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序

二

當
宁
旣
又
細
考
夫
疆
域
都
鄙
廣
袤
之
數
財
用
穀
□
□
耗
之

實
與
夫
古
今
建
置
之
沿
革
分
并
民
風
土
俗
之
淑
慝
淳
漓

分
門
排
纂
爲
補
前
志
之
缺
略
者
若
干
條
攺
前
志
之
舛
譌

者
若
干
件
而
後
吿
蕆
事
焉
夫
以
江
都
望

之
區
而
沐

聖
朝
長
養
涵
濡
之
澤
宜
其
蒸
蒸
焉
嚮
化
服
敎
而
問
今
之
土
田

則
視
舊
爲
加
闢
問
今
之
生
齒
則
視
舊
爲
加
繁
問
今
之
風

俗
則
視
舊
爲
加
美
問
今
之
人
材
則
貞
良
軰
出
孝
秀
書
升

出
爲
廊
廟
之
英
入
亦
不
失
爲
庠
序
之
彦
巳
一
一
漸
摩
於

在
宥
之
中
矣
設
記
載
之
書
一
或
不
核
其
實
而
有
矯
誣
誕
妄

之
病
則
長
令
化
導
之
謂
何
其
敢
罔
上
以
欺
下
耶
故
此
一

志
也
志
信
也
信
則
可
以
徵
也
若
夫
漢
晉
以
後
元
明
以
前

則
又
不
盡
從
志
而
從
史
何
也
史
者
志
之
所
昉
也
志
與
史

岐
則
從
其
所
昉
可
以
徵
信
而
不
至
於
蓄
疑
是
又
朝
璣
竊

取
之
義
用
以
仰
報
今
日
之

盛
典
云
時

雍
正
七
年
歲
次
己
酉
重
陽
前
一
日
江
南
揚
州
府
汪
都
縣

試
用
知
縣
陸
朝
璣
謹
識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舊
序

一

江
都
縣
志
舊
序

夫
維
揚
古
九
州
之
一
江
都
爲
之
附
邑
袤
延
數
百
里
北
枕

三
湖
南
抵
大
江
今
昔
稱
海
內
一
大
都
會
岡
巒
形
勝
川
澤

名
流
其
淑
士
哲
入
逈
出
其
間
者
後
先
相
映
且
爲
南
北
襟

喉
漕
運
鹽
司
關
國
家
重
計
皆

兹
土
是
不
可
以
無
紀
夫

邑
有
乘
爲
一
邑
之
實
録
所
以
載
歷
代
之
沿
革
風
俗
之
隆

汚
戸
口
錢
糓
之
盈
縮
若
離
奇
詭
異
借
才
别
郡
而
重
誣
山

靈
者
皆
不
宜
登
於
紀
江
都
前
無
志
志
江
都
自
前
任
孝
義

趙
公
始
其
書
成
於
嘉
靖
之
壬
戌
歲
至
今
且
幾
四
十
年
矣

余
甫
任
兹
土
歷
邵
伯
之
堤
躡
甘
泉
大
儀
之
境
詢
董
公
胡

文
之
遺
躅
觀
風
問
俗
歸
則
披
籍
而
求
之
中
相
牴
牾
者
十

之
三
且
鋟
梓
時
久
剝
落
蠧
嚙
者
又
十
之
二
余
憾
不

於

文
且
縣
務
蝟
叢
無
寸
晷
搦
管
者
邑
大
夫
僉
以
歲

士
陸

君
薦
葢
以
耆
年
宿
儒
且
不
避
不
阿
秉
筆
一
出
於
公
故
敢

拜
手
焉
然
亦
就
今
昔
之
所
更
易
者
少
爲
之
增
削
而
非
大

有
所
創
入
也
苐
是
刻
所
載
者
戸
口
頃

之
實
至
濵
江
者

坍
塌
濵
湖
者
淪
胥
不
能
悉
其
包
納
沉
溺
之
苦
所
載
者
幅

封
疆
之
界
至
南
仰
瓜
儀
則
虞
奸
西
盡
山
脊
則
虞
饑
不

能
盡
其
防
微
杜
患
之
計
所
載
者
供
應
輿
馬
之
数
至
吏
莫

辦
則
抵
法
綱
民
莫
支
則
棄
家
室
又
不
能
寫
其
□
□
傾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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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之
狀
若
夫
俗
尙
之
競
於
奢
人
情
之
趨
於
浮
是
又
在
鄉
之

