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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浙

路

蓋

禹

貢

揚

州

之

域

當

南

斗

須

女

之

分

又

天

文

志

牛

宿

六

星

客

星

犯

守

之

牛

馬

貴

越

地

起

兵

彗

星

犯

之

吳

分

兵

起

孛

犯

吳

越

兵

起

下

當

有

自

立

者

須

女

四

星

日

食

在

女

越

分

饑

十

二

國

十

六

星

在

牛

女

南

近

九

坎

鄭

北

一

星

曰

越

有

變

動

各

以

其

國

占

之

北

斗

七

星

在

太

微

北

四

曰

權

其

分

爲

吳

漢

志

主

荆

州

六

曰

闓

陽

其

分

爲

趙

漢

志

主

揚

州

三

台

六

星

西

近

文

昌

二

星

曰

上

台

爲

司

命

主

壽

上

星

主

兖

豫

下

星

主

荆

揚
案

名

勝

志

陶

隱

居

云

天

台

山

當

斗

牛

之

分

上

應

台

星

故

曰

天

台

天

巿

垣

二

十

二

星

東

蕃

十

一

星

六

曰

吳

越

南

斗

六

星

南

二

星

魁

天

梁

也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星
野

十
二

石

申

曰

魁

第

一

主

吳

二

會

稽

熒

惑

爲

南

方

星

經

曰

主

楚

吳

越

以

南

東

甌

五

星

在

翼

南

天

文

錄

曰

東

甌

東

越

也

今

永

嘉

郡

永

甯

縣

是

也
案

東

越

不

止

永

甯

實

兼

台

温

處

三

府

地

清

類

天

文

分

野

之

書

台

州

府

南

斗

須

女

之

分

明

史

天

文

志

斗

三

度

至

女

一

度

星

紀

之

次

也

台

州

温

州

斗

牛

須

女

分

內

緯

袐

言

牛

五

度

台

州

府

臨

海

太

平

入

五

分

之

三

女

五

度

台

州

府

黃

巖

天

台

仙

居

入

三

分

之

九

舊

浙

江

通

志

古

測

台

州

牛

女

分

野
見

明

統

志

今

測

斗

六

度

藏

書

集

要

天

台

台

州

府

斗

十

一

度

丑

宫

萬

厯

志

台

州

府

領

縣

六

仙

居

其

一

也

天

文

屬

牛

女

之

分

康

熙

鄭

志

昔

謂

婺

州

以

婺

女

星

而

名

處

州

以

少

微

星

而

名

台

州

以

上

應

三

台

而

名

僊

介

於

其

閒

約

略

可

知

矣

揣

籥

小

錄
金

華

張

作

楠

丹

村

著

北

極

經

緯

度

分

全

表

說

康

熙

庚

寅

辛

卯

閒

命

臺

官

分

測

各

省

及

外

藩

之

北

極

高

度
一

名

定

緯

東

西

偏

度
一

名

經

度

量

畫

輿

圖

經

緯

井

然

允

足

爲

萬

世

測

算

圭

臬

茲

謹

遵

全

圖

按

其

經

緯

以

京

師

爲

中

線

各

州

縣

經

緯

俱

以

城

中

爲

凖

仙

居

縣

北

極

出

地

二

十

八

度

五

十

一

分

偏

東

四

度

一

十

八

分

輿

地

經

緯

度

里

表
長

沙

丁

取

忠

雲

梧

著

仙

居

縣

偏

東

四

度

一

十

八

分

距

京

師

中

線

七

百

五

十

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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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星
野

十
三

案

温

州

府

志

云

地

有

緯

度

卽

北

極

高

度

以

準

南

北

可

考

太

陽

出

入

晝

夜

長

短

時

刻

之

真

又

有

經

度

以

京

師

爲

正

中

其

地

偏

東

偏

西

可

考

節

氣

時

刻

先

後

之

實

此

官

民

所

共

用

載

於

時

憲

書

者

瑞

安

縣

志

云

按

各

省

交

氣

時

刻

視

距

京

城

東

西

之

經

度

其

在

京

城

西

者

見

日

之

過

宫

早

故

節

候

亦

早

在

京

城

東

者

見

日

之

過

宮

遲

故

節

候

亦

遲

厯

法

每

距

一

度

加

減

四

分

推

之

浙

江

交

節

時

刻

視

京

城

加

一

刻

温

州

又

加

二

分

今

案

據

此

則

仙

居

視

會

城

當

加

三

分

寸

八

杪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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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疆
域

