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九

十

六

　

福

建

二

　

　

　

一

　

敷
文
閣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九
十
六

□

山

顧

祖

禹

景

范

輯

著

南

昌

彭

元

瑞

芸

楣

校

定

　
錦
里
龍
萬
育
燮
堂
校
刋

福
建
二

福
州
府

東

至

海

岸

百

九

十

里

南

至

興

化

府

二

百

八

十

里

西

南

至

泉

州

府

五

百

里

西

至

延

平

府

四

百

有

五

里

北

至

褔

寧

州

五

百

四

十

五

里

自

府

治

至

京

師

六

千

一

百

三

十

三

里

禹
貢
揚
州
之
域
周
爲
七
閩
地
秦
置
閩
中
郡
漢
初
爲
閩

越
王
國
元
封
初
平
閩
越
屬
會
稽
郡
後
漢
因
之

通

典

後

漢

置

侯

官

都

尉

屬

會

稽

郡

似

未

司

據

三
國
吳
屬
建
安
郡
晉
太
東
三
年
始
置

晉
安
郡
宋
因
之

志

云

元

嘉

中

改

昌

國

郡

謬

又

云

泰

始

四

年

改

晉

平

郡

今

宋

志

亦

不

載

齊

梁
亦
云
晉
安
郡
陳
兼
置
閩
州
尋
廢
後
又
置
豐
州
隋
平

陳
郡
廢
改
州
曰
泉
州
大
業
初
復
曰
閩
州
三
年
又
改
建

安
郡
唐
武
德
六
年
仍
曰
泉
州
景
雲
二
年
改
曰
閩
州

并置

中

都

督

府

督

閩

泉

建

漳

潮

五

州

開
元
十
三
年
又
改
爲
福
州

依

舊

都

督

府

仍

置

經

畧

使

二

十

三

年

改

督

福

建

汀

泉

四

州

天
寶
初
曰
長
樂
郡
乾
元
初
復
爲
福

州
新

唐

書

至

德

二

載

置

經

畧

軍

寧

海

軍

於

城

內

元

和

六

年

廢

又

元

和

中

置

福

建

觀

察

使

領

福

泉

汀

運

漳

五

州

乾

寧

三

年

升

爲

威

武

節

度

使

以

授

王

潮

五
代
時
王
氏
據
有
其
地

梁

貞

明

六

年

升

爲

大

都

督

府

唐
長
興
四
年
閩
主
王
延
鈞
升
爲
長
樂
府
晉

開
運
二
年
王
延
政
號
爲
南
都

時

延

政

并

有

閩

地

也

南

都

一

作

東

都

三
年

屬
於
南
唐
明
年
爲
吳
越
所
取

仍

曰

福

州

威

武

軍

周

廣

順

初

改

曰

彰

武

軍

宋

仍
爲
福
州

亦

曰

長

樂

郡

威

武

軍

景
𤆌
初
升
福
安
府
元
爲
福
州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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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敷
文
閣

明
朝
洪
武
初
改
爲
福
州
府
今
領
縣
九

府
西
阻
重
山
東
帶
滄
溟
南
望
交
廣
北
晲
淮
浙
亦
東
南

一
都
會
也
然
而
延
建
諸
郡
控
我
咽
喉
福
寧
一
州
扼
我

項
背
興
泉
諸
郡
伺
我
肘
腋
揚
帆
突
至
則
有
海
道
之
虞

踰
險
飇
馳
實
切
上
游
之
懼
封
疆
不
可
憑
山
谿
不
足
恃

國
門
以
外
皆
戰
場
也
三
山
之
險
誠
不
在
近
郊
而
在
四

境
矣
宋
蔣
之
奇
曰
八
閩
之
地
長
樂

郡名

爲
冠
以
其
地
肥

衍
民
殷
富
而
濱
海
足
以
自
固
也
噫
是
豈
折
衝
之
長
策

哉
閩
縣

附

郭

在

府

治

東

南

漢

置

冶

縣

屬

會

稽

郡

後

漢

時

廢

建

安

初

置

侯

官

縣

三

國

吳

屬

建

安

郡

晉

太

康

三

年

析

置

原

豐

縣

爲

晉

安

郡

治

沈

約

云

省

建

安

典

船

校

尉

置

也

宋

齊

時

屬

晉

安

郡

梁

曰

東

侯

官

縣

仍

爲

郡

治

隋

郡

廢

復

改

縣

曰

原

豐

開

皇

十

二

年

又

改

爲

閩

縣

自

是

州

郡

皆

治

此

五

代

唐

長

興

四

年

王

氏

改

爲

長

樂

縣

淸

泰

二

年

復

舊

晉

天

福

六

年

復

曰

長

樂

吳

越

得

之

仍

曰

閩

縣

宋

因

之

今

編

戸

百

八

十

里

侯
官
縣

附

郭

在

府

治

西

南

漢

爲

冶

縣

後

漢

末

曰

侯

官

縣

晉

屬

晉

安

郡

宋

爲

郡

治

齊

因

之

梁

陳

間

省

入

東

侯

官

縣

唐

武

德

六

年

復

析

置

侯

官

縣

八

年

省

長

安

二

年

復

置

元

和

三

年

又

廢

五

年

復

置

五

代

唐

長

興

四

年

王

氏

改

爲

閩

興

縣

淸

泰

二

年

復

舊

宋

因

之

今

編

戸

百

八

十

里

福
州
城

志

云

故

治

縣

在

府

治

北

吳

錄

云

越

勾

踐

冶

鑄

處

也

亦

曰

安

民

王

治

或

以

爲

閩

越

王

冶

鑄

處

非

是

漢

初

閩

越

國

都

治

葢

因

舊

趾

而

名

武

帝

平

閩

越

徙

其

氏

於

江

淮

間

後

有

遁

逃

山

谷

者

積

復

出

因

立

爲

冶

縣

冶

漢

志

譌

作

治

或

謂

之

東

冶

後

漢

志

不

載

冶

縣

相

傳

建

安

初

置

侯

官

縣

史

亦

未

載

也

三

十

國

春

秋

孫

策

攻

會

稽

太

守

王

朗

朗

戰

敗

浮

海

至

東

冶

策

追

擊

大

敗

之

侯

官

長

商

升

爲

朗

起

兵

策

尋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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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敷
文
閣

兵

討

平

之

是

建

安

初

已

有

侯

官

縣

也

侯

官

葢

卽

冶

地

矣

孫

休

永

安

三

年

黜

其

兄

會

稽

王

亮

爲

侯

官

侯

於

道

自

殺

是

年

置

建

安

郡

縣

屬

焉

晉

又

析

侯

官

地

置

原

豐

縣

爲

晉

安

郡

治

通

考

閩

越

王

無

諸

開

國

都

冶

依

山

置

壘

據

將

軍

山

歐

冶

池

以

爲

勝

晉

太

康

四

年

太

守

嚴

高

以

故

城

狹

隘

將

移

於

白

田

渡

嫌

非

南

向

乃

圖

以

咨

郭

璞

璞

指

越

王

山

南

小

阜

曰

宜

城

於

此

卽

今

郡

子

城

也

梁

陳

間

爲

東

侯

官

縣

隋

唐

爲

閩

縣

州

郡

皆

治

此

城

邑

考

今

府

城

唐

中

和

間

觀

察

使

鄭

鎰

修

拓

郡

城

東

南

隅

城

北

起

小

阜

南

至

虎

節

門

東

起

康

泰

門

稍

西

至

宜

興

門

東

南

至

定

安

門

西

南

至

淸

泰

門

是

曰

子

城

文

德

元

年

觀

察

使

陳

巖

復

修

築

天

復

元

年

節

度

使

王

審

知

築

重

關

於

虎

節

門

外

名

鎭

閩

臺

又

名

龜

門

宋

祥

符

中

改

曰

還

珠

門

俗

呼

雙

門

又

於

子

城

外

環

築

羅

城

設

大

門

八

便

門

九

水

門

三

南

利

涉

門

一

名

福

安

門

東

南

通

津

門

俗

呼

靑

樓

門

東

海

晏

門

一

名

淸

平

門

俗

呼

雞

鴨

門

東

北

延

遠

門

一

名

通

遠

門

北

永

安

門

一

名

濟

川

門

西

北

安

善

門

西

豐

樂

門

一

名

善

化

門

西

南

淸

遠

門

初

以

豐

樂

門

爲

子

城

與

淸

遠

門

接

故

中

間

又

有

金

斗

門

五

代

梁

開

平

元

年

審

知

又

築

南

北

夾

城

謂

之

月

城

南

大

門

一

累

甓

設

懸

門

外

便

門

六

水

門

二

濬

河

以

通

潮

北

大

門

二

便

門

二

一

云

南

月

城

大

門

二

曰

登

庸

曰

道

淸

北

月

城

大

門

二

曰

道

泰

曰

嚴

勝

舊

志

云

南

寧

越

門

卽

今

南

門

東

南

美

化

門

又

東

設

水

關

亦

名

水

步

門

北

嚴

勝

門

劉

宋

時

有

嚴

勝

者

居

此

好

施

於

人

而

名

也

卽

今

北

門

西

北

昇

山

門

至

宋

政

和

間

改

爲

遺

愛

門

以

元

絳

爲

郡

守

有

德

政

而

名

也

西

迎

仙

門

卽

今

西

門

葢

有

六

門

云

石

晉

開

運

三

年

南

唐

將

陳

覺

自

劍

州

遣

兵

襲

福

州

攻

其

西

關

爲

李

仁

達

所

敗

唐

主

遣

王

崇

文

等

會

兵

進

攻

克

其

外

郭

仁

達

固

守

第

二

城

旣

而

福

州

降

將

馬

捷

引

唐

兵

自

馬

牧

山

拔

寨

而

入

至

善

化

門

橋

州

兵

拒

之

仁

達

退

保

善

化

門

外

城

再

重

皆

爲

唐

兵

所

據

唐

兵

尋

復

進

據

東

武

門

內

外

皆

絶

明

年

城

入

於

吳

越

東

武

門

卽

海

晏

門

也

閩

主

曦

所

改

宋

開

寶

七

年

刺

史

錢

昱

又

築

東

南

夾

城

南

自

合

沙

門

西

至

怡

山

門

東

自

行

春

門

北

至

湯

井

門

又

東

南

有

通

仙

門

東

北

有

船

場

門

是

曰

外

城

合

沙

門

一

名

光

順

門

在

寧

越

門

之

南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錢

氏

納

土

詔

盡

燬

其

城

皇

祐

四

年

詔

漸

次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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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敷
文
閣

治

熙

寧

二

年

郡

守

程

師

孟

據

子

城

舊

基

修

築

復

增

拓

其

西

南

隅

八

年

郡

守

元

積

中

甃

以

重

甓

紹

興

初

邵

守

程

邁

始

發

石

累

子

城

虎

節

安

定

豐

樂

康

泰

四

甕

門

設

敵

樓

其

上

咸

淳

九

年

嘗

增

築

外

城

元

至

元

中

復

墮

廢

至

正

二

十

四

年

陳

友

定

稍

繕

完

之

明

朝

洪

武

四

年

駙

馬

都

尉

王

恭

因

舊

址

修

砌

以

石

六

年

增

修

北

跨

越

山

山

爲

樓

曰

樣

樓

卽

今

鎭

海

樓

東

西

南

則

因

外

城

遺

址

繞

九

仙

烏

石

之

麓

而

圍

之

城

周

十

九

里

有

奇

成

化

十

九

年

風

雨

摧

壞

尋

復

營

葺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亦

嘗

修

治

今

有

門

七

南

門

卽

故

夾

城

寧

越

門

也

北

門

故

北

夾

城

嚴

勝

門

也

東

門

舊

外

城

行

春

門

也

西

門

舊

北

夾

城

迎

仙

門

也

東

南

仍

曰

水

部

門

東

北

曰

湯

門

卽

湯

井

門

也

西

北

曰

井

樓

門

卽

故

船

場

門

也

又

舊

時

子

城

羅

城

夾

城

外

城

皆

有

濠

今

城

有

水

關

四

其

水

源

一

自

南

臺

東

北

江

崖

開

河

口

通

潮

北

流

自

水

部

門

水

關

入

城

一

自

洪

塘

江

引

流

經

西

禪

浦

由

西

門

水

關

入

城

縈

迴

曲

折

流

繞

城

中

南

北

門

湯

門

二

水

關

以

洩

城

中

潦

水

又

城

東

西

南

皆

有

濠

北

面

連

山

不

通

水

源

也

侯
官
故
城

府

西

北

三

十

里

後

漢

末

置

侯

官

縣

或

曰

府

西

境

梁

改

置

東

侯

官

縣

以

侯

官

并

入

焉

唐

武

德

中

復

析

閩

縣

置

侯

官

縣

葢

治

於

此

逼

臨

江

滸

貞

元

五

年

爲

洪

水

漂

沒

八

年

遷

入

州

郭

今

故

址

名

侯

官

市

亦

曰

侯

官

閣

五

代

晉

開

運

二

年

南

塘

陳

覺

擅

命

攻

福

州

自

劍

州

緣

江

東

下

李

仁

達

將

楊

崇

保

帥

舟

師

拒

之

覺

等

敗

之

於

侯

官

乗

勝

進

攻

福

州

西

關

爲

仁

達

所

敗

此

侯

官

也

懐
安
廢
縣

在

府

治

西

北

本

閩

縣

地

宋

太

平

興

國

六

年

析

九

鄕

置

懐

安

縣

初

治

芋

原

江

北

三

十

里

咸

平

二

年

移

治

石

岊

廣

故

驛

爲

縣

治

東

南

去

州

城

二

十

五

里

元

至

元

二

十

二

年

遷

於

縣

西

尋

復

故

明

朝

洪

武

十

二

年

移

入

郭

內

萬

歴

八

年

并

入

侯

官

縣

越
王
山

在

府

城

北

半

蟠

城

外

東

聯

冶

山

一

名

屏

山

以

形

若

屏

扆

也

亦

曰

平

山

又

名

泉

山

以

山

有

天

泉

池

也

閩

越

王

都

冶

山

前

麓

故

曰

越

王

山

其

東

南

麓

唐

時

有

左

衙

宣

毅

廣

節

諸

營

故

亦

名

將

軍

山

西

麓

曰

馬

牧

山

卽

南

唐

攻

福

州

時

自

馬

牧

山

拔

砦

而

入

處

也

山

之

南

有

歐

冶

池

相

傳

歐

冶

子

鑄

劍

處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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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敷
文
閣

周

數

里

今

多

湮

閩

志

冶

山

在

郡

城

東

北

共

高

阜

口

將

軍

山

葢

卽

越

王

山

支

隴

矣

○

九

仙

山

在

府

城

內

東

南

隅

今

名

於

山

相

傳

漢

武

時

有

何

氏

兄

弟

九

人

登

仙

於

此

因

改

今

名

一

名

九

日

山

閩

中

記

無

諸

九

日

宴

集

之

所

也

上

有

鼇

頂

峯

又

有

平

遠

臺

平

曠

可

以

望

遠

又

烏

石

山

在

府

城

內

西

南

隅

與

九

仙

山

東

西

對

峙

唐

天

寶

八

載

改

曰

閩

山

宋

熙

寧

間

郡

守

程

師

孟

改

曰

道

山

有

薛

老

峯

鄰

霄

臺

諸

勝

三

山

皆

在

城

中

故

郡

有

三

山

之

名

鼓
山

府

東

三

十

里

延

袤

數

十

里

郡

之

鎭

山

也

山

之

南

𪋤

屹

峙

江

濱

爲

戍

守

要

地

頂

有

巨

石

如

鼓

因

名

其

最

高

者

爲

大

頂

峯

一

名

屴

崱

峯

正

東

可

望

海

中

又

有

小

頂

峯

與

大

頂

峯

相

去

二

里

其

餘

峯

頂

巖

洞

之

屬

稱

名

勝

者

不

可

勝

記

○

東

山

在

府

東

十

里

舊

有

東

山

寺

陳

天

嘉

二

年

虞

寄

避

陳

寶

應

之

亂

居

東

山

寺

陽

稱

足

疾

是

也

山

有

獅

子

峯

橊

花

洞

諸

勝

又

金

雞

山

在

府

東

三

里

相

傳

秦

時

以

望

氣

者

言

嘗

鑿

此

山

其

相

近

者

曰

茶

園

山

山

南

爲

寶

月

山

皆

在

平

原

中

五

代

唐

長

興

二

年

王

延

禀

自

建

州

襲

攻

其

主

鏻

鏻

將

王

仁

達

伏

兵

殺

其

子

繼

雄

延

禀

走

至

是

被

執

又

府

東

二

里

曰

長

樂

山

本

名

白

馬

山

王

閩

時

改

今名

釣
臺
山

城

南

九

里

崇

阜

屹

立

俯

瞰

大

江

舊

記

漢

東

越

王

餘

善

於

此

釣

得

白

龍

以

爲

己

瑞

因

築

壇

曰

釣

龍

臺

後

人

呼

爲

越

王

臺

今

亦

名

南

臺

山

建

江

經

此

曰

南

臺

江

五

代

周

顯

德

三

年

南

唐

建

州

帥

陳

誨

敗

吳

越

兵

於

福

州

南

臺

江

明

初

湯

和

自

明

州

渡

海

攻

福

州

奄

至

五

虎

門

駐

師

南

臺

福

州

遂

下

今

爲

㕓

市

山

去

江

百

餘

步

○

平

山

在

府

東

南

三

十

二

里

志

云

城

東

南

三

十

里

有

鳳

山

鼓

山

之

支

隴

山

其

東

爲

平

山

宋

少

帝

航

海

時

駐

兵

於

此

剷

平

其

頂

因

名

又

羅

星

山

在

府

東

南

五

十

里

馬

江

中

登

之

百

里

內

諸

山

皆

在

左

右

爲

遠

近

奔

流

之

砥

柱

又

南

五

里

曰

大

象

山

其

山

巍

峩

廣

大

爲

城

南

之

巨

障

有

峯

曰

銀

峯

下

瞰

馬

頭

江

江

之

南

曰

白

田

山

卽

晉

嚴

高

欲

遷

城

處

也

又

九

龍

山

在

府

東

南

六

十

五

里

九

峯

插

天

狀

若

龍

騰

下

有

潭

潛

通

馬

頭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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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敷
文
閣

方
山

府

南

五

十

里

端

方

如

几

城

南

望

之

勢

若

五

虎

一

名

五

虎

山

高

千

仞

四

面

如

城

郭

其

峯

曰

天

柱

峯

跨

閩

侯

二

縣

界

元

宋

陳

友

定

遣

兵

駐

守

今

谷

口

有

砦

門

甚

隘

其

中

平

疇

數

頃

溪

流

屈

曲

登

山

有

石

梯

嶺

路

僅

尺

許

懸

崖

斷

塹

削

如

羊

腸

行

數

里

而

達

山

巔

爲

福

州

巖

平

坡

一

望

遠

近

諸

山

皆

若

培

塿

山

陰

又

有

靈

源

巖

多

橘

柚

唐

天

寶

中

賜

號

甘

果

山

舊

志

方

山

羣

峯

百

六

十

巖

嶼

之

屬

得

名

者

復

十

餘

處

其

西

𪋤

小

山

曰

仙

崎

亦

曰

陰

崎

與

陽

崎

隔

江

對

峙

元

吳

海

云

建

江

别

流

南

循

方

山

以

會

於

長

隑

臺

江

舊

有

浮

橋

延

祐

中

創

石

橋

以

濟

行

者

然

淫

雨

泛

溢

鳳

岡

百

里

輙

爲

巨

浸

新

隑

陽

隑

爲

江

流

四

折

之

衝

舟

濟

者

又

有

隧

風

漂

溺

之

患

鄭

君

潛

適

寓

瓜

山

營

二

舟

一

自

白

苗

濟

陽

隑

一

自

新

隑

濟

陽

隑

行

旅

便

之

謂

之

義

渡

里

人

謂

之

鄭

公

渡

新

隑

陽

隑

卽

陰

崎

陽

崎

也

方

山

之

西

又

有

瓜

山

以

三

巒

如

瓜

而

名

又

西

曰

古

靈

山

羣

峯

奇

峻

一

名

大

帽

山

又

名

席

帽

山

有

石

室

甘

泉

諸

勝

○

雲

門

山

在

府

東

南

七

十

里

多

松

竹

泉

石

之

勝

壽
山

府

東

北

六

十

里

產

美

石

塋

潔

柔

潤

葢

珉

也

距

山

十

餘

里

有

五

花

石

坑

以

石

有

五

色

而

名

其

並

崎

者

曰

芙

蓉

山

秀

麗

若

芙

蓉

别

𪋤

有

洞

曰

靈

洞

巖

甚

深

邃

亦

曰

芙

蓉

洞

又

有

九

峯

山

在

城

北

五

十

里

百

嶺

曰

長

箕

嶺

一

名

長

岐

嶺

又

名

桃

枝

嶺

路

出

羅

源

古

田

二

縣

志

云

山

峯

頂

九

出

圓

秀

峭

拔

與

芙

蓉

壽

山

並

稱

三

山

又

東

室

山

在

府

東

北

三

十

里

志

云

古

戰

坂

也

五

代

晉

開

運

中

南

唐

兵

與

李

仁

達

戰

於

此

○

蓮

花

山

在

府

北

二

十

里

下

圓

上

銳

形

若

菡

蓞

郡

之

主

山

也

五

代

唐

同

光

三

年

閩

王

審

知

卒

葬

鳳

池

山

長

興

三

年

改

葬

蓮

花

山

其

相

近

爲

西

室

山

亦

秀

拔

又

北

有

梧

桐

嶺

甘

蔗

生

焉

五

代

晉

天

福

四

年

閩

人

作

亂

王

㫤

出

北

關

至

梧

桐

嶺

爲

衆

所

殺

卽

此

又

西

有

拜

郊

山

相

傳

閩

越

王

燔

柴

處

也

志

云

府

北

十

五

里

爲

昇

山

一

名

飛

山

相

傳

越

王

勾

踐

時

山

從

會

稽

飛

來

今

有

飛

來

峯

其

西

爲

鳳

池

山

又

南

爲

五

峯

山

旁

連

大

鵬

山

聯

翩

高

聳

稍

南

爲

羅

峯

山

石

晉

天

福

三

年

方

士

言

於

閩

主

㫤

有

白

龍

夜

見

此

㫤

因

作

白

龍

寺

又

城

北

有

龍

腰

山

卽

越

王

山

之

北

麓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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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敷
文
閣

