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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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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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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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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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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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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范
希
正
營
建
曹
州
去
陳
嘗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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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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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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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程
貢
建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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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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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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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令
始
仕
者
宿
廟
誓
神
然

後
受
事
此
程
所
繇
先
城
池
而
營
建
爲
廟
所
自
始
歟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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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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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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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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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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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兵
燹
其
誥
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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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並
兵

燹
亦
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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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論
誥
命
然
則
興
衰
亦
屢
更
矣
成
弘
以

後
庻
幾
爲
足
徴
云
廟
在
縣
治
東
望
岳
門
大
街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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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知
縣
程
貢
建
成
化
三
年
知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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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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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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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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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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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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偹
王
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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畧

曰

帝

王

經

理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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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郡

邑

明

有

禮

樂

之

教

幽

有

鬼

神

之

典

以

繫

人

心

亘

古

至

今

不

易

之

定

理

也

我

太

祖

高

皇

帝

平

定

海

宇

深

逹

幽

明

之

理

而

城

隍

之

神

著

之

令

遍

于

天

下

吏

始

之

任

必

先

廟

謁

與

神

誓

㣭

有

事

于

山

川

若

厲

則

奉

其

主

以

合

食

盖

托

爲

一

方

鬼

神

之

主

以

庇

遯

民

生

斷

自

宸

衷

非

縁

古

爲

訓

卓

乎

不

可

及

也

曹

自

洪

武

中

建

城

隍

廟

歲

久

頺

圮

弘

治

癸

丑

縣

令

汜

水

張

君

紹

欲

加

鼎

新

屬

僧

果

浩

爲

之

巳

有

端

緒

正

德

庚

午

致

仕

桃

源

知

縣

趙

君

璣

乃

身

任

起

廢

之

責

謀

于

邑

之

尙

義

者

捐

貲

以

助

臨

洮

劉

君

永

成

適

來

爲

令

益

以

興

修

爲

倡

民

翕

然

丕

應

爲

堂

五

間

以

奉

神

東

西

有

門

中

外

有

廡

鐘

皷

香

亭

齋

室

庖

厨

各

以

次

舉

及

龕

坐

几

案

之

設

法

所

冝

有

者

無

一

不

具

瑠

考

城

隍

廟

之

祀

肇

于

唐

盛

于

宋

元

而

廟

宇

之

崇

禮

義

之

偹

至

國

朝

極

矣

盖

我

高

皇

帝

以

聖

人

居

天

子

之

位

其

設

教

化

民

禮

可

義

起

者

皆

得

創

爲

之

使

爲

良

吏

者

與

民

同

德

爲

民

者

畏

神

之

威

幽

明

交

䱉

神

人

胥

歆

大

聖

人

制

作

之

意

庻

其

弗

畔

矣

乎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鄕
绗
老
徐
瑟
軰
復
修
築
其

基
高
廣
之
工
甫
畢
而
河
決
入
城
水
退
殿
宇
如
故
邑
人

爲
有
異
徴
神
之
王
崇
獻
記
縣

治

當

大

河

下

流

之

衝

遷

徙

不

常

我

朝

洪

武

四

年

改

州

爲

縣

邑

人

趙

氏

輸

地

一

區

爲

廟

基

居

縣

治

之

東

成

化

三

年

重

修

於

邑

侯

張

仲

芳

時

值

草

創

榘

畫

昶

隘

弘

治

初

年

僧

果

浩

募

衆

恢

拓

其

制

廟

貌

改

觀

歲

久

窪

下

棟

宇

頽

傾

每

霖

潦

卽

沮

洳

浥

漏

大

弗

稱

干

祀

享

鄕

耆

徐

瑟

軰

白

諸

縣

大

夫

願

率

鄕

人

修

葺

之

恊

衆

力

謹

財

用

罔

不

信

從

以

供

役

計

□

以

基

址

爲

先

取

土

于

郭

外

爲

力

難

甚

且

填

且

築

前

後

百

餘

歩

增

高

數

尺

䑓

基

倍

之

覬

有

正

殿

五

間

後

殿

前

軒

前

門

儀

門

各

三

間

東

西

兩

廂

亭

爐

庖

厨

十

餘

間

增

置

齋

堂

三

間

易

其

朽

腐

補

其

殘

闕

次

第

起

構

如

式

正

殿

尤

爲

壯

麗

經

始

于

嘉

靖

二

年

二

月

落

成

于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百

凢

所

需

皆

自

效

于

鄕

人

之

□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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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者

