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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懼
盈
齋

輿
地
紀
勝
卷
第
七
十
四

文

選

樓

影

宋

鈔

本

東
陽
王
象
之
編
　
　
　
甘
泉
岑

鎔淦長
生

　
校
刊

荆
湖
北
路

歸
州
　

巴

東

　

秭

歸

　

建

平

歸

鄕

　

夔

國

州
沿
革

歸
州
下
巴
東
郡
軍
事

九

域

志

禹
貢
爲
荆
州
之
域

元

和

郡

縣

志

楚
地
翼
軫
之
分
野

此

據

史

記

天

官

書

及

西

漢

天

文

地

理

志

又

春

秋

元

命

包

云

軫

星

散

爲

荆

州

范

蠡

鬼

谷

先

生

張

良

京

房

張

衡

諸

葛

亮

譙

周

陳

卓

並

云

翼

軫

楚

荆

州

漢

費

直

說

周

易

云

起

張

十

三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爲

楚

分

漢

蔡

邕

月

令

章

句

云

起

張

十

二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爲

楚

分

唐

地

理

志

峽

歸

爲

鶉

尾

分

於
周
爲
夔
子
之
國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又

樂

諱

曰

昔

歸

典

樂

叶

聲

律

注

曰

歸

卽

夔

與

楚

同

祖

後

王

命

爲

夔

子

楚

以

其

不

祀

滅

之

又

按

江

陵

志

云

周

成

王

封

熊

繹

爲

楚

子

使

居

丹

陽

至

十

八

世

文

王

熊

貲

徙

都

于

郢

郢

卽

今

江

陵

府

也

熊

繹

元

孫

熊

摯

自

竄

于

夔

王

命

爲

夔

子

杜

預

注

左

傳

謂

熊

摯

楚

嫡

子

有

疾

不

得

嗣

故

別

封

爲

夔

又

按

史

記

楚

世

家

服

虔

注

曰

夔

在

巫

山

之

陽

秭

歸

鄕

是

也

今

郡

東

二

十

里

有

夔

子

城

楚
人
滅
夔
地
復
屬
楚

左

傳

魯

僖

二

十

六

年

秋

成

得

臣

鬭

宜

申

帥

師

滅

夔

以

夔

子

歸

秦
白
起
攻
楚
拔
郢
遂
屬
南
郡

昭

襄

王

二

襄

元

年

通

典

云

歴

代

地

理

與

雲

安

同

惟

秦

屬

南

郡

二
漢
因
之

輿

地

廣

記

魏
武
平
荆
州
以
秭
歸
屬
臨
江

郡
元

和

郡

縣

志

三
國
時
先
蜀
後
吳
孫
權
以
劉
璋
爲
益
州
牧

住
秭
歸

此

據

華

陽

國

志

在

建

炎

二

十

四

年

初

劉

先

主

取

蜀

遷

劉

璋

於

南

郡

後

因

關

羽

敗

吳

據

南

郡

孫

權

遂

以

璋

爲

益

州

牧

住

秭

歸

吳
景
帝
置
建
平
郡
興
山
秭
歸
隸
焉

永安

三

年

晉

志

又

云

吳

晉

各

有

建

平

郡

合

統

縣

八

然

吳

之

建

平

郡

治

秭

歸

晉

之

建

平

郡

治

巫

縣

此

吳

晉

二

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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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懼
盈
齋

不

同

也

元

和

志

云

晉

武

平

吳

置

建

平

郡

卽

今

夔

州

巫

山

縣

是

也

秭

歸

縣

仍

隸

焉

通

典

云

吳

置

建

平

郡

在

秭

歸

縣

以

爲

重

鎭

其

地

險

固

孫

皓

末

晉

將

王

濬

自

蜀

沿

流

伐

吳

吳

之

守

將

吾

彥

表

謂

孫

皓

曰

請

建

平

增

兵

若

建

平

不

下

晉

師

終

不

敢

過

皓

不

從

卽

秭

歸

縣

界

也

晉
因
之

輿

地

廣

記

晉
又
合
吳
建

平
爲
一
郡

宋

志

云

吳

孫

休

永

安

三

年

分

宜

都

立

建

平

郡

領

秭

歸

等

四

縣

晉

又

有

建

平

都

尉

領

巫

縣

等

四

縣

晉

武

咸

甯

四

年

領

改

都

尉

爲

郡

於

吳

晉

各

有

建

平

郡

至

太

康

元

年

平

吳

合

二

建

平

爲

一

郡

領

縣

八

宋
屬
荆
州
南
齊
屬
巴
州
梁
屬
信
州
後
周
置
秭
歸
郡

輿

地

廣

記

隋
屬
巴
東
郡
之
秭
歸
縣

舊

唐

志

唐
改
信
爲
夔
割
秭

歸
巴
東
二
縣
置
歸
州

唐

志

在

武

德

二

年

又
置
興
山
縣

唐

志

在

武

德

三

年

改
巴
東
郡

天

寶

元

年

復
爲
歸
州

乾

元

元

年

五
代
隸
南
平

天

成

元

年

五

代

職

方

攷

歸

峽

二

州

自

石

晉

以

後

並

隸

南

平

皇
朝
高
氏
納
土

乾

德

元

年

詔
直
隸

京
師

圖

經

在

開

寶

二

年

仍
隸
荆
湖

咸

平

二

年

中
興
割
隸
夔
州

建

炎

四

年

尋
復
隸
湖
北

紹

興

五

年

夔
州
諸
司
請
復
隸
夔

紹

興

二

十

一

年

復
歸

湖
北

淳

熙

十

四

年

夔
州
帥
臣
兼
提
舉
歸
峽
兵
甲
司
公
事

淳熙

十

五

年

夔

帥

楊

輔

上

言

夔

與

歸

爲

唇

齒

之

邦

四

川

之

門

戶

乞

比

類

贛

州

例

兵

甲

盜

賊

之

事

許

本

路

帥

臣

節

制

有

旨

令

│

│

│

│

│

│

│

│

│

二

州

│

│

│

│

│

今
領
縣
三
治
秭
歸

縣
沿
革

秭
歸
縣

下

倚

郭

通

典

云

本

漢

舊

縣

漢

地

理

志

南

郡

有

│

│

│

本

歸

子

國

也

舊

唐

志

云

漢

縣

屬

南

郡

魏

改

爲

臨

江

郡

吳

晉

爲

建

平

郡

隋

屬

巴

東

郡

唐

武

德

置

歸

州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漢

置

│

│

│

周

武

帝

改

秭

歸

爲

長

甯

縣

隋

開

皇

二

年

屬

信

州

大

業

中

以

信

州

爲

巴

東

郡

又

改

長

甯

爲

│

│

│

唐

置

歸

州

以

縣

爲

治

寰

宇

記

引

袁

崧

有

云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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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懼
盈
齋

