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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千家诗（民国刻本） 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卷上 春日偶成程颢〇〇三 春日朱熹〇〇三 春宵苏轼〇
〇四 城东早春杨巨源〇〇四 春夜王安石〇〇五 初春小雨韩愈〇〇五 元日王安石〇〇六 上元侍宴苏轼
〇〇七 立春偶成张〇〇七 打图晁无咎〇〇八 宫词林洪〇〇八 其二前人〇〇九 华清宫王建〇〇九 清平
调词李白〇一〇 题邸间壁郑谷〇一一 绝句杜甫〇一一 海棠苏轼〇一二 清明杜牧〇一二 清明王禹偁〇
一三 社日张演〇一三 寒食韩翊〇一四 江南春杜牧〇一四 上高侍郎高蟾〇一五 绝句僧志安〇一五 遊小
园不值叶适〇一六 客中行李白〇一六 题屏刘季孙〇一七 慢兴杜甫〇一七 庆全庵桃花谢枋得〇一八 玄
都观桃花刘禹锡〇一八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〇一九 滁州西涧韦应物〇二〇 花影苏轼〇二〇 北山王安石
〇二一 湖上徐元杰〇二一 漫兴杜甫〇二一 春晴王驾〇二二 春暮曹豳〇二二 落花朱淑贞〇二三 春暮遊
小园王淇〇二三 莺梭刘克庄〇二四 暮春即事叶李〇二四 登山李涉〇二五 蚕妇吟谢枋得〇二五 晚春韩
愈〇二六 伤春杨简〇二六 送春王逢原〇二七 三月晦日送春贾岛〇二七 客中初夏司马光〇二八 有约司
马光〇二八 初夏睡起杨简〇二九 三衢道中曾纡〇二九 即景朱淑贞〇三〇 夏日戴复古〇三〇 晚楼閒坐
王安石〇三一 山居夏日高骈〇三一 田家范成大〇三二 村庄即事范成大〇三二 题榴花朱熹〇三三 村晚
雷震〇三三 茅王安石〇三四 乌衣巷刘禹锡〇三四 送使安西王维〇三五 题北谢碑李白〇三六 题淮南寺
程颢〇三六 秋月程颢〇三七 七夕杨朴〇三七 立秋刘武子〇三八 七夕杜牧〇三八 中秋杜牧〇三九 江楼
有感赵嘏〇四〇 西湖林洪〇四〇 西湖苏轼〇四一 湖上初雨苏轼〇四一 入直周必大〇四二 水亭蔡确〇
四二 禁锁洪遵〇四三 竹楼李嘉〇四四 直中书省白居易〇四四 观书有感朱熹〇四五 泛舟朱熹〇四五 冷
泉亭林洪〇四六 冬景苏轼〇四七 枫桥夜泊张继〇四七 寒夜杜小山〇四七 霜月李商隐〇四八 梅王淇〇
四八 早春白玉蟾〇四九 雪梅卢梅坡〇五〇 又〇五〇 答锺弱翁牧童〇五一 秦淮夜泊杜牧〇五一 归雁钱
起〇五二 题壁无名氏〇五二 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卷下 早朝大明宫贾至〇五五 和贾舍人早朝杜甫〇五
五 和贾舍人早朝王维〇五六 和贾舍人早朝岑参〇五七 上元应制蔡襄〇五八 上元应制王淇〇五九 侍宴
沈期〇六〇 答丁元珍欧阳修〇六一 插花吟邵雍〇六二 寓意晏殊〇六二 寒食赵元镇〇六三 清明黄庭坚
〇六四 清明高菊磵〇六五 郊行即事程颢〇六六 鞦韆洪範〇六六 曲江对酒杜甫〇六七 其二杜甫〇六八 
黄鹤楼崔颢〇六九 旅怀崔涂〇六九 答李瞻韦应物〇七〇 清江杜甫〇七一 夏日〇七一 辋川积雨王维〇
七二 新竹黄庭坚〇七三 表兄话旧窦叔向〇七三 偶成程颢〇七四 遊月殿程颢〇七五 秋兴（八首选四）
杜甫〇七五 秋兴〇七六 又〇七七 又〇七七 月夜舟中戴复古〇七八 长安秋望赵嘏〇七九 新秋杜甫〇八
〇 中秋季朴〇八〇 九日蓝田会饮杜甫〇八一 秋思陆游〇八二 与朱山人杜甫〇八二 闻笛赵嘏〇八三 冬
景刘克庄〇八四 冬景杜甫〇八五 梅花杜逋〇八五 自咏韩愈〇八六 干戈王中〇八七 归隐陈抟〇八八 时
世行杜荀鹤〇八八 送天师甯献王〇八九 送毛伯温明世宗〇九〇 五言千家诗（民国刻本） 新镌五言千
家诗箋注卷上 春眠孟浩然〇九三 访袁拾遗不遇前人〇九三 道郭司仓王昌龄〇九四 洛阳道储光羲〇九
