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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越

人

字

太

初

玉

霄

峯

號

曰

華

琳

以

詩

永

自

娛

將

尸

解

謂

徒

劉

介

曰

當

盛

我

以

布

□

置

室

中

勿

以

木

爲

□

見

高

道

傳

王
可
交
蘓

州

人

棹

舟

入

松

江

中

流

見

画

舫

有

道

士

七

人

皆

玉

冠

霞

帔

一

人

呼

可

交

與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仙

七

以

二

栗

命

一

黃

衣

送

上

岸

且

今

□

服

洎

開

□

以

失

黃

衣

但

見

峯

巒

中

松

柏

□

天

□

之

乃

天

台

山

瀑

布

寺

前

也

自

是

不

粒

食

後

挈

妻

子

入

四

明

山

不

復

出

見

續

仙

傳

夏
侯

不

知

何

許

人

大

中

末

游

天

台

獨

止

一

室

或

露

宿

草

間

每

登

山

渡

水

則

閉

目

而

睡

比

至

則

覺

人

呼

睡

仙

見

仙

傳

拾

遺

杜
光
庭
字

聖

賔

邑

人

或

云

括

蒼

人

號

東

瀛

子

爲

時

巨

儒

懿

宗

朝

與

鄭

雲

叟

賦

萬

言

不

第

遂

入

道

初

從

僖

宗

入

蜀

有

文

集

百

卷

終

上

都

大

淸

宫

內

供

奉

見

李

畹

該

聞

錄

或

云

唐

麟

德

爲

內

供

奉

蜀

主

王

建

欲

大

用

之

爲

張

格

所

沮

以

其

切

于

度

世

無

以

爵

祿

賜

號

廣

成

先

生

劉
處
靜
自

號

天

台

山

耕

人

會

昌

中

與

葉

藏

質

應

夷

節

爲

林

泉

友

見

舊

□

經

劉
方
□
天

台

道

士

受

天

師

劍

法

符

籙

嘗

呪

水

愈

疾

咸

通

末

卒

見

雲

笈

七

籖

莫
道
士
不

知

何

名

孫

郃

有

與

天

台

莫

道

士

書

陳
世
安
京

兆

人

好

道

遇

仙

白

日

昇

天

治

小

台

山

見

總

仙

傳

月
光
童
子
巨

鰲

記

云

有

人

誤

入

嵩

高

山

見

東

南

天

岩

下

石

孔

中

入

有

大

宫

□

自

然

明

燭

與

日

月

無

異

有

六

仙

人

云

月

光

童

子

在

天

台

往

來

此

中

非

有

道

不

得

見

又

見

總

仙

記

吳

筠
華

陰

人

字

正

節

天

寳

初

游

天

台

觀

滄

海

與

名

士

相

娛

樂

文

辭

傳

京

師

元

宗

召

見

獻

元

綱

論

大

曆

中

卒

于

剡

見

唐

書

傳

高

道

傳

王

旻
不

知

何

許

人

天

寳

中

賜

□

太

和

先

生

有

姑

亦

得

道

年

七

百

歲

往

□

天

台

貌

如

嬰

孩

見

湖

海

紀

聞

許

碏
高

陽

人

少

爲

進

士

累

舉

不

□

□

學

道

于

王

屋

山

周

游

五

岳

自

□

□

□

天

台

山

見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仙

八

續

仙

傳

陳
□
□
河

東

人

爲

僧

居

國

淸

寺

嘗

與

同

侣

游

石

橋

遇

異

人

自

此

慕

道

晚

歸

終

南

山

□

□

□

□

□

□

大

丹

服

之

昇

天

而

去

見

□

□

拾

□

五
代朱

霄
外
郡

人

居

天

台

□

道

觀

有

題

梁

云

吳

越

兩

街

道

統

天

台

道

門

威

儀

棲

眞

明

德

太

師

通

元

先

生

正

一

天

師

特

進

檢

校

太

傅

守

太

保

上

柱

國

吳

郡

開

國

公

食

邑

一

千

五

百

戸

朱

霄

外建

厲
歸
眞
邑

人

□

酒

常

单

衣

精

水

□

漢

乾

祐

二

年

于

中

條

山

飛

昇

語

人

日

□

台

州

唐

興

人

也

見

舊

圖

經

宋
王
茂
端
行

上

淸

大

洞

法

通

眞

達

事

騐

甚

著

養

母

至

百

歲

自

年

九

十

八

淸

徤

不

衰

人

呼

爲

主

寳

其

弟

契

眞

亦

行

大

洞

法

號

小

寳

所

著

寳

教

法

秘

籙

十

卷

留

桐

柏

觀

張
無
夢
鳯

翔

人

字

號

□

濛

子

幼

入

華

山

與

种

放

劉

海

蟾

爲

方

外

友

師

陳

搏

得

微

旨

久

之

游

天

台

廬

于

瓊

臺

眞

宗

召

□

令

講

易

卽

説

謙

卦

曰

方

大

有

之

時

宐

守

以

□

上

喜

除

著

佑

佐

郞

不

受

復

召

講

還

无

爲

答

曰

國

猶

身

也

心

無

爲

則

氣

和

氣

和

則

萬

寳

結

有

爲

則

氣

亂

氣

亂

則

英

華

散

此

還

元

大

鮨

也

賜

處

士

先

生

號

亦

不

受

上

以

長

歌

贈

行

朝

士

咸

賦

詩

後

終

于

金

陵

有

臺

集

行

世

吕
洞
賔
游

天

台

居

福

聖

觀

應

事

跡

甚

多

□

□

一

絕

于

壁

云

靑

蛇

繞

地

月

徘

徊

夜

□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仙

九

閒

鶴

未

回

欲

度

有

緣

人

换

骨

暫

留

踪

跡

在

天

台

宋

紹

間

一

丐

者

負

其

母

歌

于

巿

但

云

只

兩

口

旣

久

詢

素

丐

所

聚

則

無

是

人

一

日

到

台

州

出

崇

和

門

至

泉

井

岸

擲

其

母

于

水

乃

一

巨

瓢

而

昇

空

人

方

思

兩

口

乃

吕

字

也

甫
垣
蜀

人

于

丈

人

山

遇

朱

仙

翁

得

輕

舉

之

術

曹

勛

懷

二

聖

蠟

書

歸

自

北

庭

過

孟

津

于

逆

旅

中

病

危

得

救

相

與

偕

行

至

臨

安

高

宗

召

見

後

曹

居

天

台

復

來

過

之

留

桐

柏

甚

久

後

入

廬

山

結

菴

賜

名

冲

虚

毛
洞
元
不

知

何

許

人

蓮

華

峯

石

湖

范

叅

政

有

詩

贈

之

張
雲
友
邑

人

元

明

官

道

士

白

玉

蟾

以

其

仙

風

道

骨

勸

往

臺

卓

張

亦

師

事

玉

蟾

得

雷

法

祝
通
元
桐

柏

觀

道

士

專

事

修

煉

所

著

修

眞

詩

五

首

在

桐

柏

觀

姜
仙
翁
邑

人

牧

牛

山

谷

中

夏

招

雲

覆

之

旱

則

呼

雨

多

著

神

異

後

坐

化

人

以

其

眞

