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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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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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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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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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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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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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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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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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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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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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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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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詳

隳

於

火

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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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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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旣

備

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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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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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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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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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焉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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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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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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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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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太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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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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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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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府
治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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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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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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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陳
朝
進
奏
院
故
址
崇
寧
二
年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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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寧
府
合
置
觀
賜
崇
寧
觀
爲
額
政

和
元
年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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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崇
寧
觀
並
攺
爲
天
寧
萬

壽
觀
紹
興
九
年
八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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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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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寧
萬
壽
觀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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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光
孝
爲
額
專
充
追
崇

徽
宗
皇
帝
道
場
其
曾
經
燒
毁
去
處
州
縣
不
得
因

今
來
指
揮
輒
興
工
役
本
觀
願
自
修
蓋
者
聽

崇
禧
觀
在
大
茅
峯
北
華
陽
洞
南
門
之
東
卽
古
太
平
觀

考
證
唐
史
方
技
傳
道
士
王
知
遠
少
聰
敏
博
綜
羣

書
初
入
茅
山
師
事
陶
洪
景
傳
其
道
法
高
祖
之
潛

龍
也
知
遠
嘗
傳
符
命
太
宗
平
王
世
充
與
房
元
齡

微
服
以
謁
知
遠
曰
此
中
有
聖
人
得
非
秦
王
乎
大

宗
以
實
告
知
遠
曰
方
作
太
平
天
子
願
自
愛
也
太

宗
登
極
將
重
加
祿
位
知
遠
固
請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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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觀
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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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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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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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朝
祥
符
元
年
因
祈
禱
致
醮
攺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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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炎
四
年

廢
于
火
紹
興
中
再
剏
○
陶
宏
景
傳
云
大
茅
中
茅

間
有
積
金
嶺
先
生
於
嶺
西
立
華
陽
上
下
館
○
舊

記
云
崇
禧
觀
卽
梁
貞
白
先
生
陶
君
華
陽
之
下
館

○
茅
山
記
云
太
師
益
國
公
以
金
帛
建
造
觀
宇
粗

備
先
是

眞
皇
祈
嗣
兹
山
旣
獲
感
應
自
此
每
歲
遇

聖
節
建
金
籙
道
場
七
晝
夜
內
降
靑
詞
朱
表
并
降

香
施
料
命
句
容
縣
宰
充
代
拜
官
設
醮
于
此
至
今

爲
例
由
是
總
轄
諸
山
此
觀
爲
甲
張
商
英

碑
銘

東

南

之

鎭

曰

句

曲

山

蓋

華

陽

洞

天

地

肺

福

地

易

遷

含

眞

之

所

宅

司

命

童

初

之

所

治

晉

宋

以

來

得

道

之

士

二

許

楊

陶

遺

壇

故

宅

猶

有

存

者

宫

觀

十

二

崇

禧

總

之

國

家

靈

承

天

心

錫

民

福

鎪

金

之

虬

鏤

玉

之

簡

妙

眞

之

香

丹

素

之

詞

歲

修

常

典

間

遣

王

人

設

官

以

提

其

綱

賜

田

以

贍

其

衆

宐

其

宫

闕

壯

麗

列

聖

下

居

廊

廡

深

嚴

萬

靈

侍

衞

至

者

悚

然

有

以

移

其

視

聽

居

者

肅

然

有

以

洗

其

心

志

僊

科

秘

範

之

所

出

寶

章

靈

篆

之

所

宗

而

希

夷

淡

泊

之

門

寂

寞

無

味

之

敎

學

士

大

夫

未

之

或

講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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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縣

