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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发表於 $"#"& 中研院明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年&"月&0.&(

日'!受到评论人王岗教授!同组发表人谢世维(张超然(高振宏教授诸多意见与
#

发!後

於$台湾道教研究会%读书会中提出讨论!得到多位成员前辈指点!?由衷感谢两位匿名审

稿人细中肯的意见!受惠良多#能力未竟之处由作者自负文责#

纪慎斋诸 '祈雨文 (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蒋馥蓁

政治大学华人宗教研究中心

提要

纪慎斋所作祈雨文及相搭配仪式!以作者精於易数(地理卜

算!?富含儒家易学精神的操作!富盛名於近世#然而究其操作设

定可以发现!实作情癋有许多创新的微妙特色#首先!仪式的操作

与用度设定!其原理完全
E

胎自先天易学!是相当纯然的受科举教

育知识分子的理想概念0就执行方法上来
$

!同时指定由僧(道充

任仪式人员!然执行
"

容
8

非佛也非道!以致此後也未能被佛或道

门的仪式传统接受#此外!仪式文本是作者身
!

地方官
!

了人民求

雨所创作!版本随後受到许多同
!

&类似等级'地方官员的硈美(

使用!在儒士阶级间广
!

流传近&世纪#本文以目前可见的资料!

包括数个祈雨科版本及题记(作者文集著作!以及方志笔记等材

料!分析仪式设定(依此祷雨有验的例证
6

事!讨论儒士官员在面

对民间需要参与造作仪式时?取的态度与知识!指出这可能是尝试

融摄佛道与坚持儒家本位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关键词#纪慎斋(纪大奎(求雨文( ,先天坛集易传求雨文-(求

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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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雨眑顺时(五丰登是官民共同心愿!

8

也总是

受到自然无情的挑战#祈雨成了高频率民生关怀的表现!祈求形貌多样!国

家帝王(官僚系统早早就将之纳
!

必然领域!官方祭祀作
!

威权与政务掌握

的证明!有行的如$雩祭%大祀!有士大夫提出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等思

想学
$

#此外!

0

宗教(民间信仰(巫(法亦各展神通!彼此间互斥(竞

合!杂地相角力着!活动与纪
5

相当丰富#

!

!

清人纪大奎&&(%).&*"0 '所作$祈雨文%及仪式也是其中之一#纪大

奎漫长的仕宦生涯多在担任中低级地方官员!以深厚的易学造诣闻名!诸成

就眧最
!

知名(流传广远的要数他创造的祈雨仪式#他所造作的这个看似交

通於儒释道之间!

8

实则非佛非道的新仪式!以先天易学
!

原理(官僚运作

概念(简易平实的安排设定(又维持官员文士庄肃形象等特徵!广泛受到同

!

中低阶层地方官员的接受!曾普及流通一时!使用成功的例子不但多?且

跨地广袤!是极有讨论意义的例子#

本文藉由对可见版本比对(爬梳!认
!

从
"

容与使用情境来
$

!各种刻

本与实践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是来自纪大奎亲身的设计及实际使用!相关

文本不少!已收入他晚年自编的文集0其二是後世使用者的刊刻!即以,先

天坛集易传求雨文-

"

!

!

主要依据的多个版本...

!

地方官员士绅广泛地使

用!留下祈雨成功的见证序跋文章#此二者的出现有时间上的断裂!简单来

$

以纪氏本身的活动来划分!他在生时撰写过多个祈雨文!然此时仅属於他

%" 蒋馥蓁

!

"

以祈雨
!

主题相关研究成果见"

'

十洲! *帝国之雩...&*世纪中国的乾旱与祈雨 +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0臧志攀! *中国古代祈雨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

社! "#&':DE<F953GH52<I5J!"#$%&''()$*+*&,+-./+0-.1 +.2 345+'647&".+.5&-. 3+*&

8/%&"-+'9:-.+ 1,6KL329M5J-6BBNOP63A639 Q<2A53B2=FR35BBJ"##':#从断代史与宗教研究

着手的有"如皮庆生! *宋代民
0

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0

'

佩林(曹婷!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 +中的祈雨文献研究 -! *民俗研究 +!"#&(

年!第0期!页)*.(*0雷闻! ,祈雨与唐代社会研究 -! *国学研究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第*卷!页"%0."*'0刘雅萍! *制度下的神灵...两宋时期政

府与民间关於信仰的沟通+&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0 '0等等#各文皆博?史

料!从官方治理角度或文人笔记等!将礼制到民间巫筮?置进更大区域视野0多有提及

纪大奎祈雨文!论述
A

络与本文各有所重!提供其他讨论的方向#

纪大奎
!

祈雨仪式造作的版本很多!彼此间差?将在接下来陆续介绍#行文中所指

$祈S求雨文%以此
!

主!即最常见(後世刊刻咸用之版本!若有他指会在各处标明#

然而有些版本?不只有文疏!还收有被当作经文(科仪文本(坛式安排等
$

明
"

容!除

具体文句讨论之外!考虑到这些文类作
!

实用的套组!都直接相关於该次祈雨活动!本

文多使用$祈雨文%总称之!还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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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地方官的需要下的自作自用!同时
<

有其他人(其他地方也使用的纪

5

#到了他身後十数年!在中国帝国境
"

许多地方!官员们应付旱忧时开始

想起了这部仪式!曾在四川 &什邡(成都(合川 '(湖南 &长沙 '(山东

&德平(福山 '(直隶(浙江 &杭州 '(甘肃 &秦州 '(青海 &平碾(西

甯'等地效行!居然纷纷行而有验!可
$

在将近中国三分之一的省份留下口

碑事矦!刊刻风行一时!至今仍见存不少刻本#

从宗教仪式实践...不论佛或道!甚至是民间信仰...来看!祈雨科虽

然起用僧人与道士!诵念佛经或道经!实则节次做法(神学概念上
8

是完全

不合宗教逻辑的新创作0此造成了实作上的窒碍!也是未能被佛道民间等其

他传统接受的原因#然而!在宗教面不利的因素或成
!

地方官府(士绅肯定

的考量!他们有与纪大奎相似的立场(学宦背景(社会关怀!很容易接受甚

至活用之#不同阶层对祈雨文接受品味(认同的程度!让这套新仪式走出了

不俗的道路!广泛地流通在其实很狭窄的儒家本位圈子眧#

一$纪大奎的学宦历程与撰写祈雨文的背景

纪大奎字向辰!号慎斋!江西临川县&今抚州'龙溪里人#生於乾隆四

十一年&&(%) '!卒於道光五年&&*"0 '#纪氏於乾隆四十四年 &&((' '受

恩科!先充四库馆誊
5

!继出署山东商河县知县!後相继改任山东丘县(乐

昌(盝霞(福山(博平等县知县!直至父母丧辞官返乡#嘉庆十一年

&&*#) '又受命复出任四川什邡县知县!後迭任川
"

之华阳县知县(合州知

州!直至道光二年&&*"" '称病返乡!治学终老於故乡!享年八十#他的
!

官之道是$

=

灵不昧!具
0

理!应万事 %

#

!0历史上对纪大奎政声的评价多

是爱护百姓(关心民生疾苦#

$

!

总的来
$

他的官职?不算高!勤政严谨!一般对他的评价主要在学问

上!特
*

是易学的成就#他的家乡临川一直以来就是重视文学的才子之乡!

父亲纪松轩对他有严格的教育!特
*

是在易学方面受
#

蒙早!幼时便对他传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

#

$

典出朱熹*大学章句+" $1明德2者!人之所得乎天!而
=

灵不昧!以具
0

理而应万

事者也# %

其生平资料主要来自两部方志的小传"光绪*江西通志+&光绪七年5&**& 6刻本'!

卷&0%! ,列传/抚州府 -! 页&*L.&'L0民国 *新修合川县志 +&*中国地方志集

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2

!成都"巴蜀书社!&''"年影印&'"&年刻本'!卷$"! ,名

宦一下-!页"#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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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易学心学也%的观念!自此研精殚思以求天人之故!还尽通阴阳算与

壬遁之术!易学造诣上备受称道#学术涉猎是生平
!

学笃信朱子!亦兼喜

陆(王!不计其?同也#在他丰富的学问与著作中!有相当是对易学见解(

阐释的作品!特
*

是如*观易外编 +很受硈誉#

%

!其晚年退居後所辑个人文

集*双桂堂稿 +&以下省称 *稿 +'&#卷( *双桂堂稿续编 +&以下省称

*续编+'&"卷&

!中收入不少以易学
!

主题的议论和往来书信!本文讨论资

料亦多基於此#纪氏一生经历与著作皆丰!本文的讨论集中在$祈雨文%(

与祈雨活动直接相关的纪
5

与议论!实难以全竟
!

务#?中或有疏漏!待後

续补充#

纪大奎之所以开始造作 $祈雨文 %!原因相当实际#他作
!

地方父母

官!把
!

民祷雨祈晴(祈求丰年视
!

