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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侯

沿

革

　

疆

域

仰

以

觀

於

天

文

俯

以

察

於

地

理

誠

以

在

天

成

象

在

地

成

形

成

象

者

昭

如

日

星

之

經

天

往

來

寒

暑

相

推

而

成

嵗

功

則

知

曜

宿

有

恒

變

躔

次

有

度

更

焉

攷

北

極

之

法

六

杪

爲

一

分

六

十

分

爲

一

度

周

天

三

百

六

十

六

度

地

皆

應

之

以

此

定

州

縣

故

星

可

辨

土

元

和

通

典

曰

凡

言

地

利

者

辨

區

域

徵

因

革

知

要

害

察

風

土

風

土

各

殊

此

氣

候

之

所

以

不

齊

也

然

因

所

當

因

革

所

當

革

卽

沿

革

之

所

經

可

以

驗

政

治

之

得

失

矣

成

形

者

粲

若

江

河

之

緯

地

地

不

無

高

卑

流

峙

衍

迤

周

流

不

滯

者

於

卦

爲

坎

坎

者

流

不

息

也

厚

重

不

遷

者

於

卦

爲

艮

艮

者

止

其

所

也

古

者

分

疆

畫

野

有

時

而

更

而

山

川

之

秀

千

古

不

易

則

一

邑

之

名

勝

古

蹟

天

造

地

設

有

奇

而

怪

者

有

靈

而

秀

者

有

穹

窿

玲

瓏

者

有

澤

潤

生

民

利

溥

萬

物

者

下

與

河

山

並

燦

上

與

日

星

爭

輝

則

職

方

所

掌

又

何

異

梓

愼

裨

竈

之

所

司

也

灌

邑

彈

丸

萬

物

散

殊

於

其

閒

民

人

會

萃

於

其

際

所

謂

成

聚

成

邑

成

都

不

是

過

焉

然

有

爲

天

地

立

心

爲

萬

物

立

命

者

有

出

作

入

息

耕

田

鑿

井

者

分

之

爲

比

鄰

鄕

黨

合

之

爲

里

堡

村

落

輿

地

之

羣

聚

萃

處

亦

卽

天

文

之

星

羅

棊

布

也

爰

首

述

輿

地

星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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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禮

保

章

氏

以

星

土

辨

九

州

之

地

所

封

封

域

皆

有

分

星

以

觀

妖

祥

春

秋

元

命

苞

軫

星

散

爲

荆

州

之

域

其

地

爲

楚

漢

史

記

翼

軫

分

野

在

今

之

零

陵

桂

陽

晉

書

天

文

志

自

張

十

七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爲

鶉

尾

於

辰

在

巳

楚

之

分

野

屬

荆

州

零

陵

入

軫

十

一

度

而

灌

之

吉

𡨴

灌

合

二

鄕

析

自

昭

州

之

恭

城

則

有

越

焉
出

郡

躔

次

帝

王

世

紀

一

度

二

千

九

百

三

十

二

里

灌

故

零

陵

屬

邑

軫

分

野

較

然

故

舊

志

以

爲

鶉

尾

之

次

云

圖 星 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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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元

