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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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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三

仙
釋

佛
老
異
端
儒
者
罕
道
然
猶
龍
西
邁
宣
道
德
五
千
言

法
象
東
來
譯
經
文
四
十
二
二
氏
之
興
豫
實
始
之
至

虎
敬
澄
公
魏
營
塔
寺
宋
則
間
用
大
臣
提
舉
宫
觀
二

氏
之
盛
又
莫
豫
若
巳
夫
教
雖
殊
途
理
歸
一
致
因
其

說
而
折

之
庻
不
惑
于
岐
趋
也
作
仙
釋
志

開
封
府

上
古
宛
丘
先
生
失

其

名

居

宛

丘

故

號

宛

丘

先

生

服

制

命

丸

得

道

至

殷

湯

之

末

巳

千

餘

歲

以

其

方

傳

弟

子

姜

若

春

服

之

亦

三

百

歲

視

之

如

嬰

兒

狀

彭

祖

師

之

受

其

方

三

首

漢
劉
諷

川

人

景

帝

時

仕

爲

公

車

司

馬

事

司

馬

季

主

得

服

日

月

精

華

之

術

晚

歸

鄕

里

脱

形

杖

履

而

去

鮑
靚
陳

留

人

爲

南

海

太

守

甞

遇

陰

長

生

授

秘

訣

一

日

行

部

入

海

遇

風

饑

甚

取

白

石

煑

食

之

又

與

葛

洪

善

遂

以

女

妻

洪

靚

還

丹

陽

卒

葬

石

子

岡

蘇

峻

之

亂

盗

發

其

棺

無

尸

唯

大

刀

一

柄

盗

欲

取

之

聞

左

右

兵

馬

之

聲

刀

亦

有

聲

如

雷

盗

驚

懼

乃

止

上
成
公
密

縣

人

出

行

久

而

不

還

後

歸

語

其

家

云

我

巳

得

仙

因

辭

家

而

去

家

人

見

其

舉

步

漸

高

良

久

乃

沒

陳

實

劉

韶

同

見

其

事

李
根
許昌

人

有

趙

買

者

聞

其

父

祖

言

巳

見

根

北

買

事

根

年

巳

八

十

四

而

根

之

顏

尚

如

年

少

有

得

根

素

所

爲

書

讀

之

其

自

記

云

以

漢

元

封

中

學

道

於

某

以

甲

子

記

之

巳

七

百

餘

歲

矣

唐
神
秀
尉

氏

人

少

親

儒

業

訪

道

至

蘄

州

䨇

峯

東

山

寺

禮

五

祖

忍

師

爲

弟

子

武

后

召

至

都

命

山

置

度

門

寺

以

旌

異

之

張

說

問

法

秀

曰

一

切

佛

法

自

心

本

有

將

心

外

求

捨

父

逃

走

神

龍

初

入

滅

謚

大

通

禪

師

許
碏
高

陽

人

累

舉

進

士

不

第

晚

學

道

於

王

屋

山

周

覽

五

嶽

名

山

每

于

懸

崖

峭

䖏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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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

云

許

碏

自

峨

睂

山

訪

偃

月

子

到

處

觀

者

莫

測

其

意

又

甞

醉

吟

曰

閬

苑

花

前

是

醉

鄕

誤

觀

王

母

九

霞

觴

羣

仙

拍

手

嫌

輕

薄

謫

向

人

間

作

酒

狂

後

於

廬

江

酒

樓

醉

且

歌

乃

乘

雲

而

去

宋
張
拱
汴

人

舉

進

士

不

苐

賣

藥

宜

春

門

忽

有

道

士

抵

其

肆

授

以

棗

七

枚

食

之

自

是

不

食

踰

二

年

溲

矢

俱

絶

神

氣

明

爽

日

可

行

數

百

里

後

遊

名

山

不

知

所

終

郭
上
竈
不

知

何

許

人

天

禧

中

以

傭

㵸

湯

滌

噐

汴

州

橋

茶

肆

中

一

日

遇

呂

嵓

隨

去

天

聖

末

如

磁

州

謁

趙

長

官

曰

大

數

垂

願

施

一

小

棺

乞

於

棺

首

穿

一

穴

挿

通

節

竹

於

穴

中

以

通

氣

明

日

汲

水

浣

身

臥

槐

下

遂

絶

趙

異

之

依

其

言

葬

于

河

岸

是

秋

水

漲

趙

往

視

之

獲

棺

無

尸

張
九
哥
慶

曆

中

居

汴

京

雖

盛

冬

单

衣

流

汗

浹

面

燕

王

奇

之

甞

召

見

與

之

酒

歲

餘

見

王

曰

將

遠

遊

故

來

别

有

小

技

欲

以

悅

王

乃

索

黄

羅

疊

剪

爲

蝶

狀

隨

剪

飛

去

莫

知

其

數

少

頃

呼

之

蜂

蝶

皆

來

復

爲

羅

王

曰

吾

壽

幾

何

曰

與

開

寶

寺

浮

圖

齊

後

浮

圖

災

王

亦

薨

侯
先
生
不

知

何

許

人

慶

曆

間

賣

藥

京

師

年

四

十

餘

無

鬂

睂

瘤

贅

隱

起

徧

肌

體

常

半

醉

夜

與

丐

者

同

處

有

馬

元

者

盛

夏

隨

之

出

閶

闔

門

浴

池

中

元

因

就

視

乃

一

蝦

蟆

元

遽

引

退

侯

浴

出

着

衣

元

前

揖

之

侯

曰

子

適

見

我

乎

乃

召

元

飮

酒

肆

中

出

藥

一

粒

曰

服

之

令

子

壽

百

歲

此

後

不

復

見

王
老

志
濮

州

臨

泉

人

事

親

以

孝

聞

爲

轉

運

小

吏

不

受

賂

謝

甞

遇

異

人

與

之

丹

食

之

遂

狂

乃

棄

妻

子

結

廬

田

間

時

爲

人

言

休

咎

政

和

三

年

召

至

京

師

封

洞

微

先

生

朝

士

多

從

求

書

初

若

不

可

解

後

卒

應

者

十

八

九

甞

獻

乾

坤

鑑

法

命

鑄

之

旣

成

明

年

乃

懇

求

歸

至

濮

而

死

賜

金

以

葬

贈

正

議

大

夫

初

王

黼

未

逹

時

父

爲

臨

泉

令

問

黼

名

位

所

至

老

志

書

太

平

宰

相

四

字

旋

以

墨

之

曰

恐

洩

機

也

後

黼

敗

人

乃

悟

云

文

通
慧
姓

張

氏

名

文

汴

人

脱

俗

白

雲

寺

師

令

掌

厠

盥

盆

有

市

鮮

者

沃

於

盆

文

偶

擊

之

仆

地

死

文

懼

奔

華

州

總

持

寺

久

之

爲

長

老

忽

曰

三

十

年

前

一

叚

公

案

今

日

當

了

衆

問

其

故

曰

日

午

當

自

知

之

遂

跌

坐

以

待

時

張

浚

統

兵

至

中

一

卒

持

弓

矢

至

法

堂

瞠

目

視

文

將

射

之

文

曰

老

僧

相

候

久

矣

卒

曰

一

見

卽

欲

相

害

不

知

何

讐

文

語

以

故

卒

悟

曰

相

報

何

時

了

劫

劫

相

纒

豈

偶

然

不

如

與

師

俱

解

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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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今