曾

無

公

帑

之

費

工

旣

訖

徴

言

於

余

未

幾

河

決

兩

堤

城

㗖

未

遑

秉

筆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十

一

日

也

嗟

乎

是

邑

城

基

在

元

季

爲

盤

石

鎮

乃

河

崕

廵

司

之

所

中

間

故

道

尙

存

縱

横

交

錯

本

非

可

城

之

地

彼

時

作

事

者

務

爲

遷

就

不

計

永

圖

故

城

꣓

之

日

人

民

沉

溺

者

不

下

數

千

公

私

堂

宇

倉

庫

獄

犴

凢

民

間

財

産

蓄

積

橶

屬

漂

没

惟

廟

中

殿

宇

曁

先

師

殿

巍

然

猶

存

是

夕

近

廟

居

民

聞

殿

上

聲

震

者

二

光

耀

隨

之

俄

而

火

光

映

空

覆

冐

城

上

聞

有

遥

見

燈

燭

明

㓕

於

城

堞

樹

秒

之

間

者

其

他

靈

異

尙

多

衆

莫

測

其

端

倪

意

者

神

埀

哀

念

悼

厲

憤

激

其

精

爽

昭

格

于

生

靈

困

苦

之

下

耶

夫

神

人

一

致

相

爲

依



人

事

定

而

百

神

安

矧

神

無

私

福

惟

德

是

事

是

邑

百

餘

年

來

屢

經

河

患

城

郭

固

無

恙

也

邇

來

任

事

者

狃

于

故

嘗

隄

防

ꤎ

漏

未

暇

完

偹

固

神

之

所

不

與

兼

以

民

俗

日

趋

于

陋

冠

裳

乖

異

晏

享

侈

靡

習

以

成

風

識

者

預

知

其

不

祥

暴

殄

之

戒

古

有

明

訓

醖

灾

釀

禍

積

久

而

重

發

翻

以

爲

神

累

矣

近

日

變

遷

畧

定

苟

安

目

前

然

生

理

未

復

逺

邇

徬

徨

有

如

燕

鵲

處

堂

實

爲

隠

憂

繼

自

今

凢

我

同

志

冝

追

念

徃

事

恪

存

監

戒

各

共

乃

職

各

安

爾

度

相

與

仰

答

神

德

勿

委

罪

于

氣

數

以

自

觧

庻

幾

可

保

終

吉

神

亦

歆

于

無

斁

不

然

將

來

之

患

未

可

量

也

文

之

再

申

前

約

因

述

其

顛

未

以

闡

幽

靈

鑑

前

修

兼

屬

望

于

將

來

者

方

議

鐫

石

以

示

永

久

適

王

公

守

身

來

知

縣

事

庻

務

旣

修

以

敦

祀

典

曁

諸

僚

宷

無

不

袛

承

薦

享

衆

以

事

白

遂

勒

諸

滫

以

記

之

鄕

绗

凢

五

人

日

徐

琴

日

高

爵

日

安

漢

日

王

崇

遯

日

田

應

祥

皆

绗

年

雅

望

均

有

勞

勛

云

後
改
爲
道
宫
萬
曆
間

久
且
゙
廟
道
士
復
募
修
自
令
以
下
曁
邑
之
紳
士
少
長

競
捐
輸
崇
而
新
之
又
爲
寢
宫
穿
廊
及
諸
齋
舍
醮
字
功

成
知
縣
成
伯
龍
記
天
啟
甲
子
鄕
绗
老
劉
豹
軰
復
募
砌

其
甬
道
管
河
同
知
逯
光
輝
記
之

國
朝
順
治
七
年
崔
向
善
鳩
衆
施
銀
重
修
大
殿
寢
宫
及

兩
廊
房
並
二
十
四
司
戯
樓
大
門
共
數
十
間
碧
甃
丹
簷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六

