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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望

之

名

遂

泯

非

之

甚

矣

幸

而

墨

本

未

泯

寺

有

藏

焉

申

儒

與

太

守

許

公

蠲

金

俾

主

僧

介

山

之

中

度

地

於

善

卷

壇

西

平

坡

礱

石

以

亭

其

上

匾

楚

望

舊

名

又

卽

壇

前

臨

江

迫

岸

別

爲

亭

名

臨

眺

善

卷

壇

雲

深

之

閒

又

爲

亭

名

仰

止

云

府

志

後

俱

圮

因

楚

望

亭

址

建

八

方

樓

明

季

燬

於

兵

嘉

慶

四

年

邑

人

重

建

善

卷

亭

北
亭
縣
北
郡
守
竇
常
建
劉
禹
錫
有
記
今
圮

通

志

東
亭
縣
東
沅
水
濱
禹
錫
有
詩
今
圮

通

志

子
胥
亭
在
漢
壽
城

賀

志

　

劉

禹

錫

漢

壽

城

春

望

詩

自

注

古

荆

州

刺

史

治

亭

其

下

有

子

胥

廟

並

楚

王

故

墳

李

廷

選

郡

志

辨

案

子

胥

去

楚

走

昭

關

渡

江

抵

姑

蘇

其

伐

楚

也

由

像

章

溯

漢

五

戰

至

郢

破

楚

掘

平

王

墓

考

其

道

里

皆

與

今

武

陵

無

涉

大

抵

鄕

民

慕

其

人

而

祠

祀

之

耳

招
屈
亭
縣
東
南
沅
水
濱

一

統

志

　

劉

禹

錫

武

陵

書

懷

詩

序

招

屈

亭

今

郡

城

東

南

亭

舍

其

所

也

方

輿

勝

覽

招

屈

亭

在

城

南

相

傳

三

閭

大

夫

以

五

月

五

日

由

黔

中

投

汨

羅

土

人

以

舟

救

之

爲

何

由

得

渡

河

之

歌

楊

嗣

昌

武

陵

競

渡

畧

武

陵

城

外

舊

有

招

屈

亭

劉

禹

錫

詩

云

昔

日

居

鄰

招

屈

亭

競

渡

曲

云

招

屈

亭

前

水

東

注

是

競

渡

始

於

武

陵

斯

隋

志

競

會

亭

上

之

驗

其

地

本

名

屈

原

巷

相

近

有

小

港

口

三

閭

河

蓋

原

生

平

所

游

集

也

賀

志

東

門

外

濱

江

有

屈

原

廟

廟

前

有

招

屈

亭

劉

禹

錫

撰

碑

記

唐

龍

朔

中

縣

令

蔡

朝

英

重

修

且

刊

石

以

紀

其

事

今

俱

圮

　

案

亭

址

今

爲

民

居

歲

輸

地

租

以

供

祭

祀

斯

隋

志

句

疑

誤

楚
春
申
君
宅
開
元
寺
址

明

一

統

志

　

方

輿

勝

覽

春

申

坊

卽

春

申

君

故

宅

龍

志

府

署

在

珠

履

坊

相

傳

爲

春

申

君

館

址

賀

志

府

北

開

元

寺

相

傳

爲

春

申

君

宅

今

入

爲

府

第

李

廷

選

郡

志

辨

常

州

武

進

有

申

澗

澗

分

上

中

下

皆

春

申

君

府

第

處

然

則

郡

城

所

謂

春

申

府

第

及

珠

履

坊

者

或

鄕

人

因

其

故

宅

而

張

侈

之

耶

　

案

史

記

考

烈

王

元

年

封

歇

淮

北

十

二

縣

十

五

年

徙

封

吳

明

一

統

志

載

河

南

光

州

有

黃

歇

宅

江

南

蘇

州

府

有

黃

堂

松

江

府

上

海

縣

有

春

申

浦

常

州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地

理

志

　

