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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觀
釋

道

附

前
志
所
列
寺
觀
叢
林
六
小
寺
庵
院
二
十
八
道
觀
十
有
六

攷
莫
志
言
元
時
多
至
一
千
八
百
餘
所
洪
武
時
存
叢
林
二

十
一
觀
一
餘
寺
觀
庵
院
悉
歸
倂
叢
林
莫
所
載
尙
有
一
百

一
十
餘
所
徐
志
增
八
十
餘
所
及

國
朝
分
縣
後
在
境
內

者
僅
如
前
志
所
載
焉
前
志
又
言
明
初
歸
倂
之
法
爲
洪
武

中
之
善
政

國
朝
康
熙
五
十
年
禁
民
間
創
建
寺
廟
多
占

百
姓
田
廬
及
會
典
所
載
較
明
尤
嚴
咸
豐
十
年
大
半
燬
於

兵
火
同
治
六
年
御
史
王
書
瑞
奏
無
關
祀
典
之
寺
廟
已
燬

者
不
准
創
議
修
建
奉

俞
旨
允
行
七
年
巡
撫
丁
日
昌
飭
各
州
縣
分
設
義
學
有
江
陰
縣

議
辦
章
程
將
無
關
祀
典
之
田
產
充
作
義
學
經
費
房
屋
改

爲
學
舍
亦
通
飭
倣
辦
其
用
意
蓋
深
遠
矣
今
攷
其
存
廢
著

於
篇
其
言
之
不
詳
亦
於
體
要
無
關
焉
爾

聖
壽
禪
寺
在
縣
治
西
北
俗
稱
北
寺
咸
豐
十
年
燬

無
礙
講
寺
在
縣
治
西
常
樂
坊
俗
稱
西
寺
咸
豐
十
年
燬

接
待
禪
寺
在
東
門
外
南
津
口
俗
稱
南
寺
咸
豐
十
年
燬

甯
境
華
嚴
講
寺
在
東
門
外
江
南
市
咸
豐
十
年
燬

上
四
寺
在
縣
城
內
外
皆
有
賜
額

永
福
敎
寺
在
八
坼
咸
豐
十
年
燬

法
喜
敎
寺
在
同
里
九
里
村
廢

積
善
禪
寺
在
二
十
二
都
廢

泗
洲
禪
寺
在
蘆
墟
今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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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
恩
禪
寺
在
庉
村
今
存

