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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一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雜

記

周

必

大

吳

郡

諸

山

録

佛

日

淨

慧

禪

院

周

必

大

字

子

充、

廬

陵

人、

紹

興

進

士、

后

拜

右

丞

相、

有

平

園

集

二

百

卷、

乾

隆

壬

辰

二

月

戊

午、

早

冒

雨

行

十

里

餘、

至

桐

扣、

行

四

里

許

至

佛

日

山

淨

慧

禅

院、

晋

臨

平

岸

崩、

得

石

鼓、

張

華

以

蜀

中

桐

材

刻

作

魚

形

扣

之、

響

聞

數

里、

即

此

地、

近

世

訛

為

桐

口

寺、

石

經

兵

火、

面

對

黄

鶴

峯、

有

清

冷、

一

擊

等

軒、

庫

堂

後

有

池、

池

中

有

渥

洼

泉、

出

石

罅

中、

東

坡

嘗

題

五

絶

句、

所

謂

東

麓

雲

根

是

也、

齋

罷、

復

登

舟、

晚

宿

臨

平、

葉

紹

翁

四

朝

聞、

見

録

葉

紹

翁

字

嗣

宗、

號

靖

宋

處

州

龍

泉

人

紹

興

初、

髙

宗

建

行

闕

於

鳳

凰

山、

山

中

林

木

蓊

如、

鴉

以

千

萬

計、

朝

則

相

呼

而

鼔

翼

以

出、

啄

粟

於

近

郊

諸

倉、

昏

則

整

陣

而

入、

噪

鳴

聒

天、

高

宗

故

在

汴

邸、

無

山、

故

未

聞

此、

至

則

大

駭、

命

内

臣

張

去

為

領

修

内

司

諸

兒

聚

弹

射

而

驅

之

臨

平

赤

岸

間、

未

幾

鴉

復

如

初、

弹

者

計

窮、

宫

中

亦

習

以

為

常、

陸

游

入

蜀

記
︹
宋
︺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乾

道

五

年

六

月

二

日、

過

赤

岸

班

荆

館

小

休

亭、

班

荆

者、

北

使

宿

頓

及

賜

燕

之

地、

距

臨

安

三

十

六

里、

晚

急

雨、

頗

涼、

宿

臨

平、

臨

平

者、

太

師

蔡

京

葬

其

父

準

於

此、

以

錢

塘

江

為

水、

會

山

為

案、

山

形

似

駱

駝、

葬

於

駝

之

耳、

而

塔

於

駝

之

峯、

蓋

葬

師

云、

駝

負

重、

則

行

逺

也、

然

東

坡

先

生

樂

府

固

已

云、

誰

知

臨

平

山、

塔

亭

之

迎

客、

西

來

送

客

行、

則

臨

平

有

塔

亦

久

矣、

當

時

蔡

氏

葬

增

或

遷

耳、

京

責

太

子

少

保

制

云、

託

祝

聖

而

飾

臨

平

之

山

是

也、

夜

半

解

舟、

陸

放

翁

老

學

庵

筆

記

蔡

太

師

京

父

準、

葬

臨

平

山、

山

為

駝

形、

術

家

謂

駝

負

重

則

行、

故

作

塔

於

駝

峯、

而

其

墓

以

錢

塘

為

水、

越

之

秦

望

山

為

案、

可

謂

雄

矣、

然

富

貴

既

極、

一

旦

喪

敗、

幾

於

覆

族、

至

今

不

能

振、

俗

師

之

不

可

信

如

此、
案

查

初

白

得

樹

樓

雜

鈔、

石

公

弼

劾

京

疏

云、

臨

平

新

塔、

乃

京

私

域

之

高

原、

土

木

百

出、

一

境

騷

然、

因

降

太

子

少

保

致

仕、

其

制

詞

云、

託

聖

夀

以

飾

臨

平

之

山、

指

其

事

也、

據

此、

則

術

家

之

説、

京

已

身

受

其

咎

矣、

周

草

窗

癸

辛

雜

識

周

草

窗

周

密、

宋

濟

常

人、

號

草

窗、

又

號

蕭

斋、

著

有

草

窗

詞

二

卷、

武

林

舊

事、

癸

辛

雜

識、

絶

妙

好

詞

等、

宣

和

中、

蔡

京

葬

其

父

於

臨

平、

及

京

敗、

或

謂

此

山

為

駱

駝

飲

海

勢、

遂

下

本

路、

遣

匠

破

之、

其

地

至

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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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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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開

之

迹、
按

臨

平

記、

謂

洪

武

初、

山

川

之

有

王

氣

者、

信

國

公

湯

和

咸

破

壞

之

臨

平

則

斷

其

頸、

以

此

駱

駝

形

也

等

云、

蓋

未

見

周

公、

謹

書

耳、

王

村

芮

祭

酒

燁、

初

任

仁

和

尉、

長

河

堰

有

龍

王

廟、

每

祭

則

有

小

蛇

出、

或

止

香

爐、

或

飲

於

杯、

往

來

者

謹

事

之、

堰

數

壞、

人

以

為

龍

所

為、

芮

疲

於

修

之

役、

一

日

焚

香

設

奠、

蛇

果

出

爐

上、

芮

端

笏

數

之

曰、

有

功

於

民

者

乃

得

祀、

龍

廟

食

於

此、

未

嘗

有

功、

而

數

壞

堰、

勞

民

之

力、

為

罪

多

矣、

無

功

有

罪、

於

國

法

當

殺、

即

舉

笏

擊

之、

應

手

碎、

是

夕

宿

於

近

地、

疾

風

甚、

雨

大、

木

盡

拔、

土

人

大

恐、

而

芮

處

之

自

若、

後

卒

為

名

臣、

周

密

南

渡

典

儀

北

使

到

闕、

先

遣

伴

使

賜

御

筵

於

赤

岸

之

班

荆

館、

中

使

傳

宣

撫

問、

賜

龍

茶

一

斤、

銀

合

三

十

两、

次

日

至

北

郭

税

亭、

茶

酒

上

馬、

入

餘

杭、

至

都

亭

驛、

宋

咸

熙

耐

冷

談

十

一

則

僕

家

仁

和

之

塘

西

里、

以

地

在

下

塘

之

西、

故

東

坡

詩

曰、

明

朝

歸

路

下

塘

西、

或

謂

是

唐

義、

士

珏

之

所

棲

止、

當

作

唐

棲、

此

亦

近

於

附

會、

予

曾

有

辨、

筆

之

惜

隂

日

記

中、

後

閲

各

書、

西

字

有

作

郪

字

者、

德

清

蔡

崑

腸

□

僔

詩、

瞻

彼

郪

隅、

在

苕

之

陽、

蘇

州

宋

德

宜

詩、

苕

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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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四

東

百

餘

里、

湖

深

魚

肥

號

郪

水、

有

作

棠

郪

者、

卓

人

月

贈

程

闇

仙

序

曰、

庚

午

殘

冬、

練

江

程

闇

仙

過

棠

郪

云

云、

張

潛

夫

蟾

臺

集

序、

棠

郪

數

尺

之

地、

有

作

武

塘

西

者、

上

元

蔡

歷

龍

文

詩、

貽

經

武

塘

西、

有

作

武

唐

者、

莆

田

黄

虞

稷

俞

邰

詩、

望

裏

汾

亭

是

武

唐、

有

據

漢

書

武

林

山

武

林

水

所

出、

竟

稱

武

水

者、

梁

溪

錢

陸

燦

傳

經

堂

集

序、

余

以

事

至

武

水、

皆

詞

人

好

奇

之

過、

不

如

塘

西

二

字

為

古

而

確

也、
其

一

案

談

鑰

嘉

泰

吴

興

志、

大

善

寺

在

德

清

縣

南

二

十

七

里、

唐

棲

邨、

為

唐

棲

地

名

見

於

載

籍

之

始、

不

止

宋

釋

永

頤

雲

泉

詩

稿

載

有

塘

棲

寺

也、

若

東

坡

詞

之

下

塘

西、

則

所

經

為

官

塘

河、

非

今

之

新

開

運

河

矣、

桐

鄉

王

萊

堂

給

諫

未

遇

時、

館

吾

里

徐

氏、

暮

歸

家、

遇

風

急、

舟

不

能

行、

泊

五

杭

村、

入

夜、

聞

哭

聲

達

旦、

問

之、

一

老

嫗

云、

子

因

負

租

追

比、

計

嫁

媳

以

償、

成

事

在

今

日、

公

念

束

修

尚

不

敷、

回

到

館

中、

典

質

湊

數、

夫

婦

復

完、
其

二

戊

辰

己

巳

間、

予

館

勞

生

經

源

味

經

齋、

時

年

尚

未

冠、

所

謂

詩

文、

已

能

力

追

先

進

典

型、

為

人

敦

尚

氣

節、

亡

友

德

清

胡

功

載、

生

授

經

師

也、

功

載

没、

生

存

恤

其

家、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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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五

葬

之、

及

其

祖

父

嚴

修

能

遺

書

散

失、

生

尋

訪

刋

行、

予

寄

懷

詩、

有

冥

感

深、

黄

壤、

高

情

薄

絳

霄、

蓋

紀

實

也、

其

詩

如

花

為

游

子

淚、

月

是

美

人

心、

文

因

違

俗

賤

樂

以

杜

門

多、

波

光

濃

似

酒、

雲

氣

白

於

綿、

燈

報

年

豐

初

有

市、

人

探

花

信

慣

離

家、

金

事

憶

羊

叔

子、

銅

柱

勲

推

馬

少

游、

俱

極

新

警、
其

三

國

初

時、

王

師

定

浙、

署

江

山

縣

方

虎

鄰

投

井

死、

出

其

尸

如

生、

咸

歎

曰、

骨

冷

泉

香

矣、

建

亭

井

上、

名

冷

香、

去

予

家

數

十

武、

有

清

流

井、

井

上

有

亭、

亭

畔

有

寺、

俱

以

清

流

名、

相

傳

宋

亡

時、

有

兄

弟

二

人、

作

詩

自

比

夷

齊、

入

井

死、

故

有

是

稱、

予

少

時

曽

有

句

云、

清

流

亭

畔

第

三

家、

丁

龍

泓

先

生

適

過、

琢

印

寵

予、

今

井

湮

亭

圮、

寺

亦

燬

於

火

矣、
其

四

周

木

匠、

吳

淞

江

人、

傭

於

吾

鄉、

時

與

諸

詩

人

唱

和、

著

有

木

屑

邉

閒

吟、

與

友

卜

鄰

云、

两

家

茅

屋

臨

流

近、

一

尺

鱸

魚

上

鈎

便、

冬

日

云、

竹

榻

生

香

新

稻

草、

布

衣

添

暖

舊

棉

花、

閒

居

云、

牆

低

喜

借

鄰

家

竹、

屋

漏

先

防

架

上

書、

先

府

君

按

即

宋

茗

香

先

生

嘗

誦

之、
其

五

先

府

君

晚

年

好

佛、

不

欲

聞

世

事、

然

遇

聰

明

識

道

理

者、

必

以

忠

孝

亷

節

事

相

朂、

且

曰、

我

輩

學

佛、

祇

以

年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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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六

