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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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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楊

　
　
　
　
　
　
一

黄

陂

縣

重

修

志

書

序

古

侯

國

采

風

上

陳

天

子

而

尤

輶

軒

嵗

遣

周

諮

博

攬

以

備

方

聞

志

之

所

由

始

也

郡

邑

之

志

與

國

史

相

表

裏

盖

其

重

哉

雖

史

備

法

戒

𠔥

美

惡

而

志

專

揚

扢

務

表

章

不

無

同

異

要

以

𡸁

典

故

而

示

來

茲

則

其

義

均

也

孔

子

曰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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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楊

　
　
　
　
　
　
二

在

春

秋

是

春

秋

者

孔

子

之

志

也

繼

麟

經

而

作

者

稱

二

十

一

史

然

遷

固

已

不

能

無

譏

何

則

辭

多

而

志

寡

也

後

世

史

多

失

實

傳

信

為

難

顧

不

若

志

之

近

采

郡

邑

者

猶

信

而

有

徴

爾

若

陂

則

𥘉

無

志

也

舊

志

傳

自

萬

暦

辛

夘

及

明

末

兵

燹

地

介

荆

豫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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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楊

　
　
　
　
　
　
三

邊

為

衝

為

𢧐

塲

為

斥

地

城

邑

蒿

莱

何

有

於

志

我

興

朝

定

鼎

𡸁

二

十

餘

年

而

瘡

痍

方

起

故

老

空

存

先

是

来

今

者

代

更

八

人

大

率

官

如

客

民

如

寄

編

摩

弗

及

也
藴

自

龍

飛

紀

元

承

乏

於

兹

亟

詢

掌

故

而

滄

桑

既

改

杞

宋

無

徴

力

為

購

求

乃

獲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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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楊

　
　
　
　
　
　
四

本

而

殘

編

㫁

簡

字

蝕

文

魚

荒

略

實

甚

於

時

欲

續

遺

編

於

灰

燼

勢

既

不

能

抑

謀

典

籍

於

凋

殘

時

尤

不

暇

遲

之

又

乆

非

敢

後

也

比

年

来

繕

城

郭

建

廨

舍

均

徭

賦

葺

膠

庠

起

敝

扶

衰

畧

有

成

蹟

䑓

司

各

憲

亦

不

以
藴

不

肖

優

容

有

加

因

得

漸

次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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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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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求

邑

乗

况

景

運

休

明

典

章

粲

備

幸

際

議

禮

同

文

之

盛

可

無

信

今

傳

後

之

編

乃

奉

憲

檄

謬

為

裁

訂

揚

㩁

獻

文

網

羅

散

佚

縱

四

方

固

多

南

董

或

異

其

地

而

未

諳

土

風

即

百

里

亦

有

高

齊

或

生

是

邦

而

難

於

論

定

惟
藴

吏

兹

四

載

不

乏

見



 

黃
陂
縣
志
　
　
　

序
楊

　
　
　
　
　
　
六

聞

雖

愧

三

長

無

嫌

耑

擅

因

於

簿

書

之

暇

校

讐

数

易

矢

慎

矢

公

於

前

則

文

减

而

事

增

於

後

則

僉

謀

而

獨

㫁

既

簡

要

挈

綱

亦

字

櫛

句

比

為

之

志

輿

地

以

省

疆

土

焉

志

建

置

以

紀

營

繕

焉

志

賦

役

以

詳

貢

稅

焉

志

學

校

以

明

教

化

焉

志

秩

官

以

昭

職

守



 

黃
陂
縣
志
　
　
　

序
楊

　
　
　
　
　
　
七

焉

志

𨕖

舉

以

表

人

文

焉

二

程

有

特

筆

崇

所

重

也

災

祥

有

闕

文

慎

所

書

也

若

忠

孝

節

烈

濳

德

幽

光

有

美

必

章

無

𡠾

不

録

示

所

勸

也

至

儀

禮

以

著

秩

叙

藝

文

以

備

風

謡

而

且

邑

治

有

圖

合

邑

有

圖

儀

制

有

圖

十

景

有

圖

今

昔

畢

該

鴻

纎

悉

舉

非

敢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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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楊

　
　
　
　
　
　
八

筆

削

之

義

聊

以

備

一

邑

之

書

爰

是

觸

目

儆

心

書

紳

銘

座

雖
藴

以

自

鏡

哉

而

藏

之

斯

邑

傳

之

来

者

將

徴

文

考

獻

通

變

冝

民

咸

於

是

折

衷

焉

後

之

君

子

鍳

諸

康

熈

伍

年

嵗

次

丙

午

孟

夏

文

林

郎

知

黄

陂

縣

事

南

蘭

楊
廷

藴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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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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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序粤

稽

前

代

之

廢

百

事

俱

廢

當

代

之

興

百

廢

俱

興

即

尺

土

寸

木

天

将

興

之

誰

能

廢

之

是

造

物

者

之

有

定

數

也

順

治

癸

巳

紀

以

廵

方

出

補

藩

照

匏

繫

於

楚

十

有

三

載

見

一

切

鶴

樓

諸

勝

在

昔

之

階

闘

麏

鼯

者

今

則

欝

崫

重

軒

曩

之

燼

㓕

城

狐

者

茲

則

勢

超

浮

棟

雖

曰

人

力

而

實

天

有

以

啓

之

也

至

若

陂

邑

距

江

夏

僅

八

十

里

四

會

五

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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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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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爲

入

都

孔

道
紀

或

捧

進

表

章

或

督

催

軍

餉

十

三

年

內

徃

來

信

宿

是

邑

者

未

易

㪅

僕

數

每

見

突

兀

於

邑

之

東

偏

濯

濯

孤

峙

者

知

爲

魯

臺

山

也

其

㫁

碣

殘

碑

偃

仆

河

千

者

知

為

二

程

祠

䨇

鳯

亭

之

故

墟

也

其

榱

題

零

落

墻

垣

傾

圮

知

為

邑

之

學

宫

也

縣

治

尤

側

澤

葵

依

井

荒

葛

𦊰

塗

跼

蹐

於

馬

王

廟

之

後

者

戎

糧

署

也

乙

巳

秋
紀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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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

陂

丞

十

年

不

調

來

佐

是

邑

古

穪

功

名

分

定

食

禄

有

方

□

夫

到

任

未

㡬

即

出

資

斧

創

建

𠫊

宇

三

楹

中

門

三

楹

頭

門

一

楹

俱

離

向

扁

其

額

曰

古

東

衙

而

門

之

右

首

樹

木

坊

一

座

獨

西

向

而

衙

舎

前

後

復

造

廂

房

十

餘

間

草

草

就

緒

自

謂

棲

身

有

所

矣

而

獨

文

廟

魯

臺

向

之

所

為

目

擊

而

心

惻

者

今

既

承

乏

茲

土

而

顧

恝

然

置

之

乎

因

□

而

謀

諸

　

