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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和
山
在
縣
南
八
十
里
高
二
千

五
百
丈
周
迴
五
百
里
乃
陰
長
生
于
此
得
仙

漢
水
去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水
中
有
洲
名
滄
浪
洲
卽
禹
貢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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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又
東
爲
滄
浪
之
水

鹽
池
在
縣
東
南
百
里
池
水
四
周
上
生
柴
氣
池
左
右
草
木

十
餘
里
氣
所
染
著
上
如
雪
霜
嘗
之
盬
味
土
人
謂
之
鹽
花

鄖
鄕
縣

上

東

至

州

一

百

一

十

三

里

本
漢
錫
縣

錫

音

羊

古
麇
國
之
地
也
左
氏
傳
曰
楚
潘
崇
伐
䴢

至
于
錫
穴
是
也
漢
錫
縣
屬
漢
中
郡
晉
武
帝
改
錫
縣
爲
鄖

鄕
縣
隋
初
屬
均
州
後
隸
房
州
貞
觀
又
改
屬
均
州

西
山
今
名
寶
葢
山
在
縣
西
南
三
里
其
山
南
臨
漢
水

漢
水
西
自
豐
利
縣
界
流
入
南
去
縣
三
里
東
有
澇
灘
冬
卽

水
淺
而
下
多
大
石
又
東
爲
淨
灘
夏
水
急
迅
行
旅
苦
之
歌

曰
冬
澇
夏
淨
斷
官
使
命

豐
利
縣

上

東

至

州

二

百

四

十

里

本
漢
長
利
縣
之
地
也
理
在
長
利
川
故
以
爲
名
宋
于
此
僑

置
南
上
洛
郡
屬
梁
州
後
魏
文
帝
改
南
上
洛
郡
爲
豐
利
郡

又
立
豐
利
縣
隋
以
豐
利
縣
屬
金
州
貞
觀
八
年
改
屬
均
州

鍚
義
山
一
名
天
心
山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五
里
山
方
圓
百
里

形
如
城
四
面
有
門
相
傳
以
爲
仙
靈
所
居

漢
水
南
去
縣
二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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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房
州

房

陵

下

開

元

戸

一

萬

四

千

四

百

三

十

一

　

鄕

三

十

四

元

和

戸

四

千

四

百

　

　

　

　

　

　

鄕

三

十

四

禹
貢
梁
州
之
域
古
麇
國
之
地
左
傳
曰
楚
子
伐
麇
成
大
心

敗
麇
師
于
防
渚
闞
駰
以
爲
防
陵
卽
春
秋
時
防
渚
州
之
得

名
蓋
自
此
也
戰
國
時
屬
楚
秦
爲
漢
中
郡
地
漢
立
房
陵
縣

屬
漢
中
郡
後
漢
末
立
爲
房
陵
郡
建
安
三
十
四
年
蜀
先
主

遣
宜
都
太
守
孟
達
征
房
陵
殺
太
守
申
耽
魏
文
帝
時
孟
達

降
魏
魏
改
房
陵
郡
爲
新
城
郡
後
達
叛
魏
降
蜀
司
馬
宣
王

擊
殺
之
侯
景
之
亂
地
入
後
魏
至
周
武
帝
改
爲
遷
州
貞
觀

十
年
廢
遷
州
自
竹
山
縣
移
房
州
于
廢
遷
州
廨
卽
今
州
理

是
也

州
境

東

西

五

百

二

十

三

里

南

北

三

百

六

十

九

里

八
到

西

北

至

上

都

一

千

六

百

六

十

八

里

東

北

至

東

都

一

千

一

百

五

十

五

里

東

至

襄

州

四

百

二

十

里

水

路

五

百

八

十

四

里

南

至

歸

州

山

路

五

百

里

正

西

微

北

至

金

州

五

百

四

十

里

北

至

均

州

二

百

六

十

八

里

貢
賦

開

元

貢

　

麝

香

　

蠟

　

鍾

乳

　

蒼

礬

石

　

