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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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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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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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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此

驛

程

也

論

曰

周

禮

大

司

徒

以

天

下

土

地

之

圖

周

知

九

州

地

域

廣

輪

之

凡

以

准

望

旣

分

道

里

自

析

則

域

中

境

外

指

掌

可

求

海

道

河

路

列

眉

而

得

掌

疆

雖

闕

其

類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八

山
川

可

推

耳

臨

卽

一

隅

乎

疆

域

曷

可

少

也

山

川

山

大

固

山
在

城

内

西

北

晉

隆

安

末

孫

恩

爲

寇

刺

史

辛

景

於

此

塹

守

之

恩

不

能

犯

因

名

大

固

又

宋

紹

興

十

年

道

士

費

德

泓

卓

庵

北

山

斸

地

得

晉

永

和

九

年

斷

有

龍

顧

字

故

又

名

龍

顧

山

山

勢

逶

迤

環

抱

府

治

如

屏

障

自

治

後

而

北

則

曰

北

山

自

北

稍

東

則

曰

白

雲

山

實

一

山

也

按

道

史

屬

詞

云

茅

盈

得

道

於

臨

海

鎭

東

龍

顧

山

駕

鶴

上

昇

小

固

山
在

城

内

東

南

與

大

固

山

相

望

高

七

十

丈

周

囘

四

里

亦

以

辛

景

得

名

巾

子

山
在

城

内

東

南

連

小

固

山

兩

峯

如

幘

故

名

帢

幘

峯

其

頂

雙

塔

屹

立

塔

傍

舊

有

明

慶

院

南

有

翠

微

閣

又

有

玉

輝

亭

明

正

德

間

郡

守

顧

璘

所

建

北

有

廣

軒

下

瞷

城

廓

閭

郊

藪

山

川

一

目

俱

盡

最

爲

勝

境

舊

又

有

曲

肱

齋

礙

雲

軒

息

庵

宋

元

祐

中

僧

願

鴻

所

棲

今

俱

廢

唐

任

翻

宿

帢

幘

峯

詩

絕

頂

新

秋

生

夜

涼

鶴

翻

松

露

滴

衣

裳

前

村

月

照

半

江

水

僧

在

翠

微

開

竹

房

重

遊

三

遊

詩

靈

江

江

上

巾

峯

寺

三

十

年

來

兩

度

登

老

鶴

尚

存

松

露

滴

竹

房

不

見

舊

時

僧

涼

生

絕

頂

竹

房

開

松

鶴

何

年

去

不

囘

惟

有

前

村

明

月

在

夜

深

還

過

半

江

來

靖

江

山
在

縣

東

五

里

辛

景

破

孫

恩

于

此

故

名

瞭

倭

山
在

縣

東

五

里

少

兩

山
在

縣

東

八

里

康

熙

甲

寅

賊

結

於

此

童

峙

山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三

山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有

三

巖

聳

異

故

名

唐

宋

以

來

賀

氏

世

居

其

下

龜

潭

山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舊

傳

下

有

石

龜

戴

之

故

名

東

刋

山
在

縣

東

九

十

一

里

舊

傳

大

禹

隨

山

刋

木

因

名

山

極

高

又

名

天

柱

山

晉

任

旭

葬

焉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九

山
川

兵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里

唐

末

有

兵

屯

於

此

故

名

石

鼓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里

按

臨

海

記

黃

石

村

有

山

山

上

有

石

似

鼓

兵

興

則

鳴

舊

有

栅

城

唐

貞

覲

初

刺

史

李

元

奏

置

兵

三

千

䕶

之

宋

陳

公

輔

有

詩

見

藝

文

玉

峴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七

里

舊

名

黃

石

今

地

名

黃

礁

一

名

黃

石

奥

相

傳

黃

石

公

居

此

有

石

棊

盤

尚

存

唐

天

寶

中

改

今

名

中

有

石

澗

可

容

數

百

人

洩

水

九

層

崖

注

落

如

練

東

南

有

鍾

乳

穴

舊

傳

昔

有

僧

入

其

穴

三

日

而

囘

言

其

中

多

水

有

伏

翼

如

鵞

三

石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石

筍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與

仙

巖

洞

相

連

形

極

髙

險

其

絕

頂

峯

如

筍

故

名

中

有

石

筍

湫

每

雲

霧

覆

其

上

翌

日

必

雨

土

人

恒

爲

陰

晴

之

騐

合

旗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三

十

里

舊

傳

僧

灌

頂

居

此

會

有

海

寇

至

講

經

自

若

寇

見

旌

旗

耀

日

有

神

光

丈

餘

懼

而

遁

故

名

宴

室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中

有

越

王

望

海

舘

下

有

湖

多

金

鵞

飛

魚

壽

昌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海

中

崛

門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海

中

輿

地

志

云

山

腹

穹

窿

一

穴

透

頂

其

中

有

聲

則

風

起

水

湧

且

主

兵

吳

將

亡

孔

内

有

聲

遠

聞

十

里

鵞

鼻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海

中

狀

如

鵞

鼻

吸

水

故

名

東

麂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六

十

里

海

中

西

麂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六

十

里

海

中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山
川

龍

符

山
在

縣

東

一

百

七

十

里

海

中

本

名

覆

釡

按

輿

地

志

云

章

安

縣

東

五

十

里

海

際

有

山

形

似

覆

釡

吳

越

春

秋

云

禹

得

覆

釡

書

除

天

下

之

災

而

劉

世

軌

記

云

夏

王

登

此

山

得

龍

符

之

瑞

唐

天

寳

六

年

改

今

名

山

有

巨

跡

相

傳

夸

父

逐

口

所

踐

者

秀

麗

山
在

縣

東

二

百

里

海

中

舊

名

芙

蓉

山

臨

海

記

云

州

東

北

七

十

里

海

中

有

芙

蓉

山

僧

智

顗

傳

云

出

海

望

芙

蓉

山

聳

然

若

紅

蓮

之

始

開

葢

指

此

也

山

有

石

龕

方

圓

二

丈

巖

如

劉

唐

天

寳

六

年

改

今

名

大

雄

山
在

縣

東

二

百

一

十

一

里

舊

傳

僧

懷

王

伐

木

於

此

值

風

浪

有

光

如

練

導

至

湧

泉

寺

牛

頭

山
在

縣

東

二

百

八

十

里

東

北

連

甯

海

白

鶴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上

有

展

旗

峯

洗

腸

潭

又

有

劍

崖

舊

傳

趙

炳

留

劍

跡

於

此

上

有

湖

中

多

盤

石

山

前

有

石

槌

石

鼓

鼓

鳴

則

兵

亂

按

臨

海

記

云

山

上

有

池

泉

垂

溜

遠

望

如

倒

挂

白

鶴

狀

故

泉

名

挂

鶴

山

名

葢

亦

本

此

赤

城

志

載

寰

宇

記

昔

有

白

鶴

飛

入

會

稽

雷

門

鼓

中

擊

之

聲

聞

洛

陽

故

名

又

郡

國

志

漢

末

有

徐

公

於

此

山

成

道

控

鶴

騰

空

而

去

岐

山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因

黃

巖

戴

氏

贅

杜

氏

居

於

此

故

俗

呼

杜

岐

山

西

岑

山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石

新

婦

山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旁

有

石

如

婦

人

狀

紺

色

宋

文

帝

嘗

遣

畫

工

摹

寫

山

狀

時

人

盛

圖

於

白

團

扇

間

石

竈

山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海

中

以

有

石

如

竈

故

名

九

盤

山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其

路

縈

廻

九

轉

因

名

絕

頂

可

朓

大

海

南

屏

山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旁

有

靈

夏

廟

南

山

茶

院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一

山
川

