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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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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惟

公

與

先

太

博

公

如

同

一

轍

今

見

其

文

不

禁

䀌

然

心

傷

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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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

因

爲

之

敘

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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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

概

於

右

庶

使

後

之

君

子

有

以

知

公

之

大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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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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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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厯

代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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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迄

於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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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四

言

叶

以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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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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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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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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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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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敵

國

雖

强

大

據

有

中

士

要

不

得

紊

天

統

也

是

統

一

正

則

人

心

之

天

理

可

得

而

言

矣

此

朱

子

所

以

爲

綱

目

之

書

而

公

之

所

以

敎

其

子

也

嗚

呼

公

之

意

微

矣

公

幼

子

泌

蚤

受

其

書

而

讀

之

今

老

矣

嘗

尊

紀

統

爲

經

而

自

爲

之

傳

其

傳

則

又

綱

挈

目

張

之

至

於

有

關

也

敎

之

大

者

則

必

具

論

其

非

是

以

貽

鑒

於

來

世

大

抵

皆

所

以

明

其

父

之

意

若

史

遷

述

太

史

公

之

言

以

爲

書

而

自

謂

成

一

家

言

者

乎

本
堂
集
九
十
六
卷
浙

江

書

錄

○

成

化

志

○

浙

江

通

志

均

作

九

十

五

卷

○

存

蔣

巖

跋

曰

張

忠

定

公

有

言

吾

榜

中

得

人

最

多

嘗

疑

其

言

之

夸

静

觀

世

運

厯

數

人

物

抗

節

不

屈

忠

血

凝

碧

泣

抱

龍

髥

下

從

彭

咸

累

書

辭

聘

絶

粒

而

逝

凡

此

皆

丙

辰

榜

中

人

也

本

堂

陳

公

挾

其

耿

介

之

氣

發

爲

雄

深

之

文

巋

然

獨

立

皓

首

不

變

則

亦

吾

丙

辰

同

年

進

士

也

忠

定

之

言

豈

不

信

乎

公

自

爲

舉

子

時

文

聲

獵

獵

日

起

諸

公

爭

致

之

授

客

右

研

墨

盾

鼻

出

語

往

往

驚

其

坐

人

時

方

尙

駢

儷

稱

頌

伊

周

擬

方

孔

孟

上

之

人

受

之

亦

不

辭

公

下

筆

一

埽

諛

風

莫

不

根

於

理

而

趨

於

古

抽

黃

對

白

之

習

爲

少

變

時

宰

用

事

以

策

試

士

公

實

參

之

文

於

千

人

唯

唯

中

得

一

諤

士

痛

陳

厭

諱

人

言

消

沮

士

氣

寵

信

吏

胥

壞

朝

廷

紀

綱

十

數

事

公

特

白

其

長

宜

寘

前

列

以

稱

元

祐

求

言

之

詔

聞

者

爲

瑟

縮

而

掩

抑

之

公

作

詩

道

其

屈

每

對

人

言

氣

拂

膺

未

幾

國

事

非

矣

余

老

陽

羨

公

之

子

深

來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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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示

遺

稿

若

干

卷

讀

之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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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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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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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

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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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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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誥

止

用

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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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

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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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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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之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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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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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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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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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鳴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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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俯

仰

古

今

感

觸

風

景

以

抒

其

黍

離

麥

秀

之

悲

公

亦

豈

料

文

之

窮

至

此

哉

若

夫

挽

王

少

保

之

辭

弔

唐

饒

州

之

文

誅

權

奸

於

九

原

表

忠

義

於

千

古

蓋

有

關

於

世

道

之

大

者

非

徒

文

也

余

耄

矣

因

念

千

佛

經

中

多

墮

鬼

錄

余

後

死

尙

獲

覩

公

平

生

之

文

可

挂

名

其

閒

固

幸

也

斯

文

之

脈

不

絶

如

縷

未

知

後

之

視

今

何

如

與

晉

人

同

一

慨

矣

時

至

大

戊

申

仲

夏

旣

望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五

提

要

曰

是

集

凡

詩

三

十

三

卷

詞

五

卷

雜

文

五

十

五

卷

據

其

原

目

尙

有

講

義

二

卷

此

本

有

錄

無

書

蓋

傳

寫

佚

之

矣

宋

代

著

作

獲

存

於

今

者

自

周

必

大

樓

鑰

朱

子

陸

游

楊

萬

里

外

卷

帙

浩

博

無

如

斯

集

惟

其

詩

多

沿

擊

壤

派

义

亦

頗

雜

語

錄

之

體

不

及

周

樓

陸

楊

之

淹

雅

又

奬

借

二

氏

往

往

過

當

尤

不

及

朱

子

之

純

粹

然

宋

自

元

祐

以

後

講

學

家

已

以

說

理

之

文

自

闢

門

徑

南

渡

後

輾

轉

相

沿

遂

别

爲

一

格

不

能

竟

廢

且

眞

德

秀

作

文

章

正

宗

甄

別

最

嚴

胡

寅

作

崇

正

辨

攻

駁

尤

力

而

德

秀

西

山

集

寅

斐

然

集

爲

二

氏

操

觚

者

不

一

而

足

亦

未

可

獨

爲

著

咎

披

沙

金

時

有

可

採

宋

人

舊

帙

固

不

妨

存

備

一

家

也

樊

經

序

曰

家

咸

孝

祥

於

吾

奉

之

前

賢

名

哲

考

其

顚

末

各

爲

列

傳

斯

亦

言

稱

先

志

之

遺

意

歟

吾

獨

異

其

錄

本

堂

先

生

之

文

集

得

之

更

艱

其

意

必

欲

公

之

天

壞

俾

世

之

學

者

轥

先

生

之

庭

而

師

其

爲

人

無

如

有

志

焉

而

未

逮

也

雖

然

先

生

之

精

光

浩

風

必

不

久

埋

沒

於

塵

埃

中

或

存

此

一

編

焉

知

無

好

古

而

有

力

者

不

藉

是

而

付

之

剞

劂

公

之

天

下

後

世

耶

康

熙

己

丑

陳

彝

序

曰

往

在

京

師

見

寶

祐

四

年

題

名

其

第

一

甲

第

一

人

爲

文

山

先

生

第

二

甲

第

一

人

爲

曡

山

先

生

第

廿

七

人

爲

陸

君

實

先

生

書

蓋

以

此

三

人

傳

也

爲

之

掩

卷

太

息

者

久

之

去

年

奉

使

來

明

州

登

范

氏

天

一

閣

閣

中

故

有

此

書

因

得

借

鈔

以

歸

己

而

奉

化

陳

氏

以

其

遠

祖

本

堂

先

生

文

集

來

蓋

拔

萃

科

孫

君

鏘

所

輯

今

年

再

至

書

將

告

成

來

乞

序

校

文

之

暇

麤

閱

一

過

則

先

生

亦

文

山

榜

中

人

而

爲

之

序

者

有

荆

溪

蔣

君

亦

其

同

年

云

昔

唐

之

季

也

士

爭

以

一

第

爲

榮

有

求

知

已

之

說

有

謝

衣

鉢

之

說

而

忘

其

國

祚

之

將

移

宋

至

寶

祐

蓋

亦

猶

唐

之

乾

符

光

啓

爾

而

得

人

如

是

豈

非

眞

儒

輩

出

講

求

名

節

之

效

與

抑

先

生

匪

躬

之

節

銜

石

之

悲

有

不

可

民

□

□

□

□

□

其

文

字

俾

後

世

有

所

考

也

淛

自

遭

冦

亂

聲

名

文

物

掃

地

無

遺

亂

旣

定

諸

大

吏

顧

念

東

南

靈

秀

之

區

爲

開

書

局

於

會

垣

修

復

西

湖

文

瀾

閣

儲

書

比

舊

所

損

不

及

什

一

士

大

夫

喜

日

月

之

重

開

往

往

以

搜

訪

潰

籍

爲

事

日

增

月

益

若

孫

君

者

所

在

多

有

可

謂

難

矣

余

以

老

倦

忝

領

學

事

尤

以

拭

目

其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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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六