职责所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

不到他对其他民生问题?取祈祷(仪式的方式来应对!这或可能是他对雨眑

顺时的特
*,

调#

'

!且他所坚持的士大夫本位思维!表现在求雨上!对祈请

对象和行事上的随意(

E

离宗教信仰
A

络!对地方信仰方面不甚看重的态

度# $祈雨文%与相关仪式设定!是
!

其管辖地方实际需求而造作(改作!

?且纪氏本人曾经多次使用且有徵验!这是可以肯定的#

祈雨文的造作就是纪大奎任官(地方需求的直接反应!我们从他的仕宦

历程可以很清楚地追溯此
"

容的成立#纪在多个县份担任过地方长官!从大

的行政区来看有山东 &&(*).&('0 '(四川 &&*#).&*"" '两个省份#早在

山东任职期间!就曾留下
!

民求雨的纪
5

! *双桂堂稿+收
5

祈雨文%则"

%% 蒋馥蓁

%

&

'

光绪*江西通志+中罗列纪氏著作!有属$经部易类%的*观易外编+)卷( *易问+)

卷( *考订河洛理数便览+&卷( *地理末学+&卷!属$子部杂家%的*敬义堂家训 +

&卷!以及属$史部%的*什邡县志 +#以上见光绪 *江西通志 +!卷''!页"(L0卷

&#0!页"'6($"60卷&#)!页)60卷&#$!页%6#其馀著作目
5

可见民国 *新修合川县

志+!卷$"! ,名宦一下-!页")L#

本文使用的*双桂堂稿+和*双桂堂稿续编+的版本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 *清代

诗文集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

2

!页&.$()0?参考网络资

源$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扫描档!根据
$

明原书来源是$哈佛燕京图书馆%!

!

嘉

庆十三年&&*#* '刻本#

如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中只提到他$祈晴祷雨!无不应验%!

<

有其他活动参与的纪

5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 ,名宦一下-!页"0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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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城隍庙求雨文 0 # ,年四月(

! $ 1

/汤王庙求雨文 0 #无年月 $ 1

/佛庙祷雨文 0 #乾隆五十三年%&(** $ 1

/博平城隍庙祈雨文 0 #乾隆五十九年%&('% $ +

)

!

然从
"

容来看!这%篇祈雨文都只有文疏本身!

<

有
$

明或注解#在他整个

山东任职期间仅留下%通短小又乏特色的文疏!使这个阶段的求雨作
!

显得

敷衍!与其他地方官员的做法(态度不见区
*

#从这眧也可知在他任职山东

诸县时期!虽然恪守地方官职责
!

民祝祷!但还
<

有造作祈雨仪式#

*+,

!此

外!从祈祷的地点与对象来看!纪大奎总只是$祷於有神%!

<

有明显宗教

信仰或用典偏好!是相当遵循清代官方订定的祭祀斋戒原则#这点在此後的

祈晴雨活动都一直如此#

祈雨文及其仪式的出现无疑要到了纪大奎仕四川时期#其实他所撰作的

$祈雨文%不只&个!有些版本还留下了祈雨仪式的行
!

指引及设定#虽然

明显有一操作原理贯穿其中!但他?
<

有确立定版!或所谓权威版本#也可

以
$

!他的纯粹自用立场一直
<

变!原本
<

有规划过要提供一个世人容易理

解使用的流通版本#总目前可见
0

版本来
$

!笔者以
!

纪氏各版本?无意

主动流传(推广!或将祈雨文出版在坊间流通0然而同乡(亲友的抄传流通

是存在的#根据*续编 +就有'个各见差?的版本!从文义或做法!可以大

致分成两组主要版本!笔者依撰作及使用的地点暂命名
!

$什邡版%与$合

州版%#这些都可以证明纪氏本人不但使用过!还曾就此作过多次增
P

#後

者合州版的其中之一&嘉庆廿二年!&*&( '便是坊间常见的$祈雨文%!从

"

容完整程度与对後世的影响流传!可权视
!

纪氏祈雨文疏与仪式设定的完

整版!也是本文主要讨论对象#本文介绍纪氏所撰诸种祈雨文疏与仪式设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0

(

)

*+,

*双桂堂稿+的收
5

按照时间顺序!故应是早於祷文三的&(**年0又!纪氏是在&(*)年

到山东任职!可知是他初到职两年间的事情#

%则分
*

出自"纪大奎! *双桂堂稿 +!卷%!"*6."'6!页*(.**!$#6L!页**0

$&6.$"6!页*'0$$6L!页'##本文*稿+与*续编+使用之现代页码均引自国家清史

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编+第%&)

2

!以下皆是!不再
$

明#

另据嘉庆*德平县志+!何元熙&临川人!曾任潍县知县!年代稍晚於纪大奎'曾
!

文

指出$此法&案"九
?

诵言'吾乡纪慎斋刺史辛四川尝用之%!亦可佐证!见嘉庆*德

平县志+&嘉庆元年刻本'!卷&#! ,艺文-!页*%L#根据目前资料!笔者相信山东

时期的纪大奎还
<

有以先天易的概念付诸祈雨仪式!至於到了什
;

地方(时间促使他有

所发明!还需要更多史料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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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概念上以先天易学的阴阳交感(乾坤扰动
!

原理!藉由仪式人员的唱

诵(跑动来激发#当然各祈雨文
"

容彼此不同!不能混
!

一谈!然实际上的

概念差?不大!本文将主要讨论合州&*&(年$祈雨文%!不对其他版本逐个

细
$

#

二$ !祈雨文 "的编纂历程

探究祈雨文的造作过程!几乎就等於纪大奎在仕四川时期遭遇大旱的因

应过程#本节聚焦在什邡与合州两组版本上!藉由对两者的比较!了解纪氏

造作时经历的尝试(修正与思路历程#本节将配合*续编+的顺序&即撰著

的时序 '介绍两个版本!比较它们分
*

在不同的时序(问题上做了哪些因

应!造成最後的定本#

纪大奎如何兴起造作祈雨文疏与仪式的想法呢!要从$什邡版%出现的

第一个祈雨文版本来看#什邡版祈雨文?非一蹴可及!也是经过几个阶段的

设计#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作每一次祈雨文的撰作就是当地一次 &年'久旱缺

水的纪
5

!能达到官方主办祈雨活动的标准 &而非定期清醮'!必然是有相

当严重程度!祈雨又是系列连续的活动!所以完全可以视作是该年主要民生

情状的反应!而不是山东时期单次性的小规模独立事件#什邡时期不同年份

的祈雨文和附件整理见附表&#

从什邡版的几篇祈雨文来看!嘉庆十二年 &&*#( '是个关键时间点!这

年春所作的祈雨文与活动!纪大奎首次
!

设坛与坛
"

活动做了规划的描述

&虽然
<

有留下
$

明正文'!?撰写,九
?

诵言-供作坛
"

诵?#也就是将

原本制式的应用文!转变成了符合纪氏本人信念的祈雨活动#当中出现了择

日时(设坛Y布列九
?

(人员盘旋以相感通气等此後都一直有的操作特徵!

作
!

仪式架构的雏型已经成立!?且该年的祈雨已经成
!

了进程式的系列活

动#从文书
"

容可以知道!纪氏在五月初七的求雨活动之前!已经因
!

雨泽

缺少而进行过祈雨了!然其後数天
"

落下的雨水始终不足!於是在初七又设

坛告求#接着$日後 &五月十一 '再次上文求雨!这时增加使用能帮助天地

二气相交的,九
?

诵言-!终於迎来大霈!圆满便在五月十三洁具牲礼(谢

雨文叩谢明神#整个的应对是一个有缓急节奏(帝国官僚礼仪的过程#

附表&中可以看到!除了祈雨文书!还有与坛式安排(仪式操作的设定

及当中的诵文!也就是
$

仅在什邡县任
"

!纪大奎就造作了$个祈雨的版本

&祈晴虽属相同原理先不计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成都龙王庙求雨

%) 蒋馥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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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嘉庆十九年二月'首次出现了设立$九
?

坛%的细设定!当中指出

需要有道士&着绛衣与黑衣各一'转坛(僧人诵,九
?

诵言-与佛教*云轮

经+!九
?"

的出入转行都依$三元过
?

法%更移!三日一变#到了,什邡

县祈雨文-&嘉庆十九年五月'!当中提到因
!

一月以来旱象无解!改名?

#

用
!

更杂的 ,云轮坛式 -!起用全僧人 &戒僧'人以上 '还将 *云轮

经+分成(段!使搭配诵经与转坛的步骤!这又是一个很不同的操作表现#

根据资料!纪大奎在嘉庆十一年 &&*#) '出任什邡知县!在此地他首次

创作了符合先天易的求雨仪式#其成因除了经过良久思虑终於
Q

酿完成!还

因
!

什邡特殊的历史地位"他认
!

这眧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 ,九
?

诵言-

写道" $河图称五位!洛书曰十方33当年书出洛!当知在什邡#天地自此

!五行自此章33 %&续七*+-

!$3S!页"0$ '纪大奎写过小文 ,什邡考 -阐

述这个观念!?在他所,洛书八方合十图-指出此地$洛书八方!皆相对

合十数%!故得什邡之名#此外!纪的小传都有提到洛水源出九联坪!旧有

禹母祠!相传禹母居此的传
$

#不过在历代易学中!这?不是个流行的
$

法!张森楷&&*0*.&'"* '评之
!