子

步

天

歌

四

星

似

張

翼

相

近

中

央

一

箇

長

沙

子

左

轄

右

轄

附

兩

星

軍

門

兩

黃

近

翼

是

門

下

四

箇

土

司

空

門

東

七

烏

靑

邱

子

靑

邱

之

下

名

器

府

器

府

之

星

三

十

二

以

上

便

是

大

微

宮

黃

道

向

上

看

取

是
省志

按

分

野

之

說

古

人

擬

議

不

一

有

推

其

源

者

僧

一

行

謂

山

河

之

首

尾

與

雲

漢

之

升

降

相

應

有

言

其

流

者

賈

公

彥

謂

古

者

受

封

之

日

嵗

星

所

在

之

辰

宋

蔡

戡

主

一

行

之

說

臨

川

李

穆

堂

遵

之

然

天

道

於

穆

星

雖

昭

囘

於

天

人

豈

可

以

管

窺

哉

爰

圖

其

躔

次

以

存

其

論

耳

今

按

丁

取

忠

輿

地

經

緯

度

里

表

灌

陽

縣

軫

北

二

十

五

度

二

十

二

分

偏

西

五

度

二

十

九

分

九

百

九

十

里

唐
虞

三
代

秦

兩
漢

三
國

晉

南北

朝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淸

灌陽縣沿革表
唐
虞
禹

貢
荆
州

之
域

夏
商
荆

州
地

周
爲
楚

南
裔
境

長
沙
郡

地

西
東
漢

零
陵
縣

地
屬
零

陵
郡

吳
始
分

零
陵
縣

地
置
灌

陽
縣
屬

零
陵
郡

屬
零
陵

郡

宋
屬
零

陵
內
史

齊
梁
陳

並
屬
零

陵
郡

初
入
湘

源
文
帝

時
省
大

業
十
三

年
蕭
銑

乃
置
灌

陽
縣

武
德
七

年
廢
上

元
二
年

復
置
屬

永
州

晉
天
福

中
改
湘

源
爲
全

州
以
淸

湘
縣
灌

陽
縣
屬

周
時
周

行
逢
因

之

屬
全
州

屬
全
州

路

洪
武
元

年
改
全

州
爲
府

屬
湖
廣

布
政
使

九
年
仍

降
州
省

淸
湘
以

灌
陽
屬

全
州
灌

陽
均
屬

永
州
府

二
十
八

年
征
南

將
軍
韓

觀
奏
隸

廣
西
桂

林
府
而

全
灌
乃

分
屬
焉

淸
因
明

之
舊
隸

廣
西
桂

林
府

中
華
民

國
仍
爲

縣
隸
廣

西
灕
江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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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革

唐

虞

灌

爲

荆

州

之

域

十

二

牧

之

所

治

也

三

代

仍

之

春

秋

爲

楚

之

南

境

秦

以

楚

南

置

長

沙

郡

郡

之

始

也

漢

武

帝

元

鼎

六

年

分

長

沙

爲

零

陵

郡

初

屬

蜀

後

屬

吳

統

縣

十

一

洮

陽

第

五
今

全

州

觀

陽

第

七
蔣

文

定

冕

云

晉

志

灌

作

觀

考

舂

陵

古

碑

及

永

州

府

志

載

熊

尙

拜

灌

陽

長

則

灌

陽

爲

零

陵

十

一

縣

之

一

也

審

矣

宋

地

理

志

南

齊

書

俱

載

零

陵

領

灌

陽

而

晉

與

南

北

朝

皆

因

之

不

易

隋

文

帝

省

洮

陽

灌

陽

改

置

湘

源

縣

屬

永

州

府

至

大

業

十

三

年

蕭

銑

析

湘

源

置

灌

陽

隸

零

陵

郡

唐

武

德

七

年

灌

陽

廢

上

元

二

年

永

州

刺

史

宇

文

審

觀

察

使

呂

諲

奏

請

復

置

縣

仍

隸

永

州

府

晉

天

福

四

年

馬

希

範

請

置

全

州

事

改

湘

源

爲

淸

湘

附

郭

以

灌

陽

屬

周

時

周

行

逢

亦

因

之

宋

乾

德

二

年

王

師

克

湖

湘

周

保

權

入

覲

始

歸

職

貢

隸

荆

湖

南

路

仍

領

縣

二

曰

淸

湘

曰

灌

陽

元

至

正

十

三

年

丙

子

兵

破

潭

州

全

州

提

刑

陳

宮

講

不

爲

守

遁

諸

巖

谷

淸

湘

令

蕭

巖

叟

率

眾

降

四

月

立

安

撫

司

六

月

改

設

全

州

路

總

管

府

仍

領

淸

湘

灌

陽

二

縣

大

德

元

年

升

爲

泉

𡨴

府
州

志

泉

作

全

明

洪

武

元

年

春

平

章

楊

璟

總

師

牧

廣

西

守

臣

平

章

阿

思

蘭

僉

院

王

世

榮

棄

城

遁

廣

西

父

老

李

壬

經

等

率

眾

歸

附

仍

改

爲

全

州

府

領

縣

如

故

九

年

復

改

爲

全

州

裁

去

淸

湘

正

領

灌

陽

隸

湖

廣

永

州

府

二

十

八

年

征

南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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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韓

