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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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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啓
四
年
修
志
姓
氏

署
州
事
本
府
淸
軍
同
知
惠
來
翁
延
壽
較
梓

同

知
隨
州
蕭
鸞
翔

判

官
山
陰
沈
瑞
龍

吏

目
歸
安
呂
大
德

署
學
正
事
華
容
張
希
哲

訓

導
華
亭
葉
萬
全

靖
州
梁
以
梓

吳
縣
傳
汝
循
同
較

郡

人
劉
萬
春
纂
修

郡

人
王

騶
同
修

州

庠
徐
文
炳

儲

煐

張
廷
宷
同
輯

姓
氏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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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一

二

崇
禎
五
年
修
志
姓
氏泰

州
知

州
博
野
李
自
滋
較
梓

同

知
關
中
江
孔
修

判

官
會
稽
魯

桓

署
學
正
事
廣
平
尹
善
繼

訓

導
吳
縣
顧
文
瑮

富
順
宋
應
斗
同
較

郡

人
劉
萬
春
纂
修

郡

人
王
相
說

王

騶
同
修

州

庠
儲

煐

張
廷
寀

王

化
同
輯

姓
氏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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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三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職
方
志

沿

革

星

野

疆

域

水

旱

形

勝

風

俗

物

產

泰
爲
揚
隷
夙
號
天
府
瀕
海
控
淮
其
濵
□
鹵
生
齒

綦
庶
孰
司
塡
撫
富
之
敎
之
敬
哉
有
土
志
職
方

沿
革

禹
貢
淮
海
惟
揚
州
言
北
據
淮
東
距
海
爲
揚
州
之
域

周
武
王
封
泰
伯
後
於
吳
其
地
屬
吳
通

考

引

左

傳

吳

城

䢴

溝

通

江

淮

可

證

元
王
四
年
越
滅
吳
而
不
能
正
江
淮
之
地
遂
屬
楚
蘇

秦
謂
楚
威
王
曰
東
有
海
陽
海

陽

之

名

始

此

秦
始
皇
二
十
六
年
滅
楚
分
天
下
爲
三
十
六
郡
屬
九
江

漢
高
帝
封
從
兄
劉
賈
爲
荆
王
王
淮
東
屬
荆
國
賈

無

後

十

二
年
立
兄
子
濞
爲
吳
王
都
廣
陵
更
屬
吳
濞
置
太
倉

於
此
枚
乘
謂
海
陵
之
倉
是
也
海

陵

之

名

始

此

武
帝
元
狩
六

年
初
置
臨
淮
郡
按
漢
書
地
里
志
領
縣
二
十
九
海
陵

居
其
一
元
封
五
年
置
十
二
州
刺
史
臨
淮
隷
徐
州
王

莽
更
海
陵
曰
亭
間

後
漢
光
武
建
武
六
年
海
陵
省
入
東
陽
屬
廣
陵
郡
仍
隷

徐
州
舊

志

云

建

武

中

省

縣

四

百

餘

而

海

陵

并

於

東

陽

安
帝
之
世
前
所
省
縣

漸
復
分
置
獻
帝
建
安
十
八
年
曹
操
恐
濵
江
郡
縣
爲

孫
權
所
略
盡
令
遷
徙
民
轉
相
驚
海
陵
戸
口
皆
東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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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四

遂
虚
海
陵
之
名
僅
見
於
魏
張
遼
傳
魏

文

帝

黃

初

六

年

征

吳

使

張

遼

乘

舟

與

弟

至

海

陵

吳
孫
亮
以
呂
岱
爲
大
司
馬
岱
亦
海
陵
人
遂
復
置
海
陵

紀
年
莫
詳
陳

琦

謂

當

在

建

興

二

年

使

馬

翊

城

廣

陵

時

晉
一
宇
內
徐
州
所
部
廣
陵
郡
之
屬
縣
有
海
陽
卽

海

陵

安

帝
義
熙
七
年
分
廣
陵
界
置
海
陵
郡
隷
徐
州
晉

志

不

載

統

縣

宋
齊
梁
陳
因
之
隷
南
兖
州
通

考

云

宋

文

帝

置

南

兖

州

理

廣

陵

隋
文
帝
開
皇
初
郡
廢
爲
縣
屬
江
都
煬
帝
時
攺
廣
陵
爲

江
都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更
海
陵
縣
爲
吳
陵
縣
吳

陵

之

名

始

此

以
縣

置
吳
州
七
年
州
廢
縣
復
故
名
屬
䢴
州
唐

初

爲

兖

是

年

改

兖

爲

䢴

九
年
䢴
更
爲
揚
州
隷
淮
南
道
唐

制

道

統

州

州

統

郡

郡

統

縣

中
宗

景
龍
二
年
析
置
海
安
縣

宗
開
元
十
年
省
有

鹽

官

復

入
海
陵
天
寶
元
年
更
郡
名
以
江
都
爲
廣
陵
郡

僞
吳
楊
行
宻
卽
縣
置
制
置
院
又
析
地
置
興
化
縣
屬
揚

州
南
唐
李
昪
昇
元
元
年
陞
東
都
海
陵
縣
爲
泰
州
五

代

史

昪

以

金

陵

爲

西

都

廣

陵

爲

東

都

割
鹽
城
故

屬

楚

州

興
化
故

海

陵

地

吳

屬

揚

州

置
泰
興

故

海

陵

濟

川

鎭

如
臯
故

海

陵

如

臯

鎭

縣
屬
焉
以
海
陵
東
境
爲
靜
海

都
鎭
置
制
置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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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周
世
宗
顯
德
四
年
入
於

五
年
三
月
壬
午
朔
世
宗
臨

幸
陞
團
練
州
賜

鼓

門

㦸

是
年
以
靜
海
都
鎭
爲
靜
海
車

爲
通
州
以
故
屬
海
陵
東
州
鎭
爲
海
門
縣
屬
通
州

宋
太
祖
乾
德
五
年
攺
爲
軍
事
開
寶
九
年
以
鹽
城
屬
楚

州
熙
寧
五
年
分
淮
南
爲
兩
路
泰
州
隷
淮
南
東
路
元

豐
元
年
列
上
州

宗
宣
和
四
年
割
泰
興
縣
屬
揚
州

高
宗
建
炎
二
年
割
興
化
縣
屬
承
州
今

高

郵

四
年
以
泰

興
縣
還
屬
泰
州
紹
興
三
年
屬
揚
州
五
年
以
興
化
縣

爲
昭
陽
鎭
附
海
陵
十
年
又
以
泰
興
縣
屬
泰
州
十
四

年
屬
揚
州
十
九
年
攺
昭
陽
鎭
爲
興
化
縣
乾
道
二
年

屬
高
郵
軍
自
是
所
統
惟
海
陵
如
臯
二
縣

元

因

之

以

揚

州

爲

揚

州

路

順

帝

至

正

十

二

年

州

民

張

□

士

誠

攻

城

僭

據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始

克

復

歸

附

明
朝
仍
爲
泰
州

揚
州
革
海
陵
縣
統
如
臯
縣

朝
因
明
制
仍

揚
州
府
雍
正
二
年
如
臯
縣
攺
屬
通
州

外
史
氏
曰
泰
州
立
名
自
南
唐
昇
元
始
先
是
州
之
爲
縣

泰
之
爲
海
陽
海
陵
吳
陵
也
右
巳
臚
列
兹
不
贅
論
乃
至

昭
代
仍
第
泰
州
者
何
居
說
者
以
有
屯
田
煮
海
之
利
而

名
隘
矣
天
地
交
明
良
合

之
公
堂
魯
之
燕
喜
宣
力
四

方
以
盡
裁
成
輔
相
之
宜
生
生
養
養
靡
不
安
阜
皆
泰
之

義
也
書
云
道
有
升
降
政
山
俗
革
故
唐
虞
因
道
三
代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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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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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
因
法
無
攺
者
凡
有
民
社
當
思
繹
唐
虞
三
代
之
道
法

安
在
舉
而
行
之
庶
不
虚
泰
之
爲
泰
哉
若
區
區
沿
革
之

迹
等
之
筌
蹄
矣

星
野

黃
帝
分
野
次
星
自

十
二
度
至
婺
女
七
度
曰
星
紀
之

次
於
辰
爲
丑

保
章
註
曰
星
紀
吳
越
也
又
曰

牛
女
揚
州

爾
雅
以

牽
牛
爲
吳
分

漢
班
固
三
統
曆
謂

江
淮
牽
牛
婺
女
揚
州

後
漢
書
星
紀
起

十
一
度
終
女
七
度
爲
吳
越
分

蔡
邕
月
令
章

六
度
至
須
女
二
度
爲
星
紀

魏
太
史
令
陳
卓
定
郡
國
所
入
宿
度
廣
陵
入
牛
八
度

晉
天
文
志
揚
州
入
牛
一
度

隋
志
南

十
二
度
至
須
女
七
度
吳
越
分

唐
志
南

在
雲
漢
下
流
當
淮
海
間
爲
吳
分

元
志
星
紀
爲
揚
州
分

明
朝
淸

分
野
書
自

三
度
至
牛
一
度
屬
揚
州
分

上
元
太
薇
垣
上
台
第
二
星
主
荆
揚

中
元
紫
薇
垣
北
極
權
星
主
揚

下
元
天
市
垣
東
南
第
六
星
曰
吳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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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七

