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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敷
文
閣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崑

山

顧

祖

禹

景

范

輯

著

南

昌

彭

元

瑞

芸

楣

校

定

　
錦
里
龍
萬
育
燮
堂
校

湖
廣
三

安
陸
府

東

至

德

安

府

三

百

二

十

九

里

東

南

至

漢

陽

府

五

百

六

十

里

南

至

岳

州

府

六

百

七

十

里

西

南

至

荆

州

府

三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襄

陽

府

三

百

十

里

自

府

治

至

布

政

司

五

百

七

十

里

至

京

師

六

千

一

百

七

十

五

里

禹
貢
荆
州
之
域
春
秋
戰
國
時
屬
楚
秦
屬
南
郡
漢
爲
南

郡
江
夏
二
郡
地
後
漢
因
之
晉
初
亦
屬
江
夏
郡
惠
帝
元

康
九
年
分
置
竟
陵
郡
宋
齊
因
之
梁
置
北
新
州
西
魏
改

曰
温
州

見

京

山

縣

後
周
改
置
石
城
郡
兼
置
郢
州

治

長

壽

縣

隋
初

郡
廢
州
存
煬
帝
改
州
曰
竟
陵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郢

州
及
温
州

治

京

山

縣

貞
觀
初
廢
郢
州

以

長

壽

縣

隷

鄀

州

鄀

州

見

襄

陽

府

宜

城

縣

十
七
年
復
置

劉

昫

曰

是

年

廢

温

州

以

郢

州

治

京

山

後

又

移

治

長

壽

天
寶
初
曰
富

水
郡
乾
元
初
亦
曰
郢
州
五
代
因
之
宋
仍
曰
郢
州

亦

曰

富

水

郡

元
改
爲
安
陸
府
明
洪
武
九
年
降
爲
州

以

附

郭

長

壽

縣

省

入

嘉

靖
十
年
以
潛
邸
在
州
升
爲
承
天
府
領
州
二
縣
五
今
復

爲
安
陸
府

府
肘
腋
荆
襄
噤
喉
江
沔
舟
車
輻
集
水
陸
要
衝
春
秋
時

爲
楚
之
郊
郢
𩰚
廉
謂
屈
瑕
君
次
于
郊
郢
以
禦
四
邑
是

也
其
在
三
國
時
寔
爲
重
地
晉
初
羊
祜
都
督
荆
州
吳
石

城
守
去
襄
陽
七
百
餘
里
祜
設
詭
計
令
吳
罷
守
祜
以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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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敷
文
閣

獻
營
虎
牢
而
鄭
人
懼
晏
弱
城
東
陽
而
萊
子
服
乃
進
據

險
要
開
建
五
城

五

城

大

約

是

綠

境

戍

守

處

收
膏
腴
之
地
墾
田
八
百

餘
頃
石
城
以
西
盡
爲
晉
有
吳
于
是
日
蹙
矣
杜
預
繼
之

分
據
要
害
之
地
通
零
桂
之
漕
而
南
服
底
定

預

開

揚

口

見

景

陵

縣

大
興
五
年
王
敦
作
亂
自
武
昌
東
下
聲
言
討
劉
隗
之
罪

時
甘
卓
鎭
襄
陽

時

卓

爲

梁

州

刺

史

鎭

襄

陽

湘
州
刺
史
譙
王
氶
使
主

簿
鄧
騫
說
卓
曰
使
敦
克
劉
隗
還
武
昌
增
石
城
之
戊
絶

荆
湘
之
粟
襄
陽
將
安
歸
乎
葢
石
城
者
南
北
運
道
所
必

經
也
成
帝
時
庾
亮
欲
經
營
河
洛
請
移
鎭
石
城
蔡
謨
議

曰
自
沔
以
西
水
急
岸
高
魚
貫
泝
流
水
陸
異
勢
沔
水
之

險
不
及
大
江
非
廟
勝
之
算
亮
不
果
移
鎭
識
者
謂
中
晉

之
世
卒
于
宴
安
江
沱
而
不
能
混
一
中
原
者
重
在
江
南

而
輕
在
江
北
也
逮
蕭
梁
之
季
西
魏
將
楊
忠
來
攻
自
隨

郡
安
陸
竟
陵
乘
勝
至
石
頭

卽

石

城

欲
進
逼
江
陵
梁
湘
東

王
繹
懼
而
請
和
盟
曰
魏
以
石
城
爲
封
梁
以
安
陸
爲
界

夫
石
城
入
魏
而
荆
州
殆
矣
唐
元
和
志
郢
州
子
城
三
面

墉
基
皆
天
造
正
西
絶
壁
下
臨
漢
江
石
城
之
名
葢
始
于

此
宋
嘉
熈
中
孟
珙
受
詔
收
復
荆
襄
珙
謂
必
得
郢
然
後

可
以
通
饋
餉
得
荆
門
然
後
可
以
出
奇
兵
乃
指
授
方
畧

復
郢
州
荆
門
而
襄
樊
在
掌
握
矣
及
蒙
古
陷
襄
樊
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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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敷
文
閣

以
沿
江
精
銳
萃
于
二
郢
伯
顔
出
奇
襲
取
而
漢
江
以
東

皆
爲
糜
爛
石
城
所
繫
顧
不
重
歟

鍾
祥
縣

附

郭

漢

竟

陵

縣

地

屬

江

夏

郡

晉

置

石

城

戍

尋

爲

竟

陵

郡

治

劉

宋

泰

始

六

年

始

置

萇

壽

縣

齊

因

之

西

魏

改

曰

長

壽

周

改

置

石

城

郡

仍

治

此

隋

爲

郢

州

治

唐

初

因

之

貞

觀

初

廢

郢

州

縣

屬

鄀

州

八

年

又

屬

温

州

十

七

年

仍

屬

郢

州

後

又

爲

州

治

宋

以

後

因

之

明

初

省

嘉

靖

十

年

復

置

今

縣

編

戸

二

十

一

里

石
城

在

府

城

西

北

水

經

注

沔

水

南

經

石

城

西

城

因

山

爲

固

晉

羊

祐

鎭

荆

州

時

立

元

和

志

長

壽

城

本

古

之

石

城

背

山

臨

漢

水

吳

于

此

置

牙

門

戍

晉

羊

祜

亦

置

戍

焉

惠

帝

元

康

九

年

分

江

夏

西

部

都

尉

置

竟

陵

郡

治

石

城

建

興

三

年

陶

侃

圍

杜

曾

於

石

城

爲

曾

所

敗

咸

康

五

年

庾

亮

欲

移

鎭

石

城

不

果

旣

而

石

虎

將

夔

安

南

宼

圍

石

城

竟

陵

太

守

李

陽

距

破

之

義

熈

十

一

年

劉

裕

攻

司

馬

休

之

于

江

陵

雍

州

刺

史

魯

宗

之

與

其

子

竟

陵

太

守

魯

軌

皆

舉

兵

應

休

之

旣

而

休

之

等

北

走

軌

畱

屯

石

城

裕

遣

兵

攻

破

之

梁

大

寶

初

西

魏

將

楊

忠

南

侵

取

安

陸

竟

陵

乘

勝

至

石

頭

欲

進

逼

江

陵

梁

湘

東

王

繹

懼

遣

使

求

和

忠

乃

還

西

魏

因

置

石

城

郡

自

隋

唐

以

來

皆

爲

長

壽

縣

治

明

初

築

城

浚

池

因

爲

城

垣

城

邑

攷

今

郡

城

上

據

崇

邱

旁

控

石

城

下

臨

漢

水

夾

城

爲

濠

南

注

於

漢

子

城

宋

乾

道

淳

熈

間

築

元

末

毁

于

兵

燹

明

初

因

石

城

故

址

拓

之

宏

治

中

復

展

築

北

城

後

屢

經

修

築

今

城

周

五

里

有

奇

門

五

南

陽

春

東

威

武

東

南

閱

武

西

石

城

北

拱

辰

制

皆

巍

煥

云

藍
水
城

在

府

西

南

本

編

縣

之

藍

口

聚

東

漢

初

下

江

兵

嘗

據

此

劉

宋

元

嘉

六

年

以

三

輔

流

民

僑

立

蓮

勺

縣

屬

馮

翊

郡

齊

梁

因

之

西

魏

置

漢

東

郡

改

縣

爲

藍

水

縣

隋

初

郡

廢

縣

屬

郢

州

大

業

末

廢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仍

屬

郢

州

貞

觀

初

并

入

長

壽

縣

又

漢

東

城

在

府

南

七

十

里

隋

志

後

齊

僑

置

上

蔡

縣

及

齊

興

郡

後

周

郡

廢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縣

曰

漢

東

大

業

未

廢

今

名

漢

城

志

云

以

城

濱

漢

水

而

名

相

傳

爲

關

羽

屯

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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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敷
文
閣

管
城

府

西

北

百

里

故

戍

守

處

也

晉

太

元

六

年

苻

秦

荆

州

刺

史

都

貴

自

襄

陽

進

兵

冦

竟

陵

荆

州

刺

史

桓

冲

使

桓

石

虔

等

擊

却

之

拔

其

管

城

載

記

時

石

虔

破

秦

將

閻

振

吳

仲

于

滶

水

振

仲

退

保

管

城

水

經

注

滶

水

出

新

市

東

北

西

南

流

注

于

沔

沔

水

逕

鄀

縣

故

城

南

又

東

滶

水

注

之

寔

曰

滶

口

管

城

葢

在

滶

水

北

接

襄

陽

府

宜

城

縣

界

○

滶

水

城

在

府

西

劉

宋

元

嘉

中

僑

置

高

陸

縣

亦

屬

馮

翊

郡

齊

梁

因

之

西

魏

改

爲

滶

水

縣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縣

屬

郢

州

大

業

初

省

入

藍

水

又

沔

東

郡

城

在

府

西

北

蕭

梁

初

所

置

荒

郡

也

天

監

四

年

雍

州

蠻

沔

東

太

守

田

靑

喜

叛

降

魏

胡

氏

曰

郡

葢

在

襄

陽

府

東

竟

陵

郡

西

新
郢
城

在

府

西

南

漢

江

南

岸

宋

未

築

此

爲

戍

守

重

地

故

郢

在

漢

北

以

石

爲

城

新

郢

在

漢

南

橫

鐵

絙

鎖

戰

艦

夾

岸

爲

守

蒙

古

兵

圍

襄

樊

斷

粮

援

之

道

將

帥

悉

駐

新

郢

及

均

州

河

口

以

守

津

要

襄

樊

旣

陷

伯

顔

遂

引

軍

趣

郢

二

郢

之

備

方

急

軍

不

能

前

乃

由

間

道

攻

郢

克

之

進

薄

新

郢

遂

拔

之

純
德
山

城

東

北

一

十

里

舊

名

松

林

山

興

獻

陵

寢

在

焉

嘉

靖

十

年

詔

改

今

名

志

曰

純

德

山

西

南

十

里

曰

天

子

岡

又

北

三

里

曰

九

龍

岡

橫

亘

而

西

卽

石

城

山

也

志

云

石

城

山

在

府

西

十

里

又

府

南

半

里

有

章

山

或

以

爲

卽

內

方

山

○

樠

木

山

在

府

治

東

一

里

一

名

武

陵

春

秋

莊

四

年

楚

武

王

卒

于

樠

木

之

下

卽

此

上

有

靑

泥

池

一

名

靑

泥

山

三

國

志

魏

樂

進

與

關

羽

相

距

于

靑

泥

山

祝

穆

曰

卽

此

山

也

考

樂

進

傳

進

與

羽

相

距

于

襄

陽

府

或

是

襄

陽

之

靑

泥

河

子
母
山

府

北

百

里

有

二

十

二

峯

大

小

相

接

環

列

如

屏

其

相

近

者

曰

窄

山

山

勢

褊

窄

又

有

仙

潭

山

高

數

百

仞

上

有

仙

潭

洞

山

口

復

有

二

山

對

峙

曰

獅

子

山

象

山

雄

踞

水

口

爲

郡

城

之

勝

○

聊

屈

山

在

府

東

五

十

里

接

京

山

縣

界

山

勢

突

起

綿

亘

數

十

里

上

有

白

鹿

池

一

名

盧

屈

山

又

有

界

山

在

府

東

北

八

十

里

接

隨

州

界

其

相

近

者

曰

温

峽

山

兩

山

對

峙

如

峽

温

峽

河

出

焉

流

入

漢

江

關
門
山

府

西

北

百

里

高

聳

巉

巖

有

石

如

屏

障

塞

山

口

儼

若

關

門

其

上

又

有

石

鳯

洞

列

石

攢

峙

如

鳯

昂

首

中

容

數

十

人

○

城

子

山

在

府

東

南

百

四

十

里

上

有

土

城

亦

昔

時

保

聚

處

郡

志

今

山

在

京

山

縣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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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
文
閣

二

十

里

又

盤

石

嶺

在

府

東

四

十

里

有

上

盤

中

盤

下

盤

三

嶺

以

石

路

盤

曲

而

名

又

桐

木

嶺

在

府

東

北

七

十里

漢
江

在

府

城

西

上

至

襄

陽

七

百

里

下

至

沔

陽

七

百

里

自

北

而

來

逕

石

城

西

南

至

沔

陽

漢

陽

流

入

大

江

水

利

考

漢

江

舊

道

逼

近

石

城

嘉

靖

初

西

徙

沿

山

灣

一

帶

去

城

漸

遠

水

患

日

甚

其

故

在

豐

樂

一

帶

舊

有

九

龍

灘

龍

爬

港

桐

木

嶺

金

花

熨

斗

等

湖

之

分

洩

至

石

城

則

舊

有

城

北

河

池

河

殷

家

等

河

之

注

蓄

今

皆

澱

淤

軍

民

官

庄

爭

墾

爲

業

也

又

自

石

城

而

下

由

蔡

家

橋

板

橋

灣

上

下

流

漣

馬

公

洲

小

河

口

以

達

于

南

河

迂

迴

三

百

餘

里

土

人

總

名

之

曰

紅

廟

堤

最

爲

要

害

考

蔡

家

橋

舊

有

口

通

二

聖

套

入

湖

又

有

流

漣

金

港

二

口

通

枝

河

達

赤

馬

野

猪

等

湖

由

靑

樹

灣

入

軍

臺

港

分

洩

漢

流

以

故

堤

得

無

虞

今

半

堙

塞

不

可

復

疏

此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以

來

有

諸

堤

盡

决

之

患

也

詳

見

大

川

及

川

瀆

異

同

直
河

在

府

北

十

五

里

其

水

直

入

漢

江

故

名

俗

譌

爲

池

河

府

北

三

十

里

又

有

瓦

埠

河

流

入

直

河

志

云

池

河

卽

水

經

所

載

枝

水

也

源

出

大

洪

山

西

南

流

經

襄

陽

宜

城

縣

界

又

有

滶

水

在

府

北

六

十

里

合

流

而

西

南

注

于

沔

水

豐
樂
水

府

北

九

十

里

源

出

大

洪

山

流

經

盤

石

嶺

南

入

漢

江

漑

田

甚

廣

歲

賴

以

豐

因

名

志

云

豐

樂

河

爲

郡

城

津

渡

要

口

常

議

設

兵

巡

戍

嘉

靖

十

八

年

車

駕

南

巡

以

及

囘

鑾

皆

駐

於

此

又

有

穴

河

在

府

南

百

三

十

里

有

穴

口

鎭

其

水

自

漢

江

分

流

而

東

南

凡

百

餘

里

又

東

流

至

漢

陽

界

仍

合

漢

水

入

大

江

又

有

蒿

河

在

府

東

六

十

里

府

北

六

十

里

之

洋

子

河

流

合

焉

又

寨

子

河

在

府

東

五

十

里

又

府

東

八

十

里

有

芹

菜

河

東

北

六

十

里

有

長

壋

河

俱

流

入

漢

江

又

有

殷

家

河

在

府

西

北

十

五

里

今

堙

臼
水

府

東

三

十

里

酈

道

元

曰

出

聊

屈

山

西

南

流

入

於

漢

水

曰

口

驛

以

臼

水

而

名

也

左

傳

定

四

年

楚

昭

王

奔

隨

將

涉

成

臼

卽

此

志

云

臼

水

舊

流

入

漢

川

縣

入

沌

水

意

臼

水

不

一

處

也

今

故

道

已

堙

○

溧

水

在

府

西

北

宋

史

咸

淳

十

年

蒙

古

陷

襄

樊

伯

顔

以

大

兵

趣

郢

至

溧

水

麾

軍

逕

渡

溧

水

葢

漢

旁

支

川

也

今

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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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敷
文
閣

城
北
湖

府

北

五

里

流

通

漢

江

又

蘆

洑

長

河

湖

在

府

西

南

百

三

十

里

其

相

近

者

曰

赤

馬

野

猪

湖

皆

漢

水

迴

合

處

也

今

俱

掌

于

河

泊

所

又

龍

母

湖

在

府

南

三

十

里

相

傳

有

龍

馳

騖

于

此

本

名

龍

騖

湖

水

溢

則

通

漢

江

蕂
湖

在

府

東

南

漢

北

諸

水

所

溢

也

蒙

古

伯

顔

襲

郢

不

克

獲

俘

民

言

沿

江

九

郡

精

銳

皆

萃

于

二

郢

若

舟

師

出

其

間

騎

兵

不

得

䕶

岸

此

危

道

也

不

若

取

黃

家

灣

堡

東

有

河

口

由

中

拖

船

入

藤

湖

轉

而

下

江

僅

三

里

伯

顔

從

之

郢

州

遂

危

○

泉

子

湖

在

府

東

伯

顔

由

藤

湖

入

漢

江

趣

郢

城

郢

州

將

趙

文

義

來

追

戰

于

泉

子

湖

文

義

敗

績

伯

顔

進

至

城

南

之

沙

陽

而

郢

城

之

師

潰

金
港

府

南

一

里

源

出

樠

木

山

流

里

許

入

漢

江

宋

嘗

于

此

采

金

今

塞

又

龍

鳯

港

在

府

南

四

十

里

漢

江

之

支

流

也

○

龍

池

泉

在

府

東

三

十

里

漑

田

百

頃

其

相

近

者

又

有

瀦

龍

池

泉

又

府

東

九

十

里

有

雙

泉

俱

有

灌

漑

之

利

志

云

府

南

二

十

里

有

五

龍

堰

府

北

三

十

里

有

蓮

花

堰

俱

堰

水

灌

田

各

數

百

頃

又

有

洗

羅

陂

亦

在

府

北

三

十

里

府

南

四

十

里

又

有

竹

篠

陂

塘
港
關

府

南

三

十

五

里

府

西

北

十

五

里

有

直

河

關

今

亦

名

池

河

關

又

府

南

有

南

津

關

皆

有

官

兵

戍

守

志

云

南

津

關

舊

有

富

水

遞

運

所

萬

歴

中

廢

賈
塹
鎭

在

府

西

南

唐

乾

符

四

年

王

仙

芝

冦

荆

南

時

漢

水

淺

狹

賊

自

賈

塹

渡

逕

至

城

下

攻

陷

羅

城

焚

掠

而

去

又

黃

家

灣

堡

在

府

南

三

十

里

伯

顔

攻

郢

不

克

從

俘

卒

言

遣

軍

襲

黃

家

灣

堡

拔

之

諸

軍

破

竹

席

地

盪

舟

由

藤

湖

入

漢

是

也

○

郢

東

馬

驛

在

府

東

七

十

里

又

府

北

六

十

里

有

豐

樂

驛

在

豐

樂

河

濱

城

南

又

有

石

城

水

驛

又

南

百

二

十

里

有

舊

水

口

驛

志

云

長

壽

縣

東

三

里

舊

有

田

城

驛

北

六

十

里

有

馬

安

驛

明

初

與

縣

俱

廢

又

石

城

驛

嘉

靖

十

年

改

石

城

水

馬

驛

魚

料

驛

嘉

靖

十

八

年

改

豐

樂

河

水

馬

驛

京
山
縣

府

東

百

十

里

東

至

德

安

府

應

城

縣

百

里

南

至

景

陵

縣

百

里

漢

爲

竟

陵

縣

地

後

漢

爲

竟

陵

南

新

市

二

縣

地

晉

因

之

皆

屬

江

夏

郡

惠

帝

時

析

置

新

陽

縣

屬

竟

陵

郡

宋

齊

因

之

梁

置

北

新

州

治

焉

并

置

梁

寧

郡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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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敷
文
閣

魏

改

州

曰

温

州

縣

曰

角

陵

隋

初

郡

廢

大

業

初

州

廢

改

縣

曰

京

山

屬

安

陸

郡

自

唐

初

復

置

温

州

貞

觀

中

改

爲

郢

州

治

尋

還

屬

郢

州

宋

因

之

宋

未

移

治

漢

濱

元

復

舊

屬

安

陸

府

明

初

屬

安

陸

州

今

縣

城

周

四

里

有

奇

編

戸

三

十

一

里

南
新
市
城

縣

東

北

百

里

楚

新

市

邑

秦

記

昭

襄

八

年

使

將

軍

芊

戎

攻

楚

取

新

市

王

莾

時

王

匡

兄

弟

舉

兵

於

此

劉

伯

升

收

新

市

平

林

兵

討

莾

是

也

光

武

卽

位

置

南

新

市

縣

屬

江

夏

郡

以

常

山

郡

有

新

市

縣

也

晉

因

之

仍

屬

江

夏

郡

宋

改

曰

新

市

屬

竟

陵

郡

齊

梁

因

之

西

魏

改

新

市

曰

富

水

又

置

富

人

郡

治

焉

隋

初

廢

郡

縣

屬

温

州

大

業

初

屬

安

陸

郡

唐

初

仍

屬

温

州

貞

觀

中

屬

郢

州

宋

省

入

京

山

志

云

唐

富

水

縣

在

今

縣

北

七

十

里

其

地

平

坦

可

容

千

家

葢

唐

移

縣

治

此

水

經

注

新

市

治

杜

城

杜

佑

曰

在

今

富

水

縣

東

北

是

也

寰

宇

記

南

新

市

在

京

山

縣

南

三

十

里

悞

承

天

志

富

水

廢

縣

在

京

山

縣

城

北

九

十

里

宋

乾

德

二

年

廢

盤
陂
城

在

縣

西

西

魏

置

盤

陂

縣

屬

梁

寧

郡

隋

初

屬

温

州

大

業

初

廢

入

京

山

縣

或

云

縣

葢

置

于

鍾

祥

縣

盤

石

嶺

下

○

三

王

城

寰

宇

記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大

陽

山

之

𪋤

王

莽

時

王

匡

王

鳯

王

常

屯

兵

于

此

而

名

張
良
山

縣

北

八

里

峯

巒

高

峻

草

木

秀

美

峭

壁

間

有

一

橫

逕

多

馬

跡

俗

傳

子

房

曾

息

兵

于

此

山

陰

有

馬

跑

泉

相

傳

關

壯

繆

駐

兵

處

山

無

水

士

卒

患

渴

馬

跑

地

而

得

泉

至

今

民

資

灌

漑

之

利

又

勝

境

山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峭

特

爲

境

內

之

勝

又

火

門

山

在

縣

北

八

十

里

相

傳

光

武

夜

舉

火

度

兵

于

此

因

名

大
洪
山

縣

北

百

二

十

里

與

隨

州

接

界

志

云

山

周

百

餘

里

上

多

奇

勝

東

矚

安

鄂

西

眺

襄

鄧

南

望

江

漢

一

覽

可

盡

山

半

有

龍

閗

崖

其

北

有

黑

龍

池

山

南

有

白

龍

池

溳

漳

諸

水

皆

源

于

此

今

詳

見

隨

州

○

天

門

山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二

石

相

對

中

一

逕

通

明

若

天

門

然

又

中

盤

山

在

縣

東

百

五

十

里

石

徑

盤

繞

道

經

其

中

關
王
嶺

縣

北

百

里

上

平

如

掌

有

毬

塲

及

故

城

壘

○

觀

音

巖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頂

有

飛

泉

瀑

布

流

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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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
文
閣

