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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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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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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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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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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中

以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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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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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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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

十

六

白

鹿

七

命

司

虞

張

曷

柱

調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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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

芝

葢

列

于

充

庭

之

乘

造

延

燎

于

崇

杠

之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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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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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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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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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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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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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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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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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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葢

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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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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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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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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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云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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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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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闕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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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其

後

冉

閔

使

兵

守

石

鑒

于

上

懸

食

以

給

之

披
雲
樓

石

虎

建

在

御

龍

觀

北

鄴

中

記

云

逍

遙

樓

北

有

披

雲

樓

南

連

殿

闕

北

矚

城

池

繡

欄

淩

雲

彤

梁

接

霧

故

曰

披

雲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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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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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在

文

昌

殿

東

魏

都

賦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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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中

朝

有

赩

聽

政

作

寢

匪

樸

匪

斵

去

泰

去

甚

木

無

彫

鎪

士

無

綈

錦

元

化

所

甄

國

風

所

禀

李

善

曰

中

朝

者

內

朝

也

漢

制

大

司

馬

侍

中

散

騎

諸

吏

爲

中

朝

丞

相

六

百

石

以

下

爲

外

朝

也

聽
政
闥

納
言
闥
尙
書
臺
升
賢
署
謁
者
臺
閤
符
節
臺
閤
御
史
臺
閤

丞
相
諸
曹

並

在

司

馬

門

內

聽

政

門

外

魏

都

賦

曰

禁

臺

省

中

連

闥

對

廊

直

事

所

由

典

刑

所

藏

藹

藹

列

侍

金

蜩

齊

光

詰

朝

陪

幄

納

言

有

章

亞

以

柱

後

執

法

內

侍

符

節

謁

者

典

璽

儲

吏

膳

夫

有

官

藥

劑

有

司

肴

醳

順

時

腠

理

則

治

註

曰

升

賢

門

內

有

聽

政

闥

闥

外

東

入

有

納

言

闥

尙

書

臺

宣

明

門

內

升

賢

門

外

東

入

有

升

賢

署

顯

陽

門

內

宣

明

門

外

東

入

最

南

有

謁

者

臺

閤

次

中

夾

符

節

臺

閤

次

北

御

史

臺

閤

並

列

西

向

符

節

臺

東

有

丞

相

諸

曹

後
宮

鳴
鶴
堂
文
石
室
楸
梓
坊
木
蘭
坊

皆

在

聽

政

殿

後

魏

都

賦

曰

于

後

則

椒

鶴

文

石

永

巷

壼

術

楸

梓

木

蘭

次

舍

甲

乙

西

南

其

戸

成

之

匪

曰

丹

靑

煥

炳

特

有

温

室

儀

形

宇

宙

厯

像

賢

聖

圖

以

百

瑞

綷

以

藻

詠

李

善

曰

壼

宮

中

巷

也

術

道

也

鳴

鶴

堂

之

前

在

聽

政

殿

之

後

東

西

二

坊

之

間

有

温

室

温

室

中

有

畫

像

永

巷

掖

庭

之

别

名

甲

乙

謂

次

舍

之

處

以

甲

乙

緣

之

也

銅
爵
園

園

在

文

昌

殿

西

中

有

魚

池

堂

皇

蘭

渚

石

瀨

左

右

有

馳

道

西

有

三

臺

並

曹

魏

所

作

李

善

曰

滔

滔

湍

也

水

激

石

間

則

怒

而

成

湍

魏

都

賦

曰

右

則

疏

圃

曲

池

下

畹

高

堂

蘭

渚

莓

莓

石

瀨

湯

湯

弱

　

係

實

輕

葉

振

芳

奔

龜

躍

魚

有

際

呂

梁

馳

道

周

屈

于

果

下

延

閤

𦙍

宇

以

經

營

銅
雀
臺

在

銅

爵

園

西

按

魏

志

曹

公

建

安

十

五

年

築

臺

之

新

成

也

公

將

諸

子

登

之

使

各

爲

詩

陳

思

王

植

投

筆

立

新

其

畧

曰

從

明

后

而

嬉

遊

兮

登

曾

臺

以

娛

情

見

太

府

之

廣

開

兮

觀

聖

德

之

所

營

見

高

明

之

嵯

峨

兮

浮

雙

闕

乎

太

淸

立

中

天

之

華

觀

兮

連

飛

閤

乎

西

城

臨

漳

水

之

長

流

兮

望

園

巢

之

滋

榮

仰

春

風

之

和

穆

兮

聽

百

鳥

之

悲

鳴

天

雲

垣

其

旣

立

兮

家

願

得

而

獲

逞

揚

仁

化

于

宇

內

兮

盡

肅

恭

于

上

京

惟

桓

文

之

爲

盛

兮

豈

足

方

于

聖

明

休

矣

美

矣

惠

澤

遠

揚

翼

位

我

皇

家

兮

甯

彼

西

方

同

天

地

之

規

量

兮

齊

日

月

之

輝

光

永

貴

尊

而

無

極

兮

等

年

夀

于

東

王

魏

都

賦

曰

飛

陛

方

輦

而

徑

西

三

臺

列

峙

以

崢

嶸

亢

陽

臺

于

陰

基

擬

華

山

之

削

成

上

累

棟

而

重

霤

下

冰

室

而

沍

冥

周

軒

中

天

丹

墀

臨

猋

增

構

峩

峩

淸

塵

彯

彯

雲

雀

踶

甍

而

矯

首

壯

翼

摛

鏤

于

靑

霄

雷

雨

窈

冥

而

末

半

䁶

日

籠

光

于

綺

寮

習

歩

頓

以

升

降

御

春

服

而

逍

遙

八

極

可

圍

于

寸

眸

萬

物

可

齊

于

一

朝

金
鳳
臺

在

銅

雀

臺

南

曹

公

建

安

十

八

年

建

魏

志

本

曰

金

虎

臺

而

鄴

中

記

云

自

魏

至

後

趙

前

燕

及

東

魏

北

齊

三

臺

每

加

脩

整

甚

于

魏

武

初

造

之

時

又

安

金

鳳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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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顚

