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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序

一

重

修

淸

遠

縣

縣

志

序

清

字

第

二

一

二

號

竊

維

四

方

有

志

昉

自

周

官

郡

縣

專

書

沿

爲

要

典

良

由

分

星

辨

土

地

理

每

爲

文

化

所

基

問

俗

觀

風

法

律

常

因

習

慣

而

定

上

以

供

政

府

輶

軒

之

采

下

以

備

鄕

邦

文

獻

之

徵

縣

志

一

書

由

來

重

已

惟

大

成

必

集

自

蔚

宗

斯

實

錄

非

同

乎

稗

史

起

例

發

凡

史

遷

實

爲

先

祖

拾

遺

補

阙

班

固

尤

賴

惠

姬

旁

搜

遠

紹

表

彰

風

化

之

權

人

傑

地

靈

促

進

文

明

之

責

沿

襲

變

遷

於

焉

以

息

發

揚

光

大

惟

此

是

求

所

關

非

細

故

也

淸

遠

位

居

北

江

中

游

地

爲

中

區

大

邑

水

綠

山

靑

名

勝

多

有

秦

時

漢

代

古

跡

猶

存

二

禺

峽

峻

艷

傳

十

九

洞

天

五

嶺

峰

高

奚

啻

萬

人

城

廓

衣

冠

文

物

之

盛

史

不

絕

書

物

華

天

寶

之

區

地

多

美

麗

商

賈

輻

輳

允

稱

富

庶

名

邦

紀

載

流

傳

寧

無

進

化

歷

史

查

舊

志

創

自

有

宋

最

後

修

於

晚

淸

迄

今

旣

六

十

有

餘

年

矣

人

事

代

謝

旣

成

古

今

物

理

變

遷

幾

多

興

革

歷

經

提

議

重

修

卒

以

困

難

中

止

鳳

聲

承

乏

斯

邑

瞬

越

兩

週

製

錦

無

才

崇

文

有

願

修

明

志

乘

視

爲

縣

政

要

圖

編

撰

重

新

所

頼

羣

賢

畢

至

方

喜

名

公

起

例

宿

著

有

年

遂

敎

墨

客

揮

毫

功

成

不

日

予

觀

其

變

通

悉

當

非

踵

事

而

增

華

紀

錄

綦

詳

已

旁

徵

而

博

採

重

民

國

之

主

權

删

除

訓

典

立

交

通

與

自

治

詳

譜

圖

經

易

舊

志

前

事

爲

紀

年

旣

提

綱

而

挈

領

採

風

俗

方

言

於

輿

地

原

舍

舊

而

謀

新

以

先

政

統

文

武

各

官

德

政

與

軍

功

並

重

以

列

女

易

節

孝

舊

目

貞

烈

與

才

德

同

傳

巿

政

交

通

新

政

特

詳

於

建

置

祠

壇

廟

宇

古

跡

移

置

於

專

條

經

政

別

乎

民

政

地

方

事

業

原

須

以

類

相

從

實

業

獨

創

專

門

水

利

農

工

具

見

民

生

大

計

學

校

述

古

今

敎

育

狀

况

而

黌

宮

翼

翼

咸

知

世

界

之

尊

崇

古

跡

爲

文

明

歷

史

特

徵

而

文

物

寥

寥

不

勝

江

河

之

感

慨

至

其

特

書

貪

官

汚

吏

之

名

爲

彈

惡

垂

箴

之

計

尤

見

微

言

大

義

特

識

宏

規

鳳

聲

學

愧

三

長

香

殷

一

瓣

筆

削

莫

贊

一

詞

有

同

游

夏

實

錄

得

窺

全

豹

如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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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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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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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班

值

簡

編

蕆

事

之

秋

爲

梨

棗

安

排

之

始

短

引

恭

疏

深

懼

佛

頭

之

着

糞

長

編

出

世

應

隨

鑿

齒

以

蜚

聲

吳

鳳

聲

序

於

淸

遠

縣

政

府

時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正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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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序

三

序

二

棨

謀

自

開

平

移

任

淸

遠

三

年

矣

始

皇

皇

於

水

潦

之

振

恤

繼

營

營

於

師

旅

之

供

億

勞

來

安

集

今

獲

少

休

篡

修

邑

志

幸

亦

觀

成

休

養

而

進

以

文

敎

固

有

司

之

責

也

攷

淸

遠

有

志

自

宋

建

炎

三

年

始

嗣

是

四

修

於

明

而

成

書

者

二

六

修

於

淸

而

成

書

者

五

由

光

緖

以

迄

今

茲

將

六

十

年

前

任

吳

君

鳳

聲

設

局

重

修

延

薦

紳

分

門

輯

述

而

總

篡

朱

太

史

聘

三

先

生

隱

栖

香

島

未

至

及

初

藁

觕

脫

吳

君

屬

有

增

城

之

行

棨

謀

深

愳

固

陋

弗

克

負

荷

顧

文

獻

散

墜

政

敎

將

無

所

取

資

者

待

罪

開

平

嘗

以

是

致
䖍
於

修

志

矣

六

月

而

就

不

愆

於

素

今

承

代

吳

君

圖

其

所

未

竟

卽

固

陋

其

惡

所

逃

責

雖

然

方

志

史

裁

也

修

史

難

志

亦

匪

易

歐

陽

修

習

於

史

事

劉

原

父

猶

議

其

少

讀

書

王

鏊

爲

姑

蘇

志

開

局

寒

山

寺

而

楊

循

吉

不

至

遂

騰

多

口

棨

謀

稽

古

及

此

不

敢

不

愼

念

太

史

爲

此

邦

祭

酒

蚤

歲

翺

翔

木

天

恣

讀

中

秘

書

凡

政

制

沿

革

與

地

方

利

病

皆

其

所

夙

究

茲

新

志

而

不

得

其

鑒

訂

將

不

免

美

猶

有

憾

之

慮

再

具

禮

聘

並

移

志

藳

島

上

太

史

亦

惓

惓

於

桑

梓

之

敬

徵

文

攷

獻

斟

酌

損

益

而

整

齊

之

藁

定

士

論

翕

然

月

日

間

捐

集

六

千

餘

金

爲

剞

劂

之

助

斯

役

也

有

舊

尹

吳

君

之

蕭

規

而

棨

謀

得

以

曹

隨

有

分

修

諸

賢

之

草

創

而

太

史

爲

之

潤

色

復

賴

邦

人

士

樂

任

梓

費

於

是

累

歲

之

經

營

幸

觀

成

書

於

一

旦

所

謂

衆

志

成

城

則

政

無

不

舉

顧

不

信

歟

蓋

嘗

會

吿

有

衆

邑

當

南

嶺

之

衝

連

峯

急

澗

土

磽

而

民

瘁

風

氣

阻

閉

人

物

鬱

不

得

舒

此

昔

賢

所

致

憾

者

也

然

山

川

所

鍾

無

終

古

不

振

之

地

運

自

晚

淸

人

才

輩

出

巍

科

聿

爲

粤

士

冠

近

則

文

武

獻

身

爲

黨

國

效

馳

驅

者

不

絕

益

以

粤

漢

鐵

道

之

吿

成

縱

貫

邑

境

從

此

南

馳

北

走

瞬

息

四

達

其

於

文

化

之

輸

進

物

力

之

轉

移

必

有

日

新

月

盛

以

爲

志

乘

光

者

是

在

有

司

善

帥

之

邦

人

士

亦

黽

勉

焉

而

已

其

君

子

咸

奮

興

曰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序

四

子

大

夫

有

命

吾

屬

敢

不

兢

兢

余

於

志

書

之

成

又

樂

士

庶

之

易

與

爲

善

也

遂

並

識

之

於

簡

端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三

月

高

要

余

棨

謀

序

於

淸

遠

縣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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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序

五

序

三

嘗

攷

周

官

小

史

掌

邦

國

之

志

其

職

與

土

均

土

訓

誦

訓

諸

職

相

聯

蓋

志

者

識

也

舉

凡

疆

域

山

川

政

敎

風

俗

人

文

物

產

與

夫

災

祥

治

亂

皆

當

詳

識

於

書
汝

珍

居

史

館

有

年

見

各

省

府

廳

州

縣

莫

不

有

志

且

莫

不

兢

兢

於

地

圖

地

俗

地

事

地

物

詳

稽

而

備

紀

之

凡

以

爲

省

方

觀

民

布

政

之

資

也

我

淸

遠

縣

志

創

自

有

宋

林

公

勳

厥

後

屢

有

修

輯

最

近

者

修

於

光

緖

初

年

距

今

已

一

周

甲

子

矣

庚

申

秋

邑

侯

張

公

鑑

藻

嘗

設

局

重

修

訪

諸

紳

耆

聘
汝

珍

爲

總

纂

維

時
汝

珍

方

從

事

史

宬

未

克

肩

任

事

遂

中

輟

甲

戌

春

梅

縣

吳

公

鳳

聲

來

長

是

邦

關

心

文

獻

剋

期

編

輯

仍

以

總

纂

一

席

屬

之
汝

珍

至

親

勸

爲

之

駕

邑

人

士

亦

僉

謂

茲

事

體

大

匪

異

人

任

深

維

桑

梓

敬

恭

之

義

曷

敢

固

辭

乃

返

里

門

與

共

討

論

竊

見

南

番

東

順

各

縣

新

修

之

志

均

紀

至

宣

統

三

年

辛

亥

爲

止

擬

援

其

例

而

邑

人

士

一

致

議

决

紀

至

今

茲
汝

珍

何

人

豈

能

强

違

衆

意

然

自

壯

歲

宦

遊

京

國

繼

而

旅

居

海

上

於

邑

中

近

事

非

所

詳

知

因

鄭

重

聲

明

辛

亥

以

後

之

記

載

請

分

纂

朱

叔

平

君
雲

章

白

兆

尼

君
玉

書

伍

厚

培

君
元

長

盧

仲

緯

君
作

經

任

之

其

中

白

君

用

功

至

勤

任

事

至

勇
汝

珍

推

其

常

川

駐

局

專

司

起

草

卽

承

慨

許

弗

辭

且

極

謙

虛

遇

有

疑

難

輒

枉

顧

諮

詢

或

馳

書

商

搉

閱

一

年

而

凡

例

竣

又

閱

二

年

而

初

稿

成

都

凡

十

有

六

門

曰

沿

革

曰

縣

紀

年

曰

輿

地

曰

山

川

曰

人

物

曰

職

官

曰

科

舉

曰

建

置

曰

經

政

曰

民

政

曰

實

業

曰

學

校

曰

勝

跡

曰

藝

文

曰

金

石

曰

雜

錄

稿

經

叔

平

厚

培

仲

緯

諸

君

參

訂

乃

送
汝

珍

覆

勘

白

君

兼

收

博

採

不

厭

求

詳

較

舊

志

約

增

三

倍
汝

珍

删

繁

汰

侈

不

惜

割

愛

仍

增

兩

倍

有

奇

時

則

高

要

余

公

棨

謀

繼

任

邑

侯

因

將

全

稿

送

呈

鑒

定

余

公

曩

宰

開

平

嘗

手

定

義

例

修

成

開

平

縣

志

爲

世

稱

許

辱

承

指

示

復

有

所

修

改

乃

成

此

書

昔

江

淹

有

言

修

史

之

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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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序

