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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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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野

　
　
　
　
　
一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知
縣
事
毘
陵
張
奉
書
纂
修

星
野
考

昔
黃
帝
命
臾
蓲
占
星
鬬
苞
授
規
正
日
月
星
辰
之
象

於
是
乎
有
星
官
之
書
逮
周
禮
保
章
氏
以
星
土
辨
九

州
之
地
所
封
之
域
皆
有
分
星
以
觀
妖
祥
甘
石
以
降

占
騐
紛
紛
其
說
互
異
唐
宋
以
後
明
史
天
文
志
最
確

盖
天
有
歲
差
之
殊
地
有
里
差
之
别
不
因
地
以
測
諸

差
因
諸
差
以
測
宮
度
難
與
言
分
野
也
新
都
介
在
廣

漢
蜀
郡
之
交
井
鬼
分
野
或
據
晉
書
郡
國
所
入
宿
度

以
爲
入
參
幾
度
誤
矣
兹
詳
列
諸
史
同
異
庶
覧
者
可

參
觀
而
得
焉
作
星
野
考

史
記
天
官
書
二
十
八
舍
主
十
二
州
益
州
爲
參
分

漢
書
巴
蜀
分
井
鬼
參
又
云
觜
𧥅
參
主
益
州

晉
書
天
文
志
自
東
井
十
六
度
至
柳
八
度
爲
鶉
首
又
參
七

度
益
州
入
又
州
郡
𨇠
次
云
觜
參
魏
益
州
廣
漢
入
參
一

度
越
嶲
入
觜
三
度
蜀
郡
入
參
一
度
犍
爲
入
參
三
度
䍧

牱
入
參
五
度
巴
郡
入
參
八
度
漢
中
入
參
九
度
益
州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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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
七
度

容
齋
隨
筆
曰
十
二
國
分
野
上
屬
二
十
八
宿
其
爲
義

多
不
然
前
輩
固
有
論
之
者
矣
其
甚
不
可
曉
者
莫
如

晉
天
文
志
謂
自
畢
至
東
井
爲
實
沈
於
辰
在
申
魏
之

分
野
也
屬
益
州
且
魏
分
晉
地
得
河
內
河
東
數
十
縣

於
益
州
亦
不
相
干
謬
亂
如
此
而
出
於
李
淳
風
之
手

豈
非
蔽
於
天
而
不
知
地
乎

隋
書
梁
益
於
天
官
上
應
參
之
宿

唐
書
劔
南
道
盖
古
梁
州
之
域
漢
蜀
郡
廣
漢
犍
爲
越
嶲
益

州
䍧
牱
巴
郡
之
地
總
爲
鶉
首
分

宋
史
益
梓
利
夔
四
路
分
井
鬼
又
曰
東
井
輿
鬼
鶉
首
也
盡

巴
蜀
漢
中
之
地

明
史
井
鬼
分
四
川
布
政
司
所
屬

河
圖
括
地
象
岷
山
之
下
爲
井
絡
帝
以
會
昌
神
以
建
福
言

蜀
之
分
野
也
午
山
張
庭
云
井
絡
卽
鶉
首

華
陽
國
志
仰
禀
參
伐
蜀
紀
帝
居
房
心
決
事
參
伐
是
爲
蜀

分
春
秋
元
命
苞
觜
參
流
爲
益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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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
經
太
白
主
華
陰
山
凉
州
雍
州
益
州
熒
𤉹
主
輿
鬼
柳
七