十
四

疆

域

萬

厯

志

曰

先

王

畫

野

分

州

立

百

里

之

國

萬

區

仙

于

越

爲

瘠

壞

截

長

補

短

猶

然

稱

邑

焉

其

閒

廣

輪

延

袤

統

轄

所

至

以

備

職

方

氏

之

採

擇

者

此

有

司

所

當

詳

也

然

地

非

都

會

崇

山

綰

帶

蒼

嶺

一

綫

僅

通

閩

道
當

作

婺

括

車

轍

罕

至

商

賈

之

路

亦

絶

則

何

以

致

天

下

之

貨

而

阜

其

財

求

乎

故

履

四

封

而

思

衣

食

之

原

卽

計

然

之

策

亦

窮

矣

赤

城

志

縣

在

州
今

爲

府

西

九

十

里

東

西

一

百

二

十

里

南

北

一

百

四

十

里

是

爲

提

封

之

境

東

三

十

里

界

嶺

入

臨

海

縣

西

九

十

里

風

門

入

縉

雲

縣

南

一

百

里

道

者

山

入

永

嘉

縣

北

五

十

里

黃

榆

山

入

永

康

縣

是

爲

四

正

之

境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五

部

山

入

黄

巖

縣

西

南

一

百

里

界

繞

山

入

縉

雲

縣

東

北

八

十

里

盧

坑

山

入

天

台

縣

西

北

一

百

十

五

里

郭

坦

山

入

永

康

縣

是

爲

四

隅

之

境

多

陸

程

南

大

溪

自

縣

西

五

十

里

至

石

姥

嶺

東

南

入

臨

海

界

此

水

程

也

萬

厯

志

七

百

里

至

杭

州

一

千

八

百

七

十

三

里

至

南

京

五

千

八

百

一

十

八

里

達

于

京

師

康

熙

志

縣

在

郡

西

九

十

里

提

封

東

西

一

百

四

十

里

南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東

四

十

里

界

嶺

入

臨

海

西

一

百

里

風

門

入

縉

雲

又

黄

榆

嶺

古

通

嶺

亦

入

縉

雲

兼

通

東

陽

永

康

南

一

百

里

道

赭

山

寺

基

岡

入

永

嘉

北

五

十

里

祝

家

寮

入

天

台

又

馬

蹤

嶺

入

東

陽

是

爲

四

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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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疆
域

