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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志
卷
一

沿
革
志

蘄
古
禹
貢
揚
州
之
琙
袤
包
盖
百
里
而
廣
固
舫
轂
都
會
哉
而

王
者
撫
運
立
國
分
土
而
居
則
名
號
信
代
殊
焉
乃
虞
夏
以
前

即
故
老
難
言
之
尚
書
而
來
稍
稍
可
譜
而
著
也
於
是
譜
為
郡

縣
表
意
蒞
土
者
審
勢
宜
民
𡨴
獨
沿
革
哉

紀
代

紀
年

紀
属

紀
郡

紀
縣

夏

揚
州

□周春
秋

戰
國

秦

沿□蘄
國

沿南
郡

蘄
春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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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
漢

柬
漢

魏晋宋

江
夏
郡

弋
陽
郡

西
陽
郡

蘄
春
郡

沿浠
口
縣

蘄
春
縣

今
治

始
□

浠
水
縣

齊北
齊

梁隋唐

開
皇
元
年

貞
觀
元
年

齊
安
郡

沿蘄
州

沿

齊
興
縣

齊
水
縣

浠
水
縣

蘄
春
縣

蘭
溪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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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元明

天
寳
元
年

端
平
元
年

至
正
十
二
年

洪
武
九
年

洪
武
三
十
五
年

沿蘄
州
路

蘄
州
府

黄
州
府

蘭
清
郡

蘄
水
縣

蘄
春
縣

蘄
水
縣

沿沿

大
清

順
治
二
年

乙酉

沿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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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名
蘄
水
說

舊
志
曰
蘄
者
何
蘄
香
草
也
葉
如
蘼
□
即
今
芹
菜
爾
雅
□

蘄
蛇
食
此
體
作
芹
香
地
名
記
蘄
以
水
隈
多
斳
菜
因
以
為

名
古
志
一
水
自
三
角
發
源
東
北
迤
逶
而
來
西
南
囬
曲
注

於
大
江
故
名
蘄
水

蘄
水
形
勢
風
俗
考

唐
李
勣
制
云
蘄
春
之
地
濵
𢃄
江
淮
鎭
捍
之
地
允
屬
功
烈

宋
興
復
舊
治
記
云
南
距
大
江
北
接
□
蔡
西
連
黄
岡
東
峙

𤄵
皖
又
宋
關
詠
神
光
觀
記
云
占
淮
壖
之
上
腴
屬
帝
轂

之
衝
會
又
云
蘄
西
善
封
甿
俗
冨
庻
又
宋
秦
觀
謝
表
云

矧
蘄
春
之
便
郡
實
淮
右
之
名
區
風
氣
和
平
獄
訟
稀
少

蘄
之
形
勢
風
俗
可
㮣
見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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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紀
事

唐
堯
之
興
因
顓
帝
所
建
為
九
州
其
南
為
揚

杜

氏

通

典

蘄

楊

州

域

虞
舜
肇
十
有
二
州
其
一
揚
州

夏
商
𡘤
有
九
有
制
如
唐
虞

周
自
湖
南
十
州
皆
属
楚

秦
始
皇
𢈏
寅
分
天
下
為
三
十
六
郡
抜
郢
蘄
并
属
南
郡
南
郡

者
即
今
江
陵

秦
始
皇
十
六
年
滅
楚
虜
王
負
於
蘄

漢
陳
渉
號
大
楚
起
兵
於
蘄
黥
布
王
其
間
置
西
陵
及
邾
縣
蘄

春
縣
并
属
江
夏
郡

東
漢
劉
表
令
黄
祖
築
城
西
陵
𠋣
為
鎮
魏
黄
𥘉
中
蘄
春
置
為

郡
魏
使
廬
江
謝
寄
為
蘄
春
郡
典
農
吕
蒙
襲
破
之
去

賀
齊
𥘉
晋
宗
為
浠
口

今縣

將
以
衆
叛
入
魏
還
為
蘄
春
守
圖
安

取
保
直
權
以
為
耻
因
軍
𥘉
罷
六
月
盛
夏
出
其
不
意
下
詔

齊
督
糜
芳
鮮
于
丹
等
襲
蘄
春
生
虜
宗
復
置
蘄
春

晋
泰
始
元
年
以
西
陽
境
俱
隷
弋
陽
郡
而
蘄
春
省
為
縣

六
年
七
月
大
雨
溢
流
人
畜
甚
衆
秋
稼
盡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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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劉
宋
更
為
西
陽
郡
治
建
浠
水
縣
及
永
安
郡