星
張
翼
軫
太
白
主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璇
璣
者
謂
北
極

星
也
玉
衡
者
謂
斗
九
星
也
玉
衡
第
二
星
主
益
州
常
以

五
亥
曰
候
之
乙
亥
爲
漢
中
丁
亥
爲
永
昌
己
亥
爲
巴
郡

蜀
郡
䍧
牱
辛
亥
爲
廣
漢
癸
亥
爲
犍
爲
凡
七
郡

丹
元
子
步
天
籟
天
帝
西
垣
第
四
星
曰
巴
五
曰
蜀

天
文
占
候
太
白
主
畢
觜
鎮
星
主
井
五
車
卿
星
弧
矢
星
俱

主
益
州

一
統
志
成
都
府
井
鬼
分
野
鶉
首
之
次

論
曰
星
野
之
說
尙
已
或
曰
始
春
秋
梓
慎
禆
竈
諸
家

或
曰
戰
國
術
士
以
當
時
所
有
國
上
配
天
象

理

道

要

訣

云

周

季

上

配

天

象

有

十

三

國

呂

氏

云

十

二

次

盖

戰

國

言

星

者

以

當

時

所

有

之

國

分

配

之

或
口
自

軒
后
以
來
故
世
紀
言
黃
帝
推
分
星
次
以
定
律
度
今

考
所
載
國
名
則
言
戰
國
者
近
是
其
占
驗
之
法
言
人

人
殊
雍
主
魁
冀
主
樞
靑
兖
主
機
揚
徐
主
權
荆
主
衡

梁
主
開
陽
豫
主
搖
光
此
繫
之
北
斗
者
也
星
紀
吳
越

玄
枵
齊
娵
訾
衞
降
婁
魯
大
梁
趙
實
沈
晉
鶉
首
秦
鶉

火
周
鶉
尾
楚
壽
星
鄭
大
火
宋
析
木
燕
此
繫
之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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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宿
者
也
歲
星
主
齊
吳
熒
𤉹
主
楚
越
鎮
星
主
王
子

太
白
主
大
臣
辰
星
主
燕
趙
此
繫
之
五
星
者
也
天
道

在
西
北
而
晉
不
害
歲
在
越
而
吳
不
利
歲
滛
玄
枵
而

宋
鄭
饑
歲
弃
星
紀
而
周
楚
惡
歲
在
豕
韋
而
蔡
禍
歲

及
大
梁
而
楚
凶
此
繫
之
歲
星
者
也

俱

見

地

理

通

釋

陳

氏

論

其

立
說
最
異
者
則
有
若
謂
漢
從
歲
宋
從
填
唐
從
熒
𤉹

以
一
代
分
屬
一
星

見

日

知

錄

謂
岍
爲
角
岐
爲
亢
荆
山
爲

氐
壺
口
爲
房
以
禹
貢
諸
山
分
配
二
十
八
宿

詳

見

朱

錫

鬯

跋

李

淳

風

乙

巳

占

於
是
甲
以
爲
輊
乙
以
爲
軒
楚
以
爲
鳬
越
以

爲
鳦
羣
言
淆
亂
幾
成
聚
訟
之
塲
此
孔
頴
達
洪
邁
羅

泌
諸
儒
所
爲
各
發
疑
義

孔

氏

曰

星

紀

在

於

東

北

吳

越

實

在

東

南

魯

衛

東

方

諸

侯

遙

屬

戍

亥

之

分

又

三

家

分

晉

方

始

有

趙

而

韓

魏

無

分

趙

獨

有

之

漢

書

地

理

志

分

郡

國

以

配

諸

次

其

地

分

或

多

或

少

鶉

首

極

多

鶉

火

甚

狹

徒

以

相

傳

爲

說

其

源

不

可

得

聞

洪

氏

論

見

前

羅

氏

口

春

秋

戰

國

地

每

遷

變

三

晉

未

分

晉

果

何

分

秦

㧞

西

河

魏

當

何

屬

周

旣

東

西

何

都

而

直

鶉

火

陳

滅

於

楚

何

自

而

入

韓分

甚
且
斥
爲
悠
謬
欲
盡
廢
其
說
則
亦
過
激
之
談
也

夫
天
道
幽
深
必
不
能
以
管
闚
盡
要
不
能
謂
闚
管
者

之
所
見
非
天
故
衆
說
異
同
均
可
以
參
觀
而
不
廢
且

君
子
恐
懼
修
省
之
念
何
分
人
已
何
論
町
畦
則
以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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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星
野
可
信
固
怵
然
於
懸
象
之
著
明
卽
以
爲
不
足
憑

