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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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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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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

□

惟

下

經

晉

大

壯

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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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孚

五

卦

爲

永

樂

大

典

所

佚

者

此

木

獨

完

今

已

採

掇

補

錄

而

別

存

其

目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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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

世

知

與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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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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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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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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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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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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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象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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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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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專

明

大

衍

之

數

臚

□

先

儒

緖

論

而

以

己

意

斷

之

王

宏

撰

山

志

曰

丁

氏

萃

五

十

七

家

之

説

爲

稽

衍

又

自

爲

原

衍

翼

衍

據

易

東

自

序

云

旣

成

原

衍

翼

衍

二

書

復

爲

稽

衍

則

王

氏

未

見

原

本

也

其

書

篇

第

蓋

自

大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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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五

十

其

用

四

十

九

以

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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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圖

爲

原

衍

自

圖

五

十

五

數

衍

成

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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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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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爲

翼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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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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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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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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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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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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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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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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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譌

翼

衍

爲

翼

行

而

錯

稽

衍

篇

題

於

翼

衍

內

前

後

至

爲

紊

雜

朱

彝

尊

經

義

考

則

誤

以

原

衍

序

爲

全

書

自

序

而

世

所

傳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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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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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傳

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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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

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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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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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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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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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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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永

樂

時

爲

常

德

別

駕

首

修

郡

志

西
谷
漫
稿
　
開
縣
志

明

陳

良

著

常
德
府
志

明

楊

宣

輯

武
陵
縣
志

明

應

能

輯

　

錢

塘

陳

珂

序

曰

武

陵

楚

南

上

游

之

地

左

包

洞

庭

之

勾

廉

右

扼

五

谿

之

要

害

沅

江

演

迤

於

其

南

陽

山

雄

峙

於

其

北

林

麓

蓊

鬱

湖

水

淵

濬

蓋

古

之

黔

中

也

漢

初

改

武

陵

郡

亦

曰

義

陵

東

漢

爲

臨

沅

縣

隋

改

爲

武

陵

縣

唐

屬

朗

州

宋

屬

常

德

府

元

屬

常

德

路

國

朝

因

之

志

不

可

無

也

而

莫

或

舉

之

豈

固

有

所

待

也

吾

鄕

應

侯

能

來

幸

是

邑

迄

再

考

百

廢

具

舉

政

通

人

和

顧

力

暇

用

是

敷

求

博

取

參

考

而

得

其

大

凡

乃

屬

常

德

府

儒

學

司

訓

廖

君

珮

別

其

義

例

補

其

闕

畧

嚴

其

去

取

而

折

衷

之

志

旣

成

編

將

命

工

鋟

梓

以

傳

會

子

奉

命

董

建

榮

藩

有

事

茲

土

侯

以

同

鄕

之

故

徴

言

以

序

之

首

詞

意

勤

拳

不

可

以

不

文

辭

粤

惟

古

者

天

子

而

下

列

國

皆

有

史

以

紀

志

時

事

所

以

示

勸

懲

也

逮

秦

郡

縣

天

下

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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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史

廢

後

世

遂

有

郡

縣

志

作

矣

至

國

朝

則

又

有

大

明

一

統

志

以

紀

天

下

之

事

郡

縣

之

志

所

以

紀

一

郡

若

邑

之

事

也

邑

之

有

志

風

化

之

關

繫

良

有

攸

在

匪

直

考

見

其

山

川

之

形

勝

都

邑

之

沿

革

田

賦

戶

口

之

多

寡

貢

獻

土

產

之

異

宜

而

已

夫

武

陵

古

昔

爲

荆

楚

之

僻

隅

自

漢

以

來

不

得

爲

通

都

然

俗

尙

淡

薄

湻

樸

少

宦

情

知

節

義

有

虞

夏

之

遺

風

其

閒

人

物

名

流

固

有

珠

履

三

千

而

豪

俠

一

時

哀

形

九

歌

而

骨

鯁

終

身

者

有

博

學

潛

默

屢

辭

徴

聘

天

才

過

人

一

代

談

宗

者

有

克

服

五

谿

惠

愛

無

窮

同

居

數

世

孝

義

可

尙

者

撫

卷

肆

目

不

能

無

思

今

懷

古

之

歎

是

蓋

一

事

之

善

固

末

足

以

深

論

者

若

乃

善

卷

身

際

唐

虞

固

以

讓

天

下

而

勿

取

冬

一

裘

夏

一

葛

出

而

作

入

而

息

逍

遥

於

天

地

之

間

舉

萬

物

不

足

以

攖

其

心

是

誠

何

如

氣

象

也

昔

者

董

子

稱

之

堯

舜

德

彰

而

身

尊

善

卷

德

積

而

名

顯

善

在

是

則

堯

舜

之

道

在

是

矣

在

唐

劉

禹

錫

有

詩

謂

踐

先

王

之

遺

跡

頌

先

王

之

高

風

貪

者

亷

懦

者

立

蓋

自

勲

華

以

及

於

今

日

矣

至

宋

朱

子

祀

其

祠

亦

謂

先

生

之

道

不

可

一

日

無

苟

得

之

以

致

君

得

之

以

澤

民

可

使

是

君

爲

堯

舜

之

君

使

是

民

爲

堯

舜

之

民

奈

何

湻

風

日

降

世

道

益

遷

交

戰

於

富

貴

利

達

之

場

不

知

道

德

爲

何

物

謂

眾

人

熙

熙

如

登

春

臺

如

饗

太

牢

者

奚

限

雖

然

所

性

無

與

於

外

物

初

無

聖

賢

愚

不

肖

之

分

也

特

上

無

所

以

教

下

無

所

以

學

習

氣

爲

之

拘

物

欲

爲

之

累

是

故

相

去

之

遠

始

有

十

百

千

萬

無

算

之

等

耳

豈

性

也

哉

是

志

一

作

吾

知

家

傳

而

戶

喩

凡

生

於

斯

游

於

斯

者

思

樂

仰

止

感

發

而

興

起

自

有

不

可

已

焉

者

將

見

澆

風

日

湻

頺

俗

日

敦

絶

巧

而

𣓪

智

見

素

而

抱

樸

堯

舜

之

治

予

謂

可

望

其

復

見

矣

豈

曰

小

補

云

乎

足

爲

序

疏
稿
　
楊
介
福
詩
文
集

明

楊

褫

著

　

德

山

志

五
經
輯
畧

明

陳

洪

謨

撰

　

經

義

考

治
世
餘
聞

陳

洪

謨

撰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是

書

所

記

皆

明

孝

宗

時

事

繼
世
紀
聞

陳

洪

謨

撰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是

編

據

明

史

藝

文

志

亦

陳

洪

謨

撰

其

書

皆

記

武

宗

時

事

謂

韓

文

等

劾

劉

瑾

司

禮

監

太

監

王

岳

等

佐

之

墐

已

垂

誅

李

東

陽

黨

於

瑾

先

期

漏

言

遂

不

可

制

卒

成

擅

權

之

禍

所

以

罪

東

陽

者

甚

至

至

若

張

綵

於

瑾

多

所

匡

正

反

復

爲

辨

其

枉

　

案

江

浙

遺

書

目

錄

治

世

餘

聞

一

卷

繼

世

紀

聞

五

卷

冩

本

每

卷

首

註

箬

陂

二

字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六

靜
芳
亭
摘
稿

陳

洪

謨

著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是

集

爲

洪

謨

所

自

定

以

致

仕

之

後

居

高

吾

山

下

築

亭

山

中

榜

日

靜

芳

故

以

名

其

集

又

自

稱

高

吾

子

故

亦

曰

高

吾

摘

稿

常
德
府
志

陳

洪

謨

輯

　

邑

人

賀

奇

舊

志

序

嘉

靖

間

奇

曾

祖

會

昌

令

廷

夔

佐

陳

司

馬

洪

謨

纂

輯

郡

志

百

有

餘

年

兵

火

散

失

　

國

朝

徴

檄

屬

取

無

上

應

郡

守

胡

公

爰

進

紳

士

謀

適

奇

以

久

遊

初

歸

公

持

殘

卷

授

奇

悉

曾

祖

名

因

拜

曰

此

雖

郡

乘

實

奇

家

業

敢

不

黽

勉

從

事

案

此

則

舊

志

實

以

洪

謨

所

纂

爲

底

本

也

古
大
學
義
　
桃
岡
講
義
　
桃
岡
訓
規
　
桃
岡
日
錄

明

蔣

信

撰

　

長

安

周

傳

誦

序

桃

岡

日

錄

曰

國

家

文

教

誕

敷

眞

儒

輩

出

從

事

四

君

子

尙

矣

武

陵

有

蔣

道

林

先

生

者

不

佞

曾

一

見

其

桃

岡

訓

規

冩

本

私

心

慕

焉

及

官

楚

從

志

中

詳

爵

里

出

處

及

學

問

淵

源

所

自

益

切

仰

止

恆

以

不

得

望

見

先

生

故

里

盡

購

遺

書

而

讀

之

爲

憾

亡

何

廬

居

田

閒

修

齡

楊

侯

以

制

科

高

等

拜

長

安

令

爲

先

生

里

人

數

相

對

談

先

生

遺

事

恍

若

身

遊

萬

桃

閒

而

神

交

先

生

於

數

十

年

後

也

已

出

桃

岡

目

錄

一

帙

謂

不

佞

序

之

則

尊

大

人

封

公

手

校

而

付

侯

梓

行

者

乃

知

侯

家

學

相

承

厥

有

本

原

非

一

朝

夕

矣

先

生

之

學

以

愼

獨

爲

主

以

篤

論

修

行

爲

實

踐

以

明

理

通

世

務

爲

致

用

之

具

錄

中

所

述

如

云

千

古

聖

賢

都

在

幾

上

用

功

云

須

在

天

命

上

立

根

久

則

氣

質

自

會

融

化

云

聖

賢

立

根

處

只

是

萬

物

一

體

其

要

總

歸

愼

獨

種

種

詳

切

有

味

而

心

性

理

氣

之

談

吾

儒

二

氏

之

辨

隨

□

隨

鳴

聖

人

復

起

不

能

易

卽

謂

追

踪

四

君

子

直

接

廉

洛

關

閩

之

傳

可

也

蓋

先

生

之

學

淵

源

姚

江

增

城

兩

先

生

而

尤

多

獨

證

不

作

空

虛

元

遠

語

封

公

篤

信

而

傳

邑

侯

過

庭

而

受

眞

有

獨

契

於

先

生

之

旨

者

不

佞

徼

惠

快

生

平

仰

企

之

私

抑

何

奇

也

頃

關

中

同

志

津

津

切

劘

頗

知

向

學

兹

錄

之

刻

若

發

矇

然

吾

願

一

二

同

志

交

相

助

於

愼

獨

之

旨

私

淑

先

生

成

邑

侯

喬

梓

過

化

德

意

又

願

邑

侯

喬

梓

家

庭

授

受

益

衍

先

生

之

學

於

無

窮

使

人

人

興

起

則

武

陵

桑

梓

勝

地

且

爲

理

學

名

區

近

追

濓

溪

遠

追

鄒

魯

無

論

爲

先

生

吐

氣

卽

世

道

所

禆

殊

不

小

矣

府

志

稿

門
人
侍
疾
錄
附

蔣

信

撰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是

編

乃

其

卜

築

桃

岡

時

與

諸

弟

子

講

學

之

書

而

其

門

人

章

評

所

刊

者

首

古

大

學

義

專

釋

大

學

次

桃

岡

講

義

摘

取

論

孟

條

附

入

論

斷

又

桃

岡

日

錄

則

與

門

人

問

答

語

錄

也

桃

岡

訓

規

則

讀

書

日

程

也

侍

疾

錄

則

疾

痛

時

記

也

史

稱

信

初

從

守

仁

游

時

未

以

良

知

教

後

從

若

水

游

最

久

其

學

得

之

爲

多

又

稱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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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履

