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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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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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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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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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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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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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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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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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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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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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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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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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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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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難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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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道

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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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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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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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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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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霽

虹

消

電

滅

秋

高

氣

淸

潦

收

水

澈

一

鏡

天

開

羣

峯

翠

列

醉

雪

子

躍

然

而

喜

興

逐

雲

飛

景

與

心

豁

鼎

湖

之

游

迥

不

可

遏

於

是

刳

沙

棠

以

爲

舟

兮

斲

木

蘭

而

爲

檝

緝

薜

荔

以

爲

葢

兮

束

芙

蓉

而

爲

衞

菊

爲

帳

兮

毿

毿

荃

爲

旌

兮

孑

孑

窮

龍

伯

之

幽

宮

兮

訪

水

仙

之

潜

闕

恍

蕩

漾

於

蓮

之

漪

兮

忽

飄

揚

於

蘆

之

涘

旣

流

連

於

蘋

之

洲

兮

復

徘

徊

乎

菱

之

沚

覽

秋

蘭

之

靑

靑

兮

覩

江

蘺

之

靡

靡

振

芳

馨

之

易

歇

兮

嗟

美

人

之

莫

采

泝

寒

波

之

瀏

瀏

兮

見

白

石

之

齒

齒

游

鰌

鰷

之

潎

潎

兮

躍

魴

鯉

之

亹

亹

怪

黿

鼉

之

隱

見

兮

愕

蛟

螭

之

相

繆

顧

鸛

鶴

之

濯

濯

兮

玩

鸂

鶒

之

悠

悠

陋

鳧

鷖

之

泛

泛

兮

鄙

鷗

鷺

之

浮

浮

厭

鴐

鵝

之

唼

唼

兮

惡

鴇

鶂

之

咿

幽

善

鴿

之

相

友

兮

感

王

睢

之

好

仇

羨

鴻

鵠

之

高

舉

兮

豈

罾

弋

之

可

求

放

吾

道

於

中

止

兮

肆

吾

樂

於

安

流

置

吾

身

於

太

極

兮

騁

吾

神

於

天

游

舉

萬

物

不

能

汨

吾

欲

兮

隨

造

化

之

所

遇

而

行

休

招

靑

山

以

爲

侣

兮

呼

白

雲

而

爲

友

藉

大

塊

以

爲

席

兮

挽

滄

溟

而

爲

酒

盼

長

江

爲

杯

盎

兮

覷

泰

山

爲

培

塿

量

有

以

隘

乎

雲

夢

兮

氣

有

以

貫

乎

牛

斗

興

超

越

於

郞

官

之

謫

仙

兮

志

骯

髒

於

濠

梁

之

䝉

叟

寄

百

年

於

須

臾

兮

豈

天

地

之

所

能

久

縱

達

人

之

大

觀

兮

與

羣

公

而

行

樂

發

口

葩

以

迭

倡

兮

飛

觥

籌

而

交

錯

予

旣

醉

以

忘

情

兮

希

混

沌

於

太

璞

若

羽

化

而

登

仙

兮

超

庸

庸

之

溷

濁

踵

蓮

社

之

風

流

兮

繼

蘭

亭

之

雅

作

愴

金

谷

之

蕪

没

兮

悲

梁

園

之

寂

寞

弔

无

量

之

遺

踪

兮

慕

子

瞻

之

高

躅

慨

往

迹

之

易

陳

兮

歎

湖

山

之

如

昨

納

衆

流

之

湠

漫

兮

固

坤

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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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之

