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谷 公 墓 誌  

先生讳庭坚字鲁直生於宋仁宗庆历五年六月十二辰时登宋治平四年进士累官翰

林院编修赠龙图阁学士諡文节公當时縉绅先生呂居仁等推为江西诗祖舒州石牛

洞有山谷寺公遊而乐之自号山谷道人奉㫖编修神宗实录被论而謪涪州别驾又号

涪翁子相字小德亦有诗名先生於崇甯四年九月晦日殁于宜州贬所大观三年十一

月门人苏伯固蒋伟䕶其灵柩归葬双井祖塋之西铭曰于岁修之水兮色悠悠泉觱沸

兮在中流公往来兮井井灵在兮溪月在岭公井匕兮往来麟翩嫺兮凤赔顋修有鲜兮

匪鳣匪鲔饮有茗兮匪浆匪醴修水盤兮沦石鼎香之思兮咏之永公欲去兮何彷徨乘

白云兮违帝傍兮何为曾孙之思兮修之水长恸哉情不忘将斯文镂太史之祠堂 

                             元翰林院学士圭齋欧阳元拜撰 



 

 

 

 

 

     

 

 

 

 



 

 

 

 

 

 

 

 

 

 



 

 

 

 

 

 

 

 

 

 



 

 

 

 

 

 

 

 

  

 



 

 

 

 

 

 

 

 

 



 

 

朝 汶 公 房 仕 雄 公 墓 誌 铭  

昌黎韩公云莫为之后雖盛勿傳细繹斯言良有以也吾宗亦四世族祖仕雄公殁於元

代季年葬平北岑川九峯祠之对岸山势回顾堂局未为澗达而马斯洞之水自右而来

者为俗呼隔江印之石墩挽住回环曲折萦绕穴前左望新田洞冉匕而来水雖斜出堂

后而外山包裹内山朿阳气入内局下关封锁甚固九峯形势收揽无遗而世称九峯尖

者更倚天拔地耸立於前墓门瞻仰恍若展金阙而覲至尊侍卫森严高无与竝由此观

之公子九人徧佈於长岳各属枝匕竸秀叶匕敷榮未始非扶与磅礴山水锺灵之明騐



 

 

也顾志者日益远亲者日益疏孝子慈孙雖望风缒绻数典不忘而往往牵於人事限於

地域祭扫看护等事概由环近亲支单独负责而环近诸君子亦以大义所关引为己任

绝不以事涉偏枯稍存推诿噫當仁不让贤者固如是乎民国癸未秋予因有事九修谱

局偶偕局内同人展公墓道见其所竖石围碑碣皆清乾隆时之古蹟鸣呼其在乾隆以

前三百余年之往事雖不可得而知自乾隆迄今又历二百余年有奇而巍巍高塚尚如

鲁殿灵光䇄然不坏乃歎公之生前蘭玉盈庭固极一时之盛而公之殁后松揪麥饭用

能傳诸久远不至与荒坵古墓寂匕焉同归泯滅者其得力於后之人为何如耳故铭之曰 

事有亘千年而不敝者依人力之䕶持人有况百世而可通者感气类之不殊  公之遗



 

 

蜕藉山林以资其鞏固  公之灵荫憑血气以永其灌输予於五百年后铭诸片石冀以

诏公之后嗣胥惓惓於水源木本而不民其追远之思 

                               朝桂房八十四派孙南针名元赞号岳樵谨譔 

仕 雄 公 墓 图 说  

公讳仕雄字鸢飞宋龙图阁学士山谷公之十二世孙也元延佑三年丙辰正月十二午

时生殁明洪武二十九年丙子七月初七寅时葬九峯荡扒山迄今五百有余岁矣稽往

绪溯前徽文獻无徵蓋亦难以纪  公之实德也然而高塚巍匕丰碑屹匕芳茂草林临

春欲笑虬松千尺势欲参天故堪輿家以为得风水之胜天地之灵光洵以报施有德豈



 

 