亦
愈
以
見
天
之
明
命
無
時
無
地
而
不
降
其
監
觀
者

敬
天
之
至
也
記
稱
迅
雷
疾
風
甚
雨
必
變
中
夜
必
興

豈
必
謂
天
譴
之
爲
我
哉
揚
雄
曰
史
以
天
占
人
聖
人

以
人
占
天
知
此
而
諸
說
之
是
非
直
可
存
而
不
論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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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井
鬼
分
野
圖

星

歌

井

八

星

横

列

河

中

靜

一

星

名

鉞

井

邊

安

兩

河

各

三

南

北

正

天

鐏

三

星

井

上

頭

鐏

上

橫

列

五

諸

侯

侯

上

北

河

西

積

水

欲

覔

積

薪

東

畔

是

鉞

下

四

星

名

水

府

水

位

東

邊

四

星

序

四

瀆

橫

列

南

河

裏

南

河

下

頭

是

軍

市

軍

市

團

圓

十

三

星

中

心

一

箇

野

雞

精

孫

子

丈

人

市

下

列

各

立

兩

星

從

東

說

闕

邱

二

箇

南

河

東

邱

下

一

狼

光

蓬

茸

左

畔

九

箇

彎

弧

弓

一

矢

擬

射

頑

狼

胷

有

箇

老

人

南

極

中

春

秋

出

入

壽

無

窮

星

歌

鬼

四

星

册

方

似

木

櫃

中

央

白

者

積

尸

氣

鬼

上

四

星

是

爟

位

天

狗

七

星

鬼

下

是

外

厨

六

間

柳

星

次

天

社

六

箇

弧

東

倚

社

東

一

星

是

天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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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輿
地
志

沿
革

表

　

說

　

疆

域

形

勝

　

山

川

　

古

蹟

周
禮
形
方
氏
掌
邦
國
之
地
正
其
封
疆
使
毋
相
侵
入

典
至
重
也
新
都
自
漢
以
來
爲
蜀
中
三
都
之
一
地
廣

且
大
厥
後
分
置
各
郡
統
轄
靡
恆
所
隷
旣
殊
稱
名
亦

異
其
間
或
合
或
分
或
仍
或
廢
兹
皆
取
証
史
書
按
籍

而
求
而
一
以

大
淸
一
統
志
爲
據
表
其
沿
革
敘
其
圖
說
其
疆
域
之
廣
狹

山
川
古
蹟
之
可
徵
信
者
依
類
而
詳
列
焉
作
沿
革
志

新
都
縣
沿
革
表

屬

成

都

府

兩
漢
三
國

晉

宋
齊
梁

魏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縣都新
新
都
縣

高
帝
置

屬
廣
漢

郡

廣
漢
郡

泰
始
分
置

新
都
郡
於

雒
縣
以
縣

屬
之

武
帝
罷
縣

仍
屬
廣
漢

郡

廣
漢
郡

宋
齊
以
益

州
領
廣
漢

以
廣
漢
領

新
都
縣

天
監
中
改

始
康
郡

西
魏
廢

新
都
縣

開
皇
改
爲

興
樂
縣

大
業
初
省

新
都
縣

武
德
復
置

屬
成
都
府

新
都
縣

屬
成
都
府

新
都
縣

屬
成
都
府

新
都
縣

屬
成
都
路

新
都
縣

屬
成
都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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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爲
始
康
郡