立

地

往

西

天

視

之

巳

立

化

矣

文

卽

索

筆

書

偈

云

三

十

三

年

飄

蕩

做

了

幾

畨

模

様

誰

知

今

日

相

逄

是

在

前

魔

障

書

畢

泊

然

而

化

志
言
本

姓

許

氏

自

壽

春

來

居

東

京

景

德

寺

爲

人

卜

休

咎

書

揮

甚

疾

字

體

遒

勁

初

不

可

曉

後

多

有

具

齊

薦

鱠

者

則

并

食

之

臨

流

而

吐

化

小

鮮

羣

泳

而

去

海

客

遇

風

且

沒

見

僧

操

絙

引

舶

而

濟

客

至

都

下

志

言

謂

客

曰

非

我

汝

奈

何

客

猶

記

其

貌

眞

引

舟

者

也

後

卒

仁

宗

以

眞

身

塑

像

置

寺

中

榜

曰

顯

化

禪

師

王
志
明
㓜

入

端

雲

宫

學

道

後

遊

太

華

少

室

諸

名

山

遇

異

人

授

以

飛

仙

之

術

辟

榖

竟

日

不

出

一

日

整

潔

衣

冠

謝

諸

友

曰

我

以

某

日

上

昇

衆

笑

以

爲

狂

至

期

果

乘

所

畜

白

鶴

飛

去

遂

易

宫

名

爲

白

鶴

觀

金
訾
亘
甞

師

丹

陽

馬

鈺

長

春

丘

處

機

自

號

守

眞

子

人

稱

訾

仙

翁

遊

歷

濟

南

抵

鄭

之

釣

臺

泰

和

間

大

雪

丈

餘

亘

不

出

者

巳

十

餘

日

人

以

爲

死

除

雪

視

之

端

坐

儼

然

殊

無

寒

餒

色

貞

祐

間

大

兵

破

陜

軍

民

恐

懼

亘

曰

無

妨

已

而

果

然

明
勝
安
號

古

峯

俗

姓

周

㓜

禮

彌

陀

寺

戒

律

精

嚴

道

行

純

潔

甞

開

講

大

乗

諸

經

五

十

餘

會

修

葺

招

提

四

十

餘

所

永

樂

中

移

居

祐

國

寺

一

時

緇

黃

之

士

從

者

雲

集

後

以

疾

而

逝

停

龕

三

日

飛

煙

環

繞

闍

維

之

得

舍

利

凝

聚

五

色

精

瑩

如

珠

觀

者

異

之

歸
德
府

周
㓂
先
宋

人

以

釣

魚

爲

業

居

睢

水

旁

百

餘

年

得

魚

或

放

或

鬻

或

自

食

之

冠

帶

不

去

體

好

蒔

荔

枝

日

取

葩

實

食

焉

宋

景

公

召

見

之

問

其

道

不

告

公

怒

而

殺

之

後

十

年

踞

于

宋

城

門

鼓

琴

十

餘

日

而

去

墨
子
名

翟

宋

人

仕

宋

爲

大

夫

外

治

經

典

内

修

道

術

著

書

十

篇

號

曰

墨

子

世

多

崇

之

公

輸

子

甞

爲

楚

造

雲

梯

以

攻

宋

墨

子

説

楚

王

而

罷

之

墨

子

年

八

十

有

二

乃

嘆

曰

世

事

巳

可

知

榮

位

非

常

保

將

委

棄

流

俗

與

赤

松

遊

耳

入

周

翟

山

精

思

道

法

想

像

神

仙

於

是

數

聞

山

間

誦

書

之

聲

夜

臥

有

人

以

衣

覆

之

墨

子

起

曰

君

豈

非

山

嶽

之

靈

乎

願

誨

以

道

教

神

人

曰

子

有

仙

骨

志

且

好

道

故

來

相

候

耳

乃

授

以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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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墨

子

遂

隱

居

以

避

戰

國

至

漢

武

帝

時

遣

使

者

楊

偉

來

不

出

視

其

顔

色

常

若

五

十

許

人

周

游

五

嶽

不

知

所

終

宋
丁
少
微
亳

州

眞

源

人

爲

道

士

隱

蕐

山

潼

谷

密

邇

陳

摶

所

居

志

尚

清

潔

善

服

氣

多

餌

藥

百

餘

歲

康

强

無

恙

太

宗

召

赴

闕

以

金

丹

巨

勝

南

芝

玄

芝

爲

獻

留

數

月

遣

還

山

七

年

而

卒

彰
德
府

漢
犢
子
鄴

人

少

在

黑

山

採

松

子

茯

苓

餌

服

之

且

數

百

年

時

壯

時

老

時

好

時

醜

時

人

乃

知

其

仙

人

也

陽

都

沽

酒

家

有

女

睂

生

而

連

耳

細

而

長

衆

以

爲

異

會

犢

子

牽

一

黃

犢

過

女

悅

之

遂

隨

犢

子

出

取

桃

李

一

宿

而

返

皆

連

兠

甘

美

邑

中

隨

伺

逐

之

出

門

共

牽

犢

而

走

人

不

能

追

也

旦

復

在

市

中

數

十

年

乃

去

後

人

於

潘

山

下

見

其

冬

賣

桃

李

云

蕭
綦
漢

末

修

道

天

平

山

延

壽

宮

善

吹

簫

能

致

鳯

凰

翔

集

號

碧

霄

真

人

道

成

白

日

冲

晉
單
道
開
燉

煌

人

常

衣

麤

褐

或

贈

以

繒

帛

皆

不

著

不

畏

寒

暑

晝

夜

不

臥

石

虎

時

至

鄴

虎

令

佛

圖

澄

與

語

不

能

屈

也

居

臨

漳

昭

德

寺

日

服

鎭

守

藥

九

其

藥

有

松

蜜

薑

桂

茯

苓

之

氣

時

復

飮

屠

蘇

一

二

升

而

巳

自

云

能

瘳

目

疾

就

瘳

者

皆

視

其

行

動

狀

若

有

神

後

至

南

海

羅

浮

山

中

年

百

餘

歲

卒

南
北
朝
道
豐
北

齊

時

人

不

詳

氏

族

與

弟

子

三

人

居

相

州

鼓

山

中

不

求

利

養

世

之

術

藝

無

所

不

解

文

宣

帝

往

來

於

鄴

常

過

問

之

應

對

不

思

隨

事

標

帝

甞

賜

酒

并

蒸

豚

道

豐

卽

噉

飮

不

辭

帝

大

笑

少

頃

駕

去

道

豐

謂

弟

子

曰

除

去

牀

頭

物

及

發

撤

牀

見

蒸

豚

酒

俱

在

不

似

噉

嚼

者

後

臨

終

謂

弟

子

曰

吾

在

山

久

汝

等

有

取

汲

之

勞

今

去

當

遺

以

一

泉

乃

於

庖

舍

前

去

一

方

石

遂

有

玄

泉

澄

映

不

盈

不

减

至

今

猶

存金
李
志
方
初

名

孟

安

陽

人

宣

宗

時

爲

戸

部

令

史

中

原

多

故

棄

官

隱

隆

慮

山

坐

錬

久

之

謁

丘

處

機

號

重

玄

子

甞

主

天

慶

宮

有

鶴

繞

壇

之

異

平

生

不

作

詩

惟

羽

化

時

留

頌

曰

四

大

旣

還

本

一

靈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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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到

