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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懼
盈
齋

輿
地
紀
勝
卷
第
一
百
七
十
九

文

選

樓

影

宋

鈔

本

東
陽
王
象
之
編
　
　
　
甘
泉
岑

鎔淦長
生

　
校
刊

夔
州
路

梁
山
軍
　

高

梁

軍
沿
革

梁
山
軍
同
下
州
高
梁
郡
在
禹
貢
梁
州
之
域
於
天
文
屬

鶉
首
之
次

圖經

本
漢
朐
䏰
縣
地

元

和

郡

縣

志

西
魏
平
蜀
分
朐

䏰
縣
地
置
安
鄉
郡
又
改
安
鄉
郡
爲
萬
川
郡

並

寰

宇

記

後
周

又
分
朐
䏰
縣
地
置
梁
山
縣
治
西
魏
萬
川
郡
故
城

舊

唐

書

地

理志

因
界
內
高
梁
山
以
爲
名

寰

宇

記

隋
屬
巴
東
郡

隋

志

巴

東

郡

下

有

梁

山

縣

唐
置
浦
州
梁
山
以
縣
屬
焉

舊

唐

志

云

武

德

二

年

置

浦

州

領

南

浦

梁

山

武

甯

三

縣

尋
改
浦
州
爲
萬
州

新

唐

書

志

云

武

德

二

年

析

信

州

置

南

浦

州

八

年

州

廢

以

武

甯

隷

臨

州

九

年

復

置

曰

浦

州

貞

觀

八

年

更

名

萬

州

五
代
僞
蜀
在
今
軍
治
置
屯

田
務

圖

經

在

廣

政

二

十

一

年

曰
石
氏
屯
田
務

此

據

九

域

志

皇
朝
平
蜀

乾

德

三

年

土
豪
石
處
贇
納
莊
田
八
所
遂
廢
屯
田
務
移
縣
於

此
因
陞
爲
軍

此

據

圖

經

又

寰

宇

記

云

開

寶

三

年

置

屯

田

務

因

建

爲

梁

山

軍

管

梁

山

一

縣

長

編

云

開

寶

二

年

以

萬

州

梁

山

縣

爲

梁

山

軍

神
宗
時
又
廢
忠
州
之
桂
溪
縣
爲

淸
泉
鄉
以
廣
軍
境

熙

甯

五

年

今
領
縣
一
治
梁
山
隷
夔
州
路

縣
沿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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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懼
盈
齋

梁
山
縣

中

下

倚

郭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本

漢

州

　

