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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敷
文
閣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十
五

錦
□
龍
萬
育
燮
堂
校
刊

直
隷
六

順
德
府

東

至

廣

平

府

清

河

縣

三

百

三

十

里

南

至

廣

平

府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廣

平

府

邯

鄲

縣

百

一

十

里

西

至

山

西

遼

州

二

百

四

十

里

西

北

至

眞

定

府

井

陘

縣

二

百

里

北

至

眞

定

府

趙

州

百

五

十

里

自

府

治

至

京

師

一

千里禹
貢
冀
州
地
殷
祖
乙
遷
于
邢
卽
此
周
爲
邢
國

史

記

魯

世

家

成

王

封

周

公

子

苴

爲

邢

侯

春
秋
時
并
于
衞
後
入
于
晉
戰
國
時
屬
趙

秦
爲
鉅
鹿
邯
鄲
二
郡
地
秦
末
謂
之
信
都
項
羽
又
改
爲

襄
國

二

世

二

年

張

耳

陳

餘

立

趙

歇

爲

趙

土

居

信

都

秦

亡

項

羽

分

趙

地

立

張

耳

爲

常

山

王

都

襄

國

羽

更

信

都

爲

襄

國

也

漢
屬
鉅
鹿
常
山
二
郡
及
趙
廣
平
二
國
後
漢
因

之
晉
爲
鉅
鹿
趙
二
國
地
其
後
石
勒
都
于
此
石
虎
改
置

襄
國
郡
後
魏
爲
鉅
鹿
郡
及
北
廣
平
郡
地
隋
改
置
邢
州

煬
帝
改
曰
襄
國
郡

竇

建

德

嘗

置

廣

州

于

襄

國

唐

紀

武

德

四

年

并

州

總

管

劉

世

讓

攻

建

德

自

土

門

而

東

克

其

黃

州

進

攻

洺

州

不

克

葢

誤

廣

爲

黃

也

唐
後
爲
邢
州
天
寶
初
曰

鉅
鹿
郡
乾
元
初
復
故

上

元

以

後

邢

州

統

于

昭

義

鎭

中

和

二

年

鎭

將

孟

方

立

遷

治

于

此

自

是

昭

義

分

爲

二

鎭

李

克

用

得

之

仍

置

邢

洺

節

度

治

焉

兼

領

洺

磁

二

州

五
代
梁
置
保
義

軍
治
此
唐
曰
安
國
軍

朱

温

得

三

州

改

置

保

義

軍

貞

明

二

年

爲

晉

王

存

朂

所

取

改

曰

安

國

宋
仍
爲
邢
州

亦

曰

鉅

鹿

郡

宣
和
初
升
爲
信
德
府
金
復
曰

邢
州

仍

置

安

國

軍

元
初
爲
順
德
府

置

元

帥

府

于

此

尋

改

安

撫

司

至
元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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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敷
文
閣

又
改
爲
順
德
路
明
曰
順
德
府
領
縣
九

府
西
帶
上
黨
北
控
常
山

常

山

謂

眞

定

府

河
北
之
襟
要
而
河
東

之
藩
蔽
也
秦
之
季
也
章
邯
去
楚
而
攻
趙
鉅
鹿
一
敗
秦

不
復
振
韓
信
戰
勝
舉
趙
自
趙
以
東
曾
無
堅
壘
張
賓
說

石
勒
曰
襄
國
依
山
憑
險
形
勝
之
國
得
而
都
之
霸
王
之

業
也
自
是
幽
冀
多
故
輙
爭
襄
國
唐
初
竇
建
德
劉
黑
闥

相
繼
據
洺
州
縱
橫
河
北
議
者
謂
自
河
東
下
太
行
拔
邢

州
而
守
之
則
洺
州
之
肩
背
舉
而
河
北
之
腰
脅
絶
矣
魏

博
叛
帥
田
悅
嘗
言
邢
磁
如
兩
眼
在
腹
中
不
可
不
取

磁州

見

河

南

邢

洺

磁

三

州

境

皆

相

接

唐
以
昭
義
一
鎭
控
禦
河
北
而
邢
州
尤

爲
山
東
要
地
雖
强
梗
如
鎭
魏
猶
終
始
覊
縻
者
以
邢
州

介
其
間
西
面
兵
力
足
以
展
施
也
李
克
用
以
河
東
爭
河

北
數
出
邢
州
朱
温
得
之
則
用
以
蔽
遏
河
東
廹
脅
鎭
定

及
晉
王
存
朂
合
鎭
定
以
圖
梁
梁
人
戰
守
尤
以
邢
州
爲

切
其

後

洺

魏

相

磁

諸

州

悉

屬

于

晉

邢

州

始

下

邢
州
不
守
而
河
北
之
勢
盡
折

而
八
于
晉
矣
李
忠
定
公
曰
邢
州
與
河
東
之
定
州
皆
地

大
力
豐
東
西
相
峙
如
太
行
之
兩
異
往
來
走
集
道
里
徑

易
從
邢
州
而
西
北
路
出
井
陘
可
以
直
搗
太
原
從
邢
州

而
西
南
路
出
邯
鄲
可
以
席
捲
相
衞
若
道
慶
源

卽

趙

州

而

取
深
冀
越
清
河
而
馳
德
棣
如
振
裘
者
之
挈
其
領
也
此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十

五

　

直

隷

六

　

　

　

　

三

　

敷
文
閣

韓
信
得
之
遂
以
掇
拾
燕
齊
石
勒
據
之
因
以
并
吞
幽
冀

歟
邢
臺
縣

附

郭

古

邢

國

秦

爲

信

都

縣

項

羽

改

爲

襄

國

漢

亦

爲

襄

國

縣

屬

趙

國

後

漢

因

之

晉

屬

廣

平

郡

後

魏

永

安

中

改

屬

北

廣

平

郡

隋

開

皇

九

年

改

爲

龍

岡

縣

十

六

年

置

邢

州

治

焉

唐

因

之

宋

宣

和

二

年

始

改

曰

邢

臺

縣

今

編

戸

二

十

八

里

襄
國
城

在

今

城

西

南

殷

祖

乙

遷

都

于

邢

卽

此

城

也

春

秋

時

邢

侯

都

于

此

爲

衛

之

與

國

隱

四

年

石

碏

殺

州

吁

衞

人

逆

公

子

晉

于

邢

而

立

之

閔

元

年

狄

伐

邢

齊

人

救

邢

僖

元

年

狄

復

伐

邢

齊

侯

帥

諸

侯

之

師

以

救

邢

遷

邢

于

夷

儀

二

十

五

年

衞

侯

燬

滅

邢

二

十

八

年

晉

伐

衞

是

時

邢

爲

晉

所

取

哀

四

年

齊

國

夏

伐

晉

取

邢

旣

而

邢

復

入

于

晉

戰

國

爲

趙

邑

秦

滅

趙

置

信

都

縣

秦

末

趙

王

歇

都

此

項

羽

使

張

耳

都

之

改

爲

襄

國

自

是

歴

漢

及

晉

皆

爲

襄

國

縣

治

石

勒

據

之

亦

謂

之

建

平

城

後

趙

録

石

勒

由

石

門

進

據

襄

國

後

擒

劉

曜

盡

得

關

隴

乃

僣

號

建

平

大

修

城

郭

因

徙

洛

陽

銅

馬

翁

仲

二

列

于

永

豐

門

謂

其

城

曰

建

平

城

十

六

國

春

秋

勒

擒

劉

曜

至

襄

國

舍

曜

于

永

豐

小

城

蓋

卽

永

豐

門

外

耳

元

豐

志

建

平

城

石

勒

所

築

卽

今

邢

州

城

非

也

冉

閔

滅

趙

劉

顯

復

稱

帝

于

襄

國

晉

永

和

八

年

閔

攻

滅

顯

因

毁

其

城

垣

是

後

襄

國

廢

入

任

縣

後

魏

太

和

二

十

年

復

置

襄

國

縣

移

于

今

治

魏

收

志

襄

國

縣

有

襄

國

舊

城

是

也

又

隋

志

後

齊

廢

易

陽

縣

入

襄

國

縣

置

襄

國

郡

後

周

改

襄

國

曰

易

陽

別

置

襄

國

縣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易

陽

今

廣

平

府

之

廢

臨

洺

縣

似

襄

國

改

徙

非

一

處

矣

宋

白

曰

隋

以

易

陽

還

故

治

而

襄

國

亦

仍

理

舊

城

也

宋

沈

括

筆

談

邢

州

城

郭

進

守

西

山

時

築

濶

六

丈

可

卧

牛

俗

呼

卧

牛

城

一

說

城

東

有

牛

尾

河

因

名

也

今

城

明

朝

因

故

址

修

築

周

十

二

里

有

奇

青
山
城

府

西

北

八

十

里

其

地

近

青

山

本

名

青

山

口

隋

開

皇

十

七

年

因

置

青

山

縣

大

業

初

省

入

龍

岡

縣

唐

武

德

初

復

置

屬

邢

州

開

成

五

年

省

入

龍

岡

縣

仍

爲

設

險

處

乾

寧

五

年

朱

全

忠

會

魏

博

師

羅

宏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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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敷
文
閣

兵

擊

李

克

用

至

鉅

鹿

城

下

改

河

東

兵

逐

北

至

青

山

口

于

是

全

忠

遂

取

邢

洺

磁

三

州

旣

而

克

用

遣

李

嗣

昭

等

出

青

山

將

復

山

東

三

州

進

攻

邢

州

爲

汴

將

葛

從

周

所

敗

退

入

青

山

從

周

追

之

將

扼

其

歸

路

李

嗣

源

擊

却

之

光

昭

三

年

李

嗣

昭

拔

洺

州

朱

全

忠

引

兵

來

爭

嗣

昭

棄

城

走

葛

從

周

設

伏

于

青

山

口

邀

擊

嗣

昭

大

敗

後

唐

清

泰

三

年

唐

兵

攻

太

原

爲

石

敬

瑭

及

契

丹

所

敗

詔

天

雄

帥

范

延

光

將

兵

由

青

山

口

取

榆

次

以

救

之

卽

此

也

榆

次

今

山

西

屬

縣

夷
儀
城

府

西

百

四

十

里

春

秋

僖

元

年

狄

伐

邢

齊

桓

公

遷

邢

于

夷

儀

或

曰

今

山

東

聊

城

縣

之

夷

儀

聚

也

杜

佑

曰

龍

岡

縣

北

百

五

十

里

夷

儀

嶺

卽

左

傳

邢

國

所

遷

有

夷

儀

城

俗

譌

隨

宜

城

寰

宇

記

夷

儀

山

在

邢

州

西

北

一

百

五

十

七

里

今

詳

見

山

東

聊

城

縣

封
山

府

西

二

十

里

志

云

以

邢

侯

初

封

此

而

名

亦

謂

之

西

山

今

自

封

山

以

西

綿

延

數

百

里

直

接

太

行

皆

西

山

矣

五

代

梁

開

平

五

年

晉

王

存

朂

自

柏

鄕

乘

勝

攻

邢

州

全

忠

遣

將

徐

仁

溥

帥

兵

自

西

山

夜

入

邢

州

助

保

義

帥

王

檀

城

守

葢

乘

髙

而

下

則

晉

兵

不

及

備

也

又

西

十

里

曰

孤

山

斗

絶

多

石

其

旁

平

坦

可

以

耕

藝

百
巖
山

府

西

北

百

三

十

里

山

高

險

有

巖

百

餘

郡

境

諸

山

之

望

也

又

鵲

山

在

府

西

北

百

十

里

岡

巒

鵲

起

上

有

穴

出

雲

母

○

馬

鞍

山

在

府

西

北

三

十

七

里

山

脊

隆

起

其

南

有

泉

曰

金

泉

北

曰

玉

泉

又

府

西

北

三

十

里

曰

仙

翁

山

唐

天

寶

中

元

宗

錫

以

今

名

時

張

果

遊

憇

于

此

也

又

有

百

花

山

在

府

西

南

四

十

二

里

巨

石

巉

巖

山

色

青

白

相

間

因

名

馬
嶺

府

西

北

百

三

十

里

其

地

峻

險

有

馬

嶺

口

爲

戌

守

要

地

唐

天

祐

三

年

河

東

帥

李

克

用

遣

其

將

李

嗣

昭

攻

邢

州

朱

全

忠

將

張

筠

引

兵

助

守

州

城

因

設

伏

于

馬

嶺

嗣

昭

至

爲

筠

所

敗

遂

引

還

黃
榆
嶺

府

西

百

二

十

里

亦

設

險

處

也

嶺

北

有

陳

宋

口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劉

尋

以

晉

兵

在

魏

州

因

潛

師

出

黃

澤

嶺

西

襲

晉

陽

晉

將

周

德

威

開

之

自

幽

州

將

千

騎

救

晉

陽

至

土

門

鄩

已

整

衆

下

山

自

邢

州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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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敷
文
閣