圓
明
禪
寺
在
盛
澤
今
存
有
賜
額

羅
漢
講
寺
在
黎
里
今
存

上
七
寺
在
各
鎭
及
村

睡
龍
庵
喻
指
庵
定
慧
庵
在
黃
溪
皆
咸
豐
十
年
燬

蓮
華
庵
瑪
瑙
庵
在
黎
里
今
存

骨
池
庵
一
名
目
瀾
洲
古
龍
庵
在
盛
澤
今
存
骨
池
庵
有
賜
額

善
慶
庵
奇
雲
庵
在
茅
塔
今
廢

慧
曰
懺
院
集
善
庵
吉
祥
庵
在
同
里
惟
吉
祥
庵
廢

南
渡
船
庵
在
方
尖
普
明
庵
百
婆
庵
在
龎
山
湖
濱
慈
報
庵
在
北

操
圩
萬
連
庵
在
城
西
南
隅
大
悲
庵
在
二
都
梵
光
院
在
二
十
二

都
南
詢
庵
慶
壽
庵
在
二
十
都
有
存
者
有
廢
者

上
所
載
就
前
志
所
有
畧
攷
存
廢
如
此
有
不
知
者
亦
不
盡
求

其
知
矣
若
前
志
未
載
者
雖
有
一
二
亦
不
加
載
後
之
人
勿
病

其
簡
畧
可
也
志
道
觀
亦
此
意
云

純
陽
道
院
在
東
門
外
長
橋
東

崇
眞
道
院
在
縣
治
東
北

靈
眞
道
院
今
名
仙
源
道
院
在
仙
里
橋

紫
霄
宮
在
八
坼
官
塘
皆
咸
豐
十
年
燬

雷
尊
殿
在
縣
治
東
北
乾
隆
四
十
九
年
重
建
周
汝
雨
撰
記
刻
石

咸
豐
十
年
燬
而
碑
石
猶
屹
立
無
恙
今
邑
人
稍
稍
葺
治
之
碑
及

前
志
皆
言
順
治
二
年
前

志

言

三

年

正

月

松
江
劇
盜
刼
殺
知
縣
掠
倉
庫

總
兵
吳
兆
勝
率
兵
來
下
令
屠
城
縛
已
七
十
餘
人
忽
烟
光
起
殿

屋
上
霹

大
震
兆
勝
大
驚
懼
禱
於
神
曰
民
無
罪
請
復
震
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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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大
震
者
三
於
是
盡
釋
所
縛
民
皆
得
生
自
此
奔
走
禱
祠
者
弗