北
齊
以
南
安
𠔥
置
巴
州
置
黄
陂
及
南
同
州
仍
隷
齊
安
而
蘄

别
置
齊
昌
郡
及
羅
州
尋
更
為
齊
興
縣
復
為
齊
水

梁
折
置
縣
蘄
水
尋
復
浠
水
縣

隋
開
皇
元
年
置
蘄
州
以
浠
水
属
之
更
為
蘄
春
縣

唐
貞
觀
七
年
以
蘄
山
谷
中
多
蘭
更
為
蘭
溪
縣
復
為
蘭
清
郡

貞
觀
十
四
年
甘
露
降

大
寳
元
年
復
蘄
水

德
宗
時
李
希
烈
自
穪
天
下
都
元
帥
䧟
汝
州
上
詔
奇
舒
曜

討
之
敗
希
烈
拔
蘄
黄

中
和
二
年
春
三
月
天
鳴
若
轉
磨
無
雲
而
雨
秋
黄
巢
来
㓂

執
蘄
蘄
恐
□
流
□

宋
端
平
元
年
復
蘄
春
縣

咸
平
二
年
秋
八
月
群
鷄
夜
不
時
鳴
至
冬
不
已

元
至
元
十
二
年
改
蘄
州
為
路
復
蘄
春
為
蘄
水
属
蘄
州
路
會

至
正
十
一
年
辛
卯
九
月
羅
田
徐
壽
輝
據
邑
號
天
完
建
都

清
泉
稱
王
邑
無
城
難
守
至
正
丁
酉
沔
陳
友
諒
領
兵
襲
蘄

□
壽
輝
以
行
大
十
□
壽
輝
急
謀
僣
竊
乃
於
采
石
舟
中
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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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使
人
詣
壽
輝
前
白
事
令
壯
士
持
鐡
鎚
自
後
擊
之
砕
其
首

壽
輝
死
尋
友
諒
殁
於
明
髙
皇
帝
先
是
髙
皇
帝
以
書
貽
友

諒
曰
公
失
計
先
與
我
為
仇
是
以
破
公
江
州
遂
蹂
蘄
黄
漢

沔
明
洪
武
九
年
改
路
為
府
領
縣
伍
蘄
為
外
領
丙
辰
改
府
而
州

領
如
故
己
未
始
改
属
黄
州
府

嘉
靖
元
年
夏
五
月
旱
秋
粮
减
免
冬
火

六
年
水
秋
粮
减
免

十
四
年
秋
七
月
旱
秋
粮
减
免
都
御
史
彂
粟
賑
之

計

賑

二

千

四

百

九

十

八

石

十
六
年
夏
六
月
旱
秋
糧
减
免

二
十
三
年
大
旱
水
竭
木
稿
死
升
粟
可
值
錢
貳
百
迯
者
載

道
冬
十
月
僉
事
李
發
粟
賑
之

計

賑

八

千

四

百

七

十

石

六

斗

銀

一

千

四

百

六

十

七

両

六

錢

六

分

二
十
四
年
旱
冬
十
一
月
布
政
司
發
銀
賑
之

計

賑

一

千

四

百

六

十

両錢

六

三
十
九
年
水

四
十
五
年
九
月
隂
雪
竟
月
河
流
凍
合
民
多
僵
斃

隆
慶
元
年
有
衆
賊
聚
黨
四
十
餘
㓂
蘄
㨿
羊
角
山
夜
則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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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山
驅
人
牛
馬
掠
人
貯
積
蘄
若
之
然
月
餘
竟
梟
首
数
級
事

聞
賜
金
有
差
勞
首
功
者

隆
慶
六
年
地
震

萬
暦
三
年
都
御
史
趙
賢
建
蘄
水
城

十
一
年
九
月
訛
言
有
蝴
蝶
鐵
頭
采
尾
飛
入
人
屋
傷
人
蘄

恐
沿
户
作
佛
事

十
二
年
九
月
杏
蕐

十
三
年
二
月
地
震

十
七
年
竒
荒
知
縣
孫
善
繼
設
法
救
荒

四
十
六
年
彗
星
見

四
十
八
年
隂
雪
四
十
餘
日
竹
木
盡
折

天
啟
五
年
荒

崇
禎
二
年
荒

六
年
癸
酉
二
目
念
八
巳
時
地
震
聲
如
雷
自
西
北
来

八
年
乙
亥
二
月
𥘉
五
流
㓂
破
羅
田
始
入
蘄
團
陂
境
焚
殺

甚
驟
秋
九
月
復
至
焚
殺
更
惨
自
此
每
嵗
徃
来
無
虛
日

民
始
避
寨
寨
破
繼
渡
江
又
繼
入
城
城
内
僦
居
幾
𢾗
十

萬
𢈏
辰
若
蝗
辛
巳
若
疫
道
殣
相
望
大
兵
𢾗
壓
境
供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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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蒭
茭
復
廹
田
地
抛
荒
家
室
流
七
𡍼
炭
之
惨
古
未
有
也

