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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一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輿

地

輿

地經

緯

度

地

圖

最

初

之

根

據、

厥

為

經

緯

綫、

故

測

定

各

地

㸃

之

經

緯

度、

實

為

大

地

測

量

之

基

本

工

作、

浙

省

曾

於

民

國

五

年

在

杭

州

舊

藩

署

測

量

局

建

築

天

文

䑓

用

子

午

儀

觀

測

經

緯

度、

費

時

五

月

之

久、

測

得

浙

江

省

會

杭

州

經

緯

度

如

下、
杭

州

市

經

緯

度

同

杭

縣

治

在

附

郭

經

緯

度

亦

同

經

度

浙

江

省

會

杭

州

經

度

為

一

二

○

九

分

三

四

秒、

經

度

係

用

子

午

儀、

依

太

隂

南

中

法

實

測

五

個

月、

以

英

國

格

林

威

尔

為

起

㸃、

其

平

均

結

果、

杭

州

經

度

為

一

二

○

度

九

分

三

四

秒、

誤

差

一

秒

四

六

六、

此

經

度

之

精

度

尚

不

足

與

各

國

天

文

䑓

所

測

者

比、

現

有

用

無

線

電

收

時

測

定

之、

緯

度

浙

江

省

會

杭

州

緯

度

為

三

○

度

一

四

分

四

九

秒

一

五、
緯

度

依

泰

尔

考

脱

氏

法、

以

代

用

天

頂

儀

之

子

午

儀

在

天

文

曆

中

選

出

三

十

一

對

之

恒

星、

實

測

四

個

月、

所

淂

五

十

六

次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杭

州

緯

度

為

三

○

度

一

四

分

四

九

秒

一

五、

誤

差

○

秒

○

八

八、

經

緯

與

日

月

浙

江

經

緯

闗

係、

日

躔

月

離

及

交

食

者、

餘

姚

黄

炳

垕

交

食

㨗

算

推

步

之

法、

頗

為

簡

便、

凡

地

球

之

繞

日、

月

球

之

繞

地、

日

大

月

小、

體

質

懸

殊、

日

逺

月

近、

視

之

畧

等、

月

球

掩

日、

則

為

日

食、

地

影

掩

月、

則

為

月

食、

各

地

經

緯

不

同、

即

食

之

先

後、

與

食

分

之

深

淺

虧

復

之

方

位、

又

各

不

相

同、

我

國

之

授

時、

莫

重

於

太

陽

曆

地

球

繞

日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又

四

分

之

一、

周

天

一

次、

是

為

一

年、

橢

圓

之

軌

道、

太

陽

為

其

一

心、

海

寕

李

善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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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始

譯

西

人

新

法

地

球

與

日

球

之

距

離

遠

近

不

等、

具

最

近

之

一

㸃

舊

日

曆

法

為

之

最

卑

地

球

之

此

㸃、

即

一

月

一

日

是

為

嵗

首、

此

東

西

各

國

所

同、

日

光

功

力

極

大、

晴

時

日

之

力

能

助

萬

物

之

生

長、

本

省

生

物、

蕃

於

江

北、

河

北、

塞

北

者、

日

光

之

功

也、

即

雨

露

所

滋、

亦

莫

非

日

光

蒸

發

之

氣、

浙

江

因

日

暖

而

河

海

不

氷、

是

以

冬

日

水

路

交

通

仍

極

便

利、

河

北、

塞

北

等

處、

非

所

能

及、

月

本

無

光、

受

日

光

以

為

光、

浙

江

潮

汐

與

月

相

映、

月

距

地

近、

功

用

尤

見

在

正

對

方

向、

海

水

被

吸

隆

起、

越

水

平

線、

即

成

高

潮、

在

反

對

方

向、

地

球

被

掣

退

續

離

水

平

線、

亦

成

高

潮、

而

同

時

相

距

九

十

度

之

両

方

因

海

水

被

引

他

移、

潮

之

低

落、

每

晝

夜

地

球

自

轉

一

周、

故

潮

之

漲

落

凡

両

度、

又

以

朔

望

日

月

両

吸

力

相

合、

故

潮

最

大、

上

下

弦

日

月

両

吸

力

相

消、

故

潮

最

小、

以

上

並

見

浙

江

新

志、

經

緯

度

與

日

之

出

入

時

分．

各

地

經

緯

不

同、

而

日

之

出

入

時

分、

亦

因

之

差

别、

兹

就

杭

州

之

日

出

入

時

分

見

扵

曆

書

者、

列

表

附

及、

杭

州

日

出

入

時

分

表

節

氣

上

午

日

出

下

午

日

入

小

寒

大

寒

六

時

五

八

分

六

時

五

六

分

五

時

一

四

分

五

時

二

六

分

立

春

雨

水

六

時

四

九

分

六

時

三

八

分

五

時

三

八

分

五

時

五

○

分

驚

蟄

春

分

六

時

二

二

分

六

時

○

四

分

六

時

○

一

分

六

時

一

一

分

清

明

穀

雨

五

時

四

五

分

五

時

二

七

分

六

時

二

○

分

六

時

三

○

分

立

夏

小

滿

五

時

一

三

分

五

時

○

三

分

六

時

四

○

分

六

時

五

○

分

芒

種

夏

至

四

時

五

七

分

四

時

五

八

分

六

時

五

九

分

七

時

○

五

分

小

暑

大

暑

五

時

○

四

分

五

時

十

三

分

七

時

○

五

分

七

時

○

一

分

立

秋

處

暑

五

時

二

二

分

五

時

三

一

分

六

時

四

九

分

六

時

三

四

分

白

露

秋

分

五

時

四

○

分

五

時

四

九

分

六

時

一

六

分

五

時

五

六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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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三

寒

露

霜

降

五

時

五

八

分

六

時

○

八

分

五

時

三

八

分

五

時

二

○

分

立

冬

小

雪

六

時

一

九

分

六

時

三

二

分

五

時

○

八

分

五

時

○

分

大

雪

冬

至

六

時

四

四

分

六

時

五

三

分

四

時

五

九

分

五

時

○

四

分

疆

域

縣

境

與

蕭

山．

富

陽．

餘

杭．

武

康．

德

清

海

寕

諸

縣

分

界

處、

南

至

俞

家

浦

錢

塘

江

中

、

東

為

蕭

山

縣

界、

西

為

富

陽

縣

界、

参

用

浙

江

全

省

輿

圖、

西

至

石

璫

山、

南

為

富

陽

縣

界、

自

上

四

區

雲

泉

鄉

之

算

悵

嶺

迤

北、

經

夀

民

鄉、

至

石

璫

山

陸

地、

均

與

富

陽

接

界、

北

為

餘

杭

縣

界、

自

石

璫

山

迤

東

北

彎

南、

再

折

而

北、

經

上

四

區

夀

民

鄉、

龍

塢

鄉、

欽

履

區

留

下

鎮、

五

常、

蔣

邱

両

鄉、

瓶

調

區、

三

墩

鎮

大

六、

崇

化

兩

鄉、

至

瓶

窑

鎮

梯

子

嶺

均

與

餘

杭

接

界、

西

北

至

梯

子

嶺、

西

南

為

餘

杭

縣

界、

西

北

為

武

康

縣

界、

自

梯

子

嶺

徃

東、

經

瓶

調

區

瓶

窑

鎮、

縴

石

鄉

落

北、

沿

苕

溪

至

五

西

區

永

泰

鄉、

油

車

橋、

均

與

武

康

接

界、

北

至

油

車

橋、

西

為

武

康

縣

界、

東

為

德

清

縣

界、

自

油

車

橋

迤

東

而

北、

經

五

西

區

永

泰、

東

平

兩

鄊、

上

南

沿

運

河

至

塘

棲

鎮

北

添

設

府

舊

址、

︹
西

為

德

清

縣

界、

東

為

杭

縣

界、
︺

又

往

東

經

泉

塘

鄉、

并

臨

喬

區、

五

杭、

博

陸

兩

鄉、

至

楊

家

木

橋、

均

與

德

清

接

界、

東

北

至

楊

家

木

橋、

北

為

德

清

縣

界、

南

為

海

寕

縣

界、

自楊

家

木

橋

向

南

轉

西、

再

迤

東、

經

臨

喬

區

東

安、

翁

梅

両

鄉、

至

姚

家

埭、

及

外

沙

方

家

埠

以

東．

均

與

海

寧

接

界．

縣

境

與

杭

州

市

分

界

處、

見

浙

江

新

志

區

名
界

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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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喬

司

區

令

名

臨

喬

區

以

九

堡

二

圍

塘

黄

天

堂

為

界

皋

亭

區

今

属

以

歐

陽

橋、

泥

城

橋．

河

北

橋、

安

頭

橋、

禇

臨

喬

區

家

橋

為

界、

西

鎮

區

令

名

以

施

行

橋、

鎻

梁

橋

永

安

橋、

杜

子

橋、

余

五

四

區

家

橋、

郭

家

庫

為

界、

調

露

區

令

名

以

官

塘

河

拱

三

段

公

路

餘

杭

塘

河

為

瓶

調

區

界、

欽

履

區

以

馬

家

橋、

古

蕩、

老

和

山、

砲

台

山、

北

高

峯、

石

頭

山

為

界、

上

泗

區

以

白

雲

山、

天

竺

山、

獅

子

峯、

五

雲

山、

小

康

河、

界

溪

為

界、

附

縣

境

山

徑

通

隣

縣

處

焦

山

西

北、

過

大

青

嶺、

有

龍

門

嶺

達

餘

杭

路、

亭

市

山

令

名

窑

山、

去

西

半

里

即

餘

杭

界、

胡

家

嶺

在

長

夀

鄉、

北

達

餘

杭、

金

家

嶺

在

戴

家

塢

南、

指

北

直

行

達

餘

杭、

石

嶺

在

神

山

東

北、

達

餘

杭、

軍

嶺

在

神

山

西、

長

三

里、

亦

達

餘

杭、

荆

山

嶺

在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長

二

里、

西

達

餘

杭、

洋

山

在

孝

女

南

鄉、

達

餘

杭

界、

銀

子

嶺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北

達

餘

杭、
杭、

餘

通

道

鮑

家

嶺

在

縣

西

南

五

十

里、

長

一

里、

東

達

官

路

至

富

陽、

界

嶺

在

富

陽、

界

嶺

東

為

杭

縣、

嶺

西

為

富

陽、

佫

呼

算

帳

嶺、

羅

帶

山

北

三

里

為

翠

屏

山、

東

二

里

為

印

山、

去

南

五

里

為

富

陽、

分

金

嶺

在

縣

西

南、

長

十

五

里、

界

富

陽、

西

山、

其

西

即

富

陽

廟

山、
杭

富

通

道

神

山、

西

為

長

嶺

山

北

為

萬

丈

山、

又

北

為

麻

車

山

西

接

富

陽

界、

北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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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餘

杭

界、

白

沙

隖．

束

近

白

巖

山、

北

達

餘

杭、

西

通

富

陽、

杭

與

餘

富

通

道

界

山

嶺、

在

安

溪

孝

女

北

鄉、

一

名

石

門

嶺、

長

三

里、

北

達

武

康、

界

山

嶺、

東

有

九

度

嶺、

西

有

金

龍

嶺、

皆

北

達

武

康、

峨

墅

嶺

在

大

遮

山

東、

長

二

里、

北

達

武

康、

杭

武

通

道、

大

遮

烏

尖

二

山、

接

連

餘

杭

及

武

康

縣、

萬

松

山、

西

鳳

泉

諸

山、

緜

延

相

接

凡

二

十

五

里、

東

北

接

武

康、

西

接

餘

杭、
杭

與

餘

武

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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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六

杭

縣

志

稿

輿

地形

勢

錢

塘

置

縣、

肇

自

秦

漢、

隋

開

皇

十

年、

移

杭

州

治

錢

塘、

為

州

縣

同

城

之

始、

吳

越

增

置

錢

江、

宋

初

改

仁

和、

並

為

附

郭

首

邑、

歷

元、

明

清

因

之、

民

國

廢

府、

併

錢、

仁

兩

縣

為

杭

縣、

直

属

浙

江

省

府、

而

附

郭

之

治

仍

舊、

自

十

六

年

創

置

杭

州

市、

前

縣

治

與

杭

城、

在

地

理

歷

史

上、

向

皆

聯

繫、

因

取

舊

志

所

叙、

摘

錄

大

凡、

而

以

歷

代

兵

事

故

蹟、

闗

扵

全

縣

形

勢

者、

別

附

概

論

扵

後、

靈

隱

山

下

有

錢

唐

故

縣、

浙

江

逕

其

南、
水

經

注

案

漢

書

地

理

志、

會

稽

郡

錢

唐

注、

武

林

山、

武

林

水

所

出、

東

入

海、

武

林

山

為

湖

上

諸

山

縂

稱、

後

乃

專

属

靈

隱、

武

林

水

為

今

西

湖、

歷

來

紀

載、

均

無

疑

義、

惟

古

史

考、

稱

古

湖

與

江

通、

故

班

氏

稱

武

林

水

入

海、

闞

氏

謂

之

錢

水

亦

云

入

海、

乃

是

由

江

以

入、

厥

後

湖

不

通

江、

故

酈

氏

引

吳

地

記、

言

今

無

此

水、

盖

以

江

逕

錢

唐

之

處、

未

有

錢

水

入

江

耳、

吳

地

記、

南

齊

陸

道

瞻

箸、

可

為

南

齊

時、

湖

已

不

通

江

之

證、

潘

桐

浙

江

論

曰、

胥

山

西

北、

舊

皆

鑿

石

為

棧

道、

唐

景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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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七

四

年、

沙

岸

北

漲、

地

漸

平

坦、

桑

麻

植

焉、

州

司

馬

李

珣

始

開

沙

河、

時

河

流

去

胥

山

未

遠

也、

至

扵

錢

氏

随

沙

移

岸、

漸

至

鐵

幢、

新

岸

去

胥

山

已

逾

三

里、

皆

為

通

衢、

民

居

甚

衆、

及

今

紹

興

間

紅

亭

沙

漲、

其

沙

又

遠

在

胥

山

西

南

矣、

演

繁

露、

案

一

統

志、

吴

山

舊

名

胥

山、

上

有

子

胥

祠、

古

史

考、

云、

吴

山

古

臨

江、

至

今

俗

稱

㫰

網

山、

山

下

有

漾

沙

坑、

洋

壩

頭

諸

處、

皆

唐

以

前

相

傳

舊

名、

足

證

潘

氏

所

論

之

確、

潮

水

避

錢

塘

而

東

擊、

西

陵、

所

浞

來

遠

矣、

沮

洳

斥

鹵、

化

為

桑

麻

之

區、

久

乃

城

邑

聚

落

也、

今

之

平

陸、

皆

江

之

故

道、
蘇

軾

六

井

記、

山

川

環

錯、

井

邑

浩

穰、

春

秋

時

吴

越

争

雄

之

地

也、

自

三

國

以

來

皆

恃

為

財

賦

淵

藪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錢

塘

自

五

代

時

不

被

干

戈、

其

人

民

幸

富

庶

安

樂、

十

萬

餘

家、

環

以

湖

山、

左

右

映

帶、

而

閩

商

海

賈

風

帆

浪

帕、

出

入

扵

烟

波

香

靄

之

間、

可

謂

盛

矣、
毆

陽

修

有

善

堂

記

杭

州

橫

控

列

城、

為

國

大

藩、

龍

山

據

其

首、

西

湖

蟠

其

腹、

天

竺

聳

其

肩、

東

山

卧

其

背、

樓

臺

上

下、

如

錦

繡

圖、
盧

襄

西

征

記

杭

州

地

脉、

發

自

天

目、

羣

山

飛

翥、

駐

扵

錢

塘、

江

湖

夾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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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八

山

停

水

聚、

元

氣

融

結、

故

其

州

為

人

物

之

都

會、

財

賦

之

奥

區、

而

前

賢

建

立

城

郭、

南

跨

吳

山、

北

兜

武

林、

左

帶

長

江、

右

臨

湖

曲、

所

以

全

形

勢

而

周

脉

絡、

鍾

靈

秀

於

其

中、

東

北

北

隅、

皆

壕

塹、

南

倚

山

嶺、

獨

城

西

一

隅、

瀕

湖

為

勢、

殆

天

塹

也、
楊

孟

瑛

請

浚

湖

疏

錢

塘

縣

天

目

西

來、

龍

飛

鳳

舞、

形

勢

壯

扵

東

南、

山

川、

甲

扵

郡

國、

仁

和

縣

外

帶

江、

海、

内

抱

湖

山、

浙

右

名

區、

江

東

沃

壤、
舊

浙

江

通

志

陳

亮

言、

吳

會

者、

晉

人

以

為

不

可

都、

而

錢

鏐

據

之

以

抗

四

鄰、

盖

自

毘

陵

而

外、

不

能

有

也、

其

地

南

有

浙

江、

西

有

崇

山

峻

嶺、

北

有

重

湖

沮

洳、

而

松

江

震

澤

横

亘

其

前、

此

錢

鏐

所

恃

以

安

國

家、

六

十

年

都

之、

而

無

外

憂

也、

朱

子

言、

建

康

形

勢

雄

壯、

然

淮

安

只

隔

一

水、

欲

進

取

則

都

建

康、

欲

自

守

則

都

臨

安、

近

時

言

者、

亦

謂

宋

都

臨

安、

致

成

偏

安

之

局、

不

知

臨

安

雖

偏、

前

有

襟

袖、

左

右

臂

有

伸

縮、

是

以

晏

安

者

百

餘

年、

六

朝

都

建

康、

雖

云

控

引

江

淮、

而

過

扵

淺

露、

荆、

雍、

江、

鄂

上

㳺

跋

扈、

未

有

二

十

年

無

事

者

也、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案

顧

氏

此

論、

針

對

弘

光

南

都

而

發、

非

確

論

也、

至

有

美

堂

記

諸

條、

特

就

唐

宋

極

盛

時

言、

南

宋

而

後、

杭

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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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九

叠

經

兵

禍、

歷

明

及

清、

海

疆

益

以

多

故、

爰

將

水

陸

要

道

闗

扵

歷

代

兵

家

形

勢

者、

附

概

論

焉、

杭

縣

南

抱

江

海、

東

帶

上

塘

官

塘

下

塘、
即

新

開

運

河

諸

河

脈

絡

灌

輸、

左

通

右

達、

西

北

則

重

岡

叠

巘、

倚

為

屏

障、

在

昔

與

省

府

同

城、

西

南

属

錢

塘

縣

治、

東

南

属

仁

和

縣

治、

城

周

三

十

五

里

有

奇、

山

川

廻

合、

城

郭

完

固、

當

吳

越

時、

淮

南

將

安

仁

義、

田

頵、

久

攻

不

得

下、

元

李、

常

遇

春

攻

杭、

亦

因

數

戰

不

利

召

還、

然

則

辛

幼

安

謂

斷

皋

亭

之

山、

天

下

無

援

兵、

决

西

湖

之

水、

滿

城

皆

魚

鼈、

豈

篤

論

哉、

城

廂

而

外、

東

北

以

臨

平

為

重

鎮、

宋

建

炎

初、

苖

傳、

劉

正

彦

遣

將

至

臨

平、

負

山

阻

河、

築

堅

壘

以

阻

勤

王

之

師、

賴

韓

世

忠

力

戰

始

克、

元

巴

延

之

會

師

臨

安

也、

先

屯

軍

臨

平、

然

後

進

次

皋

亭

山、

明

初

李

文

忠

取

杭

州、

分

遣

茅

成

駐

兵

皋

亭、

則

皋

亭

亦

縣

境

必

備

之

險

也、

當

元

之

季、

張

士

信

自

平

望

烏

墩

搗

杭

州、
時

楊

諤

勒

哲

駐

嘉

興

先

鋒

呂

才

屯

王

江

涇、

士

信

不

敢

取

道

為

水

路

襲

杭

之

創

舉、

楊

諤

勒

哲

乃

分

三

路

援

杭、

一

泛

塘

棲

大

麻、

是

新

開

運

河

故

道

也、
按

成

化

府

志、

元

木

張

氏

軍

船

往

來

蘇

杭、

以

舊

河

為

狹、

後

五

林

港

口

閣

浚

至

北

新

橋、

因

名

新

開

運

河、

是

時

雖

未

開

濶

當

有

小

河

可

濟

師、

一

泛

硤

石

長

安、

即

臨

杭

官

路、

其

身

率

劉

震、

朱

誠、

泛

海

鹽

黄

灣、

則

别

由

海

道

入

杭

也、

然

南

宋

苖、

劉

之

亂、

辛

道

宗

措

置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十

海

舶、

與

陳

思

恭

自

華

亭

進

發

入

錢

塘、

元

董

文

炳

左

軍、

自

江

隂

循

海

趣

澉

浦

華

亭、

以

至

浙

江、

皆

先、

泛

海

上

濟

師

者、

盖

戰

守

之

術

日

新、

用

兵

之

地

亦

隨

而

歧

出

矣、

運

河

經

縣

境

有

要

港

曰

白

馬

塘、
在

五

杭

博

陸

間、

北

有

白

馬

村、

南

達

臨

平、

北

達

德

清

之

新

市

鎮、
自

北

嘉

湖

蘇

松

正

流

至

港、

皆

可

往

來

明

季、

陳

萬

良

率

義

師

出

入

臨

平、

德

清、

五

杭

博

陸

間、

展

轉

至

吳、

江、

與

吳

易

會

師、

皆

此

地

為

根

據

也、

過

塘

棲

而

西、

為

五

林

港、

即

鐵

菱

闗

故

址、
相

傳

方

臘

時、

此

為

間

隘、

清

咸

豐

間、

港

南

建

礟

壘、

扼

湖

往

來

水

道、

後

四

境

盡

䧟、

獨

此

壘

恃

湖

州

援、

最

後

毁、

今

鞠

為

茂

草

矣、

城

西

則

江

上

諸

山

界

連

餘、

富、

明

李

文

忠

之

下

浙

江

别

遣

將

畧

富

陽、

下

餘

杭、

然

後

直

趨

杭

州、

太

平

軍

二

次

窺

杭、

亦

必

先

䧟

餘、

富

則

自

算

帳

嶺

至

石

璫

山、

皆

界

連

富

陽、

而

石

璫

又

北

達

餘

杭、

江

上

一

大

關

鍵

也、

明

魯

藩

破

餘、

富、

後

屯

朱

橋、

沿

江

列

柵、

與

清

軍

拒

戰

積

年、

卒

潰

師

江

上

者、

則

但

知

倚

江

設

險、

而

清

風

亭

横

山

兩

要

隘、

為

由

西

溪

入

湖

上

諸

山

之

徑、

遭

清

軍

扼

守

故

耳、

盖

沿

江

稍

北、

為

西

溪

横

山

大

嶺

扼

其

衝、

多

間

道、

前

去

二

里

為

清

風

亭、
即

清

風

嶺、

在

范

村

江

口、

上

有

斥

候

烽

墩

遺

址、

險

隘

如

井

陘

口、

左

接

五

雲、

天

竺

諸

山、

俯

瞰、

城

中

如

指

掌、

宋

設

西

溪

鎮

為

西

湖

保

障、

誠

縣

西

境

重

地

也、

再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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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十
一

