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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同

書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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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易

道

函

三

極

而

神

萬

化

易

書

立

三

極

而

萬

化

神

道

主

於

有

書

主

於

用

也

體

易

君

子

處

而

用

身

出

而

用

世

皆

於

此

焉

出

以

用

爲

動

則

靜

者

其

體

也

動

之

變

無

動

近

而

顯

者

百

姓

與

能

遠

而

微

者

賢

智

未

易

知

夫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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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無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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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於

有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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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易

而

變

動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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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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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言

則

至

於

無

畔

以

固

而

言

或

有

所

不

通

聖

人

於

是

立

象

倚

數

探

賾

索

隱

載

之

於

書

莫

非

日

用

常

行

之

實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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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有

象

而

悟

無

形

之

妙

卽

變

易

以

求

不

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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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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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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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據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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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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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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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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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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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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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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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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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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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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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爲

無

不

周

徧

實

則

外

於

倫

理

嗟

乎

淺

深

非

二

體

用

非

二

精

粗

無

二

理

也

易

之

爲

書

言

近

而

指

遠

不

知

言

何

以

知

其

指

通

乎

近

則

遠

固

在

是

儻

慕

遠

而

失

諸

近

吾

知

兩

失

之

而

已

爾

世

或

外

辭

畫

以

求

易

則

此

書

爲

贅

否

則

不

易

吾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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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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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論

真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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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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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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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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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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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疑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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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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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成

大

業

斯

興

治

輔

化

之

務

君

子

所

當

盡

心

非

卜

史

事

也

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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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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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免

惑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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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欲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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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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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惑

天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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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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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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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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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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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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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無

是

理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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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

斯

世

也

太

極

旣

判

氣

化

以

凝

寒

暑

之

往

來

三

光

之

運

燭

動

者

植

者

之

榮

瘁

消

長

夫

孰

使

然

必

有

妙

於

其

間

者

故

禍

福

之

至

有

開

必

先

斯

實

然

之

理

若

而

吉

若

而

凶

曷

去

曷

就

衆

人

惑

焉

聖

人

洞

其

幾

而

發

其

藴

而

神

蓍

吿

焉

是

以

事

舉

而

民

信

業

鉅

而

功

巍

若

夫

進

德

修

業

之

君

子

趨

吉

避

凶

之

衆

人

莫

不

以

之

嗟

夫

有

蓍

道

道

生

於

庖

犧

有

蓍

用

用

著

於

嬀

帝

而

詳

於

箕

疇

筮

有

職

大

宗

伯

率

之

揲

有

法

大

傳

明

之

占

有

驗

左

氏

傳

國

語

可

考

也

孔

聖

沒

銷

歇

至

唐

始

有

裔

孫

推

明

其

法

幸

經

程

子

朱

子

之

訂

正

後

學

得

講

求

之

汝

楳

承

先

君

子

之

訓

且

俾

博

考

先

傳

麤

得

其

說

作

筮

宗

宗

聚

也

筮

之

學

聚

此

編

也

抑

嘗

謂

太

極

未

判

則

爲

陰

爲

陽

不

可

測

判

則

陰

陽

著

矣

蓍

未

分

則

爲

九

六

爲

七

八

未

可

辨

分

則

九

六

七

八

定

矣

人

心

未

動

則

爲

吉

爲

凶

未

可

必

動

則

吉

凶

斷

矣

方

無

思

無

爲

寂

然

不

動

之

時

吾

心

猶

太

極

也

猶

未

分

之

蓍

也

一

有

感

焉

圖

存

而

亡

兆

計

安

而

危

伏

固

不

待

駟

舌

之

追

措

諸

事

業

而

吉

凶

禍

福

已

對

立

於

胸

中

是

知

吉

凶

界

限

判

於

心

動

之

初

君

子

必

恐

懼

於

不

聞

不

睹

而

致

謹

于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

使

此

心

凝

然

湛

焉

昭

乎

絜

如

常

若

太

極

之

未

判

蓍

策

之

未

分

則

天

理

全

人

欲

盡

念

茲

釋

兹

語

默

出

處

皆

純

乎

道

夫

如

是

有

不

動

動

斯

吉

有

不

筮

筮

斯

神

此

聖

人

心

筮

之

妙

是

爲

蓍

筮

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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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桷

曰

汝

楳

善

湘

子

爲

宰

相

壻

卑

退

自

修

精

易

象

有

易

敘

叢

書

卽

上

三

書

也

官

至

戸

部

侍

郎

晚

歲

以

理

財

進

用

失

士

譽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曰

周

易

輯

聞

六

卷

附

易

雅

一

卷

筮

宗

一

卷

內

府

藏

本

宋

趙

汝

楳

撰

汝

楳

商

王

元

份

之

七

世

孫

資

政

殿

大

學

士

善

湘

之

子

理

宗

時

官

至

戸

部

侍

郎

考

宋

史

趙

善

湘

傳

載

其

說

易

之

書

有

約

說

八

卷

或

問

四

卷

指

要

四

卷

續

問

八

卷

補

過

六

卷

蓋

研

究

是

經

用

功

最

久

故

汝

楳

承

其

家

學

以

作

是

編

其

說

據

漢

書

儒

林

傳

稱

費

直

惟

以

彖

象

繫

辭

十

篇

文

言

解

說

上

下

經

疑

說

卦

序

卦

雜

卦

皆

爲

漢

儒

竄

入

又

以

繫

辭

多

稱

子

曰

定

爲

門

人

所

託

非

夫

子

之

書

因

置

此

諸

傳

惟

注

經

文

其

以

彖

傳

散

附

彖

辭

小

象

散

附

爻

辭

仍

用

王

弼

之

本

其

有

大

象

移

於

卦

畫

之

後

彖

辭

之

前

以

文

言

散

附

乾

坤

彖

傳

及

小

象

後

則

又

汝

楳

之

新

意

割

裂

顛

倒

殊

屬

師

心

又

王

弼

本

雖

移

傳

附

經

尚

有

彖

曰

象

曰

文

言

曰

字

以

存

識

别

汝

楳

併

此

而

去

之

使

經

傳

混

淆

茫

然

莫

辨

尤

爲

治

絲

而

棼

其

每

卦

之

中

皆

以

卦

變

立

論

亦

未

免

偏

主

一

隅

然

其

說

推

闡

詳

明

於

比

應

垂

承

之

理

盈

虚

消

長

之

機

皆

有

所

發

揮

不

同

穿

鑿

於

宋

人

易

說

之

中

猶

爲

明

白

篤

實

易

雅

一

卷

總

釋

名

義

略

如

爾

雅

之

釋

詩

故

名

曰

雅

其

目

曰

通

釋

曰

書

釋

曰

學

釋

曰

情

釋

曰

位

釋

曰

象

釋

曰

辭

釋

曰

變

釋

曰

占

釋

曰

卦

變

釋

曰

爻

變

釋

曰

得

失

釋

曰

八

卦

釋

曰

六

爻

釋

曰

陰

陽

釋

曰

太

極

名

義

釋

曰

象

數

體

用

釋

曰

圖

書

釋

凡

十

八

篇

其

論

圖

書

曰

易

有

衍

數

有

積

敷

自

五

衍

而

爲

五

十

者

衍

數

也

自

一

二

三

四

五

積

而

爲

五

十

五

者

積

數

也

圖

書

二

數

皆

積

數

之

儔

不

可

以

與

於

揲

蓍

也

故

捨

圖

書

之

名

而

論

二

數

則

自

有

妙

理

强

二

數

以

圖

書

之

名

則

於

經

無

據

可

謂

善

於

解

紛

矣

筮

宗

一

卷

朱

彝

尊

經

義

考

作

三

卷

蓋

是

書

原

本

題

明

本

第

一

述

筮

第

二

先

傳

考

第

三

彝

尊

以

一

篇

爲

一

卷

也

其

推

明

大

衍

之

數

頗

爲

明

白

於

諸

家

舊

說

一

一

條

辨

亦

具

有

考

訂

云

易
大
全
補
卷

亡

見

府

志

明
姚
懋
繼
撰
字
汝
字
官
秦
中
囧
寺

易
解
卷

亡

見

巖

氏

家

傳

明
嚴
調
御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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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卷
見