故

號

曰

金

鳳

然

則

改

虎

爲

鳳

豈

後

趙

時

避

石

虎

諱

故

耶

冰
井
臺

在

銅

雀

臺

北

建

安

十

八

年

曹

操

旣

築

金

鳳

臺

明

年

復

築

此

臺

以

有

凌

室

故

曰

冰

井

魏

都

賦

註

銅

雀

臺

西

有

三

臺

中

央

曰

銅

雀

臺

南

有

鳳

鳳

臺

北

北

有

冰

井

臺

銅

雀

臺

有

屋

一

百

四

十

間

金

鳳

臺

有

屋

一

百

三

十

五

間

冰

井

臺

上

有

冰

三

室

與

法

殿

皆

以

閣

道

相

通

水

經

注

曰

城

西

北

有

三

臺

皆

因

城

爲

基

巍

巍

崇

舉

其

高

若

山

建

安

十

五

年

魏

武

所

起

其

中

爲

銅

雀

臺

高

十

丈

有

屋

百

餘

間

魏

武

望

奉

常

王

叔

治

處

也

後

石

虎

更

增

二

丈

立

一

屋

連

棟

接

榱

彌

覆

其

上

盤

回

隔

之

名

曰

命

子

窟

又

于

屋

上

起

五

層

樓

高

十

五

丈

去

地

二

十

七

丈

又

作

銅

雀

于

樓

頭

高

一

丈

五

尺

舒

翼

若

飛

南

則

金

鳳

臺

高

八

丈

有

屋

一

百

九

間

北

曰

冰

井

臺

亦

高

八

丈

有

屋

一

百

四

十

間

上

有

冰

室

室

有

數

井

井

深

十

五

丈

藏

冰

及

石

墨

焉

石

墨

可

書

有

然

之

難

盡

亦

謂

之

石

炭

又

有

粟

窖

及

鹽

以

備

不

虞

今

窖

上

猶

有

石

銘

存

焉

九
華
宮

鄴

都

故

事

曰

宮

在

銅

爵

臺

東

北

石

虎

以

建

武

元

年

秋

建

以

三

三

爲

位

謂

之

九

華

沈

約

詩

曰

照

躍

三

爵

臺

徘

徊

九

華

殿

顯

陽
殿

在

九

華

宮

中

爲

正

殿

晉

書

載

記

曰

虎

于

鄴

起

東

西

二

宮

又

起

靈

風

臺

九

九

殿

于

顯

陽

殿

後

選

士

庶

之

女

以

充

之

後

庭

服

綺

縠

玩

珍

奇

者

萬

餘

人

置

女

官

十

有

八

等

敎

宮

人

星

占

及

馬

步

射

置

女

太

史

于

靈

臺

仰

觀

災

祥

以

考

外

太

史

之

虛

實

又

置

女

鼓

吹

羽

儀

襍

伎

工

巧

者

與

外

侔

葢

顯

陽

殿

後

有

九

九

殿

居

宮

嬪

于

其

中

故

總

名

其

宮

爲

九

華

宮

也

逍
遙
樓

鄴

中

記

九

華

宮

北

有

逍

遙

樓

南

臨

宮

宇

北

望

漳

水

極

目

嬉

遊

逍

遙

之

奇

觀

琨
華
殿

晉

書

載

記

曰

石

鑒

殺

石

遵

于

此

殿

其

後

石

鑒

使

李

松

張

豺

等

夜

誅

石

閔

李

農

于

此

殿

不

克

暉

華
殿

石

遵

僭

位

暴

風

拔

樹

震

雨

雹

大

如

盂

太

武

睴

華

殿

災

諸

門

觀

閣

蕩

然

其

乘

輿

服

御

燒

者

大

半

金

石

皆

盡

火

月

餘

乃

滅

雨

血

遍

鄴

城

金
華
殿

樂

史

太

平

寰

宇

記

曰

虎

于

金

華

殿

後

作

浴

室

爲

九

龍

銜

水

之

像

閶
闔
門

載

記

言

石

虎

令

成

公

段

作

此

門

西
中
華
門

載

記

言

石

鑒

使

李

松

張

豺

誅

石

閔

李

農

不

克

乃

僞

若

不

知

斬

松

才

于

此

門

靈
風
臺

載

記

言

石

虎

起

此

臺

于

顯

陽

殿

後

鄴

中

記

云

九

華

宮

北

有

逍

遙

樓

宋

元

祐

中

顯

陽

殿

廢

基

後

有

廢

樓

基

豈

逍

遙

靈

風

嘗

因

改

易

乃

同

處

異

名

耶

中
臺

載

記

言

石

虎

焚

其

太

子

宣

于

鄴

北

乃

從

昭

儀

已

下

數

千

登

中

臺

以

觀

之

宣
武
觀

載

記

言

石

虎

將

討

三

方

諸

州

兵

至

者

百

餘

萬

太

史

令

趙

攬

私

于

虎

日

白

鴈

臨

太

武

殿

庭

宮

室

將

空

不

宜

行

也

石

虎

納

之

臨

宣

武

觀

大

閲

而

解

嚴

陵
霄

觀
如
意
觀

載

記

言

石

閔

遣

甲

士

三

十

執

石

遵

于

如

意

觀

殺

之

于

琨

華

殿

自
琨
華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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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門
臺
觀
雖
見
于
傳
記
而
莫
知
裝
葢
石
虎
所
起
內
外
大

