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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懼
盈
齋

輿
地
紀
勝
卷
第
一
百
五
十

文

選

樓

影

宋

鈔

本

東
陽
王
象
之
編
　
　
　
甘
泉
岑

　
鎔

　
淦

長
生

校
刊

成
都
府
路

隆
州
　

南

隆

　

仙

井

陵

井

州
沿
革

隆
州

下

仁
壽
郡
軍
事

十

道

志

禹
貢
梁
州
之
域

元

和

郡

縣

志

秦

地
天
官
東
井
輿
鬼
之
分
野
鶉
首
之
次

圖經

秦
爲
蜀
郡
地

元

和

郡

縣

志

漢
武
置
犍
爲
郡
割
蜀
郡
地
以
益
犍
爲
故
又
爲

犍
爲
蜀
二
郡
地

通

典

云

二

漢

屬

犍

爲

蜀

二

郡

之

地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漢

屬

犍

爲

郡

武

陽

縣

之

東

境

是

通

典

以

爲

隆

州

跨

犍

爲

蜀

二

郡

之

境

而

元

和

志

爲

隆

州

專

屬

蜀

郡

之

武

陽

縣

二

者

不

同

象

之

謹

按

元

和

志

陵

州

領

縣

五

而

仁

壽

籍

縣

建

始

井

研

四

邑

皆

以

爲

武

陽

縣

地

而

貴

平

一

縣

則

以

爲

廣

都

縣

地

漢

志

武

陽

縣

屬

犍

爲

而

廣

都

屬

蜀

郡

則

是

隆

州

五

邑

分

據

犍

爲

蜀

二

郡

之

地

明

矣

華

陽

國

志

云

分

巴

割

蜀

以

成

犍

廣

則

犍

爲

之

置

乃

漢

武

割

蜀

郡

地

以

益

犍

爲

而

隆

州

五

邑

又

在

漢

武

割

置

犍

爲

蜀

二

郡

之

交

則

當

屬

犍

爲

蜀

二

郡

今

從

通

典

及

華

陽

國

志

後
漢
三
國
因
之

後

漢

志

犍

爲

郡

亦

有

武

陽

縣

蜀

郡

有

廣

都

縣

晉
仍
屬
犍
爲
及
蜀
郡

晉

志

犍

爲

郡

仍

有

武

陽

縣

蜀

郡

仍

有

廣

都

縣

東

晉
益
州
刺
史
毛
據
益
西
城
戍
以
防
鹽
井

周

地

圖

云

晉

孝

武

太

元

中

益

州

刺

史

毛

璩

置

西

城

戍

以

防

鹽

井

又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陵

井

者

本

沛

國

張

道

陵

所

開

故

以

陵

爲

號

晉

太

元

中

刺

史

毛

據

乃

於

東

西

兩

山

築

城

置

主

簿

防

衛

之

後

廢

陵

井

更

開

狼

毒

井

今

之

煮

井

是

也

居

人

承

舊

名

猶

曰

陵

井

其

實

非

也

宋
分
屬
健
爲
甯
蜀
二
郡

此

據

通

典

又

沈

約

宋

志

甯

蜀

郡

下

有

廣

都

縣

齊
因
之

齊

志

甯

蜀

郡

下

有

廣

都

縣

梁
置
懷
仁
郡

隋

志

仁

壽

縣

下

註

云

梁

置



 

輿
地
紀
勝
　

卷

百

五

十
成
都
府
路

隆
州

　
　
　
　
二
　

懼
盈
齋

懷

仁

郡

開

皇

初

郡

廢

圖

經

云

梁

普

通

中

置

懷

仁

郡

西
魏
置
隆
山
郡

隋

志

於

隆

山

縣

下

注

云

舊

曰

犍

爲

置

江

州

西

魏

改

縣

曰

隆

山

省

江

州

置

隆

山

郡

開

皇

初

郡

廢

及
隆
州
以
鼎
鼻

山
地
形
隆
起
故
名

皇

朝

郡

縣

志

又
置
陵
州

隋

地

理

志

及

通

典

云

西

魏

置

陵

州

而

寰

宇

記

及

輿

地

廣

記

皆

云

後

周

閔

帝

置

陵

州

不

同

象

之

謹

按

後

周

書

陸

騰

傳

魏

恭

帝

三

年

隆

州

木

籠

獠

反

詔

騰

討

之

是

魏

恭

帝

時

已

有

隆

州

非

置

於

後

周

也

今

從

隋

志

及

後

周

書

因
張
道
陵
井

爲
名

元

和

郡

縣

志

及

通

典

云

陵

井

者

本

沛

國

張

道

陵

所

開

故

以

陵

爲

名

隋
初
郡
廢
而

州
存
煬
帝
時
州
廢
爲
隆
山
郡

寰

宇

記

在

大

業

三

年

唐
爲
陵
州

舊唐

志

陵

州

本

隋

隆

山

郡

武

德

元

年

改

爲

陵

州

領

仁

壽

貴

平

井

研

始

建

隆

山

五

縣

改
爲
仁
壽
郡

新

唐

志

云

本

隆

山

郡

天

寶

元

年

更

名

復
爲
陵
州

舊

唐

志

在

乾

元

元

年

五
代
王
氏
孟

氏
有
其
地
國
朝
平
蜀

寰

宇

記

在

乾

德

元

年

陞
爲
團
練

圖

經

云

舊

爲

軍

事

淳

化

三

年

七

月

以

守

臣

張

旦

禦

賊

有

功

陞

爲

團

練

國

朝

會

要

云

唐

陵

州

至

道

二

年

陞

團

練

廢
爲
陵

井
監

國

朝

會

要

云

熙

甯

五

年

廢

爲

陵

井

監

改
爲
仙
井
監

國

朝

會

要

云

宣

和

四

年

│

│

│

│

│

寰

宇

記

云

大

觀

四

年

詔

以

陵

爲

高

士

之

名

當

隱

其

稱

乃

改

爲

仙

井

監

輿

地

廣

記

在

政

和

三

年

不

同

當

從

會

要

自
唐
屬
梓
州
路

元

和

郡

縣

志

國
初
尙
屬
梓
州
路

寰

宇

記

後
屬
成
都
路

九

域

志

中
興
以
來
陞
爲
隆
州

國

朝

會

要

云

隆

興

元

年

改

爲

隆

州

今
領
縣
四

曰

仁

壽

井

研

貴

平

籍

縣

治
仁
壽

縣
沿
革

仁
壽
縣

中

倚

郭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本

漢

犍

爲

郡

武

陽

縣

之

東

境

晉

置

西

城

戍

以

爲

鹽

井

之

防

梁

置

懷

仁

郡

西

魏

改

西

城

戍

置

普

甯

縣

隋

志

云

梁

於

此

置

懷

仁

郡

西

魏

定

蜀

改

縣

曰

普

甯

又

西

魏

置

蒲

縣

大

業

初

置

隆

山

郡

蒲

縣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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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懼
盈
齋

