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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設
志
　

城

池

　

公

署

　

兵

衞

　

驛

傳

　

舗

舎

倉

厫

　

坊

表

　

鄉

井

　

橋

梁

　

寺

觀

凡
百
創
埀
原
圖
永
乆
變
遷
之
後
什
去
八
九
宏
傑
壯

麗
何
以
長
守
必
兼
功
名
乃
能
不
朽
志
建
設

城
池

安
陸
府
城
卽
舊
安
陸
州
城
唐
崔
耿
記
云
古
石
城
戍
圖

經
云
子
城
三
面
墉
基
皆
天
造
正
西
絶
壁
下
臨
漢
江
石

城
舊
有
白
雪
樓
今
遺
址
在
焉
宋
乾
道
淳
熙
間
都
綂
趙

樽
郭
果
相
繼
增
築
有
子
城
羅
城
堡
塞
門
四
曰
行
春
曰

冨
水
曰
宣
風
曰
雄
楚
元
末
丘
墟
朙
洪
武
乙
巳
大
軍
克

復
襄
陽
指
揮
使
呉
復
屯
駐
於
此
始
復
創
築
因
石
城
故

址
而
拓
之
東
北
並
𨂍
山
岡
南
抵
草
市
西
連
漢
水
內
外

悉
甃
以
甓
周
廽
七
里
有
竒
高
二
丈
五
尺
女
墻
一
千
三

百
九
十
有
八
𣐟
口
四
百
七
十
有
竒
門
五
南
曰
陽
春
東

曰
閲
武
威
武
西
曰
石
城
北
曰
拱
辰
門
各
有
樓
而
陽
春

石
城
各
有
月
城
一
凡
爲
樓
七
戍
舗
七
十
有
二
濠
深
約

二
丈
廣
約
十
餘
丈
嘉
靖
間
又
建
陽
春
門
及
月
城
重
門

門
各
有
樓
壘
基
以
石
榜
正
樓
曰
顯
親
逹
孝
崇
禎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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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廵
按
御
史
林
銘
球
題
請
城
各
加
增
五
尺
內
添
女
墻

十
三
年
荆
西
道
呉
尚
黙
知
府
賈
元
勲
知
縣
蕭
漢
復
建

外
城
四
關
厢
各
置
門
門
各
有
樓
十
六
年
正
月
朔
流
賊

破
城
關
厢
內
城
樓
盡
燬

國
朝
順
治
八
年
知
府
李
起
元
知
縣
佟
飬
冲
相
繼
補
葺

康
熙
元
年
知
府
張
尊
德
知
縣
程
起
鵬
重
修

鍾
祥
縣
城
附
郭
與
府
城
同
一
綂
志
云
嘉
靖
十
年
陞
州

爲
府
以
府
城
北
境
置
縣
改
名
鍾
祥

京
山
縣
城
按
水
經
縣
治
雲
杜
胡
城
胡
城
者
未
作
城
時

名
也
後
北
宋
南
宋
皆
有
城
至
朙
成
化
六
年
㓂
入
治
內

知
縣
趙
欽
始
築
土
城
周
可
四
里
有
竒
正
德
間
知
縣
夏

玄
甃
之
以
石
裹
土
垣
於
中
歲
乆
傾
壞
正
德
十
一
年
廵

撫
都
御
史
秦
金
檄
知
縣
呉
琠
復
修
之
址
廣
三
丈
高
丈

有
五
尺
堞
崇
三
尺
門
仍
舊
而
南
增
一
門
爲
新
南
門
門

各
有
樓
戍
舗
十
有
五
濠
深
一
丈
廣
三
尺
南
因
溾
爲
池

嘉
靖
十
五
年
夏
大
雨
城
西
南
隅
圮
知
縣
楊
東
築
補
易

大
東
門
曰
迎
㤙
西
門
曰
廣
澤
知
縣
羅
向
辰
易
小
東
門

曰
應
德
舊
南
門
曰
南
陽
新
南
門
曰
萃
景
三
十
九
年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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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
張
鉉
以
內
址
皆
土
易
於
頺
壞
乃
悉
包
以
石
天
啟
二

年
夏
大
水
城
渰
沒
傾
圮
數
十
丈
知
縣
龎
景
忠
補
修
崇

禎
十
三
年
知
縣
章
聚
奎
復
修
舊
女
墻
减
爲
堞
八
百
有

竒
高
培
之
增
建
敵
䑓
於
東
西
北
隅
又
於
西
南
增
置
一

樓
城
內
有
塔
一
座
未
知
起
於
何
代
相
傳
城
爲
舟
形
而

塔
似
桅
檣
云

濳
江
縣
城
舊
係
土
築
號
田
舎
城
沿
城
有
池
其
東
瀕
河

成
化
七
年
水
衝
縣
治
縣
丞
李
庸
外
修
大
堤
更
名
花
封

嵗
乆
就
湮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分
廵
僉
事
柯
喬
檄
修
門
四

座
嘉
靖
三
十
年
知
縣
夏
泗
重
築
土
城
西
南
北
三
隅
高

固
勝
前
長
倍
之
俱
覆
以
瓦
惟
東
邊
河
萬
暦
五
年
知
縣

朱
熙
洽
申
詳
院
道
修
建
磚
城
週
廽
計
九
百
二
十
丈
高

一
丈
七
尺
城
樓
五
座
東
曰
襄
渚
西
曰
濳
陽
南
曰
漢
别

北
曰
北
鑰
西
北
曰
歸
辰
水
門
二
座
一
曰
朝
宗
一
曰
通

會
廵
堡
一
十
有
四
石
剅
三
以
洩
水

一

在

城

隍

廟

南

一

在

南

門

右

一

在

通

會

門

右

十
一
年
水
溢
堤
决
壞
城
二
十
丈
知
縣
王
建
中
修

葺
二
十
年
知
縣
曹
珩
又
增
修
堡
舎
旗
臺

沔
陽
州
宋
爲
沔
陽
鎭
明
洪
武
初
指
揮
沈
友
仁
循
故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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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城
正
德
戊
寅
知
州
李
濂
葺
之
周
千
一
百
有
六
丈
厚

丈
二
尺
高
倍
之
門
六
東
曰
仁
風
西
曰
同
仁
南
曰
南
紀

西
曰
長
夏
北
曰
建
興
東
北
曰
楚
望
其
城
屡
修
築
嵗
乆

額
敗
崇
禎
己
夘
大
增
修
之
庚
辰
春
夏
積
霖
而
有
壞
者

又
補
修
之
辛
巳
凡
舊
城
之
傴
僂
者
悉
爲
改
築
城
東
倚

蓮
花
二
池
西
南
北
皆
倚
河
朱
昂
云
環
城
皆
水
因
河
爲

濠
形
若
螃
蠏
是
也

景
陵
縣
故
有
城
世
稱
古
城
朙
初
指
揮
李
廷
琛
知
縣
張

天
麟
循
故
城
稍
南
更
築
洪
武
己
巳
大
水
城
壞
成
化
乙

未
知
縣
張
繼
宗
復
築
土
城
正
德
甲
戍
知
縣
陳
良
玉
築

甃
高
二
丈
厚
殺
其
半
周
六
百
八
十
五
丈
門
四
曰
南
薫

曰
東
陽
曰
西
成
曰
北
拱
四
面
皆
湖
因
以
爲
隍
嘉
靖
二

十
二
年
南
城
崩
知
縣
李
仲
僎
修
萬
暦
癸
未
西
城
崩
知

縣
陳
席
珍
修
辛
夘
東
北
崩
知
縣
林
雲
龍
修
城
四
面
俱

增
堡

荆
門
州
城
唐
時
在
樂
鄉
關
名
樂
鄉
縣
宋
時
始
立
治
於

此
初
未
有
城
陸
九
淵
知
荆
門
議
城
之
周
八
千
尺
高
十

有
六
尺
女
墻
高
五
尺
朙
洪
武
初
守
禦
指
揮
使
梅
復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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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
築
皆
用
石
城
門
有
五
上
各
有
樓
東
曰
東
作
西
曰
西