小
殿
九
臺
觀
四
十
餘
所
其
于
曹
魏
宮
室
改
易
多
矣
况
其

國
滅
主
異
故
有
更
革
其
名
廢
毁
其
宇
者
未
能
詳
也
　
右

宮
內

城
內
街
渠
里
閭
府
寺
等
見
于
傳
記
者
有
赤
闕
黑
闕

魏

都

賦

註

曰

二

闕

正

當

東

西

南

北

城

門

最

是

通

街

也

長
夀
里
吉
陽
里
永
平
里
思
忠
里
戚

里
魏

都

賦

曰

其

閭

閻

則

長

夀

吉

陽

永

平

思

忠

亦

有

戚

里

寘

宮

之

東

閈

出

長

者

巷

包

諸

公

都

護

之

堂

殿

居

綺

窗

輿

騎

朝

猥

蹀

㩻

其

中

註

曰

長

夀

吉

陽

永

平

思

忠

四

里

名

然

未

知

所

在

都

護

者

將

軍

曹

淵

也

其

宅

亦

未

獲

其

處

石
竇
橋

魏

都

賦

註

曰

石

竇

橋

在

宮

東

其

水

流

入

南

北

里

葢

魏

武

帝

時

堰

漳

水

在

鄴

四

十

里

名

曰

漳

渠

堰

東

入

鄴

城

經

宮

中

東

出

南

北

二

溝

夾

道

東

行

出

城

所

經

石

竇

者

也

水

經

注

曰

魏

武

引

漳

流

自

城

西

東

入

經

銅

雀

臺

下

伏

流

入

城

東

注

謂

之

長

明

溝

水

又

東

南

逕

止

車

門

下

南

北

夾

道

枝

流

引

灌

所

在

通

漑

東

出

石

竇

下

注

湟

水

故

魏

武

登

臺

賦

曰

引

長

明

灌

街

里

也

國
相
府
御
史
大
夫
府
少
府
寺
奉
常
寺

大
農
寺
太
僕
寺
中
尉
寺
大
理
寺
太
社
郞
中
令
府

魏

都

賦

曰

其

府

寺

則

位

副

三

事

官

踰

六

卿

奉

常

之

號

大

理

名

之

夏

屋

一

揆

華

屏

齊

榮

肅

肅

階

䦳

重

門

再

扄

師

尹

爰

止

毗

世

作

楨

註

曰

當

司

馬

門

南

出

道

西

最

北

東

向

相

國

府

第

二

南

行

御

史

大

夫

府

第

三

少

府

寺

道

東

最

北

奉

常

寺

次

南

大

農

寺

出

東

掖

門

正

東

道

西

頭

太

僕

寺

次

中

尉

寺

出

東

掖

門

宮

東

北

行

北

城

下

東

入

大

理

寺

宮

內

太

社

西

郞

中

令

府

武

帝

爲

魏

王

時

太

常

號

奉

常

廷

尉

號

大

理

建

安

十

八

年

始

置

大

理

大

農

少

府

中

尉

二

十

一

年

大

理

鍾

繇

爲

相

國

始

置

太

常

宗

正

二

十

二

年

以

軍

師

華

歆

爲

御

史

大

夫

初

置

衞

尉

時

武

帝

爲

魏

王

置

相

國

御

史

大

夫

故

云

位

副

三

事

置

卿

近

九

故

云

官

踰

六

卿

也

宗
正
寺
衞
尉
寺

二

寺

未

知

所

在

虎
賁
羽
林
五
營

在

城

內

白
藏
庫
乘
黃
廐

庫

與

廐

並

在

西

城

下

庫

有

屋

一

百

七

十

四

間

爾

雅

云

秋

爲

白

藏

因

以

爲

名

魏

都

賦

曰

白

藏

之

藏

富

有

無

隄

同

賑

大

內

控

引

世

資

賨

幏

積

墆

琛

幣

充

牣

關

石

之

所

和

均

財

賦

之

所

底

愼

燕

弧

盈

庫

而

委

勁

翼

馬

塡

廐

而

駔

駿

東
明
觀

水

經

注

曰

石

虎

于

東

城

上

立

東

明

觀

觀

上

加

金

博

山

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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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鄴

中

記

云

南

城

東

北

角

北

城

東

南

隅

有

東

明

觀

因

城

爲

基

齊
斗
樓

水

經

注

曰

石

虎

于

北

城

上

起

齊

斗

樓

超

出

羣

榭

孤

高

特

立

亭
高
建
安
邸

李

善

曰

鄴

城

都

有

都

亭

城

東

亦

有

都

道

北

有

大

邸

起

樓

門

臨

道

建

安

中

所

立

也

古

者

重

客

館

故

舉

年

號

以

名

之

　
右
城
內

城
外
元
武
苑

苑

在

鄴

城

西

魏

武

所

築

引

新

河

水

入

焉

苑

中

有

魚

梁

釣

臺

竹

園

蒲

萄

諸

菓

魏

都

賦

曰

苑

以

元

武

陪

以

幽

林

繚

垣

開

囿

觀

宇

相

臨

碩

果

灌

叢

圍

木

竦

尋

篁

篠

懷

風

葡

萄

結

陰

回

淵

漼

積

水

深

蒹

葭

贙

萑

蒻

森

丹

藕

淩

波

而

的

皪

綠

芰

泛

濤

而

浸

潭

也

元
武
池

建

安

十

三

年

魏

武

鑿

此

池

以

肄

舟

師

鄴

中

記

池

在

漳

水

南

水

經

注

云

若

水

自

城

西

經

魏

武

元

武

苑

苑

有

元

武

池

池

有

魚

梁

釣

臺

竹

木

灌

叢

今

池

林

絶

滅

畧

無

遺

跡

石

虎

時

揚

州

獻

黃

鵠

鶵

五

頸

長

一

丈

聲

聞

十

里

泛

于

此

池

芳
林
園

鄴

中

記

曰

魏

武

所

築

後

避

秦

王

諱

改

名

華

林

後

趙

石

虎

建

武

十

四

年

重

修

然

晉

書

載

記

言

虎

用

沙

門

之

言

起

男

女

六

十

萬

人

築

華

林

苑

未

詳

其

實

靈
芝
園

圖

經

載

魏

志

云

太

祖

受

封

于

鄴

東

置

芳

林

園

西

置

靈

芝

園

黃

初

二

年

甘

露

降

于

園

中

靈

芝
池

鄴

中

記

云

此

池

在

城

西

三

里

黃

初

三

年

文

帝

鑿

至

四

年

有

鵜

鶘

集

于

池

疑

此

誤

書

洛

陽

故

事

又

引

曹

植

詩

曰

淸

夜

遊

西

園

飛

葢

相

追

隨

故

曰

西

園

卽

元

武

苑

是

也

華
林
苑

石

虎

時

一

沙

門

言

胡

運

將

衰

晉

當

復

興

宜

役

晉

人

以

厭

其

氣

季

龍

使

尙

書

張

羣

發

近

郡

男

女

十

六

萬

車

萬

乘

運

土

築

華

林

苑

周

回

數

十

里

及

築

長

墻

數

十

里

樂

史

寰

宇

記

云

季

龍

于

華

林

苑

植

人

間

名

果

作

蝦

蟆

車

箱

闊

一

丈

深

一

丈

合

土

載

車

中

所

植

無

不

生

苑

後

在

南

鄴

城

西

高

齊

修

之

改

名

仙

都

苑

云

觀
臺

石

虎

所

築

以

臨

漳

水

故

名

日

觀

臺

今

磁

州

觀

臺

鎭

是

其

地

也

鬭
雞
臺

鄴

中

記

曰

漳

水

南

有

元

武

池

次

東

北

五

里

有

鬭

雞

臺

曹

植

詩

曰

鬭

雞

東

郊

道

走

馬

長

楸

間

後

石

虎

亦

鬭

雞

于

此

戲
馬
臺

一

云

閱

馬

臺

水

經

注

云

漳

水

自

西

門

豹

祠

北

經

閱

馬

臺

西

臺

基

高

五

丈

列

觀

其

上

石

虎

每

講

武

于

漳

水

上

卽

升

觀

以

望

之

自

于

臺

上

放

嗚

鏑

矢

以

爲

車

騎

出

入

之

節

鄴

都

故

事

云

石

虎

建

武

六

年

造

此

臺

于

鄴

城

西

漳

水

之

南

虎

時

侍

衞

號

曰

龍

騰

黑

矟

五

千

人

常

以

晦

朔

月

望

操

練

于

此

漳

水

南

張

幟

鳴

鼓

列

布

騎

卒

虎

于

臺

上

射

骸

箭

一

隻

其

五

千

人

悉

馳

馬

從

漳

水

之

南

聲

集

于

臺

下

于

是

隊

督

以

下

各

有

頒

賚

虎

又

射

一

箭

其

五

千

騎

集

于

漳

水

北

遂

流

散

攢

捉

旌

旗

紛

錯

若

數

萬

騎

焉

樂

史

寰

宇

記

云

虎

常

令

人

于

馬

上

屈

一

腳

立

書

而

字

皆

正

好

又

衣

伎

兒

作

獮

猴

形

走

馬

或

偃

卧

橫

行

名

爲

猿

騎

桑
梓
苑

晉

書

載

記

永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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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虎