雪
峯
山

府

西

百

八

十

里

高

四

十

里

盤

踞

侯

官

羅

源

古

田

閩

淸

四

縣

境

舊

名

象

骨

峯

王

閩

改

今

名

有

鳳

凰

岡

烏

石

嶺

諸

勝

最

高

者

曰

雙

髻

峯

麓

有

温

泉

舊

在

雪

峯

寺

石

晉

開

運

二

年

李

仁

達

作

亂

據

福

州

迎

雪

峯

寺

僧

卓

巖

明

稱

帝

是

也

三

山

志

山

峯

巒

險

拔

巖

谷

幽

邃

四

面

回

環

岡

隴

層

疊

未

冬

或

雪

盛

夏

無

暑

水

西

勝

處

也

○

旗

山

在

府

西

五

十

里

逶

迤

欹

側

亘

十

餘

里

高

數

百

仞

與

鼓

山

東

西

相

望

郭

璞

建

州

紀

右

旗

左

鼓

全

閩

二

絶

是

也

山

之

南

麓

曰

太

平

山

十

國

紀

年

王

延

翰

葬

於

此

又

石

門

山

在

府

西

六

十

里

兩

崖

壁

立

中

貫

淸

溪

有

石

門

峽

大

江

泛

漲

數

爲

田

廬

患

萬

歴

十

八

年

侯

官

令

周

兆

聖

塞

之

而

患

息

下

有

小

阜

曰

起

山

山

下

有

十

四

門

橋

以

釃

水

十

有

四

道

而

名

五
虎
山

府

東

百

里

大

海

中

有

五

虎

門

與

江

口

相

接

明

初

湯

和

由

海

道

取

福

州

處

也

山

下

爲

官

母

嶼

巡

司

置

於

此

相

近

者

有

浮

江

山

亦

曰

文

筆

山

對

峙

者

曰

王

埔

山

居

民

皆

以

捕

魚

爲

業

又

琅

琦

山

亦

在

府

東

海

中

一

名

羅

崎

山

其

旁

又

有

淸

洋

福

斗

諸

山

北
嶺

府

北

三

十

里

路

通

連

江

縣

懸

崖

而

躋

高

幾

千

丈

宋

嘉

祐

三

年

侯

官

令

樊

紀

夷

高

直

曲

培

凹

續

陷

嶺

失

故

險

今

爲

往

來

通

道

又

北

行

十

餘

里

爲

湯

嶺

亦

險

峻

○

常

思

嶺

在

府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高

數

百

仞

袤

三

里

許

一

名

相

思

嶺

閩

縣

東

南

盡

處

也

又

東

南

至

福

淸

縣

六

十

五

里

爲

接

境

處

又

鳳

岡

在

府

西

南

濱

建

江

志

云

江

水

環

繞

處

爲

村

阜

三

十

六

而

鳳

岡

最

著

岡

首

起

城

南

三

十

里

尾

盡

城

西

二

十

里

居

民

遍

植

荔

校

多

至

數

百

萬

株

海
府

東

南

二

境

皆

濱

海

唐

志

閩

縣

東

五

里

有

海

隄

太

和

三

年

縣

令

李

茸

築

先

是

每

六

月

潮

水

鹹

鹵

禾

苗

多

死

隄

成

瀦

溪

水

殖

稻

遂

成

良

田

又

海

防

考

福

州

境

內

有

閩

安

鎭

東

定

海

關

下

娘

媽

宫

濂

澳

鑑

江

館

頭

小

埕

牛

田

東

營

後

瀛

松

下

大

小

祉

諸

處

皆

海

口

登

犯

之

衝

而

備

禦

之

所

也

閩
江

府

城

西

南

七

里

自

建

寧

延

平

二

府

境

流

經

古

田

閩

淸

二

縣

界

復

東

南

流

至

府

西

北

八

十

里

之

自

沙

驛

亦

曰

馬

瀆

江

亦

曰

螺

女

江

雪

峯

山

以

東

諸

溪

之

水

皆

流

合

焉

南

流

分

二

派

一

派

自

北

而

東

歴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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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敷
文
閣

官

巿

至

芋

原

驛

濱

江

有

石

岊

山

亦

曰

石

岊

江

又

南

至

府

西

七

里

曰

洪

山

江

亦

曰

洪

塘

江

經

城

南

七

里

曰

金

鎻

江

又

南

經

釣

臺

山

下

曰

南

臺

江

亦

口

白

龍

江

又

東

南

經

鼓

山

下

而

東

出

滙

爲

馬

頭

江

一

派

自

西

而

南

經

府

西

南

三

十

里

高

葢

山

又

南

至

方

山

北

曰

淘

江

亦

曰

瀨

江

又

名

黃

江

亦

名

黃

岸

江

循

山

西

麓

又

南

至

仙

琦

山

曰

仙

琦

江

亦

曰

陽

崎

江

亦

曰

湯

岐

江

復

折

而

東

流

二

十

餘

里

曰

峽

江

經

府

東

南

五

十

餘

里

接

馬

頭

江

又

東

爲

琅

琦

江

至

五

虎

門

以

入

於

海

志

云

馬

頭

江

爲

閩

縣

極

南

界

西

北

衆

流

悉

入

焉

風

濤

洶

湧

中

有

巨

石

形

如

馬

首

隨

潮

隱

見

爲

行

舟

患

大

抵

閩

江

上

流

至

馬

瀆

漸

廣

而

緩

馬

頭

當

衆

流

入

海

處

勢

尤

浩

瀚

也

餘

詳

大

川

建

江

西
峽
江

府

東

南

六

十

里

受

永

福

縣

印

溪

之

水

流

經

此

接

仙

崎

江

又

東

流

十

餘

里

東

峽

江

亦

流

合

焉

東

峽

卽

南

臺

下

流

也

亦

曰

峽

江

兩

山

夾

峙

上

合

諸

水

下

通

潮

汐

濶

十

餘

里

其

深

叵

測

中

流

有

石

如

底

柱

名

浮

焦

石

下

有

潭

龍

潛

其

中

俗

謂

之

烏

龍

江

又

東

十

餘

里

卽

馬

頭

江

矣

○

上

洞

江

在

馬

頭

江

北

岸

南

岸

又

有

下

洞

江

又

有

大

定

江

在

南

臺

江

南

岸

又

澤

苗

江

在

陽

崎

江

西

岸

原

出

永

福

縣

府

西

北

浯

溪

洁

溪

之

水

皆

流

入

焉

東

注

陽

崎

江

志

云

府

東

南

又

有

演

江

源

出

山

谷

間

一

名

蜆

源

又

有

浯

江

在

府

西

南

卽

黃

岸

江

也

江

濱

有

巨

石

橫

浸

亦

名

蘇

崎

爲

濟

渡

處

皆

流

合

大

江

大
目
溪

府

西

北

五

十

里

出

古

田

縣

界

其

南

爲

小

曰

溪

出

永

福

縣

界

皆

西

北

流

注

於

馬

瀆

江

○

桐

溪

在

府

西

北

三

十

里

俗

謂

之

洞

口

其

相

近

有

陳

塘

溪

俱

流

通

大

江

又

沙

溪

在

府

西

北

二

十

里

流

經

芋

源

驛

八

大

江

中

有

沙

湧

成

洲

因

名

又

黃

石

溪

在

府

西

北

經

白

沙

驛

入

大

江

舊

志

以

爲

岊

江

葢

卽

石

岊

江

上

流

也

蒙
溪

府

東

北

五

十

里

源

出

連

江

縣

界

又

有

仁

溪

亦

出

焉

西

流

經

府

北

入

於

洪

塘

江

又

黃

溪

出

府

北

黃

巖

山

西

南

流

注

延

澤

浦

亦

入

洪

塘

江

○

吳

山

溪

在

府

西

南

三

十

里

源

出

永

福

縣

之

印

溪

下

流

入

陽

崎

江

又

義

溪

在

府

東

南

七

十

里

出

福

淸

縣

界

達

於

西

峽

江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九

十

六

　

福

建

二

　

　

　

九

　

敷
文
閣

西
湖

府

西

南

三

里

晉

太

守

巖

高

所

鑿

引

西

北

諸

山

溪

水

江

之

周

十

餘

里

又

有

東

湖

在

府

東

北

三

里

亦

嚴

高

所

鑿

引

東

北

諸

山

溪

水

注

之

周

二

十

里

二

湖

與

海

潮

汣

通

引

流

漑

田

爲

利

甚

漙

唐

貞

元

十

一

年

觀

察

使

王

翃

又

開

南

湖

於

城

西

南

五

里

廣

二

百

四

十

步

接

西

湖

之

水

灌

於

東

南

後

王

審

知

於

子

城

外

環

築

羅

城

及

南

北

夾

城

皆

取

土

於

西

湖

旁

湖

周

至

四

十

里

閩

主

鏻

因

築

臺

爲

水

晶

宫

周

圍

十

餘

里

又

引

湖

水

入

宫

爲

浴

馬

之

所

障

其

流

爲

淸

水

堰

宋

慶

歴

間

東

湖

漸

淤

西

湖

亦

爲

熙

寧

中

郡

守

曹

頴

叔

程

師

孟

相

繼

修

築

嘉

祐

二

年

蔡

襄

復

諸

濬

治

淳

熙

中

趙

汝

愚

復

請

濬

西

湖

上

言

西

湖

舊

接

濠

而

通

南

湖

儲

蓄

灌

漑

早

潦

瀦

洩

民

享

豐

年

之

利

自

爲

夤

緣

者

障

塞

早

潦

皆

害

乞

於

農

隙

稍

尋

其

舊

從

之

繼

復

建

閣

其

上

因

舊

名

口

澄

瀾

明

朝

萬

歴

中

亦

嘗

疏

濬

作

水

關

以

通

水

中

有

孤

山

築

亭

爲

勝

其

後

日

就

淺

隘

志

云

昔

時

西

湖

蓄

水

置

閘

灌

民

田

千

五

百

餘

頃

與

東

南

兩

湖

俱

有

宣

洩

之

利

宋

末

東

湖

漸

塞

南

湖

遂

堙

今

西

湖

亦

同

池

沼

矣

又

有

石

湖

在

府

東

陳

湖

在

府

南

今

皆

湮

塞

洪
塘
浦

府

西

十

里

舊

志

云

浦

自

石

岊

江

東

經

甓

瀆

至

柳

橋

以

通

舟

楫

唐

貞

元

中

觀

察

使

王

翃

所

開

今

浦

湮

其

浦

口

亦

名

萬

安

山

口

今

有

洪

安

橋

成

化

中

建

石

梁

二

十

餘

門

萬

歴

以

後

屢

經

修

葺

爲

津

梁

要

會

有

洪

塘

稅

課

局

國

初

置

又

西

禪

浦

在

城

西

南

其

地

有

怡

山

亦

曰

西

禪

山

浦

經

其

下

卽

洪

塘

江

之

水

引

流

而

東

爲

三

十

有

六

曲

經

城

西

爲

西

南

城

濠

又

分

入

西

水

關

處

也

白
蝦
浦

在

府

南

五

代

漢

初

南

唐

圍

李

仁

達

於

福

州

吳

越

將

余

安

自

海

道

赴

救

至

白

蝦

浦

海

岸

泥

淖

布

竹

篢

而

前

旣

登

崖

奮

擊

南

唐

兵

大

破

之

或

曰

白

蝦

浦

卽

白

龍

江

别

名

也

又

有

直

瀆

浦

舊

從

江

岸

開

河

口

通

潮

北

流

至

故

海

晏

門

爲

澚

橋

浦

又

北

通

於

東

湖

今

亦

廢

郡

志

南

臺

江

舊

自

河

口

引

而

北

繚

繞

三

十

有

六

曲

爲

城

南

濠

分

引

自

水

步

門

水

關

宏

治

中

鎭

守

內

臣

鑿

新

港

遂

失

故

轍

云

○

罾

浦

在

府

東

南

昔

時

近

城

水

渚

處

也

州

人

多

就

浦

罾

魚

故

名

石

晉

開

運

三

年

南

唐

兵

圍

李

仁

達

於

福

州

仁

達

求

救

於

吳

越

吳

越

兵

至

自

罾

浦

南

潛

入

州

城

卽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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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敷
文
閣

甘
蔗
洲

府

西

北

二

十

五

里

横

亘

江

心

居

民

皆

種

蔗

爲

業

稅

課

甚

豐

又

芹

洲

在

府

西

南

澤

苗

江

西

岸

湍

流

迅

急

壅

而

成

洲

周

迴

二

十

餘

里

居

人

隱

然

園

圚

洲

多

産

芹

故

名

又

名

瀛

洲

以

其

四

面

有

水

如

瀛

洲

也

○

投

桃

洲

在

府

東

南

馬

頭

江

中

其

形

如

桃

上

有

田

數

千

畝

閩
安
鎭

府

東

四

十

里

有

巡

司

洪

武

二

年

置

爲

會

城

東

面

之

險

要

海

防

考

海

水

潮

汐

與

馬

江

滙

於

閩

安

鎭

有

兩

口

一

東

出

雙

龜

門

外

遶

壺

江

五

虎

一

南

出

琅

琦

門

外

遶

广

石

梅

花

閩

安

爲

江

海

之

鎻

鑰

而

會

城

之

門

戸

也

嘉

靖

中

倭

寇

突

犯

閩

安

參

將

尹

鳳

擊

敗

之

賊

由

此

突

犯

福

淸

縣

今

仍

爲

戍

守

處

又

有

閩

安

稅

課

局

與

巡

司

同

置

○

五

虎

門

官

母

嶼

巡

司

見

上

五

虎

山

亦

洪

武

二

年

設

五
縣
砦

在

府

西

北

五

十

里

有

巡

司

元

置

明

朝

因

之

志

云

司

舊

屬

懐

安

縣

接

閩

縣

侯

官

古

田

閩

淸

凡

五

縣

界

因

名

又

竹

崎

巡

司

在

府

西

北

六

十

里

濱

江

正

統

六

年

置

○

古

嶺

砦

在

府

東

有

兵

戍

守

爲

濱

海

之

備

志

云

閩

縣

東

有

塘

頭

塘

灣

翁

崎

等

民

城

皆

嘉

靖

中

創

築

以

捍

倭

寇

三
山
驛

在

府

治

西

南

府

西

北

二

十

里

曰

芋

源

驛

又

西

北

六

十

餘

里

曰

白

沙

驛

又

西

北

六

十

里

至

小

箬

驛

以

小

箬

溪

名

又

四

十

五

里

接

古

田

縣

之

水

口

驛

皆

建

江

所

經

之

通

途

也

○

柔

遠

驛

在

水

部

門

外

河

口

稍

北

爲

進

貢

厰

明

初

建

爲

外

國

使

臣

館

寓

之

所

又

大

田

驛

在

府

南

百

里

義

溪

水

經

其

旁

又

南

四

十

五

里

至

福

淸

縣

之

横

路

驛

南

出

興

泉

之

道

也

萬
壽
橋

在

府

南

跨

南

臺

江

上

長

三

百

餘

丈

石

梁

水

門

三

十

有

九

元

大

德

七

年

建

明

朝

成

化

後

屢

經

修

葺

俗

名

大

橋

郡

境

之

橋

以

十

百

丈

計

者

不

可

勝

紀

萬

壽

橋

與

洪

山

橋

尤

爲

雄

壯

云

○

陽

崎

渡

在

府

西

南

五

十

餘

里

卽

鄭

公

渡

也

萬

歴

四

十

年

按

臣

陸

夢

祖

以

峽

江

渡

險

改

官

道

出

此

明

年

以

路

不

便

乃

復

用

舊

道

舊

有

陽

崎

稅

課

局

明

初

置

里

道

記

今

從

南

臺

二

十

里

至

吳

山

有

公

館

又

南

至

雞

母

嶼

置

一

浮

橋

由

雞

母

嶼

渡

江

抵

蕭

家

道

登

岸

又

有

公

館

自

此

達

大

田

驛

長
樂
縣

府

東

南

百

里

南

至

福

淸

縣

百

里

北

至

連

江

縣

百

二

十

里

隋

閩

縣

地

唐

武

德

六

年

析

置

新

寧

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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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敷
文
閣

年

改

曰

長

樂

元

和

三

年

省

入

福

唐

縣

五

年

復

置

仍

屬

福

州

五

代

梁

乾

化

元

年

王

氏

改

曰

安

昌

唐

同

光

初

復

舊

長

興

四

年

又

改

侯

官

曰

閩

興

而

以

縣

爲

侯

官

縣

三

年

復

故

宋

仍

屬

福

州

今

編

戸

百

十

五

里

新
寧
舊
城

縣

南

十

餘

里

相

傳

縣

初

治

此

後

移

今

治

城

邑

考

縣

城

明

朝

宏

治

三

年

築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始

增

拓

之

三

十

七

年

復

增

修

崇

禎

十

四

年

復

營

治

城

周

七

里

有

奇

六
平
山

縣

治

北

一

里

蜿

蜒

六

曲

旁

有

四

明

石

臺

二

山

又

北

曰

石

首

山

巓

有

巨

石

巍

然

又

南

山

在

縣

南

半

里

稍

西

曰

登

高

山

南

山

之

南

有

五

峯

並

峙

曰

五

馬

山

又

南

有

三

峯

山

○

七

巖

山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上

有

七

巖

其

北

則

諸

山

環

峙

圍

繞

如

城

亦

曰

羅

山

其

地

亦

名

羅

城

相

近

者

又

有

溪

湄

山

頂

有

湖

廣

五

畝

冬

夏

不

竭

謂

之

珠

湖

志

云

七

巖

山

之

北

最

高

者

曰

牛

壟

山

四

面

小

山

環

抱

中

有

平

田

百

餘

畝

越
王
山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山

高

聳

周

迴

三

十

里

相

傳

越

王

無

疆

之

後

居

此

因

名

其

旁

巖

嶺

稠

疊

迤

北

最

高

者

曰

太

常

山

左

接

籌

巖

山

並

爲

聳

突

大

常

之

陽

有

嶺

曰

風

門

陰

有

嶺

曰

浮

崎

嶺

凡

三

十

六

灣

接

閩

縣

界

○

龍

泉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餘

里

中

有

卧

牛

仙

冠

品

石

梯

雲

蓮

花

共

五

峯

並

高

聳

其

南

又

有

羣

峯

連

接

最

著

者

曰

福

湖

山

又

屏

山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挺

秀

千

雲

又

東

南

十

里

曰

靈

峯

山

其

麓

曰

龍

龕

山

一

曰

天

池

山

與

屏

山

競

勝

志

云

縣

東

又

有

鶴

嶺

西

通

縣

治

東

由

雲

洞

大

路

達

丈

石

梅

花

等

處

爲

北

鄕

一

帶

咽

喉

御
國
山

府

東

七

十

里

蹲

峙

海

濵

高

出

雲

表

儼

如

捍

衛

夷

舶

入

貢

每

視

此

爲

凖

俗

呼

牛

角

山

又

有

鍾

門

山

在

海

中

當

舟

行

之

道

有

小

嶼

如

鍾

○

壺

井

山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濱

海

山

垂

有

一

井

狀

如

壺

潮

至

則

鹹

潮

退

則

淡

上

有

巖

石

聳

峻

俯

臨

滄

海

名

百

丈

巖

其

旁

峯

巒

巖

嶼

勝

不

一

迤

東

則

羣

山

錯

峙

又

有

王

母

礁

在

壺

井

山

南

二

礁

對

峙

海

中

宋

末

楊

妃

負

福

王

益

王

航

海

時

經

此

海
縣

北

五

里

又

縣

東

南

東

北

境

皆

濱

海

山

港

澳

嶼

回

環

爲

險

海

防

考

縣

西

北

閩

安

鎭

五

虎

門

諸

處

實

爲

省

城

門

戸

東

北

广

石

梅

花

所

突

入

海

中

與

連

江

縣

定

海

所

相

對

亦

省

城

右

臂

也

自

梅

花

至

松

下

巡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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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敷
文
閣