六

出

於

志

竊

謂

州

縣

之

志

殆

尤

難

焉

地

狹

則

才

乏

期

促

則

慮

疏

識

見

易

囿

於

偏

隅

紀

載

每

違

乎

事

實

甚

或

挾

私

誣

罔

肆

意

鋪

張

筆

削

躬

操

妄

爲

褒

貶

或

逞

其

門

戶

之

見

或

騁

其

誕

妄

之

談

他

如

義

例

不

謹

嚴

則

首

尾

衡

决

文

辭

不

核

實

則

兩

端

模

稜

或

訛

謬

相

沿

詳

畧

失

體

章

實

齋

論

修

志

有

五

難

八

忌

政

謂

此

爾

此

書

於

舊

志

訂

正

者

十

之

二

三

增

補

者

十

之

五

六

上

述

諸

弊

已

兢

兢

戒

之

然

脫

稿

匆

匆

深

恐

仍

多

譌

阙

後

之

君

子

踵

而

修

之

匡

其

不

逮

有

厚

望

焉

歲

次

強

圉

赤

奮

若

寎

月

里

人

朱

汝

珍

謹

序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總
目

一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目

錄

卷

一序

吳

鳳

聲

序

余

棨

謀

序

朱

汝

珍

序

職

員

表

釋

例

圖

經

沿

革

表

卷

二縣

紀

年

上

卷

三縣

紀

年

下

卷

四輿

地
晷

度

氣

候

形

勢

疆

域

關

隘

城

市

坊

鄕

民

族

風

俗

方

言

卷

五山

水
山水

卷

六人

物
先

達

先

烈

卷

七人

物
封

蔭

耆

壽

列

女

卷

八人

物
先

政

釋

老

僑

庽

卷

九職

官

表
秩

官

庶

官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總
目

二

卷

十科

舉

表
制

舉

薦

辟

鄕

貢

進

士

舉

人

武

舉

恩

歲

貢

拔

副

優

貢

庶

職

民

選

畢

業

生

榮

典

卷

十

一

建

置
城

池

學

宮

書

院

廨

署

巿

政

交

通

卷

十

二

經

政
祀

典

戶

役

祿

餉

田

賦

鹽

法

榷

稅

積

貯

郵

傳

軍

警

軍

器

附

卷

十

三

民

政
慈

善

戶

口

宗

教

社

倉

社

會

自

治

選

舉

黨

務

卷

十

四

實

業
土

壤

土

產

物

土

製

物

職

業

狀

况

水

利

卷

十

五

學

校
學

制

學

堂

學

校

學

田

學

產

卷

十

六

勝

跡

上
城

址

廨

署

亭

臺

樓

閣

卷

十

七

勝

跡

下
壇

廟

祠

宇

寺

觀

塚

墓

坊

表

卷

十

八

藝

文
經

史

子

集

卷

十

九

金

石
今

有

類

今

無

類

卷

二

十

雜

錄

卷

二

十

一

捐

欵

題

名

錄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職
員
表

一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淸

遠

縣

修

志

局

職

員

表

監

修

吳

鳳

聲

幼

初
梅

縣

監

修

余

棨

謀

心

符
高

要

總

纂

朱

汝

珍

聘

三

分

纂

朱

雲

章

叔

平

白

玉

書

兆

尼

伍

元

長

厚

培

盧

作

經

仲

緯

管

理

局

務

袁

鈺

霖

愛

滄
南

海

測

繪

陳

漢

英
歸

善

採

訪

陳

贊

容

林

仰

唐

鄧

少

彭

田

熾

南

向

錦

劉

志

堅

曹

吉

臣

郭

仲

瑜

梁

慕

陶

黃

龍

瑞

黃

昌

期

范

深

濂

陳

鳴

盛

周

少

岐

黃

藹

春

鄧

廷

勛

盧

仲

緯

陳

慕

韶

黃

子

賢

余

述

堯

黎

廉

一

廖

明

良

何

泰

時

丘

廷

光

張

聯

禧

丘

佐

光

黃

景

靈

王

森

蔡

廷

傑

鄭

朝

紳

王

永

祺

陳

鼎

安

韋

應

新

陳

猷

江

定

邦

馮

承

楷

葉

時

亮

成

儒

冠

葉

日

嵩

廷

珍

張

伯

文

朱

沛

泉

梁

華

何

日

初

成

建

卿

陳

其

殷

林

成

勛

吳

達

泉

何

伯

珩

鄧

典

初

曾

子

康

江

錦

標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職
員
表

二

何

達

村

湯

顯

三

歐

杏

圃

朱

日

亭

蔡

鏡

秋

馮

敬

堂

黃

衛

元

謝

浡

南

朱

良

卿

林

士

彬

曹

仲

英

李

偉

樵

鄒

翰

波

徐

叔

盤

歐

子

乾

陳

頌

周

徐

畫

堂

校

對

陳

斗

初

陳

敞

儀

自

簡

書

戚

振

瀛

李

星

儔

黃

卓

然

方

業

興

朱

良

卿

謝

銳

廷

何

伯

珩

梁

逸

三

朱

敏

吾

刋

印

專

員

區

孟

錫

潘

炳

南

收

掌

庶

務

白

兆

尼

勸

捐

員

張

春

華

朱

履

吉

黃

英

琦

朱

業

修

林

仰

唐

梁

勁

曾

澤

生

溫

達

陳

贊

容

林

達

卿

蔡

漢

三

胡

耀

光

伍

靜

存

朱

樂

山

謄

錄

阮

泰

棪

白

樂

民

張

澤

生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三

淸

遠

縣

志

釋

例

劉

知

幾

云

史

之

有

例

猶

國

之

有

法

國

無

法

則

上

下

靡

定

史

無

例

則

是

非

莫

準
見

史

通

是

例

者

全

書

之

規

矩

筆

削

之

南

鍼

也

故

比

之

國

法

焉

顧

亭

林

云

古

人

著

書

隨

事

見

例

如

傳

之

凡

例

五

十

易

之

乾

坤

九

六

皆

凡

例

也
見

日

知

錄

修

史

之

例

子

元

溯

源

於

孔

子
唐

劉

知

幾

史

通

云

夫

子

修

書

始

發

凡

例

管

仲

推

本

於

周

公
房

元

齡

管

子

注

云

春

秋

之

記

注

周

公

之

凡

例

也

然

杜

預

云

發

凡

言

例

皆

周

公

之

垂

法

仲

尼

從

而

修

之
春

秋

左

氏

經

傳

集

解

其

說

旣

同

於

管

子

知

例

實

創

於

周

初

矣

春

秋

經

傳

舉

例

發

凡
梁

劉

勰

文

心

雕

龍

例

始

大

備

迄

夫

邱

明

區

域

更

顯

經

之

條

貫

必

出

於

傳

傳

之

義

例

總

歸

於

凡
經

傳

集

解

後

來

漢

有

頴

氏

之

釋

例
漢穎

容

春

秋

釋

例

魏

有

王

氏

之

畧

例
王

弼

周

易

畧

例

於

是

例

爲

儒

者

之

圭

臬

不

特

爲

史

家

之

綱

領

已

也

令

升

先

覺

重

立

凡

例

鄧

孫

以

下

史

例

中

興

若

沈

宋

之

序

志

蕭

齊

之

序

錄

雖

皆

以

序

爲

名

其

實

俱

爲

例

也
史通

迨

唐

修

晋

書

敬

播

爲

立

條

例

宋

撰

綱

目

朱

子

先

爲

例

式
朱

彝

尊

曝

書

亭

文

集

元

世

修

史

亦

有

史

院

纂

修

凡

例
今

刻

潘

昂

霄

金

石

例

內

有

可

書

則

書

有

所

見

則

書
見

史

院

凡

例

義

例

精

嚴

品

式

明

備

至

今

秉

筆

之

彥

莫

不

奉

爲

龜

鑑

若

夫

地

志

之

書

本

爲

史

家

之

一
史

通

以

郡

縣

書

爲

十

史

之

五

唐

六

典

史

類

以

地

志

爲

史

之

第

十

一

例

尤

謹

嚴

昔

黃

文

裕

之

修

諸

志

也

必

先

定

其

凡

例
黃

佐

廣

東

通

志

序

云

余

乃

發

凡

舉

例

其

他

各

志

義

例

亦

詳

南

海

志

云

分

授

凡

例
李

昂

英

序

云

分

授

凡

例

使

各

以

見

聞

述

此

採

訪

之

例

也

肇

慶

志

云

悉

依

凡

例
梁

致

育

序

云

悉

依

凡

例

以

系

其

事

此

纂

輯

之

例

也

觀

此

則

志

固

不

可

無

例

而

例

亦

不

可

不

詳

矣

但

凡

例

有

附

見

書

內

者

各

史

志

類

然
晋

書

例

云

天

子

廟

號

書

於

卷

末

李

百

藥

書

例

云

人

有

以

字

行

者

並

書

其

名

李

延

壽

北

史

例

云

累

代

相

承

謂

之

世

家

阮

通

志

卷

首

亦

云

斟

酌

體

例

有

另

刋

別

卷

者

在

史

則

有

溫

公

通

鑑

釋

例

一

卷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在

志

亦

有

葉

盛

宣

府

志

序

例

一

卷
葉

文

莊

文

集

內

附

宣

府

志

序

例

一

卷

他

如

陳

灃

肇

慶

志

例

黃

培

芳

新

會

志

例

類

皆

單

行
黃

任

恒

信

古

齋

叢

書

離

本

書

以

獨

立

則

史

志

之

例

並

重

可

知

今

從

之

先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四

爲

縣

志

釋

例

十

五

條

置

之

卷

端

以

爲

全

志

之

法

律

焉
右

釋

全

志

之

釋

例

朱

竹

垞

云

作

史

志

者

須

定

其

例

發

其

凡

然

後

一

世

之

可

可

無

紕

繆

譬

之

大

匠

作

室

先

誨

規

矩

而

後

引

繩

運

斤

方

無

尺

寸

之

失

也
曝

書

亭

文

集

故

仲

尼

修

史

遵

周

公

之

遺

制

據

舊

義

而

定

例
杜

預

春

秋

集

解

序

且

夫

綴

敘

之

意

在

乎

體

褒

貶

之

指

在

乎

例
陸

淳

啖

趙

春

秋

集

傳

纂

例

苟

體

例

明

而

規

矩

立

自

宗

旨

正

而

筆

削

嚴

後

世

儒

者

欲

期

史

籍

之

詳

明

卽

先

研

求

其

體

例

於

是

諸

儒

有

牒

例
劉

述

撰

有

諡

例
何

休

撰

有

釋

例
頴

容

杜

預

撰

有

條

例
苟

爽

撰

有

經

例
方範

撰

有

傳

例
范

寧

撰

有

詭

例
吳

畧

撰

有

畧

例
劉

獻

之

撰

有

通

例
林

滉

撰

有

統

例
丁

副

撰

有

纂

例
李

應

龍

陸

淳

撰

有

總

例
韋

表

微

撰

有

凡

例
李

瑾

撰

有

說

例
劉

敞

撰

有

演

例
劉

熙

撰

有

義

例
趙

瞻

撰

有

刋

例
張

思

伯

撰

有

明

例
王

日

休

撰

有

新

例
陳

寧

撰

有

門

例
王

鎡

撰

有

地

例
余

嚞

撰

有

會

例
胡

箕

撰

有

類

例
石

公

孺

撰

有

序

例
家

鉉

翁

撰

有

括

例
林

堯

叟

撰

有

本

例
崔

彥

直

撰

而

又

有

例

宗
張

大

亨

撰

例

義
劉

淵

撰

例

論

諸

書
孫

立

節

撰

蓋

治

經

史

者

得

例

而

義

始

明

作

史

志

者

亦

得

例

而

事

可

附

顏

師

古

所

謂

粗

陳

指

例

式

存

掦

榷

者

也
漢

書

注

所

以

崔

鴻

作

春

秋

卽

先

撰

序

例

一

篇
十

六

國

春

秋

陳

均

作

編

年

亦

先

著

凡

例

一

卷
九

朝

編

年

他

如

杜

注

左

傳

先

爲

釋

例

顏

注

漢

書

亦

爲

敘

例

張

注

史

記

且

有

史

例

注

例

字

例

音

例

發

字

例

諡

法

例

地

理

例

諸

篇
史

記

正

義

地

志

之

書

當

師

其

意

故

洪

亮

吉

修

淳

化

縣

志

首

載

序

例

云

地

理

仿

朱

育

會

稽

土

地

志

之

例

山

川

仿

劉

澄

山

川

古

今

記

之

例

道

里

仿

西

域

地

理

志

之

例

戶

口

倣

元

康

戶

口

部

之

例

士

女

倣

華

陽

國

志

之

例

此

卽

申

明

義

例

以

爲

各

類

之

規

矩

猶

律

文

之

有

名

例

實

全

書

之

綱

領

也

廣

東

圖

說

廖

氏

錄

例

最

詳

他

如

肇

慶

府

志

有

凡

例

十

六

條
屠英

修

東

莞

新

志

有

凡

例

二

十

八

條
陳

伯

陶

撰

例

而

稱

凡

此

本

左

傳

之

五

十

凡

也
隱

公

十

一

年

茲

先

立

釋

例

一

篇

敷

暢

厥

義

惟

古

者

書

序

在

後

大

序

復

有

小

序

隋

唐

以

後

始

列

篇

首
九

江

朱

氏

族

譜

序

史

通

云

若

不

先

序

其

義

難

以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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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得

其

情

故

史

漢

表

志

每

篇

有

序

以

序

爲

名

其

實

例

也

近

來

張

府

志
張嗣

衍修

陽

山

志
陸

向

榮

修

卽

墨

志
林

溥

修

各

類

皆

有

序

例

卽

本

斯

旨

孔

安

國

云

序

者

序

所

以

作

者

之

意

宜

相

附

近

故

各

冠

其

篇
尙

書

傳

序

今

從

之

以

各

門

凡

例

冠

於

卷

端

使

附

近

以

資

証

發

何

之

元

云

蓋

彰

殊

體

繁

省

異

文

其

間

損

益

頗

有

凡

例
陳

書

列

傳

此

之

謂

也
右

釋

各

類

之

凡

例

地

志

之

書

權

輿

於

山

經

禹

貢

大

備

於

周

禮

職

方

然

此

時

尙

無

志

名

攷

志

之

名

昉

於

中

古
左

傳

文

二

年

云

周

志

有

之

六

年

云

前

志

有

之

成

四

年

云

史

佚

之

志

有

之

昭

十

一

年

云

古

者

有

志

而

其

體

制

尤

近

史

家

劉

子

元

謂

出

於

禮

經
史

通

云

班

馬

别

裁

書

志

多

出

禮

經

鄭

夾

漈

謂

起

於

爾

雅
通

志

畧

云

志

之

大

原

起

於

爾

雅

要

之

方

志

實

始

周

初
周

官

外

史

掌

四

方

之

志

孔

安

國

云

古

者

九

州

之

志

謂

之

九

邱

是

也

從

此

司

馬

曰

書

班

固

曰

志

蔡

邕

曰

意

華

嶠

曰

典

張

勃

曰

錄

何

法

盛

曰

說

名

目

雖

異

體

統

不

殊

亦

猶

楚

之

檮

杌

魯

謂

春

秋

其

義

一

也
史通

後

世

宗

之

推

廣

其

體

裁

用

之

於

邦

邑

山

川

物

產

之

殊

人

物

風

土

之

異

各

皆

志

其

本

國

足

以

明

此

一

方

如

常

璩

之

華

陽

志

盛

宏

之

荆

州

記

等

於

是

四

部

之

史

家

遂

出

一

體

爲

地

理

至

今

郡

縣

志

乘

竟

爲

專

門

但

記

錄

部

圖
王

韶

之

始

興

記

建

康

宮

殿

部

三

輔

黃

圖

會

稽

典

錄

名

稱

不

一

隋

唐

之

際

多

號

圖

經
韓

愈

詩

云

願

借

圖

經

將

入

界

張

籍

詩

云

嶺

南

封

管

送

圖

經

宋

元

而

還

乃

稱

曰

志
隋

書

經

籍

志

地

理

書

百

三

十

九

種

僅

有

荆

南

志

凉

州

志

等

九

種

而

齊

州

圖

經

冀

州

圖

經

諸

州

圖

經

集

一

百

卷

是

此

時

志

名

尙

未

統

一

也

至

唐

元

和

郡

縣

志

宋

元

豐

九

域

志

之

後

於

是

天

下

郡

縣

皆

名

爲

志

雖

有

吳

郡

圖

經

廣

州

圖

經

等

亦

僅

見

矣

自

明

一

統

志

後

淸

一

統

志

繼

之

地

志

之

稱

遂

復

於

古

吾

淸

遠

縣

志

創

自

宋

朝

代

有

編

纂

事

皆

因

襲

今

者

重

修

當

仍

舊

貫

蓋

此

爲

一

縣

公

史

而

非

一

人

私

著

也

故

從

舊

號

曰

淸

遠

縣

志
右

釋

志

名

之

例

志

必

分

類

有

目

有

門

門

猶

綱

也

綱

以

統

目

各

志

類

然
如

四

明

志

九

門

四

十

六

目

全

州

志

七

門

五

十

八

目

亦

有

祗

列

總

門

不

分

細

目

者
胡

纘

宗

安

慶

府

志

有

祗

分

細

目

不

統

大

綱

者
施

宿

會

稽

志

分

一

百

十

七

目

不

用

綱

統

其

例

不

一

酌

理

衡

情

自

當

以

門

統

目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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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免

破

碎

支

離

且

亦

易

於

尋

檢

今

爲

損

益

以

制

其

宜

劉

知

幾

云

三

王

各

異

禮

五

帝

不

同

樂

故

傳

稱

因

俗

易

貴

隨

時

况

史

志

爲

記

事

之

言

乎
史通

自

當

因

地

因

時

變

通

盡

利

如

延

綏

多

佛

寺

因

而

延

綏

志
譚

吉

璁

撰

特

詳

佛

敎

各

事

登

封

有

岳

廟

所

以

登

封

志
張

聖

誥

撰

亦

立

廟

祀

一

門

南

海

向

稱

澤

國

故

道

光

南

海

志
潘

尙

楫

撰

特

創

江

防

類

以

詳

基

叚

搶

救

疏

濬

築

護

諸

事

此

皆

因

地

制

宜

也

同

治

時

糧

吏

飛

洒

故

壬

申

南

海

志
梁

紹

獻

等

撰

創

圖

甲

表

以

詳

司

堡

圖

甲

戶

糧

諸

事

逮

宣

統

時

國

人

競

言

實

業

故

庚

戌

南

海

志
桂

坫

等

撰

又

創

實

業

類

以

詳

農

工

商

礦

職

業

此

亦

因

時

制

宜

也

知

志

書

體

裁

求

適

實

用

吾

縣

舊

志

類

分

十

四

首

載

訓

典

昔

陳

澧

譏

阮

通

志

訓

典

太

繁
肇

慶

府

修

志

章

程

故

同

治

番

禺

志

不

載

此

類
李

福

泰

修

今

國

體

變

更

更

應

删

汰

民

生

所

重

實

爲

先

業

今

從

宣

統

南

海

志

創

立

實

業

一

門

國

家

制

度

舊

已

立

爲

經

政

民

辦

事

業

當

詳

自

治

情

形

今

從

通

志

舘

條

例

創

增

民

政

一

類

至

於

學

校

舊

隸

建

置

今

當

振

興

敎

育

故

應

升

爲

總

門

科

甲

庶

職

舊

爲

選

舉

今

嫌

其

混

於

投

票

之

選

舉

也

故

改

爲

科

舉

而

分

科

學

生

民

舉

議

員

皆

人

之

前

事

舊

爲

一

類

今

以

各

門

所

載

無

一

而

非

前

事

其

名

太

泛

故

改

爲

縣

紀

年

人

物

舊

無

分

目

今

分

先

達

先

烈

耆

封

廕

列

女

先

政

釋

老

僑

庽

八

目

舊

之

職

官

今

分

秩

官

庶

官

舊

之

建

置

今

加

巿

政

交

通

其

餘

各

門

稍

爲

增

改

統

爲

十

四

門

內

分

七

十

八

目

此

乃

因

時

制

宜

不

得

不

酌

量

改

革

者

也
右

釋

分

門

之

例

史

記

漢

書

先

紀

表

次

書

傳

新

唐

書

宋

史

元

史

表

在

志

後

魏

收

則

志

在

傳

後

其

餘

各

史

次

序

稍

殊

至

若

志

書

則

門

目

繁

夥

幷

無

標

準

今

統

舊

有

新

增

各

類

分

十

四

門

圖

書

互

証

地

形

乃

著

表

以

錄

沿

革

之

名

紀

以

詳

歷

年

之

事

此

爲

一

縣

之

大

綱

故

尊

之

於

志

首

晷

度

疆

域

氣

候

風

俗

關

坊

鄕

族

輿

地

所

屬

故

次

之

以

輿

地

地

之

大

者

厥

爲

山

川

若

流

若

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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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脈

絡

連

綿

故

次

之

以

山

川

生

甫

及

申

鍾

靈

河

岳

人

傑

地

靈

載

光

邦

國

故

次

之

以

人

物

治

人

之

職

一

國

尊

嚴

政

之

所

出

民

所

具

瞻

故

次

之

以

職

官

官

之

登

庸

多

從

科

舉

濟

濟

人

才

此

爲

翹

楚

故

次

之

以

科

舉

人

爲

物

靈

能

知

建

置

城

廨

學

路

日

臻

完

備

故

次

之

以

建

置

祀

神

字

民

經

國

大

典

六

官

修

明

關

繫

匪

淺

故

次

之

以

經

政

官

旣

衛

民

民

亦

自

治

近

世

民

政

尤

酌

時

宜

故

次

之

以

民

政

民

生

之

首

食

貨

爲

先

農

工

商

業

石

民

重

焉

故

次

之

以

實

業

旣

富

方

穀

富

必

加

敎

覺

世

明

倫

厥

爲

鄕

校

故

次

之

以

學

校

學

於

歷

史

事

跡

無

徵

文

明

進

化

古

跡

是

憑

故

次

之

以

古

跡

跡

著

其

物

文

詳

其

事

紀

錄

藝

文

人

文

咸

萃

故

次

之

以

藝

文

金

石

之

物

歷

久

不

變

文

物

互

証

事

跡

乃

見

故

次

之

以

金

石

雜

之

義

廣

無

所

不

包

洪

纖

毋

棄

採

及

芻

蕘

故

以

雜

錄

終

焉

其

先

列

土

地

而

後

次

人

民

次

政

事

者

唐

樞

湖

州

府

志

例

也
右

釋

次

第

之

例

樊

增

祥

湖

北

志

例

云

志

載

藝

文

皆

用

雙

行

小

注

附

見

各

條

之

下

此

是

方

志

通

例
樊

山

文

集

但

藝

文

之

中

每

多

舛

錯

其

正

文

有

誤

尙

可

以

小

注

攷

訂

之

至

小

注

若

訛

則

不

能

不

於

注

下

加

注

附

攷

異

於

句

中

酈

氏

水

經

注
見

全

謝

山

文

集

范

氏

吳

郡

志

皆

然
見

四

庫

提

要

但

叢

細

字

於

行

中

排

四

文

於

一

格

勢

必

字

同

毛

髮

不

免

矇

矓

今

則

改

用

綱

目

體

凡

屬

正

文

一

律

頂

格

大

書

爲

綱

其

題

詠

之

詩

詞

序

記

參

証

之

異

說

別

書

附

於

正

文

之

下

統

稱

附

文

皆

低

一

格

書

之

爲

目

卽

墨

縣

志
林

溥

撰

懷

集

縣

志
周

贊

元

撰

俱

無

小

注

卽

史

府

志

之

前

事

類

所

載

附

文

亦

是

單

行

皆

低

一

格

英

德

縣

志

云

志

書

體

例

述

而

不

作

遇

有

疑

誤

當

申

論

者

皆

低

本

文

一

格

另

載

按

語

於

後
黃

培

鑅

修

阮

通

志

史

府

志

之

按

語

皆

單

行

並

低

附

文

一

格

今

從

之

昔

劉

昭

續

漢

志

改

漢

書

小

注

進

爲

大

字

以

便

細

注

証

發

是

其

列

也

至

附

文

旣

用

單

行

其

題

下

或

篇

末

皆

注

作

者

之

履

歷

此

東

莞

陳

志

例

也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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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