八
成
都
縣

始
隷
蜀
郡

沿
革
說

漢
置
新
都
縣
屬
廣
漢
郡

新
都
地
古
爲
蜀
國
秦
爲
蜀
郡
地
漢
興
以
秦
地
太
大

加
置
天
下
郡
國
一
百
有
三
凡
十
三
州
部
高
帝
六
年

分
蜀
郡
爲
廣
漢
郡
始
以
新
都
屬
焉
縣
城
在
今
縣
東

二
里

晉
泰
始
二
年
分
廣
漢
置
新
都
郡
於
雒
縣
以
縣
屬
之
武

帝
時
封
王
建
國
太
康
六
年
郡
國
並
罷
縣
屬
廣
漢
郡

晉
分
天
下
爲
十
九
州
部
凡
郡
國
一
百
七
十
有
三

泰
始
二
年
分
廣
漢
爲
新
都
郡
治
雒
縣
於
是
新
都
縣

改
隷
新
都
郡
咸
𡨴
三
年
帝
封
其
子
該
爲
新
都
王
建

立
國
都
該
薨
無
子
太
康
六
年
郡
國
並
罷
仍
以
新
都

縣
屬
廣
漢
郡
宋
齊
因
之

東
晉
時
中
原
流
民
多
南
渡
遂
於
江
漢
淮
之
間
僑
立

州
郡
以
撫
其
民
大
較
宋
置
州
二
十
有
二
齊
置
州
二

十
有
三
以
益
州
領
廣
漢
郡
以
廣
漢
郡
領
新
都
縣
如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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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梁
改
爲
始
康
郡

梁
氏
州
郡
多
沿
舊
制
天
監
中
有
州
二
十
三
郡
三
百

五
十
其
後
多
有
析
置
乃
改
新
都
爲
始
康
縣
在
今
縣

南
二
里

西
魏
郡
廢

魏
遷
洛
陽
之
後
有
州
一
百
一
十
一
內
亂
累
作
國
分

爲
二
至
西
魏
而
始
康
郡
廢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曰
興
樂
縣
大
業
初
省
入
成
都

隋
開
皇
三
年
以
官
繁
民
敝
廢
五
百
餘
郡
以
州
治
民

十
八
年
改
新
都
曰
興
樂
縣
大
業
三
年
省
天
下
諸
州

置
郡
一
百
有
九
十
司
隷
刺
史
分
部
廵
察
因
省
興
樂

入
成
都
始
隷
蜀
郡

唐
武
德
二
年
復
置
屬
成
都
府

唐
武
德
元
年
改
郡
爲
州
太
守
爲
刺
史
二
年
復
置
新

都
縣
屬
成
都
府
貞
觀
元
年
併
省
州
縣
因
山
河
形
便

分
天
下
爲
十
道
開
元
二
十
一
年
又
分
爲
十
五
道
以

劔
南
道
領
成
都
府
以
成
都
府
領
新
都
縣
如
故
五
代

宋
因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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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梁
唐
晉
漢
周
皆
以
藩
鎭
更
爲
帝
朝
成
夕
改
有
如
逆

旅
宋
受
周
禪
混
而
爲
一
至
道
三
年
定
天
下
爲
十
五

路
及
宣
和
中
漸
增
爲
二
十
六
路
或
爲
益
州
或
爲
劔

南
以
成
都
府
領
新
都
縣
如
故

元
屬
成
都
府

元
世
祖
平
宋
全
有
版
圖
立
中
書
省
一
行
中
書
省
十

有
一
分
鎭
藩
服
路
一
百
八
十
有
五
四
川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爲
路
九
以
成
都
路
領
新
都
縣

明
屬
成
都
府

明
太
祖
混
一
天
下
定
爲
兩
京
十
三
省
以
四
川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領
成
都
府
以
成
都
府
領
新
都
縣

國
朝
因
之

新
都
舊
城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在
縣
治
東
二
里
漢
縣
治

此
法
正
依
劉
璋
爲
新
都
令
卽
此
城
也
唐
咸
通
十
一

年
南
詔
圍
成
都
東
川
帥
顔
慶
復
馳
救
次
新
都
别
將

曹
元
裕
擊
敗
蠻
兵
文
德
元
年
王
建
攻
陳
敬
瑄
於
成

都
軍
新
都
以
逼
之
大
順
二
年
敬
瑄
黨
楊
晟
欲
自
彭

州
餉
成
都
建
據
新
都
彭
州
道
絶
卽
今
縣
也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十
一