中

歴

十

一

澳

皆

東

沿

大

海

波

濤

衝

激

並

岸

水

淺

寇

船

難

近

獨

松

下

漸

南

與

福

淸

接

壤

廣

浙

商

船

往

往

泊

此

海

壇

包

其

東

南

亦

有

觀

音

澳

蘇

澳

可

以

暫

憇

故

松

下

之

備

宜

豫

新

唐

書

縣

東

十

里

有

海

堤

唐

太

和

七

年

閩

邑

令

李

茸

築

立

十

斗

門

以

禦

潮

且

爲

旱

澇

之

備

於

是

境

內

遂

成

良

田

宋

時

嘗

因

舊

址

修

築

馬
頭
江

縣

城

西

北

年

里

自

閩

縣

流

人

境

江

面

益

濶

又

東

北

與

大

海

相

接

波

濤

震

撼

乗

舟

入

郡

常

虞

風

潮

之

阻

志

云

由

縣

城

西

北

入

馬

江

曰

太

平

港

舊

名

吳

船

頭

相

傳

吳

王

濞

造

船

處

似

悞

葢

吳

越

遣

兵

人

閩

嘗

泊

舟

於

此

也

明

朝

永

樂

中

太

監

鄭

和

由

此

入

海

改

曰

太

平

港

又

梅

花

江

在

府

東

北

五

十

里

近

梅

花

所

城

亦

曰

梅

江

亦

曰

梅

花

澳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倭

賊

犯

會

城

旋

自

洪

塘

江

出

洋

參

將

尹

鳯

追

敗

之

於

梅

花

外

洋

卽

此

又

北

曰

广

石

江

亦

曰

广

石

澳

宋

宋

陸

秀

夫

張

世

傑

奉

二

王

從

此

入

閩

安

鎭

處

也

相

近

者

又

有

後

山

澳

皆

與

大

海

相

吞

吐

○

松

下

江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東

通

大

海

西

通

福

淸

縣

亦

曰

松

下

澳

相

近

者

曰

大

社

小

社

壠

下

等

澳

又

壺

井

江

在

縣

東

壺

井

山

下

亦

曰

壺

井

澳

又

東

北

有

磁

澳

江

中

有

孤

山

峙

海

中

分

東

西

南

北

四

澳

可

避

風

海

舟

常

泊

此

志

云

府

東

有

洽

嶼

澳

又

東

有

仙

岐

漳

港

門

口

黃

岐

等

澳

又

有

漳

坂

澳

皆

海

潮

洄

洑

處

也

大
溪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源

出

福

淸

縣

境

分

流

至

此

縈

紆

數

里

漑

田

數

百

頃

東

流

入

海

又

祉

溪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海

濱

志

云

源

出

福

淸

縣

之

鏡

嶺

流

至

小

祉

澳

入

海

○

三

溪

在

縣

南

亦

出

福

清

縣

界

一

名

鼎

溪

志

云

縣

南

有

星

溪

亦

名

獵

溪

又

有

中

溪

沙

坂

後

洋

溪

縣

東

又

有

龍

下

大

社

宏

源

諸

溪

東

北

有

觀

音

資

聖

黃

弄

竹

林

等

溪

下

流

分

入

於

江

海

元
祐
港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宋

元

祐

中

令

袁

正

規

以

縣

境

田

多

窪

下

因

鑿

港

以

道

溢

水

流

通

漳

港

以

入

於

海

因

名

其

相

近

有

卓

嶺

港

舊

亦

入

漳

港

元

大

德

初

濬

入

縣

東

四

十

里

陳

塘

港

人

海

志

云

陳

塘

港

宋

木

陳

文

龍

築

田

砌

塘

因

名

水

源

自

海

花

山

而

下

會

東

西

濱

滴

湖

并

七

十

二

洋

之

水

下

流

達

海

又

縣

南

有

沙

京

港

亦

名

普

塘

港

又

有

嶺

柄

等

港

皆

引

水

漑

田

下

流

入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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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敷
文
閣

嚴
湖

在

縣

東

北

一

名

西

湖

陳

大

建

初

里

人

嚴

光

捨

田

鑿

此

周

三

千

二

百

八

十

丈

亦

名

放

生

湖

中

有

小

阜

曰

蠏

山

後

漸

堙

明

朝

正

統

十

年

縣

民

劉

彥

良

言

本

縣

嚴

湖

周

圍

二

十

餘

里

南

接

稠

庵

溪

西

通

倒

流

溪

旱

則

引

稠

庵

溪

入

湖

漑

田

雨

則

疏

倒

流

溪

以

防

其

漲

近

者

湖

岸

坍

决

溪

流

湮

塞

不

能

積

水

防

旱

雨

至

田

或

湮

没

又

有

張

塘

涵

塘

前

涵

大

塘

涵

陳

塘

港

其

利

弊

亦

如

嚴

湖

乞

敕

有

司

疏

濬

爲

民

便

從

之

未

幾

復

廢

又

濱

𤁵

湖

亦

在

縣

東

北

唐

天

寶

五

載

沙

合

爲

陂

大

歴

中

里

人

林

鶠

因

捨

田

成

湖

周

千

三

百

餘

丈

灌

漑

民

田

後

侵

復

不

一

隆

慶

四

年

復

舊

尋

廢

崇

禎

八

年

又

復

爲

湖

其

相

近

又

有

林

婆

湖

亦

天

寶

五

載

沙

合

而

成

周

三

百

五

十

丈

與

濱

𤁵

相

通

○

延

祥

湖

在

縣

南

三

里

宋

元

時

故

址

明

朝

正

統

中

修

濬

深

廣

潮

汐

往

來

可

通

舟

楫

又

南

數

里

有

桃

枝

湖

舊

周

五

百

餘

丈

五

代

時

王

閩

所

鑿

今

名

桃

坑

湖

又

南

有

横

嶼

湖

亦

唐

宋

時

故

址

周

三

百

餘

丈

今

故

址

猶

存

松
下
鎭

縣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有

巡

司

洪

武

初

置

於

福

淸

縣

海

口

二

十

年

移

置

於

此

爲

長

樂

之

咽

喉

福

淸

之

門

戸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倭

賊

自

松

下

突

入

海

口

澳

登

陸

攻

福

淸

之

鎭

東

衛

官

軍

力

戰

乃

遁

去

三

十

九

年

議

築

城

未

就

崇

禎

中

始

成

之

周

二

里

有

奇

有

門

四

水

關

一

稍

東

北

有

旗

山

濱

海

置

烽

火

於

此

又

小

祉

巡

司

在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崇

禎

六

年

移

置

於

大

祉

澳

南

去

舊

治

數

里

○

石

梁

蕉

山

巡

司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舊

置

於

梅

花

所

城

內

洪

武

二

十

八

年

遷

於

此

旁

有

蕉

山

濱

海

因

名

東

有

磁

澳

爲

倭

寇

出

入

之

衝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議

拓

寨

置

城

隆

慶

三

年

始

就

周

二

里

有

四

門

又

壟

下

城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餘

里

嘉

靖

四

十

年

居

民

築

此

以

備

倭

周

一

里

黃
崎
寨

縣

東

北

四

十

餘

里

志

云

縣

有

仙

崎

寨

广

石

寨

東

山

寨

與

黃

崎

爲

把

截

四

寨

又

有

大

祖

捍

寨

近

大

祉

澳

俱

爲

濱

海

之

備

○

錦

橋

在

縣

東

南

跨

元

祐

港

上

宋

淳

熙

十

二

年

建

石

梁

十

五

問

長

五

十

丈

又

於

橋

西

築

海

爲

地

三

畝

許

以

固

橋

道

亦

名

石

梁

橋

福
淸
縣

府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東

北

至

長

樂

縣

百

里

西

南

至

興

化

府

百

二

十

里

本

長

樂

縣

地

唐

聖

歴

二

年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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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萬

安

縣

天

寶

初

改

曰

福

唐

五

代

梁

開

平

一

年

王

氏

改

爲

永

昌

縣

唐

同

光

初

復

曰

福

唐

長

興

四

年

王

氏

又

改

曰

福

淸

縣

志

云

石

晉

大

福

七

年

避

諱

改

福

唐

曰

南

臺

葢

不

知

閩

之

改

爲

福

淸

而

遥

改

也

宋

仍

爲

福

淸

縣

屬

福

州

元

曰

福

淸

州

明

明

洪

武

四

年

復

爲

縣

今

編

戶

百

二

十

三

里

福
淸
故
城

縣

東

南

二

里

明

朝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始

置

城

於

此

三

十

七

年

復

增

築

旋

陷

於

倭

萬

歴

二

十

一

年

議

改

城

於

西

北

三

十

年

益

徙

而

西

去

舊

址

四

百

丈

城

周

六

里

有

奇

靈
鷲
山

縣

治

北

縣

之

主

山

也

亦

曰

鷲

峯

山

其

巔

曰

玉

屏

峯

稍

西

曰

金

翅

峯

葉

向

高

遷

城

記

畧

嘉

靖

甲

寅

以

島

夷

毒

閩

始

議

築

城

時

師

環

其

疆

倉

皇

畢

事

北

傳

高

山

西

跨

岡

巒

東

逼

陵

阜

賊

登

阜

而

攻

若

對

壘

馬

從

東

望

西

周

垣

畢

睹

我

之

虛

實

較

若

列

眉

戍

午

之

變

賊

據

北

山

俯

而

瞰

城

每

發

輙

斃

日

未

移

晷

萬

室

蕩

然

論

者

咸

爲

城

咎

萬

歴

癸

巳

宰

邑

者

乃

史

闢

而

城

之

跨

北

山

而

臺

其

上

移

西

城

山

之

半

包

岡

縈

澗

縮

東

城

避

阜

爲

臺

以

當

敵

衝

而

城

始

可

恃

云

○

玉

融

山

在

縣

治

南

五

里

以

出

石

融

潤

而

名

西

爲

雙

旌

以

兩

峯

峭

立

如

旌

也

東

爲

五

馬

以

五

峯

騰

躍

如

馬

也

其

東

麓

曰

覆

釜

亦

以

形

似

名

瑞
巖
山

縣

東

二

十

里

山

多

巖

洞

諸

勝

又

郭

廬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近

時

改

曰

福

廬

相

近

者

曰

靈

巖

並

稱

奇

勝

巖

石

回

環

幾

數

十

里

山

下

有

年

田

塲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倭

攻

鎭

東

衞

參

將

戚

繼

光

大

破

之

於

此

又

東

數

里

曰

東

營

山

周

環

皆

海

亦

嘉

靖

中

戚

繼

光

破

賊

處

○

龍

山

在

縣

東

二

十

餘

里

一

名

瑞

峯

山

海

口

鎭

東

二

城

在

焉

巓

有

石

塔

可

觀

海

口

又

烽

火

山

在

鎭

東

城

西

海

道

有

警

燔

燧

於

此

山

頂

嵌

巖

其

狀

如

屋

凡

三

十

六

間

名

曰

虎

屋

其

旁

又

有

鹿

角

山

山

有

仙

井

深

不

可

測

又

東

爲

網

山

去

海

口

二

里

居

民

網

罟

處

也

相

近

者

曰

鍾

山

志

云

鎭

東

城

東

有

拱

長

山

三

峯

並

起

勢

皆

北

拱

俗

呼

牛

角

山

下

有

石

洞

風

出

其

中

深

杳

難

入

相

接

者

又

有

龍

卧

山

斂

石

山

皆

並

海

石
竹
山

縣

西

二

十

四

里

山

多

竹

樹

靑

葱

捕

天

巖

洞

泉

石

奇

勝

林

立

無

患

溪

出

其

下

志

云

石

竹

山

不

有

宋

時

軍

寨

又

西

有

古

屯

軍

亂

時

邑

人

屯

守

之

所

又

瓜

山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宋

末

邑

人

林

同

與

劉

屯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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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起

義

兵

元

兵

至

迎

戰

於

此

敗

没

志

云

山

近

磨

不

舖

連

延

諸

山

皆

稱

西

山

○

靈

石

山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其

山

磅

礡

百

里

峻

拔

千

仞

層

林

積

翠

飛

泉

潄

玉

有

三

峯

九

疊

之

勝

又

黃

蘖

山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上

多

蘖

木

有

十

二

峯

層

巖

飛

瀑

周

圍

數

十

里

其

勝

者

曰

龍

潭

乳

香

巖

白
嶼
山

縣

南

百

里

海

濱

一

名

陳

田

山

絶

頂

有

鴻

休

巖

巖

竇

天

成

下

瞰

滄

溟

浩

無

涯

際

昔

有

僧

鴻

休

者

居

此

而

名

其

相

連

者

曰

雙

嶼

以

二

山

突

起

海

中

也

中

有

井

甚

甘

冽

旁

有

山

曰

壁

頭

山

又

金

山

在

縣

東

南

百

里

居

民

繞

山

麓

而

前

後

左

右

皆

海

也

又

東

南

十

里

曰

萬

石

山

巖

洞

𤫩

瓏

洞

之

廣

者

可

容

萬

人

而

千

百

人

者

不

可

數

計

又

南

數

里

卽

萬

安

所

城

矣

海
壇
山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海

中

周

七

百

里

其

山

如

壇

南

北

長

而

東

西

狹

上

多

雲

氣

亦

名

東

嵐

山

唐

牧

馬

地

後

漸

有

寺

宇

宋

初

置

牧

監

尋

以

駑

駻

罷

皇

祐

中

許

民

耕

墾

淳

熙

中

有

三

千

餘

戸

其

山

南

曰

黃

崎

曰

紫

闌

曰

牧

上

曰

砦

頭

曰

沆

頭

曰

大

小

鼇

網

有

三

十

六

派

湖

環

繞

峯

巒

如

畫

宣

和

以

後

大

雨

雹

潮

皆

决

入

於

海

近

塢

有

大

小

場

滸

頭

及

錢

藏

皆

爲

泊

船

澳

迤

東

高

者

爲

軍

山

王

氏

時

讁

戍

多

居

此

其

開

曰

浚

門

曰

獺

步

曰

廣

州

埕

曰

流

水

隔

東

江

曰

小

牆

小

墙

北

曰

十

二

藍

焦

東

牆

北

曰

白

兵

焦

大

桑

小

桑

兩

桑

間

曰

桑

門

而

兩

牆

問

爲

鸕

鷀

門

是

外

極

東

之

島

而

舟

不

可

行

矣

迤

南

有

南

匿

里

亦

曰

南

匿

嶼

舊

産

鹽

宋

於

此

設

巡

司

其

北

有

沙

澳

亦

曰

蘇

澳

又

有

沙

溪

行

一

日

皆

沙

而

澳

當

海

口

爲

寨

又

五

里

西

抵

鍾

門

亦

曰

鍾

山

嶼

玲

瓏

如

鍾

菰

蒲

四

圍

海

水

鹽

鹵

而

此

泉

獨

淡

近

嶼

石

高

二

丈

狀

如

媪

東

南

瞰

石

方

二

十

丈

其

中

井

泉

與

潮

候

應

取

水

者

集

焉

亦

船

舶

之

都

會

也

半

潮

抵

磁

澳

則

爲

長

樂

縣

界

又

有

草

嶼

唐

嶼

皆

近

於

南

匿

南

匿

院

陿

且

風

多

不

宜

樹

一

曰

大

姨

山

當

日

未

出

時

極

望

有

如

空

靑

微

露

水

面

爲

小

琉

球

國

海

水

深

碧

東

流

不

返

莎

蔓

如

組

柁

不

容

轉

必

刳

木

爲

孟

乃

能

旋

開

浮

沙

以

濟

暴

風

不

夙

避

者

往

往

漂

至

於

此

中

國

人

爲

其

所

得

以

藤

貫

其

足

令

之

耕

作

故

此

山

昔

忌

夜

火

恐

其

國

望

之

而

來

也

是

爲

東

角

洋

葢

岐

海

之

窮

徼

矣

又

有

支

山

曰

水

馬

山

有

石

如

舟

帆

亦

名

石

帆

山

相

近

者

曰

霸

前

曰

金

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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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此

海

壇

之

西

麓

也

海

防

海

畧

壇

山

盤

踞

聳

峙

逈

出

海

上

故

元

時

民

戸

嘗

滿

四

萬

多

以

魚

爲

業

中

有

西

湖

相

傳

嘗

産

龍

駒

湖

之

東

羣

山

環

互

不

可

勝

紀

外

隔

小

琉

球

三

晝

夜

內

通

海

口

至

縣

僅

一

湖

中

間

以

村

名

者

百

有

餘

處

陂

湖

潭

澳

不

一

而

足

其

著

者

曰

葫

蘆

澳

多

魚

碧

沙

洋

產

人

參

其

百

花

砦

鍾

門

三

鎭

街

衢

圜

圓

景

物

繁

多

眞

海

表

名

區

也

明

初

遣

江

夏

侯

視

海

防

倭

尋

以

衛

弁

李

彝

欺

妄

詔

虛

其

地

惟

以

小

埕

水

砦

官

兵

汛

守

隆

慶

初

始

添

設

海

壇

遊

兵

萬

歴

中

復

命

增

設

水

砦

與

興

化

府

南

日

砦

相

形

援

後

復

廢

弛

○

小

練

山

在

縣

東

海

中

旁

有

大

練

小

練

二

門

五

代

以

後

居

民

環

集

商

賈

輻

至

號

小

揚

州

洪

武

二

十

年

與

海

壇

同

徙

志

云

小

練

山

周

十

里

舊

多

喬

林

其

大

小

練

二

門

相

去

僅

十

里

許

無

風

踰

月

不

能

渡

云

蒜
嶺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以

山

形

如

蒜

瓣

而

名

一

云

以

山

石

間

多

產

蒜

也

登

其

巅

東

望

漲

海

瀰

漫

無

際

舊

有

照

海

亭

○

螺

嶺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與

閩

縣

接

界

色

黛

如

螺

北

瞰

方

山

其

西

有

五

周

七

仙

諸

巖

又

西

有

仙

舉

巖

峭

拔

千

仞

與

永

福

縣

接

界

志

云

螺

嶺

西

北

又

有

傀

儡

嶺

在

驛

路

旁

又

石

尤

嶺

在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薛

田

嶺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俱

接

長

樂

縣

界

海
縣

東

五

十

里

志

云

縣

東

南

至

海

百

五

十

里

南

至

海

百

二

十

里

而

海

壇

雙

嶼

諸

處

爲

汛

守

要

地

又

縣

東

近

境

之

海

謂

之

九

海

以

港

嶼

曲

折

也

其

外

爲

大

海

龍
江

縣

東

南

十

里

其

上

流

爲

縣

城

南

之

龍

首

河

滙

諸

溪

而

東

南

廣

五

里

初

名

螺

文

江

宋

邑

人

林

栗

改

今

名

下

流

合

海

口

江

志

云

海

口

江

在

縣

南

十

五

里

源

出

舊

興

化

縣

流

爲

百

丈

溪

至

縣

西

三

十

里

金

應

舖

合

無

患

溪

東

流

二

十

里

合

石

塍

溪

又

東

至

水

陸

寺

合

東

溪

至

河

頭

瀦

爲

琵

琶

洋

龍

江

人

焉

又

東

十

餘

里

入

海

縣

東

百

餘

里

有

海

口

寨

江

近

海

壇

山

北

源

出

長

樂

縣

界

石

尤

嶺

分

水

而

下

注

江

達

海

又

有

南

匿

江

在

縣

東

南

二

百

九

十

里

海

壇

山

下

流

出

莆

田

縣

界

東

流

入

海

逕
江

縣

南

三

十

里

志

云

江

源

有

二

一

出

故

興

化

縣

界

金

支

大

澤

合

漁

溪

一

出

黃

蘖

山

北

過

鐵

塲

邊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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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敷
文
閣