家

白

雲

歸

洞

府

明

月

落

棲

霞

投

筆

而

逝

寶
公
姓

武

氏

磁

州

人

慧

性

超

絶

大

定

初

於

滏

陽

造

仰

山

寺

殿

宇

華

麗

柱

上

作

金

龍

像

蟠

之

忽

有

題

詩

柱

上

者

曰

人

道

班

鳩

拙

我

道

班

鳩

巧

一

根

兩

根

柴

便

是

家

緣

了

寶

公

大

悟

卽

入

西

山

結

茅

以

居

後

徧

歷

諸

山

住

峪

寶

嚴

寺

一

夕

大

風

震

地

端

坐

而

逝

衞
輝
府

宋
劉
海
蟾
政

和

間

新

鄕

縣

白

鶴

觀

知

事

崔

重

微

忽

見

道

士

謁

於

堂

下

揖

之

坐

不

語

但

微

哂

重

微

起

取

金

相

贈

未

入

房

已

聞

弄

筆

聲

急

囘

視

道

士

失

所

在

壁

間

有

題

字

以

仙

書

證

之

乃

劉

海

蟾

之

筆也

昶
公
輝

縣

人

自

㓜

頴

悟

精

勤

戒

律

住

持

白

茅

寺

一

日

策

杖

閒

游

謂

其

徒

曰

寺

東

山

塢

間

修

篁

古

桺

異

於

他

境

乃

吾

棲

真

之

所

竟

如

其

言

懷
慶
府

虞
尹
壽
子
居

河

陽

說

道

德

經

教

以

無

爲

之

道

又

傳

道

與

彭

祖

一

云

作

通

玄

真

一

經

七

十

卷

道

德

經

千

二

百

卷

瑕
丘
仲

人

賣

藥

於

百

餘

年

一

日

地

震

仲

及

里

中

數

十

家

屋

臨

水

皆

壞

仲

死

里

人

棄

仲

尸

於

水

中

收

其

藥

賣

之

少

頃

仲

披

裘

而

至

里

人

惶

懼

謝

罪

仲

曰

非

恨

汝

也

使

人

知

我

耳

後

復

至

世

謂

之

謫

仙

人

漢
毛
伯
道
不

知

何

許

人

與

劉

道

恭

謝

雅

堅

張

兆

期

同

學

道

於

王

屋

山

四

十

餘

年

共

合

神

丹

成

伯

道

先

服

卽

死

道

恭

服

之

又

死

雅

堅

兆

期

懼

不

敢

服

棄

藥

而

歸

未

出

山

忽

見

伯

道

道

恭

各

乘

白

鹿

在

山

上

仙

人

執

節

從

之

二

人

悲

愕

悔

謝

道

恭

授

以

服

茯

苓

方

二

人

後

亦

度

世

稷
丘
君
太行

山

下

道

士

武

帝

時

以

道

術

受

賞

髪

白

黑

齒

落

更

生

帝

東

巡

太

山

君

乃

冠

章

甫

衣

黄

衣

擁

琴

而

迎

拜

于

道

左

止

帝

勿

上

上

必

傷

足

指

及

數

里

右

足

指

果

折

帝

諱

之

但

爲

君

立

祠

趙
叔
期
不

知

何

許

人

學

道

於

王

屋

山

時

時

出

民

間

聞

有

卜

者

在

市

叔

期

往

見

之

卜

者

曰

欲

入

天

門

調

三

存

朱

衣

正

崑

崙

叔

期

知

爲

異

人

因

叩

首

請

其

要

道

卜

者

乃

授

以

胎

中

記

一

卷

叔

期

拜

受

之

後

丹

就

而

昇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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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唐
司
馬
承
禎
字

