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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之

有

志

非

徒

以

誇

美

盛

資

睹

記

也

所

以

激

俗

型

方

闡

揚

善

治

爲

權

衡

政

敎

之

助

也

山

川

疆

域

不

誌

而

險

阻

要

害

不

可

得

而

審

矣

風

士

人

物

不

誌

而

休

戚

盛

衰

不

可

得

而

詳

矣

制

度

典

章

不

誌

而

得

失

是

非

不

可

得

而

考

矣

爲

朝

廷

守

土

牧

民

一

邑

之

內

孰

難

孰

易

孰

臧

孰

否

若

者

宜

因

若

者

宜

革

若

者

宜

先

若

者

宜

後

茫

然

不

知

其

何

以

爲

治

仁

化

建

邑

自

唐

至

明

萬

厯

十

一

年

邑

令

司

馬

暐

始

立

志

國

朝

知

縣

李

夢

鸞

鄭

紹

曾

修

之

迄

今

垂

五

十

年

同

治

七

年
余

自

山

右

靈

河

移

宰

斯

邑

始

至

卽

欲

取

而

覧

之

而

不

可

得

蓋

風

霜

剝

蝕

又

經

兵

燹

迄

無

復

存

時

瘡

痍

甫

定

繼

以

頻

年

乾

旱

盗

賊

滋

熾

未

暇

顧

及

歲

壬

申

思

梗

頑

之

非

可

以

柔

服

也

於

是

易

柔

而

剛

濟

寛

以

猛

萑

苻

稍

息

又

幸

春

霖

洊

至

田

穀

告

豐
余

曰

修

志

其

可

矣

會

府

議

修

志

檄

屬

採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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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邑

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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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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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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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事

先

捐

廉

五

十

金

以

爲

之

倡

告

之

曰

修

志

猶

史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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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

毋

略

毋

遺

而

佚

毋

浮

而

夸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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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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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大

者

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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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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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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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荒

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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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

字

催

科

勞

形

案

牘

爬

羅

剔

抉

披

沙

揚

糠

敬

謝

不

敏

矣

其

何

以

而

愼

而

公

以

求

爲

信

史

是

總

纂

者

不

可

無

人

新

會

劉

君

瑞

五

品

學

端

純

留

心

掌

故

時

以

明

經

司

敎

斯

庠

因

延

總

筆

政

聽

取

裁

焉

卽

日

開

局

越

六

月

而

書

成

披

而

覽

之

訂

訛

補

闕

比

舊

加

詳

凡

八

卷

使

付

剞

劂

庶

幾

上

以

備

輶

軒

之

採

下

以

爲

激

勸

之

資

而

宰

治

者

亦

得

以

因

人

情

宜

土

俗

斟

酌

損

益

以

爲

政

敎

之

權

衡

雖

然

於
余

心

猶

有

歉

然

者

山

川

誌

矣

而

設

險

以

守

未

能

也

風

土

誌

矣

而

土

物

心

臧

移

風

易

俗

未

能

也

政

治

人

物

誌

矣

而

作

育

培

養

道

德

齊

禮

又

未

能

也

其

何

以

引

養

引

恬

使

吾

民

父

率

其

子

兄

勉

其

弟

同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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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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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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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

修

仁

化

縣

志

序

昔

有

虞

氏

之

撫

天

下

也

五

年

一

巡

狩

徧

考

其

地

之

山

川

以

爲

致

治

之

本

命

禹

作

司

空

平

水

土

定

貢

賦

九

州

之

內

咸

奠

厥

居

仁

化

本

揚

州

地

東

有

聞

韶

嶺

相

傳

爲

重

華

南

狩

時

奏

樂

處

德

風

翔

洽

故

肇

此

嘉

名

焉

舊

本

無

城

秦

未

天

下

大

亂

龍

川

令

趙

佗

據

百

粵

地

自

王

始

築

城

於

屬

境

之

北

漢

興

佗

納

欵

高

后

時

復

與

長

沙

王

搆

兵

嘗

藉

此

城

以

爲

固

卽

所

謂

古

秦

城

者

是

也

自

三

國

至

六

朝

咸

無

所

創

建

唐

始

置

縣

然

制

度

典

章

均

無

可

攷

蓋

記

籍

尙

闕

如

也

宋

元

間

官

斯

土

者

亦

無

有

議

及

志

乘

之

事

前

明

萬

厯

年

間

邑

長

司

馬

暐

始

草

創

之

迨

至

聖

朝

則

有

李

夢

鸞

纂

之

於

前

鄭

紹

曾

修

之

於

後

原

書

略

於

考

核

事

蹟

多

有

未

符

且

迄

今

已

五

十

餘

年

叠

經

兵

燹

若

不

重

加

補

葺

必

至

散

佚

難

稽

前

尹

山

左

陳

雲

逵

有

志

續

修

聘

延

本

學

博

士

新

曾

劉

君

瑞

五

總

理

其

事

劉

君

固

粤

東

名

宿

又

能

以

實

心

實

力

爲

之

博

採

周

諮

詳

加

釐

訂

書

成

逾

歲

適
余

來

宰

是

區

劉

君

因

出

書

以

示

且

囑
余

爲

之

序
余

維

邑

之

有

乘

猶

國

之

有

史

國

史

所

以

示

褒

貶

立

千

秋

名

敎

之

防

邑

乘

所

以

寓

勸

懲

昭

九

夏

同

文

之

治

源

流

各

具

體

例

皆

同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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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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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定

鼎

燕

京

幅

極

廣

深

仁

厚

澤

久

洽

寰

區

凡

日

月

所

照

臨

咸

梯

航

而

畢

至

收

圖

籍

而

藏

諸

天

府

采

歌

謠

而

列

於

樂

官

固

已

萬

邦

欽

聲

敎

之

隆

四

海

仰

車

書

之

盛

已

仁

化

雖

蕞

爾

小

邑

物

產

不

豐

然

其

間

傑

出

之

才

亦

非

無

可

表

見

者

使

能

爭

自

濯

磨

又

何

難

與

張

文

獻

余

忠

襄

諸

公

後

先

相

輝

映

特

患

其

安

於

僻

陋

不

能

奮

發

有

爲

耳
余

自

顧

非

材

謬

膺

民

社

下

車

伊

始

首

以

振

興

文

敎

爲

先

現

當

邑

志

吿

成

亟

宜

壽

諸

梨

棗

因

爲

之

催

集

經

費

庀

材

鳩

工

鏤

板

刷

印

上

以

備

輶

軒

之

採

擇

下

以

資

塾

黨

之

觀

摩

考

古

證

今

交

相

勸

勉

庶

幾

風

移

俗

易

仁

壽

同

登

則

是

書

之

成

夫

豈

小

補

也

哉

光

緖

元

年

歲

在

㫋
蒙

大

淵

獻

春

正

月

署

知

縣

事

長

白

瓜

尔

佳

氏

葆

椿

謹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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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

脩

邑

志

序

邑

志

之

脩

山

川

土

物

風

俗

人

情

於

是

乎

在

俾

守

土

者

得

以

相

其

地

宜

起

其

頽

俗

因

利

乘

便

著

爲

政

令

此

其

關

係

爲

甚

鉅

也

仁

邑

山

深

林

密

田

多

磽

确

農

民

習

爲

隋

窳

不

務

正

業

以

致

井

里

蕭

條

風

俗

彫

敝

而

科

第

之

寥

寥

則

幾

百

年

將

地

氣

使

之

然

歟

抑

敎

化

有

未

力

歟

今

觀

其

志

乘

所

載

山

川

之

雄

勝

物

產

之

豐

饒

風

俗

之

醇

樸

與

夫

孝

子

節

婦

科

名

絡

繹

皆

足

以

增

輝

梨

棗

而

今

古

殊

轍

若

此

者

風

氣

之

轉

移

有

其

幾

民

情

之

濡

染

有

其

漸

守

茲

土

者

但

睅

然

衣

租

食

稅

視

民

俗

之

厚

薄

漠

焉

不

加

喜

戚

於

其

心

則

民

惟

有

日

趨

於

澆

漓

已

耳

更

數

十

年

外

尙

可

言

哉

余

初

服

宦

卽

權

仁

篆

慨

然

有

志

振

興

而

積

重

難

返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故

以

爲

先

戒

惰

農

次

興

學

校

次

奬

節

義

十

年

生

聚

十

年

敎

訓

庶

風

俗

可

近

於

古

若

第

諉

爲

根

深

抵

固

莫

可

挽

囘

此

非

守

土

者

之

所

可

出

也

仁

邑

脩

志

近

十

年

無

力

付

梓

諸

紳

呈

請

改

訂

爲

之

略

加

點

竄

仍

未

能

開

雕

則

境

內

之

疾

苦

可

知

矣

因

綴

數

語

以

待

後

之

守

斯

土

者

光

緖

捌

年

壬

午

春

月

楚

沔

知

縣

事

鄧

倬

堂

謹

譔



ZhongYi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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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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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七

原

敘

不

佞

暐

朿

髮

受

詩

書

卽

以

爲

喆

士

偉

人

非

楊

休

補

衮

銘

功

景

鐘

則

握

牒

操

觚

昭

垂

不

朽

廼

今

已

一

行

作

吏

俛

首

受

檄

有

年

矣

壬

辰

秋

八

月

待

辠

韶

之

仁

化

念

嶺

嶠

之

外

境

土

嵐

瘴

閭

閻

疾

苦

之

未

嘗

日

廩

廩

扶

力

不

給

閱

數

月

修

舉

政

務

稍

見

就

緖

公

餘

訪

邑

父

老

得

志

缺

狀

私

心

益

用

凜

凜

竊

自

惟

我

明

興

二

百

餘

年

來

遺

化

霑

漑

文

敎

日

熈

卽

一

泉

石

之

勝

好

事

者

且

張

皇

頌

述

仁

化

誠

彈

丸

然

麗

水

佳

山

置

牧

設

長

黎

獻

不

乏

承

吏

廼

爾

志

載

寥

落

荒

曶

闇

没

將

觀

風

問

俗

者

何

所

稽

覈

哉

夫

過

高

堂

者

仰

謳

浮

睢

渙

者

思

彩

不

佞

旣

吏

茲

土

安

所

逃

其

責

間

嘗

逖

覽

邃

古

典

謨

訓

誥

諸

篇

纚

纚

明

備

獨

弗

及

幽

隱

巖

伏

班

馬

以

下

史

事

日

益

詳

最

後

有

郡

邑

志

而

幽

隱

巖

伏

之

蹟

炳

若

指

掌

不

佞

用

是

弗

獲

辭

茲

勉

於

案

牒

暇

裒

集

傳

聞

詮

次

舊

章

發

凡

舉

例

爲

繪

以

象

形

者

一

曰

圖

位

爲

記

以

載

事

者

六

曰

輿

地

曰

賦

役

曰

秩

官

曰

政

治

曰

禮

敎

曰

人

才

外

以

備

遺

者

一

曰

雜

攟

而

總

之

則

爲

上

下

八

卷

仍

丐

大

名

家

文

敘

弁

諸

首

以

光

傳

記

庶

幾

哉

無

復

幽

巖

遺

缺

向

之

荒

曶

闇

没

者

由

茲

燦

乎

可

睹

已

如

曰

握

牒

操

觚

以

昭

垂

不

朽

也

則

吾

豈

敢

時

萬

厯

二

十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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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禹