骨

塑

像

見

存

豊

饒

坑

廟

旱

潦

有

禱

必

應

沈
仙
翁
邑

人

歲

旱

謂

人

曰

請

我

以

瓜

酒

必

雨

果

如

其

言

子

小

仙

翁

異

如

父

併

塑

于

尖

山廟

元
王
中
立
邑

人

字

定

民

號

足

菴

爲

桐

柏

觀

道

士

初

生

時

夜

夢

乘

白

鶴

者

止

于

庭

生

而

好

清

浄

讀

書

頴

悟

住

持

于

杭

之

西

大

乙

宫

潜

心

□

典

宋

理

宗

朝

錫

優

渥

元

賜

仁

靖

純

素

眞

人

有

語

錄

藏

于

桐

柏

宮

史

孝

祥

爲

之

序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仙

十

明
曹
法
師
邑

人

居

溪

南

大

路

旁

曰

大

路

曹

氏

壯

年

爲

狐

媚

所

感

去

桐

柏

觀

爲

道

士

三

年

無

所

得

乃

往

謁

張

眞

人

盡

通

其

法

回

至

杭

適

大

旱

禱

雨

無

應

法

師

書

片

于

背

上

曰

雨

出

賣

官

聞

之

命

往

吳

山

行

事

用

一

大

甕

盛

水

燒

磚

投

其

中

靑

天

轟

雷

一

聲

四

神

將

立

左

右

曰

上

倉

主

旱

雨

不

可

求

法

師

曰

權

借

太

湖

三

尺

水

須

臾

陰

雲

四

合

黑

霧

漫

天

大

雨

如

注

平

地

尺

餘

頃

之

霽

視

簷

下

水

悉

有

鮮

魚

蕰

草

太

湖

果

乾

三

尺

諸

司

厚

貺

皆

不

受

居

家

除

□

祠

伐

妖

□

□

□

□

疾

禱

雨

祈

晴

□

□

□

□

□

□

□

□

終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一

釋
浮
屠
以
出
生
死
免
輪
□
之

惑
人
而
王
者
不
嚴

爲
禁
絕
葢
以
人
有
不
信

而
反
怵
於
禍
福
此

亦
神
道
設
教
之
意
也
台
多

巖
邃
谷
非
清
修
苦

行
者
不
能
居
今
稍
採
名
緇
取
其
戒
律
精
嚴
以
爲

桑
門
式
望
云

東
晉曇

猷
燉

煌

人

興

寧

中

至

天

台

舊

傳

赤

城

有

五

百

大

神

居

之

言

輙

降

禍

猷

至

遇

一

嫗

問

途

忽

有

負

而

投

諸

淵

者

猷

飛

錫

救

之

水

立

涸

今

乾

溪

是

也

住

赤

城

方

誦

經

有

猛

獸

巨

蠎

交

見

猷

不

動

有

神

詣

猷

遜

謝

願

他

徙

于

是

鼓

角

凌

虚

而

去

詳

羅

漢

聖

蹟

記

宋

景

德

中

縣

令

陳

佐

賢

造

猷

像

鎭

岩

下

今

不

存

見

神

□

□

僧

傳

又

按

稽

古

畧

云

沙

門

竺

道

猷

卽

白

道

猷

也

初

止

剡

之

石

城

山

太

和

二

年

又

移

台

州

始

豊

赤

城

山

于

武

帝

太

元

八

年

入

寂

與

郡

志

少

異

曇
蘭
靑

州

人

支

姓

日

誦

經

三

十

萬

言

太

元

中

憇

赤

城

一

日

有

神

長

數

丈

屈

自

言

願

推

室

相

奉

世

傳

韋

卿

山

神

云

見

高

僧

傳

齊
普
遼
遼

東

人

居

白

岩

號

普

耀

禪

師

事

見

妙

智

寺

及

黃

展

白

郞

岩

記

從
一

居

始

豊

瀑

布

山

兼

學

內

外

典

不

食

五

榖

惟

嗜

棗

栗

年

幾

百

歲

與

仕

褚

伯

玉

作

林

下

友

終

山

中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二

慧
明
東

吳

人

姓

康

少

出

家

止

章

安

東

寺

建

元

□

與

沙

門

共

登

赤

城

寺

石

室

見

曇

猷

前

身

不

壞

而

室

荒

蕪

乃

開

翦

重

建

臥

佛

并

猷

像

于

其

中

更

名

臥

佛

岩

後

召

至

京

師

還

山

建

武

中

卒

梁
定
光
靑

州

人

許

姓

字

静

照

大

同

初

佛

壠

三

十

年

人

罕

知

者

初

智

顗

在

江

陵

夢

光

引

至

山

巓

曰

汝

當

住

此

及

顗

過

佛

攏

光

曰

憶

昔

時

招

手

言

否

顗

卽

悟

光

曰

金

地

吾

已

居

之

銀

峯

爾

宐

往

陳

大

建

十

三

年

坐

滅

凢

三

體

骨

踴

出

後

置

殿

乃

已

舊

傳

錫

杖

尚

留

在

昌

安

卽

會

隆

安

院

也

見

神

邕

高

僧

傳

慧
實
姓

許

氏

頴

川

人

梁

末

至

夫

台

禪

定

絕

跡

人

世

五

十

年

脇

不

至

席

陳
智
顗
頴

川

人

陳

姓

字

德

安

大

建

七

年

至

天

台

山

卜

居

佛

壠

後

宣

帝

剏

修

禪

寺

割

始

豊

縣

租

以

充

其

粟

隋

煬

帝

請

授

戒

號

智

者

大

師

居

台

山

二

十

二

年

建

道

塲

十

二

所

國

淸

其

一

也

又

按

舊

圖

經

師

年

十

歲

誓

佛

前

荷

愿

正

法

游

佛

壠

感

定

光

之

夢

卽

建

寺

後

示

滅

其

徒

輿

塟

佛

壠

嘗

著

正

觀

十

卷

緇

流

宗

爲

天

台

教

天

聖

中

詔

求

其

書

賜

名

天

台

總

錄

其

徒

如

灌

頂

普

明

智

晞

智

璪

皆

有

名

灌
頂
章

安

人

吳

姓

字

法

雲

聆

智

顗

所

説

法

了

無

遺

忘

嘗

入

都

講

演

義

疏

晉

王

遣

使

迭

之

還

山

爲

造

國

淸

寺

今

爲

天

台

第

五

祖

師

先

是

同

門

智

晞

絕

而

復

甦

其

徒

問

曰

師

生

何

處

曰

吾

生

兜

率

天

上

見

先

師

智

者

坐

寳

座

旁

皆

有

人

惟

一

座

尚

虚

聞

天

人

云

六

年

後

灌

頂

當

昇

此

説

法

及

化

果

如

其

言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三

普
明
會

稽

人

朱

姓

初

止

囯

淸

寺

半

岩

難

于

□

□

一

日

以

杖

叩

石

泉

湧

出

今

錫

杖

泉

是

也

後

示

滅

反

屈

三

指

澄

三

果

云

見

高

僧

傳

智
威
姓

蔣

縉

雲

人

爲

天

台

第

六

祖

稱

法

華

尊

者

負

笈

從

灌

頂

傳

天

台

教

見

九

祖

畧

傳

隋
智
越
臨

海

人

郭

姓

亦

受

業

智

顗

嘗

誦

法

華

經

瓶

水

自

盈

居

露

山

精

舍

見

高

僧

傳

聖
者
頭
陀
初

憇

國

淸

寺

顯

異

甚

衆