流

並

漁

溪

合

逕

港

南

至

綿

亭

東

抵

烏

嶼

門

又

南

至

雙

嶼

頭

復

岐

爲

二

東

出

白

嶼

西

出

後

嶼

南

流

復

合

由

迎

仙

港

入

於

海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倭

賊

白

海

壇

山

入

犯

移

屯

上

逕

官

軍

擣

破

之

卽

逕

江

上

流

也

○

松

林

江

在

縣

東

去

海

口

鎮

五

里

東

流

入

海

漁
溪

縣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源

出

黃

蘖

山

流

合

蘇

溪

蘇

溪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源

出

莆

田

縣

界

流

入

境

合

漁

溪

滙

於

逕

江

又

蒜

嶺

溪

在

縣

西

南

蒜

嶺

下

亦

曰

蒜

溪

志

云

縣

南

有

迎

仙

港

源

出

舊

興

化

縣

有

桃

源

水

流

合

焉

至

迎

仙

市

爲

子

魚

潭

歴

縣

西

南

黃

茅

墩

合

蒜

溪

又

東

會

逕

江

出

江

口

入

海

○

交

溪

在

縣

西

十

里

源

出

西

北

六

十

五

里

之

常

恩

嶺

東

南

流

其

別

源

出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之

盞

窯

東

流

合

焉

經

城

西

爲

西

溪

南

八

龍

首

河

又

無

患

溪

在

縣

西

宏

路

驛

前

亦

曰

大

溪

源

出

石

竹

山

流

合

交

溪

又

盧

溪

源

出

縣

西

北

臺

嶺

南

流

經

盧

山

因

曰

盧

溪

亦

流

合

交

溪

皆

爲

龍

首

河

之

上

源

海
口
鎮

縣

東

十

里

宋

里

人

林

遷

剏

建

有

城

亦

曰

海

口

鎮

民

城

周

四

里

有

奇

明

朝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倭

寇

來

攻

以

城

壞

爲

倭

所

陷

尋

改

築

之

自

是

倭

夷

屢

犯

鎮

以

城

堅

得

免

志

云

鎮

東

北

倚

龍

山

鎭

南

二

里

卽

瑞

巖

山

也

元

置

海

口

務

於

城

內

明

初

改

爲

海

口

稅

課

局

并

置

河

泊

所

於

此

又

有

海

口

場

鹽

課

司

元

延

祐

六

年

建

本

名

司

令

司

明

初

改

爲

運

鹽

分

司

洪

武

二

十

年

改

鹽

課

司

又

牛

田

場

鹽

課

司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建

置

同

海

口

鹽

課

司

○

化

南

鎮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有

民

城

嘉

靖

中

築

以

禦

倭

鎮

北

數

里

曰

化

北

鎮

澤

朗

巡

司

置

此

相

傳

隋

時

掠

琉

球

五

千

戸

居

此

因

名

又

沙

塘

鎮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有

民

城

隆

慶

間

築

志

云

縣

西

南

有

逕

上

鎮

宋

置

逕

口

務

元

因

之

洪

武

初

改

爲

逕

口

稅

課

局

十

八

年

圮

於

水

因

自

水

南

移

於

水

北

又

有

南

門

稅

課

局

在

城

南

龍

首

河

北

元

置

南

門

務

明

初

改

壁
頭
山
鎮

在

縣

南

百

餘

里

壁

頭

山

下

志

云

元

置

於

南

日

里

名

南

日

巡

司

明

朝

洪

武

十

二

年

移

置

於

此

今

改

名

又

牛

頭

門

巡

司

在

縣

東

南

百

里

元

末

置

於

逕

江

口

名

逕

江

巡

司

亦

洪

武

十

二

年

移

置

此

改

今

名

又

澤

朗

山

巡

司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元

置

於

練

門

名

練

門

巡

司

亦

洪

武

十

二

年

移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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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敷
文
閣

松
下
寨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接

長

樂

縣

之

松

下

巡

司

濱

海

捍

寨

也

志

云

縣

境

自

東

而

南

有

平

北

里

有

平

南

里

沙

塢

連

盤

長

沙

峯

頭

與

松

下

爲

七

寨

外

有

松

關

永

平

白

鶴

峯

頭

大

坵

牛

頭

等

六

砦

舊

皆

設

兵

戍守

宏
路
驛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北

去

閩

縣

之

大

田

驛

四

十

里

南

至

蒜

嶺

驛

四

十

里

又

南

六

十

里

至

興

化

府

○

龍

首

橋

在

縣

南

門

外

宋

天

聖

五

年

創

建

長

四

十

丈

名

曰

通

海

元

祐

二

年

復

建

梁

於

其

南

長

二

十

二

丈

改

名

坦

履

紹

興

二

十

年

又

續

爲

梁

長

十

六

丈

三

橋

共

長

八

十

丈

改

今

名

自

元

以

來

不

時

修

築

又

龍

江

橋

在

縣

東

南

十

五

里

宋

政

和

三

年

建

爲

梁

四

十

有

二

長

百

八

十

餘

丈

名

螺

江

橋

尋

改

曰

永

平

又

更

今

名

○

無

患

橋

在

宏

路

驛

東

南

宋

熙

寧

七

年

建

明

朝

成

化

十

九

年

修

長

二

十

有

九

丈

又

化

龍

橋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跨

漁

溪

上

宋

嘉

祐

七

年

建

名

萬

安

橋

後

修

毁

不

一

乾

道

初

更

今

名

明

朝

成

化

十

九

年

以

後

再

經

修

治

長

十

五

丈

有

奇

連
江
縣

府

東

北

九

十

五

里

南

至

長

樂

縣

百

二

十

里

東

北

至

羅

源

縣

百

二

十

里

漢

治

縣

地

晉

太

東

四

年

以

温

麻

船

屯

置

温

麻

縣

屬

晉

安

郡

宋

齊

因

之

隋

省

入

閩

縣

唐

武

德

六

年

復

分

置

温

府

縣

是

年

移

置

於

連

江

之

北

改

今

名

今

編

戸

三

十

五

里

温
麻
城

在

縣

治

東

晉

置

溫

麻

縣

葢

在

今

福

寧

州

境

後

廢

唐

改

置

於

此

旋

曰

連

江

舊

無

城

嘉

靖

十

八

年

創

築

萬

歴

十

四

年

增

修

二

十

七

年

洪

水

衝

壞

尋

復

修

治

周

四

里

龍
漈
山

在

縣

治

北

縣

之

主

山

也

岡

巒

如

龍

漈

水

夾

澗

而

下

有

潭

曰

五

峯

潭

山

北

五

里

曰

湖

山

高

秀

出

諸

峯

之

上

志

云

縣

西

一

里

有

玉

泉

山

巖

洞

甚

勝

稍

北

又

有

鳳

凰

文

筆

諸

山

城

西

又

有

白

塔

嶺

王

審

知

入

閩

其

先

鋒

陳

伯

先

追

賊

至

此

馬

踣

而

死

○

覆

釜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巅

有

巨

石

狀

如

覆

釜

其

傍

峯

巒

環

峙

南

麓

有

二

石

相

對

道

出

其

中

曰

石

門

相

近

又

有

玉

華

洞

淸

陰

洞

諸

勝

荻
蘆
山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一

名

九

龍

山

下

有

荻

蘆

峻

亦

名

九

龍

江

俗

傳

秦

始

皇

以

東

南

氣

工

自

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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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敷
文
閣

南

山

秀

拔

者

皆

鑿

之

鑿

此

得

蘆

根

長

數

丈

斸

之

流

血

因

名

宋

淳

祐

二

年

置

荻

蘆

寨

於

此

有

水

軍

千

人

亦

曰

武

濟

水

軍

○

馬

鞍

山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山

勢

逶

迤

達

於

海

上

有

雙

巒

連

聳

狀

若

馬

鞍

又

東

有

三

德

山

三

峯

並

列

下

瞰

海

門

舊

名

三

台

山

亦

曰

筆

架

山

志

云

縣

北

四

十

里

有

香

爐

山

其

形

聳

秀

上

有

童

井

雖

旱

不

涸

道

書

以

爲

七

十

一

福

地

上
竿
塘
山

縣

東

北

八

十

餘

里

大

海

中

峯

巒

屈

曲

有

竹

扈

湖

尾

等

六

澳

又

有

下

竿

塘

山

突

出

海

岸

山

形

峭

拔

與

上

竿

塘

並

峙

中

有

白

沙

鏡

港

等

七

澳

洪

武

初

徙

其

民

於

內

地

三

山

志

上

下

竿

塘

大

小

亭

山

桑

嶼

關

嶺

蛤

沙

北

茭

鎭

俱

在

縣

東

北

海

中

相

近

又

有

拱

嶼

澳

嘉

靖

三

十

五

年

倭

賊

犯

縣

官

軍

擊

却

之

賊

夜

遁

由

拱

嶼

澳

出

洋

是

也

海
縣

東

二

十

里

志

云

縣

東

南

至

海

三

十

五

里

與

長

樂

縣

接

界

其

與

潮

汐

吐

納

者

則

官

塘

洋

荻

蘆

峽

黃

岐

堡

鶴

嶼

諸

處

也

而

定

海

小

埕

皆

爲

戍

守

要

地

連
江

在

縣

城

南

一

名

鼇

江

源

出

羅

源

縣

黃

土

溪

黃

蘖

潭

及

舊

懷

安

縣

桃

洲

之

密

溪

三

派

合

流

而

東

至

縣

前

環

抱

如

帶

東

流

人

海

亦

名

岱

江

江

濱

有

海

海

潭

跨

江

有

橋

宋

政

和

間

建

疊

石

爲

梁

凡

十

六

間

長

五

十

丈

六

尺

俗

呼

江

南

橋

周
溪

在

縣

西

南

又

縣

南

有

竹

溪

縣

西

有

利

坑

溪

皆

流

入

鼇

江

有

灌

漑

之

利

又

財

溪

在

縣

東

南

下

流

入

海

亦

有

灌

漑

之

利

○

東

塘

湖

在

縣

東

南

隋

開

皇

中

邑

人

林

堯

捨

田

爲

湖

周

圍

二

十

里

歲

久

沙

壅

唐

咸

通

間

縣

令

劉

夔

嘗

奏

復

之

今

遺

址

僅

存

北
茭
鎭

縣

東

北

百

十

里

西

北

至

羅

源

縣

八

十

里

本

名

荻

蘆

鎮

宋

時

水

砦

葢

設

於

此

元

爲

荻

蘆

巡

司

洪

武

二

十

年

改

今

名

并

置

城

於

此

與

定

海

相

爲

唇

齒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倭

賊

流

刼

北

菱

官

軍

禦

却

之

是

也

又

蛤

沙

鎮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崖

石

峭

立

如

壁

洪

武

十

六

年

置

河

泊

所

於

此

二

十

年

置

城

於

此

亦

爲

戍

守

處

○

閩

安

鎮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與

閩

縣

接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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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敷
文
閣

小
埕
寨

縣

東

百

二

十

里

海

中

明

初

置

籌

海

說

小

埕

北

連

界

於

烽

火

南

接

壤

於

南

日

連

江

爲

福

郡

之

門

戸

而

小

埕

又

連

江

之

門

戸

嘉

靖

三

十

五

年

倭

賊

自

流

江

突

至

小

埕

水

寨

遂

犯

會

城

葢

汛

防

要

地

矣

又

光

臨

里

砦

在

縣

西

南

亦

明

初

置

有

兵

戍

守

○

延

祥

水

砦

在

縣

東

南

宋

福

州

水

軍

有

延

祥

砦

葢

置

於

此

通
濟
橋

在

縣

治

南

跨

鼇

江

上

宋

政

和

四

年

累

石

爲

梁

凡

一

十

六

間

長

五

十

六

丈

有

奇

淳

祐

間

改

修

明

朝

因

舊

址

修

葺

又

有

安

利

橋

在

縣

西

南

舊

名

潘

渡

宋

紹

興

十

四

年

建

橋

尋

壞

乾

道

三

年

重

建

累

址

十

九

長

六

十

五

丈

名

惠

政

橋

後

改

曰

安

利

橋

黃

慶

三

年

改

建

亦

名

潘

渡

橋

羅
源
縣

府

東

北

百

五

十

里

西

南

至

連

江

縣

百

二

十

里

西

北

至

古

田

縣

百

三

十

里

東

北

至

福

寧

州

寧

德

縣

八

十

里

本

唐

連

江

縣

地

大

中

初

置

羅

源

場

於

此

成

通

中

又

割

懷

安

地

益

之

置

永

貞

監

後

唐

長

興

四

年

王

閩

升

爲

永

貞

縣

宋

天

禧

五

年

改

永

昌

縣

乾

興

初

又

改

今

名

明

朝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始

築

城

萬

歴

七

年

甃

以

石

周

三

里

編

戸

十

六

里

鳳
山

縣

治

北

山

勢

聳

起

兩

翼

如

張

因

名

又

北

一

里

有

文

殊

山

上

有

羣

玉

峯

○

蓬

花

山

在

縣

南

一

里

巖

石

層

疊

下

臨

城

市

又

西

諸

山

林

立

西

南

五

里

曰

金

鐘

山

相

連

者

爲

鐵

障

山

又

簾

山

在

縣

東

之

濂

澳

山

形

如

簾

遮

護

居

民

又

東

諸

山

環

峙

下

臨

海

濱

其

峙

海

中

者

曰

金

螺

障

與

楊

梅

灣

相

對

仙
茅
山

縣

東

北

十

里

兩

山

相

連

曰

大

茅

小

茅

巖

石

甚

勝

又

北

五

里

爲

洞

宫

山

峯

巒

錯

立

其

著

者

爲

五

馬

峯

又

東

北

有

寶

勝

山

黃

沙

溪

出

焉

○

四

明

山

志

云

在

縣

西

隅

一

名

毒

火

山

山

有

四

峯

又

萬

石

山

在

縣

西

北

一

名

破

石

山

山

多

異

石

茂

林

修

竹

左

右

映

帶

又

松

崎

山

在

縣

南

六

里

其

相

近

者

曰

鶴

嶼

對

峙

江

中

海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又

東

南

接

連

江

至

海

二

十

五

里

灘

奥

淺

僻

不

利

登

涉

故

縣

境

之

防

禦

爲

畧

通

志

縣

東

北

至

大

海

葢

二

百

里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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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敷
文
閣

羅
川

在

縣

城

西

源

出

縣

西

境

蔣

山

接

金

鐘

潭

流

經

四

明

山

下

合

四

明

溪

又

南

流

分

三

派

曰

中

溪

曰

南

溪

曰

後

張

溪

流

經

松

崎

出

達

於

海

亦

謂

之

松

崎

江

○

黃

沙

溪

在

縣

東

又

有

九

龍

起

步

等

溪

皆

流

達

於

松

峙

江

又

環

溪

在

縣

治

南

其

東

會

南

北

二

溪

瀠

廻

環

繞

亦

注

松

崎

江

霍
口
溪

縣

西

四

十

里

源

出

古

田

縣

境

流

入

縣

界

又

南

入

連

江

縣

境

注

於

鼇

江

○

龍

湫

在

縣

西

南

金

鐘

山

下

又

一

在

縣

南

福

源

山

兩

山

相

去

二

十

里

而

泉

脈

相

通

應
德
鎮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與

連

江

縣

接

界

爲

往

來

通

道

應

德

舖

設

於

此

志

云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有

南

灣

巡

司

元

置

於

連

山

後

徙

於

此

明

初

廢

又

在

四

明

驛

宋

建

𤆌

三

年

置

於

縣

西

二

里

元

至

正

中

廢

古
田
縣

府

北

二

百

八

十

里

東

至

福

寧

州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延

平

府

二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尤

溪

縣

一

百

里

西

北

至

建

寧

府

政

和

縣

三

百

二

十

里

本

侯

官

及

尤

溪

縣

地

唐

水

泰

二

年

析

置

屬

福

州

劉

昫

曰

開

元

二

十

九

年

開

山

峒

置

悞

也

宋

因

之

明

朝

宏

治

十

三

年

始

築

縣

城

西

北

跨

山

東

南

濱

溪

周

七

里

有

奇

編

戸

五

十

三

里

古
田
廢
縣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宋

太

平

興

國

五

年

徙

縣

於

水

口

就

津

陸

之

要

卽

今

水

口

鎭

也

端

拱

中

復

遠

舊

治

今

爲

水

口

驛

東

南

至

府

城

百

八

十

里

延

津

上

游

此

爲

鎻

鑰

之

口

志

云

宋

遷

縣

後

設

監

鎮

官

涖

此

元

革

今

鹽

運

分

司

設

焉

有

浮

橋

橫

於

江

津

朝

夕

驗

放

亦

曰

水

口

關

自

水

口

而

上

五

里

有

塔

嶺

亭

西

往

南

平

北

往

古

田

分

岐

於

此

翠
屏
山

在

縣

治

北

以

形

似

名

縣

之

主

山

也

舊

名

環

屏

又

城

東

有

龜

山

其

東

麓

曰

金

仙

嶺

石

磴

盤

曲

登

之

可

以

望

遠

○

北

臺

山

在

縣

西

一

里

高

聳

如

臺

又

西

爲

黃

蘖

山

上

有

寶

峯

峯

下

有

小

湖

湖

東

爲

桃

溪

以

其

地

多

桃

也

旁

有

桃

塢

又

有

桃

洲

五
華
山

在

縣

西

南

五

峯

連

峙

峭

拔

千

仞

一

名

大

仙

山

亦

曰

大

佛

嶺

又

極

樂

山

在

縣

西

北

山

後

有

巖

曰

仙

巖

又

北

曰

鳯

翀

峯

最

高

秀

相

近

者

曰

天

宫

嶺

覆

舟

嶺

俗

名

福

全

嶺

曰

石

崎

嶺

層

次

相

接

○

鼓

山

在

縣

東

百

里

其

西

有

旗

山

又

有

馬

山

在

旗

鼓

之

間

又

北

有

杉

洋

山

山

多

竹

可

爲

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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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敷
文
閣

牛
頭
嶺

縣

東

北

十

里

嶺

高

而

遠

陟

降

二

十

餘

里

又

有

淸

風

嶺

在

縣

西

南

百

里

接

延

平

府

界

○

摸

天

嶺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紆

迴

峻

絶

南

濱

大

江

繇

陸

路

趨

延

津

者

近

出

於

此

石

磴

崎

嶇

最

爲

艱

險

建
江

縣

南

二

十

里

自

延

平

府

流

人

縣

界

經

水

口

驛

灘

石

錯

立

至

是

而

盡

建

江

經

此

始

出

險

就

平

又

東

入

侯

官

縣

境

大
溪

在

縣

城

南

溪

有

二

源

俱

自

北

來

至

縣

南

合

流

委

蛇

澄

澈

其

平

若

鏡

二

溪

夾

流

縣

治

東

西

因

亦

名

雙

溪

又

南

爲

蒿

溪

羣

溪

之

水

皆

滙

焉

又

南

會

於

建

江

謂

之

水

口

溪

上

有

松

溪

館

江

頭

往

來

之

通

道

也

志

云

水

口

爲

羣

溪

滙

合

之

處

亦

曰

囦

溪

有

關

曰

囦

關

水

流

寛

平

無

灘

石

之

阻

故

上

下

舟

楫

恒

泊

於

此

○

東

溪

在

縣

東

又

有

感

溪

亦

曰

錦

溪

甘

溪

亦

曰

藍

溪

與

縣

西

之

西

溪

縣

南

之

瀬

溪

俱

滙

於

大

溪

志

云

縣

境

諸

溪

得

名

者

以

十

數

計

而

東

溪

爲

之

長

合

流

後

里

許

有

石

灘

橫

截

中

流

亘

東

西

岸

奔

流

觸

石

如

鳴

珮

玉

舊

名

洪

瀬

宋

景

德

間

縣

令

李

堪

改

爲

鳴

玉

灘

并

置

驛

於

此

紹

興

七

年

驛

廢

洗
馬
池

縣

西

北

六

十

五

里

池

周

數

十

畝

聞

見

錄

出

古

田

北

門

三

十

五

里

至

西

溪

又

三

十

里

至

洗

馬

池

又

西

北

五

十

里

地

名

山

頭

又

四

十

里

曰

上

漈

又

西

三

十

里

卽

建

寧

府

城

東

門

矣

雖

山

谿

環

錯

而

路

徑

稍

寛

可

策

馬

而

前

也

又

從

洗

馬

池

而

西

三

十

里

地

名

南

吉

又

經

池

口

鐵

塲

大

壩

諸

處

卽

至

延

平

府

之

吉

溪

洗

馬

池

葢

當

二

郡

之

問

道

云

杉
洋
鎮

縣

東

四

十

里

有

巡

司

南

至

羅

源

縣

百

八

十

里

洪

武

十

二

年

建

志

云

杉

洋

地

出

銀

坑

多

鑛

盜

舊

設

捕

盜

館

并

郡

司

馬

分

駐

於

此

後

廢

尋

復

置

又

谷

口

巡

司

在

縣

西

南

九

十

里

宋

大

中

祥

符

五

年

置

於

水

口

鎮

爲

水

口

巡

司

元

移

於

此

改

曰

谷

口

明

朝

因

之

正

統

間

廢

又

西

溪

巡

司

在

縣

之

西

溪

宋

置

元

因

之

明

朝

洪

武

十

二

年

廢

○

南

鎮

砦

在

縣

西

百

四

十

里

石

晉

天

福

二

年

閩

主

曦

之

弟

延

政

據

建

州

攻

南

鎮

軍

敗

之

福

州

西

鄙

戍

兵

皆

潰

胡

氏

曰

特

閩

主

增

置

軍

於

福

州

建

州

之

界

遣

將

杜

漢

崇

監

其

軍

以

扼

往

來

要

路

故

爲

延

政

所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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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十
三