歷
代
分
野
之
書
皆
云
星
紀
之
次
吳
越
揚
州
於
辰
在

丑
所
謂
星
紀
之
次
者
或
云
自
斗
十
一
度
至
女
七
度

或
云
自
斗
三
度
至
女
一
度
究
無
成
格
又
攷
揚
州
古

疆
甚
廣
包
吳
越
甌
閩

嶺
表
負
海
堧
統
郡
數
十
廣

陵
特
具
中
之
一
郡
耳
斗
牛
女
分
舍
三
十
度
廣
陵
當

牛
八
度
此
古
天
官
家
言
廣
陵
分
野
之
大
畧
也
數
千

百
年
轉
相
傳
授
未
有
能
易
之
者
但
乾
象
健
行
時
刻

移
動
積
秒
成
分
積
分
成
度
歷
周
漢
唐
宋
元
明
以
來

曆
法
隨
時
逓
更
而
我

朝
時
憲
曆
日
欽
遵

御
製
曆
象
考
成
周
宻
精
詳
超
軼
前
古
歷
來
訛
誤
撥
雲
覩

靑
談
分
野
者
當
奉

今
日
七
政
經
緯
躔
度
之
曆
以
凖
之
而
一
切
古
志
皆
屬

陳
言
葢
今
之
郡
國
卽
古
之
郡
國
而
今
之
分
野
非
古

之
分
野
也
謹
按

曆
日
雍
正
五
年
十
一
月
初
十
日
壬
戌
冬
至
未
正
一
刻

後
日
躔
星
紀
之
次
十
一
日
躔
箕
二
度
至
十
六
日
躔

箕
八
度
十
七
日
躔
斗
初
度
至
十
二
月
初
十
日
躔
斗

二
十
二
度
是
日
交
大
寒
夜
子
初
一
刻
三
分
後
日
過

元
枵
之
次
十
一
日
躔
斗
二
十
三
度
十
二
日
躔
牛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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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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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度
至
十
八
日
躔
牛
六
度
十
九
日
躔
女
初
度
由
此
推

之
則
是
今
之
星
紀
起
箕
二
度
終
斗
二
十
二
度
而
牛

女
二
宿
全
不
在
星
紀
之
次
也
尚
得
云
牛
女
爲
吳
越

分
星
而
廣
陵
入
牛
宿
八
度
乎
且
牛
宿
入
元
枵
之
次

自
初
度
至
六
度
亦
無
第
八
度
而
分
野
又
當
屬
齊
彼

齊
分
靑
州
之
郡
邑
自
有
與
牛
宿
相
當
者
安
得
執
舊

說
而
牽
吳
越
之
郡
以
就
靑
齊
之
星
乎
况
如
古
曆
實

沉
之
次
觜
半
度
參
十
一
度
今
釐
爲
參
初
度
觜
十
一

度
而
觜
之
九
度
巳
八
鶉
首
彼
秦
晉
之
郡
國
當
參
觜

之
下
犬
牙
相
入
各
有
分
疆
亦
將
執
舊
志
而
不
辨
參

觜
之
互
易
申
未
之
過
宮
乎
大
約
星

隨
天
而
移
郡

國
以
地
爲
紀
據
古
曆
所
分
牛
宿
之
盡
度
當
在
丑
宮

之
二
十
八
度
以
今
之
星
紀
三
十
度
推
之
則
本
舍
之

二
十
八
度
乃
是
斗
之
二
十
度
也
廣
陵
之
分
野
依
此

可
凖
而
泰
爲
廣
陵
之
屬
邑
直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考

北
極
出
入
地
之
緯
度
人
南
北
行
二
百
五
十
里
方
差

一
度
是
泰
之
分
野
當
亦
與
斗
之
二
十
度
相
爲
比
附

也
若
夫
舊
志
所
云
廣
陵
分
得
牛
宿
當
雲
漢
下
流
故

稱
澤
國
尤
爲
傅
會
夫
雲
漢
之
在
天
亦
積
氣
成

與

衆
星
爲
經
絡
耳
晝
夜
之
間
旋
轉
昭
囘
本
無
上
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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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九

牛
女
爲
下
流
是
以
參
井
爲
上
流
也
矧
今
星
紀
之
次

實
分
箕
斗
天
糠
天
杵
農
家
丈
人
有
登
穀
簸
揚
之

則
又
將
以
盈
寧
屢
豊
爲
之
說
乎
予
未
暗
測
筭
但
就

七
政
經
緯
之
編
以
論
泰
之
分
野
未
知
當
否

外
史
氏
曰
天
列
一
辰
地
分
一
野
自
黃
帝
有
占
以
來
至

甘
石
二
家
詳
之
矣
按
周
禮
保
章
氏
以
星
土
辨
九
州
之

域
列
國
封
疆
皆
有
分
星
以
候
機
祥
似
推
驗
無
少
僭
忒

者
試
考
楊
之
星
爲

占
曰

吳
也
泰
相
距
僅
百
里
分

次
正
同
若
以
度
數
黍
勺
别
之
不
乃
隣
於
鑿
與
傳
曰
天

道
遠
人
道
邇
儒
者
惟
德
是
務
修
盡
人
以
聽
天
可
耳
徒

仰
觀
俯
察
云
乎
哉

疆
域

州
在
楊
州
府
城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抵
通
州
西
界
江
都

南
曁
泰
興
北
距
興
化
廣
二
百
三
十
五
里
袤
一
百
一

十
一
里
編
戸
一
百
八
十
九
里

東
至
拼
茶
場
二
百
一
十
里
到
海
二
百
四
十
里

西
至
江
都
縣

門
三
十
里
到
江
都
一
百
二
十
里

南
至
泰
興
縣
廟
灣
三
十
里
到
泰
興
九
十
里

北
至
興
化
縣
凌
亭
八
十
里
到
興
化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南
到
通
州
二
百
九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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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十

