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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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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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嘉
興
石
匏
周
　
城
緝

岡

奉
聖
岡

在

城

西

南

十

里

許

以

其

地

有

奉

聖

寺

故

名

金

章

宗

時

有

二

鳯

凰

率

諸

鳥

飛

集

於

此

人

遂

稱

為

鳯

凰

岡

亦

曰

鳳

城

岡

青
龍
岡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一

名

杏

花

岡

牟
駝
岡

一

作

毛

駝

岡

在

城

西

北

十

五

里

天

駟

監

牧

養

御

馬

駝

騾

之

所

後

黄

河

衝

激

坍

塌

平

夷

矣

世
史
正
綱
　
靖
康
元
年
春
金
将
斡
离
不
統
鐵
騎
南
馳
攻

圍
汴
京
屯
兵
於
此

望
牛
岡

在

城

西

南

十

三

里

汴

城

形

勢

如

卧

牛

状

登

是

岡

以

望

之

則

居

然

可

見

故

名

春

月

都

人

逰

賞

於

此

牛
尾
岡

在

封

邱

門

外

東

一

里

許

俗

以

汴

城

為

卧

牛

城

而

此

岡

則

牛

之

尾

也

百
岡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有

土

堆

百

餘

因

名

世

傳

宋

文

帝

元

嘉

中

檀

道

濟

與

北

魏

戰

粮

盡

而

返

魏

軍

襲

之

道

濟

於

暮

夜

唱

籌

量

沙

積

至

百

堆

以

紿

之

魏

軍

見

之

果

退

道

濟

全

師

而

還

狼
城
岡

在

城

西

三

十

里

侯
家
岡

在

城

南

十

八

里

霍
赤
岡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遼

主

耶

律

德

光

㓕

晋

嘗

屯

兵

於

此

藥
局
岡

在

城

西

二

十

里

舊

為

朝

元

宮

藥

局

堠
子
岡

在

城

南

六

十

里

井
家
岡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七
里
岡

在

城

西

南

七

里

故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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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
角
岡

在

城

西

三

十

里

白
墓
子
岡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萬
龍
岡

在

城

東

南

五

十

里

一

名

望

龍

岡

祝
岡

在

城

東

南

五

十

五

里

蘇
村
岡

在

城

東

南

十

里

岡

下

有

蘇

氏

聚

族

而

居

因

名

獨
樂
岡

在

城

東

十

五

里

都

人

九

日

於

此

登

髙

汴
京
遺
蹟
志
　
相
傳
有
一
富
翁
居
此
男
女
婚
嫁
已
畢
不

問
家
事
日
邀
故
舊
飲
酒
為
樂
徽
宗
微
行
見
之
羡
曰
斯

人
其
燭
樂
哉
後
因
名
其
岡

毛
岡

在

城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鷂
村
岡

在

城

南

五

十

里

嘗

命

獵

者

養

鷹

鷂

於

此

因

名

黑
岡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其

土

黑

色

故

名

岡

下

有

池

多

魚

今

涸

又

名

涸

魚

岡

太
平
岡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沙
窩
岡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長
腰
岡

一

名

長

葉

岡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仙
逰
岡

一

名

牽

牛

岡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昔

有

二

老

人

牽

二

牛

過

此

岡

人

異

而

問

之

忽

不

見

故

名

鍾
家
岡

在

城

東

南

五

十

里

赤
倉
岡

一

名

關

頭

岡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袁
家
岡

一

名

北

神

岡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南
神
岡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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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縮
頭
岡

在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角
橋
岡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邊
村
岡

在

城

東

五

里

殷
家
岡

在

城

東

十

里

白
石
岡

在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上

有

石

皆

白

色

故

名

胡
岡

在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傅
家
岡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楊
子
岡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槐
疙
疸
岡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兔
白
岡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蘇
家
岡

在

城

西

五

里

獅
子
岡

在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樊
家
岡

在

城

東

廟
兒
岡

在

城

南

三

十

八

里

接
沙
岡

在

城

西

北

永

安

保

西

奉
神
岡

在

城

南

以

上

諸

岡

累

經

黄

河

衝

淤

存

者

無

幾

而

土

人

猶

得

指

其

遺

跡

焉

堆

青
堆

有

二

一

在

城

東

窑

務

保

東

北

一

在

城

西

南

毛

保

西

申
家
堆

在

城

西

北

永

安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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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營
堆

