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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東
京
考
卷
之
十
四

嘉
興
石
匏
周
　
城
緝

寺

相

國

寺

在

府

治

東

北

大

寧

坊

本

北

齊

建

國

寺

天

保

六

年

　

　

　

創

建

後

廢

唐

為

鄭

審

宅

園

睿

宗

景

雲

初

遊

方

僧

慧

雲

睹

審

後

園

池

中

有

梵

宮

影

遂

募

縁

易

宅

為

寺

鑄

彌

勒

佛

像

髙

一

丈

八

尺

值

睿

宗

以

舊

封

相

王

初

即

位

因

賜

額

為

相

國

寺

明

皇

天

寳

四

載

建

資

聖

閣

東

塔

曰

普

滿

西

塔

曰

廣

願

真

宗

咸

平

四

年

增

建

翼

廊

三

門

前

楼

迎

取

潁

川

郡

銅

羅

漢

五

百

尊

置

於

閣

上

元

豐

中

增

建

東

西

兩

廂

又

立

八

院

東

曰

寳

嚴

寳

梵

寳

覺

慧

林

西

曰

定

慈

廣

慈

普

慈

智

海

金

元

兵

燬

明

洪

武

初

重

修

置

僧

綱

司

於

内

而

併

南

北

大

黄

景

福

三

寺

入

焉

成

化

二

十

年

改

賜

額

為

崇

法

禪

寺

累

經

黄

河

入

城

廊

廡

僧

舍

多

被

渰

塌

所

存

者

惟

聖

容

殿

結

構

竒

絶

蓋

舊

殿

也

談
叢
　
相
國
寺
樓
門
唐
人
所
造
國
初
木
工
喻

一

作

預

浩
曰

他
皆
可
能
惟
不
觧
卷
簷
爾
每
至
其
下
仰
而
觀
焉
立
極

則
坐
坐
極
則
卧
求
其
理
而
不
得
門
内
兩
井
亭
近
代
木

□
亦
不
觧
也
寺
有
十
絶
此
為
二
耳

夢
溪
筆
談
　
相
國
寺
舊
畵
壁
乃
髙
益
之
筆
有
畵
衆
工
奏

樂
一
堵
最
有
意
人
多
病
擁
琵
琶
者
誤
撥
下
絃
衆
管
皆

發
四
字
琵
琶
四
字
在
上
絃
此
撥
乃
掩
下
絃
誤
也
余
以

為
非
誤
蓋
管
以
發
指
為
聲
琵
琶
以
撥
過
為
聲
此
撥
掩

下
絃
則
聲
在
上
絃
也

熈
寧
中
予
察
訪
過
咸
平
是
時
劉
定
子
先
知
縣
事
同
過

一
佛
寺
子
先
謂
予
曰
此
有
一
佛
牙
甚
異
予
乃
齋
潔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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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之
其
牙
忽
生
舍
利
如
人
身
之
汗
颯
然
湧
出
莫
知
其

数
光
明
瑩
徹
爛
然
滿
目
後
有
人
迎
至
京
師
神
異
之
跡

不
可
悉
数
有
詔
留
大
相
國
寺
創
造
木
浮
圖
以
藏
之
今

相
國
寺
西
塔
是
也

王
氏
畵
苑
　
王
温
不
知
何
處
人
善
𧚌
鑾
彩
畵
其
精
功
妙

技
為
古
今
絶
手
先
是
唐
中
宗
神
龍
二
年
有
汴
州
安
業

寺
沙
門
慧
雲
往
濮
陽
成
寺
得
彌
勒
瑞
像
樣
髙
一
丈
八

尺
後
歸
寺
鑄
成
欲
於
安
業
寺
安
置
乃
為
本
寺
僧
衆
嫉

而
拒
之
慧
雲
乃
於
安
業
寺
東
偏
别
營
建
國
寺
而
安
之

睿
宗
延
和
初
建
國
寺
被
毁
其
像
將
遷
入
安
業
有
瑞
光

會
官
吏
敷
奏
尋
勅
改
建
國
寺
為
大
相
國
寺
後
賜
御
書

額
乃
省
安
業
寺
屬
焉
則
今
之
京
師
左
街
大
相
國
寺
是

也
寺
之
大
殿
彌
勒
瑞
像
則
慧
雲
所
鑄
者
也
其
金
像
彩

畵
則
温
所
𧚌
者
也
洎
觀
其
金
像
彩
畵
聖
容
能
具
種
種

大
慈
大
悲
端
嚴
相
好
誠
得
當
來
下
生
善
現
救
護
之
意

又
觀
頭
上
肉
髻
髪
維
琉
璃
色
於
身
圓
光
中
有
千
萬
億

堅
束
迦
寳
以
奉
荘
嚴
則
温
之
功
不
可
謂
不
至
矣
識
者

曰
夫
𧚌
鑾
塑
像
之
羽
翼
是
即
是
矣
故
得
預
十
絶
之
一

而
勒
於
寺
之
碑
者
正
謂
是
也

神
宗
勅
髙
益
畵
相
國
寺
廊
壁
會
上
臨
幸
見
益
冩
阿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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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戰
像
詔
問
卿
曉
兵
否
對
曰
臣
非
知
兵
者
命
意
至
此

