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期於不惑，重域洗合界沉氛，层次融别构气象；

明世乃从心，积行延并时俊士，累动聚异方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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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上、下联首字嵌寿翁名讳。

【应期】此处“应”字发第四声（去声）。“应期”两解 : 一、“应验期许”；二、“顺应期运”。三国魏曹植《制 
                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于赫四圣，运世应期。” 南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陛 
                下应期万世，接统千祀。”章炳麟《箴新党论》:“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絶伦。”

【不惑】《论语 • 为政》:“子曰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以“不惑”喻四十之年。

【重域】此处“重”字发第二声（上平声）；昔年有点化流派开创性理论。

【合界】两解：一、“整个界域”；二、“合成之界域”。

【沉氛】阴沉之气。《南齐书 • 高帝纪上》:“浮祲亏辰，沉氛晦景。”

【层次】昔年有点化流派开创性方法。

【别构】两解：一、“不同结构”；二、“独特的结构”。

【气象】1. 景色，景象。唐阎宽《晓入宜都渚》诗：“回眺佳气象，远怀得山林。”
                2. 气度，气局。《新唐书 • 王丘传》:“（王丘）气象清古，行修絜，于词赋尤高。”
                3. 情状，态势。唐鲍溶《古鉴》诗 :“古鉴含灵气象和，蛟龙盘鼻护金波。”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卷五： 
                  “石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
                4. 气概，气派。元陈以仁《存孝打虎》第二折 :“恨不的莽拳头打挫牙关，八面威气象全无， 十石力                    
                    身躯软瘫。”
                5. 气韵，风格。唐韩愈《荐士》诗 :“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宋秦观《史
                    籀李斯》:“今汉碑在者皆隶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观其气象，岂敢遂信 以为秦人书？”

【明世】明察世事。

【从心】《论语 • 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以“从心（所欲）”喻七十之年。

【积行】两解：一、“长年业行”；二、“累积业行”。明唐顺之《工部侍郎顾璘诰辞》之六 :“昔在周时，诸
                侯累功积行以致爵位。”

【延】  引导；引入；迎接。《礼记 • 曲礼上》:“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郑玄注 :“延，道也。”《文
                选 • 扬雄〈甘泉赋〉》:“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羣神。” 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延，导也。”  
                唐王昌龄《赵十四兄见访》诗 :“客来舒长簟，开合延清风。” 

【并时】一时；同时。《后汉书 • 逸民传 • 矫慎》:“﹝慎﹞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  
                称，然皆推先于慎。”宋曾巩《〈类要〉序》:“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书属余序，余与公
                仕不并时，然皆临川人，故为之论次，以为公书其首。”

【累勋】两解：一、“长年勋业”；二、“累积勋业”。唐白居易《唐银青光禄大夫安定皇甫公墓志 铭》:“（公） 
               自武骑尉累勋至上柱国，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旋食而庙向祖考。”《文房四谱 • 砚谱》引文嵩《即
                墨侯石虚中传》云 :“石虚中，字居默，南越人，因累勋绩，封之即墨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