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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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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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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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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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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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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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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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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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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中

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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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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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博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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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功

成

後

同

人

增

序

者

多

余

忝

列

士

林

謹

勉

贅

數

言

以

示

慶

華
亭
縣
第
一
完
全
女
子
小
學
校
校
長
潘

偉

觀

撰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九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八

王

序

志

為

記

事

之

書

修

志

之

要

尚

實

忌

虚

尚

詳

忌

略

尚

公

忌

私

尚

整

忌

雜

尚

潔

忌

穢

竊

讀

幸

中

和

先

生

之

作

提

綱

挈

領

因

事

撮

要

簡

當

得

體

可

謂

知

五

尚

明

五

忌

不

負

修

志

之

責

矣

然

二

難

不

去

則

九

仭

必

虧

雖

才

具

班

馬

學

富

江

沈

勢

必

繫

等

匏

腐

同

草

木

焉

能

成

信

史

於

一

時

流

芳

名

於

百

世

哉

二

難

者

何

曰

時

曰

財

是

也

生

不

逢

時

財

不

應

事

古

今

著

作

不

知

湮

没

多

少

先

生

學

兼

中

西

識

晰

治

亂

處

五

千

年

大

變

之

會

當

九

萬

里

交

通

之

際

言

國

政

則

恰

逢

君

民

遞

嬗

言

學

術

則

正

置

教

派

爭

鳴

言

治

化

風

俗

則

又

遇

民

權

勃

興

社

會

改

進

過

去

之

事

實

悉

為

將

來

之

厯

史

及

今

不

記

此

後

何

徵

况

又

有

省

府

之

督

修

縣

長

之

籌

財

時

二

難

均

可

破

除

先

生

奉

令

出

其

所

學

不

憚

勞

苦

編

纂

成

帙

隨

付

印

以

垂

永

久

使

華

亭

得

有

文

獻

之

徵

俾

隣

省

隣

封

亦

得

有

考

之

資

先

生

可

謂

時

至

名

歸

無

愧

所

學

有

功

桑

梓

矣

豈

可

以

僭

妄

比

之

哉

故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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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為

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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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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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九

陸

序

竊

攷

志

乘

之

書

必

間

世

而

一

成

其

成

也

則

一

縣

之

形

勝

以

及

礦

産

森

林

農

田

水

利

風

俗

習

慣

政

治

教

育

實

業

生

活

與

夫

世

運

之

變

遷

疆

域

之

沿

革

先

賢

之

勲

業

厯

代

之

掌

故

莫

不

賴

以

昭

明

則

志

乘

闗

係

之

重

大

豈

淺

鮮

哉

然

纂

修

者

非

碩

學

鴻

儒

特

具

史

識

之

才

鮮

克

勝

任

此

志

乘

之

所

以

不

易

成

也

究

其

所

以

成

者

尤

必

採

訪

有

人

編

纂

有

人

校

正

有

人

籌

有

人

非

得

多

人

之

力

費

數

年

之

功

持

之

以

恆

何

克

觀

厥

成

功

三

鄉

幸

中

和

先

生

博

覽

經

史

旁

通

百

家

且

於

中

西

學

術

莫

不

探

索

藴

奥

深

慨

桑

梓

文

獻

殘

缺

故

以

修

志

自

任

於

是

廣

詢

博

訪

苦

心

孤

詣

厯

十

餘

年

乃

得

張

芸

菁

縣

長

之

貲

助

舉

多

數

人

之

力

所

不

能

辦

者

而

先

生

以

一

身

任

之

補

闕

拾

遺

卒

成

一

邑

之

文

獻

未

嘗

受

公

家

錙

銖

之

酬

其

亷

德

其

忠

功

顧

可

没

哉

今

觀

全

書

其

取

材

也

富

其

分

也

明

體

例

嚴

整

記

載

詳

備

而

於

社

會

國

家

之

要

尤

三

致

意

焉

俾

後

之

人

披

覽

之

餘

了

如

指

掌

並

且

詳

土

壤

以

導

農

産

標

礦

物

以

示

地

利

倡

教

育

以

開

文

化

揚

忠

孝

以

勵

風

俗

兼

為

華

亭

之

新

建

設

開

一

大

先

河

是

書

之

成

則

謂

之

地

方

之

史

册

也

可

謂

之

建

設

之

新

書

也

亦

無

不

可

是

為

之

序

華
亭
一
髙
教
務
主
任
武
威
雲
程
陸
霄
漢
撰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十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尚

序

嘗

觀

國

之

有

史

縣

之

有

志

家

之

有

譜

人

之

有

傳

其

範

圍

雖

有

不

同

切

究

其

理

則

一

也

何

則

夫

國

若

無

史

則

古

今

治

亂

之

由

文

事

武

備

之

制

與

夫

國

運

之

盛

衰

政

體

之

因

革

民

族

之

隆

替

疆

域

之

廣

狹

利

弊

之

興

除

外

交

之

得

失

以

及

聖

賢

豪

傑

之

事

功

工

藝

商

業

之

優

劣

勢

必

無

考

縣

若

無

志

則

厯

朝

之

屬

區

劃

之

大

小

人

材

之

多

寡

社

會

之

良

否

風

俗

之

美

惡

户

口

之

增

减

物

産

之

盈

絀

以

及

山

林

川

澤

之

利

益

名

勝

古

蹟

之

重

要

勢

必

無

稽

至

若

家

無

譜

牒

則

宗

派

亂

人

無

傳

記

則

善

惡

混

固

與

史

志

有

同

樣

之

闗

係

此

縣

志

之

所

以

必

須

纂

修

也

我

華

舊

志

原

無

栞

板

同

治

回

亂

遺

失

殆

盡

聞

之

父

老

安

輯

而

還

於

破

瓦

窰

中

拾

得

錄

本

厯

八

九

年

之

蛀

溼

多

半

缺

而

不

完

畧

而

不

詳

六

十

年

來

相

傳

僅

此

一

卷

斷

濫

棄

紙

耳

我

華

文

獻

豈

不

痛

哉

民

國

六

年

省

令

各

縣

編

修

志

乘

雖

經

前

鄭

嘯

崖

縣

長

之

忱

一

再

照

會

督

促

卒

以

無

遷

延

未

曾

著

手

今

張

芸

菁

縣

長

接

篆

鋭

意

提

倡

任

籌

梓

金

委

教

育

局

長

幸

中

和

君

為

總

編

輯

先

生

不

惜

心

血

或

倩

人

採

訪

或

隨

事

咨

詢

或

躬

親

調

查

或

博

搜

考

據

窮

源

溯

流

務

期

真

確

補

闕

拾

遺

力

求

精

詳

四

月

繼

晷

拾

編

告

成

較

之

舊

志

煥

然

改

觀

余

披

讀

之

下

見

其

首

志

地

理

一

編

尤

覺

生

面

别

開

益

人

神

智

其

他

九

編

皆

綱

舉

目

張

條

分

縷

晰

足

見

學

富

心

細

知

識

眼

光

有

獨

到

者

我

華

得

此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一

完

璧

庶

幾

地

方

已

見

已

聞

及

未

知

未

悉

者

均

不

至

湮

没

而

無

彰

其

有

造

我

華

之

功

豈

淺

鮮

哉

惟

念

幸

君

有

顯

微

闡

幽

之

舉

固

畧

贅

數

言

以

表

幸

君

闗

心

桑

梓

之

誠

並

為

後

之

闗

心

桑

梓

者

勸

是

為

序

華
亭
縣
教
育
會
常
務
委
員
尚
政
全
撰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十

二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二

杜

序

縣

志

之

修

由

來

尚

矣

幸

中

和

公

修

華

亭

縣

志

脱

稿

見

示

余

竊

思

此

志

提

倡

者

為

前

令

鄭

嘯

崖

貲

助

者

為

現

令

張

芸

菁

增

序

者

為

陸

雲

程

王

美

軒

潘

三

及

其

他

諸

名

士

皆

當

代

富

機

雲

之

詞

藻

懷

班

馬

之

文

章

者

也

棣

不

學

無

術

然

於

提

倡

之

雅

意

編

輯

之

苦

心

何

敢

不

勉

為

其

難

以

慶

督

纂

告

成

之

功

祝

先

賢

有

徵

之

榮

哉

又

况

當

今

之

世

人

工

進

而

為

機

械

君

權

墜

而

為

民

權

中

山

主

義

猶

以

民

生

衣

食

住

行

四

大

要

需

為

原

則

一

般

志

士

皆

借

已

往

以

推

將

來

或

考

礦

産

而

謀

利

源

之

開

採

或

察

土

宜

而

籌

農

稼

之

改

良

凡

此

種

種

莫

不

皆

賴

文

獻

之

有

徵

方

有

入

手

之

辦

法

詎

料

舉

華

亭

厯

代

之

沿

革

政

治

之

隆

汚

及

已

往

之

官

師

人

傑

故

有

之

山

脉

河

流

詢

諸

邑

士

半

皆

瞠

目

結

舌

一

辭

莫

答

豈

地

方

人

士

之

盡

愚

乎

實

由

無

志

乘

以

資

考

核

也

粤

稽

舊

志

剏

於

前

明

續

於

有

清

固

不

得

謂

之

無

志

奈

僅

具

畧

錄

並

無

叢

刋

潛

藏

搢

紳

之

家

難

經

普

通

之

目

鄉

土

之

要

何

能

盡

悉

是

以

有

志

若

無

志

耳

况

康

乾

迄

今

猶

多

待

記

之

事

乎

改

革

以

後

雖

有

重

修

之

議

而

饑

饉

薦

臻

兵

匪

雲

擾

邑

人

常

朝

不

顧

夕

誰

尚

能

把

蒙

毫

理

蔡

紙

作

傳

世

之

業

哉

惟

中

和

公

少

負

才

名

老

存

壯

志

不

忍

坐

視

邑

事

之

湮

没

先

賢

之

淪

亡

處

困

苦

顛

連

之

世

本

彰

善

癉

惡

之

旨

補

舊

志

之

闕

正

舊

志

之

誤

詳

舊

志

之

略

放

國

家

世

界

之

眼

光

揮

儀

州

彈

丸

之

史

筆

宜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三

乎

其

超

越

舊

錄

燦

爛

新

邦

矣

又

得

張

芸

菁

之

貲

助

九

仭

一

簣

卒

付

剞

劂

豈

先

賢

有

靈

故

有

如

是

之

竒

遇

乎

噫

余

知

中

和

公

亦

非

欲

誇

龍

門

之

史

才

炫

蓬

萊

之

文

章

者

也

縣

志

之

作

蓋

望

他

日

之

來

牧

是

邦

者

覽

輿

圖

而

明

形

勝

察

民

族

而

施

治

化

並

知

某

也

為

名

宦

某

也

為

循

良

某

也

為

貪

官

污

吏

俾

歩

芳

塵

而

勉

為

賢

宰

蓋

望

地

方

之

接

踵

興

起

者

知

某

也

祀

鄉

賢

某

也

祀

名

宦

某

也

祀

忠

烈

節

孝

俾

得

思

世

澤

而

奮

作

完

人

此

固

幸

中

和

公

修

志

之

深

意

亦

即

張

芸

菁

公

貲

助

之

美

意

余

不

辭

陋

筆

識

之

微

意

歟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九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四

張

序

或

曰

幸

中

和

先

生

非

舞

文

之

人

余

應

之

曰

本

非

舞

文

之

人

或

曰

幸

中

和

先

生

非

沽

名

之

士

余

應

之

曰

本

非

沽

名

之

士

或

曰

幸

中

和

先

生

不

舞

文

不

沽

名

今

胡

為

乎

修

志

勿

乃

近

於

舞

近

於

沽

不

免

為

識

者

誚

余

應

之

曰

志

史

事

也

大

事

也

昔

也

不

舞

而

今

則

勉

為

一

舞

非

舞

文

也

蓋

不

得

已

也

志

公

道

也

人

道

也

曩

也

不

沽

而

此

則

畧

為

一

沽

非

沽

名

也

蓋

弗

獲

辭

也

不

得

已

而

已

之

弗

獲

辭

而

辭

之

則

我

華

數

百

年

間

之

英

雄

豪

傑

忠

臣

孝

子

節

婦

烈

女

鄉

賢

名

宦

以

及

山

川

靈

秀

之

所
鍾

鐘

農

礦

動

植

之

所

産

不

但

湮

没

無

聞

勢

必

考

據

無

徵

先

生

必

於

是

而

一

舞

其

文

一

沽

其

名

不

但

先

生

之

文

名

傳

即

華

人

之

生

者

死

者

古

者

今

者

有

一

善

可

取

而

足

為

後

人

所

矜

式

者

莫

不

因

先

生

之

舞

文

而

得

傳

其

名

即

華

物

之

飛

者

潛

者

動

者

植

者

有

一

益

可

用

而

足

為

世

人

所

寳

貴

者

亦

莫

不

因

先

生

之

沽

名

而

得

顯

其

名

或

曰

誠

如

爾

言

則

先

生

之

舞

文

沽

名

殆

先

生

之

善

於

用

文

善

於

成

名

者

乎

余

應

之

曰

是

雖

然

尤

未

足

以

盡

先

生

之

長

先

生

殆

知

兵

之

士

歟

華

亭

縣

二

區

學

務

委

員

玉

軒

張

瑶

林

撰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十

五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五

姜

序

春

雷

一

震

而

蟄

虫

驚

曉

鐘

一

扣

而

頑

民

醒

史

筆

一

揮

而

善

惡

彰

三

者

之

聲

浪

均

非

常

音

節

可

得

而

比

擬

之

蓋

將

提

撕

驚

覺

大

有

造

於

民

物

也
炳

見

三

鄉

幸

中

和

君

主

管

教

局

任

編

縣

志

用

科

學

知

識

新

文

獻

體

裁

自

秋

徂

冬

僅

四

越

月

而

驟

成

大

觀

雖

則

採

集

有

素

設

非

眼

光

獨

到

才

器

特

長

安

能

辨

性

質

於

原

委

分

别

於

繁

冗

哉

尤

其

最

難

能

而

為

人

所

深

服

者

在

不

因

病

而

輟

筆

不

為

財

而

廢

事

不

宿

怨

而

棄

公

道

不

憚

勞

而

遺

事

實

立

意

俾

華

亭

後

學

甘

肅

同

志

咸

得

有

考

獻

徵

文

之

資

料

其

壯

志

雄

心

真

能

增

色

儀

山

流

光

汭

水

矣

故

聊

書

短

序

以

記

顛

末

云

耳

華
亭
縣
教
育
局
第
一
科
科
長
星
若
姜

炳

撰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十

二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六

徐

序

畫

竹

必

胸

有

成

竹

解

牛

必

目

無

全

牛

修

志

必

心

存

壯

志

而

後

竹

也

牛

也

志

也

乃

可

畫

之

解

之

修

之

以

奏

成

功

我

華

幸

中

和

先

生

立

修

志

之

洪

願

設

不

達

成

志

之

目

的

舉

一

生

之

所

學

能

不

浩

嘆

其

辜

負

哉

民

國

己

巳

夏

省

政

府

特

立

通

志

舘

明

令

各

縣

分

設

縣

志

局

以

促

成

省

縣

一

代

之

信

史

先

生

時

長

教

局

責

無

旁

貸

豈

非

不

負

所

學

恰

逢

其

時

有

志

竟

成

之

會

乎

然

使

印

刷

無

資

督

修

無

人

尤

不

足

以

臻

美

盛

舉

詎

料

張

君

芸

菁

主

政

是

邦

亦

當

代

碩

學

心

載

籍

慨

負

籌

貲

之

責

兩

美

俱

備

二

心

相

印

潤

色

宏

業

卒

告

成

功

不

獨

先

生

與

芸

菁

之

幸

實

華

亭

人

士

史

乘

有

徵

幽

光

煥

發

之

大

幸

也

姑

序

之

以

志

快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七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七