派

漑

田

數

百

頃

又

仙

女

洞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巖

谷

競

秀

泉

脉

交

通

峭

壁

插

天

水

紆

如

篆

洞

有

石

門

中

多

奇

勝

縣
河

在

縣

治

南

縣

境

西

北

諸

水

皆

滙

於

此

下

流

至

景

陵

縣

蒿

臺

湖

入

漢

江

夏

秋

漲

溢

有

淹

田

嚙

城

之

患

嘉

靖

中

因

築

堤

障

之

水

利

考

縣

去

漢

江

差

遠

水

患

少

惟

上

接

鍾

祥

一

帶

下

有

小

河

南

河

紫

金

潭

拖

船

埠

等

處

直

抵

景

廢

界

地

勢

卑

下

嘉

靖

三

十

年

來

鍾

祥

官

莊

及

荆

州

右

衛

之

隄

決

遂

衝

入

拖

船

埠

等

六

十

餘

處

連

歲

屢

築

屢

決

此

唇

齒

之

患

今

有

漢

江

堤

在

縣

南

長

百

餘

里

○

撞

河

在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源

出

大

洪

山

白

龍

池

俗

傳

有

白

龍

撞

石

開

此

河

因

名

下

流

至

漢

陽

府

漢

川

縣

入

漢

江

或

曰

卽

富

水

也

寰

宇

記

富

水

亦

出

大

洪

山

下

流

入

應

城

縣

界

有

大

小

富

水

亦

曰

大

泌

水

又

有

楊

家

河

亦

在

縣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志

云

源

出

大

洪

山

黑

龍

池

下

流

入

應

城

縣

界

澨
水

縣

西

南

八

十

里

源

出

縣

西

七

十

里

之

磨

石

山

下

流

合

縣

前

河

通

于

漢

江

或

以

爲

卽

春

秋

時

之

雍

澨

左

傳

定

四

年

吳

敗

楚

師

于

雍

澨

三

戰

及

郢

卽

此

水

也

又

縣

境

有

汊

澨

漳

澨

薳

澨

說

者

謂

卽

禹

貢

之

三

澨

皆

與

景

陵

接

界

云

今

亦

堙

○

温

湯

水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灌

漑

稻

田

其

收

數

倍

西

魏

因

以

名

州

流

合

縣

河

入

漢

江

又

泗

水

在

縣

西

南

百

八

十

里

南

去

漢

江

十

里

水

溢

而

滙

曰

泗

水

亦

名

泗

汊

湖

隆

慶

大

年

議

開

泗

港

以

殺

漢

水

卽

此

又

縣

南

七

十

里

有

土

牆

湖

下

流

通

於

四

海

五
泉

縣

西

五

十

里

泉

有

五

穴

湧

如

鼎

沸

灌

田

甚

漙

寰

宇

記

五

泉

發

源

于

縣

西

北

百

里

之

橫

嶺

又

滶

水

亦

源

于

此

云

○

新

羅

泉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舊

有

新

羅

國

僧

居

此

因

名

泉

流

漑

田

民

甚

便

之

寰

宇

記

縣

北

九

十

里

之

石

人

山

新

羅

泉

發

源

處

也

又

師

古

泉

亦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泉

自

山

頂

飛

流

聲

聞

四

五

里

灌

田

甚

多

又

珍

珠

泉

出

縣

南

七

十

里

大

跡

山

水

沸

如

珠

流

爲

靑

水

居

民

築

隄

瀦

水

旣

田

曹
武
市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曹

操

侵

孫

吳

時

過

此

又

縣

北

五

十

里

有

武

臺

枕

山

臨

水

相

傳

亦

操

屯

兵

處

○

辦

頓

市

在

縣

西

北

九

十

里

亦

名

辦

頓

村

相

傳

漢

光

武

曾

頓

宿

子

此

又

關

壯

繆

亦

嘗

駐

焉

一

名

卓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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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敷
文
閣

市

皁
角
鎭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接

景

陵

縣

界

寰

宇

記

地

多

邱

陵

及

皁

角

樹

西

魏

因

以

角

陵

名

縣

志

云

縣

舊

有

東

廊

驛

萬

歴

入

年

革

潛
江
縣

府

東

南

八

十

里

西

南

至

荆

州

府

二

百

七

十

里

南

至

荆

州

府

監

利

縣

百

五

十

里

漢

竟

陵

縣

地

唐

大

中

間

置

征

科

巡

院

于

白

洑

鎭

宋

初

亦

曰

安

遠

鎭

乾

德

二

年

升

爲

潛

江

縣

屬

江

陵

府

後

因

之

明

嘉

靖

十

年

改

今

屬

縣

城

周

五

里

有

奇

編

戸

二

十

三

里

潛
江
舊
城

縣

西

四

十

里

豆

子

湖

南

宋

初

置

縣

于

此

尋

移

今

治

志

云

縣

本

治

道

隆

鄕

以

水

患

遷

于

斗

隄

是

也

又

余

潭

城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棠

林

岡

相

傳

關

壯

繆

守

南

郡

時

築

潛
水

縣

東

一

里

所

謂

漢

出

爲

潛

也

又

縣

東

二

里

有

洛

江

河

流

入

沔

陽

州

縣

東

三

十

里

有

蘆

洑

河

卽

漢

水

分

流

處

志

云

漢

水

自

石

城

北

三

十

里

分

流

爲

蘆

洑

河

經

縣

東

南

復

入

于

漢

故

名

潛

江

潛

水

復

入

漢

處

曰

上

新

口

下

新

口

又

東

南

自

排

沙

渡

東

流

爲

深

江

又

南

流

爲

恩

江

皆

宏

治

及

嘉

靖

中

所

濬

以

分

洩

漢

水

者

也

後

或

通

或

塞

下

流

入

沔

陽

州

界

大
平
湖

縣

北

六

十

里

相

近

者

曰

鄭

家

湖

又

縣

西

北

百

里

曰

靑

陽

湖

又

後

子

湖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其

相

近

者

曰

東

白

湖

西

白

湖

又

枝

江

湖

在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其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者

曰

陸

家

院

湖

皆

漢

江

支

水

滙

流

處

也

○

沱

埠

淵

亦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又

縣

南

三

里

曰

馬

市

潭

志

云

江

水

溢

出

爲

沱

今

江

水

自

郝

穴

口

溢

入

東

北

逕

三

湖

芝

江

湖

至

縣

南

爲

馬

市

潭

潭

北

有

沱

埠

淵

縣

東

有

池

曰

南

池

北

池

縣

北

有

湖

曰

太

平

西

有

湖

曰

靑

陽

南

有

湖

曰

東

白

西

白

及

陸

家

淵

俱

沱

水

所

注

今

縣

治

在

斗

隄

周

廣

七

百

二

十

八

里

皆

重

湖

也

高
氏
堤

縣

西

北

五

里

五

代

時

高

氏

所

築

起

自

荆

門

州

綠

麻

山

至

縣

南

沱

埠

淵

延

亘

一

百

三

十

里

以

障

襄

漢

二

水

後

屢

經

增

築

今

縣

境

凡

有

八

隄

高

氏

隄

而

外

曰

莫

家

潭

曰

夜

汊

口

曰

白

洑

垸

曰

江

汉

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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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敷
文
閣

曰

班

家

灣

曰

車

老

垸

曰

太

平

垸

多

至

六

百

餘

丈

少

亦

百

餘

丈

皆

衝

决

要

口

也

水

利

攷

縣

背

重

湖

民

往

往

各

自

爲

垸

南

則

陶

湖

牛

埠

北

則

太

平

馬

猖

西

則

白

洑

咸

林

東

則

荷

湖

黃

漢

等

凡

百

餘

垸

俱

環

隄

而

居

明

初

修

築

各

垸

隄

塍

又

有

潭

子

湖

四

港

甘

心

口

各

枝

河

分

殺

水

勢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諸

隄

半

决

枝

河

更

多

堙

塞

夏

秋

漲

溢

大

爲

民

害

隆

慶

二

年

興

工

修

築

患

始

殺

其

馬

家

垸

决

口

在

景

陵

境

而

害

在

潛

江

備

尤

不

可

不

預

者

也

○

里

社

隄

在

縣

南

有

里

社

穴

西

南

通

江

陵

之

漕

河

宋

乾

道

七

年

湖

北

漕

臣

李

燾

修

潛

江

里

社

隄

是

也

白
洑
驛

在

縣

北

明

初

置

驛

于

此

萬

歴

九

年

革

志

云

縣

境

要

險

有

班

家

灣

浩

子

口

防

禦

最

切

其

拖

船

埠

近

沔

陽

州

界

哨

守

猶

易

而

蚌

湖

蘆

洑

頭

亦

爲

巡

警

處

葢

其

地

皆

接

通

江

漢

盗

賊

易

于

出

没

云

附
見

興
都
畱
守
司

在

司

治

東

嘉

靖

十

八

年

置

轄

顯

陵

承

天

河

陽

三

衛

○

承

天

衛

在

府

治

西

北

洪

武

初

置

安

陸

衛

嘉

靖

三

年

改

爲

顯

陵

衛

以

護

陵

寢

十

六

年

調

荆

州

左

衛

爲

顯

陵

衛

置

于

城

東

北

十

里

環

列

十

營

巡

守

守

䕶

衛

而

改

顯

陵

衛

爲

承

天

衛

荆
門
州

府

西

南

九

十

里

東

南

至

沔

陽

州

二

百

九

十

里

南

至

荆

州

府

一

百

八

十

里

北

至

襄

陽

府

二

百

七

十

里春
秋
時
楚
地
漢
爲
南
郡
地
後
漢
因
之
晉
仍
爲
南
郡
地

隆
安
五
年
析
置
長
寧
武
寧
二
郡

長

寧

郡

治

長

寧

縣

武

寧

邵

治

樂

鄕

縣

宋

泰
始
中
改
長
寧
郡
曰
永
寧
齊
梁
因
之
西
魏
改
置
基
州

及
章
山
郡
隋
廢
屬
荆
州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基
州

治

章

山

縣

七
年
州
廢
屬
荆
州
貞
元
中
屬
江
陵
府

始

置

荆

門

縣

五
代
時

高
氏
置
荆
門
軍

治

當

陽

縣

尋
廢
宋
開
　
五
年
復
置
軍

治

長

林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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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敷
文
閣

熈

寧

六

年

軍

廢

元

祐

三

年

復

置

端

平

三

年

移

治

當

陽

縣

元
至
元
十
四
年
升
爲
荆

門
府

十

五

年

復

治

長

林

天
歴
初
降
爲
州
明
初
以
州
治
長
林
縣

省
入

編

戸

六

十

三

里

屬
荆
州
府
嘉
靖
十
一
年
改
屬
承
天
府
領

縣
一
今
屬
安
陸
府

州
環
列
重
山
縈
繞
大
澤
西
控
巴
峽
扼
其
咽
喉
東
連
鄢

郢
爲
之
襟
帶
信
荆
楚
之
門
戸
實
襄
漢
之
藩
垣
唐
之
中

葉
而
荆
門
始
建

荆

門

縣

置

于

貞

元

二

十

一

年

迄
乾
符
五
年
王
仙
芝

宼
亂
荆
南
襄
鄧
帥
李
福
馳
救
敗
賊
于
荆
門
明
年
黃
巢

自
江
陵
趣
襄
陽
襄
陽
將
劉
巨
容
等
扼
之
于
荆
門
伏
兵

于
林
中
大
破
之
當
是
時
巨
容
無
養
冦
之
心
賊
黨
且
殱

矣
然
則
荆
門
者
誠
鈐
束
之
要
地
也
宋
嘉
熙
之
際
以
荆

門
爲
次
邊
而
城
垣
未
備
陸
九
淵
知
軍
事
謂
軍
居
江
漢

之
間
爲
四
集
之
路
南
捍
江
陵
北
援
襄
陽
東
護
隨
郢
之

脅
西
當
光
化
彞
陵
之
衝
荆
門
固
則
四
隣
有
所
恃
否
則

有
背
脅
腹
心
之
虞
由
唐
之
湖
陽

湖

陽

見

河

南

南

陽

府

唐

縣

以
趣
山

則
其
涉
漢
之
處
已
在
荆
門
之
脅
由
鄧
之
鄧
城
以
涉
漢

鄧

城

見

襄

陽

府

則
其
趣
山
之
處
已
在
荆
門
之
腹
自
此
之
外
間

道
之
可
馳
漢
津
之
可
涉
陂
陀
不
能
以
限
馬
灘
瀨
不
能

以
濡
軌
者
所
在
尙
多
自
我
出
奇
制
勝
徼
敵
兵
之
腹
脅

者
亦
正
在
此
雖
四
山
環
合
易
于
備
禦
而
城
池
缺
然
將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十

二

　

敷
文
閣

誰
與
守
因
請
於
朝
而
城
之
嘉
熈
中
孟
珙
圖
復
襄
陽
謂

必
得
荆
門
然
後
可
以
出
奇
兵
葢
九
淵
實
先
發
之
矣

長
林
廢
縣

今

州

治

漢

編

縣

地

屬

南

郡

東

晉

隆

安

五

年

置

長

寧

縣

爲

長

寧

郡

治

宋

泰

始

中

以

長

寧

名

與

文

帝

陵

同

改

爲

水

寧

郡

而

縣

如

故

齊

梁

因

之

隋

郡

廢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長

寧

曰

長

林

屬

荆

州

唐

因

之

宋

爲

荆

門

軍

治

元

爲

州

治

明

初

省

今

州

城

因

宋

嘉

熈

中

故

址

修

築

宏

治

末

圮

于

水

尋

復

增

修

周

四

里

有

奇

有

門

四

荆
門
城

州

東

北

六

十

里

本

長

林

縣

地

唐

貞

元

二

十

一

年

析

置

縣

屬

江

陵

府

乾

符

五

年

賊

王

仙

芝

寇

荆

南

山

南

東

道

帥

李

福

馳

救

至

荆

門

遇

賊

奮

擊

敗

之

時

仙

芝

已

陷

江

陵

羅

城

焚

掠

而

去

六

年

黃

巢

自

江

陵

焚

掠

而

北

襄

陽

將

劉

巨

容

曹

全

晸

等

扼

之

於

荆

門

大

破

之

卽

此

唐

末

廢

志

云

五

代

高

季

昌

更

荆

門

縣

爲

軍

非

也

葢

因

荆

門

舊

名

耳

又

云

荆

門

故

城

在

州

東

南

一

里

東

山

下

悞

又

長

林

城

在

州

西

三

十

里

晉

隆

安

中

分

編

縣

地

置

長

林

縣

屬

武

寧

郡

齊

梁

因

之

隋

開

皇

十

一

年

省

入

長

寧

十

八

年

遂

改

長

寧

爲

長

林

元

和

志

晉

置

長

林

縣

以

其

地

有

櫟

林

長

坂

云

又

綏

安

城

在

州

北

晉

末

桓

元

置

綏

安

郡

尋

省

爲

縣

宋

初

省

入

長

寧

樂
鄕
城

州

北

八

十

里

漢

鄀

縣

地

晉

隆

安

五

年

桓

元

以

沮

漳

降

蠻

爲

武

寧

郡

又

立

樂

鄕

縣

爲

治

宋

以

後

因

之

梁

大

寶

二

年

侯

景

攻

巴

陵

岳

陽

王

詧

與

湘

東

王

繹

爲

難

聞

之

遣

軍

據

武

寧

聲

言

赴

援

江

陵

尋

引

去

承

聖

三

年

王

琳

爲

廣

州

刺

史

琳

意

欲

爲

雍

州

鎭

武

寧

爲

國

禦

捍

葢

自

武

寧

以

北

卽

爲

襄

陽

界

時

荆

雍

之

隙

方

深

也

未

幾

詧

引

魏

軍

襲

江

陵

魏

軍

濟

漢

襲

武

寧

克

之

遂

長

驅

向

江

陵

江

陵

下

置

鄀

州

于

此

隋

初

郡

廢

大

業

初

州

廢

縣

屬

竟

陵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仍

置

鄀

州

八

年

州

廢

縣

屬

襄

州

天

祐

三

年

朱

温

將

楊

師

厚

擊

江

陵

至

樂

鄕

荆

南

牙

將

王

建

武

迎

降

五

代

周

併

入

宜

城

縣

宋

爲

樂

鄕

鎭

屬

長

林

縣

今

有

樂

鄕

鎭

巡

司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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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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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十

三

　

敷
文
閣

章
山
城

在

州

東

北

本

長

林

縣

地

西

魏

置

綠

麻

縣

兼

置

上

黃

郡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縣

屬

基

州

大

業

初

改

縣

曰

章

山

括

地

志

章

山

在

長

林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縣

葢

以

山

名

又

西

魏

置

豐

樂

鄕

縣

并

置

基

州

及

章

山

郡

開

皇

七

年

郡

廢

大

業

初

州

廢

皆

屬

竟

陵

郡

後

廢

唐

武

德

四

年

于

長

林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置

基

州

及

章

山

縣

七

年

州

廢

以

章

山

屬

郢

州

州

復

廢

改

屬

荆

州

八

年

省

入

長

林

一

統

志

基

州

城

在

內

方

山

東

北

馬

良

口

按

嘉

靖

十

八

年

以

馬

良

望

鄕

益

鍾

祥

縣

今

葢

在

鍾

祥

界

內

編
縣
城

在

州

東

漢

縣

屬

南

郡

後

漢

因

之

晉

宋

以

後

仍

屬

南

郡

蕭

梁

末

廢

亦

謂

之

編

都

城

都

邑

考

州

治

東

東

山

頂

平

曠

號

太

平

頂

上

有

楚

望

亭

漢

編

縣

所

理

也

恐

悞

○

荆

臺

城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梁

置

安

居

縣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曰

昭

邱

屬

荆

州

大

業

初

改

曰

荆

臺

尋

廢

入

當

陽

志

云

州

南

六

十

里

有

宛

城

葢

南

北

朝

時

僑

置

縣

也

又

有

李

家

市

城

在

州

東

南

百

七

十

里

五

代

時

高

氏

築

那
口
城

在

州

東

南

春

秋

莊

十

八

年

傳

楚

武

王

克

權

權

叛

遷

權

于

那

處

及

文

王

卽

位

與

巴

人

伐

申

而

驚

其

師

巴

人

叛

楚

而

伐

那

處

取

之

杜

預

曰

編

縣

東

南

那

口

城

是

也

史

記

周

公

輔

成

王

封

其

弟

季

載

于

冉

孔

氏

曰

冉

亦

作

𨚗

或

作

那

皆

讀

曰

然

今

那

口

也

志

亦

謂

之

權

國

城

東
山

在

州

治

東

南

一

里

一

名

東

堡

山

州

西

三

里

有

西

山

亦

名

西

堡

山

又

蒙

山

在

州

西

一

里

兩

山

對

峙

如

峩

嵋

然

麓

有

蒙

惠

二

泉

舊

名

泉

子

山

一

名

象

山

又

屏

風

山

在

州

西

北

四

里

絶

頂

平

衍

中

有

二

泉

宋

紹

興

中

州

民

結

廬

其

上

爲

拒

敵

計

開

禧

初

郡

守

李

直

炳

徙

居

焉

○

荆

門

山

在

州

南

五

里

其

西

又

有

虎

牙

山

相

去

五

里

二

山

水

在

宜

都

縣

因

州

名

傳

譌

也

又

靈

鷲

山

在

州

北

三

十

里

有

龍

洞

深

五

里

泉

石

甚

勝

內
方
山

州

東

南

百

八

十

里

漢

江

之

上

禹

貢

所

云

內

方

至

于

大

别

者

也

一

名

章

山

又

名

馬

仰

山

志

云

馬

仰

山

有

二

一

在

州

北

三

十

五

里

又

有

雞

頭

山

在

州

北

六

十

里

最

高

諺

云

雞

頭

馬

仰

去

天

一

丈

雞

頭

相

接

者

曰

大

明

山

皆

有

泉

石

之

勝

或

以

雞

頭

山

爲

卽

括

地

志

所

云

之

章

山

也

○

象

河

山

在

州

北

七

十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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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十

四

　

敷
文
閣

里

上

有

城

壘

□

極

險

峻

下

有

泉

是

爲

象

河

又

中

城

山

在

廢

樂

鄕

縣

西

南

上

亦

有

城

極

險

峻

又

綠

麻

山

在

州

東

南

百

三

十

里

宋

末

呂

文

煥

遣

都

統

邊

居

誼

築

綠

麻

城

城

葢

在

山

下

俗

亦

名

桃

李

山

長
坂

在

州

西

北

李

巡

曰

高

峯

山

坡

曰

坂

後

漢

建

安

十

三

年

曹

操

入

荆

州

先

主

將

南

保

江

陵

操

以

江

陵

有

軍

實

恐

先

主

據

之

乃

輕

軍

到

襄

陽

一

日

夜

行

三

百

餘

里

追

及

于

當

陽

之

長

坂

先

主

棄

妻

子

走

使

張

飛

將

二

十

騎

拒

後

胡

氏

曰

長

坂

在

當

陽

縣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長

林

城

北

城

邑

考

長

林

城

北

有

櫟

林

長

城

卽

曹

操

追

先

主

處

葢

長

坂

近

于

當

陽

之

北

而

接

長

林

之

境

矣

○

太

子

岡

在

州

北

五

十

里

元

文

宗

自

潛

邸

歸

卽

位

嘗

駐

此

因

名

漢
水

州

東

九

十

里

自

鍾

祥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南

流

入

潛

江

縣

界

謂

之

沔

水

先

主

敗

于

當

陽

長

坂

濟

沔

與

劉

琦

俱

到

夏

口

卽

此

處

也

水

利

考

漢

水

入

州

境

不

至

衝

泛

者

東

賴

王

家

堤

東

南

賴

綠

麻

堤

以

障

之

也

其

隄

防

要

害

全

在

沙

洋

鎭

一

帶

此

鎭

控

荆

門

江

陵

監

利

潛

江

沔

陽

五

州

縣

之

上

流

漢

水

自

綠

麻

口

直

衝

沙

洋

北

岸

舊

有

堤

接

連

靑

泥

湖

新

城

鎭

由

沈

家

灣

諸

處

至

潛

江

界

凡

二

十

餘

里

惟

沙

洋

堤

勢

獨

寛

厚

軍

民

廛

居

其

上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堤

决

漢

水

直

趣

江

陵

龍

灣

寺

而

下

分

爲

支

流

者

九

于

是

下

流

州

縣

俱

被

渰

没

二

十

八

年

有

司

修

築

失

宜

未

幾

復

决

舊

江

身

漸

狹

南

北

相

對

止

二

十

餘

丈

决

口

東

西

相

對

約

三

百

餘

丈

反

爲

正

派

幾

不

可

復

障

而

東

矣

隆

慶

初

改

築

高

厚

水

患

始

少

但

此

堤

與

紅

廟

堤

相

對

應

紅

廟

水

漲

居

民

每

欲

盜

决

以

洩

水

備

不

可

弛

也

直
河

州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又

東

南

三

十

里

有

平

塘

湖

河

流

合

焉

又

南

流

入

于

三

湖

東

合

沔

一

名

置

渠

漑

田

百

頃

長

而

且

直

因

名

又

權

水

在

州

北

志

云

權

水

出

西

蒙

諸

山

東

北

流

經

太

子

岡

會

流

爲

曹

將

軍

港

唐

曹

全

晟

劉

巨

容

敗

黃

巢

於

此

因

名

下

流

逕

內

方

山

西

又

東

南

逕

古

權

國

城

又

東

入

于

沔

又

官

堰

河

在

州

北

百

里

其

地

有

㫰

臺

山

河

源

出

焉

東

入

漢

江

建
水

州

北

百

三

十

里

一

名

湕

水

梁

太

淸

未

蕭

詧

自

襄

陽

攻

江

陵

會

其

將

杜

崱

等

叛

襲

襄

陽

詧

棄

粮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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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十

五

　

敷
文
閣

鎧

仗

于

建

水

而

還

明

年

西

魏

將

楊

忠

救

詧

乘

勝

至

石

頭

將

趣

江

陵

湘

東

王

繹

遣

使

說

忠

忠

遂

停

湕

北

大

寶

二

年

岳

陽

王

詧

以

侯

景

攻

巴

陵

遣

其

將

蔡

大

寶

軍

武

寧

以

規

江

陵

湘

東

王

繹

遣

使

謂

曰

君

忽

頓

武

寧

卽

當

遣

勁

甲

頓

建

水

待

時

進

軍

也

湕

水

葢

襄

陽

江

陵

之

襟

要

矣

亦

名

建

陽

河

又

名

楊

水

亦

名

大

漕

河

流

入

江

陵

縣

界

雲
夢
澤

在

州

東

北

舊

葢

與

德

安

府

之

雲

夢

相

連

漢

志

註

編

縣

有

雲

夢

官

又

今

州

西

北

四

十

里

有

雲

夢

山

或

以

爲

雲

夢

之

浸

舊

至

于

此

今

堙

○

藻

湖

在

州

東

北

百

十

里

州

東

北

百

三

十

里

有

後

港

合

諸

陂

澤

水

東

流

入

焉

又

有

長

湖

在

州

北

百

六

十

里

屯

湖

在

州

東

九

十

里

又

州

東

馬

良

村

有

馬

良

湖

東

南

百

里

有

蕂

湖

百

七

十

里

有

喬

母

湖

百

八

十

里

有

蒿

臺

湖

皆

流

滙

于

漢

江

蒙
惠
二
泉

州

西

二

里

泉

出

蒙

山

之

麓

分

二

派

北

曰

蒙

南

曰

惠

蒙

泉

常

寒

惠

泉

常

温

宋

知

州

彭

承

引

爲

三

沼

合

流

至

竹

陂

河

入

漢

江

居

民

分

引

漑

田

甚

賴

其

利

志

云

州

東

九

十

里

有

百

頃

山

有

温

冷

二

泉

漑

田

百

頃

又

州

北

二

十

里

有

南

泉

源

出

靈

鷲

山

漑

田

數

百

頃

○

鹽

井

在

州

北

九

十

里

産

鹽

味

苦

東
關

州

北

一

里

宋

末

設

以

禦

敵

又

西

堡

寨

在

蒙

山

上

元

末

鄕

人

築

以

禦

宼

又

有

東

寨

志

云

在

州

南

二

百

里

亦

元

末

禦

宼

處

沙
洋
鎭

州

東

南

百

四

十

里

亦

曰

新

城

鎭

宋

末

呂

文

煥

將

邊

居

誼

築

新

城

千

此

因

名

今

有

巡

司

戍

守

又

建

陽

鎭

在

州

南

九

十

里

有

巡

司

并

置

建

陽

驛

於

此

州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有

仙

居

鎭

以

近

仙

居

山

而

名

峯

巖

險

峻

爲

往

來

要

道

置

巡

司

紏

察

麗

陽

驛

亦

置

于

此

其

相

近

者

又

有

魚

料

水

驛

輿

程

志

云

兩

驛

皆

在

州

北

百

二

十

里

由

襄

陽

而

南

此

其

孔

道

也

又

有

石

橋

驛

在

州

北

六

十

里

州

城

北

曰

荆

山

驛

當
陽
縣

州

西

百

二

十

里

南

至

荆

州

府

枝

江

縣

百

八

十

里

西

至

夷

陵

州

百

五

十

里

漢

縣

屬

南

郡

後

漢

因

之

建

安

十

三

年

曹

操

下

荆

州

先

主

將

其

衆

過

襄

陽

南

至

當

陽

爲

操

所

追

處

也

晉

仍

屬

南

郡

宋

齊

因

之

後

周

置

平

州

及

漳

川

郡

治

此

後

屬

梁

隋

開

皇

七

年

改

州

爲

玉

州

九

年

州

郡

並

廢

縣

屬

荆

州

唐

武

德

四

年

又

置

平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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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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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敷
文
閣

