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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丹阳县主要集镇山水示意图

注：本图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应天府附近》绘制，因图中无丹阳县区域界线，故按明隆

庆《丹阳县志》卷一、卷三增绘主要集镇(以●表示)山水相对位置，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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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人云：“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志里乾坤大，鉴中天地

宽。地方志是一地之地情书、工具书、百科全书，具有地方性、权威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鲜明特点和“资政、存史、育人”的独特作用。正值建国60

周年和丹阳解放60周年之际，《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在市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市史志办公室的精心组织和各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历一年半时

间，三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这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盛事，也是

丹阳史志文库中的又一丰硕成果。她的问世，对于传承和弘扬丹阳优秀

传统文化，服务我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

丹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璀璨，素有盛世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

在绵延数千年风雨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丹阳曾修县志10次。由于旧中国

政局飘摇、社会动荡、战争纷起等原因，致使旧丹阳县志几乎丧失殆尽，传

世甚少，现存《明隆庆丹阳县志》版本“补史之缺，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

显著作用不言而喻。《明隆庆丹阳县志》原版于明隆庆三年(1569)，距今

已有440年的历史，是我市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一部县志，它记载着丹阳

地区从春秋至明隆庆三年期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如今得以开发利用，流传存世，成为我市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实为幸事。

为了开发利用旧丹阳县志，发挥其经世致用作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及市史志办公室按照旧志开发利用的要求，以《明隆庆丹阳县志》为底

本，组织精干人员进行全志的点校注释，反复审校，博采众长，在保持原志

体例和分类的前提下，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当代志书出版的

有关规定，依照“章节勘校、断句标点、文字改简、书式横排、注释从简”的

基本原则全面展开。《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与其他旧志点校本有所不同

的是，除在原志中增加详略得当的注释外，还在校注本中增加“附录”部

分，整理辑录了丹阳地区明代以前文化遗址、历史遗存的《文物图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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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人名索引》、《中国历代纪元表》等，做到史传同存，图文并

茂，更具时代性、地域性和史料性、可读性，内容形式更为和谐丰富，可谓

一卷志书在手，知晓丹阳不愁。

以志为鉴知兴替，以人为鉴知得失。《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的面世，

必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丹阳地情、人文历史，激发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的热情，助推全市人民开创美好未来，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值此《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出版之际，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为本

书编纂出版给予指导帮助的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向为此付出辛勤

劳动的所有编纂人员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2

辜粪篝箫亲霎霉嘉李茂川中共丹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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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地方志为一地之史，一地之百科全书，以记载一地的建置沿革、山川

形势、特产田赋、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名胜古迹和名人轶事的一种资料性

著作。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丹阳县志》也是丹

阳地区千百年以来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优秀地方传统文化之一。

纵观丹阳历史，沦桑变迁o《丹阳县志》从南宋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间的850年里，先后共纂修lO次，其中明代

《丹阳县志》纂修就有4次之多。但由于种种原因，曾经作为传世的志书

版本，却始终无处寻觅而为之一览。两年前，偶遇丹阳有识之士为我们提

供信息，并给予鼎力相助，几经周折，终于征集到了较为完整的明隆庆版

《丹阳县志》的微缩胶片还原本影印件。欣喜之余，我们抓住机遇，凭借市

委、市政府对编史修志工作的大力支持，乘市二轮修志之势，于2008年7

月，及时组织投放人力、物力，适时把《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的出版发行

纳入工作计划，同时市政府将此工作纳入了2009年财政专门性项目预

算，予以保障实施。至2009年10月，《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已完成校

注、图照征集和自审、送审及终审的各项工作，并由江苏凤凰出版社正式

出版。

明隆庆《丹阳县志》修成于隆庆三年(1569)，镇江府同知丹阳知县马

豸主修，贤达丁一道、荆文昭等参与编修，这次修志与前志明正德十四年

(1519)《丹阳县志》相距51年，在这段时间里，丹阳发生了许多事情，诸

如倭寇入侵、城垣造建、县学重修和学田恢复等都详载于志。同时，明隆

庆《丹阳县志》还“采旧志，搜群籍”，引用了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

江志》等前志的大量史科，大书提纲，分注详目，整编了建置城池、衙署书

院、山水人物，税赋土地、陵墓祠庙、古迹寺观、职官名宦、艺文诗赋等12

卷35类，共收寻各类专记碑文50馀篇，诗赋1 80馀首，其中不乏具有久远

影响的文学作品，例南朝梁武帝著名的七言体古乐府作品《河中之水歌》，

为之洛阳纸贵的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华撰写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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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颂有序》等，更增添了县志的文学性。其中也整理收集了自唐以降至明