經

義

考

存

國
朝
孫
應
龍
撰

鄭
玥
曰
餘
杭
人
字
海
門
順
治
丁
亥
進
士
知
隰
州
經

義

考

四

庫

全

書

存

目

提

要

周

易

麈

談

無

卷

數

兩

淮

馬

裕

家

藏

本

不

著

撰

人

名

氏

朱

彝

尊

經

義

考

載

孫

應

龍

有

周

易

麈

談

十

二

卷

疑

此

本

是

也

其

書

多

引

先

儒

語

錄

排

比

成

文

或

標

曰

注

或

標

曰

解

或

標

曰

傳

每

章

之

中

三

名

㬪

見

竟

莫

得

而

詳

其

例也
周
易
參
微
卷

未

詳

見

貝

本

恆

傳

國
朝
洞
霄
道
士
陳
仁
恩
撰

梁

同

書

貝

本

恆

傳

曰

本

恆

之

學

宗

郝

真

人

先

明

易

道

之

源

晚

造

神

仙

之

域

嘗

以

所

得

示

仁

恩

云

欲

明

性

命

之

理

不

外

周

易

于

是

仁

恩

奉

教

垂

三

十

年

得

明

其

旨

撰

成

周

易

參

微

黄

老

指

歸

二

書

凌

樹

屏

題

大

滌

山

人

易

傳

參

微

詩

易

象

難

逢

輔

嗣

才

羲

文

妙

理

倩

誰

推

羨

君

舌

本

瀾

翻

甚

使

我

心

花

朵

朵

開

尙
書
疏
二
十
卷
見

隋

書

經

籍

志

一

作

尚

書

義

疏

經

義

考

云

佚

萬

歷

府

志

稱

述

義

二

十

卷

蓋

卽

此

書

隋
顧
彪
撰

尙
書
文
外
義
一
卷
見

隋

書

經

籍

志

又

見

冊

府

元

龜

經

義

考

云

佚

下

同

隋
顧
彪
撰

今
文
尙
書
音
一
卷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經

六

隋
顧
彪
撰

古
文
尙
書
音
義
五
卷
見

舊

唐

書

經

籍

志

經

義

考

云

佚

隋
顧
彪
撰

鄭
樵
曰
古
文
尙
書
音
唐
世
與
宋
朝
並
無
今
出
於
漳
州
之
吳

氏
經

義

考

尙
書
大
傳
音
二
卷
見

隋

書

經

籍

志

冊

府

元

龜

作

一

卷

經

義

考

云

佚

隋
顧
彪
撰

按

經

籍

志

又

有

尚

書

閏

義

一

卷

無

撰

人

名

氏

萬

歷

府

志

以

爲

亦

顧

彪

撰

恐

未

足

據

茲

不

列

南
唐
書
說
二
卷
見

宋

史

藝

文

志

文

獻

通

考

作

三

卷

舊

縣

志

亦

作

三

卷

經

義

考

云

未

見

宋
趙
汝
談
撰

其
論
書
堯
舜
二
典
宜
合
爲
一
禹
功
只
施
於
河
洛
洪
範
非
箕

子
之
作
宋

史

本

傳

汝
談
疑
古
文
非
真
者
五
條
朱
文
公
嘗
疑
之
而
未
若
此
之
決

也
然
於
伏
生
所
傳
諸
篇
亦
多
所
掊
擊
觝
排
則
似
過
甚
直

齋

書

錄

解題
尙
書
注
卷

亡

見

宋

史

本

傳

宋
趙
汝
談
撰

洪
範
統
一
一
卷
宋

藝

文

志

作

統

論

葉

氏

菉

竹

堂

書

目

作

統

紀

經

義

考

因

之

云

未

見

舊

縣

志

作

統

論

宋
趙
善
湘
撰

張
萱
曰
宋
開
禧
間
宗
室
濮
園
善
湘
著
經

義

考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經

七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洪

範

統

一

一

卷

永

樂

大

典

本

宋

趙

善

湘

撰

據

其

子

汝

楳

周

易

輯

聞

序

善

湘

於

易

學

用

力

至

深

而

所

著

書

五

種

皆

不

傳

此

書

藏

弆

之

家

亦

罕

著

錄

故

朱

彝

尊

經

義

考

註

曰

未

見

今

從

永

樂

大

典

繕

錄

復

爲

完

編

書

成

於

開

禧

時

宋

史

謂

之

洪

範

統

論

文

淵

閣

書

目

又

作

統

紀

今

據

善

湘

謂

漢

儒

解

傳

祇

以

五

事

庶

徵

爲

五

行

之

驗

而

五

行

八

政

謂

疇

散

而

不

知

所

統

徵

引

事

應

語

多

傅

㑹

因

采

歐

陽

修

唐

志

蘇

洵

洪

範

論

遺

意

定

皇

極

爲

九

疇

之

統

每

疇

之

中

如

五

行

則

水

火

木

金

皆

統

於

士

五

事

則

貌

言

視

聽

皆

統

於

思

得

其

統

而

九

疇

可

一

以

貫

之

矣

云

云

則

永

樂

大

典

題

曰

洪

範

統

一

爲

名

實

相

應

矣

考

朱

子

與

陸

九

淵

論

皇

極

之

義

往

復

辨

難

各

持

一

說

此

書

以

大

中

釋

皇

極

本

諸

注

疏

與

陸

氏

合

復

謂

九

疇

皆

運

於

居

心

發

爲

至

治

又

合

於

朱

子

建

極

之

旨

蓋

能

通

懷

彼

我

兼

取

兩

家

之

說

者

當

分

朋

講

學

之

時

而

超

然

不

預

於

門

戸

是

難

能

也

毛
詩
章
句
義
疏
四
十
卷
見

隋

書

經

籍

志

隋

書

傳

作

四

十

一

卷

北

史

傳

作

四

十

二

卷

經

義

考

云

佚

隋
魯
世
達
撰
煬
帝
時
爲
國
子
助
教
隋

書

傳

按

隋

書

經

籍

志

又

稱

其

官

爲

祕

書

學

士

與

本

傳

異

毛
詩
注
幷
音
八
卷
見

隋

書

經

籍

志

經

義

考

云

佚

隋
魯
世
達
撰

毛
詩
音
義
二
卷
見

萬

歷

府

志

隋
魯
世
達
撰

按

此

書

獨

見

於

萬

歷

府

志

不

見

他

書

疑

卽

毛

詩

注

并

音

八

卷

之

訛

姑

備

存

詩
注
卷

亡

見

宋

史

本

傳

經

義

考

云

佚

宋
趙
汝
談
撰

其
論
詩
不
以
小
序
爲
信
宋

史

傳

詩
說
卷

亡

見

嚴

氏

家

傳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經

八

明
嚴
武
順
撰

周
禮
注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經

義

考

云

佚

宋
趙
汝
談
撰

其
論
周
禮
爲
傅
㑹
女
主
之
書
要
亦
卓
絶
特
立
之
見
宋

史

傳

禮
記
注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經

義

考

云

佚

宋
趙
汝
談
撰

其
論
禮
記
爲
雜
出
諸
生
之
手
宋

史

傳

春
秋
卷

亡

見

北

史

傳

隋
顧
彪
撰

按

北

史

顧

彪

傳

但

云

明

尚

書

春

秋

而

春

秋

下

不

加

音

注

字

樣

姑

存

以

備

考

春
秋
三
傳
通
議
三
十
卷
見

宋

史

本

傳

舊

縣

志

府

志

俱

作

春

秋

三

傳

通

義

經

義

考

云

佚

宋
趙
善
湘
撰

淳
祐
五
年
帝
手
詔
求
所
解
春
秋
宋

史

傳

春
秋
法
度
編
卷

亡

見

通

志

引

成

化

四

明

郡

志

宋
趙
與
懽
撰

按

經

義

考

不

載

趙

與

懽

之

春

秋

法

度

篇

而

有

趙

孟

何

撰

之

春

秋

法

度

編

云

書

巳

佚

戴

表

元

序

猶

存

又

引

程

端

學

曰

孟

何

字

浚

南

四

明

人

是

書

名

旣

同

撰

人

姓

同

而

名

不

同

疑

浙

江

通

志

引

四

明

郡

志

而

誤

以

爲

與

懽

撰

也

今

姑

存

以

備

考

春
秋
解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趙
與
懽
撰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經