四 独坐敬亭山李白〇九五 登鹳鹤楼王之涣〇九五 观永乐公主入番孙逖〇九六 伊州歌蓋嘉運〇九六 左
掖梨花丘为〇九七 思君恩令狐楚〇九七 题袁氏别业贺知章〇九七 夜送赵纵杨炯〇九八 竹里馆王维〇
九八 送朱大入秦〇九九 长干行崔颢〇九九 詠史高适〇九九 罢相作李适之一〇〇 逢侠者钱起一〇一 江
行望匡庐前人一〇一 答李韦应物一〇二 秋风引刘禹锡一〇二 秋夜寄丘员外韦应物一〇三 秋日耿湋一
〇三 秋日湖上薛莹一〇四 宫中题文宗皇帝一〇四 寻隐者不遇贾岛一〇五 汾上惊秋苏颋一〇五 蜀道後
期张说一〇五 静夜思李白一〇六 秋浦歌前人一〇六 赠乔侍郎陈子昂一〇七 答五陵太守王昌龄一〇七 
行军九日思岑参一〇八 婕妤怨皇甫冉一〇八 题竹林寺朱放一〇九 三闾庙戴叔伦一〇九 易水送别骆宾
王一一〇 别卢秦卿司空曙一一〇 答人太上隐者一一一 新镌五言千家诗笺注卷下 幸蜀回至剑门玄宗皇
帝一一三 和晋陵陆丞相杜审言一一四 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 前人一一五 春夜别友人陈子昂一一
五 长甯公主东庄李峤一一六 恩赐丽正殿书院赐宴应得林字 张说一一七 送友人李白一一八 送友人入蜀
前人一一八 次北固山下王湾一一九 苏氏别业祖一二〇 春宿左省杜甫一二〇 题玄武禅师屋壁前人一二
一 终南山王维一二二 寄左省杜拾遗岑参一二三 登总持阁前人一二三 登兖州城楼杜甫一二四 杜少府之
任蜀州王勃一二五 送崔融杜审言一二五 扈从登封途中作宋之问一二六 题义公禅房孟浩然一二七 醉後
赠张九旭高适一二七 玉台观前人一二八 观李固言前人一二九 旅夜书怀前人一三〇 登岳阳楼前人一三
〇 江南旅情祖一三一 宿龙兴寺綦毋潜一三二 破山寺後禅院常建一三二 题松汀驿张一三三 圣果寺释处
默一三四 野望王绩一三四 送别崔著作东征陈子昂一三五 携妓纳凉晚际杜甫一三六 其二前人一三七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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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寺阁孙逖一三七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李白一三八 临洞庭孟浩然一三八 过香积寺王维一三九 送郑侍
御谪闽中高适一四〇 秦州杂诗杜甫一四一 禹庙前人一四一 望秦川李颀一四二 同王徵君张谓一四三 渡
扬子江丁仙芝一四三 幽州夜飲张说一四四 笠翁对韵（民国刻本） 笠翁对韵上卷 一东一四七 其二一四
七 其三一四七 东韵注一四七 二冬一四八 其二一四八 其三一四八 冬韵注一四八 三江一四九 其二一四
九 江韵注一四九 四支一五〇 其二一五〇 其三一五〇 其四一五〇 支韵注一五一 五微一五一 其二一五
二 其三一五二 微韵注一五二 六鱼一五三 其二一五三 其三一五三 鱼韵注一五三 七虞一五四 其二一五
四 其三一五四 其四一五四 虞韵注一五五 八齐一五五 其二一五六 其三一五六 齐韵注一五六 九佳一五
七 其二一五七 其三一五七 其四一五八 佳韵注一五八 十灰一五八 其二一五八 其三一五九 灰韵注一五
九 十一真一五九 其二一六〇 其三一六〇 真韵注一六〇 十二文一六〇 其二一六一 其三一六一 文韵注
一六一 十三元一六一 其二一六二 元韵注一六二 十四寒一六二 其二一六二 其三一六三 寒韵注一六三 
十五删一六四 其二一六四 删韵注一六四  笠翁对韵下卷 一先一六五 其二一六五 其三一六五 其四一六
五 先韵注一六六 二萧一六六 其二一六六 其三一六七 萧韵注一六七 三肴一六七 其二一六八 其三一六
八 肴韵注一六八 四豪一六九 其二一六九 其三一六九 毫韵注一六九 五歌一七〇 其二一七〇 其三一七
