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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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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爲

固

也

揚

之

地

脉

發

源

於

岷

山

蜿

蜒

起

伏

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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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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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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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附

郭

邑

葢

悉

據

其

勝

矣

雖

縣

析

疆

分

其

可

得

而

指

者

具

在

也

夫

豈

必

遠

引

封

侈

述

圖

經

哉

志

山

川

山

浮

山

在

縣

治

西

五

十

步

禹

王

廟

前

有

石

出

地

高

三

尺

二

寸

長

四

丈

五

尺

濶

一

丈

一

尺

以

其

浮

於

地

上

故

名

名

勝

志

云

浮

山

其

狀

如

鐵

不

生

草

木

國

朝

郭

士

璟

詩

支

機

一

片

落

蒼

茫

砥

柱

何

勞

版

築

忙

安

得

百

川

浮

百

石

浪

花

沙

捲

盡

成

桑

王

廷

燦

詩

何

年

刋

旅

一

浮

山

近

接

卑

宮

若

可

攀

觸

石

自

應

膚

寸

合

崇

朝

有

澤

遍

人

寰

土

山

在

南

門

外

西

隅

康

山

在

新

城

内

東

南

隅

府

志

云

康

山

在

明

給

諫

姚

思

孝

宅

内

構

堂

其

上

董

其

昌

題

曰

康

山

草

堂

以

武

功

康

海

失

職

後

曾

偃

息

於

此

與

客

琵

琶

讌

飮

也

國

朝

汪

楫

登

康

山

有

感

詩

嗚

呼

自

古

宦

官

之

禍

人

國

多

少

賢

臣

救

不

得

我

讀

前

史

屢

沾

巾

忽

到

康

山

重

太

息

此

山

故

主

姚

給

諫

此

山

得

名

康

修

修

一

代

之

忠

良

嫉

視

宦

官

如

犬

羊

無

端

劉

瑾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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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

欲

殺

直

臣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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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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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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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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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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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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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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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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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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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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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何

難

宥

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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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衣

獄

底

慶

重

生

金

馬

門

前

損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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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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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憐

著

屐

到

蕪

城

吁

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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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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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數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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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正

人

三

度

嗟

流

血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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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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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竹

册

那

顧

朝

廷

成

瓦

裂

就

中

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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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心

人

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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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往

遭

摧

折

憑

高

北

望

轉

生

哀

萬

里

秋

風

白

骨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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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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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康

姓

時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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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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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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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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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懷

張

恂

舍

人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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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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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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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愛

康

山

故

里

風

流

人

去

此

不

復

還

空

如

謝

公

墩

遺

蹟

在

人

間

謝

公

對

桓

伊

流

涕

何

潸

潸

康

公

盛

意

氣

樂

府

付

歌

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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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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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亦

等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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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

副

客

來

破

顔

琵

琶

不

離

手

詩

成

懶

更

刪

幾

時

下

揚

州

何

事

出

潼

關

大

抵

高

興

發

焉

知

進

退

難

傷

哉

談

笑

地

惟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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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

蠻

近

日

張

涇

陽

才

望

逈

難

攀

風

雲

亦

蹭

蹬

此

事

信

天

慳

古

來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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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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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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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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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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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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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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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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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

幸

居

一

城

内

不

得

合

如

鐶

乞

食

來

小

邑

楓

色

正

靑

殷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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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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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追

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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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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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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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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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

攀

木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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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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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不

還

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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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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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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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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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

歌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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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庭

戸

間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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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臨

値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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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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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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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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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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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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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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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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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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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梅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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霽

還

來

此

倒

盡

殘

罇

一

枕

眠

附

舊

志

所

有

諸

山

今

分

屬

甘

泉

境

内

者

甘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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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大

儀

鄉

嘉

靖

維

揚

志

云

山

上

有

泉

甚

甘

故

名

七

峯

聯

絡

如

斗

平

地

錯

落

諸

圓

岡

凡

二

十

八

如

列

宿

拱

斗

然

第

一

峯

環

視

旁

圍

諸

山

在

江

南

者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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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前

盤

古

山
在城

西

三

十

里

西

興

鄉

上

有

盤

古

墓

俗

呼

廟

山

金

匱

山
在

城

西

七

里

善

應

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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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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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家

以

爲

黃

金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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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馬

鞍

山
在

城

西

北

五

里

大

儀

鄉

狀

如

馬

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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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勝

山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大

儀

鄉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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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初

韓

世

忠

勝

金

人

於

此

因

名

蓆

㡌
山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大

儀

鄉

狀

如

蓆

㡌

因

名

俗

呼

㡌

兒

墩

小

金

山
在

北

門

外

宋

寶

祐

中

賈

似

道

重

建

雲

山

閣

處

九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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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豐

樂

鄉

下

接

湖

水

一

作

九

龍

岡

北

洋

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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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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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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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岡

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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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桃

花

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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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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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

沙

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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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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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王

墓

府

志

云

吳

王

廟

隋

時

置

也

蠻

王

阜

在

城

東

南

五

里

第

二

港

舊

傳

金

主

亮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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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土

墻

周

十

五

里

皂

角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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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南

三

十

里

輿

地

紀

勝

云

紹

興

中

金

主

亮

南

侵

宋

制

置

使

劉

錡

自

淮

隂

囘

軍

瓜

洲

金

將

高

景

山

以

十

萬

擣

瓜

洲

錡

伏

兵

皂

角

林

斬

之
宋

楊

黃

里

詩

水

漾

霜

風

冷

客

襟

苔

封

戰

骨

動

人

心

河

邊

獨

樹

知

何

木

今

古

相

傳

皂

角

林

東

原

在

宜

陵

東

南

十

二

里

明

進

士

宗

名

世

讀

書

處

附

舊

志

所

有

諸

岡

阜

林

原

嶺

谷

今

分

屬

甘

泉

境

内

者

蜀

岡
在

城

西

北

四

里

一

名

崑

岡

鮑

照

蕪

城

賦

軸

以

崑

岡

謂

此

相

傳

地

通

蜀

故

名

夾

岡
在

城

北

七

里

大

儀

鄉

東

接

灣

頭

鎭

淮

子

河

口

與

蜀

岡

相

屬

獨

岡
在

城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彭

城

鄉

以

此

鄉

獨

有

此

岡

故名

浮

城

岡
在

城

北

二

十

八

里

豐

樂

鄉

新

城

湖

駱

駝

嶺
在

城

内

江

都

縣

治

北

其

形

巃

嵸

如

駝

脊

故

名

縣

儒

學

建

其

上

梅

花

嶺
在

廣

儲

門

外

一

名

新

土

山

明

萬

暦

間

郡

守

吳

秀

開

城

濠

積

土

爲

嶺

樹

以

梅

因

名

䝉
谷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竹

西

亭

之

北

宋

歐

陽

修

梅

堯

臣

皆

有

詩

鳳

凰

林
在

城

北

三

十

二

里

招

賢

鄉

宋

紹

定

四

年

有

鳳

凰

來

儀

因

名

江

楊

子

江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山

海

經

云

江

出

汶

山

郡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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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遷
縣
岷
山
東
南
經
蜀
郡
犍
爲
至
江
陽
東
北
經
淮
南
下
邳

至
廣
陵
郡
入
海
前
漢
書
地
里
志
云
江
都
有
江
水
祠
渠
水

首
受
江
北
至
射
陽
入
湖
水
經
注
云
淮
隂
縣
之
中
瀆
水
首

受
江
於
廣
陵
之
江
都
寰
宇
記
云
大
江
西
南
自
六
合
縣
界

流
入
晉
祖
逖
擊
楫
中
流
自
誓
之
所
南
對
丹
徒
之
京
口
舊

濶
四
十
餘
里
謂
之
京
江
今
濶
十
八
里
魏
文
帝
登
廣
陵
觀

兵
戎
卒
十
餘
萬
旌
旗
數
百
里
臨
江
見
波
濤
洶
湧
而
歎
曰

吾
武
騎
萬
隊
何
所
用
之
嗟
乎
此
天
所
以
限
南
北
也
大
觀

圖
經
云
楊
子
江
自
黃
天
蕩
西
牛
步
沙
與
建
康
爲
界
由
瓜

步
下
小
帆
山
徑
儀
徵
境
南
東
下
至
鐵
釘
港
鵝
翎
蘸
與
鎭

江

分

界

東

北

趨

江

都

徑

通

州

入

海

國

朝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聖

駕

南

巡

御
製
下
長
江
舟
中
詩
一
鷺
蘆
中
起
雙
鷗
沙
上
鳴
翠
烟
含
碧
嶂

瑞
靄
覆
瓊
英
洲
轉
牙
檣
亂
江
流
大
塊
橫
智
仁
山
水
德
動

靜

也

移

情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聖

駕

南

巡

御
製
過
江
至
常
州
雜
詠
四
首
其
一
云
風
中
楊
子
渡
舉
棹
過
長

江
暮
色

連
水
晴
光
月
照
窻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江
流
北
徙

岸
土
日
削
至
雍
正
八
九
年
間
江
流
愈
迅
蕩
激
瓜
洲
城
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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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

