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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州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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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
府
事
吳
縣
席
紹
葆
宜
民
輯

天
地
之
初
一
氣
廣
莫
畫
界
分
疆
繡
壤
相
錯
南
極
偏
沅
北

延
充
索
唇
齒
相
依
森
列
齗
齶
粵
稽
千
年
辰
郡
𨯳
鑿
四
縣

三
㕔
守
兹
內
槖
永
沅
常
澧
周
布
絲
絡
經
緯
相
通
覆
同
一

幕
不
啓
藏
書
孰
窺
秘
鑰
分
合
犛
然
休
哉
嘉
樂
作
沿
革
考

第
一

辰
州
之
名
始
於
隋
沿
溯
上
古
有
虞
十
二
州
則
荆
州
之
域

要
荒
之
界
也
有
夏
承
之
荆
及
衡
陽
惟
荆
州
東
抵
揚
西
抵

梁
北
接
雍
豫
南
逾
五
嶺
及
西
南
夷
皆
其
地
也
有
商
之
世

地
仍
舊
屬
而
邊
蠻
之
俗
世
亂
則
先
叛
治
則
後
服
商
之
中

葉
亂
端
兆
矣
故
詩
有
奮
伐
荆
楚

楚

之

稱

始

見

此

之
頌
也
爰
及
有

周
周
禮
正
南
曰
荆
州
史
記
成
王
封
熊
繹
於
楚
至
於
宣
王

荆
蠻
背
叛
命
方
叔
伐
之
至
於
春
秋
諸
南
夷
皆
屬
楚
爲
坐

中
地
至
於
戰
國
周
微
王
化
不
行
各
相
征
伐
楚
頃
襄
王
二

十
二
年

書

楚

年

不

書

秦

年

者

辰

本

屬

楚

也

秦
拔
我
巫
中
及
江
南
爲
黔
中

郡
括

地

志

云

黔

州

故

城

在

辰

州

沅

陵

縣

西

二

十

里

次
年
復
歸
於
楚
又
五
十
四
歲

爲
秦
始
皇
二
十
四
年
秦
滅
楚
置
黔
中
郡
如
故
漢
高
祖
五

年
改
黔
中
郡
爲
武
陵
郡
領
縣
十
三
義
陵

今

溆

浦

沅
陵

沅

陵

名

始

此

在

沅

水

南

辰
陽

在

辰

水

南

無
陽

今

沅

州

遷
陵

今

保

靖

地

零
陽

今

𣱵

順

龍

山

三

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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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充
今

桑

植

地

前
漢
治
義
陵

說

詳

後

溆

浦

縣

內

七
縣
之
外
如
索
孱
陵
□

沅
鐔
成
酉
陽
佷

音恒

山
六
縣
皆
受
治
高
后
元
年
封
長
沙
主

子
吳
陽
爲
沅
陵
侯
歴
四
十
六
年
至
孝
景
後
二
年
無
子
國

除
孝
武
元
封
五
年
屬
荆
州
刺
史
新
莽
時
改
爲
建
平
郡
莽

敗
復
故
後
漢
光
武
建
武
六
年
六
月
辛
卯
武
陵
郡
移
治
臨

沅
今

武

陵

縣

詔
司
隸
州
牧
并
省
四
百
餘
縣
義
陵
省
入
辰
陽
無

陽
佷
山
皆
省
易
索
曰
漢
壽
置
沅
南

今

桃

源

縣

作
唐
共
十
二
縣

屬
焉

後

漢

時

沅

陵

徙

治

今

縣

獻
帝
建
安
二
十
年
劉
備
與
孫
權
連
和

分
荆
州
江
夏
長
沙
桂
陽
以
東
屬
吳
南
郡
零
陵
武
陵
以
西

屬
蜀
二
十
四
年
孫
權
襲
取
荆
州
復
取
以
西
三
郡
昭
烈
章

武
元
年
武
陵
夷
遣
使
請
兵
明
年
六
月
漢
兵
敗
於
猇
亭
地

全
屬
於
吳
吳
景
帝
末
安
六
年
分
武
陵
置
天
門
郡
𣈆
武
帝

太
康
元
年
增
置
十
九
州
領
郡
國
一
百
七
十
三
武
陵
郡
屬

荆
州
知
故
領
縣
十
臨
沅
漢
壽
沅
陵
西
陽
鐔
成
沅
南
遷
陵

廢
孱
陵
辰
陽
作
唐
加
置
龍
陽
黔
陽
舞
陽
以
零
陽
充
别
屬

天
門
郡
宋
孝
武
孝
建
元
年
分
荆
州
之
江
夏
竟
陵
武
陵
湘

州
之
巴
陵
江
州
之
武
昌
豫
州
之
西
陽
立
郢
州
刺
史
治
郡

六
武
陵
始
分
屬
郢
州
領
縣
十
臨
沅
龍
陽
漢
壽
沅
南
遷
陵

辰
陽
舞
陽
酉
陽
黔
陽
沅
陵

溆

浦

志

按

𣈆

宋

武

陵

俱

領

縣

千

𣈆

志

無

辰

陽

有

鐔

成

宋

志

無

鐔

成

有

辰

陽

齊
武
陵
郡
治
沅
陵
外
屬
有
臨
沅
零
陵
辰
陽
酉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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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沅
南
漢
壽
龍
陽
舞
陽
黔
陽
九
縣
梁
改
辰
陽
縣
爲
建
昌
縣