子

微

溫

人

博

學

能

文

隱

天

臺

山

玉

霄

峯

自

號

白

雲

子

師

事

潘

師

正

得

辟

糓

引

之

術

睿

宗

召

問

其

術

對

曰

爲

道

曰

損

損

之

又

損

以

至

于

無

爲

帝

曰

理

身

則

爾

理

國

若

何

對

曰

國

猶

身

也

游

心

于

澹

合

氣

于

漠

順

物

自

然

而

無

所

則

天

下

理

帝

嘆

曰

此

廣

成

子

之

言

也

辭

歸

賜

以

寶

琴

花

帔

後

玄

宗

詔

於

王

屋

山

置

壇

室

以

居

之

一

日

忽

曰

東

華

君

召

我

矣

乃

蟬

蛻

而

化

弟

子

葬

其

衣

冠

時

年

八

十

有

九

賜

謚

貞

一

先

生

王
太
虚
不

知

何

許

人

隱

居

王

屋

山

洞

中

咸

通

間

王

屋

令

王

㻌

志

崇

玄

教

棄

官

絶

糓

聞

山

洞

有

真

人

遂

往

求

之

入

洞

中

見

石

牀

上

有

古

經

一

軸

㻌

再

拜

祝

之

忽

一

人

出

語

之

曰

吾

東

極

真

人

王

太

虚

也

此

黃

庭

經

乃

吾

所

注

者

授

之

子

當

珍

之

言

訖

不

見

韓
湘

修

武

人

愈

之

姪

孫

落

魄

不

覊

愈

勉

之

學

對

曰

湘

所

學

非

公

所

知

乃

賦

詩

有

解

造

逡

巡

酒

能

開

頃

刻

花

之

句

愈

曰

子

能

奪

造

化

邪

曰

試

爲

之

乃

聚

土

以

盆

覆

之

良

久

花

開

葉

上

出

金

字

一

聯

曰

雲

橫

秦

嶺

家

何

在

雪

擁

藍

馬

不

前

且

曰

久

之

自

後

愈

貶

潮

州

途

中

遇

雪

會

湘

來

迎

詢

其

地

乃

藍

也

遂

足

成

一

詩

以

貽

之

五
代
烟
蘿
子
姓

燕

氏

志

失

其

名

王

屋

人

晉

天

福

間

耕

于

陽

臺

宮

之

側

得

異

參

舉

家

食

之

遂

㧞

宅

上

昇

今

有

洗

參

池

仙

猫

洞

皆

遺

跡

也

宋
賀
蘭
號

棲

眞

不

知

何

許

人

自

言

百

歲

善

服

氣

往

往

不

食

始

居

嵩

山

紫

虛

觀

後

徙

濟

源

奉

仙

觀

真

宗

召

至

闕

應

對

稱

旨

真

宗

奇

之

賜

號

宗

玄

大

師

以

紫

服

白

金

仍

蠲

觀

之

田

賦

未

幾

辭

還

居

祥

符

三

年

卒

時

天

大

雪

經

三

日

頂

猶

人

多

異

之

元
丘
處
機
字

通

宻

山

東

棲

霞

人

自

號

長

春

子

甞

寓

居

修

武

縣

淸

真

觀

研

精

玄

學

世

祖

召

見

每

言

爲

治

在

敬

天

勤

民

長

生

在

淸

心

寡

欲

世

祖

然

其

言

命

左

右

書

之

時

國

兵

踐

蹂

中

原

河

南

北

尤

甚

民

罹

俘

馘

無

所

逃

命

處

機

使

其

徒

持

牒

招

之

由

是

爲

人

奴

者

得

復

爲

良

及

濵

死

而

得

更

生

者

無

慮

數

萬

人

中

州

人

至

今

頌

之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仙
釋

卷
之
第
三
十
三

七

明
張
蒙
山
不

知

何

許

人

寓

溫

縣

麒

麟

村

大

廟

内

與

衆

叟

坐

廡

下

忽

䏃

目

少

頃

出

蒸

食

以

獻

言

在

某

家

所

化

其

人

歸

家

之

果

然

其

他

幻

術

多

不

可

測

後

忽

言

渴

甚

投

于

井

不

知

所

往

田
守

忠
字

如

心

萬

曆

間

學

道

于

金

爐

山

得

舍

身

磨

性

之

術

携

二

木

毬

白

晝

自

山

下

蹋

鞠

于

上

夜

則

擲

于

下

雖

崩

崖

亂

樹

中

必

模

索

得

之

人

以

爲

狂

一

日

辭

衆

言

某

日

仙

去

至

期

果

然

河
南
府

周
尹
喜
周

大

夫

爲

凾

谷

令

善

内

學

隱

德

修

行

時

人

莫

知

之

老

子

西

遊

喜

先

見

其

炁

知

有

眞

人

當

過

物

色

而

候

之

果

得

老

子

老

子

亦

奇

之

爲

著

書

以

授

後

與

老

子

俱

遊

流

沙

莫

知

所

終

喜

亦

自

著

書

九

篇

號

曰

尹

子

宋
倫
洛

陽

人

厲

王

甲

辰

歲

凝

神

慕

道

事

老

授

之

上

道

能

飄

然

飛

歩

凌

波

渉

險

或

化

麋

鹿

或

爲

鳩

鴿

弋

獵

者

自

不

能

近

或

爲

蟲

癩

之

人

與

病

者

寢

處

自

然

疾

瘥

宣

王

丁

巳

歲

遂

上

昇

爲

僊

王
子
喬
名

晉

周

靈

王

太

子

生

而

神

異

好

吹

笙

作

鳯

鳴

遊

伊

洛

間

道

士

浮

丘

公

接

上

嵩

髙

山

三

十

餘

年

去

之

後

復

至

其

山

見

桓

良

曰

告

我

家

七

月

七

日

待

我

氏

山

頭

至

日

果

乗

白

鶴

駐

山

巓

朢

之

不

得

到

舉

手

謝

時

人

而

去

浮
丘
伯
姓

李

居

嵩

山

修

道

白

日

飛

昇

甞

作

原

道

歌

云

虎

伏

龍

亦

藏

龍

藏

先

伏

虎

但

畢

河

車

功

不

用

隄

防

拒

諸

子

學

飛

仙

狂

迷

不

得

住

左

右

得

君

臣

四

物

相

念

䕶

乾

坤

法

象

成

自

有

眞

人

顧

又

著

相

鶴

經

王

子

喬

傳

祝
鷄
翁
洛

人

居

尸

鄕

北

山

下

養

鷄

百

餘

年

鷄

有

千

餘

頭

皆

立

名

字

暮

棲

樹

上

晝

放

散

之

欲

引

呼

名

卽

至

賣

鷄

及

子

得

錢

千

餘

萬

輙

棄

去

之

吳

作

養

魚

池

後

昇

吳

山

白

鶴

孔

雀

數

百

甞

止

其

傍

云

鬼
谷
子
姓

王

名

詡

楚

人

甞

入

雲

夢

山

採

藥

得

道

顏

如

少

童

居

淸

溪

之

鬼

谷

蘇

秦

張

儀

甞

問

道

三

年

辭

去

鬼

谷

曰

二

子

輕

松

喬

之

永

壽

貴

一

旦

之

浮

榮

惜

哉

鬼

谷

處

人

間

數

百

歲

後

不

知

所

之

或

曰

嵩

髙

之

陽

城

亦

有

鬼

谷

漢
河
上
公
不

知

姓

氏

文

帝

時

結

廬

河

濵

時

帝

好

老

子

書

有

未

解

者

遣

使

問

之

公

曰

道

□

德

貴

非

可

遥

問

於

是

帝

遂

□

駕

問

之

授

老

子

章

句

二

卷

曰

熟

研

此

其

疑

自

解

今

有

河

上

公

廟

在

陜

州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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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王
興
陽

城

人

常

居

宛

谷

中

武

帝

元

封

二

年

登

嵩

髙

山

見

一

仙

人

耳

出

頭

頂

下

至

肩

帝

因

問

之

仙

人

曰

聞

此

山

有

石

菖

蒲

一

寸

九

節

服

之

可

以

長

生

故

來

采

之

言

訖

忽

失

所

在

時

興

聞

其

言

乃

采

服

之

不

息

后

爲

蒲

江

主

簿

聞

縣

境

有

仙

靈

遂

棄

官

隱

於

秋

長

山

山

下

有

洞

穴

中

有

千

餘

歲

金

蟾

世

傳

見

此

蟾

者

當

得

道

又

有

瓊

花

樹

花

開

卽

有

昇

仙

者

興

修

鍊

居

此

山

者

九

載

忽

瓊

花

吐

艶

金

蟾

躍

出

遂

引

入

洞

中

遇

金

液

之

丹

拜

而

服

之

後

果

白

日

昇

天

薊
子
訓
不

知

何

許

人

建

安

末

至

洛

陽

有

神

異

公

卿

以

下

候

之

者

恒

百

人

皆

爲

設

酒

脯

終

日

不

匱

後

因

遁

去

有

人

於

長

安

東

㶚

城

見

與

一

老

人

共

摩

娑

銅

人

相

謂

曰

適

見

鑄

此

而

巳

近

五

百

歲

矣

摩
騰
本

中

天

竺

人

解

大

小

乘

經

明

帝

夜

夢

金

人

以

問

羣

臣

傅

毅

曰

臣

聞

西

域

有

神

其

名

曰

佛

陛

下

所

夢

將

必

是

乎

乃

遣

中

郎

蔡

愔

等

往

天

竺

訪

因

見

摩

騰

要

還

中

國

於

洛

邑

西

門

外

立

精

舍

以

處

之

遂

譯

四

十

二

章

經

後

卒

於

洛

陽

中

國

有

沙

門

自

騰

始

竺
法
蘭
中

天

竺

人

誦

經

論

數

萬

章

爲

學

者

師

與

摩

騰

同

入

中

國

其

言

皆

有

徵

信

蔡

愔

所

得

西

域

經

多

蘭

所

翻

譯

晉
佛
圖
澄
西

域

人

永

嘉

中

來

洛

陽

善

念

神

呪

能

役

使

鬼

物

言

事

無

不

左

乳

旁

有

一

孔

通

腹

内

時

以

絮

塞

之

遇

夜

㧞

絮

一

室

洞

明

或

臨

流

引

腸

洗

之

巳

復

納

入

石

勒

石

虎

甚

敬

事

之

比

死

之

日

有

人

見

於

流

沙

虎

旣

殮

澄

疑

其

不

死

因

發

墓

開

棺

視

之

唯

見

一

石

虎

虎

曰

師

葬

我

而

去

矣

未

幾

虎

死

阿
羅
竭
未

詳

氏

族

誦

經

二

百

萬

言

獨

宿

山

野

在

武

帝

時

甞

至

洛

陽

時

患

疫

竭

爲

呪

治

十

瘥

八

九

元

康

初

止

至

山

石

室

中

去

水

甚

遠

竭

以

左

脚

碾

石

陷

水

出

比

卒

闍

維

之

焚

爍

累

日

尸

不

煨

燼

乃

移

還

石

室

耆
域
天

竺

人

周

流

華

戎

人

莫

能

測

惠

帝

末

甞

至

洛

陽

時

南

陽

滕

永

文

寓

滿

水

寺

足

攣

屈

不

可

行

域

取

淨

水

楊

枝

呪

之

永

文

起

行

如

故

一

日

辭

還

天

竺

洛

中

沙

門

數

百

人

各

請

域

食

域

皆

許

往

明

日

五

百

舍

皆

有

一

域

巳

而

行

衆

皆

送

至

城

外

域

徐

行

追

者

不

能

及

也

是

日

有

從

長

安

來

者

見

域

在

彼

寺

中

賈

客

胡

濕

登

又

謂

是

日

將

暮

逢

域

於

流

沙

計

九

千

餘

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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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南
北
朝
䟦
陀
天