則

安

溪

諸

山

多

與

餘

杭、

武

康

接

界、

元

阿

嘍

罕

將

右

軍

出

四

安、

次

上

柏、

趨

獨

松

關、

由

武

餘

會

師

臨

安

之

舉、

咸

豐

時、

太

平

軍

初

次

襲

杭、

泛

稊

子

嶺

至

瓶

窑、

經

狗

葬、

良

渚、

直

樸

武

林

門、

即

戴

熈

所

云、

武

康

至

省、

有

間

道

直

達

上

柏

奉

口、

徑

小

而

㨗

者

也、

及

杭

城

既

復、

太

平

軍

尚

拒

戰

安

溪

關、

左

宗

棠

率

兵

親

至

始

克、

盖

安

溪

關

地

勢、

險

峻、

浙

撫

王

有

齡

曾

設

礟

䑓、

太

平

軍

將

汪

海

洋

守

餘

杭、

以

瓶

窑

扼

北

路、

又

於

此

築

大

石

壘

障

之、

唐

杭

州

州

將

李

藏

用、

使

温

昇

據

狗

頭

嶺、

以

敗

孫

侍

封

之

師、

即

此

地

也、

縣

境

以

外、

如

餘

杭

之

獨

松、

幽

谷

百

丈

三

關、

於

潜

千

秋

嶺、

昌

化

昱

嶺

關、

或

隣

安

吉

去

廣

德、

或

接

孝

豐

達

安

、

或

右

當

歙

郡

之

口、

南

出

建

德

之

背、

要

皆

嶺

路

險

狹、

為

西

北

外

圍

保

障、

而

尤

以

獨

松

關

為

最

要、

關

外

為

安

吉

界、

由

關

是

五

百

里、

即

至

金

陵、

自

獨

松

關

而

南、

雙

溪

鎮

為

要

路、

過

此、

即

達

瓶

窑、

商

家

陸

行、

多

經

此、

兵

家

所

宜

預

防

也、

縣

境

沿

海

約

七

十

餘

里、

均

属

内

江、

海

輪

以

沙

線

曲

折、

未

能

深

入、

明

季

倭

船、

可

徑

至

鼈

子

門、

則

海

寕

西

南、

與

縣

接

界

之

赭

山、

亦

為

戌

守

重

地、

今

自

鳥

龍

廟

至

翁

家

埠、

仍

沿

一

堡

至

十

六

堡

舊

名、

知

當

時

防

守

之

區、

亦

云

宻

已、

然

倭

冦

入

犯、

恒

以

海

寕

之

尖

山

石

墩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十
二

為

根

據

地、

遂

乃

轉

掠

塘

栖、

敗

嘉

興

援

軍

扵

落

瓜

橋、

復

掠

臨

平、

薄

杭

州、

東

自

江

口

至

西

興

壩、

西

自

留

下

至

北

新

關、

燔

燬

一

空、

會

城

閉

門

者

旬

曰、

運

河

以

南、

縣

境

蹂

躪

幾

遍、

盖

海

冦

得

間

登

陸、

指

顧

之

間、

即

可

竄

擾

邨

郭、

則

近

而

尖

山

石

墩、

逺

而

黄

灣

澉

浦

暨

金

山

衛

一

帶、

皆

杭

城

東

南

之

門

户

也、

籌

海

陸

防

者、

豈

特

局

守

一

隅

為

形

格

勢

禁

已

哉、

矧

今

輪

軌

四

達、

武

器

更

新、

戰

車

則

險

踰

壕

塹、

汽

艇

則

輕

渡

港

河、

震

地

之

彈、

天

際

飛

來、

鑑

影

之

機、

空

中

現

出、

向

所

謂

金

城

湯

池、

重

關

峻

嶺

者、

漸

將

失

其

效

用、

然

山

脈

河

流、

古

今

不

變、

幽

巖

窈

洞、

險

阻

可

憑、

子

輿

氏

曰、

地

利

不

及

人

和、

又

曰

得

道

者

多

助、

神

而

明

之、

在

乎

其

人

而

已、

輿

地靣

積

全

縣

靣

積

一、

四

○

三、

一

○

六

市

畝

合

方

市

里

三、

七

四

二

方

公

里

九

三

六

杭

縣

土

地

分

類

靣

積

比

較

表

單

位

市

畝

農

宅

地

九

三

七、

三

五

五

百

分

比

六

六

八

山

地

二

五

六、

一

七

三

百

分

比

一

八

三

道

路

一

六、

一

一

○

百

分

比

一

二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十
三

河

湖

九

○

四

三

七

百

分

比

六

五

沙

塗

一

○

三

○

三

一

百

分

比

七

二

總

計

實

數

一

四

○

三

一

○

六

百

分

比

一

○

○

耕

地

靣

積

畝

数

七

○

一

五

五

○

縂

靣

積

百

分

比

五

○

全

縣

農

民

人

数

一

二

三

○

八

三

每

一

辳

民

占

耕

地

五

畝

七

分



ZhongYi

産

地

喬

皋

七都

臨

平

八

西

鎮

九

都

五

都

都

瓶

窑

十

調

露

十

一

都

欽

履

都

上

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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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小計

、

、

、

、

、

、

附

註

藥

材

地

烟

葉

地

苖

圃

等

均

色

括

扵

其

他

闌

果

物

内

包

括

梅

桃

批

杷

甘

蔗

柿

等

項

雜

糧

内

色

括

豆

麥

等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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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

、

、

、

、

、

附

注

晒

場

碼

頭

私

溝

等

均

包

括

扵

其

他

闌

水

沙

為

沿

錢

塘

江

一

帶

未

成

熟

之

沙

地

但

漲

沒

無

定

時

有

變

更

區

別

魚

蕩

菱

蕩

藕

蕩

水

蕩

附

小

計

、

、

、

、

、

、

、

、

、

西

鎮

五

都

、

、

、

、

、

、

、

、

、

、

調

露

欽

履

、

、

、

、

、

、

、

、

、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十
七

輿

地建

置

沿

革

朝代

年

號

属

縣

名

備

考

夏

禹

揚

州
餘

杭

地

咸

淳

志

禹

會

諸

侯

扵

江

南

至

此

舍

杭

登

陸

因

名

餘

杭

郡

國

記

寰

宇

記

皆

云

杭

因

禹

得

名

本

名

禹

杭

佫

訛

為

餘

杭

少

康

揚

州

越

國

咸

淳

志

封

庶

子

無

餘

終

越

以

奉

禹

祀

杭

地

属

焉

商

揚

州

越

國

史

記、

越

王

傳

國

三

十

餘

葉、

厯

殷

至

周、

周

敬

王

二
十
六
年

吳

國

咸

淳

志、

吴

王

夫

差

擊

城、

敗

之、

句

踐

保

棲

於

會

稽、

杭

地

属

吳、

越

國

咸

淳

志、

越

王

句

踐

自

吴

歸

國、

夫

差

封

以

地

西

至

檇

李

杭

地

属

越

顯

王

四
十
六
年

楚

國

咸

淳

志、

楚

咸

王

伐

越、

殺

越

王

無

疆、

盡

取

吳

故

地、

至

浙

江、

杭

地

属

楚

秦

始

王

二
十
五
年

會

郡

錢

唐
史

記、

始

皇

二

十

五

年、

王

翦

降

越

君、

置

會

稽

郡、

二

十

八

年

至

錢

唐

臨

浙

江、

萬

曆

志、

秦

會

稽

郡

領

縣

在

杭

者

四、

錢

塘

其

一

也、

楚

項

羽
九

江

國

會

稽

郡

杭

州

府

志、

項

羽

封

英

布

為

九

江

王、

盡

有

鄣、

會

稽、

九

江

三

郡、

漢

高

帝

五

年

會

稽

郡

錢

唐
杭

州

府

志、

高

帝

五

年

灌

嬰

周

聚

破

英

布、

定

吳、

會

稽

豫、

章

郡、

錢

唐

縣

會

稽

郡

見

地

理

志、

六

年
荆

國

會

稽

郡

錢

唐
咸

淳

志

六

年、

立

約

賈

為

荆

王、

兼

有

吳

地

杭

属

焉、

十
二
年
吳

國

會

稽

郡

咸

淳

志、

十

二

年

即

故

荆

地

封

吳

王

濞

為

吳

王、

杭

属

焉、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十
八

文

帝

前
十
六
年

吴

國

㑹

稽

郡

錢

唐
越

絶

書、

文

帝

前

十

六

年、

㑹

稽

太

守

治

吴

郡、

都

尉

治

錢

唐、

景

帝

四

年

江

都

國

會

稽

郡

錢

唐
咸

淳

志、

三

年

削

吴

之

會

稽

郡、

濞

反、

誅

置

郡

如

故

杭

州

府

志、

四

年

以

吴

故

國

封

皇

子

非

為

江

都

王、

會

稽

属

焉、

武

帝

元
狩
二
年

西

部

都

尉

錢

唐
杭

州

府

志、

元

狩

二

年、

江

都

厲

王

建

謀

反

自

殺、

國

除

地

入

於

漢

元

封

五

年

揚

州

會

稽

郡

錢

唐
通

鑑、

元

封

五

年、

置

十

三

郡

會

稽

属

揚

州、

平

帝

元
始
四
年

揚

州

會

稽

郡

泉

亭
杭

州

府

志、

元

始

四

年

王

莽

更

十

二

州、

名

錢

唐

曰

泉

亭、

後漢

光

武

帝

建

武

初

揚

州

會

稽

郡

錢

唐
嘉

靖

通

志、

建

武

初、

悉

復

漢

舊

名、

案

光

武

本

紀、

建

武

六

年、

以

百

姓

遭

難、

户

口

耗

少、

廢

省

四

百

餘

縣

咸

淳

志

云

郡

國

志

所

載

錢

唐

會

稽、

吴

郡

諸

城、

與

前

地

理

志

合、

獨

不

載

錢

唐、

司

彪

敘、

謂

前

志

有

縣

名、

今

所

不

載

者、

皆

世

祖

所、

併、

萬

曆

縣

志、

乾

隆

通

志

並

從

之、

杭

州

府

志、

厯

引

論

吴

地

記

載、

就

朱

雋

兩

傳、

為

錢

唐

未

嘗

省

并

之

證、

考

杜

氏

通

典

光

武

以

官

多

役

煩、

并

省

郡

國

及

縣

道

侯、

其

後

漸

復

加

置、

王

氏

十

七

史

商

榷、

謂

復

置

錢

唐、

在

永

和

五

年

以

後、

説

當

可

泛

靈

帝

光
和
元
年

揚

州

吴

郡

錢

唐

侯

國

杭

州

府

志、

光

和

元

年、

置

錢

唐

為

侯

國、

封

朱

雋

為

錢

塘

侯

案

順

帝

永

建

元

年、

分

浙

江

以

西

為

吳

郡

以

東

為

會

稽

錢

唐

侯

國、

當

属

吳

郡、

獻

帝

建
安
三
年

吳

國

吳

郡

錢

唐
杭

州

府

志、

建

安

三

年、

孫

策

封

吳

侯、

吳

郡

丹

陽

郡、

皆

属

吳

國、

三
國吳

吳

郡
錢

唐

侯

國

補

三

國

疆

域

志、

錢

唐

沈

志

漢

舊

縣

吳

侯

國、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十
九

吳

忘、

周

魴

傳、

錢

唐

大

帥

彭

率

等

為

寇、

以

魴

為

錢

唐

侯

案

吳

志、

無

年

目、

當

在

黄

初

二

三

年、

晉

武

帝

太
原
元
年

揚

州

吳

郡

錢

唐

杭

州

府

志、

太

康

元

年、

平

吳、

分

天

下

為

十

九

州、

揚

州

統

部

十

八、

吳

興

郡、

吳

郡、

隸

馬、

補

東

晉

疆

域

忌、

錢

唐

沈

志、

漢

舊

縣

有

湘

江、

紫

壁、

康

卷、

杜

氏

通

典、

宋、

齊

梁、

因

之、

梁

武

帝

太
清
三
年

吳

州

錢

唐

杭

州

府

志、

太

清

三

年、

以

吳

郡

置

吳

州、

時

簡

文

帝

已

即

位、

領

縣

有

錢

唐、

十

一

月、

候

景

以

錢

唐

為

臨

江

郡、

尋

廢

郡、

仍

為

縣

簡

文

帝

大
寳
元
年

吳

郡

錢

唐

梁

書、

太

宗

紀、

大

寳

元

年、

省

吳

州、

如

先

為

郡、

陳

後

主

禎
明
元
年

吳

州

錢

唐

郡

杭

州

府

志、

禎

明

元

年、

以

吳

郡

為

吳

州、

改

錢

唐

縣

為

郡、

属

吳

州、

改

富

春、

復

為

富

陽

縣、

與

新

城

俱

隸

錢

唐

郡、

羅

海

寕

郡、

以

官

縣

錢

唐

郡、

隋

文

帝

開
皇
九
年

杭

州

錢

唐

杭

州

府

志、

開

皇

九

年、

乎

陳

廢

錢

唐

郡、

置

杭

州、

治

餘

杭

縣

省

海

鹽

縣、

入

錢

唐

縣、

省

相

廬

縣

地

入

錢

唐

縣、

十

年、

移

杭

州

治

錢

唐

縣、

煬

帝

大
業
三
年

餘

杭

郡

錢

唐

杭

州

府

志、

文

帝

仁

夀

二

年、

置

縂

管

府

於

杭

州、

煬

帝

大

業

三

年、

廢

縂

管

府、

改

杭

州

為

餘

杭

郡、

唐

高

祖

武
德
四
年

杭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武

德

四

年、

平

李

子

通、

置

杭

州、

領

錢

塘

等

三

縣、

六

年

輔

公

祏

反

據

丹

陽、

盡

有

江

浙

地、

七

年

蘇

州

都

督

杭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七

年、

平

輔

公

祏、

複

置

杭

州、

杭

州

蘇

州

都

督、

太

宗

貞
觀
元
年

江

南

道

校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貞

觀

元

年、

併

省

州

郡、

分

天

下

為

十

道、

曰

江

南

道、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杭

州

馬、

杭

州

領

錢

塘

等

四

縣

復

分

錢

塘、

置

鹽

官

縣

杭

州、

玄

宗

開
元
二
十
一
年

江

南

東

道

杭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間

元

二

年、

置

江

南

東

道

按

察

採

訪

使

四

年、

罷、

二

十

一

年、

復

置、

治

蘇

州、

以

杭

州

之、

天

寳

元

年

江

南

東

道

餘

杭

郡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天

寳

元

年、

改

杭

州

為

餘

杭

郡

以

餘

杭

郡

為

上

州、

領

縣

九、

曰

錢

塘

望、

肅

宗

至
德
二
年

江

南

東

道

杭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至

德

二

載

復

改

餘

杭

郡

為

杭

州、

乾

元

元

年

浙

江

西

道

杭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乾

元

元

年、

置

浙

江

西

道

節

度

使

治

昇

州、

副

使

治

杭

州、

兩

年

廢

節

度

使、

置

觀

察

使、

代

宗

大
曆
十
四
年

両

浙

道

杭

州

錢

塘
新

唐

書

方

鎮

表、

大

曆

十

四

年、

合

浙

東

西

道

為

両

浙

道、

置

都

團

練

觀

察

使、

德

宗

建
中
元
年

浙

江

西

道

杭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建

中

元

年、

復

分

置

浙

江

西

道

觀

察

使、

二

年

鎮

海

軍

杭

州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建

中

二

年、

合

浙

江

東

西

道、

置

節

度

使、

治

潤

州、

賜

號

鎮

海

軍、

貞

元

三

年

浙

江

西

道

杭

州

錢

塘
新

唐

書、

方

鎮

表、

德

宗

貞

元

三

年、

分

浙

江

東

西

二

道、

復

置

觀

察

使、

宣

宗

大
宗
十
二
年

鎮

海

軍

杭

州

錢

塘
新

唐

書

方

鎮

表、

大

中

十

二

年、

復

置

鎮

海

軍

節

度

使、

案

此

後

鎮

海

軍

節

度

使、

旋

置

旋

廢

至

懿

宗

咸

通

十

二

年

復

置

昭

宗

光

化

元

年、

徙

治

杭

州、

升

為

都

督

府、

俱

見

杭

州

府

志

昭

宗

天
復
二
年

越

國

杭
州
都
督
府

錢

塘
五

代

史、

吳

越

世

家、

天

復

二

年、

封

錢

鏐

為

越

王、

杭

州

属

越

王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一

國、

天

祐

元

年、

更

封

越

王

為

吳

王、

五

代

後

梁

開

平

元

年

吳

越

國

杭
州
大
都
督
府

錢

塘

杭

州

府

志、

開

平

元

年、

封

吳

王

為

吳

越

王、

有

浙

東

西

地

十

三

州、

二

年、

升

杭

越

等

州

為

大

都

督

府、

十

國

春

秋、

都

督

府、

吳

越

國

謂

之

西

府、

後

升

大

都

督

府、

□

人

亦

稱

西

都、

龍

德

二

年

吳

城

國

杭
州
大
都
督
府

錢

塘

錢

江

杭

州

府

志、

龍

德

二

年、

割

錢

塘

鹽

官

富

春

地

置

錢

江

縣、

續

通

典、

割

錢

塘

鹽

官

各

半

置、

錢

江

縣、

暨

富

春

二

鄉

入

錢

江、

仁

和

縣

志、

分

錢

塘

官

及

富

春

之

長

夀、

安

樂

両

鄉、

置

錢

江

縣、

宋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両
浙
西
南
路

杭
州
鎮
海
軍

錢

塘

錢

江

杭

州

府

志、

太

平

興

國

三

年、

吳

越

獻

両

浙

諸

州

地、

國

除、

杭

州

属

両

浙

西

南

路、

置

知

州

事、

太

宗

本

紀、

淳

化

五

年、

改

杭

州

鎮

海

軍

為

寕

海

軍、

是

宋

初

有

鎮

海

軍

也、，

文

獻

通

考、

宋

太

召

諸

鎮

會

於

京

師

贈

第

以

留

之、

分

命

朝

臣

出

守

列

郡、

號

權

知

軍

民

州

事、

軍

謂

兵、

民

謂

政

馬、

其

後

文

武

官

參

為

知

州

軍

事、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両
浙
西
南
路

杭
州
鎮
海
軍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四

年、

改

錢

江

為

仁

和

縣、

淳

化

四

年

両

浙

道

杭
州
寕
海
軍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淳

化

四

年、

分

天

下

郡

縣

為

十

道、

杭

属

両

浙、

案

五

年

改

鎮

海

軍

為

寕

海

軍、

併

記

於

此、

至

道

三

年

両

浙

路

杭
州
寕
海
軍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至

道

三

年、

定

天

下

為

十

五

路、

十

日

両

浙

路、

杭

州

属

馬

案

神

宗

熈

寕

七

年

分

浙

東

西

両

路、

杭

州

属

西

路、

尋

復

合

之、

九

年、

復

分

為

両

路、

十

年

復

合、

併

記

於

此、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二

神

宗

元
豐
四
年

両

浙

路

杭
州
崇
節
軍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元

豐

四

年、

團

結

東

南

諸

軍、

置

崇

節

軍

於

杭

州、

案

仁

宗

慶

曆

元

年、

置

宣

毅

軍

於

両

浙

路、

治

平

中

杭

州

置

二

宣

毅

軍、

神

宗

熈

寕

三

年、

杭

州

宣

毅

軍

改

威

果

軍、

併

記

於

此、

宗

大
觀
元
年

両

浙

路

杭
州
帥
府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大

觀

元

年、

升

杭

州

為

師

府、

案

杭

州

領

縣

九、

錢

塘

望、

仁

和

望、

文

獻

通

考、

職

官

考

注

四

千

户

為

望、

高

宗

建
炎
三
年

両

浙

路

臨

安

府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建

炎

三

年、

升

杭

州

為

臨

安

府

曰

行

在

所、

錢

塘、

仁

和

並

升

赤

七

縣

并

升

畿、

紹

興

二

年

浙

西

路

臨

安

府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紹

興

二

年、

分

浙

為

東

西

両

路、

西

路

安

撫

使、

治

臨

安、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三
年

江
淮
行
省

臨

安

府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至

元

十

三

年

二

月、

以

臨

安

為

両

浙

大

都

督

府、

罷、

置

江

淮

行

省

於

揚

州、

臨

安

府

属

之、

十

四

年

江
淮
行
省

杭

州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十

四

年、

改

臨

安

為

杭

州、

十
五
年

江
淮
行
省

杭

州

路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十

五

年、

改

為

杭

州

路、

上

置

縂

管

府、

領

縣

杭

州

上、

仁

和

上

二
十
八
年

江
浙
行
中
書

省
杭
州
路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二

十

八

年

改

江

淮

行

省

為

江

浙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治

杭

州、

案

自

二

十

一

年

二

月

至

二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江

淮

行

省

治

徙

杭、

徙

楊

者、

再

名

隨

徙

改、

世

祖

本

紀、

二

十

四

年

已

有

復

改

江

浙

省

為

江

淮

省

之

文、

併

記

於

此、

明

吳
元
年

元
順
帝
至

正
二
十
六
年

江
浙
行
中
書
省

杭

州

府

錢

塘

仁

和

萬

暦

志、

吳

元

年、

杭

州

路

内

附、

改

路

為

府、

續

通

典、

明

太

祖

戊

戌

年、

置

中

書

分

省、

治

寕

波

府、

癸

卯

年、

移

治

嚴

州

府、

丙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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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三

