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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羅
浮
志
卷
二

原

附

卷

一

總

論

後

今

分

東
莞
陳
璉
廷
器
撰
　
　
　
　
　
　
　
九
龍
眞
逸
補

洞
天
福
地

山

峯

崗

巖

洞

谷

穴

坑

湖

泉

澗

溪

潭

池

石

並

附

眞
逸
按
舊
無
標
題
茲
仿
下
卷
寺
觀
例
補
舊
亦
無
小
序
蓋

附
見
總
論
中
據
唐
以
前
所
述
山
本
有
四
百
三
十
二
峯
十

五
嶺
九
百
八
十
三
飛
泉
七
十
二
長
溪
茲
編
所
紀
不
及
百

分
之
五
其
餘
巖
洞
湖
潭
諸
勝
想
亦
復
爾
蓋
舉
其
著
者
不

能
盡
也
然
琴
軒
而
後
圖
志
紀
游
之
作
細
考
之
其
峯
泉
巖

洞
諸
名
非
斯
志
所
有
者
大
都
後
人
所
發
現
或
流
俗
所
改

呼
時
易
境
遷
今
亦
多
不
詳
其
處
故
茲
編
所
補
惟
見
於
宋

元
以
前
書
者
酌
爲
增
入
餘
則
否
覽
者
勿
以
爲
闕
略
可
也

洞
天

道
經
云
第
七
洞
天

原

按

此

出

茅

君

内

傳

及

唐

杜

光

庭

洞

天

記

朱
明
耀
眞
洞
天
在
羅
浮
山
靑
陽
先
生
治
之
朱
桃
椎
爲
朱
明

洞
主

原

按

靑

陽

先

生

未

詳

此

志

神

仙

云

朱

靈

芝

治

朱

明

耀

眞

洞

天

則

靑

陽

先

生

當

卽

靈

芝

山

志

會

編

謂

靑

精

先

生

朱

靈

芝

考

眞

靈

位

業

圖

靑

精

先

生

爲

大

宛

北

谷

子

朱

靈

芝

無

是

號

當

仍

依

此

文

作

靑

陽

朱

桃

椎

見

大

唐

新

語

云

蜀

人

澹

泊

無

爲

沈

浮

人

世

竇

規

逼

爲

鄕

正

逃

入

山

中

夏

則

裸

形

冬

則

以

樹

皮

自

覆

織

芒

屩

置

於

路

見

者

皆

曰

朱

居

士

之

屩

也

爲

鬻

取

米

置

本

處

桃

椎

夕

取

之

終

不

見

人

高

士

廉

下

車

深

加

禮

敬

召

至

降

階

與

語

桃

椎

不

答

便

去

唐

書

朱

桃

椎

傳

蓋

采

此

書

至

蜀

杜

光

庭

錄

異

記

紀

桃

椎

事

特

神

異

然

皆

不

云

爲

朱

明

洞

主

考

趙

汝

馭

山

行

記

云

與

抱

朴

桃

椎

相

期

於

縹

渺

則

桃

椎

主

朱

明

洞

宋

時

已

云

然

疑

出

自

道

書

黃

佐

序

黎

惟

敬

山

志

謂

琴

軒

所

錄

鄭

安

期

朱

桃

椎

之

類

未

免

疏

謬

山

志

會

編

謂

桃

椎

爲

靈

芝

之

訛

蓋

皆

未

深

考

也

福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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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
經
云
三
十
一
福
地

原

按

此

出

道

　