民

廬

舍

岌

岌

其

憂

督

河

大

學

士

嵇

會

制

撫

履

視

愽

考

徃

籍

苦

無

治

江

之

法

河

營

守

偹

桑

浩

者

請

以

埽

䕶
岸

以

舟

載

碎

石

沉

於

江

積

絫

而

上

謂

碎

石

之

用

兼

剛

能

禦

浪

兠

沙

沙

塡

石

則

久

且

堅

定

也

制

府

尹

偉

其

策

行

之

果

著

成

效

湍

流

至

岸

輙

返

沿

江

漸

成

新

洲

綿

亘

數

十

餘

里

土

人

名

其

洲

曰

佛

保

蘆

葦

叢

茂

儼

然

藩

衛

矣
魏

文

帝

臨

江

觀

兵

詩

觀

兵

臨

江

水

水

流

何

湯

湯

戈

矛

成

山

林

元

甲

耀

日

光

猛

將

懷

暴

怒

勝

氣

正

縱

橫

誰

云

江

水

廣

一

葦

可

以

航

不

戰

屈

人

兵

戢

兵

稱

賢

良

古

公

宅

岐

邑

實

始

翦

有

商

孟

獻

營

虎

牢

鄭

人

懼

稽

顙

充

國

務

耕

植

先

零

自

破

亡

興

農

淮

泗

間

築

室

都

徐

方

量

移

運

權

畧

六

軍

咸

悅

康

豈

如

東

山

詩

悠

悠

多

憂

傷

隋

柳

奉

和

晚

日

楊

子

江

應

教

詩

大

江

都

會

所

長

川

有

舊

名

西

流

控

岷

蜀

東

汎

邇

蓬

瀛

未

覩

織

羅

動

先

聽

遠

濤

聲

空

濛

雲

色

晦

浹

叠

浪

花

生

欲

知

暮

雨

歇

當

觀

飛

斾

輕

唐

丁

仙

芝

渡

楊

子

江

詩

桂

楫

中

流

望

空

波

兩

岸

明

林

開

楊

子

驛

山

出

潤

州

城

海

靜

邊

隂

淨

江

寒

朔

吹

生

更

聞

楓

葉

下

淅

渡

秋

聲

李

白

詩

橫

江

西

望

阻

西

秦

漢

水

東

流

楊

子

津

白

浪

如

天

那

可

渡

狂

風

愁

殺

峭

帆

人

劉

眘

虛

暮

秋

楊

子

江

寄

孟

浩

然

詩

木

葉

紛

紛

下

東

南

日

烟

霜

林

山

晚

相

向

天

海

空

青

蒼

暝

色

況

復

久

秋

聲

亦

何

長

孤

舟

兼

微

月

獨

夜

仍

越

鄉

寒

笛

對

京

口

故

人

在

襄

陽

永

思

勞

今

夕

江

漢

遙

相

望

權

德

輿

晚

渡

楊

子

江

寄

江

南

親

故

詩

返

照

滿

寒

流

輕

舟

任

搖

蕩

支

頤

見

千

里

烟

景

非

一

狀

遠

岫

有

無

中

片

帆

風

水

上

天

淸

去

鳥

滅

浦

逈

寒

沙

漲

樹

晚

叠

秋

嵐

江

空

翻

宿

浪

胸

中

千

萬

慮

對

此

一

淸

曠

回

首

碧

雲

深

佳

人

不

可

望

鄭

谷

詩

楊

子

江

頭

楊

柳

春

楊

花

愁

殺

渡

江

人

數

聲

風

笛

亭

晚

君

向

瀟

湘

我

向

秦

宋

王

令

過

楊

子

江

詩

長

江

來

何

從

遠

自

西

極

詹

中

破

蜀

山

流

始

與

巴

水

兼

川

原

日

混

合

激

射

勢

益

嚴

奔

渾

萬

里

流

不

自

頃

刻

淹

駭

如

㵼

天

來

急

若

赴

海

添

潮

汐

日

往

復

旦

暮

難

安

恬

攻

衝

氣

何

雄

吞

齧

勢

未

厭

因

思

禹

功

成

匪

自

堯

謀

僉

久

已

口

効

噞

豈

復

頭

今

黔

余

來

方

冬

時

怒

風

何

沾

沾

掀

轟

駕

高

浪

山

阜

相

聯

粘

有

如

合

萬

鼎

就

沸

烹

群

憸

天

陽

盛

炎

爍

鬼

力

爭

炰

燖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六

聲

勢

欲

狀

說

有

口

嗟

如

箝

須

臾

稍

收

歛

睛

風

蕩

氛

㴠

澄

動

自

息

拭

㾗

無

纎

宛

然

帝

女

鏡

仰

照

靑

天

奩

遐

觀

淸

神

心

俯

視

分

眉

髯

有

如

堯

舜

時

惠

澤

四

海

霑

登

賢

默

與

慮

流

惡

聲

無

呫

洗

除

巖

穴

空

蕩

滌

昏

姦

殱

恩

波

浩

滂

沛

浸

潤

咸

滋

漸

群

山

西

南

來

垂

天

下

帷

幨

霜

風

日

凌

厲

紫

翠

生

觚

廉

無

波

互

澄

照

黯

畵

一

縑

扁

舟

出

中

流

俯

仰

迷

顧

瞻

人

生

貴

自

便

苟

信

何

用

占

方

期

謝

黃

塵

竊

身

放

蒼

蒹

閑

從

魚

鳥

遊

默

想

蛟

龍

潛

築

室

近

釣

岸

巉

崕

揷

居

簷

行

春

綴

薇

坐

晚

登

鱨

鮎

仰

思

峻

極

高

俯

愛

善

下

謙

更

於

虛

曠

間

日

放

詩

鋒

銛

行

求

避

世

交

望

醉

江

城

帘

出

處

要

皆

道

終

窮

亦

何

嫌

文

天

祥

渡

江

詩

幾

日

從

風

北

海

遊

回

從

楊

子

大

江

頭

臣

心

一

片

磁

鍼

石

不

指

南

方

不

肯

休

元

吳

萊

風

雨

渡

楊

子

江

詩

大

江

西

來

自

巴

蜀

直

下

萬

里

澆

吳

楚

我

從

楊

子

指

蒜

山

舊

讀

水

經

今

始

睹

平

生

壯

志

此

最

奇

一

葉

輕

舟

傲

烟

雨

怒

風

鼓

浪

屹

於

城

滄

海

輸

潮

開

水

府

凄

迷

灔

澦

恍

如

見

漭

滉

扶

桑

杳

何

所

須

臾

草

樹

皆

動

揺

稍

稍

黿

鼉

欲

掀

舞

黑

雲

鯨

漲

頗

心

掉

明

月

貝

宮

終

色

侮

吟

倚

金

山

有

暮

鍾

望

窮

采

石

無

朝

艣

誰

歟

敲

齒

咒

能

神

或

有

傴

身

言

莫

吐

向

來

天

塹

如

有

限

日

夜

軍

書

費

傳

羽

三

楚

畸

民

類

魚

鱉

兩

淮

大

將

猶

熊

虎

錦

帆

十

里

徒

映

空

鐵

鎻

千

竟

然

炬

桑

麻

夾

岸

收

戰

塵

蘆

葦

成

林

出

漁

戸

寧

知

造

物

總

兒

戱

且

攬

長

川

入

樽

爼

悲

哉

險

阻

惟

白

波

往

矣

英

雄

幾

黃

土

獨

思

萬

載

疏

功

吾

欲

持

觴

酹

神

禹

國

朝

王

廷

燦

月

下

渡

楊

子

江

詩

蘆

荻

蕭

蕭

莫

色

幽

空

江

澄

碧

放

孤

舟

短

篷

深

鎻

魚

龍

夜

斷

岸

斜

連

鴻

雁

秋

何

地

山

埋

朽

骨

幾

時

擊

檝

向

中

流

悲

歌

别

有

關

情

處

不

獨

維

揚

十

二

樓

淮

舊

志

云

爲

縣

境

北

據

者
今

北

境

分

屬

甘

泉

山

海

經

云

淮

水

出

義

陽

平

氏

縣

桐

柏

山

山

東

北

經

汝

南

汝

隂

淮

南

譙

國

下

邳

至

廣

陵

縣

入

海

明

盛

儀

江

都

志

云

淮

無

至

廣

陵

入

海

理

郭

璞

豈

誤

聞

或

一

時

水

汛

偶

經

耶

近

日

黃

河

内

灌

與

淮

合

流

奔

騰

衝

决

汛

溢

高

寶

邵

伯

諸

湖

淮

水

直

達

廣

陵

趨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七

入

江

海

而

璞

之

言

竟

驗
水

經

云

淮

至

廣

陵

淮

浦

縣

入

於

海

淮

浦

卽

安

東

縣

治

晉

屬

廣

陵

郡

璞

誤

爲

至

廣

陵

縣

入

海

者

當

因

此

儀

以

黃

淮

合

流

直

達

廣

陵

入

江

海

爲

郭

璞

之

言

竟

驗

似

未

深

考

水

經

之

文

也

淮

水

遠

自

豫

省

挾

汝

渦

汴

之

水

而

入

洪

澤

湖

趨

而

北

則

出

淸

口

而

達

於

海

東

則

高

寶

及

江

甘

亦

承

其

下

流

漢

陳

登

首

建

高

堰

障

其

東

而

使

之

北

淮

南

千

餘

里

地

無

沮

洳

後

世

治

水

者

皆

守

其

舊

不

變

明

永

樂

間

平

江

伯

陳

瑄

修

之

萬

暦

間

總

督

河

道

潘

季

馴

大

修

之

凡

皆

堅

築

高

堰

束

淮

水

出

淸

口

以

敵

黃

濟

運

使

淮

不

與

黃

並

流

爲

患

也

迨

後

黃

流

每

至

倒

灌

遂

多

設

隄

壩

石

閘

以

節

宣

淮

黃

東

注

之

水

因

時

制

宜

爲

策

者

不

一

而

利

亦

各

見

焉

按

淮

水

出

桐

柏

縣

胎

簪

山

山

之

隂

有

泉

曰

淮

井

卽

淮

之

發

源

處

淮

井

以

西

凡

山

澗

之

水

皆

西

流

入

南

陽

歸

漢

江

淮

井

以

東

水

皆

東

流

注

淮

河

柏

桐

之

水

葢

有

東

西

分

流

之

異

海

縣

境

揚

子

江

之

東

焦

山

下

爲

海

門

於

瓜

洲

設

鎭

兵

以

防

捍

之
舊

志

以

江

都

非

濵

海

地

故

不

載

而

揚

子

江

則

正

與

海

接

今

補

河

渠

昔

禹

平

水

土

時

江

淮

未

通

且

黃

河

亦

未

入

揚

州

之

域

周

敬

王

三

十

四

年

吳

王

夫

差

於

䢴
江

築

城

穿

溝

東

北

通

射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八

陽
湖
西
北
至
末
口
江
淮
之
通
自
此
始
漢
初
吳
王
濞
開
芙

萸
灣
通
海
陵
倉
及
如
臯
蟠
谿
以
利
鹽
運
隋
大
業
間
發
淮

南
諸
州
丁
夫
開
河
由
揚
子
江
達
山
隂
瀆
以
入
於
淮
唐
宋

以
後
轉
漕
東
南
遂
爲
要
津
此
在
昔
江
都
河
渠
之
大
畧
也

古
今
之
地
勢
不
同
河
渠
之
沿
革
亦
不
一
江
都
居
大
江
之

北
長
淮
之
南
自
黃
河
南
徙
不
得
不
束
淮
水
以
相
敵
而
間

値
黃
水
倒
灌
則
淮
水
轉
與
之
泛
濫
四
溢
江
都
承
其
下
流

守

土

者

每

四

顧

以

爲

憂

朝
廷
咨
簡
河
臣
每
歲
不
惜
重
帑
或
築
埭
或
增
堰
或
穿
引
河
或

建
壩
閘
務
以
保
固
安
瀾
又
復
盡
力
溝
洫
以
導
河
者
興
水

利
斯
乃
便
天
庾
之
飛
輓
濟
鹽
運
之
轉
輸
而
灌
漑
有
資
田

疇
胥
沃
國
計
民
生
永
有
攸
賴
矣
江
都
河
渠
之
在
今
日
者

又

其

大

畧

如

此

市
河
自
便
益
門
外
高
橋
運
河
口
起
歴
保
障
河
硯
池
口
至

南
門
外
出
二
道
溝
而
接
運
河
又
自
便
益
門
弔
橋
起
繞
城

東
北
一
從
新
城
拱
辰
門
水
關
至
挹
江
門
水
關
出
針
橋
而

接
運
河
一
從
舊
城
北
水
關
至
南
水
關
出
響
水
橋
而
接
運

河
明
嘉
靖
間
巡
鹽
御
史
吳
悌
同
知
府
劉
宗
仁
開

並
闢

水

門

歲

久

淤

寒

萬

歴

間

知

府

吳

秀

重

國
朝
康
熙
十
三
年
知
府
金
鎭
又

之
後
舊
城
市
河
全
涸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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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四
山
川

九

城

市

河

僅

通

北

門

外

而

不

與

運

河

相

通

雍

正

九

年

知

府

陳

謀

詳

請

督

撫

會

奏

以

水

利

案

内

餘

銀

興

工

開

十

一

年

知

府

尹

會

一

復

深

保

障

河

一

帶

以

瀦

内

河

之

水

不

致

外

洩

今

自

古

渡

橋

中

至

二

道

溝

止

又

自

針

橋

中

至

小

東

門

弔

橋

中

止

屬

江

都

縣

界
明

張

憲

序

曰

先

王

體

國

經

野

畫

界

分

疆

必

擇

水

陸

輻

輳

舟

車

四

達

之

地

以

域

民

葢

以

民

生

日

用

宮

室

食

貨

陶

冶

木

石

之

重

力

弗

易

致

必

資

舟

車

以

任

重

致

遠

從

古

聖

神

開

物

成

務

心

思

創

制

以

爲

安

養

斯

民

之

政

也

廣

陵

古

揚

州

之

域

實

惟

江

淮

都

會

古

稱

富

庻

揚

一

益

二

危

樓

九

曲

朱

簾

十

里

二

十

四

橋

風

月

之

景

尤

爲

東

南

佳

麗

憲

生

也

晚

然

稔

聞

故

老

咸

謂

隋

唐

舊

城

去

北

十

里

其

稱

繁

華

甲

天

下

者

乃

古

城

之

域

風

水

完

聚

而

句

城

上

下

雷

塘

迤

邐

合

流

脉

絡

通

貫

舟

楫

四

達

民

殷

物

阜

冠

葢

東

南

而

人

才

地

產

隨

之

今

改

築

之

城

僅

取

其

附

近

漕

河

直

達

之

便

殊

弗

諳

扶

輿

風

水

聚

散

之

大

勢

水

從

東

北

而

來

復

從

東

南

而

去

反

弓

外

射

而

環

城

水

道

故

址

歲

遠

湮

障

斷

港

絶

潢

風

水

荒

落

北

郭

水

關

閉

於

俗

忌

隍

池

市

河

不

絶

如

綫

財

用

困

竭

故

老

興

嗟

其

所

由

來

久

矣

嘉

靖

庚

子

侍

御

疎

山

吳

公

簡

命

淸

理

鹽

政

兼

督

河

防

風

淸

絶

百

廢

俱

興

周

咨

民

瘼

閱

歴

方

隅

按

蹟

考

圖

喟

然

興

歎

謂

郡

城

遠

北

近

南

下

濕

不

堪

風

水

偏

背

此

吾

督

理

河

隍

者

之

責

也

乃

恊

謀

於

郡

守

劉

公

僉

議

旣

諧

爰

發

官

帑

募

民

以

事

畚

鍤

資

其

力

而

濟

之

食

委

屬

吏

分

監

督

之

任

三

農

之

庻

民

子

來

開

之

工

始

自

黃

金

壩

自

北

而

西

至

小

市

橋

轉

橋

而

南

開

汴

隄

故

址

而

擴

大

之

直

抵

北

郭

爰

闢

水

關

力

排

浮

議

架

以

水

門

引

䢴

江

九

女

澗

隋

隄

汴

河

九

曲

法

海

諸

水

直

達

市

河

出

南

水

關

復

自

北

而

西

而

南

沿

郭

濠

深

濶

倍

昔

於

關

口

以

達

運

河

至

是

而

通

泰

鹽

船

對

口

以

入

新

河

省

漕

河

壩

擁

之

煩

免

鈔

關

滯

稅

之

阻

公

私

稱

便

遐

邇

騰

歡

風

水

旣

復

文

脉

亦

科

第

人

才

裒

然

頴

出

數

百

稔

之

攸

鬱

駿

發

於

數

月

之

間

春

水

柳

隂

龜

浮

魚

牣

蘭

槳

桂

楫

百

貨

流

通

綠

藻

靑

萍

田

疇

灌

漑

旣

庻

而

富

鼓

腹

含

哺

憲

覩

公

嘉

績

聿

成

而

人

心

大

悅

直

與

宋

文

正

范

公

興

化

之

海

堤

文

忠

蘇

公

錢

塘

之

湖

井

相

望

後

先

功

垂

百

世

一

也

爰

紀

以

序

吳

秀

記

曰

䢴

溝

水

國

也

民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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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舟

