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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縣

治

中

城

郭

閉

淸

凉

鍾

阜

金

川

三

門

至

順

治

十

八

年

改

神

策

門

爲

得

勝

門

旌

武

功

又

靑

溪

之

東

築

滿

城

駐

防

將

軍

等

府

總

兵

府

舊

臨

淮

府

第

餘

詳

後

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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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元
縣
志

卷
二
圖
說

六

諸

山

發

源

圖

說

唐

志

稱

東

南

名

山

衡

廬

茅

蔣

金

陵

有

二

焉

蔣

山

故

名

鍾

實

都

邑

之

鎭

武

侯

所

謂

鍾

山

龍

蟠

是

也

宋

周

應

合

山

川

序

云

鍾

山

之

左

自

攝

山

臨

沂

雉

亭

衡

陽

以

逹

于

東

又

東

爲

白

山

大

城

雲

穴

武

崗

以

逹

于

東

南

又

南

爲

土

山

張

山

靑

龍

石

硊

天

印

彭

城

雁

門

行

堂

以

逹

于

西

綿

亘

至

于

三

山

而

止

于

大

江

所

謂

龍

蟠

之

勢

也

鍾

山

之

右

近

之

爲

覆

舟

鷄

籠

在

宫

城

之

後

又

北

爲

直

瀆

大

壯

觀

四

望

以

逹

于

西

北

又

西

北

爲

幕

府

盧

龍

馬

鞍

以

逹

于

西

是

爲

石

頭

城

亦

止

于

江

所

謂

虎

踞

之

形

也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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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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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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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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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七

圖

經

云

黄

山

爲

金

陵

元

脉

綿

亘

至

于

新

嶺

北

發

二

支

一

由

寧

國

太

平

而

止

于

江

寧

聚

寳

門

外

之

雨

花

䑓

一

由

廣

德

建

平

溧

陽

至

金

壇

而

起

茅

山

是

爲

金

陵

之

支

脉

茅

山

起

句

容

東

北

之

侖

山

西

起

五

綦

山

五

綦

西

起

華

山

華

山

西

南

起

胄

山

孔

山

湯

山

大

成

靑

龍

武

崗

諸

山

而

後

鍾

山

起

焉

鍾

山

自

東

北

繞

城

內

外

西

南

至

江

而

止

山

交

水

會

省

治

奠

乎

其

中

山

之

所

界

卽

水

之

由

分

華

山

之

水

其

在

南

者

南

爲

秦

淮

入

于

上

元

而

在

北

者

入

于

大

江

湯

山

以

西

諸

岡

阜

之

水

皆

南

入

秦

淮

而

北

入

于

江

合

經

與

序

言

之

金

陵

之

形

勢

瞭

如

指

掌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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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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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二
圖
說

八

境

內

諸

水

圖

說

金

陵

在

大

江

東

南

自

慈

姥

山

至

下

蜀

渡

古

稱

天

塹

巨

浸

北

江

之

境

也

秦

鑿

淮

吳

鑿

靑

溪

運

瀆

楊

吳

鑿

城

濠

宋

鑿

䕶

龍

河

宋

元

鑿

新

河

明

開

御

河

城

壕

今

諸

水

交

錯

互

流

支

脉

靡

辨

據

經

考

之

自

方

山

之

岡

壟

兩

淮

北

流

西

入

通

濟

水

門

南

經

武

定

鎭

淮

飮

虹

三

橋

又

西

出

三

山

水

門

沿

石

頭

以

逹

于

江

者

秦

淮

之

故

道

也

自

太

平

城

下

由

朝

溝

南

流

入

大

內

又

西

出

竹

橋

入

濠

而

絶

又

自

舊

內

旁

周

繞

出

淮

淸

橋

與

秦

淮

合

者

靑

溪

所

存

之

一

曲

也

自

斗

門

橋

西

流

經

乾

道

太

平

諸

橋

東

連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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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橋