年、

罷

分

省、

置

江

浙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治

杭

州、

明

史

地

理

志、

杭

州

府、

太

祖

丙

午

年

十

一

月

為

府

領

縣

九、

錢

塘

倚、

仁

和

倚、

太

祖

洪
武
九
年

浙
江
布
政
使
司

杭

州

府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洪

武

九

年、

改

行

中

書

省

為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杭

州

府

属

浙

西

道、

領

縣

元、

曰

錢

塘

煩

冲

劇

曰

仁

和

冲

煩

劇、

清

順

治

初

浙
江
布
政
使
司

杭

州

府

錢

塘

仁

和

杭

州

府

志、

順

治

初、

因

明

制、

置

浙

江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清

通

考、

錢

塘

縣

附

郭

治

府

西

境

仁

和

縣

附

郭

治

府

東

境、

中
華

民
國

元

年

浙

江

省

杭

縣
廢

府、

併

錢

塘

仁

和

両

縣

為

杭

縣、

三

年

浙

江

省

錢

塘

道

杭

縣

十
六
年

浙

江

省

杭

縣
是

年

廢

道、

省

政

府

委

員

會

議

决

劃

杭

縣

所

属

城

區、

西

湖、

會

堡

湖

墅、

皋

塘、

江

千

等

六

區、

為

市

區

範

圍

成

五

市

政

府、

見

浙

江

新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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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四

杭

縣

志

稿

輿

地氣

候

杭

縣

本

附

郭

首

縣、

今

縣

政

府

設

拱

宸

橋、

故

位

置

仍

照

杭

州

藩

署

計

算、

地

當

北

緯

三

○

度

一

四

分

四

九

秒

之

間、

氣

候

以

温

和

著

稱、

境

内

無

高

山

大

川

之

阻、

全

縣

氣

象、

大

概

相

同、

兹

各

項

述

之

如

次、

一

温

度

浙

省

年

平

均

温

度

自

一

六

一

度

至

一

九

八

度、

由

北

向

南

遞

增、

大

抵

天

目

山

麓

及

杭

州

灣

口

各

縣

在

一

七

度

以

下、

寒

季

以

一

月

為

最

冷、

暑

季

以

七

月

為

最

、

二

降

水

量

全

省

各

地

年

雨

量、

均

在

一

千

耗

之

間、

浙

西

較

稀、

逐

月

雨

量、

冬

季

少

而

夏

季

多、

六

月

分

雨

量

最

多、

自

五

月

至

九

月、

約

佔

全

年、

雨

量

百

分

之

六

十、

三

氣

壓

氣

壓

之

視

測、

以

設

備

闗

係、

僅

杭

州

市

及

松

陽

両

地

有

紀

錄、

以

一

月

為

最

高、

七

月

為

最

低、

杭

州

氣

壓

最

高

為

七

七

九

四

○

耗、

最

低

七

四

○

九

二

耗、

四

風

各

地

風、

一

月

西

北

風

最

多、

杭

州

灣

一

帶

北

風

居

多、

二

月

至

四

月、

仍

多

偏

北、

同

時

偏

東

之

風

漸

盛、

五

月

至

八

月、

風

向

漸

易、

偏

南

之

風

甚

於

偏

北、

是

為

北

風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五

衰

替、

之

期、

九

月

至

十

二

月、

北

風

最

佔

優

勢、

以

全

年

論、

杭

州

灣

坿

近

各

縣、

以

北

風

居

首、

次

為

東

風、

至

於

西

風

則

甚

少、

風

速

最

大

□

八

級、

大

抵

夏

秋

颱

風

季

節、

發

現

於

沿

海

一

帶、

五

霜

雪

全

省

各

地

早

霜

期、

通

常

在

十

一

月

初、

最

早

在

十

月

半、

終

霜

期、

通

常

在

三

月

半、

最

遲

在

四

月

半、

早

雪

期

通

常

在

一

月

初、

終

雪

期

通

常

在

四

月

初、
諺

曰

清

明

斷

雪

穀

雨

斷

霜

可

證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冬、

本

省

大

雪、

連

續

達

一

星

期

之

久、

惟

以

適

值

抗

戰

期

内、

省

城

一

帶、

未

能

紀

録、

三

十

五

年、

杭

州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即

降

早

雪、

亦

打

破

以

往

之

紀

録

也、

六

濕

度

各

地

相

對

濕

度、

年

平

均

皆

達

百

分

之

七

十

以

上、

氣

候

殊

為

潤

澤、

絶

對

濕

度、

平

均

以

七

月

為

高、

一

月

最

小、

最

高

直

達

四

○

耗

以

上、

七

蒸

發

量

各

地

蒸

發

量

平

均

年

縂

量、

自

八

○

○

耗

至

一

一

○

○

耗

之

間、

各

月

以

七

八

月

為

最

大、

八

雲

量

各

地

雲

量、

年

平

均

皆

為

十

之

六

七、

大

抵

四

月

隂

曇

之

日

居

多、

七

八

月

晴

朗

之

日

居

多、

此

杭

属

每

年

氣

候

之

概

况

也、

大

凡

氣

象

之

變

化、

對

於

作

物

之

生

長、

影

響

最

大、

浙

南

雨

量

較

豐、

温

度

較

高、

植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六

雙

季

稻、

浙

西

杭、

嘉、

湖、

各

属、

則

僅

植

單

季

稻、

且

宜

於

蠶

桑

之

發

展、

茶

葉、

桐

油、

柏

油

等、

對

於

本

省

氣

候

均

尚

適

宜、

惟

畜

牧

事

業

則

以

濕

度

過

高、

難

收

良

好

效

果、

輿

地地

質

浙

江

地

質、

東

西

二

部

不

同

浙

東

大

抵

以

斑

岩

花

岡

岩

所

組

成、

又

有

石

灰

岩、

砂

岩、

錯

雜

其

間、

浙

西

於

片

岩、

砂

岩、

石

灰

石

為

主、

而

錢

瑭

江

下

游、

及

太

湖

沿

岸

之

平

原、

則

概

為

冲

積

層

此

其

大

較

也、

杭

縣

為

浙

西

之

一

部

分、

當

然

不

能

例

外、

然

欲

考

一

縣

之

地

質、

須

綜

合

地

形、

地

層、

搆

造、

礦

産

四

項

互

相

發

明、

兹

就

近

代

專

家

學

説

輯

錄

如

下。

地

形

本

省

地

勢、

西

南

高

而

東

北

低、

㟪

嶺

山

脈、

在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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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七

山

開

元

間、

自

贛

入

浙、

東

北

行

至

常

山

衢

縣

北

境、

有

千

里

岡

之

稱、

更

東

北

行、

渡

新

安

江、

經

建

德

之

西

及

北

鄉、

直

下

桐

廬、

復

經

富

陽、

下

越

杭

垣

為

西

湖

之

南

北

高

峯、

東

北

西

南

延

長

達

数

百

里、

均

係

古

生

代

地

層

所

組

成、

地

層

杭

縣

地

層

之

發

露

㈠

為

荆

山

層、

浙

江

奥

陶

紀、

地

層

分

上

下

両

層

下

層

為

印

渚

埠

系、
以

其

在

於

潜

印

渚

埠

附

近、

最

為

發

達、

故

名

其

層、

上

層

首

見

於

留

下

鎮

之

荆

山、
以

出

露

於

常

山

江

山

問

之

硯

瓦

山

最

為

發

育、

故

以

為

名、

以

綠

色

灰

質

頁

岩、

及

含

灰

質

結

核

之

頁

岩

為

之

間

夾、

有

不

純

石

灰

岩

薄

層、

是

為

較

古

之

地

層、

㈡

千

里

岡

砂

岩、

本

層

可

分

上

下

二

部、

下

部

以

綠

色

及

紫

色

砂

岩

為

至、

上

部

則

以

石

英

岩

為

主、

因

其

岩

質

堅

硬、

侵

蝕

較

難、

是

以

所

成

山

嶺、

均

甚

陡

峻、

或

連

亘

数

里、

宛

如

重

垣、

或

渾

圓

□

立、

有

如

堡

壘、

凡

西

湖

西

部

及

南

部

諸

山

均

属

之、

其

分

布

又

在

北

高

峯

及

五

雲

山

以

西、

上

泗

區

之

高

山

大

嶺

多

由

此

組

成、

至

運

河

東

南

岸、

如

皋

亭、

黄

鶴、

邱

山

超

山

諸

山、

崛

起

平

原

地

帶

者、

雖

不

過

自

相

連

續、

而

山

峯

雄

偉、

高

度

皆

在

環

湖

諸

山

之

上

故

千

里

岡

砂

石

有

名

實

兼

收

之

妙、

考

其

時

代

當

属

泥

盆

紀、

而

其

上

部

乃

與

長

江

下

游

之

烏

桐

石

英

岩

相

當、

㈢

飛

來

峯

石

灰

岩

本

層

見

於

西

湖

之

飛

來

峯、

故

以

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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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八

其

實

南

高

峯、

九

曜

山、

玉

皇

山、

皆

有

分、

布、

本

層

可

分

四

部、

下

部

為

厚

層

而

淡

灰

色

之

純

質

灰

岩、

中

部

色

稍

深、

兩

者

均

富

有

紡

綞

蟲

化

石、

上

部

為

富

含

燧

石

之

石

灰

岩、

色

較

深、

含

珊

瑚

及

腕

足

類

化

石、

頂

部

為

薄

層

泥

質

灰

岩、

含

燧

石

稀

少、

全

部

厚

度

約

二

百

餘

公

尺、

因

石

灰

岩

易

溶

解、

雨

水

滲

入

地

下、

即

以

化

學

作

用

溶

蝕

岩

石、

積

年

累

月、

岩

層

遂

被

蝕

成

孔

洞、

成

為

通

道、

水

流

由

此

而

行、

成

為

地

底

河

流、

此

種

地

底

河

流、

溶

蝕

力

甚

强、

於

是

孔

道

遂

漸

擴

大、

遂

成

曲

折

離

奇

之

岩

洞、

除

一

線

天、

烟

霞、

水

樂、

紫

來

諸

洞

外、

如

雲

泉

山

之

風

水

洞、

前

山

之

前

山

洞、

以

及

超

山

之

水

岸

二

洞、

臨

平

山

之

細

礪

洞、

佛

日

塢

之

仙

姑

洞、

均

係

此

種

成

因

石

灰

岩、

如

其

直

立

節

理

風

化

作

用、

沿

裂

而

侵

入、

侵

蝕

結

果、

每

成

峭

壁、

超

山

洗

心

泉

畔

之

石

壁、

與

山

頂

之

石

門

是

也、

本

層

以

具

化

石

及

岩

石

性

質、

與

長

江

下

游

各

地

相

較、

應

層

中

石

炭

紀、

至

下

二

叠

紀、

㈣

流

紋

岩

在

西

湖

之

北

之

葛

嶺、

寶

石

山、

孤

山、

玉

泉

附

近

諸

小

山、

及

西

湖

之

南

之

雷

峯

塔

遺

址

等

地、

均

為

白

堊

紀

流

紋

岩

所

分

布、

呈

紫

紅

色、

全

體

含

石

英

長

石、

及

黑

雲

母

之

斑

品、

長

不

及

半

公

分、

石

基

細

宻、

其

流

紋

狀

構

造、

有

時

顯

然

可

見、

因

岩

層

直

立、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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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二
十
九

縫

甚

多、

侵

蝕

作

用、

沿

裂

縫

進

行、

結

果

遂

成

懸

崖

峭

壁、

奇

峯

怪

石、

故

流

紋

岩

系

山

峯

多

成

勝

地、

此

種

岩

石、

因

節

理

侵

蝕

後、

則

形

坍

塌、

有

時

亦

可

成

為

山

洞、

如

黄

龍、

紫

雲、

金

鼓

諸

洞、

但

無

石

灰

岩

洞、

深

邃

奇

離

之

偉

觀

耳、

構

造

杭

縣

地

質

構

造、

褶

曲

頗

為

複

雜、

斷

層

亦

多、

惟

大

體

言

之、

尙

有

線

索

可

、

凡

古

生

代

地

層

走

向

及

其

構

造

線、

莫

不

作

東

北

西

南

向、

以

褶

曲

而

言、

則

以

千

里

岡

複

雜

而

斜

層

為

主、

千

里

岡

來

自

浙

贛

邊

境、

直

達

杭

垣、

為

浙

西

主

幹、

山

系

綿

亘

数

百

里、

扵

向

斜

之

中

心

部

份、

時

有

飛

來

峯、

石

灰

岩

出

露、

自

此

複

向

斜

西

北

行、

属

於

奥

陶

紀

之

地

層、

多

成

種

種

複

雜

之

褶

曲、

因

此

本

縣

造

山

運

動

之

時

間、

乃

在

白

堊

紀

以

前、

其

結

果

造

成

平

緩

之

褶

曲、

及

地

靣

高

度

之

重

要

變

更、

及

流

紋

岩

火

山

活

動

時、

造

山

運

動、

仍

在

繼

續

進

行、

至

流

紋

岩

活

動

後、

即

白

堊

紀、

後

乃

復

變

為

激

烈、

此

期

運

動

之

造

就、

為

在

本

縣

山

脈

中

造

成

凑

褶

曲、

以

致

發

生

逆

掩

斷

層、

其

運

動

幾

至

完

成

浙

江

西

南

部

所

有

全

體

之

羣

山

構

造

而

止、

是

為

燕

山

運

動

第

三

期、

鑛

産

浙

江

鑛

産

分

布

形

狀、

皆

畧

成

自

西

南

趨

東

北

之

帶

狀、

與

地

層

走

向

同、

至

杭

縣

所

産、

㈠

金

属

鑛

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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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三
十

如

龍

門

坑

之

錳、
午

潮

山

廟

之

東

南

在

千

里

岡

系

石

英

岩

中

亦

夾

有

錳

鑛

脈、

寛

數

公

尺、

又

其

西、

南

之

東

湖

山

間、

亦

有

相

似

之

錳

鑛、

産

扵

石

英

岩

中、

錳

為

□

□

重

要

國

防

資

源、

新

式

鋼

鐵

工

業

煉

製、

合

金

鋼

所

必

需、

機

器

中

之

齒

輪

球

磨、

以

及

鐵

道

叉

路

等

處、

均

需

此

種

錳

鋼、

其

餘

純

粹

之

二

氧

化

錳、

應

用

扵

化

學

及

電

氣

工

業、

㈡

非

金

属

鑛

産、

三

峯

山

弗

石

鑛、

在

五

四

區

雲

會

鄉、

鑛

脈

生

扵

流

紋

岩

中、

厚

薄

斷

續

不

定、

弗

石

顔

色

有

二、

一

為

綠

色

一

為

紫

色、

其

用

途

除

製

作

煉

鋼

熔

劑

等

外、

質

之

純

者、

尚

可

用

以

雕

刻、

成

各

種

噐

皿、

該

鑛

普

通

均

為

露

天

開

採、

故

成

本

甚

廉、

此

外

如

雲

泉

超

山

等

鄉

之

石

灰、

喬

司

翁

埠

之

鹽

産、

亦

普

遍

有

利

民

生、

稽

之

施

昕

更

氏

云、

金

属

鑛

區、

鐵

鑛

帶

在

錢

塘

江

以

北、

畧

成

小

三

帶、

為

長

興、

餘

杭、

及

建

德、

非

金

属

鑛

區、

其

分

布

亦

較

有

規

則、

與

地

質

更

有

宻

切

之

關

係、

在

浙

西

可

分

煤

鑛

區、

果

爾、

則

上

泗、

區

一

帶、

萬

山

重

重、

安

知

無

金

属

鑛

産

與

非

金

属

鑛

産、

繼

錳

鑛

與

弗

石

鑛

而

發

見

者、

地

不

受

寶、

事

在

人

為、

願

地

質

學

家

努

力

加

之、

意

也、

本

篇

参

用

孫

鼐

氏

杭

州

附

近

地

質

述

要

及

浙

江

省

地

形

地

質

鑛

産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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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三
十
一

輿

地地

形

杭

城

東

西

長

四

公

里

半、

南

北

寛

二

公

里

七、

東

南

臨

錢

塘

江、

羣

山

環

其

西、

如

灣、

城

即

居

扵

灣

口

灣

内

為

西

湖、

約

畧

成

長

方

形、

南

北

較

長、

約

三

公

里、

東

西

較

狹、

約

二

公

里、

城

西

曰

葛

嶺、

適

居

西

湖

北

端、

高

約

一

百

六

十

公

尺、

山

形

奇

突、

怪

石

嵯

峨、

危

峯

矗

立、

乃

噴

出

岩

之

侵

蝕

殘

留

山、

其

東

端、

俗

稱

寶

石

山、

山

南

則

與

白

沙

隄

之

孤

山

隔

湖

相

望、

孤

山

高

約

四

十

公

尺、

亦

為

噴

出

岩

山

邱、

惟

侵

蝕

更

深、

葛

嶺

以

西、

則

山

形

低

平、

過

玉

泉

往

西、

則

為

北

高

峯

主

脈、

山

勢

雄

偉、

今

之

市

縣、

以

此

為

分

界

處、

山

脈

之

北

為

扇

子

山、

炮

台

山

及

老

和

山、

連

貫

而

成

單

脈、

東

西

寛

不

過

數

里、

愈

北

愈

成

狹、

至

老

和

山

而

落

平

原、

峯

南

為

天

竺

山、

天

馬

山、

轉

而

東

南、

為

南

高

峯、

九

曜

山、

玉

皇

山、

鳳

凰

山、

以

迄

萬

松

嶺、

再

轉

北

而

南、

與

杭

城

之

南

之

吳

山

相

銜

接、

諸

山

環

峙

湖

西、

形

勢

巍

峨、

高

度

約

在

二

百

五

十

至

三

百

五

十

公

尺

之

間、

天

馬、

天

竺

兩

山

之

北、

以

古

生

代

下

部

之

千

里

崗

砂

石

為

主、

此

形

圓

渾、

山

之

東

南、

以

古

生

代

二

疊

紀

灰

岩

為

主、

山

形

峻

峭、

自

天

竺

山

往

南、

山

形

廣

展、

由

此

轉

西、

則

山

嶺

重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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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三
十
二