入

焉

元

和

郡

縣

志

又

云

隋

開

皇

三

年

罷

郡

以

縣

屬

陵

州

隋

志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普

甯

爲

仁

壽

縣

大

業

三

年

屬

隆

山

郡

唐

正

觀

仍

屬

陵

州

國

朝

因

之

井
研
縣

在

州

西

南

一

百

里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本

漢

犍

爲

郡

之

武

陽

縣

地

舊

唐

志

云

東

晉

置

西

陽

郡

魏

置

滿

亭

縣

隋

改

爲

井

研

元

和

志

又

云

隋

大

業

元

年

因

井

研

鎭

立

縣

取

鎭

爲

名

屬

隆

州

隆

山

志

云

後

周

宣

政

元

年

置

井

研

縣

屬

陵

州

年

月

不

同

又

云

以

縣

界

有

鹽

井

研

淨

因

名

隋

因

之

寰

宇

記

云

唐

武

德

四

年

自

擁

思

茫

水

移

治

今

所

輿

地

廣

記

云

始

建

鎭

隋

開

皇

十

一

年

置

縣

隸

隆

山

郡

唐

屬

陵

州

皇

朝

咸

平

四

年

省

入

井

研

貴
平
縣

中

在

州

東

北

六

十

七

里

元

和

郡

縣

志

及

舊

唐

志

並

云

本

漢

蜀

郡

廣

都

縣

之

東

南

地

通

典

云

西

魏

置

仁

和

郡

兼

立

貴

平

縣

隋

志

云

後

周

又

廢

可

曇

平

井

二

縣

入

焉

開

皇

初

郡

廢

大

業

又

併

籍

縣

入

焉

寰

宇

記

云

後

魏

恭

帝

二

年

於

此

置

和

仁

郡

仍

立

平

井

貴

平

可

曇

三

縣

縣

舊

治

和

仁

城

開

皇

十

四

年

移

治

禄

川

仍

隸

陵

州

國

朝

會

要

云

熙

甯

五

年

改

州

爲

監

縣

廢

爲

鎭

附

井

研

縣

至

乾

道

六

年

復

爲

縣

隸

隆

州

籍
縣

上

在

州

西

北

一

百

里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本

漢

武

陽

縣

地

周

閔

帝

於

此

置

籍

縣

因

蜀

先

主

籍

田

地

以

爲

名

寰

宇

記

云

先

主

牧

馬

於

此

江

中

大

業

二

年

省

新

唐

志

云

永

徽

四

年

分

貴

平

置

籍

縣

通

典

云

梁

籍

郡

也

寰

宇

記

又

云

梁

天

監

中

於

此

立

席

郡

隋

廢

郡

爲

縣

始

曰

席

後

語

訛

爲

籍

不

同

國

朝

會

要

云

熙

甯

五

年

改

州

爲

監

縣

廢

爲

鎭

隸

廣

都

縣

乾

道

六

年

復

爲

縣

隸

隆

州

風
俗
形
勝

家
有
鹽
泉
之
井

蜀

都

賦

注

曰

巴

西

充

國

縣

有

鹽

井

前
距
漢
嘉
後
距
廣

都
分
楝
牛
鞞
在
其
東
鼎
鼻
崌
崍
在
其
西

隆

山

志

封

域

門

𤎅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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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懼
盈
齋

出
素
利
及
全
蜀

張

商

英

治

平

末

司

文

是

邦

閱

其

山

川

岡

阜

起

伏

䃲

礴

謂

此

英

靈

秀

粹

之

氣

必

生

異

人

而

│

│

│

│

│

│

│

│

非

所

稱

也

郡
治
居
三
嵎
之
中
兩
山
左
右

環
合
有
自
然
之
勢

圖

經

州

城

門

三
嵎
靑
陵
陽
榮
三
嵎
翠
陵

陽
貴

古

民

謠

紹

興

中

郡

守

赤

城

何

公

鑿

石

於

東

山

之

下

作

靑

榮

臺

以

表

之

東
嵎
西
嵎
南

嵎
山
相
對
故
號
三
嵎

益

州

記

有
大
小
龍
淵
皆
出
山
腹
流

海
沙
色
如
金

張

無

盡

書

見

隆

山

志

州

城

下

龍
淵
之
水
厯
資
之
東
津

而
入
于
東
江
龍
溪
之
水
厯
眉
之
魚
蛇
而
入
于
西
江

隆山

志

水

門

隆
山
風
俗
與
漢
中
不
別
而
頗
慕
文
學

隋志

地
瘠
而

力
耕
家
貧
而
好
學
此
風
俗
之
古
也

何

丞

相

㮚

仁

壽

縣

學

記

陵
州

在
高
山
上

東

坡

玉

堂

硯

銘

曰

文

與

可

將

赴

陵

州

孫

洙

巨

源

以

玉

堂

大

硯

贈

之

與

可

屬

子

瞻

爲

之

銘

又

曰

硯

大

如

四

甎

許

而

│

│

│

│

│

│

難

得

水

故

以

戲

之

側
耕
危
穫

文

同

復

二

井

記

州

城
北
二
面
懸
岸
斗
絶
四
面
顯
敞
南
臨
鹽
井

元

和

郡

縣

志

俗

愿
慤
而
好
靜
公
議
而
無
私
有
古
淳
質
之
風

皇

朝

郡

縣

志

其

土
瘠
故
無
萬
鍾
之
家
其
地
左
故
無
千
金
之
賈
其
俗
朴

不
樂
轉
徙

韓

駒

進

士

題

名

記

左
簡
右
眉
嘉
僻
在
山
中

樊

汝

霖

觀

風

亭

記

州
以
跨
鼇
名
者
三
嵎
山
之
槩
也

李

石

超

覺

寺

記

郡
之
鹽
利

昌
于
兩
蜀

員

興

宗

改

建

郡

樓

驛

路

記

州
治
之
西
北
隅
山
之
北
百
里

爲
籍
縣
南
嵎
山
之
南
百
里
爲
井
研
東
隅
山
之
東
七
十

里
爲
貴
平

圖

經

縣

治

門

景
物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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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懼
盈
齋

天
池

在

仁

壽

縣

南

八

里

號

曰

譚

子

池

靖

康

元

年

何

丞

相

　

