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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古
今
地
名
大
辭
典

一
 

畫

【

一

女

關

】

在
雲
南
洱
源
鮭
。
〔
明
史 

一
地
理
志
〕
浪
穹
縣
東
北
有
佛
光
山
。

山
後 

隊
仄
。

名
一
女
關
。

【

一

斗

泉

】

在
河
北
房
山
縣
西
南
上 

方
山
象
王
峯
腰
。
其
上
多
大
君
鐘
乳
。
乳
端 

水
滴
。

匯
而
成
泉
。

相
傳
舊
有
毒
龍
踞
此 

山
。
後
漢
時
華
巖
慧
晟
理
師
龜
龍
開
山
。
龍 

竭
山
泉
以
行
。

律
師
以
錫
杖
擲
之
。

令
留 

水
。

僅

得
-

笠
。

故
名
。

【

一

片

石

】 

在
河
北
臨
梅
縣
北
七
十 

里
。

有
關
城
。

明
末
李
自
成
東
攻
吳
三
桂 

於
山
海
關
。

以
別
將
從
一
片
石
越
關
外
。 

清
兵
來
援
。
先
敗
一
片
石
之
兵
。

遂
入
關
。 

破
自
成
。

舊
有
參
將
駐
訪
。

【

一

合

塢

】

在
河
南
宜
陽
驟
西
。

又 

作
一
全
塩
。

亦

日

一

泉

險

書

永

嘉

中

魏 

浚
屯
洛
北
石
梁
陽
。

浜
子
該
樂
衆
據
一
泉 

鷗
。
〔
水
經
注
〕
「
治
水
又
束
連
一
合
陽
南
。
」 

城
在
川
北
原
上
。
南
北
東
三
箱
天
險
峭
絕
。 

惟
築
西
面
。

豊

合

固

。

一
合
之
名
起
於 

是
。

北
周
置
重
兵
於
此
。

以
備
高
齊
。 

•

【

一

禿

河

】

詳
伊
通
河
條
。

【

一

拉

溪

】

在
吉
林
永
吉
縣
西
。

路

通
雙
陽
縣
。

【

一

泡

江

】 

源
出
靈
南
祥
雲
縣
北
梁 

王
山
。

南
流
至
九
鼎
山
。

歧
為
三
支
。

一
 

南
流
日
萬
花
溪
。

下
流
為
白
崖
江
。

一
東 

南
流
潴
為
靑
龍
海
。
-

東
北
流
覇
為
品
甸 

海
。

涵
周
官
舉
海
水
與
青
龍
海
合
。

東
流 

折
北
為
一
泡
江
。

東
北
會
你
甸
河
。

至
姚 

安
縣
注
於
金
沙
江
。

明
嘉
靖
元
年
。

改
十. 

二
關
長
官
司
於
一
泡
江
之
西
。
卽
此
。 

【

一

前

噴

】
在
熱
河
阜
新
縣
。

產
煤
。 

【

一

柱

觀

】

在
湖
北
松
潘
縣
東
丘
家 

湖
中
。
〔
濟
宮
故
事
〕
宋
臨
川
王
義
慶
在
鎭
。 

於
羅
公
洲
立
觀
甚
大
。

而

惟
一
柱
。
故
名
。 

宋
紹
典
二
十
年
。

松
滋
縣
令
呂
令
問
移
觀 

之
名
於
大
橋
。

) 

【

一

面

坡

】

在
吉
林
延
壽
縣
南
螞
蜻 

一
河
西
濱
。

中
東
鐵
路
經
之
。

_
_

 