爲

幸

故

不

辭

而

序

之

如

此

蔣

氏

名

巖

而

錄

中

名

砳

按

字

書

此

非

巖

字

其

本

貫

實

符

云

癸

巳

孟

夏

之

月

陳

勱

序

曰

本

堂

先

生

以

文

名

宋

季

蓋

東

南

一

大

宗

也

所

著

本

堂

集

國

朝

乾

隆

閒

採

入

四

庫

海

內

之

士

未

能

概

見

而

吾

鄕

舊

無

刋

本

奉

化

孫

君

玉

仙

近

得

樊

氏

傳

抄

本

有

蔣

巖

跋

云

公

子

深

示

遺

稿

若

干

卷

又

題

曾

孫

陳

煦

編

次

知

爲

家

傳

眞

本

無

疑

樊

氏

後

人

與

曹

君

月

評

瑞

爲

婣

戚

書

藏

曹

氏

玉

仙

從

曹

氏

借

之

再

三

讐

校

卷

有

闕

佚

復

借

仁

和

丁

氏

藏

本

抄

補

其

於

是

書

用

功

可

謂

精

且

勤

矣

至

若

剞

劂

之

資

倡

自

陳

君

鶴

亭

育

姜

陳

氏

支

裔

析

居

異

鄕

各

縣

者

咸

踴

躍

從

事

卽

他

姓

殷

富

亦

願

佽

助

相

與

有

成

以

此

見

文

字

之

緣

殆

有

夙

契

而

懿

好

爲

同

然

也

玉

仙

留

心

鄕

邦

文

獻

嘗

刻

剡

源

文

鈔

又

得

任

松

鄕

文

集

殘

板

補

其

闕

而

印

行

之

今

復

上

溯

本

堂

而

有

斯

舉

豈

果

嗜

古

之

有

癖

與

何

抗

希

前

哲

而

嘉

惠

後

學

之

心

惓

惓

未

有

已

耶

抑

余

更

有

說

焉

先

生

素

不

以

講

學

自

居

而

其

贈

吳

安

仲

云

人

之

爲

學

莫

病

於

過

過

則

其

歸

爲

老

莊

亦

莫

病

於

固

固

則

其

歸

爲

告

子

故

君

子

必

擇

乎

中

庸

而

知

性

爲

難

知

言

爲

尤

難

贈

孫

會

叔

云

夫

人

幸

而

儒

儒

其

名

必

儒

其

實

區

區

小

技

風

月

自

命

妄

立

標

榜

良

可

悲

已

參

前

亭

記

云

人

之

所

學

何

事

亦

惟

言

必

有

物

行

必

有

常

而

忠

信

篤

敬

爲

本

虚

則

易

放

閒

則

易

怠

題

洞

眞

觀

石

云

道

天

常

也

常

之

外

安

有

道

外

常

以

求

道

妄

而

已

奚

其

儒

謂

可

以

乘

雲

御

風

騎

鶴

按

鯉

吁

有

是

哉

皆

粹

然

儒

者

之

言

願

與

讀

是

集

者

細

心

紬

繹

之

毋

忽

至
元
奉
化
縣
志
十
卷
浙

江

通

志

單
庚
金
春
秋
三
傳
集
說
分
紀
五
十
卷
剡

源

集

○

康

乾

二

志

作

春

秋

分

紀

集

說

無

卷

數

○

佚

春
秋
傳
說
集
略
十
二
卷
剡

源

集

○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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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七

論
語
說
約
剡

源

集

浙

江

通

志

嵊

縣

志

俱

作

論

語

增

集

說

約

○

佚

晦
溪
處
士
餘
力
藳
剡

源

集

浙

江

通

志

嵊

縣

志

俱

作

晦

溪

餘

力

稿

○

佚

陳
觀
棣
蕚
集
淸

容

集

袁

桷

曰

徜

徉

巖

壑

侍

博

士

窮

幽

抉

奇

連

唱

屬

和

○

佚

竅
蚓
集
淸

容

集

○

佚

嵩
里
集
淸

容

集

○

佚

元蕭
子
西
詩
剡

源

集

○

佚

戴

表

元

題

蕭

子

西

詩

卷

後

略

蕭

子

西

詩

若

干

篇

已

經

其

姊

夫

王

丞

公

達

善

校

定

者

一

一

可

諷

詠

未

經

者

屬

余

評

之

年

俱

老

蒼

如

膏

糜

果

蜜

力

盡

津

竭

而

甘

生

焉

平

生

倡

酬

之

日

惟

避

地

天

台

時

爲

多

其

時

同

遊

佳

朋

友

舒

舜

侯

劉

正

仲

胡

元

魯

必

有

詩

郵

急

於

百

返

危

韻

或

乃

共

和

爭

奇

鬬

博

今

一

輩

衣

冠

悉

皆

凋

謝

而

惟

老

夫

淒

然

孤

留

人

遂

無

從

余

問

詩

者

竊

自

怏

怏

慨

歎

謂

不

復

談

此

事

矣

里

閈

之

間

乃

得

子

西

山

陽

笛

聲

之

感

黃

公

酒

鑪

之

憶

爲

之

悠

然

上

心

抑

余

評

子

西

詩

氣

淸

而

能

不

枯

廣

而

能

不

埋

其

模

擬

造

詣

處

不

愧

古

人

次

猶

當

在

丞

公

伯

仲

之

間

乎

使

舒

劉

諸

公

在

必

以

余

爲

知

言

戴
表
元
剡
源
集
三
十
卷
千

頃

堂

書

目

天

一

閣

寫

本

作

三

十

二

卷

康

熙

志

作

二

十

八

卷

浙

江

通

志

作

剡

源

文

集

郁

松

年

宜

稼

堂

叢

書

○

存

○

袁

桷

刻

遺

文

疏

曰

羊

公

峴

山

之

碑

深

懷

身

後

白

傳

雞

林

之

集

豈

較

目

前

是

以

壁

中

之

藏

咸

嗟

其

斷

缺

航

頭

之

獻

或

議

其

改

更

念

茲

汗

之

勞

多

孰

若

夀

梓

之

功

博

生

乎

今

者

嘗

忽

夫

近

志

於

古

者

或

知

其

非

爰

舉

耆

先

以

告

茂

異

剡

源

子

少

負

奇

志

晚

成

大

名

漱

六

藝

之

菁

華

窮

百

世

之

源

委

如

得

溫

璞

以

成

連

城

之

壁

若

裒

吉

金

以

合

四

縣

之

鏞

世

方

尊

崇

老

益

平

實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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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八