〇 其四一七〇 歌韵注一七一 六麻一七一 其二一七一 其三一七一 其四一七二 麻韵注一七二 七阳一七
三 其二一七三 其三一七三 其四一七三 阳韵注一七三 八庚一七四 其二一七四 其三一七五 庚韵注一七
五 九青一七六 其二一七六 青韵注一七六 十蒸一七六 其二一七七 蒸韵注一七七 十一尤一七七 其二一
七八 其三一七八 尤韵注一七八 十二侵一七八 其二一七九 侵韵注一七九 十三覃一七九 其二一七九 覃
韵注一八〇 十四盐一八〇 其二一八〇 其三一八一 盐韵注一八一 十五咸一八一 其二一八二 其三一八
二 咸韵注一八二 唐司空图诗品详注 雄浑第一一八五 冲淡第二一八五 沈着第三一八五 高古第四一八六
纤第五一八六 典雅第六一八六 洗炼第七一八七 劲健第八一八七 绮丽第九一八七 自然第十一八八 含蓄
第十一一八八 豪放第十二一八八 精神第十三一八九 缜密第十四一八九 疏野第十五一八九 清奇第十六
一九〇 委曲第十七一九〇 实境第十八一九〇 悲慨第十九一九一 形容第二十一九一 超诣第二十一一九
一 飘逸第二十二一九二 旷达第二十三一九二 流动第二十四一九二 古注绘本五七言千家诗（简体标点
） 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卷上 春日偶成【宋】程颢一九七 春日【宋】朱熹一九七 春宵【宋】苏轼一九
八 城东早春【唐】杨巨源一九八 春夜【宋】王安石一九八 初春小雨【宋】韩愈一九九 元日【宋】王
安石一九九 上元侍宴【宋】苏轼二〇〇 立春偶成【宋】张轼二〇〇 打图【宋】晁说之二〇一 宫词【
唐】王建二〇一 廷试【宋】夏竦二〇二 咏华清宫【唐】王建二〇二 清平调词【唐】李白二〇二 题邸
间壁【宋】郑谷二〇三 绝句【唐】杜甫二〇三 海棠【宋】苏轼二〇四 清明【唐】杜牧二〇四 清明【
宋】王禹二〇五 社日【唐】张演二〇五 寒食【唐】韩二〇五 江南春【唐】杜牧二〇六 上高侍郎【唐
】高蟾二〇六 绝句【宋】僧志南二〇七 游小园不值【宋】叶绍翁二〇七 客中行【唐】李白二〇八 题
屏【宋】刘季孙二〇八 绝句漫兴【唐】杜甫二〇八 庆全庵桃花【宋】谢枋得二〇九 玄都观桃花【唐
】刘禹锡二〇九 再游玄都观【唐】刘禹锡二一〇 滁州西涧【唐】韦应物二一〇 花影【宋】苏轼二一
〇 北山【宋】王安石二一一 湖上【宋】徐元杰二一一 漫兴【唐】杜甫二一二 春晴【宋】王驾二一二 
春暮【宋】曹豳二一二 落花【宋】朱淑贞二一三 春暮游小园【宋】王淇二一三 莺梭【宋】刘克庄二
一四 暮春即事【宋】叶采二一四 登山【唐】李涉二一五 蚕妇吟【唐】谢枋得二一五 晚春【唐】韩愈
二一五 伤春【宋】杨万里二一六 送春【宋】王令二一六 三月晦日送春【唐】贾岛二一七 客中初夏【
宋】司马光二一七 有约【宋】赵师秀二一七 初夏睡起【宋】杨万里二一八 三衢道中【宋】曾几二一
八 即景【宋】朱淑真二一九 初夏游张园【宋】戴敏二一九 鄂州南楼书事【宋】黄庭坚二一九 山亭夏
日【唐】高骈二二〇 田家【宋】范成大二二〇 村居即事【宋】范成大二二一 题榴花【宋】朱熹二二
一 村晚【宋】雷震二二一 书湖阴先生壁【宋】王安石二二二 乌衣巷【唐】刘禹锡二二二 送元二使安
西【唐】王维二二三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唐】李白二二三 题淮南寺【宋】程颢二二四 秋月
【宋】程颢二二四 七夕【宋】杨朴二二四 立秋【宋】刘翰二二五 七夕【唐】杜牧二二五 中秋月【宋
】苏轼二二六 江楼有感【唐】赵嘏二二六 题临安邸【宋】林升二二六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宋】杨万
里二二七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二二七 入直【宋】周必大二二八 夏日登车盖亭【宋】蔡确二二