八

年

改

爲

玉

州

八

年

州

廢

仍

屬

荆

州

五

代

時

高

氏

置

荆

門

軍

治

此

宋

屬

荆

門

軍

紹

興

十

四

年

廢

入

長

林

縣

十

六

年

復

置

明

洪

武

初

屬

荆

州

府

尋

改

今

屬

九

年

省

入

州

十

三

年

復

置

今

城

周

三

里

有

奇

編

戸

五

里

麥
城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在

沮

漳

二

水

間

水

經

注

漳

水

南

逕

當

陽

縣

又

南

逕

麥

城

東

相

傳

楚

昭

土

所

築

三

國

初

關

羽

爲

呂

蒙

所

襲

自

知

孤

窮

乃

走

麥

城

是

也

又

有

磨

城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今

州

記

麥

城

東

有

驢

城

沮

水

西

有

磨

城

伍

子

胥

造

此

二

城

以

攻

麥

城

諺

云

東

驢

西

磨

麥

城

白

破

麋
城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地

名

八

渠

宋

白

曰

春

秋

楚

伐

麋

頴

容

釋

例

曰

麋

當

陽

也

或

云

三

國

時

麋

芳

所

築

又

有

權

城

在

縣

東

南

春

秋

時

權

國

楚

武

王

克

權

使

閗

緡

尹

之

閗

緡

以

權

叛

是

也

又

方

城

在

縣

東

南

百

六

十

里

沱

江

東

滸

志

云

方

城

旁

有

秣

馬

山

原

隰

寛

衍

今

方

城

見

江

陵

玉
泉
山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山

有

泉

色

白

而

瑩

本

名

覆

船

山

三

國

時

易

今

名

隋

置

玉

州

以

此

宋

末

蒙

古

陷

襄

陽

張

夢

發

請

城

當

陽

之

玉

泉

山

是

也

又

有

玉

陽

山

在

縣

西

二

里

沮

水

之

陽

○

方

山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漳

水

上

層

巒

環

列

又

縣

東

十

里

有

許

由

山

山

頂

平

曠

沮

水

與

玉

泉

山

水

會

于

其

前

有

泉

曰

洗

耳

溪

紫
蓋
山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道

書

以

爲

第

三

十

三

洞

天

也

寰

宇

記

紫

葢

有

南

北

二

山

頂

四

垂

若

繖

林

石

皆

紺

色

下

出

綵

水

又

鐵

山

在

縣

北

八

十

里

接

遠

安

縣

界

舊

産

鐵

湘

府

曾

于

此

山

采

礦

綠
林
山

縣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山

深

阻

王

莽

天

鳯

四

年

新

市

人

王

匡

王

鳳

等

聚

亡

命

藏

于

綠

林

山

中

數

月

間

至

七

八

千

人

是

也

近

志

云

山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

當

陽

坂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相

傳

曹

操

追

先

主

於

此

志

曰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有

倒

流

橋

沮

漳

二

水

合

流

其

下

卽

張

飛

據

水

斷

橋

處

恐

悞

沱
江

縣

南

百

二

十

里

大

江

分

流

處

也

旁

有

金

沙

灘

地

多

流

沙

𤑼

𤑼

如

金

志

云

金

沙

灘

在

縣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水

利

考

縣

境

之

沱

江

卽

沮

漳

下

流

葢

水

合

勢

盛

南

連

大

江

因

有

沱

江

之

名

沮
水

在

縣

北

一

里

自

南

漳

縣

經

遠

安

縣

東

流

入

界

遶

流

縣

西

折

而

東

又

南

經

麥

城

西

又

南

流

合

于

漳

水

○

漳

水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自

南

漳

縣

流

入

境

東

南

流

經

麥

城

東

又

南

合

于

沮

水

志

云

沮

漳

二

水

合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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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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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十

七

　

敷
文
閣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名

合

溶

渡

又

南

流

注

于

沱

江

至

枝

江

縣

界

而

入

大

江

餘

詳

大

川

熨
斗
陂

縣

東

南

八

十

里

志

云

綠

林

山

之

水

與

縣

東

六

十

里

圓

臺

山

之

水

會

爲

熨

斗

陂

又

縣

北

八

十

里

亦

有

熨

斗

陂

宋

紹

興

中

郡

守

吳

獵

嘗

遏

走

馬

湖

熨

斗

陂

之

水

于

縣

西

北

寘

李

公

匱

以

限

戎

馬

漳
河
口
鎭

縣

北

百

里

有

巡

司

志

云

縣

北

有

漳

鄕

水

經

注

漳

水

經

臨

沮

縣

之

漳

鄕

南

附
見

荆
門
所

州

南

九

十

里

又

州

北

百

二

十

里

有

宜

門

所

二

所

舊

隷

荆

州

衛

嘉

靖

中

改

屬

承

天

衛

沔
陽
州

府

南

三

百

二

十

五

里

東

北

至

漢

陽

府

四

百

里

南

至

岳

州

府

三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荆

州

府

四

百

四

十

里春
秋
戰
國
時
楚
地
秦
爲
南
郡
地
漢
屬
江
夏
郡
後
漢
因

之
晉
惠
帝
時
分
屬
竟
陵
郡
梁
又
置
沔
陽
郡

治

沌

陽

縣

見

漢

陽

府

後
周
兼
置
復
州

治

建

興

縣

隋
初
郡
廢
州
存

徙

州

治

竟

陵

尋

復

舊

治

大

業
初
改
州
曰
沔
州
尋
又
改
曰
沔
陽
郡

治

沔

陽

縣

唐
武
德
五

年
又
爲
復
州

治

竟

陵

縣

貞

觀

七

年

移

治

沔

陽

天
寶
初
改
爲
竟
陵
郡
乾

元
初
復
故

仍

治

竟

陵

五
代
因
之

寰

宇

記

晉

改

竟

陵

郡

宋
仍
曰
復
州

亦曰

景

陵

郡

熙
寧
六
年
廢
屬
安
州
元
祐
初
復
故

治

景

陵

縣

端

平

中

移

治

沔

陽

鎭

卽

今

治

所

元
爲
復
州
路
又
改
爲
沔
陽
府
明
洪
武
九
年
降

爲
州
以
州
治
玉
沙
縣
省
入

編

戸

四

十

二

里

直
隷
湖
廣
布
政
司

嘉
靖
十
年
改
屬
承
天
府
領
縣
一
今
屬
安
陸
府

州
襟
帶
襄
隨
腹
背
郢
鄂
當
重
湖
之
右
介
江
漢
之
中
地

窪
而
卑
水
漾
而
瀦
寔
川
澤
之
區
也

宋

朱

昂

曰

州

環

城

皆

水

因

可

爲

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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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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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湖

廣

三

　

　

十

八

　

敷
文
閣

然
其
地
在
漢
陽
以
西
規
度
上
游
此
爲
資
本
明
太
祖
旣

定
武
昌
曰
安
陸
襄
陽
南
北
襟
喉
英
雄
必
爭
之
地
然
今

日
當
以
沔
陽
爲
幹
而
安
陸
襄
陽
爲
枝
固
守
沔
陽
乃
圖

進
取
庶
得
其
宜
耳
此
非
辨
于
先
後
之
數
者
哉

玉
沙
廢
縣

今

州

治

漢

雲

杜

縣

地

西

魏

爲

建

興

縣

地

隋

唐

爲

沔

陽

縣

地

宋

初

析

南

境

置

玉

沙

縣

屬

江

陵

府

至

道

二

年

改

隷

復

州

寶

元

二

年

省

沔

陽

縣

入

焉

熈

寧

六

年

州

廢

還

隷

江

陵

府

元

祐

初

復

故

端

平

初

移

州

治

沔

陽

鎭

元

改

曰

玉

沙

而

廢

舊

玉

沙

縣

明

初

省

城

邑

考

宋

玉

沙

舊

縣

在

今

州

西

南

五

十

里

今

州

城

明

初

因

舊

址

修

築

周

九

里

有

奇

有

門

五

建
興
城

州

北

二

里

亦

曰

復

州

城

西

魏

所

置

建

興

縣

也

隋

志

梁

置

沔

陽

營

陽

州

城

三

郡

西

魏

省

州

陵

惠

懷

二

縣

改

置

建

興

縣

後

周

置

復

州

治

此

又

省

營

陽

州

城

二

郡

入

沔

陽

郡

開

皇

初

郡

廢

移

復

州

治

竟

陵

仁

壽

三

年

州

還

治

建

興

大

業

初

改

縣

曰

沔

陽

尋

又

改

復

州

爲

沔

陽

郡

唐

初

州

治

竟

陵

尋

還

治

此

乾

元

以

後

仍

屬

復

州

宋

因

之

寶

元

中

省

爲

沔

陽

鎭

今

州

治

在

其

南

圖

經

謂

之

楚

王

城

俗

亦

名

七

里

城

○

靑

林

城

在

州

東

十

里

又

州

西

十

里

有

石

樓

城

州

東

五

十

里

有

魚

復

城

建

置

未

詳

黃
蓬
山

州

南

二

百

里

大

江

之

旁

其

山

延

綿

環

結

上

有

城

亦

曰

却

月

城

城

外

有

臺

相

傳

魯

肅

曾

屯

兵

於

此

山

下

有

湖

爲

黃

蓬

湖

元

末

徐

壽

輝

陷

沔

陽

陳

反

諒

起

兵

于

黃

蓬

以

應

之

友

諒

沔

陽

人

其

父

黃

蓬

漁

子

也

又

黃

蓬

山

之

支

曰

香

山

俗

名

望

鄕

山

其

相

近

者

又

有

石

靈

松

林

鳥

林

諸

小

山

江
水

州

南

二

百

里

志

云

自

監

利

縣

白

螺

山

南

又

經

烏

林

南

過

茅

埠

口

又

東

過

竹

林

灣

又

東

過

新

灘

水

洪

二

口

又

東

北

接

漢

陽

府

之

沌

口

皆

府

境

也

舊

有

長

官

堤

起

監

利

縣

境

東

接

漢

陽

長

百

數

十

里

明

漸

圮

嘉

靖

初

復

築

濱

江

堤

西

南

起

龍

淵

東

止

玉

沙

萬

有

餘

丈

數

年

復

决

西

流

窩

一

帶

直

抵

玉

沙

嗣

後

屢

築

屢

决

而

東

南

爲

水

區

矣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十

九

　

敷
文
閣

漢
水

州

西

北

百

里

自

潛

江

縣

流

入

州

境

縱

橫

散

溢

往

往

爲

害

志

云

漢

水

自

鍾

祥

東

播

爲

蘆

洑

河

入

潛

江

東

南

至

上

新

口

逕

鮎

魚

套

諸

處

達

城

西

三

里

之

三

江

口

所

謂

城

西

一

里

有

襄

河

也

又

自

上

新

播

于

下

新

口

流

至

柳

口

復

東

播

于

蔞

蒿

江

至

直

步

夏

水

從

西

來

注

之

逕

螺

子

瀆

又

逕

渣

潭

東

北

趣

大

陽

入

于

襄

河

又

自

渣

潭

東

南

逕

小

陽

過

張

家

池

壩

港

入

陽

明

湖

俱

會

于

白

湖

出

沌

口

入

江

漢

水

又

自

蘆

洑

播

于

排

沙

逕

剅

河

范

漑

關

栗

林

麻

港

南

灣

諸

處

至

黃

荆

口

入

下

帳

湖

東

滙

于

白

湖

又

自

范

漑

南

播

于

劉

家

渡

入

三

江

口

又

自

栗

林

口

播

于

蔣

家

灣

逕

蓮

臺

趣

大

湖

口

合

黃

荆

水

流

入

江

今

漢

江

支

港

在

州

東

北

六

十

里

者

亦

曰

中

下

襄

河

嘉

靖

初

瀨

漢

爲

堤

自

大

小

朱

家

岡

至

滄

浪

南

池

幾

萬

餘

丈

九

年

漢

水

自

拖

船

埠

西

决

入

州

境

湖

水

皆

溢

西

北

一

帶

皆

爲

巨

浸

後

屢

塞

屢

圮

未

爲

樂

土

也

水

利

考

州

境

向

以

富

饒

稱

地

介

江

漢

間

多

湖

渠

民

便

漁

鮮

又

因

湖

渚

環

堤

爲

垸

易

于

耕

佃

也

明

成

化

以

來

上

流

堤

防

漸

潰

漢

水

不

時

漲

溢

城

市

崩

壞

陷

溺

甚

衆

正

德

以

後

潛

沔

湖

渚

又

漸

淤

爲

平

陸

下

流

旣

壅

水

無

所

容

安

得

無

决

圮

之

患

故

曰

江

溢

則

没

東

南

漢

溢

則

没

西

北

江

漢

并

溢

則

茫

然

大

壑

矣

豈

隄

防

所

能

禦

哉

餘

見

大

川

及

川

瀆

異

同

長
夏
河

州

南

四

十

里

志

云

襄

水

爲

漢

之

潛

而

長

夏

河

卽

夏

水

江

之

沱

也

自

監

利

縣

流

入

境

東

爲

大

馬

長

川

過

沙

口

又

東

北

過

柴

林

河

至

直

埠

與

漢

水

合

禹

貢

大

傳

夏

水

首

出

于

江

尾

入

沔

亦

謂

之

沱

鄭

元

劉

澄

之

皆

以

爲

滄

浪

水

也

水

經

注

夏

水

東

至

雲

杜

入

沔

其

處

謂

之

暏

口

廣

記

亦

云

夏

水

入

沔

之

口

爲

暏

口

今

暏

口

在

陽

明

太

白

諸

湖

間

葢

爲

水

所

理

也

亦

曰

堵

口

亦

曰

瀦

口

晉

元

帝

永

昌

元

年

王

敦

反

逼

建

康

甘

卓

自

襄

陽

將

襲

武

昌

軍

于

瀦

口

卽

此

夏

水

合

沔

入

江

故

沔

口

又

名

夏

口

也

又

周

地

圖

記

夏

水

合

諸

水

同

入

漢

自

漢

入

瀦

名

七

里

沔

州

名

取

此

勝

覽

云

七

里

沔

在

復

州

江

漢

夏

三

水

所

會

處

故

沔

陽

城

亦

曰

七

里

城

州

志

七

里

沔

在

州

東

一

里

又

云

夏

水

泛

則

合

諸

水

于

州

之

東

北

度

口

下

流

六

十

里

地

名

滄

浪

古

有

滄

浪

驛

漢

水

自

襄

河

而

入

江

水

夏

水

自

西

南

而

人

並

滙

于

此

或

以

爲

七

里

沔

也

一

說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二

十

　

敷
文
閣

竟

陵

南

三

十

里

湖

東

有

七

里

汛

卽

七

里

沔

○

漕

河

在

州

西

南

一

里

江

水

潛

水

所

入

也

志

云

漕

河

自

州

西

三

里

之

三

江

口

東

流

合

滄

浪

水

過

侯

埠

關

入

于

白

湖

又

州

治

北

有

汊

河

流

入

漢

陽

府

界

又

有

白

沙

水

志

云

在

州

東

北

一

里

水

經

注

江

水

過

下

雋

東

得

白

沙

口

程

縯

以

爲

卽

是

水

也

今

堙

太
白
湖

州

東

北

二

百

里

接

漢

陽

府

界

一

名

九

眞

湖

一

名

土

湖

潛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之

沱

自

南

來

注

之

其

上

游

西

湖

李

考

泗

港

沙

湖

及

直

步

黃

蓬

陽

明

諸

水

悉

滙

焉

周

二

百

餘

里

爲

沔

境

之

巨

浸

達

沌

口

入

江

水

經

注

沌

水

通

沔

陽

太

白

湖

是

也

水

利

考

環

沔

皆

湖

也

大

者

凡

數

百

里

小

者

亦

不

啻

數

十

里

長

波

巨

浸

誠

浩

渺

之

區

矣

然

其

北

多

屬

竟

陵

而

李

老

爲

大

其

西

多

屬

監

利

而

西

湖

爲

大

其

南

則

黃

蓬

爲

大

其

東

則

太

白

爲

大

諸

湖

皆

逶

迤

入

太

白

湖

故

沔

衆

水

之

滙

也

太

白

又

沔

水

之

滙

也

沔

之

水

瀦

于

太

白

洩

于

沌

口

地

勢

使

然

也

不

然

沔

其

魚

矣

乎

白
鷺
湖

州

東

十

五

里

其

東

相

接

者

曰

鼉

湖

又

官

港

湖

在

州

南

四

十

里

又

南

十

里

曰

賽

港

湖

又

南

五

十

里

曰

白

螺

湖

○

千

金

湖

在

州

南

二

百

里

其

相

接

者

曰

烏

流

湖

曰

黃

蓬

湖

志

云

黃

蓬

湖

納

茅

埠

口

許

家

池

及

白

螺

蓮

子

潭

諸

水

達

新

灘

而

入

于

白

湖

江

溢

則

逆

洄

入

漢

三
陽
湖

州

西

三

里

東

曰

朝

陽

南

曰

南

陽

北

曰

水

陽

故

曰

三

陽

又

州

北

有

復

池

湖

周

武

帝

置

復

州

以

湖

名

也

又

白

石

湖

在

州

西

八

十

里

湖

中

築

長

堤

爲

驛

道

亘

十

里

○

直

步

湖

在

州

東

南

四

十

里

其

湖

受

柳

口

大

馬

河

及

螺

子

濱

渣

潭

李

二

湖

等

水

入

陽

明

湖

志

云

螺

子

瀆

在

州

東

七

十

里

李

二

河

在

州

東

南

百

五

十

里

又

西

湖

在

州

東

南

百

里

西

港

河

在

州

東

南

百

五

十

里

下

五

湖

在

州

東

南

二

百

八

十

里

沙
湖

州

東

百

二

十

里

與

太

白

湖

相

連

今

有

沙

湖

驛

又

司

馬

小

陽

湖

在

州

東

九

十

里

陽

明

湖

在

州

東

百

七

十

里

皆

流

接

太

白

湖

○

馬

骨

泛

在

州

北

八

十

里

夏

秋

泛

漲

淼

漫

若

海

春

冬

涸

爲

平

田

一

統

志

云

馬

骨

湖

在

州

東

南

百

六

十

里

似

悞

志

云

州

之

四

境

湖

池

泛

港

之

屬

凡

四

十

有

四

而

太

白

湖

最

著

今

皆

有

河

泊

所

司

之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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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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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二
十
一

　

敷
文
閣

許
家
池

州

東

南

百

五

十

里

又

張

家

池

在

州

東

南

百

四

十

里

楊

孟

池

在

州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皆

江

漢

支

流

所

滙

聯

絡

灌

注

以

入

于

白

湖

亦

皆

掌

于

河

泊

所

○

剅

河

口

在

州

西

北

六

十

里

剅

與

穴

同

葢

水

流

分

洩

處

亦

曰

剅

河

新

掘

口

漢

水

别

流

所

經

也

有

河

泊

所

并

置

剅

河

驛

于

此

又

拖

船

渡

在

州

西

九

十

里

漢

江

濱

劉

家

渡

在

州

北

二

十

里

范
漑
關

州

西

北

四

十

里

志

云

沔

陽

之

關

四

曰

荆

江

口

關

在

城

西

一

曰

襄

江

口

關

在

城

西

一

里

一

曰

侯

埠

關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與

范

漑

關

爲

四

也

今

有

侯

埠

驛

置

于

侯

埠

關

側

沙
鎭

在

州

東

百

五

十

里

沙

湖

口

有

沙

湖

驛

并

置

巡

司

于

此

志

云

沙

鎭

之

東

有

邵

洲

腦

其

地

連

接

太

白

諸

湖

支

浦

環

聚

刼

宼

潛

匿

萬

歴

中

增

設

官

兵

戍

守

又

茅

鎭

在

州

南

百

二

十

里

茅

埠

口

亦

設

巡

司

于

此

志

云

州

東

百

六

十

里

地

名

尖

刀

嘴

北

接

漢

川

縣

界

有

雞

公

洲

嘉

靖

中

大

盗

哨

聚

于

此

因

增

置

官

兵

戍

守

漢
津
驛

州

城

東

北

一

里

驛

前

有

江

北

渡

東

接

漢

陽

西

接

潛

江

景

陵

爲

一

州

之

津

要

志

云

州

有

深

江

剅

河

兩

驛

今

俱

革

景
陵
縣

州

北

二

百

十

里

北

至

京

山

縣

百

里

東

至

漢

陽

府

漢

川

縣

百

五

十

里

楚

竟

陵

邑

漢

置

縣

屬

江

夏

郡

後

漢

因

之

又

光

武

封

劉

降

爲

侯

邑

晉

亦

曰

竟

陵

郡

仍

屬

江

夏

郡

晉

末

分

置

霄

城

縣

屬

竟

陵

郡

宋

齊

因

之

又

光

武

封

爲

霄

城

侯

是

也

西

魏

廢

竟

陵

入

霄

城

爲

竟

陵

郡

治

後

周

改

縣

曰

竟

陵

隋

初

嘗

爲

復

州

治

唐

時

復

州

治

此

五

代

晉

改

縣

曰

竟

陵

宋

亦

爲

復

州

治

端

平

中

還

隷

復

州

元

屬

沔

陽

府

今

城

周

三

里

有

奇

編

戸

二

十

五

里竟
陵
故
城

在

縣

西

南

卽

楚

故

邑

史

記

越

世

家

竟

陵

澤

楚

之

材

也

孔

氏

曰

楚

有

七

澤

竟

陵

其

一

秦

白

起

攻

楚

拔

郢

東

至

竟

陵

漢

置

縣

于

此

晉

宋

因

之

惠

帝

以

後

屬

竟

陵

郡

齊

爲

竟

陵

郡

治

齊

永

元

二

年

蕭

衍

起

兵

襄

陽

前

至

竟

陵

命

張

法

安

守

之

梁

太

淸

中

湘

東

王

繹

以

王

僧

辨

爲

竟

陵

太

守

旣

而

與

雍

州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二
十
二

　

