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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溪
縣
志
卷
之
十

風
俗抱

璞
子
曰
操
尙
不
同
若
金
沉
而
羽
浮
志
好
乖
次
若

火
升
而
水
降
此
雖
成
於
其
俗
亦
陰
陽
之
氣
之
漸
人

使
然
也
夫
善
敎
民
者
若
水
行
地
然
圓
則
圓
折
方
則

方
折
陰
陽
之
毗
不
足
言
矣
邑
俗
在
唐
習
王
氏
浮
屠

之
敎
而
民
好
佛
在
宋
爲
子
朱
子
之
所
過
化
而
民
好

儒
然
則
罏
冶
鑄
物
丹
靑
染
人
世
豈
有
一
成
不
變
之

趨
乎
哉
志
風
俗

龍
溪
自
梁
以
前
猶
阻
聲
敎
輶
軒
之
採
弗
及
也
大
同
置
邑

列
職
方
矣
乃
歷
陳
迄
唐
數
百
年
俗
不
通
於
上
國
記
載

無
聞
至
宋
而
乃
有
述
焉
子
朱
子
典
牧
是
邦
培
化
源
而

端
習
尙
文
敎
漸
摩
陳
北
溪
王
東
湖
生
於
其
鄕
出
而
羽

翼
之
所
謂
海
濱
鄒
魯
也
其
時
之
民
務
本
不
事
末
作

見傅

自

得

道

院

記

質
樸
謹
畏

見

陳

淳

集

樂
善
遠
罪

見

郭

祥

正

淨

衆

寺

記

然
而
架

虹
之
夫
公
庭
對
簿
散
花
之
女
宻
室
傳
詞
居
喪
則
釋
服

從
吉
有
禁
處
室
則
叛
逃
管
顧
有
刑

見

朱

子

曉

諭

詞

訟

勸

女

道

還

俗

曉

諭

居

喪

持

服

諸

敎

及

諭

俗

文

至
陳
淳
論
民
俗
一
書
乃
眞
醇
厚
之
衰
矣

劉
宗
道
陳
耿
光
皆
元
儒
也
明
洪
武
閒
一
以
禮
宗
顯
一

以
儒
學
稱
嗣
是
而
廽
翔
臺
閣
出
入
陛
楯
如
謝

璉

周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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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潘
榮

