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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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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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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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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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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也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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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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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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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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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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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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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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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學

前

河

卽

琴

川

第

一

絃

也

一

由

顯

星

橋

東

出

小

東

門

水

關

山

塘

涇

桑

志

在

虞

山

前

東

通

城

濠

西

接

小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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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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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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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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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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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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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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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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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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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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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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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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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絃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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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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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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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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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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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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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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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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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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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矣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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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南

沙

自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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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後

併

析

紛

更

究

未

詳

其

實

土

杜

佑

通

典

稱

漢

置

司

鹽

都

尉

于

海

虞

西

北

南

沙

鄉

由

是

知

南

沙

西

北

枕

江

而

海

虞

東

南

濱

港

方

位

始

克

了

了

杜

佑

去

六

朝

未

遠

其

說

必

有

所

据

以

杜

例

顧

迺

大

有

逕

庭

雉

堞

名

虛

錯

認

南

沙

之

治

蜃

樓

境

幻

訛

傳

東

海

之

封

故

老

傳

聞

不

如

載

籍

載

籍

極

博

不

如

史

傳

考

晉

書

咸

和

五

年

石

勒

將

劉

徵

先

寇

南

沙

進

入

海

虞

其

證

一

也

又

考

吳

志

裴

松

之

注

孫

權

時

合

莫

舉

火

西

陵

三

鼓

竟

達

吳

郡

南

沙

其

證

二

也

又

考

通

鑑

胡

三

省

註

通

州

南

岸

蘇

州

常

熟

縣

福

山

鎭

卽

東

晉

之

南

沙

其

證

三

也

夫

南

沙

晉

縣

而

溯

在

福

山

者

有

明

文

支

塘

元

城

而

指

爲

南

沙

者

無

實

據

互

勘

則

是

非

各

見

研

覈

則

傅

會

立

彰

讀

史

謂

何

紀

要

謂

何

祖

禹

爲

吾

鄕

譚

出

居

宛

山

有

年

與

土

著

無

異

加

負

海

內

重

名

支

塘

云

云

後

人

易

爲

所

惑

是

以

百

數

十

年

來

襲

謬

承

譌

莫

敢

糾

正

甚

且

引

其

臆

說

竄

列

圖

經

抑

亦

邦

人

士

與

有

責

也

夫

爰

厯

据

三

證

㠯
辨

其

誤

俾

曉

然

南

沙

城

之

所

在

後

有

作

者

尙

考

信

於

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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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明

琴

川

考

范

成

大

吳

郡

志

梧

桐

園

在

吳

宮

本

吳

王

夫

差

園

一

名

琴

川

此

琴

川

見

諸

圖

經

之

落

俶

也

鮑

廉

琴

川

志

始

著

其

地

縣

治

前

後

橫

港

凡

七

皆

西

受

山

水

東

注

運

河

如

琴

絃

然

今

僅

存

一

二

通

流

餘

皆

湮

塞

桑

瑜

常

熟

志

始

析

其

條

第

一

在

今

縣

南

學

士

橋

下

第

二

在

鎭

橋

下

第

三

在

縣

橋

下

第

四

在

慧

日

寺

前

香

花

橋

下

第

五

在

黄

柏

橋

下

第

六

在

倉

浜

橋

下

第

七

在

小

洋

子

橋

下

龔

立

本

志

又

歧

其

說

第

一

在

儒

學

前

第

二

在

鎭

橋

下

第

三

在

縣

橋

下

第

四

在

慧

日

寺

前

第

五

在

市

曹

橋

下

第

六

在

黃

柏

橋

下

第

七

在

靈

公

殿

前

橋

下

或

云

第

五

在

黃

柏

橋

第

六

在

倉

浜

橋

第

七

在

小

洋

子

橋

桑

龔

兩

志

互

異

如

此

考

舊

志

市

曹

橋

在

沈

家

橋

西

舊

有

市

司

設

此

沈

家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又

名

染

子

橋

是

市

漕

橋

在

慧

日

寺

之

南

不

應

稱

第

五

也

又

靈

公

殿

前

橋

舊

志

俱

未

載

無

憑

考

據

故

龔

志

亦

不

堅

持

其

說

則

琴

川

七

絃

當

以

桑

志

爲

近

是

惟

黃

柏

橋

湮

沒

無

存

相

傳

在

言

公

東

巷

其

左

有

言

子

橋

葢

由

黃

柏

橋

下

東

出

言

子

橋

今

巷

北

浜

巷

之

所

由

來

也

夫

不

覈

諸

家

之

志

乘

不

揆

往

蹟

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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