都

司

馬

暐

撰

案

其

時

總

纂

爲

知

縣

司

馬

暐

協

纂

爲

敎

諭

劉

大

縉

訓

導

賴

文

煥

校

繕

爲

邑

歲

貢

譚

際

可

舉

人

劉

泰

然

葉

夢

熊

編

次

爲

生

員

劉

天

然

劉

時

化

蒙

仁

章

督

梓

爲

生

員

劉

油

然

譚

正

蒙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九

原

敘

仁

化

古

揚

州

地

厯

漢

唐

類

湮

沒

靡

考

至

明

興

紘

維

具

整

德

澤

南

洽

而

衣

冠

人

物

彬

彬

可

覩

矣

顧

邑

乘

散

佚

君

子

憊

焉

於

乎

安

得

昭

明

世

繼

春

秋

者

成

此

志

哉

然

史

失

求

諸

野

亦

不

易

言

矣

非

至

公

則

秉

筆

不

直

非

三

長

則

取

義

不

精

非

加

意

政

敎

者

提

衡

於

上

則

沿

襲

無

當

毋

亦

難

其

人

乎

歲

壬

辰

邑

侯

司

馬

公

下

車

潔

已

愛

民

才

敏

而

慮

周

考

衰

捄

敝

不

憚

改

絃

易

轍

諸

凡

疆

域

風

土

戸

口

差

役

學

校

鄕

賢

秩

祀

兵

防

之

源

委

本

未

節

錯

絲

棼

皆

侯

之

昕

夕

廩

廩

者

深

惟

軌

度

弗

昭

胡

以

示

後

非

古

君

子

之

志

也

於

是

以

其

精

神

思

慮

之

擘

畫

者

登

之

於

籍

旣

行

而

效

者

識

之

以

立

準

焉

行

而

未

成

者

著

之

以

考

終

焉

當

行

而

未

及

行

者

表

之

以

望

屬

焉

銓

次

成

編

用

昭

一

邑

信

史

蓋

侯

洓

水

之

的

裔

於

三

長

有

所

承

授

者

重

以

公

心

行

之

以

故

不

剽

見

聞

而

求

施

用

非

侈

觀

覽

而

資

化

理

按

之

則

其

實

可

稽

究

之

則

其

效

可

睹

小

足

以

序

職

大

足

以

經

世

而

因

革

之

宜

廢

舉

之

當

燦

然

備

矣

洎

屬

稿

謂
不

佞

泰

然

濫

竿

校

讎

宜

序

簡

未

竊

聞

志

者

史

之

流

别

也

土

地

人

民

政

事

侯

邦

三

寶

舍

是

未

有

能

爲

志

者

自

王

迹

熄

國

史

亡

獨

周

禮

在

魯

孔

子

因

而

作

春

秋

蓋

當

時

周

召

人

爲

卿

相

出

爲

藩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十

宣

召

公

繫

諸

侯

之

風

周

公

繫

王

者

之

化

自

其

封

魯

世

不

乏

賢

以

奠

邦

土

則

奄

有

龜

蒙

保

有

鳬

繹

詩

詠

之

矣

以

化

邦

民

則

變

其

禮

易

其

俗

史

稱

之

矣

而

政

事

之

原

壹

禀

於

平

易

近

民

是

史

爲

實

錄

孔

子

取

焉

斷

以

大

義

與

天

地

幷

立

豈

非

以

人

重

哉

茲

侯

之

治

行

種

種

不

具

書

總

之

政

以

時

順

化

以

俗

宜

用

以

保

乂

其

地

輯

綏

其

民

庶

幾

周

召

比

績

君

子

曰

觀

志

斯

知

政

矣

志

顧

不

重

與

昔

計

然

任

公

精

於

治

生

太

史

公

萃

之

爲

傳

以

爲

治

生

家

者

所

必

資

爲

邑

與

治

生

一

也

今

侯

以

其

殫

精

於

治

者

載

之

籍

記

泰

然

第

援

其

籍

記

而

播

述

之

俾

後

之

爲

仁

化

者

閱

其

志

知

其

所

用

心

而

守

之

垂

之

永

永

則

昭

明

世

繼

春

秋

意

在

斯

乎

非

徒

存

文

獻

而

已

也

邑

人

劉

泰

然

撰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十
一

原

敘

今

上

龍

飛

之

歲

混

一

天

下

東

西

南

北

無

思

不

服

風

被

十

年

化

理

淪

洽

乃

命

儒

臣

修

大

淸

一

統

志

部

符

下

省

取

郡

邑

成

書

以

獻

於

是

太

守

馬

公

檄

仁

化

討

故

牒

編

新

紀

具

如

五

邑

之

例

應

瑞

待

罪

於

縣

三

載

兢

兢

奉

職

懼

不

足

稱

使

幸

際

大

典

俾

遐

陬

僻

壤

從

國

籍

之

末

覲

光

闕

庭

敢

不

盡

力

顧

仁

化

於

韶

人

材

物

產

遜

他

邑

遠

甚

曩

爲

令

者

或

忽

棄

不

志

自

明

萬

厯

司

馬

暐

始

創

之

於

今

八

十

年

中

更

兵

火

故

老

遺

書

漫

無

可

考

懼

不

足

備

網

羅

貽

聖

作

明

述

之

誚

又

伏

自

念

地

有

大

小

事

有

繁

簡

而

理

無

異

同

如

人

之

身

修

短

肥

瘠

美

惡

殊

矣

五

官

百

骸

未

有

或

殊

者

應

瑞

所

治

亦

有

人

民

亦

有

社

稷

有

政

有

敎

皆

在

同

文

同

軌

之

內

且

地

連

江

楚

獨

當

二

面

尉

佗

所

恃

以

控

制

上

游

勢

不

得

輕

由

唐

建

縣

千

有

餘

載

迄

於

今

儉

樸

之

俗

不

遷

而

刓

敝

稍

甚

吏

與

民

望

九

閽

萬

里

茲

得

繪

形

勢

指

畫

事

情

引

陳

詩

納

賈

之

誼

如

親

見

古

帝

王

於

巡

狩

雖

小

國

諸

侯

毋

倦

淸

問

豈

庸

以

簡

小

自

匿

則

斯

志

也

文

不

足

而

質

有

餘

卽

珍

錯

非

倫

十

畝

閒

閒

桑

麻

相

映

野

老

雜

坐

較

雨

量

晴

麥

飯

菜

羹

淡

而

有

本

其

猶

元

魯

山

連

袂

歌

于

蔿

之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十
二

遺

也

謹

訂

訛

刪

冗

拾

遺

續

絶

别

爲

八

紀

三

十

條

藉

手

報

郡

備

大

一

統

細

流

抔

土

之

納

述

其

時

義

以

序

時

康

熈

十

二

年

歲

在

癸

丑

春

大

興

鹿

應

瑞

撰

案

鄭

志

云

鹿

應

瑞

重

修

邑

志

未

竟

而

卒

以

本

序

幷

李

序

考

之

當

是

方

成

書

十

五

年

遭

楊

賊

之

燬

故

其

志

不

存

也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十
三

原

敘

仁

陽

一

隅

何

志

乎

有

社

稷

焉

有

民

人

焉

亦

周

之

職

方

漢

之

上

太

史

也

嶺

嶠

皆

赤

子

九

重

宵

旰

且

軫

念

之

矣

顧

志

自

司

馬

暐

創

之

於

前

鹿

應

瑞

續

之

於

後

而

兵

燹

以

來

簡

篇

旣

蠧

文

獻

莫

徵

夢

鸞

謭

陋

曷

敢

輕

搦

管

會

部

省

郡

檄

下

弗

獲

辭

廼

勉

竭

駑

鈍

爲

之

綴

遺

薙

蕪

雅

訂

訛

閱

兩

月

書

成

上

之

省

郡

憲

而

因

與

邑

人

言

曰

從

來

志

之

難

爲

也

尙

典

雅

者

多

脫

略

務

詳

核

者

每

繁

冗

工

詞

而

或

背

於

理

論

治

而

或

闇

於

事

狥

情

則

美

刺

易

溷

勦

說

則

名

實

失

倫

此

吕

覽

之

龎

襍

淮

南

之

袤

詭

所

由

譏

也

仁

邑

都

里

僅

六

無

竒

毓

勝

產

縱

具

三

長

史

才

無

所

用

雖

然

尺

地

王

土

一

民

王

臣

控

制

之

必

畫

也

秩

官

之

必

建

也

兵

農

之

必

講

也

綱

紀

所

從

出

敎

化

所

由

興

則

志

之

文

不

容

以

不

謹

矣

竊

嘗

怪

世

之

人

以

文

爲

心

不

以

道

爲

文

且

以

文

爲

仕

不

以

文

爲

政

夫

文

而

不

本

於

道

則

外

於

文

政

而

不

本

於

文

則

乖

於

政

儒

者

出

宰

一

方

貴

取

其

方

之

山

川

賦

役

與

夫

民

情

土

俗

悉

閱

而

周

知

之

然

後

補

偏

救

弊

湔

澆

培

醇

利

可

興

害

可

除

生

聚

敎

訓

可

底

於

有

成

則

於

何

取

之

亦

於

志

取

之

矧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十
四

聖

天

子

崇

儒

重

道

於

上

諸

臣

工

體

國

經

野

於

下

霜

露

所

墜

莫

不

尊

親

卽

邑

自

有

虞

氏

搏

拊

於

韶

德

音

所

被

名

曰

仁

化

而

至

今

說

禮

敦

詩

量

晴

較

雨

原

不

少

樸

士

良

農

也

堯

君

堯

民

之

時

而

可

以

不

載

道

之

言

訓

乎

故

夢

鸞

言

雖

不

文

然

蠡

測

管

窺

之

議

其

中

後

佛

老

先

王

政

凡

可

勗

官

勵

世

之

條

尤

兢

兢

三

致

意

焉

生

斯

宦

斯

者

披

覽

之

下

庶

亦

深

長

思

乎

幸

勿

以

一

隅

鄙

仁

陽

也

康

熈

二

十

五

年

廣

李

夢

鸞

撰

案

其

時

總

纂

爲

知

縣

李

夢

鸞

協

纂

爲

敎

諭

崔

登

桂

訓

導

陳

上

達

校

繕

爲

邑

人

譚

性

學

舉

人

劉

廷

譓

編

次

爲

貢

生

葉

之

英

凌

玉

京

生

員

梁

維

鞏

督

梓

爲

者

民

譚

徽

聲

楊

賢

錫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十
五

原

敘

今

夫

邑

之

有

誌

也

其

猶

國

之

有

史

乎

江

淹

謂

修

史

之

難

無

出

於

志

鄭

樵

亦

曰

志

者

憲

章

之

所

繫

然

則

志

亦

史

也

顧

史

則

一

成

而

不

易

志

則

閱

數

十

年

而

更

新

修

志

與

修

史

有

不

能

一

律

論

者

若

事

不

贍

核

文

不

雅

馴

何

所

取

裁

猥

云

文

獻

吾

懼

其

不

足

徵

也

已

仁

化

縣

志

自

司

馬

暐

創

之

於

前

李

夢

鸞

續

之

於

後

迄

今

越

百

三

十

有

二

年

其

間

遺

文

軼

事

所

謂

地

以

人