幸

序

己

巳

之

冬

十

一

月

念

家

伯

新

纂

華

亭

縣

志

脱

稿

命

仁

作

序

小

子

不

文

何

敢

妄

鼓

唇

舌

有

玷

盛

業

但

以

家

伯

窮

年

累

月

力

任

鉅

艱

足

資

觀

感

未

肯

磨

滅

其

苦

衷

特

畧

贅

數

語

以

昭

實

錄

此

仁

所

以

不

得

不

勉

事

把

筆

也

粤

稽

華

亭

自

隋

置

縣

迄

於

民

國

已

千

數

百

載

矣

此

其

間

政

教

之

良

窳

風

俗

之

厚

薄

民

生

之

榮

枯

疆

域

之

沿

革

以

及

社

會

之

背

景

皆

因

文

獻

莫

徵

之

故

無

可

表

見

於

世

此

家

伯

所

為

長

太

息

者

也

清

同

治

回

匪

亂

後

耆

老

凋

謝

田

廬

坵

墟

華

亭

掌

故

益

湮

没

無

聞

矣

前

雖

經

宿

儒

曹

麒

廣

文

趙

先

甲

等

之

博

訪

周

諮

集

有

簡

編

然

皆

體

例

不

完

組

織

無

方

而

於

民

生

風

土

政

教

之

要

皆

疎

漏

不

詳

至

於

山

脉

水

道

又

復

割

裂

零

亂

系

統

源

流

多

有

未

備

後

之

人

欲

周

知

地

理

往

事

之

實

豈

不

難

哉

民

國

肇

造

百

端

待

興

家

伯

深

知

欲

考

民

族

之

興

衰

必

徵

諸

户

口

實

業

欲

騐

民

風

之

醇

澆

必

稽

諸

禮

教

文

化

於

是

慨

然

欲

舉

明

清

民

國

代

謝

治

亂

之

故

事

編

纂

成

書

以

明

過

渡

而

示

將

來

遂

於

主

講

之

暇

旁

徵

逺

引

掇

拾

闕

遺

網

羅

典

籍

且

於

世

運

之

變

遷

人

事

之

因

革

分

門

記

載

或

誅

邪

慝

於

既

往

或

勵

忠

節

於

後

起

十

餘

年

間

居

然

蔚

成

巨

帙

公

諸

當

世

以

資

後

人

之

考

鏡

並

謀

華

亭

之

改

良

此

其

纂

修

之

微

意

歟

雖

然

新

輯

之

人

猶

是

草

創

尚

望

後

起

之

士

為

之

繼

志

而

善

其

終

相

與

並

垂

於

不

朽

則

幸

甚

矣

謹

序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八

華

亭

縣

督

學

心

全

幸

育

仁

撰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元

月

十

五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十
九

張

序

縣

志

就

是

地

方

史

比

國

史

的

範

圍

不

過

小

些

近

代

國

史

的

體

裁

變

了

地

方

史

的

體

裁

也

當

要

變

修

志

的

人

若

不

納

民

生

問

題

來

做

歴

史

的

中

心

便

是

無

價

的

死

史

若

不

納

民

族

競

爭

來

做

歴

史

的

綱

領

便

是

泥

古

的

舊

史

若

不

納

民

權

消

長

來

做

歴

史

的

因

革

便

是

專

制

的

私

史

若

不

納

物

質

進

化

來

做

歴

史

的

資

料

便

是

無

物

的

空

史

西

儒

説

歴

史

是

過

去

的

政

治

政

治

是

現

在

的

歴

史

這

兩

句

話

確

是

古

今

並

重

的

我

們

修

志

若

一

謂

是

古

非

今

詳

古

畧

今

高

古

卑

今

信

古

駁

今

則

古

者

為

古

今

者

為

今

研

究

歴

史

的

人

皆

是

徒

啻

古

人

躭

憂

的

人

與

今

世

國

家

的

政

治

民

生

似

乎

莫

大

闗

係

則

史

學

一

科

有

不

有

皆

可

故

近

來

中

國

的

史

學

家

有

重

今

詳

今

期

與

現

代

國

家

政

治

民

生

等

有

闗

係

且

有

補

益

教

史

學

一

科

成

為

有

用

的

科

學

這

種

道

理

已

為

有

識

者

所

同

認

幸

中

和

君

修

華

亭

縣

志

脱

去

舊

史

的

體

裁

演

出

新

史

的

色

彩

處

處

古

今

對

照

把

民

族

的

競

爭

民

權

的

消

長

民

生

的

休

戚

物

質

的

進

化

都

歸

納

在

一

部

地

方

史

中

概

以

道

德

包

括

起

來

這

也

是

縣

志

裏

頭

罕

見

的

了

我

看

罷

又

懽

喜

又

佩

服

所

以

才

有

這

篇

序

言

咧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張

書

紳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二
十

原

序

唐

顔

師

古

曰

志

記

也

輯

記

其

事

也

周

禮

春

官

小

史

掌

邦

國

之

志

是

志

亦

史

事

攷

史

職

之

設

原

於

結

繩

肇

自

倉

頡

周

秦

之

際

始

别

國

事

曰

史

别

郡

縣

事

曰

志

漢

司

馬

遷

出

又

别

帝

王

事

曰

本

紀

别

宗

族

事

曰

譜

别

筃

人

事

曰

傳

史

志

譜

之

範

圍

較

之

傳

紀

則

甚

廣

以

史

為

國

别

史

志

為

地

方

史

譜

為

族

别

史

也

竊

稽

泰

東

泰

西

如

日

本

之

大

阪

史

希

臘

之

雅

典

史

斯

巴

達

史

雖

與

國

史

無

異

凖

之

我

國

亦

不

過

地

方

史

之

類

耳

華

亭

修

志

之

人

元

以

上

雖

不

可

考

究

之

現

行

錄

本

實

明

嘉

靖

十

四

年

鄉

賢

曹

麒

所

修

其

結

構

多

本

趙

浚

谷

之

平

涼

志

清

順

治

間

賢

宰

佟

希

堯

重

修

於

前

乾

隆

時

訓

導

趙

先

甲

增

訂

於

後

咸

豐

時

邑

紳

石

元

煦

袁

棟

趙

漢

弼

等

校

序

於

終

華

亭

往

事

東

鱗

西

爪

不

致

湮

没

者

皆

以

上

諸

公

之

力

也

同

治

兵

燹

迄

於

民

國

外

患

日

廹

内

亂

不

息

事

無

記

載

厯

久

何

徵

民

國

六

年

余

兩

奉

縣

長

鄭

嘯

崖

照

會

編

華

亭

新

志

惜

鄭

公

擢

陞

天

水

提

倡

無

人

事

竟

擱

置

民

國

十

八

年

夏

省

政

府

復

頒

各

縣

普

修

新

志

之

令

縣

長

張

芸

菁

慨

負

校

正

籌

之

責

又

委

余

充

總

編

輯

於

是

倡

導

有

人

印

刷

有

資

在

教

育

局

附

設

修

志

局

委

派

薛

夀

松

車

迎

賢

劉

廷

乾

等

為

採

訪

員

八

月

一

日

從

事

把

筆

將

有

明

迄

今

數

百

年

來

之

事

實

補

闕

拾

遺

搜

集

編

纂

按

朝

代

年

月

循

序

記

錄

迄

至

十

一

月

終

乃

草

成

八

編

八

十

七

目

其

體

例

之

當

否

實

則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序
言

二
十
一

未

敢

自

信

十

九

年

春

故

將

初

稿

郵

呈

省

通

志

舘

祈

賜

斧

正

乃

又

得

正

副

總

纂

楊

公

思

張

公

維

抽

目

增

編

附

目

歸

之

法

廿

一

年

春

始

將

正

稿

發

囬

督

令

原

編

人

整

理

並

令

張

次

房

縣

長

籌

付

印

以

促

其

成

張

縣

長

復

邀

邑

哲

徐

君

海

屋

尚

君

子

平

王

君

美

軒

柳

君

煥

五

張

君

績

成

及

余

堂

姪

育

仁

審

察

誤

漏

議

將

近

三

年

之

變

事

完

全

載

入

於

是

訂

為

十

編

以

編

繫

目

繁

目

附

類

並

加

總

分

輿

圖

於

首

官

俸

學

校

財

政

一

覽

各

表

於

中

俾

閲

者

便

於

觀

察

深

愧

學

識

短

淺

冗

鄙

不

文

尚

望

後

起

同

志

再

加

潤

色

因

時

撮

要

逐

目

續

載

庶

我

華

亭

縣

志

日

增

完

善

而

永

無

缺

漏

矣

總

編

輯

邑

三

鄉

居

士

中

和

幸

邦

隆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銜
名

二
十
二

增

修

華

亭

縣

志

銜

名

錄

鑒

定

甘

肅

省

政

府

主

席

劉

郁

芬

甘

肅

省

政

府

主

席

邵

力

子

甘

肅

省

民

政

長

王

禎

甘

肅

省

民

政

長

林

競

甘

肅

省

教

育

長

鄭

道

儒

甘

肅

省

教

育

長

水

梓

甘

肅

省

隴

東

綏

靖

司

令

楊

渠

統

甘

肅

省

涇

原

區

視

察

員

趙

露

珍

校

正

甘

肅

省

通

志

舘

通

志
正副

總

纂
會臨

洮

楊

思

張

維

督

修

六

等

嘉

禾

章

署

理

華

亭

縣

知

事

安

英

山

鄭

震

谷

署

理

華

亭

縣

縣

長

福

建

閩

侯

葉

超

署

理

華

亭

縣

縣

長

河

南

洛

陽

張

文

泉

署

理

華

亭

縣

縣

長

甘

肅

武

山

張

次

房

署

理

華

亭

縣

縣

長

陜

西

延

川

高

望

之

署

理

華

亭

縣

縣

長

四

川

南

溪

董

雲

峰

總

纂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銜
名

二
十
三

甘

肅

優

級

師

範

學

校

選

科

博

物

科

畢

業

邑

人

幸

邦

隆

繪

圖

甘

肅

隴

東

廵

防

馬

隊

第

二

營

營

長

海

原

馬

長

麟

縣

立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圖

畫

教

員

馬

兆

麟

甘

肅

陸

軍

小

學

畢

業

測

量

局

繪

圖

韓

勤

陛

勷

校

清

陜

西

直

隸

州

州

同

崇

信

縣

籍

海

珊

任

瀛

翰

清

優

廪

生

甘

肅

省

議

會

議

員

邑

人

尚

政

和

甘

肅

省

立

簡

易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潘

偉

觀

甘

肅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本

科

畢

業

武

威

陸

霄

漢

甘

肅

省

立

第

二

中

學

校

修

業

邑

人

姜

炳

審

察

清

光

緒

己

酉

科

拔

貢

候

補

直

隸

州

州

判

邑

人

徐

延

年

甘

肅

省

立

第

二

中

學

校

畢

業

財

政

局

長

邑

人

柳

燧

霞

清

優

廪

生

孝

亷

方

正

建

設

局

長

邑

人

張

樹

勲

清

光

緒

己

酉

科

拔

貢

候

補

直

隸

州

州

判

邑

人

尚

政

治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教

育

局

長

邑

人

王

化

行

甘

肅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本

科

畢

業

邑

人

幸

育

仁

採

訪

甘

肅

省

立

第

二

中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薛

夀

松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銜
名

二
十
四

前

清

靖

逺

縣

儒

學

訓

導

邑

人

潘

大

觀

前

清

循

化

階

州

教

諭

邑

人

陳

輔

周

清

廪

貢

生

縣

立

女

子

小

學

校

校

長

邑

人

潘

達

觀

前

清

增

生

邑

人

張

問

達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髙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尚

政

齊

甘

肅

武

備

學

校

畢

業

全

縣

保

衛

團

長

邑

人

徐

縣

立

第

一

中

山

髙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車

迎

賢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髙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劉

廷

乾

縣

立

中

山

第

二

髙

級

小

學

校

校

長

邑

人

王

誥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髙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教
育
局
收
支
員
邑
人

李

興

周

涇

原

區

自

治

講

習

所

畢

業

第

二

區

學

務

委

員

邑

人

張

瑶

林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教

員

兼

學

監

邑

人

焦

桐

德

清

嵗

貢

生

吏

部

候

選

分

縣

華

亭

縣

縣

督

學

邑

人

姜

輔

周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張

鐘

祥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李

樹

周

主

山

鎮

保

衛

團

團

長

邑

人

高

存

福

華

亭

商

會

會

長

邑

人

李

興

魁

甘

肅

省

立

國

語

講

習

所

畢

業

三

區

三

初

教

員

邑

人

幸

育

德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四
區
一
初
校
長
邑
人

石

琇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講
習
科
畢
業
一
區
一
髙
教
員
邑
人

幸

育

智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銜
名

二
十
五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硯
峽
一
初
校
長
邑
人

徐

步

瀛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柴
坻
一
初
校
長
邑
人

孟

九

成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新
店
一
初
校
長
邑
人

楊

興

林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一
區
二
初
校
長
邑
人

張

萬

鈞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三
區
一
初
校
長
邑
人

王

克

變

前

清

嵗

貢

生

邑

人

强

文

甘

肅

省

立

自

治

講

習

所

畢

業

三

區

助

理

員

邑

人

趙

丕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張

書

紳

安

良

鎮

第

一

初

級

小

學

校

教

員

邑

人

郭

維

國

第

二

區

區

長

邑

人

石

殿

璽

紅

山

鎮

縣

立

中

山

第

二

高

級

小

學

校

教

員

邑

人

劉

瑞

一

區

農

務

會

會

長

邑

人

莊

居

敬

上

闗

鎮

第

三

初

級

小

學

校

教

員

一

高

畢

業

邑

人

趙

文

元

紅

山

鎮

縣

立

第

二

高

級

小

學

校

校

長

邑

人

杜

如

棣

縣

立

第

二

高

級

小

學

校

訓

育

主

任

邑

人

張

昔

孚

前

清

附

貢

生

邑

人

杜

啟

楨

安

良

鎮

學

務

委

員

邑

人

禹

鳳

朝

禹

淑

翰

山

寨

鎮

初

級

小

學

校

教

員

邑

人

趙

錦

堂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潘

孔

懿

謄

錄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銜
名

二
十
六

甘

肅

隴

東

講

武

堂

畢

業

邑

人

徐

是

則

縣

立

中

山

第

一

高

級

小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張

邦

教

甘

肅

陸

軍

學

校

肄

業

隆

德

縣

籍

謝

作

斌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徐

延

齡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幸

邦

榮

甘

肅

省

立

第

二

中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劉

永

慶

甘

肅

省

立

第

七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邑

人

袁

琇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凡
例

二
十
七

增

修

華

亭

縣

志

凡

例

一

地

理

舊

志

僅

有

山

水

名

稱

本

編

依

甘

肅

通

志

地

理

調

查

表

於

山

則

詳

其

山

系

支

脉

高

度

長

度

於

水

則

詳

其

發

源

經

流

長

度

方

向

森

林

湫

泉

景

物

則

附

之

又

在

舊

志

位

置

沿

革

疆

域

外

更

增

地

質

氣

候

古

蹟

諸

目

至

物

産

一

目

名

繁

多

舊

志

另

為

一

編

余

初

稿

從

之

今

遵

省

通

志

舘

令

併

入

地

理

志

中

面

積

形

勢

併

入

疆

域

目

内

金

石

名

勝

陵

墓

併

入

古

蹟

目

内

物

産

則

謹

依

博

物

分

類

學

礦

植

動

生

成

之

順

序

分

類

編

輯

用

昭

實

錄

並

加

化

石

及

工

藝

物

於

後

以

明

生

存

滅

亡

及

地

形

變

遷

之

原

理

不

但

為

研

究

天

文

地

文

地

質

氣

象

博

物

考

古

學

者

之

助

即

華

亭

民

生

問

題

亦

從

此

可

以

得

解

决

之

方

二

建

置

有

物

質

的

有

政

治

的

有

心

理

的

物

質

的

建

置

屬

乎

造

作

政

治

的

建

置

屬

乎

設

施

心

理

的

建

置

屬

乎

思

想

舊

志

祠

祀

田

賦

建

置

分

為

三

編

余

初

稿

合

物

質

政

治

心

理

三

者

更

增

二

十

九

目

以

建

置

統

之

未

免

紛

繁

省

通

志

舘

於

建

置

一

編

指

重

物

質

抽

政

治

建

置

另

立

政

事

一

編

棄

心

理

建

置

而

不

用

物

質

建

置

僅

列

城

郭

廨

署

壇

廟

區

村

道

路

闗

梁

水

利

七

目

又

併

倉

厫

於

廨

署

併

鎮

集

堡

寨

於

區

村

如

此

歸

納

余

依

法

志

之

愈

覺

清

簡

三

政

事

孫

總

理

謂

政

是

衆

人

的

事

治

是

管

理

管

理

衆

人

的

事

第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凡
例

二
十
八

一

要

有

設

施

第

二

要

有

方

法

第

三

要

有

權

能

職

官

保

甲

驛

郵

兵

防

教

育

度

量

衡

六

者

之

設

施

實

政

事

之

最

大

者

不

有

方

法

以

資

運

用

則

設

施

等

於

具

文

不

有

權

能

以

行

方

法

則

設

施

亦

等

於

具

文

此

政

事

所

以

首

志

職

官

而

編

首

小

序

所

以

按

華

民

性

情

而

説

明

治

理

之

方

法

俾

來

宰

是

邦

者

不

致

誤

用

其

權

能

則

省

通

志

舘

令

立

政

事

志

之

意

亦

庶

幾

不

虚

四

經

濟

舊

志

僅

有

田

賦

一

項

至

當

帖

磨

帖

畜

税

雖

稍

有

提

及

而

亦

不

甚

詳

本

編

遵

省

通

志

舘

令

列

田

畝

倉

糧

於

首

以

重

財

源

而

裕

荒

政

至

地

丁

雜

捐

則

分

國

家

税

地

方

税

二

類

類

各

分

述

收

入

支

出

各

項

及

開

辦

年

月

徵

收

手

續

民

國

與

前

清

比

較

增

减

解

省

留

支

額

數

以

備

整

理

財

政

者

之

考

查

即

華

民

對

於

國

家

之

擔

負

生

活

之

難

易

亦

從

此

可

見

五

禮

俗

包

括

民

族

著

重

民

生

攸

闗

民

治

所

含

性

量

質

量

最

多

舊

志

混

合

性

質

畧

述

一

叚

不

無

缺

憾

本

編

遵

省

通

志

舘

令

以

民

族

户

口

方

言

生

業

文

化

五

者

為

目

民

族

目

則

附

以

性

情

宗

教

生

業

目

則

附

以

藝

術

文

化

目

則

附

以

衣

食

住

行

禮

樂

美

術

並

以

舊

志

所

載

證

今

日

時

勢

之

變

遷

政

治

之

改

革

風

俗

之

移

易

以

表

明

當

世

進

化

之

現

象

一

洗

從

前

譏

刺

之

弊

俾

閲

者

知

禮

俗

之

美

惡

實

由

社

會

習

慣

所

演

成

而

社

會

習

慣

實

由

政

治

教

育

所

甄

陶

絶

非

一

成

不

變

之

模

型

物

可

比

也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凡
例

二
十
九

六

災

異

為

天

時

地

理

人

事

三

者

所

釀

成

亢

旱

霪

澇

之

災

純

乎

天

時

者

也

虫

害

雹

傷

地

震

之

災

天

時

兼

乎

地

理

者

也

瘟

疫

雜

異

之

災

人

事

兼

乎

天

時

者

也

總

之

災

異

之

發

端

實

藴

蓄

於

地

理

建

置

政

事

經

濟

禮

俗

之

中

受

之

者

則

為

人

物

是

災

異

又

縣

境

内

一

種

特

别

之

現

象

按

年

編

志

以

資

考

證

似

為

得

宜

七

大

事

記

冦

戎

也

冦

為

賊

戎

為

兵

有

賊

即

有

兵

兵

以

制

賊

寇

以

招

戎

古

今

之

定

例

一

縣

雖

小

寇

戎

之

禍

或

因

國

政

所

釀

或

受

外

夷

所

擾

或

為

亂

民

所

煽

一

旦

暴

發

對

於

人

民

其

破

壞

損

失

比

之

災

異

為

更

甚

有

時

兵

之

禍

國

殃

民

較

諸

寇

盗

為

尤

甚

華

亭

冦

戎

舊

志

記

載

獨

少

未

免

疎

漏

兹

照

省

通

志

舘

令

另

列

大

事

志

搜

集

前

代

可

考

之

寇

戎

完

全

列

入

於

民

國

則

詳

述

之

斷

自

二

十

二

年

癸

酉

秋

止

則

君

主

民

主

國

體

之

變

更

軍

閥

土

匪

之

雲

擾

與

夫

國

勢

之

飃

摇

民

生

之

凋

敝

於

此

亦

可

見

一

斑

八

名

宦

名

宦

何

志

志

官

師

也

志

顯

宦

也

官

師

顯

宦

何

志

明

褒

貶

也

褒

貶

何

以

明

記

政

事

也

志

名

宦

不

寓

褒

貶

則

無

異

姓

名

册

子

記

政

事

不

重

實

錄

則

直

等

牢

騷

謗

史

均

不

免

有

顛

倒

是

非

混

淆

善

惡

之

弊

本

編

遵

舊

志

體

例

依

省

令

指

示

心

存

忠

恕

力

主

公

道

誓

告

天

地

敢

昭

實

錄

以

示

懲

勸

其

彰

善

也

無

太

過

之

譽

其

癉

惡

也

無

甚

苛

之

言

秉

筆

者

特

書

之

當

否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凡
例

三
十

繼

志

者

其

修

正

焉

可

九

人

物

人

物

為

山

水

靈

秀

所

鍾

官

師

教

養

所

植

華

亭

自

秦

入

中

國

版

圖

二

千

年

來

所

出

之

人

物

稽

諸

史

册

舊

志

重

見

叠

出

指

不

勝

屈

兹

依

省

通

志

舘

令

分

名

將

循

良

忠

義

鄉

賢

孝

子

節

婦

烈

女

選

舉

隱

仙

釋

諸

目

志

之

則

地

理

志

之

山

川

愈

覺

其

生

色

十

藝

文

先

儒

云

文

能

致

道

亦

能

載

道

華

亭

文

藝

從

古

不

乏

明

家

惜

收

輯

無

人

栞

印

無

資

幾

經

兵

火

以

致

地

方

精

華

完

全

燬

軼

良

深

浩

嘆

今

者

廣

博

訪

僅

得

已

故

二

十

四

人

之

雜

文

一

十

五

人

之

雜

詩

都

為

一

編

凡

與

華

亭

地

理

風

俗

政

治

文

化

無

大

闗

係

及

生

人

之

作

從

縣

長

高

望

之

議

概

不

採

錄

以

免

繁

訾

而

便

揀

閲

庶

文

運

國

學

之

變

遷

亦

於

是

有

徵

而

不

墜

省

通

志

舘

核

准

排

印

真

盛

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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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亭
縣
志

卷

一

目
錄

三
十
一

增

修

華

亭

縣

志

編

目

錄

第

一

編

地

理

志
八
目

位

置
附
分
野

經
緯
度

沿

革

疆

域
附
面
積

形
勢

山

脈
附
森

林

水
道
附
湫
泉

景
物

地
質
附
岩
石

土
壤

氣
候
附
風

雨

物
産
分
礦
物
植
物
動
物

化
石
工
藝
物
五
類

古
蹟
附
金
石
名

勝
陵
墓

第

二

編

建

置

志
七

目

城

郭

廨

署
附
倉

厫

壇

廟
附
祠

寺

區

村
附
鎮
集

堡
寨

道

路

闗

梁

水

利

第

三

編

政

事

志
六

目

職

官
附
胥

役

保

甲
附
團

練

驛

郵
附
電

話

兵

防

教

育
附
書
院
義
學
科
目
學
校
學
制

建
築
文
體
及
創
始
經
費
各
表

度

量

衡

第
四
編

經
濟
志
四
目

田
畝

倉
粮

地
丁

税
捐
附
國
家
地
方
入
出

經
費
及
蠲
賑
表
攷

第

五

編

禮

俗

志
五

目

民

族
附
性
情

宗
教

户

口

方

言

生

業
附
藝

術

文

化
附
衣
食
住
行
禮
樂

美
術
嫁
娶
䘮
塟

第

六

編

災

異

志
七

目

亢

旱

霪

澇

雹

災

虫

害

地

震

瘟

疫

雜

異

分
類
立
説

按
年
總
輯

第

七

編

大

事

志

用
綱
目
體
例

記
歴
代
冦
戍

第

八

編

名

宦

志
二

目

外

籍

類

本

籍

類

第

九

編

人

物

志
十
一
目

名

將

循

良

儒

林

忠

義

鄉

賢

孝

子

節

婦

烈

女

選

舉

隱

仙

釋

第

十

編

藝

文

志
二

目

文

類

詩

軼

事
三

則

志

餘
四

則

祝

詞
四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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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地
理
志

位
置

沿
革

三
十
二

增

修

華

亭

縣

志

第

一

編

地

理

志

近

代

科

學

名

家

以

地

理

為

一

切

之

母

又

謂

一

切

變

而

地

理

則

尟

變

故

志

之

編

内

所

附

諸

目

其

結

構

多

本

舊

志

及

天

文

地

文

地

質

氣

象

博

物

諸

學

决

不

敢

立

異

説

以

惑

衆

位

置

舊

志

華

亭

位

置

案

宿

分

野

在

營

室

之

墟

似

誤

今

據

尚

政

治

考

漢

書

秦

地

天

官

志

云

宏

農

固

闗

以

西

燉

黄

酒

泉

金

城

以

東

皆

屬

東

井

輿

鬼

之

宿

謂

一

郡

一

縣

應

於

星

宿

者

甚

微

華

亭

秦

地

亦

當

在

東

井

輿

鬼

之

下

縣

城

所

在

東

北

距

河

北

省

城

三

千

四

百

九

十

里

西

北

距

甘

肅

省

城

八

百

六

十

里

北

距

平

涼

涇

原

區

政

府

一

百

一

十

里

據

甘

肅

通

志

載

華

亭

經

緯

度

測

算

以

北

平

觀

象

台

為

標

經

線

起

西

經

九

度

五

十

三

分

緯

線

入

北

極

三

十

五

度

十

八

分

三

十

秒

低

大

興

縣

北

緯

一

十

四

度

三

十

六

分

三

十

秒

春

分

秋

分

太

陽

高

度

日

影

離

地

平

五

十

四

度

四

十

一

分

三

十

秒

夏

至

太

陽

高

度

日

影

離

地

平

七

十

八

度

十

八

分

三

十

秒

冬

至

太

陽

高

度

日

影

離

地

平

三

十

一

度

十

四

分

三

十

秒

以

二

百

里

為

一

度

計

算

現

轄

幅

縱

横

皆

不

滿

一

度

沿

革

華

亭

在

商

末

周

初

為

盧

國

春

秋

時

為

戎

那

秦

穆

公

時

為

義

渠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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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地
理
志

沿
革

三
十
三

地

秦

始

皇

時

為

朝

那

縣

前

屬

北

地

郡

後

屬

安

定

郡

漢

末

迄

晋

為

涇

陽

縣

地

皆

屬

安

定

郡

南

北

朝

實

因

之

隋

大

業

間

始

更

名

華

亭

縣

前

屬

安

定

郡

後

改

屬

陜

西

隴

州

是

為

今

名

之

起

源

未

幾

又

更

名

倚

縣

隆

德

縣

地

均

屬

之

唐

拱

二

年

則

更

名

亭

川

縣

神

龍

初

復

故

太

宗

義

二
年
則
分
華
亭
之
南
境
屬
隴
州
貞

觀

時

則

更

置

儀

州

未

幾

又

廢

州

復

縣

仍

屬

隴

州

大

厯

中

置

義

軍

元

和

三

年

省

縣

併

入

汧

源

廣

德

元

年

吐

蕃

陷

没

永

泰

中

雖

恢

復

之

而

東

南

之

地

則

分

屬

神

策

軍

矣

後

唐

同

光

初

改

置

義

州

後

周

顯

德

中

復

置

華

亭

縣

宋

太

平

興

國

初

以

避

諱

復

名

儀

州

安

化

百

泉

二

縣

屬

焉

咸

平

中

又

以

陜

西

鳳

翔

之

崇

信

赤

城

二

縣

屬

之

東

西

之

幅

始

大

宗

熙

甯

間

又

改

儀

州

為

華

亭

縣

與

崇

信

赤

城

安

化

百

泉

四

縣

同

屬

渭

州

金

易

安

化

置

化

平

縣

與

華

亭

同

屬

平

涼

郡

元

併

百

泉

化

平

二

縣

於

華

亭

仍

屬

渭

州

南

北

之

幅

始

大

後

易

宋

渭

州

如

金

名

曰

平

涼

府

自

明

及

清

華

亭

縣

皆

隸

焉

乾

隆

時

知

縣

甘

珠

爾

恤

民

徭

役

割

瓦

亭

驛

及

十

三

堡

隸

固

原

州

光

緒

初

左

文

襄

平

定

甘

回

則

劃

百

泉

西

南

與

華

亭

以

北

故

地

另

置

化

平

廳

割

百

泉

東

北

故

地

屬

平

涼

縣

華

亭

南

北

之

幅

又

小

矣

綜

之

華

亭

版

圖

自

戎

那

入

中

國

易

名

而

為

縣

者

七

曰

朝

那

曰

華

亭

曰

倚

曰

亭

川

曰

安

化

曰

百

泉

曰

化

平

易

名

而

為

州

者

二

曰

儀

州

曰

義

州

惟

華

亭

之

名

則

屢

更

屢

復

而

與

江

蘇

省

松

江

府

華

亭

縣

治

之

名

同

民

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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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地
理
志

沿
革

疆
域

三
十
四

省

區

縣

三

級

之

制

廢

州

廳

為

縣

更

正

重

複

名

多

改

易

而

甘

肅

平

涼

所

屬

之

華

亭

則

因

之

未

改

云

疆

域

疆

域

由

東

柯

家

山

起

至

北

易

家

溝

偏

西

止

直

達

馬

舖

嶺

與

平

涼

縣

接

界

北

由

易

家

溝

偏

西

起

至

西

北

後

麥

子

坪

止

直

達

白

岩

河

與

化

平

縣

接

界

又

西

則

與

隆

德

縣

接

界

再

西

直

達

焦

韓

集

則

與

靜

縣

秦

安

縣

接

界

由

西

石

橋

兒

至

南

秦

家

塬

直

達

漳

川

則

與

清

水

縣

接

界

由

南

秦

家

塬

至

上

闗

鎮

直

達

唐

家

河

則

與

陜

西

隴

縣

接

界

由

南

上

闗

鎮

下

闗

鎮

至

東

牌

坊

嶺

直

達

柯

家

山

則

與

崇

信

縣

接

界

綜

計

與

華

亭

接

界

者

為

一

省

八

縣

疆

域

亦

複

雜

矣

面

積

縣

治

截

長

補

短

南

北

縱

約

百

里

東

西

横

約

百

六

十

里

計

里

開

方

面

積

約

一

萬

六

千

餘

方

里

形

勢

華

亭

地

形

西

北

西

南

極

寛

東

北

東

南

漸

狹

而

尖

緣

邊

皆

凸

凹

不

齊

恰

似

伏

地

之

蛙

西

北

則

為

臀

部

而

東

南

則

其

頭

部

也

地

勢

西

北

較

東

南

低

地

高

七

千

二

百

尺

西

北

則

以

小

隴

山

為

屏

東

則

以

髙

山

唐

㡌

山

為

障

北

則

衞

以

馬

舖

王

馬

斷

萬

諸

山

南

則

維

以

雷

神

早

陽

龍

門

景

福

湯

房

樓

房

清

涼

諸

山

西

登

蝦

蟇

嶺

作

鳥

瞰

觀

但

見

四

面

皆

髙

山

環

繞

東

北

東

南

二

角

高

山

各

開

小

口

如

門

域

内

山

脈

雖

多

均

低

下

不

及

如

羣

蟻

附

氈

實

為

山

中

之

一

小

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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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山
脈