一

日

詣

雷

馬

山

伐

木

建

殿

運

神

通

致

雨

木

皆

蔽

流

而

下

雷

馬

潭

有

頭

陀

菴

唐
豐
干
舊

郡

志

作

五

代

人

居

天

台

國

淸

寺

或

云

邑

人

豊

尚

書

之

子

形

貌

寢

惡

被

髮

布

裘

或

時

唱

歌

人

問

之

苐

云

隨

我

騎

虎

游

松

門

與

寒

山

拾

得

相

親

三

人

每

邂

□

則

長

吟

大

笑

人

莫

測

也

正

觀

中

太

守

閭

丘

胤

嘗

問

豊

干

天

台

有

何

聖

賢

答

云

國

淸

有

寒

山

拾

得

狀

貌

類

風

狂

歌

笑

不

常

葢

普

賢

文

殊

後

身

也

公

至

宐

謁

之

至

則

二

人

方

據

火

談

笑

閭

丘

遽

作

禮

二

人

云

豊

干

饒

舌

耶

遂

搖

手

出

門

而

去

豊

干

後

于

天

台

示

寂

寒
山
子
本

無

氏

族

以

其

于

寒

石

山

中

居

止

得

名

容

貌

枮

悴

布

襦

零

落

以

樺

皮

爲

冠

曳

大

木

展

時

來

國

淸

寺

就

拾

得

取

衆

僧

殘

食

菜

滓

食

之

或

廊

下

隨

行

或

時

呌

噪

望

空

謾

罵

寺

僧

以

杖

逼

逐

翻

身

撫

掌

大

笑

而

去

雖

出

言

如

狂

而

有

意

趣

嘗

得

詩

輙

題

石

間

好

事

者

隨

錄

之

得

三

百

餘

首

多

述

山

林

幽

之

興

或

訉

諷

時

態

警

勵

流

俗

徐

府

序

而

傳

之

終

□

□

□

中

見

傳

燈

錄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四

拾
得
不

言

名

氏

因

豊

于

山

□

□

行

至

赤

□

□

□

聞

兒

啼

聲

遂

見

一

子

可

歲

因

名

拾

得

在

國

淸

厨

內

滌

器

常

日

齋

畢

澄

濾

食

涬

以

筒

盛

之

寒

山

來

卽

負

之

去

後

祥

雲

峯

時

僧

道

翹

纂

寒

山

詩

以

拾

得

偈

附

焉

見

傳

燈

錄

潙
山
佑
禪
師
初

作

沙

彌

自

福

唐

至

國

淸

受

戒

時

寒

山

拾

得

掃

松

迎

迓

臨

行

寒

山

送

之

云

遇

潭

卽

止

後

于

洪

州

泐

潭

山

得

道

見

傳

燈

錄

善
伏
姓

蔣

一

名

等

照

義

興

人

生

卽

頭

白

日

誦

經

典

一

目

七

行

唐

貞

觀

中

至

天

台

超

禪

師

出

家

習

西

方

净

土

觀

行

顯

慶

五

年

終

湛
然
常

州

人

戚

姓

號

荆

溪

禪

師

天

寳

大

曆

間

優

詔

不

起

晚

居

天

台

主

台

教

今

赤

城

釋

籖

岩

是

也

後

示

寂

佛

壠

今

號

天

台

教

主

見

梁

肅

記

默
姓

宣

毘

陵

人

謁

石

頭

禪

師

有

悟

乃

蹋

折

拄

杖

而

棲

止

焉

貞

元

初

入

天

台

山

白

沙

道

塲

終

遺
則
京

兆

人

長

孫

姓

六

祖

牛

頭

弟

子

瀑

布

之

西

岩

元

和

中

法

席

漸

盛

自

名

其

岩

爲

佛

窟

居

四

十

年

而

終

雲

居

智

禪

師

其

法

嗣

也

普
岸
漢

東

人

蔡

姓

百

丈

弟

子

太

和

初

止

水

磑

西

峯

翌

日

有

虎

引

至

中

田

遂

剏

平

田

禪

院

今

萬

年

寺

是

也

終

于

本

院

山

門

有

遺

塔

存

焉

宋

賜

額

曰

昌

岸

禪

師

卽

壽

昌

開

山

和

尚

也

慧
恭
姓

羅

福

州

人

謁

德

山

鍳

禪

師

遂

入

室

後

到

天

台

瑞

龍

院

大

開

法

席

天

復

三

年

終

門

人

塔

塟

焉

㓜
璋
夏

侯

姓

相

公

孜

之

猶

子

游

天

台

感

異

人

語

于

静

安

鄕

剏

福

田

院

今

慧

峯

是

地

後

守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五

延

訓

命

居

鷲

中

和

四

年

人

死

于

飢

璋

□

□

以

塟

錢

武

肅

王

嘗

夢

一

僧

儀

貌

甚

偉

寤

求

□

獲

後

圖

形

至

此

處

乃

璋

也

號

至

德

大

師

天

成

二

年

卒

景
欣
受

業

白

雲

院

嗣

法

于

六

通

紹

禪

師

人

稱

欣

四

靣

後

入

天

台

華

頂

莫

知

所

終

光
緒
號

至

德

大

師

居

天

台

山

雲

峯

見

傳

燈

錄

一
行
窮

大

衍

筭

法

求

訪

師

資

嘗

到

天

台

國

淸

寺

立

門

屏

間

聞

僧

于

門

屏

前

布

筭

子

聲

謂

其

徒

曰

今

日

當

有

弟

子

遠

來

求

法

巳

合

在

門

豈

無

人

道

達

耶

一

行

聞

言

而

入

稽

首

請

法

授

其

術

而

去

見

神

僧

傳

一

行

張

姓

公

謹

之

孫

也

五
代大

静
不

知

何

許

人

領

旨

于

元

沙

和

尚

憇

國

淸

寺

三

十

年

不

下

山

博

綜

三

學

操

行

孤

立

禪

寂

之

餘

嘗

閲

龍

藏

遐

邇

欽

重

號

大

静

上

座

時

有

小

静

上

座

並

終

本

山

今

國

淸

寺

遺

跡

在

焉

見

傳

燈

錄

全
宰
錢

塘

人

沈

姓

嘗

叅

石

霜

禪

師

印

證

晚

遁

暗

岩

二

十

年

今

趺

坐

處

尚

存

師
簡
初

憇

天

台

戲

龍

院

時

大

旱

有

龍

臥

岩

間

以

杖

叩

之

隨

卽

霶

霈

簡

善

書

求

者

多

以

鵞

酒

易

之

德

韶

嘗

語

人

曰

此

簡

羅

漢

也

後

示

滅

錢

塘

其

徒

迎

其

骨

建

塔

于

無

相

院

德
韶
龍

泉

人

字

惠

丹

淸

泰

二

年

入

台

嶺

憇

智

顗

道

塲

後

于

通

元

峯

卓

菴

凢

建

道

塲

一

十

有

二

處

宋

開

寳

五

年

大

星

隕

于

華

頂

林

木

變

白

師

乃

示

滅

蓮

華

峯

世

號

韶

國

師

智
勤
德

韶

法

嗣

居

紫

凝

山

普

門

寺

長
臂
道
者
名

全

泰

顯

德

六

年

重

建

開

岩

寺

滅

後

舌

根

不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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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六