楫

云

兩

城

並

峙

市

河

虹

亘

其

延

樓

櫓

而

濠

則

爲

舊

繞

匝

市

居

者

納

垢

積

礫

湮

塞

由

來

漸

矣

粟

米

絲

麻

之

屬

不

得

不

以

車

代

舟

以

擔

易

篙

勞

費

滋

甚

且

譬

之

一

身

榮

衛

不

貫

必

至

立

稿

用

是

民

昔

露

積

而

今

懸

罄

又

地

邇

海

徼

匪

濠

何

以

設

險

辛

卯

十

二

月

不

榖

視

郡

事

縉

紳

先

生

及

父

老

言

大

都

如

此

不

榖

扼

腕

太

息

曰

億

千

年

而

陵

爲

谷

谷

爲

陵

者

氣

數

也

不

百

年

而

水

幾

爲

陸

豈

非

人

事

乎

夫

蠧

有

胚

胎

不

得

胚

胎

而

剔

之

安

能

轉

害

而

利

也

周

覽

廣

諏

知

河

之

北

來

有

高

橋

若

干

丈

民

輙

壩

以

漁

利

如

飮

者

之

絶

其

㗋

民

視

其

河

如

屈

轂

之

無

所

用

之

益

憚

畚

鍤

也

命

起

壩

舟

達

水

門

外

乃

下

令

曰

其

礎

於

岸

者

歲

月

湮

塞

之

今

如

其

居

鄉

大

夫

之

高

其

閭

者

倡

之

多

藏

之

華

其

榱

者

從

之

蓬

蓽

圭

竇

者

亦

從

之

踰

月

垢

礫

化

而

湯

湯

卽

無

論

設

險

舟

楫

地

脉

諸

禆

益

乃

家

揚

波

而

戸

挹

流

如

覩

神

瀵

利

可

知

矣

而

新

城

北

面

猶

然

無

濠

縉

紳

先

生

及

父

老

諸

所

以

之

如

舊

濠

議

葢

民

一

旦

受

濠

之

利

而

遂

沾

沾

覬

以

舊

濠

之

利

利

新

城

也

民

見

不

榖

之

拮

据

濠

而

意

始

事

於

新

非

不

榖

莫

以

也

不

榖

惟

民

利

是

利

獨

計

濠

非

若

之

可

因

居

而

役

緡

宜

給

於

官

官

無

所

卒

辦

時

巡

鹽

御

史

王

公

捐

贖

鍰

若

于

鈔

關

主

事

伍

公

曁

運

司

裴

公

各

以

俸

佐

之

亦

獲

舉

畚

插

焉

自

東

自

西

數

百

丈

而

地

阜

上

疎

旋

旋

湮

至

癸

已

春

三

月

始

成

功

兩

水

合

流

欵

乃

之

聲

不

絶

人

人

喜

其

復

而

悲

其

晚

也

於

是

士

大

夫

請

紀

其

顚

末

雅

念

胼

胝

以

滋

兩

河

良

苦

其

曩

嘗

壩

而

漁

獵

利

者

見

持

鏄

於

河

有

如

剚

刃

於

其

胸

日

望

不

榖

之

朝

解

郡

符

而

暮

捧

土

以

壩

也

其

業

無

如

此

郡

符

何

托

之

乎

蠧

國

課

而

以

靑

蠅

之

營

營

以

中

也

必

令

惟

關

而

無

濠

豈

民

間

之

寸

儲

半

菽

朝

夕

由

舠

以

進

而

糊

其

口

者

悉

剝

之

以

肥

其

槖

始

快

耶

且

也

詎

有

容

舠

之

濠

而

致

商

賈

峨

然

之

帆

相

望

乎

縱

濠

可

舸

帆

而

南

北

一

河

將

焉

逋

之

噫

何

大

繆

戾

不

經

也

此

固

民

漁

利

之

言

也

君

子

無

爲

利

所

餌

而

使

民

得

志

哉

則

河

利

殆

永

永

矣運

河

在

城

東

南

一

名

漕

河

一

名

官

河

卽

古

之

䢴
溝

也

吳

越

春

秋

云

吳

將

伐

齊

掘

江

通

淮

運

糧

之

水

路

也

今

運

河

西

南

自

儀

徵

江

岸

東

行

四

十

里

至

石

人

頭

入

江

都

縣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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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一

又
十
五
里
至
楊
子
橋
其
南
自
江
都
縣
瓜
洲
鎭
站
船
塢
江

岸
北
行
三
十
里
亦
至
楊
子
橋
二
河
始
合
東
轉
又
二
十
里

至
府
城
通
濟
門
外
入
甘
泉
縣
境
與
江
都
縣
分
界
從
甘
泉

界
北
行
九
十
里
至
露
筋
入
高
郵
州
界
又
北
行
四
十
里
至

界
首
入
寶
應
縣
界
又
北
行
至
黃
浦
接
淮
安
府
山
陽
縣
界

由
淸
江
浦
入
於
淮
乾
隆
二
年
河
督
及
制
撫
會
奏
動
帑
挑

運

河

得

俞
旨
興
工
知
縣
五
格
承
辦
其
江
都
界
内

國

朝

史

奭

河

防

議

曰

江

都

河

渠

有

關

於

河

防

水

利

者

惟

運

河

爲

大

北

接

高

郵

南

至

大

江

一

線

漕

堤

與

河

俱

長

而

最

險

要

者

則

自

邵

伯

金

家

灣

起

北

至

露

筋

界

牌

止

計

堤

四

十

餘

里

堤

以

西

曰

上

河

自

朱

家

湖

黃

子

湖

迤

西

地

勢

漸

高

常

憂

旱

堤

以

東

曰

下

河

自

堤

迤

東

勢

漸

低

常

憂

澇

昔

晉

謝

太

傅

始

築

邵

伯

堤

以

界

之

堤

以

西

無

旱

憂

堤

以

東

無

澇

患

民

皆

便

之

其

遺

愛

比

之

召

伯

甘

棠

云

至

明

季

高

堰

失

修

翟

壩

冲

决

水

勢

直

灌

高

江

此

江

都

漕

堤

之

所

以

屢

决

而

民

胥

爲

魚

也

然

患

中

於

江

都

而

所

以

受

患

之

故

則

有

來

源

去

路

不

僅

在

江

都

也

試

約

而

言

之

須

分

三

路

治

水

之

法

可

得

而

該

矣

三

路

者

何

曰

上

流

中

流

下

流

也

上

流

不

治

則

來

水

無

窮

日

治

中

流

無

益

也

中

流

不

治

則

蓄

洩

無

方

日

治

下

流

無

益

也

下

流

不

治

則

水

無

去

路

日

治

中

流

亦

無

益

也

所

謂

上

流

者

高

堰

周

橋

翟

壩

是

矣

高

堰

宜

幫

濶

也

周

橋

不

可

開

也

翟

壩

宜

堅

築

也

則

淮

水

不

致

旁

洩

得

以

全

力

冲

出

淸

口

上

而

淸

口

不

淤

下

而

高

江

不

溺

矣

再

查

高

堰

之

上

有

歸

仁

堤

又

宜

照

舊

制

實

築

也

歸

仁

堤

築

而

洪

澤

湖

來

流

減

半

高

堰

翟

壩

俱

爲

易

守

則

來

源

旣

少

而

上

流

治

矣

所

謂

中

流

者

自

淮

至

揚

運

河

漕

堤

是

也

舊

制

十

里

設

一

小

閘

旱

則

蓄

澇

則

洩

以

濟

漕

運

以

衛

民

田

也

又

堤

西

諸

湖

霪

雨

非

常

及

淸

江

浦

之

上

通

濟

閘

水

下

與

旴

天

長

高

良

澗

水

陡

發

運

河

不

能

容

受

於

是

在

山

陽

則

開

涇

河

黃

浦

二

大

閘

在

寶

應

高

郵

搭

界

則

開

子

嬰

溝

大

閘

在

江

都

則

開

金

灣

三

閘

及

新

河

十

四

里

芒

稻

河

東

西

兩

閘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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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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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邵

伯

至

江

不

過

三

十

二

里

洩

水

最

爲

直

㨗

康

熙

年

間

河

院

王

光

裕

又

於

兩

閘

之

西

開

閘

三

門

亦

因

此

地

洩

水

最

易

也

但

金

灣

閘

門

尚

窄

閘

下

新

河

孔

家

灣

南

北

淤

沙

淺

窄

宜

開

通

廣

濶

也

再

將

陸

漫

溝

以

北

開

一

二

大

閘

使

運

河

水

勢

南

北

分

洩

則

蓄

洩

有

方

而

中

流

治

矣

所

謂

下

流

者

則

范

堤

各

塲

之

海

口

是

也

雲

梯

關

在

昔

止

爲

淮

水

尾

閭

致

能

容

受

而

無

沙

淤

之

患

自

宋

神

宗

熙

寧

間

黃

河

南

徙

黃

始

入

淮

濁

流

夾

沙

而

行

稍

一

旁

决

則

勢

緩

沙

停

沙

停

河

塞

愈

塞

愈

决

愈

决

愈

塞

且

黃

家

嘴

七

里

溝

相

繼

旁

决

而

雲

梯

關

大

淤

正

坐

此

病

是

雲

梯

關

爲

黃

淮

兩

水

之

尾

閭

乃

第

一

要

海

口

不

必

言

矣

其

外

若

山

陽

之

廟

灣

海

口

鹽

城

之

石

䃮

天

廟

海

口

興

化

之

劉

庄

靑

龍

橋

口

白

駒

之

鬬

龍

港

口

草

堰

之

滷

河

口

小

海

之

小

海

團

口

泰

州

丁

溪

之

龍

開

港

口

河

車

兒

埠

之

滔

子

壩

口

凡

此

皆

所

以

洩

堤

東

七

邑

之

水

者

也

年

來

非

不

開

放

而

究

竟

田

廬

不

免

渰

没

人

民

不

免

漂

溺

屢

䝉

恩

破

格

蠲

賑

而

仍

不

免

於

水

患

者

有

二

說

焉

一

則

各

海

口

離

漕

堤

俱

三

四

百

里

而

遥

紆

曲

折

不

能

直

達

也

一

則

下

河

七

邑

四

高

中

窪

地

形

如

釜

沿

堤

減

閘

之

水

譬

之

由

釜

邊

而

入

范

公

堤

各

塲

口

地

勢

反

高

譬

之

由

釜

邊

而

出

夫

水

由

釜

邊

而

出

則

釜

底

之

田

廬

已

宛

在

深

淵

矣

昔

興

志

有

云

沿

堤

三

十

餘

減

閘

之

水

滔

滔

東

注

非

民

田

受

之

而

焉

往

也

又

□

文

通

云

堤

東

下

河

之

水

旣

不

通

江

又

難

到

海

者

誠

有

見

也

故

運

河

之

水

導

之

入

江

入

海

者

上

策

也

不

得

已

而

洩

之

下

河

則

當

凖

漕

堤

閘

口

之

水

與

各

塲

海

口

之

數

相

等

庻

來

源

去

路

足

以

相

當

而

其

中

之

行

水

河

路

積

年

淤

塞

尤

不

可

不

亟

爲

深

浚

者

也

在

涇

河

黃

浦

之

下

則

射

陽

湖

一

路

子

嬰

溝

之

下

則

鹽

城

舊

官

河

一

路

淸

水

潭

之

下

則

泰

山

廟

東

河

一

路

以

及

興

化

之

海

溝

河

白

望

河

車

路

河

邵

伯

之

下

則

顏

家

庄

楊

家

庄

以

達

樊

汊

及

泰

州

西

溪

河

併

各

塲

之

串

塲

河

與

范

堤

東

達

海

河

路

俱

開

通

深

濶

則

水

有

去

路

而

下

流

亦

治

矣

運

鹽

河

在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漢

吳

王

濞

煮

海

爲

鹽

因

復

開

䢴
溝

自

揚

州

茱

萸

灣

通

海

陵

倉

及

如

臯

蟠

谿

此

卽

運

鹽

河

之

始

也

河

自

灣

頭

閘

起

東

行

七

十

里

至

斗

門

入

泰

州

界

又

自

泰

州

至

如

臯

通

州

迄

呂

四

塲

其

支

派

皆

通

各

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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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三

塲
自
運
鹽
河
而
東
河
渠
溝
港
聯
絡
貫
注
於
通
泰
興
鹽
各

塲
者
統
名
之
曰
串
塲
河
歲
久
淤
澱
閘
壩
起
閉
之
制
俱
廢

雍

正

間

特

命

各

部

院

勘

驗

故

道

大

加

開

乾

隆

六

年

命

大

臣

興

修

水

利

疏

深

廣

鹽

運

農

田

均

所

有

濟

也

白
塔
河
在
城
東
北
六
十
里
明
永
樂
七
年
平
江
伯
陳
瑄
所

穿
置
新
開
潘
家
莊
大
橋
江
口
四
閘
以
備
蓄
洩
漕
舟
由
常

州
西
北
孟
瀆
河
渡
江
自
運
鹽
河
至
灣
頭
入
漕
以
省
瓜
洲

盤
壩
之
費
歲
久
湮
塞
成
化
間
巡
河
郎
中
郭
昇
復
疏
之
增

設
閘
壩
淺
舖
終
以
淤
淺
復
移
漕
瓜
洲
嘉
靖
三
十
年
郡
守

吳
桂
芳
開
浚
故
道
置
巡
檢
司
屬
兩
淮
運
使
以
防
私
販
而

漕
道
不
由
是
河
入
矣

國

朝

吳

嘉

紀

詩

朝

發

黃

金

壩

暮

宿

白

塔

河

河

流

上

河

泥

土

沃

夏

收

麥

菽

秋

登

禾

人

家

隱

隱

暮

舂

遠

楊

柳

翛

翛

燈

火

多

咫

尺

下

河

没

洪

水

哭

聲

水

聲

一

千

里

上

河

農

厭

下

河

哭

船

來

繫

樹

遭

驅

逐

同

是

耕

田

井

人

何

惜

樹

隂

不

借

宿

伊
婁
河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輿
地
紀
勝
云
伊
婁
河
卽
楊
子
鎭

以
南
至
江
之
運
河
也
隋
以
前
楊
子
鎭
尚
臨
江
至
唐
江
濵

積
沙
至
二
十
五
里
開
元
間
潤
州
刺
史
齊
澣
奏
開
此
河
以

通
運
道
又
有
伊
汀
卽
在
伊
婁
河
唐

李

白

題

瓜

洲

新

河

餞

族

叔

舍

人

賁

詩

齊

公

新

河

萬

古

流

不

絶

豐

功

利

生

人

天

地

同

朽

滅

兩

橋

對

雙

閣

芳

樹

有

行

列

愛

此

如

甘

棠

誰

云

敢

攀

折

吳

關

倚

此

固

天

險

自

兹

設

海

水

落

斗

門

潮

平

見

沙

泬

我

行

送

季

父

弭

棹

徒

流

悅

楊

花

滿

江

來

疑

是

龍

山

雪

惜

此

林

下

興

愴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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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四