縉
紳
士
與
夫
司
民
計
者
身
爲
挽
廻
之
若
余
者
四
載
於
兹

且
不
能
一
釐
其
所
習
又
安
能
於
楮
牘
中
盡
悉
哉
覽
者
是

又
當
求
此
于
剞
劂
之
外
矣
萬
曆
丁
酉
歲
長
至
之
吉
賜
進

士
第
文
林
郞
知
江
都
縣
事
襄
城
張
寧
書
於
惺
惺
亭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舊
序

三

江
都
縣
志
舊
序

揚
州
志
前
無
考
宋
有
紹
興
嘉
泰
寶
祐
三
書
時
江
都
以
附

郭
無
志
嘉
靖
壬
戌
孝
義
趙
公
爲
江
都
令
始
命
邑
人
葛
洞

另
志
之
萬
曆
乙
酉
癸
巳
之
間
高
安
陳
公
臨
潼
武
公
先
後

令
江
都
以
葛
志
所
載
考
證
或
疎
乃
以
命
弼
甫
竣
役
會
兩

公
擢
去
皆
不
果
就
剞
劂
甲
午
襄
城
張
公
嗣
武
公
爲
令
暇

問
志
草
存
笥
者
稍
漫
漶
公
乃
復
屬
弼
整
輯
之
書
成
公
一

一
手
爲
刪
訂
眎
舊
草
稍
有
增
益
云
志
之
爲
紀
者
一
表
者

五
志
者
七
傳
者
十
統
爲
二
十
又
三
卷
蓋
古
今
沿
革
治
亂

禨
祥
不
同
作
郡
縣
紀
又
揭
其
大
較
而
暴
著
之
作
郡
縣
表

秩
官

舉
並
爲
邑
重
亦
各
表
之
疆
域
星
野
形
勝
山
川
風

俗
皆
提
封
所
具
作
提
封
志
城
隍
公
署
郵
舍
都
鄙
津
梁
皆

建
置
之
事
作
建
置
志
食
貨
志
志
則
壤
戸
口
貢
課
庸
調
物

產
也
儒
學
志
志
文
事
也
邑
之
大
事
在
祀
與
戎
故
志
秩
祀

志
兵
戎
第
宅
寺
觀
冢
墓
古
蹟
邑
所
不
廢
則
列
之
雜
志
藝

文
不
另
署
目
第
釆
其
雅
馴
者
而
系
之
各
志
焉
秩
官
傳
傳

其
邑
吏
之
良
者
次
及
文
武
名
臣
而
弗
及
太
守
諸
職
蓋
郡

之
事
虞
其
侵
也

舉
傳
五
代
以
前
惟
紀
邑
之
名
賢
時
邑

未
附
郡
也
國
朝
郡
學
雖

之
府
然
皆
籍
江
都
者
也
故
得

兼
收
焉
名
賢
次
之
寓
賢
又
次
之
勲
戚
又
次
之
孝
義
烈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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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又
次
之
凡
以
標
功
德
而
垂
訓
示
傳
信
也
外
傳
者
傳
疑
也

舊
志
所
載
鬼
神
恠
變
之
狀
恐
滋
民
惑
一
切
汰
之
庶
幾
江

都
之
事
稍
足
誦
覽
矣
萬
曆
丁
酉
仲
冬
江
都
縣
貢
生
陸
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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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縣
志