八 直玉堂作【宋】洪咨夔二二九 竹楼【唐】李嘉二二九 直中书省【唐】白居易二三〇 观书有感【宋
】朱熹二三〇 泛舟【宋】朱熹二三一 冷泉亭【宋】林稹二三一 赠刘景文【宋】苏轼二三二 枫桥夜泊
【唐】张继二三二 寒夜【宋】杜小山二三二 霜月【唐】李商隐二三三 梅【宋】王淇二三三 早春【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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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蟾二三四 雪梅其一【宋】卢梅坡二三四 雪梅其二【宋】卢梅坡二三五 答锺弱翁【宋】牧童二
三五 泊秦淮【唐】杜牧二三五 归雁【唐】钱起二三六 题壁无名氏二三六 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卷下 早
朝大明宫【唐】贾至二三六 和贾舍人早朝【唐】杜甫二三七 和贾舍人早朝【唐】王维二三八 和贾舍
人早朝【唐】岑参二三八 上元应制【宋】蔡襄二三九 上元应制【宋】王二四〇 侍宴【唐】沈期二四
〇 答丁元珍【宋】欧阳修二四一 插花吟【宋】邵雍二四一 寓意【宋】晏殊二四二 寒食书事【宋】赵
鼎二四二 清明【宋】黄庭坚二四三 清明日对酒【宋】高菊礀二四四 郊行即事【宋】程颢二四四 秋千
【宋】僧惠洪二四五 曲江对酒其一【唐】杜甫二四五 曲江对酒其二【唐】杜甫二四六 黄鹤楼【唐】
崔颢二四六 旅怀【唐】崔涂二四七 答李儋元锡【唐】韦应物二四七 江村【唐】杜甫二四八 夏日【宋
】张文潜二四八 辋川积雨【唐】王维二四九 新竹【宋】陆游二四九 夏夜宿表兄话旧【唐】窦叔向二
五〇 偶成【宋】程颢二五〇 游月陂【宋】程颢二五一 秋兴八首其一【唐】杜甫二五一 秋兴八首其三
【唐】杜甫二五二 秋兴八首其五【唐】杜甫二五二 秋兴八首其七【唐】杜甫二五三 月夜舟中【宋】
戴复古二五三 长安秋望【唐】赵嘏二五四 新秋【唐】杜甫二五四 中秋【宋】李朴二五五 九日蓝田会
饮【唐】杜甫二五五 秋思【宋】陆游二五六 与朱山人【唐】杜甫二五六 闻笛【唐】赵嘏二五七 冬景
【宋】刘克庄二五七 冬至【唐】杜甫二五八 梅花【宋】林逋二五八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唐】韩愈
二五九 干戈【宋】王中二五九 归隐【宋】陈抟二六〇 山中寡妇【唐】杜荀鹤二六〇 送天师【明】宁
献王二六一 送毛伯温【明】明世宗二六一 新镌五言千家诗笺注卷上 春晓【唐】孟浩然二六二 访袁拾
遗不遇【唐】孟浩然二六二 送郭司仓【唐】王昌龄二六三 洛阳道【唐】储光羲二六三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二六四 登鹳鹤楼【唐】王之涣二六四 观永乐公主入番【唐】孙逖二六四 伊州歌【唐】金昌
绪二六五 左掖梨花【唐】丘为二六五 思君恩【唐】令狐楚二六六 题袁氏别业【唐】贺知章二六六 夜
送赵纵【唐】杨炯二六六 竹里馆【唐】王维二六七 送朱大入秦【唐】王维二六七 长干行【唐】崔颢
二六八 咏史【唐】高适二六八 罢相作【唐】李适之二六九 逢侠者【唐】钱起二六九 江行望匡庐【唐
】钱起二七〇 答李浣【唐】韦应物二七〇 秋风引【唐】刘禹锡二七〇 秋夜寄丘员外【唐】韦应物二
七一 秋日【唐】耿二七一 秋日湖上【唐】薛莹二七二 宫中题【唐】李昂二七二 寻隐者不遇【唐】贾
岛二七二 汾上惊秋【唐】苏颋二七三 蜀道后期【唐】张说二七三 静夜思【唐】李白二七四 秋浦歌【
唐】李白二七四 赠乔侍御【唐】陈子昂二七四 答五陵太守【唐】王昌龄二七五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唐】岑参二七五 婕妤怨【唐】皇甫冉二七六 题竹林寺【唐】朱放二七六 过三闾庙【唐】戴叔伦二
