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十
二

古
蹟

一

饒

平

縣

志

卷

之

十

二

川

劉

抃

纂

修

古

蹟

魯

殿

存

而

賦

作

峴

在

而

涙

垂

南

國

之

棠

勿

拜

西

山

之

石

可

語

跡

雖

已

陳

感

慨

係

之

饒

海

壖

一

區

仙

客

之

所

遨

遊

騷

人

之

所

題

詠

滎

貺

巖

石

久

而

彌

芳

卽

傳

聞

異

辭

宜

悉

誌

之

以

備

好

古

者

稽

焉

志

古

蹟

梅

溪

石

宋

王

十

朋

嘗

經

是

地

逆

旅

中

夜

半

聞

角

聲

起

視

莫

知

其

處

周

覽

山

川

日

異

日

必

有

縣

其

地

者

立

石

記

之

相

傳

云

天

下

大

亂

此

無

憂

天

下

饑

荒

此

處

半

收

明

初

其

石

猶

倒

覆

在

泥

中

有

土

人

將

輦

石

爲

某

令

立

去

思

中

途

䋲

㫁

傷

輿

者

二

人

今

片

石

尚

橫

郊

而

石

上

文

銷

無

遺矣

宋

太

子

樓
在

南

澚

山

雲

盖

寺

海

涯

叠

石

爲

樓

旁

有

指

揮

司

甬

道

遺

址

宛

然

相

傳

宋

幼

帝

時

駐

驆

所築

雲

葢

寺
在

深

澚

之

東

南

宋

時

建

今

廢

石

上

有

紫

雲

蕐

葢

四

字

明

郡

丞

劉

晴

川

有

詩

云

跡

尋

蕐

葢

遠

盖

□

此

也

雲

峯

院
在

大

埕

上

底

之

交

今

廢

古

塲

勾

管

司
元

時

建

於

蘇

湾

小

江

地

方

洪

武

二

年

攺

爲

小

江

塲

四

年

大

使

何

章

廷

於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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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陽

鮀

江

都

二

十

五

年

攺

名

小

江

塲

課

司

古

天

廟
在

南

澚

山

宋

時

建

石

柱

尚

存

百

丈

埔

娘

娘

廟
百

丈

埔

卽

浮

山

廟

祀

宋

張

世

傑

夫

人

許

氏

世

傑

奉

幼

帝

入

海

夫

人

綂

歩

兵

於

沿

海

扈

駕

㑹

陳

吊

眼

之

師

出

自

黃

岡

與

元

兵

戰

於

百

丈

埔

陣

亡

土

人

義

而

祀

之

後

粤

學

使

魏

校

毁

滛

祠

置

社

學

娛

爲

所

廢

後

人

悼

惜

之

大

夫

營
在

陳

衙

舖

明

成

化

中

知

府

劉

湛

捕

反

㓂

林

烏

鐵

置

营

於

此

遂

以

爲

名

宋

謝

大

夫

宅
在

宣

化

長

坑

村

遺

址

尚

存

今

諸

村

祀

爲

土

神

大

夫

名

瑶

馬

御

史

故

宅
在

南

澚

雲

盖

寺

界

址

石

壁

石

池

俱

存

御

史

名

不

可

考

矣

指

揮

司
在

隆

澚

後

宅

相

傳

此

地

原

有

指

揮

建

此

司

宅

基

址

柱

礎

尚

存

寳

壽

寺
一

名

林

姜

寺

在

信

寜

都

陳

塘

村

建

于

明

成

化

十

五

年

原

有

田

地

三

頃

九

十

七

畆

九

分

二

厘

在

黃

岡

馹

邉

今

廢

龍

潭

寺
在

宣

化

都

留

嶺

下

宋

咸

淳

初

下

湾

人

吳

雷

進

所

建

寺

前

有

潭

名

龍

潭

寺

旁

有

園

五

十

畆

田

三

百

石

元

至

正

中

其

孫

吳

成

隆

重

修

久

廢

相

傳

寺

有

鐘

飛

入

潭

中

土

人

沒

水

取

之

見

鐘

上

有

物

蠕

蠕

欲

動

其

人

驚

而

出

後

遂

莫

敢

入

其

中

者

隆

隱

庵
在

元

歌

百

八

社

庵

毁

其

地

荒

有

官

田

一

十

八

畆

明

嘉

靖

二

年

秋

溪

都

民

余

奮

美

承

佃

納

銀

二

兩

貯

縣

偹

兵

餉

載

志

今

不

可

考

矣

普

陀

巖
在

上

湾

西

北

依

山

爲

岩

神

宇

俱

甃

以

石

古

榕

数

株

緑

隂

濃

翳

岩

後

有

石

屋

下

有

龍

湫

井

甘

泉

出

焉

今

樹

宇

廢

石

室

猶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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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倉
一