傳

人

以

地

傳

雖

世

遠

年

湮

固

可

考

而

得

也

昔

先

王

畫

地

居

民

繡

錯

而

犬

牙

之

分

域

土

稽

度

考

憲

可

以

觀

土

風

而

騐

隆

污

也

屬

詞

比

事

詮

奇

表

異

可

以

詧

民

情

而

劑

政

令

也

衮

鉞

片

言

彰

闡

百

世

可

以

按

往

牒

而

備

法

戒

也

仁

邑

自

有

虞

氏

博

拊

於

韶

卽

彈

丸

之

區

莫

不

有

封

域

星

野

之

分

戸

口

土

田

之

數

厚

生

正

德

之

方

凡

夫

沿

革

建

置

秩

官

經

政

選

舉

學

校

以

逮

賦

役

兵

防

風

土

謡

俗

事

事

悉

皆

經

理

可

不

區

别

臚

陳

乎
曾

承

乏

下

邑

適

逢

大

憲

興

利

舉

廢

紀

綱

所

及

先

以

文

獻

爲

懷

飭

令

所

屬

纂

修

邑

乘

自

顧

駑

駘

黽

勉

從

事

惟

是

顯

微

闡

幽

厥

任

匪

易

以

百

數

十

年

之

事

實

逞

一

已

之

意

見

爲

定

評

思

欲

信

今

而

傳

後

難

矣

爰

與

邑

紳

士

採

輯

羣

言

共

襄

盛

舉

修

詞

貴

簡

紀

事

貴

實

詳

而

不

冗

精

而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原
敘

十
六

不

儉

分

門

别

類

縷

析

條

分

以

成

續

志

邑

中

地

瘠

民

貧

野

多

曠

土

宰

斯

邑

者

采

風

問

俗

補

偏

救

弊

庶

於

布

德

同

風

起

化

善

俗

思

過

半

矣

方

今

聖

天

子

大

一

統

下

職

方

詢

都

邑

上

計

吏

故

實

同

軌

同

文

於

茲

爲

盛

仁

邑

雖

褊

小

敢

不

潤

色

鴻

猷

於

以

表

揚

盛

朝

之

雅

化

而

著

不

朽

之

芳

踪

哉

雖

然

見

聞

有

限

博

採

難

周

異

日

拾

遺

補

闕

尙

有

俟

後

君

子

之

筆

削

焉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己

卯

孟

冬

明

江

鄭

紹

曾

撰

案

時

總

纂

爲

知

縣

鄭

紹

曾

拹

纂

爲

敎

諭

易

性

舒

訓

導

李

廷

璜

校

繕

爲

拔

貢

譚

守

讓

李

翹

楚

貢

生

蒙

慶

奎

黎

梧

彩

編

次

爲

附

貢

譚

福

元

職

員

劉

志

信

譚

中

孚

廩

生

黃

尙

選

譚

澐

生

員

劉

明

遠

督

梓

爲

增

生

陳

步

雲

生

員

朱

粤

鍾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職
名

一

纂

修

仁

化

縣

志

職

名

主

修

欽

加

同

知

銜

仁

化

縣

知

縣

陳

鴻
聊
城
人

總

纂

仁

化

縣

敎

諭

兼

理

訓

導

劉

鳳

輝
新
㑹
人

参

訂

六

品

頂

戴

仁

化

縣

典

史

錢

正

修
金
壇
人

分

纂

拔

貢

生

劉

思

楨
邑

人

歲

貢

生

方

均
邑

人

恩

貢

生

譚

世

芳
邑

人

恩

貢

生

葉

華

國
邑

人

總

理

經

費

增

生

劉

燃

照
邑

人

兼
分
□

欽

賞

藍

翎

分

發

江

西

候

補

縣

楊

德

榮
邑

人

編

校

增

生

孫

雲

錦
邑

人

附

生

黃

文

山
邑

人

繪

圖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凡
例

二

凡

例

一

仁

化

志

原

有

司

馬

暐

原

本

時

號

信

史

迨

康

熙

時

已

稱

湮

滅

殆

盡

至

李

志

詳

於

論

說

而

略

於

採

葺

鄭

志

則

更

疎

略

矣

今

若

仍

其

簡

陋

曷

足

以

示

將

來

故

雖

不

敢

妄

爲

變

更

亦

不

能

苟

爲

附

和

秉

筆

者

用

加

愼

焉

一

圖

象

舊

無

考

棚

考

棚

後

建

也

無

丹

霞

今

圖

之

紀

勝

也

圖

仁

化

不

可

不

圖

丹

霞

也

一

類

目

共

分

十

二

門

俱

仍

其

舊

每

門

小

序

可

因

考

因

不

没

前

人

美

也

宜

易

者

易

紀

載

有

不

同

也

除

輿

地

一

序

新

增

兵

防

人

物

另

作

建

置

風

土

古

蹟

有

改

易

餘

多

仍

其

舊

一

作

志

者

不

無

議

論

修

志

者

亦

不

無

所

見

有

所

見

而

爲

之

論

正

非

徒

浪

費

筆

墨

也

故

前

論

悉

爲

備

載

新

添

者

用

案

字

以

别

之

一

各

門

中

舊

志

有

不

盡

合

者

如

輿

地

首

縣

治

而

以

城

池

先

之

城

池

非

輿

地

也

輿

地

總

論

一

條

乃

形

勝

而

非

縣

治

也

古

蹟

以

壇

壝

廟

宇

當

之

壇

廟

不

可

爲

古

蹟

也

凡

此

類

悉

易

置

之

庶

於

義

例

無

乖

一

舊

志

各

門

多

遺

漏

更

有

應

志

不

志

者

如

温

泉

墟

市

武

官

金

石

尊

經

閣

之

類

又

有

祗

志

現

存

而

不

志

舊

制

者

如

濂

溪

書

院

錦

石

書

院

仁

陽

義

學

古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凡
例

三

井

古

秦

城

之

類

亟

搜

採

補

入

一

修

志

者

動

輒

删

汰

前

作

茲

之

所

删

者

如

山

川

書

堂

巖

云

巖

竇

隱

見

無

路

可

攀

余

公

之

寓

恐

妄

也

則

删

之

選

舉

幷

載

例

貢

監

生

候

選

職

銜

多

人

則

删

之

此

外

卽

有

删

而

仍

附

於

後

不

敢

輕

也

所

以

俟

後

來

之

叅

考

也

一

有

舊

欠

考

究

而

宜

正

者

如

學

宮

先

建

於

舊

邑

東

爲

走

馬

坪

後

遷

於

新

邑

西

爲

今

縣

治

乃

謬

爲

舊

建

於

縣

治

西

後

遷

於

縣

治

東

由

縣

達

省

城

九

百

九

十

里

謬

爲

五

百

九

十

里

李

充

茂

捨

丹

霞

山

於

澹

歸

謬

爲

捨

别

傳

寺

之

類

皆

不

可

不

正

也

一

山

川

徒

志

其

名

猶

不

志

也

茲

於

里

道

遠

近

外

其

交

界

險

要

詳

注

之

俾

覽

者

得

以

悉

地

利

焉

添

注

巖

砦

痛

定

思

痛

有

餘

慨

矣

一

學

校

人

材

所

由

作

也

風

土

民

俗

所

由

敦

也

敎

養

之

道

其

在

茲

乎

故

於

二

者

特

加

詳

一

秩

官

明

代

以

前

或

無

可

稽

而

康

熙

六

十

年

中

知

縣

僅

紀

十

二

人

雍

正

無

紀

又

政

績

自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至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百

三

十

年

間

豈

無

一

賢

宰

一

善

政

可

紀

乃

舊

志

幷

未

一

志

其

他

多

類

是

是

不

能

無

憾

也

茲

從

搜

羅

中

或

僅

登

其

姓

氏

或

補

敘

其

善

政

善

行

然

十

不

獲

一

矣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凡
例

四

一

人

物

不

紀

其

實

而

空

加

褒

美

之

詞

便

輒

編

入

恐

有

乖

公

道

矣

茲

必

以

實

行

爲

㨿
統

之

以

列

傳

其

通

套

褒

奬

者

不

入

庶

直

道

有

在

人

敦

實

行

乎

一

閨

門

爲

起

化

之

原

乃

嚴

於

善

行

而

寛

於

節

孝

者

何

蓋

嚴

善

行

所

以

黜

虛

名

虛

名

黜

則

實

行

彰

矣

至

閨

門

中

皆

知

慕

節

孝

之

名

則

風

俗

自

此

而

正

若

必

剌

剌

於

曖

昧

不

明

以

誣

人

閨

閫

君

子

不

爲

也

至

實

而

不

濫

責

在

採

報

者

一

牖

世

覺

民

必

頼

於

聖

言

故

於

御

製

諭

文

等

篇

雖

不

能

盡

錄

亦

必

以

類

敬

謹

繕

入

他

如

碑

文

石

刻

有

關

治

道

者

亦

搜

登

之

非

徒

以

資

博

覽

所

以

爲

政

敎

之

助

也

一

文

藝

舊

志

略

無

倫

次

茲

序

而

編

之

世

代

爵

里

亦

加

考

正

俾

知

人

可

以

論

世

焉

一

仁

邑

金

石

文

翰

莫

富

於

丹

霞

錄

金

石

不

錄

丹

霞

丹

霞

自

有

志

也

詩

文

多

載

丹

霞

沿

舊

志

也

新

收

者

從

略

一

凡

添

補

者

㨿
某

書

則

注

某

書

字

㨿
採

訪

則

注

採

訪

册

字

其

爲

原

志

所

有

者

不

加

注鳳

輝

謹

識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總
目

一

仁

化

縣

志

總

目

卷

首叙

文

職

名

凡

例

目

錄

卷

一圖

象

縣

境

全

圖

縣

城

圖

縣

署

圖

學

宫

圖

考

棚

圖

丹

霞

山

圖

附

輿

地

疆

域

沿

革

形

勝

山

川

巖

砦

水

利

温

泉

附

建

置

城

池

公

署

塘

舖

考

棚

敎

塲

壇

廟

都

圖

橋

梁

坡

圳

井

泉

附

墟

市

卷

二學

校

學

制

祀

典

學

額

學

田

學

規

書

院

社

學

卷

三貢

賦

糧

則

雜

稅

鹽

法

歲

派

卷

四秩

官

職

官

表

宦

績

流

庽

兵

防

弁

兵

汛

地

隘

口

盜

賊

卷

五風

土

氣

候

風

俗

歲

時

習

尙

講

約

鄕

飮

物

產

災

祥

附

古

蹟

城

址

廨

宅

坊

表

樓

亭

寺

金

石

附

選

舉

薦

舉

進

士

舉

人

明

經

仕

宦

封

蔭

軍

功

卷

六列

傳

人

物

列

女

耆

伎

藝

仙

釋

卷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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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總
目