宏
厰
壯
麗
當
戊
子
兵
火
之
後
處
處
凋
殘
獨
此
廟
爲
曹

南
大
觀
若
向
善
者
眞
可
謂
善
人
矣

河
伯
祠
曹

瀕

河

故

祠

多

然

文

獻

可

徴

有

四

一

在

城

内

儒

學

東

俗

謂

龍

王

廟

見

陳

策

覬

志

是

時

河

行

城

西

僅

八

里

自

嘉

靖

丁

未

城

決

祠

圮

會

河

益

南

徙

故

廢

一

在

縣

南

十

八

里

嘉

靖

間

建

戴

繼

記

一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武

家

口

隆

慶

元

年

河

ⓢ

禱

于

河

而

水

平

因

建

祠

所

謂

金

龍

四

大

王

是

也

知

縣

費

標

記

一

在

城

内

西

南

天

啟

年

間

居

民

建

皇

淸

重

修

天
ド
廟
一

名

娘

娘

廟

在

楊

晋

口

見

陳

策

志

按

天

ド

海

神

河

逹

于

海

是

時

政

謐

俗

醇

故

無

雜

祀

而

祭

者

猶

本

先

河

後

海

之

義

云

火
神
廟
在

城

内

東

南

嘉

靖

丁

未

河

決

入

城

公

私

携

家

棲

城

頭

遥

見

廟

春

一

官

人

鵠

立

烏

㡌

朱

衣

面

如

傳

粉

三

日

夜

而

没

比

水

退

始

知

爲

火

神

廟

遂

神

之

以

爲

其

現

靈

云

關
帝
廟
在

黄

河

ⓢ

西

不

詳

所

始

嘉

靖

水

後

復

修

知

縣

成

伯

龍

記

其

後

河

ⓢ

許

仲

譽

知

縣

李

支

揚

相

繼

修

崇

禎

己

亥

知

縣

霍

逹

建

石

坊

署

乾

坤

正

氣

四

字順

治

己

亥

善

人

邵

丕

茂

重

修

施

地

五

十

畆

于

城

南

藍

庚

生

記

日

自

京

師

以

及

諸

夏

徧

海

内

外

極

千

萬

世

而

血

食

不

絶

者

惟

宣

尼

爲

然

後

數

百

年

而

起

者

又

有

帝

豈

宣

尼

以

文

帝

以

武

其

功

固

自

相

同

哉

然

而

非

祀

功

也

祀

德

也

宣

尼

之

德

千

古

爲

昭

可

無

論

矣

若

帝

者

其

行

事

載

在

史

氏

如

青

天

白

日

ꨕ

耕

漁

樵

牧

悉

能

道

之

然

大

抵

皆

忠

厚

正

直

光

明

俊

偉

此

子

思

子

所

謂

至

誠

也

是

故

其

存

心

也

正

其

持

巳

也

嚴

其

交

犮

也

信

其

事

君

也

處

命

而

不

渝

其

于

學

問

也

深

慕

孔

子

之

著

作

而

琢

處

乎

二

百

四

十

年

之

行

事

夫

固

誠

中

形

外

而

非

勉

然

者

之

可

幾

矣

三

國

時

尙

功

利

好

欺

詐

不

能

深

知

帝

之

爲

人

于

是

强

爲

評

日

驍

將

日

萬

人

敵

卽

周

子

之

語

孫

權

亦

日

關

某

羆

虎

之

將

豫

州

得

之

有

飮

馬

長

江

之

志

此

特

見

其

所

見

而

不

見

其

所

不

見

者

也

至

陳

壽

三

國

志

又

言

其

善

撫

士

卒

而

驕

ꅆ

大

夫

此

尤

不

知

帝

者

也

今

之

爲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七

將

者

皆

剥

下

以

媚

上

耳

苟

能

撫

下

而

傲

上

其

人

卽

不

與

凢

流

伍

况

帝

以

忠

厚

正

直

光

明

俊

偉

之

人

視

當

世

之

奸

險

詐

僞

暴

戾

彊

伉

者

直

狐

鼠

耳

魑

魅

耳

方

且

不

知

其

爲

人

也

尙

安

知

其

爲

ꅆ

大

夫

而

驕

之

安

知

其

爲

ꅆ

大

夫

而

不

驕

之

哉

帝

蛻

於

建

安

之

二

十

四

年

歷

魏

晋

至

元

崇

祀

之

典

槩

不

可

考

然

盛

德

必

百

世

祀

古

今

人

當

無

異

論

也

及

明

太

祖

定

䯫

金

陵

英

靈

坊

十

廟

將

成

太

祖

夢

帝

赤

衣

赭

面

握

巨

刀

謁

陛

前

日

某

漢

壽

亭

候

也

陛

下

立

廟

胡

獨

相

遺

上

日

卿

無

功

于

國

是

以

不

及

帝

日

鄱

陽

之

戰

助

以

十

萬

隂

兵

安

爲

無

功

上

頷

之

詰

旦

勅

工

部

别

立

一

廟

三

日

而

成

自

是

終

明

之

世

優

崇

綦

隆

進

侯

而

帝

天

下

立

像

者

胥

鉉

冕

朱

裏

延

紐

五

釆

繅

十

有

二

就

焉

曹

之

廟

不

知

建

自

何

時

相

傳

萬

曆

間

李

邑

侯

始

大

其

基

迄

今

六

十

餘

載

桷

圮

瓦

腐

不

足

以

揭

䖍

妥

靈

祥

慶

弗

下

邑

之

人

民

不

獲

廕

庥

順

治

己

亥

居

士

邵

丕

茂

者

樂

善

好

施

慨

然

捐

貲

易

榱

正

瓦

因

故

爲

新

復

鳩

衆

輸

財

治

地

五

十

畆

于

城

之

南

舉

苾

蒭

之

良

以

奉

香

火

而

食

于

其

土

于

斯

時

也

風

雨

以

時

夭

札

不

生

都

人

氏

咸

走

集

焉

僉

曰

耿

耿

祉

哉

其

不

可

誣

乃

相

與

請

辭

于

予

而

鑱

諸

石

銘

曰

維

帝

之

德

巍

巍

配

天

積

厚

光

逺

郩

祀

萬

年

廟

貌

重

新

攸

去

攸

除

繄

誰

之

功

邵

子

是

居

眉

臑

胉

骼

我

享

我

將

帝

錫

厥

祉

以

綏

四

方

康
熙
十
一
年
知
縣
門
可
榮
捐
金
重
修
宏
厰
高
大
金
碧

輝
榯
非
覬
䂓
可
比

三
義
廟
縣

治

北

萬

暦

年

錢

逹

道

重

修

玊
皇
廟
在

迎

恩

門

内

府

ⓢ

後

剏

自

前

朝

神

銅

軀

初

爲

考

城

人

舁

過

河

會

二

方

病

神

而

返

之

嘉

靖

間

重

修

藍

瑞

記

縣

内

枕

北

城

有

玊

皇

廟

未

審

建

自

何

時

弘

治

初

居

民

朱

山

等

每

念

神

祠

昶

狹

不

足

以

伸

崇

重

之

意

乃

市

地

擴

制

盖

越

六

十

春

秋

于

兹

矣

嘉

靖

丁

未

河

泛

廟

圮

而

某

復

與

黄

冠

鄭

通

玊

曁

山

之

孫

金

謀

恊

绗

民

立

會

以

供

祀

事

而

厄

于

時

艱

緣

起

不

備

至

是

以

滫

文

相

干

余

惟

書

傳

所

載

上

帝

云

者

盖

以

主

宰

萬

物

惟

其

理

不

可

易

非

爲

形

氣

可

以

竦

人

也

及

觀

翼

聖

傳

乃

有

玊

帝

之

稱

言

其

所

居

紅

雲

擁

獲

群

仙

不

得

覩

面

極

其

尊

貴

者

也

世

俗

建

祠

良

本

諸

此

或

疑

郊

祀

之

禮

□

有

定

分

非

可

得

而

凟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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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八