在

城

西

南

八

角

保

東

王
家
堆

在

城

西

南

毛

保

東

南

坡

幕
天
坡

在

封

邱

門

外

李

綱

嘗

敗

金

兵

於

此

後

為

河

水

淤

平

胭
脂
坡

在

城

西

北

東

和

保

西

朝

暮

斜

暉

照

之

宛

若

胭

脂

俗

呼

為

紅

沙

岡

陂

夏
侯
陂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朱

仙

鎮

保

好
草
陂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朱

仙

鎮

保

岳

武

穆

禦

金

人

在

此

坡

牧

馬

草

生

極

茂

故

名

傅
講
雜
記
　
都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有
地
名
鏖
糟
陂
土
人
惡

之
自
易
其
名
曰
好
草
陂

荸
薺
陂

在

宋

門

外

因

水

中

多

生

荸

薺

故

名

收

燈

後

都

人

探

春

於

此

寒
陂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北

牧
兒
陂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西

練
子
陂

一

名

留

子

陂

一

作

劉

子

陂

在

封

邱

門

外

西

南

周

太

祖

入

汴

與

慕

容

彦

超

戰

於

此

青
頭
陂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西

隄

漻
隄

按

一

統

志

自

城

東

至

歸

德

三

百

餘

里

世

傳

漢

梁

孝

王

徙

都

睢

陽

時

所

築

今

俗

訛

為

蓼

隄

金
隄

按

括

地

志

一

名

千

里

隄

漢

順

帝

陽

嘉

中

自

汴

河

口

以

東

縁

積

石

為

堰

曰

金

隄

續
文
獻
通
考
　
按
金
隄
古
堰
自
開
封
府
滎
陽
縣
東
經
大

名
府
清
豐
南
樂
縣
界
由
東
郡
至
千
乘
海
口
千
有
餘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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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歷
代
築
以
禦
河
患
通
謂
之
金
隄
嗚
呼
循
金
隄
之
遺
跡

稽
黄
河
之
故
道
合
諸
賢
之
卓
見
踵
永
頼
之
懋
功
推
古

騐
今
灼
灼
可
行
者
但
世
習
樂
因
循
而
憚
改
作
此
在
今

日
勢
尤
難
行
後
世
哲
人
有
作
破
拘
攣
之
見
或
有
取
於

吾
言
爾
矣

隋
隄

一

名

汴

隄

在

汴

河

上

按

隋

煬

帝

大

業

三

年

命

尚

書

左

丞

皇

甫

誼

復

西

通

濟

渠

作

石

陡

門

引

河

水

入

汴

汴

水

入

泗

以

通

於

淮

築

隄

𣗳

桞

御

龍

舟

行

幸

以

逹

於

江

都

人

稱

其

隄

曰

隋

隄

山
堂
肆
考
　
隋
煬
帝
自
板
渚
引
河
逹
於
淮
海
謂
之
御
河

河
畔
築
街
道
𣗳
以
柳
名
曰
隋
隄
計
一
千
三
百
里

智
囊
補
　
熈
寧
中
睢
陽
界
中
發
汴
隄
淤
田
汴
水
暴
至
隄

防
頗
壞
陷
将
毁
人
力
不
可
制
時
都
水
丞
侯
叔
獻
涖
役

相
視
其
上
数
十
里
有
一
古
城
急
發
汴
隄
注
水
入
古
城

中
下
流
遂
涸
使
人
急
洽
隄
陷
次
日
古
城
中
水
盈
汴
流

復
行
而
隄
陷
已
完
矣
徐
塞
古
城
所
決
内
外
之
水
平
而

不
流
瞬
息
可
塞
衆
皆
服
其
機
敏

揚
州
鼓
吹
詞
序
　
隋
大
業
初
開
邗
溝
入
江
旁
築
御
道
𣗳

以
楊
桞
謂
之
隋
隄
隄
今
不
復
可
考
然
記
稱
一
千
三
百

餘
里
則
江
河
一
帶
皆
其
故
跡
矣
但
桞
花
飛
落
無
復
青

青
空
有
長
條
繫
人
亡
國
之
恨
耳

落
藜
隄

在

固

子

門

外

西

北

因

其

地

生

落

藜

故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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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接
岡
隄

