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䝉
山
縣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群

峯

聯

絡

至

此

端

聳

春

夏

雲

氣

合

輙

雨

有

兩

霽

侯

廟

景

標

䝉

山

雨

霽

詩

見

藝

文

居
士
山
縣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山

下

泉

流

側

畔

石

室

有

古

剝

落

詳

隐

逸

唐

王

維

兄

弟

嘗

讀

書

扵

此

萬

暦

三

十

四

年

建

塔

本

山

以

巽

峰

冝

文

秀

三

十

七

年

偶

旱

劉

禆

村

人

妄

毁

之

可

歎

也

窰
頭
山
縣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穿

窰

取

炭

故

名

上

有

羊

腸

占

團
城
山
縣

治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趙

盾

避

難

遇

晚

令

軍

士

色

土

築

城

止

宿

故

名

猶

存

遺

跡

七
巖
山
縣

治

東

南

十

八

里

以

石

洞

凡

七

得

名

中

洞

最

奇

為

惠

應

聖

母

祠

相

傳

即

為

七

巖

不

知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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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其

一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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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餘

丈

廣

殺

三

之

一

高

可

二

丈

餘

形

覆

而

四

垂

雖

夏

旱

水

滴

如

散

珠

不

絶

最

後

一

井

斗

大

滴

水

長

注

不

盈

頻

取

亦

不

涸

旱

禱

輙

應

知

縣

王

立

愛

題

曰

惠

泉

井

之

上

一

小

巖

史

幽

可

爱

洞

隅

而

遽

正

對

夕

陽

恍

然

異

境

又

题

曰

惠

泉

苐

一

洞

天

有

聨

云

巖

窮

自

天

開

影

倒

夕

陽

洞

外

嵐

烟

頻

靄

翠

泉

流

從

石

出

机

㴠

太

極

箇

中

風

雨

驟

興

雲

景

標

七

巖

晚

㸃

詩

見

藝

文

右

一

岩

先

是

土

解

忽

現

巨

石

状

如

獅

好

事

者

因

而

肖

之

今

題

曰

獅

石

巖

側

北

一

巖

亦

奇

今

题

曰

寶

符

巖

取

趙

簡

子

藏

符

北

嶽

之

義

有

聯

云

北

嶽

幻

奇

日

暎

巖

扉

神

祕

南

天

来

爽

風

清

花

底

路

生

香

八
峰
尖
山
縣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一

山

八

峯

琵
琶
山
縣

治

東

南

十

五

里

以

形

名

紅
沙
山
縣

治

東

南

十

五

里

山

沙

盡

紅

故

名

武
峪
山
縣

治

東

南

十

五

里

有

蔵

孤

臺

見

古

蹟

熊
兒
水
山
縣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山

故

未

有

水

一

日

熊

入

山

中

往

眎

之

水

湧

出

遂

名

暖
窰
山
縣

治

東

南

四

十

里

以

氣

名

士

多

結

屋

讀

書

于

此

武
子
谷
山
縣

治

東

二

十

里

峰

巒

髙

峻

散

客

多

㳺

賞

五
石
峪
山
縣

治

東

二

十

里

雲

合

雨

十
八
盤
山
縣

治

東

三

十

里

盤

旋

而

上

一

十

八

轉

也

故

名

神
山
縣

治

東

北

十

五

里

平

地

壘

石

突

兀

如

盤

似

所

遺

而

成

元

好

問

嘗

讀

書

于

此

因

號

遺

山

有

一

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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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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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之

年

霜

檐

鉄

逈

絶

塵

俗

景

標

神

山

古

刹

詩

見

藝

文

聖
阜
山
縣

治

東

北

二

十

里

峻

聳

秀

特

舊

有

髙

楼

可

眺

遠

今

廢

下

出

温

泉

有

釣

魚

臺

蓮

花

池

五

僊

洞

仙

人

足

石

葢

勝

境

也

水

經

云

滹

沱

水

東

流

聖

人

阜

北

指

景

標

聖

阜

危

樓

詩

見

藝

文

牛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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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東