十
五

境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五

部

山

入

黃

巖

西

南

一

百

六

十

里

王

墺

嶺

入

永

嘉

東

北

八

十

里

紫

岷

山

入

天

台

西

北

一

百

五

十

里

郭

坦

山

入

永

康

是

爲

四

隅

之

境

南

大

溪

自

縣

西

蟠

灘

五

十

里

至

河

埠

又

四

十

餘

里

至

石

潤

渡

東

入

臨

海

界

則

水

程

也

縣

至

郡

陸

程

九

十

里

水

程

一

百

一

十

里

至

會

城

水

陸

共

七

百

里

下

江

由

天

台

新

昌

嵊

縣

舟

至

蒿

壩

換

船

過

紹

興

蕭

山

至

西

興

渡

錢

塘

入

草

橋

門

上

江

由

蒼

嶺

過

壺

沈
縉

雲

縣

地

厯

永

康

金

華

蘭

溪

船

經

富

陽

入

候

潮

門

或

由

馬

蹤

嶺

過

東

陽

諸

曁

亦

候

潮

門

入

程

與

下

江

等

今

考

定

縣

境
據

輿

圖

局

實

測

縣

在

台

州

府

西

南

九

十

里

東

西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南

北

一

百

一

十

里

西

北

至

東

南

一

百

一

十

五

里

東

北

至

西

南

一

百

六

十

五

里

是

爲

提

封

之

境

東

三

十

五

里

界

嶺

入

臨

海

縣

西

八

十

里

三

級

嶺
卽黄

榆

嶺

迤

西

而

南

九

十

里

蒼

嶺

之

南

田
一

名

風

門

俱

入

縉

雲

縣

南

七

十

里

道

者

山

入

永

嘉

縣

北

四

十

里

祝

家

寮

之

周

坑

入

天

台

縣

是

爲

四

正

之

境

東

南

八

十

里

大

邵
與

五

部

嶺

通

迤

北

七

十

里

界

牌

嶺
與

趙

前

菴

通

俱

入

黄

巖

縣

西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界

烏

嶺
赤

城

志

作

界

繞

山

入

永

嘉

縣

迤

北

而

西

一

百

一

十

里

一

都

之

嶺

後

人

縉

雲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半

山

村

人

天

台

縣

西

北

三

十

里

摘

草

嶺
卽

郭

坦

山

迤

北

三

寸

里

風

門

嶺

在

馬

騣

嶺

之

西

俱

入

永

康

縣

是

爲

四

隅

之

境

皆

陸

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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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形
勝

十
六

形

勝

浙

江

通

志

仙

囿

萬

山

中

璧

峭

巖

巉

奇

拔

稱

最

大

溪

環

前

青

圭

聳

後

陽

澹

九

隆

迥

拱

壁

立

台

州

府

志

天

鼻

巉

巖

于

東

南

盤

谷

旋

繞

于

西

北

陽

澹

拱

前

九

龍

聳

後

大

溪

會

諸

流

而

瀠

洄

郊

郭

之

外

可

謂

兼

山

川

之

勝

而

建

邦

者

矣

萬

厯

志

山

川

序

先

王

辨

形

勝

以

名

邑

蓋

有

取

義

焉

仙

僻

且

隘

宜

無

稱

者

乃

括

蒼

韋

羌

安

洲

紫

蘀

諸

山

相

錯

如

繡

而

溪

水

縈

縠

若

澄

練

時

乎

千

峯

回

翠

掩

映

千

殘

霞

落

照

之

間

方

壺

蓬

嶠

不

在

遠

矣

振

屐

選

勝

請

以

竢

考

古

者

吳

江

潘

耒

游

仙

居

諸

山

記

台

郡

六

邑

仙

居

最

僻

小

遊

入

鮮

至

者

余

自

温

近

台

閲

圖

志

見

有

麻

姑

巖

方

巖

景

星

巖

諸

勝

訉

諸

郡

人

僉

謂

無

他

奇

約

客

同

遊

至

期

輒

以

事

免

乃

呼

筍

輿

獨

攜

一

僕

往

以

閏

月

十

一

日

出

郡

城

西

行

二

十

里

至

三

江

渡

踰

大

嶺

嶺

頭

有

三

大

佛

皆

鑿

石

爲

之

及

肩

而

止

頗

殊

特

前

扺

塘

頭

乘

筏

渡

溪

緣

山

行

可

二

十

里

宿

象

坎

之

安

禪

寺

寺

在

深

塢

中

松

篁

四

圍

鐘

魚

清

杳

明

農

越

嶺

南

行

數

里

望

見

麻

姑

巖

數

巨

石

磔

立

山

巔

如

鳥

爪

中

一

石

端

如

藥

杵

孤

插

天

心

古

松

數

株

蟠

絡

其

上

不

知

何

代

物

也

巖

下

僧

松

白

導

余

遊

洞

宫

洞

宫

者

古

凝

真

宮

在

括

蒼

洞

前

洞

深

廣

可

容

千

人

是

道

家

第

十

洞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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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
里