息
乾
隆
中
修
費
錢
四
千
餘
緡
訖
九
年
工
乃
竣
記
不
錄

衍
慶
昭
靈
觀
在
縣
治
東
北
後
河
南
今
爲
城
隍
廟
見
祠
廟

棲
貞
道
院
在
城
北
門
內
今
爲
火
神
廟
見
祠
廟

玉
淸
洞
眞
觀
在
同
里
今
存
有
賜
額

仁
濟
道
院
在
同
里
今
存

翊
靈
道
院
在
同
里
今
存

玉
仙
行
宮
在
盛
澤
今
存

全
眞
道
院
一
名
東
嶽
廟
在
黎
里
今
存

洞
眞
宮
在
二
十
一
都
程
林
村
福
德
道
院
在
二
十
二
都
上
沈
村

明
眞
道
院
在
二
十
三
都
洪
里
村
元
明
道
院
在
二
十
七
都
庉
村

端
雲
觀
在
二
十
都
韓
墅
村
廣
濟
亭
五
都
東
玉
虛
道
院
在
二
都

南
津
口
有
存
者
有
廢
者

力
成
者
盛
澤
朱
姓
子
業
屠
年
二
十
九
棄
家
爲
僧
不
識
字
日
舂

米
擔
水
而
已
三
年
無
所
得
師
命
詣
嘉
興
天
甯
寺
敎
以
坐
參
越

二
十
四
日
豁
然
開
悟
誦
經
如
夙
習
亦
能
詩
淸
澈
多
見
道
語
主

天
甯
靈
隱
方
丈
後
退
居
盛
澤
柏
子
庵
破
葷
酒
戒
日
諵
諵
如
顚

者
數
年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朔
忽
懸
示
曰
五
五
歸
期
人
莫

能
曉
至
二
十
五
日
趺
坐
化
去

癡
和
尙
者
平
望
殊
聖
寺
西
南
房
僧
也
不
誦
經
不
盥
沐
不
避
污

穢
語
諵
諵
無
倫
次
人
呼
爲
癡
和
尙
嗜
酒
日
必
醉
寺
僧
有
沽
酒

者
必
索
飮
醉
則
畫
梅
與
烏
鵲
人
弗
識
也
寺
僧
厭
惡
之
見
其
來

輒
閉
戶
拒
之
無
所
得
酒
乃
大
呼
於
寺
門
前
曰
贈
我
沽
酒
錢
我

爲
若
治
病
有
來
者
書
藥
與
之
皆
古
方
瘡
瘍
則
摘
樹
葉
或
草
根



ZhongYi

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三
十
九

雜
志
二

四

與
泥
搓
塗
之
或
煎
飮
皆
愈
於
是
求
治
病
者
日
眾
得
錢
無
日
不

醉
醉
則
臥
寺
門
或
藩
溷
間
餘
錢
以
與
乞
者
貧
者
童
稚
者
獨
不

與
寺
僧
乃
逐
之
則
至
平
望
南
之
吳
景
村
止
古
廟
中
求
治
病
皆

至
吳
景
村
後
至
茶
都
港
求
治
病
者
又
盡
至
茶
都
港
癡
和
尙
日
則

在
古
廟
中
夜
則
橫
臥
溝
塍
間
嘗
天
寒
雨
雪
身
積
雪
如
覆
絮
而

鼾
聲
如
雷
晨
則
拂
雪
起
不
見
有
寒
涷
之
色
有
朱
方
回
者
貧
而

修
行
詣
癡
和
尙
曰
古
所
謂
佯
狂
者
非
和
尙
耶
答
曰
人
以
我
爲

癡
則
癡
不
以
我
爲
癡
我
未
嘗
癡
也
子
有
㝛
根
我
當
授
子
以
靜

悟
之
方
子
念
雜
能
靜
坐
除
一
切
念
七
七
日
後
當
有
悟
矣
朱
執

弟
子
禮
如
所
敎
行
之
有
得
復
令
往
北
方
有
遇
可
獲
萬
金
卽
歸

遂
北
行
果
如
所
言
而
歸
自
是
癡
和
尙
不
爲
人
治
病
方
回
日
給

以
酒
時
時
與
對
語
人
不
解
也
復
三
年
曰
我
當
歸
殊
聖
寺
某
月

日
逝
矣
至
期
果
叔
方
回
旣
葬
之
立
石
曰
淸
故
殊
聖
寺
癡
和
尙

之
墓

德
亮
號
雪
牀
甫
里
陳
氏
子
年
十
二
卽
能
爲
詩
祝
髮
於
天
津
彌

勒
院
爲
行
腳
徧
行
五
臺
峩
嵋
天
台
雁
宕
匡
廬
所
至
皆
有
詩
紀

之
復
歸
故
里
聞
玉
峰
雪
崖
禪
師
道
行
精
嚴
乃
往
受
衣
鉢
雪
崖

逝
後
六
年
始
住
莘
塔
之
長
馨
庵
終
焉
沈
歸
愚
嘗
造
訪
謂
其
詩

有
韋
孟
之
風
選
入

國
朝
別
裁
集
柳
樹
芳
復
訪
其
藳
刻
之
曰

雪
牀
遺
詩

唐
漢
元
字
鳳
彩
宜
興
人
出
家
平
望
之
元
天
宮
先
是
盛
澤
有
汪

翼
元
者
從
穹
窿
山
道
士
邱
天
山
受
法
能
驅
役
鬼
神
通
五
雷
秘

法
能
致
風
雨
爲
人
治

皆
驗
漢
元
從
汪
游
盡
其
法
□
方
震
翼

元
不
知
有
漢
元
也
汪
殁
漢
元
始
爲
時
重
邑
中
亢
旱
禱
雨
屢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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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邑
令
五
加
奬
額
焉
人
有
魅
惑
者
亦
能
如
師
法
鎭
禳
之
其
住
持

