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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登
縣
志

卷
二
建
置

列
表

一

新
登
縣
志
卷
二

輿
地
篇
一

建
置

南
新
以
鎭
而
縣
而
鄕
新
登
以
縣
而
鄕
而
縣
沿
革
之
際
猶
存
鄕

名
殆
有
所
俟
歟
開
平
侯
封
仍
煥
銅
符
盲
左
可
無
誤
曲
沃
之
名

皇
圖
不
必
辨
靑
齊
之
色
已

歷
代

縣
境

縣
名

縣
治

縣
屬

唐
虞

禹
貢
揚
州
之
域

屬
揚
州
東
境

夏

仍

屬
越

吳
越
春
秋

下
六
世
得
帝

省
康
省
康
恐

禹
之
絕
祀
乃

封
其
庶
子
於

越
號
無
余

商

仍

屬

揚
州

爾
雅
釋
地
江

南
曰
揚
州
按

爾
雅
釋
地
注

爲
殷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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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

仍

屬
揚
州
地

周
禮
職
方
氏

東
南
曰
揚
州

春
秋
時
吳
越

二
國
境
後
屬

越
戰
國
時
屬

楚
春
秋
左
氏

傳
哀
公
元
年

吳
王
夫
差
敗

越
於
夫
椒
報

欈
李
也
遂
入

越
哀
公
二
十

二
年
越
滅
吳

括
地
志
周
顯

王
四
十
六
年

楚
代
越
盡
取

其
地
杭
州
復

屬
於
楚

秦

會
稽
郡
地

屬
會
稽
郡

史
記
秦
始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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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十
五
年
王

翦
定
荆
江
南

地
降
越
君
置

會
稽
郡
越
絕

書
秦
始
皇
東

遊
會
稽
道
渡

牛
渚
口
東
安

東
安
今
富
春

丹
陽
地
按
孫

吳
時
以
富
春

等
縣
置
東
安

郡
新
越
屬
焉

漢

會
稽
郡
吳
郡
地

屬
會
稽
郡

永
建
四
年
屬

吳
郡
資
治
通

鑑
高
祖
六
年

以
淮
南
五
十

三
城
立
從
兄

子
賈
爲
荆
王

十
一
年
賈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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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
布
所
殺
十

二
年
立
兄
子

濞
爲
吳
王
更

以
荆
爲
吳
國

按
咸
淳
臨
安

志
荆
王
國
吳

王
國
杭
皆
屬

焉
又
史
記
景

帝
三
年
削
吳

之
豫
章
郡
會

稽
郡
按
越
絕

書
孝
景
五
年

會
稽
屬
漢
又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漢
武
置
十

三
州
浙
江
亦

屬
揚
州
地
後

漢
因
之
又
後

漢
書
永
建
四

年
分
會
稽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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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吳
郡
按
吳
地

記
云
山
陰
縣

人
殷
重
獻
策

於
帝
請
分
江

置
兩
浙
詔
司

空
王
襲
口
從

錢
塘
江
中
分

向
東
爲
會
稽

郡
向
西
爲
吳

郡

吳

禹
貢
揚
州
之
域

在
富
陽
桐
廬
臨

安
於
潛
分
水
四

縣
之
間
黃
武
五

年
︿
咸
淳
臨
安

志
作
黃
武
七
年

﹀
析
富
春
地
置

新
城
縣
宋
書
州

郡
志
吳
爲
新
城

縣
後
幷
桐
廬

新
城
縣

縣
長
治

秦
制
縣
萬
戶

以
上
置
令
減

萬
戶
爲
長
其

下
有
丞
尉
攷

會
稽
郡
二
十

六
縣
惟
吳
縣

稱
令
餘
皆
以

長
治
焉
至
是

仍
循
舊
制

屬
東
安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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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晉

