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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知
黃
岡
縣
事
宛
平
俞
昌
烈
編
輯

地
理
志

沿
革

禹
畫
九
野
主
名
山
川
故
後
世
兖
州
可
移
而
濟
河
之
兖
州

不
可
移
梁
州
可
易
而
華
陽
黑
水
之
梁
州
不
可
易
此
其
善

志
也
黃
岡
在
九
州
彈
丸
耳
以
地
介
北
南
自
魏
晉
迄
齊
梁

割
并
紛
如
名
稱
互
異
幾
不
可
紀
記
而
取
水
經
及
注
考
之

則
曰
過
邾
縣
南
曰
逕
邾
縣
故
城
南
曰
逕
西
陵
故
城
南
曰

左
逕
赤
鼻
山
南
曰
東
逕
西
陽
郡
南
邑
境
犁
然
在
目
從
而

證
諸
史
傳
譬
以
貌
取
人
服
改
矣
而
面
目
故
可
識
云

表
世

州
道
路
省

郡
府

藩

封

附

縣

唐

虞

夏

商

禹貢

荆
州
之
域

周

荆
州

戰

國

時

爲

楚

弦
國

子

爵

春

秋

時

爲

楚

併

邾
楚

宣

王

滅

邾

徙

其

君

於

此

故

以

邾

名

水

經

云

江

水

逕

邾

縣

故

城

南

秦

淮
南

史

記

一

曰

南

楚

南
郡

邾
廣

輿

記

秦

曰

邾

邑

　

舊

志

秦

漢

之

際

漢

高

帝

二

年

項



 

黄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二

羽

封

呉

芮

爲

衡

山

王

都

此

漢
按

一

統

武

昌

府

考

兩

漢

國

志

凡

西

陵

今

府

之

雲

治

今

漢

平

中

王

呉

各

有

江

南

之

詳之

荆
州

志

舊

通

志

武

昌

之

嘉

魚

蒲

圻

咸

書

江

夏

郡

先

書

縣

名

先

書

郡

所

漢

陽

府

之

黃

陂

夢

皆

漢

西

陵

縣

陽

地

魏

文

聘

爲

基

城

上

昶

徙

江

江

夏

郡

晉

平

呉

夏

口

城

今

江

夏

江
夏
郡

漢

高

帝

置

府

志

皆

云

漢

江

𡨴

崇

陽

漢

陽

府

西

陵

最

後

乃

書

治

可

見

漢

江

夏

黃

州

府

之

黃

岡

地

至

呉

孫

權

築

江

夏

太

守

治

石

夏

郡

治

之

在

今

仍

魏

舊

治

於

安

縣

地

西

陵

兩

漢

西
陵
縣

郡

治

夏

郡

治

沙

羡

今

之

漢

陽

漢

川

地

沙

羡

後

漢

書

郡

郡

治

非

沙

羡

實

黃

安

麻

城

德

安

城

魯

山

陸

渙

所

陽

今

黃

陂

地

嘉

德

安

府

界

是

魏

陸

劉

宋

末

移

於

俱

江

夏

郡

治

故

西
陽
縣

晉

書

地

理

志

漢

縣

古

弦

子

國

水

經

云

江

水

逕

西

陽

郡

治

南

郡

治

卽

西

陽

縣

葢

主

後

漢

升

縣

爲

郡

云

又

云

江

之

右

岸

有

鄂

縣

故

城

按

鄂

縣

楚

漢

置

卽

今

武

昌

縣

故

府

志

謂

今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是

其

治

遺

址

邾
縣

水

經

又

東

過

邾

縣

南

後
漢

荆
州

江
夏
郡

西
陵
縣

西
陽
縣

邾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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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陽
郡

分

江

夏

立

治

西

陽

按

水

經

漢

已

有

西

陽

郡

然

兩

漢

志

俱

不

載

或

三

國

時

置

也

三國

魏呉

豫
州按

通

典

劉

先

主

没

地

悉

屬

呉

而

荆

州

南

北

雙

立

吳

荆

州

治

南

郡

魏

荆

州

治

宛

弋

陽

郡

屬

焉

宛

今

河

南

南

陽

府

弋
陽
郡

晉

志

魏

文

帝

分

汝

南

立

治

西

陽

所

統

卽

漢

西

陽

郡

地

而

益

以

期

思

弋

陽

二

縣

期

思

今

河

南

光

山

弋

陽

今

河

南

光

州

西
陽
縣

郡

治

西
陵
縣

邾
縣

三

國

時

黃

祖

使

甘

𡨴

爲

邾

長

呉

赤

烏

四

年

陸

遜

嘗

以

三

萬

人

戍

邾

城

之

其

遺

址

尙

在

是

時

縣

屬

呉

晉
太

康

十

年永

平

元

年

豫
州

弋
陽
郡

西
陽
國

惠

帝

時

分

弋

陽

立

進

封

𣴎

爲

西

陽

王

縣
仍
前

武

帝

立

次

子

𣴎

爲

西

陽

縣

公

東
晉

成

帝

咸

和

元

年

咸

康

四

年

以

西

陽

爲

豫

州

治

舊

志

咸

康

四

晉

毛

寶

爲

豫

貉

度

所

䧟

州

處

在

今

治

西

𣴎

廢

爲

弋

陽

縣

王

國

改

郡

西
陽
郡

年

於

舊

邾

城

置

州

刺

史

治

邾

城

縣

遂

廢

按

舊

邾

北

十

里

非

距

百

邾
城

豫

州

表

系

宋

志

尋

爲

石

虎

將

張

城

殆

楚

居

邾

子

二

十

里

之

邾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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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宋
武

帝

永

初

元

年

文

帝

元

嘉

二

十

五

年

孝

武

帝

孝

建

元

年三

年

豫
州以

豫

州

蠻

民

立

十

八

縣

曰

建

昌

南

川

長

風

赤

亭

魯

亭

陽

城

彭

波

遷

溪

東

邱

東

安

西

安

南

安

房

田

浠

水

高

坡

直

水

蘄

水

清

石

旋

有

并

省

郢
州

分

荆

江

二

州

立

治

夏

口

以

豫

州

之

西

陽

屬

焉

西
陽
郡

立

第

二

子

劉

子

尙

爲

西

陽

西
陽
縣

西
陵
縣

南
安
縣

邾

縣

改

建
昌
縣

縣

治

今

黃

安

地

以

討

薛

索

兒

功

封

蕭

道

成

西

陽

縣

侯

大

明

五

年明

帝

太

始

五

年

豫
州

尋

又

還

郢

州

屬

王改

西

陽

王

子

尙

爲

豫

章

王

齊
高

帝

建

元

四

年

武

帝

永

明

二

年

永

明

三

年

郢
州

司
州

改

宋

置

南

義

陽

郡

置

西
陽
郡

治

西

陵

明

帝

嘗

監

郢

州

之

西

陽

郡

事

封

第

十

子

蕭

子

明

爲

西

陽

郡

王

明

帝

建

武

中

除

改

封

武

帝

十

七

子

子

文

尋

除

齊
興
郡

置

永

泰

間

入

魏

齊
安
郡

南

齊

置

治

南

安

西
陵
縣

郡

治

西
陽
縣

武

帝

嘗

爲

西

陽

縣

子

南
安
縣

省

志

表

自

齊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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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廢

帝

永

元

二

年

今

孝

感

黃

陂

地

尋

徙

魏
取
齊
淮
西
地

梁
普
通
七
年
收

周

無

南

安

名

俱

系

以

齊

安

復

梁
梁

書

無

地

理

志

今

據

各

紀

傳

及

魏

地

形

志

系

之

魏
地

形

志

多

云

蕭

郢
州

南
司
州

增

置

治

安

陸

北
江
州

魏

志

增

置

治

鹿

城

闗

今

黄

安

地

西
陽
郡

簡

文

帝

大

寶

初

封

皇

子

大

鈞

爲

西

陽

王

前

太

清

中

武

陵

王

紀

封

第

二

子

圓

正

爲

西

陽

王

齊
安
郡

一

立

於

梁

豐

梁
安
郡

設

治

建

昌

今

黃

安

地

齊
安
郡

立

於

宋

置

之

保

西
陽
縣

西
陵
縣

省

志

自

齊

梁

不

列

表

疑

省

入

西

陽

也

南
安
縣

梁
安
縣

建

昌

改

魏

志

名

梁

興

衍

置

魏

因

之

城北

史

封

樊

子

鵠

爲

西

陽

郡

公

北
齊

梁

地

入

東

魏

孝

靜

帝

之

武

定

七

年

也

明

年

卽

高

齊

天

保

元

年

巴
州

隋

志

後

齊

置

統

西

陽

郡
衡
州

隋

志

後

齊

時

置

北
江
州

隋

志

後

齊

置

湘

州

後

改

北

江

州

西
陽
郡

齊
安
郡

武

成

帝

封

第

四

子

高

廓

爲

齊

安

王

梁
安
郡

西
陽
縣

南
安
縣

梁
安
縣

陳
大

建

五

年

取

江

巴
州

廢

西
陽
郡

至

德

元

年

封

第

西
陽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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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北

地

衡
州

廢

北
江
州

府

志

云

亦

廢

並

廢

梁

置

北

西

陽

縣

置

定

州

今

麻

城

縣

地

以

西

陽

齊

安

二

郡

屬

之

後

改

亭

州

二

十

三

子

陳

叔

穆

爲

西

陽

王
齊
安
郡

南
安
縣

周
大

象

五

年

地

入

於

周

弋
州

隋

志

周

置

統

西

陽

郡

衡
州

復

西
陽
郡

宣

帝

時

奉

宇

文

温

爲

西

陽

公

齊
安
郡

以

平

陳

功

封

李

西
陽
縣

南
安
縣

按

隋

書

黃

陂

縣

北
江
州

光

山

有

黃

州

梁

地

徹

爲

齊

安

郡

公
梁
安
郡

廢

省

志

周

改

南

梁
安
縣

司

州

曰

黃

州

今

隋
開

皇

初

荆
州

弋

及

北

江

州

廢

黃
州

開

皇

三

年

改

衡

州

名

黃

州

西

陽

齊

安

梁

安

等

郡

俱

廢

黃
岡
縣

省

西

陽

入

南

安

爲

黃

州

郡

治

又

析

梁

安

置

亷

城

縣

省

志

表

作

鹿

城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南

安

曰

黃

岡

木
蘭
縣

通

鑑

注

南

義

陽

治

鹿

城

闗

隋

爲

黃

州

木

蘭

縣

亦

開

皇

十

八

年

梁

安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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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
業
初

永
安
郡

置

治

邾

縣

故

城

唐
武

德

初

武

德

三

年天

寶

元

年乾

元

初

淮
南
西
道

永
安
郡

封

太

祖

子

孝

基

爲

永

安

王

黃
州

置

總

管

府

治

黃

岡

齊
安
郡

黃
州

黃
岡
縣

省

木

蘭

入

焉

又

析

置

堡

城

縣

省

志

作

陽

城

今

麻

城

地

武

德

七

年

省

是

時

黃

岡

兼

有

今

麻

城

黃

安

黃

陂

地

黃
岡
縣

黃
岡
縣

中

和

初

徙
縣
治
於
邾

故
城

卽

永

安

城

今

治

西

北

十

里

俗

呼

女

王

城

地

五
代

楊

呉

南

唐

黃
州

黃
岡
縣

周
顯

德

五

年

地

入

於

周

黃
州

黃
岡
縣

宋

淮
南
西
路

黃
州

玉

海

郡

國

名

參

司

封

格

黃

州

亦

曰

齊

安

郡

有

齊

安

郡

公

趙

仲

郃

郟

王

之

後

黃
岡
縣

徙

治

江

濱

去

今

治

東

南

二

里

玉

海

亦

稱

邾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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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以

黃

州

刺

史

封

又

齊

安

郡

王

趙

士

　

紹

興

中

封

元
至

元

初

二

十

三

年二

十

九

年

河

南

江

北

行

中

書

省
湖
廣
行
中
書
省

河
南
江
北
行
省

黃
蘄
州
宣
慰
司

黃
州
路

黃
州
路

黃
岡
縣

黃
岡
縣

黃
岡
縣

明
洪

武

元

年嘉

靖

四

十

二

年

湖

廣

布

政

使

司

武

昌

道

黃
州
府

領

三

縣

後

以

蘄

州

一

州

四

縣

隷

焉

黃
岡
縣

徙

今

治

割

上

中

和

鄕

並

麻

城

黃

陂

兩

縣

地

增

置

黃

安

縣

國
朝

湖

廣

湖

北

布

政

使

司

漢

黃

德

道

黃
州
府

黃
岡
縣

黃
岡
之
名
建
自
隋
唐
虞
夏
商
在
禹
貢
荆
州
之
域
周
爲
弦
子

國
春

秋

傳

注

弦

在

弋

陽

軑

縣

東

南

今

河

南

光

州

西

南

有

弦

城

湖

廣

蘄

水

有

軑

縣

故

城

皆

魏

晉

時

弋

陽

郡

境

後
并
於
楚
楚
宣
王
滅
邾

春

秋

有

二

邾

楚

所

滅

卽

戰

國

改

號

鄒

者

在

今

山

東

鄒

縣

其

一

爲

小

邾

在

今

山

東

嶧

縣

遷
邾
子
於
此
曰
邾
城

見

廣

輿

記

城

在

今

治

西

北

十

里

俗

呼

女

王

城

本

隋

置

永

安

郡

之

永

安

城

府

志

注

訛

爲

女

陽

城

水

經

所

謂

邾

縣

故

城

或
以
爲
黃
國
非

黃

國

在

漢

弋

陽

縣

今

河

南

光

州

秦
爲
邾
邑
屬
南
郡
秦
楚
之
際
漢
高
帝
二
年
項

羽
立
呉
芮
爲
衡
山
王
都
邾
漢
分
秦
南
郡
爲
江
夏
郡
治
西

陵
按

廣

輿

記

及

省

志

表

漢

西

陵

縣

𨂍

今

黃

岡

麻

城

黃

安

黃

陂

地

在

江

北

府

志

辨

在

江

南

疑

非

西
陽

漢西

陽

縣

水

經

江

水

左

逕

赤

鼻

山

又

東

徑

西

陽

郡

南

郡

治

卽

西

陽

縣

是

也

又

云

江

之

右

岸

有

鄂

縣

故

城

府

志

鄂

縣

卽

今

武

昌

縣

今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孫

家

觜

巴

水

所

經

有

西

陽

河

殆

其

遺

址

與

晉

梁

所

置

西

陽

縣

與

此

别

邾
縣



 

黄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九

屬
焉

按

舊

志

據

明
︹
一

統

志
︺
漢

邾

縣

卽
︹
水

經
︺
所

云

又

東

過

邾

縣

南

在

今

治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俗

名

新

州

又

名

舊

州

者

北

周

改

南

司

州

爲

黃

州

於

保

城

在

今

黃

陂

地

至

隋

改

衡

州

爲

黃

州

治

南

安

卽

漢

邾

縣

地

故

名

新

州

自

唐

遷

州

治

於

永

安

城

此

又

名

舊

州

一

謂

邾

音

近

州

治

有

兩

邾

迭

分

新

舊

邾

訛

呼

州

耳

後
漢
末
升
西
陽

爲
郡
治
西
陽
縣
三
國
時
魏
爲
重
鎭
文
帝
時
卽
漢
西
陽
郡

地
益
以
期
思

今

河

南

光

山

弋
陽

今

河

南

光

州

二
縣
立
弋
陽
郡
治
西

陽
邾
西
陵
爲
屬
縣
後
屬
呉

呉

使

陸

遜

戍

邾

城

之

西
晉
惠
帝
分
弋
陽

爲
西
陽
國
進
封
西
陽
公
𣴎
爲
王
南
渡
後
𣴎
以
罪
廢
國
除

仍
爲
西
陽
郡

︹
寰

宇

記
︺
謂

故

西

陽

在

光

州

光

山

縣

西

二

十

里

晉

永

嘉

後

始

移

西

陽

置

邾

城

上

流

五

里

按

此

已

非

漢

西

陽
︹
宋

志
︺
西

陽

漢

□

縣

後

屬

弋

陽

至

晉

又

有

西

陽

城

在

弋

陽

西

南

故
︹
水

經
︺
淮

水

注

黃

水

東

逕

晉

西

陽

城

又

東

北

逕

弋

陽

郡

亦

猶

邾

之

不

一

地

云

東
晉
成
帝
咸
康
四
年
於
舊
邾
城

置
豫
州
治
焉

舊

邾

城

去

今

治

西

北

十

里

尋
爲
石
虎
所
䧟
州
遂
廢
劉
宋

仍
爲
西
陽
郡
弋
陽
郡
則
治
期
思
元
嘉
二
十
五
年
以
豫
郡

蠻
民
立
十
八
縣
改
邾
縣
爲
南
安
增
置
建
昌
縣

今

黃

安

孝
建

初
以
豫
州
之
西
陽
屬
郢
州

今

武

昌

府

太
始
五
年
改
屬
豫
州
尋

還
郢
州
齊
於
南
安
立
齊
安
郡
隷
司
州

︹
省

志
︺
表

系

今

孝

感

黃

陂

地

西
陽

郡
仍
隷
郢
州
南
安

︹
省

志
︺
表

自

齊

至

周

無

南

安

縣

名

系

以

齊

安

西
陽
並
爲
郡
治

永
光
二
年
魏
取
齊
淮
西
地
梁
普
通
七
年
收
復
郡
縣
俱
仍

齊
舊
又
改
建
昌
縣
爲
梁
安

一

作

高

齊

改

非

設
梁
安
郡
立
北
江
州

治
鹿
城
闗

今

黃

安

地

太
清
三
年
地
入
東
魏

︹
省

志
︺
作

西

魏

魏
州
郡
悉

因
梁
高
齊
天
保
元
年
於
西
陽
郡
立
巴
州
於
齊
安
郡
立
衡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十

