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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雜傳卷十七

楚
國
先
賢
傳

~ 

張
方
撰

《

楚
國
先
賢
傳》

’《
隋

書
‘
經
籍
志》

史
部
雜
傅
類
著
録《

楚
國
先
賢
傅
贊》

十
二
卷
’
题
晉
張
方 

撰
；《

舊
唐
書
‘
經
籍
志》

史
部
雜
傳
類
著
録《

楚
國
先
賢
志》

十
二
卷
，
题
楊
方
撰
；《

新
唐
書
丨
藝
文 

‘

志》

史
部
雜
傳
記
類
著
録
張
方《
楚
國
先
賢
傳》

十
二
卷
。《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六
〇《

地
部
四
‘
石
篇
十 

六》

、《

藝
文
類
聚》

卷
三
八《

禮
部
上
‘
宗
廟》

引《

楚
國
先
賢
傅》

題
張
方
撰
’
宛
本《

説
郛》

卷
五
八
輯
録 

亦
题
張
方
撰
。《

太
平
御
覽.
經
史
圖
書
綱
目》
既
列《

楚
國
先
賢
傳》

’
又
有
張
方
賢《

楚
國
先
賢
傳》

。
 

《

太
平
御
覽》

卷
四
九
六《

人
事
部一

三
七
‘
諺
下》
、卷
五
一 

二《

宗
親
部
二 
‘
伯
叔》

引《

楚
國
先
賢
傳》 

题
張
方
賢
撰
。
諸
書
徵
引
無
題
楊
方
者
’
晉
有
會
稽
人
楊
方
’
曾
爲
東
安
太
守
、高
梁
太
守
等
官
’《

晉
書》 

卷
六
八
有
傳
，稱
其「

著《

五
經
鉤
沉》

、
更
撰《

吴
越
春
秋》
，
並
雜
文
筆
，皆
行
於
世」

。
他
既
不
爲
楚
地

兩
晉
雜
傳
卷
十
七
楚
國
先
賢
傳 

一
七
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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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魏
六
朝
雜
傳
集

I

七
七
二

人
’
也
不
曾
在
楚
地
爲
官
’
撰《

楚
國
先
賢
傅》

的
可
能
性
較
小
，
楊
方
恐
是
誤
题
。
至
於
题
張
方
賢
者
，
 

「

賢」

字
恐
是
衍
入
。
吴
士
鑑《

補
晉
書
藝
文
志》

卷
二
史
録
雜
傅
類「

張
方《

楚
國
先
賢
傳》

」

條
亦
云
： 

「

賢
字
誤
衍
。」

姚
振
宗《

隋
書
經
籍
志
考
證》

卷
二
〇「

《

楚
國
先
賢
傅
贊》

」

條
又
云
：「

案《

文
選》

《

百 

1
詩》

注
張
方
賢《

酱

先

賢

傳》

，則
此
脱
賢
字
，《

書
録
解
题》

地
理
類
唐
吴
從
政
删
鄭
譽《

楚
國
先 

賢
傅》
爲《

襄
两
記》

’
三
卷
。
案
魏
晉
時
有
鄒
湛
’
字
潤
甫
’
南
陽
新
野
人
’
見《

晉
書
^
文
苑
專》

’
閎
甫 

或
其
昆
季
行
’
其《

先
賢
傳》

隋
唐
志
皆
不
見
’疑
即
在
是
書
十
二
卷
中
。」

又
，黄
逢
元《

補
晉
書
^

文
志》 

卷
一
一
史
録
雜
傳
類「

《

楚
國
先
賢
傳
贊》

」

條
云
：「

本
書(

《

晉
書》

)