縣

地

周

武

帝

於

此

分

置

│

│

│

屬

萬

川

郡

寰

宇

記

以

爲

後

周

天

和

二

年

置

│

│

│

杜

佑

通

典

亦

以

爲

後

周

置

│

│

│

而

隋

志

以

爲

西

魏

置

│

│

│

不

同

象

之

謹

按

舊

唐

書

志

乃

是

魏

置

萬

安

郡

未

嘗

置

│

│

│

也

舊

唐

志

又

云

後

周

置

│

│

│

治

後

魏

萬

安

郡

故

城

非

西

魏

置

│

│

│

特

因

西

魏

所

置

故

萬

安

郡

之

基

而

置

│

│

│

耳

輿

地

廣

記

云

隋

屬

巴

東

郡

唐

武

德

二

年

屬

南

浦

州

八

年

州

廢

屬

夔

州

是

年

復

立

浦

州

又

來

屬

後

改

爲

萬

州

皇

朝

開

寶

三

年

立

軍

以

爲

治

焉

國

朝

會

要

云

熙

甯

五

年

又

析

忠

州

桂

溪

縣

地

益

焉

風
俗
形
勝

控
扼
巖
險
撫
摩
夔
子
之
衿
喉

續

題

名

記

前
涪
後
峽
挾
以
涪

萬
皆
崇
復
環
委
而
西
境
之
田
獨
平
衍
可
耕

建

中

靖

國

元

年

郡

守

劉

煥

撰

題

名

序

介
夔
梓
之
間

圖

經

創

置

始

末

門

與
萬
州
爲
水
陸
表
裏

要
地

圖

經

創

置

始

末

門

軍
治
據
東
山
之
址
左
右
繞
以
五
山
錯

立
環
抱
五
山
蜿
蜒
趍
之

圖

經

云

相

山

者

謂

其

勢

爲

五

龍

玩

寶

高
梁
山
如

長
雲
垂
天

尋

江

源

記

云

│

│

│

│

│

│

│

│

之

語

其
民
未
嘗
造
難
聽
之

訟
以
溷
有
司

建

中

靖

國

中

郡

守

題

名

記

守
居
蕭
然
閱
旬
無
訟
牒
至

庭
下

邵

守

題

名

記

天
下
瀑
布
第
一

在

蟠

龍

山

下

去

軍

城

二

十

里

自

翔

龍

山

洞

中

流

出

過

驛

前

百

步

下

注

垂

崖

約

二

百

餘

丈

故

山

腹

有

飛

練

觀

者

以

爲

│

│

│

│

│

│

舊

名

蟠

龍

稻
田

蕃
廡
常
多
豐
年

劉

煥

郡

守

題

名

記

景
物
上

景
穴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有

│

│

嘉

魚

甚

美

同

於

蜀

漢

又

尋

江

源

記

云

│

│

出

柏

枝

山

桂
溪

在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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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懼
盈
齋