及

衰、

於

世

無

用、

欲

以

懺

過

去

之

愆、

寡

眼

前

之

過、

種

未

来

之

根

耳、

公

等

未

到

此

境

界、

不

可

學

也、
其

六

從

弟

殊

勲

號

秋

田

少

從

予

學、

詩

筆

妍

秀、

為

諸

生、

後

蹭

蹬

名

場、

喜

弹

琴、

精

六

書、

近

且

究

心

金

石、

絹

素、

吟

事

稍

疏

矣

弱

冠

時、

有

過

臨

平

欲

訪

友

人

不

果

云、

水

接

塘

西

易

往

還、

茅

齋

在

望

失

躋

攀、

輕

波

柔

艣

臨

平

路、

閒

殺

高

一

面

山、

為

先

府

君

所

賞、

弟

曽

有

游

仙

詩

甚

佳、

今

不

復

記

憶

矣、
其

七

吾

鄉

胡

龍

友

辰

瞻

隱

於

市、

歌

聲

時

出

闤

闠

中、

與

孫

補

山

相

國

善、

相

國

既

貴、

未

嘗

一

干

之、

先

府

君

之

初

入

都

也、

屬

以

書

貽

相

國、

拆

牋

並

無

尺

牘、

祗

有

二

絶

句、

詩

云、

百

緡

新

買

臨

平

屋、

祗

與

君

家

隔

一

塍、

知

爾

定

將

鄉

味

憶、

門

前

已

熟

水

紅

菱、

两

逢

儉

窘

吾

鄉、

人

面

都

如

菜

葉

黄、

秋

雨

幸

堪

彌

夏

旱、

西

風

吹

送

稻

花

香、

年

八

十

餘、

老

病

無

子、

相

國

憐

其

貧、

致

書

守

土

者、

令

周

之、

書

至、

而

君

已

死、

因

哭

以

詩、

有

貧

當

糧

盡

還

分

鶴

吟

到

秋

深

竟

化

蟲

之

句

其

八

族

曽

祖

受

谷

先

生

居

里

中

之

界

河、

中

即

諸

生

籍、

與

金

芥

老

諸

前

輩

詩

酒

往

來、

闢

圃

曰

苟

園、

黄

土

為

牆、

以

梅

竹、

舍

前

有

池、

植

荷

數

百

本、

今

皆

夷

為

平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七

地

矣、

詩

以

誠

齋

放

翁

為

宗、

著

有

雲

深

草

堂

集、

覓

之

已

不

可

得、

僅

餘

殘

紙

數

十

繙、

而

又

失

其

古

體、

可

慨

也

已、
其

九

吾

鄉

産

蜜

橘、

謝

丹

石

鴛

鴦

湖

櫂

歌、

所

謂

秋

來

蜜

橘

自

塘

西

也、

皮

粗

而

小、

無

核、

底

有

深

臍、

名

曰

佛

肚

臍、

今

此

種

已

不

可

多

得、

通

志

載

衢

州

黄

香

橘、

引

鄭

元

祐

送

毛

彦

明

歸

三

衢

詩、

橘

熟

黄

香

壓

樹

低、

謂

此

即

蜜、

橘、

豈

吾

鄉

之

橘、

其

種

即

自

衢

地

來

歟、

吾

浙

到

處

有

橘、

寕

波

有

金

豆

橘、

形

似

豆、

味

甘

香、

勝

於

大

橘、

台

州

有

薰

橘、

温

州

有

乳

橘、

液

多

而

味

乳、

衢

州

又

有

獅

橘、

視

他

橘

特

大、

居

人

以

置

酒

甕

中、

名

曰

吉

酒、

蓋

取

橘

與

吉

同

音

也、

仁

和

縣

志、

橘

隨

地

皆

有、

惟

塘

西

蜜

橘

味

尤

甘、
其

十

同

里

朱

緯

堂

表

丈

機、

僕

幼

時

與

之

同

學、

每

偕

夜

讀、

輒

至

五

更、

有

時

不

覺

天

明

至

假

山

頭

看

日

出、

或

飲

於

賣

浆

者

之

家、

後

予

得

咯

血

疾、

此

事

遂

廢、

丈

亦

以

貧

故、

遊

幕

四

方

矣、

中

年

雙

瞽、

鬱

鬱

以

卒、

無

子、

同

人

醵

金

葬

之、

猶

憶

其

佳

句、

如

停

竿

魚

弄

藻、

迎

客

燕

衝

簾

幽

興

詩

先

覺、

澄

懷

秋

不

如、

鴉

歸

黄

葉

路、

漁

唱

夕

陽

船、

花

落

酒

瓢

多、

鐘

聲

鳥

不

驚、

倶

為

先

府

君

所

賞、
其十

一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八

徐

士

俊

分

尺

牘

新

語

四

則

徐

士

俊

明、

仁

和

人、

原

名

立

翊、

字

三

有、

號

野

君、

工

樂

府

與

王、

闗、

馬、

鄭

抗

手、

有

絡

水

絲

等

劇

本

行

世、

清

初、

張

元

成

廣

平、

仁

和

皋

亭

鄉

人、

西

水

徐

野

君

婿、

著

有

夙

夜

齋

稿、

其

答

後

人

云、

僕

十

八

九

時、

先

君

隱

居

皋

亭

之

山

鄉、

有

所

給

薄

田

一

區、

力

耕

可

以

得

食、

茆

屋

數

椽、

牽

蘿

為

門、

插

槿

為

垣、

足

以

蔽

風

雨、

安

寢

息、

門

前

榆

栁

十

數

株、

夏

資

其

隂

以

避

暑、

冬

伐

其

枝

以

為

薪、

屋

後

竹

數

十

竿、

春

深

雷

動、

輒

龍

孫

滿

地、

取

以

烹

肉、

其

甘

如

飴、

左

有

方

池

可

五

六

畝、

蓄

魚

其

中、

賓

至、

則

釣

以

佐

飲、

池

上

種

橘

三

五

枝、

四

月

花

發、

香

間

幾

里

許、

霜

降

後

朱

實

纍

纍

可

愛、

每

株

千

百

顆、

取

而

藏

之、

以

供

時

賓

客

之

需

有

餘

也、

池

外

有

大

河、

編

竹

圍

之、

可

以

藝

菱、

冬

深、

則

游

魚

歸

息

焉、

集

漁

子

網

之、

輒

得

數

百

尾、

其

大

者

皆

數

尺、

種

秫

一

二

畝、

自

學

為

釀、

頗

能

醉

人、

春

初

樹

瓜

瓠

數

種、

雖

不

能

早

於

市、

然

味

實

勝

於

市、

每、

至

放

花

成

實

之

候、

欣

然

有

喜

色、

景

物

如

此、

意

謂

可

長

為

田

夫

野

老

以

没

世

矣、

不

意

數

年

来、

水

澇

頻

仍、

耕

而

得

餒、

幸

藉

先

人

之

遺、

不

至

作

淵

明

乞

食、

而

比

閭

嗸

嗸、

惨

不

忍

視、

加

以

追

呼

之

吏、

凌

厲

鄉

愚、

不

堪

其

苦、

萑

苻

橫

行、

白

晝

略

無

所

忌、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九

因

始

慨

然

興

懷

禹

稷、

薄

彼

巢

由、

不

揣

鄙

陋、

去

田

里、

而

忽

忽

十

餘

年

來、

隨

波

逐

流、

與

時

俯

仰、

坎

坷

拮

据、

依

然

故

我、

回

首

往

日

之

樂、

不

惟

不

可

復

問、

每

一

念

及、

累

日

不

怡、

足

下

既

懷

高

蹈、

便

當

超

然

逺

引、

永

絶

世

念、

無

似

不

佞

之

鮮

終

也

其

一

徐

士

俊

野

君

有

與

汪

澹

漪

書

云、

弟

所

刻

内

家

吟、

鴛

鴦

七

十

二

咏、

及

西

湖

竹

枝

詞

三

種、

皆

小

品

風

華、

儘

堪

持

贈、

今

紅

葉

詩

又

告、

竣

矣、

吾

兄

總

持

風

雅、

特

奉

數

冊、

以

博

解

頤、

至

於

拙

著

雁

樓

集、

是

弟

一

生

心

血、

約

費

百

金、

總

藉

交

游

群

力

以

成、

而

荷

吾

兄

倡

導

之

功

為

不

淺

焉、

查

于

周

曰、

野

君

著

述

最

多、

此

外

尚

有

梅

花

百

咏、

庚

辰

紀

勝

録、

三

樣

箋、

續

玉

臺

新

咏、

繁

花

録

詩、

月

令

紫

珍

集、

武

林

詩

乗、

徐

氏

千

古

一

家

言

等

編、

半

未

行

世、

與

憺

漪

為

三

十

年

交、

以

此

相

託、

乃

稱

知

己、
其

二

徐

野

君

謂

柏

舟

為

武

林

吳

太

先

生

女、

西

水

陳

大

生

婦

也、

其

兄

文

貫、

與

余

為

筆

硯

交、

年

十

九、

未

婚

而

大

生

亡、

歸

陳

守

節、

五

年

而

死、

將

死

之

際、

出

所

著

一

卷

欲

付

梓、

乃

翁

屬

選

于

余、

并

為

之

序、

其

詩

詞

固

佳、

而

尺

牘

尤

雋、

有

才

若

此、

竟

作

女

修

文、

天

耶、

命

耶、
其

三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張

半

紘、

名

開

先、

即

著

棲

里

景

物

略

者、

其

緑

雪

堂

稿、

今

亦

不

傳、

有

與

徐

野

君

書

曰、

令

先

尊

若

赤

先

生、

績

學

有

年、

久

困

場

屋、

年

五

十

而

殁、

所

存

制

舉

義

一

卷、

題

曰、

四

十

九

年

書、

誌

所

感

也、

聞

仁

兄

楚

歸、

此

稿

亦

竟

散

失、

可

謂

浩

歎、

弟

子

仲

謀

舍

姪

處、

見

所

録

論

表

䇿

數

篇、

列

之

西

水

人

文、

亦

自

生

色、

况

風

簷

寸

晷

之

精

魂、

猶

在

敝

紙

中、

不

獨

作

魯

靈

光

巋

然

觀

耳、

先

子

瓢

中

草

半

是

仁

兄

當

日

分

題、

知

己

夢

魂、

尚

通

梁

月、

惜

尊

公

不

喜

作

詩、

至

今

遺

缺

畧

之

恨、
其

四

李

日

華

紫

桃

軒

雜

綴

李

日

華

明

嘉

興

人、

字

君

實、

號

竹

懶、

又

號

九

疑、

萬

暦

進

士、

官

至

太

僕

少

卿、

唐

以

前、

自

杭

至

嘉

皆

懸

流、

其

南

則

水

草

沮

洳、

以

達

於

海、

故

水

則

設

閘

以

啟

閉、

陸

則

設

棧

以

通

行、

古

胥

山

碑

謂

石

棧

自

錢

塘

北

抵

禦

兒

之

胥

口、

乃

其

證、

韻

語

陽

秋、

錢

唐

風

物

湖

山

之

美、

自

古

詩

人

標

榜

為

多、

如

謝

靈

運

云、

定

山

緬

雲

霧、

赤

亭

無

淹

薄、

鄭

谷

云、

潮

來

無

别

浦、

木

落

見

他

山、

張

祜

云、

青

壁

遠

光

陵、

鳥

峻、

碧

湖

深

影

鑑

人

寒、

錢

起

云、

漁

浦

浪

花

摇

素

壁、

西

陵

樹

色

入

秋

窗

之

、

皆

錢

唐

城

外

江

湖

之

景、

蓋

行

人

於

解

鞍

繫

纜、

頃

刻

所

見、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一

唐

玉

潛

遷

宋

六

陵

故

事

見

唐

棲

志

畧、

清

何

洪

著、

從

塘

棲

談

到

唐

玉

潛

義

士

遷

葬

宋

六

陵

的

故

事

六陵

為

南

宋

高、

孝、

光、

寕、

理、

度

六

帝

陵

寢

杭

縣

塘

棲

鎮、

一

名

唐

棲、

據

傳

經

堂

主

人

卓

氏

家

乗

唐

棲

考、

以

宋

末

義

士

唐

玉

潛

嘗

寓

於

此、

人

義

之、

因

名

唐

棲、

俞

璈

伯

唐

棲

行

諸

序、

亦

記

其

事、

且

有

句

曰、

余

嘗

覽

宋

室

遺

史、

至

冬

青

花、

不

可

折、

霹

靂

一

聲

天

地

裂

之

詞、

未

嘗、

不

唏

嘘

流

涕、

恨

今

世

更

無

唐

公

其

人、

今

何

幸

得

誌

其

避

難

處

耶、

吾

聞

嚴

陵

高

蹈、

郡

以

姓

稱、

烏

程

兩

酒

儂

耳、

竟

以

名

縣、

况

唐

公

大

節

炳

霄

壤

其

不

堪

獨

名

一

鎮

乎、

而

何

東

甫

唐

棲

志

畧

亦

云、

按

吾

友

宋

孝

亷

茗

香

塘

西

考、

有

塘

西、

唐

栖、

棠

郪、

唐

西

等

名、

孝

亷

其

里

人

也、

博

雅

好

古、

所

引

諸

書、

明

晰

詳

瞻

似

可

據

依、

然

鄙

意

地

以

人

重、

仍

作

唐

棲、

盖

重

義

士

之

所

棲

止

也、

又

其

寓

公

志

首

列

義

士、

并

謂

唐

義

士

嘗

隱

居

棲

鎮

永

清

寺

側、

又

王

同

伯

編

唐

棲

志、

以

唐

棲

古

義、

故

彙

録

前

人

筆

述、

聚

訟

紛

紜、

莫

衷

一

是、

然

鎮

之

名

始

著

於

南

京、

當

時

以

鄰

近

京

畿、

故

其

地

並

多

趙

家

遺

跡、

何

氏

所

謂

地

以

人

重、

已

屬

定

論、

據

唐

棲

志

略、

義

士

隱、

居

之

永

清

寺

側、

今

屬

塘

北、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二

舊

名

三

分

村、

在

鎮

之

西

北、

時

代

相

越、

遍

野

桑

麻、

遺

址

已

渺

不

可

、

至

永

清

寺、

一

名

永

清

廨

院、

始

建

於

宋

紹

興

間、

即

今

三

分

村

廟、

祀

陳、

禹

两

神、

故

老

相

傳、

蓋

亦

宋

福

王

時

死

於

國

事

者

也、

又

據

志

乗、

義

士

有

祠

在

紅

粉

溝

口、

架

屋

為

樓、

後

因

市

囂、

移

祔

思

古

橋

壇

廟

中、

義

士

之

與

唐

棲

既

如

上

述、

茲

將

義

士

之

略

歴

及

遷

葬

宋

六

陵

故

事

彙

録

如

后、

唐

義

士

名

珏、

字

玉

潛、

宋

末

會

稽

人、

少

孤、

以

明

經

教

授

鄉

里

子

弟、

而

養

其

母、

至

元

戊

寅、

浮

圖

總

統

連

真

伽

利

宋

攢

宫

金

玉、

故

為

妖

言

惑

主

聼

掘

之、

義

士

懷

憤、

乃

貨

家

具、

召

里

中

少

年、

收

他

骨、

易

遺

骸、

瘞

蘭

亭

山

後、

而

樹

冬

青

誌

焉、

其

人

其

事、

雜

見

宋

遺

民

録、

輟

耕

録

諸

書、

又

東

園

友

聞

亦

有

記

唐

義

士

事

云、

宋

太

學

生

會

稽

唐

珏、

字

玉

潛、

至

元

戊

寅、

楊

連

南

伽

趙

皇

族

諸

陵

寢、

至

殘

支

體

攫

珠

襦

玉

匣、

焚

其

胔、

骨

草

野

間、

唐

聞

之

痛

恨、

亟

貨

家

具、

得

白

金

百

星

許、

贄

劵

行

貸、

又

得

百

星

許、

乃

具

酒

醪

市

羊

豕、

飲

里

中

少

年、

唐

具

告

以

願

收

遺

骸

共

之

衆

歡

諾、

一

少

年

曰、

事

露

奈

何、

唐

曰、

余

固

籌

之

矣、

今

四

鄰

多

暴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三

骨、

取

竄

以

易、

誰

其

知

之

又

劚

文

木

為

櫝、

紉

黃

絹

為

囊、

各

具

其

表

曰

某

陵

某

陵、

分

委

而

散

遣

之、

蕝

地

以

藏、

為

文

而

告、

詰

旦

事

訖、

復

出

百

金

酬

之、

戒

勿

洩、

越

七

日、

下

令

裒

陵

骨、

雜

置

牛

馬

枯

骼

中、

造

塔

錢

塘、

名

塔

曰

鎮

南、

杭

民

悲

不

忍

視、

了

不

知

陵

骨

之

猶

存

也、

後

數

年、

始

有

人

傳

唐

之

高

義、

由

是

玉

潛

風

雲

震

動、

世

傳

唐

義

士

所

作

冬

青

行

云、

冬

青

花、

不

可

折、

南

風

吹

涼

積

香

雪、

遥

遥

翠

蓋

萬

年

枝、

上

有

鳥

巢

下

龍

穴、

君

不

見

犬

之

年、

羊

之

月、

霹

靂

一

聲

天

地

裂、

義

士

又

有

夢

中

詩

四

首

云

珠

亡

忽

震

蛟

龍

睡、

軒

敝

寕

忘

犬

馬

情、

親

拾

寒

瓊

出

幽

草、

四

山

風

雨

鬼

神

驚、

一

抔

自

築

珠

宫

土、

雙

匣

親

傳

竺

國

經、

只

有

東、

風

知

此

意、

年

年

杜

宇

泣

冬

青、

昭

陵

玉

匣

走

天

涯、

金

粟

堆

寒

起

暮

鴉、

水

到

蘭

亭

轉

咽

嗚、

不

知

真

帖

落

誰

家、

珠

鳬

玉

雁

又

塵

埃、

斑

竹

臨

江

首

重

回、

猶

憶

去

年

寒

食

祭、

天

家

一

騎

捧

香

來、

據

志

乗、

里

人

吳

旭

堂

有

嘅

義

士

詩

云、

髠

徒

流

毒

遍

東

南、

草

莽

全

忠

事

更

難、

掩

骼

功

同

扶

社

宗、

潔

身

死

不

慕

元

官、

里

名

久

倚

先

生

重、

神

像

新

修

丈

室

寛、

莫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四

把

冬

青

庭