成
南
曰
平
泰
北
曰
北
辰
弘
治
末
水
漲
城
圮
知
州
韓
銑

修
之
城
北
有
濠
深
廣
俱
二
十
尺
餘
三
面
惟
引
蒙
惠
泉

爲
池
崇
禎
七
年
流
賊
犯
境
知
州
石
琢
玉
堅
守
三
晝
夜

得
不
破
賊
退
旋
請
修
築
高
二
丈
厚
八
尺
周
七
百
丈
又

增
設
小
南
門
月
城
至
十
五
年
賊
隊
大
至
城
遂
陷

國
朝
順
治
二
年
㓂
踞
西
山
不
時
攻
城
城
門
樓
盡
燬
五

年
副
將
張
文
冨
重
修
乃
有
今
城
十
二
年
守
備
孫
光
哲

建
樓
於
北
門
州
守
相
繼
修
葺
南
北
西
關
暨
棗
園
煙
火

相
望
矣

當
陽
縣
在
漢
初
治
長
林
之
地
所
謂
古
城
東
城
是
也
歴

代
無
可
攷
朙
洪
武
初
移
治
方
城
尋
廢
三
十
年
復
置
縣

於
故
地
成
化
初
劉
賊
作
亂
同
知
嚴
瑞
始
築
土
城
廣
一

里
袤
一
百
二
十
歩
尋
圮
知
縣
姜
英
築
之
正
德
中
劉
六

等
作
亂
知
縣
劉
珵
復
築
西
北
有
眞
武
港
環
遶
城
外
水

决
輙
嚙
城
隆
慶
間
知
縣
張
松
始
䟽
河
故
道
捍
以
長
堤

水
患
旣
弭
復
議
修
城
未
果
萬
暦
三
年
留
守
司
經
歴
任

夢
榛
署
邑
篆
乃
修
築
磚
城
計
周
廻
六
百
四
十
丈
有
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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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
二
丈
厚
一
丈
二
尺
門
四
東
曰
紫
盖
西
曰
玉
陽
南
曰

鳯
川
北
曰
淸
漳
樓
櫓
亦
四
北
題
曰
仲
宣
從
古
名
也
敵

臺
戍
舗
各
七
水
門
五
皆
甃
以
甎
石

公
署

宋
郢
州
治
在
子
城
內
其
㦸
門
外
有
宣
詔
亭
頒
春
亭
陽

春
亭
州
㕔
後
有
白
雪
樓
五
客
堂
傍
爲
孟
亭
長
夀
縣
治

在
城
東
南
隅
明
初
爲
安
陸
府
洪
武
元
年
知
府
郁
斌
立

於
舊
治
白
雪
樓
基
東
洪
武
九
年
改
爲
州
嘉
靖
十
年
改

州
爲
承
天
府
府
治
卽
安
陸
州
治
拓
之
然
州
大
門
西
向

其
址
稍
北
今
移
而
南
門
南
向
知
府
茹
鳴
金
創
建
其
堂

顔
曰
亮
采
知
府
呉
惺
扁
之
兩
翼
爲
首
領
之
幕
兩
廡
爲

六
房
南
爲
儀
門
儀
門
外
爲
大
門
門
上
覆
以
筒
瓦
視
順

應
二
府
之
制
堂
後
會
食
之
所
曰
自
公
堂
知
府
郭
甲
扁

之
左
右
室
爲
庫
後
堂
之
內
爲
郡
守
𥝠
廨
左
之
東
北
曰

□
軍
㕔
□
前
爲
白
雪
亭
又
南
爲
理
刑
㕔
又
南
爲
四
首

領
衙
□
之
西
曰
管
糧
㕔
西
北
爲
捕
盗
㕔
捕
盗
改
駐
沙

□
□
公
舘
儀
門
外
左
爲
延
賔
舘
右
爲
司
獄
司
土
地
祠

舊
□
□
□
□
隘
不
便
展
拜
萬
暦
二
十
九
年
改
向
南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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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賔
舘
後
高
曠
與
賔
舘
等
大
門
外
左
右
隂
陽
醫
學
及
榜

房
廣
盈
倉
在
閱
武
門
內
至
　
本
朝
順
治
初
年
復
爲
安

陸
府
雖
修
葺
更
新
不
一
而
制
悉
仍
舊
及
康
熙
五
年
二

月
府
治
燬
知
府
張
尊
德
重
建
更
堂
額
曰
體
國
養
民
前

檐
額
曰
大
中
至
正
堂
後
又
爲
寅
淸
居
敬
忠
愛
諸
堂
宅

後
有
楚
望
樓
昭
華
軒
東
西
有
小
暇
居
凝
香
館
寳
善
亝

各
㕔
並
經
重
修
同
知
劉
餘
霖
增
闢
蕚
輝
堂
郡
守
匾
之

鍾
祥
縣
治
明
嘉
靖
十
年
改
州
爲
府
創
設
鍾
祥
縣
附
郭

立
治
於
威
武
門
內
東
阜
上
卽
廣
盈
倉
舊
基
爲
之
㕔
堂

門
廡
如
制
經
百
有
餘
年
燬
於
兵
火
康
熈
四
年
知
縣
程

起
鵬
重
建
縣
大
門
外
屏
墻
左
右
坊
大
門
內
左
延
賔
舘

土
地
祠
右
櫃
房
倉
監
儀
門
內
左
爲
縣
丞
衙
右
爲
典
史

衙
正
堂
左
右
列
六
房
班
房
官
糧
舖
長
倉
等
房
堂
後
爲

川
堂
左
庫
房
右
柬
房
宅
門
之
內
爲
內
堂
堂
後
爲
樓
樓

後
爲
神
祠
樓
傍
爲
書
室

大
察
院

在

府

治

北

嘉

靖

間

改

爲

太

監

守

僃

署

順

治

二

年

改

爲

察

院

學
院

在

城

內

西

北

崇

禎

己

巳

年

知

縣

葉

應

甲

改

建

分
守
荆
西
道

在

威

武

門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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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分
廵
荆
西
道
布
按
二
司
行
署

俱

在

陽

春

臺

側

乆

廢

外
察
院

在

陽

春

門

東

南

元

佑

宫

西

萬

曆

三

十

年

知

府

孫

文

龍

建

今

廢

城
守
守
備
署

在

南

門

內

順

治

十

八

年

改

設

安

陸

營

守

備

留
守
司

在

閱

武

門

內

今

廢

承
天
衞

在

城

門

西

北

隅

今

廢

顯
陵
衞

在

城

東

北

十

里

今

廢

祠
祭
署

在

石

城

門

內

今

廢

奉
祀
所
三

一

在

從

岵

街

東

一

在

從

岵

山

隅

一

在

急

逓

舖

今

俱

廢

石
城
驛
　
郢
東
驛
　
豐
樂
驛

俱

詳

見

驛

傳

舊
口
公
舘

在

縣

南

九

十

里

新
添
舗
公
舘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僧
綱
司

在

報

㤙

寺

道
紀
司

在

元

佑

宫

今

在

元

妙

觀

僧
録
司

在

吉

祥

寺

京
山
縣
治
在
城
東
北
其
地
北
枕
張
良
山
南
直
鳯
凰
山

於
城
中
最
高
冨
水
志
云
在
郭
北
正
符
今
制
盖
自
有
縣

以
來
其
址
無
改
云
朙
洪
武
初
知
縣
劉
桓
稍
稍
興
復
其

後
知
縣
王
蔓
榮
李
文
秉
毛
祥
相
繼
增
修
至
正
德
中
大

壞
嘉
靖
十
七
年
縣
丞
趙
以
袞
重
建
中
爲
正
堂
傍
有
夾

室
二
間
左
爲
庫
正
堂
後
爲
川
堂
爲
知
縣
宅
因
兵
燬
順

治
八
年
知
縣
汪
武
揚
建
㕔
事
前
左
右
分
六
曹
前
爲
儀

門
門
之
外
東
爲
縣
丞
㕔

今廢

西
爲
主
簿
㕔

今裁

左
爲
迎
賔

舘
土
地
祠
南
爲
典
史
宅

今廢

又
南
爲
縣
獄
㕔
囚
室
前
爲

穛
樓
知
縣
林
應
翔
榜
曰
攬
秀
樓
樓
之
前
中
爲
戒
石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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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爲
申
明
亭

今廢

右
爲
旌
善
亭

今廢

東
爲
隂
陽
學
醫
學
西
爲

急
逓
舗
自
舗
而
四
爲
榜
廊
十
二
間

今廢

風
憲
行
臺

在

縣

治

西

今

廢

按
察
分
司
行
臺

在

縣

治

西

今

廢

布
政
分
司
行
臺

在

儒

學

東

今

存

府
舘

僧
會
司

在

多

寳

寺

道
會
司

在

城

隍

廟

濳
江
縣
治
背
郭
嚮
明
中
爲
正
堂
堂
後
爲
軒
爲
集
思
堂

又
後
爲
知
縣
衙
堂
東
爲
庫
又
東
爲
幕
㕔
又
東
北
爲
縣

丞
衙

今廢

西
爲
册
房
又
西
爲
主
簿
衙
露
臺
傍
列
晷
刻
東

西
吏
廨
各
六
東
廨
南
爲
土
地
祠
又
東
爲
典
史
衙
廨
西

南
爲
獄
中
爲
儀
門
大
門
嘉
靖
間
知
縣
敖
鉞
重
修
縣
前

六
十
歩
爲
穛
樓
知
縣
陳
敏
政
建
隆
慶
元
年
知
縣
黎
一

龍
改
爲
今
大
門
儀
門
外
東
爲
迎
賔
舘

扁

曰

廣

益

縣
堂
甬
道

中
有
戒
石
亭
左
爲
申
明
亭
右
爲
旌
善
亭
東
爲
隂
陽
學

醫
學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南

萬

暦

八

年

知

縣

朱

熈

洽

重

修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洪

武

初

知

縣

史

純

一

建

西
分
司

在

縣

治

西

府
舘

在

縣

治

東

俱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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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稅
稞
局