宋
友
蟾
錢

塘

人

謁

天

台

韶

國

師

宻

傳

心

印

住

雲

居

普

賢

院

吳

越

忠

懿

王

召

見

賜

慈

悟

禪

師

號

淳

化

初

示

滅

歸

塟

天

台

山

義
寂
字

常

照

永

嘉

人

周

廣

順

中

到

天

台

通

智

者

教

吳

越

王

授

以

净

光

大

師

居

螺

溪

講

道

嘗

過

石

橋

有

光

前

導

如

烈

炬

延
壽
姓

王

餘

杭

人

嘗

入

華

頂

叅

韶

國

師

至

天

柱

峯

結

九

旬

習

定

有

鳥

斥

鷃

巢

于

衣

摺

中

國

師

深

器

之

授

以

元

旨

建

隆

元

年

忠

懿

王

請

居

山

剏

寺

開

寳

七

年

入

天

台

山

度

成

得

萬

餘

人

著

宗

鏡

一

百

卷

傳

于

世

遇
安
姓

沈

錢

塘

人

出

家

天

台

山

華

頂

峯

叅

德

韶

宻

契

宗

旨

乾

德

中

吳

越

王

召

居

天

龍

寺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有

寳

塔

見

資

福

殿

虚

空

中

號

明

智

大

師

自
詢
號

國

一

道

者

傳

法

于

了

定

大

寂

燃

臂

供

佛

雍

熙

初

初

建

受

業

寺

遂

燃

身

報

國

火

滅

舌

根

不

壞

詔

政

寺

爲

壽

昌

今

萬

年

寺

是

也

本
先
姓

鄭

永

嘉

人

出

家

國

淸

寺

叅

韶

國

師

有

悟

住

温

州

瑞

鹿

寺

大

中

祥

符

中

示

寂

長

吏

以

聞

詔

本

縣

檢

視

得

所

著

竹

林

集

十

卷

藏

秘

閣

道
榮
淳

化

中

居

長

隴

院

習

禪

定

異

頗

多

而

以

羅

漢

目

之

旣

入

滅

人

有

見

于

壽

昌

五

百

應

眞

位

者

今

肉

身

尚

存

居
昱
錢

塘

人

郭

姓

七

歲

扣

疑

于

林

逋

書

如

宿

諷

丱

角

禮

僧

願

隆

誦

法

華

經

七

日

而

周

夏

竦

表

爲

沙

彌

天

聖

四

年

卒

後

二

年

啓

棺

如

生

昱

善

爲

詩

有

松

聲

和

雨

聽

山

色

雲

看

之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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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十
一
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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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白
居