隆庆三年间的许多史科，例南宋邑人洪秉哲《罢丹阳酒税务记》，记录了嘉

熙二年(1238)朝廷下诏省罢丹阳酒税，百姓惊喜鼓舞，首倡丹阳乡饮的真

实情景；又明嘉靖年间进士、南礼部尚书邑人姜宝《丹阳县新城记》和张寰

的《增筑外城记》，分别记载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丹阳地区遭受倭寇入

侵后，两次建造城垣的全部过程，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记录了丹阳

地区酒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一段历史，更可贵的是填补了在这些方面研

究的历史空白。所以说，《明隆庆丹阳县志》是一部具有很高存史、资政、

教化、收藏等社会价值和历史文化研究功能的志书。

我们这次整理出版发行《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的意义还在于：一是

该志为我市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一部《丹阳县志》，距今达440年，它的问

世，对深入了解丹阳地区明代以前的历史文化一定会有更多的帮助；二是

它的出版发行，将成为我市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的一个亮点，为实现利

用丹阳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三是填补了我市史志文库和有关馆藏地情资料的空白；四是在我市二轮

修志试点市(县、区)中的一次创新，它的问世必将推动地方旧志开发利用

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地方志书世代相传，是一部具有地域性、资料性和权威性的工具书，

历代志书多为“官修”、“官书”、“官责”。史志办是承担编纂市地方志的

工作机构，负有“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重要责任。我们将始终坚持

“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工作方针，坚持开门修志，坚持专职与兼职

队伍相结合，不断推出新成果。《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是丹阳市史志办

对旧志校注的开山之作，由于经验不足，瑕疵在所难免，我们诚挚感谢社

会各界领导的支持和各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帮助与厚爱，认真接受读者

的批评指正，努力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为丹阳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o

2

丹阳市史志办公室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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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明隆庆《丹阳县志》，明镇江府同知丹阳县知县马豸主修，邑人原

吴川县知县丁一道等编纂。这次进行整理校注，以明隆庆三年(1569)刊

行的《丹阳县志》为底本，同时参照宋《嘉定镇江志》、元《至顺镇江志》、清

《乾隆丹阳县志》、清《光绪丹阳县志》和近人抄录的《丹阳金石录》等其他

历史文献校勘而成。

二、这次整理以“保持原貌”为原则，对原志的文字和形式一般不作

增删变动，采取常用的标点方式进行断句标点、校勘注释。对较长的文字

作品，于文意折转处酌情分段。

三、这次整理改繁体字为简化字，原志中出现的异体字、俗体字等其

他非规范文字改为现代汉语通用字，对少数无法改简的文字，则保留

繁体。

四、本志的校注标以页下注的形式，将校注文字内容在本页正文下

方依次列出。

五、这次整理采用目前通用或权威文本，对原志进行校对修改，修改

后的文字部分均在对应的注释中加以说明。

六、这次整理采用不同的字号和字体，以区别原志中各种文字内容。

原志正文部分文字用宋体4号字，原志双行夹注文字则用单行小楷5号

字，校注部分文字则用仿宋5号字。

七、对原志中出现漫漶缺损或无法辨识的文字，则用缺字号口表示，

一字一口，缺损文字间一般不作断句标点。

八、原志中出现的冷僻疑难字，则以注释形式，酌加注音和文字

说明。

九、原志引用他书节抄文字，在本志中不作增删调整，对衍脱、误倒

以致文意不通处，则以校注形式加以说明。

十、原志文中(包括注释部分文字)帝王年号、干支纪年，均不改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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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纪年。

十一、对原志中出现的示敬空格、出格和另行等行文形式，均不予

保留。

十二、本志《附录》编辑的《文物图照》选用图照计116幅，从许多方

面展示了丹阳地区明代前(含明代)文化遗址、遗存，并配有简要的文字

说明。

十三、本志《附录》包括《人物简介》、《人名索引》和《中国历代纪元

表》等，以便读者检索。

2



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总目录

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

总 目 录①

序⋯⋯⋯⋯⋯⋯⋯⋯⋯⋯⋯⋯⋯⋯⋯⋯⋯⋯⋯⋯⋯⋯⋯⋯⋯⋯⋯⋯⋯⋯⋯⋯⋯⋯⋯(1)