$而信者或少%!另外也有直指纪大奎是

$自著其
$

!

!

前人所未发%#

*+.

!然而!笔者以
!

什邡是洛书发源地的
$

法

大大影响了纪大奎开始在此造作祈雨文0这个时期$个版本与後来合州版很

大的差
*

!就在对什邡典故的
,

调!要$发十方之义(阐洛水之灵%#

什邡版中的诸个版本!都还停留在纯文字的书写!如,云轮坛式-对於

"

坛的布置(僧人&本科仅安排僧人!到了,成都龙王庙祈雨文-则僧道都

有'行香(旋绕等步骤
$

明#要到了合州各版!才开始出现对九
?

布列的示

意图&见附图&#续九)&S!页"'0 '!想来是
!

了更容易理解和临场实用#

此外!什邡各版间的设定项目变动较大!看得出有因应实践过程作逐步改定

的痕?0到了合州时期细部设定渐都趋於成熟稳定#合州诸版虽乍看变化较

多!又常有彼此间提示互相参考的情癋!其实是使用
$

明的追加!架构与操

作上是较
!

相似的!只是屡屡发明坛式的新命名!未予统一#

综合来
$

!两个版本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在格式(

"

容来
$

!不论是作

!

上行的公文书或宗教意义的疏文!这些文章仍显得简要!又相当制式因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

*+-

*+.

$续%指*双桂堂稿续编+! $七%指卷数!以下夹盰同!不再一一标注#

纪大奎! ,什邡考-&嘉庆丙寅十一年!&*#) '!收入 *双桂堂稿续编 +!卷"!&6.

"6!页&'%.&'0# ,洛书八方合十图-出自王文照总纂! *重修什邡县志 +&&'"'年铅

印本'!卷&! ,建置/沿革 -!页)L#两则评语见民国 *新修合川县志 +!卷$"!

,名宦一下-!页"%60 *江西通志+!卷&0%! ,列传/抚州府-!页&'6#

,

-

.

/



袭!文学上也不算有特出的地方!简单来
$

与常见的应制文章无?#笔者认

!

可以看作是纪本人秉持的观念立场#首先!他?不是以文人Y自然人纪大

奎的立场来书写!而是地方长官!也就是这是官员纪大奎的职责所在#其

次!官员纪大奎又深感有愧身负教化之责任!未能使地方人心醇厚!以致乖

戾之气上干天怒!降下晴雨不时的惩罚!这也是文中
,

调需要告罪(祈请明

神赦免颁恩的地方#关於所求的神明!对於要祈祷的主神
<

有固定!地点以

龙王庙居多!还会同时向城隍(文昌&但不见在城隍庙或文昌祠中举行 '

R

告!与他的坛中操作中佛道掺杂的态度相似!一直都是模糊不明确(维持官

员儒士态度的#

*+/

!

在仪式安排上可以看到!上面多个祈雨活动!是包含着多通文疏的系列

事件!而不似山东时期所上祈请文疏!仅是单次作
!

#这眧的系列有几个意

思!首先对明神的祈请是有循序的时间性!除了仪式前要有预先奏告!首次

向明神祷请$天後!才进行再次(三次甚至四次的祈求#若是过程中就达到

晴雨的目标!也可以随时喊停#

*+0

!在设坛行仪之前!对地方神明预先敬告!

对象明神
<

有固定!祷文
"

容多只以有司指称!但通告对象通常会包括城

隍(文昌!?且文中语气会循着时序的渐进显露急迫(催促!甚至展现哀

怜#最後如果请雨有成!也要有祷谢环节作
!

结束圆满!是相当重视进退礼

仪的有始有终#

三$ !祈雨文 "

!

容及其操作

如前一小节所统计!纪大奎留下了相当多版本的祈雨文及操作指引!本

文主要讨论的祈雨文是作於嘉庆廿二年 &续九%'3.0"S!页"*'."'& '的版

本!也就是与目前流通
0

版本核心
"

容相同的一篇#此篇在 *续编 +眧题

!!

%* 蒋馥蓁

*+/

*+0

自古行业虽各有守护神!其实崇拜上不拘一格#如四川遂宁的农民祈雨时可能在惊蛰(

春分时节拜观音!清明(雨时前往东瞸庙 &求涨 $东瞸水 %'!立夏(小满拜佛祖

&$放生雨%'或药王&$药王水%'!芒种(夏至求张天师&$端阳雨%'或武圣帝

君赐$磨刀水%!显见关怀之热切(变通之丰富#胡光翰(李国梁! ,求雨-!载四川

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集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第)卷!页$*$#

,祈晴文-&嘉庆癸酉十八年!&*&$ '!收入*双桂堂稿续编+!卷(!0L!页"0%#末

尾小字注曰$祝文发房後因晴遂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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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先天坛集易传求雨文-!凸显了作者?取易传阴阳感应的原理#此後民

间流通的诸版本各有题名!如二仙盭版*祈雨科+(天壤阁版*求雨篇+(

重刊版*重刊纪慎斋先生祈雨全书+(刻鹄斋藏版*纪慎斋先生求雨全书+

等&版本将在下节
$

明'#

,先天坛集易传求雨文-本身包括了疏文以及仪式的设定(解
$

#所谓

根据先天易数!展现在以先天八卦(九
?

(阴阳感应等概念!藉由把代表八

卦的器物&相应八方的水瓶(柳枝(旗帜(色彩(符号等'予以交穿动作!

在人员纵
@

移动中触发乾坤阴阳的调动!来达成乾坤相交(阴阳调和!最後

达致自然的降雨
!

目的#

从附表&("可见!纪大奎在川地行祈晴雨?新定坛式!就有超过&#种不

同变化#本质上都是根据先天易数的运作!其中可见维持不变的特徵!但彼

此间不见得有相因(承续或改良的关!从时序上或纪氏文字间也
<

有辨
*

优劣的看法#那
;!

什
;

是这个版本广
!

流传!很值得讨论#我发现当中一

个原因是与合州道正的一段交往!简单地
$

就是纪大奎曾因应地方道士的请

求!改善完成了一个更泛用的新版本#

纪大奎在,先天坛集易传求雨文 -的前言*+1

!中提到!合州的道正於元

铭*+2

!憾於纪氏此前创作的$纳音坛求雨法 %不易使用!即每)#天 &甲子 '中

仅有%天可以使用&戊辰(己巳(戊戌(己亥 '!故而央求纪氏改编一个日

日可用的新版本#作者观察於道士是个诚笃之人!其$自愿存心处事奉持天

理!每日早晚向天铭心!不敢妄作非礼之事%!所以虽然纪大奎在求雨上向

来是靠着自身易学知识临机设定! $临时变动!本无定法%!不曾考虑过自

身之外其他人的使用需求!还是依据了纳音坛仪作了这个版本!还嘱咐道士

$毋忘其天理铭心之意!则必有验矣 %# &以上续九%'3!页"*' '在 $坛

式%一节的按语中作者也表示!对比於原式做了些交穿的改动!而使$此法

与原式均可用!此法较周密%&续九0&S!页"'# '#作者
<

有对其中改良与

变易判准做过
$

明!显然完全把它看作是很基本的原理#

*续编+合州版求雨文
<

有切分段落!经笔者比对後出各版本的做法!

总结过程概可分成几段步骤&命名?取各版本!每个版本顺序或分段稍有不

同!下节
$

明'"&C先天坛集易传求雨文!"C坛式!$C调旗法!%C撤坛法!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

*+1

*+2

这个背景
$

明只在*续编+卷'提过两次&页%'6(0$L '0其它版本未见#

其人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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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牌位式*+3

!!)C仪注*+4

!#简单来
$

!&的求雨文被当作$经文%&作者语'在

仪式中被道士反复诵?!仪式同时起用道士(道童与僧人!分工来
$

道士负

责诵经文$求雨文%和持旗子依次序在坛
"

纵向与
@

向交坛&交穿'!道童

持柳枝洒
I

水交坛!僧人在神坛前诵念佛经*云轮经+0"(0的部分则是对

场地与器物用度的
$

明0)则像是让司仪朗声宣告用的简短口令#

求雨文本文共"0)字!完全集字於易经#在仪式中作
!

$经文 %由道士

反复诵念#

"

容解
$

八卦顺逆消长原理!

,

调致中致和(天地感召!以此作

!

操作正当性#

*+5

!此前的 $九
?

诵言 %&&*#( '( $先天纳音坛诵言 %

&&*&( '

"

容虽不相同都展现易经的
H

意!在操作与文义上是很类似的#此

全文如下"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涉%八卦相错+

*6,

!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之+艮以止之%

@

以
&

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神也者%妙万物而
!

言者也+动万物

者%莫疾乎雷1挠万物者%莫疾乎风1燥万物者%莫赺乎火+

&

万

物者%莫
&

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止万物者%莫盛乎

艮+故水火相逮%风雷不相呗+山泽通气%然後能变化%既成万物

也+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

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

易知%坤以简能+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輀然示人简矣+大哉乾

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云行雨

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呵呵呵+

0# 蒋馥蓁

*+3

*+4

*+5

*6,

$牌位式%仅二仙盭版独有#依尊卑序
!