旣

人

慕

其

學

是

宜

家

有

其

書

失

今

不

圖

斯

咎

誰

執

十

年

之

計

在

木

庶

得

廣

傳

同

心

其

利

斷

金

允

宜

共

贊

不

在

是

舉

曷

成

斯

文

穆

參

軍

市

上

之

酬

敢

求

美

價

蔡

中

郎

帳

中

之

陋

徒

蔽

修

名

宋

濂

序

曰

濂

嘗

學

文

於

黃

文

獻

公

公

於

宋

季

詞

章

之

士

樂

道

之

而

弗

已

者

唯

剡

源

戴

先

生

爲

然

濂

因

日

購

先

生

之

文

絶

不

能

以

多

致

會

有

詔

纂

修

元

史

命

濂

總

裁

其

事

事

有

闕

遺

者

遂

以

上

聞

遣

使

訪

於

郡

國

竊

以

爲

先

生

著

作

有

關

於

勝

國

宜

多

乃

屬

使

者

入

鄞

徧

求

之

鄞

先

生

鄕

國

庶

幾

有

得

之

者

曾

未

幾

何

果

以

剡

源

文

集

二

十

八

卷

求

上

濂

始

獲

而

覽

焉

因

而

作

曰

辭

章

至

於

宋

季

其

敝

甚

矣

公

卿

大

夫

視

應

用

爲

急

俳

諧

以

爲

體

偶

儷

以

爲

奇

靦

然

自

負

其

名

高

稍

上

之

則

穿

鑿

經

義

櫽

括

聲

律

孳

孳

爲

華

世

取

寵

之

具

又

稍

上

之

摽

掠

前

修

語

錄

佐

以

方

言

累

十

百

而

弗

休

且

曰

我

將

以

明

道

奚

文

之

爲

又

稍

上

之

騁

宏

博

則

精

麤

雜

揉

而

略

繩

墨

慕

古

奥

則

刪

去

語

助

之

辭

而

不

可

以

句

顧

欲

矯

弊

而

其

弊

尤

滋

私

自

念

詞

章

在

世

如

日

月

之

麗

乎

天

雖

疾

風

暴

雨

動

作

無

時

將

不

能

蔽

蝕

其

精

明

獨

怪

夫

當

時

之

士

奚

爲

乏

一

人

障

其

狂

瀾

耶

復

念

豪

傑

之

士

何

代

云

無

區

區

所

見

孤

陋

故

鮮

能

知

之

非

誠

然

也

及

覽

先

生

之

作

新

而

不

刋

淸

而

不

露

如

青

巒

出

雲

恣

態

橫

逸

而

連

翩

弗

斷

如

通

川

縈

紆

十

步

九

折

而

無

直

瀉

怒

奔

之

失

嗚

呼

此

非

近

於

所

謂

豪

傑

之

士

耶

蓋

先

生

七

嵗

卽

知

攻

文

咸

湻

中

入

太

學

以

三

舍

法

升

內

舍

牛

旣

而

試

禮

部

第

十

人

登

進

士

乙

科

調

敎

授

建

康

府

又

遷

臨

安

敎

授

行

禮

部

掌

故

皆

不

就

會

宋

亡

爲

元

執

政

者

薦

之

起

爲

信

州

敎

授

先

生

年

已

六

十

一

矣

尋

遷

婺

州

以

疾

辭

後

六

年

終

於

家

初

先

生

旣

擢

第

憫

宋

季

詞

章

之

陋

卽

濯

然

自

異

久

之

四

方

人

士

爭

相

師

法

故

至

元

大

德

間

東

南

文

章

大

家

皆

歸

先

生

無

異

詞

先

生

之

沒

僅

六

十

年

已

罕

有

知

其

名

若

字

者

殊

可

哀

也

濂

在

史

局

旣

命

彚

入

儒

學

傳

中

及

司

業

成

均

復

將

錄

其

剡

源

集

者

歸

以

示

諸

人

而

先

生

之

鄕

有

夏

君

閱

者

來

爲

國

子

學

正

方

與

先

生

之

孫

資

先

謀

刻

於

梓

夏

君

遂

以

題

詞

爲

請

且

謂

知

先

生

之

深

者

唯

黄

文

獻

公

公

旣

不

可

作

子

幸

無

讓

於

是

忘

其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九

僭

踰

而

爲

序

之

如

此

嗚

呼

豐

城

之

劍

荆

山

之

玉

縱

埋

沒

泉

壤

爲

已

久

神

光

上

貫

於

霄

漢

者

終

弗

能

掩

也

其

先

生

之

文

之

謂

乎

洪

武

四

年

周

儀

序

日

余

自

束

髮

時

耳

先

進

言

卽

知

邑

有

鄕

先

生

曰

戴

剡

源

先

生

者

云

元

史

傳

先

生

學

博

而

肆

爲

文

淸

深

雅

潔

化

陳

腐

爲

神

奇

及

閱

邑

志

得

中

所

載

先

生

文

一

二

讀

之

誠

然

矣

誠

然

矣

雖

然

先

生

之

文

不

特

志

所

載

已

也

意

先

生

里

中

人

染

化

爲

近

必

有

悉

得

先

生

之

文

者

於

是

詢

之

先

生

里

中

人

里

中

人

弗

知

先

生

文

矣

卽

知

亦

罕

有

藏

者

乃

更

詢

之

文

學

士

文

學

士

有

錄

先

生

文

者

矣

錄

非

先

生

全

也

嗟

夫

先

生

之

文

矯

訛

翻

淺

宗

旨

道

原

明

體

發

微

矩

式

才

彥

若

大

車

行

途

而

險

者

易

者

弗

能

舍

也

若

利

器

宜

用

而

大

者

小

者

弗

能

外

也

若

布

帛

菽

粟

資

民

生

活

而

千

百

世

弗

能

越

也

乃

今

遡

先

生

之

没

僅

二

百

餘

載

耳

而

先

生

之

全

文

卒

不

可

得

而

見

豈

先

生

在

當

時

祕

重

著

作

不

妄

與

人

以

故

修

文

之

士

罕

有

常

誦

終

鮮

流

布

也

與

哉

噫

非

然

也

文

之

上

下

隨

乎

時

時

之

取

舍

布

平

人

人

之

輕

重

由

乎

世

世

之

崇

尙

係

乎

好

尙

不

以

好

而

世

之

重

者

輕

矣

世

罔

攸

重

而

人

之

取

者

舍

矣

人

不

知

取

而

時

之

上

者

下

矣

先

生

起

家

宋

咸

湻

進

士

未

幾

而

元

胡

當

王

明

賢

淪

喪

則

時

非

熙

隆

之

世

而

人

非

禮

重

文

學

之

人

知

先

生

者

惟

趙

孟

頫

氏

以

江

南

夫

子

歸

先

生

耳

他

何

能

尙

可

俾

世

流

布

也

耶

此

先

生

甘

心

窮

約

屢

遷

居

止

爲

避

地

計

而

終

不

肯

以

文

字

獵

名

人

間

其

先

生

不

得

已

之

意

乎

至

我

明

德

隆

盛

彰

文

起

學

始

求

先

生

之

文

采

入

史

館

而

太

史

宋

景

濂

氏

復

序

首

以

表

先

生

於

是

學

士

大

夫

旣

知

有

先

生

而

又

知

有

先

生

之

文

矣

然

布

之

未

廣

而

家

謄

人

錄

之

卷

或

散

於

衰

微

或

壞

於

水

火

往

往

好

尙

文

學

者

知

重

先

生

而

不

克

得

先

生

之

全

文

以

資

多

識

也

嗟

吁

惜

哉

嘉

靖

丙

辰

余

過

進

士

家

偶

得

先

生

全

集

之

目

閱

之

輒

□

然

喜

曰

此

足

以

綜

先

生

之

文

矣

乃

持

是

博

訪

苟

有

所

得

無

論

單

篇

斷

續

卽

手

抄

之

積

至

十

五

六

年

而

先

生

之

文

始

全

矣

獨

詩

集

一

部

僅

備

諸

體

而

散

落

尙

繁

然

後

之

人

有

能

舉

一

而

知

三

者

出

矣

則

先

生

之

詩

敎

可

無

限

也

隆

慶

壬

申

余

承

乏

西

蜀

遂

攜

之

官

退

食

之

暇

復

躬

校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十

閱

區

分

類

聚

勒

成

三

十

卷

命

吏

繕

寫

獲

成

全

集

庶

幾

後

之

學

者

知

四

明

文

獻

有

如

先

生

而

軌

範

文

章

不

獨

韓

蘇

諸

大

家

爾

矣

因

爲

之

序

以

識

始

未

云

萬

厯

元

祀

嵗

在

癸

酉

戴

洵

序

曰

余

自

垂

髫

時

游

澤

宮

見

祠

所

謂

剡

源

先

生

者

歸

言

之

家

大

人

始

知

其

爲

先

世

也

稍

長

見

其

遺

文

一

二

因

訪

求

其

全

藳

始

知

有

剡

源

集

宋

景

濂

學

士

爲

司

業

時

嘗

敘

而

刻

之

太

學

而

竟

無

從

得

之

旣

而

友

人

周

羽

可

好

其

文

極

力

訪

輯

頗

得

其

全

而

多

所

訛

脫

余

嘗

從

借

得

手

抄

之

日

夕

覽

味

始

知

前

輩

爲

文

其

命

意

搆

辭

必

有

準

繩

不

苟

馳

騁

以

衒

奇

巧

每

欲

刻

之

以

程

後

進

而

力

未

能

也

邇

以

承

乏

來

典

南

太

學

事

因

求

宋

公

所

刻

遺

板

而

無

有

矣

乃

稍

加

校

訂

命

工

鋟

梓

以

完

太

學

之

舊

嗚

呼

先

生

舉

咸

湻

進

士

未

幾

而

國

祚

遷

改

東

西

奔

竄

甘

於

窮

老

時

江

南

搜

訪

人

才

使

者

如

織

先

生

名

傾

一

時

而

竟

不

之

及

晚

乃

强

就

一

儒

學

官

而

無

何

卽

棄

去

此

可

以

窺

先

生

之

心

矣

晉

陶

元

亮

辭

爲

彭

澤

宰

而

日

娛

於

詩

酒

千

載

而

下

非

有

精

詣

之

士

孰

能

知

其

解

哉

余

嘗

謂

淵

明

非

詩

人

而

先

生

亦

非

文

士

蓋

無

意

於

詩

文

而

詩

文

自

不

得

不

工

者

此

所

以

爲

難

及

也

余

故

因

刻

旣

成

而

敬

識

之

以

告

世

之

學

詩

文

者

萬

厯

辛

巳

周

汝

礪

敘

略

先

生

雅

好

山

水

閒

一

濡

毫

摛

藻

爲

古

文

辭

若

詩

往

往

匠

心

而

成

追

古

作

者

有

聲

藝

林

然

先

生

輒

又

敝

帚

視

之

非

故

以

此

獵

人

世

名

者

至

世

之

升

沈

晦

顯

倏

忽

變

態

之

當

其

前

一

視

如

飛

霞

飄

風

歸

於

鳥

有

也

以

故

趙

孟

頫

黃

文

獻

諸

公

一

稱

先

生

爲

江

南

夫

子

一

樂

道

先

生

不

輟

及

郡

國

志

乘

所

紀

載

先

生

高

標

逸

韻

如

丹

霄

紫

霞

中

人

不

啻

古

所

稱

田

子

方

魯

連

之

匹

爾

先

生

於

仕

進

旣

澹

如

又

不

喜

標

揭

爲

名

高

遂

令

曠

世

後

無

知

先

生

者

迄

於

我

明

宋

潛

溪

氏

爲

一

代

鉅

儒

博

綜

羣

籍

搜

訪

遺

編

得

先

生

之

文

於

殘

篇

斷

帙

之

中

序

次

而

表

章

之

顧

於

今

幾

三

百

年

所

而

先

生

諸

作

炳

然

藏

於

國

史

副

在

名

山

直

與

前

代

作

者

韓

歐

諸

大

家

並

垂

不

朽

其

於

人

世

名

又

烏

乎

逃

焉

提

要

略

表

元

所

著

剡

源

集

明

初

上

於

史

館

宋

濂

曾

序

而

刻

之

凡

二

十

八

卷

其

版

久

佚

此

本

乃

嘉

靖

間

四

明

周

儀

得

其

舊

目

廣

爲

蒐

輯

釐

爲

三

十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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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十
一