凡
例

一

江
都
縣
志
凡
例
十
六
則

一
郡
縣
沿
革
舊
志
多
譌
今
合
歷
代
郡
國
地
理
志
更
定

而
恪
遵

皇
輿
表
爲
正

一
兩
漢
六
朝
江
都
俱
屬
廣
陵
但
廣
陵
或

徐
州
或

南
兖
州
與
揚
州
皆
無
涉
也
隋
以
後
廣
陵
始
爲
揚
州

江
都
爲
揚
州
屬
邑
凡
史
書
載
揚
州
事
在
隋
之
前
者

舊
志
採
入
悉
譌
今
槩
刪
之

一
江
都
爲
郡
附
郭
凡
事
之
系
於
郡
城
者
皆
縣
事
也
故

敘
述
較
諸
屬
邑
稍
繁

一
秩
官
表
止
載
縣
令
及
丞
簿
尉
敎
職
年
遠
無
考
者
闕

之
卽
稗
官
雜
說
間
有
見
者
亦
不
敢
妄
爲
援
引
恐
傳

之
非
其
眞
也
武
職
舊
志
不
載
今
無
從
稽
考
前
明
衛

所
并
系
於
府
不
系
於
縣
是
以
槩
闕
雜
職
祗
載
現
任

一
人
附
於
表
後

一
江
都
人
物
濟
濟
應
試
中
式
者
或
用
本
籍
或
用
别
籍

多
有
不
同
今
并
列

舉
表
仍
注
明
某
處
人
某
處
籍

以
别
之
恩
拔
歲
副
貢
生
倣
此

一
應
例
登
仕
籍
者
京
職
自
中
行
評
博
以
上
外
任
自
縣

令
以
上
皆
列
名

舉
表
候

未
仕
者
皆
待
之
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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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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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

續
登
其
例
貢
以
及
太
學
考
職
不
下
數
千
人
稽
考
難

徧
掛
漏
必
多
是
以
槩
不
登
載
卽
封
典
亦
只
載

覃
恩
其
或
有
遺
漏
者
本
人
未
以
姓
名
送
局
也

一
淮
南
水
國
上
接
淮
黃
向
來
堤
岸
衝
決
官
紳
建
議
甚

多
邇
者
仰
賴

廟
謨
河
水
安
瀾
汙
萊
田
廬
俱
成
樂
土
是
志
河
渠
水
利

俱
載
山
川
志
內
其
昔
人
奏
疏
條
議
有
切
於
江
都
者

分
附
各

以
備
叅
考

一
民
賦
只
列
現
行
徵
收
實
數
并
起
解
存
留
欵
項
以
備

核
覽
至
歸
併
裁
汰
各
欵
舊
籍
殘
缺
是
以
不
錄

一
官
署
街
坊
橋
梁
廟
宇
古
蹟
見
於
舊
志
者
今
卽
圯
廢

仍
錄
名
備
考
至
舊
志
所
無
而
今
日
增
建
者
皆
核
實

歲
月
載
之

一
物
產
與
天
下
相
同
者
只
約
畧
收
錄
惟
五
穀
於
民
事

最
重
邑
產
秈
稻
不
下
百
種
皆
詳
載
以
存
其
實
他
如

古
人
詩
文
雜
著
所
及
或
偶
然
借
用
或
一
時
溢
辭
不

敢
以
摭
拾
炫
異

一
秩
官
自
令
以
下
有
政
績
者
别
爲
傳
或
遷
調
他
郡
其

政
績
則
不
敢
越
載
專
閫
建
牙
諸
大
寮
亦
止
列
其
功

在
江
都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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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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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三