在

縣

治

南

今

廢

武
備
㕔

在

縣

治

東

僧
會
司

在

大

佛

寺

道
會
司

在

妙

庭

觀

沔
陽
州
治
舊
在
衞
後
因
設
衞
遂
遷
於
西
門
中
爲
堂
後

爲
軒
爲
後
堂
左
右
爲
庫
東
爲
幕
堂
又
東
爲
知
州
廨
前

爲
判
官
廨
西
爲
同
知
廨
前
爲
吏
目
廨
堂
之
前
兩
翼
爲

六
房
又
前
爲
儀
門
東
爲
社
神
祠
爲
寅
賔
舘
西
爲
吏
舎

爲
獄
又
前
爲
門
門
上
有
穛
樓
戒
石
亭
在
州
治
前
旁
爲

申
明
旌
善
亭
輕
覊
所
後
州
治
毁
知
州
朱
作
賔
新
建

按
察
分
司

在

東

門

內

布
政
分
司

在

學

前

府
行
署

在

仁

風

門

內

廵
檢
司
二
沙
鎭

在

沙

湖

茅
鎭

在

茅

埠

今

圮

河
泊
所
二
十
二

止

存

一

十

六

所

隂
陽
學

在

東

門

內

醫
學

二

學

共

一

所

今

廢

僧
正
司

在

報

㤙

寺

道
正
司

在

玄

妙

觀

景
陵
縣
治
舊
有
衞
洪
武
三
年
衞
調
荆
州
即
衞
爲
縣
成

化
嘉
靖
間
相
繼
重
修
其
堂
㕔
廨
舎
悉
如
京
潛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東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西
司
前
有
公
候
舘
州
行
署

在
縣
前
府
行
署
在
皂
角
市
爲
捕
盗
通
判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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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今

廢

改

建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治

西

舊

爲

儒

學

嘉

靖

年

間

分

廵

僉

事

鄭

汝

舟

改

建

今

燬

風
憲
行
臺

在

縣

治

西

今

燬

公
舘

一

在

縣

治

東

知

州

林

濟

立

今

廢

一

在

漁

泛

洚

知

縣

丘

宜

修

今

廢

行
署

在

皂

角

市

仙

眞

觀

本

府

通

判

立

今

廢

改

建

劉

太

守

祠

乾
鎭
廵
檢
司

在

乾

鎭

乾
灘
驛

新

奉

裁

缺

隂
陽
學

在

縣

東

醫
學

在

縣

東

僧
會
司

在

東

禅

寺

道
會
司

在

丹

䑓

觀

荆
門
州
治
在
西
門
內
有
頭
門
穛
樓
大
堂
內
堂
宗
陸
堂

高
庫
架
閣
堂
庫
十
一
房
科
等
瓦
房
不
止
百
間

今廢

止
餘

石
牌
坊
一
座
州
同
衙
門
在
州
治
西
盡
燬
今
新
修
吏
目

衙
門
在
州
治
東
盡
燬
今
新
修

都
察
院
分
司
　
布
政
分
司
　
按
察
分
司
　
府
舘

俱燬

建
陽
廵
檢
司

在

建

陽

驛

街

東

今

燬

仙
居
廵
檢
司

在

州

北

樂

鄕

關

今

燬

新
城
廵
檢
司

在

新

城

鎭

今

燬

隂
陽
學
　
醫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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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僧
正
司
　
道
正
司

當
陽
縣
治
歴
代
皆
在
玉
陽
山
之
東
南
半
里
洪
武
初
乃

遷
之
方
城
尋
爲
水
囓
則
又
復
其
故
址
正
堂
㕔
事
三
楹

西
偏
爲
賛
政
㕔
軒
前
爲
露
臺
兩
翼
爲
六
房
承
𤼵
司
舗

長
司
居
東
架
閣
庫
居
西
前
爲
儀
門
儀
門
之
西
爲
賔
舘

東
爲
土
地
祠
縣
丞
衙
舊
在
正
堂
東
成
化
間
汰
員
其
基

尚
存
主
簿
衙
在
正
堂
東
典
史
衙
在
正
堂
西
申
朙
亭
在

隂
陽
學
北
旌
善
亭
在
縣
治
東
隂
陽
學

布
政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成

化

十

年

知

縣

劉

誠

建

按
察
分
司

在

縣

治

東

府
舘

在

縣

治

南

隂
陽
學

在

縣

治

東

醫
學

在

縣

治

西

僧
會
司

在

報

㤙

寺

道
會
司

在

玉

陽

觀

今

廢

兵
衞

鍾
祥
縣
朙
洪
武
初
設
安
陸
衞
後
因
豐
樂
河
至
沙
洋
長

江
一
帶
盗
賊
時
有
又
委
哨
官
一
員
哨
兵
三
十
五
名
沿

江
上
下
廵
緝
嘉
靖
間
改
安
陸
衞
爲
承
天
衞
其
軍
俱
係

招
募

國
朝
革
除
官
軍
順
治
十
八
年
將
原
額
屯
田
附
近
所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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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者
歸
並
所
屬

顯
陵
衞
原
荆
州
左
衞
嘉
靖
十
八
年
奉
文
調
改
離
府
城

十
里
建
營
住
劄
但
本
衞
原
係
調
䕶
其
官
軍
田
宅
猶
在

荆
州

國
朝
削
去
衞
名
仍
將
官
軍
田
宅
返
還
荆
州

順
治
二
年
設
總
兵
一
員
兵
三
千
名
五
年
改
設
副
總
一

員
兵
一
千
名
十
八
年
移
副
總
兵
鎭
九
溪
衞
止
設
城
守

守
備
一
員
兵
三
百
名

演
武
塲

在

上

橋

溝

之

西

正
㕔
三
間
　
將
臺
一
座

郢
州
長
壽
安
陸
州
教
塲
俱
在
溝
西
嘉
靖
間
改
建
於
縣

東
吉
祥
寺
之
後
正
㕔
屏
門
如
制
旁
又
建
有
旗
纛
廟
朙

末
賊
燬
順
治
初
改
建
於
此

京
山
縣
教
塲
舊
在
縣
治
北
白
馬
廟
前
嘉
靖
初
知
縣
楊

東
稍
徙
西
廣
澤
門
外
厲
堂
北
周
廻
里
許
有
演
武
㕔
三

門
便
房
六
間
將
臺
一
座

今廢

濳
江
縣
武
備
㕔
在
縣
治
東
教
塲
朙
天
順
五
年
知
縣
吕

文
劄
萬
曆
二
年
知
縣
李
之
珍
左
右
各
增
一
室
設
欄
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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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守
周
廻
築
堤
植
柳
爲
禁

沔
陽
州
衞
原
屬
興
都
留
守
司
額
設
一
衞
官
有
指
揮
一

十
六
員
衞
鎭
撫
二
員
俱
世
襲
首
領
經
歷
司
一
員
係
文

職
統
属
左
右
中
前
四
千
户
所
正
副
千
户
三
十
六
員
所

鎭
撫
各
一
員
左
中
千
户
所
各
屬
百
户
各
十
員
右
屬
百

户
九
前
屬
百
户
六
各
百
户
下
有
總
旗
小
旗
隊
五
所
司

印
運
屯
操
征
戍
城
防
水
利
捕
廵
江
哨
各
有
職
守
於
順

治
二
年
印
信
四
十
三
顆
俱
經
投
解
順
治
三
年
見
任
未

襲
奉
文
一
槩
裁
汰
改
設
守
備
一
員
千
總
四
員
百
總
未

選
經
歴
一
員
𠔥
攝
衞
事
一
如
前
制
逓
年
領
運
遇
守
備

千
總
員
缺
則
於
裁
汰
各
官
中
逐
年
遴
選
委
任

衞
衙
舊
坐
州
城
東
北
基
址
俱
燬
守
備
朱
㣧
祥
捐
俸
修

葺
坐
州
城
東
南

衞
有
壇
廟
原
在
署
後
旗
纛
臺
癸
未
年
燬
康
熙
三
年
守

備
朱
㣧
祥
修
建

景
陵
縣
治
舊
有
衞
洪
武
三
年
衞
調
荆
州

出

郡

志

演
武
臺
在
北
城
外
社
稷
壇
東

荆
門
州
宋
荆
門
軍
有
長
林
千
户
所
千
户
一
員



 