磅

礴

曠

要

眇

以

澒

洞

兮

小

西

湖

爲

一

勺

盡

麗

澤

之

餘

懽

兮

復

循

環

而

酬

酢

少

焉

曜

靈

西

沈

皓

月

東

上

風

波

徐

興

毛

骨

颯

爽

衆

客

不

能

留

焉

醉

雪

子

援

琴

而

歌

曰

湖

之

水

兮

幽

以

深

風

浪

作

兮

蛟

龍

吟

壼

有

酒

兮

旨

且

馨

聊

逍

遙

兮

樂

同

心

蘇

子

扣

舷

而

和

之

以

歌

曰

湖

之

水

兮

淸

以

幽

湖

之

山

兮

消

我

憂

樂

旣

極

兮

不

少

留

今

夕

何

夕

兮

與

子

同

舟

歌

竟

主

人

頺

然

客

亦

就

寢

萬

籟

宵

鳴

卓

然

而

醒

適

有

漁

父

鼓

檝

而

進

顧

予

而

言

曰

子

非

坡

仙

歟

湖

中

之

游

樂

乎

予

未

及

答

漁

乃

放

歌

而

去

予

亦

長

歗

而

返

但

見

蒹

葭

蒼

蒼

夕

流

滉

瀁

四

顧

寂

然

不

知

所

往

大
昌
曰
序
云
衆
賓
咸
集
則
同
游
不
止
此
數
人
其

曰
醉
雪
子
松
泉
子
樂
畊
皆
淩
氏
叔
姪
均
見
集
中

酬
荅
諸
作
特
其
名
未
能
詳
焉
至
所
謂
醉
雪
堂
樂

畊
所
松
泉
諸
勝
故
址
巳
付
之
蔓
草
荒
烟
其
所
在

殊
不
可
考

十
年
僧
節
庵
日
初
重
修
廣
嚴
寺
武

林

梵

志

十
三
年
秋
七
月
海

凌
伯
祺
居
鼎
湖
陽
蘇
平
爲
作

湖
曲
隱
居
賦
雪

溪

漁

唱

集

湖

曲

隱

居

賦

序

云

海

昌

凌

君

伯

祺

世

居

鼎

湖

之

陽

據

有

山

水

之

勝

隱

居

湖

曲

適

情

於

烟

波

魚

鳥

間

以

詩

酒

爲

樂

淸

標

雅

望

時

人

莫

之

識

也

嘗

求

賦

於

予

予

知

君

爲

深

故

爲

著

其

景

趣

之

萬

一

云

時

正

統

戊

辰

秋

七

月

初

吉

也

賦

曰

繄

若

人

之

蓄

德

兮

立

脩

名

於

初

服

振

芳

聲

於

海

隅

兮

繼

簮

纓

於

茂

族

紹

先

世

之

厥

美

兮

踵

昔

人

之

遺

躅

韜

吾

光

於

寂

寞

兮

樂

吾

生

於

幽

獨

聊

逍

遙

於

泉

石

兮

澹

容

與

於

林

麓

非

輕

世

以

肆

志

兮

豈

隨

波

而

混

俗

聳

夏

屋

之

渠

渠

兮

占

鼎

湖

之

一

曲

帶

臨

平

之

長

薄

兮

接

滄

溟

之

平

陸

山

蜿

蜒

以

拱

秀

兮

水

縈

紆

而

環

玉

風

揚

瀾

以

成

文

兮

雨

灑

波

而

浮

淥

懷

睢

陽

之

義

節

兮

瞻

許

溪

之

遺

俗

景

无

量

之

藏

修

兮

顧

書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六

堆

之

起

伏

放

吾

情

於

天

地

兮

嗟

衆

人

之

局

促

企

龎

老

於

鹿

門

兮

希

李

愿

於

盤

谷

仰

狂

客

之

鏡

水

兮

追

武

公

之

淇

澳

覽

芙

蓉

於

遠

浦

兮

睹

木

蘭

於

芳

渚

采

揭

車

於

長

洲

兮

捋

江

蘺

於

遙

漵

善

蕙

茝

之

並

毓

兮

感

衆

芳

之

得

所

喜

白

鳥

之

時

下

兮

羨

冥

鴻

之

高

舉

旣

握

瑾

以

自

售

兮

吾

豈

攺

度

而

廢

矩

紛

世

態

之

齷

齪

兮

舉

目

誰

其

爲

侣

噫

吾

道

之

大

行

兮

致

吾

君

於

唐

虞

慨

吾

道

之

旣

塞

兮

潔

吾

身

於

巢

許

脫

溷

濁

於

樊

籠

兮

邁

淸

標

於

塵

坱

詫

范

蠡

之

歸

來

兮

樂

龜

䝉

之

豪

放

仰

志

和

之

淸

眞

兮

感

嚴

陵

之

高

尙

盼

孤

鶩

於

鏡

中

兮

坐

扁

舟

於

天

上

濯

吾

足

於

滄

浪

兮

答

漁

人

之

淸

唱

泝

皓

月

以

夷

猶

兮

擊

空

明

而

溶

漾

惟

縫

掖

之

往

來

兮

肅

衣

冠

而

相

讓

托

琴

書

以

愉

悅

兮

瀉

淸

酤

而

酣

暢

盡

賓

主

於

東

南

兮

動

江

湖

之

雅

望

重

曰

美

人

飄

颻

雲

水

鄕

泉

旣

潔

兮

可

濯

可

湘

采

蘋

藻

兮

薦

馨

香

陳

壼

觴

兮

樂

時

康

鼓

吾

腹

兮

歌

虞

唐

美

人

飄

颻

水

中

央

步

沿

洄

兮

且

翱

且

翔

舉

網

得

鮮

兮

鯉

與

魴

陳

壼

觴

兮

樂

時

康

鼓

吾

腹

兮

歌

虞

唐

天
順
二
年
重
建
寶
慶
院
嘉

靖

仁

和

縣

志

三
年
知
杭
州
府
胡
濬
知
仁
和
縣
周
博
相
度
臨
平
曹

家
渠
石
筧
太
低
者
重
令
砌
高
嘉

靖

仁

和

縣

志

天

順

間

知

府

胡

濬

以

父

老

郞

暹

言

躬

同

知

縣

周

博

計

量

近

河

一

帶

民

田

多

寡

起

夫

開

濬

相

度

筧

門

太

低

者

重

令

砌

高

○

浙

江

通

志
丁
立
本
曰
水
利
之
䇿
固
在
因
時
制
宜
然
急
一
時

之
利
而
不
思
古
人
設
法
深
心
其
患
遂
致
隱
伏
如

胡
君
者
亦
勤
求
民
瘼
之
良
吏
而
石
筧
重
砌
令
高

於
水
潦
盛
時
用
意
亦
善
然
至
旱
不
能
洩
水
則
䇿

非
萬
全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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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七

胡
濬
重
修
臨
平
閘
浙

江

通

志

在

運

河

官

塘

一

帶

潦

漲

河

溢

皆

由

此

洩

入

下

塘

明

天

順

間

知

府

胡

濬

重

修

胡
濬
周
博
重
建
小
林
大
閘
浙

江

通

志

天

順

間

知

府

胡

濬

知

縣

周

博

重

建

一

鄕

䝉

利

溉

田

數

千

六
年
臨
平
諸
生
馬
廸
以
例
貢
赴
京
入
國
子
監
嘉

靖

仁

和

縣

志

廉

介

傳

馬

廸

字

從

簡

仁

和

臨

平

人

幼

頴

悟

精

易

學

旁

通

經

史

及

百

家

長

游

邑

庠

天

順

六

年

以

例

貢

赴

京

考

入

冑

學

旣

而

選

授

福

建

興

化

少

府

職

坐

淸

戎

遇

有

亡

命

流

徙

察

可

點

補

其

有

絶

者

務

在

開

除

未

嘗

追

迫

或

委

聽

訟

因

事

原

情

不

尙

刑

杖

蔬

食

布

衣

甘

心

淡

泊

人

有

餽

贈

婉

言

辭

謝

是

以

庭

淸

如

水

請

託

不

行

後

以

倦

勤

早

乞

休

致

言

旋

之

日

行

李

蕭

然

自

幼

善

詩

興

動

輒

吟

咏

相

知

傳

誦

白

首

不

干

公

府

見

重

鄕

評

夀

幾

八

十

不

疾

而

終

○

福

建

福

府

志

循

吏

傳

馬

廸

字

惠

吉

仁

和

天

順

間

貢

生

成

化

中

任

福

州

同

知

淸

愼

敏

捷

修

舉

廢

墜

有

便

民

者

無

不

爲

善

詩

畫

所

至

留

題

州

人

皆

愛

重

之

吳
慶
坻
曰
沈
記
於
臨
平
諸
賢
每
備
載
之
以
爲
榮

故
宋
大
學
生
徐
垓
舉
進
士
第
一
人
書
其
將
入
仕

途
之
始
馬
廸
嘉
靖
仁
和
志
則
入
廉
介
傳
福

志

則
入
循
吏
傳

國
朝
乾
隆
杭
州
府
志
采
福
寍
志

入
循
吏
傳
其
賢
亦
足
稱
矣
至
兩
志
或
云
其
字
爲

從
簡
或
云
字
惠
吉
不
同
殆
其
爲
別
字
也

又
曰
嘉
靖
仁
和
志
謂
選
授
興
化
同
知
不
及
福

任
福

志
謂
任
福

州
同
知
不
及
興
化
殆
分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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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八