有
張
方
傳
，
河
間
人
，爲
河
間
王
願 

將
’
是
書
疑
非
顆
將
張
方
所
撰
。」

丁
國
鈞
等《

補
晉
書
藝
文
志》

史
部
雜
傳
類
補
録
，其
中
秦
榮〗

作《

楚 

國
先
賢
志》

口
國
鈴
文
廷
式
、秦
榮
光
、吴
士
鑑
、黄
逢
元《

補
晉
書
藝
文
志》

均
作《

楚
國
先
賢
傅
贊》

。
 

《

世
説
新
語》

劉
注
、《

三
國
志》

產
等
徵
引
均
作《

楚
國
先
賢
傅》

，今
I

書
徵
引
及《

I

書
‘
藝
文 

志》

著
録
所
题
，定
其
名
曰《

楚
國
先
賢
傅》

。

張

方
4

末
不
詳
僅
據《

隋
書
’
經
籍
志》

著
録
所
题
，知
其
爲
晉
人
。《

楚
國
先
賢
傳》

久
佚
，
佚 

文
今
散
見
諸
書
徵
引
。
宛
本《

説
郛》

卷
五
八
輯
存
八
節
’述
黄
香
、
孟
宗
、
石
偉
、陰
蒿(

當
作
陰
嵩〕

、孫 

攜(

當
作
孫
儁〕

、韓
堅(

當
作
韓
暨〕

、李
善
、應
余
八
人
事
。《

五
朝
小
説》

、《

五
朝
小
説
大
觀》

'《

舊
小 

説
甲
集》

各
選
録
宛
本《

説
郛》

若
干
。
今
有
黄
奭
、杜
文
瀾
、
王
仁
俊
、陳
運
溶
四
家
輯
本
。
黄
奭
所
輯
録 

於《

漢
學
堂
知
足
齋
叢
書》

之《

子
史
钩
沈》

中
，杜
文
爛
所
輯
録
於《

曼
陀
羅
華
閣
馨》

之《

古
8

》

卷



一
九
中
，
王
仁
俊
據《

寰
宇
記》

、《

稽
瑞》

及
李
瀚《

蒙
求》

自
注
探
得
四
節
’
又
轉
録
杜
文
瀾
所
輯
一
節
’ 

未
言
撰
人
’
文
與
諸
書
徵
引《

楚
國
先
賢
傳》

文
不
同
，
王
仁
俊
所
輯
録
於《

玉
函
山
房
輯
佚
書
捕
編》

中
’ 

孫
啟
治
等
懷
疑
此
四
條
出
鄒
閎
甫
之
書
。(

見
孫
啟
治
、陳
建
華
編《

古
佚
書
輯
本
目
録》

’中
專
書
局
一 

九
九
七
年
版
，第
一
七
三
頁〕

陳
運
溶
所
輯
録
於《

麓
山
精
舍
叢
書》

第
一
集《

歷
朝
傅
記
九
種》

中
’陳
運 

溶
共
探
得
三
十
餘
節
，最
詳
。
 

‘

今
据
諸
書
徵
引
輯
録
’
參
之
黄
奭
、杜
文
瀾
、
王
仁
俊
、陳
運
溶
諸
家
所
輯
。

〔

伯
里
奚〕

伯
里
奚
，字

凡

伯

楚

國

人

。
少
仕
於
虞
，
爲

大
夫
。
晉
欲
假
道
於
虞
以
伐
虢
，
諌

|^
^

11
，̂

75
^

之

。《

世
説
新
語
‘
德
行》
第
一 
一
六
條
劉
注
引
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據
以
輯
録
。

〔

一〕

伯
里
奚
’字
凡
伯
：
四
庫
本《
世
説
新
語
，
德
性》

第11

六
條
劉
注
引「

凡」

作「

井」

。

〔

熊

宜

僚

〕

熊

宜

僚
’
楚

人

也

。

隱

居

市

南
’
不

屈

於

時

。《

初
學
記
^
卷
二
四
^
居
處
部
’
市
第
十
五
^
信
陵
過 

宜
僚
隱」

、《

古
今
合
璧
事
類
備
要
别
集》

卷

一〇《

市
井
門
‘
市
井》

「
宜
僚
居」

各
引
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從《

初
學
記》

卷
一 
一
四
引
。

案
：《

古
今
合
璧
事
類
備
要
别
集》

卷
一
〇
引
文
略
，僅
作
：「

熊
宜
僚
居
市
南
’不
屈
。」

兩
晉
雜
傳
卷
十
七
楚
國
先
賢
傳 

I

七
七
三



漢
魏
六
朝
雜
傳
集

I

七
七
四

〔

宋
玉〕

宋
玉
對
楚
王
曰「

神
龍
朝
發
崑
盡
之
墟
’

暮
宿
於
孟
諸
’超
騰
雲
漢

之

表

，
婉

轉

四

瀆

之
裏
夫
尺
澤
之
鋭〔

一)

