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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矧撅
释傅印 现任中囡佛早院副院畏北京市佛教协舍舍畏 廑山束林寺方丈

视肖座山束 ● 两株寺通菸印修

慈遣悉永
束林函林

竺墨二二：三寺戚次已卵九月九d，卜菌歹跫，l■H卉、H卅-a公元一九九九⋯一⋯。’。～～。。
买主民凰

吴立民现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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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庐山隶，西
捧寺通志》娥肌技打

晖惦越
释辉悟现任九江市佛教协畲舍畏 能仁寺方丈

热弧卒兄贺净二弯韧袒逸份太

印道拳《写、、面样寺通去》，韦易版

铒矽夏题于
释秒乐 现任九江市佛教协舍副舍畏 庐山铁佛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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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山柬、西林寺通志》：序言凡例 目绿

魔山束二西林寺通志序

束、西林寺位于江西廑山西北麓。二寺相距馑敷百步，驿道介其闻。柬林

寺是中固佛教净土宗蚕祥地，骨代南方佛教中心，隋朝以后南全固佛教八大道

碍之一。净土宗剑始人慧速大何被后世尊岛净土宗始祖。净土宗又祷莲宗。

柬林寺始建于束骨太元十一年(386年)。太元八年(383年)，慧速谷姓

贾，山西楱烦人，徙荆州朱廑山西林寺。肯住持慧永舆其游冕廑山之后，超乌

廑山清静，足以息心，始建能泉精舍。翌年(384年)因遥公学侣、僧徒日来，

江州刺史桓伊遂允岛建刹。因地庭西林之柬，故稽柬林寺(隋改寺南“道塄"。

唐、宋改寺虢乌“太平买隆寺和柬林太平典隆禅寺)。寺南北向，南面封香墟

峰、旃娌壹睹峰，三面翠屏碾列，四季景色宜人，寺内泉水潺潺，门前虎溪淙

淙。

西林建寺早于束林十八年，其规模较小。原乌竺蚤现祥室，圆寂后，其徒

慧永自太行朱居。骨光禄卿浔防陶蓖乌其立寺，名日：西林。是崴太和一年

(377年)。北山建寺始于西林，故名：“第一寺”。寺后有西林塔，又名千佛塔。

寺后山上原有“伏虎庵。"

佛教首剑于释迦牟尼。柬漠永平峙，冈始由印度傅入中国。净土宗曾分雨

派：瘸勒净土奢J于道安(后失傅)；诵陀净土始于慧速。因其修行方法简便，至

今流傅不衰。

慧逮是中国佛教杰出领袖和佛教思想家。他博学多才，一生窍有大量佛教

著作，在我圆佛教、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住持柬林三十余年，集沙P1千

人，邀到遗民、周绩之、宗炳等名儒、高僧一百二十三人，在柬林寺般若霎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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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舍阿诵陀佛像前，效齑立誓，共期往生西方，并著文作苛以见志。因精舍前