表

元

後

裔

洵

復

梓

行

之

王

士

禎

居

易

錄

稱

海

甯

刻

剡

源

集

四

卷

乃

黃

宗

羲

所

選

錄

非

完

書

也

表

元

少

從

王

應

麟

舒

岳

祥

游

學

問

淵

源

具

有

授

受

顧

嗣

立

元

詩

選

小

傳

稱

宋

季

文

章

氣

萎

薾

而

詞

骳

帥

初

慨

然

以

振

起

斯

文

爲

己

任

其

學

博

而

肆

其

文

淸

深

雅

潔

化

朽

腐

爲

神

奇

閒

事

摹

畫

而

圭

角

不

露

尤

自

祕

重

不

妄

許

與

至

元

大

德

閒

東

南

之

士

以

文

章

大

家

名

重

一

時

帥

初

一

人

而

已

又

引

宋

濂

之

言

曰

濂

嘗

學

文

於

黃

文

獻

公

公

於

宋

季

詞

章

之

士

樂

道

之

而

不

已

者

惟

剡

源

戴

先

生

爲

然

云

云

於

元

人

之

中

推

之

獨

至

今

觀

其

詩

文

信

嗣

立

所

論

不

誣

也

郁

松

年

敘

曰

余

旣

得

袁

淸

容

居

土

集

元

槧

本

五

十

卷

刋

之

淸

容

爲

戴

剡

源

先

生

弟

子

剡

源

集

無

論

明

初

所

刻

卽

嘉

靖

間

周

儀

蒐

輯

者

亦

殘

佚

不

易

得

余

家

所

藏

卽

黃

棃

洲

先

生

所

從

選

錄

不

全

本

蓋

是

集

幾

湮

失

久

矣

今

所

刋

三

十

卷

者

寶

山

毛

君

生

翁

得

於

武

進

李

申

耆

太

史

太

史

得

於

同

郡

趙

味

辛

司

馬

司

馬

則

得

於

湖

州

鮑

以

文

孝

廉

司

馬

跋

云

是

書

爲

竹

垞

秋

岳

兩

先

生

藏

本

鮑

君

亦

嘗

校

之

今

觀

書

中

冋

易

刪

加

朱

墨

爛

然

皆

無

主

名

不

能

分

別

某

者

爲

何

氏

其

明

確

者

旣

胥

從

之

而

意

有

未

安

亦

弗

敢

徇

至

原

本

字

畫

音

義

顯

繆

脫

者

輒

以

己

意

參

攷

補

正

疑

者

闕

之

其

朱

墨

校

改

者

旣

不

能

辨

爲

何

氏

則

統

以

或

云

括

之

而

余

所

更

定

者

則

率

隨

文

條

列

又

原

本

詩

文

閒

有

空

字

或

仍

或

否

亦

率

注

明

以

存

原

刻

體

製

凡

三

閱

月

是

書

始

少

完

具

可

繕

寫

付

剞

劂

夫

剡

源

先

生

之

文

章

湻

博

奇

雅

義

法

整

贍

宋

末

元

初

爲

東

南

一

大

家

宋

金

華

諸

賢

多

論

著

之

矣

而

惟

是

實

事

求

是

之

心

不

敢

攘

善

不

敢

臆

決

區

區

矜

愼

所

由

刋

刻

者

略

述

其

大

端

以

告

後

世

且

使

海

內

博

物

君

子

得

匡

其

疏

漏

云

道

光

二

十

年

剡
源
佚
文
二
卷
剡
源
佚
詩
六
卷
孫

氏

鏘

刋

本

○

王

家

振

序

曰

昔

方

遜

志

序

劉

樗

園

文

集

云

樗

園

所

尊

善

者

舒

閬

風

陳

南

山

所

友

而

敬

者

戴

剡

源

袁

伯

長

袁

仕

元

爲

顯

官

名

稱

海

內

戴

公

文

亦

傳

於

時

蓋

遜

志

從

潛

溪

遊

獲

見

剡

源

集

二

十

八

卷

故

云

爾

其

實

皆

家

謄

人

錄

之

本

流

布

未

遠

故

不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十
二

久

而

闇

然

至

周

羽

可

重

輯

本

出

則

不

脛

而

走

矣

而

猶

曰

詩

集

僅

備

諸

體

散

落

尙

繁

此

先

生

之

文

所

以

有

待

於

後

人

之

蒐

採

也

奉

川

孫

內

翰

玉

仙

嗜

古

博

聞

未

登

朝

籍

輒

有

志

於

鄕

先

正

文

字

網

羅

不

遺

餘

力

往

者

剡

源

文

鈔

之

刻

嘗

附

佚

文

十

三

首

今

復

得

他

作

並

其

佚

詩

三

百

餘

篇

另

爲

一

集

將

夀

棃

棗

以

備

郁

氏

所

未

選

勤

矣

哉

其

用

心

也

自

古

學

陵

夷

前

輩

著

撰

日

月

淪

蝕

所

賴

一

二

有

心

人

冥

搜

露

鈔

存

什

一

於

千

百

然

或

有

心

而

力

不

副

或

有

力

而

心

不

在

是

焉

兩

者

兼

矣

又

或

聞

見

譾

薄

探

索

未

廣

欲

以

致

美

備

之

觀

難

哉

唐

人

號

能

文

者

莫

如

韓

退

之

皇

甫

持

正

而

孫

何

稱

退

之

擬

范

蠡

與

大

夫

種

書

白

樂

天

稱

持

正

涉

江

文

皆

本

集

所

不

載

詩

之

佚

者

尤

難

更

僕

數

後

人

或

因

其

目

以

意

妄

爲

之

見

者

未

能

剖

别

一

皆

疑

爲

贋

鼎

遂

并

其

眞

者

亦

割

置

之

是

可

惜

也

先

生

之

詩

超

然

塵

之

表

非

聊

爾

人

所

能

髣

髴

然

不

得

吾

玉

仙

船

脣

馬

尾

勤

求

無

己

亦

曷

能

使

璧

彩

劍

光

披

發

白

日

而

玉

仙

又

非

有

力

者

其

用

心

可

謂

加

人

一

等

矣

夫

閬

風

南

山

自

以

有

宋

遺

民

不

樂

仕

新

朝

先

生

亦

力

辭

薦

剡

高

風

韻

眞

不

相

上

下

故

其

所

作

皆

不

終

汶

汶

方

氏

盛

稱

樗

園

之

文

今

不

可

得

見

卽

閬

風

集

亦

從

永

樂

大

典

錄

出

獨

先

生

文

章

有

潛

溪

以

導

其

源

羽

可

泰

峯

以

助

其

瀾

今

復

得

吾

玉

仙

浥

取

涓

滴

於

斷

流

絶

港

之

閒

蓋

先

生

雖

不

當

僅

以

文

章

名

而

其

文

章

實

據

宋

元

之

交

之

斗

杓

而

天

亦

若

或

相

之

俾

之

假

手

於

玉

仙

玉

仙

遂

得

安

坐

而

收

嘘

枯

澤

骨

之

功

予

故

述

其

緣

起

以

塞

玉

仙

之

請

而

非

敢

序

先

生

文

也

光

緖

二

十

一

年

孫

鏘

跋

曰

右

佚

文

十

四

首

佚

詩

三

百

二

十

五

首

皆

宜

稼

堂

本

剡

源

集

未

及

編

入

者

也

全

集

三

十

卷

四

庫

著

錄

而

吾

鄕

所

流

傳

者

獨

鈔

本

耳

自

郁

氏

開

雕

天

下

承

學

之

士

始

以

得

讀

剡

源

集

爲

快

戊

子

之

秋

余

就

試

杭

垣

從

仁

和

丁

氏

借

得

鈔

本

剡

源

集

四

卷

文

凡

六

十

餘

首

內

有

集

外

佚

文

十

三

首

卽

昔

年

附

刋

剡

源