篤

實

不

尙

虛

談

蓋

猶

未

入

禪

者

蔣
道
林
文
粹

蔣

信

著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是

集

爲

門

人

姚

學

閔

所

編

其

文

不

事

華

藻

惟

直

抒

胸

臆

期

於

明

暢

而

止

蓋

信

嘗

從

王

守

仁

於

龍

場

驛

後

又

從

湛

若

水

游

所

重

惟

在

講

學

耳

　

趙

錦

序

曰

道

林

先

生

旣

没

之

十

有

八

年

其

門

人

姚

君

學

閔

等

始

克

詮

次

先

生

之

文

凡

九

卷

刻

成

以

眎

錦

屬

綴

言

𥳑

末

錦

何

人

敢

序

先

生

文

哉

顧

自

念

曩

過

武

陵

與

聞

先

生

緖

論

而

姚

君

所

以

見

屬

意

在

發

明

此

學

又

不

可

以

虛

辱

也

則

爲

之

序

曰

先

生

之

學

其

初

蓋

得

於

疾

病

灰

心

之

後

屏

居

獨

處

之

餘

旣

與

世

之

由

於

聞

見

者

不

同

而

師

事

甘

泉

先

生

以

歸

益

自

信

其

所

得

之

不

謬

於

是

反

而

求

之

身

心

期

以

踐

其

實

而

馴

至

其

極

今

觀

集

中

所

載

先

生

之

言

大

都

明

鬯

𥳑

直

一

出

於

正

而

無

復

世

之

文

士

綺

靡

之

習

雖

其

直

寫

胸

臆

閒

若

有

未

及

致

詳

於

辭

意

間

者

而

先

生

光

明

洞

達

之

心

於

是

乎

可

以

想

見

矣

明

興

學

絶

之

後

士

之

有

志

而

慕

古

者

考

求

先

王

之

遺

跡

而

守

之

以

終

其

身

自

以

爲

聖

人

之

道

在

是

矣

而

不

知

出

之

無

其

本

宏

正

間

白

沙

陳

先

生

陽

明

王

先

生

始

令

學

者

反

而

求

之

此

心

俾

知

聖

人

之

道

有

本

而

後

有

文

匪

徒

可

以

循

其

迹

而

已

也

而

學

者

樂

𥳑

便

而

惡

拘

檢

其

流

弊

或

至

於

剽

竊

心

性

影

響

之

虛

談

而

忽

畧

身

心

修

踐

之

實

學

就

而

論

之

循

迹

之

士

雖

病

於

無

本

而

先

王

之

禮

法

猶

賴

以

僅

存

事

心

而

或

非

其

本

然

之

良

則

恍

惚

之

閒

眞

不

勝

妄

而

入

於

小

人

之

無

忌

憚

而

不

自

覺

者

有

之

矣

此

孔

子

所

以

屢

致

意

於

躬

行

之

難

也

如

先

生

者

本

之

乎

一

心

精

之

乎

實

踐

而

德

教

繫

於

人

心

信

義

重

於

鄕

黨

勲

澤

垂

於

所

蒞

之

地

豈

非

斯

文

之

標

準

後

學

之

楷

範

也

哉

先

生

早

歲

與

冀

君

元

亨

同

謁

陽

明

先

生

於

其

里

之

潮

音

閣

深

見

器

重

其

後

師

事

甘

泉

先

生

服

膺

有

年

又

見

印

可

然

先

生

於

陽

明

先

生

良

知

之

説

未

盡

以

爲

然

而

先

生

所

著

大

學

古

本

諸

説

卽

甘

泉

先

生

亦

未

盡

以

爲

可

蓋

先

生

精

思

力

踐

多

所

自

得

非

其

心

之

所

安

其

不

欲

同

於

人

也

如

此

然

卽

先

生

之

言

而

繹

其

旨

則

源

委

通

貫

亦

可

謂

燦

然

成

章

者

矣

要

之

學

者

之

於

道

貴

在

於

立

本

本

源

之

地

旣

眞

則

其

所

從

入

之

塗

亦

各

隨

其

資

性

之

所

近

而

未

可

以

一

端

取

之

此

又

觀

者

所

當

知

也

　

府

志

稿

新
泉
間
辨
錄

明

史

湛

若

水

傳

門

人

蔣

信

與

周

衝

集

師

説

爲

新

泉

問

辨

錄

踏
莎
草

明

唐

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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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
大
夫
集

明

於

文

徵

撰

　

大

倉

王

世

貞

序

曰

於

大

夫

出

其

詩

文

若

干

卷

而

屬

余

序

之

且

曰

庶

有

子

而

有

聞

於

後

乎

予

謝

不

敏

記

癸

酉

冬

十

月

余

解

楚

臬

而

東

去

武

昌

之

十

五

里

舟

焉

大

風

起

於

江

上

怒

濤

拍

天

聲

殷

殷

如

雷

霆

帆

檣

之

迹

盡

泯

而

忽

有

一

葉

若

滅

没

於

濤

閒

者

一

偉

丈

夫

虎

顴

虬

鬚

冠

籜

冠

衣

鹿

裘

以

刺

自

通

曰

武

陵

於

某

余

故

從

吳

明

卿

識

君

名

而

異

之

於

君

坐

定

乃

曰

向

者

欲

東

見

子

於

吳

而

不

可

子

幸

辱

臨

於

楚

而

欲

見

子

又

不

可

今

子

去

楚

矣

可

以

見

矣

雖

然

洞

庭

之

爲

濤

怒

於

江

上

倍

也

而

巴

陵

之

所

覩

一

二

舟

必

漁

也

今

吾

所

漁

於

子

何

也

余

益

異

之

爲

呼

酒

語

竟

夕

所

談

藝

文

自

先

秦

西

京

建

安

開

元

升

降

之

格

諸

子

百

家

之

趣

以

至

二

氏

虛

寂

之

異

同

因

果

權

攝

經

神

藥

物

之

粗

山

川

之

奇

瑰

風

俗

之

羯

羠

神

鬼

幻

變

之

狀

俠

客

博

徒

之

好

稗

官

巷

俚

之

所

紀

蠭

起

響

應

而

不

可

窮

沃

之

以

大

白

則

醉

醉

則

歌

其

聲

破

杳

渺

而

上

雖

以

大

風

怒

濤

之

勁

操

之

而

不

能

奪

蓋

三

日

夜

而

舟

始

發

於

君

尤

不

忍

釋

去

欲

相

與

下

九

江

汛

彭

蠡

究

匡

廬

五

老

之

勝

而

舟

子

以

餱

盡

告

乃

別

其

明

年

冬

余

自

太

僕

出

撫

鄖

鎭

過

睢

蔡

之

墟

則

君

固

嘗

爲

令

與

守

之

地

相

去

二

十

餘

年

而

其

士

民

猶

能

談

君

之

政

若

新

凡

君

所

謂

政

不

必

盡

用

國

家

令

甲

與

古

循

吏

之

舊

而

觸

事

興

便

往

往

曲

盡

其

妙

所

上

吏

計

必

最

壐

書

且

旦

夕

下

而

不

忍

以

千

石

之

重

奪

太

夫

人

之

一

念

竟

掛

冠

歸

及

余

至

鄖

而

頗

有

談

前

孫

中

丞

山

甫

事

者

則

嘗

致

君

於

鄖

館

穀

之

彌

月

相

與

切

劘

理

學

甚

至

余

𥩈

怪

君

所

三

日

夜

語

而

不

及

此

者

何

也

久

之

余

微

知

君

謁

太

和

因

禮

君

以

山

甫

例

而

要

之

來

則

爲

飲

飲

亦

劇

談

於

江

上

益

自

落

寞

世

外

挑

以

睢

蔡

之

政

則

不

答

間

及

時

務

顜

兵

計

或

慨

慷

立

髮

嘆

咤

彈

指

庶

幾

吐

其

胸

中

之

奇

甫

及

半

而

遽

收

之

類

有

懲

於

吻

者

一

日

余

搜

其

稿

而

得

所

纂

諸

先

生

格

言

讀

之

則

山

甫

語

獨

多

而

其

大

指

乃

在

實

學

實

行

以

究

乎

倫

常

之

極

卽

世

最

所

慕

説

千

古

不

傳

之

祕

君

必

自

爲

體

證

果

有

合

而

錄

之

書

餘

不

盡

爾

也

余

用

是

心

服

君

而

君

亦

不

盡

酬

顧

出

其

所

謂

詩

文

者

而

屬

余

序

君

材

甚

高

氣

甚

完

雖

不

沾

沾

於

古

然

外

足

於

象

而

內

足

於

意

立

不

滅

質

聲

不

浮

律

以

古

程

之

亦

少

所

不

合

者

夫

君

於

壯

歲

方

自

致

功

業

乃

𣓪

一

郡

如

敝

屣

喪

其

偶

卽

空

室

而

寄

身

於

僧

闌

舟

館

之

税

地

出

禪

入

元

於

一

切

有

爲

之

跡

若

無

所

縈

其

念

而

尙

不

能

釋

然

於

詩

文

何

也

君

業

已

進

於

道

直

無

事

余

言

余

亦

不

能

以

一

端

名

君

姑

因

君

之

請

而

敘

其

所

以

請

異

日

而

質

諸

山

甫

以

爲

何

如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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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思
古
集

明

曹

司

賢

著

　

府

志

公
餘
草
　
小
樓
集

明

龍

炎

著

　

