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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画 1

画

一勺泉在今江苏南京市紫金山绝顶北高峰法云寺 

侧。今寺已不存。据《金陵物产风土志》称：“品茶 

必先试水。钟山一勺泉品茶最佳也。”

一女关 在今云南洱源县东北。《明史•地理志》 

浪穹县：”东北有佛光山，山半有洞，可容万人。山 

后险仄，名一女关。”

一片石 一名九门水口。即今河北抚宁县东北一百 

一十里九门口。《方舆纪要》卷17抚宁县：一片石关 

“董家口东第十二关口也。一名九门水口。有关 

城。……嘉靖三十九年，朵颜卫影克勾致把都儿犯一 

片石，戍将郭琥败却之。近时一片石、红草沟一带屡 

被冲突，防守最切”。《明史•李自成传》：崇祯十 

七年（1644）,自成率军十余万，“东攻山海关，以 

别将从一片石趋关外。三桂惧，乞降于大清“。即 

此。

一公城 即循化城。在今甘肃夏河县北。《宋史• 

地理志》乐州：循化城“旧名一公城”。

一斗泉在今北京市房山区西南上方山象王峰腰。 

清雍正《畿辅通志》卷21： 一斗泉”在房山县上方 

山东北山坳间，相传华严祖师开山时有龙占此，师叱 

之避，尽挈其山泉以去，师飞锡击其尾，留泉斗余， 

故名”。
一1山站明初置，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东北松花 

江西岸舒乐村。明《辽东志》卷9：海西东水陆城站 

有“一半山站”。

一百八渡河即八渡河。在今陕西略阳县城东。 

《方舆纪要》卷56略阳县：一百八渡河”自巩昌府徽 

州界流入境，下流合嘉陵江。明初，徐达下秦州，遂 

南出一百八渡河，由略阳入绵州，是也”。

一百零八塔在今宁夏青铜峡市南黄河西岸陡峭山 

坡上。明嘉靖《宁夏新志》卷2： “一百八塔寺，在 

疎口山内，以塔数名。”为元塔。系为三角形的大型 

塔群。最上端的一座形体较大，其余各排较小。造型 

分别为覆钵式、宝瓶式、葫芦式的实心喇嘛塔。这种 

组合塔，在国内尚属极为罕见之例。1988年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帆河在今江苏涟水县东北五十里。《方舆纪要》 

卷22安东县：一帆河“南接东涟，北通海州，东北 

遏蛮、白阳等河，凡十余道，皆西接官河，东入一帆 

河，以达于海”。

一全坞或作一泉坞。在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四里 

福昌村。《晋书•魏该传》：“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 

守，屯宜阳界一泉坞。”《水经•洛水注》：“洛水又 

东径一全坞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 

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全固。一全之名起于 

是矣。”北周灭齐，移宜阳县治此。唐改置福昌县于 

此。

一合坞 即“一全坞”之讹。在今河南宜阳县西五 

十四里福昌村。

一字河 在今山东武城县西。《方舆纪要》卷34武 

城县：一字河”在县西。《河防志》：黄河旧经县境。 

金明昌五年，河犯武城堤，泛及金山。明年，凿新 

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元时河自河南原武县 

决而东南，此河遂绝。金山或云在县东北”。

-字城在今四川合川市东十里钓鱼山。为钓鱼山 

城组成部分。《元史•宪宗纪》：九年（1259）,帝 

亲率大军攻钓鱼城，二月“辛已，攻一字城”。即 

此。

一秃河 又作伊敦河、移燉河。即今吉林中部松花 

江支流伊通河。明《辽东志》卷1： 一秃河在 

“（开原）城北四百里。源出艾河北山，北流入松花 

江”。

一条山镇 即今甘肃景泰县治。民国申报馆《中国 

分省新图》：景泰县西有一条山。1978年景泰县迁治 

于此。

一条城又名一条城堡。明置，属金县。在今甘肃 

皋兰县东南黄河南岸。《清一统志•兰州府二》： 

一条城堡”在金县东北一百里。明万历二十五年， 

兵备张栋以龙沟堡改建一条城，移党家堡守备于 

此”。

一亩泉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北一亩泉村。《明一统 

志》卷2保定府：一亩泉”在府西三十里。一名尚 

泉。其流与鸡距泉合，俗称西塘泊，民多利之”。

一拉溪亦作伊拉齐街。即今吉林永吉县西北一拉 

溪镇。清光绪《吉林通志》卷15吉林府《屯镇》：正 

西“八十里伊拉齐街。街东西有石桥各一”。民国熊 

知白《东北县治纪要》吉林永吉县：“县属一拉溪， 

在县市往伊通道路上。”

一泡江即今云南大姚县西之渔泡江。《清一统 

志•楚雄府》：一泡江”在大姚县西北一百四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