【

一

面

城

】

在
遼
寧
鐵
嶺
好
。
產
金
。 

-

【
-

倉

河

鎭

】

在
江
蘇
東
臺
縣
東

南
。

西
距
安
豐
鎭
六
十
里
。

帝
南
為
三
倉 

rv-

r-i 
—S
3

一
河
。

俱
產
鹽
。

【

一

畝

泉

河

】

源
出
河
北
滿
城
縣
賢 

臺
社
。

桌
自
地
中
湧
出
。

方
廣
一
畝
。

故 

名
。

妻

無

距

泉

運

城

潦

南
。
東
入
蔻
水
。

地
名
大
辭
典 

_

畫
一 
-
i
 
丁

【

「
迷

河

】

見

伊

勒

門

河

空 

【

一

宿

河

】 

在

枭

廣

順

軽

東

從

仁
 

里
。
俗
傳
明

建
文
帝
入
白
靈
山
時
宿
於
此
。 

因
名
。

【

一

條

山

鎭

】
在
甘
齎
靖
遠
縣
西

北
。 

南
倚
長
城
。
北
通
骞
夏
阿

拉
善
額
魯
特
部
。 

【
-

棵

樹

鎭

】
在
遼
寧
遼
源
縣
東
南
。 

四
決
鐵
路
經
之
。

【

一

都

村

】

在
浙
江
於
濟
縣
北
。

當 

東
西
兩
天
冃
山
之
間
。

楓
柿
成
林
。

秋
時 

紅
葉
滿
目
。

【
-

線

天

】 

在
江
蘇
吳
縣
西
洞
庭
山 

之
石
公
山
。

有
洞
穴
深
可
二
丈
。

廣
僅
容 

人
。

其
外
方
向
東
斜
下
。
乃
一
石

壁
之
縫
。 

長
可
十
餘
丈
。

卸
望
靑
天
。

如

拖
-

線
。 

◎

在
浙
江
杭
縣
靈
隱
山
。

有
玉
乳
洞
。

旭 

光
一
線
。

上
透
極
頂
。

俗
稱
一
線
天
。
⑥
 

在
浙
江
樂
清
縣
雁
藩
山
之
靈
峯
。

峯
有
洞 

日
靈
峯
洞
。

亦
名
羅
漢
洞
。
父
日
觀
音
洞
。 

唐
成
通
中
髙
僧
孜
善
獨
處
於
此
。

瀰
中
有 

漱
玉•

一
縷•
洗
心
諸
泉
。
自
洞
外
望
。
稱
一 

線
天
。
亦
日
碧
玉
天
。③

在
福
建
崇
安
縣
武 

夷
山
中
倉
基
嶺
之
西
。

頂

鋼
玄
麋
二
字
。 

洞
口

寬
約
五
丈
。

內
極
穹
隆
。
水
聲
潺
潺
。

洞
內
甚
淡
。

長
可

五
十
餘
丈
。

實
則
兩
處 

相

倚
。

構
成
洞
形
。

中
通
一
碑
。

寛
可
尺 

許
至
数
寸
不

等
。

上
露

天

光
。

故
稱
一
線 

天
。

亦
日

一
字
天
。

(

此
外
以

一
線
天
名 

者
甚
多
。

不
及
備
載
。)

二 

畫

【
丁

山

鎭

】

卽
鼎
山
鎮
。

【
丁

令

溪

水

】

在
甘
肅
成
鰹
西

北9

 

〔
水

礎

注

〕
丁

令
溪
水
北
出
丁

令
谷
。

南
逕 

武
階
城
西
。

東
南
入
濁
水
。
〔
成
縣

志
〕
「
今 

有
東
河
。

在
縣
東
。

源
出
秦
州
。

南
人
龍 

峽
。

合
南
河
。

卽
丁

令
渓
也
。
」
清
一
統
志 

謂
東
河
卽
古
海
陽
水
。

李

令

溪

。 

【
丁

卯

橋

】 

在
江
蘇
鎮
江
縣
城
南
三 

里
丁
卯
港
。

晉
元

帝
子

襄
鎭
廣
陵
。

運
糧 

出

京
口
。

因
水
涸
。

奏
請

立
壕
。

用
丁 

卯
日
。

後
人
建
橋
。

遂
名
為
丁
卯
橋
。

唐 

許
渾
嘗
築
別
壁
於
其
側
。

故
其
詩
集
各
丁 

卯
集
。

【
丁

吉

牙

城

】

在
西
藏
札
什
倫
布
四 

南
四
百

十
里
。

【
丁

字

水

】

在
福
建
南
平
縣
東
南
。 

卽

建
渓•
西

溪•
沙
漠
三
水

之
會
口

也
。

以 

形
似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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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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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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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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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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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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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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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年
六
月
以
後
有
關
新
資
料
編
訂
而
成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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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本

館

編

籌

證

誌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四

月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就
四
川
省
轄
重
慶
市
改
隸
行
政
院
並
就 