古

蹟

　
五

府

有

黃

公

山

無

錫

江

陰

武

進

縣

有

黃

城

申

浦

申

澗

皆

□

□

跡

陸

應

暘

廣

輿

記

汪

旦

瑋

水

道

考

均

同

其

府

第

不

應

在

□

第

歇

楚

人

武

陵

本

楚

地

歇

嘗

居

此

亦

未

可

知

然

不

可

考

矣

漢
靑
陵
館
縣
治
南

通

志

　

明

一

統

志

漢

李

陵

爲

臨

沅

令

後

没

匈

奴

邑

人

思

之

爲

立

是

館

宋

王

象

之

輿

地

碑

目

漢

靑

陵

館

碑

在

武

陵

縣

城

西

西

明

寺

有

臺

云

李

陵

爲

臨

沅

令

遊

息

於

此

有

古

碑

漫

滅

不

可

讀

　

案

漢

書

陵

本

傳

未

嘗

爲

臨

沅

令

此

説

恐

屬

附

會

晉
伍
朝
宅
府
治
東

一

統

志

梁
沈
約
臺
縣
西
南
五
里
福
光
寺

賀

志

　

輿

地

名

勝

志

沈

公

臺

碑

在

城

西

福

光

寺

竹

林

中

今

猶

存

古

碑

題

額

六

字

云

重

遊

沈

公

臺

記

碑

字

漫

滅

記

謂

沈

約

爲

沅

南

令

一

統

志

案

約

傳

未

嘗

令

沅

又

案

宋

時

武

陵

屬

郢

州

蔡

興

宗

爲

郢

州

刺

史

引

約

爲

安

西

外

兵

參

軍

兼

記

室

約

必

曾

至

武

陵

故

有

此

臺

非

令

沅

也

府

志

沅

水

之

南

有

福

光

寺

其

側

有

邱

古

樟

一

株

垂

蔭

數

畝

相

傳

爲

沈

約

讀

書

臺

唐
開
元
寺
府
治
前

府

志

　
︹
唐

郭

湜

高

力

士

傳
︺
高

力

士

流

巫

州

以

寶

應

元

年

終

於

朗

州

開

元

寺

案

開

元

寺

今

失

所

在

據

方

輿

勝

覽

云

開

元

寺

址

春

申

君

宅

墓

在

焉

龍

志

云

府

署

卽

春

申

館

址

考

明

時

府

署

甚

潤

春

申

墓

在

頭

門

內

則

自

墓

以

北

及

署

地

皆

古

開

元

寺

址

也

又

案

楊

嗣

昌

梁

山

記

引

武

陵

舊

志

云

府

北

開

元

寺

今

入

藩

邸

似

指

故

樂

王

府

言

未

知

孰

是

梁
山
廟
碑

唐

元

和

四

年

董

侹

立

　

府

志

陽
山
廟
碑

唐

太

和

元

年

刺

史

劉

端

夫

立

　

府

志

賽
陽
山
文

唐

劉

端

夫

禱

陽

山

文

凡

五

不

著

書

人

名

氏

以

太

和

九

年

立

　

府

志

陽
山
神
祠
二
碑

唐

蕭

城

書

　

通

志

畧

武
陵
草
堂

賀

志

　

舊

志

草

堂

不

知

建

始

何

人

唐

楊

浚

有

五

言

古

詩

一

首

考

浚

開

元

時

官

校

書

郎

玩

詩

意

蓋

當

時

隱

居

者

作

見

藝

文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地

理

志

　

古

蹟

　
六

五
代
周
行
逢
西
府
相
傳
卽
今
府
治

一

統

志

　

夫

周

羽

翀

三

楚

新

錄

行

逢

以

武

陵

爲

西

府

宋
天
王
院
碑
建
隆
元
年
丞
相
范
質
書

府

志

宋
普
安
郡
王
府
卽
常
德
軍
節
度
使
第
後
爲
總
兵
署

舊

志

寶
藏
二
字
宋
米
芾
書
在
乾
明
寺
今
存

賀

志

教
子
堂
故
縣
治
內
唐
介
作
尉
時
建

一

統

志

有
教
子
堂
碑
韓
琦
作

記
蔡
襄
書

金

石

錄

歸
老
橋
縣
西
三
里
白
馬
湖
柳
拱
辰
隱
於
此
蘇
轍
有
康
樂
樓
天

眞
堂
詩
曾
鞏
有
歸
老
橋
記

俱

見

藝

文

一

統

志

　