邑

侯

侯

楊

公

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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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陵

世

家

也

留

心

數

事

已

乆

多

因

旱

澇

連

年

軍

興

旁

午

未

暇

修

餙

諸

廢

紀

既

叨

佐

職

相

慶

同

心

随

各

捐

俸

金

努

力

圖

成

乃

於

學

宫

則

修

㦸

門

并

郷

贒

名

宦

祠

以

及

两

廡

齋

房

聖

殿

雖

仍

舊

制

而

缺

者

補

之

頺

者

葺

之

廟

貌

為

之

一

新

於

魯

䑓

則

重

建

雙

鳯

亭

二

程

祠

亭

祠

肯

後

植

松

竹

桃

栁

二

千

餘

株

以

𣸪

花

栁

前

川

之

舊

□

當

邑

志

告

成

特

書

數

言

以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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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

事

至

於

二

程

本

末

原

志

偹

詳

不

復

贅

矧

紀

𧺫

家

遼

尤

弓

矢

從

王

未

嘗

流

覧

書

史

烏

敢

倩

名

公

之

著

作

以

欺

耳

目

搦

管

直

陳

𦕅

以

志

前

代

之

廢

與

俱

廢

者

當

代

之

興

與

俱

興

也

是

為

序

旹

嵗

次

丙

午

仲

春

今

上

御

天

下

之

五

載

也

原

任

廵

按

江

南

蘓

松

監

察

御

史

𥙷

授

黄

陂

縣

縣

丞

三

韓

李

成

紀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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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髙

　
　
　
　
　
　
乙

序志
之
義
盖
纪
鄉
邑
山
川
之
美
與

風
土
人
物
之
勝
俾
其
展
卷
燦
然

無
俟
躬
履
考
詳
而
後
悉
也
然
以

偹

獻

典

𡸁

纪

載

事

其

重

焉

不

得
命
丗
鴻
儒
秉
筆
而
综
其
盛
将

擇
焉
弗
精
语
焉
弗
详
烏
足
輝
國

门
光
政
府
乎
　
邑
侯
楊
夫
子
以
盖

代
名
流
膺

簡
命
而
牧
茲
土
善
政
纍
纍
數
載
內

民
歌
召
杜
士
咏
䑓
業
顧
撫
定
之

□
□
意
□
□
□
□
□
□
嚴
捍
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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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髙

　
　
　
　
　
　
二

新
法
署
以
□
觀
瞻
他
如
脩
學
宮

崇
教
化
也
建
程
祠
明
道
學
也
葺

關
廟
尚
忠
義
也
百
度
𠃔

釐
未
易

更
僕
今

朝
廷
嘉
與
海
內
维
新
載

命
修
志
　
吾
夫
子
賁
黼
黻
之
猷
编

金
石
之
冊
蒐
乃
舊
闻
緯
以
新
製
崇

雅

黜

浮

增

華

踵

美

覺

昔

之

荒

畧
者
今
乃
详
明
昔
之
紊
□
者
今

乃
倫
脊
麟
麟
炳
炳
昭
灼
千
古
輝
國
門

而
光
政
府
端
在
是
與
明
叨
隷
门
□

得
從
披
對
之
餘
探
纂
輯
之
微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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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髙

　
　
　
　
　
　
三

儼
筆
削
之
大
旨
其
又
何
能
賛
一
词

乎
謹
序

時
康
熈
嵗
次
丙
午
季
春
　
　
　
榖
旦

賜
同
進
士
出
身
□
弟
子
髙
昌
明
頓
首

拜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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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目
　
　
　
　
　
　
乙

黃
陂
縣
志
綱
目

卷
之
一

輿
地
志

星
野
　
　
　
　
沿
革
　
　
　
　
疆
域

山
川

古

蹟

附

　
風
俗
　
　
　
　
物
産

卷
之
二

建
置
志

城
池
　
　
　
　
治
署
　
　
　
　
壇
壝

祠

廟

附

敎
塲
　
　
　
　
倉
儲
　
　
　
　
驛
舖

津
梁
　
　
　
　
坊
表

街

巷

附

　
鄕
會

寺
觀

卷
之
三

學
校
志

學
宫
　
　
　
　
木
主
　
　
　
　
祭
噐

樂
噐
　
　
　
　
臥
碑
　
　
　
　
射
圃

學
田
　
　
　
　
社
學
　
　
　
　
書
院

卷
之
四

賦
役
志

上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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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目
　
　
　
　
　
　
二

戶
口
　
　
　
　
田
制
　
　
　
　
起
運

丁
糧
外
派
　
　
存
留
　
　
　
　
撥
運

驛
站
　
　
　
　
均
徭
　
　
　
　
走
逓
夫
馬

襍
支
　
　
　
　
考
校
　
　
　
　
優
免
則
例

藩
租

卷
之
五

賦
役
志

下

米
數

卷
之
六

秩
官
志

知
縣
　
　
　
　
縣
丞
　
　
　
　
主
簿

縣
尉
　
　
　
　
典
史
　
　
　
　
巡
檢

敎
諭
　
　
　
　
訓
導
　
　
　
　
名
宦
列
傳

卷
之
七

選
舉
志

徵
辟
　
　
　
　
進
士
　
　
　
　
舉
人

貢
士

例

貢

監

生

附

武
科
　
　
　
　
封
廕

卷
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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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乙