永

慶

院

郞

侍

郞

簡

記

行

業

云

天

台

僧

獨

知

白

爲

可

紀

元
照
錢

塘

人

唐

姓

字

湛

如

號

安

忍

子

深

明

教

律

四

方

宗

之

少

游

天

台

度

石

橋

合

掌

誦

經

想

方

廣

而

度

者

三

復

達

宴

坐

峯

誦

經

失

足

幾

墮

如

人

扶

之

而

免

與

蔣

之

奇

楊

傑

諸

人

爲

方

外

交

劉

燾

作

行

業

記

處
咸
臨

海

人

王

姓

字

應

之

住

崇

善

寺

寺

弊

謀

遷

之

今

李

廷

芝

夢

神

告

曰

聖

祖

臺

下

龍

頭

九

九

和

尚

宐

見

之

令

未

諭

閩

人

陳

白

曰

聖

祖

天

台

教

之

第

五

祖

師

也

昔

居

此

山

號

五

祖

臺

又

指

師

九

月

九

日

生

辰

龍

也

其

此

僧

之

謂

乎

李

悟

之

趣

爲

興

寺

後

住

白

蓮

院

法
具
字

圓

復

紹

興

中

居

華

頂

峯

葉

夢

得

蘓

庠

韓

駒

吕

本

中

王

銍

宋

敦

儒

皆

與

之

倡

酬

有

化

菴

集

行

世

法
一
字

貫

通

祥

符

人

李

文

公

用

和

四

世

孫

師

圓

悟

勤

禪

師

以

大

法

炬

許

之

紹

興

中

住

萬

年

寺

惠
遠
眉

山

人

問

法

圓

悟

勤

禪

師

豁

然

有

悟

紹

興

中

過

天

台

䕶

國

國

淸

等

寺

乾

道

中

賜

號

佛

海

禪

師

周

丞

相

必

大

銘

其

塔

虞

似

良

書

惟
静
吳

門

人

也

年

十

三

許

入

寧

國

寺

于

天

台

受

具

侵

晨

赴

禪

林

寺

晨

粥

而

多

虎

豹

隨

到

寺

門

虎

踞

地

相

伺

候

静

出

復

隨

遲

明

巨

跡

極

多

静

恐

人

知

以

鋤

㓕

虎

跡

藴
常
字

不

輕

通

內

外

學

作

詩

淸

麗

字

法

遒

勁

淳

熙

間

住

國

淸

號

荷

屋

老

人

有

集

行

世

志
南
字

明

老

會

稽

人

朱

文

公

晦

菴

韓

尚

書

原

吉

皆

與

之

游

終

國

淸

寺

有

指

堂

集

紹
禪
師
不

知

何

許

人

湧

泉

景

欣

之

法

嗣

住

六

通

院

後

自

巾

子

山

入

于

華

頂

峯

晦

跡

不

知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八

所終

敬
遵
住

般

若

寺

般

若

今

䕶

國

是

也

見

傳

燈

錄

元
先
覩
號

無

見

葉

姓

仙

居

人

住

華

頂

峯

四

十

年

操

行

卓

絕

其

徒

聞

風

不

遠

數

千

里

叅

問

元

統

甲

戍

五

月

望

日

遺

書

謝

朋

舊

作

倡

趺

坐

示

㓕

翌

日

焚

化

舍

利

凝

積

成

五

釆

白

乳

如

注

宋

濂

塔

銘

有

無

見

覩

語

錄

行

世

金

華

黃

縉

爲

之

序

光
菩
薩
勤

人

先

世

習

雕

塑

至

光

藝

益

精

光

好

道

遍

叅

有

道

尊

宿

聞

華

頂

無

見

和

尚

道

行

淸

峻

挾

胸

中

所

疑

投

之

年

七

十

有

三

無

疾

坐

蛻

于

華

頂

山

曇
噩
號

夢

堂

住

國

淸

寺

能

詩

文

宋

太

史

景

濓

銘

其

塔

明
宗
濟
字

北

源

姓

李

氏

臨

海

人

少

朴

而

敏

尤

長

于

義

理

師

事

明

州

䕶

聖

廸

元

啓

禪

師

歸

華

頂

二

十

七

年

足

不

越

閾

重

建

殿

屋

後

歸

深

雲

菴

年

七

十

示

㓕

裘
和
尚
邑

人

㓜

歲

出

家

爲

僧

住

國

淸

寺

後

又

游

外

二

十

年

而

歸

訪

親

周

氏

周

有

婢

適

在

採

桑

遭

師

遽

擁

抱

之

以

手

執

其

頸

解

縳

狀

婢

驚

怒

告

其

主

主

曰

出

家

人

何

輕

薄

如

此

師

曰

七

日

後

當

自

知

之

主

訝

其

語

至

日

置

婢

于

室

以

人

守

之

夜

分

守

者

少

醒

視

婢

已

經

死

矣

問

師

師

曰

昔

見

鬼

以

十

索

鎖

其

頸

吾

斷

之

恨

尚

留

其

一

耳

華

頂

寺

僧

請

師

預

道

塲

師

曰

明

午

有

火

殃

到

寺

正

日

必

有

火

我

不

預

也

明

午

一

婦

人

從

轎

馬

婢

僕

投

寺

中

施

齋

至

晚

□

中

人

問

曰

火

殃

何

在

師

曰

施

齋

婦

人

非

火

□

耶

忽

火

從

中

起

一

寺

爲

墟

建

□

楊

千

戸

□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釋

十
九

師

屨

師

亟

穿

走

泥

□

中

楊

妻

心

悔

師

知

□

□

還

其

履

視

之

如

未

□

着

土

者

携

一

小

孫

□

游

途

遇

虎

則

伏

于

側

孫

歸

語

家

人

師

摩

其

首

曰

莫

說

莫

説

兒

遂

大

音

師

化

□

乃

能

語

世

傳

尖

虎

禪

師

後

身

也

其

變

幻

事

跡

甚

多

父

老

猶

能

言

之

傳
燈
高

明

寺

博

通

內

典

傳

南

教

宗

于

八

分

書

法

尤

工

所

著

有

天

台

山

方

外

志

濟
顚
邑

人

父

李

茂

春

高

宗

李

駙

馬

之

後

于

天

台

母

王

氏

夢

吞

日

先

生

師

年

甫

十

八

親

䘮

投

杭

州

寺

出

家

居

净

慈

逆

行

順

行

言

行

叵

測

其

濟

物

利

生

神

通

感

應

事

跡

甚

多

載

濟

顚

語

錄

天

台

五

百

應

眞

之

流

也

見

方

外

志

圓
悟
號

宻

雲

初

住

通

圓

淸

修

悟

道

有

金

粟

開

花

通

圓

結

菓

之

䜟

嗣

歷

諸

方

佛

法

大

行

後

住

天

童

開

堂

聚

徒

千

餘

傳

衣

鉢

者

十

二

人

崇

禎

壬

午

春

忽

曰

吾

可

以

歸

通

圓

矣

果

應

其

言

禎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二
十

寺
觀

天
台
據
甌
越
之

勝
極
山
海
之
瓌
奇
自
晉
唐
以

來
凢
棲
眞
習
靜
者
莫
不
藉
以
爲
福
田
勝
地
故
□

有
智
顗
而
五
峯
銀
地
卽
是

山
自
有
承
禎
而

闕
瓊
臺
便
成
蓬
島
苐
滄
桑
屢

刼
火
常
灰
蓬
蒿

瓦
爍
莫
非
紺
殿
琳
宫
纓
絡
袈
裟
䆒
作
飛
塵
積
土

然
盛
衰
有
運
紀
載
難
忘
爲
志
其
舊
俾
覧
者
或
按

圖
而
討
勝
或
卽
境
而
披
奇
一
切
廢
興
俱
作
夢
幻

觀
可
也

國
淸
寺
在

縣

北

十

里

十

一

都

舊

名

天

台

隋

開

十

八

年

僧

智

顗

建

先

是

顗

修

禪

于

此

夢

定

光

佛

告

曰

寺

若

成

國

卽

淸

大

業

中

改

名

國

淸

五

峯

聳

峙

雙

澗

環

流

爲

四

絕

之

一

唐

會

昌

中

廢

于

兵

火

大

□

五

年

重

建

柳

公

權

書

大

中

國

淸

之

寺

六

字

宋

景

德

二

年

改

景

德

國

淸

寺

後

被

兵

燹

三

朝

御

書

數

百

卷

俱

焚

獨

顗

所

題

蓮

經

與

西

域

貝

多

葉

經

一

卷

及

隋

栴

檀

佛

像

佛

牙

僅

存

建

炎

二

年

重

修

之

有

三

賢

堂

謂

豊

千

寒

山

拾

得

也

又

有

兠

率

臺

錫

杖

泉

香

積

厨

訶

羅

大

神

寺

前

有

新

羅

園

東

南

有

祥

雲

峯

拾

得

岩

淸

音

亭

其

最

高

處

有

更

好

亭

後

岩

瀑

布

循

澗

而

下

尤

爲

奇

勝

元

至

正

辛

巳

邑

人

胡

榮

甫

建

山

門

僧

朂

宗

冕

建

雨

華

亭

築

萬

工

池

明

洪

武

甲

子

大

風

雨

佛

殿

鐘

樓

御

書

閣

盡

毁

後

寺

僧

□

繼

補

葺

然

非

昔

比

矣

雨

峯

亭

隆

慶

庚

午

重

建

今

廢

大

雄

殿

萬

曆

乙

未

郡

節

推

劉

啓

元

勸

舊

檀

越

許

均

□

孫

汶

棐

等

捐

資

□

□

□

國

朝

康

熙

十

八

年

大

殿

□

□
祖

禪

師

寡

許

均

莊

孫

許

原

平

助

修

大
慈
寺
在

縣

北

二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二
十
一

善
興
寺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十

一

都

舊

名

華

頂

圓

□

道

塲

晉

天

福

元

年

僧

德

韶

建

葢

僧

智

顗

嘗

宴

坐

于

此

故

上

有

降

魔

塔

伏

虎

壇

鬼

疉

石

太

白

書

堂

甘

皇

先

生

居

歲

久

蕪

翳

舊

傳

又

有

葛

元

茶

圃

王

之

墨

池

然

無

所

□

□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明

洪

武

四

年

燬

于

火

僧

宗

濟

建

後

僧

照

祖

普

慧

通

相

復

興

寳
華
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四

都

舊

名

太

平

唐

乾

符

二

年

建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禪
林
寺

在

縣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十

九

都

舊

號

龍

山

集

雲

院

隋

僧

智

顗

建

唐

天

寳

六

年

改

龍

山

爲

始

豊

宋

乾

德

二

年

號

龍

山

崇

修

院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後

廢

明

崇

禎

間

重

建

東
安

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一

都

舊

名

嶴

漢

乾

佑

三

年

建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普
慶
寺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十

都

舊

名

保

興

福

慶

院

晉

天

福

四

年

建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慧
明
寺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五

都

華

頂

峯

上

舊

名

慧

日

俗

又

呼

東

峯

梁

乾

化

元

年

建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後

廢

今

之

慧

明

不

知

其

所

始

豈

華

頂

廢

後

更

徙

于

此

耶

大
智
寺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四

都

宋

□

□

七

年

建

太

平

興

國

初

賜

號

大

□

□

□

□

年

改

今

額

䕶
國
寺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十

四

都

舊

名

□

□

周

顯

德

四

年

建

葢

僧

德

韶

第

九

□

□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後

錢

太

師

忱

家

乞

爲

香

燈

院

加

□

□

白
岩
寺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

四

都

宋

末

僧

普

耀

初

憇

此

地

有

神

江

白

郞

告

曰

此

吾

居

也

以

師

德

業

尊

廣

願

推

此

室

相

奉

遂

呼

白

□

隋

大

業

中

僧

純

陀

徒

平

地

五

十

步

唐

貞

觀

十

年

賜

號

白

岩

寺

㑹

昌

中

廢

咸

通

二

年

重

建

加

咸

通

宋

大

中

祥

符

六

年

改

賜

妙

智

寺

今

復

爲

白

岩

舊

有

列

秀

亭

及

王

羲

之

墨

池

大
同
寺
在

縣

東

北

九

十

里

十

一

都

舊

在

墺

西

名

菩

提

大

同

周

德

五

年

□

後

徙

今

地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大

明

院

今

復

爲

大

同

□

太
平
寺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十

一

都

白

雲

峯

側

□

名

雲

峯

梁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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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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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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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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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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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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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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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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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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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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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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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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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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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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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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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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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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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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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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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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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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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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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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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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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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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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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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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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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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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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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十

都

漢

乾

佑

二

年

建

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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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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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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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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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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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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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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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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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經