山

陽

别

瞻

望

淸

洛

塵

歸

來

空

寂

蔑

沙

河

在

城

東

十

里

宋

雍

熙

初

淮

南

轉

運

使

喬

維

嶽

開

沙

河

四

十

里

創

二

斗

門

於

西

河

設

懸

門

以

蓄

洩

水

利

自

運

河

通

楊

子

江

今

廢

基

尚

存

山

洋

河

在

城

東

北

六

十

里

瀕

宜

陵

鎭

一

曰

山

陽

河

山

洋

河

舊

通

運

鹽

河

南

接

江

潮

北

至

樊

汊

達

高

郵

界

相

傳

卽

隋

山

陽

瀆

也

明

萬

歴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張

寧

築

壩

塞

之

僅

爲

竇

通

水

以

資

灌

漑

兩

岸

田

數

千

頃

不

能

徧

及

一

遇

旱

歲

盡

成

石

田

至

大

水

决

堤

又

同

歸

陸

沉

矣

議

者

謂

宜

大

加

挑

深

廣

閘

洞

旱

則

引

水

灌

田

澇

則

洩

水

分

勢

庻

水

旱

均

有

裨

益

也

寶

帶

河

在

南

門

外

文

峯

寺

北

一

曰

玉

帶

河

明

萬

歴

二

十

年

知

府

郭

光

復

三

十

三

年

知

府

朱

錦

又

以

挽

河

直

流新

河

在

城

南

二

里

明

萬

歴

二

十

五

年

巡

鹽

御

史

楊

光

訓

奏

發

帑

七

千

緡

有

奇

檄

知

府

郭

光

復

開

自

南

門

二

里

橋

入

西

向

長

一

百

六

十

丈

折

而

南

長

四

百

一

十

丈

又

折

而

東

長

一

百

六

十

五

丈

周

迴

共

六

七

里

從

姚

家

港

入

舊

官

河

三

汊

河

在

城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江

都

儀

徵

瓜

洲

至

此

水

分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五

三
支
故
名
府
志
云
儀
徵
瓜
洲
之
水
至
此
與
江
都
合
流
康

煕

三

十

八

年

聖

祖

南

巡

建

行

宮

駐

蹕

名

茱

萸

灣

三
汊
越
河
在
三
汊
河
迤
上
乾
隆
五
年
總
督
河
道
高
勘
發

庫

帑

委

江

都

縣

承

挑

長

五

十

一

丈

芒
稻
河
在
城
東
北
自
灣
頭
入
運
鹽
河
東
十
里
曰
芒
稻
河

南
通
大
江
西
北
接
金
家
灣
通
邵
伯
湖
一
名
蟒
導
河
河
能

受
而
注
江
㨗
爲
宣
洩
上
流
汎
溢
之
要
道

國

朝

鄧

漢

儀

曉

過

芒

稻

河

詩

䁱

雨

霏

霏

濕

平

川

渺

渺

流

忽

驚

濤

欲

裂

眞

訝

地

空

浮

淮

泗

奔

雙

閘

蛟

龍

圻

數

州

頻

年

憂

子

生

事

羡

漁

舟

瓜
洲
閘
河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由
瓜
洲
通
惠
廣
惠
二
閘
至
江