在

城

西

北

永

安

保

西

接

沙

岡

護
城
隄

離

城

三

里

一

名

三

里

隄

西

北

接

金

村

遶

城

圍

抱

東

南

直

抵

蘇

村

蓋

築

以

防

水

者

後

被

河

水

衝

圮

明

正

統

間

廵

撫

侍

郎

于

謙

因

河

水

泛

溢

侵

逼

汴

城

虔

誠

致

禱

誓

以

身

殉

河

遂

消

縮

乃

築

東

西

北

三

面

以

禦

之

範

鐵

犀

勒

銘

其

背

以

鎮

永

逺

景

泰

二

年

廵

撫

都

御

史

王

暹

補

築

南

面

與

東

西

相

接

凡

四

十

餘

里

號

大

隄

天

順

五

年

侍

郎

薛

逺

因

河

水

入

城

乃

於

麗

景

門

置

石

閘

以

洩

内

外

積

水

湧
幢
小
品
　
黄
河
之
隄
莫
壮
於
開
封
余
考
宋
初
黄
河
尚

在
滑
州
相
去
三
百
里
漸
決
遂
直
抵
開
封
城
下
國
初
幾

欲
遷
王
府
隄
之
所
以
益
固
也
近
日
祖
其
說
治
運
河
有

長
隄
遥
隄
縷
隄
等
名
其
費
不
貲
而
衝
決
如
故
看
來
開

封
之
隄
紆
曲
堅
壮
制
度
絶
佳
其
妙
䖏
全
在
紆
曲
因
水

勢
既
猛
隄
若
徑
直
全
當
其
鋒
勢
必
不
支
惟
紆
曲
則
若

迎
若
避
迎
以
抵
之
避
以
殺
之
今
之
橋
堵
亦
用
此
法
即

宋
藝
祖
剪
紙
圈
築
都
城
之
意
乃
若
運
河
之
隄
勢
必
不

能
紆
曲
又
卑
薄
太
甚
如
何
禦
水
即
堅
壮
亦
止
禦
得
散

漫
之
水
如
何
禦
得
衝
決
之
水
惟
度
其
勢
之
所
至
預
設

埽
以
待
可
以
徐
徐
斡
轉

横
隄

在

鄭

門

外

南

接

大

隄

北

扺

接

岡

隄

婁
隄

在

城

東

婁

隄

保

南

北

約

十

里

餘

髙
門
隄

在

固

子

門

外

西

北

西

連

落

藜

隄

因

在

梁

惠

王

古

城

髙

門

之

北

故

名

金
村
隄

在

城

西

北

西

接

高

門

隄

因

在

金

村

之

側

故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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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八
里
隄