瑐

謂

有

生

之

꼯

罔

不

資

始

于

天

孰

無

反

本

之

情

今

觀

率

土

各

求

自

獻

柄

禮

者

亦

聼

其

然

而

莫

之

或

禁

意

亦

以

是

也

况

金

等

緬

懷

祖

考

之

覬

不

忍

使

之

冺

没

而

篤

志

繼

述

亦

可

以

見

誠

孝

之

在

人

心

者

不

容

䚝

也

前

軰

教

誘

鄕

里

徃

徃

可

徵

以

若

所

爲

視

彼

媚

邪

淫

以

徼

福

利

者

固

有

間

矣

吾

軰

ꨕ

無

行

道

之

責

苟

因

其

明

而

牗

之

於

風

化

未

必

無

補

故

不

拒

其

請

而

爲

之

記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吉

日

書

一

在

縣

西

五

里

一

在

春

堽

南

萬

曆

間

重

修

陳

五

章

記

東
岳
廟
一

在

望

岳

門

外

嘉

靖

間

同

知

陳

珊

移

建

于

學

宫

前

朱

紀

修

婁

樞

記

萬

曆

壬

子

知

縣

李

支

揚

復

自

學

宫

移

覬

地

改

奎

閣

婁

記

一

在

楚

丘

覬

城

西

元

大

德

間

重

建

劉

安

仁

記

□

在

鉉

光

寺

廢

沛

郡

西

正

德

間

重

修

知

縣

楊

國

ꅆ

記

鉉
帝
廟
一

在

迎

恩

門

外

李

襄

敏

秉

初

奉

命

破

敵

其

神

顯

靈

凱

旋

建

廟

嘉

靖

間

重

修

知

縣

曹

恬

記

一

在

鎮

川

門

外

嘉

靖

間

建

教

諭

王

仲

玊

記

一

在

꣔

華

店

萬

曆

間

重

修

朱

候

記

一

在

縣

治

西

萬

曆

間建

靑
山
廟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三
官
廟
在

縣

治

東

北

鄕

紳

萬

愛

民

建

天
宫
廟
在

冉

堌

集

南

三

里

三
皇
廟
在

望

岳

門

外

嘉

靖

間

建

萬

曆

間

重

修

朱

惟

肖

記

天
齊
廟
在

魯

村

集

東

堽
口
廟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古

營

集

南

祀

東

岳

老

君

꣔

慶

間

重

修

曹

來

貢

記

堽
岔
廟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冉

堌

集

南

祀

東

岳

弘

治

間

重

修

魯

藩

記

齊
王
廟
縣

東

十

里

祀

西

齊

玊

崔

子

玉

或

日

韓

信

將

兵

屯

定

陶

沛

公

入

璧

奪

其

軍

卽

此

燕
城
廟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江

能

記

日

惟

神

幹

旋

造

化

爕

理

隂

陽

雨

晹

時

若

而

百

榖

用

成

禦

災

捍

患

而

禁

奸

保

善

凢

我

生

民

荷

䝉

神

惠

得

以

安

居

樂

業

于

熙

皥

之

天

引

養

引

恬

于

雍

熙

之

世



歟

神

功

其

天

下

之

所



仗

古

今

之

所

仰

頼

者

歟

神

惠

之

大

如

此

人

之

均

霑

是

澤

者

孰

不

欲

竭

忠

誠

以

奉

祀

使

字

不

修

則

神

無

所



奉

祀

何

據

吾

鄕

覬

有

燕

城

廟

未

與

土

人

言

所

始

而

歲

月

遷

流

垣

墉

ꨕ

在

像

貌

□

嚴

善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九

人

某

等

合

绗

老

而

告

之

曰

神

人

一

理

使

人

不

能

容

神

何

以

堪

且

獨

善

可

耻

功

大

于

同

吾

願

僉

某

之

有

恊

也

而

一

方

绗

老

絡

繹

奔

赴

莫

不

同

心

恊

力

不

自

知

其

鼓

舞

之

何

從

也

乃

因

覬

整

修

也

其

傍

祠

玉

皇

天

齊

龍

王

關

王

各

廟

煥

然

一

新

因

其

餘

力

又

創

觀

音

文

殊

普

賢

十

八

大

阿

羅

漢

四

大

天

王

等

堂

廟

從

鄕

人

願

此

功

始

于

某

年

月

日

役

竣

于

某

年

月

日

所

用

則

若

于

功

完

展

禮

大

衆

歡

忻

不

惟

可

以

答

神

庥

於

如

在

抑

且

可

以

啟

精

誠

于

無

方

某

等

顧

予

爲

記

成

事

辭

不

獲

巳

乃

録

其

始

末

ᱏ

徴

異

日

時

成

化

丁

未

菊

花

下

澣

書

鉉
壇
廟
在

迎

恩

門

外

天

啟

年

武

圖

功

建

自

記

藥
王
廟
在

望

岳

門

外

東

岳

廟

右

天

啟

三

年

知

縣

石

三

畏

記

曹
觀
廟
在

付

家

集

東

北

三

里

扁
鵲
廟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棗

堌

集

宋

熙

寧

間

建

詳

見

仙

釋

宋
魯
廟
城

西

十

里

烈
女
祠
在

鎮

川

門

内

石

橋

西

原

記

許

從

政

妻

曹

氏

生

員

徐

蕙

妻

李

氏

名

ꩉ

烈

祠

後

以

附

郭

憲

妻

張

氏

故

昜

各

知

縣

田

賦

邑

人

尹

邦

麟

皆

有

傳

詩

見

藝

文

碧
霞
元
君
行
宫
四

郊

俱

有

而

可

徴

有

七

一

榆

林

集

劉

不

溢

記

一

在

安

陵

鎮

藍

瑞

記

一

在

迎

恩

門

外

正

德

間

建

一

在

韓

家

集

西

嘉

靖

間

建

秦

鍚

記

一

在

杜

家

集

萬

暦

間

建

□

九

思

記

一

在

鎮

川

門

外

萬

暦

間

重

修

張

執

中

記

一

在

隆

華

店

萬

暦

間

重

修

朱

侯

記

黄
堽
廟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土

人

相

傳

本

土

地

祠

唐

某

年

間

駕

經

其

地

駐

蹕

一

宵

以

神

能

呵

䕶

因

封

廣

禪

侯

云

藍

瑞

記

畧

日

廟

號

黄

堽

源

流

旣

遠

莫

能

上

遡

求

其

徃

跡

近

而

可

憑

者

成

化

丁

亥

土

人

某

恊

同

某

某

□

重

整

其

故

而

聿

新

之

銘

在

石

刻

具

述

皇

甫

德

與

妻

劉

氏

施

地

一

十

三

畆

及

以

石

爐

舊

銘

證

之

播

聞

可

信

持

具

嵗

月

失

紀

且

廟

之

爲

神

號

稱

廣

禪

侯

不

容

無

說

嘗

查

禪

字

有

二

音

洪

武

正

韻

□

古

謂

築

土

曰

壇

除

地

日

墠

後

世

因

以

天

子

東

廵

登

山

除

地

而

祭

遂

将

禪

墠

二

字

通

用

若

呼

爲

平

聲

則

是

禪

僧

之

禪

矣

此

廟

之

神

本

以

司

土

爲

主

廣

禪

侯

實

唐

帝

所

封

卽

土

地

神

而

加

之

封

號

者

也

其

禪

字

當

爲

去

聲

世

俗

不

知

考

其

名

義

呼

爲

禪

僧

之

禪

則

十

年

之

誤

不

可

不

改

也

予

之

族

人

居

近

廟

側

亦

爲

地

主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向

有

黄

冠

數

軰

侍

奉

香

火

年

深

廟

褱

不

蔽

風

日

族

兄

藍

郁

有

意

經

始

工

役

未

施

而

卒

住

持

元

永

頗

有

戒

行

倡

率

諸

善

信

構

爲

一

堂

邇

來

ꨕ

無

大

營

造

易

榱

正

瓦

亦

未

弛

工

未

幾

元

永

殁

其

弟

子

成

謹

志

修

師

業

豫

取

巨

石

磨

礱

以

紀

檀

越

姓

氏

次

第

㕎

其

功

所

冝

施

力

所

可

辦

如

門

上

爲

樓

香

亭

樹

滫

凢

廟

中

未

脩

而

時

勢

急

先

之

務

不

□

勤

勞

努

力

爲

之

期

以

昭

來

彰

徃

所

以

報

答

神

祗

而

酬

願

者

也

其

所

