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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欽
州
志
卷
之
七

知
州
林
希
元
輯

墟
埠

欽
州

橋
南
墟

在

平

安

橋

南

游

魚

洲

上

舊

在

東

門

外

知

州

林

希

元

旣

造

橋

梁

始

移

今

所

令

民

二

日

一

趂

以

三

六

九

日

趨

者

益

衆

西
門
墟

在

西

門

外

城

壕

西

岸

上

自

西

門

橋

壤

門

塞

其

墟

隨

廢

知

州

林

希

元

造

橋

啓

門

復

於

舊

地

立

墟

令

民

二

日

一

趂

以

二

五

八

日

都
隆
墟

在新

立

鄕

文

子

村

二

日

一

趂

以

寅

申

己

亥

日

大
字
墟

在

𣱵

樂

郷

大

字

江

邊

舊

設

後

廢

嘉

靖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知

州

林

希

元

因

民

劉

采

呈

復

設

令

民

二

日

一

趂

以

辰

戌

丑

未

日

北
歷
墟

在

𣱵

樂

鄕

北

歴

村

路

通

廣

西

南

寜

府

舊

設

民

二

日

一

趂

以

子

午

卯

酉

日

防
城
墟

在時

羅

都

防

城

界

舊

設

嘉

靖

三

年

知

州

藍

渠

以

切

近

交

趾

𣱵

安

州

患

華

夷

交

通

罷

之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始

復

民

稱

便

以

子

午

卯

酉

日

趂

平
銀
墟

在

平

銀

渡

頭

去

城

三

十

里

舊

設

嘉

靖

十

一

年

知

州

杜

傑

改

移

官

路

墟

廢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始

復

令

民

每

月

一

四

七

日

趂

小

董
埠

在

州

治

北

七

十

里

新

立

鄕

白
石
埠

在

州

治

西

六

十

里

新

立

鄕

團

■

村

佃

凌
埠

在

州

治

西

九

十

里

新

立

鄕

與

靈

山

菩

提

鄕

接

界

那
暮
埠

在

州

治

北

六

十

里

𣱵

樂鄕

團
王
堡
埠

在

州

治

西

六

十

里

𣱵

樂

鄕

先

年

地

方

弗

靖

召

新

民

於

此

防

禦

遂

成

埠

集

那
壘
埠

在

𣱵

樂

鄕

牛

皮

灘

下

去

城

五

十

里

海

潮

至

方

行

舟

靑
鳩
埠

在州

治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中

和

坊

地

産

靑

鳩

故

名

北
歷
埠

在

州

治

西

九

十

里

𣱵

樂

鄕

路

通

廣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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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

船

輻

集

埇
文
埠

在

州

治

西

一

百

里

𣱵

樂

鄕

涌
淪
埠

在

州

治

西

南

一

百

里

涌

淪

江

地

屬

時

羅

都

民

係

城

東

廂

那
弄
埠

在

州

北

八

十

里

𣱵

樂

鄕

那
邏
埠

在州

治

西

北

一

百

三

十

里

𣱵

樂

鄕

舟

通

廣

西

上

思

州

宣

化

縣

團
儅
埠

在

州

治

北

九

十

里

東

爲

新

立

鄕

西

北

南

爲

𣱵

樂

鄕

靈
山
縣廣

濟
墟

舊

在

大

雲

寺

前

天

順

壬

午

知

縣

林

錦

遷

於

長

春

門

外

令

人

三

日

一

趂

檀
屋

墟
在

縣

治

西

三

十

里

下

武

安

鄕

舊
州
墟

在

縣

治

西

七

十

里

下

東

鄕

舊

爲

州

治

故

名

分
界
墟

在

縣

治

西

北

七

十

里

下

東

鄕

與

横

州

接

界

故

名

古
勞
墟

在

縣

治

西

八

十

里

上

殳

鄕

武
利
墟

在

縣

治

南

八

十

里

上

安

業

鄕

平
山
墟

在

縣

治

東

一

十

五

里

宋

泰

鄕

平
南
墟

在

縣

治

北

三

十

里

上

東

鄕

獺
坡
墟

在

縣

治

南

八

里

上

武

安

鄕

石
嶺
坡
墟

在

縣

治

西

南

二

十

里

下

武

安

鄕

譚
朗
墟

在

縣

治

南

四

十

里

下

武

安

鄕

那
旺
墟

在

縣

治

西

二

百

五

十

里

上

寜

都

那
寗
墟

在

縣

治

西

二

百

六

十

里

菩

提鄕

船
場
埠

在

縣

治

西

三

十

五

里

下

武

安

鄕

蘇
屋
埠

在

縣

治

西

九

十

里

下

安

業

鄕

陸
屋
埠

在

縣

治

西

南

一

百

十

五

里

下

甲

鄕

楊
屋
埠

在

縣

治

西

南

一

百

四

十

里

秋

風

鄕

那
寗
埠

在

縣

治

西

二

百

一

十

里

菩

提

鄕

以

上

俱

舟

通

欽

州

武
利

埠
在

縣

治

南

七

十

里

安

業

鄕

伯
勞
埠

在

縣

治

西

八

十

里

上

東

鄕

陳
埠

在

縣

治

西

一

百

里

上

殳

鄕

木
麻
埠

在

縣

治

西

一

百

一

十

里

下

殳

鄕

那
旺
埠

在

縣

治

西

二

百

四

十

里

上

寜

都

以

上

俱

舟

通

廣

西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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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舗
舎