安
陸
府
志
　

　
　
卷
四
　
　
　
　
十
五

朙
時
設
捕
盗
通
判
住
劄
沙
洋

今廢

國
朝
順
治
二
年
委
投
誠
副
將
張
文
冨
鎭
守
荆
門
至
順

治
五
年
裁
八
年
分
安
陸
恊
鎭
標
下
守
備
孫
光
哲
督
兵

五
百
防
守
荆
門
至
十
一
年
撤
囬
十
八
年
將
荆
州
府
正

總
兵
移
鎭
荆
門
康
熈
五
年
裁
撤
改
設
城
守
營
逰
擊

移
鎭
總
兵
府

在

十

字

街

北

裁

五
營
逰
擊
府
□
五
營
守
備
府

總

府

既

裁

止

留

遊

擊

守

備

各

一

員

演
武
㕔

在

北

門

三

里

街

當
陽
縣
原
無
兵
衞
朙
成
化
七
年
因
劉
千
觔
作
亂
都
御

史
白
圭
請
撥
遠
安
千
户
所
官
軍
防
守
萬
暦
元
年
撤
囬

演
武
塲

在

東

門

外

驛
傳

郢
州
舊
有
二
驛
淳
熙
戊
申
郡
守
張
公
置
三
驛
曰
郢
東

曰
石
城
曰
漢
臯
後
郢
中
漢
臯
廢

長
夀
縣
舊
驛
二
曰
田
城
曰
馬
安
俱
廢
後
安
陸
州
改
爲

承
天
府
設
驛
三
曰
石
城
曰
豊
樂
曰
舊
口
設
所
一
曰
富

水
逓
運
所
在
南
津
河
岸
後
舊
口
驛
併
逓
運
所
俱
廢

石
城
驛

舊

在

南

門

外

馬

頭

上

康

熙

五

年

知

縣

程

起

鵬

改

建

於

石

城

門

外

郢
東
驛

在

縣

東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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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十里

豊
樂
驛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京
山
縣
舊
有
東
廊
驛

萬

曆

八

年

裁

革

濳
江
縣
舊
有
白
洑
驛

萬

曆

九

年

裁

革

荆
門
州
荆
山
驛

在

州

北

石
橋
驛

在

北

六

十

里

麗
陽
驛

又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建
陽
驛

在

南

九

十

里

宜
門
所

在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荆
江
所

在

南

九

十

里

當
陽
縣
無
驛

沔
陽
州
漢
津
驛

在

州

東

北

渡

口

候
埠
驛

在

州

東

六

十

里

沙
湖
驛

在

州

東

一

百

二

十

里

剅
河
驛

在

州

西

北

六

十

里

深
江
驛

在

州

北

省

入

剅

河

今

革

景
陵
縣
乾
灘
驛

舊

基

廢

後

經

改

遷

彭

城

河

今

裁

舗
舎

鍾
祥
縣
凡
四
路
東
二
舗
曰
淸
平
曰
梅
子
通
京
山
西
北

四
舗
曰
直
河
曰
新
添
曰
官
橋
曰
豊
樂
通
宜
城
南
一
舗

曰
花
港
通
濳
江
西
七
舗
曰
河
西
曰
鷂
子
曰
冷
水
曰
百

頃
曰
新
市
曰
伯
壹
曰
七
里
通
荆
門
急
逓
舖
在
陽
春
門

外
章
山
街

京
山
縣
凡
三
路
西
七
舗
曰
十
里
曰
閣
流
曰
官
橋
曰
文

家
曰
木
馬
曰
寨
子
曰
郢
東
通
本
府
東
四
舗
曰
十
里
曰

楊
家
曰
石
橋
曰
更
化
通
應
城
南
二
舗
曰
永
家
曰
永
豊



 

安
陸
府
志
　

　
　
卷
四
　
　
　
　
十
七

通
景
陵

濳
江
縣
凡
四
路
西
南
三
舗
曰
班
家
曰
總
口
曰
柳
𡬾
通

監
利
北
三
舗
曰
忠
義
曰
灌
頭
曰
楊
湖
通
本
府
南
二
舖

曰
永
興
曰
北
池
通
沔
陽
西
北
四
舗
曰
三
條
曰
車
老
曰

七
丈
曰
王
家
曰
白
洑
通
荆
門
折
南
三
舗
曰
祝
家
曰
侴

潭
通
江
陵

荆
門
州
凡
四
路
東
南
北
俱
屬
鍾
祥
縣
通
本
府
南
十
三

舖
曰
卓
刀
曰
黃
師
嶺
曰
團
林
曰
雅
陂
曰
新
店
曰
五
里

曰
掘
港
曰
建
陽
曰
十
里
曰
左
漢
曰
黎
公
曰
花
栗
曰
棗

林
通
江
陵
西
三
舗
曰
泥
坪
曰
車
橋
曰
銅
鑼
通
當
陽
北

十
一
舖
曰
十
里
曰
石
板
曰
上
泉
曰
白
獐
曰
三
陡
曰
南

橋
曰
桐
𡬾
曰
樂
鄊
曰
大
石
曰
班
竹
曰
石
橋
曰
毬
塲
曰

快
活
通
宜
城
東
南
三
舗
曰
麻
城
壋
曰
夾
港
曰
新
城
通

濳
江

當
陽
縣
凡
四
路
東
北
三
舗
曰
淸
水
曰
桑
林
曰
馮
橋
通

荆
門
東
南
二
舗
曰
金
沙
曰
河
溶
通
江
陵
西
南
三
舗
曰

黃
沙
曰
玉
泉
曰
蓮
花
通
彛
陵
西
北
四
舗
曰
梯
子
曰
陝

口
曰
分
水
曰
馬
家
通
遠
安



 

安
陸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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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十
八

沔
陽
州
凡
三
路
東
十
二
舗
曰
新
興
曰
裴
家
曰
濯
纓
曰

滄
浪
曰
白
家
橋
曰
候
埠
曰
余
家
曰
左
洑
曰
拖
船
曰
橫

堤
曰
馬
王
曰
下
查
通
漢
陽
西
北
八
舗
曰
新
門
曰
採
桑

曰
朱
家
橋
曰
鐡
櫃
曰
潘
老
人
堤
曰
剅
河
曰
南
黃
曰
新

淵
通
景
陵
西
二
舗
曰
磚
子
曰
石
牌
通
濳
江

景
陵
縣
凡
一
路
南
八
舗
曰
新
開
曰
趙
家
曰
罾
洪
曰
漁

泛
曰
洪
𦂳
曰
水
口
曰
牛
槽
曰
銅
柱
通
沔
陽

按
郵
傳
之
設
明
季
革
去
徭
役
行
條
編
法
或
報
殷
實

或
派
里
甲
遂
有
積
棍
包
攬
代
役
名
曰
馬
戸
苛
索
幇

貼
貽
害
小
民
最
苦
自
順
治
七
年
奉
　
旨
官
喂
官
走

削
去
里
甲
名
色
不
許
派
民
間
私
幇
自
兵
部
督
撫
軍

門
勘
合
火
牌
外
以
下
衙
門
不
得
私
索
驛
馬
一
匹
又

裁
額
馬
十
之
二
三
以
所
裁
之
價
供
草
料
工
食
雜
用

革
除
習
弊
民
囷
稍
甦
誠
官
民
两
便
之
良
法
也
其
額

載
排
夫
馬
匹
數
目
新
奉
裁
减
與
工
料
銀
两
細
數
詳

在
各
屬
全
書
不
另
載

倉
厫

鍾
祥
縣
預
備
倉
一
所
舊
在
南
門
外
長
壽
縣
舊
基
設
正



 

安
陸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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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十
九

𠫊
二
間
左
右
倉
厫
各
三
間
府
縣
積
榖
備
賑
後
因
傾
圮

遷
併
廣
盈
倉
一
處
而
預
備
倉
今
改
爲
外
察
院
復
建
倉

於
閱
武
門
內
明
末
賊
燬
順
治
六
年
詳
請
每
年
積
榖
收

貯
泰
禋
殿
備
賑
後
泰
禋
殿
燬
壞
又
改
置
别
倉

義
倉
六
所
在
豐
樂
郢
東
百
頃
東
港
石
牌
舊
口
六
處
明

末
俱
廢
順
治
十
六
年
湖
北
廵
按
御
史
顧
豹
文
興
復
義

倉
三
處
一
在
豐
樂
河
一
在
石
牌
一
在
閱
武
門
內

飬
濟
院

在

城

內

東

北

隅

每

人

歲

給

布

花

銀

三

錢

月

給

糧

米

三

斗

病

則

給

醫

死

則

給

棺

報

官

收

葬

惠
民
藥
局

每

年

令

醫

學

擇

醫

生

置

藥

以

待

貧

病

囹

圄

有

病

召

今

診

治

漏
澤
園

一

在

城

南

𡩴

厰

一

在

城

東

二

里

一

在

城

東

五

里

京
山
縣
預
備
倉
一
所
在
縣
治
儀
門
外
東
南
𠫊
三
間
明

嘉
靖
間
知
縣
張
鉉
造
厫
屋
十
六
間
正
綂
間
知
縣
毛
祥

造
後
增
至
二
十
三
間
舊
設
義
倉
在
各
里
俱
廢
飬
濟
院

一
所
在
縣
南
今
移
縣
東
義
塜
二
處
一
在
縣
東
一
在
縣

西
邑
厲
壇

潛
江
縣
預
備
倉
在
縣
治
東
便
民
倉
得
民
倉
常
平
倉
在

縣
南
隅
義
倉
在
車
老
蚌
湖
泗
港
總
口
四
處
藥
局
在
縣

前
飬
濟
院
在
縣
治
西
漏
澤
園
一
處
在
城
外
北



 