始
康
城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治
南
二
里
有
始
康
城
晉
末

置
始
康
郡
寄
治
雒
始
康
縣
屬
焉
宋
齊
因
之
西
魏
郡

縣
俱
廢

疆
域

在
成
都
府
北
四
十
里
東
西
距
三
十
里
南
北
距
四
十

五
里
東
至
金
堂
縣
界
十
五
里
西
至
新
繁
縣
界
十
五

里
南
至
成
都
縣
界
十
五
里
北
至
漢
州
界
三
十
里
東

南
至
華
陽
金
堂
二
縣
界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成
都
縣
界

十
里
東
北
至
漢
州
界
二
十
里
西
北
至
新
繁
界
二
十

五
里

形
勝

前
望
龍
門
後
崇
石
鏡
左
擁
陣
圖
右
環
錦
水
列
蓉
城

之
保
障
達
京
畿
之
通
衢

遙
負
雪
山
銀
屏
北
拱
近
瞻
赤
岸
紫
氣
南
來
淸
江
共

錦
水
夾
流
毘
渡
與
督
橋
環
繞
北
門
鎻
鑰
當
附
省
之

衝
途
西
土
咽
喉
扼
全
川
之
勝
勢

地
壤
膏
腴
江
流
淸
白
險
不
在
乎
山
谿
人
競
稱
爲
都

會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二

山
川

麗
元
山

在

縣

北

八

里

太

平

寰

宇

記

麗

元

山

平

地

特

起

四

絶

高

三

丈

上

有

䨇

石

鏡

廣

五

尺

嘗

穴

其

下

至

水

而

未

臻

其

極

龍
門
山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明

一

統

志

山

下

有

龍

洞

因

名

繁
陽
山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衆

山

連

接

孤

峯

特

起

相

傳

張

道

陵

嘗

修

煉

於

此

上

有

浴

丹

池

通

仙

井

麻

姑

洞

舊

志

以

在

繁

水

之

陽

因

名

赤
岸
山

在

縣

南

十

七

里

山

赭

色

岸

邊

常

有

光

似

火

因

名

高

一

百

四

十

丈

周

三

十

里

一

名

宋

興

戍

山

卽

府

北

之

宋

興

山

也
︹
按
︺
邑

中

平

衍

無

山

惟

西

南

一

帶

土

嶺

自

余

堂

八

縣

界

達

成

都

其

間

因

地

著

景

因

景

著

名

雖

名

號

各

殊

皆

不

出

此

山

之

外

新
婦
泉

在

縣

東

七

里

李

膺

益

州

記

云

在

縣

東

北

五

里

有

新

婦

泉

什

邡

縣

界

亦

有

新

婦

水

初

二

婦

勤

於

奉

養

晨

夜

負

汲

不

憚

氷

雪

久

之

泉

爲

之

湧

故

名

淸
白
江

卽

湔

水

也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漢

志

綿

箎

縣

玉

壘

山

湔

水

所

出

東

南

至

江

陽

入

江

呂

忱

云

一

名

半

浣

水

宋

河

渠

志

新

石

洞

口

漑

導

江

崇

𡨴

九

隴

濛

陽

達

於

漢

之

雒

是

爲

湔

水

今

按

水

導

源

岷

江

東

北

流

逕

灌

縣

崇

𡨴

至

彭

縣

界

玉

村

河

自

西

來

入

之

玉

村

河

源

出

彭

縣

五

峯

山

卽

玉

壘

山

郭

景

純

所

謂

玉

壘

作

東

别

之

標

者

也

又

東

北

流

逕

住

春

林

正

流

八

新

繁

新

都

金

堂

爲

錦

水

河

北

一

支

東

北

流

入

新

繁

分

二

支

一

支

八

新

都

爲

督

橋

河

北

一

支

逕

三

邑

橋

入

漢

州

界

爲

淸

白

江

經

彌

牟

鎮

北

亦

名

彌

牟

水

宋

趙

抃

嘗

渉

此

水

日

吾

志

如

此

江