府

志

對
湘
樓
集

明

龍

德

孚

著

鄭
氏
輯
韻

榮

藩

刊

本

中
原
集
韻

龍

膺

中

原

音

韻

問

曰

榮

殿

下

手

中

原

音

韻

一

編

屬

予

校

訂

而

問

曰

五

方

音

殊

要

律

以

韻

而

後

一

故

古

有

叶

韻

經

子

古

詩

用

之

自

齊

沈

休

文

之

四

聲

韻

出

而

近

體

準

焉

自

元

周

挺

齋

之

三

聲

韻

出

而

樂

府

準

焉

宋

代

塡

詞

間

多

工

文

而

悖

律

卽

蘇

長

公

亦

或

有

之

至

元

音

律

大

備

後

之

作

者

盛

稱

琵

琶

爲

合

作

其

於

音

韻

協

否

予

對

曰

此

變

體

也

絳

鶴

仙

一

引

用

火

馬

也

三

韻

是

混

歌

戈

家

麻

車

遮

爲

一

韻

矣

且

誣

衊

先

賢

以

悖

親

𣓪

妻

之

事

謭

淺

者

尤

而

效

焉

眞

所

謂

作

俑

無

後

者

也

榮

殿

下

又

問

曰

近

世

學

古

如

楊

用

修

王

元

美

最

稱

大

家

皆

有

小

令

無

傳

奇

豈

薄

樂

府

不

爲

耶

予

對

曰

是

何

可

薄

也

古

人

云

有

文

章

者

謂

之

樂

府

無

文

飾

者

謂

之

俚

歌

蓋

自

風

雅

熄

而

漢

魏

以

來

爲

鐃

歌

鼓

吹

之

曲

用

古

韻

叶

之

再

變

而

爲

燕

魏

齊

梁

之

調

唐

變

而

爲

絶

句

宋

變

而

長

之

爲

花

間

草

堂

皆

可

以

諧

管

絃

譜

竹

月

元

變

而

北

音

其

聲

勁

晚

近

又

變

爲

南

音

其

聲

柔

南

北

雖

分

韻

則

一

以

中

原

爲

正

今

人

匪

但

不

習

聲

韻

第

妄

叶

以

土

音

亦

不

知

宮

調

三

百

五

千

五

章

之

云

何

徒

盲

竊

其

詞

目

毋

論

應

淸

𨓜

綿

邈

者

而

失

之

於

健

捷

應

嗚

咽

悠

揚

者

而

失

之

於

激

昂

應

風

流

蘊

藉

者

而

失

之

於

浮

誕

抑

且

專

尙

諸

謔

拘

肆

打

油

之

語

襯

□

砌

湊

爲

詞

如

靑

陽

等

腔

徒

取

悦

於

市

井

嬛

童

游

女

之

耳

置

之

几

案

殊

汚

人

目

是

所

謂

畫

虎

不

成

反

類

狗

也

德

淸

是

編

甯

獨

分

辨

三

聲

淸

濁

陰

陽

開

合

上

下

而

後

復

詳

知

韻

造

語

用

字

之

法

又

採

古

人

詞

調

可

爲

式

者

錄

之

大

抵

先

務

明

腔

次

要

識

譜

次

貴

審

音

庶

爲

文

人

之

詞

可

以

娛

耳

亦

可

以

快

目

豈

彼

鄙

俗

語

同

日

論

乎

且

也

飽

食

終

日

博

弈

猶

賢

樂

府

雖

小

技

賢

於

博

弈

遠

矣

榮

殿

下

聞

而

善

之

曰

君

御

深

於

樂

府

者

哉

君

有

藍

橋

金

門

二

傳

奇

奬

義

誅

貪

表

忠

述

說

屬

詞

旣

雅

命

意

亦

工

而

尤

嚴

於

音

律

惜

無

德

淸

賞

識

耳

予

起

而

謝府

志

世
宗
實
錄

明

陳

思

育

撰

　

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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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諫
垣
疏
藳

明

姚

學

閔

撰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學

閔

厯

官

禮

刑

兵

三

科

給

事

中

嘗

一

視

京

營

一

閲

宣

大

山

西

邊

務

以

其

前

後

奏

疏

𢑥

爲

此

編

卷

首

有

陳

所

蘊

序

稱

當

時

不

察

有

以

枌

榆

故

相

爲

口

實

者

今

疏

藳

具

在

有

一

左

袒

相

君

語

乎

又

有

其

門

人

吳

中

明

序

亦

云

先

生

當

柄

國

時

世

或

蘄

爲

同

而

能

不

爲

同

迨

其

後

也

世

或

蘄

爲

異

而

能

不

爲

異

蓋

學

閔

官

諫

垣

時

在

萬

厯

初

正

其

鄕

人

張

居

正

獨

相

之

日

故

二

人

並

爲

辨

別

心

迹

云

常
德
府
志

明

朱

麟

輯

　

按

麟

天

台

人

任

教

授

檀
園
集

明

龍

襄

著

綸
㶏
文
集
　
儒
詁
　
丹
畧
　
釋
詮
　
陣
畧
　
九
芝
集

明

龍

膺

撰

　

華

亭

馮

時

可

序

曰

君

御

龍

先

生

九

芝

集

初

成

時

方

備

兵

張

掖

酒

泉

閒

寄

友

人

俞

羡

長

爲

梓

諸

金

陵

顧

翰

林

太

初

序

之

已

休

沫

歸

舍

則

重

裒

其

後

來

所

著

撰

益

廣

之

而

問

序

時

可

時

可

嘗

謂

詩

歌

之

道

必

述

古

爲

業

而

後

能

窺

其

藩

必

融

古

爲

脂

而

後

能

造

其

室

夫

宇

宙

之

精

神

在

人

而

秀

發

於

心

何

古

今

間

哉

心

者

本

來

之

物

有

天

有

聖

有

六

合

有

千

古

不

濁

於

物

而

能

全

其

神

羣

籟

可

供

語

萬

靈

可

相

舞

日

新

富

有

湯

沐

無

盡

卽

簡

册

在

左

圖

象

在

右

博

收

兼

採

然

與

之

相

黨

相

賓

不

與

之

爲

臣

爲

隸

故

合

之

而

若

反

反

之

而

愈

工

雖

然

未

易

言

也

天

才

旣

難

其

縱

而

人

力

又

難

其

充

故

才

不

足

而

思

慕

古

則

以

摸

擬

局

其

神

零

星

飣

餖

卑

卑

其

調

致

而

已

甚

則

以

淩

厲

傷

其

雅

呼

叫

鴟

張

至

軋

茁

不

可

句

而

入

於

不

可

解

若

夫

本

之

神

悟

濟

之

學

問

不

彫

飾

而

并

勝

則

君

御

其

上

選

已

我

友

俞

羡

長

評

之

自

靈

均

建

安

六

代

以

至

景

雲

神

龍

及

於

李

中

尉

柳

隨

州

凡

豪

文

苑

者

無

不

以

爲

壇

坫

相

承

而

貌

態

相

肖

然

公

豈

人

人

雅

拜

之

而

家

型

笵

之

乎

精

結

而

采

符

神

湊

而

響

合

故

無

不

詣

也

無

不

越

也

無

不

古

也

而

卒

不

見

所

爲

古

者

古

卽

我

也

海

不

邀

水

於

百

川

而

自

歸

斗

不

借

光

於

列

宿

而

自

拱

其

包

涵

固

無

待

也

改

火

而

變

萬

物

行

春

而

發

羣

葩

其

接

續

固

無

痕

也

蓋

以

天

假

君

御

之

神

爲

天

然

不

琢

之

作

故

公

之

搆

撰

最

多

未

窮

搜

探

索

每

率

爾

酬

酢

信

手

生

機

浮

動

楮

墨

若

神

輪

鬼

運

以

供

佐

使

而

彼

摹

擬

凌

厲

者

直

唾

之

耳

其

必

傳

奚

疑

公

弱

冠

舉

進

士

司

理

睦

州

擢

郎

曹

數

上

書

陳

時

政

謫

倅

邊

州

拮

据

兵

事

數

獲

奇

功

其

後

備

兵

張

掖

酒

泉

先

後

撻

伐

拓

地

千

餘

里

休

沐

子

舍

事

其

父

戶

部

公

甚

至

爲

人

疏

爽

愷

悌

不

自

翔

翼

肺

肝

從

衣

襮

可

掬

俸

入

□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十
一

散

諸

親

故

及

檀

施

無

吝

惜

蓋

全

才

全

德

之

□

□

□

文

章

士

耶

余

處

武

陵

數

月

喜

其

俗

湻

士

雅

若

尊

公

戶

部

伯

氏

孝

廉

皆

文

采

翩

翩

而

公

甥

楊

侍

御

修

齡

與

其

長

君

國

子

文

弱

更

淸

潔

不

點

一

塵

詩

詞

咸

逼

古

絶

詣

維

楚

有

材

然

最

盛

於

兹

山

川

奇

秀

鬱

發

有

餘

神

芝

瑞

草

旦

日

盈

芳

甸

豈

直

九

畹

在

君

堂

哉

　

府

志

常
德
府
志

龍

膺

輯

墨
池
集

明

商

書

撰

尺
牘
紀
畧
　
嗜
跖
集

明

胡

謂

仁

著

　

府

志

陳
少
朗
詩
歌
古
文
集

明

陳

可

禹

著

文
字
拈
　
薛
文
淸
年
譜

明

楊

鶴

撰

　

四

庫

書

目

　

府

志

地
官
集
　
常
德
編
紀
　
督
師
紀
事
　
武
陵
競
渡
畧
　
楊
文
弱

文
集
　
詩
籜
　
野
客
靑
鞋
集
　
撫
關
奏
議
　
宣
雲
奏
議
中

樞
奏
議
　
樂
飢
園
詩
集

明

楊

嗣

昌

撰

續

説

郛

　

府

志

愚
園
詩
集

明

唐

紹

堯

著

　

府

志

睡
鷗
堂
集

明

胡

世

甯

著

　

府

志

寂
堂
集

明

楊

勲

著

　

府

志

江
蘺
館
詩
集

明

邱

世

望

著

　

邑

人

龍

膺

序

曰

余

方

屏

跡

漁

仙

坐

石

梁

半

閣

上

忽

兩

急

足

持

尺

素

叩

巖

扃

啟

函

則

吾

里

邱

當

世

詞

社

書

也

已

讀

當

世

爲

余

得

漁

仙

石

洞

歌

臨

風

奏

之

眾

山

皆

響

已

復

卒

業

江

蘺

館

諸

什

則

字

字

琅

璆

言

言

冰

雪

時

當

炎

爀

忽

驚

風

雨

西

來

惠

我

穆

如

破

此

煩

結

而

乃

問

序

於

余

余

山

澤

人

何

能

重

當

世

昔

文

中

子

評

古

作

者

曰

某

也

詐

某

也

詭

唯

至

王

儉

任

昉

曰

約

以

則

深

以

典

斷

然

以

君

子

與

之

品

之

決

於

文

也

如

此

當

世

美

髯

白

晰

吐

納

風

流

軒

軒

韶

舉

如

右

軍

之

目

杜

宏

治

神

仙

中

人

然

性

不

樂

交

塵

俗

能

爲

靑

白

眼

至

與

之

論

土

覇

之

餘

策

品

古

今

之

羣

流

扶

義

疾

邪

皎

然

有

不

可

回

奪

之

氣

又

自

束

髪

輙

慕

古

人

博

洽

典

墳

洞

覽

釋

野

卽

公

孫

僑

銅

鞮

伯

華

不

啻

焉

才

豪

而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十
二

學

贍

復

以

磊

落

出

之

故

其

爲

詩

也

調

峻

氣

揚

驚

雷

掣

電

根

柢

性

靈

無

不

一

準

諸

古

其

庶

幾

約

則

深

典

之

法

乎

夫

以

當

世

之

時

定

當

世

之

品

固

知

文

章

志

節

淩

駕

千

秋

卓

然

不

欲

以

一

世

自

命

者

也

或

謂

當

世

以

江

蘺

命

館

意

取

諸

騷

余

不

謂

然

當

世

方

壯

齡

雅

好

奇

服

遊

道

漸

廣

學

問

日

新

旦

晚

奮

跡

木

天

𤰐

黻

大

業

甯

以

牢

騷

侘

傺

奏

楚

聲

乎

乃

采

芳

芷

於

中

洲

飲

淸

泉

於

石

瀬

則

予

事

耳

還

以

質

之

當

世

借
耕
齋
集
鈔

明

龍

人

儼

著

府

志

泛
綠
亭
集

龍

人

僎

著

　