紹

興

中

爲

秦

檜

取

去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八

月

殿

宇

爲

風

雨

所

壞

僧

德

興

重

建

臨

海

梅

畋

爲

之

記

張

性

中

游

佛

隴

記

有

高

麗

銅

鈴

杵

永

樂

初

尚

存

天
封
寺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十

一

都

陳

大

建

七

年

僧

智

顗

建

初

顗

入

山

見

一

老

父

告

云

師

卜

菴

遇

盤

石

可

止

其

後

果

如

所

告

遂

結

廬

焉

因

自

號

靈

墟

葢

第

五

思

修

地

其

注

湼

槃

經

處

號

智

者

嶺

中

有

卓

錫

泉

北

望

一

峯

摩

雲

卽

華

頂

也

隋

開

皇

五

年

賜

號

靈

墟

道

塲

漢

乾

佑

中

改

智

者

院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壽

昌

寺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舊

有

瑞

雲

閣

今

廢

石
橋
寺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十

五

都

舊

傳

五

百

應

眞

之

境

又

有

方

廣

寺

其

中

宋

建

中

靖

國

元

年

建

後

燬

於

火

紹

熙

四

年

復

新

之

中

有

應

眞

閣

妙

音

亭

先

照

亭

俱

廢

惟

曇

花

亭

獨

存

萬
年
報
恩
寺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十

五

都

唐

大

和

七

年

僧

普

岸

建

圖

經

云

隋

大

業

二

年

建

初

晉

興

寧

間

僧

曇

猷

憇

此

四

顧

八

峯

回

抱

雙

澗

合

流

八

峯

謂

明

月

婆

羅

香

爐

大

舍

銅

魚

藏

像

烟

霞

應

澤

以

爲

眞

福

田

也

遂

經

始

焉

㑹

昌

中

廢

大

中

六

年

號

鎭

國

平

田

梁

龍

德

中

改

福

田

宋

雍

熙

二

年

改

壽

昌

建

中

靖

國

初

火

崇

寧

三

年

重

建

號

天

寧

萬

年

紹

興

九

年

改

報

恩

廣

孝

後

改

廣

孝

爲

光

孝

今

復

爲

萬

年

先

是

宋

太

平

天

禧

中

累

賜

朱

衣

寳

葢

及

御

袍

曳

履

諸

珍

玩

甚

衆

故

有

親

到

堂

以

仁

宗

賜

衣

時

有

如

朕

親

到

之

語

故

名

有

妙

蓮

閣

覧

衆

亭

淳

熙

十

四

年

日

本

國

僧

榮

西

建

山

門

西

廡

仍

開

大

池

香

積

有

釜

極

深

廣

世

傳

闍

提

首

那

首

者

所

鑄

東

南

十

里

有

嶺

曰

羅

漢

巨

杉

偃

蹇

絜

之

大

百

圍

凢

供

五

百

大

士

子

是

邀

請

寺

後

過

溪

有

西

天

大

師

菴

生

身

尚

存

明

□

曆

十

五

年

李

太

后

賜

藏

經

知

縣

毛

鶴

騰

建

經

□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二
十
六

初

廢

今

復

爲

文

殊

今

廢

永
福
寺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三

十

四

都

唐

咸

通

四

年

建

舊

名

瑞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明

初

廢

復

重

新

之

崇
善
寺
在

縣

北

五

里

赤

城

山

下

晉

太

元

元

年

建

先

是

興

寧

中

僧

曇

猷

依

岩

造

寺

號

中

岩

後

以

多

赤

蟻

徙

平

地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崇

善

政

和

八

年

改

玉

京

觀

未

幾

仍

舊

放

生

池

在

焉

明

永

樂

中

僧

一

元

重

建

佛

殿

山

門

廊

廡

近

爲

大

風

雨

所

壞

僧

徒

迯

散

田

地

悉

爲

豪

右

所

佔

則

無

復

重

興

之

望

也

普
光
寺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

四

都

葢

僧

德

韶

第

□

三

道

塲

舊

名

大

覺

普

光

塔

院

宋

祥

符

元

年

改

慧

覺

後

復

爲

普

光

後

廢

今

復

興

西
安

寺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十

一

都

舊

名

臻

福

宋

建

隆

三

年

建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前

有

雙

溪

五

峯

頗

爲

幽

勝

今

廢

淸
心
寺
在

縣

東

十

里

十

一

都

有

山

名

招

下

有

石

泓

如

釜

昔

智

顗

放

螺

溪

中

舊

號

螺

溪

院

今

有

螺

如

巨

蠣

或

出

沒

焉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崇
報
寺
在

縣

東

北

□

百

五

十

步

號

接

待

院

紹

興

五

年

內

侍

陳

良

弼

丐

爲

荐

福

之

地

賜

顯

寧

崇

報

院

後

廢

遂

不

能

復

興

焉

傳
□

寺
在

縣

東

北

一

十

里

十

一

都

東

乾

德

元

年

建

五

□

時

僧

希

寂

于

此

演

天

台

教

故

名

大

中

祥

符

元

□

改

東

定

慧

院

邑

西

有

普

賢

院

亦

號

定

慧

呼

爲

西

定

慧

今

廢

寳
相
寺
在

縣

西

北

□

十

五

里

十

都

舊

各

寳

國

華

嚴

吳

越

錢

王

時

僧

德

韶

建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賜

今

額

今

頺

毁

鷲
峯
寺
□□

西

五

十

里

三

十

一

都

舊

名

峆

嶺

菴

唐

大

中

三

年

僧

懷

玉

建

宋

咸

平

三

年

改

額

今

廢

證
教
□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十

一

都

舊

名

無

量

壽

塔

院

□

建

隆

元

年

建

葢

僧

德

韶

第

十

道

塲

後

于

此

示

寂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今

廢

瀑
布
寺
在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十

二

都

瀑

布

之

側

宋

元

嘉

二

年

僧

法

順

建

久

□□

□
岳
□
在

縣

東

五

里

六

都

鳯

凰

山

之

西

梁

大

同

元

年

西

域

梵

僧

建

隋

大

業

元

年

廢

唐

正

□

元

年

重

建

今

廢

□

白
馬
寺
在

縣

西

十

里

陳

時

建

唐

會

昌

罷

飛
霞
寺
在

赤

城

山

□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二
十
七

□

陽

王

建

立

其

後

僧

□

光

居

之

梁

亡

寺

□

佛
窟
寺
在

三

井

西

峯

上

□

□

卓

菴

居

之

唐

會

昌

□

廢

後

爲

昭

慶

院

元

復

爲

佛

窟

寺

今

又

廢

寳
相
寺
在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

十

五

都

舊

名

彌

陀

塔

院

葢

僧

德

韶

第

七

道

塲

周

顯

德

中

建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賜

額

後

廢

今

復

興

西
竺
院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十

一

都

舊

名

國

泰

唐

大

中

十

年

建

葢

僧

智

顗

著

止

觀

之

地

前

有

溪

流

亦

號

幽

溪

道

塲

宋

天

□

祥

符

元

年

賜

額

今

廢

赤
巖
寺
在

縣

南

一

十

里

二

十

都

舊

名

壽

觀

音

院

周

廣

順

初

建

宋

治

三

年

改

明

聖

院

後

爲

赤

岩

寺

今

廢

金
繩
院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二

十

都

實

栖

禪

支

院

宋

慶

中

賜

額

廢

秀
巖
寺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十

四

都

舊

名

□

雲

晉

天

福

八

年

建

葢

僧

德

韶

第

三

道

塲

宋

祥

符

元

年

改

額

今

廢

永
□
院
在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十

一

都

□

名

普

寧

周

顯

德

四

年

吳

越

□

建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今

廢

西
定
慧
院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十

四

都

漢

乾

佑

元

年

建

葢

僧

德

韶

第

四

道

塲