口
康
煕
五
十
四
年
因
江
流
北
徙
將
廣
惠
閘
堵
閉
另
浚
繞

城
河
通
漕
後
因
花
園
港
坍
卸
繞
城
河
運
口
難
以
行
漕
遂

堵

閉

仍

開

閘

河

船

由

閘

行

如

舊

今

則

繞

城

河

復

開

瓜
洲
月
河
在
廣
惠
閘
之
上
雍
正
八
年
因
閘
河
水
無
關
蓄

自
靑
蓮
菴
起
至
尤
家
碾
止
開
月
河
一
道
長
三
百
六
十
七

丈
九
年
又
於
瓜
州
西
南
正
人
洲
另
開
引
河
一
道
長
六
百

四
十
一
丈
五
公
灘
開
支
河
長
三
百
六
丈
夾
江
内
築
貼
心

壩
一
道
長
一
百
五
十
丈
五
尺
又
南
北
兩
頭
接
築
攔
水
土

壩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六

合

瀆

渠

在

城

東

二

里

卽

古

䢴
溝

今

運

河

也

汴

渠

卽

汴

河

隋

大

業

元

年

開

府

志

未

載

通

鑑

綱

目

隋

大

業

元

年

三

月

詔

命

尚

書

右

丞

皇

甫

議

發

丁

百

萬

開

通

濟

渠

自

西

苑

引

榖

洛

水

達

於

河

復

自

板

渚

引

河

入

汴

引

汴

入

泗

以

達

於

淮

開

河

記

云

隋

令

將

軍

麻

□

開

汴

河

通

江

都
唐

汪

遵

詩

隋

皇

意

欲

汎

龍

舟

千

里

崑

崙

水

别

流

還

待

東

風

錦

帆

暖

柳

隂

相

送

到

揚

州

附

舊

志

所

有

河

渠

今

分

屬

甘

泉

境

内

者
湖

並

附

市

河
自

高

橋

河

口

起

自

古

渡

橋

中

止

又

自

便

益

門

至

小

東

門

弔

橋

止

運

河
自

城

東

通

濟

門

外

分

界

淮

子

河
在

城

東

北

十

二

里

一

曰

懷

子

河

自

陳

公

塘

西

北

分

派

直

接

雷

塘

槐

家

河
在城

東

北

十

五

里

本

槐

姓

所

開

故

名

自

陳

公

塘

接

雷

塘

引

水

至

灣

頭

入

運

河

保

障

河
在

城

西

里

許

一

曰

砲

山

河

自

南

門

通

古

渡

橋

北

抵

虹

橋

西

繞

法

海

寺

龍

河
在

保

障

之

前

通

運

河

柴

河
在

城

北

二

里

東

通

運

鹽

河

西

接

市

河

相

傳

爲

舊

城

濠

岸

南

城

基

尚

存

鳳

皇

橋

引

河
在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使

水

勢

分

流

由

芒

稻

河

入

江

邵

伯

新

河
一

曰

人

字

河

以

水

勢

分

流

象

人

字

故

名

邵

伯

月

河
明

中

河

郎

中

顧

雲

鳳

築

引

水

行

舟

以

避

湖

險

新

月

河
在

鎭

南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河

决

官

堤

發

帑

堵

塞

决

口

開

新

月

河

一

道

自

倉

巷

口

西

向

折

而

南

至

大

王

廟

止

築

南

北

二

壩

北

向

鎭

以

鐵

牛

邵

伯

湖
在

城

北

四

十

五

里

東

接

艾

陵

湖

西

接

白

茆

湖

南

通

新

城

湖

北

接

甓

社

湖

晉

謝

太

傳

修

築

湖

堤

民

賴

其

利

黃

子

湖
在

城

北

六

十

里

東

通

官

河

西

至

末

口

赤

岸

湖
在

黃

子

湖

西

艾

陵

湖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邵

伯

鎭

東

阮

昇

之

記

云

齊

高

宗

建

武

五

年

遏

艾

陵

湖

水

立

裘

塘

屯

大

石

湖

在

城

東

四

十

五

里

平

遠

鄉

一

名

岱

石

湖

漢

張

綱

於

東

陵

村

開

渠

引

湖

水

漑

農

田

唐

李

襲

譽

修

浚

之

宋

羅

適

尹

江

都

復

廣

浚

大

石

湖

改

名

元

豐

白

茆

湖
名

勝

志

云

在

邵

伯

湖

西

舊

有

斗

門

橋

官

河

水

涸

則

引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七

湖

水

以

濟

漕

運

葑

塞

湖
在

東

北

五

十

里

北

通

淥

洋

湖

南

通

艾

陵

湖

朱

家

湖
在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東

通

官

河

西

至

末

口

新

城

湖
在

城

西

北

四

十

五

里

東

通

官

河

民

資

灌

漑

淥

洋

湖
水經

作

陸

陽

湖

在

城

東

北

六

十

五

里

西

南

接

艾

陵

湖

北

屬

高

郵

界

甕

子

湖
在

淥

洋

湖

西

萬

歴

縣

志

云

邵

伯

黃

子

赤

岸

新

城

白

茆

朱

家

六

湖

皆

在

官

河

上

岸

水

相

連

接

艾

陵

大

石

葑

塞

淥

洋

甕

子

五

湖

皆

在

官

河

下

岸

受

水

者

也

塘

蕩

港

洲

溝

灣

浦

陂

池

津

渡

橫

塘

在

宜

陵

鎭

東

塘

方

輿

紀

要

曰

卽

今

灣

頭

或

云

以

在

城

東

故

名

非

專

指

灣

頭

也

明

維

揚

志

疑

卽

下

雷

塘

亦

無

的

㨿
按

通

鑑

唐

淮

南

節

度

使

高

駢

檄

四

方

兵

討

黃

巢

出

屯

東

塘

旣

集

托

言

風

濤

爲

阻

不

發

又

秦

嘉

在

廣

陵

與

楊

行

密

戰

不

利

自

開

化

門

出

奔

東

塘

岳

家

蕩

在

揚

子

橋

西

南

第

二

港

在

城

東

南

二

十

里

永

正

沙

第

四

港

在

城

東

南

三

十

里

第

八

港

在

城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深

港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河

東

鄉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兵

部

尚

書

單

安

仁

華

家

洋

港

在

城

東

南

一

十

五

里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八

倒

流

港

在

城

東

南

四

十

五

里

雙

港

在

城

西

南

一

十

五

里

蜆

子

港

在

城

東

四

十

五

里

馬

泊

港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南

接

深

港

北

接

三

里

溝

明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工

部

遣

官

劉

子

玉

七

里

港

在

城

南

十

里

一

名

十

里

港

按

舊

唐

書

云

敬

宗

時

王

播

鎭

揚

州

時

城

内

官

河

水

淺

遇

旱

卽

滯

漕

船

播

乃

奏

自

城

南

閭

門

西

七

里

港

開

河

向

東

屈

曲

取

道

禪

智

寺

橋

通

舊

官

河

開

稍

深

舟

航

易

濟

所

開

長

一

十

九

里

進

水

深

港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七

里

與

上

十

港

俱

通

楊

子

江

十

壩

港

在

瓜

洲

鎭

運

河

東

西

壩

凡

十

壩

下

各

有

港

以

通

江龍

兒

港

在

城

東

六

十

里

輿

地

紀

勝

云

江

都

縣

東

六

十

里

有

龍

兒

港

圖

經

云

常

有

怪

物

自

海

陵

穿

入

此

港

過

古

鹽

河

南

岸

變

爲

白

獺

又

名

白

獺

河

瓜

洲

在

縣

城

南

四

十

五

里

卽

今

瓜

洲

鎭

江

中

積

沙

爲

洲

形

如

瓜

故

名

又

云

漕

河

至

此

分

爲

三

支

形

如

瓜

字

名

勝

志

云

瓜

洲

渡

昔

爲

瓜

洲

村

楊

子

江

之

沙

磧

也

沙

漸

長

接

連

楊

子

江

口

民

居

其

上

唐

爲

鎭

今

有

城
唐

張

祐

瓜

洲

聞

曉

角

詩

寒

耿

稀

星

照

碧

霄

月

樓

吹

角

夜

江

遙

五

更

人

起

烟

霜

靜

一

曲

殘

聲

遍

落

潮

宋

王

安

石

泊

船

瓜

洲

詩

京

口

瓜

洲

一

水

間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十
九

鐘

山

祗

隔

數

重

山

春

風

自

綠

江

南

岸

明

月

何

時

照

我

還

方

岳

底

洲

晚

渡

詩

天

地

中

間

一

葉

舟

與

鷗

等

是

此

生

浮

江

淮

千

里

水

天

碧

南

北

六

朝

烟

樹

愁

浪

挾

禹

功

吞

巨

海

寺

騎

媧

石

礙

中

流

漁

簑

不

涉

興

亡

事

自

醉

自

醒

今

白

頭

明

王

冕

泊

瓜

洲

詩

落

日

大

江

秋

凄

凉

覺

底

愁

逆

潮

攻

敗

壘

荒

樹

入

沙

洲

險

固

空

餘

蹟

淸

平

且

壯

遊

不

須

腰

十

萬

明

日

上

揚

州

袁

凱

夜

至

瓜

洲

詩

瓜

洲

人

家

烟

火

微

瓜

洲

坡

上

行

人

稀

敲

門

買

得

雙

淸

酒

船

在

西

陵

逆

浪

歸

王

璲

瓜

洲

道

中

詩

淸

江

杳

杳

水

連

空

江

北

江

南

綠

映

紅

三

月

異

鄉

逢

改

火

經

春

遊

子

怨

飄

蓬

滿

汀

蘆

葉

孤

舟

雨

一

樹

梨

花

小

斾

風

遙

望

故

鄉

何

處

是

依

稀

烟

樹

五

湖

東

古

䢴
溝

在

城

東

南

卽

今

運

河

左

傳

吳

城

䢴
溝

通

江

淮

杜

預

注

云

於

䢴
江

築

城

穿

溝

東

北

通

射

陽

湖

西

北

至

末

口

入

淮

通

糧

道

也

今

廣

陵

韓

江

是

水

經

注

云

吳

築

䢴
城

城

下

掘

深

溝

謂

之

韓

江

亦

曰

䢴
溟

溝

按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合

瀆

渠

在

江

都

縣

東

二

里

昔

吳

王

夫

差

將

伐

齊

北

霸

中

國

自

廣

陵

城

東

南

築

䢴
城

下

掘

深

溝

謂

之

䢴
江

亦

曰

䢴
溝

自

江

北

通

射

陽

湖

今

謂

之

官

河

亦

謂

之

山

陽

濁

又

云

漕

河

貫

城

中

卽

䢴
溝

也
明

張

羽

詩

衰

楊

夾

高

防

北

風

暮

颼

飀

道

逢

長

老

問

荅

言

是

䢴

溝

相

傳

開

初

民

勞

天

爲

愁

至

今

濁

河

底

時

見

白

髑

髏

陸

通

梁

宋

郊

水

漕

荆

吳

舟

渠

成

萬

世

利

慮

始

難

爲

謀

至

今

南

北

交

此

土

爲

名

州

飛

閣

通

波

張

幄

如

雲

浮

憶

昨

少

年

日

寶

馬

珊

瑚

鈎

經

過

劇

辛

軰

結

託

金

張

儔

醉

酒

瓊

花

觀

徵

歌

明

月

樓

羅

綺

朝

還

暮

笙

竽

春

復

秋

繁

華

逐

逝

水

一

往

不

可

留

向

來

歌

舞

地

茫

然

狐

兎

邱

家

老

無

兒

孫

杖

箠

驅

羊

牛

少

小

心

尚

爾

不

知

今

白

頭

欲

從

亂

離

說

恐

子

增

離

憂

長

揖

分

袂

去

零

淚

如

絲

流

錢

應

金

詩

烟

荒

月

澹

古

䢴

溝

淮

水

遥

連

江

水

流

六

代

繁

華

餘

腐

草

至

今

螢

火

照

揚

州

官

溝

在

城

南

三

十

里

河

東

鄉

南

通

楊

子

江

北

抵

馬

牆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山

陽

溝

在

城

東

北

三

十

里

平

遼

鄉

一

名

山

陽

濁

又

名

山

陽

瀆

南

接

官

河

北

入

射

陽

湖

隋

書

文

帝

紀

開

皇

七

年

四

月

於

揚

州

開

山

陽

瀆

以

通

運

漕

張

綱

溝

在

城

東

三

十

里

平

遼

鄉

俗

呼

張

網

溝

又

呼

張

王

溝

寰

宇

記

云

漢

書

張

綱

爲

廣

陵

太

守

濟

惠

於

百

姓

勸

課

農

桑

於

東

陵

村

東

開

此

溝

引

岱

石

湖

水

灌

田

以

此

立

名

七

里

溝

在

城

南

三

里

河

東

鄉

通

官

河

府

志

缺

仙

人

溝

在

城

東

北

十

五

里

茱

萸

灣

一

曰

灣

口

今

名

灣

頭

寰

宇

記

作

茱

茰

溝

漢

吳

王

濞

開

此

通

海

陵

倉

隋

仁

壽

四

年

復

開

以

通

漕

今

爲

運

鹽

河

寰

宇

記

云

茱

萸

灣

在

縣

東

北

十

里

從

合

瀆

渠

東

過

茱

萸

埭

七

十

里

至

岱

石

湖

又

西

四

里

對

張

綱

溝

入

海

陵

界

阮

昇

之

記

云

北

有

茱

萸

村

以

村

立

名
宋

賀

鑄

茱

萸

灣

晚

泊

詩

冷

雲

抛

雪

未

成

花

過

埭

東

風

凍

著

沙

荻

浦

漁

歸

初

下

雁

楓

橋

市

散

只

啼

鴉

舊

聞

南

國

饒

春

事

行

見

東

風

換

物

華

老

病

心

情

亦

何

有

藥

囊

詩

卷

是

生

涯

明

張

萱

詩

茱

萸

灣

頭

紅

蓼

花

秋

風

高

日

蒸

殘

霞

夜

行

打

鼓

負

鹽

去

平

湖

軋

軋

歸

鳴

艖

竹

西

歌

吹

杳

何

許

垂

楊

兩

岸

黯

不

語

一

聲

江

笛

呌

江

樓

㗲

斷

寒

雲

不

知

處

笊

籬

灣

見

錢

謙

益

十

月

朔

日

抵

廣

陵

詩

輿

浦

江

都

昔

爲

輿

縣

故

以

名

浦

宋

書

符

瑞

志

元

嘉

二

十

五

年

廣

陵

太

守

范

邈

上

言

所

領

輿

縣

前

有

大

浦

常

淤

濁

比

來

源

流

淸

㓗

鱗

呈

形

父

老

相

傳

以

爲

休

瑞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一

前

浦

未

詳

所

在

宋

王

宏

表

畧

云

聞

廣

陵

前

浦

榛

蕪

巳

久

近

復

開

除

淸

源

泓

含

明

内

鑑

象

以

數

至

瑞

以

類

應

南

浦

在

南

門

外

愛

敬

陂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明

南

畿

志

云

太

守

陳

登

塘

築

陂

百

姓

愛

之

因

名

三

十

六

陂

方

輿

勝

覽

云

江

都

縣

有

三

十

六

陂

宋

王

安

石

題

西

太

一

宮

壁

詩

三

十

六

陂

春

水

白

頭

相

見

江

南

鬬

鴨

池

未

詳

所

在

舊

志

云

漢

江

都

易

王

故

姬

李

陽

華

其

姑

爲

馮

大

力

妻

陽

華

老

後

歸

馮

氏

嘗

畜

鬬

鴨

池

水

上

苦

獺

嚙

鴨

時

下

朱

里

芮

姥

求

捕

獺

狸

以

獻

芮

告

陽

華

狸

不

他

食

但

飯

以

鴨

陽

華

怒

殺

其

狸

國

朝

宗

觀

詩

十

三

王

是

易

王

奢

賔

從

如

雲

漫

自

誇

宮

裏

日

長

閒

鬬

鴨

簾

前

一

笑

李

陽

華

磨

劍

池

在

南

門

外

寶

祐

志

云

隋

鑄

錢

監

在

磨

劍

池

之

西

蓮

花

池

在

南

門

外

文

津

在

府

東

狀

元

坊

楊

子

津

在

城

南

一

十

五

里

卽

楊

子

橋

一

名

楊

子

渡

乂

名

楊

子

鎭

古

楊

子

縣

治

也
唐

祖

詠

泊

楊

子

津

詩

纔

入

維

揚

郡

鄉

關

北

路

遥

林

藏

初

過

雨

風

退

欲

歸

潮

江

火

明

沙

岸

雲

帆

礙

浦

橋

客

衣

今

日

薄

寒

氣

近

來

饒

孟

浩

然

楊

子

津

望

京

口

詩

北

固

臨

京

口

夷

山

近

海

濵

江

風

白

浪

起

愁

殺

渡

頭

人

又

宿

楊

子

津

寄

劉

處

士

詩

所

思

在

夣

欲

往

大

江

深

日

夕

望

京

口

烟

波

愁

我

心

心

馳

茅

山

洞

目

極

楓