"九天雷祖大帝(雷公电母神君(风伯雨师神

君(兴云使者(冰雹郎君#此独见部分或可证明祈雨科曾在四川(非纪大奎主持下(由

道士&主导4 '执行过#

$仪注%重刊版(刻鹄斋版有#

关於纪大奎的易学造诣!张森楷曾描述他的易学观点是$错综先後天六十四卦(方圆各

象(太极图!一生万(万归一!及五伦(五常(五官(百体种种!无不与易合者%!此

极能呼应祈雨文再三
,

调的交感(流动0他另外还引了李祖涛的议论!认
!

$慎斋先生

之学
S

然程朱而旁通!象数之原於邵子!亦深诣其
T

世俗所传占验前知等事!几於疑鬼

疑神!要之皆先生之粗也 %#见民国 *新修合川县志 +!卷$"! ,名宦一下 -!页

"#L.")L#

,什邡县祈雨文-&&*&% '$转坛仪%!*位僧人在坛
"

各据一方!两两交穿时各诵"

$天地薩
U

%$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相继%$八卦相错!阴阳交通%&各以

动作的暂止区隔开'#见*双桂堂稿续稿+!卷(!'L.&#6!页"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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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应经文%一字一声+至呵声长唪则钟鼓急鸣%蟬蟬渊渊%

呵毕仍回诵 '天地定位 (起%周而复始%计穿旗凡三遍-穿杨枝水

凡三遍%共六遍+毕+

*6-

!

$坛式%部门详列了坛
"

依先天八卦定位!设坛时在八方各安放方桌(

柳枝(

I

瓶与旗子!旗杆与旗面各依八卦不同设定!旋绕时敲击钟磬等也会

不同#後世诸个,祈雨文-与合州版的差?!除了各版本的序文!还多出附

图数张!想来是後继使用者
!

了实际执行需要&*续编+仅有九
?

图!这是

配合择时日而出现的变动'"

I

瓶盛水插杨柳枝(旗尺寸式(八卦旗字样
V

色式(以先天方位结坛并乾坤旗交坎旗穿图 &四版顺序相同 '#

*6.

!八卦旗

作的讲究是"旗作三角形!底&尺)寸 &约0$C$,) '!尖长"尺%寸 &约

*#,)'!旗?用青竹!长$尺)寸&约&"#,)'0关於旗式设定见附表$#

建坛完成!在神前捻香祝祷後发旗!道士两人按乾一
W

二离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每序搭配不同钟磬木鱼敲击!先入坛将杨柳枝插入瓶
"

#接

着道士"人分从乾与坤位执旗往对向走复返回 &各位取各旗#此纵向
!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0&

*6-

*6.

对易经的集字来源整理如下表#此或可能表示作者在引用上的简单(对称!然作者?
<

有对此思考过程作解
$

# &*双桂堂稿续编+!卷!%'6.0#6!页"*'."'# '

天地定位 T八卦相错# &0句' ,

$

卦传-第三章

雷以动之 T坤以藏之# &*句' ,

$

卦传-第四章

神也者 T既成万物也# &&0句' ,

$

卦传-第六章

是故刚柔相摩 T坤以简能# &&"句' ,辞-上!第一章

夫乾 T輀然示人简矣# &%句' ,辞-下!第一章

大哉乾元 T ,乾7彖传-

至哉坤元 T乃顺承天# &$句' ,坤7彖传-

T时乘六龙以御天# &*句'

重刊版(刻鹄斋版的图
$

文字不同!?且还多$张图!依序是"

I

瓶图(旗式图(八卦

旗分图一与二(神坛图(调旗图(神棚图(八卦旗交穿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个版

本的图虽然明显看出临摹自同一来源&或一
A

相承'!但俱是新绘!在花纹装饰上各稍

有差
*

0此点对版本比对或不同刻版的地方风格上可能有进一步的意义!在本文的讨论

<

有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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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又一道士自坎位
@

走向离位返回&

@

向
!

$穿%'!乾坤坎视
!

$本位%!每一交後便一穿!六交六穿视
!

一个回合#然後各转移到下一个

序位&即下一回从"乾移
W

位!坤移艮位!坎移巽位'!每次转移都作六交

六穿#如此持续交穿不息!直到经文诵毕时!道士持乾(坤旗出坛向左疾转

$圈!又继续诵经文(入坛从本位起交穿#共出入$次毕!就要将旗与杨柳枝

安回各瓶!叩首出坛#接着由道童$人入坛!持杨枝(水碗依上述方式!交

穿洒水!同样在六交六穿後出坛疾转$圈&过程持续洒水'!如此$回後止#

僧人诵*云轮经 +一段 &分(段 '作
!

区隔!一段诵毕!道士复穿坛如前

仪!如此僧道相间不停#不断重这些程序!这便是纪大奎设定祈雨仪式的

主要活动面貌# &

"

坛交穿示意图见附图" '

持续地诵经(按八卦方位交穿(移动旗子(洒杨枝水便是祈雨科的核心

动作!如此视情癋会持续多天#若起坛後仍不雨!第三日後以$调旗法%加

,

之!即取各位旗交穿後改插对角位 &如乾旗安坤瓶!坤旗安乾瓶 '的模

式!加
,

对乾坤阴阳的扰动#此时用二道士在乾(坤位三交後插旗对位瓶!

再依序使八方俱调毕!出坛至神前叩头#继$位道士再由本位 &乾坤位(坎

位'复行六交六穿!周流八方後出坛疾转$圈!如此三进三出!又道童依式

三进三出#期间皆是由道士%人敲木鱼诵 $天地薩
U

%$天地定位经文 &按

即祈雨文'%#若得透雨!即须三交的方式依次还旗!即以倒序
!

之!使各

归原瓶#最後收旗讫!到神前化帛!撤坛#仪式才告圆满总结#

四$ !祈雨文 "流传後世的几个版本与徵验记载

什邡与合州留下来的诸个版本多有祷雨有验的注记!在留有纪
5

这个方

面来看!纪大奎对仪式的成果想来是满意的#然而
<

有进一步的瞃索看出纪

本人有更多的耀或推广!而是彷癈主导祈雨活动随着他本人的退休亦随之

停止!只谦逊地保存在其文集中#当然从
!

於道正修改祈雨文一事来看!纪

本人也不排斥将其公开流通!加上这又是最泛用(周密的版本!後世的流通

以此
!

本是很合理的#从几个序(跋文可以知道纪在世时!不同版本已经从

後学(同乡多处传钞流通!然而有趣的是!目前可见诸版本!都已是在纪身

!!

0" 蒋馥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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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被使用(刊刻付梓!?意外地来源多元#目前仍见存版本不少!仅以笔

者经眼即有%种)版本*6/

!# &详细列表见附表% '

本文整理的%个不同版本" $二仙盭版 %$天壤阁版 %$重刊板 %$刻

鹄斋版%!各有不同的流通路瞃!这点表现在各自来源清楚的序跋文#彼此

唯一共同的序文是徐泽醇&&(*(.&*0*!时任湖南按察使'於道光二十七年

&&*%( '所作0这是所有序跋中年代最早的!虽然此时离纪大奎身故已逾"#

年#徐对纪大奎这同乡前辈只是 $素闻其品与学!未得见其人 %#比较这%

个版本!可以看到主要部分
<

有?动#稍不同之处有两类!一是动作描述(

图像细部有增加修改!实作上来
$

不具重大意义0二是
$

明语词(自造疏

文(小动作描述的添加!此表现了同
!

文人儒士Y知识分子!在面对惯常出

席的儒家仪典场合(易数所设定的活动范式前亦可
!

之!这样的自信开放态

度及对文字文章的主导立场#篇幅较完整的重刊版(刻鹄斋版中额外收
5

了

其他版本
<

有的 *云轮经 +!有趣的是根据当中 ,重刊凡例 -!胡裕燕

&&*$).&*'&!建德人'

$

明彼时&光绪六年!&**# '*云轮经 +是深藏於

"

府!外间难访!又$原刻%

*60

!无载经文!纪先生所划分之段落已不可考!

於是便自行$细释文义%加以分段#这也是一种宗教感薄弱的知识分子对仪式

%

生创作心的态度!这应当也是
0

官员文人对纪大奎
%

生认同的地方之一#

除了纪大奎本身在什邡与合州多次求雨成功的纪
5

!以上%个版本也代

表着曾有起码%次以上!归因於以此祈雨获得重要成功的证明#就如其出版

地点(主事者背景相?!祷雨活动分布出现大的地理跨度#二仙盭版所收
5

0篇序言是由湖南省长沙一带0位地方长官*61

!!共同经历道光廿七年&&*%( '

春的一场大旱甘霖!留下的对如法祈雨的见证0同治三年 &&*)% '梦轩氏

&不详'所作几篇求雨(谢雨疏文被收
5

在天壤阁版之中!故而可能是发生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0$

*6/

*60

*61

以下版本依次
!