政

事

又

非

所

先

田

租

所

入

悉

籠

於

官

道

侣

計

口

而

賦

糧

有

司

互

券

而

出

納

方

斗

筲

之

鈎

攷

孰

土

木

之

暇

議

上

下

顧

望

歲

月

因

循

屋

㒹

而

不

扶

榱

故

而

不

革

戺

廢

而

不

興

垣

頽

而

不

作

寶

文

待

制

何

公

君

表

在

元

祐

中

以

趣

向

背

時

提

舉

西

京

崇

福

宫

居

金

陵

嘗

至

山

中

熟

知

其

敝

紹

聖

親

政

召

對

便

殿

明

年

移

鎭

於

此

伸

發

曩

志

議

營

繕

之

會

商

英

謫

蒞

管

庫

公

圖

以

授

商

英

曰

子

於

道

家

之

學

博

且

久

矣

凡

向

背

與

開

闔

之

不

如

經

者

其

悉

據

古

攷

正

之

商

英

視

圖

南

面

三

門

則

道

俗

出

入

之

所

由

也

體

三

淸

北

極

本

命

三

殿

相

直

而

玉

皇

殿

迺

在

東

隅

商

英

謹

按

老

子

之

書

曰

天

法

道

道

法

自

然

所

謂

自

然

者

淸

氣

之

始

也

其

天

爲

淸

微

其

境

爲

玉

淸

其

天

尊

爲

元

始

其

帝

爲

玉

皇

所

謂

道

者

氣

之

純

淸

也

其

天

爲

禹

餘

其

境

爲

上

淸

其

大

上

爲

大

道

玉

晨

君

其

帝

爲

天

皇

所

謂

天

者

氣

之

積

淸

也

其

天

爲

大

赤

境

爲

太

淸

其

太

上

爲

老

君

其

帝

爲

北

極

本

命

者

支

千

之

神

以

統

於

北

極

者

也

北

極

者

中

天

之

樞

以

承

玉

皇

者

也

今

以

北

極

次

三

淸

以

本

命

次

北

極

而

玉

皇

居

左

非

道

之

序

也

神

而

來

格

亦

莫

安

於

其

位

矣

請

先

玉

皇

後

北

極

而

左

本

命

三

門

者

神

靈

之

所

由

也

非

祠

醮

則

闔

之

東

建

道

院

西

設

賓

館

如

此

則

尊

卑

不

相

亂

道

俗

不

相

淆

人

神

不

相

雜

矣

公

曰

善

乎

論

也

兹

山

宫

宇

古

今

廢

置

不

一

道

術

之

士

有

在

於

是

者

亦

已

多

矣

曾

亡

一

人

以

三

氣

三

天

三

尊

三

帝

之

說

辯

正

升

降

者

豈

崇

無

以

復

靜

者

或

闕

於

羣

有

之

用

造

有

以

致

動

者

或

昧

於

至

無

之

體

哉

已

移

句

容

縣

如

子

之

議

因

而

完

之

矣

越

明

年

五

月

玉

皇

殿

成

奉

安

之

日

有

雙

白

鶴

終

日

回

翔

遶

唳

其

上

於

是

上

淸

大

洞

法

師

劉

混

康

與

其

授

籙

弟

子

曰

異

時

白

鶴

嘗

以

三

月

十

八

日

來

集

或

有

或

亡

亦

不

常

也

今

殿

成

而

鶴

降

非

何

公

崇

敬

之

誠

默

與

眞

契

其

何

以

召

其

祥

請

繪

公

于

别

室

以

永

我

邦

人

之

思

已

事

而

求

記

於

商

英

迺

序

而

係

之

頌

曰

一

氣

之

先

强

名

自

然

致

虛

爲

道

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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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