淸

自

雖

萬

類

混

淆

其

中

不

少

濁

也

因

是

得

名

督
橋
河

在

縣

東

北

十

里

淸

白

江

分

流

也

自

新

繁

流

八

又

東

二

十

里

入

金

堂

界

李

元

蜀

水

經

□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三

江

又

東

分

支

東

北

流

爲

督

橋

河

通

志

金

堂

繡

川

河

上

流

卽

督

橋

河

自

新

都

流

八

東

南

曲

流

十

五

里

過

金

堂

縣

城

西

南

至

斜

灘

渡

入

前

江

前

江

卽

毘

橋

河

長
連
河

在

縣

東

十

里

自

督

橋

河

分

支

逕

黃

草

堰

至

復

興

𤲅

入

金

堂

界

錦
水
河

在

縣

西

南

八

里

沱

江

正

流

也

自

新

繁

流

入

天

緣

橋

安

瀾

橋

下

其

正

河

南

流

十

五

里

入

毘

橋

河

其

一

支

自

白

水

堰

分

流

爲

水

利

河

一

名

飮

馬

河

經

縣

西

南

一

里

灌

漑

田

畝

又

東

十

七

里

至

新

塲

八

金

堂

界
毘
橋
河

在

縣

南

十

里

沱

江

分

流

也

自

新

繁

縣

流

入

在

縣

界

毘

橋

河

下

合

錦

水

河

又

東

二

十

五

里

至

瓦

窑

灘

下

入

金

堂

界

九

域

志

毘

橋

水

源

自

灌

口

流

入

新

繁

名

九

井

河

相

傳

李

氷

所

鑿

象

九

宮

以

壓

水

怪

又

東

流

入

縣

界

合

錦

水

河

龍
門
河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小

毘

河

分

流

也

自

三

河

塲

分

支

逕

龍

門

山

下

入

金

堂

界

合

錦

水

河

小

毘

河

卽

毘

橋

河

之

岐

而

復

合

者

白
螺
泉

在

縣

北

五

里

東

流

二

十

五

里

至

新

金

橋

入

金

堂

界

相

傳

昔

有

白

螺

在

此

化

爲

泉

居

民

春

作

設

祭

泉

則

湧

出

淸
泉

在

縣

南

十

七

里

益

州

記

赤

岸

山

頂

有

湧

泉

週

迴

數

丈

深

八

九

尺

澄

澈

不

竭

涸

則

歲

旱

新
婦
峴

通

志

在

縣

北

七

里

古
蹟

麻
姑
洞

︹名

勝

志
︺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繁

陽

山

山

中

有

麻

姑

洞

卽

陽

平

治

之

别

名

也

在

繁

水

之

陽

因

以

爲

名

本

際

經

云

天

師

張

道

陵

所

遊

太

上

說

經

之

處

爲

二

十

四

化

之

第

一

衆

山

連

接

孤

峰

特

起

神

武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四

皇

帝

潛

龍

之

時

光

化

二

年

己

未

五

月

四

日

丙

申

山

土

摧

落

洞

門

自

開

縣

吏

時

康

道

士

張

守

真

等

以

事

申

府

云

自

洞

門

開

後

每

日

有

百

姓

往

來

者

府

差

縣

典

楊

澤

畫

工

任

從

與

守

真

同

往

簡

覆

畫

圖

申

上

稱

把

燈

燭

入

洞

看

視

其

第

一

門

對

北

高

二

尺

濶

三

尺

五

寸

八

至

第

二

門

約

五

尺

已

來

第

二

洞

門

方

一

尺

六

寸

入

內

竝

是

黑

處

長

一

丈

二

尺

濶

六

尺

有

石

窟

兩

處

在

東

畔

并

西