三
十
五

山

脈

舊

志

山

海

西

山

經

云

數

暦

山

之

西

百

五

十

里

有

高

山

又

曰

老

山

考

唐

元

和

志

華

亭

縣

西

四

十

里

有

小

隴

山

其

來

脈

北

接

須

彌

南

連

汧

隴

其

長

度

約

四

百

餘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餘

丈

為

域

内

諸

山

之

鼻

祖

甘

陜

分

界

之

闗

險

域

内

諸

山

由

西

北

小

隴

山

發

脈

迤

向

東

南

者

共

分

四

大

支

一

曰

朝

那

山

脈

二

曰

皇

甫

山

脈

三

曰

雙

鳳

山

脈

四

曰

三

鄉

山

脈

又

有

四

小

支

曰

皛

然

山

曰

望

仙

山

曰

双

噶

噠

山

曰

八

狼

山

此

外

北

維

與

平

涼

分

界

之

馬

舖

山

脈

南

維

與

隴

崇

分

界

之

汧

隴

山

脈

昔

皆

為

華

亭

屬

地

今

則

雖

非

域

内

所

管

轄

弗

述

則

形

勢

不

明

故

略

序

之小

隴

山

向

北

蜿

蜒

於

安

良

鎮

者

有

大

線

子

嶺

二

線

子

嶺

二

小

支

向

西

蜿

蜒

於

主

山

鎮

者

有

照

雨

山

松

樹

嶺

湫

頭

山

魏

家

山

分

水

嶺

四

屏

山

六

小

支

向

西

南

蜿

蜒

於

蔴

菴

鎮

者

有

蒲

塘

山

趙

家

山

大

靚

山

三

小

支

朝

那

山

脈

起

西

小

隴

山

東

之

冦

盖

山

東

迤

至

山

寨

鎮

為

紅

崖

山

木

頭

嶺

筆

架

山

再

東

迤

至

龍

蟒

寺

分

為

北

南

二

支

北

支

至

柴

底

鎮

街

西

而

終

南

支

又

東

迤

為

柴

坻

山

雨

亭

山

朝

那

山

翠

峯

山

紅

土

山

雨

山

至

石

堡

山

而

終

其

長

約

九

十

八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三

百

六

十

五

丈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山
脈

三
十
六

皇

甫

山

脈

起

西

小

隴

山

東

五

台

山

之

青

石

崖

發

脈

處

最

低

蜿

蜒

向

東

逐

漸

高

壯

至

李

家

塬

分

南

北

二

支

北

支

為

萬

子

山

爛

柯

山

南

支

為

齊

山

皇

甫

山

至

縣

城

西

北

華

尖

山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四

十

餘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三

百

二

十

四

丈

雙

鳳

山

脈

起

西

小

隴

山

東

杏

樹

嘴

溝

南

吳

家

山

發

脈

處

為

小

土

阜

勢

極

平

垣

迤

至

鄧

家

塬

東

逐

漸

雄

壯

為

土

峰

山

雙

鳳

山

湫

龍

山

王

母

山

豐

台

山

武

村

山

儀

山

邱

爺

嶺

西

峯

山

至

安

口

峴

風

台

山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八

十

二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四

百

二

十

五

丈

三

鄉

山

脈

起

西

水

碾

峽

東

之

杜

家

嶺

蜿

蜒

向

東

分

為

三

支

稍

南

一

支

為

上

闗

之

桃

花

山

稍

北

一

支

為

堎

坎

山

下

虎

山

再

北

一

支

迤

為

范

家

嶺

至

太

極

原

而

終

東

迤

一

支

為

王

家

山

樺

嶺

山

來

徃

山

至

牌

坊

嶺

又

分

為

二

支

東

南

一

支

發

起

為

孫

家

山

至

周

家

寨

西

而

終

東

北

一

支

發

雄

為

高

山

水

泉

嶺

黑

溝

嶺

五

龍

山

唐

㡌

山

至

崇

信

縣

城

南

為

錦

屏

山

又

東

迤

為

涇

川

靈

台

之

界

山

至

陜

西

長

武

西

合

川

坪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二

百

六

十

餘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七

百

四

十

六

丈

北

維

山

脈

起

西

北

小

隴

山

之

苟

家

山

東

迤

至

白

石

崖

分

為

二

支

北

支

發

雄

為

大

統

山

虎

狼

山

南

支

發

雄

為

牡

丹

山

飛

鳳

山

馬

舖

嶺

王

馬

山

斷

萬

山

柯

家

山

黄

土

司

原

又

東

則

為

涇

川

之

山

脈

至

王

母

山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三

百

餘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九

百

三

十

餘

丈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山
脈

三
十
七

南

維

山

脈

起

隴

縣

之

湯

房

嶺

北

迤

東

折

分

為

北

中

南

三

支

北

支

為

安

家

山

石

櫃

山

雷

神

山

南

支

為

樓

房

山

清

涼

山

為

峯

最

高

中

支

為

楊

嶺

白

岩

嶺

馮

山

侯

家

嶺

再

東

迤

即

為

靈

台

良

原

之

山

脈

至

陜

西

乾

縣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五

百

餘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九

百

四

十

丈

小

隴

山

東

迤

四

小

支

脈

一

曰

望

仙

山

起

於

大

嶺

山

迤

至

馬

峽

鎮

南

養

馬

寺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二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三