在

大

埕

一

在

江

浦

鎭

元

時

建

今

入

民

居

東

倉
社

倉

也

在

大

埕

東

元

時

建

今

亦

入

民

居

東

山

磚

室
萬

歴

元

年

六

月

大

港

之

東

山

塌

一

磚

室

縱

可

丈

餘

橫

六

七

尺

高

可

八

九

尺

前

作

二

小

門

□

磚

上

有

字

曰

和

二

年

八

月

甲

寅

按

史

和

乃

東

魏

考

静

帝

年

號

其

二

年

卽

梁

武

帝

大

同

六

年

也

是

時

潮

属

南

朝

不

應

用

東

魏

年

號

殆

不

可

曉

籠

石
在

上

底

石

上

有

二

窟

如

磨

中

空

則

貴

沙

滿

其

中

則

賤

騐

之

不

爽

牡

礪

石
在

柘

林

後

尖

山

石

上

有

牡

礪

殻

在

焉

又

大

幕

山

高

處

亦

有

牡

礪

殻

生

於

石

鷄

心

磯
在

下

岱

陳

旗

一

石

卓

立

海

中

約

二

丈

餘

潮

長

則

轟

然

有

聲

又

謂

之

鼓

石

宋

陳

總

府

讀

書

處
在

蓮

花

山

見

薛

南

潮

詩

隆

福

寺
在

信

寧

都

井

洲

堡

黃

芒

山

晉

時

建

宋

末

廢

圮

近

有

耆

民

陳

萃

吾

同

住

持

僧

開

一

募

緣

重

建

以

爲

講

約

之

所

於

其

地

掘

得

銅

像

三

尊

今

在

寺

中

高

二

尺

餘

是

北

帝

像

也

九

仙

亭
在

繡

衣

嶺

上

俗

呼

爲

乘

風

亭

廢

多

年

今

康

熈

戊

辰

年

知

縣

劉

抃

捐

俸

邑

舉

人

范

國

棟

諸

生

陸

應

珩

募

緣

重

建

棟

親

往

督

工

招

僧

施

茶

改

名

德

風

亭

貢

士

盧

姚

標

請

觀

音

大

士

祀

其

上

棲

雲

亭
在

黃

圖

石

壁

山

余

散

人

建

松

筠

蒼

翠

石

洞

含

烟

群

峯

盤

繞

滄

海

在

目

焉

望

耕

臺
在

縣

治

後

琴

峯

明

縣

令

張

建

今

廢

惟

石

存

焉

愛

日

亭
在

學

宫

之

東

敎

論

王

魯

扁

其

亭

以

迎

養

其

母

今

廢

何

田

奇

石
在

上

底

東

北

二

里

許

有

雲

架

月

石

旁

有

石

皷

石

鐘

擊

之

鳴

音

相

似

又

有

石

船

在

田

中

旁

有

一

石

圓

如

珠

上

人

呼

爲

仙

船

載

寳

珠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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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辟

蚊

石
在

上

里

東

二

里

許

鐵

孟

港

邊

有

石

大

可

五

六

尺

人

坐

其

上

蚊

不

敢

侵

稍

置

足

于

外

則

群

然

交矣

仙

人

跡

石
在

下

灣

後

山

上

有

巨

石

有

仙

人

足

跡

及

葫

蘆

杖

跡

一

在

上

底

馬

頭

岡

一

在

上

底

湥

坑

大

石

上

一

橫

一

䜿

仙

人

載

寶

船

石
在

柘

林

西

山

有

石

如

船

首

尾

俱

全

中

有

二

石

如

寶

珠

圓

甚

故

名

七

眼

石
在

柘

林

海

中

有

泉

七

眼

潮

大

則

瀰

漫

不

可

見

潮

退

則

泉

湧

出

其

味

絶

甘

仙

人

對

鏡

石
在

石

岩

山

後

一

石

如

鏡

後

有

鈕

前

石

如

人

對

鏡

形

甚

奇

牛

子

石
在

畱

嶺

石

上

有

牛

子

蹄

跡

存

焉

故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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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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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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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寺