天

三

彰

一

隱

一

立

三

全

分

爲

九

氣

列

爲

八

埏

峩

峩

茅

峯

東

南

之

望

帝

居

道

祠

于

山

下

上

厥

初

經

營

先

後

錯

爽

何

公

正

之

靈

報

如

響

儀

儀

者

鶴

來

自

雲

霄

誰

其

駕

之

於

焉

逍

遙

氣

合

太

沖

神

遊

泬

寥

監

觀

在

下

德

馨

孔

昭

宫

室

絢

絢

巖

谷

煥

煥

風

馬

霓

旌

侯

止

侯

燕

維

山

有

祥

維

國

有

良

天

子

萬

年

賚

及

四

方

何

公

于

蕃

百

治

皆

具

神

之

聽

之

亦

惟

公

故

錫

爾

嘉

榖

宐

其

邦

人

介

爾

多

祐

耆

寧

厥

身

邦

人

感

仰

繪

公

之

像

配

山

久

長

以

對

景

貺

紹

興

三

年

十

月

八

日

朝

奉

郎

充

寶

文

閣

待

制

知

江

寧

府

事

充

江

南

東

路

兵

馬

鈐

轄

柱

國

賜

紫

金

魚

袋

何

正

臣

立

石

玉
晨
觀
世
人
稱
爲
茅
山
第
一
福
地

考
證
高
辛
時
展
上
公
周
時
郭
眞
人
巴
陵
侯
漢
時

杜
廣
平
東
晉
楊
眞
人
許
長
史
父
子
唐
李
元
靜
南

唐
王
貞
素
並
在
此
得
道
梁
時
陶
隱
居
於
此
精
修

爲
朱
陽
館
唐
太
宗
時
爲
華
陽
觀
元
宗
時
爲
紫
陽

觀

皇
朝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九
月
奉

勑
攺
爲
玉
晨
觀
顔

眞

鄕

茅

山

元

靖

先

生

李

君

碑

云

先

生

嘗

以

茅

山

靈

迹

剪

焉

將

墮

眞

經

祕

籙

亦

多

散

落

請

歸

修

葺

乃

特

詔

於

楊

許

舊

居

紫

陽

以

宅

之

韋

景

昭

丹

陽

延

陵

人

師

事

包

士

榮

天

寶

中

與

元

靖

先

生

奉

詔

造

紫

陽

而

居

焉

○

徐

鉉

紫

陽

觀

碑

云

紫

陽

觀

者

今

上

爲

烈

祖

孝

高

皇

帝

元

敬

皇

后

之

所

重

修

也

又

曰

華

陽

洞

天

實

羣

僊

之

福

地

金

陵

地

肺

又

三

茅

之

福

鄕

左

憑

柳

汧

煙

霞

韜

映

右

帶

陽

谷

川

原

鱗

隱

伏

龍

靡

迤

鎭

以

雷

平

之

嶺

鬱

崗

廻

合

浸

以

護

軍

之

潭

郭

眞

人

叩

舷

之

池

不

遷

留

岸

許

長

史

煉

丹

之

井

自

冽

寒

泉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七

太
平
觀
在
茅
山
側

考
證
梁
書
陶
隱
居
讀
書
萬
餘
卷
善
琴
碁
爲
諸
王

府
侍
讀
永
明
十
年
乃
掛
衣
冠
神
武
門
居
句
容
之

曲
山
立
館
自
號
華
陽
陶
隱
居

本
朝
元
符
中
攺
爲
太
平
觀

崇
壽
觀
在
茅
山

考
證
九
錫
碑
云
宋
太
始
中
廬
陵
太
守
魯
國
孔
嗣

之
爲
道
士
華
文
賢
建
舊
記
云
晉
任
眞
人
舊
宅
宋

元
嘉
十
一
年
路
太
后
建
未
詳
孰
是
齊
建
元
二
年

立
崇
元
館
爲
太
子
嘗
臨
之
重
廣
基
堂
唐
天
寶
奉

勑
重
修

本
朝
攺
爲
崇
壽
觀

下
泊
宫
在
中
茅
西

考
證
三
茅
記
云
茅
君
自
秦
漢
間
結
庵
修
行
於
此

得
道
飛
昇
至
宣
帝
地
節
二
年
賜
額
爲
宫
唐
貞
元

十
一
年
黃
洞
元
作
記
記

略

云

下

泊

宫

者

上

淸

司

命

眞

君

之

舊

宅

也

夫

大

道

杳

冥

遼

廓

無

像

神

僊

主

宰

尙

有

元

司

太

古

立

以

祠

堂

示

存

敎

之

跡

也

元
符
萬
寧
宫
在
茅
山

考
證
三
茅
記
云
嘉
祐
中
有
蜀
人
王
略
於
積
金
峯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八