竺

人

一

稱

佛

陀

學

務

靜

攝

愽

通

經

法

孝

文

帝

一

見

敬

隆

誠

至

隨

遷

定

都

伊

洛

勅

設

靜

院

居

之

陀

性

愛

幽

棲

林

谷

是

託

屢

往

嵩

嶽

擬

謝

人

世

未

幾

帝

勅

就

少

室

山

爲

之

造

寺

今

之

少

林

是

也

達
磨
禪
師
南

天

竺

婆

羅

門

種

神

慧

踈

朗

聞

皆

曉

悟

梁

武

帝

普

通

初

至

廣

州

刺

史

表

聞

武

帝

遣

使

詔

迎

至

金

陵

帝

親

問

曰

朕

卽

位

以

來

造

寺

捨

經

度

僧

不

可

勝

數

有

何

功

德

師

曰

並

無

功

德

此

但

人

天

小

果

有

漏

之

因

雖

有

非

寶

帝

曰

如

何

是

真

功

德

師

曰

淨

智

妙

圓

體

自

空

寂

如

是

功

德

不

以

世

求

帝

問

如

何

是

聖

諦

第

一

義

師

曰

廓

然

無

聖

帝

曰

對

朕

者

誰

師

曰

不

識

帝

不

省

師

遂

去

梁

折

蘆

一

枝

渡

江

北

趨

魏

境

至

雒

邑

初

止

嵩

山

少

林

寺

終

日

面

壁

而

坐

九

年

逝

焉

葬

熊

耳

山

魏

宋

雲

奉

使

西

域

遇

師

于

䓤

嶺

見

手

携

履

翩

翩

獨

逝

雲

問

何

去

曰

西

天

去

又

謂

曰

汝

主

巳

厭

世

雲

聞

之

茫

然

别

師

東

邁

曁

復

命

明

帝

巳

登

遐

矣

迨

孝

莊

卽

位

雲

具

奏

其

事

帝

令

啓

壙

視

之

惟

空

棺

一

革

履

存焉

慧
可
虎

牢

人

姓

姬

氏

出

家

于

永

寺

忽

于

寂

黙

中

見

神

人

謂

曰

將

欲

受

果

何

滯

此

耶

大

道

非

遥

汝

其

南

矣

遂

造

少

室

師

事

逹

磨

晨

夕

参

承

盡

得

其

傳

師

將

示

寂

西

返

天

竺

乃

顧

慧

可

而

告

之

曰

昔

如

來

以

正

法

眼

傳

伽

葉

展

轉

傳

受

以

至

於

我

我

今

傳

汝

汝

當

䕶

持

并

授

袈

裟

以

爲

法

信

可

跪

受

其

衣

今

穪

二

祖

云

僧
稠
姓

孫

氏

系

出

昌

性

度

純

懿

一

覧

佛

經

渙

然

神

解

甞

住

嵩

嶽

寺

寺

僧

百

人

泉

水

僅

足

其

用

忽

一

婦

坐

階

上

聼

經

衆

不

知

爲

神

也

乃

呵

遣

之

婦

怒

以

足

蹋

泉

水

立

枯

竭

身

亦

不

現

衆

懼

告

稠

稠

呼

優

婆

者

三

婦

乃

出

稠

曰

衆

僧

在

此

神

宜

擁

䕶

婦

復

以

足

撥

於

故

泉

水

卽

上

涌

衆

嘆

異

之

後

詣

懷

州

西

王

屋

山

聞

兩

虎

交

咆

響

震

巖

乃

以

錫

杖

中

解

各

散

而

去

唐
萬

姓

張

氏

閿

鄕

人

初

父

命

耕

田

直

去

不

顧

口

惟

連

稱

平

等

因

耕

一

壠

長

數

十

里

遇

溝

坑

見

阻

乃

止

父

怒

擊

之

曰

總

耕

何

分

彼

此

乃

止

擊

而

罷

耕

兄

戍

役

於

安

西

父

母

憂

思

乃

裹

衣

糗

朝

往

視

之

暮

返

其

家

弘

農

抵

安

西

蓋

萬

餘

里

故

號

曰

萬

先

是

玄

裝

詣

西

域

取

經

見

佛

龕

題

曰

菩

薩

萬

謫

閿

鄕

裝

馳

至

閿

鄕

見

萬

施

三

衣

缾

鉢

而

去

後

臨

終

呼

其

徒

求

本

鄕

河

水

弟

子

莫

知

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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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

前

是

河

水

便

於

堦

下

掘

井

忽

然

河

水

湧

出

飮

竟

而

終

一
行
姓

張

氏

讀

書

不

再

已

暗

誦

矣

師

事

普

寂

禪

師

出

家

披

剃

於

嵩

山

師

甞

設

食

於

寺

大

會

羣

僧

時

有

盧

鴻

者

道

高

學

冨

隱

於

嵩

山

因

請

鴻

爲

文

讃

嘆

其

會

至

日

鴻

持

其

文

至

寺

其

師

授

之

置

於

几

案

上

鍾

梵

旣

作

鴻

謂

普

寂

日

某

爲

文

數

千

言

况

其

字

僻

而

言

怪

盍

於

群

僧

中

選

聰

悟

者

授

之

寂

乃

令

一

行

旣

至

伸

微

笑

止

於

一

覽

復

置

几

上

鴻

輕

其

踈

脱

而

怪

之

俄

而

群

僧

會

于

堂

一

行

攘

袂

而

進

抗

音

典

裁

一

無

遺

忘

鴻

驚

愕

久

之

謂

寂

曰

非

君

所

能

教

也

後

受

天

台

異

人

數

學

所

著

有

大

衍

玄

圖

及

易

訣

一

卷

開

元

末

滅

度

於

嵩

山

玄
奘

姓

陳

氏

名

褘

緱

氏

人

武

德

中

住

莊

嚴

寺

受

諸

經

論

一

聞

不

忘

後

徧

遊

荆

楊

等

州

訪

諸

道

隣

復

還

京

輦

貞

觀

初

往

西

域

求

經

至

賔

國

道

險

不

可

過

奘

閉

室

而

坐

夕

見

一

老

僧

授

以

心

經

一

卷

誦

之

遂

得

坦

途

虎

豹

濳

跡

至

佛

國

取

經

六

百

餘

部

以

貞

觀

十

七

年

還

令

住

玉

華

翻

譯

經

藏

麟

德

初

告

門

人

曰

有

爲

之

法

必

歸

磨

滅

泡

影

形

質

何

得

久

停

行

年

六

十

五

必

卒

至

期

果

然

色

貌

如

常

葬

於

白

鹿

原

初

奘

將

徃

西

域

手

撫

靈

巖

寺

松

枝

曰

吾

西

求

佛

教

汝

可

向

西

而

長

若

吾

歸

卽

東

使

吾

門

弟

子

知

之

及

去

其

枝

年

年

西

指

約

長

數

丈

一

日

忽

東

向

弟

子

曰

吾

師

還

矣

乃

西

迎

之

果

至

至

今

穪

其

松

爲

摩

頂

松

云

明
達
不

知

所

從

來

住

閿

鄕

縣

萬

故

寺

人

謁

問

休

咎

明

達

不

荅

但

以

意

示

之

李

林

甫

爲

黃

門

侍

郎

扈

從

西

還

謁

達

達

加

秤

於

其

肩

至

京

遂

作

相

李

雍

門

爲

湖

城

令

達

忽

請

其

馬

雍

門

不

與

間

一

日

乗

馬

將

出

馬

忽

庭

中

人

立

雍

門

墜

馬

而

死

達

甞

當

寺

門

北

朢

言

曰

此

川

中

兵

馬

何

多

也

及

哥

舒

翰

擁

兵

潼

拒

逆

閿

鄕

盡

爲

戰

塲

矣

王
旻
居

洛

陽

靑

羅

山

鄕

里

見

之

巳

數

百

歲

開

元

中

召

至

京

待

以

優

禮

復

遣

從

李

元

靖

求

補

僊

書

還

請

歸

山

不

復

入

城

甞

與

達

奚

侍

郎

友

善

後

旻

死

猶

杖

屨

詣

達

奚

人

始

知

其

尸

解

云

申
泰
芝
洛

陽

人

徙

居

長

沙

甞

遊

息

南

嶽

訪

神

仙

之

文

一

夕

於

祝

融

頂

遇

真

人

傳

金

丹

火

龍

之

術

遂

能

乗

虚

神

遊

隱

顯

出

入

人

不

能

測

呂
嵓
字

洞

賔

京

川

人

號

純

陽

子

天

寶

末

三

舉

進

士

不

第

遊

江

湖

間

遇

鍾

離

子

授

金

液

大

丹

之

術

年

五

十

道

始

成

甞

騎

白

鹿

兩

過

宜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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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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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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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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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三