　

敷
文
閣

水
口
驛

卽

廢

古

田

縣

宋

時

曰

嵩

溪

驛

元

改

今

名

明

初

因

之

遞

運

所

亦

置

於

此

又

西

南

五

十

五

爲

黃

田

驛

宋

時

曰

使

華

亭

元

改

今

名

明

初

囚

之

又

二

十

里

曰

倉

峽

巡

司

接

延

平

府

界

○

石

平

橋

在

縣

治

東

南

宋

建

尋

廢

明

朝

宣

德

間

再

建

復

圮

成

化

十

五

年

重

修

爲

石

礅

十

有

一

覆

以

亭

五

十

六

間

又

萬

安

橋

在

縣

南

元

建

明

朝

永

樂

中

燬

成

化

十

五

年

重

建

尋

搆

亭

四

十

七

間

閩
淸
縣

府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古

田

縣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延

平

府

尤

溪

縣

百

七

十

里

南

至

永

福

縣

九

十

五

里

本

侯

官

縣

地

唐

貞

元

初

析

置

梅

溪

縣

五

代

梁

乾

化

元

年

王

氏

改

曰

閩

淸

縣

仍

屬

福

州

宋

因

之

縣

無

城

今

編

戸

七

里

臺
山

縣

西

南

一

里

山

勢

平

衍

其

狀

如

臺

縣

之

主

山

也

又

南

有

鍾

南

山

上

有

盤

谷

巖

○

大

湖

山

在

縣

東

十

里

山

椒

有

湖

約

半

里

許

縣

東

北

又

有

鳳

凰

山

形

如

翔

鳳

鼎
峯
山

縣

西

二

十

里

有

雙

巖

梅

溪

環

流

其

下

其

西

曰

聖

峯

以

大

檉

名

北

通

尤

溪

縣

界

又

西

曰

白

雲

山

山

勢

最

高

林

木

蓊

蔚

白

雲

吞

吐

中

有

仙

峯

巨

石

○

大

帽

山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接

永

福

縣

界

一

名

大

帽

仙

峯

志

云

縣

南

有

龍

都

白

巖

高

數

百

丈

常

有

雲

霧

環

繞

又

有

烏

石

巖

在

縣

西

南

巖

險

峻

登

其

巅

衆

山

皆

見

又

縣

西

有

百

丈

嶺

輿

程

記

自

嶺

至

尤

溪

縣

百

里

建
江

縣

北

十

里

自

古

田

縣

界

流

經

此

爲

往

來

之

通

道

梅

溪

之

水

流

合

焉

謂

之

閩

淸

口

梅
溪

縣

西

五

里

源

出

永

福

縣

山

中

東

北

流

經

縣

西

又

北

入

建

江

江

水

濁

而

溪

水

獨

淸

故

縣

以

閩

淸

爲

名

又

瞿

曇

溪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源

出

永

福

縣

界

流

入

梅

溪

又

演

水

溪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源

出

尤

溪

縣

界

流

人

境

亦

注

於

梅

溪

靑
窰
鎮

在

縣

東

有

巡

司

元

置

明

初

廢

又

縣

南

濱

溪

有

稅

務

亦

元

所

置

也

○

曇

口

橋

在

縣

西

瞿

曇

溪

口

爲

往

來

之

通

道

永
福
縣

府

西

南

百

二

十

里

東

南

至

興

化

府

百

八

十

五

里

西

南

至

泉

州

府

德

化

縣

二

百

五

十

里

西

北

至

延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九

十

六

　

福

建

二

　

　

二
十
四

　

敷
文
閣

平

府

尤

溪

縣

二

百

四

十

里

本

侯

官

尤

溪

二

縣

地

唐

永

泰

二

年

析

置

永

泰

縣

屬

福

州

新

唐

書

咸

通

二

年

析

連

江

及

閩

縣

地

置

悞

也

宋

崇

寧

初

避

哲

宗

陵

名

改

曰

永

福

縣

明

朝

嘉

靖

三

年

始

築

城

萬

歴

十

七

年

改

築

城

東

北

隅

周

不

及

四

里

編

戸

九

里

摩
笄
山

在

縣

東

北

縣

之

主

山

也

志

云

由

摩

笄

泝

流

而

上

三

十

餘

里

一

起

一

伏

爲

筆

架

山

至

極

樂

巖

有

洞

石

之

勝

由

巖

而

下

岡

脈

連

絡

猶

蜂

腰

鶴

膝

行

六

七

里

峙

爲

圓

阜

號

曰

仙

掌

牛

坡

迤

邐

自

東

北

來

爲

縣

前

弧

矢

山

東

有

展

旗

山

當

溪

之

衝

襟

帶

環

抱

聳

秀

可

愛

陳
山

縣

南

十

里

中

有

石

龍

山

山

如

龍

形

偱

山

之

春

爲

路

俗

呼

登

石

龍

通

福

淸

則

溪

爲

十

八

灣

通

興

化

則

山

爲

十

八

摺

又

斗

湖

山

與

陳

山

並

峙

上

有

四

湖

亦

名

倒

湖

湖

旁

有

田

○

六

洞

仙

山

在

縣

南

六

十

餘

里

山

極

高

秀

相

近

有

大

張

山

穹

窿

盤

礡

傍

列

羣

山

高
蓋
山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峯

巒

秀

聳

常

有

紫

雲

覆

其

上

一

名

縈

雲

山

拾

級

而

上

巨

石

如

牆

道

出

其

中

峯

巒

泉

石

種

種

奇

勝

其

最

著

者

爲

玉

華

峯

晏

玉

巖

王

閩

時

常

封

爲

西

嶽

志

云

山

之

最

高

者

爲

龍

都

峯

其

下

雙

崖

對

峙

拔

起

十

仭

宛

若

洞

門

有

三

石

室

峯

之

頂

曰

白

巖

其

别

峯

曰

金

支

山

以

泉

色

如

金

也

又

觀

獵

山

在

縣

東

八

十

里

舊

傳

越

王

常

觀

獵

於

此

元

末

故

總

管

王

翰

避

地

山

中

聞

元

亡

自

盡

因

亦

名

官

烈

山

巅

有

鴈

湖

地

高

水

深

與

雪

峯

山

相

望

方
廣
巖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峭

拔

千

仭

上

有

石

室

可

容

千

人

縣

東

南

又

有

曹

溪

巖

上

摩

蒼

空

下

臨

深

澗

巔

有

微

徑

仄

足

而

上

登

其

巔

一

望

無

際

又

白

鶴

仙

巖

在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極

高

秀

有

瀑

布

懸

流

又

玳

瑁

峯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卽

閩

淸

縣

之

大

帽

峯

音

譌

也

大
樟
溪

縣

東

五

里

源

出

德

化

縣

流

入

境

又

東

入

侯

官

縣

界

爲

澤

苗

江

上

流

支

流

曰

印

溪

俱

東

行

三

十

餘

里

入

陽

崎

江

或

謂

之

漳

溪

又

龍

嶼

十

入

溪

在

縣

西

北

源

出

福

淸

縣

界

流

經

縣

之

龍

嶼

逶

𨓦

盤

曲

凡

十

有

八

折

流

入

大

樟

渡

合

大

樟

溪

○

雙

溪

在

縣

南

三

里

越

峯

山

下

有

二

源

一

曰

西

溪

一

曰

南

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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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敷
文
閣

云

出

縣

西

南

山

中

者

曰

洑

口

溪

出

縣

西

北

十

七

里

瑞

峯

山

者

曰

漈

溪

合

流

爲

雙

溪

會

流

而

人

於

大

樟

溪

鑑
湖

在

縣

東

北

一

名

冲

灣

潭

淸

深

莫

測

志

云

縣

治

東

有

龍

窟

與

鑑

湖

隔

仙

掌

坡

地

脈

潛

通

形

若

柜

應

下

流

俱

注

於

大

樟

溪

又

有

白

葉

湖

在

縣

南

宋

乾

道

二

年

嘗

修

浚

漈
門
鎮

縣

西

四

十

里

有

巡

司

元

至

元

中

置

於

縣

南

之

辜

嶺

後

移

司

於

此

而

改

辜

嶺

爲

砦

明

初

因

之

圖

經

縣

北

有

牛

皮

隘

道

出

侯

官

西

北

有

大

限

西

塘

等

隘

道

出

閩

淸

西

有

三

前

隘

出

尤

溪

縣

西

南

有

炭

爐

隘

道

出

德

化

又

有

浮

潮

隘

出

德

化

及

仙

遊

縣

又

縣

南

有

辜

嶺

隘

亦

出

仙

遊

縣

東

南

有

萑

平

隘

路

通

莆

田

縣

志

云

縣

西

南

又

有

嵩

口

隘

路

通

泉

州

府

永

春

德

化

二

縣

○

平

政

浮

橋

在

縣

南

跨

雙

溪

上

宋

紹

聖

四

年

建

用

舟

三

十

有

六

附
見

福
州
左
衛

府

治

東

南

洪

武

八

年

置

右

衛

二

十

一

年

改

爲

左

衛

又

福

州

右

衛

在

左

衛

西

洪

武

二

十

一

年

增

置

福

州

中

衛

在

左

衛

東

○

鎮

東

衛

在

福

淸

縣

之

海

口

鎮

城

東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并

築

衛

城

周

不

及

四

里

爲

控

扼

要

地

梅
花
守
禦
千
戸
所

在

長

樂

縣

東

五

十

里

本

北

鄕

巡

司

治

梅

江

頭

山

上

洪

武

十

年

始

築

城

爲

備

二

十

年

移

置

巡

司

於

蕉

山

改

建

梅

花

所

增

拓

舊

城

三

面

距

海

南

連

沙

江

延

袤

三

里

有

奇

有

三

門

設

兵

成

守

城

外

東

南

一

隅

歲

患

飛

沙

漸

積

幾

與

城

平

每

春

以

所

軍

桃

之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倭

賊

犯

境

復

營

葺

焉

又

萬

安

守

禦

千

戸

所

在

福

淸

縣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并

築

所

城

周

三

里

有

門

三

俱

屬

鎮

東

衛

○

定

海

守

禦

千

戸

所

在

連

江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洪

武

二

十

年

建

并

築

所

城

周

三

里

有

奇

有

門

二

隷

福

寧

衛

興
化
府

東

至

海

九

十

里

南

至

海

三

十

里

西

至

泉

州

府

百

六

十

里

北

至

福

州

府

二

百

八

十

里

自

府

冶

至

布



 

讀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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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六

　

福

建

二

　

　

二
十
六

　

敷
文
閣

政

司

見

上

至

京

師

六

千

四

百

里

禹
貢
揚
州
地
周
閩
粤
地
秦
屬
閩
中
郡
漢
屬
會
稽
郡
吳

屬
建
安
郡
晉
屬
晉
安
郡
宋
齊
因
之
梁
屬
南
安
郡
陳
屬

閩
州
隋
屬
泉
州

始

置

莆

田

縣

唐
亦
屬
泉
州
宋
因
之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分
置
太
平
軍

以

海

洋

鎮

地

置

又
政
爲
興
化
軍

以

仙

遊

莆

田

二

縣

來

屬

太

平

興

國

八

年

始

移

軍

治

莆

田

縣

宋
末
改
爲
興
安
州
元
曰
興
化
路

明
初
改
興
化
府
今
領
縣
二

府
馮
峙
高
深
山
川
奇
秀
北
屏
會
城
西
翼
泉
郡
介
於
兩

大
之
間
海
道
舟
車
絡
繹
而
至
誠
襟
要
之
地
矣

莆
田
縣

附

郭

晉

晉

安

縣

地

隋

開

皇

十

年

置

莆

田

縣

屬

泉

州

大

業

初

廢

入

南

安

縣

唐

武

德

五

年

復

置

屬

豐

州

尋

屬

泉

州

宋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改

屬

興

化

軍

八

年

移

軍

治

焉

今

編

戸

二

百

九

里

莆
田
城

卽

今

府

城

宋

徙

軍

治

此

因

築

子

城

周

僅

二

里

有

奇

土

垣

而

覆

以

茅

宣

和

三

年

加

築

閷

其

上

甃

以

瓦

周

七

里

有

奇

紹

定

初

復

更

築

表

裏

石

砌

而

覆

以

磚

稱

堅

城

焉

元

至

正

十

四

年

亦

嘗

修

治

明

朝

洪

武

元

年

復

修

葺

十

二

年

指

揮

程

昇

請

關

城

東

北

隅

跨

烏

石

山

東

下

歴

前

埭

後

康

與

舊

城

合

延

袤

十

一

里

有

奇

城

外

濠

池

左

起

東

北

隅

折

而

南

引

延

溪

之

水

注

之

右

起

西

北

隅

折

而

東

引

木

蘭

溪

水

注

之

二

水

交

合

長

十

七

百

餘

丈

西

北

負

山

鑿

爲

旱

濠

長

幾

六

百

丈

成

化

七

年

又

嘗

修

葺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以

倭

警

營

治

四

十

一

年

城

陷

旣

而

議

城

東

北

南

三

面

四

十

三

年

復

營

西

面

三

面

亦

更

增

修

隆

慶

二

年

復

營

治

萬

歴

九

年

守

臣

陸

通

霄

以

城

西

北

隅

跨

山

腰

之

半

而

遺

其

高

者

於

外

元

至

正

十

九

年

寇

從

此

射

走

守

城

卒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倭

亦

來

此

越

城

而

入

於

是

拓

出

西

北

城

垣

而

包

高

岡

於

內

長

八

十

五

丈

五

尺

舊

有

門

五

明

初

改

爲

四

東

建

水

關

以

通

舟

西

亦

有

永

闢

攔

以

石

盾

容

水

入

而

已

城

周

不

及

十

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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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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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敷
文
閣

興
化
廢
縣

在

府

西

北

八

十

五

里

志

云

舊

城

在

仙

游

縣

東

北

之

游

洋

鎭

本

爲

游

洋

洞

至

險

峻

盗

賊

出

没

處

也

宋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置

太

平

軍

明

年

析

莆

田

仙

游

及

福

州

之

永

福

福

淸

縣

地

合

游

洋

百

丈

二

鎭

置

興

化

縣

爲

軍

治

尋

遷

軍

於

莆

田

縣

屬

焉

元

皇

慶

中

又

遷

縣

於

莆

田

西

北

廣

業

里

之

湘

溪

村

謂

之

新

縣

明

初

因

之

正

統

十

三

年

廢

興

化

縣

以

其

地

分

入

莆

田

仙

游

二

縣

烏
石
山

在

城

東

北

隅

城

西

北

有

梅

山

與

烏

石

相

連

兩

山

之

間

有

小

西

湖

本

城

北

舊

濠

也

洪

武

初

闢

城

濠

塞

成

化

三

年

郡

守

岳

正

疏

之

凡

三

堰

中

堰

之

內

瀦

水

成

湖

下

爲

兼

濟

河

東

出

水

關

○

太

平

山

在

城

西

一

里

山

脈

自

福

州

永

福

縣

延

袤

而

來

峯

巒

峻

拔

爲

莆

田

之

主

山

又

西

二

里

曰

天

馬

山

勢

若

騰

驤

志

云

府

西

南

五

里

有

鳯

凰

山

一

名

南

湖

山

舊

時

山

下

有

湖

今

涸

峯

巖

甚

勝

麓

有

瑞

泉

又

大

象

山

在

府

西

五

里

上

有

天

泉

巖

山

腰

爲

石

室

又

有

彌

陀

巖

下

有

梅

花

漈

亦

曰

智

泉

九
華
山

府

北

十

里

由

縣

之

西

南

諸

山

而

來

至

延

壽

溪

九

峯

攢

簇

如

蓮

花

故

名

亦

名

陳

巖

以

昔

有

陳

姓

者

隱

此

也

亦

口

陳

仙

山

其

東

北

有

紫

霄

巖

極

幽

勝

○

囊

山

在

府

北

三

十

里

峯

巖

聳

秀

東

麓

有

龍

潭

其

西

有

九

峯

連

屬

又

北

十

里

有

天

壺

山

洞

壑

奇

邃

林

木

葱

蔚

山

下

腴

田

可

數

千

畝

壺
公
山

府

南

二

十

里

山

有

八

面

高

聳

千

餘

仞

正

對

郡

治

端

嚴

秀

特

爲

郡

之

鎮

山

頂

有

泉

出

石

穴

中

其

盈

縮

應

海

潮

中

有

雙

蠏

名

曰

蠏

井

泉

有

真

淨

巖

登

之

可

通

眺

郡

增

又

有

靈

雲

虎

邱

盤

陀

諸

巖

泉

石

羅

列

名

勝

不

一

○

城

山

在

府

東

南

二

十

里

一

名

穀

城

山

與

壺

公

對

峙

爲

黃

石

巿

之

主

山

上

有

松

隱

巖

前

臨

國

淸

塘

又

塔

山

在

府

東

南

十

五

里

舊

有

石

浮

圖

後

圮

明

朝

建

烽

燧

於

其

上

亦

名

天

馬

山

嵩
山

府

東

南

三

十

里

峭

拔

海

濱

其

南

有

小

嶼

在

海

中

湖

退

有

石

橋

可

渡

居

民

千

餘

家

唐

觀

察

使

柳

冕

監

羣

牧

於

此

有

德

於

民

民

建

柳

侯

廟

俗

因

呼

爲

侯

嶼

久

之

訛

爲

猴

嶼

○

雙

髻

山

在

府

東

五

十

里

自

西

視

之

雙

峯

尖

聳

自

南

視

之

則

五

峯

並

立

故

亦

名

五

侯

山

又

名

筆

架

山

以

郡

城

視

之

則

三

峯

如

筆

架

也

積

石

崚

峋

上

摩

霄

漢

頂

有

湧

泉

巖

大

旱

不

竭

又

蚶

山

在

府

東

八

十

里

大

海

上

山

勢

崒

嵂

環

翠

如

嶂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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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敷
文
閣

志

莆

田

有

蚶

田

百

頃

號

大

蚶

山

是

也

其

相

近

者

爲

演

嶼

相

傳

宋

少

帝

舟

泊

大

峽

江

滸

爲

元

兵

所

逼

忽

有

白

馬

神

爲

演

一

嶼

蔽

帝

舟

得

免

因

名

志

云

縣

東

有

瓊

峯

形

如

屏

延

袤

二

十

里

許

發

脈

福

州

五

虎

山

夾
漈
山

府

西

北

八

十

里

一

名

東

山

旁

有

西

巖

鄭

樵

讀

書

處

也

其

相

近

者

有

薌

林

山

樵

從

兄

厚

讀

書

處

亦

有

泉

石

之

勝

又

南

爲

環

山

山

巅

累

臺

十

餘

層

礎

石

儼

然

名

越

王

臺

其

旁

有

三

燧

峯

又

百

丈

山

在

夾

漈

之

東

山

延

袤

百

餘

里

上

有

六

巖

曰

客

廳

曰

古

仙

曰

石

塔

曰

石

繖

曰

石

樓

曰

重

元

幽

奇

萬

狀

志

云

百

丈

山

一

名

華

葢

峯

或

曰

華

葢

卽

石

塔

巖

又
有
峯
曰

瑞

雲

出

泉

西

流

入

永

福

縣

又

有

百

丈

嶺

東

接

福

淸

縣

界

○

石

梯

山

在

府

西

南

四

十

里

盤

礴

峭

聳

高

千

餘

仞

上

宜

茶

絶

頂

有

爐

峯

巖

南

望

大

海

志

云

郡

境

之

茶

龜

山

爲

上

石

梯

次

之

龜

山

在

府

西

北

二

十

里

又

有

浮

山

在

石

梯

之

南

近

海

濱

南
日
山

府

東

百

里

大

海

中

與

琉

球

相

望

舊

名

南

匿

山

近

福

淸

縣

海

壇

山

明

初

設

寨

於

此

後

徙

於

內

地

山

爲

會

哨

之

所

又

華

胥

山

在

府

東

南

百

里

吉

了

巡

司

置

此

一

名

極

了

以

莆

地

至

此

而

極

復

崛

起

爲

此

山

也

宋

時

謂

之

擊

蓼

與

湄

州

嶼

隔

海

相

望

下

有

東

西

二

灣

爲

閩

市

輻

輳

之

所

○

湄

州

嶼

在

府

東

南

八

十

里

大

海

中

一

名

鯑

山

與

琉

球

國

相

望

宋

林

光

朝

云

湄

洲

隔

岸

視

之

約

六

七

里

有

田

數

十

頃

可

畊

而

食

又

有

大

孤

小

孤

二

嶼

宋

志

云

在

莆

田

縣

東

七

十

里

名

勝

志

今

遮

浪

村

海

中

有

巨

石

突

起

曰

大

龜

嶼

嶼

東

又

有

大

石

盤

是

也

海
府

東

南

兩

境

皆

濱

海

島

夷

有

警

府

當

其

衝

其

防

維

之

處

吉

蓼

平

海

三

江

其

最

衝

也

又

甲

㠌

頭

靑

山

其

次

衝

也

志

云

府

東

北

五

十

里

有

支

海

自

䂬

頭

入

與

北

山

諸

溪

合

江

面

最

濶

中

有

盤

石

突

起

如

平

地

居

民

集

焉

有

江

口

橋

一

名

龍

津

橋

又

名

尚

陽

橋

通

道

所

經

也

橋

北

卽

福

淸

縣

境

相

近

有

下

黃

竿

支

海

流

入

此

兩

涯

宏

濶

北

涯

舊

有

寧

海

鎮

鎭

前

有

渡

元

元

統

中

創

爲

橋

明

初

復

修

之

勝

覽

云

郡

東

薄

寧

海

謂

寧

海

橋

也

又

有

峯

頭

澳

在

府

東

平

海

衛

南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官

軍

擊

倭

於

峯

頭

溪

破

之

倭

遁

去

又

追

敗

之

於

野

馬

外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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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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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福