文

鈔

後

者

也

嗣

又

從

丁

氏

借

鈔

剡

源

佚

文

詩

則

十

三

首

之

外

尙

多

像

贊

一

首

而

詩

三

百

餘

首

裦

然

一

巨

帙

余

屢

欲

刋

之

久

矣

甲

午

之

冬

告

假

在

里

始

得

依

集

類

編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十
三

付

諸

剞

劂

别

有

所

見

併

附

卷

中

蓋

先

生

之

文

當

元

時

己

稱

江

南

一

人

自

明

初

宋

潛

溪

氏

訪

於

郡

國

始

稍

裦

輯

洎

周

氏

儀

釐

爲

三

十

卷

可

謂

備

已

然

楊

文

懿

公

尙

見

集

外

書

札

數

十

通

則

其

所

遺

脫

概

可

知

也

今

戴

氏

子

姓

居

榆

林

者

兵

燹

逃

竄

幾

無

一

人

荒

祠

叢

冡

賴

老

友

陳

春

泉

上

舍

日

贊

嵗

時

修

祭

并

撥

己

田

以

圖

永

久

可

不

謂

有

功

先

哲

者

歟

余

旣

校

刋

此

書

喜

陳

君

之

所

爲

附

詳

末

俾

剡

源

諸

君

子

聞

而

興

起

并

廣

推

其

所

未

備

尤

余

之

所

厚

期

者

夫

僧
珣
詩
剡

源

集

○

佚

陳
成
晦
文
詩
稿
戴

表

元

譔

序

○

佚

陳
樸
味
道
編
浙

江

通

志

編

作

篇

○

佚

雲
軒
集
浙

江

通

志

○

佚

陳
子
翬
思
剡
集
成

化

郡

志

浙

江

通

志

○

佚

徐
本
原
思
剡
集
元

志

補

浙

江

通

志

剡

川

詩

鈔

○

佚

明陳
桱
通
鑑
續
編
二
十
四
卷
百

川

書

志

浙

江

通

志

作

三

十

卷

○

周

伯

琦

序

史

學

尙

矣

紀

事

肇

於

書

編

年

剏

於

春

秋

具

載

類

分

昉

於

遷

記

而

厯

代

則

之

各

有

全

史

書

而

核

春

秋

正

而

嚴

諸

史

博

而

該

宋

司

馬

文

正

公

睹

諸

史

之

汗

漫

而

有

國

家

者

不

能

以

盡

究

而

勸

戒

也

徧

紬

全

帙

研

事

實

愼

樶

機

要

銓

次

年

月

自

周

威

烈

王

二

十

三

年

訖

於

五

代

自

成

一

書

名

之

日

資

治

通

鑑

文

公

子

朱

子

取

其

成

書

芟

緐

釐

枉

一

以

春

秋

爲

法

書

年

以

正

統

書

事

以

提

綱

又

疏

其

詳

而

目

之

猶

夫

三

傳

之

敘

列

也

名

之

曰

通

鑑

綱

目

於

是

天

統

以

明

人

紀

以

修

尊

卑

高

下

之

分

剛

柔

善

惡

之

別

昭

乎

萬

世

矣

然

而

前

乎

威

烈

者

未

有

編

次

後

乎

五

代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十
四

者

未

有

論

述

前

曠

後

缺

疑

信

厖

昧

君

子

病

之

近

世

浙

東

大

儒

金

仁

山

氏

由

威

烈

王

而

上

溯

其

年

代

始

陶

唐

氏

悉

本

諸

書

名

曰

通

鑑

前

編

而

陶

唐

之

前

茫

焉

四

明

陳

君

桱

子

經

甫

世

其

史

學

尊

承

先

志

纂

輯

前

聞

凡

方

冊

所

載

若

盤

古

氏

至

高

辛

氏

考

紀

其

槩

爲

第

一

卷

以

冠

金

氏

之

所

述

又

摭

契

丹

遼

氏

建

國

之

始

並

於

五

代

爲

第

二

卷

宋

有

國

三

百

二

十

年

爲

二

十

二

卷

其

建

號

也

系

于

甲

子

逮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混

一

中

原

始

大

書

其

年

代

爲

正

統

至

國

亡

止

而

遼

金

之

事

附

見

之

一

以

通

鑑

綱

目

爲

法

蓋

地

有

偏

全

而

統

無

偏

全

勢

有

强

弱

而

分

無

强

弱

總

之

爲

卷

二

十

有

四

名

之

曰

通

鑑

續

編

是

編

也

不

惟

纘

其

前

人

之

業

成

一

家

之

言

實

有

以

繼

夫

朱

子

之

志

爲

萬

世

之

計

矣

有

志

於

史

學

者

誠

能

以

朱

子

通

鑑

綱

目

爲

主

取

金

氏

之

前

編

曁

陳

氏

之

續

編

合

而

觀

之

則

自

開

闢

以

來

厯

三

皇

五

帝

夏

商

周

秦

漢

晉

隋

唐

宋

至

于

今

上

下

數

千

年

治

亂

興

廢

之

迹

洞

徹

無

問

如

岷

江

之

流

達

於

東

海

崐

崘

之

氣

貫

於

五

岳

也

扶

陽

抑

陰

之

道

陳

善

閉

邪

之

義

皆

隱

然

見

於

書

法

其

於

名

敎

豈

小

補

哉

曩

予

爲

太

史

時

詔

修

宋

遼

金

三

史

與

待

制

王

理

輩

首

議

統

紀

不

合

私

於

避

忌

者

從

而

和

之

如

出

一

口

予

遂

移

疾

力

辭

不

就

其

書

雖

成

布

在

人

間

而

公

論

有

所

不

可

掩

者

子

經

論

著

殆

與

予

合

豈

可

謂

世

無

其

人

哉

子

經

是

編

旣

成

兵

難

大

作

幾

不

能

生

事

定

而

其

槀

幸

存

若

神

明

祐

之

者

積

嵗

苦

貧

不

能

脫

槀

今

行

中

書

省

賓

佐

海

陵

馬

君

玉

麟

國

瑞

甫

好

古

君

子

也

令

長

洲

時

訪

子

經

得

其

槀

以

祿

米

致

筆

札

飮

食

之

資

聚

諸

生

之

能

書

者

編

錄

之

始

成

全

書

焉

松

江

貳

守

昭

陽

顧

君

逖

思

邈

甫

將

鋟

梓

以

廣

其

傳

請

予

序

之

噫

此

予

同

志

也

又

將

奚

辭

嘗

聞

元

公

周

子

之

言

曰

聖

希

天

賢

希

聖

士

希

賢

夫

孔

子

之

春

秋

希

天

也

朱

子

之

綱

目

希

聖

也

陳

氏

之

續

編

希

賢

也

與

人

爲

善

二

君

有

焉

子

經

之

大

父

諱

著

字

子

微

宋

秘

監

知

台

州

精

於

史

學

晚

嵗

隱

居

撰

厯

代

紀

統

以

淑

子

弟

父

諱

泌

字

汝

泉

嘗

爲

校

官

有

名

又

傳

注

紀

統

千

百

言

至

子

經

蓋

三

世

矣

予

弱

冠

客

杭

與

汝

泉

友

善

今

觀

子

經

所

成

如

此

使

人

歎

羨

不

己

子

經

又

嘗

集

前

代

事

迹

爲

筆

記

百

卷

與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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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互