七六 易水送别【唐】骆宾王二七七 别卢秦卿【唐】司空曙二七七 答人【唐】太上隐者二七八 新镌五
言千家诗笺注卷下 幸蜀回至剑门【唐】李隆基二七八 和晋陵陆丞相早春游望【唐】杜审言二七九 蓬
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唐】杜审言二八〇 春夜别友人【唐】陈子昂二八〇 长宁公主东庄侍宴【
唐】李峤二八一 恩赐丽正殿书院赐宴应制得林字【唐】张说二八二 送友人【唐】李白二八二 送友人
入蜀【唐】李白二八三 次北固山下【唐】王湾二八四 苏氏别业【唐】祖咏二八四 春宿左省【唐】杜
甫二八五 题玄武禅师屋壁【唐】杜甫二八五 终南山【唐】王维二八六 寄左省杜拾遗【唐】岑参二八
七 登总持阁【唐】岑参二八七 登兖州城楼【唐】杜甫二八八 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二八八 送崔
融【唐】杜审言二八九 扈从登封途中作【唐】宋之问二八九 题义公禅房【唐】孟浩然二九〇 醉后赠
张九旭【唐】高适二九一 玉台观【唐】杜甫二九一 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唐】杜甫二九二 旅夜书
怀【唐】杜甫二九二 登岳阳楼【唐】杜甫二九三 江南旅情【唐】祖咏二九三 宿龙兴寺【唐】綦毋潜
二九四 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二九五 题松汀驿【唐】张祐二九五 圣果寺【唐】释处默二九六 野望
【唐】王绩二九六 送别崔著作东征【唐】陈子昂二九七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 晚际遇雨其一【
唐】杜甫二九八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 晚际遇雨其二【唐】杜甫二九八 宿云门寺阁【唐】孙逖
二九九 秋登宣城谢北楼【唐】李白二九九 临洞庭上张丞相【唐】孟浩然三〇〇 过香积寺【唐】王维
三〇一 送郑侍御谪闽中【唐】高适三〇一 秦州杂诗【唐】杜甫三〇二 禹庙【唐】杜甫三〇二 望秦川
【唐】李颀三〇三 同王徵君洞庭有怀【唐】张谓三〇四 渡扬子江【唐】丁仙芝三〇四 幽州夜饮【唐
】张说三〇五 《笠翁对韵》（简体标点） 《笠翁对韵》上卷 一东三〇九 其二三〇九 其三三〇九 东韵
注三一〇 二冬三一〇 其二三一〇 其三三一〇 冬韵注三一一 三江三一一 其二三一二 江韵注三一二 四
支三一二 其二三一三 其三三一三 其四三一三 支韵注三一三 五微三一四 其二三一四 其三三一五 微韵
注三一五 六鱼三一六 其二三一六 其三三一六 鱼韵注三一六 七虞三一七 其二三一七 其三三一七 其四
三一八 虞韵注三一八 八齐三一九 其二三一九 其三三一九 齐韵注三二〇 九佳三二一 其二三二一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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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一 其四三二一 佳韵注三二二 十灰三二二 其二三二二 其三三二三 灰韵注三二三 十一真三二三 其
二三二四 其三三二四 真韵注三二四 十二文三二五 其二三二五 其三三二五 文韵注三二五 十三元三二
六 其二三二六 元韵注三二六 十四寒三二七 其二三二七 其三三二七 寒韵注三二八 十五删三二八 其二
三二九 删韵注三二九 《笠翁对韵》下卷 一先三三〇 其二三三〇 其三三三〇 其四三三一 先韵注三三
一 二萧三三二 其二三三二 其三三三二 萧韵注三三三 三肴三三三 其二三三三 其三三三四 肴韵注三三