原

此

縣

人

也

旣

被

流

放

忽

然

暫

歸

其

姊

亦

來

因

名

其

地

爲

秭

歸

秭

與

姊

同

巴
東
縣

下

在

州

西

六

十

五

里

舊

經

云

本

漢

秭

歸

縣

地

屬

南

郡

元

和

郡

縣

志

通

典

及

寰

宇

記

並

以

爲

本

漢

巫

縣

地

寰

宇

記

又

云

三

國

時

屬

吳

舊

唐

志

云

漢

巫

縣

地

屬

南

郡

周

置

樂

鄕

縣

隋

改

爲

巴

東

縣

輿

地

廣

記

云

宋

有

歸

鄕

縣

後

周

太

和

三

年

置

樂

鄕

縣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樂

鄕

爲

巴

東

以

在

巴

水

之

東

故

名

隸

信

州

武

德

二

年

隸

歸

州

興
山
縣

下

在

州

北

八

十

五

里

寰

宇

記

云

本

漢

秭

歸

縣

地

屬

南

郡

吳

景

帝

永

安

三

年

分

秭

歸

縣

置

│

│

│

隸

建

平

郡

隋

廢

之

通

典

云

吳

主

孫

休

置

│

│

│

武

德

中

分

秭

歸

置

王

嬙

此

縣

人

也

沈

約

宋

志

云

徂

山

前

漢

屬

武

陵

後

漢

屬

南

郡

晉

武

帝

太

康

元

年

改

爲

興

山

不

同

舊

唐

志

武

德

二

年

析

秭

歸

縣

置

│

│

│

治

白

帝

城

又

云

舊

治

高

陽

城

正

觀

十

七

年

移

治

太

淸

鎭

晏

公

類

要

云

唐

天

授

二

年

移

治

古

夔

子

城

端

拱

二

年

移

治

香

溪

北

皇

朝

熙

甯

五

年

省

入

秭

歸

後

復

置

興

山

者

環

邑

皆

山

也

縣

治

興

起

於

羣

山

之

上

故

名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其

城

南

枕

江

西

帶

山

東

臨

香

溪

水

國

朝

會

要

云

熙

甯

五

年

廢

爲

鎭

改

隸

秭

歸

縣

元

祐

五

年

復

風
俗
形
勝

其
地
險
固

三

國

志

云

吳

置

建

平

郡

宜

都

之

西

部

也

│

│

│

│

國
之
蕃
表

通

鑑

太

始

十

年

吳

陸

抗

疾

篤

上

疏

曰

西

陵

建

平

│

│

│

│

旣

處

上

流

受

敵

二

境

若

敵

汎

舟

順

流

星

犇

電

邁

非

可

恃

援

他

部

以

救

倒

懸

也

此

乃

社

稷

安

危

之

機

非

徒

封

疆

侵

陵

小

害

也

增
建
平
兵

三

國

志

晉

將

王

濬

自

蜀

沿

江

伐

吳

守

將

吳

彥

表

皓

曰

請

│

│

│

│

若

建

平

不

下

晉

師

終

不

敢

過

皓

不

從

夔
歸
唇
齒

之
邦
四
川
之
門
戶

楊

輔

乞

兼

歸

峽

甲

兵

司

奏

狀

其
城
東
北
二
面
並

臨
絕
澗
西
天
溪
南
大
江
實
爲
天
險
相
傳
謂
之
劉
備
城

元

和

郡

縣

志

又

云

案

先

主

征

吳

連

營

七

百

里

至

秭

歸

此

城

蓋

當

時

先

主

所

築

也

左
荆
襄
右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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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懼
盈
齋

蜀
面
施
黔
背
金
房
大
江
經
其
前
香
溪
遶
其
後

見

秭

歸

志

臥

牛

山下

故
楚
子
國

晉

地

理

志

建

平

郡

下

湖
楚
之
北
郡
十
有
二
歸
之
地

最
爲
墝
瘠

建

平

郡

嘉

禾

詩

序

荆
楚
之
風
夷
夏
相
半

晏

公

類

要

踏
啼

之
歌

晏

公

類

要

云

巴

人

蠻

蜑

人

好

巴

歌

名

曰

踏

啼

注

云

荆

楚

之

風

夷

夏

相

半

有

巴

人

焉

有

白

虎

人

焉

有

蠻

蜑

人

焉

巴

人

好

歌

名

踏

啼

白

虎

事

道

蠻

蜑

人

與

巴

人

事

鬼

紛

紛

相

間

寖

以

成

風

伐

鼓

以

祭

祀

叫

嘯

以

興

哀

詰

朝

爲

市

男

女

錯

雜

伐

鼓

以

祭

祀

日

未

午

交

易

而

退

故

人

好

巴

歌

名

曰

踏

啼

拔
河
之
戲

晏

公

類

要

云

以

麻

絙

其

竹

分

朋

而

挽

謂

之

拔

河

以

定

勝

負

而

祈

農

桑

郡
少
農
桑
農
不
如

工
工
不
如
商

荆

州

記

建

平

郡

下

巫
峽
峨
峨
岷
江
湯
湯
水
天
下

淸
山
天
下
秀

唐

歐

陽

詹

送

巴

東

林

明

府

序

景
物
上

巴
山

在

巴

東

縣

治

所

依

也

踏
歌

本

朝

張

無

盡

寓

跡

於

秭

歸

之

靈

泉

因

觀

西

溪

燈

社

隨

俗

作

踏

歌

四

首

至

今

燈

夕

皆

歌

之

吒
溪

在

秭

歸

縣

舊

經

云

水

石

相

激

如

噴

吒

之

聲

一

名

人

鮓

甕

在

雷

鳴

洞

之

南

分

三

吒

官

槽

口

爲

上

吒

雷

鳴

洞

爲

中

吒

黃

石

口

爲

下

吒

吒

心

大

潭

如

甕

故

號

人

鮓

甕

女
布

後漢

書

云

盛

洪

之

荆

州

記

曰

秭

歸

縣

室

多

幽

閑

其

女

盡

織

布

合
溪

在

秭

歸

縣

兩

溪

合

爲

一

故

名

香

溪
卽

昭

君

溪

也

杜

詩

注

云

歸

州

有

昭

君

村

俗

傳

因

昭

君

而

草

木

皆

香

故

曰

香

溪

又

云

昭

君

有

擣

練

石

在

巴

東

縣

溪

中

卽

今

香

溪

是

也

寰

宇

記

云

屬

興

山

縣

新
灘

天

聖

丙

寅

贊

唐

山

摧

遂

成

│

│

皇

祐

間

太

守

趙

誠

疏

鑿

有

磨

崖

碑

其

灘

有

龍

門

佛

指

甲

官

槽

而

官

槽

與

龍

門

相

對

龍
山

在

秭

歸

縣

唐

乾

封

中

占

者

以

爲

上

有

異

氣

乃

置

瓦

屋

於

其

山

虎
沱

卽

社

日

沱

在

秭

歸

縣

魚
倉

在

秭

歸

縣

米
倉

在

秭

歸

縣

金
　

在

秭

歸

縣

㯶
魚

峽

人

多

取

㯶

胎

之

未

出

者

治

而

食

之

號

曰

│

│

景
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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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懼
盈
齋