咸
和
九
年
復
置

新
城
縣
按
宋
書

州
郡
志
張
勃
云

晉
末
立
疑
是
太

康
末
立
尋
復
省

晉
成
帝
咸
和
九

年
又
立

仍

縣
令
治

屬
揚
州
吳
郡

按
兩
晉
以
州

統
郡
吳
郡
隸

揚
州
部
屬
縣

十
一
新
城
居

第
口

宋

仍

仍

仍

南
徐
州
吳
部

大
明
七
年
吳

郡
度
屬
南
徐

八
年
復
舊
領

縣
十
二
有
新

城
令

齊

仍

仍

仍

揚
州
吳
郡

齊
滅
宋
吳
郡

復
隸
揚
州
新

城
屬
焉

梁

仍

改
新
城
戍

戍
主
治

錢
塘
郡

太
淸
三
年
侯

景
遣
其
黨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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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子
仙
等
東
屯

錢
塘
新
城
戍

主
戴
僧
逷
拒

之
旣
而
子
仙

急
攻
錢
塘
僧

逷
降
僧
逷
職

戍
新
城
與
賊

相
持
乃
在
錢

塘
似
其
戍
爲

錢
塘
所
屬

陳

仍

新
城
縣

縣
令
治

吳
州
錢
塘
郡

後
主
禎
明
元

年
改
錢
塘
縣

爲
郡
隸
吳
州

新
城
屬
吳
州

錢
塘
郡

隋

開
皇
九
年
廢
錢

塘
爲
縣
置
杭
州

新
城
幷
入
錢
塘

縣
大
業
初
改
杭

新
城
縣

縣
令
治

屬
餘
杭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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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州
爲
餘
杭
郡
置

新
城
縣

唐

武
德
七
年
省
入

富
陽
永
淳
元
年

復
置
按
唐
縣
有

赤
畿
望
緊
上
中

下
七
等
新
城
從

上
縣
制

新
城
縣

縣
令
治

杭
州
餘
杭
郡

隋
皇
泰
二
年

李
子
通
僭
號

於
江
都
改
富

陽
爲
桐
州
廢

杭
州
子
通
平

復
置
杭
州
新

城

之
天
寶

元
年
復
改
杭

州
爲
餘
杭
郡

領
縣
九
新
城

居
第
七

梁

貞
明
五
年
割
新

城
之
鳳
翥
鄕

安
國

新
登
縣

開
平
初
改
新

城
爲
新
登
按

十
國
春
秋
云

梁
避
廟
諱
敕

改
新
登

仍

吳
越
國
時
改

杭
州
爲
西
府

越
州
爲
東
府

號
曰
吳
越
不

別
置
郡
故
新

登
屬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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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宋

初
錢
氏
割
分
水

縣
南
新
甯
善
新

登
廣
陵
桐
峴
五

鄕
隸
臨
安
縣
乾

德
五
年
割
臨
安

縣
地
置
南
新
場

淳
化
五
年
升
南

新
場
爲
縣
太
平

寰
宇
記
作
太
平

興
國
六
年
又
元

新
城
縣

太
平
興
國
四

年
復
爲
新
城

知
縣
治

建
隆
三
年
始

以
朝
臣
爲
知

縣

杭
州
臨
安
府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吳
越
國
除

復
爲
杭
州
新

城
屬
焉
建
炎

三
年
以
杭
州

爲
行
在
所
升

臨
安
爲
府
統

縣
九
新
城
屬

臨
安
第
七

豐
九
域
志
淳
化

五
年
以
南
新
場

爲
昭
德
縣
六
年

改
昭
德
爲
南
新

縣
熙
寗
五
年
省

南
新
縣
爲
鎭
入

新
城
從
上
縣
制

元

新
城
爲
中
縣

仍

達
魯
花
赤

並

縣

尹

治

杭
州
路
浙
江

行
省

至
正
十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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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廢
臨
安
府
十