小

門

山

大

門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里

海

中

金

鰲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有

小

洞

昔

有

人

夜

艤

舟

山

下

見

一

物

起

波

間

光

彩

注

射

近

視

之

乃

一

巨

鰲

金

色

故

名

宋

建

炎

四

年

金

人

入

寇

高

宗

航

海

泊

此

山

留

四

十

日

始

還

昔

人

有

詩

云

黃

帽

當

年

轉

舳

艫

東

浮

鯨

海

入

三

吳

中

原

事

業

風

波

惡

好

作

君

王

座

右

圖

海

門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六

里

兩

山

相

對

如

門

在

海

北

岸

東

枕

海

白

楓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山

頂

有

泉

及

望

海

亭

赤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絕

頂

有

古

塔

塔

下

有

石

函

盛

小

銅

塔

内

有

銀

壺

盛

舍

利

梁

王

詧

所

施

今

俱

無

所

考

翠

環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三

十

五

里

峯

巒

廻

合

故

名

莆

門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七

里

海

中

輕

盈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六

十

里

海

中

上

有

滬

業

者

居

焉

石

佛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七

十

里

海

中

其

狀

如

佛

故

名

王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七

十

里

海

中

上

多

居

民

鹿

頭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八

十

里

海

中

峧

巉

山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八

十

里

海

中

上

多

支

子

舊

有

田

及

廬

舍

澤

靑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百

一

十

九

里

海

中

白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百

五

十

里

按

臨

海

記

有

白

山

望

之

如

雪

其

上

有

湖

舊

傳

金

鵞

於

此

集

焉

下

有

溪

其

水

金

色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二

山
川

高

麗

頭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百

八

十

里

山

下

分

路

入

高

麗

國

其

峯

如

人

首

故

名

古

塘

門

山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兩

峯

對

峙

中

空

十

餘

丈

舊

傳

海

門

在

焉

蓋

竹

山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按

輿

地

志

一

名

竹

葉

山

中

有

洞

名

長

耀

寳

光

之

天

周

囘

八

十

里

洞

淵

集

所

謂

第

十

九

洞

天

也

雲

笈

七

籖

云

仙

人

商

子

治

之

道

藏

洞

天

記

及

名

山

記

皆

云

葢

竹

福

地

觀

壇

各

一

所

有

竹

如

葢

故

名

抱

朴

子

云

此

山

可

合

神

丹

有

仙

翁

茶

園

舊

傳

葛

元

植

茗

於

此

又

有

禮

斗

壇

石

窗

石

几

右

床

石

硯

漢

末

有

陳

仲

林

等

四

人

入

此

得

道

又

晉

許

邁

居

此

或

云

紹

興

間

有

二

女

郎

出

入

洞

中

疑

爲

仙

女

又

有

丹

鳯

樓

香

爐

天

門

二

峯

詭

異

聳

特

爲

遊

覽

之

勝

宋

郡

守

唐

仲

友

詩

籃

輿

東

出

初

雨

收

衆

山

卷

霧

奔

蒼

虬

麥

田

幪

幪

連

千

疇

去

年

見

種

今

有

秋

春

光

欲

盡

誰

挽

留

千

林

薿

薿

新

綠

柔

桐

花

遠

近

淡

無

思

自

開

自

落

那

關

愁

洞

天

與

我

開

晴

色

使

我

蠟

屐

窮

㝠

搜

天

門

發

秀

萬

馬

下

水

口

離

立

羣

峯

稠

瀑

泉

對

面

瀉

絕

壁

寶

劍

却

丹

鳳

樓

溪

聲

噴

薄

雷

霆

動

香

爐

峯

下

蛟

龍

湫

中

峯

特

秀

小

爲

貴

左

右

旌

節

森

戈

矛

幾

年

秘

奥

一

口

覩

談

笑

指

示

君

知

不

精

廬

棟

宇

飛

跨

水

殿

堂

突

兀

居

上

頭

軒

窗

高

下

有

奇

致

洗

滌

肺

腑

明

雙

眸

我

將

於

此

棲

羽

流

鳯

笙

鶴

駕

應

來

遊

丹

成

一

舉

凌

九

州

下

視

濁

世

如

浮

漚

睌

雲

漠

漠

鳴

雨

鳩

僕

痡

泥

滑

且

休

虹

橋

列

炬

趣

歸

騎

城

鼓

巳

報

初

更

籌

追

攀

别

乗

聊

復

爾

乗

興

何

如

王

子

猷

習

池

不

爲

倒

載

去

兒

童

不

用

拍

手

攔

街

謳

樓

石

山
在

縣

南

六

十

二

里

西

北

帶

江

仰

望

如

樓

謝

靈

運

云

樓

石

山

多

支

子

又

有

大

小

樓

石

亭

山
在

縣

南

一

百

里

其

地

有

寨

自

郡

泛

舟

至

黄

巖

者

多

候

潮

於

此

玉

屏

山
在

縣

西

南

九

里

上

有

九

芝

坪

下

卽

眞

空

院

上

足

山
在

縣

西

南

一

十

一

里

一

名

戲

龍

山

西

接

真

隱

山

南

連

永

嘉

西

南

連

括

蒼

有

石

井

龍

湫

巖

上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三

山
川

有

瀑

布

高

十

餘

丈

歲

旱

必

禱

焉

眞

隱

山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按

寰

宇

記

高

一

萬

六

千

丈

周

囘

三

百

里

與

仙

居

韋

羗

山

相

接

本

名

括

蒼

山

又

名

天

鼻

山

唐

天

寶

中

改

今

名

又

按

道

書

云

括

蒼

山

在

會

稽

山

東

南

五

岳

圖

序

云

括

蒼

山

東

嶽

之

佐

神

仙

傳

云

王

方

平

居

崑

崙

往

來

羅

浮

括

蒼

卽

此

石

壁

上

有

蝌

蚪

字

高

不

可

識

宋

元

嘉

中

遣

名

畫

圖

於

圑

扇

焉

燈

壇

山
在

縣

西

南

六

十

里

上

有

石

壇

每

陰

雨

望

之

有

光

如

燈

故

名

日

山
在

縣

西

五

里

以

其

面

東

向

日

視

諸

山

獨

高

故

名

白

巖

山
在

縣

西

一

十

二

里

舊

名

白

馬

山

唐

天

寶

改

今

名

鳴

鶴

山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峙

山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上

有

東

壁

亭

旁

東

壁

書

院

淸

潭

山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曹

大

尉

莊

畔

舊

有

陂

廣

十

餘

里

宋

洪

邁

堅

志

湻

熙

問

大

水

推

一

山

納

陂

中

山

之

大

小

正

與

陂

稱

林

木

宛

然

石

塘

山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上

有

石

峽

飛

瀑

注

塘

中

噴

激

如

雷

左

右

白

石

可

坐

三

五

十

人

水

底

有

石

柱

日

朗

則

現

俗

呼

龍

盤

石

新

羅

山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與

八

叠

嶺

相

望

鳥

道

㠝

岏

多

野

果

土

人

利

之

芳

溪

山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深

窅

可

一

百

里

通

仙

居

黃

巖

有

水

源

深

遠

漑

田

甚

多

葛

溪

山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舊

傳

葛

仙

翁

煉

丹

處

有

石

如

藥

碾

狀

碾

上

有

禮

斗

壇

壇

上

有

湫

頗

深

窅

霧

雨

晝

㝠

有

龍

宅

焉

常

風

山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有

石

穴

常

出

風

故

名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四

山
川

碧

雲

山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面

常

風

山

宜

山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其

上

平

衍

良

疇

可

十

頃

有

潭

瀑

沾

漑

旱

不

能

災

馥

泉

山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鴻

鶴

山
有

二

一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一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五