前言⋯⋯⋯⋯⋯⋯⋯⋯⋯⋯⋯⋯⋯⋯⋯⋯⋯⋯⋯⋯⋯⋯⋯⋯⋯⋯⋯⋯⋯⋯(11)刖罱⋯⋯⋯⋯⋯⋯⋯⋯⋯⋯⋯⋯⋯⋯⋯⋯⋯⋯⋯⋯⋯⋯⋯⋯⋯⋯⋯⋯⋯⋯⋯⋯⋯⋯()

凡例⋯⋯⋯⋯⋯⋯⋯⋯⋯⋯⋯⋯⋯⋯⋯⋯⋯⋯⋯⋯⋯⋯⋯⋯⋯．．(1)

丹阳县新志序

丹阳县旧志序

[明]马 豸(1)

[明]汤礼敬(3)

丹阳县志目录⋯⋯⋯⋯⋯⋯⋯⋯⋯⋯⋯⋯⋯⋯⋯⋯⋯⋯⋯⋯⋯(1)

丹阳县志卷之一

建置沿革至到公署铺舍

坊巷街镇城池马厂乡里保村

建置沿革⋯⋯⋯⋯⋯⋯⋯⋯⋯⋯⋯⋯⋯⋯⋯⋯⋯⋯⋯⋯⋯⋯一(1)

至到⋯⋯⋯⋯⋯⋯⋯⋯⋯⋯⋯⋯⋯⋯⋯⋯⋯⋯⋯⋯⋯⋯⋯⋯(2)

公署⋯⋯⋯⋯⋯⋯⋯⋯⋯⋯⋯⋯⋯⋯⋯⋯⋯⋯⋯⋯⋯⋯⋯⋯(3)

铺舍⋯⋯⋯⋯⋯⋯⋯⋯⋯⋯⋯⋯⋯⋯⋯⋯⋯⋯⋯⋯⋯⋯⋯⋯⋯⋯⋯⋯⋯⋯⋯⋯(5)

坊巷⋯⋯⋯⋯⋯⋯⋯⋯⋯⋯⋯⋯⋯⋯⋯⋯⋯⋯⋯⋯⋯⋯⋯⋯⋯⋯⋯⋯⋯⋯⋯⋯(5)

街⋯⋯⋯⋯⋯⋯⋯⋯⋯⋯⋯⋯⋯⋯⋯⋯⋯⋯⋯⋯⋯⋯⋯⋯⋯⋯⋯⋯⋯⋯⋯⋯⋯⋯(6)

镇⋯⋯⋯⋯⋯⋯⋯⋯⋯⋯⋯⋯⋯⋯⋯⋯⋯⋯⋯⋯⋯⋯⋯⋯⋯⋯⋯⋯⋯⋯⋯⋯⋯．(6)

城池⋯⋯⋯⋯⋯⋯⋯⋯⋯⋯⋯⋯⋯⋯⋯⋯⋯⋯⋯⋯⋯⋯⋯⋯⋯⋯⋯⋯⋯⋯⋯⋯(6)

马厂⋯⋯⋯⋯⋯⋯⋯⋯⋯⋯⋯⋯⋯⋯⋯⋯⋯⋯⋯⋯⋯⋯⋯⋯(7)

① 原志仅有十二卷一级目录。此总目录根据版式内容经校注后整理而成。



明隆庆丹阳县志校注

2

乡里保村⋯⋯⋯⋯⋯⋯⋯⋯⋯⋯⋯⋯⋯⋯⋯⋯⋯⋯⋯⋯⋯⋯一(7)

重修丹阳县记⋯⋯⋯⋯⋯⋯⋯⋯⋯⋯⋯⋯⋯⋯⋯[元]叶子春(10)

重修都察院记⋯⋯⋯⋯⋯⋯⋯⋯⋯⋯⋯⋯⋯⋯⋯[明]郑纪(11)

重修前察院记⋯⋯⋯⋯⋯⋯⋯⋯⋯⋯⋯⋯⋯⋯⋯[明]杜仪(12)

丹阳县新城记⋯⋯⋯⋯⋯⋯⋯⋯⋯⋯⋯⋯⋯⋯⋯[明]姜宝(13)

增筑夕}、城记⋯⋯⋯⋯⋯⋯⋯⋯⋯⋯⋯⋯⋯⋯⋯⋯⋯⋯⋯⋯⋯⋯[明]张寰(15)

