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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懼
盈
齋

輿
地
紀
勝
卷
第
一
百
三
十
四

文

選

樓

影

宋

鈔

本

東
陽
王
象
之
編
　
　
　
甘
泉
岑
　

鎔淦長
生

校
刊

福
建
路

邵
武
軍
　

昭

武

　

武

陽

樵

川

　

樵

陽

軍
沿
革

邵
武
軍
同
下
州

九

域

志

星
土
分
野
與
建
甯
府
同

元

自

建

州

割

邵

武

縣

爲

軍

治

故

星

土

分

野

與

建

甯

府

同

本
漢
冶
縣
之
地
吳
於
此
立
昭
武

縣
元

和

郡

縣

志

屬
建
安
郡

輿

地

廣

記

晉
武
平
吳
更
昭
武
曰
邵
武

沈

約

宋

志

云

吳

立

昭

武

晉

武

帝

更

名

曰

邵

武

象

之

謹

按

晉

改

昭

武

曰

邵

武

避

司

馬

昭

諱

也

故

晉

志

建

安

郡

下

有

邵

武

縣

而

無

昭

武

宋
齊
梁
因
之

宋

齊

志

建

安

郡

下

皆

有

邵

武

縣

隋
平
陳
郡

縣
俱
廢

隋

志

於

建

安

縣

下

註

云

舊

置

建

安

郡

平

陳

廢

則

建

安

諸

縣

之

廢

疑

在

此

時

尋
復
立

邵
武
縣
屬
撫
州

隋

志

臨

川

郡

下

有

邵

武

縣

註

云

開

皇

十

二

年

立

而

寰

宇

記

以

爲

十

八

年

廢

郡

縣

隸

撫

州

然

隋

志

於

建

安

縣

下

註

云

平

陳

郡

廢

則

廢

建

安

郡

自

是

開

皇

九

年

平

陳

之

時

而

撫

州

邵

武

縣

註

云

開

皇

十

二

年

復

立

則

立

邵

武

縣

之

初

卽

隸

撫

州

非

撥

隸

也

寰

宇

記

則

以

爲

廢

建

安

郡

撥

邵

武

縣

隸

撫

州

俱

在

開

皇

十

八

年

與

隋

志

不

類

當

從

隋

志

唐
屬
建
州

唐

志

建

州

邵

武

縣

下

註

云

本

隸

撫

州

七

年

以

邵

武

來

屬

建

州

正

觀

三

年

省

綏

城

縣

入

焉

石
晉
初
復
爲
昭
武
縣

圖

經

在

天

福

初

年

劉
漢
又
改
爲
邵
武
縣

圖

經

在

乾

祐

初

年

皇
朝
陞
爲
邵
武

軍
國

朝

會

要

及

九

域

志

並

云

在

太

平

興

國

五

年

以

建

州

邵

武

縣

建

軍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太

平

興

國

五

年

以

戶

口

繁

夥

路

當

要

衝

於

縣

置

邵

武

軍

從

轉

運

司

之

請

也

圖

經

以

爲

在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不

同

象

之

謹

按

長

編

云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十

一

月

辛

卯

以

建

州

邵

武

縣

爲

邵

武

軍

當

從

長

編

仍
割
建
之
二
縣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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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懼
盈
齋