方

輿

勝

覽

柳

拱

辰

其

先

青

州

人

五

季

避

地

荆

楚

爲

武

陵

之

靑

陵

人

年

六

十

卽

有

□

冠

之

志

創

亭

於

靑

陵

館

名

橋

曰

歸

老

古

泉

山

館

金

石

文

編

案

曾

鞏

元

豊

類

藁

有

歸

老

橋

記

爲

拱

辰

作

也

考

靑

陵

村

名

今

併

入

東

流

村

案

南

豐

記

不

言

柳

□

名

字

蘇

子

由

寄

題

武

陵

柳

氏

康

樂

樓

天

眞

堂

詩

亦

不

言

名

字

惟

黃

山

谷

江

西

道

院

賦

序

云

元

祐

入

年

武

陵

柳

侯

子

□

守

筠

又

書

筠

州

學

記

後

云

柳

侯

名

平

字

子

儀

武

陵

人

或

據

此

遂

疑

柳

侯

柳

氏

皆

指

子

儀

子

儀

拱

辰

子

逐

以

記

中

先

人

屬

拱

辰

然

子

儀

自

元

祐

八

年

守

□

其

𦤺

仕

必

更

在

後

時

南

豐

已

前

於

元

豐

時

没

矣

記

果

出

自

誰

手

乎

□

意

子

由

所

謂

柳

氏

當

屬

子

儀

玩

康

樂

樓

詩

云

千

里

筠

陽

猶

靜

治

筠

陽

卽

筠

州

也

天

眞

堂

詩

云

永

懷

前

輩

無

因

見

猶

喜

諸

郎

有

此

人

前

輩

卽

拱

辰

也

南

豐

所

謂

柳

侯

自

是

拱辰
石
壇
精
舍
碑
府
東
一
里
黃
龍
陂
上
宋
丁
易
東
建
以
教
生
徒
並

捐
己
田
養
之
立
碑
於
舍
旁
年
久
殘
缺

府

志

朱
子
書
易
説
卦
出
師
表
石
刻

龍

志

　

賀

志

宋

乾

道

閒

朱

子

書

孔

子

易

繫

辭

説

卦

三

節

凡

八

碑

在

府

學

明

倫

堂

東

壁

依

堂

壁

逆

行

正

統

三

年

戊

午

厯

年

二

百

五

十

舊

刻

漫

滅

知

府

周

鼎

重

刻

教

授

廬

陵

劉

慶

有

跋

今

俱亡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地

理

志

　

古

蹟

　
七

宋
臥
碑

在

府

學

內

一

係

大

觀

元

年

刻

石

一

係

湻

祐

元

年

刻

石

一

係

湻

祐

六

年

御

書

白

鷺

書

院

教

條

　