十

五

丈

二

曰

大

嶺

山

脈

起

於

柳

家

山

迤

至

馬

峽

鎮

街

西

申

溝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一

十

八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一

十

五

丈

三

曰

雙

噶

噠

山

脈

起

於

紅

崖

山

之

大

山

坡

在

山

寨

鎮

境

内

分

四

小

支

俱

向

東

迤

内

一

支

至

新

店

鎮

街

西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三

十

餘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五

十

餘

丈

四

曰

八

狼

山

起

安

良

鎮

西

北

之

尖

山

東

迤

至

安

良

鎮

北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二

十

餘

丈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四

十

餘

丈

小

隴

山

西

迤

之

五

小

支

脈

皆

在

主

山

鎮

境

内

一

曰

照

雨

山

起

西

石

廟

山

西

迤

至

陳

家

灣

李

家

灣

入

靜

縣

境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四

十

餘

丈

此

山

所

分

小

支

極

多

皆

長

短

差

終

於

店

子

峽

二

曰

松

樹

嶺

亦

起

於

石

廟

山

西

迤

入

靜

境

内

而

終

其

長

度

約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八

十

丈

三

曰

湫

頭

山

起

於

笄

頭

山

之

背

終

於

主

山

鎮

之

西

其

長

度

約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八

百

一

十

丈

四

曰

魏

家

山

起

於

蝦

蟇

嶺

西

分

二

支

短

者

終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山
脈

三
十
八

於

主

山

鎮

南

境

土

堡

山

長

者

西

迤

入

靜

縣

境

其

長

度

約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一

百

丈

五

曰

四

屏

山

為

小

隴

山

西

之

分

支

起

於

鄧

家

崖

終

於

主

林

寺

奇

峯

秀

嶺

佳

木

異

草

皆

此

山

脈

所

發

育

其

長

度

約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七

百

二

十

餘

丈

小

隴

山

西

南

之

三

小

支

脈

皆

在

蔴

菴

鎮

境

内

一

曰

趙

家

山

起

於

大

灣

裏

迤

向

西

南

終

於

廟

兒

灘

其

長

度

約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丈

二

曰

大

靚

山

為

石

廟

山

南

之

分

支

起

於

石

廟

子

梁

迤

於

東

南

終

於

隴

縣

固

闗

黑

溝

門

其

長

度

約

四

十

餘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一

千

二

百

六

十

丈

三

曰

蒲

塘

山

為

蓮

花

台

南

之

分

支

起

於

碾

盤

嶺

迤

向

東

南

終

於

三

角

城

其

長

度

約

二

十

五

里

其

極

峯

高

度

約

八

百

餘

丈

考
域

城

内

山

脈

之

成

因

由

火

成

石

之

溶

溜

質

冷

縐

而

成

者

十

之

四

由

水

成

石

之

砂

土

質

澱

壓

而

成

者

十

之

三

由

砂

礫

灰

石

黄

土

腐

植

土

堆

積

而

成

者

十

之

三

堆

積

之

山

每

因

水

蝕

而

變

形

森

林

華

亭

地

多

山

谷

最

宜

種

樹

居

民

不

為

逺

計

懶

於

栽

植

皆

取

小

隴

山

天

然

林

之

木

材

售

用

今

則

斫

伐

將

盡

四

區

之

中

欲

求

一

人

造

林

則

無

之

歴

年

長

官

雖

提

倡

栽

植

卒

因

保

䕶

不

嚴

新

株

入

冬

非

遭

庸

衆

拔

折

即

被

牲

畜

咬

傷

鮮

有

存

活

而

無

成

效

人

民

遂

從

此

視

種

樹

為

具

文

矣

水

道
附

湫

泉

景

物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水
道

三
十
九

華

亭

之

水

統

名

汭

水

發

源

地

皆

在

小

隴

山

其

正

派

向

東

流

者

五

其

支

派

向

南

流

者

三

向

西

流

者

四

向

北

流

者

一

其

向

東

流

者

為

正

派

一

曰

柴

坻

川

水

在

縣

治

極

北

二

曰

九

龍

川

水

三

曰

仙

姑

川

水

在

縣

城

南

北

四

曰

武

村

川

水

在

雙

鳳

山

脈

之

南

五

曰

逺

門

川

水

在

三

鄉

山

脈

之

南

其

向

南

流

者

為

支

派

一

曰

上

闗

之

秀

水

二

曰

三

角

川

水

三

曰

燕

麥

河

水

其

向

西

流

者

亦

為

支

派

一

曰

店

子

峽

水

二

曰

雲

崖

河

水

三

曰

黑

崖

河

水

四

曰

畧

陽

川

水

其

向

北

流

者

亦

為

支

派

曰

二

龍

王

河

柴

坻

川

水

源

分

四

支

一

支

發

源

於

安

良

鎮

西

之

小

隴

山

流

入

石

嘴

川

一

支

發

源

於

鎮

西

之

瓦

窰

溝

端

溝

韓

店

溝

此

三

溝

之

水

會

於

希

賢

村

由

街

西

北

下

流

一

支

發

源

於

車

溝

水

磨

溝

會

於

散

庄

子

流

向

東

南

峽

口

與

上

二

支

會

一

支

發

源

山

寨

中

嘴

溝

向

東

北

流

出

野

狐

峽

經

楊

家

大

庄

東

流

與

上

三

支

流

及

新

店

鎮

北

溝

南

流

之

水

會

於

三

岔

河

東

流

出

石

峯

峽

至

柴

底

鎮

有

大

小

南

峪

之

水

由

南

北

流

二

十

餘

里

至

蛟

龍

寺

前

與

南

八

王

溝

蟒

丈

溝

之

水

會

向

東

北

流

入

柴

坻

河

又

東

流

數

里

有

北

易

家

溝

沈

家

溝

之

水

亦

南

流

來

會

其

水

始

大

再

東

流

出

柴

坻

坡

峽

即

易

名

為

韓

家

河

再

東

流

至

石

堡

山

下

與

縣

城

南

北

汭

之

合

流

相

會

再

東

流

即

為

洗

底

河

會

北

土

谷

峪

之

水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水
道

四
十

至

牛

心

山

西

南

流

東

折

入

五

龍

山

峽

其

流

長

度

約

九

十

餘

里

九

龍

川

水

源

分

四

支

一

支

發

源

於

孟

家

台

一

支

發

源

於

安

子

裏

二

水

東

流

會

於

馬

峽

鎮

西

街

口

一

支

為

景

兒

坪

水

發

源

於

冠

盖

山

之

黑

爺

溝

東

流

二

十

餘

里

至

馬

峽

街

陽

與

上

二

水

會

一

支

為

養

馬

灘

水

發

源

於

小

隴

山

東

之

車

厰

溝

東

流

北

折

至

馬

峽

東

街

口

與

上

東

流

諸

水

會

再

東

流

出

馬

嘴

峽

北

白

草

峪

南

張

天

河

之

水

亦

東

流

來

會

而

洋

洋

洒

洒

經

九

龍

川

繞

縣

城

北

山

之

陽

折

向

東

南

流

至

雨

山

之

下

即

與

縣

南

汭

相

會

其

流

長

約

六

十

里

仙

姑

川

水

源

分

三

支

一

支

發

源

於

石

甕

峽

西

窩

溝

一

支

發

源

於

寺

溝

均

東

流

會

於

紅

崖

河

一

支

發

源

於

西

華

觀

繞

仙

姑

山

北

而

東

流

與

紅

崖

河

之

水

會

又

東

流

北

有

齊

溝

之

水

南

有

湫

龍

山

溝

良

石

溝

隴

州

溝

水

俱

以

次

來

會

滔

滔

汨

汨

繞

縣

城

南

山

之

陰

直

向

東

流

至

儀

山

之

下

則

與

九

龍

川

水

會

而

為

一

定

名

曰

汭

流

入

雨

儀

峽

東

至

石

堡

山

下

則

與

柴

底

川

水

會

而

為

一

其

流

長

約

六

十

餘

里

武

村

川

水

源

分

四

支

一

支

發

源

於

西

杏

樹

嘴

溝

一

支

發

源

於

西

陽

闗

溝

一

支

發

源

於

西

木

賊

溝

一

支

發

源

於

西

南

磨

坪

川

皆

流

至

什

字

路

會

而

為

一

經

蕭

家

峽

渟

為

多

數

之

碧

潭

過

青

林

觀

東

流

北

折

南

轉

繞

出

太

極

原

又

東

經

吳

家

堡

武

村

堡

繞

蒲

家

庄

八

里

廟

駱

駝

項

南

有

小

王

家

溝

之

水

北

有

馬

蘭

渠

之

水

次

第

來

會

至

見

子

崖

向

東

北

折

流

繞

紅

山

鎮

西

楊

家

溝

之

水

又

東

流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水
道

四
十
一

來

會

經

安

口

峴

陽

流

至

牛

心

山

下

即

與

峴

陰

之

洸

底

河

滙

而

為

一

東

流

入

五

龍

山

峽

銀

浪

噴

激

湍

流

五

里

經

過

臨

汭

堡

即

為

崇

信

川

水

至

涇

川

縣

王

母

山

東

而

入

涇

其

流

長

約

二

百

餘

里

遠

門

川

水

源

分

二

支

一

支

發

源

於

陳

家

河

一

支

發

源

於

劉

家

溝

流

至

王

家

山

下

即

會

而

為

一

東

流

五

六

里

南

有

曹

子

溝

之

水

北

流

來

會

又

東

流

五

六

里

北

有

三

岔

河

之

水

南

流

來

會

再

東

流

至

下

闗

街

南

西

南

有

土

窰

川

水

石

窰

川

水

向

家

河

水

東

流

來

會

即

易

名

為

盤

口

河

再

東

流

南

會

九

峪

泥

峪

之

水

北

會

深

峪

對

峪

龍

峪

之

水

繞

良

原

横

渠

靈

台

易

名

為

澾

溪

水

至

宜

祿

而

入

涇

其

流

長

約

二

百

七

十

餘

里

向

南

流

之

秀

水

源

分

二

支

一

支

發

源

於

水

碾

峽

一

支

發

源

於

王

家

溝

均

南

流

會

於

小

川

子

由

上

闗

街

西

南

流

入

香

積

川

經

龍

門

洞

峽

而

出

岔

口

子

與

固

闗

河

之

水

會

其

流

長

約

四

十

餘

里

向

南

流

之

麻

菴

峽

水

發

源

於

碾

盤

子

溝

向

西

南

流

出

折

而

轉

南

為

三

角

川

水

其

流

長

約

三

十

餘

里

向

南

流

之

燕

麥

河

水

發

源

於

蓮

花

台

峽

大

洞

溝

小

洞

溝

長

溝

西

流

南

折

與

大

窩

舖

之

水

會

而

為

一

經

蒲

塘

山

大

靚

山

間

南

流

三

十

里

與

三

角

川

水

會

下

流

會

牛

圈

溝

石

城

溝

黑

溝

之

水

而

為

唐

家

河

再

南

流

會

紅

椿

木

溝

之

水

而

為

固

闗

河

其

流

長

約

七

十

餘

里

向

西

流

之

店

子

峽

水

發

源

於

鄧

家

崖

溝

西

流

二

十

里

到

主

林

寺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水
道

湫
泉

四
十
二

北

而

與

寺

南

之

水

會

雲

崖

河

水

發

源

於

沙

坡

子

向

西

北

流

十

餘

里

與

高

窰

溝

之

水

會

流

至

主

林

寺

南

與

店

子

峽

之

水

會

西

流

三

四

里

而

入

靜

縣

界

之

沸

溝

門

黑

崖

河

水

發

源

於

山

陜

林

西

流

二

十

里

經

照

兩

川

而

入

靜

縣

界

之

張

棉

驛

略

陽

川

水

發

源

於

松

樹

嶺

南

向

西

流

二

十

餘

里

繞

清

水

秦

安

縣

界

北

流

入

靜

縣

境

與

隴

水

相

合

二

龍

王

河

水

發

源

於

笄

頭

山

下

北

流

至

化

平

縣

南

名

白

岩

河

東

折

流

出

炭

家

峽

崆

峝

峽

而

為

涇

域
城

内

諸

水

向

東

南

流

者

河

身

皆

西

高

東

低

北

高

南

低

向

西

流

者

河

身

皆

東

高

西

低

向

北

流

者

河

身

皆

南

高

北

低

一

發

暴

雨

則

洪

濤

泛

漲

水

高

丈

餘

湍

流

峻

急

淹

刷

岸

田

雨

後

數

時

則

涸

可

立

待

亦

地

勢

使

然

也

以

上

諸

河

水

勢

以

柴

底

川

水

為

最

大

九

龍

川

水

次

之

仙

姑

川

水

武

村

川

水

逺

門

川

水

又

次

之

總

之

水

勢

之

大

小

皆

以

發

源

之

逺

近

所

會

支

流

之

多

寡

為

判

斷

湫

泉

朝

那

湫

黑

龍

湫

二

龍

湫

海

龍

湫

觀

音

湫

皆

華

亭

著

名

之

靈

湫

朝

那

湫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湫

頭

山

中

廣

五

十

三

畝

六

分

成

簸

箕

形

幽

深

莫

測

無

出

水

口

顔

師

古

曰

朝

那

湫

水

澄

清

不

塵

穢

喧

潮

則

興

雲

雨

秦

惠

文

王

投

詛

楚

文

於

湫

即

此

崆

峝

志

原

州

志

固

原

東

西

二

海

子

與

崇

信

縣

志

西

北

二

里

湫

峪

之

湫

皆

名

朝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湫
泉

附
景
物

四
十
三

那

湫

蓋

以

其

地

漢

均

屬

朝

那

而

言

也

黑

龍

湫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湫

頭

山

之

北

湫

廣

五

畝

水

色

青

碧

古

時

岩

阿

多

松

士

人

有

黑

湫

烟

樹

之

稱

二

龍

湫

在

西

北

新

店

鎮

殿

川

溝

其

湫

有

三

成

品

字

形

下

一

湫

大

周

約

三

丈

上

二

湫

小

周

約

丈

餘

海

龍

湫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海

龍

洞

三

湫

相

連

水

深

色

清

中

通

一

橋

非

燈

難

入

觀

音

湫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觀

音

寺

前

寛

廣

方

丈

旱

潦

均

不

減

洩

每

遇

旱

災

居

民

祈

禱

數

湫

輙

著

靈

異

此

外

湧

水

為

泉

經

冬

不

冰

含

有

金

石

質

其

味

甘

冽

足

資

飲

料

者

隨

地

皆

有

總

計

不

下

數

百

泓

云

附

景

物

唐

塔

壁

立

塔

在

西

門

外

唐

開

元

時

尉

遲

敬

德

監

修

高

七

級

清

光

緒

三

十

三

年

南

半

壁

崩

塌

今

惟

北

半

壁

屹

立

每

年

春

分

有

馬

鷰

來

巢

其

上

旋

鳴

不

已

秋

分

後

乃

去

華

尖

曠

觀

華

尖

山

在

縣

城

西

北

為

皇

甫

山

終

峯

登

臨

其

上

南

北

兩

川

村

落

馬

峽

仙

姑

風

景

龍

鳳

雨

儀

山

峽

皆

在

目

中

令

人

胸

襟

豁

然

紅

窟

燕

語

紅

山

古

窨

上

聳

孤

峯

下

臨

汭

水

怪

石

参

差

細

草

茵

褥

可

倚

可

坐

窨

中

小

燕

唧

唧

飛

鳴

引

隨

往

還

自

晨

至

晚

絡

繹

不

絶

人

游

其

地

耳

目

俱

快

碧

潭

魚

躍

縣

城

之

外

南

北

汭

水

流

近

東

峽

合

為

深

潭

碧

波

廻

旋

青

崖

聳

翠

春

㬉

魚

躍

游

賞

其

地

頗

饒

興

趣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附
景
物

四
十
四

牛

心

鎻

汭

窰

頭

鎮

東

峽

有

牛

心

山

巍

然

秀

起

樹

木

葱

蘢

壅

塞

汭

流

不

見

出

口

令

人

遥

觀

頓

增

疑

慮

馬

嘴

吐

波

馬

峽

鎮

東

十

里

有

馬

峽

口

如

馬

嘴

開

張

上

顎

宛

然

峽

中

亂

石

狼

藉

北

汭

奔

騰

衡

出

有

吞

吐

波

濤

之

狀

亦

奇

觀

也

銀

魚

戲

水

車

厰

溝

水

流

出

養

馬

灘

與

馬

峽

川

北

汭

相

會

處

生

一

大

白

石

長

二

丈

許

寛

七

八

尺

形

肖

銀

魚

頭

尾

胸

鰭

一

切

俱

備

紅

綠

脉

紋

牽

布

徧

體

仔

細

觀

之

真

有

迎

水

浮

游

之

勢

石

龍

渡

江

窰

頭

鎮

牛

心

山

下

有

石

棱

如

龍

前

隆

起

者

似

頭

後

凹

伏

者

若

頸

兩

旁

怪

石

羅

列

者

類

足

汭

水

西

來

繞

龍

腹

龍

頭

南

折

而

東

流

自

逺

望

之

直

俱

蜿

蜒

過

江

之

勢

伏

牛

望

月

馬

嘴

峽

西

數

里

有

一

大

連

山

石

突

河

水

邊

其

形

儼

似

伏

牛

頭

嘴

耳

角

俱

全

回

頭

眺

望

之

山

隆

起

一

大

圓

峯

渾

如

月

形

景

亦

頗

佳

飛

龍

攫

珠

主

山

鎮

雲

崖

寺

有

石

聳

起

如

珠

對

面

一

山

如

天

龍

飛

來

伸

兩

爪

攫

取

寺

珠

其

形

森

動

活

潑

令

人

望

而

生

畏

睡

佛

展

足

三

區

尚

武

村

北

山

在

南

卧

牛

山

望

之

形

成

睡

佛

右

足

盤

屈

左

足

伸

展

右

手

捻

珠

左

手

曲

枕

腹

臍

袒

如

畢

肖

乃

爾

太

公

釣

魚

二

區

東

峽

南

岳

園

山

形

成

一

大

鯉

魚

頭

西

尾

東

活

潑

如

生

河

北

之

礮

台

嶺

似

太

公

危

坐

嶺

前

右

邊

有

小

石

峯

聳

起

峯

頂

生

古

楊

一

株

恰

肖

釣

竿

峯

下

怪

石

猙

直

似

狼

藉

之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附
景
物

四
十
五

釣

餌

嶺

左

之

尚

家

原

無

異

仰

置

之

大

魚

籃

嶺

右

之

土

窰

山

無

異

覆

放

一

大

斗

笠

逺

而

望

之

景

亦

奇

絶

蒲

塘

七

塘

在

麻

庵

鎮

蒲

塘

山

下

其

形

橢

圓

如

卵

大

約

七

蒲

叢

生

四

周

正

中

水

深

二

色

現

藍

綠

不

洩

不

減

無

異

山

中

大

湖

泊

東

南

北

三

面

山

農

居

七

夕

中

秋

塘

波

映

月

水

天

一

色

清

趣

宜

人

桃

峯

三

叠

峯

在

窰

頭

鎮

東

峽

牛

心

山

後

突

然

聳

起

相

叠

為

三

疎

林

圍

繞

巍

然

蔚

然

洵

稱

奇

觀

高

山

霧

帶

紅

山

鎮

春

夏

秋

三

時

清

晨

多

霧

飯

後

即

散

惟

高

山

周

圍

留

霧

一

道

寛

不

盈

丈

形

宛

如

帶

繞

山

腰

至

午

始

散

亦

具

奇

觀

清

泉

柳

陰

紅

山

河

南

有

泉

泉

周

三

丈

有

奇

泉

水

汪

洋

浩

瀚

泉

上

大

栁

二

株

狀

皆

五

六

圍

抱

中

桿

凹

凸

螺

旋

底

根

盤

紆

虬

纒

枝

葉

陰

數

見

者

靡

不

驚

異

隴

澗

瀑

布

縣

城

之

南

有

隴

澗

澗

水

由

南

流

北

中

經

一

大

石

坎

高

約

丈

餘

滴

成

瀑

布

水

力

冲

坎

下

砂

澗

為

潭

其

聲

鼕

鼕

如

彈

琹

然

頗

有

清

音

風

洞

寒

凝

山

寨

鎮

西

南

有

風

洞

山

其

山

有

洞

由

地

直

上

口

大

如

釜

深

不

可

測

時

吹

寒

風

人

不

敢

近

洞

周

數

丈

被

受

陰

冷

草

木

不

生

易

地

風

升

之

卦

理

信

不

誣

也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附
景
物

四
十
六

徵

驗

水

北

汭

在

馬

嘴

峽

以

上

有

課

晴

問

雨

之

奇

土

人

聞

水

聲

向

上

鳴

行

者

知

必

天

晴

聞

水

聲

向

下

鳴

行

者

知

必

天

雨

靈

應

不

爽

劍

光

峽

馬

峽

鎮

東

北

劉

家

峽

有

古

劍

一

口

常

夜

出

發

光

飛

舞

空

際

劍

長

丈

餘

靶

鞘

宛

然

劍

光

出

時

人

爭

觀

之

非

南

落

萬

子

山

半

腰

即

北

落

靈

湫

寺

水

泉

此

光

若

出

必

有

兵

事

陰

陽

崖

在

紅

山

鎮

南

三

里

許

東

為

陰

崖

西

為

陽

崖

陰

崖

低

而

陽

崖

高

陰

崖

生

陰

器

陽

崖

生

陽

噐

兩

兩

相

對

中

隔

汭

水

獨

具

奇

觀

鞦

韆

架

在

主

山

鎮

中

台

寺

西

其

峯

如

架

無

異

鞦

韆

之

二

柱

其

險

也

如

彼

其

竒

也

如

此

駱

駝

項

紅

山

鎮

見

子

河

南

有

山

形

似

駱

駝

舒

項

伸

頭

飲

水

河

畔

因

以

為

名

蝦

蟇

嶺

在

縣

西

小

隴

山

巔

遊

蓮

花

台

即

過

其

處

嶺

頭

大

石

嶙

峋

起

者

伏

者

皆

類

蝦

蟇

其

頭

向

南

其

臀

向

北

道

士

謂

食

於

南

方

洩

於

北

方

或

亦

想

當

然

語

未

必

果

有

其

事

也

天

生

碑

馬

嘴

峽

上

大

路

之

南

有

山

崖

一

座

長

數

百

丈

高

數

十

丈

正

中

有

天

生

石

碑

一

座

高

三

四

丈

寛

丈

餘

厚

四

五

尺

正

面

看

之

似

碑

左

右

觀

之

如

塔

左

側

一

石

蹲

坐

如

虎

右

側

一

石

抱

桃

如

猴

碑

下

石

磳

節

節

有

洞

酷

肖

碑

坐

石

坐

之

上

石

茶

細

草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附
景
物

四
十
七

生

焉

如

此

美

景

無

鐫

字

以

事

㸃

綴

者

未

免

可

惜

預

兆

石

馬

峽

鎮

北

街

東

口

有

一

大

白

石

突

然

卓

立

高

約

丈

餘

周

五

六

圍

大

其

上

紅

絲

宻

布

絲

色

鮮

潤

穀

畜

豐

旺

絲

色

隱

暗

地

方

災

祲

否

泰

之

理

此

石

知

之

冥

頑

殆

亦

有

靈

歟

佛

爺

崖

紅

山

鎮

見

子

河

西

北

山

窪

間

有

一

大

方

形

崖

窟

明

時

土

人

於

崖

窟

間

塑

繪

佛

像

今

佛

像

雖

毁

淪

為

鴿

居

其

高

古

之

狀

亦

足

供

人

游

賞

仙

人

頭

主

山

鎮

中

台

寺

有

石

峯

聳

起

儼

如

仙

人

其

峯

頂

如

頭

星

冠

羽

衣

自

逺

望

之

頗

具

飄

然

而

來

之

勢

景

甚

奇

特

野

狐

峽

峽

在

山

寨

鎮

東

峽

之

南

壁

峭

拔

五

十

丈

崖

壁

間

有

古

洞

十

餘

大

者

深

四

五

丈

寛

一

二

丈

小

者

深

二

三

丈

寛

七

八

尺

每

遇

匪

亂

人

多

避

難

於

此

因

名

之

曰

安

生

洞

洞

之

上

下

且

有

籐

蘿

樹

木

之

圍

繞

山

花

野

草

之

㸃

綴

奇

石

奔

流

之

壯

觀

不

意

幽

峡

峭

壁

間

乃

有

如

是

佳

境

相

傳

石

洞

昔

有

狐

仙

居

之

曾

以

丹

渡

人

而

去

未

知

確

否

金

牛

池

為

主

山

鎮

中

台

寺

一

大

竒

景

其

池

廣

約

數

畝

峯

間

滴

水

注

之

相

傳

池

有

金

牛

不

時

出

没

於

碧

波

蕩

樣

之

中

見

者

莫

不

驚

異

池

亦

因

之

得

名

天

根

崖

紅

山

鎮

東

峽

二

郎

廟

西

南

有

崖

峩

然

高

起

似

魚

口

開

張

崖

之

左

右

有

峽

林

木

蔚

然

崖

之

底

根

有

台

砌

有

石

欄

清

嘉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附
景
物

四
十
八

慶

道

光

同

治

間

民

避

亂

養

畜

石

欄

眷

居

崖

上

石

欄

之

下

汭

水

瀠

繞

涉

汭

盤

桓

而

上

彷

彿

若

在

半

天

余

募

工

鐫

字

名

之

曰

天

根

崖

筆

架

山

起

㸃

在

山

寨

鎮

殿

溝

其

來

無

根

長

約

三

四

里

中

峯

高

尖

左

右

峯

低

圓

形

如

筆

架

峯

間

大

樹

擬

作

擱

筆

情

景

宛

然

朝

陽

洞

在

上

闗

桃

花

山

清

嘉

慶

士

楊

永

祥

郭

文

憲

趙

仲

仁

等

所

鑿

仲

春

山

桃

爛

熳

崖

壁

綠

鳥

紅

雀

飛

鳴

其

間

居

是

洞

者

人

擬

羲

皇

上

人

下

瞰

市

屋

宇

可

數

行

踪

瞭

然

游

之

足

快

心

意

太

極

原

在

三

區

珍

林

村

後

河

武

村

川

水

由

青

林

觀

東

流

范

家

嶺

從

西

南

迤

至

後

河

之

西

吊

一

小

原

折

而

北

突

西

望

阻

塞

川

水

南

流

北

折

南

東

出

演

成

陰

陽

太

極

圖

形

古

云

河

出

圖

洛

出

書

靜

觀

此

地

亦

是

歟

素

心

亭

在

城

南

葯

王

洞

小

西

峯

民

國

十

七

年

秋

縣

長

閩

侯

葉

超

建

其

匾

上

跋

文

曰

余

忝

握

華

篆

一

載

於

兹

每

值

公

餘

恒

偕

父

老

兄

弟

登

臨

把

話

互

見

素

心

近

以

庸

愚

乞

罷

分

袂

有

日

再

見

何

時

爰

作

此

亭

聊

誌

不

忘

云

爾

今

游

葯

王

洞

者

登

至

小

西

峯

必

憇

此

亭

下

作

舒

氣

觀

尤

令

人

想

見

葉

公

㸃

綴

風

景

之

素

心

而

傷

隋

時

之

華

亭

久

不

見

於

華

尖

山

下

得

此

亭

以

代

之

華

亭

之

名

亦

庶

幾

不

虛

名

矣

風

景

云

乎

哉

月

窟

崖

紅

山

鎮

東

峽

岳

園

之

東

北

有

高

七

八

十

丈

寛

百

餘

丈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附
景
物

地
質

四
十
九

之

懸

崖

下

臨

汭

水

上

接

雲

表

崖

腰

由

西

彎

繞

向

東

北

西

建

石

門

中

闢

石

窩

東

障

石

稜

民

遇

世

亂

避

匪

其

間

余

以

山

崖

背

乾

向

巽

定

名

為

月

窟

崖

鐫

字

壁

上

以

增

風

景

或

亦

世

君

子

所

深

許

也

地

質

禹

貢

雍

州

之

域

厥

土

黄

壤

是

殆

就

洪

積

世

之

新

成

土

而

言

華

亭

此

項

新

成

之

土

其

中

多

雜

植

物

之

腐

質

故

上

層

色

略

帶

黑

且

間

有

砂

礫

下

層

則

色

黄

再

下

層

則

色

赤

或

碧

或

灰

黄

土

堆

積

之

處

有

厚

至

十

餘

丈

者

其

為

水

成

岩

之

長

石

所

風

化

或

水

蝕

所

沉

澱

蓋

可

知

矣

據

地

質

學

而

考

華

亭

之

岩

石

小

隴

山

之

下

層

純

係

火

成

石

之

溜

溶

岩

蛇

紋

岩

花

崗

岩

片

麻

岩

所

縐

成

是

皆

太

古

時

代

初

成

之

地

盤

所

隆

起

者

至

水

成

石

之

黏

板

岩

砂

岩

礫

岩

間

層

岩

或

為

中

古

時

代

及

近

古

時

代

洪

水

以

後

堆

積

沉

澱

地

震

埋

壓

而

成

者

故

其

中

多

含

有

動

植

物

之

化

石

及

煤

礦

又

考

華

亭

諸

山

脈

之

水

成

岩

中

多

發

現

洪

積

世

前

之

赤

土

堊

土

又

有

紅

土

可

以

代

丹

白

土

可

以

代

粉

皆

出

二

區

高

山

之

西

堊

土

所

在

皆

有

可

用

以

覆

屋

止

水

至

風

台

山

西

之

陶

土

則

可

作

製

瓷

之

主

料

即

黑

黝

白

黝

紅

黝

白

礆

等

亦

不

過

陶

土

之

耳

黄

土

雜

以

新

成

之

腐

植

土

收

水

耐

旱

可

為

耕

稼

之

上

土

砂

土

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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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地
質

氣
候

五
十

土

泄

水

畏

旱

為

可

耕

稼

之

下

土

赤

土

雜

以

新

成

之

腐

植

土

多

帶

黏

性

為

可

耕

稼

之

中

土

要

之

砂

礫

赤

三

土

所

含

養

料

均

甚

少

不

及

雜

腐

植

質

之

黄

土

富

有

農

作

物

之

生

長

力

也

氣

候
附

風

雨

華

亭

氣

候

寒

暖

因

地

勢

之

高

低

多

有

不

同

盛

夏

東

南

低

地

温

度

最

高

置

攝

氏

寒

暑

表

於

空

氣

中

足

有

九

十

度

之

量

西

北

西

南

因

地

勢

極

高

又

有

山

風

谷

風

之

調

劑

盛

夏

温

度

在

攝

氏

寒

暑

表

不

過

七

十

度

至

八

十

度

隆

冬

則

因

四

維

多

高

山

之

故

徃

徃

山

風

谷

風

受

氣

壓

貫

注

各

川

每

年

冬

至

以

後

寒

暑

表

則

降

至

零

度

河

冰

堅

結

矣

考

夏

季

麥

熟

之

期

東

南

各

鎮

通

常

在

植

樹

節

後

九

十

日

上

下

西

北

各

鎮

通

常

在

植

樹

節

後

百

日

以

上

故

同

是

一

縣

因

地

勢

之

高

低

麥

熟

期

相

差

約

略

半

月

以

全

年

寒

暑

平

均

論

之

則

多

嚴

寒

而

少

酷

暑

又

因

氣

候

之

變

化

徃

徃

夏

四

五

月

小

隴

山

間

有

落

雪

之

處

民

國

九

年

地

震

之

後

西

北

西

南

與

東

南

温

度

比

較

夏

季

差

不

過

十

日

麥

熟

期

亦

早

數

日

或

云

地

位

似

稍

南

移

未

知

確

否

風

雨

華

亭

春

夏

多

東

南

風

秋

冬

多

西

北

風

每

年

三

四

月

多

旱

而

少

雨

入

秋

則

霪

雨

甚

多

此

為

常

候

大

旱

則

反

是

至

暴

風

雹

雨

霖

雨

歴

年

遇

空

氣

變

化

亦

間

有

之

均

詳

述

災

異

志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氣
候

物
産

五
十
一

中

兹

故

從

畧

物

産
附
礦
物
植
物
動
物

化
石
工
藝
物
五
類

明

趙

浚

谷

志

華

謂

貧

民

於

農

事

之

暇

多

獵

獸

皮

或

採

漆

木

蜜

蠟

以

博

衣

食

可

知

上

數

物

為

明

時

産

物

之

大

宗

今

則

西

山

之

民

多

墾

峽

荒

栽

大

黄

歸

芎

等

藥

每

年

陜

客

來

販

總

計

所

售

不

下

五

千

擔

紅

山

硯

峽

二

鎮

之

煤

除

供

本

地

燒

用

外

平

隴

涇

崇

皆

販

運

之

每

年

所

入

亦

甚

巨

而

農

作

物

之

大

宗

則

蔴

為

第

一

每

年

出

境

不

下

一

萬

擔

窰

頭

鎮

所

燒

之

土

瓷

自

秦

虞

閼

父

為

周

陶

正

創

始

製

造

迄

今

陜

甘

販

運

亦

夥

民

國

八

年

鎮

紳

汪

振

懋

用

河

南

瓷

工

陳

群

陽

購

買

天

津

藍

料

創

製

半

細

瓷

銷

售

亦

頗

發

達

至

動

植

物

舊

志

記

載

多

畧

而

不

詳

且

有

其

名

而

不

知

為

何

物

者

正

指

不

甚

屈

新

志

凡

本

地

所

無

者

概

行

刪

去

所

有

者

分

類

採

入

並

詳

加

下

俾

閲

者

知

其

名

稱

並

知

其

作

用

以

為

格

物

致

知

之

助

焉

礦

物

金

屬

物

類

金
硯

峽

鎮

有

金

沙

然

不

甚

多

銀
海
龍
山
有
銀

礦
明
時
採
之

銅
三
角
城
有

唐
時
採
之

鐵
三
角
城
有
唐
時
採
之
今
窰

鎮
青
龍
山
峡
有
尚
無
人
採

酸

化

物

石

英

砂
顆

粒

極

小

各

處

皆

有

白

土
産
窰
鎮
廟
溝
能
粉
壁

去
衣
油
作
沙
瓷
黝

紅

土
窰
鎮
高
山
産
者
佳
可

朱
寺
觀

椽
他
處
亦
有

陶
土
産
髙
樓
坡
有
鵝
黄
鴿
子
青
少
紅
極
白
青
土
五
種
其
中
以
鵝
黄
鴿

子
青
最
佳
青
土
最
次
初
出
如
石
遇
風
水
即
酸
化
為
泥

黑
黝
産

安

口

峴

峡

初

出

如

石

色

黄

撻

碎

碾

之

如

泥

浸
濾
細
汁
敷
瓷
面
燒
之
近
火
者
即
成
有
光
之
黑
色

逺
火
者
即
成
麻
色
再
逺
竟
成
黄
色
矣

白

黝
産
長
溝
初
出
如
石
色
紅
白
上
多
苔
蘚
之
花
紋

實
下
等
植
物
化
石
之
一
種
同
上
製
敷
瓷
面
燒
之

即

成

有

光

之

青

白

色

紅

黝
初
出
色
赤
一
名
軟
黝
敷
瓷
面
入

火
燒
之
則
成
有
光
之
紅
色
瓷

黄

黝
俗
名
料
殭
石
碾
細
敷
瓷
面
燒
之
則
成
黄

色
和
寒
水
石
則
起
裂
紋

礆
産
髙
樓
坡
廟
溝
亦
有
之
色
白
無
光
敷

瓷
面
蓋
以
白
黝
燒
之
則
色
純
白

砂
土
産

髙

山

色

青

性

散

燒

之

純

白

瓷

窰

用

以

襯

粘

琉
璃
黝
分
紅

黄
綠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物
産

五
十
二

三
種
均
以
寒
水
石
未
為
主
成
分
寒
水
石
和
鉛
及
少
許
銅
敷
瓷
面
燒
之
則
色
綠
寒
水
石
和
鉛
及
銅
一
半
燒

之
則
色
紅
寒
水
石
和
鉛
及
極
少
銅
燒
之
則
色
黄
然
鉛
銅
作
黝
均
湏
入
鍋
炒
過
再
和
寒
水
石
未
其
三
種
顔
色
之
變