宋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今

廢

凈
居
院
在

縣

西

□

□

三

里

三

十

三

都

舊

名

華

嚴

菴

葢

僧

居

月

□

此

經

處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今

廢

金
文
藏
院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十

五

都

葢

萬

年

支

院

漢

乾

佑

三

年

建

宋

咸

平

二

年

賜

今

額

太

宗

嘗

賜

大

藏

經

五

千

二

百

卷

䕶

節

甚

偉

建

中

靖

國

初

燬

景
福
院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十

四

都

周

顯

□

□

年

建

俗

呼

茶

院

葢

僧

德

韶

施

茗

□

□

開

皇

三

年

賜

號

學

福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今

廢

普
慈
院
舊

在

蓮

花

峯

眞

名

大

慈

院

開

寳

七

年

建

治

平

三

年

改

額

熙

寧

三

年

徙

縣

西

北

二

百

步

今

廢

基

爲

豪

右

所

估

金
錢
院
赤

城

舊

志

載

無

考

處

所

今

三

十

六

都

有

資

聖

寺

近

廢

□

志

不

載

景
福
禪
院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山

中

萬

曆

五

年

九

都

裘

子

静

捨

建

金
地
菴
在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十

一

都

晉

開

運

三

年

建

以

梁

大

同

初

僧

定

光

卓

菴

居

之

㢲

峯

有

枮

石

片

屹

然

林

莾

間

謂

之

招

手

石

古

語

云

定

光

金

地

遙

招

手

智

者

江

陵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二
十
八

㸃

頭

其

菴

久

廢

今

所

遺

者

惟

茆

茨

而

巳

頭
陀
菴
在

縣

西

九

十

里

□

□

五

都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建

初

國

淸

有

聖

者

頭

陀

詣

雷

馬

山

伐

木

建

殿

用

距

絕

遠

聖

者

一

夕

致

雨

暴

漲

木

蔽

流

而

下

後

人

爲

卓

菴

焉

楊

公

傑

爲

施

結

界

文

今

廢

寳
福
菴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十

六

都

今

廢

石
橋
道
塲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十

五

都

宋

開

寳

元

年

建

太

平

興

國

五

年

廢

蓮
社
在

崇

報

寺

西

宋

嘉

泰

元

年

更

旱

不

雨

縣

令

丁

大

滎

率

緇

徒

詠

蓮

經

于

公

字

繼

時

雨

作

因

度

地

建

堂

名

蓮

社

仍

榜

門

之

外

曰

爲

民

祈

福

□

所

凢

水

旱

祈

禱

于

此

後

廢

基

爲

豪

右

所

佔

觀
音
堂
在

縣

東

一

里

九

都

舊

有

觀

音

堂

在

山

川

壇

之

右

仁

壽

坊

側

臨
清
堂
在

縣

南

門

外

正
覺
禪
院
在

縣

西

利

濟

門

外

僧

普

聞

係

孝

廉

夏

增

之

後

自

㓜

祝

髪

矢

志

淸

修

因

舊

址

擴

爲

精

舍

延

名

僧

講

楞

嚴

經

聽

者

千

餘

人

附

郭

齋

舍

之

淸

幽

者

必

推

此

爲

首

云

信
行
菴
在

西

門

外

明

季

有

僧

寂

信

寂

行

結

茅

華

頂

山

十

餘

年

戒

律

精

嚴

因

台

山

無

接

衆

處

遂

跣

足

叩

首

□

□

□

建

此

菴

日

飯

僧

數

百

餘

人

後

相

繼

生

化

人

謂

寒

拾

再

來

也

後

住

僧

慈

珍

亦

如

信

行

接

衆

焉

松

居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龍

山

頂

上

智

者

大

師

居

處

後

廢

國

朝

僧

如

璽

重

建

其

地

有

玉

屏

石

門

龍

泉

諸

勝

頗

爲

幽

静

廻
龍
菴
在

縣

東

三

里

明

崇

禎

間建

長
生
菴
在

縣

北

五

里

與

國

淸

寺

相

近

明

崇

禎

間

建

奇
龍
菴
在

縣

東

十

里

雲

山
堂
在

縣

西

五

里

大

路

側

檀

越

張

圯

曾

孫

參

修

慧
日
菴
在

縣

南

五

里

大

路

側

□

國

朝

康

熙

十

三

年

重

建

白
雲
菴
在

縣

東

南

十

里

橫

山

嘉

靖

間

八

都

丁

岳

建

圓
覺
花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二

十

六

都

平

頭

潭

種
福
菴
在

縣

東

門

外

崇
善
菴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

舊

有

溪

舘

邑

人

奚

□

建

施

茶

以

濟

行

旅

南
明
菴
在

縣

小

南

門

外

坡

街

許

姓

建

□

大

□
菴
在

縣

小

南

門

外

大

溪

邉

坡

街

許

姓

所

建

萬
緣
堂
在

縣

西

門

外

□

國

初

順

治

□

□



ZhongYi

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三
十

宫
觀

桐
柏
宫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十

二

都

唐

景

雲

二

年

爲

司

馬

承

禎

建

回

環

有

九

峯

玉

女

臥

龍

紫

霄

翠

微

玉

泉

蓮

華

華

琳

香

琳

玉

霄

是

也

宫

當

心

自

福

聖

觀

北

盤

折

而

上

至

洞

門

一

望

佳

景

豁

然

道

書

云

桐

柏

金

庭

洞

天

卽

王

子

晉

所

治

中

有

三

橋

一

見

二

木

則

蘓

玡

琳

碧

泉

則

石

髓

金

漿

人

得

食

之

後

天

不

老

眞

誥

云

吳

有

勾

曲

之

金

陵

越

有

桐

柏

之

金

庭

三

災

不

至

洪

波

不

登

實

不

死

之

福

鄕

養

眞

之

境

吳

赤

烏

二

年

葛

元

于

此

煉

丹

故

今

有

朝

斗

壇

齊

永

嘉

元

年

將

軍

沈

約

一

千

餘

人

棄

官

乞

爲

道

士

居

之

唐

宗

景

雲

二

年

敕

爲

承

禎

置

觀

號

桐

柏

方

置

堂

時

有

五

色

雲

見

唐

史

記

以

爲

祥

禁

封

內

四

十

里

無

得

樵

採

五

里

不

許

遷

塟

徐

府

小

錄

煉

師

所

居

黃

雲

常

覆

其

上

故

有

黃

雲

堂

元

晨

壇

煉

形

室

鳯

軫

臺

朝

眞

壇

龍

章

閣

又

有

衆

妙

臺

以

篆

八

分

三

體

冩

道

德

經

于

巨

幢

置

臺

上

故

名

堂

下

有

醴

□

極

甘

可

以

愈

疾

太

和

咸

通

間

道

士

徐

府

葉

□

質

新

之

元

稹

劉

處

静

爲

記

五

代

梁

開

平

中

改

桐

柏

宫

周

廣

順

二

年

朱

霄

外

建

藏

殿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桐

柏

崇

道

觀

政

和

六

年

又

于

後

山

建

宗

元

命

殿

一

如

宫

制

瓦

用

靑

色

琉

璃

於

梭

溪

上

建

二

橋

橋

上

搆

會

仙

亭

直

南

嶺

表

建

洞

門

一

座

內

則

方

丈

齋

堂

雲

堂

土

地

堂

三

眞

殿

又

有

上

淸

閣

御

書

閣

閟

三

朝

宸

翰

及

高

宗

所

臨

晉

唐

帖

紹

興

二

十

二

年

楊

和

王

存

中

重

建

三

淸

殿

曹

開

府

勛

建

三

門

曹

又

于

觀

北

結

菴

賜

號

冲

嗇

宫

中

爲

院

六

一

曰

經

藏

二

日

三

元

三

曰

延

賔

四

曰

淸

虚

五

日

白

雲

六

日

浴

院

屢

朝

宣

賜

則

有

宋

太

宗

眞

宗

御

書

共

五

十

三

卷

祥

符

中

御

衣

四

事

高

宗

史

漢

事

實

翰

墨

志

用

高

麗

僧

統

所

織

成

經

簾

二

帙

褁

吳

越

國

王

所

捨

銅

像

天

尊

一

十

身

連

金

銀

銅

所

鑄

火

臺

座

檀

香

三

淸

像

一

龕

計

二

百

六

十

身

玉

花

八

株

銅

三

淸

像

金

銀

字

經

二

百

函

睦

親

宅

昭

成

太

子

宫

聖

蹟

四

十

軸

歷

代

珍

襲

供

奉

至

明

朝

吳

元

年

遘

火

化

爲

丘

墟

惟

檀

香

像

一

龕

存

焉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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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三
十
一