樹

林

不

見

少

微

隱

星

霜

勞

夜

吟

劉

禹

錫

罷

郡

姑

蘓

北

歸

渡

楊

子

津

詩

幾

度

悲

南

國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二

今

朝

賦

北

征

歸

心

渡

江

勇

病

體

得

秋

輕

海

濶

石

門

小

城

高

粉

堞

明

金

山

舊

遊

寺

過

岸

聽

鐘

聲

元

薩

都

剌

同

友

人

楊

子

津

送

客

詩

將

軍

之

馬

駿

且

雄

葛

仙

騎

之

如

遊

龍

金

陵

之

酒

香

且

冽

葛

仙

飮

之

豪

興

發

馬

上

送

客

楊

子

津

下

馬

飮

客

金

陵

春

主

人

上

馬

客

已

渡

囘

首

江

南

江

北

人

廣

陵

驛

渡

在

南

門

外

驛

街

東

白

馬

廟

渡

在

南

門

外

蔣

王

廟

側

井

巷

口

渡

在

通

濟

門

外

趙

公

渡

在

鈔

關

門

外

浮

橋

東

康

熙

間

知

府

趙

建

呂

公

渡

在

南

門

外

雍

正

間

知

府

呂

設

楊

家

渡

在

運

鹽

河

尹

公

渡

在

通

濟

門

外

雍

正

間

知

府

尹

設

瓜

洲

渡

在

瓜

洲

鎭

渡

口

與

江

南

鎭

江

府

對

江

面

濶

二

十

里
宋

蘇

舜

欽

瓜

洲

渡

觀

風

浪

詩

晚

至

瓜

洲

渡

繫

舟

泊

西

灣

日

落

暴

風

起

大

浪

得

縱

觀

憑

陵

積

石

岸

吞

吐

天

外

山

霹

靂

左

右

作

雪

灑

六

月

寒

吁

嗟

至

柔

物

威

壯

不

可

干

若

爲

神

龍

憑

氣

勢

非

一

端

大

艦

失

所

操

翻

覆

如

轉

丸

高

山

有

路

轍

蹟

馬

足

酸

居

朝

好

安

重

祿

多

憂

患

爭

得

淸

靜

交

□

騎

雙

翔

鸞

矯

翅

入

赤

霄

不

見

此

險

艱

奈

何

衆

共

處

天

壤

間

因

知

古

聖

人

立

法

萬

世

安

濟

川

作

舟

梁

鑄

鼎

窮

神

姦

朝

廷

布

禮

度

粲

粲

莫

可

刪

後

來

漸

破

壞

所

向

行

路

難

兇

邪

得

逞

志

物

命

遭

摧

殘

視

此

念

古

昔

杖

藜

空

盤

桓

國

朝

王

士

徵

瓜

洲

渡

江

詩

楊

子

橋

頭

雞

未

鳴

瓜

洲

城

外

日

東

生

風

波

不

憚

西

津

渡

一

見

金

焦

雙

眼

明

王

典

瓜

洲

渡

江

詩

寒

色

侵

衣

帶

江

收

北

固

城

霜

笳

吹

不

斷

白

髪

自

能

生

海

戌

黃

雲

没

三

江

落

日

明

將

軍

功

莫

敵

流

水

咽

啼

聲

徐

德

音

渡

江

望

金

山

詩

拳

石

江

中

峙

風

濤

卷

寺

門

千

颿

自

來

去

直

椄

海

雲

昏

附

舊

志

所

有

塘

蕩

洲

港

等

今

分

屬

甘

泉

境

内

者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三

雷
塘
在

府

城

西

北

十

五

里

一

名

雷

陂

寰

宇

記

有

大

雷

小

雷

宮

卽

此

地

也

西

征

記

云

雷

陂

有

臺

高

二

丈

卽

吳

王

濞

之

釣

臺

塜

記

云

雷

塘

煬

帝

塟

地

也

小
新
塘
在

上

雷

塘

之

東

北

水

注

上

雷

塘

轉

注

下

雷

塘

由

淮

子

河

東

入

漕

河

宋

紹

定

間

趙

范

趙

葵

張

燈

之

夕

敗

逆

賊

李

全

於

此

句
城
塘
在

城

西

三

十

五

里

水

由

烏

塔

溝

東

流

入

漕

河

寰

宇

記

云

貞

觀

十

八

年

李

襲

譽

爲

揚

州

長

史

引

雷

塘

水

又

築

句

城

塘

以

漑

田

鴛
鴦
塘
在

城

北

四

十

里

舊

志

云

與

小

新

二

雷

積

水

當

句

城

之

灌

今

莫

知

其

處

柳
塘
在

舊

隋

宮

鴨
塘
在

府

治

西

採
菱
港
在

淥

洋

湖

薔
薇
港
在

城

東

六

十

里

一

名

薔

薇

溝

接

高

郵

永

貞

港

卽

昔

之

薔

薇

村

張
家
溝
在

城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艾

陵

鄉

西

通

官

河

北

接

艾

陵

湖

煬
帝
港

在

城

西

北

十

五

里

水

經

隋

故

宮

接

雷

塘

近

煬

帝

墓

故

名

東
西
灣
卽

金

家

灣

在

府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公
路
浦
在

府

城

西

九
曲
池
在

府

城

北

七

里

蜀

岡

隋

煬

帝

嘗

建

木

蘭

亭

於

池

上

作

水

調

曲

每

遊

幸

時

按

之

故

名

西
澗
在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今

名

九

女

澗

昔

傳

秦

九

女

墳

在

澗

側

因

名

東
津

在

大

東

門

外

通
泰
渡
在

大

東

門

外

東

水

關

下

田
家
巷
渡

東
關
渡
俱在

利

津

門

外

官

河

高
江
渡
在

僧

道

橋

十

五

里

知

府

金

鎭

設

安
樂
渡
在

僧

道

橋

北

七

里

野

溝

灣

之南

陳

公

渡
在

便

益

門

外

雍

正

八

年

知

府

陳

設

堤

堰

埭

閘

壩

䃮

淺

井

泉

運
河
堤
一
名
官
河
堤
唐
興
元
中
淮
南
節
度
使
李
吉
甫
築

江
都
等
處
漕
河
堤
䕶
田
數
萬
頃
號
平
津
堰
北
逕
高
郵
寶

應
西
逕
儀
徵
南
逕
瓜
洲
紆

二
百
餘
里
宋
天
禧
天
聖
宣

和
間
前
後
增
築
閘
壩
明
景
泰
中
復
治
堤
造
閘
引
塘
水
以

濟

運

河

國
朝
加
意
河
防
幫
土
甃
石
歲
修
工
程
未
嘗
或
輟
也
明

知

縣

張

寧

議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四

曰

漕

河

爲

南

北

咽

㗋

蜿

蜒

千

里

而

邵

伯

一

湖

尤

漕

河

之

最

險

要

者

然

其

勢

本

仰

受

淮

水

之

餘

特

以

接

運

自

黃

水

勢

大

淮

不

爲

敵

不

得

遂

其

歸

海

之

勢

則

轉

而

南

下

是

淮

上

帶

汝

泗

壽

春

之

水

跨

高

良

澗

武

家

墩

過

山

陽

高

寶

盡

注

於

邵

伯

湖

而

湖

口

由

高

廟

經

揚

入

江

者

纔

濶

二

十

丈

以

二

十

丈

之

口

欲

泄

全

湖

之

水

百

不

一

耳

以

故

桃

花

水

泛

業

已

岌

岌

涉

伏

及

秋

滉

漾

千

頃

波

濤

浸

天

西

風

噴

激

勢

若

倒

海

一

綠

之

堤

何

以

爲

禦

卽

具

椿

草

人

夫

値

風

雨

之

夜

雖

身

如

精

衛

亦

不

能

撼

今

之

守

堤

者

有

歲

修

有

决

工

有

伏

秋

防

守

則

歲

無

遺

時

矣

有

椿

笆

工

有

樁

板

工

有

磚

石

工

有

子

梗

工

計

無

遺

策

矣

然

竟

不

能

抵

西

風

一

浪

也

昔

年

論

漕

河

之

險

者

先

高

寶

次

邵

伯

而

今

之

水

大

者

莫

如

邵

伯

最

難

守

者

亦

莫

如

邵

伯

葢

高

寶

昔

固

稱

險

障

之

則

有

西

堤

而

内

河

成

則

湖

分

於

外

人

由

夾

河

中

行

不

知

有

湖

矣

今

邵

伯

一

帶

堤

□

水

隣

絶

無

外

障

以

故

水

乘

風

勢

其

摧

堤

若

蹴

垤

耳

况

估

房

値

迅

風

疾

雨

多

蕩

貲

淪

身

月

且

屢

見

是

不

可

不

急

爲

處

分

也

今

之

議

有

二

一

曰

障

之

便

北

自

露

筋

南

抵

馬

家

渡

舊

堤

以

東

另

築

一

堤

又

自

馬

家

渡

而

南

至

八

塔

舖

舊

堤

以

西

另

築

一

堤

各

接

舊

堤

中

作

二

閘

成

一

夾

河

並

如

高

寶

之

制

費

不

過

六

七

萬

金

而

湖

堤

可

保

無

事

况

今

决

工

則

費

萬

歲

修

亦

不

下

二

三

千

計

十

年

之

費

可

抵

也

一

曰

疏

之

便

今

議

疏

漕

者

皆

言

自

高

廟

由

揚

州

至

瓜

渚

皆

開

濶

數

十

丈

此

淮

水

入

江

之

正

路

然

高

廟

瓦

窑

舖

民

舍

多

逼

官

河

其

屋

居

卑

朽

卽

折

毁

不

足

惜

第

揚

城

東

關

折

而

南

闤

闠

聯

屬

且

轉

運

之

鹽

場

在

焉

一

經

遷

易

不

無

廢

業

之

嘆

不

若

一

意

開

金

灣

卽

三

四

十

丈

不

爲

濶

也

葢

三

十

餘

里

入

江

此

勢

之

最

㨗

而

泄

水

最

易

者

也

舍

此

二

議

而

欲

圖

便

易

之

說

止

有

每

歲

帶

修

石

工

一

百

丈

名

爲

帶

修

而

漕

河

西

岸

有

露

草

處

所

擇

有

心

計

者

委

之

多

栽

蘆

葦

野

樹

則

可

以

障

風

破

浪

而

泥

渣

漸

次

淤

墊

東

堤

亦

恃

以

無

恐

矣

國

朝

給

事

李

宗

孔

修

堤

濟

漕

疏

曰

漕

河

自

淮

安

山

陽

縣

至

江

都

邵

伯

鎭

二

百

六

十

餘

里

河

東

有

堤

與

河

俱

長

卽

現

在

興

工

修

補

之

漕

堤

是

也

堤

之

東

係

高

郵

江

都

興

化

寶

應

泰

州

鹽

城

山

陽

各

州

縣

民

田

地

形

低

窪

如

在

釡

中

全

恃

此

堤

䕶

七

邑

之

居

民

障

二

百

餘

里

之

湖

水

水

漲

堤

潰

則

糧

艘

有

傾

阻

之

虞

居

民

有

渰

没

之

患

說

者

委

之

天

災

無

可

如

何

不

知

使

有

去

路

以

宣

洩

之

何

致

水

聚

爲

害

乎

謹

按

河

水

去

路

原

有

舊

制

東

可

入

海

南

可

入

江

查

淮

南

涇

河

閘

乃

水

入

海

之

去

路

若

將

此

閘

深

兩

岸

增

堤

一

逢

水

漲

卽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五

行

開

放

則

浩

漫

之

勢

自

減

乃

閘

河

以

下

皆

係

漕

田

河

臣

勢

難

專

主

地

方

官

惟

閉

閘

以

圖

保

䕶

迨

水

勢

愈

大

愈

不

敢

啟

直

至

堤

潰

而

七

邑

渰

没

閘

下

田

地

同

爲

陸

沉

矣

此

河

水

不

得

入

海

之

由

也

又

查

瓜

儀

雖

有

各

閘

惟

芒

稻

河

閘

出

水

甚

速

乃

由

泰

州

運

鹽

河

入

江

之

去

路

若

將

裏

河

開

深

數

尺

則

水

勢

直

注

於

江

雖

西

河

諸

水

泛

濫

此

閘

如

建

瓴

直

下

則

堤

自

不

致

潰

决

矣

乃

運

鹽

河

自

明

季

至

今

久

未

開

今

淤

淺

至

極

若

一

啟

放

鹽

艘

卽

爲

阻

閣

故

堤

東

堤

西

哀

號

望

救

之

日

正

諸

商

閉

閘

蓄

水

之

時

鹽

課

所

關

誰

敢

輕

啟

此

河

水

不

得

入

江

之

由

也

水

不

得

入

江

海

如

養

癰

而

不

使

外

潰

必

至

毒

攻

肢

體

矣

我

朝

定

鼎

二

十

餘

年

堤

凡

六

潰

漕

臣

疏

稱

重

運

五

十

餘

由

湖

冐

險

囘

空

五

百

餘

盡

阻

高

郵

閘

河

臣

竊

憂

之

必

將

涇

河

等

閘

河

底

深

築

堤

衛

田

疏

通

海

口

使

水

注

海

將

泰

州

運

鹽

河

刻

期

開

使

水

注

江

若

年

復

一

年

不

行

開

徒

事

修

堤

而

望

其

不

决

是

猶

閉

賊

城

垣

中

而

欲

以

竹

籬

茅

壁

拒

之

也

若

洪

水

一

發

又

不

知

傷

民

命

幾

何

渰

田

地

蠲

錢

糧

幾

何

矣

宗

觀

淮

揚

上

下

流

說

日

治

歸

仁

高

堰

則

淮

揚

之

上

流

治

矣

然

由

高

堰

視

之

則

堰

其

上

流

也

二

十

四

湖

下

流

也

由

漕

堤

視

之

則

湖

其

上

流

也

堤

東

七

邑

下

流

也

治

堤

以

西

之

下

流

所

以

分

其

來

之

勢

治

堤

以

東

之

下

流

可

不

多

其

歸

之

道

乎

昔

人

慮

之

審

矣

下

流

洩

水

之

大

支

有

二

曰

山

陽

之

南

涇

河

所

以

達

海

也

曰

邵

伯

之

南

芒

稻

河

所

以

入

江

也

又

由

板

閘

至

小

壩

沿

堤

設

有

減

水

諸

閘

四

十

餘

而

各

塲

之

海

口

如

之

苟

啟

閉

以

時

成

規

不

易

則

至

今

可

行

所

無

事

巳

昔

之

人

但

遠

水

之

害

不

因

之

爲

利

今

人

不

恤

水

之

害

惟

見

水

之

利

而

圖

利

卽

於

所

害

以

涇

河

言

前

此

之

侵

佔

無

論

已

今

不

儼

然

開

乎

然

新

口

視

舊

狹

尺

許

焉

新

基

視

舊

高

數

尺

焉

開

猶

不

開

也

以

芒

稻

河

言

之

凡

三

十

四

里

入

江

之

口

運

鹽

之

道

也

今

不

又

開

乎

然

必

外

河

高

内

河

下

而

後

東

流

可

放

也

頻

年

以

來

挑

淺

不

講

焉

閘

基

增

高

焉

水

之

不

能

舍

下

而

趨

上

也

明

矣

甚

或

障

之

以

通

鹽

此

大

惑

者

也

故

涇

河

之

不

開

非

難

也

開

而

高

卑

廣

狹

不

循

其

舊

之

難

也

芒

稻

河

之

積

難

破

也

知

障

之

而

不

知

之

過

也

夫

高

其

基

所

以

障

水

而

通

鹽

運

也

障

則

鹽

利

而

漕

病

七

邑

俱

病

何

若

之

深

自

不

待

障

之

力

而

鹽

與

漕

與

七

邑

均

利

之

爲

得

乎

且

淺

之

成

規

具

在

可

按

而

行

之

此

二

者

用

力

至

省

奏

功

至

易

非

如

歸

仁

高

堰

之

動

國

帑

勞

民

力

煩

盈

庭

之

議

也

惟

不

智

自

私

踵

昔

人

之

法

而

力

舉

之

不

越

三

年

上

下

流

之

患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六

永

底

乃

績

矣

隋

堤

通

鑑

綱

目

隋

大

業

元

年

詔

發

民

十

萬

開

䢴
溝

入

江

溝

廣

四

十

步

傍

築

御

道

樹

以

柳

自

長

安

至

江

都

置

離

宮

四

十

餘

所

遣

黃

門

侍

郎

王

等

往

江

南

造

龍

舟

及

雜

船

數

萬

艘

八

月

帝

如

江

都

龍

舟

四

重

高

四

十

五

尺

長

二

百

尺

上

重

有

正

殿

内

殿

朝

堂

中

二

重

有

百

二

十

房

皆

飾

以

金

玉

下

重

内

侍

處

之

皇

后

乘

翔

螭
一

作

龍

舟

制

度

差

小

别

有

浮

景

九

艘

三

重

皆

水

殿

也

餘

數

千

艘

後

宮

諸

王

公

主

百

官

僧

尼

道

士

蕃

客

乘

之

共

用

挽

士

八

萬

餘

人

皆

以

錦

綵

爲

袍

衛

兵

所

乘

又

數

千

艘

舳

艫

相

接

二

百

餘

里

騎

兵

翊

兩

岸

而

行

所

過

州

縣

五

百

里

内

皆

令

獻

食

多

者

一

州

至

百

轝

極

水

陸

珍

奇

後

宮

厭

飫

將

發

之

際

多

棄

埋

之

南

部

烟

花

錄

云

煬

帝

築

堤

詔

民

間

植

柳

一

株

賞

一

縑

錦

帆

過

處

香

聞

十

里
唐

白

居

易

隋

堤

柳

詩

隋

堤

柳