一
本
邑
人
物
博
採
正
史
及
歷
代
志
乘
文
集
家
傳
自
明

以
前
悉
列
其
所
採
書
目
於
本
條
下
芟
煩
而
不
敢
没

善
據
實
而
不
敢
溢
美
至

昭
代
文
獻
但
據
傳
誌
不
復
更
注
其
現
在
名
賢
事
業
文

章
方
興
未
艾
則
不
敢
遽
列
焉

一
列
女
傳
自
漢
晉
以
至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府
志
所
載
皆

仍
其
舊
此
後
惟
據
歷
年
請
旌
案
卷
及
近
日
舉
報
呈

詞
覈
實
收
入
惟
事
跡
雷
同
辭
語
重
複
者
則
依
萬
曆

舊
志
之
例
刪
煩
就
簡
非
以
辭
之
多
寡
爲
軒
輊
也
覽

者
諒
之

一
割
股
療
親
不
入
旌
典
而
仍
許
奏
聞
故
從
舊
志
以
割

股
一
條

聚
附
孝
行
之
末
雍
正
六
年
三
月
有
閩
民

割
肝
一
案
欽
奉

上
諭
令
地
方
有
司
遍
示
民
間
以
不
可
輕
生
之
至
理
弘
孝

經
而
敦
民
行
泃
萬
世
大
經
大
法
也
嗣
是
恪
遵

聖
訓
不
以
志
之
所
有
接
踵
行
之
則
雖
一
邑
而
實
風
天
下

矣
一
古
今
藝
文
於
山
川
古
蹟
祠
廟
相
屬
者
皆
分
附
之
其

他
詩
文
有
關
風
土
人
物
仍
分
體
另
載
若
贈
荅
□
送

諸
篇
槩
不
濫
收
至
於
時
賢
名
作
如
林
亦
從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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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俟
異
日

一
志
中
體
例
俱
依
景
定
建
康
志
援
古
据
今
以
爲
考
證

而
以
詩
文
附
錄
於
後
所
採
書
籍
甚
夥
悉
以
經
史
子

集
爲
正
其
餘
存
以
備
考
者
明
一
統
志
南
畿
志
嘉
靖

惟
揚
志
萬
曆
府
志
縣
志
康
熙
三
年
十
三
年
二
十
四

年
府
志
十
三
年
邑
人
葉
彌
廣
縣
志
至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所
修
縣
志
釆
取
未
當
久
滋
物
議
是
以
不
敢
遵
爲

定
本
合
邑
覽
者
幸
無
以
前
志
爲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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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志
姓
氏

一

修
志
姓
氏

總
輯江

南
揚
州
府
江
都
縣
試
用
知
縣
陸
朝
璣

翰
林
院
編
修

程
夢
星

翰
林
院
編
修

蔣
繼
軾

同
輯浙

江
貢
生

朱
星
渚

浙
江
舉
人

厲

鶚

候

內
閣
中
書
舍
人

余
元
甲

舉
人

吳
安
國

貢
生

葛

崙

貢
生

魏
嘉
瑛

生
員

尤

璋

生
員

龔
孫
寅

生
員

謝
逢
吉

貢
生

陸
鍾
輝

儒
士

洪
其
籍

汪
之
騏

汪
之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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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

江
都
縣
志
目
錄試

江
南
揚
州
府
江
都
縣
知
縣
臣

陸
朝
璣
奉

旨
編
輯

序
文

凡
例

目
錄

圖
式

卷
之
一

沿
革
表

卷
之
二

秩
官
表

卷
之
三舉

表
前

卷
之
四舉

表
後

卷
之
五

建
置
志

卷
之
六

學
校
志

卷
之
七

疆
域
志

卷
之
八

山
川
志

水

利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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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二

卷
之
九

民
賦
志

卷
之
十

軍
政
志

戰

守

封

建

附

卷
之
十
一

祠
祀
志

寺

觀

附

卷
之
十
二

古
蹟
志

冢

墓

附

卷
之
十
三

名
宦
志

卷
之
十
四

人
物
志
一

卷
之
十
五

人
物
志
二

卷
之
十
六

人
物
志
三

卷
之
十
七

經
籍
志

碑

目

附

卷
之
十
八

藝
文
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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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三

卷
之
十
九

藝
文
志
後

卷
之
二
十

雜
記

江
都
縣
志
目
錄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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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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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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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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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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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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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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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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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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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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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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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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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一