府

志

小
隱
詩
集

明

胡

世

安

著

　

府

志

野
航
遺
詩

明

王

大

捷

著

　

桃

源

羅

人

琮

序

　

府

志

榮
藩
孫
詩
韻
輯
畧

上

海

潘

氏

本

龍

君

御

楊

修

齡

校

讐

榮

藩

孫

字

純

齋

𨓜

其

名

有

天

啟

二

年

純

齋

自

序

府志
桐
餘
集
　
海
粟
集

明

瞿

龍

躍

著

　

臨

川

處

士

了

翁

刊

傳

古

衡

序

　

府

志

悔
堂
集

明

唐

訪

著

　

府

志

湖
上
草
　
醫
史
　
藥
性
錄
　
雙
華
堂
家
訓

明

陳

大

忠

著

武
陵
舊
事

明

陳

國

實

輯

皋
𤲅
詩
集
　
孤
兒
𥸤
天
錄

明

楊

山

松

撰

　

甯

鄕

陶

汝

鼐

序

詳

楊

嗣

昌

傳

辨
謗
錄

明

楊

山

梓

撰

石
函
集

明

陳

𨓜

著

　

府

志

浮
楂
詩
集

明

僧

髠

殘

著

　

府

志

耕
織
便
覽

郡

人

輯

老

農

占

驗

語

成

書

無

卷

數

涉
園
詩
草

　

國

朝

屠

希

綱

著

　

府

志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十
三

思
補
堂
集

　

國

朝

劉

昌

臣

著

　

府

志

明
善
堂
集
　
此
𤲅
語
錄

　

國

朝

胡

統

虞

撰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統

虞

此

書

前

二

卷

爲

成

均

語

錄

乃

言

祭

酒

時

與

諸

生

講

論

者

附

原

性

或

問

學

規

三

種

三

卷

至

七

卷

爲

四

書

語

錄

八

卷

爲

萬

壽

宮

語

錄

末

二

卷

爲

此

𤲅

語

錄

以

別

乎

成

均

萬

壽

宮

也

其

學

禰

姚

江

而

祖

象

山

專

持

良

知

之

説

於

朱

子

頗

不

能

盡

合

三
家
撮
要

胡

統

虞

撰

　

府

志

案

行

狀

蓋

取

孫

吳

穰

苴

之

法

附

以

論

斷

十
六
國
年
表

　

國

朝

孔

尙

質

撰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孔

尙

質

字

元

長

武

陵

人

是

編

雖

以

年

表

爲

名

而

實

非

司

馬

遷

旁

行

斜

上

之

體

特

以

僞

本

崔

鴻

十

六

國

春

秋

列

傳

改

爲

編

年

猶

之

排

纂

班

書

更

爲

荀

紀

然

體

例

多

不

允

協

如

每

年

但

大

書

甲

子

而

以

晉

宋

年

號

爲

僭

號

分

注

則

統

緖

全

乖

又

首

列

所

僭

之

廟

號

而

書

中

仍

復

書

名

則

綱

目

互

異

又

魏

氏

已

定

位

中

原

列

於

正

史

此

乃

分

標

代

魏

與

仇

池

楊

難

敵

吐

谷

渾

一

例

轉

附

錄

於

十

六

國

後

尤

爲

未

恊

惟

末

附

輿

圖

考

一

卷

古

名

今

地

排

比

頗

明

差

易

尋

覽

云

鷹
來
草
堂
集

　

國

朝

石

鯨

著

　

徐

昌

夏

序

　

府

志

樂
餘
草
堂
集

　

國

朝

陳

覲

聖

著

　

通

志

常
德
府
志

　

國

朝

康

熙

九

年

賀

奇

輯

　

兩

當

胡

向

華

序

曰

常

德

之

志

板

燬

於

兵

火

僅

抄

數

卷

應

上

之

檄

舛

謬

遺

落

弗

可

究

詰

且

於

明

之

中

葉

泯

焉

無

傳

丁

未

夏

予

奉

　

𥳑

命

來

守

此

邦

爰

稽

古

載

用

是

慽

然

靡

甯

惟

時

立

意

復

修

一

難

於

貲

又

難

其

人

屢

進

紳

士

而

謀

之

僉

舉

二

人

一

賀

君

奇

一

劉

君

昌

臣

敦

請

以

勷

厥

事

旣

而

劉

君

以

學

使

優

遷

駕

税

　

都

門

賀

子

毅

然

獨

任

始

事

於

己

酉

八

月

歲

積

一

週

而

卒

業

焉

　

府

志

案

凡

例

舊

志

終

於

嘉

靖

十

九

年

後

郡

人

楊

嗣

昌

有

編

紀

三

冊

今

存

其

二

其

餘

見

楊

公

日

厯

及

諸

雜

著

今

多

採

錄

功

不

可

沒

也

爰

編

爲

八

志

一

地

理

二

建

設

三

食

貨

四

學

校

五

祠

祀

六

官

守

七

人

物

八

藝

文

附

以

衛

屯

計

類

三

十

六

卷

有

十

坦
山
山
人
集

　

國

朝

陳

維

國

著

　

句

容

張

芳

序

曰

山

川

窅

矣

如

之

何

古

與

聲

留

今

與

響

答

曰

有

其

人

在

人

風

渺

矣

如

之

何

彼

與

情

移

我

與

鄰

比

曰

有

其

心

在

楚

之

巾

山

川

如

元

岳

玉

泉

衡

湘

鼎

澧

諸

名

勝

古

今

游

人

轍

窮

屐

作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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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十
四

止

杖

生

吾

不

及

吾

不

聞

也

陳

子

坦

山

之

爲

武

陵

人

則

余

於

二

十

年

前

知

之

並

於

武

陵

之

桃

源

枉

山

河

洑

處

處

夢

想

之

坦

山

生

山

水

間

幾

三

十

年

始

爲

名

孝

廉

又

十

年

始

成

名

進

士

爲

良

吏

爲

吏

僅

三

年

又

去

爲

山

水

閒

人

其

交

遊

語

默

性

情

吾

不

及

吾

不

聞

也

坦

山

之

爲

詩

則

余

二

十

年

後

讀

之

併

其

人

之

交

遊

語

默

性

情

一

一

快

遇

之

記

余

之

識

坦

山

姓

名

讀

其

文

章

歲

在

壬

午

一

時

峩

山

伯

屏

兹

受

諸

先

生

與

箕

言

而

農

數

君

子

先

二

十

年

中

或

存

或

沒

皆

予

生

平

所

願

見

不

可

得

者

感

嘆

絫

歔

忽

忽

如

昨

日

事

獨

得

幸

與

坦

山

列

名

南

宮

去

王

午

𦆵

十

年

閒

坦

山

爲

吏

最

先

於

余

坦

山

令

信

陽

余

令

常

甯

相

距

數

千

里

而

坦

山

又

先

去

吏

余

吏

衡

七

年

迄

今

康

熙

改

元

至

京

師

乃

罷

去

亦

將

爲

山

水

閒

人

坦

山

適

徒

步

過

余

邸

舍

驚

喜

逾

望

稍

稍

啟

行

笈

出

其

二

十

年

中

所

爲

詩

每

咏

一

篇

輙

浮

一

白

歡

然

不

恨

相

見

晚

也

夫

慕

思

山

水

而

不

可

得

見

見

其

人

人

者

詩

心

也

慕

思

其

人

而

不

可

得

見

見

其

詩

詩

者

山

水

心

也

今

且

見

其

人

並

讀

其

詩

微

坦

山

之

人

吾

安

從

徵

其

詩

微

坦

山

之

詩

吾

安

從

見

其

心

哉

坦

山

詩

氣

韻

淹

遠

駛

如

關

河

放

溜

凝

如

孤

松

一

枝

俱

在

寺

尋

説

山

諸

集

中

先

之

諸

子

皆

能

備

狀

其

美

不

俟

更

僕

特

二

十

年

間

孤

尋

獨

往

縱

心

淵

邁

不

肯

一

篇

不

自

命

古

今

而

性

情

語

默

交

遊

俱

交

應

之

人

皆

以

爲

陳

子

將

復

大

用

不

沾

沾

以

詩

名

世

也

不

知

陳

子

之

心

蕭

蕭

悠

悠

一

山

水

閒

人

也

孝
義
錄
　
松
月
堂
詩
集

　

國

朝

沈

可

選

著

　

增

東
瀾
文
稿

　

國

朝

汪

浩

著

鐵
香
詩
集

　

國

朝

陳

思

育

著

四
書
逢
源
集
　
鹿
山
詩
文
集

　

國

朝

陳

養

元

著

　

龍

陽

王

爲

垣

序

曰

康

熙

癸

酉

芷

濱

舉

鄕

薦

往

回

京

洛

走

天

下

奇

山

水

不

啻

牖

戶

十

數

年

西

旅

夜

郎

東

遊

廬

岱

遇

有

得

必

鏤

之

使

出

竅

之

使

通

有

不

可

其

意

者

輒

火

之

乙

酉

需

次

輦

下

鉛

槧

所

住

取

財

日

富

更

捜

舊

著

□

之

存

者

百

不

一

得

己

丑

出

宰

甯

陽

甯

固

山

國

也

寒

山

流

水

目

之

所

觸

手

之

所

叉

在

在

而

是

子

過

之

出

篋

中

數

冊

爲

質

予

曰

天

台

山

遥

賦

河

源

使

鑿

空

山

川

有

知

必

不

肯

受

若

子

之

詩

之

境

以

予

爲

質

是

今

日

適

越

而

昔

至

也

甲

午

予

□

計

偕

自

吳

越

齊

魯

燕

趙

關

洛

舟

車

往

復

回

憶

芷

濱

之

詩

之

境

豁

豁

如

在

襟

袖

今

年

春

子

復

過

之

昔

十

數

冊

又

火

其

半

大

率

鹿

山

集

凡

三

變

燕

歌

感

慨

秦

聲

悲

壯

吳

中

諸

體

又

多

分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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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或