里

㡌
尖

山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其

形

如

㡌

而

銳

故

名

又

名

銕

㡌

山

斗

方

山
在

縣

西

八

十

里

牛

極

山
在

縣

西

北

一

十

里

以

牧

牛

路

至

此

爲

極

因

名

上

有

平

坡

十

畆

可

遠

眺

碧

潭

山
在

縣

西

北

一

十

三

里

俗

呼

壽

安

山

嵯

呀

山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以

兩

嵯

呀

如

齒

並

列

故

名

白

鵠

山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有

水

傾

注

遥

望

如

倒

掛

白

鵠

故

名

按

臨

海

記

云

其

中

有

深

湖

魚

大

如

二

百

斛

舟

修

可

二

丈

寒

石

山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湖

山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其

上

平

坦

可

坐

百

人

俯

視

江

海

瞭

然

在

目

俗

於

重

九

日

登

焉

許

孝

子

山
在

縣

北

四

十

五

里

舊

傳

山

下

有

許

姓

者

居

喪

至

孝

每

號

慟

則

羣

鳥

悲

鳴

故

以

名

山

望

海

尖

山
在

縣

東

北

四

里

後

嶺

上

其

峯

高

聳

宜

遠

眺

土

人

多

以

爲

田

麥

時

翠

浪

翻

浮

最

爲

可

愛

仙

石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上

有

舘

土

人

謂

之

王

公

客

堂

兩

旁

有

石

步

廊

觸

石

雲

起

崇

朝

必

雨

有

筯

竹

四

竿

風

吹

成

官

徵

拂

石

皆

凈

卽

王

方

平

遊

處

馬

頭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六

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五

山
川

東

掖

山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以

其

處

天

台

左

掖

故

名

上

舊

有

隔

塵

亭

閭

山
在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昔

有

民

閭

氏

居

之

故

名

高

相

山
在

縣

東

北

一

百

三

十

五

里

有

石

穴

無

際

會

圖

云

與

海

通

虎

頭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六

里

海

中

蒼

郭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一

十

一

里

海

中

以

西

有

蒼

郭

村

故

名

熨

頭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一

十

一

里

海

中

有

嶼

民

多

居

焉

臨

海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四

十

里

枕

海

岸

本

名

牛

頭

山

唐

天

寶

改

今

名

山

下

有

二

溪

一

始

豐

一

樂

安

至

郡

北

合

流

檉

澳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八

十

里

海

中

伯

達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八

十

里

海

中

嶼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八

十

里

海

中

澤

山
在

縣

東

北

二

百

八

十

里

海

中

峰

三

峰
在

縣

東

十

里

或

云

杉

峯

旁

有

嶺

亦

以

是

名

中

峰
在

縣

東

六

十

九

里

按

安

仁

院

記

有

東

接

中

岳

之

語

雙

峰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並

立

千

秀

特

異

常

靈

峰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惠

峰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上

雲

峰
在

縣

西

南

十

里

峯

極

高

聳

外

望

諸

山

宛

如

聚

米

鄕

邑

湖

海

舉

在

目

前

最

爲

遊

觀

之

勝

産

茶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六

山
川

味

異

他

處

宋

景

濂

有

記

又

有

下

雲

峯

在

此

峯

之

東

玉

峰
在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俗

名

白

石

尖

又

名

大

石

鄕

勢

凌

霄

漢

絕

頂

處

望

天

台

華

頂

郡

城

巾

峯

皆

在

日

前

巖

八

仙

巖
在

府

治

後

山

旁

白

馬

隱

身

巖
在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雲

巖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以

白

雲

嘗

護

其

上

故

名

桐

巖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接

甯

海

縣

界

獅

子

巖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昂

頭

雄

偉

前

垂

兩

足

外

有

圓

山

宛

如

獅

子

抱

毬

狀

故

名

烏

巖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與

東

陽

永

嘉

山

相

接

攀

蘿

三

日

始

至

其

巔

仙

巖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高

廣

數

百

仞

中

有

十

竅

廣

四

畆

名

百

花

洞

里

人

葉

氏

曾

建

樓

其

中

洞

側

有

石

泉

深

尺

許

久

旱

不

涸

積

雨

不

盈

味

極

甘

冽

左

有

泉

亦

如

之

相

傳

同

潮

汐

消

長

洞

側

又

有

石

笋

山

穿

巖

紡

車

巖

皆

奇

崛

靈

異

宋

文

丞

相

天

祥

航

海

過

此

明

嘉

靖

中

建

有

祠

石

龜

巖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眠

床

巖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岐

山

之

南

上

有

古

洞

昔

傳

仙

人

於

此

奕

棋

偃

臥

有

跡

故

名

伎

石

巖
在

縣

南

一

十

里

巖

尖

有

巨

石

橫

其

上

著

巖

僅

尺

許

而

四

旁

皆

空

推

之

莫

能

動

雙

巖
在

縣

南

一

十

五

里

峭

峻

並

峙

爲

南

郊

諸

巖

之

冠

聖

巖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錢

柱

山

號

險

絕

舊

傳

有

神

躍

馬

於

此

故

名

巖

上

類

馬

蹄

痕

又

名

馬

蹄

巖

白

巖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孤

絕

秀

異

林

木

鱗

次

下

皆

白

石

故

名

上

有

龍

湫

水

如

白

練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七

山
川

紫

巖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紫

色

屹

立

十

丈

圓

直

奇

秀

如

文

筆

元

周

潤

祖

居

其

下

郎

周

七

娘

化

身

之

處

松

巖
在

縣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蠶

巖
在

縣

西

一

里

石

船

巖
在

縣

西

一

里

城

山

嶺

其

狀

如

船

因

名

中

有

小

穴

舊

傳

白

鷹

常

棲

其

上

猪

頭

巖
在

縣

西

十

里

羅

漢

巖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象

鼻

巖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以

其

狀

似

之

因

名

下

枕

深

潭

宋

張

俞

仲

有

詩

云

曾

入

蒼

舒

萬

斛

舟

至

今

鼻

凖

蘸

淸

流

君

王

玉

輅

催

行

駕

安

得

身

閑

伴

白

鷗

寶

藏

巖
在

縣

西

四

十

五

里

禪

師

巖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滴

水

巖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百

丈

巖
在

縣

東

北

三

里

法

安

院

側

上

有

龍

湫

雨

驟

則

雙

瀑

交

垂

如

玉

簾

之

狀

嶼

彭

公

嶼
在

縣

東

一

十

里

交

禮

橋

下

港

中

又

名

鏡

沙

古

謡

彭

公

嶼

沙

漲

出

宰

相

破

石

湖

水

穿

出

狀

元

宋

時

沙

漲

錢

端

禮

謝

深

甫

相

繼

入

相

破

石

湖

在

日

山

之

下

嘉

定

末

湖

木

漸

穿

寶

慶

二

年

王

會

龍

狀

元

及

第

或

云

卽

長

塘

龜

嶼
在

縣

東

一

十

五

里

嚴

嶼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竹

嶼
在

縣

東

一

百

四

十

六

里

海

中

馬

嶼
在

縣

東

一

百

七

十

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八

山
川

樊

續

嶼
在

縣

東

南

七

里

新

羅

嶼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昔

有

新

羅

國

賈

人

艤

舟

於

此

故

名

獨

嶼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三

十

五

里

騰

嶼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南

有

龍

潭

淸

泚

出

巨

蟹

龍

公

嶼
在

縣

西

北

七

里

石

壁

下

有

竇

相

傳

龍

於

此

出

入

天

日

晴

時

嘗

有

雲

雨

其

下

有

大

湫

崖

上

有

石

龍

竇

三

字

嶺

南

山

嶺
在

巾

子

山

南

麓

高

與

城

齊

下

瞷

靈

江

小

固

嶺
在

小

固

山

東

城

側

蔡

嶺
在

縣

東

八

里

朱

沙

嶺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延

居

嶺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狼

坑

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甯

和

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童

峙

嶺
在

縣

東

九

十

里

龍

㠗
嶺
在

縣

東

南

九

十

里

城

門

嶺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二

嶺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馬

嶺
在

縣

南

五

里

舊

傳

有

馬

氏

者

鑿

山

爲

之

因

名

平

嶺
在

縣

南

五

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十
九

山
川

長

石

嶺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拗