西

連

武

衛

橋

者

運

瀆

之

故

道

也

自

北

門

橋

東

南

至

于

大

中

橋

截

于

通

濟

城

內

旁

入

秦

淮

又

自

通

濟

城

外

與

秦

淮

分

流

繞

南

經

長

干

橋

至

于

三

山

水

門

外

與

秦

淮

復

合

者

楊

吳

之

城

濠

也

自

昇

平

橋

逹

千

上

元

縣

後

至

虹

橋

南

接

大

市

橋

者

䕶

龍

河

之

遺

蹟

也

自

三

山

門

外

逹

于

草

鞋

夾

經

江

東

橋

出

大

成

港

與

隂

山

運

道

合

者

皆

新

開

河

也

東

出

靑

龍

橋

西

出

白

虎

橋

至

柏

川

橋

入

濠

者

今

大

內

之

御

河

也

若

城

外

落

馬

澗

諸

水

不

能

悉

載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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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縣

境

方

括

圖

說

城

築

自

楚

號

定

于

唐

縣

治

在

會

城

東

北

東

長

寧

鄕

古

江

乘

縣

地

丹

陽

鄕

古

丹

陽

縣

地

湖

塾

鎭

古

湖

塾

縣

地

南

興

賢

鄕

古

同

夏

縣

地

北

宣

義

鄕

古

臨

沂

卽

丘

陽

都

縣

地

鍾

山

鄕

古

懷

德

縣

地

金

陵

鄕

古

秣

陵

建

康

縣

地

西

道

德

鄕

晉

秣

陵

縣

地

東

至

句

容

縣

界

西

至

江

寧

縣

界

南

至

江

寧

縣

界

北

至

六

合

縣

界

舊

志

載

廣

九

十

里

今

府

志

載

廣

九

十

五

里

袤

八

十

五

里

自

縣

治

至

京

師

二

千

三

百

四

十

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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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十
二

縣

署

圖

說

縣

治

唐

上

元

二

年

始

置

于

永

壽

官

近

石

頭

城

光

啓

中

徙

鳯

䑓

山

下

宋

初

徙

城

東

尊

賢

坊

建

炎

中

治

今

所

在

府

治

東

北

昇

平

橋

西

令

一

丞

一

典

史

一

舊

東

南

隅

有

殿

宇

南

向

曰

明

道

先

生

祠

又

門

外

有

亭

二

左

旌

善

右

申

明

今

廢

南

爲

大

門

扁

曰

上

元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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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
說

十
四

學

宫

圖

說

學

在

府

治

東

南

面

秦

淮

東

抵

貢

院

西

抵

大

功

坊

宋

景

祐

舊

學

址

也

明

洪

武

初

省

生

儒

併

子

府

學

其

貢

士

計

偕

之

費

生

員

廪

膳

之

需

猶

給

于

縣

今

改

國

學

爲

府

學

改

府

學

爲

上

江

兩

縣

學

上

元

在

宫

之

左

規

模

俱

從

府

制

舊

儒

學

在

今

縣

治

東

京

城

圖

志

存

義

街

卽

上

元

學

基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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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十
六

歴

代

互

見

圖

說

歴

代

城

邑

變

置

據

方

辨

位

漢

以

後

郡

城

在

淮

水

南

六

朝

宫

城

在

淮

水

北

近

覆

舟

楚

秦

隋

唐

城

在

淮

水

西

北

據

石

頭

楊

吳

以

後

城

淮

水

南

北

近

聚

寳

明

因

山

距

淮

皇

城

在

都

城

門

之

東

國

朝

置

江

南

省

上

元

江

寧

並

附

會

城

如

舊

鍾

山

迤

大

江

懷

抱

靑

龍

石

硊

縈

旋

左

右

而

秦

淮

橫

亘

于

中

盖

可

互

見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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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鍾

山

圖

說

鍾

山

起

自

句

容

東

北

茅

山

漢

秣

陵

尉

蔣

子

文

逐

盗

於

此

吳

大

帝

爲

立

廟

封

曰

蔣

侯

故

又

名

蔣

山

至

明

爲

太

祖

孝

陵

禁

地

國

朝

設

守

陵

人

戸

禋

祀

不

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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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二
十

