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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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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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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冀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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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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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之
會
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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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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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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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前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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聳
其
後
而
澇
潏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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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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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有
包
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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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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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勢
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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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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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冀
方
之
奧
域
也
夫
志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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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角
山
在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一

統

志

以

形

肖

故

名

原

舊

志

初

名

羊

角

山

初

漢

時

羊

角

哀

死

於

此

故

名

後

左

伯

桃

亦

死

焉

今

其

上

有

羊

角

哀

左

伯

桃

廟

天

聖

宮

紀

事

碑

唐

武

德

二

年

老

子

降

於

平

陽

神

山

縣

之

羊

角

山

事

聞

詔

於

所

見

之

地

建

立

祠

堂

改

羊

角

山

爲

龍

角

山

又

一

名

二

峯

山

以

東

西

二

峯

對

峙

故

名

翼

城

縣

志

西

北

峯

屬

浮

山

東

南

峯

屬

翼

城

按

山

在

縣

治

東

南

位

當

離

巽

主

一

邑

文

明

之

勝

淸

知

縣

李

維

諴

禁

山

頂

芻

牧

以

培

風

脈

曾

有

碑

記

堯
山
在

縣

東

八

里

卽

中

條

之

西

麓

上

有

帝

堯

祠

祠

東

有

堯

時

古

井

深

百

尺

又

有

老

君

祠

金

范

帝

堯

廟

記

神

山

縣

東

有

堯

山

柏

樹

森

然

囘

環

十

數

里

其

巓

有

堯

祠

在

焉

舊

志

帝

堯

避

暑

於

此

歷

代

有

碑

記

每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有

司

詣

山

致

祭
浮
山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一

名

臥

虎

山

屬

臨

汾

金

志

襄

陵

有

浮

山

汾

水

潏

水

蓋

浮

山

本

繇

襄

陵

析

也

相

傳

洪

水

橫

流

時

此

山

隨

永

消

長

縣

以

此

得

名

又

云

屬

臨

汾

不

知

何

故

土

人

每

言

臨

汾

縣

底

及

翟

黃

二

村

卽

前

代

城

邑

然

不

可

考

矣

黑
山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一

名

牛

首

又

名

烏

嶺

爲

中

條

之

別

支

黑

水

源

出

於

此

風
穴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里

山

腹

空

虛

行

者

步

履

有

聲

相

傳

其

巓

舊

有

穴

樵

者

納

衣

於

穴

中

少

頃

卽

出

唐

時

有

虎

害

異

僧

伏

之

今

山

東

北

偏

地

猶

名

虎

兒

殿

一

名

司

空

山

因

上

建

司

空

廟

故

名

天
壇
山
在

堯

山

南

三

里

上

有

石

壇

三

級

名

天

壇

東

有

寵

井

舊

志

在

縣

東

南

五

里

山

背

懸

崖

峭

壁

多

奇

峯

怪

石

靑

嵐

如

畫

一

名

南

堯

山

由

橫

嶺

蜿

蜒

而

趨

乃

堯

山

西

南

結

聚

處

突

兀

撑

空

上

有

眞

武

廟

玉

皇

閣

及

太

乙

閣

爲

邑

勝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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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
天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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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縣

