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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一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瑯

琊

王

斂

福

凝

箕

氏

纂

輯

雜

志
祥

異

□

史

辨

誤

紀

聞

班

固

作

藝

文

志

有

雜

家

者

流

其

書

目

多

不

可

以

常

論

而

其

言

曰

知

國

體

之

有

此

見

王

治

之

無

不

貫

益

信

蹈

常

襲

故

不

足

以

窮

極

無

外

也

地

處

江

淮

之

中

民

生

其

間

不

見

异

物

而

遷

有

何

恢

奇

之

事

荒

忽

之

談

然

而

依

古

以

來

所

見

异

詞

所

聞

异

詞

所

傳

聞

又

异

詞

矣

史

家

之

法

非

要

無

以

明

統

非

詳

無

以

盡

物

故

序

祥

異

兵

革

而

考

証

疑

誤

摭

拾

舊

聞

胥

附

焉

亦

以

備

文

獻

之

微

云

爾

祥

異

漢初

元

五

年

汝

隂

愼

縣

夏

及

秋

霪

雨

連

旬

壞

卸

民

舍

及

流

水

殺

人

永

元

十

二

年

六

月

汝

隂

愼

縣

大

水

傷

稼

元

初

二

年

水

化

爲

血

按

京

房

占

曰

水

化

爲

血

兵

且

起

三

年

十

月

汝

南

雷

延

光

二

年

三

月

汝

隂

愼

縣

大

風

㧞

木

是

年

愼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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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二

木

生

連

理

建

和

元

年

黃

龍

見

譙

熹

平

五

年

黃

龍

見

譙

建

安

元

年

河

淮

饑

十

二

年

黃

龍

見

譙

晉咸

寧

元

年

正

月

汝

隂

木

生

連

理

四

月

白

雉

見

□

縣太

康

二

年

山

桑

縣

地

震

元

康

四

年

汝

隂

愼

縣

蓼

縣

地

震

是

年

汝

隂

木

生

連

理

建

武

元

年

汝

隂

木

生

連

理

大

興

二

年

三

月

山

桑

蝗

宋元

嘉

十

一

年

嘉

禾

一

莖

九

穗

生

汝

隂

二

十

年

汝

隂

木

生

連

理

豫

州

刺

史

劉

遵

考

□

□

二

十

一

年

雩

連

雨

百

餘

日

大

水

大

明

二

年

汝

隂

樓

煩

平

地

出

醴

泉

豫

州

刺

史

□

慤

以

□

七

年

白

雀

見

汝

隂

䧘

州

刺

史

垣

䕶

之

以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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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三

泰

始

五

年

白

獐

見

汝

隂

劉

勔

以

獻

梁大

寶

元

年

雩

婁

大

饑

隋開

皇

五

年

汝

隂

大

水

九

年

河

淮

百

里

水

涸

無

魚

唐貞

觀

四

年

淮

南

地

生

毛

八

年

淮

南

大

水

二

十

年

甘

露

降

亳

州

永

徽

四

年

夏

汝

隂

上

霍

邱

旱

總

章

元

年

江

淮

大

旱

饑

嗣

聖

十

八

年

霍

邱

地

震

開

元

八

年

正

月

甘

露

降

於

亳

州

二

十

九

年

亳

州

老

子

祠

九

并

涸

復

湧

上

元

二

年

淮

南

太

饑

貞

元

四

年

淮

南

及

河

南

地

生

毛

十

三

年

淮

水

溢

于

亳

州

長

慶

二

年

霍

邱

饑

太

和

八

年

江

淮

大

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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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四

咸

通

元

年

州

大

水

二

年

秋

不

雨

至

於

明

年

六

月

三

年

淮

南

河

南

夏

饑

九

年

江

淮

旱

蝗

天

祐

二

年

五

月

州

汝

隂

民

彭

文

妻

一

產

三

男

是

年

疫

後

唐

長

興

三

年

諸

州

大

水

亳

尤

甚

後

漢

乾

祐

二

年

州

進

白

鹿

後

周

顯

德

三

年

州

進

白

兎

又

進

白

烏

宋建

隆

二

年

亳

州

獻

芝

草

翰

林

學

士

王

著

上

頌

朝開

寶

二

年

七

月

亳

水

害

秋

禾

四

年

六

月

汝

水

漲

壞

民

舍

田

禾

六

年

六

月

淮

渒

水

溢

渰

民

舍

田

疇

甚

衆

七

年

二

月

亳

州

蝗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六

月

州

大

水

壞

城

門

軍

營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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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五

舍五

年

州

水

溢

壞

堤

是

年

獻

白

獐

白

雉

淳

化

四

年

州

秋

霖

雨

敗

稼

五

年

州

上

秋

雨

水

溢

禾

稼

皆

腐

是

年

州

獻

白

雉

咸

平

四

年

亳

州

太

清

宮

鐘

自

鳴

是

年

亳

州

獻

白

兎六

年

州

獻

白

麑

是

年

亳

州

麥

一

莖

兩

穗

大

中

祥

符

四

年

亳

州

生

芝

草

五

年

江

淮

旱

六

年

亳

州

秋

八

月

野

蠶

成

繭

麥

菽

再

實

六

年

冬

十

月

亳

州

甘

露

降

太

淸

宮

枯

檜

生

枝

天

禧

元

年

霍

邱

蝗

自

死

二

年

三

月

甲

申

州

隕

石

出

泉

飮

之

愈

疾

三

年

正

月

晦

州

沈

邱

民

駱

新

田

間

雷

震

頃

之

隕

石

三

入

地

七

尺

許

四

年

江

淮

稔

天

聖

四

年

淮

南

大

水

五

年

州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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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六

明

道

元

年

淮

南

旱

饑

慶

暦

四

年

淮

南

饑

治

平

元

年

州

霍

邱

水

復

旱

三

年

州

大

水

大

觀

三

年

江

淮

大

旱

重

和

元

年

江

淮

水

紹

興

十

八

年

淮

南

旱

饑

嘉

泰

元

年

淮

南

旱

饑

淳

祐

六

年

霍

邱

蝗

咸

淳

三

年

夏

亳

州

霪

雨

傷

蠶

禾

麥

皆

無

四

年

七

月

亳

州

蝗

元至

元

二

十

五

年

河

决

汴

梁

州

太

和

上

大

水

二

十

七

年

河

决

祥

符

義

唐

灣

州

太

和

上

復

大

水

亳

州

地

震

元

貞

二

年

州

太

和

上

大

水

大

德

元

年

亳

州

水

溢

漂

没

田

廬

延

祐

三

年

州

太

和

河

溢

至

治

二

年

䝉

城

大

雨

傷

禾

致

和

元

年

五

月

州

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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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七

至

正

十

九

年

䝉

城

蝗

二

十

五

年

太

和

縣

河

决

二

十

七

年

復

决

明建

文

元

年

三

月

霍

邱

地

震

永

樂

二

年

霍

邱

地

震

七

年

州

水

霍

邱

縣

三

尖

山

泉

湧

洪

熙

元

年

四

月

霍

邱

縣

地

震

六

月

震

十

二

月

又

震正

統

二

年

上

縣

霍

邱

縣

大

水

天

順

四

年

上

水

溢

民

舍

多

没

八

年

亳

州

通

眞

觀

產

芝

成

化

二

年

州

上

縣

太

和

縣

大

水

漫

城

尺

許

䝉

城

縣

水

并

大

饑

三

年

太

和

水

大

饑

十

年

春

霍

邱

縣

災

十

二

年

霍

邱

縣

地

震

有

聲

十

三

年

上

縣

桃

李

冬

花

有

實

如

王

瓜

十

六

年

春

州

上

縣

地

震

十

七

年

州

大

饑

大

疫

二

月

霍

邱

縣

亳

州

地

震

五

月

大

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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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八

二

十

一

年

二

月

亳

州

十

字

河

產

麒

麟

二

十

三

年

霍

邱

縣

旱

大

饑

治

元

年

霍

邱

縣

旱

大

饑

二

年

霍

邱

縣

大

雪

平

地

三

尺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州

上

霍

邱

太

和

䝉

城

俱

大

雪

至

次

年

二

月

終

始

霽

歲

大

熟

七

年

四

月

初

三

日

夜

北

風

大

作

州

上

縣

雨

雹

傷

稼

八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午

上

縣

驟

雨

卽

止

日

色

中

三

龍

出

没

烟

雲

上

下

相

持

自

南

而

北

所

過

屋

瓦

皆

飛

十

月

霍

邱

縣

地

震

九

年

亳

州

雨

雹

傷

稼

十

二

年

霍

邱

縣

大

水

十

三

年

六

月

亳

州

孝

子

王

矩

墓

側

產

靈

芝

十

七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風

自

西

作

晝

晦

州

上

縣

船

多

漂

没

夜

分

乃

止

是

年

大

饑

疫

正

德

元

年

霍

邱

縣

地

震

有

聲

大

風

㧞

木

三

年

州

進

白

兎

上

縣

大

饑

霍

邱

縣

䝉

城

縣

蝗

大

饑

疫

四

年

春

州

大

饑

六

月

霍

邱

縣

空

中

有

聲

自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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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九

來

踰

月

方

止

冬

大

雪

樹

多

死

六

年

上

縣

有

怪

鳥

來

鳴

十

一

年

䝉

城

縣

民

許

廷

柱

家

產

靈

芝

三

本

十

二

年

夏

霍

邱

縣

大

水

人

多

溺

死

十

三

年

太

和

縣

麥

秀

兩

岐

秋

榖

大

穰

十

六

年

䝉

城

縣

麥

秀

兩

岐

嘉

靖

元

年

夏

霍

邱

縣

䝉

城

縣

蝗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州

上

縣

太

和

縣

等

處

大

風

㧞

本

禾

稼

盡

空

冬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太

和

縣

等

處

氣

暖

如

春

果

水

皆

華

間

有

實

歲

荐

饑

二

年

春

䝉

城

縣

大

疫

夏

上

縣

大

旱

秋

霪

雨

傷

榖

河

水

大

漲

冬

積

隂

六

畜

傷

損

殆

盡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大

雷

電

雨

水

盡

黑

霍

邱

縣

亳

州

大

饑

疫

三

年

正

月

元

旦

夜

州

霍

邱

縣

上

縣

太

和

縣

並

地

震

春

大

饑

四

年

八

月

州

地

震

十

二

月

復

震

八

年

霍

邱

縣

蝗

九

年

黃

河

水

入

䝉

城

縣

城

壞

民

居

十

二

年

州

亳

州

蝗

十

三

年

州

太

和

縣

並

蝗

亳

州

大

饑

霍

邱

縣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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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水十

四

年

州

蝗

田

無

遺

穗

霍

邱

縣

夏

雹

十

五

年

太

和

縣

大

水

十

六

年

太

和

縣

大

旱

十

七

年

黃

河

溢

亳

州

大

水

田

廬

盡

没

十

九

年

太

和

縣

霍

邱

縣

蝗

二

十

二

年

亳

州

黃

河

復

歸

德

府

故

道

春

霍

邱

縣

河

水

及

城

西

南

池

冰

結

花

形

如

菊

三

日

始

消

䝉

城

縣

大

水

崩

城

二

十

三

年

霍

邱

縣

旱

蝗

二

十

四

年

冬

十

二

月

霍

邱

縣

地

震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州

大

雨

雹

損

稼

二

十

七

年

䝉

城

縣

大

水

二

十

八

年

秋

州

有

黑

入

人

家

遠

近

騷

動

霍

邱

縣

大

荒

三

十

九

年

亳

州

蝗

四

十

一

年

亳

州

大

旱

四

十

二

年

霍

邱

縣

白

雀

集

賓

賢

樓

四

十

五

年

夏

霍

邱

縣

大

水

隆

慶

二

年

州

亳

州

大

水

冬

大

雪

深

丈

許

霍

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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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一