離

城

一

十

八

里

故

名

西

北

接

封

邱

縣

界

東

南

抵

窑

務

保

太

平

岡

築

以

防

水

後

被

河

水

衝

圮

夾
隄

在

固

子

門

外

築

以

夾

護

金

水

河

西

接

中

牟

東

抵

外

城

後

圮

於

河

汴
護
隄

在

城

西

舊

汴

河

北

岸

金
水
隄

在

裏

城

外

西

至

固

子

門

東

抵

城

濠

閘

小
木
閘

在

裏

城

外

東

南

惠
濟
閘

在

陳

州

門

外

獨
樂
閘

在

城

南

白

墓

子

岡

東

赤
倉
閘

在

城

東

南

赤

倉

保

西

萬
龍
閘

在

城

東

南

赤

倉

保

南

以

上

諸

閘

俱

為

蔡

河

而

設

元

末

廢

壞

明

洪

武

初

重

修

二

十

四

年

黄

河

南

徙

蔡

河

及

閘

皆

為

淤

塞

無

存

洞

桃
花
洞

在

揚

州

門

内

西

北

即

上

清

宮

道

士

所

居

之

䖏

環

植

以

桃

故

名

桃

花

洞

潭

蓮
花
潭

在

城

東

十

里

清
水
潭

在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龍
潭

在

城

外

四

十

里

南

北

隄

口

有

左

右

二

潭

歳

旱

禱

雨

輙

應

赤
倉
潭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以

上

洞

潭

諸

蹟

俱

湮

於

河

渡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八
　

杏
花
營
渡

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路

通

中

牟

縣

八
角
渡

在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路

通

中

牟

縣

白
墓
子
岡
渡

在

城

東

南

十

五

里

路

通

咸

平

縣

赤
倉
渡

在

城

東

南

三

十

里

路

通

咸

平

縣

梁
家
淺
渡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路

通

尉

氏

縣

以

上

五

渡

俱

濟

黄

河

以

河

徙

而

廢

陳
家
口
渡

在

城

東

南

二

十

里

路

通

尉

氏

縣

善
善
李
渡

在

城

南

二

十

五

里

路

通

尉

氏

縣

清
水
河
渡

一

名

清

河

口

渡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以

上

三

渡

俱

濟

黄

河

之

支

流

以

河

徙

而

廢

泊

刺
史
泊

在

城

東

南

鄭

店

保

南

因

唐

刺

史

鄭

公

種

葦

於

此

故

名

楊
岡
泊

在

城

東

北

霍

赤

岡

保

楊
六
郎
宅
水
泊

在

裏

城

内

西

北

本

楊

六

郎

宅

外

湖

泊

故

名

龔
家
泊

冉
家
泊

牛
家
泊

俱

在

城

西

南

八

角

保

以

上

諸

泊

俱

湮

於

河

關

臨
蔡
關

在

城

東

南

赤

倉

保

周

顯

德

中

浚

閘

河

入

蔡

河

命

水

軍

駕

戰

艦

沿

潁

入

淮

以

伐

南

唐

置

關

於

此

金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九
　

季

關

廢

土

人

仍

呼

其

地

為

關

頭

通
津
關

在

城

東

北

馬

尾

墻

保

埽

頭

河

周

顯

德

四

年

疏

汴

水

入

五

丈

河

以

通

齊

魯

舟

楫

於

此

設

關

元

時

河

漲

淤

塞

橋
梁

天
漢
橋

唐

名

州

橋

在

府

治

東

南

一

里

許

正

對

大

内

御

街

與

相

國

寺

橋

皆

低

平

不

通

舟

楫

惟

河

水

平

舟

可

過

並

以

青

石

為

之

石

梁

石

笋

楯

欄

及

近

橋

両

岸

皆

石

壁

雕

鐫

海

馬

水

獸

飛

雲

之

状

橋

下

密

排

石

柱

蓋

車

駕

御

路

也
癸
辛
雜
識
　
汴
京
天
漢
橋
上
有
竒
石
一
大
片
有
自
然
華

裔
圖
山
青
水
縁
河
黄
路
白
粲
然
如
畵
真
異
物
也
後
聞

移
置
文
廟
中
作
拜
石

浚
儀
橋

在

府

治

西

南

興
國
寺
橋

一

名

馬

軍

衙

橋

在

府

治

西

南

相
國
寺
橋

在

府

洽

東

南

龍
津
橋

在

府

治

東

南

蔡

河

上

又

名

新