廟
宇
若
平
望
關
帝
廟
盛
澤
西
城
隍
廟
所
至
必
脩
葺
鼎
新
之
或

曰
翼
元
非
羽
流
名
啟
光
監
生

園
第

共
怡
園
在
城
隍
廟
東
偏
亦
名
東
園
地

屬

震

澤

因

與

縣

合

故

並

載

之

乾
隆
五
十

年
知
縣
龍
鐸
築
吳
舒
帷
爲
記
鐸

自

記

石

刻

在

壁

今
廢
惟
湖
石
數
拳

存
同

治

年

邑

人

重

建

公

廨

數

楹

在

內

吳

舒

帷

共

怡

園

記

邑

侯

宛

平

龍

明

府

旣

毁

楊

家

港

淫

祠

取

其

材

建

松

陵

書

院

矣

復

以

湖

石

置

城

隍

廟

東

偏

爲

園

工

旣

竣

顔

曰

共

怡

言

同

樂

也

或

曰

一

邑

之

事

眾

矣

燕

賞

淸

娛

雖

古

士

大

夫

所

不

廢

或

者

非

急

事

乎

余

曰

是

何

不

思

共

怡

之

旨

也

永

嘉

池

塘

宣

城

牕

岫

傳

者

美

之

竊

嘗

考

其

時

觀

其

行

事

乃

徒

爲

風

流

自

賞

耳

於

民

何

裨

焉

歐

陽

子

之

言

曰

宣

上

恩

德

與

民

同

樂

剌

史

之

事

也

故

豐

樂

之

亭

與

滁

人

共

千

古

今

天

子

深

仁

厚

澤

涵

濡

五

十

餘

年

良

有

司

勤

宣

政

敎

旣

撤

淫

祠

以

正

人

心

其

殘

峯

亂

石

之

委

草

莽

者

藉

以

爲

邑

人

游

賞

之

資

來

游

者

咸

歎

侯

之

無

棄

材

且

以

見

樂

民

之

樂

之

無

已

也

然

則

斯

園

也

豈

徒

爲

一

邑

勝

地

云

爾

乎

哉

張

士

元

東

園

看

花

詩

東

園

卉

木

誰

滋

培

蓊

葧

香

氣

聞

池

臺

辛

夷

片

片

吹

落

地

諸

花

含

蕚

黃

鸝

催

連

朝

晴

霽

更

向

暖

林

端

紅

紫

爭

相

偎

海

棠

欲

發

猶

掩

抑

半

面

已

露

千

玫

瑰

桃

花

正

放

南

北

塢

風

容

雨

意

驕

羣

材

或

如

朱

霞

妙

裁

翦

或

如

白

雪

飄

成

堆

又

或

一

木

三

五

色

下

枝

揫

斂

高

枝

開

同

時

相

見

有

優

劣

尹

姬

俯

首

邢

娥

來

荆

花

滿

條

亦

嘉

種

黯

澹

祗

可

供

輿

臺

小

草

布

地

作

茵

席

篁

竹

梢

雲

頭

不

回

游

人

顧

盻

重

華

采

誰

數

峻

幹

窮

根

荄

泉

石

結

構

類

天

造

叢

祠

閑

靜

容

徘

徊

吟

賞

莫

居

蜂

蝶

後

花

飛

徒

見

靑

莓

苔

玉
洲
草
堂
貞
一
齋
在
城
北
門
外
翰
林
院
編
修
李
重
華
所
居
長

洲
沈
德
潛
何
焯
書
額

切
問
齋
在
蘆
墟
湖
南
巡
撫
陸
燿
所
居

果
堂
在
城
西
濠
徵
士
沈
彤
所
居

居
易
堂
在
同
里
甘
肅
蘭
州
道
王
曾
翼
所
居

池
上
草
堂
在
二
十
九
都
是
字
圩
徵
士
迮
雲
龍
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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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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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
畝
園
在
黎
里
髮
字
圩
工
部
尙
書
周
元
理
築