纪大奎! *祈雨科 +&成都"二仙盭旧刻版印刷瞃装!现代印刷!

&'#) '0 *祈雨科+&*藏外道书 +第"'

2

!成都"巴蜀书社!&''" '0 *祈雨科 +

&*三教拾遗+第&&

2

!合肥"

3

山书社! "##0 '0 *求雨篇 +&*丛书集成新编 +

第")

2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0 '0 *重刊纪慎斋先生祈雨全书+&*增补四库未

收术数类古籍大全+第"集*占侯集成"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0 *纪

慎斋先生求雨全书+&*丛书集成续编+第%0

2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

*续编+中虽然也
<

有收入*云轮经+全文!

8

是有清楚
6

明各分段的起迄文句&*双

桂堂稿续编+!卷(!&#6L!页"0( '!且其分段与胡裕燕所作不同#很明显胡此处所依

据的$原刻%不是纪氏的双桂堂文集!而另有来源#

即时任湖南按察使徐泽醇(湖南巡抚陆费蠳(湖南布政使万贡珍(湖南按察使杨炳(

长沙府知府雷成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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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境
"

的旱事0光绪二年&&*() '直隶布政使孙观成功以此法解
J

了畿

辅地区的旱忧0光绪六年 &&**# '胡裕燕记下了在江都(甘泉地方 &即扬

州'的求雨往事#

不只如此!还有从至少$个重要的二手资料!保留尚有其他版本刊行(

祈雨成功的鲜活纪
5

#在 *险?
5

图说合览 +之 $秦郊祷雨 %!豫师

&&*"0.&'#) '在治理西北期间遭遇秦州 &今甘肃省天水'大旱!以其所得

之$纪慎斋先生求雨八卦坛法%祷於文庙!三日大雨如注0後又称在次年的秦

州(後年的平碾(西宁等地都使用灵验#於是豫师$刊刷图本!加以参定%!

还利用其官员身分$颁行甘省州县!列入交代!永远遵行#?邮寄陕西(河

南(山东各省大吏!以期广被%!?且後续$陕藩蒋(河抚李(东抚丁均书来

称神验%#

*62

!文中
<

有
$

明取得祈雨文的来源!也
<

有收
5

祈雨文本身#这则

记
5

大概是所有述及资料中对祈雨操作最肯定(资讯量最大的!?有一幅仪式

现场描绘的版画!留下了豫师等一
0

官员参加的身影&参见附图$ '#

嘉庆*德平县志 +眧收
5

了数则何元熙 &道光十二年 5&**" 6临川举

人'的祈雨文章!是另一个发生在山东(地方官员依式祈雨有验的例子#这

部县志眧
<

有收
5

祈雨文原文!身
!

纪大奎的临川小同乡!他将仪式步骤摘

述重写!?且因
!

使用&*#(年的什邡版,九
?

诵言-&少了)句'!可知他又

是根据另一个不同於其他後世的版本!可惜他
<

有
$

明取得来源#然而仪式

安排还是相当相似!何的两通,城隍庙谢雨祭文-&三月初二(四月十一!

年份未详'!当中也维持请$尊神%下矜民困!多日铺陈恳祷的系列请事做

法#主要差?出现在人员由震位进入左旋匝绕(全用僧人&但注记若不全可

改用道士'#他在跋眧清楚
$

明该仪的来源是$此法吾乡纪慎斋刺史辛四川

尝用之%&嘉庆*德平县志 +!卷&#! ,艺文 -!页*%S '!他?
,

调致祭

的虔洁与诚意感召!这与纪大奎等一贯官员儒生的态度是相符的#

费山寿*官幕同舟
5

+祈雨部门是另一个未见的版本!

*63

!有趣的是在他

0% 蒋馥蓁

*62

*63

豫师撰!钱宝书绘! *险?
5

图说合览+!无目无页码!原
!

光绪十四年&&*** '石印

本#本文使用版本
!

*清代兵事典籍档
2

汇览 +&北京"学苑出版社!"##0 '!第)&

2

!页%*$.%**#豫师祷雨?修建甘肃龙神祠的事矦!可参考刘永海! ,豫师与*神龙

祠全图+-!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第"期!页%(.0"#

该书目前未见全文!转引自 E<F953GH52<I5J!"#$%&''()$*+*&,+-./+0-.1 +.2 345+'

647&".+.5&-. 3+*&8/%&"-+'9:-.+J"$&G"0##据该书索引!

!

&**%年苏州版本#此版本前

序有四&依序"徐泽醇(陆费蠳(杨炳(雷成朴'与二仙盭版&多"万贡珍0排第三

位'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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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执行的祈雨文之外!还有一些额外可供搭配使用的相关的符与祝文 &组

合方法与来源未详'!这是超乎纪氏祈雨文规格之外的崭新用法# *官幕同

舟
5

+是一本所谓的$幕友手
2

%!作
!

清代官员的幕僚师爷间交流互助的

面下工具书!对工作中常见疑难的建议整#若是中国境
"

无论哪眧的幕

僚
0

们形成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则表示他们工作
"

常须面对的烦恼之一便是

雨眑不时!以及遭遇困境时!应当如何建议地方官员作出符合形象的处置方

式#祈雨文在此的被收入很可以表达这两层意义!一是其
"

容与操作是合乎

儒家(地方官员的知识想像与价值观!循此的正当性(灵验性可以推展到中

国帝国境
"

任何地方0二是此公开展演方式!被地方官员与幕僚认可
!

适合

於儒家官员的形象!是被治理民
0

观看的理想形象!不堕知识分子的身分格

局#

五$纪氏对宗教$仪式的态度与儒家本位

若是以
!

仪式举行在龙王庙等道教
?

观!行仪人员又大量起用僧道!便

依此认定这是佛道仪式活动!则观
0

一定是满满的疑惑!因
!

当场所见之仪

式实在迥?於平日在佛道寺观眧所见惯#纪氏祈雨科执行上最大的突兀!便

是完全非佛非道的新创仪式!不但表现在前述对动作过程的自行安排!其实

连文句词也
<

有使用佛道经典!如当中一直使用!指示纵
@

行走的 $交

穿%的用法就不曾出现在道书眧面#

*64

!可以看到他即便在设计一个看似仿效

僧道仪式的仪式!也不曾进一步对佛道做什
;

了解#

仪式执行中佛道精神的阙如!最重要表现在崇奉神明#纪大奎在对神明

祈祷
$

愿时!?未有明确的对象!而是以相当抽象的 $神明 %$明神 %称

之!疾呼$民在则神在!神岂不爱斯民33神之德也33 %&续九%*S!页

"*' '完全停留在指涉模糊的道德之上#祷词中
<

有出现神明名讳(圣号的

呼求!或对特定神癨(神能的用典(硈颂#不对神癨崇拜(肯定的态度!即

便在受托撰写
?

庙圣?序文的场合!也只呈现简单的史地沿革!巧妙地不提

及任何神验事矦!在严苛的情癋还会藉机批评人民 $谄神求福%&,什邡志

蓥华山跋-!收入续三0S!页"#' '的劣俗#曾有人民因被鬼凭作祟!求助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00

*64

笔者尝对*正统道藏+做全文检索!检视逾0##笔道经有出现 $交 %U$穿 %的经文!

<

有作
!

纵
@

移动描述的用法#对纪大奎创作用词的考虑!得益於谢聪辉教授的提醒!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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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官员纪大奎!想藉助官印的正气来厌胜之!纪不但拒
B

了他的求助!还以

$积善之家邪魅岂能
!

祟%&,批合州民蒋世爵呈词 -!收入续九)*3!页

"'' '予以否定#一贯坚持天理人心!反对$邪教%#

纪大奎与道教最靠近的情癋!大概是他曾拜傅金铨*65

!

!

师! $合川知州

纪大奎曾执礼问学%#

*7,

!然若从文集所收与傅金铨的书信往来来看!他所问

讯的
"

容只限於
"

丹!?且还以$儒者之言%的立场!否定了$长生之术%

$龙虎铅汞%等的追求# &,复傅鼎云-!收入续九$#3S!页"*# '#此外!

他也与当时四川知州张晴湖等有些书信的往来!但仍止於
"

丹意见#

至於很可能是促成祈雨文公开(流行於世!与合州道正的一段交往!在

仪式方面的意义则实在不重要#笔者以
!

!於元铭身
!

一地之道正!可能太

专注在香火奉献事!对与地方官府的交际看得较重!?不擅於或不自矜於本

身的科仪传统!所以才会对这部新造祈雨科如此求才若渴#固然当中
B

对不

乏对地方官员的奉承之意!表现得如此诚意实在是颇不常见#有了地方

官与地方道正的重视支持&僧官应该也不表反对'!祈雨坛上能使用僧道一

起合作!

*7-

!确实有其可能#事实上当地方有公
0

祈禳需求!道院佛寺参与是

一种半
,

制性的惯例!地方衙门会差
X

僧道前往某处诵经!甚至令其自备经

卷器用去设坛行法#然而本祈雨科的实作想必难以流畅#在分工安排上!表

面上看起来适才适所!而究竟道教法事从来不曾如此运作!道乐(法器使用

习惯上与纪大奎的安排也不相同!如此要求对道士而言简直不算是做仪式!