豈
能
料
江
海
之
大
哉(

二〕

。」
《

初
學
記》

卷1二
0
《

鱗
介
部
.
龍
第
丸》

「

騰
雲
乘
水」

、《

太
平
御
覽》

卷
九
三0

《

鱗
介
部
一 
一
 
‘

龍
下》

各
引
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從

《

太

平

御

覽

》

卷

九

三

〇
引

。

〔
一〕

夫
尺
澤
之
鋭
：
四
庫
本《

牵

御

覽》

卷
九
三
〇
引「

鯢」

作「

銀

」

。《

初
學
記》

卷
三
〇
引
作「

鰌」

。

〔
二〕
豈
能
料
江
海
之
大
哉
：《

初
學
記》

卷
三
〇
引「

料」

作「

到」

’
匹
庫
本《

初
學
記》

卷
三
〇
脱
此
字

。

〔

孔
休〕

孔
休
傷
頰
有
瘢
，
王
莽
曰
：「

玉
屑
白
附
子
香
消
瘢
。」

乃

以

劍

璏

并

香

與

之

0《

太
平
御

《

馨

七

’
附
子》
、《

本
草
意
卷
一
七
下《

草
之
六》

「

白

附
子」

各
引
一

條
，作《

醫

I

傳

》

，從《

太

2

覽

》

卷

九

九
〇
弓
。

一

〈

本
草
綱
目》
卷

I
七
下
引
文
略
’
僅
作
：「

孔
休
傷
頰
有
瘢
’
王
莽
賜
玉

屑

白

附

子

香

’
與
之 

消

搬」

〔

陳
宣〕

陳
宣
，字
子
興
二
拜
諫
議
大
夫
。
建
武
十
年
，洛
水
溢

出

’
造

孟

津

(

二)

。
城

門

校

尉 

欲
築
塞
之…

〕

。
宣
曰
：「

昔
周
公
卜
洛
以
安
宗
廟
’

爲
萬
世
基(

^

。
水

盡

不

人

城

門

(

^
’
今
數

爲

災
 

異

人

主

之

過

不

可

解
口〕

’
塞

之

無

益

…

。
堇

尊

尚

修

己

以

祠

災

異

(

八1，

豈
況

朝

廷

中

興

之
 

主

水

必

不

人

【 I。
】。

」

言

絶

而

水

退

也

。《

北
馨
鈔》

卷
五
六《

馨

部

八

‘
譲
大
夫
四
十
四》

「

陳
宣
明
洛
水

必

不

人

」

、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左
諫
議
大
夫》

「

言
絶
水
退」

各
引
一
條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從《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引
。

〔

一〕

陳
宣
，字
子
興
：
陳
本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無「

字
子
興」

三
字
。

〔
二〕

造
孟
津
：
陳
、俞
本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無
此
三
字
。

〔

3〕
城
門
校
尉
欲
築
塞
之
：《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引「

校」

下
原
無「

尉」

字
’據《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補
。

〔

四〕

昔
周
公
卜

洛

以

安
宗
廟
，爲
萬
世
基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無「

以
安
宗
廟」

四
字
。

〔

五〕

水
盡
不
人
城
門
：
陳
本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引「

盡」

作「

蓋」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作 

「

必」

。

〔

六〕

今
數
爲
災
異
’人
主
之
過
’不
可
解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此
十1 

一
字
作「

如
有
灾
異
’人
主
解
謝」

。

〔

七〕

塞
之
無
益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無」

作「

何」

。

〔

八〕

昔
王
尊
尚
修
己
以
祠
災
異
：
陳
、俞
本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引「

祠」

作「

禳」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引
無「

異」

字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無
此
十
字
。

〔

九〕

豈
況
朝
廷
中
興
之
主
：
陳
、俞
本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引
此
八
字
作「

況
朝
廷
乎」

四
字
。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之」

作「

聖」

。

〔

一
 0

〕

水
必
不
人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五
六
引「
水」
上
有「

固
知」

二
字
。《

職
官
分
紀》

卷
六
引「

水」 

上
有「

天
下
攸
歸」

四
字
。

兩
晉
雜
傳
卷
十
七
楚
國
先
賢
傳 

一
七
七
五



漢
魏
六
朝
雜
傳
集 

一…

1
、

1

七
七
六

〔

李
善〕

李
善
，字
次
孫
，南
陽
人
也
。
本
同
縣
李
元
蒼
頭
。
建
武
中
’元
家
死
没
，
唯

孤

兒
續
始 

生
。
善
親
自
哺
養
。
世
祖
拜
善
及
續
並
爲
太
子
舍
人
。
善
顯
宗
時
辟
公
府
，
以

能

治

劇

再

遷

日
 

南
太
守
。
從
京
師
之
官
’