九

與
懽
進
春
秋
解
陞
大
學
士
宋

史

傳

按

經

義

考

有

趙

與

權

春

秋

奏

議

無

卷

數

巳

佚

又

引

程

端

學

云

與

權

字

說

道

號

存

耕

四

明

人

里

貫

旣

非

居

餘

杭

名

則

權

懽

互

異

書

名

亦

不

同

惟

字

說

道

兩

人

同

耳

今

不

敢

謂

與

權

卽

與

懽

春

秋

奏

議

卽

春

秋

解

姑

附

識

以

備

考

六
經
注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宋
趙
與
懽
撰

五
經
翼
卷

亡

見

巖

氏

家

傳

國
朝
嚴
沆
撰

五
經
辨
疑
卷

亡

見

府

志

國
朝
黄
梁
撰
字
景
虹
官
吳
江
教
諭
府志

十
三
經
辨
微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國
朝
沈
安
廷
撰
字
浣
之
邑
諸
生
舊

縣

志

傳

論
語
注
考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趙
汝
談
撰

論
語
大
意
十
卷
經

義

考

云

未

見

一

齋

書

目

有

之

宋
趙
善
湘
撰

大
學
解
十
篇
見

宋

史

傳

經

義

考

誤

作

十

卷

云

佚

宋
趙
善
湘
撰

中
庸
說
約
一
卷
見

宋

史

傳

經

義

考

誤

作

約

說

云

佚

宋
趙
善
湘
撰

學
庸
說
卷

亡

見

巖

氏

家

傳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經

十

國
朝
嚴
塏
撰

學
庸
注
疏
卷

亡

見

府

志

國
朝
黄
梁
撰

大
學
心
解
中
庸
融
說
卷

並

未

詳

見

鮑

氏

家

傳

國
朝
鮑
楹
撰

孟
子
注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趙
汝
談
撰

孟
子
解
十
四
卷
見

宋

史

傳

經

義

考

云

佚

宋
趙
善
湘
撰

四
書
解
卷

亡

見

嚴

氏

家

傳

明
嚴
調
御
撰

四
書
證
道
編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國
朝
孫
揚
美
撰

四
書
人
物
贊
一
帙

國
朝
孫
應
龍
撰

四
書
蠡
測
卷

亡

見

巖

氏

家

傳

國
朝
嚴
嘉
栗
撰

重
定
切
韻
卷

亡

見

府

志

宋
吳
銳
撰
官
屯
田
郎
中
見

舊

縣

志

按

舊

縣

志

譌

作

吳

鈍

今

改

正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一

校
勘
玉
篇
無

卷

數

見

府

志

宋
吳
銳
撰

按

玉

篇

三

十

卷

梁

顧

野

王

撰

唐

孫

強

增

加

字

宋

大

中

祥

符

六

年

陳

彭

年

吳

銳

邱

雍

等

重

修

今

府

志

作

吳

鈗

疑

是

銳

字

之

譌

史
部

通
鑑
注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趙
善
談
撰

通
鑑
外
紀
論
斷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下

同

明
周
禮
撰

通
鑑
筆
記

明
周
禮
撰

朱
子
綱
目
折
衷

明
周
禮
撰

續
資
治
通
鑑
綱
目
發
明
二
十
七
卷
見

本

書

進

表

舊

縣

志

作

宋

元

綱

目

發

明

明
周
禮
撰

周

禮

自

撰

進

表

曰

伏

以

四

海

熙

熙

身

際

文

明

之

嘉

運

乾

坤

蕩

蕩

躬

逢

制

作

之

良

時

六

合

同

春

羣

黎

均

戴

蓋

春

秋

寓

予

奪

之

公

乃

經

世

之

典

綱

目

實

傳

心

之

要

誠

諸

史

之

尊

用

續

尹

氏

之

發

明

竊

附

宋

元

之

綱

目

極

知

僭

踰

無

所

逃

誅

昔

我

太

宗

文

皇

帝

稟

出

類

拔

萃

之

資

任

繼

天

出

治

之

責

德

威

誕

布

文

敬

聿

興

於

六

經

旣

嘗

表

章

獨

二

史

猶

未

暇

及

是

蓋

有

待

於

憲

宗

純

皇

帝

者

也

欽

惟

皇

帝

陛

下

聰

明

睿

知

中

正

齋

莊

離

照

旁

通

乾

剛

獨

運

作

之

君

作

之

師

爲

羣

生

之

共

主

繼

其

志

述

其

事

纘

列

聖

之

洪

圖

待

士

允

邁

於

漢

唐

興

學

遠

超

乎

三

代

恭

惟

求

善

以

如

渴

更

羨

立

賢

之

無

方

臣

念

作

養

之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二

及

十

年

荷

洪

恩

之

廣

博

惜

犬

馬

之

庚

三

紀

恥

一

藝

之

無

成

然

挾

策

屢

盼

棘

闈

才

譾

終

遭

廢

棄

追

思

至

德

難

報

涓

埃

雖

甲

科

乏

緣

以

登

進

則

沒

齒

豈

甘

于

無

聞

卽

五

年

披

閱

之

勤

劬

明

二

代

興

亡

之

大

略

自

慚

側

陋

詎

足

敷

揚

臣

待

罪

黌

宮

潛

心

有

日

考

綱

目

四

百

餘

年

之

事

玩

編

年

二

十

七

卷

之

書

探

賾

其

義

詳

訂

其

文

遵

類

例

而

有

予

有

奪

定

字

義

而

或

貶

或

褒

幽

者

顯

微

者

彰

遠

法

文

公

之

筆

削

善

可

法

惡

可

戒

近

循

尹

氏

之

準

繩

詳

略

相

因

巨

細

畢

舉

人

倫

不

至

錯

亂

是

誠

正

名

分

以

植

綱

常

賢

否

不

至

混

淆

實

乃

扶

天

理

而

遏

人

欲

此

當

悉

遵

于

凡

例

何

敢

少

贅

乎

己

私

雖

文

辭

之

欠

謹

嚴

亦

綱

要

之

可

採

取

敬

進

九

重

之

上

仰

祈

乙

夜

之

觀

伏

願

法

其

安

戒

其

危

而

永

保

列

聖

萬

年

之

業

取

所

長

棄

所

短

而

俯

鑒

微

臣

一

得

之

愚

臣

無

任

瞻

天

仰

聖

激

切

屏

營

之

至

謹

以

所

續

資

治

通

鑑

綱

目

發

明

一

書

隨

表

上

進

以

聞

宏

治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日

謝

遷

序

曰

古

者

列

國

各

有

史

官

掌

記

時

事

故

曰

晉

之

乘

楚

之

檮

杌

魯

之

春

秋

皆

史

記

之

名

也

孔

子

因

魯

史

作

春

秋

寓

一

王

之

大

法

存

褒

貶

之

至

公

其

要

在

於

尊

君

父

討

亂

賊

扶

天

理

遏

人

欲

正

名

分

植

綱

常

而

巳

固

非

魯

史

之

舊

文

也

其

後

司

馬

温

公

作

資

治

通

鑑

其

間

書

法

雖

有

予

奪

未

盡

合

春

秋

之

旨

如

帝

曹

魏

而

寇

蜀

漢

之

類

未

可

槪

舉

是

以

朱

子

之

綱

目

不

容

以

不

作

也

綱

目

之

作

雖

本

通

鑑

然

而

詞

嚴

義

正

繼

春

秋

之

絶

筆

示

褒

貶

之

至

公

故

曰

春

秋

成

而

亂

臣

賊

子

懼

又

曰

綱

目

成

而

亂

臣

賊

子

懼

夫

春

秋

書

法

幽

深

元

遠

未

易

窺

測

而

得

程

子

胡

氏

爲

之

作

傳

而

其

義

著

綱

目

書

法

亦

繼

春

秋

而

得

尹

起

莘

王

幼

學

作

發

明

集

覽

而

其

義

顯

由

是

孔

子

朱

子

之

制

作

固

己

有

功

于

世

教

後

乎

孔

子

朱

子

之

制

作

者

詎

無

功

于

世

教

哉

春

秋

絶

筆

於

獲

麟

綱

目

迄

書

于

五

季

其

後

宋

元

二

史

卒

無

定

論

雖

有

長

編

續

編

之

作

褒

貶

未

公

統

緒

未

正

是

以

續

綱

目

不

容

以

不

作

也

洪

惟

我

憲

宗

有

志

於

此

爰

命

儒

臣

續

編

綱

目

自

宋

太

祖

建

隆

庚

申

迄

于

元

順

帝

至

正

丁

未

纂

四

百

餘

年

之

事

成

二

十

七

卷

之

書

褒

貶

予

奪

凜

乎

難

犯

所

以

繼

孔

子

朱

子

之

遺

志

合

春

秋

綱

目

爲

一

書

也

俾

無

胡

氏

尹

氏

之

志

者

出

于

其

間

則

續

綱

目

之

旨

奚

能

暴

白

於

天

下

哉

餘

杭

周

先

生

德

恭

少

以

羲

經

鳴

邑

庠

學

博

才

富

屢

薦

秋

闈

而

未

就

暇

日

取

續

綱

目

而

伏

讀

之

上

玩

春

秋

綱

目

之

書

法

下

究

胡

氏

尹

氏

之

精

義

探

賾

索

隱

顯

微

闡

幽

於

凡

君

臣

賢

否

政

事

得

失

成

敗

治

亂

必

研

精

殫

微

一

思

一

義

務

合

春

秋

綱

目

之

旨

然

後

證

以

六

經

子

史

之

格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三

言

剖

決

而

紬

繹

之

略

有

狐

疑

不

苟

撰

也

積

之

五

載

始

克

成

編

曰

續

綱

目

發

明

觀

其

議

論

宏

博

斷

制

老

成

深

合

胡

氏

尹

氏

之

奧

義

足

以

羽

翼

乎

綱

常

維

持

乎

世

教

傳

之

萬

世

而

無

弊

矣

嗚

呼

先

生

有

如

此

之

才

如

此

之

學

又

有

如

此

之

志

而

養

高

林

泉

弗

果

大

用

于

世

得

非

命

與

雖

然

尺

蠖

之

屈

以

求

伸

也

龍

蛇

之

蟄

以

存

身

也

精

義

入

神

以

致

用

也

今

先

生

之

發

明

進

奏

孝

廟

公

行

鋟

梓

以

廣

其

傳

則

先

生

之

才

之

學

之

志

屈

于

一

時

正

所

以

伸

於

後

世

也

又

豈

僞

隱

邀

名

以

爲

仕

宦

之

捷

徑

哉

予

引

年

乞

休

考

槃

林

下

獲

覩

先

生

之

雄

文

靡

不

擊

節

歎

賞

亹

亹

忘

倦

述

先

生

著

述

之

意

以

冠

諸

篇

端

云

仁
宗
訓
典
詳
釋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趙
與
懽
撰

按

舊

縣

志

作

仁

宗

訓

典

訓

釋

訛

高
宗
寶
訓
要
釋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趙
與
懽
撰

按

舊

縣

志

作

高

宗

寶

訓

要

錄

似

亦

訛

坤
鑑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趙
汝
談
與
弟
汝
讜
同
集
歷
代
皇
后
事
宋