後
任
故
兩
志
各
舉
其
一
歟

憲
宗
皇
帝
成
化
七
年
二
月
史
鑑
偕
僉
事
劉
玨
沈
周
沈

召
同
游
臨
平
山
作
望
臨
平
山
記
史

鑑

西

村

十

記

記

臨

平

山

一

錢

塘

山

水

名

天

下

四

方

之

人

不

遠

千

里

以

一

游

爲

快

何

況

吾

蘇

與

之

名

相

亞

地

相

望

徐

行

四

日

疾

行

三

日

皆

可

達

然

而

足

跡

未

嘗

一

至

者

何

也

蓋

無

名

人

勝

士

可

依

藉

以

行

故

徘

徊

顧

望

而

不

卽

遂

者

蓋

將

以

有

待

焉

耳

前

三

四

年

鄕

先

生

劉

僉

憲

友

人

沈

啟

南

嘗

與

予

訂

爲

斯

游

因

竊

自

賀

以

爲

平

生

所

待

而

藉

者

茲

遂

矣

又

各

以

事

縻

不

果

行

成

化

辛

卯

歲

二

月

乃

始

克

踐

之

先

是

一

月

與

啟

南

定

行

日

其

仲

繼

南

聞

之

欲

同

往

予

欣

然

諾

之

是

月

四

日

三

君

子

過

予

家

留

信

宿

行

踰

嘉

興

厯

石

門

道

崇

德

始

望

見

有

山

隱

隱

出

天

際

人

指

云

臨

平

山

也

又

行

餘

五

十

里

乃

至

山

下

時

快

雪

新

霽

重

岡

複

嶺

積

素

凝

華

上

下

一

色

寒

光

皓

彩

奪

人

目

睛

瓊

林

玉

樹

布

列

巖

崖

上

玲

瓏

玓

瓅

絶

可

愛

凡

齗

齶

之

狀

蒼

翠

之

色

舉

䝉

被

皎

白

斂

巧

藏

奇

一

返

太

樸

如

仙

姝

玉

女

不

爲

世

俗

豔

媚

態

而

淡

妝

素

服

風

韻

高

潔

終

異

凡

人

僉

憲

歎

曰

始

吾

之

南

也

以

斯

景

爲

不

及

見

而

今

茲

遇

之

豈

天

將

全

吾

觀

乎

雖

然

仲

春

之

雪

非

時

也

吾

何

敢

游

觀

之

樂

爲

哉

宜

不

忘

吾

憂

不

溺

吾

樂

者

吾

其

爲

心

樂

至

而

憂

或

忘

者

吾

其

爲

迹

君

子

之

道

也

二

三

子

其

識

之

作

望

臨

平

山

記

大
昌
曰
明
代
史
鑑
有
二
其
一
爲
長
洲
人
宏
治
已

未
進
士
見
太
學
題
名
碑
其
一
爲
吳
江
人
字
明
古

號
西
村
隱
居
不
仕
撰
有
西
村
集
西
村
十
記
皆
游

杭
時
作
也
記
臨
平
山
一
篇
居
十
記
之
首
蓋
自
蘇

入
杭
取
道
先
至
臨
平
故
記
寶
石
山
則
云
自
臨
平

指
西
南
行
將
六
十
里
至
杭
次
弟
爲
述
以
分
篇
目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九

文
中
描
繪
山
雪
風
景
爲
臨
平
别
開
生
面
焉

十
三
年
二
月
僉
事
錢
山
采
石
臨
平
山
修
築
海
塘
成化

杭

州

府

志

成

化

十

三

年

二

月

海

海

溢

決

隄

偪

盪

城

邑

鎭

廵

因

命

采

石

臨

平

安

吉

諸

山

○

海

塘

擥

要

成

化

十

三

年

海

隄

決

僉

事

錢

山

重

築

障

海

塘

成
化
間
重
建
臨
平
景
星
觀
嘉

靖

仁

和

縣

志

○

成

化

府

志

作

景

靈

觀

併
東
鄕
芳
梅
村
梵
天
寺
於
桐
扣
保
慶
院
成

化

杭

州

府

志

梵

天

寺

在

東

鄕

芳

梅

村

吳

越

王

建

名

順

天

宋

治

平

改

今

額

元

末

燬

洪

武

初

建

今

併

於

保

慶

院

孝
宗
皇
帝
宏
治
三
年
仁
和
槎
渡
村
麥
秀
兩
岐
武

林

紀

事

羅
榘
曰
艮
山
雜
志
云
槎
溪
今
不
著
惟
官
莊
後
河

橋
北
有
四
橋
相
向
西
曰
槎
渡
東
曰
槎
溪
南
曰
永

樂
北
曰
豐
樂
里
俗
總
呼
之
曰
和
睦
連
橋
其
橋
水

道
自
丁
橋
東
達
方
橋
者
似
古
爲
槎
溪
矣
水
經
注

云
浙
江
東
合
臨
平
湖
又
東
徑
槎
溪
成
化
杭
州
府

志
槎
瀆
與
臨
平
湖
相
近
去
江
則
三
十
餘
里
槎
溪

疑
卽
此
溪
也
六
朝
以
江
海
灌
輸
於
此
名
之
曰
瀆

海
道
旣
徙
水
漸
堙
塞
所
存
僅
一
溪
徑
遂
名
溪
而

或
稱
槎
渡
者
渡
爲
瀆
之
轉
語
有
輕
重
此
稱
槎
渡

村
可
知
橋
名
槎
渡
正
以
其
地
名
橋
也

大
昌
曰
沈
記
引
水
經
注
條
下
云
槎
瀆
近
皋
亭
山

而
海
又
在
其
東
南
相
去
甚
遠
非
入
海
處
然
據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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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化
志
謂
槎
瀆
與
臨
平
湖
相
近
去
江
則
三
十
餘
里