屬
又
添
置
光
澤
縣
隸
焉
今
領
縣
四
治
邵
武

縣
沿
革

邵
武
縣

望

倚

郭

寰

宇

記

云

本

漢

東

候

官

之

地

也

建

安

元

年

孫

策

置

南

平

縣

吳

景

帝

三

年

改

爲

昭

武

縣

晉

太

康

三

年

改

爲

邵

武

縣

太

甯

元

年

又

改

爲

邵

陽

縣

宋

初

元

元

年

復

爲

邵

武

縣

屬

建

州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廢

邵

武

縣

隸

撫

州

唐

武

德

四

年

隸

建

州

晉

天

福

初

改

爲

昭

武

縣

漢

初

復

舊

國

朝

會

要

云

太

平

興

國

五

年

立

軍

自

建

州

來

隸

光
澤
縣

望

在

軍

西

八

十

里

寰

宇

記

云

本

邵

武

縣

地

圖

經

云

後

周

迄

我

宋

始

爲

財

演

鎭

至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以

邵

武

爲

軍

卽

鎭

置

縣

分

光

澤

鸞

鳳

二

鄉

以

隸

之

因

名

光

澤

國

朝

會

要

太

平

興

國

六

年

置

光

澤

縣

不

同

然

寰

宇

記

及

輿

地

廣

記

並

在

太

平

興

國

六

年

與

會

要

合

當

從

會

要

泰
甯
縣

望

在

軍

南

一

百

四

十

里

圖

經

云

本

古

綏

城

縣

地

唐

末

分

置

歸

化

場

僞

唐

保

大

中

廢

場

爲

鎭

周

顯

德

五

年

陞

爲

縣

屬

建

州

國

朝

會

要

云

太

平

興

國

五

年

自

建

州

隸

邵

武

軍

圖

經

云

元

豐

八

年

按

察

使

張

汝

賢

奏

係

內

地

乃

名

歸

化

准

勅

改

泰

甯

國

朝

會

要

云

元

祐

元

年

改

歸

化

縣

爲

泰

甯

縣

不

同

象

之

謹

按

元

豐

九

域

志

亦

以

元

豐

八

年

來

上

而

九

域

志

於

邵

武

軍

尙

載

歸

化

而

不

言

泰

甯

縣

則

改

歸

化

爲

泰

甯

當

在

元

祐

元

年

建
甯
縣

望

在

軍

西

二

百

四

十

五

里

圖

經

云

本

將

樂

縣

地

新

唐

志

邵

武

縣

下

註

云

舊

隸

撫

州

舊

唐

志

云

武

德

四

年

置

建

州

領

綏

城

等

六

縣

而

新

唐

志

武

德

四

年

析

置

綏

城

縣

隸

建

州

七

年

以

邵

武

屬

緩

城

正

觀

三

年

又

省

綏

城

而

入

邵

武

寰

宇

記

云

黃

巢

叛

鎭

將

兵

禦

黃

巢

有

功

土

人

陳

巖

爲

福

建

觀

察

使

表

爲

義

甯

軍

治

其

後

廢

爲

永

甯

鎭

又

改

爲

永

安

場

皇

朝

建

隆

元

年

江

南

李

唐

陞

爲

建

甯

縣

開

寶

八

年

平

江

南

入

版

圖

國

朝

會

要

云

太

平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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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懼
盈
齋

國

五

年

自

建

州

來

隸

風
俗
形
勝

人
性
獷
直
尙
氣
治
生
勤
儉
力
農
重
穀
然
頗
好
儒
所
至

村
落
皆
聚
徒
敎
授
有
古
之
遺
意

武

陽

志

儒
雅
之
俗
樂
善

之
俗

昭

武

人

喜

以

儒

術

相

高

是

爲

儒

雅

之

俗

里

人

獲

薦

登

第

則

厚

贐

慶

賀

是

爲

樂

善

之

俗

並

武

陽

志

儒
學
之
風
尤
盛

胡

寅

軍

治

記

弦
誦
之
聲
相
聞

葉

祖

洽

泰

甯

縣

記

東

抵
富
沙
西
抵
旴
江
南
抵
臨
汀
北
抵
廣
信

武

陽

志

前
據
重

岡
後
帶
鹿
水

胡

寅

軍

治

記

三
峯
峙
其
南
一
水
界
其
北

武

陽

記

其
土
夷
曠
其
氣
淸
淑
其
勢
蜿
蟺
抱
負
如
在
碧
玉
環
中

武

陽

志

東
南
名
壘

胡

寅

重

建

軍

治

記

甌
閩
之
西
戶

胡

寅

重

建

軍

治

記

山

水
州

袁

轂

元

豐

間

知

郡

嘗

作

詩

云

本

是

林

泉

客

來

居

山

水

州

古
之
名
鎭

鄭

事

道

石

鼓

感

應

廟

記

二
龍
爭
珠

軍

學

前

有

二

山

止

直

門

屏

蜿

蜓

如

江

之

水

湄

中

睨

圓

峯

若

相

拏

攫

兆

曰

此

│

│

│

│

廷

試

必

有

魁

亞

聯

名

者

何
潭
流
斗
角
此
地
出
三
元
之
䜟

武陽

志

遊
魚
生
鬣
出
侍
郞
之
䜟

故

老

相

傳

戶
口
繁
夥
路
當
要
衝

建

軍

奏

疏

見

軍

沿

革

左
延
平
右
旴
江
前
瞰
鄞
水
側
睨
章
貢

葛

隲

武

陽

志序

昭
武
居
上
四
州
之
上
游
其
封
畛
與
江
東
西
接

武

陽

志

景
物
上

東
山

在

建

甯

縣

東

一

里

南
樓

在

南

街

南
軒
　
西
齋

並

在

郡

治

天
湖

在邵

武

縣

平

灑

高

山

之

頂

黃
溪

在

泰

甯

縣

南

朱
石

在

泰

甯

縣

南

突

兀

高

聳

石

如

朱

鼓
石

在泰

甯

縣

西

十

五

里

形

圓

如

鼓

旗
山

在

泰

甯

縣

北

山

如

旌

旗

之

狀

瑞
榴

海

錄

碎

事

云

郡

庭

有

石

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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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懼
盈
齋

