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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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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三
　
　
　
　
　
　
　
　
　
　
　
考
第
一

輿
圖
考
一

常
德
古
荆
州
域
也
戰
國
屬
楚
爲
黔
中
地
秦
置
郡
縣
沿
襲
至

今
巍
爲
大
府
矣
兹
以
著
於
土
地
者
圖
其
廣
輪
之
形
而
係
之

以
攷
備
徵
騐
焉

沿
革
表

常德府
唐
虞

三
代

秦

兩
漢

三
國

晋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荆
州
域

荆
州
域

黔
中
郡

地

荆
州
武

武
陵
郡

武
陵
郡

武
陵
郡

沅
州
武

朗
州
武

朗
州
武

朗
州

鼎
州
常

常
德
路

常
德
府

周
爲
楚

黔
中
地

陵
郡

前
漢
治

義
陵
後

初
屬
蜀

後
屬
吳

屬
荆
州

屬
郢
州

陵
郡

梁
治
武

州
後
廢

陵
郡

初
廢
郡

改
朗
州

陵
郡

屬
湖
南

梁
爲
永

順
軍
武

順
軍
後

德
府

初
爲
朗

州
武
陵

屬
湖
廣

行
省

屬
湖
廣

布
政
司

漢
治
臨

沅
隷
荆

州
刺
史

部陽
嘉
三

年
移
荆

州
刺
史

治
漢
壽

縣

陳
天
嘉

初
復
置

太
建
中

改
州
名

大
業
初

又
改
郡

唐
爲
武

貞
軍
周

爲
武
平

軍
置
節

度

郡
大
中

祥
符
中

改
鼎
州

政
和
中

升
常
德

軍
節
度

乾
道
元

年
升
府

屬
荆
湖

北
路

國
朝

初
屬
湖
廣
布
政
使
司
康
熙
三
年
分
隷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唐
虞

三
代

秦

兩
漢

三
國

晋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武陵縣

臨
沅
縣

漢
壽
縣

臨
沅
縣

吳
壽
縣

臨
沅
縣

漢
壽
縣

臨
沅
縣

漢
壽
縣

臨
沅
縣

漢
壽
縣

臨
沅
縣

更
名
仍

爲
郡
治

□

武
陵
縣

州
治

武
□
縣

□
□
□

□
治
南

宋
爲
府

武
陵
縣

路
治

武
陵
縣

府
治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沿

革

表

　
二

前
漢
置

索
縣
屬

武
陵
郡

後
漢
順

帝
改
名

吳
改

晉
武
復

仍
屬
武

陵
郡

國
朝

康
熙
三
年
随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唐
虞

三
代

秦

兩
漢

三
國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桃源縣

沅
南
縣

前
□
□

沅
縣
地

後
漢
建

武
中
分

置
屬
武

陵
郡

沅
南
縣

沅
南
縣

沅
南
縣

沅
南
縣

省

桃
源
縣

乾
德
初

折
武
陵

置
屬
鼎

州
後
屬

常
德
府

桃
源
州

元
貞
初

升
州
屬

當
德
路

桃
源
縣

洪
武
九

年
復
爲

縣
屬
常

德
府

國
朝

康
熙
三
年
随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唐
虞

三
代

秦

兩
漢

三
國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龍陽縣

前
漢
索

縣
地
後

漢
漢
壽

縣
地

龍
陽
縣

吳
析
置

屬
武
陵

郡

龍
陽
縣

龍
陽
縣

龍
陽
縣

龍
陽
縣

龍
陽
縣

屬
朗
州

龍
陽
縣

龍
陽
縣

初
屬
鼎

州
大
觀

中
改
名

辰
陽
紹

興
三
年

復
五
年

置
軍
使

三
十
年

復
爲
縣

屬
常
德

府

龍
陽
州

九
貞
初

□
州

龍
陽
縣

洪
武
九

年
復
爲

縣
屬
常

德
府

唐
虞

三
國

秦

兩
漢

三
國

晋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國
朝

康
熙
三
年
隨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玫
使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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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縣

益
陽
縣

地

藥
山
縣

梁
置
兼

置
藥
山

郡重
華
縣

省

沅
江
縣

開
皇
初

廢
郡
尋

改
名
安

樂
後
又

改
属
巴

陵
郡

橋
江
縣

屬
岳
州

乾
寧
中

更
名

橋
江
縣

改
屬
朗

州

沅
江
縣

乾
德
初

復
舊
名

属
岳
州

尋
属
朗

州
後
属

常
德
府

沅
江
縣

元
貞
初

改
属
龍

賜
州

沅
江
縣

洪
武
十

二
年
并

入
龍
陽

十
三
年

復
置
仍

属
常
德

國
朝

康
熙
三
年
随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沿
革

唐
虞
　
三
代

禹
貢
荆
及
衡
陽
惟
荆
州

書

　

地

理

今

釋

荆

州

今

湖

廣

之

武

昌

漢

陽

安

陸

岳

州

長

沙

衡

州

常

德

辰

州

寶

慶

永

州

十

一

府

蘓

軾

地

理

指

掌

圖

常

德

當

在

荆

衡

之

間

　
職
方
氏
正
南
曰
荆
州

周禮

周
赧
王
三
十
六
年
秦
司
馬
錯
伐
楚
拔
黔
中

通

鑑

綱

目

始
皇
三
十
六
年
分
天
下
置
三
十
六
郡
楚
曰
黔
中
郡

通

鑑

　

後

漢

書

秦

昭

王

使

白

起

伐

楚

取

蠻

夷

地

置

黔

中

郡

唐

章

懷

太

子

後

漢

書

注

黔

中

故

城

在

辰

州

沅

陵

縣

西

舊

志

常

德

府

屬

楚

黔

中

兩
漢
　
三
國

前
漢
武
陵
郡
領
縣
十
三
索
孱
陵
臨
沅
沅
陵
鐔
城
無
陽
遷
陵
辰

陽
酉
陽
義
陵
佷
山
零
陽
充

漢

書

地

理

志

　