宋

口

踰

漳

水

而

東

屯

于

宗

城

嶺

下

多

陳

宋

二

姓

所

居

因

以

爲

山

口

之

名

也

黃

滓

嶺

見

山

西

遼

州

琉
璃
坡

府

南

三

十

餘

里

西

山

垂

盡

岡

脉

起

伏

處

也

唐

龍

紀

初

李

克

用

自

上

黨

而

東

攻

孟

方

立

于

邢

州

拔

磁

洺

二

州

敗

方

立

兵

十

琉

璃

坡

進

攻

邢

州

又

景

福

二

年

克

用

攻

李

存

孝

于

邢

州

從

欒

城

進

屯

任

縣

使

李

存

審

引

軍

屯

于

琉

璃

坡

葢

備

存

孝

之

南

走

也

○

石

井

岡

在

府

西

北

七

里

上

有

井

大

如

車

輪

相

傳

漢

世

祖

營

軍

時

所

鑿

石

勒

改

爲

龍

岡

隋

因

以

名

縣

又

有

鹿

城

岡

在

府

北

十

五

里

漳
水

府

東

南

八

十

里

自

廣

平

府

曲

周

縣

流

經

府

境

入

平

鄕

縣

界

又

北

歴

南

和

任

縣

合

灃

河

而

北

入

趙

州

隆

平

縣

界

五

代

梁

乾

化

四

年

晉

王

存

朂

會

兵

攻

邢

州

梁

將

楊

師

厚

自

魏

州

赴

救

營

于

漳

水

之

東

胡

氏

曰

師

厚

葢

營

于

平

鄕

縣

南

也

詳

見

大

川

漳

水

百
泉
水

府

東

南

五

里

自

平

地

湧

出

其

脉

甚

多

故

曰

百

泉

葢

卽

灃

河

之

上

源

引

流

而

東

入

南

和

縣

界

又

東

北

經

任

縣

東

入

趙

州

隆

平

縣

而

滙

于

胡

盧

河

又

有

七

里

河

在

府

南

七

里

流

合

于

百

泉

水

志

云

百

泉

水

一

名

渦

水

又

名

鴛

鴦

水

隋

志

以

爲

㴲

水

也

達
活
水

府

西

北

五

里

舊

名

蓼

水

出

石

井

岡

流

經

任

縣

爲

蔡

河

合

于

灃

河

又

有

野

河

在

府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發

源

百

巖

諸

山

引

流

凡

七

十

二

道

下

流

亦

會

于

灃

河

黃
榆
關

在

府

西

北

黃

榆

嶺

上

據

險

築

堡

爲

戌

守

處

志

云

黃

榆

嶺

口

有

腰

水

寨

最

高

峻

其

上

平

濶

惟

一

徑

可

通

腰

半

有

水

因

名

又

香

爐

砦

在

黃

榆

嶺

北

峯

巒

髙

險

狀

如

香

爐

惟

一

徑

可

達

舊

置

砦

于

此

皆

有

官

兵

戌

守

又

北

卽

趙

州

贊

皇

縣

界

也

○

馬

嶺

口

在

馬

嶺

下

亦

有

堡

砦

與

黃

榆

關

相

爲

犄

角

張
公
橋

在

府

西

北

或

云

其

下

卽

野

河

所

經

舊

爲

通

道

唐

末

李

克

用

爭

河

北

每

出

青

山

口

必

經

張

公

橋

然

後

至

邢

洺

諸

州

天

祐

三

年

梁

將

葛

從

周

敗

晉

兵

于

沙

河

追

至

張

公

橋

五

代

梁

乾

北

四

年

晉

王

存

朂

會

兵

于

趙

州

南

攻

邢

州

至

張

公

橋

是

也

檀
臺

在

府

境

徐

廣

曰

襄

國

縣

有

檀

臺

史

記

趙

成

侯

二

十

年

魏

獻

榮

椽

以

爲

檀

臺

葢

在

此

○

偏

店

在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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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敷
文
閣

南

近

時

賊

犯

府

境

官

軍

敗

之

于

此

沙
河
縣

府

南

三

十

五

里

南

至

廣

平

府

邯

鄲

縣

八

十

里

漢

襄

國

縣

地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析

置

沙

河

縣

屬

邢

州

唐

武

德

初

置

温

州

于

此

四

年

州

廢

仍

屬

邢

州

今

編

戸

十

九

里

沙
河
舊
城

縣

東

一

里

隋

置

縣

于

此

唐

武

德

五

年

世

民

擊

劉

黑

闥

于

洺

州

幽

州

總

管

李

藝

引

兵

會

戰

黑

闥

畱

兵

守

洺

州

自

將

兵

拒

藝

夜

宿

沙

河

乾

元

二

年

官

軍

與

史

思

明

戰

于

相

州

之

安

陽

河

會

大

風

晦

冥

官

軍

潰

而

南

思

明

亦

潰

而

北

至

沙

河

尋

還

屯

鄴

南

五

代

晉

開

運

初

縣

移

今

治

湯
山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下

有

湯

泉

山

海

經

此

湯

愈

疾

爲

天

下

最

故

以

名

山

又

黑

山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山

石

多

黑

因

名

舊

志

黑

山

襄

國

之

名

山

也

罄
口
山

縣

西

南

九

十

八

里

盧

毓

曰

淇

陽

罄

口

治

鑄

利

噐

漢

魏

時

舊

鐵

官

也

今

縣

有

綦

陽

鎭

置

鐵

治

司

于

此

葢

卽

漢

魏

之

故

址

隋

志

謂

之

罄

山

沙
河

在

縣

治

南

源

出

湯

山

一

名

湡

水

繞

流

經

縣

南

又

東

南

流

入

廣

平

府

永

年

縣

界

湡

讀

曰

容

水

經

注

湡

水

出

襄

國

縣

西

山

昔

牛

缺

遇

盜

于

沙

湡

之

間

是

矣

西

山

卽

湯

山

也

倉
門

縣

西

南

百

二

十

里

志

云

唐

太

宗

爲

秦

王

時

擊

劉

黑

闥

于

河

北

置

倉

于

此

以

通

餽

餉

故

有

倉

門

之

名

或

曰

建

中

年

間

昭

義

帥

李

抱

眞

與

河

北

叛

帥

田

悅

等

相

持

因

置

倉

以

供

軍

處

也

亦

謂

之

倉

口

南
和
縣

府

東

四

十

里

東

至

平

鄕

縣

四

十

里

漢

縣

屬

廣

平

國

後

漢

屬

鉅

鹿

郡

晉

屬

廣

平

郡

後

魏

因

之

永

安

中

分

置

北

廣

平

郡

治

此

髙

齊

省

入

廣

平

郡

後

周

分

置

南

和

郡

隋

初

郡

廢

縣

屬

邢

州

唐

武

德

初

置

和

州

四

年

州

廢

縣

仍

屬

邢

州

今

編

戸

十

三

里

漳
河

在

縣

東

北

自

平

鄕

縣

令

沙

洺

諸

流

入

縣

境

又

西

北

會

于

灃

河

而

入

任

縣

界

○

灃

河

在

縣

西

十

里

其

上

源

卽

百

泉

水

也

自

邢

臺

縣

流

人

境

漳

水

及

沙

洺

諸

川

俱

流

合

焉

又

東

北

流

而

入

任

縣

境

泜
水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志

云

其

上

源

自

趙

州

臨

城

縣

分

流

入

唐

山

縣

界

折

而

西

南

經

任

縣

內

邱

縣

境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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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敷
文
閣

東

南

流

至

縣

界

邢

臺

縣

之

達

活

河

亦

流

經

縣

西

合

于

泜

水

云

葢

泜

水

伏

見

不

常

自

臨

城

縣

流

合

沙

河

復

分

流

而

南

出

于

郡

境

者

也

○

浪

溝

河

在

縣

南

五

里

沙

洺

二

河

合

流

以

後

旁

出

者

爲

狼

溝

河

下

流

仍

合

于

灃

河

志

云

河

兩

岸

多

狼

因

名

任
縣

府

東

北

四

十

里

又

東

北

至

趙

州

隆

平

縣

六

十

里

漢

置

任

縣

屬

廣

平

國

後

漢

屬

鉅

鹿

郡

晉

屬

廣

平

郡

後

魏

因

之

永

安

中

改

屬

北

廣

平

郡

高

齊

時

縣

廢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復

置

屬

邢

州

大

業

初

廢

入

南

和

縣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仍

屬

邢

州

今

編

戸

十

三

里

古
任
城

在

縣

東

南

顔

師

古

曰

任

本

晉

邑

春

秋

襄

三

十

年

鄭

羽

頡

奔

晉

爲

任

大

夫

哀

四

年

齊

國

夏

伐

晉

取

任

卽

此

地

也

後

爲

趙

邑

漢

因

置

任

縣

劉

昫

曰

晉

故

置

任

縣

本

漢

鉅

鹿

郡

南

䜌

縣

也

其

後

廢

置

不

一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于

故

苑

鄕

城

尋

移

今

治

會

昌

三

年

討

澤

潞

叛

帥

劉

稹

成

德

帥

王

元

逵

次

臨

洺

畧

任

及

堯

山

景

福

二

年

李

克

用

攻

叛

將

李

存

孝

于

邢

州

自

欒

城

進

屯

任

縣

卽

今

縣

矣

苑
鄕
城

縣

東

北

十

八

里

本

漢

南

䜌

縣

地

後

爲

閑

廐

之

所

謂

之

苑

鄕

晉

永

嘉

未

廣

平

人

游

綸

等

㙲

衆

于

苑

鄕

時

石

勒

據

襄

國

遣

其

將

夔

安

等

攻

敗

之

又

永

和

五

年

石

虎

子

遵

簒

立

其

兄

冲

起

兵

幽

州

討

之

至

常

山

軍

于

苑

鄕

尋

敗

死

志

云

苑

鄕

石

勒

置

縣

于

此

又

改

爲

清

苑

縣

屬

襄

國

郡

後

魏

時

廢

魏

收

志

任

縣

有

苑

鄕

城

是

也

渚
鄕
城

縣

西

南

二

十

七

里

本

漢

之

張

縣

屬

廣

平

國

後

漢

縣

省

俗

謂

之

渚

鄕

城

晉

永

嘉

末

幽

州

刺

史

王

浚

遣

兵

及

遼

西

鮮

卑

段

疾

陸

眷

等

攻

石

勒

于

襄

國

屯

于

渚

鄕

卽

此

城

也

城

在

滓

渚

之

陽

故

曰

渚

鄕

龍
岡
山

在

縣

南

志

云

其

山

岡

脊

橫

亘

東

西

長

二

十

里

葢

西

山

之

脉

蜿

蜒

于

郡

北

與

石

井

鹿

城

諸

岡

互

相

接

續

也

或

曰

此

山

舊

在

邢

臺

縣

境

内

故

隋

以

名

縣

灃
河

縣

東

十

五

里

自

南

和

縣

合

漳

河

以

及

羣

川

流

入

縣

境

水

勢

曼

衍

頗

有

漲

溢

之

患

又

東

北

入

隆

平

縣

之

大

陸

澤

元

初

郭

守

敬

言

灃

河

東

過

任

縣

失

其

故

道

淹

没

民

田

千

餘

頃

若

開

修

成

河

其

田

卽

可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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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敷
文
閣

種

因

命

有

司

浚

導

明

亦

嘗

修

治

焉

蔡
河

在

縣

治

南

其

上

源

卽

邢

臺

縣

之

達

括

河

也

流

至

南

和

縣

西

會

于

泜

水

復

東

北

流

入

縣

境

謂

之

蔡

河

又

東

注

于

灃

河

內
邱
縣

府

北

五

十

五

里

東

北

至

趙

州

柏

鄕

縣

六

十

里

漢

置

中

邱

縣

屬

常

山

郡

後

漢

屬

趙

國

晉

因

之

石

趙

嘗

置

中

邱

郡

于

此

又

改

置

趙

安

縣

後

魏

復

曰

中

邱

太

和

中

屬

南

鉅

鹿

郡

孝

昌

中

屬

南

趙

郡

隋

改

曰

內

邱

屬

邢

州

唐

初

改

屬

趙

州

貞

觀

初

復

屬

邢

州

今

編

戸

十

八

里

中
邱
城

在

縣

東

漢

縣

治

此

魏

收

曰

晉

亂

後

改

廢

太

和

二

十

一

年

復

置

中

邱

縣

今

中

邱

故

城

是

也

隋

諱

忠

因

改

曰

內

邱

唐

因

之

光

化

三

年

朱

全

忠

遣

軍

攻

幽

滄

李

克

用

遣

李

嗣

昭

攻

邢

洺

以

救

之

敗

汴

兵

于

內

邱

又

敗

汴

兵

于

沙

河

遂

克

洺

州

五

代

漢

乾

祐

末

契

丹

冦

陷

內

邱

卽

今

縣

治

矣

青
山

縣

西

二

十

里

志

云

初

亦

名

黑

山

後

周

時

始

改

曰

青

山

山

岡

隴

綿

延

與

太

行

相

接

爲

郡

境

之

險

隋

置

青

山

縣

以

此

唐

曰

青

山

口

詳

見

邢

臺

縣

之

青

山

城

攫
山

縣

西

北

十

二

里

山

峯

巖

錯

峙

勢

如

搏

攫

因

名

礪

水

出

于

此

又

蓬

鵲

山

在

縣

西

六

十

三

里

亦

名

龍

騰

山

以

山

有

騫

舉

之

勢

也

龍

騰

水

出

焉

○

孤

山

在

縣

西

北

十

七

里

挺

然

獨

峙

旁

無

支

阜

唐

天

寶

中

賜

名

曰

內

邱

山

泜
水

在

縣

東

南

自

唐

山

任

縣

境

內

西

南

流

經

縣

界

復

折

而

東

南

入

南

和

縣

境

又

沙

溝

水

在

縣

西

南

源

出

龍

騰

山

引

而

東

合

于

龍

騰

水

東

北

流

入

唐

山

縣

界

合

于

泜

水

又

礪

水

源

出

攫

山

其

水

可

以

礪

刀

劍

因

名

亦

曰

礪

溝

水

一

名

渚

水

下

流

入

沙

溝

水

燒
梁
關

在

縣

西

舊

爲

控

扼

之

處

晉

書

地

道

記

中

邱

縣

有

燒

梁

關

石
門
塞

在

縣

西

北

晉

書

地

道

記

中

邱

縣

有

石

門

塞

紀

勝

云

石

門

塞

邢

州

之

險

要

也

晉

時

石

勒

遣

石

季

龍

進

據

石

門

因

取

襄

國

五

代

初

晉

王

存

朂

以

張

文

禮

之

亂

自

石

門

趣

鎭

州

卽

此

矣

寰

宇

記

邢

臺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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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敷
文
閣