改
舞
陽
縣
爲
龍
檦
縣
别
隸
南
陽
郡

一

統

志

龍

檦

山

在

今

黔

陽

縣

城

內

梁

置

龍

檦

縣

以

此

方

輿

紀

要

龍

檦

屬

南

陽

郡

隋

地

里

志

辰

溪

縣

注

梁

置

南

陽

郡

建

昌

縣

陳

廢

縣

開

皇

初

廢

郡

置

壽

州

十

八

年

改

爲

充

州

大

業

初

州

廢

有

郎

溪

查

黔

陽

縣

郎

溪

卽

朗

溪

在

黔

陽

縣

西

南

四

十

里

陳
高
祖
𣱵
定

元
年
十
月
郢
州
王
琳
起
兵
討
陳
二
年
三
月
王
琳
立
𣱵
嘉

王
蕭
莊
於
郢
州
旋
奔
齊
齊
文
帝
天
嘉
元
年
三
月
郢
州
刺

史
孫
瑒
叛
郢
州
入
於
陳
陳
分
荆
州
之
天
門
義
陽
南
平
郢

州
之
武
陵
四
郡
置
武
州
武
陵
郡
分
屬
武
州
廢
建
昌
縣
復

名
辰
陽
如
舊
屬

見

隋

書

地

里

志

辰

谿

縣

注

宣
帝
大
建
七
年
三
月
改
武

州
爲
沅
州

沅

州

名

以

是

始

然

非

今

地

也

而
沅
陵
郡
亦
置
於
陳

見

隋

書

地

里

志

不
知
何
歲
是
爲
沅
州
沅
陵
郡

湖

南

通

志

天

嘉

初

置

沅

州

通

寧

郡

大

建

七

年

廢

州

改

置

沅

陵

郡

按

沅

州

天

嘉

時

置

爲

武

州

所

兼

督

而

理

通

寧

郡

乃

别

置

大

建

七

年

改

武

州

爲

沅

州

見

於

本

紀

未

始

廢

州

置

沅

陵

郡

也

古

者

以

州

統

郡

蓋

是

時

當

爲

沅

州

沅

陵

郡

特

不

詳

其

置

立

歲

月

耳

諸

書

俱

未

深

考

後
主

至
德
元
年
十
月
癸
丑
立
皇
弟
叔
興
爲
沅
陵
王
六
年
陳
亡

隋
文
帝
開
皇
九
年
平
陳
廢
沅
州
沅
陵
郡
置
辰
州

以

辰

水

得

名

州
名
辰
以
是
始
統
縣
五
沅
陵
大
鄕

今

𣱵

順

地

鹽
泉
龍
檦
辰
溪

改

辰

陽

名

辰

溪

始

此

煬
帝
大
業
二
年
改
辰
州
爲
沅
陵
郡
十
三
年
梁

蕭
銑
自
稱
梁
公
地
屬
梁
唐
高
祖
武
德
元
年
改
郡
爲
州
太

守
爲
刺
史
置
都
督
府
治
之
其
地
沒
於
賊
者
事
平
乃
改
是

年
蕭
銑
僣
號
三
年
銑
將
董
景
珍
以
沅
陵
郡
降
改
爲
辰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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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
沅
陵
縣
析
沅
陵
置
盧
溪

盧

溪

始

此

析
辰
溪
置
淑
浦

淑

浦

始

此

析

沅
陵
辰
溪
置
麻
陽

麻

陽

始

此

與
辰
溪
並
爲
五
縣
太
宗
貞
觀
元

年
分
天
下
爲
十
道
辰
州
隸
江
南
道
八
年
以
辰
州
之
龍
檦

縣
置
叙
州
潭
陽
郡

本

巫

州

天

授

二

年

曰

沅

州

開

元

十

三

年

復

爲

巫

州

領
縣
三
龍

檦
今

黔

陽

縣

郎
溪

今

黔

陽

縣

朗

溪

地

潭
陽

今

沅

州

治

武
后
埀
拱
二
年
以
辰

州
麻
陽
縣
地
及
開
山
洞
置
錦
州
盧
陽
郡
領
縣
五
盧
陽

今芷

江

縣

地

招
諭

麻

陽

縣

地

今

鳯

凰

㕔

地

廢

自

後

五

代

渭
陽

今

總

兵

營

地

離

鳳

凰

㕔

四

十

里

常
豐

今

麻

陽

縣

地

洛
浦

本

隸

溪

州

天

授

二

年

析

辰

州

之

六

鄕

置

長

安

四

年

來

屬

𣱵

順

志

保

靖

有

洛

浦

山

天

授
二
年
析
辰
州
置
溪
州
靈
溪
郡
領
縣
二
大
鄕
三
亭

唐

書

註

貞

觀

九

年

析

大

鄕

置

有

大

酉

山

𣱵

順

志

大

鄕

今

𣱵

順

府

境

三

亭

故

城

又

在

保

靖

何

山

以

辰

溪

之

大

酉

越

盧

溪

沅

陵

而

屬

三

亭

唐

書

註

誤

明
皇
開
元
二
十
一
年
分
天
下
爲
十
五
道
辰
州

隸
黔
中
道
置
採
訪
使
天
寶
兀
年
辰
州
改
爲
盧
溪
郡
肅
宗

乾
元
元
年
復
改
盧
溪
郡
爲
辰
州
代
宗
大
歴
四
年
置
辰
溪

巫
錦
業
五
州
都
團
練
守
提
觀
察
處
置
使
治
辰
州
十
二
年

置
黔
州
經
畧
招
討
觀
察
使
領
黔
施
夷
辰
思
費
叔
播
南
泰

珍
錦
治
黔
州
德
宗
貞
元
元
年
黔
州
觀
察
使
徙
治
辰
州
增

領
奬
溪
二
州
三
年
觀
察
使
復
治
黔
州
唐
末
亂
其
地
爲
蠻

酋
所
據

諸

縣

多

廢

自
置
爲
刺
史
馬
殷
據
湖
南
遣
使
修
貢
於
梁

拜
殷
侍
中
兼
中
書
令
封
楚
王
辰
州
宋
鄴
與
澧
州
向
□
叙

□
昌
師
益
率
溪
洞
諸
蠻
皆
附
於
楚
馬
□
□
時
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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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士
愁