奏

改

名

天

池

何

丞

相

功

德

院

在

焉

聖

泉
寰

宇

記

在

仁

壽

縣

南

七

里

其

水

郡

邑

患

瘡

痍

者

飮

之

立

愈

投

銀

卽

成

金

色

俗

呼

│

│

佛
現

在籍

縣

觀

音

寺

秋

霧

日

薄

則

瑞

光

五

色

現

焉

中

有

佛

如

水

墨

畫

者

良

久

乃

已

陵
井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在

仁

壽

縣

縱

廣

三

十

丈

深

八

十

丈

益

部

鹽

井

甚

多

此

井

最

大

以

大

牛

皮

囊

盛

水

引

出

之

役

作

甚

苦

以

刑

徒

充

役

又

云

│

│

者

本

沛

國

張

道

陵

所

開

後

廢

陵

井

更

開

狼

毒

井

今

之

煑

井

是

也

寰

宇

記

云

│

│

本

狼

毒

井

今

名

陵

井

按

郡

國

志

云

昔

張

道

陵

於

此

得

鹽

井

後

人

因

祀

玉

女

於

井

內

初

玉

女

無

夫

後

每

年

取

一

少

年

擲

置

井

中

若

不

送

水

卽

竭

又

蜀

郡

西

山

有

大

蟒

蛇

吸

人

上

有

祠

號

曰

西

山

神

每

歲

士

人

莊

嚴

一

女

置

祠

傍

以

爲

神

妻

蛇

輒

吸

將

去

周

氏

平

蜀

宇

文

貴

爲

益

州

總

管

乃

擇

日

設

樂

送

玉

女

像

以

配

西

山

神

自

爾

之

後

無

復

此

害

平
井

益

州

記

云

官

有

兩

竈

二

十

八

鑊

一

日

一

夜

收

鹽

四

碩

白

如

霜

雪

寰

宇

記

又

有

營

井

蒲

井

在

籍

縣

研

井

陵

井

稜

井

律

井

並

在

井

研

縣

研
井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在

井

斫

縣

南

七

里

鎭

及

縣

皆

取

名

焉

又

有

思

陵

井

鑊

井

隆
山

圖

經

云

武

陽

之

境

有

鼎

鼻

山

地

形

隆

起

故

名

│

│

鐵
山

在

井

硯

縣

東

北

六

十

里

周

地

圖

云

縣

界

首

有

│

│

諸

葛

亮

取

爲

刀

器

周

封

宇

文

度

爲

│

│

侯

元

和

郡

縣

志

在

始

建

縣

南

七

十

里

諸

葛

亮

取

爲

兵

器

其

鐵

剛

利

堪

充

貢

焉

麟
山

在

井

研

縣

治

相

對

龜
山

在

井

硯

縣

南

對

峙

其

形

如

龜

鳳
山

在

井

研

縣

南

與

學

宮

相

對

鹿
水

在

籍

縣

舊

經

云

昔

有

白

鹿

浮

焉

故

名

禄

水
元

和

郡

縣

志

在

貴

平

縣

南

五

十

步

龍
門

在

仁

壽

鄕

│

│

淵

中

間

歲

魚

一

大

會

巨

細

鱗

次

環

列

洞

門

前

凡

數

日

復

散

或

云

有

龍

在

故

魚

朝

焉

三
山

仁

壽

令

張

紹

祖

山

扉

記

曰

有

岡

北

來

莫

窮

所

自

不

亟

不

徐

勢

趨

東

南

欲

薄

城

下

岐

而

爲

三

行

且

五

里

虎

踞

盤

薄

不

復

去

此

陵

陽

之

所

謂

三

山

也

赤
水

在

籍

縣

有

寶

溪

院

其

魚

皆

赤

鱗

相

傳

下

有

龍

穴

蜀

志

所

謂

黃

龍

見

赤

水

卽

此

地

也

寺

有

古

石

鐫

佛

一

尊

長

三

丈

二

尺

息
壤

在

籍

縣

南

一

里

有

地

畝

餘

踏

之

軟

動

靖

康

二

年

提

刑

邵

公

大

書

│

│

二

字

鐫

之

於

石

籍
田

圖

經

稱

蜀

先

主

於

此

耕

│

│

而

志

不

載

所

謂

籍

田

者

在

今

貴

平

縣

四

里

有

地

畝

餘

民

不

忍

犯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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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懼
盈
齋

卑

而

水

聚

踏

之

軟

動

西
河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在

籍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王

觀

山

合

衆

溪

水

會

黄

龍

市

門

導

江

之

水

以

入

眉

州

石
姥

跨

鼇

巨

石

也

在

山

頂

歲

旱

里

人

轉

徙

之

天

卽

黯

靉

雨

四

注

文

同

嘗

賦

之

云

上

簪

岑

之

飛

泉

兮

披

薈

蔚

之

榛

莽

爰

有

石

之

跂

跂

兮

旁

無

他

而

相

伍

其

遠

睨

之

若

人

兮

迫

猶

疑

其

蹲

虎

里

俗

神

而

甚

恭

兮

號

相

尊

其

曰

姥

雨
盤

沈

括

筆

談

云

陵

州

鹽

井

陰

氣

襲

人

入

者

輒

死

候

雨

入

井

則

隨

雨

施

工

後

人

以

木

盤

滿

中

貯

水

盤

底

鑿

小

竅

釃

水

如

雨

點

設

于

井

謂

之

│

│

終

日

不

絶

井

幹

於

是

一

新

景
物
下

思
賢
堂

在

郡

治

畫

杜

工

部

蘇

東

坡

文

學

士

三

賢

像

樂
道
園

在

州

東

鳳

門

外

城

中

遊

賞

惟

此

獨

盛

文

與

可

有

詩

海
棠
園

在

熙

春

門

城

下

州

之

海

棠

惟

此

最

古

蓬
萊
閣

在

州

城

至

道

觀

艷

陽

洞

之

前

素
節
軒

在

紫

微

廳

之

挾

取

東

坡

贈

文

學

士

知

陵

州

詩

素

節

凜

凜

欺

秋

霜

之

句

觀

音
寺

在

籍

縣

北

十

里

刻

巖

石

爲

佛

像

而

大

悲

尤

勝

間

出

光

相

門

有

石

觀

音

本

縣

未

廢

時

縣

令

張

元

弼

夢

有

感

應

爲

重

閣

以

覆

之

正

月

八

日

士

女

遊

觀

歲

爲

故

事

州
印
山

在

州

東

隅

跨

鼇

山

之

坳

捫

膝

先

生

喻

公

故

居

之

上

唱
車
山

元

和

郡

縣

志

在

貴

平

縣

南

九

里

寰

宇

記

有

唱

車

廟

在

舊

縣

南

九

里

漢

宋

辰

爲

巴

郡

守

有

惠

於

人

吏

人

送

辰

到

蜀

迴

至

此

爲

辰

立

廟

以

其

山

近

鹹

井

聞

推

車

唱

歌

之

聲

爲

名

今

鹽

井

推

轆

轤

皆

唱

爲

號

令

執
笏
山

在

井

研

縣

南

五

里

一

峰

突

出

其

下

有

靑

陽

氏

登

科

不

絶

磨

刀
溪

在

仁

壽

縣

南

十

五

里

食

芝

山

之

下

舊

傳

漢

天

師

磨

刀

於

此

故

名

磨
玉
山

在

井

研

縣

西

南

三

十

里

據

嘉

眉

榮

隆

之

四

境

竺
子
山

在

侯

鼻

山

之

側

其

狀

如

四

角

竺

左

右

皆

山

獨

此

山

塞

谿

流

之

衝

每

雨

則

先

出

雲

鼎
鼻
山

晏

公

類

要

在

仁

壽

縣

南

一

里

郡

國

志

云

在

仁

壽

縣

界

周

之

九

鼎

淪

一

於

此

故

後

人

往

下

見

鼎

耳

因

名

井
鑊
山

寰

宇

記

在

井

斫

縣

北

二

里

其

山

俯

臨

井

鑊

因

以

爲

名

唐

僖

宗

幸

蜀

此

山

神

見

因

立

廟

圖

經

又

以

爲

明

皇

幸

蜀

神

迎

見

不

同

聖
燈
山

在

籍

縣

暮

夜

嘗

有

燈

往

來

其

上

故

名

天
池
山

距

城

西

八

里

天
師
井

廣

記

因

天

師

治

井

晏

公

類

要

云

本

狼

毒

井

按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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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懼
盈
齋