東

北

二

十

里

一

名

北

堯

山

與

南

堯

山

胥

有

堯

廟

並

祀

亦

中

條

之

別

支

也

壺
口
山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五

里

西

接

臥

龍

東

連

龍

角

綿

亘

十

數

里

潏

水

出

其

下

按

壺

口

山

當

卽

巢

山

水

經

注

潏

水

卽

巢

山

之

水

水

源

東

南

出

巢

山

東

谷

是

也

一

名

蜀

山

又

俗

名

氣

眼

山

有

口

數

十

處

山

下

空

虛

履

之

彭

彭

有

聲

相

傳

漢

代

出

銅

鑄

錢

灶

蹟

猶

存

舊

志

云

蜀

山

在

翼

城

縣

北

三

十

里

漢

鄧

通

鑄

錢

處

每

有

拾

銅

與

錢

者

佛
嶺
山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卽

中

條

之

右

臂

去

山

僅

數

里

高

敞

淸

幽

上

有

祠

並

寺

觀

爲

邑

北

勝

地

鳴
山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南

連

銀

洞

北

接

風

穴

每

天

欲

雨

此

山

颯

然

有

聲

銀
洞
山
在

縣

東

南

四

十

里

西

北

連

龍

角

下

有

金

水

河

相

傳

山

上

有

金

銀

鑛

曁

硃

砂

石

碌

土

人

因

以

名

山

洞

水

南

流

達

翼

城

界

名

曰

金

河

翼

志

云

相

傳

出

金

屑

古

有

淘

沙

澄

之

者

月
山
在

縣

西

南

二

十

里

南

接

臥

龍

西

距

漫

天

嶺

上

有

金

輪

廟

殆

以

垂

拱

故

名

月

山

也

一

云

山

形

似

月

故

名

上

有

武

則

天

廟

俗

云

婆

婆

神

漫
天
嶺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與

龍

角

東

西

相

踞

半

屬

臨

汾

半

屬

浮

山

橫
嶺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一

名

中

條

山

南

與

翼

城

東

烏

嶺

相

連

北

與

安

澤

草

峪

嶺

相

聯

東

支

遙

接

沁

河

界

實

中

條

之

支

也

西
左
嶺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南

距

月

山

西

達

臨

沁
汾
橫

亘

十

餘

里

一

名

黃

花

嶺

以

其

地

產

芫

花

故

也

趙
庄
嶺
在

县

四

十

里

下

有

西

溪

祭
風
圪
塔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爲

邑

中

諸

山

最

孤

高

境

每

遇

暴

風

傷

稼

鄕

人

於

此

祭

之

輙

止

故

名

潏
水
河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本

源

出

龍

角

山

下

自

東

南

來

一

源

出

壺

口

山

下

自

西

南

來

至

東

張

二

水

相

會

北

流

至

交

頭

河

會

汗

水

合

濟

瀆

澗

孫

家

河

諸

水

北

趨

龍

神

溝

至

下

塞

橋

合

金

水

河

卽

西

溪

並

入

汾

澇
水
河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源

出

烏

嶺

下

一

名

黑

水

其

源

北

接

安

澤

境

其

傍

有

小

澗

溝

合

流

會

楊

村

河

經

臨

汾

縣

北

岳

壁

界

又

名

高

河

與

馬

臺

河

西

入

汾

明

洪

武

十

一

年

引

入

臨

汾

城

爲

永

利

池

按

唐

志

臨

汾

東

北

十

里

有

高

梁

堰

武

德

中

引

高

梁

水

漑

田

入

百

金

洎

貞

觀

十

三

年

爲

水

所

壞

永

徽

二

年

刺

史

李

寬

自

東

二

十

五

里

夏

柴

堰

引

潏

水

漑

田

令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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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善