各

詩

序

記

亦

查

明

履

歷

以

雙

行

注

於

題

下

並

注

出

處

於

篇

末

焉
右釋

行

格

之

例

司

馬

史

記

於

列

傳

之

外

創

作

十

表

蓋

人

物

太

多

傳

不

勝

傳

而

功

臣

王

侯

又

不

能

不

載

於

是

表

以

載

之

傳

以

直

行

表

以

橫

看

經

緯

參

錯

可

謂

大

觀

後

來

方

志

率

皆

祖

之

傳

表

並

行

惟

列

傳

之

法

長

短

不

一

近

儒

簡

朝

亮

云

傳

不

限

短

長

短

無

可

添

長

無

可

减

紀

實

而

已
見

讀

書

草

堂

集

查

史

記

列

傳

有

極

長

者
如

蘇

秦

張

儀

曹

參

蕭

何

等

有

極

短

者
如

張

蒼

王

陵

任

敖

申

屠

嘉

等

卽

官

至

丞

相

如

劉

含

陶

靑

許

昌

薛

澤

莊

靑

翟

等

僅

附

其

姓

名

而

已

昔

紀

季

入

齊

耑

臾

事

魯

附

庸

自

托

得

厠

朋

流

他

如

召

平

紀

信

僅

錄

一

事

並

能

傳

之

不

朽

豈

假

編

名

作

傳

然

後

播

其

遺

烈
見

史

通

知

書

名

竹

帛

不

論

傳

之

長

短

求

其

名

世

而

已

至

於

地

志

亦

應

視

其

事

跡

以

爲

衡

不

必

盡

拘

於

簡

潔

如

阮

通

志

何

眞

傳

史

府

志

駱

秉

章

傳

東

莞

縣

志

袁

崇

煥

傳

皆

長

千

數

言

蓋

因

事

跡

太

多

不

能

不

爾

故

吾

縣

朱

學

熙

白

元

潔

諸

公

事

蹟

當

詳

載

之

至

傳

載

詩

詞

始

於

尙

書

之

賡

歌

史

漢

更

連

篇

累

牘

如

揚

雄

班

固

趙

壹

韋

賢

司

馬

相

如

等

詞

賦

奏

章

亦

皆

備

載

今

從

其

例

朱

士

諒

楊

憲

臣

李

輔

李

濱

等

詩

詞

皆

備

錄

之

重

其

人

也

桓

橝

云

史

公

之

表

旁

行

斜

上

倣

於

周

譜
梁

書

劉

杏

傳

隋

書

亦

云

古

史

別

錄

爲

譜

史

公

乃

改

爲

表
經

籍

志

是

表

者

卽

古

史

之

遺

制

也

馬

令

復

爲

譜
南唐

書

建

國

譜

歐

陽

修

改

爲

考
新

五

代

史

職

方

考

然

校

之

實

卽

表

體

也

昔

者

史

記

十

表

與

紀

傳

相

出

入

列

侯

將

相

功

名

表

著

者

旣

系

於

傳

此

外

無

勞

無

過

者

傳

之

不

可

以

勝

書

而

姓

名

爵

里

又

不

容

遽

冺

則

於

表

乎

載

之
顧

炎

武

日

知

錄

傳

紀

之

外

隻

字

片

文

於

斯

備

錄

雖

昭

穆

九

世

而

方

寸

之

中

雁

行

有

序

史通

此

則

表

爲

最

善

浦

起

龍

謂

似

繁

實

簡
史

通

注

朱

鶴

齡

謂

體

裁

最

大
日知

錄注

鄭

樵

稱

史

記

一

書

功

在

十

表
通

志

畧

是

也

但

表

之

爲

體

橫

竪

照

應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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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用

雖

宏

其

工

須

倍

心

力

稍

懈

舛

錯

必

多

江

文

通

云

修

史

之

難

莫

如

志

表

誠

哉

斯

言

但

史

而

無

表

不

得

爲

完

史
日

知

錄

沈

氏

注

不

可

以

繁

難

而

廢

之

故

後

來

方

志

凡

沿

革

職

官

科

第

等

莫

不

爲

表

姑

蘇

志
明

王

鏊

撰

有

科

第

守

令

表

安

邱

志

等

皆

然
明

馬

文

煒

撰

有

沿

革

貢

舉

各

表

而

應

天

府

志
王

一

化

撰

且

至

十

九

表

之

多

其

要

可

知

舊

志

從

阮

通

志

例

分

立

數

表

今

當

從

而

增

之
右

釋

傳

表

之

例

宋

孝

宗

云

維

古

文

章

言

必

己

出

若

夫

史

志

與

文

不

同

昔

班

之

於

馬

全

襲

其

詞

李

元

度

謂

事

迹

不

可

憑

空

而

構

非

故

襲

舊

文

也
先

正

事

畧

序

至

志

之

所

貴

信

而

有

徵

嵊

縣

志
宋

高

似

孫

撰

每

事

必

注

明

所

據

吳

興

志
明

董

斯

張

撰

每

門

必

系

載

原

文

無

書

者

浙

江

志

則

注

明

案

牘
嵇

會

筠

撰

無

案

者

阮

通

志

則

注

明

訪

册
阮

元

書

証

據

詳

明

方

稱

信

史

所

謂

述

而

不

作

者

也

宋

衞

湜

有

言

人

之

著

書

恐

其

言

之

不

出

於

己

吾

之

著

書

恐

其

言

之

不

出

於

人

胡

渭

稱

此

語

可

爲

天

下

之

法
禹

貢

錐

指

故

近

儒

著

述

其

引

典

多

標

出

處

惟

注

出

典

仍

分

兩

體

纂

錄

原

文

不

加

點

竄

隨

文

分

注

於

句

下

者

謂

之

集

句

體

如

阮

通

志

是

也

兼

採

數

書

鎔

鑄

成

文

出

典

總

注

於

篇

末

者

謂

之

參

修

體

如

史

府

志

是

也

英

德

縣

志

兩

體

並

用
其

例

云

有

點

竄

者

曰

見

某

書

錄

原

文

者

注

書

名

於

下

兼

採

數

書

成

文

者

注

某

某

書

參

修

其

例

皆

善

今

凡

目

見

之

書

注

明

句

下
如

光

緖

志

郝

通

志

等

其

轉

販

亡

書

者

亦

注

之
如

阮

通

志

引

黃

通

志

光

緖

志

引

陳

志

撰

其

諸

書

相

同

者

備

注

之

東

莞

縣

志

京

山

下

張

志

周

志

彭

志

同

以

見

各

說

之

相

符

而

知

此

事

之

必

確

其

近

今

者

訪

册

必

注

名

號
如

無

姓

名

者

則

注

別

號

檔

册

分

注

某

署
如

前

淸

者

曰

縣

署

民

國

初

者

曰

縣

公

署

近

今

者

曰

縣

政府

其

無

姓

名

者

則

注

區

鄕
注

其

交

來

之

地

則

曰

某

鄕

訪

册

其

無

地

名

者

則

注

號

碼
以收

到

時

掛

號

計

之

如

某

號

訪

册

其

職

員

太

多

未

知

爲

誰

者

則

注

其

機

關
如

三

坑

鎭

公

所

等

其

各

處

訪

册

所

報

事

實

相

同

者

則

簡

注

曰

訪

册

總

期

皆

有

根

據

信

而

有

徵近

人

引

書

旣

注

出

典

又

注

卷

數

謂

可

以

杜

剿

襲
錢

大

昕

二

十

二

史

攷

異

攷

之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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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卷