形
勝

十
七

有

奇

篆

括

蒼

山

大

洞

天

六

大

字

刻

石

存

焉

惜

款

已

模

糊

不

知

誰

氏

筆

唐

宋

時

觀

宇

甚

盛

今

廢

爲

僧

居

尚

有

葛

仙

翁

像

洞

前

三

層

樓

甚

宏

敞

對

面

崇

山

亙

天

云

是

括

蒼

山

之

一

支

首

起

縉

雲

而

尾

盡

於

此

也

洞

無

他

異

而

峯

環

溪

抱

泉

香

草

靈

故

是

修

真

佳

處

去

遊

方

巖

踰

嶺

卽

見

天

半

一

峰

削

成

四

方

儼

然

金

城

百

雉

謂

舉

足

可

到

乃

愈

趨

愈

遠

二

十

里

許

始

造

山

麓

審

視

始

知

山

非

削

成

一

片

乃

無

數

石

筍

攢

列

成

城

如

排

簫

編

笙

駢

拇

枝

指

大

勢

均

齊

而

尖

圓

秀

頴

各

自

出

態

萬

仞

削

立

不

可

梯

階

從

旁

嶺

紆

折

而

上

三

四

里

始

至

峯

腰

暴

雨

至

休

於

民

家

度

不

可

宿

笠

而

跣

行

所

見

益

奇

峯

勢

皆

如

虎

牙

犀

角

競

鋭

爭

猛

瀑

布

自

其

落

一

一

如

大

小

龍

湫

尋

常

磴

道

中

皆

白

波

激

射

杖

撥

怒

濤

中

得

石

措

前

足

定

乃

進

後

足

雲

霧

晦

冥

林

木

薈

蔚

殆

非

人

境

如

是

三

四

里

乃

升

山

巔

則

豁

然

平

曠

如

在

原

陸

隱

隱

聞

鐘

魚

聲

又

過

一

岡

隴

下

就

窪

陷

處

乃

抵

寺

門

則

已

昏

黑

矣

洗

足

更

衣

與

院

主

完

履

茶

話

謂

深

山

兩

夜

遠

客

叩

門

亦

開

山

來

希

有

事

也

院

在

宋

爲

䕶

國

寺

久

燬

於

兵

雪

竇

之

嗣

湛

結

茅

居

之

完

公

繼

席

漸

成

蘭

若

山

頂

寛

廣

與

台

郡

城

等

有

田

可

耕

有

池

不

涸

可

以

避

世

如

桃

源

仇

池

在

半

空

中

也

然

山

勢

險

猛

峰

巒

銛

削

如

千

矛

萬

㦸

有

五

臺

四

門

一

人

守

險

千

人

不

得

上

方

國

珍

資

以

爲

亂

其

後

山

寇

數

數

踞

之

佛

刹

旣

興

化

虎

嵎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形
勝

十
八

爲

獅

窟

福

利

爲

不

少

矣

質

明

雨

止

周

遭

登

眺

山

巒

體

勢

之

奇

於

斯

而

極

天

作

高

城

頓

諸

空

中

四

面

方

等

大

巧

若

拙

一

奇

也

連

山

環

抱

一

峰

在

中

單

抽

獨

立

毫

無

傍

倚

二

奇

也

聯

千

筍

爲

一

筍

排

萬

笏

爲

一

笏

淮

陰

用

兵

多

多

益

善

三

奇

也

四

面

皆

削

壁

純

石

無

土

山

巔

反

開

平

洋

純

土

無

石

鑱

劃

之

極

反

造

平

淡

四

奇

也

石

色

硃

紅

銅

縁

蒼

黄

班

駁

天

然

采

繪

自

發

淡

古

五

奇

也

意

者

開

闢

之

初

巨

靈

狡

獪

畢

技

竭

能

以

效

奇

於

茲

山

而

惜

乎

人

見

之

者

少

也

登

山

自

西

北

隅

下

山

自

南

面

道

益

陡

峻

如

縋

城

垣

直

下

六

七

里

乃

至

地

有

聚

落

名

朱

溪

溪

水

暴

漲

褰

裳

過

之

其

深

沒

胯

西

踰

土

姥

嶺

上

石

人

嶺

山

高

而

徑

僻

盡

日

不

見

行

人

下

嶺

數

里

至

田

垟

山

水

益

幽

勝

清

溪

自

南

來

折

而