畔

植、

恐

教

觸

眼

動

悽

酸、

逮

清

光

緒

五

年

春、

里

人

汪

道

生、

夏

同

聲

及

義

士

裔

孫

孫

思

復

諸

先

輩、

擇

鎮

南

東

小

河

畔、

流

水

長

者

閣、

杜

隅

放

生

池

上、

立

石

柱、

建

屋

三

間、

樓

一

間、

中

楹

奉

義

士

栗

主、

題

曰、

宋

寓

賢

唐

玉

潛

先

生、

樓

外

署

冬

青

義

士

祠

之

額、

此

時

并

集

資

延

師、

設

立

冬

青

義

塾、

汪

夏

諸

先

輩

又

嘗

創

吕

祖

壇、

有

傳

守

壇

神

即

義

士

者、

故

鎮

人

士

至

今

有

稱

義

士

為

唐

珏

祖

師

焉、

冬

青

義

塾

旋

即

移

至

晚

步

弄

吕

祖

壇、

易

名

毓

川

書

塾、

為

當

時

著

名

之

義

學、

而

義

士

祠

亦

移

至

馬

鞍

山

將

軍

廟、

復

建

亭

曰

仰

止、

自

杭

塘

汽

車

道

通

仰

止

亭、

碍

路

被

毁、

義

士

栗

主、

今

乃

在

海

雲

洞

乾

天

觀

受

供

奉

矣、

西

溪

梵

隱

志

西

溪

留

下

西

南

三

里

有

高

宗

禁

酒

牌、

即

高

宗

入

山

村

酒

肆、

喜

其

供

奉

精

潔、

御

賜

界

牌

以

賜、

曰

不

為

酒

税

處

是

也、

後

為

陶

家

廂

理

宗

時

有

陶

處

士

隱

此、

水

竹

田

桑、

夫

耕

婦

織

有

栗

里

之

風、

皆

山

川

幽

寂

之

處

也、

葉

天

寥

記

遊

葉

天

寥

名

紹

袁、

字

仲

韶、

吳

江

人、

明

天

啟

乙

丑

進

士、

官

至

工

部

主

事、

明

亡、

入

山

為

僧、

自

號

天

寥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五

道

人、

此

記

作

于

明

弘

光

元

年

乙

酋、

即

清

順

治

三

年

也

所

載

多

塘

棲

皋

亭、

臨

平

間

人

事、

故

摘

録

之、

甲

行

日

注、

乙

酉

九

月

初

四

日、

壬

子、

朣

朧

日

出

矣、

方

鼓

枻、

又

雨、

過

石

門、

頽

牆

廢

墟、

殘

毁

剝

裂、

野

店

無

煙、

晨

星

數

人、

兵

火

後、

光

景

真

可

太

息、

次

塘

西、

又

值

虜

舟、

幸

疾

雨

飛

注、

虜

遥

不

見

津

梁

疲

矣、

迷

途

生

悵、

昏

霧

歸

鴉、

荻

花

無

語、

又

如

僰

道

漏

天、

淋

漓

不

止、

正

徬

徨

間、

有

漾

永

庵

屹

然

水

湄、

繫

纜

而

登、

主

僧

嗣

明

留

宿

水

閣

中、

緑

萍

覆

池

衰

栁

依

依

隄

上、

籠

烟

曳

雨、

滿

目

淒

涼、

初

五

日、

癸

丑、

大

雨、

早

至

一

華

庵、

超

寰

開

門

揖

入、
聞

修

之

師

采

園

橘

供

茶、

橘

色

正

青、

甘

香

獨

異、

錢

唐

公

使

者

自

香

積

兜

夜

歸、

云

虜

聞

江

東

兵

至、

日

夕

廵

譙

警

堞、

斷

橋

秋

色、

半

在

羌

笳

胡

柝

中、

未

可

問

西

子

湖

也、

初

八

日、

丙

辰、

陰、

兒

輩

同

曇

元

津

治

平

寺

僧

訪

東

山

之

勝、

得

華

桐

塢

安

廬、

將

移

笈

就

之、

十

二

日、

庚

申、

晴、

暖、

午

後

安

廬、

自

劉

家

橋

上

岸、

兒

輩

學

行

脚

僧、

自

擔

榔

栗、

余

與

曇

津

先

行、

可

二

三

里

至

華

桐

塢、

山

為

阯、

三

面

皆

峯、

箬

籬

菁

徑、

高

下

委

折、

主

僧

云、

此

雲

棲

惠

文

師

所

創、

安

廬

牓、

李

長

蘅

書

也、

屋

西

嚮

供

佛、

北

嚮

為

香

積、

南

嚮

聼

竹

軒

二

間、

居

焉、

修

篁

千

竿、

錯

以

松、

檜

楓、

梓

諸

木、

夾

蔭

四

圍、

碧

岫

如

蛾

眉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六

臨

鏡、

浮

出

黛

痕

半

抺、

在

千

重

緑

步

幛

間、

黄

花

四

五

枝、

婀

娜

依

人、

佛

前

供

香

圓

一

盆、

屋

後

流

泉

淙

淙、

如

美

人

銀

甲

挑

箏

絃、

柔

緩

中

作

栗

響、

劈

竹

為

筏、

繇

山

坳

屈

曲

引

下、

滴

之

池

盎、

夜

來

天

高

月

㢠、

空

山

無

聲、

摩

挲

樹

影

下、

如

洞

天

非

人

世

矣、

十

四

日、

壬

戌

晴、

日

色

射

松

竹

間、

如

流

黄

碎

錦、

金

翦

刀

裁

出、

兒

輩

興

會

所

寄、

登

崇

巔、

眺

錢

江、

逾

嶺

至

半

山、

訪

神

女

廟、

神

女

倪

氏

處

子

也、

宋

高

宗

初、

兀

术

追

至

臨

安、

女

避

亂

出

奔、

旋

死、

埋

半

山

下、

即

托

夢

諸

將

帥、

必

速

决

戰、

我

以

陰

兵

汝、

諸

將

異

之、

遂

戰、

果

以

神

獲

勝、

共

為

立

祠、

至

今

廟

貎

不

毁、

然

香

火

冷

落

甚

矣

余

謂

正

當

葺

其

土

木、

冀

明

鑒

於

神

焉

可

也、

十

七

日、

乙

未、

往

新

庵、

樓

舍

俱

宏

敞、

庭

中

老

梅

古

木

錯

立、

上

即

陸

中

丞

墓、

松

可

百

尺、

直

上、

無

斜

曲

之

枝、

唐

伏

虎

禪

師

塔

也、

初

欲

奪

塔

為

穴、

及

開

視、

即

時

衆

虎

鳴

山、

故

懼

不

敢

動、

止

於

左

右

分

窆

焉、

中

為

宋

真

歇

了

塔

院、

中

一

溜

水、

石

架

如

蟲

食

樹

葉、

作

鳥

篆

蝌

籀

狀、

相

傳

石

蟹

所

齧

痕

也、

蟹

不

知

何

往

矣、

西

南

栁

翠

墓、

石

碑

書

嬝

娜

栁

居

士

塔、

宋

人

題

也、

夜

夢

亡

儋

寤

後、

枕

端

為

溼、

明

月

映

櫺、

如

白

日

耳、

十

一

月

初

一

日、

己

酉、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七

晴

冷、

始

冰、

月

明

庵

僧

慧

持

邀

齋、

侗

倌

赴

之、

伊

蒲

之

供、

最

為

精

美、

庭

中

孤

桐

峻

聳、

黄

花

晚

茂、

小

樓

向

南

挹

日、

坡

公

詩、

林

深

窗

緑

矣、

殿

後、

即

月

明

杲

墓、

碑

文

不

載

栁

翠

事、

齊

諧

固

無

足

徵、

豈

墓

亦

附

會

歟、

碑

曰、

杲

與

了

俱

蜀

人、

同

為

舟

霞

淳

法

嗣、

而

五

燈

不

列

杲、

十

三

日、

晴、

暖、

與

侗

倌

經

訪

宏

濟、

數

椽

矮

屋、

窗

几

明

潔、

黄

菊

猶

依

依

在

庭、

宏

濟

即

遣

侗

倌

往

拾

松

球

煮

茗、

不

知

誰

為

主

客、

又

至

烟

石

居

李

長

蘅

寫

經

處、

僧

介

眉

疏

樸

有

巖

壑

致、

山

漸

高、

石

巉

巖

峭

立、

逺

望

諸

山

峙、

黛

屏

可

數、

宏

濟

贈

條

杖、

送

至

陵

墓

别、

十

四

日、

壬

戌、

晴、

太

平

寺

前

酒

家

金

奉

川

敬

宇

兄

弟

造

謁、

送

橘

栗

諸

品、

為

余

家

行

遯

慕

重

重

也、

市

井

中

有

好

禮

如

此

可、

謂

窮

途

之

嘉

遇

矣、

十

六

日、

甲

子、

晴、

冷、

張

慶

常

來、

方

弱

冠、

亦

僧

服、

自

楚

中

歸、

云

長

江

千

里、

蒼

茫

無

廬

舍、

焚、

僇

之

慘、

不

忍

舉

目、

三

十

日、

晴、

冷、

金

奉

川

送

生

魚

五

尾、

亦

放

之

池、

共

十

五

魚

矣、

兩

君

意

甚

隆、

天

涯

旅

况、

何

以

為

瓊

玖

之

報、

抵

暮、

德

謙

與

蒼

頭

至、

家

鄉

虜

盜

交

訌、

人

無

生

意、

途

中

胡

虜

絡

繹、

舟

楫

難

前、

嗣

後

信

音、

終

付

滇

雲

隴

月

矣、

故

德

謙

南

返、

塗

次

許

村、

偶

值

一

南

潯

船、

即

為

吾

輩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八

定

之、

而

拉

其

篙

師

亦

同

入

山、

盖

德

謙

逐

客

意

已

甚

久

也、

余

自

至

安

廬、

两

兒

病、

皆

幾

死、

又

死

一

僮、

無

多

囊

槖、

盡

耗

醫

葯

間

倐

忽

此

行、

又

無

半

錢

粒

米

寄

至、

毋

論

久

留

取

主

人

厭、

實

亦

不

能

枵

腹

存

也、

次

日、

即

為

整

装

計

矣、

十

二

月

初

一

日、

己

卯、

晴、

暖、

往

别

顯

寧

具

公、

余

初

至

皋

亭、

具

公

入

吳、

洎

歸

余

以

晦

跡

在

此、

恐

叢

林

傳

説

易

廣、

故

未

修

造

謁、

今

將

行

矣、

一

辤

别

可

也、

師

和

悦

傾

挹、

元

箸

超

然

巒

嶂

莊

嚴、

足

稱

勝

境、

華

桐

去

有

數

里、

買

一

小

棹、

杭

之

舟

人

姜

八

老、

年

五

十

餘

矣、

善

談

史

籍

事、

又

云、

當

以

心

之

公

私、

論

戰

之

勝

負、

此

語

竟

照

破

馬

士

英

諸

姦

臣

心

術、

可

謂

大

奇、

兒

輩

往

一

華

庵

謝

别、

夜

金

奉

川

為

祖

道

之

餞、

初

二

日、

庚

辰、

晴、

暖、

午

後

大

風

雨、

侵

晨、

金

奉

川

以

夜

庋

餘

品

具

饔、

趙

寰

率

其

徒

雲

白、

定

林、

持

米

二

斗、

食

物

數

種、

早

來

送

行、
聞

修

久

逺

出

又

慧

持、

朗

演、

含

章、

宏

濟

至、

倶

送

至

陸

墓

前

别、

超、

宏

二

公、

更

送

至

金

嘉

堰、

雲

白

附

舟

經

崇

德、

船

在

許

村

經、

欲

過

壩

堰

上、

又

覓

一

楫

渡

去、

皆

金

家

兄

弟

經

營

之

故、

奉

川

亦

同

行、

又

肩

挑

纍

食

往

焉、

方

棹、

出

半

山

橋、

上

即

神

女

廟

也、

天

大

晦、

石

尤

陡

作、

至

桐

扣

五

雲

橋、

見

陳

起

巖

於

道

上、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十
九

問

子

夏

安

在

云

已

北

返

三

日

矣、

桐

扣

即

晋

時

石

鼓、

張

茂

先

以

蜀

桐

刻

魚

扣

之

者

也、

過

臨

平、

零

雨

濛

飛、

寒

峰

霧

隱、

遇

虜

運

柴、

舟

人

不

解

事、

近

之、

我

舟

遂

為

所

奪、

非

真

虜

也、

即

羅

木

營

兵

耳、

放

肆

無

忌、

幸

奉

川

開

説

之、

行

李

悉

抛

擲

東

岸、

與

兒

輩

扳

沙

而

去、

至

邨

舍、

購

一

小

舫

載

装、

身

復

渡

西

岸

塘

上

步

行、

同

行

雲

白、

奉

川

也、

雨

稍

止、

行

十

里、

已

暗

抵

吉

祥

寺、

舟

即

在

寺

門

後

河

耳、

買

寺

僧

酒

澆

寒、

夜

宿

寺

中、

初

三

日、

辛

巳

隂、

冷、

有

雪、

别

寺

僧、

奉

川

早

、

行

三

十

里

至

章

埠

堰

雲

白

登

岸、

夜

至

斜

橋

鎮、

葉

廷

琯

浦

西

寓

舍

雜

詠

葉

廷

琯

清

吳

縣

人、

諸

生、

有

吹

網

録、

鷗

波

餘

話、

同

人

詩

畧

等、

真

讀

書

人、

賊

亦

欽、

纖

塵

不

使

絳

帷

侵、

黄

巾

知

避

康

成

里、

漢

季

儒

風

又

見

今、

註

云、

仁

和

勞

季

言、

家

塘

栖、

累

代

富

藏

書、

季

言

尤

以

博

洽

名、

賊

酋

至

其

門、

戒

其

徒、

謂

此

讀

書

人

家、

毋

驚

之、

入

室、

取

架

上

卷

帙

觀

之、

曰、

聞

此

家

多

藏

秘

籍、

何

此

皆

非

善

本、

殆

移

匿

他

處

邪、

徘

徊

良

久、

不

動

一

物

而

去、

賊

亦

知

書、

異

哉、

季

言

人

素

篤

實、

貽

扎

自

述、

當

非

虚

語、

計

發

魚

計

軒

詩

話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聞

湘

人

南

仲

居

晟

舍、

為

冡

宰

某

公

諸

孫、

天

姿

超

絶

讀

書

一

過、

終

身

不

忘

世

後、

家

苦

貧

乏、

幾

無

以

自

存、

嘗

詭

他

姓、

偕

其

配

自

鬻

于

塘

棲

大

姓、

所

著

有

碎

金

集、

寒

玉

居

集、

潘

太

守

尚

仁

刻

於

淮

陰、

詩

特

悽

豔

動

人、

錢

曾

讀

書

敏

求

記

金

石

録

吾

友

馮

研

祥

有

不

全

宋

槧

本、

刻

一

圖

記

曰

金

石

録

十

卷

人

家、

長

箋

短

札、

帖

屋

書

頭

每

用

之、

亦

藝

林

中

一

美

談

也、
按

杭

群

詩

輯、

馮

文

昌

字

研

祥、

嘉

興

諸

生、

有

吳

越

野

民

集、

注

云、

研

祥

為

司

成

開

之

子、

以

次

子

襃

仲

贅

我

棲

里

沈

氏、

遂

徙

家

依

之、

又

江

藩

金

石

録、

研

祥

收

藏

甚

富、

得

右

軍

快

雪

時

晴

真

跡、

因

築

快

雪

堂

於

杭

之

孤

山、

自

嘉

禾

移

居

武

林、

遂

為

杭

人

云

云、

豈

由

棲

里

復

徙

居

杭

城

耶、

葉

昌

熾

藏

書

記

事

詩

聼

鼓

秋

風

卧

白

門、

游

無

復

海

王

邨、

同

時

一

个

君

先

弱、

珍

重

錢

唐

宋

板

孫、

注

云、

咸

豐

庚

申、

英

人

焚

淀

園、

京

師

戒

嚴

持

朱

提

一

笏

至

厰

肆、

即

可

載

書

兼

两、

仁

和

朱

修

伯

先

生

得

之

最

多、

長

子

澂、

字

子

清、

次

子

溍、

字

子

安

先

後

以

道

員

需

次

江

、

子

清

亦

好

聚

書、

家

藏

既

富

又

裒

益

之、

精

本

充

物、

著

結

一

廬

書

目、

庚

寅、

子

清

殁、

遺

書

八

十

櫃、

盡

歸

張

幼

樵

副

憲、

幼

公

朱

氏

婿

也、

孫

銓

伯

貳

尹、

名

鳳

鈞、

與

子

清

同

鄉、

藏

单

行

本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一

魏

志

撫

州

本

公

羊、

皆

世

間

絶

無

之

本、

簿

之

學

一

時

無

比、

人

呼

宋

板

孫

云、

又

此

稾

付

雕、

銓

伯

尚

在、

故

有

珍

重

之

句、

今

亦

捐

館

矣、

高

鵬

年

湖

墅

小

志

湖

壖

雜

記、

言

湖

墅

有

三

勝

地、

西

溪

之

梅

花、

可

名

香

雪、

河

渚

之

蘆

花、

可

名

秋、

雪

皋

亭

之

桃

花、

可

名

絳

雪、

按

此

則

湖

墅

所

色

者

廣、

不

僅

從

三

闗

為

限

耳、

余

少

年、

酷

喜

探

幽、

每

值

春

秋

佳

日、

必

約

伴

買

舟

而

往、

見

皋

亭

之

桃、

夾

岸

盛

開、

望

之

若

紅

霞

一

片、

令

人

心

醉

目

迷、

蘆

花

則

潔

白

如

棉、

一

經

風

捲

則

河

渚

西

岸、

恍

恍

有

無

數

白

頭

翁、

個

個

摇

頭

而

立、

真

異

致

也、

若

西

溪

梅

花

似

乎

有

名

無

實、

種

者

寥

寥

矣、

其

殆

今

日

情

况

之

不

同

乎、

張

大

昌

臨

平

記

補

遺

三

則

曲

園

先

生

曰、

余

四

即

從

德

清

遷

臨

平

鎮、

臨

平

屬

仁

和

東

西

不

過

三

里、

南

北

不

過

二

里、

然

其

名

則

古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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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久、

