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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劉
序

仙

居

叢

書

重
刊
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序

仙
居
有
志
始
自
萬
歷
繼
之
則
有
康
熙
光
緖
二
志
今
行
世
者
僅
光
緖
志
而
已
甚
矣
舊

志
之
易
泯
滅
也
萬
歷
志
爲
崑
山
顧
令
震
宇
所
纂
計
爲
卷
十
有
二
爲
目
二
十
有
七
顧

令
以
台
郡
無
善
手
可
付
梨
棗
乃
捐
家
貲
刊
於
吳
中
載
板
以
歸
時
爲
萬
歷
三
十
七
年

洊
經
變
亂
流
傳
甚
稀
淸
道
光
十
八
年
邑
人
王
魏
勝
曾
以
聚
珍
版
重
印
兵
燹
後
又
零

落
殆
盡
吳
興
劉
氏
嘉
業
堂
藏
書
紀
略
載
有
仙
居
縣
志
十
二
卷
五
册
萬
歷
三
十
七
年

刊
本
足
證
爲
世
間
秘
笈
攷
光
緖
志
例
稱
萬
歷
顧
志
簡
而
有
法
讀
其
錄
文
三
十
六
篇

皆
有
關
世
道
之
作
康
熙
志
多
削
而
不
載
好
古
者
有
莫
窺
全
豹
之
感
光
緖
志
雖
加
補

綴
然
使
不
得
顧
刻
原
本
印
證
則
終
屬
憾
事
余
宰
仙
之
明
年
邑
人
士
李
鏡
渠
等
搜
集

鄕
先
哲
遺
箸
有
仙
居
叢
書
之
刊
遠
于
江
右
覓
得
顧
志
原
本
付
印
嫏
嬛
舊
籍
得
復
流

傳
其
津
逮
後
學
豈
淺
鮮
哉
鏡
渠
寓
書
索
序
予
喜
其
用
心
勤
劬
勉
爲
一
言
以
志
嚮
往

抑
更
有
進
者
光
緖
志
自
甲
午
重
修
迄
今
又
四
十
餘
年
滄
桑
變
革
制
度
遞
嬗
尤
不
能

不
冀
邦
人
君
子
及
時
計
議
重
修
庶
幾
勿
使
後
人
有
文
殘
獻
缺
之
嘆
則
又
區
區
之
所

企
望
也
是
爲
序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有
四
年
歲
次
乙
亥
春
月
湘
潭
劉
風
謹
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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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歷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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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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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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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仙