欽
州

州
門
舗

此

總

舖

也

在

州

門

東

正

德

十

三

年

知

州

李

純

重

建

乆

廢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改

建

于

州

門

西

新
安
舗

俗

名

望

州

乆

廢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重

建

平
銀

舗
俱

在

城

東

廂

路

通

府

治

過

此

則

爲

靈

山

濟

時

舗

澄
源
舗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脩

禁
山
舗

無

司

兵

以

上

俱

州

治

東

北

城

東

廂

路

通

靈

山

靈
山
縣石

六
舗

此

總

舗

也

在

縣

治

前

正

德

五

年

知

縣

王

琪

重

建

嘉

靖

十

二

年

府

推

官

張

孟

紳

遷

于

石

六

峯

下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縣

趙

仲

衍

改

遷

縣

門

之

右

高
橋
舗

在

縣

治

南

上

武

安

鄕

沙
逹
舗

無

司

兵

山
心
舗

俱

下

武

安

鄕

譚
朗
舗

無

司

兵

平
田

舗
　
　
武
利
舗

林

墟

廵

檢

司

建

于

此

碌
黃
舗

烏

家

驛

建

于

此

俗

呼

烏

家

舗

煖
業
舗
　
　
佛
子
舗
　
　
丹
竹
舗

在

縣

治

西

南

一

百

七

十

里

地

僻

而

荒

禦

盗

淵

藪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府

張

岳

於

此

建

營

始

爲

坦

道

抱
木
舗

無司

兵

以

上

俱

上

安

業

鄕

下

接

合

浦

木

港

舗

十
里
舗

在

縣

治

西

南

十

里

以

下

路

通

州

治

乆

廢

無

司

兵

根
竹
舗

乆

廢

無

司

兵

平
罡
舗

乆

廢

無

司

兵

路
思
舗

以上

俱

下

武

安

鄕

寜
越
舗

乆

廢

無

司

兵

龍
門
舗

舊

建

驛

于

此

乆

廢

無

司

兵

以

上

俱

中

安

業

鄕

佛
跡
舗
　
　
朝
京
舗

乆

廢

無

司

兵

沈
家
舗

乆廢

無

司

兵

以

上

俱

下

東

鄕

格
木
舗

在

縣

治

西

南

一

百

八

十

里

中

安

業

鄕

舗

廢

舊

建

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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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此

後

改

公

舘

廢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重

建

申

請

欽

州

老

軍

二

名

看

守

舗

未

及

建

水
車

舗
無

司

兵

獨
山
舗

無

司

兵

以

上

俱

中

安

業

鄕

長
陂
舗

乆

廢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復

建

安
遷
舗

舊

建

驛

于

此

無

司

兵

硃
砂
舗
　
　
舊
寨
舗

𥠖
家
舗

下

接

欽

州

禁

山

舗

無

司

兵

以

上

俱

秋

風

鄕

濟
時
舗

西

接

欽

州

平

銀

舗

無

司

兵

茶
陵
舗

乆

廢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復

建

慶
會
舗

在

州

治

東

六

十

里

接

茶

陵

舗

那
暮
舗

乆

廢

以

上

俱

慱

峩

郷

舊

建

營

後

廢

改

公

舘

於

此

嘉

靖

十

五

年

知

府

張

岳

令

欽

州

重

建

風
雲
舗

無

司

兵

丹
竹
舗

以

上

俱

慱

峩

鄕

過

此

則

爲

合

浦

烏

家

舗

上
平
舗

在

縣

治

北

一

十

里

以

下

路

通

廣

西

横

州

山
口
舗

洪
崖
舗
　
　
火
煉

甫

去

洪

崖

五

里

北

屬

廣

西

舎

橫

州

界

以

上

俱

宋

泰

鄕

今
之
舗
舎
卽
古
傳
亭
之
遺
法
也
宋
以
廂
兵
給
役

故
曰
舗
兵
今
因
之
但
以
人
戸
編
差
非
復
宋
之
舊

矣
欽
州
僻
處
偏
方
舗
舎
雖
具
司
兵
不
盡
設
正
德

間
巡
按
御
史
熊
蘭
以
舗
兵
爲
姦
阻
壞
公
文
走
逓

公
文
咸
歸
之
馬
驛
裁
革
司
兵
量
留
以
存
制
嘉
靖

十
六
年
上
司
始
議
復
舊
云

津
梁

欽
州

州
門
渡

在

欽

江

東

門

外

造

舟

以

渡

行

人

嵗

編

夫

二

名

執

役

知

州

林

希

元

卽

舊

學

前

造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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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渡廢

漁
洪
渡

漁

洪

江

也

在

州

治

西

去

城

二

十

里

造

舟

以

渡

行

人

歳

編

夫

一

名

執

役

知

州

林

希

元

造

舟

爲

浮

橋

渡

廢

平
安
橋

長

四

十

二

丈

共

二

十

四

架

在

東

門

舊

學

前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造

十

七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靈

山

縣

大

雨

水

漲

橋

壞

乃

更

造

脚

用

巨

木

爲

地

牛

至

十

八

年

四

月

再

更

大

水

不

動

知

州

林

希

元

記

○

欽

州

阻

江

而

城

凡

来

徃

合

浦

靈

山

者

皆

亂

于

江

官

府

造

舟

以

渡

行

人

歳

編

渡

子

以

執

其

役

顧

欽

民

野

渡

子

去

来

弗

常

行

人

恒

阻

甚

者

官

府

文

移

亦

沿

以

滯

予

𥘉

至

郡

病

焉

思

有

以

易

之

未

及

也

嘉

靖

十

六

年

　