靑
照
樓
元
理

與
弟
貢
生
元
瑛
讀
書
處

邱

璋

過

周

宮

傅

園

亭

詩

殘

山

剩

水

說

平

泉

老

樹

吟

風

鳥

語

圓

新

沼

平

翻

蒲

岸

雨

暮

樓

橫

鎖

柳

塘

烟

花

榮

南

國

春

尋

夢

馬

躍

西

川

夜

著

鞭

牀

上

文

貞

遺

笏

在

郞

官

何

日

再

朝

天

葉

昉

升

秋

夜

集

靑

照

樓

詩

高

館

先

秋

意

疏

桐

散

月

華

銀

箏

依

綠

珠

斗

抱

紅

霞

共

有

佳

人

怨

孤

懷

漢

使

查

雕

欄

閑

獨

倚

蛩

語

靜

無

譁

洄
溪
草
堂
在
城
北
門
外
處
士
徐
靈
胎
所
居

靜
遠
堂
在
黎
里
髮
字
圩
理
問
陳
興
雨
所
居
嘗
產
芝
於
庭
張
士

元
爲
記
興
雨
孫
壽
熊
卽
以
名
其
集

張

士

元

靜

遠

堂

芝

記

靜

遠

堂

者

吳

江

陳

君

穀

士

所

居

也

君

旣

殁

而

堂

之

前

屢

生

芝

焉

夫

芝

世

所

謂

瑞

草

然

余

以

爲

瑞

不

在

芝

而

在

所

以

爲

瑞

者

余

於

君

之

生

平

有

以

知

之

矣

君

爲

人

醕

厚

父

得

痼

疾

在

牀

褥

二

十

年

曲

盡

衞

養

之

道

居

喪

三

年

不

入

內

歲

時

祭

墓

必

廬

之

數

日

周

視

封

樹

而

後

去

其

子

之

師

死

葬

其

三

世

遇

故

舊

皆

有

恩

禮

君

之

行

如

此

可

謂

賢

矣

已

而

中

年

喪

其

長

子

君

猶

力

行

善

未

己

也

而

君

又

遽

卒

次

子

杲

尙

幼

於

是

鄉

里

之

中

皆

爲

君

歎

也

及

是

而

芝

產

其

家

不

一

而

足

天

其

將

顯

於

杲

乎

不

然

則

爲

善

而

阨

其

身

天

道

豈

宜

如

是

耶

昔

歐

陽

永

叔

撰

五

代

史

至

蜀

王

建

世

家

力

攻

祥

瑞

之

說

謂

麟

鳳

龜

龍

騶

虞

之

屬

皆

不

足

信

□

瑞

應

至

其

記

海

陵

許

氏

南

園

書

其

孝

弟

一

節

則

以

爲

許

氏

之

所

化

將

見

園

中

之

草

木

駢

枝

而

連

理

夫

使

許

氏

之

園

果

有

駢

枝

連

理

之

草

木

可

不

謂

瑞

乎

草

木

之

駢

枝

連

理

者

可

爲

瑞

而

芝

顧

不

得

爲

瑞

乎

蓋

家

庭

和

氣

之

所

感

召

發

之

或

蚤

或

遲

而

其

爲

瑞

也

決

矣

杲

今

年

十

四

方

循

循

向

學

余

知

其

必

能

自

立

以

大

其

門

而

君

之

食

報

於

後

者

可

計

日

而

待

焉

易

曰

積

善

之

家

必

有

餘

慶

余

之

書

此

所

以

勉

杲

而

釋

爲

善

者

之

懼

也

翠
娛
園
在
東
門
外
長
橋
之
濱
沈
翊
爲
所
居
卽
其
先
世
太
常
卿

漢
水
西
莊
遺
址
張
士
元
爲
序

張

士

元

水

西

莊

圖

序

太

湖

之

水

自

西

南

來

道

吳

江

長

橋

而

北

迤

東

入

於

海

江

之

濱

有

地

曰

翠

娛

園

友

人

沈

翊

爲

所

居

也

君

先

世

太

常

公

故

有

別

墅

曰

水

西

莊

遺

址

不

可

攷

矣

君

葺

所

居

園

更

以

水

西

莊

名

焉

而

爲

之

圖

使

余

序

之

余

曰

君

之

志

如

此

可

謂

善

於

反

本

復

始

者

矣

太

常

公

在

明

嘉

靖

時

以

直

言

敢

諫

顯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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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江
縣
續
志