名

僅

見

於

杭

州

府

藝

文

志、

迨

道

光

中、

康

蓮

伯

子

蘭

两

君

續

修

之、

則

倣

州

縣

志

書

體、

蒐

輯

甚

富

時

先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二

兄

壬

甫

館

鄭

夢

白

中

丞

家、

鄭

多

藏

書、

先

兄

每

之

采

輯

焉、

亂

後、

東

江

志

尚

有

流

傳

之

本、

康

氏

之

書、

不

可

見

矣、

两

君

數

十

年

心

血、

付

之

雲

煙、

殊

可

惜

也、

其

一

明

正

統

六

年、

海

寕

蘇

平

與

許

溪

凌

孟

通

與

弟

蘇

正、

蘇

直、

子

約

莊

姪

淵、

同

游

鼎

湖、

作

遊

鼎

湖

賦、

序

云、

許

溪

凌

君

孟

通

伯

仲、

與

余

友

善、

游

心

古

道、

予

固

不

敢

以

今

之

人

目

之、

期

余

兄

弟

鼎

湖

之

游

者

再

書

凡

五

六

往

返、

以

人

事

而

不

果、

今

秋、

甲

寅、

復

致

書

來

約、

予

謂

故

人

厚

意、

良

不

可

拒、

吾

之

與

遊、

尤

不

可

遏、

丁

巳、

與

弟

秉

貞

秉

中、

二

兒、

約

莊

姪

淵

泛

舟

乘

月

而

往、

是

日

衆

賓

咸

集、

次

日、

宴

醉

雪

堂、

明

日、

宴

樂

畊

所、

又

明

日、

將

宴

松

泉

子、

適

值

連

雨、

游

湖

之

興、

為

之

索

然、

客

欲

辤

者

過

半

矣、

忽

爾

雲

歛

雨

歇、

霽

景

澄

軒、

水

天

一

色、

醉

雪

子

欣

然

擕

酒

持

殽、

與

各

客

放

車

湖

上、

皋

亭

臨

平、

參

差

相

映、

其

翠

如

洗、

逺

近

景

物、

千

態

萬

状、

莫

不

呈

露、

豈

天

之

黙

相

吾

人

游

乎、

於

是

容

與

中

流、

隨

意

所

適、

主

賔

酬

酢、

禮

度

從

容、

或

鳴

琴

賦

詩、

或

雅

歌

投

壺、

極

其

娛

樂、

放

乎

形

骸

之

外、

而

忘

其

尔

汝

焉、

予

既

先

客

以

醉、

頽

乎

舟

中、

少

焉

而

醒、

醉

雪

子

舉

觴

揖

予

而

言

曰

今

日

之

游、

無

異

赤

壁、

吾

子

之

興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三

不

減

坡

仙、

山

為

之

高、

水

為

之、

深

矣、

古

賦

之

作、

不

可

使

古

人

專

美

於

前

也、

予

躍

然

而

起、

復

進

三

爵、

擇

䚪

俯

仰、

浩

浩

乎

神

游

八

極

之

表、

揮

毫

輙

就、

詞

謂

之

妙、

固

不

敢

望

吾

宗

人

坡

翁

之

萬

一、

然

託

物

寓

興、

盖

亦

有

在

也、
按

賦

長、

從

畧、

其

二

沈

東

江

新

晴

同

鍾

師

夏

過

安

隱

寺、

詩

云、

西

郊

春

雨

歇、

古

寺

况

幽

期、

白

髮

悲

行

樂、

青

山

厭

亂

離、

泉

香

僧

茗

熟、

石

立

徑

花

垂、

不

謂

風

塵

裏、

悠

悠

共

采

芝、

丁

立

誠

曰、

此

詩

見

東

江

手

書

詩

卷、

吳

氏

杭

郡

詩

輯

小

傳

載

詩

卷

自

跋

云、

庚

寅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四

鼓

過

寒

山、

曉

月

映

塔、

流

屍

觸

船、

余

披

衣

起

視、

悲

愴

欲

絶、

流

離

之

苦、

大

略

可

見、

因

録

本

年

五

言

律

四

十

四

首、

以

當

哭、

餘

體

不

及

備

書、

驚

悸

顫

掉、

筆

勢

倚

斜、

不

逞

觀

也、

以

東

江

集

檢

對、

三

十

七

首

未

列

入

集、

今

就

録

二

十

首、

梁

紹

壬

两

般

秋

雨

盦

隨

筆

云、

是

卷

藏

塘

棲

余

氏、

曲

園

先

生

賓

萌

外

集、

沈

東

江

手

卷

記、

略

云、

雨

香

金

丈

既

切

梓

桑

之

敬、

兼

深

文

字

之

縁、

重

付

裝

池、

廣

求

掾

筆

云

云、

庚

辛

两

劫、

此

卷

存

否

不

可

知

矣、

此

詩

則

吳

氏

所

録

二

十

篇

中

之

一

也、

餘

十

九

首、

更

不

可

復

得

焉、
按

庚

寅

為

順

治

七

年、

寒

山

在

新

市

鎮、

此

乃

德

清

歸

安

交

界

處、

閲

此

流

離

景

况

依

然

在

目、

詩

人

記

載、

足

備

史

乗

如

此

矣、

其

三

十

七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四

首、

未

刋

入

集、

殆

恐

觸

當

時

忌

諱、

而

吳

氏

所

録、

或

亦

有

所

取

舍

也、

雨

香

金

氏

賔

萌

集

謂

其

切

桑

梓

之

敬、

當

是

臨

平

人、

梁

氏

筆

記

作

塘

棲

似

誤、

其

三、

陸

次

雲

三

則

陸

次

雲
清、

錢

塘

人、

字

云

士、

康

熙

召

試

鴻

博、

未

遇、

官

江

陰

知

縣、

有

惠

政、

著

有

八

紘

繹

史、

湖

壖

日

記

等、

湖

墅

有

三

勝

地、

西

溪

之

梅、

皋

亭

之

桃、

河

渚

之

蘆

花、

河

渚

蘆

花

名

曰

秋

雪、

西

溪

之

梅

名

曰

香

雪、

則

皋

亭

之

桃、

亦

可

名

曰

紅

雪、

曰

絳

雪

矣、

或

曰、

滿

覺

衖

桂

花

可

名

金

雪、
陸

次

雲

湖

壖

日

記

安

溪

有

東

明

寺、

建

文

皇

帝

避

跡

處

也、

其

至

此

地

時、

旭

日

始

旦、

故

於

寺

額

題

曰

東

明、

寺

去

邑

四

十

里、

可

以

潛

伏、

以

龍

混

蠖、

莫

或

識

之、

自

歸

國

後、

方

知

為

帝

坟、

今

範

其

遺

像、

僧

服

而

衮

龍、

香

磴

昕

夕、

供

以

伊

蒲、

猶

弗

替

也

寺

有

牡

丹

一

本、

乃

帝

手

植

花

皆

千

萼

色

白

如

銀、

分

其

種

他

處、

即

不

榮

矣、

越

三

百

年

如

故、

是

老

佛

之

靈

尚

在、

而

成

祖

之

遺

踪

已

作

冷

風

蕩

盡

懷

古

者、

至

此、

能

無

興

感

也

哉、

半

山

即

皋

亭

山、

有

娘

娘

廟

在

山

之

半、

神

姓

倪、

居

山

下

南

宋

時、

兀

朮

兵

至、

倪

匿

山

中、

懼

不

免

於

難、

遂

自

盡

於

荒

煙

古

木

之

間、

時

韓

鄿

王

方

拒

敵、

夢

倪

語

之

以

姓

氏

云、

受

上

帝

之

憐、

證

神

於

此、

詰

朝、

當

戰、

願

之

威、

王

異

之、

援

桴

臨

陣、

有

神

鴉

蔽

天

而

至、

鼓

翼

飛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五

砂、

使

敵

目

迷

而

敗、

韓

表

其

異、

因

加

敕

封、

其

墓

即

在

山

隅、

明

季

有

潛

欲

圖

為

䕃

地

者、

鍬

鍤

甫

及、

忽

起

鐵

蜂

數

百、

攢

咂

其

人

而

退、

後

嘗

有

白

起

自

林

端、

狀

如

曳

帛、

見

則

農

損

田

禾、

鳴

金

逐

之、

方

去、

此

蝀

之

也、

殆

天

地

山

川

乖

沴

之

氣、

偶

出

為

戾、

村

人

謂

神、

之

所

為、

夫

以

神

之

節

烈

忠

貞、

而

豈

為

此

者

哉、

金

鴻

漸

印

雪

軒

隨

筆

金

鴻

漸

清、

德

清

人、

字

劍

華、

嘉

慶

舉

人、

有

印

雪

軒

文

鈔、

印

雪

軒

隨

筆、

讀

蘭

志

隨

筆、

姚

東

石

珣

子

學

無

所

不

窺、

而

詩

律

尤

精、

癸

酉

春

余

作

婿

東

湖、

適

孫

蘭

里

讀

書

園、

邀

作

文

會、

至

晚、

治

具

小

酌、

極

歡

而

散、

園

為

文

靖

公、

祠、

花

石

之

勝、

甲

于

一

鎮、

東

石

有

即

事

詩

云、

簷

花

細

雨

故

人

酒、

草

色

鶯

聲

丞

相

祠、

余

愛

其

以

杜

對

杜、

字

字

雅

切、

因

和

之

云、

細

雨

緑

蕪

游

子

徑

夕

陽

古

木

上

公

祠、

然

自

問

逺

不

能

逮

也、

鮚

琦

亭

集

外

編

殘

明

二

則、

鮚

琦

亭

集

外

編、

殘

明

浙

東

督

師

大

蘭

洞

主

王

公

翊

死

節

時、

一

女

許

嫁

黄

公

宗

羲

子

百

家、

年

十

三

矣、

以

例

没

入

勲

貴

家、

遂

為

杭

州

將

軍

部

下

參

領

所

養、

參

領

憐

其

忠

臣

之

女、

撫

之

如

所

生、

女

亦

相

親

依

如

父、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六

及

參

領

欲

為

擇

配、

女

出

不

意

自

刎、

參

領

大

驚、

葬

之

臨

平

山

中、

嗚

呼、

是

真

烈

女

子

也、

今

此

一

抔

土

不

知

猶

在

荒

煙

蔓

草

中

否、

余

僑

寓

臨

平

久

矣、

曽

與

二

三

同

志

共

訪

之、
其

一

康

蘭

皋

先

生

居

在

中

道

村

新、

居

在

緱

山

村、

相

距

不

數

里、

山

明

而

水

秀、

尤

多

竹、

綠

雲

扶

疏、

繞、

左

右、

初

到

時、

並

聞

此

地

俗

尚

勤

儉、

人

敦

古

處、

故

緱

山

村

新

居

落

成、

余

代

擬

楹

帖、

有

曰、

此

地

有

茂

林

修

竹、

臣

居

在

讓

水

亷

泉、

又

以

陶

公

聞

多

素

心

人、

樂

與

數

晨

夕、

對

杜

少

陵

祇

疑

淳

樸

處、

自

有

一

山

川、

自

謂

妙

偶

天

成、

于

此

間

甚

切

也、

居

久

之、

乃

知

所

聞

者

尚

是

三

十

年

前

風

氣、

近

則

人

情

儇

薄、

迥

非

昔

比

矣、

久

矣

不

見

鄉

隣

風

俗

之

美、

言

老

泉

語、

為

之

慨

然、
其

二

張

少

宰

定

鄉

小

識

二

則

元

明

以

前、

江

流

浩

瀚、

秦

望

五

雲

之

上、

獅

峯

浮

嶼、

曇

山

水

洞、

以

至、

廟

山、

皆

臨

大

江、

故

公

私

憚

於

渡

涉、

往

來

新

安

七

閩

者、

緣

山

陸

行

為

多、

今

則

自

定

山

抵

廟

山

沙

洲

舖、

漲

涌

成

平

陸、

而

東

江

渚

前

江

面、

僅

濶

二

里

餘、

與

對

岸

蕭

山

聞

堰

諸

處

鉦、

柝

相

聞、

至

周

家

浦

上

沙

渡

口、

對

富

陽

沙

兩

岸、

桑

竹

在

望、

人

語

遥

答、

江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七

狹

束

如

溝

瀆、

港

涸

時

可

泅

而

過、

且

中

流

突

起、

沙

潬

到

處

棊

布、

不

絶

者

如

綫、

惟

徐

村

以

至

轉

塘、

江

面

稍

濶、

而

對

岸

七

條

沙

横

互

江

中、

自

潭

頭

而

下、

隨

江

勢

曲

為

岸、

無

復

古

昔

之

洶

湧

矣、

滄

海

易、

不

可

意

測

如

此、

尤

袤

全

唐

詩

話

云、

周

匡

物、

字

幾

本、

漳

州

人、

元

和

十

一

年、

李

逢

吉

下

進

士

及

第

時、

以

歌

詩

著

名、

家

貧、

徒

步

應

舉、

至

錢

塘、

乏

僦

船

之

資、

久

不

得

渡、

乃

題

詩

公

館

云

云、

詩

曰、

萬

里

茫

茫

天

塹

遥、

秦

皇

何

事

不

安

橋、

錢

塘

江

上

無

錢

渡、

又

阻

西

陵

两

信

潮、

郡

牧

見

之、

乃

罪

津

吏、

萬

曆

錢

塘

縣

志、

南

出

鳳

山

門、

抵

富

陽

縣

界

為

公

館

曰、

一

曰

定

南、

正

此

地、

至

宋

時

猶

為

士

夫

憇

息

之

所

曽

旼

慈

寕

院

記、

有

来

訪

是

山、

步

枯

彴、

憇

荒

館、

凡

經

日

而

後

至

之

語、

曽

㳺

在

元

豐

初

館

以

荒

名、

則

已

有

頽

圮

之

漸

矣、

其

後

蘇

東

坡

游

風

水

洞、

亦

假

榻

於

此、

其

詩

有

曰、

風

巖

水

穴

聞

名、

只

隔

山

溪

夜

不

行、

所

謂

夜

者、

蓋

宿

公

館

時

也、

公

館

與

風

水

洞

去

約

三

里

許、

故

曰

只

隔

山

溪、

唐

宋

江

沙

未

漲、

宦

游

車、

蓋、

憚

於

渡

江、

縁

陸

為

多、

而

是

館

當

富

春

驛

路

之

衝、

故

弗

能

廢、

惜

潛

氏

郡

志

官

寺

門

失

載、

遂

不

知

創

始

之

繇、

館、

康

時

尚

設

門

役、
魏

氏

錢

塘

志、

門

子

年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八

役

銀

三

两、

遇

閏

加

銀

二

錢

五

分、

定

南

公

館

一

名、

今

廨

宇

久

廢、

惟

其

地

尚

稱

公

館

也、

許

堂

二

則

勞

季

言

茂

才

格

博

覽

群

書、

湛

深

經

術、

人