曰

一

人

之

身

一

身

之

情

何

屢

變

若

是

子

曰

不

然

詩

之

流

二

十

四

品

亦

如

之

若

守

其

一

是

文

章

不

江

山

之

助

藻

繪

不

睢

渙

之

采

也

芷

濱

少

予

一

歲

性

好

書

嗜

奇

如

錯

居

官

時

乃

能

不

離

故

步

其

尊

人

澹

巖

先

生

視

佳

山

水

如

性

命

芷

濱

得

其

癖

集

中

有

云

好

山

如

好

女

防

身

恐

不

密

又

云

山

奇

多

與

水

爭

强

山

水

之

性

一

發

於

詩

故

詩

好

險

仄

若

眞

人

樓

崖

广

徑

窄

而

形

不

瘁

時

好

超

軼

若

孫

討

虜

過

斷

橋

馬

汗

而

神

不

驚

或

有

麗

者

疑

近

崑

體

是

又

不

然

自

風

騷

以

來

磨

礲

日

出

質

爲

之

與

文

爲

之

與

陸

士

衡

謂

詩

緣

情

而

綺

靡

者

也

昔

晁

具

茨

聲

艷

當

時

一

冼

詩

人

窮

餓

酸

辛

之

狀

猶

取

平

生

所

著

告

人

曰

是

不

足

成

我

名

盡

火

之

予

半

生

小

技

糟

粕

無

多

終

未

免

一

炷

若

鹿

山

集

乃

可

不

火

矣

武
陵
縣
志
稿

　

國

朝

唐

祚

培

輯

　

自

序

曰

　

聖

朝

脱

劍

崇

文

屢

飭

各

省

纂

修

通

志

撫

憲

韓

公

以

散

志

下

徴

邑

侯

吳

公

懼

邑

乘

無

稽

咨

培

於

庭

又

續

郡

志

序

曰

培

承

邑

侯

以

邑

志

見

屬

太

守

熊

公

復

以

郡

志

下

詢

加

之

以

憲

限

之

嚴

專

之

以

一

人

之

責

雖

草

創

成

篇

懼

不

克

光

茲

史

乘

　

案

此

係

修

通

志

時

奉

檄

采

訪

稿

本

未

刊

今

稿

亦

失

祀
典
輯
要

　

國

朝

劉

體

安

撰

　

體

安

字

鶴

湖

邑

貢

生

爲

黄

陂

訓

導

著

祀

典

輯

要

其

言

禮

器

樂

舞

之

制

　

一

統

志

三
禮
會
通

劉

體

安

撰

　

府

志

仍
柱
堂
詩

　

國

朝

楊

緒

著

　

府

志

德
山
志

　

國

朝

楊

緖

唐

待

徵

同

輯

　

府

志

梯
霞
堂
集

　

國

朝

唐

待

徵

撰

　

通

志

蕪
城
集

　

國

朝

胡

覲

徵

撰

　

通

志

栗
園
詩
選

　

國

朝

夏

大

春

輯

　

邑

人

楊

緖

序

曰

武

陵

爲

荆

楚

之

九

邑

山

川

景

物

之

秀

載

在

史

乘

其

淸

秀

磅

礴

蜿

蜒

之

氣

鬱

樍

坌

起

發

而

爲

偉

人

奇

士

靈

均

以

來

不

可

更

樸

然

人

多

湻

樸

閉

戸

著

書

不

求

名

於

世

猶

有

善

卷

先

生

之

遺

風

焉

他

不

具

論

卽

有

宋

時

黃

氏

文

學

稱

盛

有

兄

弟

登

進

士

第

宋

志

稱

其

與

陸

放

翁

楊

誠

齋

游

時

詩

幾

數

千

首

亦

皆

一

字

不

傳

邑

乘

中

寥

寥

數

言

僅

具

姓

字

且

地

界

在

西

南

五

代

至

明

頻

經

兵

燹

流

離

播

遷

人

多

非

昔

故

傳

集

不

守

如

吾

家

自

明

初

來

居

兹

土

代

有

傳

人

卽

先

少

傅

太

傳

兩

公

皆

有

集

數

百

卷

他

所

著

書

爲

類

甚

夥

亦

僅

存

奏

議

文

集

詩

只

數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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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而

已

太

傳

曾

手

輯

武

陵

前

人

題

咏

詩

自

漢

至

宋

無

舊

不

搜

凡

二

十

卷

今

亦

僅

存

殘

楮

一

冊

藏

於

徐

鴻

軒

先

生

家

則

吾

武

陵

之

詩

其

湮

沒

於

寒

煙

荒

草

冷

風

涼

月

間

者

可

勝

數

哉

栗

園

主

人

負

才

卓

犖

肆

力

讀

古

人

詩

亦

自

出

機

杍

成

一

家

言

惄

然

憂

吾

武

陵

之

詩

不

傳

且

念

當

此

文

明

盛

世

　

聖

天

子

手

製

詩

篇

以

風

示

內

外

卿

雲

糺

縵

喜

起

賡

歌

自

十

五

國

以

至

遐

荒

絶

域

罔

不

家

宮

商

而

戶

絃

誦

海

內

鉅

公

碩

士

皆

梓

其

一

方

之

集

以

黼

黻

太

平

而

吾

武

陵

獨

闕

焉

無

聞

深

爲

齒

冷

乃

旁

搜

博

采

或

得

之

於

子

孫

之

世

守

或

得

之

於

齒

頰

之

流

傳

或

得

之

於

殘

紙

敗

簏

之

遺

或

一

人

而

數

首

或

一

人

而

僅

一

篇

他

如

名

公

鉅

卿

騷

人

𨓜

士

或

經

過

偶

有

題

咏

或

流

寓

間

有

謳

吟

隨

所

獲

之

多

少

合

之

遂

成

一

帙

謀

付

諸

梓

問

序

於

余

余

嘉

其

意

因

題

數

言

於

簡

端

以

志

栗

園

於

武

陵

之

功

不

啻

若

敖

蚡

冒

之

披

荆

以

啟

山

林

云

鑑
湖
集

　

國

朝

余

演

撰

　

酃

縣

志

孝
經
傳
註
案

　

國

朝

康

熙

間

洪

鐘

社

稿

本

二

冊

　

府

志

鴻
軒
詩
文
集

　

國

朝

徐

昌

夏

著

　

府

志

佷
山
詩
鈔

　

國

朝

徐

昌

支

著

　

府

志

滄
縣
草

　

國

朝

陳

應

元

著

　

府

志

曲
政
摘
𢑥
　
隆
篆
救
災
畧

　

國

朝

屠

南

輯

　

定

州

郝

林

序

曰

漢

書

循

吏

傳

稱

董

仲

舒

公

孫

宏

倪

寛

通

於

世

務

明

習

文

法

以

經

術

飾

吏

事

宏

寛

皆

位

至

三

公

誠

以

經

術

所

以

經

世

務

也

士

不

湛

深

經

術

而

徒

矯

飾

外

貌

以

苛

爲

察

以

刻

爲

明

一

歲

九

遷

或

有

之

矣

以

之

稱

循

吏

則

未

也

顔

師

古

曰

循

順

也

上

順

公

法

下

順

人

情

而

後

可

爲

循

吏

其

惟

我

曲

陽

邑

候

屠

先

生

平

先

生

以

經

術

起

家

來

宰

曲

陽

曲

邑

東

南

土

薄

沙

浮

西

北

又

皆

巖

棲

產

斯

土

者

無

積

聚

而

多

貧

先

生

下

車

首

興

水

利

東

鄕

河

渠

以

洩

嘉

黃

等

山

暴

漲

簿

書

之

睱

勸

勵

農

桑

使

郵

亭

鄕

官

皆

畜

雞

豚

以

贍

鰥

寡

貧

乏

又

爲

條

教

頒

行

之

於

民

間

導

以

爲

善

防

奸

之

意

故

孝

子

悌

弟

貞

婦

順

孫

日

以

眾

多

至

於

讞

決

之

際

哀

憐

無

辜

多

所

平

反

其

他

善

政

未

易

更

僕

數

余

耳

熟

梓

里

誦

聲

□

矣

制

府

廉

其

實

委

署

隆

平

亟

以

救

災

請

賑

爲

務

今

讀

其

曲

政

摘

𢑥

隆

篆

救

災

畧

子

該

之

心

流

露

於

文

告

之

間

以

故

魚

莊

蟹

舍

鹿

柴

牛

宮

全

活

者

蓋

以

萬

計

仁

人

之

言

其

利

溥

哉

周

禮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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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以

六

計

弊

吏

曰

廉

善

廉

能

廉

敬

廉

正

廉

法

廉

辦

鄭

氏

謂

善

其

事

而

後

謂

之

廉

善

政

令

行

而

後

謂

之

亷

能

不

懈

於

位

而

後

謂

之

廉

敬

行

無

傾

邪

而

後

謂

之

廉

正

守

法

不

失

而

後

謂

之

亷

法

昭

然

不

疑

惑

而

後

謂

之

廉

辨

是

則

簠

簋

不

飭

固

不

可

以

語

於

亷

卽

徒

食

一

肉

脱

粟

之

飯

而

於

民

社

曾

無

尺

寸

之

補

其

可

得

謂

之

廉

善

廉

能

廉

敬

廉

正

廉

法

廉

辨

與

今

先

生

治

效

章

章

如

是

眞

所

謂

以

經

術

飾

吏

治

者

也

雖

惘

愊

無

華

有

留

滯

周

南

之

嘆

而

其

訐

謨

碩

議

不

啻

如

讀

太

平

經

國

書

安

知

異

日

不

邀

增

秩

賜

金

如

漢

之

所

以

位

仲

舒

宏

寛

者

哉

蜀
道
集

　

國

朝

胡

期

恆

撰

　

府

志

南
湖
居
士
詩
集

　

國

朝

胡

期

眞

著

　

秀

水

朱

彝

尊

序

曰

武

陵

胡

子

好

學

博

聞

其

爲

詩

不

專

師

一

家

用

己

法

神

明

之

兼

綜

乎

天

寶

元

和

長

慶

諸

體

下

及

蘇

梅

黃

陳

范

陸

虞

楊

離

之

而

得

合

可

謂

能

得

師

者

也

若

其

長

篇

諸

諸

便

便

涵

以

一

氣

長

矣

而

不

覺

其

冗

多

矣

而

益

其

道

胡

子

年

未

三

十

充

之

學

不

已

何

難

與

屈

未

唐

景

嗣

響

吾

知

審

音

者

罷

歌

北

風

而

歌

南

風

矣

　

縣

志

稿

楊
文
敏
集

　

國

朝

楊

超

曾

撰

　

楊

植

秉

編

次

　

府

志

四
書
文
藝
　

國

朝

丁

用

有

撰

易
學
指
掌
圖
說

　

國

朝

戴

天

緯

撰

　

習

雋

序

　

府

志

按

指

掌

圖

説

卽

推

衍

啟

蒙

附

論

之

義

不

具

錄

滋
蘭
堂
集

　

國

朝

楊

景

曾

著

　

府

志

纂
訂
八
種

　

國

朝

陳

長

鎭

撰

　

管

子

四

冊

淮

南

子

四

冊

漢

書

八

冊

漠

魏

叢

書

八

冊

庾

子

山

集

六

冊

杜

工

部

集

八

冊

李

義

山

集

二

冊

事

類

八

冊

案

諸

種

皆

取

舊

註

訂

訛

補

闕

考

證

爲

多

白
雲
山
房
詩
文
集

陳

長

鎭

著

　