有莲池，故稽白莲社。琦在骨元典元年(402年)7月28日。社中最杰出者十

八人，裤高贤，慧逮其首。外固僧聚稽漠有大乘沙门，每向柬烧香褴拜，觖心

废岳。曹峙柬林寺不馑是全国佛教雨侗弘法中心之一，而且桶陀信仰傅播中

外，真是盛况空前。唐天赏元年夏(742年)鐾真来柬林。十二年(753年)第

六次偕寺僧智恩同往，+始柬渡日本，在奈良柬大寺彀埴，日皇、皇后、公卿等

四百余人，皆受菩篚戒。鐾真既阴剑日本律宗，又弘扬净土法朗，始刳日本佛

教莲宗(曾裤柬林教)。后日僧源空创立净土宗。其弟子规鬻又刳净土真宗。尊

束林寺岛·“祖庭”。由此可见，中国佛教净土宗影誓之深速。

柬林自建寺以朱，蜃代名人如李白、葬愈、辣戟、睦游、岳冠、章虑物、

徐霞客、白居易、董其昌、康有南等都朱寺瞻仰、游览，留下许多千古名篇。

帝王将相也恣之信奉、敬仰。

江南名刹柬林寺畿度盛衰。唐大中二年(848年)至大中八年(853年)南

鼎盛晴期，计有殿、堂、塔、室三百一十三朋，藏鲤蒿卷，P1徒愈千泉，足裤

“莴僧之居”。宗、元雨代畿遭大火，寺院破败不堪。明代有典有赓。清光绪三

年(1877)瀹南香火扇(亦稽子繇扇)。直至解放峙，柬、西林寺馑存畿同破

蓓平房。

果一法缔，俗姓到，湖北松滋繇人。1962年耆地政府莆果一主持束林寺，

他正欲振典束林峙，因“文革”勤乱，寺僧遣散和下放。1981年政府重新落

赏宗教政策，果一始遂夙志，他扁後典柬林寺，缒承速公“律净并行"之遗凰，

十多年来，不醉辛苦，奔走求援。在九江市寰、政领尊l；|j馕下，按款建寺。缝

得新加坡赓洽法卸捐巨款和中外法秉慷慨解囊，不馑次第恢後了柬林寺殿、

堂、楼、闰之原貌，而且新建了大雄寅殿、玉佛殿、莲池、莲社、念佛堂、齑

堂、僧房、霸馆，逯重塑了三大佛像和五百罹漠。同峙，又支持觉海法邱重建

了西林寺。千年古刹，面貌全新!果一法师南後典柬、西林寺作出了不可磨减

之贡觖1 1981年，日本净土宗苗草图特来柬林褴祖。1984年祖师塔“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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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贺谷圈畏舆铃木信光李程赠送一部新修《大正藏》来柬林寺，揭阴了中

外佛法交流蜃史之新页。近畿年采，柬林寺已有80多倡国家、地匾之固祭友

．人和港、澳、壶同胞前来朝里和游览，每年都要接待50多莴中外人士。

我舆果一法师是老友。他掌理柬林寺后，每相遏畸，辄蔹修志之事。1990

年7月，始组成《廑山柬、西林寺通志编纂委员合》。由于修志工作本朱就是

一项瓤巨工程，加之柬、西林寺又是短屡了一千六百余年之古寺，屡遭劫火，

寺志和有明史料荡然焦存，遣给修志工作带来枉大困菲。岛了查找修志资料，

编委诸先生前往全国各地大寺院、固吉馆、桔案馆、害刊店阔展翻查，并向海

外法秉、朋友骈系蒂助查找。同时，运查明了许多地方的志害和大量古代佛教

文歇，以及现代各径佛教著作。岛了封蜃史负责，缟委畲退行了集理研究、番

闼。根．掾．各獯资料反後考镫、核赏：钉正错误，力求符合史寅。现在通志初稿

已基本完成。盎管修志的畸躅短，鲤费紧艰，馑就目前修成的志害初稿看，所

搜集到之资料，敷量上超遏蓓志十畿倍；赁量上，我们也盏力做到了尊重屡史，

尊重事贲，绝算完成了果一法肺交给我们的编纂任耪。

邱才豪

199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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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当
J予

魏征有言道：“以铜南镜，可以知美丑，以史南镜，可以知典衰，以人岛

镜，可以明得失”。南了想哉现在，必须了解遏去。一繇不苟地记叙废山柬、西

林寺蜃史，是南了想诫现在的蕞林和早年的净土宗初祖道塄。尊重蜃史，贲事

求是，以高度的哲理精神和勰真负责的您度朱鳊纂柬西二林通志，其目的是提

倡更好地舆社合主羲社畲相通愿。在群秉性、民族性、圆除性、缓雄性中，

呈现舆弘扬人阀佛寺的教育真羲，遣就是“诸恶莫作，．聚善奉行，

自净其意，六和同修，人成即佛成”，此二十一字，是柬西二林寺

聚僧日後一日，年後一年修心念佛的精髓。横他们畿十年赏践，他

们深知：如此作佛便是佛，念佛即成佛，心佛相臆，庚度群生，利

柴有情，菇最圆土，南求生者真贵服耪，才真正是诸佛所期望的。

自永公和速公刳建廑山柬、西林寺，莲闲“净土初宗”一莱一

花到果公上人，承前缝后，我们的祖先和果公上人在逼里南佛教净

土宗的刳立和餮展，作出迥不可磨减的蜃史贡觖。徽觏古今高僧，

大德居士们，每每在阴剑．、修後、中典中都是锂蜃着千般辛苦，莴

獯磨葬，最后方得以成就。果公上人中典柬、西林寺也是一檬，他

心如火，脂似冰。心如火，热情；膦似冰，冷静。他之可贵全在此

六字中——在错综後雄的人事中善于靓察分析，精于靓察分析，不

是人云亦云，没有主见顼腊的人。造期阀，蛊管果公上人难有遏辗

葬曲折、坎坷，但仍然在生存、拼搏、蟹展中前追，南记述遣一光

辉、茫晟的蜃史遏程，南资治存史，遣也是果公上人修撰《废山柬、

西林寺通志》根本宗旨和意羲所在。

怒哉果公上人，我想起码有近二十年的蜃史。清楚地记得，1974

年夏的一天，我跟随一生蔫信佛教、嗣后又终老在柬林寺的母规一

道初次来寺拜褐果公上人，印入我膦海的第一印象是位舆佛有缘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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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法师。自此之后，我便拜果公上人南纬，舆他鲒下不解之缘，