親

耕

籍

田

于

桑

梓

苑

鄴

中

記

云

鄴

南

城

三

里

有

桑

梓

苑

苑

內

有

臨

漳

宮

水

經

亦

云

漳

水

右

對

趙

氏

臨

漳

宮

宮

在

桑

梓

苑

以

地

多

桑

木

故

苑

有

其

名

三

月

三

日

及

始

蠶

之

日

虎

帥

皇

后

等

採

桑

于

此

臨
漳
宮

語已

見上

永
樂
宮

在

城

北

七

里

梨
園
宮

在

城

四

十

里

宋

時

爲

國

信

傳

食

頓

亭

今

廢

赤
橋
宮

在

城

東

七

里

鄴

中

記

曰

石

虎

嘗

自

襄

國

至

鄴

二

百

里

每

舍

輒

立

一

行

宮

宮

有

一

夫

人

侍

婢

數

十

又

有

鐘

鼓

禽

獸

而

置

官

守

司

卒

守

之

故

于

城

南

四

十

里

又

有

安

陽

宮

八

十

里

又

有

湯

陰

宮

然

若

臨

漳

永

樂

梨

園

赤

橋

四

宮

皆

在

城

四

方

遠

不

出

十

里

疑

只

當

時

遊

獵

之

地

耳

紫
陌
橋

水

經

注

云

漳

水

又

北

逕

祭

陌

西

石

虎

建

武

十

一

年

造

浮

橋

于

此

改

名

紫

陌

慕

容

儁

投

石

虎

尸

及

石

虎

爲

佛

圖

澄

作

生

墓

處

也

紫
陌
宮

鄴

中

記

曰

在

城

西

北

五

里

石

虎

建

于

紫

陌

橋

側

及

齊

時

因

修

爲

濟

口

帝

巡

幸

及

往

并

州

百

官

相

餞

莫

不

至

此

而

訣

文

宣

常

將

西

巡

百

官

辭

于

紫

陌

帝

使

矟

騎

圍

之

曰

我

舉

鞭

一

時

刻

煞

淹

留

半

曰

文

宣

醉

不

能

𧺫

黃

門

侍

郞

是

連

子

暢

進

曰

陛

下

如

此

諸

臣

恐

怖

文

宣

曰

大

怖

耶

若

然

不

須

殺

乃

命

解

圍

天
井
堰

堰

在

紫

陌

橋

下

鄴

都

故

事

云

西

門

豹

爲

鄴

令

造

十

二

渠

以

漑

民

田

其

後

史

起

脩

之

民

歌

其

利

故

魏

都

賦

曰

西

門

漑

其

前

史

起

灌

其

後

墱

流

十

二

同

源

異

口

也

石

虎

修

西

門

舊

跡

亦

分

十

二

墱

相

共

三

百

歩

令

互

相

灌

注

其

流

二

千

餘

里

世

號

天

井

堰

云

　
右

城
外

右
鄴
都
北
城
自
曹
操
基
構
羣
臣
梁
習
等
止
用
冀
州
民
力

取
上
黨
山
林
之
材
制
度
壯
麗
見
于
文
昌
聽
政
等
殿
金
虎

銅
雀
之
臺
鳴
鶴
楸
梓
之
宮
奢
淫
未
終
旋
遭
簒
奪
石
虎
夷

狄
異
類
藉
勒
威
業
攘
神
器
而
有
之
志
溢
氣
驕
盛
興
宮
室

銀
楹
金
柱
珠
簾
玉
壁
侈
心
不
足
復
命
徙
洛
陽
鐘
虡
九
龍

銅
駝
飛
亷
置
諸
殿
庭
造
萬
斛
舟
以
渡
之
載
以
四
輪
纏
輞

車
及
其
至
也
大
賚
羣
臣
赦
有
罪
賜
民
爵
起
一
橋
而
費
億

萬
之
功
築
一
苑
而
役
六
十
萬
人
又
造
獵
車
千
乘
轅
長
三

丈
高
一
丈
八
尺
置
高
一
丈
七
尺
格
獸
車
四
十
乘
立
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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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樓
二
層
于
其
上
自
靈
昌
津
南
至
滎
陽
東
極
陽
都
使
御

史
監
察
其
中
犯
禽
獸
者
罪
至
死
又
大
發
百
姓
女
二
十
以

上
十
三
以
上
三
萬
餘
人
以
充
後
庭
郡
縣
要
媚
務
于
美
淑

奪
人
婦
者
九
千
人
殺
其
夫
及
遣
而
縊
死
者
三
千
人
方
其

遣
子
宣
祈
于
山
川
因
而
游
獵
乘
大
輅
羽
葆
華
葢
建
天
子

旌
旗
十
有
六
軍
戎
卒
十
八
萬
出
自
金
明
門
虎
從
其
後
宮

升
陵
霄
觀
望
之
乃
笑
曰
我
家
父
子
如
是
自
非
天
崩
地
陷

當
復
何
愁
未
久
父
子
兄
弟
更
相
屠
鱠
尸
浮
漳
濱
家
無
噍

類
積
惡
不
已
舍
滅
亡
何
適
哉
石
氏
都
鄴
十
九
年
其
事
無

足
道
者
特
志
其
奢
虐
之
跡
嗟
乎
亦
足
垂
永
鑒
矣

鄴
都
南
城

在

鎭

東

南

三

里

魏

孝

文

太

和

十

八

年

自

雲

中

遷

都

洛

陽

經

鄴

宮

留

數

日

臨

引

軍

發

懸

飯

一

包

于

城

門

上

而

去

尙

書

崔

光

語

人

曰

挂

飯

者

懸

飱

也

後

世

元

孫

必

興

于

此

至

孝

武

永

熙

三

年

高

歡

逼

帝

西

入

關

乃

立

淸

河

王

亶

之

子

善

見

于

洛

陽

東

北

改

元

天

平

以

十

月

丙

子

車

駕

北

遷

于

鄴

十

一

月

庚

寅

至

鄴

居

北

城

改

相

州

爲

司

州

牧

以

魏

郡

林

慮

廣

平

陽

邱

汲

郡

黎

陽

東

濮

淸

河

廣

宗

等

爲

皇

畿

于

城

東

置

臨

漳

縣

城

西

置

鄴

縣

城

東

北

置

成

安

縣

臨

漳

三

百

鄊

鄴

縣

五

百

鄕

成

安

縣

三

百

五

十

鄕

二

年

八

月

發

衆

七

萬

八

千

營

新

宮

元

象

元

年

九

月

發

畿

內

十

萬

人

城

鄴

四

十

日

罷

二

年

帝

徙

御

新

宮

卽

南

城

也

鄴

中

記

云

城

東

西

六

里

南

北

八

里

六

十

歩

高

歡

以

北

城

窄

隘

故

令

僕

射

高

隆

之

更

築

北

城

掘

得

神

龜

大

踰

方

丈

其

堵

堞

之

狀

咸

以

龜

象

焉

北

史

高

隆

之

傳

云

隆

之

領

營

構

大

將

以

十

萬

夫

徹

洛

陽

宮

殿

運

于

鄴

搆

營

之

制

皆

委

隆

之

增

築

南

城

周

圍

二

十

五

里

以

漳

水

近

城

起

長

隄

爲

防

又

鑿

渠

引

漳

水

周

流

城

鄴

以

造

水

碾

磑

云

十
一
門
南
面
三
門
東
曰
啟
夏

門
中
曰
朱
明
門

鄴

中

記

云

門

上

起

樓

勢

屈

曲

東

城

上

下

東

西

二

十

四

門

朱

柱

白

壁

碧

窗

朱

戸

仰

宇

飛

檐

五

色

晃

耀

獨

雄

于

諸

門

以

爲

南

之

表

也

西
曰
厚
載
門
東
面
四
門
南
曰
仁

南
門
次
曰
中
陽
門
次
北
曰
上
春
門
北
曰
昭
德
門
西
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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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南
曰
上
秋
門
次
曰
西
華
門
次
北
曰
乾
門
北
曰
納
義
門