諸

曁

郭

毓

叙

曰

武

陵

陳

延

溪

先

生

孝

友

端

重

具

經

濟

大

才

生

平

尙

氣

節

工

篇

章

旣

沒

十

有

餘

年

余

始

薄

遊

湖

湘

閒

學

士

大

夫

往

往

道

先

生

行

事

甚

詳

心

嚮

往

之

而

詩

文

流

傳

者

少

欲

窺

其

秘

未

有

由

也

今

夏

五

月

取

道

武

陵

其

季

子

箕

山

與

其

仲

靑

邱

留

余

館

焉

出

遺

槁

見

示

大

含

細

入

無

所

不

有

一

段

性

眞

流

露

正

大

不

可

磨

滅

之

氣

尤

盎

溢

楮

墨

箕

山

兄

弟

表

章

先

人

之

志

常

若

不

及

屬

余

董

司

校

讐

之

役

爲

正

其

儔

冩

之

訛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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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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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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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歸之
柱
山
詩
文
集

　

國

朝

陳

長

鈞

著

朗
門
詩
賦
集

　

國

朝

陳

長

槐

著

畬
經
堂
詩
文
集

　

國

朝

朱

景

英

撰

　

自

序

文

集

曰

幼

習

文

選

務

爲

博

奥

於

史

漢

八

家

文

法

與

波

瀾

意

度

之

所

以

然

罕

所

津

逮

已

窺

尋

夾

漈

深

甯

及

近

代

亭

林

竹

□

之

書

頗

究

心

穿

穴

解

駁

之

學

雅

不

欲

以

文

名

夫

旣

不

欲

以

文

名

復

昧

昧

於

文

法

而

其

僅

存

者

又

不

足

存

尙

敢

𢢀

然

以

作

者

自

命

耶

半

生

作

吏

埀

老

無

聞

舊

藁

叢

殘

聽

其

放

失

會

友

人

華

亭

徐

君

介

人

祚

永

福

淸

李

君

崇

舜

振

陛

下

榻

官

齋

搜

我

敝

篋

猜

心

排

□

几

得

文

若

干

首

析

爲

八

卷

亟

付

鈔

胥

裒

然

成

集

云

　

又

陳

益

序

曰

予

友

武

陵

朱

君

幼

芝

味

道

而

腴

者

性

情

閒

曠

不

以

俗

累

頃

頌

其

詩

鈔

淵

然

以

神

窅

然

以

遠

翛

然

以

秀

卓

然

以

雅

是

有

得

於

哀

樂

之

正

是

爲

有

詩

中

人

也

三

代

以

下

篇

章

日

□

而

苟

啼

苟

笑

者

十

常

八

九

焉

詩

之

亡

也

夫

人

而

能

爲

詩

也

考

亭

駁

唐

人

詩

云

以

老

朽

操

筆

削

之

權

存

者

僅

其

然

則

作

者

難

知

者

尤

難

哉

紅

蕉

主

人

不

苟

作

亦

不

苟

求

知

誦

是

集

者

不

必

日

者

何

漢

魏

也

若

何

初

唐

盛

唐

也

古

今

眞

性

情

人

當

必

有

尋

聲

而

辨

者

爾
雅
補
註
　
小
爾
雅
註

　

國

朝

楊

羾

撰

楊

氏

譜

春
秋
三
傳
異
同
　
左
傳
箋
註

闕

名

府

志

妙
泉
集

　

國

朝

楊

植

秉

撰

　

府

志

茶
仙
草
堂
詩
文
集

　

國

朝

龍

昇

明

著

　

邑

人

朱

景

英

序

曰

吾

楚

自

古

稱

騷

國

也

屈

平

宋

玉

而

下

代

產

詩

人

其

遠

者

無

論

已

卽

近

有

明

茶

陵

吐

納

風

雅

公

安

含

咀

宮

商

雖

竟

陵

矯

時

過

激

難

免

詆

諆

亦

不

可

謂

非

一

時

之

作

手

也

而

吾

武

陵

更

以

龍

氏

孝

廉

太

常

兩

公

著

兩

公

當

弇

州

濟

南

壇

坫

高

踞

之

時

不

攻

其

壁

壘

亦

不

入

其

籓

籬

巨

刃

相

摩

蠶

叢

自

闢

極

其

氣

勢

夫

固

欲

獨

有

一

代

者

矣

柜

不

偉

哉

茶

仙

先

生

者

孝

廉

公

嫡

裔

也

景

英

總

角

便

耳

其

名

恨

未

目

其

詩

戊

午

冬

先

生

自

粤

西

歸

投

大

刻

一

東

始

獲

讀

其

詩

卽

手

之

不

忍

置

而

於

其

詩

之

妙

猶

未

窺

也

然

先

生

之

詩

之

妙

盡

於

先

生

之

論

詩

矣

其

論

詩

曰

作

詩

如

作

字

作

字

須

脱

手

名

成

一

家

不

欲

依

倚

王

歐

門

廉

而

自

得

其

神

髓

惟

詩

亦

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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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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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唐

兩

宋

作

者

歧

出

傖

父

日

取

李

杜

蘇

陸

之

集

擁

被

呻

吟

字

規

而

句

模

之

必

問

何

者

爲

謫

仙

浣

叟

何

者

爲

劍

南

眉

山

是

何

異

蘭

亭

皇

甫

諸

帖

而

曰

此

右

軍

率

更

也

哉

吾

輩

手

一

尺

槧

縱

橫

萬

里

上

下

千

年

要

當

閃

閃

迸

雙

目

電

蝡

蝡

飛

十

指

龍

安

能

俯

首

前

人

作

乞

靈

態

耶

篤

哉

此

論

眞

足

令

傖

父

包

沮

而

先

生

之

詩

亦

從

可

知

矣

以

故

隨

所

拈

弄

莫

不

直

攄

胸

臆

伸

紙

疾

書

不

倕

班

而

自

工

不

藍

蒨

而

自

麗

蓋

其

長

歌

短

韻

之

中

別

具

一

種

搥

碎

踢

翻

之

槪

而

究

其

所

造

雖

求

之

三

唐

兩

宋

恐

不

能

以

一

家

定

之

矣

傳

此

復

何

疑

乎

今

年

仲

冬

更

續

全

冊

而

讀

之

承

命

一

言

爲

序

噫

英

何

敢

序

先

生

詩

哉

第

舉

先

生

之

論

詩

者

著

於

篇

他

日

不

脛

而

走

海

內

使

知

吾

楚

茶

陵

諸

公

之

後

不

少

衙

官

屈

宋

之

人

若

知

武

陵

龍

氏

世

有

此

鑿

山

之

神

技

也

夫

　

縣

志

稿

洗
硯
集

龍

昇

明

撰

萬
吹
樓
集
　
訂
正
南
詔
野
史

　

國

朝

胡

蔚

撰

　

隨

園

詩

話

通

志

滄
山
集

　

國

朝

劉

樵

撰

府

志

賜
扇
樓
詩
集

　

國

朝

龔

大

萬

著

　

安

陸

杜

光

德

序

曰

歲

甲

午

予

於

京

師

吾

邑

李

雲

門

太

史

邸

識

武

陵

太

史

龔

荻

浦

先

生

先

生

先

於

雲

門

處

知

予

詩

兩

人

相

見

如

素

交

列

歌

綴

舞

之

餘

先

生

閒

自

吐

其

所

爲

詩

數

篇

夷

然

天

秀

予

顧

雲

門

曰

此

夙

根

也

雲

門

頷

之

已

而

別

去

不

相

聞

問

者

數

年

丁

酉

粤

西

返

棹

路

經

江

漢

子

復

遇

之

其

豪

宕

如

舊

日

因

留

連

以

暢

其

意

乃

觀

所

爲

詩

淒

淸

芊

蔚

慷

慨

激

昂

予

讀

之

喜

曰

此

五

年

一

小

變

也

嗣

是

先

生

與

予

仕

隱

分

途

棲

徙

非

一

情

隨

境

遷

頽

然

將

老

丁

未

夏

余

游

鄂

渚

而

先

生

適

自

京

師

歸

次

漢

上

相

遇

舊

游

之

地

扼

腕

今

昔

而

歌

聲

舞

袖

如

泡

影

如

電

光

不

可

復

捉

杯

酒

瀟

涼

意

趣

頓

減

而

悼

歎

亦

因

之

矣

先

生

復

出

其

詩

一

卷

授

余

其

閒

如

盗

驪

之

展

蹏

注

坡

絶

塵

饑

鷹

之

側

翅

掠

雲

失

影

出

沒

震

盪

莫

測

端

倪

予

躍

然

曰

此

十

年

一

大

變

也

天

事

果

優

錘

𤥨

亦

至

性

情

所

鬱

決

然

一

瀉

曩

者

夙

根

之

許

益

可

信

矣

夫

貴

顯

華

移

之

域

不

足

以

樹

立

而

沈

抑

寂

寞

之

鄕

多

因

以

表

見

志

塞

而

後

通

勢

屈

而

後

伸

往

往

而

然

吾

楚

先

哲

屈

宋

之

風

騷

靡

靡

離

離

光

怪

不

測

由

此

道

也

先

生

旣

屈

志

而

歸

徘

徊

恣

肆

遂

臻

斯

詣

亦

楚

聲

也

曷

不

梓

而

傳

之

先

生

曰

唯

准

否

否

予

方

歸

武

陵

之

溪

放

舟

乎

桃

源

之

日

按

陶

公

之

圖

記

尋

秦

人

之

遺

蹤

秫

酒

旣

熟

素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二
十

心

共

斟

淡

然

世

外

怡

然

忘

老

興

之

所

至

輒

復

謳

吟

詩

又

將

爲

之

一

變

然

後

裒

而

集

之

綜

生

平

之

進

退

盡

憂

樂

之

大

觀

斯

乃

可

出

而

問

世

哉

子

姑

俟

之

予

由

是

益

知

先

生

之

成

就

將

不

可

量

請

卽

條

其

語

以

待

異

日

之

集

成

而

冠

之

以

爲

序

畫
人
𢑥
稿

　

國

朝

龍

維

祺

撰

　

府

志

鼎
南
詩
鈔

　

國

朝

姚

定

益

撰

　

府

志

書
法
纂

　

國

朝

王

炎

撰

　

邑

人

趙

愼

畛

藏

本

十

六

卷

王

炎

自

序

云

凡

前

人

議

論

靡

不

搜

錄

折

衷

其

實

刪

汰

其

華

分

類

十

一

曰

源

流

曰

祖

襲

曰

操

執

曰

㸃

畫

曰

形

勢

曰

圖

訣

曰

辨

古

曰

雜

組

曰

書

法

曰

草

法

曰

書

評

案

炎

好

學

嗜

古

精

藝

事

書

自

篆

籀

隷

楷

飛

白

章

草

靡

不

晰

其

源

流

詩
教
堂
集

　

國

朝

王

敬

禧

著

　

河

間

紀

昀

叙

曰

嘉

慶

丙

辰

余

典

會

試

得

武

陵

趙

子

愼

畛

嘗

自

言

㓜

而

孤

露

頼

舅

氏

王

君

孝

承

以

成

立

因

以

王

君

所

著

詩

乞

序

凡

六

卷

曰

研

農

草

曰

郵

籖

集

曰

閩

海

二

集

曰

庳

篷

獨

倡

集

曰

松

濤

園

草

曰

南

陔

書

屋

鈔

曰

夫

江

草

而

附

以

詩

餘

蓋

暮

年

精

自

沙

汰

之

本

故

其

中

可

傳

者

多

其

間

淸

空

縹

緲

之

詞

沈

博

絶

麗

之

作

亦

有

觸

景

寄

懷

益

爲

奇

崛

之

氣

者

而

自

標

全

集

之

名

則

統

謂

之

詩

教

　