武

中

道

士

金

静

觀

提

㸃

吳

惟

敬

相

繼

營

建

永

樂

十

年

道

紀

鮑

了

静

又

加

新

之

其

間

架

規

模

崇

艶

麗

去

舊

爲

遠

至

今

且

二

百

餘

年

道

衆

貧

匱

殿

宇

日

就

頺

壞

宫

中

刻

無

慮

十

數

獨

崔

尚

所

作

頌

韓

檡

木

八

分

書

尚

存

古

今

珍

尚

今

無

遺

矣

佑
聖
觀
在

縣

東

一

百

步

妙

山

上

卽

帝

廟

舊

係

城

隍

廟

基

宋

南

渡

後

曹

開

府

勛

建

觀

而

境

民

崇

奉

香

火

不

廢

韓

檡

木

斷

在

焉

元
明
宫
在縣

西

北

二

十

八

里

桐

柏

觀

之

東

北

徐

府

小

錄

由

桐

柏

北

上

一

峯

可

五

里

許

唐

長

慶

元

年

府

定

室

于

此

寳

曆

元

年

賜

號

方

瀛

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改

額

今

廢

洞
天
宫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玉

霄

峯

唐

咸

通

間

道

士

葉

藏

質

創

道

齋

號

石

門

山

居

十

三

年

奏

爲

玉

霄

宫

周

廣

順

元

年

朱

霄

外

建

三

淸

殿

徐

府

小

錄

云

道

士

陳

寡

言

嘗

于

此

號

華

琳

有

經

鐘

二

樓

經

皆

咸

通

十

一

年

書

後

題

云

上

清

三

洞

弟

子

葉

藏

質

爲

姚

劉

四

娘

造

永

鎭

玉

霄

藏

中

宋

祥

符

元

年

改

今

額

有

禹

鐘

高

二

尺

狀

如

鐸

上

有

□

□

入

一

大

鐘

漢

乾

佑

二

年

鑄

今

廢

仁
靖
純
素
二
宫
在

桐

柏

觀

□

□

之

至

正

間

桐

柏

道

士

王

足

菴

遇

世

祖

宣

授

仁

靖

純

素

眞

人

遂

于

其

石

舊

白

雲

觀

基

建

純

素

宫

又

于

其

左

崦

曹

開

府

冲

嗇

菴

基

建

仁

靖

宫

今

廢

迎
眞
宫
在

縣

東

十

步

其

址

今

併

爲

布

政

分

司

福
聖
觀
在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桐

柏

山

西

南

瀑

布

岩

下

赤

烏

二

年

爲

葛

元

建

初

號

天

台

額

乃

元

飛

白

書

王

右

軍

評

其

書

如

烏

鵲

勢

騫

㠝

屼

東

北

連

丹

霞

洞

有

仙

人

拍

掌

岩

西

北

枕

翠

屏

上

有

三

井

號

三

絕

之

一

洩

爲

瀑

布

蔽

崖

而

下

狀

似

埀

蜺

數

百

丈

有

濺

珠

亭

觀

前

對

溪

觀

中

引

瀑

布

縈

繞

廊

院

灌

注

池

塘

宋

元

嘉

嘗

于

此

剏

瀑

布

寺

東

一

百

五

十

步

有

柳

泌

使

君

宅

號

紫

霄

山

居

今

皆

蕪

沒

惟

玉

淸

行

刻

流

水

岩

洪

武

間

大

水

㵼

出

而

字

多

不

辨

矣

又

有

貞

中

峯

葢

梁

徐

則

所

居

之

處

唐

咸

通

中

刺

史

姚

鵠

因

建

老

君

殿

得

玉

簡

土

之

刻

曰

海

水

竭

台

山

闕

皇

家

寳

祚

無

休

歇

詔

付

史

舘

宋

大

中

祥

符

四

年

改

今

額

天

聖

五

年

遣

中

侍

投

金

龍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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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縣
志

卷
十
一
寺
觀

三
十
二

布

衣

孟

合

附

詩

以

進

重

新

之

紹

興

十

一

年

置

九

天

僕

射

祠

按

衆

貞

記

齊

死

爲

九

天

僕

射

治

天

台

山

之

説

三

十

年

楊

侍

郞

偰

妻

趙

以

老

君

殿

建

三

淸

殿

陳

古

襄

皇

估

間

來

遊

瀑

布

命

名

習

養

有

記

嘉

泰

二

年

令

丁

大

榮

立

刻

習

養

之

瀑

四

字

于

右

崖

上

明

初

併

入

桐

柏

白
雲
昌
壽
觀
在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桐

柏

觀

西

唐

大

中

六

年

建

舊

名

白

雲

菴

宋

乾

道

四

年

內

侍

鄺

守

寧

棄

官

入

道

乞

改

菴

爲

觀

遂

賜

今

額

鄺

後

于

觀

側

自

剏

白

雲

菴

今

俱

廢

玉
京
觀
在

赤

城

玉

京

洞

天

之

右

宋

政

和

八

年

賜

額

建

觀

未

幾

中

亡

嘉

熙

改

元

朝

廷

設

醮

祈

禱

天

使

詣

投

龍

簡

籍

地

行

禮

殊

虧

昭

事

時

冲

静

大

師

高

惟

幾

闢

田

度

址

興

建

觀

宇

觀

妙

演

道

大

師

范

善

遷

同

盟

助

就

郡

守

張

號

奏

撥

公

田

以

助

堂

厨

御

前

宣

賜

沉

香

斗

眞

鐘

磬

及

御

書

觀

額

拱

辰

殿

扁

安

鎭

觀

門

正

殿

崇

奉

宗

本

命

聖

君

名

淸

平

萬

壽

殿

縣

令

姚

德

輝

敘

其

事

今

廢

浄
元
觀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五

都

今

廢

聖
壽
院
在

桐

柏

□

西

舊

名

延

壽

周

廣

順

元

年

朱

霄

外

建

宋

治

平

三

年

改

今

額

今

廢

妙
樂
院
□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十

二

都

卽

王

喬

仙

壇

吳

赤

烏

二

年

建

殿

前

有

石

泉

名

醴

泉

泉

南

有

上

貞

亭

去

壇

東

二

十

步

有

八

角

井

壇

東

有

太

子

菴

西

有

朝

斗

壇

南

去

百

步

有

吹

簫

臺

北

去

三

十

步

有

瀛

峯

室

唐

僧

一

有

題

王

喬

觀

傳

道

士

所

居

今

無

此

觀

味

其

景

意

疑

卽

妙

樂

也

舊

有

銅

鐘

自

桐

柏

移

來

上

刻

唐

景

龍

二

年

所

鑄

今

巳

久

廢

法
輪
院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桐

柏

觀

西

吳

赤

烏

元

年

葛

元

卓

菴

于

此

感

三

眞

人

降

授

以

貞

一

勸

誠

法

輪

妙

經

遂

建

臺

曰

降

眞

漢

乾

佑

中

錢

氏

復

爲

朱

霄

外

新

之

仍

造

檀

香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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