南

城

之

北

卽

連

北

城

其

城

門

以

北

城

之

南

門

爲

之

右
城
門

宮
室

鄴

中

記

云

宮

東

西

四

百

六

十

歩

南

北

連

後

園

之

北

城

合

九

百

歩

東

西

南

北

表

裏

合

二

十

一

闕

高

一

百

尺

磚

文

隱

起

鳥

獸

花

草

之

狀

并

大

齊

天

保

六

年

字

又

有

于

秋

萬

嵗

字

止
車
門

鄴

中

記

云

止

車

門

之

內

次

至

端

門

端

門

之

內

次

至

閶

闔

門

端
門

在

止

車

門

北

閶

闔

門

南

閶
闔
門

南

直

止

車

門

北

直

太

極

殿

葢

宮

室

之

外

正

門

也

鄴

中

記

云

其

門

崢

嶸

聳

峙

干

雲

逈

出

飛

檐

峻

宇

梁

楸

欹

危

綺

井

隆

崇

摶

風

薄

霧

高

囱

鳥

影

晚

日

留

暉

寶

鐸

鏗

鏘

隨

風

合

韻

過

其

下

者

莫

不

駭

目

自

驚

恍

惚

如

失

也

鄴

中

記

又

云

清

都

觀

在

閶

闔

門

上

其

觀

兩

相

屈

曲

爲

閤

數

十

間

連

闕

而

上

觀

下

有

三

門

門

扇

以

金

銅

爲

浮

漚

釘

懸

鐸

振

響

天

子

講

武

觀

兵

及

大

赦

登

觀

臨

軒

其

上

坐

客

于

人

下

亦

數

百

門

外

御

路

直

南

及

東

西

兩

傍

有

大

槐

柳

十

歩

一

株

淸

陰

合

其

上

綠

水

流

其

下

雲
龍
門
神
虎
門

鄴

中

記

云

端

門

之

內

太

極

殿

前

東

西

有

街

東

出

雲

龍

門

西

出

神

虎

門

朝

官

至

此

門

則

整

肅

衣

冠

而

入

葢

太

極

殿

前

直

端

門

疑

有

屏

垣

故

于

端

門

之

內

東

西

復

作

此

二

門

也

太
極
殿

鄴中

記

云

閶

闔

門

之

內

有

大

極

殿

故

事

云

其

殿

周

迴

一

百

二

十

柱

基

高

九

尺

以

珉

石

砌

之

門

窗

以

金

銀

爲

飾

外

畫

古

忠

諫

直

臣

內

畫

古

賢

酣

興

之

士

採

楸

斗

拱

盡

以

沉

香

木

椽

端

復

裝

以

金

獸

頭

每

間

綴

以

五

色

朱

絲

網

上

屬

飛

簷

以

礙

燕

雀

堦

間

石

面

隱

起

千

秋

萬

嵗

字

諸

奇

禽

異

獸

之

幕

瓦

用

胡

桃

油

光

暉

奪

目

有

外

客

國

德

諸

番

入

朝

則

殿

幕

垂

流

蘇

以

覆

之

殿

上

金

葱

臺

十

三

枚

各

受

一

石

云

太
極
東
堂

在

殿

之

東

太
極
西
堂

在殿

之西

朱
華
門

鄴

中

記

云

太

極

殿

後

三

十

歩

至

朱

華

門

門

內

卽

昭

陽

殿

北

史

周

師

逼

鄴

高

緯

與

皇

太

后

引

文

武

一

品

以

上

入

朱

華

門

賜

酒

食

及

紙

筆

間

禦

周

方

畧

昭
陽
殿

在

太

陽

殿

後

朱

華

門

內

鄴

中

記

云

殿

東

西

各

有

長

廊

廊

上

置

樓

並

安

長

窗

垂

朱

簾

通

于

內

閣

每

至

朝

集

大

會

皇

帝

臨

軒

則

宮

人

盡

登

樓

奏

樂

百

官

列

位

詔

命

仰

聽

絃

管

頒

賚

侍

中

羣

臣

皆

稱

萬

嵗

太

史

長

史

唱

訖

競

發

金

石

和

鳴

齋

午

之

際

所

司

進

奏

訖

羣

臣

班

退

自

高

緯

天

統

之

末

躭

淫

無

度

或

一

入

內

經

旬

不

朝

文

武

簪

祿

虛

位

而

散

矣

鄴

都

故

事

云

此

殿

周

回

七

十

二

柱

基

高

九

尺

以

文

石

砌

之

門

囱

盡

飾

以

鏤

金

欄

楣

盡

以

沉

香

木

爲

之

外

畫

東

漢

二

十

八

將

內

畫

孝

子

順

孫

梁

拱

間

刻

出

奇

禽

異

獸

或

蹲

或

踞

或

騰

逐

往

來

椽

首

叩

以

金

獸

乃

懸

五

色

珠

簾

各

施

蜀

錦

帳

夏

施

碧

油

帳

殿

上

有

金

葱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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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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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記
卷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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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朱
氏
槐
廬
校
刊