有

石

門

山

金

人

疆

域

圖

因

之

誤

也

唐
山
縣

府

東

北

九

十

里

北

至

趙

州

柏

鄕

縣

三

十

五

里

東

至

趙

州

隆

平

縣

五

十

里

漢

置

柏

人

縣

屬

趙

國

後

漢

及

晉

因

之

後

魏

屬

趙

郡

孝

昌

中

改

屬

南

趙

郡

高

齊

改

縣

曰

柏

仁

隋

屬

邢

州

唐

武

德

初

置

東

龍

州

四

年

州

廢

改

屬

趙

州

貞

觀

初

還

屬

邢

州

天

寶

初

改

爲

堯

山

縣

宋

因

之

熈

寧

六

年

廢

元

祐

初

復

置

金

人

改

縣

曰

唐

山

仍

屬

邢

州

今

編

戸

一

十

四

里

柏
人
城

縣

西

十

二

里

春

秋

時

晉

邑

哀

四

年

晉

荀

寅

奔

鮮

虞

齊

弦

施

會

鮮

虞

納

荀

寅

于

柏

人

五

年

晉

圍

柏

人

拔

之

史

記

趙

王

遷

元

年

城

柏

人

漢

因

置

柏

人

縣

高

祖

八

年

擊

韓

王

信

餘

冦

過

趙

趙

王

張

敖

相

貫

高

等

以

帝

數

嫚

罵

王

謀

爲

亂

帝

還

過

柏

人

欲

宿

心

動

問

縣

何

名

曰

柏

人

帝

曰

柏

人

者

廹

于

人

也

不

宿

而

去

光

武

初

破

王

郞

將

李

育

于

柏

人

晉

建

興

三

年

石

勒

自

襄

國

襲

王

浚

于

幽

州

以

火

宵

行

至

柏

人

後

魏

主

宏

太

和

十

八

年

南

巡

謀

遷

都

羣

臣

或

請

都

鄴

魏

主

曰

鄴

西

有

枉

人

山

東

有

列

人

縣

北

有

柏

人

城

君

子

不

飲

盜

泉

惡

其

名

也

葢

亦

以

柏

人

爲

廹

人

矣

皇

甫

謐

曰

柏

人

城

堯

所

都

魏

收

志

柏

人

縣

有

柏

人

故

城

或

以

爲

今

治

卽

後

魏

時

所

遷

矣

唐

天

寶

初

改

縣

曰

堯

山

景

福

初

李

克

用

侵

鎭

州

帥

王

鎔

鎔

合

幽

州

兵

拒

克

用

于

堯

山

克

用

遣

將

李

嗣

昭

擊

敗

之

卽

今

縣

也

又

柏

郷

城

在

縣

東

北

十

八

里

魏

收

志

柏

人

縣

有

柏

鄕

城

城

冢

記

云

亦

堯

所

築

也

堯
山

縣

西

北

八

里

相

傳

堯

始

封

此

因

名

其

東

麓

一

名

宣

務

山

又

名

虛

無

山

山

經

宣

務

山

高

一

千

八

百

五

十

丈

出

文

石

五

色

錦

章

昔

堯

登

此

山

東

瞻

洪

水

務

訪

賢

人

因

名

○

干

言

山

在

縣

西

北

五

里

詩

衞

風

出

宿

于

干

飲

餞

于

言

寰

宇

記

以

爲

卽

此

山

也

隋

志

內

邱

縣

有

干

言

山

金

志

亦

云

山

在

內

邱

縣

或

曰

山

延

袤

數

十

里

西

接

內

邱

縣

界

鶴
度
嶺

縣

西

百

七

十

里

志

云

嶺

最

高

惟

鶴

可

度

故

名

南

去

邢

臺

縣

馬

嶺

僅

三

十

五

里

俱

爲

兵

防

要

口

○

光

泰

岡

在

縣

西

二

里

廣

一

里

袤

數

里

相

傳

光

武

破

李

育

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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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敷
文
閣

泜
水

縣

西

二

里

其

上

源

自

趙

州

臨

城

縣

東

南

流

入

境

至

縣

西

復

折

而

西

南

經

任

縣

之

西

北

內

邱

縣

之

東

南

遠

近

諸

川

流

多

附

入

焉

宣
務
栅

在

堯

山

東

麓

唐

昭

義

鎭

所

置

戌

守

處

也

會

昌

三

年

劉

稹

以

澤

潞

叛

詔

諸

道

兵

進

討

成

德

帥

王

元

逵

以

兵

守

臨

洺

掠

堯

山

旋

奏

拔

其

宣

務

栅

因

進

攻

堯

山

城

劉

稹

遣

兵

來

救

元

逵

擊

却

之

葢

宣

務

栅

與

縣

相

唇

齒

云

平
鄕
縣

府

東

南

八

十

里

南

至

廣

平

府

六

十

里

西

南

至

廣

平

府

雞

滓

縣

二

十

里

秦

鉅

鹿

縣

也

漢

因

之

爲

鉅

鹿

郡

治

後

漢

仍

屬

鉅

鹿

郡

晉

屬

鉅

鹿

國

後

魏

初

因

之

景

明

二

年

改

置

平

鄕

縣

于

此

孝

昌

中

屬

南

趙

郡

隋

初

郡

廢

縣

屬

邢

州

唐

武

德

初

置

封

州

四

年

廢

還

屬

邢

州

宋

因

之

熈

寧

六

年

省

入

鉅

鹿

縣

元

祐

初

復

故

今

編

戸

十

三

里鉅
鹿
城

今

縣

城

也

秦

二

世

二

年

章

邯

北

渡

河

擊

趙

趙

王

歇

張

耳

陳

餘

皆

走

入

鉅

鹿

城

章

邯

令

王

離

涉

間

圍

鉅

鹿

章

邯

軍

其

南

築

甬

道

而

輸

之

粟

陳

餘

將

卒

數

百

人

軍

鉅

鹿

北

所

謂

河

北

之

軍

也

三

年

楚

上

將

軍

項

羽

引

軍

渡

河

救

鉅

鹿

大

破

秦

兵

諸

侯

軍

救

鉅

鹿

下

者

十

餘

壁

莫

敢

縱

兵

章

邯

兵

數

却

遂

以

兵

降

楚

卽

此

鉅

鹿

也

括

地

志

漢

鉅

鹿

郡

故

城

在

平

鄕

縣

北

十

一

里

故

鉅

鹿

縣

城

卽

平

鄕

縣

治

也

平
鄕
城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晉

泰

始

初

分

鉅

鹿

縣

置

平

鄕

縣

屬

趙

國

尋

廢

魏

收

志

景

明

二

年

復

置

平

鄕

縣

治

鉅

鹿

城

屬

南

鉅

鹿

郡

後

改

屬

南

趙

郡

縣

有

平

鄕

故

城

是

平

鄕

鉅

鹿

改

徙

之

明

騐

也

劉

昫

曰

隋

改

置

平

鄕

縣

于

鉅

鹿

城

悞

又

邑

志

云

縣

東

二

十

里

有

艾

村

相

傳

其

地

卽

故

南

䜌

城

平

鄕

縣

初

治

此

宋

元

符

中

始

遷

今

治

艾

村

當

卽

故

平

鄕

元

符

遷

治

之

說

亦

謬

也

棘
原

在

縣

南

史

記

項

羽

破

秦

軍

章

邯

軍

于

鉅

鹿

南

棘

原

卽

此

今

湮

劉

昭

曰

鉅

鹿

縣

南

有

棘

原

卽

章

邯

所

軍

處

濁
漳
河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自

廣

平

府

曲

周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北

經

縣

東

十

里

復

折

而

西

北

流

入

南

和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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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敷
文
閣

界

合

于

灃

水

括

地

志

濁

漳

水

卽

禹

貢

之

橫

漳

俗

亦

名

爲

柳

河

史

記

項

羽

已

破

秦

軍

軍

于

漳

水

南

是

也

朱

梁

時

魏

博

帥

楊

師

厚

以

晉

兵

攻

邢

州

引

兵

救

之

亦

屯

于

此

志

云

今

縣

東

二

十

餘

里

爲

舊

漳

河

又

東

十

二

里

有

新

漳

河

漳

水

流

濁

易

決

舊

漳

河

久

塡

淤

不

能

容

水

每

至

漲

溢

則

西

入

滏

陽

東

入

新

漳

而

沙

洺

諸

流

亦

不

時

汜

濫

與

漳

滏

諸

流

合

爲

一

壑

民

被

其

害

葢

邑

之

爲

地

外

高

中

卑

浸

滛

所

不

能

免

也

明

正

統

中

嘗

爲

堤

以

防

之

宏

治

十

四

年

復

大

溢

縣

令

唐

澤

大

修

堤

障

環

繞

邑

境

民

困

始

蘇

葢

川

流

變

徙

大

抵

非

故

道

矣

洺
河

縣

西

十

里

自

雞

澤

縣

流

經

境

內

又

西

五

里

爲

沙

河

志

云

縣

境

左

舒

而

右

縮

洺

河

在

境

上

沙

河

在

境

外

此

卽

沙

河

在

雞

澤

縣

南

流

合

洺

水

之

道

也

沙

名

合

流

俱

東

北

出

而

經

縣

西

至

南

和

縣

界

合

于

漳

河

滏
陽
河

縣

東

七

里

亦

自

曲

周

縣

流

經

境

內

又

北

入

于

漳

河

萬

歴

初

漳

水

挾

滏

陽

而

北

出

于

是

舊

流

益

亂

○

落

漠

水

在

縣

西

南

十

八

里

漳

水

舊

經

流

此

謂

之

薄

洛

津

俗

因

譌

爲

落

漠

水

志

以

爲

洺

水

支

流

也

自

縣

境

北

入

南

和

縣

界

與

滏

陽

河

合

近

亦

爲

漳

洺

諸

流

所

併

非

復

故

渠

矣

又

淤

泥

河

在

縣

東

十

里

亦

漳

水

支

流

也

沙
邱
臺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古

史

紂

築

沙

邱

臺

多

取

禽

獸

置

其

中

莊

子

衛

靈

公

卒

葬

沙

邱

宮

戰

國

策

趙

李

兌

等

圍

主

父

于

沙

邱

宮

百

曰

而

饑

死

竹

書

紀

年

自

盤

庚

徙

殷

更

不

徙

都

趙

時

稍

大

其

邑

南

距

朝

歌

北

據

邯

鄲

及

沙

邱

皆

爲

離

宮

別

館

趙

主

父

及

子

恵

文

王

遊

沙

邱

異

宮

是

也

秦

紀

始

皇

三

十

七

年

崩

于

沙

邱

平

臺

或

曰

平

臺

沙

邱

宮

中

之

臺

也

邑

志

縣

南

五

里

有

平

臺

劉

昭

曰

沙

邱

臺

在

鉅

鹿

東

北

七

十

里

鉅
鹿
縣

府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東

北

至

冀

州

南

宮

縣

六

十

里

西

北

至

趙

州

隆

平

縣

六

十

里

漢

南

䜌

鉅

鹿

二

縣

地

後

魏

初

改

置

鉅

鹿

縣

仍

屬

鉅

鹿

郡

後

屬

南

趙

郡

高

齊

廢

隋

開

皇

六

年

復

置

屬

邢

州

大

業

十

年

爲

羣

盜

張

金

稱

所

陷

唐

武

德

初

置

起

州

四

年

州

廢

縣

屬

趙

州

貞

觀

初

仍

屬

邢

州

今

編

戸

十

三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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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敷
文
閣

南
䜌
城

在

縣

北

此

隋

之

南

䜌

城

也

寰

宇

記

縣

境

卽

漢

南

䜌

縣

地

葢

高

齊

廢

南

䜌

入

任

縣

隋

開

皇

六

年

改

置

于

此

屬

邢

州

大

業

初

廢

入

鉅

鹿

劉

□

曰

隋

于

漢

之

鉅

鹿

置

平

鄕

縣

而

于

漢

之

南

䜌

置

局

鹿

縣

似

爲

未

核

又

邑

志

縣

北

十

里

有

舊

鉅

鹿

城

縣

本

治

此

唐

垂

拱

初

因

漳

水

爲

患

徙

縣

于

東

南

隅

卽

今

縣

治

劉

昫

志

貞

觀

初

鉅

鹿

縣

治

東

府

亭

城

嗣

聖

初

徙

今

治

垂

拱

卽

嗣

聖

之

明

年

舊

城

當

卽

東

府

亭

城

宋

國

史

云

元

豐

以

後

大

河

益

徙

而

北

大

觀

二

年

河

決

陷

鉅

鹿

城

詔

遷

縣

于

高

地

而

志

不

載

今

城

葢

宋

大

觀

中

所

遷

矣

輿

程

紀

自

縣

而

南

四

十

里

至

平

鄕

縣

此

爲

漢

之

鉅

鹿

自

縣

而

西

五

十

餘

里

至

任

縣

又

北

至

柏

鄕

縣

之

廢

南

䜌

城

九

十

里

此

爲

漢

之

南

䜌

縣

白
起
城

在

縣

西

南

舊

傳

白

起

攻

趙

嘗

築

城

于

此

唐

武

德

初

置

白

起

縣

屬

起

州

四

年

并

入

鉅

鹿

縣

又

今

縣

南

七

里

有

棘

城

一

名

棘

家

砦

志

以

爲

卽

章

邯

所

軍

之

棘

原

也

又

有

柴

城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五

代

周

顯

德

中

所

築

志

云

世

宗

父

柴

守

禮

本

堯

山

人

嘗

徙

于

此

築

城

以

居

因

名

今

城

址

猶

存

漳
水

舊

在

縣

東

有

大

小

二

河

亦

謂

之

新

舊

二

河

自

平

鄕

縣

東

北

流

入

縣

境

與

廣

宗

縣

接

界

又

北

注

于

太

陸

澤

明

天

順

中

漳

河

南

徙

悉

入

于

運

河

北

道

之

流

幾

絶

其

後

漳

水

餘

流

自

平

鄕

北

徙

合

于

南

和

縣

之

灃

河

不

復

至

縣

境

二

河

漸

成

平

陸

矣

唐

史

貞

元

中

邢

州

刺

史

元

誼

徙

漳

水

自

州

東

二

十

里

出

至

鉅

鹿

縣

北

十

里

入

于

故

河

民

賴

其

利

又

宋

元

祐

初

大

河

北

徙

決

入

漳

河

漲

溢

爲

害

其

後

河

復

南

出

漳

亦

隨

之

故

道

多

塞

葢

漳

水

經

流

其

不

可

問

久

矣

廣
阿
澤

縣

北

五

里

亦

曰

大

陸

亦

曰

鉅

鹿

接

趙

州

隆

平

縣

界

呂

氏

春

秋

晉

之

大

陸

趙

之

鉅

鹿

也

十

三

州

志

廣

阿

澤

卽

唐

虞

時

大

麓

地

東

西

廣

二

十

里

南

北

三

十

里

葭

葦

魚

蟹

之

利

兗

牣

其

中

澤

畔

又

有

鹽

泉

煑

而

成

鹽

百

姓

資

之

亦

名

沃

州

瀦

而

復

流

卽

寧

晉

之

胡

盧

河

也

食

貨

攷

漢

堂

陽

縣

有

鹽

官

葢

以

地

近

廣

阿

澤

云

原
莊
堡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徃

來

所

經

商

旅

輻

集

舊

有

小

城

可

以

守

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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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敷
文
閣