縣

地

震

有

聲

如

雷

三

年

十

二

月

初

七

日

䝉

城

縣

蔣

疃

集

星

隕

有

聲

入

地

尺

許

四

年

霍

邱

縣

麥

秀

兩

岐

五

年

霍

邱

縣

大

疫

六

年

州

上

縣

並

水

八

月

州

良

莊

湖

有

物

白

色

晶

瑩

可

鑑

高

四

尺

圍

二

尺

許

蠕

動

如

人

形

居

民

逐

之

奔

馬

不

及

射

之

有

聲

月

餘

始

没

霍

邱

縣

久

旱

傷

禾

亳

州

水

萬

暦

元

年

霍

邱

縣

雨

雹

三

年

上

縣

大

風

傾

城

垜

四

年

十

月

霍

邱

縣

雷

七

年

䝉

城

縣

春

雨

三

月

民

大

饑

八

年

䝉

城

縣

生

聖

稻

百

畝

九

年

六

月

州

上

縣

雨

雹

如

雞

卵

霍

邱

縣

饑

十

年

州

上

縣

並

地

震

十

一

年

夏

亳

州

霪

雨

平

地

水

深

數

尺

麥

漂

没

冬

大

饑

十

二

年

六

月

州

上

縣

並

大

風

㧞

木

十

三

年

四

月

州

上

縣

並

地

震

是

年

州

白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二

鳥

見

十

四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有

火

光

如

柿

落

州

東

北

夜

署

旁

舍

災

霍

邱

縣

旱

大

饑

十

五

年

元

旦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亳

州

並

大

雷

雨

秋

旱

太

和

縣

五

月

水

傷

禾

十

六

年

霍

邱

縣

䝉

城

縣

太

和

縣

並

旱

十

七

年

霍

邱

縣

旱

淮

竭

井

枯

擔

水

千

錢

五

月

地

震

有

聲

十

八

年

三

月

初

三

日

州

上

縣

俱

大

風

城

郭

震

動

是

日

淸

明

節

墓

祭

之

人

有

吹

落

井

塹

者

入

夜

方

定

秋

有

烏

龍

起

上

縣

東

沙

河

南

岸

入

於

龍

池

灣

次

日

復

起

風

雨

大

作

霍

邱

縣

春

饑

夏

麥

秀

兩

穗

二

十

年

州

蟋

蟀

食

禾

殆

盡

二

十

一

年

州

上

縣

䝉

城

縣

俱

大

水

樹

杪

生

根

霍

邱

縣

春

饑

秋

七

月

三

尖

山

起

蛟

水

湧

溺

死

無

筭

九

月

十

三

日

霍

邱

縣

地

震

有

聲

冬

大

饑

二

十

二

年

春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亳

州

太

和

縣

並

大

饑

秋

大

熟

上

縣

地

震

河

水

俱

沸

二

十

三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夜

州

洄

窩

溜

河

水

忽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三

漲

起

二

丈

許

船

檣

皆

倒

霍

邱

縣

開

順

鎮

產

靈

芝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上

縣

地

震

二

十

六

年

太

和

縣

地

震

雨

雹

二

十

七

年

䝉

城

縣

麥

秀

兩

岐

是

年

獲

白

鼠

白

狼

白

鳩

冬

北

甕

城

災

太

和

縣

臥

龍

岡

獲

虎

二

十

九

年

州

上

縣

亳

州

黑

霧

黃

風

晝

晦

並

有

火

災

䝉

城

縣

黃

河

水

泛

秋

州

大

水

豆

角

生

蟁三

十

年

正

月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亳

州

俱

大

雪

深

尺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雨

黑

水

五

月

初

四

日

州

上

縣

亳

州

同

時

雨

雹

大

如

卵

䝉

城

縣

黃

河

水

泛

州

雨

後

風

如

火

秋

大

水

傷

禾

九

月

二

十

四

夜

黃

龍

見

十

月

十

二

日

龍

復

見

三

十

一

年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俱

大

疫

毒

瘡

殺

人

死

者

十

之

六

八

月

州

亳

州

大

水

平

地

丈

餘

饑

太

和

縣

黃

河

水

溢

入

境

三

十

二

年

七

月

州

雨

雹

九

月

桃

杏

華

頻

見

白

兎

上

縣

䝉

城

縣

大

饑

夏

大

疫

三

十

三

年

八

月

上

縣

雨

水

黑

䝉

城

縣

大

疫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上

縣

桃

杏

華

雨

雹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四

三

十

六

年

上

縣

大

旱

三

十

七

年

州

亳

州

蝗

上

縣

大

有

三

十

八

年

太

和

縣

䝉

城

縣

俱

蝗

三

十

九

年

上

縣

元

旦

雷

震

春

大

饑

䝉

城

縣

大

水四

十

一

年

霍

邱

縣

疫

四

十

二

年

上

縣

蝗

四

十

三

年

霍

邱

縣

牛

產

麒

麟

落

地

出

火

民

撲

殺

之四

十

五

年

霍

邱

縣

旱

䝉

城

縣

蝗

四

十

六

年

州

亳

州

蝗

䝉

城

縣

大

水

四

十

七

年

州

亳

州

蝗

䝉

城

縣

夏

秋

大

旱

上

縣

大

雪

百

鳥

死

四

十

八

年

太

和

縣

蝗

䝉

城

縣

雨

雹

天

啟

元

年

春

州

霍

邱

縣

亳

州

上

縣

䝉

城

縣

俱

大

雪

深

丈

許

二

年

䝉

城

縣

地

震

四

年

上

縣

大

旱

蝗

六

年

䝉

城

縣

旱

蝗

七

年

春

州

霍

邱

縣

恒

雨

五

月

上

縣

大

水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五

崇

禎

四

年

上

縣

大

水

五

年

州

上

縣

亳

州

大

水

六

年

州

上

縣

亳

州

䝉

城

縣

鵽

鳥

至
按

此

烏

狀

如

鳩

可

食

鳥

之

所

至

㓂

卽

隨

之

出

北

漠

唐

開

元

中

一

入

内

地

卽

兆

突

厥

犯

邊

此

爲

流

破

殘

之

兆

七

年

十

月

北

方

虹

見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夜

州

城

南

門

鎻

自

響

驚

開

及

城

陷

逃

出

南

門

者

皆

免

霍

邱

縣

守

城

刀

鎗

出

火

亳

州

鵽

鳥

至

太

和

縣

有

黑

風

從

西

北

來

白

晝

如

夜

地

震

龍

見

界

首

集

是

日

無

雲

鱗

爪

畢

露

䝉

城

縣

大

蝗

八

年

上

縣

禦

刀

鎗

生

火

長

寸

餘

靑

白

色

太

和

縣

鵽

鳥

至

地

震

九

年

州

霍

邱

縣

四

月

雨

至

八

月

止

十

月

州

留

陵

口

民

家

鎗

頭

生

火

䝉

城

縣

大

水

十

年

二

月

䝉

城

縣

赤

風

自

西

北

來

火

氣

逼

人

冬

霍

邱

縣

大

霧

晝

霧

霽

木

介

冰

雪

晶

瑩

狀

若

旗

鎗十

一

年

䝉

城

縣

鄕

民

家

產

靈

芝

一

本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亳

州

紅

雲

彌

天

墮

火

延

燒

經

晝

夜

有

箱

篋

就

水

者

箱

内

自

焚

䝉

城

縣

風

霾

蔽

天

晝

晦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六

十

三

年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䝉

城

縣

大

旱

蝗

七

月

大

風

㧞

木

斗

米

千

錢

亳

州

大

疫

十

二

月

上

縣

大

雪

著

樹

如

刀

鎗

形

十

四

年

春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大

饑

夏

四

月

疫

秋

末

方

止

靑

蠅

大

如

棗

丁

盡

戸

絶

者

無

淝

水

溢

壞

民

廬

舍

州

王

市

集

塔

崩

内

出

石

匣

貯

銀

棺

金

瓶

等

物

督

師

馬

士

英

取

去

十

五

年

亳

州

䝉

城

縣

黃

河

水

泛

十

六

年

二

月

州

霍

邱

縣

大

風

霾

晝

晦

三

月

復

風

霾

秋

雨

雹

冬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䝉

城

縣

俱

地

震

亳

州

大

饑

國

朝

順

治

二

年

州

霍

邱

縣

水

上

縣

甘

露

降

三

年

州

亳

州

䝉

城

縣

水

四

年

州

亳

州

䝉

城

縣

水

五

年

秋

州

上

縣

霍

邱

縣

亳

州

䝉

城

縣

俱

大

水六

年

州

霍

邱

縣

淮

水

陡

漲

廬

舍

漂

没

甚

衆

䝉

城

縣

水

七

年

州

大

風

㧞

木

夏

雨

雹

傷

麥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七

八

年

霍

邱

縣

地

震

九

年

州

上

縣

地

震

霍

邱

縣

水

䝉

城

縣

旱

十

年

冬

䝉

城

縣

地

震

大

雪

十

一

年

上

縣

大

水

亳

州

霪

雨

傷

稼

秋

冬

旱

䝉

城

縣

地

震

十

二

年

上

縣

霍

邱

縣

亳

州

水

六

月

上

縣

旱

十

三

年

䝉

城

縣

大

水

十

五

年

州

太

和

縣

地

震

十

六

年

州

霍

邱

縣

太

和

縣

俱

水

十

八

年

州

霍

邱

縣

大

旱

康

熙

元

年

州

霍

邱

縣

水

八

月

州

蝗

九

月

復

大

水

二

十

九

日

夜

半

火

龍

見

二

年

州

旱

霍

邱

縣

水

冬

十

月

州

雨

粟

三

年

州

旱

霍

邱

縣

水

四

年

州

春

夏

無

雨

復

大

水

霍

邱

縣

大

旱

五

年

州

蝗

六

年

州

霍

邱

縣

旱

蝗

六

月

霍

邱

縣

地

震

有

聲

如

雷

冬

十

月

大

饑

䝉

城

縣

大

水

七

年

州

霍

邱

縣

大

水

六

月

州

䝉

城

縣

地

震

太

和

縣

雨

蕎

麥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八

九

年

䝉

城

縣

大

雪

樹

木

死

十

年

䝉

城

縣

旱

蝗

大

饑

十

二

年

䝉

城

縣

蝗

蝻

十

三

年

䝉

城

縣

旱

十

八

年

州

大

饑

十

九

年

麥

大

熟

二

十

三

年

太

和

縣

蝗

三

十

年

太

和

縣

蝗

三

十

一

年

太

和

縣

蝗

三

十

四

年

太

和

縣

産

一

蒂

兩

瓜

三

十

九

年

夏

州

大

水

四

十

二

年

亳

州

饑

四

十

五

年

州

大

水

四

十

八

年

州

亳

州

上

縣

太

和

縣

俱

水

四

十

九

年

春

州

饑

太

和

縣

大

熟

鄕

民

朱

陞

地

内

一

莖

五

岐

五

十

二

年

秋

七

月

太

和

縣

水

五

十

四

年

五

月

州

水

五

十

五

年

上

縣

麥

秀

兩

岐

六

十

一

年

二

月

太

和

縣

地

震

四

月

又

震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十
九

雍

正

元

年

冬

太

和

縣

沙

河

溢

九

年

州

舉

報

壽

民

司

羽

明

年

一

百

零

四

歲

筋

力

强

健

間

或

荷

鋤

子

文

七

十

四

歲

孫

連

勲

四

十

七

歲

曾

孫

林

三

十

歲

元

孫

成

十

歲

五

世

一

堂

亳

州

舉

報

壽

婦

單

懷

臣

妻

張

氏

年

一

百

零

一

歲

十

年

四

月

初

五

日

熒

惑

入

房

二

度

五

月

初

三

日

州

西

城

邱

家

園

火

自

午

至

亥

燒

至

東

北

城

黑

龍

潭

止

皷

樓

被

焚

毁

民

房

四

千

六

百

六

十

一

間

乾

隆

元

年

亳

州

舉

報

壽

民

趙

振

鐸

年

一

百

零

六

歲

周

德

茂

年

一

百

零

二

歲

上

縣

壽

婦

劉

杜

氏

一

百

零

八

歲

二

年

阜

陽

縣

舉

報

壽

婦

葉

李

氏

年

一

百

零

六

歲

四

年

夏

六

月

州

府

大

水

東

西

南

三

門

水

皆

進

急

屯

之

太

和

縣

水

没

民

居

秋

七

月

沙

河

溢

水

圍

城

䝉

城

縣

災

六

年

太

和

縣

六

月

大

雨

至

八

月

止

䝉

城

縣

大

水

上

縣

霍

邱

縣

亳

州

俱

大

水

七

年

阜

陽

縣

雨

自

四

月

至

七

月

太

和

縣

雨

自

五

月

至

八

月

上

縣

霍

邱

縣

亳

州

䝉

城

縣

俱

大

水

八

年

阜

陽

縣

太

和

縣

疫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祥
異

二
十

九

年

阜

陽

縣

霍

邱

縣

旱

蝗

太

和

縣

䝉

城

縣

俱

大

水十

一

年

州

府

雨

自

四

月

至

七

月

六

屬

俱

大

水

十

二

年

六

屬

俱

大

水

十

三

年

阜

陽

縣

上

縣

霍

邱

縣

俱

大

水

十

四

年

阜

陽

縣

上

縣

亳

州

俱

大

水

上

縣

壽

婦

鄭

龔

氏

年

一

百

零

四

歲

十

五

年

州

府

六

屬

俱

大

水

阜

陽

縣

四

十

里

舖

民

楊

在

朝

妻

袁

氏

一

產

三

男

太

和

縣

民

李

峻

妻

氏

一

產

三

男

十

六

年

上

縣

舉

報

壽

婦

馬

張

氏

年

百

歲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一

兵

革

春

秋

魯

桓

公

十

一

年

楚

屈

瑕

將

盟

貳

軫

鄆

人

軍

於

蒲

騷

將

與

隨

絞

州

蓼

伐

楚

師

文

公

三

年

魯

叔

孫

得

臣

會

晉

人

宋

人

陳

人

衞

人

鄭

人

伐

沈

沈

潰

五

年

楚

子

爕

滅

蓼

十

四

年

楚

伐

舒

蓼

宣

公

八

年

楚

伐

舒

蓼

滅

之

十

年

楚

子

伐

鄭

晉

士

會

救

鄭

逐

楚

師

於

北

成

公

七

年

吳

入

州

來

十

六

年

楚

以

汝

隂

之

田

求

成

于

鄭

襄

公

十

年

諸

侯

戍

鄭

虎

牢

楚

公

子

貞

帥

師

救

鄭

鄭

夾

而

軍

二

十

六

年

楚

子

秦

人

侵

吳

及

雩

聞

備

而

還

昭

公

五

年

楚

子

以

諸

侯

及

東

伐

吳

備

不

可

入

使

薳

啟

疆

待

命

於

雩

十

二

年

楚

子

狩

于

州

來

次

于

尾

使

蕩

侯

潘

子

司

馬

督

囂

尹

午

陵

尹

喜

帥

師

圍

徐

以

懼

吳

楚

子

次

于

乾

谿

以

爲

之

援

十

三

年

吳

滅

州

來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二

二

十

三

年

吳

敗

頓

胡

沈

蔡

陳

許

之

師

於

雞

父

胡

子

髠

沈

子

逞

滅

獲

陳

夏

齧

定

公

四

年

夏

四

月

蔡

公

孫

姓

帥

師

滅

沈

以

沈

子

嘉

歸

殺

之

十

五

年

楚

子

滅

胡

以

胡

子

豹

歸

哀

公

二

年

蔡

遷

於

州

來

湣

公

十

二

年

吳

伐

陳

楚

昭

王

救

陳

軍

於

城

父

秦

二

世

元

年

七

月

發

閭

左

適

戍

漁

陽

九

百

人

屯

大

澤

鄕

陳

勝

者

字

渉

陽

城

人

當

行

爲

屯

長

會

天

大

雨

道

不

通

度

已

失

期

法

皆

斬

勝

與

吳

廣

鄧

宗

謀

詐

稱

公

子

扶

蘇

楚

將

項

燕

以

徒

衆

爲

壇

而

盟

攻

大

澤

鄕

收

而

攻

蘄

蘄

下

狥

蘄

以

東

皆

下

之

行

收

兵

比

至

陳

卒

萬

人

入

據

之

乃

自

立

爲

王

時

郡

縣

苦

秦

法

爭

殺

長

吏

以

應

後

勝

雖

敗

死

其

所

置

遣

王

侯

將

相

竞

至

亡

秦

漢

高

祖

時

猶

爲

勝

置

守

塚

三

十

家

是

年

葛

嬰

攻

譙

下

之

後

漢

中

平

元

年

譙

人

曹

操

起

兵

討

黃

巾

及

董

卓

十

四

年

軍

至

譙

建

安

十

四

年

曹

操

引

水

軍

自

渦

水

入

淮

魏

延

康

元

年

軍

次

譙

大

享

軍

士

及

譙

父

老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三

黃

初

五

年

魏

主

以

舟

師

擊

吳

親

御

龍

舟

循

蔡

浮

淮

如

壽

春

六

年

八

月

魏

主

復

以

舟

師

伐

吳

自

譙

循

渦

入

淮

晉

永

嘉

四

年

漢

兵

㓂

洛

陽

河

内

王

粲

掠

梁

陳

汝

之

間

陷

壁

壘

百

餘

五

年

漢

石

勒

追

敗

東