居

叢

書

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序

不
佞
成
小
築
於
麻
姑
之
麓
製
荷
紉
蘭
僻
嗜
默
坐
俄
邑
侯
顧
君
纂
邑
志
竣
事
徵
序
於

不
佞
不
佞
謝
曰
鉛
槧
業
已
敝
箒
久
之
何
能
綺
語
艷
此
志
雖
然
市
廛
事
販
者
熟
之
川

莾
事
髦
野
者
識
之
况
仙
居
予
世
廬
舍
侯
之
政
實
予
稔
覩
記
斯
志
之
成
予
實
所
欣
慕

焉
可
無
言
以
處
之
聞
之
陳
壽
范
瞱
二
君
子
學
傾
酉
室
才
落
文
河
何
所
不
騁
猶
不
敢

輕
作
志
以
郡
邑
之
志
卽
朝
家
之
史
難
言
之
也
借
兩
司
馬
之
神
摭
虛
摹
影
太
失
之
浮

一
班
失
豹
一

缺
二
曜
之
明
覺
失
之
簡
否
則
拾
其
柱
脚
如
山
林
水
鳥
較
詳
遺
其
大

要
如
人
物
徭
賦
風
化
烈
俠
反
置
不
問
是
何
體
貌
志
豈
乏
三
長
者
可
染
翰
乎
仙
居
古

稱
安
洲
自
宋
令
古
靈
陳
先
生
以
上
醇
之
政
完
標
枝
之
風
民
朴
政
修
邑
志
僅
有
涯
略

至
嘉
靖
壬
子
天
吳
翔
幟
鮓
浦
烽
紅
海
寇
一
炬
邑
里
盡
爲
焦
土
凡
林
府
藏
牒
胥
夷
而

志
籍
已
付
祖
龍
燼
矣
遷
延
數
十
年
如
盲
者
之
迷
於
轉
徑
幸
天
惠
一
方
獲
遇
顧
君
係

全
吳
世
家
綰
銅
墨
長
此
土
廣
心
汪
度
綽
有
古
循
良
風
以
慈
愛
續
鞭
示
以
撫
字
代
催

科
以
鳩
緝
新
黌
序
以
淡
漠
厭
摳
迎
一
時
途
歌
巷
舞
已
如
嚴
寬
陽
城
再
司
世
云
琴
淸

花
竹
爰
搜
邑
藏
不
難
折
節
延
問
如
山
中
之
簡
拾
童
牧
之
謠
咏
無
不
攟
摭
出
瓜
懸
之

沫
遂
付
梓
人
齊
民
宴
不
知
也
予
披
是
而
讀
之
竟
簡
支
分
節
析
綱
舉
目
張
山
川
之
辨

封
邑
之
自
物
曲
之
纖
禮
俗
之
槪
田
賦
之
常
人
物
之
次
不
俚
不
略
不
濫
不
誇
誠
如
營

新
豐
者
宮
室
雞
犬
一
一
皆
肖
允
可
垂
來
世
而
徵
實
錄
矣
豈
如
鍾
離
君
之
夢
安
洲
或

對
或
失
僅
寫
其
形
影
已
哉
不
佞
飮
君
之
醇
則
忘
其
醉
按
君
之
志
時
游
之
惺
聊
紀
其

歲
時
姓
氏
爲
之
弁
以
鐫
不
朽
則
遺
其
拙
若
曰
以
雕
龍
繡
虎
業
爲
紀
錄
光
當
捫
心
退

矣
侯
名
震
宇
姑
蘇
之
崐
山
人

萬
歷
己
酉
春
三
月
賜
進
士
出
身
嘉
議
大
夫
太
常
寺
卿
奉
誥
進
階
通
議
大
夫
邑
人
應

存
卓
頓
首
拜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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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歷

仙

居

縣

志

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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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仙