期

待

于

將

然

豈

啻

如

今

之

所

爲

而

已

哉

澹
䑓
祠
祀

子

羽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龍

頭

堽

一

名

龍

鬚

岡

見

一

綂

志

及

府

志

陳

策

覬

志

范
蠡
祠
在

濟

隂

縣

内

卽

本

境

見

陳

策

志

宋

呂

本

忠

陳

師

道

各

有

詩

見

藝

文

王
令
公
祠
祀

知

縣

王

公

圻

覬

在

縣

門

外

萬

暦

辛

亥

以

地

湫

囂

改

建

于

望

岳

門

外

折

北

公

乎

曹

賦

役

改

均

徭

以

條

編

有

德

政

于

曹

曹

人

感

而

祀

之

孫

繼

臯

記

見

藝

文

孟
令
公
祠
祀

孟

公

習

孔

曹

苦

賦

役

至

王

孟

兩

乎

而

曹

蘓

矣

故

繼

王

而

祀

祠

在

縣

東

街

記

見

藝

文

張
令
公
祠
祀

張

公

慎

言

陽

城

人

明

進

士

官

至

吏

部

尚

書

治

曹

善

政

多

端

嫓

美

召

杜

祠

在

察

院

東

李
令
公
祠
祀

李

公

支

掦

河

南

永

城

人

明

進

士

歴

仕

兵

部

郎

中

曹
令
公
祠
祀

曹

公

守

勲

河

南

新

蔡

人

明

進

士

武

圗

功

記

霍
令
公
祠
祀

霍

公

逹

陜

西

武

功

人

明

進

士

仕

國

朝

官

至

督

捕

部

尙

書

爲

政

明

敏

修

磚

城

功

在

曹

今

祠

在

迎

恩

門

甕

城

内

去

官

立

祠

相

沿

成

套

有

甫

去

而

卽

破

其

璧

毁

其

主

者

由

是

觀

之

祠

可

以

不

立

也

乃

若

王

公

一

條

鞭

立

而

上

無

催

科

之

擾

孟

公

一

串

鈴

成

而

下

獲

室

家

之

樂

霍

公

磚

其

城

深

其

池

而

曹

有

金

湯

之

固

李

曹

二

公

建

奎

閣

立

書

院

而

士

有

科

甲

之

榮

至

如

張

公

始

以

真

儒

爲

循

吏

終

以

直

臣

居

大

僚

當

令

曹

時

忠

君

愛

民

之

事

固

非

一

端

郎

勸

民

栽

桞

一

事

至

今

父

老

有

見

其

個

者

猶

啼

嘘

流

連

而

不

忍

去

日

此

召

公

甘

棠

也

此

六

公

者

不

立

祠

又

何

以

彰

前

㦂

而

昭

後

世

□

李
襄
敏
公
家
廟
縣

東

街

聖

代

名

臣

坊

王
中
丞
家
廟
阜

民

門

内

白

蓮

閣

北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一

寺
觀
□

附

隆
興
寺
在

望

岳

門

外

屢

經

河

患

蘭

若

僅

存

成

化

間

住

持

行

□

行

性

相

繼

募

修

始

具

叢

林

䂓

模

遂

爲

僧

會

司

訓

導

劉

學

滋

記

隆

慶

間

朱

紀

重

修

藍

瑞

記

萬

曆

初

僧

官

如

慧

增

修

知

縣

錢

逹

道

記

興
꣔
寺
城

西

四

里

新

驛

中

後

驛

廢

寺

存

門

外

大

塔

卽

新

驛

塔

也

寺

剏

始

于

唐

貞

觀

間

重

修

宋

嘉

遯

二

年

其

殿

春

覬

字

猶

存

原

名

꣔

興

領

邑

僧

會

歲

旦

聖

節

官

吏

習

儀

于

此

萬

曆

初

知

縣

李

養

貴

因

望

岳

門

寺

新

城

且

近

遂

改

僧

會

并

易

其

名

皇
官
寺
在

西

郭

外

崇

禎

十

三

年

王

士

龍

建

興
國
寺
城

北

八

里

成

化

間

重

修

石

巍

記

畧

日

曹

邑

北

八

里

丁

榮

都

有

寺

日

興

國

其

滫

字

可

識

云

大

定

三

年

立

以

時

考

之

大

定

去

今

六

百

餘

年

必

其

頺

敗

之

凢

幾

而

修

葺

之

亦

凢

幾

也

柰

無

餘

滫

以

紀

其

事

俱

不

得

而

知

其

詳

矣

成

化

戊

子

寺

住

持

祖

貴

覩

棟

宇

朽

腐

及

墻

垣

傾

頺

慨

然

興

廢

力

不

能

勝

肆

告

多

方

詢

其

同

心

子

是

富

者

出

資

貧

者

出

力

輻

輳

鱗

集

遂

掄

材

鳩

工

撤

敝

而

更

新

之

越

明

年

己

丑

冬

落

成

焉

正

殿

云

云

斯

地

斯

建

想

自

剏

始

來

未

有

盛

于

今

日

者

丁

榮

善

士

某

懼

歷

歲

久

逺

將

無

所

攷

丐

予

言

勒

石

以

志

其

盛

溥
福
寺
在

北

門

外

普

渡

橋

西

崇

禎

三

年

建

李

悅

心

記

開
元
寺
在

西

北

十

八

里

春

岡

右

一

名

春

墓

寺

正

統

間

僧

普

寬

重

修

朱

子

信

記

弘

治

癸

丑

復

增

前

殿

王

崇

文

記

日

曹

之

覬

蹟

寺

宇

環

四

境

者

不

下

七

十

餘

多

荒

陋

不

足

以

當

奉

佛

闡

教

之

所

獨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而

突

然

高

地

名

春

墓

岡

幽

蔓

靚

深

有

林

居

之

樂

無

俗

□

之

擾

開

元

寺

在

焉

創

始

于

金

大

定

二

十

年

有

滫

可

稽

然

遭

兵

燹

歷

三

百

餘

年

無

能

起

廢

者

成

化

甲

戌

有

普

寬

上

人

自

曹

州

潘

滿

寺

來

居

慨

然

嘆

日

斯

境

也

斯

教

也

可

使

淪

没

之

若

此

耶

又

自

度

其

力

足

以

勝

使

其

弟

子

洪

金

軰

相

與

圖

之

橶

出

巳

資

恊

以

衆

募

掄

材

鳩

工

拓

其

地

宏

其

䂓

中

作

大

雄

殿

三

間

以

事

佛

左

爲

堂

以

事

䕶

法

伽

藍

右

爲

堂

以

事

祖

師

逹

磨

天

王

殿

峙

于

前

方

丈



于

後

鐘

皷

有

樓

庖

厨

庫

藏

有

所

建

兩

廊

各

三

十

間

以

居

其

衆

收

民

田

五

十

畆

以

贍

其

食

且

像

設

莊

嚴

門

墻

堅

好

法

所

□

有

者

無

不

偹

某

年

功

始

告

完

至

弘

治

癸

丑

寬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二

之

師

兄

日

普

□

上

人

致

邑

之

僧

録

司

事

曁

弟

信

端

□

又

作

□

伽

佛

殿

于

大

殿

之

前

作

方

丈

于

東

廊

之

□

隨

亦

落

成

由

是

岡

若

增

而

高

境

若

闢

而

新

昔

之

傾

圮

者

堅

緻

矣

昔

之

荒

穢

者

精

潔

矣

非

獨

爲

曹

之

第

一

叢

林

可

與

名

山

勝

地

貴

戚

剏

建

者

爭

䧱

也

予

□

居

時

讀

書

定

清

寺

洪

淮

上

人

禪

室

淮

與

金

同

宗

因

得

與

金

相

覿

未

嘗

不

敬

其

律

戒

之

嚴

經

典

之

精

也

間

徃

訪

焉

金

因

出

其

寺

之

興

廢

顛

未

請

予

記

之

久

而

未

就

己

未

歲

予

官

于

京

金

復

以

書

來

速

不

可

以

終

止

予

聞

普

寬

上

人

之

肇

工

也

念

曹

所

冝

木

非

殿

宇

之

需

乃

度

關

入

陜

下

西

山

之

木

冐

河

流

之

險

費

鉅

萬

資

以

成

一

時

偉

績

矧

其

苦

心

高

行

傾

動

還

近

□

者

揮

金

不

啻

泥

沙

我

外

祖

少

保

李

冡

宰

先

生

以

德

重

天

下

亦

雅

相

敬

重

固

有

道

之

人

也

夫

又

聞

金

之

事

師

如

子

事

父

飲

食

衣

服

務

適

其

冝

比

寛

之

亡

哀

毁

橶

禮

且

追

念

不

置

思

以

文

字

昭

其

師

與

信

□

潘

整

紀

旺

入

山

采

石

磨

礱

作

滫

兾

以

傳

之

永

久

夫