丹阳县志卷之二

户口 田赋土产

户口⋯⋯⋯⋯⋯⋯⋯⋯⋯⋯⋯⋯⋯⋯⋯⋯⋯⋯⋯⋯⋯⋯⋯⋯⋯⋯⋯·(17)

田赋⋯⋯⋯⋯⋯⋯⋯⋯⋯⋯⋯⋯⋯⋯⋯⋯⋯⋯⋯⋯⋯⋯⋯⋯”(18)

土产⋯⋯⋯⋯⋯⋯⋯⋯⋯⋯⋯⋯⋯⋯⋯⋯⋯⋯⋯⋯⋯⋯⋯⋯⋯⋯⋯⋯⋯⋯⋯⋯(21)

罢丹阳酒税务记⋯⋯⋯⋯⋯⋯⋯⋯⋯⋯⋯⋯⋯⋯·[宋]洪秉哲(25)

肇建练湖公庄记⋯⋯⋯⋯⋯⋯⋯⋯⋯⋯⋯⋯⋯⋯．[明]徐r-】(26)

丹阳县志卷之三

山水

山⋯⋯⋯⋯⋯⋯⋯⋯⋯⋯⋯⋯⋯⋯⋯⋯⋯⋯⋯⋯⋯⋯⋯⋯⋯⋯⋯⋯⋯⋯⋯⋯⋯(29)

水⋯⋯⋯⋯⋯⋯⋯⋯⋯⋯⋯⋯⋯⋯⋯⋯⋯⋯⋯⋯⋯⋯⋯⋯⋯⋯⋯⋯⋯⋯⋯⋯⋯(31)

经山晓归⋯⋯⋯⋯⋯⋯⋯⋯⋯⋯⋯⋯⋯⋯⋯⋯⋯⋯⋯⋯⋯⋯⋯[宋】宋希颜(35)

重过经山⋯⋯⋯⋯⋯⋯⋯⋯⋯⋯⋯⋯⋯⋯⋯⋯⋯⋯⋯⋯⋯⋯⋯[宋]朱彦章(35)

题经山诗⋯⋯⋯⋯⋯⋯⋯⋯⋯⋯⋯⋯⋯⋯⋯⋯⋯·[宋]姚鹏(36)

早春经山⋯⋯⋯⋯⋯⋯⋯⋯⋯⋯⋯⋯⋯⋯⋯⋯⋯·[宋]僧子熙(36)

宿经山⋯⋯⋯⋯⋯⋯⋯⋯⋯⋯⋯⋯⋯⋯⋯⋯⋯⋯⋯⋯⋯⋯⋯⋯[宋] 张少时(36)

陈山道中⋯⋯⋯⋯⋯⋯⋯⋯⋯⋯⋯⋯⋯⋯⋯⋯⋯⋯⋯⋯⋯⋯⋯[宋]朱彦章(36)

题沈山⋯⋯⋯⋯⋯⋯⋯⋯⋯⋯⋯⋯⋯⋯⋯⋯⋯⋯⋯⋯⋯⋯⋯[宋]姚鹏(37)

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一[唐]李9(37)

重修练湖记⋯⋯⋯⋯⋯⋯⋯⋯⋯⋯⋯⋯⋯⋯⋯⋯⋯[元]陈膺(39)

复修练湖记⋯⋯⋯⋯⋯⋯⋯⋯⋯⋯⋯⋯⋯⋯⋯⋯一[元]翟思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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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县志卷之四

学校书院社学学田 祭器书籍

学校⋯⋯⋯⋯⋯⋯⋯⋯⋯⋯⋯⋯⋯⋯⋯⋯⋯⋯⋯⋯⋯⋯⋯⋯⋯⋯⋯⋯⋯⋯⋯．(42)

书院社学⋯⋯⋯⋯⋯⋯⋯⋯⋯⋯⋯⋯⋯⋯⋯⋯⋯⋯⋯⋯⋯(44)

学田⋯⋯⋯⋯⋯⋯⋯⋯⋯⋯⋯⋯⋯⋯⋯⋯⋯⋯⋯⋯⋯⋯⋯⋯(44)

祭器⋯⋯⋯⋯⋯⋯⋯⋯⋯⋯⋯⋯⋯⋯⋯⋯⋯⋯⋯⋯⋯⋯⋯⋯⋯⋯⋯⋯⋯⋯⋯⋯(45)

书籍⋯⋯⋯⋯⋯⋯⋯⋯⋯⋯⋯⋯⋯⋯⋯⋯⋯⋯一．⋯⋯⋯⋯⋯一(46)