中

杜

光

庭

福

地

記

云

七

十

二

福

地

其

第

三

十

一

福

地

爲

泉

源

洞

在

博

羅

縣

山

志

會

編

洞

天

兼

福

地

者

惟

勾

曲

地

肺

及

朱

明

泉

源

泉
源
福
地
在
羅
浮
山
頂
鄭
思
遠
鍊
丹
處
華
子
期
治
之

原

按

鄭

思

遠

華

子

期

詳

後

神

仙
山

泉
源
山
在
羅
浮
二
山
接
連
處
俗
呼
分
水
凹
泉
流
湍
急
東
流

東
山
西
流
西
山
其
下
各
成
潭

原

白
水
山
在
羅
浮
東
麓
舊
有
寺
及
懸
水
崖
有
巨
人
迹
名
佛
迹

原

按

此

出

東

坡

眉

山

集

輿

地

紀

勝

白

水

山

有

瀑

布

泉

二

十

丈

下

有

石

壇

佛

迹

甚

異

瑇
瑁
山
在
羅
浮
山
之
東
山
下
有
池
中
有
瑇
瑁
因
得
名

原

按

此

出

輿

地

紀

勝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云

羅

浮

舊

有

瑇

瑁

漢

章

帝

朝

南

海

屬

交

趾

部

刺

史

夏

行

部

内

冬

還

天

府

每

廣

索

珍

異

時

南

海

人

楊

孚

字

孝

先

爲

議

郞

作

異

物

志

爲

韻

語

諷

之

如

曰

鳥

象

雌

雄

自

名

鷓

鴣

其

去

懷

南

不

思

北

徂

之

類

自

後

瑇

瑁

之

屬

日

絕峯

飛
雲
頂
高
出
諸
峯
上
白
玉
蟾
有
詩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通

志

飛

雲

頂

卽

羅

浮

山

之

巓

聚
霞
峯
羅
浮
靈
異
記
曰
羅
浮
山
絕
頂
之
上
高
三
百
丈
周
廻

二
十
里
常
有
紫
霞
聚
於
峯
上
故
名
聚
霞
峯
時
有
碧
雞
羣
飛

絕
巘
或
獨
鳴
於
空
林
可
見
不
可
取

據

淵

鑑

類

函

補

○

按

黃

佐

通

志

云

聚

霞

峯

在

飛

雲

頂

之

前

上

有

瑤

池

考

指

掌

圖

記

及

此

志

無

聚

霞

峯

詳

靈

異

記

似

卽

飛

雲

頂

疑

古

今

異

名

鐵
橋
峯
在
羅
浮
二
山
相
接
處
昔
人
遇
鐵
橋
於
此

原

上
界
三
峯
上
接
鐵
橋
峯
高
三
十
仞
在
煙
靄
中
人
莫
能
到

原按

圖

書

集

成

引

廣

東

通

志

上

界

三

峯

在

飛

雲

頂

之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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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玉
鵞
峯
在
羅
山
俗
呼
鵞
嶺
下
接
風
洞
雲
洞
雨
洞
在
大
慈
寺

洞
内

原

按

黎

民

表

圖

經

注

引

山

記

云

玉

鵞

峯

峻

峭

狀

如

玉

女

又

名

玉

娥

峯

麻
姑
峯
在
沖
虛
觀
之
西
南
有
麻
姑
壇
其
上
常
有
綵
雲

原

丫
䯻
峯
一
名
雙
䯻
峯
在
蓬
萊
洞
之
左

原

孤
靑
峯
其
下
有
孤
靑
觀
宋
蔡
元
厲
有
詩

據

黃

佐

通

志

宋

詩

紀

事

補

遺

補

香
臺
峯
會
眞
峯
櫻
桃
峯
抛
毬
峯
刀

子

峯
錦
繡
峯
黃
猿
峯
致

雲
峯
大
旗
峯
小
旗
峯
雲
母
峯
雞
籠
峯
俱
在
山
東
西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通

志

香

臺

峯

在

瑤

石

臺

南

會

眞

峯

在

香

臺

峯

側

大

小

旗

峯

聯

峙

如

展

旗

致

雲

峯

在

大

小

旗

東

雲

母

峯

下

有

雲

母

溪

水

注

增

城

是

謂

龜

淵

山

志

會

編

引

黎

民

表

圖

經

注

抛

㤹

峯

以

近

獅

子

洞

故

名

雞

　