一

作

然

一

作

悊

率
錦
奬
諸
蠻
攻
澧
州
希
範
遣
劉
勍
等
以

步
卒
五
千
擊
之
士
愁
大
敗
勍
等
攻
溪
州
士
愁
走
奬
州
遣

其
子
師
暠
率
諸
蠻
酋
降
於
勍
溪
州
西
接
牂
牁
兩
林
南
通

桂
林
象
郡
希
範
乃
立
銅
柱
爲
表
命
學
士
李
宏
臯
銘
之

銅柱

在

會

溪

今

沅

陵

界

內

與

𣱵

順

府

毘

連

弘

臯

史

落

弘

字

周
太
祖
廣
順
元
年
南
唐
李
景

遷
馬
氏
族
於
金
陵
楚
亡
馬
希
範
舊
將
辰
州
刺
史
劉
言
攻

南
唐
將
邊
鎬
於
長
沙
敗
之
三
年
太
祖
以
言
爲
武
平
軍
節

度
使

治

武

陵

地
屬
言
尋
爲
王
進
逵
所
殺
太
祖
卽
以
進
逵
爲

節
度
使
地
屬
進
逵
顯
德
二
年
岳
州
刺
史
潘
叔
嗣
殺
進
逵

立
周
行
逢
地
又
屬
行
逢
宋
太
祖
建
隆
三
年
行
逢
卒
子
保

權
降
明
年
乾
德
元
年
四
月
癸
卯
辰
錦
叙
等
州
歸
順
改
爲

辰
州
盧
溪
郡
軍
事
領
縣
四
沅
陵
叙
浦

有

懸

鼓

砦

辰
溪

有

龍

門

銅

仁

砦

盧
溪
太
宗
興
國
七
年
置
招
諭
縣
隸
辰
州
八
年
八
月
溪
錦

叙
富
四
州
蠻
來
附
淳
化
元
年
四
月
五
溪
蠻
田
漢
叔
來
附

至
道
三
年
分
天
下
爲
十
五
路
仁
宗
天
聖
中
析
天
下
爲
十

八
路
辰
州
皆
隸
湖
北
路
嘉
祐
三
年
置
池
蓬
砦

沅

陵

地

神
宗

熙
寜
三
年
置
鎭
溪
砦

今

乾

州

地

七
年
四
月
置
沅
州
以
麻
陽
招

諭
隸
之
八
年
置
黔
安
砦

下

溪

州

茶

灘

南

岸

廢
招
諭
入
麻
陽
九
年

七
月
下
溪
州
改
名
會
溪
城

地

理

志

作

熙

寧

八

年

十

二

月

元
豐
元
年
析

天
下
爲
二
十
一
□
□
□
仍
隸
北
路
二
年
正
月
詔
辰
州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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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蒲
縣
置
龍
潭
堡
高
宗
紹
興
元
年
置
湖
北
路
安
撫
使
治
鼎

州
今

常

德

領
鼎
澧
辰
沅
靖
三
十
二
年
罷
孝
宗
乾
道
八
年
依

舊
提
舉
五
州

淑

浦

志

按

宋

地

理

志

北

路

領

府

二

州

十

軍

二

縣

五

十

六

南

渡

後

府

三

州

九

軍

三

辰

州

俱

屬

北

路

他

志

作

南

路

誤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二
年
五
月
辛
巳
宋
知
辰
州

吕
文
興
以
城
降
改
爲
辰
州
路
屬
江
南
湖
北
道
肅
政
廉
訪

司
隸
湖
廣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統
縣
四
沅
陵
辰
□
盧
溪
叙
浦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丁
亥
以
辰
沅
靖
鎭
遠
等
郡
與
蠻
獠
接
壤

民
不
安
業
命
塔
海
程
鵬
飛
並
爲
荆
湖
北
道
宣
慰
使
置
司

常
德
路
餘
官
屬
留
荆
南
府
供
給
軍
需
二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改
辰
州
靖
州
轉
運
司
爲
湖
北
湖
南
道
轉
運
司
立
葛
蠻
軍

民
安
撫
司
成
宗
大
德
三
年
三
月
沅
州
賊
人
嘯
聚
命
以
毗

陽
萬
户
府
鎭
守
辰
州
鎭
巢
萬
户
府
鎭
守
沅
州
上
均
萬
户

府
鎭
守
常
德
澧
州
仁
宗
延
祐
七
年
五
月
丁
亥
英
宗
罷
沅

陵
縣
浦
口
千
户
所
順
帝
至
正
十
二
年
徐
壽
輝
䧟
湖
廣
諸

郡
縣
十
八
年
陳
友
諒
弑
壽
輝
其
將
周
文
貴
據
辰
州
明
太

□
甲
辰
年
十
二
月
𢈏
寅
徐
達
克
辰
州
始
改
路
爲
府
領
縣

四
沅
陵
盧
溪
辰
溪
淑
浦
洪
武
九
年
革
行
中
書
省
置
湖
廣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辰
州
府
隸
焉
以
沅
州
黔
陽
麻
陽
來

屬
爲
州
一
縣
六
宣
宗
宣
德
八
年
以
沅
陵
邑
名
封
遼
簡
□

植
第
十
七
子
貴
燏
爲
王
於
荆
州
傳
一
百
二
十
二
年
至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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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三
十
三
年
無
子
除
英
宗
正
統
三
年
初
置
巡
撫
十
四
年