追随果公十六年之久，在其言傅身教影窨下，憝真探研佛理，日夜

勤奢，稍有畏遥，得到果公上人嘉许和鼓励。1981年，短四聚推举，

出任束林寺监院，全力馅助果公上人操持寺耪。1991年果公上人委

派我住锡瑞昌市，负责重建该市昔邑泉寺，此峙我难骓阴果公一段畸

日，但封果公上人主修《废山柬、西林寺通志》的全部遏程，如徙

编委合之成立，到组娥人员追行资料胡查，徒鳊目睿定，到志稿鳊

寓等情况，我基本上是清楚的。除去参加雨次编窝合蕺外，果公上

人遥多次同我谈通《通志》的编窝和出版等事宜。真是天有不测凰

霎，、孰料果公上人此顾才起，而赧缘却盍，遂于1994年3月安祥

示寂。

1996年正月初六，九江市宗教部门领尊和柬林寺方丈导程前

往瑞昌市花泉寺邀莆我返回柬林寺缒绩檐任监院、主持全面寺耪，

于是我二遥束林。回寺后，我睦绩蓣完了志言全稿，其内容具有佛

教特色，上溯千年，下及曹今，不以偏概全，不以假乱真，凡重大

事件，均有记载。群略得宜，布局合理，立袷有橡，觏黠鲜明正难，

披觅之余，欣喜之情莫可言状。并决心-锺承果公上人遗顾，盍快出

版该志吉，只是后来斑于繁冗的寺掰缠身，且兼柬林寺锺、鼓楼和

上方塔院等工程的紧张施工，便把寺志出版逼件大事搁浅下朱。盍

管1998年，我雒冈了该寺。不遏，在我心里，德记挂着志言出版

遣么一件事，尤其是志稿中的獯往人物情事，更是蜃蜃在目，集峙

集刻不在腾除萦回⋯⋯。

峙至2001年冬，新世纪伊始，寺志出版械缘成熟。南赧果公

上人于篱一，决心完成其未竞事案，赏现其生前遗顾，我不自量力，

承搅寺志出版餮行羲旃。同峙幸有戴结荣、吴利平二位佛弟子的大

力支持舆蒂助，并成立了出版委员合，主持具髓出版餮行工作。因

而志稿已于去冬胝月付梓，我想今年夏终得如顾成就，真是不甚高

典之至。

值此寺志出版餮行之除，我衷心祝贺编纂委员合诸大德、志士

同心同德，不畏魏莽，凝聚集髓智慧和力量，成功地编纂了《廑山
5



柬、西林寺通志》，面向新世纪，肯局佛教信史，以慰果公上人在

天之重，在常寂光中慈颜含笑⋯⋯。

废山柬、西林寺，山青水秀，人杰地重，净土文化，源邃流畏，

香天墟高，举世瞻仰。我殷切地期望凡佛弟子能以史南鉴，餮扬莲

宗高凰，念佛寄修，花天谨持，使二林寺成南人们良性道德之教育

基地。
’