世

之

士

大

夫

誦

詩

書

知

禮

義

者

視

其

師

如

路

人

甚

而

下

穽

投

石

橶

其

擠

排

之

功

孰

謂

釋

氏

教

中

而

有

不

忘

其

師

如

金

者

可

不

嘉

尙

也

耶

夫

寛

上

人

之

績

戒

行

之

高

與

金

之

求

記

之

意

皆

善

之

大

者

誠

不

可

以

不

傳

與

之

記

ꨕ

未

足

爲

寺

重

而

吾

心

深

有

感

焉

萬

暦

間

又

建

千

佛

閣

藍

近

任

記

口

縣

境

之

西

北

十

五

里

有

寺

日

開

元

紺

碧

輝

錯

旙

燈

熀

徹

居

士

供

貝

葉

之

繙

頭

陀

禮

連

花

之

課

分

鉢

飼

餒

觧

衲

覆

寒

盖

逰

客

行

脚

無

不

至

止

如

歸

也

寺

之

前

長

堤

數

百

里

自

坤

巽

迤

邐

面

來

抱

之

東

有

啇

阿

衡

伊

陟

祠

郝

真

人

昇

仙

觀

西

北

有

楚

公

子

春

申

墓

岡

起

巒

伏

乍

斷

乍

續

南

馳

十

餘

里

有

阜

突

出

則

寺

所

托

基

也

盖

當

其

結

脉

之

最

秀

者

矣

㖺

考

諸

故

碣

寺

創

于

金

大

定

之

二

十

年

中

更

兵

燹

興

廢

莫

紀

迨

我

朝

正

統

十

四

年

有

潘

滿

寺

僧

普

旺

普

寛

曁

其

法

孫

信

鉉

相

繼

修

拓

而

法

所

應

有

靡

不

傋

法

所

應

無

靡

一

不

屏

始

大

有

叢

林

風

䂓

焉

獨

寺

背

岡

趾

相

傳

爲

方

丈

頺

基

石

尙

在

凹

折

若

天

宿

虚

之

以

竢

後

人

也

萬

曆

丁

酉

歲

寛

之

法

孫

妙

一

發

大

弘

願

累

積

瓶

鉢

之

餘

廣

結

□

越

之

信

而

善

信

某

等

更

鳩

衆

儲

資

以

佐

之

凢

閲

□

棯

而

向

之

凹

折

者

於

是

乎

傑

閣

屹

然

雲

表

矣

攔

□

廽

還

甍

牎

縹

緲

更

如

其

法

範

金

鑄

像

左

右

相

生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三

自

一

佛

而

千

佛

而

萬

億

諸

佛

總

歸

一

佛

以

故

焚

香

散

花

四

衆

雲

合

無

不

登

寳

級

而

悟

身

感

金

容

而

遷

善

者

矣

逹

人

高

上

顧

瞻

莘

野

載

眺

楚

墟

鸞

鶴

不

廽

雲

日

空

盪

有

懷

凌

漢

之

標

疇

視

白

日

之

遐

舉

而

格

天

盛

業

樂

道

高

風

欲

向

壟

疇

問

之

固

巳

難

矣

矧

俠

骨

雄

同

沉

銷

于

荒

榛

野

草

之

中

者

耶

彼

所

稱

豪

傑

仙

聖

之

遺

踪

震

耀

天

地

者

究

竟

付

之

冷

煙

飄

風

誰

是

堅

固

法

相

信

乎

惟

有

出

世

之

道

閲

升

沉

以

流

歷

空

刼

而

不

壞

登

斯

閣

者

得

無

有

會

心

者

乎

余

頗

諳

竺

乾

之

說

曾

僑

闍

黎

之

居

每

喜

其

林

深

可

以

避

喧

僧

凈

可

以

譚

理

蹟

古

可

以

發

懷

覧

矌

可

以

世

而

一

上

人

之

勝

因

更

足

以

繼

徃

哲

之

令

緒

而

發

嗣

起

之

新

心

是

不

可

湮

没

而

無

傳

也

乃

閣

成

于

十

五

年

之

前

而

余

記

于

十

五

年

之

後

或

亦

有

宿

緣

相

待

者

與

故

因

其

徒

思

煥

之

請

而

爲

之

記

定
淸
寺
在

縣

西

南

十

二

里

萬

歷

初

因

仙

桐

事

建

吕

公

祠

于

中

多

題

詠

楚
丘
寺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楚

丘

城

成

化

間

重

修

隆

慶

四

年

復

修

王

九

式

記

綘
城
寺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大
佛
寺
在

大

黄

東

北

六

里

臨
城
寺
在

西

郭

外

崇

禎

年

建

淸
凉
寺
在

古

營

集

西

北

六

里

永
慶
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黄

堽

都

俗

名

黄

堽

寺

元

大

定

間

修

明

成

化

間

重

修

方

亨

記

嘉

靖

間

重

修

知

縣

曹

恬

記

堌
王
寺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成

化

間

重

修

三
衙
寺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正

德

間

重

修

楊

逈

記

苖
廂
寺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寳
峯
寺
在

縣

西

南

十

里

盤

□

都

金

大

定

間

剏

明

朝

嘉

靖

間

重

修

王

崇

仁

記

寺

有

石

佛

一

軀

又

名

石

佛寺

柳
河
寺
在

柳

河

集

東

五

里

靑
堽
寺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靑

堽

集

東

宋

靖

康

間

重

修

明

景

泰

間

重

修

止

統

間

復

修

程

冠

記

魯
村
寺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魯

村

集

明

景

泰

間

建

弘

治

間

重

修

陳

禎

記

嘉

靖

間

重

修

張

世

臣

記

天

啟

間

重

修

武

圖

功

記

松
栢
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四

大
覺
寺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大

定

間

建

明

天

順

間

重

修

秼

陵

徐

㬢

記

法
華
寺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元

至

正

間

重

修

明

弘

治

間

重

修

劉

賢

記

洪
福
寺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大

□

都

金

大

定

間

建

明

朝

正

統

間

重

修

李

□

記

善
法
寺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大

義

集

東

景

泰

間

建

天

順

間

重

修

李

秉

記

倪
堌
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唐

貞

觀

間

建

正

統

間

重

修

弘

治

間

重

修

丁

賢

記

鉉
光
寺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沛

郡

元

至

元

間

建

洪

武

間

重

修

弘

治

間

重

修

孔

彦

憲

記

觀
音
寺
在

縣

西

北

安

陵

七

十

里

正

德

間

建

王

紹

記

按

劉

村

傳

家

集

皆

有

寺

名

觀

音

並

此

爲

三

云

黑
堌
寺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萬

曆

間

重

修

趙

惟

勤

記

黄
堌
寺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大
黄
寺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元

至

正

間

建

大
苖
寺
在

冉

堌

集

南

八

里

桑
梓
寺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天

順

間

重

修

北
亭
寺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靑
堌
寺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嘉

靖

間

重

修

王

崇

仁

記

南
亭
寺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現
堌
寺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萬