目

者

有

謂

始

李

匡

又
四

庫

提

要

有

謂

始

王

懸

河
錢

大

昕

十

駕

軒

養

新

錄

要

之

皆

唐

人

也

此

後

其

尠

至

淸

復

盛

雖

云

精

細

無

關

宏

旨

地

志

之

書

大

都

祗

注

書

名

惟

番

禺

續

志

始

詳

卷

數

或

注

篇

目
丁

仁

長

撰

其

篇

末

注

至

百

數

十

字

未

免

太

繁

且

集

句

之

體

隨

句

附

注

稍

有

懷

疑

易

於

覆

按

若

夫

參

修

之

體

融

會

成

文

篇

末

雖

注

據

某

某

書

參

修

然

可

意

爲

輕

重

更

改

一

字

毫

釐

千

里

况

叢

注

諸

書

尋

考

更

難

爲

便

於

行

文

視

貫

串

事

實

兼

顧

文

氣

之

集

句

體

爲

力

較

易

耳

茲

苟

可

以

集

句

體

組

織

之

者

不

敢

避

難

考

據

家

例

祗

凖

節

錄

原

文

不

得

更

變

字

句

所

減

不

過

浮

詞

事

實

則

須

全

引

如

唐

宋

地

理

志

皆

曰

淸

遠

中

元

史

地

理

志

亦

曰

淸

遠

下

而

光

緖

志

删

中

下

二

字

不

知

縣

份

之

等

級

不

明

則

職

官

之

制

度

莫

考
唐

書

上

縣

六

品

上

階

下

縣

七

品

下

階

字

雖

不

多

所

關

甚

大

至

若

錯

誤

者

如

舊

唐

地

理

志

政

賓

誤

作

故

賓

自

當

引

証

原

文

以

按

語

訂

正

之

雖

一

字

之

微

不

得

修

改

前

淸

趨

重

實

學

一

洗

古

來

空

談

之

弊

所

作

全

用

古

書

且

有

剪

裁

排

比

使

事

聯

屬

語

意

貫

通

一

似

詩

家

之

集

句
如

李

鍇

尙

史

等

相

類

之

文

附

注

句

下

其

有

譌

舛

疏

辨

証

明
如

馬

驌

繹

史

等

世

皆

許

爲

傑

作

故

國

史

儒

林

傳

宗

之

有

合

十

數

書

爲

一

篇

者

朱

鼎

甫

云

地

志

之

體

與

之

正

同
無

邪

堂

問

答

所

以

阮

通

志

亦

從

之

今

凡

諸

書

相

同

者

備

注

於

句

下

原

文

太

長

者

節

錄

於

行

中

其

意

同

語

異

者

則

隨

文

附

注

之

使

其

語

意

貫

通

以

免

全

引

各

書

之

冗

其

直

引

原

文

者

則

注

明

書

目

其

節

錄

大

意

者

則

注

見

某

書

其

販

引

亡

書

者

則

注

某

書

引

某

書

其

諸

書

互

異

者

則

注

某

書

作

某

字

其

舊

表

所

無

者

則

注

據

某

說

補

入

其

舊

表

錯

漏

者

則

注

據

某

書

修

正

查

凡

例

有

注

者

以

朱

次

琦

之

譜

例

爲

最
九

江

朱

氏

族

譜

而

方

志

注

例

者

以

廖

廷

相

之

錄

例

爲

詳
見

李

翰

章

廣

東

圖

說

今

之

釋

例

凡

例

與

及

按

語

凡

引

古

書

者

亦

必

注

明

出

典
右

釋

引

証

之

例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一

經

書

注

疏

皆

爲

小

注

至

躬

爲

史

臣

親

自

兼

注

者

則

班

固

藝

文

志

陳

壽

輔

臣

贊

爲

始

蓋

除

煩

則

意

有

未

愜

畢

載

則

言

有

所

妨

遂

乃

定

彼

榛

楛

列

爲

子

注

史

通

所

謂

文

言

美

詞

列

於

章

句

委

曲

序

事

存

於

細

書

者

是

也

如

蕭

大

圜

淮

海

志

羊

衒

之

洛

陽

記

及

齊

志
王

劭

撰

吳

郡

志

等
宋

范

成

大

撰

式

彼

遺

製

皆

作

雙

行

黃

泰

泉

云

書

以

提

要

務

簡

而

盡

注

以

記

言

務

核

而

詳
廣

府

志

序

今

從

阮

通

志

凡

引

證

出

典

攷

訂

異

文

皆

依

通

鑑

攷

異

之

體

槪

作

雙

行

小

字

夾

注

於

行

中

以

納

冗

蕪

而

期

簡

潔
右

釋

夾

注

之

例

天

下

事

愚

智

共

了

者

無

俟

商

榷

若

有

疑

惑

者

則

不

能

不

辨

而

釋

之

以

昭

示

來

許

古

來

史

傳

之

後

必

結

以

論

贊

者

意

在

此

乎

論

贊

之

體

或

論

斷

其

事

之

是

非

或

補

述

其

事

之

源

委

或

申

明

其

事

之

去

取

以

其

別

於

正

文

也

故

以

論

贊

稱

春

秋

左

傳

每

有

發

論

假

君

子

以

稱

之

二

傳

云

公

羊

子

穀

梁

子

史

記

云

太

史

公

旣

而

班

固

曰

贊

荀

悅

曰

論

東

觀

曰

序

謝

承

曰

詮

陳

壽

曰

評

王

隱

曰

議

何

法

盛

曰

述

揚

雄

曰

譔

劉

昞

曰

奏

袁

宏

裴

子

野

自

顯

姓

名

葛

洪

皇

甫

湜

列

其

所

號

史

官

所

撰

通

稱

史

臣

皇

帝

所

論

標

明

御

製
史通

名

各

不

同

要

之

申

明

宗

旨

論

述

事

跡

皆

爲

史

家

之

論

贊

也

後

世

修

書

抱

殘

守

缺

其

其

疑

惑

凝

滯

者

旣

不

能

重

以

論

贊

出

之

於

是

攷

訂

之

按

語

代

之

而

興

是

知

論

贊

爲

作

者

之

要

圖

而

攷

按

亦

爲

述

者

之

急

務

也

黃

佐

修

府

志

謂

沿

革

雖

述

而

攷

訂

則

與

作

同
見

阮

通

志

知

凡

修

志

書

必

須

攷

訂

四

庫

提

要

謂

撰

述

欲

簡

攷

訂

欲

詳

則

攷

訂

且

應

詳

盡

矣

故

茲

書

按

語

不

厭

其

長

作

者

布

局

裁

篇

任

意

馳

騁

祇

求

無

戾

於

事

理

不

必

兼

顧

於

篇

章

篇

末

每

假

論

贊

以

結

朿

之

若

夫

重

修

者

事

必

因

乎

前

書

義

須

求

乎

至

當

則

不

能

不

隨

事

攷

據

按

語

訂

明

實

更

難

於

論

贊

然

非

此

不

可

以

辨

疑

惑

也

故

諸

史

志

重

之

如

嘉

禾

志
元

徐

碩

撰

吳

興

志

等
明

董

斯

張

撰

各

條

之

下

皆

附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二

攷

訂

之

按

語

是

其

例

已

至

衆

手

同

編

本

當

各

顯

姓

名

分

負

責

任

各

府

縣

志

莫

不

如

此

惟

此

書

通

力

合

作

分

纂

諸

君

於

各

類

案

語

均

與

參

訂

衆

議

僉

同

然

後

記

載

茲

仿

開

平

縣

志
張

啓

煌

撰

不

題

分

纂

姓

名

示

共

同

負

責

之

意

先

通

志

次

府

志

次

舊

志

次

外

縣

志

而

以

今

之

按

語

殿

之

此

亦

史

府

志

例

也

夫

古

今

路

阻

視

聽

壤

隔

一

人

之

耳

目

有

限

天

下

之

事

理

無

窮

且

言

之

者

彼

此

有

殊

則

書

之

者

是

非

無

定

於

是

眞

僞

混

淆

參

錯

舛

誤

勢

所

必

然

故

史

通

云

傳

聞

失

眞

書

事

失

實

事

有

不

獲

已

人

所

不

能

免

雖

然

事

物

誠

繁

見

聞

誠

哤

雜

矣

要

不

能

遁

乎

情

理

之

外

赤

城

志

云
宋

陳

耆

卿

撰

古

書

意

所

未

解

者

恃

故

老

故

老

所

不

能

詳

者

恃

碑

刻

碑

刻

所

不

能

判

者

恃

載

籍

載

籍

之

內

有

漶

漫

不

明

者

則

斷

之

以

理

而

折

之

於

人

情

錢

大

昕

謂

此

語

洵

得

著

書

之

體

可

爲

後

世

之

法
養

新

錄

今

從

之

凡

街

談

巷

語

之

損

實

道

聽

塗

說

之

違

理

者

槪

屛

不

書

至

古

書

所

載

其

礙

於

情

理

者

亦

以

按

語

申

明

之

昔

程

大

昌

之

志

長

安

也

隨

事

立

辨

如

三

輔

黃

圖

世

稱

漢

籍

不

以

其

古

而

不

敢

置

議

張

元

汴

紹

興

府

志

於

舊

志

得

失

亦

皆

辨

論
見

四

庫

提

要

卒

訂

正

之

吾

邑

光

緖

志

舛

錯

甚

多

卽

所

引

古

書

亦

多

訛

誤

豈

容

襲

謬

沿

訛

今

凡

一

事

之

誤

者

則

以

邏

緝

學

訂

正

之
泰

西

論

理

學

又

名

邏

緝

學

聶

其

傑

云

卽

中

國

古

時

之

名

學

也

一

字

之

譌

者

則

以

校

讎

學

攷

正

之

一

經

校

訂

錯

簡

大

明

豈

敢

抨

擊

古

人

期

其

勿

誤

後

世

耳

東

莞

縣

志

云

志

地

者

未

嘗

身

履

其

地

相

沿

載

入

山

川

數

百

年

來

未

有

發

其

覆

者
彭

人

傑

修

蓋

以

外

處

之

人

而

紀

本

土

之

事

欲

其

絕

無

舛

錯

難

矣

舊

志

所

載

湞

水

大

羅

山

秦

王

山

等

差

謬

固

多

卽

里

數

方

向

亦

多

舛

誤

此

皆

非

本

處

人

所

紀

故

也

袁

枚

云

凡

地

方

必

須

親

歷

方

知

史

志

之

誤

隨

園

詩

話

今

志

雖

盡

述

古

書

然

諸

書

紕

繆

不

能

不

隨

條

辨

訂

何

之

元

云

史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三

無

裁

斷

猶

起

居

注

耳
陳

書

列

傳

故

今

凡

山

川

各

類

之

錯

誤

者

據

實

斷

定

語

不

游

移
右

釋

按

語

之

例

列

子

謂

當

身

之

事

或

聞

或

見

萬

不

識

一

目

前

之

事

或

存

或

廢

千

不

識

一

且

一

卷

之

書

不

勝

異

說

故

司

馬

遷

云

疑

以

傳

疑

劉

知

幾

云

異

詞

疑

事

宜

善

思

之

則

秉

筆

者

當

知

所

以

自

處

矣

夫

傳

聞

失

眞

事

所

難

免

故

袁

枚

謂

傳

疑

則

可

削

之

則

不

可

又

事

非

眞

知

灼

見

不

能

遽

予

褒

貶

昔

林

貞

恒

福

州

府

志

於

詩

人

鄭

善

夫

稍

有

微

詞

王

世

懋

雖

其

知

己

亦

謂

其

非

實

錄
見

藝

圃

擷

餘

此

不

闕

疑

故

也

至

於

忠

孝

節

烈

慷

慨

捐

生

有

關

名

敎

之

事

更

當

賞

疑

惟

重

不

妨

寬

予

收

羅

以

裨

世

道

獻

縣

志
戈

芥

舟

撰

載

乞

者

王

希

聖

還

人

遺

金

卒

得

報

應

攣

足

獲

愈

及

王

生

殤

子

二

條

紀

昀

稱

其

全

書

體

例

謹

嚴

具

有

史

法

其

載

此

二

事

正

以

見

匹

夫

匹

婦

足

感

神

明

用

以

激

發

善

心

砥

礪

薄

俗

非

以

小

說

家

言

濫

登

輿

記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卽

墨

縣

志

云

節

烈

之

事

可

泣

可

歌

者

當

盡

紀

之

以

昭

激

勸
林

溥

撰

如

吾

邑

白

忠

節

朱

忠

愍

孔

貞

度

等

一

門

殉

節

與

孔

公

祥

郭

紀

等

之

忠

烈

皆

足

動

天

地

而

泣

鬼

神

烏

可

不

書

而

令

其

湮

沒

今

凡

殉

難

者

一

律

表

彰

劉

知

幾

云

破

家

殉

國

視

死

如

生

而

諸

史

書

之

曰

逆

將

何

以

激

揚

名

敎

以

勸

事

君

者

乎
史通

東

莞

新

志

謂

王

誠

王

夢

元

篤

於

忠

義

此

不

當

以

成

敗

論

人

諸

書

云

作

亂

云

掠

地

者

此

明

人

之

辭

黃

常

爲

元

官

黃

通

志

云

叛

將

者

明

人

之

辭

耳
陳

伯

陶

撰

故

陽

江

縣

志

云

舊

志

書

西

賊

李

定

國

今

改

爲

明

將
梁

觀

喜

撰

可

稱

特

識

舊

志

於

白

忠

節

公

常

燦

之

起

義

書

之

曰

亂
見前

事類

光

緖

修

志

時

久

經

旌

表

時

無

畏

偪

不

應

沿

舊

陳

白

沙

稱

張

陸

爲

大

忠
見

白

沙

子

文

集

今

白

忠

節

朱

忠

愍

二

公

尊

主

効

忠

合

家

殉

國

與

張

陸

同

豈

可

尙

沿

舊

志

之

誤

今

改

曰

起

義

以

符

事

實

正

統

閏

統

諸

儒

紛

紛

其

說

然

此

乃

國

史

體

裁

至

於

縣

志

則

以

地

方

事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四

實

爲

主

卽

如

開

寶

三

年

劉

鋹

尙

踞

粤

地

至

元

十

五

年

朱

浚

尙

戰

邑

中

順

治

七

年

以

前

邑

人

尙

奉

明

正

朔

豈

可

以

宋

元

淸

朝

已

經

建

國

遂

卽

標

其

紀

年

乎

郝

通

志

編

年

大

書

祥

興

年

號

可

謂

有

識

今

凡

南

漢

宋

明

未

亡

之

日

俱

以

大

寶

祥

興

隆

武

永

曆

紀

年

而

注

新

朝

之

年

號

於

其

下

昔

孔

子

之

春

秋

一

字

一

句

皆

有

微

旨

各

寓

褒

眨

溫

公

通

鑑

宗

之

惟

事

綜

千

有

餘

年

深

恐

事

雜

言

哤

又

難

暗

寓

微

旨

故

以

史

記

以

下

屬

劉

攽

三

國

以

下

屬

劉

恕

唐

以

下

屬

范

祖

禹

始

終

不

易

蓋

知

事

具

微

旨

不

容

稍

有

牴

牾

也

羅

愿

新

安

志

序

云

儒

者

之

書

具

有

微

旨

不

同

鈔

取

記

部

陳

阿

平

開

平

志

序

劉

存

業

東

莞

志

序

皆

云

書

之

皆

有

微

旨

存

焉

則

地

志

亦

應

有

微

旨

矣

或

謂

志

書

祗

載

原

文

與

春

秋

之

變

文

示

義

者

不

同

陸

淳

春

秋

纂

例

不

知

取

捨

署

置

皆

寓

微

旨

不

必

變

易

原

文

也

如

錄

人

物

也

順

德

續

志

以

卒

年

爲

限

卒

於

康

熙

者

不

以

次

之

明

代
周

朝

槐

撰

而

東

莞

新

志

則

視

乎

其

人

之

行

誼

以

爲

衡

如

嶺

南

三

大

家

本

同

一

時

人

物

也

乃

其

於

東

湖

詩

則

題

屈

大

均

陳

恭

尹

爲

明

而

署

梁

佩

蘭

於

淸
陳

伯

陶

撰

蓋

以

屈

陳

爲

明

之

遺

民

而

梁

則

爲

淸

之

科

甲

此

卽

具

有

微

旨

也

今

師

其

意

分

別

書

之
右

釋

書

法

之

例

古

來

國

史

皆

以

帝

王

爲

主

體

故

各

史

皆

以

本

紀

先

之

而

後

表

書

志

傳

乃

得

附

麗

以

相

生

若

夫

一

縣

之

志

旣

不

以

帝

王

爲

提

綱

自

當

以

地

方

爲

主

體

先

敘

地

方

大

事

而

各

類

之

事

乃

可

由

此

以

相

生

故

宋

臨

安

志

明

姑

蘇

志

等

皆

載

沿

革

於

卷

端

但

表

載

沿

革

不

過

名

稱

隷

屬

耳

所

載

甚

簡

而

於

治

亂

興

衰

災

祥

賑
䘏
建

設

諸

端

仍

未

詳

明

故

各

志

皆

立

事

紀

編

年

前

事

諸

名

以

統

之

但

事

紀

前

事

雜

於

各

門

之

中

與

卷

首

之

沿

革

表

懸

隔

太

遠

不

能

貫

串

照

應

互

相

發

明

故

郝

通

志

以

編

年

次

於

沿

革

金

陵

志
元

張

鉉

撰

以

年

表

次

於

通

紀

而

南

海

志
桂

拈

撰

且

以

前

事

先

於

沿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五

革

今

通

志

舘

條

目

亦

以

大

事

紀

爲

全

書

之

首
通

志

舘

說

明

書

其

例

最

善

故

今

從

嵊

縣

志

例
宋

高

似

孫

撰

置

之

卷

首

洪

亮

吉

之

爲

志

以

遷

固

相

擬

旣

爲

表

傳

又

作

紀

以

錄

詔

書

章

炳

麟

則

謂

府

縣

志

書

宜

以

長

官

列

紀
國

故

論

衡

夫

本

紀

者

乃

紀

帝

王

之

事

昔

江

都

縣

志
明

陸

君

弼

撰

於

表

傳

之

外

另

立

一

紀

四

庫

提

要

己

譏

其

僭

惟

縣

之

紀

年

按

年

爲

紀

非

本

紀

也

史

通

云

紀

者

編

年

也

一

國

有

一

國

之

紀

年

一

縣

有

一

縣

之

紀

年

以

年

稱

紀

猶

魯

史

用

春

王

正

月

之

義

也

如

此

則

洪

氏

所

錄

之

詔

書

章

氏

主

張

之

長

官

皆

可

紀

錄

故

今

從

嵊

縣

志

稱

曰

縣

紀

年
右

釋

紀

年

之

例

禮

記

云

離

經

辨

志

注

曰

離

經

斷

句

讀

也

後

來

沈

約

宋

書

樂

志

於

樂

歌

皆

連

書

惟

鐸

舞

曲

聖

人

制

禮

樂

篇

有

聲

音

而

無

文

義

恐

後

人

迷

其

句

讀

遂

每

句

空

一

字

書

之

光

緖

志

於

殉

難

各

人

皆

空

一

格

以

資

識

別

亦

恐

連

讀

致

誤

也

今

仍

之

凡

名

宦

鄕

賢

殉

難

各

處

均

於

姓

名

之

下

叧

空

一

格

以

別

之

史

通

云

敘

事

之

工

以

簡

要

爲

主

志

書

爲

地

所

限

尤

當

簡

嚴

張

鳴

鳳

之

紀

人

物

祗

錄

有

關

是

土

者
見

桂

故

范

成

大

之

志

物

產

祗

書

著

於

本

土

者

桂

海

虞

衡

志

而

李

氏

之

紀

山

川

則

以

入

界

爲

始

出

界

爲

止
廣

東

圖

說

李

徵

蔚

云

鬱

水

經

縣

境

數

里

耳

而

志

從

流

溯

源

由

廣

東

以

至

滇

黔

此

非

南

海

志

實

鬱

水

攷

矣

至

經

政

各

類

惟

尊

崇

孔

聖

典

禮

欲

人

有

所

觀

感

生

其

希

賢

希

聖

之

心

仍

舊

詳

載

其

餘

各

地

皆

同

之

通

制

槪

不

錄

入

昌

化

縣

志

云

幅

員

之

廣

削

於

鄰

封

非

復

前

時

之

舊

而

缺

畧

置

之

則

荒

陶

元

淳

撰

故

東

莞

新

志

云

宋

割

香

山

明

割

新

安

其

名

跡

多

隸

二

縣

然

未

割

以

前

史

乘

所

紀

故

稱

東

莞

也

今

凡

未

割

以

前