以
苗
亂
設
貴
州
巡
撫
兼
理
湖
北
川
東
景
帝
景
泰
元
年
定

設
湖
廣
巡
撫
都
御
史
已
又
設
分
巡
湖
北
道
駐
常
德
府
憲

宗
成
化
時
設
辰
沅
兵
備
道
駐
沅
州
世
宗
嘉
靖
初
設
分
守

湖
北
道
駐
辰
州
府
二
十
七
年
以
苗
患
設
四
川
湖
廣
貴
州

雲
南
總
督
駐
沅
州
四
十
二
年
罷
神
宗
萬
歴
二
十
七
年
以

征
播
州
暫
設
偏
沅

偏

橋

衞

沅

州

巡
撫
駐
沅
州
尋
罷
熹
宗
天
啓

元
年
以
土
官
奢
崇
明
反
設
四
川
湖
廣
雲
南
貴
州
廣
西
總

督
莊
烈
帝
崇
禎
二
年
定
設
偏
沅
巡
撫
駐
沅
州
十
六
年
春

三
月
㓂
破
常
澧
辰
州
震
恐
通
判
石
萬
有
緝
擒
奸
僞
賊
知

宵
遁
州
邑
滇
黔
均
得
奠
安
是
年
冬
賊
䧟
全
楚
復
破
常
德

桃
源
辰
郡
草
木
皆
兵
萬
有
團
鄕
勇
調
土
兵
水
陸
堵
截
幸

而
獲
全

明

末

之

亂

史

無

明

文

溆

浦

新

志

載

崇

禎

十

五

年

壬

午

闖

賊

李

自

成

䧟

辰

州

查

石

萬

有

遺

愛

碑

記

樹

於

崇

禎

十

七

年

七

月

至

乾

隆

癸

未

乃

從

士

中

而

出

已

一

百

二

十

年

其

碑

稱

公

莅

任

五

載

其

所

以

禦

亂

者

如

此

其

所

以

獲

全

者

如

此

則

闖

賊

䧟

辰

事

皆

虛

驚

而

誣

爲

實

禍

也

明

年

乙

酉

闖

賊

敗

入

襄

陽

奔

辰

州

亦

無

實

證

溆

浦

志

早

成

一

年

未

見

此

碑

也

本
朝
順
治
四
年
八
月
　
大
兵
破
武
岡
寶
慶
常
德
辰
州
沅

州
偏
沅
巡
撫
傅
上
瑞
降
五
年
五
月
靖
州
降
鎭
陳
友
龍
叛

黔
陽
知
縣
周
文
■
被
執
死
六
年
王
進
才
馬
靖
忠
高
必
正

李
赤
心
等
剽
掠
沅
州
十
二
月
袁
宗
第
劉
體
復
由
銅
仁
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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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毒
麻
陽
八
年
牛
萬
才
據
淑
浦
縣
十
月
周
山
線
某
破
之
是

年
瀘
溪
土
㓂
姚
啓
唐
聚
衆
爲
亂
縣
令
周
會
英
招
之
被
執

死
九
年
黔
兵
破
辰
州
守
道
劉
昇
祚
總
兵
徐
勇
知
府
王
任

杞
知
縣
楊
來
鳳
皆
死
之
辰
州
爲
盧
名
臣
所
據
十
二
年
盧

名
臣
下
攻
常
德
死
餘
兵
潰
歸
仍
肆
虐
辰
沅
至
十
五
年
經

略
洪
承
疇
統
師
平
定
民
始
獲
安
康
熙
三
年
分
設
湖
南
省

於
長
沙
移
偏
沅
巡
撫
駐
之

雍

正

二

年

乃

改

湖

南

巡

撫

辰
州
府
隸
湖
南

布
政
司
湖
廣
總
督
兼
隸
之
分
巡
辰
沅
靖
道
分
隸
之

雍

正

八

年

兼

轄

永

順

府

改

辰

𣱵

靖

道

十

三

年

改

爲

兵

備

道

乾

隆

元

年

沅

州

改

爲

府

稱

分

巡

辰

沅

𣱵

靖

兵

備

道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滇
㓂
吳
三
桂
反
十
三
年
正
月
僞
將
夏
國
相
䧟

辰
州
其
後
三
桂
死
　
王
師
追
之
賊
退
屯
淸
捷
河
踞
辰
龍

關
以
守
十
九
年
三
月
初
九
夜
鄕
民
約
舉
火
爲
號
向
夣
熊

引
軍
由
高
崖
入
蔡
斗
還
引
軍
由
細
溪
入
左
右
兩
衷
之
王

玉
美
引
軍
出
滄
溪
抵
淸
捷
河
之
後
夾
攻
之
㓂
大
敗
十
四

日
軍
至
辰
州
恢
復
雲
貴
勢
如
破
竹
二
十
四
年
二
十
五
年

苗
犯
瀘
溪
縣
魚
梁
坳
官
軍
失
利
辰
協
左
都
督
郭
忠
孝
攝

監
軍
道
辰
州
守
劉
應
中
奉
巡
撫
令
往
平
之
三
十
七
年
苗

復
亂
延
數
年
未
已
麻
陽
生
員
李
豐
王
章
諳
𣆺
官
雷
朝
鑒

胡
鼎
以
苗
害
愬
於

上
四
十
二
年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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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上
諭
勦
撫
兼
行
仍
爲
設
立
州
縣
四
十
三
年
巡
撫
趙
申
喬