上
善
之
後
畵
崇
夏
寺
大
殿
東
西
二
壁
善
神
雖
長
於
大

像
但
稱
其
筆
凡
畵
坐
神
則
用
意
最
善

相
國
寺
髙
益
畵
壁
經
時
圮
剥
上
惜
其
精
筆
將
營
治
之

詔
髙
文
進
曰
丹
青
誰
如
益
者
對
曰
臣
雖
不
及
請
以
蠟

紙
模
其
筆
法
後
移
於
壁
毫
髪
較
益
當
無
差
失
遂
與
李

用
及
李
象
坤
翻
傳
舊
本
於
壁
畵
得
益
之
骨
氣
文
進
自

畵
後
門
裏
東
西
二
壁
五
臺
峨
眉
文
殊
普
賢
變
相
及
後

門
西
壁
神
大
殿
後
北
方
天
王
等
以
其
能
遷
待
詔
仍
賜

所
居

圖
畵
見
聞
誌
　
治
平
乙
巳
嵗
雨
患
大
相
國
寺
以
汴
河
勢

髙
溝
渠
失
治
寺
庭
四
廊
悉
遭
渰
沒
圮
塌
殆
盡
其
墻
壁

皆
髙
文
進
等
畵
惟
大
殿
東
西
走
馬
廊
相
對
門
廡
不
能

為
害
東
門
之
南
王
道
真
畵
給
孤
獨
長
者
買
祗
陀
太
子

園
因
縁
東
門
之
北
李
用
及
與
李
象
坤
合
畵
牢
度
义
鬬

聖
變
相
西
門
之
南
王
道
真
畵
誌
公
變
相
十
二
面
觀
音

像
西
門
之
北
髙
文
進
畵
大
降
魔
變
相
今
並
存
之
皆
竒

迹
也
其
餘
四
面
廊
壁
皆
重
修
後
復
集
仝
時
名
手
李
元

濟
等
用
内
府
所
藏
副
本
小
樣
重
臨
倣
者
然
其
間
作
用

各
有
新
意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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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相
國
寺
碑
稱
寺
有
十
絶
其
一
大
殿
内
彌
勒
聖
容
唐

中
宗
朝
僧
慧
雲
於
安
業
寺
鑄
成
光
照
天
地
為
一
絶
其

二
睿
宗
感
夢
於
延
和
元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改
故
建
國

寺
為
大
相
國
寺
御
書
牌
額
為
一
絶
其
三
匠
人
王
温
重

𧚌
聖
容
金
粉
肉
色
并
三
門
下
善
神
一
對
為
一
絶
其
四

佛
殿
内
有
吴
道
子
畵
文
殊
維
摩
像
為
一
絶
其
五
供
奉

李
秀
刻
佛
殿
障
日
九
間
為
一
絶
其
六
明
皇
天
寳
四
載

令
匠
人
邊
思
順
修
建
排
雲
閣
為
一
絶
其
七
閣
内
西
頭

有
陳
留
郡
長
史
乙
速
令
狐
為
功
德
主
時
令
石
抱
玉
畵

護
國
除
災
變
相
為
一
絶
其
八
西
庫
有
明
皇
先
勅
車
道

政
往
于
闐
國
傳
北
方
毘
沙
門
天
王
樣
來
至
開
元
中
封

東
嶽
時
令
道
政
於
此
依
樣
畵
天
王
像
為
一
絶
其
九
門

下
有
瓌
師
畵
梵
王
帝
釋
及
東
廊
障
日
内
畵
法
華
經
二

十
八
品
功
德
變
相
為
一
絶
其
十
西
庫
北
壁
有
僧
智
嚴

畵
三
乗
因
果
入
道
位
次
圖
為
一
絶
也

夢
華
録
　
相
國
寺
大
殿
兩
廊
皆
國
朝
名
公
筆
跡
左
壁
畵

熾
盛
光
佛
降
九
曜
鬼
百
戯
右
壁
畵
佛
降
鬼
子
母
建
立

殿
庭
供
獻
樂
部
馬
隊
之
𩔗
大
殿
朶
廊
皆
壁
隐
楼
殿
人

物
莫
非
精
妙

燕
翼
詒
謀
録
　
東
京
相
國
寺
乃
瓦
市
也
僧
房
散
處
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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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兩
廡
可
容
萬
人
凡
商
旅
交
易
皆
萃
其
中
四
方
趨
京