結
廬
以
煉
丹
藥
樂

張
文
定
公
以
詩
贈
之
事
見

樂
全
集
中
略
後
因
事
捨
去
劉
混
康
初
入
山
居
之

哲
宗
皇
帝
召
混
康
赴

闕
詔
以
所
居
爲
元
符

觀
崇
寧
五
年
落
成

徽
宗
皇
帝
御
題
其
榜
曰

元
符
萬
寧
宫
建
炎
四
年
爲
盜
所
焚
少
傅
楊
沂
中

以
私
財
建
造
殿
堂
輪
奐
踰
於
舊
矣

祠
宇
宫
在
中
茅
峯
西
側

考
證
舊
記
云
唐
天
寶
七
年
勑
於
廟
下
立
精
舍
度

道
士
焚
修
屯
田
員
外
郎
柳
識
建
碑

華
陽
宫
在
茅
山
積
金
嶺

考
證
舊
記
云
本
貞
白
之
上
館
唐
天
寶
七
年
三
月

勑
度
道
士
焚
修
後
燬
於
兵

本
朝
政
和
中
重
建

宣
德
郎
郭
衡
爲
之
記
記

略

曰

句

曲

山

之

華

陽

陶

隱

居

之

上

館

也

陶

也

上

館

自

居

以

中

館

處

弟

子

以

下

館

延

四

方

高

士

累

功

修

德

上

館

居

多

是

以

引

珠

泉

以

煉

大

還

修

本

草

以

和

名

餌

設

大

慈

於

官

而

向

道

者

心

化

置

靈

符

於

井

而

飮

水

者

患

愈

功

成

事

遂

而

館

名

遽

立

於

天

監

之

時

眞

積

力

久

而

華

陽

始

建

於

天

寶

之

際

惜

乎

爾

後

干

戈

鏖

聚

於

中

原

烈

焰

熾

延

於

深

谷

天

后

便

闕

嘯

聚

者

㞐

之

淸

虚

東

窻

兵

刃

則

藏

之

三

峯

鶴

馭

遠

九

轉

丹

爐

隳

垣

神

居

跡

屏

上

士

曁

至

我

朝

海

內

淸

肅

祥

符

天

聖

眞

風

振

興

皇

祐

以

來

廼

有

沖

隱

大

師

道

正

莊

愼

質

者

天

才

超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九

頴

德

操

邁

心

恬

淵

靜

身

樂

淸

虚

侍

從

師

資

安

養

斯

館

爰

及

政

和

三

年

已

踰

六

十

六

載

㯗

漏

弗

塡

畏

傾

弗

支

於

是

起

役

山

嵓

鳩

工

雲

集

征

材

蔽

谷

揮

刃

摩

天

昔

唯

茅

茨

今

且

革

之

昔

唯

土

堦

今

且

甃

之

乾
元
觀
在
茅
山
太
橫
山
下

考
證
陶
隱
居
眞
誥
定
錄
言
大
橫
山
下
有
泉
昔
李

明
於
下
合
丹
而
升
元
洲
梁
天
監
十
四
年
陶
隱
居

剏
鬱

齋
室
以
追
元
洲
之
蹤
天
寶
中
元
静
先
生

居
之
制
旨
建
置
殿
堂
臺
榭
甚
多
皆
明
皇
賜
額
曰

棲
眞
堂
會
眞
亭
候
僊
亭
道
德
亭
迎
恩
拜
表
等
亭

國
朝
大
中
祥
符
二
年
國
師
朱
觀
妙
於
此
結
廬
修

行
先
賜
集
虛
庵
爲
額
天
聖
三
年
九
月
攺
賜
今
額

天
聖
觀
在
茅
山
積
金
峯
上

考
證
梁
天
監
初
陶
宏
景
開
創
池
沼
唐
貞
觀
中
建

立
道
靖
至
德
中
賜
名
火
浣
宫
唐
末
遂
廢

本
朝
景
德
中
張
明
眞
結
廬
於
此
祥
符
中

御
製
觀
龍
歌
送
龍
歸
三
茅
山
所
得
之
池
卽
此
處

也
天
聖
三
年
九
月
賜
名
延
眞
庵
五
年
賜
額
爲
觀

五
雲
觀
在
茅
山
華
陽
洞
西
門
五
雲
峯
下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十