海

王

越

軍

於

苦

縣

建

武

元

年

祖

逖

取

譙

城

降

其

塢

主

張

平

樊

雅

漢

石

勒

遣

石

虎

圍

譙

逖

擊

走

之

太

元

九

年

將

軍

劉

牢

之

伐

秦

㧞

譙

城

宋

元

嘉

二

十

七

年

魏

發

兵

趨

汝

太

始

三

年

魏

鄭

義

元

石

引

兵

攻

汝

陰

太

守

張

超

不

克

退

屯

陳

項

冬

復

來

攻

汝

陰

有

備

無

功

而

還

七

年

妖

㓂

宋

攻

合

肥

殺

汝

陰

太

守

王

之

郡

縣

討

平

之

齊

中

興

元

年

蕭

衍

使

其

將

元

樹

據

譙

城

魏

樊

子

鵠

率

諸

軍

攻

克

之

梁

天

監

五

年

廬

江

太

守

裴

邃

克

魏

霍

邱

殺

其

城

主

甯

永

仁

大

通

元

年

陳

慶

之

攻

魏

渦

陽

克

之

十

一

月

以

蕭

淵

藻

爲

北

討

都

督

鎭

渦

陽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四

二

年

陳

慶

之

破

魏

州

刺

史

婁

起

大

同

三

年

東

魏

州

長

史

賀

若

統

執

刺

史

田

迄

舉

城

降

魏

四

年

東

魏

遣

侯

景

治

兵

虎

牢

復

河

南

諸

州

州

復

入

東

魏

太

淸

元

年

正

月

侯

景

據

河

南

叛

歸

于

魏

州

刺

史

司

馬

世

雲

以

城

應

之

十

二

月

東

魏

慕

容

紹

宗

引

軍

擊

景

景

敗

之

于

渦

陽

紹

宗

奔

譙

城

隋

大

業

三

年

賊

帥

房

憲

伯

陷

汝

陰

十

二

年

田

黑

社

盗

據

渦

州

唐

天

寶

十

五

年

眞

源

令

張

巡

起

兵

討

安

禄

山

興

元

元

年

李

希

烈

㓂

壽

濠

廬

壽

團

練

使

張

建

封

遣

其

將

守

霍

邱

以

備

之

元

和

十

四

年

韓

以

亳

歸

有

司

咸

通

九

年

龎

勛

破

下

蔡

乾

符

五

年

黃

巢

攻

亳

州

未

下

廣

明

元

年

黃

巢

圍

州

時

叚

珂

居

募

少

年

拒

戰

賊

潰

中

和

三

年

朱

全

忠

據

亳

州

光

啟

三

年

秦

宗

權

掠

地

亳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五

梁

乾

化

三

年

遣

兵

侵

吳

兵

渡

准

表

其

可

涉

之

津

霍

邱

守

將

朱

景

徙

置

深

處

梁

兵

敗

望

表

而

涉

溺

死

大

半

周

顯

德

三

年

正

月

下

詔

親

征

命

李

重

進

將

兵

先

赴

正

陽

與

南

唐

將

劉

彦

貞

戰

于

正

陽

斬

之

四

年

命

王

環

將

水

軍

沿

入

淮

大

破

唐

軍

宋

開

寶

元

年

北

漢

州

砦

主

胡

遇

春

來

降

建

炎

四

年

金

阿

魯

補

幹

里

也

下

順

昌

紹

興

六

年

劉

豫

命

劉

麟

率

兵

由

壽

春

以

犯

合

肥

劉

猊

由

紫

荆

山

出

渦

口

以

犯

定

遠

猊

爲

宋

軍

所

敗

麟

在

順

昌

聞

之

亦

㧞

砦

而

去

十

年

五

月

壬

寅

金

人

圍

順

昌

東

京

副

留

守

劉

錡

引

兵

敗

之

六

月

乙

巳

劉

錡

遣

將

敗

金

人

于

李

村

壬

子

兀

木

率

十

萬

衆

政

順

昌

劉

錡

率

將

士

死

戰

大

敗

之

是

年

張

俊

遣

王

德

復

宿

州

金

人

棄

亳

而

遁

三

十

一

年

金

知

順

昌

軍

孟

昭

率

部

曲

來

歸

詔

劉

錡

王

權

李

顯

忠

戚

方

備

淸

河

河

渦

河

口

三

十

二

年

金

丞

相

襄

帥

甲

士

二

千

人

渡

水

攻

㧞

州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六

開

禧

二

年

十

月

丙

子

金

分

兵

爲

九

道

南

下

僕

散

揆

以

兵

三

萬

出

壽

紇

石

烈

子

仁

以

兵

三

萬

出

渦

口

僕

散

揆

至

淮

遣

人

宻

測

淮

水

惟

八

疊

灘

可

涉

卽

遣

奥

屯

驤

揚

兵

下

蔡

聲

言

欲

渡

守

將

何

汝

勵

姚

公

佐

悉

衆

屯

花

靨

以

備

之

揆

乃

遣

賽

不

等

潛

師

渡

八

疊

官

軍

不

虞

其

至

遂

皆

潰

賽

不

遂

奪

口

下

安

豐

軍

嘉

定

十

年

攻

金

州

焚

掠

而

歸

十

四

年

攻

金

沈

邱

十

一

月

焚

州

執

金

之

防

禦

判

官

而

歸

寶

慶

五

年

楊

春

作

亂

據

亳

州

金

觀

察

判

官

劉

均

死

之

紹

定

五

年

䝉

古

攻

金

下

州

六

年

䝉

古

圍

金

亳

州

金

蒲

察

官

奴

襲

敗

之

寶

祐

三

年

䝉

古

張

柔

率

山

前

八

軍

城

亳

州

戍

之

景

定

三

年

夏

貴

奪

䝉

古

亳

滕

等

七

州

四

縣

殺

其

守

將

䝉

古

將

張

畧

遏

之

于

渦

口

元

至

正

十

一

年

劉

福

通

破

州

據

朱

臯

攻

羅

山

等

縣

汝

寧

光

息

等

府

州

衆

至

十

萬

十

五

年

韓

林

兒

建

都

亳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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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七

二

十

三

年

張

士

誠

將

呂

珍

入

安

豐

殺

福

通

等

據

其

城

明

常

遇

春

擊

走

之

二

十

六

年

明

太

祖

遣

將

取

州
時

稱

吳

王

至

二

十

八

年

建

元

洪

武□明

成

化

九

年

盗

入

霍

邱

掠

帑

藏

正

德

六

年

流

賊

屠

䝉

城

縣

劉

六

陷

太

和

縣

楊

虎

亂

子

亳

武

平

衞

指

揮

石

璽

百

戸

夏

時

擒

誅

之

七

年

流

賊

劉

三

等

掠

州

破

太

和

圍

上

掠

霍

邱

高

唐

市

兵

備

僉

事

李

天

衢

督

衆

固

守

七

日

敗

遁嘉

靖

元

年

流

賊

王

堂

作

亂

㓂

亳

州

十

字

河

太

和

縣

倪

邱

等

集

三

十

二

年

施

尙

詔

作

亂

掠

亳

州

地

震

動

三

十

七

年

州

收

妖

人

高

普

仙

下

獄

隆

慶

六

年

多

盗

增

設

捕

盗

通

判

一

員

於

方

家

集

萬

暦

二

十

二

年

瓦

店

民

王

自

檢

聚

衆

爲

亂

官

兵

會

勦

州

民

于

蛟

誘

自

檢

匿

西

湖

宻

報

指

揮

王

孟

時

擒

之

艾

亭

賊

李

大

榮

樹

幟

稱

王

撫

軍

李

三

才

擒

之

三

十

一

年

李

三

才

移

兵

鎭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八

天

啟

四

年

亂

民

楊

桓

楊

從

儒

嘯

聚

潛

布

州

河

南

巡

撫

程

紹

遣

將

獲

之

崇

禎

元

年

土

賊

陳

犬

破

霍

邱

城

肆

掠

八

年

正

月

闖

賊

圍

州

據

城

外

高

樓

飛

矢

石

擊

守

城

士

民

穴

城

入

殺

掠

極

盤

踞

三

晝

夜

通

判

趙

士

寛

知

州

尹

夢

鰲

赴

水

死

紳

士

婦

女

死

者

無

算

刼

上

南

照

集

破

霍

邱

縣

知

縣

黃

日

芳

妻

陳

氏

妾

李

氏

同

赴

水

死

圍

亳

州

破

北

焚

掠

一

空

犯

太

和

縣

知

縣

吳

世

濟

率

士

民

力

守

敗

去

未

幾

復

駕

大

車

覆

葢

毡

褥

下

伏

壯

士

持

鍬

斧

爲

穴

城

計

又

負

門

扇

爲

屏

扎

梯

擁

衆

齊

攻

城

上

用

矢

石

火

炮

隨

方

拒

之

賊

死

甚

衆

乃

遁

去

八

月

流

賊

老

侵

掠

亳

州

九

月

流

賊

復

攻

州

兵

備

副

使

謝

肇

玄

與

州

貢

士

李

栩

擊

走

之

渡

淮

犯

䝉

遊

擊

苗

有

才

敗

之

於

駱

駝

集

窺

搶

太

和

之

界

首

集

兵

民

堵

扼

河

口

不

得

渡

復

于

十

里

溝

等

處

屢

有

斬

獲

又

攻

上

縣

知

縣

蕭

公

嗣

之

九

年

流

賊

薄

州

掠

䝉

城

知

縣

王

化

澄

禦

之

遂

自

䝉

城

趨

上

圍

城

匝

連

攻

十

三

日

邑

令

廖

維

義

多

方

之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二
十
九

十

年

流

賊

左

衿

王

等

犯

州

營

都

司

李

栩

設

伏

三

里

灣

敗

之

生

擒

跳

澗

虎

油

葫

蘆

等

溺

死

二

千

餘

救

回

難

民

七

百

餘

人

攻

上

縣

邑

令

廖

維

義

之

小

袁

營

掠

亳

州

白

龍

王

廟

鎭

十

一

年

十

營

賊

侵

掠

州

方

家

集

老

侵

掠

州

驛

口

橋

集

小

袁

營

一

條

龍

萬

小

仙

等

㓂

亳

州十

二

年

春

老

掠

州

中

村

岡

等

集

秋

復

至

十

三

年

礦

賊

袁

老

山

寇

亳

州

連

營

五

十

里

焚

殺

殆

盡

十

四

年

流

賊

自

西

南

來

黃

得

功

敗

之

於

江

口

乃

遁

礦

賊

袁

老

山

盤

踞

州

上

縣

攻

䝉

城

縣

圍

城

三

日

總

兵

劉

良

佐

敗

之

十

五

年

南

五

營

賊

潛

謀

奪

州

城

義

民

郭

尙

智

死

之

革

裏

眼

左

衿

王

等

復

謀

入

城

郡

判

任

有

鑑

督

民

固

守

之

袁

時

中

刼

掠

王

老

人

集

叅

將

李

栩

死

之

郡

判

任

有

鑑

請

兵

會

勦

黃

得

功

引

兵

擊

敗

之

追

殺

幾

盡

老

等

繼

至

得

功

選

精

騎

從

西

擊

之

亦

潰

去

李

自

成

陷

亳

州

知

州

何

爕

死

之

南

五

營

賊

革

裏

眼

左

衿

王

等

復

入

霍

邱

縣

知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兵
革

三
十

縣

左

相

申

被

執

不

屈

賊

寸

磔

之

叅

將

張

士

義

擊

走

之

是

年

太

和

縣

練

總

姜

士

奇

叛

滅

之

十

六

年

亳

州

土

賊

房

文

宇

等

盤

踞

民

莊

野

無

居

民十

七

年

上

縣

土

兵

許

黑

子

等

謀

叛

搶

擄

城

内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山

寇

陳

伯

紹

入

霍

邱

城

知

縣

吳

國

用

率

死

士

巷

戰

手

斬

七

賊

因

馬

跌

自

刎

死

十

年

洪

福

邪

教

攻

霍

邱

城

城

中

火

起

城

潰

生

員

鄒

洙

死

之

兵

備

道

金

辰

良

率

衆

殲

戮

殆

盡

山

東

兵

叛

侵

亳

州

東

境

漕

撫

沈

文

奎

追

滅

之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一

辨

悞

州

晉

爲

汝

隂

隋

置

州

唐

初

改

信

州

宋

政

和

六

年

改

州

爲

順

昌

府

舊

志

謂

晉

改

信

州

後

魏

置

州

宋

改

昌

府

悞

也

按

北

齊

以

陳

州

項

城

爲

信

州

宋

元

豐

三

年

陞

許

州

爲

昌

府

舊

志

悞

以

陳

州

爲

州

順

昌

爲

昌

也

舊

志

謂

韓

琦

知

州

與

程

明

道

范

文

正

泛

舟

西

湖

按

朱

子

名

臣

言

行

錄

引

程

氏

遺

書

載

伊

川

與

韓

持

國

范

夷

叟

泛

舟

於

川

西

湖

遂

誤

以

許

州

之

西

湖

爲

州

并

誤

以

韓

維

爲

琦

范

純

禮

爲

仲

淹

伊

川

爲

明

道

也

魏

公

未

仕

皇

祐

四

年

有

州

之

命

未

至

而

卒

明

道

時

年

二

十

一

謬

之

甚

矣

鳳

陽

府

志

及

州

王

志

俱

已

辨

之

郪

邱

州

志

云

州

東

五

里

有

土

阜

屹

然

漢

志

新

郪

屬

汝

南

郡

應

邵

曰

秦

伐

魏

取

郪

邱

卽

此

章

帝

建

初

四

年

徙

宋

公

於

此

俗

呼

陽

城

按

郪

邱

去

汝

隂

五

里

置

縣

不

應

如

此

之

近

通

鑑

綱

目

秦

㧞

魏

邢

邱

在

武

陟

縣

東

南

無

取

郪

邱

之

文

至

陽

舊

縣

一

以

爲

在

上

一

以

爲

在

太

和

不

得

卽

以

郪

邱

爲

新

郪

而

并

混

新

郪

爲

陽

也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二

沈

國

在

州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廢

沈

邱

縣

古

沈

子

國

姬

姓

唐

書

宰

相

譜

系

表

以

爲

周

文

王

第

十

一

子

耼

季

食

邑

于

沈

文

獻

通

考

云

姒

姓

不

言

何

人

後

所

封

漢

地

里

志

汝

南

郡

有

平

輿

縣

左

傳

杜

注

汝

南

平

輿

縣

北

有

沈

亭

新

唐

書

地

里

志

蔡

州

有

平

輿

注

云

貞

觀

元

年

省

入

新

蔡

天

授

二

年

復

置

宋

史

淮

西

路

無

平

輿

疑

是

時

平

輿

巳

入

金

矣

輿

圖

備

考

於

河

南

沈

邱

下

注

云

古

沈

子

國

漢

平

輿

省

志

遂

以

平

輿

在

沈

邱

縣

而

州

之

平

輿

爲

訛

按

今

河

南

之

沈

邱

縣

唐

貞

觀

八

年

以

廢

邥

州

置

沈

邱

縣

屬

於

州

漢

無

沈

邱

縣

其

平

輿

縣

爲

今

沈

邱

鎭

地

無

疑

也

地

理

城

在

州

南

一

百

一

十

里

汝

水

之

陽

相

傳

元

至

順

壬

申

同

知

歸

晹

請

添

置

縣

名

水

按

劉

應

李

翰

墨

全

書

作

於

大

德

間

已

載

水

疑

非

始

於

至

順

也

舊

志

東

三

十

里

有

寢

邱

城

按

史

記

滑

稽

優

孟

傳

註

在

今

光

州

固

始

之

地

孫

叔

敖

子

僑

之

封

邑

前

有

妬

谷

後

有

戾

邱

則

以

爲

在

者

悞

舊

志

蔡

伯

喈

墓

在

州

西

六

十

里

栗

頭

倉

之

西

按

一

統

志

開

封

府

卽

古

陳

留

郡

東

北

有

伯

喈

墓

則

以

爲

在

栗

頭

倉

者

悞

今

其

地

有

四

大

塜

亦

不

可

考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三

舊

志

以

州

東

三

里

灣

中

流

高

塜

爲

黃

霸

墓

按

霸

治

川

乃

今

之

許

州

又

非

人

安

得

有

墓

在

俗

又

呼

黃

霸

洲

漢

灌

夫

隂

人

父

張

孟

談

給

事

隂

侯

灌

嬰

遂

䝉

灌

姓

史

記

□

隂

縣

屬

川

今

陳

州

南

頓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隂

故

□

是

也

則

灌

夫

非

汝

隂

人

舊

志

已

辨

之

矣

李

端

□

按

本

傳

知

襄

鄧

二

州

非

州

也

鳳

陽

志

云

至

和

中

知

州

遷

鎭

東

軍

節

度

觀

察

使

葢

因

其

子

評

知

州

而

□

也

釣

魚

臺

在

州

東

七

十

里

水

北

岸

舊

志

云

漢

末

袁

□

避

地

汝

隂

遊

釣

之

處

考

袁

安

傳

安

乃

汝

南

汝

陽

人

□

乃

安

五

世

孫

自

應

世

爲

汝

陽

人

未

聞

其

遷

徙

汝

隂

也

又

閎

居

土

室

十

八

年

妻

子

莫

得

見

後

卒

於

土

室

則

所

謂

遊

釣

者

亦

非

管

寧

係

管

仲

後

考

田

氏

簒

齊

管

氏

去

之

或

適

□

或

適

楚

漢

興

有

管

少

卿

爲

燕

令

始

家

朱

虛

九

世

而

生

寧

故

三

國

志

以

寧

爲

北

海

朱

虛

人

葢

其

去

上

久

矣

張

路

斯

上

之

百

社

村

人

以

爲

家

於

寢

邱

後

化

龍

去

□

陷

爲

湖

土

人

呼

張

家

湖

其

說

甚

誕

□

上

有

陽

鄕

俗

呼

縣

爲

陽

猶

州

有

川

衛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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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四