東
北
到
海
一
百
九
十
五
里

西
南
到
江
都
縣
高
韓
莊
三
十
里

西
北
到
高
郵
州
一
百
五
十
里

西
南
到
江
寧
府
四
百
里

北
到
順
天
府
水
路
三
千
二
百
里
陸
路
二
千
三
百
里

外
史
氏
曰
先
王
體
國
經
野
測
以
土
圭
制
以
土
均
而
疆

域
畫
焉
辨
職
方
也
泰
介
廣
陵
崇
川
之
間
其
土

塏
水

道
蜿
蜒
田
疇
廣
衍
居
者
櫛
列
棊
置
儻
所
稱
沃
壤
非
耶

蒞
兹
境
者
誠
念
有
分
土
無
分
民
拊
循
保
聚
不
以
封
疆

之
界
則
幅
員
鞏
於
苞
桑
矣

泰
州
之
境
東
際
於
海
南
不
至
江
江
之
潮
汐
越
泰

興
至
滕
壩
而
止
海
之
潮
汐
頼
有
范
公
堤
以
捍
之

不
然
則
汎
濫
於
內
地
而
民
田
皆
斥
鹵
矣
西
北
兩

面
汪
洋
無
際
皆
河
淮
也
曩
時
漕
隄
潰
决
極
目
雲

濤
近
日

聖
算
周
詳
河
工
堅
固
下
河
之
地
昔
日
汙
萊
今
成
沃
瀼

每
夏
初
秧
開
五
葉
蠶
起
三
眠
採
桑
者
如
雲
栽
稻

者
錯
繡
及
夫
秋
冬
萬
村
登
穀
畝
棲
隴
被
而
機
聲

□
軋
比
戸
相
聞
四
境
中
飽
煖
之
休
皆
治
河
底
績

之
所
詒
也
謂
之
樂
土
誰
曰
不
宜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一

水
旱
祥
異

宋文
帝
元
嘉
十
九
年
五
月
獲
白
烏

孝
武
帝
大
明
二
年
三
月
見

白
雉

唐文
宗
太
和
四
年
十
一
月
火

宣
宗
大
中
六
年
夏
饑
民
於
官
河
中
漉
得
米
號
聖
米

杜
悰
傳
悰
鎭
淮
南
時
方
旱
道
路
流
亡
籍
籍
民
至
漉

得
渠
遺
米
自
給
呼
爲
聖
米

僖
宗
乾
符
六
年
二
月
州
屬
四
縣
生
聖
米
大
如
芡
實

宋太
祖
乾
德
二
年
七
月
潮
溢
壞
廬
舍
數
百
區
牛
畜
多
死

三
年
六
月
潮
溢
損
田
未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雨
水
害
稼

天
僖
元
年
春
蝗
夏
六
月
大
風
吹
蝗
入
江
海
或
抱
草
木

死
仁
宗
天
聖
五
年
三
月
地
震

皇
祐
三
年
十
二
月
獲
白
兎
滛
雨
爲
災

宗
政
和
五
年
六
月
獲
白
兎
水
没
民
人
一
千
餘
口

六
年
水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二

時
江
淮
等
處
軍
州
被
水
民
户
流
移
泰
州
一
千
餘
高

郵
二
千
餘
聚
於
揚
州
通
判
䝉
安
存
恤
得
宜
下
詔
褒

美
孝
宗
乾
道
元
年
正
月
火
燔
民
舍
幾
盡

淳
熈
三
年
七
月
蝗

四
年
八
月
黑
鼠
盡
食
田
禾
歲
饑

六
年
大
饑
人
食
草
木

光
宗
紹
熈
二
年
七
月
蝗

元世
祖
治
元
十
八
年
四
月
饑

成
宗
大
德
二
年
七
月
暴
風
溢
江
水
高
四
五
丈
連
崇
明

通
眞
州
沿
江
漂
没
廬
舍
被
災
者
三
萬
七
千
八
百
餘

戸
發
米
八
萬
七
千
石
賑
之

九
年
蝗

順
帝
至
正
元
年
崇
明
通
泰
等
州
海
潮
湧
溢
溺
死
一
千

六
百
餘
人

十
七
年
州
民
劉
子
彬
親
墓
木
生
連
理

明太
祖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海
潮
溢
壞
捍
海
堰
漂
溺
呂

四
等
塲
鹽
丁
三
萬
餘
口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三

英
宗
正
綂
十
四
年
泰
州
等
處
水
災
免
田
租
八
萬
九
千

九
百
餘
石

憲
宗
成
化
三
年
七
月
海
溢
壞
堰
六
十
九
處
漂
溺
鹽
十

二
百
四
十
七
人
命
廵
撫
林
聰
賑
之

六
年
秋
至
七
年
春
大
旱
河
竭
七
月
大
雨
海
潮
漲
壞
各

塲
鹽
倉
及
軍
民
垣
屋

二
十
年
秋
至
二
十
一
年
冬
大
旱
河
竭
斗
粟
可
易
男
女

孝
宗
弘
治
十
六
年
旱
疫
命
南
京
吏
部
左
侍
郞
王
華
賑

之
武
宗
正
德
三
年
旱
饑

七
年
七
月
夜
大
風
海
溢
没
塲
竈
廬
舍
大
半
人
死
千
計

十
二
年
大
水

十
三
年
大
水
賑

世
祖
嘉
靖
元
年
七
月
大
風
海
溢
民
廬
漂
没

二
年
秋
水
决
河
隄
田
廬
漂
没
大
饑
疫
命
南
京
兵
部
右

侍
郞
席
書
賑
之
免
嘉
靖
三
年
租

三
年
春
大
饑

十
四
年
六
月
蝗
賑

十
五
年
春
夏
旱
秋
潦
没
田
禾
免
稅

十
八
年
海
溢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四

二
十
年
旱
蠲
賑

二
十
四
年
旱
無
禾
賑

二
十
五
年
旱
無
禾
賑

二
十
八
年
夏
大
水

三
十
一
年
水
賑

三
十
二
年
大
旱
倭
變
賑

三
十
三
年
大
旱
城
濠
竭
倭
入
東
臺
河
垜
拼
茶
等
塲
越

海
安
鎭

三
十
四
年
旱
忽
大
雨
一
日
夜
兩
壩
俱
决
禾
盡
没
賑

三
十
五
年
大
水
廬
舍
漂
没

三
十
七
年
水

三
十
八
年
五
月
倭
至
民
逃
踐
麥
殆
盡

宗

慶
元
年
大
稔
有
斗
米
三
錢
之
謠

二
年
大
稔
䨥
星
見
民
譌

宮
女
未
笄
者
一
時
婚
嫁
殆

盡
三
年
大
水
海
溢
潮
高
二
丈
餘
舟
行
城
市
溺
死
人
民
無

算
水
患
較
前
最
烈

四
年
旱
蟊
賑

五
年
六
年
水
饑

神
宗
萬
曆
元
年
大
稔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五

二
年
河
决
水
患
同

慶
三
年
賑

三
年
大
風
壞
木
傷
禾

四
年
多
雨
穀
貴

五
年
多
雨
彗
見

六
年
大
水
冬
雷

七
年
潦
民
饑
八
月
洪
水
至

九
年
潦

十
一
年
閏
二
月
雨
雹
如
卵
殺
飛
鳥
夏
旱
多
蝗
鶖
鴿
食

之
十
三
年
大
水
海
溢

十
四
年
五
月
颶
風

雨
廿
旬
不
止
城
頺
四
百
八
十
餘

丈
廬
舍
盡
壞
民
浮
木
以
棲

十
五
年
烈
風
暴
雨
没
禾
稼

十
六
年
春
夏
疫

十
七
年
旱
蝗

十
九
年
水

二
十
一
年
大
水

二
十
三
年
水

二
十
四
年
水

二
十
五
年
雨
粟
雨
毛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六

二
十
六
年
水

二
十
九
年
水

三
十
年
水

三
十
一
年
稔
夏
秋
大
疫

三
十
五
年
夏
旱

三
十
六
年
水

三
十
九
年
水

四
十
年
水

四
十
一
年
大
稔

四
十
二
年
雨
雹
傷
稼

四
十
五
年
旱
蝗

四
十
六
年
稔

四
十
七
年
大
旱
改
折

四
十
八
年
水
改
折

熹
宗
天
啟
元
年
民
訛

婚
嫁
無
遺

二
年
大
稔

三
年
十
一
月
地
震

四
年
稔

五
年
七
月
城
隍
廟
大
殿
災

六
年
七
月
大
風
㧞
木
秋
蝗
旱
冬
雨
木
氷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七

七
年
水
傷
稼

愍
帝
崇
禎
元
年
稔

四
年
夏
旱
秋
大
水
决
湖
隄
民
饑
冬
道
殣
相
望

五
年
春
多
盗
夏
旱
六
月
望
日
大
風
㧞
木
八
月
淮
再
决

漂
禾
稼

六
年
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風
雨
江
溢
人
民
溺
死
無
算

七
年
閏
八
月
廿
五
夜
大
風
雨
㧞
木
漂
禾
稼

八
年
正
月
流
㓂
掠
鄰
邑
七
月
蝗

九
年
夏

雨
傷
禾
冬
無
雪

十
年
大
稔
冬
日
八
赤
光
亘
天

十
一
年
旱
蝗
無
禾
冬
日
入
赤
光
亘
天

十
二
年
旱
蝗
冬
無
雪
赤
光
亘
天

十
三
年
四
月
至
七
月
不
雨
河
竭
無
禾
人
相
食

十
四
年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不
雨
河
竭
無
禾
蝗
疫

十
五
年
五
月
雨
雹
破
屋
廬
殺
牛
畜

十
六
年
稔

皇
淸

世
祖

順
治
元
年
稔

二
年
麥
秀
兩
岐

三
年
大
稔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八

四
年
水

七
年
旱

十
七
年
稔

聖
祖
康
熈
元
年
大
稔

九
年
大
水

蠲
免
全
糧
發
帑
賑
濟
復
准
報
涸
三
年
之
後
方
行
開

徵
十
年
旱

十
二
年
氷
田

丁

糧

分

作

上

鄕

成

熟

下

鄕

被

災

二

項

十
四
年
水

十
五
年
水

十
六
年
水

十
八
年
蝗
旱

十
九
年
水

二
十
一
年
水
涸

二
十
四
年
水

以
上
各
年
水
旱
下
鄕
錢
糧
俱
奉

恩
免

三
十
二
年
水

蠲
免
地
丁
銀
七
千
八
百
七
十
六
兩
零
鳳
米
一
千
三

十
四
石
零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十
九

三
十
五
年
大
水
丁
糧
全
免

三
十
六
年
水

併
新
水
積
水
版
荒
三
案
共
蠲
免
地
丁
銀
三
萬
八
千

八
百
兩
零
漕
米
三
萬
二
千
五
百
石
零
鳳
米
七
千
五

百
石
零
月
糧
米
五
百
三
十
九
石
零
月
糧
麥
五
百
八

十
八
石
零

三
十
七
年
水

蠲
免
同
三
十
六
年

三
十
九
年
大
水
丁
糧
全
免

四
十
四
年
水

蠲
免
地
丁
銀
八
千
六
百
兩
零
鳳
米
二
千
二
百
石
零

四
十
六
年
旱

蠲
免
地
丁
銀
八
千
五
百
八
十
兩
零
鳳
米
二
千
二
百

四
十
八
石
零

五
十
二
年
旱

蠲
免
地
丁
銀
四
千
五
百
八
十
兩
零
鳳
米
一
千
一
百

九
十
九
石
零

五
十
四
年
水

蠲
免
地
丁
銀
一
千
二
百
七
十
二
兩
零
鳳
米
三
百
七

十
二
石
零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五
十
五
年
旱

蠲
免
地
丁
銀
二
千
四
百
七
十
兩
零

五
十
八
年
水

蠲
免
地
丁
銀
七
千
五
百
九
十
兩
零
鳳
米
一
千
九
百

七
十
五
石
零

五
十
九
年
水

是
年
王
生
晉
原
家
產
紫
芝
一
本

蠲
免
地
丁
銀
八
百
二
十
九
兩
零
鳳
米
二
百
四
十
三

石
零

皇
上
雍
正
元
年
大
稔

二
年
海
水
泛
漲
渰
没
官
民
田
地
八
百
餘
頃

蠲
免
地
丁
銀
八
百
三
十
九
兩
零
鳳
米
二
百
八
石
零

時
據
糧
户
朱
華
等
呈
請

撫
憲
自
此
散
里
革
除
排

年
碑

立

州

署

二

門

文

載

藝

文

志

三
年
半
熟

四
年
稔

五
年
稔

六
年
大
稔

舊
志
以
水
旱
附
於
全
卷
之
末
細
閱
各
州
郡
志
俱

以
水
旱
載
於
前
幅
而
兹
本
獨
後
之
或
以
其
有
災

祥
字
而
後
之
耳
遇
災
而
惠
澤
旁
敷
無
災
非
祥
况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一