橋

觀
橋

在

五

嶽

觀

後

故

名

宣
泰
橋

横
橋
子

髙
橋

西
保
康
門
橋

太
平
橋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糶
麥
橋

第
一
座
橋

冝
男
橋

已

上

八

橋

俱

在

陳

州

門

裏

蔡

河

上

四
里
橋

在

戴

楼

門

外

虹
橋

在

東

水

門

外

七

里

其

橋

無

柱

皆

以

巨

木

虚

架

飾

以

丹

雘

宛

如

飛

虹

其

上

下

土

橋

亦

如

之

上
土
橋

下
土
橋

順
成
倉
橋

更
橋

以

上

四

橋

俱

在

東

水

門

内

外

太
師
府
橋

在

府

治

西

南

丞

相

蔡

京

宅

前

因

名

金
梁
橋

在

東

水

門

裏

雷
家
橋

在

府

治

南

蔡

河

上

龍

津

橋

西

小
橋

在

南

薫

門

内

蔡

河

上

宣
化
橋

在

府

治

前

西
浮
橋

在

冝

秋

門

外

舊

以

船

為

之

後

用

木

石

改

造

小
横
橋

廣
備
橋

藥
市
橋

青
暉
橋

染
院
橋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一

朱
雀
橋

白
虎
橋

五
王
宮
橋

以

上

諸

橋

俱

在

冝

秋

門

外

念
佛
橋

在

曹

門

内

内

諸

司

軍

營

皆

在

曹

門

侵

晨

上

直

有

瞽

者

在

橋

上

念

經

求

化

故

名

板
橋

在

新

鄭

門

外

种

師

道

敗

金

人

於

此

洗
馬
橋

在

新

鄭

門

外

得
勝
橋

在

城

内

雲
驥
橋

在

麗

景

門

外

迤

南

白
鶻
橋

在

固

子

門

裏

駱
駝
橋

在

鄭

門

外

以

上

諸

橋

皆

在

京

城

内

外

汴

蔡

二

河

故

道

上

陳
橋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即

藝

祖

為

衆

擁

立

䖏

也

玉
照
新
志
　
陳
橋
在
京
師
陳
橋
封
邱
二
門
之
間
藝
祖
啟

運
立
極
之
地
也
始
藝
祖
推
戴
之
初
陳
橋
守
門
者
拒
而

不
納
遂
如
封
邱
門
抱
關
吏
望
風
啟
鑰
逮
即
帝
位
斬
封

邱
而
官
陳
橋
者
以
旌
其
忠
於
所
事
焉

井

花
園
井

在

府

治

西

南

朝

元

萬

壽

宮

相

傳

謂

楚

項

羽

御

花

園

井

閤
門
井

在

文

德

殿

左

掖

東

上

閤

門

之

東

其

水

絶

佳

山

谷

憶

東

坡

烹

茶

詩

云

閤

門

井

不

落

第

二

竟

陵

谷

簾

空

誤

書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二

相
國
寺
井

有

二

在

聖

容

殿

前

東

西

木

工

喻

浩

建

有

井

亭

極

其

精

巧

為

相

國

寺

十

絶

之

一

海
眼
井

在

安

逺

門

裏

上

方

寺

内

相

傳

泉

源

通

海

故

名

元

末

寺

燬

於

兵

而

井

失

其

跡

八
角
井

在

城

西

南

水

苦

不

可

飲

劉

敞

詩

有

誰

鑿

八

角

井

不

方

亦

不

圓

此

地

饒

美

水

此

井

獨

苦

泉

泉

甘

常

不

竭

泉

苦

更

永

年

之

句

三
眼
井

在

安

業

坊

井

口

一

石

而

三

眼

故

名

義
井

在

東

水

門

裏

金

梁

橋

南

相

傳

元

時

邑

民

劉

道

源

因

往

來

人

衆

造

亭

於

上

設

汲

水

之

具

遇

盛

暑

則

汲

以

濟

人

故

名

汴
京
遺
蹟
志
　
國
朝
洪
武
中
即
宋
故
宮
遺
址
建
周
王
府

乃
太
祖
第
五
皇
子
諡
定
始
分
封
之
國
城
中
井
水
悉
苦

鹻
難
飲
惟
周
府
太
廟
前
井
水
甘
蓋
宋
大
内
舊
井
也

陵
墓

倉
頡
墓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時

和

保

俗

呼

為

倉

王

家

旁

有

倉

王

城

世

傳

倉

頡

所

築

按

禪

通

紀

倉

頡

居

陽

武

而

葬

利

郷

路

史

云

今

開

封

之

祥

符

故

浚

儀

縣

即

春

秋

之

陽

武

髙

陽

郷

也

或

曰

利

鄕

疑

即

時

和

保

之

墟

也

真
珠
船
　
述
異
記
倉
頡
墓
在
北
海
俗
呼
為
藏
書
臺
一
統

志
倉
頡
墓
在
陝
西
白
水
縣
又
大
名
府
南
樂
縣
河
南
祥

符
縣
山
東
壽
光
縣
並
有
倉
頡
墓
白
水
即
古
之
衙