□

竟

稱

川

也

陽

廢

城

在

太

和

縣

中

都

志

又

□

以

□

郪

爲

陽

上

志

遂

以

郪

邱

事

蹟

俱

收

入

志

則

□

悞

中

之

悞

矣

管

子

墩

葢

置

縣

時

因

陵

爲

高

後

人

憑

眺

地

耳

俗

以

爲

管

仲

墓

者

非

也

管

仲

墓

在

臨

淄

縣

南

牛

山

阿

廬

江

郡

愼

縣

文

獻

通

考

云

白

公

勝

邑

按

左

傳

子

西

召

勝

使

處

吳

境

爲

白

公

杜

註

白

楚

邑

也

汝

隂

郡

褒

信

縣

西

南

有

白

亭

是

勝

之

封

邑

在

褒

信

矣

白

公

敗

吳

於

愼

非

封

愼

也

至

廬

江

郡

之

愼

縣

乃

江

左

僑

置

本

漢

九

江

郡

逡

遒

縣

之

地

而

通

考

混

爲

汝

隂

之

㥀

相

去

益

遠

矣

臯

陶

墓

相

傳

在

霍

邱

縣

按

史

記

臯

陶

卒

後

始

封

其

子

孫

於

六

蓼

今

墓

或

其

子

孫

之

墓

歟

明

一

統

志

云

霍

邱

縣

周

霍

叔

䖍

封

邑

並

□

叔

有

塜

在

淮

水

岸

上

舊

志

因

之

按

史

記

武

王

封

叔

䖍

于

霍

注

引

漢

書

地

理

志

云

河

東

彘

縣

霍

叔

所

封

又

鄭

周

禮

注

霍

山

在

彘

縣

本

春

秋

時

霍

國

地

杜

預

左

傳

注

畧

同

按

漢

彘

縣

今

山

西

霍

州

則

言

霍

叔

封

霍

邱

及

淮

岸

有

塜

之

說

皆

不

足

據

通

典

云

霍

邱

漢

松

滋

縣

續

通

典

云

宿

松

縣

漢

元

始

中

爲

松

滋

縣

屬

廬

江

郡

晉

武

帝

以

荆

州

有

松

滋

縣

遂

改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五

爲

宿

松

兩

說

互

異

考

漢

書

志

廬

江

郡

松

滋

縣

東

漢

時

省

三

國

魏

置

安

豐

郡

復

置

松

滋

縣

爲

屬

晉

以

後

因

之

至

隋

始

改

名

宿

松

故

隋

書

志

無

松

滋

縣

唐

武

德

初

别

置

松

滋

縣

屬

蓼

州

七

年

省

入

霍

邱

縣

通

典

以

唐

蓼

州

之

松

滋

爲

漢

松

滋

誤

也

至

續

通

典

晉

改

宿

松

之

說

考

宋

南

齊

志

安

豐

郡

仍

有

松

滋

縣

則

以

隋

改

名

爲

正

霍

邱

志

松

滋

廢

縣

在

縣

東

十

五

里

漢

初

置

松

滋

侯

國

在

今

宿

松

縣

界

自

是

兩

地

又

寰

宇

記

松

滋

一

名

祝

兹

卽

古

鳩

兹

春

秋

鳩

兹

在

蕪

湖

縣

旣

非

宿

松

亦

非

霍

邱

記

又

誤

矣

六

蓼

二

國

虞

夏

以

封

臯

陶

後

六

後

爲

六

安

州

蓼

後

爲

霍

邱

縣

本

無

可

疑

一

說

六

蓼

故

城

俱

在

壽

州

而

遂

以

六

安

州

爲

漢

潛

縣

霍

邱

縣

爲

漢

松

滋

皆

非

也

安

豐

一

在

霍

邱

漢

置

安

風

縣

後

漢

爲

安

風

侯

國

魏

置

安

豐

郡

晉

安

帝

省

宋

末

復

置

東

魏

郡

縣

俱

廢

水

經

注

淮

水

束

爲

安

豐

津

水

南

有

城

故

安

豐

都

尉

治

復

立

霍

邱

戍

是

也

此

在

霍

邱

之

西

南

界

一

在

壽

州

沈

約

宋

志

南

豫

州

安

豐

江

左

僑

立

晉

安

帝

省

爲

縣

宋

齊

梁

間

屢

復

置

隋

開

皇

初

郡

廢

以

縣

屬

淮

南

郡

唐

屬

壽

州

明

初

省

寰

宇

記

縣

在

壽

州

南

八

十

里

今

爲

安

豐

鄕

水

經

注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六

□

水

西

北

逕

安

豐

縣

故

城

西

是

也

九

仙

山

在

霍

邱

縣

開

順

鎭

有

石

臼

九

相

傳

仙

人

搗

藥

處

舊

志

以

蘇

飛

李

尚

左

吳

田

由

毛

被

雷

被

伍

被

晉

昌

爲

八

仙

並

淮

南

王

爲

九

按

史

記

淮

南

王

安

以

謀

反

自

殺

其

八

人

之

中

雷

被

以

善

用

劍

與

淮

南

王

太

子

戯

悞

傷

太

子

被

恐

卽

至

長

安

上

書

自

明

安

日

夜

與

伍

被

左

吳

等

按

輿

地

圖

部

署

兵

所

出

入

左

吳

勸

安

反

伍

被

初

力

諫

後

爲

安

畫

策

乃

遣

中

尉

捕

安

太

子

伍

被

詣

吏

自

告

天

子

欲

勿

誅

張

湯

不

可

遂

誅

之

其

蘇

飛

李

尚

田

由

晉

昌

皆

無

所

見

而

史

載

淮

南

自

殺

後

諸

所

與

謀

反

者

皆

族

未

見

有

仙

去

之

說

也

前

漢

書

載

安

所

著

書

有

中

篇

八

卷

言

神

仙

黃

白

之

術

故

因

此

附

會

之

耳

魏

志

王

昶

太

原

晉

陽

人

舊

志

以

爲

霍

邱

人

非

舊

志

霍

邱

縣

城

東

牛

口

埠

集

唐

太

宗

追

竇

建

德

處

按

史

唐

太

宗

敗

建

德

于

虎

牢

追

奔

三

十

里

建

德

竄

匿

牛

口

唐

兵

執

之

則

牛

口

近

虎

牢

不

在

霍

邱

也

當

是

地

名

偶

同

耳

譙

國

通

鑑

綱

目

周

顯

王

四

十

年

秦

代

魏

㧞

焦

註

括

地

志

云

古

焦

國

在

陜

縣

古

虢

城

中

因

焦

水

爲

名

武

王

封

神

農

之

後

于

焦

文

獻

通

考

云

焦

姬

姓

國

在

農

陜

縣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七

今

陜

州

有

焦

城

則

非

亳

州

之

譙

矣

亳

州

之

譙

乃

春

秋

陳

之

焦

邑

而

鳳

陽

志

又

云

農

之

焦

姬

姓

史

記

神

農

後

姜

姓

當

以

亳

縣

之

焦

爲

是

昇

天

檜

在

亳

縣

相

傳

老

子

乘

白

鹿

緣

此

樹

昇

天

宋

歐

陽

文

忠

公

詩

云

惟

能

乘

變

化

所

以

爲

神

仙

驅

鸞

駕

鶴

須

臾

間

飄

忽

不

見

如

雲

烟

奈

何

以

鹿

起

平

地

更

假

草

木

相

攀

緣

乃

知

神

仙

事

茫

昧

眞

僞

莫

究

徒

相

傳

按

史

記

云

老

子

出

闗

莫

知

所

終

昇

天

之

說

妄

也

舊

志

章

華

臺

故

址

在

亳

州

左

傳

楚

子

成

章

華

之

臺

杜

預

注

在

今

南

郡

華

容

縣

通

典

云

古

華

容

在

竟

陵

郡

監

利

縣

今

湖

廣

荆

州

府

屬

縣

也

葢

去

亳

地

遠

矣

亳

志

載

顏

太

初

爲

衛

眞

令

以

詩

發

黎

德

潤

之

考

本

傳

顏

慷

慨

好

義

喜

爲

詩

譏

切

時

事

黎

德

潤

以

衛

眞

令

被

誣

顏

發

其

則

所

發

者

衛

眞

令

之

非

顏

自

爲

衛

眞

令

也

張

昷

之

本

傳

有

楊

崇

勲

誣

䝉

城

令

壬

申

一

事

昷

之

爲

白

其

考

楊

崇

勲

時

知

亳

州

誣

申

以

罪

非

昷

之

知

亳

州

也

舊

志

悞

尚

書

三

亳

西

亳

爲

偃

師

北

亳

爲

䝉

南

亳

爲

榖

熟

皆

非

今

亳

州

地

亳

本

譙

邑

漢

晉

諸

儒

從

無

以

譙

爲

亳

之

說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八

後

周

始

改

爲

亳

亦

遙

取

商

邱

之

亳

爲

名

爾

然

金

仁

山

謂

桐

宮

在

州

東

三

里

皇

覽

云

湯

冡

在

亳

縣

則

以

地

近

榖

熟

未

必

盡

傅

會

也

亳

都

考

附

錄

于

後

亳

有

三

南

亳

北

亳

景

亳

是

也

今

以

亳

名

者

惟

譙

陽

一

州

至

所

謂

湯

受

命

之

舊

區

咸

以

偃

師

爲

是

故

譙

偃

俱

有

湯

陵

而

祀

典

獨

主

偃

師

考

之

商

書

曰

王

歸

自

克

夏

至

於

亳

誕

吿

萬

方

蔡

註

謂

亳

湯

所

都

在

宋

州

榖

熟

縣

周

書

立

政

篇

曰

夷

微

盧

烝

三

亳

阪

尹

括

地

志

云

宋

州

榖

熟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爲

南

亳

故

城

卽

成

湯

之

都

北

五

十

里

䝉

城

爲

景

亳

湯

盟

地

也

盤

庚

遷

殷

在

偃

師

西

十

四

里

爲

西

亳

猶

漢

之

新

豐

也

則

湯

之

受

命

與

所

都

地

似

在

榖

熟

無

疑

至

榖

熟

宋

以

前

無

所

考

元

則

分

譙

與

榖

熟

兩

縣

爲

亳

州

所

領

咸

屬

歸

德

後

榖

熟

廢

爲

商

邱

之

榖

熟

集

西

南

三

十

里

便

爲

亳

界

則

亳

州

非

湯

之

故

都

耶

魏

文

帝

皇

覽

曰

亳

州

東

北

三

里

有

成

湯

塜

漢

哀

帝

時

遣

御

史

長

卿

謁

之

文

帝

係

亳

人

去

古

未

遠

今

東

北

三

里

湯

陵

宛

在

似

可

信

矣

湯

之

始

祖

爲

契

綱

目

所

載

孔

子

云

契

父

帝

嚳

都

亳

湯

自

商

邱

遷

焉

是

先

世

居

商

邱

至

湯

始

居

亳

及

奄

有

四

方

遂

以

作

一

代

之

都

厥

後

子

姓

屢

遷

仲

丁

遷

囂

河

亶

甲

遷

相

祖

乙

遷

邢

遷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三
十
九

耿

盤

庚

復

遷

偃

師

改

商

爲

殷

名

曰

西

亳

至

武

乙

又

遷

河

北

則

偃

師

爲

盤

庚

之

都

而

非

湯

之

故

都

也

較

然

矣

又

按

今

歸

德

府

寧

陵

縣

爲

古

葛

伯

國

使

湯

都

偃

師

則

相

去

甚

遠

而

豈

與

葛

爲

鄰

乎

商

頌

曰

陟

彼

景

山

松

栢

丸

丸

又

曰

景

員

惟

河

殷

受

命

咸

宜

此

頌

武

丁

之

詩

盤

庚

遷

殷

以

後

隔

數

世

之

事

也

而

春

秋

傳

又

曰

湯

有

景

亳

之

命

何

哉

夫

世

遠

年

湮

滄

桑

幾

變

典

籍

異

載

不

敢