如

朱

萸

尖、

板

照

山、

雲

泉

山、

老

焦

山、

白

岩

山、

高

度

皆

在

五

百

五

十

至

四

百

五

十

公

尺

之

間、

其

餘

崇

山

峻

嶺、

怪

石

奇

峯、

所

在

多

有、

與

湖

上

諸

山、

形

勢

又

不

甚

同、

盖

山

之

走

向

愈

西、

則

愈

近

浙

西

山

地、

火

成

岩

及

較

老

地

層、

并

多

出

現、

而

浙

省

地

形、

因

地

質

構

造

之

不

同、

西

南

高

而

東

北

低、

即

此

可

見、

千

里

崗

砂

岩、

自

贛

入

浙

為

浙

西

重

要

山

脈

主

系、

質

較

堅

硬、

因

燕

山

期

兩

期

造

山

運

動

結

果、

幾

經

褶

曲

斷

裂、

與

侵

蝕

之

山

体、

繼

續

雨

水

洗

刷、

河

流

宰

割、

風

化

剝

削、

遂

成

帶

狀

之

山

岳、

萬

山

綿

亘、

迤

邐

東

來、

至

杭

州

而

盡

在

羣

山

之

東

南、

乃

為

濱

江

平

地、

初

甚

狹

隘、

由

此

向

東

北、

則

逐

漸

寛

廣、

為

市

縣

西

區

重

要

交

通

之

所

在、

今

之

杭

滬

道、

即

發

軔

於

是、

自

此

平

疇

綠

野、

阡

陌

相

衡、

河

渠

若

綱、

湖

沼

棋

布、

村

落

或

疏

或

宻、

大

多

依

山

臨

河、

為

蘇

浙

大

平

原

之

起

㸃、

雖

臨

喬

五

四

兩

區

之

山、

如

筧

橋

西

北

之

黄

鶴

山、

塘

棲

東

南

之

超

山、

其

高

峯

皆

在

三

百

公

尺

以

上、

黄

鶴

毗

連

之

半

山、

臨

平

西

南

之

邱

山、

亦

自

二

百

八

十

至

二

百

五

十

公

尺

不

等、

又

運

河

西

北

岸

之

三

峯

山、

山

不

甚

高、

而

以

出

産

弗

石

著

名、

皆

突

起

扵

平

原

地

帶、

前

者

係

千

里

岡

砂

岩

所

成、

後

者

係

噴

出

岩

所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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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三
十
三

為

杭

垣

諸

山

系、

東

行

與

東

北

行

之

分

支、

餘

脈

在

平

原

山

地

者、

要

亦

有

相

當

位

置、

惟

體

積

有

限、

已

失

其

連

貫

狀

態、

成

為

殘

餘

侵

蝕

之

山、

供

平

原

㸃

綴

已

耳、

浙

西

平

原

之

所

以

可

貴

者、

因

其

受

江

湖

之

冲

積、

故

河

流

縱

横、

田

疇

沃

衍、

形

成

富

庶

之

區、

就

杭

縣

論、

西

湖

本

通

江、

為

一

小

型

海

灣、

後

灣

口

沙

隄

阻

塞、

乃

成

潟

湖、

益

以

人

工

疏

、

至

今

成

為

城

河、

及

上

塘

河

水

之

水

庫、

而

餘

波

且

及

扵

下

塘、

因

杭

州

地

勢

西

南

高

扵

東

北、

故

隨

處

設

閘、

建

壩、

以

調

節

湖

流、

如

是

者

名

曰

上

河、

至

下

河

諸

水、

大

都

發

原

天

目、

經

臨

安、

餘

杭

兩

縣

境、

以

杭

縣

為

出

發

㸃、

其

北

流

入

縣

境

者、

曰

東

苕

溪、

南

流

入

縣

境

者

曰

南

渠

河、

南

渠

河

之

水

會

上

塘

㵼

下、

諸

水

合

而

成

下

塘

河、

為

新

開

運

河、

乃

成

境

内

之

主

要

河

流、

與

多

数

支

河

相

連

絡、

而

運

河

西

岸

復

有

多

数

小

湖

沼

為

之

蓄

洩、

故

農

田

水

利、

較

上

河

為

佳、

錢

塘

江

為

浙

東

西

溝

通

之

唯

一

河

流、

又

經

杭

州

灣

入

海、

乃

全

省

水

道

灌

輸

之

縂

命

脈、

杭

城

地

處

錢

塘

江

口

東

南、

山

區

出

品

之

外

輸、

與

外

貨

之

運

入、

多

数

由

此

經

轉、

自

錢

江

大

橋

成、

浙

贛

與

杭

滬

鐵

道

銜

接、

近

且

擬

闢

中

泓、

為

汽

船

航

行

錢

江

計

劃、

是

錢

江

之

扵

杭

州、

當

有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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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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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通

新

發

展、

故

以

地

形

論、

杭

城

特

東

南

平

原

之

一

角、

而

据

現

在

以

上

溯

過

去、

推

測

未

來、

要

以

瀕

海

平

原

為

基

礎、兹

就

地

形

歷

史

所

以

構

成

瀕

海

平

原

者、

約

畧

述

之、

當

第

四

紀

氷

河

期

之

末、

海

水

普

遍

長

上

而

内

侵、

止

扵

山

區

邊

緣、

扵

是

濵

海

低

地

以

及

江

河

下

游、

悉

遭

沈

溺、

江

海

汪

洋、

天

目

山

與

浙

皖

山

嶺

之

間、

為

一

大

海

灣、

天

目

山

與

杭

城

以

西

諸

山

之

間、

又

為

一

海

灣、

錢

塘

江

與

揚

子

江

各

有

泥

沙

輸

送

入

海、

不

獨

為

供

給

杭

州

灣

沙

灘

之

原

料、

且

竟

出

現

扵

浙

閩

沿

海、

遠

達

福

州、

可

知

沈

溺

之

後、

潮

流

海

浪、

能

將

江

流

之

沙

捲

入

積

扵

低

地、

填

扵

江

河

沿

岸、

海

流

又

可

挾

泥

沙

積

於

岬

前、

或

灣

口、

長

成

沙

嘴、

與

灣

隄、

以

致

灣

口

封

閉、

餘

水

變

成

澙

湖

及

沈

積

作

用、

繼

續

進

行、
因

冰

河

期

之

中

沈

積

供

應

減

少、

以

致

停

止、

泥

沙

勢

必

愈

積

愈

高、

終

有

一

日、

由

内

而

外、

逐

步

浮

露

海

靣

為

陸

地、

此

種

狀

態、

在

人

史

時

期、

杭

州

灣

之

沙

灘、

與

水

下

沙

洲

猶

時

有

遷

移

之

變、

最

著

者

元

明

以

前、

定

山、

浮

山、

曇

山、

以

至

廟

山、

皆

臨

大

江、

征

旅

憚

扵

渡

涉、

往

來

閩

者、

沿

山

陸

行

居

多、

近

則

沙

洲

舖

漲、

涌

成

平

陸

矣、

而

蕭

山

海

寕

兩

岸、

如

本

年
︹
三

十

六

年
︺

之

此

坍

彼

漲、

顯

然

證

明、

盖

搬

運

沙

洲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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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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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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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厥

為

潮

流、

瀕

海

平

原、

亦

如

是

形

成

耳、

按

此

篇

多

輯

錄

孫

鼐

氏

杭

州

坿

近

地

質

述

要、

葉

良

良

輔

氏

杭

州

地

形

述

要、

参

以

浙

江

新

志、

及

杭

市

縣

全

圖

纂

集

而

成、

稽

諸

史

乘、

頗

有

足

資

佐

證

者、

如

秦

始

皇

纜

維

石

在

錢

塘

門

外、
陸

羽

武

林

山

記、

載

之

唐

以

前、

舊

有

此

説、

語

皆

徵

信、

唐

以

後、

此

石

鎸

為

佛

像、

見

古

史

考、

詔

息

湖

在

府

城

東

北

一

十

八

里、

水

經

注、

本

名

阼

湖、

秦

始

皇

帝

廵

將

所

憇

故

名、

臨

平

在

臨

平

鎮

東、
水

經

注

湖

水

上

通

浦

陽

江、

下

注

浙

江

名

曰

東

江、

行

旅

所

以

出

浙

江

也、

古

史

考

云、

始

皇

過

錢

塘、

以

史

推

之、

當

自

海

鹽

來、

從

臨

平

湖、

阼

湖、

以

及

縣

南

江

側

之

明

聖

湖、

臨

浙

江

不

能

渡、

復

北

行、

道

餘

杭

之

西

津、
按

今

之

餘

杭、

無

通

江

處、

劉

昭

後

漢

書

注、

謂

在

富

春、

或

秦

時

餘

富

疆

界

與

入

江

水

道、

今

古

有

不

同

歟、

俟

考、

其

證

一、

古

史

考

云、

今

武

林

西

湖、

三

靣

皆

山、

其

一

靣

為

杭

州

郡

城、

乃

古

江

水

所

逕、

耆

舊

所

傳、

内

築

海

洋

之

壩、

外

有

江

漲

之

橋、

猶

前

志

也、
原

注、

今

城

中

猶

有

漾

沙

阮、

洋

壩

頭

前

洋、

通

江

橋

諸

名、

武

林

門

外

有

江

漲

橋、

潮

王

廟

舊

與

江

通

可

知、

其

證

二、

吳

山

本

名

胥

山、

一

名

青

山、

本

臨

江、

俗

稱、

㫰

網

山、
唐

徐

凝

詩、

寄

言

飛

白

雪、

休

去

打

青

山、

宋

李

諤

圖

經

云、

舊

時

沙

河

去

青

山

不

遠、

錢

氏

隨

沙

移

岸、

漸

至

鐵

憧、

去

青

山

乃

逾

三

里、

時

皆

以

青

山

為

胥

山、

府

志

云、

碧

波

亭

為

錢

氏

閏

武

之

所、

濵

扵

江

而

其

水

逕

達

瑞

石、

可

證

舊

圖

經、

江

水

去

吳

山

不

遠

之

説、

其

證

三、

此

皆

唐

以

前

舊

籍

所

紀

述、

宋

蘇

軾

六

井

記

曰、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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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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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今

之

平

陸、

皆

江

之

故

地、

其

水

苦

惡、

惟

負

山

鑿

井、

乃

得

甘

泉、

而

所

及

不

廣、

唐

宰

相

李

長

源

始

作

六

井、

引

西

湖

水

以

足

民

用、

是

唐

時

西

湖

已

為

淡

水

湖、

而

濤

壞

民

居、

城

外

沿

江

一

帶、

尚

有

如

錢

塘

令

李

子

烈

所

稱、

不

一

銲

錮、

敗

侵

不

休

者、
見

杜

牧

南

亭

記

自

五

代

時、

吳

越

王

錢

鏐、

築

捍

海

塘

成、

由

是

錢

塘

富

盛

扵

東

南、

可

知

瀕

海

平

原、

形

成

今

日

繁

榮、

者、

在

人

史

期

間、

要

以

吳

越

建

國

時

為

始、

輿

地古

迹

名

勝

風

景

區

之

成

因、

一

属

扵

天

然

山

水、

一

屬

扵

公

私

園

墅

之

布

置、

顧

建

築

有

成

毁、

環

境

有

盛

衰、

故

古

迹

與

名

勝、

恒

隨

之

為

變

遷、

而

名

勝

中

亦

兼

有

古

迹

在

焉、

本

縣

居

杭

城

外

圍、

就

地

質

言、

縣

境

諸

山

與

西

湖

諸

山

同

属

飛

來

峯

石

灰

岩、

及

千

里

岡

砂

岩

所

構

成、

奇

峯

怪

石、

古

洞

幽

巖、

是

稱

名

勝

者

頗

多、

所

缺

者

公

私

園

墅

耳、

古

人

謂

邱

壑

必

以

本

來

靣

目

為

勝、

若

徒

采

綴

為

奇、

而

勞

神

損

力、

亦

非

達

士

所

堪、
見

吳

興

掌

故

集、

山

水

門、

旨

哉

言

乎、

可

以

得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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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泉

之

深

趣

矣、

諸

載

之

名

勝、

今

已

盡

廢

成

遺

迹

者、

概

附

於

後、

上

泗

區定

山

浮

山

附

錢

塘

諸

山、

武

林、

靈

隱

而

外、

兹

山

著

名

最

古、

晉

建

武

將

軍

吳

喜

等

破

東

軍、

吳

越

王

錢

鏐

討

薛

朗、

皆

以

定

山

為

軍

事

要

地、

元

錢

惟

善

沿

江

干

詠、

特

以

定

山

標

名、

雖

名

勝

如

五

雲、

龍

門、

白

巖、

雲

泉、

胥

郤

立

而

退

避

馬、

述

其

形

勢

如

次、

形

勢

定

山

在

凌

溪

馬

浦

之

間、

横

峯

孤

峙、

雄

踞

江

濱、

東

聳

高

巒

巉

巖

壁

立、

逶

迤

互

伏、

曳

為

平

岡、

西

北

畧

起

峻

峯、

正

如

海

上

神

獅

昂

頭

翹

尾、

故

名

獅

子

山、

東

峯

遙

對

海

門、

每

當

旭

日

初

升、

凌

高

遠

眺、

霞

紅

海

碧、

龕

赭

在

眉、

睫

間、

今

俗

呼

其

地

為

獅

子

口、

案

定

山

在

六

朝

時、

已

見

謝

靈

運

及

沈

約

詩、

今

則

山

下

周

圍、

皆

田

隴

園

繞、

左

起

江

中

半

里

為

江

塘

盡

界、

塘

下

漲

沙

彌

漫、

舊

志

謂

濤

至

此

輒

抑

聳、

過

此

便

雷

吼

霆

怒

上

有

可

避

濤

處

者、

悉

成

過

去、

而

自

踵

至

脊、

藝

茶

殆

偏

矣、

西

麓

有

定

山

寺、

寺

有

高

僧

德

秀

骨

塔、

宋

張

孝

祥

定

山

寺

詩、

止

聞

挂

塔

一

鈴

語、

不

見

撞

鐘

千

指

迎、

據

此、

則

塔

在

南

渡

時

尚

好、

今

止

野

廟

数

楹

而

已、

附

浮

山、
今

里

人

呼

巫

山

頭、

昔

時

突

出

江

心、

蘇

軾

石

門

河

狀、

極

言

其

險

南

宋

以

来、

江

沙

漸

漲、

昔

之

塗

海、

竟

變

桑

田、

而

浮

山

以

登

陸

聞、

山

形

楕

而

長、

緜

延

至

江

口、

首

尾

昂

然、

中

若

牛

背

有

樵

徑

可

緣

以

上

山、

樹

多

磐

山

嵌

空

突

出、

履

之、

□

琅

然

清

越、

岸

旁

多

蘆

葦、

秋

時

霜

寒

著

花、

望

若

殘

雪、

野

䳱

千

百、

飛

嗚

隊

隊

其

中、

境

致

蕭

瑟、

疑

游

西

溪

道

中、

僻

在

荒

江、

問

津

者

少、

可

歎

也、

是

山

産

茶、

以

石

戴

土、

尤

甘

美、

可

嫓

龍

幷

本

山

茶

山

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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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元

時

為

往

來

孔

道、

元

張

翥

浮

山

道

中

詩、

處

處

人

烟

有

酒

旗、

梀

花

開

後

絮

飛

時、

今

則

茅

屋

数

椽

飛

絮

酒

旗、

無

復

昔

日

景

狀

矣曇

山

銅

鑑

湖

坿

曇

山

著

錄、

始

於

明

之

郡

縣

志、
咸

淳

志、

夢

梁

錄

皆

誤

以

雲

泉

山

為

曇

山、

山

東

南

微

有

土、

餘

盡

石、

峯

奇

秀

靈、

巧

如

樓

閣、

人

物、

仙

禽、

怪

獸

者、

莫

可

繪

狀、

皴

皺

瘦

透、

巖

穴

百

出、

湖

上

諸

山、

惟

飛

來

峯、

香

林、

瑞

石

山

差

堪

伯

仲、

其

古

迹

名

勝、

要

有

足

供

紀

述

者、

纜

痕

石

山

石

上

有

纜

痕、

相

傳

昔

時

山、

岸

臨

江、

帆

檣

上

下、

負

纜

所

過

處、

宋

鄭

次

山

園

亭

次

山、

名

濤、

爵

里

無

考、

石

上

磩

級

猶

存、

朱

文

公

熹

題

曇

山

詩、
石

刻

在

棋

枰

石

側、

詳

金

石、

又

重

㳺

題

名

紹

熈

甲

寅

閏

十

月

癸

未、

詳

金

石、

仙

人

洞

一

名

清

虛

洞、

在

曇

山

西、

廣

丈

餘、

高

約

五

丈

許、

洞

口

雙

石

峙

立

如

門

入

門

徑

凡

三

折、

長

五

十

餘

步、

百

崖

撑

履、

形

如

厂

字、

洞

上

石

筍

横

眼、

孤

擎

俯

仆

約

十

餘

丈

若

仲

長

臂、

上

有

紹

興

三

年、

摩

厓

篆

書

清

虛

洞

天

四

字、

一

石

孤

懸

駕

空、

似

風

吹

欲

墮

者

然、

石

鼓

在

仙

人

洞

内、

又

有

石

床

石

几

諸

勝、

相

傳

皆

仙

迹、

丹

窟

去

仙

人

洞

数

十

步、

有

石

室

廣

五

丈

餘、

高

二

丈

餘、

中

可

坐

千

数

人、

俗

亦

呼

仙

人

洞、

石

浴

室

石

形

如

竈、

有

窪

如

釜、

相

傳

仙

人

澡

浴

處

棋

枰

石

平

砥

可

奕

棋、

左

右

石

磴

有

凹

可

二

人

對

坐、

旁

有

石

危

立、

皴

瘦

如

畫

案

胡

書

農

定

鄉

雜

著

紀

曇

山

云

是

山

若

位

置

於

六

橋

三

竺

間、

則

琳

宮

梵

刹、

曲

欄

疏

榭、

紅

裙

翠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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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相

與

高

高

下

下、

左

右

映

帶

其

間、

以

為

茲

山

生

色

者、

當

不

知

凡

幾、

奈

何

荒

烟

蔓

草、

風

號

雨

泣、

麋

鹿

之

與

處、

而

樵

夫

牧

䜿

之

與

逰

云

云、

盖

元

明

以

降、

羅

刹

失

險、

行

旅

往

来、

便

安

舟

楫、

山

驛

阻

幽

陟

趾

者

寡、

曩

之

名

勝、

堙

鬱

長

埋、

豈

獨

曇

山

已

哉、

附

銅

鑑

湖

在

曇

山

東

南、

湖

周

圍

約

三

四

里、

水

清

澈、

産

魚

極

肥、

菱

芡

之

利、

不

可

勝

計、

秋

蒓

尤

佳、

埓

於

湘

湖、

湖

藏

山

腹、

境

極

幽

邃、

烟

鷗

雪

鷺、

伊

軋

啛

呷、

飛

浴

於

蘋

花

荻

筍

之

間、

終

日

不

絶、

茶

歌

樵

唱、

激

響

晴

波、

紅

樹

青

林、

一

川

如

畫、

惜

乎

窮

鄉

僻

壤、

㳺

賞

罕

經、

雨

溆

風

汀、

寂

寥

終

古

矣、

湖

在

宋

時

名

湖

湖

步

里、

以

此

得

名、

一

説

即

古

之

明

聖

湖、

特

湖

底

不

甚

深、

而

泥

鬆

善

䧟

俗

名

香

灰

泥、

與

西

湖

同、

前

山

前

山、

以

前

山

洞

得

名、

古

名

錢

王

洞、

洞

最

多、

各

志

載

之

頗

多、

近

更

續

有

發

見、

足

為

湖

步

風

景

補

遺

者、

分

述

於

下、屬

於

舊

志

乘

者、

萬

曆

錢

塘

縣

志、
大

湖

山

有

洞

曰

錢

王

洞、

︹
按

大

湖

山

誤
︺

洞

門

二、

皆

文

計、

中

廣

二

三

畝、

不

見

日、

泉

乳

所

結、

有

長

一

二

丈

者、

紆

回

二

十

餘

洞、

底

有

小

窟、

窟

下

大

澤

深

不

可

測、

取

石

投

之、

如

洪

鐘、

康

熈

錢

塘

縣

志、
山

有

七

洞、

僧

祖

予

曾

以

竹

茅

爇

火

入

三

洞、

微

明、

有

巨

石、

擊

之

如

鼓

聲、

山

罅

流

泉、

涓

涓

滴

下、

病

目

即

愈、

張

氏

定

鄉

小

識、
山

口

第

一

洞、

縱

横

均

廣

三

四

丈、

高

丈

餘、

穹

窿

如

盖、

石

乳

下

垂、

第

二

洞

傴

而

進、

高

廣

倍

之、

第

三

四

洞

非

卧

行

不

能

入、

有

石、

床

石

几、

石

釜、

石

鼎、

石

書

匣、

相

傳

昔

仙

人

鍊

形

於

此、

最

後

一

洞、

有

潭

甚

深、

蒼

黝

澄

澈、

不

可

逼

視

投

以

巨

石、

其

□

硜

硜、

移

時

始

絶

此

洞

彷

彿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有

光、

餘

洞

皆

暗、

道

光

乙

未、

大

旱、

有

龍

見

於

洞、

昂

首

洞

外、

形

如

牛、

吟

聲

如

鐘、

数

日

乃

隱、

洞

中

石

氣

隂

寒、

而

夏

無

蛇

蠍、

亦

奇

也、

属

於

新

發

見

者

懸

空

洞

為

前

山、

最

後

一

洞、

在

大

塢

山

口

太

公

山

麓、

洞

口

有

二、

一

口

朝

天、

深

懸

如

半

井、

周

園

生

有

石

乳、

及

綠

黛

野

花、

春

夏

之

交、

芬

芳

襲

人、

一

口

朝

西、

為

大

塢

山

雲

霧

泉

隱

流

處、

清

澄

幽

邃、

上

下

通

光、

㳺

人

攀

援、

拾

級

而

下、

恍

如

世

外

桃

源、

潘

家

洞

在

前

山

洞

之

西

約

一

里、

洞

口

大

小

有

二、

大

口

朝

東

北、

如

箕、

名

畚

箕

斗、

人

欲

入

洞、

須

用

粗

長

䋲

垂

下、

往

西

五

千

步

為

小

口、

用

盤

梯

可

下、

内

有

二

洞、

第

一

洞

高

二

丈

餘、

形

狹、

長

廣

約

二

畝、

第

二

洞

折

向

東

南、

高

三

丈

餘、

廣

則

倍

之、

中

有

柱

形

石

乳、

乳

大

者

約

数

圍、

高

二

丈

餘、

小

者

高

廣

約

及

其

半、

柱

旁

有

水、

㸃

滴

不

絶、

可

供

二

十

餘

人

飲

料、

稍

南

有

石

牀

一

架、

大

石

梁

俗

名

仙

橋、

如

虹

臨

空、

惟

黝

黑

無

光、

寒

氣

逼

人、

並

有

蝙

蝠

数

萬、

環

伏

其

間、

如

秉

燭

探

勝、

則

皆

飛

鳴

竄

撲、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抗

戰

時、

居

人

避

難

於

此、

如

入

仙

人

洞

府

矣、

雲

泉

山

大

湖

山

附

咸

淳

志、

宋

曾

呅

慈

嚴

院

記

云、

餘

杭

郡

南

走

四

十

里、

有

山

曰

雲

泉、

其

寺

曰

恩

德、

宋

大

中

祥

符

二

年、

改

名

慈

嚴、

考

之

於

傳、

晉

葛

稚

川

之

舊

居

也、

考

之

於

書、

唐

白

杭

州

之

逰

也、

而

山

有

二

穴

焉、

一

破

山

骨、

靣

天

如

突、

習

習

清

風、

若

噓

而

出、

一

在

山

麓

下、

芘

如

屋、

冷

冷

清

清、

源

源

相

續、

是

二

穴、

即

風

水

洞、

潜

氏

於

寺

觀

門

載

之

詳

矣、

乃

山

川

内

誤

以

風

水

洞

繫

之

曇

山、

於

是

雲

泉

之

名、

各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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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一