峯

在

其

西

櫻

桃

刀

子

黃

猿

三

峯

皆

在

山

背

岡

鳳
皇
岡
在
泉
源
山
背
何
仙
姑
所
居

原

按

輿

地

紀

勝

鳳

皇

山

在

博

羅

縣

羅

浮

山

之

西

當

卽

此

鳳

皇

岡

黎

民

表

圖

經

注

泉

源

山

背

西

北

一

百

三

里

至

鳳

皇

岡

入

增

城

界

浮
碇
岡
在
博
羅
縣
延
慶
寺
有
古
記
云
相
傳
浮
山
初
來
碇
石

於
此
而
成
岡
焉

輿

地

紀

勝

補

巖

羅
漢
巖
在
寶
積
寺
後
或
云
有
穴
通
金
壇
山

原

伏
虎
巖
在
羅
漢
巖
後
隋
僧
惠
越
居
此
常
引
虎
枕
其
膝
因
得

名
原

靑
羊
巖
在
上
界
第
三
峯
頂
上
有
羊
迹

原

滴
水
巖
在
幽
居
洞
之
後

原

君
子
巖
在
長
春
觀
前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通

志

君

子

巖

峯

巒

峭

拔

巖

谷

幽

雅

下

爲

書

堂

坑

指

掌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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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無

長

春

觀

以

在

君

子

巖

後

核

之

蓋

卽

長

壽

之

異

名

通
天
巖
在
君
子
巖
側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通

志

巖

空

洞

有

隙

通

天

故

名

雲
峯
巖
在
蝴
蝶
洞
上

原

洞

夜
樂
洞
在
上
界
三
峯
下
昔
人
聞
仙
樂
於
此
因
得
名

原

黃
龍
洞
在
延
祥
寺
之
西
五
里
南
漢
於
此
建
天
華
宮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黃

龍

洞

在

山

之

西

南

距

南

樓

寺

五

里

卽

葛

仙

西

菴

朱
明
洞
在
沖
虛
觀
後
道
書
云
朱
眞
人
所
治
榛
莽
不
可
入

原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朱

明

洞

宋

題

石

榜

曰

朱

明

耀

眞

之

天

白

玉

蟾

在

此

授

張

湛

然

彭

耜

俱

得

道

野
人
洞
卽
唐
王
靚
所
居
處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朱

明

洞

之

北

曰

野

人

洞

傍

有

茶

園

觀
源
洞
一
名
麻
姑
洞
一
名
藥
院
在
沖
虛
觀
南
葛
仙
翁
洗
藥

之
處

原

按

李

翱

辨

惑

文

云

王

體

靚

居

浮

山

觀

原

當

卽

此

洞

幽
居
洞
在
沖
虛
觀
西
北
有
鄭
公
書
堂

原

蝴
蝶
洞
在
雲
峯
巖
下
洞
多
蝴
蝶
相
傳
云
葛
仙
遺
衣
所
化

原

水
簾
洞
在
雲
峯
巖
前
水
石
最
勝
張
祕
書
留
丞
相
讀
書
於
此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通

志

水

簾

洞

石

崖

懸

瀑

高

數

十

仞

其

狀

如

簾

其

南

有

菖

蒲

澗

石
洞
在
明
福
觀
後
卽
鄺
仙
騎
牛
入
石
處
莫
道
人
結
菴
居
之

原蓬
萊
洞
在
白
鶴
觀
之
東
北

原

獅
子
洞
在
延
祥
寺
西
舊
有
道
者
普
通
結
菴
於
此
詳
見
王
胄

獅
子
菴
記

原

桃
源
洞
昔
王
寶
谷
在
此
坐
化
李
文
溪
有
詩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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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萊