不单是必须全新学习记忆!而且在既有的科仪知识下想必只是无法理解(

<

有意义的$活动%# ,先天坛碯字式-最尾加注$此式因道士音律不谐!未

用%&续九)%3!页"'( '!可证明这套新的系统与原本佛道科仪传统?不相

容!因
!

对僧道而言是此前不曾听闻的全新创作!以致於难以遵行!而最後

只能放?#总归来
$

!指定道士执旗穿坛(道童&这眧特
*

区分与道士的不

0) 蒋馥蓁

*65

*7,

*7-

傅金铨&生卒年不详'!字鼎云!号济一子!又号醉花道人!江西金溪珊城人#龙门派

第十一代弟子!生平事?仅见於零星记载!是
I

明道的著名道士!也是清代阴阳双修
"

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
!

清代
I

明派
"

丹家#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 +!卷$*!页"0.")!转引自 E<F953GH52<I5J!"#$%&''()$*+*&

,+-./+0-.1 +.2 345+'647&".+.5&-. 3+*&8/%&"-+'9:-.+J")'#

一般合理的实作是僧(道在同一个情境(场合!但各开各坛(行各自的传统#这种情癋

在官方场域一直都存在! $虽然有官颁祈雨法!但地方官员的祈雨实践往往是巫(佛(

道杂用%#这眧作者还举了曾巩知福州时!

!

整个境
"

连做了近"#天的祈雨活动!将民

间(官方(组织性宗教仪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皮庆生! *宋代民
0

祠神信仰研究+!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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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该是取其年幼童贞!某个程度的未沾秽浊*7.

! '以柳枝洒水(僧人诵

经!都是拙劣的刻板印象!特
*

是让这些人以各自神职人员的身分(法服!

登坛执行?不属於其信仰和传统的作
!

!其实是相当粗鲁失礼的#

那
;

!

!

什
;

纪大奎如此重视祈雨科的一再撰修!我认
!

除了活用他引

以
!

傲的易学长才!最重要的还是任官期间的实际需要#本文认
!

纪大奎展

现的$儒家本位 %便在於他以儒者(地方官员的身分立场思考行动!很自

然(直觉地如此
!

之!多了些骄傲自矜!缺少交流同理的意愿#他?不是对

佛道教一无所知!而是以忽略宗教传统的态度!利用上便宜行事0祈雨文对

易学原理
<

有做任何阐述!可能也是同样态度#纪大奎充分运用他的知识(

能力!做了他认
!

最佳的发挥!简直是有很高昂的&儒士与地方官员的'职

业意识!对此立场相当自满不觉有交流的必要#

纪氏确实对自身易学涵养有相当自信及兴趣!诸文中留下祈雨(晴成功

的文句更在事实上肯定他的能力#虽然这
B

对不是小技!但我认
!

纪大奎也

?不是太以
!

意!或感到特
*

骄傲#就像只是刚好他本身精通易数!於是配

合需要做各种活用0例如他也会以环境中的徵兆!卜出有同僚在斋戒期间不

当饮酒破坏了禁忌!立刻做出因应#

*7/

!在刚好身
!

地方官员期间!因
!

身分

所应该担负的公
0

义务!所以开始造作祈雨仪式#文集之中也不流露出骄矜

自满想要大肆宣扬(推广(刊刻的想法#仪式对他而言可能不是一个值得推

广(嘉许的行
!

!就如同他自认所作祈雨可以成功的因素!是$亦不过竭吾

心之精诚33而或以
!

有?术焉!则谬之至矣%&续七&$S!页"0* '#可见

他本人甚至不认
!

正确的宗教仪式就可以操作(役使天地鬼神!达到心愿所

求#所以当需要举行公
0

仪式!不论是虔心的祈求!或是公开的官方形象展

演!与其纡尊聘请他?不相信的佛(道人士!劳民伤财大行法事!还不如按

照自己的观念!创作一个新的理想作法!还能导正世俗#

在治理地方的官员来看!关於祈晴雨等民生问题的祈祷活动有其优劣两

面#单就实践展演来
$

!此固然公开表现了上位者仁心爱物(肯定官方权

威(安抚民心0同样地也存在管理(治安上的威胁#地方档案中不乏当地方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0(

*7.

*7/

当然此类做法是不乏纪
5

的!早在春秋时期大雩就是由女巫领童男童女乐舞来
Y

神#如

元丰年间的蜥蜴祈雨法$选童男十三岁以下(十岁以上二十人%!类似活动在唐代也有

出现#皮庆生! *宋代民
0

祠神信仰研究+!页&0'#

如嘉庆廿二年&&*&( '五月祈雨事!大雨如注但时间极短!後又连二日不雨! $是夜拈

生生数!得1物外乾坤大!樽中酒不空 2之句!探知同官有畅饮者!急拟明日改坛独

祷%# *双桂堂稿续编+!卷'!%*6!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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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天旱!地方官员安抚各地陈情(逐步?取措施!如" 禁屠(节制Y分配

水圳用水(

Z

务(调整物价等!常造成民怨纠纷#到了要求雨阶段!更需要

烦恼取缔Y禁止趁机收取香资(地方团体间酬神演戏的竞
1

与铺张浪费(纠

0

?行群聚造成睶在的暴乱!甚至打架械#

*70

!稳定地方秩序的平衡考验着

地方长官的智慧#

祈雨文在结坛(仪注(祭祝疏文上所?取的礼制措施!对使用者更是容

易接受!其中环节在仕宦生涯(成长学习中都已经熟记於胸!更使他们灵

活(自如地判断运用#以纪氏起用僧道作
!

执礼人员来
$

!看重的是视觉上

的整齐而非宗教专业!故着重的是考量分组搭配(人数充足!对指派僧或道

不见得有执着#如,续增什邡县志7政绩-所载纪慎斋祈雨图式!当时官方

的祭祀活动就是皆以道士主持祈雨#

*71

!後世版本也多?取了相似的随意态

度! $天壤阁版%中跋文提到$此法不必拘用僧道%!据此推想当时应该发

生过此类情境!同样是地方官的立场?取了措施#作者梦轩氏作此议论!便

是基於文人解读的主导立场!加上实际上操作困难所下的判断#何元熙亦指

出$若僧人不全!改用道士!仪如前%&*德平县志+!卷&#! ,艺文-!

页*%3'#

诚心致意的讲求!也是後世版本着重的心得书写#殳恩煦自述其$尝病

祈雨之法!非渎?以将事!则诞谲而不经0求其洁
I

精微足资遵守者!莫如

纪慎斋先生所辑之书 %&*纪慎斋先生求雨全书 +刻鹄斋版! ,序 -!页

&3'#徐泽醇认
!

纪大奎的成功端在於 $志在圣贤!学归笃实 %&*祈雨

科+!页$3'#何元熙
,

调致祭官员当行止得当与诚心! $主祭者先期洁

斋!亲撰祭文!夜宿坛场!虔申默祷!以一诚相感召焉耳 %&*德平县

志+!卷&#! ,艺文-!页*%S '#几则序跋可以共同提出的现象是!这几

位後继者都
<

有见过Y亲炙於纪大奎!不约而同提出心诚(端肃的态度!合

乎一贯延续的儒者形象!以及清代官方订定的祭祀斋戒原则#祈雨文的使

用(作序跋文(赞助刊行的後世官员文士来
$

!想必也是相似的价值认同!

才引起他们如此广泛的肯定(使用!儒家本位与公式作文!此两者正好就是

儒士官员长期以来擅长的部分#

0* 蒋馥蓁

*70

*71

'

佩林(曹婷!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 +中的祈雨文献研究 -! *民俗研究 +!"#&(

年!第0期!页)'.((#

同治*续增什邡县志+尚未得见!转引自胡小柳! ,神圣与世俗之间...清代什邡地区

的僧道与寺观-! *弘道+!"##*年!第"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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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新意的失败#追寻川地祈雨活动眧的纪氏遗绪

纪大奎在四川多个地方担任知县!先後有&)年时光!当中超过一半的年

份眧曾经主持过祈雨或祷晴仪式#那
;

在他政通人和的治理!告病还乡之

後!当地人对他的硈颂怀念!是否有扩及到对祈雨仪式的肯定保留!留下任

何遗绪4笔者以
!

恐怕完全
<

有!这可能从几个例证Y现象来
$

明此法始终

<

有进入人心#

前面的章节提到!有道教 $西南第一丛林 %之称的成都二仙盭也曾以

*祈雨科+之名刊刻印行过#虽然笔者?不以
!

此举能证明道教教
"

对此仪

式的认可!然该版在目前
0

多刊本中是唯一不出自儒家文士(藏书刻书家之

手!