敷
文
閣

刺

史

岳

陽

王

詧

爲

敵

使

司

州

刺

史

柳

仲

禮

鎭

竟

陵

以

圖

詧

詧

大

惧

遂

請

于

西

魏

以

覆

江

陵

西

魏

移

郡

于

霄

城

縣

廢

括

地

志

曰

竟

陵

故

城

在

長

壽

縣

南

百

五

十

里

孫

宗

鑑

曰

自

蔡

州

南

至

信

陽

軍

始

有

山

路

迤

邐

至

安

陸

可

兩

驛

至

復

州

皆

平

地

南

至

大

江

並

無

邱

陵

之

阻

渡

江

至

石

首

始

有

淺

山

謂

之

竟

陵

者

陵

至

此

而

竟

謂

之

石

首

者

石

自

此

而

首

也

漢

志

竟

陵

縣

東

北

有

章

山

古

文

以

爲

內

方

葢

以

爲

卽

荆

門

之

內

方

也

雲
杜
城

在

縣

東

南

漢

縣

屬

江

夏

郡

王

莽

地

皇

二

年

綠

林

將

王

匡

等

敗

莽

兵

于

雲

杜

遂

攻

拔

竟

陵

後

漢

亦

屬

江

夏

郡

東

晉

以

後

屬

竟

陵

郡

後

周

廢

水

經

注

沔

水

自

竟

陵

又

東

南

經

雲

杜

縣

東

夏

水

注

之

寰

宇

記

蕭

梁

置

沔

陽

郡

葢

治

雲

杜

縣

又

鄖

城

杜

預

曰

在

雲

杜

東

南

漢

志

鄖

公

邑

在

竟

陵

是

也

今

見

安

陸

縣

○

京

山

城

在

縣

北

齊

梁

置

京

山

縣

後

齊

置

建

安

郡

治

焉

西

魏

改

郡

曰

光

川

後

周

郡

廢

隋

大

業

初

廢

京

山

縣

入

竟

陵

因

改

角

陵

爲

京

山

縣

又

雲

夢

城

志

云

在

縣

西

卽

古

雲

夢

澤

地

又

縣

東

六

十

里

有

笑

城

相

傳

宋

將

畢

再

遇

與

金

兵

對

壘

夜

遁

惟

繫

羊

擊

鼓

金

兵

旣

覺

欲

追

之

知

已

無

及

一

笑

而

已

因

名

通

志

縣

東

九

十

里

有

直

陽

南

城

相

傳

爲

舊

縣

治

五
華
山

縣

東

七

十

里

山

嶺

連

屬

北

接

鍾

祥

縣

界

上

有

古

風

城

相

傳

伏

義

之

後

封

於

此

又

巾

戍

山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水

經

注

晉

時

于

此

置

巾

水

戍

又

有

龍

穴

山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山

旁

有

龍

穴

陂

一

名

龍

尾

山

○

天

門

山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亦

名

火

門

山

相

傳

光

武

行

兵

舉

火

夜

度

處

也

俗

忌

火

故

曰

天

門

葢

卽

京

山

縣

之

天

門

山

好

事

者

爲

之

說

也

又

靑

山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靑

山

湖

北

岸

亦

與

京

山

縣

接

境

志

云

湖

在

今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又

諸

葛

嶺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俗

傳

孔

明

屯

兵

處

沔
水

在

縣

南

百

里

自

潛

江

縣

流

入

境

與

沔

陽

州

接

界

梁

太

清

二

年

侯

景

據

臺

城

荆

州

刺

史

湘

東

王

繹

遣

兵

入

援

又

遣

竟

陵

太

守

王

僧

辨

將

舟

師

出

自

漢

川

載

糧

東

下

是

也

志

云

縣

南

今

有

西

江

水

乃

襄

江

之

一

派

水

利

考

漢

水

入

境

經

諸

陂

澤

至

縣

東

分

流

一

由

黑

流

渡

經

張

池

竹

筒

二

河

分

入

漢

川

劉

家

隔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二
十
三

　

敷
文
閣

者

爲

正

流

一

由

小

河

口

經

漁

新

河

巾

臺

河

牛

角

灣

出

漢

川

縣

風

門

合

竹

筒

河

者

爲

支

流

二

流

會

合

經

溳

口

蔡

店

並

出

漢

口

此

故

道

也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已

後

湖

澤

大

半

淤

平

而

竹

筒

河

牛

角

灣

二

處

又

復

中

堙

于

是

縣

多

水

患

大

抵

由

靑

山

經

林

里

澤

急

走

灣

上

下

洲

湖

直

衝

縣

治

抵

揚

林

垸

灌

海

堰

則

邑

皆

爲

壑

矣

又

有

塔

兒

灣

决

口

雖

在

潛

江

而

竟

陵

寔

當

其

患

皆

可

慮

也

回
河

縣

東

北

七

十

五

里

自

府

北

池

河

分

流

經

此

又

東

南

入

于

沔

水

○

便

河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元

時

郡

守

白

景

諒

以

自

縣

至

郡

水

道

迂

遠

乃

開

此

河

民

以

爲

便

時

掘

上

得

石

有

文

曰

白

公

溝

亦

名

白

河

又

義

河

在

縣

東

一

里

志

云

縣

有

城

南

河

經

城

南

入

漢

下

流

爲

義

水

漢

水

泛

溢

時

有

衝

嚙

之

害

揚
水

在

縣

西

南

舊

自

荆

州

府

監

利

縣

流

入

境

水

經

注

揚

水

東

入

華

容

縣

又

東

北

逕

竟

陵

故

城

西

又

北

注

下

沔

謂

之

揚

口

亦

謂

之

中

夏

口

先

主

當

陽

之

敗

張

飛

按

矛

于

長

坂

先

主

以

數

十

騎

斜

趣

漢

津

遂

渡

夏

口

是

矣

晉

書

杜

預

傳

舊

水

道

惟

沔

漢

達

江

陵

千

數

百

里

北

無

通

路

預

乃

開

揚

口

起

夏

水

達

巴

陵

千

餘

里

內

瀉

長

江

之

險

外

通

零

桂

之

漕

建

興

四

年

王

廙

將

赴

荆

州

畱

長

史

劉

浚

鎭

揚

口

壘

爲

賊

杜

曹

所

破

隆

安

二

年

荆

州

刺

史

殷

仲

堪

賊

殺

故

雍

州

刺

史

郗

恢

于

揚

口

齊

永

元

二

年

蕭

衍

起

兵

襄

陽

攻

郢

城

次

于

揚

口

是

也

今

亦

爲

揚

林

口

或

曰

岳

州

府

北

有

揚

林

浦

亦

揚

水

通

江

之

故

道

○

巾

水

在

縣

北

志

云

縣

東

一

里

之

義

河

卽

巾

水

所

經

也

水

經

注

巾

水

出

竟

陵

縣

東

百

九

十

里

西

經

巾

城

下

又

西

經

竟

陵

縣

北

又

西

注

揚

水

謂

之

巾

口

是

也

又

巾

水

舊

經

揚

林

口

亦

曰

揚

水

自

今

便

河

復

入

於

漢

江

三
澨
水

縣

南

三

十

里

出

京

山

縣

西

七

十

里

之

磨

石

山

流

入

縣

界

東

注

于

蒿

臺

湖

或

以

爲

卽

禹

貢

之

三

澨

也

亦

名

三

汊

口

志

云

縣

湖

西

自

南

河

口

入

南

自

黑

流

渡

入

北

自

石

家

湖

入

故

名

汊

讀

曰

差

一

曰

三

參

水

參

去

聲

縣

志

云

縣

有

白

雲

三

汊

水

在

縣

東

南

九

十

里

有

河

泊

所

東

南

去

州

一

百

里

東
湖

在

縣

東

地

脈

迤

邐

爲

洲

坻

盤

旋

于

湖

中

凡

數

層

又

西

湖

在

縣

西

里

許

中

有

江

又

南

湖

在

縣

南

十

里

○

上

帳

河

在

縣

南

七

十

里

志

云

東

南

去

州

百

八

十

里

有

河

泊

所

又

下

帳

湖

在

縣

南

百

七

十

里

又

蒿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二
十
四

　

敷
文
閣

臺

湖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水

利

考

縣

境

有

四

汊

蒿

臺

等

湖

卽

禹

貢

三

澨

故

地

也

最

爲

低

窪

嘉

靖

中

四

汊

等

湖

淤

淺

下

流

復

壅

沉

溺

不

免

矣

潱
馬
潭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鍾

水

之

區

也

又

有

葫

蘆

三

灣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皆

掌

于

河

泊

所

輿

程

記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爲

漁

泛

洪

澤

口

又

四

十

里

爲

湖

口

卽

監

利

以

北

諸

湖

澤

也

渡

湖

三

十

里

登

陸

五

十

里

而

至

荆

州

府

甘
魚
陂

在

縣

西

北

左

傳

昭

十

三

年

楚

公

子

比

次

于

魚

陂

戰

國

策

冷

向

曰

楚

南

有

符

離

之

塞

北

有

甘

魚

之

口

杜

預

曰

竟

陵

城

西

北

有

甘

魚

陂

王

氏

曰

戰

國

多

用

水

攻

故

楚

守

甘

魚

之

口

符

離

見

江

南

宿

州

○

橫

桑

口

在

縣

東

南

東

晉

初

荆

州

將

吏

鄭

攀

等

作

亂

拒

刺

史

王

廣

衆

心

不

一

散

還

橫

桑

口

水

經

沔

水

受

夏

水

東

南

逕

雲

杜

縣

又

東

逕

左

桑

昔

周

昭

王

南

征

不

復

處

庾

仲

雍

謂

本

是

佐

喪

也

又

東

謂

之

橫

桑

言

得

昭

王

喪

處

石
渠
堰

在

縣

西

北

三

里

其

流

自

五

華

山

下

通

巾

水

唐

咸

通

中

刺

史

鄧

元

素

開

又

縣

東

北

有

永

豐

堤

堤

長

四

里

又

有

周

公

堤

自

縣

東

至

縣

南

橫

長

三

十

里

宏

治

中

縣

令

周

端

因

舊

堤

增

築

因

名

又

有

便

堤

在

縣

南

車

箱

渡

䕶

七

十

餘

垸

之

田

乾
鎭

縣

東

八

十

里

潛

沔

之

間

大

半

滙

爲

湖

渚

復

合

流

至

乾

鎭

分

爲

二

流

一

由

張

家

池

口

出

漢

川

縣

一

由

竹

筒

河

出

劉

家

隔

往

來

之

要

道

也

今

爲

乾

鎭

驛

會

典

作

乾

灘

驛

并

置

巡

司

于

此

○

皂

角

市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有

皂

角

渡

地

據

高

阜

當

三

府

四

縣

之

交

居

民

錯

雜

商

賈

輻

聚

防

禦

最

切

其

相

近

者

曰

魚

泛

洚

亦

戍

守

處

也

又

縣

東

二

十

里

有

板

港

渡

縣

西

靑

山

湖

口

有

鼓

角

渡

縣

西

九

十

里

有

黑

流

渡

縣

南

三

十

里

有

車

箱

渡

皆

水

陸

津

要

也

又

有

柳

家

渡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宏

治

十

二

年

改

建

柳

家

橋

公

私

便

利

八
十
塚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有

疑

塚

凡

八

十

地

名

長

河

接

德

安

府

應

城

縣

界

附
見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二
十
五

　

敷
文
閣

沔
陽
衛

在

州

治

東

北

洪

武

六

年

置

嘉

靖

十

八

年

改

屬

興

都

畱

守

司

今

亦

設

沔

陽

衛

德
安
府

東

至

黃

州

府

三

百

里

南

至

漢

陽

府

三

百

二

十

里

西

至

安

陸

府

三

百

二

十

九

里

西

南

至

安

陸

府

沔

陽

州

三

百

四

十

里

西

北

至

襄

陽

府

四

百

九

十

里

北

至

河

南

信

陽

州

二

百

五

十

一

里

東

北

至

河

南

光

州

四

百

三

十

里

自

府

治

至

布

政

司

三

百

二

十

里

至

京

師

五

千

六

百

一

十

里

禹
貢
荆
州
之
域
春
秋
時
䢵
子
國

䢵

一

作

鄖

又

作

溳

俱

讀

曰

云

後
屬

楚
秦
屬
南
郡
漢
屬
江
夏
郡
後
漢
因
之
晉
亦
屬
江
夏
郡

宋
置
安
陸
郡

沈

約

志

孝

建

初

立

齊
因
之
梁
置
南
司
州
西
魏
改

置
安
州
後
周
末
改
鄖
州
而
安
陸
郡
如
故
隋
初
廢
郡
煬

帝
改
鄖
州
爲
安
陸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曰
安
州

初

置

總

管

府

尋

爲

大

都

督

府

天
寶
初
曰
安
陸
郡
乾
元
初
復
曰
安
州

貞

元

中

置

安

黃

節

度

觀

察

使

治

安

州

五
代
梁
置
宣
威
軍
後
唐
改
安
遠
軍
晉
復
爲

州
後
漢
仍
爲
安
遠
軍
周
顯
德
初
復
爲
州
宋
仍
曰
安
州

亦

曰

安

陸

郡

安

遠

軍

熙
寧
初
升
爲
德
安
府

以

舊

爲

潛

邸

也

元
因
之

志

云

元

端

平

初

徙

治

漢

陽

元

復

舊

治

明
吳
元
年
改
德
安
州
洪
武
九
年
隷
黃
州

府
十
三
年
復
爲
德
安
府
領
州
一
縣
五
今
仍
舊

府
北
控
三
關

謂

信

陽

三

關

南
通
江
漢
居
襄
樊
之
左
腋
爲
黃

鄂
之
上
游
水
陸
流
通
山
川
環
峙
春
秋
時
楚
人
用
此
以

得
志
于
中
原
者
也
三
國
時
爲
吳
魏
爭
逐
之
地
吳
嘉
禾

三
年
陸
遜
自
襄
陽
引
退
潛
遣
别
將
擊
江
夏
新
市
安
陸

石
陽
斬
獲
而
還
時
安
陸
已
屬
魏
吳
人
遂
不
能
得
志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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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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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十
六

　

敷
文
閣

襄
陽
晉
庾
翼
圖
北
伐
議
移
荆
州
鎭
安
陸
葢
顧
瞻
河
洛

指
臂
淮
汝
進
可
戰
退
可
守
安
陸
形
勝
實
爲
利
便
矣
自

是
南
北
分
疆
未
嘗
不
以
安
陸
爲
棊
刼
之
地
梁
陳
不
競

周
隋
屢
出
師
于
安
陸
而
東
南
不
能
支
也
唐
之
中
葉
淮

西
多
事
安
黃
每
爲
形
要
宋
南
渡
以
後
西
北
用
兵
識
者

每
欲
于
襄
鄧
安
隨
爲
北
瞰
京
洛
之
計
岳
飛
發
鄂
州
道

安
州
進
破
金
人
于
蔡
州
而
中
原
震
動
陳
亮
謂
安
隨
諸

處
鎭
撫
得
人
可
以
出
奇
制
變
是
也
胡
氏
曰
欲
固
中
流

必
以
重
兵
鎭
安
陸
薛
氏
云
安
陸
北
接
隨
唐
東
黃
南
鄂

西
接
荆
郢
呼
吸
可
通
明
初
兵
下
汝
寧
捷
指
安
陸
時
全

楚
州
郡
悉
爲
賊
鋒
所
縻
爛
王
師
一
至
無
不
欣
欣
𩔔
望

者
葢
不
待
摧
枯
之
力
而
有
風
靡
之
勢
矣
此
豈
非
古
今

之
僅
事
哉

安
陸
縣

附

郭

漢

縣

屬

江

夏

郡

王

莾

地

皇

二

年

緑

林

帥

王

匡

等

拔

竟

陵

轉

擊

雲

杜

安

陸

是

也

後

漢

亦

屬

江

夏

郡

晉

爲

江

夏

郡

治

劉

宋

以

後

爲

安

陸

郡

治

梁

爲

南

司

州

治

自

是

州

郡

皆

治

此

明

初

省

入

德

安

州

尋

復

置

今

編

戸

七

里

鄖
城

今

府

城

春

秋

時

鄖

子

國

也

楚

滅

鄖

封

鬭

辛

爲

鄖

公

邑

于

此

定

十

年

吳

八

郢

楚

子

奔

鄖

史

記

楚

昭

王

十

年

吳

入

郢

昭

王

亡

至

雲

夢

走

鄖

是

也

水

經

鄖

水

經

安

陸

城

西

故

鄖

國

也

葢

亦

因

溳

水

爲

名

矣

晉

太

元

八

年

苻

堅

大

舉

入

寇

慕

容

垂

進

拔

鄖

城

義

熙

初

桓

振

據

江

陸

爲

劉

毅

等

所

敗

逃

于

鄖

川

旣

又

自

鄖

城

襲

江

陵

鄖

城

在

鄖

川

故

有

二

名

也

梁

武

帝

攻

魯

山

謂

鄖

城

竟

陵

之

粟

方

舟

而

下

鄖

城

卽

安

陸

之



 

讀

史

方

輿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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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二
十
七

　

敷
文
閣

别

名

矣

今

郡

城

明

初

因

故

址

修

築

嘉

靖

中

增

修

周

六

里

有

奇

永
陽
城

在

府

北

六

十

里

蕭

齊

置

永

陽

縣

屬

隨

郡

梁

因

之

西

魏

改

曰

吉

陽

屬

安

陸

郡

隋

初

廢

又

桓

温

城

在

府

東

十

八

里

紫

石

村

相

傳

温

嘗

屯

兵

于

此

志

云

縣

西

三

十

里

有

郝

甑

山

後

周

甑

山

縣

在

其

下

恐

悞

今

見

前

漢

川

縣

章
山

府

東

四

十

里

左

傳

定

四

年

蔡

侯

吳

子

唐

侯

伐

楚

舍

舟

于

淮

汭

自

豫

章

與

楚

夾

漢

圖

經

云

豫

章

卽

章

山

也

一

名

障

山

晉

太

安

二

年

華

宏

討

義

陽

賊

張

昌

于

江

夏

敗

于

障

山

卽

此

一

名

立

章

山

或

以

爲

卽

內

方

山

悞

○

陪

尾

山

在

府

東

北

五

十

里

小

邱

也

或

以

爲

禹

貢

之

陪

尾

悞

俗

呼

橫

山

一

名

橫

尾

山

祝

穆

以

爲

鄖

水

所

出

石
巖
山

府

西

八

十

里

山

有

石

巖

聳

立

晉

太

和

二

年

時

義

陽

蠻

張

昌

作

亂

聚

衆

于

安

陸

石

巖

山

織

竹

爲

鳳

衣

以

五

彩

聚

肉

其

旁

以

集

百

鳥

詐

云

鳯

降

因

僞

建

元

神

鳯

鎭

南

將

軍

劉

宏

討

平

之

水

經

注

溳

水

過

江

夏

安

陸

縣

西

又

南

逕

石

巖

山

北

是

也

又

壽

山

在

府

西

北

六

十

里

北

接

應

山

縣

界

○

白

兆

山

在

府

西

三

十

里

西

去

大

洪

山

一

百

里

皆

巒

嶂

聯

絡

有

巖

洞

泉

澗

之

勝

其

東

相

峙

者

曰

石

梁

山

亦

高

聳

有

石

如梁

蔽
山

縣

北

四

十

里

山

如

屏

嶂

遮

蔽

南

北

其

陰

卽

應

山

縣

界

又

鐵

城

山

在

縣

北

五

里

以

山

石

如

鐵

而

名

○

黃

花

谷

在

府

南

石

晉

天

福

五

年

安

州

帥

李

金

全

以

州

附

南

唐

南

唐

將

李

承

裕

據

其

城

晉

將

馬

全

節

奉

命

討

金

全

與

唐

兵

戰

于

城

南

敗

之

承

裕

南

走

别

將

安

審

暉

追

敗

承

裕

于

黃

花

谷

又

敗

之

于

雲

夢

澤

中

遂

獲

承

裕

而

還

溳
水

在

城

西

北

元

和

志

安

州

其

城

三

重

西

枕

溳

水

溳

水

源

出

大

洪

山

黑

龍

池

東

南

流

過

隨

州

界

又

東

經

應

山

縣

界

合

諸

溪

水

東

南

流

入

境

又

南

流

至

此

遶

城

西

隅

南

經

雲

夢

澤

歴

雲

夢

縣

及

應

城

縣

境

而

入

漢

陽

府

界

其

在

城

西

者

俗

稱

府

河

亦

名

石

潼

水

經

注

溳

水

亦

名

淸

發

水

左

傳

定

四

年

吳

敗

楚

于

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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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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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敷
文
閣

舉

從

之

及

于

淸

發

是

也

又

晉

太

安

二

年

鎭

南

將

軍

劉

宏

遠

牙

門

將

皮

初

與

張

昌

戰

于

清

水

斬

之

亦

卽

溳

水

矣

又

漻

水

在

府

西

北

五

十

里

源

出

應

山

會

于

溳

水

漳
水

府

西

南

五

十

里

亦

出

大

洪

山

經

京

山

應

城

縣

界

流

入

境

下

流

合

溳

水

沈

括

曰

淸

濁

相

揉

曰

漳

漳

交

也

别

有

雲

夢

之

漳

與

溳

水

合

流

色

理

如

螮

蝀

數

十

里

方

混

其

處

謂

之

漳

口

陳

大

建

十

二

年

後

周

將

元

景

山

等

敗

陳

將

樊

毅

于

漳

口

毅

退

保

甑

山

鎭

是

也

又

有

瀖

水

在

府

西

南

九

十

里

亦

出

大

洪

山

東

流

會

于

漳

一

云

其

源

出

白

兆

山

達

雲

夢

縣

北

二

十

里

蒿

子

口

入

于

溳

水

雲
夢
澤

府

南

五

十

里

禹

貢

曰

雲

土

夢

作

又

周

禮

職

方

荆

州

藪

曰

雲

夢

爾

雅

十

藪

楚

有

雲

夢

左

傳

昭

二

年

楚

王

以

鄭

伯

田

江

南

之

夢

又

䢵

夫

人

棄

子

文

于

夢

中

定

四

年

楚

子

避

吳

入

于

雲

中

戰

國

策

莊

辛

謂

楚

襄

王

馳

騁

于

雲

夢

之

中

史

記

秦

始

皇

三

十

七

年

出

遊

行

至

雲

夢

望

祀

虞

舜

于

九

疑

又

自

雲

夢

浮

江

下

觀

籍

柯

漢

六

年

高

祖

僞

遊

雲

夢

河

渠

書

西

方

則

通

渠

漢

水

雲

夢

之

野

司

馬

相

如

曰

楚

有

七

澤

其

小

者

名

雲

夢

方

九

百

里

後

漢

和

帝

永

元

十

五

年

幸

雲

夢

桓

帝

延

熹

七

年

幸

雲

夢

臨

漢

水

祝

穆

曰

左

氏

言

夢

則

不

言

雲

言

雲

則

不

言

夢

然

則

雲

夢

實

二

澤

也

漢

陽

志

云

雲

在

江

之

北

夢

在

江

之

南

今

巴

陵

枝

江

荆

門

安

陸

之

境

皆

云

有

雲

夢

葢

雲

夢

本

跨

江

南

北

爲

澤

甚

廣

而

後

世

悉

爲

邑

居

聚

落

故

地

之

以

雲

夢

名

者

非

一

處

而

安

陸

之

雲

夢

尤

最

著

云

石

晉

天

福

五

年

馬

全

節

入

安

州

唐

兵

南

遁

全

節

遣

將

安

審

暉

追

之

及

于

雲

夢

澤

中

唐

將

張

承

業

據

雲

夢

橋

距

戰

晉

兵

乃

還

一

統

志

府

南

一

里

有

雲

夢

橋

今

澤

已

堙

又

府

河

湖

在

府

南

八

十

里

有

河

泊

所

漴
頭
鎭

城

西

北

二

十

里

亦

曰

潼

頭

溳

水

之

别

名

也

杜

佑

曰

水

所

衝

曰

漴

梁

大

寶

初

西

魏

將

楊

忠

攻

安

陸

柳

仲

禮

方

進

軍

襄

陽

馳

歸

救

之

忠

遣

軍

襲

敗

仲

禮

于

漴

頭

安

陸

竟

陵

俱

降

于

魏

今

名

石

淙

村

○

大

化

鎭

在

府

北

九

十

里

與

應

山

縣

接

界

石

晉

天

福

五

年

安

遠

帥

李

金

全

叛

附

唐

唐

將

李

承

裕

入

安

州

梁

馬

全

節

自

應

山

進

軍

大

化

鎭

與

唐

兵

戰

于

安

州

城

南

是

也

又

高

竅

鎭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向

有

巡

司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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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敷
文
閣