府

志

秀
水
斗
門
字
在
縣
學
西
宋
端
平
元
年
常
德
太
守
龔
頴
篆

府

志

天
慶
觀
碑
管
師
復
集
柳
公
權
書
今
失
考

府

志

雙
松
亭
縣
北
八
十
里
文
殊
山
上
黃
庭
堅
有
詩
見
藝
文

一

統

志

明
臥
碑
在
府
學
內
洪
武
十
三
年
刻
石

府

志

明
榮
王
府
府
治
西
北
一
里
惠
安
王
府
富
城
王
府
東
門
內
貴

溪

王
府
西
門
內
福
甯
王
府
永
春
王
府
俱
同
城

明

一

統

志

一

統

志

　
︹
明

史

地

理

志
︺
常

德

府

武

陵

宏

治

四

年

八

月

建

榮

王

府

一

統

志

宏

治

四

年

封

憲

宗

第

十

二

子

祐

樞

於

此

龍

志

榮

府

在

常

德

府

西

北

宏

治

十

一

年

命

工

部

郎

中

陳

珂

卽

總

鎮

舊

閫

營

拓

之

正

德

四

年

復

命

郎

中

張

謐

重

修

孫

起

鵬

弔

舊

梳

妝

樓

詩

序

靑

陽

閣

相

傳

廢

藩

內

宮

梳

妝

處
︹
府

志
︺
今

火

藥

局

舊

傳

爲

榮

府

內

殿

局

中

尙

有

陛

石

石

磉

諸

遺

蹟
︹
府

志

稿
︺
嘉

慶

中

建

試

院

於

靑

陽

閣

西

街

民

舍

內

掘

得

大

磉

十

餘

蓋

其

地

俱

榮

府

基

也

︹
明

一

統

志
︺
又

有

福

甯

王

府

惠

安

王

府

永

春

王

府

富

城

王

府

貴

溪

王

府

俱

同

城

徐

學

謨

湖

廣

總

志
︺
正

德

以

來

封

郡

王

者

五

福

甯

惠

安

永

春

富

城

貴

溪

皆

莊

王

出

福

甯

永

春

不

嗣

案

福

甯

永

春

府

今

失

考

思
樂
亭
枉
山
上
宏
治
十
一
年
郎
中
陳
珂
建
今
廢

賀

志

雙
鶴
軒
故
縣
治
內
知
縣
應
能
建

賀

志

世
寶
堂
城
內
太
僕
寺
卿
楊
褫
建

賀

志

靜
芳
亭
縣
西
高
吾
山
中
兵
部
尙
書
陳
洪
謨
建

府

志

　

明

一

統

志

陳

洪

謨

以

老

乞

歸

築

高

吾

書

院

著

有

靜

芳

亭

集

四

庫

書

目

提

要

亦

云

築

室

高

吾

山

甲

所

著

有

靜

芳

𢳣

稿

則

靜

芳

亭

當

在

今

平

鹿

二

山閒
寓
賢
閣
西
門
外
上
石
櫃
二
聖
寺
左

賀

志

　
︹
楊

嗣

昌

武

陵

競

渡

畧
︺
寓

賢

閣

圮

久

矣

寓

賢

者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地

理

志

　

古

蹟

　
八

誰

本

朝

薛

文

淸

爲

御

史

監

沅

州

銀

場

往

來

巡

寓

王

文

成

迕

逆

瑾

謫

赴

龍

場

旅

寓

處

也
︹
一

統

志
︺
明

王

守

仁

謫

龍

場

驛

時

過

此

與

邑

人

蔣

信

冀

元

亨

講

學

潮
音
閣
寓
賢
閣
右
王
守
仁
有
詩
見
藝
文

賀

志

桃
岡
精
舍
四
字
石
坊
縣
東
城
外
湛
若
水
爲
邑
人
蔣
信
立

府

志

勅
書
樓
府
治
西
春
官
學
士
陳
思
育
建

府

志

參

　

案

府

志

作

春

官

學

士

陳

春

宇

考

賀

志

陳

可

禹

傳

云

春

官

學

士

陳

思

育

題

其

墓

蓋

思

育

曾

爲

少

詹

兼

侍

讀

學

士

則

春

宇

或

思

育

之

字

耶

榮
藩
梁
山
石
橋
碑
龍
膺
譔

府

志

九
芝
堂
縣
西
城
內
萬
厯
時
龍
膺
建

府

志

稿

　