品

亦

絶

髙、

生

平

不

近

内、

不

冠

冠、

冠

則

鼻

出

血、

雖

冬

月

亦

露

項、

盖

純

陽

之

體

也、

余

家

里

仁

橋

時、

與

季

言

比

隣、

見

其

坐

擁

百

城、

終

日

手

不

釋

卷、

與

之

言、

恂

恂

如

鄙

人、

有

所

質

問、

必

委

曲

相

告、

覺

古

道

去

人

不

逺

也、

辛

酉

年、

避

兵

滬

瀆、

抑

鬰

以

死、

訪

其

著

作、

皆

已

散

失、

惜

哉、
其一

棲

溪

名

勝、

超

山

為

最、

山

之

麓

多

梅、

有

數

百

年

物、

余

見

刹

前

一

樹、

本

已

蠧

空、

僅

存

樹

皮

一

片、

負

土

孤

撑、

其

上

一

枝

横

出、

别

無

旁

幹、

狀

甚

奇

特、

又

數

樹

著

花

不

多、

而

横

斜

之

勢

有

畫

者、

皆

古

秀

可

娛、

去

超

山

三

四

里、

有

泰

山、

泰

山

之

梅

不

下

一

二

千

樹、

雖

鄧

尉

香

雪

無

以

過

也、

有

石

洞

一

二

處、

皆

嵌

空

玲

瓏、

若

鬼

斧、

中

有

泉

者、

俗

呼

龍

洞、

望

之

幽

邃

不

可

測、

旁

有

小

庵、

後

有

趙

清

獻

公

摩

崖

字

外、

又

有

丁

布

政

石

像、

以

其

地

僻、

遊

者、

罕

到

使

栁

州

公

遇

之、

不

知

狂

喜

何

似

耳、

前

年

曽

偕

勞

祗

若、

聞

杏

村

往

遊、

歸

而

欲

為

之

記、

覺

其

境

極

佳、

轉

難

著

筆、

姑

書

崖

略、

俟

他

日

再

遊、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二
十
九

或

者

盡

領

其

妙、

尚

能

文

也、
其

二

清

文

字

獄

康

五

十

三

年

甲

子

舉

人

汪

日

祺

錢

塘

舉

人

汪

景

祺、
即

汪

日

祺、

讀

書

堂

西

征

隨

筆、

案

汪

與

年

羹

堯

文

好、

羹

堯

敗

後、

在

家

中

抄、

出

此

書、

謂

作

詩

譏

剌、

斬

首

示

衆

其

子

發

黑

龍

江、

給

披

甲

人

為

奴、

兄

弟

姪

發

寕

古

塔、

五

服

内

親

族

俱

革

職、

道

光、

咸

豐、

同

治、

闗

於

太

平

天

國

事

及

石

達

開

日

記、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閏

五

月、

天

時

淫

雨、

不

數

日、

洪

水

泛

濫、

棲

鎮

街

市

寂

靜、

店

面

雖

開、

無

生

意、

惟

魚

肉

甚

賤

米

價

頂

貴

至

六

千

外、

軍

營

分

米、

每

大

小

口、

各

若

干、

廩

儲

將

罄、

而

外

埠

之

米

源

源

輸

來、

市

價

稍

平、

人

心

因

之

漸

定、

然

挨

擠

死

者、

日

有

其

人、

一

月

間

水

漸

退

去、

無

如

田

間

水

満、

又

無

禾

秧、

致

難

補

種、

故

餓

死

者

亦

有

之、

三

十

年

夏、

復

值

大

水、

但

比

之

去

年、

略

為

平

緩、

米

價

亦

頓

時

騰

貴、

咸

豐

六

年、

夏、

天

時

亢

旱、

僧

道

求

雨

一

月、

每

店

户

供

龍

神

牌、

日

夜

禮

拜、

旱

益

甚、

魚

肉

不

准

上

街、

至

七

月

初

鎮

上

市

河

乾

斷

見

底

衆

乃

歛

錢

開

河、

忽

一

日、

隂

雨

起

即

大

雨、

一

次

疏

通

快

甚、

是

冬、

店

友

許

君

得

南

京

失

守

警

信、

并

搬

眷

來

棲、
同

上

十

年、

二

月

初

六

日、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往

蘓

辦

貨、

十

一

日

方

到

岸、

南

濠

河

口、

來

有

湖

州

難

民

船

數

十

只、

以

致

蘇

人

驚

恐、

小

住

數

日、

連

接

家

信、

停

貨

促

歸、

即

搭

班

輪

動

身、

路

經

吳

江、

平

望、

南

潯、

烏

鎮、

倶

已

罷

市、

廿

一

日、

抵

棲、

船

不

能

到

鎮

登

岸

一

望、

店

皆

無

市、

及

到

家、

門

亦

閉、

到

紙

店、

店

中

諸

友

正

放

船

下、

舖

盖、

父

一

見、

即

同

到

港

北

何

宅

見

母、

蓋

十

九

日

上

午、

鎮

上

人

如

潮

湧、

紛

紛

逃

生、

我

家

當

夜

避

於

此

也、

問

杭

垣

來

人、

知

洪

軍

由

良

渚、

餘

杭

塘

突

然

來、

大

闗

人

民

茫

然

不

知、

致

前

鋒

一

到、

無

處

躲

避、

死

者

不

可

勝

計、

廿

七

日、

攻

開

上

城、

一

鬨

而

進、

惟

満

營

未

破、

居

下

城

者

幸

免、

至

月

終、

得

蘇

省

援

軍

由

下

而

上、

三

月

初

一

到

省、

洪

軍

聞

風

遁、

仍

向

山

中

去、

鎮

上

漸

開

市、

避

鄉

者

遂

還

家、

四、

五、

六

月

消

息

逼

近、

而

生

意

頗

佳、

至

七

月

中、

信

益

緊、

廿

五

日、

舉

家

遷

勾

壘、
一

作

勾

里

廿

八、

遇

鎮

人

避

難

者

云、

洪

軍

已

到

棲

縱

火

不

多

時、

見

火

光

燭

天、

各

處

逃

生

者

益

絡

繹

不

絶、

微

聞

洪

軍

由

新

安、

高

橋、

往

新

市

而

去、

官

軍

亦

無

追

廹

者、

廿

九、

破

曉

抵

鎮、

但

見

煙

氛

彌

天、

未

燬

諸

家、

土

匪

乗

機

擄

搶、

我

家

獨

無

恙

而

紙

店

已

成

瓦

礫

埸

矣、

八

月

初

一、

議

租

房

設

肆、

儲

鄉

貨

物、

陸

續

運

出、

生

意

頗

好、

惟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一

兵

勇

搶

船、

大

開

賭

埸

而

已、

廿

五、

六

信

稍

安、

舉

家

一

起

還

鎮、

十

月

初

一

日、

下

午、

市

上

忽

人

聲

鼎

沸、

東

奔

西

竄、

店

中

人

有

越

櫃

奔

者、

其

實

乃

私

鹽

船

數

百

艘、

欲

過

石

門

界、

棲

鎮

探

船、

誤

為

槍

炮

船、

即

驚

惶

而

轉

報

也、

入

晚、

稍

定、

花

園

橋

北

之

紙

店、

七

月

間

燬、

包

以

張

木

匠

計

九

十

元、

年

終

完

工、

即

遷

自

屋

經

營、

十

一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風

聲

忽

緊、

聞

嘉

興

大

營

已

失、

石

門

亦

甚

岌

岌、

謡

傳

洪

軍

已

到

瓜

落

我

家

連

夜

避

鄉、

嗣

據

探

船

云、

昨

午

攻

開

石

門、

大

麻、

博

陸

等

地、

同

時

騷

亂、

三

月

初、

遂

於

下

舍

之

南

鄭

家

灣、

租

得

新

屋

二

間

為

寓

居

及

儲

貨

地、

五

月

二

十

外、

道

路

相

傳、

何、

張

二

帥、

大

營

潰

散、

鎮

上

止

見

逃

勇

强

賒

硬

買、

搶

船

攔

路、

廿

四

上

燈

時、

人

言

習

習、

各

店

都

准

備

下

船、

至

中

夜、

果

然

信

緊、

家

家

開

船、

蓋

五

杭

一

帶、

火

光

起

矣、

嗣

聞

洪

軍

廿

五

到

鎮、

一

搶

之

下、

幸

不

縱

火、

即

由

武

林

頭

開

往

菱

湖

而

去、

明

日、

仍

還

家

照

管、

店

亦

開

市、

生

意

逐

日

漸

旺、

迨

七

月

二

十

外、

距

去

年

兵

刦、

將

一

周、

而

二

十

七、

八

間、

鎮

上

復

遭

兵

燹、

燒

搶

三

日、

仍

由

菱

湖

而

去、

官

兵

炮

船

聞

洪

軍

將

近、

逃

回

省

城、

且

有

投

順

隨、

之

行、

洪

軍

既

去、

炮

船

又

來

鎮

賣

衣

物、

兑

銀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二

錢

一

言

不

合

挺

刃

哄

喝

鎗

匪

兑

鈔

将

次

等

洋

錢

掗

用

不

用

即

閙

事

時

局

因

之

大

聞

州

泉

已

安

民

通

商

乃

乗

舟

至

州

泉

向

卡

上

每

舟

領

照

一

張

計

錢

五

百

文

即

在

鄉

間

清

石

橋

租

屋

暫

居

棲

鎮

人

亦

陸

續

來

三

叔

父

眷

至

云

亂

時

在

小

林

之

雙

觀

音

堂

遇

兵

眷

屬

散

失

衣

物

無

存

棲

之

人

被

劫

最

慘

而

嬸

母

堂

弟

竟

于

此

相

遇

亦

奇

九

月

初

擬

赴

塘

棲

未

到

鎮

見

火

光

不

能

開

上

聞

洪

軍

猶

未

安

民

止

有

難

民

而

已

臘

月

天

大

雪

連

日

河

港

凍

斷

來

往

船

隻

不

敢

逺行

壬

戌

正

月

此

間

未

知

有

咸

豐

帝

大

行

但

稱

壬

戌

十

二

年

始

得

塘

棲

消

息

知

已

安

民

通

商

三

月

中

旬

遂

别

清

石

橋

徙

囬

鄭

家

灣

囑

許

友

到

棲

覓

店

屋

一

所

將

劫

餘

紙

貨

整

齊

揀

出

另

賣

度

日

我

與

父

亦

不

時

到

鎮

往

宅

數

次

要

拆

屢

託

局

中

人

出

洋

贖

回

盖

其

時

有

軍

帥

師

帥

旅

帥

司

馬

百

長

等

名

稱

軍

帥

沈

二

梅

向

開

酒

店

師

帥

張

金

度

則

經

營

馬

生

意

者

也

皆

當

時

所

謂

鄉

官

也

下

舍

之

卡

向

由

德

清

洪

軍

分

駐

冬

季

塘

棲

駐

軍

乗

下

舍

兵

拔

館

即

分

隊

佔

住

并

堆

土

城

修

戰

備

防

德

清

軍

來

奪

訖

不

果

来

于

是

大

家

安

聚

在

鄉

過

年

新

曆

以

三

百

六

十

日

為

一

年

無

閏

無

月

小

過

年

禁

一

切

祭

祖

見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三

之

要

拿

問

來

春

正

月

值

癸

亥

平

平

過

去

惟

鎮

上

住

屋

屢

次

要

拆

至

四

處

贖

費

不

敷

任

其

佔

住

名

之

曰

打

館

子

而

已

同

治

三

年

次

甲

子

鄉

間

惟

聞

有

打

先

鋒

事

二

月

到

棲

得

悉

上

海

官

軍

分

逼

蘇

杭

至

月

中

下

舍

駐

軍

忽

調

集

塘

棲

當

廿

五

日

上

午

鎮

上

駐

軍

亦

紛

紛

動

傳

即

欲

拔

館

等

云

云

衆

語

未

了

市

上

已

捉

船

及

人

被

擄

者

數

十

騷

擾

一

晝

夜

次

晨

即

開

船

去

聞

上

日

午

間

東

小

河

之

火

藥

房

有

㸃

香

燃

之

者

轟

然

一

聲

瓦

騰

半

天

自

炸

與

否

不

能

測

也

後

詢

之

往

來

船

隻

云

塘

棲

杭

城

一

帶

之

洪

軍

均

于

二

月

廿

七

八

日

由

坟

起

岸

上

江

西

而

去

月

底

乃

薙

髮

三

月

三

日

来

鎮

已

由

本

鎮

人

設

棲

防

局

對

于

地

方

善

後

全

無

實

效

四

月

終

省

派

仁

和

縣

翁

令

蒞

棲

查

局

又

詣

東

小

河

廵

視

糧

倉

存

米

數

千

石

即

将

布

政

司

封

条

封

棲

防

局

旋

撤

改

設

釐

捐

局

并

放

本

鎮

廵

司

倪

公

駐

防

胡

公

將

糧

憑

来

文

供

應

上

省

作

為

兵

餉

時

槍

划

首

領

施

尚

松

混

號

施

麻

子

者

向

係

賭

埸

帮

首

恃

賭

埸

槍

船

如

舊

至

五

月

初

十

左

近

忽

得

一

信

槍

船

佐

官

軍

攻

克

湖

州

功

在

浙

師

保

舉

下

益

肆

意

横

行

各

鄉

鎮

仍

開

塲

聚

賭

塘

棲

亦

如

舊

至

五

月

初

十

邉

忽

得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四

一

信

云

月

初

蒋

藩

台

在

湖

州

召

集

鎗

划

各

首

領

赴

郡

城

過

節

施

尚

松

等

頂

帽

鮮

明

齊

入

轅

門

禀

見

各

人

衛

兵

止

門

外

不

得

入

炮

船

百

餘

艘

横

河

中

使

鎗

划

不

得

出

未

幾

遞

出

施

等

人

頭

並

脅

從

罔

治

吿

示

時

我

鎮

軍

帥

沈

二

梅

亦

在

召

集

之

數

因

有

助

於

蔣

藩

台

門

丁

微

掣

其

衣

而

幸

免

按

沈

二

梅

為

軍

帥

時

因

拆

大

神

殿

将

泥

水

工

毛

小

六

綁

斬

䆁

回

事

平

後

小

六

□

刀

報

仇

遂

避

往

江

西

就

佐

雜

職

咸

豐

間

粤

匪

䧟

金

陵

杭

群

戒

嚴

當

局

者

築

壘

於

伍

林

頭

拆

塘

石

為

之

下

塘

起

東

敵

樓

至

塘

棲

延

袤

四

十

五

里

自

拆

石

為

壘

而

塘

遂

圮

同

治

中

畧

次

修

葺