皇

帝

有

事

安

南

督

府

令

州

縣

有

津

渡

處

咸

造

橋

以

渡

兵

馬

予

召

父

老

計

之

咸

欣

然

應

蓋

民

利

所

在

爭

趨

固

也

乃

度

渡

處

其

深

以

尺

計

者

十

有

二

其

廣

以

丈

計

者

四

十

有

二

余

曰

費

鉅

而

工

難

或

曰

天

涯

亭

之

南

故

有

東

川

橋

前

守

李

公

所

建

未

成

而

廢

請

因

之

予

徃

觀

焉

度

其

深

以

尺

計

者

九

其

廣

以

丈

計

者

二

十

有

八

予

曰

工

省

而

地

偏

弗

稱

乃

相

于

舊

學

宫

之

前

南

屬

游

魚

洲

度

之

其

深

以

尺

計

者

八

其

廣

以

丈

計

者

二

十

有

八

厥

土

易

衍

厥

途

切

邇

予

喜

曰

工

省

而

地

要

是

可

橋

矣

乃

樹

木

爲

柱

𨂍

木

爲

梁

爲

橋

凡

二

十

四

架

架

用

柱

五

梁

八

或

九

卜

日

舉

事

遠

近

爭

赴

民

採

木

四

出

罔

有

居

者

匠

人

於

橋

右

水

中

得

舊

橋

壞

柱

一

架

柱

數

如

今

父

老

云

自

年

八

十

者

未

始

見

當

在

洪

武

𣱵

樂

中

咸

曰

守

之

見

合

古

人

云

父

老

吳

道

亨

蔣

麒

周

廣

全

石

顯

馮

賔

黄

傑

監

督

蚤

夜

匪

懈

以

嘉

靖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有

八

日

啓

手

越

明

年

五

月

十

有

二

日

告

成

父

老

請

名

予

曰

是

橋

之

建

以

征

安

南

也

名

之

曰

平

安

遂

刑

牲

以

𥙊

諸

神

告

成

功

卒

事

頒

胙

賞

于

共

事

者

衆

咸

悅

父

老

請

移

東

門

墟

市

于

橋

南

歸

者

如

雲

旬

月

間

列

肆

七

八

十

六

月

旣

望

靈

山

大

雨

江

水

暴

漲

壞

民

居

嚙

沙

洲

没

橋

梁

橋

壞

予

求

其

故

江

沙

而

植

柱

淺

水

衝

沙

解

柱

露

故

壞

予

喜

曰

吾

得

所

以

爲

之

矣

乃

於

中

流

十

四

架

作

柱

高

三

丈

俾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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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没

以

巨

木

爲

地

牛

俾

不

可

動

分

民

採

木

罔

有

厭

怠

者

父

老

監

督

視

前

加

謹

已

而

黄

傑

以

啓

蒙

去

夙

夜

在

公

惟

吳

道

亨

蔣

麒

軰

五

人

以

嘉

靖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有

二

日

啓

手

越

明

年

又

七

月

十

有

二

日

告

成

江

岸

水

嚙

廣

加

三

丈

長

其

架

歩

增

至

二

十

有

五

柱

一

百

二

十

有

五

梁

三

百

五

十

有

二

地

牛

一

十

有

四

他

諸

欄

檻

牽

穿

之

𢿙

弗

與

焉

工

視

前

再

倍

之

父

老

請

曰

是

橋

之

成

首

尾

殆

三

年

時

不

爲

不

乆

矣

壞

而

再

營

工

不

爲

不

鉅

矣

蚤

作

夜

思

朝

戒

夕

勑

父

母

之

心

不

可

謂

不

勞

矣

弗

紀

無

以

𡸁

後

余

曰

誠

然

乎

哉

余

於

是

有

感

矣

余

束

髪

讀

書

有

志

經

世

筮

仕

餘

二

十

年

浮

沉

相

半

白

首

無

成

功

不

濟

斯

人

流

滯

天

涯

又

踰

三

載

回

想

平

生

厚

靦

靣

目

而

斯

橋

日

使

徃

者

来

者

咸

曰

斯

林

公

之

造

也

則

余

之

濟

斯

人

雖

未

能

遍

天

下

州

之

行

人

不

亦

有

濟

平

厥

名

仍

舊

平

安

之

事

成

否

弗

計

特

以

明

所

由

爾

抑

是

橋

作

於

前

人

中

經

廢

壞

百

有

餘

年

至

予

復

興

存

乎

其

人

焉

爾

使

後

之

君

子

皆

能

心

予

之

心

斯

橋

其

可

𣱵

𣱵

勿

壞

乎

一

時

並

建

者

東

有

平

銀

西

有

漁

洪

平

銀

以

筏

爲

架

一

十

七

漁

洪

以

舟

爲

架

二

十

五

皆

以

平

安

而

作

因

并

記

之

西
平
橋

在

州

城

西

門

外

𨂍

城

壕

以

濟

行

人

乆

廢

正

德

七

年

知

州

李

純

改

從

城

西

南

隅

𨂍

堤

爲

橋

後

廢

行

者

不

通

遂

塞

西

門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移

近

西

門

重

建

橋

梁

二

十

二

架

有

記

○

西

平

有

橋

舊

也

在

城

西

門

之

外

直

當

於

門

歲

乆

而

圮

前

守

李

公

改

建

於

城

西

南

隅

因

堤

𨂍

梁

從

省

也

作

而

不

法

故

公

去

未

乆

而

橋

壞

繼

者

弗

脩

行

道

爲

塞

謂

門

虚

設

且

費

兵

守

遂

閉

焉

予

至

州

登

城

四

望

見

欽

之

王

氣

皆

在

西

方

近

而

中

和

𣱵

樂

遵

化

諸

坊

鄕

逺

而

廣

西

交

趾

諸

郡

縣

咸

由

此

徃

閉

門

非

是

議

啓

之

守

備

指

揮

孫

子

正

所

千

戸

趙

子

繼

文

州

判

朱

子

浙

鄕

紳

照

府

黃

子

昪

太

學

生

陳

子

敬

章

子

獻

中

咸

賛

予

議

乃

卜

日

啓

門

遂

營

橋

事

群

情

胥

悅

舊

橋

去

門

遠

而

行

迂

乃

移

近

門

十

𢿙

歩

建

之

度

城

壕

之

廣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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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丈