廣
宗
縣

府

東

百

二

十

里

東

南

至

山

東

臨

淸

州

七

十

里

西

北

至

鉅

鹿

縣

三

十

五

里

漢

鉅

鹿

郡

堂

陽

縣

地

後

漢

章

帝

分

置

廣

宗

縣

仍

屬

鉅

鹿

郡

永

元

五

年

嘗

置

廣

宗

國

于

此

國

尋

廢

晉

仍

曰

廣

宗

縣

屬

安

平

國

石

趙

嘗

置

建

興

郡

治

焉

後

魏

屬

淸

河

郡

太

和

二

十

一

年

置

廣

宗

郡

尋

罷

孝

昌

中

復

置

郡

高

齊

時

郡

廢

縣

屬

貝

州

隋

仁

壽

初

改

曰

宗

城

縣

唐

武

德

四

年

置

宗

州

九

年

州

廢

縣

仍

屬

貝

州

天

祐

初

以

朱

温

父

名

誠

復

改

廣

宗

縣

屬

魏

州

後

唐

復

曰

宗

城

宋

屬

大

名

府

金

屬

洺

州

元

復

曰

廣

宗

至

元

初

省

入

平

鄕

尋

復

置

屬

順

德

路

今

編

戸

十

三里宗
城
故
縣

卽

今

治

後

漢

置

廣

宗

縣

于

此

光

和

末

皇

甫

嵩

大

破

黃

巾

賊

帥

張

梁

于

廣

宗

晉

永

嘉

四

年

幽

州

將

祁

宏

擊

劉

淵

冀

州

刺

史

劉

靈

于

廣

宗

斬

之

隋

避

太

子

廣

諱

改

曰

宗

城

唐

建

中

末

幽

州

畱

後

朱

滔

叛

應

朱

泚

于

長

安

入

魏

境

以

田

悅

不

與

同

叛

攻

宗

城

經

城

滔

之

乾

寧

三

年

河

東

將

李

存

審

救

鄆

帥

朱

瑄

攻

臨

淸

敗

汴

將

葛

從

周

于

宗

城

北

乘

勝

至

魏

州

北

門

五

代

梁

乾

化

五

年

劉

鄩

謀

襲

晉

陽

不

能

達

自

西

山

下

至

邢

州

踰

漳

水

而

東

軍

于

宗

城

以

晉

所

蓄

積

俱

在

臨

淸

謀

襲

之

以

絶

晉

糧

道

晉

將

周

德

威

引

兵

追

鄩

至

南

宮

詰

朝

畧

鄩

營

而

過

馳

入

臨

淸

鄩

因

引

兵

趣

貝

州

五

代

晉

天

福

六

年

成

德

帥

安

重

榮

舉

兵

叛

南

向

鄴

都

遣

杜

重

威

等

擊

之

遇

于

宗

城

西

南

重

榮

敗

保

宗

城

官

軍

攻

拔

之

重

榮

走

還

鎭

州

胡

氏

曰

宗

城

東

南

至

魏

州

百

七

十

里

由

宗

城

東

行

斜

趣

至

臨

淸

數

十

里

自

南

宮

東

南

至

臨

淸

亦

不

過

數

十

里

梁

晉

爭

衡

數

邑

常

爲

碁

刼

之

勢

經
城
故
縣

縣

東

二

十

里

後

漢

分

堂

陽

縣

置

經

縣

屬

安

平

岡

晉

因

之

後

魏

省

入

南

宮

縣

尋

復

置

屬

廣

宗

郡

高

齊

省

隋

開

皇

六

年

復

置

經

城

縣

屬

貝

州

唐

仍

曰

經

城

縣

宋

因

之

熈

寧

六

年

省

爲

經

城

鎭

屬

宗

城

縣

宋

白

曰

後

漢

于

今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置

經

縣

後

魏

太

和

十

年

于

今

縣

治

移

置

經

縣

廣

宗

郡

理

于

此

北

齊

省

郡

及

縣

嘗

移

武

强

縣

治

焉

後

周

復

于

此

置

廣

宗

郡

隋

開

皇

三

年

郡

廢

六

年

改

置

經

城

縣

宋

白

所

云

今

縣

時

經

城

未

廢

也

○

府

城

廢

縣

在

縣

東

南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分

經

城

縣

置

屬

貝

州

大

業

初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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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敷
文
閣

省

入

經

城

縣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屬

宗

州

九

年

復

廢

上
白
城

在

縣

南

晉

建

興

初

石

勒

攻

乞

活

帥

李

惲

于

上

白

斬

之

又

永

和

五

年

石

虎

死

張

犲

專

政

謀

誅

李

農

農

奔

廣

宗

帥

乞

活

數

萬

家

保

上

白

犲

遣

兵

攻

之

不

能

克

○

建

始

城

在

縣

西

南

水

經

注

張

甲

河

經

廣

宗

故

城

西

又

北

經

建

始

故

城

東

田

融

曰

後

趙

立

建

興

郡

治

廣

宗

又

置

建

始

興

德

等

五

縣

隷

焉

魏

收

志

廣

宗

縣

有

建

始

建

德

等

城

是

也

漳
水

舊

在

縣

西

水

經

注

漳

水

經

經

縣

故

城

西

其

故

津

爲

薄

洛

津

劉

昭

續

漢

志

經

縣

西

有

薄

洺

津

戰

國

策

所

謂

河

薄

洛

之

水

卽

此

也

後

漢

初

平

四

年

袁

紹

擊

公

孫

瓚

軍

于

薄

洛

津

卽

漳

水

津

矣

又

縣

舊

有

大

河

故

瀆

宋

元

祐

四

年

河

決

宗

城

中

埽

七

年

趙

偁

議

修

宗

城

棄

堤

塞

宗

城

口

葢

是

時

大

河

挾

漳

而

北

注

南

宫

冀

州

皆

爲

水

衝

云

張
甲
河

縣

南

二

十

里

舊

自

淸

河

縣

流

入

東

經

冀

州

棗

强

縣

東

合

于

洚

河

後

堙

唐

志

云

經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有

張

甲

河

神

龍

二

年

刺

史

姜

師

度

因

故

瀆

開

以

利

民

枯
洚
河

寰

宇

記

云

在

縣

東

二

十

七

里

杜

佑

曰

經

城

縣

界

東

去

淸

河

郡

理

五

十

四

里

有

枯

洚

渠

北

入

南

宮

縣

界

古

冀

兗

二

州

于

此

分

域

五
橋
澤

在

縣

東

東

晉

太

元

十

年

劉

牢

之

救

苻

丕

于

鄴

慕

容

垂

北

遁

牢

之

追

及

垂

于

董

塘

淵

又

疾

趣

二

百

里

至

五

橋

澤

中

爭

燕

輜

重

爲

垂

所

邀

擊

大

敗

董

塘

淵

見

後

曲

周

縣

界
橋

在

縣

東

通

典

宗

城

有

界

橋

後

漢

初

平

三

年

袁

紹

及

公

孫

瓚

戰

于

橋

南

二

十

里

追

至

界

橋

瓚

軍

大

敗

今

一

名

袁

公

橋

亦

曰

界

城

橋

酈

道

元

云

淸

河

東

北

經

界

城

亭

東

水

上

有

大

梁

謂

之

界

城

橋

太

子

賢

曰

宗

城

縣

側

有

古

界

城

近

枯

浲

水

橋

當

此

水

之

上

胡

氏

曰

水

經

云

大

河

右

瀆

東

北

逕

廣

宗

縣

故

城

南

又

東

北

逕

界

城

亭

北

又

東

北

逕

信

都

郡

武

强

縣

故

城

東

北

葢

于

河

瀆

上

作

橋

也

桑
林

在

縣

南

唐

興

元

初

朱

滔

攻

田

緒

貝

州

久

之

未

拔

成

德

帥

王

武

俊

昭

義

帥

李

抱

眞

合

兵

進

救

距

貝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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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輿

紀

要

卷

十

五

　

直

隷

六

　

　

　

十

五

　

敷
文
閣

州

三

十

里

武

俊

先

伏

兵

于

桑

林

合

戰

伏

發

滔

大

敗

走

德

州

胡

氏

曰

桑

林

在

經

城

縣

西

南

○

唐

店

在

縣

南

五

代

梁

乾

化

二

年

鎭

冀

將

王

德

明

自

臨

淸

攻

宗

城

下

之

梁

魏

州

帥

楊

師

厚

伏

兵

唐

店

邀

擊

德

明

大

敗

卽

此

廣
平
府

東

至

山

東

臨

淸

州

百

五

十

里

東

南

至

大

名

府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河

南

彰

德

府

百

八

十

里

西

至

河

南

磁

州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順

德

府

亦

百

二

十

里

自

府

治

至

京

師

一

千

里

禹
貢
冀
州
地
春
秋
時
屬
晉
爲
東
陽
地

晉

人

自

山

以

東

謂

之

東

陽

自

山

以

南

謂

之

南

陽

後

世

山

東

西

之

稱

蓋

昉

于

此

戰
國
屬
趙
秦
爲
邯
鄲
郡
地
漢

初
置
廣
平
國
武
帝
征
和
二
年
改
平
干
國
宣
帝
五
鳳
二

年
復
爲
廣
平
國
後
漢
省
入
鉅
鹿
郡

通

典

後

爲

魏

郡

之

西

郊

魏
復

置
廣
平
郡
晉
及
後
魏
因
之
後
周
置
洺
州
隋
大
業
初
改

爲
武
安
郡
唐
復
爲
洺
州

唐

書

武

德

元

年

改

武

安

郡

爲

洺

州

二

年

爲

竇

建

德

所

據

四

年

平

立

山

東

道

大

行

臺

于

此

五

年

劉

黑

闥

都

之

六

年

黑

闥

平

置

洺

州

大

總

管

府

尋

復

爲

洺

州

天
寶

初
曰
廣
平
郡
乾
元
初
復
故
宋
仍
曰
洺
州

亦

曰

廣

平

郡

金
人

因
之
元
初
亦
爲
洺
州

初

置

邢

洺

路

兼

領

邢

磁

威

三

州

尋

又

爲

洺

磁

路

兼

領

磁

威

二

州

至
元
中
升
爲
廣
平
路
明
爲
廣
平
府
領
縣
九

府
西
出
漳
鄴
則
關
天
下
之
形
勝
東
扼
淸
衞

臨

淸

州

運

道

之

咽

喉

也

則
絶
天
下
之
轉
輸
晉
以
東
陽
之
甲
雄
于
山
東

杜

預

曰

晉

自

山

以

東

魏

郡

廣

平

之

地

皆

曰

東

陽

襄

二

十

二

年

齊

侯

伐

晉

還

趙

勝

帥

東

陽

之

師

追

之

又

昭

二

十

二

年

晉

荀

吳

畧

東

陽

還

襲

鼓

滅

之

戰
國
策
趙
萬
乘
之
强
國
也
前
漳
滏
右
常

山
左
河
間
北
有
代

蘇

秦

亦

曰

趙

西

有

常

山

南

有

河

漳

又

蘇

代

曰

韓

之

上

黨

去

邯

鄲

百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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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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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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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敷
文
閣

葢

太

行

在

郡

□

腋

間

形

勝

所

慿

也

太
史
公
曰
邯
鄲
漳
河
之
間
一
都
會

也
北
通
燕
涿
東
有
鄭
衞
漢
初
代
相
國
陳
豨
反
高
祖
自

將
擊
之
至
邯
鄲
喜
曰
豨
不
南
據
邯
鄲
而
阻
漳
水
吾
知

其
無
能
爲
也
地
險
說
曰
邯
鄲
包
絡
漳
滏
倚
阻
太
行
趙

人
都
此
秦
魏
戰
其
西
南
燕
齊
戰
其
東
北
而
趙
之
力
常

足
以
却
秦
勝
魏
脅
齊
弱
燕
蘇
秦
謂
山
東
之
國
莫
强
于

趙
者
豈
非
擁
據
河
山
控
帶
雄
勝
邯
鄲
之
地
寔
爲
河
北

之
心
膂
而
河
南
之
肩
脊
哉
後
漢
初
王
郞
假
竊
于
邯
鄲

遂
收
燕
趙
光
武
旣
入
邯
鄲
耿
弇
進
曰
王
郞
雖
破
天
下

兵
革
乃
始
耳
于
是
遣
將
集
兵
以
次
征
伐
光
復
大
業
肇

于
邯
鄲
也
魏
晉
以
降
河
北
多
事
往
來
角
逐
邯
鄲
寔
爲

孔
道
隋
季
羣
雄
割
據
竇
建
德
縱
橫
河
朔
西
入
洺
州
兼

有
相
魏
漸
且
規
并
河
南
建
德
旣
蹶
劉
黑
闥
復
奮
再
擾

河
北
兩
據
洺
州
自
關
以
東
皆
爲
震
動
唐
之
中
葉
昭
義

一
鎭
所
以
能
限
隔
河
北
者
藉
邢
洺
磁
三
州
掣
其
襟
要

而
洺
州
又
邢
磁
之
中
樞
也
及
會
昌
中
劉
稹
拒
命
于
潞

州
官
軍
四
面
進
討
邢
洺
磁
三
州
先
下
李
德
裕
曰
昭
義

根
本
盡
在
山
東
三
州
降
上
黨
不
日
有
變
矣
朱
温
攘
奪

洺
邢
西
逼
上
黨
而
河
東
兵
勢
爲
之
衰
鈍
宋
初
以
劉
崇

在
太
原
使
郭
進
守
洺
州
以
控
西
山
漢
人
畏
其
鋒
然
則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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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輿