州
陳
太
建
五
年
地
入
於
陳
巴
衡
州
俱
廢

府

志

北

江

州

赤

廢

以

西

陽

齊

安

二

郡

屬

定

州

定

州

廢

北

西

陽

縣

所

置

今

麻

城

地

餘
無
所
改
十
年
地
入
北
周
北
周

復
立
衡
州
領
齊
安
郡
立
弋
州
領
西
陽
郡
隋
開
皇
三
年
弋

州
及
齊
安
西
陽
郡
並
廢
省
西
陽
縣
入
南
安
改
衡
州
曰
黃

州
舊

志

黃

州

之

名

自

此

昉

考

隋

前

已

有

是

名

詳

表

中

特

不

在

此

地

耳

治
南
安
縣
又
析
梁

安
置
廉
城
縣

省

志

表

作

鹿

城

十
八
年
改
梁
安
曰
木
蘭
南
安
曰
黃

岡
黃

岡

名

始

此

省
廉
城
入
焉
大
業
初
改
黃
州
曰
永
安
郡
治
黃

岡
唐
武
德
三
年
改
永
安
郡
復
曰
黃
州
省
木
蘭
入
黃
岡
又

析
置
堡
城
縣
七
年
省
天
寶
初
改
黃
州
曰
齊
安
郡
乾
元
初

仍
曰
黃
州
並
治
黃
岡
隸
淮
南
西
道

已

前

縣

治

悉

在

漢

邾

縣

今

呼

新

州

地

中

和
初
徙
治
於
舊
邾

卽

邾

縣

故

城

今

呼

女

王

城

地

五
代
梁
唐
時
屬
楊
呉

晉
漢
時
屬
南
唐
後
歸
周

是

時

黃

岡

兼

有

今

黃

安

麻

城

黃

陂

地

宋
初
徙
治
江

濱
府

志

注

在

今

治

東

南

二

里

隸
淮
南
西
路
元
初
爲
黃
州
宣
慰
司
治
隸

河
南
省
至
元
十
八
年
改
陽
邏
堡
隸
鄂
州

今

武

昌

府

尋
復
舊
二

十
一
年
省
宣
慰
司
二
十
三
年
以
黃
州
隸
湖
廣
行
省
二
十

九
年
復
隸
河
南
江
北
行
中
書
省
明
初
爲
黃
州
府
黃
岡
縣

徙
今
治
隸
湖
廣
布
政
使
司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割
上
中
和
鄕

並
麻
城
黃
陂
地
置
黃
安
縣
黃
岡
轄
里
八
十
有
二

國
朝
因
之
康
熙
三
年
屬
湖
北
布
政
使
司

邾
縣
有
二
一
爲
邾
縣
故
城
府
志
謂
在
今
治
西
北
十
里
之
永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十
一

安
城
楚
宣
王
遷
邾
君
居
此
故
名
水
經
云
江
水
逕
邾
縣
故

城
南
是
也
一
爲
邾
縣
漢
置
府
志
謂
在
今
治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之
新
州
呉
芮
爲
衡
山
王
都
此
水
經
云
江
水
又
東
過
邾

縣
南
是
也
考
自
劉
宋
改
邾
縣
名
南
安
蕭
齊
於
南
安
立
齊

安
郡
高
齊
於
齊
安
郡
立
州
曰
衡
州
以
邾
縣
當
衡
山
王
所

都
名
舊
志
沿
水
經
注
附
顧
景
星
論
并
邾
子
所
寓
呉
芮
所

都
皆
邾
縣
故
城
以
形
勢
論
之
邾
縣
地
當
光
黃
閒
枕
山
帶

河
險
要
而
固
三
國
呉
因
重
戍
以
拒
魏
晉
邾
縣
故
地
西
南

瀕
江
東
北
平
衍
無
可
憑
䕶
東
晉
立
州
置
治
毛
寶
挾
萬
人

守
輒
爲
石
虎
將
所
陷
宜
漢
初
置
縣
不
於
此
而
於
彼
也
通

鑑
質
實
謂
王
呉
芮
地
在
黃
州
府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足
證
府

志
之
可
信
水
經
注
文
以
故
城
統
釋
耳
至
邾
之
爲
邾
爲
小

邾
路
史
有
云
邾
并
於
魯
鄒
滅
於
楚
尤
不
待
辨
而
知
非
小

邾
矣

西
陽
漢
初
置
縣
隸
江
夏
郡
後
分
江
夏
立
西
陽
郡
郡
治
卽
西

陽
縣
見
水
經
地
理
通
釋
黃
州
魏
爲
重
鎭
黃
初
時
豫
州
刺

史
滿
𠖥
備
西
陽
是
也
故
城
在
黃
岡
縣
東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此

據

縣

舊

治

在

今

新

州

而

言

前

志

謂

在

今

西

陽

河

宋
志
魏
立
弋
陽
郡
屬
豫
州
晉

惠
帝
又
分
郡
爲
西
陽
國
旋
復
爲
郡
爲
豫
州
治
宋
孝
建
初

屬
郢
州
太
始
閒
又
屬
豫
州
尋
還
郢
州

寰

宇

記

謂

故

西

陽

在

光

州

光

山

縣

西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沿

革

　
　
　
　
　
十
二

二

十

里

晉

永

嘉

後

移

置

邾

城

上

流

五

里

按

水

經

江

水

東

逕

西

陽

又

云

江

之

右

岸

有

鄂

縣

故

城

當

在

今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光

山

之

西

陽

見

之

水

經

淮

水

注

云

黃

水

東

逕

晉

西

陽

城

又

東

北

逕

弋

陽

郡

此

地

名

相

同

猶

隋

晝

謂

光

山

有

黃

州

郡

梁

廢

與

石

茨

圻

之

亦

有

西

陵

縣

耳

南
安

今

縣

新

州

陽
城

今

麻

城

地

建
昌

今

黃

安

地

俱
劉
宋
元
嘉
以
蠻
民
立
縣

名
木
蘭

今

黃

陂

地

隋
縣
名
自
宋
迄
隋
唐
沿
革
詳
表
中

巴
州
廉
城
堡
城
沿
革
見
表
中

永
安
郡
見
古
蹟

齊
安
郡
府
志
南
北
分
疆
時
地
各
不
同
建
置
先
後
亦
異
蕭
齊

因
劉
宋
所
置
南
安
縣
立
齊
安
郡
見
南
齊
書
北
魏
於
劉
宋

所
置
保
城
縣
立
齊
安
郡
蕭
梁
析
齊
所
置
建
𡨴
郡
置
梁
豐

縣
立
齊
安
郡
皆
見
北
魏
晝
北
魏
之
齊
安
郡
至
高
齊
改
爲

安
昌
郡
惟
梁
時
旣
立
梁
豐
之
齊
安
又
仍
南
安
之
齊
安
似

可
疑
以
當
時
南
北
州
郡
皆
邊
人
歸
服
因
而
授
之
初
不
責

其
職
貢
侈
觀
聽
免
侵
盗
耳
故
新
蔡
郡
有
七
邊
城
郡
有
四

重
複
甚
多
不
僅
齊
安
一
時
有
二
也
其
地
之
可
考
則
保
城

之
齊
安
今
黃
陂
是
隋
志
可
考
南
安
之
齊
安
今
縣
舊
州
是

水
經
注
舉
水
南
過
齊
安
郡
西
可
證
建
𡨴
之
齊
安
在
今
黃

安
麻
城
閒
魏
書
梁
置
沙
州
於
白
沙
關
領
建
𡨴
齊
安
二
郡

可
證
但
南
安
之
齊
安
立
之
最
先
至
隋
始
廢
及
唐
天
寶
時

復
以
表
郡
故
其
名
獨
彰
耳

按

唐

書

黃

陂

縣

北

有

白

沙

關

省

志

黃

安

縣

表

糸

梁

置

沙

州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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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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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沿

革

　
　
　
　
　
十
三

黃
州
黃
岡
縣
後
齊
置
衡
州
陳
廢
後
周
又
置
隋
開
皇
三
年
改

曰
黃
州
十
八
年
改
南
安
曰
黃
岡
大
業
初
別
置
永
安
郡
唐

天
寶
初
改
齊
安
郡
至
乾
元
復
爲
黃
州
並
治
黃
岡
縣
中
和

初
遷
治
永
安
城
在
今
治
西
北
十
里
宋
遷
治
江
濱
在
今
治

東
南
二
里
明
初
徙
今
治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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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一
　
　

分

野

　
　
　
　
　
十
四

分
野

分
野
之
說
著
在
周
官
保
章
學
者
或
疑
之
然
精
祲
相
感
騐

於
春
秋
國
語
及
諸
史
傳
往
往
若
桴
應
然
豈
盡
寥
邈
耶
楚

主
鶉
尾
其
分
淳
耀
文
明
而
岡
邑
特
聚
其
英
華
善
乎
前
志

之
言
曰
食
於
地
德
以
承
天
休
乃
重
其
所
守
是
司
土
者
所

宜
兢
兢
也

漢
天
文
志
楚
郡
翼
軫
分
野
今
之
南
郡
江
夏
零
陵
桂
陽
武
陵

長
沙
及
漢
中
汝
南
諸
郡
盡
楚
分
也
翼
二
十
星
軫
四
星
居

中
又
有
兩
星
爲
左
右
轄
長
沙
一
星
在
旁
翼
爲
羽
翮
主
遠

客
軫
爲
車
主
風
府
舊
志
翼
赤
道
十
九
度
黃
道
十
九
度
少

軫
赤
道
十
七
度
黃
道
十
六
度
太
魏
陳
卓
云
自
張
十
七
度

至
軫
十
一
度
爲
鶉
尾
於
辰
在
巳
楚
之
分
野
屬
荆
州
蔡
邕

云
起
張
十
二
度
至
軫
六
度
皇
甫
謐
云
起
張
八
度
至
軫
十

二
度
僧
一
行
云
起
張
十
五
度
中
翼
十
二
度
終
軫
九
度

晉
天
文
志
南
郡
入
翼
十
度
江
夏
入
翼
十
二
度

明
天
文
志
張
十
六
度
至
軫
九
度
鶉
尾
之
次
也
湖
廣
之
武
昌

興
國
州
荆
州
府
歸
夷
陵

今

改

宜

昌

府

荆
門
三
州
黃
州
府
蘄
州

襄
陽
德
安
二
府
安
陸

今

德

安

屬

縣

沔
陽
二
州
皆
翼
軫
分

湖
廣
總
志
漢
川
漢
陽
武
昌
樊
口
入
黃
州
括
二
郡
全
境
以
至

德
安
之
安
陸
雲
夢
應
城
孝
感

今

改

屬

漢

陽

府

其
地
爲
江
夏
郡
入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分

野

　
　
　
　
　
十
五

翼
十
二
度

星
經
玉
衡
星
主
荆
州
又
從
北
斗
魁
紀
之
魁
第
二
星
曰
璇
爲

法
星
屬
楚
春
秋
緯
大
别
以
東
至
於
雷
澤
九
江
屬
北
斗
第

五
星
入
衡

按

此

則

黃

岡

當

屬

衡

宋
天
文
志
三
台
六
星
爲
天
階
太
乙
攝
以
上
下
上
台
上
星
主

豫
兖
下
星
主
荆
揚

按

此

則

黃

岡

亦

屬

上

台

下

星

又
天
市
垣
東
西
垣
各
列
十
一
星
東
垣
曰
宋
南
海
燕
東
海
徐

呉
越
齊
中
山
九
河
趙
魏
西
垣
曰
韓
楚
梁
巴
蜀
秦
周
鄭
晉

河
間
河
中

按

此

則

黃

岡

亦

屬

天

市

西

垣

第

二

星

天
文
志
五
車
五
星
在
畢
東
北
其
西
北
星
曰
天
庫
主
太
白
秦

也
東
北
星
曰
天
獄
主
辰
星
燕
趙
也
東
南
星
曰
天
倉
主
歲

星
魯
衡
也
中
央
星
曰
司
宮
主
鎭
星
楚
也
西
南
星
曰
卿
星

主
熒
惑
楚
魏
也

按

此

則

黃

岡

亦

屬

西

南

卿

星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疆

域

　
　
　
　
　
十
六

疆
域

形

勢

附

詩
曰
無
此
疆
爾
界
陳
常
于
時
夏
又
曰
彼
岨
矣
岐
有
夷
之

行
休
哉
同
風
之
世
畛
域
欲
其
化
阨
塞
欲
其
通
也
而
易
口

設
險
守
國
周
官
曰
制
畿
疆
藩
阻
固
又
何
拘
拘
若
是
天
下

未
有
不
審
異
而
能
致
其
同
者
也
郡
限
封
邑
區
守
各
申
其

警
以
輯
人
民
以
衞
社
稷
所
謂
蕩
蕩
平
平
者
在
是
矣

縣
附
府
東
西
廣
一
百
九
十
五
里
南
北
袤
一
百
四
十
里
舊
編

戸
九
十
四
里
明
嘉
靖
四
十
二
年
割
西
北
十
二
里
入
黃
安

今
八
十
二
里

東
至
本
府
蘄
水
縣
境
四
十
里
以
下
巴
河
爲
界
踰
界
至
蘄

水
縣
治
七
十
里

西
至
本
省
漢
陽
府
黃
陂
縣
境
一
百
五
十
五
里
以
倉
子
埠

爲
界
踰
界
至
黃
陂
治
六
十
里

按

東

至

西

一

百

九

十

五

里

南
至
本
省
武
昌
府
武
昌
縣
境
以
十
里
大
江
爲
界
踰
界
至

武
昌
縣
治
一
里

北
至
本
府
麻
城
縣
境
一
百
三
十
里
以
沙
河
爲
界
踰
界
至

麻
城
縣
治
五
十
里

按

南

至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東
北
至
本
府
麻
城
縣
境
一
百
五
十
里
以
清
山
口
黃
崗
廟

爲
界
由
上
巴
河
歴
蘄
水
團
陂
至
羅
田
縣
一
百
八
十
里

西
南
至
本
省
武
昌
府
江
夏
縣
境
一
百
二
十
里
以
陽
邏
抱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疆

域

　
　
　
　
　
十
七

尾
洲
及
江
岸
爲
界

按

東

北

至

西

南

二

百

七

十

里

東
南
踰
江
至
武
昌
府
武
昌
縣
境
三
十
里

以

打

石

厰

爲

界

西
北
至
本
府
黃
安
縣
境
一
百
六
十
里
以
細
嶺
石
界
牌
爲

界
踰
界
至
黃
安
縣
治
八
十
里

按

東

南

至

西

北

一

百

九

十

里

東
南
至
本
府
蘄
州
治
水
路
一
百
八
十
里
陸
路
二
百
一
十

里
　
至
本
府
廣
濟
縣
治
二
百
六
十
里
　
至
本
府
黃
梅
縣

治
三
百
七
十
里
竝
隔
蘄
水
界
下
巴
河

至
省
水
路
由
大
江
一
百
八
十
里
陸
路
舊
由
陽
邏
渡
江
一

百
八
十
里
今
由
社
樹
渡
江
一
百
八
十
里
由
馬
橋
渡
江
一

百
五
十
里

陸
路
由
麻
城
至

京
師
二
千
八
百
里
水
路
由
大
江
泝
淮
河
至

京
師
四
千
七
百
里

形
勢

齊
安
志
遥
接
巴
蜀
襟
𢃄
江
漢
淮
楚
之
交

唐
李
勣
制
濵
帶
江
淮

唐
刺
史
修
文
宣
王
廟
記
前
界
大
江
後
倚
崇
阜

舊
志
北
望
光
蔡
南
盡
樊
山
東
抵
浠
水
西
南
控
大
江

宋
王
禹
偁
謝
表
地
連
雲
夢
城
瞰
大
江

蘇
軾
赤
壁
賦
山
川
相
繆
欎
乎
蒼
蒼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形

勢

　
　
　
　
　
十
八
　
　

廿

三

三
國
形
勢
考
邾
城
爲
吳
重
鎭
府
志
吳
魏
相
攻
互
爲
重
地
滿

寵
預
西
陽
之
備
而
吳
主
撤
師
陸
遜
重
邾
城
之
守
而
魏
人

息
志
東
晉
初
陶
侃
鎭
武
昌
衆
議
分
守
而
侃
不
許
後
庾
亮

使
毛
寳
守
之
卒
爲
石
虎
將
所
䧟
蓋
時
有
險
易
勢
有
緩
急

當
時
五
水
羣
蠻
叢
聚
於
此
制
御
失
宜
徃
徃
引
之
入
㓂
江

左
視
之
隱
若
一
敵
國
云

宋
史
陽
邏
堡

治

西

百

二

十

里

府
志
南
宋
時
夏
貴
以
十
萬
人
守
及
爲

伯
顔
所
破
而
蘄
陽
九
江
如
拉
枯
朽
洵
重
鎭
哉

舊
府
志
鎖
鑰
金
城
三
楚
重
鎭

府
志
隋
唐
以
來
巒
地
咸
就
疆
索
江
淮
用
兵
蘄
黃
爲
要
南
宋

之
季
蒙
古
之
師
多
道
光
蔡
窺
五
闗
而
長
江
之
險
遂
與
敵

共
則
此
地
所
以
遮
蔽
江
漢
咽
喉
淮
汝
爲
南
北
要
衝
也

舊
志
三
江
口
控
扼
上
游
尤
樞
要
地

楚
故
畧
介
淮
楚
之
會
曹
魏
爲
重
鎭
金
人
渡
淮
岳
飛
請
親
至

蘄
黄
以
讓
攻
守
蓋
奥
區
也
舊
設
憲
臣
專
督
江
防
與
洞
庭

上
下
相
𢰤
角
云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十
九

山
川

大
凡
都
邑
之
所
會
萃
必
山
環
支
榦
以
奠
其
居
水
分
脈
絡

以
宣
其
氣
故
旱
麓
歌
濟
濟
河
流
美
活
活
焉
長
民
者
封
而

崇
之
利
而
導
之
而
端
居
敷
理
之
神
又
有
以
消
其
騫
崩
震

騰
之
沴
然
後
下
蒙
其
福
上
集
其
休
也
兹
邑
山
水
清
遠
甲

於
他
邦
披
圖
攬
勝
所
待
於
胸
貯
邱
壑
者

山
東
北
山
脈
來
自
天
柱

江

南

霍

山

西
南
至
麻
城
爲
龜
峰
山

麻

城

東

六

十

里

又
廻
繞
爲
黃
蘖
山

龜

峰

東

北

三

十

里

卽

春

秋

柏

舉

也

縣

舉

水

發

源

於

此

起
伏
入
邑

北
境

永

𡨴

鄕

爲
大
崎
山

自
大
崎
山
東
南
爲
小
崎
山
爲
破
山
東
爲
天
馬
山
雲
龍
山

北
東
爲
青
峰
巖
又
東
爲
石
人
寨
箔
金
寨
七
道
河
水
由
三

里
畈
至
雙
河
口
經
此
入
羅
田
油
河

油

一

作

尤

尤

河

觜

距

羅

田

縣

城

三

十

里

自
破
山
東
南
别
爲
和
尙
巖
南
爲
白
雲
山
團
山
西
爲
泉
華

山
戚
住
山
西
北
别
爲
茅
成
山
林
家
山
東
爲
尋
馬
嶺
爲
但

店
五
桂
河
水
至
此
會
於
油
河

自
泉
華
山
東
别
爲
劉
婆
巖
南
爲
黃
龍
山
又
南
爲
佛
過
山

舊

名

鏨

佛

爲
靜
明
山
巒
蒙
山
陳
家
河
溢
流
河
水
至
此
會
巴
水

自
大
崎
山
而
南
迤
𨓦
爲
接
天
山
其
西
北
水
流
入
道
觀
河

其
東
南
水
流
入
牛
車
河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自
戚
住
山
西
爲
鐵
門
闗
爲
鐡
冶
南
爲
天
池
寺
龍
門
坳
龍