師
以
貨
物
求
售
轉
售
他
物
者
必
由
於
此
太
宗
至
道
二

年
命
重
建
三
門
為
楼
其
上
甚
雄
麗
宸
墨
親
填
書
金
字

額
曰
大
相
國
寺

麈
史
　
都
城
相
國
寺
最
據
衝
會
每
月
朔
朢
三
八
日
即
開

技
巧
百
工
列
肆
罔
有
不
集
四
方
珍
異
之
物
悉
萃
其
間

因
號
相
國
寺
曰
破
賦
所

演
繁
露
　
世
傳
相
國
寺
門
舊
扁
題
云
相
國
之
寺
凡
四
字

或
以
之
字
為
贅
遂
命
除
之
别
添
大
字
其
文
曰
大
相
國

寺
於
體
既
該
於
文
無
贅
最
為
可
傳
然
扁
題
字
数
竒
不

偶
者
往
往
皆
增
之
字
不
知
起
自
何
時
漢
武
帝
太
初
元

年
改
正
朔
易
服
色
色
尚
黄
数
用
五
故
印
文
必
五
如
丞

相
之
印
章
則
是
四
字
外
添
一
之
字
以
應
五
数
下
及
諸

卿
守
相
印
文
凡
不
足
五
者
亦
皆
加
一
之
字
以
足
之
後

世
但
見
太
初
嘗
增
之
字
遂
倣
效
之
凡
印
文
以
及
門
堂

扁
額
概
增
一
之
字
以
求
合
於
古
殊
失
本
意

鐵
圍
山
叢
談
　
藝
祖
始
受
命
久
之
隂
計
釋
氏
何
神
靈
而

患
苦
天
下
有
欲
廢
其
教
之
意
一
日
微
行
至
相
國
寺
將

昏
黑
俄
至
一
小
院
户
旁
望
見
一
髠
大
醉
吐
穢
於
道
左

右
方
惡
罵
不
可
聞
藝
祖
隂
怒
適
從
旁
過
忽
不
覺
為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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髠
攔
胸
抱
定
曰
莫
發
惡
心
且
夜
矣
懼
有
人
害
汝
汝
冝

歸
内
可
亟
去
也
藝
祖
默
心
動
以
手
加
額
而
禮
焉
髠
乃

舍
之
去
藝
祖
還
内
密
召
忠
謹
小
璫
爾
行
往
某
所
覘
此

髠
在
否
且
以
其
所
吐
物
取
來
及
至
則
已
不
見
小
璫
獨

爬
取
地
上
所
吐
狼
藉
至
御
前
視
之
悉
御
香
也
釋
氏
教

因
不
廢

歸
田
録
　
太
祖
初
幸
相
國
寺
至
佛
像
前
燒
香
問
當
拜
與

不
拜
僧
録
贊
寧
奏
曰
不
拜
問
其
何
故
對
曰
見
在
佛
不

拜
過
去
佛
贊
寧
者
頗
知
書
有
口
辨
其
語
雖
𩔗
俳
優
然

適
會
上
意
故
上
微
笑
而
頷
之
遂
為
定
制
至
今
行
幸
焚

香
皆
不
拜
議
者
以
為
得
體

聞
見
後
録
　
太
祖
下
南
唐
得
李
廷
珪
父
子
墨
同
俘
獲
付

主
藏
籍
收
不
以
為
貴
也
後
有
司
更
造
相
國
寺
門
詔
用

墨
漆
取
墨
於
主
藏
車
載
以
給
皆
廷
珪
父
子
墨
至
宣
和

間
黄
金
可
得
李
墨
不
可
得
也

默
記
　
李
後
主
手
書
金
字
心
經
一
卷
賜
其
宮
人
喬
氏
喬

氏
後
入
太
宗
禁
中
聞
後
主
薨
乃
自
内
庭
出
是
經
拾
相

國
寺
西
塔
以
資
冥
薦
且
自
書
於
後
曰
故
李
氏
國
主
宮

人
喬
氏
伏
遇
故
主
百
日
謹
拾
昔
時
賜
妾
手
書
般
若
心

經
一
卷
於
相
國
寺
西
塔
院
伏
願
彌
勒
尊
前
持
一
花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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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佛
云
云
字
頗
整
潔
而
詞
甚
愴
惋
所
記
止
此
其
後
江