建

二

　

　

二
十
九

　

敷
文
閣

木
蘭
溪

府

南

七

里

木

蘭

山

下

故

有

水

曰

南

洋

唐

觀

察

使

裴

次

元

隄

海

爲

田

三

百

頃

卽

此

處

也

溪

之

源

自

泉

之

德

化

永

春

及

仙

游

三

邑

而

下

合

澗

谷

之

水

三

百

六

十

有

六

會

流

於

此

又

南

經

府

南

二

十

里

將

軍

山

下

議

者

嘗

欲

橫

堰

此

水

以

灌

田

不

果

宋

治

平

初

歲

旱

塘

竭

有

長

樂

錢

氏

媪

築

坡

於

將

軍

灘

前

開

渠

循

縣

南

十

五

里

之

鼓

角

山

而

南

甫

成

而

壞

邑

人

林

從

世

復

相

下

流

築

南

陽

陂

旣

成

又

决

熙

寧

八

年

侯

官

李

宏

復

因

舊

址

營

度

疊

石

築

陂

上

障

諸

溪

下

截

海

潮

旁

爲

溝

渠

及

斗

門

石

涵

節

宣

盡

制

約

漑

田

萬

有

餘

頃

莆

人

利

之

元

延

祐

間

總

管

郭

朶

兒

等

復

創

萬

金

斗

門

引

陂

水

灌

南

洋

以

北

諸

田

爲

利

益

溥

明

朝

循

其

制

自

溪

而

東

縈

紆

曲

折

有

大

潭

三

總

謂

之

淸

江

潭

下

流

至

江

口

入

於

海

○

瀨

溪

在

府

西

南

十

里

卽

木

蘭

陂

上

流

也

又

上

溪

在

府

西

二

里

一

名

北

磨

溪

南

流

注

於

木

蘭

溪

延
壽
溪

府

北

七

里

其

上

源

曰

巨

溪

在

府

西

五

十

里

首

受

游

洋

漈

溪

九

鯉

湖

諸

水

東

會

荻

蘆

漁

滄

八

瀨

水

經

延

壽

村

曰

延

壽

溪

一

名

綬

溪

以

水

綠

如

綬

也

唐

神

龍

間

有

吳

興

者

謂

溪

出

杜

塘

經

流

入

海

不

足

漑

田

卽

延

壽

陂

後

塍

海

爲

田

築

長

堤

於

杜

塘

以

遏

大

流

轉

入

沙

塘

陂

分

爲

溝

澮

數

十

處

灌

北

洋

之

田

復

分

二

派

導

流

至

礪

浦

入

於

海

延

壽

漑

田

可

萬

餘

頃

所

堤

杜

塘

田

可

二

千

餘

頃

莆

之

饒

給

以

木

蘭

延

壽

二

陂

也

新

唐

書

延

壽

陂

漑

田

四

百

餘

頃

建

中

間

置

○

八

瀨

溪

在

府

西

北

十

里

志

云

溪

淺

流

急

曰

瀨

亦

曰

碧

瀨

或

譌

爲

鼈

瀨

東

爲

龍

潭

流

合

延

壽

溪

志

云

府

東

海

中

有

礪

山

濱

海

之

浦

曰

礪

浦

荻
蘆
溪

府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源

出

仙

游

縣

游

洋

溪

流

入

境

合

諸

溪

澗

之

水

分

二

流

一

自

漢

滄

溪

合

延

壽

溪

一

自

龍

港

會

迎

仙

港

入

海

曰

南

荻

蘆

溪

又

有

北

荻

蘆

溪

在

府

西

北

百

里

又

西

十

餘

里

有

澳

溪

出

𤀀

頭

山

合

蘇

溪

吉

宦

鳳

摶

等

溪

東

流

至

荻

蘆

陂

爲

北

荻

蘆

溪

亦

分

二

流

左

行

者

歴

萬

安

溪

迎

仙

橋

會

福

淸

縣

界

蒜

溪

之

水

以

達

江

口

右

行

者

過

漏

頭

以

達

新

港

俱

入

於

海

志

云

蘇

溪

亦

曰

洙

溪

迎
仙
溪

府

東

北

五

十

里

志

云

由

荻

蘆

溪

合

桃

源

白

石

諸

水

流

經

此

有

子

魚

潭

其

中

子

魚

最

多

一

名

小

姑

潭

又

東

爲

迎

仙

港

一

名

通

應

港

接

福

淸

縣

界

蒜

溪

逕

諸

江

水

爲

江

水

入

海

志

云

迎

仙

溪

流

通

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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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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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二

　

　

三

十

　

敷
文
閣

江

卽

逕

江

矣

亦

謂

之

三

江

口

以

逕

江

迎

仙

及

木

蘭

溪

下

流

俱

會

此

入

海

也

亦

爲

濱

海

要

地

白
湖

府

東

南

二

十

里

一

名

玉

湖

海

湖

自

三

江

口

上

黃

竿

歴

寧

海

至

此

舊

有

隄

俗

名

白

水

塘

後

曰

白

湖

宋

熙

寧

中

於

湖

中

設

浮

橋

紹

興

間

易

以

石

湖

側

有

靈

惠

井

環

境

斥

鹵

井

獨

淸

冽

海

防

考

嘉

靖

四

十

五

年

倭

賊

自

白

湖

入

犯

過

涵

頭

至

海

口

犯

鎮

東

衛

湖

亦

戍

守

處

也

又

凝

翠

湖

在

府

東

南

與

淸

江

潭

相

襟

帶

湖

水

繚

繞

長

百

餘

丈

國
淸
塘

府

東

南

三

十

里

其

水

與

木

蘭

陂

相

灌

注

澄

碧

千

頃

壺

公

穀

城

倒

影

其

中

唐

貞

觀

中

置

灌

田

甚

多

新

唐

書

莆

田

西

一

里

有

諸

泉

塘

南

五

里

有

𤁋

𡼢

塘

西

南

二

里

有

水

豐

塘

二

十

里

有

橫

塘

東

北

四

十

里

有

頭

洋

塘

與

國

淸

塘

爲

六

塘

其

漑

田

千

二

百

頃

宋

熙

寧

中

木

蘭

陂

成

遂

廢

五

塘

爲

民

田

惟

畱

國

淸

以

備

大

旱

又

霞

塘

舊

志

在

府

城

東

北

淸

澈

可

愛

亦

灌

田

百

頃

迎
仙
寨

府

東

北

四

十

里

其

地

有

迎

仙

橋

下

卽

子

魚

潭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巡

司

志

云

宋

初

司

置

於

縣

東

施

水

亭

熙

寧

四

年

徙

迎

仙

市

之

北

崇

寧

元

年

圮

於

水

徙

迎

仙

巿

之

西

明

初

改

建

於

此

有

城

前

臨

海

後

負

江

爲

商

民

輻

轃

處

又

沖

沁

寨

巡

司

花

府

東

六

十

里

有

城

三

面

阻

海

與

岐

頭

三

江

澳

港

相

接

志

云

司

舊

置

於

興

化

縣

尋

陽

山

下

洪

武

二

十

年

徙

又

㠌

頭

寨

巡

司

在

府

東

南

九

十

里

舊

置

於

莆

禧

鎮

洪

武

二

十

年

徙

置

有

城

界

山

海

間

爲

登

涉

要

地

又

靑

山

砦

巡

司

在

府

東

九

十

里

舊

置

於

府

東

三

十

里

之

南

哨

亦

洪

武

二

十

年

徙

置

於

此

有

城

東

西

南

三

面

皆

阻

海

夷

舟

多

由

此

入

南

日

山

峙

其

南

渡

海

不

過

五

十

里

爲

郡

之

門

戸

○

吉

了

寨

巡

司

在

府

東

南

華

胥

山

下

有

城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於

仙

游

縣

之

潭

邊

寨

後

徙

今

處

郡

志

司

距

城

八

十

里

前

控

南

日

右

引

小

嶼

左

帶

湄

洲

迫

臨

大

海

東

有

吉

了

水

寨

又

大

洋

巡

司

在

府

西

北

八

十

里

山

谷

中

蹊

徑

叢

雜

奸

民

嘯

聚

萬

歴

中

增

置

今

司

莆
禧
鎮

府

東

南

九

十

里

或

曰

卽

古

之

莆

口

陳

天

嘉

五

年

陳

寶

應

據

建

安

晉

安

二

郡

章

昭

達

等

討

敗

之

寶

應

逃

至

莆

口

昭

達

追

擒

之

卽

此

明

朝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所

尋

築

城

置

倉

於

此

志

云

鎮

舊

有

莆

禧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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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敷
文
閣

課

局

洪

武

三

年

徙

於

驟

東

之

下

渚

正

統

二

年

廢

又

有

莆

禧

河

泊

所

亦

明

初

置

尋

移

於

府

東

南

數

里

成

化

間

移

於

吉

了

澳

尋

復

舊

○

黃

石

巿

在

府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民

居

環

聚

舊

有

黃

石

稅

課

局

本

宋

之

黃

石

務

其

後

徙

置

不

一

元

至

正

中

改

建

於

此

明

初

改

爲

稅

課

局

又

有

黃

石

河

泊

所

洪

武

十

八

年

置

亦

在

府

東

南

今

皆

廢

志

云

府

東

南

有

國

淸

巿

亦

闤

闠

處

也

涵
頭
鎮

府

東

北

二

十

里

亦

曰

涵

頭

市

路

通

永

福

尤

溪

諸

徑

洪

武

初

置

龍

田

稅

課

局

於

此

莆

田

河

泊

所

亦

置

焉

鹽

鹺

考

元

至

元

十

六

年

於

涵

頭

巿

設

管

勾

司

董

鹺

事

延

祐

二

年

改

爲

司

令

司

明

朝

洪

武

二

年

改

爲

福

建

都

轉

運

鹽

使

司

分

司

分

統

上

里

等

場

鹽

課

司

所

轄

凡

二

凡

二

十

四

團

皆

產

鹽

處

也

南
曰
砦

在

府

東

南

志

云

府

東

平

海

衛

東

有

舊

寨

設

於

海

中

南

日

山

下

北

可

以

遏

南

茭

湖

井

之

衝

南

可

以

阻

湄

洲

岱

墜

之

阨

亦

要

區

也

景

泰

以

後

移

於

吉

蓼

之

東

仍

以

南

日

爲

名

舊

南

日

棄

而

不

守

番

舶

北

向

泊

以

寄

潮

論

者

以

爲

自

棄

其

險

然

而

孤

懸

海

中

大

約

與

泉

州

之

浯

嶼

情

事

相

類

云

○

靖

頭

鎮

在

府

東

八

十

里

初

置

巡

司

後

改

爲

城

堡

嘉

靖

中

倭

賊

陷

興

化

府

官

軍

擊

之

倭

賊

走

平

海

衛

欲

掠

舟

泛

海

乃

結

巢

崎

頭

城

官

軍

擊

之

敗

績

賊

乗

勝

陷

平

海

衛

戚

繼

光

等

合

兵

擊

破

之

志

云

鎮

東

至

平

海

衛

十

里

林
墩

在

府

東

南

嘉

靖

中

戚

繼

光

大

破

倭

賊

於

此

海

防

考

平

海

衛

墩

臺

有

小

澳

石

獅

礪

前

新

浦

三

江

埕

口

崎

頭

澄

港

湖

邊

石

城

蔡

山

石

井

等

一

十

二

座

○

莆

陽

驛

在

府

治

北

元

置

明

朝

因

之

又

有

遞

運

所

在

驛

南

洪

武

十

七

年

置

後

廢

仙
遊
縣

府

西

八

十

里

南

至

泉

州

府

百

五

十

里

西

至

泉

州

府

永

春

縣

百

十

里

東

南

至

泉

州

府

惠

安

縣

百

有

二

里

西

南

至

泉

州

府

南

安

縣

百

七

十

里

西

北

至

泉

州

府

德

化

縣

百

三

十

里

本

莆

田

縣

地

唐

聖

歴

二

年

析

置

淸

源

縣

屬

泉

州

天

寶

初

改

曰

仙

遊

縣

宋

因

之

紹

興

十

五

年

議

築

城

以

禦

寇

不

果

乾

道

中

僅

營

四

門

明

朝

正

德

初

創

築

土

城

尋

圮

八

年

甃

以

磚

旣

而

復

壞

嘉

靖

二

年

改

用

石

砌

七

年

始

成

周

六

里

有

奇

編

戸

十

三

里

○
鷄
鳴
城

縣

東

七

里

相

傳

越

王

無

諸

所

築

俗

呼

城

山

又

名

鐵

山

舊

經

云

其

城

靈

異

不

假

版

築

或

呼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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鷄

子

城

其

相

近

者

又

有

彭

城

遺

址

並

存

寰

宇

記

縣

東

又

有

蜿

灣

城

俗

呼

爲

越

王

城

○

興

化

廢

縣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與

莆

田

縣

接

界

處

也

二
飛
山

縣

北

五

里

宋

志

作

大

飛

山

縣

之

主

山

也

蜿

蜒

數

百

里

屹

立

爲

二

高

可

千

仞

其

形

翼

然

作

飛

揚

之

狀

下

有

鐘

鳴

馬

鞍

二

山

東

爲

將

軍

山

頂

若

兠

鍪

稍

北

爲

瀑

布

山

懸

崖

數

千

尺

飛

瀑

瀉

下

如

練

下

有

龍

潭

又

九

域

志

大

飛

山

有

平

湖

洞

其

地

有

平

湖

數

頃

一

夕

風

雨

暴

起

旦

見

此

山

聳

峙

因

名

大

飛

唐

景

福

初

王

潮

自

泉

州

遣

兵

攻

福

州

平

湖

洞

民

請

以

兵

船

助

之

卽

此

九
座
山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重

巒

疊

嶂

中

巍

然

高

峙

者

凡

九

其

居

中

而

尤

峭

拔

者

曰

盤

髻

峯

又

北

十

里

曰

大

汾

山

與

福

州

府

永

福

縣

接

界

○

梁

山

在

府

西

北

四

十

里

平

田

中

突

起

一

峯

層

巒

插

漢

其

東

南

五

里

爲

泗

洲

臺

山

一

名

仙

人

臺

亦

高

聳

志

云

縣

南

三

十

里

有

九

峯

山

亦

曰

九

仙

峯

雲

興

則

雨

又

南

十

五

里

爲

九

龍

山

山

分

九

支

並

峙

者

曰

銅

鼎

山

勢

甚

雄

壯

又

新

峯

山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其

高

凌

天

頂

平

如

掌

九
仙
山

縣

東

北

百

里

脈

自

永

福

縣

來

至

此

特

起

一

峯

其

西

爲

高

望

山

連

綿

高

聳

可

以

遠

眺

風

日

澄

霽

海

在

目

𥈤

南

爲

雙

髻

山

北

爲

仙

人

臺

皆

以

何

氏

九

仙

得

名

山

之

下

爲

何

嶺

俗

呼

寒

硎

亦

曰

寒

巖

又

曰

古

荷

城

亦

曰

何

巖

臨

九

鯉

湖

東

有

石

洞

可

坐

百

人

綿

亘

數

十

里

其

西

曰

南

湖

巖

峯

巒

聳

秀

下

瞰

平

湖

又

西

曰

高

陽

山

亦

名

谷

目

山

崇

林

幽

翳

居

人

剥

木

以

識

所

從

入

之

路

因

訛

爲

谷

目

云

又

盤

龍

山

在

九

鯉

湖

西

南

高

千

餘

仞

崒

嵂

不

可

登

上

有

白

雲

洞

石
所
山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高

數

千

仞

盤

踞

百

餘

里

何

巖

居

羣

峯

之

上

而

此

山

又

居

其

上

巅

有

烏

頭

巖

石

黟

黑

浮

海

者

望

以

爲

的

其

下

平

坡

十

餘

里

頂

旁

爲

雲

居

巖

下

視

空

濶

滄

海

𣺌

茫

巖

高

千

仞

而

有

方

沼

瀦

其

巓

相

近

又

有

滳

水

鳴

山

等

十

餘

巖

志

云

石

所

在

何

巖

之

東

紫

帽

之

西

其

紫

帽

山

石

壁

削

成

有

□

斜

巖

諸

勝

○

尋

陽

山

在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山

自

西

□

來

峙

爲

三

峯

中

大

雪

北

仙

臺

西

香

爐

極

爲

雄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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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

環

疊

峯

巖

甚

衆

並

稱

奇

勝

蔡
溪
巖

縣

東

北

八

十

五

里

巖

前

有

石

如

雙

闕

曰

石

門

頗

高

廣

石

門

之

北

峭

壁

環

立

上

有

瀑

布

懸

流

數

百

丈

瀑

之

盡

處

爲

龍

潭

深

不

可

測

流

而

爲

溪

是

爲

蔡

溪

石

門

之

下

有

幻

遊

洞

巖

水

至

此

會

流

如

犇

雷

瀦

而

爲

湖

湖

之

旁

峯

巒

環

峙

○

北

坑

巖

在

縣

南

巖

石

周

環

如

城

元

末

鄉

人

避

寇

於

此

又

石

碑

嶺

在

縣

南

嶺

路

甚

峻

有

石

立

道

側

平

濶

如

碑

縣

南

又

有

馬

嶺

皆

通

道

所

經

九
鯉
湖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萬

山

中

湖

之

前

山

曰

飛

鳳

後

山

曰

高

陽

盤

旋

環

抱

湖

瀦

其

中

志

云

九

仙

諸

山

自

永

福

而

下

重

山

稠

疊

幾

百

餘

里

至

此

石

峽

天

開

懸

崖

無

際

數

百

里

之

水

來

入

石

竅

石

穴

中

瀦

爲

石

湖

湖

水

曰

夜

從

高

墜

下

巖

石

𡾴

巇

巃

嵸

水

流

濆

激

洞

心

駭

目

春

夏

間

其

觀

尤

偉

湖

上

有

何

仙

祠

相

傳

九

仙

丹

成

跨

九

鯉

上

昇

處

也

湖

之

北

爲

黃

鷄

灘

南

爲

茶

槽

潭

湖

水

東

南

行

被

崖

而

下

爲

瀑

布

而

潭

而

陂

又

繞

山

而

行

數

十

曲

而

爲

莒

溪

爲

壽

水

其

終

入

海

此

其

大

畧

也

中

分

九

漈

一

曰

雷

轟

漈

在

湖

東

何

巖

之

水

出

而

西

流

奇

石

當

其

中

淜

渹

擊

盪

其

聲

如

雷

一

曰

瀑

布

深

在

雷

轟

西

相

去

五

十

步

奇

石

懸

流

如

澡

練

然

一

曰

珠

簾

漈

在

湖

西

水

從

巖

飛

下

去

地

千

仞

噴

沬

如

散

珠

稍

卑

則

覼

縷

成

簾

也

一

曰

玉

筯

漈

從

湖

西

南

盤

龍

山

頂

灌

下

忽

岐

爲

兩

直

下

白

雲

洞

中

宛

如

玉

筯

亦

曰

玉

柱

漈

一

曰

石

門

漈

去

玉

筯

西

北

里

許

漈

中

奇

石

參

差

有

二

石

亭

亭

如

門

谽

谺

水

流

其

中

一

曰

五

星

漈

距

石

門

二

里

有

五

石

相

聚

如

星

一

曰

飛

鳳

漈

去

五

星

三

里

卽

飛

鳳

山

峙

於

湖

前

者

其

高

百

仞

十

里

之

外

有

泉

縈

迴

注

而

爲

漈

也

一

曰

棊

盤

漈

距

飛

鳳

里

許

漈

中

卧

一

巨

石

宛

若

棊

盤

一

曰

將

軍

漈

距

棊

盤

數

里

漈

中

有

兩

石

鵠

立

如

武

夫

當

關

之

狀

白

湖

至

此

不

啻

二

十

里

皆

猿

厓

鳥

道

登

陟

甚

艱

邑

志

湖

之

奇

以

九

漈

一

漈

或

五

里

十

里

遠

者

二

十

里

皆

兩

山

夾

峙

奔

流

界

乎

其

中

道

路

迂

迴

奇

勝

不

可

名

狀

從

將

軍

漈

南

出

爲

莆

田

縣

之

莒

溪

○

赤

湖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楓

亭

巿

之

要

昔

時

周

環

五

里

土

色

皆

赤

下

爲

焦

坑

流

入

楓

亭

溪

游
洋
溪

在

故

興

化

縣

西

上

源

有

郭

洋

銀

巖

等

溪

滙

流

而

東

南

有

尋

陽

溪

流

合

焉

入

莆

田

縣

界

下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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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南