執

爲

定

評

兹

特

據

所

見

以

考

定

云

爾

至

於

景

員

惟

河

之

義

朱

子

猶

云

未

詳

亳

亦

並

無

山

谷

則

詩

之

所

指

非

譙

陽

可

知

其

在

河

南

偃

師

之

前

後

乎
蕭

山

蔡

必

達

識

漢

章

帝

封

殷

後

於

宋

後

徙

新

郪

今

太

和

有

宋

王

城

則

新

郪

當

在

太

和

以

爲

在

州

者

葢

因

太

和

地

漢

爲

細

陽

魏

晉

時

省

入

汝

隂

故

多

附

見

也

倪

寛

千

乘

人

前

漢

志

以

爲

在

靑

州

今

太

和

有

倪

邱

經

鋤

樓

等

古

蹟

豈

寛

嘗

附

居

細

陽

歟

太

和

縣

西

門

外

有

浣

紗

女

廟

以

爲

伍

子

胥

出

亡

迷

津

女

指

示

之

遂

投

水

死

豈

當

時

子

胥

自

城

父

取

道

於

此

歟

存

疑

可

也

定

遠

志

以

莊

子

之

園

爲

歸

德

之

䝉

其

意

以

今

之

䝉

邑

爲

漢

山

桑

戰

國

時

無

所

爲

䝉

城

也

不

知

盤

庚

遷

殷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辨
悞

四
十

以

北

冡

爲

䝉

其

來

巳

遠

矣

史

遷

以

莊

周

爲

䝉

人

而

不

書

小

䝉

以

别

于

大

䝉

又

不

書

䝉

澤

以

别

于

大

小

䝉

城

其

爲

䝉

人

無

疑

也

宋

王

荆

公

寄

䝉

令

蘇

子

美

詩

民

有

莊

周

後

世

風

前

人

所

考

信

也

范

蠡

塜

在

䝉

城

縣

西

六

十

里

按

越

旣

滅

吳

蠡

泛

舟

五

湖

其

廟

與

塜

所

在

多

有

俱

無

確

據

高

皇

后

墓

在

䝉

城

北

十

五

里

按

宋

英

宗

永

厚

陵

在

河

南

鞏

縣

宣

仁

太

后

豈

有

别

葬

於

䝉

之

理

葢

高

氏

先

世

之

墓

也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摭
史

四
十
一

摭

史

魏

太

祖

武

皇

帝

沛

國

譙

人

也

姓

曹

名

操

字

孟

德

漢

相

國

參

之

後
一

名

吉

利

小

字

阿

瞞

桓

帝

世

曹

騰

爲

中

常

侍

養

子

嵩

莫

能

審

其

生

出

本

末
或

以

爲

夏

侯

氏

之

子

嵩

生

操

少

機

警

有

權

數

而

任

俠

放

蕩

舉

孝

廉

除

北

部

尉

遷

頓

邱

令

徵

拜

議

郎

元

和

末

黃

巾

起

拜

騎

都

尉

遷

濟

南

相

久

之

徵

還

爲

東

郡

相

不

就

稱

疾

歸

鄕

里

董

卓

廢

漢

靈

帝

爲

農

王

而

立

獻

帝

表

操

爲

驍

騎

校

尉

欲

與

計

事

乃

變

易

姓

名

東

歸

合

義

兵

將

以

誅

卓

始

起

兵

於

已

吾

初

平

元

年

韓

馥

孔

伷

等

十

太

守

同

時

俱

起

兵

推

袁

紹

爲

盟

主

操

行

奮

武

將

軍

卓

聞

兵

起

乃

徙

天

子

都

長

安

自

屯

洛

陽

卓

兵

强

紹

等

莫

敢

先

進

操

曰

舉

義

兵

以

誅

暴

亂

大

衆

已

合

諸

君

何

疑

紹

等

不

能

用

乃

還

龍

亢

二

年

袁

紹

表

操

爲

東

郡

太

守

三

年

司

徒

王

允

與

呂

布

共

殺

卓

李

傕

郭

汜

等

殺

允

擅

朝

政

靑

州

黃

巾

衆

百

萬

入

兗

州

鮑

信

迎

操

領

兗

州

牧

受

降

卒

三

十

餘

萬

收

其

精

銳

者

號

靑

州

兵

興

平

二

年

長

安

亂

天

子

東

遷

建

安

元

年

楊

奉

韓

暹

以

天

子

還

洛

陽

操

至

洛

陽

暹

遁

走

洛

陽

殘

破

乃

都

許

以

操

爲

大

將

軍

封

武

平

侯

以

大

將

軍

讓

紹

乃

拜

司

空

三

年

禽

呂

布

丑

年

董

承

等

謀

誅

操

被

殺

袁

紹

進

臨

官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摭
史

四
十
二

渡

操

大

破

之

收

其

輜

重

圖

書

珍

寶

七

年

操

軍

譙

令

曰

吾

起

義

兵

爲

天

下

除

暴

亂

舊

土

人

民

死

䘮

略

盡

國

中

終

日

行

不

見

所

識

使

吾

悽

愴

傷

懷

其

舉

義

兵

以

來

將

士

絶

無

後

者

求

其

親

戚

以

後

之

授

土

田

官

給

耕

牛

置

學

師

以

敎

之

爲

存

者

立

廟

使

祀

其

先

人

魂

而

有

靈

吾

百

年

之

後

何

恨

哉

遂

至

浚

儀

進

軍

官

渡

紹

自

軍

破

後

發

病

死

子

譚

尚

爭

冀

州

九

年

破

袁

尚

十

年

攻

袁

譚

破

之

兾

州

平

十

三

年

以

操

爲

丞

相

十

四

年

軍

至

譙

作

輕

舟

治

水

軍

秋

七

月

自

渦

入

淮

出

肥

水

軍

合

肥

置

揚

州

郡

縣

開

芍

陂

屯

田

十

一

月

軍

還

譙

十

五

年

作

銅

雀

臺

十

七

年

天

子

命

操

贊

拜

不

名

入

朝

不

趨

劒

履

上

殿

十

八

年

命

操

爲

魏

公

十

九

年

天

子

使

魏

公

位

在

諸

侯

王

上

改

授

金

璽

赤

遠

遊

冠

十

一

月

弑

皇

后

伏

氏

二

十

一

年

進

爵

爲

魏

王

十

一

月

征

孫

權

至

譙

二

十

二

年

命

操

冕

十

有

二

旈

乘

金

根

車

駕

六

馬

設

五

時

副

車

以

丕

爲

太

子

二

十

六

年

崩

於

洛

陽

年

六

十

六

子

丕

字

子

桓

中

平

四

年

生

於

譙

嗣

位

爲

丞

相

魏

王

改

建

安

二

十

五

年

爲

延

康

元

年

初

漢

熹

平

五

年

黃

龍

見

譙

光

祿

大

夫

橋

問

太

史

令

單

颺

此

何

祥

也

颺

曰

其

國

後

當

有

王

者

興

不

及

五

十

年

亦

當

復

見

天

事

恒

象

此

其

應

也

至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摭
史

四
十
三

是

黃

龍

復

見

譙

七

月

南

征

軍

次

於

譙

大

饗

六

軍

及

譙

父

老

百

姓

於

邑

東

八

月

漢

帝

禪

位

改

延

康

爲

魏

黃

初

追

尊

父

操

爲

武

皇

帝

五

年

廵

幸

許

昌

宮

八

月

爲

水

軍

親

御

龍

舟

循

蔡

潁

浮

淮

幸

壽

春

揚

州

界

六

年

三

月

幸

譙

八

月

以

舟

師

自

譙

循

渦

入

淮

從

陸

道

幸

徐

十

二

月

自

譙

入

梁

七

年

五

月

崩

年

四

十

諡

文

皇

帝
節

魏

志

晉

景

帝

景

懷

夏

侯

皇

后

沛

國

譙

人

父

尚

征

南

大

將

軍

母

曹

氏

魏

德

陽

鄕

主

后

雅

有

識

度

帝

每

有

所

爲

必

預

籌

畫

晉

夏

侯

太

妃

譙

人

祖

威

兗

州

刺

史

㓜

而

明

慧

瑯

琊

武

王

爲

世

子

覲

聘

焉

生

元

帝

帝

嗣

位

稱

太

妃

梁

武

帝

丁

貴

譙

國

人

初

産

有

神

光

之

異

紫

氣

滿

室

故

以

令

光

爲

名

性

仁

恕

不

好

華

飾

器

物

無

珍

麗

眞

宗

大

中

祥

符

六

年

秋

七

月

亳

州

官

吏

父

老

三

千

三

百

人

詣

闕

請

謁

太

淸

宮

八

月

庚

申

詔

來

春

親

謁

辛

酉

以

丁

謂

爲

奉

祀

經

度

制

置

使

丙

寅

禁

太

淸

宮

五

里

内

樵

採

庚

午

加

號

太

上

老

君

混

元

上

德

皇

帝

冬

十

月

甲

子

亳

州

太

淸

宫

枯

檜

再

生

眞

源

縣

菽

麥

再

實

七

年

春

正

月

壬

寅

車

駕

奉

天

書

發

京

師

丙

午

次

奉

元

宮

判

亳

州

丁

謂

獻

白

鹿

一

芝

九

萬

五

千

本

戊

申

上

混

元

上

德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摭
史

四
十
四

皇

帝

册

寶

己

酉

朝

謁

太

淸

宮

天

書

升

輅

兩

雪

倏

霽

法

駕

繼

進

佳

氣

彌

望

是

夜

月

重

輪

幸

先

天

觀

廣

靈

洞

霄

宮

曲

赦

亳

州

及

車

駕

所

經

流

以

下

罪

升

亳

州

爲

集

慶

軍

節

度

减

歲

賦

十

之

二

改

奉

元

宮

爲

明

道

宮

太

史

言

含

譽

星

見

庚

戌

御

均

慶

樓

賜

酺

三

日

壬

子

詔

所

過

頓

逓

侵

民

田

者

給

復

二

年
節

宋

史

眞

宗

本

紀

英

宗

宣

仁

聖

烈

高

皇

后

亳

州

䝉

城

人

曾

祖

瓊

祖

繼

勲

皆

有

勲

王

室

至

節

度

使

母

曹

氏

慈

聖

光

獻

后

姊

也

故

后

少

鞠

宮

中

英

宗

與

后

年

同

旣

長

成

婚

濮

邸

生

神

宗

皇

帝

岐

王

顥

嘉

王

頵

壽

康

公

主

英

宗

治

平

二

年

册

爲

皇

后

神

宗

立

尊

爲

皇

太

后

元

豐

八

年

神

宗

不

豫

宰

執

等

乞

立

皇

太

子

太

后

權

同

聽

政

哲

宗

嗣

位

尊

爲

太

皇

太

后

驛

召

司

馬

光

呂

公

著

爲

相

使

同

心

輔

政

一

時

知

名

士

彚

進

於

廷

凡

熙

寧

以

來

政

事

弗

便

者

次

第

罷

之

改

靑

莆

復

差

役

除

市

易

之

法

逭

茶

鹽

之

禁

契

丹

主

戒

其

臣

下

勿

生

事

於

疆

塲

曰

南

朝

盡

行

仁

宗

之

政

矣

蔡

確

坐

車

葢

亭

詩

謫

嶺

表

后

謂

大

臣

曰

今

皇

帝

以

子

繼

父

有

何

間

言

而

確

自

謂

有

定

策

大

功

妄

煽

事

端

規

爲

異

時

炫

惑

地

吾

不

忍

明

言

姑

託

訕

上

爲

名

逐

之

耳

此

宗

社

大

計

姦

邪

怨

謗

所

不

暇

恤

也

臨

政

九

年

朝

廷

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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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摭
史