五
年
改
爲
杭

州
路
總
管
府

領
新
城
如
故

二
十
一
年
置

浙
江
行
省
於

杭
州
領
司
二

州
一
縣
八
新

城
縣
列
第
五

明

新
城
府
西
南
編

仍

知
縣
治

杭
州
府
新
城

里
十
四

終
明
之
世
屬

杭
州
府

淸

仍
編
戶
一
十
五
里

仍

仍
知
縣
秩
正
七

品
屬
有
典
史

一
人

浙
江
省
杭
州

府杭
州
府
屬
縣

九
新
城
居
第

八
後
居
第
七

民
國
元
年
新
城
縣
列

第
三
等
三
年
改

列
第
四
等
舊
分

新
登
縣

三
年
改
新
城

爲
新
登

知
事
治

浙
江
省
錢
塘

道民
國
省
杭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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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一
十
五
鄕
一
百

二
十
三
莊
今
劃

自
治
區
四
城
區

安
中
區
新
南
區

嶺
西
區
莊
仍
舊

府
屬
浙
江
省

二
年
浙
江
省

下
置
道
區
四

新
登
屬
錢
塘

道

疆
域

新
登
介
於
嚴
杭
與
四
邑
接
壤
崇
山
峻
嶺
環
繞
周
匝
誠
險
阻
之

區
也
但
山
川
未
改
甌
脫
華
離
不
無
出
入
之
處
卽
界
劃
名
稱
今

昔
亦
不
能
盡
同
茲
摭
咸
淳
嘉
靖
萬
曆
道
光
諸
志
所
載
臚
舉
於

前
復
據
水
陸
道
里
記
所
載
距
離
遠
近
及
今
時
所
考
明
者
詳
列

於
後
即
今
證
古
疆
域
大
致
亦
可
瞭
如
指
掌
焉

東
北
至
京
師
四
千
三
百
二
十
里
府志

自
縣
陸
路
四
千
二
百
五
十
三
里

水
路
四
千
八
百
八
十
七
里
至
順
天
府
嘉

靖

聶

志

按

明

淸

兩

朝

舊

志

必

列

是

條

京

師

爲

四

方

所

歸

示

無

外

也

今

仍

之

在
府
西
南
一
百
三
十
三
里
水
路
一
百
七
十
里
咸

淳

臨

安

志

自
縣
治
至
府

陸
路
一
百
四
十
里
水
路
二
百
五
里
嘉

靖

聶

志

去
府
西
一
百
四
十
里
萬

曆

縣

志

在
杭
州
府
西
南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西
距
九
十
五
里
南
北
距
九
十
里
府志

按
元
和
郡
縣
志
東
北
去
州
一
百
三
十
二
里
舊志

東
至
富
陽
縣
界
二
十
里
府志

以
衆
圃
雙
牌
爲
界
咸

淳

臨

安

志

自
縣
朝
京
門

東
至
富
陽
界
四
十
五
里
嘉

靖

袁

志

東
二
十
里
柏
枝
嶺
爲
富
陽
縣
界
嘉

靖

聶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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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東
至
富
陽
界
二
十
里
以
衆
圃
石
牌
爲
界
自
界
至
富
陽
縣
二
十
五
里