南
僧
持
歸
故
國
置
之
天
禧
寺
塔
相
輪
中
寺
後
被
火
相

輪
自
火
中
墮
落
而
經
不
損
為
金
陵
守
王
君
玉
所
得
君

玉
卒
子
孫
不
能
保
之
以
歸
甯
鳯
子
儀
家

國
老
談
苑
　
王
嗣
宗
為
御
史
中
丞
真
宗
一
日
幸
相
國
寺

囬
自
北
門
嗣
宗
上
言
曰
天
子
行
黄
道
豈
可
由
後
門
臣

任
當
風
憲
詎
敢
廢
職
乎
上
悅
其
直
給
内
帑
三
千
緡
以

自
罰
由
是
北
門
不
常
開

石
林
詩
話
　
元
豐
間
嘗
久
旱
不
雨
裕
陵
禁
中
齋
禱
甚
力

一
日
夢
有
僧
乗
馬
馳
空
中
口
吐
雲
霧
既
覺
而
雨
大
作

翼
日
遣
中
貴
人
道
夢
中
所
見
物
色
於
相
國
寺
三
門
五

百
羅
漢
中
第
十
三
尊
略
彷
彿
即
迎
入
内
視
之
正
所
夢

也
王
丞
相
禹
玉
作
喜
雨
詩
云
良
弼
為
霖
辜
宿
望
神
僧

作
霧
應
精
求
元
參
政
厚
之
仙
驥
籋
雲
穿
仗
下
佛
花
吹

雨
匝
天
流
蓋
記
此
相
國
寺
羅
漢
本
江
南
李
氏
時
物
在

廬
山
東
林
寺
曹
翰
下
江
南
盡
取
其
城
中
金
帛
寳
貨
連

百
餘
舟
私
盗
以
歸
無
以
為
名
乃
取
羅
漢
每
舟
載
十
許

尊
獻
之
詔
因
賜
於
相
國
寺
當
時
謂
之
押
綱

一

作

載

羅
漢

云
鶴
林
玉
露
　
五
代
時
扈
載
有
文
名
嘗
遊
相
國
寺
見
庭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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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愛
作
碧
鮮
賦
題
壁
間
周
世
宗
命
小
黄
門
録
進
覽
之

稱
善
王
朴
尤
重
之
薦
之
宰
相
李
榖
榖
曰
非
不
知
其
才

然
薄
命
恐
不
能
勝
朴
曰
公
為
宰
相
以
進
賢
退
不
肖
為

職
何
言
命
耶
乃
拜
知
制
誥
為
學
士
居
嵗
餘
果
卒
余
謂

榖
言
陋
矣
不
幸
而
中
若
朴
者
真
宰
相
之
言
也

癸
辛
雜
識
　
相
國
寺
佛
殿
後
壁
有
咸
平
四
年
翰
林
髙
待

詔
畵
大
天
王
尤
雄
偉
殿
外
有
石
刻
東
坡
題
名
云
蘇
子

瞻
子
由
孫
子
發
秦
少
游
同
來
觀
晋
卿
墨
竹
申
先
生
亦

來
元
祐
三
年
八
月
五
日
老
申
一
百
一
嵗
又
片
石
刻
坡

翁
草
書
哨
遍
石
色
皆
如
玄
玉

說
楛
　
東
京
相
國
寺
乃
魏
公
子
無
忌
之
宅
宋
時
地
属
信

陵
坊
寺
前
舊
有
公
子
亭
丁
謂
開
保
康
門
對
寺
架
橋
始

移
亭
子
近
東

智
囊
補
　
王
荆
公
柄
國
時
有
人
題
相
國
寺
壁
云
終
嵗
荒

蕪
湖
浦
焦
貧
女
戴
笠
落
柘
條
阿
儂
去
家
京
洛
遥
驚
心

冦
盗
來
攻
剽
人
皆
以
為
夫
出
婦
憂
荒
亂
也
及
荆
公
罷

相
子
瞻
召
還
諸
公
飲
蘇
寺
中
以
此
詩
問
之
蘇
曰
於
貧

女
句
可
以
得
其
人
矣
終
嵗
十
二
月
也
十
二
月
為
青
字

荒
蕪
田
有
草
也
草
田
為
苗
字
湖
浦
焦
水
去
也
水
旁
去

為
法
字
女
戴
笠
為
安
字
柘
落
木
條
剰
石
字
阿
儂
乃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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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言
合
之
為
誤
字
去
家
京
洛
為
國
冦
盗
攻
剽
為
賊
民
蓋