當
日
入
海
故
道
似
屬
顯
然
無
可
疑
也

十
年
僧
本
浩
重
葺
廣
嚴
寺
武

林

梵

志

宏
治
間
水
利
僉
事
伍
因
設
石
閘
於
臨
平
浙

江

通

志

明

水

利

僉

事

伍

因

見

筧

筒

壅

塞

設

石

閘

共

七

處

自

海

拱

辰

門

外

一

帶

至

臨

平

以

蓄

上

河

之

水

民

甚

利

賴

是

爲

伍

公

七

閘

世
宗
皇
帝
嘉
靖
二
年
三
月
丁
養
浩
游
臨
平
山
丁

養

浩

效

唐

集

詩

序

嘉

靖

癸

未

三

月

下

澣

偕

子

壻

沈

廷

信

兄

子

公

祚

兒

男

之

喬

同

游

臨

平

邱

山

至

晚

艤

舟

北

廟

信

步

入

明

因

寺

詢

其

建

置

之

由

遂

遵

官

塘

謁

曹

將

軍

祠

由

山

路

至

安

隱

寺

觀

坡

公

板

刻

巳

乃

㪺

安

平

泉

瀹

茗

而

飮

之

至

溪

滸

捫

石

幢

復

歸

北

廟

小

酌

就

寢

次

日

昧

爽

枕

上

聞

雷

聲

繼

以

微

雨

甚

訝

之

不

能

縱

步

頃

間

乃

躡

屐

就

吳

氏

飮

雨

少

止

用

肩

輿

至

廣

嚴

寺

遂

乘

興

至

景

星

觀

列

席

歡

飮

醉

臥

是

夜

風

雨

大

作

再

次

日

早

寒

甚

附

火

圍

坐

至

午

羽

士

進

酒

微

酣

時

雨

霽

風

顚

黽

勉

登

山

謁

白

龍

祠

周

章

四

眺

長

江

巨

海

變

觀

目

睫

間

而

吳

越

諸

山

如

指

諸

掌

眞

奇

觀

也

奈

風

震

撼

不

能

淩

其

絶

頂

以

睥

睨

方

圓

之

體

良

可

慨

夫

俯

仰

之

餘

老

興

遄

發

隨

時

賦

詠

以

紀

歲

月

云

十
三
年
郞
瑛
叙
臨
平
水
利
嘉

靖

仁

和

縣

志

載

瑛

文

畧

云

上

塘

河

在

縣

之

東

北

過

雋

堰

臨

平

抵

于

長

安

達

於

崇

德

之

界

東

瀦

于

華

家

池

入

于

臨

平

迴

繞

于

海

然

塘

高

水

淺

僅

通

舟

楫

是

雖

稍

可

漑

田

若

値

小

旱

則

浜

港

先

涸

田

卽

被

灾

舟

楫

亦

阻

非

濬

治

極

深

蓄

水

待

需

不

可

且

必

修

西

湖

故

道

以

時

啟

閉

其

間

所

謂

決

西

湖

寸

水

可

以

灌

上

塘

五

十

餘

頃

者

信

不

誣

也

下

塘

在

縣

之

東

北

洩

上

塘

之

水

西

受

錢

湖

之

流

厯

五

林

塘

棲

會

于

崇

德

北

達

漕

河

故

曰

新

開

運

河

西

北

達

于

德

淸

四

安

歸

於

太

湖

其

奈

阻

之

以

山

水

折

而

弗

前

地

勢

又

卑

所

防

者

潦

也

若

奉

口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一

若

唐

涇

皆

受

天

目

諸

山

之

水

少

有

崩

圯

濫

及

圩

岸

滔

滔

溢

流

萬

頃

一

壑

故

時

以

患

里

目

之

又

如

上

塘

之

鼎

湖

夾

白

龍

潭

之

險

下

塘

三

里

漾

十

二

里

之

風

濤

所

係

不

細

曰

雋

家

曰

金

家

曰

吳

家

設

陡

門

七

在

上

塘

者

四

曰

德

勝

曰

雋

堰

曰

臨

平

曰

小

林

在

下

塘

者

三

曰

奉

口

曰

勞

家

曰

唐

涇

皆

以

蓄

以

洩

啟

閉

以

時

不

使

汎

涸

在

小

林

則

又

洩

其

流

于

白

洋

石

目

二

筧

以

漑

下

塘

高

阜

之

田

利

最

溥

也

蓋

下

塘

旣

卑

而

高

田

不

可

以

車

灌

非

此

則

千

頃

之

田

常

爲

枯

稿

設

筧

亦

七

曰

雋

堰

曰

李

王

塘

曰

金

家

曰

石

目

鋪

曰

曹

家

曰

白

洋

曰

馮

家

皆

若

小

林

之

利

用

而

又

置

檢

水

閘

以

節

上

流

高

卑

布

置

亦

周

密

第

欲

隄

防

于

無

事

之

先

修

築

于

將

患

之

際

詢

漕

規

而

循

故

道

以

追

神

禹

之

法

亦

存

乎

人

焉

爾

巳

大
昌
曰
志
稱
瑛
志
水
利
乃
按
察
僉
事
朱
子
和
所

命
議
將
成
而
朱
去
興
修
之
工
則
未
知
果
否
也

又
曰
臨
平
水
利
爲
仁
和
海
寍
兩
域
要
區
故
其
爲

堰
者
六
曰
湯
家
堰
在
臨
平
鎭
西
北
十
里
曰
梅
潭

堰
在
臨
平
鎭
中
舊
名
梅
潭
壩
曰
費
仁
堰
在
臨
平

鎭
東
二
里
蓮
花
鋪
左
俗
稱
費
仁
堰
曰
吳
家
堰
在

臨
平
鎭
東
三
里
永
和
塘
去
城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曰

施
家
堰
在
臨
平
鎭
東
四
里
舊
名
施
家
壩
曰
水
澾

堰
在
桐
扣
山
下
亦
名
黃
家
堰
其
爲
閘
者
六
曰
臨

平
閘
在
運
河
曰
小
林
大
閘
在
仁
和
縣
十
五
都
十

七
都
東
西
界
間
曰
小
林
閘
一
名
元
鎭
閘
在
小
林

曰
臨
平
湖
四
閘
在
臨
平
鎭
南
五
里
半
屬
仁
和
半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二

