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古典

南宋仁宗后曹氏为贤母后第一也祖武惠王亦勳臣  

家第一当时京师称物美者必曰曹门好高大者必曰曹门高

今民间称曹门曹厅加木旁非  出拓異志及阴氏兄弟韻府

群玉

今乡人语动云曹家兵马盖非汉时言也在他郡

亦未必有此语心由宋元以讫明初曹氏屯兵三峰统领洞庭

水政以力于王事相习成言也

凡我湖广水政自朱以来授曹氏掌理每年徵湖

河鱼油以膏弓箭之用即鱼膘也凡天下供项止江南浙江湖

广江西四省其在湖广则自潭澧长沙以及新堤汉口直下南

京皆立码头分房居之以为合总徵解之所且其间各有税稞

司衙又有龙船太子廟并可考

元末玉溪将军之适夫人郑氏始作一龙舟乃用千

年古 藤一茎为之今湘潭失头船是其由也土人犹称郑华

娘娘凡各渔舟其祖傅莫不敬祀之至今不改郑华曹氏先后

兴龙舟之二妣也失头船会以五月五日在陶公山下沉人龙

宫金鼓声闻七书夜乃自昭潭浮出因失其龙头事载潭誌益

曹门

曹家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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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匕船



阳娘娘船独用紫旗紫桡每端午众出竞渡

凡此三项地名始自曹族十二房之嗣

各分管辖继乱其序或并取以私名之今所称地多讹而複矣

始为一户而共船公打网者为監收鱼也今土人改之可恨

潭房杨梅洲现守存者有祭鱼塘每春秋邑祭在一

本朝尚供曹氏鱼三尾康熙中年族人乃推入江中渔家塘存

益邑旧规每岁迎春有曹家春牛一欵至今仍载典云

茭塘者受四公房孙居也塘右则其居基居以下则

其私房祖墓惟有女嫁王姓王族年旱共托之以求茭塘之水

阴紏集族人一夜掘脱山脉而京师中随以吉祥一案殺曹氏

无功？封者七将军并遇祸乡人因溯所由而群指命之曰挖

头坑盖为此云

孔子云礼不足而求诸野吾族七将军志鑢因北京

顺义及湘潭石亭之败并陷诛放巴陵狮子先墓并掘废矣本

房存者皆不能傅而双连祓戏则明载七里巷八里田为我今

乡但名恩与字凤仪当非其实在凡编戏者其改易类然

凡我族人在明末 国初之年口角间每曰尔是

羊角沙头青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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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塘宗长荷塘户长吗此言久不闻矣然兹考之本有前塘长

房荷塘房二项焉

在今长属以下直至新堤汉口所有土语每见狡黠

之徒则私摈之曰此一班柳林江浏捣鬼之说不可解而柳林

江则吾乔口房于万历间以处外甥而代收鱼油者之地维时

湖河之税本房上自朱亭下至鹿角新堤俱属所辖云

益之十五里地名团堤桥亦曰团堤窑基閒族人

居处有上猪林土地下猪林皆云自其始迁之祖所从乎祖籍

原带来者其名永志不改也予以为即出猪山黄茅岭者然也

故我房移向株山则傅株而音同彼移到益则虽称林而即山

也

阴邑誌书为李廷龙？添水旁于曹侧见前

我湘洲公曹政明宏治乙卯武举丁巳进士为先广

州巡按文通公之次子湘阴名族苏公某之壻也母无出好积

貲其私业为苏婆镇亦曰苏婆寨今讹云苏布政且曰蕭布政

云

一在宁乡南门城内往东横街一在湘阴保安寺又

柳林江

猪林土地

曹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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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北曹施巷一在长沙新阳都后塘曰南曹巷即田坪房

湘潭五里墩及浏阳北乡及新化所在居者喜平阳

一在长沙株山

一在宁邑东门粮仓前响水坝上一在草溪塘团山

湾一在善邑梁箭梅上

一在长沙省城按司署右手一在乔口关门前一在

益邑南道塘

在长沙桥头铺古曹氏屯糧处

在益蓝溪河内泥港子

在长沙沱市河下二里康熙末年失一在武陵将军

山五宝山

在长沙兆港河上四方塘一在白砂洲内黄土坝之

上

曹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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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堡

曹家井

曹家坝

曹家山

曹家大屋

曹家阁

曹家冲

曹家塅

在长沙樟木桥边

在隔塘会口岺

在长邑楚塘下  在湘阴二十二都茶木垅屋下首

在宁赵家河对岸南湾上

在湘阴城外西湖头原谱误载河字现今东湖属

尾西湖属头

在益阳城丙五马坊

长沙茭塘尾  在宁邑大株樹

益阳无量山之量山之南 在白鹿铺之东三里许 

在湘阴二十三都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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