紀

要

卷

十

五

　

直

隷

六

　

　

　

十

七

　

敷
文
閣

洺
州
之
于
兩
河

謂

河

北

河

東

互
爲
形
援
矣
使
塞
淸
河
之
口

涉
黎
陽
之
津
所
就
又
烏
可
量
哉

永
年
縣

附

郭

春

秋

時

晉

之

曲

梁

地

漢

爲

曲

梁

縣

屬

廣

平

國

宣

帝

封

平

千

須

王

子

敬

爲

侯

邑

後

漢

屬

魏

郡

晉

屬

廣

平

郡

後

魏

爲

廣

平

郡

治

北

齊

省

入

廣

平

縣

隋

開

皇

初

改

置

廣

平

縣

于

此

仁

壽

初

避

太

子

廣

諱

改

曰

永

年

仍

爲

洺

州

治

今

編

戸

二

十

九

里

曲
梁
城

在

縣

東

北

杜

佑

曰

曲

梁

在

春

秋

時

爲

赤

狄

之

地

宣

十

五

年

晉

荀

林

父

敗

赤

狹

子

曲

梁

遂

滅

潞

卽

此

漢

爲

曲

梁

縣

治

晉

因

之

永

嘉

末

劉

聰

將

趙

固

王

桑

等

自

河

內

歸

平

陽

桑

引

其

衆

東

奔

靑

州

固

遣

兵

追

殺

之

于

曲

梁

水

經

注

洺

水

東

逕

曲

梁

城

是

也

隋

移

置

廣

平

縣

尋

曰

永

平

自

是

以

後

州

郡

皆

治

此

今

郡

城

明

初

因

故

址

修

築

周

十

四

里

有

奇

廣
平
城

杜

佑

曰

在

永

年

縣

北

漢

置

廣

平

縣

葢

治

此

高

帝

封

功

臣

薛

歐

爲

侯

邑

征

和

二

年

爲

平

干

國

治

尋

爲

廣

平

國

治

後

漢

國

廢

屬

鉅

鹿

郡

建

武

二

年

封

吳

漢

爲

廣

平

侯

是

也

曹

魏

復

置

廣

平

郡

治

焉

晉

因

之

後

廢

後

魏

太

和

二

十

年

復

置

廣

平

縣

仍

屬

廣

平

郡

高

齊

廢

曲

梁

廣

年

二

縣

入

焉

隋

開

皇

初

徙

置

廣

平

縣

于

此

城

置

雞

澤

縣

大

業

初

又

省

雞

澤

入

永

年

○

廣

年

城

亦

在

縣

境

漢

縣

屬

廣

平

國

後

漢

屬

鉅

鹿

郡

晉

仍

屬

廣

平

郡

後

廢

後

魏

太

和

二

十

年

復

置

仍

屬

廣

平

郡

高

齊

省

入

廣

平

縣

臨
洺
城

府

西

四

十

里

本

漢

之

易

陽

縣

屬

趙

國

後

漢

因

之

和

帝

永

平

七

年

易

陽

地

裂

卽

此

建

安

九

年

曹

操

圍

鄴

易

陽

令

韓

範

以

縣

降

魏

屬

魏

郡

晉

屬

廣

平

郡

後

魏

時

省

入

邯

鄲

尋

復

置

仍

屬

廣

平

郡

東

魏

天

平

初

改

屬

魏

郡

宋

白

曰

元

魏

孝

文

于

廣

平

郡

之

北

中

府

城

復

置

易

陽

縣

後

齊

廢

入

襄

國

縣

後

周

改

襄

國

爲

易

陽

縣

而

別

置

襄

國

縣

隋

開

皇

六

年

改

易

陽

爲

邯

鄲

縣

十

年

移

邯

鄲

理

涉

鄕

在

今

邯

鄲

縣

界

而

改

邯

鄲

爲

臨

洺

縣

仍

置

于

北

中

府

城

屬

洺

州

唐

武

德

初

置

紫

州

治

焉

四

年

罷

州

以

縣

屬

磁

州

五

年

仍

屬

洺

州

卽

此

城

也

建

中

二

年

魏

博

節

度

使

田

悅

叛

攻

圍

臨

洺

河

東

帥

馬

燧

等

自

壺

關

進

擊

悅

大

敗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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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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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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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直

隷

六

　

　

　

十

八

　

敷
文
閣

之

興

元

初

昭

義

帥

李

抱

真

軍

于

臨

洺

與

王

武

俊

會

于

南

宮

東

南

其

救

魏

博

却

朱

滔

攻

貝

魏

之

兵

會

昌

三

年

劉

稹

以

滓

潞

畔

成

德

帥

王

元

逵

遣

兵

守

臨

洺

掠

堯

山

卽

此

宋

熈

寧

六

年

省

爲

鎭

元

祐

二

年

復

故

尋

又

廢

爲

臨

洺

鎭

范

成

大

北

使

録

臨

洺

城

東

至

洺

州

三

十

五

里

以

北

濱

洺

水

而

名

自

此

過

洺

河

三

十

里

至

沙

河

縣

是

也

今

置

臨

洺

驛

于

此

爲

磁

州

及

潞

安

府

之

通

道

○

建

德

城

在

府

北

二

十

五

里

南

故

城

二

東

西

相

直

相

傳

竇

建

德

屯

軍

處

聰
明
山

府

西

六

十

里

邯

鄲

縣

紫

山

之

別

峰

也

或

以

爲

卽

古

之

邯

山

周

回

俱

石

形

勢

高

峻

岡

巒

盤

據

綿

亘

廣

遠

○

紅

山

在

府

西

七

十

里

踞

紫

山

之

北

山

形

延

袤

回

峯

環

澗

互

相

映

帶

下

有

屯

曰

豐

稔

屯

又

狗

山

亦

在

府

西

七

十

里

以

山

峯

如

狗

脊

而

名

唐

太

宗

擊

劉

黑

闥

時

建

壘

于

此

洺
水

府

北

三

十

五

里

源

出

山

西

遼

州

界

太

行

山

中

經

河

南

武

安

縣

東

北

流

遶

邯

鄲

縣

紫

山

之

北

二

流

雙

導

合

而

爲

一

經

府

西

臨

洺

鎭

東

北

流

合

于

沙

河

歴

雞

澤

縣

東

南

而

入

順

德

府

平

鄕

縣

境

唐

武

德

五

年

世

民

擊

劉

黑

闥

拔

其

洺

水

城

乃

營

于

洺

水

南

分

屯

水

北

宻

使

人

堰

洺

水

上

流

黑

闥

南

渡

洺

水

壓

唐

營

而

陳

世

民

戰

酣

乃

决

堰

洺

水

大

至

黑

闥

兵

潰

貞

元

十

年

昭

義

將

元

誼

畔

據

洺

州

昭

義

帥

王

虔

休

將

兵

攻

之

引

洺

水

以

灌

城

旣

又

乘

氷

合

渡

濠

急

攻

元

誼

出

擊

虔

休

不

勝

而

返

會

日

暮

氷

解

士

卒

死

者

大

半

卽

此

水

也

沙
河

府

北

五

十

里

自

順

德

府

沙

河

縣

流

經

雞

澤

縣

西

又

東

南

流

至

府

境

合

于

洺

河

復

東

北

出

入

平

鄕

縣

境

郡

境

支

川

多

附

沙

洺

二

河

以

北

出

漲

溢

不

時

下

流

多

被

其

患

滏
水

府

西

南

五

里

亦

名

滏

陽

河

自

邯

鄲

縣

流

入

界

俗

謂

之

柳

林

河

又

東

北

經

府

城

南

東

入

曲

周

縣

界

舊

有

堤

東

去

城

二

里

唐

武

德

五

年

世

民

攻

劉

黑

闥

於

洺

州

別

將

程

名

振

載

鼓

六

十

具

于

城

西

二

里

堤

上

擊

之

城

中

地

皆

震

動

卽

滏

陽

河

堤

矣

元

至

元

五

平

州

人

患

井

泉

鹹

苦

引

滏

水

灌

城

壕

資

食

用

因

置

壩

牐

以

節

宣

之

至

今

不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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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敷
文
閣

雞
澤

在

府

西

春

秋

襄

三

年

諸

侯

同

盟

于

雞

澤

杜

預

曰

在

曲

梁

縣

西

南

酈

道

元

曰

漳

水

東

爲

渚

澤

曲

梁

縣

之

雞

澤

也

國

語

所

謂

雞

邱

矣

○

賈

葛

潭

在

府

西

二

十

里

受

邯

鄲

西

山

之

水

下

通

滏

水

舊

有

賈

葛

口

堤

東

沿

滏

河

至

府

城

東

南

復

迤

邐

而

北

長

三

十

里

許

信
宮

在

府

西

北

孔

頴

達

曰

臨

洺

有

信

宮

趙

武

靈

王

元

年

梁

韓

來

朝

信

宮

又

十

八

年

大

朝

于

信

宮

卽

此

府

治

南

又

有

長

春

宮

唐

武

德

二

年

竇

建

德

取

洺

州

進

取

衞

滑

諸

州

還

洺

州

築

長

春

宮

而

徙

都

之

是

也

今

皆

堙

廢

黃
龍
鎭

在

府

西

南

唐

光

化

三

年

李

克

用

將

李

嗣

昭

拔

洺

州

朱

全

忠

遣

其

將

葛

從

周

擊

之

自

鄴

縣

渡

漳

水

營

于

黃

龍

鎭

全

忠

自

將

中

軍

涉

洺

水

置

營

以

逼

嗣

昭

嗣

昭

棄

城

走

金

人

疆

域

圖

永

年

縣

有

黃

龍

鎭

黑
闥
壘

府

西

南

十

里

唐

初

劉

黑

闥

據

洺

州

築

壘

以

拒

唐

師

處

也

或

謂

太

宗

征

黑

闥

時

所

築

悞

又

寰

宇

記

云

府

城

十

里

有

亷

頗

臺

十

六

國

春

秋

冉

閔

遇

慕

容

恪

于

亷

頗

臺

十

戰

皆

敗

卽

此

臺

也

亦

悞

今

見

無

極

縣

之

亷

臺

曲
周
縣

府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東

至

山

東

臨

清

州

百

四

十

里

北

至

順

德

府

平

鄕

縣

五

十

里

漢

縣

屬

廣

平

國

高

祖

封

酈

商

爲

曲

周

侯

邑

于

此

後

漢

屬

鉅

鹿

郡

晉

省

隋

開

皇

六

年

復

置

曲

周

縣

屬

洺

州

大

業

初

廢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仍

屬

洺

州

宋

因

之

熈

寧

三

年

省

入

雞

澤

縣

示

祐

二

年

復

置

明

年

復

降

爲

曲

周

鎭

四

年

又

爲

縣

今

編

戸

二

十

八

里

曲
周
故
城

杜

佑

曰

在

縣

西

南

漢

縣

治

此

今

城

唐

所

置

也

又

縣

東

有

曲

安

故

城

後

魏

景

明

中

分

平

恩

置

曲

安

縣

屬

廣

平

郡

高

齊

廢

寰

宇

記

後

魏

改

曲

周

爲

曲

安

似

悞

平
恩
城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漢

縣

屬

魏

郡

宣

帝

封

許

廣

漢

爲

侯

邑

後

漢

仍

屬

魏

郡

晉

改

屬

廣

平

郡

後

魏

因

之

隋

屬

洺

州

大

業

十

三

年

羣

盜

張

金

稱

據

平

恩

楊

義

臣

擊

擒

之

爲

仍

曰

平

恩

縣

屬

洺

州

宋

仍

舊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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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敷
文
閣

省

爲

平

恩

鎭

九

域

志

平

恩

縣

在

洺

州

東

九

十

里

今

其

地

分

入

山

東

邱

縣

界

○

南

曲

城

在

縣

東

漢

縣

屬

廣

平

國

後

漢

省

應

劭

曰

平

恩

縣

北

四

十

里

有

南

曲

亭

故

縣

也

水

經

注

漳

水

故

瀆

東

北

經

南

曲

故

城

又

經

曲

周

縣

故

城

東

漳
水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自

河

南

臨

漳

縣

流

入

府

境

經

成

安

廣

平

肥

鄕

三

縣

而

至

縣

界

東

北

流

達

平

鄕

縣

境

合

于

洺

河

志

云

今

縣

東

十

五

里

有

漳

河

枯

瀆

漳

水

舊

自

肥

鄕

北

口

接

縣

西

南

趙

林

村

至

縣

東

北

而

入

威

縣

其

後

漳

水

自

魏

縣

東

出

經

流

變

徙

遂

爲

枯

瀆

明

萬

歴

元

年

漳

水

遂

合

滏

河

而

北

出

不

復

經

故

道

矣

又

舊

有

漳

河

堤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

漯

河

枯

瀆

在

縣

東

志

云

自

永

年

縣

界

泊

頭

堡

接

縣

境

西

朱

堡

長

十

五

里

又

東

接

于

漳

河

枯

瀆

遇

雨

潦

滏

水

泛

溢

輙

由

此

分

流

北

注

今

堙

塞

殆

盡

又

有

大

河

枯

瀆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宋

元

豐

中

大

河

經

流

于

此

河

南

徙

後

遺

跡

僅

存

滏
陽
河

縣

東

一

里

自

永

年

縣

東

北

流

經

縣

南

又

東

北

入

平

鄕

縣

境

下

流

合

于

洺

河

舊

時

雨

潦

輙

有

暴

溢

之

虞

春

冬

之

交

則

以

暵

涸

爲

患

萬

歴

初

漳

水

決

溢

于

大

名

府

魏

縣

界

奔

流

北

出

至

縣

南

八

里

蘇

河

寨

挾

滏

河

而

經

縣

界

勢

盛

流

駛

非

復

故

瀆

也

舊

有

護

城

堤

在

滏

陽

河

上

自

縣

西

南

十

二

里

滏

陽

集

至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馬

疃

村

長

幾

三

十

里

董
塘
陂

縣

西

北

十

五

里

魏

晉

時

導

漳

水

入

陂

爲

灌

漑

之

利

今

涸

晉

紀

太

元

十

一

年

劉

牢

之

救

苻

丕

于

鄴

慕

容

垂

逆

戰

而

敗

退

屯

新

城

復

自

新

城

北

遁

牢

之

追

及

垂

于

董

塘

淵

爲

垂

所

敗

卽

此

處

也

新

城

見

肥

鄕

縣

康
臺
澤

在

縣

東

地

形

志

平

恩

縣

有

康

臺

澤

苻

秦

時

爲

閑

牧

之

地

晉

太

元

九

年

後

燕

慕

容

農

起

兵

遣

其

黨

蘭

汗

等

取

康

臺

牧

馬

數

千

四

卽

此

阿
難
渠

縣

西

三

十

里

後

魏

時

廣

平

郡

守

李

阿

難

鑿

渠

導

漳

水

以

漑

田

因

名

水

經

注

館

陶

縣

有

阿

難

河

今

縣

境

東

南

與

山

東

館

陶

縣

接

界

渠

葢

經

兩

邑

間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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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敷
文
閣