萬

曆

縣

志

東
至
柏
枝
嶺
十
八
里
一
分
富
陽
界
自
界
至
富
陽
縣
三
十
里
又

東
至
界
牌
十
八
里
九
分
富
陽
界
水

陸

道

里

記

按

柏

枝

嶺

上

有

普

照

寺

正

殿

三

間

住

房

三

間

新

登

轄

又

住

房

三

間

富

陽

轄

西
至
於
潛
縣
界
七
十
五
里
府志

以
寶
福
山
爲
界
咸

淳

臨

安

志

西
七
十
五
里

至
寶
福
山
爲
於
潛
縣
界
嘉

靖

縣

志

自
界
至
於
潛
縣
三
十
五
里
萬

曆

縣

志

西
至

靑
牛
嶺
六
十
九
里
一
分
北
臨
安
西
於
潛
界
水

陸

道

里

記

按

水

陸

道

里

記

作

西

北

從

今

測

南
至
嚴
州
府
桐
廬
縣
界
二
十
里
府志

以
小
白
峯
山
爲
界
二
十
五
里
咸淳

臨

安

志

南
至
桐
廬
二
十
里
以
白
峯
山
爲
界
自
界
至
桐
廬
縣
二
十
五
里

嘉

靖

袁

志

南
至
留
餘
亭
江
濱
二
十
七
里
五
分
桐
廬
界
自
界
至
桐
廬
縣
三

十
里
水

陸

道

里

記

北
至
臨
安
縣
界
七
十
里
府志

以
釜
嶺
爲
界
咸

淳

臨

安

志

北
二
十
五
里
至
雙

界
牌
爲
富
陽
縣
界
嘉

靖

聶

志

北
至
臨
安
界
七
十
里
以
釜
嶺
爲
界
自
界
至

臨
安
縣
二
十
里
萬

曆

縣

志

北
至
虎
嘯
亭
二
十
六
里
臨
安
界
自
界
至
臨
安

縣
四
十
里
水

陸

道

里

記

東
南
至
富
陽
縣
界
二
十
一
里
府志

以
深
浦
爲
界
咸

淳

臨

安

志

東
南
二
十
里

至
深
浦
富
陽
縣
界
嘉

靖

聶

志

東
南
至
富
陽
二
十
一
里
以
高
平
嶺
爲
界
自

界
至
富
陽
六
十
四
里
萬

曆

縣

志

東
南
至
高
平
嶺
二
十
五
里
富
陽
界
自
界

至
富
陽
三
十
里
水

陸

道

里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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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按

深

浦

距

今

高

平

嶺

富

陽

界

尙

遠

咸

淳

臨

安

志

稱

深

浦

爲

界

或

當

時

深

浦

至

高

平

嶺

統

稱

深

浦

而

嘉

靖

聶

志

竟

指

深

浦

爲

界

備

錄

之

以

見

今

昔

記

載

之

殊

西
南
至
嚴
州
府
分
水
縣
界
二
十
五
里
府志

以
桐
峴
爲
界
三
十
五
里
咸淳

臨

安

志

西
南
三
十
里
至
桐
峴
山
爲
分
水
縣
界
嘉

靖

聶

志

西
南
至
分
水
界
二

十
五
里
以
桐
嶺
爲
界
自
界
至
分
水
縣
七
十
里
萬

曆

縣

志

西
南
至
桐
嶺
二

十
九
里
七
分
桐
廬
界
舊

志

以

桐

嶺

爲

西

南

界

惟

此

道

里

記

測

作

西

北

今

仍

從

舊

西
南
至
大
桃
花

嶺
十
九
里
九
分
桐
廬
界
又
西
南
至
烏
墡
嶺
二
十
二
里
七
分
桐
廬
界

烏

墡

嶺

誤

烏

船

嶺

今

改

正

西
南
至
楓
樹
嶺
二
十
里
二
分
桐
廬
界
自
界
至
桐
廬
三

十
里
又
西
南
至
石
門
檻
二
十
五
里
六
分
桐
廬
界
又
西
南
至
上
港
口

二
十
九
里
五
分
桐
廬
界
水

陸

道

里

記

東
北
至
臨
安
縣
界
二
十
五
里
府志

以
吳
村
爲
界
咸

淳

臨

安

志

東
北
至
臨
安

界
二
十
五
里
以
吳
村
爲
界
自
界
至
臨
安
縣
五
十
五
里
嘉

靖

袁

志

及

萬

曆

縣

志

東
北
至
閟
嶺
二
十
七
里
一
分
臨
安
界
水

陸

道

里

記

又
北
東
至
花
園
橋
三

十
里
富
陽
界
自
界
至
富
陽
縣
三
十
五
里

按

花

園

橋

稍

北

一

里

至

龍

口

塘

中

分

西

屬

新

登

轄

東

屬

富

陽

轄

西
北
至
於
潛
縣
界
七
十
七
里
府志

以
浮
雲
嶺
爲
界
咸

淳

臨

安

志

西
北
至
於

潛
界
七
十
七
里
以
浮
雲
嶺
爲
界
自
界
至
於
潛
縣
三
十
五
里
嘉

靖

袁

志

自

界
至
於
潛
縣
三
十
里
萬

曆

縣

志

西
北
至
浮
雲
嶺
七
十
一
里
三
分
於
潛
界

又
西
北
至
百
丈
嶺
七
十
二
里
於
潛
界
又
西
北
至
馬
嶺
五
十
七
里
八

分
於
潛
界
又
西
北
至
三
嶺
亭
六
十
八
里
六
分
於
潛
界
又
西
北
至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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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嶺
七
十
里
七
分
於
潛
界
又
西
北
至
八
角
亭
二
十
九
里
三
分
臨
安
界