北

三

十

里

李

子

敬

避

居

于

此

人

號

李

牛

臺

五
公
山
縣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五

僊

煉

丹

扵

此

故

名

段
木
山
縣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青
石
山
縣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紫
石
山
縣

治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漆
郎
山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即

柏

樹

嶺

山

洞

内

刻

漆

郎

像

即

豫

讓

漆

身

處

也

洞

外

石

上

有

足

跡

馬

蹄

跡

鐵
石
山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其

石

重

黑

能

吹

鉄

大
小
龍
山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卧
虎
山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趙
老
懐
山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横
山
縣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衆

山

東

西

此

獨

南

北

故

名

鳳
凰
山
縣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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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戲

山

一

名

孤

山

列

如

品

字

名

三

泉

合

三

年

泉

北

楼

口

華

嚴

嶺

諸

水

西

流

出

繁

峙

縣

北

經

代

州

崞

縣

至

忻

口

東

折

入

㝎

襄

横

北

東

陵

遶

縣

治

如

帶

每

春

時

南

岸

堅

冰

先

泮

景

標

沱

水

冰

消

詩

見

藝

文

河

水

抵

五

臺

入

真

定

牧
馬
河
水

源

忻

州

西

南

白

馬

山

至

牛

尾

莊

合

諸

水

出

州

南

東

流

南

㝎

㐮

如

帶

東

北

入

滹

沱

河

水

經

云

白

馬

之

山

牧

水

出

焉

即

此

雲
中
久
由

安

義

縣

藍

臺

經

西

營

羊

房

村

東

北

入

滹

沱

河

俗

呼

天

草

河

三
會
泉
在

叢

䝉

山

麓

一

龍

液

泉

一

吕

布

池

一

娘

娘

池

並

出

合

流

厯

四

時

不

涸

浸

灌

数

里

平

蕪

一

望

緑

野

㐮

邑

稻

谷

出

于

此

與

太

原

晋

水

相

似

特

其

分

数

為

耳

景

標

三

會

清

泉

見

藝

文

温
泉
在

聖

山

下

有

三

穴

長

流

唐

龍

翔

中

嘗

賜

錦

憣

憧

盖

有

李

治

今

廢

暖
泉
在

龍

頭

山

麓

夏

凉

冬

暖

甘
泉
井
在

小

南

門

外

相

傳

趙

襄

子

時

所

味

極

甘

惠
民
井
在

西

門

外

正

徳

間

知

縣

張

荣

穿

至

今

民

賴

焉

都
里
額

編

二

十

里

後

并

一

十

九

里

在

城

為

廂

在

鄉

為

都
在
城
領
二
廂
三
都

南
関
廂
西

関

南

关

董

村

附

郭

水

地

少

厥

田

上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八

北
関
廂
東

関

北

関

莊

頭

山

附

郭

水

地

少

厥

田

上

待
陽
都
待

陽

村

南

邢

村

李

家

庄

地

多

下

湿

厥

田

上

上

劉
暉
都
劉

暉

村

南

王

村

窰

頭

村

地

多

陰

南

有

山

泉

厥

田

上

趙
村
都
趙

村

白

鹿

原

舊

建

保

祠

門

刻

畫

龍

更

名

龍

門

村

東

王

村

東

酈

村

東

刘

村

百

泉

嶠

地

無

水

厥

田

中

城
東
五
僊
鄉
領
五
都

王
村
都
小

王

村

南

西

酈

村

北

西

酈

村

崔

家

庄

王

進

村

師

家

湾

水

地

少

厥

田

中

胡

原
都
胡

原

神
山
村

史

家

岡

蒋

村

砂

村

髙

長

村

趙

家

庄

張

家

庄

戎

家

庄

牛

家

庄

南

庄

村

小

營

村

土

嶺

村

河

南

坪

水

頭

村

水

地

少

史

家

岡

磽

确

厥

田中

高
蔣
都
鎮

安

村

東

衛

村

西

衛

村

衛

青

出

㝎

㐮

擊

匈

奴

屯

兵

于

此

故

名

水

地

多

厥

田

上

上

牛
臺
都
牛

臺

村

芳

蘭

村

南

作

村

水

地

多

厥

田

上

上

青
石
都
青

石

村

山

頭

村

馬

家

窰

李

家

庄

地

無

水

厥

田

中

下

城
南
䝉
山
鄉
舊
領
四
都
今
拜
三
都

西
邢
都

西

邢

村

張

村

西

河

頭

村

西

营

村

庄

里

村

澤

里

村

北

藍

台

村

水

地

少

厥

田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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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村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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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伯

故

里

長

安

村

張

趙

村

南

藍

台

村

春

秋

智

㐮

子

自

衞

韓

康

子

魏

桓

子

趙

襄

子

同

宴

藍

台

有

文

台

武

台

故

名

水

地

多

厥

田

上

上

東
霍
都
中

霍

村

小

霍

村

西

霍

村

皆

霍

去

病

别

業

故

名

胡

村

鐔

村

白

家

莊

泉

水

地

厥

田

上

上

舊
冦
村
都
冦

村

嘉

靖

十

一

年

并

入

東

霍

充

下

五

甲

共

為

一

都

山

地

多

厥

田

下

下

城
西
北
鴻
鳳
鄉
領
三
都

廻
鳳
都
廻

鳳

村

南

林

木

村

北

林

木

村

此

地

後

凋

景

標

林

木

秋

光

詩

見

藝

文

賈

家

荘

李

家

荘

地

多

沙

厥

田

下

下

神
湯
都
南

受

羅

村

北

受

羅

村

向

陽

村

于

家

荘

上

湯

頭

村

下

湯

頭

村

林

里

村

水

地

多

厥

田

上

上

北
王
都
東

作

村

西

作

村

南

荘

村

北

荘

村

髙

村

黄

嘴

村

後

有

黄

土

崗

如

牛

形

嘴

前

為

村

故

名

水

地

多

厥

田

上

上

城
北
青
崇
鄉
領
三
都

辛
安
都
辛

安

村

無

畏

荘

許

村

馬

城

村

北

作

村

刘

念

村

嘴

子

村

地

燥

厥

田

下

季
荘
都
季

荘

村

此

地

先

荣

景

標

季

荘

春

色

詩

見

藝

文

丘

村

閆

家

荘

地

齐

厥

田

下

下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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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山

村

楊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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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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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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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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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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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仁

義

附

焉

自

無

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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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虞