四
十
五

明

華

夏

胥

定

人

以

爲

女

中

堯

舜

元

祐

八

年

九

月

崩

年

六

十

二
節

宋

史

高

太

后

傳

明

太

祖

父

世

珍

始

徙

鍾

離

元

至

正

四

年

旱

蝗

大

饑

疫

太

祖

時

年

十

七

父

母

兄

相

繼

殁

孤

無

所

依

乃

入

皇

覺

寺

爲

僧

遊

食

汝

北

照

寺

南

照

寺

其

遊

歴

處

也

三

年

復

還

寺

是

時

盗

賊

四

起

州

人

劉

福

通

與

其

黨

杜

遵

道

羅

文

素

盛

文

郁

等

言

韓

山

童

宋

宗

八

世

孫

當

主

中

國

謀

起

兵

以

紅

巾

爲

號

至

正

十

一

年

事

覺

福

通

等

遽

入

州

反

而

山

童

爲

吏

所

捕

誅

福

通

據

朱

臯

破

羅

山

上

蔡

眞

陽

確

山

犯

葉

舞

陽

陷

汝

寧

光

息

衆

至

十

餘

萬

時

郭

子

興

亦

據

濠

應

之

十

二

年

太

祖

入

濠

見

子

興

爲

親

兵

戰

輒

勝

十

五

年

二

月

福

通

物

色

山

童

之

子

林

兒

得

諸

碭

山

夾

河

迎

至

亳

僭

稱

皇

帝

又

號

小

明

王

建

國

曰

宋

建

元

龍

鳳

拆

太

淸

宮

材

治

宮

闕

於

亳

尊

其

母

爲

太

后

郭

子

興

已

卒

檄

其

子

天

敘

爲

都

元

帥

太

祖

爲

副

元

帥

太

祖

不

受

然

念

林

兒

勢

盛

可

倚

藉

乃

用

其

年

號

以

令

軍

中

旣

而

元

師

大

敗

福

通

於

太

康

進

圍

亳

福

通

挾

林

兒

走

安

豐

未

幾

兵

復

盛

十

八

年

攻

下

汴

梁

遂

迎

林

兒

都

焉

察

罕

帖

木

兒

大

發

秦

晉

之

師

會

汴

城

下

福

通

又

挾

林

兒

走

安

豐

二

十

三

年

張

士

誠

將

呂

珍

圍

安

豐

林

兒

告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摭
史

四
十
六

急

於

太

祖

太

祖

親

帥

師

徃

救

而

珍

巳

入

城

殺

福

通

太

祖

擊

走

珍

以

林

兒

歸

居

之

滁

州

明

年

太

祖

爲

吳

王

又

二

年

林

兒

卒

林

兒

橫

據

中

原

縱

兵

蹂

躪

蔽

遮

江

淮

十

有

餘

年

太

祖

得

以

從

容

締

造

者

藉

其

力

焉
節

明

史

太

祖

本

紀

及

韓

林

兒

傳

淑

妃

李

氏

父

傑

洪

武

初

以

廣

武

衛

指

揮

北

征

卒

於

陣

明

史

以

爲

壽

州

人

霍

邱

志

則

以

爲

邑

之

壽

安

鄕

人

十

九

年

孝

慈

皇

后

服

除

册

封

淑

攝

六

宮

事
明

史

以

爲

未

幾

薨

霍

邱

志

以

爲

帝

寢

疾

遂

自

縊

帝

愈

葢

諱

之

也

擴

廓

帖

木

兒

沈

邱

人
見

人

物

傳

本

姓

王

小

字

保

保

元

平

章

察

罕

帖

木

兒

甥

也

察

罕

養

爲

子

順

帝

賜

名

擴

廓

帖

木

兒

明

兵

已

定

元

都

元

臣

皆

入

於

明

惟

擴

廓

擁

兵

塞

上

洪

武

三

年

命

大

將

軍

徐

達

出

西

安

擴

廓

奔

和

林

踰

年

復

遣

徐

達

李

文

忠

馮

勝

將

十

五

萬

衆

分

道

出

塞

取

擴

廓

至

嶺

北

與

擴

廓

遇

大

敗

死

者

數

萬

人

劉

基

言

擴

廓

未

可

輕

也

至

是

帝

思

其

言

曰

諸

將

自

請

深

入

輕

信

無

謀

致

多

殺

士

卒

不

可

不

戒

後

擴

廓

從

其

主

徙

金

山

卒

妻

毛

氏

亦

自

經

死

太

祖

心

敬

擴

廓

一

日

大

會

諸

將

問

曰

天

下

奇

男

子

誰

也

皆

對

曰

常

遇

春

太

祖

笑

曰

遇

春

雖

人

傑

吾

得

而

臣

之

吾

不

能

臣

王

保

保

其

人

奇

男

子

也

册

其

妹

爲

秦

王

節

明

史

擴

廓

傳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四
十
七

紀

聞

何

比

干

治

獄

仁

恕

嘗

陰

雨

有

老

嫗

求

寄

避

雨

雨

甚

而

衣

履

不

濕

雨

止

送

出

門

謂

比

干

曰

公

有

陰

德

今

天

錫

策

以

廣

公

之

子

孫

因

出

懷

中

策

九

百

九

十

枚

以

授

曰

君

子

孫

佩

印

綬

者

當

如

此

算

時

比

干

年

五

十

有

八

有

六

男

後

又

生

三

子

代

爲

名

族

闞

敞

字

子

張

平

輿

人

仕

郡

爲

五

官

掾

時

太

守

第

五

常

被

徵

臨

發

倉

卒

有

俸

錢

百

三

十

萬

留

付

敞

敞

埋

著

堂

上

遂

遭

世

亂

道

路

斷

絶

敞

年

老

饑

羸

其

妻

曰

第

五

府

君

所

寄

錢

可

取

自

給

然

後

償

之

敞

曰

吾

雖

窮

老

何

敢

用

故

君

之

財

耶

道

通

當

送

還

饑

寒

何

損

常

舉

門

遭

疫

妻

子

皆

死

有

孤

孫

年

九

歲

常

謂

之

曰

吾

寄

故

五

官

掾

平

輿

闞

敞

錢

三

十

萬

氣

遂

絶

後

孫

年

長

大

步

擔

至

汝

南

問

敞

敞

見

之

悲

喜

與

共

臨

埋

處

發

錢

百

三

十

萬

孤

孫

曰

亡

祖

臨

終

言

有

三

十

萬

耳

今

乃

得

百

三

十

萬

不

敢

當

也

敞

曰

府

君

病

困

氣

索

言

謬

誤

耳

卽

無

疑

也

北

齊

鼓

吹

二

十

曲

皆

改

古

名

以

敘

功

德

其

第

十

曲

漢

君

馬

黃

改

名

定

汝

言

文

襄

遣

淸

河

王

岳

禽

周

大

將

軍

王

思

政

汝

悉

平

也

鄧

殷

平

陽

襄

陵

人

亮

直

强

正

鍾

會

伐

蜀

奇

其

才

自

黽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四
十
八

池

令

召

爲

主

簿

後

授

皇

太

子

詩

爲

淮

南

太

守

夢

行

水

邊

見

一

女

子

猛

獸

自

後

斷

其

盤

囊

占

者

謂

水

邊

有

女

汝

字

也

斷

盤

囊

者

新

獸

頭

代

故

獸

頭

也

不

作

汝

陰

當

汝

南

也

果

遷

汝

陰

太

守

高

愍

女

名

妹

妹

父

彦

昭

事

李

正

巳

及

納

拒

命

質

其

妻

子

使

守

濮

陽

建

中

二

年

挈

城

歸

河

南

都

統

劉

玄

佐

納

屠

其

家

時

女

七

歲

母

李

憐

其

幼

請

免

死

爲

婢

許

之

女

不

肯

曰

母

兄

皆

不

免

何

頼

而

生

母

兄

將

被

刑

徧

拜

四

方

女

問

故

答

曰

神

可

祈

也

女

曰

我

家

以

忠

孝

誅

神

尙

何

知

而

拜

之

問

父

在

所

西

嚮

哭

再

拜

就

死

德

宗

駭

歎

詔

太

常

諡

曰

愍

彦

昭

從

玄

佐

救

寧

陵

復

汴

州

累

功

授

潁

州

刺

史

朝

廷

録

其

忠

居

州

二

十

年

不

徙

卒

贈

陜

州

都

督

亳

州

聖

水

唐

敬

宗

時

汴

宋

觀

察

使

令

狐

楚

言

亳

州

聖

水

飮

者

病

輙

愈

宰

相

裴

度

判

曰

妖

由

人

興

水

不

自

作

命

所

在

禁

塞

按

李

德

裕

亳

州

聖

水

狀

云

臣

訪

聞

此

水

本

因

妖

僧

誕

惑

狡

計

丐

錢

月

以

來

江

南

人

奔

走

塞

路

每

三

十

家

都

僱

一

人

取

水

擬

取

之

時

病

者

斷

食

葷

血

自

飮

之

後

又

二

七

日

蔬

食

其

水

斗

三

千

而

取

者

益

之

他

水

沿

路

轉

以

市

人

老

疾

飮

之

多

至

危

篤

近

福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四
十
九

建

百

姓

渡

江

者

日

三

五

千

人

臣

於

蒜

□

巳

加

捉

□

若

不

絶

其

根

本

終

恐

無

益

黎

甿

昔

吳

時

有

聖

水

宋

時

有

聖

火

亦

皆

妖

妄

古

人

所

非

乞

下

本

道

觀

察

使

令

狐

楚

速

令

塡

塞

以

絶

妖

源

從

之

章

懿

之

崩

晏

殊

撰

志

只

言

生

一

女

早

卒

仁

宗

恨

之

及

親

政

出

志

文

以

示

宰

相

曰

先

后

誕

育

朕

躬

殊

爲

侍

從

安

得

不

知

呂

文

靖

曰

殊

固

有

罪

然

宮

省

事

秘

臣

備

位

宰

相

是

時

雖

畧

知

之

而

不

得

其

詳

殊

之

不

審

理

或

有

之

然

方

章

獻

臨

御

若

明

言

先

后

實

生

聖

躬

事

得

安

否

上

默

然

良

久

命

殊

出

守

金

陵

又

改

守

南

都

及

殊

作

相

又

欲

重

黜

之

宋

祁

當

草

曰

麻

力

争

乃

降

二

官

知

州

以

他

罪

罪

之

晏

同

叔

守

汝

陰

梅

聖

俞

往

見

之

將

行

同

叔

置

酒

河

上

因

言

古

人

章

句

中

全

用

平

聲

製

字

穩

貼

如

枯

桑

知

天

風

是

也

恨

未

見

仄

字

詩

□

聖

俞

旣

引

舟

遂

作

五

仄

詩

寄

之

曰

月

出

斷

岸

口

影

照

别

舸

背

且

獨

與

婦

飮

頗

勝

俗

客

對

月

漸

上

我

席

瞑

色

亦

稍

退

豈

必

在

秉

燭

此

景

亦

可

愛

歐

陽

修

致

仕

居

蔡

承

禧

謁

於

私

第

從

容

曰

公

德

望

隆

重

朝

廷

所

未

及

引

年

而

遽

此

高

退

豈

天

下

所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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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也

歐

陽

公

曰

吾

與

世

多

怍

晚

年

不

幸

爲

小

人

誣

衊

止

有

進

退

之

節

不

可

復

令

有

言

而

俟

逐

也

今

日

乞

身

巳

爲

晚

矣

小

人

葢

指

之

奇

也

歐

陽

公

退

休

於

水

之

上

更

號

六

一

居

士

客

有

問

曰

何

謂

也

曰

吾

家

藏

書

一

萬

卷

集

録

三

代

以

來

金

石

遺

文

一

千

卷

有

琴

一

張

有

棋

一

局

而

常

置

酒

一

壺

客

曰

是

爲

五

一

耳

曰

以

吾

一

翁

老

於

此

五

物

之

間

是

豈

不

爲

六

一

乎

治

平

四

年

陸

子

履

經

爲

州

太

守

歐

陽

公

赴

亳

過

之

閱

書

於

其

室

見

仁

宗

所

御

書

飛

白

雲

章

爛

然

輝

映

日

月

因

爲

之

記

熙

寧

三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時

歐

陽

公

已

退

休

於

卜

居

西

湖

撰

其

考

崇

公

及

太

夫

人

瀧

岡

表

勒

諸

石

齎

歸

遣

吏

檄

郡

守

董

墓

事

過

湖

有

龍

蜿

蜒

夾

舟

碑

没

於

水

吏

持

檄

以

告

郡

守

守

令

吏

祭

墓

且

以

告

則

碑

巳

巋

然

植

於

其

側

矣

守

墓

者

曰

昨

之

夜

震

電

發

土

碑

於

是

出

也

薄

視

之

見

表

文

中

獨

以

朱

圈

祭

而

豐

不

如

養

之

薄

八

字

滴

水

淋

漓

硃

迹

炳

然

黃

魯

直

檄

龍

文

云

臣

黃

魯

直

謁

言

臣

聞

天

子

詔

修

永

叔

以

三

月

三

日

趨

朝

欽

奉

皇

上

深

錫

以

重

爵

推

以

峻

位

加

思

三

世

著

共

褒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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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一