道

經

南

陽

李

元

冢

’
未

至

一

里
’

乃

脱

服

’
持
劍
去

草

。

及
拜
墓
，
哭

泣

甚

悲

，

身

^
#
,

白

執

姐

鼎

以

#

祭

。《

太
平
御
覽》

卷
五
五
八《

禮
儀
部
三
十
七
I
塚
墓
一
 一》

引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據
以
輯
録
。

〔
I
〕

以

能

治
劇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卷
五
五

八

引「

以」

上

有「

時

」

字

。

〔

胡
紹〕

耒
陽
胡
紹
’

字
伯
蕃(

二
。
年
十
八
二
一
,

爲
郡
門
下
幹
2
 

迎
太
守

許

荆

^
1，

荆

足

中

風

， 

使
紹
抑
之
：
0

紹
視
荆
跑
下
而
笑
荆
怒
問
之
：
1

，紹
曰
：「

見
明
府
躕
下
黑
子
，紹
亦
有
之
，
折
 

而
故
笑
^

~

。」

荆
視
之
’

果
有
黑
子
。
令
其
從
學
，學
八
年
，遂
爲
九
真
、零
陵
一 

一郡
太

守【

九
0《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設
官
部
一 |

十
八
’
太
守
下
一
百
六
十
六》

「

許
荆
踉
下
黑
子」

、《

太
平
御
覽》

卷|  
一
五
九《

職

嘉
五

十

七

‘
太
守》

、《

太
平
御
覽》

卷

三
 

八
七《

人
事
部11

十
八
’
黑
子》

各
引
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從《

太
平
御
覽》

卷
一 

一
五
九
引
。

〔
I
〕

耒
陽
胡
紹
’字
伯
蕃
：《

太
平
御
覽》
卷
三
八
七
引「

耒
陽」

作「

來

陽

」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

卷

三

八
 

七
作「

耒
陽」

’上
有「

晉」

字
’「

胡
紹」
作「

顧
紹」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無「

耒

陽

」

二

字

，I無

「

字 

伯
蕃」

三
字
。

〔

二〕

年
十
八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無「
年」

字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有

「

年

」

字

。

〔

三〕

爲
郡
門
下
幹
：
陳
本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郡

門」

作「

縣

關

」

’
俞

本

《

北

堂

書

鈔

》

卷

七



六
引
作「

縣
閣」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作「

郡
門」

。

〔

四〕

迎
太
守
許
荆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同《

太
平
御
覽》

卷
二
五
九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脱
此
五
字
。

〔

五〕
荆
足
中
風
’使
紹
抑
之
：《

太
平
御
覽》

卷
三
八
七
引
無
此
八
字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荆」

作 

「
時」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脱
此
八
字
。

〔

六〕

紹
視
荆
躕
下
而
笑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

太
平
御
覽》

卷
三
八
七
引
無「

紹」

字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紹
視
荆」

作「

見
太
守
許
荆」

。

〔

七〕

荆
怒
問
之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無「

問
之」

二
字
。

〔

八〕

見
明
府
蹢
下
黑
子
，紹
亦
有
之
，析
而
故
笑
：《

太
平
御
覽》

卷
三
八
七
引「

下」

下
有「

有」

字
，「

紹」

下 

有「

足」

字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卷
三
八
七
引「

故」

字
在「

欣」

上
’「

忻」

下
有「

然」

字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下」

下
有「

有」
字
’無「

析
而」

二
字
’「

笑」

下
有「

爾」

字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爾」

在「

笑」

上
。

〔

九〕
「

荆
視
之」

至「

遂
爲
九
真
、零
陵
二
郡
太
守」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卷
二
五
九
引「

八
年」

上
無「

學」 

字
。《

太
平
御
覽》

卷
三
八
七
引
無
此
二
十
四
字
。《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此
二
十
四
字
作「

荆
令
紹 

學
，後
八
年
，遂
遷
爲
九
真
、
零
陵
太
守」

。
陳
、俞
本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七
六
引
無「

零
陵」 

二
字
。

兩
晉
雜
傳
卷
十
七
楚
國
先
賢
傳 

一
七
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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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魏
六
朝
雜
傳
集 

一
七
七
八

〔

樊
英〕

樊
英
隱
於
壺
山
。
嘗
有
暴
風
從
西
南
起
’

英
謂
學
者
曰
二
.