相

發

明

其

績

學

討

論

非

一

日

夫

子

所

謂

焉

知

來

者

之

不

如

今

也

不

其

諒

哉

是

爲

序

至

正

廿

一

年

嵗

在

辛

丑

孟

夏

陳

基

序

宋

司

馬

文

正

公

編

次

資

治

通

鑑

斷

自

周

威

烈

王

訖

于

五

代

其

旨

微

矣

考

亭

朱

夫

子

因

通

鑑

舊

文

別

以

義

例

爲

綱

目

以

正

百

土

之

大

統

由

是

千

三

百

六

十

二

年

理

亂

廢

興

之

迹

世

儒

所

嘗

論

議

而

不

能

無

異

者

至

是

而

後

有

以

折

其

衷

此

作

者

之

事

學

者

所

宜

世

守

而

勿

失

者

也

近

世

東

陽

金

先

生

病

劉

氏

外

紀

之

不

本

於

經

而

是

非

或

繆

於

聖

人

乃

攟

摭

通

鑑

以

前

由

威

列

王

上

至

于

唐

堯

者

纂

爲

前

編

出

入

經

史

百

氏

而

一

以

尙

書

爲

主

其

事

著

矣

若

夫

盤

古

以

下

逮

于

高

辛

述

作

之

家

類

以

爲

世

遠

而

難

言

然

百

家

所

記

豈

無

近

理

而

可

徵

者

乎

五

代

而

降

宋

三

百

年

度

越

漢

唐

而

其

世

運

有

盛

衰

夷

夏

有

消

長

帝

王

將

相

禮

樂

刑

政

有

得

有

失

此

後

之

君

子

所

宜

執

筆

而

爲

之

論

著

者

也

然

非

貫

穿

古

今

不

足

以

涉

羣

籍

之

涯

非

總

括

機

要

不

足

以

綜

萬

事

之

統

非

深

造

義

理

之

微

不

足

以

識

是

非

之

正

此

吾

友

陳

君

子

經

續

編

之

作

所

以

爲

不

苟

也

蓋

子

經

之

先

大

父

祕

監

公

以

宋

遺

老

隱

居

四

明

山

中

嘗

推

宗

綱

目

著

書

以

紀

厯

代

之

統

其

先

君

子

敎

授

表

章

家

學

訓

釋

惟

謹

子

經

東

髮

受

是

書

卽

知

先

志

所

屬

嘗

申

以

爲

圖

傳

諸

同

志

且

敷

爲

筆

記

一

百

卷

藏

于

家

矣

今

又

上

論

盤

古

逮

于

高

辛

下

據

三

史

會

于

有

宋

或

近

理

而

有

徵

或

損

繁

以

致

約

前

乎

唐

堯

者

旣

有

以

補

其

未

備

後

乎

五

代

者

又

有

以

嗣

其

方

來

比

事

於

通

鑑

較

義

於

綱

目

斟

酌

前

編

而

不

必

苟

同

至

於

尊

正

統

以

定

萬

世

之

大

分

則

考

亭

夫

子

之

特

筆

祕

監

府

君

之

遺

意

子

經

父

子

世

守

而

勿

敢

失

焉

者

也

其

攷

覈

之

精

取

舍

之

審

固

非

區

區

謏

聞

者

所

能

盡

識

然

舉

其

一

而

其

餘

者

可

以

類

見

昔

司

馬

遷

論

太

史

公

所

次

舊

聞

後

世

稱

爲

良

史

子

經

此

編

豈

非

師

古

人

而

明

先

志

乎

傳

之

學

者

當

與

前

編

並

存

然

則

序

而

歸

之

以

俟

知

者

余

固

不

得

以

苟

讓

爲

也

至

正

十

八

年

三

月

甲

子

張

紳

序

甚

矣

史

學

之

難

也

史

之

爲

體

不

有

以

本

乎

經

則

不

足

以

成

一

家

之

言

史

之

爲

言

不

有

以

補

乎

經

則

不

足

以

爲

一

代

之

制

故

太

史

公

之

書

其

體

本

乎

書

司

馬

公

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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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體

本

乎

左

氏

朱

子

之

綱

目

其

體

本

乎

春

秋

杜

佑

之

通

典

其

體

本

乎

周

禮

惟

易

詩

之

體

未

有

得

之

者

而

韓

詩

外

傳

演

詩

邵

子

經

世

書

演

易

亦

可

謂

傑

出

矣

然

史

遷

之

書

其

法

言

名

論

散

在

書

志

與

左

氏

相

頡

頏

而

經

世

之

學

可

以

羽

翼

六

經

者

則

又

非

諸

子

之

敢

比

也

宋

寶

祐

進

士

祕

監

知

台

州

陳

公

子

微

晚

居

四

明

山

中

以

史

學

名

著

厯

代

統

紀

傳

於

家

至

孫

桱

字

子

經

始

推

其

志

上

敘

盤

古

三

皇

五

帝

之

槩

以

冠

夫

司

馬

氏

之

書

之

首

下

述

遼

金

與

宋

之

詳

以

續

司

馬

氏

之

書

之

後

所

以

合

史

漢

通

鑑

外

紀

前

編

諸

書

爲

一

家

使

觀

者

自

開

闢

以

至

宋

末

數

千

載

之

事

一

覽

無

遺

述

史

者

未

有

若

是

之

詳

且

盡

者

其

績

可

謂

勞

矣

至

正

壬

辰

余

居

廣

陵

始

識

子

經

於

逆

旅

主

人

蕭

條

一

室

庋

木

榻

北

牖

下

書

滿

案

字

若

蠅

皆

手

親

書

子

經

佔

畢

其

中

率

然

膏

以

繼

晷

汲

汲

乎

若

有

求

而

弗

得

也

翕

翕

乎

若

有

失

而

弗

知

所

求

也

後

余

避

兵

齊

魯

與

子

經

相

失

十

年

當

辛

丑

之

十

月

復

會

吳

中

而

其

□

適

成

因

得

詳

觀

焉

其

凡

以

爲

宋

自

建

隆

至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無

異

於

五

代

故

但

以

甲

子

書

四

年

以

後

方

繫

之

統

以

比

漢

唐

遼

金

繫

年

宋

統

之

下

以

比

吳

魏

之

於

蜀

數

簡

之

中

大

義

凜

然

其

紀

年

司

馬

氏

之

補

遺

也

而

不

敢

自

謂

之

補

遺

書

法

紫

陽

先

生

之

綱

目

也

而

不

敢

自

擬

於

綱

目

故

題

之

曰

通

鑑

續

編

其

體

蓋

亦

本

於

春

秋

者

因

憶

曩

時

朝

廷

纂

修

三

史

一

時

士

論

雖

知

宋

爲

正

統

物

議

以

宋

勝

國

而

疑

之

史

臣

王

理

因

著

三

史

正

統

論

推

明

修

端

之

言

欲

以

遼

爲

北

史

金

爲

北

史

宋

自

太

祖

至

靖

康

爲

宋

史

建

炎

以

後

爲

南

宋

史

其

言

專

其

論

力

朝

廷

亦

未

之

從

而

卒

爲

三

國

立

史

正

統

卒

不

能

定

至

今

大

夫

士

雖

以

爲

慊

然

終

未

有

能

持

至

當

一

定

之

論

以

驅

天

下

百

世

之

惑

者

愚

嘗

竊

謂

李

唐

篡

而

朱

梁

興

郭

周

篡

而

趙

宋

立

趙

宋

滅

而

本

朝

混

則

本

朝

所

繼

者

趙

宋

之

統

也

本

朝

所

繼

者

趙

宋

之

統

則

遼

金

與

宋

輕

重

可

見

矣

或

日

本

朝

繼

趙

宋

之

統

矣

宋

承

五

代

之

統

乎

曰

宋

篡

周

周

篡

漢

漢

代

晉

晉

篡

後

唐

後

唐

滅

梁

梁

篡

唐

斯

時

遼

金

角

立

北

方

天

下

幅

裂

五

代

不

得

爲

統

也

或

曰

然

則

宋

承

遼

金

之

統

乎

曰

遼

乘

梁

篡

而

起

於

北

方

不

過

保

有

燕

雲

金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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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遼