計

者

三

十

有

竒

其

深

以

尺

計

者

八

爲

橋

二

十

四

架

架

用

柱

四

梁

八

或

九

計

柱

八

十

八

梁

一

百

六

十

一

欄

檻

牽

穿

之

𢿙

弗

與

焉

分

人

採

木

軍

民

響

應

罔

有

難

者

以

侍

養

生

員

梁

應

箕

敎

讀

黃

士

通

督

其

役

夙

夜

在

公

啓

手

戊

戌

冬

孟

越

明

年

春

孟

而

橋

成

士

夫

請

名

予

曰

是

橋

之

作

次

於

平

安

而

在

其

西

宜

名

西

平

僉

曰

可

遂

刑

牲

以

𥙊

諸

神

告

成

功

頒

胙

賞

于

供

事

者

行

道

四

逹

遠

近

胥

慶

父

老

告

曰

橋

西

之

原

故

有

墟

市

橋

壞

而

廢

宜

復

之

乃

復

招

墟

俾

民

貿

易

民

稱

便

章

子

請

記

其

事

以

𡸁

不

朽

予

讓

章

子

曰

斯

橋

也

四

路

所

會

要

於

平

安

廢

而

不

脩

行

道

乆

塞

公

今

復

建

厥

功

偉

矣

弗

記

後

之

作

者

罔

識

斯

橋

之

功

復

踵

前

人

之

惰

無

遠

望

矣

斯

記

也

非

特

紀

公

之

功

實

以

𣱵

公

之

利

也

予

嘆

曰

君

用

之

見

遠

哉

乃

記

靈
山
縣南

岸
江
渡

在

縣

治

南

半

里

武
利
上
下
渡

在

武

利

舗

去

縣

治

南

七

十

里

平
銀
渡

平

銀

江

也

在

州

治

東

去

城

三

十

里

造

舟

以

渡

行

人

歲

編

渡

夫

一

名

執

役

知

州

林

希

元

令

人

伐

木

作

筏

爲

浮

橋

渡

廢

迎
恩
橋

在

城

内

𣱵

寜

街

弘

治

十

八

年

𦒿

民

鄧

立

建

碑

記

尚

存

烏
江
橋

在

縣

治

北

五

里

舊

以

木

爲

橋

柱

輙

壞

正

德

四

年

僉

事

李

瑾

改

砌

石

墩

架

以

木

板

正

德

十

一

年

爲

大

水

所

壞

洪
崖
橋

在

縣

治

東

北

三

十

五

里

石
六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一

十

里

環
秀
橋

在

縣

治

西

一

里

弘

治

十

一

年

知

縣

倪

範

千

戸

曾

鑑

命

𦒿

民

梁

本

等

募

衆

建

費

銀

六

百

餘

兩

扁

曰

環

秀

正

德

十

一

年

爲

大

水

所

壞

高
橋

在

縣

治

南

一

十

里

官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二

十

三

里

山
心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三

十

一

里

譚
浪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四

十

里

丹
竹
橋

在

丹

竹

營

嘉

靖

十

八

里

年

府

推

官

王

良

弼

建

魚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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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十

里

根
竹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李
欽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龍
門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六

十

里

水
車
橋

在

縣

治

西

南

一

十

一

里

黃
猛
橋

在

縣

治

北

五

里

平
銀
橋

舊

爲

渡

知

州

林

希

元

造

浮

橋

十

七

架

遇

大

水

則

江

流

迅

猛

橋

不

能

當

輙

開

之

水

殺

而

復

闔

橋

夫

一

名

歲

撥

沿

海

弓

兵

二

名

恊

守

丹
竹
橋

在

慱

峩

郷

去

縣

治

一

百

八

十

里

府

治

大

路

也

江

廣

近

三

丈

橋

凡

二

架

流

遠

而

窄

上

有

深

林

遇

雨

則

湍

猛

巨

木

順

水

而

下

橋

輙

衝

壞

行

客

不

便

知

州

林

希

元

令

人

採

木

長

三

丈

者

𨂍

兩

岸

爲

橋

中

不

設

柱

始

爲

乆

計

亭
榭

欽
州

敬
一
亭

在

文

廟

之

東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建

旌
善
亭

在

州

門

之

左

申

朙
亭

在

州

門

之

右

以

上

二

亭

俱

嘉

靖

十

六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建

觀
德
亭

在

游

魚

洲

之

南

知

州

藍

渠

建

於

洲

北

東

嶽

廟

前

乆

廢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改

建

今

所

演
武
亭

在

東

門

外

欽

江

之

西

玄

妙

觀

之

東

乆

廢

嘉

靖

十

七

年

欽

州

千

戸

趙

繼

文

重

脩

天
涯
亭

在

東

門

外

月

城

上

東

向

○

按

漢

唐

治

至

日

南

欽

州

非

天

涯

亭

以

天

涯

扁

必

建

於

宋

但

莫

詳

作

者

國

朝

洪

武

五

年

府

同

知

郭

儁

重

建

廣

東

僉

事

陶

禹

　

範

記

○

余

總

角

讀

書

侍

祖

父

宦

遊

惟

浙

江

省

府

州

縣

而

已

每

聞

天

涯

海

角

之

名

洪

武

五

年

自

廣

東

分

廵

德

慶

等

處

按

治

廉

州

府

果

有

海

角

亭

一

所

按

治

欽

州

果

有

天

涯

亭

一

所

在

城

東

門

外

遥

望

交

趾

在

隱

約

有

無

縹

緲

間

歲

乆

風

雨

震

陵

已

傾

圮

矣

同

知

郭

儁

喜

捐

己

俸

擇

吉

於

本

年

六

月

𥘉

九

日

用

工

鼎

新

創

建

天

涯

亭

於

上

就

立

圓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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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海

會

閣

宇

壮

觀

是

邦

余

以

㸃

視

公

廨

得

目

其

景

槩

焉

鼻

祖

宋

郡

守

陶

公

嘗

作

詩

以

羡

其

景

矣

想

夫

春

融

氣

和

二

水

溶

溶

無

濤

無

波

一

碧

萬

頃

可

遊

可

歌

印

金

蟾

之

出

没

浴

扶

桑

之

晨

曦

躍

錦

鱗

於

别

浦

散

野

鶩

於

平

沙

登

斯

亭

也

則

有

撫

景

懷

人

洞

視

八

荒

者

矣

赤

帝

掌

命

流

金

礫

石

淸

風

徐

來

水

色

如

練

𠁊

氣

襲

人

午

不

知

暑

登

斯

亭

也

則

有

恍

若

出

丹

熱

之

室

而

入

淸

凉

之

國

者

矣

天

高

氣

淸

暑

退

人

𠁊

烟

收

雲

歛

長

天

一

色

潮

落

高

岸

日

過

踈

林

登

斯

亭

也

則

有

懷

鄕

思

里

凄

凄

切

切

者

矣

金

波

炫

瑞

珠

光

呈

祥

靑

山

滳

翠

茅

屋

成

瑶

翫

水

晶

域

觀

琉

璃

城

登

斯

亭

也

則

有

愛

國

忠

君

雪

心

澤

民

皎

皎

潔

潔

者

矣

此

則

天

涯

之

四

時

也

至

若

蒲

帆

摇

川

蛋

船

歸

浦

市

聲

雜

遝

人

爭

渡

也

嶻

𡺼

撑

空

羅

浮

山

也

三

石

鼎

峙

中

流

柱

也

十

里

淸

香

西

湖

蓮

也

風

聲

號

怒

錢

巖

木

也

銀

蛇

揚

輝

月

巖

光

也

竒

峯

𠋣

岸

龜

巖

覆

也

自

野

香

使

光

至

五

湖

三

石

潮

月

以

亭

名

者

殆

十

餘

焉

其

境

之

淸

竒

幽

恠

僻

隱

之

處

難

以

悉

數

余

自

天

台

至

欽

脩

途

整

一

萬

餘

里

愁

悶

逼

寨

又

奉

王

事

謹

嚴

實

無

心

及

此

因

鼻

祖

宋

郡

守

陶

公

巍

功

峻

績

炳

炳

尚

存

有

天

涯

詩

集

耆

老

暨

同

知

郭

儁

縣

丞

蕭

文

請

益

勒

石

遂

爲

之

記

卽

非

得

志

悅

懌

優

游

流

連

於

光

景

也

詩

宋

守

陶

弼

霧

雨

昏

昏

風

益

驕

天

涯

亭

上

覺

魂

消

一

家

生

意

付

秋

瘴

萬

里

歸

心

隨

暮

潮

共

送

逺

人

還

海

界

吏

■

遷

客

入

津

橋

山

公

對

此

難

酣

飲

未

免

醒

來

兩

𩯭

凋

　