魏
富

諸
君
子
皆
能
以
氣
節
經
濟
甄
名
史
錄
終
明

之
世
弗
衰
何
喬
遠
閩
書
云
漳
俗
剽
悍
外
發
憤
骯
髒
內

實
畏
法
而
懼
罪
其
君
子
彬
彬
有
文
翩
然
意
氣
而
多
自

喜
於
千
秋
之
業
夫
畏
法
則
易
治
而
喜
文
章
工
著
述
則

易
與
講
道
而
明
義
也
我

朝
壬
辰
之
變
宮
室
爲
墟
邑
人
士
流
連
播
越
而
能
不
失
其

性
府
志
謂
漳
人
髙
氣
節
敦
禮
敎
故
治
亂
盛
衰
弗
替
其

說
可
徵
焉
然
敎
不
易
民
而
習
能
移
性
以
史
册
所
聞
證

以
今
茲
所
見
其
閒
醇
漓
厚
薄
之
□
又
可
得
而
言
矣
大

抵
四
民
之
中
惟
土
最
貧
半
菽
不
飽
浩
歌
作
金
石
聲
塾

師
巷
南
北
皆
有
之
歲
科
應
童
子
試
額
二
千
有
奇
他
邑

弗
及
也
其
魁
壘
者
舉
子
業
之
外
旁
及
詩
古
文
詞
徃
徃

有
聞
於
世
世
族
多
藏
書
苦
地
濕
易
蠧
損
而
一
二
素
封

之
家
牙
籖
玉
軸
燦
然
篋
笥
中
或
有
歷
歲
月
不
一
手
觸

者
然
亦
可
以
見
其
好
尙
矣
鄕
黨
冠
裳
之
會
以
科
甲
爲

叙
次
士
大
夫
多
飭
簠
簋
宦
歸
囊
不
名
一
錢
則
理
故
業

授
徒
以
自
給
不
懟
也
邑
地
瘠
鹵
恆
仰
食
於
他
郡
火
耕

水
耨
之
夫
終
歲
勤
劬
猶
苦
貧
惟
種
蔗
及
烟
草
其
獲
利

倍
故
多
奪
五
穀
之
地
以
與
之
田
漸
少
而
粟
彌
匱
乏
幾

何
其
不
枵
腹
耶
邑
工
號
最
樸
近
則
紗
絨
之
利
不
脛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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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走
機
杼
軋
軋
之
聲
相
聞
非
盡
出
女
手
也
木
工
圬
者
競

爲
雕
梁
朱
甍
以
負
妍
鬭
巧
細
至
罏
𨪋
縫
紉
之
屬
亦
爭

能
角
技
厚
取
値
焉
大
商
巨
賈
握
算
持
籌
以
外
洋
爲
羶

壑
危
𣞸
髙
艦
出
沒
駛
風
激
浪
中
脂
膩
所
歸
無
所
畏
苦

而
灑
削
賣
漿
者
流
來
自
外
郡
刀
錐
之
末
亦
足
自
豪
末

富
則
病
農
此
之
謂
矣
在
市
則
有
㳺
手
惰
民
不
耕
而
食

連
袂
踏
臂
曳
縞
履
絲
呼
盧
胠
篋
靡
所
不
爲
甚
則
𠒋
悍

喜
鬭
睥
𥆒
殺
人
在
鄕
則
有
甲
族
乙
姓
强
弱
相
軋
睚
眦

細
故
輒
持
械
若
禦
敵
然
在
官
則
有
老
吏
骫
法
蠧
役
朘

民
飛
而
食
肉
雖
縉
紳
不
免
閭
左
直
爼
上
腊
耳
此
數
者

皆
所
謂
莠
民
與
大
憝
也
長
民
者
以
美
種
爲
培
植
以
伐

枳
刺
遏
蟊
賊
爲
芸
鋤
庶
其
有
瘳
乎
又
俗
之
尤
敝
者
嫁

女
務
以
奩
具
相
矜
耀
稍
嗇
薄
則
俗
揶
揄
之
至
生
女
有

不
舉
者
閒
或
假
他
人
子
爲
子
不
以
竄
宗
爲
嫌
其
在
商

賈
之
家
則
使
之
挾
貲
四
方
徃
來
冐
霜
露
或
出
没
巨
浸

與
風
濤
爭
頃
刻
之
生
而
已
子
安
享
其
利
焉
亦
有
夫
死

承
祧
不
求
族
姓
而
蜾
負
於
不
知
誰
何
之
子
不
知
非
其

族
類
雖
祭
不
歆
某
氏
之
鬼
餒
矣
府
志
又
云
冠
婚
喪
祭

多
依
家
禮
以
今
時
考
之
冠
禮
久
廢
婚
禮
重
門
戸
不
甚

擇
婿
有
指
腹
婚
者
雖
世
契
必
以
媒
妁
婚
之
二
日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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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湯
餅
餪
房
三
日
而
廟
見
見
畢
旋
馬
執
婦
事
婦
人
非