获

蘆

溪

○

三

會

溪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有

三

源

皆

導

流

諸

山

澗

中

滙

而

爲

一

又

東

南

滙

羣

溪

之

水

流

入

莆

田

縣

界

下

流

合

於

木

蘭

溪

志

云

縣

西

七

里

有

神

堂

溪

十

里

有

大

濟

溪

四

十

里

有

大

目

溪

俱

滙

於

三

會

溪

又

有

余

溪

源

出

永

春

縣

流

合

大

目

溪

僊
溪

在

縣

城

南

一

名

大

溪

一

名

南

溪

又

名

藍

溪

西

北

受

永

春

德

化

之

水

東

南

流

至

縣

前

環

繞

如

帶

又

東

南

滙

諸

溪

水

亦

合

於

三

會

溪

志

云

縣

南

有

可

溪

出

縣

南

二

十

里

之

香

山

又

有

九

溪

及

周

溪

皆

在

縣

南

十

里

又

東

南

有

蔣

溪

又

縣

東

十

五

里

之

昆

溪

安

吉

等

溪

下

流

皆

會

於

僊

溪

○

楓

亭

溪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其

上

流

爲

皁

洋

吳

坑

諸

水

又

東

有

九

龍

溪

西

有

赤

湖

焦

溪

皆

流

合

焉

南

出

雙

溪

口

入

太

平

港

港

卽

溪

海

會

流

處

也

志

云

雙

溪

港

亦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一

名

滄

溪

其

南

爲

太

平

港

又

沙

溪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溪

旁

有

沙

溪

巿

南

流

合

楓

亭

溪

何
巖
水

在

縣

東

北

何

巖

下

源

有

三

皆

出

山

谷

中

共

下

流

一

出

瀨

溪

下

木

蘭

陂

一

出

鯉

湖

下

莒

溪

一

出

龍

津

下

延

壽

溪

並

注

於

海

志

云

縣

南

七

里

有

聖

泉

亦

號

龍

井

雖

旱

不

涸

灌

田

十

餘

頃

白
嶺
寨

縣

西

四

十

里

有

巡

司

志

云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楓

亭

巡

司

於

楓

亭

驛

尋

改

置

於

莆

田

縣

小

嶼

山

上

曰

小

嶼

寨

巡

司

築

城

置

戍

嘉

靖

三

年

以

山

寇

竊

發

移

置

於

白

隔

嶺

而

小

嶼

巡

司

廢

又

陳

疃

關

在

縣

南

又

南

卽

惠

安

縣

界

開

見

錄

仙

遊

西

南

數

十

里

有

大

埔

阨

又

數

十

里

至

長

嶺

卽

晉

惠

兩

縣

界

縣

西

又

有

石

獅

隘

接

永

春

縣

界

嘉

靖

中

倭

賊

常

出

没

於

此

楓
亭
驛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唐

爲

風

亭

館

宋

爲

太

平

驛

元

至

正

七

年

改

爲

楓

亭

驛

明

朝

因

之

東

北

去

府

城

六

十

里

東

南

去

泉

州

府

惠

安

縣

五

十

里

附
見

興
化
衛

在

府

治

東

北

洪

武

元

年

建

○

平

海

衛

在

府

東

九

十

里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并

築

衛

城

周

四

里

有

奇

有

門

四

領

莆

禧

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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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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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二

　

　

三
十
五

　

敷
文
閣

守
禦
莆
禧
千
戸
所

府

東

九

十

里

亦

洪

武

二

十

年

建

築

城

周

三

里

有

奇

有

門

四

三

面

瀕

海

西

面

爲

濠

西

南

有

文

甲

澳

又

有

㠌

頭

靑

山

諸

港

口

皆

爲

濱

海

要

地

海

防

考

莆

禧

墩

臺

有

山

柄

丈

甲

㠌

頭

東

湖

山

西

凡

五

座

福
寧
州

東

至

海

六

十

里

南

至

福

州

府

五

百

四

十

五

里

西

至

建

寧

府

八

百

五

十

六

里

北

至

浙

江

温

州

府

五

百

九

十

里

自

州

治

至

布

政

司

見

上

至

京

師

六

千

六

百

七

十

七

里

禹
貢
揚
州
地
周
閩
越
地
秦
閩
中
郡
地
漢
會
稽
郡
地
三

國
吳
屬
建
安
郡
晉
屬
晉
安
郡
宋
齊
因
之
隋
屬
泉
州
大

業
初
屬
建
安
郡
唐
仍
屬
泉
州
開
元
初
改
屬
福
州
五
代

時
王
氏
屬
長
樂
府
宋
仍
屬
福
州
元
至
元
二
十
三
年
升

爲
福
寧
州
屬
福
州
路
明
朝
洪
武
二
年
州
廢
成
化
十
九

年
復
升
爲
州

編

戸

五

十

三

里

直
隷
福
建
布
政
司
領
縣
二

州
北
瞰
永
嘉
南
屏
侯
官
山
川
險
峻
實
爲
要
地
防
險
說

閩
興
泉
福
漳
之
地
皆
濱
海
要
衝
然
莫
有
如
福
寧
之
尤

險
者
葢
地
勢
自
西
北
而
東
南
至
會
城
盡
之
矣
而
福
寧

又
在
東
南
突
出
海
中
如
吐
舌
然
其
左
爲
甌
括
海
居
東

面
其
右
爲
福
興
海
居
南
面
福
寧
獨
當
東
南
北
三
面
之

衝
島
東
入
寇
必
先
犯
此
故
防
爲
最
急
也

長
溪
廢
縣

今

州

治

本

温

麻

縣

地

唐

武

德

六

年

析

置

長

溪

縣

屬

泉

州

旋

省

入

連

江

縣

而

以

縣

治

爲

寧

遠

鎮

長

安

二

年

復

置

尋

改

屬

福

州

五

代

時

王

閩

屬

長

樂

府

宋

仍

屬

福

州

元

升

縣

爲

州

改

曰

福

寧

明

初

降

州

爲

縣

後

又

升

爲

直

隷

州

城

邑

考

州

城

洪

武

四

年

築

二

十

年

增

拓

東

城

永

樂

五

年

復

修

治

成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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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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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福

建

二

　

　

三
十
六

　

敷
文
閣

十

七

年

以

後

屢

經

營

繕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復

拓

城

西

三

十

七

年

夏

潦

明

年

倭

寇

來

犯

又

值

淫

潦

城

圮

尋

復

營

築

今

城

有

門

四

周

六

里

有

奇

温
麻
廢
縣

州

南

三

十

里

晉

泰

康

三

年

析

侯

官

縣

温

麻

船

屯

置

温

麻

縣

屬

晉

安

郡

葢

治

於

北

隋

開

皇

九

年

廢

唐

改

置

温

麻

縣

於

今

連

江

縣

境

而

以

廢

縣

地

置

長

溪

縣

今

州

南

有

鼓

樓

山

古

城

村

葢

因

廢

縣

爲

名

龍
首
山

在

州

城

北

分

爲

五

枝

又

名

五

葉

蓮

花

山

山

巅

平

夷

唐

末

黃

巢

犯

閩

嘗

屯

兵

於

此

號

黃

巢

坪

坪

西

有

井

廣

丈

許

其

水

淸

泚

名

曰

聖

水

又

有

東

西

石

澗

下

北

城

外

濠

而

入

水

關

志

云

州

東

門

外

有

華

峯

下

有

雷

壇

元

末

州

尹

王

伯

顔

與

山

賊

王

善

戰

不

利

見

執

於

此

死

之

又

城

南

三

里

有

南

峯

峯

頂

岐

首

有

三

亦

曰

三

台

山

郡

志

龍

首

山

峯

巒

峭

拔

爲

州

主

山

前

挹

長

溪

東

抱

華

峯

西

接

蓮

坡

水

光

山

色

映

帶

城

郭

又

有

金

字

山

在

州

治

東

北

高

聳

如

龍

首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義

兵

殱

寇

於

此

其

東

爲

獅

山

城

東

北

曰

大

潙

山

唐

景

福

中

僧

建

大

潙

院

於

此

而

名

縣

東

有

小

山

最

爲

峻

又

明

宋

山

在

龍

首

山

西

亦

曰

蓮

花

山

松
山

州

東

十

里

下

有

松

山

港

昔

時

風

濤

險

惡

歲

患

溺

舟

後

流

沙

漸

合

有

徑

可

行

正

統

九

年

徙

置

烽

火

寨

於

山

下

其

對

峙

者

曰

後

崎

山

山

全

體

皆

石

巨

細

磊

砢

爭

奇

競

秀

又

鐵

嶂

山

在

州

東

十

二

里

壁

立

千

仞

其

色

如

鐵

一

名

昆

岡

相

接

者

曰

馬

冠

山

亦

名

昆

田

山

山

勢

連

亘

數

十

里

高

聳

凌

空

形

如

半

月

志

云

松

山

東

南

海

中

有

斷

嶼

名

火

焰

山

又

名

屏

風

嶼

嘉

靖

三

十

八

年

倭

賊

突

犯

州

境

參

將

黎

鵬

舉

等

擊

之

於

屏

風

嶼

及

鎮

下

門

三

沙

海

洋

皆

敗

之

鎮

下

門

見

浙

江

温

州

府

洪
山

州

南

三

十

五

里

勢

極

高

峻

望

温

台

如

在

掌

間

志

以

爲

州

南

第

一

山

也

葛

洪

舊

嘗

隱

此

因

名

有

泉

一

泓

通

海

名

曰

海

眼

其

西

有

數

峯

連

接

又

小

洪

山

在

州

西

南

五

十

里

以

高

峻

亞

於

洪

山

而

名

亦

曰

紅

山

有

天

池

濶

二

三

畝

四

時

不

涸

名

曰

龍

潭

又

霞

浦

山

在

州

南

四

十

里

中

有

靑

黑

元

黃

四

嶼

曰

出

照

映

江

水

如

霞

故

名

又

南

十

里

曰

羅

浮

山

相

傳

此

山

浮

海

而

來

泊

船

山

下

可

避

北

風

若

南

風

則

石

厓

齒

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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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敷
文
閣

難

近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倭

賊

流

劫

羅

浮

官

軍

禦

却

之

今

防

倭

水

砦

船

多

集

其

下

相

接

者

曰

水

澳

山

旁

又

有

石

筍

山

峯

巒

聳

秀

上

有

淸

泉

又

南

曰

文

崎

山

與

武

崎

山

並

峙

海

中

廣

袤

五

里

○

南

金

山

在

州

南

六

十

里

一

名

大

金

山

居

民

環

其

下

廣

袤

二

十

里

其

南

一

山

曰

小

金

山

相

近

者

曰

浮

瀛

山

一

名

浮

膺

山

上

有

四

澳

下

臨

溟

海

一

望

千

里

宋

元

間

居

民

蕃

庶

明

初

俱

徙

入

內

地

望
海
山

城

西

北

七

十

里

去

海

百

餘

里

勢

極

高

峻

上

有

石

池

四

時

不

涸

又

柘

洋

東

山

在

州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東

望

海

外

數

百

里

諸

山

皆

在

履

舄

之

下

懸

厓

聳

削

積

雪

不

消

有

泉

一

勺

大

旱

不

竭

元

末

有

袁

天

祿

者

率

其

昆

弟

保

柘

洋

爲

泰

安

社

州

賦

稅

訟

獄

皆

歸

焉

元

授

以

江

西

行

省

參

政

明

初

納

欵

世

居

此

地

嘉

靖

末

倭

賊

寇

其

頽

堡

不

能

下

大
姥
山

州

東

北

百

里

羣

峯

林

立

得

名

者

三

十

有

六

爲

境

內

之

望

又

北

數

里

曰

草

堂

山

本

名

靈

山

以

林

嵩

築

草

堂

其

中

改

今

名

巖

石

甚

勝

餘

詳

見

前

名

山

大

姥

○

𡩗

山

在

州

東

南

海

中

山

高

而

中

㘭

如

鉢

盂

舊

名

盂

山

有

三

十

六

澳

旁

有

艮

山

有

曰

嶼

東

有

七

星

山

以

七

石

浮

立

海

面

如

七

星

而

名

嘉

靖

中

官

軍

嘗

敗

倭

於

此

志

云

出

州

東

門

三

里

迤

南

而

西

水

天

茫

茫

浮

於

水

面

有

臺

山

官

澳

山

屏

風

山

筯

竹

山

四

瀧

山

皆

在

烟

波

浩

淼

中

難

以

里

記

及

其

方

隅

也

又

秦

嶼

在

州

南

海

中

爲

防

戍

要

地

篔

簹

巡

司

置

於

此

泗
城
山

州

西

南

五

十

餘

里

危

壁

峭

立

有

臣

石

黑

色

名

鐵

印

山

下

多

屯

田

軍

營

東

隔

溪

有

小

馬

山

又

白

瓠

山

在

州

南

大

海

中

白

如

瓠

山

脊

與

寧

德

縣

接

界

志

云

州

西

南

六

十

里

又

有

竹

嶼

其

相

近

者

爲

孤

山

嘉

靖

三

十

五

年

倭

賊

自

寧

德

縣

遁

入

福

寧

州

界

官

軍

追

敗

之

於

此

桐
山

州

西

北

百

六

十

里

接

浙

江

平

陽

縣

界

其

地

險

阨

可

以

戍

守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倭

賊

自

州

城

流

刼

至

桐

山

指

揮

盧

錡

等

擊

敗

之

城

還

復

擊

敗

之

於

同

坑

旣

又

追

破

之

於

蒲

岐

今

設

營

置

戍

爲

浙

閩

要

隘

同

坑

見

浙

江

泰

順

縣

蒲

岐

見

浙

江

樂

淸

縣

○

天

竺

山

在

桐

山

東

南

其

相

近

者

有

半

嶺

輿

程

記

半

嶺

在

桐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九

十

六

　

福

建

二

　

　

三
十
八

　

敷
文
閣

山

北

二

十

五

里

爲

往

來

之

通

道

又

北

十

五

里

卽

分

水

關

石
馬
嶺

州

北

百

三

十

里

有

巨

石

危

立

如

馬

又

西

北

三

十

里

卽

桐

山

又

北

四

十

里

爲

分

水

嶺

接

浙

江

泰

順

縣

界

有

關

浙

閩

分

疆

處

也

又

王

頭

陀

嶺

在

州

東

五

十

里

北

連

九

嶺

崎

嶇

險

峻

宋

時

王

頭

陀

砌

石

爲

路

嘉

定

中

縣

尹

楊

志

復

用

石

修

砌

○

池

家

嶺

在

州

西

北

四

十

里

中

有

古

澗

深

百

餘

仞

又

有

石

門

俗

呼

仙

人

洞

志

云

州

西

有

楊

梅

嶺

產

楊

梅

宋

開

禧

中

僧

砌

嶺

路

自

嶺

而

下

東

抵

九

里

亭

西

抵

十

八

溪

嘉

靖

十

六

年

令

楊

志

用

石

甃

砌

悉

平

犖

角

亦

名

楊

公

路

海
州

東

南

百

里

志

云

州

境

海

環

三

面

其

在

東

北

者

三

沙

海

形

勢

𨺗

絶

最

爲

險

要

沙

埕

砦

稱

首

衝

蓁

嶼

次

之

而

泥

坪

防

衛

港

口

松

山

逼

近

州

城

水

則

烽

火

砦

陸

則

左

在

營

又

有

桐

山

閭

峽

下

滸

諸

處

分

防

水

陸

與

連

江

縣

之

定

海

所

州

南

之

大

金

所

聯

絡

控

制

並

爲

州

境

之

險

云

長
溪

州

西

四

十

五

里

源

出

浙

江

慶

元

縣

界

流

入

境

經

福

安

縣

而

東

會

柘

洋

水

達

州

城

西

又

南

經

古

鎭

門

入

海

迤

邐

數

百

里

唐

因

以

長

溪

名

縣

舊

志

州

西

南

百

七

十

里

有

白

水

江

又

有

霞

浦

江

與

硯

江

相

接

東

流

入

海

○

倒

流

溪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源

出

東

北

九

十

里

之

烏

巖

西

南

流

經

此

因

名

冬

夏

不

竭

漑

田

萬

頃

下

流

入

海

松
山
港

州

東

南

松

山

下

上

接

諸

溪

澗

之

水

至

松

山

前

與

海

潮

滙

前

有

沙

洲

後

有

沙

徑

海

船

多

泊

於

此

又

松

蘿

洋

志

云

在

州

西

北

七

十

里

其

地

有

九

灣

十

八

折

又

七

十

里

至

福

安

縣

今

有

松

蘿

公

館

分
水
關

州

西

北

二

百

里

分

水

嶺

上

接

浙

江

泰

順

縣

界

今

詳

見

泰

順

縣

志

云

州

東

北

有

疊

石

關

與

分

水

關

俱

王

閩

所

置

以

備

吳

越

又

州

北

有

後

崎

關

亦

閩

置

宋

建

𤆌

中

建

賊

范

汝

爲

作

亂

里

人

拒

之

於

此

又

有

營

頭

關

在

州

南

霞

浦

山

前

有

小

嶼

跨

海

與

大

山

接

中

可

容

數

百

人

宋

紹

興

中

邑

人

嘗

守

此

以

拒

海

寇

○

古

鎮

門

在

州

西

南

長

溪

之

水

會

州

境

及

福

安

縣

諸

溪

澗

水

而

入

海

一

名

白

馬

門

又

漁

洋

垾

在

州

南

三

十

五

里

兩

旁

皆

海

中

一

徑

如

蜂

腰

去

海

甚

近

而

隔

絶

不

通

因

名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九

十

六

　

福

建

二

　

　

三
十
九

　

敷
文
閣

大
篔
簹
鎭

州

東

北

百

里

舊

爲

蔣

洋

巡

司

在

州

東

化

八

十

里

洪

武

二

十

年

移

置

於

蔡

嶼

堡

改

今

名

有

城

又

水

澳

巡

司

在

州

東

百

里

舊

爲

桐

山

巡

司

洪

武

二

十

年

移

置

於

此

改

今

名

有

城

嘉

靖

中

還

置

於

桐

山

堡

爲

蘆

門

巡

司

又

淸

灣

巡

司

在

州

東

北

五

十

里

本

置

於

州

南

百

里

曰

西

臼

巡

司

洪

武

二

十

年

移

置

於

牙

裏

堡

改

今

名

亦

有

城

又

高

羅

巡

司

在

州

南

五

十

里

閭

峽

堡

延

亭

巡

司

在

州

南

百

里

下

滸

堡

俱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有

城

志

云

州

東

南

又

有

松

山

巡

司

亦

洪

武

二

十

年

置

二

十

六

年

又

置

河

泊

所

於

此

嘉

靖

中

司

革

○

柯

洋

巡

司

在

州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福

安

縣

百

里

有

柯

洋

故

城

元

末

創

爲

保

聚

處

正

統

六

年

增

置

巡

司

以

備

山

寇

通

志

州

境

又

有

庫

溪

小

瀾

鹽

田

三

巡

司

俱

元

置

明

朝

革

烽
火
門
水
砦

州

東

松

山

下

永

樂

十

八

年

創

設

於

三

沙

海

面

旣

以

倭

寇

入

犯

撥

衛

軍

及

大

金

所

軍

協

守

正

統

九

年

議

者

以

爲

風

濤

洶

湧

不

便

棲

泊

乃

移

於

今

所

增

撥

官

軍

以

備

倭

寇

○

流

江

砦

在

州

北

百

里

與

平

陽

縣

接

界

卽

横

陽

江

南

岸

也

海

防

考

烽

火

門

之

要

有

官

井

流

江

九

澳

諸

處

爲

賊

船

必

泊

之

所

備

禦

最

切

而

流

江

與

烽

火

門

尤

爲

犄

角

之

勢

三
沙
寨

在

州

東

北

相

近

又

有

淸

灣

寨

與

淸

灣

巡

司

同

置

又

東

北

有

可

家

黃

崎

小

篔

簹

大

篔

簹

等

砦

州

東

百

餘

里

又

有

南

鎮

水

澳

等

砦

俱

屬

福

寧

衛

○

高

羅

砦

在

州

西

南

與

高

羅

巡

司

同

置

又

有

下

滸

延

亭

車

安

西

臼

與

高

羅

共

爲

五

砦

俱

屬

大

金

千

戸

所

又

延

祥

寨

志

云

在

州

南

宋

淳

祐

三

年

置

有

水

軍

千

人

州

城

北

又

有

金

城

砦

在

金

字

山

上

壓

城

而

峙

嘉

靖

中

倭

登

是

山

攻

城

城

幾

陷

萬

歴

二

十

九

年

置

寨

於此

沙
城
堡

在

州

東

北

海

防

畧

沙

埕

征

榷

要

衝

商

民

輻

輳

三

面

俱

海

賊

所

垂

涎

而

蓁

嶼

堡

地

亦

濱

海

民

殷

庶

蓁

嶼

而

下

爲

三

沙

信

地

襟

山

帶

海

舊

設

土

堡

於

相

近

之

高

巖

以

防

海

口

○

湖

平

在

州

東

三

十

里

嘉

靖

三

十

五

年

官

軍

敗

倭

賊

於

孤

山

又

追

敗

之

於

湖

坪

是

也

今

有

湖

平

舖

温
麻
驛

州

西

五

里

又

西

有

鹽

田

驛

又

州

東

有

倒

流

溪

驛

飯

溪

驛

州

北

有

桐

山

分

水

二

驛

俱

宋

乾

德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卷

九

十

六

　