歲

久

年

深

盡

衰

朽

風

颯

颯

兮

雨

蕭

蕭

三

株

兩

株

汴

河

口

老

枝

病

葉

愁

殺

人

曾

經

大

業

年

中

春

大

業

年

中

煬

天

子

種

柳

成

行

傍

流

水

西

自

黃

河

東

接

淮

綠

影

一

千

三

百

里

大

業

末

年

春

暮

月

柳

色

如

烟

絮

如

雪

南

幸

江

都

恣

佚

遊

應

將

此

樹

䕃

龍

舟

紫

髯

郎

將

䕶

錦

䌫

靑

蛾

御

女

直

粧

樓

海

内

財

力

此

時

竭

舟

中

歌

笑

何

日

休

上

荒

下

困

勢

不

久

宗

社

之

危

如

綴

旒

煬

天

子

自

言

歡

樂

殊

無

極

豈

知

明

年

正

朔

歸

武

德

煬

天

子

自

言

福

祚

垂

無

窮

豈

知

明

年

皇

子

封

公

龍

舟

未

入

彭

城

閣

義

旗

巳

入

長

安

宮

蕭

墻

禍

生

事

大

變

法

駕

不

得

歸

秦

中

土

墳

數

尺

何

處

築

吳

宮

臺

下

多

悲

風

二

百

年

來

汴

河

路

露

草

木

烟

朝

復

暮

後

王

何

以

鑒

前

王

請

看

隋

家

堤

上

樹

杜

牧

詩

夾

岸

垂

楊

三

百

里

祗

應

圖

畵

最

相

宜

自

嫌

流

落

西

歸

疾

不

見

東

風

二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七

月

時

羅

隱

詩

夾

道

依

依

十

里

遥

路

人

囘

首

認

前

朝

春

風

未

惜

繁

華

意

猶

費

工

夫

長

柳

條

明

朱

曰

藩

詩

興

道

里

前

楊

柳

新

蕭

娘

攀

望

獨

傷

神

憐

儂

正

好

留

儂

住

若

個

滯

他

遭

個

春

紅

頰

忍

抛

粧

罷

淚

翠

蛾

常

帶

睡

餘

顰

龍

舟

風

起

花

如

雪

三

月

揚

州

夢

裏

身

龍

舟

堰

在

城

南

二

十

里

魏

文

帝

臨

江

試

龍

舟

於

此

因

名

宋

初

都

汴

梁

轉

漕

東

南

築

龍

舟

新

興

三

堰

設

懸

門

積

水

潮

平

洩

以

便

漕

天

祐

中

發

運

使

賈

宗

請

開

揚

州

古

河

繚

城

南

接

運

渠

毁

龍

舟

等

堰

近

堰

漕

路

以

均

水

勢

詔

從

之

明

年

役

成

水

注

新

渠

與

三

堰

平

漕

大

便

利

其

後

漕

規

寢

弛

河

淺

涸

日

甚

發

運

使

陳

亨

伯

用

其

屬

向

子

諲

議

於

瓜

洲

河

口

作

壩

以

復

龍

舟

堰

於

海

陵

河

口

作

壩

以

復

茱

萸

等

堰

使

諸

塘

水

不

爲

瓜

洲

眞

泰

三

河

所

分

於

是

運

舟

復

通

利

紹

興

初

毁

折

眞

揚

閘

堰

無

令

資

敵

紹

熙

中

淮

東

提

舉

陳

損

之

復

築

堰

自

江

都

經

高

寶

北

至

淮

隂

逹

於

淮

卽

今

運

河

所

經

之

道

後

漸

穿

渠

築

堤

其

堤

仍

李

吉

甫

平

津

堰

故

址

也

朝

宗

二

閘

在

灣

頭

鎭

新

開

閘

在

宜

陵

鎭

白

塔

河

口

大

同

閘

在

城

東

留

潮

閘

在

瓜

洲

鎭

後

改

瓜

口

閘

通

江

閘

在

瓜

洲

鎭

自

唐

以

來

引

漕

入

汴

閘

口

二

石

甚

鉅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八

閘

廢

一

石

猶

存

楊

子

橋

新

閘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舊

爲

壩

明

萬

歴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張

寧

易

以

閘

每

伏

秋

啟

閘

洩

官

河

之

水

南

入

大

江

春

冬

閉

之

賴

以

濟

運
大

學

士

王

永

吉

云

按

閘

口

去

江

止

得

十

里

此

洩

水

最

直

㨗

者

且

二

三

月

後

粮

艘

過

完

若

逢

運

河

漲

滿

則

開

放

正

其

時

矣

况

閘

外

兩

邊

俱

高

田

與

民

無

損

則

閘

之

開

放

又

何

忌

乎

廣

惠

閘

一

名

頭

閘

在

瓜

洲

鎭

通

惠

閘

一

名

四

閘

在

瓜

洲

鎭

市

河

閘

在

二

道

溝

城

河

閘

在

響

水

橋

以

上

二

閘

俱

雍

正

十

年

新

建

芒

稻

河

閘

在

金

灣

閘

東

南

十

六

里

閘

下

十

八

里

直

逹

大

江

乃

漕

河

洩

水

第

一

㨗
徑

因

蓄

水

運

鹽

故

雖

水

大

亦

不

啟

放

致

高

寶

邵

伯

民

田

多

受

其

害

若

潮

水

漲

溢

時

檄

到

卽

啟

水

落

則

閉

閘

以

濟

鹽

運

庻

鹽

艘

民

田

均

受

其

利

王

乾

淸

紀

曰

揚

城

東

北

十

里

曰

灣

頭

入

運

鹽

河

東

十

里

南

岸

通

江

曰

芒

稻

河

西

北

接

金

家

灣

通

邵

伯

湖

口

自

湖

口

至

江

共

三

十

四

里

萬

歴

二

十

二

年

原

擬

建

四

閘

十

二

門

後

止

建

二

閘

六

門

然

閘

底

深

下

應

運

鹽

河

底

故

水

發

啟

閘

則

邵

伯

湖

水

驟

消

漕

堤

賴

以

無

潰

後

因

商

人

蓄

水

行

船

於

天

啟

六

年

將

閘

㡳
改

造

增

高

六

尺

康

熙

元

年

總

河

朱

於

對

閘

北

岸

開

挑

月

河

一

道

行

鹽

以

免

閘

口

溜

吸

令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二
十
九

將

閘

底

改

深

如

舊

後

止

改

下

一

尺

五

寸

比

舊

底

尚

高

四

尺

五

寸
知

縣

龔

鑑

議

詳

曰

查

得

芒

稻

河

閘

原

爲

鹽

漕

兩

運

及

民

田

而

設

緣

啟

閉

向

無

成

規

以

致

每

逢

水

漲

上

下

兩

河

泛

濫

洪

流

則

邵

伯

鎭

民

田

常

遭

渰

没

良

由

此

閘

去

官

河

僅

十

里

之

程

一

啟

則

洪

波

頓

殺

畝

無

憂

是

以

士

民

環

條

呈

卑

縣

親

詣

履

勘

逐

細

諮

訪

此

閘

原

係

因

時

啟

閉

而

閘

官

不

敢

開

放

者

徒

慮

水

少

不

能

挽

運

查

鹽

船

需

水

僅

用

八

捺

計

水

四

尺

再

添

一

尺

可

以

運

行

漕

船

需

水

僅

用

七

捺

計

水

三

尺

五

寸

再

添

一

尺

亦

可

以

運

行

最

多

不

過

六

尺

過

六

尺

以

上

在

鹽

漕

全

無

所

用

而

於

邵

伯

下

河

之

田

實

受

其

害

原

閘

官

之

所

以

鰓

鰓

不

肯

啟

放

者

以

閘

板

一

啟

水

勢

直

流

不

便

於

鹽

船

今

定

以

六

尺

之

規

水

至

閘

板

石

第

幾

塊

爲

則

常

一

過

卽

行

啟

閘

如

逢

大

水

於

天

然

壩

未

啟

之

先

十

日

行

文

閘

官

及

各

衙

門

卽

將

芒

稻

河

閘

十

門

徹

底

全

啟

則

下

流

之

水

有

所

歸

上

流

之

水

可

以

隨

到

隨

消

俟

水

退

至

六

尺

仍

行

下

板

倘

慮

鹽

船

水

溜

只

須

設

一

絞

關

可

以

無

害

每

年

不

過

多

費

百

餘

金

而

一

鎭

之

民

生

永

無

汪

洋

之

患

其

於

國

計

民

生

兩

有

裨

益

總

之

常

水

過

六

尺

卽

行

啟

板

一

逢

大

水

徹

底

盡

啟

仰

請

俯

順

輿

情

行

勒

石

永

守

萬

民

感

賴

澤

被

無

窮

芒

稻

河

東

閘
一

座

三

門

底

深

一

丈

雍

正

十

年

建

西

閘
一

座

七

門

底

深

一

丈

三

尺

五

寸

雍

正

十

三

年

建

董

家

溝

閘

白

塔

河

閘

以

上

二

閘

俱

係

運

鹽

河

董

家

溝

有

滚

水

石

壩
一

座

底

深

九

尺

五

寸

乾

隆

二

年

改

建

沙

壩

閘

在

東

關

外

乾

隆

五

年

修

建

瓜

洲

十

壩

俱

在

瓜

洲

鎭

漕

河

高

江

水

數

尺

各

壩

限

水

使

不

洩

於

江

爲

漕

運

計

也

漕

河

至

此

分

爲

三

支

如

瓜

字

形

中

一

支

阻

隄

隔

江

東

一

支

通

江

名

曰

東

港

西

一

支

通

江

名

曰

西

港

由

中

一

支

入

東

港

有

二

支

第

一

支

築

壩

二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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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三
十

曰

八

壩

南

曰

九

壩

第

二

支

築

壩

一

曰

十

壩

由

中

一

支

入

西

港

有

四

支

第

一

支

築

壩

三

北

曰

七

壩

中

曰

六

壩

南

曰

五

壩

第

二

支

築

壩

二

北

曰

四

壩

南

曰

三

壩

第

三

支

築

壩

二

北

曰

二

壩

南

曰

一

壩

第

四

支

築

壩

一

曰

鹽

壩

東

西

港

以

通

江

潮

之

往

來

各

壩

以

防

漕

河

之

漏

泄

明

洪

武

三

年

設

東

港

八

壩

西

港

七

壩

永

樂

九

年

平

治

東

港

八

壩

爲

楠

木

厰

正

統

二

年

修

復

八

壩

九

壩

十

四

年

巡

撫

都

御

史

周

忱

重

修

十

壩

成

化

六

年

工

部

主

事

吳

英

移

置

十

壩

於

壩

東

一

里

許

其

十

壩

外

曰

鹽

壩

者

明

初

掣

鹽

於

此

後

徙

儀

徵

遂

廢

減

水

䃮
在

瓜

洲

鎭

久

廢

六

淺

在

官

河

入

瓜

洲

中

路

新

廟

淺

浪

蕩

淺

以

上

二

淺

各

置

涵

洞

一

座

頭

潭

淺

宋

家

淺

柳

靑

湖

淺

東

西

灣

淺

以

上

各

置

涵

洞

二

座

花

家

園

淺

李

家

庄

淺

姚

家

潭

淺

吉

祥

莊

淺

江

家

莊

淺

南

北

共

計

十

一

淺

每

淺

舊

置

㕔
廡

二

楹

坊

表

一

井

亭

一

旗

鼓

等

物

凡

三

十

六

件

老

人

淺

長

各

一

名

夫

役

四

十

名

歲

樁

木

四

百

株

草

四

萬

餘

束

淺

夫

不

許

各

鄉

村

僉

報

凡

有

挑

專

責

前

項

淺

老

等

人

役

爲

之

按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三
十
一

國
朝
賦
役
全
書
載
城
南
淺
老
一
名
淺
夫
一
十
九
名
城
北
淺

老
四
名
淺
夫
一
百
四
十
八
名
歲
支
工
食
按
堰
閘
壩
淺
與

河

道

關

繫

最

切

守

土

者

所

宜

盡

心

也

伊

婁

埭

在

瓜

洲

鎭

唐

淮

南

節

度

使

李

承

式

所

築

度

亭

埭

見

河

東

記

併

太

平

廣

記

今

失

其

處

雙

井

在

西

門

内

古

井

在

鈔

關

門

内

大

街

便

民

井

在

新

城

倉

巷

後

上

有

亭

俗

呼

爲

井

南
澪
水
楊
子
江
心
水
也
唐
張
又
新
品
爲
第
一
溫
庭
筠
採

茶
錄
云
代
宗
朝
李
季
卿
剌
湖
州
至
維
揚
逢
陸
鴻
漸
抵
楊

子
驛
將
食
李
曰
陸
君
别
茶
聞
楊
子
南
澪
水
又
殊
絶
今
者

二
妙
千
載
一
遇
命
軍
士
謹
愼
者
深
入
南
澪
陸
利
器
以
俟

俄
而
水
至
陸
以
杓
楊
水
曰
江
則
江
矣
非
南
澪
似
臨
岸
者

使
者
曰
某
掉
舟
深
入
見
者
累
百
敢
有
紿
乎
陸
不
言
旣
而

傾
諸
盆
至
半
陸
遽
止
之
又
以
杓
揚
之
曰
自
此
乃
南
澪
者

矣
使
者
蹶
然
跽
白
某
自
南
澪
齎
至
岸
舟
蕩
覆
過
半
懼
其

尠
挹
岸
水
增
之
處
士
之
鑒
神
鑒
也
某
其
敢
隱
焉
又
中
朝

故
事
載
李
德
裕
作
相
有
奉
使
京
口
者
命
勺
金
山
下
楊
子

江
中
泠
水
各
置
一
壺
其
人
忘
之
至
石
城
方
汲
一
瓶
歸
獻

之
李
飮
之
曰
此
頗
似
建
康
城
下
水
其
人
謝
過
不
敢
隱
二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山
川

三
十
二

事

頗

相

類

附

舊

志

所

有

堤

堰

閘

壩

等

今

分

屬

甘

泉

境

内

者

運

河

堤
自

東

關

以

上

寶

公

堤
在

邵

伯

鎭

南

寶

公

寺

右

召

伯

埭
一

名

召

伯

堰

今

邵

伯

鎭

是

晉

太

傅

謝

安

鎭

廣

陵

於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築

壘

名

新

城

城

北

二

十

里

築

堰

後

人

追

思

安

德

比

於

召

伯

因

以

立

名

減

水

閘
舊

志

云

凡

十

一

處

俱

在

城

北

金

灣

閘
在

城

北

三

十

五

里

王

乾

淸

紀

曰

金

灣

閘

在

邵

伯

鎭

南

五

里

西

接

湖

口

東

南

十

六

里

至

芒

稻

河

又

十

八

里

下

江

乃

漕

河

洩

水

第

一

㨗

徑

二

閘

三

閘
俱

在

邵

伯

鎭

北

三

里

昭

關

閘
在

邵

伯

鎭

北

五

里

一

名

嵇

家

閘

高

橋

閘
在

城

北

高

橋

運

河

口

内

通

市

河

雍

正

十

年

新

建

邵

伯

上

下

閘
在

本

鎭

今

圮

黃

金

壩
在

府

城

東

北

邵

伯

小

壩
在

本

鎭

之

南

河

夬

壩

廢

又

邵

伯

壩
在

本

鎭

下

閘

西

岸

久

廢

金

灣

滚

水

壩
在

金

灣

閘

南

㵼

湖

水

入

芒

稻

河

閘

入

江

邵

伯

滚

水

壩

在

鎭

北

董

井
在

新

城

兩

淮

鹽

運

使

㕔

後

輿

地

紀

勝

云

董

仲

舒

宅

古

江

都

縣

基

也

仲

舒

爲

江

都

王

相

居

此

宅

内

有

井

號

董

井

蜀

井
在

城

東

北

蜀

岡

上

禪

智

寺

側

其

泉

脉

通

蜀

故

名

又

云

水

味

甘

冽

如

蜀

江

玉

勾

井
在

蕃

觀

後

名

勝

志

云

昔

有

黄

冠

持

畵

軸

見

守

師

畵

中

字

皆

雲

章

烏

篆

不

可

識

旣

去

使

人

尾

其

後

至

后

上

井

而

没

乃

使

獄

囚

縋

下

視

之

見

一

洞

署

曰

玉

勾

洞

天

臙

脂

井
在

府

治

東

南

張

指

揮

宅

内

上

有

四

闌

深

不

可

測

惠

民

井
在

邵

伯

鎭

舊

志

云

謝

安

築

邵

伯

埭

時

所

穿

博

施

井

在

江

都

縣

東

北

開

明

橋

南

大

街

中

甘

泉
在

甘

泉

山

上

靑

龍

泉
舊

屬

天

寧

寺

自

築

新

城

後

泉

界

在

天

寧

門

内

相

傳

泉

有

青

龍

能

興

雲

雨

凡

守

令

禱

雨

屢

著

靈

異

泉

上

有

亭

久

廢

泉

基

亦

偪

於

民

居

雍

正

七

年

寺

僧

理

宗

募

金

買

其

地

周

以

墻

垣

卽

以

靑

龍

舊

名

勒

石

於

其

上

第

五

泉
在

城

西

北

大

明

寺

前

唐

張

又

新

煎

茶

水

記

品

揚

州

大

明

寺

井

爲

第

五

明

御

史

徐

九

臯

立

石

書

第

五

泉

國

朝

雍

正

間

汪

光

祿

應

庚

於

平

山

堂

池

得

井

味

甘

冽

人

以

爲

此

乃

古

第

五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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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三