有
故
雖
君
舅
小
郞
弗
見
也
家
貧
者
出
必
以
巾
男
女
之

别
尤
兢
兢
焉
閨
門
有
越
禮
者
衆
屏
之
弗
與
居
女
貞
之

木
是
不
一
枝
懷
淸
之
臺
是
不
一
地
巾
幗
之
徽
流
竹
素

矣
死
喪
之
家
自
初
喪
成
服
以
及
葬
虞
多
能
式
於
禮
經

而
延
僧
作
佛
事
及
惑
靑
烏
家
言
數
十
年
不
葬
者
亦
比

比
而
是
也
祭
以
四
時
及
二
仲
月
淸
明
祭
於
墓
婦
女
亦

與
焉
然
俗
信
巫
疾
則
禱
於
非
鬼
之
廟
或
假
爲
王
爺
之

號
以
惑
衆
歲
歛
錢
至
數
十
萬
糜
費
壞
敎
此
其
尤
者
夫

俗
奢
示
之
以
儉
俗
儉
示
之
以
禮
反
樸
還
淳
是
在
化
民

成
俗
之
君
子
耳

歲
時

正
月
里
閈
具
茶
酒
相
娛
樂
迎
神
明
燈
擊
鼓
具
巫
粧
臺
閣

環
逰
都
市

元
日
祭
畢
詣
所
親
賀
歲
主
人
出
辛
盤
欵
客
五
日
乃
止
謂

之
假
開

立
春
前
一
日
有
司
迎
春
東
郊
士
女
闐
咽
市
中
多
市
春
餅

春
燕
春
花
之
屬

上
元
張
燈
子
弟
有
仙
獅
竹
馬
龍
燈
諸
戱

二
月
鄕
民
倣
古
春
祈
禮
歛
金
錢
具
牲
醴
祀
神
畢
飮
於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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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
胙
而
歸

淸
明
戸
挿
柳
多
墓
祭
閭
巷
婦
女
或
盛
服
靚
粧
出
郭
而
隊

行
三
月
三
日
采
百
草
合
米
粉
爲
𤐝
糍
以
薦
祖
考

四
月
八
日
浴
佛
寺
利
建
龍
華
會
編
戸
婦
女
或
有
至
者

端
午
懸
艾
挿
蒲
具
角
黍
服
雄
黃
酒
兒
童
簪
繭
虎
是
日
競

渡
有
至
三
四
日
乃
罷
者

七
夕
女
兒
乞
巧
持
熟
豆
相
餉
謂
之
結
緣

中
元
作
盂
蘭
盆
會
延
僧
設
食
施
無
祀
之
鬼
夜
以
竹
竿
燃

燈
天
際
里
社
焚
楮
錢
設
筵
席
亦
延
浮
屠
主
之

八
月
祭
土
地
窮
鄕
僻
壤
悉
演
劇
亦
古
秋
報
之
遺
也

九
日
登
髙
童
子
作
𥿄
鳶
乘
風
放
之
方
言
謂
之
放
公
災

冬
至
春
米
爲
圓
餔
之
謂
之
添
歲
海
濱
之
民
有
墓
祭
者

臘
月
念
四
日
里
人
傳
神
上
天
僃
牲
醴
送
之
謂
之
送
神
至

正
月
四
日
復
祭
之
迎
神
祭
焚
柴

除
夕
前
數
日
親
朋
持
禮
物
相
贈
謂
之
饋
歲
是
夕
祀
先
禮

神
謂
之
辭
年
祭
畢
舉
家
擁
爐
飮
酒
不
寐
謂
之
守
歲

雜
俗

南
北
之
溪
有
水
居
之
民
焉
終
歲
舟
俗
呼
之
曰
泊
水

窮
山
之
內
有
藍
雷
之
族
焉
不
知
其
所
始
姓
藍
雷
無
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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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山
遷
徙
而
種
穀
三
年
土
瘠
輒
𣓪
去
去
則
種
竹
償
之