言
青
苗
法
安
石
誤
國
賊
民
也

祥
符
縣
志
　
慧
雲
俗
姓
姚
氏
湖
湘
人
幼
有
超
塵
志
往
南

嶽
依
初
祖
禪
師
禀
承
慈
訓
獲
戒
營
福
後
行
脚
汴
城
夜

宿
繁
臺
見
城
中
有
異
氣
入
覩
歙
州
典
午
鄭
審
宅
園
池

中
有
梵
宮
影
參
差
殿
閣
儀
像
兠
率
慧
雲
喜
曰
吾
聞
知

華
嚴
經
說
琉
璃
地
上
宮
殿
之
影
此
不
可
思
議
之
境
界

也
遂
發
願
募
縁
易
宅
鑄
聖
像
髙
一
丈
八
尺
當
睿
宗
即

位
掘
得
古
碑
乃
北
齊
建
國
寺
基
慧
雲
叩
像
顯
放
祥
光

人
爭
瞻
捨
奏
聞
勅
建
賜
額
相
國
寺
嗣
以
夀
終
塟
於
汴

之
東
郊
寺
庄
塔
亭
存
焉

續
文
獻
通
考
　
智
縁
隨
州
人
善
醫
嘉
祐
末
召
至
京
舍
於

相
國
寺
每
察
脉
知
人
貴
賤
禍
福
休
咎
診
父
之
脉
而
能

道
其
子
吉
凶
所
言
若
神
士
大
夫
爭
造
之
熈
寧
中
王
韶

諫
取
青
唐
上
言
番
俗
重
僧
而
僧
結
吴
叱
臘
五
部
甚
衆

請
智
緑
與
俱
至
邊
神
宗
命
智
縁
入
番
中
說
結
吴
叱
臘

歸
化
而
他
族
皆
因
歸
欵
召
還
以
為
右
街
首
座

康
定
元
年
仁
宗
一
日
幸
相
國
寺
見
僧
看
經
問
是
何
經

曰
仁
王
經
帝
曰
既
是
朕
經
何
在
卿
手
僧
無
對

東
京
慧
林
宗
本
圓
照
禪
師
無
錫
管
氏
子
元
豐
中
詔
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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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四
　
　
　
　
　
十
　

相
國
寺
六
十
四
院
為
八
禪
二
律
召
師
為
慧
林
第
一
祖

後
塔
於
蘇
之
靈
巖
山

無
錫
縣
志
　
神
宗
闢
相
國
寺
召
宗
本
主
慧
林
對
延
和
殿

有
司
使
習
儀
而
後
入
既
見
賜
坐
盤
足
跏
趺
侍
衛
皆
驚

變
色
上
問
受
業
何
寺
對
曰
承
天
永
安
上
更
喜
其
直
哲

宗
即
位
加
號
圓
照
禪
師

筠
廊
偶
筆
　
汴
梁
相
國
寺
大
雄
殿
相
傳
建
自
北
齊
明
末

沒
於
河
順
治
中
撫
軍
賈
公
重
建
見
梁
木
精
堅
色
深
緑

遂
易
以
他
木
而
取
為
長
几
儼
然
青
玉
案
也
又
寺
内
舊

有
葡
萄
一
株
沒
地
下
二
十
餘
年
近
發
生
原
處
蔓
延
数

丈
結
實
纍
纍
往
來
遊
人
賦
詩
紀
異
者
甚
衆

上
方
寺

在

城

東

北

隅

安

逺

門

裏

夷

山

上

即

開

寳

寺

之

東

院

也

一

名

上

方

院

晋

天

福

中

僧

紫

微

課

初

建

於

明

德

坊

名

曰

等

覺

禪

院

乾

德

間

詔

遷

於

豐

美

坊

即

今

所

也

慶

暦

中

開

寳

寺

靈

感

塔

燬

乃

於

上

方

院

建

鐵

色

琉

璃

甎

塔

八

角

十

三

層

髙

三

百

六

十

尺

改

曰

上

方

寺

俗

稱

鐵

塔

寺

舊

有

漆

胎

菩

薩

五

百

尊

并

轉

輪

藏

黑

風

祠

洞

前

有

白

玉

石

佛

後

殿

内

有

銅

鑄

文

殊

普

賢

二

菩

薩

騎

獅

象

蓮

座

前

有

海

眼

井

世

謂

七

絶

元

末

兵

燬

井

亦

失

其

處

矣

明

洪

武

十

六

年

僧

祖

全

募

縁

重

建

天

順

間

修

葺

勅

改

祐

國

寺

癸
辛
雜
識
　
光
教
寺
俗
呼
為
上
方
寺
有
琉
璃
塔
十
三
層

銅
普
賢
獅
子
像
甚
髙
大
座
下
有
井
以
銅
波
斯
蓋
之
泉

味
甘
謂
通
海
潮
旁
有
五
百
羅
漢
殿
又
云
五
百
菩
薩
像

皆
是
漆
胎
𤖩
麗
金
碧
窮
極
精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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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四
　
　
　
　
　
十
一