獨
醒
亭

在

歸

鄕

淸

烈

公

祠

獨
淸
亭

在

興

山

縣

以

三

閭

大

夫

故

名

之

雙
鳳
堂

在秭

歸

縣

治

縣

令

鄧

惟

淸

生

二

子

遂

建

此

堂

而

名

之

又

値

雙

柏

於

堂

下

後

二

子

俱

參

政

事

三
賢
堂

在郡

學

以

屈

宋

之

文

章

萊

公

之

忠

烈

學

者

所

當

敬

慕

因

以

建

焉

翠
峰
亭

晏

公

類

要

在

州

衙

東

南

五

步

大

江上

碧
巖
亭

晏

公

類

要

云

在

州

東

一

里

下

臨

大

江

明
月
山

在

巴

東

山

上

有

竅

如

明

月

淸

風
閣

晏

公

類

要

在

州

戟

門

東

南

五

步

蒼
雲
山

在

秭

歸

縣

東

二

十

九

里

山

色

蒼

翠

疑

與

雲

接

山

有

黑

虎

晉

永

嘉

四

年

於

此

山

得

黑

虎

白
雲
亭

在

巴

東

縣

寇

萊

公

所

建

也

秋
風
亭

在

巴

東

縣

寇

萊

公

所

建

也

水
月
院

在

興

山

縣

東

一

百

里

院

有

水

池

無

陰

晴

月

影

常

現

故

名

翰
林
亭

晏

公

類

要

云

唐

翰

林

李

矗

爲

刺

史

建

亭

嘗

遊

宴

於

此

在

秭

歸

縣

北

五

里

高

峯

絕

頂

臥

牛

山

上

學
士

樓
在

教

授

廳

前

有

八

學

士

山

大
沱
石

在

巴

東

縣

歐

陽

文

忠

公

硯

譜

云

歸

州

│

│

│

其

色

靑

黑

班

班

其

文

微

麄

亦

頗

發

墨

杜

詩

所

謂

奉

使

三

峽

中

長

嘯

得

石

硯

獨
石
灘

在

秭

歸

縣

雙
城
山

在

巴

東

縣

兩

峯

相

對

如

城

三
游
洞

卽

巴

東

龍

昌

洞

至

和

三

年

蔣

槩

彭

德

純

周

茂

叔

三

人

同

游

故

曰

│

│

│

有

蔣

槩

記

三
閭
鄕

屈

大

夫

所

居

三
峽
橋

在

秭

歸

縣

東

│

│

│

四
通
山

在

興

山

山

形

斗

絕

有

四

徑

可

上

五
龍
潭

在

秭

歸

縣

七
盤
關

在

州

西

五

里

八
學
士

山
在

秭

歸

縣

有

八

疊

皆

朝

州

治

九
窺
灘

在

秭

歸

縣

總
宜
亭

在

興

山

縣

萬
游
溪

在

巴

東

縣

舊

經

云

舊

萬

游

二

姓

居

此

桐
木
山

在

巴

東

縣

其

山

多

桐

故

名

蓮
花
灘

在

秭

歸

縣

棗
子
林

在

秭

歸

縣

琵
琶
橋

在

秭

歸

縣

昭

君

選

入

漢

宮

時

曾

鼓

琵

琶

少

憩

于

此

側
柏

山
在

秭

歸

縣

其

山

狀

如

側

柏

故

名

鎖
水
頭

在

秭

歸

縣

西

五

里

晉

伐

吳

建

平

太

守

吾

彥

爲

鐵

鎖

橫

斷

江

面

得

名

奇
石
山

在

興

山

縣

東

南

七

十

五

里

上

有

兩

石

相

對

因

名

破
石
山

在

秭

歸

縣

舊

經

云

山

有

大

石

破

爲

十

字

人

登

陟

者

咸

經

其

間

滑
石
灘

在

秭

歸

縣

岸

皆

滑

石

靈
泉
寺

在

州

西

三

里

面

西

臨

水

狀

若

瀑

布

張

无

盡

於

院

著

華

嚴

合

論

有

詩

云

合

論

流

通

七

卷

經

點

教

開

眼

示

羣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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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懼
盈
齋