修
志
姓
氏

總
督
湖
廣
等
處
地
方
軍
務

兼
理
糧
餉
太
子
少
保
兵
部
尚
書

兼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加
一
級

張
長
庚

西
□
遼
東
□

陽
人

巡
撫
湖
廣
等
處
地
方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劉
兆
麒

瑞
圖
滿
洲
籍

寶
坻
人

湖
廣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左
布
政
使
劉
顯
貴

元

伯

遼

東

東

寧
衞
人
丁
亥
貢
壬

湖

廣

等

處

提

刑

按

察

使

司
陳
　
丹

自
修
潦
東
人

辛
夘

湖
廣
分
守
武
昌
道
布
政
使
司
右
叅
議
程
　
衡

平
世
遼
東
廣
寧

籍
杏
山
人
戊
子
貢
士

湖
廣
布
政
使
司
分
守
湖
北
道
署
理
通
省
督
糧
道
事
右
叅
議
朱
訓
誥

訥
菴
山
東
聊
城

人
戊
戌
己
亥

湖
廣
通
省
淸
軍
驛
傳
鹽
法
道
按
察
司
副
使
饒
宇
栻

型
萬
江
西
進
贒

人
壬
戌

提
督
湖
廣
等
處
學
政
按
察
使
司
僉
事
王
自
新

仍
□
江
南
句
容

人
丁
亥
副
榜

黃
　
　
州
　
　
府
　
　
　
知
　
　
府
何
應
珏

道

岑

江

南

江

寧
□
□
□
人
□
子

同
　
　
知
屠
　
宏

碩
公
順
天
大

興
人
拔
貢

通
　
　
判
宋
　
犖

牧
□
河
南
商
丘

人
侍
衛
□
生

推
　
　
官
王
　
絲

侯
齋
江
南
合
□

人
戊
子

黃
　
　
陂
　
　
縣
　
　
　
知
　
　
縣
楊
廷
藴

簡
菴
江
南
武
進

人
乙
未
會
□

縣
　
　
丞
李
成
紀

□
宇
遼
東
□

陽
人
貢
士

儒

學

署

敎

諭

事

舉
　
人
邵
光
祿

量
□
□
陵
人

甲
子

訓
　
　
導
夏
啓
昇

陽
庵
鍾
祥
人

歲
薦

邑
　
人
胡
眀
垣

黃
冶
己
丑
進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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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二

戴
治
盛

際
隆
壬
辰
進
士

譚
忠
義

□
□
己
亥
進
士

髙
昌
眀

蓋
融
甲
辰
進
士

張
啓
祚

爾

㣧

舉

人

𥠖
時
舉

惟

帝

舉

人

王
國
佐

左

人

舉

人

王
庻
善

翼

子

舉

人

黃
　
熊

□

飛

舉

人

王
遵
度

次

同

舉

人

李
君
柱

大

之

新

安

縣

知

縣

詹
先
定

用

二

吳

橋

縣

知

縣

侯
王
臣

賓

之

即

墨

縣

知

縣

歐
陽
世
逄

謂

同

饒

鼎

府

同

知

王
命
珣

子

亮

潮

州

府

通

判

鄭
　
滋

方

至

新

𡨴

縣

知

縣

王
　
度

身

爲

考

選

知

縣

校
正
戴
邦
彦

廪

生

傅
可
楷

廪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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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三

張
世
祜

廪

生

侯
王
楷

廪

生

劉
大
受

廪

生

劉
華
國

廪

生

喻
廣
益

廪

生

陳
舜
道

增

生

向
　
古

生

員

甘
作
霖

生

員

彭
魏
梓

生

員

林
就
列

生

員

吳
守
黃

生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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凢
例
　
　
　
　
　
　
一

黃
陂
縣
志
凡
例

一
志
成
一
邑
之
事
纎
悉
畢
具
臚
載
亦
綦
繁
矣
然
散
而

無
統
與
約
而
弗
該
其
𡚁
同
兹
則
分
列
爲
十
條
䟽
其

目
凡
捌
十
有
六
編
次
計
十
有
五
卷
而
全
志
綱
紀
咸

備
矣

一
諸
條
各
爲
小
序
以
弁
其
端
眀
是
邑
所
引
重
也
而
即

列
所
統
之
目
於
其
下
庻
亦
稍
便
披
覽
焉

一
學
校
舊
列
建
置
志
與
城
池
縣
治
同
例
相
沿
已
乆
細

思
之
於
義
終
爲
未
妥
陂
二
程
已
另
立
志
矧
至
聖
憑

依
重
地
可
等
夷
群
制
間
乎
兹
則
特
爲
一
志
將
求
此

衷
之
安
非
敢
好
爲
異
也

一
賦
役
欵
項
最
爲
煩
瑣
又
叠
奉
裁
减
頗
難
稽
查
兹
先

取
原
額
一
一
開
列
而
每
項
下
細
註
其
詳
俾
留
心
會

計
者
舉
目
瞭
然
焉

一
二
程
夫
子
以
伊
洛
眞
傳
接
源
洙
泗
人
競
稱
其
爲
河

南
而
不
知
産
自
陂
邑
眞
三
楚
僅
事
也
兹
特
表
一
冊

曰
二
程
志
庻
不
淪
泰
岱
於
丘
陵
耳

一
官
師
無
論
崇
卑
遷
罷
咸
必
書
地
書
名
使
爲
可
考
其



 

黃
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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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

間
贒
而
去
任
功
德
在
民
者
各
爲
立
傳
以
志
不
忘
若

見
任
則
𨿽
贒
弗
傳
以
遠
䛕
也

一
名
宦
旣
各
詳
其
品
行
列
諸
不
祧
矣
餘
有
惠
政
足
録

懿
行
可
風
者
雖
未
經
表
揚
亦
必
載
之
傳
紀
俾
其
人

不
至
湮
没
庻
聞
風
者
咸
得
興
起
焉

一
人
物
似
不
必
過
爲
區
分
也
然
品
有
獨
至
事
實
各
殊

或
忠
或
孝
或
節
或
義
或
仕
或
𨼆
非
可
以
一
槩
論
兹

於
鄕
贒
傳
外
分
仕
蹟
儒
林
諸
項
雖
其
人
其
品
或
盡

於
是
焉
或
不
盡
於
是
焉
節
取
而
表
章
之
俾
後
世
彷

彿
而
如
覩
焉
斯
已
矣

一
士
紳
列
傳
自
勝
國
止
蓋
以
志
例
必
俟
乆
而
論
定
現

在
諸
人
恐
渉
阿
私
㮣
不
敢
錄
至
於
孝
子
節
婦
行
𧨏

表
表
者
已
經
　
上
臺
旌
奬
𨿽
生
必
記
以
示
風
厲
也

一
儀
禮
爲
一
邑
之
大
經
舊
志
不
載
兹
特
詳
之
以
備
考

古
者
之
觀
覽
焉

一
藝
文
中
凡
有
關
國
邑
之
經
濟
以
及
風
俗
之
教
化
者

固
應
備
錄
至
若
英
贒
所
托
跡
名
勝
所
詠
歌
槩
不
敢

從
削
亦
鼓
吹
風
雅
之
一
助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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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三

