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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遗书汇刊》

内容概要

《赤城遺書彙刊》共收書十六種，分別為：　　一、宋·陳克《陳子高遺詩》一卷，後附《補遺》與
《附錄》；二、宋·陳克《赤城詞》一卷。二者分別為陳克的詩集與詞集。陳克（1081－1137），字
子高， 號赤城居士，臨海人，工詩詞，其詞稱兩浙第一，受薦歷任江南東路安撫司右迪功郎準備差遣
、敕令所刪定官，後隨兵部尚書呂祉收編王德、酈瓊叛軍時被害。三、宋·謝伋《四六談麈》一卷，
旨在論述宋代四六文之做法與優劣。謝伋（？－1155），字景思，上蔡（今屬河南）人，隨其父克家
於南宋紹興間遷居黃巖之靈石山，歷官至太常少卿。四、宋·謝采伯《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
大體雜論經史文藝，涉及遺聞掌故等。謝采伯（1179－1251），字元若，臨海人，宰相謝深甫長子，
理宗皇后謝道清之伯父，登嘉泰二年（1202）進士，官終節度使。五、宋·胡太初《晝簾緒論》一卷
，乃論次屬官為政之道。胡太初，字太初，生卒年不詳，臨海人。宋嘉熙二年（1238）進士，官至太
府卿。六、宋·方岳《深雪偶談》一卷，是書屬於詩論性質。方岳，字元善，號菊田，寧海（寧海舊
屬台州，今属寧波）人。生卒履歷均不得其詳，隱居不仕，“在宋末以詩名鄉里”。七、元·潘音《
待清軒遺稿》一卷，所收均為潘氏詩作。潘音（1210－1295），字聲甫，天台人。生纔十歲而宋亡，
因終身不仕。八、元·許伯旅《介石稿》一卷，附《附錄》一卷，内中所收皆詩。許伯旅，字廷慎，
號介石，元末明初黃巖（今其地屬溫嶺）人，洪武初嘗由選貢授刑科給事中，有詩名。九、明·釋宗
泐《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所收以詩為主，兼及雜文。宗泐（約1318－1391），字季潭，
號全室生，本黃巖（今其地屬溫嶺）陳氏子，父母早逝，繈褓過繼臨海周氏，遂為周姓。性好儒書，
朱元璋呼之為“泐秀才”。 嘗奉命取經西天，晚年任僧錄右善世。十、明·張羽《掬清稿》四卷，後
附《附錄》，屬張氏之詩集。張羽（1346－1430），字孝翊，號羽南居士，黃巖人。永樂間嘗與修《
永樂大典》，書成後即辭歸，博學善詩。十一、明·黃孔昭《定軒存稿》十六卷，後有《附錄》並《
拾遺》，收詩與文。黃孔昭（1428－1491），初名曜，字孔昭，後以字行，改字世顯，太平（今溫嶺
）人，居黃巖。天順四年（1460）進士，官至南工部右侍郎。立朝有聲，工於詩文，為明台州五名臣
之一。十二、清·林之松《綠天亭詩文集》四卷，民國《台州府志·藝文略》作六卷，其所見為抄本
。收詩、詞及文。林之松，雍正四年（1726）歲貢，生卒不詳，字蔥木，號鶴巢，太平（今溫嶺）人
。屢考不第，詩文俱有情致。十三、清·林漢佳《葵圃存草》（又作《葵圃詩草》）一卷，所收皆詩
。林漢佳，字椒苑，號葵圃，之松子。詩有淵源。十四、清·洪枰《地理枝言》一卷，大體屬堪輿之
學，意在“略陳龍穴砂水根源，八卦五行之梗概”。洪枰（1734－1805），字世持，號平木，晚號雪
薑，臨海人。乾隆三十五年（1765）舉人，嘗官嘉善訓導。由於此書流傳不廣，故喻長霖民國《台州
府志》稱“今未見”。十五、清·金壽祺《小有天園雜著》一卷，內僅收文七篇。金壽祺（1835
－1880），字祉受，號芾齋，太平（今溫嶺）人，以資捐同知，繼得晉三品，封榮祿大夫銜。即刊刻
《赤城遺書彙刊》者金嗣獻之祖父也。十六、清·陳琛《棣香館詩鈔》（或作《棣香館詩草》）一卷
，內所收俱詩。陳琛（？－1900），字秋航，生平布衣，善詩。總體而言，這是一部台州自宋迄清之
地方性文獻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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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遗书汇刊》