住

此

山

側

因

名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有

婆

支

水

出

婆

支

山

去

縣

四

十

五

里

呂
公
洞

在

井

研

縣

相

傳

呂

洞

賓

修

煉

之

所

洞

巖

上

隱

隱

有

數

十

大

字

地

號

呂

村

皆

姓

呂

佛
巖
山

在

仁

壽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其

巖

有

石

佛

像

紹

興

中

嘗

現

毫

光

圓

相

佛
龕
山

在

衙

山

之

北

軍

營

中

其

上

洞

穴

中

多

石

佛

今

有

佛

字

號

古

佛

道

場

禮
佛
山

卽

香

雲

山

山

脚

有

小

坡

三

隴

排

伏

如

人

禮

佛

之

狀

故

號

│

│

│

云

丹
砂

山
左

思

賦

云

丹

砂

出

其

坡

元

和

郡

縣

志

寰

宇

記

並

在

籍

縣

又

云

本

出

赤

土

強

以

爲

名

玉
屏
山

距

城

西

二

十

里

西

山

環

聚

玉

屏

爲

之

冠

虞

丞

相

功

德

院

曰

旌

忠

院

在

焉

玉
淵
池

在

仁

壽

縣

之

東

南

十

五

里

地

名

韋

村

太

師

虞

祺

嘗

讀

書

於

其

池

亨

寶
溪
院

在

貴

平

縣

西

五

里

詳

見

赤

水

下

金

華
山

在

仁

壽

縣

仙

牛

山

之

左

卓

出

爲

高

峰

貴

平

縣

北

四

十

里

亦

有

│

│

│

金
倉
山

在

仁

壽

縣

石

城

山

之

右

二

里

鐵
爐
山

在

籍

縣

北

十

里

僞

蜀

時

望

氣

者

以

有

佳

氣

因

斬

其

崗

錮

之

以

鐵

寶

巖
院

在

仁

壽

縣

之

唐

福

鎭

岩

有

石

鐫

兩

龍

隱

其

間

卽

御

史

何

公

讀

書

之

所

也

寶
峰
院

在貴

平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院

內

有

王

羲

之

記

王

氏

廬

墓

銘

石
城
山

在

仁

壽

縣

一

名

石

矩

山

其

山

有

石

壁

似

城

因

名

絶

頂

望

見

峨

眉

有

平

等

寺

西

峨

亨

云

石
臼
泉

寰

宇

記

在

仁

壽

縣

東

北

二

里

石

臼

中

其

泉

甘

美

下

則

鑿

石

爲

臼

深

九

尺

冬

温

夏

冷

衆

泉

皆

涸

此

泉

常

湧

日
輪
寺

在

貴

平

縣

佛

殿

題

梁

上

識

唐

咸

通

十

一

年

建

歲
寒
山

在

貴

平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隱

士

喻

化

成

所

居

上

有

歲

寒

事

翰

林

彭

乘

以

詩

遺

之

曰

不

見

陵

陽

喻

化

成

令

人

西

望

愈

傷

神

近

聞

養

素

多

栽

藥

耕

破

靑

山

十

里

春

香
雲
山

在仁

壽

縣

東

北

五

十

里

上

有

│

│

│

碑

載

唐

末

時

有

異

僧

循

虎

於

此

山

上

號

伏

虎

禪

師

瑞
雲
山

在仁

壽

縣

東

四

十

里

丞

相

何

公

始

生

之

日

夜

半

有

紅

霧

亘

天

因

名

曰

瑞

雲

紫
雲
洞

在

郡

城

西

南

五

里

跨

鼇

先

生

墓

之

側

豔
陽
洞

在

州

城

至

道

觀

之

後

昔

天

師

旣

誓

玉

女

於

井

因

藏

去

其

衣

念

藏

之

未

固

徑

取

鏁

之

石

室

或

謂

之

藏

衣

洞

洞

在

重

岩

之

下

㟏

岈

幽

窈

晦

明

變

化

千

態

萬

狀

雖

拒

闤

闠

不

數

武

而

若

與

世

相

絶

蓋

直

人

修

煉

之

所

旁

有

石

鼓

扣

之

有

聲

地

產

何

首

烏

最

良

東

坡

有

服

食

之

法

戒
珠
院

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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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
盈
齋

壽

縣

院

依

巖

爲

殿

岩

有

石

佛

千

像

靈
泉
院

在

籍

縣

院

有

古

塑

丈

六

金

身

佛

英
谿
山

在仁

壽

縣

西

之

二

十

里

道

最

斗

絶

郡

侯

文

公

與

可

詩

云

英

溪

磽

磝

磴

道

險

行

客

欷

歔

上

𡺚

崒

蘭
溪
水

在

貫

平

縣

北

四

十

里

唐

末

隱

士

張

鴻

所

居

蟠
谿
水

在

飛

泉

山

下

丞

相

何

公

居

其

側

號

蟠

溪

先

生

曹
溪
水

在

翳

溪

上

之

下

旁

有

院

曰

南

臺

太

像

閣

在

焉

因

取

曹

溪

六

祖

之

義

飛
泉
山

寰宇

記

云

在

仁

壽

縣

東

二

里

舊

名

東

嵎

山

按

舊

經

隋

仁

壽

元

年

獠

亂

城

戍

窄

小

百

姓

城

於

山

頂

避

亂

於

其

上

山

本

無

水

百

姓

致

禱

得

飛

泉

湧

出

百

姓

感

之

於

山

頂

立

二

碑

以

紀

其

靈

山

有

跨

鼇

亭

每

歲

上

元

重

九

太

守

率

僚

屬

燕

其

上

講

故

事

焉

高
城
山

新

唐

志

在

仁

壽

縣

貴
平
山

在

貴

平

縣

二

十

三

里

一

名

舞

鳳

山

擁
思
茫
水

在

州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仁
壽
水

寰

宇

記

在

仁

壽

縣

西

北

十

里

慈

孝
村

袁

氏

│

│

│

在

籍

縣

唐

長

慶

中

袁

自

強

父

死

廬

墓

乾

符

中

袁

貫

之

母

死

亦

廬

墓

及

貫

之

死

子

宗

觀

亦

廬

墓

宗

觀

死

子

繼

邵

亦

廬

墓

廣

明

中

宗

觀

妻

死

男

繼

嗣

亦

廬

墓

蜀

主

旌

表

門

閭

號

袁

氏

│

│

│

云

榮
祉
山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在

井

斫

縣

東

北

按

舊

唐

書

聖

歴

二

年

始

建

縣

治

於

此

一

名

靈

芝

山

宴

嘉
池

在

井

研

縣

北

一

百

六

十

步

池

分

爲

兩

支

郡

人

多

遊

宴

於

上

三
嵎
山

元

和

郡

縣

志

在

仁

壽

縣

益

州

記

云

縣

之

東

西

南

隅

三

山

相

對

去

鹽

井

一

里

共

號

三

嵎

山

東

飛

泉

南

翳

嘶

西

卽

州

衙

坐

山

也

四

望
山

在

城

之

東

隅

跨

鼇

山

之

前

六
渡
溪

在

仁

壽

縣

西

十

里

七
折
山

距

仁

壽

縣

西

三

十

里

其

山

屈

曲

七

回

故

名

籍

縣

亦

有

│

│

│

百
廉
溪

在

高

橋

鎭

大
符
山

在

貴

平

縣

五

里

許

有

石

如

符

刻

舊

傳

天

師

嘗

於

此

地

行

符

水

故

名

大
雲
寺

在

貴

平

縣

北

六

十

里

小

峩

眉

山

每

歲

之

秋

有

普

賢

菩

薩

化

現

大
雲
山

在

貴

平

縣

北

三

里

秋

有

佛

現

小
峨
眉

在

貴

平

縣

北

六

十

里

上

乃

大

雲

寺

秋

晴

間

見

佛

現

光

東
林
寺

在

籍

縣

寺

有

土

牆

古

傳

係

蜀

先

主

所

築

比
巖

山
在

仁

壽

縣

南

十

五

里

鑊

山

之

側

其

上

多

古

佛

像

又

多

神

祠

龍
臯
水

在

三

溪

鎭

下

一

其

間

多

竅

石

奇

怪

有

湖

石

之

狀

前

有

深

淵

俗

傳

龍

宅

其

中

故

名

龍
巖
山

去

郡

四

十

里

有

浮

圖

祠

又

籍

縣

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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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
盈
齋