試
江
南
揚
州
府
江
都
縣
知
縣
臣

陸
朝
璣
□

旨
編
輯

沿
革
表

世
代

分
域

郡

國

府

縣

唐

揚
州

虞

揚
州

夏

揚
州

商

揚
州

周

揚
州

春
秋

吳
地

越
地

戰
國

楚
地

廣
陵
卽

江

都

地

秦
地

廣
陵

秦

揚
州

九
江
郡

廣
陵

西
漢

揚
州

吳

國

江

都

國

江
都
廣

陵

附

武
帝
元

狩

五

年

徐
州

廣

陵

國

臨

淮

郡

江
都
廣

陵

附

輿

縣

附

新
莽

江
平
郡

江
都
定

安

□

東
漢

徐
州

廣
陵
郡

江
都
廣

陵

□

三
國
魏吳

徐
州

廣
陵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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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晉

徐
州

廣
陵
郡

江
都
廣

陵

附

輿

縣

附

南
宋

南
衮
州

廣
陵
郡

江
都
廣

陵

附

輿

縣

附

南
齊

南
兖
州

廣
陵
郡

江
都
廣

陵

附

齊

寧

附

梁

南
兖
州

廣
陵
郡

江
都
廣

陵

附

陳

南
兖
州
郡

縣

無

考

北
齊

東
廣
州

廣

陵

郡

江

陽

郡

江
都

周

吳
州

江
陽
郡

江
都

隋

揚
州

江
都
郡

江
都
䢴

江

附

江

陽

附

唐

淮
南
道

揚
州

江
都
江

陽

附

五
代
吳

揚
州

江
都
府

江
都
江

陽

附

南
唐

揚
州

江

都

府

東

都

江
都
廣

陵

附

周

揚
州

大
都
督
府

江
都
廣

陵

附

宋

淮
南
東
路

揚
州

江
都
廣

陵

附

仁
宗
皇

祐

三

年

淮
東
路

揚
州

江
都

南
宋

淮
南
東
路

揚
州
府

江
都

元

淮
東
路

揚
州
路

江
都

順
帝
至

正

十

三

年

淮
南
行
省

揚
州
路

江
都

明

南
直

揚
州
府

江
都

□
淸

江
南
布
政
使
司
揚
州
府

江
都

歷
代
沿
革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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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
堯
命
禹
平
水
土
分
天
下
爲
九
州
揚
爲
九
州
之
一
通