國

朝

副

使

黄

增

祐

天

涯

亭

畔

曉

烟

開

一

望

天

涯

壮

客

懷

綠

水

幾

灣

城

外

遶

靑

山

萬

疊

海

邊

排

兵

屯

城

堡

封

疆

固

民

雜

猺

夷

禮

義

乖

𨚫

憶

故

園

風

景

好

江

村

林

屋

讀

書

齋

○

僉

事

黄

振

迢

逓

天

涯

境

界

寛

觀

風

頻

上

古

亭

看

懷

鄕

萬

里

瞻

雲

白

愛

國

千

年

捧

日

丹

驛

落

東

來

雲

杳

杳

滄

溟

南

去

水

漫

漫

漢

家

銅

柱

封

疆

在

西

海

無

虞

百

姓

安

○

都

指

揮

王

淸

獨

上

危

樓

雙

眼

豁

西

風

凉

動

五

花

袍

天

低

古

戍

來

山

色

地

盡

窮

荒

見

海

濤

𦘕

角

一

聲

斜

日

落

朱

簾

十

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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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白

雲

高

伏

波

事

業

今

誰

繼

慷

慨

長

歌

出

寳

刀

○

僉

事

胡

榮

去

國

萬

餘

里

中

州

盡

此

程

五

雲

宫

闕

逈

合

浦

戍

樓

橫

□

雉

曾

克

貢

銅

標

舊

柱

營

天

涯

應

更

遠

水

驛

是

虚

名

○

知

府

饒

秉

鑑

誰

構

危

亭

筒

碧

空

亭

前

風

景

自

無

窮

海

波

浩

蕩

連

天

白

山

勢

崔

嵬

挿

漢

雄

銅

柱

望

殘

思

馬

援

江

城

目

遍

憶

商

翁

交

州

迢

逓

知

何

處

夷

夏

于

今

總

混

同

○

知

州

徐

珪

西

風

欲

暮

動

羈

情

目

斷

天

涯

萬

里

程

戀

闕

有

懷

勞

北

望

遠

夷

無

警

罷

南

征

海

濤

不

見

千

尋

浪

鷄

犬

常

聞

四

五

聲

莫

訝

邊

民

主

計

薄

家

家

新

釀

樂

秋

成

○

知

州

林

希

元

平

生

夢

不

到

天

涯

此

日

登

亭

獨

舉

盃

二

水

洲

分

魚

鷺

出

千

峯

簾

捲

𦘕

屏

開

　

聖

朝

冠

蓋

從

兹

盡

交

趾

王

租

乆

不

來

銅

柱

功

名

𧩊

漢

將

百

年

落

落

愧

凡

才

三
山

亭
在

州

治

南

三

山

嶺

上

宋

守

陶

弼

詩

諸

峯

不

及

此

三

峯

翠

影

多

年

路

未

通

野

老

傳

來

無

地

主

神

仙

留

待

與

山

翁

琱

弓

射

㓕

虎

狼

迹

長

劍

剪

開

荆

𣗥

叢

吏

引

旌

旗

先

險

阻

匠

營

樓

閣

出

虚

空

藤

蘿

葉

茂

𥘉

無

日

松

桂

校

新

漸

有

風

下

瀬

將

軍

㣲

舉

職

安

南

都

護

遠

輸

忠

商

𧩊

合

浦

珠

胎

賤

民

樂

占

城

稻

榖

豐

火

炬

影

沉

山

岸

北

潮

聲

流

過

郡

城

東

四

時

收

印

來

無

定

終

日

開

樽

望

不

窮

玉

版

淡

魚

千

片

白

金

膏

鹹

蟹

一

團

紅

雲

臺

志

節

悲

歌

外

銅

柱

封

疆

醉

眼

中

所

惜

溪

頭

好

崖

石

只

書

詩

句

不

書

功

又

三

山

亭

下

水

悠

悠

山

聳

潮

平

地

欲

浮

草

木

秀

多

窮

海

角

棟

梁

高

處

壓

鰲

頭

莫

辭

樽

爼

金

船

夜

曾

駐

旌

旗

玉

帳

秋

好

景

眼

前

題

不

盡

恍

然

神

鬼

在

瀛

洲

直
釣
亭

址

無

考

商

翁

詩

半

載

持

竿

野

水

東

山

翁

心

不

類

漁

翁

何

湏

巧

餌

懸

鈎

上

會

使

姦

鱗

落

鼎

中

西

伯

道

高

來

□

望

文

宗

才

短

失

盧

仝

縱

人

能

取

鱗

中

意

南

海

波

瀾

一

夜

空

五
湖
亭

在

州

城

外

一

里

有

東

西

南

北

中

之

異

名

昔

宋

守

陶

商

翁

建

乆

廢

今

失

其

處

有

詩

七

隄

環

遶

四

城

隅

限

隔

烟

波

作

五

湖

書

吏

寫

供

都

水

帳

𦘕

工

揂

入

職

方

圖

東

流

滿

郭

湖

相

似

塞

氣

侵

人

瘴

自

無

日

際

諸

蠻

盡

冠

帶

將

軍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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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計