按

索

臨

沅

卽

今

府

境

屬

武

陵

郡

隷

荆

州

刺

史

部

漢

武

威

將

軍

劉

尙

擊

武

陵

五

溪

蠻

水

經

注

曰

武

陵

五

溪

雄

構

酉

潕

辰

皆

蠻

夷

所

居

今

辰

州

以

上

地

當

時

武

陵

郡

統

轄

甚

遠

舊

志

稱

武

陵

爲

蠻

蜑

所

居

徵

引

兩

漢

征

蠻

故

事

實

與

今

武

陵

不

相

渉

也

後
漢
武
陵
郡
領
縣
十
二
　
陽
嘉
三
年
移
荆
州
刺
史
治
漢
壽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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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後

漢

書

郡

國

志

　

省

索

沅

陵

無

陽

義

陵

□

山

置

漢

壽

□

□

南

作

唐

餘

因

前

漢

　
︹
按
︺
漢

壽

故

索

縣

地

今

府

北

五

十

里

劉
昭
注
先
賢
傳
曰
晋
代
太
守
趙
𠪢
問
主
簿
潘
京
曰
貴
郡
何

以
名
武
陵
京
曰
鄙
郡
本
名
義
陵
在
辰
陽
縣
界

辰

陽

隨

改

爲

辰

谿

唐

析

辰

溪

爲

溆

浦

卽

漢

義

陵

縣

地

與
夷
相
接
爲
所
攻
破
光
武
時
移
東
出
遂
得
見

全
先
識
易
號
傳
白
止
戈
爲
武
高
平
曰
陵
於
是
改
名
焉
臣
昭

按
前
書
本
名
武
陵
不
知
此
對
何
據
而
出
括
地
志
漢
改
黔
中

郡
爲
武
陵
郡
移
理
義
陵
今
辰
州
溆
浦
縣
也
後
漢
移
理
臨
沅

今
朗
州
治
也

按

漢

書

師

古

注

武

陵

郡

高

帝

置

莽

曰

建

平

義

陵

縣

則

武

陵

郡

舊

治

義

陵

非

郡

名

義

陵

也

故

劉

昭

以

爲

不

知

何

據

　

又

按

建

平

郡

吳

置

今

巫

山

縣

地

界

南

郡

武

陵

之

間

師

古

以

爲

莽

置

建

平

亦

承

水

經

注

之

訛

也

建
安
十
九
年
分
荆
州
長
沙
江
夏
桂
陽
以
東
屬
權
南
郡
零
陵
武

陵
以
西
屬
備

吳

志

　

按

通

典

劉

備

没

後

所

分

之

地

悉

復

屬

於

吳

晋
　
宋
　
齊
　
梁
　
陳

晋
武
陵
郡
十
縣
臨
沅
龍
陽

宋

書

龍

陽

晋

太

康

地

志

何

志

吳

立

漢
壽

吳

曰

吳

壽

晉

武

帝

復

舊

沅
陵
黔
陽
酉
陽
鐔
成
沅
南
遷
陵
舞
陽

︹
晋

書

地

理

志
︺

︹
按
︺
仍

屬

荆

州

宋
郢
州
刺
史
領
郡
六
武
陵
太
守
領
縣
十

︹
宋

書

地

理

志
︺
　

省

遷

陽

鐔

城

置

辰

陽

遷

陵

餘

因

晋
齊
郢
州
武
陵
郡
領
縣
十

宋

書

州

郡

志

　

省

遷

陵

酉

陽

置

零

陵

梁
置
武
州

隋

書

地

理

志

十
道
志
湘
東
王
於
荆
州
割
武
陵
郡
置
武
州

陳
天
嘉
元
年
分
荆
州
之
天
門
義
陽
南
平
郢
州
之
武
陵
四
郡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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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州
其
刺
史
督
沅
州
領
武
陵
太
守
治
武
陵
郡
　
太
建
七
□

改
武
州
爲
沅
州

陳

書

　

按

天

嘉

元

年

都

尉

所

部

六

縣

之

沅

州

治

通

寧

郡

在

今

辰

州

而

太

建

所

改

之

沅

州

乃

今

府

境

也

隋
隋
武
陵
郡

平

陳

爲

朗

州

大

業

初

復

置

武

陵

郡

武
陵

平

陳

并

臨

沅

沅

南

漢

壽

三

縣

置

武

陵

縣

龍
陽

隋

書

地

理

志
唐

唐
朗
州
武
陵
郡
縣
二
武
陵

上

龍
陽

中

上

　

新

唐

書

地

理

志

通
考
武
德
四
年
復
置
朗
州
開
元
中
屬
江
南
西
道
天
寶
初
仍

曰
武
陵
郡
改
屬
山
南
東
道
乾
元
初
復
曰
朗
州
唐
昭
宗
時
以

澧
朗
二
州
爲
武
貞
軍

五
代

梁
太
祖
將
馬
殷
執
雷
彦
雄
等
於
梁
遂
升
朗
州
爲
永
順
軍
後
馬

殷
以
其
子
希
振
爲
武
順
軍
節
度
後
唐
改
爲
武
平
軍
以
朗
人

雷
滿
爲
節
度
周
廣
順
二
年
改
爲
武
平
軍
大
都
督
府

五

代

史

　

十

國

春

秋

朗

州

領

縣

三

武

陵

龍

陽

橋

江

宋
宋
常
德
府
本
鼎
□
武
陵
郡
常
德
軍
節
度
乾
德
二
年
降
爲
團
練

本
朗
州
大
中
祥
符
五
年
改
今
名
政
和
七
年
陞
爲
軍
建
□
□

年
陞
鼎
澧
州
鎭
撫
使
紹
興
元
年
置
荆
湖
北
路
安
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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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州
領
鼎
澧
辰
沅
靖
州
三
十
二
年
罷
乾
道
元
年
以
𡥉
宗
潛
籓

陞
府
八
年
依
舊
提
舉
五
州
縣
三
武
陵

望

桃
源

望

　

乾

德

中

析

武

陵

地

置

縣

龍
陽

中

　