居

叢

書

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序

古
者
周
官
掌
邦
國
四
方
志
而
志
始
傳
邑
之
有
志
猶
國
之
有
史
司
馬
文
正
公
集
古
今

治
忽
之
蹟
命
之
曰
資
治
通
史
夫
志
非
一
國
資
治
之
史
歟
史
是
非
之
衡
公
議
之
府
也

趙
宣
不
得
改
董
狐
之
筆
崔
氏
不
得
改
南
史
之
簡
劉
知
幾
曾
鞏
其
人
率
難
之
仙
之
志

兵
燹
祖
龍
久
矣
茲
刻
則
自
御
史
大
夫
吳
公
從
弟
文
學
攟
摭
舊
聞
前
令
顧
君
嘉
與
二

三
博
雅
更
綜
數
四
始
一
就
事
攜
吳
中
付
殺
靑
余
聞
之
函
請
以
歸
四
月
版
至
展
而
讀

之
疆
域
則
職
守
有
書
山
川
則
險
易
有
書
圖
籍
則
國
計
有
書
吏
治
則
官
箴
有
書
人
物

則
臧
否
有
書
可
以
觀
可
以
勸
可
以
懲
蓋
百
代
信
史
直
藻
麗
文
章
已
哉
得
此
浣
劇
思

矣
予
承
乏
茲
土
自
揣
無
補
獨
於
賦
役
庠
序
昕
夕
拳
拳
且
會
當
攢
造
之
期
稔
知
仙
之

綦
困
不
愛
爲
民
均
一
編
里
蘄
庶
幾
十
年
無
盭
而
資
之
墍
仙
多
譽
髦
久
曠
予
卽
不
敏

數
給
廩
餼
率
諸
章
綵
爲
文
日
晏
繼
炬
不
倦
迺
頃
已
超
曠
風
翔
瞻
斗
矣
更
鐫
鼎
大
成

重
新
啓
聖
葺
諸
名
賢
列
祠
靡
匪
冀
以
鼓
振
化
風
惟
諸
人
士
勉
爲
嘉
巖
川
贈
色
爲
茲

志
光
左
氏
曰
古
人
有
不
朽
者
三
立
德
立
功
立
言
予
何
敢
居
第
業
有
仁
賢
胥
事
且
多

藉
以

斯
傳
於
不
朽
是
所
爲
資
予
治
乎
長
是
邦
者
僉
榮
矣
僉
榮
矣
遂
書
此
爲
文
致

附萬
歷
壬
子
十
一
月
文
林
郞
知
仙
居
縣
事
廣
陵
鄧
應
璧
謹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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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卷
一

仙

居

叢

書

皇
明
萬
歷
三
十
六
年
歲
次
戊
申
秋
八
月

日

顧
震
宇

編
輯

儒
學
訓
導

王

湛

同
輯

儒
學
敎
諭

吳
維
翰

儒
學
訓
導

張
崇
聖

校
讎

主

簿

楊

安

典

史

鄭
同
文

同
校

萬
歷
三
十
七
年
夏
四
月

日
鐫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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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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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目
錄

一

仙

居

叢

書

萬
歷
仙
居
縣
志
目
錄

卷
之
一

建
置

疆
域

里
市

城
郭

卷
之
二

山
川

風
俗

戶
口

卷
之
三

田
賦

卷
之
四

食
貨

卷
之
五

公
署
附

廨

舍

橋

梁

津

渡

倉

厫

舖

舍

壇

卷
之
六

學
校
附

祠

坊

卷
之
七

寺
觀

塚
墓

卷
之
八

官
屬

卷
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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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歷

仙

居

縣

志

目
錄

二

仙

居

叢

書

選
舉
附

封

贈

恩

蔭

監

生

卷
之
十

名
宦

名
賢

卷
之
十
一

忠
義

孝
友

貞
節

隱
逸

厚
德

仙
宗

釋
氏

僑
寓

卷
之
十
二

詩
文

紀
遺

萬
歷
仙
居
縣
志
目
錄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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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卷
一

一

仙

居

叢

書

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卷
之
一

建
置

台
州
府
領
縣
六
仙
居
其
一
也
天
文
屬
牛
女
之
分
當
禹
貢
揚
州
域
春
秋
戰
國
時
爲
越

地
秦
屬
閩
中
郡
至
漢
屬
東
甌
國
東
甌
內
徙
始
以
其
地
爲
囘
浦
縣
屬
會
稽
東
漢
初
改

爲
章
安
興
平
四
年
析
章
安
永
寗
而
置
松
陽
始
平
晉
太
康
元
年
復
更
始
平
爲
始
豐
永

和
三
年
析
始
豐
置
樂
安
宋
孝
建
元
年
析
揚
之
五
郡
爲
東
陽
州
樂
安
與
焉
唐
武
德
四

年
置
台
州
樂
安
隸
之
八
年
廢
入
臨
海
上
元
二
年
復
置
錢
氏
霸
吳
越
改
爲
永
安
宋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始
有
其
地
景
德
四
年
改
爲
仙
居
元
及
國
朝
仍
其
舊
夫
邑
不
改
土
而
廢

興
沿
革
人
浸
閱
焉
覧
者
可
以
推
古
今
之
變
矣

疆
域

先
王
畫
野
分
州
立
百
里
之
國
萬
區
仙
于
越
爲
瘠
壤
截
長
補
短
猶
然
稱
邑
焉
其
間
廣

輪
延
袤
統
轄
所
至
以
備
職
方
氏
之
採
擇
者
此
有
司
所
當
詳
也
然
地
非
都
會
崇
山
綰

帶
蒼
嶺
一
綫
僅
通
閩
道
而
車
轍
罕
至
商
賈
之
路
亦
絕
則
何
以
致
天
下
之
貨
而
阜
其

財
求
乎
故
履
四
封
而
思
衣
食
之
原
卽
計
然
之
策
亦
窮
矣

縣
距
府
西
九
十
里
東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南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是
爲
提
封
之
境
東
三
十