.「

成
都
市
火
甚
盛
。」

因 

含
水
西
向
漱
之
；
1，
乃
令
記
其
時
日
。
後
有
從
蜀
郡
來
者
2

1

，云
是
日
大
火
，
有
雲
從

東

起

，
須

臾

大

雨

’
火

遂

滅

【

四〕

。̂
编
珠
^
卷
一
笑
地
部》

「

樊
英
雨
薊
子
雲」

'々

北
堂
書
鈔
2

 

一
 
5

0《

天
部
一
 |  
’

雲

七

》
「

含

水

蕭

」

、《

藝

文

讓

》

 

卷
一 I《

天
部
下
‘
雨》

、《

初
學
記》

卷I  
一

《

天
部
‘

雨
第
一》

「

含
水
嗽
酒」

各
引
一
條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從《

編
珠》

卷
一
引

。

〔

一〕
英
謂
學
者
曰
：《

初
學
記》

卷
一 |

引
無「

曰」

字
。
 

^

〔

二〕

因
含
水
西
向
漱
之
：《

初
學
記》

卷一  
一
引「

漱」

作「

嗽」

.0

〔

一1〕

後
有
從
蜀
郡
來
者
：
四
庫
本《

初
學
記》

卷
一
 

一
引「

郡」

作「

都」

’《

初
學
記》

卷
一 

一
引
作「

郡」

。

〔

四〕

火
遂
滅
：《
初
學
記》

卷1 1

引
無
此
三
字
。

案

《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五
〇
、《

藝
文
類
聚》

卷| 

一
引
文
略
。《

藝
文
類
聚》

卷1 |

引
作
：「

樊
英
忽
謂
學 

者

曰

『

成
都
市
火
甚
盛
。』
因
含
水
西
向
漱
之
。
後
有
從
蜀
郡
來
者
’
云
是
日
大
火
，須
臾
大
雨
，火
遂 

滅

」

四
庫
本《

藝
文
類
聚》
卷| I
引「

漱」

作「

嘿」

’餘
同《

藝
文
類
聚》

卷
一 

一。《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五
〇 

引
作
：「

有
暴
風
從
西
方
起
’英
含
水
漱
之
。」

陳
、俞
本
、
四
庫

本

《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五

〇

引

作

：

「

天
 

旱
，有
含
水
雲
從
西
方
起
，則
焚
香
祝
之

。」

〔

黄
尚
左
雄〕

黄
尚
，字
伯
可
三
。
爲
司
隸
校
尉
’

轰
慝
自
弭
。
言
其
人
不
素
食
也
二I〕。

《

北
馨

鈔》

卷
六
一《

設
官
部
十
三
丨
司
隸
友
尉
八
十
一》

「

姦
慝
自
弭」

引
一
條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據
以
輯
録
。



〔
I
〕

黄
尚
’字
伯
可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六
一
引
無「

字
伯
可」

三
字
。

〔

二〕

言
其
人
不
素
食
也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六
一
引
無
此
七
字
。

左

雄

爲

尚

書

令
’
天

下

精

選
’
言

其

人

不

素

餐

也

。《

職
官
分
紀》

卷
八
^
尚
書
令
在
位
肅
清
天
下
精
選」

引
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據
以
輯
録
。

諺

曰

’‘「

黄

尚

爲

司

隸
’
奸

慝

自

弭
’’
左

雄

爲

尚

書

令

，
天

下

慎

選

舉

。」
《

太
平
御
覽》

卷
0
丸
交
人
事
部 

一
百
三
十
七
‘
諺
下》

引
一
條
，作
張
方
賢《

楚
國
先
賢
傳》

’
據
以
輯
録
。

〔

孫
儁〕

孫
儁
，
字
文
英
2
 

一。
與
李
元
禮
俱
娶
太
尉
桓
焉
女…

)