史

傳

節
孝
編
一
卷
見

本

書

明
蔣
士
芳
編
士
芳
嫂
施
氏
守
節
前
冠
以
二
傳
後
附
施
氏
詩

本書管

師

恆

序

略

曰

吾

鄉

蔣

母

施

孺

人

系

出

虎

林

華

閱

于

歸

金

印

名

家

父

爲

上

郡

賢

儒

夫

係

邑

庠

英

彥

豈

期

委

身

四

載

遂

失

所

天

弱

質

廿

齡

僅

遺

孤

子

聞

隣

嫗

不

祥

之

語

四

字

留

銘

矢

中

□

不

改

之

操

七

旬

無

異

撫

藐

嬰

于

兩

世

化

侍

婢

以

一

貞

乃

其

偶

然

成

詠

以

寫

心

時

出

清

歌

以

達

戸

昭

一

生

之

苦

節

樹

百

世

之

芳

型

詩

雖

不

多

可

以

勵

俗

節

誠

難

朽

烏

得

弗

傳

施

之

陛

字

孝

升

節

母

姪

世

居

杭

城

回

回

新

橋

題

節

孝

卷

後

曰

姑

母

節

孝

大

義

前

人

言

之

詳

矣

刺

額

剜

肱

節

孝

兼

美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四

人

所

共

聞

而

週

歲

藐

孤

冀

其

成

立

始

爲

之

婚

再

爲

之

娶

諸

孫

親

自

教

誨

無

如

子

殀

孫

亡

餘

二

孫

尚

幼

躬

爲

撫

養

茹

荼

飲

檗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也

所

尤

異

者

斷

清

本

侍

婢

也

感

姑

母

德

教

不

願

適

人

誓

奉

主

母

以

終

夫

非

節

孝

之

入

人

者

深

耶

大
節
志
卷

亡

見

嚴

氏

家

傳

明
嚴
大
紀
撰

女
訓
遺
誨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國
朝
郎
慧
學
妻
邵
氏
撰

寵
榮
錄
一
卷
見

續

縣

志

藝

文

明
鄒
榦
編
紀
其
父
濟
仕
仁
宗
朝
恩
禮
之
隆
見

本

書

題

跋

倪

謙

題

寵

榮

錄

曰

永

樂

北

巡

仁

宗

監

國

時

則

右

春

坊

庶

子

進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鄒

濟

職

輔

導

侍

左

右

敦

厚

純

誠

端

慎

和

易

文

詞

雅

贍

才

德

老

成

啓

沃

匡

贊

多

所

裨

益

上

邃

於

聖

學

好

文

重

士

於

公

心

志

契

愜

眷

顧

特

厚

恆

有

詩

及

手

札

以

賜

公

歿

上

登

極

追

念

舊

德

賜

誥

祭

贈

太

子

少

保

謚

文

敏

其

子

禮

部

尚

書

榦

繕

寫

爲

副

彙

成

一

帙

名

曰

寵

榮

錄

鋟

梓

以

傳

出

示

臣

謙

且

吿

之

故

曰

先

人

所

得

宸

竟

凡

八

紙

第

一

紙

爲

丁

酉

冬

至

朝

賀

畢

上

遣

中

使

陳

昂

賜

肴

羞

十

桌

于

家

并

賜

此

詩

第

二

紙

己

亥

春

隨

侍

皇

太

孫

五

皇

孫

朝

京

陛

見

文

廟

喜

曰

這

老

秀

才

還

在

遣

中

允

黄

琮

賜

醃

鹿

五

隻

內

醖

五

十

缾

至

滁

迎

勞

并

賜

此

詩

第

三

紙

有

進

讒

誣

搆

者

文

廟

曰

這

老

秀

才

是

朕

所

除

直

置

不

聽

上

聞

之

喜

賜

此

詩

慰

安

第

四

紙

上

因

皇

孫

進

學

孝

愛

賜

此

詩

褒

勞

其

後

四

紙

一

則

索

書

一

則

答

問

安

二

則

病

中

寬

慰

者

也

臣

謙

聞

之

沐

手

捧

誦

伏

睹

聖

製

有

賢

良

作

輔

翊

及

鼎

鼐

得

其

人

之

句

慰

札

則

云

卿

之

苗

裔

余

爲

提

攜

必

不

使

墜

入

蓬

蒿

之

流

諭

祭

則

云

勅

有

司

建

享

堂

置

墳

戸

歲

時

致

祭

嘉

愛

之

情

顧

後

之

恩

卹

終

之

義

藹

然

溢

於

言

表

三

復

仰

歎

聖

德

如

天

所

以

待

公

者

若

是

其

重

公

之

事

上

以

道

所

以

得

君

者

若

是

其

深

皆

可

見

焉

觀

之

當

時

寵

遇

之

隆

君

臣

道

合

哀

榮

終

始

者

蓋

惟

公

一

人

而

已

猗

歟

休

哉

天

葩

麗

藻

粲

然

具

存

公

之

子

孫

固

宜

寶

之

於

億

萬

年

矣

然

天

下

後

世

得

是

錄

觀

之

則

知

仁

廟

資

賢

樂

善

之

誠

形

諸

賦

詠

其

與

帝

舜

明

良

之

歌

成

王

敬

之

之

頌

夫

何

異

歟

榦

起

家

進

士

兹

果

不

墜

蓬

蒿

致

位

宗

伯

清

慎

端

介

紹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五

休

前

聞

爲

時

名

臣

克

副

上

之

所

期

於

昭

在

天

之

靈

其

必

有

知

而

忻

慰

矣

自

今

子

孫

尚

繼

承

家

學

出

爲

世

用

以

無

墜

先

業

無

忘

聖

德

哉

謹

拜

手

稽

首

而

識

其

後

按

又

有

李

賢

彭

時

題

茲

不

具

載

體
元
真
人
顯
異
錄
一
卷
見

道

藏

目

惟

字

號

撰
人
姓
名
未
詳

唐
葉
真
人
傳
一
卷
見

道

藏

目

孝

字

號

撰
人
姓
名
未
詳
真
人
姓
葉
名
法
善
字
道
元
一
字
太
素
本
南

陽
人
也
大
唐
開
元
年
登
仙
闡
教
度
人
事
實
紀
述
傳
內

輿
地
圖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明
姚
星
吳
撰
字
大
默
官
水
部

九
邊
形
勝
考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明
姚
星
吳
撰

天
源
錄
五
卷
見

宋

史

傳

宋
盛
度
撰

河
西
隴
右
圖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盛
度
撰

西
域
圖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盛
度
撰

蒲
臺
縣
志
卷

未

詳

國
朝
嚴
曾
業
脩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六

魯
山
縣
志
二
十
六
卷
見

本

書

國
朝
董
作
棟
撰
字
工
求
號
書
巢
乾
隆
戊
戌
科
進
士
知
魯
山
縣

自

序

曰

魯

邑

志

乘

自

乾

隆

八

年

重

修

今

五

十

餘

載

矣

疆

域

不

殊

人

文

輩

起

予

於

乾

隆

壬

子

歲

承

乏

是

邦

披

閱

舊

志

進

邑

之

賢

士

大

夫

諮

諏

掌

故

思

加

訂

正

自

維

譾

陋

日

從

事

鞅

掌

期

㑹

間

數

載

以

來

未

遑

遽

及

偃

師

武

子