考

云

顓

帝

之

世

已

建

九

州

而

未

見

尙

書

今

宜

斷

自

唐

始

虞
肇
十
有
二
州
揚
州
其
一

夏
復
爲
九
州
禹
貢
曰
淮
海
惟
揚
州
三
江
旣
入
震
澤
底
定

沿
於
江
海
達
於
淮
泗

商
頌
奄
有
九
有
詩
譜
云
荆
豫
徐
揚
之
民
咸
被
其
化
商
之

九
州
有
幽
營
而
無
靑
梁
揚
州
如
舊

周
禮
職
方
氏
東
南
曰
揚
州
周
之
九
州
有
幽
并
而
無
徐
梁

揚
州
如
舊
敬
王
三
十
四
年
吳
城
䢴
溝
以
通
江
淮
時
爲
吳

地
元
王
三
年
越
滅
吳
䢴
溝
地
入
於
越
顯
王
三
十
五
年
楚

滅
越
盡
取
吳
舊
地
遂
屬
楚
爲
廣
陵
縣
陸

弼

志

云

廣

陵

縣

置

自

楚

舊

志

以

爲

秦

置

非

也

卽

今

江

都

縣

地

秦
王
政
二
十
四
年
滅
楚
廣
陵
入
於
秦

秦
始
皇
帝
二
十
六
年
分
天
下
爲
三
十
六
郡
廣
陵
縣
屬
九

江
郡

漢
高
帝
元
年
項
羽
自
立
爲
西
楚
霸
王
王
梁
楚
地
九
郡
廣

陵
爲
東
陽
郡
屬
楚
見

水

經

注

五
年
楚
旣
滅
更
立
齊
王
韓
信
爲

楚
王
廣
陵
爲
東
陽
郡
屬
之
六
年
春
廢
楚
王
信
分
其
地
爲

二
國
以
□
東
陽
郡
鄣
郡
吳
郡
五
十
三
縣
立
劉
賈
爲
荆
王

王
淮
東
十
一
年
黥
布
并
荆
地
帝
擊
走
之
十
二
年
立
兄
子

濞
爲
吳
王
廣
陵
屬
吳
國
景
帝
三
年
徙
汝
南
王
非
爲
江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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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
屬
江
都
國
武
帝
元
狩
六
年
立
子
胥
爲
廣
陵
王
屬
廣
陵

國
統
縣
四
廣
陵
與
江
都
爲
二
縣
元
封
五
年
置
十
三
部
剌

史
廣
陵
國
屬
徐
州
部
至

新

莽

攺

曰

江

平

光
武
建
武
十
四
年
封
荆

王
子
元
壽
爲
廣
陵
侯
置
廣
陵
郡
領
十
一
城
廣
陵
江
都
隷

焉
獻
帝
建
安
時
屬
曹
操
後
帝
建
興
二
年
復
屬
吳
江
都
廣

陵
二
縣
皆
廢
地
屬
廣
陵
郡
三
年
冬
十
月
魏
主
丕
擊
吳
留

張
遼
屯
江
都
地
復
屬
魏
仍
未
立
縣

晉
平
吳
分
置
郡
縣
以
太
康
元
年
置
廣
陵
郡
統
縣
八
六
年

復
立
江
都
隷
之
東
晉
又
省
併
輿
縣
穆
帝
時
又
分
廣
陵
界

置
海
陵
山
陽
二
郡
復
立
江
都
仍
屬
廣
陵
其
肥
如
路
眞
定

新
巿
四
縣
爲
遼
西
僑
郡
亦
省
併
廣
陵
舊

志

於

廢

置

殊

混

今

依

諸

書

正

之

宋
文
帝
元
嘉
八
年
廣
陵
江
都
等
四
縣
爲
南
兖
州
治
廣
陵

郡
十
三
年
省
輿
縣
入
江
都

南
齊
建
元
二
年
分
南
兖
州
爲
五
郡
廣
陵
郡
統
縣
五
江
都

居
其
一
析
江
都
置
齊
寧
縣
又
爲
其
一
後
復
省

梁
因
齊
制
江
都

南
兖
州

北
齊
以
南
兖
州
爲
東
廣
州
置
廣
陵
江
陽
二
郡
江
都

江

陽
郡

陳
大
建
中
復
以
東
廣
州
爲
南
兖
州
江
都
廣
陵
縣
屬
之

後
周
攺
南
兖
州
爲
吳
州
江
都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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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隋
開
皇
九
年
攺
吳
州
爲
揚
州
置
總
管
府
廣