態
皆
以
黝
料
搆
和

之
輕
重
為
標
凖

硅

酸

鹽

長

石
為
水
成
岩
長
方
形
之
一
種

酸
化
則
變
為
泥
土

浮

石
面
多
孔
而
質
輕

小
隴
山
中
有
之

礪

石
隨
處
有
之

可
以
利
刄

寒

水

石

各
處
河
中
有
之
性
凉
可
治

臟

及
作
琉
璃
瓷
黝
料

香

灰

石
縣
北
河
龎
家
磨
産
之
形
如
香
灰
之
股
紐
成
色
灰
蓮
花

台
有
白
色
者
一
種
質
較
堅
均
可
作
書
桌
供
玩

酸

化

鹽

方

解

石
亦
水
成
岩
較
硬
之
一
種
酸

化
可
以
為
土
隨
處
有
之

硝

石
俗
名
硝
土
隨
處
有

之
可
製
火
硝

鏀

化

物

灰

石
隨
處
有
之

可
燒
石
灰

綠

泥

石
色
綠
河
川
皆
有

無
甚
用
處

殭

石
亦
灰
石
之
一
種

可
作
土
瓷
黄
黝

硫

化

物

燐

火

石
土
産
惟
白

色
一
種

有

機

物

黑

炭
産
窰
鎮
硯
峡
鎮
戚
樹
灣
等
處
者
最
佳

火
力
極
强
而
烟
則
最
少
可
開
鐵
圍
爐

明

炭
産
窰
鎮
硯
峽
鎮
柴
坻
鎮
火
力

强
而
多
烟
厨
灶
瓷
窰
用
之

泥

炭
俗
名
乾
泥
窰
鎮
産
之

和
以
陶
砂
可
製
砂
瓷

煤

渣
明
煤
渣
可
和
煤
磚
製
砂
瓷

黑
煤
渣
可
煨
坑
和
磚
亦
宜

華

亭

煤

炭

開

採

創

始

年

代

及

其

人

姓

名

雖

無

碑

記

可

考

據

耆

老

相

傳

二

千

年

前

已

由

一

區

硯

峽

鎮

前

山

穿

四

洞

由

南

向

北

平

行

開

採

深

入

十

餘

里

以

達

後

山

繼

知

後

山

之

煤

優

於

前

山

乃

陸

續

向

後

山

開

採

前

山

亦

未

之

或

廢

徃

徃

有

穿

入

古

代

原

洞

者

至

今

前

後

山

尚

暢

旺

未

竭

如

大

小

豹

子

溝

漆

樹

灣

等

處

是

也

後

經

歴

朝

變

亂

採

歇

頻

繼

至

明

嘉

靖

間

趙

浚

谷

實

近

代

之

創

始

開

採

人

至

二

區

紅

山

鎮

之

煤

炭

初

由

麻

脊

溝

開

起

漸

移

開

於

興

隆

寺

前

河

灘

現

分

為

裏

山

前

山

二

處

裏

山

開

採

最

早

即

高

山

黄

蒿

渠

陰

窪

溝

石

溝

渠

麻

脊

溝

陽

窪

台

子

等

處

是

也

前

山

為

民

國

六

年

楊

萬

明

張

仲

元

創

始

開

採

即

窨

子

窪

藺

家

溝

棗

刺

窪

馮

家

溝

等

處

是

也

柴

坻

鎮

之

煤

炭

則

為

民

國

十

八

年

孟

九

成

提

倡

所

開

採

姑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物
産

五
十
三

志

之

以

備

考

植

物

木

材

松
有

馬

松

油

松

五

鬚

松

三

種

柏
有
扁
柏
刺
柏
梭

羅
柏
筆
柏
四
種

杉
柏
屬
葉
扁
質

脆
色
常
綠

樺
理
堅
細
皮
亮

薄
可
製
雨
㡌

椵

形

似

白

楊

質

堅

靭

過

之

皮

可

作

䋲

履

槐
有
康
槐
青
槐
二

種
青
者
佳

楸
葉
大
如
掌
花
筒
狀
色
白
質

堅
細
可
製
棺
及
噐
具

橡
俗
名
青
棡
葉
大
質

堅
重
而
粗
子
可
種

亦
可

食

桑
有

湖

桑

火

桑

二

種

湖

桑

左

文

襄

移

種

今

甚

少

檿
桑
之

野
者

楊
有
火
楊
水
楊
線

楊
三
種

柳
有
紅
栁
線
栁
沙

栁
三
種

棠
俗
名

杜
栗

書

稱

棠

棣

有

赤

白

砂

三

種

果

可

藥

用

枌
白
榆
花
子
如
錢

皮
可
製
香

樞
刺
榆

櫟
音
暦

榆
属

樗
音
話

樞
属

皮
葉
似
椿
汁
可

噐

八
月
割
取
果
可
製
蠟

栒

横

牽

之

木

可

作

弓

柞
櫟
属

有
刺

檉
音
稱

赤
楊

椐
一
名
靈
夀
木
腫

節
可
作
老
人
杖

俗
名
五
棓
子
皮
葉
似
椿
端
午
多
霧
葉
上
結
果
謂

之
蚊
蛤
可
藥
用
亦
可

青
色

店
多
購
之

楰
形

似

山

楸

皮

葉

青

黑

楛
音
户

惡
木

檞
松
属

質
鬆

杻
葉
白
似
杏
而
尖

皮
赤
桿
多
彎
曲

樑
有
紅
白
二
種
質
堅
硬
理
細

花
白
材
可
作
車
軸

棟
皮
色
青
綠

質
直
而
脆

椾
有

刺

果

小

色

紅

七

月

熟

可

食

棶
有
刺
果
小
色
黄
不
可

食
材
可
作
薪

楋
有
刺
皮
葉
青
黑
枝
桿

多
曲
果
小
色
黑
不
可
食

朳
俗
名
玉
楊
質
堅

理
細
可
製
噐
具

楜
樹
高
大

葉
橢
圓

質

堅

細

可

製

噐

具

樳
有
紅
刺
二
種
質
堅
柔

桿
長
直
可
作
武
噐

椿
有
紅
白
二
種
紅
者
俗
名
香
椿
幼
芽
可

食
白
者
俗
名
臭
椿
皮
消
畜
脹

棗
有
石
棗
樹
高
大
如
榴

木
質
堅
硬
可
作
佳
材

竹
小
隴
山
産
最
多

可
編
噐
作
箒

穀
菽

稻
三

月

栽

秧

八

月

收

本

地

有

糯

二

種

窰

頭

鎮

道

士

近

試

種

者

收

量

甚

佳

梁
三
月
望
種
八
月
念
收
近
年
試
種
為
青
紅
色

一
種
收
量
甚
佳
可
以
釀
酒
惜
種
者
太
少

黍
四
月
望
種
八
月
念
收
有
黑
黄
二
種
黑
者
多
黏
性
可
釀
濁
酒

黄
者
可
碾
米
作
飯
又
有
急
性
一
種
六
十
日
可
收
俗
謂
之
䕷
子

稷

三
月
穀
雨
節
種
八
月
念
收
俗
名
穀
子
有

黑
紅
白
三
種
穗
如
狗
尾
結
子
極
多
碾
米

可

作

粥

飯

大

麥
今
年
八
月
望
種
來
年
五
月
念
收
有
青
顆
芒
麥
俄

麥
數
種
磨
粉
製
食
品
甚
多
為
北
民
主
食

小
麥
種
收
時
間
同
上
有
紅
白
二
種
芒
短
少
俗

稱
齊
麥
作
用
同
上
桿
可
製
草
㡌

蕎

麥
五
月
種
九
月
收
有
苦
甜
二
種
苦
者
三
月
種
六
月
收
均

紅
桿
綠
葉
白
花
黑
子
磨
粉
作
食
性
凉

油

麥
三
月
種
六
月
收
磨
粉
作
餅

飯
皆
宜
性
多
油
食
少

燕

麥
三
月

種
六

月
收
殻
厚
子
堅
飼

牲
畜
可
代
料
豆

玉
麥
三
月
望
種
八
月
念
收
一
名
秈
麥

又
曰
包
穀
性
平
作
餅
飯
益
脾

豌

豆
二
月
朔
種
六
月
望
收
有
麻
白
二
種
可

製
澱
粉
掛
粉
條
為
飼
騾
馬
之
佳
料

蠶
豆

三
月
朔
種
五
月
念
收
一
名
佛
豆

又
曰
大
豆
作
用
與
豌
豆
同

扁
豆
種
收
時
間
及
作
用
同
上
一
名

冰
豆
可
煮
食
亦
可
製
粉

小
豆
三
月
種
八
月
收
形
色

似
綠
豆
煮
食
性
凉

黑
豆
三
月
種

八
月
收

形
扁
者
名
懷
豆
形
圓
者
名

滚
豆
為
飼
駱
駝
主
料

黄

豆
三
月
種
八
月
收

可
作
醬
製
豆
腐

豇

豆
三
月
種
五
月
合
莢
嫩
食
種

甚
多
有
刀
豆

菜
豆
之
稱
種
子
有
花
紅
黑
白
諸
色

胡

麻

三
月
種
六
月
收
枝
桿
細
小
花
色

黄
白
皮
可
作
袋
子
可
搾
油

苴
麻
二
月
種
七
月
收
桿
高
皮
厚

子
可
搾
油
皮
可
造
䋲

大

麻
三
月
種
八
月
收
一
名
萆
麻
子

粒
大
可
藥
用
油
和
印
色
不
浸

荏
子

三
月
種
八
月
收
有
黑
白
二
種
子

可
搾
油
味
香
美
質
量
甚
輕

天
粟
三
月
種
八
月
收
有
紅
白
二
種
桿
高

葉
大
子
細
小
如
罌
粟
炒
之
可
作
糖
餅

芝
蔴
三
月
種
八
月
收
前
無
近
有
山
西
人
陳
海

榮
試
種
所
産
雖
佳
惜
種
者
甚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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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

菜

菘
春

種

者

名

春

白

菜

夏

種

者

名

冬

白

菜

蓮

花

白
春
種
秋
熟
長
成
葉
層
包
裹
堅
宻
如
球

有
耐
寒
性
久
置
不
壞
作
蔬
最
佳

蔓

菁

春

夏

皆

可

種

俗

名

青

菜

可

製

鹹

菜

芷

藍
三
月
種
七
月
熟
葉
白
綠
莖

球
形
可
作
蔬
能
久
置

莙

薘
春
種
夏
熟
俗
名

菜
莖
葉

叢
生
不
分
可
作
蔬

蘿
葡
春

種

者

夏

熟

夏

種

者

秋

熟

有

紅

白

黄

綠

四

種

紅

黄

二

色

其

葉

如

蒿

秋

熟

者

可

久

置

芹
春
夏
皆
種
隨
長
隨
食
本
地
産
者
色
帶

紫
不
佳
渠
澗
有
水
芹
一
種
幼
嫩
採
食
亦
美

茄
春種

秋

熟

果

可

嫩

食

菠
春

夏

秋

皆

種

長

成

即

食

辣
春
種
秋
熟
本
地
産
者

惟
菜
辣
一
種

蒜
二
月
栽
六
月
熟
家
者
莖
大

有
紅
白
二
種
野
者
莖
小

韮
春
種
其
子

苖
長
移
栽

為

多

年

生

草

本

家

韮

葉

肥

厚

野

韮

葉

細

窄

葱
春
種
其
子
夏
熟
名
小
葱
移
栽
則
長
大
有

紅
白
二
種
可
久
置
水
澤
野
生
者
曰
水
葱

蒝
荽
春
夏
皆
種
隨
長
隨
用

漢
張
騫
由
西
域
傳
種

苜

蓿
亦

張

騫

西

域

傳

種

嫩

芽

作

蔬

長

苗

飼

畜

蕓

薹
春
種
者
夏
熟
秋
種
者
來
年
四
月
熟
俗

名
菜
子
嫩
葉
及
根
可
食
子
可
取
油

芥
春
種
秋
熟
有
紫
白
二

種
子
調
菜
取
油

莧
春
夏
皆
種
有
紅
白

二
種
忌
鱉
肉
和
食

萵

苣
二
月
種
五
月
食

俗
名
笋
子

薺
野
生
山
原
麥
地

産
之
春
採
食
佳

蕨
野
生
小
隴
山
産
之
嫩
苗
四
月
方
可

採
食
根
多
澱
粉
質
可
以
救
飢

菌

野

生

茅

羊
芋
二
月
栽
六
月
食
土
産
有
紅
白
烏
三
種

近
来
有
西
洋
種
甚
大
可
食
者
為
球
莖

百
合
二
月
栽
種
七
月
成
熟
球
莖
色
白
如

蒜
多
瓣
故
名
土
産
者
有
藥
味

刺
菇
野生

又

曰

馬

蘭

虎

掌

俗

名

刺

椿

頭

地
耳
野
生
俗
名
地
輭

可
食
性
凉

苕
野
生
嫩
葉
可
食

子
可
救
飢

螺
菇
野
生
球
莖
形
如
海

螺
故
名
可
作
鹹
菜

甜
薑

俗
名
洋
薑
桿
如
葵
多
枝
甚
高
其

塊
莖
無
辣
味
可
製
鹹
菜

葫

瓜

葫

蘆
三

月

種

八

月

熟

嫩

可

食

老

可

貯

物

西

瓜
三
月
種
七
月
熟
土
産

不
大
味
亦
不
佳

黄

瓜
三
月
種
五
月
食
一
名

王
瓜
老
則
色
黄
故
名

嫩

宜

生

食

瓠
三

月

種

六

月

食

有

圓

長

二

種

脆
瓜
三
月
種
六
月
食
子
熟
則
與
瓤

分
離
故
又
名
離
瓜
種

甚
多

金
瓜
三
月
種
八
月
食

老
則
色
紅
可
觀

木
瓜

野
生
惟
子
可
食

七
月
熟

果
實

梨
三

月

望

花

八

月

熟

土

産

有

鷄

腿

梨

酸

梨

二

種

桃
二
月
念
花
八
月
熟
有

家
桃
水
桃
山
桃
三
種

杏
二
月
望
花
六
月
熟
有

甜
仁
苦
仁
二
種

李
三
月

望
花

六

月

熟

土

産

紅

者

皮

厚

味

酸

黄

者

大

如

芋

果

八

月

可

食

核
桃
四
月
花
八
月
食
土

産
極
佳
多
肉
油

櫻
桃
三
月
花
五
月
熟

有
紅
白
二
種

花
紅
四
月
花
八
月

熟
土
産
不
佳

林

檎
四

月

花

八

月

熟

土

産

甚

佳

葡

萄
四
月
花
八
月
熟
家
者
色

綠
紅
野
者
色
黑
粒
小

桑

椹
四
月
花
五
月
熟

色
紫
可
食

酸
棗
五
月
花
八
月

熟
土
産
樹
小

核
大
味

酸
無
肉

觀
賞

梅
多
年
生
木
本
桿
綠
有
刺
花
五
瓣
色
紅
或
黄
香
濃
厚
四
月
開

黄
者
結
實
紅
如
瑪
瑙
珠
俗
名
梅
桂
子
現
定
梅
為
國
花
故
首
列
之

菊
草

本

有

一

年

生

多

年

生

之

分

花

七

八

月

開

者

有

紅

黄

紫

白

醬

粉

紅

諸

色

九

月

開

者

有

黄

紅

二

色

性

耐

寒

有

香

氣

山

有

藍

菊

一

種

花

秋

開

亦

香

艷

悦

人

蘭

多
年
生
草
本
土
産
有
玉
蘭
板
蘭
爛
葉
蘭
真
珠

蘭
數
種
玉
蘭
葉
窄
板
蘭
葉
寛
爛
葉
蘭
葉
爛
後

始
出
桿
開
粉
紅
花
真
珠
蘭
葉
稍
寛
花
包
可
作
蔬
色
皆
黄
又
有

芄
蘭
一
種
葉
厚
窄
性
靭
可
作
䋲
履
花
藍
色
三
四
月
開
俗
謂
之
馬
蘭
冬
多
採
葉
飼
羊

萱
多
年
生
草
本
花
五
六
月
開
色
金
黄

有
香
朝
開
夜
合
故
又
名
夜
合
花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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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之

蘐

草

植

之

濃

茂

幽

香

玩

賞

忘

憂

蕙
多
年
生
草
本
葉
似
蘭
而
窄

花
小
色
黄
結
果
如
球

月
季
多
年
生
木
本
桿
葉
均
有
刺
花
重
瓣

色
紅
四
季
連
開
俗
名
月
月
紅
藥
用
調
經

牡

丹
多
年
生
木
本
土
産
有
紅
白
紫
三
種
花
大
有
香
且
有
單
瓣
重
瓣
之
分
四
月
開
古
稱
花
王
近
有
洋
牡
丹
一
種
花

大
如
球
色
紫
紅
為
多
年
生
塊
莖
又
有
合
包
牡
丹
一
種
係
盆
栽
木
本
花
小
色
紅
形
似
合
包
故
名

芍

藥
多
年
生
草
本
土
産
有
紅
白
二
種
花
大

有
香
五
月
開
根
藥
用
古
稱
花
相

紫

荆
多
年
生
木
本
皇
甫
山
有
之
花
大

色
雪
青
有
香
皮
可
藥
用

葵
一
年
生
草
本
桿
高

葉
大
頂
端
一
花
全
形

如
盤
瓣
舌
狀
色
黄
子
大
可
食
俗
名
向
日
葵
又
九
連
燈
一
種
亦
葵
属

花
形
色
相
似
而
稍
小
枝
節
層
層
開
花
必
九
朶
乃
已
故
名

迎
春
多

年

蕞

生

木

本

花

繁

形

小

色

黄

正

月

望

間

即

開

故

名

探

春
多

年

生

木

本

花

小

色

桃

紅

正

月

開

山

寨

安

溝

盛

産

之

玉
簪
多
年
生
草
本
花
筒
狀

白
色
有
醉
香

桂
多
年
生
木
本
花
小
色
黄
有
香

八
月
開
近
年
有
盆
栽
者

水
仙

一

年

生

球

莖

苖

葉

似

蒜

花

色

白

盆

栽

百
合
多
年
生
球
莖
花
色
金
黄
莖
可
食
野

生
者
名
卷
丹
莖
食
之
有
藥
味

鷄
冠
一
年
生
草
木
花
惟
頂
端
一
朶
隨

長
隨
開
後
暫
大
形
如
鷄
冠
故

名
有
紫
白
二
種

藥
用
治
崩
帶

胭

脂
一
年
生
草
本
花
筒
狀
色
紫
紅
可

胭

脂
故
名
子
可
作
匀
面
粉
故
又
名
粉
子
花

夾

竹

桃
多
年
生
木
本
夏
開
葉

如
竹
花
如
桃
故
名

鳳

仙
一
年

生
草

本
俗
名
指
甲
花
有
紅
白
紫

三
種
可

指
甲
子
曰
勿
觸
我

金

盞
一
年
生
草
本
花
大
如
錢
色

金
黄
接
續
繁
開
子
蜷

石

竹
多
年
生
草
本
花
大
如
錢
緣
有
鋸
齒
色
分

紫
紅
粉
紅
二
種
粉
紅
為
近
年
盆
栽
藥
用

利
小

便

旱

蓮
花
五
瓣
色
紅
黄
葉
如
蓮

而
小
近
年
始
有
盆
栽
者

海

柘

榴
多
年
生
木
本
花
葉
如
柘
榴
五
月
開

近
年
有
盆
栽
供
玩
賞
者

牽

牛
一
年
蔓
生
草
本

花
夏
秋
開
有
紫

白

二

色

子

名

二

丑

利

水

藍
蜻
多
年
生
草
本
花
色
藍
形
如
蜻
蜓
故
名

俗
稱
羊
奶
頭
山
間
産
之
移
植
亦
佳

牛
奶
頭
多
年
生
木
本
花
色
紅
大
如
錢
香

濃
厚
因
風
逺
送
聞
之
宜
人
六
月

開

小

隴

山

有

之

可

移

植

龍
柏
多
年
生
木
本
花
小
形
似
丁
香
色
醬

有
香
春
秋
開
兩
次
宮
山
甚
産
之

碧
桃
多
年
生
木
本
一
名
緋
桃

花
葉
似
桃
而
小
不
結
果
實

茉
莉
多
年
生

草
本
俗

名

桿

杖

花

亦

此

類

也

有

紫

白

紅

三

種

花

箇

狀

而

大

藥

用

調

經

蓼
多
年
生
草
本
産
水
際
花
有

紅
白
二
色
植
亦
可
觀

蝴
蝶
梅
花
五
瓣
呈
紫
白
黄
三
色

形
似
蝶
葉
橢
圓
有
微

缺
近
年
始
有

盆
栽
者

藥

材

凡
本
草
及
藥
性
賦
所

無
者
概
詳
加
註
釋

大

黄

當

歸

川

芎

活

獨

活

黄

精

大

㦸

馬

勃

半

夏

牛

膝

細

莘

丹

皮

赤

芍

白

芍

木

賊

瞿

麥

百

合

黄

茋

党

參

烏

藥

豬

苓

木

通

薄

荷

地

榆

紫

蘇

升

麻

逺

志

桔

根

豆

梗

防

風

花

椒

續

斷

蓁

芃

苦

參

柴

胡

前

胡

茴

香

鬼

箭

蒼

耳

黄

芩

黄

蘗

地

椒

黄

葯

白

葯

白

芨

白

薇

桃

仁

蒿

瓜

枸

杞

山

查

蕁

蔴

茅

根

花

粉

杏

仁

桑

皮

連

翹

亁

漆

紅

花

箞

耳

皂

莢

射

干

槐

子

萹

蓄

狼

毒

貫

衆

藁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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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丁

茵

陳

蚊

蛤

菸

葉

紫

草

荆

芥

蘆

巴
即
苦

豆
子

蔩

瓜
補
肺

理
氣

藿

香

茜

草

一
名
茅
蒐
可
作

絳
色

料

金

銀

花

佛

手

参
功
同

麗
参

穀

精

草

覆

盆

子

萊

菔

子

莨

菪

子

一
名
天
仙

子

萆

蔴

子

透

骨

草

骨

碎

補

牛

旁

子
一
名
鼠
黏

子

車

前

子

紫

荆

皮

桑

寄

生

冬

花

金

櫻

子

王

不

留

馬

兜

鈴

夏

枯

草

益

母

草

五

味

子

白

芥

子

旋

覆

花

淫

羊

藿

威

靈

仙

天

南

星

五

加

皮
有
藤
者

根
葯
用

有

刺

者

芽

作

蔬

地

骨

皮
即

枸

杞

根

皮

地

膚

子
俗
名
鐵

箒
把

鵝

郎

草
俗
名
馬
苦
苣

汁
可
戒
烟
癮

夜

明

沙
即
寒

號
虫

糞

白

蘚

皮
俗
名

透
骨

閙

陽

花
一
名
蔓
陀
蘿
華
子

可
戒
烟
癮
花
可
作
迷
葯

續

隨

子
俗
名
神

仙
豆

獨

脚

連
即
爛
葉
蘭
根

形
如
球
可
治

疔
瘡

鐵

棒

槌
反
酒
治

撻
傷

長

龍

七

燈

台

七

竹

根

七

噶

噠

七

紅

山

七

祖

師

麻
均
治
撻
傷

洗
藥

苦

蕎

頭
黄
色料

二

郎

劍
治
蛇

傷

鏵

頭

尖
治
破

傷

五

爪

紅
青
色料

兔

絲

子

俗
名
無
娘

藤
子

蒲

公

英
能
消

瘡
毒

六

月

寒

搜

山

虎
治
蛇
咬

打
傷

卉

草

蒲
瑞

草

葉

如

劍

生

水

際

香

茅
舊
志
重
樓
金
線
三
台
九
莖

和
柏
蒼
燃
之
可
避
檅
惡

葦
生
水
澤
可

編
席
盖
屋

蘆
根
深
難
除
葉
有

指
甲
痕
可
飼
畜

莎
桿

可

作

雨

笠

雨

衣

根

即

香

附

子

紅
茅
桿
葉
色
紅

可
以
蓋
屋

白
茅
桿
葉
色
白

作
用
同
上

毛
蠟
生
水
澤
葉
似
蒲

蠟
可
浸
油
代
燭

蓍
古
人
取
其
莖

作
占
筮

萁

似
荻

而
細

荻
蘆
属

芯
俗

名

水

燈

芯

桿

圓

而

柔

可

編

席

狼

尾
穗
如
狼
尾
故
名

可
以
飼
畜

荑
葉
穗
似
狼
尾

鋪
地
而
短

稗
雜
生
穀
田
間

子
如
粟
米

蓬
有
刺
蓬
水
蓬
綿
蓬
臭
蓬
駱
駝
蓬
諸
種
惟
刺
蓬
駱
駝

蓬
富
鹹
性
燒
灰
掩
埋
年
久
可
成
蓬
鹹

蒿

名

甚

多

其

中

有

用

者

為

紫

白

青

黄

四

種

白

者

名

薇

根

可

藥

用

苗

可

作

火

䋲
青
者
幼
芽
名
茵
陳
可
藥
用
紫
者
桿
硬
可
作

燭
心
黄
者
桿
粗
枝
大
可
作
柴
薪
又
茼
蒿
種
嫩
芽
可
食

荇
水
芹
之
属

生
池
沼
中

藻
水
草
總
稱

形
狀
不
一

萍
根

細

如

絲

葉

圓

似

耳

飄

浮

水

面

隨

水

摇
走

水

綿
生
水
底
為
綠
色
網
狀

成
團
之
細
絲

動

物

家
畜

馬
乾

陽

之

精

孕

十

二

月

而

生

騾
馬

屬

股

有

鎻

骨

故

不

生

駒

驢
馬
属

孕
同

牛
坤
陰
之
精

孕
十
月
生

羊
兑
金
之
精

孕
七
月
生

豬

坎
水
之
精

孕
四
月
生

犬
艮
山
之
精

孕
三
月
生

貓
離
火
之
精

孕
二
月
生

野

獸

虎
猛

獸

七

月

生

身

有

黄

黑

斑

紋

豹
似
虎
而
小
生
月
同
腿
短
面
多
白
色

有
白
豹
黑
豹
金
錢
豹
之
分

豺
似
犬
而
小
身
瘦
性
敏
喜

攫
食
猛
獸
之
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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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
産