一
弭
盜
安
良
莫
善
於
講
鄕
約
行
保
甲
之
法
也
乆
□
□

舉
以
致
民
日
惰
而
俗
益
偷
今
與
陂
民
申
明
更
□
□

列
條
議
以
入
藝
文

一
災
祥
古
例
必
書
所
以
示
鍳
戒
也
陂
志
則
乆
無
傳
焉

遍
訪
𦒿
老
止
繕
邇
年
旱
潦
一
二
條
進
餘
終
無
所
考

蓋
灾
祥
據
事
直
書
非
若
文
章
家
可
以
揣
摹
得
也
故

郭
公
夏
五
由
庚
華
黍
竟
聽
闕
文
焉

一
志
雖
邑
乗
猶
國
史
也
以
邑
人
修
邑
志
非
孫
盛
吳
競

其
人
不
能
藴
忝
簿
書
之
暇
躬
董
斯
役
當
代
遺
直
竊

向
徃
焉
間
有
增
錄
悉
木
輿
評
既
取
通
學
之
確
查
復

奉
各
憲
之
批
𠃔
毫
無
臆
狥
知
我
罪
我
予
蓋
兩
不
任

受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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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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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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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城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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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灄
水
冬
温

板
橋
人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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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西
寺
曉
鐘

武
湖
烟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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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
□
□
□

木
蘭
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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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克
敵
□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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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輿

地

　
　
　
　
乙

黃
陂
縣
志
卷
之
乙

文

林

郎

知

黃

陂

縣

事

楊

廷

藴
纂
輯

原
任
監
察
御
史
補
授
縣
丞
李
成
紀

署

敎

諭

事

舉

人
邵
光
祿
叅
訂

輿
地
志

星
野
　
　
　
　
沿
革
　
　
　
　
疆
域

形

勝

附

山
川

古

蹟

附

　
風
俗
　
　
　
　
物
產

帝
版
作
牧
九
州
皇
輿
肇
域
四
海
溥
天
率
土
任
舉
一

隅
必
有
區
會
風
聲
以
表
全
勝
其
在
書
曰
海
隅
日
出

㒺
不
率
俾
詩
曰
四
方
來
同
莫
不
率
從
易
曰
比
君
子

以
建
萬
國
親
諸
矦
矧
兹
陂
邑
其
猶
春
秋
黃
人
之
遺

也
其
猶
鬻
熊
三
楚
之
舊
也
其
猶
南
國
被
化
之
鄕
也

世
奉
包
茅
縮
酒
以
供
禹
服
之
貢
者
載
在
王
府
敢
不

首
列
以
誌
職
方
之
盛
歟

星
野

陂
邑
東
接
府
治
禹
貢
荆
州
之
域
翼
軫
分
野
蓋
振
古

於
斯
矣
按
翼
二
十
二
星
凡
十
九
度
軫
四
星
凡
十
七

度
𨇠
次
幾
亘
千
里
陂
之
於
荆
僅
粒
沙
耳
今
以
百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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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輿

地

　
　
　
　
二

廿
邑
之
全
荆
仰
占
三
十
六
度
之
位
次
其
閒
即
官
上

應
者
知
爲
何
宿
地
靈
所
鍾
者
知
爲
何
區
耶
卽
有
熟

於
歩
筭
者
似
難
徵
信
雖
然
苐
於
邑
之
四
界
推
之
何

纒
何
度
當
亦
可
以
坐
致
今
陂
東
界
黃
岡
爲
邾
城
地

南
界
漢
陽
西
界
孝
感
俱
鄖
國
地
地
卽
不
同
合
而
考

之
其
於
秦
属
南
郡
漢
属
江
夏
則
一
也
枕
接
襟
連
星

度
之
不
甚
相
遠
眀
矣
獨
北
界
河
南
羅
山
在
九
州
已

属
豫
豫
𨇠
角
亢
氐
不
同
荆
之
分
野
矣
及
考
輿
記
羅

山
古
鄳
縣
卽
孝
感
地
鄳
在
漢
𣈆
皆
属
江
夏
則
亦
俱

属
南
郡
故
唐
書
𣈆
書
俱
称
南
郡
入
翼
十
度
江
夏
入

翼
十
二
度
陂
邑
故
隷
南
郡
江
夏
尚
未
入
軫
奚
有
於

豫
謂
當
属
翼
十
四
度
合
而
叅
之
星
文
鱗
錯
難
淸
地

理
封
域
有
㨿
星
之
次
舎
難
窮
而
域
可
窮
域
之
區
分

靡
定
而
星
有
定
故
陂
雖
𥚹
小
亦
得
令
上
下
推
詳
而

㫁
定
焉

沿
革

王
者
無
分
民
而
治
諸
矦
恒
畫
疆
而
理
歷
代
肇
興
區

分
九
有
以
相
維
也
名
號
隷
属
固
各
殊
哉
黃
陂
古
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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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輿

地

　
　
　
　
三

地
虞
夏
前
故
老
難
言
之
溯
在
春
秋
爲
黃
國
漢
魏
以

來
爲
鎭
爲
州
爲
縣
凢
幾
變
置
迄
明
編
里
四
十
有
八

属
黃
州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割
灄
源
八
里
隷
黃
安
縣
萬

曆
十
七
年
復
撥
四
里
入
潞
藩

國
朝
龍
興
疆
理
方
域
槩
仍
明
舊
兹
爲
備
載
使
後
之

君
子
按
籍
以
稽
庻
瞭
然
陂
邑
所
由
來
也

按
陂
邑
由
東
達
郡
凡
二
百
四
十
里
南
至
漢
陽
八

十
里
父
老
以
解
運
取
道
之
便
謂
漢
陽
舊
長
諸
姬

轄
止
二
邑
請
以
黃
陂
改
隷
各
　
上
臺
以
戸
糧
諸

册
更
張
不
便
未
𠃔
夫
以
陂
之
属
黃
版
圖
乆
定
何

猶
紛
紛
聚
訟
若
此
耶

春
秋
隷
黃
國
魯
僖
三
年
黃
人
同
江
人
盟
於
貫
後
楚
子

伐
黃
因
属
楚

秦
分
楚
爲
四
郡
以
黃
属
南
郡

漢
改
穪
西
陵
三
國
時
劉
表
守
荆
州
使
黃
祖
城
石
陽
爲

鎭
以
拒
吳
卽
今
西
城
子
地

北
齊
以
鎭
改
置
黃
陂
縣
及
南
司
州
治
名
黃
陂
蓋
由
此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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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輿

地

　
　
　
　
四

隋
南
司
州
廢
以
縣
属
永
安
郡

唐
復
置
南
司
州
尋
廢
爲
縣
属
黃
州
今
陂
隷
黃
郡
由
此

始
宋
邑
石
仍
舊
移
治
鄂
州
靑
山
磯

元
改
属
河
南
尋
復
舊
治

明
編
黃
陂
属
黃
州
府

國
朝
仍
名
黃
陂
属
黃
州
府

疆
域

輪
於
外
而
爲
疆
井
于
内
而
成
域
雖
一
隅
之
壤
莫
不

有
經
界
焉
是
故
問
國
之
富
則
數
馬
以
對
表
國
之
雄

則
計
封
而
知
陂
爲
齊
安
巖
邑
其
士
地
之
逺
近
聚
落

之
大
小
皆
長
民
者
求
牧
與
芻
之
地
也
是
烏
可
以
無

志
陂
邑
廣
一
百
一
十
里
袤
二
百
里

東
五
十
里
至
黃
岡
縣
界
地
名
界
牌
又
一
百
九
十
里
至

黃
州
府
治

西
六
十
里
至
孝
感
縣
界
地
名
界
河
又
六
十
里
至
孝
感

縣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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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輿