之

事

皆

錄

之

割

後

則

不

收
陳

伯

陶

撰

吾

邑

東

北

疆

域

漢

至

五

代

皆

達

於

洭

水

所

有

萬

人

城

洭

浦

關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六

當

時

實

屬

吾

邑

界

內

故

漢

書

等

皆

系

中

宿

迨

宋

初

始

隸

英

德

吉

河

鄕

向

爲

邑

境

至

雍

正

始

入

佛

岡

今

凡

二

處

未

改

隸

前

之

事

仍

舊

記

錄

章

炳

麟

云

凡

爲

志

傳

者

其

記

今

人

之

里

居

官

位

宜

從

今

名
國

故

論

衡

此

著

之

通

例

乃

舊

志

稱

淮

安

則

曰

維

揚

稱

知

州

則

曰

剌

史
孔

從

先

列

傳

稱

知

府

則

曰

太

守
鍾

萬

春

列

傳

稱

通

判

則

曰

別

駕
鍾

于

田

列

傳

稱

訓

導

則

曰

分

敎
孔煦

列傳

稱

進

士

則

曰
㨗
南

宮
戴

雲

列

傳

稱

舉

人

則

曰

登

賢

書
徐

以

誠

列

傳

劉

知

幾

云

取

舊

號

以

施

於

今

述

近

事

多

比

於

古

欲

求

實

錄

不

亦

難

乎
見

史

通

今

凡

鄕

村

官

職

槪

用

實

在

之

名

稱

以

著

當

時

之

制

度

廣

東

圖

說

云

漢

志

地

名

多

從

方

音

卽

字

體

亦

然

如

撲

之

盩

厔

之

厔

今

日

相

務

爲

奧

體

當

時

實

視

爲

俗

書

下

逮

唐

之

州

金

之

興

善

鎭

至

今

且

不

得

其

讀

而

史

臣

率

錄

之

者

蓋

地

志

貴

宜

土

俗

未

可

繩

以

小

學

也

粤

地

俗

字

最

夥

如

乙

水

爲

氹
徙

坎

切

母

也

爲

乸
那

俗

聲

向

壁

虛

造

怪

誕

不

經

然

一

爲

更

定

則

省

方

問

俗

茫

然

莫

辨
廣

東

圖

說

故

宋

孝

王

之

所

紀

關

東

風

俗

傳

方

言

俚

語

由

此

畢

彰

吳

自

牧

之

所

錄

俚

詞

俗

字

展

笈

紛

如
夢梁

錄

提

要

蓋

亦

因

乎

方

俗

也

吾

邑

方

音

俗

字

不

可

勝

數

今

凡

地

名

方

言

之

不

可

易

者

亦

從

圖

說

例

錄

之
右

釋

紀

錄

之

例

竇

常

有

言

蕭

氏

文

選

以

何

遜

在

世

不

錄

其

文
郡

齋

讀

書

記

朱

次

琦

云

論

人

以

蓋

棺

而

定

譚

藝

亦

以

歿

世

而

公

故

宜

遠

師

選

體

不

錄

生

存
九

江

朱

氏

族

譜

然

須

分

別

論

之

昔

陸

隴

其

撰

靈

壽

縣

志

而

載

自

作

退

思

堂

記

是

作

者

撰

述

且

許

登

載

其

例

未

嘗

不

寬
李

元

度

天

岳

山

舘

文

鈔

蓋

以

其

有

關

掌

故

堪

爲

典

實

故

也

今

於

序

跋

記

文

雖

生

者

亦

錄

若

藝

文

題

詠

則

槪

不

收

志

有

專

載

著

述

書

目

者

宋

孝

王

爲

始
關

東

風

俗

傳

程

大

昌

繼

之
見

雍

錄

有

詳

載

題

詠

詩

詞

者

宋

樂

史

爲

始
宋

樂

史

太

平

寰

宇

記

常

棠

等

繼

之
澉

水

志

今

則

兩

體

並

行

但

題

詠

詩

詞

有

另

爲

一

類

內

分

子

目

者
無

錫

縣

志

詩

詞

分

三

子

目

張

府

志

亦

分

數

類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七

有

散

附

各

題

隨

條

附

載

者
宋

范

成

大

吳

郡

志

有

袛

載

撰

人

題

目

不

錄

原

文

者

黃

潤

玉

寧

波

府

志

例

各

不

同

義

皆

有

當

今

從

阮

通

志

例

凡

著

述

書

目

專

設

藝

文

門

錄

之

至

光

緖

志

所

載

之

詩

文

序

記

則

從

吳

郡

范

志

例
㪚
附

於

各

條

其

附

文

則

從

東

莞

陳

志

例

題

下

注

其

履

歷

錯

誤

加

以

按

語
如

濂

泉

亭

文

黃

嶺

詩

等

此

王

志

堅

所

謂

讀

前

人

著

作

若

不

知

其

平

生

亦

必

不

快

者

也
見四

六

法

海

至

若

零

碎

詩

句

輿

地

紀

勝

雖

載

之
宋

王

象

之

撰

今

則

不

收

祗

附

於

雜

錄

焉
右

釋

附

文

之

例

史

志

之

書

雖

當

從

簡

但

有

時

不

能

不

重

出

者

如

史

漢

各

事

旣

載

於

本

紀

者

復

詳

於

列

傳

又

見

於

志

表

重

見

互

出

各

史

皆

然

各

視

其

所

重

者

而

分

詳

畧

耳

地

志

亦

然

如

香

山

縣

志

一

澳

門

也

其

地

入

山

川

類

其

事

入

紀

事

類

其

風

俗

人

雜

記

類

以

一

地

而

分

隸

三

門
陳

灃

撰

今

志

雖

力

求

簡

省

然

如

商

會

也

其

會

所

已

載

於

建

置

而

其

組

織

當

詳

於

民

政

其

業

務

當

詳

於

實

業

一

學

宮

也

建

置

已

載

其

建

築

而

學

校

當

詳

其

制

度

紀

年

當

識

其

緣

起

此

勢

所

難

免

者

阮

通

志

分

錄

學

宮

於

建

置

經

政

兩

門

非

故

爲

重

出

也

志

旣

分

類

矣

各

類

之

事

按

年

先

後

以

爲

次

序

其

無

年

次

者

阮

通

志

置

於

該

年

號

之

末

若

無

年

號

者

則

列

該

朝

之

末

重

纂

舊

書

者

四

庫

總

目

列

於

原

書

之

世

重

刋

舊

碑

者

金

石

萃

編

列

於

原

刻

之

代

而

阮

通

志

之

金

石

且

以

撰

文

之

時

爲

斷

其

例

皆

善

今

從

之

如

夏

文

石

之

邵

謁

集

則

置

於

唐

楊

允

文

之

歸

猿

碑

則

置

於

宋

秦

延

君
近

刻

漢

書

延

作

近

注

堯

典

二

字

至

十

餘

萬

言

人

譏

其

太

繁

丁

子

襄

注

周

易

一

書

裁

二

三

萬

言

人

又

恨

其

太

簡
見

桓

譚

新

論

是

繁

簡

之

間

最

難

折

中

荀

卿

子

云

遠

畧

近

詳

其

知

著

述

之

道

乎

于

令

升

歷

詆

諸

史

獨

稱

左

氏

能

以

三

十

卷

之

書

而

括

二

百

四

十

二

年

之

事

不

知

左

傳

之

中

宣

成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八

以

前

三

紀

而

成

一

卷

昭

襄

而

後

數

年

而

佔

一

篇

是

知

國

阻

隔

者

紀

載

不

詳

年

淺

近

者

撰

錄

易

備

此

理

勢

使

然

也
史通

吾

邑

志

書

舊

事

寥

寥

覺

其

過

簡

今

凡

歷

朝

事

實

見

於

諸

史

子

集

者

槪

行

編

輯

其

所

未

備

者

惟

有

缺

畧

從

舊

文

而

已
啖

趙

春

秋

纂

例

此

歸

有

光

所

謂

其

所

可

知

者

無

不

載

其

所

不

知

者

無

如

何

也
震

川

集

從

來

史

志

首

貴

簡

嚴

宋

時

澉

水

志
常

棠

撰

名

雖

八

卷

實

止

四

十

四

頁

明

之

武

功

縣

志
康

海

撰

書

止

七

篇

朝

邑

縣

志
韓

邦

靖

撰

僅

十

七

頁

敘

述

簡

覈

世

稱

其

源

出

史

漢

夐

乎

尚

已

然

當

宋

明

時

事

物

尙

未

繁

賾

故

可

簡

潔

乃

爾

以

今

吾

邑

計

之

則

職

官

一

類

亦

已

不

止

七

篇

此

則

不

能

不

變

通

者

况

今

修

志

書

無

非

爲

保

存

文

獻

計

苟

持

簡

嚴

之

說

則

删

漏

必

多

甚

非

公

衆

所

願

東

莞

新

志

云

鄕

土

紀

述

與

史

不

同

雖

有

稍

濫

要

當

過

而

存

之
陳

伯

陶

撰

是

也

今

篇

輯

務

求

詳

悉

此

理

勢

不

得

不

然

者

世

當

諒

之

古

來

秉

筆

最

貴

公

平

稍

涉

偏

私

定

雖

穢

史

昔

者

何

喬

遠

之

閩

書

特

設

我

私

一

類

時

論

非

之

今

矢

愼

矢

公

不

存

成

見

如

其

是

雖

親

不

避

嫌

如

其

非

雖

恩

不

比

暱

不

敢

妄

有

毀

譽

以

賊

仁

義
楊

雄

法

言

云

妄

譽

賊

於

仁

妄

毀

賊

於

義

凡

有

利

於

吾

民

及

有

害

於

吾

民

之

事

據

實

書

之

子

長

之

撰

史

記

也

採

彼

家

人

安

國

之

述

陽

秋

也

訪

諸

故

老

蓋

古

今

異

地

見

聞

異

詞

不

能

不

博

訪

周

諮

以

助

見

聞

而

成

信

史

史

通

云

孔

子

春

秋

苟

有

所

吿

雖

小

必

書

苟

無

所

吿

雖

大

必

缺

故

魯

飛

六

鷁

小

事

也

以

有

吿

而

書

之

晋

滅

三

邦

大

事

也

以

無

吿

而

缺

之

觀

於

桓

十

七

年

傳

曰

不

書

日

官

失

之

也

僖

十

五

年

傳

曰

不

書

朔

與

日

官

失

之

也

知

凡

修

史

書

有

待

報

吿

以

事

必

徵

信

不

能

憑

空

構

造

四

庫

提

要

云

苟

無

事

跡

雖

聖

人

不

能

作

春

秋

是

也

此

次

修

志

已

製

表

册

分

各

鄕

限

期

塡

報

而

報

者

寥

寥

有

至

今

不

報

者

殊

難

臆

揣

至

文

武

官

衙

久

皆

夷

毀

案

券

盡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一
九

佚

查

考

爲

難

所

以

東

莞

陳

志

慨

採

訪

之

不

全
志

云

祗

據

採

訪

人

皆

不

全

順

德

續

志

惜

檔

案

之
㪚
失

也
志

云

案

檔

㪚

失

編

載

缺

畧

厲

式

金

謂

地

方

經

一

變

革

文

獻

缺

墜

久

則

不

可

問

矣
香

山

續

志

故

邑

人

滋

懼

咸

謂

再

越

數

年

則

文

獻

更

不

堪

問

今

明

知

資

料

不

備

勉

强

修

之

至

其

缺

畧

俟

後

世

明

達

之

補

正

耳

戴

震

謂

邑

志

者

古

圖

經

耳

但

將

境

內

山

川

地

理

紀

述

詳

明

於

郡

邑

之

遷

徙

建

置

疆

域

之

廣

狹

變

更

攷

據

精

碓

便

可

了

事

而

章

學

誠

則

謂

志

之

按

年

編

輯

卽

本

紀

也

鄕

賢

名

宦

卽

列

傳

也

兵

刑

政

典

卽

表

志

八

書

也

如

曰

圖

畫

山

川

已

耳

則

山

川

亘

古

不

易

是

志

乘

一

修

不

必

再

修

也

其

可

乎
見

章

學

誠

文

史

通

義

其

例

互

歧

如

此

竊

維

志

無

一

定

之

例

須

因

時

因

地

以

制

其

如

宜

陳

耆

卿

赤

城

志

謝

方

石

續

之

各

爲

一

集

合

之

以

行

朱

竹

垞

云

後

人

重

修

地

志

者

自

當

以

此

爲

法
曝

書

亭

文

集

此

論

雖

是

但

爲

名

作

言

之

則

可

倘

如

新

城

縣

志

博

興

縣

志

之

舛

誤
王

士

貞

池

北

偶

談

云

二

志

皆

誤

謂

錦

秋

亭

本

於

東

坡

句

不

知

乃

于

欽

詩

也

則

當

補

其

遺

逸

廣

其

疏

畧

正

其

訛

誤

雖

則

屢

屢

修

改

或

致

點

金

成

鐵

如

寧

夏

志

之

竄

誤
胡

侍

眞

珍

船

云

先

公

寧

夏

志

爲

後

人

竄

改

以

致

訛

誤

三

衢

志

之

删

改
曝

書

亭

文

集

云

趙

鏜

之

志

本

有

唐

人

石

橋

寺

詩

後

來

修

志

將

詩

删

改

殊

可

深

恨

誠

可

深

恨

但

亦

有

後

修

足

以

羽

翼

前

志

者

如

崔

後

渠

之

彰

德

府

志

引

証

諸

書

訂

正

銅

雀

硯

之

古

瓦
池

北

偶

談

是

則

訂

譌

辨

瞀

亦

不

可

少

又

如

發

覺

書

中

脫

誤

如

毛

西

河

撰

杭

州

府

志

三

詰

三

誤

辨

蕭

山

縣

志

刋

誤

及

潘

鼎

亨

撰

順

德

刋

志

誤

周

翕

鐄

撰

卽

墨

志

正

誤

另

刋

以

行

亦

無

不

可

至

當

修

志

之

日

苟

僅

續

之

而

不

問

前

志

之

失

烏

用

修

爲

舊

志

錯

誤

不

少

倘

依

竹

垞

之

說

則

沿

訛

襲

謬

未

有

已

時

今

故

不

續

光

緖

志

而

直

接

採

錄

各

書

從

新

組

織

酌

錄

舊

志

亦

多

所

剪

裁

陸

淳

云

吾

取

三

傳

之

文

時

有

刋

削

深

懼

曾

見

三

傳

之

人

不

達

其

意

以

爲

缺

誤

故

望

後

人

宜

詳

取

舍

辯

疑

之

例

以

較

之

不

可

援

舊

文

以

正

新

著
陸

淳

春

秋

纂

例

其

慮

甚

周

愚

亦

望

後

之

君

子

勿

援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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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二
○

志

以

疑

新

撰

也

珍

裘

以

集

腋

成

溫

廣

廈

以

羣

材

合

構

昔

邱

明

爲

傳

用

周

志

晉

乘

聚

而

編

之

混

成

一

錄

向

使

專

憑

魯

策

何

能

殫

見

洽

聞
史通

故

史

之

資

料

尙

焉

吾

縣

光

緖

志

僅

取

材

於

朱

志

稿

所

引

之

舊

陳

志

與

阮

通

志

來

源

旣

狹

脫

誤

亦

多

昔

杭

州

府

志
夏

時

正

撰

於

嘉

湖

二

府

分

地

本

末

漫

無

攷

稽

朱

竹

垞

謂

畫

野

分

疆

地

志

之

大

綱

乃

置

弗

書

可

謂

紕

繆
曝

書

亭

文

集

我

縣

自

秦

始

皇

時

爲

洌

江

縣

郝

通

志

史

府

志

甚

詳

光

緖

志

一

字

不

提

簡

陋

實

無

可

諱

昔

阮

文

達

之

修

志

於

各

通

志

各

府

州

縣

志

外

徵

引

及

於

家

傳

族

譜
如

盧

氏

家

乘

任

氏

分

枝

譜

陳

氏

家

乘

李

氏

家

譜

鄧

氏

家

傳

方

仰

周

家

傳

等

此

猶

溫

公

通

鑑

引

用

雜

史

二

百

二

十

餘

種

一

事

用

數

處

出

典

之

例
高

似

孫

緯

畧

蓋

博

採

異

聞

乃

可

成

爲

信

史

也

今

從

之

雖

私

家

著

述

族

譜

家

牒

亦

採

錄

之

阮

通

志

於

選

舉

職

官

之

首

必

先

引

其

制

度

以

溯

其

源

舊

通

志

之

秦

漢

迄

五

季

職

官

表
見

郡

國

利

病

書

則

先

列

典

故

而

以

按

語

申

明

之

誠

如

四

庫

提

要

所

云

職

制

明

而

先

政

乃

有

徵

驗

者

也

或

謂

安

邱

縣

志
馬

文

煒

撰

嘗

以

國

家

通

制

各

爲

一

考

爲

世

所

訾

不

知

通

制

中

之

職

官

科

舉

隨

時

變

更

不

得

不

詳

其

制

度

如

舊

志

有

萬

曆

副

貢

宋

肇

基

斯

時

副

榜

尙

未

准

作

貢

生

是

臆

斷

也

守

備

行

都

司

爲

正

二

品

官

乃

列

四

品

僉

事

之

下

是

顚

倒

也

豈

可

以

其

屬

於

通

制

不

詳

考

而

訂

正

之

今

從

阮

通

志

例

凡

職

官

科

舉

學

制

各

類

皆

詳

考

之

番

禺

續

志

謂

方

志

之

例

本

屬

通

史

無

斷

限

可

言
吳

道

鎔

序

東

莞

新

志

亦

云

志

與

史

不

同

無

斷

限

可

言
陳

伯

陶

撰

此

史

記

載

至

今

上

之

例

也

吾

邑

舊

志

修

於

光

緖

五

年

今

將

六

十

年

矣

各

縣

有

修

至

宣

統

三

年

爲

止

者
南

海

縣

志

番

禺

續

志

東

莞

新

志

順

德

續

志

等

有

修

至

現

時

者
開

平

縣

志

邑

中

各

界

開

會

討

論

僉

以

爲

民

國

成

立

已

有

二

十

餘

年

之

久

後

此

不

知

何

時

始

能

續

志

遂

决

定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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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釋
例

二
一

至

現

時

開

平

縣

志

云

龍

門

紀

史

兼

錄

當

時

邑

志

以

民

國

開

修

故

紀

至

二

十

年

而

止
張

啓

煌

撰

其

例

可

從

故

錄

至

脫

稿

之

日

此

郝

通

志

所

謂

不

詳

於

今

無

以

示

後

者

也

尙

書

金

縢

用

于

字

者

七

用

於

字

者

三

雖

字

形

不

同

而

字

義

則

一

蓋

隨

手

順

寫

不

拘

限

於

一

字

聖

哲

猶

然

然

虛

字

猶

可

通

借

若

關

於

名

物

必

當

依

照

原

文

昔

肇

慶

府

志

有

宋

王

亘

任

南

恩

州

知

州

明

一

統

志

誤

作

王

旦

因

而

博

羅

名

宦

祠

祀

王

丞

相

旦

不

知

旦

未

嘗

官

此

地

也
見

日

知

錄

是

則

一

畫

之

譌

竟

致

人

物

舛

錯

當

愼

之

又

愼

矣

開

平

縣

志

云

志

內

文

字

徵

引

異

書

采

訪

異

手

參

差

錯

出

事

勢

使

然

如

插

之

作

挿

決

之

作

决

衞

之

作

衛

則

活

版

偶

闕

正

字

廹

於

時

日

強

與

通

融
張

啓

煌

撰

此

乃

事

勢

所

逼

無

可

如

何

今

凡

名

物

俗

字

依

照

原

文

其

餘

行

文

之

字

則

照

普

文

活

版

萬

難

槪

遵

說

文

字

典

識

者

諒

之
右

釋

編

輯

抄

錄

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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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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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一