八
政
之
用
一
曰
食
古
帝
王
敬
授
人
時
作
訛
成
易

民
生
係
焉
然
旱
潦
固
因
乎
天
而
亦
因
乎
地
海
陵

窪
下
多
潦
莫
可
如
何
自
河
渠
旣

水
有
所
歸
淤

塞
之
地
漸
就
墾
闢
我

皇
上
重
本
貴
農
建

先
農
壇
設
耤
田
使
有
司
躬
耕
以

率
之
自
此
而
大
有
頻
書
矣

形
勝
附

古

蹟

泰
山
在

西

門

內

宋

紹

興

十

年

開

東

西

市

河

壘

土

而

成

高

五

丈

周

百

二

十

餘

丈

以

州

名

名

登

山

四

望

距

城

百

里

舉

在

目

前

而

京

口

諸

峰

隱

約

可

見

寶

慶

二

年

守

陳

垓

浚

山

下

湖

礫

爲

往

來

泊

舟

之

次

墾

崖

爲

亭

曰

泰

循

崖

而

上

曰

天

閱

曰

晹

谷

架

樓

其

上

曰

起

雲

山

左

建

堂

一

楹

以

安

定

胡

先

生

曾

讀

書

魯

泰

山

而

安

定

本

郡

人

故

用

崇

祀

扁

曰

安

定

書

院

明

朝

正

統

九

年

同

知

王

思

旻

建

泰

山

祠

於

起

雲

故

址

正

德

間

千

戸

王

華

建

玉

女

祠

於

山

之

陽

嘉

靖

初

御

史

雷

應

龍

毁

銅

像

撤

其

廟

祀

更

置

書

院

並

祀

范

文

正

胡

安

定

二

公

傍

建

經

義

治

事

二

堂

後

御

史

楊

瞻

詢

安

定

公

遺

跡

首

爲

立

石

檄

守

朱

簦

奉

文

正

公

祀

名

宦

祠

乃

專

祀

安

定

扁

曰

安

定

書

院

祠

曰

安

定

胡

先

生

祠

亭

曰

觀

海

四

方

學

者

曰

至

後

祠

圯

里

人

又

崇

祀

碧

霞

元

君

隆

慶

元

年

督

學

耿

定

向

至

撤

元

君

像

扁

仍

以

專

祠

爲

講

堂

東

祀

安

定

西

祀

王

心

齋

三

年

御

史

王

友

賢

復

專

祀

安

定

扁

曰

仰

止

堂

萬

曆

四

年

兵

備

程

學

博

另

祠

祀

心

齋

而

安

定

專

祀

如

故

十

年

兵

備

舒

大

猷

於

山

巓

建

岳

武

廟

扁

曰

並

嶽

奇

觀

葢

以

岳

公

故

知

泰

州

事

乃

特

祀

云

萬

曆

三

十

三

年

兵

備

張

鳴

鶚

搆

亭

一

楹

亭

前

鑿

池

其

亭

兩

銀

杏

樹

夾

之

大

可

三

圍

復

以

安

定

讀

書

舊

址

爲

立

石

焉

天
目
山
州

治

東

四

十

五

里

高

二

丈

三

尺

周

二

百

三

十

步

王

仙

翁

諸

仙

嘗

隱

是

山

有

二

井

仙

翁

臨

昇

舉

藏

靈

寶

五

符

杖

履

木

鞋

隱

形

帽

于

左

井

封

鐍

甚

宻

元

豐

二

年

發

運

使

蔣

之

奇

致

禮

請

禱

開

右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二

井

得

鹿

角

至

數

十

丈

又

獲

金

龍

七

玉

璧

三

十

六

有

仙

翁

手

植

披

頭

皂

合

抱

匠

者

聣

視

則

山

怒

木

嘯

按

九

域

志

載

仙

翁

山

有

王

道

人

尸

解

於

此

華

陽

陶

隱

居

云

地

鉢

福

地

在

臨

淮

東

今

天

目

山

卽

其

地

又

眞

誥

有

五

陵

海

陵

其

一

也

羅
浮
山
州

治

西

北

五

里

高

一

丈

周

一

里

七

十

八

步

在

藪

澤

中

不

爲

洪

水

所

没

遙

望

如

羅

浮

然

因

以

爲

名

茅
山
州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高

二

丈

四

尺

周

二

百

五

十

一

步

相

傳

生

香

茅

長

二

丈

五

尺

故

名

按

阮

勝

之

記

云

茅

山

俗

名

避

災

地

舊

有

道

觀

宋

爲

景

德

禪

寺

後

香

茅

不產

呂
城
山
州

治

東

三

十

里

高

一

丈

周

三

百

八

十

步

形

如

城

相

傳

有

呂

姓

者

居

之

故

名

鳳

山
州

治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高

三

丈

周

百

步

山

前

谿

路

環

遶

軒

翔

傍

山

爲

橋

昻

首

㢲

方

有

鳳

形

焉

故

名

山

麓

爲

安

定

祠

中

有

海

道

白

川

劉

公

遺

像

祠

劉

公

親

冒

矢

石

肅

淸

鯨

海

他

祠

像

俱

不

存

惟

兹

山

儼

然

如

在

最

上

則

泰

山

行

宮

也

中
洲
山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

溪

鎭

之

北

鹽

倉

之

東

茫

文

正

公

監

本

鎭

日

壘

土

爲

之

齊
山
州

治

東

北

西

溪

鎭

之

西

陵

夷

歲

久

廢

址

猶

存

駱
駝
嶺
州治

西

南

平

地

巃

嵸

隆

起

如

駱

駝

形

今

置

千

戸

所

於

上

香
嵒
州

治

東

南

舊

運

司

內

宋

茶

鹽

使

徐

正

卿

疊

石

爲

之

今

廢

花
園
頭
塔
州

治

北

三

里

許

塔

頂

與

南

門

外

高

橋

凖

郡

號

鳳

城

南

橋

北

塔

首

尾

寔

相

應

焉

萬

曆

十

年

下

建

觀

音

閣

益

稱

壯

麗

廣
福
寺
塔
西

溪

鎭

南
山
寺

塔
寺

東

側

有

古

塔

磚

上

勒

周

公

塔

三

字

疑

宋

周

盂

陽

家

所

建

正

統

四

年

州

守

黄

性

開

鳳

池

於

星

門

外

塔

影

入

池

形

如

筆

立

因

名

鳳

池

筆

穎

塔

之

傾

圯

不

知

何

時

嘉

靖

初

遺

址

尙

在

末

年

僧

官

盛

芳

掘

地

取

磚

於

方

孔

中

得

金

佛

當

没

入

官

後

堙

爲

平

地

遂

失

其

處

萬

曆

四

十

八

年

守

韋

宗

孔

命

僧

官

覔

塔

基

掘

地

三

尺

得

故

址

重

建

基

向

俱

仍

舊

載

攷

郡

人

李

鵬

記

亦

云

浮

圖

在

東

側

俯

眺

十

里

日

西

影

落

泮

池

舊
石
塔
州

治

東

北

去

西

溪

鎭

極

遠

卽

唐

太

宗

時

東

臺

聖

果

院

三

昧

塔

也

今

爲

海

潮

所

蕩

塔

基

突

出

微

如

卵

迹

尙

存

海
春
軒
寺
塔
州

治

東

北

西

溪

鎭

東

上

有

唐

時

尉

遲

㳟

造

氏

名

今

廢

魚
行
莊
塔
莫

知

其

始

萬

曆

間

僧

募

化

重

建

鳳
凰
墩
州

儒

學

泮

池

中

今

毁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三

虎
墩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小

海

塲

范

文

正

築

捍

海

堤

起

虎

墩

卽

此

地

柴
墟
州

治

南

七

里

長
堤
舊

貢

院

前

鳳

凰

池

堤

自

南

山

寺

西

屬

大

街

沿

堤

植

柳

今

廢

范
公
堤
一
名

捍
海
堰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五

十

三

里

唐

大

曆

中

黜

陟

使

李

承

創

自

鹽

城

入

海

陵

綿

亘

百

里

障

蔽

潮

汐

民

獲

奠

居

以

時

耕

稼

而

亭

竈

相

望

依

以

取

用

農

事

鹽

課

兩

有

利

焉

宋

開

寶

中

守

王

文

祐

增

修

後

圯

天

聖

初

范

文

正

公

爲

西

溪

鹽

官

白

發

運

使

張

綸

綸

自

請

兼

知

泰

州

以

總

其

役

越

三

年

而

堰

成

長

二

萬

五

千

六

百

九

十

六

丈

一

百

四

十

三

里

趾

厚

三

丈

面

三

之

一

崇

半

之

版

築

堅

固

磚

甃

周

宻

潮

不

能

害

而

今

以

范

隄

名

雍

正

二

年

大

水

隄

壞

同

知

陳

九

昌

勸

民

修

築

身

任

勞

苦

務

使

堅

好

如

故

又

敎

民

種

植

今

陳

巳

陞

任

澧

州

行

人

過

其

下

者

不

獨

感

范

公

餘

蔭

也

濟
川
壩
州

治

南

門

外

北

瀕

運

河

水

南

入

濟

川

河

以

通

揚

子

江

其

壩

五

所

延

袤

十

里

自

西

關

口

至

三

㲼

河

岸

今

惟

中

壩

存

焉

東
壩

州

治

北

迤

東

一

里

許

西
壩
州

治

北

迤

西

一

里

許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建

正

德

十

年

判

官

簡

輔

開

拓

二

壩

商

民

稱

便

舊

名

新

河

壩

東
河
壩
又

名

鮑

家

壩

州

治

東

北

一

里

黃
龍
壩
州

治

城

北

隅

魚
行
壩
州

治

北

七

里

姜
堰
鎭
壩
州

治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秦
潼
鎭
壩

州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西
溪
鎭
壩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海
安
鎭
壩
州