泛匕者所能锺是灵毓是秀哉而且砂环水绕层叠拱卫前列尊星屹立灵表其后昌之

固可者籍以徵乎数百里龙势之碗蜒而莫知其绵远焉公子九长孟一其裔居平北焕

学里及湘邑黄家寨是也次孟二其裔居长沙汀龙白沙桥孟公湾及湘邑脍鱼桥青狮

桥是也三孟三其裔居大坪段白雁塘圑螺山是也四孟四其裔居九峰东山黄塘岳阳临

湘浏阳是也而黄夫冲者孟五裔所居也许家江孟六裔所居焉月铉山孟七裔所居焉金 

坑沙市南林冲黄帝园黄伯祥营田孟八裔所居焉梓江孟九裔所居焉时当元末明初

之际集㪚无常迁徙不一而其根深枝茂源浚流长综计之若纲在纲有条不紊是此瓜

瓞绵长簪缨鼎盛何莫非食公之旧德服公之先畴也嗟呼殁而为灵固知生之为英谓

非产灵芝之九茎而嫓美者乎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甚望后之人念之者 

                                        孟一公房裔孙際北孺庭氏敬譔 



 

 

孟 四 房 隐 峯 公 传  

宗彪公字榖俊思贵公子也身居府庠遊其门者牆舍不能容田糧大百有零内周宗族

外济乡朋有子二人长益询分居黄棠次益青守祀九峰以承先为重务以裕后为要圓

有子五人长仲诚次仲高三仲富四仲贵五仲友当时称为五龙而仲诚登名黌序则将

山谷公遗乘续纂成牒适邑令罗士惠下顾其廬披阅而乐疾书以序至今子孙千億分

居州郡者莫不守其手泽而不忘焉则是清公有彪为父而作於前有诚为子而述於后

洵姬昌后一入哉 

 



 

 

孟 四 房 道 山 公 行 略  

公讳秀字实庵号道山生而聪颖年十三补弟子员隨食饩博通经史旁及天文地理医

卜等书积学多才当滇逆踞岳时人多往投授伪劄公知其必败隨父母避於黄道山读

书坚守不出事亲极诚孝封翁均鼎公年六十卒於乡哀毁骨立家贫葬祭尽礼孺慕弗

忘母余太君有疾辄齐沐虔祷寿八十一乃终生平居心仁厚秉性正直守己狷介不苟

待物真诚无伪每试必冠军尤潛心理学实意诲入当道敦请弟子受业每为业学师四

方从遊有性敏家寒者不计朿脯且饮食教诲之故门牆之士成村甚众雖居市诚不干



 

 

预外事然邑中免荒改学诸大务必倡率行之当事屡聘阅文所取士后多中式者年四

十選拔贡五十五领康熙癸巳恩科乡蒍六十四始成辛丑科进士引见圣祖直陈其年

不敢欺假選翰林院检讨工诗赋古文凡御试进  应制诸作皆见称於馆阁前辈有声

艺苑充纂修明史典训方略等官 

世宗雍正五年以奏对称 

㫖特授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屡有建白雖官居清要而志存闲汇无競榮利不阿权势因

年老未及大用以展所学年七十一致仕乡居杜绝请谒行谊文章为当世器重后学楷

模学者皆称道山先生在京评選甲辰丁未数房牍癸卯丙午等科默卷文粹梓行海内



 

 

年八十猶孳匕好学手不释卷以制艺就正者即援笔成文款之黔抚聘修通志总裁復

改纂本郡邑誌课子与孙惟重文行长衍琼教成人泮次衍琬以廪中副车三衍瑗癸卯

举人四衍璨乙卯拔贡后中举人五衍理以超等食饩举优后中举会明通塝进士原配

胡宜人续娶李宜人俱称内助之贤平生赡宗睦族济人利物有全人妻子助族婚姻之

事淡於利欲勤於学问著述甚多有道山诗文全集十余卷读史百詠四书讲义文稿百

余篇行世尚有评史質言诗数百首文数百篇奏牒数十条稿茂於家 

 

 



 

 