虚

谷

好

古

多

聞

人

也

自

山

左

解

綬

歸

著

述

自

娛

去

年

冬

予

介

邑

茂

才

李

居

來

走

幣

達

書

以

志

事

相

屬

虚

谷

惠

然

肯

來

邑

之

士

大

夫

鼓

舞

興

起

遴

其

尤

才

者

能

者

分

司

采

訪

挍

讎

予

與

虚

谷

悉

心

參

酌

凡

諸

體

例

一

仿

史

裁

歸

於

正

前

書

之

舛

漏

揚

近

事

之

芳

懿

矢

誠

矢

公

閱

一

寒

暑

而

卒

業

爲

目

二

十

爲

卷

二

十

有

六

予

惟

邑

之

有

志

昉

周

官

大

司

徒

之

屬

土

訓

道

地

圖

以

詔

地

事

誦

訓

道

方

志

以

詔

觀

事

蓋

將

攬

山

川

之

夷

險

察

風

俗

之

淳

澆

與

夫

物

產

所

宜

嗜

欲

所

尚

以

上

合

於

大

史

輶

軒

之

采

畢

所

登

土

地

人

民

政

事

於

是

乎

在

其

或

搜

前

賢

之

遺

碣

求

斷

之

逸

聞

要

以

視

景

行

考

因

革

蘄

於

裨

益

政

治

而

不

徒

侈

文

章

潤

色

之

工

由

來

久

矣

國

朝

重

熙

累

洽

百

數

十

年

士

生

其

間

沐

浴

詠

歌

思

掇

春

華

以

自

表

見

然

叩

以

一

方

之

形

勢

向

背

有

茫

然

不

識

爲

何

事

者

虚

谷

之

宰

山

左

也

有

治

聲

雖

去

官

益

留

心

當

世

事

今

年

春

夏

之

交

楚

警

及

宛

距

魯

纔

三

百

里

弭

患

未

形

惟

宰

之

責

虚

谷

念

切

維

桑

講

求

指

畫

動

中

機

要

魯

之

人

隱

被

其

藾

予

益

欽

虚

谷

非

僅

以

好

古

多

聞

稱

而

是

書

之

成

惎

予

不

逮

實

魯

士

夫

所

共

見

後

乎

此

者

尚

鑒

茲

事

之

不

苟

而

於

吏

治

民

生

益

加

諸

意

以

補

予

之

闕

而

大

有

庇

於

是

邑

焉

於

戲

爲

臣

不

易

予

敢

易

言

乎

哉

時

嘉

慶

元

年

歲

次

丙

辰

十

月

望

縣
志
舉
正
一
卷
備
補
一
卷
通
載
一
卷

國
朝
嚴
啓
煓
撰

大
滌
洞
天
真
境
錄
卷

亡

見

尤

袤

遂

初

堂

書

目

宋
洞
霄
道
士
唐
子
霞
撰
龔
大
明
刻

子
霞
性
嗜
讀
書
尤
長
著
述
謂
大
滌
洞
天
歷
千
五
六
百
年
其

間
幽
人
勝
士
高
行
危
言
不
得
有
傳
于
世
私
切
痛
之
乃
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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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七

名
大
滌
洞
天
真
境
錄
洞

霄

圖

志

自

序

曰

大

哉

五

嶽

爲

天

下

之

鎮

自

餘

山

川

籍

其

名

者

洞

天

福

地

爾

蓋

真

仙

所

宅

靈

氣

自

生

昭

然

若

雲

從

龍

風

從

虎

使

其

居

者

神

清

性

悟

而

虚

無

有

歸

寶

元

風

之

可

鄉

也

杭

州

餘

杭

西

一

十

八

里

有

天

柱

山

宮

曰

洞

霄

者

自

漢

武

帝

志

崇

道

學

立

爲

真

靖

之

場

修

生

高

士

靡

不

栖

遲

于

此

宮

有

五

洞

交

扃

九

峯

迴

挹

千

崖

萬

谷

秀

聚

其

中

泉

飛

彤

廈

之

簷

雲

鎖

碧

壇

之

角

祥

光

雲

涌

嘉

木

返

于

春

枝

撫

掌

泉

靈

神

丹

藏

於

翠

箬

誠

姑

射

之

令

壤

歟

由

是

聲

流

方

外

恨

不

能

泠

然

御

風

引

千

里

於

頃

刻

爾

蓋

雖

朝

士

大

夫

馭

駿

之

游

亦

未

得

探

其

異

迹

於

戲

勝

槪

千

百

年

來

終

乏

采

錄

無

以

發

其

藴

奧

又

安

得

目

擊

而

足

履

之

哉

僕

非

其

人

濫

居

林

下

或

聞

一

水

一

石

欣

然

規

往

銘

在

心

目

今

旣

得

矣

匪

敢

自

私

遂

覈

成

卷

帙

雖

不

足

進

之

作

者

庶

爲

尋

幽

之

一

鑑

爾

時

政

和

壬

辰

十

一

月

望

日

序

洞
霄
圖
志
六
卷
見

本

書

宋
鄧
牧
撰
元
孟
宗
寶
集
牧
字
牧
心
本
山
隱
士
宗
寶
字
集
虚

本
山
道
士
見

本

書

元

教

嗣

師

全

節

序

曰

大

德

九

年

夏

予

奉

旨

搜

賢

知

葉

元

文

鄧

牧

心

隱

餘

杭

天

柱

山

卽

而

徵

之

固

辭

不

起

因

得

極

山

中

奇

偉

絶

特

之

觀

後

六

年

代

祀

南

來

道

士

孟

集

虚

出

所

編

洞

霄

圖

記

山

川

之

奇

秀

巖

洞

之

深

杳

宮

宇

之

沿

革

人

物

之

挺

特

昔

耳

目

之

未

及

者

今

一

覽

無

遺

是

編

行

乎

世

集

虚

於

兹

山

之

功

亦

懋

矣

況

其

賢

而

文

沖

澹

不

衒

其

師

介

石

沈

公

端

雅

有

容

㬪

膺

綸

命

典

領

本

山

人

稱

其

懷

山

之

洞

天

福

地

歷

漢

晉

唐

宋

聞

人

世

出

今

介

石

師

友

如

淵

珠

山

玉

輝

潤

泉

石

信

乎

山

川

之

勝

亦

繫

乎

其

人

凡

居

者

游

者

苟

不

潔

涓

身

心

恪

遵

太

上

清

靜

之

教

嚴

釐

祝

宏

至

道

以

重

茲

山

是

増

林

慚

㵎

愧

負

介

石

師

友

之

心

事

予

併

發

之

於

是

乎

書

至

大

三

年

六

月

旦

日

葉

林

跋

曰

天

地

氣

鍾

江

山

靈

炳

述

紀

所

由

者

爛

然

星

陳

迷

軒

轅

駕

期

汗

漫

游

何

人

躬

接

茲

賞

大

滌

洞

天

自

漢

來

世

名

金

道

顯

元

元

棲

真

牝

谷

之

士

執

青

節

駐

鶴

裝

德

不

冺

絶

歷

歲

旣

久

不

能

縷

緝

住

山

介

石

終

日

乾

乾

定

爲

洞

霄

志

委

心

雲

孫

孟

集

虚

攀

迷

途

顧

中

峯

漸

磨

成

集

宿

心

遂

矣

便

便

夸

毘

之

子

悠

悠

白

頭

名

利

盛

衰

之

感

咄

咄

誰

曷

由

纂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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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八