安
陸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荆
門
州
預
備
倉
在
州
治
西
東
倉
在
新
城
鎮
西
倉
在
却

陂
村
南
倉
在
東
寨
村
北
倉
在
紅
花
村
大
木
倉
在
治
東

南
沙
洋
石
牌
倉
在
州
治
北
後
港
倉
在
治
西
飬
濟
院
在

城
西
北

當
陽
縣
預
備
倉
在
城
東
飬
濟
院
在
城
外
西
義
塜
二
處

在
縣
東
西
郊

沔
陽
州
便
民
倉
在
七
里
垸
內
預
備
倉
在
北
門
內
新
設

義
倉
一
處
在
城
內
藥
局
在
十
字
街
口
飬
濟
院
在
楚
望

門
內

景
陵
縣
預
備
倉
在
北
門
外
養
濟
院
在
北
門
外
藥
局
在

縣
東
鬻
於
民
間
義
塜
二
處
一
在
縣
東
一
里
紅
花
坪
一

在
縣
西
二
里
許

以

上

俱

出

舊

𨛦

志

坊
表

府
治
莫
愁
坊

在

西

河

街

爲

莫

愁

女

立

狀
元
坊

在

南

門

大

街

爲

黎

亨

繼

立

昇
𠎣

坊
在

東

街

爲

梅

福

立

陽
𣇸
坊

在

大

街

太
平
坊

在

南

門

外

大

街

兼
濟
坊

在河

街

富
水
坊

在

東

街

章
山
仁
里

在

急

逓

舗

孝
義
坊

在

東

街

忠
孝
坊

在

壇

坡

街

爲

周

憲

父

子

立

桃
園
坊

在

河

街

節
愍
坊

在

西

門

內

爲

周

憲

父

子

立

　

以
上
久
廢

大
司
空
坊

在

南

門

內

迤

東

爲

曾

省

吾

立

少
司
馬
坊

在

南

門

内

迤

東

爲

曾

省

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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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二
十
一

黃
門
坊

在

學

宫

西

爲

李

得

春

立

父
子
進
士

在

大

察

院

右

爲

曾

璠

曾

省

吾

立

雙
壽

重
封

在

七

里

灣

街

爲

曾

經

立

貞
節
坊

在

學

院

後

爲

昭

勇

將

軍

王

紹

先

妻

陳

氏

立

中
丞

坊
在

寺

下

爲

孫

應

元

立

四
進
士
坊

在

七

里

灣

街

爲

張

彦

劉

垓

袁

國

臣

魏

良

知

立

忠
烈

坊
在

東

街

爲

周

憲

父

子

立

大
忠
臣
坊

在

章

山

街

爲

劉

庠

立

两
朝
綸
命

在

大

察

院

西

爲

曾

輝

曾

番

立

保
𧙓
坊

在

元

佑

宫

東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建

延
禧
坊

在

元

佑

宫

西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建

民
不
能
忘

在

縣

東

腰

城

關

內

爲

荆

西

道

呉

公

尚

黙

立

甘
棠
書
院

在

縣

東

二

南

關

外

爲

知

府

馬

逄

臯

立

文
昌
書
院

在

文

昌

閣

前

順

治

年

建

知

府

張

公

尊

德

修

瀾
安

砥
柱
　
濟
勝
乘
輿

在

西

門

大

橋

上

星
臨
地
軸
　
虹
映
天
梁

在曾

家

橋

　

以

上

四

坊

康

熈

三

年

知

府

張

公

尊

德

捐

貲

造

橋

因

併

建

坊

於

橋

之

前

後

荆
西
首
邑

在縣

治

西

康

熈

四

年

知

縣

程

起

鵬

建

古
郢
名
邦

在

縣

治

東

康

熈

四

年

知

縣

程

起

鵬

建

皇
國
多

贒
在

學

宫

東

英
才
軰
出

在

學

宫

東

應
期
坊

在

學

宫

東

奎
宿
坊

在

學

宫

西

奎

𤩹
坊

在

學

宫

西

登
瀛
坊

在

學

宫

南

　

以

上

六

坊

年

乆

傾

圮

康

熙

五

年

分

守

道

馮

公

右

京

知

府

張

公

尊

德

同

知

劉

公

餘

霖

推

官

史

公

颺

廷

知

縣

程

起

鵬

重

建

京
山
縣
歷
科
進
士

在

儒

學

左

歷
科
舉
人

在

儒

學

右

聚
奎
坊

在

儒

學

前

翰
林
坊

在

儒

學

東

爲

王

格

立

兄
弟
同
科
進
士

爲

王

橋

王

格

立

父
子
繡
衣

在

縣

東

爲

王

橋

王

宗

茂

立

風
憲
世
臣

在

縣

治

西

爲

王

希

旦

王

宗

載

立

亞
魁

爲

王

宗

彦

立

亞
司
空

在

縣

西

爲

黎

𠁗

立

豸
繡
坊

在

縣

西

爲

孫

鳴

治

立

栢
舟
比
節

在

縣

東

爲

王

宗

著

妻

熊

氏

立

進
士
坊

在

縣

治

西

爲

劉

侃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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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二
十
二

濳
江
縣
江
濆
式
化
　
皇
國
作
楨

在

儒

學

左

貞
肅
　
渺
□

在□

察

分

司

左

右

褒
封
三
代

在

縣

前

爲

張

師

載

立

科
甲
題
名

在

縣

前

狀
元
坊

在

儒

學

前

爲

畢

漸

立

四
牌
坊
二

一

爲

郭

世

朝

郭

嵓

郭

岱

郭

嵩

立

一

爲

隗

兹

隗

邦

衡

立

大
諌

議
　
大
中
丞

俱

爲

張

師

載

立

監
察
御
史

爲

胡

鑰

立

青
𤨏
近
臣

爲

郭

嵩

立

發
祥
坊

爲

李

鑾

立

名
登
天
府

爲

田

大

府

立

滄
海
騰
蛟

爲

田

助

立

經
元

坊
爲

李

鳴

立

監
察
御
史

爲

劉

寅

立

世
署
淸
華

爲

劉

臣

秀

劉

勲

劉

垓

立

世
承

天
寵

爲

袁

珣

袁

𠃔

行

袁

紀

袁

國

臣

立

天
臺
司
憲

爲

郭

之

幹

立

貞
節
坊
三

一爲

劉

堪

妻

胡

氏

立

一

爲

梁

宣

文

妻

蔣

氏

立

一

爲

初

薦

妻

李

氏

立

沔
陽
州
靑
雲
坊
　

黃

甲
坊

在

學

左

右

靑
雲
聯
歩

在

學

西

爲

陳

中

立

漢
津
橋
二

在

江

南

北

柱
史

在

紅

花

堤

西
臺
持
憲

爲

胡

彦

立

科
第
傳
芳

爲

邵

凱

立

恩
光
奕
世

爲

陳

勉

立

科
甲
傳
芳

爲

陳

汝

璧

立

以

上

二

坊

在

市

政

司

前

漢

隂
勅
贈

爲

陳

泮

立

海
岱
循
良

爲

陳

勛

立

三
關
兵
憲

爲

陳

栢

立

七
蜀
文

宗
爲

陳

文

燭

立

以

上

四

坊

在

十

字

街

靑
宮
學
士
　
胄
監
司
成

二

坊

在

南

門

大

街

爲

童

承

叙

立

總
憲
尚
書

在

大

街

西

解
元
進
士

在

州

東

文
命
新
恩

武
勛
世
澤

在

州

西

俱

爲

傳

頥

立

玉
堂
靑
𤨏

在

紅

花

堤

爲

賓

尚

伊

立

蘭
省
淸

階
在

紅

花

堤

爲

陳

汝

璧

立

方
嶽
代
天
　
河
山
盟
國

在

州

前

俱

爲

沈

正

隆

立

關
西
夫
子

在

小

十

字

街

平
政
橋
二

崇

禎

辛

巳

年

建

景
陵
縣
宣
化
坊

在

縣

治

前

德
政
坊

在

譙

門

朙
德
坊

在

縣

街

東

育
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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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二
十
三