汴
京
遺
蹟
志
　
上
方
寺
塔
前
有
行
書
碑
一
題
曰
大
宋
東

京
右
街
重
修
等
覺
禪
院
記
乃
咸
平
戊
戌
尚
書
職
方
郎

中
賜
紫
金
魚
袋
王
嗣
宗
撰
隴
西
彭
太
素
書
字
體
疏
暢

頗
𩔗
西
安
聖
教
序
汴
城
石
刻
惟
此
為
最

開
寳
寺

舊

名

獨

居

寺

在

安

逺

門

裏

上

方

寺

西

北

齊

天

保

十

年

創

建

唐

開

元

中

明

皇

東

封

還

至

寺

改

曰

封

禪

寺

太

祖

開

寳

三

年

改

曰

開

寳

寺

重

起

繚

廊

朶

殿

凡

二

百

八

十

區

内

有

二

十

四

院

惟

仁

王

院

最

盛

端

拱

中

建

塔

極

其

偉

麗

初

釋

迦

佛

舍

利

塔

在

杭

州

佛

書

所

謂

阿

育

王

七

寳

塔

也

及

吴

越

王

錢

俶

歸

宋

太

宗

遣

供

奉

官

趙

鎔

取

置

寺

内

度

龍

地

瘞

之

時

木

工

喻

浩

有

巧

思

超

絶

流

輩

遂

令

造

塔

八

角

十

三

層

髙

三

百

六

十

尺

其

土

木

之

宏

壮

金

碧

之

炳

燿

自

佛

法

入

中

國

未

之

有

也

大

中

祥

符

六

年

有

金

光

出

相

輪

車

駕

臨

幸

舍

利

乃

見

因

賜

名

靈

感

塔

慶

暦

四

年

塔

燬

於

火

其

殿

宇

廊

廡

後

俱

燬

於

金

兵

歸
田
録
　
開
寳
寺
塔
在
京
師
諸
塔
中
最
髙
而
制
度
甚
精

都
料
匠
預
浩
所
造
也
塔
初
成
望
之
不
正
而
勢
傾
西
北

人
怪
而
問
之
浩
曰
京
師
地
平
無
山
而
多
西
北
風
吹
之

不
百
年
當
正
也
其
用
心
之
精
蓋
如
此
國
朝
以
來
木
工

一
人
而
已
至
今
木
工
皆
以
浩
為
法
有
木
經
三
卷
行
於

世
世
傳
浩
惟
一
女
年
十
餘
嵗
每
卧
則
交
手
於
胸
為
結

構
状
如
此
踰
年
撰
成
木
經
三
卷
今
行
於
世
者
是
也

楊
文
公
談
苑
　
帝
初
造
塔
得
浙
東
匠
人
喻
浩
浩
性
絶
巧

乃
先
作
塔
武
以
獻
每
建
一
級
外
設
帷
㡩
但
聞
椎
鑿
之

聲
凡
一
月
而
一
級
成
其
有
梁
柱
齟
齬
未
安
者
浩
周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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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四
　
　
　
　
　
十
二

