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公祖祠墓山田约记
一始祖玉溪公墓在长沙万寿都古石塘铺茭塘之将军山后

呼许家坪屋后山内一团五塜之中居中一塜葬历三朝墓前

原有墓碑碑靣镌元故三峰曹玉溪之墓碑背有字四行半就

糢糊碑式另详康熙辛丑族淡民公将碑墓绘图泐谱乾隆癸

巳尧华端靖四房续修谱牒又重开车谱端二十三年冬族人

因旧碑年代久远风雨飘淋字跡蒙糊照原重立新碑其旧碑

迎置株山老屋场华房支祠奉礼道光十六年众房买族特亭

所接邹振薮契内许家坪屋后山内上自嵜崙有壕起下至屋

后围墙外五尺止左有夹壕坑为界右抵坡心挖沟为界以为

始祖护坟馀地界内有邹王氏坟一塜前后各贰丈左右各壹

丈伍尺 公坟前后有古坟四塜听其标掛契存 尧公房收

一株山在万寿都黄花铺下黄花坝垅中乃二世祖受二公妣

陈氏一塜受三公妣袁氏一塜受五公妣汤氏及三世祖秀三

公并妣华氏之墓一塜三棺立有株山曹氏祖墓碑记其山周

围抵田樹木成林历年久远后为陈姓管至嘉庆六年族备价

与陈姓买此保墓有契并合约均载山樹曹陈公管曹保祖墓

陈保墓山之水口同蓄禁永不砍伐铲挖进葬其契约係尧房

房长轮流交收

立契倾心吐卖山场樹木人陈东安家儒伟人同各房挥凤函

三义和玉振光南定安每田履和华团等今因新塘中屋坟山

下手山一支山下週围俱係陈田其山虽东等私业历与高祖

株山文契合约録



匪石公子孙及老大房伯祖九万公子孙公同蓄禁以培墓山

下手缘曹姓欣枝定甫元会耒菴憲章维汉兆魁兴周等谱载

有祖坟三塚在山向陈买山保管业存斗陈姓两公子孙管业

两姓各立合约互收合管不分界限当日恁中陈金尧柳以功

曹长发等曹人出备价银伍拾两整其银陈人比日亲手领足

外不具领其山扦明周围抵田边为界陈曹两姓子孙公同蓄

禁曹保祖墓陈保墓山之水口俱不得砍伐铲控永禁进葬其

坟三塜听曹修理立碑其余旧塜照旧无異此山陈契载团山

曹谱载株山今既公同管业山名可不执論此係二比自心情

愿中间并无压卖贪金等情今欲有凭立此永卖文契一纸付

曹长久收执为照

嘉庆六年六月初六日立笔陈东定家儒伟人

立合约人陈东定挥凤等情因地名新塘冲陈人定元耒憲维

兆兴等族谱有祖坟三塚在山向陈买交曹其山扦明周围抵

田边为界两姓子孙公同蓄禁俱不得砍伐铲挖永禁进葬其

坟三塜听曹修理其余山内旧塜照旧无異其山陈契载团山

曹谱载株山今既合管山名两不争论此係二比自愿各立合

约互相永远收执为据 同契内年月日立

龙王岺观音岺储家坡三处山场原係尧华端靖四大房子孙

公管前谱所载未详迩年来各房有私自围园并起造屋宇者

因于道光七年春傅集四房人等公同酌议书立合约四纸各

房房长轮流交收道光十年各山竖立碑石以后永照合约遵

行不得再围再造其巳围造者不得私管其山界龙王岺山西

抵柳姓壕基南抵田边东抵梅溪随田山界北抵大港为界内

寄岺北岸原係吾族中契管铲挖山仍听照旧铲挖日后不得



出售外姓观音岺山上齐寄岭有壕下抵田边左抵田边左抵

秋圃壕基自寄岭直下至田边右氏舜臣山壕亦自崎岺直下

至田边为界储家坡山上齐嵜岺下抵特亭田边壕基左抵特

亭山壕右抵贡各山坡心为界

立合约字人鹤亭协一必然云升等情缘祖遗龙王岺观音岺

储家坡三处公山原係尧华端靖四大房公管近来族中有于

各山内起造围园者不一恐日远年湮藉称私业致生異议今

各房人等共为商议嗣后不许再于山内起造围园其已造屋

者准其自居看守山场已围园者只许自种蔬菜均不得私行

典售已葬坟者听其于禁步樹碑不得藉称墓山至各山可以

栽蓄者公同栽其龙王岺山嵜风华正茂北岸吾族有契载划

挖者仍听照旧倘各该业出售異姓不得混载此山划挖其南

岸现拟公栽公蓄禁止划挖異日樹木生息四房公分今欲有

凭公立合约四纸钳记互收为据

       光玉      兆奎      永青       协一

凭     晨稀      得宜      履安       必然       俱

族     以中      碧池      辑五       学骥       押

       鹤亭      宏茂      楚璧       达道

   尧公房合约鹤亭笔晨稀收

   华公房合约协一笔辑五收

   端公房合约云升笔以中收

   靖公房合约必然笔碧池收

道光七年正月十六日    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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