二

株

士

人

視

所

實

之

數

以

爲

登

科

之

信

熙

甯

庚

戌

有

雙

實

於

木

末

又

有

附

枝

而

雙

實

者

是

歲

葉

祖

洽

上

官

均

名

在

一

二

何

與

京

同

榜

祖

洽

詩

云

已

分

桂

葉

爭

雲

路

不

負

榴

花

結

露

枝

靈
泉

在

登

高

山

泉
山

在

邵

武

縣

東

樵
溪

在

邵

武

縣

梅
溪

輿

地

廣

記

云

在

泰

甯

縣

鍾
石

在

泰

甯

縣

巾
山

在

邵

武

縣

北

十

里

鳳
山

在

泰

甯

縣

西

龍
窟

在

邵

武

縣

東

三

十

里

麀
溪

在

邵

武

縣

蕭

子

開

建

安

記

云

邵

武

縣

衆

山

西

北

來

開

溪

源

出

縣

西

烏

嶺

撫

州

南

城

界

謂

之

│

│

東

流

下

與

密

溪

爲

合

東

南

至

萬

福

亭

入

縣

界

龍
鬬

在

邵

武

縣

西

二

十

里

三
溪

輿

地

廣

記

云

在

建

甯

縣

景
物
下

會
景
亭

在

熙

春

臺

東

南

前

視

井

邑

萬

瓦

鱗

次

左

瞰

淸

流

右

臨

碧

巘

凝
香
堂

太

守

之

燕

寢

也

雅
歌
堂

在

郡

治

燕
喜
堂

在

雅

歌

堂

之

右

淸
心
堂

在

郡

治

熙
春
臺

在城

西

登

高

山

之

頂

蓮
花
峯

在

郡

之

水

北

佛
桑
山

在

邵

武

縣

讀
書
堂

在

泰

甯

縣

西

十

五

里

爲

李

公

綱

作

也

瑞
光
巖

在

泰

甯

縣

讀

書

堂

在

其

右

明
遠
樓

在

映

川

亭

之

南

環
翠

閣
在

通

判

廳

雙
峯
石

在

泰

甯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絶

頂

有

洞

仙

人

奕

局

存

焉

鄕

人

梯

險

以

上

求

嗣

尤

驗

雙
仙
峯

在

建

甯

縣

三
郞
石

在

泰

甯

縣

五
峯
院

在

邵

武

縣

南

一

里

七
臺

山
在

邵

武

縣

東

百

里

九
盤
嶺

在

泰

甯

縣

九
龍
池

在

天

慶

觀

唐

正

觀

元

年

觀

之

東

北

池

忽

有

九

龍

見

焉

九
峯
院

在

邵

武

縣

東

百

二

十

里

山

有

九

峯

因

名

百
丈
巖

在

泰

甯

縣

寶

雲

巖左

百
丈
嶺

在

建

甯

縣

乃

閩

楚

分

界

鳥

道

懸

絶

昔

無

諸

越

王

築

臺

之

所

潮
魚
山

在

邵

武

有

三峯

天
馬
山

在

郡

之

北

金
雞
嶂

在

建

甯

縣

牛
眼
石

在

泰

甯

縣

北

十

里

峩
眉

嶂
在

建

甯

縣

獅
子
巖

在

泰

甯

縣

鶴
冲
溪

源

出

寶

積

小

竹

等

衆

山

合

流

入

大

溪

俗

傳

昔

有

鶴

冲

天

因

名

九

域

志

亦

有

鶴

冲

雞
籠
山

在

邵

武

縣

又

有

│

│

峯

在

建

甯

縣

雞
鳴
山

在邵

武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廬

絳

叛

兵

入

閩

居

民

未

知

避

賊

夜

有

雞

鳴

山

頂

人

皆

起

而

賊

適

至

一

方

免

敓

攘

之

苦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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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懼
盈
齋