學

朱

陶

南
湖
亭

址

無

考

宋

守

陶

商

翁

詩

山

城

春

晝

橘

花

開

祓

楔

相

將

上

占

臺

一

片

晚

雲

含

落

照

𢿙

分

殘

酒

伴

新

梅

談

高

𦂶

席

終

無

况

詩

落

金

牋

謾

有

才

多

謝

南

亭

湖

與

月

醉

中

相

送

𦘕

船

回

野
香
亭

址

無

考

商

翁

詩

野

香

亭

下

新

開

蕚

半

是

夭

桃

半

是

梅

舊

說

武

陵

源

上

去

今

疑

大

庾

嶺

邊

來

人

閑

亭

上

醒

還

醉

天

煖

墻

頭

落

文

開

賓

客

笑

談

民

鼓

舞

不

知

何

者

號

春

臺

使
光
亭

址

無

考

商

翁

詩

亭

上

三

峯

臂

五

湖

皇

華

人

到

此

躇

蹰

鄕

民

看

取

黄

龍

節

郡

吏

聽

宣

赤

鳳

書

南

下

威

如

霜

落

後

撫

邊

恩

似

雨

來

𥘉

離

筵

何

用

銀

燈

燭

自

有

雙

星

照

使

車

潮
月

亭
址

無

考

商

翁

詩

角

聲

吹

送

小

單

于

薄

霧

稀

星

年

有

無

坐

看

月

從

潮

上

出

水

晶

盤

裏

夜

明

珠

茶
溪
亭

址

無

考

商

翁

詩

茶

溪

亭

上

綠

沿

廻

溪

上

孤

城

照

水

開

誰

趂

落

潮

離

晚

渡

自

尋

芳

草

上

春

臺

年

華

有

限

忙

中

去

人

事

無

涯

暗

裏

來

安

得

病

軀

開

病

眼

碧

雲

瞻

拱

帝

星

回

桂
風

亭
址

無

考

商

翁

詩

新

亭

序

立

郡

城

樓

樽

酒

登

樓

未

免

愁

家

住

斗

星

天

北

野

路

隨

潮

水

海

南

頭

古

憂

蛟

蜃

今

思

濟

衆

說

魚

蝦

不

直

鈎

民

俗

不

知

官

况

薄

上

書

重

把

㓂

君

留

甘
棠
亭

址在

州

城

南

一

里

元

監

郡

凍

阿

木

建

久

廢

經

歷

趙

國

瑜

有

記

○

洛

陽

天

下

之

中

凡

山

川

之

所

聚

人

物

之

所

鍾

皆

禀

天

地

之

正

氣

故

率

異

於

他

方

周

公

相

成

王

定

都

於

洛

良

以

此

也

周

南

召

南

風

化

所

始

其

人

多

端

重

謹

厚

自

周

而

下

以

名

德

見

稱

於

世

者

何

限

予

以

元

綂

甲

戍

冬

遷

欽

江

長

幕

時

總

管

以

下

俱

欠

員

惟

監

郡

凍

阿

未

公

署

事

予

見

其

聰

明

特

逹

留

心

政

務

甚

加

敬

仰

詢

之

則

洛

陽

人

也

到

任

至

今

每

政

暇

則

視

地

所

宜

一

日

見

南

關

外

草

木

平

曠

遂

創

爲

屯

田

之

謀

招

猍

流

民

僅

百

餘

家

公

給

牛

具

榖

種

親

行

監

視

督

其

開

墾

浚

壕

水

以

灌

之

溝

洫

䟽

通

皆

盡

其

利

歲

有

所

収

不

私

於

己

以

𦔳

軍

儲

至

於

放

生

塘

墾

田

亦

如

之

又

爲

惠

民

倉

以

貯

之

以

濟

飢

民

其

忠

國

愛

民

之

心

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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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拳

如

此

誠

可

謂

無

負

於

勸

農

之

職

者

矣

嗟

夫

今

之

爲

政

抑

誰

能

如

公

爲

吾

民

千

載

不

朽

之

計

也

公

又

於

南

屯

創

亭

爲

遊

息

之

所

扁

曰

甘

棠

東

有

亭

曰

周

南

西

曰

召

南

所

以

明

風

化

之

始

也

穿

二

池

東

曰

洛

西

曰

陽

所

以

表

天

地

之

正

也

又

於

二

池

之

上

爲

九

曲

流

觴

非

徒

事

夫

遊

觀

之

美

所

以

示

其

流

通

而

不

滯

也

前

有

大

地

乃

因

一

夜

雷

雨

震

其

地

迨

曉

而

觀

豁

然

一

池

豈

非

天

監

公

之

忠

誠

而

又

以

濟

民

之

田

禾

與

昔

者

召

伯

之

敎

明

於

南

國

故

其

甘

棠

之

詠

歌

勿

剪

勿

伐

今

公

捐

己

俸

墾

斯

田

建

斯

亭

且

名

以

甘

棠

非

惟

不

忘

其

故

鄕

也

押

亦

使

天

涯

之

遐

荒

彷

彿

中

原

之

形

勝

而

又

期

夫

牧

守

者

觀

是

亭

油

然

有

感

而

西

伯

之

治

得

民

心

之

思

也

如

此

適

予

有

柳

推

之

除

將

促

装

因

謂

公

曰

公

之

用

心

可

謂

勞

矣

公

之

成

績

可

謂

著

矣

二

司

交

章

薦

舉

亦

可

謂

不

虚

矣

予

謭

材

叨

居

幕

僚

三

載

若

不

能

賛

揚

予

之

責

也

此

間

之

守

前

有

余

襄

公

後

有

陶

商

翁

其

所

傳

至

今

未

見

其

有

所

考

也

當

爲

公

記

之

以

傳

不

朽

公

曰

諾

於

是

乎

書

鴻
飛
亭

在

東

門

外

游

魚

洲

上

知

州

林

希

元

滿

去

感

蘇

東

坡

鴻

飛

那

復

計

東

西

之

句

因

改

東

嶽

廟

爲

亭

扁

曰

鴻

飛

而

繫

以

詩

士

夫

多

有

和

者

其

亭

四

水

環

抱

諸

峯

朝

拱

一

州

之

勝

景

也

因

名

之

曰

鴻

臺

環

壁

林

希

元

詩

鴻

跡

因

風

到

海

涯

羽

毛

今

日

又

何

之

稻

粱

本

匪

平

生

志

雲

漢

長

懷

萬

里

思

木

落

山

空

歸

路

杳

秋

高

天

遠

北

書

遲

四

年

作

郡

慚

無

𥙷

徒

向

江

干

賦

雪

泥

靈
山
縣敬

一
亭

在

儒

學

文

廟

之

右

旌
善
亭

在

縣

治

之

左

申
明
亭

在

縣

治

之

右

乆

廢

演
武
亭

一

在

朝

陽

門

舊

建

一

在

三

海

巖

僉

事

鄭

𠃔

璋

建

環
秀
亭

在石

六

峯

下

環

秀

橋

之

傍

弘

治

十

一

年

知

縣

倪

範

建

正

德

四

年

知

縣

王

棋

脩

今

廢

烏
江
亭



 