　

賦

　

布

　

麻

元

和

貢

　

麝

香

二

十

顆

　

石

膏

　

雷

丸

　

芮

草

管
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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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房
陵
　
永
淸
　
竹
山
　
上
庸

房
陵
縣

上

郭

下

本
漢
舊
縣
屬
漢
中
郡
後
漢
改
防
爲
房
後
魏
以
爲
光
遷
縣

貞
觀
十
年
改
爲
房
陵

房
山
在
縣
西
南
四
十
三
里
其
山
西
南
有
石
室
似
房
因
以

爲
名

建
鼓
山
在
縣
南
百
一
十
三
里
與
馬
騣
山
連
接
二
山
竝
高

峻
冬
夏
積
雪

筑
水
出
縣
西
北
葉
山
經
縣
北
二
里
魏
遣
夏
侯
泉
與
張
郃

下
巴
西
集
軍
宕
渠
劉
備
屯
軍
筑
口
卽
此
水
也

趙
王
遷
墓
在
縣
北
九
里
秦
使
王
翦
滅
趙
徙
趙
王
遷
于
遷

陵永
淸
縣

中

下

西

至

州

一

百

一

十

里

本
房
陵
縣
地
後
魏
廢
帝
分
房
陵
東
境
置
大
洪
縣
周
武
帝

改
爲
永
淸
縣
屬
遷
州
隋
改
屬
房
陵
郡

沮
水
出
縣
西
南
景
山
東
南
入
于
漢
江
左
傳
曰
江
漢
沮
漳

楚
之
望
也

案

沮

今

左

傳

本

作

雎

孔

頴

達

疏

云

睢

經

襄

陽

至

南

郡

枝

江

縣

入

江

與

山

海

經

睢

水

出

景

山

相

合

漢

書

地

理

志

臨

沮

注

引

左

傳

作

沮

與

水

經

沮

水

出

房

陵

縣

相

合

沮

睢

二

字

舊

蓋

通

用



 

元
和
郡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十
三

筑
水
經
縣
北
三
里

大
洪
故
縣
城
任
縣
東
六
里

竹
山
縣

中

下

東

至

州

一

百

四

十

八

里

本
漢
上
庸
縣
古
庸
國
也
昔
武
王
伐
紂
庸
人
往
焉
故
收
誓

云
及
庸
蜀
羌
髳
微
盧
彭
濮
人
注
云
庸
濮
在
江
漢
之
南
左

傳
曰
庸
率
羣
蠻
以
叛
楚
使
廬
戢
棃
侵
庸
後
遂
滅
之
至
漢

初
立
上
庸
縣
屬
漢
中
郡
後
漢
于
縣
立
上
庸
郡
後
魏
改
置

竹
山
縣
因
黃
竹
嶺
以
爲
名
也

方
城
山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頂
上
平
坦
四
面
險
固
山
南
有

城
周
十
餘
里

白
馬
塞
山
在
縣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初
孟
達
爲
新
城
太
守
登

此
山
而
歎
曰
劉
封
申
耽
據
金
城
千
里
而
不
能
守
豈
大
丈

夫
也

黃
竹
山
在
縣
北
百
里
山
上
竹
色
皆
黃
因
以
爲
名
也

上
庸
縣

中

下

東

至

州

二

百

五

十

里

本
漢
上
庸
縣
地
也
按
漢
上
庸
縣
今
竹
山
縣
理
是
也
蕭
齊

武
帝
分
上
庸
縣
地
于
此
立
新
豐
縣
屬
上
庸
郡
後
魏
改
爲

孔
陽
縣
因
界
內
孔
陽
水
爲
名
隋
開
皇
三
年
罷
孔
陽
縣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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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移
上
庸
縣
理
于
廢
孔
陽
縣
理
屬
羅
州
貞
觀
十
年
改
屬
房

州長
羅
山
在
縣
北
四
里

孔
陽
水
在
縣
西
五
十
步

元
和
郡
縣
志
卷
二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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