鉅
橋

舊

在

縣

西

杜

佑

曰

紂

鉅

橋

倉

在

曲

周

縣

水

經

注

橫

漳

北

經

巨

橋

邸

閣

西

舊

有

大

橋

橫

水

故

曰

巨

橋

昔

武

王

伐

紂

發

粟

賑

殷

饑

民

服

虔

曰

鉅

鹿

水

之

大

橋

也

當

在

鉅

鹿

縣

劉

伯

莊

曰

橋

以

高

廣

名

也

香
城
固
堡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接

威

縣

界

又

東

北

四

十

里

有

大

砦

堡

接

淸

河

縣

界

里

道

記

縣

東

北

至

威

縣

七

十

里

自

威

縣

至

淸

河

縣

亦

七

十

里

縣

境

最

爲

廣

遠

又

大

目

寨

堡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接

山

東

臨

淸

州

界

侯

村

堡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接

山

東

邱

縣

界

又

安

兒

砦

堡

在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又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卽

肥

鄕

縣

也

肥
郷
縣

府

南

四

十

里

南

至

大

名

府

魏

縣

四

十

里

本

漢

邯

溝

縣

地

屬

魏

郡

後

漢

廢

人

廣

平

縣

魏

所

置

肥

鄕

縣

屬

廣

平

郡

晉

因

之

後

魏

仍

屬

廣

平

郡

東

魏

天

平

初

省

入

臨

漳

縣

隋

開

皇

十

年

復

置

屬

洺

州

唐

武

德

初

屬

礠

州

六

年

改

屬

洺

州

今

編

戸

二

十

六

里

肥
鄕
舊
城

縣

南

二

十

里

戰

國

時

趙

之

肥

邑

竹

書

梁

惠

成

王

八

年

伐

邯

鄲

取

肥

卽

此

曹

魏

因

置

肥

鄕

縣

唐

武

德

五

年

劉

黑

闥

據

洺

州

世

民

擊

之

取

相

州

進

據

肥

鄕

列

營

洺

水

上

以

逼

之

又

會

昌

三

年

討

澤

潞

叛

帥

劉

稹

魏

博

帥

何

宏

敬

栅

肥

鄕

侵

平

恩

卽

今

縣

也

邯
溝
城

縣

西

北

七

里

漢

縣

屬

魏

郡

顏

師

古

曰

以

邯

水

之

溝

而

名

宣

帝

封

趙

頊

王

子

偃

爲

侯

邑

今

俗

謂

之

桓

公

城

又

有

邯

會

城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亦

漢

魏

郡

屬

縣

也

武

帝

封

趙

敬

肅

王

子

仁

爲

侯

邑

張

晏

曰

漳

水

別

自

城

西

南

與

邯

山

之

水

會

今

城

旁

猶

有

溝

渠

在

焉

二

縣

俱

後

漢

時

廢

○

葛

孽

城

在

縣

西

戰

國

策

魏

王

抱

葛

孽

陰

成

爲

趙

養

邑

鮑

彪

曰

葛

孽

陰

成

四

邑

名

寰

宇

記

葛

孽

城

趙

武

靈

王

夫

人

所

築

一

名

夫

人

城

俗

謂

之

葛

鵝

城

似

未

可

據

列
人
城

縣

北

三

十

里

列

人

堤

上

戰

國

時

趙

邑

也

竹

書

紀

年

梁

惠

成

王

八

年

伐

邯

鄲

取

列

人

漢

置

縣

屬

廣

平

國

更

始

初

光

武

狗

河

北

至

邯

鄲

故

趙

王

元

子

林

說

光

武

曰

赤

睂

今

在

河

東

河

北

從

列

人

北

流

如

決

河

灌

之

可

令

爲

魚

王

氏

曰

時

赤

睂

屯

于

濮

陽

在

列

人

河

東

也

建

武

中

縣

改

屬

鉅

鹿

郡

晉

屬

廣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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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敷
文
閣

郡

太

元

九

年

慕

容

垂

謀

叛

秦

其

子

農

自

鄴

奔

列

人

與

其

黨

起

兵

應

垂

衆

請

治

列

人

城

農

曰

今

起

義

師

惟

敵

是

求

當

以

山

河

爲

城

池

何

列

人

之

足

治

旣

而

秦

將

石

越

來

攻

爲

農

所

敗

後

魏

亦

爲

列

人

縣

仍

屬

廣

平

郡

東

魏

天

平

初

改

屬

魏

郡

高

齊

省

隋

大

業

末

竇

建

德

據

廣

平

置

列

人

營

于

此

唐

武

德

五

年

劉

黑

闥

以

洺

水

城

爲

唐

所

取

自

沙

河

引

兵

還

攻

之

行

至

列

人

爲

唐

所

敗

卽

此

城

也

新
興
城

在

縣

東

南

晉

太

元

九

年

慕

容

垂

攻

苻

丕

于

鄴

分

置

老

弱

于

肥

鄕

築

新

興

城

以

置

輜

重

旣

而

鄴

久

圍

不

下

垂

解

圍

趣

新

城

卽

新

興

城

也

二

十

一

年

拓

跋

珪

攻

後

燕

鄴

城

爲

慕

容

德

所

敗

退

屯

新

城

亦

此

城

矣

今

俗

呼

爲

白

塔

營

○

淸

漳

城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漢

列

人

縣

地

隋

開

皇

十

年

置

淸

漳

縣

屬

洺

州

唐

初

因

之

會

昌

初

省

入

肥

鄕

縣

浮
邱
山

縣

南

四

里

土

阜

隆

起

高

于

平

地

僅

數

尺

許

或

以

爲

古

隄

遺

址

又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有

天

臺

山

土

山

無

石

其

頂

平

衍

漳
河

縣

西

北

十

里

舊

自

廣

平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北

入

曲

周

縣

界

今

多

淺

涸

縣

東

南

五

里

有

石

家

河

本

漳

水

支

流

也

經

縣

東

復

北

流

入

于

漳

河

白
渠

在

縣

西

北

舊

自

武

安

臨

漳

成

安

等

縣

流

入

境

入

于

漳

河

今

堙

漢

志

注

魏

郡

武

安

縣

有

斂

口

山

白

渠

所

出

東

至

列

人

入

漳

列
人
隄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亦

曰

列

人

埤

漳

水

淤

濁

積

久

而

成

高

坼

或

曰

漢

時

大

河

隄

也

又

神

腴

堤

在

縣

北

堤

東

西

約

五

里

唐

邑

宰

韋

景

駿

築

以

備

漳

水

之

患

雞
澤
縣

府

東

北

六

十

里

西

北

至

順

德

府

沙

河

縣

三

里

漢

廣

平

縣

地

隋

開

皇

六

年

置

雞

滓

縣

屬

洺

州

大

業

初

廢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仍

屬

洺

州

宋

因

之

元

初

省

入

永

年

縣

尋

復

置

屬

廣

平

路

今

編

戸

九

里

雞
澤
舊
城

在

縣

南

隋

開

皇

中

于

廣

平

故

城

置

雞

滓

縣

尋

廢

唐

復

置

南

去

故

城

十

餘

里

後

又

移

今

治

葢

縣

屢

遷

而

名

不

改

○

普

樂

城

在

縣

東

南

十

里

寰

宇

記

唐

初

置

縣

旋

陷

于

竇

建

德

或

曰

卽

建

德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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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敷
文
閣

置

武

德

四

年

建

德

所

署

普

樂

令

程

名

振

來

降

是

也

建

德

平

縣

仍

省

入

雞

澤

洺
河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自

永

年

縣

東

北

流

經

縣

境

而

入

平

鄕

縣

寰

宇

記

漳

洺

二

水

俱

在

縣

東

南

今

縣

東

二

十

里

有

漳

河

堤

亦

曰

漳

洺

南

堤

葢

昔

時

漳

水

在

縣

界

合

洺

河

而

東

北

注

也

沙
河

縣

南

二

十

里

自

沙

河

縣

東

南

流

經

縣

境

達

永

年

縣

界

合

于

洺

河

復

自

縣

境

東

北

出

而

入

平

鄕

縣

界

志

云

縣

西

南

有

沙

河

堤

濶

一

丈

長

二

十

里

圖

經

所

云

漳

河

東

環

沙

洺

西

遶

者

也

郡

國

志

縣

有

沙

河

南

堤

唐

永

徽

五

年

築

廣
平
縣

府

東

南

七

十

里

又

東

南

至

大

名

府

六

十

里

木

大

名

府

魏

縣

地

金

大

定

七

年

置

廣

平

縣

屬

洺

州

元

因

之

今

編

戸

十

七

里

廣
平
故
城

在

縣

北

志

云

漢

廣

平

縣

在

永

年

縣

北

隋

改

置

雞

澤

縣

唐

嘗

置

縣

于

馮

鄭

堡

石

晉

時

復

置

于

故

城

東

二

十

里

金

置

于

臺

頭

村

卽

今

縣

云

轆
轤
山

縣

南

二

里

縣

治

西

北

又

有

𨫼

子

山

皆

以

形

似

名

也

縣

東

三

十

里

又

有

紫

荆

山

志

云

縣

地

平

衍

無

陵

巒

泉

石

之

勝

轆

轤

諸

山

僅

同

岡

阜

葢

亦

西

山

之

餘

脉

也

漳
河

在

縣

北

自

成

安

縣

流

入

縣

界

又

東

北

達

于

肥

鄕

縣

○

拳

壯

河

在

縣

東

十

里

本

漳

河

之

支

流

亦

自

成

安

縣

流

入

境

至

肥

鄕

縣

復

入

于

漳

今

漳

水

淺

涸

此

河

遂

爲

枯

槽

矣

成
安
縣

府

南

六

十

里

東

南

至

大

名

府

魏

縣

四

十

里

西

南

至

河

南

臨

漳

縣

八

十

里

漢

爲

斥

邱

縣

地

屬

魏

郡

晉

因

之

後

魏

仍

屬

魏

郡

天

平

初

并

入

臨

漳

縣

高

齊

復

置

改

曰

成

安

隋

因

之

屬

相

州

唐

初

屬

磁

州

貞

觀

初

改

屬

相

州

宋

屬

大

名

府

元

又

改

屬

磁

州

明

初

改

今

屬

編

戸

三

十

四

里

斥
邱
城

縣

東

南

十

三

里

春

秋

時

晉

之

乾

侯

邑

昭

二

十

八

年

公

如

晉

次

于

乾

侯

卽

此

漢

爲

斥

邱

縣

闞

駰

曰

地

多

斥

鹵

故

曰

斥

邱

應

劭

曰

有

斤

邱

在

其

西

南

也

高

帝

六

年

封

功

臣

唐

厲

爲

侯

邑

後

漢

仍

爲

斥

邱

縣

初

平

二

年

袁

紹

屯

于

斥

邱

卽

此

魏

晉

以

後

皆

爲

斥

邱

縣

治

高

齊

改

置

成

安

縣

移

于

今

治

隋

唐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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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敷
文
閣