視
之
持
巨
槌
撞
擊
数
十
即
皆
牢
整
自
云
此
可
七
百
年

無
傾
動
人
或
問
其
北
面
稍
低
浩
曰
京
城
多
北
風
而
此

数
十
步
乃
大
河
潤
氣
津
浹
經
百
年
則
北
隅
微
墊
而
塔

正
矣
浩
素
不
茹
葷
求
度
為
僧
数
月
死
世
頗
疑
其
異

玉
壺
清
話
　
郭
忠
恕
畵
樓
閣
重
複
之
状
梓
人
較
之
毫
釐

無
差
太
宗
聞
其
名
詔
授
監
丞
時
將
造
開
寳
寺
塔
浙
匠

喻
浩
料
一
十
三
層
郭
以
浩
所
造
小
樣
末
底
一
級
折
而

計
之
至
上
層
餘
一
尺
五
寸
收
殺
不
得
謂
浩
曰
冝
審
之

浩
因
数
夕
不
寐
以
尺
較
之
果
如
其
言
黎
明
扣
其
門
長

跪
以
謝

儒
林
公
議
　
太
宗
志
奉
釋
老
崇
飾
宮
廟
建
開
寳
寺
靈
感

塔
以
藏
師
舍
利
臨
瘞
為
之
悲
涕
興
國
寺
構
二
閣
髙
與

塔
侔
以
安
大
像
逺
都
城
数
十
里
已
在
望
登
六
七
級
方

見
佛
像
腰
腹
佛
指
大
皆
合
抱
觀
者
無
不
駭
愕
兩
閣
又

開
通
飛
楼
為
御
道
麗
景
門
内
創
上
清
宮
以
尊
道
教
殿

塔
排
空
金
碧
照
耀
皆
一
時
之
盛
觀
自
景
祐
初
至
慶
暦

中
不
十
年
間
相
繼
灾
燬
略
無
遺
焉
欲
為
之
福
如
是
其

效
乎

輶
軒
雜
録
　
端
拱
中
造
開
寳
寺
塔
藏
佛
舍
利
髙
三
百
六

十
尺
費
億
萬
計
踰
八
年
始
成
侍
御
史
田
錫
上
疏
曰
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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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十
四
　
　
　
　
　
十
三

以
為
金
碧
熒
煌
臣
以
為
塗
膏
釁
血
帝
亦
不
怒

行
營
雜
録
　
元
祐
癸
酉
九
月
一
日
夜
開
寳
寺
塔
表
裡
通

明
徹
旦
禁
中
夜
遣
中
使
齎
降
御
香
寺
門
已
閉
既
開
寺

僧
不
知
也
寺
中
望
之
無
所
見
去
寺
漸
明
後
二
日
宣
仁

上
仙

筆
談
　
開
寳
寺
塔
災
得
舊
瘞
舍
利
迎
入
内
廷
傳
言
頗
有

光
怪
將
復
建
塔
余
靖
言
彼
一
塔
不
能
自
衛
何
福
可
及

於
民
凡
腐
草
皆
有
光
水
精
及
珠
之
圓
者
夜
亦
有
光
烏

足
異
哉
上
從
之

談
苑
　
余
不
脩
飾
作
諫
官
乞
不
修
開
寳
寺
塔
時
盛
暑
上

入
内
云
被
一
汗
臭
漢
薰
殺
噴
唾
在
我
面
上

燕
翼
詒
謀
録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正
月
己
巳
晏
新
進
士
呂

蒙
正
等
於
開
寳
寺
賜
御
製
詩
二
首
故
事
唱
第
之
後
醵

錢
於
曲
江
為
聞
喜
之
飲
近
代
於
名
園
佛
廟
至
是
官
為

供
帳
嵗
以
為
當

續
文
獻
通
考
　
康
定
元
年
仁
宗
一
日
幸
開
寳
寺
問
僧
是

何
人
曰
塔
主
帝
曰
朕
之
塔
為
何
卿
作
主
僧
無
對

尚
友
録
　
張
九
哥
慶
暦
初
居
汴
京
雖
盛
冬
單
衣
流
汗
浹

面
燕
王
竒
之
嘗
召
見
與
之
酒
嵗
餘
見
王
曰
將
逺
遊
故

來
别
有
小
技
欲
以
悦
王
乃
索
黄
羅
叠
剪
為
蜂
蝶
状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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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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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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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剪
飛
去
莫
知
其
数
少
頃
呼
之
蜂
蝶
皆
來
復
為
羅
王
曰