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孝

慕

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新

嶺
在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自

大

左

㠗

至

嶺

脊

分

臨

海

黃

巖

界

大

左

嶺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釣

魚

嶺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長

田

嶺
在

縣

南

五

十

里

城

山

嶺
在

縣

西

南

三

里

以

築

城

其

上

故

名

䕶
郭

嶺
在

縣

西

南

一

十

里

茶

院

嶺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開

浦

嶺
在

縣

西

十

七

里

八

叠

嶺
在

縣

西

二

十

三

里

小

嶺
在

縣

西

二

十

五

里

大

嶺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磨

石

嶺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七

孺

嶺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小

石

嶺
在

縣

西

四

十

七

里

常

風

嶺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山
川

象

坎

嶺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天

門

嶺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石

姥

嶺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石

有

神

靈

里

人

祭

之

以

祈

田

蠶

五

謹

嶺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下

爲

大

石

㠗

後

嶺
在

縣

北

四

里

係

郡

城

來

脈

過

峽

處

昔

爲

人

所

鑿

斷

郡

城

風

水

因

以

不

振

金

溪

嶺
在

縣

東

北

九

十

里

洞

平

巖

洞
在

縣

東

八

十

里

舊

傳

仙

人

所

棲

有

石

門

窗

石

床

鼎

竈

之

類

在

焉

芙

蓉

洞
在

縣

東

一

百

四

十

里

隆

恩

寺

後

洞

有

二

形

如

石

鼓

大

小

相

連

其

西

相

距

三

四

里

有

巨

石

高

十

餘

丈

屹

立

山

巔

下

有

石

室

方

二

丈

玲

瓏

上

通

俗

呼

爲

穿

巖

云

金

仙

洞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舊

有

金

仙

寺

因

名

一

名

雉

溪

洞

僻

絕

縈

遠

葢

瞿

曇

所

家

焉

黃

蓮

洞
在

縣

東

一

百

七

十

里

口

僅

六

尺

深

不

可

入

每

丁

戸

煎

煮

土

人

採

捕

皆

聚

其

旁

下

則

海

葢

竹

洞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太

平

洞
一

統

志

作

太

平

巖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因

鄕

得

名

奇

峯

谽

谺

上

常

有

雲

氣

其

旁

林

木

蔽

映

泉

瀑

飛

垂

有

石

室

石

床

石

枕

石

杵

之

常

風

洞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中

極

幽

邃

舊

有

石

欄

護

之

宋

宣

和

中

常

駐

兵

於

此

招

賢

洞
在

縣

西

六

十

里

以

寺

名

宣

和

寇

難

議

者

以

其

地

險

遣

將

據

守

石

金

鷄

石
在

郡

城

南

皇

華

亭

下

瀕

江

有

兩

足

巨

潮

衝

突

不

動

卽

皇

華

眞

人

上

昇

處

石

間

泓

水

極

淸

舊

傳

與

報

恩

寺

前

龍

井

通

浮

梗

於

龍

井

輙

自

石

間

出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一

山
川

叠

石
在

縣

南

九

里

高

下

羅

生

如

甃

叠

然

飛

霞

石
在

葢

竹

山

舊

傳

仙

人

上

昇

於

此

石

累

三

層

牧

䜿

戲

其

上

以

手

轉

之

不

墜

蝦

蟆

石
在

縣

東

南

五

十

里

江

側

石

柱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上

沙

石

倉
在

縣

東

三

十

六

渡

之

第

四

渡

國

朝

康

熙

七

年

僧

妙

眞

建

下

津

石

橋

開

採

石

料

因

搆

菴

於

其

下

石

牛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下

管

洋

中

石

塘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巖

穴

狀

如

塘

故

名

其

上

山

泉

飛

注

於

此

河

縣

河
在

城

中

其

河

名

有

三

日

淸

漣

曰

新

澤

曰

淸

水

按

舊

志

源

始

府

治

前

平

橋

平

橋

始

石

佛

寺

後

山

流

於

括

蒼

門

自

括

蒼

門

流

於

南

橋

東

北

至

東

橋

并

棲

霞

宮

又

東

北

至

悟

眞

橋

觀

橋

疏

而

爲

二

一

南

流

至

都

酒

務

後

凡

白

塔

橋

尼

巷

之

水

皆

入

焉

東

入

楊

柳

巷

出

寶

城

巷

水

門

一

東

流

直

出

都

米

倉

前

稍

南

復

東

出

崇

和

門

水

門

餘

水

南

流

亦

會

於

寶

城

巷

自

餘

兠

率

會

通

坊

一

帶

之

水

又

出

小

固

山

水

門

大

抵

地

勢

西

仰

東

故

河

流

亦

如

之

先

是

城

中

水

自

括

蒼

門

疏

而

之

東

南

滙

于

崇

和

門

有

池

積

水

號

廣

惠

渠

自

錢

氏

歸

宋

堙

爲

平

陸

每

霖

雨

則

内

水

堙

阻

洪

潮

溢

迸

城

邑

飄

蕩

相

繼

宋

慶

厯

時

郡

守

元

絳

始

開

鑿

通

舟

建

石

梁

十

處

以

渡

車

馬

歲

久

居

人

櫛

比

淤

塞

不

惟

舟

不

得

通

而

車

馬

之

路

亦

轉

側

無

所

容

又

按

唐

許

渾

有

陪

鄭

使

君

泛

舟

晚

歸

詩

云

南

郭

望

歸

處

郡

樓

高

捲

簾

平

橋

低

皂

葢

曲

岸

轉

丹

襜

似

此

則

郡

通

舟

楫

唐

時

巳

然

宋

特

增

鑿

之

爾

今

皆

涓

流

淺

河

水

從

陡

門

出

不

致

泛

濫

而

已

又

宋

天

禧

中

通

判

辛

若

濟

以

郡

泉

汚

涸

郡

釀

不

給

自

東

北

山

流

瀑

斵

石

爲

槽

注

入

元

妙

觀

西

南

爲

一

圓

井

又

三

百

六

十

步

爲

一

方

池

自

池

一

百

四

十

三

步

以

逹

于

都

酒

務

人

頼

其

用

號

辛

渠

當

時

有

歌

日

辛

渠

之

水

來

源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二

山
川

十

里

其

易

若

何

如

臂

使

指

澇

亦

不

汚

旱

亦

不

止

職

方

有

圖

千

齡

萬

䙫

歲

久

池

堙

獨

石

槽

畧

有

存

者

今

絕

無

其

跡

江

靈

江
在

郡

城

外

一

名

澄

江

其

水

自

三

江

合

流

環

繞

郡

城

之

西

南

而

東

入

於

海

舊

有

赤

城

地

靈

江

水

丹

井

之

謡

中

有

一

泓

名

陳

婆

坳

水

極

淸

巨

潮

澎

湃

不

爲

動

郡

舊

以

此

水

釀

酒

焉

自

朝

天

門

而

渡

則

曰

西

江

自

興

善

門

而

渡

則

曰

南

江

自

靖

越

門

而

渡

則

曰

東

江

實

一

水

也

俗

號

上

中

下

三

渡

三

江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源

自

天

台

嶺

仙

居

永

安

二

溪

流

至

此

與

靈

江

合

故

名

其

流

中

分

溪

淸

而

江

濁

雙

江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椒

江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里

南

海

門

衛

北

前

所

海

大

海
在

縣

東

一

百

八

十

里

潮

汝

自

海

門

直

至

縣

西

三

江

與

天

台

仙

居

二

水

相

接

宋

洪

邁

志

東

海

中

有

尾

閭

與

海

門

馬

筋

相

値

自

高

山

望

之

其

水

湍

急

陷

爲

大

渦

十

餘

舟

楫

不

可

近

舊

傳

東

海

洩

水

處

瀆

杜

瀆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承

恩

鄕

海

水

漲

入

溝

澮

遂

成

凟

廣

袤

二

三

里

漑

田

百

餘

頃

民

甚

利

焉

湖

東

湖
在

崇

和

門

外

按

舊

志

初

爲

船

塲

水

軍

營

宋

端

拱

二

年

郡

守

張

蔚

所

建

景

祐

中

運

使

叚

小

連

廢

船

塲

以

歸

温

明

二

州

嘉

祐

中

郡

守

徐

億

徙

水

軍

營

入

城

熙

甯

四

年

郡

守

錢

暄

始

開

爲

湖

時

方

累

石

修

城

以

水

至

漂

溢

故

鑿

湖

以

受

衆

水

且

以

其

土

隄

城

之

東

其

地

几

一

萬

六

千

步

中

有

堂

曰

共

樂

堂

有

亭

曰

流

杯

亭

皆

址

於

湖

心

水

光

山

色

爲

春

夏

行

樂

勝

境

紹

興

二

十

年

郡

守

蕭

振

重

加

修

闢

乾

道

五

年

郡

守

向

汮

按

故

道

剏

城

闉

斗

門

又

築

三

閘

以

通

江

湻

熙

十

一

年

郡

守

江

乙

祖

重

修

慶

元

二

年

郡

守

劉

坦

之

重

脩

改

堂

名

知

樂

堂

寳

慶

二

年

郡

守

應

與

權

又

重

修

歲

久

圮

明

治

丁

巳

郡

守

陳

相

重

建

堂

名

仍

舊

流

杯

亭

改

名

薰

風

亭

嗣

湖

久

圬

土

民

佔

爲

田

萬

厯

甲

申

御

史

范

鳴

謙

按

台

檄

郡

守

張

會

宗

邑

令

周

孔

敎

重

之

湖

水

舊

有

小

港

循

城

而

南

至

交

禮

橋

與

靈

江

通

久

塞

崇

禎

時

邑

令

周

壽

明

捐

貲

挑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三

山
川

未

幾

復

塞

今

堂

與

亭

俱

久

廢

國

朝

康

熙

間

郡

守

鮑

復

泰

重

建

湖

心

亭

流

盃

亭

浣

月

亭

及

樵

雲

樓

前

爲

湖

山

寺

最

後

爲

樵

夫

亭

錢

暝

詩

云

路

就

湖

山

秀

氣

濃

花

林

茂

列

景

争

雄

管

絃

交

奏

客

歡

合

臺

榭

競

澄

人

喜

同

環

障

鷺

行

飛

早

晚

平

波

魚

陣

躍

西

東

荒

蕪

芟

去

成

隹

致

換

得

汀

洲

月

與

風

汪

泌

詩

云

臨

海

城

東

湖

氣

象

淸

且

奇

無

風

綠

色

浄

十

頃

澄

瑠

璃

中

有

共

樂

堂

今

其

名

者

誰

人

有