鼎

復

治

百

金

泊

亦

引

潏

水

漑

田

乾

封

二

年

堰

壤

乃

西

引

晉

水

則

是

潏

水

爲

利

於

臨

汾

獨

不

能

爲

利

於

浮

山

縣

志

稱

邑

境

無

水

利

獨

南

河

少

得

灌

園

之

益

者

以

其

水

卑

地

高

難

於

引

漑

也

水

經

注

黑

水

出

黑

山

西

經

楊

村

南

又

西

與

巢

山

水

會

山

海

經

曰

牛

首

之

山

澇

水

出

焉

西

流

注

於

潏

水

疑

是

水

也

潏

水

卽

巢

山

之

水

也

水

源

東

南

出

巢

山

東

谷

北

經

浮

山

東

又

西

北

流

與

澇

水

合

亂

流

西

北

經

高

梁

城

北

西

流

入

於

汾

水

明

一

統

志

澇

水

源

出

浮

山

縣

流

經

府

城

北

西

入

汾

河

黑

水

在

浮

山

縣

北

四

十

里

源

出

黑

山

亦

名

澇

水

西

北

入

於

汾

按

縣

志

澇

水

河

一

名

黑

水

合

流

諸

水

今

尙

可

考

但

潏

水

自

入

汾

不

會

黑

水

或

以

水

道

遷

移

故

耳

南
河
在

縣

南

一

里

許

源

出

中

條

由

龍

泊

東

南

環

城

西

北

流

至

衞

家

河

馬

臺

境

會

諸

葛

丞

相

河

西

入

於

汾

邑

境

無

水

利

唯

此

河

有

灌

漑

園

圃

之

益

舊

有

蓮

花

池

在

河

側

南

坡

下

今

廢

甃

石

尙

存

乃

李

信

別

墅

也

東
河
在

縣

東

四

十

五

里

源

出

橫

嶺

山

下

東

流

入

山

交

河

由

東

南

合

流

入

於

沁

河

楊
村
河
在

縣

北

二

十

五

里

發

源

中

條

由

唐

葛

栢

璧

村

西

流

經

楊

村

合

黑

水

流

入

高

梁

達

於

汾

諸
葛
河
在

縣

北

六

里

源

出

東

北

山

由

交

里

村

至

諸

葛

栢

村

合

南

王

澗

水

西

流

爲

丞

相

河

至

馬

臺

界

會

南

河

入

汾

村

以

丞

相

名

者

以

有

霍

光

別

墅

也

金
水
河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源

出

浮

山

下

乃

縣

境

趙

家

嶺

之

西

溪

也

北

流

至

河

裏

莊

繇

下

寨

橋

入

汾

土

人

時

於

流

沙

中

見

金

屑

故

名

見

舊

志

龍
井
在

天

壇

山

南

澗

中

有

三

一

東

南

一

正

南

一

西

南

深

不

可

測

天

旱

禱

雨

輙

靈

在

西

南

者

卽

今

之

龍

泊

崖

懸

瀑

布

潭

深

無

底

浴

者

多

致

沉

溺

神
厨
泉
在

龍

角

山

天

聖

六

年

湧

出

古

志

道

院

之

東

神

厨

之

後

闢

□

及

泉

厥

味

孔

甘

其

源

不

竭

聖
王
山
泉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上

有

成

湯

廟

泉

水

流

至

龍

尾

橋

面

分

東

流

經

馮

村

東

張

會

壺

口

龍

角

司

空

三

山

水

人

潏

西

流

經

燕

村

浮

峪

劉

凹

庄

下

寨

河

達

於

汾

永
惠
泉
在

縣

東

天

壇

山

西

麓

居

民

乏

水

鑿

石

引

泉

蓄

石

窩

中

取

之

不

竭

民

甚

便

焉

故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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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華
池
在

龍

角

山

東

峯

之

巓

歲

旱

禱

雨

輙

應

相

傳

唐

武

德

初

建

慶

唐

觀

苦

乏

水

忽

池

水

自

流

至

觀

前

洎

工

竣

而

流

遽

止

云

孫

景

文

天

聖

宮

碑

先

是

斯

觀

營

繕

之

初

困

於

無

水

公

輸

爲

之

失

色

衆

人

於

焉

疚

心

無

何

山

椒

之

間

瀑

泉

噴

湧

枉

道

屈

曲

流

於

觀

中

號

曰

華

池

工

畢

而

神

瀵

之

赤

枯

按

孫

景

文

碑

華

池

水

流

當

是

開

元

十

四

年

改

慶

唐

觀

時

舊

志

云

武

德

初

誤
龍
池
一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浮

峪

鄕

建

龍

王

廟

一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大

衛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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