十
一

錦

屏

山

俱

有

題

咏

今

山

上

煙

霞

亭

石

刻

存

焉

自
在
禪
師
學

道

旣

成

欲

幽

栖

名

山

問

於

師

曰

逢

牛

則

止

比

行

至

嵩

南

山

問

路

或

告

曰

此

野

牛

嶺

也

嶺

一

野

牛

據

林

莾

截

路

噬

人

卽

獵

者

亦

不

敢

施

機

械

爾

孤

行

且

止

自

在

黙

然

憶

師

語

而

進

至

嶺

果

見

野

牛

作

法

祝

之

牛

馴

伏

自

在

遂

以

行

語

曰

若

到

吾

刹

卽

止

行

至

下

雲

岩

寺

牛

止

自

在

曰

此

地

佳

而

狹

小

更

進

之

乃

行

至

上

雲

岩

寺

止

自

在

曰

可

矣

下

牛

趺

坐

而

牛

奔

直

上

後

山

絶

頂

躍

入

池

中

俄

而

雲

起

晝

晦

有

龍

見

形

橫

騰

東

西

兩

山

之

上

自

在

祝

云

娑

伽

娑

伽

夙

性

未

化

見

大

法

身

驚

駭

徒

衆

可

仍

池

中

吾

爲

說

法

於

是

龍

歛

形

復

入

池

中

今

嵒

頂

小

池

圍

丈

曰

龍

池

卽

此

按

佛

經

譯

語

牛

化

龍

曰

娑

伽

龍

云

五
代
辛
七
師
陜

人

爲

兒

時

甚

謹

肅

未

甞

以

狎

弄

爲

事

父

母

異

而

憐

之

十

歲

好

浮

圖

氏

閲

佛

書

自

能

辨

梵

音

不

由

師

教

其

後

父

爲

陜

郡

守

先

是

郡

南

有

瓦

窑

七

所

及

父

卒

于

宦

辛

七

哀

甚

而

狂

遂

遁

去

其

家

僮

跡

其

所

往

至

郡

南

見

辛

七

在

一

瓦

窑

中

端

坐

身

有

奇

光

燦

然

若

煉

金

狀

家

僮

驚

異

次

至

一

窑

又

見

一

辛

七

在

焉

歷

七

窑

俱

有

一

辛

七

在

中

由

是

陜

人

呼

爲

辛

七

師

阿
足
師
不知

何

許

人

寓

居

閿

鄕

時

有

所

言

靡

不

先

覺

陜

州

巨

室

張

臻

者

生

一

男

年

十

七

愚

騃

且

攣

手

足

父

母

鍾

愛

迎

醫

求

藥

不

遠

千

里

數

十

年

家

業

殆

盡

聞

阿

足

能

先

知

乃

携

其

子

來

求

拯

濟

阿

足

見

之

謂

臻

曰

此

汝

之

也

念

汝

竭

誠

遠

來

當

爲

汝

除

之

卽

選

日

令

於

河

上

致

齋

廣

召

僧

衆

至

期

阿

足

使

壯

力

者

拽

其

子

投

之

河

流

觀

者

如

堵

莫

測

所

爲

阿

足

謂

臻

曰

爲

汝

除

灾

矣

良

久

其

子

忽

於

下

流

數

歩

外

立

于

水

面

戟

手

謂

臻

曰

與

爾

有

宿

今

賴

賢

聖

與

汝

解

矣

須

臾

沉

水

不

知

所

適

宋
柴
通
玄
閿

鄕

人

爲

道

士

於

承

天

觀

年

百

餘

歲

善

辟

糓

言

唐

末

事

歷

歷

可

聼

太

宗

召

至

闕

下

懇

求

歸

眞

宗

祀

汾

陰

召

至

行

在

命

坐

訪

無

爲

之

要

上

作

詩

賜

之

并

以

茶

藥

束

帛

詔

修

其

道

院

蠲

其

田

租

度

弟

子

二

人

明

年

通

玄

作

遺

表

自

稱

羅

山

太

一

洞

主

遣

弟

子

詣

闕

以

龜

鶴

爲

獻

又

召

官

僚

士

庻

言

生

死

之

要

夜

分

盥

濯

然

香

遲

明

卒

王
仔
昔
洪

州

人

始

學

儒

自

言

遇

許

遜

得

秘

傳

出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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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十
二

嵩

山

能

道

人

未

來

事

政

和

中

宗

召

見

賜

號

冲

隱

處

士

帝

因

旱

禱

雨

遣

使

持

求

仔

昔

至

則

篆

符

其

上

乃

細

書

焚

符

湯

沃

而

洗

之

使

者

懼

不

敢

受

强

之

乃

持

去

蓋

帝

黙

祝

爲

宮

洗

赤

目

者

依

其

言

一

沃

立

愈

進

封

通

玄

先

生

朗
然
子
姓

劉

名

希

岳

字

望

嵩

漳

水

舉

人

儒

歸

玄

居

水

南

之

通

玄

觀

事

跡

靈

異

一

日

忽

辭

鄕

人

言

次

日

當

遠

行

至

期

鄕

人

相

約

聚

送

見

其

擁

衲

兀

坐

漸

漸

縮

入

久

而

失

其

所

在

止

有

衲

衣

存

焉

舉

首

望

空

見

彩

雲

軒

軒

而

上

乃

知

飛

昇

也

所

著

詩

三

十

首

悉

修

煉

秘

訣

今

刻

于

棲

霞

宮

石

上

邢
和
璞
不

知

何

許

人

善

筭

心

術

凡

人

心

之

所

計

布

筭

而

知

之

卜

居

嵩

間

石

堂

山

之

洞

著

陽

書

三

篇

復

能

以

法

活

死

者

文

多

不

載

宋

歐

陽

脩

作

石

堂

山

隱

者

詩

以

贈

之

金
劉
處
玄
字

通

妙

號

長

生

子

武

官

人

大

定

十

八

年

遷

洛

城

東

北

雲

溪

洞

門

人

爲

洞

室

忽

得

石

井

衆

方

駭

異

處

玄

曰

不

遠

數

尺

更

有

二

井

此

三

生

前

修

煉

處

之

果

然

金

主

召

問

至

道

之

要

對

曰

寡

嗜

欲

則

身

安

薄

賦

歛

則

國

泰

金

主

悅

勅

以

故

寓

菴

爲

靈

虚

觀

以

居

之

一

日

鳴

皷

集

衆

告

以

去

期

乃

曲

肱

而

逝

孫
仙
姑
名

不

二

寧

海

人

馬

丹

陽

之

妻

受

道

於

王

重

陽

後

從

風

仙

姑

逰

居

洛

六

年

忽

謂

弟

子

曰

真

師

有

命

當

赴

瑶

池

遂

更

衣

跏

趺

而

化

元
丘
長
春
世

號

丘

神

仙

著

有

道

書

行

于

世

那
羅
西

天

菩

薩

也

至

正

初

至

少

林

蓬

頭

裸

背

跣

足

厨

中

作

務

數

年

至

十

一

年

紅

巾

賊

至

少

林

僧

乃

持

一

火

棍

出

形

數

十

丈

獨

立

高

峯

賊

見

驚

遁

僧

大

呌

曰

吾

那

羅

也

言

訖

不

見

明
正
道
字

無

言

新

建

胡

氏

子

初

祝

髪

于

上

藍

寺

嗣

受

戒

于

無

盡

和

尚

徧

叅

諸

方

至

少

林

得

法

于

幻

休

潤

公

潤

公

陞

座

問

如

何

是

洞

上

家

風

潤

公

曰

月

下

三

花

樹

峯

前

䨇

桂

枝

又

問

曰

和

尚

還

别

有

麽

曰

惟

此

一

事

實

師

于

言

下

大

悟

卽

呈

偈

曰

雲

攅

峯

頂

月

鎻

幽

巖

木

人

拊

掌

石

女

舒

顏

潤

公

印

可

會

少

林

虚

席

領

衆

十

九

載

陞

座

二

次

或

普

說

或

小

㕘

莫

不

摧

彼

疑

城

登

之

覺

岸

周

藩

皈

依

爲

造

溪

南

隱

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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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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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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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第
三
十
三