屬
海

曰
潘
公
閘
在
臨
平
鎭
東
龍
興
橋
西
曰
婆

娑
閘
在
吳
家
堰
東
皆
以
蓄
洩
爲
旱
潦
計
蓋
地
旣

瀕
海
湖
水
之
外
與
運
河
相
接
者
有
赤
岸
河
在
赤

岸
之
南
有
施
何
村
河
在
桐
扣
山
下
水
澾
堰
東
有

方
興
河
在
臨
平
鎭
東
東
通
海

縣
長
安
壩
皆
南

宋
時
運
河
也
農
田
灌
漑
利
賴
攸
資
而
舟
楫
往
來

實
爲
孔
道
志
乘
載
之
綦
詳
談
水
利
者
必
於
此
加

之
意
良
有
以
也

二
十
二
年
重
建
圓
通
庵
武

林

梵

志

圓

通

庵

在

鼎

湖

之

南

宋

朝

創

元

時

燬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重

建

萬

厤

丁

酉

僧

大

潮

募

修

神
宗
皇
帝
萬
厤
八
年
僧
性
美
慧
淵
重
建
邱
山
圓
教
寺

武

林

梵

志

圓

教

寺

去

城

東

五

十

里

在

邱

山

之

陽

年

久

傾

廢

止

存

殿

基

二

十

八

畝

方

泉

放

生

池

安

隱

寺

僧

性

美

慧

淵

於

萬

厤

庚

辰

重

建

十
二
年
僧
如
勤
重
建
安
隱
寺
殿
額
曰
翠
微
幽
梵
安隱

寺志
十
六
年
僧
廣
量
建
觀
音
大
悲
庵
於
桐
扣
武

林

梵

志

觀

音

大

悲

庵

在

桐

扣

王

陵

山

頂

萬

厤

戊

子

歲

僧

廣

量

建

二
十
一
年
僧
如
勤
如
息
如
悳
性
和
等
建
安
隱
寺
禪

堂
額
曰
猊
音
安

隱

寺

志

二
十
二
年
閏
九
月
安
隱
寺

鐵
鐘
安

隱

寺

志

○

東

江

集

有

鐘

詞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六
年
建
善
曇
寺
於
鼎
湖
西
葡
萄
畈
武

林

梵

志

善

曇

寺

在

鼎

湖

西

葡

萄

畈

原

葡

萄

寺

經

數

百

年

其

故

址

宛

在

萬

厤

戊

戌

僧

如

顯

募

衆

縣

宰

豫

章

劉

公

嘉

其

德

捐

俸

以

助

邑

人

胡

心

得

沈

朝

煥

沈

朝

煜

丁

周

助

建

長

河

環

帶

古

木

圍

蔭

有

石

橋

鉢

盂

泉

三
十
五
年
僧
性
月
建
㑚
伽
庵
於
龍
洞
口
武

林

梵

志

㑚

伽

庵

在

龍

洞

口

萬

厤

丁

未

僧

性

月

建

庵

有

石

臺

梧

桐

數

株

前

溪

環

帶

三
十
六
年
僧
如
林
建
吉
祥
庵
於
禇
隖
武

林

梵

志

吉

祥

庵

在

禇

塢

萬

厤

戊

申

僧

如

林

重

建

三
十
七
年
司
道
檄
仁
和
縣
淸
理
臨
平
湖
淤
塞
稍
復

其
舊
臨

平

湖

考

○

武

林

梵

志

鼎

湖

亦

名

東

湖

久

廢

湖

大

三

千

餘

畝

萬

厤

庚

戍

司

道

淸

復

大
昌
曰
淸
理
是
役
志
乘
無
徵
而
東
江
臨
平
湖
考

與
梵
志
年
歲
相
異
殆
一
以
興
工
時
一
以
竣
工
時

言
耶

三
十
八
年
里
人
虞
湻
熙
重
建
鼎
湖
寺
武

林

梵

志

鼎

湖

寺

去

城

東

六

十

里

在

鼎

湖

中

萬

厤

庚

戌

里

人

虞

湻

熙

爲

倡

搆

室

以

居

僧

海

淵

等

將

興

崇

殿

以

復

其

舊

三
十
九
年
僧
慧
鏡
建
臥
龍
庵
武

林

梵

志

佛

日

隖

僧

萬

厤

辛

亥

建

庵

多

怪

石

石

下

古

有

龍

牀

故

曰

臥

龍

庵

萬
厯
間
太
學
生
郭
紹
孔
刻
祈
年
二
字
於
細
礪
洞
康熙

仁

和

縣

志

細

礪

洞

俗

名

旱

洞

明

萬

厯

間

太

學

生

郭

紹

孔

刻

祈

年

二

字

於

其

上

蓋

爲

里

人

每

四

月

八

日

於

此

洞

占

歲

之

豐

歉

也

郭
紹
孔
建
山
舟
亭
於
冰
谷
泉
側
咸

湻

志

冰

谷

泉

在

臨

平

山

寂

光

庵

側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四

○

臨

平

三

十

詠

郭

孝

寛

詩

注

冰

谷

泉

在

鎭

西

北

三

里

安

山

下

萬

厤

中

郭

氏

建

亭

於

泉

側

名

山

舟

○

杭

郡

詩

輯

續

集

金

濤

詩

注

郭

太

學

名

紹

孔

字

伯

翼

隱

臨

平

山

北

得

元

人

貫

雲

石

海

涯

山

舟

二

字

築

亭

冰

谷

泉

李

不

夜

元

暉

爲

作

傳

丁
立
中
曰
今
南
屏
亦
有
山
舟
石
刻
字
梁
不
翁
侍

講
則
亦
因
得
酸
齋
所
書
山
舟
二
字
因
以
自
號

僧
如
艮
重
建
永
慶
寺
武

林

梵

志

僧

如

艮

就

永

慶

院

舊

址

搆

禪

堂

殿

宇

方

伯

吳

公

書

永

慶

禪

林

額

雲
棲
僧
金
輪
重
建
佛
日
淨
慧
寺
浙

江

通

志

又
建
石
鼓
亭
東

江

文

鈔

游

佛

日

記

莊
烈
皇
帝
崇
禎
元
年
十
一
月
翁
汝
進
題
龍
王
祠
額
曰

慧
雲
含
潤
安

隱

寺

志

三
年
沈
一
先
補
刻
東
坡
安
平
泉
詩
安

隱

寺

志

○

石

刻

跋

云

里

西

安

平

泉

澄

泓

淸

洌

近

揖

虎

跑

遠

交

錫

惠

余

童

而

甘

焉

每

以

從

前

著

水

經

傳

茗

事

者

品

外

置

之

眞

爲

孟

浪

及

讀

蘇

詩

始

知

此

泉

原

有

不

朽

之

者

舊

有

文

忠

碑

刻

失

去

名

蹟

烟

消

深

足

抱

愧

爰

集

蘇

字

夀

此

詩

於

石

誌

毋

諼

也

崇

禎

庚

午

長

至

日

後

學

沈

一

先

道

傳

氏

謹

跋

大
昌
曰
道
傳
爲
去
矜
之
兄
東
坡
眞
蹟
爲
白
氏
取

去
而
此
刻
則
集
字
刻
之
依
然
東
坡
手
澤
也
道
傳

云
夀
此
詩
於
石
其
名
不
且
與
詩
同
夀
乎

五
年
徐
伯
陵
題
安
隱
寺
方
丈
安

隱

寺

志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俞
時
篤
書
翠
屏
二
字
於
安
隱
寺
安隱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五