岡
山

在

接

天

山

西

南

别
爲
獨
山
巖
東
别
爲
百
丈
巖
沙
缽
腦
聖
泉

山
豹
子
腦
大
碧
山

碧

舊

作

壁

夏
舖
河
與
牛
車
河
之
水
至
此
合

由
東
港
河
入
巴
水

自
龍
岡
山
西
爲
馬
鞍
山
黃
龍
巖
張
呉
嶺
南
爲
鵞
公
堡
東

爲
石
壁
山
茅
雲
山
石
子
山
東
南
爲
磨
石
山
螺
螄
港
水
至

此
由
火
燒
港

土

名

駝

背

柳

樹

入
巴
水
朱
大
夫
河
水
至
魚
博
入
巴

水自
鵞
公
堡
而
南
亘
陳
家
垇
爲
仙
姑
巖
爲
城
山
爲
維
摩
堂

東
爲
樂
養
山

土

名

樂

予

西
爲
金
雞
山
赤
山

自
維
摩
堂
南
折
而
東
爲
白
楊
山
南
爲
廻
龍
山
由
白
楊
山

而
東
爲
桃
花
洞
𤇺
火
山
西
南
爲
古
聞
山
南
爲
獨
峙
山
自

此
逶
迤
而
南
東
爲
覇
城
山
東
之
南
爲
馬
騎
山
三
台
河
水

至
此
會
巴
水
入
江

近
城
東
北
爲
聚
寶
山
龍
王
山
西
北
爲
赤
鼻
山
迤
東
爲
柯

山
石
牛
山
正
北
爲
玉
几
山
城
南
爲
黃
岡
山
悉
爲
郡
城
拱

䕶
西
北
之
山
脈
自
黃
安
縣
西
北
一
百
里
天
䑓
山
來
入
縣
境
紫

潭
河
東
爲
石
屋
山
爲
鳳
凰
寨
紫
潭
河
西
爲
龍
王
山
二
十

里
逾
望
星
橋

一

名

望

仙

爲
三
山
又
南
十
里
爲
陶
山
爲
頂
子
山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一

又
南
二
十
里
爲
淘
金
山
其
北
别
爲
安
𡨴
山
爲
馬
鞍
山
凈

瓶
山
爲
松
湖
雨
山
又
西
南
爲
半
瓣
山
龍
窩
山
逕
界
埠
爲

武
磯
山
香
罏
山
爲
閣
木
山
爲
麻
墩
山
逾
接
龍
橋
爲
鳳
凰

山
爲
大
士
閣
磯
凡
亘
十
里
濵
江
至
龍
口
爲
珠
山
是
爲
十

里
長
山

黃
岡
山

在

城

南

平

岡

南

亘

舊

便

民

倉

至

洗

馬

池

脈

發

天

柱

舊

志

云

土

色

黃

縣

名

因

之

前

志

縣

之

得

名

從

舊

州

南

安

縣

所

改

不

自

此

始

也

按

黃

州

黃

岡

縣

之

名

前

志

旣

據

顧

景

星

邾

城

論

駁

通

志

黃

州

邾

國

地

後

爲

黃

國

境

之

說

又

據

縣

從

南

安

縣

所

改

駁

黃

岡

山

土

色

黃

縣

名

因

之

之

說

是

矣

但

後

周

已

立

黃

州

於

保

城

至

隋

開

皇

三

年

改

後

周

衡

州

爲

黃

州

改

南

安

爲

黃

岡

黃

之

得

名

究

竟

不

知

何

因

存

疑

俟

考

柯
山

城

東

南

定

惠

院

前

詳

古

蹟

朱
廟
山

城

東

十

里

聚
寶
山

城

北

里

許

産

小

石

光

瑩

類

瑪

瑙

日

映

之

紅

黃

燦

然

因

名

上

有

浮

翠

亭

後

有

泉

甘

美

名

寶

山

泉

詳

古

蹟

兩
耳
山

聚

寶

山

旁

狀

如

兩

耳

龍
王
山

兩

耳

山

東

南

上

祀

龍

王

有

廟

形

家

以

爲

府

城

落

脈

要

處

民

間

竊

葬

郡

中

輙

受

犯

害

查

禁

不

可

稍

寛

玉
几
山

龍

王

山

南

𦂳

䕶

城

北

形

如

玉

几

又

名

玉

屏

赤
鼻
山

在

城

西

北

江

濱

屹

立

如

壁

其

色

赤

亦

名

赤

壁

唐

杜

牧

刺

黃

時

已

有

詩

玉

屏

山

在

其

後

雙

峰

峙

䕶

實

郡

城

北

障

山

觜

爲

紅

霞

岫

　

楚

紀

作

赤

濞

齊

安

拾

遺

以

之

當

三

國

呉

周

瑜

破

魏

武

軍

之

赤

壁

誤

考

江

漢

間

言

赤

壁

者

有

五

一

在

漢

陽

荆

州

記

寰

宇

記

皆

以

爲

漢

陽

縣

西

六

十

里

臨

嶂

山

南

峯

謂

之

烏

林

亦

謂

之

赤

壁

並

水

經

注

呉

黃

葢

敗

魏

武

於

烏

林

處

今

在

沔

陽

東

南

二

百

餘

里

者

是

赤

壁

與

烏

林

合

而

爲

一

一

在

漢

川

縣

西

八

十

里

有

赤

壁

唐

元

和

志

云

古

今

地

書

多

云

此

是

曹

操

敗

處

一

在

嘉

魚

縣

東

北

江

濱

水

經

注

江

水

右

逕

赤

壁

山

北

昔

周

瑜

與

黃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二

葢

敗

魏

武

大

軍

所

也

其

新

志

以

元

和

志

言

赤

壁

與

烏

林

相

對

又

謂

在

縣

西

南

則

以

古

蒲

磯

山

爲

赤

壁

一

在

江

夏

縣

東

南

七

十

里

亦

有

赤

壁

一

名

赤

磯

一

名

赤

圻

元

和

志

在

蒲

圻

縣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明

一

統

志

謂

在

武

昌

府

城

東

南

九

十

里

圖

經

云

在

今

嘉

魚

縣

西

七

十

里

以

上

四

並

黃

州

而

五

按

周

瑜

自

柴

桑

至

武

昌

縣

樊

口

而

後

遇

於

赤

壁

則

赤

壁

當

臨

大

江

在

樊

口

之

上

今

樊

口

固

古

樊

口

也

今

赤

鼻

山

在

樊

口

對

岸

何

待

進

軍

而

後

遇

之

赤

壁

之

不

在

黃

州

可

知

又

赤

壁

初

戰

操

軍

不

利

引

次

江

北

而

後

有

烏

林

之

敗

二

戰

初

不

同

日

烏

林

省

志

在

沔

陽

東

南

二

百

餘

里

卽

地

屬

漢

陽

縣

西

與

赤

壁

原

兩

地

亦

不

得

以

臨

嶂

山

當

之

赤

壁

之

不

在

漢

陽

又

可

知

至

漢

川

古

汊

川

地

三

國

志

操

自

江

陵

追

先

主

至

巴

邱

遂

至

赤

壁

敗

歸

南

郡

赤

壁

在

巴

邱

之

上

大

江

之

中

與

漢

川

尤

乖

謬

惟

江

夏

嘉

魚

之

說

近

是

水

經

述

江

水

源

流

至

今

巴

陵

之

下

云

江

水

左

逕

止

烏

林

南

注

云

又

逕

赤

壁

山

北

又

赤

壁

在

百

人

山

南

百

人

山

省

志

在

今

漢

陽

縣

西

南

八

十

里

可

知

赤

壁

在

其

對

岸

總

之

諸

說

如

荆

州

記

郡

縣

志

寰

宇

記

方

輿

紀

勝

各

據

聞

見

不

一

其

地

大

都

因

巖

岸

赤

色

遂

呼

爲

名

與

黃

州

同

耳

酈

道

元

魏

人

去

三

國

尙

近

考

騐

必

得

其

眞

從

而

稽

其

形

勢

以

爲

在

江

夏

者

又

不

若

以

爲

在

嘉

魚

者

尤

確

或

因

黃

州

江

南

岸

有

樊

口

又

城

西

北

五

十

里

瀕

江

之

團

風

鎭

亦

名

古

烏

林

遂

以

黃

州

赤

鼻

當

三

國

赤

壁

非

且

蘇

賦

云

此

非

曹

孟

德

之

困

於

周

郎

者

乎

大

江

東

去

詞

云

人

道

是

周

郎

赤

壁

又

嘗

云

黃

州

守

居

之

𢿙

百

步

爲

赤

壁

或

言

卽

周

瑜

破

曹

公

處

不

知

是

否

皆

疑

詞

也

東

坡

賦

遊

寄

懷

之

赤

壁

豈

呉

魏

鏖

兵

之

赤

壁

乎

餘

詳

古

蹟

烏
龍
山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霸
城
山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馬
騎
山

城

東

南

四

十

里

長

圻

㙩

下

巴

河

對

岸

俱

東

弦

鄕

獨
峙
山

城

東

六

十

里

一

名

獨

尊

山

一

峯

矗

起

旁

有

培

塿

古
聞
山

城

北

五

十

里

吐
蕋
山

石

色

晶

瑩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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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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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

川

　
　
　
　
　
二
十
三

磨
石
山

風
筝
山

俱

城

北

六

十

里

烽
火
山

城

北

稍

東

六

十

里

白
楊
山

城

北

六

十

里

山

側

有

桃

花

洞

明

秦

解

元

繼

宗

著

書

處

樂
養
山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一

名

樂

予

迴
龍
山

城

北

五

十

里

上

有

東

嶽

廟

嵗

時

遠

近

居

人

祈

禱

無

間

小
歧
山

迴

龍

山

後

上

有

寺

石
子
山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俱

還

和

鄉

金
雞
山

城

北

五

十

里

詳

古

蹟

赤
山

城

北

五

十

里

城
山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有

十

勝

境

見

古

蹟

洗
幹
山

城

東

北

八

十

里

上

有

仙

人

棋

跡

金
舖
山

城

北

六

十

五

里

俱

慕

義

鄉

佛
過
山

城

東

北

八

十

里

永

𡨴

鄉

有

石

佛

龍

井

居

人

廟

祀

之

雩

應

白
雲
山

城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府

舊

志

云

山

下

有

古

寺

及

尹

駱

塔

相

傳

尹

駱

二

女

造

不

知

何

代

烏
石
山

城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泉
華
山

城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山

勢

陡

峻

泉

飛

若

練

豹
子
山

城

東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斑
竹
山

天
馬
山

以

形

名



 

黃
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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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四

雲
龍
山

常

有

雲

氣

如

龍

大
崎
山

城

北

一

百

六

十

里

治

內

之

山

莫

高

於

此

來

自

龜

峰

爲

郡

治

之

祖

山

詳

古

蹟

小
崎
山

大

崎

山

東

北

十

里

與

麻

城

縣

分

界

處

詳

古

蹟

天
神
山

與

小

崎

山

相

對

峙

俱

永

𡨴

鄉

將
軍
山

小

崎

北

十

里

峰

甚

峻

有

巨

人

足

跡

鳯
凰
山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舊

傳

有

鳯

凰

止

此

後

人

搆

臺

其

上

名

鳯

凰

臺

龍
岡
山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蜿

蜒

如

龍

旁

有

木

斛

山

春

夏

雨

作

陵

谷

拆

𨻶

相

傳

蛟

起

或

言

掘

地

得

龍

骨

故

云

木
斛
山

煙
墩
山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宋

築

墩

今

久

晴

而

煙

卽

雨

雨
壇
山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築

壇

禱

雨

立

應

前

爲

周

家

熊

山

神
蜂
山

城

北

一

百

三

十

里

元

末

鄉

人

在

此

築

堡

禦

流

賊

賊

攻

甚

急

有

神

撒

土

成

蜂

賊

驚

散

因

建

廟

祀

神

並

武

聖

宮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鄉

士

梅

長

昆

又

倡

修

文

昌

宮

於

其

上

置

田

並

祀

道
觀
河
北
虎
山

詳

寺

觀

尖
峰
山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其

峰

峭

削

環

有

士

城

中

廟

數

楹

竹

木

清

蔭

士

人

多

息

游

其

間

香
鑪
山

城

北

一

百

三

十

里

囘

車

書

院

南

形

團

三

足

頂

上

古

樹

一

盤

曲

若

香

縷

俱

上

伍

重

鄉

會
龍
山

城

北

九

十

里

峻

極

上

有

寺

馬
鞍
山

城

北

稍

東

九

十

里

山

當

孔

道

五
雲
山

城

北

八

十

里

有

井

脈

通

大

江

井

水

隨

江

漲

落

以

爲

淺

深

雨
華
山

城

北

八

十

里

麻
母
山

詳

後

麻

母

山

洞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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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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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