答

我

問

太

守

下

車

時

訪

民

所

疾

苦

民

曰

水

最

危

其

水

或

暴

至

城

壞

民

流

屍

公

謀

得

上

策

叠

石

全

城

基

外

遺

數

百

家

室

屋

鱗

參

差

水

至

無

所

障

適

與

漂

溺

期

又

欲

隄

其

東

苦

乏

土

石

資

開

湖

足

取

用

隄

勢

橫

虹

霓

湖

光

占

空

濶

物

從

鑑

中

窺

紫

翠

前

後

山

環

列

如

屏

帷

結

堂

就

虛

曠

與

俗

同

遊

嬉

太

守

宴

堂

上

遊

人

歌

水

湄

歌

云

從

公

來

除

患

補

瘡

痍

况

有

此

壯

觀

不

樂

何

以

爲

有

如

登

春

臺

人

心

舉

熙

熙

從

事

能

文

者

作

辭

書

之

庶

其

不

朽

功

上

徹

堯

軒

墀

柳

安

道

詩

云

平

波

十

頃

萬

峯

前

一

片

丹

靑

不

全

幽

榭

小

橋

橫

翠

水

茂

林

修

竹

鎖

輕

烟

綺

羅

絃

管

追

歡

地

雪

月

風

花

爛

醉

天

爭

奈

及

瓜

歸

覲

去

湖

山

無

復

苦

留

連

小

鑑

湖
在

東

湖

北

宋

時

參

政

賀

允

中

所

鑿

時

公

罷

政

寓

此

以

唐

賀

知

章

嘗

請

鑑

湖

一

曲

故

以

爲

名

有

占

春

堂

枕

流

潄

石

二

亭

今

廢

苽

湖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仁

湖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章

安

湖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溪

口

湖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三

十

五

里

源

出

碧

蠃

溪

高

湖
在

縣

南

九

里

近

江

吳

太

常

卿

高

公

察

置

破

石

湖
在

縣

西

三

里

日

山

下

故

老

云

破

石

爲

湖

故

名

側

有

巨

石

及

古

塔

僧

禪

鑑

嘗

卓

庵

焉

古

謡

詳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四

山
川

見

彭

公

嶼

官

市

湖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道

塲

湖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溪

柘

溪
在

縣

東

二

十

二

里

中

沙

溪
在

縣

東

三

十

五

里

接

桐

巖

山

灘

溪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接

三

十

六

渡

東

連

南

墺

西

入

潮

漈

又

名

紅

溪

以

宋

宣

和

間

勦

寇

流

血

而

名

周

家

溪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接

延

壽

鄕

龍

湫

潮

漈

溪
在

縣

東

四

十

三

里

下

流

至

大

田

港

入

江

東

溪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源

出

東

掖

山

與

虎

溪

合

流

西

溪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雲

溪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出

大

田

港

虎

溪
在

縣

東

六

十

五

里

源

出

東

掖

山

南

五

里

合

流

中

沙

溪

舊

傳

宋

獻

公

主

有

目

眚

僧

法

腴

洗

以

咒

水

而

愈

奏

置

十

八

賢

座

倣

廬

山

遠

公

故

以

爲

名

其

泉

曰

大

悲

西

寨

溪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源

出

烏

巖

云

流

二

十

里

接

灘

溪

舊

傳

唐

末

遣

方

將

軍

者

駐

兵

於

此

側

有

地

日

大

郭

營

葢

其

舊

號

有

鐵

杵

臼

尚

存

又

名

板

沸

溪

黃

肚

溪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桐

巖

山

下

小

芝

溪
在

縣

東

七

十

六

里

自

大

田

港

入

江

金

溪
在

縣

東

一

百

三

十

里

源

出

桐

峙

山

以

溪

有

黄

金

沙

因

名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五

山
川

小

溪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源

自

淸

潭

東

注

於

江

油

溪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受

新

嶺

瑞

巖

嶺

二

水

赤

頰

溪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九

里

源

出

赤

頰

潭

至

葛

浦

口

入

江

玉

溪
在

縣

西

一

十

里

浮

岡

俗

呼

朱

師

溪

芳

溪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源

出

括

蒼

山

土

民

於

下

流

爲

十

二

圳

漑

田

甚

多

磨

頭

溪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六

里

下

流

入

太

平

鄕

塘

上

溪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接

仙

居

溪

沙

潭

溪
在

縣

西

北

三

十

九

里

經

縣

界

入

江

銅

溪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其

色

如

銅

故

名

長

潭

溪
在

縣

西

北

五

十

里

接

沙

潭

雙

溪
在

縣

西

五

十

五

里

百

步

溪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前

後

二

灘

石

險

湍

激

俗

號

大

小

惡

舟

人

病

之

孟

浩

然

天

台

山

詩

云

欲

華

頂

去

不

憚

惡

溪

名

是

也

宋

乾

道

中

邑

令

陳

居

安

修

治

水

平

稍

安

然

遇

暴

漲

覆

溺

之

患

弗

兌

矣

明

宏

治

二

年

郡

守

馬

岱

疏

别

道

七

百

餘

丈

害

未

盡

去

也

後

邑

人

方

伯

蔡

潮

募

工

重

修

之

舟

始

無

患

因

易

其

名

爲

大

善

灘

云

仙

人

溪
在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東

流

三

十

里

入

江

以

其

側

有

仙

人

㠗

故

名

潭

白

巖

潭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碧

蠃

潭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六

山
川

娑

竭

潭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宋

紹

聖

中

禱

雨

有

金

蛇

見

焉

百

丈

潭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九

里

淡

水

潭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海

中

桃

枝

潭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四

十

里

海

中

新

現

潭
在

縣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宗

海

潭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上

有

瀑

布

飛

灑

十

餘

丈

望

之

如

曵

練

下

注

於

潭

流

入

永

安

江

赤

頰

潭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宋

元

祐

二

年

禱

雨

有

金

龜

之

應

又

元

大

德

間

嘗

旱

禱

雨

有

文

湧

出

乃

咸

湻

中

鄕

人

王

德

震

所

沉

元

統

元

年

郡

守

王

居

敬

命

典

史

朱

圭

禱

雨

隨

應

明

年

圭

往

禱

復

應

歲

連

稔

圭

捐

俸

葺

廟

里

人

刻

石

記

之

戲

龍

潭
在

縣

西

一

十

五

里

流

至

烏

鷄

浦

入

江

方

廣

潭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潭

嘗

涸

旱

禱

而

誠

則

水

湧

而

出

葛

溪

潭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筋

竹

潭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三

台

山

上

有

兩

巖

如

手

相

麗

中

有

龍

湫

湫

之

陽

有

石

室

水

自

石

根

流

出

旱

禱

輙

應

圓

鏡

潭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自

端

明

山

入

險

峻

峭

壁

中

有

穴

如

鏡

奩

奩

外

飛

瀑

如

練

葢

龍

宅

也

旱

禱

應

碧

雲

潭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烏

石

潭
在

縣

北

一

十

五

里

白

龍

潭
在

縣

東

北

五

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七

山
川

白

鬚

潭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塘

狀

元

塘
在

縣

治

東

一

里

餘

舊

爲

普

濟

院

宋

侍

郎

陳

公

輔

居

其

西

時

尚

布

衣

忽

有

客

來

謁

語

其

父

曰

此

寺

爲

池

當

有

擢

上

第

者

人

未

之

信

後

寺

僧

以

地

汚

下

徙

于

東

北

未

幾

竟

爲

池

政

和

三

年

公

輔

果

魁

辟

雍

因

以

名

其

塘

云

黃

泥

塘
在

縣

治

東

北

二

里

敎

塲

塘
在

縣

治

東

北

二

里

舊

傳

巾

子

山

木

形

位

離

故

北

多

築

塘

以

制

之

井

三

台

井
舊

志

云

一

在

宣

詔

亭

右

爲

上

台

一

在

司

法

左

爲

中

台

一

在

知

錄

左

爲

下

台

歲

久

惟

中

下

二

泉

僅

存

上

泉

無

知

者

宋

嘉

定

四

年

郡

守

黃

㽦

覔

得

之

乃

立

亭

其

上

今

則

三

台

俱

無

考

云

四

眼

井
在

巾

子

山

麓

天

甯

寺

内

淸

洌

冠

城

中

諸

泉

旱

不

涸

山

井
在

巾

子

山

東

岡

兠

率

寺

蟹

井
在

北

山

側

井

如

蟹

形

二

十

八

宿

井
相

傳

始

建

城

時

築

取

象

二

十

八

宿

兵

燹

荐

更

居

民

侵

塞

其

故

處

不

可

按

舊

籍

其

存

者

一

在

棲

霞

宫

一

在

五

雲

坊

裏

一

在

西

南

隅

浄

土

寺

一

在

西

南

隅

舊

倉

後

一

在

西

南

隅

挹

秀

坊

口

一

在

東

南

隅

舊

東

殿

前

一

在

鄔

僧

巷

一

在

興

元

塔

院

一

在

三

酒

務

前

龍

井
在

巾

子

山

麓

舊

傳

龍

伏

於

此

常

有

雲

氣

上

浮

乃

建

浮

屠

鎭

之

而

止

咒

水

井
在

縣

東

七

里

驛

路

旁

宋

元

符

中

僧

法

誦

觀

音

咒

水

湧

井

以

療

疾

輙

愈

羅

提

刑

適

爲

之

記

其事