龍

巖

寺

龍
嚴
谿

在

郡

北

四

十

里

大

山

下

瀦

而

爲

淵

中

有

巨

石

如

至

寶

焉

山

勢

蟠

龍

而

下

有

取

寶

之

意

又

名

龍

門

水

馬
鞍
山

在

仁

壽

縣

西

南

四

里

以

形

類

名

虞

太

師

墓

在

焉

鳳
嘶
山

在仁

壽

縣

西

八

里

道

士

費

迪

赴

闕

歸

日

修

養

此

山

又

有

冉

道

人

者

於

此

山

得

道

鳳
凰
臺

在

州

城

南

隅

山

下

張

眞

人

內

傳

眞

人

投

符

祛

龍

旣

而

符

化

爲

鳳

凰

棲

石

上

今

號

爲

│

│

│

魚
蛇
水

寰

宇

記

在

籍

縣

南

三

十

五

里

從

縣

界

夷

歌

鄉

來

入

眉

州

靑

神

縣

界

狼
毒
井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漢

張

道

陵

初

開

陵

井

後

廢

陵

井

更

開

│

│

│

今

之

煑

井

是

也

居

人

承

舊

名

猶

曰

陵

井

其

實

非

也

龍
馬
槽

在

仁

壽

縣

東

三

十

里

昔

僞

蜀

時

民

潘

氏

牧

牝

馬

水

側

與

龍

遇

因

生

神

馬

故

名

嘶
馬
壠

在

仁

壽

縣

南

二

十

里

咸

平

中

郡

兵

拒

賊

于

此

賊

聞

馬

嘶

而

退

沐
馬
川

寰

宇

記

在

州

北

一

百

二

十

五

里

屬

籍

縣

蜀

先

主

於

此

置

籍

田

牧

馬

於

此

江

中

因

名

│

│

│

走
龍
山

在

貴

平

縣

其

上

有

日

輪

寺

來
鳳
山

在

井

研

縣

北

郭

外

前

有

鳳

山

其

上

有

亨

邑

士

之

登

枓

第

者

題

名

于

此

臥
龍
山

在

仁

壽

縣

金

華

山

之

左

賴

龍
池

在

仁

壽

縣

東

七

十

里

舊

經

見

龍

從

水

中

出

故

名

仙
牛
山

在

仁

壽

縣

西

二

里

仙
鼠

洞
在

井

研

縣

東

百

餘

里

昔

蜀

人

避

亂

居

於

此

中

有

蝙

蝠

大

如

烏

鐵
龍
山

在

仁

壽

縣

東

北

十

五

里

其

狀

如

龍

亦

名

龍

首

山

金
牛
山

在

井

研

北

郭

二

里

有

李

氏

讀

書

堂

石
羊
山

在

郡

之

北

門

其

上

多

石

狀

如

羊

故

名

石
馬
鎭

在

仁

壽

縣

西

南

六

十

五

里

茆
香
山

在

井

研

縣

東

南

三

十

里

巖

有

唐

佛

像

其

上

多

茆

香

甘
棠
山

在

仁

壽

縣

東

二

十

五

里

上

有

東

嶽

祠

食
芝
山

在仁

壽

縣

南

十

里

舊

傳

漢

天

師

食

芝

于

此

木
津
水

元

和

郡

縣

志

在

籍

縣

木
梓
山

寰

宇

記

在

籍

縣

北

六

十

里

出

梓

木

景
德
院

在

貴

平

縣

殿

梁

間

識

唐

大

順

三

年

建

至
道
觀

在

州

城

仁

壽

縣

東

漢

張

道

陵

至

南

岡

前

曰

此

地

川

岳

相

朝

可

建

福

庭

也

後

人

因

廟

祀

之

又

立

留

侯

祠

蓋

眞

人

之

祖

也

又

有

天

師

像

超
覺
寺

在

郡

城

之

東

隅

每

春

時

郡

人

遊

賞

駢

集

號

曰

僧

市

麗
甘
山

寰

宇

記

在

仁

壽

縣

東

二

十

里

舊

經

云

昔

有

十

二

玉

女

於

此

川

服

鹹

泉

玉

女

美

麗

鹽

亦

甘

好

因

名

今

井

竈

猶

存

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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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懼
盈
齋