逺

不

如

前

翼

王

石

逹

開

日

記

二

十

四

日

太

平

天

國

龍

飛

八

年

六

月

抵

杭

州

於

江

干

與

趙

如

龍

相

見

趙

語

予

以

侍

王

驕

蹇

状

予

遂

不

復

入

城

駐

兵

江

干

而

自

消

遥

天

竺

石

屋

間

夜

宿

山

寺

中

僧

人

與

予

談

經

典

不

知

予

為

提

兵

戡

亂

之

人

也

汪

侍

王

亦

僅

知

趙

王

将

兵

在

此

予

令

部

下

嚴

守

秘

密

不

願

與

之

爭

體

面

且

葛

巾

野

服

徜

徉

湖

山

甚

自

適

也

是

日

満

兵

與

侍

兵

大

戰

於

塘

棲

鎮

互

有

勝

負

聞

趙

如

龍

有

襲

而

取

之

之

意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五

二

十

五

日、

侍

王

傾

城

出

兵

禦

満、

趙

如

龍

即

率

輕

騎

入

城

據

之、

時

黄

盖

忠

已

赴

寕

波、

遥

為

聲

援

侍

王

不

敢

戀

戰、

乃

退

走

蕭

山

諸

暨、

趙

如

龍

請

予

入

主

杭

州、

予

以

杭

州

非

創

業

地、

之、

且

言

三

日

後、

即

渡

江

至

寕

波、

將

遊

天

台

雁

蕩、

以

入

武

夷、

然

後

歸

贛

視

諸

守

將、

不

願

久

覊

於

此

與

人

爭

短

長

也、

予

蓋

惡

侍

王

之

擾

亂、

而

又

不

願

同

室

操

戈、

故

决

意

避

之

他

所、

諸

將

不

知

也、

二

十

六

日

予

宿

西

湖

之

雲

棲

寺、

夜

月

松

風、

令

人

有

出

塵

想、

與

老

僧

夜

話、

頗

得

憚

悟、

寢

甚

遲、

二

十

七

日、

居

石

屋

煙

霞

洞、

與

四

姑

娘

等

品

茗

持

齋、

樂

而

忘

返、

僧

寮

下

榻、

不

知

有

兵

革

事

也、
四

姑

娘、

王

之

義

女、

名

韓

寳

英、

有

才

識

頗

為

王

、

二

十

八

日、

又

游

西

溪

獨

宿

秋

雪

庵、

夜

間

萬

籟

俱

寂、

此

心

湛

然、

即

欲

軍

為

僧、

惟

入

川

之

志

未

遂、

尚

不

能

放

下

屠

刀、

予

之

罪

也、

引

壺

自

傾、

且

澆

塊

壘、

頽

然

入

夢、

比

醒、

已

紅

日

満

窗

矣、

二

十

九

日、

游

満

覺

隴、

木

樨

盛

開、

天

香

馥

郁、

證

以

前

日

禪

語、

言

下

覺

悟

不

自

知

其

惺

惺

也、

右

為

傅

寳

銓

氏

所

録

日

記

中

之

闗

於

杭

城

者

凡

六

条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六

厲

樊

榭

四

則

繆

荃

蓀

重

訂

厲

樊

榭

年

譜

借

問

生

詞

云、

樊

榭

先

生

木

主、

袝

武

林

門

外

黄

文

節

公

祠、

道

光

戊

子、

正

月

二

十

八

日、

同

人

移

奉

西

溪

交

蘆

庵、

先

生

墓

故

在

此、

譜

法

曲

獻

仙

音

調

並

用

原

韻、

煙

渺

南

湖、

草

迷

東

墅、

欲

妥

呤

魂

何

處、
先

生

自

南

湖

移

居

東

城

路

逐

溪

㢠、

寺

依

雲

住、

騷

壇

日

樽

俎、

難

大

雅

淪

亡

久、

輕

鷗

自

來

去、

漫

相

顧、

薦

寒

泉、

萬

梅

花

里

天

女

伴

隨

手

散

空

飛

舞、
先生

姫

人

宋

月

上

木

主、

亦

附

祀

焉

定

月

下

徜

徉、

記

前

游

微

笑

心

許、

窈

窕

幽

棲、

怳

披

集

内

妙

句、

待

荒

阡

澆

酒、

莫

又

清

明

時

雨、
其

一

俞

䕃

甫

春

在

堂

隨

筆

厲

樊

榭

徴

君

墓

在

西

溪

法

華

山

之

王

家

塢

因

奉

栗

主

於

交

薦

庵、

事

詳

吳

榖

人

祭

酒

樊

榭

徴

君

墓

田

碑

記、

道

光

庚

寅

戴

文

節

公、

徐

汪

两

君、

至

庵

祀

徴

君、

歸

而

寫

為

長

卷、

山

水

縈

紆、

蘿

蔦

幽

蔚、

樊

榭

詩

所

謂

一

曲

溪

流

一

曲

煙

者、

盡

此

尺

幅

中

矣、

舊

藏

章

次

白

廣

文

梅

竹

山

房、

亂

後

失

去、

丁

君

松

生

又

購

得

之、

因

付

交

蘆

庵

僧

收

藏、

以

存

古

蹟、

時

交

蘆

庵

亦

因

亂

後

傾

、

如

冠

九

觀

察

出

貲

修

葺、

并

屬

何

子

貞

先

生

書

徴

君

及

月

上

姬

人

栗

主、

仍

奉

庵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七

中、

今

又

得

文

節

此

卷、

名

流

韻

事、

後

先

輝

映、

足

為

西

溪

生

色

矣、

松

生

以

示

余、

故

紀

其

略

也、
其

二

繆

荃

蓀

重

訂

厲

樊

榭

年

譜

諸

遲

鞠

谿

樓

延

月

補

圖

題

記

云、

聖

湖

之

隂、

西

溪

之

奧、

勝

地

幽

刹

曰

交

蘆

庵

庵

有

溪

流

延

月

圖

寫

厲

徵

君

泊

姫

事

雍

正

乙

夘

樊

榭

重

客

苕

谿、

鮑

氏

谿

樓、

實

為

寓

屋、

满

孃

月

上

納

於

中

秋、

碧

浪

同

舟、

瑶

情

玉

色、

未

傳

圖

詠、

久

頗

闃

焉、

逮

嘉、

道

間、

涑

園

太

守

訪

椒

墓

於

前

小

米

年

又

獲

木

主

於

後、

祀

之

庵

院、

永

伴

瓣

香、

會

費

山

人

丹

旭

安

硯

東

軒、

曽

寫

两

圖、

一

庵

僧、

媵

藏

勿

替、

其

副

贈

奚

處

士、

疑

谿

棲

後

主

相

證

墨

緣、

當

代

名

流、

偕

題

雅

製、

今

具

清

尊

集

中、

庚

申

之

難、

庵

燬

於

火、

此

圖

亦

亡、

邇

者、

宇

新

尼、

歲

已

十

六、

年

又

從

子

子

用

剌

史、

官

将

歸、

屬

補

事、

更

乞

偶

雲

同

年

重

書

題、

製

合

裝

冊

子、

仍

付

庵

僧

保

守、

什

襲、

斯

盖

逺

綿

佳

話、

近

繼

先

志、

舉

一

而

两

善

備

矣、

子

用

復

裒

刻

徵

君

全

集、

雖

其

唾

餘、

都

經

手

輯、

讀

書

讀

畫、

焕

然

粲

然、

吾

知

海

客

金

餅、

增

價

於

樂

天、

蘇

門

玉

帶、

比

珍

於

佛

印、

又

不

第

蕭

寺

之

清

供、

抑

亦

藝

苑

之

韻

談

歟、

故

樂

為

補

圖、

且

拈

黄

鐘

商

琵

琶

仙

慢

一

闋、

用

白

石

道

人

吳

興

紀

逰

韻

記

之、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八

時

光

緒

十

有

一

年

乙

酉

小

暑

日

也、
其

三

杭

州

西

溪、

由

秦

望

山

而

入、

至

高

莊、

康

熙

朝、

高

江

村

宫

詹

士

奇

請

駕

臨

幸、

賜

竹

窗

二

字、

令

餘

姚

吕

吉

文

焕

成

西

溪

圖

卷、

後

為

先

文

敏

别

業、

因

名

張

荘、

余

於

道

光

丙

午

秋

重

訪

其

地

僅

存

七

畝、

前

後

两

方

塘、

水

竹

未

荒、

村

人

以

養

魚

為

業

壁

三

面、

尚

留

畫

松

係

明

人

筆、

而

未

具

姓

氏

旁

為

交

蘆

盦、

香

光

書

額

又

山

舒

水

緩

額、

係

眉

公

書、

東

偏

屋

供

厲

樊

榭

山

人

鶚

及

姬

人

月

上

栗

主、

蓋

山

人

葬

於

是

盦

左

近

也、

吕

卷

今

歸

余、

瞿

穎

山

所

贈、
張

祥

河

闗

隴

輿

中

偶

憶

編

其

四

明

末

杭

州

讀

書

社

文

考

明

末

錢

塘

鄭

鉉、

仁

和

沈

蘭

先、

錢

謙

之、

與

當

時

杭

州

讀

書

社

文

考、

黄

宗

羲

南

雷

續

文

案

卷

四、

鄭

子

先

生

述、

君

諱

鉉、

字

子

鄭

氏、

浙

之

錢

塘

人、

孔

肩

先

生

之

子

也、

崇

禎

間、

武

林

有

讀

書

社、

以

文

章

氣

節

相

期

許、

如

張

秀

如

之

力

學、

江

道

闇

之

潔

凈、

虞

大

赤

仲

皜

之

孝

友、

馮

嚴

公

之

深

沉、

鄭

玄

子

之

卓

犖、

而

前

此

小

築

社

之

聞

子

將、

嚴

印

持

亦

合

作

其

間、

是

時

四

方

社

事

最

盛、

然

其

人

物

固

未

之

或

先

也、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三
十
九

全

謝

山

鮚

埼

亭

集

卷

十

三、

沈

甸

華

先

生

墓

碣

銘

稱、

沈

先

生

諱

蘭

先、

字

甸

華、

其

後

更

名

昀、

字

朗

思、

浙

江

仁

和

人、

向

來

杭

士

有

讀

書

社、

小

築

社

登

樓

社、

皆

以

詞

章

之

學

為

尚、

先

生

亦

與

焉、

厲

樊、

榭

東

城

讀

書

記

載、

東

里

有

報

國

院、

在

慶

春

門

城

隅、

為

香

林

廨

院、

天

啟

初、

重

建、

仁

和

錢

宫

贊

謙

之

受

益

碑

記

云、

余

與

聞

子

將、

嚴

印

持

諸

公

結

社

其

中、

即

讀

書

社

地、

是

錢

謙

之

亦

當

時

讀

書

社

社

員

也、

李

我

存

琪

園

二

先

生

軼

事

我

存

名

之

藻、

字

振

之、

晚

號

存

園

寄

叟、
志

列

疇

人、

泰

西

利

瑪

竇

於

萬

暦

二

十

八

年

入

京、

公

與

之

㳺、

甚

相

得、

逾

十

載、

遂

入

教、

受

洗、

聖

名

良、

因

號

涼

庵

居

士、

或

涼

庵

民

天

主

教

經

文

多

出

其

手、

著

有

四

書

宗

注

二

十

卷、

頖

宫

禮

樂

疏

十

卷、

譯

有

渾

盖

通

憲

圖

説

二

卷

圜

容

教

義

一

卷、

乾

坤

體

義

三

卷、

簡

平

儀

説

一

卷、

經

天

該

一

卷、

名

利

探

十

卷、

寰

有

詮

六

卷、

同

文

算

指

十

一

卷、

刻

有

天

學

初

函

及

萬

國

輿

圖、

又

有

皇

明

經

世

文

編、

有

公

集、

惜

不

全、

琪

園

名

廷

筠、

字

仲

堅、

號

鄭

圃

居

士、
志

列

仕

蹟

亦

嘗

與

利

瑪

竇

交、

習

聞

天

學、

而

未

之

悟、

萬

曆

三

十

九

年、

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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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四
十

存

入

教、

聖

名

彌

額

尔、

號

彌

格

子、

與

我

存

戮

力

救

援

西

士、

捨

宅

為

堂、

與

徐

文

定

光

啟、

李

我

存、

稱

中

國

天

主

教

三

大

柱

石、

著

有

代

疑

篇、

代

疑

續

編、

彌

撤

解、

十

誡

註

解、

聖

水

紀

言、

天

釋

明

辨、

廣

放

生

説、

或

問、

同

文

紀、

玩

易

微

言

摘

鈔、

六

卷、

易

顕

七

卷、

易

總

一

卷、

小

説

禮

輯、

四

書

詮、

讀

史

評

四

卷、

困

亨

録、

近

仁

説、

體

仁

編、

洗

心

劄

記、

宋

明

學

鈔、

斆

學

粹

言、

藏

密

齋

笔

記、

汲

古

齋

雜

記、

爿

寒

子

言

等、

張

鳳

天

目

新

志

例

説

一

前

次

編

輯

委

員

㑹、

鳳

未

能

出

席、

僅

於

致

歐

陽

箋

上、

説

此

番

修

志、

時

代

大、

範

圍

廣、

不

是

往

日

山

志

寺

志

等

體

所

能

䋲

比、

天

目

雖

為

一

小

㸃

而

其

綫

其

面

其

體、

將

逺

及

乎

全

浙

西、

而

又

闗

於

中

華

國

史

也、

在

志

體

例

中

合

志

通

志、

庻

近

似

而

未

全

是

也、

一

新

志

當

以

浙

江

省

政

府

浙

西

行

署

為

主

幹、

其

所

推

行

於

整

個

浙

西

者、

系

焉、

路

東

海

北

諸

處、

地

雖

漸

䧟、

究

非

甌

脱、

民

猶

吾

民、

土

猶

吾

土、

其

轄

遥

置、

不

可

不

書、

各

區

各

縣

署

府、

縱

有

遷

移

借

治、

而

控

制

所

及、

不

逺

地、

亦

未

可

以

古

之

僑

置

州

郡

視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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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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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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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如