龍

膺

九

芝

集

始

予

同

孝

廉

兄

讀

書

龍

田

池

亭

遞

產

芝

二

迨

歲

癸

巳

子

卜

築

西

郭

列

阜

如

戴

匡

五

色

神

芝

吐

葩

錯

綺

煜

煜

九

本

色

相

各

殊

因

名

堂

曰

九

芝

又

谿

園

六

記

序

西

第

九

芝

堂

花

石

奇

秀

華

榱

曲

榭

亦

稱

君

子

之

居

靑
蓮
社
枉
山
乾
明
寺
左

府

志

　
︹
唐

待

徵

德

山

志
︺
靑

蓮

社

郡

人

詩

社

龍

膺

嘗

攜

酒

飲

袁

中

郎

於

此

兵
部
員
外
蔣
經
墓
表
嘉
靖
甲
寅
蔣
信
譔

府

志

東
壁
館
故
縣
治
東
知
縣
鄒
毓
祚
建

府

志

陶
節
婦
碑
縣
西
上
林
寺
東
萬
厯
二
十
三
年
陳
一
能
立

府

志

調
元
閣
下
南
門
內
崇
禎
三
年
知
府
鄭
時
舉
建

府

志

夕
堂
府
學
東
賀
奇
建

府

志

永
思
堂
縣
治
內
知
縣
楊
鵬
翱
建

府

志

稿

心
遠
亭
西
門
外
南
察
院
後

賀

志

涵
碧
亭
小
西
門
外

府

志

樂
止
亭
來
月
亭
俱
缺
考

賀

志



 

武
陵
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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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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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古
德
禪
院
四
字
唐
裴
休
書
在
乾
明
寺
今
存

胡

焯

古

德

禪

院

刻

石

記

此

古

德

禪

院

四

字

唐

荆

南

節

度

使

裴

休

爲

德

山

宣

鑒

和

尙

書

也

裴

書

他

不

多

見

最

著

者

惟

圭

峯

傳

法

碑

其

人

與

柳

誠

懸

同

時

端

甫

塔

則

裴

文

而

柳

書

圭

峯

碑

則

柳

文

而

裴

書

兩

人

之

以

文

字

相

友

善

可

知

而

裴

書

之

在

當

時

自

名

一

家

亦

可

想

見

矣

宣

鑒

和

尙

者

俗

稱

爲

金

剛

僧

蓋

苦

行

卓

越

能

通

其

教

者

嘗

說

法

於

德

山

之

孤

峯

頂

爲

釋

家

所

尊

崇

故

裴

爲

書

此

刻

石

其

事

具

見

髙

僧

傳

自

唐

至

今

千

年

此

寺

之

燬

而

復

興

者

數

矣

此

石

沈

霾

泥

沙

中

今

復

顯

於

世

豈

非

文

字

之

氣

如

明

珠

寶

劍

有

不

可

摩

滅

者

耶

道

光

十

四

年

署

知

府

邳

州

王

君

於

寺

後

溝

中

搜

得

之

二

十

一

年

署

知

府

陽

曲

黃

君

與

郡

人

士

築

屋

覆

宋

元

諸

碑

嵌

此

石

於

牆

余

以

庶

吉

士

假

歸

至

石

前

審

視

久

之

前

後

題

識

漫

滅

而

大

唐

字

形

宛

然

其

字

大

徑

六

寸

面

目

情

神

與

圭

峯

碑

字

如

影

在

鏡

蓋

一

望

而

知

其

爲

裴

書

矣

爾

時

忽

促

未

及

題

識

至

今

又

十

二

年

偶

思

及

之

慮

賞

鑒

家

未

暇

深

考

而

紀

載

者

或

譌

傳

不

辨

也

因

記

其

畧

寄

歸

刻

石

於

旁

俾

後

來

者

有

所

考

焉

學
易
處
碑
在
縣
學
東
齋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徐
昌
夏
馮
志
沂
爲
教

諭
王
枏
立

清
白
泉
府
堂
西
詳
見
山
川

論
曰
古
今
人
不
相
見
所
傳
信
者
蹟
耳
信
而
不
傳
是
謂
蔑
古

傳
而
不
信
是
謂
誣
古
武
陵
自
善
卷
而
後
代
多
勝
蹟
其
或
荒

頽
齾
蝕
者
有
之
抑
或
影
響
附
合
者
有
之
信
以
傳
信
疑
以
傳

疑
厥
蹟
庶
不
至
就
湮
耳

武
陵
縣
志
卷
之
六
終
　
　
　
　
　
　
　

同

治

癸

亥

鋟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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