地

　
　
　
　
五

南
五
十
里
至
漢
陽
縣
界
地
名
牛
湖
又
四
十
里
至
漢
陽

縣
治

北
一
百
八
十
里
至
河
南
羅
山
縣
界
地
名
黃
陂
站
又
一

百
八
十
里
至
羅
山
縣
治

東
南
五
十
里
至
黃
岡
縣
界
地
名
界
埠
又
七
十
里
至
黃

岡
陽
邏
驛

東
北
八
十
里
至
黃
安
縣
界
又
八
十
餘
里
至
麻
城
縣
縣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至
漢
陽
縣
界
又
三
十
餘
里
至
漢
陽
縣
縣

治
西
北
八
十
五
里
至
孝
感
縣
界
又
一
百
五
里
至
德
安
府

府
治

自
縣
治
至
省
城
陸
路
八
十
五
里
水
路
一
百
一
十
里

自
縣
治
至
京
師
三
千
四
百
捌
十
里
水
路
伍
千
貳
百
三

十
里形

勝

嵐
遡
嵳
峩
金
鼓
吼
迤
甘
露
魯
臺
東
西
北
三
隅
列
岫

攅
峯
宛
若
兒
孫
遶
䕶
而
黃
安
羅
山
分
司
北
門
鎖
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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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焉
灄
源
導
自
大
城
潭
界
河
令
于
滕
子
港
旣
山
北
而

東
折
亦
南
滙
以
西
流
或
瀦
武
湖
入
江
或
紆
灄
口
達

漢
膏
腴
環
衍
靈
秀
内
融
夙
称
黃
郡
望
邑
至
夫
軫
通

省
會
郵
接
中
州
尤
三
楚
之
要
區
也

山
川

古

蹟

附

境
内
山
川
風
雨
於
是
乎
會
材
貨
於
是
乎
生
孰
爲
險

隘
之
所
扼
孰
爲
蓄
洩
之
所
通
一
邑
咸
仰
頼
焉
况
靈

淑
攸
鍾
名
勝
分
擅
多
爲
古
英
流
托
跡
逰
覽
之
區
故

若
山
若
嶺
若
湖
若
洲
以
至
片
沙
拳
石
悉
爲
具
載
使

考
古
者
不
出
戸
庭
而
邑
勝
已
全
覩
矣

魯
臺
山

在

治

東

僅

越

城

河

數

十

武

昔

二

程

夫

子

築

臺

以

望

東

魯

因

名

爲

十

景

之

一

甘
露
山

在

縣

東

十

里

世

傳

陳

武

帝

時

降

甘

露

因

名

爲

十

景

之

一

詩

見

　

藝

文

馬
跡
山

在

縣

東

十

一

里

世

傳

神

人

乗

天

馬

過

此

有

遺

跡

焉

因

名

虎
豹
山
　
　
響
山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山

巔

人

躡

之

有

聲

太
陽
山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峯

巒

髙

聳

日

出

則

霞

彩

照

映

曙

色

可

愛

白
龍
山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上

有

一

井

歲

旱

取

水

禱

雨

輒

應

大
陂
山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下

有

大

陂

可

漑

田

百

餘

畆

因

名

鹿
耳
山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層

巒

削

立

形

如

鹿

耳

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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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磨
盤
山

在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石

形

如

磨

盤

人

□

之

□

□

木
蘭
山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髙

不

計

丈

上

有

玉

皇

眞

武

殿

四

方

人

頂

香

禮

拜

多

靈

騐

木

籣

將

軍

生

於

此

地

爲

十

景

之

一

有

詩

序

見

藝

文

老
君
山

在

縣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世

傳

李

耳

煉

丹

處

瀘

井

尚

存

橫
山

在

縣

北

二

十

里

斷

岩

橫

峙

突

兀

如

障

栢
葉
山

在

縣

北

八

十

里

石

形

蒼

翠

層

折

如

栢

葉

故

名

試
刀
山

在

縣

北

八

十

里

世

傳

關

朔

試

刀

處

㐲
馬
山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金
皷
山

在

縣

北

一

百

里

上

有

石

形

如

鼓

陰

□

輒

有

聲

文

名

陰

古

馬
鞍
山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龍
珠
山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山

形

如

龍

前

有

小

山

如

珠

故

名

小
尖
山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丹

岩

壁

立

人

不

可

上

惟

禽

鳥

得

至

大
悟
山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上

有

寺

昔

洪

山

僧

悟

道

於

此

嵳
峩
山

在

縣

北

一

百

三

十

里

其

勢

嵳

峩

不

可

攀

躋

故

名

黃
栢
山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六

十

里

趕
雞
山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仙
居
山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六

十

里

龍
王
山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其

峯

如

削

玉

又

名

龍

王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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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礦
山

在

縣

西

北

八

十

里

至

巔

約

十

里

許

上

有

寺

復

有

井

二

水

分

黑

白

二

色

廟
兒
山

在

縣

治

西

五

里

謠

云

水

遶

廟

兒

山

黃

陂

出

狀

元

分
夥
山

在

縣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上

有

仙

人

績

麻

石

筐

岩

獅
子
岩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觀
音
岩

在

縣

西

北

九

十

里

怪

石

險

峭

形

肖

觀

音

故

名

嶺

短
軒
嶺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長
軒
嶺

在

縣

北

五

十

五

里

馬
吼
嶺

在

馬

鞍

山

西

北

洞

朝
陽
洞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嵌

岩

深

遠

白

石

爲

葢

上

有

鄭

鸞

遺

詩

云

石

磴

由

來

覆

庇

多

亂

雲

閑

月

柰

吾

何

生

平

骨

鯁

無

人

識

柰

有

陽

光

照

不

磨

外

有

詩

記

見

藝

文

黃
石
岩
洞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在

木

蘭

山

下

花
崖
洞
在

嵳

峩

山

下

離

城

一

百

三

十

里

仙
人
洞

在

縣

西

北

九

十

里

壙

山

下

有

仙

人

遺

跡

故

名

復

有

泉

如

瀑

布

白
雲
洞

在

木

蘭

山

二

程

夫

子

時

㳺

衍

于

此

爲

明

方

與

時

讀

書

處

有

託

見

藝

文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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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九