南

有

洞

門

兩

路

南

畔

一

路

圓

濶

一

尺

六

寸

入

內

長

一

丈

二

尺

濶

一

丈

高

四

尺

南

畔

有

石

窟

三

處

西

畔

兩

路

入

內

通

遶

門

圓

濶

一

丈

七

尺

內

各

濶

五

尺

高

六

尺

已

來

門

相

去

一

丈

門

屋

一

所

高

五

尺

濶

四

尺

從

內

往

來

有

刻

枓

栱

𤭁

瓦

約

山

作

石

日

月

兼

作

日

字

月

字

隔

子

房

一

所

濶

二

尺

五

寸

高

一

尺

五

寸

刻

枓

栱

𤭁

瓦

石

竈

一

所

高

一

尺

濶

一

尺

五

寸

門

濶

五

寸

石

窟

三

處

各

濶

七

尺

又

西

入

洞

門

圓

濶

一

尺

七

寸

灣

曲

入

向

南

門

屋

一

所

高

六

尺

濶

四

尺

從

內

來

往

有

石

枓

栱

𤭁

瓦

又

有

竈

模

兩

所

共

一

牀

高

一

尺

濶

二

尺

三

寸

門

濶

八

寸

有

石

枓

栱

西

北

角

又

有

一

門

方

一

尺

六

寸

內

方

二

丈

已

來

南

畔

西

畔

北

畔

各

窟

一

所

南

角

又

有

一

洞

圓

濶

一

尺

六

寸

已

來

將

燈

燭

近

前

有

黑

氣

出

燈

火

卽

滅

更

入

不

得

其

洞

連

接

繁

陽

本

山

相

去

三

里

已

來

據

諸

生

張

贇

等

狀

稱

繁

陽

是

古

迹

山

每

准

勑

𥙊

祀

其

洞

亦

是

元

有

往

往

閉

塞

元

和

中

南

康

王

韋

臯

𦲷

蜀

洞

忽

開

時

人

咸

云

洞

開

卽

年

豐

物

賤

尋

又

閉

塞

至

是

復

開

其

後

果

遠

近

豐

稔

洞

本

名

麻

姑

山

側

有

麻

姑

宅

基

盖

修

道

之

所

也

䨇
石
鏡

︹寰

宇

記
︺
麗

元

山

在

縣

城

北

八

里

平

地

特

起

四

絶

高

三

丈

有

雙

石

鏡

廣

五

尺

嘗

掘

其

下

至

水

而

未

臻

其

極

䨇
石
闕
卽
王
稚
子
墓
前
石
闕
也
後
有
宋
陽
安
劉
涇

記
云
西
漢
循
吏
稱
文
翁
葬
於
成
都
其
石
室
在
學
官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十
五

東
漢
循
吏
稱
王
稚
子
塟
於
郪
縣
卽
今
之
新
都
其
石

闕
在
道
旁
然
石
室
依
古
禮
殿
得
不
廢
滅
而
石
闕
獨

暴
露
骨
立
可
憐
厯
兩
漢
千
二
百
餘
年
間
二
人
爲
古

今
吏
師
而
遺
跡
亭
亭
勢
叅
峨
嵋
氣
凛
雪
山
盖
官
學

者
所
當
臣
於
下
風
以
幸
敎
髣
髴
而
至
有
未
及
者
其

不
韙
如
此
予
訪
古
石
𩔖
得
秦
石
犀
石
笋
漢
石
室
石

柱
石
闕
凡
物
五
若
犀
笋
與
柱
無
甚
損
益
事
而
石
闕

苟
不
朽
則
實
二
人
之
甘
棠
也
於
是
新
都
令
王
君
天

常
趣
古
甚
力
得
予
說
因
請
大
尹
莆
陽
蔡
公
爲
稚
子

作
屋
書
榜
以
昭
昏
昏
按
闕
面
有
隷
字
三
十
一
法
度

勁
古
過
於
鍾
梁
闕
上
下
有
衣
冠
鳥
獸
等
象
僅
可
辨

氣
韻
精
簡
過
於
顧
陸
並
以
告
來
者
王
士
禎
蜀
道
驛

程
記
云
王
稚
子
闕
下
方
上
銳
疊
石
如
累
碁
其
巓
如

盖
覆
之
望
之
如
窣
堵
波
狀
疊
石
凡
五
層
二
層
刻
人

物
之
形
三
層
象
虎
海
馬
五
層
獅
子
也
又
記
後
人
題

字
今
錄
於
此
宛
邱
李
昇
符
季
士
宏
鄒
詹
權
眉
張
剛

壬
午
歲
季
冬
廿
四
日
龍
舒
陳
口
公
觀
此
建
中
靖
國

元
年
洛
陽
張
戭
岷
江
張
剛
汴
西
馬
中
行
同
迓
大
尹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十
六

