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
芜
侯
庙
创
修
记

孟
子
谓

曾
子
居
武
城
今
南
武
山
即
共
故
里
也
蓋
曾
氏
家
於
此
当
杏
壇
设
教
本
鐸

声
扬
之
日
立
孔
氏
之
庭
者
三
千
陪
洙
泗
之
席
者
七
十
而
道
统
之
傅
镯
得

其
宗
者
惟
曾
氏
焉
其
嘉
言
善
行
皎
如
日
星
昭
於
雲
汉
光
乎
前
圣
训
乎
后

学
视
万
億
年
犹
一
日
也
建
庙
庭
崇
祀
典
以
亯
天
下
无
穷
之
报
也
宜
矣
奈

何
派
系
既
远
庙
貌
倾
摧
虽
累
朝
葺
治
而
与
废
不
能
无
正
统
甲
子

勅
天
下
所
同
修
治
应
祀
神
庙
而
嘉
祥
教
谕
温
良
以
郕
宗
国
圣
公
庙
宇
倾

坏



奏
请
修
理
乃
以
正
统
乙
丑
秋
八
月
与
工
越
明
明
丙
寅
二
月
落
成
於
时
山

东
道
宪
江
右
萧
公
啟
總
督
其
事
越
半
载
而
庙
成
塗
黝
垩
之
完
美
粧
塑
相

貌
之
俨
雅

曾
父
曾
母
位
於
寝
室
之
中

宗
圣
公
曾
元
并
坐
於
左
右
而
各
以
夫
人
配
焉
申
华
曾
西
侍
坐
於
两
旁
而

东
西
向
焉
位
次
配
祔
盖
因
其
旧
而
席
之
也
又
明
年
山
东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右
参
议
今
户
部
侍
郎
和
阳
马
公
谅
按
临
二
邑
躬
亲
谒
庙
覩
此
席
次
乃
曰

嗟
夫
天
叙
之
典
未
正
人
心
有
所
不
惬
天
秩
之
礼
未
明
神
灵
有
所
不
安
遂

绘
为
图
捐
俸
廪
命
兖
州
府
同
知
姚
公
昱
領
其
事
金
乡
主
簿
方
伯
辉
督
其



成
復
於

宗
圣
公
庙
之
西
刼
建

莱
芜
侯
庙
东
西
两
廊
经
始
於
丁
卯
冬
鸠
以
工
匠
掄
以
村
木
陶
以
砖
瓦
量

期
以
役
之
计
工
以
傭
之
捐
俸
米
具
饔
飱
以
供
飼
之
出
镪
幣
设
酒
肴
以
犒

劳
之
由
是
工
各
効
能
人
各
效
力
以
岁
戊
辰
正
月
癸
卯
既
望
越
四
日
丙
午

立
焉
不
日
而
庙
貌
之
峨
也
塈
盖
之
新
也
丹
艧
之
涂
也
独
置

宗
圣
公
同
夫
人
祀
於
寝
庙
固
南
其
面

莱
芜
侯
移
之
新
庙
中
夫
人
祀
於
寝
室
均
坐
而
南
向
焉
曾
元
曾
申
曾
华
曾

西
位
於
两
廊
而
东
西
向
焉
然
后
父
子
之
伦
燦
然
而
尊
卑
定
夫
妇
之
肃
然



而
内
外
分
古
今
尊
崇
遐
迩
瞻
仰
吾
道
增
光
斯
文
出
色
吁
非
大
参
马
公
之

卓
识
则
典
礼
无
以
明
非
司
马
姚
公
之
赞
襄
县
簿
方
君
之
效
勤
则
庙
宇
无

以
成
庙
宇
既
成
典
礼
以
明
人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