十
三

南
陽
府

漢
陰
長
生
新

野

人

□

帝

后

之

曾

祖

不

好

榮

位

專

務

道

術

聞

馬

明

生

者

得

度

世

法

乃

求

見

於

太

和

山

中

執

役

二

十

餘

年

不

懈

乃

偕

入

靑

城

山

立

壇

㰱

血

以

太

淸

金

液

神

丹

授

之

丹

成

著

書

九

篇

白

日

昇

天

而

去

南
陽
公
主
下

王

咸

綏

知

間

王

莾

秉

政

謂

咸

曰

國

危

世

亂

但

當

退

而

修

身

咸

不

能

從

公

主

遂

於

崋

山

結

廬

歲

餘

精

思

丹

道

乘

雲

冉

冉

而

去

咸

追

之

昇

層

嶺

漠

然

無

迹

忽

於

嶺

上

見

遺

朱

履

一

䨇

取

之

巳

化

爲

石

後

人

名

其

峯

曰

公

主

峯

王
喬
河

東

人

顯

宗

時

爲

葉

令

有

神

術

每

月

朔

朢

常

自

縣

詣

䑓

朝

帝

帝

怪

其

來

數

而

不

見

車

騎

密

令

太

史

伺

之

言

其

至

有

䨇

鳬

從

東

南

飛

來

乃

候

其

至

而

羅

之

得

舄

則

四

年

中

所

賜

尚

書

官

屬

履

也

每

當

朝

時

葉

門

下

有

皷

不

擊

自

鳴

聞

于

京

師

后

天

下

玉

棺

于

庭

前

喬

乃

沐

浴

服

餙

寢

其

中

蓋

自

立

覆

葬

于

城

東

一

夕

土

自

成

墳

百

姓

爲

立

廟

祀

之

吏

人

祈

禱

無

不

如

應

焉

晉
麻
衣
子
姓

李

名

和

生

而

紺

髪

美

姿

稍

長

厭

世

遂

入

終

南

山

遇

一

道

者

授

以

道

秘

戒

之

曰

南

陽

之

間

湍

水

之

陽

有

山

靈

堂

巖

洞

其

旁

神

開

汝

鄕

汝

則

往

之

可

以

翕

神

功

於

蒼

茫

麻

衣

往

求

之

遇

樵

者

至

其

所

居

洞

中

十

有

九

年

義

熙

間

大

旱

居

民

張

率

衆

請

焉

麻

衣

以

無

術

拒

之

請

者

不

輟

一

夕

忽

有

少

年

十

二

人

謂

麻

衣

曰

若

請

但

許

之

麻

衣

怪

而

諾

之

翼

日

雨

果

大

至

十

二

人

復

來

拜

曰

吾

屬

龍

也

上

帝

以

師

道

業

成

勅

令

輔

師

行

化

耳

劉

宋

大

明

初

端

坐

而

逝

陳
永
伯
南

陽

人

得

淮

南

王

七

星

散

方

試

合

服

之

二

十

八

日

忽

然

不

知

所

在

永

伯

兄

子

名

增

族

年

十

七

亦

服

之

其

父

繫

其

足

閉

密

室

中

晝

夜

守

之

滿

二

十

八

日

亦

復

不

知

所

之

本

方

曰

服

三

十

日

而

失

其

所

在

後

人

不

復

敢

服

服

之

者

臨

去

必

有

仙

官

來

迎

之

但

人

不

見

耳

唐
天
然
初

習

儒

業

將

舉

進

士

道

遇

襌

客

曰

選

官

何

如

選

佛

天

然

悟

卽

謁

馬

大

師

大

師

曰

我

子

天

然

遇

畱

卽

止

後

振

錫

南

陽

見

山

巒

疊

出

方

四

顧

之

頃

忽

見

一

老

人

云

此

大

畱

二

畱

三

畱

之

山

也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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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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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十
四

因

憶

大

師

之

言

遂

棲

止

之

唐

長

慶

中

示

寂

丹

霞

觀

寶

曆

初

謚

智

通

襌

師

塔

號

曰

妙

覺

云

五
代
法
聰
新

野

人

八

歲

棄

俗

至

襄

陽

蓋

山

白

馬

泉

築

室

以

棲

梁

晉

安

王

來

都

襄

雍

乃

造

禪

室

見

堂

内

有

虎

聰

以

手

按

其

頭

虎

卽

閉

目

伏

地

王

因

告

境

内

虎

災

聰

卽

入

定

須

臾

十

七

大

虎

至

聰

命

弟

子

以

布

繩

繫

頸

而

去

自

是

無

害

所

居

夜

有

光

明

照

數

里

不

假

燈

燭

年

九

十

二

端

坐

而

化

宋
景
知
常
鄧

州

人

少

從

趙

氊

襖

學

道

顏

如

渥

丹

太

宗

知

其

名

召

至

俄

辭

去

甞

遇

呂

真

人

時

或

語

唐

昭

宗

以

來

事

殆

數

百

歲

或

祁

寒

浴

溪

或

大

暑

偃

地

有

書

生

病

憊

嘘

酒

飮

之

卽

能

行

所

居

夜

神

光

滿

室

卒

舉

其

棺

甚

輕

開

視

惟

衣

衾

有

異

香

焉

張
虚
白
鄧

州

人

通

太

乙

六

壬

術

留

心

丹

竈

遇

眞

人

得

秘

訣

宗

聞

其

名

召

管

太

乙

宮

恩

無

虚

日

官

太

虚

大

夫

金

門

羽

客

出

入

禁

中

終

日

論

道

無

一

言

及

時

事

曰

朝

廷

事

有

宰

相

在

非

予

所

知

也

金

人

尤

重

之

忽

一

日

語

人

曰

某

年

月

日

吾

化

期

也

至

日

果

然

張
仙
姑
南

陽

人

有

秘

術

人

有

疾

仙

姑

輙

暝

目

濳

爲

布

氣

攻

之

俄

覺

腹

如

火

巳

而

鳴

聲

如

雷

雖

沉

痼

者

無

不

愈

宗

甞

召

至

東

都

後

不

知

所

終

雲
定
平

山

人

生

而

異

常

長

乃

出

家

每

日

法

離

文

字

豈

可

溺

於

筌

蹄

遂

遊

歷

四

方

城

之

東

有

名

刹

曰

普

嚴

乃

得

遺

址

募

緣

重

建

緇

流

爭

歸

之

預

知

圓

寂

其

徒

建

塔

刻

銘

以

紀

其

實

明
智
通
燕

人

自

㓜

神

淸

貌

秀

頴

悟

善

記

初

慕

全

真

謁

道

者

弗

合

遂

落

髪

入

法

門

禮

壁

峯

金

師

卽

聞

奥

旨

夙

契

脗

合

往

遊

大

乗

山

因

駐

錫

焉

久

之

緇

素

雲

集

永

樂

中

召

至

京

師

居

天

界

寶

刹

端

坐

而

化

汝
寧
府

周
任
光
上

蔡

人

善

餌

丹

賣

於

都

市

里

間

積

八

九

十

年

面

顏

如

數

十

歲

趙

簡

子

與

俱

歸

常

住

栢

梯

山

上

後

不

知

所

往

漢
費
長
房
汝

南

人

爲

市

吏

有

老

翁

賣

藥

懸

一

壺

於

肆

市

罷

輙

跳

入

壺

中

市

人

莫

之

見

獨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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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房

