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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里
龍
萬
育
燮
堂
校
刊

直
隷
七

大
名
府

東

至

山

東

東

昌

府

一

百

八

十

里

南

至

河

南

開

封

府

三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河

南

衞

輝

府

二

百

八

十

里

西

至

河

南

彰

德

府

二

百

二

十

里

西

北

至

廣

平

府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北

至

廣

平

府

淸

河

縣

二

百

十

里

自

府

治

至

京

師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里

禹
貢
兗
州
之
域
夏
爲
觀
扈
之
國
春
秋
晉
地
戰
國
屬
魏

秦
屬
東
郡
漢
屬
魏
郡

時

郡

治

鄴

後
漢
因
之

建

安

十

七

年

割

河

內

東

郡

鉅

鹿

廣

平

趙

國

之

十

四

縣

以

益

魏

郡

十

八

年

分

置

東

西

都

尉

時

魏

爲

曹

操

封

國

也

三
國
魏
分
置

陽
平
郡

治

元

城

晉
因
之
前
燕
分
置
貴
鄕
郡
尋
省
宋
文
帝

置
東
陽
平
郡
後
魏
因
之

治

館

陶

後
周
末
置
魏
州

治

貴

鄕

縣

隋

初
因
之
大
業
初
改
爲
武
陽
郡

隋

末

李

宻

改

爲

魏

州

尋

爲

竇

建

德

所

據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爲
魏
州

置

總

管

府

尋

改

爲

都

督

府

貞

觀

初

省

龍
朔
初
改
爲

冀
州

又

爲

大

都

督

府

督

貝

德

相

棣

滄

等

州

咸
亨
中
復
故
天
寶
初
曰
魏
郡

治

元

城

縣

乾
元
初
復
曰
魏
州

尋

置

魏

博

節

度

亦

曰

天

雄

軍

建

中

三

年

田

悅

拒

命

稱

魏

王

僭

改

魏

州

爲

大

名

府

餘

詳

州

域

形

勢

下

倣

此

五
代
唐
同
光
初
升
爲
東
京
興

唐
府
三
年
改
東
京
曰
鄴
都

天

成

四

年

還

曰

魏

州

尋

復

爲

鄴

都

晉
曰
廣

晉
府

開

運

二

年

復

置

天

雄

軍

於

此

漢
曰
大
名
府
周
顯
德
初
復
罷
鄴

都
爲
天
雄
軍
而
府
如
故
宋
因
之

亦

曰

魏

郡

慶
歴
二
年
建
爲

北
京

八

年

置

大

名

府

路

領

北

京

澶

懷

衞

德

濵

隶

等

州

軍

金
仍
爲
大
名
府
路

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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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敷
文
閣

炎

四

年

金

人

立

劉

豫

爲

齊

帝

據

大

名

尋

徙

汴

紹

興

七

年

金

人

廢

豫

仍

爲

大

名

府

亦

曰

天

雄

軍

志

云

金

貞

祐

二

年

改

安

武

軍

金

史

不

載

元
曰
大
名
路
明
改
大
名
府
領
州
一
縣
十

府
西
峙
太
行
東
連
河
濟
形
強
勢
固
所
以
根
本
河
北
而

襟
帶
河
南
者
也
春
秋
時
齊
晉
嘗
角
逐
於
此
及
戰
國
之

季
魏
人
由
以
拒
趙
而
抗
齊
自
秦
以
降
黎
陽
白
馬
之
險

恒
甲
於
天
下
楚
漢
之
勝
負
由
此
而
分
袁
曹
之
成
敗
由

此
而
决
晉
室
多
故
漳
河
之
交
元
黃
變
更
南
北
津
途
咽

喉
所
寄
也
隋
末
武
陽
郡
丞
元
寶
藏
以
郡
降
李
宻
請
改

爲
魏
州
又
請
西
取
魏
郡
宻
從
之
而
軍
聲
振
於
河
朔
竇

建
德
及
劉
黑
闥
皆
有
問
鼎
中
原
之
志
輙
爭
魏
州
以
臨

河
南
唐
得
魏
州
亦
爲
重
鎭
迨
安
史
倡
亂
河
北
之
患
二

百
餘
年
而
腹
心
之
憂
常
在
魏
博
朱
温
據
有
汴
州
倚
魏

州
爲
肩
背
魏
州
入
晉
而
梁
祚
遂
傾
矣
自
莊
宗
以
魏
州

稱
帝
其
後
鄴
都
軍
亂
李
嗣
源
因
之
而
承
大
統
郭
威
復

自
鄴
都
南
向
竟
移
漢
祚
鄴
都
於
河
南
遂
成
偏
重
之
勢

黃

順

初

以

鄴

都

鎭

撫

河

北

控

制

契

丹

特

命

腹

心

鎭

之

宋
亦
建
陪
京
於
此
以
鎻
鑰

北
門
契
丹
不
敢
遽
窺
也
及
守
禦
非
人
女
眞
長
驅
犯
黎

陽
大
名
竟
不
能
爲
籓
籬
之
限
因
而
汴
洛
淪
胥
馴
至
九

州
崩
陷
使
大
名
兵
力
足
以
根
柢
兩
河
雖
漸
車
之
流
女

真
其
未
敢
渉
矣
說
者
曰
河
旣
南
徙
今
曰
之
大
名
形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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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敷
文
閣

視
昔
爲
一
變
不
知
東
指
鄲
博
西
出
相
衞
南
迫
汴
梁
大

名
介
其
中
道
里
便
易
皆
可
不
介
馬
而
馳
也
夫
守
險
非

難
用
險
爲
難
用
有
形
之
險
非
難
用
無
形
之
險
爲
難
如
謂

大
河
旣
徙
無
險
可
恃
而
少
之
則
齊
豫
之
間
列
城
數
十

皆
與
大
名
犬
牙
相
錯
者
也
舉
不
足
爲
用
武
之
資
歟

今
府
宋
之
北
京
也
唐
爲
魏
州
寶
應
以
後
魏
博
節
鎭
治

焉
舊

志

魏

州

城

外

有

河

門

舊

堤

唐

中

和

中

節

度

使

樂

彥

楨

築

羅

城

約

河

門

舊

堤

周

八

十

里

後
唐

建
爲
東
京
尋
曰
鄴
都
晉
漢
因
之
後
周
復
爲
天
雄
軍
皆

因
舊
城
不
改

志

云

大

名

府

有

隍

城

郭

威

鎮

鄴

都

時

築

宋
建
北
京
乃
增
修

城
郭
內
爲
宫
城
周
三
里
一
百
九
十
八
歩
宫
城
南
三
門

中
曰
順
豫

宋

志

順

豫

門

內

東

西

各

一

門

曰

左

右

保

城

東
曰
省
風
西
曰
展
義

東
一
門
曰
東
安
西
一
門
曰
西
安

熙

寜

九

年

北

靣

增

置

一

門

曰

靖

武

其

外
城
周
四
十
八
里
二
百
有
六
歩
南
面
三
門
正
南
門
曰

南
河

熙

寧

九

年

改

曰

景

風

其
東
曰
南
磚

熙

寧

九

年

改

曰

亨

嘉

以

下

諸

門

皆

是

年

所

改

也

西
曰
鼓
角

改

曰

阜

昌

北
面
二
門
正
北
門
曰
北
河

舊

志

魏

州

北

門

舊

曰

館

陶

光

化

二

年

幽

州

帥

劉

仁

恭

侵

魏

博

攻

魏

州

上

水

關

館

陶

門

汴

將

葛

從

周

救

魏

博

敗

却

之

胡

氏

曰

門

以

路

出

館

陶

而

名

宋

曰

北

河

門

熙

寧

中

曰

安

平

門

其
西
曰
北
磚

改

曰

輝

德

東
面
二
門

正
東
曰
冠
氏

改

曰

華

景

又

有

冠

氏

第

二

重

門

及

于

城

東

門

時

改

曰

春

祺

及

泰

通

子

城

在

宫

城

之

外

舊

牙

城

也

東
南
曰
朝
城

改

曰

安

流

又

有

朝

城

第

二

重

門

時

亦

改

曰

巽

齊

西
面
二

門
正
西
曰
魏
縣

改

曰

寶

成

又

有

魏

縣

第

二

重

門

及

子

城

西

門

時

亦

改

曰

利

和

及

宣

澤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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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敷
文
閣

南
曰
觀
音

五

代

史

魏

州

羅

城

西

門

曰

觀

音

門

晉

天

福

初

改

曰

金

明

即

此

門

也

宋

仍

曰

觀

音

門

復

改

爲

安

正

門

又

有

觀

音

第

二

重

門

時

亦

改

曰

靜

方

又
上
水
關
曰
善
利
下
水
關

曰
永
濟

元

豐

七

年

善

利

永

濟

二

關

俱

廢

其
後
金
人
立
劉
豫
於
此
尋
遷

汴
亦
僞
稱
北
都
豫
廢
置
大
名
府
路
元
人
亦
因
舊
城
明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漳
河
泛
溢
城
淪
於
水
因
遷
今
治
在
舊

城
西
八
里
建
文
三
年
營
築
土
城
成
化
宏
治
以
後
相
繼

增
修
嘉
靖
四
十
年
易
以
磚
石
隆
慶
四
年
復
增
葺
之
尋

以
漲
水
衝
嚙
屢
葺
屢
圮
萬
歴
二
十
年
大
水
城
壞
又
復

改
樂
始
爲
完
固
有
門
四
周
僅
九
里
非
復
宋
時
陪
都
之

制
矣

元
城
縣

附

郭

春

秋

時

沙

麓

地

後

爲

魏

地

魏

武

侯

公

子

元

食

邑

也

漢

因

置

元

城

縣

屬

魏

郡

後

漢

因

之

曹

魏

置

陽

平

郡

於

此

晉

及

後

魏

因

之

東

魏

天

平

初

陽

平

郡

移

治

館

陶

縣

仍

屬

魏

郡

後

齊

縣

廢

隋

開

皇

六

年

復

置

屬

魏

州

唐

因

之

貞

觀

十

七

年

并

入

貴

鄕

聖

歴

中

復

置

開

元

十

三

年

移

入

郭

下

與

貴

鄕

並

爲

州

治

五

代

唐

曰

興

唐

縣

晉

復

爲

元

城

縣

宋

因

之

元

至

元

初

省

入

大

名

縣

尋

復

置

今

編

戸

三

十

九

里

元
城
故
城

在

府

東

劉

昫

曰

隋

元

城

治

古

殷

城

在

今

朝

城

東

北

十

二

里

唐

貞

觀

中

并

入

貴

鄕

聖

歴

二

年

復

分

貴

鄕

莘

縣

地

置

元

城

縣

治

王

莽

城

開

元

中

移

入

郭

下

王

莽

城

在

今

城

東

北

二

十

餘

里

王

莽

河

北

岸

亦

謂

之

故

元

城

唐

武

德

五

年

劉

黑

闥

攻

魏

州

不

下

引

兵

南

拔

元

城

復

還

攻

之

此

卽

朝

城

縣

境

之

元

城

也

五

代

梁

貞

明

二

年

劉

鄩

自

莘

縣

襲

魏

州

至

城

東

晉

兵

擊

之

稍

却

至

故

元

城

西

爲

晉

兵

所

圍

鄩

大

敗

走

黎

陽

渡

河

保

滑

州

此

王

莽

城

之

元

城

也

又

石

晉

天

福

九

年

契

丹

入

冦

前

鋒

至

黎

陽

契

丹

主

屯

於

元

城

趙

延

壽

屯

南

樂

此

元

城

亦

卽

故

王

莽

城

胡

氏

以

爲

古

殷

城

也

又

郡

國

志

沙

麓

旁

有

元

城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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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敷
文
閣

城

遺

址

蓋

漢

縣

志

云

魏
縣
城

府

西

三

十

里

相

傳

魏

縣

舊

治

此

自

漢

以

來

皆

屬

魏

郡

隋

未

宇

文

化

及

自

黎

陽

北

趣

魏

縣

稱

許

帝

於

此

後

益

徙

而

西

此

城

遂

廢

今

名

舊

縣

店

亦

曰

魏

店

五

代

梁

龍

德

二

年

戴

思

遠

自

楊

村

襲

晉

魏

州

晉

將

李

嗣

源

覺

之

自

澶

州

馳

進

軍

於

梁

公

祠

下

遣

人

告

魏

州

使

爲

備

思

遠

至

魏

店

嗣

源

遣

兵

挑

戰

思

遠

知

有

備

乃

西

渡

洹

水

拔

成

安

大

掠

而

去

又

魏

武

侯

城

在

舊

城

南

十

里

相

傳

魏

武

侯

所

置

舊

有

壇

亦

曰

武

侯

壇

五
鹿
城

在

府

東

南

春

秋

時

衞

地

亦

與

齊

晉

接

境

左

傳

晉

公

子

重

耳

出

亡

過

衞

出

于

五

鹿

乞

食

于

野

人

卽

此

處

也

僖

二

十

八

年

晉

伐

衞

取

五

鹿

其

後

仍

屬

衞

襄

二

十

五

年

衞

獻

公

自

齊

還

國

齊

崔

杼

止

其

帑

以

求

五

鹿

後

復

入

于

晉

哀

九

年

齊

侯

衞

侯

救

邯

鄲

午

之

子

稷

于

邯

鄲

圍

五

鹿

四

年

齊

衞

救

范

氏

圍

五

鹿

又

國

語

齊

桓

公

築

五

鹿

以

衞

諸

侯

皆

此

城

也

杜

預

曰

元

城

縣

東

有

五

鹿

是

矣

志

云

府

東

四

十

五

里

有

五

鹿

城

又

郡

志

舊

元

城

東

三

十

里

有

五

孝

城

當

卽

五

鹿

之

悞

陽
狐
城

括

地

志

在

元

城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史

記

齊

世

家

宣

公

四

十

三

年

田

莊

子

伐

晉

圍

陽

狐

蓋

晉

邑

也

又

魏

世

家

文

侯

二

十

四

年

秦

伐

我

至

陽

狐

胡

氏

曰

是

時

秦

兵

未

得

至

元

城

秦

所

伐

之

陽

狐

蓋

在

河

東

境

內

今

山

西

垣

曲

縣

有

陽

河

城

也

又

幾

城

括

地

志

云

在

元

城

縣

東

南

戰

國

時

魏

伐

齊

取

幾

史

記

趙

惠

文

王

二

十

三

年

樓

昌

將

攻

魏

幾

不

能

取

十

二

月

廉

頗

將

攻

幾

取

之

卽

此

城

也

二

城

蓋

俱

近

山

東

朝

城

縣

界

馬
陵
城

在

府

東

南

隋

開

皇

六

年

分

元

城

縣

地

置

馬

陵

縣

屬

魏

州

大

業

初

省

又

府

境

有

襄

城

漢

武

帝

封

韓

嬰

爲

襄

城

侯

郡

邑

志

元

城

縣

有

廢

襄

城

是

也

沙
麓
山

府

東

四

十

五

里

春

秋

僖

十

四

年

沙

鹿

崩

榖

梁

傳

曰

林

屬

于

山

曰

沙

鹿

山

名

也

水

經

注

元

城

縣

有

沙

邱

堰

大

河

所

經

以

沙

鹿

山

而

名

又

沙

鹿

亦

名

女

㛗

邱

周

穆

王

女

叔

㛗

曾

居

此

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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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敷
文
閣

御
河

在

府

城

南

亦

曰

通

濟

渠

一

名

永

濟

渠

卽

隋

大

業

中

所

開

淇

衞

諸

水

之

下

流

也

自

河

南

衞

輝

府

境

流

經

濬

縣

滑

縣

內

黃

衞

縣

之

境

又

東

北

流

經

此

過

小

灘

鎭

又

北

入

館

陶

縣

界

合

於

新

漳

水

亦

名

白

溝

水

對

北

白

溝

而

言

謂

之

南

白

溝

唐

咸

亨

中

李

靈

龜

爲

魏

州

刺

史

鑿

永

濟

渠

以

通

新

市

百

姓

利

之

又

開

元

二

十

八

年

刺

史

盧

暉

移

永

濟

渠

自

石

灰

窯

引

流

至

城

西

注

魏

橋

夾

渠

置

樓

百

餘

間

以

貯

江

淮

之

貨

亦

謂

之

西

渠

唐

建

中

三

年

河

東

帥

馬

燧

等

攻

叛

帥

田

悅

於

魏

州

悅

攖

城

自

守

旣

而

幽

州

帥

朱

滔

等

叛

應

悅

引

兵

赴

援

悅

恃

援

軍

將

至

遣

將

康

愔

等

出

城

西

與

燧

等

戰

於

御

河

上

大

敗

而

還

元

志

御

河

自

魏

縣

界

經

元

城

縣

泉

源

鄕

于

村

渡

南

北

約

十

里

東

北

流

至

包

家

渡

下

接

館

陶

縣

界

漳
河

府

西

北

二

十

里

有

新

舊

二

河

俱

自

魏

縣

流

經

府

境

志

云

舊

漳

河

自

魏

縣

東

南

流

經

府

城

西

南

入

衞

河

後

徙

從

魏

縣

東

北

流

經

府

北

下

流

至

館

陶

縣

界

入

衞

河

謂

之

新

漳

五

代

史

梁

開

平

五

年

晉

王

存

朂

敗

梁

兵

自

趙

州

進

圍

魏

州

梁

將

楊

師

厚

引

軍

自

磁

相

赴

救

晉

解

圍

去

師

厚

追

之

逾

漳

水

而

還

宋

時

嘗

引

漳

水

注

雕

馬

河

入

府

城

灌

御

河

又

從

東

北

隄

門

出

灌

流

沙

河

復

入

漳

河

以

通

漕

運

今

故

渠

已

湮

河

渠

攷

漳

水

流

濁

最

多

決

溢

明

洪

武

初

漳

水

溢

三

十

一

年

漳

衞

並

溢

郡

城

遂

圮

自

宣

德

以

後

橫

流

決

囓

不

可

勝

紀

其

最

甚

者

莫

如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漳

衞

橫

流

盤

旋

於

元

城

大

名

南

樂

魏

濬

內

黃

等

縣

境

民

至

有

攀

木

而

栖

者

盖

漳

盛

而

衞

不

能

容

泛

濫

爲

災

也

又

云

漳

衞

二

河

並

在

府

境

大

抵

衞

常

安

流

漳

善

决

囓

明

初

漳

水

從

魏

縣

北

歴

西

店

東

注

館

陶

合

衞

水

正

德

初

漳

河

决

魏

縣

閻

家

渡

又

十

年

决

雙

井

渡

皆

合

衞

水

由

艾

家

口

東

北

經

小

灘

鎮

而

入

館

陶

界

堤

堰

完

固

環

抱

郡

城

雖

有

决

囓

之

患

補

塞

亦

易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復

决

於

魏

縣

西

南

回

隆

鎭

遂

舍

艾

家

口

經

大

名

縣

南

分

流

汗

漫

東

至

岔

道

村

始

合

舊

河

公

私

皆

以

泛

濫

爲

病

降

慶

三

年

漳

水

大

溢

大

名

縣

城

垣

室

廬

幾

至

爲

墟

萬

歴

十

九

年

始

自

大

名

縣

西

白

水

村

至

艾

家

口

開

渠

十

一

里

達

漳

河

故

道

復

自

艾

家

曰

導

支

流

入

府

城

壕

工

甫

畢

滛

潦

適

至

賴

二

流

分

派

大

名

縣

得

以

無

恙

因

擬

益

爲

閘

壩

以

節

宣

之

自

是

水

患

差

少

餘

詳

大

川

漳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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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敷
文
閣