其

不

然

者

則

習

俗

效

尤

者

耳

土

地

瘠

薄

則

少

産

少

産

則

民

貧

而

勢

無

奈

何

自

甘

逋

賦

不

頋

其

不

然

者

則

良

善

勉

彊

者

耳

定

㐮

國

初

編

户

二

十

里

後

并

入

村

于

東

霍

為

十

九

里

村

雖

疲

未

必

無

穫

一

入

東

霍

堅

逋

不

完

官

司

第

見

東

霍

并

都

之

額

完

已

過

半

不

知

村

十

未

完

一

二

也

是

村

借

束

霍

以

蔵

逋

而

東

霍

之

黠

者

又

借

村

之

逋

為

口

实

日

相

蒙

于

善

逋

中

靡

可

得

而

辯

也

莫

若

論

里

東

霍

冦

村

合

并

為

一

論

輸

納

東

霍

冦

村

仍

分

為

兩

饒

瘠

不

溷

催

科

自

明

至

于

各

里

土

地

之

肥

瘠

耳

目

共

睹

事

理

易

知

地

湧

三

泉

東

霍

為

最

乃

牛

吕

智

村

神

湯

北

王

髙

蒋

待

陽

以

次

亞

焉

刘

暉

北

关

南

关

横

山

又

以

次

亞

焉

胡

原

王

村

趙

村

又

以

次

亞

焉

青

石

西

邢

漸

不

及

格

辛

安

斯

下

矣

季

庄

冦

村

廻

鳳

則

瘠

疲

甚

也

故

論

額

賦

雨

暘

恒

若

之

嵗

廻

鳳

冦

村

季

庄

且

难

兾

十

之

六

七

即

天

災

流

行

之

嵗

東

霍

無

憂

少

减

十

之

一

二

它

則

未

免

出

入

于

天

時

人

事

間

而

未

可

懸

㝎

者

也

至

如

南

北

关

土

地

原

非

上

上

而

賦

不

少

逋

智

村

神

湯

諸

里

土

地

僅

亞

于

東

霍

而

積

逋

為

多

則

民

俗

醕

梗

之

分

耳

由

此

推

而

論

之

其

大

畧

概

可

睹

矣

然

亦

就

㐮

土

論

次

之

若

與

省

南

諸

土

地

並

较

饒

瘠

乂

非

其

倫

矣

是

可

為

㐮

賦

權

衡

也

烽
堠

智
村
墩

西
古
城
墩
俱

西

路

東
古
城
墩

王
進
村
墩
俱

東

路

小
王
村
墩

蔣
村
墩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一

芳
蘭
鎮
墩

青
石
墩
俱

東

北

路

智
村
土
堡
縣

治

西

南

十

五

里

張
村
土
堡
縣

治

南

十

里

鐔
村
土
堡
縣

治

南

十

里

待
陽
村
土
堡
縣

治

東

南

三

里

劉
暉
村
山
寨
縣

治

東

南

十

里

南
王
村
山
寨
縣

治

東

南

十

五

里

東
酈
村
土
堡
縣

治

東

十

里

鎮
安
村
山
寨
縣

治

東

北

十

五

里

至

元

間

恒

山

軍

作

乱

元

帥

樊

天

勝

築

寨

于

此

迁

台

州

之

民

以

避冦

神
山
村
山
寨
縣

治

東

北

十

五

里

即

在

本

山

壘

石

盤

崌

实

称

雄

鎮

蕎
麥
寨
縣

治

東

北

二

十

里

蔣

村

勢

極

峻

聳

與

神

山

寨

隔

河

相

峙

砂
村
山
寨
縣

治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芳
蘭
村
土
堡
縣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牛
臺
村
山
寨
縣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青
石
村
土
寨
縣

治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横
山
村
磚
堡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上
湯
頭
山
寨
縣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向
陽
村
土
堡
縣

治

西

北

三

十

里

長
安
村
土
堡
縣

治

西

十

里

藍
臺
村
土
堡
縣

治

西

十

五

里

水
利

滹
水
渠
起

湯

頭

村

東

遶

横

山

村

經

建

安

合

河

今

廢

元

好

問

記

見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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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二