大

觀

中

改

爲

辰

陽

紹

興

三

年

復

爲

龍

陽

縣

五

年

置

龍

陽

軍

使

移

治

黃

城

砦

三

十

年

復

爲

縣

南

渡
後
復
增
縣
一
沅
江

中

下

　

自

岳

州

來

隷

乾

道

中

割

隷

岳

州

今

復

來

隷

　

宋

史

地

理

志

舊

志

鼎

州

其

說

有

三

以

神

鼎

出

於

水

而

名

今

龍

陽

有

神

鼎

山

又

曰

黃

帝

顓

頊

氏

采

首

山

之

銅

鑄

鼎

於

洞

庭

之

野

今

鼎

港

是

也

後

因

此

名

郡

又

曰

郡

形

如

鼎

故

名

又

名

常

武

取

詩

序

有

常

德

以

立

武

事

言

元
元
至
正
十
二
年
置
常
德
安
撫
司
十
四
年
改
爲
總
管
府
後
改
爲

常
德
路
領
司
一
縣
一

武陵

州
二

桃

源

龍

陽

屬
湖
廣
行
中
書
省
江
南

湖
北
道
　
又
地
理
志
元
貞
元
年
升
桃
源
龍
陽
爲
州
以
龍
陽

領
沅
江
縣

元

史

明
洪
武
甲
辰
復
爲
府
領
縣
四
武
陵
桃
源

洪

武

二

年

降

爲

縣

龍
陽

洪

武

三

年

降

爲

縣

沅
江

洪

武

二

年

州

廢

來

屬

十

年

省

入

龍

陽

縣

十

三

年

復

置

洪
武
八
年
改
行
中
書
省

爲
承
宣
布
政
司
領
府
十
五
其
一
常
德

明

史

地

理

志

　

又

洪

武

九

年

領

澧

州

三

十

年

歸

見

本

志

澧

州

下

國
朝

常
德
府

會

典

衝

繁

難

要

缺

領
縣
四
武
陵
桃
源
龍
陽
沅
江
康
熙
三
年
分

隷
湖
南
布
政
司
臨
以
分
巡
湖
北
道
康
熙
六
年
裁
減
□
□
□

九
年
隷
常
岳
分
守
道

一

統

志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沿

革

　
　
七

□
□
□

附

郭

□
索
縣
臨
沅
縣
隷
武
陵
郡
後
漢
臨
沅
縣
漢
壽
縣
光
武
時
移
□

陵
郡
冶
臨
沅
仍
隷
武
陵
郡
順
帝
陽
嘉
三
年
移
荆
州
刺
史
□

漢
壽

漢
︹
郡

國

志
︺
武

陵

索

注

應

劭

曰

順

帝

更

漢

壽

三
國
吳
改
漢
壽
曰
吳
壽
而
臨
沅

如
故
晉
復
改
漢
壽

宋
︹
符

瑞

志
︺
吳

孫

權

赤

烏

二

年

更

名

吳

壽

宋
︹
州

郡

志
︺
武

陵

太

守

領

縣

漢

壽

吳

曰

吳

壽

晋

武

帝

復

舊

餘
因
之
宋
以
郡
屬
郢
州
漢
壽
臨
沅
仍
隷
武
陵
太
守

齊
因
宋

通

志

畧

齊

氏

州

郡

悉

因

宋

代

梁
陳
均
置
武
州
陳
後
又
改
爲
沅
州

臨
沅
漢
壽
仍
隷
武
陵
郡
隋
平
陳
郡
廢
改
朗
州
並
臨
沅
漢
壽

沅
南
三
縣
置
武
陵
縣
大
業
初
復
武
陵
郡
州
郡
仍
治
焉
唐
及

五
代
屬
朗
州
宋
屬
鼎
州
乾
德
初
屬
常
德
府
元
屬
常
德
路
明

屬
常
德
府
自
漢
至
明
代
爲
州
郡
路
府
之
治

國
朝
因
之

統

志

康

熙

三

年

隋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會

典

衝

繁

疲

難

要

缺

桃
源
縣

漢
臨
沅
縣
地
後
漢
爲
沅
南
縣
地
屬
武
陵
郡

︹
後

漢

書

郡

國

志
︺
陽

嘉

三

年

置

以

其

地

南

臨

沅

水

故

名

晋
以
後
因
之
隋
省
沅
南
入
武
陵
唐
爲
武
陵
縣
地
宋

乾
德
中
始
析
武
陵
地
置
桃
源
縣
爲
望
縣
屬
□
州
尋
屬
常
□

府
︹
宋

史

地

理

志
︺
乾

德

元

年

析

延

□

等

村

□

□

□

□

□

︹
輿

圖

名

勝

覧
︺
以

桃

源

洞

爲

名

從

□

□

□

□

□

□

□

元
□

貞
元
年
升
桃
源
州
屬
常
德
路
明
洪
武
二
年
仍
降
□
□
□
□

德
府

明

史

崇

禎

中

議

更

天

下

州

縣

同

名

未

果

國
朝
因
之

統

志

康

熙

三

年

隨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

使

司

會

典

□

繁

□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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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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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龍
陽
縣