流

光

於

斯

爲

盛

肯

堂

肯

播

弗

棄

基

矣

後

之

人

不

越

卬

敉

不

亦

宜

乎

大

德

乙

巳

冬

至

前

三

日

大

滌

隱

人

錢

唐

本

山

葉

林

儒

藻

父

謹

跋按

尚

有

道

士

沈

多

福

序

及

李

洧

孫

跋

具

見

洞

霄

圖

志

兹

不

復

載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洞

霄

圖

志

六

卷

浙

江

孫

仰

曽

藏

本

宋

鄧

牧

撰

牧

字

牧

心

錢

唐

人

宋

亡

後

隱

居

屏

迹

惟

與

謝

翱

友

善

翱

臨

終

時

牧

適

出

游

翱

絶

筆

詩

所

謂

九

鎖

山

人

歸

不

歸

者

卽

爲

牧

作

其

志

趣

可

以

想

見

矣

洞

霄

宮

在

餘

杭

縣

大

滌

洞

天

巖

壑

深

秀

爲

七

十

二

福

地

之

一

宋

世

常

以

舊

宰

執

之

奉

祠

者

領

提

舉

事

政

和

中

唐

子

霞

作

真

境

錄

紀

其

勝

後

不

傳

端

平

間

有

續

錄

今

亦

無

考

牧

於

大

德

己

亥

入

洞

霄

止

超

然

館

住

持

沈

多

福

營

白

鹿

山

房

居

之

遂

屬

牧

偕

本

山

道

士

孟

宗

寶

搜

討

舊

籍

作

爲

此

志

凡

六

門

曰

宮

觀

曰

山

水

曰

洞

府

曰

古

蹟

附

以

異

事

曰

人

物

分

列

仙

高

道

二

子

目

四

碑

記

門

各

一

卷

前

有

元

教

嗣

師

吳

全

節

及

多

福

二

序

後

有

錢

唐

葉

林

台

州

李

洧

孫

二

跋

牧

文

章

本

高

曠

絶

俗

故

所

錄

皆

詳

略

有

法

惟

不

載

宋

提

舉

官

姓

名

近

時

朱

彝

尊

始

作

記

以

補

之

然

宋

代

奉

祠

率

皆

遙

領

與

茲

山

古

蹟

不

甚

相

關

正

如

魏

晉

以

下

之

公

侯

名

繫

郡

縣

而

事

殊

茅

土

志

乘

之

中

載

之

不

爲

贅

削

之

亦

不

爲

闕

也

牧

成

此

書

在

大

德

乙

巳

至

明

年

丙

午

春

而

牧

卒

此

書

第

五

卷

後

附

住

持

知

宮

等

題

名

有

及

丙

午

六

月

後

事

者

疑

爲

道

流

所

増

入

又

人

物

門

有

牧

及

葉

林

二

傳

前

題

續

編

二

字

亦

不

知

續

之

者

爲

誰

舊

本

所

有

姑

併

存

之

又

書

稱

圖

志

而

此

本

乃

有

志

無

圖

當

爲

傳

寫

所

脫

佚

無

可

校

補

亦

姑

仍

其

闕

焉

大
滌
洞
天
記
三
卷
見

道

藏

目

當

字

號

本
山
鄧
牧
心
編
敘
山
水
敘
洞
府
敘
古
跡
敘
碑
記
皆
言
洞
天

福
地
河
岳
川
源
神
仙
真
人
事
跡

張

宇

初

大

滌

洞

天

記

序

曰

浙

之

爲

郡

山

川

雄

秀

甲

於

東

南

故

爲

吾

道

之

奧

區

而

所

謂

洞

天

福

地

者

在

在

有

焉

予

過

錢

唐

之

上

每

低

徊

延

覽

不

能

捨

去

惜

不

盡

游

其

名

勝

間

讀

予

友

大

章

徐

先

生

所

序

杭

之

洞

霄

宮

歸

一

觀

者

尤

慕

其

山

水

之

麗

宮

宇

之

宏

而

未

之

一

造

焉

今

年

春

其

宮

道

士

某

持

其

宮

志

請

序

于

予

因

獲

探

其

源

委

顛

末

其

大

滌

洞

天

天

柱

峯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十
九

卽

洞

霄

宮

也

始

漢

武

元

封

間

而

晉

唐

以

來

修

真

隱

遁

之

士

多

居

之

逮

宋

南

渡

都

於

杭

則

門

第

之

盛

聲

望

之

隆

與

玉

清

醴

泉

崇

福

昭

應

太

一

寶

籙

諸

宮

觀

等

矣

凡

寵

書

幸

駕

錫

田

錫

額

之

異

尤

冠

一

時

涉

元

之

盛

高

人

奇

士

輩

出

於

教

益

振

雖

宮

宇

之

變

或

罹

兵

燹

之

革

輸

賦

之

繁

復

設

規

以

守

其

成

益

有

復

興

之

漸

矣

而

山

川

之

推

爲

洞

天

福

地

之

殊

者

四

方

至

今

猶

稱

之

故

其

具

諸

載

籍

者

凡

殿

廡

之

盛

人

物

之

異

文

辭

之

偉

靡

不

備

見

之

若

浙

之

名

於

東

南

者

舍

是

尚

何

求

哉

昔

之

志

夫

是

者

可

謂

善

述

其

事

張

大

其

跡

也

今

某

尤

將

廣

于

梓

亦

抑

知

繼

夫

先

志

也

嗟

夫

古

今

之

盛

衰

興

廢

之

無

窮

雖

仙

真

靈

異

幻

化

之

跡

尤

有

湮

沒

而

無

所

考

焉

其

所

可

追

索

者

徒

賴

于

名

辭

巨

筆

乘

之

金

石

煥

乎

百

載

而

不

冺

也

雖

然

浙

之

地

勝

人

傑

而

琳

宮

璿

宇

卓

稱

於

時

者

爲

不

少

矣

而

能

託

於

不

冺

之

言

者

又

幾

何

哉

若

洞

霄

之

稱

於

一

時

而

文

且

著

於

不

朽

矣

使

其

傳

之

悠

遠

與

三

山

之

書

並

行

而

不

已

豈

不

亦

吾

道

之

盛

典

也

因

嘉

其

志

而

序

首

焉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歲

在

戊

寅

正

月

旣

望

正

一

嗣

教

道

合

無

爲

闡

祖

光

範

真

人

領

道

教

事

四

十

三

代

天

師

張

宇

初

序

四

庫

全

書

存

目

提

要

大

滌

洞

天

記

三

卷

浙

江

汪

汝

瑮

家

藏

本

舊

本

題

元

鄧

牧

撰

核

其

書

卽

牧

所

撰

洞

霄

圖

志

內

宮

觀

山

水

洞

府

古

蹟

碑

記

五

門

而

刪

其

人

物

每

門

又

頗

有

刊

削

不

皆

全

文

卷

首

吳

全

節

沈

多

福

二

序

亦

同

惟

増

入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正

一

嗣

教

真

人

張

宇

初

序

稱

今

年

春

某

宮

道

士

某

持

宮

志

請

序

將

廣

於

梓

蓋

明

初

道

流

重

刻

時

妄

意

刪

節

之

而

改

其

名

也

宮
觀
碑
志
一
卷
見

道

藏

目

不

字

號

撰
人
姓
名
未
詳

洞
霄
宮
舊
鈔
志
一
冊
見

本

書

不

分

卷

撰
人
姓
名
未
詳

朱

文

藻

曰

此

書

鈔

本

爲

錢

唐

朱

彭

青

湖

家

藏

青

湖

家

被

隣

火

書

籍

散

棄

於

路

此

冊

爲

人

拾

得

仍

以

歸

之

今

悉

採

入

洞

霄

圖

志

續

洞
霄
宮
志
□
卷
見

本

書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二
十

國
朝
具
本
恆
重
修
錢
唐
金
志
章
裁
定
聞
人
儒
采
輯
本
恆
字
常

吉
本
山
道
士
志
章
字

卣
號
江
聲
官
口
北
道
儒
字
學
山
諸

生
見

本

書

朱

椿

序

略

曰

方

士

貝

本

恆

法

號

常

吉

生

淮

左

挂

瓢

笠

於

楚

之

武

當

雲

水

游

行

遷

跡

浙

苕

之

高

池

山

不

爲

熊

經

鳥

伸

服

食

導

引

黄