通
利
渠
從

縣

北

過

沙

村

至

若

蘭

村

深

濶

各

一

大

初

間

於

宋

年

久

湮

塞

元

至

正

五

年

復

加

開

張

惟

善

記

見

藝

文

今

廢

北
受
羅
渠
起

忻

州

白

村

經

上

下

湯

頭

北

受

羅

于

家

莊

至

廻

鳳

西

沙

坡

馬
房
營
渠
起

下

湯

頭

入

馬

房

营

南
受
羅
渠
起

下

湯

頭

入

南

受

羅

村

北
莊
渠
起

馬

房

营

北

經

南

受

羅

入

北

荘

南
莊
渠
起

馬

房

营

南

經

南

受

羅

北

荘

南

庄

各

村

竟

扺

西

東

作

兩

村

黄
嘴
村
渠
起

代

郡

經

南

庄

黄

嘴

竟

抵

髙

村

林
木
村
渠
起

高

村

西

南

經

庄

頭

至

林

木

村

合

泉

水

灌

稻

田

丘
村
渠
趙

高

村

西

南

經

庄

頭

校

尉

营

入

丘

村

湾

藍
臺
村
渠
起

代

郡

經

西

营

村

入

藍

臺

南
関
渠
起

代

郡

北

經

西

营

西

河

頭

各

村

入

西

关

西
関
渠
起

代

郡

南

經

羊

房

村

入

西

关

北
関
南
渠
起

羊

房

村

西

經

古

城

傍

入

北

关

北
関
北
渠
與

南

渠

並

列

傍

大

河

東

行

竟

抵

石

牌

湾

神
山
村
渠
起

庄

頭

村

經

北

关

王

進

村

師

家

湾

入

神

山

即

通

利

渠

之

故

源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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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三