屯
氏
河

在

府

東

志

云

漢

書

武

帝

塞

宣

防

後

河

復

決

於

館

陶

分

爲

屯

氏

卽

此

河

也

按

此

蓋

屯

氏

别

河

决

於

成

帝

時

泛

濫

兖

豫

者

其

後

流

絶

亦

名

爲

王

莽

河

班

固

曰

禹

釃

二

渠

以

引

河

一

則

漯

川

今

河

所

經

一

則

北

瀆

王

莽

時

絶

故

世

俗

名

是

流

爲

王

莽

故

河

唐

建

中

三

年

朔

方

帥

李

懷

光

等

與

朱

滔

戰

於

愜

山

敗

績

是

夕

滔

等

堰

永

濟

渠

入

王

莽

故

河

絶

官

軍

糧

道

及

歸

路

明

曰

水

深

三

尺

餘

馬

燧

等

大

懼

卑

辭

謝

滔

始

得

與

諸

軍

涉

水

而

西

退

保

魏

縣

興

元

初

朱

滔

與

田

悅

有

隙

攻

悅

貝

州

會

田

緖

殺

悅

滔

喜

遣

兵

攻

魏

州

軍

王

莽

河

又

後

唐

同

光

四

年

趙

在

禮

等

作

亂

自

臨

淸

永

濟

館

陶

趣

魏

州

州

將

孫

鐸

請

乗

城

爲

備

且

募

壯

士

伏

王

莽

河

逆

擊

之

監

軍

史

彥

瓊

不

聽

賊

掩

至

魏

州

城

陷

宋

時

大

河

自

澶

州

而

東

北

出

大

名

元

城

之

東

其

後

決

徙

不

一

屯

氏

河

之

故

迹

遂

堙

一

統

志

王

莽

河

一

名

毛

河

卽

屯

氏

河

之

譌

矣

又

金

堤

邑

志

云

在

舊

府

城

北

十

九

里

郎

漢

成

帝

時

所

築

北

盡

館

陶

縣

界

沙
河

府

東

北

四

十

里

志

云

河

南

北

約

長

二

十

里

東

西

闊

二

里

流

常

不

定

一

名

流

沙

河

下

流

合

於

漳

河

又

雕

馬

河

在

府

西

南

宋

時

引

漳

河

注

此

絶

衞

河

而

注

城

中

復

北

出

以

入

於

衞

河

今

皆

堙

廢

○

馬

頰

河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舊

自

開

州

流

經

此

闊

約

百

歩

今

雖

枯

竭

故

道

猶

存

滛

雨

泛

溢

輙

害

禾

稼

下

流

入

山

東

朝

城

等

縣

境

今

詳

見

山

東

高

唐

州

馬
陵
道

府

東

南

十

里

左

傳

成

七

年

公

會

諸

侯

救

鄭

同

盟

于

馬

陵

戰

國

策

梁

惠

王

二

十

七

年

伐

韓

齊

救

韓

使

田

忌

孫

臏

直

走

魏

都

魏

將

龎

涓

倍

道

并

行

逐

之

孫

子

度

其

行

暮

當

至

馬

陵

馬

陵

道

狹

而

旁

多

阻

隘

乃

使

萬

弩

夾

道

而

伏

涓

至

殺

之

卽

此

處

是

時

梁

尙

都

安

邑

齊

入

魏

境

道

出

此

也

隋

因

置

馬

陵

縣

宋

人

河

北

漕

運

往

往

於

黎

陽

或

馬

陵

道

口

裝

卸

蓋

津

要

所

關

矣

沙
亭

在

府

東

春

秋

定

七

年

齊

侯

衞

侯

盟

于

沙

邱

左

氏

謂

之

𤨏

杜

預

曰

元

城

縣

東

南

有

沙

亭

晉

太

和

五

年

秦

王

猛

圍

鄴

燕

慕

容

桓

自

沙

亭

屯

內

黃

是

也

晉

地

道

記

元

城

縣

南

有

𤨏

陽

城

蓋

卽

沙

亭

矣

○

金

波

亭

在

故

魏

州

城

內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分

魏

博

爲

兩

鎭

置

昭

德

軍

於

相

州

魏

人

不

樂

分

徙

遣

劉

鄩

將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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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敷
文
閣

屯

南

樂

以

逼

之

鄩

遣

别

將

王

彥

章

將

騎

入

魏

州

屯

金

波

亭

旣

而

魏

州

軍

亂

圍

金

波

亭

彥

章

斬

關

走

小
灘
鎭

府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衞

河

濱

自

元

以

來

爲

轉

輸

要

道

又

東

北

三

十

里

而

達

山

東

𠜍

縣

今

河

南

漕

運

以

此

爲

轉

兌

之

所

有

小

灘

巡

司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又

設

稅

課

司

於

此

或

以

爲

鎭

郎

古

枋

頭

悞

也

其

西

南

數

里

有

岔

道

村

亦

衞

河

所

經

也

○

臺

頭

堡

在

府

城

南

其

地

有

高

臺

相

傳

魏

惠

王

拜

郊

臺

村

因

以

名

又

東

館

堡

在

府

東

六

十

里

以

有

束

晳

廟

而

名

亦

曰

束

館

鎭

志

云

府

西

北

三

十

里

有

西

店

集

漳

河

舊

經

此

又

有

儒

家

砦

堡

在

府

西

北

四

十

里

黃

金

堤

堡

在

府

東

北

三

十

里

皆

商

民

輳

集

處

石
梁
驛

在

府

西

南

隋

大

業

十

年

李

宻

從

楊

元

感

之

亂

被

執

至

魏

州

石

梁

驛

逸

去

銅
雀
驛

在

魏

州

舊

城

內

五

代

梁

乾

化

二

年

宣

義

帥

楊

師

厚

軍

魏

州

館

於

銅

雀

驛

會

朱

友

珪

弑

逆

師

厚

遂

入

牙

城

據

有

魏

博

是

也

志

云

今

有

艾

家

口

水

驛

在

城

南

衞

河

濱

河
門

在

舊

魏

州

城

外

唐

書

魏

州

有

河

門

舊

堤

魏

帥

樂

彥

楨

嘗

因

以

築

羅

城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分

魏

相

爲

兩

鎭

魏

人

謀

作

亂

曰

六

州

歴

代

藩

鎮

兵

未

嘗

遠

出

河

門

謂

此

也

○

狄

公

祠

舊

在

府

西

南

二

十

里

狄

仁

傑

嘗

刺

魏

州

民

因

立

祠

祀

之

晉

將

李

嗣

源

自

澶

州

馳

救

魏

州

軍

狄

公

祠

下

卽

此

大
名
縣

府

東

南

十

里

東

至

山

東

朝

城

縣

七

十

里

東

北

至

山

東

𠜍

縣

九

十

里

東

南

至

南

樂

縣

三

十

五

里

本

漢

元

城

縣

地

東

魏

天

平

二

年

析

置

貴

鄕

縣

屬

魏

郡

後

周

爲

魏

州

治

隋

因

之

唐

亦

爲

魏

州

冶

五

代

梁

乾

化

末

晉

王

存

朂

入

魏

州

改

曰

廣

晉

縣

漢

曰

大

名

縣

宋

熙

寧

六

年

省

八

元

城

縣

紹

聖

二

年

復

置

政

和

六

年

移

治

南

樂

鎮

卽

今

縣

治

也

金

亦

爲

倚

郭

縣

元

初

仍

治

於

此

尋

又

遷

入

郭

內

至

元

九

年

復

還

故

治

明

初

廢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復

置

於

郭

內

永

樂

九

年

復

還

故

治

編

戸

十

九

里

貴
鄕
廢
縣

在

今

縣

北

水

經

注

沙

邱

堰

有

貴

鄕

五

代

志

前

燕

慕

容

暐

置

貴

鄕

縣

屬

昌

樂

郡

昌

樂

卽

今

南

樂

縣

也

劉

昫

曰

後

魏

天

平

二

年

分

館

陶

西

界

於

今

州

西

北

三

十

里

古

趙

城

置

貴

鄕

縣

後

周

建

德

七

年

以

趙

城

卑

濕

西

南

移

三

十

里

就

孔

思

集

寺

爲

貴

鄕

縣

治

大

象

二

年

於

縣

置

魏

州

隋

大

業

中

爲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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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敷
文
閣

陽

郡

治

唐

開

元

中

與

元

城

縣

並

在

郭

下

今

縣

蓋

卽

故

貴

鄕

縣

地

也

愜
山

縣

北

十

五

里

漢

成

帝

時

河

決

王

延

世

於

此

運

土

塞

河

頗

愜

人

心

因

名

唐

建

中

二

年

朱

滔

等

共

拒

朝

命

救

田

悅

於

魏

州

引

兵

營

於

愜

山

朔

方

節

度

使

李

懷

光

擊

滔

於

愜

山

之

西

爲

滔

所

敗

蹙

入

永

濟

渠

溺

死

甚

衆

今

元

氏

故

城

旁

有

朱

滔

壁

壘

餘

址

衞
河

縣

北

五

里

與

元

城

縣

接

界

濱

河

有

艾

家

口

遞

運

所

宏

治

初

衞

水

自

此

决

溢

爲

患

因

築

堤

障

禦

名

曰

紅

船

灣

堤

又

縣

有

附

城

堤

正

德

間

漳

衞

二

水

决

溢

入

境

縣

令

吳

拯

增

築

此

堤

植

柳

千

株

環

抱

縣

治

一

名

吳

公

柳

堤

郡

志

縣

境

有

衞

河

堤

起

自

濬

縣

之

新

鎭

達

於

館

陶

延

袤

三

百

餘

里

成

化

二

十

二

年

郡

守

李

瓚

增

築

又

縣

西

北

二

里

有

張

家

堤

西

南

八

里

有

李

茂

堤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有

范

勝

堤

俱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以

後

漳

河

南

决

因

築

諸

堤

捍

衞

萬

歴

三

十

八

年

衞

河

潰

於

范

勝

堤

卽

此

志

云

縣

東

三

里

有

逯

家

堤

起

自

南

樂

縣

界

經

縣

境

抵

衞

河

濱

蓋

古

堤

也

又

縣

治

二

里

有

諸

公

堤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邑

令

諸

偁

所

築

因

名

屯
氏
河

縣

東

南

三

里

卽

漢

成

帝

時

河

决

館

陶

及

東

郡

金

隄

者

支

流

派

别

縣

境

因

有

此

渠

宋

時

大

河

自

南

樂

縣

東

北

流

入

縣

境

又

東

北

入

元

城

縣

此

卽

大

河

故

瀆

矣

今

廢

○

雕

馬

河

在

縣

北

與

元

城

縣

接

界

今

亦

涸

張
家
澤

縣

東

二

里

魚

藻

繁

衍

冬

夏

不

涸

志

云

昔

有

縣

令

張

珩

者

結

廬

讀

書

澤

上

因

名

又

縣

西

南

三

里

有

白

水

潭

林

樹

交

蔭

菱

荇

縱

橫

爲

近

郊

之

勝

蓋

卽

屯

氏

河

之

餘

浸

矣

魏
縣

府

西

四

十

里

西

至

河

南

臨

漳

縣

五

十

里

北

至

廣

平

府

廣

平

縣

二

十

里

東

北

至

山

東

邱

縣

九

十

里

春

秋

時

洹

水

地

應

劭

以

爲

魏

武

侯

别

都

也

漢

置

魏

縣

屬

魏

郡

郡

都

尉

治

焉

後

漢

仍

曰

魏

縣

晉

及

後

魏

並

屬

魏

郡

後

齊

廢

隋

開

皇

六

年

復

置

魏

縣

屬

魏

州

唐

因

之

宋

屬

大

名

府

明

初

移

治

五

姓

店

編

戸

五

十

里

廢
魏
縣
城

縣

南

三

十

里

志

云

漢

縣

舊

治

在

今

府

西

三

十

里

于

村

渡

西

俗

呼

舊

縣

店

唐

時

移

縣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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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敷
文
閣

洹

水

鎭

劉

昫

曰

天

寶

三

載

移

魏

縣

以

縣

居

漳

水

洹

水

之

下

流

衝

溢

爲

患

也

邑

志

縣

舊

治

在

子

村

渡

西

五

里

唐

以

河

患

遷

洹

水

鎭

後

皆

因

之

明

初

復

爲

漳

河

所

衝

囓

始

遷

今

治

廢

城

舊

址

猶

存

漳
陰
城

在

縣

西

南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析

魏

縣

地

置

漳

陰

縣

屬

魏

州

大

業

初

廢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漳

陰

縣

貞

觀

初

仍

省

入

魏

縣

○

葛

築

城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史

記

趙

成

侯

及

魏

惠

王

遇

于

葛

築

卽

此

城

也

今

其

地

又

有

築

亭

漳
河

在

縣

南

志

云

舊

漳

水

爲

濁

漳

今

自

臨

漳

縣

東

流

至

縣

南

十

八

里

又

東

流

至

府

城

西

南

與

御

河

合

者

是

也

新

漳

水

爲

淸

漳

自

縣

南

從

流

而

北

迫

縣

之

南

關

東

流

數

里

折

而

東

北

經

元

城

縣

北

入

山

東

館

陶

縣

界

與

衛

河

合

者

是

也

二

漳

水

葢

以

隄

岸

相

隔

按

淸

濁

二

漳

已

合

於

臨

漳

縣

西

此

所

云

舊

漳

者

葢

沿

漳

水

之

舊

名

新

漳

則

據

其

分

流

入

衞

河

者

言

之

耳

非

仍

有

二

漳

水

也

歐

陽

忞

曰

漳

河

過

魏

縣

亦

謂

之

魏

河

唐

建

中

三

年

馬

燧

等

圍

田

悅

於

魏

州

朱

滔

王

武

俊

叛

援

悅

燧

敗

保

魏

縣

滔

等

亦

引

兵

營

魏

縣

東

南

與

官

軍

隔

水

相

拒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晉

王

存

朂

得

魏

州

梁

將

劉

鄩

自

洹

水

趣

魏

縣

晉

將

史

建

塘

屯

魏

縣

拒

之

晉

王

勞

軍

至

魏

縣

帥

百

騎

循

河

而

上

覘

鄩

營

鄩

伏

兵

河

曲

叢

林

間

鼓

譟

而

出

王

力

鬬

得

免

河

曲

卽

漳

河

曲

也

河

渠

攷

漳

水

入

縣

境

一

遇

雨

潦

恒

多

决

溢

之

患

成

化

十

八

年

水

决

縣

西

入

城

市

宏

治

二

年

復

自

縣

西

羊

羔

口

漫

流

害

稼

十

四

年

復

溢

明

年

從

縣

西

北

趣

廣

平

縣

東

南

下

流

皆

被

其

害

仍

人

館

陶

合

衞

河

嘉

靖

中

漳

衞

屢

溢

三

十

年

爲

患

尤

劇

三

十

六

年

自

縣

及

元

城

大

名

以

南

二

三

百

里

間

皆

爲

巨

浸

久

之

患

始

息

萬

歴

二

十

年

復

漲

溢

害

稼

十

人

以

漳

水

變

遷

不

常

謂

之

神

河

水

退

後

往

往

以

塡

淤

爲

利

故

墊

溺

常

不

免

又

舊

有

漳

河

堤

在

縣

南

其

南

岸

起

自

臨

漳

延

袤

八

十

里

北

岸

起

自

成

安

延

袤

五

十

里

俱

由

縣

境

抵

元

城

縣

界

永

樂

八

年

縣

令

楊

文

亨

創

築

後

屢

增

脩

之

衞
河

縣

南

三

十

里

自

內

黃

縣

合

洹

水

流

入

縣

界

經

回

隆

鎭

至

縣

南

五

十

里

有

泊

口

渡

又

東

經

縣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有

閻

家

渡

四

十

里

有

雙

井

渡

又

東

北

入

元

城

縣

境

漳

水

决

溢

衞

河

輙

被

其

患

正

德

初

漳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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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敷
文
閣

自

閻

家

渡

决

入

後

又

自

雙

并

渡

决

入

嘉

靖

中

復

自

回

龍

鎭

决

入

近

時

漳

水

屢

决

濬

縣

內

黃

之

交

潰

溢

輙

人

縣

境

蓋

漳

衞

相

近

故

也

杜

佑

曰

煬

帝

引

白

溝

水

爲

永

濟

渠

經

魏

縣

南

而

東

北

出

卽

此

又

舊

有

衞

河

堤

自

回

龍

鎭

東

北

抵

大

名

縣

界

景

泰

七

年

脩

築

又

有

護

城

堤

宏

治

中

縣

令

鮑

琦

築

此

以

禦

衞

河

之

水

亦

曰

鮑

公

堤

白
龍
潭

在

縣

西

漳

水

滙

流

處

也

唐

乾

寧

三

年

河

東

帥

李

克

用

攻

魏

州

敗

魏

兵

於

白

龍

潭

追

至

觀

音

門

朱

全

忠

馳

救

乃

引

還

觀

音

門

卽

故

魏

州

西

門

矣

李
固
鎭

在

縣

東

南

唐

文

德

元

年

魏

博

軍

亂

樂

從

訓

保

內

黃

求

救

於

朱

全

忠

全

忠

將

兵

自

白

馬

濟

河

下

黎

陽

臨

河

李

固

三

鎭

九

域

志

魏

縣

有

李

固

鎭

薛

居

正

曰

鄴

西

有

栅

曰

李

固

淸

淇

合

流

於

其

側

唐

同

光

以

後

魏

州

有

鄴

都

之

稱

故

曰

鄴

西

回
隆
鎭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隆

亦

作

龍

相

傳

宋

眞

宗

北

征

時

回

鑾

經

此

因

名

相

州

志

安

陽

縣

東

九

十

里

有

回

隆

驛

又

臨

漳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亦

有

回

龍

鎮

南

臨

御

河

葢

其

地

爲

四

達

之

郊

也

今

亦

見

內

黃

縣

○

北

臯

鎭

在

縣

西

北

界

成

安

臨

漳

之

間

商

民

輳

集

有

北

臯

堡

又

沙

口

鎭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爲

往

來

衝

要

亦

置

堡

於

此

又

有

雙

井

鎭

卽

雙

井

渡

漳

衞

合

流

之

衝

也

南
樂
縣

府

東

南

四

十

里

東

至

山

東

朝

城

縣

七

十

里

北

至

山

東

𠜍

縣

百

十

五

里

東

南

至

山

東

觀

城

縣

五

十

里

西

至

內

黃

縣

七

十

里

漢

置

樂

昌

縣

屬

東

郡

高

后

封

張

敖

子

壽

爲

侯

邑

又

宣

帝

封

王

武

爲

樂

昌

侯

邑

於

此

後

漢

省

晉

改

置

昌

樂

縣

屬

陽

平

郡

尋

省

後

魏

太

和

二

十

一

年

復

分

魏

縣

置

昌

樂

縣

屬

魏

郡

永

安

初

置

昌

樂

郡

治

焉

東

魏

天

平

中

罷

郡

後

周

復

置

郡

隋

初

郡

廢

縣

屬

魏

州

大

業

初

省

入

繁

水

縣

唐

武

德

初

復

置

屬

魏

州

五

代

唐

諱

昌

改

曰

南

樂

屬

興

唐

府

宋

仍

屬

大

名

崇

寧

五

年

改

屬

澶

州

金

還

隷

大

名

府

元

因

之

今

編

戸

三

十

五里昌
樂
城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後

魏

昌

樂

縣

治

也

隋

省

唐

武

德

五

年

太

子

建

成

等

擊

劉

黑

闥

於

魏

州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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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敷
文
閣

昌

樂

劉

昫

曰

故

城

在

縣

西

後

魏

曾

置

昌

州

於

此

今

城

武

德

六

年

所

築

寶

應

初

僕

固

瑒

等

追

擊

史

朝

義

於

昌

樂

東

敗

之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分

天

雄

軍

置

鎭

相

州

恐

魏

人

不

服

使

劉

鄩

濟

河

屯

昌

樂

以

逼

之

魏

人

遂

作

亂

以

地

歸

於

晉

明

年

晉

王

存

朂

改

縣

爲

南

樂

晉

天

福

八

年

以

契

丹

將

入

冦

遣

使

城

南

樂

及

德

淸

軍

徵

近

道

兵

備

之

卽

今

城

矣

昌

州

卽

後

魏

昌

樂

郡

劉

昫

誤

也

繁
水
城

縣

北

四

十

里

隋

開

皇

六

年

分

昌

樂

縣

置

繁

水

縣

屬

魏

州

大

業

初

以

昌

樂

縣

省

入

縣

屬

武

陽

郡

唐

仍

屬

魏

州

貞

觀

十

八

年

省

入

昌

樂

縣

平
邑
城

縣

東

北

七

里

故

趙

地

史

記

趙

獻

侯

十

三

年

城

平

邑

又

趙

惠

文

王

二

十

八

年

藺

相

如

伐

齊

至

平

邑

悼

襄

王

元

年

魏

欲

通

平

邑

中

牟

之

道

不

成

五

年

傳

祗

將

居

平

邑

慶

舍

將

東

陽

河

外

師

守

河

梁

竹

書

晉

烈

公

十

一

年

田

公

子

居

思

伐

邯

鄲

圍

平

邑

十

六

年

齊

田

盼

及

邯

鄲

韓

舉

戰

于

平

邑

邯

鄲

之

師

敗

逋

卽

此

漢

爲

元

城

縣

地

東

魏

天

平

二

年

分

置

平

邑

縣

屬

魏

尹

高

齊

廢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復

置

大

業

初

并

入

貴

鄕

縣

唐

建

中

二

年

馬

燧

等

敗

田

悅

於

洹

水

頓

兵

於

平

邑

浮

圖

悅

因

得

入

魏

州

今

有

馬

燧

營

遺

址

正

義

河

外

魏

州

河

南

地

中

牟

今

見

河

南

湯

陰

縣

昌
城

在

縣

南

魏

收

志

昌

樂

縣

有

昌

城

晉

永

和

六

年

冉

閔

簒

趙

自

立

趙

將

張

賀

度

等

會

於

昌

城

將

攻

鄴

閔

自

將

擊

之

戰

於

倉

亭

賀

度

等

大

敗

志

云

縣

有

古

昌

意

城

黃

帝

子

昌

意

所

築

卽

故

昌

城

矣

又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有

故

朝

城

近

山

東

朝

城

縣

界

唐

閔

元

中

以

此

名

縣

今

其

地

名

韓

張

堡

五

代

梁

將

王

彥

章

嘗

營

此

壁

壘

猶

存

方
山

縣

北

七

里

志

云

舊

有

二

土

山

並

峙

其

形

正

方

宋

嘉

祐

以

後

大

河

經

縣

境

蕩

决

不

時

夷

爲

平

陸

今

其

地

名

方

山

村

龍
窩
河

縣

東

四

十

里

自

山

東

觀

城

縣

界

流

經

縣

境

之

莢

村

又

經

縣

南

入

淸

豐

縣

界

或

曰

本

大

河

故

瀆

也

唐

開

元

十

四

年

魏

州

河

溢

其

决

口

謂

之

龍

窩

自

宋

以

來

縣

皆

爲

大

河

經

流

之

道

其

後

河

旣

南

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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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敷
文
閣