二

藝

文

文

雜

著

卷

八藝

文

詩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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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圖
象

一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圖

象

第

一

縣

境

全

圖

縣

城

圖

縣

署

圖

學

宫

圖

考

棚

圖

丹

霞

山

圖
附

圖

象

志

古

者

晝

卦

立

象

圖

形

以

示

其

後

遂

觀

象

以

繫

辭

因

圖

以

立

說

可

知

聖

人

作

爲

訓

辭

未

有

不

先

以

圖

象

示

人

者

也

考

周

禮

職

方

氏

掌

邦

國

版

圖

設

都

制

邑

公

侯

伯

子

男

之

國

各

有

史

猶

今

省

郡

州

邑

之

各

有

志

志

具

版

圖

記

事

雖

詳

尙

煩

想

像

繪

圖

以

示

一

望

瞭

然

志

之

圖

其

卽

立

說

繫

辭

之

圖

象

乎

舊

志

已

各

繪

其

象

但

因

時

變

易

制

度

或

異

特

圖

於

卷

首

以

備

覽

觀

志

圖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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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i

舊
志
司
馬
暐
曰
右
圖
位
非
爲
玩
也
圖
封
域
以
知
廣

輪
之
數
圖
城
池
以
示
愼
固
之
義
圖
縣
治
以
重
承
宣

之
責
圖
學
宫
以
昭
尊
崇
之
典
凡
此
皆
有
司
之
大
務

也

圖

之

斯

謹

之

謹

之

斯

勿

負

厥

職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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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一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輿

地

第

二

疆

域

沿

革

形

勝

山

川

巖

砦

水

利

温

泉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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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疆
域

五

輿

地

志

申

畫

郊

圻

愼

固

封

守

古

先

王

所

以

建

國

邑

也

有

都

國

必

有

圖

籍

圖

象

有

志

矣

畫

土

而

治

分

民

而

理

其

中

有

析

有

合

有

因

有

革

疆

域

之

廣

狹

山

川

之

流

峙

里

道

之

遠

近

宜

詳

形

势

之

險

易

宜

講

大

政

遠

猷

皆

從

此

出

仁

化

雖

小

亦

古

之

建

邑

也

土

宇

昄

章

播

之

方

輿

上

登

天

府

經

之

理

之

一

方

淸

晏

百

代

治

安

可

按

籍

而

稽

焉

志

輿

地

疆

域

仁

化

在

韶

之

東

北

東

西

廣

一

百

一

十

里

南

北

袤

一

百

四

十

里

東

至

南

雄

聞

韶

界

五

十

里

西

至

樂

昌

縣

黃

土

嶺

界

六

十

里

南

至

曲

江

縣

界

牌

界

十

五

里

北

至

湖

南

桂

陽

縣

松

子

嶺

界

一

百

二

十

里

東

北

至

江

西

大

庾

縣

內

良

界

一

百

三

十

里

西

北

至

樂

昌

縣

飛

鳳

垇

界

七

十

里

東

南

至

曲

江

縣

石

碑

界

十

五

里

西

南

至

曲

江

縣

大

嶺

界

八

十

里

自

縣

治

達

府

城

陸

路

一

百

二

十

里

水

路

一

百

六

十

里

達

省

城

陸

路

九

百

九

十

里

水

路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里

至

南

京

三

千

六

百

八

十

里

至

京

師

七

千

一

百

三

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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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沿
革

六

沿

革

仁

化

古

揚

州

地

春

秋

爲

百

粵

屬

楚

秦

開

嶺

表

屬

南

海

郡

漢

初

趙

佗

據

嶺

南

屬

南

越

武

帝

元

鼎

五

年

伏

波

將

軍

路

博

德

平

粵

亂

以

曲

江

湞

陽

浛

洭

三

縣

屬

桂

陽

郡

隸

荆

州

縣

爲

曲

江

之

北

境

三

國

屬

吳

黃

武

五

年

屬

廣

州

甘

露

元

年

分

桂

陽

南

海

郡

地

置

始

興

郡
卽

今

府

治

屬

始

興

隋

開

皇

九

年

省

諸

郡

於

始

興

郡

置

廣

州

路

總

管

府

於

南

海
卽

今

府

治

統

縣

一

十

六

仍

屬

曲

江

唐

高

祖

武

德

四

年

分

廣

州

之

曲

江

始

興

樂

昌

翁

源

置

韶

州

垂

拱

四

年

分

曲

江

縣

仁

化

光

宅

淸

化

潼

陽

置

仁

化

縣

隸

韶

州

五

代

屬

南

漢

宋

太

祖

開

寶

三

年

俘

劉

鋹

嶺

南

悉

平

五

年

省

仁

化

人

樂

昌

眞

宗

咸

平

三

年

復

立

仁

化

縣

於

光

宅

鄕

卽

今

縣

治

屬

廣

南

東

路

元

置

韶

州

路

總

管

府

屬

韶

州

路

明

洪

武

元

年

攺

韶

州

路

爲

府

領

縣

六

曲

樂

翁

乳

英

而

仁

化

隸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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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形
勝

總
論

七

國

朝

因

之

案

仁

化

唐

縣

也

通

志

載

蕭

齊

置

仁

化

縣

後

省

考

梁

天

監

七

年

分

曲

江

北

境

置

梁

化

縣

卽

今

樂

昌

縣

十

七

年

分

梁

化

縣

置

平

石

縣

又

名

綿

石

卽

今

縣

地

故

唐

貞

觀

間

韶

州

統

縣

六

已

有

仁

化

而

非

今

縣

今

縣

自

垂

掑

四

年

始

也

形

勝

界

連

三

省

山

川

盤

鬰

蹊

徑

崎

嶇

亦

稱

險

阻
省

通

志

總

論

邑

分

三

水

縱

橫

畧

相

當

東

北

而

上

統

名

上

水

由

康

溪

胡

坑

踰

白

石

嶺

峻

聳

嵳

峩

踞

其

巓

而

亭

分

紫

嶺

厚

塘

古

夏

在

望

焉

星

羅

碁

布

皆

以

川

流

介

之

蓋

亦

上

水

一

都

會

也

長

江

界

連

豫

章

向

有

迴

龍

高

岡

週

各

總

之

名

今

統

而

名

龍

岡

週

者

是

也

蹊

徑

崎

嶇

僻

居

散

處

山

則

層

巒

疊

嶂

水

則

兩

澗

交

滙

長

江

始

通

小

舟

合

扶

溪

水

於

恩

口

其

流

始

大

西

披

荆

度

幽

谷

紆

迴

曲

折

抵

城

口

昔

趙

佗

築

城

於

斯

以

壯

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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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總
論

八

浦

者

蓋

接

壤

於

楚

會

界

至

新

橋

而

止

水

從

桂

嶺

發

源

泉

淸

石

密

浸

不

盈

寸

注

歸

城

口

舟

楫

頗

輳

號

爲

恩

溪

沿

岸

順

流

而

下

水

之

東

西

甲

卽

恩

村

明

制

設

以

巡

司

國

朝

始

裁

水

厯

虎

跳

之

險

會

恩

口

陸

上

陽

和

之

坡

經

厚

坑

坑

有

小

水

合

兩

溪

同

歸

於

河

廉

石

之

下

分

二

徑

一

達

縣

治

一

通

赤

石

逕

者

爲

邑

中

水

而

入

下

水

之

咽

路

者

也

邑

之

下

水

偏

在

西

南

芋

田

蔴

塘

距

城

不

下

數

里

其

絶

河

而

處

者

唯

石

母

距

城

十

五

里

界

牌

屬

曲

江

所

轄

地

僅

尺

幅

山

多

奇

異

錦

石

連

雲

丹

峯

挿

天

靑

雲

掩

映

凉

傘

對

峙

磊

落

崚

峭

皆

成

名

勝

廖

灣

夏

富

襟

水

帶

山

中

坌

界

在

樂

境

大

富

接

壤

曲

江

有

黃

土

大

嶺

七

里

長

冲

之

逕

爲

之

扼

要

平

岡

接

踵

大

富

當

韶

仁

要

路

與

新

村

郞

田

首

尾

相

應

石

塘

連

中

坌

臨

厯

林

勢

居

上

游

爲

樂

邑

往

來

孔

道

江

頭

衢

地

寬

衍

四

方

商

旅

往

往

借

棲

駐

足

貿

易

略

便

遥

與

馬

鞍

岡

控

制

馬

鞍

背

高

處

易

山

光

明

媚

貴

地

高

宅

皆

趾

相

接

而

齒

相

依

者

也

環

錯

相

望

無

山

林

險

阻

沮

澤

之

形

自

成

犄

角

之

勢

稍

有

緩

急

一

呼

可

集

地

使

然

也

五

臺

白

星

之

隱

秀

環

拱

於

外

潼

陽

澌

溪

涓

涓

瀠

遶

循

潼

口

入

河

邑

之

眾

流

畢

會

於

此

矣

然

霖

潦

而

浪

湧

濤

翻

霽

涸

則

山

高

水

淺

肩

挽

手

推

汗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總
論

九

背

砭

骨

利

涉

之

難

往

往

如

是

邑

之

地

勢

殊

途

風

景

别

致

保

之

釐

之

是

在

因

地

制

勝

者
李

志

司

馬

暐

曰

仁

陽

雖

蕞

爾

小

邑

而

龍

山

靑

雲

枕

其

北

星

山

涼

傘

帶

其

南

東

則

襟

庾

嶺

而

扶

溪

常

澄

西

則

引

臺

山

而

湞

水

如

練

錦

石

連

雲

跨

江

入

岫

蓋

韶

南

一

大

觀

也

說

者

謂

淸

淑

之

氣

至

郴

而

止

復

自

韶

而

始

仁

化

邑

當

楚

粵

交

其

接

中

州

之

靈

秀

肇

嶺

表

之

鬰

葱

者

乎

鹿

應

瑞

曰

昔

趙

佗

築

城

於

仁

百

二

十

里

以

橫

浦

卽

今

城

口

也

城

口

接

壤

桂

陽

而

橫

浦

爲

南

安

入

嶺

之

關

蓋

當

時

大

庾

東

嶺

未

開

路

近

仁

化

之

北

是

以

爲

密

邇

聲

援

也

今

雄

州

稱

孔

道

而

江

右

之

人

往

往

走

㨗
徑

於

此

地

則

仁

化

一

邑

北

距

楚

東

北

距

江

獨

當

二

面

亦

設

險

者

所

宜

備

耶

案

省

通

志

韶

州

唇

齒

江

湘

咽

喉

交

廣

當

百

粵

之

衝

仁

邑

接

壤

郴

桂

兼

通

南

安

爲

三

省

之

交

據

南

韶

上

游

則

仁

化

又

韶

之

唇

齒

咽

喉

也

鹿

論

誠

是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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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山