癸
未
孟
春
流
㓂
張
献
忠
由
黄
梅
陷
廣
濟
尋
䧟
蘄
州
相

去
百
餘
里
為
時
一
月
有
餘
當
事
魯
不
一
為
偵
探
三
月

𥘉
五
夜
半
賊
選
丁
壮
𠔥
程
渡
河
襲
城
城
䧟
殺
戮
殆
盡

婦
女
擄
城
平
先
是
蘄
州
䧟
時
有
雀
無
筭
霧
中
俱
投
入

江
死
會
城
䧟
蘄
水
城
内
居
民
先
是
亦
云
夜
聞
九
頭
鳥

鳴
空
中
滴
血
漬
人
墻
屋
尋
有
此
變
数
百
年
生
聚
蓄
積

一
朝
而
盡
繼
而
甲
申
三
月
帝
京
國
變
蘄
猶
奉
弘
光
名

號
至

大
清
順
治
貳
年
乙
酉
五
月
英
王
督
師
搗
秦
関
經
鄂
城
逐
㓂

東
下
差
騎
不
多
置
官
而
去
冬
始
披
剃
縣
仍
蘄
水
属
黄

州
府
如
故

順
治
乙
酉
冬
山
寨
亂
縂
鎭
黄
州
徐
勇
督
師
軌
其
魁
去

五
年
戊
子
江
西
金
逆
叛
兵
抵
九
江
蘄
黄
英
羅
各
山
寨
誤

聼
之
聨
結
雄
長
亘
数
百
里
蘄
東
北
一
帶
亦
為
所
愚
攻

城
掠
野
幾
一
年
許
民
用
逃
竄
己
丑
夏
督
撫
遲
及
柯
率

師
招
安
之
尋
又
變
大
兵
復
進
又
招
安
然
婦
女
廬
室
之

分
離
擾
亂
甚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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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壬
辰
夏
秋
日
中
見
星
經
天

壬
辰
夏
大
旱
竒
荒
秋
收
乃
免
逃
亡

乙
未
流
次
山
居
人
家
有
雌
鷄
化
為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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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圖
論
上

舊
志
圖
論
曰
縣
出
麗
文
門
道
石
牛
歴
分
流
李
店
到
白
羊
□

坼
湖
蘭
溪
散
花
曰
𣱵
福
𣱵
福
者
蘄
之
西
南
也
西
南
多
田
澤

而
民
以
耕
織
網
罟
為
生
業
近
邑
里
者
田
頗
饒
民
篤
農
業
蘭

溪
坼
湖
則
網
罟
多
焉
而
民
亦
頗
殷
實
不
甚
言
乏
第
蘭
溪
泊

大
江
□
民
田
地
每
每
崩
潰
莫
可
定
賦
時
復
有
水
盗
之
厪
即

同
巴
河
鎮
並
設
弓
兵
而
諳
習
不
熟
徒
縻
廪
費
有
司
者
按
牘

而
稽
之
始
負
半
石
亏
載
韜
櫜
靴
而
赴
公
役
不
者
㳺
手
好
閑

而
已
安
所
稱
趫
材
也
□
聞
二
鎮
湖
南
一
要
害
假
令
卒
然
有

警
則
計
将
奚
出
嵗
又
設
巡
艄
意
謂
水
盗
莫
支
故
設
此
而
不

知
此
軰
隂
與
盗
結
分
盗
金
不
則
十
軰
成
群
操
刀
而
盗
而
江

塲
搔
動
矣
夫
邏
民
以
强
兵
而
兵
弱
設
兵
以
禦
盗
而
盗
滋
非

策
也
可
無
訓
練
而
偵
緝
之
乎
下
鄊
在
縣
治
東
北
隅
出
河
東

石
頭
到
東
倉
金
谷
從
斗
方
石
險
泊
英
山
界
約
七
十
里
焉
石

險
金
谷
道
通
羅
田
蘄
州
薪
麻
布
谷
麥
菽
皮
毛
齒
革
交
易
都

會
也
其
估
客
轉
販
則
□
入
不
訾
故
民
多
積
聚
而
□
□
□
□

金
谷
三
十
里
曰
□
河
□
河
而
河
□
山
寄
户
也
田
雖
腴
美
弗

□
貢
職
悍
弟
□
子
所
□
為
梗
化
至
其
偷
兒
小
軰
出
没
浮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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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莫
可
踪
跡
者
則
英
山
為
逋
逃
薮
也
計
當
五
里
□
寨
□
各
三