溪

市

寰

宇

記

云

舊

忠

州

桂

溪

縣

以

│

│

爲

名

縣

廢

來

屬

圖

經

云

唐

初

爲

│

│

以

兩

岸

多

桂

木

因

以

名

之

紵
溪

輿

地

廣

記

云

有

│

│

筆
山

去

軍

西

一

百

四

十

里

卽

白

雲

山

也

奇

峯

如

筆

故

曰

│

│

溪

亭
郡

圃

舊

有

詩

人

劉

望

之

五

詠

乃

勝

事

堂

月

波

亭

素

錦

堂

泛

香

亭

│

│

今

皆

不

存

獨

│

│

在

焉

景
物
下

端
敏
堂

在

郡

圃

之

東

瑞
豐
亭

在

郡

圃

端

敏

堂

之

右

陸

游

│

│

│

詩

云

峽

中

地

褊

常

苦

貪

政

令

愈

簡

民

愈

淳

本

來

無

事

只

畏

擾

擾

者

才

吏

非

庸

人

都

梁

之

民

獨

無

苦

須

晴

得

晴

雨

得

雨

父

老

羅

拜

豐

年

賜

縱

產

芝

房

非

上

瑞

瑞
光
亭

在

仰

高

堂

之

側

巢
蓮
橋

在

東

便

門

之

下

以

跨

三

龜

水

取

│

│

以

爲

名

延
桂
樓

卽

萬

石

樓

之

上

層

也

仰
高
堂

在

設

㕔

之

東

舊

爲

淸

淨

堂

後

易

今

名

愛
民
堂

在

設

㕔

之

右

翔
雲
樓

在

鼓

角

樓

之

左

橫

跨

通

衢

四

山

環

合

頗

得

其

要

垂
雲

樓
在

子

城

之

北

左

瞰

萬

石

右

倚

東

山

景

物

奇

麗

峽

中

所

未

有

飛
練
亭

蟠

龍

飛

瀑

去

軍

東

二

十

里

水

自

洞

中

流

出

注

于

崖

下

約

高

一

一

百

餘

丈

范

石

湖

以

爲

天

下

瀑

布

第

一

舊

有

亭

在

半

山

名

曰

飛

練

乃

徐

凝

所

謂

千

古

長

如

白

練

飛

之

句

東

坡

先

生

以

爲

惡

詩

者

今

改

曰

飛

雪

乃

取

歐

公

六

月

飛

雪

洒

石

矼

之

語

白

雲
山

去

軍

西

一

百

里

平

地

突

出

奇

峯

如

筆

亦

號

筆

山

丞

相

張

無

盡

有

詩

云

│

│

│

上

揖

世

尊

各

以

願

力

濟

羣

生

識

者

已

知

有

宰

相

器

落
雲
潭

一

曰

翔

雲

潭

去

軍

西

七

十

里

俗

傳

舊

常

有

雲

覆

其

上

有

一

漁

人

於

潭

中

得

一

石

老

君

像

自

此

不

復

有

雲

氣

噴
霧
崖

去

軍

西

五

十

里

其

崖

高

數

十

丈

飛

瀑

傾

注

如

霧

在

空

崖

右

石

鼓

張

丞

相

無

盡

游

從

于

此

手

題

云

水

味

甘

腴

偏

宜

煮

茗

非

陸

羽

莫

能

辨

月
波
池

在

垂

雲

樓

之

下

寒
泉
洞

軍

之

西

龍

西

鎭

十

里

許

有

洞

曰

寒

泉

其

勝

槩

不

減

蟠

龍

慶

元

戊

午

之

夏

有

一

老

嫗

見

龍

飛

入

洞

中

夏

旱

祈

禱

卽

雨

高
梁
山

距

軍

城

四

十

里

尋

江

源

記

云

蜀

中

望

之

若

長

雲

垂

天

劒

閣

銘

所

謂

巖

巖

梁

山

積

石

峩

峩

是

也

高
梁
水

輿

地

廣

記

云

有

│

│

│

高
都
山

距

軍

北

一

十

五

里

山

中

地

黃

壤

而

腴

其

民

以

種

姜

爲

業

衣

食

取

給

焉

高

都

驛

路

乃

天

寶

貢

荔

枝

之

路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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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懼
盈
齋