考
證
景
祐
中
太
師
中
書
令
王
文
穆
公
欽
若
於
此

建
庵
景
祐
四
年
四
月
七
日
賜
額
五
雲
觀
慶
歴
二

年
十
月
丞
相
晏
元
獻
公
殊

記
後
爲
雷
所
擊
碎

碑
不
再
刻
文
見
晏
公
集
中
記

云

丞

相

冀

文

穆

公

卽

世

之

明

年

其

小

君

許

國

夫

人

聞

于

內

朝

請

建

道

館

于

茅

山

之

南

麓

以

爲

公

棲

神

之

所

聖

上

追

念

大

臣

哀

憐

時

思

特

命

郡

守

舊

相

李

公

迪

主

其

營

繕

又

勑

公

門

下

吏

右

侍

禁

張

得

二

董

其

力

役

後

十

四

年

夫

人

以

制

度

之

未

備

申

命

公

之

猶

子

右

班

殿

直

士

往

增

葺

焉

始

賜

名

曰

五

雲

觀

僝

工

於

天

聖

之

丙

寅

已

事

於

康

定

之

庚

辰

其

廣

袤

因

崖

巘

之

回

抱

其

奥

阼

視

科

文

之

品

第

崇

堂

以

宅

肖

像

秘

殿

以

嚴

眞

供

層

閣

崛

起

廣

除

環

構

修

廊

蔓

衍

高

濬

開

庖

廚

有

方

廐

庫

有

次

其

外

則

壇

場

著

前

朝

之

蹟

洞

穴

表

靈

峯

之

蘊

喬

松

夾

植

蔭

行

旅

之

勞

良

田

外

營

資

糇

膳

之

給

妙

擇

勤

士

修

秘

式

其

所

以

尊

奉

遺

貌

妥

安

淨

衆

者

罔

不

周

具

惟

道

家

者

流

有

淸

淨

沖

虛

之

說

歸

眞

復

樸

之

敎

後

代

悅

其

風

者

觸

而

長

於

是

乎

幽

經

秘

訣

之

敷

演

淸

都

洞

臺

之

照

臨

三

雲

八

景

之

鍊

修

童

初

廣

寒

之

遊

集

上

自

后

辟

迄

于

臣

民

用

資

化

源

著

在

彝

典

初

眞

宗

皇

帝

旣

偃

武

節

聿

修

文

事

封

太

山

款

后

土

謁

僊

里

建

靈

宫

務

輯

一

王

之

儀

邈

追

前

代

之

盛

公

於

是

時

都

將

相

之

重

極

風

雲

之

遇

與

一

二

元

老

洎

鴻

儒

碩

生

內

則

翊

賛

宸

猷

外

則

討

論

經

禮

用

削

藁

之

沉

宻

荷

沃

心

之

賞

詩

借

前

箸

而

謀

定

申

㢲

風

而

令

行

至

如

檢

玉

分

瘞

繒

睢

壤

近

甸

巡

豫

嘉

壇

裒

對

咸

遵

秘

籙

聿

彰

勤

任

用

三

洞

之

科

式

先

八

鑾

而

啟

行

公

則

參

儀

衞

之

職

焉

寅

受

天

瑞

欽

崇

祖

烈

五

嶽

升

號

靈

泉

效

祉

並

敞

眞

宇

茂

昭

元

貺

公

又

歴

置

使

之

任

焉

總

集

髦

雋

紛

披

載

籍

擷

百

世

之

龜

鑑

述

方

來

之

矩

矱

復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十
一

詔

公

之

典

領

焉

公

又

以

混

元

之

法

有

助

亨

會

函

笈

所

蘊

源

流

寔

繁

欣

逢

盛

明

得

用

論

次

乃

復

通

達

其

學

者

校

讐

而

辨

正

焉

名

山

洞

室

之

藏

金

簡

玉

文

之

萃

多

所

刋

定

訖

無

抏

謬

本

至

性

之

沖

漠

益

聖

期

之

參

會

倘

佯

乎

叢

霄

太

霞

之

境

諷

詠

乎

廣

韶

曲

素

之

篇

寤

寐

赤

松

之

遊

沉

酣

金

七

之

藥

間

接

眞