白

雲

山

城

東

北

一

百

三

十

五

里

東

屬

崇

義

北

屬

桂

陽

南

屬

仁

化

其

高

千

仭

延

袤

數

百

里

廣

東

廣

西

湖

南

江

西

數

省

發

脉

之

祖

山

也

登

高

一

望

韶

陽

郴

桂

咸

在

目

中

上

分

五

嶺

尖

圓

平

奧

不

能

殫

述

山

頂

有

巖

中

有

神

像

傍

有

九

曲

池

遠

望

如

屛

常

有

范

姓

居

此

故

土

人

呼

爲

范

山

又

訛

爲

飯

時

山
參

桂

陽

志

廉

石

山

城

北

三

十

里

勢

連

郴

陽

邑

之

主

山

也

山

頂

有

石

井

泉

淸

不

竭

舊

志

云

鏬

中

有

鎗

竿

世

傳

黃

巢

過

所

投

今

宛

然
參

唐

府

志

龍

山

城

北

一

里

脉

接

廉

石

山

形

如

盤

龍

爲

縣

城

入

脉

之

處

上

有

礟

臺

今

爲

接

龍

亭
採

訪

册

文

峰

山

城

東

北

三

里

走

馬

坪

一

峰

特

起

聳

秀

形

家

以

爲

主

科

名

之

瑞
採

訪

册

雲

臺

山

城

東

北

九

十

里

接

江

西

界

形

勢

峻

壯

與

南

雄

楊

歴

巖

皆

爲

成

公

禪

師

道

塲

上

有

雲

臺

駱

駝

山

城

東

一

里

下

臨

深

潭

盤

遶

縣

治

筆

架

山

城

東

五

十

里

東

界

曲

江

界

三

峰

卓

如

筆

架

丹

霞

山

城

南

十

七

里

拔

起

江

于

踞

錦

巖

之

巓

聳

削

千

仭

望

之

如

囷

廩

如

層

城

三

面

皆

峭

壁

陡

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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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一

斑

斕

相

錯

故

名

一

徑

獨

上

有

天

然

巖

紫

玉

臺

長

老

峰

左

攀

鐵

索

上

海

螺

頂

前

有

片

鱗

舵

盤

雪

巖

龍

尾

石

諸

勝

明

末

南

贑

廵

撫

李

永

茂

避

居

於

此

其

弟

充

茂

以

捨

澹

歸

禪

師

康

熙

元

年

始

闢

爲

道

塲

建

別

傳

寺

殿

閣

輝

煌

竹

木

蓊

蔚

成

大

叢

林

名

士

過

游

者

多

有

詩

文

石

刻

別

見

寺

誌

咸

豐

間

邑

人

多

藉

此

以

避

冦
參

舊

志

五

臺

山

城

西

三

十

里

山

高

聳

週

廣

十

里

上

有

石

巖

深

廣

四

丈

許

巖

前

有

仙

跡

居

民

嘗

築

室

以

避

亂

鵬

風

山

城

西

四

十

里

西

界

樂

昌

世

傳

曾

有

巨

鳥

止

此

金

盞

銀

瓶

山

城

北

七

十

里

兩

山

對

峙

堪

輿

家

云

金

盞

對

銀

瓶

世

代

出

豪

英

卽

長

江

水

口

白

星

山

城

西

南

五

十

里

接

大

庾

嶺

舊

經

云

唐

武

德

中

有

星

墜

山

頂

光

如

曳

練

故

名

五

指

山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咸

豐

間

鄕

人

避

冦

者

賴

之
採

訪

册

平

頭

山

城

西

南

四

十

里

咸

豐

間

近

鄕

避

冦

者

多

居

其

上
採

訪

册

陽

臺

山

城

西

南

三

十

六

里

曲

折

而

上

高

數

十

仭

有

石

門

山

頂

古

松

數

十

株

咸

豐

間

鄕

民

避

冦

於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二

此

天

乙

山

城

西

三

十

六

里

在

羣

峰

中

挺

峙

峭

立

山

半

有

石

巖

峻

險

邑

人

劉

思

楨

等

倡

建

房

榭

山

境

深

幽

可

居

咸

豐

間

藉

此

避

冦
採

訪

册

卧

雲

山

城

西

四

十

里

形

勢

高

壯

咸

豐

八

年

邑

人

譚

耿

光

築

圍

於

此

邑

侯

黃

培

基

嘗

題

句

云

卧

起

霞

連

枕

雲

開

月

作

鄰
採

訪

册

火

燄

山

城

西

門

外

山

逼

瞰

縣

城

咸

豐

九

年

曾

築

望

樓

其

上
採

訪

册

大

鍋

山

城

西

北

五

十

里

西

界

曲

江

縣
採

訪

册

風

火

山

城

東

北

九

十

里

東

界

江

西

大

庾

嶺
採

訪

册

七

星

山

城

西

北

六

十

二

里
採

訪

册

紫

嶺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山

下

扶

溪

會

流

山

頂

常

浮

紫

氣

下

有

紫

嶺

村

恩

溪

嶺

城

北

七

十

里

恩

溪

經

其

西

地

接

桂

陽

前

有

蓮

花

嶺

左

有

羅

帶

水

環

流

右

有

文

筆

峰

峙

立

馬

繫

髮

嶺

城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羅

帶

水

出

焉

高

數

百

仭

吳

竹

嶺

城

西

北

三

十

里

西

界

樂

昌

舊

志

越

王

勾

踐

滅

吳

吳

子

孫

避

此

下

有

溪

亦

名

吳

溪

黃

嶺

城

西

北

六

十

里

西

界

樂

昌

北

界

湖

南

桂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三

陽

勢

極

高

峻

登

峰

遠

眺

韶

石

英

州

皆

烟

嵐

數

點

山

窩

產

白

茅

茶
採

訪

册

白

石

嶺

城

東

北

四

十

五

里

嶺

極

高

峻

上

有

一

垇

建

有

涼

亭

關

帝

祠

咸

豐

間

扶

溪

廵

司

李

起

鵬

於

半

嶺

築

隘

門

以

禦

冦
採

訪

册

麥

嶺

城

東

北

六

十

里
採

訪

册

亞

公

井

嶺

城

西

北

五

十

五

里

西

界

樂

昌

縣

有

古

井

相

傳

唐

時

陳

七

公

八

公

在

此

飛

昇
採

訪

册

黃

土

嶺

城

西

北

六

十

二

里

西

界

樂

昌

路

多

平

曠

無

險

可

守
採

訪

册

茶

頭

嶺

城

東

北

九

十

里

東

北

界

江

西

大

庾

縣

最

爲

險

阻
採

訪

册

苦

竹

峯

城

東

六

十

里

東

南

界

曲

江

東

北

界

南

雄

高

接

雲

日

爲

週

圍

羣

山

之

冠

早

晚

常

有

雲

霧

居

民

以

占

晴

雨

又

名

雨

徵

峯

靑

雲

峯

城

北

七

十

里

高

聳

峻

拔

四

山

環

拱

䝉
氏

世

居

其

下

禪

龕

石

城

南

十

里

臨

江

有

石

室

深

廣

二

三

丈

舊

傳

有

漁

人

江

上

遙

見

一

僧

安

坐

人

皆

異

之

後

數

日

莫

知

所

之

石

座

尙

存

涼

傘

石

城

南

十

里

一

名

涼

石

山

圓

如

張

葢

與

錦

石

巖

對

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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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四