不

須

天

女

添

瓶

水

自

有

靈

泉

一

派

淸

踏
洞
灘

在

秭

歸

界

與

空

舲

相

近

空
舲
峽

在

秭

歸

縣

東

絕

崖

壁

立

湍

水

迅

急

上

甚

艱

難

舲

中

載

物

盡

悉

下

然

後

得

過

故

謂

之

│

│

│

上

有

火

燼

插

在

崖

間

橫

樑
灘

在

巴

東

縣

曲
尺
山

在

秭

歸

縣

狀

如

曲

尺

覆
磬
山

在

巴

東

縣

拗
頭
灘

在巴

東縣

掉
尾
灘

在

巴

東

縣

藏
口
山

在

秭

歸

縣

上

有

屈

原

故

祠

蜀
口
山

在

巴

東

縣

西

四

十

九

里

亘

巫

山

界

舊

云

石

門

山

天

寶

六

年

改

今

名

石
門
寨

在

秭

歸

縣

乃

崖

險

去

處

其

鄕

民

作

木

梯

經

由

有

緩

急

則

斫

斷

木

梯

便

不

通

行

石
門
山

寰

宇

記

云

│

│

│

在

巴

東

縣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山

有

石

逕

深

若

重

門

劉

備

爲

陸

遜

所

破

走

逕

北

門

追

者

甚

急

備

乃

燒

鎧

斷

道

然

後

得

免

圖

經

以

爲

石

門

關

通

典

以

爲

│

│

│

石
碣
灘

在

伍

相

公

廟

下

板
橋
灘

在

巴

東

建
陽
峽

在

興

山

縣

東

七

十

里

源

出

甯

都

入

于

香

溪

委

蛇

曲

折

四

十

八

渡

約

十

餘

里

至

建

陽

村

中

雷
鳴
洞

在

秭

歸

縣

大

江

之

左

駭

浪

激

石

聲

若

雷

鳴

雲
居
觀

在

秭

歸

縣

觀

在

水

中

有

金

銅

混

元

皇

帝

像

并

鐵

眞

人

二

尊

皆

開

元

間

所

鑄

崑
崙
洞

在

秭

歸

縣

西

六

里

石

壁

上

有

崑

崙

兒

影

手

指

洞

中

故

名

淸
冷
泉

出東

溪

石

鏬

極

淸

冷

作

亭

其

上

因

泉

爲

名

石

碣

尙

存

淸
白
泉

在

興

山

縣

有

碑

在

雲

錦

堂

屈
曲
山

在

秭

歸

縣

樂
平
里

本

屈

原

故

宅

原

旣

被

放

忽

然

暫

歸

有

賢

姊

曰

女

須

亦

歸

諭

令

自

寬

離

騷

所

謂

女

嬃

之

嬋

媛

兮

申

申

其

詈

予

也

袁

崧

以

爲

秭

歸

之

名

始

於

此

望
響
洞

在

秭

歸

縣

不
語
碚

在秭

歸

縣

每

有

船

過

舟

人

不

令

語

言

東
犇
灘

在

秭

歸

縣

南
羅
溪

在

秭

歸

縣

南
浦
灘

在秭

歸縣

左
顧
山

在

巴

東

舊

經

云

有

兩

石

壁

若

人

回

顧

之

狀

下
牢
溪

在

秭

歸

縣

西

七

十

里

杜

甫

詩

云

始

知

雲

雨

峽

忽

盡

下

牢

邊

臥
牛
山

在

秭

歸

縣

治

之

後

山

形

若

臥

牛

上

有

翰

林

亭

隱
驢

山
在

巴

東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父

老

相

傳

云

譚

正

夫

騎

驢

入

此

山

而

隱

因

得

名

野
猪
山

在

秭

歸

縣

多

│

│

故

名

之

老
鼠
岍

在

秭

歸

縣

岸

崖

有

一

穴

號

曰

│

│

│

鯿
魚
灘

在

秭

歸

縣

又

巴

東

縣

有

│

│

│

龍
興
觀

在

郡

東

北

有

唐

元

皇

帝

像

及

唐

儀

鳳

二

年

歸

州

刺

史

董

寄

生

造

銅

鐘

重

千

斤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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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懼
盈
齋

存

龍
昌
洞

亦

名

三

游

洞

在

巴

東

有

龍

昌

寺

此

洞

非

石

洞

乃

山

水

之

奇

觀

也

一

洞

十

里

可

以

浮

舟

往來

龍
堆
灘

在

巴

東

縣

龍
湫
洞

在

秭

歸

蒼

雲

山

之

下

虎
怕
灘

在

巴

東

縣

虎
翼

寨
在

巴

東

縣

東

北

乃

興

山

至

秭

歸

路

也

馬
犇
灘

在

秭

歸

對

岸

有

楚

王

城

卽

古

丹

陽

城

馬
肝

山
在

秭

歸

有

石

如

│

│

在

江

之

北

馬
鞍
山

在

秭

歸

縣

雞
嶺
山

在

巴

東

縣

燕
子
洞

在

秭

歸

縣

每

秋

社

後

燕

子

多

集

其

中

雞
肋
山

在

巴

山

縣

麝
香
山

晏

公

類

要

云

在

秭

歸

縣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山

多

│

│

羊
牙
灘

在

秭

歸

縣

狼
尾
灘

六

朝

攻

守

圖

云

│

│

│

上

有

安

蜀

城

龜
甲
灘

在

秭

歸

縣

江

岸

有

石

如

│

│

狀

人
鮓
甕

吒

灘

在

秭

歸

一

名

│

│

│

山

谷

竹

枝

歌

云

命

輕

│

│

│

船

頭

卽

此

鸕
鷀
磊

在

秭

歸

縣

白
馬
驛

在

興

山

縣

驛

畔

石

崖

如

白

馬

狀

黃

顙
洞

在

秭

歸

縣

朱
雀
山

在

秭

歸

縣

南

與

州

治

相

對

因

取

南

山

│

│

之

義

白
狗
峽

在秭

歸

縣

東

三

十

里

據

道

經

係

七

十

二

福

地

之

數

又

名

雞

籠

山

荆

州

記

水

經

注

皆

云

秭

歸

│

│

│

蜀

江

水

中

兩

面

如

削

絕

壁

之

際

隱

出

白

石

如

狗

形

其

足

故

名

天

欲

雨

則

狗

形

靑

居

人

以

此

卜

陰

晴

也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石

形

隱

起

如

狗

因

名

之

此

石

大

水

則

沒

行

人

無

不

投

飯

飼

之

鰉
魚
磊

在

秭

歸

縣

靑
羊
溪

在巴

東

縣

中

有

靑

石

其

狀

如

羊

螺
玉
山

或

曰

螺

屋

山

在

興

山

縣

之

北

螺
金
山

或

曰

螺

巾

在

興

山

縣

北

玉
虛
洞

晏

公

類

要

云

在

興

山

縣

南

五

十

里

舊

經

云

唐

天

寶

五

年

有

人

遇

白

鹿

於

此

山

薄

而

窺

之

乃

有

洞

可

容

千

人

周

迴

石

壁

隱

出

異

文

成

龍

虎

之

形

花

木

之

狀

日

居

左

而

圓

月

居

右

而

闕

如

磨

如

琢

若

畫

顏

色

鮮

麗

不

可

備

述

中

有

石

座

者

三

瑩

然

明

白

有

石

乳

自

上

滴

下

結

成

物

象

列

之

前

後

宛

如

幢

節

皆

温

潤

如

玉

因

謂

之

│

│

│

三

伏

之

際

凜

若

九

秋

郡

守

奏

其

狀

乃

於

洞

之

側

置

觀

晏

公

類

要

云

御

賜

題

額

度

道

士

七

人

白
洞
灘

晏

公

類

要

云

在

秭

歸

縣

古

詩

云

流

頭

白

洞

空

相

持

靑
樹
溪

在秭

歸縣

黃
石
灘
　
靑
石
灘

並

在

秭

歸

縣

靑
銅
山

在

巴

東

縣

舊

經

云

山

出

銅

鑛

赤
石
灘

在

巴

東

縣

太
淸
鎭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在

秭

歸

縣

東

七

里

相

傳

云

此

城

居

三

峽

要

衝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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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懼
盈
齋