往

往

失

載、

至

定

鄉

小

識、

始

糾

正

之、

而

雲

泉

勝

迹、

今

尚

不

異

於

古

所

記

云、

風

水

洞
︹
咸

淳

志
︺

祠

極

大、

流

水

不

竭、

又

有

一

洞、

立

夏

清

風

自

生、

立

秋

則

止、

中

多

紅

石、

紅

㸃、

如

丹、

持

出

即

隱、

置

之

内

如

故、

︹
定

鄉

小

識
︺

風

洞

在

雲

泉

山

之

半、

石

竅

甚

窄、

其

旁

火

石

壁

立、

宋

人

篆

雲

泉

靈

洞

在

焉、

水

洞

在

山

麓

慈

嚴

院

右、

深

廣

五

六

丈、

嵌

空

玲

瓏、

石

乳

倒

懸、

彷

彿

靈

隱

飛

來

峯

下、

洞

口

下

垂

如

重

簾、

半

捲

洞

内、

高

邃

明

豁、

有

石

乳

結

成

僧

伽

像、

背

石

靣

水、

左

首

右

趺、

宛

如

琢

畫、

洞

北、

石

壁

有

罅、

水

之

所

出、

可

容

一

人、

深

黑

莫

測、

人

不

敢

入、

水

清

見

底、

綠

淨

如

空、

終

古

涓

滴

不

見

其

流、

入

溪

乃

聞

泉

聲、

冬

有

氣

如

釜

山

蒸、

暖

同

温

泉、

夏

則

清

冷

徹

骨、

偶

一

洗

濯、

冷

然

汗

止、

其

應

時

協、

候、

與

風

洞

同、

水

源

自

大

湖

山、

有

人

以

浮

物

騐

之、

故

酷

旱

不

竭、

觀

音

洞

風

水

洞

側

有

穴、

流

水

成

池、

池

中

有

石

突

出、

名

曰

觀

音

洞、

夢

粱

錄、

楊

村

路

上

有

觀

音

井、

疑

即

此

也、

按

雲

泉

風

水

洞、

唐

白

居

易

及

宋

蘇

軾

詩

詞

見

專

集

外、

石

刻

題

名、

唐

人

七、

宋

人

十

有

一

詳

見

金

石、

盖

其

時

江

沙

未

漲、

波

濤

淼

漫、

王

大

夫

憚

於

渡

江、

皆

緣

山

行、

故

留

題

者

多、

今

則

空

山

寂

寂、

惟

山

僧

樵

夫、

往

來

登

眺、

㳺

蹤

見

希、

名

迹

遂

閟

矣、

附

大

湖

山

與

雲

泉

山

峯

巒

連

属、

山

巔

有

曲

徑

可

上、

路

口

有

雙

石

壁

立

如

門、

廣

僅

客

馬、

一

夫

當

闗、

萬

夫

莫

入、

真

險

隘

處、

入

石

門、

則

土

地

平

曠、

行

樹

隂

翳、

彷

彿

古

桃

源、

四

圍

峭

壁

聳

翠、

形

如

削

成、

不

能

梯

緣、

宋

季

張

世

傑

殉

節

崖

山、

公

子

隱

姓

名、

匿

迹

樵

夫、

遯

居

於

此

至

死、

足

不

入

城

市、

所

居

處

礎

石

猶

存、

明

末

柴

日

乾

結、

砦

山

中、

白

巖

山

山

形

岝

崿

多

石、

極

為

險

阻、

定

鄉

諸

山、

自

焦

山

而

外、

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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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二

與

弟

昆、

乃

衆

山

之

鼻

祖、

一

鄉

之

雄

鎮

也、

山

有

塢、

名

水

塢、

尊

勝

寺

正

居

塢

中

白

巖

十

景、

皆

釋

凈

符、

位

中

所

名、

位

中

有

山

居

詩、

五

絶、

凡

一

百

十

六

首、

七

絶

九

十

首、

七

律

三

十

餘

首、

蜂

房

巖

尊

勝

寺

左、

巖

石

空

洞、

形

如

蜂

房、

故

名、

天

池

白

巖

山

絶

頂、

大

旱

不

涸、

池

中

有

雲

氣、

猨

鳥

飲

浴、

樵

蹤

罕

至、

水

塢

即

尊

勝

寺

所

在

處、

讀

位

中

山

居

詩、

情

景

如

繪、

炊

香

泉

尊

勝

寺

香

積

厨

後、

引

流

接

筧

汲

取

供

炊、

泉

味

清

甘、

絶

似

湖

上

六

一

泉、

又

來

泉

白

巖

山

西

塢

中、

久

涸

釋

净

符

結

茅

山

中、

泉

復

見、

釋

明

穉

伍

中

禪

師

行

狀、

寳

鑑

池

釋

净

符

所

、

池

圓

如

鑑、

故

名、

世

傳

池

岸

投

物、

不

能

越

池、

試

之

誠

然、

池

今

已

湮、

珠

峰

尊

勝

寺

之

案

山

也、

山

不

甚

高、

而

圓

净

如

珠、

故

名、

石

蓮

花

峯

珠

峯

之

西、

石

峯

巖

□

立、

形

如

蓮

□、

今

居

民

煉

石

為

堊、

已

破

損

矣、

思

君

子

徑

尊

勝

寺

前、

入

寺

徑

也、

穿

竹

中

行、

幽

翠

撲

中

裾、

如

雲

棲

道

中、

歸

龍

橋

白

巖

山

水

自

尊

勝

寺

西

溪、

流

過

歸

龍

橋

折

而

入

寳

鑑

池、

乃

洩

於

長

夀

溪、

龍

門

山

上

泗

瓶

調

両

區

龍

門

山

両

峰

壁

立

如

門、

故

名、

傳

龍

門

八

景、

然

兹

山

包

涵

甚

廣、

凡

老

焦

山

以

北、

上

泗

瓶

調

両

區

之

西

綫、

皆

稱

龍

門

山

路、

豈

僅

八

景

限、

爰

從

張

民

小

識

所

輯、

加

以

補

充

錄

後、

石

闗

在

龍

門

山

悟

空

寺

北、

相

傳

為

蠻

酋

所

據、

石

闗

見

江

元

祚

㳺

記、

魚

石

在

龍

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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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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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稿

卷
四

四
十
三

千

丈

巖

近

龍

門

山、

江

記

云、

巍

巍

矗

立、

氣

凌

蒼

漢、

勢

欲

壓

人、

為

色

也

紫

玉、

為

狀

也

儼

瓊

䑓、

翠

篠

碧

蘚、

可

望

不

可

即、

名

千

文

巖、

四

顧

坪

在

龍

門

山、

老

龍

潭

在

白

龍

山、

近

龍

門、

江

記

稱、

白

龍

潭

雨

巖

中

闢、

大

天

台

㕠

闕、

潭

深

千

尺、

奔

流

下

注、

如

撥

萬

斛

珠

於

碧

玉

峽

中、

今

白

龍

潭

瀑

布、

㳺

覽

者

尤

稱

奇

觀、

龜

王

殿

在

龍

門

山、

今

不

存、

鸚

鵡

石

在

龍

門

山、

江

記

所

云、

南

有

鸚

哥

石、

亭

立

崇

岡、

宛

如

琢

就

者

也、

盤

谷

在

龍

門

山、

以

上

統

稱

龍

門

八

景、

九

曲

嶺

龍

門

山

有

九

曲

嶺

極

險

峻、

須

攀

籐

而

行、

見

定

鄉

續

錄

詩

注、

蝦

埭

兜

在

龍

門

山、

冷

水

孔

在

龍

門

北、

西

溪

南、

大

嶺

坡

下、

泉

水

清

瑩

逼

人、

客

至

臨

、

無

不

涼

生

肺

腑、

見

西

溪

百

詠、

瑪

瑙

池

在

龍

門

北、

西

溪

南、

出

百

丈

原、

清

如

碧

靛、

池

底

皆

細

石、

圓

秀

如

瑪

瑙

狀、

見

同

前、

倒

弔

嶺

江

記、

出

千

丈

巖

百

數

十

步

上

倒

弔

嶺

俱

属

鳥

道

盤

曲、

身

在

空

行、

獅

子

巖

江

記

越

龍

門

山、

進

有

獅

子

巖、

千

丈

巖

洞

江

記、

千

丈

巖

下

有

巖

洞、

洞

有

清

泉、

㳺

覽

者

至

此

輒

正、

鮑

三

娘

梳

妝、

䑓

定

鄉

續

咏

詩

注

在

龍

門

山、

悟

空

寺

亦

曰

龍

門

寺、

明

石

雨

禪

師

卓

錫

於

此、

有

石

雨

詩

集

刋

行、

見

定

鄉

續

咏

詩

注、

小

和

山

在

龍

門

束、

多

行

樹

逰

人

登

山、

行

翠

霧

中、

十

步

一

折、

絶

頂

有

金

蓮

寺、

附

近

有

蠶

業

公

司、

崇

楼

大

厦、

正

在

重

修

中、

龍

門

嶺

産

錳

礦

頗

盛、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四

午

潮

山

山

巔

有

子

午

泉、

惟

子

午

二

時

發

泉、

其

子

時

泉

發、

有

聲

如

輕

雷、

居

人

按

時

汲

泉、

非

時

不

能

得

也、

山

有

道

院、

與

餘

杭

接

界、

瓶

調

區花

隖

附

西

溪

蒹

葭

里

西

溪

居

西

湖

北

峯

之

隂、

山

水

佳

勝、

花

隖

尤

幽

邃、

多

古

庵、
徐

甲

法

華

塢

記

内

之

誅

茆

安

禪

者

約

二

十

有

四、

釋

開

明

序

留

香

一

覽

錄

及

吳

祖

放

西

溪

聯

吟

詩、

数、

又

各

不

同、

據

近

人

余

小

可

氏

閑

話

花

隖

見

越

風

第

十

一

期

共

有

庵

凡

三

十

有

三、

盖

花

隖

東

西

両

山

僧

房

處

處、

若

㸃

㸃

髻

螺、

贅

附

山

脊、

多

可

摘

取

者

也、

述

其

勝

迹、

並

今

昔

沿

革

如

左、

般

若

精

舎

西

首

髻

珠

峯

前、

民

國

二

十

年

就

古

梅

庵

址

起

造、

慕

禪

精

舎

二

十

四

年

新

建、

美

輪

美

奐、

氣

象

不

凡、

從

此

而

上、

人

在

松

風

竹

影

中、

衣

袂

盡

綠、

㤀

郤

塵

襟

悠

然

有

出

世

之

想、

天

泉

庵

庵

後

雨

珠

萬

斛、

自

高

岸

㸃

滴

下

降、

若

天

注

然、

故

名、

所

謂

花

隖

第

一

泉

也、

庵

最

古、

清

初

净

空

重

修、

康

熈

間

廢、

今

已

復

、

定

慧

庵

庵

在

高

崖、

如

傑

然

獅

踞、

甃

石

如

籬、

門

前

喬

水、

大

可

三

圍、

庵

為

瑞

光

老

宿

掩

闗

處、

其

嗣

達

源

相

繼

焚

修、

遺

風

不

墜、

今

則

荒

涼

不

堪

矣、

藕

香

橋

名

梵

香、

重

修

攺

今

名、

磊

石

枕

流、

潺

湲

遠

瀉

雨

後

便

如

雪

浪

排

潄

石

齒

間、

伊

齋

庵

本

名

下

齋、

在

東

山

半

腰、

最

幽

僻

處、

明

釋

心

光

創

建、

當

時

氣

節

之

壬

聚

此

為

文

酒

會、

法

楞

庵

建

自

天

啟

甲

子、

老

衲

玉

庵、

日

以

法

華

楞

嚴

两

經

為

課、

因

以

名

庵

至

今

尚

門

禁

森

嚴、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五

在

澗

庵

在

香

花

峯

半

腰、

清

幽

絶

俗、

舊

名

安

養

居、

有

有

塵

不

到

無

縫

見

天

對

聯、

九

松

居

庵

門

臨

流

香

溪、

清

光

當

戸、

嗚

泉

不

絶、

每

年

暑

期

京

滬

中

人

來

此

小

住、

頗

多、

惜

高

揷

霄

漢

之

九

松、

今

已

不

存、

惟

門

前

楓

樹、

高

可

十

餘

丈

而

已、

青

蓮

庵

在

東

山

傳

是

産

青

蓮

處、

心

廬

隣

青

蓮

庵、

新

近

建

築、

皆

在

門

人

帶

髮

修

行

者、

溪

飲

庵

門

前

有

溪、

有

梅、

有

茶

地、

冬

日

在

此

汲

泉

烹

茗、

對

雪

賞

梅

自

有

一

種

趣、

眠

雲

室

泛

溪

飲

庵

對

靣

斜

徑

入、

竹

滿

山

中、

大

有

雲

棲

風

味

内

有

簑

衣

泉、

所

謂

潜

龍、

不

過

蠑

螈

而

已、

肯

庵

怡

庵

梅

溪

庵

梵

行

庵

正

峰

庵

自

眠

室

側

出、

循

路

前

進、

經

過

上

述

諸

處、

一

路

花

香

鳥

語、

千

林

萬

篁、

勝

行

山

隂

道

上、

樹

雪

林

昔

人

詩

云、

翠

竹

林

中

一

方、

綠

香

深

處

隱

山

房、

真

是

避

暑

勝

地、

白

雲

堆

在

現、

瑞、

寶

蓮

兩

峯

間、

門

額

署

晋

朝

古

迹

四

字、

傳

是

法

華

祖

師

説

經

及

瘞

身

之

處、

又

有

舌

生

青

蓮、

白

雲

堆

散

諸

説、

地

為

全

塢

最

勝

處、

散

花

仙

館

泛

白

雲

堆

拾

級

而

上、

館

為

白

水

敞

㕔、

襯

著

前

後

各

種

花

樹、

越

顯

得

潔

净

無

塵、

出

後

户、

循

山

徑、

覔

流

香

溪

發

源、

處、

天

雨

時

如

作

龍

潭

瀑

布

觀

也、

附

西

溪

蒹

葭

里

蒹

葭

里

在

西

溪

東

北、

本

南

漳

湖、

宋

百

詠

題

曰

蒹

葭

深

處、

有

秋

雪

庵、

在

水

中

央、

四

靣

皆

蘆

洲、

明

陳

眉

公

取

唐

人

溪

雪

濛

釣

魚

之

句、

題

曰

秋

雪、

崇

禎

丁

酉

年、

吳

禾

泰

自

海

上

避

地

扵

此、

與

諸

名

公

唱

和、

有

秋

雪

庵

入

詠、

即

仙

島、

蕩

慢、

蘆

港、

秋

雪

灘、

蓮

花

幢、

楊

栁

薝

蔔

籬、

䕶

生

隄、

彈

指

楼

也、

近

由

吳

興

周

夢

坡、

慶

雲

就

秋

雪

庵

添

建

両

浙

詞

人

祠

堂、

每

秋

祭、

萩

花

如

雪、

月

夜

登

問

望

之、

白

雲

繼

渺、

清

風

往

來、

晶

光

摇

曳、

瀰

漫

千

頃、

皎

潔

眩

目、

覺

此

身

如

在

冰

壺

瓊

島

間

湖

山

而

外、

又

別

闢

一

境

界

矣、

其

東

為

交

蘆

庵

向

奉

厲

徵

君

樊

榭

并

其

姬

人

月

上

票

主

云、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六

大

雄

山

太

僕

山

附

由

良

渚

鎮

折

而

西

南

為

大

雄

山、

復

由

西

徂

東、

周

圍

皆

山

而

小

溪

四

繞、

山

之

中

阡

陌

縱

廣、

村

舎

周

宻、

其

外

如

垣、

堞

壕、

塹、

故

曰

城

隍

山、

明

田

藝

逰

白

鶴

諸

山

記、

言

之

詳

矣、

就

中

勝

迹、

要

以

大

雄

山

為

最、

山

有

崇

福

寺、

為

縣

境

第

一

樷

林、

而

附

近

諸

山、

亦

有

足

述

者

焉、

藏

經

楼

在

崇

福

寺、

宋

景

定

間

住

山

滔、

初

建

無

量

佛

閣、

中

奉

四

大

部

經、

其

後

住

山、

學

宏

葺

而

新

之、

具

足

梵

典

五

千

四

十

八

卷、

清

雍

正

十

一

年、

欽

賜

龍

藏

全

部、

至

咸

豐

辛

酉

間、

遭

兵

燹

燬、

光

緒

七

年、

主

僧

慧

月

赴

京

重

奉

藏

經

回

山、

建

藏

經

楼、

前

有

御

碑

亭、

内

奉

玉

琳

國

師

像、

靣

壁

巖

在

崇

福

寺、

為

玉

琳

國

師

悟

禪

處、

國

師

一

稱

通

琇、

順

治

十

一

年、

供

養

西

苑

之

樂

善

殿、

︹
超

琦

古

覺

普

濟

能

仁

國

師

年

譜
︺

白

龍

潭

在

大

雄

山

巔、

宋

南

渡

時

嘗

簡

祈

雨、

潭

中

多

産

蜥

蝪

土

人

尚

稱

龍

種、

見

白

鶴

諸

山

記、

今

崇

福

寺

外

有

龍

潭、

殆

田

記

所

謂

其

前

溪

中

又

名

蜃

潭

者

與、

五

斗

松

在

崇

福

寺

外、

昔

靈

鷲

誠

祖、

為

崇

福

第

四

世

師、

主

斯

山

寺、

無

恒

産、

館

食

苦

不

給、

執

事

者

請

以

寺

外

松

易

五

斗

粟

以

飯

衆、

師

往

視

其

樹、

則

蒼

翠

耀

目、

儼

有

干

霄

之

勢、

師

撫

然

太

息、

中

止、

翌

日、

斧

者

至、

嘉

師

清

貧、

遂

施

米

五

斗、

因

以

名

松、

抗

戰

期

間、

松

即

遭

刼

而

毁

惜

哉、

儀

和

泉

在

大

雄

山

麓、

泉

一

區、

方

廣

可

八

九

尺、

甃

石

周

帀、

清

水

湛

然、

斷

碑

隱

隱

草

際、

字

盡

磨

滅、

洗

而

讀

之

曰、

儀

和

泉、

淳

熙

三

年

三

月

十

日、

吳

興

沈

彦

重

立、

共

二

十

四

字、

餘

七

字

漫

不

可

讀

掬

水

啜

之、

其

味

清

不

減

惠

山、

︹
胡

柳

堂

遺

稿
︺

附

太

僕

山

在

大

雄

山

茅

山

之

旁、

有

白

塔

漾、

其

東

為

太

僕

山、

下

有

劉

伶

圩、

銀

子

嶺、

杜

甫

橋、

四

靣

臨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七

水、

有

梅

花

三

十

里、

︹
陳

文

述

西

溪

雜

詠
︺

臨

喬

區臨

平

山

臨

平

開

發

較

早、

其

山

為

唐

邱

丹

隱

居

之

所、

屢

見

韋

應

物

詩、

入

南

宋

當

行

都

運

道、

名

人

勝

士、

相

與

流

連

光

景、

吟

賞

湖

山

者、

又

往

往

散

見

各

集、

盖

山

形

平

曠

逶

迤、

而

邱

壑

姸

美、

沿

山

之

古

迹

名

勝、

紀

述

頗

多、

明

史

鑑

西

村

十

記

首

舉

臨

平

山、

良

有

以

也、

細

礪

洞

在

臨

平

山、

出

礪

石、

見

梁

陶

弘

景

名

醫

別

錄、

里

人

例

扵

四

月

八

日

占

年

扵

此、

白

龍

洞

自

洞

門

至

水

際

五

丈、

濶

一

丈

五

尺、

高

一

文

三

尺、

其

水

深

不

可

測、

向

明

石

在

臨

平

山

北

靣、

其

石

白

色、

天

將

雨、

則

明

如

水

晶、

故

俗

名

水

晶

石、

塔

基

在

臨

平

山

巔、

宋

蔡

京

父

準

葬

此

山、

為

駝

形、

負

重

能

行、

故

作

塔

山

頂

一

云

京

築

塔、

以

象

龍

角、

京

敗、

塔

毁、

發

運

使

龎

宣

孫

被

旨

斲

斷

臨

平

蔡

氏

墓、

見

再

續

臨

平

記

稿、

劍

池

在

臨

平

山

上、

傳

吳

越

王

錢

鏐

磨

劍

扵

此

安

隱

寺

古

梅

在

臨

平

山

南、

寺

有

古

梅、

花

六

出、

傳

為

唐

梅、

有

亭

䕶

之、

按

臨

平

記、

寺

南

為

掃

花

居、

段

家

浜、

植

梅

之

所、

此

古

梅

殆

其

苖

裔

與、

黄

犢

嶺

在

安

隱

寺

後、

唐

邱

丹

隱

此、

常

乘

黄

犢

出

㳺、

因

名、

曲

竹

隖

在

臨

平

山

西、

相

傳

邱

丹

植

杖

於

此、

其

竹

皆

曲、

然

宋

代

已

竹

少

松

多、

稱

小

松

門、

見

咸

淳

志、

安

平

泉

在

安

隱

寺

前、

蘇

軾

有

詩、

其

東

為

檀

泉、

又

東

為

孟

姜

泉、

分

金

隖

在

臨

平

山

東

北、

當

山

谷

盡

處、

有

嶺

路

達

小

林、

俗

呼

筲

箕

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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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八