潼

夾

石

城

南

三

十

里

二

石

對

峙

潼

水

經

其

前

石

上

有

巨

人

跡

長

數

尺

望

之

宛

然

觀

音

石

城

南

四

十

里

南

界

曲

江

高

千

仭

背

江

面

山

儼

如

彌

陀

大

士

冠

纓

趺

坐

之

象

其

下

澄

江

環

繞

舟

行

上

下

往

復

見

之

愈

遠

愈

眞

絶

妙

天

工

也

覆

船

石

城

南

四

十

里

兩

石

聯

起

狀

如

覆

船

故

名

穿

珠

石

城

西

五

十

里

石

塘

村

一

石

如

珠

當

河

中

流

四

面

玲

瓏

若

人

工

之

巧

週

圍

丈

許

高

亦

如

之

屯

軍

石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平

地

突

起

簇

簇

如

林

有

大

石

二

雄

峙

巍

峩

如

廩

囷

一

名

屯

囷

又

名

石

林

牛

牯

石

城

西

二

十

五

里

田

間

突

起

狀

如

牛

形

書

堂

巖

城

南

十

五

里

壁

立

峻

峭

宋

余

襄

公

嘗

讀

書

於

此

錦

石

巖

城

南

十

七

里

崖

中

石

壁

五

色

間

錯

五

代

時

有

僧

伽

憇

此

並

無

營

構

相

傳

南

宋

有

僧

法

雲

始

見

兹

山

奇

恠

攀

緣

而

上

歎

曰

半

生

在

夢

裏

過

了

今

日

始

覺

淸

虛

聚

眾

建

半

巖

有

小

洞

門

卽

取

號

夢

覺

關

錦

巖

之

名

始

著

由

洞

門

傍

巖

南

行

二

里

有

四

巖

宛

若

堂

殿

曰

千

聖

巖

祖

師

巖

伏

虎

巖

龍

王

巖

皆

深

邃

虛

濶

其

景

之

奇

絶

雖

妙

手

名

工

莫

能

摹

冩

半

砦

洪

巖

頂

接

丹

霞

峭

壁

危

立

級

盤

登

級

僅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五

受

趾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海

幢

寺

僧

古

健

覔

此

爲

養

静

之

所

自

癸

亥

築

至

己

巳

始

成

翠

竹

蒼

松

皆

其

手

植

邑

人

梁

元

廣

梁

元

齊

孫

錦

水

葉

展

修

葉

振

修

各

施

租

助

香

火

其

上

寛

廣

有

巖

可

宮

有

土

可

種

有

泉

可

汲

有

薪

可

樵

人

多

藉

此

以

避

冦

時

以

桃

源

擬

之
採

訪

册

金

龜

巖

城

南

三

十

里

連

曲

江

界

地

接

丹

霞

李

永

茂

有

詩

聚

奎

巖

城

南

六

十

里

邑

人

朱

瑛

肄

業

於

此

後

朱

瑩

朱

源

相

繼

有

名

靑

雲

巖

城

西

南

五

里

形

勢

端

聳

週

遶

三

四

里

一

門

逕

入

中

多

支

山

如

眉

嚴

燕

巖

諸

名

又

半

邊

鐘

分

爲

二

片

花

欄

追

紐

無

不

宛

然

山

頂

廣

濶

有

飯

僧

田

可

種

穀

數

石

左

折

有

高

峯

砦

中

列

屋

而

處

鄕

民

每

以

避

亂

獅

子

巖

城

西

十

五

里

與

錦

石

巖

隔

江

相

望

下

有

古

順

治

初

吉

安

曾

宏

題

鹿

門

二

大

字

左

入

有

北

巖

依

巖

構

屋

高

下

因

之

邑

人

劉

獻

臣

有

詩

朝

陽

巖

城

南

十

五

里

頂

接

丹

霞

龍

尾

日

初

出

卽

照

徹

巖

中

左

有

巢

鶴

採

訪

册

蕉

冲

巖

城

南

十

八

里

在

丹

霞

之

左

中

隔

一

溪

峭

壁

中

突

懸

一

巖

巖

口

有

窩

松

竹

叢

植

耕

者

嘗

憇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六

足

於

此

水

閣

巖

城

西

南

八

里

頂

接

靑

雲

巖

右

連

柯

樹

巖

山

徑

崎

嶇

巖

深

邃

宻

鄕

人

藉

以

避

冦
採

訪

册

柯

樹

巖

與

水

閣

巖

毗

連

門

尤

陡

絶

第

地

極

淺

狹

避

亂

者

僅

容

數

十

人

焉
採

訪

册

西

竺

巖

城

西

五

十

里

近

白

坭

坌

鄕

民

嘗

避

亂

於

此

五

仙

巖

城

西

五

十

餘

里

五

台

山

之

南

咸

豐

間

賊

竄

境

鄕

民

恃

爲

保

障
採

訪

册

燕

巖

城

西

四

十

里

近

江

下

鋼

頭

山

咸

豐

間

居

民

嘗

藉

此

避

冦

禾

塲

砦

城

南

十

里

一

石

聳

峻

中

極

平

坦

咸

豐

間

鄕

民

多

避

冦

於

此
採

訪

册

月

華

砦

城

南

十

五

里

由

楓

樹

垇

入

頂

接

丹

霞

與

洪

巖

負

背

嵯

岈

險

峻

民

嘗

築

室

以

避

亂
採

訪

册

羊

頭

砦

城

西

南

七

里

頂

接

靑

雲

支

山

一

徑

壁

立

最

爲

奇

險

康

熙

丙

辰

邑

人

劉

廷

譓

避

亂

其

上

有

詩
採

訪

册

文

峰

砦

城

西

南

八

里

與

水

閣

柯

樹

二

巖

足

竝

峙
採

訪

册

米

篩

砦

城

西

南

十

五

里

與

獅

子

巖

對

峙

四

面

峭

壁

高

聳

仰

首

攀

登

魂

飛

膽

悸

惟

其

頂

甚

平

廣

附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七

近

避

亂

者

嘗

數

百

人

泉

薪

可

給
採

訪

册

師

姑

砦

城

南

十

八

里

面

山

背

河

形

勢

險

峻

相

傳

李

充

茂

擕

眷

寓

此
採

訪

册

獅

石

砦

城

南

三

十

里

巗

峻

峭

奇

險

可

守

鄕

民

嘗

恃

以

避

亂

大

石

龍

小

石

龍

二

砦

城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石

塘

岩

石

擎

天

一

方

保

障

摇

嵐

砦

城

東

北

二

十

里

高

聳

千

仭

迤

數

里

咸

豐

間

鄕

民

嘗

廬

其

上

以

避

冦
採

訪

册

石

蓮

花

砦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扶

溪

都

之

東

峭

壁

參

天

一

徑

緣

之

而

上

可

居

數

百

人
採

訪

册

水

錦

水

縣

東

北

九

十

里

源

一

出

崇

義

縣

仙

人

嶺

一

出

太

平

山

會

於

長

江

過

龍

石

石

中

嘗

有

五

色

錦

石

紋

類

生

銀

故

稱

錦

江

流

四

十

里

與

扶

溪

水

合

六

十

里

與

恩

溪

水

合

潼

陽

水

縣

西

三

十

里

平

山

都

源

出

吳

竹

嶺

東

南

流

一

百

二

十

里

合

湞

水

吳

溪

縣

北

三

十

里

源

出

上

洞

嶺

西

流

一

百

里

合

湞

水

康

溪

縣

北

十

里

源

出

白

石

嶺

西

流

五

十

里

合

湞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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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八