十

三

枚

各

受

七

斗

云

東
閤
西
閤

二

閤

在

昭

陽

殿

之

東

西

含
光
殿
涼
風
殿

鄴

中

記

云

昭

陽

殿

東

有

長

廊

通

東

閤

閤

內

有

含

光

殿

四

有

長

廊

通

西

閤

閤

內

有

涼

風

殿

內

外

通

廊

往

還

流

水

珍

木

香

車

布

護

堦

庭

此

則

劉

桃

枝

絞

殺

咸

陽

王

斛

律

明

月

處

也

永
巷

昭

陽

殿

後

五
樓
門

鄴

中

記

云

昭

陽

殿

後

有

永

巷

巷

北

有

五

樓

門

門

內

則

帝

後

宮

嬪

御

所

居

處

也

顯
陽
殿

北

史

曰

天

保

二

年

改

顯

陽

殿

爲

昭

陽

或

曰

此

昭

陽

後

殿

也

後

移

顯

陽

名

之

爾

宣
光
殿

鄴

中

記

曰

昭

陽

殿

後

有

永

巷

巷

壯

有

五

樓

門

門

內

則

帝

後

宮

有

左

右

院

左

院

有

殿

名

顯

陽

右

院

有

殿

名

宣

光

鏡
殿
寶
殿
瑇
瑁
殿

北

史

言

高

緯

起

此

三

殿

于

後

宮

嬪

嬙

諸

院

中

丹

靑

彫

刻

妙

絶

當

時

修
文
殿
偃
武
殿

鄴

中

故

事

云

齊

武

成

帝

高

澄

河

淸

中

以

後

宮

嬪

妃

稍

多

椒

房

旣

少

遂

拓

破

東

宮

更

造

脩

文

偃

武

二

殿

及

聖

夀

堂

裝

飾

用

玉

珂

八

百

大

小

鏡

萬

枚

又

以

曲

鏡

抱

柱

門

囱

並

用

七

寶

裝

飾

每

至

元

雲

夜

興

晦

魄

藏

耀

光

明

猶

分

數

十

歩

北

史

言

高

緯

增

益

宮

苑

造

修

文

偃

武

臺

丹

靑

彫

刻

妙

極

常

時

疑

在

此

二

殿

之

後

築

之

故

因

以

名

焉

或

曰

卽

二

殿

也

聖
夀
堂

鄴中

記

曰

在

修

文

偃

武

殿

後

其

堂

亦

用

玉

珂

八

百

具

大

小

鏡

二

萬

枚

又

爲

曲

鏡

抱

柱

丁

香

末

以

塗

壁

胡

桃

油

以

塗

瓦

四

面

垂

金

鈴

萬

餘

枚

每

微

風

至

則

方

圓

十

里

間

響

聲

皆

徹

兩

廂

廊

下

悉

有

洞

戸

寢

臺

畫

古

賢

烈

女

葢

此

堂

裝

飾

與

二

殿

大

同

小

異

耳

瑇
琄
樓

鄴

中

記

曰

聖

夀

堂

北

置

門

門

上

有

玳

瑁

樓

純

用

金

銀

裝

飾

懸

五

色

珠

簾

白

玉

鉤

帶

有

䃋

石

牀

數

合

用

相

思

并

玳

瑁

爲

龜

甲

文

鋪

以

十

色

錦

繡

褥

也

後
園

鄴

中

記

曰

宮

北

有

後

園

其

中

惟

有

萬

夀

堂

見

于

北

史

　
右
宮
內

南
城
自
興
和
遷
都
之
後
四
民
輻
湊
里
閭
闐
溢
葢
有
四
百

餘
坊
然
皆
莫
見
其
名
不
獲
其
分
布
所
在
其
有
可
見
者
有

東
市

在

東

郭

西
市

在

西

郭

東
魏
太
廟

在

朱

明

門

內

南

街

之

東

大
司
馬
府

在

端

門

外

街

東

南

向

御
史
臺

在

東

門

外

街

西

臺

門

北

向

取

陰

殺

之

義

也

內

有

符

節

署

符

璽

郞

二

人

葢

御

史

之

官

屬

也

鄴

城

新

記

曰

北

齊

尙

書

辛

術

鎭

廣

陵

獲

厯

代

傳

國

璽

送

之

鄴

文

宣

以

璽

告

太

廟

卽

秦

之

所

制

而

孫

盛

所

謂

眞

藍

田

璞

者

也

其

璽

方

四

十

紐

交

蟠

龍

璽

文

秦

相

李

斯

書

文

曰

受

命

于

天

旣

夀

永

昌

一

角

缺

者

昔

王

莽

令

王

舜

求

璽

于

元

后

后

怒

投

之

于

地

故

也

自

漢

傳

之

魏

及

晉

晉

亡

劉

聰

獲

之

劉

氏

亡

石

勒

獲

之

石

氏

及

再

閔

亡



 

厯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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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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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記
卷
十
二
　
十
一

