

俗

建

成

都

城

隍

廟

李

商

隱

集

中

祭

城

隍

神

文

則

尤

多

故

陸

游

云

唐

以

來

郡

縣

皆

祭

城

隍

證

以

此

碑

所

紀

則

唐

代

即

有

安

祠

而

亦

並

不

止

於

吳

越

也

明

矣

浮
澤
廟
碑

至
正
二
十
六
年
十
月
立
楊
建
中
撰
文
宋
拈
木
正
書
在
義
合
村
廟
內

明學
城
碑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立
韓
邦
奇
撰
文
馬
理
篆
額
正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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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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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文
廟
戟
門
下
此

碑

係

學

宮

在

西

關

時

修

城

以

衞

故

名

學

城

碑

後

文

廟

移

城

內

碑

遷

戟

門

下

壽
官
趙
南
軒
墓
表
碑

明
嘉
靖
二
十
年
二
月
立
朝
邑
韓

邦
奇
撰
富
平
楊
爵
書
渭
涯
樊
得
仁
篆
額
在
寺
前
鎭
趙
家
墳
內

重
修
佛
圖
澄
墓
塔
誌
碑

在
西
關
西
寺
篆
額
正
書
書
頗
秀
勁
文
共
二
十
一
行
均
剝
蝕
模
糊
所
可
辨
識
者
首

行
重
修
佛
圖
澄
墓
六
字
二
行
鄕
進
士
劉
振
益
撰
七
字
三
行
邑
學
生
路
遵
書
六
字
十
八
行
文
林
郞
知
澄
城

縣
事
安
邑
鄕
進
士
王
之
春
十
六
字
末
行
萬
歷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十
字
按

西

寺

雖

僅

窰

一

孔

爲

佛

圖

澄

初

來

澄

棲

居

之

所

後

移

普

濟

寺

碑

後

相

傳

爲

藏

骨

處

舊

志

未

載

今

補

誌

之

舊

有

佛

圖

澄

石

立

像

一

座

今

被

竊

去

淸安
寧
寺
碑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立
弘
法
沙
門
香
析
隆
書
在
姬
家
河
安
寧
寺
內
筆
法
道
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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