洞

東

北

曰

桃

源

洞

洞

有

桃

𦡱

仙

所

植

實

大

而

繁

味

甘

而

美

金
沙
洞
石
臼
洞
朱
令
洞
泰
和
洞
歐
陽
洞
赤
水
洞
白
雲
洞
白

角
洞
大
慈
寺
洞
古
老
洞
白
芒
洞
桄
榔
洞
大
坑
洞
以
上
諸
洞

昔
人
間
有
留
題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金

沙

洞

以

仙

人

遺

金

沙

得

名

南

漢

主

劉

晟

改

爲

黃

龍

洞

石

臼

洞

在

書

堂

坑

之

南

白

角

洞

在

石

洞

之

東

北

其

西

曰

白

雲

洞

雲

氣

藪

虧

遊

者

多

迷

路

軒

轅

仙

人

嘗

菴

其

中

大

坑

洞

在

龍

王

坑

之

北

又

有

朱

陵

赤

水

古

老

白

芒

桄

榔

諸

洞

見

指

掌

圖

記

今

未

詳

所

在

黎

民

表

圖

經

注

歐

陽

洞

亦

名

歐

陽

嶺

在

增

城

縣

東

民

多

茅

居

又

有

泰

和

洞

相

近

谷

鳳
皇
谷
在
夜
樂
洞
西
舊
傳
谷
有
鳳
皇
出
入

原

靑
霞
谷
在
沖
虛
觀
後
蘇
眞
人
修
眞
之
所

原

穴

蛇
穴
在
白
鶴
觀
東
北
或
云
穴
中
有
路
通
眉
州
晉
單
道
開
蟬

蛻
之
所

原

按

東

坡

云

道

開

石

室

不

知

所

在

此

當

南

宋

時

鄒

師

正

輩

所

發

現

坑

龍
王
坑
景
泰
禪
師
說
法
於
此
有
神
龍
來
聽
因
得
名

原

湖

神
湖
竺
法
眞
登
羅
山
疏
曰
山
上
有
神
湖

太

平

御

覽

補

○

按

南

越

行

紀

云

山

頂

有

湖

卽

此

黃

佐

通

志

神

湖

在

羅

山

上

水

與

潮

應

黎

民

表

圖

經

注

神

湖

又

名

仰

天

湖

泉

錫
杖
泉
在
寶
積
寺
景
泰
禪
師
駐
錫
之
地
宋
唐
子
西
有
　
錫

泉
記

原

瀑
布
泉
在
夜
樂
洞
中
上
界
三
峯
側
飛
流
三
十
仞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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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水
簾
在
明
福
觀
左
此
處
多
隱
者
菴