觀

以

猺

獠

滋

事

遠

湖

廣

近

廣

西

易

平

猺

獠

具

奏

改

隸

廣

西

桂

林

府

而

灌

陽

屬

焉

前

淸

因

之

編

戶

八

里

逮

中

華

民

國

二

年

廢

府

存

道

劃

桂

林

平

樂

二

府

爲

廣

西

第

三

區

改

名

灕

江

道

今

與

平

樂

八

州

縣

均

隸

灕

江

邑

名

灌

陽
在

全

州

南

九

十

里

以

灌

水

爲

名

　

按

晉

書

地

理

志

曰

觀

陽

唐

長

孫

無

忌

撰

隋

志

其

註

湘

源

亦

謂

有

灌

水

與

晉

志

相

合

疑

古

字

觀

灌

通

用

也

　

唐

地

理

志

爲

中

縣

　

九

域

志

爲

下

縣

　

按

吉

𡨴

灌

合

二

鄕

先

隸

昭

州

恭

城

縣

後

以

州

縣

濶

遠

始

割

恭

城

二

鄕

合

湘

源

之

昭

義

鄕

而

增

擴

焉

其

時

嵗

疑

卽

隋

大

業

十

三

年

蕭

銑

所

析

置

今

按

顧

祖

禹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云

灌

陽

縣

州

南

九

十

里

東

南

至

湖

廣

永

明

縣

百

二

十

里

南

至

平

樂

府

恭

城

縣

百

十

里

漢

零

陵

縣

地

後

漢

建

安

中

孫

氏

析

置

觀

陽

縣

以

觀

水

爲

名

仍

屬

零

陵

郡

晉

以

後

因

之

梁

陳

閒

譌

曰

灌

陽

隋

開

皇

十

年

廢

入

湘

源

縣

大

業

末

蕭

銑

復

置

唐

武

德

七

年

廢

上

元

二

年

荆

南

節

度

使

呂

諲

復

奏

置

屬

永

州

五

代

晉

天

福

中

湖

南

改

屬

全

州

今

編

戶

八

里

氣

候

灌

爲

邑

舊

與

全

州

並

隸

湖

廣

其

氣

候

和

平

無

瘴

氣

毒

癘

之

虞

與

廣

西

全

省

固

異

卽

與

桂

林

各

屬

亦

異

葢

春

爲

暑

之

漸

灌

則

正

二

三

月

尙

有

霜

雪

且

多

寒

冷

夏

爲

暑

之

極

灌

則

四

月

尙

凉

五

月

或

凉

或

暖

然

多

雨

川

谷

驟

漲

六

月

炎

熱

此

三

月

內

遇

南

風

則

熱

遇

北

風

仍

凉

葢

北

風

必

雨

雨

則

凉

故

蘇

曰

一

雨

便

成

秋

也

秋

爲

寒

之

漸

灌

則

七

月

猶

炎

八

九

月

漸

凉

閒

亦

有

霜

雪

冬

爲

寒

之

極

灌

則

晴

霽

暖

陰

凝

寒

葢

冬

三

月

極

多

霜

雪

雪

大

且

有

連

三

五

日

深

一

二

尺

者

久

則

成

冰

凌

與

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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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無