無
徵
稅
無
服
役
以
故
俗
呼
之
曰
客
兩
家
自
爲
婚
娶
朔

望
衣
冠
揖
然
不
讀
書
語
言
不
通
不
與
世
往
來

出
郭
南
五
里
有
鄕
曰
塘
北
居
人
不
種
五
穀
種
花
爲
業
花

之
利
視
穀
勝
之
蓋
地
瘠
種
穀
不
蕃
宜
花
故
也
又
能
於

盆
中
種
古
松
及
各
花
樹
枝
幹
扶
疎
古
致
異
常

靈
山
寺
茶
俗
貴
之
近
則
遠
購
武
夷
茶
以
五
月
至
至
則
鬭

茶
必
以
大
彬
之
礶
必
以
若
深
之
杯
必
以
大
壯
之
爐
扇

必
以
琯
溪
之
箑
盛
必
以
長
竹
之
筐
凡
烹
茗
以
水
爲
本

火
侯
佐
之
水
以
三
义
河
爲
上
惠
民
泉
次
之
龍
腰
石
泉

又
次
之
餘
泉
又
次
之
窮
山
僻
壤
亦
多
躭
此
者
茶
之
費

歲
數
千

宋
知
州
事
朱
熹
曉
諭
詞
訟
敎

本

州

近

凖

提

刑

司

判

下

詞

訟

二

百

四

十

三

道

其

閒

官

吏

違

法

擾

民

事

理

彰

著

者

即

已

遵

依

送

獄

根

治

其

有

關

係

百

姓

公

共

利

害

非

一

旦

所

能

遽

革

者

亦

已

廣

行

咨

詢

別

摺

置

訖

其

餘

詞

狀

亦

有

只

是

爭

競

些

少

錢

米

田

宅

以

致

互

相

誣

頼

結

成

仇

讐

遂

失

鄰

里

之

歡

且

𧇊

廉

耻

之

節

甚

則

忘

骨

肉

之

恩

又

甚

則

犯

尊

卑

之

分

細

民

如

此

已

足

傷

嗟

閒

有

進

士

學

生

宦

族

子

弟

而

其

所

訴

亦

不

免

此

此

邦

之

俗

舊

稱

醇

厚

一

旦

下

衰

至

於

如

此

長

民

者

安

得

不

任

其

責

又

何

忍

一

切

柱

後

惠

文

爲

事

而

不

深

求

感

發

其

善

心

者

哉

又

况

所

論

或

人

數

衆

多

或

地

理

遥

遠

或

事

非

于

已

而

出

於

把

持

告

訐

之

私

或

詞

渉

虛

妄

而

肆

爲

詭

名

匿

迹

之

計

前

此

未

知

情

由

便

行

追

對

及

至

得

實

良

善

被

擾

已

不

勝

言

慮

之

不

深

徒

自

悔

咎

今

已

刷

出

所

承

判

狀

委

官

置

籍

先

索

案

牘

周

旋

看

詳

然

後

逐

人

引

問

供

對

庶

幾

探

審

得

見

實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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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予