花

隖

在

臨

平

山

西

南

地

方、

多

桃

梅、

積

鐵

崖

在

臨

平

山

西、

即

錦

屛

石

也、

以

壯

子

美

有、

壁

色

立

積

鐵

句、

因

名、

寳

幢

在

要

隱

寺

前、

唐

大

中

末

建、

宋

紹

興

三

十

年

重

立、

旁

為

許

家

莊、

多

楓

林、

瓶

山

在

鎮

中、

宋

時

活

官

酒

處、

臨

平

東

湖

十

景

蕭

橋

望

日、

蘇

村

桃

李、

斷

山

殘

雪、

寳

幢

叠

華、

安

平

晚

鐘、

白

洋

漁

唱、

段

浜

觀

梅、

許

莊

紅

葉、

楓

林

夕

照、

鼎

湖

玩

月、

見

皋

亭

山

志

稿、

皋

亭

山

黄、

鶴

山

附

錢

塘

縣

有

皋

亭

山、

見

於

唐

地

志、

白

居

易、

牛

僧

孺、

均

有

祭

皋

神

文、

而

宋、

元

多

書

作

高

亭、

當

南

宋

時、

皋

亭

諸

山

極

盛、

自

宋、

元、

明

之

季、

皋

亭

屡

遭

兵

事

宋

季

元

軍

從

長

安

鎮

進

次

皋

亭

元

末

李

文

忠

遣

茅

成

駐

皋

亭、

明

季

馬

士

英

率

方

師

焚

掠、

古

迹

漸

亡、

然

山

前

後

多

桃

花

清

乾

嘉

時、

觴

詠

於

此

者

不

絶、

杭

州

詩

集

可

證

也、

同、

光

而

後、

忽

爾

沈

寂、

豈

名

山

顯

晦、

固

有

時

與、

竊

故

籍

參

近

聞、

為

斯

山

一

宣

揚

焉、
今

里

人

稱

是

山

為

半

山、

而

以

皋

亭

壩

址

為

皋

亭、

見

艮

山

雜

志、撒

沙

夫

人

廟
相

傳

神

為

倪

氏

女

宋

南

渡

初

避

寇

奔

竄、

蒙

犯

風

雨

瘡

痍

而

卒

里

人

葬

之

山

中、

後

金

人

南

侵、

神

著

靈

異、

撒

沙

退

敵、

事

聞、

封

為

䕶

國

夫

人、

建

廟

祀

焉、

俗

稱

半

山

娘

娘、

春

季

婦

女

入

半

山

祈

蠶、

歸

輙

購

泥

貓、

云

能

卻

鼠、

五

月

初、

傳

為

神

誔、

競

渡

頗

盛、

蠶

事

畢

則

簇

繭

為

花

以

報

賽、

清

康

熈

庚

午、

有

十

三

房

三

十

八

世

孫

倪

士

倍

等

記

皋

亭

志

稿、

雲

錦

䑓

䑓

一

作

亭、

在

山

半、

西

湖

天

月

諸

山

環

列

如

㘭、

雲

如

碎

錦、

絢

麗

奪

目、

洵

斯

山

最

勝

處、

毛

先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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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四
十
九

有

詩、

按

倪

古

雲

錦

亭

碑

記

云、

殿

之

西

南

隅、

而

有

亭

自

明

秀

隳

圮、

偶

披

邑

乘、

得

雲

錦

亭

額

及

毛

君

詩、

爰

冠

以

古

字

勒

石、

并

建

亭

以

還

其

、

乾

隆

壬

午

年

春

三

月

立、

三

十

世

嗣

孫

倪

謹

識、

餘

詳

金

石、

崇

先

寺

本

名

崇

先

顯

孝

禪

院、

宋

高

宗

建、

為

韋

太

后

功

德

院、

寺

處

皋

亭

之

陽、

大

自

佛

殿、

雲

堂

鐘

楼、

經

閤、

法

堂、

寝

室、

庫

司、

香

積、

水

陸

藏

殿、

以

至

前

資

應

用

之

所

無

不

畢

備、

起

造

於

紹

興

辛

永、

落

成

於

次

年

壬

午

仲

冬

曹

勛

為

之

記、

㫰

網

山

上

有

古

楓、

係

数

千

年

樹、

相

傳

其

樹

有

神、

見

崇

光

正

性

皋

亭

十

二

景

詩

自

注、

亞

夫

山

隋

開

皇

二

十

年、

相

傳

有

神

名

亞

夫、

清

智

者

大

師

來

往

此

山、

見

同

前、

石

人

皋

亭

有

石

人、

以

桐

木

扣

之

有

聲、

又

溪

畔

多

出

桐

木、

中

有

桐

隖、

桐

川

皆

是、

同

前、

横

溪

宋

時

桃

花

最

盛、

爛

漫

十

餘

里、

張

無

垢

詞

云、

桃

源

多

是

神

仙

居

位、

今

寺

前

板

橋

横

溪

是

也、

同

前、

金

鵞

頂

相

傳

有

人

掘

地、

飛

出

二

金

鵞、

因

名

在

寻

後

同

前、

結

集

巖

荆

溪

大

師

由

天

台

棲

此、

仍

以

結

集

名

巖、

趙

子

昂

題

曰、

天

台

在

是、

同

前、

梳

妝

䑓

在

横

山

下、

宋

韋

太

后

至

寺

聼

講、

梳

妝

於

此、

有

地

平

敞

如

䑓、

同

前、

浴

龍

池

宋

高

宗

曾

浴

於

此、

冬

夏

不

涸、

同

前、

噴

玉

泉

在

寺

後、

味

最

清

甘、

石

壁

鎸

有

噴

玉

両

字、

書

亦

佳、

同

前、

馮

氏

井

在

寺

旁、

古

甎

篆

刻、

字

甎

凡

八

十

四、

其

刻

云、

晉

咸

和

八

年

十

月

丁

酉

刻、

馮

氏

作、

同

前、

㳺

龍

洞

洞

深

廣

可

居、

向

為

洪

水

所

湮、

高

宗

御

書

古

詩

及

東

坡

墨

竹

賦

刻

石、

皆

毁、

同

前、

羅

紋

石

蘇

容

學

士

以

真

觀

大

師

舌

有

紫

羅

紋、

生

平

不

患

渴、

其

石

光

如

説

法、

故

名、

同

前、

煙

石

磯

磯

一

作

居、

皋

亭

幽

絶

處

也、

明

季

季

長

蘅

寫

經

於

此、

安

廬

在

華

桐

隖、

雲

棲

惠

文

師

所

創、

南

嚮

聼

竹

軒、

為

明

季

葉

天

廖

避

地

處、

桃

花

塢

在

山

半、

元

伯

顔

駐

兵

此

山

下、

故

宋

敖

陶

孫

有

珠

襦

玉

押

今

何

許、

一

笑

人

間

萬

事

非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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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友

梅

軒

元

王

昶

隱

居

皋

亭、

環

居

皆

梅、

明

劉

基

為

作

友

梅

軒

記、

王

文

誥

松

庵

㳺

草、

神

道

路

在

皋

亭

北、

晋

刺

史

陳

公

頊

左

臂

於

此、

故

名、

地

多

梅、

桐

溪

詩

草、

木

石

居

里

人

范

文

奎

建、

范

有

孝

行、

亦

稱

范

孝

子

庵、

松

庵

㳺

草、

顯

義

庵

梅

花

皋

亭

山

種

梅、

自

顯

義

庵

始、

謂

之

梅

祖、

有

正

味

齋

集、

歡

喜

永

寕

橋

皋

亭

桃

花、

以

歡

喜

永

寕

橋

為

盛、

汪

天

潛

詩、

有

繡

窗

斜

插

花

枝

好、

日

暮

永

寕

橋

下

回、

之

句、

南

野

堂

筆

記、

千

墩

村

皋

亭

山

相

近、

村

人

多

種

桃

季

為

業、

花

時

逰

船

鱗

次、

士

女

□

羅、

較

皋

亭

山

塘

為

盛、

艮

山

雜

志、

龍

池

墩

孝

亷

柴

士

堯

墓

在

龍

池

墩

西

南、

春

月、

桃

花

爛

漫、

杭

人

出

㳺

半

山、

毎

於

墓

畔

停

撓、

同

前、

附

黄

鶴

山

黄

鶴

峯

俗

名

元

寳

嶺、

為

皋

亭

諸

山

最

高

處、

顛

有

龍

池、

一

名

渥

洼

泉、

出

雲

則

雨

至、

王

䝉

嘗

居

此、

下

有

洞、

水

聲

滴

瀝

如

水

樂、

有

永

慶

禪

寺

在

山

之

陽、

明

季

興

復、

錢

䝉

叟

為

之

記、

今

稱

龍

居

寺、

山

麓

有

青

龍

寺、

木

塘

棲

胡

休

復

庶

常

結

廬

之

處、

休

復

卒、

捨

為

寺、

見

黄

汝

亨

緣

疏、

佛

日

山

佛

日

山

由

杜

牧

隖

入、

宋

為

高

僧

契

嵩

駐

錫

之

所、

寺

藏

東

坡

真

迹

及

楊

無

為、

司

馬

才

仲、

秦

少

㳺

三

人

詩、
詩

皆

范

成

大

補

書、

見

元

鮮

于

伯

機

㳺

記、

盖

東

坡

守

杭

時、

㳺

屐

所

經、

無

為

等

則

其

僚

属

也、

明

及

清、

㳺

佛

日

之

詩

若

文、

見

杭

郡

人

集

者

尚

多、

同

治

而

後、

名

山

寂

、

惟

近

鄉

士

女、

春

夏

間

以

進

香

聞、

然

是

山

勝

迹、

仍

如

故

也、

述

其

景

物、

而

旁

近

者、

并

附

及

焉、

凌

煙

䑓

在

佛

日

寺

西

側、

洪

楊

時

毁、

今

復

建

䑓、

後

多

修

竹、

前

對

皋

亭

黄

鶴

諸

峯、

風

景

至

佳、

惟

大

殿

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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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一

後

未

復、龍

藏

泉

為

佛

日

水

源、

自

此

溪

流

屈

曲、

叢

木

交

映

水

底、

怪

竇

如

瑪

璃

色、

細

蒲

翠

滴、

別

有

林

泉

之

趣、

龍

洞

在

崖

腹

頂

平

若

堂、

仙

姑

洞

從

龍

洞

左

折

而

上、

洞

口

仰

若

壺、

俯

而

窺、

黝

然

深、

且

下

稍

進

又

一

穴、

其

深

更

莫

測、

隆

昌

寺

距

佛

日

四

五

里、

寺

藏

深

林

中、

山

多

蘭

花、

開

時

幽

香

滿

谷、

廻

龍

閣

在

隆

昌

寺

前、

隆

昌

龍

洞

在

隆

昌

西

南

山

谷

間、

洞

高

一

丈、

上

刻

心

經

一

篇

南

山

在

隆

昌

寺

後、

高

十

五

丈、

多

楊

梅、

山

下

有

南

山

寺、

藏

竹

徑

中、

極

幽

静、

按

佛

日

自

臨

平

往

者、

湏

經

桐

扣、

自

塘

棲

往

者、

須

經

屯

里、

若

從

南

山

相

近

往

㳺、

則

踰

嶺

即

隆

昌

寺、

路

較

便

矣、

五

四

區超

山

明

初

一

名

超

然

山、
凌

雲

翰

柘

軒

集、

募

緣

真

武

庵

疏、

瀛

蟾

道

人

於

超

然

山

建

庵、

祀

真

武

神、

南

宋

咸

淳

志、

作

超

山、

以

其

超

然

突

起

於

皋

亭

黃

鶴

之

外、

故

名、

有

三

峯、

左

為

天

門

山、

即

上

聖

殿、

中

為

跌

倒

老

虎

山、

即

大

明

堂、

右

即

龜

山、

而

其

前

後

左

右、

均

有

勝

迹

足

述、

爰

分

疏

之、

作

導

㳺

焉、

海

雲

洞

即

旱

洞、

在

今

乾

元

觀

右、

洞

涇

平、

深

可

数

十

丈、

両

壁

有

摩

厓

痕、

明

丁

養

浩

㳺

海

雲

洞

詩

序、

超

山

之

南、

有

水

旱

二

洞、

旱

洞

之

底、

亦

水

也、

相

傳

有

黑

龍

居

之、

宋

時、

載

之

祀

典

從

山

麓

甃

路、

以

登、

上

建

觀

音

庵、

石

壁

鎸

海

雲

洞

三

字、

長

尺

餘、

乃

郡

守

三

衢

趙

閲

道

所

作、

嵗

乆

庵

廢、

其

山

為

佛

日

寺

所

有

宏

治

間、

伯

兄

南

山

先

生

得

之、

今

歸

於

予、

偶

檢

閲

道

詩、

有

㳺

海

雲

山

之

作

以

和

之、

按

海

雲

山

在

成

都、

閲

道

詩

乃

其

知

蜀

時

㳺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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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二

而

作、

丁

西

軒

以

超、

山

海

雲

洞

三

字、

亦

閱

道

題、

洞

與

山

名

偶

同、

因

和

其

詩、

原

序

載

之

甚

明、

後

人

以

超

山

一

名

海

雲

山、

或

改

趙

之

海

雲

山

詩

作

海

雲

洞

詩、

誤

矣、

卧

龍

淵

即

水

洞、

與

旱

洞

東

西

相

對、

向

有

小

魚

蟹

出

入、

自

後

來、

作

竈

其

旁

水

遂

混

濁、

無

生

物

矣、

黑

龍

王

祠

宋

時

建、

為

祈

雨

之

所、

趙

清

獻

趙

忠

獻

禱

雨

屡

驗、

元

陳

璂

有

超

山

黑

龍

洞

記、

明

弘

治

後、

山

属

丁

氏、

蜃

樓

飄

緲、

海

屋

空

濛、

春

山

士

女、

聯

臂

禱

祠

不

絶、

清

初、

兵

燹

視、

為

畏

途、

僧

庵

道

觀、

迭

有

變

更、

旱

洞

神

座、

今

已

移

奉

乾

元

觀

中、

案

宋

史

趙

希

言

嘗

知

仁

和

縣、

卒

謚

忠

憲

咸

淳

志

則

載

嘉

定

間

趙

忠

獻

宰

邑

時、

禱

雨

屢

驗、

請

于

朝、

賜

額

通

靈

此、

宋

史

忠

憲、

當

為

忠

獻

之

誤、

齊

雲

閣

模

石

池

均

見

趙

閲

道

海

雲

山

詩、

為

丁

氏

仿

建

者、

考

成

都

海

雲

山

有

模

石

池、

模

得

石、

男

子

之

祥、

摸

得

瓦

女

子

之

祥、

此

閣

址、

在

丁

公

石

像

後

岡

上、

坍

頽

已

久、

池

在

釣

月

磯

旁、

石

刻

尚

存、

池

内

五

色

石

不

可

復

得

矣、

濯

纓

灘

在

摸

石

池

側

石

壁

下

釣

月

磯

在

丁

公

像

之

旁、

以

上

両

處

石

刻

尚

存、

流

虹

橋

潄

玉

亭

聼

泉

亭

堆

雲

崖

索

珠

浦

皆

丁

氏

建

為

棲

真

勝

地

者、

洞

側

有

青

霞

洞

天

四

字、

時

號

小

蓬

萊、

今

皆

廢、

三

先

生

祠

松

坡

小

隱

保

夀

堂

皆

丁

之

喬、

松

坡

建、

以

趙

清

獻、

蘇

端

明

守

杭

州、

嘗

㳺

詠

於

此、

以

其

父

西

軒

方

伯

配

祀

之、

復

就

石

臨

池、

作

松

坡

小

隱、

植

松

樹

百

萬

株、

超

山

數

十

里

在

翠

雪

蒼

烟

中、

又

為

構

保

夀

堂、

令

皆

不

存、

石

像

及

詩

刻

丁

松

坡

就

崖

石

作

屋

形、

□

鑿

父

西

軒

方

伯

像、

右

造

已

像、

及

沈

望

雲

像、

皆

等

身、

工

巧

如

生、

又

趙

清

獻

海

雲

山

詩、

及

西

軒、

松

坡、

望

雲

和

詩

皆

摩

厓

刻、

木

書

嘉

靖

戊

戌

春

正

月

之

吉、

松

坡

居

士

丁

之

喬

撰、

顧

鳳

來

書、

錢

塘

陶

杲

鎸、

胺

沈

望

雲

名

天

祿、

精

通

岐

黄

之

術、

其

曾

大

父

贅

丁

氏、

為

西

軒

祖

姑、

遂

居

泉

漳、

見

西

軒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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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三

乾

元

觀

始

建

年

月

未

詳、

觀

在

石

壁

下、

四

圍

松

竹

交

蔭、

階

前

清

流

激

湍、

終

歲

不

絶、

極

盡

幽

寂

之

致、

自

超

山

設

公

路

車

站、

山

後

有

捷

徑

可

通

龍

洞、

越

半

山

寺、

即

乾

元

觀

也、

丁

氏

塑

像

共

三

區、

係

木

質、

高

約

三

尺、

工

極

精、

内

一

像

佫

稱

丁

長

頭、

與

松

波

墓

志

所

云、

頭

秃

長

如

古

羅

漢

者

頗

肖、

原

在

馬

鞍

山

將

軍

殿、

後

殿、

燬

而

此

像

因

早

移

供

乾

元

殿、

獨

免、

丁

松

坡

墓

志

石

在

乾

元

觀、

仁

和

江

曉

撰、

長

洲

文

徵

明

書

并

篆

盖、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出

王

於

球

山、

按

志

稱

窆

於

馬

鞍

山、

而

出

土

則

在

球

山、

考

丁

以

彬

稱、

先

妣

木

主

配

先

君

靈

柩

合

葬

球

山

之

東、

又

先

君

木

主

同

母

夫

人

靈

柩

合

葬

馬

鞍

山

之

陽、

見

棲

乘

類

編、

超

山

石

壁

在

乾

元

觀

後、

峭

壁

如

屏、

巉

巖

蹲

峙、

真

奇

觀

也、

朝

天

龍

洞

自

天

門

而

下、

路

極

隄

峭、

洞

門

不

甚

高、

洞

内

有

平

台、

約

占

三

分

之

二、

昔

有

異

丐

棲

卧

此、

以

避

風

雨、

台

外

則

深

不

可

測、

清

季

有

泥

水

工

以

長

䋲

縋

下

采

得

石

乳

長

尺

餘

云、

石

貓

海

雲

洞

頂

有

石

具

貓

形、

下

承

一

石

如

厨、

在

朝

天

龍

洞

望

之、

尤

酷

肖、

玉

岡

□

出

天

門、

至

海

雲

洞、

路

極

行

窄、

高

下

参、

差

約

三

四

里

多

羊

腸

徑、

崖

石

作

片

叚

紋、

棲

鎮

父

老

傳

為

蜀

道、

今

各

校

小

學

生

每

春

游

且

歌、

且

行、

履

險

如

夷

矣、

聽

潮

岡

在

半

山

寺

前、

南

望

錢

江

如

匹

練

潮

湧

時

隱

約

可

聞、

半

山

寺

祀

宋

顯

仁

皇

太

后、

有

廟

聯

可

證、

志

作

倪

氏

娘

娘

者

非、

按

寺

祀

顯

仁

太

后、

又

山

有

海

雲

龍

祠

疑

即

潛

志

超

山

報

慈

寺

遺

址

以

上

山

前

即

山

之

陽

真

武

庵

在

山

半、

俗

稱

中

聖

殿

明

初

凌

雲

翰

為

瀛

蟾

道

人

撰

募

疏、

清

順

治

乙

未

毁

于

火、

主

僧

圓

登

圖

興

復、

見

全

漸

皋

募

疏

咸

豐

庚

辛

間

又

燬、

同

治

四

年

重

建、

署

曰

妙

喜

寺

臨

山

為

吕

祖

閣、

景

最

清

曠、

民

國

廿

二

年

不

戒

扵

火、

諸

殿

均

付

一

炬、

今

皆

重

建、

而

此

閣

闕

如、

惜

哉、

真

武

殿

在

山

巔、

俗

稱

上

聖

殿、

明

隆

慶

間、

卓

明

卿

募

建、

明

季

荒

廢、

清

順

治

乙

未

主

僧

圓

成

國

興

復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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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稿