欽
州
志
卷
七
　
　
　
　
　

十
三

在

縣

東

北

五

里

烏

江

橋

之

傍

弘

治

十

一

年

知

縣

倪

範

建

正

德

四

年

知

縣

王

棋

脩

今

廢

圓
通

閣
在

城

十

字

街

中

成

化

八

年

僉

事

林

錦

建

正

德

八

年

僉

事

李

志

剛

去

木

柱

改

砌

以

磚

石

泗

州
䑓

在

縣

治

東

四

十

里

洪

崖

都

今

廢

虚
通
堂

在

石

六

峯

下

正

德

四

年

僉

事

李

瑾

建

今廢

坊
表

欽
州

寜
越
古
郡
坊

在

州

門

前

舊

扁

政

平

訟

理

乆

廢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建

易

今

扁

舊

有

承

流

宣

化

坊

乆

廢

諫
議
坊

在

州

門

十

字

街

舊

扁

專

城

知

州

藍

渠

改

易

曰

名

贒

遺

愛

諫

議

流

芳

將

廢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建

易

今

扁

仰
聖
坊

在

儒

學

西

成
賢

坊
在

儒

學

東

俱

知

州

林

希

元

建

按

學

前

舊

有

騰

蛟

起

鳯

坊

乆

廢

兹

創

易

今

扁

肅
清
坊

在

按

察

分

司

前

之

左

舊

曰

振

肅

知

州

藍

渠

改

曰

分

符

振

紀

知

州

林

希

元

易

今

扁

保
障
坊

在

按

察

分

司

前

之

右

舊

曰

激

揚

知

州

藍

渠

改

佩

璽

安

邦

知

州

林

希

元

改

今

扁

𡚒
武
坊

在

守

備

舘

之

西

十

字

街

之

東

舊

扁

𡚒

武

衛

知

州

林

希

元

削

去

衛

字

中
和
坊

在

州

治

東

一

里

洪

武

十

四

年

創

立

迎
恩
坊

在

東

門

外

一

里

府

同

知

郭

儁

立

朝
京
坊

在水

東

岸

去

州

治

二

里

府

同

知

郭

儁

立

振
民
坊
　
錦
繡
坊
　
聮
桂
坊

在

州

治

東

一

里

知

州

蔡

惟

溥

爲

舉

人

黄

𤨔

黄

儀

立

登
雲
坊

在

州

城

東

門

外

判

官

張

澄

爲

舉

人

黄

愛

立

折
桂
坊

在

州

南

大

街

都

指

揮

湯

節

爲

舉

人

簫

通

立

崢
嶸
坊

在北

城

外

都

指

揮

湯

節

爲

舉

人

楊

冠

立

科
第
坊

在

東

門

外

知

州

徐

珪

建

凡

當

代

𢬏

科

者

悉



 

欽
州
志
卷
七
　
　
　
　
　

十
四

書

以

上

悉

廢

叢
桂
坊

在

東

門

内

知

州

杜

傑

見

諸

坊

廢

建

此

歴

書

各

科

舉

人

姓

名

其

上

靈
山
縣旌

孝
坊

在

縣

治

南

慶

元

二

年

郡

守

林

侯

爲

王

康

臣

妻

劉

氏

奏

立

今

廢

靈
𤩹
坊

在

舊

城

南

街

爲

舉

人

勞

慶

立

今

廢

登
第
坊

在

舊

城

西

街

爲

舉

人

鄭

賢

立

今

廢

進

士
坊

在

圓

通

大

街

副

使

林

錦

爲

甲

午

科

舉

人

黄

華

立

及

登

進

士

僉

事

傅

金

改

扁

進

士

僉

事

李

瑾

汪

克

章

相

繼

修

葺

嘉

靖

十

八

年

僉

事

孫

世

祐

重

脩

方
岳
坊

在

迎

恩

街

成

化

丙

午

監

察

御

史

李

琨

爲

叅

議

裴

衷

立

後

壞

弘

治

辛

酉

都

憲

鄧

公

廷

瓉

採

珠

道

經

靈

山

爲

修

正

德

庚

午

僉

事

李

瑾

脩

嘉

靖

戊

戌

僉

事

孫

世

祐

重

脩

成
德
坊

在

學

門

之

東

逹
材
坊

在學

門

之

西

二

坊

俱

嘉

靖

丙

申

僉

事

王

崇

建

義
路
坊

在

六

峯

門

大

街

學

宫

之

東

禮
門

坊
在

六

峯

門

大

街

學

宫

之

西

二

坊

俱

嘉

靖

戊

戊

僉

事

孫

世

祐

建

親
民
坊

在

迎

恩

大

街

縣

治

之

東

嘉

靖

丁

酉

知

縣

趙

仲

衍

改

縣

建

立

憲
綱
坊
　
兵
紀
坊

二

坊

俱

在

按

察

分

司

前

嘉

靖

十

八

年

僉

事

孫

世

祐

建

䘏
政

欽
州

養
濟
院
在
州
治
西
門
内
嘉
靖
四
年
知
州
藍
渠
建

乆
廢
知
州
杜
傑
以
興
造
告
當
路
可
之
而
未
舉
嘉

靖
十
七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始
於
故
址
重
建

漏
澤
園
在
州
治
東
三
里
靈
山
官
路
傍
因
阻
大
江



 