川

　
　
　
　
　
二
十
五

孔
子
山

城

北

九

十

里

詳

古

蹟

問

津

書

院

赤
脚
山

城

西

北

七

十

里

相

傳

有

赤

脚

仙

經

此

蓮
華
山

一

名

峰

城

北

一

百

五

里

以

形

名

峭

㧞

冠

諸

峰

出

雲

雨

山

半

有

明

季

人

避

流

㓂

寨

騰
雲
山

城

北

一

百

五

里

順

治

間

旱

有

道

流

在

此

設

壇

誦

經

祈

雨

立

時

雲

騰

雨

注

因

名

旋

建

寺

其

上

大
屋
山

城

北

一

百

一

十

五

里

道
士
山

城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高

與

馬

鞍

並

上

有

明

季

避

㓂

廢

砦

龍
頭
山

城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俱

下

伍

重

鄉

石
屋
山

城

北

稍

東

一

百

四

十

里

遠

望

如

屋

其

旁

巉

崖

峻

石

有

石

洞

石

門

山

南

皆

石

路

名

石

板

冲

馬
臺
山

一

名

馬

頭

城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有

石

崖

麻

城

交

界

處

並
埠
山

城

西

百

里

縣

舉

水

倒

水

合

流

處

兩

峰

並

峙

明

隱

士

汪

國

濚

居

此

俱

庶

安

鄉

官
山

城

北

百

四

十

里

前

明

居

人

建

寨

避

賊

址

猶

存

也
名
山

城

北

百

四

十

里

明

儒

郭

慶

故

里

王

文

成

訪

郭

至

此

名

之

雨
台
山

城

北

百

四

十

里

山

頂

冐

雲

雨

立

至

象
山

以

形

名

城

北

百

四

十

里

樟
松
山

城

西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古

産

樟

松

因

名

下

有

樟

松

湖

北

岸

去

一

里

許

有

萬

松

山

萬
松
山

大
乘
山

城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近

城

林

舖

詳

古

蹟

華
山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近

陽

邏

鎭

王
墓
山

城

北

一

百

一

十

五

里

詳

古

蹟

蓬
萊
山

在

陽

邏

鎭

濵

大

江

上

有

觀

音

閣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六

武
磯
山

近

陽

邏

鎭

俯

瞰

大

江

上

有

古

嶽

廟

柳

夫

人

祠

詳

古

蹟

香
罏
山

城

西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中

和

鄉

詳

古

蹟

半
瓣
山

城

西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出

寶

石

安
𡨴
山

城

西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淘
金
山

城

西

一

百

四

十

里

有

穴

三

四

深

數

丈

相

傳

古

淘

金

處

上
干
山

︹
舊

志
︺
城

西

北

二

百

里

一

名

上

官

山

上

有

古

廟

並

龍

井

實

在

黃

安

界

內

別

有

官

山

屬

縣

俱

中

和

鄉

觀
音
巖

有

二

一

在

中

和

鄉

紫

潭

河

石

巖

如

屋

左

近

有

釣

魚

石

臺

一

在

下

伍

重

鄉

巖

石

壁

立

現

觀

音

像

如

刻

成

百
丈
巖

在

永

𡨴

鄉

青
峰
巖

在

小

崎

山

側

黃
龍
巖

下

伍

重

鄉

極

險

峻

上

有

寺

獅
子
巖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下

伍

重

鄉

以

形

名

詳

古

蹟

虎
巖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以

形

名

響
水
巖

下

伍

重

鄉

高

數

十

仭

懸

泉

如

練

聲

聞

數

里

羊
角
峰

下

伍

重

鄉

高

亞

馬

鞍

山

秀

卓

過

之

桐
梓
崗

城

東

二

里

許

望
城
崗

城

東

三

十

里

龍
井
崗

上

伍

重

鄉

崗

前

後

有

井

久

旱

不

涸

相

傳

龍

藏

其

中

楓
樹
崗

下

伍

重

鄉

崗

多

楓

樹

一

最

古

者

大

數

圍

高

六

七

丈

枝

葉

覆

地

畝

許

爲

往

來

所

憇

長
嶺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陽
陰
嶺

城

東

五

十

里

一

名

羊

耳

嶺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七

横
坡
嶺

在

還

和

鄉

祈
祥
嶺

城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道

觀

河

闗

隘

鷄
爬
嶺

在

還

和

鄉

迴

龍

山

對

峙

鼓
兒
墩
蓮
子
墩

俱

下

伍

重

鄉

以

形

名

龍
邱

詳

古

蹟

東
坡

今

城

內

十

三

坡

十

八

坡

東

南

皆

其

故

址

詳

古

蹟

雪

堂

西
坡

今

府

衛

治

皆

其

地

别

有

南

坡

見

古

蹟

黃
泥
坂

城

東

闗

外

府

舊

志

云

黄

岡

山

北

接

一

字

門

西

之

山

頂

遡

軍

儲

倉

卽

古

之

黄

泥

坂

詳

古

蹟

徐
公
洞

在

赤

壁

山

下

今

形

迹

茫

昧

詳

古

蹟

桃
花
洞

在

白

陽

山

見

前

麻
母
山
洞

在

下

伍

重

鄉

相

傳

麻

姑

寄

鍊

處

中

方

二

丈

有

石

牀

竈

留
雲
洞

在

大

崎

山

風
洞

在

馬

鞍

山

北

羊

角

峰

南

底

深

不

可

測

投

以

石

風

聲

甚

壯

塵

砂

外

颺

節
渡
石

縣

東

南

江

中

鳥
立
石

在

縣

東

羅

星

湖

中

馬
牙
石

以

形

名

蝦
蟆
石

磨

石

山

側

以

石

擊

之

鏗

然

有

聲

俱

還

和

鄉

馬
踏
石

永

𡨴

鄉

黄

麻

㘭

下

石

徑

嶙

峋

有

仙

人

乘

馬

過

此

蹄

迹

猶

存

仙
羊
石

下

伍

重

鄉

石

徑

丈

有

羊

溲

迹

雨

後

更

覺

顯

然

仙
人
石

下

伍

鄉

大

屋

山

路

旁

石

光

澤

有

仙

人

脚

迹

一

尺

六

寸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八

飛
石

下

伍

鄉

普

安

堂

上

方

員

徑

二

丈

餘

風

雨

飛

來

壓

寺

後

壁

僧

廹

禱

於

神

又

風

雨

飛

落

寺

前

懸

巖

尺

許

石

笱

上

至

今

不

墜

馬
跡
石

下

伍

重

鄉

弓

馬

河

畔

石

徑

四

五

尺

有

馬

足

跡

大

倍

常

馬

深

逾

三

寸

飛
來
石

在

縣

西

板

橋

寺

宋

太

平

與

國

中

因

雷

雨

有

石

墜

寺

故

名

又

大

崎

山

南

亦

有

之

道
人
石

在

大

崎

山

西

畔

以

形

名

臥
牛
石

在

中

和

鄉

長

河

中

牛
踏
石

在

中

和

鄉

紫

潭

河

中

上

有

牛

足

跡

細
嶺
石

在

縣

北

中

和

上

鄉

黄

陂

縣

界

茶
房
石
大
足
石

一

作

磯

湾

石

兩

石

凸

出

陽

邏

江

邉

舟

行

礙

泊

烏
龜
石

一

在

城

東

五

里

一

近

陽

邏

鎭

下

臨

江

岸

石

生

成

龜

形

陽

邏

地

形

如

蛇

儼

然

神

蛇

逐

龜

之

勢

觀
音
磯

在

陽

邏

大

士

閣

下

龍
蟠
磯

在

縣

東

南

江

中

去

武

昌

縣

江

岸

不

遠

江

水

隷

黄

岡

此

爲

甌

脱

其

上

有

觀

音

閣

川
江
　
源
自
岷
山

今

四

川

松

潘

衛

徼

外

東
下
逕
大
別
山

在

今

漢

陽

府

城

東

北

半

里

一

名

魯山

與
漢
水
合

漢

水

本

漾

水

出

今

陝

西

𡨴

羌

州

嶓

冢

山

東

至

漢

中

府

南

鄭

縣

爲

漢

水

至
五
通

口
入
縣
界

一

作

武

通

口

卽

武

湖

口

與

黄

陂

縣

分

界

處

三
十
里
逕
陽
邏
堡
十
里

逕
龍
口
港

縣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二
十
里
逕
雙
流
峽
四
十
里
逕
團
風

鎭
舉
水
及
道
觀
河
之
水
入
焉
又
東
四
十
里
逕
三
江
口
又

東
三
十
里
逕
城
西
北
赤
壁
磯
又
四
十
里
逕
巴
河
口
巴
水

自
東
北
注
之
入
蘄
水
縣
界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二
十
九

舉
水
　
源
出
麻
城
縣
東
六
十
里
龜
峰
山
稍
北
黃
蘖
山

距

麻

城

縣

治

九

十

里

兩

山

之

間

卽

春

秋

呉

楚

戰

於

柏

舉

地

西
南
流

上

逕

虎

頭

闗

陰

山

畈

南

逕

𨶒

家

河

亦

名

桃

花

河

折

而

西

會

白

塔

河

西

南

逕

高

岸

河

稍

西

滙

麻

溪

白

杲

二

河

又

西

南

會

浮

橋

河

又

西

南

過

宋

埠

市

至

岐

亭

河

又

西

南

逕

黄

安

東

北

境

入
縣
界
嘉
魚
村

一

名

牙

魚

坑

柳
子
港

縣

北

一

百

水

二

十

五

里

發
至
此
高
舉
里
許

故

名

舉

水

南
逕
赤
土
坡
又
南
逕
秤
鈎
灣
經

流
逕
舊
州

卽

舊

城

市

今

稱

新

州

爲
舊
州
長
河
三
店
橫
河
之
水
入
焉

南
過
姚
二
渡
南
爲
廟
埠
潭
爲
黃
舍
潭
又
南
爲
石
頭
潭

縣北

九

十

里

董
福
灣
支
流
自
楊
家
河
口
南
爲
汲
水
港
又
南
爲
小

西
河
至
細
河
口
與
經
流
合
白
塔
河
之
水
自
東
入
焉
南
逕

辛
家
衝
又
南
逕
赤
脚
山
爲
方
一
渡
又
南
穆
家
涇
倒
河
之

水
自
西
來
會
名
倒
河
口
合
流
南
至
徐
家
樓
下
之
張
家
灣

支
流
東
注
史
壩
橋
河
入
江
今
湮
經
流
南
注
鵝
公
頸
古
稱

大
舉
口
南
入
於
江

今

舉

水

自

柳

子

港

下

東

徙

南

逕

宋

家

渡

荷

葉

淀

入

舊

州

長

河

倒
水
　
源
自
麻
城
縣
西
北
九
十
里
羚
羊
山
白
沙
闗

寰

宇

記

在

麻

城

縣

西

九

十

里

黄

岡

縣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
魏

書

世

宗

紀
︺
景

明

四

年

鎭

南

將

軍

元

英

大

破

梁

將

吳

子

揚

於

白

沙

逕

黃
安
縣
南
之
雙
山
河
至
紫
潭
河
東
南
入
縣
界
南
流
爲
石

板
潭
南
逕
馮
家
集
李
家
集
又
南
逕
孔
家
埠
孫
站
埠

一

名

贊

埠

桑
樹
觜
又
東
逕
漲
渡
湖
感
化
河
之
水
入
焉
河
在
縣
西
北

百
五
十
里
特
倒
水
之
別
出
舊
以
爲
發
源
於
羅
山
者
誤
河

分
二
流
南
至
龍
口
爲
龍
口
河
入
江
東
至
倒
河
口
入
於
舉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三
十

水
按

省

志

黄

安

縣

紫

潭

河

東

南

入

黄

岡

縣

界

卽

爲

感

化

河

由

贊

埠

滙

漲

渡

湖

入

江

稍

可

運

筏

夏

秋

水

漲

間

可

運

百

斛

舟

且

謂

以

此

爲

倒

水

誤

不

知

何

據

道
觀
河
　
源
自
大
崎
山
西
南
流
爲
高
家
河
折
而
北
爲
倒
灌

河
卽
道
觀
河
也

以

地

有

道

士

觀

名

復
折
而
西
南
至
兩
河
口
沙
河

之
水
會
焉
南
過
楓
香
墅
馬
鞍
山
河
之
水
會
焉
南
過
舊
街

又
南
至
柳
林
水
分
爲
二
東
南
流
者
爲
黄
家
河
西
南
流
者

爲
柘
林
河
俱
會
於
雙
河
口
西
流
爲
白
塔
河
入
舉
水
南
流

注
鮑
湖
孔
子
河
淋
山
河

縣

北

八

十

里

之
水
皆
入
焉
自
史
壩
橋

塞
皆
經
磐
石
橋
達
赤
山
橋
由
三
台
河
至
下
巴
河
入
江

沙
河
　
源
於
麻
城
之
鐵
線
嶺
入
縣
界
爲
沙
河
南
流
逕
陶
黃

寨
又
南
爲
孫
家
河
又
南
至
兩
河
口
入
於
道
觀
河

馬
鞍
山
河
　
考
定
源
出
馬
鞍
山
東
北
水
漸
流
入
上
巴
河
西

南
水
自
山
折
而
東
入
三
廟
河
復
折
而
東
南
入
舊
街
河
復

折
而
南
入
柳
林
河
柘
林
河
達
白
塔
河
出
鵝
公
頸
入
江
無

逆
入
道
觀
河
者
舊
志
載
流
爲
傅
家
河
磙
子
河
自
史
壩
橋

塞
亦
止
南
經
磐
石
橋
赤
山
橋
達
三
台
河
至
下
巴
河
入
江

巴
水
　
源
出
羅
田
縣
東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鹽
堆
山
下
爲
瀧
洑

河
九
子
新
昌
螺
走
等
河
經
滕
家
堡
西
油
河
觜
爲
縣
之
東

界
河
或
云
河
源
出
蘄
水
縣
板
石
橋
河
東
卽
蘄
水
地
南
逕

但
家
店

但

一

作

叚

又
南
爲
陳
家
河
一
里
河
之
水
入
焉

一

里

一

作

溢

流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三
十
一

又
南
爲
上
巴
河
又
南
爲
馬
家
潭

城

東

八

十

里

還

和

鄉

又
南
至
魚
博

朱
大
夫
河
之
水
入
焉

河

明

刑

部

郎

中

朱

恕

所

濬

城

北

六

十

里

還

和

鄉

又
南
逕
孫

家
觜
爲
西
陽
河

訛

呼

新

洋

河

南
逕
馬
騎
山
三
台
河
之
水
入
焉

又
南
至
下
巴
河
入
於
江

三
台
河
　
源
自
迴
龍
山
歴
瓜
瓞
灣
會
鷂
子
湖

水

漲

自

羅

家

溝

入

湖

水

落

湖

水

東

出

三

台

河

西

出

羅

家

溝

奔
港

城

東

四

十

里

之
水
逕
黃
㜑
汉
過
玉
帶
橋

卽

三

台

河

橋

由
沙
涇
合
南
湖
白
灘
湖
水
入
於
下
巴
河

界
埠
河

一

名

街

埠

　
源
自
鄖
口

卽

德

安

溳

水

出

口

過
黃
陂
縣
至
縣
倉
子

埠
入
界
南
逕
汪
湖
嚴
家
堰
三
水
港
北
勁
堤
鴉
鵲
𣺮
過
泥

埠
又
南
逕
界
埠
水
口
入
江
又
南
逕
陽
邏
堡
之
武
磯
北
爲

陽
城
河
又
西
至
大
港
入
於
江
舊
云
漢
水
分
流
經
此
繞
五

通
口
入
江
明
萬
歴
間
始
決
新
河
口
爲
達
江
處

上
新
河
　
在
城
西
原
無
河
康
熙
間
知
縣
鍾
葦
捐
錢
三
十
萬

挑
濬
成
河
引
磯
窩
湖
水
從
此
入
江
棲
泊
舟
楫
以
避
風
濤

但
湖
水
無
源
春
冬
江
水
消
涸
河
身
常
成
陸
地
黃
郡
爲
水

陸
要
衝
而
泊
舟
無
所
遂
至
賈
客
檣
㠶
去
之
弗
顧

舊

志

按
縣
屬
江
靣
上
下
距
二
百
一
十
里
南
岸
稍
可
泊
船
之
處

自
江
夏
青
山
武
昌
樊
口
曠
隔
百
里
而
遥
北
岸
縣
屬
陽
邏

旣
有
武
磯
之
險
團
風
大
馬
頭
一
帶
近
今
崩
坍
不
測
前
興

國
州
知
州
陶
停
船
被
害
餘
舟
沉
溺
無
算
三
江
口
三
水
合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山

川

　
　
　
　
　
三
十
二

流
洄
漩
勢
急
行
舟
憚
之
惟
至
郡
城
外
水
稍
平
緩
而
亦
苦

岸
崩
陡
峻
與
團
風
無
異
聞
經
前
縣
鍾
君
審
度
形
勢
捐
開

新
河
西
北
引
湖
水
繞
城
而
南
東
進
金
花
橋
由
塔
溝
入
羅

星
湖
出
巴
河
往
來
商
艘
旣
得
棲
泊
猝
値
風
濤
亦
資
趨
避

利
民
孔
多
矣
嗣
泥
沙
閼
塞
未
籌
疏
通
遂
至
迹
湮
僅
存
溝

形
由
此
商
船
弗
來
而
郡
會
日
荒
矣
行
船
遇
風
而
洪
波
無

避
矣
乾
隆
八
年
郡
守
禹
公
前
縣
邵
君
疏
濬
隍
渠
已
圖
及

此
無
如
相
繼
去
任
乾
隆
五
十
年
嵗
大
祲
郡
守
錢
公
以
工

代
賑
捐
亷
開
白
蓮
池
一
叚
會
撤
任
歇
工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郡
守
呉
公
倡
縣
率
屬
紳
士
刊
說
勸
輸
培
龍
疏
水
並
加
修

南
塔
除
築
楓
香
橋
西
埂
外
業
將
新
河
舊
道
開
掘
寛
深
名

丈
餘
時
因
經
費
不
敷
方
極
力
箸
畫
未
訖
功
而
又
升
襄
陽

道
去
事
以
中
輟
道
光
八
年
守
憲
周
公
巡
視
及
之
憫
居
民

之
多
瘠
貧
由
商
船
之
少
棲
泊
緩
修
塔
之
舉
急
開
河
之
成

親
著
條
議
凡
不
開
河
之
弊
與
開
河
之
利
並
輸
欵
計
工
杜

侵
課
實
無
不
旣
詳
且
盡
議
將
成
又
以
艱
囘
浙
而
罷
大
凡

事
人
定
而
勝
天
機
難
得
而
易
失
今
爲
黃
民
計
籌
費
而
合

力
舉
之
洵
未
有
急
於
此
者

磯
窩
湖

城

西

北

二

里

後
湖

在

舊

城

後

故

名

今

城

之

東

總

名

後

湖

其

分

隷

以

納

賦

者

東

南

距

城

二

里

爲

青

天

湖

一

名

蜻

蜓

羅

星

湖

亦

名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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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川

　
　
　
　
　
三
十
三

西

湖

湖

東

爲

東

湖

北

爲

白

灘

湖

古

塘

湖

又

東

爲

赤

冶

湖

南

爲

蒲

湖

東

別

爲

它

口

湖

爲

道

人

湖

並

蔡

湖

沙
湖

城

東

三

十

里

蘇

子

瞻

欲

買

田

處

一

名

螺

螄

店

白
塘
湖

在

縣

東

一

十

五

里

接

沙

湖

灄
湖

城

東

四

十

里

入

蘄

水

界

湖

課

縣

徵

王
九
塘
合
土
卯
湖

城

東

四

十

里

以

上

五

湖

在

東

弦

鄉

零
殘
湖

本

彚

徵

各

鄉

業

甲

零

殘

税

銀

爲

零

殘

湖

課

舊

志

以

名

湖

云

在

還

和

鄉

並

非

團
風
湖
口

城

北

五

十

里

久

崩

入

江

鮑
湖

城

北

六

十

里

以

上

二

湖

在

慕

義

鄉

舊
州
長
河
湖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窰
歩
安
仁
湖

城

西

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庶

安

鄉

樟
松
湖

城

西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漲
渡
湖

城

西

北

九

十

里

近

湖

有

七

並

屬

樟

松

湖

黃
漢
湖

城

西

一

百

三

十

里

一

名

武

湖

爲

黄

陂

縣

界

近

湖

下

有

柴

埠

湖

屬

焉

竹
根
潭

城

北

九

十

里

通

團

風

口

注

大

江

龍
潭

城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慕

義

鄉

舊

州

長

河

側

一

在

下

伍

重

郷

詳

見

水

利

響
鼓
潭

在

上

伍

重

鄕

下

伍

重

鄕

亦

有

此

潭

烏
龍
潭

庶

安

鄉

石
板
潭

庶

安

鄉

七
丈
潭

庶

安

鄉

李
家
潭

城

東

一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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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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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蔡
家
潭

城

東

二

十

五

里

附

近

趙

家

潭

並

在

東

弦

鄉

白
龍
潭

城

東

四

十

里

東

弦

鄉

馬
家
潭

還

和

鄉

石
頭
潭

城

北

九

十

里

亦

通

大

江

紅
石
潭

城

北

百

四

十

里

庶

安

鄉

亦

名

石

頭

潭

柳
港

在

縣

城

北

小

流

水

溝

明

洪

武

初

鑿

今

城

濠

長
港

在

縣

南

由

樊

口

入

計

長

九

十

里

北

屬

縣

多

軍

人

顔
子
港

孔

子

河

北

三

里

烏
龍
港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庶

安

鄉

紫
荆
港

庶

安

鄉

太
平
港

城

北

一

百

六

十

里

以

太

平

橋

名

卽

塔

石

港

徐
家
港

曾
貴
港

羊
兒
港

在

鷄

爬

嶺

下

童
家
港

蓮
花
港

黄

麻

兩

界

間

以

上

俱

中

和

上

鄉

雙
水
港

城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近

黄

陂

界

韭
菜
港

城

西

三

十

里

三

江

口

下

龍
口
港

城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通

樟

松

湖

北

達

大

江

柳
子
港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源

出

路

灌

口

入

麻

城

界

注

歧

亭

河

入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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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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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螺
螄
港