上

所

述、

則

新

志

名

稱、

不

與

制

對

稱、

而

直

是

脱

去

科

臼、

别

立

門

户

之

謂、

所

以

制

項

目、

可

以

因

循

者

少、

而

創

制

者

多

矣、

一

新

志

三

大

時

期、

以

整

個

抗

戰

時

期

為

時

期、

前

無

所

存、

後

不

可

再、

在

史

家

史

體

中

為

斷

代

體

之

作

法、

二

十

六

年

以

前

事、

但

為

補

書、

戰

期

中

未

結

束

事、

懸

為

待

書、

一

天

目

新

志

所

應

合

誌

之

範

疇、

不

僅

以

浙

西

為

主、

本

志

脱

稿

後、

將

與

他

省

江

南

行

署、

皖

南

行

署

諸

紀

述

比

觀、

而

得

整

個

東

戰

塲

之

史

跡、

一

志

書

體

例、

因

事、

地、

人

之

闗

係、

無

絶

對

之

良

善

標

准、

所

謂

良

史

難、

良

志

亦

難

者、

其

癥

結

在

此、

皆

因

此

三

單

元

之

出

入

異

同、

新

常

之

故、

明

代

之

武

功

志、

朝

邑

志、

以

簡

要

稱

於

時、

清

代

之

永

清

志、

四

明

志、

以

體

例

良

善

稱、

然

觀

永

清、

幾

似

一

家

私

言、

借

編

志

以

自

立

學

説、

抑

人

掦

已、

所

見

固

是、

而

不

能

强

人

盡

從、

章

氏

三

書

分

立

之

議

騖

為

高

論、

而

清

末

修

志

者

少

有

遵

從、

且

尤

劇

焉、

是

以

專

以

體

例

繁

簡

論

志

者、

猶

是

皮

相

目

論

之

見

也、

一

若

以

天

目

新

志

比

擬

於

通

志

則

近

時

陳

衍

氏

所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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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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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十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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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

建

通

志、

各

志

目

獨

立、

一

書

自

成

起

訖、

眉

目

體

段

甚

得、

然

為

全

省

通

志

固

可、

為

戰

時

之

浙

西

方

隅

之

志

則

有

未

可、

一

膠

志

及

上

海

通

志

館

期

刋、

因

時

地

之

别

異

其

所

編

纂、

立

一

嶄

新

之

面

目、

期

刋

雖

未

成

書、

而

各

編

目

自

具

經

緯、

絶

無

因

襲

時

各

志

作

法、

與

英

法

人

所

編

之

上

海

史、

同

為

一

近

代

文

明

史

編

法、

體

新

例

異

用

其

法

以

編

上

海

史

或

可、

用

以

編

他

志、

則

有

難

盡

從

之

處、

上

海

通

志

館

出

版

方

法、

用

期

刋

陸

續

表、

可

免

時

志

局

延

不

成

書、

書

成

不

刋

之

弊、

又

除

館

員

采

訪

譔

述

外、

徵

集

外

界

投

稿、

亦

一

新

例、

膠

志

有

因

襲、

有

創

置、

另

立

地

圖

為

一

附

冊、

亦

一

編

置

之

善

法

也、

天

目

新

志、

應

採

列

各

種

有

闗

全

浙

西

之

圖

冊

一

志

書

中

天

文

志

之

經

緯

度

北

極

出

地、

氣

候、

風

向、

雨

量、

日

出

入

時

刻

及

輿

地

志

中

之

地

質

調

查、

海

拔

髙

度、

物

産

志

中

之

動

植

物

目、

今

時

皆

有

實

際

科

學

可

驗

可

據、

時

記

載、

不

可

臆

信、

在

常

時

儘

可

延

請

專

家、

假

時

日

以

為

之、

今

天

目

新

志、

以

記

載

戰

事

鬥

爭

史

料

為

職

志、

上

開

諸

項、

為

優

遊

暇

豫

之

事、

正

不

妨

以

此

讓

之

後

來

之

山

南

山

北

各

縣

之

新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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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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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四
十
三

一

章

實

齋

執

諸

子

皆

出

於

王

官

之

説、

地

志

尤

為

方

史

之

掌、

以

政、

教、

兵、

形、

總

為

一

地

方

之

掌

故、

而

三

書

分

立

之

議、

主

獨

立

成

掌

故

一

書、

永

清

縣

志

中、

以

縣

志

之

六

房

分

列、

為

吏

書、

户

書

禮

書、

兵

書、

刑

書、

工

書

等

六

書、

其

言

曰、

史

家

書

志

體、

古

人

官

禮

之

遺

也、

修

天

目

新

志、

自

是

以

此

時

此

地

戰

爭

掌

故

為

第

一

要

事、

諸

皆

可

待

平

時

地

方

長

老、

文

學

大

人、

雍

容

為

之、

然

如

記

戰

時

之

掌

故、

而

猶

必

拘

泥

六

官

六

房

六

書

之

目、

不

知

國

家

制

度、

省

府

科

屬、

屢

屢

因

時

更、

而

謂

古

制

古

名

之

適

於

新

制、

雖

起

章

氏

而

詢

之

知

不

可

也、

一

新

志

之

大

要、

在

手

記

載

此

抗

戰

大

時

期

之

掌

故、

此

意

也、

固

猶

是

章

氏

三

書

獨

立

之

卓

見、

而

名

目

不

可

固

執、

祗

宜

求

現

時

代

現

有

之

名

稱、

如

政

治、

教

育、

經

濟、

党

務、

文

化、

社

㑹

等

通

稱、

而

各

為

之

志、

亦

從

周

從

衆

意

也、

一

志

書

項

目、

由

明

初

而

至

清

末、

並

漸

由

簡

而

繁、

一

門

中、

由

項

目

而

子

目、

頗

合

近

代

學

術

體

系

編

著

之

例、

彼

用

文

明

史

體

編

著

地

方

志

書

者、

其

優

處

在

能

攝

取

記

事

本

末

體

之

長、

其

壞

處

在

綱

不

舉

而

目

不

長

也、

倘

若

兼

攝

二

者

之

長、

新

志

行

文、

宜

備

本

文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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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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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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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注

二

項、

以

彌

縫

其

缺、

本

文

字

大、

附

注

事

小、

低

二

格

謄

寫、

其

來

源

供

給、

文

籍

出

處、

照

例

注

明、

以

備

徵

信、

圖

表

例、

左

圖

右

史、

旁

行

斜

上、

著

者

胥

知

其

作

用

之

弘

大

而

迄

未

充

分

利

用、

茲

可

分

别

言

之、

㈠

古

稱

旁

行

斜

上

者

為

圖、

由

今

視

之

則

表

也、

非

圖

也

史

記

之

表、

是

其

例

也、

後

世

圖

經、

如

山

海

圖

經、

異

魚

圖

經

贊、

前

者

不

可

得

而

見、

後

者

著

作

稍

後、

猶

品

物

圖

考、

而

謬

襲

圖

經

之

名

耳、

唐

人

沙

洲

圖

經、

出

燉

煌

石

室、

首

例

輿

圖

略

著

方

位、

粗

確

不

當

於

今

時、

金

石

拓

本

有

禹

貢

圖、

為

中

國

地

圖

之

權

輿、

清

編

統

一

志、

大

内

所

藏

全

國

圖、

始

注

力

經

緯

圖

之

推

測

章

實

齋

衷

其

理、

以

開

方

圖

相

表

章、

自

後

編

志

者、

群

以

每

方

百

里、

以

成

圖、

然

永

清

志

諸

圖、

事

拙

劣、

實

不

足

以

副

章

氏

之

議、

近

時

姚

纂

上

海

縣

志、

識

者

是

之

説、

另

詳

後

条、

㈡

古

稱

圖

表

無

異

如

前

述、

茲

專

以

表

格

言

之、

史

記

旁

行

斜

上

之

文、

學

者

謂

為

出

自

三

代

之

、

史

遷

用

之、

藉

以

經

緯

古

事、

著

為

成

典、

史

家

承

之、

學

者

使

之、

然

為

文

人

所

蔑

視、

故

歷

世

而

不

彰、

迨

漁

仲

通

志、

張

皇

補

笡

始

為

掦

顯

今

之

非

者、

因

時

利

用、

誠

以

表

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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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四
十
五

字、

以

一

字

加

之、

效

等

於

累

言

千

百、

一

表

之

製、

工

倍

於

諷

籀

經

時、

今

之

製

表、

日

新

月

異、

有

眉

目

欵

項

綱

要

附

記、

力

勝

於

古

人

多

矣

總

之

圖

表

二

事

今

勝

於
古也、

一

上

言

姚

纂

上

海

縣

志、

首

列

諸

圖、

出

姚

明

暉

氏

手、

其

作

圖

藝

術、

雖

逺

不

及

今

時

專

家

之

製、

然

氏

以

講

地

理

學

著

於

時、

其

見

解

加

人

一

等、

能

善

體

章

實

齋

之

意、

所

列

黄

浦

圖、

近

源

逺

源、

不

限

於

上

海

一

隅、

而

能

逺

溯

三

泖

以

上、

又

其

分

區

圖、

尤

能

及

本

區

域

以

外

之

水

道

通

路、

此

不

僅

為

地

志

所

應

宗、

亦

今

時

地

圖

者

所

宜

取

法

也、

氏

又

於

圖

上

加

紅

綫、

二

色

套

印、

亦

為

新

例、

日

本

製

小

地

圖、

於

圖

例

之

外、

復

著

綱

領

圖

於

邉

角、

另

為

編

例

字

號、

誠

能

得

製

圖

之

體

要

使

讀

者

神

遊

其

内、

知

所

處

境

之

若

何、

可

以

免

日

書

生

出

門

不

辨

方

向

之

誚、

一

新

志

總

圖、

當

為

浙

西

全

圖、

其

山

脉

不

多、

水

道

為

要、

山

脉

能

愈

詳

愈

佳、

等

高

綫

之

中

圈、

備

注

海

拔

高

度、

水

道

通

路、

宜

分

單

綫

雙

綫、

以

示

舟

筏

之

所

至、

其

取

材

可

用

前

浙

江

陸

軍

測

量

局

已

成

之

圖

為

藍

本、

加

齊

召

南

水

道

提

綱、

水

利

局

及

前

官

書

局

所

調

製

諸

圖、

藉

為

參

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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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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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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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

地

圖

及

軍

事

志

中

之

遞

步

哨、

情

報

網、

經

濟

志

中

之

驛

運

通

路、

為

戰

時

體

制

固

宜

及

時

采

録、

鳳

治

東

南

史

地、

備

為

考

古

之

用、

蓋

嘗

見

前

代

經

制、

湮

没

於

近

世

志

家

之

手

者

不

少

秦、

漢、

隋、

唐

之

東

南

建

置、

非

不

可

言、

而

諸

志

家

囿

於

學

識、

所

見

不

及、

即

以

明

初

東

南

防

務

言

之、

明

太

祖

起

自

濠

泗、

定

都

南

京、

江

浙

之

江

防、

湖

防、

海

防、

實

曽

盡

力

經

營、

今

時

所

遺

墩

堡

遺

址、

猶

可

實

地

踏

勘、

其

制

實

與

烟

墩

制、

今

遞

步

哨

無

異、

視

察

其

建

築

工

程、

頗

為

浩

大、

平

地

建

墩、

山

地

築

壘、

系

以

邉

牆、

鳳

嘗

於

考

古

之

時、

身

登

其

上、

親

入

其

中、

一

覽

前

代

之

遺

規、

而

知

朱

明

防

務

之

嚴

密

也、

但

清

代

之

修

志

者、

漫

焉

不

察、

僅

采

擇

齊

東

野

語

而

備

數、

具

列

為

某

某

墩、

而

不

明

當

時

之

實

用

焉、

例

如

上

海

附

近

及

金

山

衛

之

游

擊

潡、

此

固

以

軍

制

官

名

而

為

名

者、

而

俗

誤

為

野

雞

墩、

虞

姬

墩、

而

又

誤

為

小

娘

墳、

亦

誤

為

小

官

墩、

篠

官

墩、

以

此

糾

纒

愈

傳

愈

誤、

俗

語

丹

清

不

可

究

詰

遂

有

淺

人

從

事

考

古、

謬

指

為

此

皆

先

史

坵

墟、

先

民

宅

居、

勝

為

言

説、

著

為

文

字、

混

亂

史

實

不

淺、

不

知

江

湖

聫

防、

通

盤

籌

劃、

彼

此

互

見

事

同

一

例、

修

志

者

局

於

村

壠

之

見、

不

出

百

里

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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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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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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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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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

蔽

也

愚、

而

夸

誕

者、

指

為

皇

古

遺

跡、

從

事

舖

張、

其

蔽

也

妄、

顧

炎

武

邁

代

作

者、

意

識

深

逺、

猶

見

及

此、

其

所

著

天

下

郡

圖

利

病

書、

知

軍

國

之

制、

不

可

不

書、

故

於

書

中

備

列

當

時

軍

制

墩

制

確

見

大

概、

是

其

疏

也、

今

修

新

志、

當

備

列

軍

運

哨

站

以

為

考、

一

風

景

圖、

古

蹟

圖、

及

隨

宜

遊

覽

之

圖、

無

闗

典

要

不

列

首

圖、

編

為

插

圖、

及

坿

圖

可

也、

一

禪

源

寺

未

燬

以

前、

宜

列

為

一

圖、

此

非

僅

洛

陽

宫

殿

之

圖、

珈

藍

之

記、

徒

事

舖

張

而

已

也、

行

著

所

在

部

居

攸

厠、

亦

可

借

作

建

置

觀

也、

章

實

齋

謂

城

邑

衙

廨、

壇

寺

廟、

典

章

制

度、

社

稷

人

民

所

由

重、

此

宗

其

意、

忠

烈

寺

詳

圖、

尤

當

具

備、

一

制

體

例、

禮

樂

制

詳

籩

豆

之

文、

具

拜

跪

之

儀、

今

忠

烈

祠

祀

典

祭

文

須

自

國

府、

粗

著

大

略、

其

儀

文

節

目

在

儀

禮

家

則

謂

存

之

有

司

然

禮

有

今

古、

制

有

時

宜、

此

宜

遵

照

功

令、

仿

查

通

制、

詳

為

起

立

規

模、

著

於

志

典、

以

備

将

來

各

地

采

行、

亦

儀

禮

者

應

有

事

也、

又

民

間

禮

樂

例

入

風

俗

一

門、

今

時

修

志、

可

另

為

考

查、

或

有

明

清

㑹

典

之

遺

則、

其

宜

其

否、

應

具

史

筆、

略

有

闡

明、

亦

為

研

覈

風

俗

學

者

所

務、

雖

不

必

如

杜

佑

通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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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折