曆

間

重

修

北
王
寺
在

侯

家

集

東

七

里

聖
泉
寺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元

至

正

間

建

明

洪

武

間

重

修

寺

右

有

泉

甘

美

巳

疫

因

名

隆

慶

間

重

修

蘓

朗記

槐
王
寺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餘

里

金

大

定

建

明

隆

慶

間

重

修

吕
堌
寺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古

營

集

西

嘉

靖

間

重

修

張

世

臣

記

福
勝
寺
在

英

賢

都

胡

村

一

名

胡

村

寺

元

至

正

間

重

修

明

嘉

靖

間

復

修

胡

宗

沔

記

淸
源
寺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大

黄

都

嘉

靖

間

重

修

保
安
寺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䨇

廟

村

元

至

正

間

重

修

明

成

化

間

土

人

蔣

普

興

復

修

一

名

蔣

家

寺

王
澤
寺
元

名

佛

記

寺

在

縣

西

南

十

八

里

嘉

靖

間

重

修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五

老
堌
寺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隆

慶

間

重

修

南
興
國
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弘

治

間

重

修

王

崇

文

記

廣
敎
寺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三

丘

店

萬

曆

初

年

重

修

聖
安
寺
在

縣

東

北

朱

村

元

至

元

間

重

建

明

弘

治

嘉

靖

間

復

修

廣
嚴
寺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元

建

明

嘉

靖

間

重

修

龍
泉
寺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有

滫

云

元

至

正

元

年

古

有

北

亭

龍

泉

寺

按

至

正

元

順

帝

紀

年

有

北

卽

空

桑

是

爲

北

亳

也

且

無

亭

障

惟

漢

有

明

成

化

間

重

修

大
豊
寺
在

縣

西

五

十

餘

里

寺

有

塔

瀕

河

故

名

塔

兒

灣

集

唐

貞

觀

間

剏

宋

元

豊

間

修

明

꣔

萬

間

重

修

田

墾

記

興
化
禪
院
在

左

山

一

名

左

山

寺

隋

初

建

宋

皇

遯

間

重

建

錢

明

黴

記

明

嘉

靖

間

重

修

蔡

繼

先

記

上
生
院
卽

城

北

大

茶

庵

也

創

自

꣔

慶

末

年

崇

禎

間

署

丞

武

崙

源

輸

日

金

延

僧

㧞

生

莊

嚴

佛

土

建

後

大

殿

五

楹

又

施

地

貮

頃

闔

會

人

買

地

一

頃

有

餘

國

初

邑

令

傳

世

烈

建

中

殿

三

楹

崙

源

後

建

西

殿

五

楹

衆

僧

建

東

殿

五

楹

山

門

齋

房

俱

偹

耆

臘

焚

修

常

五

六

十

衆

徃

來

掛

錫

者

百

有

餘

人

遂

成

曹

邑

苐

一

叢

林

云

康

熙

十

一

年

知

縣

門

可

榮

捐

貲

募

衆

重

修

大

殿

五

間

十
方
院
在

城

東

五

里

順

治

二

年

袁

培

厚

建

趙
陂
堂
在

縣

南

十

二

里

萬

曆

間

重

修

錢

逹

道

記

觀
音
堂
在

鎮

川

門

外

嘉

靖

間

重

修

婁

樞

記

三
教
堂
在

縣

治

東

北

꣔

慶

間

重

修

扈

永

通

記

萬

曆

間

重

修

沈

有

忍

記

日

夫

道

一

而

巳

矣

道

一

則

教

亦

一

何

爲

岐

之

而

有

三

也

二

者

之

教

岐

余

恐

一

者

之

真

亂

矣

昔

人

以

吾

夫

子

與

佛

老

之

像

而

並

肖

□

一

堂

非

謂

道

可

以

形

□

也

盖

以

人

道

有

邪

正

猶

天

道

有

隂

陽

不

□

隂

則

無

以

□

陽

是

故

二

氣

□

□

□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六

無

巳

不

有

邪

則

無

□

□

正

□

以

三

像

並

肖

□

一

堂

也

佛

者

曰

吾

利

死

也

□

者

曰

吾

利

生

也

吾

夫

子

曰

吾

不

利

死

吾

欲

老

者

安

之

也

吾

不

利

生

吾

欲

少

者

懷

之

也

其

爲

道

不

同

則

其

爲

敎

亦

異

故

佛

氏

則

敎

以

空

卽

色

色

卽

空

而

有

死

生

輪

廻

之

說

焉

老

氏

則

教

以

煉

丹

葆

精

火

龍

飛

菀

水

虎

生

膄

而

有

形

觧

飛

昇

之

說

焉

吾

夫

子

之

教

則

異

于

是

教

以

親

義

序

别

信

之

倫

教

以

易

詩

書

禮

樂

春

秋

之

文

教

以

視

聼

言

動

起

居

食

息

之

節

教

以

衣

冠

文

物

之

㦤

夫

佛

老

之

敎

若

彼

吾

夫

子

之

教

若

此

辨

若

黑

白

昭

若

日

星

咸

以

鐫

之

于

滫

與

像

而

並

陳

焉

ᱏ

愚

夫

愚

婦

徃

來

于

中

瞻

其

像

而

玩

其

辭

自

知

所

從

違

矣

其

於

聖

天

子

建

學

設

師

修

道

立

教

之

化

豈

無

補

哉

淸

康

熙

七

年

崔

向

善

重

修

二
仙
堂
元

皇

祐

間

二

黄

冠

至

止

用

漁

家

傲

演

唱

逰

仙

之

曲

一

鎮

人

傾

聼

巳

而

曰

女

可

歸

矣

廻

視

凢

在

家

者

火

焚

無

遺

꼯

倉

皇

間

失

二

黄

冠

鎮

人

感

思

以

爲

仙

敕

火

刼

因

其

地

立

祠

祀

焉

景

秦

間

重

修

彭

犮

記

祠

前

覬

有

橋

日

昇

仙

今

填

廢

꣔
華
堂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祀

地

藏

王

弘

治

間

重

修

嘉

靖

間

重

修

王

仲

玊

記

廣
濟
庵
在

城

西

北

三

里

順

治

元

年

建

盤
石
庵
在

城

内

大

石

橋

左

孝
順
庵
在

城

内

西

南

成

化

間

建

李

秉

記

國

朝

順

治

三

年

重

修

秋
水
庵
城

東

五

里

順

治

十

二