還

和

鄉

火
燒
港

還

和

鄉

港

岸

有

駝

背

柳

居

人

祀

之

以

神

長
蘄
隩

城

南

二

里

舊

立

館

驛

爲

過

客

遊

憇

之

所
︹
輿

地

紀

勝
︺
名

東

館

夏
隩

城

西

南

二

里

詳

古

蹟

大
壯
洲

城

西

大

江

中

卽

得

勝

洲

或

謂

崢

嶸

洲

非

是

按

大

江

支

港

直

走

樊

口

於

形

家

言

少

礙

若

得

勝

新

生

二

洲

已

塞

樊

口

則

形

全

古

諺

云

烏

沙

塞

樊

口

黄

州

出

狀

元

姜
家
洲

團

風

鎭

大

江

中

又

名

江

家

洲

俗

名

鴨

蛋

洲

又

名

雅

澹

洲

舊

名

舉

洲

亦

名

新

生

洲

今

崩

坍

佗
鶡
洲

與

舉

洲

相

次

俗

名

羅

湖

洲

木
鵞
洲

雙

柳

舖

大

江

中

卽

崢

嶸

洲

詳

古

蹟

葉
家
洲

城

西

九

十

里

汪

家

舖

夾
堤
河
溝

長

三

里

許

雍

正

九

年

洪

水

開

通

舉

水

爲

史

河

支

流

居

民

頼

之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古

蹟

　
　
　
　
　
三
十
六

古
蹟

悠
悠
哉
思
古
之
幽
情
令
人
望
而
遥
集
也
湯
盤
孔
鼎
岐
陽

之
鼓
見
者
擵
挱
不
忍
釋
甘
棠
勿
翦
勿
伐
思
其
人
尚
愛
其

樹
况
其
他
乎
黃
自
唐
宋
以
來
名
流
相
繼
於
此
其
流
風
餘

韻
煜
然
被
於
亭
臺
泉
石
間
者
至
今
艷
稱
如
昨
日
事
外
此

靈
蹤
奇
跡
往
往
震
耀
聽
觀
亦
有
可
紀
者
焉
至
若
俚
傳
俗

記
大
雅
弗
尚
與
其
過
而
廢
之
也
無
若
過
而
存
之

邾
縣
故
城

今

城

北

一

十

里

按
︹
地

道

記
︺
楚

滅

邾

徙

其

君

居

此

︹
水

經

注
︺
晉

咸

和

中

庾

翼

爲

西

陽

太

守

分

江

夏

立

︹
宋

書

州

郡

志
︺
晉

咸

康

四

年

毛

寶

爲

南

豫

州

刺

史

治

邾

城

按

此

時

以

西

陽

爲

豫

州

治
︹
唐

括

地

志
︺
在

黄

州

東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葢

立

乎

舊

州

以

指

故

邾

也
︹
通

典
︺
邾

城

臨

江

與

武

昌

相

對

宋
︹
寰

宇

記
︺
黄

州

唐

中

和

五

年

移

於

舊

　

城

併

見

沿

革

及

兵

事

內

明

顧

景

星

邾

城

蚤

發

詩

有

水

砦

自

前

朝

湫

隘

屢

曲

折

邾

君

昔

徙

此

苦

遭

強

楚

滅

之

句

邾
縣
城

今

城

西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稱

新

州

卽

舊

州

地

按
︹
漢

書
︺

高

帝

三

年

項

羽

封

呉

芮

爲

衡

山

王

都

邾

漢

因

置

縣

三

國

黄

祖

使

甘

𡨴

爲

邾

長

呉

赤

烏

四

年

陸

遜

嘗

以

三

萬

人

戌

邾

城

之

遺

址

尚

存
︹
地

理

通

釋
︺
今

蘄

舒

黄

三

州

有

大

山

綿

亘

八

百

里

俗

呼

爲

西

山

邾

城

在

山

之

南

所

云

西

山

今

不

知

何

指
︹
明

一

綂

志
︺
邾

城

在

府

城

西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本

漢

邾

縣

亦

稱

邾

城

劉

宋

之

南

安

縣

蕭

齊

之

齊

安

郡

隋

及

唐

中

和

前

之

黄

岡

縣

皆

此

地

城

有

八

景

一

曰

城

南

烟

樹

二

曰

四

顧

雲

臺

三

曰

龍

潭

夜

月

四

曰

化

樂

曉

鐘

五

曰

崎

山

叠

翠

六

曰

義

井

清

泉

七

曰

鳯

臺

夕

照

八

日

魚

浦

秋

風

市

有

碑

曰

古

南

安

西
陽
故
城

今

城

東

三

十

里

漢

置

縣

晉

置

郡

隋

廢
︹
水

經
︺
江

水

又

東

逕

西

陽

郡

南

郡

治

卽

西

陽

縣

也
︹
宋

書

州

郡

︹
志
︺
西

陽

本

縣

名

兩

漢

屬

江

夏

郡

魏

立

弋

陽

郡

又

屬

焉

晉

惠

帝

分

弋

陽

爲

西

陽

國

屬

豫

州

宋

孝

建

元

年

屬

郢

州

太

始

五

年

又

屬

豫

後

又

還

郢

領

縣

西

陽
︹
隋

書

地

理

志
︺
後

周

置

弋

州

綂

西

陽

郡

開

皇

初

廢
︹
唐

元

和

志
︺
故

城

在

縣

東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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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蹟

　
　
　
　
　
三
十
七

一

百

三

十

里

亦

本

舊

州

言

舊

志

魏

滿

罷

度

呉

欲

襲

西

陽

先

爲

之

備

未

詳

其

址
︹
府

志
︺
以

今

治

東

南

三

十

里

孫

家

嘴

枕

山

面

河

形

勢

足

據

巴

水

經

其

下

舊

名

西

陽

河

與
︹
水

經
︺

合

殆

卽

其

處

　

附
︹
舊

志
︺
春

秋

僖

公

六

年

楚

子

滅

弦

弦

千

奔

黄

注

弦

在

弋

陽

軑

縣

東

南

按

古

軌

縣

卽

今

蘄

水

今

治

東

有

東

弦

鄉

西
陵
故
城

一

在

縣

西

北

漢

置

縣

屬

江

夏

郡

晉

屬

弋

陽

郡

劉

宋

屬

西

陽

郡

梁

廢
︹
唐

元

和

志
︺
西

陵

故

城

在

黃

岡

縣

西

二

里

本

縣

舊

州

言

一

在

蘄

水

縣

西

南

呉

志

甘

𡨴

傳

𡨴

拜

西

陵

太

守

領

陽

新

下

雉

兩

縣
︹
水

經
︺
江

水

又

東

逕

西

陵

呉

故

城

南

是

也

注

以

西

陵

卽
︹
史

記
︺
秦

昭

王

遣

白

起

伐

楚

取

西

陵

之

地

誤
︹
省

志
︺
謂

西

陵

之

説

當

以

此

爲

定

黃
岡
故
城

卽

邾

縣

城

南

齊

置

南

安

隋

改

爲

黄

岡

自

唐

移

治

故

邾

城

而

此

城

廢

爲

舊

城

市

今

稱

新

州

者

是

齊
安
故
城

在

縣

西

北
︹
隋

書

地

理

志
︺
黄

岡

齊

置

齊

安

郡

唐

書

︹
地

理

志
︺
北

齊

於

舊

城

西

南

築

小

城

置

衡

州

領

齊

安

郡

隋

改

齊

安

爲

黄

州

齊
興
故
城

在

縣

北
︹
南

齊

書

州

郡

志
︺
郢

州

齊

興

郡

永

明

三

年

置
︹
通

鑑
︺
齊

永

泰

元

年

奉

朝

請

鄧

學

以

齊

興

郡

降

魏
︹
注
︺
其

地

當

在

西

陽

弋

陽

二

郡

界

永
安
故
城

在

縣

北

十

里

卽

邾

縣

故

城

後

魏

置

郡

隋

開

皇

初

廢
︹
寰

宇

記
︺
卽

楚

相

黄

歇

所

都

隋

取

黄

州

爲

永

安

郡

取

此

爲

名

今

有

永

安

鄉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
張

表

臣

珊

瑚

︹
□

詩

話
︺
黃

之

永

安

爲

春

申

故

城

葢

始

封

也

謂

之

春

者

蘄

春

壽

春

謂

之

申

者

申

光

之

間

是

也

其

兼

二

城

而

封

之

歟

︹
省

志
︺
黄

歇

壘

卽

永

安

城

一

作

女

王

城

又

有

作

呂

陽

城

者

謂

東

弦

鄉

有

呂

陽

三

村

亦

不

可

考

惟

前

志

謂

春

申

君

所

都

乃

呉

國

地

今

無

錫

惠

山

上

有

其

廟

不

以

此

卽

春

申

君

故

城

之

説

爲

然

馬
栅

縣

北

梁

大

寳

元

年

邵

陵

王

綸

引

齊

兵

營

馬

栅

距

西

陽

八

十

里

疑

卽

今

馬

驛

斬
巫
驛

相

傳

臨

皋

亭

右

唐

肅

宗

時

遣

女

巫

分

禱

天

下

名

山

大

川

所

至

狼

籍

有

入

黄

者

刺

史

左

震

晨

至

館

破

鐍

斬

巫

𢘻

誅

所

從

少

年

籍

其

贜

得

十

餘

萬

黄

人

歌

之

曰

吾

鄉

有

鬼

巫

惑

人

人

不

知

天

子

正

尊

信

左

公

能

殺

之

陽
邏
堡

縣

西

北

百

二

十

里

宋

置

堡

於

此

東

接

蘄

黃

西

通

漢

沔

南

渡

鄂

□

北

至

五

關

一

要

害

也

開

慶

元

年

元

世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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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祖

取

黄

陂

民

船

繫

栰

山

陽

邏

會

於

鄂

州

咸

淳

十

年

宋

王

達

守

陽

邏

伯

顔

破

之

俾

阿

朮

先

據

黄

州

詳

見

兵

事

相

傳

江

側

磯

石

有

淮

甸

上

游

四

字

宋

龍

仁

夫

書

　

府

志

云

春

秋

昭

公

五

年

楚

子

伐

呉

濟

於

羅

汭

舊

志

以

爲

卽

此

地

然

字

從

羅

不

從

邏

相

傳

三

國

時

劉

先

主

約

孫

權

拒

魏

旦

夕

使

人

邏

呉

兵

之

至

故

名

按

水

經

江

水

東

逕

若

城

南

注

若

城

至

武

城

口

三

十

里

武

城

口

卽

今

武

通

口

陽

邏

堡

在

其

下

或

者

譌

若

爲

邏

歟

大
乘
山
土
城

在

陽

邏

下

十

里

城

林

舖

上

有

古

饒

益

寺

遺

址

旁

有

古

城

不

知

何

代

相

傳

晉

王

孟

威

嘯

聚

之

所

有

古

井

明

嘉

靖

未

邑

人

呂

禧

浚

得

㫁

碑

中

爲

元

伯

顔

記

載

孟

威

事

又

舊

志

載

孟

威

葬

於

縣

北

百

十

五

里

俗

呼

王

墓

山

又

有

雙

姑

廟

祀

其

二

女

姚

英

月

英

言

與

關

索

戰

敗

遂

妻

焉

事

無

可

考

沙
洑
口

城

西

一

百

四

十

里

元

史

作

沙

蕪

口

一

作

沙

武

口

宋

開

慶

元

年

元

世

祖

自

沙

蕪

口

濟

江

州

縣

多

降

咸

淳

十

年

元

伯

顔

軍

自

蔡

店

往

觀

漢

口

形

勢

開

壩

引

船

入

淪

河

徑

趨

沙

蕪

入

大

江

詳

見

兵

事

舉
口

今

團

風

鵝

公

頸

入

江

處

梁

將

徐

文

盛

敗

任

約

進

軍

於

此

赤
壁

卽

赤

鼻

山

見

前

山

川

內

　

前

志

云

橫

山

突

落

城

截

其

半

亭

閣

錯

雜

勢

逼

懸

巖

舊

跡

不

無

消

磨

而

修

廢

屢

見

則

存

乎

人

力

者

耳

至

於

風

帆

上

下

江

水

連

天

遠

峰

數

㸃

在

江

之

古

亦

勝

境

也

兹

考

賈

太

守

赤

壁

志

所

載

赤

壁

之

勝

舊

有

臨

江

亭

宋

晁

補

之

有

詩

又

羨

江

樓

無

盡

藏

樓

水

月

亭

清

風

橋

橋

南

有

夢

鶴

亭

又

有

問

鶴

亭

東

白

亭

酧

江

亭

共

適

軒

萬

仭

堂

蘇

文

忠

祠

也

浮

春

亭

用

杜

詩

赤

壁

浮

春

暮

之

意

明

季

流

賊

亂

議

者

恐

其

憑

瞰

城

內

乃

悉

焚

之

先

是

過

客

留

題

者

多

石

刻

明

知

縣

茅

瑞

徵

輯

爲

若

干

卷

梓

之

今

已

燬

過

半

其

集

猶

有

存

者

元

趙

孟

頫

書

赤

壁

賦

一

爲

冡

宰

趙

用

賢

重

刻

一

爲

郡

守

潘

允

哲

摹

檇

李

項

氏

眞

跡

今

壞

又

石

刻

蘇

文

忠

滿

庭

芳

臨

江

仙

行

香

子

三

詞

郡

守

郭

鳯

儀

自

峩

嵋

搨

歸

勒

於

石

今

在

坡

仙

亭

上

亭

有

蘇

文

忠

像

康

熙

年

間

知

府

于

成

龍

重

建

屋

宇

牓

曰

二

賦

堂

知

府

郭

朝

祚

牓

曰

東

坡

赤

壁

皆

𨓜

品

也

賈

志

因

茅

本

而

增

並

繪

四

圖

刻

石

建

亭

嵗

久

亭

圮

見

廣

濟

金

德

嘉

序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知

縣

王

正

常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知

府

呉

之

勷

知

縣

蔣

祖

暄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劉

江

二

十

七

年

知

縣

金

雲

門

先

後

修

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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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聚
寶
山

城

北

里

許

見

前

山

川

內

産

異

石

宋

蘇

軾

作

怪

石

供

卽

此

山

石

也

山

有

浮

翠

亭

寶

石

泉

子

瞻

赤

壁

記

亦

云

岸

多

細

石

温

瑩

如

玉

深

淺

紅

黃

之

色

或

細

紋

如

人

手

指

螺

紋

宋

犖

筠

廊

偶

筆

稱

明

嘉

靖

中

王

廷

陳

姪

於

此

得

紅

石

如

錢

犖

判

黃

時

得

十

六

枚

作

怪

石

贊

爲

雪

堂

小

品

之

一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黃

協

龔

都

司

得

一

匾

石

徑

圓

三

寸

許

極

白

瑩

置

水

中

石

内

一

墨

畫

觀

音

像

蓮

臺

端

坐

林

竹

交

蔭

出

水

則

不

可

見

每

値

宿

雨

初

晴

日

光

激

射

處

異

采

絢

目

入

此

山

者

手

不

空

回

矣

嘉

慶

七

八

年

後

玉

工

取

之

絡

繹

不

絶

黃

州

玉

之

名

幾

與

滇

南

相

泐

售

者

不

惜

重

貲

城
山

城

北

七

十

里

記

纂

淵

海

云

十

勝

境

在

城

山

有

仙

女

臺

仙

女

洞

看

花

臺

龍

潭

瀑

水

巖

龍

山

仙

源

亭

馬

頭

泉

師

姑

臺

仰

天

窩

明

季

流

賊

亂

避

者

築

寨

其

上

址

猶

存

金
鷄
山

城

北

七

十

里

相

傳

古

掘

地

有

金

鷄

飛

出

棲

於

小

崎

山

西

南

飛

得

水

次

曰

金

鷄

汊

有

池

曰

金

鷄

坑

又

有

金

鷄

廟

今

不

詳

所

在

府

舊

志

元

威

順

王

游

獵

至

此

有

詩

大
崎
山

城

東

北

一

百

六

十

里

遠

自

麻

城

龜

峯

而

來

蜿

蜒

盤

伏

至

此

突

然

高

舉

山

勢

懸

絶

甲

於

一

郡

登

峯

俯

望

則

羣

山

羅

列

郡

邑

形

勢

盡

在

目

前

山

腰

有

寺

曰

能

仁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俞

昌

烈

禱

雨

有

騐

重

加

修

葺

唐

貞

觀

中

建

峯

巒

迴

合

飛

瀑

百

道

下

滙

寺

前

爲

磵

寺

南

一

石

橋

橋

上

有

憇

舍

左

右

皆

古

木

藤

蘿

紫

翠

蟠

附

樛

曲

不

一

形

色

西

盼

有

道

人

石

磵

水

下

注

泠

泠

作

金

石

聲

又

西

南

有

留

雲

洞

俗

呼

爲

劉

婆

巖

行

人

經

其

麓

石

壁

峭

立

前

代

往

往

避

兵

於

此

寺

上

約

十

里

方

是

山

頂

平

廣

數

十

丈

有

河

沙

蘆

葦

龍

井

在

焉

井

旁

有

廟

祀

龍

王

極

靈

感

遇

旱

禱

雨

立

應

四

時

多

雲

時

出

時

入

雲

生

處

産

異

草

以

濯

佩

帨

清

芬

襲

人

土

人

名

曰

濯

雲

香

數

百

里

外

每

瞻

山

雲

出

入

以

决

晴

雨

諺

云

崎

山

戴

上

帽

農

人

喜

得

跳

去

山

東

北

十

里

爲

小

崎

山

巖

壑

木

石

路

益

竒

折

有

飛

來

石

下

如

柱

推

之

可

轉

而

不

撲

其

左

爲

青

峯

嚴

武
磯
山

在

陽

邏

鎭

北

臨

大

江

相

傳

後

漢

黃

祖

□

武

其

上

元

史

阿

剌

罕

以

兵

扼

沙

蕪

口

逼

近

武

磯

巡

視

陽

邏

城

堡

後

伯

顔

旣

破

陽

邏

乃

登

武

磯

山

望

大

江

南

北

皆

元

軍

也

邏

史

作

羅

香
罏
山

陽

邏

北

五

里

以

形

名

元

世

祖

嘗

登

此

俯

瞰

大

江

江

之

北

曰

武

湖

其

南

岸

卽

江

夏

滸

黃

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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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山