8

也是事实#细究起来!这个版本与与本地居民对纪大奎的感怀
<

有直

接关!?且以笔者对地方史料检索及田野工作!当代川
"

或二仙盭的道士

已不再使用!也
<

有被使用过的行法的记
5

#从目前的资料看来!这个版本

的刊刻是个缺乏承续与流布
A

络的偶然#

*祈雨科+题记标注$光绪丙午年镌#成都二仙盭藏%!?在隔年&光

绪三十三年!&'#( '二仙盭流通之刻书目
5

,广成仪制/目
5

-中看到有

*请雨龙王经*72

! +与*祈雨文+&在最末卷第四十卷!依列名顺序 '被列入

其中#但须注意此时距离纪氏道光二年 &&*"" '称病离开四川已有好长一段

时间!其间在本地未见有其他版本#这眧仅能
$

明在清末时期的成都!有祈

雨科存在#此科虽与纪氏 $祈雨文 %

"

容相同!

8

多了0篇序文!以及前缀

的插图(结坛图
$

!末尾的牌位式等#序文是0位湖南省地方官员!见证道

光廿七年&&*%( '春祈雨有应!愿加以刊刻流?的嘉言#这件湖南祈雨事离

纪大奎离世已多年!可见此版本是经由其他渠道在纪氏身後从外地又流入四

川!而非在本地稳定地扎根(传承的#

要与祈雨科一起讨论的是*请雨龙王经+!纪大奎设定眧使用的*云轮

经+是佛教经典!进到了道教场域很自然会以相似道教经文取代#然就如前

面所
$

我们始终不能肯定*祈雨科+是如何进入二仙盭&或纪离开後成都周

围的道庙...特
*

是有出家传统的全真
?

观'!於是也不能肯定*龙王经+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0'

*72

全名是*太上洞渊
$

请雨龙王经 +!二仙盭版心标作 $龙王真经 %#本文使用版本是

*藏外道书+&成都"巴蜀书社!&''" '!第""

2

!页%$".%%)#本经有$板存成都二

仙盭%但未标注年份#龙王经收在*正统道藏+洞玄部本文类乃字号!,V$)"!二仙盭

版较道藏版多加入了诵经
$

明(硈词(七大神咒&无玄
H

咒'(总神宝诰等!是
!

实际

使用的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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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种形式被加入到祈雨科眧面来#有趣的是!反而或可以由其他流通的祈

雨科版本予以肯定#孙观编辑*重刊纪慎斋先生祈雨全书+眧收
5

了早前版

本所
<

有出现过的 $木郎祈雨咒*73

! %!此举可视
!

纪之後文人变形 *祈雨

科+作法之一种!而且是更
,

调俚俗(术法的一种!与前面讨论自作文疏的

文人相比!这眧关心的是现实徵验#

*74

!二仙盭 *请雨龙王经 +後面附加了

$木郎祈雨咒%与$大木郎祈雨神咒 %#

*75

!由龙王经取代云轮经(添加木郎

咒两点来看!彼时二仙盭重刊版本的原因!是有实际需求而合成的改作!也

就是与最新近的$大木郎祈雨神咒%新刻同年民国二十六年&&'$( '春四川

大旱有关!是
!

了筹备$祈雨法筵 %而组成的版本#

*8,

!此手法只是清末时期

道俗混杂(唯务现实的临时合成品!不见得有道法传承!且已
E

离纪大奎所

设想的仪式逻辑#

此外!佛经*大云轮请雨经+二卷是唐代不空和尚&(#0.((% '所译!

他有过许多结坛祈雨的纪
5

!结坛祈雨可算是唐时密宗高僧不可缺少的活

动#经中讲述请雨时应受持的陀罗尼 &持守(真言'!盳颂(供养龙王云海

(发愿向!经文末尾记有简扼的坛法&四方形坛(置四
I

水瓶(坛四面画

龙王(悬幡旗0此明显未受纪大奎?用 '#到了清代!根据官书记载!乾隆

四十八年 &&(*$ '

"

府曾刊刻 *御译大云轮请雨经 +二卷!五十六年

&&('& '

!

了
"

蒙大旱从京城发送出此经!令有道行的喇嘛唪诵祈祷0然而

可惜的是!本经究竟如何实际使用!似乎不见於文献纪
5

*8-

!#素有 $川西第

一禅林%之称的成都昭觉寺!在康熙三十八年 &&)'' '曾获 $御赐大云轮请

雨经一部%!又於乾隆五十年&&(*0 '得$御大云轮请雨经二函%!接着

)# 蒋馥蓁

*73

*74

*75

*8,

*8-

宋代道士白玉蟾作!收入*修真十书!武夷集 +卷%)! *正统道藏 +洞真部方法类!

V,")$"%)#又"臧志攀亦提到在光绪二年&&*() '的两卷版$附有*大云轮经木郎祈

雨咒+一卷%#臧志攀! *中国古代祈雨史+!页0"%#

转引自 E<F953GH52<I5J!"#$%&''()$*+*&,+-./+0-.1 +.2 345+'647&".+.5&-. 3+*&8/%&"-+'

9:-.+J&%0G&%)J根据参考书目该*重刊纪慎斋先生祈雨全书 +刊於&*()年的直隶!笔者

未得见此版#惟另见在*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 +第"集收
5

!同样有孙观
6

文

&&*() '版本!当中虽有收入 E<F953GH52<I5J!"#$%&''()$*+*&,+-./+0-.1 +.2 345+'

647&".+.5&-. 3+*&8/%&"-+'9:-.+!提到的另一个附
5

*云轮经+!

8<

有收进木郎咒#

两咒分
*

标注民国十三年&&'"% '$重刊%(二十六年&&'$( '$新刻%#皆
!

二仙盭

藏板#

民国时期的成都报刊曾如此报导" $青羊
?

雨坛#33更设坛祈祷33坛堂下方用八张

木方棹摆成八卦形!每棹置一花瓶!中插柳条# %&*新新新闻 +!&'$(年%月"'

日'#报刊扫描档蒙四川大学宗教所金恺文教授惠赠!特此感谢#

'

十洲! *帝国之雩...&*世纪中国的乾旱与祈雨+!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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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

了能使庵知寺晓!特地於次年二月鸠工重刊*8.

!#昭觉寺自行刊刻 *云轮

经+除了要供给广大寺
"

僧
0L

读学习&从寺志的宗教活动(疏文中!都不

见有相关活动举行'!这眧?不曾
$

明是否将要外传#当时*云轮经+的流

通是颇不易见的!就如$刻鹄斋版%凡例中提到*云轮经+在当时是$译自

经馆!藏於
"

府!外间罕有%

*8/

!!

"

府(御等关键词可能是本经受纪大奎

重视的原因#纪本人不曾提过获得*云轮经+的经过!或是
L

读上的感想!

又比较他所设计祈雨仪式的坛式(器用!与*云轮经+所授象徵意义上是很

不一样的#综合来
$

!无法看出诵持*云轮经+在纪氏原本的祈雨仪式设定

上!有什
;

特殊意义#

纪大奎在蜀地行祈雨多年!四川民
0

又留下怎样的记忆呢4张森楷在他

所修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多处提到昔日的父母官纪大奎!散见於建置(政

法(公善(艺文诸卷中!最
!

主要的还是议论什邡之名时!指出纪大奎$适

天久不雨!斋戒设坛演洛书合十数!1洛水诵言2!默祝什邡果洛书义!

即应坛雨!非洛书义即不雨!坛甫立而大雨!雨普透即仍大晴!什邡名本洛

书始可证矣%

*80

!#然而相当喜爱新收掌故(祥?琐谈的张森楷!对纪公祈雨

一事
<

有任何描述!或此时谈资早已眕远#

晚清合州文人丁治棠&&*$(.&'#" '於其*仕隐斋涉笔+留下了一则有

意思的传
$

#他提到州境
"

嘉陵江有一龙王沱!该处若要祈雨必须先往江底

沱中的火龙井取水!否则不灵#井在江底!故取井中沸水有皉法!将松脂密

封的瓶子缒下!待深到井处封口被沸水所融!提出之水才是真水#?且!纪

牧合州时! $精易学!如式得水!救旱立验 %#

*81

!他还将此取水法刻在石碑

上!

[

在岸边#这则简扼的故事眧!提到了纪氏牧州时*82

!(祈雨取水!以及

救旱立验等关键!然而文句中?
<

有将这个祈雨取水与祈雨文仪式连在一

起#这个让州民津津乐道的祈雨逸谈!显然黯淡了纪大奎兢兢业业治理合州

的身影#

纪慎斋诸 /祈雨文 0的儒家本位与佛道实践 )&

*8.

*8/

*80

*81

*82

释中恂主修! *重修昭觉寺志+&*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续编+第

&'

2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0 '!卷&(%#

*纪慎斋先生求雨全书+刻鹄斋版! ,凡例-!页&6#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 ,名宦-!页"%6#

丁治棠! *仕隐斋涉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0 '!页%*#

*仕隐斋涉笔+共有两处述及纪先生!另一则是从*易经+眧给州试出题!都与祈雨科

<

有关#此二则分
*

是$方术%&页%*.%' '( $拾遗珠%&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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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笔者熟悉的二仙盭等川西地区道庙!虽然因
!