以

名

之

龍
門
溪

九

域

志

龍
圖
石

在

泰

甯

縣

龍
焙
監

建

州

建

安

縣

南

鄉

秦

漢

溪

里

地

以

本

州

出

銀

鑛

皇

朝

開

寶

八

年

置

場

收

銅

銀

至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升

爲

│

│

│

凡

管

七

監

龍
湖

山
在

邵

武

縣

西

五

十

里

寶

乘

禪

院

在

焉

唐

僖

宗

子

圓

覺

禪

師

道

場

龍
平
潭

在

建

甯

縣

有

異

物

潛

焉

潭

可

漑

田

萬

畝

其

旁

居

民

有

享

年

百

二

歲

者

騏
驎
洲

在

泰

甯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昔

越

王

嘗

戲

馬

于

此

故

名

止
馬
亭

在

邵

武

縣

西

一

百

六

十

里

釣
魚
臺

在

城

西

熙

春

臺

之

陰

飛
猿
嶺

在

邵

武

縣

西

一

百

七

十

里

建

安

記

云

猿

猱

之

所

飛

走

故

名

白
水
冲

邵

武

縣

九

十

里

有

瀑

布

百

丈

上

有

菴

可

以

逃

暑

白
鼠
村

在

邵

武

縣

南

父

老

相

傳

昔

有

白

蛇

白

鼠

相

鬭

白
鹿
山

舊

傳

山

有

白

鹿

故

名

烏
君
山

在

光

澤

縣

秦

漢

之

代

有

徐

仲

仙

者

於

此

山

遇

神

仙

妃

偶

多

假

鳥

皮

爲

羽

飛

走

上

下

故

名

出

寰

宇

記

烏
嶺
山

在

邵

武

縣

西

北

三

百

里

以

其

與

烏

君

山

連

接

因

名

魏

王

泰

坤

元

錄

云

邵

武

北

有

庸

嶺

一

名

烏

頭

有

大

蛇

長

七

八

丈

爲

患

巫

言

啖

童

女

其

都

尉

估

賃

人

家

婢

子

八

月

祭

送

蛇

穴

已

九

女

矣

將

樂

縣

李

誕

有

六

女

無

男

小

女

名

奇

及

受

雇

應

之

奇

買

好

劒

乃

作

數

石

米

飱

用

蜜

灌

之

以

置

穴

口

蛇

夜

出

奇

放

犬

咋

蛇

奇

從

後

以

劒

斫

之

蛇

踴

出

至

庭

而

死

出

寰

宇

記

玲
瓏
山

在

邵

武

縣

長
樂

村
建

安

記

云

後

漢

時

此

川

居

民

殷

富

地

土

廣

濶

孫

策

欲

將

檢

其

江

左

時

隣

郡

亡

逃

或

爲

公

私

苛

亂

悉

投

於

此

因

是

有

長

樂

將

檢

二

村

之

名

出

寰

宇

記

棲
眞
巖

在

泰

甯

縣

西

三

十

里

昔

梅

子

眞

修

煉

之

所

有

朝

斗

石

採

藥

澗

猶

存

鑪
峯
山

在

泰

甯

縣

治

之

西

金
鐃
山

在

泰

甯

縣

東

二

十

里

山

極

高

大

盤

跨

建

甯

歸

化

二

邑

鳴
鐃
山

九

域

志

按

圖

經

云

越

王

無

諸

嘗

畋

獵

於

此

鳴

鐃

載

旗

因

名

筆

笏
石

在

泰

甯

縣

南

七

十

里

雙

峙

雲

外

遠

有

卓

筆

植

笏

之

象

武

陽

志

登
高
山

在

郡

城

亦

謂

之

甘

露

巖

山

有

三

舊

謂

之

靈

泉

三

峯

熙

春

臺

在

其

北

斯

美

堂

其

南

憩

亭

在

其

中

各

占

一

峯

大
洋
障

在

建

甯

縣

邵
武
溪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水

源

出

飛

猿

嶺

東

南

流

經

縣

麻
姑
山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俗

傳

麻

姑

寓

此

山

修

道

因

名

王
母
池

在

天

慶

觀

內

仙
人
石

在

光

澤

縣

道
人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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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懼
盈
齋