城

東

南

近

定

惠

院

宋

潘

大

臨

居

此

稱

柯

山

人

張

文

潛

謫

黃

亦

以

柯

山

名

其

集

蘇

子

瞻

詞

蔚

柯

山

之

葱

蒨

卽

此
︹
府

志
︺
云

近

城

可

尋

之

境

惟

赤

壁

柯

山

明

邑

人

王

同

軌

讀

書

其

下

有

葱

堂

悠

然

樓

三

雅

軒

香

雪

臺

江

雨

亭

酒

隱

堂

憑

香

閣

蒼

蒼

閣

金

粟

亭

藝

蘭

亭

觀

稼

亭

諸

名

山

左

有

八

大

王

壩

宋

周

肅

王

元

儼

屯

兵

處

今

皆

不

知

其

所

在

東
坡

見

前

又

見

後

雪

堂

南
坡

城

東

南

宋

蘇

軾

集

古

氏

南

坡

修

竹

數

千

竿

盛

夏

不

見

日

蟬

鳴

鳥

呼

有

山

谷

氣

象

竹

林

之

西

又

有

𨻶

地

數

畝

種

桃

李

雜

花

又

西

坡

見

公

署

志

龍
蟠
磯

卽

節

渡

石

在

城

東

南

江

中

周

百

餘

步

高

六

丈

石

勢

蜿

蜒

如

龍

因

名
︹
太

平

御

覽
︺
︹
武

昌

記
︺
世

傳

龍

蟠

於

此

誤

也

黃

邑

以

武

昌

江

岸

爲

界

磯

屬

黃

上

有

大

士

閣

紅
霞
岫

在

赤

壁

磯

之

上

邑

人

洪

周

祿

題

曰

紅

霞

岫

上

有

韭

傳

爲

仙

人

所

種

冬

夏

不

枯

今

頽

徐
公
洞

赤

壁

後

坡

其

下

有

巖

蘇

子

瞻

云

非

有

洞

穴

但

山

崦

深

䆳

耳

圖

經

云

是

徐

邈

非

魏

之

徐

邈

也

獅
子
巖

道

觀

河

東

盤

踞

三

十

里

高

五

里

形

如

獅

蹲

其

巓

如

獅

口

中

可

容

席

七

洞

三

泉

在

巖

下

里

許

又

龍

崗

山

東

一

石

名

天

舟

狀

如

舴

艋

道

觀

河

經

其

麓

水

漲

時

行

旅

苦

之

龍
邱

城

北

百

二

十

里

三

家

店

元

至

正

間

邱

黃

蕭

三

家

自

豫

章

徙

居

因

名

宋

陳

慥

號

龍

邱

居

士

以

此

南

有

濯

錦

池

北

三

里

爲

慈

悲

塔

東

坡

與

慥

遊

憇

處

也

其

東

隅

爲

董

敬

中

宅

別

搆

百

尺

樓

於

團

湖

名

曰

鏡

心

樓

龍

仁

夫

有

聯

云

水

光

天

上

下

樓

影

日

東

西

今

樓

廢

石

柱

存

敬

中

字

仁

輔

元

時

參

知

政

事

見

隱

𨓜

志

明

劉

基

駐

此

旬

日

西

三

里

爲

柳

子

港

卽

古

舉

水

所

經

春

秋

所

謂

柏

舉

也

由

龍

邱

至

陽

邏

堡

內

有

九

關

晉

劉

毅

追

桓

元

所

經

黃
泥
坂

清

淮

門

外

稍

北

里

許

赤

壁

賦

過

黃

泥

之

坂

是

也

明

郭

鳳

儀

卽

其

地

建

一

盼

亭

久

廢

有

斷

碑

刻

古

黃

泥

坂

四

大

字

陶

珪

書

今

但

存

石

贔

屭

耳

白
龜
渚

赤

壁

磯

下

晉

毛

寶

軍

人

有

得

白

龜

者

養

之

漸

大

放

江

中

後

寶

爲

石

虎

將

張

貉

度

所

敗

軍

士

多

赴

江

死

放

龜

者

亦

墮

水

忽

有

物

負

之

登

東

岸

乃

所

放

龜

也

明

知

府

郭

鳳

儀

刻

石

曰

白

龜

渚

作

龜

形

於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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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
隩

一

作

西

隩

以

東

有

長

圻

隩

也

在

城

西

南

隅

二

里

宋

明

道

間

夏

竦

守

黃

州

以

治

濵

江

不

利

泊

舟

鑿

陂

於

臨

臯

驛

人

皆

便

之

洗

馬

池

其

故

陂

也

旁

有

舊

城

向

日

門

遺

址

崢
嶸
洲

晉

劉

毅

破

桓

元

處

距

城

西

九

十

里

雙

流

舖

大

江

中

舊

謂

在

赤

壁

山

前

俗

名

得

勝

洲

前

志

云

水

經

江

水

東

逕

若

城

南

注

江

右

有

李

姥

浦

北

對

崢

嶸

洲

下

乃

云

過

邾

縣

南

右

得

黎

磯

則

崢

嶸

洲

當

在

黎

磯

之

上

乃

今

之

木

鵞

洲

非

得

勝

洲

也

又
︹
水

經
︺
江

水

逕

邾

縣

故

城

南

注

城

南

對

蘆

洲

蘆

洲

卽

得

勝

洲

今

洲

之

右

岸

亦

名

蘆

洲

灣

武
湖

城

西

一

百

三

十

里

一

名

黃

漢

湖

︹
舊

志
︺
漢

黃

祖

習

水

戰

於

此

故

名

雙
流
夾

城

西

九

十

里

𩀱

流

舖

宋

歐

陽

修

貶

峽

州

時

舟

次

其

下
︹
陸

游

記
︺
作

𩀱

柳

夾

所

謂

回

望

江

上

遠

山

重

複

深

杳

者

卽

此

洗
墨
池

城

內

縣

治

南

報

恩

寺

後

宋

蘇

軾

洗

墨

處

舊

志

春

夏

之

交

泉

涌

如

墨

色

康

熙

間

通

判

宋

犖

淩

池

甃

以

文

石

中

作

小

橋

橋

翼

之

亭

移

建

雪

堂

於

池

東

竹

樓

於

池

西

另

祠

祀

宋

王

禹

偁

蘇

軾

張

耒

秦

觀

曰

四

賢

祠

久

廢

僅

存

元

趙

孟

頫

書

洗

墨

池

三

字

石

刻

已

移

置

縣

署

內

西

偏

竹

樓

下

壁

上

又

屋

三

間

邑

人

以

祀

明

通

判

韓

煥

并

宋

犖

爲

韓

宋

二

公

祠

嘉

慶

八

年

通

判

胡

楷

倡

率

郡

城

紳

士

復

浚

池

另

石

刻

洗

墨

池

三

字

立

於

池

西

別

有

記

問
津
書
院

城

北

九

十

里

古

有

孔

夫

子

廟

後

人

掘

地

得

石

碣

有

子

路

問

津

處

五

字

懸

巖

茂

木

下

有

清

流

跨

石

爲

橋

橋

外

有

風

亭

當

路

之

北

北

行

磐

石

瑩

然

草

木

不

侵

墨

池

在

其

右

又

石

如

硯

雨

下

墨

水

浸

出

山

麓

側

出

一

石

鐫

曰

進

步

處

旁

勒

五

廸

二

字

疑

書

者

名

字

也

河

曰

孔

子

河

山

曰

孔

子

山

山

上

有

臺

俯

視

左

右

卑

者

衝

平

者

坂

舊

以

長

沮

桀

溺

名

之

東

隔

層

巒

三

里

有

港

北

十

里

許

曰

回

車

埠

言

返

乎

蔡

也

宋

明

以

來

聞

人

之

講

學

者

往

往

居

此

曰

問

津

書

院

其

間

興

廢

不

一

詳
︹
學

校

志
︺
及

藝

文

記
︹
序

內

並
︹
問

津

書

院

志
︺
按

史

記

孔

子

去

葉

反

乎

蔡

長

沮

桀

溺

耦

而

耕
︹
聖

賢

冡

墓

記
︺
曰

黃

城

山

卽

沮

溺

所

耕

處

下

有

東

流

子

路

所

問

津

處

也
︹
括

地

志
︺
曰

黃

城

山

在

許

州

葉

縣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遺

跡

不

應

在

此

廟

碣

未

知

所

自

存

疑

可

也

宋

龍

仁

夫

未

仕

元

元

時

講

堂

在

今

廟

右

百

步

明

嘉

隆

間

耿

定

向

亦

講

學

於

此

至

蕭

繼

忠

王

陞

諸

人

始

移

建

今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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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東
書
院

縣

治

東

宋

寶

祐

間

郡

守

李

節

建

後

有

七

賢

祠

詳

學

校

祠

祀

藝

文

諸

志

定
惠
院

城

東

清

淮

門

外

宋

蘇

軾

以

元

豐

三

年

二

月

至

黃

寓

居

於

此

遶

舍

有

茂

林

修

竹

荒

池

蒲

葦

春

夏

之

交

鳴

鳥

百

族

僧

顒

於

竹

下

開

嘯

軒

以

居

之

院

東

雜

花

滿

山

有

海

棠

一

株

作

海

棠

詩

後

人

改

軒

名

嘯

臺

其

南

爲

海

棠

軒

洗

墨

池

在

其

後

又

有

捫

腹

軒

拭

目

軒

睡

足

堂

文

忠

祠

醫

俗

亭

君

子

亭

俱

圮

明

知

縣

茅

瑞

徵

築

嘯

臺

於

遺

址

今

亦

廢

爲

邑

紳

王

材

任

家

祖

塋

並

奚

世

亮

葬

衣

冠

處

王

塋

猶

存

宋

梅

一

株

耳

海
棠
橋

在

舊

城

北

橋

側

多

海

棠

故

名

相

傳

宋

秦

觀

嘗

醉

卧

此

橋

留

詞

其

上

舊

志

流

寓

因

載

秦

觀

事

按
︹
宋

史
︺
觀

高

郵

人

元

和

中

爲

秘

書

省

正

字

紹

聖

初

坐

黨

籍

出

判

杭

州

尋

以

御

史

劉

拯

誣

其

增

省

實

錄

貶

監

處

州

酒

稅

使

者

復

以

謁

告

寫

佛

書

爲

罪

徙

郴

州

繼

編

管

横

州

又

徙

雷

州

徽

宗

立

復

宣

德

郎

卒

於

道

横

州

高

梁

地

在

廣

西

横

訛

黃

耳

不

知

觀

何

時

遊

此

海

棠

橋

存

考

金
甲
井

舊

志

在

赤

壁

宋

紹

興

間

浚

得

金

井

二

相

傳

劉

宋

謝

晦

之

敗

投

金

甲

於

此

府

志

云

晦

敗

於

荆

州

北

走

至

安

陸

延

頭

戌

爲

戊

主

光

順

之

所

執

送

金

陵

不

得

投

甲

於

此

又

傳

赤

壁

山

下

有

謝

𨯒

籠

墓

或

其

所

遺

也

蘇
公
暗
井

︹
舊

志
︺
在

今

縣

學

古

迹

湮

没

蘇

始

浚

出

有

浚

井

詩

︹
續

志
︺
明

初

在

縣

學

中

移

學

後

失

所

在

但

今

考

東

坡

遺

址

古

井

甚

多

不

得

指

何

井

是

耳

龍
井

在

上

伍

鄕

謝

家

樓

左

山

椒

相

傳

爲

龍

湫

雖

旱

不

竭

其

地

名

龍

井

岡

君
子
泉

近

赤

壁

一

云

在

棲

鳯

街

今

倉

巷

宋

通

判

孟

震

字

亨

之

有

賢

德

時

稱

孟

君

子

庭

中

有

泉

蘇

軾

因

以

名

之

轍

爲

銘

軾

爲

跋

黃

庭

堅

爲

詩
︹
府

舊

志
︺
明

推

官

羅

瀚

因

修

城

得

泉

建

小

亭

刻

石

久

廢

琴
臺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三

江

口

宋

昇

明

間

司

空

柳

世

隆

於

西

陽

城

列

三

層

戰

艦

泝

流

而

進

降

劉

攘

敗

沈

攸

之

嘗

於

此

鼓

琴

明

改

建

守

備

司

行

署

今

廢

落
星
臺

城

南

二

里

許

馬

家

窪

七

星

塘

側

有

石

高

數

尺

大

十

餘

圍

上

旁

殺

色

青

相

傳

隕

星

而

成

居

民

社

於

此

曰

姬

公

祠

塘

東

小

阜

曰

祭

風

臺

俱

不

可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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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釣
魚
臺

城

北

百

六

十

里

紫

潭

河

東

岸

石

狀

竒

異

上

有

坐

釣

迹

遊

魚

出

入

其

下

人

不

敢

取

俗

傳

張

太

公

釣

於

此

謂

煙

波

釣

叟

張

志

和

也

嘯
臺

見

前

定

惠

院

仙
女
臺
　
看
花
臺
　
師
姑
臺

俱

見

城

山

　
香
雪
臺

見

柯

山

横
江
館

赤

壁

南

晉

龍

驤

將

軍

蒯

恩

建

後

有

梓

潼

閣

唐

杜

牧

詩

外

家

兄

弟

晉

龍

驤

指

此

宋

刺

史

王

禹

偁

重

修

旋

廢

俗

名

馬

迴

坡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知

縣

王

正

常

建

前

後

二

重

移

觀

瀾

橋

廟

祀

江

神

於

後

以

其

前

爲

迎

送

往

來

賔

館

棲
霞
館

見

後

碧

棲

樓

高
寒
樓

在

今

南

城

高

阜

樓

下

稍

北

卽

雪

堂

俗

呼

南

樓

墩

唐

太

和

刺

史

劉

應

之

建

四

望

亭

覽

觀

江

山

爲

一

邑

之

勝

府

舊

志

李

紳

作

記

考

東

坡

集

有

題

濠

州

七

絶

其

六

爲

四

望

亭

註

云

太

和

中

刺

史

劉

嗣

之

立

李

紳

過

濠

爲

作

記

非

黃

州

也

黃

州

亦

有

步

至

四

望

亭

魚

池

上

詩

府

舊

志

引

證

劉

李

恐

誤

四

望

亭

宋

張

激

攝

令

日

更

爲

樓

取

杜

詩

玉

山

高

並

兩

峯

寒

句

曰

高

寒
︹
陸

游

所

記
︺
坡

西

竹

林

號

南

坡

卽

其

地

也

明

初

移

城

猶

建

樓

呼

爲

南

樓

久

廢

嘉

慶

十

八

年

通

判

胡

楷

倡

邑

紳

士

捐

金

建

石

亭

於

其

上

爲

郡

城

東

南

巽

峯

更

名

培

風

亭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署

縣

金

雲

門

修

理

城

垣

重

葺

竹
樓

宋

刺

史

王

禹

偁

建

記

云

予

於

子

城

西

北

隅

搆

小

樓

二

間

與

月

波

樓

通

其

時

之

城

距

今

城

里

許
︹
舊

志
︺
元

至

順

閒

脫

頴

不

花

重

修

龍

仁

夫

記

明

洪

武

甲

戌

知

府

葉

宗

因

舊

址

更

建

當

在

故

城

嘉

靖

間

知

府

郭

鳳

儀

移

今

縣

治

西

下

爲

賔

座

曰

禮

賢

堂

康

熙

間

宋

犖

判

黃

時

移

建

於

洗

墨

□

西

與

並

建

之

雪

堂

對

峙

古

蹟

數

移

漸

失

其

始

歐

陽

修

□

役

志

謂

在

興

國

寺

陸

游

入

蜀

記

謂

竹

樓

下

稍

東

卽

赤

壁

磯

則

竹

樓

又

當

在

赤

壁

西

偏

二

公

皆

宋

人

未

知

孰

是

併

存

俟

考

月
波
樓

不

知

名

始

何

代

王

禹

偁

詩

郡

城

無

大

小

雉

堞

皆

有

樓

蓋

宋

時

城

樓

也

今

城

自

明

代

展

築

或

以

今

漢

川

門

城

樓

當

之

似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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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尊
美
樓

亦

譙

樓

也

明

知

府

楊

守

仁

定

名
︹
舊

志
︺
疑

卽

清

源

門

城

樓

棲
霞
樓

治

西

南

宋

間

邱

公

顯

守

黃

時

建

坐

挹

江

山

之

勝
︹
孫

載

詩
︺
地

據

淮

西

盡

江

吞

石

壁

寛
︹
蘇

軾

詩
︺
黃

州

在

何

許

與

子

上

棲

霞

又

其

客

詩

霽

容

天

在

水

春

色

柳

藏

橋

謂

此

樓

也

按

閭

邱

顯

見
︹
蘇

軾

水

龍

吟

自

注
︺
以

爲

李

顯

非

涵
輝
樓

治

西

南

宋

韓

琦

有

詩

狀

元

張

孝

祥

書

其

額

曰

無

盡

藏

樓

後

有

坐

嘯

堂

及

無

倦

味

道

二

齋

無
盡
藏
樓

見

上

碧
棲
樓

赤

壁

酹

月

亭

南

明

知

府

盛

璞

建

卽

今

王

公

書

院

樓

又

洗

煩

樓

在

赤

壁

東

北

城

內

邑

人

洪

周

祿

建

下

有

棲

霞

館

皆

董

其

昌

書

牓

側

有

廣

容

園

旋

爲

廣

嗣

𤲅

疑

今

治

北

高

廟

祀

南

嶽

洗
煩
樓

見

上

忠
孝
樓

在

陽

邏

鎭

元

呉

賢

建

又

有

古

懷

遠

坊

義

井

飮

馬

池

文

武

祠

桂

香

殿

皆

賢

遺

跡

羨
江
樓

見

赤

壁

鏡
心
樓

見

龍

邱

睡
足
堂

明

志

宋

王

禹

偁

建

取

杜

牧

詩

平

生

睡

足

處

雲

夣

澤

南

州

之

義

相
隱
堂

舊

司

理

㕔

宋

龎

籍

參

知

政

事

嘗

爲

郡

司

理

後

人

爲

建

堂

而

名

以

此

讀
書
堂

城

外

安

國

寺

左

宋

韓

琦

兄

琚

守

黃

時

琦

嘗

於

西

厢

讀

書

卽

此

堂

堂

前

有

春

草

亭

亭

左

蓮

花

池

後

人

爲

立

魏

公

祠

明

董

其

昌

書

韓

魏

公

書

院

刻

石

牓

於

門

寺

右

則

康

熙

間

郡

守

蔣

蘿

村

棠

舍

也

年

久

傾

圮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分

守

道

陶

樑

知

府

祁

宿

藻

署

縣

金

雲

門

倡

率

重

修

併

重

建

春

草

亭

補

葺

棠

舍

瑞
慶
堂

城

南

清

源

門

外

宋

王

禹

偁

爲

許

端

夫

建

南
堂

在

臨

臯

南

畔

宋

蘇

子

瞻

所

築

與

蔡

景

繁

書

所

謂

近

葺

小

屋

強

名

南

堂

是

也

爲

賦

五

絶

雪
堂

城

內

東

南

蘇

子

瞻

謫

黃

二

年

故

人

馬

正

卿

爲

請

於

郡

與

故

營

地

數

十

畝

躬

耕

其

中

名

爲

東

坡

因

號

東

坡

居

士

蓋

慕

唐

白

樂

天

而

以

是

名

也

樂

天

刺

忠

州

有

東

坡

種

花

與

步

土

東

坡

各

詩

且

其

文

章

意

主

辭

達

爲

人

好

施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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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五