二仙盭至今仍印

刷(贩售木刻本*祈雨科+!对当地道士...主要是娴熟於科仪的高功&

"

坛行科仪法事时!站在中间(直面圣像神位的主法道士 '来
$

其名?不陌

生!然当询及是否本身曾做过(听过谁做过纪大奎祈雨科!答案无一例外是

否定的0从访谈大约可以推定!当地道士相信在晚清民国时期当地已
<

有作

过这个仪式#这个时间微妙地与二仙盭刊本相当#当代四川道士对此科否

定!最重要的是对
"

容(做法的否定!即如前面
$

明这是不合於科仪传统和

教义逻辑的!考虑到不可能有其他使用情境!花心思学习是
<

有意义的!无

法构成让道士想要学习的动机#

结语

易学易数通行於清代儒士知识分子之间!尤其是受过科举教育的文人自

不会陌生#纪大奎求雨文所建构的这套运作系统!在观念上相当容易
!

他们

理解接受!且在应用上的两个特色!文字有自行更易改写的开放空间!由地

方官员与士绅主导的非传统仪式!使祈雨科曾在中低层地方官员(知识分子

之间流行一时!成功案例遍及帝国
"

多省份#可惜不论当时施行成效如何神

验!口碑如何传唱!

<

有成
!

地方定制!也未曾因此进入到执行过仪式的僧

道的科仪传统中#此祈雨活动除了不?取佛(道方法!仪式的施行上也与地

方宗教活动有着隔膜!除了仪式型态的差?!执行上不见结合或反映地方信

仰!也不与在地传统相闻问!相较民间参与不免显得疏离#当然历代文士们

也不只借镜於*易经+!从董仲舒天人感应学
$

以来!祈雨活动一直不乏创

新#比如*孝经+也能
)

进一步成
!

特殊性的仪式文本!因使用者独特的诠

释!传递了有
*

以往的文化讯息!因之可能赋予其足
)

的能力Y德行成功祈

雨#

*83

!

就如本文所整理!纪大奎就撰作了不下&#个版本的祈晴雨文!後世版本

亦不遑多让!在传布时间(地点(细节上变?!都看到富修改者意见的变

动#祈雨文的设定处处可见!正是其设定中儒家本位(帝国治理形象!符合

)" 蒋馥蓁

*83 \

妙芬! ,做
!

仪式性文本的*孝经+"明清士人*孝经+实践的个案研究-!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期 &"##*年)月 '!页&%."&# $天壤阁版 %梦轩氏

之跋文!亦提出坛中诵孔子( *孝经 +亦无不可之议 &纪大奎! ,求雨篇 -!刻本页

"&!全书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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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的$理性%思维!

"

容简单(平板!容易变体利用!执行筹备容易!

掌握高主导权!满足不迷信的公开展演形象!相较聘请正统的僧人道士来
$

花费廉宜!此型仪式举行还可避免许多群聚隐患!等等!充满对仪式背景贫

弱者的友善之处!在实际负责地方祈雨等事项的中低级官员眼中!是再适合

不过了#

宗教仪式随着时间(需要持续地增衍(修改!佛(道(民间信仰等不例

外!国家(官方仪典自然也是# $祈雨文%曾作
!

一个仪式被执行!?文本

至今仍保存下来#就传统仪式的角度来讨论!特
*

是站在其中参与人员所属

的佛教道教来
$

!这就是个谬误百出(一蹋糊的东施效颦!若
,

要僧道执

行!就只是依据操作手
2

摆弄姿势!不具有任何宗教性意义#跳
E

了宗教思

维!祈雨文则意外地成
!

好理解(易施用!撇开它似佛似道的暧昧框架!仍

一个程度遵循着公开式的仪式语言!需求少(门槛低!反倒成
!

儒士官员们

容易接受的因素#

纪氏的造作展现身
!

文人在书写文章与易数造诣上的自信!和对民间僧

道信仰活动的拒斥!试图干涉(矫正地方过於兴盛的佛道信仰与仪式!而终

究趋向失败的尝试#但可能也不算完全失败!起码在儒士(地方官员的圈子

眧!犹如今日所谓$同
M

层%的共同背景之间!有过另类的共鸣!流行了好

一阵子#跳
E

传统宗教的眼光!纪大奎 $祈雨文 %这般不是仪式的 $仪

式%!反而藉由各种优秀的中间性质!不坚持传统操作!劈开了一道另类的

$方便法门%#

&责任编辑"程锦荷0实习编辑"杨贤毅(刘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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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转九
$

碯字坛式

图片来源"纪大奎! *双桂堂稿续编+!卷'!页)&S#

)% 蒋馥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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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

坛交穿图

图片来源" *祈雨科+&*藏外道书+第"'

2

!成都"巴蜀书社!&''" '!页"&S.""3#

附图$# !秦郊祷雨 "图

图片来源"豫师撰!钱宝书绘! *险?
5

图说合览+&*清代兵事典籍档
2

汇览+第)&

2

!

北京"学苑出版社!"##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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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什邡时期求雨晴文整

西元 日期 篇名 僧道 页码

&*#)

嘉庆十一年七月 什邡县城隍求晴文 &3.S!页"0"

八月初一 谢晴文 &S!页"0"

&*#(

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七

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一

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三

求雨文 "3!页"0$

又 "S.$S!页"0$

附" 九
?

诵言 "S.$S!页"0$

谢雨文 $S!页"0$

&*&$ 嘉庆十八年五月 祈晴文 03S!页"0%

&*&% 嘉庆十九年二月

成都龙王庙祈雨文

附" 九星祝 &设坛时

用'

道士二 U &一

绛 一 黑 !

U'(僧人

)3S!页"00

(3!页"00

&*&% 嘉庆十九年五月

什邡县祈雨文 *3!页"0)

附" 云轮坛式(大云

轮请雨经&分段
$

明!

未
5

全文'

全僧人"戒僧)

或 * 人 &主 (

引'

*3.&#S!

页"0)."0(

&*&% 嘉庆十九年七月 火神庙祈晴文 &&3S!页"0(

&*&0

嘉庆二十年乙亥三月

乙亥八月

告城隍庙文

南薰谱

景风坛式&诵金刚经'

南薰谱
$

经僧(道士二

U&绛衣" '

&&3S!页"0(

&&S!页"0(

&"3S!页"0*

&"S.&$S!页"0*

表格
$

明"本表据*双桂堂稿续编+卷(整理#

)) 蒋馥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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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合州时期求晴雨文整

西元 日期 篇名 僧道 页码

&*&(

&*&(

嘉庆二十二年五月廿

二日

五月廿五

六月初一

七月

合州文昌求雨文

同日告城隍庙文

改设先天纳音坛求雨文

先天纳音坛诵言

谢雨祝文

先天坛集易传求雨文

道士九道童

三(僧人

道士八(道

童三(僧

%03!页"*(

%03!页"*(

%0S!页"*(

%0S.%*3!

页"*(."*'

%*S!页"*'

%'3.0"S!

页"*'."'&

&*&*

&*&*

嘉庆二十三年四月

嘉庆二十三年五月

二十三.二十五 &$

日'

戊寅六月

合州文昌
?

求雨文 0$3!页"'&

!!!!

告城隍庙文 0$S!页"'&

求雨告龙神庙文 0%3!页"'"

同日告城隍庙文 0%3!页"'"

附九
?

雷雨坛式

及"九
?

回环式

道士 " U(

僧人

003.0*S!

页"'"."'%

合州禹王
?

求雨文 0'3!页"'%

九
?

坛诵文&0')字'

0'3.)#S!

页"'%."'0

&*&' 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

合州禹王
?

求雨文 )&3!页"'0

转九
?

碯字坛式 僧九(道士
)&S.)"3!

页"'0."')

先天碯字坛式
僧 七 ( 道

士四

)$3.)%3!

页"')."'(

-

下元己卯太岁一白

居中
九

?

三元太岁坛诵言 道士二
)03.)(S!

页"'(."'*

表格
$

明"本表据*双桂堂稿续编+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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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旗式设定

方位 旗色 旗面书字 书字
V

色

乾 黛青 乾 粉

W

白
W

墨

离 赤 离 墨

震 碧 震 粉

巽
]

巽 粉

坎 黑 坎 粉

艮 粉
3

艮 墨

坤 鹅
3

坤 墨

附表%#目前所见祈雨文诸版本

名称 现代出版&序文' 简称 出版地
可能年代Y出现

年份

& 祈雨科

青羊
?

&目
5

"祈雨文 '

&徐泽醇(陆费蠳(万贡

珍(杨炳(雷成朴'

二仙盭版 成都Y湖南

光绪三十二年

&&'#) 'Y道光二

十七年&&*%( '

" 祈雨科 藏外道书 "'

$ 祈雨科 三教拾遗 &&

% 求雨篇

丛书集成新编 ") 天壤 &山

东"福山王氏天壤阁0清末

王懿荣'

天壤阁版 山东
同治三年

&&*)% '

0

重刊纪慎斋

先生祈雨全

书!

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

全" &孙观
6

(徐泽醇记(

殳恩煦序'

重刊版 直隶
光绪二年

&&*() '

)

纪慎斋先生

求雨全书

丛书集成续编 %0 &钱塘殳

恩煦初辑!建德胡裕燕重

刊'

刻鹄斋版 杭州
光绪二十四年

&&*'* '

)* 蒋馥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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