坊
在

儒

學

東

未

題

拔
俊
坊

在

學

西

東
林
坊

在

縣

東

舊

爲

書

隠

坊

後

爲

知

縣

姜

綰

易

名

會
文
坊

在

學

西

今

廢

邇
遠
坊

在

縣

南

今

廢

古
隱
坊

在

縣

西

阜
民
坊

在

縣

西

拱
辰
坊

在

縣

北

澄
淸
坊

在

分

司

東

肅
政
坊

在

分

司

西

迎
恩
坊

在

南

門

外

昇
俊
坊

在

縣

西

靑
雲
坊

在

南

門

外

以

上

乆

廢

冠
英
坊

在

中

衢

廖

訓

立

蜚
英
坊

在

華

嚴

湖

爲

蔣

珪

立

登
雲
坊

在

南

門

外

爲

張

鼎

立

登
庸
坊

在

義

河

街

爲

李

慶立

飛
騰
坊

在

南

門

外

爲

蕭

佐

立

登
科
坊

在

北

門

外

爲

郭

軒

立

儀
鳯
坊

在

中

衢

爲

叚

諌

立

攀
龍
坊

在

中

衢

爲

曾

鐸

立

文
明
坊

在

中

衢

爲

王

瑜

立

擢
科
坊

在中

衢

爲

何

圮

立

會
元
坊

在

縣

司

前

爲

魯

鐸

立

亞
魁
坊

在

南

門

內

爲

程

鴻

立

尚
義
坊

在

縣

東

爲

魏

經

魏

襄

立

重
恩
坊

在

義

河

街

爲

徐

騰

立

丹
山
起
鳯
坊

在

學

前

爲

魏

禀

戴

度

立

父
子
都
諫

在

縣

東

爲

呉

鈞

呉

文

佳

立

宮
保
天
卿

在

中

衢

爲

周

嘉

謨

立

冏
卿
文
宗

在

縣

前

東

爲

胡

承

詔

立

以

上

今

俱

廢

存

遺

址

登
龍
坊

在

縣

東

爲

陶

之

肖

立

綸
音
疊
錫

在

縣

東

爲

陶

中

立

靑
雲
接
武

在

縣

西

爲

呉

文

佳

呉

文

企

立

紫
誥

重
綸

在

縣

西

爲

吳

鏜

吳

釣

立

靑
鎻
聯
班

在

縣

前

爲

吳

文

佳

周

芸

立

父
子
科
甲

在

縣

西

爲

周

芸

周

命

立

父
子
司
冦
繡
衣

在

縣

北

爲

謝

廷

敬

謝

奇

舉

立

四
世
承

恩
在

縣

前

爲

周

嘉

謨

立

四
牌
坊

在

縣

西

爲

徐

成

位

徐

鵬

立

父
子
進
士

一

在

縣

中

衢

爲

李

登

李

純

元

立

一

在

皂

市

爲

李

淑

李

維

楨

李

維

標

立

世
荷
天
恩

在

縣

東

爲

陳

所

學

陳

所

藴

陳

盛

楠立

黃
堂
坊

在

縣

東

爲

王

曰

然

立

司
馬
坊

在

縣

前

爲

别

如

綸

立

貞
節
坊

一

在

城

東

爲

陶

中

妻

何

氏

立

一

在

南

城

外

爲

熊

維

妻

陳

氏

立

以

上

見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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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二
十
四

荆
門
州

無攷

當
陽
縣
承
流
坊
　
宣
化
坊

在

縣

治

左

右

希
聖
坊
　
育
贒
坊

在

儒

學

左

右

承
宣
坊
　
撫
字
坊

在

布

政

行

署

激
濁
坊
　
澄
淸
坊

在

按

察

行

署

沮
水
澄
波

在

縣

東

滇
蜀
通
衢

在

縣

西

冬
官
坊

爲

劉

謙

立

奉
直
大
夫

爲

張

濬

立

淸
朝
御
史

爲

劉

煥

立

五
馬
坊

爲

何

䝘

立

聯
㨗
進

士
　
理
卿
亷
憲

爲

李

讓

立

凌
雲
坊

爲

向

治

安

立

鵬
程
坊

爲

向

志

立

應

奎
坊

爲

倪

孝

儒

立

騰
蛟
起
鳯

爲

朱

玉

立

貞
節
坊

爲

淯

溪

曹

氏

立

鄕
市

鍾
祥
縣
從
岵
街
在
學
宮
西
陽
𣇸
街
在
府
治
西
皆
倚
山

爲
名
又
有
十
字
街
學
前
街
在
城
內
草
市
街
在
南
門
外

折
而
東
前
曰
東
街
後
曰
後
街
漢
江
東
岸
曰
河
街
報
恩

寺
山
之
陽
曰
寺
下
街
東
門
外
有
果
園
壇
坡
二
街
西
門

外
有
西
門
街
洋
子
市
有
上
店
下
店
豐
樂
河
石
牌
舊
口

各
一
市
安
陸
州
初
設
四
村
曰
城
南
新
興
城
北
花
山
明

洪
武
中
又
增
一
坊
曰
太
平
在
城
南
之
村
曰
淸
平
臺
陂

宇
字
原
子
時
豐
歲
稔
成
化
中
又
增
遷
民
十
里
總
名
安

遠
正
德
初
又
增
安
化
安
豊
二
里
嘉
靖
十
年
割
荆
門
之

望
鄕
三
里
馬
良
七
里
來
屬



安
陸
府
志
　

　
　
卷
四
　
　
　
　
二
十
五

京
山
縣
富
水
豐
穀
辦
頓
共
三
街
平
壩
宋
河
南
河
下
洋

港
長
灘
河
多
寶
灣
拖
船
埠
共
七
市
明
洪
武
間
三
十
一

里
呂
府
三
富
水
六
七
寶
三
子
陵
二
寶
香
二
辦
頓
七
白

陽
五
羊
亭
三
弘
治
十
六
年
又
編
遷
民
十
一
里
曰
京
陽

京
都
京
安
京
冨
京
樂
京
隆
京
寜
京
泰
京
和
京
化
京
會

今
廢
其
名

潜
江
縣
縣
前
一
字
街
迎
南
爲
十
字
街
南
左
爲
通
沔
街

南
右
爲
西
河
街
又
南
倉
有
東
西
街
城
外
有
東
河
街
共

七
街
蘆
溪
龍
淵
馬
市
潭
𧉻
湖
車
馬
院
深
江
站
策
口
泗

港
拖
船
埠
蒿
子
口
丫
公
廟
共
十
一
市
舊
設
一
坊
曰
坊

廂
在
城
內
外
五
鄕
分
領
二
十
二
圖
長
樂
領
三
圖
太
平

領
四
圖
道
隆
領
五
圖
中
港
領
二
圖
下
東
領
二
圖
明
成

化
中
遷
民
附
籍
者
曰
新
附
鄕
領
五
圖
正
德
中
省
爲
一

圖荆
門
州
街
在
治
東
曁
後
中
十
字
街
城
南
北
各
一
市
沙

洋
市
在
漢
水
上
新
城
市
在
新
城
鎮
樂
鄕
市
在
樂
鄕
鎮

坊
厢
在
城
內
外
十
一
村
曰
望
鄕
靑
塚
却
陂
各
領
四
圖

羔
觀
馬
仙
平
泰
諸
里
東
寨
陽
田
各
領
七
圖
長
堤
藻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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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二
十
六

各
領
三
圖

當
陽
縣
治
前
後
東
曁
西
門
外
共
四
街
淯
溪
葛
藤
河
溶

古
曰
合
溶
以
二
水
合
流
名
之
也
乾
溪
鞏
河
細
魚
港
周

兕
港
草
埠
共
八
市
坊
厢
在
城
內
外
鄕
曰
金
臺
領
一
都

曰
德
化
領
八
都

沔
陽
州
城
內
有
大
小
十
字
街
倉
前
街
城
外
有
河
街
紅

花
堤
街
境
內
有
范
漑
市
南
黃
市
接
陽
市
沙
湖
市
沙
口

市
採
桑
市
黃
蓬
市
坊
東
北
隅
一
東
南
隅
二
廂
曰
上
廂

下
厢
俱
在
城
內
村
曰
漕
河
石
板
𡩴
頭
石
湖
仵
樂
雲
潭

西
范
剅
河
深
江
南
池
鐵
櫃
下
渣
濾
水
泗
江
荆
江
黃
荆

漢
廣
江
北
逹
路
滄
浪
接
陽
馬
宗
渣
潭
直
歩
仁
和
長
夏

小
林
沙
口
上
下
平
放
黄
蓬
後
洚
林
灣
茅
埠
北
疋
𣵡
潭

西
湖

景
陵
縣
城
內
有
十
字
街
學
前
街
三
達
街
城
外
有
河
街

四
通
街
市
有
乾
灘
直
陽
桞
家
皂
角
雲
潭
漁
新
楊
湏
長

汀
漁
泛
小
堤
石
家
馬
溪
湯
港
巾
港
共
十
四
市
坊
廂
在

城
內
外
上
白
湖
村
領
馬
溪
巾
港
靑
山
洲
上
四
里
下
白

湖
村
領
永
和
永
豐
泰
寜
安
和
四
里
雲
潭
村
領
東
林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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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四
　
　
　
　
二
十
七