，
時
人
謂
桓
叔
元
兩
女
俱
乘

11
1 
一一
 
一,.
!
百

得

婿

如

龍

也

。《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禮
儀
部
五
^
婚
禮
十
一》

「

得
聋
如
龍」

、《

藝
文
類
聚》

卷
四
〇《

禮
部
下
’
婚》

、《

太 

平
御
覽》

卷
五
四一

《

禮
儀
部
一 
一
十
‘
婚
姻
下》

、《

錦
繍
萬
花
谷
前
集》

卷
一
八《

婚
姻》

「

得
壻
如
龍」

、《

古
今
事
文
類
聚
後
集》

卷一

三《

人
倫 

 ̂
^
婚
姻》

「

兩
女
乘
龍」

、《

海
録
碎
事》

卷
七
上《

聖
賢
人
事
部
上
‘
女
婿
門》

「

得
壻
如
龍」

、《

記
纂
淵
海》

卷
一 0

八《

人
倫
部
七
’
婿》

、《

天 

中
記》

卷
四
一 
一

《

婚
姻》

「

乘
龍」

各
引
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從《

藝
文
類
聚》

卷
四
〇
引
。

〔

一〕

孫
儁
’字
文
英
：《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

太
平
御
覽》

卷
五
四
一
、《

錦
繡
萬
花
谷
前
集》

卷
一
八
、《

古 

今
事
文
類
聚
後
集》

卷
一
三
、《

天
中
記》

卷
四
一 

一
引「
儁」
作「

雋」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引

兩
晉
雜
傳
卷
十
七
楚
國
先
賢
傳 

一
七
七
九



漢
魏
六
朝
雜
傳
集 

】

^
0

一
七
八
〇

作「

儁」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卷
五
四|

引
作「

攜」

。《

北

馨

鈔》

卷
八
四
引「

文
英

」

作「

元

英

」

， 

陳
本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引
無「

字

元

英

」

三

字

。

〔

二〕

與
李
元
禮
俱
娶
太
尉
桓
焉
女
：《

錦
簧
花
谷
前
集》

卷

一
八
'《

古
今
事
文
類
聚
後
集》

卷
一
三
引「

桓

焉」

作「

桓
玄」

’「

女」

上
有「

之」

字
1《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引「

桓
焉

」

作

「

桓

叔

元

」

，
陳
本
、四
庫

本 

《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作「

桓
焉」

。

〔
111〕

時
人
謂
桓
叔
元
兩
女
俱
乘
龍
：《

錦
繡
萬
花
谷
前
集》

卷
四
、《

古
今
事
文

類

聚

後

集

》

卷
一
三

引

無 

「

時」
、「
俱」

二
字
’《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引「

桓」

下
有「

公」

字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八

四
引

無

。
 

案

《

海
録
碎
事》

卷
七
上《

記
纂
淵
海》

卷
一
〇
八
引
文
略
異
。《

海
録
碎
事》

卷
七
上
引
作
：「

後
漢 

李
膺
4

秀
俱
娶
太
尉
桓
焉
女
’時
人
謂
桓
叔
元
兩
女
俱
乘
龍
’言
得
壻

如

龍

。」

四

庫

本《

海

録

碎

事》

卷 

七
上
引「

孫
秀」

作「
黄
憲」

’餘
同《

海
録
碎
事》

卷
七
上
。《

記
纂
淵
海》

卷

一
〇
八
引
作
：「

孫
雋
與
李 

元
膺
俱
娶
太
尉
桓
焉
女
’時
人
謂
桓
兩
女
俱
乘
龍
。
言
得
婿
如
龍
也
。」

四
庫
本《

記
纂
淵

海

》

卷

四

〇
引 

「

桓
焉」

作「

桓
玄」

，餘
同《

記
纂
淵
海》

卷
一
〇
八

。

〔

孫
敬〕

孫
敬
’字
文
寳
，到
洛
陽
二1，

在
太
學
左
右
得|

小
屋
2

1

’
安
止
母
’