吾
夀
幾
何
曰
與
開
寳
寺
浮
圖
齊
後
浮
圖
灾
王
亦
薨

天
王
寺

在

安

逺

門

外

創

建

無

考

後

殿

畵

壁

乃

張

世

禄

筆

極

竒

絶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僧

勝

安

重

建

寳
相
寺

在

冝

秋

門

外

世

傳

古

鎚

和

尚

證

果

之

處

五

代

唐

明

宗

長

興

元

年

創

建

晋

髙

祖

天

福

三

年

賜

額

内

有

慈

尊

閣

與

彌

勒

佛

大

像

俗

名

大

佛

寺

又

有

羅

漢

洞

及

羅

漢

像

五

百

尊

元

末

兵

燬

明

洪

武

二

十

年

僧

善

春

重建
癸
辛
雜
識
　
寳
相
寺
俗
呼
為
大
佛
寺
有
五
百
羅
漢
塑
像

甚
竒
古
又
噀
水
石
龍
鐫
刻
甚
精
皆
故
宮
物
也

惠
明
寺

在

望

春

門

北

周

太

祖

廣

德

中

創

建

金

季

兵

燬

顯
靜
寺

在

陳

州

門

裏

周

顯

德

二

年

創

建

四

年

賜

名

金

兵

燬

之

顯
聖
寺

在

閶

闔

門

外

西

北

白

溝

河

之

南

俗

名

菩

提

寺

金

末

兵

燬

歸
田
録
　
世
俗
傳
訛
惟
祠
廟
之
名
為
甚
今
都
城
西
崇
化

坊
顯
聖
寺
者
本
名
蒲
池
寺
周
顯
德
中
增
廣
之
更
名
顯

聖
而
俚
俗
多
道
其
舊
名
今
轉
為
菩
提
寺
矣

冷
齋
夜
話
　
黄
魯
直
元
祐
中
晝
卧
蒲
池
寺
時
新
秋
過
雨

凉
甚
夢
與
一
道
士
褰
衣
升
空
而
去
望
見
雲
濤
際
天
夢

中
問
道
士
無
舟
不
可
濟
且
公
安
之
道
士
曰
與
公
遊
蓬

萊
即
襪
而
履
水
魯
直
意
無
行
強
要
之
俄
覺
大
風
吹
鬢

毛
骨
為
戰
慄
道
士
曰
且
斂
目
惟
聞
足
底
聲
如
萬
壑
松

風
有
狗
吠
開
目
不
見
道
士
惟
見
宮
殿
張
開
千
門
萬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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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魯
直
徐
入
有
兩
玉
人
導
升
殿
主
者
降
接
之
見
仙
官
執

玉
麈
尾
仙
女
擁
侍
中
有
一
玄
方
整
琵
琶
魯
直
極
愛
其

風
韻
顧
之
忘
揖
主
者
主
者
色
荘
故
其
詩
曰
試
問
琵
琶

可
聞
否
靈
君
色
荘
伎
摇
手
頃
與
子
同
宿
湘
江
舟
中
親

為
言
之
與
今
山
谷
集
語
不
同
蓋
後
更
易
之
耳

報
慈
寺

在

城

内

安

業

坊

始

建

未

詳

燬

於

金

兵

安
業
寺

在

城

内

安

業

坊

釘

秤

巷

始

建

未

詳

燬

於

金

兵

乾
明
寺

在

城

内

安

業

坊

席

箔

巷

始

建

未

詳

燬

於

金

兵

顯
寧
寺

在

金

水

門

外

炭

場

巷

北

始

建

未

詳

周

顯

德

四

年

賜

名

金

季

兵

燬

婆
臺
寺

在

陳

州

門

裏

始

建

未

詳

金

季

兵

燬

華
嚴
寺

在

新

鄭

門

外

西

始

建

未

詳

燬

於

金

兵

仁
王
寺

在

安

逺

門

裏

始

建

未

詳

每

嵗

九

月

重

陽

日

寺

僧

皆

坐

獅

子

上

作

法

事

講

説

謂

之

獅

子

會

遊

人

最

盛

金

季

兵

燬

乾
寧
寺

在

望

春

門

外

始

建

未

詳

金

季

兵

燬

奉
聖
寺

在

城

西

南

十

里

許

始

建

未

詳

金

季

兵

燬

奉
先
寺

在

城

西

金

明

池

西

建

以

祭

宮

人

之

所

燬

於

金

兵

聞
見
近
録
　
仁
宗
初
徹
簾
聴
政
一
日
處
出
詣
奉
先
寺
啟

李
太
后
棺
視
之
其
顔
如
生
上
慟
而
後
改
卜
由
是
群
疑

悉
觧

一
軒
寺

在

城

内

始

建

未

詳

元

末

兵

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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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老
寺

在

儒

林

街

北

始

建

未

詳

元

末

兵

燬

其

遺

址

後

為

祥

符

縣

儒

學

孝
嚴
寺

在

城

西

北

隅

舊

金

水

門

内

即

太

尉

楊

業

家

廟

也

雍

熈

丙

辰

五

月

業

死

節

朔

方

其

子

請

改

家

廟

為

寺

以

薦

其

父

太

宗

嘉

其

孝

乃

俞

其

請

賜

額

曰

孝

嚴

宋

鼎

南

遷

燬

於

兵

火

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僧

本

福

重

建

明
福
寺

在

雷

家

橋

西

南

武

成

王

廟

之

西

始

建

未

詳

金

宣

宗

時

展

城

廢

毁

慈
孝
寺

在

雷

家

橋

西

北

尚

太

宗

女

駙

馬

都

尉

吴

元

扆

宅

也

天

聖

二

年

詔

建

寺

奉

真

宗

神

御

初

議

名

慈

聖

時

太

后

號

有

此

二

字

以

賜

今

名

金

末

兵

燬

龜
兒
寺

在

相

國

寺

西

北

始

建

未

詳

明

洪

武

四

年

改

為

兵

馬

指

揮

司

而

寺

隨

以

廢

廣
福
寺

在

廣

福

坊

上

方

寺

之

西

南

始

建

未

詳

後

廢

為

大

梁

衛

營

惠
安
寺

在

上

方

寺

之

西

南

俗

名

破

塔

寺

始

建

未

詳

元

末

兵

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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