治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二
元
坡
州

治

北

門

外

坡

子

也

舊

爲

儲

氏

所

居

後

儲

巏

中

鄕

試

會

試

俱

第

一

遂

名

響
林
州

治

東

七

里

昇

仙

觀

徐

神

翁

劍

所

也

宣

和

中

敕

葬

神

翁

於

此

墓

木

森

拱

幽

逈

四

達

西

鳴

東

應

故

名

寶

慶

間

守

陳

垓

修

觀

建

亭

爲

觀

遊

勝

地

今

廢

楊
公
堤
州

治

東

北

起

靈

濟

廟

下

至

西

溪

鎭

一

萬

一

千

七

百

八

十

丈

南
園
州

治

南

許

子

春

建

歐

陽

永

叔

作

許

氏

南

園

記

今

廢

西

園
一
名
方
洲
州

治

西

園

也

宋

嘉

定

十

年

守

李

駿

建

名

李

公

園

几

百

畝

堂

亭

十

五

曰

水

雲

鄕

曰

醒

翁

堂

曰

小

有

曰

六

宜

曰

知

魚

曰

盟

鷗

曰

公

來

游

曰

一

春

佳

趣

曰

瓢

曰

七

一

泉

曰

薝

蔔

林

嘉

定

初

剏

也

曰

靑

龍

莊

曰

純

節

曰

釣

臺

曰

方

洲

外

圃

圃

闢

四

亭

寶

慶

三

年

守

陳

垓

營

葺

又

增

剏

焉

總

以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四

方

洲

之

名

取

方

丈

瀛

洲

之

義

亦

以

其

地

方

而

環

以

水

也

今

盡

廢

東
海
州

治

東

二

百

四

十

里

乃

一

郡

之

險

要

財

賦

之

淵

藪

也

本

州

所

屬

十

鹽

場

皆

濵

海

而

煮

海

之

利

爲

大

揚
子
江
州

治

南

四

十

里

口

岸

港

有

渠

通

南

運

河

潮

汐

時

至

小
西
湖
州

治

西

泰

山

下

宋

紹

興

二

年

守

陳

垓

重

浚

周

一

百

八

十

七

丈

爲

長

堤

卽

山

之

西

爲

霖

亭

循

亭

下

堤

堤

南

蔬

圃

十

五

畆

正

西

入

湖

中

方

嶼

爲

堂

重

門

兩

廡

祠

十

仙

子

堂

石

鐫

仙

像

兩

廡

爲

房

以

□

黃

冠

中

爲

過

廊

臨

流

四

楹

扁

曰

小

西

湖

對

崖

前

望

嶽

殿

佛

宮

隱

然

丹

丘

靈

境

也

今

廢

惟

湖

僅

存

鴨
子
湖
州

治

南

二

十

里

西

通

濟

川

河

東

接

運

河

於
祈
湖
一
名
淤
溪
河
州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水

下

流

入

雞

雀

湖

按

阮

勝

之

記

云

側

有

於

祈

村

故

名

鷄
雀
湖
州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周

三

十

里

水

自

於

祈

湖

入

昔

多

鷄

雀

飛

集

故

有

此

名

包
老
湖
州

治

東

北

四

十

里

周

四

十

里

水

淸

而

無

滓

雖

與

他

水

會

而

不

雜

挈

壺

氏

常

以

比

水

供

滴

漏

仇
湖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里

周

三

十

里

東

入

梁

垜

場

按

阮

勝

之

記

云

有

仇

姓

者

居

其

側

故

名

又

昔

有

龍

居

此

湖

游

至

郭

太

保

潭

州

人

祠

之

中
市
河
自

南

水

門

入

至

北

水

門

出

以

通

運

河

萬

曆

二

十

九

年

都

院

李

三

才

重

浚

玉
帶
河
城

內

沿

城

一

帶

東

西

巿

河

是

也

其

東

市

河

自

中

市

河

分

析

至

東

水

門

出

以

通

外

河

後

東

水

門

塞

都

院

李

三

才

創

自

東

門

新

開

一

河

接

通

南

北

其

西

□

河

自

南

水

門

入

通

新

河

俱

從

北

水

門

出

新
河
州

治

西

光

孝

寺

東

其

水

南

接

西

市

河

北

出

北

水

門

嘉

定

十

三

年

守

李

駿

開

置

躍
鱗
河
水

入

迎

恩

橋

通

泮

池

正

統

間

御

史

蔣

成

開

置

後

學

正

陳

琦

扁

臨

河

學

門

曰

躍

龍

門

今

扁

不

存

南
運
河
州

治

南

東

扺

通

州

及

各

鹽

場

直

入

於

海

西

通

西

運

河

西
運
河
州

治

西

南

舊

名

吳

王

溝

漢

吳

王

濞

開

以

通

運

至

海

陵

倉

卽

灣

頭

鎭

下

運

河

是也

北
運
河
州

治

北

通

十

二

場

東
河
州

治

東

三

里

通

北

運

河

水

旱

不

涸

歲

久

湮

塞

成

化

年

守

彭

福

開

浚

濟
川
河
州

治

南

自

運

河

壩

三

十

里

至

廡

灣

又

二

十

里

至

濟

川

鎭

通

揚

子

江

賈

舶

商

帆

多

由

此

入

浦
汀
河
卽
海
陵
溪
州

治

北

自

魚

行

壩

入

興

化

高

郵

寶

應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五

忠
義
河
西

溪

鎭

東

三

里

隋

將

賀

若

弼

捕

海

宼

有

功

立

廟

河

側

故

名

角
斜
河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南

通

拼

茶

場

西

通

海

安

鎭

晏
溪
河
卽
西
溪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通

梁

垜

場

西

入

運

河

有

西

溪

鎭

丞

相

晏

殊

嘗

官

於

此

民

思

不

忘

故

名

晏

溪

辭
郞
河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西

溪

鎭

昔

天

女

與

董

永

相

别

處

西

北

直

通

興

化

界

凌

亭

河

卓
錫
泉
州

治

北

三

里

開

化

院

中

唐

寶

曆

間

王

屋

禪

師

自

蜀

來

駐

錫

於

此

臨

化

思

蜀

水

飮

令

徒

以

錫

杖

卓

後

園

中

須

臾

泉

水

遂

溢

云

此

泉

與

揚

之

蜀

崗

通

一

統

志

載

卽

七

星

井

之

一

也

山
陰
一
曲
州

治

東

南

舊

運

司

方

池

內

蓬

萊

瀛

碧

之

間

宋

嘉

定

十

四

年

茶

鹽

使

徐

正

卿

壘

石

爲

山

山

號

香

嵒

中

爲

曲

水

環

以

修

竹

與

客

觴

咏

於

此

有

山

陰

曲

水

之

勝

故

名

今

廢

太
子
港
在

登

仙

橋

西

南

古

市

河

之

西

梁

大

同

間

王

仙

翁

上

昇

昭

明

太

子

同

邵

陵

王

綸

由

此

港

往

天

目

山

致

禮

港

久

湮

積

潦

輒

溢

宋

嘉

泰

四

年

守

陳

茂

英

按

故

跡

鑿

之

今

壅

不

通

淸
瓶
港
州

治

東

九

十

里

羅
塘
港
州

治

東

四

十

五

里

今

姜

堰

河

是

城
子
溝
州

治

南

三

里

九
里
溝
州

治

西

九

里

佛
兒
溝
西

溪

鎭

側

本

唐

時

端

輝

寺

今

廢

爲

溝

溝

內

銅

佛

不

知

其

昔

有

泛

海

者

乘

船

過

此

累

獲

銅

佛

三

五

因

名

黃

沙
溝
州

治

南

二

十

五

里

南

徐

莊

永

安

厰

側

施
家
灣
州

治

北

五

里

魚

鹽

蟹

稻

往

來

舟

舶

駢

集

之

所

也

唐
灣
州

治

東

三

十

里

宋

文

天

祥

早

發

泰

州

驚

傳

赶

馬

在

唐

灣

卽

此

地

葦
灣
州治

東

北

西

溪

鎭

之

東

有

聖

果

院

基

址

在

焉

世

傳

昔

有

一

僧

渡

海

求

舟

舟

人

却

之

遂

具

袈

裟

折

一

蘆

葦

過

海

遂

以

此

名

郭
太
保
潭
州

治

西

北

隅

廣

袤

數

頃

深

不

可

測

南

唐

刺

史

郭

載

鑿

以

禦

北

兵

太

保

其

檢

校

官

也

世

傳

有

游

龍

自

仇

湖

來

居

此

潭

禱

之

卽

應

立

廟

祀

之

今

靈

濟

卽

其

神

龍
潭

二
所
一

在

州

治

北

五

里

新

城

觀

西

陂

澤

中

一

在

州

治

南

五

里

濟

川

河

第

二

壩

夏

家

橋

東

側

其

壩

基

共

計

十

五

丈

許

見

今

有

居

民

領

佃

西

去

基

地

約

五

丈

有

奇

近

城

子

溝

又

相

對

運

河

中

郭
欒

潭
州

治

東

北

十

八

里

港

口

市

世

傳

唐

時

有

郭

欒

二

氏

居

此

皆

富

族

結

爲

婚

姻

欒

氏

積

薪

下

匿

空

處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六