五
十
七

狼
似

犬

面

醜

性

貪

狡

雄

者

為

狼

雌

者

為

狽

鹿
犬
如
羊
六
月
生

牡
無
角

麝
似
小
鹿
無
角

臍
有
香
毛
脆

麞
似
麝
性
懶
無
香

喜
聞
獵
人
歌
音

狐
似
犬

色
褐

黄

尾

長

毛

温

厚

狸
似

虎

色

黄

褐

而

小

於

狐

䝔
野
豬
色
灰
黑
嘴

尖
於
家
豬

猯
似
豬
色
灰
白
肉

有
臭
氣
毛
避
溼

貉
似
狸
色
褐

毛
深
温
厚

獺
似
貓

陸
生

色

黄

食

鼠

水

産

色

黑

食

魚

獖
野

狗

猺
又
名
黄
猺
似
山
羊
一

名
獏
野
狗
之
變
種

羱
即
小

山
羊

鼠
有
家
鼠
栗
鼠
鼬
鼠
松
鼠

鼹
鼠
灰
鼠
褐
鼠
黄
鼠
白
鼠

鼠

鼯

鼠

翻

掌

諸

種

皆

於

人

有

百

害

而

無

一

利

蝲
蝟
似
豬
而
小
編
身

毛
刺
食
蛇

蝙
蝠
胎
生
飛
獸
翅
膜
連
尾
後
趾
爪
長
宿
恒

倒
掛
寒
號
虫
其
小
者
又
鼯
鼠
三
嵗
化
為

蝙
蝠
百
嵗
者
色
赤
糞
為

夜
明
砂
血
可
和
女
真
紅

家
禽

雞
巽

火

之

精

孵

卵

二

十

一

日

而

化

有

文

武

仁

信

勇

五

德

一

名

燭

夜

又

名

翰

音

鵝
綠
眼
黄
喙
紅
爪
善
鬦
頂
有
疙
孵
卵
隨
日
光
而

轉
隨
更
舒
頸
而
鳴
水
魚
聞
聲
則
潛
養
之
園
林
蛇

即
逺

避

鴨
家
鴨
曰
鳬
飛
鴨
曰
鶩
與
鵝
借
雞
孵
卵
二
十
八
日

而
化
性
緩
鮮
飛
鳴
聲
呷
呷
蓋
自
表
其
名
也

野

鳥

錦

雞
似
雄
雉
而
形
稍
大
色
兼
五
彩
尾

甚
長
有
紅
黄
毛
極
美
觀

雉
俗

名

野

雞

性

耿

介

尾

晴

豎

陰

喜

鵲
胸
腹
色
白
翅
黑

白
間
背
尾
黑
季

冬

營

巢

門

避

太

嵗

户

向

風

開

性

善

專

報

喜

音

鷂
似
鷹
而
小
其
尾
如
舵
色
麻
眼
黄
展
翅
摇
鳴
天
必
大
風
能
捕
糓
田

小
雀
避
蛟
螭
為
農
家
益
鳥
詩
曰
鴪
彼
晨
風
即
此
鳥
也

鴷
俗
名
喙

木
雄
者

色
斑
雌
者
色
褐
喙
長
脚
短
喙
善
畫
符
咒
舌
長
五
寸
端
如
針
刺
曲
爪
畫
樹
為
印
穴

而
居
之
頂
有
赤
色
双
歧
冠
毛
怒
則
開
張
喙
食
朽
木
害
虫
且
能
食
火
炭
體
有
臭
氣
益
鳥
也

鴛
鴦
體

色

杏

黄

頭

細

尾

翅

黑

水

鳥

雌

雄

不

相

離

燕
背
黑
胸
紅
腹
白
尾
乂
善
舞
斗
樞
瑶
光
之
精
一
名
元
鳥

有
火
燕
石
燕
春
燕
之
别
冬
日
入
海
有
化
蚧
者

練

雀
大
於
鷹
雀
體
黑
麻
眼
上
有
白

環
數
十
羣
飛
捕
食
害
虫
鳴
過
則

駭

虸

蚄

死

農

家

益

鳥

白
頭
小
鳥
頭
白
體
多
間
色

棲

富
貴
花
枝
鳴
聲
清
高
而
短

鶺
鴒
大
如
燕
雀
項
下
黑
如
連
錢

羣
止
水
邊
尾
常
動
摇

鷰
一
名
馬
鷰
大
於

春
燕
色
灰
黑
翅

長

善

飛

老

者

展

翅

盈

尺

鳴

聲

清

細

專

食

害

虫

益

鳥

翡
翠
體
小
尾
短
背
綠
胸
紅
嘴
長
鳴
聲

啾
啾
孤
性
獨
飛
常
在
水
際
花
間

雁
鴻
之
小
者

隨
陽
知
候

山
鵲
似
䳸
雀

而
小

䳸
雀
一

名

家

雀

三

月

三

日

成

對

孵

卵

入

秋

結

羣

捕

食

鳴

閙

家

園

害

農

家

穀

粟

鷺
水
鳥
似
鶴
尾
尖
體
小
毛
白
嘴
長
頂
有

冠
毛
胸
有
長
束
河
渚
食
魚
晚
棲
高
樹

鶩
水
鴨
也
紅
掌

短
喙
尾
長
於

家

鴨

背

有

青

紋

土

産

有

純

白

者

鳴

聲

同

鴨

鶥
棲
林
間
色
灰
綠
間
藍
尾
長

似
八
哥
善
鳴
見
人
即
飛
避

鷯
俗
名
黄
脰
雀
喙
鋭
如

錐
有
焦
鷯
紅
鷯
之
分

鷓
鴣
似
斑
鳩
而
小

畏
霜
露
早

晚
不

出

鵙
一
名
伯
勞
小
鳥
脩
尾
濶
嘴
上
喙
甚
尖
側

緣
有
鋸
齒
又
曰
百
舌
七
月
鳴
雌
雄
性
易
分
離

鴂
鴟

春
分

秋
分
則
鳴

鴳
鶉
色

黑

麻

似

雛

雞

脚

短

無

尾

阿
濫
堆

小
鳥
性
懶

不
喜
營
巢

鶡
似

雉

色

黄

黑

頭

有

毛

角

冠

鸂

小
水
鳥
毛
五
色

尾
如
船
舵

鵪
三
月
田
鼠
化

為
鵪

鴇
小
於
鷹
無

後
趾

鵓
鴿
鳩
属
性

淫
易
合

色
有
二
十
餘
種
銀
河
海

倒
撞
毛
脚
㸃
子
黑
夜
鳳
髻
天
橋
游
泮
揷
羽
佳
人
皆
其
名
稱

兩
兩
相
配
交
尾
不
離
産
必
二
卵
十
八
日
而
孵
化
名
以
聲
得

鴟

鵂
鳬
類
目

晝
不
見

物

性

惡

喙

食

小

鳥

之

子

而

梟

其

首

入

家

不

祥

鶯
眉
黑
嘴
尖
脚
青
體
黄
尾
毛
間
黑
三
四
月
鳴
聲
圓
轉
可
聼
有
倉
庚
商
庚
鵹
黄

鶹
鸝
鶊
黄
栗
留
楚
雀
黄
袍
搏
黍
黄
鳥
黄
鸝
黄
鶯
離
黄
等
稱

鳩
仲
春
之
月
鷹
化
為
鳩
尾
短
喙
不
甚
長
色
青
灰
頸
尾
俱
有
㸃
紋
戴
勝
戴
鵀
布
穀
郭
公
鵠
鴝
桑
鳩
斑
鳩

鵓
鳩
鳲
鳩
皆
其

别
性
慈
拙
仁
孝
一
孵
七
子
哺
養
甚
均
雄
鳴
天
晴
雌
鳴
天
雨
催
耕
者
為
鵠
鴝
一
種
又
睢
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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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
産

五
十
八

為
水
鳥
甚
小
尾
有
青
毛

形
似
山
鵲
雌
雄
相
偕

鴉
純
火
之
精
有
紅
嘴
鴉
烏
鴉
寒
鴉
三
種
紅
嘴
鴉
嘴
脚
皆
紅
孝
鳥
子
能
反
哺
烏

鴉
俗
名
老
烏
體
全
黑
性
惡
專
報
不
祥
寒
鴉
胸
白
入
秋
百
千
成
羣
喙
食
田
穀
為
農

家
害

鸕
鷀
水
鳥
大
如
鵝
趾
間
有
蹼
色

青
嘴
長
胎
生
没
水
取
魚

鵜
鶘
形
如
蒼
鵝
小
頭
長
嘴
四
趾
有
蹼
頷
下

有
囊
得
魚
食
飽
則
藏
囊
中

鸇
似

鷂

色

黄

善

擊

小

鳥

魚

鰷

魚
色
青
灰
形
長

如
條
無
鱗

鮎

魚
形
長
背
青
腹
白

口
小
無
鱗

桃

花

魚
似
魴
頭
方
形
□
身
長
有
桃
花
紅
㸃
古
最

多
今
其
種
退
化
甚
少

鯽

魚
脊
黑
有
鱗
腹
黄
白
稍
帶
金
色
而
形
則
似
鯉

主
山
鎮
麻
菴
鎮
潭
水
中
産
之
肉
味
甚
美

爬

蟲

蟒
蛇

王

無

足

蛇
有
胎
生
卵
生
之
異

蝮
蛇
其
胎
生
也

鱉
有
厴
四
足
無
耳
以
目
聼
水
棲
陸
卵
所
在
有
浮
沫
目
白
口
能

吐
珠
者
食
之
長
鬚
肉
和
莧
菜
食
則
生
鱉

腹
有
天
人
八

字
文
者
皆

不
可
食

守

宫
似
蛇
有
四
足
屋
生
曰
守
宫
又
曰
蠦

壁
生
曰
蝘
蜓
草
生
曰
蜥
蜴

蠑
螈
形
肖
蟾
蜍
者
曰
蛤
蚧
因
産
地
變
形
而
異
名

兩

棲

蛙
體
有
青
綠
黄
諸
色
口
濶
腹
小
背
麻
股
長
善
跳
行

鳴
聲
盛
大
有
蝦
蟇
田
雞
水
雞
之
稱
肉
亦
可
作
食
品

蟆
生
陂
澤
中
似
蛙
腹
大
脚
短

皮
多
黑
㸃
咬
人
成
痕

蟾

蜍
似
蟆

而
大

不
跳
不
鳴
嘴
邊
多
痱
磊
千
嵗

者
頭
生
角
腹
有
丹
書
八
字

甲

殻

石

蠏
土
産
小
如
錢
無

腸
無
黄
不
可
食

沼

蝦
甚
小
色
青

殻
微

蝦

姑
似
蝦

而
大

水

蝨
小
於

沼
蝦

環

形

田

螺
似
蝸
牛
而
大
為
營
室

之
精
所
成
水
生

蝸

牛
陸
生
螺
之
小
者
有
蛞
蝓
附
蠃
䗂

蝓
陵
蠡
蚹
蝓
蠡
牛
瓜
牛
之
稱

蚯

蚓
陸
生
色
紅
間
有

白
項
者

䘆
水
蚯
蚓
色
黑
細
又
蚯
蚓
有
□
螾
䖤
䗜
曲
蟺
朐

土
龍
地
龍
蜷
□

蜜
蟺
之
稱
皆
二
竅
無
心
在
土
善
吟
江
東
人
謂
之
歌
女

多

足

蜈

蚣
體
扁
形
長
有
紅
黑
環

節
每
環
節
有
足
一
對

馬

陸
體
扁
形
長
色
灰
每

環
節
有
足
一
對

蚰

蜒
體

圓

形

長

有

紅

黑

環

節

每

環

節

有

足

一
對
上
牆
為

發
水
之
兆

鼠

婦
體
橢
圓
而
小
色
灰
氣

每
環
節
有
足
一
對

為
缸
底
之
溼
生
虫
食
之
令
人
善
淫

昆
蟲

蜂

害
樹
及
花
果
綜
之
均

有
傳
送
花
粉
之
益

蟻
蟻
之
社
會
組
織
頗
完
備
女
王
之
下
部
属
有
雄
蟻
雌
蟻
兵
卒
蟻
之
分
其

有
飛
蟻
木

蟻
黄
蟻
赤
蟻
黑
蟻
白
蟻
諸
種
蟻
卵
曰
蚳
螘
有
翅
者
曰
螱
又
曰
飛
螘
赤
色
者
曰

駮
螘
小
螘
曰
蛘
蠪
大
螘
曰
蚍
蜉
馬
方
言
齊
魯
曰
蚼
蠓
梁
益
曰
元
駒
燕
曰
蛾
蛘

楚
曰
封
按
蠓
博
物
志
蟻
冬
居
山
之
陽
夏
居
山
之
陰
蟻
穴
之
下
必
有
水
源

蝶
有

蛇

目

蝶

小

灰

蝶

粉

蝶

蛺

蝶

鳳

蝶

弄

蝶

花

紋

蝶

諸

種

皆

晝

性

有

送

傳

花

粉

之

益

傷

花

果

之

害

蛾
有
天
蛾
柞
蛾
樗
蛾
蠶
蛾
天
蠶
蛾
地
蠶
蛾
尺
蠖
蛾
螟
虫
蛾
捲
葉
蛾

穀
蛾
衣
蛾
燈
蛾
之
分
然
皆
黄
昏
性
日
傾
始
出
害
多
益
少

蠅

爾
雅
名
醜
翁
方
言
齊
曰
羊
西
陽
雜
爼
曰
赤
頭
者
名
景
迹
青
者
亂
色
蒼
者
亂
聲

且
有
家
蠅
青
蠅
蒼
蠅
醋
蠅
狗
蠅
馬
蠅
之
稱
綜
之
皆
為
傳

疾
病
之
媒
介

蚊

蚋
蚊

産

卵

汚

水

中

化

生

之

幼

虫
曰
孑
孓
又
曰

長
翅
出
水
體
細
吻
尖
如
針
昏
出
吮
吸
人
血
小
者
曰
蚋
大
者
曰
蚊

秦
晋
曰
蚋
荆
楚
曰
蚊
夏
變
為
䖟
體
黑
翅
大
飛
来
鳴
聲
嗡
嗡
亦
能
傳

疾
病

虻
一
翅
一
目
咬

人
甚
毒

蝗
色
黄

有
翅

羣

飛

頭

生

王

字

食

禾

害

稼

蝻
蝗
属
股
長
善
跳

身
小
傷
害
田
禾

螽
蝗
属
有
斯
螽
阜
螽
等
名
卵
生
一
孵
九
十
九
子
詩

五
月
斯
螽
動
股
又
曰
螽
斯
羽
萃
萃
兮
即
詠
此
虫
也

螳
螂
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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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
産

五
十
九

細
胸
大
腹
長
股
色
綠
有
蟐
蠰
蜱
蛸
莫
貈
蟷
蜋
蛑
螳
螂

螵
蛸
拒
斧
之
稱
江
東
人
呼
為
石
蜋
能
捕
秋
蟬
食
虫
害
禾

蟋
蟀
似

蝗

體

小

色

雜

性

善

跳

善

鬦

秋

以

股

吟

一

名

促

織

色

褐

生

秋

初

雄

尾

兩

歧

雌

尾

有

針

而

翅

短

土
鱉
小
虫
似
鱉

生
土
中

飛
蠊
一
名
茶
婆
有

翅
及
臭
氣

蠡
蛀
木

害
虫

螻
蛄
有
天
螻

鼠
石
鼠
之
稱

俗
名
土
狗
雨
止
則
鳴

蠛
蠓
一
名
□
雞
酒
生
小
虫
似
蚋
有
翅
亂
飛

一
上
一
下
旋
飛
則
風
春
飛
必
雨

蜉
蝣
幼
虫
多
年
棲
水
一
旦
生
翅

上
陸
不
食
不
飲
三
日
而
死

蜻
蜓
幼

虫

曰

水

蠆

成

虫

有

青

赤

黄

麻

諸
色
翅
强
大
腹
細
如
錐
直
飛
甚
疾
有
草
蜻
蜓
蛟
蜻
蜓
之
分
産
卵

時
以
尾
㸃
水
淮
南
人
曰
康
伊
鄱
陽
人
曰
江
雞
大
者
曰
馬
頭
虫

蚱

蜢
蝗

属

害

稼

介
殻

蟲
歛

翅

於

背

形

似

龜

殻

體

有

臭

氣

害

果

實

螟
食
禾

心
虫

螣
食
禾

葉
虫

蟊
食
禾

根
虫

食
禾

節
虫

蠆
食
菘

菜
虫

五

倍
子

蟲
食
麥

穗
虫

浮

塵
子

食
麥

穗
虫

蟬
飲
而
不
食
三
十
日
而
蜕
小
而
色
紫
者
曰
蟪
蛄
大
而
色
黑
者
曰
蜩
范
俗
曰
馬
蟬
均
五
月
鳴
黑
而
傴
僂
者
曰

寒
螿
九
十
月
鳴
色
青
者
曰
蛁
蟟
七
月
鳴
䗿
母
似
寒
螿
而
小
二
月
鳴
皆
蟬
也
均
有
文
清
亷
儉
信
五
德

紅

娘
子
體

紅

似

硃

有

翅

能

飛

可

藥

用

椿
象
食
麥

害
虫

蚤
色
黑
股
長
善
跳
小
如
芝
蔴
有
水
蚤
土

蚤
砂
蚤
犬
蚤
牛
蚤
之
分
為
動
物
害

瓢

蟲
有硬

翅

合

如

半

粒

豌

豆

色

紅

生

七

星

黑

㸃

食

麥

豆

蚜

虫

有

害

亦

有

益

蚜
蟲
食
葡

萄

金
花
蟲
食
豆

害
菜

天
牛
色
黑
有
甲
翅
害
桑
出

籬
間
天
必
大
雨

守

瓜
食

瓜

害

虫

齧

桑
害

桑

及

楊

栁

樹

螢
化
生
腐
草
爛
竹
根
中
腹
間
脂
肪
入
夜
發
光
故
有

熠
燿
夜
光
炤
景
天
暉
夜
宵
燭
夜
照
燐
等
名
稱

叩

頭

蟲

色

黑

形

大

如

豆

咒

令

叩

頭

能

從

其

教

斑
蝥
有
斑
紋
翅

藥
用

蛣

有
黑
甲
翅
能
飛
俗
名
翼
牛
産
卵

黏
孵
胸
際
化
出
幼
虫
色
紅
一
團
十
數

麻
蜡
似
蝗
而

小
色
青

或

灰

綠

善

跳

以

股

磨

擦

而

鳴

象
鼻
蟲
鼻
長
如
象

食
麥
害
虫

金
龜
子
食
麥

害
虫

蠶
食
桑
橡
之
葉
能

吐
絲
織
綢

蠐
螬
頭
赤
尾
黑
一

名
地
蠶
害
豆

麻
林
木

果
實

衣
魚
蛀
書

虫

虸
蚄
似
蠶
而
長
幼
虫
蠕
動
色
雜
形
惡

食
禾
苖
老
生
毛
化
蛾

蜾
蠃
細
腰
黄
蜂
取
螟
蚙
幼
虫
為
食
料
以

死
殻
孵
卵
已
鳴
似
我
於
巢
外
七
日
即
化

螟

蛉
桑
間

小
虫

䖴
溼
生

小
虫

蠧
蛀
石

小
虫

蝨
一
名
丹
紅
朝
生
暮
孫
黑
食
頭
垢
白
吮
身
腴
有
壁
蝨
鷄
蝨
馬
蝨
羊
蝨

犬
蝨
魚
蝨
龍
蝨
之
分
皆
動
物
身
體
之
害
虫

莎
雞
一
名
絡
緯
幽
州
人
曰
蒲
錯

六
月
振
羽
作
聲
則
草
木
疎

油
胡
蘆
似
麻
蜡
而
色
青
黑

害
蔬
菜
大
小
豆

蜤
音

思

螽

之

属

也

有

黄

綠

二

種

秋

時

以

羽

鳴

形扁

圓
色
赭
黄
翅
有
黑
斑

遇
敵
體
發
臭
氣

蜘

蛛

蝎
腹
有
肺
四
對
尾

鈎
刺
有
毒

蛛

蝥
臀
部
有
線
分
泌
黏
液
見
風
成
絲

作
六
角
網
於
屋
角
捕
食
昆
虫

土

蜘

蛛
土
生

草

蜘

蛛
作網

草
間

蠨

蛸
作
網

樹
間

長

踦
足
長
體
小

夜
跑
壁
上

囊

蜘

蛛
作
膜
囊
居
之
又

稱
閉
户
先
生

絡

新

婦
作
網
屋
隅

或
門
後

蝇

虎
作網

牆
壁
捕
食

蝇
蚋

黄

花

蜘

蛛
體
有
花
紋
能
作
大
網
又
名

天
蛇
螫
人
有
毒
不
可
救

水

馬
一
名
水
蜘
蛛
羣
行
水
上
能
逆
水
上

行
水
日
奔
流
步
能
寸
許
不
移

壁

錢

一
名
扁
蟢
又
曰
壁
鏡
體
扁
作
幕
如
錢
附
着

壁
上
産
卵
百
數
於
幕
孵
化
則
折
而
去
之

疥

癬

蟲
寄
生
人
之
皮
膚

即
生
癬
瘡

毛

囊

蟲
寄
生
人
畜
毛
囊
之
旁

食
其
毛
根
毛
即
脱
落

體
生
瘙

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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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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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物
産

六
十

蠕

形

螩

蟲
寄

生

人

畜

腸

胃

中

蛔

蟲
寄
生

人
胃

蟯

蟲
短
小
寄
生

人
腹

血

絲

蟲
寄
生
人
畜

血
管

鐵

絲

蟲
生
水
中
形
狀
如
線
色
黑
紅
堅
靭

異
常
附
着
畜
尾
能
捆
斷
之

十

二

指

腸

蟲
寄
生
人
十
二

指
腸
中

肝
蛭

胵

蟲
狀
如
水
蛭
蛙
寄
生
人
畜

肝
中
則
肝
受
病

蛆
蠅
卵
初
孵

化
者

孑

孓
蚊
卵
在
水
中
初
孵
化
者
常
倒
置

其
尾
於
水
上
吸
放
氣
體

水

蛭
生
水
中
體
細
長
色
紅
蜷
曲

浮
游
俗
名
螞
蝗
能
鑽
入
人
腿

化
石

龍
骨
産

無

定

地

常

從

土

山

或

岩

石

中

崩

出

魚
石
産
尚
武
村
南
山
諸
溝
水
成
石
黏
板
岩
層
中
魚
形
似
鯉
鱗

鰭
頭
眼
活
印
石
上
有
黑
紅
白
金
諸
色
者
攷
地
質
學
係
古

生

代

泥

盆

紀

魚

之

化

石

今

此

魚

華

已

絶

種

沙
栁
石
産
新
店
村
聶
家
溝
水
成
石
岩
層
中

其
石
塊
上
沙
栁
樹
紋
枝
葉
宛
然

苔
蘚
石
産
紅
山
鎮
長

溝
山
水
成
石

岩
層
中
其
石
塊
現
下

等
植
物
之
苔
蘚
花
紋

工

藝

物

土

瓷
産
二
區
窰
鎮
分
黄

紅
黑
白
四
種

砂

瓷
産
地
同
上
有
砂
鍋
砂
罐
砂
盤
砂

煖
鍋
砂
火
盆
砂
火
爐
等

琉

璃

瓷
産
地
同
上
有

鸚
哥
花
瓶
茶

鐘

茶

壺

水

盒

酒

杯

香

爐

蓋

碗

等

宜
興
瓷
産
地
同
上
有
茶
壺

茶
杯
酒
杯
花
瓶
等

半
細
瓷
産
地
同
上
有
大
小
碗
碟
花
瓶

唾
盂
花
盆
酒
瓶
□
罐
等

亁
泥

瓷
産

地

同

上

有

附

鍋

煨

罐

茶

罐

等

瓦
瓷
各
處
皆
産
有

瓦
花
盆
等

鐵
噐
刀
鋤

鐮
鏟

銅
噐
鍋
罐

盆
勺

石
噐
磨
碾
碌

碡
石
条

木

噐
桌
橙
箱
櫃

簸
箕

竹

噐
箒
籠

筐
篩

據

徐

仙

台

採

訪

華

亭

瓷

噐

二

千

年

前

製

燒

實

在

硯

峽

鎮

後

因

陶

土

缺

乏

遂

移

瓷

厰

於

二

區

紅

山

鎮

楊

家

溝

硯

峽

鎮

之

瓷

厰

從

此

遂

歇

故

至

今

尚

有

在

土

中

掘

出

瓷

缸

可

証

據

張

玉

軒

採

訪

二

區

瓷

厰

起

初

創

辦

在

楊

家

溝

今

是

溝

河

畔

常

發

現

瓷

籠

瓷

渣

灰

屑

等

物

即

其

確

證

自

清

道

光

白

蓮

教

亂

後

始

移

楊

家

溝

瓷

厰

於

窰

頭

鎮

蓋

以

楊

家

溝

近

於

用

炭

窰

頭

鎮

近

於

用

泥

黝

也

考

百

年

以

前

楊

家

溝

瓷

厰

僅

燒

黄

紅

黑

三

色

土

瓷

然

皆

係

盆

碗

罐

碟

小

噐

而

大

瓷

缸

則

為

清

同

治

回

亂

後

祁

文

玉

梁

國

華

所

創

燒

至

今

因

之

六

七

十

年

來

並

無

推

陳

出

新

之

人

又

光

緒

初

年

有

張

正

元

者

在

長

溝

嶺

因

採

黄

黝

而

得

白

黝

專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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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
産