題
奏
移
辰
沅
靖
道
於
五
寨
司
城

今

鳳

凰

㕔

增
設
乾
州
鳳
凰
二

㕔
是

年

爲

鳳

凰

營

後

改

爲

㕔

四
十
九
年
趙
申
喬
　
奏
請
六
里
紅
苗
歸

於
乾
州
先
是
明
之
中
葉
屬
保
靖
上
司
康
熙
中
苗
願
歸
版

籍
議
不
𠃔
至
是
乃
改
雍
正
四
年
總
督
傅
敏
　
奏
請
將
保

靖
桑
植
改
土
歸
流
𣱵
順
自
請
歸
流
乃
設
𣱵
順
保
靖
兩
同

知
隸
辰
州
府
桑
植
同
知
隸
岳
州
府

按

楚

南

苗

志

三

同

知

俱

屬

辰

州

府

𣱵

順

志

桑

植

屬

岳

州

府

及

閱

辰

州

憲

綱

册

有

𣱵

順

保

靖

同

知

姓

名

而

無

桑

植

知

苗

志

誤

也

七
年
改
三
同

知
設
𣱵
順
府
八
年
分
乾
州
六
里
紅
苗
增
設
𣱵
綏
㕔
雍
正

十
三
年
以
前
領
一
州
六
縣
三
㕔
乾
隆
元
年
改
沅
州
爲
府

置
芷
江
縣
撥
黔
陽
麻
陽
隸
之
於
是
辰
州
府
領
縣
四
沅
陵

瀘
溪
辰
谿
溆
浦
㕔
三
乾
州
鳳
凰
𣱵
綏

淑
浦
志
原
按
郡
志
武
陵
人
曾
爲
義
帝
發
䘮
改
爲
義
陵

不
知
何
據
　
瀘
溪
志
原
按
據
郡
志
漢
高
祖
五
年
改
爲

洛
陽
郡
係
句
讀
之
誤
　
按
志
內
本
有
封
爵
一
卷
辰
屬

止
沅
陵
有
三
封
不
能
成
卷
故
附
於
沿
革
中

沅
陵
縣

漢
高

祖

五

年

始

置

縣

北

枕

沅

水

在

今

縣

之

南

屬

武

陵

郡

高

后

元

年

封

長

沙

王

子

吳

陽

爲

沅

陵

侯

景

帝

後

二

年

無

子

國

除

武

帝

元

封

五

年

郡

隸

荆

州

莽

曰

元

陸

後

漢

改

縣

於

今

所

漢

郡

國

志

沅

陵

先

有

壺

頭

山

馬

援

駐

軍

處

有

松

梁

山

山

有

石

開

處

數

十

丈

其

上

名

曰

天

門

吳
沅陵

𣈆
沅陵

宋
孝

武

孝

建

元

年

置

郢

州

沅

陵

隨

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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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分

屬

郢

州

齊
武

陵

郡

治

沅

陵

梁
沅陵

陳
文

帝

天

嘉

元

年

置

武

州

宣

帝

大

建

七

年

改

沅

州

置

沅

陵

郡

治

沅

陵

縣

後

主

至

德

元

年

封

弟

叔

興

爲

沅

陵

王

六

年

陳

亡

隋
文

帝

開

皇

九

年

廢

沅

陵

郡

置

辰

州

煬

帝

大

業

二

年

改

辰

州

爲

沅

陵

郡

治

沅

陵

縣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改

沅

陵

郡

爲

辰

州

治

沅

陵

縣

明

皇

天

寶

元

年

改

辰

州

爲

盧

溪

郡

肅

宗

乾

元

元

年

仍

改

辰

州

五
代

馬

楚

沅

陵

宋
太

祖

乾

德

元

年

改

辰

州

盧

溪

郡

軍

事

治

沅

陵

縣

元
世祖

至

元

十

二

年

改

辰

州

路

治

沅

陵

縣

明
太

祖

甲

辰

年

改

路

爲

府

屬

湖

廣

布

政

司

治

沅

陵

縣

宣

宗

宣

德

八

年

以

沅

陵

縣

封

遼

王

植

子

貴

燏

爲

王

於

荆

州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無

子

除

明

史

地

理

志

注

西

北

有

大

酉

山

小

酉

山

東

有

壺

頭

山

西

南

有

沅

水

辰

水

自

東

北

流

入

焉

又

東

有

百

曵

高

湧

九

磯

清

浪

等

灘

又

酉

水

在

西

北

東

南

入

沅

水

東

有

大

刺

西

北

有

明

溪

又

有

會

溪

東

北

有

池

蓬

四

巡

檢

司

又

有

高

巖

巡

檢

司

後

廢

本
朝
因
之
屬
辰
州
府
治
分
隸
湖
南
布
政
司

按
馬
援
傳
軍
次
下
雋
注
下
雋
縣
名
屬
長
沙
國
故
城
今

辰
州
沅
陵
縣
廣
輿
記
因
之
其
實
不
然
下
雋
今
岳
州
府

巴
陵
縣
與
沅
陵
中
隔
千
里
矣
　
宋
書
州
郡
志
天
門
太

守
下
云
充
縣
有
松
梁
山
山
有
石
開
處
數
十
丈
甚
高
以

弩
仰
射
不
至
其
上
名
天
門
因
以
此
名
郡
與
後
漢
書
郡

國
志
所
載
沅
陵
縣
山
相
類
查
松
梁
在
今
𣱵
定
縣
南
三

十
餘
里
卽
吳
取
以
名
郡
之
天
門
山
也
與
沅
陵
無
與
以

後
漢
書
松
梁
與
壺
頭
並
載
入
沅
陵
者
誤
　
大
酉
山
在

辰
谿
明
史
沅
陵
縣
注
西
北
有
大
酉
山
似
誤
　
舊
縣
志

載
唐
武
德
初
析
沅
陵
置
魯
溪
縣
天
寶
初
仍
合
魯
溪
縣

爲
沅
陵
此
事
未
見
書
史
不
特
無
遺
跡
可
考
也
蓋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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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溪
立
於
武
德
初
盧
魯
同
音
而
誤
耳