以

贈

修

命

石

氏

䥴

之

刻

瀧

岡

表

世

次

碑

乃

□

舟

載

回

五

月

十

三

日

至

鄱

陽

湖

泊

舟

廬

山

之

下

是

夜

一

叟

同

五

人

靑

衣

大

帶

來

舟

揖

而

言

曰

聞

公

之

文

章

葢

世

水

府

願

借

一

觀

自

謂

龍

也

請

碑

入

水

遂

不

見

焉

惟

陰

風

怒

號

澹

月

映

空

修

驚

悼

不

巳

坐

以

待

旦

黎

明

起

諭

時

直

知

太

和

令

以

同

邦

之

誼

命

直

爲

文

以

檄

恭

惟

洞

天

水

府

之

宮

震

澤

主

者

潤

濟

王

闕

下

福

地

陰

陽

龍

池

歲

月

星

斗

芒

寒

受

穹

質

於

上

界

雲

津

變

化

膺

顯

號

於

人

間

廟

食

吳

中

官

民

均

頼

兹

有

河

神

之

玩

法

敢

將

表

石

以

沉

淪

妙

畫

雄

文

自

應

呵

䕶

瓊

章

玉

册

孰

敢

誰

何

雖

龍

宮

之

幽

而

龍

神

之

慧

徹

巽

風

震

雷

駭

蚪

奔

鯨

地

裂

水

竭

淵

泉

俱

滅

旣

已

各

司

其

職

胡

不

永

保

其

身

以

汝

上

天

功

也

驤

首

雲

霄

德

配

亭

毒

乾

道

之

性

厥

位

六

焉

鼎

成

以

升

實

汝

之

神

下

地

利

也

淵

源

潭

洞

養

身

遁

性

埽

絶

烟

塵

其

德

焉

禹

舟

之

負

實

汝

之

功

今

汝

不

然

乃

罹

兹

禁

萬

一

株

連

五

龍

盡

滅

書

畢

投

檄

湖

中

恍

惚

空

中

語

曰

吾

乃

天

丁

押

服

驪

龍

至

永

豐

沙

溪

勅

賜

□

儒

讀

書

堂

之

南

龍

坑

而

交

也

文

忠

公

歸

掃

墓

但

見

坃

中

雲

霧

濛

蔽

虹

光

爍

空

大

龜

負

碑

而

出

倐

忽

不

見

唯

碑

上

龍

涎

宛

然

□

□

□

永

置

於

崇

國

公

墓

前

俾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二

垂

不

朽

嗚

呼

文

能

動

龍

孝

足

感

天

公

之

文

章

德

業

至

矣

極

矣

天

下

萬

世

誰

不

翕

然

而

宗

師

之

時

熙

寧

三

年

七

月

望

日

黃

魯

直

謹

識

歐

陽

居

上

申

公

呂

晦

叔

作

太

守

聚

星

堂

讌

集

賦

詩

分

韻

公

得

松

字

申

公

得

雪

字

劉

原

父

得

風

字

魏

廣

得

春

字

焦

千

之

得

石

字

王

回

得

酒

字

徐

無

得

寒

字

又

賦

室

中

物

公

得

鸚

鵡

螺

杯

申

公

得

木

癭

壺

劉

原

父

得

張

越

琴

魏

廣

得

澄

心

堂

焦

千

之

得

金

星

硯

王

回

得

方

竹

杖

徐

無

得

月

硯

屏

風

又

賦

席

間

果

公

得

橄

欖

申

公

得

紅

蕉

子

劉

原

父

得

温

柑

魏

廣

得

鳳

棲

子

焦

千

之

得

金

橘

王

回

得

荔

枝

徐

無

得

楊

梅

又

賦

壁

間

像

公

得

杜

甫

申

公

得

李

文

饒

劉

原

父

得

韓

退

之

魏

廣

得

謝

安

石

焦

干

之

得

諸

葛

孔

明

王

回

得

李

白

徐

無

得

魏

鄭

公

詩

編

成

集

流

行

於

世

當

時

四

方

能

文

之

士

及

館

閣

諸

公

皆

以

不

與

此

會

爲

恨

歐

陽

公

在

政

府

將

求

引

去

先

以

詩

寄

陰

常

秩

曰

笑

殺

汝

陰

常

處

士

十

年

騎

馬

聽

朝

雞

及

公

致

仕

還

有

詩

贈

秩

曰

頼

有

東

鄰

常

處

士

披

簑

戴

笠

伴

春

鋤

旣

而

王

介

甫

秉

政

以

右

正

言

直

史

館

召

秩

秩

遂

起

先

是

歐

公

致

政

凡

有

賓

客

上

謁

率

以

常

服

於

便

坐

延

見

至

秩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三

授

官

來

謝

公

乃

朝

衣

束

帶

正

寢

見

之

明

年

眞

拜

侍

□

判

國

子

監

有

無

名

子

改

前

詩

作

秩

寄

歐

公

詩

曰

笑

□

汝

陰

歐

少

保

新

來

處

士

聽

朝

雞

又

昔

日

隂

常

處

士

來

馬

土

聽

朝

雞

秩

阿

附

介

甫

時

論

薄

之

澠

水

燕

談

録

大

中

祥

符

初

王

旭

知

州

因

歲

饑

出

庫

錢

貸

民

約

蠶

熟

一

千

輸

一

縑

其

後

李

士

行

之

陜

西

民

以

爲

便

今

行

于

天

下

謂

之

和

買

絹

亦

曰

預

買

始

於

旭

也

侯

鯖

録

云

元

祐

六

年

冬

汝

陰

久

雪

人

饑

一

日

天

未

明

郡

守

蘇

公

簡

召

議

事

曰

某

一

夕

不

寐

念

人

之

饑

欲

出

百

餘

千

造

炊

餅

救

之

老

妻

謂

某

曰

子

昨

過

陳

見

傅

欽

之

言

簽

判

在

陳

賑

濟

有

功

何

不

問

其

賑

濟

之

法

遂

相

招

面

議

令

畤

曰

已

備

矣

今

細

民

之

困

不

過

食

與

火

耳

義

倉

之

榖

積

千

石

便

可

支

散

以

給

下

民

作

院

有

炭

萬

秤

酒

務

有

柴

十

萬

秤

依

原

價

賣

之

可

濟

中

民

公

曰

吾

事

濟

矣

遂

草

放

積

欠

賑

濟

奏

又

奏

乞

罷

黃

河

夫

萬

人

開

本

州

溝

瀆

從

之

元

祐

七

年

東

坡

在

汝

陰

堂

前

梅

花

大

開

月

色

鮮

霽

王

夫

人

曰

春

月

勝

秋

月

秋

月

令

人

慘

悽

春

月

令

人

和

悦

何

如

召

趙

德

鱗

軰

來

飮

此

花

下

先

生

大

喜

曰

吾

不

知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四

子

亦

能

詩

此

眞

詩

家

語

耳

遂

召

與

飮

先

生

用

是

語

作

減

字

木

蘭

花

有

不

似

秋

光

只

與

離

人

照

斷

腸

之

句

東

坡

志

林

曰

子

來

汝

南

地

平

無

山

淸

之

外

無

以

娛

予

者

而

地

近

亳

披

特

宜

檜

栢

自

拱

把

而

上

輒

有

樛

枝

紐

紋

治

事

堂

二

栢

與

薦

福

兩

檜

尤

爲

殊

絶

孰

爲

使

予

安

此

寂

寞

而

忘

歸

者

非

此

君

也

歟

東

坡

又

有

咏

靈

壇

觀

再

生

檜

詩

未

知

靈

壇

觀

卽

薦

福

或

兩

地

今

不

可

考

歐

陽

公

自

維

揚

移

守

汝

陰

作

西

湖

詩

云

緑

芰

紅

蓮

舸

浮

使

君

寧

復

憶

揚

州

都

將

二

十

四

橋

月

換

得

西

湖

十

頃

秋

東

坡

復

自

移

淮

揚

作

詩

云

二

十

四

橋

亦

何

有

換

此

十

頃

玻

璃

風

使

歐

公

詩

也

杭

州

有

西

湖

州

亦

有

西

湖

皆

爲

遊

賞

之

勝

而

東

坡

連

守

二

郡

其

初

得

有

人

在

坐

云

内

翰

只

消

游

湖

中

便

可

以

了

郡

事

秦

太

虛

因

作

一

絶

云

十

里

荷

花

菡

蓞

初

我

公

身

到

有

西

湖

欲

將

公

事

湖

中

了

見

說

官

閑

事

亦

無

後

東

坡

到

有

謝

執

政

啟

亦

云

入

叅

兩

禁

每

玷

北

扉

之

榮

出

典

二

邦

迭

爲

西

湖

之

長

張

耒

字

文

潛

知

州

聞

蘇

軾

訃

爲

舉

哀

行

服

出

俸

錢

於

薦

福

寺

修

供

乃

遭

論

列

貶

房

州

别

駕

陳

後

山

紀

事

云

予

爲

汝

陰

學

官

學

者

多

言

萬

壽

之

西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五

水

之

上

有

林

號

稅

于

步

步

西

有

異

木

人

莫

能

名

相

傳

百

歲

榮

落

不

時

舊

有

碑

云

粉

黛

容

金

刹

之

樹

予

往

觀

焉

木

身

纔

十

年

爾

是

時

歲

暮

羣

木

皆

落

從

者

以

爲

枯

也

木

下

有

刹

石

石

有

象

又

有

銘

云

曹

公

有

悟

怖

心

未

巳

敬

造

浮

圖

式

崇

妙

理

文

詞

闡

相

粉

黛

容

金

刹

一

樹

永

出

樊

龍

開

元

十

六

年

歲

在

執

徐

首

旬

五

日

建

地

故

佛

事

道

塲

石

乃

刹

下

銘

也

粉

黛

容

謂

建

象

金

刹

一

樹

謂

建

刹

也

讀

者

寡

陋

傳

者

喜

爲

縁

餙

如

無

此

石

亦

足

惑

世

也

按

税

子

步

今

在

沙

河

而

後

山

謂

水

之

上

可

徵

沙

河

卽

水

也

後

山

紀

事

諺

云

子

過

母

當

暑

而

凉

水

退

而

魚

潛

皆

爲

大

水

之

候

人

謂

前

水

爲

母

後

水

爲

子

水

日

至

日

長

勢

不

能

大

水

定

而

復

來

後

水

大

于

前

水

爲

子

過

母

水

終

魚

當

大

出

河

濱

之

人

厭

于

食

鮮

水

退

而

魚

不

出

爲

潛

云

又

諺

曰

黃

口

噤

喬

麥

斗

夏

中

候

黃

不

鳴

則

喬

麥

可

廣

種

也

朝

眞

廻

蹕

樓

在

亳

州

城

西

今

不

存

祥

符

六

年

七

月

丁

已

宰

臣

王

旦

等

請

駐

蹕

近

畿

鳴

鑾

景

亳

天

老

練

日

太

僕

戒

途

展

禮

奉

祠

爲

民

祈

福

八

月

庚

申

初

詔

來

年

春

詣

太

淸

宮

行

朝

謁

之

禮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六

王

平

字

保

爲

許

州

司

李

叅

軍

有

女

乘

驢

單

行

盗

殺

諸

田

間

褫

其

衣

而

去

驢

田

旁

家

收

繫

之

吏

捕

得

驢

指

爲

殺

女

子

者

其

人

認

收

繫

其

驢

實

不

殺

女

子

平

以

狀

白

府

州

將

素

强

不

聽

令

具

獄

平

持

益

堅

州

將

怒

曰

掾

懦

耶

平

曰

坐

懦

而

奏

不

過

一

免

耳

與

其

阿

旨

殺

無

辜

又

陷

公

于

不

義

校

其

輕

重

孰

爲

愈

耶

州

將

不

能

奪

後

日

河

南

移

逃

卒

至

劾

之

乃

殺

女

子

者

田

旁

家

得

釋

平

三

子

長

回

字

深

父

次

冏

字

子

直

次

向

字

容

季

俱

以

文

學

顯

深

父

子

汶

字

道

源

詩

文

尤

竒

隂

德

之

報

有

自

來

矣

黃

休

復

名

録

州

公

庫

顧

愷

之

維

摩

百

補

圃

是

唐

杜

牧

之

摹

寄

守

者

置

在

齋

龕

不

擕

去

精

彩

照

人

前

後

士

大

夫

家

所

傳

無

一

毫

似

葢

京

西

工

拙

故

也

其

屏

風

上

山

水

林

木

竒

古

坡

岸

皴

如

董

源

乃

知

人

稱

江

南

派

自

顧

以

來

皆

一

樣

隋

唐

及

南

唐

至

巨

然

不

移

今

池

州

謝

氏

亦

作

此

體

余

因

題

顧

幅

上

云

米

芾

審

定

是

杜

牧

之

本

仍

以

撥

發

司

印

印

之

葢

證

勾

湛

刻

石

妄

指

爲

人

易

去

也

余

與

簽

判

善

託

善

工

摹

之

凡

三

寄

蠟

本

無

一

筆

似

者

或

可

上

之

御

府

乞

國

工

摹

賜

世

間

爲

千

年

之

傳

如

唐

文

皇

蘭

亭

豈

非

一

代

盛

事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七

新

河

洲

故

皆

陸

地

水

漲

渰

没

因

名

洲

與

上

連

界

元

時

二

縣

之

民

相

争

累

年

至

大

間

方

斷

屬

霍

邱

霍

邱

臨

水

集

明

初

勅

建

圓

覺

寺

寺

後

有

石

鼓

擊

之

聲

淸

越

遠

聞

有

銅

佛

高

二

丈

四

尺

明

末

毁

於

火

盧

中

菴

翰

一

日

築

堂

新

成

有

佃

丁

十

餘

人

先

飯

于

内

及

先

生

入

視

衆

皆

出

避

忽

梁

木

䨇

折

棟

柱

磚

瓦

俱

傾

舉

家

號

救

見

先

生

伏

大

橙

下

徧

體

無

恙

使

先

生

入

稍

遲

則

十

餘

人

者

死

矣

且

先

生

又

不

與

屋

俱

毁

尤

足

異

也

聞

者

咸

謂

先

生

德

行

所

致

云

盧

中

菴

翰

過

上

縣

邱

陵

舖

趙

氏

堂

壁

間

見

粘

有

慈

母

石

歌

讀

之

淚

下

因

録

歸

其

子

孝

廉

晉

爲

付

梓

今

録

其

歌

巖

石

江

頭

峻

如

壁

舟

人

指

爲

慈

母

石

慈

母

名

來

不

可

聞

巖

崖

屹

壓

秋

江

碧

我

聞

慈

母

名

起

我

父

母

思

人

有

父

母

誰

不

思

我

思

父

母

偏

傷

悲

憶

昔

生

我

童

穉

時

家

貧

日

逐

圖

生

資

父

母

衣

我

兮

寧

自

寒

父

母

食

我

兮

寧

自

饑

爇

薪

與

我

代

燈

燭

鬻

衣

與

我

買

詩

書

朝

夕

撫

我

俾

勤

學

戒

我

勿

作

庸

常

兒

天

生

我

命

苦

多

疾

父

母

提

擕

延

歲

月

一

旦

我

病

忽

呻

吟

父

母

吚

啞

面

如

漆

有

時

與

我

祝

神

祗

要

見

我

着

藍

袍

衣

是

時

我

心

常

感

發

願

如

孔

子

言

無

違

嗟

哉

命

運

亦

何

蹇

少

年

不

第

第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八

亦

晚

使

我

父

母

老

死

時

食

不

飽

兮

衣

不

暖

我

今

方

爲

一

命

士

薄

禄

猶

堪

供

甘

旨

二

親

巳

去

荒

坵

俸

禄

反

將

飽

妻

子

幾

回

舉

筋

鮮

食

新

哽

咽

不

覺

淚

䨇

垂

拭

淚

常

將

酒

杯

奠

酒

杯

不

到

英

靈

前

慈

母

石

世

罕

有

汝

在

江

頭

天

地

久

我

思

父

母

不

能

養

此

恨

常

同

汝

不

朽

嗚

呼

罔

極

恩

難

報

于

今

頼

有

移

忠

孝

便

當

竭

力

事

吾

君

庻

可

揚

名

酬

二

親

濠

梁

人

南

楚

材

旅

遊

陳

歲

久

守

慕

其

儀

範

將

欲

以

子

妻

之

楚

材

家

故

有

妻

以

受

牧

眷

深

忽

不

思

義

輙

巳

諾

之

遂

遣

僕

歸

家

取

琴

書

等

物

似

無

返

舊

之

心

也

其

妻

薛

媛

善

詩

好

屬

文

知

楚

材

之

易

志

對

鏡

自

圖

其

容

并

詩

四

韻

題

其

上

以

寄

之

云

欲

下

丹

靑

筆

先

拈

寶

鏡

端

巳

驚

顔

索

寞

漸

覺

鬢

凋

殘

淚

眼

描

將

易

愁

腸

寫

出

難

恐

君

渾

忘

時

展

圖

看

又

作

短

札

云

不

念

糟

糠

之

情

别

絲

蘿

之

託

興

言

及

此

伊

誰

之

愆

楚

材

得

寄

遂

愧

恧

而

寢

其

事

夫

婦

竟

偕

老

焉

謝

夫

人

者

譚

文

初

妻

汝

陰

人

也

居

家

雞

鳴

卽

興

佐

理

家

事

外

最

喜

讀

書

其

所

作

書

皆

精

而

之

白

描

者

尤

有

閒

澹

之

趣

明

經

徐

良

名

潤

幼

釣

于

城

黑

龍

潭

舉

竿

得

一

牧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五
十
九

長

尺

許

黃

色

首

與

手

足

皆

肖

人

而

有

尾

潤

熟

視

曰

鱗

族

人

貌

得

非

龍

種

耶

奈

何

貪

吾

餌

遂

放

之

夜

夢

一

黃

衣

叟

高

凖

長

髯

謝

曰

我

龍

也

幼

子

游

戱

水

滸

誤

吞

公

鈎

感

公

不

殺

之

恩

愧

無

以

報

然

公

德

仁

厚

若

是

後

世

必

有

昌

者

李

琮

事

親

極

孝

母

死

葬

於

城

東

淸

河

北

渚

嘗

夏

水

泛

漲

高

二

丈

餘

琮

憂

塋

之

蕩

于

水

也

浮

至

塋

所

没

水

摸

塋

插

竹

爲

記

比

水

落

隨

竹

漩

成

窩

勢

堪

輿

家

謂

是

金

盆

荷

葉

形

環

塋

皆

李

指

揮

地

思

破

琮

家

龍

脉

捨

地

爲

漏

澤

園

以

埋

諸

貧

者

堪

輿

家

又

謂

是

衆

星

拱

月

形

其

後

子

孫

科

第

相

繼

葵

登

成

化

丁

未

榜

增

登

嘉

靖

乙

未

榜

貞

登

隆

慶

辛

未

榜

錦

舉

嘉

靖

乙

卯

孝

廉

嗟

乎

發

祥

之

地

本

不

可

求

惟

有

德

之

家

能

得

焉

及

旣

得

矣

亦

非

他

人

所

能

破

也

如

李

指

揮

忌

琮

得

地

將

害

之

而

適

以

成

之

何

苦

徒

壞

巳

之

心

術

耶

特

表

出

之

以

戒

後

之

妄

謀

損

人

者

兵

備

使

者

朱

公

舜

民

鎭

日

商

邱

賊

師

尙

詔

作

亂

蹂

躪

鄰

郡

亦

練

兵

戒

嚴

公

夢

漢

壯