院

昌

佛

骨

一

表

詆

斥

異

端

大

義

於

今

爲

烈

及

坐

貶

潮

陽

乃

與

大

顛

僧

往

來

留

衣

爲

别

遂

有

傳

其

信

奉

釋

氏

者

復

與

孟

尚

書

書

力

辨

之

其

言

骯

髒

如

昔

時

今

其

舊

治

之

邦

宮

相

望

豈

大

顛

遺

教

竟

可

與

昌

並

傳

勿

哀

與

抑

潮

人

沐

浴

於

昌

治

化

者

深

且

久

不

必

火

其

書

廬

其

居

而

正

勝

邪

邪

自

不

能

害

正

與

歐

陽

子

有

言

浮

屠

之

說

流

於

今

而

愈

盛

者

豈

其

道

誠

不

可

攺

而

天

卒

相

之

耶

歐

陽

不

能

測

子

惡

乎

能

知

之

志

寺

院

寳

蓮

在

縣

南

城

外

教

塲

埔

上

流

寺
在

縣

南

城

外

河

山

邉

西

竺

在

縣

東

城

外

田

邉

古

墩

菴
在

西

社

離

縣

十

里

尊

君

菴
在

縣

治

北

山

上

離

縣

地

十

里

□

山

院
在

縣

東

門

外

離

縣

十

里

許

廢

雲

山

寺

□

觀

寺
俱

在

望

海

山

上

久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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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十
二

寺
院

六

河

口

菴
在

東

門

外

離

縣

一

里

石

巖

寺
在

望

海

嶺

上

離

縣

三

里

許

廢

水

口

菴
在

西

山

垻

墩

上

離

縣

三

十

里

太

平

寺
在

鳳

凰

山

烏

棟

頂

上

三

大

棟

帶

兩

廊

計

四

十

間

饒

鎮

吳

六

奇

鼎

建

松

坑

菴
在

鳳

凰

山

下

埔

離

縣

三

十

里

廣

慧

菴
在

鳯

凰

下

埔

山

上

離

縣

三

十

里

慈

慧

菴
在

鳴

岡

山

内

離

縣

四

十

里

臨

江

寺
在

水

帽

鄕

離

縣

一

百

里

白

衣

菴
在

黄

岡

城

内

北

凖

提

菴
在

黃

岡

城

内

西

石

壁

菴
在

黃

岡

北

山

外

一

里

許

樂

天

菴
在

黃

岡

東

北

一

里

山

康

熈

二

十

年

知

府

林

杭

學

黄

岡

協

鎮

許

登

聨

捐

俸

任

侍

僧

德

安

募

化建

觀

音

堂
一

在

柘

林

寨

後

西

北

山

一

在

大

城

所

内

西

南

隅

山

尾

寺
在

下

岱

煙

樓

山

尾

近

海

邉

有

鐘

進

捨

石

柱

見

存

新

菴
在

下

岱

後

山

廢

茅

山

菴
在

柘

林

東

今

廢



ZhongYi

饒
平
縣
志

卷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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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
墓

七

陵

墓

蒿

山

歛

䰟

賢

聖

莫

能

度

過

董

陵

而

下

馬

猶

傳

蝦

蟆

之

訛

况

於

旅

䰟

零

落

首

邱

遼

絶

其

爲

狐

兎

所

穴

湮

沒

於

荒

煙

蔓

間

者

何

可

勝

悼

吊

古

情

深

勿

謂

宿

草

不

哭

惡

夫

涕

之

無

從

而

出

也

若

夫

掩

骼

埋

胔

載

在

月

令

夜

燐

慘

淡

忍

言

枯

骨

無

主

耶

志

陵

墓

唐

府

兵

隊

正

鄒

牛

客

墓

按

牛

客

唐

將

軍

陳

元

光

部

將

元

光

令

守

南

詔

堡

沒

塟

於

留

嶺

紹

興

間

封

昭

德

將

軍

今

俗

謂

買

牛

客

墓

宋

太

后

楊

氏

陵
在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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