卷
四

五
十
四

卓

麟

異

募

疏、

咸

豐

末

燬、

同

治

五

年

重

建、

改

名

玉

喜

寺、

寺

踞

超

山

頂、

憑

虚

遠

眺、

則

層

巒

叠

嶂、

歴

歴

可

數、

而

錢

江

之

浩

瀚、

烟

海

之

蒼

茫、

亦

皆

在

指

顧

間、

天

門

一

作

天

門

山、

在

上

聖

殿

外、

有

両

石

矗

立

如

門、

故

名、

踰

此

多

奇

峰

怪

石、

石

婆

峯

在

天

門

側、

如

美

人

玉

立、

體

態

娉

婷、

丁

養

浩

有

石

婆

峯

詩、

石

笱

峯

在

天

門

外、

高

三

四

丈、

尖

削

如

笱

靈

動

如

飛、

人

仙

石

在

來

仙

亭

下、

此

間

石

之

奇

者、

如

翠

屏、

如

春

筍、

如

猛

虎

怒

踞、

如

巨

人

拱

立、

舊

志

山

有

石

魚、

石

笱

及

奇

形

如

人

獸

者

即

是、

摩

青

閣

在

上

聖

殿

内、

高

聳

層

霄、

遠

望

西

湖

錢

江、

宛

如

咫

尺、

飯

顆

山

房

即

齋

堂、

民

國

三

十

年

圮、

今

重

建、

來

仙

亭

遺

址

在

摩

青

閣

西

側、

懸

崖

之

上、

坡

極

平、

亭

毁

已

久、

盤

陀

石

在

八

仙

石

旁、

形

勢

奇

突、

憇

鷹

石

藏

虎

穴

片

雲

居

梧

桐

月

以

上

四

項、

棲

秉

類

編

列

入

超

山

十

二

景

内、

其

名

不

載

於

丁

氏

龍

洞

諸

記、

似

在

超

山

之

隂、

也

冷

泉

在

中

聖

殿

外、

石

壁

嵌

空、

崖

際

清

泉

一

窿、

大

旱

不

涸、

張

珊

林

題

曰

也

冷

泉、

也

冷

亭

在

也

冷

泉

上、

四

閭

芭

蕉

修

竹、

與

垂

雲

閣

相

對、

垂

雲

閣

在

中

聖

殿、

即

令

法

雨

堂、

望

友

䑓

遺

址

在

中

聖

殿、

䑓

燬

已

支

僅

存

平

坡

一

片、

洗

心

泉

俗

稱

靈

官

泉、

在

老

靈

官

殿

前、

泉

出

石

罅

清

澈

如

鏡、

冬

夏

不

涸、

昔

履

以

亭、

韓

應

潮

題

額、

亭

久

廢、

惟

泉

水

甘

美

如

常、

按

自

老

靈

官

殿

至

山

頂

天

門、

乾

隆

己

巳、

新

築

全

山

石

磴、

路

勢

盤

紆、

俗

稱

干

八

灣、

每

灣

有

石

磴

可

憇、

游

客

稱

便、

右

真

武

殿

一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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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五

大

明

堂

在

超

山

麓、

山

多

梅

花、

為

棲

里

名

勝、

民

國

初

年、

建

築

一

新、

海

内

者

宿、

發

為

詩

古

文

辭、

於

是

超

山

宋

梅、

哄

博

遐

邇、

并

知

沿

山

二

十

里

皆

梅

花、

在

鄧

尉

香

雪

之

上、

杭

塘

公

路

乃

就

超

山

設

站、

更

築

環

山

馬

路、

直

達

山

門、

春

日

花

時、

尤

門

庭

若

市

馬、

宋

梅

亭

在

香

海

樓

前、

民

國

十

二

年、

吳

興

周

夢

坡

坡

撰

記

并

書、

記

稱

老

梅

數、

十

本、

中

有

一

樹

橫

斜、

交

枝

垂

地、

皮

類

魚

鱗、

落

花

斑

駁

剝

作

青

綠

色

者

傳、

是

宋

梅、

且

色

淺

絳、

瓣

六

出、

審

非

他

卉

比

云、

勒

石

寺

壁、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寺

被

盗

刼、

此

碑

殘

損、

現

由

周

延

初

重

摹、

刻

於

蘇

州
︺

按

張

應

昌

暗

香

詞

序、

丙

申

正

月

十

七

日、

超

山

觀

梅、

報

慈

寺

側

有

古

梅

數

十

株、

七

八

百

年

物

也

宋

小

茗

續

耐

冷

談、

稱

有

南

宋

古

梅

數

十

本、

以

皆

咸

同

以

前、

花

事

及

見

於

許

韵

堂

筆

記

者、

尚

有

四

五

株、

今

僅

存

其

一、

餘

為

俗

僧

故

伐、

可

知

罹

盜

刼

之

前、

宋

梅

有

一

幹

受

傷、

危

哉、

吳

缶

廬

宋

梅

碑

在

宋

梅

亭

内、

有

缶

廬

手

繒

梅

花

小

影

石

刻、

香

海

樓

在

大

明

堂

前、

為

超

山

看

梅

第

一

佳

境

門

外

多

古

梅

張

應

昌

古

梅

歌、

溝

塍

稜

稜

花

堂

堂

者、

光

緒

甲

午

前

尚

如

故

也、

人

事

迭

更、

溝

塍

變

為

郊

原、

惟

是

樓

煥

然

一

新、

癸

酉

之

春、

寺

被

盜、

僧

正

法

與

樓

俱

燼

焉、

殃

及

客

堂

并

佛

殿、

今

樓

與

客

堂

俱

重

建、

美

輪

美

奐、

益

壯

厥

觀、

唐

吳

道

子

觀

音

像

碑

在

觀

音

殿、

相

傳

□

□

橫

卧

道

旁、

正

德

間、

郡

使

者

下

鄉

勘

荒、

得

於

溝

邊、

丁

松

坡

聞

而

供

之

於

超

山

享

堂

後

屋、

享

堂

坍

頽、

丁

季

淵、

移

在

大

明

堂

庵

内、

施

砌

今

處、

有

正

統

十

年

章

文

照

跋、林

畏

廬

超

山

梅

花

詩

石

刻

在

觀

音

殿

壁

間、

間

縣

林

紓

撰

書、

民

國

十

年、

棲

里

勞

少

麟

淂

於

北

平、

由

漲

綬

章

等

刻

石

拓

印、

徵

題

詩

文、

超

山

宋

梅、

遂

益

著

名、

右

大

明

堂

一

帶、

以

上

山

後

即

山

之

隂

梅

花

隖

今

稱

龜

山

西、

紆

迴

山

隖、

両

岸

梅

花、

上

海

冠

生

園

梅

林

也、

杭

塘

汽

車

站

即

設

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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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六

獅

子

峰

在

天

門

下

峰

之

㘭、

有

庵、

由

看

山

隖

拾

級

而

登、

有

泉

一

泓、

可

鑑

毛

髮、

泉

之

上、

有

天

然

石

壁、

人

以

九

獅

圖

呼

之、

青

蓮

庵

在

超

山

西

麓

章

隈

隖、

門

徑

幽

寂、

桃

李

春

華

楊

梅

夏

熟

有

山

茶

一

株

明

代

物

也、

偃

曝

厂

一

作

雲

曝

厂、

在

青

蓮

庵

内、

超

山

十

二

景

之

一、

大

石

頭

在

青

蓮

庵

西、

石

廣

數

丈、

半

臨

溪

流、

東

山

寺

在

排

馬

坑

之

北、

佛

廬

十

餘

協、

四

園

古

木

森

森、

亦

一

勝

籣

若

也、

龍

潭

在

跌

馬

橋

相

近

公

路

之

旁、

清

泉

一

方、

瑩

如

明

鏡、

大

旱

不

竭

灌

田

可

百

餘、

里

人

稱

為

龍

潭、

現

擬

築

亭

潭

畔、

曰、

超

山

第

一

泉

云、

以

上

山

左

右

附

超

山

附

近

梅

林

屯

里

梅

林

在

超

山

東

南

三

里、

偏

值

梅

花、

中

無

雜

樹、

康

南

海

云、

卅

里

梅

花

百

萬

樹、

即

以

此

也、

又

有

杏

花

鳩、

在

屯

里

南

隖

旁

山

坡、

清

明

時

節、

杏

花

齊

開、

居

民

多

茅

屋、

别

有

風

景、

惜

游

人

罕

至

其

間、

馬

鞍

山

梅

林

在

超

山

東

北、

林

畏

廬

記

云、

過

唐

玉

潜

祠

下、

花

乃

大

盛、

叢

芬

積

縞、

彌

滿

山

谷、

幾

四

里

始

出

梅

窩、

其

盛

可

想、

當

杭

塘

公

路

孔

道、

抗

戰

時、

與

將

軍

殿、

冬

青、

義

壬

祠、

六

觀

庵、

大

圓

庵、

春

詠

山

莊

等、

或

毁

或

、

存

者

亦

非

舊

觀、

惟

梅

林

如

故、

日

暉

山

在

潜

雲

洞

東

南、

山

上

多

梅

花、

泰

山

在

超

山

西

南、

下

有

泰

山

村、

多

梅

林、

此

外

自

北

莊

廟

至

前

村

一

帶、

両

岸

全

是

梅

花

花

時

蕩

舟

行、

如

入

衆

香

國、

又

東

家

橋、

皆

多

梅

林、

並

附

識、

附

丁

山

湖

錢

塘

周

天

度

丁

山

湖

㳺

記、

稱

循

山

︹
超

山
︺

西

行、

又

里

許、

過

節

覇

橋

橋

右

百

餘

步、

得

水

口、

復

沿

迴

曲

折

里

許、

乍

聞

鳴

榔

聲

時

□

時

近、

少

馬

地

勢

忽

開

澄

湖

數

千

頃、

醰

醰

净

綠、

涵

虚

混

清、

盖

丁

山

湖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七

也、

繞

湖

而

居

者

逺

近

十

許

村、

如

環

如

玦、

縈

抱

左

右、

人

家

以

樹

藝

網

罟

為

利、

農

人

以

為

城

北

奥

區

者、

無

踰

是

馬、

村

既

富

實、

地

復

清

幽、

於

是

四

時

景、

色

莫

可

窮

殫、

其

最

勝

之

處

有

三、

曰

盤

洋、

曰

洪

家

□

曰、

紅

沈

潭、

此

盖

如

苧

蘿

西

子、

不

施

脂

粉

自

然

賦

媚

者

也、

獨

山

棲

乗

類

編

云、

棲

鎮

地

脈、

由

皋

亭

穿

渡、

之

獨

山

而

來、

故

山

川

形

勝、

當

以

獨

峰

居

首、

此

形

家

言

也、

考

獨

山

原

名

金

鼇

山、

四

靣

皆

河、

右

旁

突

起、

名

雲

拱

山、

山

頂

庵

名

雲

拱

禪

院、

山

周

圍

多

植

桃、

花

時

登

山

游

賞

者

尤

盛、

清

咸

同

間、

仁

和

馬

慕

藺

有

獨

山

十

二

詠、

亦

天

然

風

景

區

也

紀

其

標

名、

并

續

補

如

左、
按

馬

慕

藺

字

藍

橋、

仁

和

横

里

人、

道

光

癸

卯

舉

人、

著

有

鴨

闌

橋、

吟

舫

詩

稿、

所

作

獨

山

十

二

詠

和

者

有

魏

士

龍

馬

慕

援、

黄

䕃、

詹

吉、

黄

裳、

丁

夀

橋、

慶

成、

鄒

祖

思

等、

横

山

白

鳥

獨

山

一

名

横

山、

脈

連

皋

亭、

而

聳

出

一

方、

每

夏

秋

間、

白

鳥

雲

集、

獨

港

魚

罾

獨

港

在

獨

山

西、

漁

家

叙

集

於

此、

每

當

烟

波

日

夕、

移

艇

徃

來、

頗

饒

幽

趣、

南

峯

龜

泉

在

獨

山

之

陽、

泉

如

龜

形、

故

名、

北

巖

巨

石

獨

山

北

有

巨

石、

狀

若

虎

踞、

名

大

石

巖、

俗

呼

老

人

洞、

下

瞰

横

溪、

冬

月

過

此、

寒

鴉

古

木、

石

勝

荒

寂、圩

涇

客

渡

圩

涇

在

横

塘

縂

管

塘

橋

之

左、

東

西

塘

農

商

喚

渡

處

也、

斜

橋

逺

翠

在

獨

山

北、

俯

跨

横

溪、

平

楫

遠

嶂、

春

夏

之

交、

波

光

一

碧

無

際、

亦

勝

觀

也、

雲

隝

春

桃

雲

隖

在

獨

山

東

南、

桃

花

最

盛

處、

清

明

時、

雲

影

霞

光、

互

相

輝

映、

不

亞

武

林

源、

闌

村

秋

橘

在

獨

山

西、

鴨

闌

橋

東

西

岸

村

莊、

皆

栽

橘

樹、

花

果

之

盛、

甲

於

他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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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八