餘

流

斷

續

不

一

因

隨

地

立

名

云

又

二

股

河

在

縣

南

大

河

故

道

也

一

名

四

界

首

河

以

流

經

魏

恩

德

博

四

州

之

界

而

名

宋

嘉

祐

中

大

河

决

溢

於

恩

冀

諸

州

之

境

河

北

漕

臣

韓

贇

言

四

界

首

古

大

河

所

經

宜

浚

二

股

渠

分

流

入

金

赤

二

河

以

紓

恩

冀

之

患

其

東

北

爲

五

股

河

亦

并

浚

之

詔

從

其

請

於

是

大

河

從

魏

州

第

六

埽

溢

入

二

股

河

廣

二

百

尺

經

流

百

三

十

里

東

至

滄

州

入

海

熙

寧

中

河

復

溢

恩

冀

諸

州

議

者

復

請

於

大

名

第

四

第

五

埽

開

脩

直

河

使

大

河

還

二

股

故

道

又

濬

淸

水

鎮

河

塞

退

背

魚

肋

河

王

安

石

王

其

說

旣

而

劉

繪

上

言

河

勢

增

漲

許

家

灣

淸

水

鎭

河

極

淺

漫

幾

於

不

流

蒲

泊

而

東

下

至

四

界

首

退

出

之

田

畧

無

固

護

設

漫

水

出

岸

牽

回

河

頭

將

復

成

水

患

宜

候

霜

降

水

落

開

淸

水

鎭

河

築

縷

堤

一

道

以

遏

漲

水

使

大

河

復

循

故

道

命

有

司

相

度

熙

寧

末

河

溢

衞

州

又

大

决

於

澶

州

而

二

股

直

河

諸

流

一

時

湮

廢

吕

大

防

曰

治

河

持

議

有

三

一

曰

回

河

二

曰

塞

河

三

曰

分

水

而

分

水

之

說

差

勝

今

詳

見

川

瀆

異

同

繁
水

在

廢

繁

水

縣

南

五

里

自

內

黃

縣

流

入

境

又

北

注

於

永

濟

渠

一

名

浮

水

水

經

注

浮

水

上

承

大

河

於

頓

邱

縣

北

下

流

至

東

武

陽

東

入

河

志

云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有

王

村

堤

繁

水

所

經

也

其

堤

南

入

淸

豐

北

入

大

名

縣

界

今

繁

水

淺

涸

非

復

故

流

矣

東

武

陽

見

山

東

朝

城

縣

○

朱

龍

河

在

縣

西

南

四

里

源

自

開

州

澶

淵

陂

分

流

過

淸

豐

縣

界

入

縣

境

至

趙

家

莊

曲

折

南

回

復

入

開

州

界

注

黑

龍

潭

今

涸

又

宋

堤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南

接

淸

豐

縣

界

宋

至

和

二

年

所

築

以

禦

大

河

之

泛

溢

又

有

古

金

堤

在

縣

西

十

里

亦

南

接

淸

豐

縣

界

倉
亭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其

地

有

倉

帝

陵

及

造

書

臺

亭

因

以

名

卽

冉

閔

敗

張

賀

度

處

也

或

以

爲

山

東

范

縣

之

倉

亭

津

誤

矣

又

縣

西

三

十

里

有

操

刀

畱

胄

二

營

相

去

六

里

土

人

相

傳

周

武

王

伐

紂

駐

師

於

此

或

曰

非

也

宇

文

周

滅

齊

遣

兵

追

高

緯

此

其

故

壘

云

淸
水
鎭

在

縣

東

宋

人

引

河

出

此

入

於

二

股

渠

所

謂

淸

水

鎭

河

也

其

後

河

流

漲

溢

鎮

亦

堙

廢

○

五

花

營

在

縣

北

十

八

里

唐

時

河

北

五

鎭

嘗

會

兵

於

此

因

名

後

人

因

其

壁

壘

聚

居

成

鎭

志

云

縣

北

八

里

有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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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敷
文
閣

成

營

唐

武

德

五

年

太

子

建

成

駐

兵

於

此

又

有

王

彥

章

營

在

縣

南

門

外

宋

金

城

廂

皆

固

其

故

壘

淸
豐
縣

府

東

南

九

十

里

南

至

開

州

五

十

里

東

南

至

山

東

濮

州

六

十

里

東

至

山

東

觀

城

縣

五

十

里

漢

頓

邱

縣

地

唐

大

歴

七

年

魏

博

帥

田

承

嗣

請

析

頓

丘

昌

樂

二

縣

地

置

今

縣

以

孝

子

張

淸

豐

而

名

縣

屬

澶

州

五

代

晉

屬

德

淸

軍

宋

仍

屬

澶

州

慶

歴

四

年

徙

德

淸

軍

治

焉

金

廢

軍

縣

屬

開

州

元

因

之

明

改

今

屬

編

戸

四

十

五

里

淸
豐
故
城

縣

西

北

十

八

里

唐

大

歴

中

縣

蓋

治

此

又

縣

南

五

里

有

故

城

或

以

爲

宋

慶

歴

中

縣

徙

治

處

也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又

有

故

城

志

以

爲

宋

嘉

祐

中

因

避

水

患

遷

於

此

後

復

移

今

治

今

城

周

五

里

城

外

又

有

小

城

周

三

里

有

竒

頓
邱
城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古

衞

邑

詩

送

子

渉

淇

至

于

頓

邱

竹

書

晉

定

公

三

年

城

頓

邱

漢

置

頓

邱

縣

治

此

顏

師

古

曰

邱

一

成

爲

頓

成

重

也

重

平

聲

後

漢

亦

屬

東

郡

初

平

三

年

曹

操

擊

黑

山

賊

于

毒

等

軍

於

頓

邱

晉

爲

頓

邱

郡

治

後

魏

因

之

高

齊

郡

縣

俱

廢

隋

開

皇

六

年

復

置

頓

邱

縣

屬

魏

州

唐

武

德

四

年

置

澶

州

治

焉

貞

觀

初

州

廢

縣

仍

屬

魏

州

大

歴

七

年

復

爲

澶

州

治

舊

志

云

澶

州

治

頓

邱

其

地

當

兩

河

之

驛

路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晉

王

存

朂

克

澶

州

卽

此

城

也

石

晉

天

福

三

年

徙

州

跨

德

勝

津

并

頓

邱

縣

徙

焉

因

於

舊

城

置

頓

邱

鎭

取

縣

爲

名

四

年

改

鎭

爲

德

淸

軍

九

年

復

徙

軍

於

陸

家

店

而

故

城

遂

墟

未

幾

契

丹

入

冦

軍

於

元

城

繼

而

僞

棄

城

去

伏

精

騎

於

古

頓

邱

城

以

俟

晉

軍

至

而

擊

之

晉

軍

不

出

復

圍

澶

州

卽

此

城

也

宋

仍

置

頓

邱

縣

屬

澶

州

熙

寧

六

年

并

入

淸

豐

縣

志

云

今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有

頓

邱

故

城

宋

時

縣

蓋

治

此

德
淸
軍
城

縣

西

三

十

里

本

頓

邱

縣

地

石

晉

天

福

四

年

置

德

淸

軍

於

故

澶

州

城

開

運

初

契

丹

入

冦

澶

州

鄴

都

之

間

城

戌

盡

陷

議

者

謂

澶

州

鄴

都

相

去

百

五

十

里

宜

於

中

途

築

城

應

接

南

北

因

更

築

德

淸

軍

城

合

德

淸

南

樂

之

民

以

實

之

舊

史

開

運

元

年

移

德

淸

軍

於

陸

家

店

南

去

新

澶

州

七

十

里

二

年

更

築

軍

城

是

也

王

氏

曰

晉

天

福

八

年

城

南

樂

及

德

淸

軍

是

時

軍

治

頓

邱

鎭

南

去

澶

州

六

十

里

明

年

遂

移

陸

家

店

宋

初

因

之

慶

歴

四

年

徙

軍

治

淸

豐

縣

仍

隷

澶

州

而

故

城

遂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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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敷
文
閣

陰
安
城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漢

縣

屬

魏

郡

元

封

五

年

封

衞

不

疑

爲

侯

邑

後

漢

仍

屬

魏

郡

晉

屬

頓

邱

郡

永

和

六

年

冉

閔

敗

趙

將

張

賀

度

等

於

倉

亭

追

斬

靳

豚

於

陰

安

卽

此

後

魏

亦

屬

頓

邱

郡

高

齊

廢

入

頓

邱

縣

隋

末

嘗

移

頓

邱

縣

治

陰

安

城

唐

復

還

舊

治

胡

氏

曰

陰

安

城

一

名

頓

邱

古

城

蓋

以

頓

邱

嘗

治

此

也

一

統

志

頓

邱

城

亦

名

陰

安

古

城

悞

矣

觀
澤
城

括

地

志

頓

邱

城

東

十

八

里

有

觀

澤

城

戰

國

時

趙

邑

又

爲

魏

地

史

記

齊

湣

王

七

年

與

宋

攻

魏

敗

之

觀

澤

卽

此

又

剛

平

城

在

縣

西

南

史

記

趙

世

家

敬

侯

四

年

築

剛

平

以

侵

衞

五

年

齊

魏

爲

衞

攻

趙

取

我

剛

平

是

也

○

于

城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本

衞

之

干

邑

詩

出

宿

于

干

又

縣

北

十

里

有

聶

城

春

秋

僖

元

年

齊

師

宋

師

曹

伯

次

于

聶

北

救

邢

志

以

爲

卽

此

城

也

寰

宇

記

干

聶

並

衞

大

夫

食

邑

又

有

孫

固

城

在

縣

北

十

八

里

周

五

里

廢

址

尙

存

一

云

城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蓋

五

代

時

戍

守

處

又

有

衞

城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相

傳

衞

靈

公

置

離

宫

於

此

鮒
鰅
山

志

云

在

頓

邱

故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一

名

高

陽

山

山

海

經

鮒

鰅

之

山

顓

頊

葬

其

陽

九

殯

葬

其

陰

勝

覽

云

山

在

滑

州

東

北

七

十

里

一

名

靑

冢

山

又

有

秋

山

亦

在

頓

邱

西

北

山

海

經

帝

嚳

葬

其

陰

今

故

址

已湮

朱
龍
河

縣

東

七

里

南

接

開

州

北

入

南

樂

一

名

龍

窩

河

志

云

縣

東

十

五

里

有

大

河

故

道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又

有

六

㙮

故

渠

卽

宋

慶

歴

中

議

引

商

胡

河

自

六

㙮

渠

入

橫

隴

故

道

者

又

有

雞

爪

渠

在

縣

東

宋

紹

聖

初

河

决

內

黃

吳

安

特

請

塞

梁

村

口

縷

張

包

口

開

淸

豐

口

以

東

雞

爪

河

分

洩

河

勢

者

是

也

今

皆

堙

廢

詳

見

開

州

及

川

瀆

異

同

淇
河

在

縣

西

舊

志

云

自

臨

河

縣

流

經

頓

邱

縣

北

五

里

又

東

歴

淸

豐

縣

至

觀

城

縣

境

葢

淇

水

自

濬

縣

合

衞

河

支

流

復

引

而

東

出

經

內

黃

淸

豐

之

間

其

下

流

入

於

大

河

故

瀆

今

湮

○

澶

水

在

故

頓

邱

城

西

南

二

十

里

伏

流

至

南

樂

縣

廢

繁

水

城

西

南

合

於

繁

水

亦

曰

繁

泉

志

云

頓

邱

故

城

西

北

有

泉

源

卽

詩

所

云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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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敷
文
閣

源

在

左

者

硝
河

縣

東

南

十

八

里

水

流

無

源

盈

涸

不

時

兩

岸

產

硝

因

名

又

黃

龍

潭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約

二

十

餘

頃

在

斷

堤

之

間

盖

皆

决

河

之

餘

浸

矣

金
隄
驛

在

縣

南

志

云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有

金

隄

南

接

開

州

北

接

南

樂

縣

境

漢

成

帝

時

王

延

世

運

土

塞

河

自

金

隄

增

築

之

置

驛

於

其

上

因

以

金

堤

爲

名

宋

慶

歴

五

年

命

內

臣

王

克

恭

塞

滑

州

橫

隴

决

河

克

恭

請

先

治

金

堤

禦

下

流

詔

止

勿

塞

卽

此

處

也

邑

志

云

德

淸

廢

城

東

南

五

里

有

金

堤

餘

址

又

云

金

堤

任

縣

西

二

里

主
簿
寨
堡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又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有

許

村

堡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有

馬

村

堡

皆

有

小

城

周

一

里

有

奇

可

以

守

禦

蒯
瞶
臺

在

頓

邱

故

城

北

五

里

相

傳

蒯

瞶

所

築

又

縣

有

顓

頊

冢

皇

覽

口

冢

在

頓

邱

城

門

外

廣

陽

里

中

又

有

帝

嚳

冢

在

頓

邱

城

南

臺

陰

野

中

一

統

志

顓

頊

及

帝

嚳

陵

俱

在

今

滑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葢

卽

鮒

鰅

山

麓矣

內
黃
縣

府

西

南

百

里

南

至

滑

縣

百

二

十

里

東

南

至

開

州

七

十

里

西

至

河

南

彰

德

府

百

二

十

里

戰

國

時

魏

邑

漢

置

內

黃

縣

屬

魏

郡

應

劭

曰

魏

以

河

北

爲

內

河

南

爲

外

陳

畱

有

外

黃

故

此

曰

內

後

漢

仍

曰

內

黃

縣

晉

屬

頓

邱

郡

後

魏

因

之

東

魏

大

平

初

省

入

臨

漳

縣

隋

開

皇

六

年

復

置

屬

相

州

大

業

初

改

屬

汲

郡

唐

初

屬

黎

州

貞

觀

十

七

年

還

屬

相

州

天

祐

三

年

改

屬

魏

州

宋

屬

大

名

府

金

大

定

六

年

改

屬

滑

州

元

因

之

明

初

改

今

屬

編

戸

三

十

四

里

內
黃
舊
城

在

縣

西

北

十

八

里

戰

國

魏

之

黃

邑

史

記

趙

廉

頗

伐

魏

取

黃

漢

因

置

內

黃

縣

後

漢

初

平

三

年

曹

操

擊

黑

山

賊

眭

固

及

匈

奴

於

扶

羅

於

內

黃

是

也

或

曰

隋

末

竇

建

德

嘗

置

黃

州

於

此

唐

武

德

四

年

并

州

總

管

劉

世

讓

克

黃

州

進

攻

洺

州

不

克

卽

内

黃

云

又

文

德

初

魏

博

軍

亂

逐

其

帥

樂

從

訓

朱

全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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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敷
文
閣

引

兵

救

之

至

內

黃

敗

魏

州

兵

宋

移

縣

於

今

治

繁
陽
城

縣

東

北

二

十

七

里

戰

國

時

魏

地

史

記

趙

孝

成

王

二

十

一

年

廉

頗

攻

魏

繁

陽

拔

之

漢

置

縣

屬

魏

郡

應

劭

曰

在

繁

水

之

陽

也

後

漢

因

之

晉

屬

頓

邱

郡

永

和

五

年

後

趙

冉

閔

之

亂

劉

國

據

陽

城

引

兵

擊

閔

胡

氏

曰

卽

繁

陽

城

也

後

魏

太

平

眞

君

六

年

省

入

頓

邱

縣

太

和

十

九

年

復

置

仍

屬

頓

邱

郡

東

魏

天

平

二

年

改

屬

魏

郡

北

齊

廢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復

置

屬

衞

州

大

業

初

并

入

內

黃

縣

柯
城

在

縣

東

北

春

秋

襄

十

九

年

叔

孫

豹

會

晉

士

匄

于

柯

杜

預

以

爲

內

黃

柯

城

也

又

牽

城

在

縣

西

南

十

二

里

春

秋

定

十

四

年

公

會

齊

人

衞

人

于

牽

杜

預

曰

黎

陽

縣

東

北

有

牽

城

卽

此

又

定

十

四

年

晉

人

圍

荀

寅

范

吉

射

于

朝

歌

公

會

齊

侯

衞

侯

于

脾

上

梁

之

間

杜

預

曰

脾

上

梁

卽

牽

也

戲
陽
城

在

縣

北

春

秋

昭

九

年

晉

荀

盈

卒

於

戲

陽

杜

預

曰

內

黃

縣

北

有

戲

陽

城

亦

曰

羛

陽

聚

後

漢

建

武

二

年

帝

自

將

征

五

校

幸

內

黃

大

破

五

校

於

羛

陽

羛

戲

通

許

宜

反

卽

戲

陽

城

矣

又

殷

城

在

縣

東

南

十

三

里

括

地

志

河

亶

甲

居

相

時

所

築

因

名

志

云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又

有

亳

城

城

東

有

殷

中

宗

陵

今

爲

亳

城集

五
馬
山

在

縣

西

宋

寶

鼎

元

年

彭

義

彬

與

蒙

古

戰

於

內

黃

之

五

馬

山

兵

潰

死

之

卽

此

又

博

望

岡

在

縣

西

南

十

三

里

舊

志

上

有

博

望

關

路

出

河

南

汲

縣

衞
河

在

縣

北

自

濬

縣

流

入

境

經

魏

縣

入

元

城

縣

界

卽

永

濟

渠

也

亦

曰

淇

水

志

云

淇

水

東

過

內

黃

縣

爲

白

溝

水

亦

曰

淸

河

唐

光

化

二

年

劉

仁

恭

攻

魏

博

拔

貝

州

朱

全

忠

遣

將

李

思

安

等

赴

救

屯

於

內

黃

仁

恭

子

守

光

等

來

擊

思

安

使

别

將

伏

兵

於

淸

水

之

右

而

逆

戰

於

繁

陽

陽

不

勝

而

走

守

光

逐

之

及

內

黃

之

北

伏

兵

發

守

光

僅

免

郡

志

縣

南

有

溝

河

源

出

濬

縣

界

流

經

滑

縣

入

縣

境

西

北

至

孟

家

潭

北

流

入

衞

河

其

兩

岸

彥

硝

一

名

硝

河

似

悞

洹
水

在

縣

西

其

上

流

曰

安

陽

河

自

河

南

臨

漳

縣

流

經

廣

平

府

成

安

縣

界

又

東

南

入

縣

境

經

縣

西

北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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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敷
文
閣