漢
武
陵
索
縣
地
後
漢
漢
壽
縣
地
三
國
吳
改
漢
壽
曰
吳
壽
析
置

龍
陽
縣
仍
屬
武
陵
郡

宋

書

吳

立

龍

陽

改

漢

壽

爲

吳

壽

龍

陽

亦

漢

壽

地
︹
符

□

志
︺
吳

孫

權

赤

烏

十

一

年

黃

龍

二

見

於

武

陵

漢

壽

界

孫

氏

以

爲

祥

瑞

應

改

漢

壽

曰

吳

壽

更

立

一

縣

曰

龍

陽

晋
宋
以
後
因
之

隋
屬
朗
州
唐
仍
舊
宋
大
觀
中
改
曰
辰
陽
縣
紹
興
三
年
復
舊

五
年
升
軍
使
移
治
黃
城
砦
三
十
年
復
縣
爲
中
縣
屬
鼎
州
尋

屬
常
德
府

武

陵

圖

經

龍

陽

本

吳

割

漢

壽

縣

地

置

大

觀

中

改

爲

辰

陽

取

楚

詞

夕

宿

辰

陽

爲

名

紹

興

中

復

爲

龍

陽縣

元
元
貞
元
年
升
龍
陽
州
領
沅
江
一
縣
屬
常
德
路
明
洪
武

三
年
三
月
仍
降
爲
縣
屬
常
德
府

國
朝
因
之

統

志

康

熙

三

年

隨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會

典

簡

缺

沅
江
縣

漢
武
陵
郡
索
縣
及
長
沙
國
益
陽
縣
地

見

方

輿

紀

要

後
漢
及
三
國
吳

皆
屬
漢
壽
益
陽
二
縣
地

︹
後

漢

郡

國

志
︺
漢

壽

故

索

縣

陽

嘉

三

年

更

名
︹
方

輿

紀

要
︺
益

陽

三

國

吳

屬

衡

陽

郡

晋
仍
舊
梁
置
藥
山
縣
兼
置
藥
山
郡
梁
元
帝
分
置
重
華

縣
隋
開
皇
初
廢
藥
山
郡
曰
安
樂
縣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曰
沅
江

縣
屬
巴
陵
郡
唐
因
之
乾
寧
中
改
橋
江
縣
仍
屬
岳
州
五
代
初

還
屬
朗
州
又
改
曰
沅
江
宋
囚
之
乾
道
中
割
隷
岳
州
尋
省
重

華
入
之
復
來
隷
屬
鼎
州
尋
屬
常
德
府

︹
宋

史

地

理

志
︺
乾

德

元

年

復

曰

沅

江

仍

屬

岳

州

南

渡

後

還

屬

鼎

州

乾

道

中

還

屬

岳

州

尋

還

屬

常

德

府

元
元
貞
元
年
升
龍
陽
爲
州
縣

屬
之
統
屬
常
德
路
明
洪
武
三
年
龍
陽
州
廢
屬
常
德
府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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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五
月
省
入
龍
陽
縣
十
三
年
五
月
復
置
屬
常
德
府

沅

江

縣

志

舊

建

橋

江

縣

於

洞

庭

正

南

岸

屬

岳

州

今

縣

東

八

十

里

泗

州

子

母

城

□

陌

城

址

猶

在

於

岳

州

爲

附

近

實

邑

之

中

土

而

今

之

縣

地

爲

昔

之

西

南

陲

也

昔

日

桑

麻

之

地

皆

爲

魚

鰲

有

矣

國
朝
因
之

統

志

康

熙

三

年

隨

府

分

屬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會

典

簡

缺

疆
界

府
治
在
湖
南
布
政
使
司
西
北
四
百
八
十
里
東
西
距
五
百
三
十

里
南
北
距
二
百
一
十
里
東
至
長
沙
湘
陰
縣
畝
口
界
二
百
九

十
里
西
至
辰
州
府
沅
陵
縣
鐵
巖
界
二
百
四
十
里
南
至
長
沙

安
化
縣
燕
子
洞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澧
州
鰲
山
舖
界
九
十

里
東
南
至
益
陽
龍
潭
舖
界
二
百
三
十
五
里
西
南
至
沅
陵
縣

治
三
百
八
十
里
東
北
至
岳
州
府
治
四
百
五
里
至
武
昌
九
百

里
西
北
至
澧
州
石
門
縣
治
二
百
二
十
里
自
府
治
至

京
師
三
千
九
百
八
十
里

武
陵
縣
治
附
郭
東
西
距
七
十
里
南
北
距
二
百
一
十
里
東
至
龍

陽
縣
小
河
口
界
四
十
五
里
西
至
桃
源
縣
高
吾
舖
界
二
十
五

里
南
至
長
沙
府
安
化
縣
燕
子
洞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澧
州

鰲
山
舖
界
九
十
里
東
南
至
龍
陽
牛
橋
舖
界
九
十
里
西
南
至

桃
源
六
合
埡
界
九
十
里
東
北
至
岳
州
府
安
鄉
縣
麻
河
界
一

百
三
十
五
里
西
北
至
澧
州
安
福
縣
龍
門
洞
界
八
十
里

桃
源
縣
治
在
府
西
八
十
里
東
西
距
二
百
四
十
里
南
北
距
二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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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十
里
東
至
武
陵
縣
高
吾
舖
界
五
十
五
里
西
至
辰
州
府
沅

陵
縣
官
莊
界
一
百
九
十
里
南
至
長
沙
府
安
化
縣
仙
陀
山
界

一
百
里
北
至
澧
州
石
門
縣
洞
溪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南
至
安

化
縣
治
二
百
五
十
里
西
南
至
沅
陵
縣
治
三
百
里
東
北
至
澧

州
治
二
百
二
十
里
西
北
至
慈
利
縣
治
二
百
里

龍
陽
縣
治
在
府
東
南
八
十
里
東
西
距
二
百
五
十
里
南
北
距
二

百
三
十
里
東
至
華
容
縣
古
樓
界
二
百
一
十
里
西
至
武
陵
縣

河
泊
舖
界
四
十
里
南
至
長
沙
府
益
陽
縣
午
鼻
舖
界
九
十
里

北
至
澧
州
安
鄉
縣
澧
口
界
一
百
四
十
里
東
南
至
沅
江
縣
治

一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安
化
縣
治
二
百
三
十
里
東
北
至
岳
州

府
華
容
縣
治
二
百
六
十
里
西
北
至
武
陵
縣
陽
城
村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沅
江
縣
治
在
府
東
南
二
百
三
十
里
東
西
距
一
百
一
十
里
南
北