因

之

五

代

梁

龍

德

二

年

戴

思

遠

襲

晉

魏

州

魏

州

□

有

備

乃

西

渉

洹

水

拔

成

安

大

掠

而

還

卽

今

縣

也

洹
水
城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本

臨

漳

內

黃

縣

地

後

周

建

德

六

年

分

置

洹

水

縣

屬

相

州

隋

因

之

唐

仍

爲

洹

水

縣

乾

元

初

史

思

明

自

范

陽

救

安

慶

緒

由

洹

水

趣

相

州

建

中

二

年

魏

博

叛

帥

田

悅

攻

臨

洺

軍

敗

復

合

散

卒

軍

于

洹

水

馬

燧

自

臨

洺

帥

諸

軍

進

屯

鄴

與

悦

相

持

乾

寧

二

年

李

克

用

擊

魏

帥

羅

宏

信

攻

洹

水

敗

魏

兵

進

攻

魏

州

朱

全

忠

遣

其

將

葛

從

周

救

魏

博

營

于

洹

水

克

用

與

戰

不

勝

乃

還

河

東

旣

而

克

用

復

攻

魏

全

忠

仍

遣

從

周

救

之

屯

于

洹

水

全

忠

自

以

大

軍

繼

之

克

用

引

却

五

代

梁

乾

化

初

全

忠

以

晉

軍

出

井

陘

將

攻

邢

魏

引

兵

自

相

州

至

洹

水

進

屯

魏

縣

五

年

魏

博

附

晉

晉

軍

屯

臨

清

梁

將

劉

鄩

自

南

樂

屯

洹

水

洹

水

在

相

魏

洺

三

州

之

交

嘗

爲

兵

衝

也

里

道

記

洹

水

西

去

臨

漳

縣

五

十

里

東

去

大

名

府

魏

縣

五

十

里

唐

魏

博

與

昭

義

相

抗

每

置

重

兵

子

此

謂

之

洹

水

鎭

宋

仍

爲

洹

水

縣

屬

大

名

府

熈

寧

六

年

省

爲

鎭

入

成

安縣

漳
河

縣

南

十

里

自

臨

漳

縣

東

北

流

入

縣

界

又

東

入

廣

平

縣

境

此

清

濁

二

漳

自

臨

漳

縣

合

流

之

後

橫

亘

于

冀

州

之

境

合

滹

沱

以

達

海

者

所

謂

漳

河

之

經

流

也

今

多

自

臨

漳

而

東

達

魏

縣

界

又

東

合

于

衞

河

國

家

漕

渠

往

往

資

漳

水

之

助

經

流

不

絶

如

綫

間

有

決

溢

淺

淤

隨

之

矣

洹
水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自

河

南

臨

漳

縣

流

入

縣

界

又

東

南

入

內

黃

縣

境

唐

建

中

三

年

河

東

帥

馬

燧

討

田

悅

與

悅

夾

洹

水

而

軍

悅

守

洹

水

城

堅

壁

不

出

燧

因

爲

三

橋

逾

洹

水

曰

往

挑

戰

悅

不

應

乃

潛

師

循

洹

水

直

趣

魏

州

畱

百

騎

抱

薪

持

火

匿

橋

旁

悅

聞

之

遂

引

軍

逾

橋

掩

燧

後

燧

結

陣

待

之

悅

戰

敗

還

三

橋

橋

已

爲

伏

兵

所

焚

悅

軍

亂

赴

水

溺

死

者

不

可

勝

紀

倉
口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與

河

南

臨

漳

縣

接

境

馬

燧

與

田

悅

相

持

燧

軍

于

漳

濵

悅

遣

其

將

王

光

進

築

月

城

以

守

長

橋

諸

軍

不

得

度

燧

塞

漳

水

下

流

水

淺

諸

軍

涉

渡

遂

進

屯

倉

口

與

悅

夾

洹

水

而

軍

倉

口

葢

在

洹

水

北

長

橋

今

見

臨

漳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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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敷
文
閣

兔
臺

在

縣

西

史

記

趙

敬

候

四

年

魏

敗

我

兔

臺

郡

邑

志

成

安

縣

有

兔

室

是

也

威
縣

府

東

北

百

三

十

五

里

東

南

至

山

東

臨

清

州

百

里

西

至

順

德

府

平

鄕

縣

六

十

里

南

至

大

名

府

百

二

十

里

漢

廣

平

國

斥

章

縣

地

後

漢

屬

鉅

鹿

郡

晉

屬

廣

平

郡

後

魏

因

之

東

魏

天

平

初

改

屬

魏

郡

後

齊

省

入

平

恩

縣

隋

開

皇

六

年

置

洺

水

縣

屬

洺

州

唐

因

之

會

昌

五

年

省

入

曲

周

縣

宋

初

亦

置

洺

水

縣

尋

廢

金

復

置

仍

屬

洺

州

元

自

井

陘

縣

移

威

州

治

此

以

縣

屬

焉

至

正

間

廢

洺

水

縣

以

威

州

屬

廣

平

路

明

初

改

爲

威

縣

編

戸

八

里

斥
章
城

在

縣

西

南

漢

縣

治

此

應

劭

曰

漳

水

出

治

北

入

河

其

地

斥

鹵

故

曰

斥

章

魏

晉

時

縣

皆

治

此

後

魏

太

平

眞

君

三

年

縣

并

入

列

人

縣

太

和

二

十

年

復

置

高

齊

廢

隋

開

皇

中

改

置

洺

水

縣

于

今

治

洺
水
城

在

縣

治

北

隋

所

置

也

唐

武

德

五

年

世

民

擊

劉

黑

闥

其

洺

水

城

來

降

黑

闥

還

攻

之

洺

水

城

四

旁

皆

有

水

廣

五

十

餘

步

黑

闥

于

城

東

北

築

二

甬

道

以

攻

城

爲

所

陷

旣

而

唐

兵

復

拔

之

自

唐

以

後

縣

皆

治

此

元

始

爲

威

州

治

名

勝

志

云

今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有

威

州

故

城

似

悞

漳
水

舊

在

縣

南

自

曲

周

縣

流

入

界

又

東

北

經

順

德

府

廣

宗

縣

東

入

冀

州

南

宮

縣

境

杜

佑

曰

洺

水

縣

南

有

衡

漳

瀆

是

也

今

漳

流

決

徙

不

一

故

瀆

遂

涸

○

洺

水

舊

在

縣

西

自

雞

澤

平

鄕

縣

界

流

經

縣

境

合

于

漳

河

故

隋

以

洺

水

名

縣

今

與

漳

河

俱

徙

流

入

平

鄕

縣

境

舊

迹

遂

湮

定
陵
墅

在

縣

西

北

陵

周

三

百

二

十

步

高

六

丈

餘

上

有

漢

廣

宗

王

廟

晉

建

興

初

幽

州

都

督

王

浚

使

其

將

田

徽

爲

兗

州

刺

史

保

定

陵

時

石

勒

據

襄

國

遣

孔

萇

擊

殺

之

卽

此

定

陵

也

邯
鄲
縣

府

西

南

五

十

五

里

西

南

至

河

南

磁

州

七

十

里

南

至

臨

漳

縣

亦

七

十

里

春

秋

時

衞

地

戰

國

時

趙

都

也

秦

置

邯

鄲

郡

于

此

漢

爲

邯

鄲

縣

趙

國

治

焉

張

晏

曰

邯

山

名

鄲

盡

也

後

漢

亦

爲

趙

國

治

曹

魏

屬

廣

平

國

晉

及

後

魏

屬

廣

平

郡

東

魏

天

平

初

廢

入

臨

漳

縣

隋

開

皇

十

六

年

復

置

縣

屬

洺

州

唐

初

屬

礠

州

貞

觀

初

還

屬

洺

州

永

泰

初

復

屬

礠

州

宋

因

之

明

初

復

改

今

屬

編

戸

二

十

七

里

邯
鄲
城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春

秋

時

衞

邑

後

屬

晉

左

傳

定

十

三

年

趙

鞅

殺

邯

鄲

午

午

子

趙

稷

以

邯

鄲

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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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敷
文
閣

上

軍

司

馬

籍

秦

圍

之

齊

侯

衞

侯

伐

晉

救

之

哀

四

年

趙

鞅

圍

邯

鄲

邯

鄲

降

汲

冢

周

書

敬

王

三

十

年

趙

鞅

圍

邯

鄲

竟

有

邯

鄲

戰

國

策

張

儀

曰

使

齊

興

師

度

清

河

軍

于

邯

鄲

之

東

竹

書

周

安

王

十

六

年

趙

敬

侯

始

都

邯

鄲

史

記

趙

成

侯

二

十

一

年

魏

圍

我

邯

鄲

二

十

二

年

魏

恵

王

拔

我

邯

鄲

二

十

四

年

魏

歸

我

邯

鄲

與

盟

漳

水

上

說

者

曰

是

時

趙

未

都

邯

鄲

也

至

肅

侯

時

始

都

之

竹

書

誤

改

爲

敬

侯

也

又

秦

昭

襄

四

十

八

年

五

大

夫

陵

攻

趙

邯

鄲

五

十

年

王

齕

攻

邯

鄲

不

拔

始

皇

十

八

年

端

和

伐

趙

圍

邯

鄲

城

十

九

年

盡

取

趙

地

秦

王

之

邯

鄲

置

邯

鄲

郡

二

世

二

年

章

邯

破

趙

軍

夷

邯

鄲

城

郭

漢

高

九

年

封

子

如

意

爲

趙

王

都

邯

鄲

自

是

趙

嘗

都

此

更

始

二

年

世

祖

擒

王

郞

幸

邯

鄲

其

後

仍

爲

趙

國

治

建

安

九

年

曹

操

圍

鄴

擊

走

袁

尚

將

沮

鵠

于

邯

鄲

拔

其

城

東

魏

廢

縣

而

城

如

故

隋

仍

置

邯

鄲

縣

唐

建

中

二

年

魏

博

叛

帥

田

悅

遣

兵

圍

邢

州

使

别

將

柵

邯

鄲

西

北

以

斷

昭

義

救

兵

五

代

時

縣

移

今

治

志

云

舊

城

俗

呼

爲

趙

王

城

雉

堞

猶

存

輿

程

記

趙

王

城

西

南

二

十

里

至

臺

城

岡

又

西

二

十

里

卽

磁

州

也

五
氏
城

在

縣

西

亦

曰

寒

氏

春

秋

時

晉

邯

鄲

大

夫

趙

午

之

私

邑

定

九

年

衞

侯

如

五

氏

葢

會

齊

侯

之

師

共

伐

邯

鄲

午

于

寒

氏

也

十

年

晉

師

圍

衞

午

門

于

衞

西

門

曰

請

報

寒

氏

之

役

或

曰

五

與

午

通

城

葢

以

邯

鄲

午

而

名

武
始
城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戰

國

時

韓

地

秦

昭

襄

王

十

三

年

向

壽

伐

韓

取

武

始

漢

因

置

武

始

縣

屬

魏

郡

武

帝

封

趙

敬

肅

王

子

昌

爲

侯

邑

後

漢

省

漢

志

注

武

始

縣

有

拘

澗

水

東

北

至

邯

鄲

入

于

白

渠

○

涉

鄕

城

在

縣

西

隋

志

開

皇

十

六

年

置

涉

鄕

縣

屬

洺

州

大

業

初

省

入

邯

鄲

又

王

郞

城

在

縣

西

三

里

後

漢

初

王

郞

詐

稱

成

帝

子

子

輿

率

車

騎

數

百

人

入

邯

鄲

僣

號

此

其

屯

聚

處

也

俗

猶

呼

爲

郞

村

紫
山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昔

嘗

有

紫

氣

與

山

相

連

因

名

亦

謂

之

馬

服

山

以

上

有

趙

奢

冢

也

漢

志

注

縣

有

堵

山

牛

首

水

所

出

水

經

注

以

爲

卽

紫

山

云

○

邯

山

在

縣

東

張

晏

曰

邯

鄲

山

在

東

城

下

亦

謂

之

邯

鄲

阜

舊

志

邯

山

在

召

代

鎭

去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邯

水

出

焉

歲

久

山

移

水

絶

故

址

遂

堙

又

劉

劭

趙

都

賦

西

有

靈

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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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敷
文
閣

郡

國

志

以

爲

靈

山

也

今

城

西

北

有

照

睂

池

柑

傳

趙

王

宮

人

照

睂

處

已

廢

爲

耕

地

池

西

有

高

嶺

或

以

爲

卽

古

之

靈

山

趙

武

靈

王

所

登

云

雙
岡

在

今

縣

西

北

當

郡

西

廢

臨

洺

縣

西

出

之

要

道

一

名

盧

家

疃

又

名

盧

家

砦

唐

建

中

二

年

魏

博

帥

田

悅

拒

命

圍

邢

州

及

臨

洺

遣

其

將

楊

朝

光

柵

邯

鄲

西

北

以

斷

昭

義

救

兵

昭

義

帥

李

抱

眞

東

下

壺

關

軍

于

邯

鄲

破

悅

支

軍

進

攻

朝

光

柵

悅

從

臨

洺

馳

救

河

東

帥

馬

燧

遣

其

將

李

自

良

等

禦

之

于

雙

岡

悅

不

得

前

遂

破

朝

光

栅

進

攻

臨

洺

悅

敗

走

洺
河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自

河

南

武

安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入

永

年

縣

界

滏
陽
河

縣

東

三

里

自

河

南

臨

漳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入

永

年

縣

界

元

至

元

初

郭

守

敬

言

磁

州

東

北

漳

滏

二

水

合

流

處

引

水

由

滏

陽

邯

鄲

洺

州

永

年

下

經

雞

滓

合

灃

河

可

灌

田

三

千

餘

頃

明

成

化

十

八

年

磁

州

守

張

夢

輔

令

民

于

故

渠

隨

方

濬

治

以

通

舟

楫

達

于

邯

鄲

今

廢

西
河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源

出

紫

山

流

入

府

城

西

賈

葛

潭

一

名

渚

沁

水

水

經

注

牛

首

水

出

邯

鄲

縣

西

堵

山

東

流

分

爲

二

水

漢

景

帝

時

六

國

悖

逆

命

曲

周

侯

酈

寄

攻

趙

圍

邯

鄲

相

捍

七

日

引

牛

首

拘

水

灌

城

城

壞

王

自

殺

其

水

東

入

邯

鄲

城

經

温

明

殿

南

又

東

逕

叢

臺

南

又

東

歴

邯

鄲

阜

又

東

流

出

城

合

成

一

川

又

東

澄

而

爲

渚

沁

水

東

南

流

注

拘

澗

水

又

東

入

于

白

渠

今

城

南

五

里

有

渚

河

城

西

半

里

許

有

沁

河

卽

水

經

注

所

云

牛

首

水

自

堵

山

東

流

分

爲

二

水

者

合

流

而

爲

西

河

藺
家
河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志

云

以

近

相

如

故

宅

而

名

又

西

十

里

有

閻

家

河

秋

夏

之

交

同

歸

渚

河

又

巖

嵛

河

在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又

十

里

爲

牛

照

河

此

二

水

同

歸

沁

河

其

下

流

俱

入

于

滏

河

○

輸

黿

河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或

云

洺

河

支

流

也

其

水

秋

夏

之

交

散

注

田

疇

或

抵

城

下

與

沁

水

同

流

相

傳

元

至

正

間

有

龍

黿

鬭

于

澤

中

龍

勝

而

黿

負

因

名

白
渠

在

縣

西

舊

自

河

南

武

安

縣

流

入

境

牛

首

水

及

武

始

縣

之

拘

澗

水

悉

流

合

焉

又

東

經

成

安

肥

鄕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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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敷
文
閣