山

蠻

之

路

孫

權

於

此

置

城

以

備

蜀

號

曰

吳

城

開

皇

七

年

於

此

置

│

│

│

唐

地

理

志

云

秭

歸

縣

東

南

有

│

│

│

天

寶

六

年

廢

金
栲
栳

在

秭

歸

縣

昔

有

僧

於

此

得

│

│

│

故

名

銅
錢
灘

在

巴

東

縣

又

有

鐵

錢

堆

在

巫

山

界

鐵
峰
山

在

巴

東

縣

舊

經

云

山

出

鐵

鑛

金
蓋
山

在

巴

東

縣

舊

經

云

狀

如

傘

故

名

傘
蓋
山

在

巴

東

縣

舊

經

云

狀

如

│

│

水
簾
洞

在

秭

歸

縣

西

二

里

有

水

自

龍

山

而

下

掛

崖

如

簾

古
跡

丹
陽
城

在

秭

歸

東

三

里

今

屈

沱

楚

王

城

是

也

北

枕

大

江

周

十

二

里

山

海

經

夏

啓

封

孟

除

於

│

│

│

輿

地

志

秭

歸

縣

東

八

里

有

│

│

│

熊

繹

所

封

也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在

秭

歸

東

七

里

楚

之

舊

都

也

周

武

王

封

熊

繹

於

荆

丹

陽

之

地

卽

此

也

與

江

南

丹

陽

不

同

治

平

中

秭

歸

令

韓

象

求

有

楚

王

城

記

通

典

云

昔

周

成

王

時

楚

熊

繹

初

都

丹

陽

今

東

南

故

城

縣

是

也

後

又

移

枝

江

亦

曰

丹

陽

夔
子
城

寰

宇

記

云

在

秭

歸

縣

東

二

十

里

春

秋

夔

子

之

都

熊

摯

所

治

也

亦

稱

爲

夔

子

之

都

蓋

封

於

彼

而

滅

於

此

水

經

云

江

水

東

經

夔

城

南

酈

道

元

注

云

熊

摯

始

治

巫

城

後

復

移

此

城

蓋

夔

徙

也

春

秋

傳

楚

令

尹

子

玉

城

夔

是

也

高
陽
城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在

興

山

縣

西

三

里

城

在

山

上

楚

自

以

爲

高

陽

之

裔

故

有

│

│

│

歸
鄕
城

在

秭

歸

縣

東

五

里

故

歸

國

也

劉
備
城

卽

今

州

城

昔

先

主

征

吳

連

營

七

百

里

下

至

秭

歸

此

蓋

當

時

所

築

樂
鄕
城

在

巴

東

縣

東

一

百

步

按

隋

地

理

志

云

後

周

爲

樂

鄕

縣

安
蜀
城

在

秭

歸

縣

東

八

十

里

巴

東

志

云

在

狼

尾

灘

上

故

壘

猶

存

信
陵
城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在

巴

東

縣

西

十

五

里

後

周

爲

樂

鄕

縣

卽

此

城

是

也

回
鶻
營

在

郡

西

之

二

里

唐

會

昌

三

年

勑

以

歸

降

回

鶻

五

十

六

人

置

營

于

此

秦
王
洞

在秭

歸

縣

西

南

一

百

里

舊

經

云

世

傳

舊

有

神

人

出

遊

被

衮

冕

自

稱

秦

王

故

名

楚
王
洞

在

秭

歸

縣

向

王
山

在

巴

東

縣

北

臨

大

江

山

傍

有

鐵

槍

頭

長

數

丈

經

數

百

年

不

見

少

損

目

曰

向

王

槍

堯
時
餘

燼
荆

州

圖

經

云

空

舲

峽

山

在

秭

歸

縣

東

絕

崖

壁

立

數

百

丈

飛

鳥

不

能

栖

有

一

火

燼

插

石

崖

間

望

見

可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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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懼
盈
齋