金

兜

白

蓮

獨

山

西、

横

溪

東、

長

春

橋

之

右、

俗

呼

金

家

兜、

前

後

池

沼、

多

植

白

蓮、

小

山

紅

葉

小

山

與

獨

山

毘

連、

秋

抄

冬

初、

霜

楓

作

肅、

葉

光

如

醺、

每

有

游

人

携

酒、

賞

翫

於

此、

古

寺

牡

丹

普

寕

寺

在

横

溪

西

北、

牡

丹

一

叢、

相

傳

于

忠

肅

寓

此

讀

書

時

所

手

植

也、

其

花

至

今

猶

茂

鼇

峰

積

雪

即

獨

山

也、

雨

雪

初

晴、

微

露

山

寺、

憑

高

望

之、

恍

如

白

頭

老

人、

披

綿

卧

澗、

橫

里

村

在

獨

山

西

麓、

居

民

數

十

家、

背

山

臨

流、

村

屋

在

桑

棗

中、

如

罨

畫

然、

山

之

前、

村

落

名

山

前、

住

百

餘

户

山

之

後、

村

落

名

山

後、

住

二

百

餘

户、

春

日

桃

花、

夏

時

菱

藕、

風

景

尤

勝

三

葉

園

民

廿

四

年

間

有

閩

人

凌

氏

購

山

左

地

百

餘

畝、

開

墾

植

果、

名

三

葉

園、

并

築

楼

於

此、

仿

古

宫

殿

式、

極

雅、

抗

戰

時、

山

林

被

毁、

卅

年

十

月、

楼

及

張

老

相

公

殿

並

付

一

炬、

遺

迹

附

臨

平

隖

唐

顧

况

臨

平

隖

雜

題、

有

薜

荔

居、

吴

蓉

榭、

山

徑

栁、

石

上

藤、

焙

茶

隖、

欹

松

漪

彈

琴

谷、

白

露

汀、

千

松

嶺、

黄

菊

灣、

臨

平

湖、

三

春

洞、

二

竇

泉

古

仙

壇

等

五

絶

十

二

詠

當

是

逋

翁

訪

邱

丹

作、

安

溪

別

墅

吳

越

時、

黄

夷

簡

別

業、

夷

簡

開

雅

有

詩

名、

在

錢

俶

幕

中、

陪

尊

俎

二

十

年、

開

寶

初、

汴

京

還、

稱

疾、

於

安

溪

別

墅、

有

宿

雨

両

番

蔬

甲

嫩、

春

山

幾

焙

茗

茶

香

之

句、

宋

福

王

莊

院

在

塘

棲

西

南

隅、

今

呼

曰

莊

基、

其

西

為

莊

西

漾、

前

曰

洗

馬

池、

後

曰

花

園

墳、

有

紅

粉

溝、

美

人

埭、

卧

龍

橋

諸

勝、

按

美

人

埭

在

花

園

墳、

紅

粉

溝、

一

名

洪

福

溝、

即

今

水

溝

衖、

衖

口

舊

有

石

梁、

即

卧

龍

橋、

今

鋪

石

板、

洗

馬

池

近

餘

橋、

其

側

有

餵

馬

池、

明

李

史

姓

者、

涸

其

池、

起

石

板

三、

得

古

鏡

金

冠、

金

酒

噐

數

事、

與

近

年

發

見

之

祥

符

開

國

銅

印、

同

在

一

處

出

土、

可

證

也、

考

福

邸

花

園、

見

咸

淳

志

及

武

林

舊

事

者、

一

在

天

水

院

橋、

一

張

景

園、

即

韓

氏

南

園、

一

名

小

水

樂、

在

風

篁

嶺、

而

塘

棲

又

有

莊

院、

所

謂

葛

嶺

高

歌

樂

末

休、

王

宮

戚

邸

咸

優

游

者、

情

景

可

想、

呂

園

在

塘

棲

水

北、

呂

北

野

坤

與

水

山

需

別

墅、

有

率

致

堂

喜

聲

館

綿

慶

樓

一

本

堂

諸

勝

趙

文

華

未

第

時、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五
十
九

甞

館

讀

其

家、

防

倭

時、

胡

宗

憲

蒞

此、

當

時

巖

名

人

物、

甲

第

連

雲、

界

於

二

邑

不

數

傳、

而

水

山

一

支、

屢

續

屢

斷、

在

乾

隆

時

已

廢

為

桑

園

矣、

丁

氏

别

業

丁

方

伯

養

浩

所

築、

在

漳

溪、

有

景

薇

堂、

前

後

樹

石

位

置、

皆

文

衡

山、

仇

十

洲

両

家

經

營

也、

子

之

嘺、

好

客、

如

謝

時

臣、

沈

青

門、

周

東

村、

皆

往

來

唱

和

於

此、

俗

稱

大

人

里、

宅

基

園

牆

百

餘

畝、

明

末

兵

亂

燬、

御

史

沈

讓

亭

園

亭

在

漳

溪

之

北、

有

洛

誦

樓、

獨

可

亭、

南

樓

中

丞

胡

襟

寰

故

居、

在

孤

林

村

中、

有

南

樓、

為

中

丞

子

循

蜚

讀

書

處、

循

蜚

甲

申

後、

絶

意

仕

進、

常

寫

奇

峯

怪

石

以

抒

胸

中

塊

壘

云、

塘

棲

行

宮

基

在

運

河

南

岸、

中

為

行

宮、

前

後

各

有

宮

門、

左

為

軍

機

處、

阿

哥

房、

右

為

花

園

景

亭、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仁

和

縣

恭

辦、

四

十

五

年、

添

建

磚

牆

板

屋、

遂

歸

德、

清

縣

主

沒、

而

以

烏

程

縣

佐

之、

︹
德

清

縣

續

志
︺

後

廢、

里

人

呼

為

大

營

盤、

民

國

初、

由

官

產

處

標

賣、

淪

為

農

圃

矣、

塘

棲

卓

氏

別

墅

㈠

在

芳

杜

洲、

中

為

介

如

堂、

東

為

夕

陽

明

半

樓、

西

為

月

波

樓、

左

為

靈

籟

閣、

後

為

白

雲

堂、

卓

光

祿

月

波

詩

文

會

友

之

地、

㈡

小

松

齋

在

東

小

河、

卓

仲

期

世

業

也、

内

有

石

禪

庵

及

醉

石、

㈢

東

園、

在

卓

光

祿

宅

第

之

東、

有

大

空

樓、

隣

沈

氏

西

園、

其

衆

白

堂、

則

卓

海

憧

説

經

處

也、

其

後

售

於

吳

氏、

併

入

吳

園、

㈣

水

一

方、

去

塘

棲

里

許、

在

石

人

塢

之

南

卓

人

齋

藏

書

處

其

旁

為

花

林

草

堂

人

齋

子

逺

條

更

築

傑

閣、

廣

搜

名

卉

奇

葩、

自

號

花

隱、

㈤

行

里

館、

卓

去

病

下

帷

處

也、

陳

繼

儒

詩、

有

萬

章

老

樹

千

竿

竹、

遮

斷

溪

南

嶺

上

山

句、

沈

氏

園

墅

在

塘

棲

東

南

隅

㈠

西

園、

沈

椒

羽

洪

芳

下

帷

處

也、

贅

嘉

興

馮

硯

祥

之

子

裦

仲

為

壻、

割

其

半

贈

之、

囚

有

馮

園

之

稱、

㈡

且

適

園、

方

伯

沈

修

別

業、

與

東

園

接

壤、

而

山

環

水、

局

勢

恢

宏

㈢

梧

齋、

沈

劬

白

宅

後

讀

書

室

也、

竹

木

周

币、

環

植

梅

林、

有

玉

蘭

合

抱、

花

開、

逺

望

如

雪

山、

按

沈

氏

園

墅

與

卓

氏

東

園

等

勝、

清

初

俱

售

歸

吳

弘

文、

吳

氏

敗、

乃

轉

輾

滄

桑、

不

可

復

識、

胡

氏

別

業

㈠

枊

堂、

在

芳

杜

洲

之

南、

故

休

復

庶

常

胤

嘉

著

書

處、

㈡

鶴

隱

樓、

地

址

未

詳、

考

皋

亭

山

志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六
十

稿、

黄

鶴

山

麓

為

胤

嘉

結

廬

之

處、

胤

嘉

卒、

捨

為

青

龍

寺

似

即

指

此、

簡

園

在

臨

平、

明

游

洋

將

軍

沈

士

、

晚

年

隐

於

醫、

迺

築

此

園、

有

章

慶

堂、

晚

娛

樓、

瑞

竹

堂、

延

賞

樓、

黄

石

庵、

浮

月

廊、

靈

邱

石

槎、

此

君

軒、

獨

醉

居、

舫

閣

芙

蓉

嶺、

宛

在

亭、

雲

華

館、

雲

竇、

狎

鷗

灘、

采

珠

䑓、

諸

勝、

一

時

公

卿

題

詠、

有

簡

園

集

︹
杭

郡

詩

續

輯

金

濤

詩

注
︺

子

謙

又

葺

為

東

江

草

堂、

因

號

東

江、

臨

平

記

補

遺、

綠

野

別

業

在

臨

平、

明

揚

州

知

府

徐

伯

徵、

與

弟

彜

陵

別

駕

仲

徵

同

賦

歸

田、

築

別

業

於

唐

舒

國

公

讀

書

䑓

側、

中

有

霏

玉

堂

東

江

集、

橫

山

草

堂

明

季

江

元

祚

邦

玉

別

業

也、

在

西

溪

六

松

林

畔、

有

潄

雪

橋、

綠

香

亭、

竹

浪

居、

香

夢

窩、

醉

山

樓、

藏

書

舫、

偕

隱

室、

横

山

草

堂、

挂

屐

寮、

蘭

岑、

霞

外

亭、

藏

經

閣

諸

勝、

見

馬

元

調

游

記、

江

氏

兄

弟、

隱

於

横

山

者

二

二

十

年、

已

而

武

林

亂

橫

山

先

被

兵、

尋

皆

毁、

寳

林

別

業

在

白

鶴

山、

為

田

藝

蘅

汝

誠

別

業、

雁

樓

在

塘

棲

徐

壬

俊

野

居

築、

時

棲

里

有

詩

社、

四

方

才

士、

常

主

其

家、

晚

年

輯

其

所

作

詩

文、

曰

雁

樓

集、

學

誠

齋

在

塘

棲、

金

張

介

山、

號

芥

老

讀

書

處、

齋

中

書

畫

古

噐、

位

置

雅

潔、

名

流

高

衲、

過

從

無

虚

日、

張

氏

園

墅

㈠

大

雅

堂、

綠

雪

堂、

在

塘

棲

市

西

街、

明

隆

慶

時、

張

存

竹

建、

堂

前

鑿

池、

叠

石

異

卉、

嘉

林、

歷

經

名

流

題

詠、

㈡

竹

素

堂

三

經

園

深

齋

在

吳

家

衖、

亦

張

氏

半

紘

別

業

㈢

橫

潭

草

堂、

在

横

潭

張

之

鼐

別

業、

額

曰

半

庵、

旁

有

卧

癡

樓、

即

半

庵

著

書

處、

高

氏

竹

窗

在

西

溪、

為

高

士

奇

別

業

清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春、

聖

駕

幸、

書

竹

窗

二

字

賜

之、

梅

竹

山

莊

在

西

溪、

錢

塘

章

次

白

別

業、

幽

邃

清

曠、

多

古

梅

修

竹、

有

圖

咏

傳

世、

雲

深

草

堂

在

界

河

村、

宋

受

谷

琦

之

隱

居

也、

内

有

橘

頌

軒、

靣

山

環

水、

古

木

交

映、

奇

葩

異

卉、

獻

秀

几

案、

橘

柚

桑

柘、

繞

列

園

籬、

曾

不

數

傳、

夷

為

農

舎、

惜

哉、

張

莊

在

西

溪、

華

亭

張

彙

別

業、

䑓

榭

最

勝、

今

惟

破

屋、

壁

上

畫

松

存

焉、

隨

時

榮

枯、

人

以

為

異

︹
陳

文

述

西

溪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六
十
一

雜

咏
︺

以

上

園

墅

荀

子

讀

書

處

在

荀

山

有

荀

山

寺、

古

塔

為

兵

燹

所

毁、

相

傳

為

荀

况

讀

書

處、

碑

石

粉

碎、

莫

知

蹤

迹、

其

地

稱

靈

芝

鄊

清

息

里、

荀

侯

崇

善

社、

田

藝

蘅

白

鶴

諸

山

記、

漢

丁

蘭

故

居

在

赤

岸

潤

玉

亭

下、

禇

無

量

宅

在

臨

平

湖

畔、

無

量

年

十

二

時、

湖

上

龍

鬬、

傾

里

巷

觀

之、

無

量

晏

然

不

動、

寰

宇

記、

陶

家

廂

宋

理

宗

時、

陶

處

士

隱

居

在

西

溪、

禁

酒

牌、

夫

耕

婦

織、

有

栗

里

風、

周

陸

隱

居

周

士

民、

茂

叔

後、

園

在

耕

南

隖、

堂

名

草

窗、

陸

象

山

乃

子

靜

之

裔、

家

卧

松

山

下、

有

彙

目

軒、

望

雲

䑓、元

王

䝉

故

宅

䝉

字

叔

明、

自

吳

興

從

杭、

其

宅

近

黄

鶴

山、

因

號

黄

鶴

山

樵、

處

士

許

文

泰

宅

在

舊

靈

芝

鄉、

名

耕

樂

軒、

楊

亷

夫、

宇

文

子

貞、

皆

與

之

交

游、

明

乎

顯

故

宅

在

橫

里、

地

有

仲

墅

濟

山

水

名

三

里

漾

十

二

里

漾、

所

著

松

兩

集、

贈

刑

部

郎

中

夏

與

誠

故

宅

在

三

峯

山、

鍾

忠

惠

公

化

民

故

宅

在

博

陸

村、

後

遷

居

塘

棲、

邵

康

僖

公

鋭

故

居

在

塘

棲

水

北、

有

遺

清

堂、

子

孫

世

居

於

此、

乾

隆

時

改

為

宗

祠

今

屋

既

無

存、

會

元

坊

亦

久

圯、

贈

御

史

徐、

荆

石

故

居

在

落

瓜

村、

萬

曆

乙

酉、

築

大

雅

堂

子

彥

登

有

大

雅

堂

集、

楢

子

灝

傍

牆

築

樓

名

曰

借

竹、

自

為

記、

清

沈

端

恪

公

近

思

故

居

在

五

杬、

後

遷

居

省

城、

孫

文

靖

公

士

毅

故

居

在

臨

平

市

西、

有

百

一

山

房

硯

貽

樓、

以

珍

藏

百

一

錦

石、

故

名、

史

翰

林

尚

節

故

居

在

臨

平

瓶

山

東、

名

史

埭、

德

清

俞

曲

園

曾

寓

此、

所

謂

史

埭

春

燈

也、



ZhongYi

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六
十
二

清

軌

堂

永

泰

貞

女

吳

柏

舟

棲

上

住

宅、

後

為

姚

氏

購

得、

玉

符

後

裔

居

此、

安

橋

幽

居

蔡

石

屏

宅

也、

在

金

佛

寺

相

近、

杭

世

駿

有

老

樹

環

階

映

綠

苔、

寺

隣

金

佛

信

幽

哉、

租

菱

人

去

又

魚

集、

賣

橘

船

歸

載

酒

來

之

句、

全

詩

見

道

古

堂

集、

藏

書

家

附

呂

氏

樾

館

在

塘

棲

水

北、

明

呂

都

事

北

野

與

弟

鴻

臚

寺

水

山

藏

書

之

所、

北

野

子

似

野、

官

光

祿、

肖

野

官

太

僕、

當

時

賓

客

之

盛、

第

宅

之

侈、

甲

於

杭

郡、

其

後

水

山

嗣

孫、

毓

芳

洎

弟

漸

盤

居

此、

錢

塘

余

紹

展

贈

聯

云、

遺

書

珍

世

澤、

喬

木

麗

春

暉、

又

山

陰

張

孝

友

題

云、

一

門

兄

弟

為

師

友、

千

古

文

章

自

主

賓、

能

道

其

實、

翁

氏

書

閣

在

安

樂

山

下、

永

興

寺

前、

崇

禎

初、

朝

歌

守

翁

汝

遇、

與

弟

山

東

参

議

官

汝

進

歸

田

後

構

書

閣

於

此、

陳

文

述

詩

云、

錢

氏

有

書

藏、

翁

氏

有

書

閣、

可

惜

所

藏

書、

今

日

已

零

落、

樵

人

識

遺

址、

一

峯

指

安

樂、

卓

氏

傳

經

堂

仁

和

卓

㯉、

別

號

人

齋、

倡

明

經

學

士

林

嚮

風、

子

發

之、

孫

人

月、

家

學

相

承

並

以

明

經

聞、

曾

孫

天

寅、

字

大

傳、

中

順

治

甲

午

副

榜、

搆

家

祠

於

塘

棲

長

橋

之

西、

有

傳

經

堂、

奉

祖

考

之

遺

書、

教

授

子

弟、

又

有

月

波

樓、

芳

杜

洲、

亦

藏

書

數

萬

卷、

塘

棲

志

略、

稱

棲

鎮

藏

書

之

富、

推

呂

氏

北

野、

卓

氏

齋

焉、

江

氏

擁

書

樓

江

元

祚、

字

邦

玉、

築

草

堂

於

西

溪

之

横

山、

堂

之

上、

為

擁

書

樓、

廣

儲

圖

史、

或

傳

自

前

朝、

或

頌

之

内

府、

左

史

右

經、

殆

將

連

屋、

其

先

世

所

藏、

及

生

平

所

購、

多

有

未

見

古

本、

詳

嘉

定

馬

元

調

游

記、

徐

孝

先

先

生

徐

孝

直

字

孝

見、

明

季

諸

生、

徐

故

仁

和

貴

族

甲

第

蟬

聯、

家

塘

棲

之

落

瓜

里、

有

田

有

廬、

有

圖

書、

金

石、

彜

器、

遭

亂

散

失、

忽

自

落

瓜

是

河

渚、

愛

其

清

幽、

遂

寄

棲

施

相

之

家、

易

名

介

更

自

號

狷

庵、

積

書

千

卷、

教

授

童

子

五

六

人、

各

授

小

學、

每

詩

成、

得

讀

之

者、

惟

柴

弨

炳、

陳

廷

會、

汪

渢、

陸

繁

弨

等

數

人

耳、

馮

園

馮

文

昌、

字

硯

祥、

嘉

興

諸

生、

為

司

成

開

之

孫、

以

次

子

裒

仲

贅

於

棲

里

沈

椒

羽

家、

椒

羽

即

割

西

園

之

半

贈

之、

因

有

馮

園

之

稱、

遂

徙

家

依

之、

硯

祥

既

工

詩、

兼

好

古

書

畫、

得

右

軍

快

雪

時

真

迹、

因

築

快

雪

堂

於

西

湖

之

孤

山、

收

藏

甚

富、

有

宋

刻

金

石

錄、

手

跋

其

後、

又

刻

印

文

曰、

金

石

錄

十

卷

人

家、

晚

年

復

居

河

渚、

以

守

司

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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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志

稿

卷
四

六
十
三

墓

而

終許

氏

鑒

止

水

齋

許

宗

彦、

字

周

生、

嘉

慶

己

未

進

士、

授

工

部

車

駕

司

主

事、

名

所

居

曰

鑒

止

水

齋、

有

詩

文

集、

惟

喜

購

異

書、

不

惜

重

價、

藏

弄

滿

樓、

其

書

先

得

扵

粤

東、

又

轉

得

於

瓶

花

齋

零

帙、

實

多

秘

笈、

後

質

於

杭

城

許

氏

辛

泉

家、

咸

豐

辛

酉、

辛

泉

家

為

太

平

軍

府、

克

復

後

為

左

制

軍

行

䑓、

燒

殘

撕

毁、

益

不

可

問、

豐

順

丁

氏

日

昌

於

静

齋

書

目

中

有

鑒

止

水

齋

書

目

一

冊、

鈔

本、

見

武

林

藏

書

錄、

按

周

生

主

政、

本

德

清

人、

後

其

子

入

籍

錢

塘、

而

孫

輩

多

有

住

仁

和

之

塘

棲

者、

因

附

記

之、

宋

氏

思

茗

齋

宋

大

樽、

號

茗

香、

仁

和

塘

棲

人、

工

校

讐、

以

手

校

宋

山

隂

陸

氏

爾

雅

新

義、

及

藏

有

丁

龍

泓

手

鈔

雲

烟

過

眼

錄

為

最、

子

咸

熙

號

小

茗、

舉

人、

官

桐

鄊

教

諭、

有

思

茗

齋

集、

集

中

有

借

書

詩

序

云、

先

君

子

藏

書

甚

富、

生

時、

借

鈔

不

吝、

熈

遵

先

志、

願

借

與

人、

有

博

學

好

古

者

竟

特

贈

之、

勞

氏

丹

鉛

精

舎

塘

棲

勞

經

元、

字

笙

士、

學

於

武

進

臧

鏞

堂

之

門、

性

嗜

收

書、

恣

意

流

覽、

子

三

長

檢、

字

青

玉、

次

權、

字

巽

、

次

格、

字

季

言、

髫

年

均

以

治

經

補

弟

子

員、

後

遂

不

與

試、

巽

卿

精

於

校

讐

之

學、

所

校

各

書

稱

善

本、

兼

工

詞

曲、

唐

宋

元

明

間

卷

藏

皆

本、

季

言

早

居

讀

書

時、

每

置

空

冊

於

業、

遇

有

疑

義、

輒

筆

之、

暇

時

繙

閲

諸

書、

互

相

考

證、

必

至

精

宻

而

後

已、

藏

書

之

所、

曰

丹

鉛

精

舎、

按

丹

鉛

精

舎

書

目、

有

手

鈔

本

未

刋

行、

蔣

村

草

堂

蔣

炯、

字

葆

存、

號

蔣

村、

仁

和

廩

貢、

任

廣

濟

令、

著

政

聲、

所

居

西

溪

西

南

十

餘

里、

山

環

水

轉

宅

幽

勢

阻、

蔣

氏

聚

族

而

居、

饒

秔

稻

魚

蝦

菱

橘

之

利、

屋

數

十

椽、

聚

書

萬

卷、

葆

存

摘

疏

瀹

茗

之

外

覃

硏

鉛

槧、

物

外

翛

然、

浙

東

西

名

士、

多

聞

名

而

訪

之、

朱

氏

結

一

廬

仁

和

朱

學

勤、

字

修

伯、

所

居

在

丁

山

湖

之

西、

咸

豐

癸

丑

進

士

厯

官

至

宗

人

府

丞、

生

平

學

敏

方

贍、

好

書

尤

篤、

當

駕

幸

水

蘭

之

後、

怡

邸

散

書

之

時、

供

職

偶

暇、

日

至

厰、

肆

搜

獲、

古

籍

日

增

月

盛、

編

有

結

一

廬

書

目、

其

中

宋

槧

者、

三

十

五

種、

元

槧

者

五

十

餘

種

明

刋

精

鈔

又

數

百

種、

詳

見

元

和

江

氏

靈

鶼

閣

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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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縣
各
區
鄉
鎮
土
地
縂
面
積
統
計
表

︵
附
都
圖
分
佈
︶

區

别

︵
依
民
國

鄉
鎮
別

附
舊
有
鄉
鎮
名
稱

附
土
地
測
丈

現
鄉
鎮
土
地

縂
面
積
数

備

三
十
四
年

度
所
則
定

者
︶

︵
依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所
定
︶

都

圖

︵
單
位
畝
︶

考

臨

喬

丁
蘭
鄉

㢠
龍
同
善
長
善
永
善
丁
蘭

長
安
豐
禾
寳
善

７
１
２

忠
義
鄉

星
橋
橫
嶺
和
協
慕
賢
顧
陳

連
峯
合
志
孝
義
太
平
皋
城

７
３
４
12
13

祝
義

８
１

永
和
鄉

水
墩
洪
福
洪
仁
吳
葛
良
熟

和
睦
聯
鄉

７
４
５
10

喬
司
鎮

喬
司
安
樂
外
三
圖
鄉
大
三
圖

小
三
圖

７
５
６
４
７

翁
梅
鄉

梅
墅
翁
埠
吉
慶
樂
成

范
埠

７
８
９

小
林
鄉

北
利
小
林
中
貞

８
２
３
４
15

臨
平
鎮

臨
平

民
南
亨

８
３
５
９

東
安
鄉

千
金
國
和
東
湖
安
平

８
６
７
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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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元
鄉

︵
東

元

南北

︶

西
乾

８
９
13
14
15
16

亭
趾
鄉

豐
稔
永
安
亭
趾
高
安

長
夀

８
11
12
16
18
19

五
杭
鄉

五
杭
民
族
民
權
民
生

８
17
23
24
25

博
陸
鄉

萬
春
東西
長
子
博
樂
永
寜

信
義

８
20
21
22
26
27

共

計
10

鄉

２

鎮

63

７

13

８

27

五

四

肇
和
鄉

肇
太
尚
書
仁
莊
南北
新
圩

行
和
八
字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９

６

12

21

22

雲
會
鄉

大
會
奉
賢
唐
虞
民
和

東
富

９

７

８

９

25

26

義
橋
鄉

義
溪
保
善

９
11
12

四
維
鄉

四
維
吉
平
施
行

９
10
13

崇
賢
鄉

南
賢
留
文
卧
龍

９
15
16
14

龍
旋
鄉

獨
山
北
莊
崇
英

９
17
18
19

平
涇
鄉

昇
平
横
涇
木
杓
萬
生

９
20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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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泰
鄉

永
泰

西南北東

鹿
章
山
大
環
橋

９
27

28

29

30

31

32

33

東
平
鄉

東
塘
南北
平
宅
金
佛
寺
南
楊
墩

葛
墩

９
33
34
35
36
37

宏
磻
鄉

宏
頭
磻
陽
陡
灣

９
38
39
43

丁
河
鄉

長
河
安
田
前
田
豐
年
橋

９
40
41
42
49

瑭
棲
鎮

市
西
鎮
市
東
鎮
豐
田

９
40
41

超
山
鄉

東
家
橋
吳
家
橋
田
下
良
田
柴
家

屯
里
泰
山
錢
姚

９
44

45

46

47

48

49

50

泉
塘
鄉

邵
家
孤
林
三
家
落

秀
史

永
新
泉
漳
界
河
留
下

９
51

52

53

54

55

56

57

共

計
13

鄉

１

鎮

９
57

瓶

調

瓶
窑
鎮

瓶
窑
横
灣
半
山
葉
家
橋

石
橋
頭

10
1

2

3

4

9

22

縴
石
鄉

上
縴
埠
石
橋
鎮
北
安
溪

南
安
溪

10
４
５
６
７
８

良
渚
鎮

良
渚
杜
甫
横
村
塘

10
10

11

12

21

22

25

26

崇
化
鄉

崇
化
湖
墅

10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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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六
鄉

大
六
方
山

10
25
26
27

嚴
莊
鄉

勾
莊
横
村
一
柴
家
垻

10
12
13
14
15

雙
橋
鄉

大
嚴
八
字
橋

10
16
17

山
橋
鄉

下
榷
橋
鄉
方
山
東

10

19

20

三
墩
鎮

祥
符、
祥
北、
祥
南、
三
聯、
九
聯、
興
福

長
橋、
太
平、
東
平、
三
民、
大
港

10

18

11

１

２

４

塘
河
鄉

南
塘
小
河
望
仙
三
寳
慶
隆

和
睦
趙
五

11
２
３

蔣
邱
鄉

小
港
如
松
欽
一
欽
二
欽
三
欽
四

欽
五
欽
六
欽
七
欽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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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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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泰
鄉

卿、

長
松、
天
安、
履
一、
履
二、
履
三

履
四、
履
五、
履
六、
履
七

11
３
６
７
８
９

留
下
鎮

留
下
欽
八

11
10
11

五
常
鄉

欽
十
一

欽
十

欽
十
二

欽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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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
13

共

計
12

鄉

２

鎮

10

17

11

15

上

泗

樹
塘
鄉

九

紋

峯

12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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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塢
鄉

横
龍
花
塢

12
２

夀
民
鄉

長
夀
六
新
民

12
４
５

雲
泉
鄉

龍
山
湖
步

12
６

定
山
鄉

定
山

12
７

周
安
鄉

周
豐
安
定
紫
光
上
九
王
安

12
８
13
14

龍
鄉

龍

12
９
10

新
寧
鄉

新
蘭
普
寧
小
沙

12
10
11
12

東
清
鄉

外
東
隆
泰
清
鄉

12
11

共

計

９

鄉

12
14

總

計
44

鄉

５

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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