永

福

黃

任

題

詞

曰

老

夫

卧

病

慵

開

卷

禪

榻

茶

煙

伴

鬚

絲

忽

似

麻

姑

搔

癢

處

王

郎

投

我

客

中

詩

斯

人

淸

唱

何

人

和

瑶

瑟

湘

靈

澈

夕

寒

二

十

五

篇

香

草

滿

相

思

惟

有

澧

江

蘭
沃
齋
詩
集

　

國

朝

胡

啟

文

著

　

府

志

酌
堂
詩
集

　

國

朝

裴

垚

著

　

府

志

糞
心
園
草

　

國

朝

梅

鼎

著

　

府

志

飴
經
堂
遺
稿

　

國

朝

唐

世

皞

撰

　

府

志

易
約
正
篇
　
史
約
稿

　

國

朝

陳

詩

𣻜

撰

　

府

志

　

增

三
通
拾
遺

闕

名

鈔

本

殘

卷

每

頁

有

陽

山

書

屋

字

　

府

志

常
德
府
志
稿

　

國

朝

楊

鵬

翱

輯

　

鎭

洋

畢

沅

序

畧

曰

凡

書

二

十

四

篇

爲

紀

者

二

爲

表

者

四

爲

畧

者

一

爲

傳

者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二
十
一

七

其

有

記

序

文

字

歌

詠

篇

什

別

撰

文

□

七

卷

畸

言

□

脱

□

當

經

綸

而

有

談

助

者

更

爲

叢

談

一

卷

皆

不

入

於

志

篇

凡

此

區

分

類

別

常

德

典

故

可

指

掌

而

言

也

揚

鸝

□

自

序

曰

兹

者

恭

奉

上

憲

劄

付

本

府

諭

率

所

屬

搜

討

舊

聞

網

羅

散

佚

母

沿

誤

毋

掠

美

毋

失

之

繁

毋

失

之

畧

訂

就

一

書

以

便

勷

成

通

志

紹

美

前

人

本

府

達

公

接

劄

欣

謂

鵬

翱

曰

此

盛

舉

也

宜

速

成

之

鵬

翱

受

命

訖

伏

查

武

陵

在

明

有

專

志

而

　

本

朝

則

附

於

府

志

府

志

之

修

在

康

熙

九

年

距

今

百

餘

年

所

矣

其

所

載

往

事

旣

已

擇

焉

不

精

語

焉

不

詳

而

其

未

載

者

尤

非

廣

爲

補

輯

不

足

以

應

憲

命

爰

延

邑

紳

楊

文

斗

陳

惠

鈞

朱

和

瑑

許

南

英

陳

楷

禮

楊

鰭

余

鼎

爕

文

錦

楊

毓

瑞

等

九

人

共

襄

厥

事

不

數

月

粗

成

梗

槪

義

例

體

裁

恪

遵

憲

式

繕

冩

呈

府

由

府

申

憲

幸

於

公

暇

詳

加

黼

削

將

見

我

　

國

家

久

安

長

治

一

道

同

風

之

盛

以

及

各

上

憲

仰

體

　

宸

衷

阜

民

成

俗

之

至

意

俱

足

以

揭

其

精

微

而

冩

其

景

象

矣

　

陳

楷

禮

按

此

稿

條

例

一

稟

史

裁

惜

文

獻

不

貝

語

多

臆

度

大

事

紀

卽

舊

志

災

異

條

兼

採

史

文

政

畧

卽

舊

志

名

宧

傳

學

校

并

入

建

置

凡

舊

志

所

載

公

典

俱

從

刊

落

計

書

十

二

冊

未

滿

三

百

貢

康

熙

九

年

以

後

事

蹟

仍

着

本

地

人

補

續

武

陵

知

縣

楊

鵬

翱

延

邑

人

𢑥

稿

三

月

而

事

竣

旋

卽

散

𨓜

楷

禮

收

輯

遺

稿

兼

採

各

縣

成

書

六

十

餘

卷

今

用

爲

府

志

底

稿

　

附

錄

李

際

隆

乾

隆

壬

申

續

刻

舊

志

跋

武

陵

無

專

乘

向

附

府

志

自

康

熙

重

修

後

又

八

十

餘

年

矣

採

訪

所

至

見

見

聞

聞

非

惟

舊

志

之

考

訂

多

有

未

確

卽

此

八

十

年

來

其

中

因

革

損

益

累

幅

難

書

亟

思

收

輯

舊

聞

另

編

爲

武

陵

志

一

冊

簿

書

鞅

掌

力

與

願

違

乃

乾

隆

辛

未

十

月

不

戒

於

火

舊

扳

藏

於

龍

池

巷

者

悉

成

灰

燼

因

念

旣

不

及

纂

修

成

書

倘

並

此

舊

文

胥

失

將

嗣

宰

斯

土

者

文

獻

無

徵

負

咎

彌

甚

爰

取

存

本

悉

依

原

文

補

刊

以

存

其

舊

時

城

西

朗

江

書

院

適

成

邑

紳

士

捐

膏

火

幾

及

萬

金

樂

其

事

之

可

埀

久

旣

爲

勒

諸

石

遂

並

梓

於

舊

志

之

末

痘
證
論

　

國

朝

楊

育

英

撰

　

府

志

敦
倫
堂
詩
文
集

　

國

朝

伍

鼎

臣

著

易
原
內
篇
　
易
原
外
篇

　

國

朝

陳

楷

禮

撰

　

歙

縣

程

恩

澤

答

易

説

書

言

易

之

書

漢

儒

各

守

師

承

其

失

也

拘

宋

以

下

至

爲

支

離

欲

作

類

書

以

統

壹

之

則

又

不

能

別

擇

不

貫

串

別

擇

則

不

支

貫

丳

則

不

雜

也

先

生

學

易

有

年

蒐

采

博

廣

以

成

此

書

可

謂

勤

敏

精

到

昔

黃

黎

州

作

象

數

論

而

胡

文

良

取

之

遂

爲

周

易

函

書

今

此

書

成

實

由

特

見

非

同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二
十
二

襲

取

直

欲

掩

胡

書

而

上

僕

論

學

首

重

門

徑

恆

不

欲

漢

宋

□

參

於

尊

著

實

所

心

醉

云

云

常
德
府
志

陳

楷

禮

輯

　

嘉

慶

十

八

年

宜

黃

應

先

烈

序

曰

常

之

衣

冠

禮

樂

爲

湖

右

最

武

陵

舊

事

南

楚

新

聞

犬

抵

善

道

土

風

者

其

書

多

不

傳

惟

宗

檁

荆

楚

歲

時

記

戴

埴

鼠

璞

二

書

至

今

淹

雅

之

士

咸

採

取

焉

然

宗

戴

雖

並

爲

郡

人

而

敷

求

博

考

一

則

多

井

里

風

俗

之

好

尙

一

則

僅

名

物

典

故

之

異

同

其

所

紀

已

小

而

所

以

詳

建

革

以

立

經

制

辨

淑

慝

以

昭

勸

懲

準

物

產

以

達

政

治

崇

教

術

以

歸

典

則

者

固

未

之

逮

也

常

德

之

有

志

姑

明

永

樂

其

後

網

羅

散

失

志

凡

六

修

我

　

朝

屢

詔

天

率

郡

邑

纂

修

志

乘

而

常

德

自

康

熙

九

年

修

之

距

今

百

三

十

餘

年

一

時

文

獻

幾

於

世

遠

難

徵

嘉

慶

丁

卯

薛

愚

溪

太

守

慨

然

復

爲

倡

修

惜

視

事

年

餘

卽

解

任

去

而

志

書

仍

弗

克

就

戊

辰

秋

余

奉

　

命

來

守

兹

郡

進

郡

之

熟

於

掌

故

者

刪

其

繁

冗

補

其

闕

□

俾

一

時

之

述

作

上

以

備

　

聖

朝

國

史

之

採

□

下

以

供

荆

楚

通

志

之

搜

求

庶

幾

言

之

文

而

行

之

遠

也

洞
庭
湖
志
稿
　
卷
山
詩
集
　
靑
囊
經
解
　
陽
宅
指
南

陳

楷

禮

撰

常
德
文
徵

陳

楷

禮

輯

　

嘉

慶

二

十

年

三

韓

馬

慧

裕

序

曰

自

左

史

倚

相

屈

原

宋

玉

景

差

之

徒

出

而

天

下

之

文

學

遂

南

屬

於

楚

楚

之

南

九

水

所

自

出

而

沅

澧

淸

淑

之

氣

鍾

生

騷

雅

之

士

旁

亦

溢

爲

蘅

蕪

蘭

茝

芬

芳

馥

郁

之

草

足

以

供

寄

託

而

資

吟

詠

柳

子

厚

謂

楚

南

少

人

而

多

石

豈

其

然

歟

常

德

古

武

陵

郡

淵

明

所

稱

爲

桃

花

源

者

有

山

水

之

靈

奥

而

又

有

神

仙

之

恢

奇

宜

乎

鬱

蓄

藴

舍

人

握

隋

珠

之

寶

而

家

藏

和

璧

之

珍

矣

今

觀

其

詩

文

蓋

有

中

州

上

郡

所

不

能

擅

長

者

而

□

獨

綽

乎

其

優

爲

之

其

精

者

乃

能

抗

顔

於

厯

下

弇

州

新

城

竹

垞

緖

公

幾

幾

如

驂

之

靳

焉

惜

其

名

位

未

顯

且

播

在

遠

方

不

能

無

少

韜

晦

耳

借

如

龍

江

陳

朱

數

君

子

者

皆

位

顯

於

朝

而

居

通

都

大

邑

則

其

角

逐

名

塲

狎

主

牛

耳

未

可

知

也

古

者

太

史

陳

詩

觀

民

好

惡

而

政

治

出

焉

上

以

是

相

求

下

以

是

相

應

而

人

之

卓

犖

非

常

之

才

暇

則

講

習

乎

事

父

事

君

者

卽

以

備

他

日

專

對

達

政

之

用

我

　

朝

鄂

西

林

相

國

之

官

吳

有

南

邦

黎

獻

集

之

選

一

時

人

才

輩

出

儲

爲

名

卿

鉅

公

不

少

此

其

效

可

覩

已

孔

子

曰

夏

禮

吾

能

言

之

杞

不

足

徵

也

殷

禮

吾

能

言

之

宋

不

足

徵

也

文

獻

不

足

故

也

足

則

吾

能

徵

之

矣

蓋

徵

文

考

獻

以

行

典

禮

雖

大

聖

人

亦

不

能

廢

詩

文

固

典

禮

之

大

者

是

選

也

下

以

統

括

一

郡

之

菁

英

上

以

薈

萃

兩

朝

之

故

實

不

惟

　