峰
門
山

距

軍

東

一

十

五

里

其

山

高

大

頂

有

寒

泉

兩

崖

峻

嶮

羣

峰

對

峙

如

門

因

以

名

之

瓦
城

山
圖

經

云

亦

曰

石

瓦

山

距

軍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山

下

有

古

欄

楯

蹤

跡

屈

曲

至

于

其

山

則

山

頂

坦

平

耕

者

往

往

得

古

銅

片

石
瓦
山

寰

宇

記

云

在

縣

西

一

百

一

十

三

里

山

嶺

有

古

人

礪

刀

劍

亂

石

如

瓦

積

焉

圖

經

又

名

瓦

城

山

容
溪
水

元

和

郡

縣

志

在

忠

州

之

故

桂

溪

縣

縣

廢

來

屬

逢
溪
山

寰

宇

記

云

在

縣

南

八

十

步

塗
溪
水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在

縣

南

八

十

步

雙
桂
坊

在

正

街

之

東

三
龜

驛
在

軍

南

門

之

外

七
城
山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多
喜
山

距

軍

西

南

五

十

里

山

或

有

丹

光

夜

現

則

是

境

之

人

必

多

有

喜

事

故

名

陳

希

夷

常

修

道

于

此

石

枕

存

焉

有

雌

雄

二

泉

名

浴

丹

井

春

夏

則

右

盈

左

竭

萬
石
樓

在

軍

治

之

後

山

凡

兩

層

上

曰

延

樓

龍
淸
洞

去

軍

西

一

百

里

巖

洞

深

邃

有

石

盤

及

二

石

龍

盤

旋

其

中

龍
城
山

距

軍

西

南

五

十

里

有

大

小

二

山

時

人

獲

龍

骨

於

其

處

龍
潭
堰

在

軍

北

門

外

今

名

王

公

堰

鳳
池
堰

在

水

東

鄉

龜
子
山

去

軍

西

四

十

里

其

形

如

龜

山

下

人

多

壽

蟠
龍
山

距

軍

東

二

十

里

孤

峙

秀

傑

突

出

眾

山

之

上

下

有

二

洞

淳

化

中

知

軍

陳

昭

文

聞

此

洞

之

異

領

百

餘

人

秉

燭

而

行

約

十

五

里

乃

刻

石

爲

記

而

囘

其

左

洞

高

廣

亦

稱

是

洞

溪

中

有

二

石

龍

狀

首

尾

相

蟠

故

名

化
龍
淵

去

軍

北

七

十

里

潭

深

不

可

測

每

歲

迎

湫

於

此

風

雨

隨

至

舊

名

落

狗

洞

郡

守

陳

季

習

名

曰

│

│

│

金
鳳
山

距

軍

西

五

十

里

楊

市

之

北

其

山

之

南

半

崖

有

罅

邃

然

內

皆

洞

明

其

右

上

有

若

圖

仙

女

狀

面

貌

儼

然

時

若

動

搖

廹

而

視

之

則

不

見

赤
牛
山

距

軍

西

二

十

里

山

赤

而

牛

形

故

名

鳳
凰
山

距

軍

西

五

十

里

舊

名

梧

桐

曾

有

鳳

巢

其

上

因

以

此

名

之

柏
枝
山

元和

郡

縣

志

在

梁

山

縣

南

十

里

芭
蕉
崖

距

軍

西

五

十

里

雌
雄
水

距

軍

之

西

六

十

里

桂

溪

市

之

北

多

喜

山

上

有

│

│

二

水

名

浴

丹

井

春

夏

則

左

盈

右

竭

秋

冬

則

右

盈

左

竭

山

之

南

有

陳

希

夷

養

石

龕

有

石

枕

存焉

福
德
水

在

軍

西

四

十

里

銅
印
山

距

軍

西

南

六

十

里

其

山

如

印

形

故

名

金
華
山

距

軍

五

十

里

有

張

丞

相

讀

書

堂

故

基

金
藏
堰

在

赤

牛

堡

巖
石
堂

在

設

㕔

之

後

取

劒

閣

銘

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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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懼
盈
齋