西

去

飛

濤

奔

湧

翻

銀

躍

雪

類

横

鋪

之

瀑

布

兩

崖

奇

峯

夾

立

裂

麻

大

皴

竝

是

雁

宕

家

數

行

逕

緣

崖

傍

溪

如

在

棧

道

林

嵐

濃

厚

澗

路

蒼

寒

不

聞

雞

犬

但

聞

水

聲

砰

乍

遠

乍

近

如

是

十

餘

里

乃

抵

獅

子

洞

洞

在

隔

溪

渡

口

正

當

湍

急

處

水

深

沒

腰

兩

輿

夫

牽

挽

以

渡

此

洞

高

廣

如

夏

屋

上

下

四

方

皆

天

然

平

正

中

繩

中

矩

不

假

雕

琢

洞

上

斷

崖

千

尺

如

怒

猊

張

口

獰

龍

埀

胡

怪

石

挺

立

十

數

笏

瀑

布

自

崖

端

下

如

渴

虹

注

潭

中

作

風

雨

聲

竟

夜

不

成

寐

月

色

入

窗

披

衣

起

坐

景

色

幽

冷

疑

非

人

閒

明

日

復

渡

溪

循

故

道

郤

行

四

五

里

折

而

南

盡

日

行

亂

山

中

踰

谷

墺

數

里

望

見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形
勝

十
九

景

星

巖

横

截

天

際

如

蜃

樓

排

空

奇

豓

奪

目

上

複

嶺

數

重

將

謂

已

到

乃

尚

在

山

半

更

厯

石

磴

二

十

四

盤

乃

造

山

頂

此

山

南

北

長

而

東

西

狹

中

閒

微

平

首

尾

昂

起

絶

類

巨

艘

山

腳

四

飛

爲

其

橈

棹

不

知

何

仙

造

此

天

船

閣

雲

海

中

爲

游

戲

也

山

前

有

大

小

鹿

頸

山

後

有

玉

柱

峯

龍

湫

澗

響

巖

摘

星

臺

諸

奇

勝

寛

廣

不

逮

方

巖

而

高

峻

過

之

巡

崖

四

望

見

萬

山

連

緜

龍

蟠

虬

結

不

見

首

尾

仙

居

縣

城

如

一

撮

粟

側

近

如

韋

羌

掛

榜

諸

山

貢

盂

抱

兒

諸

巖

皆

峻

嶒

聳

特

百

態

千

形

又

方

巖

所

無

也

石

奇

禪

師

未

住

雪

竇

時

結

茅

於

此

湛

續

有

締

構

會

山

寇

王

廷

棟

踞

之

作

亂

圍

困

彌

年

乃

下

寺

燬

而

復

葺

今

湛

之

嗣

應

五

主

之

見

余

至

亦

大

驚

謂

三

十

年

未

嘗

見

此

客

也

余

顏

其

室

曰

萬

山

在

下

贈

余

方

竹

杖

一

枝

而

别

從

西

北

麓

下

山

至

平

地

三

里

許

得

水

簾

洞

洞

在

覆

鐘

山

之

足

廣

五

六

丈

瀑

布

懸

於

簷

端

亦

從

空

噴

出

煙

飛

霧

捲

恍

然

復

見

大

龍

湫

但

恨

其

短

而

此

上

更

有

懸

瀑

兩

層

則

甚

長

第

一

層

落

處

在

萬

仞

岡

頭

遠

望

如

銀

河

三

折

傾

趺

而

下

高

敞

明

豁

數

舍

外

皆

見

之

是

亦

瀑

中

之

豪

而

僻

在

荒

谷

世

無

稱

焉

物

固

有

遇

不

遇

也

又

西

行

三

四

里

見

正

南

數

峰

奇

甚

一

一

拔

地

摩

霄

如

筍

如

筆

土

人

率

不

能

名

僅

指

一

端

圓

者

曰

飯

甑

巖

折

入

西

崦

寺

寺

甚

幽

峭

奇

峯

環

立

者

八

九

皆

鵬

鶱

豸

立

僧

亦

不

能

盡

名

從

此

而

南

卽

韋

羌

山

多

奇

蹟

崖

上

有

科

斗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形
勝

二
十

篆

文

甚

欲

往

觀

而

僧

言

地

無

居

人

又

西

去

三

四

十

里

有

萬

竹

山

錦

鳳

巖

之

勝