寺

志

時

篤

自

記

曰

涪

翁

曾

於

此

書

翠

屏

二

字

嘉

靖

中

失

之

予

過

安

隱

晤

咸

慈

師

話

昔

時

游

蹟

每

以

失

此

爲

恨

予

因

補

書

恐

未

能

頓

復

舊

觀

也

魏
本
存
曰
宋
代
書
法
蘇
黃
齊
名
舊
題
之
留
於
臨

平
諸
寺
守
護
當
不
啻
玉
帶
之
鎭
金
山
也
安
平
東

坡
舊
碑
洪
武
中
白
剌
史
取
去
而
涪
翁
翠
峯
二
字

又
失
之
於
嘉
靖
中
賺
比
蘭
亭
何
蕭
翼
之
多
其
人

耶
崇
禎
間
建
三
昩
禪
林
於
黃
鶴
山
之
陰
乾

隆

杭

州

府

志

三

昧

禪

林

在

黃

鶴

山

之

陰

明

崇

禎

間

建

厯

有

名

僧

住

持

禪

門

法

器

稱

雲

集

焉

重
建
寶
慶
院
康

熙

仁

和

縣

志

龍
拔
檀
樹
成
泉
曰
檀
泉
康

熙

仁

和

縣

志

顧
浩
曰
凡
土
燥
泉
稀
之
地
掘
井
者
必
就
大
樹
下

求
之
輒
得
甘
泉
蓋
樹
恃
泉
以
滋
根
下
非
遇
泉
則

不
能
成
數
圍
也

十
四
年
大
旱
鑿
石
筧
洩
水
里
人
陶
子
昂
獻
策
修
之

如
故
浙

江

通

志

崇

禎

十

四

年

大

旱

諸

閘

筧

俱

高

不

能

洩

水

當

事

議

去

河

底

石

筧

可

救

田

數

千

頃

比

洩

水

以

石

縫

不

能

合

多

方

彌

縫

終

漏

下

里

陶

子

昻

獻

䇿

截

運

河

兩

岸

水

戽

乾

以

猪

肝

雜

瓦

灰

搗

爛

合

縫

不

半

日

如

故

至

今

猶

堅

也

孫
樹
禮
曰
洩
水
鑿
筧
一
舉
由
胡
濬
砌
高
故
也
石

筧
於
時
幾
廢
可
不
愼
哉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六

十
六
年
游
洋
將
軍
沈
士
逸
讌
集
於
章
慶
堂
東

江

集

鈔

章

慶

堂

讌

集

記

堂

落

成

之

六

年

歲

在

壬

午

予

師

祝

盛

庵

先

生

至

自

海

黃

平

立

自

檇

李

驤

武

景

宣

二

陸

子

宇

台

孫

子

至

自

郡

城

南

鄰

郞

季

子

俱

翩

然

來

集

也

家

君

以

羣

賢

萃

止

遂

張

歌

舞

之

筵

予

兄

弟

持

觴

勸

客

酬

酢

燕

笑

極

爲

愉

快

時

維

秋

暮

玉

露

旣

零

金

花

特

盛

一

堂

之

內

煥

若

春

陽

巳

而

白

月

東

升

列

炬

如

晝

簾

幙

低

垂

表

裏

映

徹

有

吳

伶

寶

郞

者

能

爲

淒

斷

之

曲

佐

以

絲

竹

愁

慘

靡

曼

聞

者

啜

泣

淸

歌

未

終

而

雞

巳

三

號

矣

景

宣

起

曰

茲

會

偶

爾

然

皆

一

時

之

彥

南

北

東

西

又

詎

得

常

聚

諸

公

能

無

一

言

以

志

其

盛

賓

主

十

人

先

爲

柏

梁

體

一

篇

繼

各

賦

七

言

律

詩

一

首

而

視

先

生

爲

之

序

尊

齒

也

明

日

家

君

命

予

總

錄

都

爲

一

集

藏

之

篋

笥

備

觀

覽

焉

嗟

乎

金

谷

蘭

亭

地

且

宿

草

而

所

以

垂

名

不

朽

者

以

少

季

倫

爲

賓

主

耳

豈

以

笙

歌

殽

醴

爲

重

哉

予

謂

此

堂

終

毁

此

堂

之

人

終

盡

而

茲

會

則

必

傳

其

邀

靈

於

諸

子

者

正

不

淺

矣

又

數

日

驤

武

以

會

葬

張

西

銘

先

生

之

婁

東

景

宣

之

禦

兒

予

師

及

孫

子

黃

子

亦

各

散

去

追

溯

快

游

巳

爲

陳

迹

而

金

石

之

聲

尙

殷

殷

不

匱

也

足

悟

文

章

之

可

貴

厯

千

載

如

是

也

又

何

以

聚

散

爲

歡

戚

耶

十
七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僧
雲
濤
約
沈
謙
及
其
兄
諴
與

姪
游
臨
平
佛
日
寺
沈
謙
作
游
佛
日
記
東

江

集

鈔

游

佛

日

記

予

向

與

雲

濤

法

師

期

爲

黃

鶴

之

游

癸

卯

二

月

十

九

日

謀

之

家

兄

舍

姪

輩

將

踐

其

約

同

出

西

關

取

徑

至

安

隱

雲

濤

聞

予

入

山

甚

喜

遂

偕

行

至

新

橋

望

黃

陵

山

松

柏

鬱

森

又

三

里

許

至

石

鼓

亭

額

陸

之

越

書

筆

法

秀

整

此

卽

張

華

識

石

鼓

處

今

名

桐

扣

夫

吳

蜀

相

距

數

千

里

木

石

異

合

之

則

鳴

司

空

能

辨

之

而

獨

暗

於

自

謀

何

歟

亭

爲

佛

日

僧

大

掄

所

建

繇

亭

西

進

路

踰

石

目

嶺

四

山

回

合

緋

桃

夾

修

竹

鳥

多

鶯

鵲

畫

眉

時

巳

過

午

淡

日

在

林

微

雲

翳

之

巳

至

淨

慧

寺

爲

唐

本

空

禪

師

道

場

而

天

衣

明

敎

主

公

皆

嘗

主

席

斯

地

洵

東

南

古

刹

也

門

有

大

松

蒼

翠

奇

崛

相

傳

爲

空

師

手

植

寺

廢

時

士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七