壽
光

即
北
海
地
然
未
詳
孰
是
也

按

方

輿

勝

覽

倉

頡

冢

亦

載

有

数

䖏

又

皇

覽

冢

墓

記

倉

頡

冢

在

馮

翊

衙

縣

利

陽

亭

南

道

傍

髙

六

丈

學

書

者

皆

往

上

姓

名

投

刺

祀

之

不

絶

梁
王
墓

在

城

西

八

角

保

高

三

丈

廣

百

餘

步

無

碑

文

可

考

世

稱

魏

陵

郷

地

名

梁

固

疑

即

魏

侯

罃

之

墓

也

段
干
木
墓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三

信
陵
君
墓

在

城

東

南

揚

州

門

之

南

魏

公

子

無

忌

卒

塟

此

朱
亥
墓

在

城

西

南

俗

呼

為

屠

兒

原

蘇

軾

詩

有

昔

日

朱

公

子

雄

豪

不

可

追

今

來

逰

故

國

大

家

屈

稱

兒

之

句

麈
史
　
朱
亥
墓
在
都
城
南
過
所
謂
四
里
橋
之
道
左
旁
有

祠
垣
宇
甚
全
木
亦
茂
呼
為
屠
兒
墓
園
清
明
則
衆
屠
具

酒
肴
祀
之
出
於
人
情
也

老
學
菴
筆
記
　
王
荆
公
素
不
樂
滕
元
發
鄭
毅
夫
目
為
滕

屠
鄭
酤
然
二
公
天
資
豪
邁
殊
不
病
其
言
毅
夫
為
内
相

一
日
送
客
出
郊
過
朱
亥
冢
俗
謂
之
屠
兒
原
者
作
詩
云

髙
論
唐
虞
儒
者
事
賣
交
負
國
豈
勝
言
憑
君
莫
笑
金
椎

陋
却
是
屠
酤
觧
報
㤙

尚
友
録
　
朱
亥
大
梁
人
勇
俠
隐
於
屠
肆
侯
嬴
薦
之
魏
公

子
無
忌
使
奉
壁
謝
秦
秦
王
怒
使
置
之
虎
圈
亥
髪
上
衝

冠
瞑
目
視
虎
虎
不
敢
動
遂
以
禮
遣
復
使
亥
袖
四
十
觔

鐵
椎
擊
殺
晋
鄙
奪
其
兵
符
退
秦
存
趙

扁
鵲
墓

在

閶

闔

門

外

西

北

菩

提

寺

東

原

在

子

城

内

唐

元

和

十

五

年

宣

武

軍

節

度

使

張

弘

靖

徙

葬

於

此

相

傳

四

傍

土

可

以

為

藥

禱

而

求

之

或

得

丸

如

舟

劑

張
儀
墓

在

城

東

北

七

里

儀

魏

久

也

為

秦

相

卒

塟

此

趙
王
墓

在

城

東

北

母

寺

保

漢

趙

王

張

耳

墓

也

昭
靈
陵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馬

尾

墻

保

漢

髙

祖

母

昭

靈

后

陵

也

其

地

即

春

秋

宋

之

黄

郷

陵

寢

累

經

黄

河

淤平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四

陳
留
風
俗
傳
　
小
黄
縣
者
宋
地
陽
武
之
東
黄
郷
也
因
黄

水
以
名
縣
沛
公
起
兵
野
戰
䘮
皇
妣
於
黄
郷
天
下
平
定

乃
使
使
者
以
梓
宮
招
魂
幽
野
於
是
有
丹
蛇
在
水
自
洒

濯
入
於
梓
宮

水

經

注

丹

蛇

作

丹

旐

云

於

是

丹

旐

自

水

濯

洗

入

於

梓

宮

其
浴
䖏
有

遺
髮

一

作

髻

焉
故
諡
曰
昭
靈
夫
人
因
作
寢
以
寧
神
也

東
觀
漢
記
　
虞
延
字
君
大
陳
留
人
為
都
督
郵
世
祖
東
廵

路
過
小
黄
髙
帝
母
昭
靈
后
園
陵
在
焉
詔
呼
引
見
問
園

陵
之
事
延
進
止
從
容
跪
拜
可
觀
其
陵
𣗳
株
柏
皆
諳
其

数
俎
豆
犧
牲
頗
曉
其
禮
帝
善
之

蔡
邕
墓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里

畢
卓
墓

在

府

治

北

劉

敞

詩

有

蓬

蒿

道

旁

家

云

是

晋

時

賢

名

聲

與

陵

谷

共

盡

亦

千

年

之

句

李
衛
公
墓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唐

李

靖

葬

此

墓

旁

有

祠

段
志
賢
墓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之

王

家

荘

單
雄
信
墓

在

望

春

門

内

西

北

隅

旁

有

單

将

軍

廟

明

初

為

左

護

衛

軍

營

陶
穀
墓

在

東

水

門

外

畫
墁
錄
　
東
水
門
外
覺
照
院
元
祐
末
予
縁
幹
適
彼
與
寺

僧
縱
步
道
旁
指
一
壙
云
此
陶
穀
墳
也
墓
門
洞
開
其
間

空
無
一
物
因
諷
寺
僧
為
之
掩
覆
僧
曰
屡
掩
屡
開
不
可

曉
十
餘
年
前
有
陶
姓
人
作
寒
食
爾
後
不
復
來
陶
為
人

輕
檢
嘗
自
言
頭
骨
當
珥
貂
蟬
今
則
髑
髏
亦
不
復
見
矣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五