瀘
溪
縣

漢
沅

陵

地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始

析

沅

陵

置

盧

溪

縣

隸

辰

州

在

洗

溪

口

唐

地

理

志

有

武

山

五
代

馬楚

盧溪

宋
太

祖

乾

德

元

年

改

辰

州

盧

溪

郡

軍

事

縣

仍

屬

紹

興

初

治

盧

江

口

元
世

祖

至

元

十

二

年

改

辰

州

路

縣

仍屬

明
太

祖

甲

辰

年

改

路

爲

府

縣

仍

屬

隆

慶

五

年

徙

治

今

所

明

地

理

志

府

西

少

南

南

有

沅

水

西

有

武

溪

卽

潕

溪

也

下

流

合

於

沅

水

又

西

有

鎭

溪

軍

民

千

户

所

洪

武

三

十

年

置

又

南

有

溪

洞

巡

檢

司

又

西

有

河

溪

南

有

縣

塲

坪

二

巡

檢

司

後

廢

本
朝
因
之
頒
縣
印
時
改
盧
爲
瀘
屬
辰
州
府
分
隸
湖
南
布

政
司按

瀘
溪
志
載
梁
天
監
中
置
盧
州
陳
改
盧
州
爲
沅
陵
郡

查
梁
陳
無
地
理
志
其
事
見
於
本
紀
無
天
監
中
置
盧
州

之
文
陳
亦
無
改
盧
州
爲
沅
陵
郡
之
文
又
未
嘗
言
出
於

何
書
其
見
於
廣
輿
記
曰
梁
盧
州
見
於
湖
南
通
志
曰
梁

天
監
十
年
置
盧
州
尋
廢
必
有
所
徵
姑
存
以
俟
考
　
宋

時
已
從
荆
州
分
郢
州
陳
又
分
置
武
州
又
改
爲
沅
州
瀘

溪
志
所
謂
宋
齊
梁
陳
隋
五
代
俱
屬
荆
州
者
亦
誤
　
溪

字
歴
考
史
志
無
作
谿
字
者
曰
改
谿
作
溪
亦
未
確

辰
谿
縣

漢
高

祖

五

年

置

辰

陽

縣

在

辰

水

之

陽

屬

武

陵

郡

前

漢

書

地

理

志

三

山

谷

辰

水

所

出

南

入

沅

七

百

五

十

里

莽

曰

會

亭

應

劭

注

辰

水

所

出

東

入

沅

吳
辰陽

𣈆
省

宋
復

置

辰

陽

齊
辰陽

梁
省

辰

陽

置

建

昌

縣

屬

南

□



 

辰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考

　
　
　
十
二

郡

陳
廢

建

昌

縣

復

置

辰

陽

屬

沅

陵

郡

隋
舊

曰

辰

陽

平

陳

改

辰

溪

曰

名

曰

辰

溪

屬

辰

州

沅

陵

郡

唐
□溪

屬

辰

州

盧

溪

郡

五
代

馬

楚

辰

溪

宋
辰

溪

屬

辰

州

盧

溪

郡

軍

事

宋

地

理

志

下

有

龍

門

銅

安

二

砦

元
辰溪

屬

辰

州

路

明
改

路

爲

府

屬

湖

廣

布

政

司

辰

溪

屬

辰

州

府

明

史

地

理

志

府

西

南

東

南

有

五

城

山

西

北

有

沅

水

西

有

辰

水

又

東

有

渡

口

鎭

南

有

𣈆

市

鎭

二

巡

檢

司

後

廢

本
朝
因
之
頒
縣
印
時
改
溪
爲
谿
屬
辰
州
府
分
隸
湖
南
布

政
司按

湖
南
通
志
表
陳
廢
辰
陽
縣
不
知
隋
書
地
理
志
有
舊

曰
辰
陽
平
陳
改
名
陳
有
辰
陽
明
矣
通
志
表
又
云
建
昌

縣
梁
置
梁
旣
置
建
昌
廢
辰
陽
陳
自
應
復
辰
陽
廢
建
昌

也
細
玩
隋
書
當
自
得
之

淑
浦
縣

漢
高

祖

五

年

置

義

陵

在

龍

堆

隴

下

爲

武

陵

郡

首

縣

前

漢

書

地

理

志

義

陵

鄜

梁

山

序

水

所

出

西

入

沅

莽

曰

建

平

𣈆

潘

京

傳

曰

太

守

趙

廞

問

主

簿

潘

京

曰

貴

郡

何

以

名

武

陵

京

曰

鄙

郡

本

名

義

陵

在

辰

陽

縣

界

與

夷

相

接

數

爲

所

攻

光

武

時

移

東

出

遂

得

全

完

共

議

易

號

傳

曰

止

戈

爲

武

詩

稱

高

平

曰

陵

於

是

名

焉

按

武

陵

名

始

高

祖

不

自

光

武

然

可

以

爲

前

漢

治

義

陵

之

證

鄜

音

敷

後
漢

光

武

建

武

六

年

六

月

辛

卯

武

陵

郡

移

治

臨

沅

縣

詔

司

隸

州

牧

並

省

四

百

餘

縣

一

統

志

義

陵

省

入

辰

陽

歴
吳
𣈆
宋
齊
梁
陳
隋

七

代

皆

省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析

辰

溪

縣

置

溆

浦

卽

今

縣

屬

辰

州

五
代

馬

楚

淑

浦

宋
叙

浦

屬

辰

州

盧

溪

郡

軍

事

宋

史

地

理

志

有

懸

鼓

砦

元

豐

二

年

正

月

詔

置

龍

潭

堡

元
叙

浦

屬

辰

州

路

明
改

路

爲

府

隸

湖

廣

布

政

司

溆

浦

屬

辰

州

府

明

史

地

理

志

府

東

南

東

有

紅

旗

洞

西

有

淑

水

下

流

入

沅

水

南

有

龍

潭

東

北

有

鎭

寧

二

砦

巡

檢

司

後

廢

本
朝
因
之
屬
辰
州
府
分
隸
湖
南
布
政
司



 