數

尺

相

傳

云

堯

洪

水

時

行

者

泊

舟

崖

側

爨

於

此

餘

燼

插

之

至

今

猶

曰

插

竈

屈
大
夫
宅

東

漢

地

理

注

引

荆

州

記

云

秭

歸

縣

北

一

百

里

有

屈

平

故

宅

累

石

爲

屋

基

今

其

地

名

樂

平

宅

其

東

北

六

十

里

有

女

須

廟

寰

宇

記

云

女

須

卽

大

夫

姊

也

有

擣

衣

石

猶

存

宋
玉
宅

在

州

東

五

里

杜

甫

詩

云

搖

落

深

知

宋

玉

悲

風

流

儒

雅

亦

吾

師

江

山

故

宅

空

文

藻

雲

雨

荒

臺

豈

夢

思

昭
君
村

在

州

東

北

四

十

里

樂

天

過

│

│

│

詩

靈

珠

產

無

種

彩

雲

出

無

根

亦

如

彼

姝

子

生

此

遐

陋

村

杜

甫

詩

云

羣

山

萬

壑

赴

荆

門

生

長

明

妃

尙

有

村

一

去

紫

臺

連

朔

漠

獨

畱

靑

塚

向

黃

昏

公
孫
樓
柱

盛

宏

之

荆

門

記

曰

巴

東

有

一

折

柱

孤

直

高

三

丈

大

可

十

圍

傳

云

是

公

孫

述

樓

柱

破

之

血

出

枯

而

不

朽

萊
公
遺
迹

蘇

東

坡

過

巴

東

縣

聞

頗

有

│

│

│

│

詩

云

萊

公

昔

未

遇

寂

寞

在

巴

東

聞

道

山

中

樹

猶

餘

手

種

松

寇
萊
公
祠

在

龍

興

觀

之

西

中

爲

仰

止

堂

又

巴

東

亦

有

祠

祠

有

萊

公

柏

二

株

在

縣

庭

民

以

比

甘

棠

伍
相
廟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舊

經

以

爲

子

胥

非

也

伍

舉

事

莊

王

王

委

之

以

國

政

或

者

其

伍

舉

之

廟

乎

名
山
向
王
廟

在

秭

歸

東

陽

人

姓

向

名

公

輔

隋

大

業

二

年

於

所

生

之

地

穿

山

鑿

石

顯

靈

著

異

鄕

民

卽

其

地

立

廟

廟

在

縣

東

三

百

步

泰

山
廟

在

興

山

縣

西

北

巴

東

志

云

太

祖

征

蜀

夢

神

告

以

得

蜀

來

日

捷

至

太

祖

祈

前

所

夢

之

神

曰

│

│

府

君

也

鄕

人

因

立

祠

焉

宋
大
夫
廟

在

秭

歸

縣

東

五

步

卽

宋

大

夫

故

宅

也

淸
烈
公
廟

元和

郡

縣

志

云

屈

原

宅

在

興

山

縣

北

三

十

里

晏

公

類

要

云

三

閭

大

夫

祠

在

秭

歸

縣

在

州

東

五

里

卽

屈

原

之

故

宅

也

陸

游

歸

州

重

午

詩

云

屈

平

鄕

國

逢

重

午

不

比

常

年

角

黍

盤

明
妃
廟

昭

君

名

嬙

避

晉

諱

改

曰

明

妃

本

縣

人

王

攘

之

女

也

年

十

七

漢

元

帝

時

待

詔

掖

庭

不

得

見

後

單

于

願

婿

漢

氏

於

是

以

昭

君

行

寰

宇

記

云

在

興

山

縣

昔

明

妃

入

胡

於

馬

上

彈

琵

琶

怨

且

歌

爲

詩

曰

黎

萊

萋

萋

其

葉

元

黃

有

鳥

處

此

集

于

苞

桑

昭

君

服

毒

而

死

單

于

舉

國

葬

之

胡

中

多

白

草

而

此

冢

猶

靑

鄕

人

思

之

爲

之

立

廟

廟

庭

之

中

有

大

柏

樹

周

圍

六

丈

五

尺

枝

葉

蓊

鬱

出

其

故

臺

及

有

擣

練

石

在

昭

君

溪

中

孟

倫

撰

明

妃

廟

記

云

新

月

娟

娟

目

斷

於

漢

家

宮

闕

陰

靈

黯

黯

魂

銷

於

敵

地

塵

砂

紫
極
宮
黃
魔
神

寰

宇

記

載

其

廟

記

云

咸

通

壬

辰

翰

林

蘭

陵

公

蕭



 

輿
地
紀
勝
　

卷
七
十
四
荆
湖
北
路

歸
州

　
　
　
　
十
　

懼
盈
齋

遘

自

右

史

竄

黔

南

泝

三

峽

次

秭

歸

夢

神

人

曰

險

不

足

懼

公

詰

之

曰

我

│

│

│

也

居

紫

極

宮

之

西

北

隅

將

祐

助

明

公

出

于

此

境

又

廟

記

載

李

吉

甫

自

忠

州

除

替

峽

漲

洶

怒

忽

有

神

人

湧

出

水

上

爲

之

扶

船

李

公

祝

而

謝

曰

是

何

神

也

神

曰

我

黃

魔

神

也

本

朝

寇

萊

公

經

從

吒

灘

亦

有

神

扶

船

而

下

自

號

黃

魔

漢
景
帝
廟

在

秭

歸

縣

西

八

里

楚
冢

劒

南

詩

藁

云

歸

州

光

孝

寺

後

有

│

│

近

歲

或

發

之

得

寶

玉

劒

佩

之

類

陸

游

詩

有

曰

秭

歸

城

畔

蹋

斜

陽

古

寺

無

僧

晝

閉

房

殘

珮

斷

釵

陵

谷

變

苫

茅

架

竹

井

閭

荒

官
吏

漢
杜
延
年

漢

書

云

│

│

封

建

平

侯

蔡
邕

東

漢

書

云

│

│

嘗

爲

巴

東

太

守

吳
吾
彥

晉

王

濬

造

舟

於

蜀

吳

建

平

守

│

│

曰

宜

增

兵

守

建

平

皓

不

從

彥

乃

爲

鐵

鎖

以

斷

江

流

及

晉

師

臨

境

諸

城

皆

潰

惟

彥

不

下

蜀
羅
憲

爲

巴

東

太

守

蜀

亡

守

永

安

以

拒

吳

蜀
李
嚴

嘗

宰

秭

歸

後

與

諸

葛

亮

並

受

遺

輔

政

寇
準

太

平

興

國

中

爲

巴

東

令

有

野

水

無

人

渡

孤

舟

盡

日

橫

之

句

手

植

雙

柏

後

人

呼

爲

萊

公

柏

趙
誠

天

聖

丙

戌

州

東

二

十

里

贊

唐

山

崩

蜀

江

斷

流

沿

泝

易

舟

以

行

皇

祐

間

郡

守

│

│

首

以

此

畱

意

躬

親

督

責

附

薪

石

根

火

縱

石

裂

不

半

載

而

功

成

江

開

舟

濟

名

曰

趙

江

有

磨

崖

銘

今

新

灘

有

雙

廟

在

秭

歸

縣

東

二

十

里

祠

江

瀆

黃

牛

二

神

象

之

竊

謂

贊

山

壅

江

流

沿

泝

皆

易

舟

故

上

祀

江

瀆

下

祀

黃

牛

自

│

│

鑿

開

新

灘

之

後

沿

泝

無

易

舟

之

苦

皆

趙

史

君

誠

之

功

而

祀

典

不

及

第

祀

二

神

失

其

旨

矣

張
商
英

崇

甯

初

爲

尙

書

右

丞

時

蔡

京

爲

相

議

多

不

合

謫

知

亳

州

入

元

祐

黨

籍

京

復

相

以

散

官

安

置

歸

州

量

移

峽

州

陳
祐

東

都

事

略

云

陵

井

監

人

舉

進

士

歴

右

正

言

右

司

諫

以

論

事

切

直

倅

滁

州

蔡

京

用

事

貶

歸

州

黃

民
望

永

嘉

人

爲

歸

州

教

授

逆

曦

之

變

人

無

固

志

民

望

獨

倡

明

大

義

條

畫

守

計

人
物

屈
伯
庸

屈

瑕

之

後

也

采

食

於

屈

因

氏

焉

生

女

嬃

及

子

原

女

嬃

廟

在

原

宅

東

擣

衣

石

猶

存

屈
原

名

平

仕

楚

懷

王

爲

三

閭

大

夫

與

王

圖

議

政

事

王

甚

珍

之

同

列

上

官

大

夫

及

靳

尙

共

譖

毁

之

乃

作

離

騷

冀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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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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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州