古
蹟

六
十
一

白

瓷

享

利

多

年

死

始

傳

人

是

為

創

燒

白

色

土

瓷

之

始

但

此

時

之

白

瓷

尚

無

花

彩

迄

光

緒

中

葉

有

陜

西

耀

州

瓷

工

路

有

才

崔

大

漢

者

始

創

紅

石

漿

繪

彩

白

瓷

之

法

亦

可

謂

白

瓷

之

進

化

第

一

步

至

民

國

二

年

有

河

南

瓷

工

汪

如

海

山

西

陽

城

瓷

工

范

志

昌

陳

羣

陽

諸

人

精

製

陶

土

白

黝

加

以

汪

振

懋

等

之

提

倡

凑

資

購

買

豫

州

天

津

上

海

細

瓷

石

藍

色

料

繪

以

花

彩

燒

成

半

細

藍

花

白

瓷

是

為

白

瓷

進

化

之

第

二

步

近

年

兵

匪

交

困

需

用

價

昂

業

瓷

厰

十

九

倒

閉

製

造

之

半

細

瓷

缺

乏

資

本

良

工

所

出

蓋

逺

不

及

初

創

矣

亁

泥

瓷

前

無

民

國

三

年

有

涇

川

人

張

得

福

始

創

燒

於

窰

鎮

琉

璃

瓷

宜

興

瓷

亦

前

無

民

國

四

年

有

河

南

瓷

工

汪

如

海

弟

兄

二

人

始

創

燒

於

窰

鎮

今

亦

銷

路

漸

廣

真

瓷

業

進

化

之

增

出

品

也

古

蹟
附
金
石
名

勝
陵
墓

軒

轅

寓

在

下

闗

西

北

殿

灣

軒

轅

黄

帝

問

道

峝

厯

吳

岳

由

隴

坻

南

來

曾

駐

蹕

於

此

夏

禹

疏

鑿

之

蹟

山

寨

東

之

野

狐

峽

及

馬

嘴

峽

縣

城

東

之

雨

儀

峽

安

口

峴

東

之

五

龍

山

峽

皆

斷

崖

削

壁

舊

志

謂

均

有

神

禹

疏

鑿

之

蹟

城

東

合

潭

北

岸

高

台

荆

榛

中

多

遺

瓦

礫

相

傳

為

昔

報

功

神

禹

之

廟

址

商

都

盧

山

在

平

涼

縣

西

二

十

里

頁

河

子

南

一

名

苛

藍

山

方

輿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二

紀

要

又

名

可

藍

山

劉

宋

元

嘉

六

年

夏

主

赫

連

定

為

魏

所

敗

南

走

平

涼

畋

於

陰

槃

陰

槃

在

漢

為

縣

在

唐

為

潘

原

城

即

今

平

涼

縣

東

四

十

里

舖

又

登

都

盧

山

北

望

統

萬

城

都

盧

山

西

南

接

峝

東

南

隔

涇

水

與

大

統

山

相

對

峙

山

勢

亦

甚

高

峻

今

訛

稱

都

督

山

土

人

立

廟

祀

闗

西

都

督

宇

文

泰

舊

志

謂

都

盧

山

在

縣

界

西

北

三

十

里

考

華

亭

前

代

疆

域

北

抵

蕭

闗

今

則

疆

域

縮

小

比

之

前

代

相

距

百

六

七

十

里

矣

商

盧

國

城

舊

志

謂

城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都

盧

山

下

周

秦

漢

晋

皆

因

之

後

魏

移

併

靈

台

縣

盧

國

城

遂

廢

今

則

僅

存

遺

址

考

城

制

周

天

子

周

城

諸

侯

軒

城

漢

天

子

崇

城

諸

侯

干

城

盧

國

在

商

周

為

侯

封

其

城

殆

干

城

軒

城

之

歟

周

溥

原

詩

周

頌

公

劉

芮

鞠

之

即

瞻

彼

溥

原

後

名

廣

原

又

曰

支

磨

原

唐

尉

遲

恭

敬

德

破

厥

郭

子

儀

破

吐

蕃

皆

駐

重

兵

於

此

後

李

元

謨

開

屯

田

千

頃

始

更

名

良

原

今

因

之

屬

靈

台

縣

唐

宋

時

均

屬

華

亭

秦

義

渠

戎

西

南

地

為

華

亭

舊

疆

化

平

蕭

闗

一

帶

之

地

秦

赤

城

秦

始

皇

畋

獵

於

此

築

城

駐

蹕

以

土

赤

故

名

宋

屬

華

亭

今

屬

崇

信

在

遠

門

川

東

五

十

里

漢

朝

那

城

漢

初

割

涇

陽

縣

西

南

之

地

因

盧

國

故

城

置

朝

那

縣

屬

安

定

郡

平

涼

蕭

闗

化

平

華

亭

諸

地

皆

屬

之

後

漢

因

之

後

魏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三

移

併

縣

東

二

百

里

之

靈

台

縣

後

周

屬

涇

州

隋

大

業

間

復

屬

安

定

郡

唐

大

暦

六

年

吐

蕃

下

青

石

嶺

侵

朝

那

宋

義

初

廢

之

括

地

志

其

城

在

百

泉

西

北

七

十

里

方

輿

紀

要

在

百

泉

縣

西

南

七

十

里

元

和

志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胡

三

省

云

在

固

原

花

石

川

明

一

統

志

在

平

涼

府

東

南

城

之

所

在

厯

年

既

久

其

説

多

不

一

致

漢

瓦

亭

砦

在

化

平

縣

西

北

八

十

里

瓦

亭

山

為

控

隴

要

塞

東

漢

建

武

八

年

隗

囂

命

牛

邯

守

之

靈

帝

時

叚

熲

又

破

東

於

此

東

晋

大

元

十

二

年

前

秦

苻

堅

使

苻

登

駐

軍

於

此

並

北

據

胡

空

堡

以

制

姚

萇

宋

與

砦

北

蕭

闗

同

為

防

夏

重

地

建

炎

四

年

金

人

陷

涇

原

經

略

使

劉

錡

退

屯

瓦

亭

然

此

瓦

亭

實

東

瓦

亭

若

唐

貞

元

二

年

踰

隴

山

觀

牧

馬

於

瓦

亭

肅

宗

幸

靈

武

牧

馬

於

瓦

亭

實

又

秦

安

之

西

瓦

亭

也

東

瓦

亭

金

為

瓦

亭

寨

元

明

清

初

為

遞

運

驛

屬

華

亭

乾

隆

時

始

割

屬

固

原

漢

皇

甫

山

居

在

城

西

皇

甫

山

麓

漢

九

曲

池

為

皇

甫

别

墅

在

華

尖

山

陰

北

汭

之

北

曲

形

九

折

蒔

荷

養

魚

建

亭

消

暑

盛

夏

蓮

開

文

人

學

士

蕩

舟

賞

心

為

時

佳

境

今

則

僅

存

遺

址

矣

漢

聚

糧

坪

東

漢

伏

波

將

軍

馬

瑗

西

征

隗

囂

屯

糧

於

此

在

六

盤

山

東

或

以

為

即

今

和

尚

舖

東

山

堡

蒿

店

等

處

未

知

孰

是

東

晋

鶉

陰

城

前

秦

苻

堅

所

築

北

齊

魏

收

志

鶉

陰

有

瓦

亭

闗

闗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四

在

瓦

亭

川

之

首

鶉

陰

城

當

川

之

下

流

舊

志

亦

華

亭

屬

地

東

晋

黄

石

固

在

化

平

縣

北

黄

花

川

後

秦

姚

萇

所

築

夏

主

赫

連

夏

於

此

置

長

城

䕶

軍

使

後

魏

因

之

置

長

城

郡

改

黄

石

固

為

黄

石

縣

西

魏

復

名

長

城

縣

隋

初

縣

廢

地

屬

原

州

大

業

間

屬

百

泉

唐

復

屬

原

州

宋

屬

渭

州

元

明

清

初

為

黄

石

河

鎮

屬

華

亭

舊

志

謂

有

銅

鐵

茶

等

場

今

則

惟

産

蔓

茶

一

種

土

人

猶

南

販

焉

東

晋

爛

柯

山

馬

嘴

峽

西

南

有

爛

柯

山

土

人

相

傳

為

王

家

峽

口

人

入

山

採

薪

觀

二

奇

老

圍

棋

爛

柯

處

北

魏

百

泉

城

在

化

平

縣

南

白

岩

河

川

河

之

上

游

有

筓

頭

山

涇

源

出

焉

笄

頭

右

左

土

石

小

山

之

下

清

泉

百

數

湧

列

如

星

名

曰

百

泉

南

北

朝

屬

平

涼

郡

隋

大

業

初

始

更

城

名

曰

百

泉

城

定

為

縣

治

唐

屬

儀

州

貞

元

二

年

吐

蕃

與

渾

瑊

盟

於

平

涼

韓

瓌

奉

詔

屯

軍

洛

口

以

五

百

騎

伏

瑊

營

側

令

曰

吐

蕃

有

變

可

西

趨

百

泉

以

分

其

勢

宋

屬

渭

州

金

大

定

七

年

併

入

化

平

元

明

清

初

屬

華

亭

舊

城

遺

址

猶

有

存

者

詩

周

頌

視

彼

百

泉

即

此

地

也

隋

華

尖

山

亭

在

城

西

華

尖

山

麓

煬

帝

大

業

初

因

後

魏

亭

址

重

新

改

建

縣

名

因

之

今

廢

唐

儀

州

城

後

魏

時

築

東

西

長

約

三

里

南

北

寛

約

一

里

其

城

南

臨

汭

水

北

抱

華

尖

西

止

陳

溝

東

連

今

城

三

方

遺

址

宛

然

在

目

唐

大

震

闗

在

化

平

縣

西

北

考

唐

天

寳

十

五

年

玄

宗

幸

蜀

安

祿

山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五

遣

其

將

以

繒

綵

誘

河

隴

將

士

大

震

闗

使

郭

英

义

擒

斬

之

代

宗

廣

德

元

年

冬

十

一

月

吐

蕃

入

大

震

闗

據

河

西

隴

右

之

地

又

大

暦

三

年

秋

八

月

吐

蕃

冦

靈

武

鳳

翔

節

度

使

李

抱

真

遣

其

將

李

晟

將

兵

五

千

擊

之

晟

選

精

鋭

千

人

出

大

震

闗

至

臨

洮

屠

吐

蕃

定

秦

堡

以

解

其

圍

宋

仁

宗

慶

暦

間

改

名

制

勝

闗

屬

原

州

管

沿

山

小

砦

五

十

餘

處

熙

五

年

改

闗

地

為

安

化

縣

後

降

為

鎮

分

屬

渭

州

金

元

明

因

之

清

初

省

屬

華

亭

唐

儀

州

官

署

在

今

西

城

外

唐

塔

之

西

唐

胭

脂

川

在

化

平

縣

北

川

水

東

流

入

涇

唐

屬

華

亭

今

距

華

亭

百

五

十

里

矣

唐

屯

城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汭

峽

之

東

唐

武

康

王

李

元

諒

防

吐

蕃

所

築

宋

陜

西

漕

臣

張

奎

採

義

州

銅

鑛

置

博

濟

監

於

此

故

又

更

名

銅

城

舊

屬

華

亭

今

屬

崇

信

唐

支

磨

原

考

代

宗

大

暦

八

年

吐

蕃

掠

潘

原

城

西

至

小

石

門

百

草

川

又

下

朝

那

川

百

里

城

由

支

磨

原

而

入

華

亭

郭

子

儀

遣

渾

瑊

破

走

之

舊

志

支

磨

原

蓋

指

唐

神

策

軍

汎

地

而

言

清

知

縣

汪

宗

瀚

以

為

即

今

縣

西

之

磨

坪

川

今

考

通

鑑

實

靈

台

縣

西

之

良

原

良

原

為

李

元

謨

屯

田

之

改

名

按

斯

時

吐

蕃

入

朝

那

寇

涇

邠

郭

子

儀

遣

其

將

渾

瑊

將

步

騎

五

千

與

拒

戰

於

宜

祿

宜

祿

即

今

邠

州

宿

將

史

抗

等

不

用

命

唐

兵

大

敗

渾

瑊

請

罪

子

儀

赦

之

使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六

將

兵

趨

朝

那

躡

其

後

州

刺

史

李

國

臣

恐

虜

乘

勝

掠

隴

犯

畿

輔

乃

引

兵

趨

秦

原

鳴

鼓

而

西

虜

聞

之

至

百

里

城

返

渾

瑊

邀

於

隘

盡

得

其

所

掠

遂

由

支

磨

原

西

遁

經

逺

門

川

掠

華

亭

而

去

唐

鵰

窩

峽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舊

志

為

華

亭

與

平

涼

接

壤

之

地

峽

水

北

流

折

向

東

北

即

易

名

為

太

岔

河

全

峽

長

約

二

十

餘

里

南

北

兩

壁

石

峯

揷

天

崖

間

多

鵰

鳥

居

之

唐

彈

箏

峽

舊

志

屬

華

亭

一

名

金

佛

峽

以

崖

穴

塑

三

金

佛

故

名

其

峽

長

二

十

里

在

瓦

亭

砦

東

十

五

里

兩

山

壁

立

峽

勢

險

窄

水

從

中

流

觸

石

箏

箏

有

聲

如

彈

箏

然

今

割

屬

固

原

有

清

董

少

保

碑

及

諸

名

人

石

刻

唐

火

燄

山

鬼

門

闗

在

蓮

花

台

東

唐

石

香

爐

峽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或

以

為

即

山

寨

鎮

東

之

野

狐

峽

唐

松

子

峽

在

石

香

爐

峽

北

二

十

里

或

以

為

即

新

店

鎮

北

之

月

明

溝

唐

折

刀

原

紅

山

鎮

陰

窪

對

岸

公

地

一

叚

形

如

大

刀

柄

與

刄

尖

俱

全

土

人

稱

為

大

刀

坪

相

傳

唐

征

吐

蕃

時

有

將

折

刀

於

此

亦

奇

徵

也

唐

紅

山

紅

窟

在

紅

山

鎮

西

紅

石

峯

唐

時

土

人

懼

吐

蕃

之

擾

就

石

峯

崖

壁

鑿

窟

三

十

有

二

以

避

亂

鎮

名

始

因

之

而

起

後

周

東

郭

縣

署

東

郭

為

後

周

所

築

縣

署

亦

移

置

其

中

今

郭

僅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七

存

遺

址

縣

署

無

知

其

地

者

宋

孟

良

城

在

馬

峽

鎮

西

小

隴

山

頂

山

腰

有

飲

馬

池

極

大

城

下

西

北

半

山

有

台

名

曰

瞭

馬

台

又

有

大

教

場

土

人

相

傳

城

為

宋

楊

延

昭

部

將

孟

良

在

此

屯

軍

牧

馬

防

西

夏

所

築

今

僅

存

遺

址

宋

安

化

城

在

化

平

縣

西

二

里

許

宋

初

置

屬

渭

州

金

改

置

化

平

縣

元

明

清

初

均

屬

華

亭

今

為

化

平

縣

屬

地

宋

六

盤

山

在

瓦

亭

闗

西

二

十

里

上

經

六

盤

始

至

其

巔

宋

紹

定

三

年

元

太

祖

鐵

木

真

崩

此

元

明

清

初

屬

華

亭

今

屬

隆

德

宋

香

水

店

在

化

平

縣

西

北

崖

間

湧

香

狀

鹹

水

一

脈

居

民

注

之

為

泉

煮

和

食

地

亦

因

之

得

名

宋

銅

厰

在

縣

西

南

三

角

城

宋

慶

暦

四

年

陜

西

漕

運

使

張

奎

採

儀

州

三

角

城

黄

銅

鑛

置

博

濟

監

於

崇

信

縣

西

之

銅

城

以

供

冶

宋

亁

海

子

主

山

鎮

朝

那

湫

北

地

勢

凹

然

如

海

土

人

相

傳

朝

那

湫

宋

前

在

此

至

北

宋

末

季

湫

池

竟

移

於

南

石

磊

山

上

山

北

之

舊

湫

遂

涸

亁

海

子

之

名

從

此

始

立

金

化

平

縣

在

安

化

城

東

二

里

許

金

大

定

七

年

築

化

平

城

成

則

宋

安

化

城

廢

縣

治

亦

移

元

明

清

初

省

屬

華

亭

光

緒

初

年

左

宗

棠

因

其

城

完

好

分

置

化

平

廳

屬

平

涼

府

金

華

亭

縣

署

在

西

北

新

城

大

定

二

年

建

明

洪

武

初

重

修

清

初

廢

移

建

中

街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八

元

清

暑

樓

在

六

盤

山

元

元

貞

十

二

年

安

西

王

所

建

今

廢

元

幹

朝

耳

朶

在

瓦

亭

闗

西

北

二

十

里

為

元

安

西

王

屯

兵

處

明

聖

女

里

在

化

平

縣

南

今

名

聖

女

川

明

赤

岩

鎮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今

屬

陜

西

隴

縣

鐵

馬

河

火

燒

寨

皆

其

鎮

地

也

明

白

岩

鎮

在

縣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今

屬

化

平

縣

俗

稱

白

岩

河

明

見

子

崖

在

紅

山

鎮

西

南

四

里

土

人

相

傳

有

某

名

人

失

子

數

年

於

此

見

之

因

以

為

名

今

俗

稱

見

子

河

明

朝

陽

樓

在

窰

頭

鎮

安

口

峴

土

人

稱

為

雲

中

仙

樓

以

其

地

高

樓

有

時

或

隱

雲

中

雲

氣

收

斂

樓

輒

於

雲

中

現

出

樓

壁

古

多

名

人

題

詩

惜

樓

廢

詩

無

記

錄

之

者

明

三

鄉

闗

三

鄉

闗

為

華

崇

隴

三

縣

屬

地

又

稱

為

三

鄉

鎮

即

今

之

上

下

兩

闗

明

稱

上

闗

為

上

三

鄉

闗

下

闗

為

下

三

鄉

闗

明

行

臺

察

院

為

行

臺

長

官

駐

車

之

所

清

初

改

為

儀

山

書

院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改

為

高

等

小

學

堂

今

新

城

一

高

新

校

告

成

移

城

内

第

一

初

校

於

其

中

明

楊

思

道

山

居

先

居

縣

西

仙

姑

山

南

之

楊

家

庄

後

居

縣

南

武

村

堡

之

楊

家

台

明

趙

浚

谷

山

居

在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硯

峽

鎮

明

惠

民

渠

明

嘉

靖

乙

夘

嵗

自

夏

徂

秋

大

旱

不

雨

知

縣

王

官

訪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六
十
九

趙

浚

谷

先

生

籌

畫

水

利

浚

谷

為

之

擘

畫

地

形

與

王

令

率

胥

役

七

十

人

出

西

門

抵

仙

姑

川

萃

石

遏

汭

俾

上

流

之

東

者

北

之

復

循

蹊

徑

過

上

亭

廟

入

官

路

鑿

路

之

半

為

渠

過

辛

張

趙

三

氏

之

庄

凡

五

里

其

流

平

川

田

皆

可

灌

溉

又

東

流

三

里

至

故

儀

州

城

西

之

齊

溝

緣

溝

西

岸

北

折

而

東

始

入

故

儀

城

過

唐

塔

至

今

縣

城

西

門

之

北

地

勢

漸

高

流

亦

漸

峻

以

四

石

槽

導

之

入

城

經

城

隍

廟

縣

署

之

前

放

之

學

宮

注

之

泮

水

又

引

出

東

門

以

溉

東

郊

園

田

役

不

浹

旬

而

邑

人

獲

數

百

頃

之

水

利

以

舒

旱

因

名

其

渠

曰

惠

民

並

刻

圖

撰

記

於

碑

以

志

永

久

而

今

則

惜

乎

廢

矣

明

燬

淫

祠

縣

城

西

門

外

唐

塔

西

之

禪

國

院

紅

山

鎮

見

子

崖

西

北

之

佛

爺

崖

楊

家

溝

陰

之

涼

泉

寺

四

條

鎮

什

字

路

之

鴻

濛

寺

上

闗

南

隴

縣

所

屬

之

石

櫃

山

寺

皆

因

僧

道

不

法

搶

誘

民

間

婦

女

嘉

靖

間

事

發

勅

旨

火

化

今

其

遺

跡

猶

有

存

者

明

洪

化

街

在

下

闗

西

北

十

里

之

殿

灣

古

官

路

從

此

經

過

明

狀

元

碑

在

龍

眼

鎮

西

華

觀

西

名

出

明

趙

浚

谷

惠

民

渠

記

碑

陰

圖

清

同

治

回

亂

碑

石

没

滅

狀

元

朝

代

姓

名

無

考

今

謹

依

浚

谷

惠

民

渠

圖

記

暫

載

明

蹟

之

末

明

東

橋

渡

在

雨

儀

峽

東

常

家

庄

南

明

就

天

然

岸

石

峽

水

窄

處

架

梁

置

板

為

橋

以

便

行

旅

紅

山

鎮

因

名

東

橋

里

今

橋

雖

廢

而

天

然

石

岸

猶

存

如

故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七
十

明

磐

石

門

在

王

天

鎮

東

街

明

萬

暦

二

十

四

年

王

姓

專

建

清

新

城

在

城

内

西

北

隅

清

順

治

時

知

縣

楊

榮

建

東

垣

遺

跡

今

猶

巍

然

南

則

僅

餘

高

坎

西

北

兩

面

皆

因

故

城

統

計

面

積

大

約

六

十

餘

畝

清

獨

醉

亭

在

今

教

育

局

後

圃

清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教

諭

趙

先

甲

自

娛

所

建

今

廢

清

大

戰

場

城

西

仙

姑

川

為

清

同

治

五

年

雷

正

綰

所

率

張

蕭

王

黄

軍

七

十

營

與

回

匪

馮

阿

訇

等

所

率

十

八

大

營

鏖

兵

戰

場

山

寨

東

南

之

木

頭

嶺

為

是

年

秋

八

月

二

十

日

夜

回

匪

潰

圍

北

遁

統

領

張

在

山

䘮

師

三

營

之

戰

場

縣

城

河

南

花

園

子

及

城

東

北

之

無

量

廟

清

真

寺

城

東

之

春

厰

等

處

皆

雷

軍

屯

營

處

其

他

紅

山

鎮

之

縣

坡

嶺

高

山

堡

之

王

家

山

皆

防

勇

官

兵

民

團

與

回

匪

交

戰

失

敗

之

地

華

民

所

當

痛

悼

紀

念

者

也

清

豐

台

在

城

東

南

王

母

山

為

清

乾

隆

時

教

諭

趙

先

甲

見

巽

方

文

筆

峯

太

低

因

築

土

塔

以

增

高

名

曰

豐

台

今

猶

屹

立

曾

無

少

損

清

耐

窮

亭

在

紅

山

鎮

南

嶺

八

方

廟

西

灣

為

清

光

緒

時

邑

人

厯

任

循

化

武

都

教

諭

陳

輔

周

自

娛

明

志

所

建

今

廢

僅

存

遺

址

民

國

飛

龍

峽

在

珍

林

村

椿

林

寺

後

民

國

三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峽

之

西

崖

因

天

大

雷

雨

大

吼

崩

裂

壁

立

當

峽

中

空

如

屋

有

龍

向

東

山

飛

去

人

於

電

光

閃

爍

中

見

其

真

象

長

約

五

六

丈

大

約

如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七
十
一

甕

馬

頭

蛇

尾

徧

身

五

彩

鱗

甲

金

光

四

射

騰

空

而

去

翌

日

峽

水

為

崩

崖

所

阻

聚

而

成

潭

余

主

講

城

内

一

高

聞

其

異

親

徃

游

觀

見

崩

崖

石

上

鑛

質

燦

爛

曾

敲

取

數

塊

以

作

研

究

鑛

學

之

標

本

並

令

該

地

民

衆

挖

放

積

水

免

藏

異

物

致

生

危

險

民

國

臨

汭

樓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武

村

堡

東

街

口

民

國

十

三

年

幸

國
霖

麟

建

取

下

臨

汭

水

之

意

民

國

望

華

樓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武

村

堡

西

街

口

民

國

十

三

年

幸

國
霖

麟

建

取

北

望

華

亭

之

意

附

金

石

華

亭

邊

地

歴

代

多

亂

金

石

古

物

殘

毁

者

多

遺

存

者

少

僅

據

採

訪

所

得

略

志

如

左

金

縣

闗

岳

廟

鐵

醮

爐

一

座

六

層

下

層

十

二

相

虎

頭

六

足

中

層

十

八

羅

漢

像

上

層

置

大

爐

一

箇

口

周

丈

餘

明

萬

暦

庚

申

年

造

又

鐵

獅

子

背

載

鐵

醮

爐

一

座

口

周

六

尺

又

鐵

鐘

一

口

高

六

尺

口

周

一

丈

四

尺

明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縣

賈

鎧

教

諭

王

廷

弼

造

縣

城

隍

廟

鐵

醮

爐

一

座

十

層

其

形

如

鼎

下

層

虎

頭

六

足

中

層

人

物

鳥

獸

上

層

獅

子

頂

爐

明

萬

暦

十

四

年

八

月

造

又

鐵

香

爐

一

座

口

横

二

尺

縱

一

尺

四

寸

明

嘉

靖

十

六

年

十

月

造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七
十
二

又

鐵

香

爐

一

座

口

横

二

尺

縱

一

尺

明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造

又

鐵

磬

一

口

周

大

六

尺

明

天

啟

四

年

春

造

又

鐵

鐘

一

口

高

四

尺

口

周

一

丈

六

尺

明

隆

慶

四

年

三

月

造

又

唐

塔

上

遺

下

鐵

羅

漢

四

尊

唐

開

元

間

造

今

遺

去

一

尊

窰

頭

鎮

闗

帝

廟

鐵

圍

杆

一

對

下

座

鐵

獅

子

上

杆

高

三

丈

六

尺

盤

繞

鐵

龍

有

鐵

斗

二

層

斗

各

四

旂

清

道

光

戊

子

年

三

月

造

又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斤

清

雍

正

二

年

造

窰

頭

鎮

興

隆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清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造