士

高

談

妙

樞

由

是

翛

然

有

乘

雲

驂

飇

離

人

拔

俗

之

想

每

出

沐

休

暇

或

元

辰

令

吉

特

想

世

事

䖍

修

淨

醮

壇

宇

嚴

旌

幡

颯

纚

杳

塵

寰

之

不

接

疑

景

之

有

聞

緜

禩

寖

久

積

精

㤀

倦

乾

興

壬

戌

歲

分

符

陵

眷

言

兹

山

實

邇

郊

次

俄

奉

中

詔

卽

伸

嘉

薦

注

慕

靈

壤

裵

回

淨

域

逌

爾

自

得

澹

乎

忘

歸

隱

士

朱

自

英

者

肥

遯

中

巖

載

更

年

所

公

樂

其

素

尙

宛

若

石

交

還

朝

秉

鈞

之

再

歲

以

其

名

聞

召

至

都

下

宴

語

紬

繹

異

于

常

倫

及

其

還

山

又

約

它

日

卜

隣

洞

府

音

旨

隆

宻

朱

生

異

之

後

數

月

而

公

捐

館

舍

且

有

遺

語

卜

兹

締

構

前

後

所

費

私

帑

凡

百

五

十

萬

官

給

不

預

焉

續

詔

自

英

往

還

臨

蒞

之

皆

從

公

之

素

志

也

按

眞

誥

言

句

曲

地

肺

土

良

水

淸

謂

之

華

陽

洞

天

可

以

度

世

種

民

是

處

三

灾

不

干

又

言

至

忠

至

孝

之

人

皆

先

受

靈

職

次

爲

列

僊

歲

登

降

其

幽

明

如

人

間

之

考

績

則

公

之

結

思

崈

岫

歸

誠

妙

豈

徒

然

哉

矧

夫

出

應

賢

運

越

登

極

位

佐

時

勳

大

用

物

精

多

非

特

受

靈

氣

夐

踰

羣

品

曷

以

協

昌

辰

之

偉

任

非

默

契

僊

籙

往

階

眞

格

曷

以

顯

太

和

之

挺

生

質

於

前

聞

其

有

冥

合

嗚

嘻

乘

時

庸

握

文

武

之

柄

尊

主

芘

物

罄

其

蘊

懷

執

方

持

衡

不

疚

風

議

烜

赫

燀

燿

以

功

名

自

終

然

後

脫

遺

世

氛

與

羨

門

偓

佺

之

徒

相

期

於

煙

靄

之

際

不

其

盛

與

不

其

偉

與

惟

夫

人

恪

奉

治

命

無

忘

遹

追

其

嗣

子

殿

中

丞

寅

亮

瞿

瞿

協

心

克

終

勝

槩

足

播

徽

範

永

光

圖

史

謂

殊

夙

以

文

翰

游

公

館

宇

見

託

述

著

之

金

石

是

用

拜

禮

命

之

辱

而

忘

其

陋

蕪

公

姓

王

氏

諱

欽

若

字

定

國

夫

人

姓

李

氏

公

之

邑

里

世

系

歴

官

差

次

上

載

史

諜

下

刋

碑

誌

此

得

略

而

不

書

慶

歴

二

年

歲

次

壬

午

十

月

晏

殊

記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十
二

抱
元
觀
在
茅
山
柳
谷
泉

考
證
舊
名
柳
谷
庵
政
和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因

陳
希
微
修
行
於
此
有

勑
賜
抱
元
觀
爲
額
慶
元

間
王
元
綱
重
建
劉
運
使
■
■
嘗
題
詩
龍

崗

十

里

秀

蟠

雲

天

斵

靈

墟

館

異

人

柳

眼

長

年

駐

春

色

金

精

一

掬

吐

寒

津

田

公

羽

駕

隨

飇

遠

長

史

琅

函

得

語

眞

今

日

我

來

師

接

否

半

窻

飛

雪

話

蒙

屯

昇
元
館
在
中
茅
峯
西

考
證
本
名
白
鶴
廟
劉
至
孝
三
遇
僊
桃
之
所
元
祐

中
桐
川
道
士
湯
友
成
友
直
居
之