衷

已

意

列

為

專

書、

而

步

在

野、

告

朔

犧

羊、

可

有

存焉、

一

軍

事

門

犬

牙

交

互、

要

害

相

錯、

在

此

戰

期

中、

尤

為

顯

著

事

實、

而

非

上

空

談、

及

今

不

録、

後

代

無

聞、

實

齋

永

清

志

例、

謂

方

志

之

載

兵

事、

與

吏

部

兵

制

不

同、

府

州

縣

界

劃

分

為

治、

而

軍

例

營

伍

之

制、

互

為

犬

牙

之

錯、

此

疆

界

之

不

齊

者

也、

今

新

志

非

一

縣

之

方

志、

其

範

圍

略

廣、

非

全

省

通

志、

其

節

制

尚

逺、

上

有

戰

區

長

官、

旁

有

鄰

者

行

署、

駐

軍

防

午、

日

夕

移

徙、

若

必

拘

泥

章

氏

之

義、

則

事

故

變

忽、

稍

縱

即

逝、

宜

擇

其

可

記

者

記

之、

一

地

理

志

中

沿

革

目

下、

能

詳

古

城

古

址

之

厓

略、

最

為

得

體、

城

北

廢

、

實

為

沿

革

興

廢

之

有

憑、

而

直

接

史

料、

所

謂

第

一

等

材

料

者

近

是、

非

若

古

物

古

蹪

之

闗

係

較

小

近

李

泰

棻

著

方

志

學、

他

無

所

長、

獨

於

考

古

興

趣、

言

之

娓

娓、

矜

為

創

見、

實

則

編

制

要

事、

重

在

取

材

得

體、

考

古

另

為

一

事、

牛

刀

小

試、

不

必

盡

託

地

志、

而

修

志

所

在、

既

有

古

遺

址

之

現、

則

著

而

列

之、

乃

為

修

纂

之

能

事、

不

必

盡

責

執

筆

者

都

去

負

杖

登

塜、

以

錐

指

地

也、

古

器

之

獲

尤

為

希

罕、

彙

而

比、

有

闗

國

史

民

族

則

又

非

僅

方

隅

區

區

之

史

也、

古

趾

防

忌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四
十
九

破

壞、

古

器

非

金

寳

可

比、

史

跡

是

重、

出

土

後

貴

存

原

地、

勿

擕

帶

出

境、

翻

置

移

易、

勿

販

賣

炫

奇、

私

人

窩

藏

致

有

擾

亂

史

跡

之

慮、

則

又

執

筆

所

宜

勸

告

致

意

者也、

一

方

志

人

物

門、

最

為

秉

筆

者

所

畏、

經

慮、

上

海

通

志

館

期

刋、

但

疏

經

緯

大

論、

不

記

譜

牒

細

行、

其

意

若

欲

責

他

人

以

另

為

先

賢

傳、

耆

宿

傳

等

著

作、

在

著

作

例

固

可、

奈

非

邦

人

責

望

之

意、

似

宜

斟

酌

為

之、

官

師、

忠

烈

義

行、

烈

女、

寓

賢

等、

可

表

可

傳、

須

得

本

地

人

士

并

力

為

之、

庻

乎

有

濟、

天

目

書

院

抗

戰

人

民

義

行

已

勒

為

專

書、

其

他

畸

人

瓌

跡、

擇

尤

登

載、

固

可

具

書、

一

前

言

明

季

倭

竄

擾

史

跡、

各

州

縣

志

之

大

事

記、

寇

難

記、

兵

事

記

等

記

録、

至

今

猶

得

理

董

追

述、

然

總

惜

其

疏

漏

不

詳、

今

若

預

為

之

計、

自

二

十

六

年

上

海

戰

起、

金

山

失

守、

寇

兵

來

路、

竄

擾

先

後、

焚

燒

月

日、

大

小

役

數、

據

㸃

逺

近、

兵

數

多

寡、

及

我

軍

分

佈

隊

伍、

番

號、

两

方

形

格

勢

禁、

相

持

四

五

年、

不

僅

恃

文

字

以

記

載、

尤

須

賴

圖

表

以

補

充、

此

而

不

記、

将

成

放

佚、

此

今

時

及

稍

後

修

浙

西

諸

縣

志

者

之

大

責

也、

新

志

應

為

建

立

規

模、

俾

有

資

仿、

是

所

謂

務

其

大

者

逺

者、

即

軍

事

與

勝

利

第

一

意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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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記

事

曷

謂、

記

其

時、

地、

人

之

凑

合

也、

時、

地、

人

相

凑

合、

即

為

之

事、

故

記

事

要

務、

首

宜

於

時、

地、

人

之

翔

實、

時

不

明

則

事

無

本

末、

地

不

明

則

事

即

模

糊、

人

不

明

則

事

不

徴

實

史

家

作

文、

不

忌

縱

横

馳

騁、

以

添

生

趣、

若

一

失

時、

地、

人

三

單

元

之

憑

依、

即

淪

為

裨

官

野

乗、

不

足

披

覽、

近

人

林

紓

氏、

評

論

韓

栁

文

字、

述

及

左

氏

筆

法、

謂

左

氏

叙

事、

每

事

開

端、

總

以

時、

年、

月、

日、

人

名、

或

地

名

為

始、

誠

然、

叙

事

以

三

單

位

為

綱

要、

得

其

要、

則

辤

不

泛

設

意

有

所

統、

放

之

能

準、

按

之

能

實、

左

氏

所

以

為

古

之

善

史、

夫

亦

以

叙

述

得

當

也、

宗

此

大

法

為

叙

記

然、

為

志

表

然、

史

家

麗

事

以

徵

實

為

尚、

不

比

文

藝

家

言、

有

藏

頭

躱

足

倒

置

比

喻

以

為

之、

史

家

作

文

惟

恐

三

者

之

不

明

顯、

文

家

作

文、

又

恐

其

明

顯、

此

其

異

也、

一

建

置

門、

在

常

志

書、

圖

志

具

備、

衙

置

倉

厫、

學

校

祀

祠、

列

為

之

圖、

始

為

立

志、

俱

有

成

格、

可

按

而

記

焉、

今

行

置

借

治

禪

寺、

寺

中

屋

宇、

若

能

追

記

詳

悉、

則

其

政

教

設

施

從

之

而

出

古

象

魏

之

法、

雖

不

傳

於

今、

而

明

堂

之

意、

可

借

地

以

觀、

忠

烈

祠

巍

峩

新

宇、

橋

門、

墓

道、

月

台、

石

磡、

皆

有

設

置、

原

圖

可

按、

而

幹

訓

團、

武

肅

學

校、

聚

訓

堂、

考

廬

等、

方

興

未

艾、

禪

源

寺

被

燬

翌

日、

即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五
十
一

有

復

興

之

計

議、

此

在

山

建

置

之

可

特

書

者

其

他

專

署

縣

府、

如

紀

念

堂、

大

成

殿

之

葺

選

亦

可

遥

記、

茲

因

戰

時

特

例、

有

常

志

書

所

不

及

者

敵

我

對

峙、

天

目

為

前

綫

路

東

各

地、

有

䧟

敵

後、

敵

以

侵

畧

而

摧

燬、

我

以

抗

戰

而

興

建、

興

建

之

處、

固

宜

有

志

而

摧

燬

之

跡、

則

可

分

記、

明

季

倭

冦、

竄

擾

東

南

寇

跡

所

至、

今

時

南

京

國

學

圖

書

館

館

長

栁

君、

猶

能

在

各

志

中

董

理

而

為

之

記、

今

時

嘉

興

新

里

某

君

已

將

新

里

諸

宅

地

之

被

燬

者、

付

之

韻

語、

藉

誌

憤

慨、

各

被

燬

痕

跡、

血

花

累

累、

與

我

方

建

置、

適

相

反

對、

此

非

特

足

以

志

永

世

之

仇

恨、

亦

欲

懸

以

檢

討

戰

後

之

規

復、

誠

能

於

建

置

後、

附

寇

敵

摧

毁

之

故

實、

城

鎮

村

鄉、

分

東

西

南

北

數

區、

涯

略

記

之、

標

為

新

志

之

今

例、

亦

以

備

他

志

大

事

記

稽

考、

轟

炸

焚

燬、

詳

記

其

事

也、

亦

明

恥

教

戰

之

意、

亦

所

謂

反

侵

略

意

也、

一

新

志

本

文

大

字、

一

以

通

行

簡

覈

文

言

為

主、

附

件

不

妨

從

寛、

語

體

公

牘、

盡

可

披

載、

本

文

意

存

譔

著、

附

件

事

重

傳

述、

本

文

疏

載

大

體、

附

録

徵

引

事

實、

非

特

公

牘

語

文、

隨

宜

充

補、

即

歌

謡

里

諺、

詩

文

小

品、

亦

可

借

為

注

脚、

文

家

覽

其

本

文、

史

家

重

其

附

件、

亦

疏

道

知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五
十
二

逺

之

方

也、

一

近

人

方

志

考

稿、

隨

讀

一

志

條

舉

優

劣、

無

一

志

盡

優、

亦

無

一

志

盡

劣

此

基

於

前

論

時、

地、

人

三

單

元

之

干

係

非

全

是

執

筆

之

過、

而

執

筆

者

應

以

寡

過

為

勵、

寡

過

之

方、

史

家

垂

誡、

前

籍

已

多、

要

而

言

之、

不

涉

主

觀、

純

任

客

觀、

方

為

得

旨、

而

得

體、

其

次

也、

客

觀

之

要、

則

在

執

筆

者

設

身

不

為

今

人、

不

預

個

中

事、

托

身

百

十

年

前、

著

眼

在

百

十

年

後、

人

書

我

讀、

時

見

疵

累

我

書

人

讀、

不

免

詆

諆、

無

我

無

人、

始

可

置

信、

他

若

曲

筆

諛

墓、

在

所

應

辤、

右

粗

畧

例、

説

無

闗

宏

旨、

意

在

抛

磚

引

玉、

扴

芥

引

針

燈

下

書

此、

借

供

在

會

諸

公

蒐

討、

至

於

彺

惑

之

責、

分

所

引

得

實

難

辤

也、

翟

灝

艮

山

襍

志

翟

灝

清、

仁

和

人、

字

大

川、

后

字

靖

江、

乾

隆

進

士、

官

至

金

華

教

授、

有

湖

山

便

覧、

通

俗

編

等、

繭

橋

藥

品

之

專

箸

者、

牛

、

千

金

草、

生

仁

和

繭

橋、

蛇

床

子、

生

繭

橋

旁

地

白

石、

皆

見

潜

説

友

臨

安

志、

地

黄

仁

和

繭

橋

白

石

種、

白

芷、

繭

橋

生

皆

見

吳

自

牧

夢

梁

録、

麥

門

冬、

筧

橋

所

産

為

佳、

見

趙

士

麟

省

志、

元

參

出

筧

橋

者

勝、

見

馬

如

龍

府

志、

鹽

消

出

仁

和

東

十

里、

有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五
十
三

通

透

光

明

者、

藥

中

用

之

為

元

明

粉、

見

姚

寛

西

溪

叢

話、

又

唐

書

地

理

志、

杭

州

貢

乾

薑

木

瓜、

太

平

寰

宇

記

云、

杭

州

出

蜜

與

乾

地

黄、

皆

歲

貢、

韓

保

昇

本

草

重

註

云、

今

黄

連

與

秦

皮

出

杭

州

者

佳、

李

時

珍

本

草

綱

目

云

大

㦸

以

杭

州

紫

大

㦸

爲

最、

陳

善

杭

州

志

云

枸

杞

子、

大

麻

子、

旋

覆

子、

産

仁

和

最

多

且

及

逺、

沈

朝

宣

仁

和

縣

志、

明

代

土

貢

有

紫

苑

十

斤、

吳

茱

萸

二

十

斤、

甜

葶

藶

十

八

斤、

續

隨

子、

蘿

蔔

子、

草

决

明

各

五

十

斤、

凡

是

諸

品

悉

産

自

繭

橋

左

近

爲

多、

外

若

元

胡

藁

本、

益

母

草、

車

前、

半

夏、

香

附、

枯

蔞、

薄

荷、

青

蒿、

紫

蘓、

象

貝、

枳

實、

桑

皮

之

屬、

不

在

道

地

列

者

更

數

十

品、

垣

隂

圃

、

勤

於

種

溉

者

落

其

餘

利、

歲

亦

不

貲、

卉

織

之

産、

則

惟

麻

布

有

名、

旁

郡

悉

取

給

於

此、

趙

氏

縣

志

謂

緜

布

多

出

莧

橋、

盖

傳

誤、

蘿

蔔

多

産

筧

橋、

有

紅、

黄

諸

種、
仁

和

縣

志

七

修

稾

載、

玉

䕃

伯

景

隆

八

内

云、

果

則

蘇

州

之

核、

蔬

則

楗

橋

之

筍、

自

注

云、

楗

橋

之

筍、

蘿

菔

也、

杭

州

府

志、

繭

橋

一

作

筧

橋、

按

橋

左

右

並

未

有

筧、

明

成

化

府

志、

尚

稱

繭

橋、

自

嘉

靖

縣

志

以

下、

並

訛

爲

筧

矣、

氏

稿

又

作

楗

橋、

俱

但

以

音

之、

不

足

據

也、

今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五
十
四

俚

俗

以

萊

菔

為

繭

橋

人

參、

煼

豆

為

繭

橋

瓜

子、

與

王

䕃

伯

之

楗

橋

筍

同、

杭

城

辛

酉

紀

事

詩

注

張

䕃

榘

吳

淦

署

錢

塘

縣

事

袁

忠

清、

初

為

袁

侍

郎

甲

三

營

勇

目、

夤

緣

保

舉、

得

六

品

藍

翎、

犯

令

懼

罪、

竄

張

侍

郎

芾

營、

偽

報

六

品

藍

翎、

縣

丞

袁、

江

西

人、

張

侍

郎

任

江

西

巡

撫

時、

賊

逼

省

城、

豫

章

人

竭

力

守、

重

豫

章

人、

因

而

重

裳

委

袁

製

造

局

帮

辦

軍

裝、

嗣

以

國

之

㨗、

擬

保

袁

知

縣、

袁

懼、

偏

求

同

寅、

倒

填

年

月、

補

捐

縣

丞、

以

故

得

保

知

縣、

黄

灣

之

㨗、

保

舉

花

翎、

復

加

捐

同

知

銜

分

浙

江、

夤

緣

署

藩

司、

麟

蕉

園

趾

委

署

錢

塘

縣

事、

任

事

日、

殘

酷

自

任、

道

路

以

目、

城

䧟

從

賊、

受

偽

錢

塘

監

事

職、

持

偽

令

江

干

封

船、

見

城

外

難

民

中

婦

女

有

姿

色

者、

輒

挈

之

歸、

竄

至

上

海

縣

時、

尚

帶

六

七

人、

不

知

何

往

矣、

無

有

人

擒

而

治

之、

任

其

逺

、

惜

哉、

張

景

祁

韵

梅

武

林

樂

府

注

署

錢

塘

縣

令

袁

忠

清、

暨

前

署

仁

和

縣

令

李

作

梅、
職官

志

無

李

名

為

賊

監

軍、

仍

領

仁、

錢

二

邑、

紅

巾

繡

履、

輿

馬

出

入、

意

氣

甚

盛、

林

福

祥

亦

降

於

賊、

事

平

之

日、

伏

法

衢

州、

高

望

曽

穉

顔

辛

酉

紀

事

詩

注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二
十
三

五
十
五

兵

勇

以

借

粮

為

名、

沿

門

劫

掠、

官

不

能

禁、

路

斃

者、

羣

相

臠

割、

刳

其

腸、

携

賣

他

處、

口

稱

牛

膓、

絶

糧

月

餘、

有

撈

取

浮

萍、

用

醤

煮

賣

者、

飢

民

久

不

得

食、

瘦

如

柴

立、

面

黄

睛

䧟、

懨

然

一

息、

行

步

不

前、

岌

岌

有

立

斃

之

勢、
張

蔭

榘

吳

淦

詩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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