辰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考

　
　
　
十
三

按
宋
史
元
史
凡
叙
浦
叙
字
傍
皆
無
水
今
從
之

乾
州
㕔

漢
五

溪

蠻

地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置

盧

溪

縣

以

後

皆

爲

盧

溪

地

宋
神

宗

熙

寧

三

年

置

鎭

溪

砦

明
太祖

洪

武

三

十

年

二

月

置

鎭

溪

軍

民

千

户

所

隸

辰

州

衞

將

地

分

爲

十

六

里

每

十

年

照

州

縣

例

攅

造

丁

口

其

後

十

里

之

民

頗

遵

漢

法

卽

乾

州

也

與

上

六

里

異

萬

歴

四

十

二

年

建

乾

州

城

爲

屯

糧

之

所

查

明

史

地

理

志

保

靖

軍

民

宣

慰

司

領

五

寨

筸

子

坪

二

長

官

司

其

中

注

云

北

有

北

河

百

酉

陽

司

流

入

東

入

𣱵

順

司

界

又

有

峒

河

下

流

與

盧

溪

縣

之

武

溪

合

按

峝

河

在

乾

州

而

五

寨

司

卽

今

鳳

凰

㕔

地

在

乾

州

南

九

十

里

筸

子

坪

在

乾

州

南

二

十

里

𣱵

綏

又

界

乾

州

保

靖

之

間

此

三

㕔

之

地

勢

也

本
朝
初
仍
爲
鎭
溪
千
户
所
屬
辰
州
府
分
隸
湖
南
布
政
司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紅
苗
叛
刼
鎭
溪
所
之
魚
梁
坳
官
兵
失
利

辰
協
左
都
督
郭
忠
孝
攝
監
軍
道
辰
守
劉
應
中
奉
巡
撫
令

討
之
由
瀘
溪
運
糧
窮
追
深
入
苗
懼
而
就
撫
四
十
三
年
裁

鎭
溪
所
設
乾
州
㕔
立
辰
州
府
分
防
同
知
一
員

按
乾
州
本
瀘
溪
地
其
山
川
俱
見
於
瀘
志
湖
南
通
志
表

載
乾
州
唐
時
屬
夷
州
義
泉
郡
考
義
泉
與
乾
州
無
渉
又

載
宋
置
池
蓬
黔
安
二
砦
池
蓬
在
沅
陵
東
黔
安
在
下
溪

州
茶
灘
南
岸
今
𣱵
順
縣
東
南
地
非
乾
州
所
轄
也
　
乾

州
城
苗
志
載
屬
萬
歴
四
十
二
年
而
乾
州
㕔
志
載
正
德

時
民
造
豈
民
造
有
基
而
官
因
之
歟
　
裁
鎭
溪
所
㕔
□

載
屬
四
十
三
年
苗
志
載
康
熙
五
年
似
誤



 

辰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考

　
　
　
十
四

鳳
凰
㕔

漢
五

溪

蠻

地

唐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置

麻

陽

縣

屬

辰

州

鳳

凰

㕔

□

屬

麻

陽

武

后

埀

拱

二

年

以

辰

州

麻

陽

縣

地

及

開

山

洞

置

錦

州

盧

陽

郡

領

縣

五

其

三

曰

渭

陽

縣

今

鳳

凰

營

地

也

五
代

湖

南

通

志

表

五

代

時

廢

爲

蠻

地

宋

太

宗

興

國

七

年

置

招

諭

縣

隸

辰

州

神

宗

熙

寧

八

年

廢

招

諭

入

麻

陽

改

沅

州

元
五

寨

長

官

司

屬

保

靖

州

明

明

史

地

理

志

保

靖

州

軍

民

宣

慰

使

鎭

五

寨

長

官

司

保

靖

州

南

元

置

洪

武

七

年

六

月

因

之

又

筸

子

坪

辰

官

司

保

靖

州

南

太

祖

甲

辰

年

六

月

置

簳

子

坪

洞

元

帥

府

後

廢

永

樂

三

年

改

置

按

二

司

皆

今

鳳

凰

㕔

地

土

司

俱

屬

田

氏

本
朝
初
田
氏
仍
爲
五
寨
長
官
司
屬
辰
州
府
分
隸
湖
南
布

政
司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紅
苗
叛
刼
鎭
溪
所
之
魚
梁
坳
官
兵

失
利
巡
撫
丁
思
孔
委
副
將
郭
忠
孝
辰
守
劉
應
中
討
之
窮

搜
極
勦
二
十
五
年
殘
苗
逃
聚
天
星
寨
久
之
降
三
十
七
八

年
復
叛
三
十
九
年
改
協
爲
鎭
以
沅
州
總
兵
官
移
駐
四
十

三
年
移
辰
沅
靖
道
駐
此
鳳
凰
營
設
通
判
一
員
四
十
六
年

五
寨
司
田
宏
天
横
虐
不
法
巡
撫
趙
申
喬
叅
革
不
准
襲
替

錢
糧
學
校
歸
通
判
經
理
四
十
八
年
移
通
判
駐
劄
鎭
筸
城

曰
鳳
凰
㕔
隸
辰
州
府

按
鳳
凰
㕔
志
載
蠻
苗
叛
亂
事
頗
詳
獨
未
載
唐
置
渭
陽

縣
宋
置
招
諭
縣
始
末
及
元
時
五
寨
長
官
司
耳
　
舊
志

於
宋
嘉
泰
三
年
趙
彦
勵
請
借
補
小
官
之
下
卽
接
遂
□

田
氏
處
以
五
寨
長
官
司
筸
子
長
官
司
查
宋
時
無
長
官

司
至
元
始
有
其
名
舊
志
似
混
詳
備
邊
考
　
鳳
凰
志
□



 