流
霄
城
仁
和
四
里
官
城
村
領
興
仁
仁
和
三
才
白
雲
仁

平
五
里
方
樂
村
領
永
平
安
平
泰
平
和
平
四
里
南
黃
村

領
泗
江
獅
子
崇
進
三
里

橋
梁

鍾
祥
縣
東
靑
泥
凹
有
橋
曰
昇
𠎣
相
傳
漢
梅
福
飛
昇
處

橋
底
又
有
小
橋
亦
曰
昇
𠎣
西
門
有
大
橋
在
石
城
西

康熈

四

年

知

府

張

尊

德

修

有
通
津
橋
即
閘
口
以
備
東
南
水
之
蓄
洩
者

有
曾
家
橋
即
舊
武
定
橋

康

熙

四

年

知

府

張

尊

德

修

有
利
渉
卽
古
利

市
有
板
橋
有
朝
宗
橋
在
西
門
外
臨
漢
江
有
土
橋
今
改

爲
石
南
有
龍
鳯
久
廢
有
遷
公
張
家
三
眼
東
港
皆
入
漢

枝
流
東
有
通
濟
廣
濟
䨇
橋
北
有
蔣
家
磚
橋
豊
樂
上
有

小
河
遇
水
溢
民
皆
病
渉
亦
設
新
橋
堤
曰
公
濟

治
西
漢
江
爲
渡
有
上
中
下
三
渡
北
有
池
河
渡
殷
家
河

渡
豐
樂
河
渡
南
有
唐
港
渡
石
牌
渡
馬
良
臼
口
渡
東
有

寨
子
河
渡

京
山
縣
治
前
有
橋
曰
會
𠎣
漢
張
楷
𨂍
驢
逰
此
東
有
乞

兒
橋
相
傳
元
至
正
間
有
人
祈
嗣
築
有
榻
橋
有
磚
橋
東

十
舗
橋
觀
音
方
家
陳
家
橋
西
有
三
女
樂
濟
饑
坊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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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廣
濟
三
郭
沂
洛
西
郭
官
家
寨
子
橋
北
有
多
寶
二
橋
南

有
胡
家
䨇
河
羅
家
姚
家
河
新
開
馬
頭
山
羅
漢
土
橋
港

橋
宿
食
三
板
橋

治
西
南
爲
渡
有
南
河
小
河
黑
派
土
橋
拖
船
靑
山
沙
洋

楊
家
洚
三
板
橋
此
其
最
著
者
最
後
有
縣
南
溾
渡

潛
江
縣
城
東
有
永
興
橋
西
有
廣
濟
楊
胥
橋
南
有
利
渉

橋
西
有
通
𠎣
橋
東
南
有
普
濟
橋

治
西
南
爲
渡
有
龍
淵
西
北
有
橫
堤
東
南
有
總
口
棠
梨

西
北
有
新
口
西
有
策
口
東
北
有
排
沙

荆
門
州
城
外
西
南
有
平
正
橋
北
有
惠
政
西
有
蒙
惠
有

通
濟
在
牛
蹄
河
口
有
三
里
南
橋
建
陽
樂
鄕
龍
陂
石
橋

聚
𠎣
仁
義
王
猛
泥
水
車
橋
磚
橋
麻
城
板
橋
子
陵
橋

城
北
八
十
里
有
樂
鄕
渡
南
九
十
里
有
建
陽
渡
東
南
有

沙
洋
新
城
大
江
渡

當
陽
縣
橋
有
普
濟
太
平
三
里
玉
陽
普
通
謝
河
朝
天
楊

子
港
河
溶
縣
北
漳
水
上
有
倒
流
橋
相
傳
曹
操
追
劉
先

主
至
此
張
飛
㨿
橋
大
呼
水
爲
逆
流
魏
兵
不
敢
進
又
有

順
化
王
虹
二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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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渡
有
沮
水
淸
溪
桑
林
河
溶

沔
陽
州
橋
六
曰
江
北
劉
家
剅
河
泗
港
候
埠
孫
江
口
城

之
西
有
浮
橋
𣇸
夏
水
泛
則
行
舟

渡
十
二
曰
三
江
口
油
榨
洚
江
北
劉
家
南
門
北
門
漕
河

拖
船
上
江
窰
頭
洚
剅
河
南
黃

景
陵
縣
城
各
門
有
橋
又
有
義
河
浮
橋
張
南
圓
通
淸
河

上
磚
下
磚
石
家
河
橋
觀
音
渡
河
馬
溪
河
橋

東
有
官
城
渡
板
港
渡
西
有
古
角
渡
黑
流
渡
南
有
義
河

渡
十
里
堤
渡
漿
陂
渡
車
湘
渡
獅
子
渡
東
尾
渡
芙
蓉
渡

北
有
小
渡
大
渡
東
北
有
柳
家
渡
皂
角
市
渡
西
南
有
漁

泛
渡
陶
溪
渡
西
北
有
石
家
渡

寺
觀

鍾祥

報
恩
寺

即

舊

彌

勒

院

在

東

門

外

二

里

宋

開

寶

二

年

鄕

人

呉

福

捨

基

與

風

穴

紹

禪

師

創

建

明

洪

武

五

年

改

今

名

吉
祥
寺

在

城

東

三

里

唐

爲

靈

濟

庵

明

正

統

初

梁

莊

王

建

賜

額

內

有

古

松

銀

杏

各

二

株

普
門
寺

在

縣

北

六

十

里

明

景

泰

間

梁

莊

王

建

賜

額

藏
梅
寺

在

城

內

鼓

樓

坡

上

久

廢

上
水
陸
寺

在

縣

東

百

里

黃

仙

洞

側

明

成

化

十

五

年

重

修

中
水
陸
寺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蒿

河

龍

鳯

山

𪋤

相

傳

僧

黃

石

公

建

龍
泉
寺

在

縣

東

三

十

里

明

嘉

靖

壬

辰

年

建

白
鹿
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梁

莊

王

建

松
林
寺

在

縣

東

北

石
城
寺

在

漢

江

南

久

廢

龜
山
寺

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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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東

六

十

里

羅
漢
寺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玉
林
寺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松
門
寺

在

縣

東

七

十

里

沿
山
寺

在

縣

漢

江

西

三

十

里

三
尖
寺

在

縣

漢

江

西

三

十

里

保
堤
寺

在

縣

南

十

里

堤

蓮
花
寺

江

縣

南

九

十

里

臼

口

市

炭
舗
寺

在

縣

東

五

十

里

毛
姑
寺

在

縣

比

四

十

里

廣
濟
寺

卽

團

蓬

寺

在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順

治

十

年

建

西
來
寺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豊

樂

市

崇

果
寺

在

縣

漢

江

西

四

十

里

石

牌

市

廣
佛
寺

在

縣

漢

江

西

十

里

唐
山
寺

在

縣

漢

江

西

北

百

里

寶
積
寺

卽

貝

咅

寺

在

縣

北

百

六

十

里

前

五

代

時

建

至
樂
寺

在

縣

南

放

鷹

臺

之

頂

元
佑
宮

在

縣

南

里

許

卽

長

壽

縣

舊

址

明

嘉

靖

十

九

年

建

今

重

修

元
妙
觀

在

元

佑

宮

東

明

洪

武

十

三

年

建

保
堤
觀

在

縣

南

二

十

里

堤

上

白
鶴
觀

在

縣

南

明

萬

曆

丁

亥

年

建

順

治

丁

亥

年

重

修

三
元
觀
二

一

在

縣

南

閘

口

橋

一

在

縣

西

所

堤

上

宇
寜
觀

在

縣

北

三

十

里

明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重

修

雲
霧
觀
二

一

在

三

尖

山

一

在

馬

良

山

雲
臺
觀

任

縣

東

聊

屈

山

頂

京山

多
寶
寺

在

縣

治

東

宋

乾

德

二

年

鐡

牛

禪

師

建

修

太
陽
寺

在

太

陽

山

山

有

潮

水

泉

出

自

石

𨻶

聲

如

雷

湏

臾

聲

止

則

水

退

唐

貞

元

中

建

宋

勑

蘇

侍

郎

監

修

卒

葬

於

此

興
陽
寺

在

興

陽

山

宋

名

慈

光

禪

院

肇

於

唐

沙

門

道

欽

相

傳

文

殊

遺

址

天
王
寺

在

縣

東

北

四

十

里

相

傳

肇

於

唐

燬

於

元

至

正

中

明

景

泰

己

亥

沙

門

淸

亮

重

建

紫
竹
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明

正

綂

五

年

僧

慧

瑩

建

富

水
寺

卽

富

水

廢

縣

宋

名

資

聖

院

子
陵
寺

在

子

陵

山

南

宋

名

净

安

禪

院

蒲
圻
寺

宋名

廣

福

禪

院

在

縣

西

九

十

里

建

於

唐

貞

觀

中

元

至

正

九

年

重

建

盤
石
寺

在

縣

東

靈

泉

山

北

如

意
寺

在

縣

南

三

十

里

元

季

燬

明

正

統

三

年

僧

元

浦

重

建

芭
蕉
寺

宋

名

圓

寂

禪

院

在

芭

蕉

山

卽

新

羅

僧

所

居

泉

出

北

目

魚

趙
橫
寺

宋

名

惠

濟

禪

院

在

黑

龍

洞

側

宋

乾

德

三

年

沙

門

歸

柔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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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潼
泉
寺