剛

直

盡

言

與

人

有

情

於

物

無

著

大

畧

相

似

並

有

我

似

樂

天

君

記

取

之

句

坡

西

竹

林

古

氏

故

物

曰

南

坡

元

豐

五

年

蘇

子

於

東

坡

之

側

爲

堂

時

大

雪

因

繪

雪

於

壁

號

曰

雪

堂

有

記
︹
舊

志
︺
自

黃

州

門

東

至

雪

堂

四

百

三

十

步

堂

前

有

細

柳

浚

井

西

有

微

泉

小

橋

堂

下

有

元

修

菜

桃

花

茶

橘

秔

棗

栗

松

桑

陂

塘

嘗

作

江

城

子

詞

自

注

云

南

挹

四

望

亭

之

後

邱

西

控

北

山

之

微

泉

慨

然

而

歎

此

亦

斜

川

之

遊

也

有

居

士

亭

在

高

壟

上

元

豐

七

年

移

汝

州

去

以

堂

付

潘

大

臨

居

之

崇

𡨴

壬

午

黨

禁

起

毁

堂

旣

而

郡

人

屬

神

霄

宮

道

士

李

斯

立

重

建

何

頡

之

作

上

梁

文

有

云

前

身

化

鶴

嘗

陪

赤

壁

之

遊

故

事

傳

鵞

無

復

黃

庭

之

字

蓋

蘇

子

書

有

東

坡

雪

堂

四

字

久

爲

人

盗

去

矣

元

季

堂

復

燬

今

城

中

有

荒

阜

雜

閭

閻

間

在

坡

仙

坊

十

八

坡

後

卽

宋

通

守

並

建

竹

樓

處
︹
府

舊

志
︺
云

在

縣

學

東

蓋

指

舊

學

基

言

一
枝
堂

城

内

宋

時

建

中

有

大

梅

一

株

舊

志

云

不

知

在

何

地

疑

卽

東

坡

梅

也

按

蘇

子

於

雪

堂

前

手

植

一

梅

大

紅

千

葉

一

花

三

實

明

嘉

靖

時

始

枯

知

府

郭

鳳

儀

摹

形

於

郡

齋

又

重

建

一

枝

堂

於

洗

墨

池

今

堂

廢

梅

花

石

刻

嵌

赤

壁

寒
碧
堂

東

門

外

何

氏

園

宋

何

頡

之

兄

弟

作

以

待

蘇

子

者

蘇

子

爲

畫

竹

石

於

壁

且

贈

之

詩

今

未

詳

其

址

萬
仞
堂

見

赤

壁

葱
堂
　
酒
隱
堂

見

柯

山

蘇
白
堂

舊

北

察

院

今

考

棚

內

有

康

熙

間

江

南

布

衣

毛

會

建

字

子

霞

書

蘇

白

堂

三

字

額

亦

以

子

瞻

慕

樂

天

而

其

地

皆

東

坡

舊

址

故

也

後

有

易

以

育

才

堂

者

邑

人

王

宗

華

重

建

考

棚

復

其

舊

名

竹
堂

赤

壁

磯

下

白

蓮

池

左

明

吏

部

晏

清

建

普
安
堂

下

伍

重

鄕

山

上

邑

紳

王

源

昌

朱

霞

遠

讀

書

處

山

左

巖

石

壁

立

刻

有

峰

回

路

轉

字

甚

勁
︹
舊

志
︺
載

團

風

誤

四
望
亭

南

城

高

阜

卽

今

培

風

亭

詳

前

高

寒

樓

如
畫
亭

城

東

南

隅

高

阜

或

云

晉

陶

侃

嘗

登

眺

於

此

會

遠

亭

在

今

城

北

皆

宋

王

禹

偁

建

久

廢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知

縣

王

正

常

以

亭

爲

縣

學

巽

峯

紏

邑

人

重

建

如

畫

亭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郡

守

呉

之

勷

修

理

城

垣

捐

廉

擴

之

高

倍

其

半

中

祀

奎

星

一

名

奎

星

閣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俞

昌

烈

教

諭

周

鯤

化

倡

率

重

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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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六

覽
春
亭

城

南

宋

韓

魏

公

建

作

詩

序

又

建

春

草

亭

於

束

門

外

亭

後

卽

讀

書

堂

皆

本

舊

城

而

言

臨
皋
亭

今

城

南

里

許

瀕

江

舊

城

東

門

外

回

車

院

也

宋

蘇

子

瞻

謫

黃

始

寓

定

惠

院

後

遷

此

有

全

家

占

江

驛

之

句

又

嘗

言

遷

居

江

上

臨

皋

亭

甚

清

曠

風

晨

月

夕

杖

履

野

步

酌

江

水

飮

之

又

言

亭

下

不

數

十

步

便

是

大

江

其

半

是

峩

眉

雪

水

吾

飮

食

沐

浴

皆

取

焉

何

必

歸

鄕

哉

又

嘗

書

其

上

曰

東

坡

居

士

酒

醉

飯

飽

倚

於

几

上

白

雲

左

遶

清

江

右

回

重

門

洞

開

林

巒

岔

入

當

是

時

若

有

思

而

無

所

思

以

受

萬

物

之

備

亭

原

石

亭

後

改

爲

館

又

改

爲

驛

又

爲

三

江

守

備

署

明

季

燬

康

熙

間

知

縣

李

經

政

建

亭

以

憇

行

人

俗

呼

爲

四

眼

凉

亭

今

已

坍

入

江

快
哉
亭

在

城

南

宋

清

河

張

夣

得

謫

居

齊

安

卽

其

廬

之

西

南

爲

亭

以

覽

江

山

之

勝

蘇

子

瞻

名

之

曰

快

哉

又

爲

詞

有

云

一

㸃

浩

然

氣

千

里

快

哉

風

蘇

子

由

作

記

今

移

府

治

內

西

北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知

府

祁

宿

藻

知

縣

俞

昌

烈

重

新

遺
愛
亭

在

安

國

寺

内

白

蓮

池

前

宋

元

豐

中

徐

君

猷

爲

郡

守

有

善

政

旣

去

民

建

此

亭

蘇

子

瞻

因

名

之

巢

穀

有

記

明

宏

治

己

未

改

建

於

治

南

覽
勝
亭

在

北

城

上

高

阜

明

宏

治

間

建

岡

巒

環

拱

江

湖

映

帶

遠

㠶

晴

樹

畢

歸

目

睫

風

高

易

頽

萬

厯

初

郡

守

潘

𠃔

哲

易

石

亭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知

縣

王

正

常

紏

邑

人

重

修

年

久

傾

圮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署

縣

金

雲

門

修

理

城

垣

重

修

浮
翠
亭

見

聚

寶

山

息
肩
亭

赤

壁

下

明

邑

人

何

傑

造

石

路

里

許

搆

亭

其

上

行

旅

便

焉

今

廢

會
遠
亭

在

縣

北

宋

王

禹

偁

建

今

廢

四
顧
亭

在

舊

州

今

廢

春
草
亭

安

國

寺

左

宋

韓

魏

公

建

亭

後

其

讀

書

堂

也

畢

少

董

藏

東

坡

醉

墨

云

今

日

與

客

飮

旣

醉

遂

從

東

坡

之

東

直

出

至

春

草

亭

而

歸

時

已

三

鼓

矣

舊

志

在

郡

城

東

見

前

讀

書

堂

一
盼
亭

見

黃

泥

坂

任
公
亭

治

東

南

亭

西

有

師

中

𤲅

師

中

姓

任

來

齊

安

嘗

遊

息

於

定

惠

院

旣

去

郡

人

名

其

亭

蘇

子

瞻

遷

齊

安

人

知



 

黃
岡
蘇
志

卷
之
一
　
　

古

蹟

　
　
　
　
　
四
十
七

其

與

師

中

善

也

復

於

亭

西

爲

之

𤲅

蘇

子

由

有

記

水
月
亭
　
夣
鶴
亭
　
問
鶴
亭
　
東
白
亭
　
酹
江
亭

浮
春
亭
　
坡
僊
亭

俱

見

赤

壁

醫
俗
亭
　
君
子
亭

俱

見

定

惠

院

江
雨
亭
　
金
栗
亭
　
藝
蘭
亭
　
觀
稼
亭

俱

見

柯

山

望
省
亭

一

見

城

山

明

知

縣

簡

霄

建

一

在

下

伍

重

鄕

黃

龍

巖

西

明

陶

仲

文

建

鄂

會

江

城

如

在

眉

睫

並

植

牡

丹

今

大

一

圍

高

三

丈

清
遠
亭

赤

壁

下

明

知

府

郭

鳳

儀

建

鴻
軒

宋

張

耒

初

謫

監

黃

州

酒

稅

繼

爲

倅

後

貶

房

州

别

駕

安

置

於

黃

凡

三

至

黃

建

此

以

居

有

記

亦
顔
軒

宋

潘

大

臨

建

璧
陰
軒

宋

黃

庭

堅

甥

洪

芻

爲

黃

州

酒

正

牓

其

居

庭

堅

銘

之

勵
彀
軒

亦

洪

芻

創

潘

邠

老

有

詩

　

已

上

皆

未

詳

其

地

竹
嘯
軒

安

國

寺

中

郡

守

賈

可

齋

題

名

嘯
軒
　
捫
腹
軒
　
拭
目
軒
　
海
棠
軒

俱

見

定

惠

院

三
雅
軒

見

柯

山

共
適
軒

見

赤

壁

無
倦
味
道
二
軒

見

涵

輝

樓

青
雲
塔

卽

南

塔

在

安

國

寺

前

上

三

層

飛

入

泖

湖

道

光

戊

申

年

守

道

陶

樑

知

府

祁

宿

藻

知

縣

俞

昌

烈

署

縣

金

雲

門

倡

捐

重

建

石

塔

自

督

撫

以

下

合

省

內

外

官

紳

士

民

典

商

捐

貲

各

有

差

凡

七

級

高

十

二

丈

八

尺

監

修

邑

士

劉

秉

忠

胡

華

潤

王

嶽

王

鈞

許

汝

梅

范

斌

林

在

田

汪

銘

序

陳

蓮

馬

文

炳

並

蘄

水

楊

醉

陳

鴻

凖

及

典

商

金

芝

生

曹

襄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古

蹟

　
　
　
　
　
四
十
八

寶
誌
塔

去

城

山

數

里

地

名

羊

角

衝

傳

爲

梁

僧

寶

誌

今

考

寶

誌

瘞

骨

塔

在

金

陵

此

當

別

是

一

僧

尹
駱
塔

見

白

雲

山

　
　
慈
悲
塔

見

龍

邱

如
來
塔
　
虎
塔
　
犬
塔

並

見

後

大

雅

冲

趙
氏
園

不

詳

所

在

尙
氏
園
　
韓
氏
園
　
何
氏
園

並

詳

摭

聞

志

廢
花
園

卽

花

園

舖

城

北

六

十

里

明

陶

安

守

郡

時

有

詩

九
鐵

一

字

門

複

城

内

二

城

外

濠

溝

鐵

石

邊

一

清

源

門

内

總

兵

街

一

十

三

坡

一

報

恩

寺

前

暗

水

鐵

車

一

府

前

暗

水

鐵

人

一

又

報

恩

寺

内

鐵

井

欄

一

又

清

源

門

外

威

遠

關

一

諺

云

九

鐵

鎭

黃

州

千

年

永

不

𠇲

未

知

所

由

三
銅

報

恩

南

塔

兩

寺

各

一

銅

佛

元

妙

觀

一

銅

鐘

智
林
村

城

外

東

南

隅

明

王

一

翥

讀

書

處

以

其

廬

山

所

居

名

額

村

右

傍

廟

爲

東

樓

閣

舊

有

濠

田

二

坵

僧

耕

以

供

灑

掃

後

被

豪

強

欺

佔

僧

無

以

存

遂

荒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河

東

書

院

山

長

山

左

冷

紘

玉

遊

此

見

額

知

爲

名

人

遺

跡

倡

率

邑

士

修

葺

廟

舍

立

補

𤲅

先

生

位

祀

之

𣸸

建

　

文

昌

閣

於

後

白

守

令

清

歸

濠

田

招

道

人

陶

光

斗

居

住

以

田

租

司

香

火

泐

石

於

壁

邑

士

修

培

未

艾

茶
村

明

末

杜

濬

故

里

在

今

藥

王

廟

側

道

光

十

七

年

邑

士

卽

其

地

建

屋

奉

濬

栗

主

知

府

楊

庚

以

饑

鳳

舊

軒

顔

其

額

澈
𤲅

清

淮

門

外

桐

梓

岡

明

末

邑

紳

陳

師

泰

故

里

劍
峯

城

東

北

百

二

十

里

張

家

寨

明

末

文

學

李

之

泌

隱

處

漁
臺

樟

松

湖

中

明

官

巡

撫

魏

公

韓

居

此

卒

葬

其

後

何
白
雲
憇
樹

魚

博

橋

側

兩

松

蟠

偃

今

尙

存

姑
嫂
樹

在

馬

鞍

山

西

舊

傳

明

季

有

劉

氏

姑

嫂

二

人

遭

亂

喪

夫

相

期

死

守

折

枯

枝

插

地

爲

誓

後

枯

枝

皆

治

兩

樹

相

倚

大

均

合

抱

至

今

尙

存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古

蹟

　
　
　
　
　
四
十
九

古
黃
八
景

一

黃

岡

曉

霽

二

赤

壁

春

輝

三

竹

樓

勝

集

四

柳

港

聯

芳

五

臨

皋

月

皎

六

洗

墨

雲

生

七

呉

公

義

井

八

孟

倅

清

泉

後
增
定
八
景

一

蘆

洲

芳

草

二

樊

口

輕

帆

三

柯

邱

葱

蒨

四

雪

堂

梅

萼

五

寶

山

泉

石

六

二

崎

雲

樹

七

永

安

故

壘

八

柳

公

琴

臺

邾
城
八
景

見

前

邾

城

大
雅
冲

下

伍

重

鄕

俗

呼

大

窪

冲

一

峯

入

雲

四

山

環

拘

有

谷

有

澗

入

谷

線

路

山

半

石

崖

鐫

彼

岸

字

筆

法

蒼

勁

更

上

有

得

雲

寺

爲

明

僧

靈

野

講

經

處

寺

後

高

峯

懸

流

落

澗

曲

折

繞

前

作

金

石

聲

𨂍

澗

有

鎖

翠

橋

背

寺

有

卓

錫

泉

泉

北

藏

經

如

來

塔

塔

北

數

十

步

樟

一

株

大

十

餘

圍

高

數

十

丈

枝

葉

婆

娑

香

氣

襲

入

澗

南

山

岸

虎

犬

二

塔

谷

外

小

河

方

靈

野

說

經

時

赤

蘭

叢

生

後

人

建

有

赤

蘭

橋

明
郭
善
甫
故
里

庶

安

鄕

郭

家

新

寨

南

王

文

成

過

訪

留

三

日

題

聯

於

堂

曰

泉

石

不

知

尊

爵

貴

乾

坤

何

礙

野

人

居

耿

天

臺

爲

作

表

萬

厯

中

太

守

常

熟

瞿

汝

稷

書

王

文

成

高

弟

清

平

令

郭

公

善

甫

之

里

刻

石

尙

存

舊

藝

文

志

里

訛

作

墓

誤

紅
花
園

在

還

和

鄕

明

太

常

卿

樊

玉

衡

故

里

蓮
花
磯

在

還

和

鄕

馬

家

潭

有

仙

人

石

龍

窩

石

寨

等

蹟

明

季

奚

祿

貽

杜

詔

先

嘗

避

兵

於

此

半
山
莊

在

還

和

鄕

烽

火

山

東

邑

紳

程

後

濂

讀

書

處

高
士
莊

在

還

和

鄕

寶

珠

墩

外

邑

士

王

鑾

晚

居

授

徒

處

宋
韓
城
驛

上

伍

重

鄕

舊

有

道

觀

因

名

道

觀

河

乃

黃

麻

孔

道

明

議

設

站

處

今

改

三

聖

殿

殿

側

居

民

建

亭

往

來

行

人

憇

息

賴

之

臨
江
亭

見

赤

壁

坐
嘯
堂

見

涵

輝

樓



 

黄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古

蹟

　
　
　
　
　
五
十

天
一
樓

一

名

中

心

樓

在

都

司

署

居

城

之

中

取

天

一

生

水

之

義

以

厭

火

災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俞

昌

烈

及

闔

郡

紳

士

重

修

放
龜
亭

在

赤

壁

磯

下

臨

白

龜

渚

玩
月
臺

在

赤

壁

于

清

端

公

祠

前

睡
仙
亭

在

赤

壁

磯

就

石

鑿

爲

石

床

及

衾

枕

之

形

翦
刀
峰

在

赤

壁

磯

旁

今

頽

居
士
亭

見

雪

堂

風
亭
　
長
沮
衝
　
桀
溺
坂
　
回
車
埠

俱

見

問

津

書

院

古
滴
樓

在

清

淮

門

外

半

里

許

不

知

建

自

何

時

亦

不

詳

其

義

悠
然
樓
　
香
雪
堂
　
憑
香
閣
　
蒼
蒼
閣

見

柯

山

鳳
凰
墩

在

治

東

北

藥

王

廟

側

卽

邑

人

杜

濬

故

里

枕
江
亭
　
西
爽
亭
　
雙
桂
堂
　
笠
屐
亭

有

石

刻

東

坡

笠

屐

像

俱

在

府

署

內

詳

見

公

署

志

白
蓮
池

一

在

安

國

寺

外

卽

東

坡

放

生

池

一

在

赤

壁

磯

下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風

俗

　
　
　
　
　
五
十
一
　
　

一

風
俗

風
者
上
化
下
者
也
俗
者
下
應
上
者
也
周
衰
輶
采
之
使
不

行
漢
揚
子
雲
每
訪
錄
方
言
而
應
劭
遂
有
風
俗
通
焉
夫
太

王
躬
仁
邠
國
貴
恕
陳
夫
人
好
巫
而
民
淫
祀
鄭
伯
好
勇
國

人
暴
虎
言
乎
上
之
導
下
不
可
不
愼
也
黃
之
士
靜
而
文
樸

而
不
陋
其
民
寡
求
而
不
爭
豈
獨
地
氣
使
然
哉
昔
之
人
葢

有
培
之
使
厚
漸
之
使
醇
者
修
其
教
不
移
其
俗
後
之
君
子

加
之
意
焉

隋
志
俗
尙
淳
質
好
儉
約

宋
蘇
軾
䟦
韓
魏
公
詩
山
水
清
遠
土
風
厚
善
其
民
寡
求
而
不

爭
其
士
靜
而
文
樸
而
不
陋
尊
德
樂
道
異
於
他
邦

張
耒
雜
志
民
利
魚
稻
農
惰
而
田
事
不
修

黃
州
府
舊
志
農
力
耕
種
蓄
糞
如
金
田
益
膏
腴
至
十
金
博
一

畝
者

舊
志
云
士
尙
氣
節
重
亷
恥
不
肯
干
謁
無
依
阿
淟
涊
之
態
布

衣
投
交
或
榮
顯
者
禮
貌
不
至
則
拂
衣
去
至
老
不
相
往
來

又
云
士
民
慕
義
樂
爲
善
畏
官
府
如
神
明

按
黃
岡
之
爲
俗
也
士
傳
家
學
人
喜
爲
儒
科
甲
後
先
稱
盛

童
子
試
且
數
千
文
名
甲
於
楚
其
呫
嗶
授
徒
自
鄰
邑
達
乎

豫
蜀
居
常
循
循
遵
禮
法
有
躍
治
者
羣
絶
之
舊
時
閥
閲
勢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風