距
一
百
四
十
里
東
至
長
沙
府
湘
陰
縣
畝
口
界
七
十
里
西
至

龍
陽
縣
南
疆
舖
界
四
十
里
南
至
益
陽
縣
羊
角
界
九
十
里
北

至
龍
陽
縣
赤
山
嶺
界
五
十
里
東
南
至
湘
陰
縣
治
一
百
十
里

西
南
至
益
陽
縣
治
一
百
十
里
東
北
至
岳
州
府
華
容
縣
界
一

百
里
西
北
至
龍
陽
縣
治
一
百
五
十
里

附

歴

代

疆

域

武

陵

記

曰

武

陵

郡

境

四

千

餘

里

杜

佑

通

典

唐

武

陵

郡

領

縣

二

武

陵

龍

陽

東

至

巴

陵

郡

六

百

里

南

至

長

沙

郡

界

百

十

里

西

至

盧

溪

郡

四

百

六

十

五

里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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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野

　
　
十
一

至

澧

陽

郡

百

八

十

里

東

南

到

長

沙

郡

四

百

里

西

南

到

盧

溪

沅

陵

縣

三

百

九

十

六

里

東

北

到

澧

陽

郡

安

鄉

縣

界

百

二

十

八

里

西

北

到

澧

陽

郡

石

門

縣

界

百

里

︹
元

和

志
︺
州

境

東

西

一

百

里

南

北

一

百

七

十

五

里

四

至

八

到

東

至

東

京

一

千

八

百

里

東

至

岳

州

二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辰

州

四

百

七

十

九

里

南

至

潭

州

四

百

八

十

二

里

北

至

澧

州

一

百

八

十

里

東

南

至

岳

州

五

百

五

十

里

西

南

至

潭

州

三

百

八

十

二

里

西

北

至

辰

州

四

百

六

十

五

里

︹
武

陵

志

稿
︺
宋

元

疆

域

與

明

同

︹
明

一

統

志
︺
東

至

岳

州

府

華

容

縣

界

三

百

六

十

五

里

西

至

辰

州

府

沅

陵

縣

界

三

百

二

十

里

南

至

長

沙

府

安

化

縣

界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澧

州

界

九

十

里

按

郡

至

宋

始

領

四

縣

然

在

五

代

末

析

武

陵

爲

桃

源

則

三

縣

猶

今

郡

境

也

唐

時

沅

江

尙

隷

岳

州

而

郡

之

東

境

較

濶

於

後

豈

唐

以

前

之

沅

江

僅

分

益

陽

縣

地

至

五

代

時

來

隷

於

郡

始

析

以

古

索

縣

之

地

耶

星
野

保
章
氏
以
星
土
辨
九
州
之
地
所
封
封
域
皆
有
分
星
以
觀
妖
祥

周

禮

鄭

注

鶉

尾

楚

也

　

按

考

此

可

以

得

常

德

所

次

之

舍

鶉
尾
翼
軫
也

爾

雅

翼
軫
荆
州

史

記

天

官

書

漢

書

天

文

志

同

楚
地
翼
軫
之
分
野
也
今
之
南
郡
江
夏
零
陵
桂
陽
武
陵
長
沙
及

漢
中
汝
南
郡
盡
楚
分
也

漢

書

地

理

志

　

按

考

此

可

以

得

常

德

府

所

次

之

星

自
張
十
八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曰
鶉
尾
之
次
於
辰
在
已
謂
之
大
荒

落
於
律
爲
夷
則
斗
建
在
申
今
楚
分
野

後

漢

書

郡

國

志

自
張
十
七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爲
鶉
尾
於
辰
在
巳
楚
分
野

晋

書

天

文

志

翼
軫
鶉
尾
也
初
張
十
五
度
餘
千
七
百
九
十
五
杪
太
中
翼
十
二

度
終
軫
九
度
自
房
陵
白
帝
而
東
盡
漢
之
南
郡
江
夏
東
連
廬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星

野

　
　
十
二

江
南
郡
濱
彭
蠡
之
西
得
長
沙
武
陵
又
逾
南
紀
盡
鬱
林
含
□

之
地

唐

書

天

文

志

　

按

考

此

可

以

得

常

德

府

所

次

之

度

州
郡
𨇠
次
翼
軫
楚
荆
州
武
陵
入
軫
十
度

晉

書

天

文

志

　

按

常

德

府

晋

爲

武

陵

郡

治

　

考

此

可

以

得

其

所

入

之

度

占
騐

分
野
節
氣
占
騐

自
張
十
二
度
至
軫
六
度
謂
鶉
尾
之
次
立
秋
處
暑
居
之
楚
之
分

野
月

令

章

句

黃
赤
道

鶉
尾
宮
赤
道
自
張
六
度
五
十
一
分
至
翼
一
十
九
度
三
十
一
分

黃
道
自
星
七
度
五
十
一
分
至
翼
一
十
一
度
二
十
三
分

西法

按

諸

史

皆

謂

自

張

至

軫

爲

鶉

尾

之

次

雖

度

數

差

異

而

宮

宿

未

改

也

而

西

法

鶉

尾

宮

黃

赤

宿

度

與

古

懸

殊

蓋

西

法

以

中

氣

過

宮

恆

星

循

黃

道

東

行

七

十

年

而

差

一

度

故

宮

無

定

宿

而

星

可

以

遞

居

各

宮

謂

分

野

不

甚

是

據

此

其

說

也

五

禮

通

考

江

氏

永

曰

分

野

之

說

固

有

所

從

來

然

謂

之

星

土

分

星

則

星

爲

主

而

不

主

節

氣

甚

明

矣

若

十

二

次

與

節

氣

推

移

分

野

不

據

分

星

乃

隨

節

氣

而

異

古

無

是

法

附

錄

於

此

以

俟

知

天

者

考

騐

焉

五
緯
星
占
騐

吳
楚
之
疆
候
熒
惑
占
　
衡

注

　

衡

　

史

記

天

官

書

郁

星

也

熒
惑
主
荆
揚
交

續

漢

志

註

熒
惑
主
楚
越

通

鑑

地

理

通

釋

北
斗
七
星
占
騐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關

隘

　
　
十
三

□
□
□
□
星

□

衡

星

北

　