繆

侯

縛

一

囚

與

之

囚

首

插

炬

曰

賊

成

擒

矣

後

日

尙

詔

果

敗

因

思

前

夢

囚

首

插

炬

者

上

照

也

遂

訪

北

城

廟

見

公

塑

像

宛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如

夢

中

迎

祀

譙

樓

朔

望

叩

禮

焉

李

芥

人

任

陜

西

蒲

城

簿

嘉

靖

乙

卯

夢

神

語

曰

邑

有

大

厄

公

素

修

德

應

默

佑

之

越

日

地

震

舉

家

壓

覆

忽

一

人

自

稱

姓

姚

掘

地

出

芥

夫

婦

又

得

二

子

于

中

堂

得

女

于

西

堂

棟

宇

几

榻

俱

碎

婢

僕

盡

斃

而

血

屬

無

恙

比

求

姚

姓

者

莫

可

踪

跡

也

人

歎

爲

善

報

云

張

筠

塢

實

素

講

性

命

之

學

從

遊

甚

衆

時

有

羽

客

嚴

碧

虛

與

之

遊

博

洽

變

幻

旬

日

不

食

以

水

化

酒

相

與

莫

逆

一

日

謂

先

生

曰

吾

有

黃

白

術

非

人

莫

授

願

以

授

公

先

生

曰

儒

者

何

事

此

爲

碧

虛

臨

去

留

一

方

藥

一

粒

越

十

年

有

劉

可

者

來

訪

曰

嚴

藥

曾

試

否

先

生

曰

黃

冠

多

誤

人

豈

宜

輕

試

然

記

尙

置

笥

中

劉

曰

可

請

試

之

爲

辦

藥

具

每

藥

一

分

鎔

銅

十

兩

須

臾

成

良

金

劉

鼓

掌

大

噱

曰

嚴

公

誠

仙

耶

深

爲

歎

異

而

先

生

絶

口

不

談

也

先

生

孝

友

文

行

遠

近

無

間

言

嘗

偕

茅

茶

川

冒

雪

騎

驢

至

亳

訪

薛

西

原

公

人

目

爲

三

淸

士

後

以

明

經

謁

選

授

遼

陽

斷

事

及

有

疾

寄

詩

于

其

壻

孝

廉

李

錦

李

至

遼

已

卒

扶

櫬

而

歸民

李

興

慣

爲

盗

嘗

從

劉

升

貸

麥

三

石

錢

五

百

有

竒

弗

償

也

夜

踰

童

登

垣

行

童

覺

起

剌

之

鎗

貫

其

喉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一

猶

踉

蹌

走

三

里

餘

還

家

血

淋

漓

死

死

之

日

升

家

産

一

犢

期

年

任

犁

甚

馴

又

越

一

歲

驅

之

就

犁

卧

不

起

鞭

之

牛

泣

而

人

語

曰

李

興

前

負

升

債

令

償

巳

足

耕

者

驚

報

劉

升

升

卽

趨

視

牛

死

矣

時

萬

暦

丙

子

九

月

也

丁

廣

者

里

中

老

儒

也

嘗

任

保

州

教

授

郡

將

武

人

而

通

判

者

戚

里

子

悉

多

姬

侍

沈

千

酒

色

會

有

道

人

過

郡

自

言

百

歲

能

煉

大

丹

服

之

可

以

飽

嗜

欲

而

康

强

無

疾

然

後

飛

昇

度

世

守

貳

舘

之

以

先

生

之

禮

事

之

選

日

剏

丹

竈

依

法

煉

丹

四

十

九

日

乃

成

成

時

神

光

屬

天

置

酒

大

合

樂

相

慶

然

後

嘗

之

廣

聞

之

裁

書

以

獻

乞

取

刀

圭

以

養

病

身

道

人

以

其

骨

凡

不

與

守

貳

憐

之

爲

請

僅

子

半

粒

廣

忻

然

服

之

不

日

守

貳

皆

疽

發

于

背

相

繼

告

殂

道

人

巳

宵

遁

矣

廣

腰

間

亦

生

癤

甚

惶

恐

亟

飮

地

漿

解

之

得

愈

明

年

考

滿

改

秩

歸

汝

陰

疾

復

作

又

用

前

法

稍

痊

偶

覺

躁

因

澡

身

水

入

創

口

中

不

能

起

金

石

之

毒

有

如

此

書

之

爲

世

戒

云

王

敷

政

性

至

孝

遭

䘮

廬

墓

三

年

足

不

踰

閾

服

闋

將

歸

遍

謝

墓

鄰

飯

于

高

姓

家

而

雷

雨

大

作

遶

戸

震

霆

敷

政

方

驚

懼

避

席

而

雷

從

其

座

下

穿

屋

穴

出

里

之

間

村

舍

盡

燬

惟

高

氏

家

獨

全

人

盛

傳

雷

避

孝

子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二

謝

州

守

詔

有

心

計

知

形

家

言

官

時

于

西

北

城

壕

外

特

建

石

閘

以

收

水

脉

兼

節

宣

水

利

後

不

知

何

人

廢

之

取

其

石

别

用

忽

土

中

得

一

記

云

此

城

西

北

隅

出

水

口

也

砌

石

築

壘

以

保

永

固

否

則

無

論

堪

輿

家

弗

之

善

將

城

守

之

謂

何

江

右

謝

詔

宻

記

州

人

廢

閘

未

幾

乙

亥

破

城

之

變

卒

如

公

言

萬

暦

丙

午

夏

五

月

州

守

孫

崇

先

捕

獲

巨

盗

審

其

贓

狀

不

明

者

於

河

北

杖

警

以

釋

聚

觀

者

數

千

人

忽

一

蝦

蟆

突

至

案

前

長

鳴

數

聲

旋

跳

徃

一

人

肩

上

張

口

者

三

守

疑

其

告

卽

拘

其

人

訊

之

供

云

姓

李

名

文

信

曾

同

李

應

學

石

倉

三

人

與

田

子

香

爭

姦

寡

婦

張

氏

因

謀

殺

田

席

捲

繩

綑

其

屍

沉

之

三

里

灣

水

中

今

李

石

二

人

亦

在

此

守

命

並

擒

之

囑

幕

僚

謝

尚

樸

率

役

求

屍

無

獲

適

岸

上

有

一

蝦

蟆

又

鳴

謝

幕

卽

其

處

掘

焉

果

得

屍

席

捲

繩

綑

而

文

信

等

各

認

眞

是

子

香

屍

殺

後

當

夜

埋

此

棄

之

河

者

誑

也

遂

斷

抵

償

衆

皆

稱

快

百

戸

朱

袞

家

世

良

善

一

日

領

軍

入

京

事

竣

還

至

黃

河

翟

家

口

已

登

舟

矣

忽

一

醉

人

怒

詈

捽

之

上

崖

朱

亟

下

舟

避

之

又

隨

詈

拽

起

如

初

舟

人

不

能

待

乃

竟

解

纜

去

距

岸

秪

丈

許

舟

忽

自

沉

人

多

溺

死

救

免

者

纔

數

人

爾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三

醉

人

亦

猛

醒

朱

問

以

故

醉

人

初

不

自

知

無

以

對

也

明

末

流

寇

欲

掠

上

而

未

稔

其

貧

富

乃

歛

其

所

掠

旁

郡

珠

餙

僞

爲

入

城

貨

賣

者

週

行

三

日

無

一

人

能

鬻

賊

出

笑

語

其

酋

曰

是

窮

鄕

也

舍

之

而

去

城

卒

以

全

此

可

爲

慢

藏

之

戒

任

翼

宸

父

偉

遇

寇

矢

中

腰

甚

危

翼

宸

每

當

父

敷

藥

必

口

呷

患

處

旬

餘

創

愈

牡

丹

鄢

陵

通

許

及

山

左

曹

縣

間

有

異

種

唯

亳

州

所

產

最

稱

爛

熳

亳

之

地

爲

揚

豫

水

陸

之

衝

豪

商

富

賈

比

屋

而

居

高

舸

大

艑

連

檣

而

集

花

時

則

錦

幄

如

雲

銀

燈

不

夜

遊

人

之

至

者

相

與

接

席

携

觴

徵

歌

啜

茗

一

椽

之

僦

一

箸

之

需

無

不

價

踴

百

倍

浹

旬

喧

讌

歲

以

爲

常

土

人

以

是

殫

其

萟

灌

之

工

用

資

客

賞

每

歲

仲

秋

多

植

平

頭

紫

剪

截

佳

本

移

於

其

故

花

易

繁

又

於

秋

末

收

子

布

地

越

六

七

年

乃

花

花

能

變

化

初

本

徃

徃

更

得

異

觀

至

一

百

四

十

餘

種

可

謂

盛

矣

今

郡

城

牡

丹

不

减

於

亳

而

燕

游

之

盛

則

兩

地

俱

寥

寥

矣

劉

吏

部

公

㦷

體

仁

在

鳳

陽

與

其

友

蘇

銘

孝

廉

往

龍

興

寺

與

某

禪

師

叩

擊

竟

日

晚

歸

遂

化

去

是

夜

銘

夢

體

仁

來

微

笑

吟

曰

六

十

來

年

一

夢

醒

飄

然

四

大

御

風

輕

與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四

君

昨

日

龍

興

寺

猶

是

拖

泥

帶

水

行

舊

志

郡

城

風

水

圖

議

曰

昔

有

議

建

文

昌

閣

於

金

雞

城

樓

上

者

余

惜

其

美

意

而

小

用

之

我

坐

水

向

山

似

非

逆

局

然

北

窄

南

濶

是

頭

在

北

腹

在

南

也

雖

坐

水

而

向

水

雖

向

山

而

坐

山

葢

以

順

龍

結

逆

局

力

量

全

矣

清

河

南

前

河

北

來

小

黄

河

東

來

古

謂

三

川

貫

會

處

以

華

嚴

寺

臺

鎖

之

長

尖

向

上

成

倒

地

貪

狼

形

爲

進

田

筆

又

淸

河

遺

蹟

餘

流

遶

城

南

由

婆

塜

而

去

以

塜

爲

華

表

是

水

口

有

砂

亦

云

嚴

宻

山

勢

其

自

乾

戌

由

西

而

南

而

東

一

起

一

跌

交

成

金

水

二

星

勢

如

串

珠

盤

旋

回

遶

是

山

情

拱

顧

亦

云

聚

會

城

基

坐

下

平

坦

内

無

高

岡

大

阜

得

土

星

之

正

城

形

長

而

又

曲

是

爲

木

星

堪

輿

歌

云

木

星

直

而

長

撼

龍

經

曰

左

輔

星

辰

幞

頭

樣

我

坐

水

向

山

兼

有

外

濠

又

有

水

砂

當

名

泛

水

木

長

而

兩

曲

當

名

左

輔

木

之

爲

木

星

也

何

疑

天

四

星

備

而

火

星

不

旺

經

曰

熒

惑

出

入

當

道

則

國

有

慶

又

曰

五

星

聚

齊

又

曰

得

火

而

成

用

今

日

亟

講

者

莫

如

建

塔

使

火

炎

上

城

爲

木

生

亥

而

旺

東

塔

爲

火

生

寅

而

旺

南

今

學

坐

武

曲

星

帶

巨

門

半

分

後

有

龍

池

居

癸

地

暗

拱

泮

水

是

䕃

也

坐

下

器

宇

曠

朗

主

貴

顯

泮

水

内

聚

主

富

饒

惜

雲

路

塞

文

筆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五

不

現

爾

當

于

龍

廟

建

塔

透

入

雲

霄

北

對

先

師

殿

上

配

丙

宮

太

薇

垣

又

於

東

南

高

堤

上

建

文

昌

閣

前

建

高

塔

上

應

巽

分

太

乙

宮

是

謂

子

來

投

母

庶

天

星

兼

備

山

水

効

靈

若

區

區

金

雞

樓

佳

用

恐

只

止

財

帛

豐

盈

而

已

夫

城

爲

木

木

遇

椏

棦

可

卜

衰

旺

州

道

坐

東

棦

前

應

武

曲

星

金

來

尅

木

故

主

刑

掌

威

丙

丁

若

有

文

筆

又

有

助

也

州

助

坐

西

棦

後

應

文

曲

星

水

來

生

木

又

帶

左

輔

一

二

分

龍

池

水

前

遶

暗

拱

可

惜

微

返

跳

官

主

淸

平

又

鐘

皷

樓

城

隍

廟

爲

雙

赦

文

星

衙

門

少

禍

吏

曹

獄

庫

平

西

湖

前

時

水

滿

眞

龍

憇

息

今

可

惜

洩

盡

西

北

天

柱

山

被

淸

水

流

破

建

閘

緩

其

流

也

極

玅

但

消

納

無

法

致

閘

不

固

爾

河

東

建

塔

華

表

山

也

對

華

嚴

寺

爲

捍

門

兩

美

俱

備

以

上

皆

鄕

先

生

楊

公

南

字

太

恒

者

所

記

華

嚴

寺

東

三

里

灣

之

右

有

臺

長

百

餘

歩

濶

五

十

餘

歩

浮

於

水

面

隨

水

泛

消

爲

上

下

尖

頗

上

指

形

家

名

倒

地

貪

狼

星

鎻

三

河

之

口

收

湍

奔

之

勢

謂

若

建

塔

以

鎭

之

可

收

水

脉

郡

形

勢

其

落

頭

太

微

垣

結

局

也

龍

水

可

據

者

龍

之

大

勢

自

戌

乾

方

乾

陽

山

發

脉

由

西

而

南

而

東

平

龍

行

度

共

支

脚

開

帳

處

起

星

峰

作

集

鎭

自

治

南

分

水

龍

王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六

廟

大

轉

而

北

平

地

珍

珠

分

金

水

芙

蓉

帳

至

三

里

岡

正

龍

化

平

入

城

左

轉

結

府

治

中

水

鉗

結

學

宮

東

副

龍

北

轉

自

金

雞

嘴

翻

身

結

縣

治

鴛

鴦

互

結

廻

龍

逆

局

不

待

言

矣

城

南

之

星

巒

聳

秀

有

天

星

中

垣

陳

常

郎

位

寺

形

左

右

夾

輔

東

西

各

有

三

里

但

少

三

台

貴

峰

火

星

亦

可

代

之

論

其

水

局

北

淝

沙

南

淮

谷

西

南

汝

近

南

潤

數

水

皆

龍

之

纒

䕶

揷

枝

中

淸

爲

龍

之

血

脉

也

統

于

尾

以

至

正

陽

而

近

城

三

陽

尤

可

悉

數

其

大

口

塹

溝

六

十

里

舖

之

冰

出

千

層

灣

近

治

中

陽

合

黃

水

千

三

里

灣

而

城

内

之

水

白

龍

溝

其

内

竅

也

其

城

外

檀

家

湖

爲

東

界

水

庫

爲

巽

流

西

歐

湖

爲

西

界

爲

乾

流

後

帶

水

坐

水

面

山

其

爲

太

微

垣

也

又

何

疑

哉

若

夫

城

基

坐

下

水

木

星

是

貪

狼

帶

文

曲

也

城

内

正

龍

東

轉

西

擺

曜

龍

兩

枝

副

龍

西

轉

東

擺

曜

龍

一

枝

體

勢

飛

揚

楊

云

幞

頭

樣

確

論

也

但

平

地

無

火

星

恐

貴

氣

不

續

龍

王

廟

建

文

筆

卞

去

生

火

子

來

投

母

理

勢

然

也

經

云

火

星

不

起

官

不

顯

丙

分

建

塔

揷

入

雲

霄

以

爲

赦

文

之

吉

此

面

前

山

宜

如

是

耳

太

恒

之

言

更

爲

切

當

至

于

衙

後

之

水

黑

龍

潭

爲

府

衙

之

後

龍

池

小

敎

塲

爲

武

縣

衙

白

龍

潭

爲

後

纒

資

福

寺

前

水

爲

龍

池

外

陽

但

宜

白

龍

潭

黑

龍

潭



ZhongYi

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七

人

工

交

通

以

復

其

舊

氣

愈

暢

而

體

愈

固

矣

雖

然

學

宮

尤

其

扼

要

者

也

楊

云

學

宮

之

水

大

聚

不

出

主

富

饒

非

也

鉗

穴

聚

水

主

駁

雜

雲

路

閉

塞

主

嶒

嶝

今

雲

路

巳

開

其

氣

漸

舒

但

得

龍

王

廟

文

筆

峰

透

正

映

大

成

殿

亦

可

以

化

駁

雜

而

爲

純

粹

上

應

丙

位

以

成

火

星

歸

太

微

垣

之

吉

秀

此

熒

惑

當

道

之

義

也

且

楊

之

條

議

所

云

靑

龍

口

斜

飛

之

水

爲

淸

河

□

矣

此

水

係

林

公

建

閘

于

靑

龍

口

反

放

濠

水

斜

奔

東

南

之

所

致

所

以

有

乙

亥

之

禍

故

楊

云

濠

水

奔

而

欲

東

洩

某

氣

也

淸

水

壅

而

不

西

引

檀

家

湖

水

不

能

逆

挽

而

上

也

且

此

水

辰

水

非

巽

水

也

卽

巽

水

亦

不

可

引

入

絶

水

故

也

太

恒

又

云

西

北

天

柱

淸

水

南

來

流

破

其

見

未

遠

夫

天

柱

雖

云

流

破

而

水

來

卽

是

山

來

河

乾

亥

相

拱

非

天

柱

乎

蓼

花

洲

向

上

捍

内

口

成

靈

龜

形

非

補

天

柱

之

缺

乎

何

破

之

有

且

主

人

壽

華

巖

寺

三

里

灣

建

塔

中

陽

水

口

却

主

富

饒

不

若

面

前

丙

丁

方

文

筆

之

急

急

也

至

于

谷

堆

寺

在

中

宮

則

爲

巳

方

多

煞

氣

依

南

門

則

辰

方

主

亢

逆

去

之

幸

也

于

是

爲

論

附

記

之
劉

藍

田

記

地

山

少

水

多

土

豚

鬆

虛

士

生

其

間

浮

動

易

而

沉

潛

難

囿

於

方

也

故

厭

文

好

武

相

尚

無

巳

以

至

蕩

析

家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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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府
志

卷
之
十
雜
志

紀
聞

六
十
八

棄

祖

父

之

業

者

比

比

而

是

每

遇

歲

試

與

各

牧

令

約

並

質

之

學

使

者

凡

有

少

年

才

品

可

造

之

士

皆

抑

之

不

使

盡

應

武

試

亦

挽

回

之

一

道

也

霍

邑

李

生

名

鰲

者

以

武

庠

而

入

文

學

食

餼

時

肄

業

鍾

山

書

院

旋

登

庚

午

賢

書

夫

古

今

來

學

士

而

富

韜

略

將

軍

而

擅

風

雅

何

可

勝

數

誠

以

文

武

之

途

雖

分

而

道

無

二

也

在

李

子

原

不

足

多

然

得

之

地

可

謂

豪

傑

之

士

不

囿

於

方

者

矣

故

書

之

以

爲

人

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