異

蘇

謂

四

時

皆

似

夏

指

嶺

南

而

言

於

灌

亦

不

切

惟

杜

子

美

詩

謂

宜

人

獨

桂

林

雪

另

一

冬

深

恰

與

灌

合

湖

湘

江

右

懋

遷

於

灌

者

咸

以

樂

土

而

依

依

不

肯

去

其

節

令

立

春

宜

晴

晴

則

可

兆

一

春

之

雨

雨

水

有

雨

謂

之

應

節

驚

蟄

不

宜

雨

雨

則

兆

旱

然

宜

寒

泠

便

殺

蟲

豸

至

淸

明

其

風

微

暖

其

氣

潮

濕

墻

壁

柱

礎

泚

然

滲

液

衣

服

防

霉

醭

是

日

忌

雨

雨

則

麥

穗

立

槁

子

粒

將

熟

者

不

實

夏

至

不

宜

雷

雷

鳴

多

旱

俗

以

夏

至

後

逢

辰

謂

之

分

龍

日

是

日

觀

雨

起

何

方

從

某

方

來

則

分

某

方

之

龍

自

後

雨

必

起

於

某

方

如

十

數

日

不

雨

則

旱

傷

稼

又

忌

東

風

有

東

風

則

螟

螣

生

立

秋

日

宜

微

雨

不

雨

則

秋

乾

雖

便

於

收

穫

然

灌

邑

穫

後

多

種

蕎

麥

乾

則

不

能

下

種

立

冬

宜

晴

諺

云

冬

日

晴

養

窮

人

然

種

小

麥

在

立

冬

前

後

亦

須

雨

數

次

乃

爲

有

年

二

雪

二

寒

或

有

冰

凍

或

下

雪

如

珠

灑

屋

瓦

有

聲

謂

之

米

頭

子

霏

霏

若

絮

謂

之

鋪

雪

　

又

竊

謂

素

無

瘴

氣

葢

天

下

論

多

瘴

者

必

曰

廣

西

不

知

廣

西

郡

邑

遠

近

不

同

灌

邑

近

湖

廣

遠

廣

東

而

南

畿

江

右

游

宦

經

商

者

接

踵

而

來

未

聞

有

不

服

水

土

而

病

者

更

未

聞

有

感

疫

癘

而

殁

者

但

每

嵗

至

四

五

月

雨

多

河

溢

食

之

多

瀉

謂

之

麥

根

爛

然

此

說

昔

或

有

之

今

並

無

此

惟

八

九

月

閒

驟

熱

驟

寒

若

稍

失

保

養

則

閒

有

瘧

疾

又

不

徒

於

灌

爲

然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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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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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氣

候

與

江

浙

類
嶺

外

代

答

云

雨

下

便

寒

晴

便

暑

不

論

春

夏

與

秋

冬

葢

江

南

之

氣

候

也

桂

林

與

江

浙

相

類

過

桂

林

而

南

則

大

異

矣

風

氣

淸

淑
桂

林

志

靜

江

風

氣

和

平

有

中

州

淸

淑

之

氣

霜

雪

時

舉

疾

疫

不

興

一

統

志

云
早

温

晝

熱

晚

凉

夜

寒

一

日

備

四

時

之

氣

東

坡

云

四

時

皆

似

夏

一

雨

便

成

秋

諺

云

卽

著

卽

脫

勝

於

服

藥

疆

域

古

者

司

空

執

度

度

地

居

民

申

畫

郊

圻

愼

固

封

守

自

天

子

邦

畿

以

下

而

國

而

郡

而

邑

莫

不

此

疆

爾

界

使

之

分

理

焉

灌

自

隸

桂

林

東

南

隣

湖

南

西

北

隣

興

全

廣

袤

數

百

里

中

閒

繡

錯

綺

分

人

民

於

是

居

賦

稅

於

是

出

蒞

斯

土

者

必

瞭

如

指

掌

而

後

經

理

犂

然

就

緖

也

縣

東

至

栗

木

堡

三

十

里

接

湖

南

道

州

界

至

永

安

關

五

十

里

接

道

州

大

路

至

零

陵

縣

界

一

百

八

十

里

南

至

三

峯

嶺

接

永

明

縣

界

四

十

里

至

福

順

嶺

接

恭

城

縣

界

八

十

里
俱

山

路

通

行

西

至

鹽

洞

界

五

十

里

至

九

牛

田

接

興

安

界

六

十

里

又

八

十

里

至

興

安

縣

城
山

路

通

行

北

至

鍾

家

舖

四

十

里

至

全

州

深

浦

洞

界

五

十

里

又

五

十

里

至

全

州

城
俱

舖

路

通

行

又

北

至

全

州

大

田

界

七

十

五

里
山

路

通

行

東

南

至

道

州

一

百

四

十

里
舖

路

通

行

西

南

至

崇

順

堡

接

恭

城

界

九

十

里

由

崇

順

堡

至

恭

城

縣

八

十

里
舖

路

通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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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西