和

鎭

入

於

衛

河

○

湯

水

在

府

西

南

自

河

南

湯

陰

縣

流

人

縣

境

合

洹

水

入

於

衞

河

一

名

黃

雀

溝

繁
水

縣

東

二

十

六

里

舊

自

頓

邱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北

入

南

樂

縣

界

卽

浮

水

也

漢

志

云

魏

徙

大

梁

以

地

易

趙

趙

南

至

浮

水

繁

陽

卽

此

地

矣

○

界

河

志

云

在

縣

南

西

通

溝

河

東

南

流

經

開

州

界

東

經

淸

豐

界

東

北

經

大

名

縣

界

春

冬

常

涸

夏

秋

滛

潦

則

溢

而

北

入

於

衞

又

百

故

河

渠

在

東

十

餘

里

有

南

北

古

隄

俗

呼

其

地

曰

黃

灘

志

云

淸

豐

東

境

亦

有

故

渠

俗

因

呼

此

爲

西

黃

河

故

道

又

云

縣

東

一

里

有

古

金

堤

北

接

大

名

縣

界

之

衞

河

又

有

高

堤

起

自

縣

南

高

堤

鎭

北

至

魏

縣

泊

口

渡

凡

百

餘

里

鶴
鷀
陂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陂

周

八

十

里

蒲

魚

之

利

土

人

所

資

魏

收

志

臨

漳

縣

有

鸕

鷀

陂

又

九

域

志

洹

水

縣

西

南

五

里

有

鸕

鷀

陂

陂

葢

與

成

安

縣

及

河

南

之

臨

漳

縣

接

界

矣

或

曰

舊

陂

縱

橫

廣

遠

今

水

流

斷

續

故

餘

址

分

見

於

臨

漳

及

縣

境

也

黃
澤

在

縣

西

北

五

里

舊

時

澤

廣

數

里

有

隄

環

之

曰

黃

澤

堤

後

漢

初

世

祖

破

五

校

賊

於

黃

澤

是

也

今

湮

廢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又

有

孟

家

潭

志

云

其

水

無

源

夏

潦

則

硝

河

滙

於

此

潭

溢

入

衞

河

或

以

爲

卽

故

黃

澤

也

應

劭

曰

黃

澤

在

內

黃

之

西

回
隆
鎮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有

回

龍

廟

巡

司

其

北

與

魏

縣

接

界

志

云

在

漳

衞

二

水

之

間

河

南

歲

漕

嘗

轉

兌

於

此

尋

移

小

灘

鎮

今

詳

見

魏

縣

又

黃

池

水

驛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衞

河

濱

河

南

糧

運

道

皆

經

此

爲

津

途

要隘

烽
火
臺

縣

北

四

里

高

二

丈

許

宋

咸

平

中

契

丹

入

冦

大

名

楊

延

朗

軍

內

黃

以

禦

之

築

臺

於

此

又

澶

濮

間

皆

有

烽

火

臺

俱

五

代

時

及

宋

咸

平

景

德

間

所

置

也

邑

志

云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地

名

河

村

有

李

靖

堡

又

縣

北

二

十

餘

里

有

單

雄

信

營

營

爲

土

城

有

南

北

二

門

相

傳

李

宻

將

單

雄

信

屯

兵

處

永
定
橋

在

縣

西

南

跨

衞

河

之

上

唐

大

順

二

年

朱

全

忠

侵

衞

博

羅

宏

信

軍

於

內

黃

以

拒

之

全

忠

敗

魏

州

兵

進

至

永

定

橋

宏

信

懼

請

降

又

高

堤

渡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衞

河

南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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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敷
文
閣

濬
縣

府

西

南

二

百

里

東

至

開

州

一

百

里

西

南

至

河

南

衞

輝

府

百

二

十

里

西

北

至

河

南

湯

陰

縣

七

十

里

春

秋

時

衞

地

漢

置

黎

陽

縣

屬

魏

郡

後

漢

因

之

晉

仍

屬

魏

郡

石

趙

置

黎

陽

郡

後

魏

屬

汲

郡

孝

昌

中

分

置

黎

陽

郡

東

魏

又

置

黎

州

隋

初

州

郡

俱

廢

縣

屬

魏

州

開

皇

十

六

年

復

置

黎

州

大

業

初

州

廢

仍

屬

汲

郡

唐

初

復

置

黎

州

貞

觀

十

七

年

州

廢

仍

屬

衞

州

五

代

晉

改

屬

滑

州

宋

初

因

之

雍

熙

中

改

屬

澶

州

端

拱

初

建

通

利

軍

天

聖

初

改

安

利

軍

熙

寧

三

年

復

爲

黎

陽

縣

屬

衞

州

元

祐

初

復

爲

通

利

軍

政

和

五

年

升

爲

濬

州

亦

曰

濬

川

軍

尋

又

爲

平

川

軍

金

皇

統

八

年

改

曰

通

州

天

德

三

年

復

曰

濬

川

元

初

以

州

治

黎

陽

縣

省

入

屬

眞

定

路

至

元

二

年

改

隷

大

名

路

明

洪

武

三

年

改

州

爲

縣

編

戸

五

十

里

黎
陽
廢
縣

縣

西

二

里

又

有

故

城

在

今

縣

東

北

漢

縣

治

此

相

傳

以

黎

侯

失

國

寓

衞

時

居

此

而

名

應

劭

曰

黎

山

在

其

南

河

水

經

其

東

縣

取

山

之

名

水

在

其

陽

故

曰

黎

陽

水

經

注

山

在

城

西

城

慿

山

爲

基

東

阻

河

後

漢

有

黎

陽

營

漢

官

儀

云

中

興

以

幽

冀

并

州

兵

平

定

天

下

故

於

黎

陽

立

營

兵

鋒

嘗

爲

天

下

𠜍

建

安

四

年

曹

操

與

袁

紹

相

持

於

黎

陽

八

年

操

攻

黎

陽

敗

袁

譚

袁

尙

於

城

下

旣

而

操

還

許

畱

其

將

賈

信

屯

黎

陽

尙

尋

攻

譚

於

平

原

操

救

譚

復

至

黎

陽

尙

還

鄴

晉

永

嘉

三

年

劉

淵

將

劉

景

攻

陷

黎

陽

旣

而

石

勒

亦

軍

焉

永

和

六

年

後

趙

石

閔

作

亂

故

將

叚

勤

據

黎

陽

謀

攻

閔

太

元

九

年

謝

元

北

伐

遣

將

顏

肱

等

軍

河

北

襲

擊

苻

丕

將

桑

據

於

黎

陽

據

走

遂

克

之

以

滕

恬

之

爲

黎

陽

太

守

十

一

年

丁

零

翟

遼

作

亂

據

黎

陽

十

七

年

慕

容

垂

取

其

地

隆

安

以

後

没

於

後

魏

孝

昌

中

置

郡

於

此

常

爲

河

津

重

鎭

隋

開

皇

三

年

置

黎

陽

倉

漕

河

北

之

粟

以

輸

京

師

大

業

九

年

楊

九

感

督

運

黎

陽

起

兵

攻

東

郡

十

三

年

李

宻

攻

東

都

使

徐

世

勣

襲

破

黎

陽

倉

據

之

開

倉

恣

民

就

食

旬

曰

間

得

勝

兵

三

十

餘

萬

唐

武

德

初

宇

文

北

及

自

滑

臺

趣

黎

陽

徐

世

勣

畏

其

軍

鋒

自

黎

陽

西

保

倉

城

化

及

遂

渡

河

保

黎

陽

圍

世

勣

於

倉

城

尋

爲

世

勣

所

敗

二

年

竇

建

德

攻

黎

陽

克

之

括

地

志

黎

陽

城

西

南

有

故

倉

城

相

傳

袁

紹

聚

粟

之

所

亦

卽

隋

開

皇

中

置

倉

處

也

是

時

黎

陽

城

葢

在

大

伾

以

東

矣

文

德

初

朱

全

忠

救

樂

從

訓

於

內

黃

自

白

馬

濟

河

下

黎

陽

等

鎭

五

代

梁

貞

明

二

年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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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敷
文
閣

王

存

朂

畧

有

河

北

諸

州

鎭

屢

敗

梁

兵

梁

主

命

劉

鄩

守

黎

陽

繼

而

河

北

悉

入

於

晉

惟

黎

陽

爲

梁

守

三

年

晉

王

攻

黎

陽

不

克

晉

開

運

二

年

契

丹

入

冦

建

牙

元

氏

命

張

彥

滓

屯

黎

陽

以

備

之

三

年

契

丹

犯

相

州

諸

將

張

從

恩

等

議

以

相

州

糧

少

不

若

引

軍

就

黎

陽

倉

南

倚

大

河

以

拒

之

可

以

萬

全

遂

自

相

州

東

趣

黎

陽

宋

端

拱

初

爲

通

利

軍

治

天

聖

中

城

圮

於

水

移

治

於

浮

邱

山

西

二

里

熙

寧

七

年

置

黎

陽

監

鑄

錢

於

此

政

和

三

年

都

水

監

言

大

河

移

就

三

山

今

通

二

河

於

通

利

之

東

慮

水

溢

爲

患

乞

移

軍

城

於

大

伾

三

山

之

間

以

就

高

卬

從

之

五

年

始

置

濬

州

治

焉

金

志

云

濬

州

宋

亦

曰

大

伾

郡

元

志

云

濬

州

石

晉

時

置

今

本

志

皆

不

載

金

元

二

志

悞

也

鄒

伸

之

使

達

曰

錄

濬

州

城

在

小

橫

山

上

復

有

一

山

如

偃

月

與

城

對

峙

蓋

宋

置

城

於

浮

邱

之

西

明

初

徙

縣

治

於

浮

邱

東

北

平

坡

上

去

舊

治

二

里

有

竒

宏

治

十

年

築

城

環

之

議

者

以

城

西

連

浮

邱

登

高

內

瞰

指

顧

畢

盡

不

可

戌

守

嘉

靖

二

十

九

年

邑

令

陸

光

祖

截

舊

城

西

南

隅

於

城

外

踞

山

岡

險

絶

處

改

築

金

城

城

小

而

堅

可

恃

爲

固

云

衞
縣
城

縣

西

五

十

里

古

朝

歌

也

殷

武

乙

所

都

紂

因

之

亦

曰

沬

邑

周

武

王

滅

殷

封

其

弟

康

叔

於

此

後

屬

於

晉

左

傳

襄

二

十

三

年

齊

伐

晉

取

朝

歌

又

定

十

三

年

晉

苟

寅

士

吉

射

入

于

朝

歌

以

畔

戰

國

屬

魏

秦

始

皇

六

年

伐

魏

取

朝

歌

漢

置

朝

歌

縣

屬

河

內

郡

後

漢

因

之

永

初

四

年

朝

歌

賊

甯

季

等

作

亂

使

虞

詡

爲

朝

歌

長

遂

平

之

三

國

魏

屬

朝

歌

郡

晉

屬

汲

郡

永

康

二

年

成

都

王

頴

舉

兵

於

鄴

討

趙

王

倫

前

鋒

至

朝

歌

遠

近

響

應

太

安

二

年

頴

復

舉

兵

內

向

屯

於

朝

歌

明

年

幽

州

都

督

王

浚

入

鄴

遣

兵

追

頴

至

朝

歌

不

及

而

返

後

魏

仍

屬

汲

郡

東

魏

爲

汲

郡

治

後

周

又

爲

衞

州

治

兼

置

修

武

郡

隋

初

郡

廢

仍

爲

衞

州

治

大

業

初

改

州

爲

汲

郡

復

改

朝

歌

曰

衞

縣

仍

爲

郡

治

唐

初

亦

爲

衞

州

治

貞

觀

初

州

移

治

汲

縣

縣

仍

屬

衞

州

宋

初

因

之

天

聖

四

年

改

屬

安

利

軍

熙

寧

六

年

廢

爲

鎭

屬

黎

陽

縣

元

祐

初

復

置

仍

屬

通

利

軍

金

屬

濬

州

元

廢

杜

佑

曰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有

古

朝

歌

城

劉

昫

曰

紂

所

都

朝

歌

城

在

縣

西

郡

志

古

朝

歌

城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漢

朝

歌

城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似

悞

今

亦

見

河

南

淇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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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敷
文
閣

淸
淇
城

在

廢

衞

縣

東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分

衞

縣

置

大

業

初

廢

入

衞

縣

隋

末

復

置

宇

文

化

及

據

黎

陽

圍

徐

世

勣

於

倉

城

李

宻

帥

兵

壁

於

淸

淇

與

世

勣

烽

火

相

應

唐

初

屬

衞

州

貞

觀

十

七

年

廢

入

衞

縣

長

安

三

年

復

置

神

龍

初

廢

括

地

志

淸

淇

西

南

二

十

六

里

卽

延

津

故

城

枋
頭
城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卽

今

之

淇

門

渡

舊

志

在

衞

縣

南

去

大

河

十

八

里

水

經

注

枋

頭

古

淇

口

也

漢

建

安

九

年

曹

操

攻

袁

尙

圍

鄴

於

淇

水

口

下

大

枋

木

成

堰

遏

淇

水

東

入

白

溝

以

通

糧

道

時

號

爲

枋

頭

晉

永

嘉

六

年

石

勒

自

葛

陂

北

行

至

東

燕

汲

郡

守

向

氷

聚

衆

壁

枋

頭

爲

石

勒

所

敗

咸

寧

二

年

苻

洪

降

於

石

虎

說

虎

遷

秦

雍

民

十

餘

萬

戸

於

關

東

虎

以

洪

爲

流

民

都

督

居

枋

頭

永

和

五

年

趙

亂

秦

雍

流

民

相

率

西

歸

路

由

枋

頭

共

推

洪

爲

主

衆

至

十

餘

萬

洪

子

健

在

鄴

亦

斬

關

奔

枋

頭

八

年

　

將

謝

尙

使

别

將

戴

施

據

枋

頭

時

慕

容

雋

遣

軍

攻

鄴

鄴

潰

施

自

鄴

奔

還

倉

垣

太

和

四

年

桓

温

伐

燕

戰

於

枋

頭

不

利

而

還

五

年

苻

堅

破

燕

自

鄴

如

枋

頭

宴

父

老

改

枋

頭

曰

永

昌

復

之

終

世

太

元

九

年

慕

容

垂

玫

苻

丕

於

鄴

分

遣

慕

容

德

攻

枋

頭

取

之

十

年

劉

牢

之

引

軍

救

苻

丕

於

鄴

至

枋

頭

旣

而

鄴

中

饑

甚

丕

帥

衆

就

晉

穀

於

枋

頭

牢

之

遂

入

鄴

城

義

熙

十

二

年

劉

裕

伐

秦

前

鋒

王

仲

德

帥

水

軍

入

魏

滑

臺

魏

主

嗣

遣

叔

孫

建

等

自

河

內

向

枋

頭

引

兵

濟

河

宋

景

平

元

年

魏

主

嗣

遣

兵

冦

河

南

自

鄴

城

如

汲

郡

至

枋

頭

旣

而

使

其

將

娥

淸

鎮

於

此

元

嘉

二

十

六

年

魏

主

燾

以

宋

圍

滑

臺

自

平

城

赴

救

至

枋

頭

遂

度

河

大

敗

宋

軍

魏

收

志

汲

郡

冶

枋

頭

鎭

括

地

志

枋

頭

城

在

洪

水

北

河

南

志

云

今

淇

縣

南

八

里

有

枋

頭

城

悞

也

葛

陂

見

河

南

新

蔡

縣

倉

垣

見

河

南

陳

畱縣

雍
榆
城

縣

西

南

十

八

里

春

秋

襄

二

十

三

年

齊

伐

晉

叔

孫

豹

救

晉

次

于

雍

渝

郡

邑

志

黎

陽

縣

有

雍

城

卽

古

雍

榆

也

杜

佑

曰

黎

陽

縣

北

又

有

凡

城

郎

古

凡

伯

國

○

邱

城

在

縣

西

或

曰

古

頓

邱

邑

也

水

經

注

頓

邱

在

淇

水

南

淇

水

又

東

屈

而

南

逕

其

西

魏

徙

九

原

西

河

吐

渾

諸

部

於

邱

側

故

有

五

軍

之

名

寰

宇

記

邱

縣

古

城

在

衞

縣

西

北

二

里

古

之

頓

邱

今

爲

通

靈

觀

邱

縣

之

名

未

詳

所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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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敷
文
閣

袁
譚
城

在

縣

西

述

征

記

黎

陽

城

西

南

七

里

有

袁

譚

城

城

西

南

三

里

又

有

一

城

曹

公

攻

譚

時

所

築

操

攻

黎

陽

敗

袁

譚

袁

尙

畱

其

將

賈

信

屯

兵

守

之

因

築

城

於

此

郡

志

縣

西

二

十

里

有

永

昌

廢

縣

隋

初

置

大

業

初

廢

隋

志

不

載

大
伾
山

縣

東

二

里

周

五

里

高

四

十

丈

有

竒

峯

巘

秀

拔

若

倚

屏

障

孔

安

國

曰

山

再

成

曰

伾

李

巡

曰

山

再

重

曰

英

一

重

曰

邳

伾

與

邳

同

也

禹

貢

導

河

至

於

大

伾

卽

此

國

語

內

史

過

曰

商

之

興

也

檮

杌

次

于

丕

山

亦

卽

大

伾

也

今

亦

名

黎

陽

東

山

劉

楨

黎

陽

山

賦

南

蔭

黃

河

左

覆

金

城

金

城

謂

黎

陽

城

也

又

名

靑

壇

山

山

之

絶

頂

有

中

軍

亭

隋

末

李

宻

建

以

瞭

敵

者

今

遺

址

猶

存

其

北

麓

爲

黎

陽

倉

自

隋

至

唐

宋

皆

置

倉

於

此

卽

倉

城

故

址

也

宋

政

和

以

後

河

易

故

道

倉

始

廢

由

大

伾

而

東

曰

紫

金

山

又

東

北

曰

鳳

凰

山

俱

大

伾

之

支

壠

也

控

扼

淇

衞

交

流

之

口

屹

然

並

峙

舊

志

云

鳳

凰

山

在

故

河

東

岸

碧

石

聳

立

相

傳

昔

有

鳳

凰

集

此

因

名

紫

金

山

在

縣

東

北

六

里

山

無

餘

土

奇

石

稜

嶒

岩

洞

泉

壑

俱

稱

絶

勝

浮
邱
山

縣

西

南

一

里

高

三

十

餘

丈

盤

踞

六

里

有

峯

岩

三

層

其

脉

自

白

祀

同

山

而

東

伏

衞

河

之

下

至

河

東

岸

突

然

聳

峙

繚

繞

河

濱

今

縣

治

正

跨

其

上

同
山

縣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相

傳

武

王

伐

紂

諸

侯

會

同

於

此

因

名

亦

曰

童

山

宇

文

化

及

自

黎

陽

度

永

濟

橋

與

李

宻

戰

於

童

山

之

下

山

無

草

木

故

曰

童

也

其

麓

綿

亘

四

十

餘

里

形

若

遊

龍

高

處

如

龍

脊

曰

龍

脊

岡

岡

西

有

山

相

輔

而

行

西

屬

太

行

曰

達

西

岡

志

云

龍

脊

之

左

有

山

曰

白

祀

淇

水

所

逕

多

溢

爲

陂

又

南

入

同

山

陂

同

山

西

麓

又

有

小

溪

名

波

羅

河

挾

山

南

流

至

龍

口

渚

伏

流

地

中

潦

溢

則

會

於

長

豐

泊

善
化
山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去

內

黃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山

有

三

峯

如

鼎

峙

亦

名

三

山

俗

傳

紂

殺

比

干

於

此

亦

名

枉

人

山

後

魏

主

宏

云

鄴

西

有

枉

人

山

謂

此

也

山

高

六

十

餘

丈

周

三

十

里

其

南

北

連

跨

巨

岡

左

右

溪

澗

不

啻

百

數

西

南

一

峯

傑

出

近

西

有

黑

龍

潭

又

有

仰

泉

七

十

二

穴

旱

潦

如

一

居

人

以

山

興

雲

雨

日

曰

善

化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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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敷
文
閣