紺
珠
閒
録
　
陶
榖
性
險
惡
好
陷
害
人
初
自
單
州
判
官
為

晋
相
李
崧
收
用
遂
得
入
閤
及
崧
歸
漢
徐
逄
吉
有
意
害

之
穀
乃
迎
意
構
成
崧
事
遂
致
赤
族
之
祸
後
榖
死
葬
於

覺
照
院
墓
門
屡
掩
屡
開
院
僧
復
為
築
塞
忽
雷
雨
大
作

墓
門
洞
開
無
一
物
矣

堯
山
堂
偶
雋
　
太
祖
之
受
周
禪
也
百
官
班
定
猶
未
有
禪

詔
翰
林
承
旨
陶
榖
出
諸
袖
中
遂
用
之
穀
意
希
大
用
及

范
質
拜
相
榖
草
制
詞
曰
十
年
居
調
爕
之
司
一
旦
得
變

通
之
術
質
泣
訴
於
太
祖
由
是
薄
其
為
人
終
身
不
獲
大

用
李
駙
馬
墓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南

神

岡

尚

太

宗

女

荆

國

大

長

公

主

左

龍

武

軍

駙

馬

都

尉

累

遷

鎮

國

軍

節

度

使

知

許

州

贈

中

書

令

諡

和

文

李

遵

朂

塟

北

石
林
燕
語
　
祖
宗
時
駙
馬
都
尉
宅
主
薨
例
皆
復
納
入
官

或
别
賜
第
曹
沂
王
宅
許
懷
德
舊
第
也
李
和
文
宅
亦
王

貽
永
舊
第
自
和
文
始
世
有
之
宏
麗
甲
諸
主
第
園
池
尤

勝
號
東
荘
和
文
好
賢
樂
士
以
楊
文
公
為
師
友
其
子
孫

多
守
家
法
一
時
名
公
卿
率
從
之
逰
宣
和
間
復
取
以
為

擷
芳
園
後
改
寧
德
宮
以
居
寧
德
皇
后
云

國
老
談
苑
　
李
遵
朂
為
駙
馬
都
尉
折
節
待
士
宗
楊
億
為

文
於
第
中
築
室
塑
像
晨
夕
伸
函
丈
之
禮
刻
石
為
記
未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六