巖

梁

山

積

石

峩

峩

之

句

以

爲

名

書
院
峽

距

軍

東

五

十

里

在

峽

石

市

之

北

每

風

雨

冥

冥

如

聞

讀

書

聲

其

中

有

坐

臥

石

塔

名

夫

子

崖

過

此

十

五

里

有

子

貢

壩

其

間

有

山

名

拜

相

臺

古
迹

舊
萬
川
郡
城
□
□
□
□
淸
泉
鄉

舊

屬

忠

州

桂

溪

縣

本

名

龍

泉

宣

和

中

改

焉

熙

甯

五

年

以

疆

里

狹

而

戶

口

寡

路

經

大

驛

不

足

以

贍

一

軍

之

用

故

廢

桂

溪

縣

割

是

鄉

而

來

屬

桂

溪

在

周

隋

間

爲

淸

水

唐

初

爲

桂

溪

以

兩

岸

多

桂

木

因

以

名

之

夫
子
崖

見

書

院

峽

下

子
貢
壩

見書

院

峽

下

拜
相
臺

見

書

院

峽

下

又

有

相

公

栗

其

大

如

小

兒

拳

出

胡

城

張

丞

相

無

盡

酷

愛

之

故

名

相

公栗

御
史
灘

距

軍

西

百

里

張

無

盡

丞

相

游

學

之

地

及

爲

御

史

還

鄉

與

親

朋

酣

飲

于

此

故

一

邦

人

以

│

│

名

│

云

唐
垂
拱
二
年
鐘

桂

溪

市

北

集

虛

觀

有

唐

武

后

垂

拱

二

年

之

鐘

其

鐘

形

大

而

聲

宏

震

十

五

里

許

又

有

巨

鐵

紫

色

歲

旱

禱

雨

以

火

燒

之

若

汗

漬

漬

然

必

有

雨

乾

焦

則

旱

如

故

蠻
王

墓
軍

之

西

三

里

許

路

傍

舊

有

古

塚

相

傳

謂

之

│

│

│

或

謂

其

形

勢

左

右

有

八

卦

之

象

見

於

地

理

書

官
吏

鄭
修

蓬

州

咸

安

志

載

│

│

字

智

彥

蓬

州

人

能

日

誦

萬

言

號

鄭

書

櫃

登

第

後

累

遷

知

梁

山

軍

公

之

爲

政

大

率

簡

靜

不

細

苛

所

至

則

民

愛

去

則

見

思

知

梁

山

軍

日

所

得

廩

祿

自

奉

養

之

外

悉

爲

小

民

代

輸

人
物

闕

仙
釋

陳
希
夷

有

養

石

龕

在

軍

西

六

十

里

多

喜

山

上

有

浴

丹

井

及

陳

餘

石

枕

存

焉

世

傳

希

夷

之

去

是

也

畱

一

長

生

藥

嘗

有

樵

夫

薙

龕

前

草

而

變

爲

金

色

細

尋

則

莫

得

也

山

之

北

有

枯

梨

希

夷

以

藥

點

之

再

生

可

七

八

尺

圍

其

實

如

櫨

苦

澁

不

可

食

希

夷

呪

曰

若

食

是

梨

而

甘

美

又

獲

長

生

藥

者

得

吾

道

耆

老

相

傳

若

此

今

梨

亦

不

復

存

焉

石
老
君
像

軍

之

西

三

十

里

永

安

市

冉

氏

園

中

有

石

老

君

像

三

身

相

傳

以

爲

水

漂

至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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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懼
盈
齋

背

有

字

曰

天

漢

二

年

刻

石
大
悲

軍

西

二

十

里

赤

牛

山

覺

林

院

之

東

有

一

石

龕

琢

石

爲

大

悲

像

四

十

二

手

皆

有

所

執

龕

前

柏

圍

一

丈

七

尺

石

壁

間

有

字

曰

興

國

八

年

重

修

碑
記

涼
山
呂
保
藏
漢
篆

涼

山

保

有

呂

保

藏

在

絶

巖

半

腹

有

一

穴

人

跡

所

不

到

漢

末

赤

眉

之

亂

有

呂

保

藏

家

資

巨

萬

賫

金

寶

緣

木

而

上

鑿

崖

以

居

盡

伐

崖

下

木

寇

不

能

近

後

舉

家

終

焉

紹

熙

中

有

樵

夫

得

一

劵

於

崖

側

非

銅

非

鐵

其

聲

鏘

然

上

有

古

篆

云

西

漢

之

末

赤

眉

邂

逅

黃

金

千

兩

坑

理

而

走

羔

豚

十

祭

其

財

自

阜

今

藏

所

猶

存

浮
蘭
碑

通

川

志

記

梁

山

軍

忠

州

兩

界

舊

有

漢

刻

石

著

白

虎

夷

王

姓

名

今

其

上

刻

漢

時

官

屬

及

白

虎

夷

王

及

夷

民

等

姓

名

尙

有

可

攷

但

字

多

磨

滅

梁
山
驛
唐
碑

題

云

令

長

新

誡

之

記

乃

明

皇

御

製

梁

山

令

尹

茂

元

得

此

誡

於

萬

州

守

河

東

裴

公

而

刻

之

乃

大

中

十

年

也

嘉

定

丁

卯

郡

守

李

錫

移

其

碑

於

軍

治

其

詞

云

我

求

令

長

保

乂

下

民

民

之

不

安

必

有

所

因

侵

漁

寖

廣

賦

役

不

均

使

夫

離

散

莫

闕

其

身

徵

諸

善

理

寄

爾

良

臣

與

之

革

故

政

在

維

新

調

風

變

俗

背

僞

歸

眞

敎

化

爲

先

惠

卹

於

貧

無

小

無

大

以

躬

以

親

靑

旌

勸

農

孰

不

攸

遵

曷

云

被

之

我

澤

如

春

舊
梁
山
驛
碑

驛

在

軍

之

東

四

十

里

耆

舊

相

傳

李

唐

時

有

白

虎

蛟

龍

爲

民

害

民

至

遷

居

以

避

之

韓

昌

黎

嘗

按

部

經

行

二

害

乃

去

作

碑

識

之

今

名

其

地

爲

碑

㘭

碑

猶

存

于

溪

側

其

字

漫

滅

不

可

復

識

矣

飛
練
亭
碑

多

唐

人

碑

刻

圖
經

敎

授

黃

震

仲編詩梁
山
鎭
地
險
積
石
阻
雲
端
深
谷
下
寥
廓
層
巖
上
鬱
盤

飛
梁
架
絶
嶺
棧
道
接
危
巒

張

文

琮

蜀

道

難

篇

梁
山
韮
黃
妙
天

下
玉
筯
金
釵
盈
大
把

梁

山

韮

黃

所

產

特

異

其

色

鮮

黃

其

味

脆

美

故

何

少

卿

子

應

詩

云

輿
地
紀
勝
第
一
百
七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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