志 勉 公 左 右 附 葬 墓 誌  

尺塘自金溪公葬后裔孙在重公於乾隆甲辰祔葬於左知能公於乾隆戊申祔葬於右

茲因族谱重修谨载墓誌使后之孙子得以稽考云 

孟 四 房 鑑 古 公 傳  

公讳衍眷字文重号鑑古其祖匡楚嘗煮粥赈饥乡人羣诵其厚德子四人长枝孙即公

父也笃习儒业博学强识自康熙二  往云南省从兄督府协镇枝子得受主簿其后解

组遂与兄枝子同卜宅溟省偏桥没葬郊水焉公为人严毅正直取予不苟好恶无偏膽



 

 

量过人过事敢作立雷霆之下而不驚处风霜之会而不变公配朱氏温惠淑愼四德克

全子四人松柏樱槙皆醇厚有父风焉  尤明敏嗜学以成宏为步趨雖数奇未遇而以

诗文自豪不介意功名孙长烛聪雋頴特能读书继志 

大 洲 朝 汶 志 清 公 墓 誌  

公字存顺乃孟琼公之苗裔也由九峰迁居大洲闢地开荒创成基业所谓发源之祖也

生於明永乐廿一年癸卯九月十四巳时德配龙孺人生于永乐二十年壬寅七月十七

申时夫妇没俱葬祖处九峯塘冲龟形甲山庚向观其山明水净拥䕶穴情殆可谓福入

得福地也顧公之啟后承先卓有贻谋近世子孙服畴食德尚属聚族而居道念公生前

之缔造艰钜及殁后之福荫灵长未敢以世远程遥致令遗骸所讬渐成荒坵古墓淹殁



 

 

无闻茲特为之刻石冀以流傳后世永资不朽云爰为之铭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

之道曰柔与刚卜得吉坏山高水长两仪相配镇古流芳 

                                        十三裔鸿轩氏谨識 

建 周 公 像 赞  

  谈经振铎世余春     辈出英才德润身 

  课读督耕堪景仰     忠诚踏实共相亲 

  东山高卧无穷乐     北斗空悬分外明 

  举案齐眉徵福命     愿公晚景更添新 

                  族姪孙嘯皋敬题        公元一九九二年壬申岁瓜月吉旦 



 

 

湘 华 公 夫 妇 墓 誌  

公讳湘华字轻清系敬主公之五子也一生公正忠厚傳家幼习诗书任教多年勤勤恳

恳地工作关心学生联系群众为地方笔墨应酬至老不倦德配 

湛老孺人心慈惠性婉娩事翁姑以孝待妯娌以和疑客延宾以恭公与孺人自奉樸素

共嘗艰苦教子课孙男婚女嫁可谓无缺无憾凡公欲为之事孺人皆一一有以助之建栋

宇兴家园其创业何大耶逾六旬乐齐眉庆举案佇看蘭桂腾芳谢职归来指顾间事耳值

此安定时期卜吉于屋之右侧栗樹冲中觜上夫妇合竪生塋并命余为誌以表百世不朽 

覽其佳城山环水绕东阳之气牛眠之地夫妻痊此灵佑万年 

           族晚  嘯皋敬撰              公元一九九二年壬申岁孟夏榖旦 



 

 

朝 政 房 可 弘 先 生 传 记  

可弘字校贤早岁失怙家境清贫幼年从读于伯父紫轩公先生赋性聪颖胙史枕经精

通诗词歌赋尤善楷书  年十九从事教育诲人不倦五四运动后教育改革先生能接

受新的教育方法其授业者无不沐春风化雨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乃先生之教诲也 

先生见母孀居极为孝顺族黨争讼者竭力为之排解故口碑载道矣 

民国十九年设馆向家正处革命暂时低潮革命者被捕四十余人先生不顾安危挺身

而出众均获得保释解脱枭囚故皆呼先生救命之人也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德今古堪扬先生雖死其名可彰傳之后辈效法毋忘 

                                                     族柱中撰 

                                        公元一九九二年壬申岁春榖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