圖
經
凡
例

二
二

圖

經

凡

例

左

圖

右

史

相

因

爲

用

蓋

求

其

義

於

史

不

如

索

其

形

於

圖

之

易

明

也

攷

圖

之

爲

用

畫

地

爲

先

神

農

時

白

阜

始

圖

地

脉
春

秋

元

命

苞

云

神

農

氏

白

阜

圖

地

形

脉

注

云

圖

畫

地

形

以

通

水

道

之

脉

黃

帝

時

風

后

亦

圖

九

州
陸

氏

經

典

釋

文

引

周

公

職

錄

云

黃

帝

受

命

風

后

受

圖

割

地

而

布

九州

繼

而

唐

堯

握

河

紀

圖

載

江

河
水

經

注

引

命

曆

序

大

禹

山

海

經

圖

形

山

水
畢沅

注

云

山

海

經

原

圖

乃

大

禹

九

鼎

之

形

又

有

漢

人

加

入

之

圖

陶

淵

明

詩

云

流

觀

山

海

圖

是

也

至

周

而

邦

國

天

下

莫

不

有

圖
周

禮

司

徒

掌

建

邦

土

地

之

圖

職

方

掌

天

下

之

圖

甚

而

圖

及

諸

侯
國

策

蘇

秦

曰

按

天

下

地

圖

諸

侯

之

地

五

倍

於

秦

圖

及

阨

塞
漢

書

蕭

何

傳

入

關

先

收

秦

圖

書

以

知

天

下

阨

塞

戶

口

當

時

稱

曰

輿

地

圖
史

記

三

王

世

家

注

云

輿

地

圖

自

古

有

此

名

而

淮

南

王

傳

注

云

按

志

林

輿

地

圖

漢

家

所

畫

非

出

遠

古

二

說

不

同

蘇

林

云

輿

猶

盡

載

也
見

漢

書

注

可

知

無

物

不

入

圖

矣

昔

宋

元

王

欲

知

漁

者

之

所

在

一

按

圖

籍

便

知

上

流

爲

豫

且

之

廬
史

記

龜

策

列

傳

云

泉

陽

漁

者

豫

且

舉

網

得

龜

龜

夜

半

見

夢

於

宋

元

王

王

乃

使

人

求

之

泉

陽

令

乃

使

吏

按

籍

視

圖

水

上

漁

者

五

十

五

家

其

上

流

之

廬

卽

爲

豫

且

則

其

精

細

詳

密

可

見

一

斑

五

粤

地

方

始

皇

時

卽

入

版

圖
史

記

本

紀

始

皇

三

十

三

年

畧

取

陸

梁

地

爲

南

海

三

郡

逮

漢

之

初

地

圖

亦

盛
漢

書

溝

洫

志

云

案

圖

書

觀

地

形

江

都

王

傳

云

其

天

下

輿

地

及

軍

陳

圖

孝

元

本

紀

云

以

匈

奴

圖

示

後

宮

貴

人

史

記

淮

南

王

傳

與

左

吳

日

按

地

圖

粤

地

之

圖

尤

爲

最

精
漢

書

淮

南

王

安

諫

伐

□

越

書

云

以

地

圖

察

其

山

川

要

塞

相

去

不

過

寸

數

其

間

百

千

里

險

阻

林

叢

不

能

盡

著

然

皆

單

行

尙

未

附

於

史

志

也
二

十

四

史

均

無

圖

至

明

史

始

附

天

文

志

之

圖

圖

附

於

地

志

者

則

見

於

隋

之

十

道

志
隋

大

業

拾

遺

記

云

志

首

皆

有

圖

由

此

圖

志

圖

經

遍

於

郡

縣
唐

李

吉

甫

元

和

郡

縣

圖

志

有

四

十

七

圖

宋

熙

寧

有

九

域

圖

至

元

豐

乃

改

九

域

志

其

他

長

安

圖

志

吳

郡

圖

經

等

甚

多

惟

後

來

競

相

誇

誕

不

求

實

際

此

四

庫

提

要

所

謂

近

世

志

書

輿

圖

反

若

附

錄

者

也

姚

鼐

謂

地

志

誣

誤

卽

紀

山

川

方

向

率

與

實

舛
見

惜

抱

軒

文

集

蓋

地

圖

必

須

鳥

瞰
沈括

夢

溪

筆

談

云

古

有

鳥

飛

圖

雖

有

四

至

里

數

皆

是

循

路

步

之

道

里

迂

直

不

常

旣

列

爲

圖

則

里

步

無

錄

相

應

故

按

別

量

逕

直

四

至

如

空

中

飛

鳥

直

達

更

無

山

川

廻

屈

之

差

予

嘗

爲

圖

以

二

寸

折

百

里

爲

率

因

設

凖

望

傍

騐

互

融

高

下

方

斜

迂

直

二

十

四

向

始

得

其

眞

苟

無

儀

器

學

識

則

不

識

開

方

之

法

莫

知

測

算

之

經

勢

必

圖

繪

多

訛

徑

隅

莫

辨

此

關

於

專

門

人

材

其

難

一

也

且

繪

一

縣

之

圖

旣

非

一

手

足

之

烈

亦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圖
經
凡
例

二
三

非

一

兩

月

之

時

所

能

奏

功

昔

南

海

修

縣

志

其

繪

圖

也

陸

行

用

步

水

行

用

舟

名

山

大

川

莫

不

周

遍

一

年

而

稿

始

具
李

徵

蔚

序

如

此

實

地

測

繪

經

費

不

貲

其

難

二

也

樊

增

祥

云

地

志

號

爲

最

難

者

無

過

輿

圖
樊

山

文

集

吾

縣

舊

志

圖

臨

漢

峽

於

廻

屬

圖

池

水

尾

於

城

西

舛

誤

實

甚

本

當

從

新

測

繪

惟

是

旣

如

上

述

困

難

不

易

實

現

今

據

陳

將

軍

可

鈺

附

來

陸

軍

測

量

局

新

製

之

五

十

萬

分

圖

縮

繪

之

可

也

從

來

志

圖

有

在

書

前

者
如

元

和

郡

縣

志

共

圖

四

十

七

皆

在

每

鎭

之

前

有

在

書

後

者
如

紹

興

府

志

閩

中

勝

跡

圖

志

其

在

後

者

雖

本

爾

雅

古

式

見

四

庫

提

要

然

檢

閱

爲

難

今

列

卷

首

者

阮

通

志

史

府

志

例

也

圖

必

開

方

計

里

唐

時

地

圖

每

方

百

里
見

舊

唐

書

賈

躭

傳

近

則

有

分

百

里

五

十

里

十

里

爲

一

方

者
廣

東

圖

說

經

緯

每

方

百

里

府

廳

每

方

五

十

里

州

縣

每

方

十

里

而

陽

山

縣

志
陸

向

榮

修

陽

江

縣

志
梁觀

喜撰

且

用

紅

線

爲

格

墨

繪

爲

圖

以

其

分

別

瞭

然

也

惟

東

莞

新

志
陳

伯

陶

撰

則

謂

近

時

小

比

例

圖

多

不

加

經

緯

方

畫

之

線

然

里

距

亦

可

因

比

例

尺

而

知

其

遠

近

其

言

誠

是

今

從

之

不

必

計

里

開

方

而

繪

一

比

例

尺

焉

廣

東

圖

說

錄

例

云

管

子

幼

官

篇

一

明

堂

也

而

有

本

副

十

圖

則

圖

之

割

截

由

來

古

矣

其

說

誠

是

然

攷

昔

風

后

布

九

州

置

十

二

圖
太

平

御

覽

引

太

一

式

周

公

城

名

錄

云

黃

帝

時

風

后

受

圖

布

九

州

置

十

二

圖

則

割

截

地

圖

黃

帝

時

已

有

之

不

自

周

始

也

至

晉

裴

秀

地

域

序

言

今

十

六

州

而

爲

圖

乃

十

八

意

當

時

亦

必

有

割

截

於

其

間

也

迨

赤

城

志
宋

陳

耆

鄉

撰

附

至

十

六

圖

之

多

則

各

類

皆

圖

不

止

割

截

己

也

近

來

東

莞

縣

志

開

平

縣

志
張

啓

煌

撰

英

德

縣

志
鄧

士

芬

撰

皆

割

截

一

縣

爲

數

十

幅

卽

其

前

例

但

割

圖

太

碎

雖

有

圖

幅

聯

合

表

以

統

之

然

釘

硬

書

內

移

動

殊

難

拼

看

不

易

茲

故

不

從

祗

繪

折

圖

可

以

開

闔

庶

易

詳

觀

先

之

全

縣

疆

域

圖

次

列

四

區

分

域

圖

此

亦

舊

志

例

也

諸

志

之

圖

體

例

不

一

隋

之

十

道

志

旣

圖

十

道

矣

其

敘

山

水

則

首

有

山

水

圖

敘

郡

國

則

有

郡

國

圖

敘

城

隍

則

有

公

舘

圖
見

隋

大

業

拾

遺

記

自

此

圖

畫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圖
經
凡
例

二
四

遂

夥

有

圖

城

境

者
宋

高

似

孫

嵊

縣

志

有

圖

都

邑

者
宋

程

大

昌

雍

錄

有

圖

涇

渠

者
元

李

好

文

長

安

圖

志

有

圖

山

海

而

兼

名

勝

者
馮

復

京

昌

國

州

志

有

普

陀

山

圖

陳

灃

香

山

縣

志

有

澳

門

圖

林

溥

卽

墨

縣

志

有

勞

山圖

甚

而

有

每

朝

另

列

一

圖

者
明

趙

文

華

嘉

興

府

志

有

每

門

皆

列

一

圖

者
明

張

元

汴

紹

興

府志

圖

書

互

証

無

非

欲

其

明

瞭

耳

舊

志

有

數

圖

如

城

郭

乃

政

府

所

在

也

學

宮

乃

人

倫

師

表

也

縣

署

乃

庶

政

所

出

也

今

宜

從

新

繪

之

至

鐵

路

公

路

航

線

電

線

乃

一

邑

之

交

通

也

今

創

交

通

圖

各

洞

寺

觀

則

創

名

勝

圖

附

之

古

者

紀

地

必

因

天

文

以

著

地

理

如

漢

書

各

州

必

系

星

紀

分

野
見

地

理

志

蓋

晷

度

明

而

後

其

地

之

位

置

乃

明

其

方

向

疆

界

亦

因

之

而

定

縱

使

地

球

各

國

一

閱

其

圖

卽

知

其

境

之

所

在

豈

不

重

哉

樊

增

祥

云

圖

必

開

方

計

里

而

以

經

緯

度

數

標

於

四

旁

使

與

晷

度

相

合
樊

山

文

集

其

例

甚

善

今

從

之

標

識

於

全

縣

總

圖

此

亦

阮

通

志

例

也

周

時

土

訓

掌

道

地

圖

誦

訓

掌

道

方

志
見

周

禮

分

職

而

任

圖

志

同

尊

故

後

來

地

志

率

號

圖

志

圖

經
見

唐

宋

藝

文

志

誠

以

地

圖

爲

志

書

之

綱

要

也

各

志

之

圖

有

稱

地

圖
雷

禮

眞

定

府

志

輿

圖

者
宋

常

棠

澉

水

志

有

稱

圖

繪
張

聖

誥

登

封

縣

志

圖

說

者
李好

文

長

安

圖

志

有

稱

圖

譜
李

確

乍

浦

九

山

志

圖

紀
范

承

勛

雞

足

山

志

圖

攷

者
張

鉉

金

陵

新

志

名

各

不

同

今

從

永

州

志
史

朝

富

撰

稱

曰

圖

經

誠

以

經

爲

地

志

之

祖

稱

如

岳

瀆

經

山

海

經
夏

禹

撰

畿

服

經
晉

摯

虞

撰

是

也

今

尊

曰

圖

經

從

其

朔

也

且

吾

邑

禺

峽

山

志

已

有

先

例

也
孫

繩

祖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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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目
錄

二
五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目

錄

前

表

後

考

秦南

越

前

漢

後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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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

西

晉

宋齊梁陳隋唐南

漢

宋元明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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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凡
例

二
六

沿

革

凡

例

劉

知

幾

云

尼

父

之

定

虞

書

也

以

舜

爲

始

而

云

粤

若

稽

古

帝

堯

邱

明

之

傳

魯

史

也

以

隱

爲

先

而

云

惠

公

元

妃

孟

子

此

皆

正

其

疆

界

開

其

首

端

因

有

沿

革

遂

相

交

互

事

勢

使

然

非

爲

濫

軼

也
史通

知

窮

源

竟

委

爲

行

文

之

當

然

若

夫

志

書

尤

當

溯

其

開

端

而

後

古

今

之

事

乃

貫

串

以

相

生

故

荀

悅

之

五

志

重

通

古

今

子

元

之

三

科

首

敘

沿

革

其

重

可

知

矣

卽

知

吾

邑

志

書

本

名

淸

遠

縣

志

惟

查

淸

遠

不

過

隋

開

皇

所

改

其

前

乎

此

者

漢

武

時

爲

中

宿

始

皇

時

爲

洌

江

苟

不

溯

厥

源

流

則

所

載

開

皇

以

前

之

事

爲

近

於

濫

軼

矣

此

臨

安

志
宋

周

淙

撰

四

明

志

等
元

袁

桷

撰

所

以

必

立

沿

革

類

以

志

緣

起

也

沿

革

之

用

表

則

明

姑

蘇

志
王

鏊

撰

廣

西

志
黃

佐

撰

安

邱

志

等

爲

始
馬

文

煒

撰

後

來

各

志

亦

用

旁

行

斜

上

之

表

體

但

阮

通

志

之

表

溯

始

西

漢

似

乎

數

典

而

忘

祖

郝

通

志

之

表

溯

始

唐

虞

又

軼

沿

革

之

範

圍

攷

吾

邑

地

始

皇

已

經

建

縣

自

當

上

溯

嬴

秦

之

洌

江

下

至

前

淸

之

廣

府

共

爲

十

八

格

前

錄

縣

名

次

紀

隸

屬

統

部

不

必

如

東

莞

新

志

有

說

無

表
陳

伯

陶

撰

過

於

謹

愼

也

分

爲

東

晉

此

史

府

志

之

例

加

入

南

越

以

其

實

爲

自

主

也

陽

山

縣

志

云
陸

向

榮

修

沿

革

則

博

稽

互

証

仿

史

例

爲

表

而

別

爲

考

以

明

表

中

所

據

者

非

敢

臆

斷

其

例

甚

善

今

從

之

各

朝

有

考

首

列

縣

名

次

紀

屬

次

紀

統

部

此

爲

正

文

頂

格

書

之

次

錄

各

史

地

志

爲

附

文

低

一

格

書

之

其

中

參

錯

舛

誤

者

則

用

按

語

訂

正

低

二

格

書

之

此

阮

通

志

史

府

志

例

也

各

史

地

理

志

之

瞀

亂

以

隋

書

爲

最

不

能

不

詳

稽

博

辨

以

糾

正

之

故

按

語

稍

長

誠

如

姚

延

著

所

謂

沿

革

同

異

務

極

咨

訪

覩

記

之

詳

而

後

可

無

憾
陽

山

縣

志

序

非

好

辯

也

沿

革

一

類

英

德

縣

志
黃

培

鑅

修

肇

慶

府

志
屠

英

修

南

海

縣

志
潘

尙

楫

修

皆

附

輿

地

之

內

卽

郝

阮

通

志

張

史

府

志

莫

不

專

立

於

卷

端

誠

以

此

爲

全

志

之

大

綱

也

今

故

列

於

各

類

之

首

焉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二
七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表

朝

代

秦

南

越

漢

後

漢

三國

吳
晉

東

晉

宋

齊

縣

名

洌

江

中

宿

中

宿

中

宿

中

宿

中

宿

中

宿

中

宿

中

宿

威

正

廉

平

恩

洽

浮

護

屬

郡

南

海

南

海

南

海

南

海

始

興

始

興

始

興

廣

興

淸

遠

郡

郡

郡

郡

郡

郡

郡

郡

郡

統

部

南

海

直隷

南

交

趾

交

州

荆

州

廣

州

荆

州

湘

州

廣

州

尉

越

國

部

朝

代

梁

陳

隋

唐

南

漢

宋

元

明

淸

縣

名

中

宿

中

宿

淸

遠

淸

遠

淸

遠

淸

遠

淸

遠

淸

遠

淸

遠

威

正

威

正

政

賓

廉

平

廉

平

恩

洽

恩

洽

浮

護

浮

護

翁

源

屬

郡

淸

遠

淸

遠

南

海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郡

郡

郡

路

府

府

統

部

衡

州

西

衡

番

州

嶺

南

淸

海

廣

南

廣

東

廣

東

廣

東

州

東

道

軍

東

路

道

省

省

沿

革

考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二
八

秦

洌

江

縣

屬

南

海

郡

守

統

於

南

海

尉

司

馬

遷

史

記

本

紀

始

皇

三

十

六

年

畧

取

陸

梁

地

以

爲

桂

林

象

郡

南

海

班

固

漢

書

地

理

志

南

海

郡

秦

置

郝

玉

麟

廣

東

通

志

淸

遠

縣

秦

爲

洌

江

縣
史

澄

廣

州

府

志

引

舊

心

同

謹

按

史

記

陳

涉

世

家

賈

生

祗

云

桂

林

象

郡

而

無

南

海

不

知

何

解

今

從

本

紀

年

表

錄

之

當

時

郡

縣

名

目

當

必

各

有

取

義

如

南

海

郡

蓋

因

於

尙

書

禹

貢

之

南

海
禹

貢

云

入

於

南

海

桂

林

郡

因

於

山

海

經

之

桂

林
山

海

經

云

桂

林

八

樹

在

番

禺

東

象

郡

因

於

逸

周

書

之

象

齒
汲

冢

周

書

王

會

解

云

南

方

獻

象

齒

此

皆

以

古

時

之

典

故

而

制

爲

地

方

之

名

稱

者

也

若

夫

郡

內

各

縣

之

名

至

今

難

以

詳

考

陳

蘭

甫

云

昔

修

番

禺

縣

志

以

爲

秦

縣

然

無

証

據
陳

灃

云

昔

修

番

禺

縣

志

陸

磐

石

謂

番

禺

爲

秦

縣

然

無

証

據

廣

府

修

志

而

前

說

未

能

定

余

謂

通

典

元

和

志

言

番

禺

爲

秦

縣

唐

人

之

書

必

有

所

本

後

讀

漢

志

有

龍

川

而

史

記

云

佗

爲

龍

川

令

然

則

龍

川

是

秦

縣

番

禺

亦

必

秦

縣

矣

其

難

可

知

考

象

郡

有

象

林

縣

桂

林

郡

有

開

陽

縣
郝

通

志

云

羅

定

秦

南

海

郡

開

陽

縣

惟

杜

佑

通

典

云

開

陽

郡

唐

屬

廣

西

賀

州

可

知

當

秦

之

時

開

陽

必

屬

於

桂

林

郡

而

南

海

郡

之

番

禺

四

會

龍

川

揭

陽

博

羅

義

寧

洌

江

七

縣

郝

氏

沿

革

表

謂

皆

秦

置
郝

通

志

必

有

所

本

今

查

象

林

縣

見

於

酈

道

元

水

經

注

博

羅

縣

見

於

顧

祖

禹

方

輿

紀

要

四

會

縣

見

於

李

吉

甫

元

和

郡

縣

志

方

輿

紀

要

王

象

之

輿

地

紀

勝

歐

陽

忞

輿

地

廣

記
輿

地

紀

勝

云

四

會

秦

舊

縣

屬

桂

林

郡

而

輿

地

廣

記

云

四

會

秦

屬

南

海

郡

二

說

不

同

據

杜

佑

通

典

高

要

縣

且

屬

南

海

郡

豈

有

四

會

在

東

反

屬

桂

林

之

理

自

當

從

歐

陽

之

說

爲

是

番

禺

縣

見

於

元

和

志

杜

佑

通

典

輿

地

廣

記

義

寧

縣

見

於

郭

棐

廣

東

通

志

史

澄

廣

州

府

志

龍

川

縣

見

於

史

記

通

典

樂

史

太

平

寰

宇

記

揭

陽

縣

見

於

史

漢

傳

表

皆

謂

秦

時

置

縣

此

則

確

鑿

可

據

者

也

吾

邑

古

墓

石

刻

每

題

洌

江

處

士

久

未

攷

見

出

典
阮

通

志

光

緖

志

皆

不

言

洌

江

逮

見

史

府

志

始

知

爲

秦

之

縣

名

仍

不

能

遽

定

爲

淸

遠

以

通

典

祗

有

秦

郡

絕

少

縣

名

阮



ZhongYi

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二
九

通

志

亦

僅

溯

及

兩

漢

於

洌

江

仍

無

明

文

今

得

郝

通

志

之

說

謂

淸

遠

秦

爲

洌

江

漢

改

中

宿

知

史

府

志

之

說

信

而

有

徵

矣

酈

道

元

云

昔

者

建

國

名

都

或

以

姓

氏

或

以

山

林

豫

章

以

樹

氏

都

酸

棗

以

名

邦
見

水

經

注

南

海

志

亦

云

番

禺

以

山

爲

號

南

海

以

水

爲

名
前

事

類

諒

洌

江

必

有

所

本

按

之

訓

詁

洌

釋

淸

潔

淸

澄
說

文

洌

淸

也

廣

雅

洌

水

淸

也

易

經

注

洌

淸

潔

也

文

選

注

洌

淸

澄

貌

厥

後

縣

號

淸

遠

蓋

亦

取

義

於

斯

也

秦

時

人

少

南

海

七

縣

已

槪

今

廣

東

一

省
揭

陽

卽

今

潮

州

一

帶

博

羅

卽

今

惠

州

一

帶

龍

川

卽

今

嘉

應

州

一

帶

四

會

卽

今

西

江

一

帶

番

禺

卽

今

廣

府

一

帶

義

寧

大

約

今

南

路

一

半

通

典

云

茂

名

吳

川

欽

江

雷

州

廉

州

秦

象

郡

地

而

輿

地

廣

記

則

謂

高

州

秦

屬

南

海

郡

東

北

至

於

九

江
秦

時

九

江

郡

漢

分

爲

豫

章

郡

有

鄱

陽

南

野

諸

縣

西

北

至

於

長

沙
秦時

長

沙

郡

有

湘

南

縣

羅

縣

益

陽

縣

通

典

云

連

州

秦

爲

長

沙

南

境

今

之

南

雄

韶

連

俱

爲

洌

江

之

疆

域

也
方

輿

紀

要

云

南

雄

秦

爲

南

海

郡

地

輿

地

紀

勝

淸

一

統

志

均

謂

韶

州

秦

屬

南

海

郡

地

淸

一

統

志

且

謂

明

一

統

志

以

韶

爲

荆

州

誤

矣

屈

大

均

廣

東

新

語

云

梅

鋗

封

台

侯

其

將

庾

勝

居

此

又

名

大

庾

嶺

今

名

梅

嶺

以

鋗

始

也

版

圖

旣

闊

地

又

當

衝

屠

睢

任

囂

統

兵

戍

粤
晉

書

地

理

志

云

泰

設

南

海

等

郡

以

五

十

萬

人

戍

守

之

淮

南

子

云

秦

使

屠

睢

發

卒

五

十

萬

人

爲

五

軍

一

軍

處

番

禺

之

都

洌

江

適

爲

孔

道

中

原

人

士

來

往

頻

繁

不

惟

縣

境

遼

廓

而

開

化

亦

特

爲

較

先

也

當

時

縣

有

令

長

屬

於

郡

守

而

統

於

南

海

尉

焉
晉

書

地

理

志

云

秦

定

南

越

爲

桂

林

南

海

象

三

郡

以

非

三

十

六

郡

之

限

乃

置

南

海

尉

以

典

之

楊

雄

所

謂

東

南

一

尉

也

按

郝

通

志

沿

革

表

始

皇

二

十

六

年

立

南

海

以

屠

睢

爲

尉

史

禒

爲

監

三

十

三

年

又

置

南

海

三

郡

可

知

當

時

未

置

三

郡

之

先

而

南

海

尉

卽

已

典

司

三

郡

之

地

實

與

西

北

之

候

相

等

此

卽

漢

武

剌

史

管

轄

郡

國

之

類

也

開

平

縣

志

云

秦

時

無

州

郡

卽

統

部

雖

與

漢

書

百

官

表

郡

守

郡

尉

之

說

同

然

此

乃

內

地

常

制

耳

今

南

海

初

入

版

圖

不

能

不

以

尉

官

典

司

三

郡

軍

務

也

晉

書

爲

唐

初

所

著

斯

時

古

籍

尙

多

其

說

必

有

所

據

茲

故

統

以

南

海

尉

焉

秦

制

郡

守

司

民

郡

尉

司

兵

皆

二

千

石

品

秩

相

同

而

漢

注

引

王

氏

十

三

州

記

謂

大

郡

曰

守

小

郡

曰

尉

與

漢

書

不

符

更

不

足

辨

南

越

洌

江

縣

屬

南

海

郡

守

直

南

越

國

班

固

漢

書

地

理

志

南

海

郡

秦

置

秦

敗

尉

陀

王

此

地

謹

按

尉

佗

竊

踞

自

稱

南

粤

王

歷

五

世

九

十

三

年

而

亡
漢

書

南

粤

列

傳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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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