王
進
村
渠
從

縣

北

扺

師

家

湾

晋

府

屯

地

多

賴

焉

崔
家
莊
渠
起

庄

頭

經

北

关

入

崔

家

庄

淤

廢

萬

暦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立

爱

查

復

開

有

也

趙
家
營
渠
起

崔

家

庄

北

入

本

村

衛
村
南
渠
起

崔

家

荘

經

鎮

安

村

南

神

山

村

北

抵

南

作

村

合

牧

家

河

衛
村
北
渠
與

南

渠

並

行

從

鎮

安

村

中

厯

衛

村

抵

管

家

营

許
村
渠
趙

鎮

安

村

經

嘴

子

馬

城

各

村

竟

抵

刘

念

村

南
作
村
渠
起

衛

村

西

北

經

管

家

營

入

南

作

村

萬

暦

四

十

二

年

知

縣

王

立

爱

新

開

以
上
引
滹
沱
河
水

牧
水
渠
至

元

辛

未

間

開

自

智

村

南

引

水

入

古

城

由

西

酈

村

合

河

大

明

洪

武

二

十

七

年

忠

義

坊

副

使

高

茂

率

巨

族

按

跡

再

今

廢

智
村
南
渠
起

忻

州

北

霍

村

南

入

智

村

西

智
村
西
渠
起

本

村

西

南

入

村

東

智
村
新
渠
起

本

村

西

南

入

村

北

萬

暦

四

十

一

年

知

縣

王

立

爱

新

開

西
邢
村
渠
起

智

村

東

經

西

邢

入

張

趙

村

張
村
渠
起

西

邢

村

西

經

張

村

抵

董

村

以
上
引
牧
馬
河
水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四

鐔
村
渠
起

吕

布

池

合

流

北

抵

李

家

荘

分

四

小

渠

南
邢
村
渠
起

小

霍

池

經

南

王

南

邢

待

陽

各

村

至

趙

村

合

牧

河

有

記

中
霍
渠
起

三

會

泉

水

引

灌

村

小
霍
渠
起

吕

布

池

引

入

夲

村

以
上
引
泉
水

坵
墓

周
趙
襄
子
墓
在

城

東

五

里

許

周

遭

四

十

四

畝

三

分

六

釐

墓

占

一

十

一

畝

有

奇

外

為

學

田

萬

暦

三

十

年

間

墓

旁

先

後

裂

墜

二

孔

内

皆

甎

砌

空

濶

如

房

甎

形

薄

小

其

為

古

制

無

疑

必

当

日

從

塟

壙

穴

耳

四

十

三

年

知

縣

王

立

爱

墓

祭

告

見

藝

文

漢
霍
去
病
墓
西

邢

村

西

墓

地

無

幾

有

断

墓

文

一

千

四

字

銘

一

百

七

十

六

字

中

可

句

讀

處

起

云

霍

姬

姓

今

河

東

㝎

㐮

之

族

謂

後

世

漢

大

将

軍

霍

君

去

病

冠

軍

平

陽

人

子

死

國

除

愽

陸

之

胄

盡

于

孝

義

然

冠

軍

数

出

兵

雁

門

上

郡

翔

方

㝎

襄

豈

其

有

者

存

又

云

将

軍

同

知

八

畨

順

元

軍

民

宣

撫

司

事

霍

君

子

萬

出

㝎

㐮

善

騎

射

當

至

元

壬

午

元

酋

阿

察

反

四

川

湖

廣

雲

南

三

省

臣

合

擊

省

署

君

攝

于

夫

長

從

攻

會

关

破

之

又

云

制

授

武

畧

将

軍

順

元

軍

民

宣

撫

副

使

久

之

進