合

溪

縣

北

五

十

里

源

出

東

平

嶺

西

流

一

百

里

合

湞

水

恩

溪

縣

北

七

十

里

源

出

桂

陽

縣

吳

屋

嶺

相

傳

吳

子

孫

避

越

經

此

失

路

逢

老

嫗

引

之

報

以

金

帛

故

名

扶

溪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源

出

南

安

珠

子

山

經

左

瀧

嶺

東

南

流

一

百

一

十

里

合

湞

水

會

湞

水

縣

西

南

一

里

源

出

石

竅

中

水

淸

且

潔

南

流

二

十

五

里

與

澌

溪

水

合

澌

溪

縣

西

北

六

十

里

發

源

黃

嶺

水

極

淸

冽

一

塔

亘

峙

天

際

與

雲

龍

寺

塔

表

影

相

望

龍

王

坑

在

鵬

風

山

畔

一

泉

突

出

漑

田

千

畝

遇

霪

則

小

遇

旱

則

大

天

久

無

雨

雲

自

其

泉

處

騰

至

山

巔

則

雨

至

人

咸

異

之
舊

志

湖

坑

縣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源

出

白

石

嶺

至

鎻

羅

逕

下

復

有

淸

泉

湧

出

其

泉

冬

温

夏

涼

霜

雪

之

晨

常

有

紫

氣

蒸

鬰

久

旱

其

泉

更

溢

水

中

多

産

石

班

魚

生

茜

草

靑

龍

潭

縣

東

六

十

里

扶

溪

都

山

谷

中

其

深

不

測

禱

雨

多

應

水

總

論

錦

江

源

出

縣

東

北

分

水

凹

西

南

流

經

金

盞

銀

瓶

山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十
九

過

船

兜

至

雙

合

水

與

扶

溪

水

會

流

經

恩

口

恩

溪

水

源

一

出

湖

南

桂

嶺

自

東

北

來

一

出

大

蔴

溪

自

西

北

來

會

經

城

口

汛

過

恩

村

由

恩

溪

嶺

廻

與

錦

江

水

會

恩

口

由

西

南

合

流

廉

石

山

水

源

出

桂

陽

風

門

垇

度

靑

水

江

白

石

洞

自

西

北

來

經

厚

坑

小

水

口

由

雷

公

塲

獅

頭

至

走

馬

坪

白

石

嶺

湖

坑

康

溪

水

自

東

北

來

會

經

縣

城

過

駱

駝

山

會

湞

水

自

西

北

來

注

之

又

西

南

流

經

涼

石

山

過

錦

石

丹

霞

度

潼

口

與

潼

陽

諸

水

會

潼

陽

水

源

出

縣

西

北

亞

公

井

嶺

由

中

坌

經

石

塘

歴

林

到

江

頭

與

澌

溪

水

會

田

心

峝

水

源

出

大

鍋

山

經

茅

田

馬

嘶

凹

到

歴

林

與

潼

陽

水

會

經

江

頭

東

南

流

度

蓮

塘

埧

郞

田

與

赤

石

逕

水

會

赤

石

逕

水

源

出

廉

石

山

西

北

經

蔴

塘

入

郞

田

到

潼

口

與

通

縣

水

滙

流

過

夏

富

牛

鼻

經

遥

山

入

曲

江

東

北

出

仁

化

江

口

與

湞

水

會

流

韶

城
參

省

圖

志

温

泉

一

在

扶

溪

都

紫

嶺

村

西

里

許

有

澗

澗

之

上

流

樹

木

交

映

中

有

一

水

盪

可

熟

卵

環

砌

以

石

爲

浣

浴

之

所

俗

以

爲

能

療

疥

瘡

村

東

里

許

温

泉

亦

然

其

稍

遜
採

訪

册

一

在

縣

北

城

口

鞏

橋

頭

其

氣

如

霧

其

沸

如

湯

夏

秋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山
川

二
十

間

江

楚

客

民

駐

足

多

浣

浴

於

此

舊

志

李

夢

鸞

曰

仁

化

域

中

平

平

無

奇

惟

山

水

自

成

一

家

惜

無

能

盡

發

其

藴

者

然

韶

屬

六

邑

五

皆

有

猺

此

獨

無

之

譬

於

草

無

毒

虫

無

螫

獸

無

獍

鳥

無

梟

顧

不

善

耶

或

謂

中

州

淸

淑

之

氣

至

是

爲

蜿

蜒

磅

礴

之

交

葢

亦

嶺

表

所

罕

儷

耶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建
置

二
十
一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建

置

第

三

城

池

公

署

塘

鋪

考

棚

敎

塲

壇

廟

都

啚

橋

梁

陂

圳
井

泉

附

墟

市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城
池

二
十
二

建

置

志

陶

復

陶

穴

始

方

營

其

室

家

臯

門

應

門

後

遂

成

爲

制

度

都

邑

雖

異

經

畫

則

同

成

規

不

可

易

也

設

險

守

國

城

池

爲

重

出

政

臨

民

官

署

爲

先

至

於

事

神

字

人

壇

廟

棚

鋪

無

一

可

緩

墟

市

以

通

有

無

橋

梁

以

便

來

往

爲

因

爲

革

隨

事

制

宜

四

境

之

內

治

斯

稱

厥

職

焉

志

建

置城

池

城

周

圍

二

百

八

十

丈

基

廣

一

丈

中

八

尺

上

七

尺

高

一

丈

唐

時

始

建

於

縣

北

三

里

走

馬

坪

宋

開

寶

間

縣

省

入

樂

昌

而

城

廢

咸

平

三

年

復

置

縣

於

今

所

向

未

有

城

明

成

化

四

年

通

判

蔡

周

始

築

土

城

十

一

年

知

縣

李

淮

淸

砌

四

城

門

以

石

十

六

年

知

府

王

賓

知

縣

翁

同

修

砌

以

磚

石

創

門

樓

四

座

串

樓

二

百

八

十

六

間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邱

璥

砌

西

門

濠

城

脚

八

十

餘

丈

正

德

十

年

知

縣

李

萼

重

修

北

門

外

子

城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嚴

時

中

重

修

串

樓

萬

厯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司

馬

暐

重

修

四

門

城

樓

重

建

串

樓

崇

禎

十

四

年

知

縣

楊

憲

卿

增

築

數

尺

年

久

倒

壞

國

朝

康

熈

二

十

三

年

署

縣

事

通

判

吳

鳩

工

修

復

乾

嘉

後

門

樓

串

樓

俱

頽

壞

西

北

倒

塌

數

十

餘

丈

籓

籬

盡

圯

咸

豐

六

年

署

縣

事

吳

裕

徽

倡

修

全

城

易

磚

以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城
池

二
十
三

石

增

高

共

一

丈

八

尺

改

遷

東

門

於

學

宫

橫

街

以

接

生

氣

其

董

事

諸

紳

與

有

力

焉

見

修

城

記

池

東

南

西

二

百

一

十

五

丈

西

北

七

十

丈

濶

一

丈

東

北

隅

臨

河

無

濠

舊志

李

夢

鸞

曰

城

非

不

高

池

非

不

深

子

輿

氏

之

意

以

人

和

爲

貴

非

謂

盡

廢

地

利

也

故

吿

滕

君

又

曰

築

斯

城

斯

池

與

民

守

之

效

死

勿

去

今

令

有

守

土

之

責

則

義

當

與

城

同

安

危

其

堅

瑕

盖

不

可

不

講

矣

案

城

池

以

爲

籓

籬

也

必

握

險

居

要

乃

足

以

固

吾

圉

仁

城

地

處

高

亢

仰

汲

於

河

東

南

駱

駝

諸

山

西

門

火

山

高

逼

俯

瞰

北

門

龍

山

與

城

幷

肩

而

立

咸

豐

九

年

築

礟

臺

其

上

非

無

見

也

然

則

設

險

以

大

其

籓

籬

者

運

籌

制

勝

宜

知

所

先

矣

公

署

署

有

大

堂

卽

親

民

堂

也

大

堂

後

有

川

堂

川

堂

左

爲

戒

石

亭

後

改

爲

吾

斯

之

未

信

齋
卽

花

㕔

後

爲

後

衙

川

堂

後

爲

幕

㕔
七

姑

祠

在

焉

大

堂

前

爲

儀

門

儀

門

內

左

右

爲

六

房

及

都

書

承

發

房

儀

門

外

左

爲

土

地

祠

右

爲

三

班

差

房

外

爲

頭

門

又

外

爲

照

牆

縣

署

自

唐

垂

拱

四

年

建

於

舊

治

走

馬

坪

宋

開

寶

中

廢

咸

平

三

年

復

遷

於

光

宅

鄕

卽

今

縣

治

元

末

燬

於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公
署

二
十
四

冦

明

洪

武

三

年

知

縣

何

初

重

建

永

樂

四

年

知

縣

宋

忠

天

順

五

年

知

縣

羅

俊

成

化

十

八

年

知

縣

翁

同

二

十

三

年

知

縣

邱

璥

相

繼

重

修

萬

厯

中

知

縣

袁

伯

睿

胡

京

球

重

修

國

朝

咸

豐

五

年

燬

於

冦

知

縣

劉

福

蔭

修

建

十

年

復

燬

於

冦

知

縣

黄

培

基

修

建

大

堂
三

間

川

堂
三

間

戒

石

亭
在
川
堂
左
碑
銘
詞
爾
俸
爾
祿
民
膏

民
脂
下
民
易
虐
上
天
難
欺
今
廢

後

衙
在

戒

石

亭

後

七

姑

祠
在

川

堂

後

幕

㕔
一

間

在

七

姑

祠

右

耳

庫

房
在

大

堂

左

儀

仗

庫

六

房

吏

舍
在

儀

門

內

東

西

八

間

儀

門
三

間

土

地

祠
舊

在

縣

治

東

袁

伯

睿

遷

於

儀

門

內

監

獄
在

儀

門

右

頭

門

譙

樓
在
頭
門
上
嘉
靖
九
年
知
縣
陳
豫
章
重
建

萬
厯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司
馬
暐
重
修
今
圯

常

平

倉
在

大

堂

東

共

七

間

庫
在
大
堂
右
知
縣
袁
伯
睿
重
建

照

牆

申

明

亭

旌

善

亭
與
申
明
亭
俱
在
署
前
東
西
嘉
靖
三
年
知
縣
于
祥
創
建
二
十
六
年
知
縣
嚴
時
中
三
十
二

年
知
縣
夏
汝
礪
重
修
康
熙
十
二
年
知
縣
鹿
應
瑞
重
修
今
廢

李

夢

鸞

曰

署

位

之

表

也

署

而

曰

公

應

言

公

則

公

言

之

昭

無

私

也

紀

政

治

而

首

書

之

政

治

所

由

出

也

政

治

有

善

不

善

則

居

此

公

署

者

所

自

分

也

故

貴

乎

顧

名

而

思

義

也

典

史

衙
在

縣

署

東

雍

正

元

年

重

建

咸

豐

五

年

重

修

扶

溪

巡

檢

司

署
在

縣

治

東

北

五

十

里

扶

溪

都

紫

嶺

村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塘
舖
考
棚
敎
塲

二
十
五

城

守

把

總

署
在

縣

署

西

採

訪

冊

城

口

外

委

署
在

縣

治

北

九

十

里

永

康

都

城

口

市

採

訪

冊

僧

會

司

無

常

所

塘

舖

縣

前

舖
舖

兵

三

名

三

十

五

里

至

曲

江

文

書

㘭

舖

採

訪

冊

考

棚

在

文

廟

西

與

訓

導

衙

並

邑

向

無

考

棚

試

士

在

縣

署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鄭

紹

曾

以

仁

陽

義

學

改

建

榜

曰

試

院

大

堂

一

棟

堂

後

東

爲

東

文

塲

坐

號

共

一

百

五

十

有

奇

西

爲

西

文

塲

坐

號

共

一

百

五

十

有

奇

中

爲

甬

道

後

座

爲

文

昌

宫

前

爲

頭

門

門

上

爲

文

奎

樓

採

訪

冊

敎

塲
在

城

北

一

里

獺

佬

壩

養

濟

院
在

縣

西

北

萬

厯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司

馬

暐

重

修

今

圯

漏

澤

園
在

縣

北

二

里

古

井

縣

署

內

古

井

一

學

署

東

古

井

一

倉

下

街

古

井

一
今

堙

縣

署

後

古

井

一
今

堙

俱

採

訪

冊

壇

壝

社

稷

壇

在

城

東

北

一

里



ZhongYi

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壇
廟

二
十
六

風

雲

雷

雨

神

祇

壇

在

城

西

南

一

里

先

農

壇

在

城

西

北

一

里

邑

厲

壇

在

城

北

一

里

俱

明

洪

武

二

年

知

縣

何

初

建

天

順

元

年

知

縣

羅

俊

重

修

廟

宇

關

帝

廟

在

西

門

外

城

隍

廟

在

城

東

門

內

明

洪

武

五

年

知

縣

何

初

建

崇

正

十

二

年

知

縣

趙

之

球

重

修

文

昌

宫

舊

在

城

南

大

街

與

濂

溪

先

生

幷

祀

後

圯

嘉

慶

廿

四

年

知

縣

鄭

紹

曾

遷

於

試

院

後

座
採

訪

冊

濂

溪

祠

同

遷

於

試

院

內

同

治

十

二

年

以

訓

導

舊

署

改

建

復

爲

濂

溪

書

院

七

姑

祠

在

城

東

門

內

文

奎

樓

在

考

棚

頭

門

上

同

治

五

年

知

縣

劉

兆

霖

建

金

鳳

寺

在

城

東

門

內

同

治

十

三

年

重

修

天

后

宫

在

城

東

門

外

龍

母

宫

在

城

東

門

外

嘉

慶

二

十

年

建

眞

武

閣

在

城

南

門

外

凖

提

閣

在

城

南

門

外

同

治

十

一

年

重

修

三

官

閣

在

城

北

門

外

同

治

七

年

十

一

年

相

繼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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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壇
廟

二
十
七

修

華

光

廟

在

城

北

門

外

白

星

廟

在

中

坌

宋

敕

封

陳
七八

公

大

夫

有

求

輒

應

惠

濟

廟

在

扶

溪

宋

敕

封

顯

德

夫

人

禱

雨

立

應

高

岡

廟

在

長

江

村

天

顯

廟

在

長

江

水

口

同

治

五

年

建
採

訪

冊

文

武

廟

在

郞

田

總

嘉

慶

十

九

年

建
採

訪

冊

文

昌

閣

在

城

口

關

帝

閣

在

城

口

眞

武

閣

在

城

口

文

武

閣

在

石

塘

惠

水

廟

在

古

夏

村

宋

元

敕

封
採

訪

冊

東

華

寺

在

江

頭

新

寺

在

石

塘

澌

溪

古

廟

在

澌

溪

山

神

爲

助

民

錢

國

公

宋

敕

封

採

訪

冊

雲

龍

古

廟

在

馬

鞍

岡
採

訪

冊

潼

江

祠

在

恩

溪

水

口

漢

唐

受

封

錦

江

祠

在

上

寨

村

洪

山

祠

在

江

頭

村

雍

正

間

鄕

人

葉

特

盛

等

建

神

爲

柳

公

元

帥

咸

豐

四

五

年

間

兵

燹

屢

顯

靈

佑
採訪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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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都
啚

二
十
八

國

公

祠

在

厚

里

村
採

訪

冊

端

公

祠

在

長

江

水

口

塔

下
採

訪

冊

三

公

祠

在

魚

黃

村
採

訪

冊

龍

王

宫

在

郞

田

水

口

道

光

十

三

年

監

生
林

蔭

和

張

廣

昌

募

建
採

訪

冊

忠

勇

祠

在

長

江

錦

江

書

院

右

廂

同

治

三

年

建

祀

咸

豐

間

陣

亡

死

難

者
採

訪

冊

都

啚

縣

街

都
城

東

南

十

五

里

東

南

界

曲

江

縣

縣

城

水

東

窑

前

東

田

壇

前

康

溪

桐油

山

田螺

塘

樟

邊

腰

古

蜡

口

簡

背

蜡

底

柯

山

龜

頸

竹子

埧

埧

裡

胡

坑

下

陂

金雞

垇

竹山

下

白

石

傅

屋

黃

屋

賴

屋

朱

屋

上楓

山

官

田

黃

田

獅頭

西

岸

雷公

塲

水

南

矮嶺

頭

長

埧

鴣

嶺

渡船

頭

葛

布

謝

屋

黃

屋

馬

屋

靑蚨

塘

雙合

水

斷

石

窑

塘

石垇

背

新

逕

東

湖

上渡

落

下渡

落

西

冲

角

石

窑子

前

三板

橋

亞婆

岩

廖

灣

車

頭

石

背

小

田

湴田

背

新興

灣

大

田

大度

嶺

上陂

頭

七星

岡

水井

頭

東

冲

垇

嶺

東

陂

嶺

頭

水

背

山

坑

蚨蜞

塘

田

獅

井

下

園

八

甲

蔴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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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都
啚