甘
井

寰

宇

記

古

鹽

井

也

傍

有

神

廟

今

謂

之

聶

社

古
迹

陵
井
監

寰

宇

記

云

按

圖

經

漢

時

有

山

神

號

十

二

玉

女

爲

道

人

張

道

陵

開

鹽

井

因

此

名

陵

州

今

州

上

有

玉

女

廟

甚

靈

若

以

火

墜

井

中

卽

雷

吼

沸

湧

煙

氣

上

衝

濺

泥

漂

石

甚

可

畏

也

或

云

井

泉

傍

通

江

海

微

有

敗

船

木

浮

出

其

井

煎

水

爲

鹽

厯

代

因

之

唐

萬

歲

通

天

二

年

右

補

闕

郭

文

簡

奏

賣

水

一

日

一

夜

得

四

十

五

函

半

百

姓

貪

利

失

業

長

安

二

年

停

賣

水

依

舊

稅

鹽

先

天

二

年

加

課

利

歲

有

三

千

六

百

二

貫

僞

蜀

井

塞

國

朝

乾

德

三

年

平

蜀

陵

州

通

判

賈

璉

重

開

舊

井

一

晝

一

夜

汲

水

七

十

五

函

每

函

煎

鹽

四

十

斤

日

獲

三

千

斤

至

雍

熙

元

年

春

冬

日

收

三

千

八

百

一

十

七

斤

秋

夏

日

收

三

千

四

百

四

十

七

斤

蓋

水

源

之

有

長

短

也

又

寰

宇

記

載

貴

平

縣

十

井

日

收

鹽

四

千

三

百

斤

廢
隆
山
縣

隋

志

云

舊

曰

犍

爲

置

江

州

西

魏

改

縣

曰

隆

山

後

周

省

州

置

隆

山

郡

開

皇

初

郡

廢

又

併

江

陽

縣

入

馬

有

治

官

有

鼎

鼻

山

廢
始
建
縣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本

漢

武

陽

縣

地

舊

唐

志

云

漢

武

置

建

始

鎭

五

年

改

鎭

爲

始

建

縣

舊

治

擁

思

水

聖

厯

二

年

移

治

仁

壽

縣

□

□

榮

祉

山

籍

梁

席

郡

一

名

漢

武

戍

永

徽

四

年

分

貴

平

置

建

始

縣

咸

平

四

年

省

入

井

研

先
主
城

在

籍

縣

東

林

寺

後

有

土

牆

古

老

傳

先

主

城

臺

仁
壽
故
城

在

縣

東

二

里

後

魏

廢

帝

元

年

置

爲

普

甯

縣

隋

開

皇

十

八

年

改

爲

仁

壽

縣

唐

正

觀

十

九

年

移

於

子

城

西

漢
陽
城

在

貴

平

縣

東

二

里

周

回

三

百

六

十

步

高

二

丈

隋

大

業

三

年

築

欲

移

貴

平

於

此

義

甯

元

年

廢

今

爲

東

林

寺

武
嬰
城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在

井

斫

縣

東

下

有

潭

舊

傳

有

八

房

大

鼎

沉

其

下

井
研
故
城

城

二

一

在

井

研

縣

南

周

迥

二

百

步

周

宣

政

元

年

置

隋

大

業

十

八

年

廢

一

在

井

研

縣

二

里

周

回

二

百

二

十

步

隋

大

業

十

年

移

鎭

於

此

唐

武

德

四

年

廢

蒲
停
城

在

仁

壽

縣

南

十

五

里

隋

開

皇

七

年

置

仁

壽

□

年

獠

亂

百

姓

走

投

高

城

此

遂

廢

隋

志

云

西

魏

置

蒲

城

縣

大

業

初

置

隆

山

縣

蒲

縣

併

入

焉

浴
丹
井

在

天

慶

觀

內

世

傳

爾

朱

於

此

浴

丹

天
師

井
廣

記

因

天

師

治

井

晏

公

類

要

云

本

狼

毒

井

按

郡

國

志

云

昔

東

漢

張

道

陵

所

開

有

毒

龍

藏

井

中

及

鹽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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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懼
盈
齋

玉

女

十

二

爲

祟

天

師

以

道

力

驅

出

毒

龍

禁

玉

女

於

井

下

然

後

人

獲

鹹

泉

之

利

玉
女
祠

祀

玉

女

於

井

內

卽

鹽

井

也

輿

地

廣

記

在

仁

壽

縣

今

名

靈

眞

夫

人

朝
女
山

晏

公

類

要

云

在

仁

壽

縣

南

二

里

郡

國

志

云

在

縣

界

昔

有

朝

祖

女

於

此

山

得

道

今

肘

脛

足

跡

尙

存

因

名

健
兒
廟

寰

宇

記

云

昔

有

人

拒

公

孫

述

死

吳

漢

爲

立

廟

後

人

祠

祭

不

絶

譚
子
池

唐

詩

紀

事

所

載

有

云

譚

宜

者

陵

州

民

叔

皮

子

也

年

二

十

餘

忽

失

所

在

大

厯

初

年

還

家

卽

霞

冠

羽

衣

眞

仙

之

流

也

言

訖

而

去

其

家

靈

泉

湧

出

禱

必

有

應

因

名

│

│

│

漢
陽
堰

唐

志

云

在

籍

縣

東

五

里

武

德

初

引

漢

水

漑

田

二

百

頃

後

廢

文

明

元

年

令

陳

充

復

置

後

又廢

石
夫
子
像

在

仁

壽

縣

學

兖

國

公

鄒

國

公

十

哲

皆

以

石

爲

之

有

唐

代

歲

月

欵

識

宋
相

伯
窟

在

井

研

縣

東

一

十

里

去

陵

井

北

一

十

步

鑿

石

爲

窟

里

人

或

云

宋

王

生

窟

有

石

門

石

堂

石

室

石

牀

石

槽

額

篆

宋

相

伯

三

字

無

所

攷

見

朱
府
君
辰
廟

去

貴

平

縣

六

十

里

卽

漢

朱

府

君

辰

之

祠

也

府

君

爲

巴

西

郡

守

有

功

德

於

民

解

官

泛

岷

江

長

幼

隨

之

貴

平

唱

車

山

遂

隱

於

洞

中

民

因

立

祠

廟

有

古

柏

一

株

自

廢

縣

後

枯

槁

乾

道

復

縣

枯

木

再

生

每

歲

春

夏

開

花

結

子

近

似

荔

枝

其

異

如

此

翳
嘶
神
廟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相

傳

爲

巴

郡

太

守

嚴

顏

之

神

唐

僖

宗

幸

蜀

及

李

順

之

亂

皆

有

神

兵

之

助

今

廟

號

孚

貺

蔡

順
廟

圖

經

云

縣

人

蔡

順

遇

一

虎

俛

首

若

有

所

求

順

以

手

探

其

口

得

鯁

骨

他

日

啣

一

鹿

置

門

而

去

自

是

虎

不

入

境

天
師
廟

輿

地

廣

記

在

仁

壽

縣

又

有

天

師

宅

在

郡

治

之

下

有

唐

元

和

十

五

年

陵

州

刺

史

李

正

卿

撰

仙

師

廟

碑

中
女
祠

元

和

郡

縣

志

云

│

│

│

蓋

井

神

張

道

陵

祠

在

仁

壽

縣

西

一

百

步

陵

開

鑿

鹽

井

人

得

其

利

故

爲

立

祠

陵

卽

張

魯

之

祖

父

學

道

鶴

鳴

山

人

從

受

道

者

出

五

斗

米

故

時

人

號

爲

米

賊

亦

曰

五

斗

米

道

兩
女
墳

在

仁

壽

縣

東

南

二

里

兩

墳

相

去

四

丈

餘

舊

經

云

昔

有

二

女

正

潔

死

葬

於

此

唐

正

觀

中

州

人

劉

安

尙

其

節

於

兩

墳

上

各

立

一

塔

豆
盧
墓

在

州

城

東

隅

之

趾

後

唐

相

豆

盧

革

之

墓

也

革

斥

陵

州

死

故

葬

于

此

牢
固
墳

寰

宇

記

在

仁

壽

縣

南

六

十

里

十

道

志

蒯

參

至

孝

葬

母

修

墳

牢

固

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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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懼
盈
齋