然
後
人
學
，編
楊

柳

爲

簡

以

寫

經

〔

二

，
晨

夜

誦

1

2
〕

。《

文
選》

卷|1灭
《

表
‘

爲
蕭
楊
州
作
薦
士
表》

「

至
乃
集
蜜
映
雪
編
蒲
緝
柳」

李
注
'《

蒙
求

集 

注》

卷
上「

文
裏
柳
温
舒
截
蒲」

、一
北
堂
書
鈔》

卷
九
七《

藝
文
部
三
^
好
學
十|

》
「

编
柳
爲
簡」

、《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0

四《

藝
文
部
十
^

簡
五



十》
「

编
柳
寫
經」

、《

太
平
御
覽》

卷
六0

六《

文
部
一 一

十11  
‘
简》

、《

續
编
珠》

卷
一《

歲
時
部》

「

路
蒲
孫
柳」

各
引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從 

《

蒙
求
集
注》

卷
上
引
。

〔
I
〕

孫
敬
’字
文
寶
’到
洛
陽
：《

蒙
求
集
注》

卷
上「

文
寳
缉
柳
温
舒
截
蒲」

引
原
無「

敬
字」

二
字
’據《

蒙 

求
集
注》

卷
上「

匡
衡
鑿
壁
孫
敬
閉
户」

引
補
。《

文
選》

卷
三
八
李
注
引「

孫
文
寶」

作「

孫
敬」

’「

洛 

陽」
作「
洛」

。

‘

〔

二〕

在
太
學
左
右
得
一
小
屋
：《

文
選》

卷
三
八
李
注
引「

一」

上
無「

得」

字
。

〔
-11〕

編
楊
柳
爲
簡
以
寫
經
：《

文
選》

卷
三
八
李
注
引「

缉」

作「

編」

’「

簡」

上
無「

爲」

字
’「

寫」

作「

爲」

。

〔

四〕

晨
夜
誦
習
：《

蒙
求
集
注》

卷
上
引
原
無
此
四
字
’據《

北
堂
書
鈔》

卷
九
七
、《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〇
六
、
 

《

續
編
珠》

卷
一
引
補
。《
文
選》

卷
三
八
李
注
引
亦
無
此
四
字
。

案
：《

北
堂
書
鈔》

卷
九
七
、《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〇
四
、《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〇
六
、《

續
編
珠》

卷
一
引
文 

略
。《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〇
六
引
作
：「
孫
敬
编
楊
柳
簡
以
爲
經
本
’晨
夜
誦
習
。」《

北
堂
書
鈔》

卷
九
七 

引「

爲」

作「

寫」

’陳
本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九
七
作「

爲」

，「

夜」

作「

夕」

’「

習」

下
有「

之」

字
’餘 

同《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〇
六
。《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〇
四
引
無「

楊」

字
’「

以
爲」

作「

寫」

’「

誦
習」

作「

集 

 ̂

誦」

’
四
庫
本《

北
堂
書
鈔》

卷
一
〇
四
引「

编」

作「
以」

’「

誦
習」

作「

習
誦」

，
餘
同《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〇
六
。《

續
編
珠》

卷

一

引
無「

楊」

字
、「

簡」

字
’「
爲」
作「

寫」

’餘
同《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〇
六
。

兩
晉
雜
傳
卷
十
七
楚
國
先
賢
傳 

一七
八
一



漢
魏
六
朝
雜
傳
集 

一
七
八
二

孫
敬
人
學
，閉
户
牖
’

精

力

過

人

’
太
學
謂

曰

閉

户

生

。

人

市

，
市

人

相

語

：「

閉

户

生

來

。」

不

忍

欺

也

。《

文
選》

卷
三
六《

文
’
天
監
晕
策
秀
才
文
三
首》

「

閉
户
自
精
開
卷
獨
得」

李
注
、《

太

平

御

覽

》

卷

一

八

四

《

居

處

部
十
一 

一
 

^
户》

各
引 

1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從《

文
選》

卷
三
六
李
注

引

。

案

《

太
平
御
覽》

卷
一
八
四
引
文
略
’僅
作
：「

孫
敬
人
學
，閉
户
牖
，精
力
過
人
’太
學

號

曰

閉

户

先

生

。」
孫
敬
，
字

文
寳
。
常
閉
户
讀
書
，
睡
則
以
繩
繋
頭
’
懸
之
梁

上

。

嘗

人

市

，
市

人

見

之

，
皆

曰

：

「

閉
户
先
生
來
也

。」
辟
命
不

至

。
3

求
集
注
8

上「

匡
衡
鑿
壁
孫
敬
閉
户」

、《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一 

一《

學
部
五
丨
勤
學》

各
引
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從《

蒙
求
集
注》

卷
上
引
。

案

《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一 

一

引
文
略
異
’其
云
：「

孫
敬
好
學
，時
欲
寤
寐
，
懸

頭

至

屋

梁

以

自

課

，
常

閉 

户
號
爲
閉
户
先
生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1

引「

懸」

上
有「

奩
志」

二
字
’「

頭

」

下

無

「

至

」 

字
’餘
同《

太
平
御
覽》

卷
六| 

|

。

〔

董
班〕

班
字
季
宛
人
也
。
少
遊
太
學
，宗
事
李
固
’