春

秋

□

文

耀

鈎

斗

第

五

星

玉
衡
□
十
九
星
也
第
四
星
主
荆
州

按

此

又

與

衡

星

之

說

稍

異

以
五
卯
日
候
之
丁
卯
爲
武
陵

續

漢

志

註

十
干
十
二
支
占
騐

丙
楚

漢

書

天

文

志

寅
楚
又
丁
巳
楚
也

淮

南

子

分
至
測
景
長
短

朗
州
測
景
夏
至
長
七
寸
七
分
冬
至
長
一
丈
五
寸
三
分
春
秋
分

四
尺
三
寸
七
分
半

舊

唐

書

天

文

志

　

按

常

德

府

唐

爲

朗

州

北
極
出
度

□
州
北
極
出
地
二
十
九
度
半

舊

唐

書

天

文

志

測
得
常
德
府
北
極
出
地
二
十
九
度

西

法

東
西
偏
度

測
得
常
德
府
偏
西
四
度
七
分

西

法

氣
候

郡
中
氣
候
和
會
適
中
四
縣
畧
同
桃
源
界
萬
山
稍
爲
凉
冷

武
陵
舊
事
武
陵
景
物
和
煦
風
氣
淳
古
然
處
洞
庭
上
遊
地
屬

旱
濕
三
四
月
種
稻
時
每
風
雨
亦
凉
冷
如
冬
四
五
月
多
雨

俗云

夜

寒

不

是

漲

水

卽

是

天

乾

南
薰
交
扇
日
趨
炎
燠
初
秋
餘
暑
未
退
熱
氣
轉

增
早
稻
多
秋
初
政
晚
稻
遲
至
九
月
後
凉
颷
振
槁
霜
候
漸
逼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關

隘

　
　
十
四

□
□
有
餘
熱

俗

云

包

三

凍

九

初
冬
届
寒
或
降
瑞
雪
十
一
二
月
甚
風

大
雪
占
歲
者
以
冬
雪
爲
騐
年
內
有
大
雪
氷
凍
則
來
歲
豐

關
隘

武
陵
縣

府
治
武
陵
縣
境

上
水
關
府
西
清
平
門
外

舊

志

下
水
關
府
東
永
安
門
外
舊
志

西
水
關
府
西
常
武
門
外
舊
志

河
洑
關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河
洑
山
麓
通
志

七
里
關
在
縣
北
萬
金
村
右
七
里
澗

通

志

　

按

卽

今

七

里

橋

塘

舊
志
沈
林
子
斬
郭
亮
之
於
七
里
澗
因
設
關
於
此

德
山
關
在
廻
峯
寺

新

輯

崇
孝
鎭
在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一
名
崇
孝
街

統

志

九
域
志
武
陵
縣
有
崇
孝
鎭

社
木
砦
縣
東
三
十
里

統
志
宋
爲
戌
守
處
紹
興
四
年
楊
么
㓂
鼎
州
破
社
木
砦
卽
此

蔡
家
堰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
案
︺
方
輿
紀
要
堰
西
北
尙
有
盤
塘
市

石
公
渡
市
縣
北
六
十
里
又
北
二
十
里
有
周
家
店
市

舊

志

大
龍
馬
驛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又
北
三
十
里
有
鰲
山
市
接
澧
州
界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關

隘

　
　
十
五

舊志通
志
馬
驛
舊
在
蹇
家
坪
明
洪
武
十
五
年
遷
此

形
勢
武
陵
在
洞
庭
之
西
五
溪
之
東
陽
山
北
峙
金
霞
南
屏
南

楚
上
游
故
郢
裔
邑

舊

志

桃
源
縣

白
馬
關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其
下
卽
白
馬
渡
舊
有
巡
司
今
裁

統志
高
都
鎭
在
縣
西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統

志

總
志
明
設
巡
檢
司
今
廢

蘓
溪
鎭
在
縣
北
八
十
里
元
置
巡
司
明
廢

統

志

麻
溪
鎭
在
縣
北
一
百
里
元
置
巡
司
明
廢

統

志

楊
口
砦
在
桃
源
縣
內
又
有
白
崖
砦

統

志

宋
史
地
理
志
大
中
祥
符
五
年
廢
桃
源
楊
口
白
崖
三
砦

黃
石
砦
在
縣
西
北
一
百
三
十
里

統

志

白
塼
砦
在
縣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統

志

宋
史
地
理
志
常
德
府
元
豐
三
年
廢
白
塼
黃
石
二
砦

湯
家
坪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相
近
有
項
家
坪

統

志

桃
源
水
驛
在
縣
西
南
二
里

通

志

通
志
明
洪
武
十
四
年
置
又
淥
羅
水
驛
明
嘉
靖
七
年
併
入
桃

源
驛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關

隘

　
　
十
六

鄭
家
馬
驛
在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通

志

新
店
馬
驛
在
縣
西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明
洪
武
四
年
置
後
裁

國
朝
康
熙
二
年
復
置
舊
置
遞
運
所
後
裁

通

志

形
勢
桃
源
𤨔
以
沅
水
拱
以
淥
羅
高
吾
峙
其
東
白
馬
踞
其
西

良
田
美
地
阡
陌
交
通

舊

志

龍
陽
縣

小
江
鎭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小
江
口
舊
有
巡
司
今
栽

統

志

鼎
口
鎭
在
縣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統

志

方
輿
紀
要
舊
設
巡
司
澧
水
支
流
爲
鼎
水
鼎
口
即
□
水
分
流

合
沅
之
口
又
東
五
十
里
接
洞
庭
湖

黃
城
砦
在
縣
東
南

通

志

方
輿
紀
要
宋
志
紹
興
五
年
移
縣
治
黃
城
砦
三
十
年
復
舊

桐
樹
堡
　
陡
山
西
堡
　
陡
山
東
堡
　
下
八
千
堡
　
沙
陽
千
堡

笑
籐
堡
　
下
小
江
堡
　
橫
山
堡
　
黃
港
堡

在

縣

西

龍
渡
堡

在

縣

北

鳯
橋
堡
　
下
梅
溪
堡
　
婆
羅
堡
　
余
家
橋
堡
　
薛
嶺
堡
　
茆

艸
堡
　
金
牛
堡
　
軍
山
堡
　
小
塘
河
堡
　
黃
庭
堡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三