革

三
連
戍

在

府

西

晉

義

熙

十

一

年

雍

州

刺

史

魯

宗

之

以

襄

陽

應

司

馬

休

之

于

江

陵

裕

遣

檀

道

濟

等

將

步

騎

出

襄

陽

江

夏

太

守

劉

虔

之

將

兵

屯

三

連

立

橋

聚

糧

以

待

道

濟

積

日

不

至

宗

之

子

竟

陵

太

守

魯

軌

襲

擊

虔

之

殺

之

卽

此

又

諸

葛

寨

在

城

東

羅

陂

村

舊

傳

諸

葛

武

侯

所

立

○

胡

亭

在

府

西

北

晉

咸

康

五

年

石

勒

將

夔

安

陷

沔

南

進

據

胡

亭

寇

江

夏

圍

石

城

卽

此

石

城

見

安

陸

府

雲
夢
縣

府

南

四

十

六

里

南

至

漢

陽

府

漢

川

縣

九

十

里

西

南

至

應

城

縣

四

十

里

漢

安

陸

縣

地

屬

江

夏

郡

西

魏

大

統

十

六

年

于

雲

夢

古

城

置

縣

因

以

爲

名

隋

屬

鄖

州

唐

屬

安

州

宋

因

之

熙

寧

二

年

省

入

安

陸

元

祐

初

復

置

紹

興

中

移

縣

于

許

落

市

尋

還

故

治

今

編

戸

三

里

江
夏
城

縣

北

十

四

里

晉

江

夏

郡

初

治

安

陸

後

移

夏

口

此

葢

晉

故

郡

治

也

杜

佑

曰

漢

江

夏

郡

治

在

縣

東

南

恐

悞

○

楚

王

城

在

縣

東

左

傳

定

四

年

吳

入

郢

楚

昭

王

奔

鄖

城

因

以

名

神
山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雲

覆

其

上

則

雨

故

名

其

相

近

者

曰

葛

藤

山

溳
水

縣

西

二

里

自

安

陸

縣

流

入

境

一

名

西

河

又

南

入

漢

川

縣

界

志

云

縣

南

三

十

里

有

隔

浦

潭

溳

水

下

流

也

○

雲

夢

澤

舊

志

在

縣

治

南

六

十

步

今

湮

臺
湖

縣

南

六

十

里

志

云

水

出

縣

東

三

汊

口

及

後

湖

會

流

至

溳

口

入

于

漢

又

紫

雲

湖

在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楊

林

湖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

石

羊

湖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又

孟

家

湖

在

縣

東

南

十

里

興
安
鎭

縣

東

十

五

里

舊

有

巡

司

又

許

落

市

在

縣

北

十

四

里

宋

時

縣

嘗

移

此

縣

西

北

又

有

於

菟

鄕

相

傳

卽

楚

令

尹

子

文

所

生

處

應
城
縣

府

西

南

八

十

里

東

南

至

漢

陽

府

漢

川

縣

百

十

里

西

至

安

陸

府

京

山

縣

百

里

漢

安

陸

縣

地

宋

置

應

城

縣

屬

安

陸

郡

齊

因

之

西

魏

置

城

陽

郡

隋

初

郡

廢

縣

屬

鄖

州

大

業

初

改

縣

曰

應

陽

屬

安

陸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曰

應

城

縣

仍

屬

安

州

元

和

二

年

省

入

雲

夢

太

和

二

年

復

置

天

祐

二

年

又

改

曰

應

陽

五

代

唐

復

舊

宋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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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十

　

敷
文
閣

□

□

□

四

十

年

并

入

雲

夢

十

三

年

復

置

今

編

戸

九

里

蒲
騒
城

縣

北

三

十

里

左

傳

桓

十

一

年

楚

屈

瑕

將

盟

貳

軫

鄖

人

軍

于

蒲

騒

卽

此

志

云

後

魏

嘗

於

此

置

浮

城

縣

隋

廢

崎
山

縣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蜿

蜒

迤

邐

來

自

京

山

縣

界

又

京

山

任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有

温

泉

東

南

流

注

于

溳

水

○

高

樓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溳

水

濱

以

峯

巒

層

疊

而

名

溳
河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與

雲

夢

縣

接

界

縣

境

諸

水

多

滙

入

焉

○

楊

家

湖

在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上

流

自

京

山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入

安

陸

縣

境

卽

漳

水

上

源

也

西
河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一

名

環

河

源

亦

出

大

洪

山

經

京

山

縣

流

入

界

南

流

經

城

西

合

諸

溪

水

經

縣

南

四

十

五

里

爲

梅

家

港

又

南

五

里

爲

八

埠

口

入

漢

川

縣

界

會

十

漢

水

志

云

縣

北

三

十

里

有

省

港

水

白

京

山

縣

境

流

入

南

流

至

縣

南

五

里

合

菱

河

注

于

西

河

又

龍

石

河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一

名

毛

家

河

亦

自

京

山

縣

流

入

縣

西

北

境

南

流

至

縣

南

四

十

里

入

龍

骨

湖

又

石

子

河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一

名

李

家

河

亦

自

京

山

縣

流

入

境

至

縣

西

四

十

里

合

義

河

又

流

經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合

龍

石

河

五
龍
港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源

出

京

山

縣

界

林

泉

山

流

入

境

分

爲

二

港

俱

至

于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之

三

臺

湖

湖

中

有

三

土

臺

故

名

也

下

流

入

漢

川

縣

界

入

漢

水

又

湯

池

港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五

里

源

出

玉

女

泉

入

景

陵

縣

界

注

漢

水

志

云

玉

女

泉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又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有

東

港

流

經

縣

南

四

十

里

之

淸

水

河

亦

入

漢

水

崎
山
鎭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以

在

崎

山

下

而

名

今

置

巡

山

于

此

又

櫟

林

市

在

縣

南

八

里

又

南

二

里

有

沙

陂

岡

志

云

縣

有

沙

湖

驛

嘉

靖

中

改

城

北

馬

驛

孝
感
縣

府

南

百

二

十

里

東

至

黃

州

府

黃

陂

縣

百

里

南

至

漢

陽

府

漢

川

縣

百

里

漢

安

陸

縣

地

劉

宋

置

孝

昌

縣

以

孝

子

董

永

名

也

屬

江

夏

郡

齊

置

南

義

陽

郡

治

孝

昌

梁

初

以

南

義

陽

置

司

州

州

尋

徙

安

陸

西

魏

于

縣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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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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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州

及

岳

山

郡

後

周

州

郡

俱

廢

縣

屬

鄖

州

隋

大

業

初

屬

安

陸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置

澴

州

七

年

州

廢

縣

屬

安

州

五

代

唐

改

縣

曰

孝

感

宋

仍

屬

安

州

明

洪

武

九

年

省

入

德

安

州

尋

復

置

今

編

戶

二

十

九

里

澴
岳
城

在

縣

東

志

云

西

魏

置

澴

岳

郡

於

此

隋

初

廢

唐

武

德

四

年

置

澴

陽

縣

屬

澴

州

州

廢

屬

安

州

貞

觀

初

省

入

孝

昌

縣

或

曰

澴

陽

卽

西

魏

所

置

郡

治

云

寰

宇

記

縣

此

百

里

又

有

義

陽

城

隋

志

梁

置

義

陽

郡

西

魏

改

爲

南

司

州

尋

廢

卽

此

城

云

九
嵕
山

縣

東

北

八

十

五

里

一

名

九

宗

環

阜

疊

嶂

林

麓

深

杳

谿

澗

盤

曲

擬

於

長

安

九

嵕

其

東

曰

黃

草

山

險

峻

孤

峭

志

云

上

有

鎭

陽

城

壘

石

爲

固

周

圍

數

里

四

面

𨺗

絕

一

徑

僅

通

亦

昔

時

守

禦

處

又

有

雙

峯

山

在

縣

東

北

九

十

里

兩

峯

挺

峙

飛

瀑

懸

流

登

之

可

望

江

漢

之

勝

○

鳳

凰

山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相

傳

晉

永

和

初

鳳

產

九

子

於

此

名

乳

鳳

岡

四

面

皆

水

大
悟
山

縣

東

北

百

三

十

里

高

二

百

餘

丈

廣

六

里

上

有

平

疇

可

耕

種

其

下

爲

獅

子

巖

一

名

上

界

山

方

輿

記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有

大

伍

小

伍

山

以

重

山

疊

嶂

遙

望

若

行

伍

而

名

疑

卽

大

悟

之

譌

矣

○

三

山

在

縣

西

北

百

三

十

里

三

峯

聯

峙

一

名

大

洪

山

又

縣

北

二

百

二

十

里

有

五

峯

山

以

五

峯

並

峙

而

名

黃
茅
嶺

在

縣

北

二

百

五

十

里

爲

縣

境

之

險

阻

其

相

近

者

又

有

白

楊

嶺

險

要

說

孝

感

之

黃

茅

嶺

與

應

山

之

高

貴

山

隨

州

之

栲

栳

山

皆

與

信

陽

三

關

形

勢

聯

絡

上

接

襄

鄧

下

連

光

黃

圖

經

所

謂

天

下

之

中

絡

楚

北

之

要

害

也

澴
河

縣

北

五

十

里

自

河

南

信

陽

州

界

流

經

應

山

縣

北

境

雞

頭

山

爲

天

磨

河

入

縣

境

經

縣

北

二

百

五

十

里

之

新

店

滙

淸

風

澗

水

爲

雙

河

口

又

南

經

縣

北

二

百

里

之

太

公

潭

至

縣

北

百

六

十

里

爲

小

河

溪

至

百

二

十

里

有

黃

沙

水

流

合

焉

爲

兩

河

口

又

南

爲

晏

家

河

經

縣

北

九

十

里

之

澴

河

鎭

至

縣

北

五

十

里

分

流

澴

注

縣

境

諸

小

水

皆

流

合

焉

其

下

流

一

自

縣

西

南

白

龍

潭

入

漢

一

自

八

埠

口

會

雲

夢

縣

河

之

水

至

縣

西

南

注

泉

湖

入

漢

一

合

東

山

淪

河

經

線

河

至

溳

口

入

漢

一

會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之

馬

溪

河

及

滻

川

𨺗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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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蒲

□

水

至

黃

陂

縣

之

沙

口

入

于

江

𠗣
河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溳

水

支

流

也

經

雲

夢

縣

八

埠

口

又

東

滙

爲

淪

河

湖

經

漢

陽

黃

陂

之

境

下

流

入

子

大

江

志

云

東

山

淪

河

湖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有

河

泊

所

○

西

河

在

縣

東

十

里

自

縣

北

小

河

溪

一

帶

滙

流

至

此

爲

龍

宮

潭

下

流

入

于

漢

水

卽

澴

水

支

流

矣

又

滻

川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下

流

入

于

澴

水

後
湖

在

縣

西

北

隅

漑

田

甚

溥

又

注

泉

湖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有

河

泊

所

志

云

縣

西

十

里

有

七

里

湖

有

朱

思

湖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又

有

白

水

湖

○

董

家

湖

在

縣

東

五

里

又

東

爲

天

門

陂

皆

以

董

永

名

也

又

白

陂

湖

亦

在

縣

東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又

有

羊

馬

湖

又

磨

陂

泉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其

泉

湧

出

灌

田

千

頃

皆

流

滙

于

澴

河

九
里
關

縣

東

北

三

百

里

接

河

南

信

陽

州

界

志

以

爲

一

名

黃

峴

關

卽

古

之

直

轅

也

通

志

悞

以

爲

古

大

隧

關

又

小

河

溪

鎭

在

縣

北

百

二

十

里

地

險

僻

志

云

卽

王

莽

時

王

常

起

兵

處

北

出

新

店

卽

應

山

及

信

陽

界

也

嘉

靖

初

鞠

爲

盗

區

因

設

官

兵

戍

守

於

此

有

巡

司

又

馬

溪

河

鎭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亦

有

巡

司

又

白

雲

寨

在

縣

東

北

百

八

十

里

白

雲

山

上

附
見

德
安
守
禦
千
戸
所

在

府

治

東

洪

武

初

建

舊

屬

行

都

司

嘉

靖

中

改

屬

興

都

畱

守

司

今

亦

置

德

安

所

隨
州

府

西

北

百

八

十

里

西

南

至

安

陸

府

四

百

六

十

里

西

至

襄

陽

府

三

百

五

十

里

北

至

河

南

唐

縣

四

百

里

東

北

至

河

南

信

陽

州

二

百

四

十

四

里

禹
貢
荆
豫
二
州
境
春
秋
隨
侯
國
後
屬
楚
秦
屬
南
陽
郡

兩
漢
因
之
三
國
魏
屬
義
陽
郡
晉
初
因
之
太
康
中
分
置

隨
國
劉
宋
泰
始
五
年
改
爲
隨
陽
郡
尋
曰
隨
郡

沈

約

志

晉

置

隨

國

初

屬

荆

州

宋

孝

建

元

年

屬

郢

州

永

光

元

年

度

屬

雍

州

泰

始

五

年

還

屬

郢

元

徽

五

年

度

屬

司

州

自

此

改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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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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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爲

隨

郡

齊
梁
因
之
西
魏
置
并
州
于
此
尋
改
曰
隨
州
而
隨

郡
如
故
隋
初
郡
廢
大
業
初
改
置
漢
東
郡
唐
武
德
三
年

復
爲
隋
州
天
寶
初
亦
曰
漢
東
郡
乾
元
初
復
舊
宋
仍
曰

隨
州

亦

曰

漢

東

郡

又

乾

德

五

年

升

州

爲

崇

義

軍

太

平

興

國

初

諱

義

改

曰

崇

信

軍

元
因
之
屬

德
安
府
明
洪
武
初
以
州
治
隨
縣
省
入
又
改
州
爲
縣
十

三
年
復
置
隨
州

編

戸

十

八

里

領
縣
一
今
因
之

州
北
接
黽
阨
東
蔽
漢
沔
介
襄
郢
申
安
之
間
實
爲
重
地

左
傳
曰
漢
東
之
國
隨
爲
大
楚
武
王
經
畧
中
原
先
服
隨

唐
而
漢
陽
諸
姬
盡
滅
之
矣
蓋
楚
服
隨
唐
而
蔡
鄭
始
懼

焉
自
是
南
北
多
故
往
往
置
戍
守
于
此
說
者
謂
出
義
陽

可
以
兼
潁
汝
出
南
陽
可
以
規
伊
洛
而
義
陽
南
陽
之
鎖

鑰
隨
實
司
之
又
其
地
山
谿
四
周
關
隘
旁
列
幾
于
鳥
道

羊
腸
之
險
洵
用
武
者
所
必
資
也
宋
失
中
原
長
淮
以
外

卽
爲
敵
境
議
戰
議
守
未
嘗
不
切
切
於
隨
州
馬
氏
貴
與

曰
隨
州
因
山
爲
郡
巖
石
隘
狹
道
路
交
錯
自
棗
陽
至
厲

山
九
十
九
岡
有
括
囊
之
勢
易
入
而
難
出
云

廢
隨
縣

今

州

治

秦

置

隨

縣

屬

南

陽

郡

漢

因

之

王

莾

地

皇

三

年

新

市

將

王

匡

等

攻

隨

平

林

人

陳

牧

等

聚

衆

應

之

是

也

更

始

初

封

胡

陰

爲

隨

王

國

于

此

後

漢

仍

屬

南

陽

郡

晉

屬

義

陽

郡

尋

爲

隨

國

治

劉

宋

改

縣

曰

隨

陽

尋

復

曰

隨

縣

自

是

州

郡

皆

治

此

隋

唐

因

之

宋

紹

興

以

後

徙

治

無

常

元

至

元

十

三

年

卽

黃

仙

洞

爲

州

縣

冶

明

初

廢

縣

入

州

城

邑

考

隨

故

城

在

今

州

南

元

徙

今

治

今

州

城

明

初

所

築

周

三

里

有

奇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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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三

年

增

修

尋

又

築

堤

鑿

濠

環

城

爲

固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又

于

郭

外

作

磚

城

以

防

水

災

且

禦

盗

賊

高

丈

餘

周

十

里

唐
城

州

西

北

八

十

五

里

春

秋

時

唐

侯

國

後

爲

楚

昭

王

所

滅

其

地

屬

楚

秦

爲

隨

縣

地

漢

爲

上

唐

鄕

屬

春

陵

縣

莽

地

皇

三

年

下

江

兵

王

常

等

破

荆

州

兵

于

此

晉

置

㵐

西

縣

屬

義

陽

郡

宋

齊

因

之

梁

置

下

溠

戍

于

此

後

魏

正

光

中

侵

梁

破

下

溠

戍

亦

置

㵐

西

縣

并

置

義

陽

郡

治

焉

尋

復

入

梁

太

淸

末

湘

東

王

繹

與

岳

陽

王

詧

相

攻

西

魏

將

楊

忠

自

穰

城

救

詧

于

襄

陽

至

義

陽

太

守

馬

伯

符

以

下

溠

城

降

卽

㵐

西

也

西

魏

因

改

㵐

西

爲

下

溠

縣

并

置

司

州

于

此

尋

改

州

曰

唐

州

後

周

又

以

均

欵

鄖

歸

四

州

省

入

仍

曰

唐

州

而

義

陽

郡

如

故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十

六

年

改

下

溠

縣

曰

唐

城

屬

隨

州

大

業

末

廢

唐

開

元

二

十

六

年

分

棗

陽

縣

地

復

置

唐

城

縣

屬

隨

州

宋

因

之

元

廢

今

爲

唐

城

鎭

平
林
城

州

東

北

八

十

里

漢

隨

縣

地

王

莽

地

皇

三

年

關

東

人

陳

牧

廖

湛

起

兵

號

平

林

兵

水

經

注

章

水

南

經

隨

郡

平

林

故

城

西

俗

謂

之

將

陂

城

晉

置

平

林

縣

屬

義

陽

郡

後

廢

宋

末

改

置

而

平

林

縣

屬

隨

郡

齊

屬

東

新

安

郡

梁

置

上

明

郡

隋

初

郡

廢

縣

屬

隨

州

唐

武

德

八

年

縣

廢

土
山
城

在

州

東

北

五

十

里

梁

紀

中

大

同

二

年

遣

土

州

刺

史

桓

和

會

軍

趨

懸

瓠

隋

志

云

梁

置

龍

巢

縣

土

州

治

焉

領

東

西

二

永

寧

及

眞

陽

三

郡

後

周

廢

三

郡

爲

齊

郡

改

龍

巢

曰

左

陽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縣

屬

隨

州

十

八

年

改

縣

曰

眞

陽

大

業

初

改

爲

土

山

縣

唐

初

省

入

隨

縣

又

土

山

東

有

石

武

廢

縣

亦

梁

置

屬

眞

陽

郡

後

周

屬

齊

郡

隋

屬

隨

州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爲

宜

城

縣

大

業

初

廢

入

土

山

縣

其

東

南

又

有

阜

林

廢

縣

亦

梁

置

後

周

改

爲

漳

川

縣

隋

屬

隨

州

大

業

初

亦

廢

入

土

山

○

闕

西

廢

縣

在

州

東

二

十

里

宋

析

隨

縣

地

置

闕

西

縣

屬

隋

郡

齊

因

之

梁

置

曲

陵

郡

西

魏

改

㵐

西

爲

下

溠

因

移

置

㵐

西

縣

兼

置

㵐

西

郡

于

此

隋

初

郡

俱

廢

大

業

初

并

廢

㵐

西

縣

入

隋

縣

順
義
城

州

北

八

十

里

蕭

齊

置

北

隨

安

左

郡

梁

改

北

隋

郡

西

魏

改

爲

南

陽

郡

又

析

置

淮

南

郡

領

屬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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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義

二

縣

兼

置

翼

州

尋

改

爲

順

州

隋

初

郡

並

廢

大

業

初

州

廢

改

厲

城

縣

爲

順

義

縣

以

舊

順

義

縣

幷

入

焉

屬

漢

東

郡

唐

廢

又

安

化

廢

縣

在

順

義

縣

西

北

西

魏

置

屬

淮

南

郡

隋

開

皇

初

屬

順

州

十

八

年

改

爲

寧

化

縣

大

業

初

亦

廢

入

順

義

縣

○

安

貴

廢

縣

在

州

西

三

十

里

梁

置

定

陽

縣

及

北

郢

州

于

此

西

魏

改

縣

曰

安

貴

又

改

州

爲

欵

州

尋

廢

州

爲

溳

水

郡

别

置

□

城

郡

及

戟

城

縣

郡

復

廢

改

戟

城

縣

曰

橫

山

隋

開

皇

初

并

廢

溳

水

郡

縣

屬

隨

州

大

業

初

又

以

橫

山

縣

幷

入

安

貴

縣

唐

廢

今

爲

安

貴

鎭

又

有

洛

平

廢

縣

在

州

東

北

百

五

十

里

西

魏

置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曰

十

明

縣

大

業

末

廢

隋

志

上

明

縣

有

鸚

鵡

山

在

州

東

北

百

五

十里

光
化
城

在

州

東

南

三

十

里

本

楚

子

城

也

左

傳

桓

八

年

楚

子

伐

隨

軍

于

漢

淮

之

間

葢

築

城

于

此

以

逼

隨

也

蕭

齊

置

安

化

縣

西

魏

改

新

化

縣

後

周

改

光

化

縣

隋

因

之

屬

隨

州

唐

光

化

縣

亦

治

此

宋

熙

寧

中

始

改

置

光

化

縣

千

襄

陽

而

隨

州

之

光

化

縣

遂

廢

今

爲

光

化

鎭

○

平

昌

城

在

州

西

齊

建

元

二

年

魏

人

入

寇

司

州

蠻

引

魏

兵

寇

平

昌

平

昌

戍

主

荀

元

賓

擊

破

之

是

也

又

淸

騰

廢

縣

在

州

西

南

梁

置

梁

安

縣

又

置

崇

義

郡

治

焉

後

周

廢

郡

尋

改

置

遂

安

郡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七

年

改

縣

曰

淸

騰

屬

郢

州

大

業

末

縣

廢

近

志

云

州

境

有

崇

業

郡

城

當

卽

崇

義

矣

又

云

州

北

百

二

十

里

有

魯

王

城

不

知

所

據

大
洪
山

州

西

百

二

十

里

山

高

險

四

面

𨺗

絶

上

有

田

疇

中

襟

大

湖

一

名

大

湖

山

湖

旁

有

龍

鬭

崖

及

泉

石

諸

勝

水

經

注

大

洪

山

在

隨

郡

西

南

竟

陵

東

北

盤

基

所

跨

廣

圓

一

百

餘

里

溳

水

出

于

其

陰

亦

謂

之

溳

山

劉

宋

元

嘉

二

十

一

年

諸

蠻

作

亂

溳

水

之

蠻

最

强

沈

慶

之

討

平

之

宋

靖

康

間

避

寇

者

嘗

依

此

山

立

寨

栅

自

保

賊

竟

不

能

破

又

端

平

二

年

蒙

古

攻

洪

山

宋

將

張

順

等

擊

破

之

今

亦

見

安

陸

府

京

山

縣

葢

境

相

接

也

又

州

志

溳

山

在

州

西

南

七

十

里

以

溳

水

經

其

下

而

名

厲
山

州

北

四

十

里

相

傳

神

農

起

于

此

神

農

號

厲

山

氏

故

以

名

山

山

下

有

厲

鄕

卽

春

秋

時

厲

國

也

左

傳

僖

十

五

年

楚

人

伐

齊

齊

師

曹

師

伐

厲

以

救

之

卽

此

唐

興

元

初

江

西

節

度

曹

王

臯

遣

將

伊

愼

等

圍

安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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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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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廣

三

　

　

三
十
六

　

敷
文
閣

李

希

烈

遣

其

甥

劉

戒

虛

等

赴

救

臯

别

將

李

伯

潛

逆

擊

之

于

應

山

擒

之

又

擊

走

希

烈

將

康

叔

夜

于

厲

樂

是

也

荆

州

記

山

有

二

穴

神

農

所

生

謂

之

神

農

洞

其

支

山

曰

仙

人

山

旁

有

雞

頭

垜

又

有

棊

盤

山

塔

兒

山

之

屬

環

列

山

旁

九

域

志

自

棗

陽

至

厲

鄕

道

路

交

錯

號

九

十

九

岡

今

岡

在

州

西

北

百

八

十

里

寰

宇

記

厲

鄕

西

有

塹

兩

重

塹

中

有

神

農

宅

宅

中

有

九

井

舊

志

厲

山

在

州

西

北

百

八

十

里

○

大

義

山

在

州

北

百

五

十

里

周

百

里

相

傳

魏

晉

置

義

陽

郡

以

山

名

也

其

北

五

十

里

又

有

太

平

山

山

最

峻

爲

東

北

諸

山

之

宗

或

以

爲

胎

簪

山

卽

淮

水

所

出

北

流

至

桐

栢

云

靑
林
山

州

東

南

七

十

里

茂

林

遠

望

蔚

然

而

靑

亦

名

靑

山

元

末

徐

壽

輝

倡

亂

于

蘄

水

隨

州

人

明

玉

珍

集

鄕

兵

屯

于

靑

山

結

栅

自

固

旣

而

降

于

壽

輝

今

山

北

有

古

寨

○

隨

州

城

山

在

州

南

七

里

山

勢

橫

亘

如

城

郭

然

州

因

以

名

山

南

有

三

阜

形

如

瓜

一

名

三

瓜

山

州

西

南

又

有

獨

宗

山

山

高

峻

爲

溳

川

衆

山

之

宗

又

大

猿

山

在

州

西

南

四

十

里

亦

名

大

狐

山

志

以

爲

卽

張

衡

南

都

賦

所

云

天

封

大

狐

者

又

十

九

里

山

在

州

南

百

二

十

里

山

有

寨

本

名

石

舅

山

以

長

亘

十

九

里

而

名

三
鍾
山

州

東

北

五

十

里

山

有

三

堆

狀

若

覆

鍾

俗

名

團

山

王

莾

地

皇

三

年

嚴

尤

陳

茂

破

下

江

兵

玉

常

等

收

散

卒

入

蔞

溪

畧

鍾

龍

間

衆

復

振

破

莾

荆

州

兵

于

上

唐

鍾

卽

三

鍾

山

龍

石

龍

山

也

盛

宏

之

曰

永

陽

北

有

石

龍

山

今

在

應

山

縣

蔞

溪

或

曰

亦

在

州

北

今

堙

○

栲

栳

山

在

州

西

北

二

百

里

水

縣

注

謂

之

黃

山

州

境

之

大

山

也

跨

河

南

唐

縣

界

其

相

接

者

曰

𡾇

山

一

名

晃

山

又

蓬

甑

山

亦

在

州

北

正

德

中

官

軍

敗

□

趙

風

子

于

此

或

曰

山

在

州

東

溳
水

在

州

西

水

經

注

溳

水

出

大

洪

山

東

北

流

折

而

□

南

經

隨

縣

西

又

經

隨

縣

南

而

東

南

注

下

流

入

安

陸

縣

界

是

也

又

有

均

水

在

州

西

四

十

里

出

大

洪

山

至

州

東

南

四

十

里

入

溳

水

後

周

有

均

州

葢

以

水

名

溠
水

在

州

西

三

十

里

周

禮

職

方

豫

州

其

浸

波

溠

左

傳

莊

四

年

楚

人

除

道

梁

溠

營

軍

臨

隨

水

經

注

溠

水

出

隨

縣

西

北

黃

山

南

經

㵐

山

縣

西

又

東

南

㵐

水

入

焉

㵐

水

出

桐

栢

之

陽

東

南

經

㵐

西

縣

又

東

南

流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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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敷
文
閣