八
角
石

在

縣

南

□

十

武

十

字

□

車

馬

徃

來

無

轍

跡

饅
頭
石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

形

似

饅

頭

故

名

牛
肚
石

在

縣

北

一

百

里

形

似

牛

肚

襯
腰
石

在

縣

北

一

百

里

□

二

丈

許

試
刀
石

在

縣

北

一

百

至

十

里

裂

爲

二

片

河

縣
河

在

南

郭

外

三

武

上

按

灄

河

遶

魯

臺

西

流

入

六

江

東
河

在

城

南

二

里

自

北

縣

河

達

于

武

湖

石
港
河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石
盤
河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舊
鎭
界
河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發

源

德

安

府

南

昌

與

□

子

港

合

章
埠
潭
河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水

龍
眼
水

在

縣

南

七

十

里

世

傳

龍

驤

將

軍

王

濬

屯

兵

於

此

灄
水

在

縣

北

二

百

里

發

源

河

南

羅

山

縣

通

大

城

潭

入

□

河

建

於

江

水

冬

日

温

稐

爲

十

景

之

一

有

詩

湖

流
矢
湖

在

縣

東

二

里

二

程

先

生

習

射

流

矢

於

此

故

名

鴨
兒
湖

在

縣

南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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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薛
家
湖

在

治

西

一

里

洗
脚
湖

在

治

西

南

一

里

洋
漫
湖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石
子
湖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後
湖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牛
湖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徃

省

要

津

設

渡

武

湖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周

圍

四

十

五

里

春

夏

水

漲

秋

　

　

冬

水

落

世

傳

漢

時

江

夏

太

守

黃

祖

閱

武

之

所

又

名

黃

漢

湖

東

通

大

江

爲

十

景

之

一

有

詩

見

藝

文

川

木
蘭
川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前
川

卽

南

門

外

城

河

是

也

因

程

明

道

花

桺

前

川

之

句

俗

因

指

其

水

曰

前

川

今

進

士

胡

朙

垣

建

亭

題

曰

午

天

輕

淡

徃

來

濟

渡

者

得

息

肩

焉

口

新
河
口

在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萬

暦

間

水

洗

成

江

通

漢

漸

坎

成

市

積

聚

五
通
口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接

武

湖

通

大

江

沙
口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連

武

湖

通

大

江

故

名

沙

口

朱

夏

貴

與

元

伯

顔

𢧐

地

灄
口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接

縣

河

達

小

河

口

入

于

江

小
河
口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接

灄

口

連

縢

平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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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兩
河
口

在

縣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二

水

會

同

入

大

河

達

□

江

嘴

郭
皮
嘴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蒲
潭
嘴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長
湖
嘴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黑
林
嘴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葫
蘆
嘴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鴨
兒
湖
嘴

在

縣

東

南

五

里

大
嘴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陳
德
嘴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金
家
嘴

在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瓜
園
嘴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金
牛
嘴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橰
牌
嘴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灣

靳
家
灣

在

縣

西

三

里

榶
棣
灣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西
流
灣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民

業

網

罟

遇

水

泛

夜

操

百

艘

竊

各

胡

禁

魚

有

鬪

者

多

爲

挫

溺

于

水

偷

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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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没

莫

可

踪

跡

逋

逃

數

也

白
沙
灣

在

縣

南

五

十

五

里

潭

鐵
鎖
潭

在

城

內

西

百

武

中

有

墩

立

石

柱

二

各

高

丈

餘

成

化

間

風

折

其

一

今

有

一

舊

傳

古

蕭

寺

有

泥

龍

隂

雨

或

濳

或

現

僧

異

之

以

鎖

繫

龍

一

夕

大

雨

泥

龍

化

去

後

漁

人

網

魚

得

長

鎭

寺

不

知

何

代

廢

後

称

鐵

鎖

龍

潭

爲

十

景

之

一

萬

暦

間

邑

令

胡

仲

瀾

曾

建

又

昌

祠

魯
臺
潭

在

東

郭

外

七

十

武

水

淸

冽

其

深

莫

測

團
潭

在

縣

治

西

南

二

里

水

深

濶

可

舟

商

賈

貨

多

積

聚

石
門
潭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石

壁

嶙

岣

闢

若

門

戶

下

有

溪

淵

世

傳

龍

蟠

于

下

又

名

城

門

潭

牙
魚
潭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大
城
潭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大

城

鎭

設

巡

檢

司

池

放
生
池

在

城

内

西

北

百

餘

武

按

舊

誌

唐

肅

宗

作

放

生

池

顔

真

卿

撰

記

天

下

效

之

見

事

文

類

聚

蓮
花
池

在

縣

治

北

五

里

池

後

傳

有

王

塚

在

焉

洗
馬
池

在

縣

治

北

六

里

爲

昔

人

洗

馬

處

淸
水
揚
池

在

縣

南

七

十

里

井

三
眼
井

在

城

内

南

十

字

街

水

寒

洌

可

以

療

病

蓋

石

有

三

眼

邑

令

石

巨

川

鑄

鐵

欄

書

義

井

二

字

于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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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木
蘭
井

在

西

郊

外

百

武

許

三
姑
井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四

方

約

文

餘

古
蹟

石
陽
城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吳

征

江

夏

圍

石

陽

不

克

而

還

劉

表

爲

荆

州

刺

史

以

此

地

當

江

漢

之

□

懼

吳

□

䡍

使

黄

祖

於

此

築

城

因

名

黄

城

鎭

見

玉

海

今

名

西

城

子

冶
城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梁

武

爲

刺

史

□

兵

噐

于

此

舊

跡

猶

每

今

名

東

城

子

甘
露
城

在

縣

東

十

里

甘

露

山

嶺

安
昌
城

在

縣

北

十

五

里

齊

高

帝

築

以

捍

陳

冦

隋

志

陂

有

安

昌

郡

開

皇

𥘉

廢

作
京
城

任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盤
龍
城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牛
湖
城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南
司
州

在

縣

北

三

里

齊

置

今

廢

蘇

東

坡

詩

云

五

年

一

夢

南

司

州

夾
沙
州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鐵
林
寨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潘
家
寨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充
敵
軍
寨

在

縣

北

五

里

相

傳

前

代

築

以

禦

冦

亦

十

景

之

一

有

詩

見

藝

文

仙
侶
臺

在

縣

北

五

里

有

山

崛

起

水

遶

周

廻

俗

傳

僊

侶

曾

寓

此

鈎
魚
臺

在

縣

東

北

五

里

有

磐

石

臨

河

□

世

傳

宋

隱

士

釣

魚

於

此

亦

十

景

之

一

有

詩

見

藝

文



 