奪

之

閒

不

至

差

誤

若

有

姦

僞

先

將

詞

人

重

行

斷

遣

務

以

上

奉

公

法

下

全

私

恩

不

擾

良

民

不

長

姦

惡

此

本

州

區

區

深

憂

吾

民

追

懷

舊

俗

之

本

志

也

將

來

斷

訖

各

給

斷

由

囘

申

照

會

然

後

逐

件

勾

銷

元

籍

如

未

允

當

卽

仰

人

戸

自

從

次

第

官

司

翻

論

今

恐

等

候

日

久

未

有

施

行

妄

有

疑

惑

復

生

詞

訴

須

至

曉

諭

者

勸
女
道
還
俗
敎

葢

聞

人

之

大

倫

夫

婦

居

一

三

綱

之

首

理

不

可

廢

是

以

先

王

之

世

男

各

有

婚

女

各

有

歸

有

媒

有

聘

以

相

配

偶

是

以

男

正

乎

外

女

正

乎

內

身

脩

家

齊

風

俗

嚴

整

嗣

續

分

明

人

心

和

平

百

物

順

治

降

及

後

世

禮

敎

不

明

佛

法

魔

宗

乘

閒

竊

發

倡

爲

邪

說

惑

亂

人

心

使

男

大

不

婚

女

大

不

嫁

謂

之

出

家

脩

道

妄

希

來

生

福

報

若

使

舉

世

之

人

盡

從

其

說

不

過

百

年

便

無

人

種

天

地

之

閒

莽

爲

禽

獸

之

區

而

父

子

之

親

君

臣

之

義

有

國

家

者

所

以

維

持

紀

綱

之

具

皆

無

所

施

矣

幸

而

從

之

者

少

彛

倫

得

不

殄

滅

其

從

之

者

又

皆

庸

下

之

流

雖

惑

其

言

而

不

能

通

其

意

雖

悅

其

名

而

不

能

踐

其

實

血

氣

旣

盛

情

竇

日

開

中

雖

悔

於

出

家

外

又

慚

於

還

俗

於

是

不

婚

之

男

無

不

盜

人

之

妻

不

嫁

之

女

無

不

肆

爲

淫

行

官

司

縱

而

不

問

則

風

俗

日

敗

悉

繩

以

法

則

犯

者

已

多

是

雖

其

人

不

能

自

謀

輕

信

邪

說

以

至

於

此

亦

其

父

母

不

能

爲

兒

女

計

慮

久

遠

之

罪

䆒

觀

本

末

情

實

可

哀

此

前

日

之

榜

所

以

不

憚

於

丁

寧

也

然

昨

來

告

戒

未

行

只

緣

區

處

未

廣

今

復

詳

思

與

其

存

女

道

之

名

以

歸

父

母

兄

弟

之

家

亦

是

未

爲

了

當

終

久

未

免

悔

吝

豈

若

年

齒

尙

少

容

貌

未

衰

者

各

歸

本

家

聽

從

尊

長

之

命

公

行

媒

聘

從

便

婚

嫁

以

復

先

王

禮

義

之

敎

以

遵

人

道

性

情

之

常

息

魔

佛

之

妖

言

革

淫

亂

之

汙

俗

豈

不

美

哉

如

云

婚

嫁

必

有

聘

定

齎

送

之

費

則

脩

道

亦

有

𢊊

舍

衣

鉢

之

資

爲

父

母

者

隨

家

豐

儉

移

此

爲

彼

亦

何

不

可

豈

可

私

憂

過

計

苟

狥

目

前

使

其

男

女

孤

單

愁

苦

無

所

依

託

以

䧟

邪

僻

之

行

鞭

撻

之

刑

哉

凡

我

長

㓜

悉

聽

此

言

反

覆

深

思

無

貽

後

悔

曉
諭
居
喪
持
服
敎

竊

聞

先

聖

有

言

孝

子

之

喪

親

服

美

不

安

聞

樂

不

樂

食

旨

不

甘

此

哀

戚

之

情

也

又

曰

子

生

三

年

然

後

免

於

父

母

之

懷

故

三

年

之

喪

天

下

之

通

喪

也

予

也

有

三

年

之

愛

於

其

父

母

乎

是

以

昔

者

先

王

制

爲

喪

禮

因

人

情

而

節

文

之

居

處

衣

服

飮

食

皆

有

定

制

降

及

中

世

乃

有

墨

衰

之

文

則

已

不

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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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失