作者简介

《赤城遺書彙刊》，民國四年（1915）金嗣獻刻。　　金嗣獻（1885－1920），字劍民，號諤軒，又
號鶴仙，太平莘山（今台州温嶺琛山）人。嗣獻世代書香門第，自其祖壽祺（字祉受，號芾齋）即“
好聚鄉賢遺書”，至嗣獻時有關桑梓文獻已漸積至五百餘種。關於刊刻《赤城遺書彙刊》的緣起，據
嗣獻在書前“自序”中說，台州在清代後期，臨海宋世犖曾刻過《台州叢書》，開兩浙彙刻地方叢書
之先河，繼而黃巖王棻等刻過《台州叢書續編》，路橋楊晨又刻過《續台州叢書》，他也有意“思步
芳塵，以繼盛舉”，兼以深感“世變日亟，國萃將淪，邪說淫辭，鴟張蝟集，等六經如土苴，襲西人
之毛皮，若不亟加表章，竊恐百十年後欲蒐汲塚之蟲文，補羽陵之蠹簡，亦不可得也”，“遂商諸伯
父伯樞苹生與母舅李虞尊，各襄泉布，先擇印十六種”。伯樞名韶，虞尊名樹封，據此，則《遺書》
乃嗣獻與其伯父金韶、母舅李樹封共同出資刊刻。此書開刻於民國三年（1914）春間，告竣於次年仲
夏，先後花了一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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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楼旗小宗祠记　　祠堂之名，始见于宋文潞公家庙碑。当时有建于墓所者，有立于居室正寝东者
，要之岁时崇祀，法制相沿，即古所谓“士庶无庙，祭于路寝”之逍意也。小宗者，由大宗等而下之
，所以分支别派，与《礼经》继弥之义名同而寅异。吾族自云浦发祥，子姓蕃衍，既沏建大宗祠，祀
南坡公为宗主，而腰屿、孝母祠、东洋各立小宗，后分为七族，以故东、西、南、蒋、四、洋各祖其
祖，祖各有祠，而楼旗鼎峙其中，并唬蕃昌，非茅墙比，族叔祖慨峯公深以祠宇缺晷为憾，慨然就墓
侧废庵倡议改建，先广文跶其志，力赞成之，并挽先叔通奉公各贷巨金，而嘱族人玉成等为臂助，始
得集事。堂庶落成，慨峯公谢世，其东西雨楹与门闼五架则族舜廷叔勉承先志，节次踵成，而诸旧董
与有力焉，然非得先广文暨先叔之义，始终资助，以成其美，则所赞不赀，虑难为继，即成亦未必若
是之廊庶崭新，规模具备也。祠与古剎邻，四周环以修竹，幽篁翠筱，蔚然与琳宫钳宇交辉映于山深
林密问。其束则岭矫崔巍，其西则峯峦高矗，其南则遥岑列障，其北则空谷流声。又有野花着树，山
鸟啼春，潭心印月，松顶奔涛，境则幽而深，堂则奥而静，用以妥先灵，修时祭，明神庶无恫焉。祠
改建于道光十八年戊戌，其两廊则廿四年癸卯告竣，至咸丰六年八月三门始成，迤逦十敷年，而祠宇
完美，未始非陟降之灵所默于呵护也。今岁因增修宗谱，谨追摭其始末，而付之梓。光绪二年岁丙子
十一月朔裔孙寿祺谨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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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浙江临海的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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