四 四豪三三五 其二三三五 其三三三五 豪韵注三三五 五歌三三六 其二三三六 其三三三六 其四三三七 
歌韵注三三七 六麻三三七 其二三三八 其三三三八 其四三三八 麻韵注三三八 七阳三三九 其二三三九 
其三三四〇 其四三四〇 阳韵注三四〇 八庚三四一 其二三四一 其三三四二 庚韵注三四二 九青三四三 
其二三四三 青韵注三四三 十蒸三四四 其二三四四 蒸韵注三四四 十一尤三四五 其二三四五 其三三四
五 尤韵注三四五 十二侵三四六 其二三四六 侵韵注三四六 十三覃三四七 其二三四七 覃韵注三四七 十
四盐三四八 其二三四八 其三三四九 盐韵注三四九 十五咸三四九 其二三五〇 其三三五〇 咸韵注三五
〇 《诗品》详注（简体标点） 雄浑第一三五三 冲淡第二三五三 沉着第三三五四 高古第四三五四 纤秾
第五三五四 典雅第六三五五 洗炼第七三五五 劲健第八三五五 绮丽第九三五六 自然第十三五六 含蓄第
十一三五六 豪放第十二三五七 精神第十三三五七 缜密第十四三五八 疏野第十五三五八 清奇第十六三
五八 委曲第十七三五九 实境第十八三五九 悲慨第十九三五九 形容第二十三六〇 超诣第二十一三六〇 
飘逸第二十二三六〇 旷达第二十三三六一 流动第二十四三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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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临洞庭（临洞庭上张丞相） [唐]孟浩然见前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浩然南游洞庭，有感而作。
言秋深洞庭水落潮平，澄清荡漾，而天光云影上下相映也。
云泽、梦泽，二水名，在楚。
二水常合为一，故日云梦。
言洞庭之气，郁蒸而为云梦也。
洞庭之波，直抵岳阳城下，故云波撼，撼摇也。
前四句寓言国家承平，文德武功被乎四海。
后四句言己之不遇也。
言欲济大川，苦无舟楫。
寓汲引无人也。
欲端居而引，则有圣明在上而不任。
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因坐观湖上之钓叟，徒羡其得鱼之多，而己无与焉。
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谦言己之学未足，故人不知，而空羡他人之遇也。
 不知香积寺，数里人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摩诘过寺游行，登云峰而作。
言、初不知此寺之幽遂，经行不数里而入于云峰之下。
但见古木参天，人迹罕到，钟声隐隐，不知何处飘来。
流泉之响，咽于危石；日色之冷，彻于青松。
时将薄暮，聊于水潭一曲之近学高僧安禅静坐而思息焉，以制毒龙之扰也。
毒龙，比诸欲之害得。
故宜由之之可入道。
 送郑侍御谪闽中 【唐】高适 谪去君无恨，闽中我旧过。
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
 东路云山合，南天瘴疠和。
自当逢雨露，行矣顺风波。
 唐时谪降之官，多仕闽、厂。
侍御谪岭南也，达夫送之以诗。
日君之谪也，君无恨焉。
此地我亦当居之矣。
大者秋雁不过岭间，中则少雁，但闻秋猿多悲肃于岭头。
由浙而东入于闽，则云山高峻而连合。
广之东西则多瘴疠，闽之南，风和而无瘴气。
子之直道谪官，圣朝雨露之恩，不久召子还朝。
当勉力而行，慎此风波之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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