十
人
人
各
習
鳴
鏑
利
迆
戞
逓
相
守
而
庶
幾
知
世
禁
乎
上
鄊

在
縣
治
東
南
界
永
福
下
鄊
間
土
田
沃
瘠
頗
相
𩔗
民
俗
淳
漓

亦
𠔥
之
其
古
河
斗
方
界
英
山
者
與
下
鄉
不
異
東
北
十
里
許

有
護
山
山
産
白
石
瑩
㓗
可
用
既
為
公
家
取
採
而
豪
右
繼
之

殆
無
虛
日
不
惟
民
苦
夫
征
而
桑
麻
秔
稻
揉
踐
又
甚
嘗
考
大

楚
縂
志
云
蘄
之
秀
盖
鍾
於
此
以
形
家
論
則
山
固
當
長
而
日

縷
伐
不
已
恐
以
傷
一
□
元
氣
則
又
不
可
無
嚴
禁
也
南
鄊
在

縣
治
北
株
林
滑
石
到
楊
家
山
南
□
團
陂
尤
河
連
羅
田
盖
八

十
里
田
中
下
俗
醇
□
天
力
農
檣
無
他
外
事
第
尤
河
等
處
界

羅
田
者
盗
賊
間
竊
□
焉
楊
家
山
舊
有
屯
田
若
千
𤱔
嘉
靖
中

沒
為
民
今
治
之
乃
得
復
縣
治
西
曰
北
鄊
逹
府
治
抵
巴
河
七

十
里
頗
稻
衝
煩
一
都
□
也
田
中
下
近
魯
湖
江
口
處
尤
瘠
而

民
多
寄
庄
之
苦
盖
沁
洋
漁
泊
桃
花
壌
連
黄
岡
以
故
黄
之
冨

民
多
寄
買
為
業
其
逋
逃
租
役
不
𩔗
英
山
甚
而
遷
延
者
倍
是

有
司
者
不
問
編
民
而
第
責
之
里
户
里
户
計
無
所
之
則
有
蕩

産
破
家
以
供
邑
入
耳
目
也
朱
店
竹
瓦
店
間
有
頑
民
烏
聚
鼠

竊
居
民
苦
焉
能
無
一
整
餙
而
創
乂
之
乎
一
良
法
也
按
漢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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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風
因
水
土
俗
以
上
之
情
欲
豈
不
諒
哉
言
之
乎
蘄
區
區
縣

耳
五
鄊
土
田
各
殊
民
風
亦
處
處
異
詢
之
故
老
七
夫
誠
皆
云

然
大
都
蘄
土
田
饒
巵
闤
闠
煩
凑
其
中
具
五
民
而
土
居
者
猶

先
王
遺
風
農
善
田
女
勤
女
紅
冨
人
畏
威
如
疾
愿
朴
之
民
以

力
自
給
士
進
退
間
可
覩
焉
如
秦
觀
所
稱
斯
亦
洋
洋
哉
大
國

之
風
也

秦

觀

表

云

凨

氣

和

平

獄

訟

稀

少

乆
之
一
切
化
質
為
文
而
民
稍
稍
好

衣
食
有
井
市
少
年
餙
冠
劍
連
帷
䄃
慱
戯
馳
逐
作
色
相
矜
□

好
問
曲
好
鬼
重
巫
猶
仍
楚
俗
小
家
居
䘮
不
輟
懽
呼
音
樂
河

梁
之
間
多
禁
革
苦
焉
則
其
俗
之
𡚁
也
又
其
甚
者
用
貧
故
徼

官
靈
以
欺
冨
人
得
一
金
則
竒
貨
也
氛
厲
軰
羯
羠
不
均
有
殺

人
誣
人
不
避
法
禁
走
死
地
如
騖
者
因
而
吏
胥
為
奸
舞
文
弄

法
以
𥝠
恣
其
一
擊
其
冨
者
日
縣
罄
而
貧
者
益
支
散
莫
敢
指

其
状
焉
此
蘄
俗
之
大
較
也
倘
有
仁
賢
在
事
者
乎
漸
摩
淪
□

盍
敢
云
易
易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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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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