丹阳县学三贤堂记⋯⋯⋯⋯⋯⋯⋯⋯⋯⋯⋯⋯⋯．．[宋]陈摹(47)

重修丹阳县学记⋯⋯⋯⋯⋯⋯⋯⋯⋯⋯⋯⋯⋯⋯．[明]李时勉(48)

丹阳县儒学改建庙门衢路记⋯⋯⋯⋯⋯⋯⋯⋯⋯[明]杨一清(49)

重修丹阳县学记⋯⋯⋯⋯⋯⋯⋯⋯⋯⋯⋯⋯⋯⋯．[明]靳-费(51)

丹阳县重修儒学记⋯⋯⋯⋯⋯⋯⋯⋯⋯⋯⋯⋯⋯一[明]杭淮(52)

泮宫春雨诗序⋯⋯⋯⋯⋯⋯⋯⋯⋯⋯⋯⋯⋯⋯⋯[明]唐鹏(53)

祭名宦祠文⋯⋯⋯⋯⋯⋯⋯⋯⋯⋯⋯⋯⋯⋯⋯⋯．．[明],-．a-贤-(55)

祭乡贤祠文⋯⋯⋯⋯⋯⋯⋯⋯⋯⋯⋯⋯⋯⋯⋯⋯一[明]来汝贤(55)

重建庙学碑⋯⋯⋯⋯⋯⋯⋯⋯⋯⋯⋯⋯⋯⋯⋯⋯一[明]张衮(55)

丹阳县儒学重置学田碑记⋯⋯⋯⋯⋯⋯⋯⋯⋯⋯．．[明]马豸(57)

丹阳县儒学重置学田碑记⋯⋯⋯⋯⋯⋯⋯⋯⋯⋯．．[明]谢廷试(58)

丹阳县志卷之五

职官名宦封爵

设官⋯⋯⋯⋯⋯⋯⋯⋯⋯⋯⋯⋯⋯⋯⋯⋯⋯⋯⋯⋯⋯⋯⋯⋯(60)

属官⋯⋯⋯⋯⋯⋯⋯⋯⋯⋯⋯⋯⋯⋯⋯⋯⋯⋯⋯⋯⋯⋯⋯⋯(60)

吏额⋯⋯⋯⋯⋯⋯⋯⋯⋯⋯⋯⋯⋯⋯⋯一⋯⋯⋯⋯⋯⋯⋯⋯⋯(61)

题名⋯⋯⋯⋯⋯⋯⋯⋯⋯⋯⋯⋯⋯⋯⋯⋯⋯⋯⋯⋯⋯⋯⋯⋯(61)

令⋯⋯⋯⋯⋯⋯⋯⋯⋯⋯⋯⋯⋯⋯⋯⋯⋯⋯⋯⋯⋯⋯⋯⋯⋯⋯⋯⋯⋯⋯⋯⋯(61)

达鲁花赤⋯⋯⋯⋯⋯⋯⋯⋯⋯⋯⋯⋯⋯⋯⋯⋯⋯⋯⋯⋯⋯(63)

尹⋯⋯⋯⋯⋯⋯⋯⋯⋯⋯⋯⋯⋯⋯⋯⋯⋯⋯⋯⋯⋯⋯⋯⋯⋯⋯⋯⋯⋯⋯⋯⋯(63)

知县⋯⋯⋯⋯⋯⋯⋯⋯⋯⋯⋯⋯⋯⋯⋯⋯⋯⋯⋯⋯⋯⋯⋯⋯⋯⋯⋯⋯⋯⋯(64)

丞⋯⋯⋯⋯⋯⋯⋯⋯⋯⋯⋯⋯⋯⋯⋯⋯⋯⋯⋯⋯⋯⋯⋯⋯⋯⋯⋯⋯⋯⋯⋯⋯(66)

簿⋯⋯⋯⋯⋯⋯⋯⋯⋯⋯⋯⋯⋯⋯⋯⋯⋯⋯⋯⋯⋯⋯⋯⋯⋯⋯⋯⋯⋯⋯⋯⋯(6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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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68)

典史⋯⋯⋯⋯⋯⋯⋯⋯⋯⋯⋯⋯⋯⋯⋯⋯⋯⋯⋯⋯⋯⋯⋯⋯⋯⋯⋯⋯⋯⋯(69)