俗

　
　
　
　
　
五
十
二
　
　

二

重
百
年
來
凛
凛
畏
法
懼
見
譏
於
鄕
里
咸
自
愛
重
亷
恥
無

干
謁
有
司
者
農
民
力
田
地
半
肥
磽
無
産
者
佃
於
人
以
自

給
澤
居
兼
資
網
罟
安
於
土
著
不
樂
懋
遷
三
時
效
勤
至
冬

乃
遑
他
務
重
本
業
也
循
分
食
力
輸
納
趨
時
畏
官
府
如
神

或
不
得
已
而
訟
見
胥
役
持
之
輙
悔
懼
事
已
卽
俯
帖
無
告

訐
風
富
民
務
嗇
約
以
紛
華
爲
戒
往
來
燕
會
服
用
饋
道
各

稱
其
家
近
微
侈
然
視
他
邑
猶
樸
矣
昏
重
親
迎
喪
沿
禮
儀

祭
以
時
掃
墓
歲
春
秋
二
焉
崇
神
信
禳
俗
亦
有
之
婦
女
習

勤
不
尙
妝
飾
東
利
桑
蠶
西
利
紡
織
南
近
水
以
績
爲
業
閫

範
整
肅
知
禮
義
自
守
雖
饑
寒
患
難
不
變
故
節
孝
多
可
稱

世
家
守
高
曾
矩
矱
縱
貧
落
不
廢
儒
術
否
亦
就
耕
境
内
士

農
多
而
工
商
少
其
大
較
也
其
吏
胥
坊
保
因
縁
爲
奸
水
陸

通
衢
鼠
竊
爲
患
近
日
頗
息
察
之
者
嚴
故
不
得
逞
也
後
之

君
子
悉
其
弊
無
弛
其
法
焉

士
業
　
士
好
謹
書
以
博
覽
著
述
爲
業
輙
自
負
不
能
相
下
舊

時
治
經
者
多
禮
記
各
有
師
傳
今
頗
兼
之
自
王
稚
欽
後
多

好
爲
古
文
詞
者
其
制
藝
豪
邁
自
立
劉
稚
川
之
遺
風
也

農
事
　
農
夫
力
作
重
去
其
鄕
歲
清
明
始
布
種
彌
月
而
栽
比

鄰
皆
助
之
鼓
歌
相
催
督
其
稼
有
一
穫
再
穫
曰
早
曰
中
遲

曰
晚
及
秋
有
蕎
棉
及
大
小
麥
之
預
種
者
西
南
濵
水
常
苦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風

俗

　
　
　
　
　
五
十
三

澇
東
北
近
山
常
苦
旱
故
隄
防
之
設
漑
灌
之
資
籌
其
利
焉

蠶
事
　
清
明
浴
種
婦
人
始
治
蠶
事
初
生
拂
以
鵞
羽
旣
食
剉

桑
葉
食
之
乃
有
三
眠
至
於
大
起
分
箔
登
簇
成
繭
而
繅
之

以
供
機
杼

織
事
　
入
夏
植
棉
亢
爽
之
地
凉
風
旣
至
拾
其
花
紡
而
織
之

女
工
之
常
也

方
言
　
土
氣
厚
重
其
聲
少
清
其
土
音
如
呼
須
近
西
去
近
棄

水
近
暑
眼
近
闇
之
類

冠
禮
　
勝
冠
後
凉
暖
遵
禮
士
庶
稱
其
分
衣
華
樸
以
家
必
整

肅
婚
禮
　
重
門
楣
始
通
媒
妁
問
名
有
儀
其
納
采
請
期
親
迎
必

遵
禮
制
聘
資
妝
奩
弗
計

喪
禮
　
親
没
訃
於
戚
友
沐
浴
殮
畢
𣩵
於
中
堂
家
人
裂
布
裹

頭
成
服
齊
衰
下
各
以
等
朝
暮
奠
涕
泣
杖
踊
飦
粥
苫
凷
如

禮
戚
友
赴
弔
以
期
至
有
奢
儉
也
庶
民
崇
佛
事
或
鼓
樂
治

具
醵
錢
坐
夜
擇
地
營
葬
用
形
家
言
其
導
送
如
治
喪

祭
禮
　
庶
民
祭
於
墓
士
大
夫
立
廟
者
祭
於
廟
四
時
節
序
及

生
忌
日
祭
於
寢
其
廟
祭
序
長
㓜
族
長
主
之
具
牲
醴
几
筵

楮
幣
祭
畢
燕
飮
分
胙
而
還
世
家
有
祭
田
以
共
時
祀

社
　
斂
錢
市
牲
醴
以
祀
土
神
祀
畢
少
長
飮
焉
春
秋
各
一
次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風

俗

　
　
　
　
　
五
十
四

儺
　
人
朱
衣
花
冠
雉
尾
執
旗
鳴
鑼
俗
名
急
脚
子
比
戸
致
祝

大
抵
袪
沴
祈
福
之
語

歲
時
　
元
旦
五
鼓
起
向
北
叩
首
曰
祝
聖
啟
門
以
酒
酹
地
而

拜
曰
出
方
還
室
禮
家
神
祖
先
子
弟
以
次
拜
賀
自
是
親
友

慶
賀
讌
飮
或
以
粔
籹
相
饋
　
三
日
以
牲
醴
祀
門
戸
神
飮

酒
後
各
理
舊
業
　
立
春
先
一
日
觀
迎
春
以
土
牛
身
首
色

卜
水
旱
以
芒
神
帽
鞋
占
寒
煥
比
戸
焚
香
酹
酒
曰
接
春
旋

相
爲
賀
　
十
三
日
試
燈
元
夕
張
燈
是
日
粉
米
爲
團
曰
元

宵
張
燈
火
農
人
以
火
炬
照
田
兒
童
擊
鼓
鑼
廵
園
圃
逐
諸

蟲
害
稼
者
女
子
迎
紫
姑
以
卜
蠶
桑
竝
占
衆
事

省

志

黃

之

郭

氏

迎

紫

姑

箕

腹

箸

口

畫

灰

盤

中

立

成

詩

兒
童
磨
磚
石
二
寸
許
上
圓
下
銳
就
地
鞭

之
名
曰
得
螺
諺
語
楊
柳
活
打
得
螺
　
二
月
十
五
日
曰
花

朝
民
家
多
以
是
日
嫁
娶
　
清
明
掃
墓
簮
柳
踏
青
兒
童
爲

風
鳶
之
戲
田
家
浸
種
東
作
方
勤
鄉
人
作
餌
餅
俗
名
軟
曲

端
午
角
黍
相
遺
採
藥
揷
艾
蒲
雄
黃
泛
酒
繫
綵
辟
惡
是

月
有
𥿄
舫
祈
神
之
會
　
六
月
六
日
曬
書
籍
衣
物
造
醬
醋

鹽
豉
俗
以
爲
半
年
福
　
七
月
七
夕
乞
巧
　
中
元
祀
先
又

浮
屠
爲
盂
蘭
會
　
八
月
中
秋
作
餅
相
送
具
菱
藕
瓜
菓
爲

賞
月
之
讌
　
九
月
重
陽
登
高
掃
墓
民
家
釀
酒
　
十
月
朔

日
曰
十
月
朝
田
家
飯
牛
以
隂
晴
占
穀
價
　
十
一
月
有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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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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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一
　
　

風

俗

　
　
　
　
　
五
十
五
　
　

五

廟
者
合
族
祀
祖
先
　
十
二
月
初
八
日
啜
臘
粥
雜
秔
豆
棗

栗
亦
有
以
是
日
嫁
娶
者
兒
童
以
雞
毛
植
錢
孔
中
縳
以
綵

綿
踘
之
名
曰
毽
子
　
二
十
四
日
曰
小
年
掃
舍
宇
夜
祀
竈

神
　
數
日
内
金
鼓
爆
竹
喧
聲
不
絶
具
酒
饌
祀
祖
先
曰
年

羹
飯
　
除
日
張
春
聨
於
門
闔
戸
後
燃
燭
焚
香
拜
祖
先
及

尊
長
曰
辭
年
更
䦨
後
或
出
聽
人
言
語
以
卜
來
歲
休
咎
曰

聽
讖
田
家
以
夜
半
候
釜
中
輙
得
五
穀
米
粒
以
其
枵
飽
占

來
歲
豐
歉
曰
試
鍋
合
家
促
坐
飮
酒
曰
團
年
或
有
圍
爐
終

夕
不
寐
者
曰
守
歲

風
俗
論
見
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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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産

　
　
　
　
　
五
十
六
　
　

六

物
産

黃
岡
江
堧
儉
區
也
非
有
神
臯
奥
壤
之
華
實
也
長
洲
茂
苑

之
飛
走
也
然
土
足
以
給
其
人
之
所
求
物
足
以
備
其
人
食

飮
賔
祀
喪
紀
之
所
需
何
取
珍
異
爲
若
夫
繞
郭
魚
美
連
山

筍
香
昔
人
誇
說
如
是
而
今
又
不
盡
然
矣
不
槎
蘖
禁
鯤
鮞

長
麑
麇
撫
字
者
當
如
何

舊
志
按
一
統
志
及
楚
志
載
齊
安
産
苧
布
連
翹
松
蘿
蝱
蟲
自

唐
迄
宋
他
無
聞
焉
自
餘
爲
地
黃
艾
江
豚
之
屬
郡
志
稱
黃

岡
有
元
修
菜
似
芥
本
蜀
産
蘇
子
瞻
得
種
於
故
人
巢
元
修

因
名
今
莫
辨
是
何
菜
也
俗
謂
長
腰
粳
米
縮
項
鯿
魚
爲
邑

中
佳
味
米
卽
香
晚
種
能
瘠
田
故
不
多
獲
鯿
實
出
武
昌
樊

口
之
長
港
秋
半
盈
市
而
其
地
反
不
得
大
者
如
鱖
鯽
蟹
皆

然
魨
鱭
並
有
之
江
東
稱
佳
品
楚
人
不
解
食
鱘
魚
出
陽
邏

團
風
及
三
江
口
大
者
盈
車
漁
人
餌
得
隨
波
流
止
累
日
俟

其
自
困
連
舟
舉
之
醢
法
不
減
皖
城
鰣
四
月
出
楊
葉
五
洲

米
有
鰕
鬚
秫
魚
子
糯
宜
釀
酒
酒
以
水
白
名
味
薄
不
傷
人

張
文
潛
極
稱
京
師
之
外
無
加
焉
又
春
江
緑
漲
葡
萄
酒
壓

倒
雲
安
麯
米
春
爲
韓
子
蒼
齊
安
故
事
然
市
沽
多
濁
醪
子

瞻
謂
酒
賤
常
愁
客
少
想
當
然
耳
夏
富
蓮
菰
冬
饒
鳬
雁
藕

出
巴
河
陸
家
湖
爲
□
黄
精
白
花
菜
種
較
肥
大
五
加
皮
薯



 

黃
岡
縣
志

卷
之
一
　
　

物

産

　
　
　
　
　
五
十
七
　
　

七

蕷
近
有
種
者
城
曩
造
黃
扇
竹
簟
以
三
家
店
者
佳
蔴
荳
油

澱
綿
花
蒲
葦
邑
多
有
之
額
辦
所
載
鴛
鴦
麂
皮
反
不
多
得

舊
稱
黃
有
落
英
菊
花
元
雜
劇
撰
爲
王
介
甫
蘇
子
瞻
而
實

不
爾
凡
落
英
以
其
瘦
諸
如
荔
枝
蘋
果
間
相
餉
遺
牡
丹
茉

莉
時
復
入
目
以
無
當
斯
土
之
毛
不
書

邑
田
山
隰
各
半
負
郭
及
平
原
者
氣
煖
土
沃
早
穫
而
厚
收
山

谷
及
谿
磵
者
氣
冷
土
瘠
遲
穫
而
薄
收
其
穀
有
麥
有
稻
麥

有
大
小
二
種
又
有
蕎
麥
稻
有
粘
穀

名

不

一

俱

七

月

收

有

六

月

卽

收

者

名

江

西

早

中

遲

名

不

一

俱

　

　

　

八

月

收

晚
穀

名

不

一

俱

九

月

收

佳

者

下

馬

秈

糯
穀
之
屬
有
黍

有
粟
有
豆
黍
有
粘
有
糯
粟
有
粘
有
糯
有
蘆
粟
豆
有
黃
豆

亦

有

黑

豆

粒

大

者

爲

茶

豆

菉
豆
紅
豆
泥
豆
豌
豆
蠶
豆
豇
豆
扁
豆
刀
豆

其
别
屬
有
芋
有
脂
麻
堪
資
民
食

佐
食
者
蔬
自
演
武
㕔
至
下
巴
河
口
瓜
菜
圃
也
各
鄕
曲
亦
有

之
販
鬻
者
以
資
生
焉
其
菜
有
芥

辣

者

爲

　

菜

又

有

紅

辣

菜

有
菘

卽

白

菜

有

箭

桿

烏

風

矮

脚

三

種

有
芸
臺

卽

油

菜

春

始

秀

亦

有

辣

油

菜

不

中

蔬

有
菠
有
芹

藤

梗

二

種

藤

者

佳

有
莧
有
茄
有
莙
達

土

名

冬

莧

有
同
蒿

味

香

脆

花

如

黃

菊

有
萵
苣
有

韭
有
葱
有
蒜
有
薤

一

名

藠

頭

有
大
椒
有
蘿
葡

大

者

一

枚

十

觔

亦

有

胡

蘿

葡

色

赤

而

長

有
山
藥

紅

藤

者

劣

有
薑
有
白
合
瓜
有
黃
瓜
南
瓜

土

名

畨

瓜

冬

瓜
大

者

三

四

十

觔

菜
瓜

入

醬

佳

絲
瓜
有
𤬄
子
有
葫
蘆
水
蔬
有
蔞
蒿

有
茭
菰

生

水

中

夏

食

笋

冬

食

苞

子

茭

米

周

禮

六

飯

之

一

有
水
芹
有
藕
之
屬
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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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
白
花
菜
有
薺
菜

土

名

地

菜

黃
瓜
菜
馬
齒
莧

若
花
果
樹
木
草
藥
則
地
不
宜
果
梅
桃
棗
梨
柑
栗
菱
芡
蓮
子

葧
薺

一

名

烏

芋

出

三

店

之
屬
有
亦
不
甚
佳
俗
尙
樸
雖
縉
紳
家
亦

無
奇
花
異
木
可
愛
瀕
江
洲
渚
多
楊
入
山
多
松
外
惟
桑
柘

供
蠶
竹
供
簟

三

店

多

絲
綿
棠
梨
供
刻
板
茶
供
瀹
蔫

名

淡

巴

菰

佐

餐
耳
舊
稱
地
黃
等
藥
今
則
無
自
取
採

至
鳥
獸
蟲
類
難
言
土
物
其
足
資
食
貨
者
畜
有
牛
有
馬
有
驘

有
驢
有
羊
有
豕
有
猫
有
犬
有
鷄
有
鵞
有
鴨
鳥
有
鳬

俗

名

野

鴨

雉
俗

名

野

雞

麥
啄
獸
有
兔
貛
狐
狸

長
江
諸
湖
鱗
介
萃
焉
操
網
罟
而
漁
者
踵
相
接
也
其
種
有
魴

有
鯉
有
鯽
有
鮎

音年

有
鱮

卽

鰱

子

有
鱖

卽

𦌥

魚

有
鱒

卽

赤

眼

魚

又

有

油

倚

魚

似

鱒

色

黃

有
鱅

卽

鰟

頭

有
鰥

卽

鱤

魚

有
鯮
有
鯇

卽

草

魚

有
鱧

卽

烏

魚

有
鯖
有
陽
鱎

卽

白

魚

有
鮆

卽

聚

刀

魚

有
䱗

音餐

有
黃
鮦
有
黃
鱨

卽黃

顙

有
白
小

卽

銀

魚

之
屬
鱣

卽

黃

魚

鮪
卽

鱘

魚

鮰
鰣
亦
間
有
之
鰻

鱧
卽

白

鱣

鱓
蝦

出

羅

家

溝

者

佳

蠏
龜
鱉
或
供
食
貨
若
江
豬

雌

者

爲

白

奇

河
豚

有

毒

中

者

丸

明

礬

解

之

無
可
食
也
蟲
則
有
蠶
有
蜂
小
民
利
之

蠶

𢇁

蜂

蜜

耕
漁
外
資
民
用
者
棉
布

紫

白

二

種

黃
絲

市

於

但

店

青
靛

菜蔴

油
黃
扇
竹

簟
出

三

家

店

飮
饌
稍
佳
者
酥
餅
酥
果
粉
餈
豆
腐
椎
魚

以

鱖

爲

之

釀

鮓
黃

魚

爲

最

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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