輿

人

僕

夫

俱

疲

極

不

能

往

遂

自

田

頭

取

官

道

至

仙

居

城

信

宿

仍

過

塘

頭

自

箬

溪

乘

筏

須

流

而

下

溪

甚

淸

駛

兩

岸

山

腳

插

入

波

中

俱

玲

瓏

可

觀

而

象

鼻

巖

最

奇

一

山

盤

踞

如

臥

象

象

首

垂

一

石

梁

空

行

屬

地

真

如

鼻

然

石

之

肖

形

乃

有

若

此

者

然

非

泛

水

不

可

得

見

又

下

爲

小

海

門

兩

崖

對

束

澄

潭

涵

洄

如

雁

宕

之

石

門

潭

月

夜

泛

之

應

更

佳

絶

舍

筏

而

舟

更

下

三

十

餘

里

達

於

郡

城

榜

行

迅

速

左

山

右

林

顧

盼

不

給

矣

原

仙

居

所

由

得

名

固

以

山

巖

靈

異

林

木

淸

幽

宜

爲

仙

靈

所

窟

宅

乃

彼

地

旣

少

聞

人

四

方

之

賓

又

絶

無

至

者

遂

使

奇

蹤

異

境

閟

而

不

宣

王

太

初

最

名

好

遊

足

跡

及

於

峨

嵋

㸃

蒼

而

百

里

內

家

山

竟

未

一

至

他

人

復

何

道

哉

余

也

不

徇

名

不

因

人

率

意

獨

遊

唯

奇

所

在

故

天

台

雁

宕

之

遊

人

所

同

也

仙

居

之

遊

余

所

獨

也

天

台

幽

深

雁

宕

奇

崛

仙

居

兼

而

有

之

余

始

見

石

梁

瓊

臺

不

謂

復

有

靈

峯

靈

巖

見

靈

峯

靈

巖

不

謂

復

有

玉

甑

見

玉

甑

不

謂

復

有

景

星

方

巖

信

造

物

者

之

無

盡

藏

也

余

益

不

敢

輕

量

天

下

山

水

矣
遂

初

堂

集

案

玉

甑

卽

飯

甑

巖

王

魏

勝

仙

居

地

利

議

邑

界

萬

山

中

重

岡

疊

嶂

東

限

界

嶺

西

阻

蒼

嶺

北

盂

溪

一

帶

與

天

台

永

康

交

錯

樵

者

厯

日

夕

罕

能

窮

其

際

南

則

括

蒼

緜

亙

數

十

百

里

達

於

温

處

蠶

叢

鳥

道

行

數

日

不

見

人

煙



ZhongYi

光
緒
僊
居
志

卷
一

地
里

形
勝

二
十
一

其

諸

古

所

謂

巖

疆

與
畫

石

山

房

文

集

案

天

台

原

作

東

陽

令

攺

康

熙

志

八

景

南

峯

釣

艇

東

嶺

曉

春

石

龍

霖

雨

水

簾

瀑

布

景

星

夜

月

景
當

作

錦

鳳

沖

霄

麻

姑

積

雪

蒼

嶺

丹

楓

朱

亢

宗

書

潘

耒

遊

仙

居

諸

山

記

後

余

向

登

景

星

巖

見

額

上

大

書

萬

山

在

下

四

字

最

奇

賞

之

旁

署

名

潘

耒

疑

與

次

耕

同

名

以

次

耕

決

不

能

遠

遊

到

此

也

及

檢

遂

初

堂

集

果

有

遊

記

言

之

厯

厯

前

疑

始

釋

爲

之

一

快

記

中

所

叙

麻

姑

巖

凝

真

宫

方

巖

獅

子

洞

水

簾

洞

韋

羌

山

諸

勝

鋪

叙

精

妙

耐

人

百

讀

不

厭

非

次

耕

不

能

有

此

筆

也

但

仙

居

之

山

北

連

天

台

南

接

雁

宕

故

北

多

土

山

與

天

台

同

而

南

多

石

山

嵌

空

玲

瓏

天

然

一

雁

宕

所

發

源

獨

恨

其

景

之

佳

者

尚

有

石

龍

錦

鳳

龍

洞

雪

洞

桃

源

洞

及

近

城

之

湯

公

洞

而

次

耕

當

時

之

導

遊

者

不

能

導

之

徧

遊

不

得

人

記

中

一

一

叙

及

也
百

甘

梅

齋

雜

文

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