于

溠

溠

水

又

東

南

入

于

溳

水

李

吉

甫

曰

溠

水

在

隨

城

西

四

十

里

今

溠

水

出

栲

栳

山

東

南

流

至

州

北

百

十

里

有

魯

城

河

流

合

焉

南

流

至

唐

城

鎭

又

東

南

流

至

安

貴

鎭

入

溳

○

㵐

水

志

云

出

太

平

山

南

流

至

唐

城

鎭

東

故

㵐

西

縣

因

以

名

流

經

州

西

名

扶

恭

河

一

名

浮

纓

河

又

東

南

至

州

西

北

三

里

爲

兩

河

口

入

于

溳

浪
水

州

南

四

十

里

出

大

猿

山

東

流

至

廢

光

化

縣

入

溳

水

又

石

魚

河

在

州

城

南

五

十

里

亦

出

大

洪

山

○

聖

水

河

在

州

西

八

十

三

里

武

水

在

州

西

南

六

十

里

皆

環

遶

州

境

合

于

溳

水

五
水
關

州

東

北

百

八

十

三

里

在

五

水

山

下

亦

作

仵

水

關

○

出

山

店

在

州

西

北

百

八

十

里

又

州

西

北

九

十

里

有

梅

邱

鎭

又

西

北

有

合

河

店

與

唐

縣

鎭

俱

有

巡

司

戍

守

志

云

州

北

二

百

餘

里

有

李

家

壩

接

壤

河

南

每

爲

寇

盗

出

没

之

所

隆

慶

中

增

設

官

兵

于

此

與

出

山

店

等

處

相

爲

應

援

萬

歴

初

議

者

以

出

山

小

林

界

牌

三

處

俱

離

州

二

百

餘

里

當

河

南

桐

栢

信

陽

等

州

縣

連

界

之

衝

爲

流

寇

必

由

之

地

先

年

議

委

官

兵

戍

守

而

權

輕

力

弱

請

添

設

州

佐

千

界

牌

鎭

庶

幾

可

專

事

防

捍

因

移

李

家

壩

戍

守

于

界

牌

鎭

其

地

南

去

州

二

百

二

十

里

鐵
嶺
寨

州

西

八

十

里

又

州

西

北

二

十

里

有

靑

林

寨

北

八

十

里

有

天

王

險

寨

正

德

中

劉

丙

擒

賊

於

此

○

麻

張

新

寨

在

州

東

北

明

初

鄧

愈

克

隨

州

討

平

麻

張

新

寨

及

信

陽

珍

瓏

寨

光

州

石

腦

山

寨

葢

其

地

皆

相

接

也

沔
陰
戍

在

州

西

南

百

里

晉

時

置

戍

于

此

咸

康

五

年

庾

亮

議

遣

諸

軍

羅

布

江

沔

以

爲

伐

趙

之

規

旣

而

石

虎

將

夔

安

等

南

寇

敗

晉

軍

于

沔

陰

陷

沔

南

葢

其

地

皆

近

沔

水

因

名

也

胡

氏

曰

沔

陰

在

沔

水

南

或

曰

非

也

在

沔

水

東

耳

○

汪

家

店

在

州

西

北

栲

栳

山

下

其

相

近

者

又

有

道

人

林

諸

處

皆

有

徑

道

可

達

河

南

唐

縣

爲

寇

賊

突

犯

之

所

應
山
縣

州

東

百

三

十

里

南

至

府

城

百

八

十

里

北

至

河

南

信

陽

州

二

百

有

五

里

漢

爲

隨

縣

地

梁

置

水

陽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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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
文
閣

及

應

州

隋

大

業

初

廢

州

改

爲

應

山

縣

屬

安

陸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應

州

七

年

州

廢

縣

屬

安

州

宋

初

因

之

嘉

定

中

改

屬

隨

州

元

因

之

洪

武

九

年

省

入

隨

縣

十

三

年

復

置

屬

隨

州

今

編

戸

十

里

古
陽
城

縣

東

南

九

十

里

蕭

梁

置

平

陽

縣

僑

置

汝

南

郡

治

焉

西

魏

改

郡

爲

董

城

改

縣

曰

京

池

後

周

武

成

初

置

澴

州

治

此

尋

州

郡

俱

廢

縣

屬

鄖

州

隋

大

業

初

改

縣

曰

吉

陽

屬

安

陸

郡

唐

仍

屬

安

州

宋

開

寶

中

省

入

應

山

縣

○

平

靖

城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西

魏

置

平

靖

縣

又

置

平

靖

郡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縣

屬

應

州

大

業

初

廢

入

應

山

縣

志

云

縣

東

七

里

有

雲

公

城

又

縣

東

百

里

大

城

山

下

有

古

城

亦

曰

大

城

建

置

未

詳

宋
安
城

在

縣

東

北

劉

宋

分

義

陽

郡

立

東

隨

左

郡

大

明

八

年

省

爲

宋

安

縣

齊

亦

置

宋

安

左

郡

屬

司

州

後

魏

南

司

州

有

宋

安

郡

治

樂

寧

縣

武

陽

關

在

其

境

兼

領

東

隨

縣

隋

開

皇

九

年

改

東

隨

曰

禮

山

尋

以

樂

寧

縣

省

入

仍

屬

義

陽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析

應

山

縣

置

禮

山

縣

屬

應

州

八

年

廢

州

以

禮

山

縣

仍

併

入

應

山

應
臺
山

在

縣

治

東

南

亦

曰

應

山

縣

因

以

名

其

形

方

平

一

名

印

臺

又

石

龍

山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蜿

蜒

如

龍

又

北

十

里

曰

興

安

山

有

古

寨

一

名

兠

鍪

山

旁

接

百

鴈

山

又

高

貴

山

在

縣

北

之

十

里

一

名

大

龜

山

西

接

平

靖

關

志

云

山

與

隨

州

之

栲

栳

山

孝

感

之

黃

茅

嶺

險

峻

相

埒

爲

郡

境

之

要

害

吉
山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有

南

吉

北

吉

二

山

亦

名

吉

陽

山

古

吉

陽

縣

葢

在

其

南

又

孔

山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上

有

風

洞

一

名

洞

山

下

有

孔

山

坡

正

德

中

賊

趙

燧

走

死

于

此

又

東

三

十

里

曰

覆

手

山

一

峯

五

澗

狀

如

覆

手

○

禮

山

在

縣

東

八

十

里

梁

禮

山

縣

葢

置

于

山

下

又

東

二

十

里

爲

大

城

山

四
望
山

縣

西

北

百

里

山

高

聳

登

望

則

四

遠

皆

見

因

名

唐

建

中

二

年

山

南

東

道

梁

崇

義

拒

命

發

兵

攻

江

陵

至

四

望

山

大

敗

而

還

卽

此

又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有

鐵

城

山

四

望

如

鐵

山

北

有

寨

○

花

山

在

縣

北

百

里

與

信

陽

州

接

界

其

北

二

十

里

曰

仰

天

窪

四

高

中

坦

中

有

平

田

二

百

畝

又

縣

東

北

七

十

五

里

有

龍

爬

山

其

相

接

者

爲

牛

心

山

上

皆

有

寨

又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有

松

子

山

地

名

新

店

與

孝

感

縣

接

界

亦

戍

守

處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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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
山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山

之

南

接

安

陸

縣

界

又

蔽

山

在

縣

南

五

十

五

里

亦

與

安

陸

縣

接

界

志

云

縣

西

六

十

里

有

將

軍

山

在

馬

坪

港

北

又

西

南

有

峯

子

山

上

有

古

寨

漻

水

經

其

下

合

溳

水

○

塔

兒

岡

在

縣

北

三

里

又

有

望

城

岡

在

縣

東

五

里

嘉

靖

中

縣

令

王

朝

璲

議

云

城

外

四

山

環

繞

塔

兒

岡

楊

通

岡

應

臺

山

等

處

尤

高

平

近

縣

登

之

可

窺

城

中

虛

實

是

也

白
泉
河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自

孔

山

懸

流

而

下

流

入

十

澴

水

又

汶

水

在

縣

城

西

北

源

出

高

貴

山

南

流

經

此

又

遶

城

南

而

東

縣

東

三

里

又

有

東

河

一

名

方

家

河

流

合

焉

又

東

南

合

于

白

泉

河

○

漢

東

河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又

有

大

洪

河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有

馬

坪

港

其

上

流

皆

滙

諸

山

谿

之

水

下

流

合

爲

漻

水

入

安

陸

縣

界

注

于

溳

水

志

云

縣

有

竹

港

水

出

壽

山

下

經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倉

頭

渡

合

溳

水

入

安

陸

縣

界

天
井
澗

縣

東

二

十

里

深

一

丈

廣

八

尺

兩

山

夾

峙

泉

流

其

中

冬

夏

不

涸

流

合

汶

水

澗

北

舊

有

平

康

寨

宋

人

避

兵

于

此

賊

不

敢

侵

犯

平
靖
關

縣

北

六

十

里

卽

古

黽

阨

也

西

北

去

信

陽

州

九

十

里

又

百

鴈

關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卽

古

直

轅

也

亦

曰

黃

峴

關

亦

曰

九

里

關

北

去

信

陽

州

九

十

里

又

武

陽

關

在

縣

東

北

百

三

十

里

卽

古

大

隧

也

亦

曰

禮

山

關

西

北

至

信

陽

州

百

五

十

里

卽

所

謂

義

陽

三

關

也

明

正

德

中

流

寇

入

境

三

關

皆

爲

要

地

嘉

靖

中

增

設

官

兵

置

鎭

于

平

靖

關

南

與

信

陽

官

兵

協

守

爲

保

嶂

之

計

志

云

武

陽

關

一

名

行

者

坡

亦

謂

之

行

者

關

嘉

靖

中

縣

令

王

朝

璲

言

縣

東

崇

山

峻

嶺

武

勝

關

黃

土

關

土

門

衝

草

市

衝

九

女

巖

等

處

隘

口

皆

盗

賊

出

没

之

處

行

者

關

尤

爲

要

害

比

年

流

賊

刼

畧

皆

由

行

者

關

入

假

令

賊

先

據

此

下

瞰

邑

城

勢

若

建

瓴

矣

請

增

設

官

兵

于

此

于

此

控

禦

庶

爲

得

策

云

葢

諸

關

寨

皆

險

固

而

行

者

尤

要

也

詳

見

河

南

重

險

黽

阨

三

關

黃
土
關

縣

北

百

里

東

北

至

信

陽

州

六

十

里

又

武

勝

關

在

縣

東

百

二

十

里

○

鳯

見

關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志

云

常

有

鳯

見

此

因

名

又

恨

這

關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亦

與

信

陽

接

界

有

巡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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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敷
文
閣

□
□
□
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其

相

近

者

曰

平

康

寨

□

鍋

□

寨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其

相

接

者

曰

興

安

寨

于

諸

寨

中

最

爲

險

峻

又

牛

心

寨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其

相

接

者

曰

鵶

狐

寨

又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有

婆

婆

寨

相

傳

昔

時

女

人

聚

衆

避

兵

處

又

有

鐵

城

龍

爬

等

寨

倛

見

上

○

廣

水

店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其

相

近

者

又

有

二

郎

畋

又

井

子

鎭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皆

正

德

中

官

兵

敗

賊

處

又

有

太

平

鎭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附
見

隨
州
守
禦
千
戸
所

在

州

治

東

隷

安

陸

衛

洪

武

初

分

守

于

此

岳
州
府

東

北

至

武

昌

府

五

百

六

十

里

東

南

至

江

西

袁

州

府

六

百

五

十

里

南

至

長

沙

府

三

百

八

十

五

里

西

南

至

常

德

府

四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辰

州

府

八

百

七

十

里

西

北

至

荆

州

府

四

百

七

十

里

北

至

安

陸

府

沔

陽

州

三

百

五

十

里

自

府

治

至

布

政

司

見

上

至

京

師

五

千

六

百

七

十

里

禹
貢
荆
州
地

杜

佑

曰

今

長

沙

衡

陽

皆

古

之

三

苗

國

地

也

春
秋
戰
國
時
屬
楚

春

秋

時

亦

爲

糜

羅

二

國

地

秦
爲
長
沙
郡
地
漢
屬
長
沙
國
後
漢
屬
長

沙
郡
三
國
吳
爲
重
鎭
晉
仍
屬
長
沙
郡

未

志

晉

元

康

末

分

置

建

昌

郡

咸

康

初

并

入

長

沙

東
晉
時
巴
陵
亦
爲
重
鎭
宋
元
嘉
十
六
年
分
長

沙
置
巴
陵
郡
屬
湘
州
齊
因
之
梁
兼
置
巴
州
隋
平
陳
郡

廢
改
州
曰
岳
州

治

巴

陵

縣

煬
帝
初
改
爲
羅
州
旋
復
爲
巴
陵

郡
唐
初
蕭
銑
置
巴
州
武
德
四
年
平
蕭
銑
仍
爲
巴
州
六

年
改
爲
岳
州
天
寶
初
又
爲
巴
陵
郡
乾
元
初
復
曰
岳
州

五
代
時
馬
殷
有
其
地
後
屬
于
周
行
逢
宋
仍
爲
岳
州

亦曰

巴

陵

郡

宣

和

初

又

賜

軍

號

岳

陽

軍

節

度

紹
興
二
十
五
年
改
曰
純
州

秦

檜

以

州

名

與

岳

飛

姓

同

奏

改

又

改

軍

額

曰

華

容

三
十
年
復
舊
元
置
岳
州
路
明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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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初
改
爲
岳
州
府
九
年
降
爲
州
十
四
年
復
爲
府
領
州

一
縣
七
今
仍
舊

府
囊
山
帶
江
處
百
越
巴
蜀
荆
襄
之
會
全
楚
之
要
膂
也

三
國
初
曹
公
下
荆
州
以
舟
師
追
先
主
至
巴
邱
旣
而
敗

還
先
主
與
周
瑜
俱
自
巴
邱
追
躡
之
後
魯
肅
戍
守
于
此

以
爲
重
鎭

水

經

注

巴

陵

吳

之

巴

邱

邸

閣

也

城

冢

記

巴

陵

城

魯

肅

所

立

孫
皓
時
萬
彧

屯
兵
于
此
以
拒
晉
師
杜
預
曰
巴
邱
沔
湘
之
會
表
裏
山

川
實
爲
險
固
晉
室
不
競
東
南
多
故
陶
侃
鎭
荆
州
以
江

陵
偏
遠
移
治
巴
陵
及
上
游
發
難
兵
鋒
東
指
亦
以
巴
陵

爲
喉
嗌

隆

安

初

殷

仲

堪

舉

兵

江

陵

討

王

國

寶

遣

南

郡

相

楊

佺

期

屯

巴

陵

宋
齊
以
後
巴

陵
綰
荆
湘
郢
三
州
之
衝
談
形
勝
者
未
嘗
不
首
及
巴
陵

梁
侯
景
之
亂
湘
東
王
繹
遣
王
僧
辨
進
討
至
巴
陵
聞
郢

州
已
陷
因
畱
戍
之
繹
令
僧
辨
曰
賊
旣
乘
勝
必
將
西
上

但
守
巴
邱
以
逸
待
勞
無
慮
不
克
又
謂
將
佐
曰
賊
若
水

步
兩
道
直
指
江
陵
此
上
策
也
據
夏
首
積
兵
糧
中
策
也

悉
力
攻
巴
陵
下
策
也
巴
陵
城
小
而
固
僧
辨
足
可
委
任

景
攻
城
不
拔
野
無
所
掠
暑
疫
時
起
食
盡
兵
疲
破
之
必

矣
景
悉
力
攻
巴
陵
果
敗
遁
陳
初
後
梁
引
周
人
掠
取
巴

陵
長
沙
諸
郡
侯
瑱
等
悉
力
爭
之
首
得
巴
陵
諸
郡
相
次

降
下
隋
將
取
陳
崔
仲
方
謂
水
陸
衝
要
必
爭
之
所
巴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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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敷
文
閣

亦
其
一
也
唐
人
以
岳
鄂
二
州
控
扼
江
沔
並
稱
衝
要
五

代
時
荆
襄
多
事
往
往
爭
勝
于
巴
陵
葢
湖
南
得
之
足
以

規
取
荆
鄂
淮
南
得
之
足
以
包
舉
湖
南
故
爭
之
急
也
宋

末
蒙
古
據
岳
州
而
湖
南
兩
粤
次
第
傾
陷
葢
自
江
而
東

西
自
湖
而
南
北
巴
陵
皆
居
其
要
會
巴
陵
未
下
不
可
以

圖
進
取
也
呂
氏
祉
曰
巴
陵
與
武
昌
葢
輔
車
之
勢
岳
陽

志
曰
四
瀆
長
江
爲
長
五
湖
洞
庭
爲
宗
江
湖
之
勝
巴
陵

兼
有
之
故
其
形
勢
最
重
云

巴
陵
縣

附

郭

本

漢

長

沙

郡

下

嶲

縣

地

孫

吳

初

爲

巴

邱

邸

閣

晉

初

置

巴

陵

縣

仍

屬

長

沙

宋

屬

巴

陵

郡

自

是

以

後

州

郡

皆

治

此

明

洪

武

九

年

省

入

岳

州

十

四

年

復

置

編

戸

五

十

七

里

巴
邱
城

今

郡

治

相

傳

孫

吳

所

築

故

城

也

明

洪

武

中

因

舊

址

增

築

周

九

里

有

奇

門

五

東

朝

陽

西

岳

陽

西

之

左

下

水

南

南

薫

北

拱

極

其

縣

治

舊

在

府

城

外

宏

治

中

始

築

城

環

之

周

一

里

有

奇

下
雋
城

漢

縣

屬

長

沙

國

後

漢

屬

長

沙

郡

晉

因

之

太

安

二

年

陶

侃

等

屢

破

江

沔

賊

張

昌

昌

逃

于

下

雋

山

葢

縣

境

山

中

也

宋

齊

俱

屬

巴

陵

郡

梁

陳

間

省

入

巴

陵

縣

水

經

注

江

水

東

至

長

沙

下

雋

縣

北

澧

水

澬

水

沅

水

合

東

流

注

之

葢

巴

陵

江

左

所

設

本

下

雋

地

也

後

漢

建

武

二

十

五

年

馬

援

討

五

溪

蠻

軍

次

下

雋

時

未

設

巴

陵

則

下

雋

爲

頓

宿

要

地

矣

太

子

賢

曰

下

雋

城

在

辰

州

沅

陵

縣

悞

也

糜
城

府

東

三

十

里

相

傳

古

糜

子

國

有

東

西

二

城

春

秋

定

五

年

秦

救

楚

敗

吳

師

吳

師

居

糜

楚

人

焚

之

又

戰

吳

師

敗

還

旣

而

楚

昭

王

使

王

孫

由

于

城

糜

卽

此

○

劉

備

城

在

府

西

九

十

里

相

傳

昭

烈

與

吳

爭

荆

州

時

所

築

又

陶

侃

城

在

府

東

八

里

侃

鎭

巴

陵

時

所

築

也

又

有

竹

城

亦

在

府

東

志

云

宋

建

𤆌

紹

興

之

擾

州

嘗

寄

治

仙

明

洲

東

岸

以

竹

爲

城

至

今

猶

稱

竹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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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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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敷
文
閣

巴
邱
山

在

府

城

西

南

後

漢

建

安

十

五

年

吳

周

瑜

卒

于

巴

邱

旣

而

孫

權

使

魯

肅

以

萬

人

屯

巴

邱

蜀

漢

建

興

三

年

吳

主

聞

武

侯

卒

增

巴

邱

守

萬

人

漢

人

聞

之

亦

增

永

安

之

守

宗

預

使

吳

所

謂

東

益

巴

邱

之

戍

西

增

白

帝

之

守

者

也

陳

天

嘉

初

周

將

賀

若

敦

等

軍

相

川

侯

瑱

等

屯

巴

邱

以

逼

之

亦

名

天

岳

山

一

名

幕

阜

山

前

有

培

塿

謂

之

巴

蛇

冢

相

傳

羿

屠

巴

蛇

于

洞

匡

其

骨

若

陵

因

以

謂

之

巴

陵

山

後

臨

人

江

水

經

注

湘

水

至

巴

邱

入

江

山

在

右

岸

有

巴

陵

故

城

是

也

又

有

白

鶴

山

在

城

南

二

里

與

巴

邱

相

峙

又

有

九

龜

山

在

城

南

五

里

水

際

有

九

山

相

連

君
山

在

府

西

南

十

五

里

洞

庭

湖

中

一

名

湘

山

史

記

黃

帝

南

至

于

江

登

熊

湘

湘

卽

湘

山

也

秦

始

皇

二

十

八

年

南

游

浮

江

至

湘

山

祠

遇

大

風

因

問

湘

君

何

神

博

士

對

曰

堯

女

舜

妃

始

皇

怒

命

赭

其

山

唐

天

復

二

年

淮

南

將

李

神

福

敗

荆

南

帥

成

汭

于

君

山

後

唐

天

成

三

年

吳

將

苗

𡑝

攻

楚

岳

州

至

君

山

及

還

爲

楚

将

許

德

勲

所

擒

宋

紹

興

五

年

岳

飛

伐

君

山

木

爲

已

筏

塞

洞

庭

諸

汊

港

擒

斬

楊

么

是

也

志

云

山

方

六

十

里

狀

如

十

二

螺

髻

亦

名

洞

庭

山

山

海

經

洞

庭

之

山

帝

之

二

女

居

之

葢

堯

女

湘

君

嘗

居

此

又

名

酒

香

山

山

有

仙

酒

漢

武

使

欒

巴

求

得

之

爲

東

方

朔

所

竊

飮

今

春

時

山

中

往

往

聞

酒

香

也

道

書

以

君

山

爲

第

一

福

地

○

編

山

在

府

南

五

里

君

山

東

洞

庭

之

涯

狀

如

浮

舟

水

經

注

謂

之

編

山

括

地

志

以

爲

卽

湘

山

城
陵
山

府

西

北

十

五

里

蜀

江

西

來

洞

庭

南

注

合

流

于

此

乃

一

郡

水

口

山

下

有

城

陵

磯

長

江

奔

流

于

磯

下

東

則

有

白

石

翟

家

二

湖

滙

焉

每

舟

行

多

阻

風

濤

陸

行

則

尋

山

歴

澗

紆

回

三

十

餘

里

舊

嘗

于

二

湖

口

構

木

爲

梁

頗

利

涉

明

宏

治

中

築

永

濟

堤

于

磯

南

長

四

千

丈

于

舊

置

梁

處

爲

橋

二

以

便

行

者

岳

州

有

事

城

陵

饑

其

必

爭

之

地

也

水

經

注

江

之

右

岸

有

城

陵

山

山

有

故

城

東

接

微

落

山

亦

曰

暉

落

磯

○

七

里

山

在

府

北

七

里

宋

岳

飛

討

楊

么

屯

兵

于

此

黃
茅
山

府

東

三

十

里

盤

亘

數

里

壁

立

干

霄

相

近

爲

集

雲

峯

有

疊

嶂

層

巒

之

勝

又

千

聚

山

在

府

東

百

里

盤

亘

數

十

里

衆

山

拱

揖

其

旁

其

相

近

者

曰

雷

分

臺

山

秀

麗

高

聳

一

名

仙

人

臺

又

福

聖

山

在

府

東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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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里