欽
州
志
卷
七
　
　
　
　
　

十
五

歳
乆
傾
圮
嘉
靖
四
年
知
州
藍
渠
移
建
州
治
西
門

外
曰
義
塜
乆
廢
嘉
靖
十
八
年
知
州
林
希
元
復
立

牌
坊
扁
曰
漏
澤
園

靈
山
縣養

濟
院
在
長
春
門
内
舊
在
縣
治
西
南
隅
天
順
六

年
知
縣
林
錦
建
成
化
二
年
遷
今
所
年
乆
廢
壞
正

德
五
年
冬
僉
事
李
瑾
重
建
乆
廢

漏
澤
園
在
縣
治
西
一
里
正
德
七
年
通
判
高
公
昇

建
乆
廢

寺
觀

欽
州

崇
寜
寺
在
東
門
外
埠
通
坊
舊
儒
學
之
右
嘉
靖
二

年
提
學
副
使
魏
校
拆
毁
以
其
地
爲
社
學

玄
妙
觀
在
東
門
外
敎
塲
之
西
隆
崗
上
以
本
州
正

至

聖
旦
習
儀
之
所
故
不
廢

靈
山
縣大

雲
寺
在
新
城
西
正
綂
十
二
年
僧
興
寜
募
縁
建



 

欽
州
志
卷
七
　
　
　
　
　

十
六

歳
乆
傾
圮
成
化
九
年
僉
事
林
錦
以
習
儀
命
縣
所

重
脩

陟
熈
寺
在
縣
治
東
十
五
里
上
武
安
鄕
舊
有
石
龜

今
人
呼
石
龜
寺

陵
墓

欽
州

唐
諫
議
大
夫
寗
悌
原
墓
在
州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大

墓
山
下

朙
知
府
楊
冠
墓
在
州
城
西
地
名
三
里
橋

古
蹟

欽
州

欽
州
故
城

在

州

治

東

北

三

十

里

城

東

廂

那

𣚒

村

故

欽

江

縣

址

也

唐

建

州

治

於

此

廢

南
亭
州

在

下

安

業

鄕

陸

屋

村

之

北

一

綂

志

唐

𥘉

置

領

内

亭

遵

化

二

縣

治

内

亭

貞

觀

𥘉

廢

廢
玉
山
州

文

獻

通

考

漢

屬

交

趾

郡

梁

分

置

黄

州

及

寜

海

郡

隋

平

陳

郡

廢

改

黄

州

爲

玉

州

煬

帝

州

廢

併

其

地

入

寜

越

郡

唐

復

置

玉

州

上

元

二

年

改

爲

陸

州

或

爲

玉

山

宋

無

此

州

一

綂

志

本

梁

安

平

縣

置

黄

州

及

寜

海

郡

隋

廢

郡

改

州

曰

玉

州

後

廢

唐

復

置

玉

山

州

領

安

海

玉

山

後

廢

以

此

推

之

玉

山

州

屬

交

趾

郡

隋

煬

帝

併

入

寜

越

郡

故

廢

唐

復

置

玉

山

州

後

廢

宋

無

此

州

必

復

歸

交

趾

也

玉

山

州

故

址

意

今

海

東

海

陽

二

府

是

其

地

廢
安
海
縣

即

廢

玉

山

州

屬

縣

詳

見

廢



 

欽
州
志
卷
七
　
　
　
　
　

十
七

玉

山

州

下

廢
安
遠
縣

本

唐

保

京

縣

宋

景

德

三

年

改

安

遠

縣

相

傳

州

北

玄

壇

廟

是

其

故

址

今

觀

其

地

雖

淺

狹

然

東

西

兩

門

對

峙

有

似

縣

治

然

者

人

言

或

可

信

也

銅
柱

漢

伏

波

將

軍

馬

援

旣

平

交

趾

立

此

以

表

漢

界

在

州

治

東

貼

浪

都

古

森

峝

上

與

交

趾

接

界

今

其

地

與

銅

柱

没

入

安

南

在

新

安

州

界

相

傳

援

有

銘

銅

柱

折

交

趾

㓕

銅

柱

𣣱

交

趾

拆

一

枝

交

人

過

者

以

石

培

之

遂

成

丘

陵

未

知

是

否

銅
皷

一

綂

志

相

傳

馬

伏

波

所

餘

又

云

諸

葛

孔

明

征

蠻

之

具

今

按

本

州

𣱵

樂

鄕

團

光

村

有

銅

皷

井

塘

曰

銅

皷

塘

相

傳

掘

地

得

銅

皷

遂

成

井

泉

因

名

民

有

告

爭

其

塘

者

詢

之

云

然

如
洪
砦

亦

名

如

洪

鎮

出

宋

史

在

州

治

西

末

樂

鄕

一

圖

去

州

三

十

里

今

廢

居

民

云

鳯

凰

江

有

洲

洲

上

官

署

遺

址

尚

存

必

舊

時

立

砦

之

所

也

如
昔
砦

亦

名

如

昔

鎮

在

州

西

如

昔

都

後

廢

今

有

如

昔

巡

檢

司

必

後

所

改

但

今

其

地

䧟

于

安

南

不

復

有

矣

咄
𠳤
砦

亦名

鎮

出

宋

史

稱

隷

靈

山

又

稱

欽

州

如

洪

咄

𠳤

如

昔

三

鎮

皆

濵

海

今

按

欽

州

時

羅

都

有

地

名

咄

𠳤

其

地

濵

海

而

靈

山

無

海

意

咄

𠳤

在

時

羅

其

云

隷

靈

山

者

史

氏

之

誤

也

平
銀
馬
驛

在州

治

東

二

十

里

平

銀

渡

成

化

九

年

裁

革

防
城
水
驛

在

時

羅

都

防

城

村

𣱵

樂

十

四

年

置

宣

德

五

年

廢

佛
陶
水
驛

在

佛

陶

廵

檢

司

𣱵

樂

十

四

年

置

宣

德

中

廢

寜
越
逓
運

所
在

州

城

外

欽

江

東

岸

宣

德

五

年

改

建

河

泊

所

今

併

廢

涌
淪
逓
運
所

在

時

羅

都

涌

淪

村

宣

德

五

年

廢

佛
陶
廵
檢
司

在

時

羅

都

𣱵

樂

十

四

年

建

宣

德

五

年

廢

今

其

地

爲

交

趾

所

據

移

𣱵

安

州

治

於

此

如
昔
廵
檢
司

在

如

昔

都

宣

德

間

廢

交

趾

布

政

司

州

民

黄

金

廣

等

以

其

地

降

安

南

遂

廢

其

地

屬

萬

寜

州

靈
山
縣



 

欽
州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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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欽
江
縣

在

縣

治

西

南

秋

風

鄕

界

上

爲

欽

州

城

東

廂

地

遵
化
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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