人

伐

之

見

幞

頭

朱

衣

神

皆

惶

怖

走

避

亦

稱

悟

道

松

松

下

爲

甘

露

泉

極

淸

例

元

鮮

于

伯

機

游

記

云

揖

蒼

髯

叟

酌

甘

露

而

後

入

卽

此

也

宋

楊

無

爲

詩

云

佛

日

隖

前

水

行

人

甘

露

杯

須

知

源

派

遠

直

是

四

明

來

其

溯

源

似

亦

太

遠

豈

泉

名

甘

露

喻

法

乳

所

自

來

耶

大

寺

額

爲

倪

鴻

寶

先

生

筆

大

殿

倚

山

爲

基

地

極

爽

塏

朱

扄

碧

瓦

光

彩

煥

然

面

黃

鶴

峰

峰

高

五

百

丈

下

寺

扉

深

翠

欲

滴

復

引

泉

自

北

霤

而

灑

於

庭

堦

廻

廊

折

繞

上

達

東

方

丈

俯

視

一

氣

群

峯

伏

焉

又

上

爲

楞

嚴

壇

據

山

之

顚

制

度

巍

煥

壇

高

三

四

尺

云

闢

地

丈

餘

取

新

土

無

垢

者

雜

以

白

檀

沈

速

安

息

諸

香

末

和

合

築

成

作

黃

紫

色

僧

云

入

壇

殿

者

必

易

衣

履

予

遙

望

而

下

茶

畢

主

僧

引

見

山

曉

禪

師

名

本

晢

四

川

人

紫

衣

白

帽

神

氣

淸

閒

天

童

和

尙

弟

子

也

嘗

主

法

大

隆

安

寺

今

住

茲

山

復

至

庫

堂

後

觀

渥

洼

泉

泉

出

石

罅

中

渟

浤

甘

美

因

諷

東

坡

細

泉

幽

咽

走

金

沙

之

句

徘

徊

久

之

予

欲

尋

龍

牀

蓮

花

黃

鶴

僊

洞

諸

勝

雲

濤

促

游

永

慶

阻

予

曰

不

過

一

名

頭

耳

予

笑

曰

佛

亦

水

師

亦

肉

然

覽

勝

者

不

可

盡

遂

由

夾

山

折

而

西

楊
州
太
守
徐
伯
陵
議
濬
臨
平
湖
處
士
沈
議
作
臨
平

湖
考
東

江

集

鈔

臨

平

湖

考

臨

平

湖

在

仁

和

縣

東

北

五

十

四

里

去

臨

平

鎭

東

南

五

里

以

古

有

湖

開

天

下

平

湖

塞

天

下

亂

之

議

故

名

吳

出

寶

鼎

又

名

鼎

湖

一

名

東

湖

以

對

西

湖

故

見

唐

釋

皎

然

詩

及

仁

和

縣

志

魏

酈

道

元

注

水

經

又

名

東

江

行

旅

以

出

浙

江

其

名

石

函

湖

者

則

因

吳

郡

志

稱

孫

皓

時

湖

邊

曾

得

石

印

也

酈

注

又

云

湖

合

漸

江

通

油

陽

元

人

褧

伯

宣

及

明

田

汝

成

郭

紹

孔

輩

皆

疑

之

然

自

錢

氏

築

塘

之

後

江

潮

攺

徙

舄

鹵

沮

洳

半

成

平

陸

水

道

益

不

可

考

周

十

里

中

有

白

龍

潭

龍

王

廟

乃

宋

處

女

產

龍

於

此

故

祀

之

及

唐

舒

國

公

禇

无

量

有

讀

書

堆

諸

蹟

而

志

稱

禇

公

故

宅

亦

在

其

旁

今

不

知

所

在

有

四

閘

古

以

爲

瀦

蓄

灌

田

之

用

唐

剌

史

白

居

易

嘗

議

決

西

湖

不

足

更

決

以

添

注

云

漢

以

前

無

考

三

國

屬

吳

孫

權

赤

烏

十

二

年

寶

鼎

見

天

璽

元

年

一

夕

開

除

吳

人

以

爲

瑞

謂

天

下

當

太

平

靑

蓋

入

洛

之

祥

也

皓

問

都

尉

陳

訓

對

曰

臣

止

能

望

氣

不

能

達

湖

之

通

塞

退

而

告

其

友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八

曰

靑

蓋

入

洛

者

銜

璧

之

事

也

巳

而

果

驗

是

年

又

於

湖

邊

得

一

石

函

中

有

小

石

印

刻

其

上

作

皇

帝

字

吳

人

以

獻

故

攺

元

天

璽

孫

盛

以

爲

元

皇

中

興

之

符

徵

五

湖

之

石

瑞

而

晉

以

興

晉

屬

錢

塘

元

興

二

年

湖

水

赤

時

桓

元

將

受

禪

因

諷

吳

郡

使

言

開

除

以

爲

巳

瑞

使

百

僚

集

賀

乃

矯

詔

答

之

俄

而

元

敗

陳

後

主

至

德

二

年

仲

冬

朔

夜

臨

平

鎭

俱

沈

爲

湖

方

九

里

計

郡

以

事

聞

後

主

怪

之

欲

以

民

力

實

之

御

史

胡

敏

奏

稱

陵

谷

變

遷

乃

氣

運

不

常

也

世

道

失

修

或

致

虧

損

宜

建

梵

刹

募

選

國

中

婦

女

度

爲

尼

鎭

厭

之

後

主

可

其

奏

遂

命

召

選

得

二

百

八

十

九

人

欽

度

爲

尼

仍

命

冬

官

建

寺

於

鎭

之

西

南

名

曰

明

因

剋

日

用

成

至

禎

明

元

年

十

一

月

湖

復

開

陳

主

乃

自

賣

於

佛

寺

爲

奴

以

厭

之

而

陳

卒

亡

唐

時

湖

屬

鹽

官

有

龍

鬬

傾

里

往

觀

旡

量

時

年

十

三

讀

書

宴

然

不

動

人

咸

異

之

舊

傳

堆

上

有

讀

書

臺

今

廢