鷄

籠

山

圖

說

在

縣

治

西

北

東

連

覆

舟

山

狀

如

鷄

籠

故

名

雷

次

宗

開

館

于

此

枕

䑓

城

有

寺

歲

久

漸

圯

制

府

黄

公

政

通

人

和

以

暇

湖

山

之

勝

攺

建

寺

門

東

向

稍

南

卽

憑

虛

閣

廢

址

葺

亭

宇

數

厦

俯

視

城

南

北

烟

景

在

虛

無

縹

緲

間

迤

山

趾

而

西

爲

萬

壽

閣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紀

恩

建

又

西

上

山

頂

爲

御

書

曠

觀

亭

飛

白

琳

琅

前

制

府

王

新

命

建

春

秋

勝

日

爲

北

郊

遊

覽

之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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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淸

凉

山

圖

說

在

石

頭

城

內

南

唐

名

石

城

淸

凉

寺

山

頂

有

翠

微

亭

俯

眺

江

城

山

挿

靑

天

洲

橫

白

鷺

金

陵

佳

麗

如

在

目

前

亦

南

唐

時

建

乾

隆

十

五

年

九

月

重

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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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二
十
四

天

印

山

圖

說

在

城

南

四

十

里

高

百

六

十

丈

周

囘

二

十

七

里

四

面

方

如

城

故

又

名

方

山

秦

始

皇

金

陵

此

方

山

是

其

斷

者

東

南

有

水

下

注

長

塘

流

漑

平

陸

屳

至

定

林

寺

亦

極

幽

閴

其

山

最

高

處

不

生

雜

樹

惟

蔓

草

遍

布

如

茵

上

有

石

龍

池

下

有

葛

仙

翁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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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盧

龍

山

圖

說

在

縣

治

西

高

三

十

六

丈

周

囘

五

里

形

如

獅

子

亦

名

獅

子

山

稍

南

有

紫

竹

林

禪

院

顓

愚

和

尚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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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攝

山

圖

說

在

城

東

北

五

十

里

多

藥

草

可

以

攝

生

故

名

攝

山

重

嶺

孤

峙

形

如

繖

盖

故

又

名

繖

山

南

史

明

僧

紹

居

此

捨

宅

爲

寺

有

千

佛

嶺

天

開

岩

俯

臨

大

江

雲

光

映

帶

以

棲

霞

名

寺

非

虛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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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冶

城

圖

說

在

府

治

西

二

里

爲

吳

王

鑄

劍

之

地

謝

安

與

王

羲

之

同

訪

冶

城

悠

然

遐

想

有

超

世

之

志

卞

忠

貞

墓

在

其

右

今

朝

天

宫

道

院

縁

山

之

高

下

最

稱

勝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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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燕

子

磯

圖

說

在

城

北

觀

音

門

外

幕

府

諸

山

盡

脉

處

石

色

蒼

潤

形

勢

㟏

岈

直

探

江

中

波

濤

衝

激

三

面

盡

見

上

建

關

聖

祠

磴

道

盤

折

而

上

有

俯

江

亭

可

以

憇

飮

其

左

渡

江

穿

峽

卽

永

濟

寺

通

龍

江

關

陸

路

濵

江

舟

車

游

衍

無

間

也

横

江

鐵

鎖

尚

維

山

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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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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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後

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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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

晉

之

北

湖

宋

元

嘉

末

有

黑

龍

見

故

攺

元

武

湖

齊

武

帝

埋

水

軍

于

此

號

昆

明

池

周

四

十

里

湖

中

有

洲

流

塞

今

而

長

堤

烟

景

北

望

益

增

佳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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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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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水

出

岷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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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江

敷

淺

原

順

流

東

下

而

城

內

秦

淮

靑

溪

之

水

由

上

下

水

關

出

與

大

江

合

湍

流

噴

薄

江

淮

舟

楫

之

利

紛

馳

絡

繹

山

環

水

抱

鬱

爲

會

城

明

代

兩

京

並

建

國

朝

敷

天

裒

對

累

洽

重

煕

雖

曰

地

利

豈

非

人

事

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