視

蕭

齊

之

僅

得

十

四

年

者

國

祚

較

長

乃

世

以

偏

霸

目

之

絕

無

載

記

深

以

爲

憾

洌

江

縣

秦

時

全

轄

北

江

一

帶
秦

時

南

海

七

縣

幾

佔

今

廣

東

一

省

而

北

江

止

有

洌

江

一

縣

大

約

東

北

至

庾

嶺

與

九

江

郡

之

南

野

縣

爲

界

西

北

至

騎

田

嶺

與

長

沙

郡

之

湘

南

縣

分

界

趙

佗

立

國

始

分

置

含

洭

湞

陽

二

縣

仍

屬

南

海

郡
見

翁

方

綱

粤

東

金

石

畧

引

韶

州

府

志

蓋

所

以

壯

北

門

之

鎖

鑰

而

使

橫

浦

陽

山

三

關

有

指

臂

之

勢

也

自

此

而

洌

江

疆

域

乃

稍

斂

縮

矣
當

時

湞

陽

峽

以

上

者

爲

湞

陽

縣

小

北

江

以

內

者

爲

含

洭

縣

佗

老

於

兵

事

兼

熟

地

形

旣

建

湞

含

二

縣

於

上

流

又

建

萬

人

城

於

中

宿
見

金

通

志

以

控

制

下

游

之

都

會

史

記

所

謂

發

謫

戍

築

南

越

地

者

蓋

卽

築

此

城

也
英

德

志

云

佗

欲

據

嶺

南

故

築

城

於

此

以

圖

進

取

或

曰

南

海

郡

縣

南

越

未

必

全

因

秦

名

不

知

舊

圖

經

雖

有

尉

佗

改

南

海

爲

南

武

之

說

然

顧

祖

禹

已

斥

其

謬

矣
見

方

輿

紀

要

且

南

越

亡

時

棄

任

南

海

郡

守

以

城

邑

降
見

史

記

漢

書

功

臣

侯

表

是

南

海

絕

未

更

名

也

郡

旣

不

改

則

縣

亦

當

仍

舊

號

矣

且

郝

通

志

謂

元

鼎

六

年

改

洌

江

縣

爲

中

宿

旣

謂

至

漢

始

改

則

南

越

必

仍

秦

舊

號

此

其

明

證

南

越

自

擊

並

象

郡

桂

林

祗

得

三

郡

地

方

無

多

想

此

時

仍

因

秦

制

僅

設

監

郡

御

史

耳

據

漢

表

所

載

南

粤

亡

時

祗

有

桂

林

郡

監

居

翁

諒

南

海

郡

亦

事

同

一

律

所

以

漢

書

僅

有

棄

任

郡

守

而

無

統

部

之

官

茲

故

以

其

直

隸

於

國

焉

漢

中

宿

縣

屬

南

海

郡

太

守

統

於

交

趾

部

剌

史

漢

書

地

理

志

南

海

郡

秦

置

武

帝

元

鼎

六

年

開

屬

交

州

縣

六

三

曰

中

宿

郝

通

志

元

鼎

六

年

改

洌

江

縣

爲

中

宿

屬

南

海

郡

謹

按

淸

遠

自

秦

至

南

越

皆

名

洌

江

漢

武

改

爲

中

宿

或

謂

以

山

取

義
方

輿

紀

要

云

淸

遠

縣

東

十

二

里

有

中

宿

山

中

宿

縣

以

此

名

或

謂

以

水

爲

名
寰

宇

記

引

譚

子

和

修

海

嶠

志

云

二

月

五

月

八

月

有

潮

上

二

禺

峽

逐

浪

返

五

羊

一

宿

而

至

故

曰

中

宿

峽

其

說

不

同

攷

中

宿

字

面

始

於

左

傳
僖

公

二

十

四

年

云

女

中

宿

至

後

來

史

記

三

國

梁

書

之

言

中

宿
史

記

揚

雄

傳

云

步

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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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一

周

流

長

途

中

宿

三

國

志

曹

爽

傳

注

云

今

詣

許

昌

不

過

中

宿

梁

書

韋

叡

傳

云

因

急

攻

之

中

宿

而

城

拔

皆

有

中

夜

之

意

與

譚

氏

潮

水

一

宿

之

說

相

符

查

說

文

宿

字

入

聲

今

縣

人

皆

讀

入

聲

此

亦

古

之

音

義

也

郡

守

秦

官

漢

景

帝

改

爲

太

守

秩

二

千

石

宋

書

百

官

志

武

帝

置

交

趾

凡

十

三

部

同

置

剌

史
漢

書

地

理

志

秩

六

百

石

初

遣

丞

相

史

分

剌

諸

州

謂

之

剌

史

班

行

六

條

詔

書

歲

終

詣

京

奏

事

宋

書

百

官

志

駐

於

交

趾

郡

故

不

稱

州
續

漢

書

郡

國

志

王

莽

天

鳳

元

年

改

稱

交

趾

牧
史

引

郭

通

志

尙

無

州

名

迨

獻

帝

建

安

八

年

剌

史

張

津

太

守

士

燮

始

共

表

立

爲

州
晉

書

地

理

志

至

是

乃

有

交

州

之

目

班

固

謂

郡

屬

交

州

誤

故

訂

正

之

後

漢

中

宿

縣

屬

南

海

郡

太

守

統

於

交

州

剌

史

劉

昭

續

漢

書

郡

國

志

南

海

郡

武

帝

置

雒

陽

南

七

千

一

百

里

七

城

三

曰

中

宿

謹

按

武

帝

初

置

交

趾

部

剌

史

續

漢

志

謂

治

羸

縣

水

經

注

則

謂

治

冷

縣
葉

楡

水

注

續

漢

志

水

經

注

均

謂

元

封

五

年

移

治

蒼

梧

廣

信

縣
淚

水

注

而

宋

書

州

郡

志

則

謂

州

治

龍

編

縣

建

安

八

年

始

移

廣

信

諸

說

不

同

皆

由

不

知

前

漢

剌

史

周

行

郡

國

無

適

所

治

後

漢

始

有

定

處

故

也
見

宋

書

百

官

志

建

安

十

五

年

交

州

移

治

番

禺
晉

書

地

理

志

而

宋

書

州

郡

志

作

十

六

年

十

八

年

廢

交

州

以

郡

屬

荆

州
續

漢

書

郡

國

志

二

十

二

年

復

立

交

州

治

番

禺
水

經

泿

水

注

至

吳

黃

武

五

年

分

交

州

置

廣

州
三

國

志

士

燮

傳

按

晉

書

地

理

志

廣

州

下

云

分

南

海

蒼

梧

鬱

林

高

梁

四

郡

立

爲

廣

州

而

交

州

下

則

云

割

南

海

蒼

捂

鬱

林

三

郡

立

廢

州

交

阯

日

南

九

眞

合

浦

四

郡

爲

交

州

一

書

之

中

舛

異

如

此

俄

又

復

舊
三

國

志

孫

權

傳

晉

書

地

理

志

孫

休

永

安

時

復

分

立

交

州

於

龍

編

廣

州

於

番

禺
見

通

典

三

國

志

孫

休

傳

晉

志

交

州

下

作

七

年

惟

廣

州

下

又

作

六

年

此

交

州

之

始

末

也

今

阮

通

志

按

謂

漢

末

南

海

三

郡

改

屬

荆

州

不

屬

交

州

不

知

僅

歷

數

年

旋

卽

復

立

故

劉

昭

郡

國

志

題

爲

交

州

剌

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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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二

據

最

後

之

所

屬

乃

紀

載

通

例

也

今

從

之

吳

中

宿

縣

屬

始

興

郡

太

守

統

於

荆

州

剌

史

洪

亮

吉

補

三

國

疆

域

志

中

宿

漢

末

屬

南

海

郡

吳

移

屬

沈

約

宋

書

州

郡

志

始

興

郡

中

宿

令

漢

舊

縣

屬

南

海

吳

度

郝

通

志

中

宿

吳

甘

露

元

年

改

屬

始

興

郡

阮

通

志

云

謹

按

酈

道

元

云

中

宿

孫

皓

分

四

會

之

北

鄕

立

蓋

漢

南

海

郡

之

中

宿

不

知

廢

於

何

時

亦

不

知

省

入

何

縣

至

吳

時

析

四

會

復

置

此

縣

屬

始

興

郡

宋

志

云

吳

度

未

得

其

實

矣

史

府

志

云

謹

按

水

經

注

之

中

宿

吳

孫

皓

分

四

會

之

北

鄕

立

蓋

漢

末

嘗

廢

至

孫

吳

時

復

立

也

宋

書

州

郡

志

亦

云

吳

廢

誤

光

緖

志

云

謹

按

阮

通

志

據

水

經

注

之

中

宿

吳

孫

皓

分

四

會

之

北

鄕

立

因

疑

南

海

郡

之

中

宿

不

知

廢

於

何

時

亦

不

知

省

入

何

縣

至

吳

時

析

四

會

復

置

此

縣

屬

始

興

郡

而

謂

宋

志

云

吳

度

未

得

其

實

竊

以

爲

水

經

注

誤

宋

志

不

誤

也

漢

中

宿

屬

南

海

郡

而

吳

晉

宋

齊

中

宿

俱

屬

始

興

郡

未

聞

有

二

中

宿

也

今

淸

遠

正

在

四

會

之

北

安

得

云

漢

南

海

郡

之

中

宿

不

知

廢

於

何

時

省

入

何

縣

乎

酈

氏

徒

以

始

興

郡

立

於

孫

皓

遂

並

始

興

郡

之

中

宿

亦

誤

以

爲

立

於

孫

皓

耳

謹

按

酈

氏

水

經

注

最

稱

精

博

但

其

中

所

載

兼

收

衆

籍

間

有

舛

譌

卽

如

陽

山

陰

山

本

前

漢

縣

後

漢

省

陽

山

入

陰

山

吳

復

分

立

是

其

地

尙

在

也

乃

酈

氏

紀

之

一

則

曰

以

其

勢

旺

故

塹

山

堙

谷

改

爲

陰

山
見

洣

水

注

一

則

曰

縣

故

含

洭

縣

之

桃

鄕

孫

皓

分

立

陽

山
見

洭

水

注

又

云

孫

皓

分

桂

陽

南

部

爲

始

興
見

溱

水

注

一

云

孫

皓

分

零

陵

南

部

爲

始

興

見

灕

水

注

前

後

矛

盾

與

溱

水

注

謂

孫

皓

分

四

會

北

鄕

立

中

宿

之

誤

正

同

故

三

史

拾

遺

云

酈

注

未

可

盡

據

錢

氏

養

新

錄

云

酈

氏

郡

縣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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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三

不

足

信

阮

通

志

反

據

以

疑

宋

志

未

免

失

察

光

緖

志

按

語

破

之

是

也

至

宋

書

州

郡

志

所

謂

吳

度

者

王

鳴

盛

云

宋

志

度

字

乃

代

改

字

之

用

亦

見

沈

攸

之

王

景

文

傳

他

書

無

之
十

七

史

商

榷

不

知

齊

書

本

紀

南

史

茹

法

亮

傳

梁

書

呂

文

度

傳

皆

有

此

别

詁

知

此

爲

當

時

通

行

之

語

史

府

志

按

語

疑

漢

末

嘗

廢

中

宿

至

皓

復

立

因

謂

宋

志

吳

度

亦

誤

就

如

其

說

不

過

變

更

名

稱

其

原

境

尙

在

何

必

另

割

四

會

之

北

鄕

以

分

立

乎

此

由

誤

信

水

經

注

故

爲

此

說

以

傳

會

之

耳

至

不

明

度

字

意

義

改

爲

廢

字

尤

爲

武

斷

晉

中

宿

縣

屬

始

興

郡

太

守

統

於

廣

州

剌

史

唐

太

宗

晉

書

地

理

志

廣

州

始

興

郡

吳

置

統

縣

七

六

曰

中

宿

史

府

志

云

謹

按

晉

志

廣

州

下

云

太

康

中

吳

平

遂

以

荆

州

之

始

興

始

安

臨

賀

三

郡

來

屬

謹

按

阮

通

志

亦

以

始

興

屬

廣

州

今

從

之

東

晉

中

宿

縣

屬

始

興

郡

太

守

統

於

荆

州

剌

史

洪

亮

吉

東

晉

疆

域

志

荆

州

始

興

郡

中

宿

史

府

志

云

謹

按

宋

書

州

郡

志

始

興

郡

下

云

晉

武

平

吳

以

屬

廣

州

成

帝

廢

荆

州

故

洪

氏

列

始

興

於

荆

州

也

謹

按

晉

書

地

理

志

懷

帝

永

嘉

元

年

以

廣

州

之

始

興

等

郡

爲

湘

州

成

帝

以

始

興

三

郡

還

屬

荆

州

故

洪

氏

補

志

以

其

最

後

所

屬

者

列

之

史

府

志

按

語

擅

將

宋

志

之

度

字

改

爲

廢

字

因

不

審

其

爲

改

字

之

別

詁

遂

誤

謂

成

帝

廢

荆

州

也

宋

中

宿

縣

屬

廣

興

郡

公

相

統

於

湘

州

剌

史

沈

約

宋

書

州

郡

志

湘

州

剌

史

廣

興

公

相

縣

七

曰

中

宿

令

漢

舊

縣

屬

南

海

吳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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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四

謹

按

吳

孫

皓

甘

露

元

年

以

桂

陽

南

部

都

尉

立

始

興

郡

初

隸

荆

州

晉

武

平

吳

以

屬

廣

州

懷

帝

永

嘉

元

年

分

廣

荆

地

立

湘

州

始

興

隸

之

成

帝

度

荆

州

宋

元

嘉

二

十

九

年

又

度

廣

州

三

十

年

復

度

湘

州

太

豫

元

年

改

始

興

曰

廣

興

度

者

改

也

蓋

由

南

海

改

隸

始

興

在

甘

露

設

郡

之

日

故

云

吳

度

也

漢

晉

六

朝

之

制

凡

封

爵

系

國

者

改

太

守

曰

內

史

如

蕭

憺

封

始

興

王

則

稱

太

守

爲

始

興

內

史
宋

書

百

官

志

云

王

國

內

史

主

治

民

其

封

爵

系

郡

縣

者

改

守

令

曰

相

如

傳

亮

沈

慶

之

均

封

始

興

郡

公

則

稱

太

守

爲

始

興

公

相
宋

志

云

漢

成

帝

令

相

治

民

如

郡

太

守

他

如

豐

城

侯

相

南

野

伯

相

寧

都

子

相

番

禺

男

相

皆

是

此

例

其

仍

稱

始

興

公

者

當

時

郡

未

改

名

廣

興

也

後

來

何

遠

封

廣

興

男

始

從

郡

號

斯

時

萬

戶

以

上

爲

大

縣

曰

令

小

縣

曰

長

此

仍

漢

制

宿

中

稱

令

當

爲

大

縣

矣

但

王

鳴

盛

謂

宋

志

多

是

縣

令

而

長

僅

千

百

之

一
十

七

史

商

榷

則

縣

之

大

小

又

不

能

以

此

志

爲

憑

矣

漢

官

儀

云

武

帝

三

邊

之

縣

或

數

百

戶

而

爲

令

南

陽

穰

中

四

五

萬

戶

而

爲

長

知

漢

時

等

級

已

不

劃

一

中

宿

之

令

或

因

漢

武

邊

縣

之

制

歟

齊

淸

遠

郡

屬

廣

州

剌

史

齊

中

宿

縣

威

正

縣

廉

平

縣

恩

洽

縣

浮

護

縣

屬

淸

遠

郡

太

守

統

於

廣

州

剌

史

長

孫

無

忌

隋

書

地

理

志

淸

遠

舊

置

淸

遠

郡
阮

通

志

云

隋

志

有

梁

置

有

陳

置

凡

言

舊

置

者

皆

梁

承

宋

齊

之

制

又

分

置

威

正

廉

平

恩

洽

浮

護

四

縣

平

陳

並

廢

齊

設

齊

康

郡

至

是

亦

廢

入

焉

李

吉

甫

元

和

郡

縣

志

梁

武

置

淸

遠

郡

中

宿

縣

屬

之

阮

通

志

云

謹

按

威

正

各

縣

俱

在

今

廣

州

府

境

內

謹

按

秦

時

南

海

郡

七

縣

已

槪

廣

東

一

省

至

吳

晉

不

過

分

三

十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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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五

縣

乃

宋

時

突

增

至

一

百

一

十

五

縣

齊

時

更

增

至

一

百

六

十

三

縣

此

馬

端

臨

所

謂

齊

梁

廢

置

不

可

悉

舉

者

也

如

齊

書

州

郡

志

竟

有

兩

齊

康

郡

一

在

雍

州

一

在

廣

州

相

距

尙

遠

又

湘

州

廣

州

皆

有

齊

熙

郡

則

同

在

一

隅

必

是

重

出

者

矣

隋

書

地

理

志

云

齊

有

齊

康

郡

至

隋

廢

入

淸

遠

查

齊

志

齊

康

郡

領

一

縣

曰

樂

康

並

未

入

淸

遠

郡

實

入

合

浦

郡

也
隋

志

合

浦

郡

下

隋

康

縣

舊

置

齊

康

郡

平

陳

郡

廢

縣

改

名

焉

元

和

志

云

齊

康

郡

開

皇

十

九

年

改

爲

海

康
隋

志

校

勘

記

引

同

阮

通

志

云

齊

康

郡

卽

今

雷

州

徐

聞

之

地

是

矣

至

淸

遠

郡

實

置

於

齊

末

攷

陳

書

孫

暘

傳

云

祖

文

惠

齊

任

淸

遠

郡

太

守

故

各

通

志

皆

列

齊

代
郝

通

志

阮

通

志

並

同

文

惠

爲

齊

官

則

淸

遠

必

爲

齊

置

元

和

志

謂

淸

遠

郡

設

於

梁

武

阮

通

志

謂

設

於

陳

武
阮

通

志

沿

革

云

梁

武

當

是

陳

武

之

誤

與

職

官

表

按

語

大

相

矛

盾

郝

通

志

又

謂

設

於

梁

普

通

四

年

張

府

志

且

謂

普

通

二

年

分

翁

源

淸

遠

縣

之

地

以

立

淸

遠

郡

不

知

淸

遠

縣

立

於

隋

代

翁

源

縣

立

於

承

聖

後

普

通

數

十

年

諸

說

皆

無

徵

據

也

或

曰

郡

如

齊

立

何

以

不

載

齊

志

不

知

子

顯

齊

書

早

經

殘

缺
齊

書

州

郡

志

及

徐

孝

嗣

傳

高

麗

國

傳

等

皆

已

殘

缺

不

完

或

又

謂

姚

思

廉

李

吉

甫

何

以

均

謂

梁

置

不

知

元

知

志

固

多

脫

誤
元

和

志

脫

去

嶺

南

道

以

下

十

八

州

阮

通

志

云

宋

無

彰

郡

當

是

元

和

志

之

脫

誤

至

志

內

謂

開

皇

元

年

平

陳

四

會

屬

桂

陽

郡

等

俱

誤

卽

陳

書

紀

傳

亦

有

舛

譌

見

考

証

各

條

未

可

據

以

爲

實

故

據

孫

暘

列

傳

定

爲

齊

置

至

威

正

各

縣

亦

當

立

於

同

時

至

其

屬

於

廣

州

則

梁

書

本

紀

可

以

反

証

辨

詳

下

文

梁

淸

遠

郡

屬

衡

州

剌

史

梁

中

宿

縣

威

正

縣

廉

平

縣

恩

洽

縣

浮

護

縣

屬

淸

遠

郡

太

守

統

於

衡

州

剌

史

洪

齡

孫

補

梁

疆

域

志

西

衡

州

梁

武

於

中

宿

地

置

淸

遠

郡

中

宿

史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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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六