國

家

異

時

得

備

輶

軒

之

采

且

使

生

其

地

者

藉

是

以

追

先

哲

之

準

繩

其

奮

於

學

也

彌

不

可

量

矣

抑

吾

聞

前

明

繼

文

選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二
十
三

文

粹

文

鑑

文

類

而

成

書

者

曾

錫

是

名

又

其

書

不

大

顯

□

□

之

無

文

行

之

不

遠

由

選

之

未

必

精

也

兹

雖

一

方

之

言

乎

吾

知

其

將

不

脛

而

走

必

有

以

掩

前

人

矣

　

餘

姚

翁

元

圻

序

曰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畢

秋

帆

制

府

檄

修

湖

南

常

德

府

志

維

時

武

陵

令

三

原

楊

君

鵬

翺

延

邑

士

九

人

采

訪

遺

𨓜

孝

廉

陳

楷

禮

與

其

事

遂

彚

集

成

編

至

嘉

慶

十

八

年

蕆

事

閲

明

年

予

得

藉

手

賫

送

　

史

館

孝

廉

又

於

郡

志

之

外

別

爲

文

徵

一

書

用

昭

明

文

選

之

例

括

代

爲

編

以

補

郡

志

之

所

不

及

其

言

曰

有

天

下

之

史

有

郡

邑

之

史

詩

文

記

敘

之

流

一

人

之

史

也

彚

偏

而

全

積

少

而

多

則

國

史

合

天

下

之

大

而

實

起

於

人

各

有

其

傳

有

其

集

也

今

小

傳

已

詳

於

志

乘

而

詩

文

又

足

以

見

一

代

文

風

之

盛

衰

因

竭

心

力

搜

羅

厯

二

十

寒

暑

始

脱

稿

可

謂

勤

矣

刻

旣

成

請

□

於

予

予

竊

見

常

武

風

俗

樸

而

秀

士

大

夫

能

爲

聲

詩

皆

鼻

祖

騷

經

瓣

香

弗

墜

蓋

其

山

川

雲

物

糾

繆

廻

薄

靈

淑

之

氣

鬰

爲

人

文

非

偶

然

也

此

書

凡

輯

詩

古

文

計

四

十

八

卷

前

代

不

具

論

卽

如

我

　

朝

諸

公

之

作

高

者

雲

蒸

龍

變

出

天

入

淵

至

不

可

思

議

次

者

亦

字

櫛

句

比

謹

守

繩

墨

不

失

尺

寸

皆

心

潤

氣

和

無

侘

際

不

平

之

響

其

足

以

鏗

金

石

和

簫

韶

而

鳴

　

國

家

之

盛

也

復

何

疑

哉

幸

復

得

藉

手

以

爲

　

大

廷

之

獻

爰

不

辭

而

爲

之

敘

武
陵
縣
志
稿

　

國

朝

楊

丕

復

輯

楝
陶
四
書
文
藝

　

國

朝

丁

希

松

著

易
易
　
四
書
匯
證
　
讀
史
節
錄

　

國

朝

丁

鯨

撰

敬
堂
詩
集

　

國

朝

蔣

維

光

著

雙
柏
齋
詩
賦
稿

　

國

朝

阮

方

旟

著

　

增

蜀
遊
草
　
祓
紫
山
房
集

　

國

朝

王

寅

著

湖
南
詩
徵

　

國

朝

唐

開

韶

輯

　

嘉

慶

丙

子

開

韶

分

修

湖

南

通

志

輯

厯

朝

詩

女

徵

三

百

餘

卷

道

光

辛

卯

被

水

只

存

詩徵
湘
繫
初
集

唐

開

韶

輯

　

儀

徵

阮

元

題

辭

曰

楚

風

補

就

卷

縱

橫

楚

寶

編

殘

半

郢

荆

沅

芷

澧

蘭

多

採

擷

湘

中

新

有

汝

南評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二
十
四

桃
花
源
志
畧

唐

開

韶

輯

　

吉

州

葛

天

柱

序

畧

曰

桃

花

源

志

畧

十

三

卷

武

陵

唐

竹

谷

撰

前

署

知

府

事

黄

惺

齋

爲

之

序

庶

吉

士

胡

光

伯

編

次

成

書

其

書

初

爲

原

始

推

本

於

淵

明

之

記

次

爲

繪

圖

摹

寫

其

山

水

縱

橫

之

形

勢

次

爲

紀

勝

據

各

家

言

厯

述

山

水

屋

舍

物

產

以

及

人

事

次

爲

徵

文

采

錄

厯

代

各

體

文

詩

賦

石

刻

次

爲

志

餘

詳

其

所

未

盡

蓋

桃

花

源

之

勝

於

是

乎

備

矣

晉

唐

而

後

慕

其

地

者

遞

形

於

圖

畫

著

於

文

詞

至

宋

有

龔

元

玉

田

孳

趙

彥

琇

姚

孳

至

明

有

馮

子

京

先

後

編

輯

爲

桃

花

源

集

乾

隆

年

間

有

釋

一

休

著

爲

桃

源

洞

天

志

今

因

而

廣

之

乃

大

備

焉

是

匪

爲

游

覽

之

所

資

也

紀

其

山

川

風

俗

耆

舊

人

事

博

采

古

今

文

詞

覽

者

有

所

考

焉

亦

一

道

同

俗

之

一

助

也

　

胡

焯

跋

云

桃

花

源

志

畧

舊

爲

十

八

卷

竹

谷

翁

輯

成

之

數

十

年

以

屬

於

焯

爲

刪

其

太

多

更

編

次

前

後

爲

十

三

卷

其

體

例

郡

守

葛

禮

山

前

董

序

之

詳

矣

其

他

因

文

見

例

載

之

卷

中

不

更

述

書

成

得

鄧

湘

皋

翁

更

訂

正

劉

覺

香

前

輩

爲

命

工

鋟

諸

木

焯

重

爲

搉

覽

所

引

桃

源

縣

志

以

靈

巖

爲

瞿

硎

隱

處

考

瞿

硎

在

宣

城

文

脊

山

中

瞿

硎

先

生

不

得

姓

名

以

所

隱

所

名

靈

巖

瞿

樹

乃

因

瞿

童

誤

涉

瞿

硎

此

當

爲

辨

正

者

也

紀

勝

篇

中

所

引

請

書

以

桃

花

源

爲

王

旁

及

綠

蘿

夷

望

山

水

此

引

書

之

必

不

能

以

時

代

爲

次

者

也

識

者

鑒

之

俠
野
草
堂
詩
集

唐

開

韶

輯

姓
國
合
纂

　

國

朝

陳

樂

光

撰

楚
頌
齋
詩
集
　
東
都
南
海
紀
行
詩
　
校
補
説
文
解
字
繫
傳
國

朝

胡

焯

撰

　

自

序

曰

得

許

君

之

書

者

偁

大

小

徐

大

徐

有

校

勘

之

力

而

新

坿

之

字

□

而

不

經

又

刪

許

君

之

書

以

就

復

世

之

音

亦

失

之

固

小

徐

繫

傳

發

朙

許

䕏

雖

朱

翱

反

切

亦

用

後

世

之

音

而

解

説

形

聲

多

存

許

君

之

舊

將

欲

窺

許

君

之

堂

𢍢

必

兼

資

二

徐

而

核

其

指

歸

則

小

徐

爲

勝

今

世

傳

刻

多

取

大

徐

而

小

徐

之

書

刻

於

石

門

馬

氏

歙

縣

汪

氏

皆

𢧗

缺

弗

完

焯

師

祁

夫

子

使

江

蘇

延

河

間

苗

君

南

來

苗

君

毋

通

許

義

因

段

氏

箋

注

偁

元

和

顧

氏

黄

氏

有

鈔

存

繫

完

書

思

訪

求

而

□

證

焉

夫

子

以

語

曁

陽

書

院

山

長

李

若

爲

假

於

顧

氏

焯

游

師

門

得

與

苗

君

共

覩

其

書

因

舉

汪

氏

刻

木

校

補

之

著

爲

斯

帙

夫

小

徐

之

書

弗

完

而

補

以

大

徐

蓋

宋

世

已

然

矣

刻

本

所

無

獨

顧

氏

本

有

之

今

覩

其

文

顯

爲

楚

金

之

舊

帙

雖

亦

有

取

自

鼎

臣

者

□

一

覽

而

可

辨

也

鈔

本

雖

艸

艸

而

小

徐

之

書

藉

斯

以

存

其

功

偉

矣

觀

弟

二

十

九

卷

所

摹

印

記

知

所

鈔

爲

吳

縣

□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藝

文

志

　
　
　
　
二
五

氏

之

書

卽

作

長

箋

者

之

後

人

也

木

部

所

缺

七

十

五

篆

𠀤

解

説

繫

傳

顧

君

千

里

題

云

𠎥

常

孰

錢

楚

殷

家

鈔

本

補

之

聞

李

君

言

黄

氏

本

本

於

顧

氏

兹

得

其

一

而

已

足

獨

𢡽

平

趙

氏

錢

氏

之

書

皆

不

可

得

而

見

耳

夫

子

與

江

蘇

巡

撫

陳

君

議

𣓁

此

書

李

君

爲

任

其

事

顧

氏

之

書

有

絑

字

校

𢻰

者

有

粉

塗

墨

𢻰

者

其

端

有

段

若

膺

鈕

匪

石

諸

君

題

字

𠀤

錄

有

毛

君

斧

季

語

今

曁

陽

書

院

校

刻

則

又

以

黄

粉

涂

而

墨

𢻰

之

焯

先

後

𠎥

校

卷

弟

不

相

次

有

已

爲

所

𢻰

者

有

未

爲

所

𢻰

者

焯

之

所

校

舉

刻

本

之

文

與

鈔

本

𠀤

存

其

同

異

刻

本

所

誤

則

據

鈔

本

正

之

所

無

則

以

鈔

本
補
之
二
本
皆
誤
則

𠀤

舉

以

俟

攷

鈔

本

𡙜

誤

而

刻

本

善

者

不

㪅

舉

時

迫

故

不

暇

耳

夫

舉

其

同

異

補

其

譌

缺

存

楚

金

之

纂

述

企

許

君

之

□

𢍢

區

區

之

志

所

不

能

自

已

也

他

日

校

刻

書

成

以

焯

所

校

補

者

與

汪

氏

刻

本

參

列

而

互

證

之

習

其

書

者

必

皆

有

取

焉

同

時

又

𠎥

得

吳

縣

汪

氏

所

臧

宋

刻

本

自

部

敍

至

末

僅

十

卷

卽

顧

君

安

道

所

取

以

校

𢻰

此

鈔

本

者

其

書

亦

出

長

箋

趙

氏

而

字

句

位

置

多

乖

誤

又

不

建

鈔

本

之

善

也
珥
彤
詩
餘

　

國

朝

閨

秀

陳

長

壽

著

　

府

志

玉
芳
詩
草

　

國

朝

閨

秀

覃

光

瑶

者

　

府

志

春
園
小
草
　
梅
花
閣
詩
鈔

　

國

朝

閨

秀

趙

孝

英

著

　

府

志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四
十
五
終
　
　
　
　
　

同

治

癸

亥

鋟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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