教谕⋯⋯⋯⋯⋯⋯⋯⋯⋯⋯⋯⋯⋯⋯⋯⋯⋯⋯⋯⋯⋯⋯⋯⋯⋯⋯⋯⋯⋯⋯(69)

韧I导⋯⋯⋯⋯⋯⋯⋯⋯⋯⋯⋯⋯⋯⋯⋯⋯⋯⋯⋯⋯⋯⋯⋯⋯⋯⋯⋯⋯⋯⋯(70)

名宦⋯⋯⋯⋯⋯⋯⋯⋯⋯⋯⋯⋯⋯⋯⋯⋯⋯⋯⋯⋯⋯⋯⋯⋯⋯⋯⋯⋯“(71)

封爵⋯⋯⋯⋯⋯⋯⋯⋯⋯⋯⋯⋯⋯⋯⋯⋯⋯⋯⋯⋯⋯⋯⋯⋯⋯⋯⋯⋯⋯⋯⋯⋯(74)

丹阳县志卷之六

选举进士乡举岁贡

辟举援例武胄贴封荫叙

进士⋯⋯⋯⋯⋯⋯⋯⋯⋯⋯⋯⋯⋯⋯⋯⋯⋯⋯⋯⋯⋯⋯⋯⋯⋯⋯⋯⋯⋯⋯⋯⋯(76)

乡举⋯⋯⋯⋯⋯⋯⋯⋯⋯⋯⋯⋯⋯⋯⋯⋯⋯⋯⋯⋯⋯⋯⋯⋯⋯⋯⋯⋯⋯⋯⋯⋯(79)

岁贡⋯⋯⋯⋯⋯⋯⋯⋯⋯⋯⋯⋯⋯⋯⋯⋯⋯⋯⋯⋯⋯⋯⋯⋯⋯⋯⋯⋯⋯⋯⋯⋯(81)

辟举⋯⋯⋯⋯⋯⋯⋯⋯⋯⋯⋯⋯⋯⋯⋯⋯⋯⋯⋯⋯⋯⋯⋯⋯⋯⋯⋯⋯⋯⋯⋯⋯(83)

援例⋯⋯⋯⋯⋯⋯⋯⋯⋯⋯⋯⋯⋯⋯⋯⋯⋯⋯⋯⋯⋯⋯⋯⋯·(84)

武胄⋯⋯⋯⋯⋯⋯⋯⋯⋯⋯⋯⋯⋯⋯⋯⋯⋯⋯⋯⋯⋯⋯⋯⋯(86)

她封⋯⋯⋯⋯⋯⋯⋯⋯⋯⋯⋯⋯⋯⋯⋯⋯⋯⋯⋯⋯⋯⋯⋯⋯⋯⋯⋯⋯⋯⋯⋯⋯(86)

荫叙⋯⋯⋯⋯⋯⋯⋯⋯⋯⋯⋯⋯⋯⋯⋯⋯⋯⋯⋯⋯⋯⋯⋯⋯一(87)

丹阳县志卷之七

人物

帝王⋯⋯⋯⋯⋯⋯⋯⋯⋯⋯⋯⋯⋯⋯⋯⋯⋯⋯⋯⋯⋯⋯⋯⋯⋯⋯⋯⋯C88)

贤俊⋯⋯⋯⋯⋯⋯⋯⋯⋯⋯⋯⋯⋯⋯⋯⋯⋯⋯⋯⋯⋯⋯⋯⋯⋯⋯⋯⋯⋯⋯⋯⋯(89)

高尚⋯⋯⋯⋯⋯⋯⋯⋯⋯⋯⋯⋯⋯⋯⋯⋯⋯⋯⋯⋯⋯⋯⋯·(100)

流寓⋯⋯⋯⋯⋯⋯⋯⋯⋯⋯⋯⋯⋯⋯⋯⋯⋯⋯⋯⋯⋯⋯⋯·(101)

烈女⋯⋯⋯⋯⋯⋯⋯⋯⋯⋯⋯⋯⋯⋯⋯⋯⋯⋯⋯⋯⋯⋯⋯⋯⋯⋯⋯⋯⋯⋯⋯(103)

丹阳县志卷之八

坛道祠庙陵墓

坛塘祠庙⋯⋯⋯⋯⋯⋯⋯⋯⋯⋯⋯⋯⋯⋯⋯⋯⋯⋯⋯⋯⋯⋯(105)

季子庙碑铭⋯⋯⋯⋯⋯⋯⋯⋯⋯⋯⋯⋯⋯⋯⋯⋯[晋]殷仲堪(t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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