　
　
　
　
十
一
　

懼
盈
齋

覺

悟

懷

王

入

秦

原

力

諫

不

從

王

客

死

於

秦

而

襄

王

立

復

用

讒

言

遷

原

於

江

南

作

九

歌

天

問

九

章

遠

遊

卜

居

漁

父

等

篇

以

見

志

遂

自

沉

汨

羅

宋
玉

屈

原

弟

子

爲

楚

大

夫

閔

其

師

忠

而

放

逐

乃

作

九

辯

以

述

其

志

今

秭

歸

縣

玉

之

故

宅

也

梁
嚴
植
之

字

孝

源

秭

歸

人

也

仕

梁

爲

博

士

生

徒

常

數

百

人

撰

吉

凶

禮

儀

註

四

百

七

十

九

卷

唐
譚
伯
亮

巴

東

人

也

好

聚

書

手

鈔

千

餘

卷

臨

歿

聚

其

親

書

曰

子

孫

必

有

儒

者

興

苟

無

人

可

焚

之

通

衢

譚
述

正

夫

十

世

孫

嘗

叅

山

谷

先

生

與

之

帖

云

欽

聞

淸

尙

甚

相

思

語

於

泉

石

間

述

有

題

詠

甚

富

紹

興

庚

戌

楊

進

寇

荆

峽

述

命

其

子

攻

賊

壘

進

失

利

李
景
威

長

編

云

歸

州

人

在

荆

南

時

景

威

願

假

兵

三

千

攻

退

王

師

計

不

行

因

扼

吭

而

死

田
祐
恭

思

州

人

建

炎

四

年

判

將

王

闢

陷

興

山

縣

遂

破

歸

州

鈐

轄

│

│

│

以

木

弩

射

之

闢

敗

去

繫

年

錄

万
俟
卨

紹

興

十

四

年

叅

政

│

│

│

使

敵

還

秦

檜

假

金

人

譽

以

數

十

言

囑

卨

奏

於

上

卨

不

可

檜

怒

卨

坐

歸

州

居

住

繫

年

錄

仙
釋

爾
朱
先
生

│

│

│

│

洞

在

興

山

縣

西

二

十

一

里

雲

居

觀

之

南

先

生

修

煉

之

所

梁
南
獄

鄧
先
生

名

郁

建

平

人

隱

於

衡

山

辟

穀

三

十

餘

年

以

澗

水

服

雲

母

天

監

十

四

年

無

疾

而

終

向
油

筒
蘇

溪

人

常

遊

成

都

大

慈

寺

許

元

夕

施

油

燃

燈

及

暮

止

腰

一

筒

而

來

向

巡

盞

傾

油

無

不

及

處

題

壁

云

秭

歸

│

│

│

而

去

僧
道
琮

號

淸

散

和

尙

張

無

盡

鄒

道

卿

龔

彥

和

張

才

叔

皆

爲

之

序

云

碑
記

古
松
枝
碑

在

高

陽

鄕

朱

家

村

碑

在

樹

上

去

地

十

許

丈

相

傳

云

昭

君

祖

塚

碑

石
柱
廟
碑

廟

在

秭

歸

縣

之

長

城

鄕

柏

長

村

唐
黃
魔
神
廟
記

載

唐

蘭

陵

公

自

右

史

竄

黔

南

泝

峽

夢

神

將

祐

助

公

出

郡

紀

載

甚

詳

乾

符

丁

巳

司

戶

袁

循

記

今

其

碑

在

紫

極

宮

又

有

譽

鄕

磨

崖

趙

公

記

及

張

無

盡

正

訛

碑

載

李

吉

甫

及

寇

萊

公

舟

行

皆

獲

神

之

助

云

玉
虛
洞
碑

有

唐

碑

一

片

在

洞

門

崖

石

之

下

混

元
皇
帝
像

在

郡

西

五

里

天

慶

觀

開

元

二

十

九

年

牛

仙

客

奏

置

天

寶

元

年

劉

守

滔

刻

之

石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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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州

　
　
　
　
十
二
　

懼
盈
齋

元
皇
帝
像
及
唐
銅
鐘

在

郡

北

龍

興

觀

內

有

元

皇

帝

像

及

唐

儀

鳳

二

年

歸

州

刺

史

董

寄

生

所

造

銅

鐘

重

十

斤

懷
忠
堂
記

至

和

中

蔣

槩

作

│

│

│

│

謂

戰

國

詎

今

作

者

如

宋

玉

則

止

於

辨

王

褒

止

於

懷

劉

向

止

於

嘆

賈

誼

止

於

弔

皮

日

休

止

於

諷

梁

悚

則

悼

騷

而

已

楊

雄

大

儒

猶

曰

遇

不

遇

命

也

何

必

湛

身

哉

不

知

先

生

之

心

三

仁

之

心

也

蔣

槩

有

三

游

洞

記

與

周

茂

叔

俱

游

則

處

交

必

端

矣

總
歸
州
詩

宋
玉
歸
州
宅
雲
通
白
帝
城

杜

甫

入

宅

詩

若
道
土
無
英
俊
才

何
得
山
有
屈
原
宅

杜

甫

最

能

行

瞿
唐
漫
天
虎
鬚
怒
歸
州
長

年
行
最
能

杜

甫

最

能

行

巫
山
廟
花
紅
似
粉
昭
君
村
柳
翠
於

眉
誠
知
老
去
風
情
少
到
此
爭
無
一
句
詩

白

居

易

何
事
荆

臺
百
萬
家
只
教
宋
玉
擅
才
華

李

義

山

詩

晚
日
寒
天
過
秭
歸

江
天
點
點
上
愁
眉
况
經
宋
玉
愁
秋
處
不
特
秋
悲
冬
亦

悲
王

十

朋

過

宋

玉

宅

詩

靈
均
遺
宅
尙
蘭
畹
熊
繹
舊
城
空
竹
叢

同上

歸
州
男
子
屈
靈
均
歸
鄕
女
兒
王
昭
君
山
窮
林
薄
不
肥

沃
生
爾
才
貌
空
絕
羣
男
爲
逐
臣
沉
湘
水
女
嫁
穹
廬
夫

萬
里
漢
宮
無
色
楚
無
人
醜
陋
險
邪
君
自
喜

張

天

覺

楚
國

覊
臣
放
十
年
漢
宮
佳
人
嫁
千
里

山谷

生
男
禁
多
才
長
沙

伴
湘
纍
生
女
禁
太
美
陰
山
嫁
胡
兒
綘
灌
通
侯
延
壽
死

琵
琶
休
怨
漢
天
子

唐庚

東
都
男
兒
得
湘
纍
西
舍
女
兒
生

漢
妃
城
郭
如
村
莫
相
笑
人
家
閥
閱
似
渠
稀

范

成

大

寫
眞

不
怨
毛
延
壽
視
死
還
同
屈
大
夫
異
世
同
鄕
俱
薄
命
空



 