窰

頭

鎮

興

善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明

天

啟

二

年

造

紅

山

鎮

雲

台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斤

清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造

又

鐵

醮

爐

一

座

清

咸

豐

元

年

造

又

鐵

礮

三

尊

清

咸

豐

二

年

造

下

闗

村

闗

帝

廟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清

道

光

間

造

高

山

村

龍

王

廟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明

萬

暦

間

造

下

闗

村

三

官

殿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斤

明

弘

化

間

造

珍

林

村

椿

林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明

萬

暦

間

造

四

條

鎮

青

林

觀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斤

明

萬

暦

間

造

什

字

路

洪

濛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斤

明

天

啟

間

造

王

天

鎮

朝

陽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明

萬

暦

間

造

王

天

鎮

玄

峰

山

鐵

鐘

一

口

重

四

百

斤

明

萬

暦

二

十

四

年

造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七
十
三

上

闗

街

北

朝

陽

觀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明

萬

暦

間

造

馬

峽

鎮

靈

湫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清

乾

隆

十

六

年

造

馬

峽

鎮

闗

帝

廟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清

乾

隆

十

六

年

造

柴

坻

鎮

蛟

龍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餘

斤

清

乾

隆

六

十

年

造

硯

峽

鎮

翠

峰

山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六

百

斤

明

萬

暦

十

二

年

造

新

店

鎮

青

龍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斤

明

萬

暦

四

十

年

造

四

條

鎮

普

陀

里

朝

陽

寺

鐵

鐘

一

口

重

七

百

斤

又

有

銅

神

像

一

尊

造

年

無

考

龍

眼

鎮

街

西

財

神

廟

院

何

仙

姑

鐵

碑

二

座

高

五

尺

寛

二

尺

清

道

光

間

造

石

唐

燕

公

張

説

錢

本

草

行

書

皮

日

休

座

中

銘

楷

書

石

碑

一

方

從

土

中

掘

出

存

圖

書

舘

明

趙

時

春

惠

民

渠

圖

記

碑

一

座

鑲

縣

政

府

□

門

墻

壁

明

趙

時

春

與

諸

名

宿

會

讌

王

母

峰

七

言

古

風

詩

碑

一

方

存

圖

書

舘

明

天

啟

時

山

西

蔚

州

知

州

太

原

府

推

官

邑

人

賈

師

謙

撰

重

修

文

廟

記

碑

一

座

置

㦸

門

外

西

側

明

宣

德

時

工

部

侍

郎

邑

人

楊

諶

撰

重

修

文

廟

記

碑

一

座

置

㦸

門

外

東

側

明

趙

時

春

朝

那

廟

記

碑

一

座

置

縣

北

十

五

里

廟

兒

嶺

朝

那

寺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古
蹟

名
勝

七
十
四

明

兵

部

侍

郎

邑

人

楊

諶

墓

誌

詩

碑

一

座

在

仙

姑

山

南

楊

家

溝

清

乾

隆

知

縣

楊

榮

重

修

儀

山

書

院

記

碑

一

座

置

舊

高

校

照

墻

下

清

道

光

間

下

闗

三

鄉

鎮

屯

頭

堡

禁

賭

博

游

丐

青

石

碑

一

座

置

廟

院

前

門

清

光

緒

知

縣

王

南

薰

剏

修

縣

署

倉

厫

記

碑

一

座

置

縣

政

府

二

門

外

西

側

清

宣

統

知

縣

汪

宗

瀚

去

思

碑

一

座

鑲

縣

政

府

二

門

東

墻

附

名

勝

仙

姑

山

趙

先

甲

遊

記

謂

其

突

然

起

於

西

川

之

中

空

所

倚

傍

葉

凡

遊

記

謂

山

以

仙

名

嫌

其

物

外

據

屹

然

獨

立

飄

渺

凌

空

之

概

欲

以

卓

爾

易

其

名

余

一

再

徃

游

以

其

山

有

鯨

魚

跋

浪

昂

頭

吐

氣

之

狀

魚

頭

向

東

而

魚

尾

實

在

其

西

鰓

鰭

宛

然

九

秋

登

臨

白

雲

黄

葉

青

崖

碧

波

平

疇

烟

村

儀

城

唐

塔

皆

收

攬

於

遊

人

襟

懷

之

間

足

化

抑

鬱

而

蕩

塵

垢

高

世

之

思

亦

油

然

而

生

故

不

僅

古

刹

仙

居

翠

柏

鶩

棲

之

為

勝

也

海

龍

山

在

縣

西

南

穿

水

碾

峽

越

林

即

至

為

山

㘭

一

大

梵

宇

不

與

市

鎮

相

接

逐

寺

有

海

龍

聖

母

祠

面

壑

背

山

獻

殿

樂

樓

僧

舍

俱

備

其

地

綠

鳥

紅

雀

茅

屋

石

泉

竹

樹

茂

宻

花

草

芬

芳

遊

其

境

别

饒

世

外

佳

趣

讀

其

碑

每

動

仙

神

竒

想

人

以

寺

觀

聳

立

峯

巒

為

勝

余

謂

其

勝

不

在

峯

巒

而

在

峯

巒

南

崖

絶

壁

之

龍

洞

洞

前

為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名
勝

七
十
五

窿

然

透

光

之

石

窟

窟

壁

為

蛇

紋

岩

所

成

其

頂

石

稜

差

倒

懸

欲

墜

仰

而

望

之

令

人

生

畏

右

壁

之

下

有

水

緩

流

㵼

於

幽

澗

澗

中

石

塊

狼

藉

父

老

相

傳

為

朱

明

開

採

銀

鑛

所

遺

然

其

窟

尤

非

勝

也

勝

在

窟

之

内

洞

欲

入

則

冥

黑

深

渺

轟

然

發

聲

如

聞

雷

鳴

非

携

燈

燭

莫

敢

躡

足

入

之

則

洞

有

三

潭

連

如

串

珠

水

深

難

測

湛

湛

流

出

石

窟

者

即

此

澤

也

三

潭

各

架

單

木

為

橋

渡

之

水

波

淹

浮

足

戰

心

摇

驚

惕

恐

墜

除

天

旱

祈

雨

外

人

無

妄

遊

洞

中

者

據

祈

雨

者

言

三

潭

之

底

有

石

蓮

花

水

波

與

燈

光

蕩

漾

時

亦

能

乍

見

其

形

過

三

潭

則

海

龍

聖

母

坐

化

之

真

身

在

焉

其

勝

也

實

在

乎

奇

險

土

人

咸

謂

其

潭

俱

有

神

龍

能

興

雲

雨

聖

母

司

之

故

以

為

名

云

蓮

花

台

分

上

下

兩

寺

下

寺

以

險

峻

勝

莊

浪

主

之

上

寺

以

抱

勝

華

亭

主

之

兩

寺

相

隔

不

過

四

五

里

中

以

小

石

梁

為

界

山

下

寺

有

靈

官

八

仙

玉

皇

三

清

老

君

五

台

層

層

直

上

宛

如

登

天

惟

靈

官

台

與

八

仙

台

以

罅

崖

間

之

非

有

板

橋

欄

杆

則

人

不

能

高

攀

亦

不

敢

下

視

五

台

之

南

面

向

西

北

有

台

峭

出

於

崇

高

馮

虚

之

峯

者

為

香

山

寺

寺

有

觀

音

廟

及

道

房

數

楹

花

草

幽

香

禪

院

清

爽

憇

止

凝

眸

羣

山

萬

壑

竹

樹

烟

雲

皆

在

望

中

是

下

寺

不

獨

以

險

峻

勝

且

以

窮

高

極

廣

勝

也

上

寺

右

峯

屹

立

於

深

壑

之

中

者

為

蓮

花

石

石

倚

老

柏

高

聳

如

塔

巔

有

石

塊

寛

可

盈

丈

厚

可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名
勝

七
十
六

及

如

蓮

蓬

如

人

置

俯

石

下

瞰

為

百

丈

懸

崖

水

聲

湯

湯

臨

之

暈

栗

石

背

以

廟

互

相

倚

傍

竹

木

蒨

葱

四

周

圍

繞

坐

石

拈

花

南

望

左

壁

抱

如

箕

則

祖

師

千

佛

靈

官

諸

殿

及

禪

堂

客

舍

在

焉

最

異

者

清

厨

之

内

有

清

泉

湧

出

就

石

鑿

池

注

之

盈

盈

不

減

不

洩

足

飲

百

人

是

上

寺

不

獨

以

抱

勝

且

更

以

泉

石

勝

也

今

為

鳥

瞰

之

筆

特

記

兩

寺

之

狀

至

於

陪

勝

尤

指

不

勝

屈

姑

畧

之

以

俟

遊

賞

君

子

親

焉

雲

崖

寺

在

主

山

鎮

雲

崖

山

西

壁

崖

皆

赤

石

有

洞

三

層

井

然

有

序

剏

始

者

為

唐

尉

遲

恭

敬

德

洞

皆

有

石

梯

可

達

梯

之

兩

旁

以

鐵

練

登

者

非

攀

此

蓋

不

敢

上

也

中

層

為

玉

皇

洞

左

右

為

藥

王

洞

送

子

娘

娘

洞

上

層

為

釋

迦

佛

洞

右

為

觀

音

洞

左

為

五

方

佛

洞

洞

前

有

欄

杆

可

凭

之

以

俯

視

下

層

下

層

之

底

有

殿

宇

四

座

山

崖

及

洞

嘗

有

雲

氣

飄

渺

與

赤

石

綠

樹

互

相

掩

映

烟

消

日

出

則

仙

洞

畢

見

其

勝

也

遊

者

當

於

烟

雲

變

化

間

求

之

不

當

於

石

梯

差

石

洞

羅

列

間

求

之

也

惜

此

勝

境

雖

經

明

萬

暦

十

二

年

李

宗

羲

左

廷

相

二

次

重

修

置

有

祀

田

五

十

畝

以

備

經

紀

而

今

則

殘

廢

不

堪

言

狀

矣

腰

崖

寺

在

馬

峽

鎮

河

北

東

二

里

許

大

石

山

崖

間

崖

高

百

丈

寛

五

六

百

丈

崖

腰

有

台

如

刀

截

崖

台

有

洞

悉

為

石

窟

極

東

一

窟

自

下

而

上

架

木

為

梯

入

之

似

登

重

樓

窟

中

宏

濶

回

匪

之

亂

民

嘗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名
勝

七
十
七

藏

糧

避

難

於

其

間

名

之

曰

藏

穀

洞

洞

西

高

台

形

勢

彎

石

嘴

障

遮

藤

蘿

纒

繞

上

帝

祠

藥

王

廟

子

孫

宫

雷

祖

殿

觀

音

閣

皆

在

焉

入

秋

登

臨

其

上

東

望

馬

峽

爛

柯

神

禹

疏

鑿

之

迹

王

質

觀

棋

之

所

巍

峩

在

目

南

望

萬

子

馬

厰

車

溝

流

水

清

音

義

州

防

夏

眺

戍

高

深

當

前

西

望

劉

店

孟

台

古

鎮

山

村

白

雲

紅

葉

封

鎖

隴

阪

倚

巘

酌

酒

瞰

汭

賦

詩

今

人

笑

傲

皇

醉

思

桓

孟

其

勝

頗

饒

曠

遠

之

樂

兼

高

廣

之

趣

也

遊

賞

者

烏

可

不

具

眼

識

而

忽

諸

主

林

寺

在

主

山

鎮

明

初

為

靜

縣

屬

地

永

樂

間

勅

封

張

三

丰

於

此

隆

慶

間

該

地

人

民

獻

其

名

勝

於

平

涼

韓

藩

清

順

治

間

撥

歸

華

亭

寺

分

中

東

南

西

北

五

台

中

台

一

峯

巍

峩

峻

極

高

聳

雲

表

梵

宫

僧

舍

雕

欄

傑

閣

掩

覆

崖

間

絶

頂

一

亭

登

之

可

下

瞰

洛

水

前

窺

龍

山

加

以

奇

峯

秀

嶺

赤

壁

丹

崖

翠

柏

蒼

松

修

竹

卉

草

般

般

㸃

綴

無

美

不

收

四

台

諸

山

為

之

陪

輔

稱

為

主

山

誰

曰

不

宜

主

山

之

東

有

山

蹲

起

如

獅

名

觀

音

山

筆

華

玉

柱

二

峯

輔

之

傍

開

石

徑

如

楔

為

寺

東

門

是

為

東

台

主

山

之

南

有

秀

拔

高

峯

崖

壁

如

削

石

磴

如

梯

非

此

蓋

莫

能

上

以

覩

山

寺

之

勝

是

為

南

台

主

山

之

西

有

羅

漢

崖

盤

踞

起

伏

瑰

嵖

岈

旁

鑿

石

洞

為

寺

西

門

是

為

西

台

主

山

之

北

有

三

叠

雲

崖

高

揷

天

際

崖

下

殿

宇

輝

煌

雨

不

能

及

石

徑

槎

橋

足

供

勝

是

為

北

台

中

台

之

西

有

竹

枝

峯

最

為

奇

特

其

峯

如

門

如

架

峯

下

有

寺

有

潭

峯

間

滴

水

注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名
勝

七
十
八

成

深

淵

鯽

魚

躍

游

山

中

佳

境

無

愈

此

者

中

台

左

崖

有

白

雲

洞

為

宋

僧

法

印

所

時

出

白

雲

迷

離

山

谷

明

都

御

史

胡

纘

宗

遊

之

稱

為

主

山

丹

穴

洵

非

虛

語

噫

嘻

主

山

高

深

幽

秀

瑰

奇

險

峻

在

華

亭

諸

名

勝

中

可

謂

得

游

賞

之

全

者

也

而

安

可

不

志

玄

鳳

山

唐

名

玄

峰

山

取

山

峰

玄

妙

之

義

今

名

玄

鳳

山

取

山

如

翥

鳳

之

象

民

國

己

已

重

九

余

欲

游

而

未

果

冬

十

月

朔

修

山

住

持

李

萬

興

來

謂

山

下

澗

南

有

大

石

横

陳

寛

可

盈

丈

厚

可

七

尺

鐫

字

糢

糊

名

無

能

名

因

錫

名

曰

太

玄

磯

前

明

就

石

架

橋

橋

之

兩

旁

鐵

欄

杆

因

錫

名

曰

會

仙

橋

磯

橋

之

左

有

青

龍

潭

水

深

七

八

尺

磯

橋

之

右

有

黄

龍

潭

水

深

五

六

尺

故

橋

無

欄

杆

則

渡

者

見

潭

水

綠

藍

不

免

生

畏

今

橋

梁

雖

壞

而

磯

潭

則

猶

存

登

山

者

架

木

磯

下

以

渡

之

會

仙

橋

之

名

亦

未

之

或

改

二

潭

天

旱

祈

禱

雨

澤

立

降

是

為

山

下

之

第

一

勝

境

過

橋

循

峽

西

行

有

丹

穴

焉

穴

中

有

鳳

卵

石

半

面

突

出

圓

大

如

抱

李

住

持

居

之

再

西

行

有

飲

鳳

泉

為

山

間

濾

水

所

注

是

為

山

下

之

第

二

勝

境

過

橋

登

山

經

九

道

彎

十

八

盤

越

三

上

馬

台

始

達

黑

虎

殿

其

殿

側

崖

石

之

上

有

古

石

刻

玄

峰

山

三

大

字

台

東

為

靈

官

岩

岩

彎

青

松

怪

石

畫

工

難

繪

百

鳥

雲

集

俗

稱

百

鳥

朝

鳳

處

是

為

山

間

之

第

三

勝

境

台

西

為

五

道

彎

彎

上

有

西

窩

溝

為

華

亭

南

汭

之

支

源

西

窩

溝

西

南

為

鳳

凰

巢

巢

中

大

石

甚

多

出

圓

形

如

一

窩

鳳

卵

巢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名
勝

七
十
九

南

崖

間

舊

有

觀

音

廟

廟

下

湧

出

丹

水

一

脉

紅

流

數

里

是

為

山

間

之

第

四

勝

境

越

靈

官

殿

再

上

有

天

生

青

獅

白

象

二

石

守

䕶

山

門

是

為

山

間

之

第

五

勝

境

山

門

内

為

鳳

凰

腰

立

有

清

雍

正

三

年

石

碑

再

進

則

為

大

寺

玉

皇

藥

王

靈

官

子

孫

觀

音

諸

殿

在

焉

藥

王

殿

前

有

大

盤

楊

一

株

玩

之

形

甚

奇

古

無

異

虬

龍

殿

右

有

鐘

樓

一

座

懸

從

土

中

掘

出

之

透

明

神

鐘

一

口

擊

之

聲

聞

十

里

是

為

山

中

之

第

六

勝

境

從

觀

音

閣

穿

過

上

望

崖

間

有

慈

雲

洞

祀

黎

山

老

母

由

慈

雲

洞

下

曲

折

西

行

二

百

步

有

明

月

崖

及

蟾

光

洞

崖

上

月

石

瑩

白

圓

大

如

節

周

圍

石

色

蒼

黄

如

霧

每

值

中

秋

天

空

月

光

與

崖

上

月

光

互

相

映

輝

照

澈

洞

中

禪

人

危

坐

蒲

團

居

然

廣

寒

仙

子

無

怪

乎

唐

有

金

仙

證

果

於

此

也

是

為

山

間

之

第

七

勝

境

蟾

光

洞

上

為

鳳

凰

頭

建

無

量

祖

師

廟

廟

之

後

面

為

小

石

梁

青

松

圍

繞

石

梁

正

中

起

一

大

方

石

寛

約

八

尺

上

建

王

母

宫

盛

夏

憇

此

松

風

摇

林

鳥

韻

盈

耳

清

興

自

足

是

為

山

間

之

第

八

勝

境

正

殿

之

右

為

白

虎

山

上

有

八

仙

台

高

出

正

殿

數

百

丈

台

周

蒼

松

林

立

翠

竹

圍

繞

台

上

有

松

樺

交

枝

樹

一

株

大

可

合

抱

最

為

奇

特

登

之

無

異

在

天

是

為

山

頂

之

第

九

勝

境

正

殿

之

左

為

青

龍

山

竹

樹

蒨

葱

花

草

怪

異

山

腰

有

川

主

廟

山

嘴

有

太

白

殿

山

頭

有

混

元

宮

亦

高

出

正

殿

數

百

丈

皆

為

傾

圮

未

建

之

遺

跡

觀

之

猶

令

人

想

見

古

昔

剏

修

此

山

之

盛

也



ZhongYi

華
亭
縣
志

卷

一

名
勝

陵
墓

八
十

是

為

山

上

之

第

十

勝

境

夫

以

上

勝

境

蓋

皆

就

其

近

者

言

之

也

若

在

山

頂

逺

望

東

觀

朝

曦

合

汭

則

高

山

流

水

俱

在

目

前

西

瞰

蓮

台

碾

盤

則

蒲

塘

麻

菴

皆

在

足

底

北

瞻

栁

林

五

台

則

磅

礴

開

豁

堪

暢

襟

懷

南

眺

龍

門

景

福

則

仙

峰

遥

峙

盡

收

眼

簾

其

高

廣

之

勝

斷

非

蓮

花

海

龍

之

幽

深

所

可

及

也

世

之

好

游

名

山

者

讀

玄

鳳

山

記

能

不

思

勝

境

而

興

起

乎

附

陵

墓

漢

度

遼

將

軍

槐

里

侯

皇

甫

規

墓

唐

三

烈

女

墓

在

紅

山

鎮

南

來

徃

山

為

唐

時

該

地

三

烈

女

遇

匪

不

辱

被

害

所

葬

墓

雖

為

三

底

實

為

一

雁

行

並

列

如

三

小

峰

二

十

里

外

即

望

見

之

貞

烈

之

骨

埋

之

千

餘

年

竟

自

長

成

奇

峰

而

不

陷

没

令

人

欽

佩

不

置

宋

進

士

樞

宻

承

旨

郭

執

中

墓

宋

防

西

夏

裨

將

孟

良

墓

土

人

相

傳

在

西

隴

山

孟

家

台

西

北

明

開

平

王

常

遇

春

疑

塜

在

紅

山

鎮

東

峽

常

家

庄

東

墓

前

有

石

豬

石

羊

但

無

碑

記

人

不

敢

犯

考

遇

春

為

江

南

懷

逺

人

恐

係

疑

塜

明

户

部

侍

郎

楊

諶

墓

在

仙

姑

山

南

楊

家

溝

有

古

柏

碑

記

明

進

士

吏

科

給

侍

中

張

維

新

墓

在

皇

甫

山

蔣

家

塬

明

翰

林

苑

庶

吉

士

大

明

府

檢

校

劉

時

中

墓

在

雙

鳳

山

北

與

仙

姑

山

對

照

有

趙

時

春

書

碑

誌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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