黑
山

縣

西

北

八

十

里

周

五

十

里

數

峯

環

峙

形

如

展

箕

石

色

蒼

黑

巉

岩

峻

壁

曲

澗

迴

谿

盤

紆

繚

繞

漢

獻

帝

初

平

初

黑

山

賊

張

燕

等

聚

衆

於

此

掠

河

北

諸

郡

縣

三

年

曹

操

自

頓

邱

西

入

擊

黑

山

賊

于

毒

等

本

屯

是

也

或

謂

之

墨

山

其

西

又

有

陳

家

山

連

亘

而

南

下

臨

淇

水

石

壁

屹

立

高

二

十

仭

又

鹿

腸

山

在

縣

西

北

與

黑

山

相

接

後

漢

初

平

四

年

袁

紹

引

兵

入

朝

歌

鹿

腸

山

討

于

毒

等

賊

是

也

續

漢

志

朝

歌

縣

有

鹿

陽

山

大
河
故
瀆

在

縣

城

西

十

里

舊

爲

大

河

所

經

亦

曰

西

河

漢

志

黎

陽

南

有

故

大

金

堤

與

東

山

相

屬

北

盡

魏

界

又

有

鯀

堤

唐

會

要

元

和

八

年

河

溢

瓠

子

東

泛

滑

距

城

才

二

里

鄭

滑

帥

薛

平

按

故

道

河

出

黎

陽

西

南

遣

使

請

於

魏

博

帥

田

宏

正

宏

正

許

之

因

共

發

卒

鑿

古

河

十

四

里

逕

黎

陽

山

東

會

於

故

凟

自

是

滑

無

水

患

宋

大

中

祥

符

四

年

河

决

通

利

軍

合

御

河

壞

州

城

田

廬

遣

使

濬

治

自

是

以

後

决

溢

之

忠

常

在

州

境

以

大

河

自

高

趣

卑

縣

實

當

其

衝

也

又

有

黎

陽

津

自

昔

爲

津

濟

之

要

郡

縣

志

以

爲

白

馬

津

非

也

白

馬

津

屬

滑

縣

葢

在

黎

陽

之

南

岸

杜

牧

曰

黎

陽

距

白

馬

津

三

十

里

山

堂

雜

論

云

濬

滑

間

度

河

處

昔

皆

以

白

馬

爲

名

然

主

河

北

而

言

則

曰

黎

陽

主

河

南

而

言

則

曰

白

馬

後

漢

初

平

二

年

袁

紹

并

河

北

軍

於

黎

陽

建

安

四

年

袁

紹

謀

攻

許

曹

操

聞

之

進

軍

黎

陽

旣

而

操

屯

官

渡

紹

軍

黎

陽

遣

兵

圍

白

馬

爲

操

所

敗

操

軍

還

紹

渡

河

追

之

五

年

紹

爲

操

所

敗

走

至

黎

陽

北

岸

七

年

紹

殁

袁

譚

屯

黎

陽

操

自

官

渡

渡

河

攻

譚

敗

之

晉

太

元

十

七

年

慕

容

垂

攻

翟

釗

軍

黎

陽

臨

河

欲

濟

釗

列

兵

南

岸

以

拒

之

垂

移

營

就

西

津

去

黎

陽

西

四

十

里

爲

牛

皮

船

佯

渡

釗

亟

引

兵

趣

西

津

垂

潛

遣

慕

容

鎭

自

黎

陽

津

夜

濟

營

於

河

南

釗

還

攻

鎭

不

能

拔

慕

容

農

遂

自

西

津

濟

夾

擊

釗

釗

大

敗

隆

安

初

慕

容

德

自

鄴

徙

滑

臺

至

黎

陽

津

氷

合

夜

濟

因

改

爲

天

橋

津

二

年

慕

容

寶

以

蘭

汗

等

作

亂

自

龍

城

南

奔

至

薊

間

道

至

鄴

南

至

黎

陽

伏

於

河

西

欲

赴

慕

容

德

於

滑

臺

聞

德

已

稱

制

懼

而

北

走

胡

氏

曰

河

自

遮

害

亭

屈

而

東

過

黎

陽

縣

南

故

曰

河

西

其

東

岸

卽

滑

臺

也

東

魏

武

定

六

年

高

澄

南

臨

黎

陽

自

虎

牢

濟

河

至

洛

陽

高

齊

河

淸

二

年

自

虎

牢

至

滑

臺

如

黎

陽

還

鄴

武

平

四

年

以

陳

人

克

淮

南

命

於

黎

陽

臨

河

築

城

戌

時

又

移

石

濟

關

於

黎

陽

改

名

白

馬

關

唐

元

和

中

發

鄭

滑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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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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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敷
文
閣

博

卒

鑿

黎

陽

古

河

導

河

還

北

大

順

初

朱

全

忠

謀

侵

河

東

假

道

於

魏

博

羅

宏

信

不

許

全

忠

自

黎

陽

濟

河

擊

魏

五

代

梁

開

平

五

年

晉

王

存

朂

乗

柏

鄕

之

捷

進

攻

魏

州

觀

河

於

黎

陽

梁

兵

駭

遁

貞

明

五

年

晉

軍

屯

德

勝

梁

將

王

瓚

自

黎

陽

渡

河

掩

擊

澶

魏

至

頓

邱

遇

晉

兵

而

旋

石

晉

天

福

二

年

天

雄

帥

范

延

光

舉

兵

遣

其

將

馮

暉

等

循

河

西

抵

黎

陽

九

年

契

丹

入

冦

陷

貝

州

前

鋒

至

黎

陽

旣

而

晉

主

出

屯

澶

州

命

張

彥

澤

將

兵

拒

契

丹

於

黎

陽

宋

靖

康

初

女

真

南

冦

命

內

侍

樂

方

平

屯

黎

陽

河

北

岸

女

真

將

斡

離

不

陷

相

州

及

濬

州

前

鋒

至

黎

陽

方

平

奔

潰

河

南

守

橋

者

亦

燒

營

遁

女

眞

遂

濟

河

陷

滑

州

宋

南

渡

以

後

大

河

南

徙

范

成

大

北

使

錄

濬

州

城

西

南

有

積

水

若

河

葢

大

河

剰

水

也

今

亦

堙

爲

平

陸

河

渠

攷

縣

北

四

十

里

有

大

齊

村

相

傳

黃

河

故

道

也

衆

流

所

鍾

舊

於

村

東

故

堤

開

堤

口

以

洩

衆

水

由

田

氏

村

順

流

入

衞

萬

歴

十

年

爲

滑

民

所

壅

自

縣

以

北

皆

被

渰

溺

尋

復

故

流

州

境

始

爲

安

堵

石

濟

見

河

南

胙

城

縣

衞
河

在

縣

城

西

源

發

河

南

輝

縣

蘇

門

山

自

汲

縣

境

流

入

縣

界

至

黎

陽

故

城

西

又

東

經

城

西

北

流

經

縣

西

北

三

里

曰

王

橋

渡

至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曰

屯

子

渡

又

北

十

五

里

曰

老

鵶

嘴

渡

入

內

黃

縣

界

寰

宇

記

衞

河

淇

水

合

流

亦

曰

黎

水

亦

曰

濬

水

又

謂

之

白

溝

魏

武

遏

淇

水

東

入

白

溝

葢

昔

時

淇

水

南

入

河

堰

之

使

東

入

衞

以

通

漕

也

志

云

縣

西

南

十

里

舊

有

外

郞

河

或

謂

之

黎

水

葢

卽

衞

河

故

渠

也

西

滙

長

豐

泊

又

西

北

歴

善

化

山

復

西

北

會

於

漳

水

金

時

濬

州

守

以

州

城

象

舟

乃

自

外

郞

河

引

流

東

北

出

取

舟

在

水

中

之

義

今

衞

河

經

流

於

此

河

渠

攷

衞

河

經

城

西

廣

數

丈

堤

甚

卑

薄

夏

秋

雨

潦

上

流

諸

水

並

集

往

往

爲

害

萬

歴

六

年

縣

令

任

養

心

於

舊

堤

外

八

里

許

自

石

羊

村

至

侯

固

砦

築

長

堤

障

之

公

私

利

賴

云

淇
水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源

出

河

南

輝

縣

之

共

山

自

淇

縣

境

流

入

縣

界

漢

地

理

志

淇

水

東

至

黎

陽

入

河

謂

之

淇

口

賈

讓

治

河

議

從

淇

口

以

東

爲

石

堤

多

張

水

門

是

也

亦

謂

之

淸

水

後

漢

初

平

二

年

袁

紹

屯

朝

歌

淸

水

口

九

州

春

秋

曰

洪

水

口

也

南

岸

卽

是

延

津

建

安

九

年

曹

操

下

大

仍

木

成

堰

正

在

其

處

盧

諶

征

艱

賦

所

謂

洪

河

巨

堰

深

渠

高

隄

者

也

後

廢

北

魏

熙

平

中

復

浚

治

之

蓋

卽

淇

水

合

衞

河

之

處

矣

又

宿

胥

瀆



 

讀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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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敷
文
閣

亦

在

縣

西

南

水

經

注

淇

水

右

合

宿

胥

故

瀆

瀆

受

河

於

遮

害

亭

東

黎

山

西

北

會

淇

水

處

立

石

堰

遏

水

令

更

東

北

注

魏

武

開

白

溝

因

宿

胥

故

瀆

而

加

功

焉

戰

國

策

蘇

代

曰

决

宿

胥

之

口

魏

無

虛

頓

邱

卽

是

瀆

也

魏

志

武

帝

因

宿

胥

故

瀆

開

白

溝

導

淸

淇

水

入

焉

虛

卽

殷

墟

見

河

南

安

陽

縣

頓

邱

見

前

宛
水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水

經

注

淇

水

南

歴

枋

堰

又

東

有

宛

水

合

焉

其

上

流

有

五

水

分

流

世

號

五

穴

口

今

并

爲

二

水

一

爲

天

井

溝

一

分

爲

蓼

溝

東

入

白

祀

陂

又

東

入

同

山

陂

漑

田

七

十

餘

頃

又

東

南

入

於

淇

河

長
豐
泊

縣

西

二

十

里

地

理

志

天

下

水

名

泊

者

二

一

曰

梁

山

泊

一

曰

長

豐

泊

長

豐

泊

卽

白

祀

同

山

二

陂

水

所

滙

也

自

大

河

南

徙

二

陂

漸

堙

泊

亦

淺

涸

今

爲

牧

馬

地

每

遇

霖

潦

水

輙

泛

溢

志

云

長

豐

泊

向

爲

洿

池

之

所

周

數

十

里

嘉

靖

中

邑

令

陸

光

祖

因

水

涸

時

疏

渠

南

起

交

卸

村

北

抵

屯

子

鎭

延

袤

九

十

餘

里

一

有

水

患

輙

循

渠

而

洩

地

可

耕

藝

未

幾

堙

塞

尋

復

濬

治

至

今

爲

民

利

○

裴

家

潭

亦

在

縣

西

與

長

豐

泊

相

近

宋

天

禧

四

年

李

垂

規

度

疏

河

利

害

請

自

衞

州

東

曹

公

所

開

運

渠

東

五

里

引

河

正

北

稍

東

十

三

里

破

伯

禹

舊

隄

注

裴

家

潭

逕

牧

馬

陂

正

東

稍

北

四

十

里

繫

大

伾

西

山

釃

爲

二

渠

不

報

新
鎭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接

河

南

汲

縣

界

爲

戌

守

處

元

置

巡

司

於

此

明

初

革

洪

武

二

十

九

年

復

置

又

有

新

鎭

水

驛

亦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志

云

縣

有

平

川

水

驛

在

縣

城

西

長

靑

門

外

又

有

李

家

口

遞

運

所

在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民

居

輻

輳

有

城

周

六

里

有

竒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設

稅

課

局

於

此

遮
害
亭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舊

爲

大

河

所

經

亭

西

十

八

里

至

淇

水

口

有

金

堤

堤

高

一

丈

自

淇

口

東

地

稍

下

隄

稍

高

至

遮

害

亭

高

四

五

丈

大

河

經

亭

南

又

東

至

黎

陽

縣

東

大

伾

山

北

入

開

州

境

此

黃

河

故

道

也

賈

讓

治

河

策

决

黎

陽

遮

害

亭

放

河

使

北

入

海

河

西

薄

太

山

東

薄

金

隄

勢

不

能

遠

卽

此

昭
陽
亭

在

縣

東

北

漢

賈

讓

治

河

策

河

從

河

內

北

至

黎

陽

爲

石

隄

激

使

東

抵

東

郡

平

岡

又

爲

石

隄

使

西

北

抵

黎

陽

觀

下

又

爲

石

堤

使

東

北

抵

東

郡

津

北

又

爲

石

堤

使

西

北

抵

魏

郡

昭

陽

又

爲

石

隄

激

使

東

北

百

餘

里

間

河

再

西

三

東

迫

扼

如

此

不

得

休

息

昭

陽

蓋

在

黎

陽

縣

境

平

岡

或

曰

在

滑

縣

西

南

觀

今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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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敷
文
閣

東

觀

城

縣

谷
口
戌

在

枋

頭

西

晉

太

元

十

年

秦

苻

丕

就

穀

枋

頭

旣

而

復

自

枋

頭

將

歸

鄴

與

晉

將

檀

元

戰

於

谷

口

元

敗

丕

復

入

鄴

○

孫

就

棚

在

縣

西

北

晉

太

元

十

年

劉

牢

之

攻

後

燕

黎

陽

太

守

劉

撫

於

孫

就

栅

慕

容

垂

來

救

牢

之

不

勝

退

屯

黎

陽

孫

就

人

姓

名

也

天
成
橋

在

故

河

上

宋

政

和

五

年

都

水

使

者

孟

昌

齡

獻

議

導

河

大

邳

可

置

永

遠

浮

橋

河

流

自

大

伓

之

東

而

來

直

大

邳

山

西

止

數

里

方

回

南

東

轉

復

折

而

東

亦

不

過

十

里

視

地

形

水

勢

東

西

相

直

甚

徑

易

曾

不

十

餘

里

且

地

勢

低

下

可

以

成

河

倚

山

可

爲

馬

頭

又

有

中

潬

正

如

河

陽

若

引

使

穿

大

伾

大

山

及

東

北

二

小

山

分

爲

兩

股

而

過

合

於

下

流

因

三

山

爲

趾

以

繫

浮

梁

省

費

數

十

自

倍

從

之

尋

奏

開

鑿

大

伾

三

山

兩

河

回

引

河

流

修

繫

木

橋

進

合

龍

門

功

畢

詔

三

山

至

大

伾

山

浮

橋

屬

濬

州

者

名

天

成

大

伾

至

汶

子

山

浮

橋

屬

滑

州

者

名

榮

光

俄

又

改

名

聖

功

宣

和

三

年

河

溢

壞

天

成

聖

功

橋

都

水

孟

揚

奉

詔

脩

築

三

山

東

橋

尋

復

壞

○

鉅

橋

志

云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又

鹿

臺

亦

在

焉

周

書

武

成

散

鹿

臺

之

財

發

鉅

橋

之

粟

蓋

謂

此

云

今

有

鉅

橋

鎮

上
宫
臺

在

廢

衞

縣

東

北

志

云

衞

縣

北

有

苑

城

其

東

二

里

爲

上

宫

臺

衞

風

所

云

要

我

于

上

宫

者

也

和

近

又

有

沙

邱

臺

俗

名

妲

己

臺

滑
縣

府

南

二

百

三

十

里

東

北

至

開

州

百

二

十

里

西

北

至

濬

縣

二

十

五

里

南

至

河

南

開

封

府

二

百

十

里

西

至

衞

輝

府

百

二

十

里

古

豕

韋

氏

國

春

秋

時

衞

地

漢

置

白

馬

縣

屬

東

郡

後

漢

因

之

晉

屬

濮

陽

國

劉

宋

於

此

置

兗

州

又

東

郡

亦

謂

之

滑

臺

城

河

南

四

鎭

之

一

也

後

魏

因

之

尋

改

爲

西

克

州

治

東

魏

廢

州

仍

爲

東

郡

治

隋

初

郡

廢

縣

屬

鄭

州

開

皇

九

年

置

杞

州

於

此

十

六

年

改

爲

滑

州

大

業

二

年

又

爲

兗

州

三

年

復

曰

東

郡

唐

仍

爲

滑

州

天

寶

初

曰

靈

昌

郡

乾

元

初

復

故

大

歴

七

年

永

平

節

度

治

於

此

貞

元

初

爲

義

成

軍

治

大

順

初

亦

曰

宣

義

軍

五

代

唐

復

爲

義

成

軍

宋

仍

曰

滑

州

太

平

興

國

初

改

軍

名

曰

武

成

軍

端

拱

初

賜

郡

名

曰

靈

河

郡

熙

寧

五

年

州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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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敷
文
閣

屬

開

封

府

元

豐

四

年

復

舊

劉

豫

僞

改

曰

凉

平

府

金

復

曰

滑

州

元

因

之

明

洪

武

初

以

州

治

白

馬

縣

省

入

七

年

又

改

州

爲

縣

編

戸

九

十

二

里

白
馬
廢
縣

今

縣

治

春

秋

時

衞

之

曹

邑

也

閔

二

年

狄

滅

衞

衞

人

立

戴

公

以

廬

于

曹

秦

爲

白

馬

縣

沛

公

與

秦

將

楊

熊

戰

白

馬

又

漢

初

灌

嬰

擊

破

叛

將

王

武

别

將

桓

嬰

於

白

馬

下

後

漢

建

安

五

年

袁

紹

遣

顏

良

攻

東

郡

太

守

劉

延

於

白

馬

曹

操

擊

斬

之

葢

是

時

縣

爲

東

郡

治

也

曹

丕

黃

初

中

改

封

其

弟

壽

春

王

彪

爲

白

馬

王

晉

永

嘉

二

年

劉

淵

遣

王

彌

石

勒

等

冦

鄴

引

軍

而

南

詔

豫

州

刺

史

裴

憲

屯

白

馬

以

拒

彌

四

年

石

勒

濟

河

陷

白

馬

自

劉

宋

以

後

白

馬

皆

爲

東

郡

治

隋

唐

以

後

白

馬

皆

爲

滑

州

治

括

地

志

白

馬

城

在

衞

南

縣

西

南

三

十

四

里

邑

志

今

縣

西

北

十

里

有

白

馬

古

城

一

云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葢

河

流

變

徙

白

馬

非

復

舊

治

也

又

滑

臺

城

胡

氏

曰

在

白

馬

縣

西

南

晉

太

元

九

年

謝

元

北

伐

遣

别

將

郭

滿

據

滑

臺

滑

臺

之

名

始

見

於

此

十

三

年

丁

零

翟

遼

自

黎

陽

徙

屯

滑

臺

十

五

年

劉

牢

之

擊

敗

之

十

九

年

陷

於

後

燕

降

安

二

年

慕

容

德

自

鄴

南

徙

滑

臺

三

年

德

引

兵

西

擊

苻

廣

畱

慕

容

和

守

滑

臺

和

長

史

李

辨

作

亂

殺

和

降

魏

德

還

兵

欲

攻

之

潘

聰

曰

滑

臺

四

通

八

達

之

地

居

之

未

易

一

日

安

也

乃

謀

遷

廣

固

葢

滑

臺

城

旁

無

山

陵

可

依

車

騎

舟

師

皆

可

以

逞

是

時

魏

人

自

北

渡

河

而

南

晉

從

淸

水

入

河

秦

㳂

謂

順

河

而

下

皆

凑

於

滑

臺

故

潘

聰

云

然

也

郡

縣

志

滑

臺

城

有

三

重

都

城

周

二

十

里

相

傳

衞

靈

公

所

築

中

小

城

謂

之

滑

臺

昔

時

滑

氏

爲

壘

後

人

增

以

爲

城

高

堅

峻

險

臨

河

有

臺

故

曰

滑

臺

義

熙

十

二

年

劉

裕

伐

秦

王

仲

德

帥

水

軍

入

河

逼

滑

臺

魏

兖

州

刺

史

尉

建

棄

城

北

渡

河

仲

德

遂

入

滑

臺

宋

永

初

末

東

郡

太

守

王

景

度

戍

守

於

此

魏

人

攻

拔

之

元

嘉

七

年

到

彥

之

等

取

河

南

地

入

滑

臺

畱

朱

脩

之

戍

守

魏

攻

圍

數

月

糧

盡

爲

魏

所

陷

二

十

七

年

王

元

謨

攻

圍

滑

臺

積

二

百

餘

日

不

能

克

魏

人

來

救

敗

還

後

魏

太

和

十

七

年

將

遷

洛

都

設

壇

於

滑

臺

城

東

告

行

廟

以

遷

都

之

意

大

赦

起

滑

臺

宫

十

九

年

復

如

滑

臺

時

又

置

西

兗

州

於

此

孝

昌

中

西

兗

州

始

遷

治

定

陶

尋

復

舊

治

永

安

二

年

徐

州

刺

史

爾

朱

仲

遠

舉

兵

向

洛

攻

拔

西

兗

州

魏

主

子

攸

使

賀

拔

勝

拒

之

戰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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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敷
文
閣