朱
氏
槐
廬
校
刊

歸

于

東

晉

東

晉

亡

宋

獲

之

宋

亡

齊

獲

之

齊

亡

梁

獲

之

侯

景

作

亂

將

以

自

隨

命

其

侍

中

趙

思

賢

掌

之

曰

我

敗

以

璽

沉

江

勿

令

吳

兒

復

得

也

思

賢

有

二

馬

一

以

負

金

一

以

負

璽

及

京

口

遇

反

者

將

渡

江

而

金

之

馬

爲

賊

所

執

負

璽

者

躍

而

登

舟

得

至

北

岸

路

復

逢

賊

遂

棄

草

中

旣

至

廣

陵

以

告

郭

元

建

建

求

得

之

遂

付

辛

術

送

于

鄴

云

晉

書

穆

帝

永

和

八

年

冉

閔

子

智

以

鄴

降

督

護

戴

施

獲

其

傳

國

璽

送

之

文

曰

受

天

之

命

皇

帝

夀

昌

百

僚

畢

賀

北

史

後

魏

太

平

眞

君

七

年

詔

諸

州

阬

沙

門

毁

佛

像

夏

四

月

毁

鄴

城

五

層

佛

圖

于

泥

像

中

得

玉

璽

二

其

文

皆

曰

受

命

于

天

旣

夀

永

昌

其

一

刻

其

傍

曰

魏

所

受

漢

傳

國

璽

夫

以

晉

史

按

馬

温

之

言

則

東

晉

所

獲

冉

閔

璽

其

文

各

異

以

北

史

按

馬

溫

之

言

則

後

魏

所

獲

泥

像

中

璽

其

文

乃

同

意

古

人

爲

佛

圖

時

嘗

别

得

二

璽

藏

之

不

然

魏

得

漢

國

璽

而

藏

于

泥

像

中

甚

無

謂

也

使

漢

璽

已

嘗

棄

則

晉

復

得

魏

何

璽

耶

且

北

史

言

齊

天

保

三

年

夏

四

月

壬

申

東

南

道

行

臺

辛

術

于

廣

陵

送

傳

國

八

璽

而

馬

温

止

記

秦

漢

所

傳

一

璽

其

言

似

出

于

傅

會

或

取

其

一

璽

載

之

爾

夫

但

載

一

璽

則

東

晉

所

獲

冉

閔

璽

文

不

當

有

異

以

是

知

其

非

實

故

括

諸

書

所

載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尙
書
省
卿
寺

鄴

中

記

曰

尙

書

省

及

卿

寺

百

司

自

令

僕

而

下

之

二

十

八

曹

並

在

宮

闕

之

南

司
州
牧
廨

鄴

中

記

曰

在

北

齊

太

廟

北

又

云

天

平

元

年

改

相

州

爲

司

州

統

十

二

縣

淸
都
郡

鄴

中

記

曰

在

仙

都

苑

本

魏

郡

齊

志

云

河

淸

三

年

武

成

改

爲

淸

都

管

縣

八

此

二

者

未

詳

京
畿
府

在

城

北

齊

文

宣

嘗

登

三

臺

四

望

問

成

王

元

歆

曰

光

武

何

以

中

興

歆

曰

以

誅

諸

劉

不

盡

文

宣

于

是

有

誅

滅

之

意

元

歆

尋

亦

下

京

畿

獄

死

獄

中

齊
錄
尙
書
事
和
士
開
宅

在

朱

明

門

內

南

街

之

西

魏
尙
書
元
文
遙
宅

在

南

街

次

西

齊
儀
同
三
司
劉

臻
宅

在

啟

夏

門

內

司
徒
唐
元
邕
宅

在

御

史

臺

南

高
昌
王
劉
龍
虎
宅

在

次

西

昌
黎
王
韓
長
鸞
宅

在

御

史

臺

南

錄
尙
書
事
司
馬
子
如
南

宅
按

北

史

在

北

城

下

東

魏

孝

靜

帝

初

禪

位

卽

居

焉

魏
大
丞
相
勃
海
王
高
歡
宅

鄴都

故

事

云

歡

爲

魏

丞

相

所

居

在

北

城

文

昌

殿

之

東

南

後

文

襄

及

彭

城

王

並

遇

害

于

此

周

師

平

鄴

尉

遲

迥

自

殺

于

此

宅

樓

上

齊
左
丞
相
咸
陽
斛
律
明
月
宅

在

城

北

今

其

所

居

之

地

爲

南

北

斛

律

二

村

雙
堂

北

史

堂

在

城

東

高

澄

遇

賊

之

時

文

宣

葢

在

此

堂

然

史

又

言

河

淸

二

年

詔

以

城

南

雙

堂

之

苑

造

大

總

持

寺

則

城

東

城

南

皆

有

雙

堂

及

苑

矣

仰
觀
臺

在

城

內

堂

殿

闕

之

東

南

興

和

元

年

興

城

同

築

周

圍

二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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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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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
廬
校
刊

歩

高

二

丈

六

尺

石
橋

鄴

中

記

曰

王

城

東

西

五

里

南

北

一

百

尺

東

西

闊

二

丈

九

尺

高

一

丈

九

尺

元

象

二

年

僕

射

高

隆

之

造

當

時

以

橋

北

爲

東

市

卽

迴

古

萬

金

渠

也

遊
豫
園

周

迴

十

二

里

內

包

葛

屨

山

作

臺

于

上

鄴

都

故

事

云

齊

文

宣

天

保

七

年

于

銅

雀

臺

西

漳

水

之

南

築

此

園

以

爲

射

馬

之

所

也

淸
風
園

在

鄴

南

鄴

都

故

事

云

後

主

緯

以

北

園

賜

穆

提

婆

于

是

宮

無

蔬

菜

賖

買

于

民

負

錢

三

百

萬

葢

此

園

乃

蔬

圃

也

華
林
園

鄴中

記

云

齊

武

成

增

飾

華

林

園

若

祖

仙

所

居

遂

改

爲

仙

都

苑

北

史

魏

牧

傳

言

武

成

于

華

林

園

中

作

元

洲

苑

備

山

水

臺

觀

之

美

疑

卽

仙

都

也

其

苑

中

樓

觀

山

池

自

周

平

齊

之

後

並

毁

廢

元
洲
苑
仙
都
苑

語

已

見

上

苑

中
封
土
爲
五
岳

並

隔

水

相

望

五
岳
之
間
分
流
四
瀆
爲
四
海
滙

爲
大
池
又
曰
大
海

海

池

中

通

船

行

處

可

二

十

五

里

中

有

龍

舟

六

艘

又

有

鯨

魚

靑

龍

鷁

首

飛

隼

赤

鳥

等

舟

海
池
之
中
爲
水
殿

周

迴

十

二

間

四

架

平

坐

廣

二

丈

九

尺

基

高

二

尺

四

寸

戸

八

窗

殿

腳

舩

二

隻

各

長

五

丈

二

尺

上

作

四

面

步

廊

周

迴

四

十

間

三

架

悉

皆

彩

畫

垂

五

色

流

蘇

帳

帷

楸

懸

玉

珮

柱

上

挂

方

鏡

下

懸

織

成

香

囊

用

綿

褥

爲

地

衣

花

獸

連

鉤

皆

純

金

餙

以

孔

雀

山

雞

白

鷺

翡

翠

毛

彩

物

光

明

奪

人

目

力

不

能

久

視焉

其
中
岳
嵩
山
北
有
平
頭
山
東
西
有
輕
雲
樓
架
雲
廊
十

六
間
南
有
蛾
眉
山

小

山

東

西

屈

頭

南

向

若

蛾

眉

也

山
之
東
頭
有
鸚
鵡
樓

以

綠

瓷

爲

瓦

其

色

似

鸚

鵡

因

名

之

其
西
有
鴛
鴦
樓

以

黃

瓷

爲

瓦

其

色

似

鴛

鴦

因

名

之

北

岳
南
有
元
武
樓
樓
北
有
九
曲
山
山
下
有
金
花
池
池
西
有

三
松
嶺
次
南
有
陵
雲
城
西
有
陛
道
名
下
道
天
壇
大
海
之

北
有
飛
鸞
殿

其

殿

十

六

間

五

架

靑

石

爲

基

珉

石

爲

柱

礎

鐫

作

蓮

花

形

梁

棟

形

柱

皆

苞

以

竹

作

千

葉

金

蓮

花

三

等

束

之

其

上

舒

葉

長

一

尺

八

寸

斑

竹

以

爲

椽

織

五

色

簟

爲

水

波

文

以

作

地

衣

內

垂

五

色

珠

簾

麒

麟

錦

以

爲

緣

白

玉

以

爲

鉤

後

有

長

廊

簷

下

引

水

周

流

不

絶

其
南
有
御
宿
堂

此

堂

盡

用

鐵

裝

庭

前

有

仙

人

博

山

石

方

二

尺

五

寸

石

赤

其

堅

不

可

鑿

不

知

何

方

所

獻

其

東

有

井

以

玉

砌

之

堂

前

白

櫻

桃

二

株

實

大

如

彈

丸

又

有

鉤

鼻

桃

二

株

實

大

可

三

斤

云

其
中
有
紫
微
殿

內

畫

義

夫

外

畫

節

婦

宣
風
觀
千

秋
樓
在
七
盤
山
上

屈

曲

而

上

故

曰

七

盤

山

有

數

峯

東

曰

散

曰

西

曰

隱

月

東

北

曰

停

鸞

嶺

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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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駐