先

王

之

意

矣

然

凖

律

文

諸

喪

制

未

終

釋

服

從

吉

若

忘

哀

作

樂

徒

三

年

雜

戲

徒

一

年

卽

遇

樂

而

聽

及

參

預

吉

席

者

杖

一

百

則

是

世

無

古

今

俗

無

厚

薄

國

家

所

以

防

範

品

節

之

意

尙

未

冺

也

况

頃

年

至

尊

壽

皇

聖

帝

躬

服

髙

宗

皇

帝

之

喪

素

衣

素

冠

皆

用

麤

布

當

職

常

因

奏

事

親

得

瞻

仰

恭

惟

天

子

之

孝

所

以

感

神

明

刑

四

海

者

如

此

其

盛

而

此

邦

僻

遠

聲

敎

未

洽

乃

有

居

父

母

之

喪

全

釋

衰

裳

盡

用

吉

服

者

見

之

駭

然

良

用

悲

歎

自

惟

凉

薄

無

以

喻

人

然

幸

身

際

盛

時

目

覩

聖

孝

今

又

蒙

𧩿

恩

使

以

承

流

宣

化

爲

職

敢

不

明

布

以

喻

士

民

自

今

以

來

居

父

母

之

喪

者

雖

未

能

盡

遵

古

制

全

不

出

入

亦

須

服

麤

布

黯

衫

麤

布

黲

巾

繫

麻

絰

著

布

鞋

不

飮

酒

不

食

肉

不

入

房

室

如

是

三

年

庶

幾

少

報

劬

勞

勉

遵

禮

律

仰

承

聖

化

如

其

不

然

國

有

常

憲

諭
俗
文

一

勸

諭

保

伍

互

相

勸

戒

事

件

仰

同

保

人

互

相

勸

戒

孝

順

父

母

恭

敬

長

上

和

睦

宗

姻

周

恤

鄰

里

各

依

本

分

各

脩

本

業

莫

作

姦

盜

莫

縱

飮

博

莫

相

鬭

打

莫

相

論

訴

孝

子

順

孫

義

夫

節

婦

事

跡

顯

著

卽

仰

具

伸

當

依

條

格

旌

賞

其

不

率

敎

者

亦

仰

申

舉

依

法

究

治

　

一

禁

約

保

伍

互

相

糾

察

事

件

常

切

停

水

防

火

常

切

覺

察

盜

賊

常

切

禁

止

鬭

爭

不

得

販

賣

私

鹽

不

得

宰

殺

耕

牛

不

得

賭

博

財

物

不

得

傳

習

魔

敎

保

內

之

人

互

相

覺

察

知

而

不

糾

併

行

坐

罪

　

一

勸

諭

士

民

當

知

此

身

本

出

於

父

母

而

兄

弟

同

出

於

父

母

父

母

兄

弟

天

性

之

恩

至

深

至

重

而

愛

親

敬

長

者

皆

本

心

之

自

然

不

是

强

爲

無

有

窮

盡

乃

今

有

人

不

孝

不

弟

於

父

母

輙

違

敎

命

敢

闕

供

承

於

兄

弟

輕

肆

忿

爭

忍

相

拒

絶

逆

天

悖

理

良

可

歎

傷

宜

亟

自

新

毋

速

大

戾

　

一

勸

諭

士

民

當

知

夫

婦

婚

姻

人

倫

之

首

媒

妁

聘

問

禮

律

甚

嚴

而

此

邦

之

俗

有

所

謂

管

顧

者

本

非

妻

妾

而

公

然

同

室

有

所

謂

逃

叛

者

不

待

媒

聘

而

潛

相

奔

誘

犯

禮

違

法

莫

甚

於

斯

宜

亟

自

新

毋

䧟

刑

辟

　

一

勸

諭

士

民

鄕

黨

宗

姻

所

宜

親

睦

或

有

小

忿

宜

各

深

思

更

宜

委

曲

調

和

未

可

容

易

論

訴

蓋

得

理

亦

須

傷

財

廢

業

况

無

理

不

免

坐

罪

遭

刑

終

必

有

㐫

切

當

勸

戒

　

一

勸

諭

官

戸

旣

稱

仕

宦

之

家

卽

與

凡

民

異

尤

當

安

分

循

理

克

己

利

人

况

鄕

鄰

無

非

親

舊

豈

可

恃

强

凌

弱

以

富

吞

貧

盛

衰

循

環

所

宜

深

念

　

一

勸

諭

遭

喪

之

家

及

時

安

葬

不

得

停

喪

在

家

及

攢

寄

寺

院

其

有

日

前

停

寄

棺

柩

灰

函

並

限

一

月

安

葬

切

不

須

齋

僧

供

佛

廣

設

威

儀

但

止

隨

家

豐

檢

早

令

亡

人

入

士

如

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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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依