五

代

梁

龍

德

二

年

錢

氏

析

錢

塘

鹽

官

置

錢

江

縣

湖

又

爲

錢

江

地

至

宋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錢

俶

納

士

四

年

攺

錢

江

縣

爲

仁

和

縣

湖

始

屬

仁

和

宣

和

中

湖

水

大

溢

建

庵

名

妙

華

以

鎭

之

後

高

宗

以

迎

太

后

駕

幸

其

地

陞

爲

龍

興

寺

紹

定

五

年

築

永

和

塘

以

捍

湖

之

衝

決

許

應

和

爲

記

稱

永

和

隄

阻

鼎

湖

白

龍

潭

之

險

卯

風

湍

流

夤

夕

鼓

蕩

一

有

線

漏

則

膏

腴

數

百

頃

瞬

刻

就

没

是

時

防

溢

甚

密

元

末

多

塞

爲

田

畝

佃

爲

魚

池

迨

夫

宏

正

之

間

日

益

淤

塞

萬

厯

三

十

七

年

司

道

檄

縣

淸

理

而

湖

水

亦

得

稍

復

其

舊

謙

按

湖

之

開

塞

關

係

治

亂

豈

止

州

邑

之

形

勝

且

淤

塞

旣

久

則

暴

注

必

溢

而

旱

熯

莫

濡

此

疏

濬

之

舉

所

宜

亟

行

者

也

但

四

旁

俱

屬

民

產

難

於

貯

泥

今

取

以

築

隄

自

西

達

東

約

八

百

餘

丈

卽

隄

成

而

湖

浚

矣

昔

蘇

軾

取

西

湖

葑

草

築

爲

長

隄

而

湖

亦

開

朗

誠

爲

兩

便

至

今

利

之

西

湖

東

湖

可

二

視

哉

兹

因

揚

州

太

守

譽

星

西

陵

別

駕

襲

祥

二

徐

公

倡

爲

義

舉

將

來

湖

隄

漸

次

修

復

四

閘

出

東

江

橋

故

道

達

於

運

河

亮

非

一

人

一

日

之

力

所

得

而

辦

蓋

有

望

於

同

里

之

高

明

者

甚

切

也

謙

乃

喜

而

爲

臨

平

湖

考

以

從

臾

其

成

并

史

志

詩

文

有

關

於

湖

者

俱

附

錄

於

左

大
昌
曰
志
稱
是
年
湖
涸
二
徐
議
開
濬
沈
謙
勸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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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十
九

用
東
坡
濬
西
湖
法
會
世
亂
不
克
施
功
文
集
此
考

殆
卽
上
徐
公
之
書
也
其
末
云
并
史
志
詩
文
有
關

於
湖
者
俱
附
錄
蓋
自
是
而
臨
平
記
之
作
巳
有
成

竹
矣
雖
功
未
克
施
而
其
論
洵
爲
卓
見
也

處
士
沈
謙
撰
臨
平
記
四
卷
臨

平

記

云

謙

撰

此

書

經

始

於

崇

禎

癸

未

三

月

告

成

於

甲

申

十

二

月

○

海

祝

文

襄

序

臨

平

乃

浙

杭

一

鄕

聚

耳

界

於

仁

和

海

二

縣

其

地

有

黃

鶴

白

龍

桐

魚

寶

鼎

之

勝

產

靈

育

秀

鬱

爲

名

區

予

自

戊

寅

首

春

應

獻

庭

沈

公

之

招

命

其

幼

子

謙

從

予

游

朝

嵐

夕

月

瀹

茗

論

文

者

四

易

寒

暑

游

屐

所

至

竟

日

忘

歸

媿

予

潦

倒

不

文

無

能

一

振

山

川

之

色

甲

申

冬

月

以

事

至

臨

平

謙

且

疏

古

事

古

詩

稱

臨

平

記

其

書

自

漢

至

元

凡

四

卷

曰

事

記

二

附

記

一

詩

一

蒐

剔

甚

囏

辨

論

亦

博

準

之

陳

風

信

古

之

義

良

有

取

焉

予

故

戲

之

曰

男

子

始

生

以

弧

矢

射

四

方

否

則

研

京

鍊

都

昌

大

其

文

何

乃

局

於

方

域

考

核

不

出

里

巷

對

曰

謙

聞

之

先

生

矣

修

齊

本

於

誠

正

不

亦

引

而

近

之

乎

予

無

以

應

嗣

後

舟

車

南

北

會

晤

甚

希

今

年

以

祝

其

母

氏

復

來

謙

家

里

中

諸

公

方

謀

剞

劂

此

書

僉

以

弁

言

見

屬

予

遂

樂

而

述

其

始

末

以

見

謙

淹

雅

之

才

及

諸

公

好

義

之

篤

東

江

文

獻

賴

以

弗

亡

苟

充

其

用

當

未

知

其

止

而

乃

以

割

雞

薄

之

亦

予

之

失

言

也

巳

順

治

戊

子

新

秋

曲
園
先
生
曰
余
四
歲
卽
從
德
淸
遷
臨
平
鎭
臨
平

屬
仁
和
東
西
不
過
三
里
南
北
不
過
二
里
然
其
名

則
甚
古
矣
舊
有
沈
東
江
先
生
臨
平
記
四
卷
不
分

門

惟
依
時
代
編
纂
潘
夏
珠
先
生
有
臨
平
續
記

之
作
書
佚
巳
久
名
僅
見
於
杭
州
府
藝
文
志
迨
道

光
中
康
蓮
伯
子
蘭
兩
君
續
修
之
則
倣
州
縣
志
書



ZhongYi

臨
平
記
補
遺
卷
二

二
十

體
采
輯
甚
富
時
先
兄
壬
甫
館
鄭
夢
白
中
丞
家
鄭

多
藏
書
先
兄
每
助
之
采
輯
焉
亂
後
東
江
舊
志
尙

有
流
傳
之
本
康
氏
之
書
不
可
見
矣
兩
君
數
十
年

心
血
付
之
雲
煙
殊
可
惜
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