原

湯
泉
在
白
水
巖
佛
迹
寺
西
唐
子
西
有
記

原

澗

蒲
澗
東
坡
自
注
云
安
期
生
之
故
居
澗
中
產
九
節
菖
蒲

原

按

東

坡

集

此

係

廣

州

蒲

澗

寺

詩

注

原

與

羅

浮

山

無

涉

引

此

者

以

證

羅

浮

之

蒲

澗

亦

安

期

所

居

也

晉

嵇

含

南

方

草

木

狀

番

禺

縣

東

有

澗

澗

中

生

菖

蒲

皆

一

寸

九

節

安

期

生

採

服

仙

去

但

留

玉

舄

焉

太

平

御

覽

引

南

越

志

熙

安

縣

東

北

有

菖

蒲

澗

咸

安

中

姚

成

甫

嘗

於

澗

側

遇

一

丈

夫

曰

此

菖

蒲

安

期

生

所

餌

可

以

忘

老

考

元

和

郡

國

志

云

增

城

縣

本

漢

番

禺

縣

嵇

含

述

安

期

生

事

當

指

漢

初

之

番

禺

其

地

兼

有

增

城

跨

羅

浮

山

所

謂

番

禺

東

者

當

指

羅

浮

宋

書

州

郡

志

南

海

郡

有

番

禺

又

有

熙

安

輿

地

韻

編

謂

熙

安

在

番

禺

東

是

南

越

志

所

稱

熙

安

縣

東

北

亦

指

羅

浮

太

平

御

覽

引

羅

浮

山

記

云

山

中

菖

蒲

一

寸

二

十

節

堅

芬

之

極

然

則

安

期

生

所

餌

服

必

羅

浮

菖

蒲

也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志

泉

池

考

云

蒲

澗

在

廣

州

城

北

十

五

里

相

傳

安

期

生

上

昇

之

處

然

所

產

不

若

茲

山

之

靈

異

世

言

安

期

生

辭

秦

皇

謂

求

我

於

蓬

萊

羅

浮

分

自

蓬

萊

其

在

此

昇

天

理

或

然

也

此

亦

以

羅

浮

蒲

澗

爲

安

期

生

所

居

與

茲

編

同

○

又

按

黃

佐

圖

經

云

水

簾

洞

南

有

菖

蒲

澗

其

地

在

羅

浮

東

而

此

志

下

文

則

云

九

節

菖

蒲

產

於

羅

浮

西

麓

之

蒲

澗

石

上

蓋

羅

浮

澗

中

多

生

菖

蒲

故

山

東

西

並

有

是

名

溪

雲
母
溪
在
鳳
皇
岡
下
其
中
出
雲
母
石

原

按

增

城

志

引

羅

浮

記

雲

母

溪

有

雲

母

石

何

仙

姑

嘗

煉

其

石

如

紅

玉

其

地

亦

一

名

紅

玉

洞

羅
陽
溪
在
雙
䯻
峯
下
出
籠
葱
竹

原

按

黃

佐

圖

經

羅

陽

之

水

西

流

楊

應

琚

忘

機

石

序

今

酥

醪

院

後

西

溪

卽

羅

陽

溪

潭

犀
牛
潭
在
夜
樂
洞
側
昔
人
遇
仙
騎
犀
牛
於
潭
上
至
今
石
上

有
迹
存
焉

原

鳳
浴
潭
在
鳳
皇
谷
昔
有
鳳
來
浴
潭
中
有
五
色
雲
氣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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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
下
龍
潭
亦
名
西
龍
潭
有
瀑
布
泉
三
十
仞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西

龍

潭

歲

旱

有

雙

鯉

躍

出

卽

雨

東
龍
潭
在
藥
槽
下
潭
上
有
五
龍
堂

原

按

黎

民

表

圖

經

注

五

龍

堂

歲

旱

禱

之

卽

雨

牛
潭
竺
法
眞
登
羅
山
疏
曰
增
城
縣
南
有
烈
清
洲
洲
南
又
有

牛
潭
漁
人
見
金
牛
常
出
水
盤
石
上
義
熙
中
縣
民
張
安
釣
此

潭
於
石
上
躡
得
金
鏁
大
如
指
長
數
十
尋
尋
之
不
已
俄
有
物

從
水
中
引
之
力
不
能
禁
以
刀
扣
斷
唯
得
數
尺
遂
致
大
富
後

義
興
周
靈
分
亦
好
釣
嘗
見
此
牛
寢
伏
石
上
旁
有
金
鏁
往
掩

之
得
二
丈
許
遂
以
財
雄
爲
江
南
都
尉

太

平

御

覽

牛

下

補

○

按

御

覽

珍

寶

引

羅

浮

山

記

與

此

略

同

惟

牛

潭

作

金

牛

潭

周

靈

分

作

周

雲

甫

又

御

覽

富

下

亦

引

此

文

則

作

周

靈

甫

考

太

平

廣

記

引

十

道

記

云

增

城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深

洞

無

底

北

岸

有

石

周

圍

三

丈

漁

人

見

金

牛

自

水

出

以

下

云

云

與

此

略

司

而

周

雲

甫

則

作

周

靈

甫

似

作

靈

甫

爲

正淵

龜
淵
羅
浮
山
記
曰
山
有
龜
淵

藝

文

類

聚

補

○

按

黃

佐

圖

經

雲

母

溪

水

西

北

注

於

增

城

之

西

青

山

而

成

淵

神

龜

潛

焉

是

曰

龜

淵

池

瑤
池
在
山
頂
又
名
龍
母
池
神
仙
常
宴
於
此

原

按

黃

佐

圖

經

飛

雲

頂

西

曰

上

界

三

峯

其

下

迤

衍

有

匯

水

與

潮

汐

應

曰

瑤

池

惠

州

志

瑤

池

在

聚

霞

　