淸
源
口

行

楷

橫

書

在

第

三

層

唐
安
張
察
先
至
紹
興
八
年
秋
入

口
伯
疆
口
漢
同
徠

八

分

橫

書

在

第

四

層

建
安
吳
栻
口
赴
鎭
明

年
二
月
口
皆
謁
漢
循
吏
王
口
城
東
秉
同
之
激
口

行書

直

下

在

第

五

層

若
漽
筍
與
桂
口
也
於
是
新
都
口
大
尹
莆
陽

口
桂
恐
是
柱
之
訛
漽
當
是
犀
字

行

楷

書

直

下

在

第

五

層

金
石

錄
云
按
後
漢
書
循
吏
傳
王
渙
字
稚
子
嘗
爲
温
令
而

石
刻
爲
河
內
令
者
盖
史
之
誤
渙
以
元
興
元
年
卒
然

則
闕
盖
和
帝
時
所
立
也
朱
竹
垞
云
漢
書
河
內
郡
有

温
縣
無
河
內
縣
所
謂
河
內
縣
令
者
謂
河
內
郡
之
縣

令
也
史
未
嘗
誤
方
綱
按
洪
氏
隷
續
已
云
謂
河
內
之

縣
令
爾
卽
温
也
碑
中
縣
字
反
系
作
　
今
以
所
見
舊

拓
本
驗
之
信
然

同上

王
稚
子
闕
洪
氏
隷
續
所
錄
凡
三

見
其
第
五
卷
第
十
三
卷
皆
各
爲
之
圖
一
圖
其
闕
式

一
圖
其
畫
象
也
又
其
第
二
卷
别
出
𨿅
陽
稚
子
一
題

云
右
先
置
雒
陽
稚
子
六
字
其
大
小
與
王
稚
子
闕
相

若
而
波
磔
不
越
乎
規
矩
之
外
亦
刻
於
稚
子
闕
上
伹

殘
闕
不
具
無
先
後
之
序
愚
按
此
六
字
卽
其
額
也
不

應
别
出
一
題
其
置
字
盖
卽
靈
字
之
譌
耳
又
新
城
王



 

新
都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十
七

文
簡
秦
蜀
驛
程
後
記
詳
錄
闕
上
題
記
之
文
按
文
簡

此
記
作
於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丙
子
在
黃
子
羽
爲
新
都

令
倩
工
拓
碑
後
之
五
十
三
年
而
其
時
不
但
䨇
闕
具

存
且
闕
上
所
刻
人
物
象
虎
海
馬
獅
子
之
形
及
逐
層

後
人
題
記
之
字
皆
無
恙
則
黃
子
羽
作
令
時
其
完
好

更
可
知
矣
然
此
拓
本
漫
漶
太
甚
盖
出
於
工
人
之
鹵

莽
若
州
字
中
直
之
岐
出
河
字
下
㸃
令
字
上
半
皆
屬

描
失
且
其
上
數
層
之
文
皆
置
之
不
拓
誠
可
憾
也
然

洪
氏
所
得
拓
本
又
在
黃
子
羽
之
前
五
百
年
而
已
譌

靈
爲
置
則
其
剝
泐
已
久
又
可
知
也
前
年
門
人
陳
和

軒
觀
察
入
蜀
以
拓
本
見
寄
則
僅
存
雒
陽
令
一
闕
及

闕
後
陰
之
二
半
行
耳
然
其
拓
法
轉
勝
於
此
本
以
是

嘆
善
本
之
難
得
而
此
册
䨇
闕
具
存
尤
可
貴
也
予
旣

重
感
秋
　
所
獲
之
不
偶
因
爲
遍
考
前
人
著
錄
之
文

臨
寫
於
後
翁
方
綱
跋

小

蓬

萊

閣

金

石

文

字

崇

正

十

三

年

太

倉

黃

翼

聖

知

四

川

之

新

都

縣

余

按

隷

釋

以

二

闕

字

屬

之

至

十

七

年

解

縣

事

歸

出

此

爲

贈

云

二

闕

已

橫

卧

榛

莽

中

各

失

其

下

半

截

矣

此

後

四

川

兵

戈

雲

擾

人

煙

斷

絶

正

不

知

二

闕

尙

存

否

也

洪

趙

所

藏

二

闕

俱

有

全

文

故

知

其

名

渙

歐

陽

所

藏

止

刺

史

一

闕

而

又

失

去

王

君

下

二

字

遂

不

知

爲

何

人

止

據

雒

字

去

水

加

佳

爲

光

武

以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