得

一

□

殻

大

如

斗

欒

異

之

以

貯

食

米

其

米

取

用

不

竭

卽

貯

錢

銀

如

是

遂

益

富

郭

問

致

富

之

由

欒

泄

其

事

且

假

與

郭

氏

不

還

忽

一

日

欒

氏

釜

中

有

生

魚

躍

出

甚

大

欒

恠

而

卜

之

卜

者

曰

汝

一

家

當

陷

宜

亟

具

舟

望

東

逃

欒

從

之

亟

去

不

及

語

郭

去

後

風

雨

大

作

惟

一

織

女

失

載

與

郭

氏

家

人

俱

陷

其

地

龍

捲

成

潭

潭

水

深

澈

物

無

不

照

每

風

雨

作

聞

潭

下

有

織

機

聲

後

立

魚

龍

廟

以

祀

之

西
溪
減
水
閘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今

廢

魚
行
減
水
閘
州

治

北

六

里

秦
潼
減
水
閘

州

治

東

北

六

十

里

王
家
閘
西

溪

鎭

東

丁
溪
海
口
閘
州

治

東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萬

曆

十

年

廵

按

姚

士

觀

命

守

李

裕

建

以

洩

木

州

境

內

蓄

水

與

興

化

白

駒

海

口

閘

同

時

建

姜
堰
州治

東

四

十

五

里

天

目

山

前

瀦

運

河

水

北

至

西

溪

通

運

鹽

以

達

上

河

嘉

祐

二

年

守

王

純

臣

移

堰

近

南

宋

莊

側

宣

和

二

年

大

水

移

於

羅

塘

港

近

運

河

口

藕
花
洲
州

治

圃

內

宅

堂

之

後

舊

爲

水

村

茅

茨

十

間

環

水

植

蓮

宋

紹

興

十

年

守

王

喚

建

嘉

泰

三

年

守

陳

茂

英

撤

而

新

之

爲

屋

三

間

跨

小

橋

以

渡

鳳
凰

池
二
一

在

州

治

南

舊

貢

院

內

宋

紹

定

二

年

守

陳

垓

復

開

二

池

前

爲

長

堤

植

華

表

沿

堤

及

池

種

柳

臨

流

爲

閣

剪

茅

爲

對

子

城

隅

雌

堂

鷗

閣

各

爲

六

楹

徬

於

華

表

一

在

西

溪

鎭

世

傳

有

鳳

凰

來

浴

此

池

云

卽

董

永

遇

天

女

處

也

久

湮

溪
光
池
西

溪

鎭

廣

福

東

寺

之

東

南

廣

二

畆

餘

溪

光

軒

居

其

上

東

通

鳳

凰

池

北

通

小

海

池

南

止

溪

光

橋

小
海
池
西

溪

鎭

廣

福

東

寺

之

東

北

未

築

捍

海

堰

之

前

直

通

海

岸

舊

有

泛

海

者

多

聚

於

此

取
魚
灘
西

溪

鎭

東

世

傳

徐

福

三

取

魚

處

七
星
井

一

州

治

東

二

里

東

禪

寺

前

曰

廉

貞

井

又

名

雙

井

一

州

治

西

門

內

一

州

治

東

門

內

仙

源

萬

壽

宮

之

側

曰

丹

井

皇

甫

眞

人

煉

丹

之

所

一

州

治

西

市

河

之

側

天

廟

前

曰

魁

罡

井

一

州

治

北

歌

舞

巷

內

一

州

治

北

三

里

北

山

寺

內

卽

卓

錫

泉

一

州

治

北

五

里

祐

聖

觀

中

以

上

七

井

布

列

如

斗

形

十
軒
井
西溪

鎭

東

廣

福

寺

內

一

海

春

軒

寺

內

二

潛

軒

院

三

淸

軒

寺

四

靜

軒

寺

五

寶

相

寺

六

定

軒

寺

七

溪

光

寺

八

秀

軒

寺

九

悟

空

寺

十

唐

大

中

問

攺

悟

空

爲

承

福

宋

治

平

間

又

攺

聖

壽

院

今

寺

多

併

入

東

廣

福

院

井

亦

多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七

廢

鏡
香
井
州

治

東

南

儒

學

學

正

㕔

之

東

宋

井

也

圍

徑

三

尺

五

寸

深

十

二

丈

堙

滅

旣

人

成

化

十

九

年

訓

導

何

湘

得

其

故

址

而

重

甃

焉

正

德

間

學

正

陳

琦

重

浚

得

舊

井

欄

上

有

文

曲

并

三

字

天

女
繅
絲
井
在

西

溪

鎭

廣

福

院

漢

董

永

所

居

卽

曹

長

者

故

宅

內

幷

也

永

養

父

至

孝

家

貧

常

傭

辦

父

亡

貸

主

人

萬

錢

以

葬

約

自

鬻

其

身

後

感

天

女

爲

偶

一

月

織

縑

三

百

六

十

匹

以

償

乃

凌

空

而

去

井

卽

其

汲

以

繅

絲

者

水

最

深

廣

旱

汲

不

絕

每

蠶

熟

時

井

有

白

草

根

長

丈

餘

如

絲

然

鳳
昇
井
俗名

雙

井

州

治

東

北

西

溪

鎭

南

倉

橋

東

西

兩

岸

相

向

舊

志

云

天

女

辭

董

永

相

别

過

此

地

天

女

取

釵

二

隻

於

地

東

西

揷

之

成

穴

明

誓

不

重

會

天

女

辭

去

後

人

於

揷

釵

之

處

鑿

成

二

井

日

後

開

置

市

河

兩

井

相

向

遂

隔

河

矣

王
仙
翁
井
詳

天

目

山

附

古
蹟
海
陵
制
置
院
僞

吳

楊

行

宻

卽

縣

置

莫

詳

其

址

尉
㕔
東

門

外

鳳

凰

臺

之

上

宋

海

陵

縣

尉

㕔

也

廢

址

存

焉

江
海
會
祠
漢

晉

時

皆

有

之

久

廢

永
寧
宮
州

城

內

僞

唐

李

昪

昇

元

六

年

遷

僞

吳

楊

行

宻

子

孫

於

海

陵

號

其

居

曰

永

寧

宮

嚴

兵

守

之

絕

不

通

人

久

而

男

女

自

爲

匹

偶

周

世

宗

征

淮

南

詔

撫

楊

氏

子

孫

李

景

聞

之

遣

人

盡

殺

其

族

周

先

鋒

都

部

署

劉

重

進

得

其

玉

硯

瑪

瑙

碗

以

獻

今

按

址

在

譙

樓

之

北

故

老

傳

譙

樓

乃

其

宮

闕

門

也

後

以

其

北

築

子

城

爲

州

治

淮
東

道
院
在

舊

治

內

大

㕔

之

東

以

海

陵

地

僻

少

訟

初

名

道

院

宋

左

丞

陸

佃

爲

守

謝

表

云

飛

蚊

漸

少

頗

無

澤

國

之

風

過

客

甚

稀

至

有

道

院

之

號

乾

道

五

年

守

張

子

顏

重

建

嘉

定

七

年

守

李

珙

始

加

淮

東

二

字

寳

慶

三

年

守

陳

垓

增

重

門

修

廊

兩

廡

大

㕔

泰

堂

泰
堂
守

陳

垓

建

以

州

名

名

之

自

爲

記

無
訟

堂
舊

治

內

東

㕔

之

東

廢

三
樂
堂
在

無

訟

堂

之

前

廢

郡
圃
在

大

堂

後

自

泰

堂

入

望

京
樓
在

郡

圃

內

宋

咸

平

中

曾

致

堯

建

曾

詩

有

雨

過

風

生

檻

潮

來

岸

浸

蘆

浦

遙

帆

片

小

村

逈

笛

聲

孤

景

可

見

文
備
堂
在

郡

圃

東

文
會
堂
舊

治

內

宋

天

聖

間

滕

子

京

爲

郡

從

事

建

與

范

希

文

富

彥

國

胡

翼

之

周

春

卿

唱

和

其

中

今

廢

淸
風
閣
舊

治

內

自

五

代

時

疊

石

爲

山

翼

以

兩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八

徑

爲

登

陟

之

階

中

爲

滑

石

浚

臺

臺

上

有

閣

名

淸

風

州

人

目

爲

山

亭

宋

咸

平

中

守

曾

致

堯

作

山

亭

六

詠

淸

風

閣

其

一

也

王

介

甫

有

詩

淸
漣
橫

舟

在

淸

風

閣

後

舊

名

成

趣

玩
芳
亭
舊
曰

留
春
又
曰
綉
野
在

淸

風

閣

後

泰
庵
在

玩

芳

亭

側

三
至
堂
舊

治

内

宋

紹

聖

間

守

曾

肇

以

祖

致

堯

守

泰

父

易

占

令

如

臯

并

已

三

世

守

官

海

陵

故

名

今

廢

六
詠
亭
舊

曰
齊
雲
又
曰
平
遠
三

至

堂

之

後

積
翠
亭

芙
蓉
閣
舊

治

內

藕

花

洲

上

亦

六

詠

之

一

也

浮
香
亭
在

藕

花

洲

後

宋

茂

陵

御

書

也

有

古

梅

詩

秦

太

虛

所

賦

舊

有

小

亭

刻

秦

詩

牆

間

紹

定

元

年

守

陳

垓

撤

舊

亭

大

書

宸

扁

其

上

刻

秦

太

虛

蘇

東

坡

穎

濵

參

寥

詩

於

石

須
友
亭
與

浮

香

亭

對

守

陳

垓

種

竹

爲

屋

曰

須

友

以

竹

必

友

梅

亦

茂

陵

御

書

也

德
星
館

舊

治

內

西

樓

之

下

舊

淸

波

亭

也

譙
樓
州

治

南

舊

傳

楊

行

宻

子

孫

所

居

一

云

荆

罕

儒

爲

團

練

使

周

世

宗

賜

以

鼓

角

門

戟

遂

建

鼓

角