多

松

柏

相

傳

宋

末

蒙

古

兵

過

此

伐

其

樹

斧

斤

不

能

入

時

以

爲

神

亦

名

福

聖

臺

又

相

思

山

在

府

東

百

三

十

里

高

聳

盤

崌

巖

石

甚

勝

○

九

峯

山

在

府

東

北

百

里

山

高

聳

有

九

峯

並

峙

其

相

接

者

曰

黃

龍

山

亦

峻

拔

又

大

雲

山

在

府

東

北

五

十

里

連

接

七

十

餘

峯

高

數

百

丈

與

九

峯

山

連

麓

山

之

北

屬

臨

湘

縣

志

云

府

東

北

百

五

十

里

又

有

渭

洞

廣

袤

百

里

周

圍

如

城

石
城
山

府

南

六

十

里

上

有

楊

么

寨

又

鹿

角

山

在

府

南

五

十

里

洞

庭

湖

東

舊

爲

戍

守

之

所

又

九

馬

觜

山

在

府

西

南

四

十

里

岸

有

九

觜

舟

過

甚

險

又

西

南

十

里

有

五

龍

山

以

五

山

對

峙

而

名

○

火

發

嶺

仕

府

東

北

三

十

里

兩

山

夾

峙

形

勢

崇

絶

隱
磯

在

府

東

北

磯

南

對

彭

城

磯

二

磯

之

間

大

江

之

中

也

宋

元

嘉

三

年

到

彥

之

等

討

謝

晦

爲

晦

前

鋒

所

敗

退

保

隱

磯

梁

大

寶

三

年

侯

景

破

江

夏

引

軍

西

上

緣

江

戍

邏

望

風

請

服

景

遂

自

隱

磯

濟

江

攻

巴

陵

爲

王

僧

辨

所

敗

又

彭

城

隱

磯

之

間

有

巨

石

孤

立

大

江

中

東

江

浦

世

謂

之

白

馬

口

亦

謂

之

白

馬

磯

大
江

在

府

城

西

北

十

五

里

自

荆

州

府

石

首

縣

境

東

流

經

城

陵

磯

下

合

洞

庭

諸

水

入

臨

湘

縣

又

東

北

人

武

昌

府

界

其

流

淸

者

爲

洞

庭

濁

者

爲

大

江

其

迴

合

之

處

曰

荆

江

口

亦

曰

西

江

口

亦

曰

三

江

口

三

江

者

岷

江

爲

西

江

澧

江

爲

中

江

湘

江

爲

南

江

也

志

曰

三

江

俱

在

府

城

下

宋

吳

表

臣

謂

大

江

上

流

最

急

者

岳

之

北

津

卽

三

江

口

也

餘

見

重

險

荆

江

口

洞
庭
湖

在

府

西

南

其

南

曰

靑

草

湖

其

西

曰

赤

沙

湖

凡

七

八

百

里

亦

謂

之

三

湖

詳

見

大

川

洞

庭

○

白

石

湖

在

府

北

七

里

其

相

接

者

曰

翟

家

湖

又

魚

苗

羊

湖

在

府

北

十

五

里

又

府

東

三

里

有

楓

橋

湖

府

東

六

十

里

有

乾

沙

湖

又

　

山

湖

在

府

南

五

里

又

南

有

鹿

角

湖

在

鹿

角

山

下

志

云

蝦

鬚

池

在

府

北

二

十

里

大

城

池

在

府

西

北

八

十

里

與

鹿

角

　

山

等

湖

皆

有

河

泊

所

㴩
湖

在

府

東

南

五

里

亦

名

滃

湖

相

傳

古

雍

澨

也

左

傳

定

四

年

吳

人

敗

楚

師

于

雍

澨

爾

雅

水

返

入

爲

㴩

唐

張

說

云

㴩

湖

者

沅

湘

澧

汨

之

餘

波

夏

潦

奔

注

則

泆

爲

此

湖

冬

霜

旣

降

則

涸

爲

平

野

亦

曰

角

子

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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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五

　

敷
文
閣

在

洞

庭

之

角

也

後

唐

天

成

三

年

吳

將

苗

璘

將

水

軍

攻

楚

岳

州

至

君

山

楚

將

許

德

勲

潛

軍

角

子

湖

使

别

將

絶

吳

歸

路

遂

擒

璘

或

謂

之

閣

子

湖

以

湖

地

畢

歲

苦

水

患

民

多

重

屋

而

居

故

名

也

今

有

閣

子

鎭

新
牆
河

府

南

六

十

里

發

源

相

思

山

自

灌

口

注

于

洞

庭

湖

又

府

東

南

有

雋

水

或

曰

出

大

雲

山

流

入

武

昌

府

通

城

縣

○

大

江

港

在

府

西

門

下

爲

荆

湘

常

澧

之

通

道

又

南

津

港

在

府

南

五

里

油

港

在

府

東

四

十

里

栢

港

在

府

東

北

十

五

里

龍

灣

港

在

府

東

南

五

十

里

皆

北

出

大

江

西

通

湖

渚

楊
林
浦

在

府

北

或

曰

卽

楊

葉

洲

也

姚

思

廉

云

州

近

西

江

口

以

形

似

名

陳

天

嘉

初

侯

瑱

等

軍

于

巴

邱

襲

破

周

將

獨

孤

盛

于

楊

葉

洲

盛

收

兵

登

岸

築

城

自

保

旣

而

周

將

尉

遲

憲

以

巴

陵

降

盛

將

餘

衆

自

揚

葉

洲

遁

還

後

唐

天

成

中

楚

將

許

德

勲

擊

苗

璘

使

别

將

帥

戰

艦

二

百

屯

楊

林

浦

絶

吳

歸

路

璘

還

至

江

口

爲

德

勲

所

擒

王

氏

曰

浦

葢

在

三

江

口

北

岸

彭
城
洲

在

府

城

東

北

宋

元

嘉

三

年

謝

晦

自

江

陵

舉

兵

東

下

至

江

口

到

彥

之

已

至

彭

城

洲

晦

前

鋒

庾

登

之

據

巴

陵

畏

懦

不

進

久

之

使

孔

延

秀

攻

破

將

軍

蕭

欣

于

彭

城

洲

又

攻

破

洲

口

栅

彥

之

退

保

隱

磯

水

經

注

江

水

過

長

沙

下

雋

縣

北

東

逕

彭

城

曰

水

東

有

彭

城

磯

自

彭

城

磯

東

逕

如

山

北

山

北

對

隱

磯

是

也

又

忌

置

洲

在

府

北

水

經

注

江

水

自

西

江

口

東

逕

忌

置

山

南

又

東

過

彭

城

口

宋

檀

道

濟

等

討

謝

晦

至

忌

置

洲

尾

列

船

過

江

是

也

曹
公
洲

在

府

城

南

四

十

里

括

地

志

巴

邱

湖

中

有

曹

公

洲

卽

孟

德

爲

孫

權

所

敗

燒

船

處

又

金

沙

洲

亦

在

洞

庭

湖

中

一

名

龍

堆

延

袤

數

里

亦

名

金

沙

堆

○

偃

虬

堤

在

府

治

西

北

城

下

瞰

洞

庭

每

至

夏

秋

風

濤

晝

夜

潄

囓

宋

郡

守

滕

宗

諒

因

築

此

堤

捍

之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江

湖

俱

溢

堤

圮

隆

慶

初

郡

守

李

時

漸

繕

城

築

堤

民

賴

其

利

又

李

公

堤

在

府

城

東

北

直

接

城

陵

磯

長

十

五

里

舊

本

湖

地

水

漲

病

涉

宏

治

中

郡

守

李

鏡

築

堤

建

橋

人

以

爲

便

又

白

荆

堤

在

府

東

南

十

里

與

㴩

湖

相

近

白
田
鎮

在

府

北

五

代

梁

開

平

四

年

荆

南

帥

高

季

昌

敗

楚

馬

殷

兵

于

公

安

之

油

口

逐

北

至

白

田

而

還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四
十
六

　

敷
文
閣

唐

天

成

三

年

荆

南

高

季

興

復

敗

楚

兵

于

白

田

執

楚

岳

州

刺

史

李

廷

規

九

域

志

巴

陵

縣

有

白

田

鎭

○

鹿

角

鎭

仕

府

南

五

十

里

以

山

爲

名

朱

梁

開

平

初

淮

南

將

冷

業

引

水

軍

救

雷

彥

恭

于

朗

州

自

平

江

進

屯

朗

口

楚

將

許

德

勳

敗

之

追

至

鹿

角

鎭

擒

之

是

也

今

爲

鹿

角

水

驛

并

置

巡

司

于

此

又

岳

陽

馬

驛

在

府

北

三

里

府

西

九

十

里

又

有

臨

江

馬

驛

臨
湘
縣

府

東

北

九

十

五

里

東

至

武

昌

府

蒲

圻

縣

百

七

十

里

西

北

至

安

陸

府

沔

陽

州

二

百

五

十

里

本

巴

陵

縣

地

五

代

唐

淸

泰

中

湖

南

置

王

朝

塲

于

此

宋

淳

元

三

年

升

爲

王

朝

縣

屬

岳

州

至

道

初

改

臨

湘

縣

編

戸

八

里

今

城

周

四

里

有

奇

望
城
山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下

有

泉

漑

田

千

頃

山

高

峻

登

之

可

望

郡

城

又

魚

梁

山

在

縣

南

一

里

山

下

有

湖

漁

者

取

魚

于

此

又

方

山

在

縣

南

百

里

山

勢

方

正

接

巴

陵

縣

界

○

黃

岡

山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峯

巒

聳

拔

林

木

葱

蒨

又

金

雞

山

在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盤

礴

峻

麗

洞

穴

深

邃

又

鳳

凰

山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山

巒

高

秀

其

相

接

者

曰

樓

閣

山

羣

峯

疊

出

狀

如

樓

閣

又

大

雲

山

在

縣

東

南

九

十

里

山

之

陽

接

巴

陵

縣

界

龍
窖
山

縣

東

百

里

跨

臨

湘

通

城

崇

陽

蒲

圻

四

縣

界

上

有

龍

湫

因

名

又

有

龍

洞

洞

有

石

門

山

猺

所

居

又

寡

姑

山

在

縣

東

南

八

十

里

高

峻

侵

雲

又

東

南

十

里

爲

旋

風

山

一

峯

高

峻

林

木

陰

翳

風

至

此

多

旋

轉

○

馬

鞍

山

在

縣

西

南

二

里

濱

江

以

形

似

名

又

象

骨

山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山

海

經

巴

蛇

吞

象

暴

骨

于

此

下

有

港

亦

以

象

骨

名

又

崖

嶺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崖

石

壁

立

聯

絡

數

峯

道
人
磯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大

江

濱

有

石

高

十

餘

丈

如

道

人

面

北

而

立

磯

中

有

二

洲

南

爲

黃

金

瀨

北

爲

黃

金

浦

上

又

有

白

石

高

丈

餘

其

光

如

鏡

亦

名

雞

冠

石

後

唐

天

成

三

年

吳

兵

至

荆

江

口

將

會

荆

南

兵

攻

岳

州

進

至

道

人

磯

楚

將

許

德

勲

以

奇

兵

出

其

後

夾

擊

之

擒

其

將

○

鴨

闌

磯

在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相

傳

吳

建

昌

侯

孫

慮

作

閗

鴨

欄

于

此

陸

遜

諌

止

之

今

有

鴨

闌

水

并

置

巡

司

于

此

又

城

陵

磯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亦

有

水

驛

及

置

巡

司

于

此

葢

與

巴

陵

縣

相

接

也

志

云

縣

東

北

七

十

五

里

又

有

白

馬

磯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四
十
七

　

敷
文
閣

大
江

縣

西

北

五

里

自

巴

陵

縣

流

入

界

經

縣

北

三

里

又

東

北

流

入

武

昌

府

嘉

魚

縣

境

雲
溪
水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源

出

崖

嶺

流

經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滙

爲

松

陽

湖

又

象

骨

港

亦

自

縣

西

南

東

出

松

陽

湖

流

合

焉

注

于

大

江

昔

有

松

陽

河

泊

所

今

革

○

港

頭

水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源

出

巴

陵

縣

東

北

九

十

里

之

石

佛

嶺

流

入

縣

南

五

里

之

白

泥

湖

又

東

北

接

縣

東

五

里

之

連

家

湖

引

流

爲

淸

江

口

達

于

江

今

有

連

家

湖

河

泊

所

志

云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有

楓

橋

湖

又

西

南

五

里

有

魯

家

湖

通

大

江

產

蓮

一

名

蓮

湖

又

縣

東

五

里

有

蓴

湖

春

夏

水

漲

皆

流

入

大

江

黃
荆
港

縣

南

五

十

五

里

源

出

縣

南

百

里

之

漿

山

北

流

經

縣

東

聶

家

市

會

淸

江

口

入

大

江

又

縣

東

六

十

里

有

爬

見

港

出

巴

陵

縣

東

百

里

之

石

獅

尖

山

亦

流

經

聶

家

市

會

淸

江

口

又

南

港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源

出

縣

南

三

十

里

之

金

竹

山

東

北

流

臨

楠

木

港

亦

滙

于

淸

江

口

注

于

大

江

○

雙

港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源

出

方

山

二

流

並

導

出

桃

林

踰

西

井

過

罐

子

口

入

洞

庭

湖

志

云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又

有

靑

菱

𣺮

東

連

荷

葉

𣺮

水

漲

則

合

爲

一

水

消

則

隔

爲

二

有

魚

利

產

野

菱

因

名

南
陽
洲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江

中

廣

饒

可

耕

又

有

潦

滸

洲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大

江

夾

流

一

洲

中

峙

地

可

耕

斷
山
泉

縣

南

八

十

里

泉

瀉

斷

崖

之

間

灌

田

百

餘

頃

○

趙

公

港

在

縣

治

東

舊

有

堤

傾

圮

元

泰

定

間

縣

尹

趙

憲

築

成

之

水

患

遂

平

土
門
鎭

在

縣

東

南

有

巡

司

戍

守

又

長

安

馬

驛

在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又

雲

溪

馬

驛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志

云

縣

西

北

有

楊

林

渡

路

出

嘉

魚

縣

又

縣

西

五

里

有

沙

鍋

渡

路

通

荆

州

府

監

利

縣

華
容
縣

府

西

一

百

八

十

里

北

至

荆

州

府

石

首

縣

八

十

里

南

至

常

德

府

沅

江

縣

二

百

四

十

里

本

漢

武

陵

郡

孱

陵

縣

地

晉

初

分

置

安

南

縣

屬

南

平

郡

劉

昫

曰

安

南

縣

劉

表

所

置

也

宋

齊

因

之

梁

封

蕭

駿

爲

安

南

侯

又

置

南

安

郡

于

此

郡

尋

廢

隋

初

縣

屬

岳

州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曰

華

容

縣

唐

初

因

之

垂

拱

二

年

改

曰

容

城

縣

神

龍

初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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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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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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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八

　

敷
文
閣

復

曰

華

容

仍

屬

岳

州

宋

因

之

舊

治

在

縣

東

南

安

港

以

水

患

移

今

治

元

仍

舊

編

戸

十

八

里

今

城

周

四

里

尋

赤
亭
城

縣

南

五

十

里

三

面

臨

水

極

爲

阻

隘

梁

大

寶

二

年

湘

東

王

繹

遣

胡

僧

祐

援

巴

陵

與

侯

景

將

任

約

遇

于

芉

口

僧

祐

潛

引

兵

至

赤

沙

亭

約

至

僧

□

擊

擒

之

城

近

赤

亭

湖

因

以

爲

名

○

劉

備

城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俗

傳

是

先

主

中

軍

寨

又

謂

之

金

門

劉

僃

城

又

岳

城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宋

岳

飛

征

楊

么

築

此

屯

丘

東
山

在

縣

東

十

里

峯

巒

秀

麗

連

亘

百

里

古

松

夾

道

驛

路

經

其

中

其

相

接

者

曰

龍

峯

山

四

山

迴

抱

洞

庭

在

望

稱

爲

奇

勝

○

南

山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隔

湖

對

峙

蒼

翠

如

屏

又

南

十

里

有

禹

山

相

傳

禹

濬

川

時

嘗

登

其

巓

今

有

禹

廟

石
門
山

縣

東

三

十

里

一

名

仙

廬

山

山

有

七

峯

其

相

連

者

曰

墨

山

墨

山

北

有

元

石

山

楚

辭

馳

余

車

于

元

石

是

也

志

曰

墨

山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又

鼓

樓

山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上

有

石

室

下

瞰

洞

庭

中

可

容

千

人

澧
水

在

縣

西

南

九

江

之

一

也

自

安

鄕

縣

廢

作

唐

縣

東

流

入

縣

境

合

赤

沙

湖

而

注

于

洞

庭

志

云

縣

治

北

有

華

容

河

晉

杜

預

所

開

以

通

零

桂

之

漕

北

接

大

江

南

達

洞

庭

今

堙

○

縣

河

在

縣

城

南

志

云

縣

東

北

一

里

曰

北

河

縣

東

南

一

里

曰

南

河

流

經

縣

南

三

十

里

曰

縣

港

口

又

東

爲

紫

港

流

經

靑

草

湖

委

曲

百

折

達

于

洞

庭

湖

俗

亦

謂

之

華

容

湖

又

縣

東

二

十

里

有

板

橋

港

又

東

五

里

有

沙

港

皆

委

曲

入

于

洞

庭

赤
沙
湖

在

縣

西

南

亦

謂

之

赤

湖

接

巴

陸

安

鄕

縣

及

常

德

府

龍

陽

沅

江

二

縣

界

水

經

注

澧

水

與

赤

沙

湖

會

湖

水

北

通

江

南

達

澧

巴

陵

志

洞

庭

湖

西

吞

赤

沙

是

也

亦

謂

之

赤

亭

湖

又

靑

草

湖

在

縣

東

南

亦

曰

靑

湖

與

洞

庭

湖

相

連

○

褚

塘

湖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又

蘇

池

湖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杜

家

潭

湖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延

湖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皆

掌

于

河

泊

所

又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曰

澌

城

湖

相

接

者

曰

須

臾

湖

又

縣

西

一

里

有

城

西

湖

又

西

有

斗

子

湖

縣

北

二

里

有

張

家

湖

又

北

二

里

有

黃

湖

志

云

縣

境

底

窪

湖

澤

環

遶

凡

數

十

處

洞

庭

漲

溢

輙

有

渰

溺

之

患

故

繞

境

爲

堤

亦

以

數

十

許

又

金

山

臺

池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亦

掌

于

河

泊

所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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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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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四
十
九

　

敷
文
閣

湘
浦

舊

志

云

在

縣

東

亦

謂

之

三

湘

浦

梁

天

監

中

僧

寶

誌

爲

符

書

云

起

自

汝

蔡

迄

於

三

湘

後

侯

景

起

於

汝

水

之

南

而

敗

於

三

湘

之

浦

故

亦

名

侯

景

浦

楊
子
洲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相

傳

荆

佽

飛

刺

蛟

處

安
津
堤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內

有

十

臺

九

堰

皆

利

灌

漑

正

德

中

堤

壞

復

修

築

之

水

利

考

縣

境

陂

堰

堤

塘

之

屬

凡

九

十

有

餘

而

安

津

尤

爲

低

窪

修

防

最

切

白
塉
亭

在

縣

東

南

梁

大

寶

二

年

侯

景

圍

巴

陵

湘

東

王

繹

遣

將

胡

僧

祐

自

江

陵

帥

水

軍

赴

援

至

湘

浦

景

遣

其

將

任

約

據

白

塉

以

待

之

僧

祐

由

他

路

西

上

約

追

之

及

于

芊

口

是

也

○

芊

口

鎭

在

縣

南

任

約

追

胡

僧

祐

及

于

芊

口

僧

祐

潛

引

兵

至

赤

沙

亭

擒

約

是

也

古
樓
寨

縣

南

六

十

里

宋

時

防

戍

處

今

爲

明

山

鼓

樓

巡

司

并

置

水

驛

于

此

成

化

初

洞

庭

賊

出

没

爲

患

因

增

設

官

兵

哨

守

以

明

山

鼓

樓

二

山

名

也

明

山

在

縣

南

百

里

又

黃

家

穴

鎭

在

縣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亦

有

巡

司

并

置

水

驛

于

此

又

城

北

一

里

有

北

河

渡

巡

司

今

與

明

山

古

樓

驛

俱

革

○

華

容

馬

驛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五

十

里

志

云

縣

北

十

五

里

有

五

田

渡

東

通

巴

陵

西

通

石

首

又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有

碾

溪

渡

又

西

四

十

里

有

遊

仙

渡

皆

路

出

安

鄕

平
江
縣

府

南

二

百

四

十

里

東

至

江

西

寧

州

二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長

沙

府

湘

陰

縣

二

百

里

本

春

秋

羅

國

地

泰

爲

羅

縣

漢

因

之

屬

長

沙

國

後

漢

屬

長

沙

郡

建

安

十

五

年

孫

吳

析

置

漢

昌

縣

并

置

漢

昌

郡

以

魯

肅

領

漢

昌

太

守

郡

尋

廢

改

縣

曰

吳

昌

晉

屬

長

沙

郡

宋

齊

因

之

梁

屬

岳

陽

郡

隋

屬

岳

州

開

皇

九

年

省

入

羅

縣

唐

又

省

羅

縣

入

湘

陰

神

龍

三

年

復

分

置

昌

江

縣

仍

屬

岳

州

五

代

唐

諱

昌

馬

氏

因

改

曰

平

江

宋

因

之

元

元

貞

初

升

爲

平

江

州

明

洪

武

二

年

復

爲

縣

今

僅

有

城

址

未

築

城

編

戸

五

十

里

羅
城

縣

南

三

十

里

志

云

古

羅

子

國

也

羅

本

國

于

宜

城

之

西

山

楚

遷

之

于

枝

江

後

又

徙

于

此

又

有

故

羅

縣

在

今

湘

陰

縣

境

內

志

云

縣

南

境

與

長

沙

府

之

瀏

陽

縣

接

境

朱

梁

初

荆

南

高

季

興

楚

馬

殷

共

攻

朗

州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五

十

　

敷
文
閣

帥

雷

彥

恭

彦

恭

乞

降

于

淮

南

淮

南

遣

水

軍

屯

平

江

步

騎

屯

瀏

陽

救

之

是

也

幕
阜
山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一

名

天

岳

山

高

一

千

八

百

丈

周

迴

五

百

里

石

崖

壁

立

上

有

篆

文

云

夏

禹

治

水

嘗

至

此

山

頂

有

田

數

畝

東

有

温

泉

三

穴

又

有

繫

舟

峯

芙

蓉

池

列

仙

壇

諸

勝

道

書

以

爲

第

二

十

五

洞

天

也

志

曰

山

亦

名

天

柱

亦

名

雷

臺

亦

名

幕

府

又

卽

昌

江

之

别

名

云

○

籟

山

亦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石

壁

削

立

四

圍

懸

絶

有

小

石

徑

可

通

多

竹

故

名

又

黃

蘖

山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又

南

五

里

曰

梧

桐

山

峯

巒

秀

拔

巖

麓

相

接

各

以

所

產

名

永
寧
山

縣

北

六

十

里

四

壁

削

成

履

雲

梯

飛

棧

而

後

可

躋

其

端

沃

野

可

耕

斷

戈

朽

鏃

時

出

于

土

壤

中

又

五

角

山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五

峯

聳

峙

高

二

百

丈

上

有

趙

家

寨

三

面

險

絶

惟

一

徑

僅

通

亦

幕

阜

之

支

山

也

○

道

章

山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四

峯

高

聳

秀

出

羣

山

周

圍

磊

石

如

城

人

多

避

盗

于

此

又

九

峯

山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亦

高

險

可

避

兵

一

名

黃

沙

尖

又

道

巖

山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上

有

天

池

池

前

兩

峯

南

曰

席

帽

北

曰

雲

葢

又

有

巖

曰

香

爐

巖

又

縣

東

北

百

里

有

土

龍

山

汨

水

經

其

下

其

旁

曰

龍

門

山

昌
江
山

縣

東

南

二

里

一

名

魯

德

山

山

多

奇

勝

魯

肅

嘗

屯

兵

于

此

後

人

德

之

因

名

又

連

雲

山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舊

名

純

山

峭

拔

千

仭

雲

氣

嘗

覆

其

上

其

相

接

者

曰

明

山

周

圍

三

十

餘

里

三

面

峭

絶

惟

一

路

可

通

舊

名

奉

國

山

○

石

牛

山

在

縣

東

百

里

山

多

岑

石

其

狀

類

牛

又

有

大

寨

石

大

者

可

容

萬

人

小

者

容

千

人

井

泉

饒

給

可

以

避

寇

姜
源
嶺

縣

北

三

十

里

驛

道

接

通

城

縣

界

又

北

三

十

里

有

長

嶺

其

北

十

里

曰

新

開

嶺

又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有

桃

花

洞

上

亦

有

新

開

嶺

皆

官

道

所

經

也

○

回

謝

嶺

在

縣

北

七

十

五

里

巉

巖

峻

拔

路

出

巴

陵

行

者

病

其

險

隘

正

德

中

開

鑿

遂

爲

通

道

又

龍

影

洞

在

縣

西

北

志

云

深

三

千

餘

丈

周

三

十

里

石

壁

瑩

然

上

有

龍影

汨
水

縣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源

出

江

西

寧

州

境

內

之

栢

山

流

經

龍

門

山

又

西

南

流

至

縣

東

合

純

盧

二

水

經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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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五
十
一