政
和
八
年
守
臣

俞
㮚
奏
攺
今
額

棲
眞
觀
在
崇
禧
觀
東

考
證
本
名
玉
霄
庵
舊
記
云
貞
白
陶
君
之
中
館
和

州
史
君
尹
士
牟

碑
宣
和
中
賜
今
額

華
陽
觀
在
崇
壽
觀
西

考
證
舊
名
鴻
禧
院
舊
記
云
寶
歴
二
年
奉

勑
置

卽
梁
昭
明
太
子
舊
宅

徵
君
亦
隱
於
此
上
柱
國

李
相
德
裕
延
太
元
周
先
生
於
此
建
立
院
碑
侍
御

史
賈
餗
文
宣
和
初
攺
賜
今
額
周

先

生

名

隱

遙

字

息

元

居

洞

庭

巴

山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十
三

不

以

晝

夜

更

動

息

不

以

寒

暑

易

纎

厚

不

食

而

甚

力

雖

飲

而

無

漏

唐

令

狐

楚

作

記

僊

傳

拾

遺

有

傳

淸
眞
觀
在
大
羅
源
中

考
證
政
和
中
吳
德
淸
始
營
建
爲
道
人
棲
泊
之
所

徽
宗
朝
賜
以
觀
額
紹
興
間
每
歲
三
月
十
八
日
四

方
道
人
皆
會
於
此
齋
時
多
有
鶴
至
故
謂
之
鶴
會

燕
洞
宫
在
茅
山
柳
谷
汧
東

考
證
宫
之
東
南
有
燕
口
山
三
小
山
相
偶
梁
普
通

中
有
晉
陵
女
子
錢
氏
妙
眞
年
十
九
辤
家
學
道
師

事
陶
隱
居
獨
處
幽
巖
誦
黃
庭
經
積
三
十
年
佩
白

練
入
洞
自
後
奉
祠
不
絕
至
唐
天
寶
七
年
興
修
爲

宫
賜
額
燕
洞
宫
度
女
冠
以
紹
香
火
梁
邵
陵
王
爲

記

本
朝
嘉
祐
甲
辰
野
火
焚
之
遂
移
於
句
容
縣

紹
興
二
十
年
復
於
舊
基
上
興
建

白
雲
崇
福
觀
在
中
茅
峯
西
白
雲
峯
下

考
證
先
是
華
陽
宫
知
宫
道
士
王
景
溫
退
居
結
廬

于
此
紹
興
三
十
二
年
名
聞
于

上
詔
卽
所
居
爲

白
雲
崇
福
觀
召
對

德
壽
宫
賜
紫
衣
虚
靜
之
號

永
僊
觀
在
茅
山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十
四

本
朝
淳
熙
甲
辰
劉
先
覺
以
高
士
召
赴

行
在
賜

對
重
華
宫
講
解
南
華
眞
經
引
疾
還
山
攜

賜
詩

於
抱
朴
峯
誅
茅
棲
泊
始
名
玉
霄
庵
今
攺
此
額

寶
華
宫
舊
在
方
山
南
唐
昇
元
中
爲
母
后
所
建
後
廢
淳

熙
七
年
道
士
吕
志
淳
移
其
額
於
城
南
門
外
重
建

洞
元
觀
在
方
山
南
輿
地
志
吳
赤
烏
三
年
爲
葛
元
於
方

山
立
觀
後
元
白
日
昇
天
今
方
山
猶
有
煮
藥
鐺
及

藥
臼
在
唐
正
觀
六
年
併
巖
栖
觀
入
焉

永
樂
觀
在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舊
經
云
漢
劉
謙
光
捨
宅
爲

觀
南
唐
昇
元
中
重
修

本
朝
攺
爲
崇
虚
觀

修
眞
觀
在
天
慶
觀
西
舊
在
越
王
臺
下
南
唐
保
大
七
年

置
爲
女
冠
觀

本
朝
開
寶
八
年
焚
毁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移
置
於
此

藏
眞
觀
在
茅
山
疊
玉
峯
南
臨
大
路
劉
靜
一
先
生
解
眞

瘞
劎
之
地

本
朝
大
觀
中
建
因
賜
額
爲
藏
眞
今

觀
側
有
靜
一
先
生
墓

崇
元
觀
齊
建
元
中
攺
爲
崇
元
館
唐
天
寶
七
年
重
修

本
朝
大
中
祥
符
七
年
攺
今
額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十
五

復
洞
神
宫
據
舊
志
所
載
是
宮
舊
在
蔣
山
太
平
興
國
寺

東
今
有
古
基
階
級
存
焉
制
使
姚
公
希
得
任
內
因

創
興
蜀
三
大
神
廟
於
靑
溪
側
景
定
四
年
就
於
其

旁
創
一
道
宫
以
爲
祈
報
燎
槱
之
所
因
以
洞
神
舊

額
加
之
首
命
道
士
王
道
立
爲
知
宫
費

十

三

萬

舊

楮

米

五

百

石

記
天

高

地

下

萬

物

散

殊

人

以