樓

於

上

淳

熙

中

守

萬

鐘

重

建

龍

圖

學

士

韓

元

吉

爲

之

記

宣
詔

亭
譙

樓

左

頒
春
亭
譙

樓

右

御
書
手
詔
亭
前

對

譙

樓

舊
貢
院
在南

山

寺

西

宋

紹

聖

四

年

守

陸

佃

建

有

鳳

池

朝

陽

亭

守

雄

亭

鷗

閣

雛

庵

共

六

十

二

處

紹

定

二

年

守

陳

垓

開

二

池

曰

鳳

凰

池

閣

前

爲

長

堤

東

植

華

表

今

廢

臺
門
州

治

東

南

舊

運

司

外

門

也

東
樓
一

名
揚
淸
舊

運

司

內

大

㕔

東

爰
咨
館

皇
華
堂
俱

在

大

㕔

西

䚕
衍

堂
大

㕔

之

後

以

左

思

吳

都

賦

䚕

海

陵

之

倉

紅

粟

流

衍

名

三
槐
堂
皇

華

堂

之

前

君
子

亭
與

三

槐

堂

對

簡
愛
堂
䚕

衍

堂

之

東

問
津
亭
簡

愛

堂

之

前

澄
淸
堂

會
心
堂
俱

在

運

司

宅

堂

東

月
蕋
堂
會

心

堂

東

天
桂
堂

瀛
碧

堂
俱

在

澄

淸

堂

東

捲
翠
堂
瀛

碧

堂

西

綠
淨
堂

來
薰
堂
俱

在

瀛

碧

堂

東

景
賢
堂
卽
名
賢
堂
來

薰

堂

之

東

月
臺
澄

淸

堂

北

喜
雨
樓
月

臺

東

蓬
萊
閣
對

瀛

碧

前

俯

澄

沼

沼

中

叠

石

卽

香

嵒

亭

也

後

廢

復

建

顏

樂

亭

又

廢

今

爲

東

察

院

後

樂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二
十
九

亭

愛
山
亭
來

薰

堂

東

觀
風
堂
來

薰

堂

東

北

柳
塘
精
舍
觀

風

堂

北

書

籍
庫
柳

堂

精

舍

西

舫
齋
觀

風

堂

東

塵
外
齋
柳

塘

精

舍

側

星
槎
亭
西連

瀛

碧

蓬

萊

墨
妙
齋
以

上

俱

在

舊

運

司

內

址

廢

一

一

不

存

守
雌
堂
仙

源

萬

壽

宮

內

修

竹
軒

箒

俱

在

守

雌

堂

後

知
津
亭
州

橋

東

將
迎
館
州

治

西

南

城

下

宋

建

炎

間

置

後

陳

垓

易

爲

海

嶼

亭

會
星
亭
登

仙

橋

東

舊

弭

節

亭

基

也

海
春
館
迎恩

門

外

以

范

文

正

海

角

亦

逢

春

之

語

而

名

迎
麾
亭
州

治

西

三

里

歸
鶴
亭
州

治

東

七

里

響

林

昇

眞

觀

內

徐

神

翁

劍

所

也

宋

守

陳

垓

建

歲

二

月

勸

耕

延

父

老

坐

亭

中

給

錢

設

置

酒

果

或

領

客

觴

詠

竟

曰

於

是

州

之

士

大

商

旅

瞻

謁

神

翁

者

得

以

徜

徉

盤

礡

云

亭

前

有

軒

廢

鹿
女
臺
天目

山

西

昔

王

仙

翁

居

山

曰

有

五

色

鹿

産

一

女

於

山

左

草

莽

中

聞

啼

聲

往

視

之

見

鹿

乳

焉

翁

挈

養

之

鹿

日

三

至

女

七

歲

通

三

敎

後

年

十

六

翁

以

成

人

築

臺

山

右

居

之

號

曰

鹿

女

臺

廢

景
范
樓
迎

恩

門

內

文

正

舊

行

衙

也

溪
月
樓
迎

恩

門

外

順
眞
堂
州

治

西

南

太

子

港

西

宋

周

處

士

宅

堂

也

雪
堂
州

治

東

南

周

處

士

祠

內

讀
書
堂
州

治

東

北

八

十

里

景

德

寺

之

東

廊

宋

天

聖

中

富

鄭

公

以

父

蒞

任

隨

侍

讀

書

與

胡

侍

講

周

待

制

相

友

善

時

范

文

正

與

滕

待

制

子

京

俱

官

海

陵

待

三

人

甚

厚

謂

皆

公

輔

器

也

後

韓

子

蒼

亦

常

寓

此

讀

書

有

題

壁

詩

長
洲
澤
劉

昭

注

長

洲

澤

多

麋

博

物

記

曰

千

麋

成

羣

掘

食

草

根

其

處

成

泥

名

曰

麋

畯

民

人

隨

此

畯

種

稻

不

耕

而

穫

其

收

百

倍

又

沿

海

洲

上

有

草

名

蒒

其

實

食

之

如

大

麥

秋

冬

斂

穫

名

曰

自

然

穀

或

曰

禹

餘

糧

相

聞

海

邊

人

說

泰

州

沿

海

洲

上

蘆

葦

無

際

羣

麋

迅

走

人

欲

捕

之

雖

麑

不

獲

葢

常

兩

兩

並

負

其

子

而

行

蒒

草

今

亦

有

之

所

謂

長

洲

澤

者

沿

海

洲

上

皆

是

桑

田

之

莫

詳

其

實

同
樂
亭
州

治

西

自

方

洲

西

出

便

門

臨

河

爲

浮

橋

以

登

是

亭

籬

菊

野

花

雜

植

焉

宋

守

陳

垓

建

以

南

通

經

武

橋

北

過

泰

寧

西

登

暘

谷

東

入

小

西

湖

堤

亭

楹

四

達

遊

人

往

來

取

醉

翁

亭

記

中

句

爲

名

鳳
凰
臺
寧

海

門

外

背

水

朝

陽

有

翔

鳳

廻

旋

之

勢

相

傳

昔

有

鳳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三
十

凰

來

集

其

上

宋

時

海

陵

尉

㕔

及

大

雅

亭

俱

址

存

大
雅
亭
鳳

凰

臺

之

上

下

瞰

新

濠

走

響

林

歸

鶴

亭

路

也

迎
賔
亭

避
湖
亭

溪
光
亭

奉
先
亭
俱

在

西

溪

鎭

范

文

正

公

建

迎
止
亭
西

溪

鎭

北

中

洲

山

上

文

正

遺

跡

在

焉

南
風
亭
西

溪

鎭

西

南

對

書

院

晏

元

獻

公

建

思
賢
亭
西

溪

鎭

東

寺

塔

院

呂

文

靖

守

官

本

鎭

時

手

植

牡

丹

於

此

後

人

建

亭

以

寓

思

俱

廢

葫
蘆
河
州

治

西

南

樂

橋

圓

如

匏

可

十

畆

太

常

博

士

王

綸

家

其

上

海

陵

人

謂

其

子

伯

起

爲

葫

蘆

河

王

先

生

伯

起

安

定

壻

古
井
欄
東

臺

聖

果

院

內

晏

溪

志

云

大

唐

開

寳

間

造

舊

有

綆

跡

深

寸

許

今

復

生

合

而

誌

文

亦

漫

滅

莫

辨

葢

活

石

云

八
八

西

溪

鎭

東

北

相

傳

漢

時

有

八

八

六

十

四

長

者

家

曹

長

者

家

爲

第

一

今

漫

爲

平

陸

矣

高
麗
皷
聖

果

院

內

卽

僞

唐

太

保

中

隨

海

潮

漂

至

皷

也

范

文

正

公

有

詩

千

年

人

巳

化

三

昧

語

空

傳

唐

世

猶

在

高

麗

鼓

半

穿

花

鏡
唐

元

和

末

海

陵

夏

候

乙

庭

前

生

百

合

花

大

於

常

品

倍

因

發

其

下

得

甓

匣

十

三

重

各

匣

一

鏡

第

七

者

光

不

蝕

照

日

光

環

一

丈

其

餘

規

銅

而

已

增

閒
好
軒
宮

鴻

營

手

搆

淸

吟

處

外
史
氏
曰
形
勝
方
輿
所
據
詎
止
取
觀
游
哉
按
境
東
瀕

海
北
距
淮
大
江
襟
前
巨
湖
環
後
川
塍

肆
相
錯
如
繡

民
無
事
則
耕
食
而

飮
有
事
則
荷
戈
帶
甲
以
壁
於
四

郊
誠
天
府
也
矧
夫
人
傑
地
靈
桴
應
符
合
道
德
文
章
揭

日
月
於
丕
冒
則
下
流
上
峙
若
因
之
增
而
壯
矣
易
曰
天

險
不
可
升
也
地
險
山
川
丘
陵
也
余
曰
人
險
與
天
地
叅

無
得
而
踰
也
若
古
蹟
湮
替
不
知
凡
幾
今
以
名
僅
存
者

識
於
末
庶
好
事
者
或
可
因
名
而
求
蹟
云

風
俗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三
十
一

冠
服

三
加
雖
爲
古
禮
名
族
前
朝
行
之
而
閭
里
莫
行

本
朝
創
制
□
庸
章
服
歸
於
畫
一
臣
□
□
□
遵
守
雖
貂

狐
紵
絲
競
尚
華
麗
而
花
樣
顔
色
□
□
部
文
服
制
有

辨
無
敢
或
違
近
奉

新
綸
帽
頂
復
依
定
式
等
威
物
采
萬
世
爲
昭
矣

婚
姻

始
議
婚
或
姻
戚
作
伐
或
用
媒
妁
初
聘
定
次
請

期
次
納
采
女
家
亦
有
回
贈
于
歸
粧
奩
豐
儉
各
稱
其

家
俱
設
宴
延
賔
迎
送
合

夕
花
燭
交
輝
聚
觀
如
堵

三
日
拜
見
翁
姑
及
家
衆
以
分
大
小
女
家
備
儀
物
名

曰
做
朝
壻
隨
往
拜
女
之
父
母
遍
及
親
族
名
曰
回
門

仍
留
宴
滿
月
壻
偕
女
歸
寧

䘮
祭

初
䘮
姻
族
聞
計
偕
至
殮
畢
三
日
謁
土
神
祠
六

日
謁
城
隍
廟
卜
筊
向
隅
而
泣
事
雖
近
俚
而
號
呼
難

割
之
狀
恍
如
覿
其
顏
面
者
成
服
開
䘮
禮
親
知
數
人

爲
司
賔
以
代
送
迎
其
枉
弔
者
列
席
留
飮
逢
七
多
作

佛
事
當
出
煞
日
空
室
徙
避
亦
有
迎
而

袚
者
弔
客

折
楮
儀
賻
儀
厚
薄
任
力
䘮
家
不
無
小
補
及
其
襄
事

姻
朋
醵
錢
爲
飮
皷
樂
雜
沸
名
曰
伴
夜
届
明
執
紼
送

郊
䘮
車
結
綵
爲
葢
凡
芻
靈
等
物
稱
家
而
具
塟
後
領

木
主
歸
設
龕
以
祀
惟
縉
紳
則
有
家
廟
所
可
取
者
竝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三
十
二