滑

臺

東

兵

敗

降

於

仲

遠

普

泰

三

年

爾

朱

仲

遠

自

東

郡

會

爾

朱

兆

等

攻

高

歡

於

鄴

敗

走

滑

臺

滑

臺

卽

東

郡

治

也

永

熙

三

年

高

歡

自

晉

陽

犯

洛

魏

主

脩

使

賈

顯

智

等

鎮

滑

臺

顯

智

宻

降

於

歡

魏

主

復

遣

侯

幾

紹

與

歡

將

竇

泰

等

戰

於

滑

臺

東

敗

死

每

河

北

有

變

滑

臺

常

爲

重

地

葢

其

地

控

據

河

津

險

固

可

恃

也

宋

南

渡

後

大

河

南

徙

滑

州

白

馬

皆

在

河

北

而

滑

州

故

城

已

淪

於

河

中

陵

谷

變

遷

非

一

曰

矣

邑

志

縣

東

二

里

有

滑

臺

故

城

恐

悞

又

今

縣

城

周

九

里

正

德

七

年

因

舊

址

增

修

明

年

復

築

外

堤

周

二

十

里

嘉

靖

以

後

相

繼

修

築

云

韋
城
廢
縣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相

傳

殷

豕

韋

氏

故

國

戰

國

時

亦

曰

垝

津

信

陵

君

曰

秦

有

垝

津

以

臨

河

內

是

也

史

記

曹

參

至

河

內

下

修

武

渡

圍

津

徐

廣

曰

東

郡

白

馬

有

圍

津

圍

韋

同

志

云

河

水

至

韋

城

名

曰

韋

津

漢

爲

白

馬

縣

地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置

韋

城

縣

屬

滑

州

唐

因

之

大

歴

十

一

年

汴

宋

叛

帥

李

靈

曜

爲

諸

道

兵

所

敗

走

至

韋

城

永

平

將

杜

如

江

追

擒

之

五

代

漢

末

郭

威

爲

將

士

推

戴

自

澶

州

南

趣

汴

至

韋

城

宋

亦

爲

韋

城

縣

仍

屬

滑

州

景

德

初

契

丹

入

冦

車

駕

北

巡

駐

於

韋

城

金

時

縣

圮

於

水

廢

爲

韋

城

鎭

○

平

陽

城

志

云

在

韋

城

西

二

十

里

左

傳

哀

十

六

年

衞

侯

飮

孔

悝

酒

于

平

陽

又

孔

悝

爲

蒯

瞶

所

逐

載

伯

姬

于

平

陽

而

行

延

津

亦

謂

之

平

陽

亭

杜

預

曰

燕

縣

東

北

有

平

陽

亭

蓋

其

地

今

與

河

南

胙

城

縣

接

界

又

廢

長

垣

城

亦

在

韋

城

南

三

十

餘

里

隋

志

開

皇

十

六

年

改

故

長

垣

縣

曰

匡

城

而

分

韋

城

縣

置

長

垣

縣

大

業

初

廢

衛
南
廢
縣

縣

東

六

十

里

春

秋

時

楚

邱

地

僖

四

年

衞

文

公

自

曹

遷

于

楚

邱

詩

所

云

定

之

方

中

作

于

楚

宫

者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置

楚

邱

縣

以

曹

有

楚

邱

改

曰

衞

南

屬

滑

州

唐

因

之

舊

唐

書

縣

本

治

楚

邱

古

城

儀

鳳

初

移

治

西

北

濵

河

之

新

城

永

昌

初

又

□

於

楚

邱

故

城

南

宋

仍

曰

衞

南

縣

亦

屬

滑

州

靖

康

末

宗

澤

自

大

名

至

開

德

與

金

人

屢

戰

皆

捷

孤

軍

進

至

衞

南

是

也

金

省

爲

鎭

○

平

昌

城

在

縣

東

南

本

白

馬

縣

地

後

魏

置

平

昌

縣

屬

東

郡

北

齊

廢

又

凉

城

廢

縣

在

縣

東

北

亦

後

魏

置

屬

東

郡

北

齊

并

入

白

馬

縣

又

有

長

樂

城

在

縣

東

後

魏

分

凉

城

縣

置

屬

東

郡

北

齊

省

郡

縣

志

隋

衞

南

縣

卽

故

平

昌

長

樂

二

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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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敷
文
閣

靈
昌
廢
縣

在

縣

西

南

以

靈

昌

津

而

名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分

酸

棗

縣

地

置

靈

昌

縣

屬

滑

州

唐

因

之

五

代

唐

曰

靈

河

縣

周

廣

順

中

河

决

靈

河

口

顯

德

初

遣

使

修

塞

宋

仍

屬

滑

州

乾

德

四

年

命

韓

重

贇

修

滑

州

靈

河

隄

是

也

熙

寧

六

年

縣

廢

爲

靈

河

鎮

鹿
鳴
城

在

縣

東

北

竹

書

紀

年

梁

惠

成

王

十

三

年

鄭

釐

侯

使

許

息

來

致

地

我

取

枳

道

與

鄭

鹿

枳

道

在

河

內

鄭

卽

韓

也

謂

與

韓

以

鹿

邑

今

城

內

有

故

臺

俗

謂

之

鹿

鳴

臺

晉

太

元

十

一

年

黎

陽

太

守

滕

恬

之

南

攻

鹿

鳴

城

降

將

丁

零

翟

遼

畔

據

黎

陽

宋

元

嘉

二

十

七

年

王

元

謨

自

滑

臺

走

鹿

鳴

卽

此

城

下

有

津

曰

鹿

鳴

津

又

西

三

十

里

爲

白

馬

津

戴

延

之

曰

天

橋

津

東

岸

有

故

城

險

帶

長

河

周

二

十

里

本

鹿

鳴

城

俗

謂

之

逯

明

壘

明

石

勒

騎

將

也

城

因

以

名

郭

緣

生

曰

鹿

鳴

城

袁

紹

所

築

卽

今

六

明

鎮

矣

○

大

通

城

在

縣

東

北

當

胡

梁

渡

口

舊

時

於

大

河

津

濟

處

往

往

爲

月

城

以

防

渡

口

謂

之

大

通

城

隋

義

寧

二

年

王

世

充

爲

李

宻

所

敗

自

鞏

北

走

大

通

城

葢

卽

孟

津

渡

口

石

晉

時

以

胡

良

渡

路

通

澶

州

爲

往

來

要

地

因

築

月

城

於

此

天

福

四

年

置

大

通

軍

其

浮

橋

亦

曰

大

通

橋

城

北

卽

六

明

鎮

也

鉏
城

志

云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左

傳

后

羿

自

鉏

遷

于

窮

石

哀

十

一

年

衞

太

叔

疾

出

奔

宋

向

魋

與

之

城

鉏

二

十

五

年

衞

侯

輙

適

城

鉏

二

十

六

年

衞

以

城

鉏

與

越

人

卽

此

又

須

城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八

里

詩

思

須

與

漕

漕

亦

作

曹

卽

白

馬

縣

也

須

與

漕

葢

相

近

矣

○

訾

樓

城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古

衞

地

春

秋

僖

十

八

年

邢

狄

伐

衞

衞

侯

師

于

訾

樓

志

云

在

長

垣

西

北

六

十

里

葢

接

界

處

也

寰

宇

記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土

山

村

卽

古

帝

邱

城

衞

成

公

遷

於

帝

邱

卽

此

城

云

沙
店
城

縣

南

三

十

里

舊

爲

戌

守

處

宋

建

炎

初

宗

澤

畱

守

東

京

召

王

彥

於

太

行

山

共

議

進

取

彥

渡

河

至

汴

屯

於

滑

州

之

沙

店

卽

此

又

志

眉

城

在

縣

東

二

十

四

里

相

傳

赤

眉

屯

營

處

志

云

縣

南

七

里

有

董

固

城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又

有

大

城

未

詳

所

據

白
馬
山

縣

東

北

三

十

四

里

開

山

圖

山

下

常

有

白

馬

羣

行

悲

鳴

則

河

决

馳

走

則

山

崩

水

經

注

白

馬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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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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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敷
文
閣

有

神

馬

亭

實

中

層

峙

南

北

二

百

歩

東

西

五

十

餘

歩

今

削

落

過

半

西

去

白

馬

津

可

二

十

里

許

疑

卽

白

馬

山

葢

河

水

决

溢

山

久

䫋

圮

也

今

縣

東

三

十

里

有

村

曰

白

馬

墻

尙

沿

舊

名

云

天
臺
山

在

縣

城

西

宋

天

僖

三

年

河

决

天

臺

山

發

丁

夫

萬

人

塞

之

堤

成

名

天

臺

埽

今

城

西

高

堤

濶

百

歩

春

是

也

舊

志

山

在

滑

州

城

西

北

隔

河

又

狗

脊

山

在

縣

西

北

隅

山

麓

有

龍

潭

廣

十

餘

頃

郡

志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有

鮒

鰅

山

金

自

開

州

割

入

縣

界

今

見

淸

豐

縣

葢

境

皆

相

接

也

瓦
岡

在

縣

東

隋

末

翟

讓

亡

命

於

瓦

岡

爲

羣

盗

水

經

注

濮

渠

東

逕

滑

臺

城

南

又

東

南

逕

瓦

亭

南

瓦

亭

葢

因

瓦

岡

而

名

今

湮

衞
河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亦

曰

永

濟

渠

自

濬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北

入

內

黃

縣

界

滑
河
故
瀆

在

縣

北

水

經

注

白

馬

縣

有

凉

城

大

河

經

其

北

有

神

馬

亭

昔

時

大

河

東

北

流

至

滑

勢

最

盛

自

洛

以

西

百

川

皆

會

澶

濮

之

間

所

在

决

蕩

更

相

通

注

唐

末

滑

受

患

最

劇

乾

寧

二

年

河

漲

將

毁

州

城

朱

全

忠

命

决

爲

二

河

夾

州

城

而

東

爲

害

滋

甚

後

唐

同

光

初

梁

以

唐

兵

漸

逼

命

叚

凝

於

滑

州

决

河

東

注

曹

濮

及

鄆

以

限

唐

兵

謂

之

護

駕

水

自

是

屢

費

修

塞

宋

淳

化

四

年

梁

睿

言

滑

州

每

歲

河

决

南

岸

請

於

迎

陽

村

鑿

渠

引

水

凡

四

十

里

至

黎

陽

合

大

河

乃

命

興

役

五

年

新

渠

成

又

命

杜

彥

鈞

鑿

河

開

渠

自

韓

村

埽

至

州

西

凡

五

十

餘

里

合

於

河

以

分

水

勢

宋

南

渡

以

後

故

瀆

漸

爲

平

陸

矣

邑

志

縣

東

北

六

十

五

里

有

消

河

古

黃

河

經

流

處

或

以

爲

即

滑

河

之

譌

也

白
馬
津

在

縣

西

卽

大

河

津

渡

處

也

胡

氏

曰

河

自

黎

陽

遮

害

亭

决

而

東

北

流

過

黎

陽

縣

南

河

之

西

岸

爲

黎

陽

界

東

岸

爲

滑

臺

界

其

津

口

曰

白

馬

津

水

經

注

云

津

在

白

馬

城

西

北

因

名

戰

國

時

張

儀

謂

趙

王

秦

守

白

馬

之

津

又

蘇

代

約

燕

王

决

白

馬

之

口

魏

無

黃

濟

陽

韓

非

說

秦

王

曰

决

白

馬

之

口

以

沃

魏

氏

秦

末

張

耳

陳

餘

畧

趙

地

從

白

馬

渡

河

又

沛

公

與

秦

將

楊

熊

戰

白

馬

酈

食

其

說

漢

王

塞

白

馬

之

津

是

也

漢

三

年

盧

綰

劉

賈

將

卒

二

萬

騎

數

百

渡

白

馬

津

入

楚

地

佐

彭

越

燒

楚

積

聚

晉

永

興

三

年

成

都

王

頴

故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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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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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敷
文
閣

公

師

藩

起

兵

趙

魏

尋

自

白

馬

渡

河

兗

州

刺

史

苟

晞

擊

斬

之

宇

文

周

大

象

二

年

尉

遲

逈

舉

兵

相

州

遣

其

黨

宇

支

胃

自

石

濟

字

文

威

自

白

馬

濟

河

共

攻

東

郡

隋

仁

壽

末

漢

王

諒

舉

兵

并

州

遣

其

將

綦

良

出

滏

口

攻

黎

州

塞

白

馬

津

唐

文

德

初

朱

全

忠

以

魏

博

軍

亂

自

白

馬

濟

河

下

黎

陽

等

鎭

津

口

舊

有

白

馬

驛

天

祐

二

年

全

忠

殺

故

相

裴

樞

等

三

十

餘

人

於

白

馬

驛

投

尸

於

河

三

年

全

忠

自

白

馬

濟

河

攻

劉

守

文

於

滄

州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分

天

雄

軍

置

鎭

相

州

恐

魏

人

不

服

遣

開

封

尹

劉

鄩

自

白

馬

濟

河

以

脅

之

魏

軍

遂

作

亂

石

晉

天

福

二

年

范

延

光

舉

兵

魏

州

晉

主

命

白

奉

進

將

兵

屯

於

白

馬

津

以

備

之

延

光

亦

遣

兵

循

河

西

抵

黎

陽

口

開

運

末

契

丹

入

大

梁

明

年

自

汴

還

渡

白

馬

津

而

北

周

顯

德

三

年

北

伐

契

丹

渡

白

馬

津

通

釋

白

馬

北

岸

卽

黎

陽

津

故

白

馬

亦

兼

有

黎

陽

之

名

黃

濟

陽

見

河

南

杞

縣

及

蘭

陽

縣

山

堂

雜

論

曰

决

宿

胥

决

河

使

北

也

决

白

馬

决

河

使

南

也

靈
昌
津

在

白

馬

津

西

舊

志

云

在

靈

昌

縣

東

北

二

十

二

里

一

名

大

堨

相

傳

澹

臺

滅

明

斬

蛟

投

璧

處

也

水

經

注

靈

昌

津

本

名

延

津

一

名

延

壽

津

後

漢

建

安

六

年

袁

紹

遣

顏

良

攻

白

馬

曹

操

馳

救

荀

攸

曰

今

兵

少

不

敵

必

分

其

勢

乃

可

公

到

延

津

若

將

渡

兵

向

其

後

者

紹

必

西

應

之

然

後

輕

兵

襲

白

馬

掩

其

不

備

良

可

擒

也

操

從

之

旣

而

與

紹

戰

於

延

津

紹

大

敗

晉

永

嘉

初

羣

盗

汲

桑

石

勒

等

入

鄴

大

掠

而

南

濟

自

延

津

將

擊

兖

州

刺

史

苟

晞

討

敗

之

三

年

劉

淵

使

其

將

劉

景

攻

黎

陽

克

之

時

晉

將

王

堪

屯

東

燕

景

敗

堪

於

延

津

沉

男

女

三

萬

餘

人

於

河

咸

和

三

年

石

勒

擊

劉

曜

於

洛

陽

至

河

渚

不

得

渡

流

澌

忽

因

風

凍

合

渡

訖

復

泮

勒

自

以

爲

得

天

助

改

曰

靈

昌

津

建

元

二

年

石

虎

作

河

橋

於

靈

昌

津

採

石

爲

中

濟

石

下

輙

隨

去

用

功

五

千

餘

萬

而

橋

不

成

虎

怒

臨

河

斬

匠

而

還

葢

大

河

深

廣

必

下

石

爲

中

濟

兩

岸

繫

巨

絙

以

維

船

然

後

可

以

立

橋

如

河

陽

蒲

津

之

中

潬

是

也

劉

宋

景

平

元

年

魏

主

嗣

侵

宋

自

臨

昌

津

濟

遂

如

東

郡

元

嘉

七

年

到

彥

之

等

收

復

河

南

諸

軍

進

屯

靈

昌

津

列

守

南

岸

西

至

潼

關

唐

天

寶

十

四

載

安

祿

山

自

靈

昌

渡

河

以

絙

約

敗

船

及

草

木

橫

絶

河

流

一

夕

氷

合

如

浮

梁

遂

陷

靈

昌

郡

津

旁

有

湖

周

十

里

許

曰

靈

昌

湖

葢

大

河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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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敷
文
閣

滙

也

今

涸

胡

氏

曰

滑

臺

城

下

爲

延

津

又

西

爲

靈

昌

津

王

氏

曰

靈

昌

津

在

白

馬

津

之

西

近

河

南

之

延

津

縣

界

今

亦

見

延

津

縣

長
壽
津

在

縣

東

北

水

經

注

河

水

逕

滑

臺

城

又

東

北

逕

凉

城

縣

又

東

北

爲

長

壽

津

述

征

記

凉

城

到

長

壽

津

六

十

里

河

之

故

瀆

出

焉

王

氏

曰

自

漢

以

來

長

壽

津

爲

黃

河

故

道

南

北

朝

時

黃

河

自

漯

河

入

海

因

謂

之

故

瀆

北

魏

永

熙

末

魏

主

修

遣

賈

顯

智

禦

高

歡

於

滑

臺

歡

遣

相

州

刺

史

竇

泰

趨

滑

臺

遇

於

長

壽

津

顯

智

陰

約

降

於

歡

引

軍

退

卽

此

胡
良
渡

在

縣

東

北

接

開

州

境

亦

舊

時

大

河

渡

口

也

唐

乾

元

二

年

史

思

明

自

范

陽

南

冦

遣

其

僞

相

周

摯

分

道

自

胡

良

渡

會

於

汴

州

良

亦

作

梁

五

代

晉

天

福

二

年

楊

光

遠

擊

范

延

光

於

魏

州

引

兵

自

滑

州

踰

胡

梁

渡

四

年

以

胡

梁

渡

月

城

爲

大

通

軍

二

年

契

丹

入

冦

建

牙

元

氏

晉

主

命

景

延

廣

自

滑

州

引

兵

守

胡

梁

渡

以

備

之

是

也

或

曰

卽

故

鹿

鳴

津

矣

白
臯
渡

在

縣

北

亦

大

河

津

渡

處

唐

乾

元

二

年

史

思

明

自

范

陽

南

冦

分

四

道

渡

河

一

出

黎

陽

一

出

胡

梁

思

明

自

引

軍

出

濮

陽

分

遣

其

子

朝

義

出

白

臯

皆

會

汴

州

後

唐

同

光

末

魏

州

軍

亂

李

嗣

源

討

之

爲

亂

兵

所

推

嗣

源

尋

自

相

州

由

白

臯

濟

河

至

滑

州

石

晉

天

福

二

年

楊

光

遠

擊

范

延

光

於

魏

州

自

大

梁

進

兵

由

白

臯

趣

滑

州

是

也

濮
渠

在

縣

南

舊

自

河

南

延

津

縣

界

分

濮

水

爲

渠

又

東

入

開

州

界

仍

合

於

濮

水

今

涸

水

經

注

滑

臺

南

有

濮

渠

是

也

○

寸

金

潭

在

縣

東

北

舊

爲

大

河

經

流

處

宋

宣

和

二

年

王

黼

言

河

流

自

韓

村

埽

衝

至

寸

金

潭

自

成

直

河

卽

此

今

涸

又

有

滹

沱

澤

志

云

在

縣

北

三

里

周

五

里

亦

大

河

之

餘

浸

也

金
堤

在

廢

靈

河

縣

西

南

五

十

二

里

隋

大

業

中

置

金

堤

關

尋

廢

括

地

志

千

里

堤

在

白

馬

縣

東

五

里

卽

金

堤

也

元

和

志

金

堤

在

酸

棗

縣

東

二

十

三

里

王

氏

曰

今

在

滑

州

界

漢

孝

文

時

河

决

酸

棗

東

潰

金

堤

漢

成

帝

建

始

四

年

又

决

東

郡

金

堤

杜

佑

曰

白

馬

縣

有

瓠

子

堤

亦

曰

金

堤

後

漢

王

尊

爲

東

郡

太

守

河

水

盛

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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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敷
文
閣

泛

浸

瓠

子

金

堤

尊

躬

帥

吏

民

祀

水

請

以

身

塡

金

堤

因

止

宿

堤

上

水

波

稍

却

卽

此

處

云

邑

志

金

堤

在

縣

南

二

十

三

里

縣

西

南

三

里

有

故

瓠

子

堤

三

十

里

有

東

西

大

堤

其

南

復

有

一

堤

西

接

衞

輝

東

連

開

州

界

土

人

呼

爲

夾

堤

又

有

新

堤

正

統

初

河

决

河

南

胙

城

縣

泛

溢

入

境

三

十

餘

里

因

築

此

堤

障

之

東

接

長

垣

縣

界

號

曰

新

堤

又

有

陳

公

堤

在

縣

南

門

外

宋

滑

州

守

陳

堯

佐

所

築

六
明
鎭

在

胡

良

渡

口

石

晉

天

福

二

年

范

延

光

舉

兵

魏

州

其

將

馮

暉

等

引

兵

至

六

明

鎭

渡

河

擊

晉

軍

爲

楊

光

遠

所

敗

周

廣

順

中

河

决

六

明

鎭

顯

德

初

遣

使

修

塞

之

胡

氏

曰

鎭

卽

大

通

軍

之

地

是

也

或

以

爲

卽

故

鹿

鳴

城

誤

爲

六

明

云

○

老

岸

鎭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今

有

巡

司

魚
池
店

在

廢

靈

河

縣

東

五

代

漢

乾

祐

元

年

河

决

於

此

謂

之

魚

池

口

周

顯

德

初

遣

使

修

塞

天

聖

五

年

浚

魚

池

埽

減

水

河

宋

志

大

河

逕

縣

界

有

韓

村

房

村

石

堰

魚

池

迎

陽

等

埽

今

縣

有

魚

池

迎

陽

等

鋪

○

草

市

舊

在

城

西

南

胡

氏

曰

滑

州

城

外

舊

有

草

市

以

草

舍

成

市

而

名

石

晉

天

福

二

年

范

延

光

舉

兵

魏

州

遣

兵

渡

河

焚

草

市

卽

此

邑

志

由

縣

南

門

外

出

草

市

穿

堤

有

大

路

挾

東

西

龍

潭

謂

之

龍

河

道

口

石
柱
店

在

縣

南

唐

興

元

初

李

希

烈

據

汴

州

滑

州

刺

史

李

澄

初

降

於

希

烈

至

是

希

烈

使

澄

攻

寧

陵

澄

至

石

柱

使

衆

陽

驚

燒

營

而

遁

宻

請

內

附

處

也

寧

陵

今

河

南

歸

德

府

屬

縣

○

王

鐵

槍

砦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五

代

梁

將

王

彥

章

嘗

屯

兵

於

此

因

名

開
州

府

南

百

六

十

里

東

南

至

山

東

濮

州

百

里

南

至

河

南

開

封

府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河

南

衞

輝

府

二

百

三

十

里

古
昆
吾
國
春
秋
戰
國
爲
衞
地
秦
爲
東
郡
地
漢
仍
屬
東

郡
後
漢
因
之
晉
爲
頓
邱
及
濮
陽
國
地
後
魏
改
濮
陽
國

爲
濮
陽
郡
隋
初
郡
廢
屬
魏
州
尋
屬
滑
州
大
業
初
爲
東

郡
及
武
陽
郡
地
唐
武
德
四
年
置
澶
州

治

頓

邱

取

澶

淵

以

名

貞
觀

初
州
廢
仍
屬
魏
州
大
歴
七
年
復
置
澶
州

從

魏

博

帥

田

承

嗣

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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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敷
文
閣