‘

弟子德心一介布衣才疏孥浅，臆编纂委员合凿公抬翠，嘱窍序

言，自惭形械，却之不恭，只好徙命。心顾净土宗’门庭，锺肇窨微

三千界内，佛法弘扬蒿德圆中，功勋祈世界和平，利益赧聚生厚德。

阿桶陀佛! ．

净土后裔释德心 拜撰

公元二零零二年

佛蜃二五四六年仲夏

威次壬午年



凡 1歹IJ

一、本志岛柬林寺、西林寺合志。营《柬林寺志》及《西林寺志略》，馑

有数则简短记述文字，南其他有阴方志所引用，而其全吉难鲤前往北京、南京

及本省各大国害馆寻找，仍杳不可见。今搜罹各獯有J；|l方志及其他文觖，采集

“二林”史贵，重新编纂。

二、编排方式：本志叙述史贵，分缎向舆横向雨方面。缎向南按年编列，

统合古今。横向刖分门别颊，详述原委。全志分舄：蜃史梗概、新代法逗、古

刹新貌、地理概况、名膀古迹、蜃代人物、蜃代荽文、掌故傅说、寺院财座等

九篇。其舆正文有嗣文件，则分别附绿于骸篇之后，以便查明。最后系以束、

西二林建寺以来大事记。

三、编纂原刖：尊重蜃史，力主核赏；兼收傅明，藉以存疑。例如《高僧

傅》、《莲社十八高贤傅》及《法苑珠林》褚吉，于叙述柬、西二林建寺，颇碓

有神话色彩，今叙述寺史，事皆信而有徵，其在疑似之问，则入于“掌故傅

说”。封于一事流傅中而有聚说者，刖盎量利用近人研究新成果。例如莲社建

立年代，萏说定在太元十五年，而此年七月并非戊辰朔，舆莲社高贤割遗民

《登顾文》所叙不合，而改用典元元年(公元402年)建社新就。至于焦可查

核者，则嫁存待考。

四 庚收荽文：本志博采屡代荽文，以舆它编所叙诸史贵互相参谧，并可

藉此了解“二林”文化之餮展。

五、纪年：中萃人民共和固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在此以前用蓓纪年者，仍

以括虢注明公元纪年。建圆前之月、日，因未能一一换算，仍承用不改。

六、断限：上起柬骨慧永、慧速二法茚刳建柬、西二林，下迄公元一九九

三年，果一法印後典柬林，重建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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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907--959年)⋯⋯⋯(13)

宋朝(960--1279年)⋯⋯(13)

元朝(1279—1363年)⋯⋯(15)

明朝(1368—1644)⋯⋯⋯(16)

清朝(1644—1911年)⋯⋯(17)

民固(1912--1949年)⋯⋯(18)

附：圆片

第三镐新代法逗

一寺廓恢後陪段(1949--1966年)

’．⋯⋯⋯⋯⋯⋯⋯⋯⋯⋯．．．．j⋯(20)

二十年浩劫陪段(1966--1976年)

⋯⋯⋯⋯⋯⋯⋯⋯⋯⋯⋯：⋯．．(21)

三骚展阴放陪段(1977--1992年)

⋯⋯⋯⋯⋯⋯⋯⋯⋯⋯⋯⋯⋯()21

第四编腥代名德

一慧遵法师傅⋯⋯⋯⋯⋯⋯(25)

[附 绿]

(慧遗年措》(方立天著)⋯⋯⋯(33)

佛圃澄舆释道安⋯⋯⋯⋯⋯⋯(43)

净土宗薷祖简傅⋯⋯⋯⋯⋯⋯(44)

二蘧社高置傅⋯⋯⋯⋯⋯⋯(46)

慧永 慧持 道生 唇J嗄

慧睿 昼恒 道晒 晷兢

道敬 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疑

割程之 碾野 周鲼之

艰拴 宗炳 雷次宗

三慧逮莆知名弟子傅⋯⋯⋯(53)

僧清 法安 晷邕 道祖

慧要 慧魏 晷翼 僧徽

道汪 道温

四晋宋齑粱名人傅⋯⋯⋯⋯(54)

陶溯明 隆修静 谢霞逗

宗测 碾孝秀 剜慧斐

五南朝名僧傅(包括遇化)⋯(63)

慧崖 道慧(俗姓艰) 法瑗

道慧(俗姓王) 道融 慧皎

六隋唐名僧傅⋯⋯⋯⋯⋯⋯(64)

】



智颚 慧逵 上弘霎皋

正言

’七唐白集天居士傅⋯⋯⋯⋯(66)

八宋元以来名僧傅⋯⋯⋯⋯(69)
’ 常憩 慧回 明本 废哲

德清 海吁

九果一法师傅⋯⋯⋯⋯⋯⋯(70)

附：固片

第五编屉代萎文

一屋代文存

慧遗三十四篇⋯⋯⋯⋯⋯(77)

割程之一篇⋯⋯⋯⋯⋯⋯(95)

眼野一篇⋯⋯⋯⋯⋯⋯⋯(96)

雷次宗一篇”．⋯⋯⋯⋯⋯·(96)

宗炳三篇(附何承天害三篇)⋯

⋯⋯⋯⋯⋯⋯⋯⋯⋯⋯⋯⋯⋯(97)

释法速一篇⋯⋯⋯⋯⋯⋯(111)

谢霞逗四篇⋯⋯⋯⋯⋯⋯(111)