在

邵

武

縣

南

八

十

里

王
仙
嶺

在

建

甯

縣

羅
漢
巖

在

邵

武

縣

魁
星
橋

在

泰

甯

縣

君

子
峯

在

泰

甯

縣

道
人
峯

在

軍

治

負

長

溪

面

樵

水

秀

峙

於

城

南

數

十

里

外

爲

羣

山

之

冠

然

而

去

譙

門

不

十

許

步

吉
老
菴

在

熙

春

臺

之

西

菴

北

向

凡

城

北

之

山

水

皆

面

焉

寶
雲
巖

在

泰

甯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號

西

巖

甘
露
巖

在

泰

甯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外

有

石

門

天

成

景

物

奇

絶

郡

城

亦

有

│

│

│

聖
水
巖

在

泰

甯

縣

西

瑞

溪

十

五

里

巖

中

有

三

石

乳

下

垂

其

大

四

五

圍

桃
源
溪

出將

樂

縣

界

入

尤

溪

縣

保
安
院

在

泰

甯

縣

西

茂

林

勝

景

中

有

西

菴

葉

祖

洽

遊

憩

之

所

瑞
雲
院

在

泰

甯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坐

倚

石

峯

面

直

大

溪

靈
泉
院

報

恩

寺

在

郡

西

唐

末

大

潙

禪

師

駐

錫

于

此

靈

泉

湧

出

號

│

│

│

香
嚴
院

在

邵

武

縣

東

十

里

卽

南

唐

龔

謹

儀

捨

宅

所

造

初

謹

儀

使

南

漢

爲

劉

鋹

所

囚

乃

許

捨

宅

爲

寺

數

日

得

釋

雲
蓋
山

在

龍

潭

在

泰

甯

縣

西

九

十

里

有

瀑

布

泉

三

十

餘

丈

雲

際
嶺

在

邵

武

縣

北

寶
蓋
巖
院

在

泰

甯

縣

北

三

十

里

殿

堂

廊

廡

處

巖

下

瑞
峯
巖

院
在

泰

甯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與

羅

漢

丹

霞

二

巖

鼎

峙

中

有

五

百

金

羅

漢

葉

祖

治

諸

公

有

詩

古
迹

故
義
甯
軍

武

陽

志

故
綏
城
縣

武

陽

志

廢
烏
坂
城

寰

宇

記

云

在

邵

武

縣

南

三

里

建

安

記

云

昔

越

王

拒

漢

其

城

六

此

一

也

走
馬
城

在

邵

武

縣

南

十

里

梁

正

明

中

土

人

吳

師

僻

與

弟

師

講

爲

福

州

鎭

遏

使

防

扞

鄕

境

故

名

鶴
冲
水
樂
安
宮

建

安

記

云

越

王

似

七

百

里

山

澗

之

地

畋

獵

縱

樂

高
平
苑

建

安

記

云

越

王

校

獵

之

所

樂
野
王
宮

在

邵

武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越

王

遊

賞

之

行

宮

也

今

樂

城

里

樂

坂

之

上

有

古

基

猶

存

越
王
渡

在

邵

武

縣

孔
子
山

在

泰

甯

縣

野

鴨

湖

其

旁

有

仙

人

足

跡

湖

水

瑩

徹

或

秋

雨

初

晴

隱

然

聞

絲

竹

之

音

故

亦

呼

爲

孔

子

山

越
王
塚

在

泰

甯

縣

西

五

里

高

踰

數

十

丈

世

傳

人

觸

之

則

有

風

雨

之

異

陳
巖
墓

在

建

甯

縣

之

西

官
吏



 