又
西
北
至
沈
嶺
五
十
八
里
七
分
臨
安
界
水

陸

道

里

記

水
路
自
縣
溪
步
東
南
至
大
江
二
十
里
咸

淳

臨

安

志

形
勢

邑
雖
僻
處
襟
天
目
右
支
川
巒
綿
亙
以
達
桐
江
上
接
徽
寗
下
蔽

杭
越
五
代
東
安
舊
爲
雄
鎭
彈
丸
一
隅
遂
摧
勍
敵
晚
淸
洪
楊
之

難
憑
藉
險
要
扼
守
經
年
疆
臣
不
救
坐
致
胥
淪
綜
觀
今
昔
可
以

鑑
矣

大
藩
之
襟
帶
羅

隱

東

安

築

城

記

邑
在
叢
山
石
齒
間
許

自

譙

樓

記

山
廻
以
秀
水
遶
以
淸
孫

淸

修

學

記

山
自
天
目
分
支
至
靑
牛
嶺
入
邑
境
若
析
而
三
之
峰
巒
起
伏
縱
橫
森

峙
而
脈
絡
之
可
覩
者
中
支
西
來
結
地
爲
縣
左
右
山
勢
若
拱
抱
然
其

水
二
則
繞
山
西
下
夾
縣
東
趨
合
流
入
江
縣
固
奧
窔
之
區
也
周

天

球

舒

嘯

亭

記

山
則
靑
牛
之
雄
秀
水
則
淥
川
之
匯
流
前
有
卓
筆
之
奇
後
有
三
峰

之
險
葛
水
注
流
於
西
松
水
滙
流
於
東
蓋
二
水
環
繞
縣
城
有
如
帶
焉

郭
璞
所
謂
山
分
天
目
龍
翔
鳳
翥
到
東
安
者
是
也
嘉

靖

縣

志

大
雷
新
城
之
主
山
也
大
雷
通
天
目
東
南
五
十
里
至
靑
牛
嶺
靑
牛
爲

新
城
諸
山
之
宗
分
三
大
支
其
中
條
大
支
數
十
里
接
午
目
接
千
頃
接

鵶
棲
接
石
羊
越
石
羊
東
行
至
巖
石
嶺
至
鄭
家
自
北
轉
南
歷
僊
坑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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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至
大
雷
左
轉
雲
山
由
雲
山
至
官
塘
戚
家
塢
一
脈
牽
連
累
累
然
如
連