以上束晋一南朝

智颚一篇(附枥庚害三篇)⋯⋯
⋯⋯⋯⋯⋯⋯⋯⋯⋯⋯⋯⋯⋯(114)

欧防拘一篇⋯⋯⋯⋯⋯⋯(115)

李邕一篇⋯⋯⋯⋯⋯⋯⋯(116)

李钠一篇⋯⋯⋯⋯⋯⋯⋯(117)

颜真卿一篇⋯⋯⋯⋯⋯⋯(118)

白居易八篇⋯⋯⋯⋯⋯⋯(119)

李肇一篇⋯⋯⋯⋯⋯⋯⋯(122)

李演一篇⋯⋯⋯⋯⋯⋯⋯(123)

静尧佐一篇⋯⋯⋯⋯⋯⋯(124)

剜轲一篇⋯⋯⋯⋯⋯⋯⋯(125)

碾又新一篇⋯⋯⋯⋯⋯⋯·(125)

崔黯一篇⋯⋯⋯⋯⋯⋯⋯(126)

元皓一篇⋯⋯⋯⋯⋯⋯⋯(127)

彭演一篇⋯⋯⋯⋯⋯⋯⋯(127)

以上隋、唐、五代

欧防修二篇⋯⋯⋯⋯⋯⋯(128)

王安石一篇⋯⋯⋯⋯⋯⋯(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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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轼五篇⋯⋯⋯⋯⋯⋯⋯(129)

黄庭里二篇⋯⋯⋯⋯⋯⋯(130)

晁稿之一篇⋯⋯⋯⋯⋯⋯(131)

李元中一篇⋯⋯⋯⋯⋯⋯(131)

黄裳四篇⋯⋯⋯⋯⋯⋯⋯(133)

释惠洪三篇⋯⋯⋯⋯⋯⋯(135)

蕖萝得一篇⋯⋯⋯⋯⋯⋯(136)

洪逋一篇⋯⋯⋯⋯⋯⋯⋯(136)

陵游一篇⋯⋯⋯⋯⋯⋯⋯(136)

周必大二篇⋯⋯⋯⋯⋯⋯(137)

谢枋得二篇⋯⋯⋯⋯⋯⋯(138)

以上宋朝

中峰明本一篇⋯⋯⋯⋯⋯(138)

虞集一篇⋯⋯⋯⋯⋯⋯⋯(138)

释居筒一篇⋯⋯⋯⋯⋯⋯(139)

释大祈一篇⋯⋯⋯⋯⋯(139)

辣天爵一篇⋯⋯⋯⋯⋯⋯(140)

楼铺二篇⋯⋯⋯⋯⋯⋯⋯(140)

澍虑芳五篇⋯⋯⋯⋯⋯⋯(140)

以上元朝

宋濂二篇⋯⋯⋯⋯⋯⋯⋯(141)

王}章一篇⋯⋯．．’⋯⋯⋯(142)

碾宇初一篇⋯⋯⋯⋯⋯⋯(142)

王世贞七篇⋯⋯⋯⋯⋯⋯(143)

袁宏道一篇⋯⋯⋯⋯⋯⋯(144)

文德翼一篇⋯⋯⋯⋯⋯⋯(145)

强申一篇⋯⋯⋯⋯⋯⋯⋯(145)

黄霎肺一篇⋯⋯⋯⋯⋯⋯(145)

释密庵一篇⋯⋯⋯⋯⋯⋯(145)

姜辂一篇⋯⋯⋯⋯⋯⋯⋯(146)

祁逢吉一篇⋯⋯⋯⋯⋯⋯(146)

方拱乾一篇⋯⋯⋯⋯⋯⋯(147)

藕益智旭一篇⋯⋯⋯⋯⋯(148)

以上明朝 ．

翼鼎孳一篇⋯⋯⋯⋯⋯⋯(148)

以上清朝

古公愚一篇⋯⋯⋯⋯⋯⋯(149)