五
代
晉
曰
鎭
寧
軍

薛

史

天

福

三

年

移

州

治

於

德

勝

口

九

年

始

置

鎭

寧

軍

兼

領

濮

州

郡

志

晉

天

福

中

州

移

治

夾

河

漢

乾

祐

初

又

徙

德

勝

砦

周

世

宗

復

移

治

澶

淵

故

城

皆

悞

也

宋
仍
曰
澶

州
亦

曰

澶

淵

郡

鎭

寧

軍

節

度

熙

寧

九

年

移

於

今

治

崇
寧
五
年
升
爲
開
德
府

宋志

崇

寧

四

年

建

爲

北

輔

宣

和

二

年

罷

輔

郡

仍

隷

河

北

東

路

金
仍
曰
澶
州
皇
統
四
年

改
開
州
屬
大
名
府
元
屬
大
名
路
明
亦
曰
開
州
以
州
治

濮
陽
縣
省
人

編

戸

百

有

一

里

領
縣
一

州
肘
腋
大
梁
襟
帶
東
郡

謂

山

東

東

昌

府

境

春
秋
時
衞
都
於
此

與
齊
魯
相
雄
長
秦
末
項
羽
由
此
扼
章
邯
後
漢
之
季
吕

布
亦
爭
此
以
抑
曹
操
葢
其
地

濱

河
距
濟
介
南
北
之
間

常
爲
津
要
五
代
時
晉
王
存
朂
與
梁
人
力
戰
於
河
上
德

勝
兩
城
爲
必
爭
之
險
石
晉
開
運
三
年
慮
契
丹
爲
後
世

患
徙
澶
州
於
德
勝
九
年
契
丹
八
冦
屯
元
城
趙
延
壽
請

於
契
丹
曰
晉
軍
悉
在
河
上
不
如
卽
其
城
下
四
合
攻
之

奪
其
浮
梁
則
天
下
定
矣
契
丹
遂
進
營
城
北
宋
景
德
初

契
丹
南
犯
冦
準
力
勸
親
征
御
北
城
門
樓
而
契
丹
氣
沮

宋
人
以
澶
州
爲
大
梁
北
門
安
危
所
繫
也
今
大
河
南
徙

形
勢
稍
移
然
川
原
平
曠
道
路
四
達
居
然
衝
要
矣

濮
陽
廢
縣

今

州

治

也

王

氏

曰

舊

城

在

今

治

西

南

三

十

里

爲

古

顓

頊

之

墟

亦

曰

帝

邱

夏

爲

昆

吾

氏

所

居

國

語

曰

昆

吾

爲

夏

伯

是

也

春

秋

僖

三

十

一

年

衞

成

公

自

楚

邱

遷

于

帝

邱

卽

此

城

東

南

有

浚

城

又

有

寒

泉

詩

云

爰

有

寒

泉

在

浚

之

下

其

後

曰

濮

陽

以

地

在

濮

水

北

也

秦

始

皇

七

年

拔

衞

濮

陽

置

濮

陽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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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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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敷
文
閣

東

郡

治

焉

史

記

章

邯

與

項

羽

戰

軍

濮

陽

東

環

水

自

固

漢

仍

曰

濮

陽

縣

亦

爲

東

郡

治

後

漢

因

之

初

平

二

年

曹

操

擊

黑

山

賊

白

繞

於

濮

陽

破

之

袁

紹

因

表

操

爲

東

郡

太

守

興

平

初

吕

布

襲

據

濮

陽

與

曹

操

爭

兖

州

晉

亦

曰

濮

陽

縣

爲

濮

陽

國

治

後

魏

仍

屬

濮

陽

郡

隋

屬

滑

州

大

業

初

屬

東

郡

唐

屬

濮

州

五

代

梁

貞

明

四

年

晉

王

存

朂

攻

梁

濮

陽

拔

之

尋

棄

不

守

五

年

晉

敗

梁

軍

於

河

南

岸

復

乗

勝

拔

濮

陽

石

晉

天

福

四

年

改

屬

澶

州

宋

因

之

熙

寧

四

年

河

决

澶

淵

因

改

置

澶

州

移

濮

陽

縣

爲

州

治

胡

氏

曰

濮

陽

舊

在

河

南

今

開

州

治

所

之

濮

陽

乃

石

晉

天

福

中

移

就

澶

州

南

郭

者

或

曰

卽

宋

所

移

胡

氏

悮

也

九

域

志

云

濮

陽

縣

東

去

濮

州

九

十

里

城

邑

攷

州

城

宋

熙

寧

中

土

築

後

皆

因

之

宏

治

十

三

年

增

修

其

城

前

方

後

圓

俗

呼

卧

虎

城

周

二

十

七

里

德
勝
城

州

東

南

五

里

古

澶

淵

也

春

秋

襄

二

十

年

晉

及

諸

侯

會

于

澶

淵

二

十

六

年

復

會

于

澶

淵

三

十

年

又

會

焉

杜

預

曰

澶

淵

在

頓

邱

南

今

謂

之

繁

汙

近

戚

田

其

後

爲

德

勝

渡

黃

河

津

要

也

五

代

梁

貞

明

四

年

晉

王

存

朂

拔

濮

陽

軍

德

勝

渡

尋

遣

李

存

審

於

德

勝

南

北

夾

河

築

兩

城

而

守

之

胡

氏

曰

時

河

津

濶

遠

兩

城

相

距

葢

三

十

里

五

年

梁

賀

瓌

攻

晉

德

勝

南

城

百

道

俱

進

以

竹

笮

連

艨

艟

巨

艘

橫

斷

河

流

使

晉

救

兵

不

得

渡

爲

晉

將

李

建

及

所

破

旣

而

梁

將

王

瓚

據

楊

村

夾

河

築

壘

造

浮

橋

謀

攻

德

勝

晉

將

李

存

進

亦

造

浮

橋

於

德

勝

或

曰

浮

梁

須

竹

笮

鐵

牛

石

囷

我

皆

無

之

何

以

能

成

存

進

不

聽

以

葦

笮

維

巨

艦

繫

於

土

山

臣

木

踰

月

而

成

人

服

其

智

晉

王

尋

自

魏

州

發

徒

數

萬

廣

德

勝

北

城

梁

人

來

争

晉

王

拒

之

大

小

百

餘

戰

城

始

就

龍

德

初

戴

思

遠

復

自

楊

村

襲

晉

德

勝

北

城

爲

晉

所

敗

明

年

復

攻

北

城

重

塹

複

壘

斷

其

出

入

晝

夜

急

攻

晉

將

李

存

審

悉

力

拒

守

晉

王

自

幽

州

馳

救

思

遠

引

却

後

唐

同

光

初

梁

王

彥

章

自

楊

村

徑

攻

德

勝

力

戰

斷

其

浮

橋

南

城

遂

陷

唐

主

命

棄

北

城

撤

屋

爲

筏

東

助

楊

劉

守

備

彥

章

圍

楊

劉

不

克

退

走

楊

村

唐

軍

復

屯

德

勝

石

晉

天

福

三

年

時

瀛

莫

諸

州

入

於

契

丹

河

北

無

藩

籬

之

固

於

是

移

澶

州

跨

德

勝

津

并

頓

邱

縣

亦

隨

州

移

治

郭

下

是

時

作

浮

橋

於

德

勝

口

謂

之

澶

州

河

橋

於

是

兩

城

有

南

澶

北

澶

之

目

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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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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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敷
文
閣

以

防

固

河

津

也

九

年

契

丹

攻

澶

州

欲

奪

浮

梁

不

克

開

運

三

年

契

丹

入

汴

遣

酋

帥

耶

律

郞

五

據

澶

州

賊

帥

王

瓊

帥

衆

襲

據

南

城

北

渡

浮

航

圍

郞

五

於

牙

城

契

丹

救

却

之

漢

乾

祐

三

年

郭

威

舉

兵

鄴

都

漢

主

遣

侯

益

等

將

兵

趣

澶

州

威

至

澶

州

降

遂

渡

河

趣

滑

州

宋

景

德

初

契

丹

入

犯

冦

準

勸

帝

親

征

駕

至

南

城

衆

請

駐

蹕

準

固

請

渡

河

御

北

城

門

樓

士

氣

百

倍

旣

而

幸

浮

橋

登

臨

河

亭

葢

是

時

澶

州

猶

治

德

勝

城

也

慶

歴

中

嘗

增

修

之

熙

寧

十

年

城

圮

於

水

因

改

築

州

城

以

濮

陽

縣

爲

州

治

非

復

石

晉

所

移

之

舊

矣

九

域

志

澶

州

距

魏

州

百

三

十

里

胡

氏

曰

此

據

故

澶

州

北

城

言

之

自

南

城

渡

河

并

浮

梁

計

之

則

百

五

十

里

故

晉

人

每

言

澶

州

距

魏

百

五

十

里

也

葢

澶

州

徙

治

不

一

大

約

唐

治

故

頓

邱

城

石

晉

時

治

德

勝

宋

始

治

濮

陽

一

統

志

云

今

州

南

有

故

德

勝

砦

楊

劉

見

山

東

東

阿

縣

戚
城

州

北

七

里

春

秋

時

衞

邑

會

盟

要

地

也

又

爲

衛

大

夫

孫

林

父

之

食

邑

左

傳

文

元

年

公

孫

敖

會

晉

侯

于

戚

時

晉

師

伐

衞

取

戚

疆

戚

田

也

成

十

五

年

同

盟

于

戚

襄

元

年

晉

以

諸

侯

之

師

伐

鄭

侵

楚

及

陳

晉

侯

衞

侯

次

于

戚

以

爲

之

援

二

年

諸

侯

之

師

會

于

戚

五

年

晉

復

會

諸

侯

于

戚

襄

二

十

六

年

孫

林

父

以

戚

如

晉

晉

會

諸

侯

于

澶

淵

以

討

衛

疆

戚

田

也

取

衞

西

鄙

懿

氏

六

十

以

與

孫

氏

又

昭

七

年

晉

反

戚

田

于

衛

哀

二

年

趙

鞅

納

衞

太

子

蒯

瞶

于

戚

宵

述

陽

虎

曰

右

河

而

南

必

至

焉

杜

預

曰

是

時

戚

在

河

外

晉

軍

已

渡

河

故

云

哀

十

六

年

衞

世

子

蒯

瞶

自

戚

入

衞

今

亦

謂

之

戚

田

自

戚

城

而

西

北

五

十

里

有

懿

城

卽

古

懿

氏

也

水

經

注

戚

衞

河

上

邑

漢

高

十

二

年

封

李

必

爲

戚

侯

邑

於

此

五

代

史

梁

貞

明

五

年

王

瓚

與

晉

將

李

嗣

源

戰

於

戚

城

敗

還

龍

德

初

晉

將

李

嗣

源

伏

兵

於

戚

城

敗

梁

將

戴

思

遠

晉

天

福

九

年

契

丹

入

冦

圍

晉

將

高

行

周

等

於

戚

城

爲

晉

所

敗

解

圍

去

未

幾

復

攻

澶

州

與

行

周

戰

於

戚

城

南

不

勝

而

還

卽

此

城

也

臨
河
城

州

西

六

十

里

漢

黎

陽

縣

地

武

帝

封

魯

共

王

子

賢

爲

臨

河

侯

邑

於

此

後

魏

永

安

初

分

黎

陽

縣

地

置

東

黎

縣

屬

黎

陽

郡

北

齊

廢

隋

開

皇

六

年

改

置

臨

河

縣

屬

衞

州

唐

初

屬

黎

州

貞

觀

十

七

年

改

屬

相

州

文

德

初

朱

全

忠

救

樂

從

訓

於

內

黃

下

臨

河

鎭

大

順

初

全

忠

將

丁

會

等

侵

魏

博

渡

河

取

黎

陽

臨

河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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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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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敷
文
閣

唐

同

光

初

梁

叚

凝

冦

澶

州

境

進

至

臨

河

之

南

宋

仍

爲

臨

河

縣

屬

澶

州

金

廢

郡

志

臨

河

城

在

內

黃

縣

南

三

十

里

一

云

滑

縣

西

北

有

臨

河

城

葢

境

相

接

也

○

澶

水

城

在

州

西

二

十

里

本

臨

河

內

黃

頓

邱

三

縣

地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置

澶

水

縣

屬

衞

州

大

業

初

屬

汲

郡

或

曰

隋

本

置

澶

淵

縣

唐

諱

淵

因

改

曰

澶

水

縣

初

屬

黎

州

尋

屬

澶

州

貞

觀

初

州

廢

還

屬

黎

州

十

七

年

縣

廢

入

臨

河

縣

昆
吾
城

州

東

二

十

五

里

其

地

有

古

顓

頊

城

城

中

有

古

昆

吾

臺

相

傳

夏

昆

吾

氏

所

築

春

秋

時

屬

衛

左

傳

哀

十

七

年

衞

侯

夢

于

北

宫

見

人

登

昆

吾

之

觀

是

也

漢

爲

濮

陽

縣

地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析

置

昆

吾

縣

屬

滑

州

大

業

初

廢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昆

吾

縣

屬

濮

州

八

年

仍

省

入

濮

陽

志

云

顓

頊

城

一

名

東

郭

城

隋

置

昆

吾

縣

於

此

又

廢

臨

河

縣

東

北

三

里

亦

有

顓

頊

城

鹹
城

州

東

南

六

十

里

春

秋

時

衞

地

左

傳

僖

十

三

年

齊

桓

公

會

諸

侯

于

鹹

又

文

十

一

年

魯

叔

孫

得

臣

敗

狄

于

鹹

定

七

年

齊

侯

鄭

伯

盟

于

鹹

是

也

劉

昭

曰

濮

陽

有

鹹

城

或

以

爲

古

之

鹹

國

○

圉

城

在

州

東

春

秋

時

衞

邑

襄

二

十

六

年

衛

孫

林

父

以

戚

如

晉

衛

人

侵

戚

東

鄙

晉

戍

茅

氏

衛

人

伐

之

孫

蒯

從

衞

師

敗

之

圍

茅

氏

卽

戚

東

鄙

之

地

也

又

五

鹿

城

志

云

在

州

南

三

十

里

杜

預

曰

衞

地

有

二

五

鹿

一

在

元

城

東

一

在

衞

縣

西

北

此

衛

縣

西

北

之

五

鹿

矣

寰

宇

記

元

城

東

爲

五

鹿

墟

卽

重

耳

乞

食

處

此

爲

五

鹿

城

衞
陽
山

州

東

南

二

十

里

以

在

衞

地

之

陽

而

名

又

州

東

南

五

里

曰

洪

洋

山

山

秀

麗

而

隆

峻

志

云

澶

淵

舊

在

其

下

今

山

南

有

浮

翠

橋

卽

澶

水

所

經

也

○

金

沙

山

在

州

治

東

迤

北

宋

建

炎

間

楊

隶

守

開

德

金

人

來

攻

力

戰

城

陷

金

人

屠

其

城

隶

及

弟

彭

年

死

之

人

爲

瘞

骨

立

塚

如

山

因

以

沙

名

鐵
邱

州

北

五

里

杜

預

曰

鐵

在

戚

城

南

哀

二

年

趙

鞅

送

衞

太

子

蒯

瞶

入

于

戚

遇

鄭

師

蒯

聵

登

鐵

上

以

望

懼

自

投

于

車

下

鐵

上

卽

鐵

邱

也

又

瑕

邱

在

州

東

南

三

十

里

高

三

丈

檀

弓

公

叔

文

子

升

瑕

邱

蘧

伯

玉

從

卽

此

又

東

南

十

里

爲

延

邱

相

傳

吳

延

陵

季

子

適

衞

時

曾

憩

於

此

淸
邱

州

東

南

七

十

里

邱

高

五

丈

春

秋

宣

十

二

年

晉

人

宋

人

衞

人

曹

人

同

盟

于

淸

邱

是

也

唐

置

淸

邱

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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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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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敷
文
閣

五

代

唐

同

光

初

李

紹

興

敗

梁

遊

兵

於

淸

邱

驛

南

卽

此

又

旄

邱

在

州

東

北

志

云

卽

衞

風

所

咏

旄

邱

之

葛

者

郡

志

舊

濮

陽

城

東

有

商

邱

蓋

卽

帝

邱

之

譌

也

○

寒

泉

岡

在

州

西

南

水

經

注

濮

陽

城

側

有

寒

泉

岡

卽

詩

所

稱

爰

有

寒

泉

者

世

謂

之

高

平

渠

非

也

黃
河
故
瀆

在

州

治

南

自

滑

縣

流

入

州

界

自

昔

大

河

經

流

處

也

今

有

瓠

子

故

渠

在

州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漢

元

光

中

河

决

瓠

子

使

汲

仁

郭

昌

發

卒

數

萬

塞

之

不

成

元

封

元

年

封

禪

還

自

臨

决

河

塞

之

築

宫

其

上

名

曰

宣

防

水

經

注

濮

陽

北

十

里

卽

瓠

河

口

亦

謂

之

瓠

子

堰

又

爲

宣

房

堰

平

帝

以

後

河

水

東

浸

日

月

彌

廣

□

平

十

二

年

詔

王

景

修

治

景

防

遏

衝

要

疏

决

壅

積

瓠

子

之

水

絶

而

不

通

自

唐

末

以

至

五

季

河

流

蕩

决

漸

失

故

道

宋

慶

歴

中

河

自

澶

州

東

北

三

十

里

商

胡

河

口

趨

恩

冀

旣

而

大

名

鄆

澶

滑

濮

齊

淄

滄

隶

德

博

懷

衞

孟

鄭

及

開

封

俱

受

河

害

至

和

二

年

河

復

决

大

名

館

陶

李

仲

昌

奏

請

自

商

胡

河

東

南

鑿

六

㙮

渠

引

河

東

注

橫

隴

故

道

以

披

其

勢

時

孫

抃

亦

言

六

㙮

下

流

可

導

而

東

去

以

紓

恩

冀

金

堤

之

患

歐

陽

修

謂

六

㙮

狹

小

不

能

容

受

大

河

濱

隶

德

博

諸

州

必

被

其

患

不

聽

遂

塞

商

胡

修

六

㙮

河

明

年

六

㙮

河

復

决

熙

寧

元

豐

中

河

屢

决

於

澶

州

之

境

陳

祐

甫

言

商

河

決

三

十

餘

年

河

道

塡

淤

漸

高

宜

修

之

并

修

橫

隴

以

分

河

流

又

以

二

處

土

性

疏

惡

請

修

禹

故

瀆

不

果

旣

而

大

河

自

州

北

决

入

於

御

河

州

境

之

患

漸

少

靖

康

以

後

大

河

益

徙

而

南

商

胡

六

㙮

諸

河

盡

成

平

陸

明

正

統

十

三

年

河

决

開

封

之

滎

陽

陽

武

循

故

道

至

州

南

凡

百

二

十

里

東

流

抵

濮

州

過

張

秋

入

海

其

流

奮

擊

聲

聞

數

十

里

俗

名

響

口

子

尋

塞

今

州

東

二

十

里

有

清

河

卽

大

河

舊

流

也

其

北

有

龍

泉

岡

西

有

杏

花

岡

各

高

二

丈

許

下

臨

河

卽

舊

時

隄

岸

矣

又

六

㙮

河

舊

志

云

在

州

東

北

十

七

里

橫

隴

河

在

州

東

四

十

里

俱

宋

時

决

溢

之

處

今

詳

見

川

瀆

異

同

濮
水

州

南

六

十

里

亦

謂

之

濮

渠

舊

志

濮

水

自

河

南

延

津

縣

東

北

流

經

胙

城

過

濮

陽

入

山

東

濮

州

界

今

胙

城

縣

猶

有

故

濮

渠

卽

此

水

上

流

也

大

河

遷

决

不

時

濮

水

遂

至

湮

廢

淇
水

舊

志

云

在

臨

河

廢

縣

東

南

五

里

自

濬

縣

流

入

界

又

東

北

流

入

内

黃

縣

及

淸

豐

縣

境

通

典

臨

河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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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敷
文
閣