黄
陂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四

望
魯
臺

治

東

逾

河

百

武

二

程

先

生

築

以

望

魯

昔

有

喬

松

數

十

株

明

景

泰

間

同

知

蔡

綬

建

祠

于

其

麓

久

廢

今

重

建

雙
鳯
亭

矦

夫

人

夢

雙

鳯

投

懷

生

二

程

天

順

間

僉

事

沈

靖

建

亭

於

䑓

上

因

名

久

廢

今

重

建

涵
虛
亭

昔

在

二

程

祠

内

弘

治

間

推

　

羅

翰

建

乆

廢

　

　

　

　

　

　

　

　

　

　

官

聦
朙
池

在

祠

内

舊

傳

蛙

不

鳴

蚊

不

□

旱

澇

不

涸

後

人

□

池

得

土

龜

列

入

卦

龜

爲

人

□

去

遂

不

騐

正

德

間

御

史

王

根

修

乆

堙

今

復

脩

理
𧼈
林

在

祠

前

一

里

喬

木

聳

翠

卽

先

生

傍

花

隨

柳

處

昔

有

地

周

圍

一

百

七

十

人

丈

五

尺

租

属

學

今

板
橋

在

西

郭

外

伐

石

爲

□

上

有

仙

人

足

跡

亦

十

景

之

一

有

詩

見

藝

文

將
軍
凹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有

木

蘭

將

軍

墓

在

焉

風
俗

風
俗
一
書
不
過
記
歲
時
伏
臘
𠜍
婚
慶
弔
方
言
習
尚

而
已
考
諸
舊
志
乆
失
其
傳
回
訪
土
風
陂
與
他
邑
無

甚
剌
謬
苐
刁
悍
罔
十
健
訟
輕
生
較
諸
别
邑
爲
㪅
甚

然
亦
不
足
細
書
也
轉
移
化
導
存
乎
其
人
今
留
舊
序

一
則
俾
觀
風
者
畧
識
其
槩
云

原
序

統
論
黃
郡
之
俗
蘓
長
公
謂
尊
德
樂
道
異
於
他
邦
而



 

黃
陂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七

糓
𩔖

稻
粳

糯

之

通

穪

粳

者

爲

秔

糯

者

爲

稌

名

類

不

一

麥
其

名

不

一

有

麳

有

麰

麳

爲

小

麥

麰

爲

太

麥

俱

得

四

時

之

氣

蕎
麥

幹

紅

花

白

其

實

三

稜

而

黑

經

霜

迺

熟

爾

雅

所

謂

荍

者

是

也

北

方

名

花

麥

豆
爾

雅

云

荏

菽

其

名

甚

繁

有

黄

黑

靑

紅

諸

色

外

復

有

菉

豆

豌

豆

飯

豆

蚕

豆

匾

豆

諸

名

芝
麻
　

名

胡

麻

壓

油

最

佳

廣

雅

云

巨

勝

本

草

名

脂

麻

薥
秫

卽

糯

稻

也

耴

釀

酒

黍
不

粘

者

爲

黍

稷
俱

供

文

廟

祭

品

枲
類

木
綿

有

黃

白

二

種

蔬
類

白
菜

一

名

菘

菜

四

時

咸

有

芥
菜

有

靑

紫

白

三

種

子

可

入

藥

其

味

辣

莧
菜

一

名

長

命

菜

格

物

論

云

白

莧

入

藥

馬

齒

莧

紅

莧

作

蔬

芹
菜

生

水

中

葉

似

芎

藭

花

白

色

入

文

廟

祭

噐

萵
苣

苣

大

也

莖

葉

大

而

味

苦

又

名

苦

苣

常

食

者

爲

白

苣

茼
蒿

三

四

月

卽

黃

花

本

草

云

同

蒿

湖

中

產



 

黃
陂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八

菠
菜

其

根

紅

白

其

葉

青

而

尖

宜

于

春

冬

種

自

菠

菱

國

來

蘿
蔔

一

名

萊

菔

有

二

種

紅

黃

者

爲

胡

蘿

蔔

食

之

最

有

益

茄
一

名

酪

蘇

味

甘

寒

乆

冷

不

可

多

食

損

人

動

氣

韭
葉

細

而

長

似

蒜

一

名

鍾

乳

蒜
本

草

曰

大

者

名

胡

小

者

名

蒜

俗

云

蒜

有

百

益

葱
有

𢿙

種

一

名

胡

葱

一

名

茖

葱

一

名

芤

一

名

菜

伯

一

名

和

事

草

芋
一

名

土

芝

又

名

蹲

鴟

芋

莖

可

愈

蜂

螫

山
藥

本

草

謂

之

薯

蕷

味

平

無

毒

果
類

栗
有

大

小

二

鍾

杮
格

物

論

曰

柿

爲

朱

果

有

閔

柿

牛

心

杮

羊

矢

杮

桃
其

類

不

一

有

早

者

有

晚

者

棗
大

曰

棗

小

曰

棘

杏
二

更

開

花

隨

卽

卸

落

樹

分

雌

雄

李
緑

葉

白

花

味

有

甘

酸

苦

澁

𢿙

種

野

李

仁

可

入

藥

藕
卽

蓮

根

也

食

之

可

止

霍

亂

菱
有

角

八

九

月

間

甚

多

其

花

白

石
榴

單

葉

者

結

實

千

葉

者

不

結

實



 

黃
陂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九

櫻
桃

四

□

□

熟

其

色

紅

嫩

無
花
果

凡

果

皆

有

花

而

結

實

此

果

無

花

生

枝

葉

間

瓜
𩔖

西
瓜

不

見

于

本

草

從

西

國

來

者

味

甘

寒

能

止

渴

南
瓜

㐫

年

人

資

之

爲

飯

冬
瓜

本

草

謂

白

瓜

霜

後

如

𡍼

粉

然

者

故

名

絲
瓜

嫩

可

食

枯

則

去

其

皮

及

子

用

以

滌

噐

王
瓜

本

草

名

胡

瓜

菜
瓜

醃

之

可

常

食

葫
蘆

壺

匏

瓠

三

名

甘

者

可

食

苦

者

可

作

噐

大

者

可

用

以

渉

水

木
類

松
其

葉

有

兩

鬛

五

鬛

七

鬛

皮

肉

有

脂

入

土

千

年

化

爲

琥

珀

餘

氣

爲

茯

苓

栢
有

圓

栢

測

栢

椿
香

者

名

椿

臭

者

名

樗

香

者

葉

可

食

槐
木

可

鑽

火

葉

細

花

黃

可

染

布

栗
其

性

堅

柘
枼

勁

有

紋

可

飼

蠶

柳
葉

細

條

長

者

爲

柳



 