静止净一篇⋯⋯⋯一i⋯⋯

印光二篇⋯⋯⋯⋯⋯⋯⋯

阴祖赛一篇⋯⋯⋯⋯⋯⋯

以上近代

杜宣一篇⋯⋯⋯⋯⋯⋯⋯

吴宣友一篇⋯⋯⋯⋯⋯⋯

明踢一篇⋯⋯⋯⋯⋯⋯

释果一七篇⋯⋯⋯⋯⋯⋯

吴立民一篇⋯⋯⋯⋯⋯⋯

高振展一篇⋯⋯⋯⋯⋯⋯

鄣颂英一篇⋯⋯⋯⋯⋯⋯

胡以申剜辉平一篇⋯⋯⋯

申寅林一篇⋯⋯⋯⋯⋯⋯

成田有恒(日本)一篇⋯⋯

藤堂恭俊(日本)一篇⋯⋯

谈舍金一篇⋯⋯⋯⋯⋯⋯

明茂一篇⋯⋯⋯⋯⋯⋯⋯

钝照泉一篇⋯⋯⋯⋯⋯⋯

释德心二篇⋯⋯⋯⋯⋯⋯

殷蘑元一篇⋯⋯⋯⋯⋯⋯

王耀洲一篇⋯⋯⋯⋯⋯⋯

熊侣琴一篇⋯⋯⋯⋯⋯⋯

胡克沛一篇⋯⋯⋯⋯⋯⋯

净缘一篇⋯⋯⋯⋯⋯⋯⋯

古月一篇⋯⋯⋯⋯_⋯⋯

以上富代

二历代诗存

慧远六首⋯⋯⋯⋯⋯⋯⋯

陶渊明六首⋯⋯⋯⋯⋯⋯

谢灵运二首⋯⋯⋯⋯⋯⋯

鲍照二首⋯⋯⋯⋯⋯⋯⋯

刘孝绰一首⋯⋯⋯⋯⋯⋯

以上束晋舆南朝

崔融一首⋯⋯⋯⋯⋯⋯⋯

祖泳一首⋯⋯⋯⋯⋯⋯

李颀二首⋯⋯⋯⋯⋯⋯⋯

储光羲一首⋯⋯⋯⋯⋯⋯

(149)

(150)

(151)

(152)

(155)

(156)

(161)

(167)

(170)

(172)

(173)

(177)

(180)

(180)

(180)

(181)

(181)

(182)

(185)

(186)

(186)

(187)

(189)

(189)

(190)

(192)

(193)

(194)

(194)

(194)

(195)

(195)

(195)

王昌龄一首⋯⋯⋯⋯⋯⋯

孟浩然五首⋯⋯⋯⋯厶⋯

李白二首⋯⋯⋯⋯⋯⋯⋯

杜甫二首⋯⋯曾曩⋯⋯⋯

割畏卿八首⋯⋯⋯⋯⋯⋯

章虑物六首⋯⋯⋯⋯⋯⋯

皎然二首⋯⋯⋯⋯⋯⋯⋯

爱一二首⋯⋯⋯⋯⋯⋯⋯

置澈五首⋯⋯⋯⋯⋯⋯⋯

毁起一首⋯⋯⋯⋯⋯⋯⋯

郎士元二首⋯⋯⋯⋯⋯⋯

皇甫冉三首⋯⋯⋯⋯⋯⋯

皇甫曾一首⋯⋯⋯⋯⋯⋯

眼缝一首⋯⋯⋯⋯⋯⋯⋯

鼹雉三首⋯⋯⋯⋯⋯⋯⋯

戴叔偷一首⋯⋯⋯⋯⋯⋯

李端二首⋯⋯⋯⋯⋯⋯⋯

司空曙三首⋯⋯⋯⋯⋯⋯

到商一首⋯⋯⋯⋯⋯⋯⋯

鄣常一首⋯⋯⋯⋯⋯⋯⋯

朱放一首⋯⋯⋯⋯⋯⋯⋯

章丹二首⋯⋯⋯⋯⋯⋯⋯

于铸二首⋯⋯⋯⋯⋯⋯⋯

楞巨源一首⋯⋯⋯⋯⋯⋯

孟郊一首⋯⋯⋯⋯⋯⋯⋯

斡愈一首⋯⋯⋯⋯⋯⋯⋯

碾籍一首⋯⋯⋯⋯⋯⋯⋯

到禹锡一首⋯⋯⋯⋯⋯⋯

自居易四十七首⋯⋯⋯⋯

徐凝二首⋯⋯⋯⋯⋯⋯⋯

李涉三首⋯⋯⋯⋯⋯⋯⋯

姚合二首⋯⋯⋯⋯⋯⋯⋯

章孝榇一首⋯⋯⋯⋯⋯⋯

曹汾一首⋯⋯⋯⋯⋯⋯⋯

裴休一首⋯⋯⋯⋯⋯⋯⋯

裴镤一首⋯⋯⋯⋯⋯⋯⋯

贾岛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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