幾
億
卒

李
留
後
墓

李

留

後

名

端

懿

駙

馬

遵

朂

子

也

官

至

寧

逺

軍

節

度

觀

察

留

後

袝

塟

於

父

遵

朂

墓

側

宋
稗
類
鈔
　
李
端
懿
問
卜
人
李
易
簡
曰
富
貴
吾
不
憂
但

問
夀
幾
何
易
簡
曰
君
大
長
公
主
之
子
生
而
富
貴
窮
奢

極
欲
又
求
長
夀
當
如
貧
者
何
造
物
如
此
無
乃
太
不
均

乎
遂
不
與
卜

王
旦
墓

在

城

東

大

邊

村

旦

本

大

名

莘

縣

人

父

祜

知

開

封

府

因

家

焉

卒

塟

此

容
齋
隨
筆
　
祥
符
以
後
凡
天
書
禮
文
宮
觀
祭
祀
廵
幸
祥

瑞
頌
聲
之
事
王
文
正
公
旦
實
為
參
政
宰
相
無
一
不
預

公
知
得
罪
於
清
議
而
固
戀
患
失
不
能
決
去
及
臨
終
乃

欲
削
髪
僧
服
以
殮
何
所
補
哉
魏
野
贈
詩
云
西
祀
東
封

俱
已
了
好
來
相
伴
赤
松
逰
可
謂
君
子
愛
人
以
德
矣
歐

陽
文
忠
公
作
公
神
道
碑
悉
隐
而
不
書
蓋
不
可
書
也
公

持
身
公
清
無
一
可
議
然
獨
有
此
者
功
名
之
際
人
所
難

耳
劇
談
録
　
魏
野
咸
平
景
德
間
隐
士
和
易
通
俗
人
樂
從
之

逰
王
魏
公
當
國
尤
愛
之
亦
数
相
聞
天
禧
末
魏
公
屡
求

退
不
許
野
寄
以
詩
曰
太
平
宰
相
年
年
出
君
在
中
書
十

五
秋
西
祀
東
封
俱
已
了
好
來
相
伴
赤
松
進
魏
公
亟
袖

以
聞
遂
得
謝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七

資
治
通
鑑
　
旦
臨
終
遺
令
削
髮
披
緇
以
殮
蓋
悔
其
不
諫

天
書
之
失
也
諸
子
欲
奉
遺
令
楊
億
以
為
不
可
乃
止

亷
吏
傳
　
旦
疾
甚
遺
戒
子
弟
我
家
盛
名
清
德
當
務
儉
素

保
守
門
風
勿
為
厚
塟
以
金
寳
置
櫃
中
帝
親
視
疾
賜
白

金
五
千
兩
旦
作
奏
謝
之
藳
末
復
益
四
句
云
益
懼
多
藏

况
無
所
用
見
欲
散
施
以
息
殃
咎
即
舁
至
内
闥
詔
不
許

湧
幢
小
品
　
無
垢
居
士
言
讀
書
攷
古
人
行
事
既
已
信
其

大
節
若
小
疵
當
缺
而
勿
論
蓋
其
間
往
往
有
曲
折
人
不

能
盡
知
者
如
歐
陽
文
忠
公
誌
王
文
正
公
墓
言
宼
準
從

公
求
使
相
宼
公
正
直
聞
天
下
豈
向
人
求
官
者
若
此
類

冝
慎
言
之
余
謂
世
間
如
此
類
甚
多
若
宋
子
京
為
晏
臨

菑
門
下
士
晏
公
罷
相
制
有
廣
營
産
以
殖
貨
多
役
兵
而

射
利
等
語
亦
未
必
遂
真
也

丹
陽
伯
墓

在

城

西

南

八

角

保

大

營

舗

南

丹

陽

伯

葛

景

先

塟

此

呼
延
贊
墓

在

城

西

南

朱

仙

鎮

東

北

原

上

咸

平

三

年

贊

掌

護

元

德

皇

后

園

陵

儀

衛

還

卒

塟

此

尚
友
録
　
呼
延
贊
太
原
縣
人
累
功
績
官
至
康
州
團
練
使

有
膽
勇
徧
文
其
體
為
赤
心
殺
賊
字
至
於
妻
孥
僕
使
皆

然
諸
子
耳
後
别
刺
字
曰
出
門
忘
家
為
國
臨
陣
忘
死
為

主
周
令
公
墓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八

永
泰
縣
主
墓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祥
符
縣
志
　
永
泰
縣
主
宋
太
祖
從
孫
女
性
慧
孝
動
循
女

誡
年
十
四
歸
右
班
殿
直
梁
子
才
克
執
婦
道
事
舅
姑
孝

謹
夫
亡
時
年
二
十
二
哀
毁
幾
殞
諸
族
欲
奪
志
永
泰
以

節
自
誓
終
身
不
渝
初
封
共
康
郡
君
元
豐
中
加
今
封
以

褒
榮
之

向
太
夫
人
墓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向

文

簡

公

敏

中

祖

母

葬

此

宋
稗
類
鈔
　
向
文
簡
公
父
欲
葬
其
母
時
開
封
府
城
外
有

地
䜟
曰
綿
綿
之
岡
勢
如
奔
羊
稍
前
其
穴
后
妃
之
祥
術

者
以
穴
在
一
小
民
菜
園
中
恐
民
不
肯
與
因
夜
葬
其
地

民
以
向
横
訴
於
府
尹
尹
令
重
與
之
價
仍
不
廢
其
菜
次

年
遂
生
文
簡
公
欽
聖
后
文
簡
孫
也

曹
仙
姑
墓

在

城

西

南

閙

店

保

按

仙

姑

諱

道

冲

字

冲

之

其

先

寧

晋

人

襄

悼

鄆

國

公

利

用

之

族

孫

也

父

宗

喆

欽

州

靈

山

縣

主

簿

母

石

氏

五

代

晋

之

後

初

鄆

國

公

章

聖

時

和

戎

有

勳

賜

第

都

城

因

居

汴

仙

姑

自

扶

坐

能

言

便

觧

文

字

五

歳

賦

詩

属

文

十

五

歳

古

今

載

籍

所

記

極

博

家

人

患

其

弄

翰

墨

即

登

屋

賦

詠

書

遍

萬

瓦

洞

徹

諸

教

皆

得

其

要

妙

嘗

謂

䖏

世

居

家

均

在

樊

籠

不

願

嫁

適

脱

身

遯

去

二

十

一

歳

隐

於

少

室

山

玉

華

峯

栖

神

導

氣

者

十

餘

年

家

人

踪

跡

之

則

宛

轉

潛

避

齊

人

張

公

諌

議

知

其

異

度

為

女

冠

因

遥

指

青

州

逺

逰

觀

張

幾

真

為

師

既

而

受

籙

於

閤

皂

山

晚

入

京

師

衣

足

蔽

體

食

僅

充

腹

廕

容

膝

之

地

混

然

與

猫

犬

同

跡

都

人

供

饋

者

肩

踵

相

摩

多

所

不

納

有

不

能

却

尋

以

施

予

不

茹

葷

血

但

日

市

以

食

猫

犬

或

詰

其

故

曰

無

他

救

其

欲

殺

者

而

已

或

謗

其

肉

食

者

即

取

以

對

食

曰

於

道

何

害

但

不

欲

耳

徽

宗

召

對

無

時

給

金

牌

二

聴

赴

行

在

與

諸

池

苑

無

得

禁



 

宋
東
京
考
　

卷
之
二
十
　
　
　
　
　
十
九

止

延

見

異

数

莫

與

倫

比

詔

加

清

虚

文

逸

大

師

初

名

希

藴

至

是

始

賜

今

名

又

加

道

真

仁

靖

先

生

並

為

起

第

乃

瀝

懇

牢

辭

不

得

已

僅

受

数

楹

以

奉

三

清

晨

夕

焚

修

用

祝

君

壽

詔

名

其

室

為

寳

籙

堂

又

為

營

保

慶

泰

寧

宮

於

其

側

将

落

成

而

尸

觧

上

為

之

惻

然

贈

號

希

元

觀

妙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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