輿
地
紀
勝
　

卷
一
百
三
十
四
福
建
路

邵
武
軍

　
　
　
　
　
七

懼
盈
齋

石
中
立

字

表

臣

洛

陽

人

淳

化

中

知

軍

政

尙

寛

簡

後

參

知

政

事

陳
從
易

字

簡

夫

泉

州

晉

江

人

景

德

初

知

軍

事

專

務

以

德

化

民

蘇
爲

祥

符

中

知

郡

事

政

尙

淸

簡

在

昭

武

時

有

十

詩

人

所

傳

誦

後

袁

轂

作

守

讀

其

詩

因

爲

詩

云

手

掬

樵

溪

塵

可

濯

恨

無

雄

筆

維

蘇

爲

宋
咸

字

貫

之

建

陽

人

至

和

中

知

軍

事

重

建

公

廨

創

學

舍

又

買

田

歲

收

米

五

百

斛

以

給

生

徒

李

泰

伯

作

莊

田

記

曹
修
睦

靑

箱

雜

記

司

封

│

│

│

深

達

性

理

知

軍

事

張
士
遜

光

化

軍

人

景

德

初

知

邵

武

縣

專

任

德

化

嘗

卽

聽

訟

之

所

手

植

海

棠

因

以

名

亭

旣

登

台

衮

後

人

封

植

以

比

甘

棠

周
表
權

知

泰

甯

自

爲

文

以

戒

生

子

不

舉

民

從

之

溺

者

稍

息

袁
轂

元

豐

七

年

知

軍

事

有

詩

云

本

是

林

泉

客

來

居

山

水

州

又

云

滄

浪

不

須

濯

纓

上

本

無

塵

徐
壽

建

安

人

知

泰

甯

有

惠

愛

不

受

監

司

敷

鹽

之

命

吳
逵

字

公

路

建

陽

人

政

和

中

知

泰

甯

縣

愛

民

如

保

赤

子

馭

吏

如

束

濕

邑

號

產

茶

之

地

舊

敷

茶

引

錢

額

過

重

申

上

司

蠲

其

半

邑

人

爲

立

生

祠

劉
彜

治

簿

書

恤

孤

寡

作

陂

池

敎

種

植

平

賦

斂

抑

豪

猾

扼

游

墮

凡

所

以

惠

民

者

無

不

至

也

類

其

事

爲

一

書

曰

法

範

尹
師
魯

知

光

澤

縣

召

試

館

職

上
官
均

熙

甯

三

年

廷

試

第

二

元

豐

初

除

監

察

御

史

言

蔡

確

持

法

刻

深

謫

知

光

澤

縣

勸

率

鄉

民

立

義

杜

死

喪

患

難

聞

鼓

聲

畢

至

治

務

寛

大

以

德

化

民

章
元
振

建炎

初

知

泰

甯

縣

盜

賊

四

起

元

振

遂

據

險

立

砦

遷

民

帑

庾

於

中

與

百

姓

堅

守

闔

境

獲

金

張
毣

南

京

人

文

定

公

方

平

其

從

祖

也

登

崇

甯

第

建

炎

初

知

軍

事

敵

犯

江

西

遣

使

約

毣

降

附

毣

怒

斬

其

使

先

是

毣

子

申

陷

敵

和

議

成

申

欲

取

其

父

朝

廷

下

衢

趣

遣

行

毣

與

宰

相

秦

檜

書

謂

以

子

召

父

不

孝

背

德

犯

順

不

忠

誓

不

與

逆

子

俱

生

上

聞

而

憐

之

得

不

遣

事

見

衢

州

志

王
洋

字

元

渤

楚

州

人

紹

興

十

年

宋

昭

武

有

袁

氏

夫

死

詣

郡

投

牒

丐

他

適

洋

視

禳

經

之

下

紅

裳

微

露

且

無

戚

容

命

械

繫

之

一

掠

而

服

果

毒

死

其

夫

獄

具

將

刑

郡

丞

疑

徙

獄

延

平

吐

實

如

初

訖

坐

腰

斬

人
物

黃
亘

邵

武

人

居

母

喪

廬

墓

三

年

有

芝

草

產

墓

側

唐

正

觀

中

旌

表

門

閭

張
巨
錢

邵

武

人

居

母

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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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懼
盈
齋