於

樓

上

見

之

異

焉

因

徃

再

拜

奉

酒

脯

翁

乃

與

俱

入

壺

中

惟

見

玉

堂

嚴

麗

旨

酒

甘

殽

盈

衍

其

中

共

飮

畢

而

出

後

長

房

欲

求

道

顧

家

人

爲

憂

翁

乃

斷

一

竹

杖

懸

之

舍

後

家

人

見

之

卽

以

長

房

縊

死

遂

從

入

山

授

以

秘

術

及

歸

自

謂

去

家

適

經

旬

日

而

已

十

餘

年

矣

家

人

謂

其

久

死

不

信

長

房

曰

往

日

所

葬

但

竹

杖

耳

乃

發

棺

視

之

果

然

初

桓

景

甞

學

於

長

房

一

日

謂

景

曰

九

月

九

日

汝

家

有

大

災

可

令

家

人

作

絳

囊

盛

茱

茰

繫

臂

登

髙

山

飮

菊

酒

禍

可

消

矣

景

如

其

言

舉

家

登

高

山

夕

還

見

牛

羊

雞

犬

皆

暴

死

焉

晉
許
遜
汝

南

人

博

通

經

史

尤

嗜

修

煉

之

術

舉

孝

亷

太

康

初

爲

蜀

旌

陽

縣

令

歲

饑

甞

㸃

瓦

礫

爲

金

民

得

輸

負

租

爲

符

呪

以

治

疫

活

數

千

人

後

得

飛

歩

斬

邪

之

法

時

西

安

有

蛟

物

及

上

遼

有

巨

蛇

爲

民

害

遜

皆

斬

之

至

豫

章

復

有

老

蛟

及

其

黨

甚

衆

遜

蹤

跡

得

之

斬

除

無

遺

由

是

水

妖

絶

迹

又

遊

韶

陽

郴

衡

諸

郡

除

害

尤

多

寧

康

甲

戌

年

巳

一

百

三

十

六

歲

忽

一

日

羽

蓋

幢

車

自

天

而

下

登

車

與

其

弟

子

家

屬

四

十

二

口

同

時

昇

舉

鷄

犬

亦

飛

去

許
邁
字

叔

玄

遜

之

從

弟

也

未

弱

冠

時

常

造

郭

璞

璞

爲

之

筮

遇

泰

之

上

六

爻

曰

君

元

吉

自

天

宜

學

升

遐

之

道

後

遍

逰

名

山

探

藥

服

氣

乃

改

名

玄

字

遠

逰

入

臨

安

西

山

著

詩

一

十

二

首

莫

知

所

終

許

亦

遜

之

從

弟

入

華

陽

洞

得

道

遇

西

王

母

女

雲

林

夫

人

降

教

之

得

爲

佐

卿

仙

侯

㓜

子

羽

小

字

玉

斧

爲

侍

宸

仙

翁

後

雲

林

夫

人

與

書

云

玉

醴

金

漿

交

梨

火

棗

當

與

山

中

許

道

士

不

與

人

間

許

長

史

南
北
朝
慧
思
姓

李

氏

武

澤

人

以

大

小

乘

定

慧

等

法

根

引

喻

習

慈

忍

行

奉

菩

薩

三

聚

戒

衣

服

率

用

布

寒

則

加

以

艾

北

齊

天

保

中

駐

錫

光

山

縣

靜

居

山

梵

天

院

知
顗
天

台

山

智

者

禪

師

陳

天

嘉

初

謁

慧

思

於

大

蘇

山

思

一

見

卽

謂

曰

昔

靈

鷲

同

聽

法

華

經

今

復

來

矣

卽

示

以

普

賢

道

塲

說

四

安

樂

行

師

入

觀

三

七

日

身

心

豁

然

慧

思

曰

非

汝

弗

證

非

吾

莫

識

唐
僕
僕
先
生
居

居

縣

黃

土

山

甞

餌

杏

丹

乘

雲

往

來

刺

史

李

休

光

以

爲

妖

叱

左

右

執

之

龍

虎

見

於

其

側

先

生

乘

之

而

去

天

寶

初

因

以

居

名

縣

應

節
汝

南

人

生

不

喜

茹

葷

性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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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長

遊

天

台

龍

虎

山

師

馮

惟

良

得

上

淸

大

法

栖

真

天

台

之

道

元

院

日

誦

黃

庭

太

洞

二

經

爲

人

致

福

數

致

感

應

忽

一

日

沐

浴

入

靜

凝

神

翌

日

解

化

是

久

淸

香

馥

郁

猿

鳥

悲

鳴

及

就

窆

但

空

棺

而

已

宋
褒
信
道
人
失

其

名

與

人

較

奕

每

局

祗

讓

人

一

子

後

卒

於

褒

信

託

後

事

于

一

村

叟

數

年

叟

爲

改

葬

但

空

棺

衣

衾

而

巳

道

人

有

詩

云

爛

柯

真

訣

玅

通

神

一

局

曾

經

幾

度

春

自

出

洞

來

無

敵

手

得

饒

人

處

且

饒

人

元
楊
道
和
上

蔡

人

生

而

奇

異

有

相

人

者

見

之

曰

此

子

仙

風

道

骨

非

風

塵

中

人

及

長

棄

俗

修

道

居

蔡

之

白

雲

洞

復

値

至

人

授

以

仙

訣

至

元

初

忽

白

日

翀

舉

後

有

人

見

之

淮

上

明
孫
樂
庵
採

藥

商

山

偶

于

市

化

柴

薪

至

邑

東

南

崇

國

寺

後

山

之

巔

坐

柴

薪

中

吐

火

化

身

火

熖

閃

裂

合

掌

端

凝

肺

肝

燎

灼

後

有

遇

于

孫

曰

吾

巳

脱

身

去

言

畢

不

見

汝
州上

古
廣
成
子
軒

轅

時

人

隱

居

汝

州

崆

峒

山

石

室

中

黃

帝

造

問

治

身

之

道

荅

曰

至

道

之

精

窈

窈

至

道

之

極

昏

昏

黙

黙

無

視

無

聼

抱

神

以

靜

形

將

自

正

必

靜

必

淸

毋

勞

爾

形

毋

揺

爾

精

乃

可

長

生

愼

内

閉

外

多

知

爲

敗

我

守

其

一

而

處

其

和

故

千

二

百

年

未

甞

衰

老

乃

授

帝

陰

陽

經

帝

悅

乃

命

奏

鈞

天

之

樂

至

今

有

臺

名

曰

鈞

天

晉
張
元
化
葛

玄

弟

子

甞

寓

汝

州

淸

溪

觀

一

日

召

道

士

周

元

亨

曰

吾

化

之

後

毋

損

吾

軀

旣

化

元

亨

遵

其

命

葬

之

後

五

年

有

汝

卒

戌

於

蜀

者

逢

一

道

士

於

山

峽

間

謂

曰

汝

爲

我

持

此

書

與

胡

司

馬

周

尊

師

卒

投

書

二

人

開

緘

觀

之

乃

元

化

親

札

謝

二

人

葬

之

厚

也

發

塚

視

之

惟

空

棺

有

故

履

存

焉

宋

政

和

間

封

冲

妙

先

生

馬
丹
陽
法

名

玄

寶

相

傳

丹

陽

遇

重

陽

子

食

瓜

自

蒂

怪

而

問

之

荅

曰

香

從

臭

裏

出

甜

向

苦

中

來

豁

然

警

悟

遂

於

此

修

道

成

真

今

城

北

街

有

丹

陽

觀

唐
貞
禪
師
天

元

間

駐

錫

風

穴

山

甞

習

陽

三

昧

其

化

大

行

一

夕

溘

然

示

寂

守

宰

李

暠

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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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舍

利

千

粒

玄

宗

謚

爲

七

祖

明
張
三
丰
遼

東

人

或

云

寶

鷄

人

洪

武

初

往

來

襄

鄧

許

之

間

甞

居

汝

州

鍊

眞

宮

人

莫

之

識

巳

而

去

又

寓

汴

延

慶

觀

時

大

理

卿

王

公

宇

爲

嬰

兒

三

丰

過

其

里

見

而

異

之

謂

人

曰

此

兒

它

日

必

貴

顯

後

果

如

其

言

天

順

二

年

羽

化

于

成

都

鶴

鳴

山

詔

封

通

微

顯

化

眞

人

河
南
通
志
卷
之
第
三
十
三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