湧

泉

井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延

恩

寺

前

一

名

卓

錫

泉

晉

懷

玉

飛

錫

於

此

其

泉

味

極

甘

異

于

他

水

冬

温

夏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八

山
川

冷

俗

稱

聖

泉

軒

井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桐

巖

山

之

巔

山

舊

無

井

人

皆

汲

水

山

下

跋

履

爲

難

夏

暑

人

多

病

渴

撫

軍

軒

公

輗

按

台

經

其

地

乃

相

而

鑿

焉

上

人

頼

之

因

名

鶴

井
在

縣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杜

瀆

監

側

舊

傳

鶴

舞

其

上

故

名

黃

古

井
在

縣

東

南

一

里

舊

傳

黃

姓

者

浚

此

井

因

名

九

井
在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石

新

婦

廟

前

天

王

井
在

縣

西

五

里

水

甚

甘

美

痢

者

飮

之

輙

愈

丹

井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崇

眞

觀

内

舊

傳

石

上

乳

泉

或

云

葛

仙

翁

煉

丹

於

此

亢

旱

不

竭

義

井
在

縣

西

北

五

里

威

神

院

側

宋

乾

德

中

僧

守

聚

浚

泉

玉

泉
在

縣

東

北

白

雲

山

下

以

水

色

而

名

楊

傑

詩

白

雲

山

下

泉

幾

年

石

中

韞

但

見

玉

色

明

孰

能

究

其

本

黃

朴

詩

水

性

能

方

圓

泉

色

常

珪

璧

雲

山

靜

有

輝

瓊

液

來

無

迹

泉

上

修

禪

人

曹

溪

分

一

滴

鑑

止

更

澄

源

紛

紛

萬

緣

息

丹

井

泉
在

天

慶

觀

昊

天

殿

後

舊

傳

茅

盈

煉

丹

於

此

宋

郡

守

尤

袤

昊

天

記

有

云

厥

初

茅

君

上

飛

仙

靈

跡

淠

沸

丹

井

泉

葢

指

此

也

佛

泉
在

義

靈

廟

山

巔

泓

水

澄

潔

出

石

雖

大

旱

不

竭

以

巖

上

刻

佛

字

故

名

䝉
泉
在

舊

崇

壽

寺

後

取

山

下

出

泉

之

義

郡

汲

之

以

釀

酒

忠

孝

泉
在

縣

東

四

里

今

名

泉

井

洋

舊

傳

錢

忠

懿

王

以

城

闉

罕

水

命

僧

德

韶

所

鑿

泉

甘

冽

久

旱

不

涸

宋

賜

錢

王

稱

忠

孝

之

家

故

泉

以

是

名

又

云

巾

子

山

二

塔

欹

側

自

鑿

此

泉

卽

正

宋

隆

興

初

邑

令

徐

讜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二
十
九

山
川

剏

亭

立

泉

二

井

一

大

一

小

大

者

深

尺

大

旱

日

汲

千

擔

不

竭

其

水

比

小

井

水

每

擔

重

一

斤

康

濟

泉
在

靈

康

廟

後

西

宋

乾

道

三

年

邑

令

顔

度

禱

晴

于

廟

見

寢

堂

前

水

津

津

溢

地

穴

之

得

泉

故

名

顔

度

詩

云

三

年

官

事

渾

無

補

一

片

丹

心

徹

㡳

眞

更

有

靈

康

是

知

巳

新

泉

爲

我

見

津

津

待

制

楊

萬

里

詩

東

泉

千

年

流

不

休

西

泉

千

年

亦

不

涸

臨

海

使

君

一

念

作

猿

鳥

未

知

泉

巳

覺

殿

角

西

頭

枯

石

根

向

來

原

無

泉

眼

痕

一

朝

擘

崖

迸

膏

乳

却

與

東

泉

作

賔

主

令

君

巳

昇

金

掌

中

白

鶴

古

祠

烟

雨

濛

父

老

思

君

難

再

得

登

亭

飮

水

三

嘆

息

祝

君

令

台

壽

千

百

石

眼

泉
在

能

仁

寺

内

宋

祥

符

中

旱

水

不

給

寺

慧

僧

慈

雲

師

以

錫

杖

卓

石

泉

湧

故

名

掛

鶴

泉
在

白

鶴

山

有

泉

垂

溜

遠

望

如

倒

掛

白

鶴

故

名

沸

泉
在

縣

東

三

山

賀

氏

宅

西

有

米

芾

書

沸

泉

二

字

木

馬

泉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靈

濟

泉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靈

康

廟

東

首

甘

泉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澄

靈

院

側

湖

苔

泉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穴

三

十

有

六

源

出

古

塘

門

漑

田

甚

衆

碧

泉
在

縣

西

北

十

三

里

壽

安

院

瀑

布

泉
在

縣

東

北

五

里

白

龍

潭

土

垂

流

千

丈

宛

如

白

練

郡

守

章

得

象

詩

千

練

掛

雙

流

瀑

指

此

仁

泉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宏

光

寺

後

大

旱

不

涸

灌

田

千

餘

畆

俗

名

旋

塘

論

曰

邑

之

山

起

自

天

姥

延

袤

數

百

里

奔

赴

靈

江

形

家

所

謂

過

峽

跌

斷

則

後

嶺

是

也

郡

城

大

固

屏

於

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山
川

小

固

峙

於

前

里

閈

間

帢

幘

峯

如

入

几

席

四

境

名

山

崒

嵂

石

骨

嶙

峋

奇

形

萬

狀

洞

天

福

地

在

在

而

是

其

水

土

自

天

台

仙

居

至

三

江

合

流

而

下

海

門

潮

汐

逆

折

紆

縈

環

繞

西

南

靈

江

循

小

港

而

北

通

東

湖

郡

城

三

面

遶

水

波

光

川

容

掩

映

吞

吐

蘭

亭

楚

澤

詎

遑

多

讓

自

宋

迄

明

科

第

聯

綿

閭

民

豐

物

阜

至

明

萬

歴

時

城

北

後

嶺

來

龍

爲

忌

者

所

鑿

傷

由

是

以

後

不

獨

人

文

漸

遜

於

昔

而

仕

宦

亦

往

往

視

爲

畏

途

天

啟

間

紳

士

議

培

嶺

脊

接

脉

而

未

果

又

東

湖

南

通

大

江

東

方

居

民

汚

塞

小

港

木

氣

失

生

崇

禎

間

邑

令

楚

黃

周

壽

明

捐

資

挑

工

未

半

以

遷

去

嗟

乎

山

川

之

不

幸

耶

抑

人

文

之

不

幸

耶

雖

然

盤

谷

以

李

愿

著

輞

川

以

摩

詰

傳

使

彭

澤

東

山

非

有

陶

謝

不

幾

與

汚

潦

㟝

嶁

等

地

靈

乎

人

傑

乎

是

必

有

能

辨

之

者

形

勝

舊

志

台

當

山

海

之

會

臨

海

附

郭

尤

稱

險

固

城

南

兩

峰

屹

然

天

柱

其

下

巨

浸

自

西

而

來

怒

濤

衝

激

如

如

顧

倐

焉

趨

海

東

南

曠

衍

滙

以

大

湖

自

北

以

西

崇

岡

絕

壁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一

形
勝

危

堞

倚

空

四

郊

山

勢

如

去

如

來

如

迎

如

䕶
如

叢

戈

戟

如

奔

萬

騎

際

時

淸

甯

耕

樵

自

適

堠

烟

暫

警

防

禦

有

基

是

以

辛

守

塹

二

固

而

退

賊

滕

膺

一

小

吏

而

成

功

圖

經

云

川

澤

沃

衍

有

海

陸

之

饒

晉

孫

綽

云

窮

山

海

之

瓌

富

盡

人

神

之

壯

麗

宋

陳

耆

卿

云

倚

山

瀕

海

易

以

捍

守

王

象

祖

云

環

千

峰

而

拱

揖

會

三

江

之

蜿

蜒

論

曰

易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其

國

邑

有

形

勝

周

禮

掌

固

之

職

歟

十

一

郡

惟

台

郡

最

據

險

西

南

二

面

臨

大

江

西

北

嵓

參

箾

揷

天

如

蠶

叢

鳥

道

一

人

扼

險

萬

夫

莫

過

惟

東

南

頗

平

坦

復

有

大

湖

深

濠

澶

漫

隔

閡

故

明

嘉

靖

間

倭

夷

雖

數

至

城

下

終

無

能

爲

循

江

而

南

九

十

里

則

有

海

門

前

所

兩

城

對

峙

形

同

唇

齒

勢

若

輔

車

交

扼

互

援

明

朝

設

水

師

七

千

防

守

最

爲

重

地

國

朝

止

駐

兵

城

内

船

隻

裁

減

海

寇

游

䰟
時

得

跳

梁

内

地

然

康

熙

甲

寅

耿

逆

水

陸

並

進

我

師

水

路

扼

之

於

瞭

倭

山

陸

路

扼

之

於

蔡

嶺

賊

終

阻

於

城

南

不

能

窺

江

北

寸

地

圍

守

經

年

卒

至

遁

敗

夫

非

恃

險

憑

阻

之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二

坊
都

效

歟

然

洞

庭

荆

門

期

於

有

德

晉

陽

保

甲

藏

勝

於

民

又

在

守

土

者

知

所

急

耳

坊

都

在

城東

北

隅
管

坊

六

一

坊

二

坊

三

坊

四

坊

五

坊

六

坊

西

北

隅
管

坊

六

一

坊

二

坊

三

坊

四

坊

五

坊

六

坊

東

南

隅
管

坊

五

一

坊

二

坊

三

坊

四

坊

五

坊

西

南

隅
管

坊

四

一

坊

二

坊

三

坊

四

坊

城

東

隅
管

坊

一

一

坊

城

西

隅
管

坊

一

一

坊

城

北

隅
管

坊

一

坊

在

鄕安

樂

鄕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一

里

管

都

三

一

都
一

圖

二

圖

二

併

三

都
一

圖

二

圖

三

併

四

都
一

圖

一

圖

延

壽

鄕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管

都

一

五

都

重

暉

鄕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管

都

三

六

都

七

都

八

都
一

圖

二

圖

大

固

鄕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管

都

三

九

都

十

都
一

圖

二

圖

四

十

六

都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三

坊
都

淸

化

鄕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管

都

三

十

一

都
一

啚

二

啚

十

二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四啚

十

四

都
一

啚

二

啚

于

公

鄕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管

都

三

十

三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十

五

六

都
一啚

二

啚

三

啚

承

恩

鄕
在

縣

東

一

百

五

十

里

管

都

九

十

七

都

十

八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十

九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二

十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四

啚

二

十

一

都
一啚

二啚

二

十