福

建

二

　

　

四

十

　

敷
文
閣

初

置

元

廢

今

州

治

東

有

館

驛

舊

置

於

西

門

內

正

統

七

年

改

置

今

所

又

州

西

南

四

十

里

有

鹽

田

公

館

州

西

北

八

十

餘

里

有

杯

水

公

館

俱

成

化

中

置

寧
德
縣

州

西

南

二

百

二

十

里

西

南

至

羅

源

縣

八

十

里

西

至

古

田

縣

二

百

六

十

里

北

至

建

寧

府

壽

寧

縣

二

百

二

十

里

本

長

溪

古

田

二

縣

地

唐

開

成

中

置

感

德

場

五

代

唐

長

興

四

年

王

閩

升

爲

寧

德

縣

屬

長

樂

府

宋

屬

福

州

元

改

屬

福

寧

州

明

初

仍

屬

福

州

府

成

化

九

年

復

改

隷

福

寧

州

城

邑

考

縣

有

土

城

王

閩

時

築

後

毁

明

朝

正

德

初

增

修

嘉

靖

四

十

年

倭

毁

四

十

二

年

改

築

周

三

里

有

奇

編

戸

二

十

三

里

白
鶴
山

縣

西

一

里

俗

名

西

山

秀

拔

千

仞

南

連

飛

鸞

諸

山

北

接

蓮

花

諸

峯

山

下

懸

崖

峭

壁

空

洞

幽

深

容

數

十

人

泉

水

淸

洌

是

爲

龍

泉

其

西

南

卽

白

鶴

嶺

石

磴

峻

嶒

紆

迴

百

折

盤

曲

而

上

海

上

諸

山

皆

入

延

眺

嶺

之

南

飛

泉

百

丈

名

南

山

漈

嶺

半

有

黯

井

味

甘

美

四

時

不

竭

金
甌
山

縣

東

南

十

六

里

若

金

甌

浮

於

水

面

與

酒

嶼

猿

毛

大

小

金

崎

橄

欖

諸

嶼

聯

絡

海

中

而

此

特

近

四

際

平

曠

亦

名

覆

釜

山

又

梅

溪

山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東

接

飛

鸞

嶺

南

俯

大

海

梅

溪

遶

其

下

其

相

屬

者

爲

勒

馬

山

又

有

楊

溪

山

俱

環

拱

縣

南

又

城

澳

山

在

縣

南

四

十

八

里

四

面

環

繞

如

城

郭

然

內

有

南

北

中

三

澳

可

容

萬

人

然

四

際

皆

海

中

無

所

産

八

跡

罕

到

○

驑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峯

巒

秀

拔

形

如

驊

驑

奔

馳

入

海

之

勢

濱

海

有

官

扈

山

地

勢

坦

舒

土

壤

饒

沃

相

接

者

爲

扈

崎

山

山

下

有

三

江

洋

三

渡

洋

又

有

官

井

洋

出

洋

卽

渺

茫

大

海

嘉

靖

中

設

官

井

洋

水

砦

爲

控

禦

之

所

霍
童
山

縣

北

七

十

里

名

山

記

山

高

三

千

四

百

丈

周

圍

三

百

里

道

書

以

爲

霍

林

第

一

洞

天

白

玉

蟾

云

此

山

週

環

九

十

九

峯

諸

峯

俱

備

名

著

者

三

十

六

最

勝

者

四

十

八

唐

天

寶

中

名

山

曰

仙

遊

王

閩

時

封

此

山

爲

東

嶽

列

仙

傳

霍

童

作

霍

桐

去

平

地

七

里

巅

甚

平

曠

有

甘

露

池

海

鰌

井

及

石

廊

石

室

昔

有

神

仙

霍

童

居

此

因

以

名

山

亦

謂

之

鶴

林

山

山

後

有

大

童

小

童

諸

峯

奇

勝

錯

出

亦

謂

之

四

十

八

景

東

有

高

葢

山

山

之

别

峯

也

西

有

支

提

山

去

鶴

童

二

十

里

歴

數

十

峯

乃

至

峯

巒

圍

繞

巖

谷

幽

深

更

爲

奇

勝

葉

氏

曰

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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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敷
文
閣

境

之

山

西

則

武

夷

東

則

霍

童

而

霍

童

深

廣

奥

僻

巖

巒

洞

壑

之

奇

不

能

以

耳

目

盡

也

鳳
山

縣

北

百

二

十

里

卓

立

萬

仞

傍

分

兩

翼

如

飛

鳳

然

上

有

鳳

池

及

飛

石

巖

諸

勝

○

石

堂

山

在

縣

西

百

二

十

里

上

有

巖

路

通

古

田

縣

嶺

下

有

塘

名

石

塘

亦

曰

唐

溪

滙

爲

蛟

潭

東

麓

有

雙

柱

翠

屏

諸

峯

石
壁
嶺

縣

北

十

里

石

壁

峭

拔

高

入

雲

霄

上

有

泉

出

巨

石

上

甚

淸

洌

下

有

溪

與

瑞

迹

溪

環

遶

里

中

謂

之

雙

溪

溪

旁

小

山

曰

龜

嶼

與

石

壁

相

連

嘉

靖

三

十

五

年

官

軍

擊

倭

賊

於

此

敗

績

○

新

嶺

在

縣

北

百

六

十

里

有

大

小

二

嶺

上

有

瀑

布

泉

羣

峯

圍

繞

並

稱

奇

勝

又

北

六

十

里

有

麻

嶺

路

通

壽

寧

政

和

二

縣

巡

司

置

於

此

又

有

顯

聖

巖

玉

屏

峯

皆

聳

秀

入

雲

形

狀

奇

崛

飛
鸞
嶺

縣

南

二

十

里

形

如

飛

鸞

展

翼

與

勒

馬

梅

溪

諸

山

岡

脈

相

接

逶

迤

曲

折

達

羅

源

縣

境

下

有

飛

鸞

渡

卽

飛

鸞

溪

所

經

也

東

麓

有

百

丈

漈

名

棲

雲

潭

嶺

又

東

有

萬

石

巖

中

容

數

百

人

又

峬

嶺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餘

里

志

云

嶺

下

有

東

牆

渡

通

寶

豐

銀

場

○

瑞

峯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海

上

秀

拔

萬

仞

與

白

鶴

峯

對

峙

其

相

並

者

有

嵩

嶼

黃

灣

峯

又

五

馬

峯

亦

在

縣

東

南

志

云

縣

捍

門

山

也

五

峯

列

峙

如

馬

縣

南

諸

山

皆

趨

海

海

濱

垂

盡

處

忽

五

峯

突

起

高

聳

海

上

大
海

在

縣

東

南

志

云

縣

境

之

水

入

海

者

有

三

派

一

自

酒

嶼

由

金

崎

過

三

江

洋

而

入

一

自

三

嶼

前

過

三

渡

洋

會

藍

田

之

水

而

入

一

自

峬

村

港

經

峬

門

徑

至

白

瓠

山

而

入

其

海

潮

之

入

於

縣

境

者

有

五

一

自

南

門

溪

一

自

金

鰲

橋

一

自

藍

田

一

白

東

牆

渡

一

自

金

垂

云

穹
窿
溪

縣

西

五

十

里

上

有

穹

窿

巖

因

名

源

出

古

田

縣

境

合

周

仙

湖

東

流

至

石

堂

山

下

合

於

唐

溪

又

東

爲

穹

窿

溪

又

環

溪

在

縣

西

百

二

十

里

亦

出

古

田

縣

界

雙

溪

夾

拱

周

圍

環

繞

至

穹

窿

巖

合

流

爲

天

柱

窟

又

東

爲

泛

尾

經

赤

鑑

湖

至

峬

門

下

達

於

海

○

外

渺

溪

在

縣

北

百

十

里

源

出

政

和

縣

界

自

漁

滄

而

下

滙

諸

溪

之

水

經

縣

西

北

之

靑

巖

及

霍

童

山

下

之

桃

花

洲

及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之

合

掌

灘

又

東

至

銅

鏡

金

垂

入

於

海

又

有

油

溪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源

出

古

田

縣

界

有

金

溪

流

入

焉

又

流

經

羅

源

縣

境

會

百

丈

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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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敷
文
閣

竹

林

潭

至

溪

口

村

同

出

三

嶼

之

左

滙

於

海

飛
鸞
溪

在

縣

南

飛

鸞

嶺

下

源

出

羅

源

縣

境

流

入

縣

界

經

三

嶼

東

與

油

溪

同

入

於

海

又

官

井

洋

在

縣

東

扈

崎

山

下

志

云

源

出

浙

江

龍

泉

縣

界

東

流

數

百

里

至

斜

灘

又

東

過

福

安

縣

北

又

東

流

入

縣

界

合

松

潭

溪

又

東

會

於

此

入

海

赤
鑑
湖

在

縣

西

南

一

名

西

陂

宋

里

人

林

桂

築

堤

鑿

堰

以

灌

田

後

陷

於

海

尋

瀦

爲

湖

上

通

穹

窿

溪

下

達

峬

門

又

周

仙

湖

在

縣

西

百

餘

里

接

古

田

縣

界

相

傳

昔

有

周

仙

者

得

道

於

此

上

流

之

水

瀦

而

爲

湖

鄕

田

賴

以

灌

漑

城

東

又

有

東

湖

宋

令

李

澤

民

以

山

高

水

迅

堤

而

湖

之

起

附

馬

塘

歴

酒

嶼

歴

金

甌

延

岫

至

藍

岫

由

是

旱

澇

有

備

民

號

李

公

堤

又

水

南

湖

在

縣

東

北

之

桐

鏡

村

瀦

水

不

竭

可

資

灌

漑

○

午

曰

潭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四

山

高

峻

凌

霄

中

有

三

潭

巖

頭

瀑

布

千

尋

瀉

入

潭

中

而

濛

密

不

見

天

日

惟

正

午

之

時

日

方

臨

照

故

名

志

云

縣

北

百

二

十

里

有

柜

州

水

極

險

惡

難

渡

居

民

強

悍

以

販

鹽

爲

業

麻
嶺
鎭

縣

北

百

二

十

里

涵

村

有

東

洋

麻

嶺

巡

司

元

時

本

置

於

縣

北

二

百

餘

里

之

東

洋

明

朝

因

之

宣

德

中

移

於

今

所

志

云

今

司

治

雲

淡

門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餘

里

又

有

東

洋

鎮

卽

元

時

巡

司

故

址

嘉

靖

四

十

年

倭

變

東

洋

民

乗

亂

肆

掠

議

者

以

東

洋

地

僻

民

頑

請

設

行

縣

於

周

墩

分

主

簿

一

員

駐

其

地

今

因

之

長
崎
鎮

縣

東

五

十

里

亦

曰

黃

崎

又

東

北

六

十

里

至

福

寧

州

輿

程

記

寧

德

縣

東

四

十

里

地

名

大

梨

嶺

頭

又

十

里

至

黃

岐

過

江

而

北

有

路

達

安

福

縣

又

自

鎮

東

北

行

十

五

里

過

江

又

十

五

里

曰

鹽

田

又

三

十

里

卽

州

東

門

或

曰

此

自

縣

至

州

之

逕

道

也

三
縣
砦

縣

東

三

十

里

宋

初

建

砦

於

三

嶼

卽

此

處

也

元

豐

初

移

置

於

蛇

崎

山

界

福

安

福

寧

二

縣

界

因

名

洪

武

二

十

一

年

移

於

福

寧

之

松

山

尋

廢

又

峬

村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餘

里

洪

武

初

設

稅

課

局

於

此

尋

廢

寧
川
驛

在

縣

治

西

又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有

飛

泉

驛

俱

宋

置

尋

廢

志

云

縣

南

有

焦

門

峽

宋

政

和

中

移

飛

泉

驛

於

此

紹

興

間

以

風

濤

險

惡

而

罷

今

縣

有

明

坑

公

館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寶

豐

公

館

在

縣

西

北

二

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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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敷
文
閣

十

里

卽

宋

之

寶

豐

銀

場

也

福
安
縣

州

西

北

二

百

里

南

至

寧

德

縣

二

百

里

西

北

至

建

寧

府

壽

寧

縣

二

百

里

北

至

浙

江

泰

順

縣

二

百

五

十

里

唐

長

溪

縣

地

宋

淳

祐

四

年

析

置

福

安

縣

治

韓

陽

坂

元

隷

福

寧

州

明

初

屬

福

州

府

成

化

九

年

復

改

今

屬

正

德

初

始

築

磚

城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以

倭

警

增

修

工

未

及

畢

明

年

城

陷

因

復

修

築

倭

復

至

不

能

陷

萬

歴

九

年

城

圮

於

水

尋

復

營

治

而

展

其

東

面

并

築

壩

於

城

西

以

遏

水

二

十

七

年

城

復

舊

制

周

圍

五

里

編

戸

三

十

六

里

扆
山

在

縣

治

北

縣

之

主

山

也

其

支

曰

鶴

山

舊

在

城

中

嘉

靖

間

倭

陷

城

議

者

以

城

曠

難

守

截

出

之

萬

歴

九

年

增

拓

縣

城

復

環

於

城

內

縣

治

有

龜

湖

山

平

地

突

起

俯

瞰

湖

光

與

鶴

山

對

峙

志

云

縣

治

東

北

有

銅

冠

山

四

時

雲

氣

蒸

鬰

靑

翠

不

改

下

有

流

泉

○

城

山

在

縣

西

南

十

五

里

唐

末

鄕

民

築

城

於

此

以

避

黃

巢

之

亂

因

名

上

有

靈

巖

巖

下

有

雙

劍

水

亦

曰

廉

溪

崑
崙
山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高

聳

萬

仞

上

有

天

池

池

畔

多

民

居

志

云

縣

西

三

十

里

有

福

源

山

上

有

三

峯

高

聳

如

鳳

舞

名

翔

鳳

峯

又

有

獅

子

巖

幞

頭

巖

諸

勝

下

爲

穆

洋

亦

曰

穆

溪

○

仙

境

山

在

縣

北

二

百

十

里

峯

巒

峭

拔

怪

石

嵳

峩

巖

洞

寛

豁

石

門

封

固

葢

神

仙

窟

宅

云

牛
嶺

在

縣

西

二

十

餘

里

志

云

山

界

寧

德

通

延

建

其

高

接

天

又

金

雞

嶺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一

名

五

嶺

爲

五

路

之

會

有

隘

口

爲

戍

守

處

又

有

大

萊

嶺

在

縣

東

南

百

餘

里

爲

盜

賊

淵

藪

有

民

兵

屯

守

雙
巖
嶺

縣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宋

建

𤆌

間

韓

世

忠

討

建

寇

范

汝

爲

嘗

屯

兵

於

此

又

棲

雲

嶺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當

往

來

之

道

志

云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有

百

辟

巖

相

傳

宋

少

帝

航

海

入

閩

集

勤

王

之

師

於

此

因

名

○

巖

湖

嶂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高

廣

皆

數

十

仞

其

平

如

掌

容

數

百

人

半

巖

有

穴

亦

容

數

十

人

下

有

湖

名

曰

巖

湖

又

鐵

仙

嶂

在

縣

西

北

有

三

峯

峙

秀

林

木

陰

森

亦

縣

之

勝

也

海
在

縣

南

志

云

縣

境

之

海

與

福

寧

州

寧

德

縣

相

接

六
印
江

縣

南

百

里

中

有

六

小

嶼

又

有

蘇

江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流

合

六

印

江

其

下

流

爲

甘

棠

港

志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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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二

　

　

四
十
四

　

敷
文
閣

港

在

縣

東

南

百

六

十

里

一

名

黃

崎

港

與

六

印

江

相

連

先

有

巨

石

屹

立

波

間

舟

多

覆

溺

唐

乾

寧

五

年

王

審

知

欲

鑿

之

忽

風

雨

大

作

别

開

一

港

甚

便

舟

楫

閩

人

以

審

知

德

政

所

致

名

曰

甘

棠

港

下

流

出

福

寧

州

之

古

鎮

門

入

海

長
溪

在

縣

西

北

源

出

浙

江

慶

元

縣

界

自

東

北

來

者

爲

東

溪

自

西

北

來

者

爲

西

溪

二

縣

滙

流

爲

交

溪

又

東

南

流

爲

長

溪

繞

流

縣

郭

亦

謂

之

環

溪

又

東

南

入

州

境

達

於

海

遠

近

諸

溪

澗

水

悉

流

合

焉

志

云

縣

南

境

有

三

港

口

自

三

港

口

而

下

爲

蘇

江

六

印

江

甘

棠

港

邑

蕉

洋

古

鎮

門

皆

江

也

出

古

鎮

門

則

爲

海

自

三

港

口

而

上

則

皆

溪

矣

○

平

溪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自

壽

寧

縣

流

入

境

合

乎

東

溪

又

秦

溪

在

縣

東

五

里

源

出

福

寧

州

西

北

境

之

鍾

龍

井

南

流

入

長

溪

又

穆

溪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源

出

政

和

縣

界

流

入

境

有

白

石

溪

流

合

焉

又

東

會

於

廉

溪

志

云

廉

溪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上

接

穆

溪

爲

三

港

口

滙

羣

溪

以

入

於

海

又

有

大

梅

溪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餘

里

亦

入

廉

溪

白
石
鎭

縣

北

七

十

里

有

巡

司

成

化

八

年

置

有

城

嘉

靖

中

移

置

於

縣

南

百

五

十

里

黃

崎

鎭

志

云

黃

崎

鎮

唐

咸

通

中

置

後

廢

宋

熙

寧

五

年

復

置

崇

寧

三

年

并

置

槯

務

於

此

嘉

熙

四

年

廢

嘉

靖

中

以

寧

德

縣

之

長

崎

爲

黃

崎

鎮

而

改

黃

崎

爲

白

石

巡

司

設

有

城

堡

監

司

行

部

駐

節

於

此

○

漁

洋

巡

司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元

置

明

初

因

之

景

泰

六

年

廢

又

辜

嶺

巡

司

在

縣

南

二

百

餘

里

近

寧

德

縣

之

飛

鸞

渡

宋

置

元

廢

白
沙
務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宋

紹

興

二

年

置

尋

罷

志

云

縣

南

三

港

口

舊

有

稅

糧

場

閩

王

審

知

置

東

轄

温

麻

港

西

轄

童

鏡

港

中

轄

甘

棠

港

宋

熙

寧

五

年

行

巿

易

法

以

風

濤

險

惡

商

舟

艱

於

駐

泊

乃

移

置

於

黃

崎

鎭

又

稅

課

務

在

縣

西

南

三

里

洪

武

三

年

建

宣

德

中

省

○

下

邳

驛

在

縣

東

十

里

又

黃

崎

驛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俱

宋

置

今

廢

附
見

福
寧
衛

在

州

治

東

洪

武

二

十

年

建

領

所

一

○

守

禦

大

金

千

戸

所

在

州

南

八

十

里

海

濱

亦

洪

武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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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戸

所

築

城

周

三

里

有

奇

永

樂

以

後

不

時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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