二
十
九

高

宅

樓

嶺

軍

營

張公

坑

川

龍

大水

埧

吳

屋

簡

宅

李子

坪

梅子

坪

石灰

峝

蕭

屋

豐田

棑

大路

背

南

坪

大

埧

樟

田

扶

溪

都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東

北

界

南

雄

北

界

江

西

湖

南

扶

溪

司

在

焉

紫

嶺

平

坌

古

夏

厚

塘

梁

屋

雙合

水

田

小湖

水

廟崼

埂

江

夏

水

頭

官陂

水

蛇

籬

㺃

石

壠

蕉

坪

大

崼

大芒

洞

靑茅

崼

倒流

水

岐

嶺

斜

週

黃石

坑

西

坑

船

兜

大崼

頭

黃溪

水

長

江

週

沙

溪

木

溪

陳

奢

橫

山

大

村

漏

茂

油

洞

陀背

嶺

學堂

㘭

大滸

松

小滸

松

河

口

歐

奢

湴田

壠

白沙

坡

芭蕉

壠

高

洞

佛

垇

猪頭

坵

黎壁

嶺

冷飯

坑

蒙

洞

河

田

竹

田

高

山

甘溪

嶺

塘

洞

上甘

洞

上羅

寨

水

口

永

康

都
城

東

北

七

十

里

北

界

湖

南

桂

陽

縣

協

防

外

委

城

口

埠

在

焉

城

口

上

寨

水

東

李屋

村

冲

頭

藥

普

黎壁

山

羅

洞

南

木

上

社

左

學

山

朱家

峝

東

坑

恩

村

馬

嶺

黃沙

坑

左

坑

官

奢

大水

埧

高

沙

河

口

越

黃

五

渡

新

洞

內

峝

小

典

東

橑

粗石

壠

白石

洞

上

塘

新

田

尖峯

下

下

黎

袁

屋

厚

坑

石

古

垇

頭

暗

逕

八担

坵

上

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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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都
啚

三
十

石禾

塲

彭

屋

黎

屋

白面

洞

羅

屋

赤

坑

車

嶺

長猪

坑

黃坭

坑

大

車

小

水

塘

村

羅

村

橋頭

水

石

坑

圍

坑

連

坑

張

屋

淸水

江

馬

奢

瘄痢

石

永

興

都
城

西

南

三

十

里

東

南

界

曲

江

縣

界

江

新

村

巖

頭

老亞

山

大

坪

周塘

埂

大

園

大坪

頭

周

屋

謝

屋

油橑

下

李

屋

曾

屋

石

下

牛暗

湖

潼

口

上逕

頭

下逕

頭

夏

富

牛

鼻

瑶

山

獅牯

冲

鶴子

冲

上

洞

橫

嶺

古

溪

東

坑

嶺

頭

茅

坪

半嶺

排

煖

坑

白坭

分

淡

粧

梧

岡

龍

灣

大區

山

中心

村

平

山

都
城

西

南

三

十

五

里

西

界

樂

昌

縣

西

南

界

曲

江

縣

江

頭

貴

地

馬鞍

岡

厚

里

程

屋

田

庄

斗

門

山

背

楊

屋

樊

口

桃源

洞

坑

尾

欖樹

下

銀塲

坪

下江

水

傅

屋

官

塘

大

坪

盤子

嶺

董

塘

烏石

下

郞

田

高

埧

平

岡

牛牯

石

杉樹

下

黃土

塘

江頭

山

胎子

嶺

岸子

山

河

塘

江

下

大

富

大

井

石

井

梯子

嶺

猴

坑

中齊

埧

石

塘

都
城

西

北

四

卞

里

西

北

界

樂

昌

西

南

界

曲

江

石

塘

厯

林

鴨

舖

京

地

河

塘

猴子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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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都
啚

三
十
一

朱

屋

邱

屋

曾

屋

葉

屋

何

屋

水心

埧

塘基

下

散

洞

大

灣

洞子

灣

榛子

坪

靑草

塘

張

屋

陳

屋

黃

岡

東

庄

胡椒

冲

茅

佃

馬嘶

垇

風門

垇

蠟痢

石

黃

洞

黃

坑

上西

坑

烟

竹

土園

坑

小魚

水

逕

口

下

洞

沙

灣

寨

下

南

坪

大

嶺

墩

背

黎頭

嘴

山

下

徐

屋

石耳

偏

苧蔴

壠

西

水

黃坭

埂

津

渡

水

南

渡

在

縣

治

南

水

東

渡

在

縣

治

東

鎭

東

渡

在

縣

治

東
門外

康

溪

渡

在

縣

北
三里

狗牙

灘

渡

在

縣

南

五

里

雙合

水

渡

在

縣

南
十里

洞

口

渡

在

縣

西
南

廿

五

里

斷

石

渡

在

縣

南

十
五里

界

江

渡

在

縣

西

十
五里

廣

濟

渡

在

縣

西

廿

里

牛

牯
石渡

在

縣

西

廿
五里

濓

石

渡

在

縣

北

三
十里

黃

金
上渡

在

縣

北

十
五里

黃

金
下渡

在

縣

北

十
三里

恩

溪

渡

在

縣

北

七
十里

城

口

渡

在

縣

北

八
十里

橋

梁

會

湞

橋

在

縣

西

正

德

十

年

修

仁

陽

第

一

關

橋

在

縣

西

門

外

路

佛

前

仁
陽

砥

柱

橋

在

縣

南

凖

提

閣

河

汾

橋

在

縣

西

南

三

里

生

員

葉

春

開

建

下

園

橋

在

縣

西

成

化

年

間

譚

彥

湻

等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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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橋
梁

三
十
二

百

甲

橋

在

縣

西

正

德

十

年

譚

彥

湻

等

修

皈

橋

在

縣

西

成

化

間

譚

彥

湻

建

男

全

用

重

修

烏

石

橋

在

縣

西

成

化

間

李

繁

譚

世

用

譚

秉

昭
等修

上

門

橋

在

縣

北

永

康

都

䝉
景

澄

建

下

塞

橋

在

縣

北

永

康

都

䝉

渠

建

渡

落

橋

在

縣

南

縣

街

都

朱

源

建

塘

逕

橋

在

縣

南

永

興

都

陳

文

德

建

獅子

潭

橋

在

縣

北

永

康

都

䝉
士

顏

建

赤

石

橋

在

縣

西

北

縣

街

都

䝉
德

聰

建

西

溪

橋

在

縣

西

北

縣

街

都

䝉

慈

建

水

斗

橋

在

縣

北

劉

宗

同

鄒

正

顥

建

久

廢

弘

濟

橋

黃

綺

建

陽

和

橋

䝉
仁

愛

建

矮

坡

橋

䝉
景

澄

建

永

通

橋

在

縣

西

二

里

新

逕

口

劉

汝

貴

建

文

星

橋

在

縣

南

崇

禎

年

修

永

遠

橋

在

縣

北

城

口

隆

慶

三

年

曾

堯

遠

建

豐

樂

橋

在

縣

東

長

江

劉

李

鄒

三

姓

同

建

益

後

橋

在

長

江

劉

時

化

建

光

裕

橋

在

長

江

陋

茂

李

紹

唐

建

七

星

橋

在

城

口

萬

歴

十

八

年

巡

檢

王

春

福

邑

人

曾

堯

遠

捐

金

募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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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縣
志
卷
一
橋
梁

三
十
三

鎻羅

逕

橋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活

生

橋

在

縣

東

二

十

里

鄒

世

濚

建

啟

後

橋

在

縣

西

南

河

邊

楊

善

建

水

東

橋

在

縣

東

三

板

橋

在

縣

西

南

五

里

龍舡

坑

橋

在

縣

西

南

三

里

牛頭

陂

橋

在

縣

南

十

里

郞

田

橋

在

縣

西

二

十

里

厯林

新

橋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和

衷

橋

在

縣

西

四

十

里

石

塘

李

介

生

建

文昌

閣

橋

在

縣

東

北

四

里

康溪

新

橋

在

縣

東

北

六

里

胡坑

永
安橋

在

縣

東

北

二

十

七

里

角

星

橋

在

縣

西

北

六

里

來

昌

橋

在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白

石

嶺

下

黃溪

水

橋

在

縣

東

北

七

十

里

劉

百

原

建

後

圯

鄕

人

修

惠

濟

橋

在

縣

東

北

扶

溪

鞏

北

橋

在

縣

北

八

十

里

傳

盛

橋

在

縣

北

七

十

里

上

寨

村

立

萬

安

橋

在

縣

北

八

十

五

里

廣

濟

橋

在

縣

北

八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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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陂
圳

三
十
四

樂

善

橋

在

縣

西

三

十

五

里

江

頭

村

通

韶

城

大

路

永

安

橋

在

縣

西

魚

黃

八

十

里

道

光

十

一

年

建

十

人

橋

在

縣

北

陳

奢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鄧

飛

鵬

等

建
採

訪

冊

通

濟

橋

在

縣

西

馬

鞍

岡

道

光

三

十

年

重

修

東水

新

橋

在

縣

北

城

口

同

治

五

年

周

世

楷

等

建

陂

圳

縣

街

都

油

塘

冲

泉

水

圳

小

庄

泉

水

圳

桑

石

陂

黎

離

冲

塘

白

泥

冲

塘

視

下

泉

官

財

塘

三

角

塘

扶

溪

都

橫

陂

會

水

泉

沙

龍

泉

小

湖

泉

永

康

都

水

西

官

陂

拕

田

溝
採

訪

冊

厚

坑

圳

吳

黃

小

坑

圳

上

寨

逕

泉

永

興

都

盧

陂

潘

陂

㘭
背

塘

雞

埧

泉

廟

前

泉

埧

裏

泉

平

山

都

官

坡

古

陂
採

訪

冊

董

塘

陂

鵞

脛

陂

界

江

圳

獅

子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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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化
縣
志
卷
一
墟
市

三
十
五

石

坑

泉

石

塘

都

茆

陂

白

星

陂

龍

潭

陂

厯

林

觀

陂

愛

陂

坭

陂

和

睦

陂

上

陂

下

陂

墟

市

太

平

墟

在

城

南

門

外

亦

呼

敎

塲

墟

國

朝

知

縣

熊

維

祺

立

以

三

六

十

日

爲

期

董

塘

墟

在

平

山

都

城

西

三

十

里
以

四

九

日

爲

期

文

昌

墟

在

石

塘

都

城

西

四

十

里
亦

呼

石

塘

墟

以

三

八

爲

期

胡

坑

墟

在

縣

街

都

城

東

北

二

十

五

里
以

一

五

日

爲

期

扶

溪

墟

在

扶

溪

都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以

二

七

日

爲

期

長

江

墟

在

扶

溪

都

城

東

北

九

十

里
以

二

七

日

爲

期

厚

坑

墟

在

永

康

都

城

北

六

十

里
以

二

七

日

爲

期

嚴

魚

墟

在

永

興

都

城

西

南

二

十

五

里
以

一

五

日

爲

期

恩

村

墟

在

永

康

都

城

北

七

十

里
以

三

八

日

爲

期

蔴

塘

墟

在

城

西

十

五

里
今

廢

城

口

市

在

永

康

都

城

北

九

十

里
以

上

俱

採

訪

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