輿
地
紀
勝
　

卷
七
十
四
荆
湖
北
路

歸
州

　
　
　
　
十
三
　

懼
盈
齋

令
千
載
起
嗟
吁

汪藻

放
逐
臣
之
常
胡
爲
乎
汨
江
不
先
於

楚
死
未
免
作
秦
降

黃熙

謾
取
忠
臣
比
香
草
不
知
讒
口
起

椒
蘭

晏殊

生
來
葬
魚
腹
死
後
觸
龍
鱗

楊備

恥
見
橫
人
欺
楚

約
忍
聞
稚
子
勸
君
行

樊賓

故
宅
秭
歸
江
前
山
楚
王
城
眷

言
懷
此
都
不
比
異
姓
卿

王

十

朋

秦
地
昔
聞
償
六
里
楚
人

今
尙
祀
三
閭

關

中

屈

大

夫

詩

身
乘
蓽
輅
思
熊
繹
詞
誦
離
騷
弔

屈
原
城
邑
舊
爲
夔
子
國
民
人
多
是
楚
王
孫

王

十

朋

贊
唐

山
石
裂
半
岸
壅
遏
波
濤
雪
霜
起

張

無

盡

新

灘

詩

亂
石
烏
牛
伏

驚
濤
白
馬
奔
大
家
齊
拭
目
看
我
過
龍
門

秭

歸

集

詩

驚
心
烏

石
連
花
淖
過
眼
黃
牛
竹
節
灘
征
棹
直
從
中
澑
去
好
山

只
得
片
時
看

秭

歸

集

詩

竹
籬
茆
舍
作
晚
市
靑
蓋
黃
旗
稱
使

君
范

成

大

竹
聲
蕭
條
衙
鼓
靜
唯
有
吒
灘
喧
萬
雷

范

成

大

絕

代
昭
君
村
驚
世
屈
原
宅

范

成

大

屈
原
宅
畔
蕙
蘭
怨
神
女

祠
邊
雲
雨
愁

邵

伯

温

秭
歸
通
遠
徼
巫
峽
注
驚
波

韋

應

別

譚

孝

靡

十
二
峯
頭
月
欲
低
空
零
灘
上
子
規
啼

同上

巴
東
詩

巫
山
暮
足
霑
花
雨
楚
水
春
多
逆
浪
風

白

樂

天

入

峽

次

巴

東

詩

又

云

兩

片

紅

旌

數

聲

鼓

使

君

樓

艓

上

巴

東

野
水
無
人
渡
孤
舟
盡
日
橫

寇

萊

公

人

知
公
惠
在
巴
東
不
識
三
朝
社
稷
功
平
日
孤
舟
已
何
處

江
亭
依
舊
傍
秋
風

蘇轍

雙
柏
今
何
在
孤
舟
尙
此
橫

陳

堯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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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州

　
　
　
　
十
四
　

懼
盈
齋

謂
語
巴
東
人
世
世
當
諱
準

蘇轍

只
道
和
戎
功
第
一
不
知

上
策
在
親
征

邵博

澶
淵
一
斷
奇
功
業
句
在
孤
舟
野
水
中

王

十

朋

江
上
秋
風
宋
玉
悲
長
官
手
自
葺
茅
茨
人
生
窮
達

誰
能
料
蠟
淚
成
堆
又
一
時

陸

游

秋

風

亭

詩

云

巴
東
詩
句
澶
淵

策
信
手
拈
來
盡
可
驚

陸游

巴
東
三
峽
盡
曠
望
九
江
開
楚

塞
雲
中
出
荆
門
水
上
來

胡皓

㯭
聲
嘔
啞
下
巴
東
路
接
陽

臺
十
二
峯

張

商

英

興
山
詩

延
我
於
穹
廬
加
我
閼
氏
名
殊
類
非
所
安
雖
貴
非
所
榮

石崇

秋
簷
照
漢
月
愁
帳
入
胡
風

梁

簡

文

帝

專
猶
妾
命
薄
誤
使

君
恩
輕

薛

道

衡

尺
餘
馬
上
曲
猶
作
別
時
聲

陳

長

城

公

祕
殿
扃

仙
卉
彫
房
鎖
玉
人
毛
君
眞
可
戮
不
肯
寫
昭
君

雍

洛

靈

異

記

隋

煬

帝

在

維

陽

有

美

人

作

遣

意

詩

云

云

見

廣

陵

續

志

薄
命
由
驕
敵
無
情
是
畫
師

沈

佺

期

漢
月
還
從
東
海
出
明
妃
西
嫁

無

來
日
燕
支
長
寒

雪
作
花
娥
眉
憔
悴
沒
胡
沙
生
乏
黃
金
枉
圖
畫
死
畱
靑

塚
使
人
嗟

李白

今
日
漢
宮
人
明
朝
胡
地
妾

李白

丹
靑
能
使

醜
者
妍
無
鹽
飜
在
深
宮
裏

李白

黃
金
不
買
漢
宮
貌
靑
塚

空
埋
胡
地
魂

僧

皎

然

若
道
巫
山
女
麄
醜
何
得
此
有
昭
君

村
杜甫

羣
山
萬
壑
赴
荆
門
生
長
明
妃
尙
一
村
一
去
紫
臺

連
朔
漠
獨
畱
靑
塚
向
黃
昬

杜

甫

古

迹

自
是
君
恩
薄
如
紙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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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懼
盈
齋

須
一
向
恨
丹
靑

白

居

易

白
黑
旣
可
變
丹
靑
何
足
論
竟
理

代
北
骨
不
返
巴
東
魂

白

居

易

毛
延
壽
畫
欲
通
神
忍
爲
黃

金
不
爲
人

李

義

山

詩

何
事
將
軍
封
萬
戶
却
令
紅
粉
爲
和
戎

胡

曾

詩

漢
國
明
妃
去
不
還
馬
駝
絃
管
向
陰
山
匣
中
縱
有

菱
花
鏡
羞
對
單
于
照
舊
顏

唐

詩

紀

事

楊

凌

明

妃

怨

影
銷
胡
地
月

衣
盡
漢
宮
香
妾
死
非
關
命
都
緣
怨
斷
腸

唐

詩

紀

事

顧

朝

陽

昭

君

怨

曾
爲
漢
帝
眼
中
人
今
作
狂
胡
陌
上
塵
身
死
不
知
多
少

載
塚
花
猶
帶
洛
陽
春

蔣

吉

昭

君

塚

誰
能
殺
畫
工
於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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