志

云

記

纂

淵

海

梁

立

西

衡

州

領

郡

一

淸

遠
隋

書

地

理

志

校

勘

記

引

同

陳

淸

遠

郡

屬

西

衡

州

剌

史

陳

中

宿

縣

威

正

縣

廉

平

縣

恩

洽

縣

浮

護

縣

翁

源

縣

屬

淸

遠

郡

太

守

統

於

西

衡

州

剌

史

謹

按

淸

遠

郡

隋

書

地

理

志

已

云

舊

置
阮

通

志

云

隋

志

凡

云

舊

置

者

梁

承

宋

齊

之

制

則

爲

置

於

齊

末

無

疑

上

文

已

詳

之

矣

至

其

所

屬

洪

氏

補

志

記

纂

淵

海

皆

謂

梁

隸

西

衡

州

不

知

梁

時

尙

未

有

西

衡

州

之

目

陳

書

所

載

甚

明
陳

書

本

紀

天

嘉

元

年

改

桂

陽

汝

城

縣

爲

廬

陽

郡

分

衡

州

之

始

興

安

遠

二

郡

共

置

東

衡

州

太

建

十

三

年

詔

以

衡

州

爲

西

衡州

今

欲

明

其

所

屬

當

詳

攷

其

始

末

攷

陳

書

魯

悉

達

傳

云

魯

裴

齊

任

衡

州

剌

史

是

衡

州

設

於

齊

世

矣

乃

梁

書

本

紀

謂

天

監

六

年

分

湘

廣

二

州

地

置

衡

州

夫

廣

州

之

地

能

與

湘

州

毘

鄰

者

惟

淸

遠

郡

此

云

分

湘

州

地

卽

指

甫

立

之

陽

山

郡
隋

志

云

梁

置

衡

州

陽

山

郡

其

云

分

廣

州

地

者

亦

即

鄰

湘

之

淸

遠

郡

也

蓋

齊

末

分

湘

州

立

衡

州

之

日

僅

統

始

興

二

郡

耳

若

夫

淸

遠

郡

初

立

必

隸

廣

州

迨

天

監

六

年

始

由

廣

州

分

屬

衡

州

梁

紀

所

言

殆

卽

指

此

第

措

詞

未

加

分

晰

後

人

見

淸

遠

郡

於

梁

天

監

時

屬

衡

州

遂

誤

以

衡

州

淸

遠

郡

亦

皆

置

於

天

監

也

或

疑

隋

志

元

和

志

何

以

皆

謂

梁

置

東

衡

州

不

知

陳

書

本

紀

分

設

東

西

衡

州

始

末

甚

詳
陳

書

文

帝

本

紀

云

天

嘉

元

年

五

月

改

桂

陽

之

汝

城

縣

爲

廬

陽

郡

分

衡

州

之

始

興

安

遠

二

郡

置

東

衡

州

又

宣

帝

本

紀

太

建

十

三

年

四

月

分

衡

州

始

興

郡

爲

東

衡

州

衡

州

爲

西

衡

州

其

置

於

陳

代

証

據

確

鑿

故

王

象

之

云

東

衡

當

爲

陳

置
見

輿

地

紀

勝

雖

通

鑑

胡

注

云

梁

已

設

置

東

衡

州

後

因

中

廢

至

陳

復

置

然

自

梁

至

陳

如

蘭

欽

王

沖

周

廸

王

侃

等

均

稱

衡

州

至

陳

天

嘉

以

後

如

陳

方

慶

沈

君

理

錢

道

蕺

等

傳

乃

始

詳

書

東

西

衡

州

是

則

梁

世

固

無

西

衡

且

亦

未

有

東

衡

也

是

則

元

和

志

隋

地

理

志

記

纂

淵

海

洪

氏

補

志

阮

氏

通

志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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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七

說

皆

沿

襲

姚

思

廉

陳

書

而

誤

矣
陳

書

歐

陽

頠

列

傳

云

梁

元

帝

承

制

以

始

興

郡

爲

東

衡

州

以

頠

爲

東

衡

州

剌

史

都

督

東

衡

州

諸

軍

事

侯

景

平

元

帝

授

頠

郢

州

剌

史

蕭

勃

留

之

尋

授

衡

州

剌

史

陳

高

祖

又

授

衡

州

剌

史

改

授

廣

州

剌

史

都

督

廣

交

十

九

州

諸

軍

事

天

嘉

三

年

增

都

督

衡

州

諸

軍

事

而

江

總

撰

頠

墓

誌

又

作

都

督

南

衡

二

十

二

州

諸

軍

事

廣

州

剌

史

亦

與

陳

書

列

傳

不

同

歐

陽

頠

傳

謂

元

帝

改

始

興

爲

東

衡

州

以

頠

爲

東

衡

州

剌

史

迨

天

嘉

旣

立

東

衡

之

後

頠

任

廣

州

剌

史

都

督

東

衡

州

諸

軍

事

又

反

脫

漏

東

字

按

之

徐

陵

所

撰

德

政

碑
徐

孝

穆

撰

碑

稱

頠

進

位

征

南

大

將

軍

廣

州

剌

史

又

都

督

東

衡

州

二

十

州

諸

軍

事

宜

足

証

此

傳

之

誤
徐

孝

穆

撰

碑

衡

州

在

前

東

衡

州

在

後

而

陳

書

頠

傳

則

反

以

東

衡

在

前

衡

州

在

後

實

爲

前

後

倒

易

至

元

帝

改

始

興

爲

東

衡

州

之

東

字

實

是

衍

文

且

元

和

郡

縣

志

又

謂

蕭

勃

置

東

衡

州

與

此

謂

元

帝

改

者

不

符

更

足

証

其

舛

誤

楊

守

敬

謂

是

史

之

駁

文

是

也
隋

書

地

理

志

校

勘

記

云

元

和

志

蕭

勃

置

東

衡

州

陳

書

歐

陽

頠

列

傳

梁

元

帝

以

始

興

爲

東

衡

州

而

陳

書

世

祖

紀

謂

天

嘉

元

年

置

東

衡

州

蓋

陳

初

廢

旋

復

也

又

陳

書

宣

帝

紀

太

建

十

三

年

分

爲

東

衡

州

豈

天

興

後

又

嘗

廢

與

當

是

史

之

駮

文

卽

如

陳

書

本

紀

太

建

五

年

西

衡

州

獻

馬

生

角
此

時

尙

本

改

爲

西

衡

州

今

查

隋

書

五

行

志

正

作

衡

州

無

西

字

知

此

爲

後

來

傳

鈔

之

誤

矣

總

之

淸

遠

郡

置

於

齊

末

權

隸

廣

州

逮

天

監

始

屬

衡

州

迨

太

建

始

改

爲

西

衡

州

今

故

列

衡

州

於

梁

列

西

衡

於

陳

焉

隋

書

地

理

志

翁

源

縣

梁

置

陳

又

置

淸

遠

郡

平

陳

郡

廢

謹

按

隋

志

誤

也

查

淸

遠

郡

自

齊

末

設

立

以

至

隋

初

均

在

今

日

淸

遠

地

方

何

緣

陳

代

改

置

於

翁

源

就

以

隋

志

言

淸

遠

郡

平

陳

並

廢

以

置

淸

遠

縣

是

隋

初

廢

郡

改

縣

語

意

甚

明

今

此

云

云

豈

陳

時

有

兩

淸

遠

郡

乎

楊

守

敬

謂

陳

徙

梁

郡

於

翁

源
隋

書

地

理

志

校

勘

記

近

於

穿

鑿

攷

衡

州

剌

史

治

在

含

洭
寰

字

記

云

衡

州

治

在

含

洭

□

西

百

步

隋

志

云

含

洭

縣

梁

置

衡

州

陽

山

郡

阮

通

志

云

含

洭

實

置

陽

山

郡

非

置

衡

州

剌

史

後

人

謂

於

含

洭

置

剌

史

誤

矣

不

知

陽

山

郡

太

守

治

實

在

桂

陽

縣

亦

見

隋

志

阮

通

志

誤

梁

初

蘭

欽

剌

衡

州

卽

辟

歐

陽

頠

爲

淸

遠

郡

太

守

陳

末

衡

州

王

伯

信

爲

西

衡

州

剌

史

逃

淸

遠

郡

爲

淸

遠

太

守

曾

孝

遠

所

殺

是

陳

時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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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八

在

淸

遠

尤

極

瞭

然

陳

時

封

魯

廣

達

爲

中

宿

侯

封

侯

安

都

爲

淸

遠

郡

公

是

陳

時

中

宿

縣

淸

遠

郡

仍

然

如

故

安

有

翁

源

又

復

置

郡

之

理

此

爲

隋

志

之

誤

無

疑

蓋

隋

志

事

綜

數

朝

而

齊

梁

又

多

廢

置

省

併

故

易

混

淆

雖

輿

地

廣

記

諸

書

與

此

並

同

不

知

此

皆

據

隋

志

而

沿

譌

爾

元

和

志

紀

翁

源

事

最

詳
元

和

志

云

翁

源

縣

梁

承

聖

末

蕭

勃

分

湞

陽

地

立

翁

源

縣

後

因

不

改

唐

貞

元

元

年

剌

史

徐

申

移

於

今

理

倘

陳

置

郡

於

此

當

書

曰

陳

移

淸

遠

郡

來

治

今

謂

後

因

不

改

則

自

梁

至

唐

貞

元

仍

爲

翁

源

又

安

有

陳

時

置

郡

之

理

或

曰

陳

非

設

郡

何

以

通

典

有

設

縣

之

說
通

典

翁

源

縣

注

云

陳

淸

遠

縣

不

知

古

來

郡

縣

同

名

者

甚

夥

如

南

海

郡

下

有

南

海

縣

新

會

郡

下

有

新

會

縣

合

浦

郡

下

有

合

浦

縣

樂

昌

郡

下

有

樂

昌

縣

是

也

翁

源

非

附

郭

之

縣

無

須

改

號

而

遠

從

上

郡

之

名

則

通

典

之

說

殊

不

足

信

蓋

原

本

必

云

陳

屬

淸

遠

郡

而

漏

屬

字

又

誤

郡

爲

縣

也

卽

隋

志

置

字

當

是

屬

字

之

訛

要

之

翁

源

實

隸

淸

遠

淸

一

統

志

云

翁

源

梁

置

屬

淸

遠

郡

是

也

今

故

定

翁

源

爲

陳

屬

淸

遠

郡

焉

隋

淸

遠

縣

屬

南

海

郡

太

守

統

於

番

州

剌

史

隋

書

地

理

志

南

海

郡

統

屬

十

五

十

曰

清

遠

舊

置

淸

遠

郡

又

分

置

威

正

廉

平

恩

洽

浮

護

等

縣

平

陳

並

廢

以

置

淸

遠

縣

謹

按

隋

初

平

陳

卽

將

淸

遠

郡

及

所

屬

之

中

宿

威

正

等

縣

一

並

裁

撤

降

郡

而

置

淸

遠

一

縣

又

分

設

政

賓

一

縣

於

濱

江

地

方

蓋

卽

以

政

賓

江

爲

名

也

郝

通

志

作

開

皇

九

年

省

郡

置

淸

遠

縣

元

和

郡

縣

志

又

作

開

皇

十

年

太

平

寰

宇

記

則

作

開

皇

十

九

年

三

說

不

同

查

通

鑑

隋

之

平

陳

在

開

皇

九

年

而

韋

洸

之

平

嶺

南

乃

在

十

年

今

隋

志

謂

平

陳

置

縣

自

應

以

元

和

志

爲

是

方

輿

紀

要

云

梁

析

淸

遠

縣

改

爲

政

賓

縣

查

梁

時

尙

未

設

立

淸

遠

縣

焉

能

析

地

以

改

政

賓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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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三
九

於

開

皇

置

縣

理

當

即

隸

南

海

郡

徐

文

範

謂

大

業

三

年

淸

遠

縣

始

屬

南

海

郡
東

晉

南

北

朝

地

輿

表

亦

屬

錯

誤

開

平

縣

志

以

隋

時

有

郡

無

州

郡

卽

統

部

與

秦

制

同

故

不

列

州

云

云

不

知

此

乃

隋

初

之

制

耳

文

帝

罷

郡

置

總

管

於

諸

州
見

通

典

如

韋

洸

趙

訥

田

式

席

代

雅

等

爲

廣

州

總

管

此

卽

隋

志

所

謂

以

州

統

縣

者

也

迨

仁

壽

初

避

太

子

廣

之

諱

改

廣

州

爲

番

州

故

阮

通

志

又

有

番

州

剌

史

煬

帝

復

郡

故

隋

書

北

史

又

有

南

海

郡

太

守

史

家

紀

載

應

從

最

後

之

名

今

故

書

曰

屬

南

海

郡

太

守

統

於

番

州

剌

史

焉

隋

政

賓

縣

屬

南

海

郡

太

守

統

於

番

州

剌

史

隋

書

地

理

志

南

海

郡

統

縣

十

五

十

二

曰

政

賓

舊

置

東

官

郡

平

陳

並

廢

歐

陽

修

新

唐

書

地

理

志

淸

遠

縣

唐

武

德

六

年

省

政

賓

縣

入

焉

阮

通

志

云

謹

按

政

賓

宋

齊

二

志

皆

無

此

縣

見

隋

志

今

東

莞

淸

遠

縣

地

又

謂

按

增

城

下

云

舊

置

東

官

郡

政

賓

下

亦

云

舊

置

東

官

郡

此

非

重

出

乃

寰

宇

記

東

郡

之

明

証

也

寰

宇

記

增

城

縣

吳

置

東

郡

東

莞

縣

晉

立

東

官

郡

考

政

賓

今

之

東

莞

兼

有

淸

遠

縣

地

蓋

隋

志

增

城

縣

下

本

云

舊

置

東

郡

政

賓

縣

下

本

云

舊

置

東

官

郡

後

人

校

此

書

者

但

知

東

官

郡

不

知

有

東

郡

乃

於

增

城

縣

下

妄

改

東

郡

爲

東

官

郡

耳
按

寰

宇

記

云

東

莞

漢

順

帝

時

屬

南

海

郡

吳

孫

皓

置

始

興

郡

以

其

地

置

司

鹽

都

尉

查

始

興

郡

與

東

莞

絕

不

相

涉

可

知

寰

宇

記

之

錯

誤

百

出

阮

通

志

信

之

亦

失

察

矣

謹

按

隋

志

政

賓

下

九

字

實

爲

衍

文

後

來

黃

府

志

郝

通

志

史

府

志

舊

縣

志

莫

不

沿

之

而

誤
史

府

志

政

賓

舊

屬

東

官

郡

平

陳

後

屬

南

海

郡

黃

佐

廣

府

志

序

云

昔

日

爲

郡

而

地

析

入

他

邦

者

若

淸

遠

東

官

是

已

阮

通

志

泥

於

寧

宇

記

東

郡

之

說

謂

東

莞

兼

有

淸

遠

縣

地

不

知

政

賓

卽

今

日

濱

江

距

東

莞

固

隔

南

番

淸

遠

三

縣

卽

淸

遠

距

東

莞

亦

隔

南

番

二

縣

其

境

土

絕

不

相

連

安

能

兼

有

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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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

遠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四
○

陳

伯

陶

東

莞

新

志

尤

而

效

之
志

云

蓋

陳

移

東

莞

郡

於

淸

遠

又

改

中

宿

爲

政

賓

也

殊

欠

考

核

至

劉

昫

舊

唐

書

地

理

志

云

武

德

六

年

廢

故

賓

縣

併

入

所

治

政

誤

爲

故

新

唐

書

作

武

德

六

年

史

府

志

按

謂

新

唐

作

七

年

亦

誤

唐

淸

遠

縣

屬

廣

州

剌

史

統

於

嶺

南

東

道

節

度

使

新

唐

書

地

理

志

廣

州

南

海

郡

中

都

督

府

縣

十

三

九

曰

淸

遠

中

武

德

六

年

省

政

賓

縣

入

焉

謹

按

郡

之

置

守

自

秦

已

然

州

設

剌

史

每

統

數

郡

是

地

方

行

政

向

分

州

郡

縣

三

級

也

迨

隋

開

皇

三

年

罷

郡

以

州

直

接

統

縣

上

設

總

管

煬

帝

復

郡

仍

署

太

守

減

去

中

級

其

官

秩

尙

如

故

也

唐

天

寶

元

年

改

州

爲

郡

改

剌

史

爲

太

守

乾

元

元

年

又

改

郡

復

州

復

太

守

爲

剌

史

是

前

時

剌

史

本

爲

太

守

之

上

司

今

變

爲

同

一

階

位

矣

雖

其

上

另

設

節

度

以

統

之

職

權

有

同

於

剌

史

然

官

制

已

變

更

矣

此

題

曰

都

督

府

者

乃

管

兵

之

軍

號

而

非

行

政

之

長

官

今

不

從

其

稱

焉

通

典

云

廣

州

十

二

縣

六

曰

淸

遠

元

和

志

云

廣

州

十

三

縣

八

曰

淸

遠

中

與

唐

志

合

查

南

海

郡

各

縣

惟

南

番

爲

上

餘

俱

爲

中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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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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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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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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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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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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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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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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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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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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