璧
如
貫
珠
逾
河
南
向
雄
據
乾
位
爲
縣
治
之
鎭
由
靑
牛
山
脊
以
東
接

白
鶴
迢
遙
數
里
達
依
嶺
折
而
東
向
屆
大
小
嶺
特
起
官
山
經
富
陽
縣

界
逾
草
鞋
嶺
轉
東
而
南
過
柏
枝
嶺
接
峒

趨
深
嶺
自
北
至
此
如
熊

踞
馬
奔
之
勢
掩
伏
綠
衣
右
臂
內
抱
爲
縣
治
水
口
第
一
關
也
由
靑
牛

山
脊
以
西
過
馬
嶺
趨
龍
門
經
碧
東
斷
而
復
續
散
而
復
聚
與
巖
石
嶺

對
峙
盤
結
三
溪
水
口
爲
上
四
鄕
口
地
局
隱
隱
南
行
望
烏
墡
達
龍
虎

越
桐
廬
縣
界
走
白
峰
盤
繞
數
里
突
起
百
丈
下
分
母
子
嶺
臥
伏
水
口

上
插
賢
明
有
比
伍
之
形
而
縣
治
獨
居
南
面
之
尊
兼
以
風
氣
完
固
兩

水
環
繞
疆
域
雖
小
亦
可
稱
爲
上
地
嘉

靖

聶

志

縣
之
主
山
曰
大
雷
山
去
城
五
里
折
桂
鄕
其
西
北
七
十
里
有
靑
牛
山

一
名
多
福
嶺
支
脈
來
自
天
目
實
爲
新
城
諸
山
之
宗
靑
牛
山
分
大
三

支
其
中
一
支
逶
迤
而
南
爲
午
目
山
爲
鴉
棲
山
爲
千
頃
山
爲
陳
家
塢

爲
石
門
抵
傘
車
菴
爲
石
佛
山
爲
石
門
嶺
爲
跳
塢
始
特
起
大
雷
高
峙

羣
峰
之
表
下
爲
七
家
塢
爲
後
塘
山
爲
果
園
山
稍
就
平
衍
隆
爲
九
墩

凹
爲
三
窪
是
爲
縣
城
又
一
支
自
靑
牛
迤
東
爲
白
鶴
山
爲
閟
嶺
爲
白

峰
山
達
依
嶺
再
折
而
東
爲
大
嶺
小
嶺
特
起
官
山
一
名
北
山
經
富
陽

界
踰
草
鞋
嶺
至
老
阜
稍
東
爲
迪
浦
山
爲
沈
山
爲
雞
鳴
山
爲
龜
山
是

爲
縣
東
第
一
層
水
口
自
草
鞋
嶺
東
轉
而
南
爲
柏
枝
嶺
爲
峒

爲
赤

土
嶺
是
爲
縣
東
第
二
層
水
口
自
柏
枝
嶺
而
南
爲
深
嶺
爲
深
浦
埠
爲



ZhongYi

新
登
縣
志

卷
二
形
勢

十
六

高
平
嶺
爲
鳳
凰
山
直
趨
將
臺
石
山
如
虎
踞
馬
奔
偃
伏
港
口
是
爲
縣

治
龍
手
下
沙
又
一
支
自
靑
牛
嶺
迤
西
爲
馬
嶺
爲
龍
門
山
爲
碧
東
山

爲
石
壁
山
突
起
巖
石
嶺
與
㠙
山
對
峙
下
爲
鷄
籠
山
盤
結
三
溪
爲
上

四
鄕
水
口
自
㠙
山
南
行
過
龍
門
嶺
爲
桐
嶺
爲
烏
墡
山
爲
龍
山
爲
虎

山
趨
桐
廬
界
爲
九
嶺
爲
白
峰
嶺
盤
繞
數
里
踰
宦
塘
爲
上
烏
嶺
何
家

嶺
突
起
百
丈
山
左
爲
賢
明
山
右
爲
綠
衣
山
爲
獅
子
山
即
舒
嘯
亭
處

是
爲
縣
南
第
一
層
水
口
自
百
丈
山
南
轉
爲
靑
巒
山
爲
母
子
嶺
是
爲

縣
南
第
二
層
水
口
再
下
至
淥
川
埠
爲
壓
港
山
爲
峴
口
埠
爲
打
石
山

爲
狀
元
峰
爲
津
山
伏
於
港
口
爲
縣
治
虎
手
上
沙
是
習
於
堪
輿
者
叙

次
形
勢
而
後
審
定
鄕
人
叙
所
連
絡
者
如
此
萬

曆

縣

志

新
城
西
北
多
高
山
大
嶺
故
水
之
發
源
皆
自
西
北
總
其
大
者
而
言
有

二
支
焉
其
東
一
支
出
臨
安
錦
溪
諸
山
谷
之
中
由
三
口
聶

志

作

依

嶺

誤

流
入

何
阜
右
遶
雲
山
過
新
堰
出
松
溪
橋
冲
激
爲
靑
山
潭
徑
繞
縣
東
急
流

至
雙
港
口
會
葛
水
居
民
竹
筏
往
來
不
斷
其
西
三
小
支
一
出
漁
洲
山

接
天
目
山
源