黃
陂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桑
葉

可

飼

蠶

桑

螵

蛸

可

入

藥

梓
性

最

堅

可

刊

板

桐
四

月

開

花

葉

大

性

直

可

爲

琴

楊
葉

大

而

條

短

者

爲

楊

棗
其

木

堅

可

刊

板

棠
梨

花

白

性

堅

可

刊

版

樟
樹

極

髙

大

葉

冬

夏

不

□

榔
多

生

深

山

大

者

合

抱

竹
類

水
竹

一

名

淡

竹

三
月
竹

五
月
竹

鳯
尾
竹

叢
竹
　

名

慈

孝

竹

花
類

牡
丹

號

爲

花

壬

芍
藥

花

有

紅

白

紫

數

色

玉
簪

一

名

白

鶴

可

治

□

□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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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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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輿

地

　
　
　
　
二
乙

蜀
葵

有

蜀

葵

錦

葵

黃

葵

終

葵

菟

葵

秋

葵

冬

葵

春

葵

雞
𠜍

以

花

狀

命

名

有

紅

白

二

種

剪
春
羅

萱
一

名

忘

憂

草

又

名

鹿

葱

又

名

宜

另

茨
梅

在

北

他

梅

更

香

白

金
盞

菊
其

種

不

一

蓮
有

紅

白

二

色

香

遠

十

里

千
葉
榴

薔
薇

其

色

不

一

蔓

生

木
槿

花

如

小

葵

朝

開

暮

歛

人

多

以

爲

籬

卽

舜

花

是

也

桂
一

名

木

犀

有

蘓

桂

有

廣

桂

有

丹

黃

諸

色

藥
類

紅
花

本

草

云

能

活

血

芫
花

金
銀
花

一

名

忍

冬

草

能

療

毒

金
紅
花

紫
薇
花



 

黃
陂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二

益
母
草

旱
蓮
草

谷
精
草

穀

田

餘

氣

所

生

龍
膽
草

鳯
尾
草

　
薟
草

葉

似

介

葉

而

狹

秋

初

有

花

如

菊

實

如

鶴

虱

可

療

風

疾

蒼
耳
草

苖

髙

三

四

尺

葉

小

子

多

合

猪

肉

食

之

害

人

夏
枯
草

枸
杞
子

叢

生

籬

落

閒

其

色

紅

槐
角
子

香
附
子

莎

草

根

也

氣

香

而

味
辛

覆
盆
子

車
前
子

卽

芣

苢

一

名

馬

舄

多

生

道

傍

地
骨
皮

卽

枸

杞

根

也

桑
白
皮

地
楡
皮

天
花
粉

瓜
蔞
仁



 

黃
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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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一

輿

地

　
　
　
　
二
三

紫
地
丁

天
門
冬

春

生

藤

蔓

葉

如

茴

香

與

解

魚

相

背

地
茯
芩

靑
木
香

白
部

白
芨

白
艾

苗

莖

類

蒿

葉

背

白

可

炙

百

病

玄
參

丹
參

蒼
术

有

赤

白

二

種

服

之

今

人

長

生

桔
梗

茯
芩

紫
蘇

色

紫

而

氣

香

茴
香

葉

似

老

葫

荽

花

黃

子

大

如

麥

粒

薄
荷

一

名

龍

腦

貓

食

之

卽

醉

牽
牛

本

草

云

金

鈐

山
查

一

名

亦

瓜

味

甘

酸

能

消

食

瞿
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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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輿

地

　
　
　
　
二
四

扁
蓄

百
合

□

髙

三

尺

許

四

五

月

開

白

花

子

生

枝

葉

閒

味

甘

平

無

毒

一

名

鶴

頂

紅

鳥
類

布
糓

卽

鳲

鳩

也

因

其

鳴

時

當

農

候

故

名

啄
木

口

如

錐

長

數

寸

啄

水

食

蠧

褐

者

是

雌

班

者

是

雄

黃
鸝

一

名

倉

庚

鵪
鶉

無

常

居

有

常

匹

性

醇

蠢

不

越

横

草

蝦

蟆

所

化

也

燕
禮

記

名

乙

鳥

又

名

玄

鳥

徃

來

以

社

爲

期

雉
雄

者

文

彩

尾

長

雌

者

文

暗

尾

短

其

性

好

闘

陽

動

則

鳩
有

班

鳩

鵓

鳩

之

異

雄

呼

晴

雌

呼

雨

鶯
雌

雄

𩀱

飛

羽

黃

色

冬

則

藏

蟄

入

水

中

以

泥

褁

至

春

始

出

其

音

圓

溜

可

作

詩

腸

鼓

龡

鷹
爪

利

能

擊

雀
不

能

行

其

行

必

躍

埤

雅

謂

滛

鳥

也

鴉
白

腹

者

曰

鴉

詩

所

謂

鷽

也

鵲
大

如

鴉

以

音

感

爲

孕

季

冬

始

巣

開

戸

閉

太

歲

□

太

乙

知

來

歲

風

多

巣

必

卑

下

烏
純

黑

而

反

哺

者

曰

慈

烏

鴿
性

滛

易

合

逐

月

生

子

羽

色

不

一

眼

有

硃

砂

金

銀

之

别

俗

多

養

以

爲

戯

雞
格

物

論

曰

雞

能

知

時

曲

禮

曰

翰

音

備

五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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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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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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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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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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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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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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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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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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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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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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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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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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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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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以

捕

鼠

一

名

家

豹

眼

至

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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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閉

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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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鼻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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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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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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兎
性

狡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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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

食

品

之

上

貍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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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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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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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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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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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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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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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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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食

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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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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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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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爲

酒

虎
郭

璞

云

虎

食

物

值

耳

則

止

故

呼

李

耳

食

犬

則

醉

狼
形

似

狗

牙

如

錐

性

至

猙

獰

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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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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鰱

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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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矦

鯖

鯉
陶

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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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魚

王

唐

人

呼

之

爲

赤

蝉

公

鱖
頭

促

鱗

細

身

有

黑

斑

其

味

如

豚

黃
鮕

赤
眼

金
鯉

𩽴
木

草

曰

鮧

鱗

□

多

涎

鱣鯮鱔
似

蛇

而

無

鱗

夏

出

冬

蟄

有

蛇

變

者

夜

以

燈

照

之

項

下

必

有

白

㸃

鰍
埤

雅

云

似

鱔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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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呼

泥

鰍

玄
丁

烏
魚

卽

七

星

魚

也

一

名

鱧

沙
口

鯿
項

短

身

匾

鱗

細

俗

呼

曰

縮

項

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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