白

幻

化

之

說

而

服

膺

大

易

中

庸

及

宋

儒

致

虚

守

靜

之

義

所

至

名

流

倒

屣

乾

隆

乙

丑

㑹

有

以

主

餘

杭

洞

霄

宮

請

者

本

恆

曰

吁

此

有

宋

晦

翁

先

生

所

嘗

提

舉

者

也

奮

衣

就

之

至

則

琳

宮

瑤

宇

久

爲

兔

葵

燕

麥

藏

虺

伏

虣

之

墟

大

殿

數

楹

巋

然

靈

光

獨

存

亦

傾

圮

僅

能

枝

梧

本

恆

方

殫

思

恢

整

而

辛

未

之

冬

此

宮

又

爲

祝

融

所

虐

螭

砌

盤

礎

悉

化

昆

明

劫

灰

本

恆

募

葺

之

志

彌

厲

百

舍

重

繭

櫛

盲

風

沐

靈

雨

竭

力

經

營

錢

唐

名

宿

聞

人

學

山

予

舊

游

也

感

其

振

葺

之

志

據

故

實

紀

形

勝

裒

歷

代

碑

銘

題

詠

作

洞

霄

宮

志

若

干

卷

以

爲

勸

捐

嚆

矢

本

恆

之

願

力

亦

堅

矣

憶

自

雍

正

己

酉

予

邀

恩

命

董

築

海

塘

奉

委

採

石

武

康

聞

本

恆

名

而

致

之

高

談

竟

日

及

乾

隆

戊

辰

予

守

浙

之

金

華

屬

友

相

訪

又

一

見

自

後

予

洊

陟

監

司

復

兼

攝

鹽

篆

在

杭

去

本

恆

駐

鶴

地

甚

近

而

本

恆

屏

跡

不

復

謁

聞

近

己

仙

去

而

洞

霄

一

宮

尚

未

竟

其

志

時

予

居

憂

歸

里

其

徒

陳

仁

恩

奉

師

遺

命

以

予

悉

其

始

末

馳

使

求

爲

洞

霄

宮

志

弁

言

爰

不

自

揣

而

爲

之

序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歲

次

己

卯

秋

九

月

雲

間

朱

椿

金

志

章

序

略

曰

浙

江

通

志

載

大

滌

山

圖

考

宋

唐

子

霞

著

又

大

滌

山

記

錄

元

鄧

牧

纂

而

於

洞

霄

宮

志

槪

書

缺

有

間

獨

錢

唐

志

金

石

曁

仙

釋

下

及

鄧

牧

小

傳

有

洞

霄

宮

志

稿

一

語

是

志

之

有

無

幾

不

可

考

而

知

也

明

晚

黄

象

鼎

修

餘

杭

志

附

載

日

强

輯

洞

霄

志

一

冊

顧

訛

沿

失

次

所

在

而

是

且

一

代

姓

氏

寥

寥

則

今

日

之

修

有

難

緩

矣

頃

聞

人

子

學

山

搜

錄

前

聞

備

稽

往

蹟

拾

鄧

牧

之

闕

遺

而

補

黄

氏

之

未

逮

其

有

功

於

兹

山

非

淺

鮮

也

按

又

有

魯

曽

煜

吳

作

哲

周

世

恩

沈

樾

聞

人

儒

序

具

見

洞

霄

續

志

兹

不

復

載

洞
霄
圖
志
續
六
卷
見

本

書

國
朝
朱
文
藻
輯
文
藻
字
映
漘
號
朗
齋
仁
和
諸
生
本
宮
道
士
張



ZhongYi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二
十
一

禮
恭
許
禮
中
及
其
徒
沈
智
輝
同
校
刊

阮

元

序

曰

道

書

記

三

十

六

洞

天

禹

航

之

洞

霄

居

其

一

金

堂

玉

室

九

峯

五

洞

盤

紆

隱

深

含

景

納

秀

洵

羣

真

之

奧

府

也

自

漢

元

封

時

建

宮

壇

迄

南

宋

而

益

盛

凡

大

臣

去

位

者

皆

得

提

舉

是

宮

以

爲

寵

榮

是

又

一

代

掌

故

之

所

係

而

李

忠

定

朱

文

公

至

今

奉

祀

於

其

地

嗣

又

益

以

黄

石

齋

先

生

爲

三

賢

祠

蓋

賢

者

去

留

繫

於

國

事

者

甚

重

而

其

流

風

餘

韻

猶

令

人

景

仰

不

置

斯

則

地

以

人

重

非

第

侈

靈

異

之

迹

山

水

之

觀

而

已

洞

霄

之

有

志

自

元

鄧

氏

牧

心

始

本

朝

竹

垞

朱

氏

嘗

思

稽

古

舊

史

以

補

鄧

志

之

闕

因

具

書

宋

提

舉

宮

觀

諸

大

臣

姓

名

然

卒

未

有

成

書

也

今

朗

齋

朱

君

卽

鄧

孟

二

志

及

聞

人

氏

所

輯

蒐

采

史

傳

補

其

遺

略

辨

其

訛

異

葺

爲

一

編

可

謂

勤

且

博

矣

余

方

奉

命

巡

撫

兩

浙

其

於

古

名

賢

之

遺

蹟

方

樂

爲

蒐

訪

以

爲

邦

人

士

式

況

禹

航

之

境

接

壤

郡

城

而

三

賢

風

節

可

欣

可

慕

又

豈

若

神

仙

者

流

徒

託

爲

荒

唐

幻

異

之

說

也

邪

嘉

慶

六

年

夏

朱

文

藻

序

曰

余

自

庚

子

秋

游

洞

霄

見

聞

人

氏

所

纂

洞

霄

宮

志

體

例

凡

近

每

思

重

爲

考

訂

以

資

觀

覽

後

客

吳

門

與

鮑

綠

飲

從

書

肆

中

購

得

舊

鈔

本

鄧

牧

心

洞

霄

圖

志

及

孟

宗

寶

洞

霄

詩

集

欣

然

攜

歸

付

之

剞

劂

因

鄧

孟

兩

書

迄

于

元

代

由

是

發

心

仿

其

例

自

元

明

以

迄

今

兹

爲

圖

志

詩

集

續

取

聞

人

所

載

及

隨

見

諸

家

遺

籍

有

關

洞

霄

者

輒

手

錄

之

垂

二

十

年

之

久

積

稿

漸

多

欲

詮

次

錄

出

而

未

有

暇

也

頻

年

游

山

左

客

維

揚

去

年

始

克

家

居

適

洞

霄

住

持

許

鍊

師

與

其

法

兄

張

煉

師

先

後

重

葺

殘

宇

方

丈

之

東

刱

建

斗

閣

西

則

新

成

三

賢

祠

増

祀

黄

石

齋

先

生

工

役

初

竣

漸

見

整

頓

不

獨

道

流

頌

其

勤

卽

士

林

亦

共

稱

其

盛

而

余

年

亦

以

就

衰

志

稿

不

宜

付

之

庋

閣

遂

編

錄

爲

一

帙

俾

張

許

兩

煉

師

刻

附

鄧

孟

兩

書

之

後

凡

圖

志

續

五

卷

詩

集

續

六

卷

按

洞

霄

之

有

志

在

北

宋

政

和

間

唐

子

霞

所

作

者

謂

之

真

境

錄

元

大

德

間

鄧

牧

心

所

輯

者

謂

之

洞

霄

圖

志

明

洪

武

間

錄

入

道

藏

者

謂

之

大

滌

洞

天

記

其

書

與

鄧

志

大

同

惟

篇

目

稍

減

今

之

所

續

視

鄧

志

門

類

略

有

増

損

古

之

撰

志

者

圖

經

與

藝

文

皆

析

爲

兩

書

如

朱

長

文

吳

郡

圖

經

續

記

陳

耆

卿

赤

城

志

皆

然

林

表

民

赤

城

集

則

但

續

詩

文

不

續

圖

志

余

于

洞

霄

合

而

續

之

似

不

爲

略

矣

洞

霄

宮

名

舊

稱

天

柱

宋

大

中

祥

符

間

改

賜

今

額

而

洞

霄

二

字

之

緣

起

唐

元

封

元

年

河

南

道

亳

州

真

源

縣

新

建

李

母

祠

冊

李

母

爲

先

天

太

后

因

改

祠

爲

洞

霄

宮

宋

之

題

額

蓋

仿

於

此

諸

家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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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二
十
二