一
出
囘
源
池
從
釜
源
合
漁
洲
溪
一
出
靈
源
洞
至
南
新

鎭
亦
合
漁
洲
溪
幷
三
支
水
順
流
塔
山
歷
朱
村
東
向
里
仁
橋
幷
分
水

縣
界
水
會
佘
水
三
溪
口
衝
巖
石
嶺
經
洗
馬
潭
馴
至
石
牛
潭
水
勢
漸

大
通
分
水
西
路
名
胥
口
渡
轉
北
東
向
衝
激
瀠
洄
瀞
深
而
流
越
袁
村

破
溪
口
至
塔
山
歷
胡
衙
壩
經
縣
治
南
面
若
大
帶
環
於
前
盤
旋
曲
折

東
流
賢
明
山
入
鼉
江
浮
石
潭
內
舒
嘯
亭
直
下
雙
港
口
合
松
水
源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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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長
竹
筏
晝
夜
不
斷
一
水
自
新
婦
洞
出
湘
溪
橋
經
石
門
嶺
入
七
賢

港
夏
秋
驟
雨
兩
岸
平
漲
隨
盈
隨
涸
南
流
至
張
澗
合
葛
水
連
屬
會
歸

淥
渚
達
深
浦
通
舟
楫
商
賈
之
利
是
雖
一
邑
之
源
不
越
百
里
與
錢
塘

大
江
同
入
於
海
嘉

靖

聶

志

縣
之
水
發
源
皆
自
西
北
而
羣
山
澗
壑
之
流
紛
紜
不
可
殫
紀
紀
其
大

者
西
一
支
爲
葛
溪
東
一
支
爲
松
溪
松
溪
出
臨
安
錦
溪
諸
山
谷
之
水

由
三
口
入
何
阜
右
繞
雲
山
過
新
堰
下
松
溪
橋
衝
激
爲
沈
山
潭
爲
靑

山
潭
抱
縣
而
南
流
至
雙
港
口
會
葛
水
其
葛
溪
一
出
漁
洲
山
接
天
目

來
源
一
出
回
源
池
從
釜
源
合
漁
洲
溪
一
出
靈
源
洞
至
南
新
鎭
亦
合

漁
洲
溪
三
水
合
流
抵
朱
村
東
向
里
仁
橋
幷
受
分
水
界
佘
源
水
至
三

溪
口
衝
巖
石
嶺
經
洗
馬
潭
石
牛
潭
胥
口
渡
轉
東
南
向
瀠
迥
迂
繞
越

漁
池
袁
村
達
派
溪
口
受
湘
溪
七
賢
港
水
抵
塔
山
胡
衙
壩
經
縣
治
南

東
過
賢
明
山
出
靑
雲
橋
下
爲
鼉
江
浮
石
潭
雙
港
口
會
松
水
二
水
合

流
至
淥
渚
謝
連
董
灣
峴
口
深
浦
港
口
入
於
江
由
江
而
上
至
淥
渚
埠

二
十
里
通
舟
楫
自
淥
渚
抵
縣
十
里
而
上
至
各
溪
港
用
竹
筏
往
來
萬曆

縣志白
道
穿
村
淸
溪
照
郭
山
有
百
丈
之
高
懸
水
有
七
溪
之
交
織
省志

四
面
皆
山
二
溪
合
注
以
達
於
江
亦
險
阻
區
也
府志

蘇
常
匪
急
援
杭
州
其
逕
犯
新
城
思
襲
官
軍
後
路
新
城
城
小
而
固
有

重
兵
駐
守
以
主
制
客
以
逸
待
勞
新
城
旣
平
始
無
後
顧
憂
可
以
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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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富
進
規
省
會
戰
勝
攻
取
之
形
益
在
掌
中
矣
左

宗

棠

奏

議

新
城
縣
界
西
南
一
隅
接
壤
桐
分
自
西
至
北
界
連
臨
於
上
達
徽
西
下

通
省
會
甯
紹
爲
往
來
衝
衢
要
道
何

維

仁

禀

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