北

一

至

沙

羅

源

接

興

安

界

三

十

里

一

至

鹽

田

源

七

十

里

接

興

安

界

至

興

安

縣

一

百

五

十

里
山

路

通

行

東

北

至

永

州

零

陵

縣

二

百

四

十

里
水

陸

通

行

東

西

相

距

一

百

三

十

里

南

北

相

距

一

百

六

十

里

廣

袤

七

百

三

十

五

里

自

縣

治

至

全

州

城

九

十

里

至

桂

林

城

三

百

七

十

里

至

南

甯

省

城

一

千

三

百

八

十

里

至

京

師

七

千

二

百

七

十

里

單

父

牧

曰

灌

陽

設

在

全

州

之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水

陸

俱

可

通

而

大

勢

𨚫

在

桂

林

之

東

北

水

路

由

全

州

紆

迴

而

上

到

桂

林

五

百

餘

里

陸

路

由

建

安

司

轉

西

南

三

百

二

十

里

若

西

走

山

路

由

魯

塘

鼓

子

嶺

延

沙

界

等

地

方

僅

有

二

百

二

十

里

然

山

路

峻

嶮

止

可

步

行

轎

馬

則

不

能

施

矣

又

考

灌

陽

昔

爲

全

州

之

淸

湘

驛

乃

由

州

入

平

樂

之

孔

道

也

山

路

僅

三

百

四

十

里

較

走

桂

林

則

大

㨗

矣

然

水

路

不

通

商

賈

圖

便

走

桂

林

驛

遞

遂

廢

然

由

全

州

取

便

入

平

樂

莫

有

逾

焉

者

也

又

東

接

湖

廣

之

道

州

經

文

村

大

營

等

堡

一

百

四

十

里

入

州

城

南

雖

與

永

明

縣

接

然

出

城

十

里

之

外

皆

靑

山

險

絶

無

路

可

通

西

九

十

里

觀

音

閣

設

崇

順

司

巡

檢

一

員

弓

兵

二

十

名

防

守

此

則

灌

之

西

界

再

八

十

里

卽

入

恭

城

矣

北

五

十

里

羅

板

田

設

舖

司

大

路

與

全

州

接

壤

再

七

十

里

則

入

全

州

城

矣

此

灌

之

東

南

西

北

大

勢

也

其

境

內

形

勝

西

北

自

羅

板

田

起

五

十

里

入

縣

又

轉

西

九

十

里

至

崇

順

司

東

西

縱

共

一

百

四

十

里

中

通

一

水

如

帶

百

姓

枕

河

而

居

橫

南

北

兩

岸

數

里

外

皆

靑

山

無

復

民

居

東

北

有

下

歸

化

里

猺

民

西

北

有

上

歸

化

里

猺

民

爲

民

無

多

頗

稱

淳

良

至

境

內

之

水

由

大

河

江

發

源

紆

曲

層

折

五

十

餘

里

皆

暴

瀑

至

俊

山

黃

牛

寨

河

水

稍

平

四

十

里

過

縣

前

轉

東

北

經

大

龍

三

桂

大

埠

等

灘

皆

險

灘

也

四

十

里

至

伍

家

灣

五

十

里

過

文

村

六

十

里

過

昭

義

七

十

里

至

會

湘

橋

皆

屬

境

內

居

民

亦

有

商

賈

畧

集

六

十

里

至

全

州

與

湘

江

合

今

稱

三

江

會

口

灌

江

其

一

也

第

灌

江

上

流

大

山

隔

絶

不

能

與

平

樂

大

江

通

故

行

者

寥

寥

稱

僻

地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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