才
高
行
美
，不
交
非
類
。
嘗
親
耕
澤
畔
，
 

惡
衣
蔬
食
。
聞
固
死
’

乃
星
行
奔
赴
’

哭
泣
盡
哀
。
司
隸
案
狀
奏
聞
，天
子
釋
而
不
罪
。
班
遂
守
尸
積 

十
日
不
去
。
桓
帝
嘉
其
義
烈
’

聽
許
送
喪
到
漢
中
。
赴
葬
畢
而
還
也 
0《

後
漢
書》

卷
六
三《

李
固
傳》

「

董
班
亦
往

哭
固
而
殉
尸
不
肯
去」

李
注
引|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據
以
輯
録
。



〔
黄
琬〕

黄
琬
遷
侍
中
、尚
書
，奏
太
尉
樊
稜
、司
徒
許
相
竊
位
懷
禄
。
禮
義
廉
耻
，國
之
本
也
。
苟
非 

其
選
，飛
準
在
墉
，爲
國
生
事
’

此
猶
負
石
救
溺
’

不
可
不
察
也
。
完

馨

鈔

^
卷1

穴
2
地
部
匹
’
石
篇
十
六
寄 

1

條
’
作
張
方《
楚
國
先
賢
傳》

’
據
以
輯
録
。

〔

陰
嵩〕
陰
嵩
，字
文【

'

玉
，南
陽
新
野
人
。
衛
尉
興
從
祖
兄
也
。
少
喪
父
母
，與
叔
父
居
，恭
謙 

婉
順
，温
良
節
儉
。
王
莽
末
’

義
兵
初
起
’

乃
與
叔
父
避
世
蒼
梧
。
後
徵
拜
謁
者
’

以
叔
父
憂
棄
官
。《

太

平
御
覽》

卷
五一  11《

宗
親
部一  
一
 
‘
伯
叔》

引
一
條
’
作
張
方
賢《

楚
國
先
賢
傳》

’據
以
輯
録
。

〔
一
〕

陰
嵩
’字
文
玉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卷
五
一 

一
 

一
引「

陰
嵩」

作「

陰
蒿」

’《

後
漢
書
‘
陰
興
傳》

載
陰 

興
語
稱「

謁
者
陰
嵩」
，則
當
作
陰
嵩
。

〔

陰
興〕

陰
興
，字
君
陵
，南
陽
新
野
人
也
。
拜
衛
尉
’

薨
。
時
封
興
長
子
慶
爲
鲖
陽
侯
’次
子
博 

爲
牆
强
侯
二〕

，博
弟
員
、丹
皆
爲
郎
。
慶
少
倏
儒
術
，推
所
居
第
宅
、奴
婢
、財
物
悉
分
與
員
、丹
’但
佩 

印
绶
而
已
’

當
世
稱
之
。
上
以
慶
閨
門
孝
悌
，
行

義

敦
密
’

褒
顯
朝
廷
’
以
勵
親
戚
，
擢
爲
羽
林
右
監
。

《

太
平
御
覽》

卷
五一

六《

宗
親
部
六
‘
兄
弟
下》

引一

條
’
作《

楚
國
先
賢
傳》
’
據
以
輯
録
。

〔
|
〕

時
封
興
長
子
慶
爲
鲖
陽
侯
，次
子
博
爲
濶
强
侯
：
四
庫
本《

太
平
御
覽》

卷
五一

六
引「

時」

作「

明
帝」

。
 

又
，《

太
平
御
覽》

卷
五
一
六
引「

鲖」

原
作「

嗣」

，「
博」
作「

傳」

，《

後
漢
書
’
陰
興
傳》

載
顯
宗
詔

兩
晉
雜
傳
卷
十
七
楚
國
先
賢
傳 

一
七
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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