而

入

漳

水

今

餘

流

僅

存

俗

猶

謂

是

水

爲

拘

水

也

邯
鄲
宮

志

云

舊

址

在

城

西

北

一

里

許

輿

地

要

覧

以

爲

趙

王

如

意

所

建

東

漢

初

猶

存

光

武

破

王

郎

居

邯

鄲

宮

晝

卧

温

明

殿

是

也

又

齊

主

高

緯

時

嘗

營

邯

鄲

宮

葢

卽

趙

宮

故

址

更

爲

營

建

云

叢
臺

在

縣

城

東

世

傳

趙

武

靈

王

所

築

顏

師

古

曰

以

其

連

聚

非

一

故

曰

叢

臺

漢

高

后

元

年

趙

叢

臺

災

更

始

二

年

光

武

拔

邯

鄲

置

酒

高

會

與

馬

武

登

叢

臺

是

也

○

洪

波

臺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洪

波

村

趙

都

賦

南

有

淇

波

濁

河

史

記

邯

鄲

有

洪

波

臺

趙

簡

子

與

諸

大

夫

飮

酒

酣

而

泣

處

也

又

陵

臺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趙

惠

文

王

孝

成

王

悼

襄

王

所

葬

處

亦

曰

三

陵

村

清
河
縣

府

東

北

二

百

里

東

至

山

東

東

昌

府

百

三

十

里

南

至

大

名

府

二

百

十

里

西

至

順

德

府

二

百

四

十

里

北

至

冀

州

百

三

十

里

漢

置

東

武

城

縣

屬

清

河

郡

後

漢

屬

清

河

國

晉

因

之

後

魏

爲

武

城

縣

後

周

爲

清

河

郡

治

隋

初

郡

廢

改

縣

爲

清

河

縣

貝

州

治

焉

自

唐

至

宋

皆

爲

州

郡

治

金

移

恩

州

治

歴

亭

縣

而

清

河

縣

仍

屬

恩

州

元

屬

大

名

路

明

初

屬

大

名

府

洪

武

六

年

改

今

屬

編

戸

六

里

貝
州
城

在

縣

治

東

杜

佑

曰

春

秋

時

齊

地

亦

爲

晉

東

陽

之

境

七

國

時

屬

趙

秦

爲

鉅

鹿

郡

漢

分

置

清

河

郡

後

漢

爲

清

河

國

桓

帝

改

爲

甘

陵

國

晉

復

曰

清

河

國

後

魏

北

齊

並

爲

清

河

郡

後

周

因

之

兼

置

貝

州

隋

初

郡

廢

州

存

煬

帝

復

曰

清

河

郡

唐

復

曰

貝

州

天

寶

初

亦

曰

清

河

郡

乾

元

初

復

故

五

代

梁

乾

化

三

年

魏

州

帥

楊

師

厚

掠

趙

王

鎔

之

境

使

劉

守

奇

分

道

自

貝

州

入

趣

冀

州

石

晉

天

福

三

年

分

天

雄

軍

之

地

置

永

清

節

度

于

貝

州

兼

領

博

冀

二

州

九

年

以

契

丹

將

入

冦

貝

州

爲

水

陸

要

衝

多

聚

芻

粟

爲

大

軍

數

年

之

儲

旣

而

契

丹

逼

貝

州

叛

將

邵

柯

導

之

入

城

悉

爲

所

有

周

顯

德

初

廢

永

清

軍

宋

仍

曰

貝

州

慶

歴

八

年

平

王

則

之

亂

改

曰

恩

州

金

人

移

州

治

歴

亭

縣

卽

今

山

東

恩

縣

也

明

初

又

廢

恩

州

爲

縣

而

清

河

郡

及

貝

州

之

名

遂

冺

東
武
城
故
城

今

縣

治

戰

國

時

趙

邑

趙

恵

文

王

封

孟

嘗

君

以

武

城

又

孝

成

王

封

其

弟

勝

于

東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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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敷
文
閣

城

號

爲

平

原

君

秦

始

皇

十

四

年

桓

齮

伐

趙

取

武

城

漢

置

東

武

城

縣

文

帝

四

年

封

齊

悼

惠

王

子

賢

爲

侯

邑

十

四

年

改

封

賢

爲

淄

川

王

應

劭

曰

定

襄

有

武

城

故

此

加

東

也

晉

亦

曰

東

武

城

縣

後

魏

改

爲

武

城

後

周

始

爲

郡

治

隋

改

爲

清

河

而

别

置

武

城

縣

今

山

東

之

武

城

縣

是

也

甘
陵
城

在

縣

西

北

周

甘

泉

市

地

秦

置

厝

縣

屬

鉅

鹿

郡

漢

屬

清

河

郡

後

漢

章

帝

子

淸

河

孝

王

慶

初

立

爲

太

子

被

廢

其

子

祜

是

爲

安

帝

王

薨

葬

于

厝

縣

之

廣

邱

安

帝

因

尊

陵

曰

甘

陵

縣

亦

取

名

焉

清

河

國

移

治

于

此

桓

帝

建

和

二

年

又

改

清

河

國

曰

甘

陵

國

晉

又

改

甘

陵

縣

爲

清

河

縣

仍

爲

清

河

國

治

後

魏

因

之

北

齊

改

爲

貝

邱

縣

隋

省

入

清

陽

縣

清
陽
城

在

縣

東

漢

縣

清

河

郡

治

此

景

帝

中

元

二

年

封

皇

子

乘

爲

王

國

武

帝

元

鼎

三

年

徙

代

王

義

爲

清

河

王

都

清

陽

卽

此

後

漢

併

入

甘

陵

縣

隋

初

爲

貝

邱

縣

地

開

皇

六

年

改

貝

邱

爲

清

陽

縣

屬

貝

州

時

亦

謂

之

清

河

城

以

舊

爲

郡

治

也

大

業

十

二

年

羣

盜

張

金

稱

陷

清

河

卽

清

陽

縣

非

清

河

郡

也

唐

仍

爲

清

陽

縣

章

懷

太

子

賢

曰

清

陽

故

城

在

貝

州

西

北

劉

昫

曰

清

陽

舊

治

古

甘

陵

城

永

昌

初

移

治

于

孔

橋

開

元

二

十

二

年

移

就

州

治

與

清

河

縣

並

在

郭

下

寰

宇

記

孔

橋

在

永

濟

渠

東

唐

永

昌

初

置

清

陽

縣

于

此

開

元

中

移

置

于

永

濟

渠

西

是

也

宋

熈

寧

六

年

省

入

清

河

縣

○

貝

邱

城

在

故

清

陽

城

東

或

以

爲

卽

春

秋

時

齊

貝

邱

地

漢

置

縣

屬

清

河

郡

郡

都

尉

治

焉

後

漢

屬

清

河

國

晉

因

之

後

魏

亦

屬

清

河

郡

後

齊

省

貝

邱

入

清

河

縣

而

改

清

河

縣

曰

貝

邱

隋

又

改

貝

邱

爲

清

陽

縣

宋

白

曰

後

周

置

貝

州

葢

因

貝

邱

而

名

信
成
城

縣

西

北

十

二

里

漢

縣

屬

清

河

郡

後

漢

省

又

有

信

郷

城

應

劭

曰

甘

陵

西

北

十

七

里

有

信

鄕

故

縣

也

漢

屬

清

河

郡

後

濮

順

帝

改

曰

安

平

縣

屬

安

平

國

劉

昭

曰

安

平

國

有

安

平

縣

故

屬

涿

郡

孟

康

亦

以

爲

信

鄕

所

改

則

劉

昭

誤

也

水

經

注

後

趙

置

水

東

縣

于

此

城

故

亦

曰

水

東

城

又

風

俗

記

東

武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有

復

陽

亭

故

縣

也

屬

清

河

郡

今

棗

强

縣

有

故

復

陽

城

末
桮
城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晉

建

興

初

幽

州

都

督

王

浚

使

遼

西

鮮

卑

叚

疾

六

眷

等

與

石

勒

相

持

末

桮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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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敷
文
閣

眷

之

從

弟

也

嘗

築

城

于

此

因

名

○

清

河

城

在

縣

東

南

風

俗

志

甘

陵

郡

東

南

十

七

里

有

清

河

故

城

漢

高

六

年

封

功

臣

王

吸

爲

侯

邑

世

謂

之

鵲

城

也

水

經

江

甘

陵

故

城

直

東

二

十

里

僅

有

艾

亭

城

疑

即

清

河

城

後

蠻

居

之

故

世

稱

蠻

城

清
河

舊

在

縣

西

水

經

注

淇

水

自

館

陶

清

淵

又

東

北

過

廣

宗

縣

爲

清

河

又

東

北

入

蓨

縣

界

與

張

甲

故

瀆

合

戰

國

策

蘇

秦

說

趙

曰

趙

東

有

清

河

張

儀

說

趙

曰

秦

告

齊

使

興

師

渡

清

河

軍

于

邯

鄲

之

東

是

也

漢

因

之

置

清

河

郡

今

堙

蓚

縣

見

景

州

○

張

甲

河

在

縣

境

漢

志

信

成

縣

有

張

甲

河

首

受

屯

氏

別

河

流

經

廣

宗

縣

界

又

東

北

入

冀

州

界

至

蓚

入

漳

水

別

河

謂

屯

氏

別

出

之

河

也

亦

自

館

陶

流

入

境

今

皆

堙

廢

永
濟
渠

縣

西

北

十

里

引

清

漳

水

入

此

舊

名

瓠

子

渠

隋

煬

帝

征

遼

改

曰

永

濟

渠

俗

名

御

河

卽

衞

水

也

元

人

開

合

運

河

衞

河

漸

徙

而

南

經

武

城

恩

縣

之

西

去

縣

境

遂

遠

○

𣶵

水

渠

在

縣

東

志

云

渠

白

蓮

花

池

達

永

濟

渠

先

是

衞

河

數

決

故

鑿

此

渠

廣

丈

餘

長

四

十

里

遇

泛

溢

爲

災

賴

此

洩

之

今

涸

直
渠

在

縣

西

漢

時

大

河

所

經

也

溝

洫

志

地

節

中

郭

昌

使

行

河

河

曲

三

所

水

流

之

勢

皆

邪

直

貝

邱

恐

水

勢

盛

堤

防

不

能

禁

迺

各

更

穿

渠

直

東

經

東

郡

界

中

不

令

北

曲

渠

通

百

姓

安

之

建

始

初

清

河

都

尉

馮

逡

言

郭

昌

穿

渠

後

三

歲

河

水

更

從

第

二

故

曲

間

北

可

六

里

復

南

合

今

其

曲

勢

復

邪

直

貝

邱

自

姓

寒

心

冝

復

穿

渠

東

行

不

聽

今

皆

堙

廢

又

二

渠

亦

在

縣

境

漢

書

音

義

二

渠

一

出

貝

州

西

南

南

折

一

則

漯

川

也

禹

厮

二

渠

以

引

其

河

卽

此

今

涸

漯

川

見

山

東

莘

縣

嗚
犢
口

在

縣

東

南

舊

爲

大

河

所

經

漢

書

元

帝

永

光

五

年

河

决

清

河

靈

鳴

犢

口

而

屯

氏

河

絶

成

帝

建

始

初

清

河

都

尉

馮

逡

言

郡

承

河

下

流

無

大

害

者

以

屯

氏

河

通

兩

川

分

流

也

今

屯

氏

河

塞

靈

鳴

犢

口

又

益

不

利

獨

　

川

兼

受

數

河

之

任

雖

高

增

隄

防

終

不

能

洩

屯

氏

河

不

流

行

七

十

餘

年

斷

絶

未

久

其

處

易

浚

又

其

處

所

居

高

丁

以

分

流

殺

水

勢

道

里

便

宜

不

聼

後

二

歲

河

果

決

于

館

陶

及

東

郡

金

堤

靈

靈

縣

見

山

東

博

平

縣

屯

氏

河

亦

詳

見

山

東

館

陶

縣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十

五

　

直

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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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敷
文
閣

鯀
隄

縣

西

三

十

里

自

順

德

府

廣

崇

縣

逶

迤

入

境

相

傳

鯀

治

水

時

所

築

又

曲

隄

在

縣

東

高

齊

時

羣

盜

多

萃

于

此

郡

守

宋

世

良

下

車

頒

行

八

條

之

制

盜

奔

他

境

葢

地

近

河

㽭

故

羣

盜

得

以

依

阻

新
栅

在

縣

西

晉

太

元

中

燕

人

齊

涉

據

新

栅

降

慕

容

垂

垂

以

涉

爲

魏

郡

太

守

旣

而

附

于

泰

山

叛

帥

張

願

垂

欲

擊

之

慕

容

隆

曰

新

栅

堅

固

攻

之

未

易

拔

願

破

則

涉

不

能

自

存

矣

乃

擊

願

破

之

新

柵

亦

下

寧
化
鎭

在

縣

西

南

宋

志

政

和

七

年

臣

僚

言

恩

州

寧

化

鎭

大

河

之

側

地

勢

低

下

正

當

灣

流

衝

激

之

處

歲

久

堤

岸

怯

薄

沁

水

透

堤

甚

多

近

鎭

居

民

例

皆

移

避

夏

秋

霖

潦

隄

防

一

失

恐

妨

阻

大

名

河

間

諸

州

往

來

邊

路

乞

付

有

司

貼

築

固

護

從

之

甘
陵

在

故

厝

縣

應

劭

曰

安

帝

以

孝

德

皇

后

葬

于

厝

尊

曰

甘

陵

是

也

城

冢

記

漢

安

帝

父

清

河

孝

王

慶

葬

處

在

清

河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謂

之

英

陵

帝

母

左

氏

葬

于

縣

東

北

角

名

曰

甘

陵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十
五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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