　

敷
文
閣

縣

南

復

析

而

西

北

會

昌

水

下

流

入

湘

陰

縣

界

昌
水

縣

北

八

十

里

出

幕

阜

山

西

南

流

山

澗

中

有

巨

石

水

繞

其

旁

形

類

昌

字

因

名

又

南

合

汨

水

○

盧

水

出

縣

東

五

十

里

盧

山

西

北

流

合

汨

水

純

水

出

純

山

今

連

雲

山

也

流

經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西

北

合

于

汨

水

長
壽
鎭

在

縣

東

北

有

巡

司

又

有

宻

巖

寨

及

黃

陽

寨

皆

近

石

牛

山

旁

有

大

荆

馬

驛

在

縣

北

百

二

十

里

附
見

岳
州
衛

在

府

治

東

南

洪

武

初

置

領

千

戸

所

五

屬

湖

廣

都

司

今

亦

設

岳

州

衛

澧
州

府

西

二

百

七

十

里

南

至

常

德

府

一

百

八

十

里

西

至

永

順

衛

四

百

里

北

至

荆

州

府

三

百

里

春
秋
時
楚
地
秦
屬
黔
中
郡
漢
屬
武
陵
郡
吳
分
置
天
門

郡
治

零

陽

晉
又
析
置
南
義
陽
郡
宋
齊
至
梁
陳
皆
因
之
隋

平
陳
郡
俱
廢
改
置
松
州
尋
又
改
爲
澧
州

治

澧

陽

縣

焬
帝
大

業
初
復
改
州
爲
澧
陽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復
爲
澧
州
天
寶

初
曰
澧
陽
郡
乾
元
初
又
爲
澧
州
宋
因
之

亦

曰

澧

陽

郡

又

建

𤆌

四

年

徙

治

陶

家

市

山

砦

尋

復

舊

元
爲
澧
州
路
明
初
曰
澧
州
府
洪
武
二
十

九
年
降
爲
州
屬
常
德
府
以
州
治
澧
陽
縣
省
入

編

戸

三

十

一

里

明
年
改
隷
岳
州
府
領
縣
三
今
仍
舊

州
北
控
長
江
南
帶
洞
庭
屏
蔽
江
陵
咽
喉
潭
朗
亦
形
勝

處
也
五
代
漢
末
馬
希
萼
以
朗
州
兵
攻
其
弟
希
廣
于
潭

州
希
廣
上
言
荆
南
嶺
南
江
南
連
謀
欲
分
湖
南
地
乞
發

兵
屯
澧
州
以
扼
江
南
荆
南
援
朗
州
之
路
葢
州
據
荆
南

岳
州
常
德
三
郡
間
道
里
適
中
形
援
相
及
故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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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五
十
二

　

敷
文
閣

灃
陽
廢
縣

今

州

治

漢

零

陽

縣

地

晉

太

康

四

年

析

置

澧

陽

縣

屬

天

門

郡

宋

齊

因

之

陳

屬

石

門

郡

隋

初

郡

廢

以

縣

置

松

州

尋

改

澧

州

大

業

初

爲

澧

陽

郡

治

唐

亦

爲

澧

州

治

宋

因

之

明

初

省

州

城

洪

武

初

改

築

本

土

壘

永

樂

中

甃

以

磚

城

成

化

正

德

間

屢

經

修

治

今

城

周

九

里

有

奇

有

門

五

臨
澧
城

在

州

西

南

漢

充

縣

地

晉

太

康

四

年

置

臨

澧

縣

屬

天

門

郡

宋

齊

以

後

因

之

隋

廢

志

云

州

南

六

十

里

有

申

鳴

城

楚

大

夫

申

鳴

邑

也

又

宋

王

城

亦

在

州

南

六

十

里

之

長

樂

鄕

有

銅

昏

堰

以

銅

治

爲

之

畝

收

三

十

鍾

又

馬

援

城

在

州

東

五

十

里

援

征

蠻

時

所

築

關
山

在

府

東

十

五

里

山

形

盤

據

十

餘

里

高

八

十

餘

丈

蘭

江

東

奔

是

山

崛

立

水

口

如

關

鎻

然

故

名

相

連

爲

彰

觀

山

道

書

謂

之

四

十

四

福

地

○

彭

山

在

州

西

十

里

唐

高

祖

子

元

則

封

彭

王

常

宰

是

州

有

惠

政

因

名

舊

圖

經

云

彭

阜

聳

其

西

關

山

列

其

東

是

也

與

彭

山

相

接

者

曰

欽

山

在

州

西

二

十

里

大
浮
山

在

州

西

南

百

三

十

五

里

亦

名

獨

浮

山

跨

石

門

武

陵

桃

源

三

縣

界

中

多

石

室

石

壇

及

諸

溪

洞

之

勝

又

銅

山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相

傳

山

產

銅

永

樂

間

置

治

于

此

又

將

軍

山

在

州

南

六

十

里

志

云

高

百

餘

丈

周

三

十

里

相

傳

漢

紀

將

軍

信

曾

寓

于

此

澧
水

州

南

三

里

源

出

慈

利

縣

西

之

歴

山

東

流

會

漊

水

又

東

經

石

門

縣

會

渫

水

又

東

至

州

城

下

州

北

七

十

里

之

涔

水

州

東

二

十

五

里

之

澹

水

俱

流

合

焉

下

流

入

于

洞

庭

楚

辭

濯

余

珮

于

醴

浦

虞

喜

云

卽

澧

水

亦

曰

蘭

江

以

多

蘭

蕙

而

名

亦

曰

繡

水

志

云

澧

水

經

州

東

二

里

水

流

旋

折

如

繡

云

涔
水

在

州

東

北

水

經

注

涔

水

出

作

唐

西

北

天

門

郡

界

南

流

經

涔

坪

屯

屯

堨

涔

水

漑

田

數

千

頃

又

東

南

流

注

于

澧

水

又

茹

溪

在

州

西

北

百

六

十

里

源

出

龍

茹

山

昔

楚

莊

辛

說

楚

王

飮

茹

溪

之

水

卽

此

○

鹽

井

在

州

北

八

十

里

水

鹹

苦

明

初

立

塲

煎

鹽

不

成

而

廢

三
江
口
關

州

西

北

二

十

里

又

州

西

北

七

十

五

里

爲

古

城

關

皆

昔

時

置

戍

屯

兵

之

所

今

古

城

關

旁

有

營

門

遺

址

又

州

北

七

十

里

有

粮

倉

哨

其

地

本

名

泗

水

口

東

接

安

鄕

湖

口

北

連

荆

口

每

値

水

溢

萩

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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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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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湖

廣

三

　

　

五
十
三

　

敷
文
閣

蔽

岸

支

港

四

通

爲

盗

賊

淵

藪

降

慶

三

年

設

哨

于

此

增

置

官

兵

爲

防

禦

之

計

新
城
鎭

州

東

三

十

里

晉

車

胤

嘗

寓

此

唐

李

泌

爲

州

刺

史

更

築

新

城

元

因

置

新

城

鎭

又

有

陶

家

巾

山

砦

在

州

西

北

宋

嘗

徙

州

寓

治

此

○

嘉

山

鎭

亦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有

巡

司

又

州

東

二

里

有

蘭

江

水

馬

驛

州

南

六

十

里

有

淸

化

馬

驛

北

六

十

里

有

順

林

馬

驛

又

有

水

東

遞

運

所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安
鄕
縣

州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東

北

至

華

容

縣

九

十

里

漢

孱

陵

縣

地

屬

武

陵

郡

後

漢

分

置

作

唐

縣

東

晉

僑

置

南

義

陽

郡

梁

又

置

安

鄕

縣

爲

義

陽

郡

治

隋

平

陳

郡

廢

縣

屬

澧

州

唐

宋

因

之

縣

無

城

今

編

戸

十

里

作
唐
城

在

縣

東

北

後

漢

建

武

二

十

六

年

分

孱

陵

縣

作

唐

縣

縣

屬

武

陵

郡

晉

屬

南

平

郡

永

嘉

末

杜

𡸅

作

亂

荆

州

刺

史

王

澄

擊

之

軍

于

作

唐

是

也

宋

齊

因

之

隋

平

陳

郡

廢

改

縣

曰

孱

陵

屬

澧

州

唐

貞

觀

初

省

入

安

鄕

志

云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有

楊

城

宋

紹

興

中

賊

楊

么

所

築

也

黃
山

縣

北

六

十

里

土

石

皆

黃

一

名

金

峯

又

北

有

小

黃

山

昔

人

保

障

其

上

城

址

猶

存

澧
江

在

縣

城

西

南

流

而

東

折

至

華

容

縣

入

于

洞

庭

湖

一

名

長

河

志

云

縣

西

七

十

里

澧

江

上

有

馬

波

渡

相

傳

馬

援

征

五

溪

蠻

渡

兵

于

此

又

涔

水

在

縣

北

流

經

澧

州

界

入

于

澧

水

涔

水

之

北

曰

涔

陽

有

涔

陽

鎭

入

公

安

縣

界

大
鯨
湖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延

袤

數

十

里

下

流

入

澧

江

而

達

于

洞

庭

又

大

通

湖

在

縣

南

二

百

里

接

沅

江

縣

界

志

云

縣

境

湖

池

溪

港

之

屬

凡

數

十

計

皆

滙

流

注

于

洞

庭

○

景

港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上

通

荆

江

下

達

洞

庭

湖

一

名

景

源

港

又

夾

港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與

荆

州

府

石

門

縣

接

界

石
龜
市

縣

西

四

十

里

澧

水

上

舊

爲

商

民

環

聚

處

又

縣

南

三

十

里

有

顧

市

元

時

置

驛

于

此

今

廢

今

有

南

平

水

驛

在

縣

南

石
門
縣

州

西

九

十

里

南

至

常

德

府

桃

源

縣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荆

州

府

彛

陵

州

長

陽

縣

三

百

七

十

里

漢

置

零

陽

縣

屬

武

陵

郡

後

漢

因

之

三

國

吳

永

安

六

年

分

置

天

門

郡

治

此

晉

以

後

因

之

陳

改

石

門

郡

仍

爲

治

隋

罷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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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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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敷
文
閣

改

縣

曰

石

門

屬

澧

州

今

土

城

周

四

里

有

奇

編

尸

二

十

五

里

石
門
山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巖

石

壁

立

如

門

縣

以

此

名

或

以

爲

卽

孫

吳

永

安

中

山

石

自

開

處

悞

也

又

縣

東

一

里

有

天

門

臺

山

頂

方

正

如

臺

二

小

溪

合

流

臺

下

爲

天

門

橋

又

縣

西

北

一

里

有

方

頂

山

山

頂

方

平

○

層

步

山

在

縣

東

北

三

里

水

經

注

所

謂

澧

水

東

歴

層

步

山

者

也

外

望

如

一

內

有

三

重

亦

謂

之

層

山

夾
山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周

迴

三

十

里

高

二

百

餘

丈

兩

峯

並

峙

故

名

○

仙

客

山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高

巖

陡

峻

一

徑

縈

紆

又

黃

石

山

在

縣

西

北

二

百

十

里

有

谿

出

雄

黃

澧
水

在

縣

西

自

慈

利

縣

流

入

又

東

絶

澧

州

境

○

渫

水

在

縣

西

百

七

十

里

流

經

水

南

山

鯉

魚

山

合

陽

泉

南

溪

之

水

至

縣

西

四

十

里

入

于

澧

水

志

云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又

有

道

水

下

流

亦

入

于

澧

水

臺
直
寨

在

縣

西

北

宋

置

或

云

卽

今

添

平

所

也

又

縣

西

十

五

里

有

將

軍

渡

渡

口

有

石

如

將

軍

狀

因

名

路

通

九

溪

添

平

麻

寮

諸

處

洪

武

中

九

谿

衛

撥

軍

把

守

于

此

慈
利
縣

州

西

一

百

六

十

里

東

至

石

門

縣

八

十

里

南

至

常

德

府

桃

源

縣

二

百

十

里

本

漢

零

陽

充

二

縣

地

隋

開

皇

九

年

置

零

陵

縣

屬

崇

州

十

八

年

改

曰

慈

利

縣

大

業

初

州

廢

縣

屬

澧

陽

郡

唐

屬

澧

州

宋

因

之

元

元

貞

初

升

爲

慈

利

州

明

初

復

爲

縣

城

周

二

里

有

奇

編

戸

六

十

一

里

充
城

縣

西

二

百

四

十

里

漢

充

縣

屬

武

陵

郡

後

漢

因

之

永

和

二

年

武

陵

蠻

叛

圍

充

城

是

也

晉

仍

屬

天

門

郡

後

廢

宇

文

周

時

後

梁

嘗

置

衡

州

于

此

隋

開

皇

中

又

于

古

城

西

南

一

里

置

崇

義

縣

十

八

年

改

衡

州

曰

崇

州

大

業

初

州

廢

縣

屬

澧

州

唐

初

因

之

麟

德

元

年

以

崇

義

并

入

慈

利

○

漊

中

城

在

縣

西

後

漢

建

初

三

年

武

陵

漊

中

蠻

反

五

年

荆

豫

諸

郡

兵

討

平

之

三

國

吳

置

漊

中

縣

晉

因

之

屬

天

門

郡

劉

宋

元

嘉

十

八

年

大

門

蠻

田

向

求

等

反

破

漊

中

荆

州

刺

史

衡

陽

土

義

季

遣

軍

討

平

之

齊

梁

屬

天

門

郡

隋

廢

白
抵
城

在

縣

西

北

高

千

仭

四

面

絶

壁

上

廣

十

餘

里

宋

建

𤆌

中

上

冦

廖

辛

據

此

爲

城

一

名

廖

城

又

有

石

柱

城

山

崖

有

石

壁

立

如

柱

志

云

縣

東

五

里

有

白

公

城

四

面

有

門

相

傳

楚

白

公

勝

所

築

又

有

蠻

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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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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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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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五
十
五

　

敷
文
閣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茶

林

山

頂

郡

志

縣

南

二

百

里

有

舊

縣

治

洪

武

初

廢

遷

縣

于

今

治

崇
山

縣

西

三

十

里

相

傳

卽

舜

放

讙

兠

處

國

語

內

史

過

曰

夏

之

興

也

融

降

于

崇

山

隋

置

崇

州

葢

以

山

名

又

九

度

山

亦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上

有

石

形

似

樓

名

仙

人

石

樓

下

有

九

度

水

蠻

居

其

側

曰

九

度

蠻

明

初

九

度

蠻

作

亂

謂

此

○

騎

龍

山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以

形

似

名

有

黑

龍

泉

下

流

漑

田

又

銅

盤

山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銅

盤

水

出

焉

下

注

爲

灘

元

和

志

銅

盤

連

錢

石

馬

澧

陽

之

險

灘

也

又

瓊

雲

山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高

聳

干

雲

根

蟠

四

十

里

天
門
山

縣

西

南

百

八

十

里

舊

名

松

梁

山

有

十

六

峯

環

列

最

高

者

爲

天

門

沈

約

云

松

梁

山

頂

有

石

開

處

數

十

丈

其

高

以

弩

仰

射

不

至

謂

之

天

門

孫

吳

因

以

名

郡

又

有

赤

松

山

在

縣

西

百

六

十

五

里

與

天

門

山

對

峙

郡

志

云

山

在

縣

東

百

十

里

茅
花
嶺

縣

南

三

十

里

高

峻

爲

羣

峯

之

冠

又

百

丈

巖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一

名

百

丈

峽

東

北

至

九

溪

衛

七

十

里

石

崖

兩

面

對

峙

高

逾

百

丈

中

有

小

峽

長

三

十

里

流

泉

峻

急

古

木

槎

牙

峽

畔

有

路

通

永

定

衛

最

險

燕
子
洞

縣

東

南

三

里

巖

洞

深

廣

可

藏

數

千

人

巖

後

有

穴

秉

炬

可

入

又

縣

西

有

馬

渦

洞

縣

南

二

十

里

有

雷

公

洞

縣

西

北

又

有

水

沉

洞

皆

深

廣

或

曰

漢

志

酉

水

出

充

縣

酉

源

山

卽

水

沉

洞

也

○

桃

花

洞

在

縣

西

三

百

里

宋

熙

寧

中

蠻

彭

士

義

反

澧

州

守

郭

逵

破

之

于

桃

花

洞

卽

此

又

賓

郎

洞

在

縣

西

北

二

百

里

茅

岡

寨

南

羣

蠻

往

來

之

徑

一

竇

而

八

後

有

大

門

過

此

卽

爲

猺

界

昔

猺

人

侵

擾

邀

擊

而

後

屈

伏

與

之

盟

畫

此

爲

界

澧
水

發

源

縣

西

三

百

里

之

歴

山

始

出

甚

微

東

過

武

口

又

東

流

逕

茹

溪

縣

境

諸

水

俱

注

之

又

東

會

于

漊

水

東

南

流

入

石

門

縣

境

水

漲

則

溪

澗

合

流

每

多

湮

溺

之

患

漊
水

在

縣

西

二

里

源

出

永

順

宣

慰

司

界

東

流

至

索

溪

通

四

十

八

澗

水

爲

一

南

至

觀

嘉

渚

滙

于

澧

水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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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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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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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五
十
六

　

敷
文
閣

之

後

江

志

曰

縣

有

雙

溪

乃

前

後

江

合

流

之

口

有

芙

蓉

洲

至

菱

花

渡

而

合

爲

一

邑

之

勝

温
陽
關

在

縣

西

明

洪

武

三

年

蠻

酋

覃

垕

連

搆

諸

洞

爲

亂

命

周

德

興

討

之

至

慈

利

垕

守

險

以

拒

德

興

出

奇

兵

破

其

數

栅

直

擣

温

陽

關

拔

之

賊

遂

潰

旣

而

爲

僞

夏

所

據

六

年

命

湯

和

等

伐

蜀

周

德

興

分

兵

取

蜀

之

龍

伏

隘

進

奪

覃

垕

温

陽

關

和

克

歸

州

遣

趙

雄

等

取

桑

植

容

美

洞

會

德

興

兵

攻

茅

岡

覃

垕

寨

克

之

容

美

見

施

州

衛

葢

與

桑

植

接

界

也

又

安

福

寨

在

縣

西

北

其

在

縣

境

者

又

有

索

口

西

牛

武

口

澧

川

凡

五

寨

俱

宋

置

爲

戍

守

要

地

今

分

見

下

九

溪

永

定

諸

衛

所

覃
垕
寨

在

縣

西

明

初

覃

垕

作

亂

命

楊

璟

討

之

進

至

覃

垕

寨

賊

下

山

迎

敵

敗

之

乘

勝

追

至

半

山

山

勢

險

峻

其

寨

三

面

巖

險

下

俯

江

水

一

面

僅

有

一

路

才

通

一

人

乃

回

駐

山

下

攻

圍

久

之

賊

遁

入

溪

洞

璟

引

還

旣

而

大

兵

取

蜀

周

德

興

克

其

覃

垕

寨

卽

此

○

羌

口

鎭

在

縣

東

九

十

里

成

化

初

洞

賊

出

没

于

此

分

設

官

兵

戍

守

志

云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有

廢

宜

冲

驛

舊

通

辰

沅

雲

貴

之

路

明

洪

武

中

以

路

險

廢

之

遷

驛

于

常

德府附
見

澧
州
守
禦
千
戸
所

在

州

治

西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建

永
定
衛

在

慈

利

縣

西

北

百

八

十

里

西

南

至

永

順

宣

撫

司

百

二

十

里

明

初

置

戍

于

彛

徼

羊

峯

地

隷

永

順

宣

慰

司

洪

武

三

年

編

栅

爲

城

簡

沔

陽

安

陸

黃

州

襄

陽

諸

軍

充

戍

曰

羊

山

衛

後

以

屯

餉

艱

阻

改

置

今

衛

臨

庸

水

之

陽

名

曰

大

庸

建

文

初

更

名

曰

永

定

隷

湖

廣

都

司

城

周

九

里

今

亦

設

永

定

衛

龍
伏
關

衛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亦

曰

龍

伏

隘

明

初

伐

蜀

别

將

周

德

興

取

其

龍

伏

隘

是

也

又

有

後

坪

關

在

衛

東

南

四

十

里

皆

永

順

彛

出

没

處

舊

置

兵

戍

守

又

有

黑

崇

關

在

衛

東

南

百

三

十

里

亦

有

兵

戍

守

所

謂

永

定

三

關

也

今

廢

茅
岡
寨

在

衛

東

北

志

云

東

南

去

慈

利

縣

二

百

里

亦

曰

茅

岡

隘

明

初

伐

蜀

周

德

興

引

兵

道

此

克

其

隘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七

十

七

　

湖

廣

三

　

　

五
十
七

　

敷
文
閣

正

統

中

招

撫

蠻

戸

立

其

酋

爲

峒

長

其

附

近

又

有

金

藏

桑

漢

二

隘

太

平

百

丈

新

政

三

關

舊

俱

設

兵

戍

守

守
禦
大
庸
千
戸
所

衛

西

南

三

十

里

東

至

縣

二

百

十

五

里

明

建

文

初

改

大

庸

衛

曰

永

定

而

别

建

大

庸

所

于

衛

城

西

桑

漢

關

永

樂

初

始

遷

今

所

城

周

二

里

有

奇

今

亦

置

大

庸

所

那
平
關

在

所

境

志

云

所

有

那

平

邊

巖

下

靑

魚

灘

三

關

舊

皆

爲

戍

守

處

又

有

羅

城

峒

在

所

西

本

蠻

峒

宋

嘉

祐

二

年

羅

城

峒

蠻

寇

澧

州

州

兵

擊

却

之

九
溪
衛

在

慈

利

縣

北

九

十

里

西

南

至

永

定

衛

二

百

八

十

里

本

宋

之

索

口

寨

後

廢

爲

市

有

九

溪

會

流

故

名

洪

武

初

編

栅

爲

城

授

土

酋

戍

守

二

十

二

年

叛

尋

討

平

之

始

城

其

地

爲

九

溪

衛

隷

湖

廣

都

司

城

周

八

里

有

奇

屬

所

三

安

撫

司

一

今

亦

設

九

溪

衛

天
馬
山

衛

東

五

里

遠

望

屹

立

鎖

斷

江

流

形

如

天

馬

衛

東

三

十

里

又

有

尖

山

山

峯

尖

聳

絶

頂

有

泉

又

南

山

在

衛

南

綿

亘

數

十

里

或

起

或

伏

軍

民

雜

處

耕

植

其

間

又

麻

山

在

衛

西

南

十

五

里

屹

然

屏

立

峯

巒

起

伏

平

坦

處

可

以

種

植

馬
鬃
嶺

衛

北

三

十

里

壁

立

萬

仭

險

不

可

測

嶺

路

窄

小

如

馬

鬃

然

志

云

衛

北

有

紫

駝

峯

西

北

有

馬

頸

峯

兩

峯

對

峙

夾

索

口

溪

高

險

卓

絶

草

木

之

利

軍

民

所

資

又

茅

花

嶺

在

衛

西

八

十

里

高

聳

接

天

其

西

北

又

有

氽

洞

洞

下

有

石

壁

立

如

門

中

深

遠

溪

水

穿

門

南

出

名

魯

陽

溪

經

衛

南

合

索

口

溪

又

白

馬

洞

在

衛

東

三

里

下

有

溪

自

魯

陽

溪

分

流

合

漊

水

亦

曰

白

馬

溪

漊
水

在

衛

西

自

永

順

界

流

入

衛

境

環

城

西

南

東

三

面

其

形

如

帶

又

東

會

于

澧

水

○

秀

水

在

衛

西

南

源

出

麻

山

繞

流

至

小

渚

合

于

漊

水

志

云

衛

東

有

守

野

潭

卽

漊

水

秀

水

合

流

處

也

又

大

庸

水

在

衛

西

南

出

永

定

衛

界

經

衛

南

又

東

至

慈

利

縣

西

合

于

澧

水

索
口
溪

在

衛

治

南

志

云

衛

東

北

有

喝

堡

溪

斗

溪

王

富

溪

衛

東

有

龍

館

溪

書

院

溪

大

富

溪

大

河

溪

衛

南

又

有

下

闌

溪

合

索

口

溪

爲

九

溪

今

索

口

已

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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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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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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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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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八

　

敷
文
閣

沺
羅
關

在

衛

境

志

云

慈

利

有

油

羅

大

泉

于

制

野

雞

等

關

俱

永

定

衛

軍

戍

守

守
禦
添
平
千
戸
所

在

慈

利

縣

北

百

五

十

里

本

宋

臺

宜

寨

地

明

初

土

酋

歸

附

洪

武

二

年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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