廬

墓

十

三

年

永

淳

初

蠲

其

賦

役

龔
謹
儀

字

世

則

邵

武

人

仕

南

唐

爲

禮

侍

開

寶

初

入

貢

太

祖

宣

問

曰

知

卿

嘗

往

廣

南

彼

事

何

如

│

│

奏

嶺

南

恃

去

朝

廷

遠

妄

自

尊

大

帝

曰

朕

今

貽

書

與

李

國

主

卿

宜

爲

朕

賫

往

廣

南

招

之

│

│

歸

遂

持

李

煜

書

赴

廣

南

爲

劉

鋹

所

囚

數

日

乃

釋

之

龔
頴

靑

箱

雜

記

云

頴

邵

武

人

先

事

江

南

歸

朝

爲

侍

御

史

嘗

憤

叛

臣

盧

絳

殺

其

叔

愼

儀

又

害

其

家

後

絳

來

陛

見

舞

蹈

次

頴

遽

前

以

笏

擊

而

踣

之

太

祖

驚

問

其

故

頴

曰

臣

爲

叔

父

復

讎

非

有

他

也

因

俯

伏

頓

首

請

罪

極

言

絳

狼

子

野

心

不

可

畜

太

祖

卽

下

令

誅

絳

義

頴

而

赦

之

李
巽

皇

朝

類

苑

云

巽

邵

武

人

累

舉

不

第

爲

鄉

人

所

侮

曰

李

秀

才

應

舉

空

去

空

迴

不

知

席

帽

甚

時

得

離

身

至

是

應

舉

乃

遺

鄉

人

詩

曰

當

年

蹤

跡

困

埃

塵

不

意

乘

時

亦

化

鱗

爲

報

鄉

閭

親

戚

道

如

今

席

帽

已

離

身

蓋

國

初

猶

襲

唐

風

士

子

皆

曳

袍

重

戴

出

則

以

席

帽

自

隨

巽

與

王

禹

偁

相

友

善

今

小

畜

集

有

送

李

仲

權

赴

官

序

卽

巽

也

上
官
凝

字

成

叔

邵

武

人

登

慶

厯

第

調

銅

陵

尉

官

滿

有

老

叟

十

數

人

送

至

境

上

饋

藥

數

器

行

數

里

發

之

皆

白

金

也

追

而

反

之

曰

奉

法

循

理

非

私

汝

也

詎

以

公

義

而

受

私

惠

耶

高
照

字

景

昇

邵

武

人

登

慶

厯

第

任

虔

州

司

理

時

郡

有

盜

驅

脅

良

民

捕

者

利

賞

誣

以

眞

盜

將

悉

論

死

照

察

其

枉

出

繫

者

百

餘

人

吳
處
厚

邵

武

人

神

宗

朝

皇

嗣

屢

闕

│

│

上

言

程

嬰

杵

曰

全

趙

氏

孤

最

爲

忠

義

欲

乞

朝

廷

稍

加

訪

求

二

人

書

奏

卽

勅

河

東

路

尋

訪

二

人

遺

跡

得

於

絳

州

封

嬰

成

信

侯

杵

臼

忠

智

侯

立

廟

歲

時

祭

祀

從

│

│

│

之

請

也

有

靑

箱

集

行

於

世

黃
通

字

介

夫

邵

武

人

賦

詩

狀

福

州

風

景

有

春

歸

萬

木

不

知

老

潮

上

百

川

皆

倒

行

之

句

葉
祖
洽

神

宗

初

革

聲

律

命

以

策

廷

試

多

士

祖

洽

陳

數

千

言

貫

穿

古

今

擢

爲

第

一

黃
履

邵

武

人

哲

宗

徽

宗

朝

兩

爲

尙

書

右

丞

以

言

鄒

浩

當

徙

善

地

被

謫

又

以

復

后

事

追

貶

郴

州

團

練

副

使

上
官
均

邵

武

人

元

祐

初

爲

殿

中

侍

御

史

紹

聖

初

爲

右

正

言

以

忤

時

宰

與

外

任

後

與

元

祐

黨

籍

謝
如
意

邵

武

人

宣

和

間

爲

南

劒

州

司

錄

時

福

唐

兵

叛

害

其

帥

柳

庭

俊

擁

衆

數

千

勤

王

道

出

延

平

如

意

乃

白

太

守

曉

以

禍

福

守

卽

遣

如

意

往

諭

之

衆

皆

聽

命

乃

面

縛

兇

渠

二

十

餘

人

赴

郡

斬之

李
綱

字

伯

紀

爲

右

史

宣

和

改

元

京

師

大

水

上

疏

謫

監

沙

縣

稅

後

爲

名

相

吳
點

邵

武

人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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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懼
盈
齋