克

宋

而

建

炎

中

興

人

心

未

厭

遼

金

亦

不

得

爲

統

也

或

曰

然

則

宋

繼

何

統

乎

曰

宋

繼

唐

統

者

也

唐

正

統

也

唐

以

下

遼

金

爲

北

史

五

代

爲

南

史

斯

時

爲

無

統

至

宋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滅

漢

之

後

天

下

混

一

斯

時

爲

有

統

亦

猶

晉

之

後

南

北

爲

無

統

至

隋

唐

而

爲

有

統

耳

故

唐

之

有

遼

猶

晉

之

有

元

魏

也

唐

之

有

五

代

猶

晉

之

有

宋

齊

梁

陳

也

唐

之

統

中

絶

而

至

宋

猶

晉

之

統

中

絶

而

至

隋

唐

也

然

則

宋

之

統

所

謂

跨

五

代

軼

遼

金

而

躋

漢

唐

者

也

子

經

之

書

自

唐

而

後

五

代

遼

金

皆

爲

無

統

至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而

後

有

統

蓋

得

其

說

矣

是

可

以

驅

天

下

百

世

之

惑

矣

但

恨

子

經

不

與

史

事

於

當

時

不

得

持

此

論

於

朝

而

使

三

史

有

憾

於

後

也

雖

然

子

經

之

書

得

與

三

史

並

行

於

世

亦

可

謂

無

愧

於

心

矣

書

廿

四

卷

盤

古

至

高

辛

爲

一

卷

契

丹

建

國

之

始

合

五

代

爲

一

卷

宋

爲

二

十

二

卷

齊

郡

張

紳

爲

之

敘

至

正

廿

二

年

嵗

次

壬

寅

二

月

旣

望

叢

桂

堂

書

陳

桱

自

序

余

讀

厯

代

史

輯

事

之

大

者

爲

筆

記

百

卷

或

見

之

曰

子

之

志

勤

矣

然

周

威

烈

王

而

下

至

于

宋

興

其

取

舍

之

審

有

逾

於

司

馬

公

資

治

通

鑑

者

乎

況

朱

子

綱

目

筆

削

之

愼

耶

溯

而

至

於

唐

堯

則

金

先

生

前

編

方

爲

世

所

重

子

書

無

乃

複

乎

余

曰

吾

備

吾

繙

閱

而

己

豈

覬

與

諸

書

並

傳

哉

雖

然

盤

古

至

高

辛

傳

疑

之

言

近

理

有

徵

者

不

可

不

知

也

契

丹

國

俗

慕

華

其

國

所

志

者

不

可

不

存

也

宋

三

百

年

之

治

亂

興

亡

新

史

緐

而

寡

要

觀

者

思

約

而

未

得

也

吾

不

易

舊

文

直

書

見

義

彷

彿

通

鑑

而

規

模

綱

目

述

近

理

而

刪

緐

辭

使

志

學

之

士

開

卷

而

上

下

數

千

年

之

事

得

以

槩

見

可

乎

曰

此

則

是

也

乃

取

筆

記

盤

古

至

高

辛

爲

通

鑑

世

編

一

卷

唐

天

復

至

周

亡

遼

夏

初

事

爲

通

鑑

外

編

一

卷

宋

有

國

至

歸

於

大

元

爲

通

鑑

新

編

廿

二

卷

總

之

爲

廿

四

卷

合

名

曰

通

鑑

續

編

惟

其

不

敢

取

前

編

綱

目

二

書

以

入

其

中

故

於

世

編

之

末

則

舉

厯

代

有

國

之

先

後

以

見

意

焉

其

謂

之

續

者

取

連

續

之

義

耳

若

曰

續

先

儒

之

筆

竊

襃

貶

之

旨

則

非

知

我

者

矣

至

正

十

年

嵗

在

庚

寅

夏

六

月

甲

子

姜

漸

序

前

無

作

者

非

聖

賢

不

能

造

其

端

後

無

作

者

非

君

子

不

能

述

其

事

則

夫

法

聖

賢

之

業

述

君

子

之

志

固

學

者

事

也

昔

者

聖

人

因

魯

史

以

作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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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十
八

以

爲

百

王

之

大

經

子

朱

子

上

法

乎

春

秋

下

取

乎

左

氏

因

溫

公

之

通

鑑

以

爲

綱

目

可

謂

善

述

聖

人

之

事

矣

然

世

變

無

窮

聖

賢

不

作

綱

目

之

書

止

於

五

代

而

宋

之

統

紀

無

所

徵

焉

是

故

李

燾

之

長

編

可

以

繼

温

公

之

志

而

其

體

非

筆

削

之

文

陳

均

之

舉

要

可

以

述

朱

子

之

事

而

其

文

非

著

作

之

體

有

志

於

斯

文

者

不

能

無

所

感

矣

四

明

陳

君

子

經

因

三

史

之

成

書

取

法

乎

綱

目

起

宋

迄

元

類

爲

續

編

凡

若

干

卷

槩

用

宋

紀

之

凡

參

取

遼

金

之

要

若

乃

太

平

興

國

之

混

一

本

之

紫

陽

語

錄

之

微

言

建

紹

興

之

大

書

法

乎

晉

元

中

興

之

特

筆

上

而

建

隆

之

分

注

有

以

見

統

之

難

得

於

其

始

下

之

祥

興

之

紀

年

有

以

見

統

之

不

忍

絕

於

其

終

書

李

重

進

以

謀

反

而

君

臣

之

分

明

書

劾

里

鉢

之

世

襲

而

夷

夏

之

禍

兆

至

於

尊

先

書

而

書

孔

宜

之

官

重

道

統

而

書

周

程

之

卒

雖

因

文

立

義

繁

不

同

然

紀

事

實

書

大

旨

略

備

後

有

作

者

未

有

能

舍

是

以

爲

書

也

嗚

呼

溫

公

之

爲

通

鑑

各

有

分

局

然

猶

厯

十

九

年

而

後

成

未

子

之

爲

綱

目

因

其

成

書

亦

必

更

屬

眾

手

而

始

就

今

子

經

以

一

人

之

心

力

而

兼

二

公

之

難

爲

其

用

功

亦

勤

矣

溫

公

嘗

言

吾

通

鑑

成

唯

王

勝

之

讀

一

過

餘

人

未

半

卷

卽

已

倦

睡

漸

於

是

編

亦

已

數

過

尙

未

能

窺

子

經

之

閫

奧

然

則

不

知

子

經

之

用

功

者

其

可

易

而

觀

之

者

哉

子

經

以

漸

嘗

獲

窺

其

槩

也

屬

漸

爲

序

因

述

其

得

於

是

編

者

以

復

之

其

未

知

者

則

願

從

子

經

而

卒

業

焉

明

韓

陽

重

刻

序

略

元

至

正

間

時

之

賢

士

君

子

鋟

梓

蘇

學

以

廣

其

傳

往

來

學

士

大

夫

爭

備

是

書

摹

印

者

無

虛

日

迄

今

七

十

年

所

鋟

之

梓

朽

腐

剝

蝕

洪

熙

元

祀

胡

公

元

櫛

夙

有

重

望

首

命

安

撫

江

南

諸

郡

駐

節

姑

蘇

謁

於

學

宮

以

是

編

爲

有

功

於

名

敎

之

書

覩

其

腐

朽

殘

缺

爲

之

慨

然

卽

營

圖

畫

以

爲

所

費

之

資

募

梓

鳩

工

悉

心

重

刻

俾

編

之

朽

而

復

新

昏

而

復

明

又

於

通

鑬

總

類

諸

書

之

損

失

者

亦

皆

補

葺

得

爲

全

書

其

嘉

惠

來

學

之

功

爲

何

如

哉

宣

德

二

年

十

一

月

提

要

曰

桱

以

司

馬

氏

通

鑑

朱

子

綱

目

並

終

於

五

代

其

周

威

烈

王

以

上

雖

有

金

履

祥

前

編

而

亦

斷

自

陶

唐

因

著

此

書

首

述

盤

古

至

高

辛

氏

以

補

金

氏

所

未

備

爲

第

一

卷

次

摭

契

丹

在

唐

及

五

代

時

事

以

志

其

得

國

之

故

爲

第

二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十
九

卷

其

二

十

二

卷

皆

宋

事

始

自

太

祖

終

於

二

王

以

繼

通

鑑

之

後

故

以

續

編

爲

名

然

大

書

分

註

全

仿

綱

目

之

例

當

名

之

曰

續

綱

目

仍

襲

通

鑑

之

名

非

其

實

也

錢

唐

丁

氏

八

千

卷

樓

珍

藏

善

本

史

部

編

年

類

元

至

正

刋

本

陳

桱

通

鑑

續

編

自

識

曰

桱

字

子

經

奉

化

人

入

明

爲

翰

林

院

編

修

遷

待

制

見

明

史

楊

憲

傳

前

有

至

正

十

年

自

序

十

八

年

臨

海

陳

基

二

十

一

年

鄱

陽

周

伯

琦

二

十

二

年

齊

郡

張

紳

及

姜

漸

等

序

其

書

以

盤

古

至

高

辛

爲

通

鑑

世

編

一

卷

唐

天

復

至

周

亡

遼

夏

初

事

爲

通

鑑

外

編

一

卷

宋

有

國

至

亡

爲

通

鑑

新

編

二

十

二

卷

自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以

前

係

甲

子

四

年

滅

北

漢

後

始

全

以

統

繫

之

又

揭

書

例

十

三

條

以

明

之

書

旣

成

行

中

書

省

賓

佐

馬

玉

麟

國

瑞

資

諸

生

編

錄

之

松

江

貳

守

昭

陽

顧

逖

思

邈

甫

鋟

梓

以

傳

黑

口

版

每

葉

十

八

行

行

二

十

一

字

有

樂

安

步

蟾

葉

德

榮

甫

世

藏

飛

鴻

袁

又

愷

鴻

城

蔣

懷

堂

芥

靑

卷

石

山

房

諸

印

仁

和

高

望

曾

爲

蔣

氏

題

跋

通
鑑
前
編
舉
要
新
書
二
卷
九

靈

山

房

集

○

佚

通
鑑
筆
記
二
百
卷
黃

氏

書

目

○

佚

成

化

志

桱

祖

著

嘗

本

綱

目

著

書

以

紀

厯

代

之

統

父

泌

表

章

家

學

訓

釋

惟

諽

桱

自

朿

髮

受

書

卽

知

宏

前

人

業

乃

敷

筆

記

二

百

卷

傳

諸

同

志

宋
史
辨
一
卷
浙

志

澹

生

堂

書

目

○

佚

宋
鑑
綱
目
二
十
四
卷
四

庫

存

目

○

存

桱
等
治
平
類
要
九

靈

山

房

集

○

佚

賦
題
備
忘
十
五
卷
佚

居

易

錄

元

人

陳

桱

手

錄

賦

題

備

忘

十

五

卷

有

嘉

靖

六

年

丁

亥

石

東

居

跋

略

云

子

經

無

子

其

遺

書

皆

歸

外

孫

古

氏

古

氏

自

四

明

徙

居

餘

杭

尺
牘
筌
蹄
三
卷
續

通

考

聚

樂

堂

藝

文

志

四

庫

存

目

○

存

提

要

曰

是

書

選

錄

宋

代

書

其

標

目

有

曰

要

套

曰

書

式

曰

具

位

曰

具

禮

曰

官

稱

又

曰

合

用

故

事

可

於

事

文

類

聚

翰

墨

全

書

書

言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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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二
十