里
界
嶺
入
臨
海
縣
西
九
十
里
風
門
入
縉
雲
縣
南
一
百
里
道
赭
山
入
永
嘉
縣
北
五

十
里
黃
楡
山
入
永
康
縣
是
爲
四
正
之
境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五
部
山
入
黃
巖
縣
西

南
一
百
里
界
繞
山
入
縉
雲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盧
坑
山
入
天
台
縣
西
北
一
百
十
五
里

郭
坦
山
入
永
康
縣
是
爲
四
隅
之
境
多
陸
程
南
大
溪
自
縣
西
五
十
里
至
石
姥
嶺
東

南
入
臨
海
界
此
水
程
也
七

百

里

至

杭

州

一

千

八

百

七

十

三

里

至

南

京

五

千

八

百

一

十

八

里

達

於

京

師

里
市

夫
里
夸
九
陌
市
侈
五
都
人
物
駢
闐
若
合
烟
雲
豈
不
盛
哉
然
四
方
所
輻
輳
往
往
遷
徙

不
常
轉
而
他
之
猶
虛
國
也
入
仙
居
之
里
閭
景
蕭
然
至
動
行
惻
乃
士
食
舊
德
農
服
先

疇
聚
族
而
居
者
百
年
無
改
庶
幾
有
古
風
乎
且
享
其
土
之
所
入
而
願
欲
無
奢
市
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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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歷

仙

居

縣

志

卷
一

二

仙

居

叢

書

數
數
會
焉
又
其
儉
也
守
土
者
時
其
豐
凶
而
惠
養
將
世
世
生
聚
殷
庶
之
風
與
山
川
並

永
可
也

遂
寧
鄕
一

都

至

七

都

管

里

二

共

圖

八

里

長

八

十

名

甲

首

八

百

戶

有

奇

懷
化

赤
城
以

山

得

名

淸
風
鄕
八

都

至

十

三

都

管

里

八

共

圖

六

里

長

六

十

名

甲

首

六

百

戶

有

奇

永
昌

薦
正

甘
泉

皈
政

紫
巖
以

出

產

紫

草

名

辛
昌

溫
泉

明
敎

開
元
鄕
十

四

都

至

二

十

三

都

管

里

六

共

圖

一

十

二

里

長

一

百

二

十

名

甲

首

六

百

戶

羌
山
以

山

神

靈

驗

名

莒
溪

元
文

高
遷

靈
峯

折
桂
以

吳

芾

子

姪

相

繼

登

第

名

昇
平
鄕
二

十

四

都

至

二

十

九

都

管

里

六

共

圖

六

里

長

八

十

名

甲

首

八

百

戶

有

奇

永
欣

白
水
以

水

得

名

新
建

石
牛
以

溪

中

有

石

似

牛

名

狀
元
以

宋

胡

濂

魁

武

科

名

孝
義
以

宋

呂

沆

孝

行

名

慶
雲
鄕
三

十

都

至

三

十

七

都

管

里

三

共

圖

八

里

長

八

十

名

甲

首

八

百

戶

浮
都

斑
溪

甘
露
以

後

漢

葛

元

煉

丹

而

甘

露

降

慶

雲

生

故

鄕

曰

慶

雲

里

曰

甘

露

歸
仁
鄕
三

十

八

都

至

四

十

五

都

管

里

八

共

圖

十

里

長

一

百

名

甲

首

一

千

戶

淸
湖
以

湖

水

淸

而

名

隱
賢

淸
河

石
感

武
德

誠
信

吉
陽

崇
敎
以

宋

翁

森

授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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