陵

稱

揚

州

葢

始

於

此

廢

江
陽
郡
十
八
年
攺
縣
爲
䢴
江
煬
帝
大
業
元
年
廢
總
管
府

爲
江
都
郡
統
縣
十
六
復
以
䢴
江
爲
江
陽
縣
舊

志

序

江

陽

殊

混

今

依

隋

書

正

之唐
高
祖
武
德
二
年
於
潤
州
江
寧
縣
置
揚
州
以
江
都
郡
爲

南
兖
州
七
年
攺
南
兖
州
爲
䢴
州
後
省
江
寧
之
揚
州
復
攺

䢴
州
曰
揚
州
統
七
縣
一
爲
江
都
又
立
揚
州
大
都
督
府
及

淮
南
節
度
使
皆
治
江
都
太
宗
貞
觀
元
年
分
天
下
爲
十
道

揚
州
屬
淮
南
道
高
宗
永
淳
元
年
析
江
都
揚
子
□
爲
縣
與

江
都
諸
縣
以
節
度
使
統
之
元
宗
天
寶
元
年
攺
揚
州
爲
廣

陵
郡
肅
宗
至
德
元
載
置
淮
南
節
度
使
領
廣
陵
等
十
一
郡

乾
元
三
年
復
爲
揚
州
領
江
都
等
縣
如
舊
唐
末
楊
行
宻
爲

淮
南
節
度
使
僭
稱
吳
王
都
揚
州
攺
江
都
府
江
都
江
陽
二

縣
俱

焉

五
代
南
唐
徐
知
誥
代
楊
氏
復
姓
李
攺
國
號
曰
唐
徙
都
金

陵
置
東
都
於
揚
州
省
江
陽
縣
入
廣
陵
周
世
宗
取
揚
州
以

揚
州
爲
大
都
督
府
仍
領
江
都
廣
陵
等
縣

宋
代
周
平
李
重
進
於
揚
州
尋
分
揚
州
爲
五
曰
揚
州
徵
州

泰
州
通
州
高
郵
軍
州
州
各
有
屬
太
宗
淳
化
四
年
分
天
下

爲
十
道
揚
州
屬
淮
南
道
至
道
三
年
又
分
天
下
爲
十
五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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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揚
州
屬
淮
南
東
路
神
宗
熙
寧
五
年
省
廣
陵
縣
入
江
都
以

城
之
東
南
隅
爲
治
所
是

時

江

都

爲

附

郭

而

廣

陵

江

陽

輿

三

縣

皆

併

於

江

都

高
宗
建

炎
元
年
十
月
陞
揚
州
爲
元
帥
府
仍
屬
淮
南
東
路
按

史

南

渡

後

又

增

廣

陵

縣

而

不

言

何

年

復

省

元

史

亦

未

載

其

又

增

故

缺

之

元
至
元
十
三
年
置
大
都
督
府
及
江
淮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治

江
都
十
四
年
攺
揚
州
路
總
管
府
十
五
年
置
淮
東
道
宣
慰

司
本
路
屬
焉
十
九
年
省
宣
慰
司
置
淮
南
行
省
治
揚
州
徙

江
都
縣
治
北
關
外
二
十
一
年
行
省
移
杭
州
復
立
淮
東
道

宣
慰
司
統
淮
安
二
郡
本
路
五
州
後
攺
立
河
南
江
北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移
治
汴
梁
路

明
太
祖
以
元
至
正
十
二
年
克
揚
州
置
淮
南
翼
元
帥
府
庚

子
置
淮
海
府
壬
寅
攺
維
揚
府
丙
午
復
爲
揚
州
府
建
府
治

於
江
都
直

京
師
所
屬
州
縣
十
二
後
以
六
合
屬
應
天
崇

明
屬
蘇
州
統
州
三
縣
七
建
府
治
於
江
都
江
都
附
郭
徙
治

河
西
街
儒
林
坊

皇
朝
因
之

江
南
布
政
使
司

論
曰
凡
志
郡
邑
例
先
沿
革
謂
是
歷
朝
更
制
多
有
不

同
必
辨
此
而
後
職
官
人
物
與
一
切
掌
故
始
的
然
無

譌
也
嘉
靖
志
首
紀
所
列
偶
有
小
失
而
後
來
繼
者
□

繆
便
多
如
漢
世
載
淮
南
王
事
遺
廣
陵
人
物
錄
江
陽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七

職
官
遂
至
六
朝
闌
入
揚
州
牧
剌
史
與
大
水
等
事
則

皆
其
小
失
者
啟
其
端
也
兹
從
諸
史
地
志
合
之
今

皇
輿
表
校
勘
差
謹
卽
用
是
以
損
增
一
切
掌
故
或
尙
有
小

失
而
大
紕
繆
則
已
免
矣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一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