卷
三
十
九

雜
志
二

七

朝

忤

權

貴

廷

杖

下

語

獄

廢

歸

山

林

觀

其

心

止

知

忠

君

愛

國

而

已

且

不

計

夫

身

之

富

貴

貧

賤

而

何

有

於

區

區

水

西

之

遺

構

哉

然

自

公

以

來

世

世

繼

美

文

章

政

績

照

耀

吳

下

邑

之

人

稱

家

世

者

必

日

太

常

沈

氏

蓋

其

功

德

足

以

及

人

雖

未

竟

其

用

而

天

猶

必

顯

其

後

人

以

報

之

宜

君

之

惓

惓

不

忘

而

欲

章

其

名

於

耳

目

之

前

也

吳

俗

好

爲

觀

美

勢

家

富

室

甲

第

苑

囿

往

往

窮

極

壯

麗

然

不

數

世

而

化

爲

禾

黍

荆

并

其

子

孫

不

可

復

問

者

多

矣

獨

太

常

之

廢

墅

爲

九

世

孫

所

追

復

如

此

則

知

士

之

欲

有

立

於

天

下

後

世

固

在

彼

不

在

此

也

旣

以

吿

於

君

遂

書

之

以

爲

序

鴨
漪
亭
在
東
門
外
垂
虹
橋
北
舊
傳
陸
魯
望
養
鴨
於
此
故
名
俗

呼
爲
阿
姨
亭
嘉
慶
初
訓
導
沈
沾
霖
與
其
兄
訓
導
汝
霖
弟
邦
榮

築
別
業
於
此
傍
其
先
祠
愛
遺
亭
側
有
怡
怡
堂
浮
玉
草
堂
攬
勝

樓
梅
花
館
養
鴨
闌
芳
草
亭
桃
花
堤
荷
池
竹
圃
諸
勝
沾
霖
自
爲

記
沈

沾

霖

自

題

鴨

漪

亭

詩

序

畧

鴨

漪

亭

相

傳

爲

陸

魯

望

放

鴨

處

前

人

建

三

賢

祠

於

其

地

稱

愛

遺

亭

襲

鴨

漪

之

音

也

四

面

皆

水

水

中

爲

浮

玉

洲

洲

前

垂

虹

橋

鎖

太

湖

西

來

諸

水

洲

後

龎

山

湖

滙

吳

淞

江

入

海

鄉

人

以

種

桃

蓺

桑

爲

業

距

予

家

僅

數

十

武

乾

隆

壬

子

讀

禮

旋

歸

偶

一

游

覽

恍

然

見

天

隨

子

筆

牀

茶

竈

之

趣

思

得

息

影

其

間

與

兄

弟

三

人

爲

終

老

計

因

傍

水

築

亭

名

曰

鴨

漪

以

仍

其

舊

復

於

祠

旁

築

草

堂

三

間

小

樓

一

間

爲

讀

書

之

處

不

數

日

便

爲

上

官

促

去

簿

書

筐

篋

何

時

己

己

詠

詩

十

二

章

聊

寄

思

歸

之

意

云

爾

墓
域

晉
東
曹
掾
張
翰
墓
在
二
十
九
都
南
役
圩
見

前

志

同
治
九
年
署
知

縣
黎
庶
昌
重
修
立
石

柳

樹

芳

汾

湖

小

志

曰

屈

志

所

載

張

翰

墓

沈

志

仍

之

而

加

以

駁

正

然

攷

張

大

純

三

吳

采

風

類

記

載

張

墓

與

□

志

同

今

南

役

圩

之

彌

陀

港

現

有

祠

墓

惟

碑

文

漫

漶

不

可

讀

大

純

有

過

季

鷹

墓

感

賦

詩

云

弭

節

江

千

日

己

晡

季

鷹

高

節

冠

東

吳

宦

情

落

落

空

千

載

墓

草

靑

靑

傍

五

湖

杯

洒

生

前

輕

將

相

秋

風

身

後

重

蓴

鱸

只

今

利

勢

滔

滔

是

過

此

還

應

愧

汗

無

按

今

墓

傍

有

廟

曰

敬

信

庵

中

奉

曹

掾

神

位

墓

石

一

久

䧟

土

中

嘉

慶

時

士

人

於

田

中

復

獲

一

碑

載

有

墓

田

若

干

畝

乃

知

確

係

季

鷹

之

墓

時

遠

近

爭

歌

詠

之

而

墓

左

右

農

人

恐

以

侵

佔

墓

田

得

罪

將

碑

沈

於

水

咸

豐

初

震

澤

王

之

佐

募

人

出

碑

於

水

則

亦

漫

漶

不

可

辨

識

後

及

二

十

年

縣

始

爲

立

石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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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志
二

八

山
西
保
德
州
吏
目
陸
瓚
墓
在
二
十
九
都
羣
字
圩
子
燿
表
阡
子

湖
南
巡
撫
陸
燿
墓
坿
羣
字
圩
瓚
墓
桐
鄉
馮
浩
誌
錢
唐
梁
同
書

書
丹
幷
篆
葢

徵
士
沈
彤
墓
在
朱
村
洪
字
圩
元
和
惠
棟
誌

禮
部
尙
書
金
文
簡
公
士
松
墓
在
八
坼
服
字
圩

諭
葬
河
間
紀

昀
誌
大
興
翁
方
綱
書
丹

工
部
尙
書
直
隸
總
督
周
元
理
墓
在
黑
龍
甸
西
合
圩

諭
葬

甘
肅
分
巡
蘭
州
道
王
曾
翼
墓
在
同
里
心
靜
圩
嘉
定
錢
大
昕
誌

處
士
徐
靈
胎
墓
在
二
十
七
都
副
八
圖
大

字
圩

䘏
贈
光
祿
卿
王
錕
墓
在
同
里
小
廣
圩

刑
科
給
事
中
費
振
勳
墓
在
二
十
七
都
玉
字
圩
子
翰
林
院
編
修

費
蘭
墀
墓
在
二
十
八
都
南
操
圩
殷
兆
墉
誌

舉
人
沈
曰
富
墓
在
施
塔
村
杷
字
圩

徵
士
董
兆
熊
墓
在
危
義
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