下

深

三

丈

中

有

臺

臺

下

水

色

光

瑩

如

玉

今

漸

淺

阿
耨
池
在
飛
雲
頂
之
西
景
泰
禪
師
入
定
處

原

夜
樂
池
在
飛
雲
塔
側
池
中
夜
有
樂
聲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志

夜

樂

池

流

注

麻

姑

峯

下

沖

虛

觀

彩

雲

軒

前

白
蓮
池
在
彩
雲
軒
前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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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杯
池
在
藥
槽
下
昔
有
八
仙
會
飮
於
此
其
傍
石
上
有
八
仙

詩
刻

原溝

石
溝
竺
法
眞
登
羅
山
疏
曰
增
城
縣
有
石
溝
深
廣
二
丈
有
兩

瀑
布
皆
同
注
此
溝
相
傳
云
是
仙
人
流
杯
池
水

太

平

御

寛

補

○

按

此

石

溝

流

杯

池

卽

在

水

簾

洞

藥

槽

下

地

今

　

博

羅

云

增

城

縣

者

蓋

六

朝

時

隸

增

城

石

佛
迹
石
在
白
水
山
有
佛
迹
甚
異

原

按

此

出

東

坡

眉

山

集

據

指

掌

圖

記

寶

積

寺

後

又

有

佛

迹

石

蓋

有

二

處

試
劍
石
二
一
在
夜
樂
洞
中
軒
轅
仙
人
試
劍
一
在
雙
䯻
峯

原

八
仙
石
在
流
杯
池
上

原

伏
虎
石
裴
竹
屋
有
詩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通

志

伏

虎

石

在

鳳

皇

谷

中

裴

未

詳

詩

佚

朝
眞
石
在
伏
虎
巖
下

趙

汝

馭

羅

浮

山

行

記

補

大
小
石
樓
在
山
上
十
里
二
樓
相
去
五
里
其
狀
如
樓
有
石
門

俯
視
滄
海
昔
東
坡
有
記
云
夜
半
見
日
出

原

石
門
朱
南
金
有
詩
云
蒙
茸
披
盡
自
成
蹊
兩
扇
巖
扉
丈
尺
齊

說
與
白
雲
休
鎖
鑰
留
將
千
古
指
人
迷

原

按

陸

心

源

宋

詩

紀

事

補

遺

朱

南

金

宋

季

人瑤
石
臺
在
浮
山
接
鐡
橋
峯
高
五
百
六
十
丈
有
奇

原

按

孔

氏

六

帖

云

羅

浮

奇

石

一

峯

崛

起

高

六

百

丈

廣

七

十

丈

綵

綺

錯

爛

如

霞

錦

迢

迢

獨

出

勢

若

削

成

謂

之

瑤

石

臺

鐵
橋
有
石
路
石
柱
望
之
如
橋
在
羅
浮
二
山
相
接
處
雲
霧
常

蔽
人
迹
不
到
乃
神
仙
之
境

原

按

圖

書

集

成

引

羅

浮

山

記

曰

山

中

有

石

如

梁

在

石

樓

之

間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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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可

高

十

餘

步

故

老

相

傳

謂

之

　

橋

石
鼓
羅
浮
山
記
曰
石
樓
下
有
兩
石
鼓

太

平

御

覽

補

石
鑊
羅
浮
山
記
曰
有
石
鑊
容
千
餘
斛
溢
爲
瀑
布

太

平

御

覽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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