三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四

啚

五

啚

二

十

四

都
一

啚

二

啚

杜

凟

都

桃

渚

都

保

樂

鄕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十

里

管

都

九

二

十

二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四

啚

二

十

五

都
一

啚

二

啚

二

十

六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二

十

七

都

二

十

八

都
一

啚

二

啚

二

十

九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四

啚

五

啚

六

啚

七

啚

三

十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十

一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十

二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長

樂

鄕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管

都

三

三

十

三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三

十

四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四

啚

三

十

五

都

遂

仁

鄕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管

都

四

三

十

六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十

七

都

四

十

四

都
一

啚

二

啚

四

十

五

都

明

化

鄕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管

都

六

二

十

八

都
一

啚

二

啚

三

啚

三

十

九

都
一

啚

二

啚

四

十

都

四

十

一

都
一

啚

二

啚

四

十

二

都
一啚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四

坊
都

二啚

四

十

三

都

義

城

鄕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管

都

三

四

十

七

都

四

十

八

都

四

十

九

都

太

平

鄕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管

都

九

五

十

都

五

十

一

都
一

圖

二

圖

五

十

二

都

五

十

三

都
一

圖

二

圖

三

圖

五

十

四

都
一

圖

二

圖

五

十

五

都
一

圖

二

圖

五

十

六

都

五

十

七

都

五

十

八

都

興

國

鄕
在

縣

西

北

二

十

里

管

都

六

五

十

九

都

六

十

都

六

十

一

二

都

六

十

三

都
一

圖

二

圖

六

十

四

都
一

圖

二

圖

靖

安

鄕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一

里

管

都

四

六

十

五

都
一

圖

二

圖

六

十

六

都

六

十

七

都
一

圖

二

圖

六

十

八

都
一

圖

二

圖

論

曰

坊

都

之

設

畫

地

經

野

而

賦

稅

徭

役

卽

行

於

其

中

焉

周

禮

所

謂

井

邑

甸

之

制

以

建

民

中

以

裁

軍

賦

者

是

也

邑

之

在

城

者

爲

隅

六

爲

坊

二

十

有

四

在

鄕

者

爲

鄕

十

有

五

爲

都

六

十

有

九

爲

圖

一

百

三

十

有

三

條

分

縷

悉

舊

制

人

在

城

則

田

編

入

坊

人

在

鄕

則

田

編

入

都

而

鄕

都

又

較

地

之

遠

近

而

編

次

之

於

以

别

城

野

均

道

里

便

催

鞭

平

差

徭

制

甚

善

也

近

日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五

坊
都

鄕

城

無

别

遠

近

不

分

名

存

實

亡

古

意

漸

失

所

望

編

審

時

得

治

人

以

修

治

法

庶

其

復

古

之

遺

乎

國

朝

順

治

十

八

年

沿

海

扞

遣

都

十

有

九

圖

五

十

康

熙

十

年

展

界

復

圖

三

十

有

七

所

遣

者

二

十

都

一

圖

三

圖

四

圖

二

十

三

都

二

圖

三

圖

三

十

八

都

二

圖

三

圖

并

杜

瀆

都

耳

始

因

寇

警

而

扦

遣

繼

因

民

窮

而

復

界

不

十

年

間

巳

復

十

之

七

海

波

漸

平

將

來

勢

必

全

復

聊

約

畧

計

之

以

知

所

考

耳

街

市

城

東

積

慶

坊
寶

城

巷

李

兒

巷

惠

日

巷

今

名

鄧

巷

大

營

巷

平

樂

坊
今

昇

平

舖

東

門

街

周

家

巷

這

堂

巷

廣

文

坊
以

廣

文

鄭

䖍

居

此

故

名

上

草

巷

中

草

巷

下

草

巷

香

挑

巷

尼

巷

靑

雲

坊
班

巷

北

州

營

巷

小

街

頭

街

城

南

永

德

坊
黄

甲

巷

新

開

巷

楊

柳

巷

會

通

坊
縣

學

前

街

縣

城

隍

街

縣

前

街

龍

鬚

巷

永

甯

巷

永

盈

巷

芝

蔴

園

直

街

臘巷

寶

華

坊
今

雨

華

舖

二

井

巷

稅

務

街

天

甯

寺

前

城

西

迎

春

坊
衛

前

街

五

所

巷

西

營

巷

小

井

頭

巷

大

井

頭

巷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六

街
市

仁

義

坊
石

人

巷

王

胡

巷

貌

頭

街

三

台

坊
田

婆

巷

施

霞

巷

文

錦

坊
棋

盤

街

弓

巷

萃

英

坊
四

顧

巷

雙

柱

巷

炭

行

街

城

北

美

德

坊
後

街

威

果

營

巷

樟

樹

下

街

第

十

營

巷

第

三

營

巷

悟

眞

坊
府

城

隍

街

淸

平

巷

觀

橋

街

城

中

壽

台

坊
鎭

靈

廟

大

街

鼓

樓

大

街

順

政

坊
州

橋

頭

大

街

櫻

珠

巷

有

瀾

巷

舊

名

勾

欄

淸

河

坊
白

塔

橋

大

街

諸

天

堂

巷

德

淸

巷

舊

名

德

淸

坊

榮

棠

巷

奉

仙

坊
元

壇

廟

街

鄔

宅

營

巷

永

甯

坊
賣

猫

橋

街

天

燈

巷

在

城

大

街

頭

市

小

街

頭

市

炭

行

街

市

崇

和

門

市

稅

務

街

市

興

善

門

市

靖

越

門

市

貌

頭

街

市

朝

天

門

市

東

門

外

市

在

鄕

柘

溪

市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開

石

市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大

田

市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絢

珠

市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七

街
市

東

塍

市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溪

口

市
在

縣

東

八

十

里

杜

瀆

塲

市
在

縣

東

一

百

一

十

里

章

安

市
在

縣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嚴

嶼

街

市
在

縣

南

七

十

里

烏

巖

市
在

縣

南

一

百

里

路

口

市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更

樓

下

市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小

嶺

市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張

家

渡

市
在

縣

西

三

十

里

黃

泥

墩

市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白

水

洋

市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大

石

市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店

前

市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按

街

坊

舊

志

治

東

有

惠

化

淸

泉

湯

家

順

昌

蘭

秀

喜

仙

登

台

白

雲

近

敎

普

濟

處

仁

等

坊

治

南

有

通

遠

移

風

延

康

興

賢

春

褀

永

平

拱

南

永

仁

永

安

敦

仁

里

仁

等

坊

治

西

有

挹

秀

積

善

拱

北

武

德

崇

道

五

雲

等

坊

治

北

有

永

甯

芙

蓉

仁

恕

集

禮

等

坊

係

宋

時

舊

名

今

俱

無

所

考

附

載

此

論

曰

周

禮

匠

人

營

國

國

中

九

經

九

緯

經

涂

九

軌

環

涂

七

軌

則

街

坊

之

始

也

迨

高

陽

以

德

稱

袁

閎

以

義

感

則

閭

巷

又

以

人

重

矣

鹿

蹊

馬

跡

不

勝

其

岐

也

楊

子

曰

大

道

以

多

岐

亡

羊

學

者

以

多

方

䘮
生

觀

藩

竹

列

樹

之

制

亦

何

須

遒

人

木

鐸

哉

至

邑

處

瘠

土

闤

闠

畸

零

裨

販

稀

鮮

非

有

翁

伯

濁

質

張

里

之

資

列

隧

羅

肆

之

雄

也

城

中

惟

東

門

一

市

日

中

所

暫

集

者

屠

僧

鷄

翁

而

外

絶

無

其

人

舊

志

所

載

多

名

是

實

亡

若

鄕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八

風
俗

磧

逺

於

司

禁

橫

戈

訾

呵

而

前

者

悉

咸

陽

市

之

狼

雖

使

神

農

氏

復

生

當

無

所

致

聚

更

無

怪

乎

其

百

廛

寥

寥

也

風

俗

台

春

秋

時

爲

百

越

地

風

俗

無

考

漢

元

封

初

徙

東

越

之

民

於

江

淮

台

猶

在

荒

服

中

風

氣

尙

未

盡

闢

三

國

吳

時

始

有

屈

光

公

爲

台

人

倡

忠

節

之

風

唐

高

宗

時

來

濟

以

宰

相

貶

台

州

刺

史

明

皇

時

鄭

䖍
以

廣

文

博

士

貶

台

州

司

戸

是

台

在

唐

猶

爲

貶

謫

之

所

風

俗

尚

未

盡

美

宋

建

炎

初

高

宗

南

渡

駐

蹕

於

杭

台

爲

輔

郡

耆

儒

碩

輔

道

德

勲

業

以

及

文

章

之

士

始

班

班

焉

湻

熙

中

考

亭

朱

子

以

常

平

使

者

行

部

至

台

謁

二

徐

先

生

墓

挽

以

詩

而

表

之

一

時

儒

風

始

丕

振

也

一

統

志

吳

荆

溪

謂

其

人

樸

靜

其

俗

儉

約

陳

襄

謂

閭

興

禮

讓

囹

圄

長

榛

蕪

赤

城

續

志

稱

民

以

海

漁

山

伐

爲

業

果

瓜

蠃

蛤

食

物

常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三
十
九

風
俗

足

乏

千

金

之

家

地

有

葢

竹

諸

峰

之

奇

故

往

往

降

■

而

名

士

軰

出

南

渡

以

來

位

宰

輔

儀

禁

從

居

臺

諫

者

接

武

土

風

丕

與

前

代

夐

不

侔

矣

宋

陳

公

輔

風

俗

記

云

台

介

於

東

南

之

陬

方

承

平

時

最

號

無

事

里

無

貴

游

郡

官

公

事

暇

日

把

盞

賦

昹

百

姓

富