蔡

京

有

舊

崇

甯

初

京

拜

右

僕

射

點

爲

太

僕

寺

丞

首

求

去

京

不

樂

終

身

以

郡

倅

處

之

淵

聖

受

禪

擢

知

漳

州

遂

再

掛

觀

繫

年

錄

仙
釋
神

徐
仲
山

秦

漢

時

於

烏

君

山

遇

仙

妃

多

假

鳥

皮

羽

飛

走

上

下

今

有

烏

君

村

有

九

龍

觀

九

龍

見

于

池

馮
觀
國

夷

堅

志

云

邵

武

人

游

方

外

遇

異

人

得

內

丹

之

法

自

稱

無

町

畦

道

人

寓

宜

春

二

年

言

人

吉

凶

盡

驗

或

有

誚

其

醉

狂

者

觀

國

以

詩

謝

之

云

踏

遍

紅

塵

四

百

州

幾

多

風

月

是

良

儔

朝

來

應

笑

酡

顏

叟

道

不

相

侔

風

馬

牛

又

述

懷

詩

云

謾

假

人

倫

來

混

世

只

將

酒

盞

度

流

年

潛

修

功

德

歸

何

處

笑

指

瀛

洲

返

洞

天

紹

興

三

十

年

端

坐

而

逝

李

觀

民

爲

郡

守

命

塑

其

身

於

治

平

觀

大
乾
廟

邵

武

惠

應

廟

在

軍

西

五

十

里

大

乾

山

閩

士

多

往

致

禱

郡

人

張

鳳

紹

興

甲

子

冠

鄉

書

旣

下

第

丁

卯

再

試

欲

改

賦

爲

經

義

夢

僧

持

鉢

盂

中

有

詩

曰

賦

中

千

里

極

歸

依

衣

鉢

成

章

露

翠

微

乃

用

賦

復

魁

薦

千

里

者

重

字

也

高

宇

得

詩

曰

碧

瓦

朱

簷

天

外

聳

黃

花

六

葉

掌

中

開

才

登

第

娶

黃

司

業

女

六

娘

爲

妻

碧

瓦

朱

簷

高

字

也

建

安

詹

必

勝

兄

弟

三

人

得

詩

曰

萬

里

無

雲

天

一

色

秋

風

吹

起

雁

行

高

紙

上

倒

書

之

時

紹

興

己

卯

秋

闈

同

預

薦

季

弟

名

居

上

仲

稍

次

之

兄

最

在

下

葉

堯

明

得

詩

曰

十

日

陰

泥

雨

今

朝

喜

乍

晴

浪

平

龍

角

穩

風

細

馬

蹄

輕

遂

登

第

延

平

鄭

良

臣

赴

舉

其

父

禱

焉

夢

判

官

送

詩

曰

筆

頭

掃

落

三

千

士

賜

與

君

家

一

二

名

良

臣

是

年

以

第

三

名

薦

碑
記

王
氏
石
銘

夷

堅

志

云

邵

武

人

危

氏

者

大

觀

二

年

葬

其

親

於

郡

西

塔

院

下

路

傍

踰

月

雨

過

視

墳

側

隱

然

有

痕

掘

之

得

銀

酒

盃

二

銅

水

缶

及

鏡

銘

一

又

得

埋

銘

石

其

文

曰

琅

琊

王

氏

女

江

南

熙

載

妻

丙

申

閏

七

月

葬

在

石

城

西

諸

器

皆

依

古

而

制

度

精

巧

非

世

工

可

及

吏
隱
堂
銘

葉

儀

鳳

撰

云

樵

溪

之

水

淸

漱

玉

樵

嵐

之

山

翠

可

掬

溪

水

之

湄

山

之

足

上

有

寒

梅

擁

脩

竹

武
陽
志

高

光

編

葛

隲

序

樵
川

集
黃

璋

序

李
丞
相
祠
堂
記

在

軍

學

晦

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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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懼
盈
齋

詩道
路
先
經
毛
竹
嶺
風
煙
漸
邇
刺
桐
花
舟
停
漁
浦
猶
爲

客
縣
入
樵
溪
似
到
家

方

雄

飛

送

人

宰

永

泰

溪
上
千
峯
碧
玉
環
瞰

溪
臺
榭
紫
雲
間
鳥
啼
花
落
非
人
世
似
在
金
鼇
山
上
山

葉

儀

鳳

城
南
城
北
草
如
茵
緣
水
靑
山
眼
界
新
更
問
樵
溪

何
處
是
滿
城
桃
李
萬
家
春

前人

邦
人
遊
冶
處
盡
在
月
輪

中
袁轂

曉
瘴
萬
重
煙
漠
漠
春
臺
四
顧
俗
熙
熙
天
鍾
秀
氣

魁
文
陛
池
湧
仙
源
接
武
夷

前人

手
掬
樵
溪
塵
可
濯
恨
無

雄
筆
繼
蘇
爲

前人

營
古
杳
難
尋
白
石
山
靈
慚
未
識
烏
君

同人

筍
供
四
序
庖
相
繼
酒
釀
多
年
飮
易
醺

同上

吾
閩
山
水

州
佳
麗
發
於
邵
中
有
登
高
山
逈
與
蓬
萊
肖
萬
家
雞
犬

環
四
面
城
池
繞
木
老
煙
蒼
蒼
天
低
雲
杳
杳

黃

通

遊

熙

春

臺

柳

綠
藏
樵
市
桃
紅
覆
酒
家

袁

轂

樵

州

江
上
臘
梅
村
人
家
半
掩

門
夕
陽
連
野
色
落
葉
破
煙
痕

上

官

凝

天
惠
樵
陽
豈
厚
哉

文
翁
旌
斾
兩
回
來

黃

通

寄

宋

咸

訟
庭
無
事
意
徘
徊
長
嘯
西

風
酒
滿
林
溪
上
小
樓
秋
色
裏
一
番
新
鴈
趁
雲
來

黃

通

秋

興

桂
華
歲
歲
吐
秋
風
香
滿
磎
城
十
里
中

李綱

地
回
仙
島
風

光
別
人
在
春
臺
笑
語
温
事
簡
民
淳
知
帝
力
時
和
歲
稔

荷
天
恩

李詳

簾
捲
虛
明
十
二
欄
翛
然
身
世
尙
人
間
怪
來

拾
得
無
塵
句
放
出
雲
屏
幾
疊
山

同上

江
南
煙
雨
蔽
征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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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懼
盈
齋

行
近
樵
陽
景
漸
眞
鳥
語
乍
聞
如
夢
寐
林
光
初
見
長
精

神
葉

祖

洽

鳳
凰
臺
上
山
吞
月
白
鷺
洲
邊
水
接
天

葉

宗

諤

愛

重
八
九
月
登
臨
高
下
樓
紅
雲
白
處
起
寒
瀨
泊
漁
舟

蘇爲

閩
嶺
皆
何
在
東
南
千
里
遙

温

公

送

張

景

陽

知

邵

武

軍

四
六

矧
樵
川
之
豐
壤
據
閩
越
之
上
游
臺
聳
熙
春
瞰
萬
家
之

井
邑
堂
高
斯
美
環
千
里
之
江
山

方

澤

致

語

矧
兹
武
陽
近
在

閩
越

葉

晦

叔

到

任

謝

表

武
陽
郡
下
路
貫
八
州
樵
溪
岸
頭
水
分

一
派

王

洋

造

橋

疏

七
閩
奥
壤
八
郡
名
區
推
樵
水
之
上
游
限

長
江
之
東
境

王

洋

上

梁

文

右
轄
中
台
昭
武
兼
昭
文
之
盛
龍

頭
榜
眼
紅
榴
呈
紅
桂
之
祥

同上

輿
地
紀
勝
卷
第
一
百
三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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