載

皆

未

及

因

附

識

之

余

與

張

煉

師

交

最

久

許

煉

師

則

因

張

而

及

也

張

名

禮

恭

字

德

盛

許

名

禮

中

字

大

省

整

飭

宮

事

許

煉

師

之

力

而

善

緣

輻

輳

張

師

功

有

足

多

云

書

成

乃

序

于

端

嘉

慶

三

年

歲

次

戊

午

二

月

朔

日

真
境
巵
言
八
篇
見

本

書

國
朝
陸
順
豪
撰

陸

順

豪

自

序

略

曰

嘉

慶

庚

申

二

月

余

游

大

滌

作

文

八

篇

紀

之

歸

而

裒

錄

之

目

之

曰

真

境

巵

言

蓋

深

惜

唐

子

霞

真

境

錄

之

不

傳

也

白

溪

耕

隱

順

豪

敘

栖
真
洞
神
光
記
卷

亡

見

洞

霄

圖

志

宋
王
思
明
撰
洞
霄
道
士

天
目
志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明
僧
廣
賓
輯
字
心
海
徑
山
僧

徑
山
志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明
僧
廣
賓
輯

憨

山

大

師

夢

遊

集

徑

山

志

序

域

內

名

山

大

川

方

輿

載

籍

志

之

詳

矣

及

佛

法

入

中

國

則

琳

宮

梵

宇

皆

託

迹

於

名

山

勝

地

者

在

在

星

羅

此

蓋

道

脈

潛

流

殊

非

探

奇

仰

異

者

比

古

稱

方

志

爲

野

史

而

佛

刹

之

志

則

僧

史

也

維

雙

徑

乃

東

南

奇

勝

自

國

一

開

山

昔

稱

法

窟

以

其

山

自

崐

崙

而

東

走

雄

峙

五

岳

而

南

幹

自

衡

湘

迤

邐

數

千

里

直

聳

黄

山

白

岳

而

蜚

涌

二

目

融

結

兹

山

以

鍾

靈

秀

故

佛

刹

始

刱

唐

某

年

間

而

歷

宋

元

我

明

上

下

千

載

其

間

相

繼

雄

長

法

門

者

八

十

一

人

非

山

川

藴

結

之

厚

何

能

若

是

之

悠

久

耶

國

初

尚

不

乏

人

頃

百

年

來

法

幢

傾

圮

僧

徒

寂

寥

萬

歷

己

丑

間

達

觀

禪

師

蹶

起

立

宗

門

赤

樴

時

刱

刻

方

冊

大

藏

初

議

五

臺

僧

徒

往

請

者

蠒

足

數

千

里

未

幾

遷

於

山

之

寂

照

殿

宇

亦

因

是

重

新

乃

法

輪

再

轉

之

機

也

居

頃

之

馮

太

史

復

議

啓

古

化

城

爲

藏

板

地

當

道

籓

臬

諸

公

深

心

恢

復

達

師

入

滅

弟

子

澹

居

鎧

公

克

荷

其

業

而

達

師

竟

得

塔

於

鵬

搏

峯

下

與

大

慧

同

條

是

豈

小

緣

哉

然

昔

之

住

兹

山

者

雖

善

舉

揚

宗

乘

但

引

法

海

之

一

滴

耳

今

則

全

攝

如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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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二
十
三

藏

海

而

注

於

兹

爲

法

門

之

全

提

則

因

緣

勝

前

萬

萬

矣

黄

貞

甫

有

言

蕭

何

入

關

子

女

玉

帛

秋

毫

無

犯

惟

收

其

圖

籍

卒

以

王

漢

今

大

藏

乃

法

界

之

圖

籍

也

盡

收

於

此

而

拓

法

王

之

疆

土

者

必

大

賴

於

是

矣

非

此

山

之

鍾

氣

博

厚

又

何

能

負

重

法

哉

於

戲

因

修

者

易

刱

業

者

難

今

中

興

法

門

之

大

業

非

圖

籍

班

班

後

世

將

何

考

焉

是

徑

山

之

志

不

得

不

作

非

徒

紀

勝

而

已

故

重

緝

之

以

便

考

覽

而

特

爲

之

序

徑
山
志
十
四
卷
見

四

庫

全

書

存

目

明
宋
奎
光
撰
奎
光
字
培
巖
萬
歷
壬
子
舉
人
官
餘
杭
縣
教
諭

四

庫

全

書

存

目

提

要

浙

江

巡

撫

採

進

本

是

編

蓋

増

補

宗

淨

舊

志

而

成

分

開

山

諸

祖

及

制

敕

詩

文

名

勝

古

蹟

土

產

諸

門

殊

多

猥

瑣

且

旣

爲

寺

志

不

當

祇

標

山

名

體

例

旣

舛

宜

其

編

次

之

無

法

也

石
雲
誌
略
一
卷

記
澈
澄
僧
築
庵
及
碑
記
詩
文

奉
使
雜
錄
卷

亡

見

宋

史

傳

宋
何

撰
官
學
士

北
行
日
記
卷

亡

見

府

志

國
朝
嚴
沆
撰

奉
使
日
記
卷

亡

見

府

志

國
朝
嚴
曽
榘
撰

岑
陽
偶
錄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國
朝
王
舟
瑤
撰
字
白
虹
官
江
浦
知
縣
見傳

通
典
見

宋

史

傳

宋
盛
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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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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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三
十
四
經
籍
一

史

二
十
四

經
濟
編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國
朝
孫
揚
美
撰

沿
韋
制
置
敕
三
卷
見

宋

史

傳

宋
□
度
撰

庸
調
租
賦
三
卷
見

宋

史

傳

宋
盛
度
撰

蠶
桑
事
宜
二
十
四
條
見

行

略

國
朝
鮑
栻
撰
官
昆
明
縣
丞
時
刊
印
分
播
兩
迤
郡
邑

鹵
簿
儀
制
車
服
圖
志
卷

亡

見

傳

明
鄒
濟
撰

南
湖
考
一
卷

明
梁
谿
陳
幼
學
撰

幼
學
字
志
行
乙
丑
進
士
其
書
雜
引
郡

邑
志
有
圖
有
說
大
指
在
重
懲
豪
猾
侵
佔
以
復
陳
今
之
舊
云

自

序

曰

天

下

事

有

難

者

有

難

之

難

者

夫

光

復

故

物

盛

舉

也

而

覓

陳

跡

于

千

百

載

之

上

則

難

且

也

利

能

昏

智

勢

可

移

山

道

旁

之

舍

三

年

不

成

無

米

之

炊

一

時

難

措

則

難

之

難

然

則

聽

之

已

乎

曰

不

然

石

之

堅

也

溜

穿

之

木

之

實

也

繩

斷

之

存

乎

其

人

焉

耳

天

下

有

有

心

人

能

任

怨

任

勞

一

切

不

能

入

難

之

難

者

易

矣

南

上

南

下

兩

湖

肇

于

漢

之

陳

復

于

唐

之

歸

守

于

宋

之

楊

入

元

而

盡

失

之

我

明

自

傅

院

而

後

寥

寥

無

聞

今

南

湖

非

復

漢

唐

宋

之

南

湖

矣

當

事

者

有

意

清

復

之

庶

幾

哉

比

烈

三

賢

而

前

所

云

難

者

與

難

之

難

者

具

在

也

幼

學

幸

從

杭

嘉

兩

郡

長

之

後

得

一

寓

目

焉

而

不

能

忘

情

不

揣

寡

昧

爲

南

湖

考

以

待

其

所

謂

人

者

萬

歷

三

十

七

年

孟

夏

梁

谿

陳

幼

學

序

水
利
圖
說
卷

亡

見

嚴

氏

家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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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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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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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玉
撰

汀
李
爰
書
卷

亡

見

續

縣

志

傳

國
朝
趙
最
撰
字
我
唯
官
汀
州
司
李
見傳

訓
蒙
史
論
卷

亡

見

舊

縣

志

傳

明
周
禮
撰

廿
一
史
手
鈔
卷

亡

見

嚴

氏

家

傳

國
朝
嚴
武
順
撰

餘
杭
縣
志
卷
三
十
四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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