辰
州
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考

　
　
　
十
五

二
十
八
年
紅
苗
叛
下
卽
接
乙
丑
秋
字
誤
乙
丑
乃
二
十

四
年
當
云
二
十
四
年
乙
丑
秋
紅
苗
叛
不
當
云
二
十
八

年
也

𣱵
綏
㕔

漢
五

溪

蠻

地

唐
宋
元

無考

明
初

改

夜

郎

坪

設

崇

山

衞

後

省

衞

置

崇

山

千

户

所

後

仍

革

歸

鎭

溪

千

户

所

將

鎭

溪

崇

山

內

分

爲

十

六

里

自

高

嵓

下

謂

之

下

十

里

高

嵓

上

謂

之

上

六

里

其

後

上

六

里

之

苗

以

地

近

保

靖

亦

歸

保

靖

土

司

叛

服

不

常

兵

戈

幾

無

虛

日

又

明

史

萬

鏜

傳

湖

貴

界

有

山

曰

獵

爾

諸

苗

居

之

東

屬

鎭

溪

千

户

所

筸

子

坪

長

官

司

隸

湖

廣

西

屬

銅

仁

平

頭

二

長

官

司

隸

貴

州

北

接

四

川

酉

陽

廣

衺

數

百

里

本
朝
初
仍
屬
保
靖
土
司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六
里
苗
赴
鎭
溪

請
歸
版
籍
不
𠃔
二
十
七
年
三
十
二
年
司
道
再
議
如
舊
四

十
三
年
設
寨
長
土
百
户
道
員
同
知
兼
轄
苗
仍
不
願
歸
土

司
四
十
九
年
巡
撫
趙
申
喬
　
奏
歸
乾
州
雍
正
八
年
秋
巡

撫
趙
宏
恩
總
兵
周
一
德
辰
沅
靖
道
兼
副
將
王
柔
𣱵
順
府

同
知
李
珣
保
靖
營
遊
擊
王
進
昌
撫
定
六
里
生
苗
二
百
五

十
寨
建
城
吉
多
坪

錫
名
曰
𣱵
綏
九
年
設
𣱵
綏
吉
多
坪
同
知
一
員
隸
辰
州
府

按
湖
南
通
志
沿
革
載
𣱵
綏
爲
唐
夷
州
義
泉
郡
之
綏
陽

都
上
等
縣
其
失
與
乾
州
同
又
載
宋
元
豐
閒
爲
豐
山
堡

下
注
黔
陽
縣
有
大
豐
山
查
豐
山
堡
今
不
知
在
沅
州
何

處
若
屬
黔
陽
則
中
又
隔
三
㕔
縣
矣
且
黔
陽
山
川
內
亦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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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志
　

卷
一
　
　

沿

革

考

　
　
　
十
六

無
所
謂
大
豐
山
　
瀘
溪
志
載
唐
武
德
初
兵
威
遠
慴
諸

蠻
漸
附
中
多
大
姓
彭
氏
舒
氏
向
氏
冉
氏
田
氏
盤
據
因

彭
處
以
上
下
溪
及
保
靖
等
州
因
冉
處
以
酉
陽
各
分
土

管
轄
自
高
嵓
下
者
多
潕
溪
蠻
屬
盧
溪
自
高
嵓
上
者
名

夜
郎
坪
屬
思
南
查
五
溪
大
姓
多
屬
宋
時
不
自
唐
初
蓋

縣
志
援
舊
府
志
之
誤
但
高
嵓
夜
郎
坪
等
地
的
屬
𣱵
綏

耳
　
𣱵
綏
志
載
宋
時
山
下
置
衞
鎭
守
元
朝
因
之
查
宋

朝
無
衞
衞
蓋
始
於
明
也
不
可
從
　
𣱵
定
縣
有
崇
山
乃

放
驩
兜
之
所
崇
山
衞
在
上
高
嵓
夜
郎
坪
與
𣱵
定
之
崇

山
無
渉

論
曰
辰
地
古
爲
要
荒
亂
靡
有
定
舊
志
沿
革
不
越
一
紙
所

紀
之
年
闕
焉
事
之
舛
誤
更
甚
如
義
陵
之
爲
義
帝
發
䘮
而

改
也
漢
高
五
年
之
改
爲
洛
陽
郡
也
質
之
於
書
無
所
徵
據

沅
陵
之
改
爲
魯
溪
也
盧
溪
之
改
爲
盧
州
也
辰
陽
之
廢
於

陳
也
淑
浦
之
䧟
於
闖
賊
也
皆
無
而
爲
有
至
於
三
㕔
之
地

本
瀘
溪
麻
陽
舊
境
而
湖
南
省
志
以
爲
屬
夷
州
義
泉
皆
失

之
太
遠
夫
明
以
前
辰
州
所
治
西
窮
貴
州
之
偏
橋
西
北
抵

四
川
之
酉
陽
北
逾
𣱵
順
澧
州
東
過
常
德
西
南
錯
入
靖
州

週
遭
近
數
千
里
然
猶
未
至
義
泉
也
今
分
府
析
縣
改
土
爲

流
入
苗
之
境
皆
我
甲
兵
威
以
攝
之
恩
以
撫
之
教
化
以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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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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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濡
之
向
之
德
則
其
人
不
德
則
其
獸
者
今
皆
我
赤
子
矣
故

考
自
唐
虞
以
來
至
於
今
大
小
盛
衰
治
亂
分
合
之
故
語
必

證
書
書
必
去
疑
稿
凡
經
数
易
始
定
俾
後
之
閱
者
知
致
治

有
由
而
彌
亂
有
術
豈
徒
供
胥
鈔
云
爾
哉

辰
州
府
志
沿
革
考
第
一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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