眇

然

之

軀

並

列

爲

三

其

所

以

與

天

地

相

似

者

曰

誠

而

已

誠

也

者

實

然

之

理

匪

初

匪

終

匪

狂

匪

聖

不

可

以

聰

慧

求

不

可

以

聲

臭

接

而

須

臾

不

容

離

此

知

愚

之

所

同

得

也

天

維

高

明

日

月

星

辰

運

行

無

息

萬

物

覆

焉

地

體

確

厚

嶽

瀆

河

海

洪

纎

小

大

萬

物

載

焉

上

際

下

蟠

無

一

不

到

古

往

今

來

無

一

息

間

斷

所

以

主

張

綱

維

其

間

微

是

理

之

實

然

者

其

何

所

取

證

人

與

天

地

同

厥

有

初

聽

聰

視

明

卽

此

理

之

高

目

下

耳

者

也

是

非

決

擇

卽

此

理

之

賞

善

罰

惡

者

也

萬

不

能

匹

形

氣

不

能

礙

昭

昭

靈

靈

毫

末

有

欺

而

陟

降

左

右

已

毛

髮

森

豎

於

大

譴

大

呵

之

域

於

皇

上

帝

陰

隲

下

民

風

雨

霜

露

無

非

至

敎

神

祇

上

下

昭

布

森

列

消

息

盈

虚

之

易

處

禨

祥

禍

福

之

異

宐

豈

有

心

其

間

哉

惟

天

蒼

蒼

以

萬

物

之

心

爲

心

而

自

無

心

惟

天

無

私

以

萬

物

之

感

應

爲

感

應

而

自

無

感

應

不

然

何

其

形

聲

影

響

不

失

錙

銖

如

是

可

考

不

誣

哉

衆

人

昧

上

天

本

然

之

知

而

爲

人

上

天

以

衆

人

同

然

之

體

而

爲

天

其

降

衷

不

異

而

源

委

本

末

遂

有

毫

釐

千

里

之

差

可

嘆

也

後

世

不

推

原

其

自

於

天

人

之

際

岐

而

爲

二

所

以

事

天

者

始

屋

而

居

之

像

而

崇

之

曾

謂

昭

格

之

誠

果

在

是

乎

雖

然

收

其

放

心

於

主

一

不

二

之

地

則

其

本

然

不

失

者

固

非

牛

羊

斧

斤

可

以

盡

皆

斵

䘮

宫

宇

之

設

其

來

已

非

一

日

矣

建

鄴

舊

有

洞

神

宫

久

廢

不

治

景

定

辛

酉

東

川

姚

公

希

得

來

司

留

鑰

其

政

以

敬



ZhongYi

建
康
志
卷
四
十
五

十
六

事

而

信

節

用

而

愛

人

爲

本

旣

明

年

化

行

惠

孚

乃

卜

靑

溪

之

勝

以

祠

蜀

三

大

神

又

明

年

因

洞

神

之

扁

築

琳

宫

於

左

命

黃

冠

主

其

香

火

葢

亦

謂

世

俗

耳

目

未

可

頓

躋

之

本

然

之

地

而

其

攝

齊

而

入

肅

容

而

登

則

其

心

未

始

不

如

捧

盤

水

如

承

大

祭

不

待

驅

迫

而

天

理

見

前

斯

亦

入

德

之

方

也

已

宫

役

吿

成

公

俾

復

之

記

其

行

事

復

之

嘉

公

之

本

心

有

在

乎

是

於

是

乎

書

景

定

五

年

二

月

日

朝

散

大

夫

直

煥

章

閣

主

管

成

都

府

玉

局

觀

合

陽

文

復

之

朝

散

郎

差

充

㳂

江

制

置

使

司

參

議

官

嚴

灘

黃

蛻

書

丹

朝

散

郎

差

充

㳂

江

制

置

使

司

參

謀

官

天

台

趙

時

槖

題

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