樂

但

食

魚

稻

習

樵

獵

而

不

識

官

府

之

嚴

渡

江

以

來

國

家

多

故

官

吏

雜

沓

軍

旅

往

還

郡

縣

供

億

百

物

騰

貴

視

前

時

十

倍

民

始

逐

末

忘

本

機

巧

出

被

甲

荷

戈

出

沒

於

鹺

茗

之

地

吏

胥

持

文

書

索

逋

負

日

呌

號

於

細

民

之

門

自

是

訟

牘

繁

而

民

俗

寖

異

矣

文

文

山

集

文

山

在

永

嘉

台

豪

傑

皆

往

自

獻

願

從

海

道

作

戰

守

規

模

元

陳

孚

鄕

學

記

吾

邑

往

時

蓽

門

圭

竇

無

絃

誦

聲

人

以

不

儒

爲

耻

今

父

兄

訓

子

弟

曰

無

科

目

矣

儒

固

秋

之

箑

冬

之

綌

也

奚

以

學

爲

於

是

素

封

之

家

其

子

弟

健

則

爲

壟

斷

猾

則

爲

胥

徒

明

宋

景

濓

言

自

朱

晦

庵

紹

伊

洛

正

緒

一

時

傳

道

受

業

者

幾

遍

大

江

之

南

而

台

爲

特

盛

若

石

子

重

杜

曄

杜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四
十

風
俗

知

仁

趙

幾

道

林

恪

潘

時

舉

郭

磊

卿

軰

皆

林

立

並

起

有

聞

於

世

伊

洛

之

學

彬

彬

於

台

家

詩

書

而

人

逢

掖

宛

然

鄒

魯

遺

風

方

遜

志

稱

吾

鄕

士

多

秀

而

有

文

在

宋

中

葉

相

高

以

文

詞

乾

道

湻

熙

後

聞

大

賢

君

子

之

風

而

悅

之

重

道

德

尚

名

節

褎

衣

危

巾

講

論

性

命

言

行

本

乎

禮

義

閭

巷

絃

誦

之

聲

相

接

宋

亡

台

縉

紳

往

往

竄

匿

山

谷

或

服

衰

麻

終

身

或

慟

哭

荒

郊

如

喪

考

妣

王

士

性

廣

志

繹

浙

中

惟

台

一

郡

連

山

圍

在

海

外

另

一

乾

坤

舟

楫

不

通

商

賈

不

行

其

地

止

農

與

漁

魚

汛

在

五

月

石

首

發

時

海

上

人

相

率

以

巨

艦

捕

之

其

魚

發

于

蘇

州

之

洋

山

故

俗

名

打

洋

山

每

期

三

水

其

魚

如

山

排

列

而

至

有

聲

漁

師

則

以

筒

下

水

聽

之

魚

聲

向

上

則

下

網

柁

師

則

夜

看

星

斗

日

直

盤

針

視

風

濤

察

礁

島

以

就

泊

舟

中

床

榻

皆

繩

懸

海

水

鹹

計

日

囷

水

以

食

每

水

下

三

日

網

各

船

同

時

下

網

有

得

魚

多

反

懼

没

溺

而

割

網

以

出

之

者

有

空

網

不

得

隻

鱗

者

每

舟

獲

利

者

一

水

可

得

二

三

百

金

否

者

貸

子

母

息

以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四
十
一

風
俗

歸

故

海

上

人

或

以

此

致

富

亦

或

以

此

破

家

赤

城

新

志

稱

明

太

祖

開

創

時

台

士

或

以

籌

策

參

謀

軍

旅

或

以

文

章

黼

黻

皇

猷

或

安

心

殉

國

視

死

如

歸

風

節

重

天

下

自

是

以

來

士

皆

以

禮

義

廉

耻

行

檢

名

節

爲

貴

非

下

愚

不

移

者

必

不

屑

自

棄

於

貪

墨

躁

競

之

途

民

皆

以

耕

鑿

蒭

蕘

安

土

重

遷

爲

業

非

貧

困

無

聊

者

必

不

肯

自

墮

於

商

販

胥

徒

之

役

富

貴

之

歸

故

鄕

者

必

舍

車

而

徒

歩

見

父

老

必

以

齒

爲

序

有

尚

氣

者

而

倡

之

以

義

則

從

有

好

爭

者

而

折

之

以

理

則

服

邑

舊

志

稱

吾

台

地

雖

僻

左

直

諒

忠

義

之

風

自

古

巳

然

歴

唐

而

宋

耆

儒

碩

輔

流

風

善

俗

光

照

史

册

間

士

有

朝

釋

褐

而

立

朝

侃

侃

夕

掛

冠

而

面

無

難

色

歲

元

日

子

夜

啟

戸

拜

天

地

昧

爽

闔

家

男

婦

羅

拜

祖

先

復

以

序

拜

尊

長

進

椒

觴

交

相

申

祝

然

後

出

拜

戚

族

隣

里

謂

之

賀

歲

舉

春

酒

親

友

互

爲

宴

集

浹

旬

乃

止

上

元

張

燈

自

十

三

日

至

十

八

日

各

家

門

前

架

燈

棚

懸

燈

於

上

以

兆

豐

年

淸

明

家

家

插

柳

於

門

具

酒

饌

掃

墓

會

親

族

享

餕

餘

因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四
十
二

風
俗

登

臨

眺

覽

從

郊

外

爲

踏

靑

之

遊

端

午

懸

蒲

艾

褁

角

黍

酌

菖

蒲

雄

黃

酒

親

朋

競

以

彩

勝

相

遺

龍

舟

競

渡

間

有

舉

之

七

夕

婦

女

列

瓜

果

於

庭

以

祀

織

女

穿

針

乞

巧

中

元

具

酒

饌

祀

先

諸

寺

宇

設

蘭

盆

大

會

人

家

各

醵

設

齋

供

於

寺

以

度

亡

者

中

秋

宴

飮

賞

月

月

餅

瓜

果

親

朋

互

相

餽

遺

重

陽

佩

茱

萸

揷

黃

花

登

高

飮

酒

冬

至

粉

秫

米

爲

丸

設

牲

醴

食

薦

之

祖

先

民

家

不

重

履

端

士

夫

稱

賀

臘

月

望

後

各

以

品

物

相

餽

日

送

年

廿

四

日

各

家

掃

除

室

宇

謂

之

掃

塵

是

夜

祀

竈

除

夕

爆

竹

驅

厲

燃

燈

聚

飮

達

旦

謂

之

守

歲

換

桃

符

春

帖

冠

禮

前

代

多

不

可

考

明

時

男

子

二

十

而

冠

多

於

冬

至

或

元

旦

束

髪

加

網

士

戴

方

巾

民

戴

圓

㡌
或

童

生

未

入

泮

者

雖

年

過

期

多

不

冠

畏

戴

㡌
也

國

朝

剃

髪

結

辮

夏

戴

涼

㡌
冬

戴

煖

㡌
貴

賤

一

體

雖

三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四
十
三

風
俗

尺

童

子

無

不

戴

㡌
如

成

人

婚

禮

男

女

家

擇

門

當

戸

對

媒

妁

通

言

旣

諧

男

家

先

登

女

家

門

遞

懇

帖

并

女

家

六

親

徧

遞

然

後

擇

期

納

采

女

家

則

書

女

年

命

八

字

於

帖

送

于

男

家

在

男

家

謂

之

請

帖

在

女

家

謂

之

出

帖

及

娶

時

女

家

三

五

日

前

先

冠

戴

花

冠

過

門

之

日

相

讃

祝

行

傳

席

交

杯

之

禮

三

日

拜

堂

然

後

缷

花

冠

滿

月

歸

甯

謂

之

囘

門

喪

禮

大

槩

遵

文

公

家

禮

惟

不

行

小

殮

不

用

魂

帛

於

中

堂

弔

奠

者

具

祭

儀

楮

錢

香

燭

喪

家

答

以

帛

擇

吉

出

殯

營

葬

多

以

磚

石

爲

橔

蔭

以

松

栢

祭

禮

元

旦

淸

明

往

祖

墳

致

祭

名

曰

拜

墳

淸

明

名

祭

掃

其

餘

四

時

八

節

及

忌

辰

祭

於

家

論

曰

昔

人

言

士

人

有

美

節

而

後

天

下

有

風

俗

甚

矣

風

俗

之

權

操

之

在

士

君

子

也

吾

邑

山

川

峭

厲

人

皆

秉

性

堅

貞

士

矜

名

節

重

讀

書

耻

與

臺

胥

輿

隷

爲

伍

爲

成

童

卽

夙

具

靈

根

不

經

思

搆

大

抵

土

風

異

也

百

姓

力

本

務

農

食

蔬

衣

素

有

勒

儉

風

人

情

憚

干

離

家

不

善

經

商

無

稗

販

境

外

以

營

什

一

素

封

家

惟

積

粟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四
十
四

風
俗

藝

相

麻

節

縮

用

度

以

資

饒

足

仕

者

務

千

節

未

嘗

有

掊

克

之

夫

立

朝

侃

侃

功

在

民

生

自

宋

迄

明

史

不

絕

書

居

鄕

以

言

利

爲

耻

不

積

金

帛

爲

子

孫

計

故

一

再

傳

後

叔

敖

之

裔

往

往

皆

是

其

有

衣

鮮

剌

肥

求

田

問

舍

者

鄕

黨

共

鄙

之

此

昔

日

風

俗

之

美

也

曁

明

末

以

還

仕

鮮

恬

淡

務

聲

華

儒

樂

營

競

讀

書

以

才

智

自

高

耻

聞

過

失

下

焉

者

奔

走

公

門

持

官

府

短

長

武

斷

鄕

曲

間

之

間

嚚

訟

煩

拿

儉

者

口

靡

於

侈

厚

者

日

趨

於

薄

江

河

日

下

國

運

隨

之

矣

皇

淸

定

鼎

以

來

首

重

賓

興

士

皆

閉

戸

讀

書

爭

自

磨

厲

旣

雋

賢

書

如

同

寒

素

門

無

旗

扁

出

則

徒

歩

無

僕

從

終

年

不

召

賓

不

燕

飮

士

夫

善

持

正

不

干

與

鄕

閭

事

令

節

生

辰

外

不

至

言

游

之

室

强

半

淸

貧

居

多

往

往

無

謀

身

之

計

庶

民

安

儉

朴

甘

荼

苦

吉

凶

賔

嘉

槩

從

省

約

風

俗

之

美

幾

幾

乎

與

明

初

等

矣

嗣

因

海

寇

薦

驚

瀕

海

遷

移

積

逋

未

淸

追

呼

口

擾

四

民

同

日

奔

走

衣

食

之

不

遑

士

者

不

安

於

庠

塾

農

者

不

安

於

耕

桑

管

子

曰

衣

食

足

而

知

禮

節

倉

廩

足

而

知

榮

辱

信

然



ZhongYi

臨
海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四
十
五

風
俗

哉

近

者

蠲

積

荒

淸

夙

逋

有

司

加

意

休

養

於

以

挽

囘

醇

風

在

旦

晚

間

不

難

矣

獨

是

習

俗

之

弊

有

數

端

焉

䘮
塟

爲

人

道

之

大

治

喪

不

在

哀

戚

而

務

紛

華

陪

弔

則

五

服

紛

紜

擁

膝

蹲

踞

謝

孝

則

親

朋

雜

沓

醉

謔

盈

衢

至

於

溺

風

水

苦

資

費

停

棺

暴

柩

有

數

十

年

不

入

土

者

非

所

以

明

孝

也

婚

姻

爲

人

道

之

始

聘

拘

財

禮

門

論

貧

富

動

過

桃

夭

之

期

失

冰

泮

之

吉

至

合

卺

之

夕

男

女

混

淆

呼

號

徹

旦

非

所

以

明

禮

也

近

有

一

種

婦

流

祝

髪

空

門

號

召

良

家

三

八

聚

會

僧

尼

無

别

更

有

一

種

驍

悍

恣

欲

自

快

稍

有

怨

讐

興

謡

造

謗

詭

名

譸

張

復

有

一

種

假

名

儒

行

似

是

實

非

要

結

胥

包

納

逋

負

此

皆

習

俗

之

漸

雖

使

子

程

子

日

著

風

俗

論

以

正

之

其

正

無

由

也

所

貴

神

風

草

之

責

者

禮

禁

未

然

法

施

巳

往

潛

移

黙

奪

以

返

極

重

之

勢

斯

民

其

庶

有

瘳

乎

若

夫

歲

時

月

令

習

俗

雖

殊

而

風

化

則

一

似

無

可

贅

論

耳

臨

海

縣

志

卷

之

一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