鶴

嶺

又

有

含

霜

幃

白

露

嶺

又
有
遊
龍
觀
大
海
觀
萬
福
堂

此

堂

厦

頭

名

曰

遊

龍

戸

舞

鳳

窗

葢

戸

挂

鏡

面

三

尺

五

色

金

龍

相

蟠

縈

作

花

樹

芳

草

隱

起

七

尊

以

七

寶

鏡

飾

之

又

用

孔

雀

山

雞

自

鷺

翡

翠

毛

當

鏡

上

作

七

寶

金

鳳

高

一

尺

七

寸

口

銜

九

金

鈴

堂

內

柱

亦

懸

菱

花

鏡

廣

二

尺

一

寸

下

懸

織

成

香

囊

繡

帶

焉

流
霞
殿

已

上

一

觀

一

堂

一

殿

並

在

紫

微

殿

左

右

修
竹
浦

在

紫

微

殿

北

連
璧
洲

在紫

微

殿

內

杜
若
洲
靡
蕪
㠀
三
休
山

東

有

悲

猿

峯

西

有

忘

歸

嶺

南

有

黃

雀

嵓

已

上

並

在

大

海中

西
海
有
望
秋
觀
臨
春
觀
隔
水
相
望
海
池
中
又
有
萬
嵗

樓
樓

西

有

長

楸

馬

埒

每

嵗

春

秋

妃

嬪

內

貴

馬

射

之

處

也

北
海
中
有
密
作
堂

堂

周

迴

二

十

四

架

以

大

船

浮

之

內

水

爲

激

輪

于

堂

層

層

各

異

下

層

刻

木

爲

七

人

相

對

列

坐

一

人

彈

琵

琶

一

人

擊

胡

鼓

一

人

彈

箜

篌

一

人

搊

箏

一

人

振

銅

鈸

一

人

拍

板

一

人

弄

盤

並

衣

之

以

錦

繡

其

節

會

進

退

俯

仰

莫

不

中

規

中

層

作

佛

堂

三

間

佛

事

精

麗

又

作

木

僧

七

人

各

長

三

尺

外

衣

以

繒

綵

堂

西

南

角

一

僧

手

執

香

奩

東

南

角

一

僧

手

執

香

爐

而

立

餘

五

僧

繞

佛

左

轉

行

道

每

至

西

南

角

則

執

香

奩

僧

以

手

拈

香

授

行

道

僧

僧

舒

手

授

香

復

行

至

東

南

角

則

執

香

爐

僧

舒

手

授

香

于

行

道

僧

僧

乃

舒

手

置

香

于

爐

中

遂

至

佛

前

作

禮

禮

畢

整

衣

而

行

周

而

復

始

與

人

無

異

上

層

亦

作

佛

堂

傍

列

菩

薩

及

侍

衞

力

士

佛

坐

帳

上

刻

作

飛

仙

循

環

右

轉

又

刻

畫

紫

雲

飛

騰

相

映

左

轉

往

來

交

錯

終

日

不

絶

並

黄

門

侍

郞

愽

陵

崔

士

順

所

製

奇

巧

機

妙

自

古

未

有

貧
兒
村

齊

後

主

高

緯

天

統

末

于

密

作

堂

側

率

諸

內

人

閹

官

等

作

貧

兒

村

編

蒲

爲

蓆

翦

茅

爲

房

斷

經

之

薦

折

簀

之

牀

故

破

靴

履

糟

糠

飮

食

陷

井

黎

竈

短

匙

破

厰

蒿

簷

不

蔽

風

雨

緯

與

諸

妃

嬪

游

戲

其

中

以

爲

笑

樂

傍

作

一

市

多

買

貨

物

緯

躬

爲

市

令

胡

妃

坐

店

賣

酒

而

令

宮

人

交

易

其

中

往

來

無

禁

三

日

而

罷

嗚

呼

人

之

昏

愚

有

若

是

故

高
陽
王
思
宗
城

高

緯

于

苑

內

作

小

城

令

思

宗

爲

城

主

緯

親

率

閹

官

集

衞

士

圍

城

鼓

噪

矢

石

亂

發

一

日

一

夜

攻

破

西

北

隅

思

宗

東

走

爲

戰

兵

所

擒

後

周

師

入

鄴

緯

獨

與

其

家

僮

宦

者

數

百

人

走

靑

州

尉

遲

勒

擒

送

周

此

將

亡

之

兆

也

已
上
並
在
仙
都
苑
中

右
城
內
城
外
雜
錄
古
鄴
都
南
城
其
制
度
葢
取
諸
洛
陽
與

北
鄴
然
自
高
歡
營
之
高
洋
飾
之
卑
陋
舊
貫
每
求
過
美
故

規
模
密
于
曹
魏
奢
侈
甚
于
石
趙
夫
以
洋
之
才
征
伐
四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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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振
戎
夏
一
旦
沉
湎
矜
伐
崇
修
宮
室
殫
淫
巧
竭
財
力
焦

思
盡
智
繼
之
以
狂
惑
喪
心
靡
所
不
至
厥
後
蹈
襲
奢
跡
去

而
不
反
高
緯
增
益
宮
苑
夜
則
以
火
照
作
寒
則
以
湯
爲
泥

百
工
困
窮
無
有
休
息
當
是
時
也
忠
良
被
刳
剔
犬
馬
蒙
爵

位
宮
中
一
裙
直
萬
疋
鏡
臺
直
千
金
競
爲
變
巧
朝
成
夕
弊

侈
心
旣
厭
乃
作
貧
兒
村
以
爲
戲
樂
嗟
乎
周
師
至
矣
實
欲

丐
身
爲
貧
兒
不
可
得
也
初
武
成
令
宫
中
多
凝
白
粧
畫
眉

不
復
用
黛
惟
以
烟
墨
皆
翦
剔
其
髮
以
著
假
髻
而
危
邪
之

狀
如
飛
鳥
至
于
南
面
則
髻
心
正
西
始
自
宮
內
爲
之
被
于

四
遠
天
意
若
曰
元
首
翦
落
危
側
當
走
西
也
及
周
師
克
晉

陽
使
梁
師
彥
爲
守
後
主
帥
師
攻
之
城
陷
十
歩
將
士
乘
勝

欲
入
後
主
令
待
馮
淑
妃
以
粧
洗
不
獲
時
至
周
師
復
振
齊

軍
遂
潰
而
亡
今
覽
觀
北
史
及
鄴
中
記
葢
又
有
建
始
嘉
福

仁
夀

二

殿

天

保

二

年

十

月

與

宣

光

殿

同

建

金
華

天

保

七

年

四

月

建

九
龍

天

統

三

年

九

龍

殿

災

瑤
華
諸
殿

四

年

昭

陽

殿

災

及

宣

光

瑤

華

諸

殿

含
章

高

澄

弑

東

魏

孝

靜

帝

於

含

章

堂

流
杯

鄴

中

記

此

堂

亦

以

珉

石

爲

柱

礎

靑

石

爲

基

白

石

爲

地

基

餘

奢

飾

尤

盛

葢

椽

頭

皆

安

八

出

金

蓮

花

柱

北

又

有

金

蓮

花

十

枚

銀

鈎

挂

網

以

禦

鳥

雀

焉

喜
音

鄴

中

記

曰

在

流

杯

堂

後

裝

飾

皆

相

似

乾
夀
諸
堂

武

成

死

于

此堂

及
華
林
都
堂

東

魏

元

象

元

年

辛

此

堂

聽

訟

麟
趾
閤

興

和

二

年

以

羣

臣

于

麟

趾

閤

議

定

新

制

領

行

天

下

文
林
舘

武

平

四

年

置

考
之
諸
書
不
見
其
所
在
北
史

曰
九
龍
殿
災
延
燒
西
廊
則
九
龍
殿
當
在
西
廊
前
後
矣
昭

陽
殿
災
及
宣
光
瑤
華
等
殿
則
瑤
華
殿
當
在
後
宮
近
宣
光

殿
矣
然
曰
等
殿
者
豈
非
建
始
嘉
福
仁
夀
之
謂
耶
姑
備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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