江
口
堡

俱

舊

志

陳

一

揆

曰

明

成

化

間

令

各

縣

於

各

村

人

中

中

抽

一

丁

籍

於

官

名

曰

鄕

夫

擇

其

勇

壯

者

爲

團

長

無

事

則

耕

有

警

則

守

墩

堡

相

望

始

此

按

通

志

堡

凡

二

十

有

一

滄
港
市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舊

志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關

隘

　
　
十
七

洪
沾
哨
在
龍
陽
縣
東
北
洪
沾
口

舊

志

　

湖

廣

總

志

洞

庭

重

險

爲

盗

賊

巢

穴

民

以

綱

置

爲

生

夏

散

冬

聚

易

與

爲

姦

盜

賊

出

没

則

初

立

洪

沾

沅

江

明

山

三

哨

分

軍

防

守

嘉

靖

初

設

江

防

僉

事

於

岳

州

兼

□

常

德

今

旨

揮

一

人

巡

江

自

武

陵

德

山

潭

歴

龍

陽

天

心

湖

抵

沅

江

哨

又

自

沅

江

之

鄒

家

窖

南

抵

長

沙

歴

洞

庭

夾

而

北

至

洪

沾

哨

又

自

洪

沾

越

南

石

潭

而

至

明

山

哨

小

江

武

口

鼎

港

古

樓

諸

巡

檢

司

隷

焉

悉

屬

江

防

節

制

隆

慶

元

年

兵

備

姜

繼

曾

議

更

設

水

操

軍

二

百

四

十

人

置

戰

船

一

十

二

𨾏

分

江

河

淮

海

四

號

哨

守

自

龍

陽

至

沅

江

明

山

諸

處

江

湖

警

備

漸

嚴

矣

形
勢
龍
陽
金
牛
居
南
芷
江
在
北
靣
安
益
千
峯
之
秀
𢃄
湖
湘

諸
派
之
流
爲
荆
襄
之
唇
齒
通
雲
貴
之
門
戸

舊

志

沅
江
縣

關
洲
在
縣
東
南

舊

志

元
和
志
建
安
二
十
年
孫
權
以
先
主
得
蜀
使
使
求
荆
州
先
主

言
須
得
凉
州
乃
相
與
權
患
之
遣
呂
蒙
襲
長
沙
零
陵
桂
陽
三

郡
先
主
引
兵
五
萬
下
公
安
令
關
羽
入
益
陽
北
州
蓋
羽
屯
兵

之
處

沅
江
哨
在
沅
江
縣
北

統

志

明
山
哨
在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明
山

統

志

瓦
石
磯
水
汛
在
沅
江
縣
南
六
十
里

統

志

白
沙
水
汛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冬
則
移
駐
富
池

通

志

大
神
潭
水
汛
在
縣
南

通

志

一
統
志

國
朝
沅
江
設
三
水
塘
專
管
江
湖
防
守
巡
汛
凡
石
磯
與
長
沙
府



 

常
德
府
志
　
　

卷
三
　
　

輿

圖

考

關

隘

　
　
十
八

交
界
府
境
以
瓦
石
磯
爲
頂
塘
長
沙
營
以
八
字
汛
爲
頂
□
中

有
彭
池
港
爲
交
會
巡
哨
之
地
前
比
互
諉
不
火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勘
明
兩
營
通
行
汛
防

縣
市
旱
塘

一

統

志

毛
角
口
旱
塘

一

統

志

形
勢
沅
江
居
鄂
岳
之
上
流
分
洞
庭
之
右
汊
瓊
堤
拱
其
西
沙

浦
俯
其
東
表
以
蠡
山
迤
以
沅
水

舊

志

湖
廣
總
志
常
德
府
荆
岳
之
肩
臂
苖
獠
之
咽
喉
也
漢
建
武
中

谿
蠻
負
險
猖
狹
伏
波
進
營
壺
頭
而
賊
人
乘
高
守
隘
以
僨
其

師
常

德

之

險

莫

先

壺

頭

山

險

水

湍

石

齒

齒

溪

流

中

一

夫

守

之

千

人

莫

當

漢

征

五

谿

耿

舒

請

從

充

道

馬

援

不

從

卒

營

壺

頭

竟

以

險

不

克

進

蓋

壺

頭

俯

濱

大

江

辰

溆

二

水

經

焉

淸

浪

驛

則

五

溪

蠻

出

入

路

也

甕

子

洞

入

常

德

境

據

我

兵

上

游

蠻

或

騷

動

升

險

鼓

譟

如

建

瓴

水

我

兵

仰

攻

勢

必

難

入

故

善

戰

者

必

先

奪

之

宋
紹
興
巨
㓂
楊
么
破

鼎
而
帥
臣
䟽
請
鼎
澧
之
間
宜
宿
重
兵
以
圖
恢
復
之
漸
識
者

韙
之

李

綱

疏

畧

言

荆

湖

之

地

號

用

武

之

國

宋

保

有

東

南

控

馭

西

北

當

於

鼎

澧

荆

鄂

皆

宿

重

兵

庻

西

蜀

之

號

令

可

通

襄

漢

之

聲

援

可

接

明
初
建
總
戎
秉
鉞
閫
外
後
移
鎭
會
省

初

命

勲

舊

大

臣

假

節

鉞

出

鎭

掛

征

南

將

軍

印

建

帥

府

於

常

德

嗣

後

都

督

王

信

復

建

帥

府

於

武

昌

𡬶

以

常

德

帥

府

拓

爲

藩

封

統
以
江

防
憲
臣
嚴
之
以
兵
巡
哨
守
旣
云
宻
矣
顧
永
順
之
徑
路
未
防

郡

西

北

岡

市

蔡

家

堰

盤

塘

麻

溪

諸

處

界

乎

石

門

慈

利

之

間

通

永

順

夷

乃

其

路

之

小

而

狹

者

而
沅
陵
之
叢

山
猶
障

郡

西

南

通

沅

陵

其

桃

源

設

驛

山

僻

民

稀

時

多

刼

奪

設

白

馬

高

都

二

巡

檢

司

以

防

之

燕
子
洞

之
逋
流
時
掠

洞

在

長

沙

安

化

縣

界

國

初

有

流

賊

張

廣

勝

數

百

人

爲

亂

百

戸

楊

鎭

計

擒

之

而
洞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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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夾
之
守
禦
口
弛
誠
當
如
宋
人
所
謂
募
戎
兵
除
戎
器
者
矣