宋

名

法

興

禪

院

在

潼

泉

山

卽

獨

孤

標

所

開

黃
慈
寺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亦

乾

德

中

鐡

牛

所

開

元

末

燬

明

洪

武

十

年

碧

巖

和

尚

重

建

大
蹟
寺

宋

名

普

雲

禪

院

在

大

蹟

山

有

大

石

月
掌

寺
宋

名

壽

聖

禪

院

在

月

掌

山

有

建

隆

古

鐘

纂
峯
寺

宋

名

纂

子

龍

泉

院

卽

鏡

脫

禪

師

卓

錫

出

泉

處

泉
激
寺

宋

名

感

教

禪

院

紹

興

二

年

有

古

鐘

響

鐸

蓮
花
寺

在

縣

西

百

二

十

里

漢

水

涯

歸
德
寺

宋

名

廣

聖

院

在

縣

東

南

六

十

里

亦

乾

德

中

鐡

牛

所

開

觀
音
寺

在

縣

南

百

二

十

里

孫

權建

穴
河
寺

在

縣

西

南

百

三

十

里

相

傳

晋

羊

祜

亭

遺

址

元

時

爲

寺

千
佛
寺

在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元

至

正

間

有

千

佛

過

此

取

水

沐

浴

卽

湧

出

一

泉

龍
山
寺

宋

名

廣

福

院

在

西

龍

尾

山

側

眞

如
寺

宋

名

永

福

眞

如

院

有

宋

時

鐘

明

嘉

靖

間

土

人

於

水

涯

得

一

佛

像

重

不

可

舉

寺

僧

鐃

鼓

迎

之

不

𢿙

人

便

舁

入

寺

隍
城
寺

宋

名

聖

水

院

在

隍

城

洞

南

有

泉

遶

寺

漑

田

甚

廣

圓
通
寺

在

縣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延

祐

間

建

後

燬

天

順

七

年

沙

門

普

釗

重

建

法
水
寺

在

縣

南

七

十

里

明

正

統

九

年

建

金

泉
寺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明

正

統

三

年

沙

門

了

善

建

普
濟
寺

在

縣

北

九

十

里

明

宣

德

十

年

造

永

康
寺

在

縣

南

四

十

里

明

弘

治

元

年

建

有

泰

定

二

年

古

鏡

永
隆
寺

在

縣

南

一

百

里

正

統

八

年

比

丘

法

雲

建

湖
山
寺

在

縣

南

明

正

綂

間

比

丘

繼

明

繼

照

建

臨
溪
寺

在

縣

南

宋

天

聖

二

年

建

三
里
寺

明

天

順

間

建

彌
陀
寺

在

縣

西

南

明

正

統

二

年

建

上
庵
寺

在

縣

北

明

永

樂

間

建

下
庵
寺

在

縣

北

明

正

綂

間

建

界
河
寺

在

縣

北

明

宣

德

年

建

𠎣
佛
寺

明成

化

十

六

年

建

慈
化
寺

在

縣

南

宋

名

天

王

保

福

禪

院

中
峯
山
院

在

縣

北

明

永

樂

間

建

白
鶴
觀

在

縣

東

二

里

相

傳

多

寳

寺

其

故

基

東
嶽
觀

有

古

銀

杏

𣗳

二

本

各

𢿙

抱

聖
境

觀
在

聖

境

山

長
森
觀

在

縣

東

北

宋

名

興

福

禪

院

大
德
觀

在

縣

東

北

長
慶
觀

在
天

門
口



 

安
陸
府
志
　

　
　
卷
四
　
　
　
　
三
十
二

潛江

大
佛
寺

在

縣

西

北

元

泰

定

間

僧

幽

谷

開

建

常
樂
寺

宋

紹

興

間

建

廣
化
寺

宋

淳

祐

間

建

白
鶴
寺

宋

嘉

定

間

建

蓮
花
寺

宋

淳

熈

間

建

大
安
寺

元

泰

定

間

建

龍
巢
寺

宋

嘉

定

間

建

新
洲
寺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天

順

間

水

漲

成

洲

知

縣

呂

文

創

觀

音

閣

以

鎮

水

勢

普
贒
寺

元

至

正

間

建

白
湖
寺

在

縣

西

元

至

正

間

建

淸
湖
寺

在縣

南

唐

宋

年

間

建

二
聖
寺

在

縣

西

通
明
觀

在

縣

治

東

元
眞
觀

在

縣

南

明

正

德

間

建

荆門

唐
安
寺

在

州

治

西

南

一

里

蒙

山

東

麓

唐

時

建

名

唐

庵

後

賜

額

廣

福

紫
雲
寺

在

州

東

南

一

百

九

十

里

唐

會

昌

元

年

建

至

中

有

無

聞

禪

師

註

金

剛

經

於

此

常

有

紫

雲

擁

於

座

前

出

靈

芝

靈
鷲

寺
在

州

北

二

十

五

里

卽

今

普

濟

禪

寺

其

泉

上

湧

又

名

上

泉

寺

止
觀
寺

在

州

南

七

十

里

撒

石

山

西

南

卽

今

仁

惠

禪

寺

寺

有

井

泉

故

名

惠

澤

𠎣
居
寺

在

州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𠎣

居

山

上

世

傳

唐

靈

濟

禪

師

至

此

駐

錫

後

人

建

寺

跨

石

壁

而

泉

流

於

下

宛

若

神

僊

所

造

故

名

偏
角
寺

在

州

北

鷄

頭

山

唐

靈

濟

禪

師

自

大

明

山

至

此

因

渴

卓

錫

於

石

泉

水

上

湧

後

人

因

足

蹟

建

寺

東
山
寺

在

州

東

南

一

里

卽

古

天

寧

報

恩

萬

壽

禪

師

遺

址

廣
福
寺

在

州

東

七

十

里

馬

良

村

新
崇
寺

在

州

南

六

十

里

諸

里

村

金
閣
寺

在

州

東

百

五

十

里

馬

𠎣

村

海
會
寺

在

州

西

三

里

元

季

兵

燬

有

碑

在

焉

元
妙
觀

在

州

治

東

宋

荆

岑

偉

觀

舊

址

明

洪

武

初

開

設

道

正

司

宣

德

間

修

三
元
觀

在

州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後

港

聚

𠎣

山

明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建

景
德
觀

在

州

北

唐

乾

德

間

建

當陽

報
恩
寺

在

縣

南

明

洪

武

十

三

年

建

玉
泉
寺

在

縣

西

五

十

里

天

台

智

□

入

定

關

將

軍

役

鬼

工

盖

造

七

日

而

成

隋

煬

帝

朝

詔

頒

玉

泉

寺

額

其

夾

道

萬

松

皆

唐

貞

觀

中

僧

法

瑱

所

植

龍
泉
寺

在

縣

北

𣈆

孝

武

時

遠

公

法

師

開

建

紫
盖
寺

在

縣

南

六

十

里

唐

德

□

□

□

□

□

□

間

□

三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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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寺
在

縣

東

六

十

里

元

至

正

元

年

建

淯
溪
□

□

□

□

□

□

□

□

云

□

□

□

帥

□

□

□

□

兵

燹

明

永

樂

間

重

建

聖
水
寺

在

縣

東

南

三

十

□

□

寺

□

旨

□

洞

名

聖

母

歲

旱

居

民

□

□

祈

雨

多

應

唐

德

宗

爲

道

明

禪

師

建

普
濟
寺

在

縣

北

三

牛

嶺

明

永

樂

間

建

大
通
寺

在

縣

西

十

五

里

有

神

秀

禪

師

碑

唐

丞

相

張

説

撰

圓
通
寺

在

縣

北

五

十

里

明

宣

德

二

年

建

郝
母
寺

在

縣

東

四

十

里

宋

延

祜

七

年

建

觀
音
寺

在

縣

南

明

洪

武

初

建

紫
盖
觀

在

縣

南

花

陂

荆

南

記

云

有

金

牛

每

日

晦

轍

出

見

光

照

一

方

永
興
觀

在

縣

東

唐

元

和

中

建

紫
金
觀

在

縣

北

四

十

里

方

山

有

石

爐

元

至

正

元

年

建

燦
霞
觀

在

縣

東

圓

臺

山

古

塔

尚

存

唐

玉

眞

公

主

所

建

沔陽

報
恩
寺

在

城

東

隅

明

洪

武

創

建

賜

今

名

廣
福
寺

在

黃

蓬

山

唐

乾

道

元

年

馬

祖

道

一

禪

師建

永
固
寺

在

永

興

村

有

古

鐘

一

圓
通
寺

在

沙

湖

東

岸

元
妙
觀

在

城

東

南

即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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