無
火
化
水
塟
一
事
卽
至
貧
亦
有
抔
土
可
封
也

燕
會

賔
禮
揖
拜
俱
上
左
往
時
殽
止

品
酒
不
過
六

七
行
無
論
坐
客
充
庭
俱
以
一
盃
傳
送
僅
將
敬
而
巳

今
則
觥
籌
無
算
羅
列
盈
前
且
多
用
優
伶
卜
夜
爲
樂

而
遂
相
沿
成
習
矣
繼
則
側
弁
呌
號
畧
無
繩
檢
矣

歲
時

元
旦
合
家
拜
慶
禮
與
他
方
畧
同
從
寅
夜
卽
起

詣
各
廟
拜
送
香

道
路
絡
繹
不
絕
姻
族
椒
酒
相
邀

初
八
穀
日
占
雲
氣
陰
晴
以
定
一
歲
豐
歉

元
夕
張

燈
自
十
三
夜
至
十
八
夜
止
架
松
棚
綴
綵
幔
懸
燈
其

下
載
酒
相
樂
花
火
熾
焰
少
年
手
持
奇
巧
之
燈
擊
皷

鳴
鐃
喧
闐
街
市
十
六
夜
更
闌
人
靜
女
伴
相
攜
出
行

曰
走
橋
有
乞
子
者
取
磚
宻
藏
以
歸
又
請
紫
姑
神
以

卜
女
紅
巧
拙

淸
明
祀
先
展
墓
郊
外

婦
孤
兒
悲

啼
遍
野
其
拜
掃
率
一
家
長
幼
咸
往
焉

四
月
八
爲

浴
佛
日
婦
女
有
相
約
詣
尼

拜
禮
及
祈
求
子
息
還

愿
者

端
午
解
粽
泛
雄
黃
菖
蒲
火
酒
食
臘
味
男
女

佩
丹
符
繫
五
色
絲
於
臂
簮
花
揷
艾
與
他
處
大
同
小

異

七
夕
穿
針
乞
巧

中
元
日
盂
蘭
大
赦
僧
舍
作

會
遠
近
爭
赴
人
家
皆
祀
先
薦
新

中
秋
作
月
餅
相

遺
設
瓜
果
豆
角
等
物
賞
月

重
陽
市
中
作
糖
糕
揷



ZhongYi

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三
十
四

外
史
氏
曰
賈
山
曰
風
行
俗
成
萬
世
之
基
定
風
者
上
所

化
而
俗
者
下
所
習
也
易
言
撓
萬
物
者
莫
疾
乎
風
夫
風

起
靑
蘋
之
末
不
須
臾
而
徧
於
郊
坰
無
草
不
靡
無
物
不

嚮
則
移
易
之
機
上
操
之
矣
泰
俗
民
樸
而
鮮
儇
巧
士
重

信
義
斥
浮
薄
今
漸
以
奢
侈
相
尙
燕
會
服
餙
比
于
三
吳

又
小
人
尙
氣
好
爭
或
細
故
輒
終
訟
不
巳
將
何
以
挽
江

河
而
復
獉
狉
之
舊
也
哉
是
在
掌
風
敎
者

物
產

穀

海
陵
紅
俗

名

泰

州

紅

馬
尾
赤

鶴
脚
烏

雀
不
知

隨
犂
歸

救
公
饑

六
十
日
白

觀
音
秈

駝
兒

白

小
香

早
香

墨
早

白
早

早
秈

斑
秈

焦
芒

靑
芒

赤
芒

黃
芒

紫
紅
芒

烏
壳

深
水
紅

了
田
靑

下
馬
看

鯽
魚
秈

香
粢

鱔
魚
黃
以

上

皆

杭

稻

赶
陳
糯

羊
脂
糯

燕
口
糯

羊
鬚
糯

虎
皮
糯

秋
紅
糯

紅
糯

香
子
糯
以

上

皆

秫

稻

大
麥

小
麥

淮
麥

蕎
麥
以

上

皆

麥

赤
蘆
穄

白
蘆
穄
以

上

皆

黍

穄

粟
以

上

皆

稷

紫
豆

黑
豆

黃
豆

紅
豆

赤
豆

靑
豆

菉

豆

豌
豆

豇
豆
有

紅

白

紫

斑

諸

色

蠶
豆

刀
豆

龍

豆

藊
豆
有

黑

白

二

種

芝
蔴
以

上

皆

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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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三
十
五

蔬
類

白
菜
數種

靑
菜

芥
菜
紫

白

二

種

荇
菜

生
菜

薺

菜

莧
有

紅

白

紫

三

種

芹
水

旱

二

種

菠
薐
俗

呼

菠

菜

莙
薘
俗

呼

甜

菜

苦
藚

卽

也

俗

呼

芸

臺

香
蒿

茼
蒿

豆
芽

萵
苣

蘘
荷

蔞

蘿
蔔
紅

白

紫

三

種

胡
蘿
蔔

茭
白
一

名

菰

菜

香
芋

甘

露
子

薯
蕷
俗

名

山

藥

芋
俗

名

芋

苖

蕈
生

水

上

細

者

曰

天

花

蕈

卽

木

耳

石

上

者

曰

石耳

葱

韭

薤

蒜

胡
荽
俗

名

蒝

荽

西

方

以

上

五

種

爲

葷

菜

蓏
類

王
瓜

絲
瓜

冬
瓜

西

南
瓜

北
瓜

甜
瓜

香
瓜

苦
瓜

玉
瓜

壺
盧
數

種

俗

名

葫

蘆

子

茄
隋

煬

帝

攺

茄

子

曰

崑

崙

紫

瓜

因

系

之

瓜

屬

茨
菇

荸
薺

木
類

松

栢

桑

槐

柘

柳

榆

椿

桐

檀

皁
莢
亦

名

皁

角

白
楊

黃
楊

垂
楊

冬
靑
卽

女

貞

狗
橘

棟

梓

銀
杏

椒

楓

樗

穀
一

日

楮

桑

烏
臼

㯶
櫚
亦

名

栟

櫚

花
類

牡
丹

芍
藥

薔
薇

荼
䕷

海
棠

棣
棠

木
香

瑞
香

□
香

郁
李

八
仙

玉
蘭

紫

荆

梔
子

繡
毬

木
筆

木
槿

木
樨

紫
薇

金
沙

鹿
葱

金
萱

夜
合
一

名

合

歡

芙
蓉

山
茶

玫
瑰

山
丹

鶯
粟

金
錢

蜀
葵

黃
葵

雞

冠

菊

茉
莉

珍
珠
花

旋
覆
花
俗

名

滴

滴

金

月
季

花

紫
丁
香

後
庭
花
卽

雁

來

紅

十
樣
錦

石
竹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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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三
十
六

鼓
子
花

蠟
梅

果
類

銀
杏

櫻
桃

石
榴

葡
萄

桃

梅

杏

李

棗

梨

橙

柿

菱

芡

蓮

藕

胡

桃

栗

林
檎
來

禽

也

俗

名

花

紅

文
光
果
俗

名

無

花

果

竹
類

苦
竹

筀
竹

筯
竹

水
竹

紫
竹

鳳
尾

竹

斑
竹

慈
竹

篾
竹

草
類

蘆

荻

茅

葦

茭

莎

蒲

蓼

蘋

蒿

稈

莠
一

名

狗

尾

草

萍

藻

蘭
一

名

孩

兒

菊

葒

芒

莞

黃
草

荇

三
稜

佛
指
甲

酸
漿

瓦
松

生

瓦

屋

上

魯
丁

馬
鞭

雀
麥

菖
蒲
一

名

水

劍

獐
舌

芭

游
一

名

竹

節

藥
類

荆
芥

半
夏

茴
薌

枸
杞
子
有

紅

黃

二

種

其

根

爲

地

骨

皮

何
首
烏
赤

白

二

種

三
七

蒲
黃

大
㦸

瓜
蔞

黃

耆

桃
仁

杏
仁

芎
藭

白
芨

山
藥

薄
荷

牽
牛

蒔
蘿

菟
絲

紅
花

紫
蘇

南
星

生

地
黃

車
前
子

蒼
耳

麥
門
冬

蛇
牀
子

天

麻

香
附

牛

豨
薟

海
漂
硝

苦
葶
藶

益
母

皂
角
針

蒺
藜

金
銀
花

桑
白
皮

艾

連
翹

蒲
公
英

精
石

毛
類

牛
二種

羊
二種

馬

驢

騾

豕

犬

虎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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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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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三
十
七

麋

麂

獐

兎

狼

貓

狐

貍

獺

貛

䑕

黃
䑕
郞

羽

鵞
二種

雞
出

樊

㲼

者

高

二

三

尺

鴨

鶴

雉

花
雞

鵲

雁

鴇

燕

鷹

鷂

烏

山
練
子

鳩

有

斑

有

鵓

鴿

天
鵞

鴛
鴦

鷺
鶿

鵪
鶉

百
舌

蠟
嘴

山
鵲

雪
姑

鶺
鴒

啄
木

鷦
鷯

白

鷗

黃
鸝

靑

練
雀

郭
公
一

名

布

穀

鸜
鵒
俗名

八哥

呌
天

白
頭
公

秃
鶖

鸛

鶻

梟
鵙
一

名

伯

勞

蝙
蝠

鱗

鯉

鯽

鱧
俗

名

烏

魚

魴
卽

鯿

魚

鰻

鱖

鰌

鱣

鮎

鰱

鰣
出江

魮

鱸

鮰

鯊

鯖

鱔

鱀

銀
魚

金
魚

白
鰷

烏
賊

石
首
俗

名

黄

魚

針

口

梅
頭

鯧

鯔

黃
桑

河
豚

水
母

介
類

龜

鼈

蠏

蜆

螺

蟶
有

毛

蟶

竹

蟶

二

種

蚌

蠞

蠣

蛤
蜊

蛼

大

蛤

也

蟛

蝤
蛑

螃
蜎

蟶

以

下

皆

海

錯

土
蛈

泥
臝
亦

出

海

蟲

蠶

蜂

蝶

螢

蟬

蝟

蛇

螳
螂

蜻
蜓

蚱
蜢

螂
卽

轉

丸

也

鼅
鼄

馬
蟥

蟋
蟀

蚯
蚓

蝦
蟆
似

蝦

蟆

而

背

靑

綠

者

曰

靑

蛙

人

多

食

之

名

水

雞

子

曰

蝌

蚪

蜈
蚣

蟻

蠅

螻
蟈
俗

名

土

狗

天
牛

蟫
螙魚

䑕
負
一

名

伊

威

蜒
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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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志

卷
之
一

三
十
八

蝸

絡
緯
俗

呼

紡

緝

婆

蟾

蛾

叩
頭
蟲

泥

俗

呼

土

鼈

貨

鹽

莞
蓆

苧
蔴

蔴

川
蔴

苧
布

木
綿

生
絹

絲
絹

黃
草
布

硝

鹻

靛
藍

飮
食

酒

醋

糕

餅

粉

角
黍

麵

油

鹽

鴨
蛋

鰕
米

器
用

銕
農
具

篾
籮

箕

土
缶

茭
苖
箒

蒲
包

烘
爐

外
史
氏
曰
昔
先
王
辨
土
地
察
原
隰
敎
民
樹
畜
務
興
自

然
之
利
以
故
箕
疇
八
政
食
貨
先
之
而
計
然
言
於
范
蠡

曰
治
國
之
道
在
平

齊
物
關
市
不
乏
此
卽
懋
遷
有
無

化
居
之
義
也
吳
陵
屯
田
煮
海
旣
居
其
饒
華
實
之
毛
又

稱
江
左
上
腴
粟
與
幣
倍
儲
農
與
末
互
劑
余
竊
侈
爲
盛

矣
得
古
之
良
法
善
畫
矣
然
未
免
鰓
鰓
以
過
盈
爲
慮
其

喫

則
在
樽
節
哉

泰
州
志
卷
一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