原
有
區
域
嬢
充
將
沙
坪
壻
磁
器□

小
龍
坎
歌
樂
山
石
橋
場
九 

龍

舖

黃

葛

輝

唐

家

沱

寸

灘

香
國

毒

地
區

劇

入

管

轄

民
國
十
七
年
六
月
成
立
天
津
特
別
市
至
十
九
年
六
月
改
稱
天• 

津
市
直
隸
於
行
政
院
同
年
十
一
月
改
隸
河
北
省
政
府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復
改

隸

行

政

院
二

十
五

年
擴
展

市
界

東
至

東
局

工 

瞿

南
界

陳

塘
莊

李
七
莊
西

臨
五

連
是

穆
家
莊
北
至

宜
興

埠

民
國
十
八
年
七
月.
成

立
靑

島

特

別

市
以

喪

澳

商

埠

地
界

為 

其

管
轄
區
域
至

十
九
年
九
月

改
稱
靑
島
市
譽
於
行
政
院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將
山
朿
卽
墨
縣
勞
山
全
部
主
要
山
脈
芻
入
管
轄
、

民
國
十
七
年
六
月
成
立
北
平
特
別
市
十
九
年
六
月
改
稱
北
平 

市
隸
屬
於
河
北
省
政
府
同
年
十
二
月
復
改
隸
於
行
政
院

民
國
十
六
年
七
月
成
立
上
海
特
別
市
其
區
域
除
淞
滬
原
有
結 

境
外
復
包
有
上
海
寶
山
南
滙
靑
浦
松
江
五
縣
之
一
部
地
方
推 

其
中
十
三

市
鄕
經
核
定
須
俟
事
業

進
展

有
接
收

必
要

時
為 

移
交
十
九
年
七
月
改
稱
上
海
市
直
隸
於
行
政
院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行
政
院
核

定
未
移
交
之
十
三
方
除
場
大
全
區
及

七
寳
區 

東
部
劃
歸
本
市
管
轄
外
其
餘
各
市
鄕
劃
還
江
蘇
省
各
縣

民
國
十
六
年
五
月
成
立
南
京
特
別
市
十
九
年
六
月
改
稱.
門M
 

市

直

隸

於

行

政

量

區

域

為

南

京

城

簧

浦
口

地

方

三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將
江
蘇
江
寧
縣
屬
湯
水
麒
麟
東
流
古
泉
四
鄕
鎭
劃 

-

入
管
辖 沿

革

瀋 

陽 

市

西 

安 

而

廣 

州 

市

漢

D
市

哈
爾
濱
市

大 

連 

市

名

稱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設
置
省
轄
市
隸
屬
於
遼
寧
省
政
府
三
寸 

六
年
六
月
核
港
改
置
為
院
難
市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第

三

三

七

次

盘

決

議- 

將
長

安

改

登
西

京

市

直

隸

於

行

政

院

僵

設

籌

備

委
員

會

並 

未
成
立
市
政
府
三
十
二
年
三
月
陕
西
省
政
施
呈
准
設
立
西
安 

市
由
該
省
政
府
管
轄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核
准
改
為
院
皓
市

民
國
七
年
十
月
廣
州
卽
設
有
市
政
公
所
九
年
對
定
市
區
十
年 

二
月
成
立
市
政
鷗
十
四
年
七
月
改
為
市
政
府
十
九
年
一
月
改 

為
累

特

別

市
同

年
八
月

改

為

省

轄

市

隸
屬

於

廣

東

省

政

府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核
准
改
為
院
轄
市

民
國
十
五
年
秋
國
民
革
命
軍
克
復
武
漢
後
卽
成
立
漢
口
特
別 

市
政
府
十
七
年
改
為
武
漢
市
市
政
委
員
會
十
八
年
一
月
恢
復 

原
建
制
改
設
武
漢
市
政
府
包
括
武
漢
三
鎭
改
隸
省
政
府
同
年 

四
月
又
改
為
特
別
市
將
武
昌
劃
歸
省
轄
同
年
六
月
改
為
漢
口 

芻

市

十

九

年
五
月
又

將
漢
陽

劃

歸
省

轄
二

十

年
五
月

改

為 

-

省

需

隸
屬

於

湖

北
省

政

府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核

准
改

為

院

轄

一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設
置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設
置

沿

革

地
名
大
辭
典
附
錄 

行
政
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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