有

古

淇

河

謂

此

或

曰

此

卽

滑

縣

之

永

濟

渠

自

濬

縣

流

經

臨

河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而

八

內

黃

縣

界

者

也

西
湖

在

州

城

西

南

舊

時

河

流

滙

入

積

而

成

湖

夏

秋

時

瀰

漫

甚

廣

後

漸

淺

涸

然

猶

渟

流

蕩

漾

周

數

百

畝

今

無

復

舊

觀

也

○

胡

柳

陂

在

州

東

南

五

十

里

與

山

東

濮

州

接

界

五

代

梁

貞

明

四

年

晉

王

存

朂

與

梁

軍

大

戰

處

也

今

詳

見

濮

州

金
堤
頭

州

東

南

百

五

十

里

志

云

其

西

接

黃

陵

岡

東

至

小

張

家

灣

黃

河

分

流

决

溢

之

處

也

宏

治

中

郡

守

修

築

故

隄

跨

長

垣

縣

及

山

東

曹

州

界

東

西

亘

二

百

餘

里

舊

有

金

堤

巡

司

河

南

徙

始

廢

○

宋

堤

在

州

南

一

里

相

傳

宋

熙

寧

中

築

舊

志

州

北

至

大

名

南

抵

長

垣

其

間

長

短

無

名

之

堤

不

可

數

計

城

北

古

堤

自

滑

縣

入

州

境

至

淸

豐

西

五

里

城

南

古

堤

亦

自

滑

縣

經

州

東

七

十

里

之

鄄

城

鄕

分

爲

五

道

入

山

東

范

縣

界

之

五

堤

頭

村

而

止

又

環

城

四

面

有

小

隄

所

謂

護

城

堤

也

皆

宋

所

置

白
沙
渡

在

州

西

舊

時

大

河

津

渡

處

也

劉

宋

景

平

初

後

魏

主

拓

跋

嗣

冦

宋

河

南

從

白

沙

渡

河

屯

濮

陽

南

胡

氏

曰

濮

陽

對

岸

則

頓

邱

縣

境

白

沙

渡

葢

在

澶

州

界

內

又

鯀

堤

在

州

西

十

里

自

濬

縣

而

東

接

州

界

相

傳

鯀

治

水

時

築

寰

宇

記

州

西

南

黃

河

北

岸

有

古

復

關

堤

衞

風

乗

彼

垝

垣

以

望

復

關

葢

謂

此

云

郡

志

復

關

堤

在

臨

河

廢

縣

南

三

百

歩

宣
防
宫

志

云

在

城

西

南

十

七

里

瓠

子

堤

上

漢

武

帝

元

封

初

塞

决

河

築

宣

防

宫

於

其

上

卽

此

又

有

龍

淵

宫

在

州

西

南

八

里

亦

漢

武

時

築

一

名

赤

龍

渦

○

烽

火

臺

在

州

東

南

志

云

澶

濮

間

濱

河

遠

近

多

邱

阜

或

十

餘

畝

或

二

三

十

餘

畝

皆

石

晉

時

所

築

以

備

契

丹

處

孫
村

州

東

北

三

十

四

里

宋

時

大

河

决

嚙

處

也

天

聖

七

年

汴

河

溢

勾

管

汴

口

王

中

庸

欲

增

置

孫

村

之

石

限

以

洩

之

不

果

元

豐

末

河

决

於

大

名

之

小

張

口

知

澶

州

事

王

令

圖

等

議

濬

迎

陽

埽

舊

河

又

於

孫

村

置

金

堤

約

復

故

道

元

祐

初

張

問

等

言

大

河

故

道

難

復

請

於

南

樂

大

名

埽

間

開

直

河

并

簽

河

分

引

水

勢

入

孫

村

口

以

解

北

京

向

下

水

患

於

是

回

河

減

水

之

議

復

起

言

者

交

斥

其

非

乃

罷

迎

陽

埽

舊

在

滑

縣

東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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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敷
文
閣

境

曹
村

在

州

西

南

亦

宋

時

大

河

要

口

也

熙

寧

四

年

河

决

澶

州

曹

村

埽

時

程

顥

知

鎭

寧

軍

方

救

護

小

吳

埽

以

曹

村

决

則

注

汴

京

馳

還

塞

之

十

年

河

復

大

决

於

曹

村

北

流

斷

絶

河

道

南

徙

逾

年

始

塞

之

謂

之

靈

平

埽

郡

志

靈

平

埽

在

州

西

南

七

里

又

小

吳

埽

在

州

東

志

云

小

吳

口

西

去

曹

村

百

里

熙

寧

四

年

河

决

澶

州

小

吳

埽

元

豐

八

年

小

吳

决

口

木

塞

河

又

東

决

大

名

之

小

張

口

是

也

○

趙

征

村

在

州

東

北

卽

六

㙮

河

口

宋

至

和

中

修

六

㙮

河

內

侍

劉

恢

奏

六

㙮

之

役

河

口

乃

趙

征

村

於

國

姓

御

名

有

嫌

卽

此

今

其

地

亦

名

趙

村舖

楊
村

州

西

南

十

五

里

舊

時

大

河

要

口

也

五

代

梁

貞

明

五

年

晉

王

存

朂

軍

於

德

勝

王

瓚

據

晉

人

上

游

十

八

里

楊

村

夾

河

築

壘

造

浮

橋

通

滑

州

餽

運

晉

將

李

存

進

亦

造

浮

橋

於

德

勝

以

拒

之

旣

而

瓚

與

晉

兵

戰

於

河

南

岸

敗

走

北

城

卽

楊

村

北

城

也

龍

德

初

戴

思

遠

悉

楊

村

之

衆

襲

晉

德

勝

北

城

爲

晉

王

存

朂

所

敗

走

楊

村

尋

復

自

楊

村

襲

魏

州

不

克

唐

同

光

初

梁

將

王

彥

章

攻

唐

德

勝

自

大

梁

馳

至

滑

州

陰

遣

人

具

舟

楊

村

乗

流

而

下

循

河

南

岸

直

趣

德

勝

遂

克

南

城

旣

而

進

攻

楊

劉

不

克

解

圍

西

走

楊

村

三

年

唐

王

由

德

勝

渡

河

歴

楊

村

戚

城

觀

昔

時

戰

處

薛

史

楊

村

在

濮

陽

之

北

濱

大

河

葢

據

舊

濮

陽

城

言

之

也

斂
盂
聚

在

州

東

南

左

傳

僖

二

十

八

年

晉

侯

齊

侯

盟

于

斂

盂

史

記

作

斂

于

卽

此

聚

也

又

州

治

南

有

古

重

華

臺

土

孫

子

曰

衞

靈

公

坐

重

華

之

臺

侍

御

數

百

仲

叔

圉

諫

公

乃

出

宫

女

卽

此

處

云

志

云

州

西

南

又

有

地

名

瓦

屋

頭

卽

春

秋

隱

八

年

宋

公

齊

侯

衞

侯

同

盤

處

土
樓
鎭

在

州

西

劉

宋

永

初

末

北

魏

將

奚

斤

等

拔

宋

滑

臺

進

擊

瞿

廣

於

土

樓

破

之

遂

進

逼

虎

牢

九

域

志

澶

州

臨

河

縣

有

土

樓

鎭

斗
門

在

州

東

南

唐

元

和

十

二

年

陳

許

帥

李

光

顏

討

淄

靑

叛

帥

李

師

道

攻

濮

陽

收

斗

門

社

莊

二

屯

又

景

福

元

年

朱

全

忠

擊

天

平

帥

朱

瑄

遣

其

子

友

裕

將

前

軍

軍

於

斗

門

全

忠

至

衞

南

朱

瑄

遣

歩

騎

襲

斗

門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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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敷
文
閣

裕

走

瑄

據

其

營

全

忠

不

知

復

趣

斗

門

爲

瑄

所

敗

長
垣
縣

州

南

百

五

十

里

南

至

河

南

蘭

陽

縣

九

十

里

東

南

至

河

南

儀

封

縣

百

三

十

里

西

至

河

南

胙

城

縣

九

十

里

西

南

至

河

南

封

邱

縣

六

十

里

西

北

至

滑

縣

九

十

里

春

秋

時

衞

之

匡

邑

戰

國

屬

魏

漢

置

長

垣

縣

屬

陳

畱

郡

風

俗

傳

縣

有

防

垣

故

名

後

漢

安

帝

封

元

舅

宋

俊

爲

侯

邑

晉

屬

陳

畱

國

後

趙

省

入

酸

棗

縣

高

齊

復

置

長

垣

縣

屬

東

郡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改

曰

匡

城

縣

屬

滑

州

唐

因

之

五

代

梁

復

曰

長

垣

屬

開

封

府

後

唐

仍

曰

匡

城

宋

建

隆

初

諱

匡

復

爲

長

垣

縣

仍

屬

開

封

府

金

泰

和

八

年

改

屬

開

州

元

初

屬

大

名

路

至

元

二

年

仍

屬

開

州

明

因

之

今

編

戸

七

十

八

里

長
垣
故
城

縣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其

地

一

名

鮑

垣

或

曰

卽

首

垣

也

戰

國

策

韓

侈

謂

秦

王

進

宋

齊

之

兵

至

首

垣

遠

薄

梁

郭

又

趙

肅

侯

七

年

公

子

刻

攻

魏

首

垣

水

經

注

曰

首

垣

秦

更

爲

長

垣

漢

置

縣

於

此

後

廢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改

置

縣

於

婦

姑

城

以

南

有

故

匡

城

因

改

爲

匡

城

縣

在

舊

城

西

南

十

七

里

唐

因

之

乾

符

二

年

濮

人

王

仙

芝

聚

衆

數

千

起

於

長

垣

卽

故

長

垣

城

也

宋

復

改

匡

城

爲

長

垣

縣

金

初

遷

縣

於

柳

冢

村

在

今

縣

城

東

北

七

里

明

洪

武

初

以

水

患

遷

於

蒲

城

卽

今

縣

治

蒲
城

今

縣

治

也

春

秋

時

衞

邑

桓

三

年

齊

侯

衞

侯

胥

命

于

蒲

城

九

年

同

盟

于

蒲

家

語

子

路

爲

蒲

宰

戰

國

策

秦

攻

魏

之

蒲

又

秦

始

皇

九

年

伐

魏

取

垣

蒲

葢

是

時

爲

魏

地

也

史

記

孔

子

去

陳

至

蒲

會

公

叔

氏

以

蒲

畔

止

孔

子

出

遂

適

衞

靈

公

間

曰

蒲

可

伐

乎

曰

可

公

曰

蒲

衞

之

所

以

待

晉

楚

也

正

義

蒲

在

衞

西

故

公

云

然

又

後

漢

初

光

武

大

敗

銅

馬

賊

於

館

陶

受

降

未

盡

而

高

湖

重

連

諸

賊

從

東

南

來

與

銅

馬

合

光

武

與

戰

於

蒲

陽

悉

破

降

之

蒲

陽

葢

卽

蒲

城

之

南

太

子

賢

曰

北

平

縣

西

北

有

蒲

陽

山

悞

矣

宋

紹

定

十

三

年

金

主

珣

自

黃

陵

岡

向

河

北

行

至

蒲

城

東

登

舟

渡

河

遇

風

蒙

古

兵

追

至

南

岸

後

軍

皆

敗

葢

舊

時

大

河

在

今

縣

北

也

北

平

見

保

定

府

完

縣

館

陶

今

山

東

屬

縣

匡
城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亦

春

秋

時

衞

邑

僖

十

五

年

諸

侯

同

盟

于

牡

邱

遂

次

于

匡

論

語

子

畏

於

匡

史

記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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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敷
文
閣

子

自

匡

至

蒲

述

征

記

匡

城

周

三

里

水

經

注

云

濮

水

東

逕

匡

城

北

是

也

隋

因

以

名

縣

唐

大

歴

十

一

年

李

靈

曜

以

汴

宋

叛

發

諸

道

兵

討

之

圍

汴

州

魏

博

帥

田

承

嗣

遣

兵

救

靈

曜

敗

永

平

淄

靑

二

鎭

之

兵

於

匡

城

乾

符

四

年

黃

巢

陷

匡

城

遂

陷

濮

州

中

和

四

年

李

克

用

破

黃

巢

於

封

邱

復

追

至

胙

城

匡

城

巢

走

兖

州

此

卽

隋

所

置

之

匡

城

縣

也

牡

邱

見

山

東

聊

城

縣

長
羅
城

縣

北

十

里

漢

縣

屬

陳

畱

郡

宣

帝

封

常

惠

爲

長

羅

侯

邑

於

此

後

漢

初

幷

入

長

垣

縣

爲

長

羅

亭

太

子

賢

曰

長

羅

故

城

在

匡

城

東

北

一

統

志

云

在

長

垣

舊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是

也

○

祭

城

在

縣

東

北

杜

預

曰

鄭

祭

封

人

仲

葢

邑

於

此

劉

昭

曰

長

垣

縣

有

祭

城

平
邱
城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春

秋

昭

十

三

年

諸

侯

會

盟

于

平

邱

杜

預

曰

在

長

垣

縣

西

南

風

俗

傳

云

衞

靈

公

所

置

邑

戰

國

策

黃

歇

上

秦

昭

王

書

王

并

蒲

衍

首

垣

以

臨

仁

平

邱

釋

之

者

曰

蒲

卽

蒲

城

衍

衍

氏

見

河

南

鄭

州

首

牛

首

也

見

河

南

陳

畱

縣

或

曰

首

垣

卽

長

垣

仁

一

作

任

今

山

東

濟

寧

州

古

任

城

也

平

邱

卽

此

地

漢

置

平

邱

縣

屬

陳

㽞

郡

後

漢

因

之

晉

廢

寰

宇

記

平

丘

在

封

邱

縣

東

四

十

里

葢

縣

與

封

邱

接

境

○

漆

城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故

衞

邑

也

竹

書

紀

年

邯

鄲

伐

衞

取

漆

卽

此

又

龍

城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相

傳

夏

臣

關

龍

逢

所

居

縣

西

十

八

里

又

有

鶴

城

城

冢

記

云

夏

累

養

鶴

於

此

寰

宇

記

舊

長

垣

城

西

北

六

十

里

有

訾

樓

城

春

秋

邢

人

伐

衞

取

訾

樓

葢

此

城

云

漚
麻
岡

在

縣

西

北

宋

紹

定

六

年

金

主

以

汴

京

危

急

引

軍

東

行

次

黃

陵

岡

進

向

河

北

至

蒲

城

東

乗

舟

濟

河

會

大

風

起

蒙

古

兵

追

擊

之

於

南

岸

金

主

次

於

北

岸

震

懼

遂

次

漚

麻

岡

遣

白

撒

帥

騎

攻

衞

州

不

克

黃

陵

岡

見

河

南

儀

封

縣

黃
河

縣

南

六

十

里

河

流

經

此

入

山

東

曹

縣

界

其

故

道

在

縣

北

堙

决

不

常

此

近

時

所

經

也

河

防

攷

縣

南

有

陶

北

河

相

傳

卽

黃

河

故

道

明

萬

歴

中

河

决

河

南

封

邱

縣

金

龍

口

挾

陶

北

河

决

縣

境

之

大

社

口

堤

長

東

二

縣

俱

被

其

患

又

縣

南

有

大

堈

河

或

曰

亦

黃

河

舊

流

也

今

縣

南

爲

大

堈

集

與

東

明

縣

杜

勝

集

等

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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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敷
文
閣

其

長

九

十

七

里

閻
家
潭

縣

東

南

六

十

七

里

正

統

十

四

年

河

水

决

入

縣

境

回

流

衝

囓

因

成

此

潭

宏

治

五

年

河

復

北

溢

因

築

堤

環

之

河

渠

考

潭

西

七

里

曰

牛

家

口

東

三

里

曰

大

岡

皆

宏

治

六

年

築

堤

以

防

决

溢

處

也

○

朱

家

河

口

堤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正

統

十

四

年

黃

河

决

溢

因

築

塞

之

宏

治

五

年

復

修

築

其

南

卽

三

春

柳

及

大

岡

諸

堤

也

又

常

村

堤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又

西

八

里

曰

新

豐

堤

接

河

南

封

邱

縣

界

志

云

宏

治

六

年

郡

守

李

瓚

築

朱

家

河

等

十

堤

以

防

河

患

云

又

三

尖

口

堤

在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相

傳

元

賈

魯

治

河

築

堤

始

此

宏

治

五

年

大

河

北

漲

衝

决

牛

家

口

諸

處

北

至

三

尖

口

東

至

平

岡

陂

皆

被

其

患

明

年

因

修

築

縣

境

諸

隄

是

也

宛
亭

在

縣

北

左

傳

僖

二

十

八

年

衞

人

盟

于

宛

濮

杜

預

曰

宛

亭

延

濮

水

故

曰

宛

濮

劉

昭

曰

長

垣

西

有

宛

亭

○

大

岡

鎭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有

廵

司

志

云

洪

武

初

司

置

於

縣

東

南

永

豐

里

三

年

徙

司

竹

林

十

一

年

徙

大

岡

云

魏
樓
村

在

縣

西

金

主

自

漚

麻

岡

進

攻

魏

樓

村

欲

俟

蒙

古

兵

至

决

戰

會

其

將

白

撒

自

衞

州

敗

還

且

言

北

兵

近

在

堤

外

邀

金

主

潛

渡

河

夜

走

歸

德

卽

此

處

也

東
明
縣

州

東

南

百

里

西

至

長

垣

縣

七

十

里

東

至

山

東

曹

州

六

十

里

南

至

河

南

儀

封

縣

百

里

本

秦

東

郡

之

東

明

鎭

漢

東

昏

縣

地

屬

陳

畱

郡

後

漢

因

之

三

國

魏

廢

隋

唐

以

來

皆

爲

東

昏

鎭

宋

乾

德

初

置

東

明

縣

屬

開

封

府

金

避

河

患

徙

治

於

曹

州

濟

陰

縣

西

因

屬

曹

州

元

初

因

之

尋

改

屬

大

名

路

至

元

二

年

屬

開

州

明

初

省

入

開

州

及

長

垣

縣

宏

治

四

年

復

置

屬

大

名

府

萬

歴

中

改

屬

州

编

戸

三

十

六

里

東
明
廢
城

在

縣

東

志

云

金

徙

縣

治

河

北

𡨚

勾

故

地

在

今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卽

山

東

曹

州

境

內

也

洪

武

初

避

水

患

徙

治

雲

臺

集

謂

之

新

東

明

尋

復

堙

没

縣

遂

廢

宏

治

中

復

置

縣

大

單

集

卽

今

縣

治

也

郡

志

漢

東

明

城

在

長

垣

縣

東

南

十

五

里

似

悞

今

見

河

南

蘭

陽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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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敷
文
閣

武
父
城

在

縣

西

北

左

傳

桓

十

二

年

公

會

鄭

伯

盟

于

武

父

杜

預

曰

濟

陽

東

北

有

武

父

城

濟

陽

今

見

河

南

蘭

陽

縣

葢

與

縣

接

境

邑

志

云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有

故

漆

國

城

昔

時

多

樹

漆

於

此

因

名

今

其

地

亦

曰

漆

園村

龍
光
山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以

雲

氣

升

騰

如

龍

而

名

其

相

峙

者

曰

白

龍

山

相

傳

張

良

甞

辟

穀

於

此

五
霸
岡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志

云

春

秋

時

齊

晉

會

盟

處

也

亦

曰

霸

王

岡

相

傳

項

羽

救

邯

鄲

時

曾

駐

此

岡

○

黃

陵

岡

在

縣

東

南

八

十

里

宏

治

五

年

大

河

决

溢

處

其

地

與

河

南

儀

封

縣

接

界

有

黃

陵

渡

今

詳

見

儀

封縣

黃
河

舊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自

長

垣

縣

流

入

境

南

接

儀

封

縣

界

又

東

南

接

山

東

曹

縣

界

河

益

引

而

南

縣

境

之

患

差

少

○

普

河

在

縣

北

大

河

餘

流

也

志

云

縣

四

面

俱

有

護

城

壕

堤

惟

北

門

堤

外

有

普

河

一

道

當

河

南

黑

陽

山

下

流

歲

久

衝

淤

漸

成

巨

浸

因

築

隄

以

防

其

衝

囓

黑

陽

山

見

河

南

原

武

縣

長
堤

在

縣

南

西

接

長

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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