官
吏

鄭
譯

隋

書

載

│

│

爲

隆

州

刺

史

召

還

賜

燕

醴

泉

宮

復

爵

沛

國

公

上

柱

國

上

令

內

史

李

德

林

立

作

詔

書

高

頴

戲

謂

譯

曰

筆

乾

譯

曰

出

爲

方

岳

杖

策

言

歸

不

得

一

錢

何

以

潤

筆

上

大

笑

路
使
君

乾

元

初

知

陵

州

杜

子

美

有

送

行

詩

劉
權

按

悲

心

經

碑

跋

云

乾

符

四

年

再

銜

恩

命

却

理

陵

陽

賈
璉

安國

器

冒

朝

之

祖

見

賈

令

公

眞

堂

碑

時

陵

井

堙

塞

公

再

闢

之

樂
史

字

正

僞

撫

州

人

太

平

興

國

九

年

知

陵

州

嘗

著

寰

宇

記

孫
明
復

陵

州

通

判

燕
雍

范

陽

人

肅

之

子

也

嘉

祐

中

爲

守

始

建

郡

學

蓮

花

漏

亦

雍

所

定

文
同

字

與

可

梓

州

人

熙

甯

四

年

爲

守

嘗

奏

鹽

井

爲

民

害

乞

從

買

撲

程
堂

眉

州

人

元

祐

中

爲

守

文

章

政

事

與

文

與

可

相

頡

頏

蘇
協

爲

陵

州

推

官

子

易

簡

生

今

官

寺

中

此

圖

經

載

於

推

官

廨

下

而

宅

第

門

載

蘇

易

簡

父

死

不

能

歸

左

綿

僑

居

于

此

受

業

於

貢

士

費

禹

珪

今

宅

尙

存

張
商
英

字

無

盡

治

平

末

司

文

是

邦

後

爲

相

趙
次
公

任

隆

州

司

法

次

公

嘗

注

杜

詩

种
温

紹

興

六

年

知

監

事

豹

林

明

逸

先

生

之

後

爲

人

恬

退

政

事

簡

靜

公

餘

賦

詩

所

至

畱

題

李
中

眉

州

人

紹

興

十

五

年

知

監

事

其

子

卽

巽

巖

先

生

亦

爲

隆

州

監

稅

李
繁

字

淸

叔

崇

慶

府

人

爲

僉

判

後

爲

司

農

卿

四

川

總

領

爲

漢

中

民

免

和

糴

黄

裳

作

罷

糴

行

以

美

云

人
物

孫
光
憲

貴

平

人

後

掌

荆

南

高

季

興

書

記

傳

及

繼

沖

湖

南

將

周

文

表

首

難

建

隆

四

年

藝

祖

命

慕

容

延

釗

等

討

之

取

道

荆

城

繼

沖

大

將

李

景

威

疑

阻

光

憲

叱

之

繼

沖

竟

納

欵

軍

門

牟
承
鉟

承

鉟

羣

之

五

世

孫

也

咸

平

中

王

均

自

廣

都

掠

陵

承

鉟

拒

戰

于

走

馬

岡

城

全

而

承

鉟

乃

戴

其

頭

以

歸

猶

攬

轡

馬

上

凜

然

如

生

及

家

而

後

仆

皇
朝
范
雍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范

雍

籍

縣

人

張

詠

寇

準

所

薦

天

聖

間

拜

樞

密

使

黄

千
黨

籍

黄

公

宅

公

諱

千

故

宅

在

井

研

縣

北

千

有

氣

節

元

符

間

以

選

人

上

書

詆

時

政

名

係

黨

籍

廢

錮

終

身

時

人

惜

之

陳
祜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

│

徽

宗

時

爲

諫

官

後

入

黨

籍

廢

錮

馮
時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馮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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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懼
盈
齋

仁

壽

人

靖

康

二

年

以

少

卿

使

金

敵

敵

欲

迫

降

之

公

曰

│

│

甯

以

死

魂

歸

國

不

敢

以

生

身

遺

敵

遂

死

弟

昕

仕

至

長

安

兵

官

敵

兵

至

死

之

兄

弟

以

忠

義

著

李
新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李

新

仁

壽

人

元

符

上

書

入

黨

藉

爲

邪

士

覊

管

終

身

不

用

喻
汝
礪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

│

│

靖

康

初

爲

祠

部

員

外

郞

不

附

割

三

鎭

之

議

金

賊

立

張

邦

昌

汝

礪

掛

衣

冠

去

渡

江

自

號

捫

膝

先

生

員
興
宗

字

顯

道

仁

壽

人

除

著

作

佐

郎

會

敵

使

不

拜

敵

索

歸

正

人

公

獨

上

書

不

可

何
　

政

和

五

年

狀

元

及

第

後

爲

相

不

肯

割

三

鎭

死

於

國

事

與

兄

棠

弟

榘

號

爲

三

鳳

又

夷

堅

志

載

　

在

太

學

詣

日

者

孫

黯

問

命

黯

曰

來

年

作

狀

元

不

出

一

紀

爲

宰

相

但

有

一

事

絶

異

君

拜

相

後

當

死

於

異

國

尋

常

奉

使

絶

域

者

何

由

有

宰

相

入

國

者

此

爲

不

可

曉

耳

後

皆

如

其

言

范

世
雄

母

文

氏

籍

縣

人

適

范

氏

方

娠

而

夫

卒

時

年

十

八

姑

慮

有

他

意

文

泣

曰

義

無

二

適

當

躬

勤

以

奉

姑

獨

願

早

生

男

子

以

昌

范

氏

亡

何

生

世

雄

晝

田

夜

紡

以

資

世

雄

遊

學

世

雄

登

第

而

歸

文

迓

之

途

世

雄

趨

拜

已

乃

相

持

而

泣

見

者

悲

之

虞
允
文

皇

朝

郡

縣

志

云

允

文

仁

壽

人

事

親

篤

孝

嗜

學

好

修

鎖

廳

及

第

用

大

臣

薦

立

朝

紹

興

三

十

一

年

冬

元

顏

亮

入

寇

以

中

書

舍

人

督

視

府

參

謀

督

戰

敗

之

於

采

石

自

此

名

聞

一

時

厯

兵

部

尙

書

四

川

宣

撫

荆

襄

制

置

還

朝

爲

僉

書

樞

密

院

參

知

政

事

知

院

宣

撫

四

川

召

還

拜

相

曰

韓
駒

字

子

蒼

政

和

間

賜

第

文

集

行

於

世

仙
釋

張
天
師

名

道

陵

沛

國

人

天

師

以

後

漢

建

武

十

年

生

於

吳

之

天

目

山

天

師

平

西

蜀

妖

鬼

不

復

爲

人

害

永

壽

中

老

君

下

降

湧

出

玉

局

爲

天

師

重

演

正

一

明

威

之

旨

過

陽

山

見

白

氣

屬

天

指

其

下

有

鹹

泉

因

逐

去

毒

龍

而

鹹

泉

始

露

誓

玉

女

使

不

復

出

付

以

煮

海

之

法

輿

地

廣

記

云

陵

井

張

道

陵

所

開

有

毒

龍

藏

井

中

及

鹽

神

玉

女

十

二

爲

祟

天

師

以

道

力

驅

出

毒

龍

禁

玉

女

於

井

中

然

後

人

獲

鹹

泉

之

利

至

國

朝

郡

守

文

公

同

奏

易

州

名

以

避

眞

人

之

諱

爾
朱
先
生

蜀

廣

政

中

貨

藥

陵

州

後

至

涪

之

白

石

羽

化

爾

朱

事

蜀

圖

經

多

載

之

賴
仙

籍

縣

舊

有

│

│

宅

賴

氏

婦

於

池

中

得

茯

神

烹

而

食

之

遂

舉

家

仙

去

譚
宜

│

│

者

陵



 