內

隨

意

擇

用

則

村

塾

俗

書

未

必

眞

出

於

桱

也

徐
瑾
南
洲
集
十
五
卷
康

熙

志

○

佚

全
整
三
石
山
房
集
四
卷
宋

元

學

案

○

佚

單
有
志
採
囊
採
芝
編
佚

○

有

志

小

晦

人

單
承
能
梅
花
百
韻
菊
花
百
韻
詩
佚

○

戴

澳

有

題

後

詩

承

能

小

晦

人

萬
泰
懷
剡
詩
一
卷
鄞

志

○

存

周
齊
曾
囊
雲
集
二
卷
補
遺
一
卷
煙

嶼

樓

藏

本

浙

志

聞

志

作

霜

聲

集

○

李

鄴

嗣

序

略

先

生

間

爲

詩

古

文

詞

方

寸

湛

然

未

嘗

有

所

擬

議

故

其

下

筆

能

刋

削

一

切

單

言

片

句

不

蹈

前

人

囊
雲
詩
草
三
卷
浙

志

明

詩

綜

○

存

詩
歸
删
囊

雲

集

自

序

略

詩

至

唐

無

以

加

矣

然

當

時

之

詩

人

未

能

俱

離

聲

臭

以

爲

生

諱

故

其

爲

鍾

譚

所

不

錄

而

在

詩

歸

外

者

多

於

其

在

詩

歸

中

者

然

詩

歸

中

之

詩

人

離

聲

臭

而

猶

有

未

盡

者

存

故

雖

爲

鍾

譚

所

錄

而

在

詩

歸

中

者

今

仍

删

之

而

後

神

靈

變

幻

不

可

思

議

者

浮

動

心

目

閒

如

是

則

雖

一

百

三

十

餘

首

何

曾

有

一

人

雖

六

十

餘

人

何

曾

有

一

人

哉

霜
聲
集
續

耆

舊

傳

○

存

全

祖

望

曰

榆

林

當

明

末

爲

諸

遺

老

避

迹

地

而

四

先

生

最

高

苟

非

其

所

許

可

者

雖

有

重

名

皆

在

割

席

之

列

故

得

與

之

倡

和

者

甚

稀

四

先

生

一

曰

貞

靖

周

先

生

一

日

前

太

常

博

士

王

先

生

一

曰

節

介

陸

先

生

一

曰

前

監

軍

周

先

生

所

倡

和

者

曰

霜

聲

集

嘗

有

雕

本

國
朝

樊
景
瑞
拙
遯
樓
文
集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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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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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二
十
一

唐
文
獻
竹
窗
集
存

唐
文
煥
嵩
溪
詩
集
佚

趙
仁
治
詩
經
擬
題
註
疏
四
卷
仁

治

三

石

人

○

未

刋

稿

存

族

曾

姪

孫

霈

濤

家

自

序

戊

辰

嵗

余

居

養

元

書

屋

註

疏

葩

經

擬

題

客

有

見

而

誚

曰

說

詩

者

若

體

註

若

合

參

以

至

大

全

說

約

諸

書

種

種

輩

出

又

我

朝

欽

崇

經

學

有

御

纂

頒

行

炳

若

日

星

矣

卽

如

坊

刻

經

文

或

選

秀

成

編

或

獨

製

全

稿

幾

乎

充

棟

目

不

給

賞

何

勞

此

區

區

者

哉

陋

矣

余

曰

否

否

余

非

謂

經

旨

未

明

亦

非

謂

題

義

未

出

所

盧

者

質

非

英

敏

不

過

目

而

成

誦

偏

窮

大

而

共

居

務

廣

其

何

裨

乎

爰

擬

國

風

的

次

一

百

二

十

有

一

小

雅

題

一

百

七

十

有

六

大

雅

題

一

百

四

十

有

二

頌

則

一

百

二

十

有

四

凡

五

百

六

十

有

八

鄉

會

科

嵗

大

約

備

矣

凡

舉

一

題

錄

其

全

文

述

其

字

義

標

其

大

旨

原

其

由

來

序

其

說

解

而

典

核

枯

窘

混

沌

難

明

者

亦

略

啓

其

端

發

其

凡

可

引

伸

以

觸

類

旣

顯

而

便

亦

約

而

該

耑

是

經

者

裕

揚

扢

於

平

日

勤

檢

關

於

臨

場

無

歧

途

哭

也

又

何

至

於

閣

筆

然

豈

敢

公

諸

世

哉

聊

爲

己

取

兼

爲

子

弟

輩

之

愚

魯

者

少

助

云

爾

夫

何

誚

客

唯

唯

而

退

及

註

疏

畢

無

言

可

序

卽

書

叶

弁

首

乾

隆

丙

子

姑

洗

月

孫
廷
鎬
周
禮
集
義
佚

易
學
管
窺
佚

金
經
得
一
錄
佚

筆
贅
五
十
七
卷
佚

雜
說
二
十
卷
佚

古
文
詩
賦
雜
著
稿
四
十
三
卷
佚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二
十
二

毛
玉
佩
學
書
略
則
存

張
璇
論
語
典
禮
匯
參
十
卷
佚

醫
學
分
珠
十
二
卷
佚

楊
曾
一
貫
四
卷
佚

宋
聲
霟
玲
巖
詩
草
存

○

鄞

修

撰

章

鋆

序

曰

剡

源

九

曲

四

明

之

勝

地

也

地

靈

則

人

傑

出

故

其

間

往

往

多

高

人

名

士

溪

之

二

曲

曰

蹕

駐

相

傳

吳

越

錢

忠

懿

王

訪

陳

殿

中

監

因

是

得

名

甲

寅

春

予

給

假

歸

往

汏

洲

謁

祖

道

經

其

地

寓

麗

生

宋

先

生

家

曁

同

年

杏

園

先

生

得

晤

其

叔

韻

士

先

生

竟

夕

敘

談

席

間

出

詩

稿

一

集

予

讀

其

詩

氣

格

高

渾

風

神

間

遠

眞

得

詩

家

三

昧

非

洗

伐

功

深

未

易

臻

此

境

界

然

後

知

地

之

靈

者

人

自

傑

洵

足

爲

剡

源

增

光

者

矣

臨

行

聊

誌

數

語

以

示

不

諼

云

時

咸

豐

三

年

冬

唐
國
楨
吟
香
閣
詩
稿
存

趙
霈
濤
陳
本
堂
先
生
年
譜
一
卷
續
附
錄
校
錄
一
卷
印行

剡
源
先
正
祠
全
錄
二
卷
印行

剡
曲
草
堂
稾
二
卷

長
男
文
衡
校
字



ZhongYi

剡
源
鄕
志

卷
十
七
藝
文
上

二
十
三

補藝
文
上

元戴
表
元
榆
林
集
五
十
卷
淸

容

集

○

佚

陳
子
翬
上
虞
縣
志
浙

江

通

志

郭

南

上

虞

志

序

曰

至

正

間

縣

尹

林

希

元

屬

學

博

陳

子

翬

重

修

釋
奇
僧
本
懷
詩
○

佚

○

徐

名

揚

序

見

榆

林

陳

譜

○

奇

僧

詳

仙

釋

傳

時

代

莫

考

國
朝

毛
階
六
復
性
齋
稿
詳

人

物

傳

錄陳
應
熊
博
笑
集
○

佚

○

應

熊

見

選

舉

表

孫
廷
鎬
白
紵
集
無

錫

縣

志

毛
鏜
頤
鼎
樓
稿
鏜

巖

頭

人

諸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