同

知

軍

民

宣

撫

司

事

守

武

莭

金

符

又

云

積

勤

四

十

年

按

幾

創

始

克

少

有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五

見

爵

眎

諸

侯

子

男

秩

獲

為

太

史

不

先

茔

又

云

嗣

人

後

即

無

庸

為

稽

以

紹

緒

厥

猷

王

父

諱

整

不

仕

又

云

㝎

㐮

今

忻

州

所

属

邑

其

族

數

百

人

以

東

西

小

霍

自

别

又

云

五

里

名

曰

西

興

里

為

茔

冠

軍

則

世

有

廟

祀

䝉

銘

曰

風

霆

伏

蔵

日

星

煌

二

儀

清

寧

維

之

祥

熊

砲

螭

張

齚

齒

奮

攘

宛

而

龍

馴

維

将

之

良

桓

嫖

姚

盪

馳

窮

荒

輪

臺

之

張

慙

徳

武

皇

维

武

莭

君

际

時

興

王

樹

奇

霡

霂

道

光

從

戎

西

南

反

側

是

匪

黷

武

為

極

其

愚

狂

兵

則

義

孰

其

方

彼

强

力

持

我

仁

徳

将

夫

為

将

之

所

劇

夷

其

亦

剷

其

棘

既

棘

而

夷

我

履

我

域

夷

奠

厥

居

皇

善

厥

徳

卉

裳

冠

文

嵗

事

納

錫

肆

庸

偏

裨

益

賛

其

職

歸

表

願

毛

雪

霜

餙

其

孝

思

有

事

㝎

㐮

載

隳

嵯

峩

鑱

刋

题

名

千

斯

世

先

茔

之

光

延

乙

未

前

翰

林

國

史

编

脩

官

李

洞

譔

内

切

要

及

所

叙

流

派

名

字

殘

毁

殆

盡

必

奸

人

私

其

墓

旁

餘

地

所

為

恨

尋

獲

之

晚

未

及

追

窮

其

故

耳

繹

思

義

大

都

去

病

後

代

子

孫

武

莭

君

功

成

之

後

刻

石

于

祖

茔

一

以

彰

先

人

之

舊

一

以

昭

继

述

之

光

前

豈

其

有

者

存

後

其

族

數

百

人

各

毁

二

字

意

必

為

子

孫

字

也

愽

陸

侯

霍

光

乃

去

病

異

母

弟

觀

博

陸

之

胄

盡

于

孝

義

則

㝎

㐮

之

霍

為

去

病

子

孫

可

知

也

叢

䝉

山

一

名

䝉

尖

有

雨

霽

侯

廟

相

傳

為

去

病

云

世

有

廟

祀

䝉

下

毁

二

字

必

為

尖

山

無

疑

其

曰

西

興

里

為

莹

豈

古

西

興

即

今

西

邢

耶

元
魏爾

朱
塋
墓
林

木

村



ZhongYi

定

襄

縣

誌

卷
之
一

地
理
十
六

唐
玄

奘
墓
龍

門

村

即

白

鹿

原

俗

呼

和

尚

圍

詳

僊

釋

宋
呼
延
賛
墓
横

山

村

鎮

國

寺

後

舊

有

文

今

廢

金
孫
九
鼎
墓
青

石

村

九

疇

九

億

附

塟

周

鼎
墓
南

王

村

元

好

問

撰

墓

表

見

藝

文

周
獻
臣
墓
附

鼎

側

王

利

用

撰

表

見

藝

文

薄
松
年
墓
芳

蘭

村

郭

郛

撰

墓

表

元
甄

有
墓
東

王

村

秀

附

塟

張
安
寧
墓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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