橋

梁

洛

橋

水

經

注

云

廣

陵

城

東

水

上

有

梁

謂

之

洛

橋

二

十

四

橋

隋

置

在

城

内

方

輿

勝

覽

云

二

十

四

橋

併

以

城

門

坊

市

爲

名

自

韓

令

坤

省

築

州

城

分

布

阡

陌

别

立

橋

梁

所

謂

二

十

四

橋

者

或

存

或

廢

不

可

得

而

考

沈

括

補

筆

談

云

揚

州

在

唐

時

最

爲

富

盛

舊

城

南

北

十

五

里

一

百

一

十

步

東

西

七

里

三

十

步

可

紀

者

有

二

十

四

橋

最

西

濁

河

茶

園

橋

次

東

大

明

橋
今

大

明

寺

前

入

西

水

門

有

九

曲

橋
今

建

隆

寺

前

次

東

正

當

帥

牙

南

門

有

下

馬

橋

又

東

作

坊

橋

橋

東

河

轉

向

南

有

洗

馬

橋

次

南

橋
見

在

今

州

城

北

門

外

又

南

阿

師

橋

周

家

橋

今

此

處

爲

城

北

門

小

市

橋
今存

廣

濟

橋
今存

新

橋

開

明

橋
今存

顧

家

橋

通

明

橋
今存

太

平

橋

利

國

橋

出

南

水

門

有

萬

歲

橋
今存

靑

園

橋

自

驛

橋

北

河

流

東

出

有

參

佐

橋
今

開

元

寺

前

次

東

水

門
今有

新

橋

非

古

蹟

也

東

出

有

山

光

橋
見

在

今

山

光

寺

前

又

自

衙

門

下

馬

橋

直

南

有

北

三

橋

中

三

橋

南

三

橋

號

九

橋

不

通

船

不

在

二

十

四

橋

之

數

皆

在

今

州

城

西

門

之

外

按

方

與

勝

覽

云

二

十

四

橋

或

存

或

廢

不

可

得

而

考

補

筆

談

所

載

何

歴

歴

可

數

也

又

傳

煬

帝

於

夜

月

同

宮

女

二

十

四

人

吹

簫

橋

上

因

名

則

所

謂

二

十

四

橋

者

止

一

橋

矣

舊

聞

互

異

並

存

以

俟

考

古

者
唐

杜

牧

詩

雲

山

隱

隱

水

迢

迢

秋

盡

江

南

草

木

凋

二

十

四

橋

明

月

夜

玉

人

何

處

教

吹

簫

宋

歐

陽

修

詩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四

綠

芰

紅

蓮

畵

舸

浮

使

君

那

復

憶

揚

州

都

將

二

十

四

橋

月

換

作

江

南

十

頃

秋

萬

歲

橋

按

名

勝

志

橋

在

萬

歲

樓

之

下

今

圮
唐

李

益

揚

州

送

客

詩

南

行

直

入

鷓

鴣

羣

萬

歲

橋

邊

一

送

君

聞

道

望

鄉

聽

不

得

梅

花

暗

落

嶺

頭

雲

萬

里

橋

隋

置

久

廢
宋

晁

補

之

詩

皂

角

村

南

三

里

許

春

江

不

隔

一

程

遥

雙

堤

鬬

起

如

牛

角

知

是

隋

家

萬

里

橋

義

濟

橋

在

南

門

内

明

張

造

府

志

云

橋

頂

有

石

雨

餘

現

太

極

圓

形

及

蝦

影

里

人

異

之

橋

西

碑

亭

明

侍

郎

葉

相

記

惠

民

橋

在

南

門

月

城

内

東

西

跨

市

河

澳

河

橋

在

稅

課

司

南

登

瀛

橋

在

岳

廟

前

鈔

關

浮

橋

在

新

城

挹

江

門

外

明

弘

治

間

通

判

楊

圮

建

後

關

者

時

加

修

整
明

儲

巏

揚

州

府

鈔

關

重

修

浮

橋

記

畧

曰

揚

州

府

鈔

關

舊

無

浮

橋

洪

治

庚

戌

揚

通

判

署

征

事

始

創

之

公

私

以

爲

便

議

者

又

謂

關

利

愽

而

事

殷

非

京

官

鮮

克

勝

任

於

是

南

京

戸

部

移

主

事

一

人

往

蒞

之

主

事

者

非

久

任

視

關

梁

如

傳

舍

或

頺

敗

輙

苟

完

之

歲

滿

得

代

去

則

已

因

仍

積

漸

橋

之

不

治

葢

久

矣

正

德

辛

未

春

陳

主

事

德

階

來

視

橋

益

壞

喟

然

曰

關

與

梁

相

須

於

此

不

亟

治

廢

將

愈

甚

詢

諸

父

老

咸

曰

然

廼

鳩

工

庀

材

杙

木

柢

隄

爲

梁

者

四

梁

四

舟

於

其

間

凡

長

若

干

尺

廣

半

之

作

坊

於

右

榜

曰

通

濟

樹

碑

於

左

築

一

亭

焉

經

始

是

年

三

月

丁

巳

訖

工

五

月

戊

寅

甫

三

閱

月

而

吿

成

腐

者

新

撓

者

直

車

徒

以

通

開

闔

以

固

欄

承

楯

簉

翬

飛

翼

舒

揚

人

曰

壯

哉

廣

陵

圖

志

復

增

此

橋

矣

是

宜

有

記

使

來

泰

徵

於

予

巏

聞

之

杠

梁

陂

澤

皆

先

王

政

之

所

不

遺

時

儆

諸

民

故

其

教

曰

雨

畢

而

除

道

水

涸

而

成

梁

單

襄

公

過

陳

火

覿

矣

而

川

無

舟

梁

嘆

其

教

廢

而

亡

國

鄭

子

產

聽

政

以

其

車

濟

人

於

溱

洧

君

子

惜

其

惠

而

不

知

爲

政

特

舉

夏

令

以

詔

諸

人

葢

其

所

繫

若

此

顧

世

之

庸

俗

吏

弗

以

爲

先

也

若

德

階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五

者

可

謂

力

行

先

王

之

政

矣

便

益

橋

在

鈔

關

水

竇

上

明

正

德

十

五

年

主

事

趙

錦

建

響

水

橋

在

南

門

外

古

渡

橋

在

南

門

外

針

橋

在

南

門

外

駟

馬

橋

銀

錠

橋

俱

在

南

門

外

石

馬

橋

在

城

南

新

河

邊

二

里

橋

在

城

南

淸

凉

寺

北

楊

子

橋

在

城

南

十

五

里

卽

楊

子

津

蔡

寛

夫

詩

話

云

潤

州

大

江

本

與

楊

子

橋

爲

對

岸

瓜

洲

乃

江

中

一

渚

耳

潮

水

昔

通

揚

州

城

中

唐

李

頎

詩

鸕

鷀

山

頂

片

雲

晴

揚

州

城

裏

見

潮

生

大

歴

後

潮

始

不

通

今

瓜

洲

與

楊

子

橋

相

連

自

楊

子

距

江

三

十

里

瓜

洲

以

閘

爲

限

雖

楊

子

橋

潮

亦

不

通

矣
明汪

廣

洋

詩

楊

子

橋

頭

夜

泊

船

水

波

纔

定

月

初

圓

不

眠

細

數

經

行

日

笑

隔

東

風

又

一

年

國

朝

毛

奇

齡

詩

京

峴

雲

霞

蕪

城

草

木

凋

秋

風

渡

寥

廓

海

色

上

金

焦

雁

盡

瓜

洲

樹

人

逢

楊

予

橋

鄉

關

吳

楚

隔

何

處

問

歸

潮

獐

兒

橋

在

城

東

北

一

十

五

里

灣

頭

鎭

南

北

跨

運

鹽

河

明

宣

德

元

年

改

爲

拖

板

橋

高

家

橋

在

城

東

十

里

跨

沙

河

九

龍

橋

在

城

南

三

里

跨

舊

官

河

一

名

三

里

橋

南

磚

橋

北

磚

橋

俱

在

城

東

二

里

官

河

東

岸

明

正

統

九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六

年

義

民

沈

鼎

造

漕

河

通

志

改

南

名

沙

河

口

磚

橋

北

名

月

河

磚

橋

通

江

橋

在

瓜

洲

鎭

東

西

跨

官

河

一

名

下

閘

新

橋

在

瓜

洲

鎭

南

北

跨

市

河

明

洪

武

三

年

社

長

陸

子

成

等

公

建

白

梢

橋

在

瓜

洲

鎭

白

梢

門

外

明

景

泰

元

年

工

部

主

事

鄭

靈

造

擣

衣

橋

明

沈

德

符

詩

云

佳

名

二

十

四

最

好

擣

衣

橋

或

云

二

十

四

橋

之

一

也

十

五

橋

唐

張

喬

寄

維

揚

故

人

詩

云

月

明

記

得

相

處

城

鎻

東

風

十

五

橋

今

莫

知

其

處

或

云

其

人

所

居

在

二

十

四

橋

之

半

故

云

十

五

橋

也

蔣

家

橋

在

左

衛

街

南

夾

剪

橋

在

新

城

内

彌

勒

菴

橋

在

新

城

内

江

家

橋

在

便

益

門

内

三

板

橋

在

舊

城

内

文

昌

樓

北

雙

橋

在

西

門

外

七

里

店

東

安

江

橋

在

城

東

三

江

會

口

明

正

德

間

里

民

王

鎜

造

五

里

橋

在

城

西

五

里

東

西

跨

小

壩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七

永

豐

橋

在

徐

寧

門

外

大

橋

在

城

東

五

十

里

今

爲

大

橋

鎭

一

名

帶

橋

九

里

十

三

橋

在

宜

陵

鎭

西

李

墅

河

大

橋

在

府

城

東

十

八

里

通

芒

稻

河

閘

水

下

江

霍

家

橋

在

城

東

長

命

港

東

橫

梁

在

廣

陵

驛

南

東

西

跨

運

河

舊

爲

拖

板

橋

久

廢

今

則

渡

船

以

通

往

來

舊

梁

在

瓜

洲

鎭

南

北

跨

運

河

舊

名

通

驛

橋

今

圮

西

板

梁

在

南

門

外

運

河

西

岸

南

北

跨

市

河

口

明

洪

武

三

年

揚

州

衛

指

揮

馬

於

開

建

東

板

梁

置

同

上

在

運

河

北

岸

附

舊

志

所

有

橋

梁

今

分

屬

甘

泉

境

内

者

開

明

橋
在

縣

治

東

北

大

街

東

西

跨

市

河

俗

呼

開

門

橋

通

泗

橋
在

縣

東

大

街

東

西

跨

市

河

其

水

通

淮

泗

故

名

宛

虹

橋
在

新

城

内

太

平

橋
在

縣

東

南

大

街

東

西

跨

市

河

僧

道

橋
在

城

北

五

十

里

黃

子

湖

口

一

名

湖

口

橋

又

名

孫

渡

橋

又

名

公

道

橋

七

截

橋
在

郡

伯

鎭

梵

行

寺

西

又

名

七

節

大

橋

相

别

橋
在

城

西

七

里

俗

呼

象

鼻

橋

文

津

橋
在

府

學

東

跨

市

河

建

文

昌

樓

於

上

洗

馬

橋
在

新

城

馬

監

前

止

馬

橋
在

大

東

門

外

利

津

門

内

大

街

相

傳

明

武

宗

南

巡

百

官

至

此

下

馬

故

名

俗

呼

臣

止

馬

橋

新

橋
在

縣

東

南

大

街

東

西

跨

市

河

卸

甲

橋
在

小

東

門

内

縉

紳

坊

明

常

開

平

解

甲

處

永

寧

橋
在

東

門

水

關

卽

通

泰

渡

跨

河

橋

也

久

廢

法

海

橋

在

城

西

法

海

寺

前

通

運

橋
在

北

倉

官

河

西

岸

念

四

橋
在

西

門

外

相

傳

卽

煬

帝

偕

宮

女



ZhongYi

江
都
縣
志

卷
之
四
橋
梁

三
十
八

二

十

四

人

吹

簫

處

上

方

橋
在

城

東

北

五

里

今

名

高

橋

月

明

橋
在

禪

智

寺

前

今

水

湮

橋

亦

圮廢

葉

公

橋
在

北

門

外

葉

侍

郎

墓

前

相

傳

造

橋

時

土

中

掘

得

白

石

一

片

上

有

葉

公

橋

三

字

葢

前

定

云

淸

平

橋
大

小

有

二

一

在

棲

靈

寺

前

迎

恩

橋
在

北

門

外

小

市

橋
在

北

水

關

外

一

名

宵

市

橋

相

傳

煬

帝

於

此

開

夜

市

處

紅

橋
在

北

門

外

一

名

虹

橋

府

志

云

朱

欄

跨

岸

綠

楊

䕃

堤

酒

帘

掩

映

爲

勝

遊

之

地

小

紅

橋
在

北

門

外

槐

子

橋
在

城

北

十

二

里

槐

子

河

于

家

磚

橋

有

二

一

在

城

北

槐

子

橋

北

一

在

城

東

二

十

里

舖

槐

家

橋
在

城

北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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