輿
地
紀
勝
　

卷

百

五

十
成
都
府
路

隆
州

　
　
　
十

四

懼
盈
齋

州

民

叔

皮

子

也

生

而

有

異

年

二

十

忽

失

所

在

大

厯

初

年

還

家

卽

霞

冠

羽

衣

眞

仙

之

流

也

言

訖

而

去

其

家

靈

泉

湧

出

禱

必

有

應

因

名

譚

子

池

見

唐

紀

事

詩

僧
道
榮

紹

興

初

住

報

恩

寺

一

日

偏

謁

契

舊

就

市

之

茶

肆

趺

坐

而

化

僧

臘

九

十

餘

矣

文
長
老

徧

住

禪

刹

一

日

徧

辭

其

鄕

人

趺

坐

而

化

卿

大

夫

陳

厚

往

謁

之

開

目

仰

視

曰

長

孺

來

耶

乃

起

整

衣

而

出

迎

之

復

坐

而

逝

伏
虎
禪
師

仁

壽

縣

香

雲

山

有

碑

載

唐

永

有

異

僧

伏

虎

於

山

上

號

│

│

│

│

碑
記

漢
黄
龍
甘
露
之
碑

在

籍

縣

江

口

上

鋭

下

方

其

狀

如

鍾

大

書

│

│

│

│

│

│

│

文

字

餘

不

可

讀

其

可

識

者

羣

臣

將

軍

位

號

蓋

爲

龍

紀

也

豔
陽
洞
石
碑

在

洞

之

顏

書

曰

豔

陽

仙

洞

四

字

字

體

兼

篆

不

知

何

代

書

旁

有

欵

識

歲

久

磨

滅

東

南

貴

人

見

此

碑

本

寶

而

藏

之

以

爲

眞

漢

隸

也

唐
金

剛
經
碑

在

佛

龕

山

磨

崖

唐

正

觀

中

率

更

令

歐

陽

詢

書

道
超
和
尙
精
德
碑

在古

城

山

平

等

寺

天

寶

四

載

薛

兼

金

撰

開
國
王
碑

在

唱

車

山

正

元

元

年

貴

平

令

王

覺

記

張
天

師
靈
廟
碑

元

和

十

五

年

知

陵

州

李

正

卿

撰

貴
平
縣
牟
尙
書
墓
記

唐

同

光

五

年

陳

貴

氏

領

州

事

文
宣
王
廟
碑

在

貴

平

縣

縣

學

長

慶

五

年

刺

史

李

正

卿

撰

尹

太

階

書

龍

興
寺
大
藏
經
碑

見

在

報

恩

寺

開

成

四

年

吳

商

撰

篆
字
心
經
碑

在

小

大

悲

閣

咸

通

七

年

仇

溥

撰

併

書

修
大
悲
堂
碑

在

小

大

悲

閣

景

福

二

年

僧

承

徽

記

黄
帝
書
陰

符
經

在

至

道

觀

咸

通

十

五

年

邱

冲

書

古
大
悲
堂
碑

在

報

恩

寺

乾

符

三

年

周

宋

莒

撰

超

覺
寺
記

廣

明

二

年

陵

州

刺

史

蕭

兟

記

龍
華
院
山
門
路
記

在

籍

縣

天

復

七

年

立

今

爲

觀

音

院

唐
節
度
使
楊
公
墓
碑

隆

州

井

研

縣

道

旁

有

石

刻

云

唐

銀

靑

光

禄

大

夫

檢

校

御

史

中

丞

上

柱

國

節

度

使

楊

公

墓

其

旁

多

楊

姓

乃

其

子

孫

也

靈
泉
院
碑

在

本

寺

後

唐

同

光

三

年

立

僧
曉
微
碑

在

寶

林

院

西

蜀

明

德

元

年

立

又

有

顯

教

大

師

碑

廣

政

四

年

立

鐵
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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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懼
盈
齋

將
軍
碑

在

歸

安

鎭

孟

蜀

廣

政

二

年

立

寶
峰
院
記

在

貴

平

縣

西

北

四

十

里

院

內

有

王

羲

之

記

王

氏

廬

墓

銘

飛
泉
山
碑

其

碑

有

二

並

在

仁

壽

縣

東

│

│

│

│

飛
泉
山
院
碑

唐

神

龍

元

年

立

在

超

覺

寺

玉
堂
硯
銘

文

同

與

可

將

赴

陵

州

孫

沬

巨

源

以

玉

堂

大

硯

贈

之

與

可

屬

蘇

子

瞻

爲

之

銘

陵

州

在

高

山

上

難

得

水

蔡
君
謨
法
帖
　
東
坡
多
心
經

文
與
可
書
千
字
文

並

在

州

治

詩幽
燕
通
使
者
岳
牧
用
詞
人
國
待
賢
良
急
君
當
拔
擢
新

杜

少

陵

送

陵

州

路

史

君

詩

戰
伐
乾
坤
破
瘡
痍
府
庫
貧
衆
寮
宜
潔
白

萬
役
但
平
均

同上

陵
陽
郡
事
全
稀
少
嬾
守
長
贏
半
日
閑

晚
後
須
來
上
高
閣
就
中
無
厭
是
雲
山

文

與

可

平

雲

閣

詩

江
邊

亂
山
赤
如
赭
陵
陽
正
在
千
山
頭

東

坡

送

文

使

君

守

陵

州

詩

雲
山
高

閣
倚
危
墻
晚
意
無
窮
在
渺
茫
極
望
不
知
雲
幾
許
滿
空

惟
見
鴈
交
相
與
誰
把
酒
邀
明
月
獨
自
吟
詩
到
夕
陽
因

念
平
臺
有
佳
興
鄒
生
枚
叟
奉
梁
王

文

與

可

登

平

雲

閣

詩

山
城
物

色
正
嚴
冬
梅
放
長
梢
露
小
紅

文

與

可

贈

吳

仲

庶

詩

眼
前
光
景
急

如
水
案
上
簿
書
紛
若
絲

同上

煙
雲
一
川
滿
林
麓
三
山
會

文

與

可

朝

陽

亭

詩

陵
陽
亂
山
中
陰
雺
日
夕
發
晴
光
尙
稀
見
况

復
求
夜
月
二
年
逢
中
秋
曾
不
識
皎
潔
煙
雲
爾
何
事
常

此
作
蓬
勃

文

與

可

中

秋

不

見

月

詩

前
年
請
郡
得
隆
時
不
謂
其
州

陋
如
此
蕭
條
官
宇
巖
嶺
上
零
落
民
家
坑
谷
裏

文

與

可

送

通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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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懼
盈
齋

喻

郞

中

詩

近
日
簿
書
全
簡
少
吏
人
惟
趁
兩
衙
休
歸
來
便
只

尋
冠
履
遶
徧
林
亭
山
上
頭

文

與

可

近

日

詩

可
笑
陵
陽
太
守
家

閒
無
一
事
只
栽
花

文

與

可

詩

可
笑
山
州
爲
刺
史
寂
寥
都
不

似
川
城
若
無
書
籍
兼
圖
畫
便
不
教
人
白
髮
生

同上

幸
逢

九
日
稱
佳
節
宜
對
三
嵎
賞
素
秋

同上

自
喜
吾
懷
已
虛
白

三
嵎
山
色
更
淸
暉

趙

淸

獻

公

抃

詩

四
十
五
夜
宿
陵
州
州
在
蒼

山
山
上
頭

嘉

祐

中

太

常

博

士

陳

充

詩

吾
曹
可
憐
愛
薄
宦
甘
此
寂
寞

來
山
州
酒
肴
有
無
更
莫
問
逢
遇
相
與
淸
談
休

文

同

與

可

寒

食

感事

三
山
高
峭
拔
鼎
峙
各
爭
雄
秀
氣
鍾
英
物
衣
冠
盛
蜀

中
趙

善

詔

詩

仁
壽
州
如
斗
分
符
愧
罔
功

趙

善

詔

仁

壽

詩

誰
謂
山
城

僻
掄
魁
此
破
荒

趙

善

詔

何

狀

元

詩

朝
檻
林
巒
晴
漲
海
夜
城
燈

火
到
觀
星

程

公

跨

鼇

詩

國
初
吾
鄕
民
萬
戸
一
逢
掖
蓋
自
咸

平
後
俊
髦
始
接
迹

員

安

輿

詩

四
六

雖
封
疆
不
足
於
千
里
而
風
俗
自
是
於
一
川
池
瘠
民
貧

鼓
淸
談
而
自
樂
泉
淸
氣
秀
推
公
議
以
無
私

何

丞

相

謝

狀

元

啟

望
金
華
之
翠
嶺
何
日
重
登
想
玉
蘭
之
淸
波
幾
時
再
泛

王

八

行

跋

蓋

金

華

玉

蘭

張

氏

所

居

山

水

也

輿
地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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