紹興

六

年

知

鼎

州

張

觷

請

置

弓

弩

手

上

從

之

其
他
可
憑
之
險
武
陵
東
爲
張
若
城
西

爲
司
馬
錯
城
南
爲
善
德
山
其
上
有
南
城
桃
源
西
南
十
里
爲

白
馬
渡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爲
高
都
鎭
龍
陽
東
北
八
十
里
爲
鼎

港
口
西
北
四
十
里
爲
小
江

各

設

巡

檢

司

沅
江
西
三
里
爲
劉
公
城

相

傳

昭

烈

嘗

徇

武

陵

長

沙

零

陵

桂

陽

四

郡

因

立

城

元

置

齊

湖

巡

檢

司

今

廢

則
一
方
防
禦
之
要
也

方
輿
紀
要
府
左
包
洞
庭
之
險
右
控
五
溪
之
要
楚
之
黔
中
地

也
秦
惠
王
時
欲
楚
黔
中
地
以
武
關
外
易
之
昭
王
八
年
留
楚

懷
王
於
咸
陽
要
以
割
巫
黔
中
之
郡
三
十
五
年
使
司
馬
錯
發

隴
西
兵
因
蜀
攻
楚
黔
中
破
之
黔
中
拔
而
楚
益
衰
蓋
黔
中
宻

邇
荆
渚
得
之
則
伺
楚
於
肘
腋
間
故
蘓
秦
曰
秦
一
軍
出
武
關

一
軍
出
黔
中
則
鄢
郢
動
蓋
秦
人
於
全
楚
時
早
以
黔
中
爲
意

也
秦
得
黔
中
則
旁
懾
溪
蠻
南
通
嶺
嶠
從
此
利
盡
南
海
矣
漢

置
武
陵
郡
以
鎭
壓
巴
黔
後
漢
陽
嘉
中
移
荆
州
治
此
蓋
荆
州

之
治
亂
視
羣
蠻
之
順
逆
故
統
理
急
焉
三
國
初
先
主
伐
吳
使

馬
良
自
佷
山
通
武
陵
佷
山
今
宜
昌
府
長
陽
縣
結
五
溪
諸
蠻

夷
陳
光
大
初
華
皎
據
湘
州
以
武
州
居
其
心
腹
急
攻
之
不
克

隋
唐
以
來
益
皆
爲
湖
北
襟
要
雷
彥
恭
據
有
朗
州
侵
軼
鄰
境

兵
鋒
四
出
馬
氏
并
之
益
爲
雄
鎭
馬
希
萼
阻
兵
於
此
卒
殘
潭

州
及
唐
人
入
湖
南
劉
言
等
據
州
自
固
唐
主
名
言
八
都
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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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王
逵
曰
武
陵
負
江
湖
之
險
𢃄
甲
數
萬
安
能
拱
手
受
制
於
人

遂
與
周
行
逢
等
分
道
進
攻
潭
州
克
之
復
收
馬
氏
故
地
三
氏

曰
朗
州
北
屏
荆
渚
南
臨
長
沙
實
爲
要
會
今
自
巴
陵
而
西
江

陵
而
南
取
道
辰
沅
指
揮
滇
黔
者
郡
其
攬
轡
之
初
也
由
江
陵

陸
道
而
西
南
則
澧
州
爲
必
出
之
道
由
巴
陵
水
道
而
西
南
則

洞
庭
爲
必
渉
之
津
又
公
安
縣
有
孫
黃
驛
兩
京
陸
路
由
常
德

以
達
雲
貴
者
此
又
爲
會
合
之
所
一
從
江
陵
而
南
一
從
巴
陵

而
西
皆
自
澧
州
達
於
常
德
然
則
常
德
不
特
荆
湖
之
唇
齒
而

卽
滇
黔
之
喉
嗌
也
歟

國
朝
雍
正
二
年
巡
撫
魏
廷
珍
疏
伏
查
洞
庭
湖
爲
湖
南
諸
水
所

滙
其
中
惟
湘
沅
澧
三
江
之
水
最
大
湘
水
自
南
來
入
洞
庭
之

南
口
有
長
沙
協
副
將
兵
在
上
流
防
之
沅
江
自
西
來
入
洞
庭

西
口
有
常
德
提
標
兵
在
上
流
防
之
澧
江
自
西
北
入
洞
庭
之

西
北
口
有
澧
州
參
將
兵
在
上
流
防
之
湖
木
出
口
在
岳
州
東

北
直
達
武
昌
有
岳
州
叅
將
兵
在
湖
口
防
之
又
有
洞
庭
水
師

副
將
兵
一
在
常
德
一
在
岳
州
此
洞
庭
周
圍
設
汛
安
兵
俱
有

規
模
也
湖
中
雖
有
數
山
皆
孤
立
無
曲
港
泊
舟
之
處
所
用
米

糧
多
仰
頼
於
四
岸
州
縣
匪
人
不
能
作
巢
穴
至
今
安
靜
臣
嘗

差
人
往
探
其
水
自
春
至
秋
泛
漲
之
時
一
片
汪
洋
無
際
及
冬

間
眾
水
歸
壑
洲
渚
畢
露
其
深
者
不
可
測
淺
者
僅
尺
餘
舟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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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其
間
往
往
阻
淺
不
能
通
行
此
洞
庭
湖
目
前
情
形

按
常
德
在
古
中
國
皆
西
通
川
蜀
緣
棧
道
巴
峽
其
時
米
甚

闢
也
漢
以
後
其
道
始
湮
今
則
爲
雲
貴
衝
要
西
有
壺
頭
東

有
洞
庭
固
重
險
也
爰
徵
舊
籍
以
志
其
槪

卷
三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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