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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泰 《会稽志》是由南宋沈作宾修，施宿等人编纂，陆游作序的绍兴地区重要的地方志之一。

全志共２０卷，涉及许多方面内容，难免会产生一些纰漏。如卷７《宫观寺院》所载：“龙瑞宫在县
东南二十五里，有禹穴及阳明洞天……宫正居会稽山南，峰嶂遒肳。”① 指明龙瑞宫的具体方位在

会稽县东南２５里处，位于会稽山南。旁有禹穴和阳明洞天。然在卷９《山》：“宛委山在县东南一
十五里……山下有栖神馆，唐改为怀仙馆，今为龙瑞宫。”② 宛委山是会稽山的组成部分，位于会

稽县东南１５里处，龙瑞宫即处于其山下。现于宛委山龙瑞宫遗址后的飞来石上有记载：“宫自黄帝
建候神馆，宋尚书孔灵产入道，奏改怀仙馆。神龙元年，再置。开元二年，敕叶天师醮；龙现，敕

改龙瑞宫。”③ 相传黄帝时便在宛委山下建候神馆，南朝宋的尚书孔灵产将其名奏改为怀仙馆。唐神

龙元年 （７０５），重建怀仙馆；开元二年 （７１４），朝廷下令叶天师在此设醮祈福，因见神龙故改名为龙
瑞宫。根据留下的大量诗词考证，龙瑞宫直至明代晚期彻底衰败，至今遗址尚存，故其位置从未有变。

龙瑞宫附近的山也有记载：“射的山在县南一十五里。《旧经》云，山西石室乃仙人射堂也，东峰上

有射的，遥望山壁有白点，如射侯。”④ 射的山位于宛委山的正东面，两者相隔颇近。射的山间有一处

很大的白壁，如同箭射之的；而龙瑞宫所处的宛委山山顶处有一凹陷的石堂，被称为射堂。传说神仙

正是在此将箭射至对面射的山上，相关的神话故事流传至今。这些遗迹至今尚存。嘉泰 《会稽志》对

于 “宛委山”与 “射的山”的地理位置记载完全一致，都在会稽县东南１５里处。因此处在宛委山下
的龙瑞宫的地理位置也应在会稽县东南１５里，而不是卷７所记载的 “龙瑞宫在县东南二十五里”。

此外，在查阅现今尚存的绍兴地方志时，发现包括嘉泰 《会稽志》在内共有６种地方志记
载了龙瑞宫。其中万历 《会稽县志》、万历 《绍兴府志》、康熙 《会稽县志》的记载皆为：“在

宛委山下，其旁为阳明洞天。”⑤ 编修于万历三年 （１５７５）的 《会稽县志》显然已发现对于龙瑞

宫地理位置的记载有误，故改为 “在宛委山下”，巧妙地予以修正。后两者则是承袭了这种修

正。而乾隆 《绍兴府志》与道光 《会稽县志》则完全引用嘉泰 《会稽志》对 “龙瑞宫”的记

载，故仍属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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