年

僧

印

洪

建

縣

丞

程

瑒

記

玅
因
庵
在

鎮

川

門

外

萬

曆

間

建

太
淸
觀
在

莘

塜

集

金

至

元

間

重

修

何

竟

孫

記

畧

日

曹

爲

房

心

分

野

豫

兖

之

交

莘

仲

之

境

漢

以

來

有

濟

隂

之

名

伊

尹

耕

于

有

莘

此

其

地

也

惜

乎

屢

罹

河

患

陵

谷

遷

變

非

復

曩

昔

之

覬

但

有

遺

址

有

莘

之

墟

悉

爲

瓦

礫

矣

金

時

鄕

之

隠

者

王

六

法

師

能

知

其

故

址

創

一

堂

安

三

淸

及

伊

尹

之

像

會

貞

遯

兵

亂

例

爲

灰

燼

此

堂

獨

存

中

原

甫

定

長

春

眞

人

趨

覲

還

轅

至

燕

爰

念

古

蹟

治

州

清

平

開

眞

子

趙

眞

人

門

弟

郝

先

生

仍

其

覬

觀

營

爲

道

院

功

未

集

而

尸

觧

羽

化

之

夕

月

色

如

晝

祥

風

慶

雲

簫

韶

交

奏

繇

西

北

而

昇

太

虛

見

之

者

望

空

而

拜

咸

驚

異

巳

眞

人

也

郝

公

諱

志

꣔

丹

陽

四

傳

裔

也

門

人

劉

公

志

淵

受

遺

旨

勸

率

經

營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七

建

太

極

殿

于

前

七

真

堂

于

後

及

功

成

掌

教

人

宗

□

扁

其

額

曰

大

清

觀

劉

公

形

蛻

歲

次

辛

巳

復

修

伊

尹

祠

于

觀

之

東

南

宗

門

提

㸃

馮

志

瑞

及

本

觀

道

衆

鄕

之

绗

覬

僉

曰

有

莘

伊

尹

樂

道

之

覬

基

太

淸

觀

□

先

生

登

仙

之

故

跡

吾

黨

之

善

事

也

請

書

于

石

以

埀

不

朽

玉
清
觀
在

城

北

三

十

里

至

元

間

建

弘
陽
觀
在

楚

丘

元

延

祐

間

剏

修

魏

道

明

記

瑞
雲
宫
在

楚

丘

覬

名

寳

鉉

觀

元

至

正

間

重

修

王

磐

記

日

佛

之

教

始

于

近

代

南

遷

之

後

其

學

直

以

識

心

見

性

爲

宗

而

燒

煉

服

餌

嚥

内

觀

想

之

說

毫

髪

不

與

焉

老

氏

所

謂

爲

無

爲

事

無

事

者

其

是

之

謂

歟

住

持

曹

州

之

楚

丘

寳

鉉

觀

安

和

子

程

志

泰

本

鄧

州

人

大

都

長

春

宫

長

春

眞

人

之

高

弟

甫

逰

至

此

遂

留

居

焉

結

草

庵

僅

庇

風

雨

晝

夜



壁

堅

坐

或

數

日

不

食

縣

人

日

加

敬

禮

富

者

施

財

貧

者

施

力

越

五

年

而

功

成

至

元

癸

未

總

管

王

公

祚

聞

于

昌

童

王

賜

名

瑞

雲

宫

仍

命

師

提

㸃

宫

事

太
眞
觀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重

堽

集

成

化

間

重

修

景

芳

記

塔
附

新
驛
塔
在

縣

西

四

里

爲

曹

邑

文

峯

驛

寺

辛

塔

卽

此

唐

初

時

建

明

嘉

靖

間

重

修

朱

綱

記

崇

禎

庚

辰

復

建

寳
乘
塔
在

左

山

興

化

禪

院

大
乘
塔
在

縣

西

五

十

餘

里

大

豊

寺

中

寺

瀕

河

其

鎮

卽

明

塔

兒

灣

塔

上

有

石

刻

云

大

唐

貞

觀

某

年

尉

遟

恭

奉

勅

監

修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八

本
縣
詳
請
脩
建

成
湯
祠
廟
文

兗
州
府
曹
州
曹
縣
爲
請
脩

成
湯
祠
廟
以
顯
聖
跡

以
光
大
典
事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三
月
初
一
日
㨿
本
縣

紳
衿
具
呈
前
事
等
因
㨿
此
該
知
縣
朱
插
看
得

成

湯
廟
爲
曹
南
古
蹟
載
在
邑
乗
可
考
也
其
廟
在
城
南

十
八
里
土
山
集
之
右
廟
後
卽
陵
琢
在
焉
史
記
稱
湯

塟
於
亳
北
之
濟
陰
是
卽
此
地
按
前
代
置
有
守
塚
人

百
家
陵
前
堂
廡
門
壁
悉
傋
左
有
桐
宮
相
傳
太
甲
所

居
之
處
柰
以
年
久
廢
頺
鞠
爲
茂
草
昶
縣
於
祀
祭
之

始
卽
觸
目
傷
心
蓄
志
脩
建
年
來
旱
澇
頻
仍
興
舉
無

力
嗣
奉

憲
行
繪
耲
輿
圖
而
此
廟
列
在
圖
首
旣
呈

御
覽
則
脩
葺
之
功
尤
急
切
不
可
緩
者
爰
是
頄
工
庀
材

畢
三
年
之
計
慮
木
石
稍
備
不
動
民
間
一
夫
一
役
惟

勸
諭
闔
邑
舉
貢
生
監
量
爲
輸
將
而
各
紳
士
共
願
樂

助
從
此
古
跡
不
廢
廟
貌
常
存
庻
祀
祭
成
禮
而

大

典
攸
光
矣
兹
㨿
公
呈
前
來
相
應
詳
明
伏
候

憲
䑓
批
示
俟
完
工
之
日
另
文
具
報
等
因
申
詳
奉

本
府
正
堂
祖

批

成
湯
古
之
聖
王
而
毫
都
其
楍

祥
之
地
也
廟
雖
傾
頺
守
土
者
難
辭
其
責
該
縣
慨

然
捐
俸
脩
葺
復
勸
紳
衿
恊
助
使
前
聖
不
冺
古
道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十
九

增
光
誠
属
可
嘉
旣
經
興
工
勉
力
告
成
仍
候
通
詳

各
憲
繳
蒙
此
又
蒙

本
府
票
㨿
本
縣
申
詳
轉
行
通
詳
奉

分
廵
濟
寜
道
管
理
通
省
河
道
兼
督
漕
運
山
東
等
處

提
刑
按
察
使
司
副
使
加
二
級
董

批
捐
脩

湯

廟
具
見
尊
崇

古
聖
旣
經
詳
報
仰
候
批
示
繳
奉

山
東
分
廵
東
兗
道
按
察
使
司
僉
事
加
二
級
李

批

倄
葺
古
廟
亦
属
盛
舉
但
不
得
借
端
擾
民
方
爲
妥

便
仰
卽
飭
知
該
縣
實
心
奉
行
可
也
此
繳
奉

分
守
濟
東
道
兼
理
通
省
驛
傳
事
務
山
東
布
政
使
司

┍
議
加
四
級
陳

批

成
湯
賢
聖
之
君
遺
廟
久

頺
㨿
詳
曹
令
捐
倄
重
新
具
見
崇

聖
盛
舉
如
詳

擇
吉
興
工
以
新
廟
貌
仍
候

藩
司
批
示
繳
奉

提
督
山
東
通
省
學
政
按
察
使
司
僉
事
加
二
級
唐

批

成
湯
陵
廟
自
應
速
行
脩
葺
仰
取
曹
縣
志
書

送
覽
仍
候

藩
臬
二
司
詳
示
行
繳
奉

山
東
等
處
提
刑
按
察
使
司
按
察
使
加
八
級
吳

批

古
亳
係

成
湯
發
样
之
地
捐
脩
廟
貌
亦
守
土
之

責
也
仰
速
鳩
工
報
成
仍
徑
詳

撫
院
批
示
繳
奉

山
東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布
政
使
加
一
級
黄

批



ZhongYi

曹
縣
志

卷
之
六
祠
祀

二
十

捐
修

啇
王
遺
廟
誠
尊
聖
盛
舉
如
詳
典
工
事
竣

之
日
迼
册
報
查
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