杖

一

百

官

員

不

得

注

官

士

民

不

得

應

舉

鄕

里

親

知

來

相

弔

送

但

可

協

力

資

助

不

當

責

其

供

僃

飮

食

　

一

勸

諭

男

女

不

得

以

脩

道

爲

名

私

創

𢊊

宇

今

有

如

此

之

人

各

仰

及

時

婚

嫁

　

一

約

束

寺

院

民

間

不

得

以

禮

佛

傳

經

爲

名

聚

集

男

女

晝

夜

混

雜

　

一

約

束

城

市

鄕

村

不

得

以

禳

災

祈

福

爲

名

歛

掠

錢

物

裝

弄

傀

儡

陳
淳
上
傅
寺
丞
論
民
俗
書

伏

承

台

慈

不

以

愚

賤

訪

及

民

閒

利

病

敢

采

摭

目

前

切

近

者

凡

六

條

上

凂

台

聽

此

閒

民

俗

大

槩

質

樸

畏

謹

然

其

閒

亦

有

姦

雄

健

訟

爲

善

良

之

梗

使

不

獲

安

息

者

在

民

師

帥

不

可

以

不

知

蓋

緣

一

種

人

長

於

詞

理

熟

公

門

事

體

淺

深

識

案

分

人

物

髙

下

專

敎

人

詞

訟

爲

料

理

公

事

利

於

解

貫

頭

錢

爲

活

家

計

凡

有

詞

訟

者

必

倚

之

爲

盟

主

謂

之

主

人

頭

皆

於

影

下

敎

唆

或

小

事

粧

爲

大

事

或

無

傷

損

粧

爲

幾

喪

性

命

或

一

詞

實

而

粧

九

虛

以

夾

之

或

一

事

切

而

粧

九

不

切

以

文

乏

承

行

之

吏

亦

樂

其

人

爲

鷹

犬

而

其

人

亦

樂

於

挾

村

人

之

財

與

之

對

分

此

詞

訟

之

所

以

日

繁

一

日

聽

斷

之

所

以

徒

爲

虛

勞

而

良

善

者

之

所

以

虛

被

其

撓

也

前

政

趙

寺

丞

知

其

然

當

聽

訟

時

灼

見

有

此

等

人

便

嚴

行

懲

斷

其

在

士

類

者

則

善

處

之

自

訟

齋

窮

年

不

與

歸

人

因

畏

戢

不

敢

健

訟

次

年

所

引

詞

狀

日

不

到

三

十

𥿄

今

詞

狀

日

幾

至

三

四

百

者

亦

以

故

事

未

經

舉

行

故

也

宜

申

嚴

約

束

如

有

此

等

人

出

入

公

門

隱

匿

司

房

爲

詞

人

盟

主

者

門

卒

案

吏

同

坐

若

其

人

非

士

𩔖

則

依

條

重

行

科

斷

在

士

類

者

則

循

舊

例

處

之

自

訟

齋

窮

年

使

讀

論

語

小

學

之

書

是

乃

以

善

治

之

之

道

如

此

則

健

訟

者

無

復

敢

恣

爲

希

妄

而

肆

行

敎

唆

然

後

人

之

以

詞

訟

來

者

必

皆

其

事

之

不

可

已

而

情

之

不

容

僞

聽

斷

自

可

常

清

明

訟

獄

自

可

常

𥳑

少

也

　

一

此

閒

村

民

有

一

種

折

合

之

風

甚

爲

良

善

之

擾

蓋

村

民

中

有

浮

浪

貧

窮

無

頼

藉

人

不

安

己

分

營

生

反

妬

人

之

有

財

專

萌

折

合

之

心

如

同

儕

輩

是

一

様

門

戸

𦆵

見

渠

所

蓄

有

二

三

十

緡

稍

勝

於

己

便

思

以

事

與

相

干

涉

而

折

合

之

或

以

牛

羊

踐

踏

頼

或

以

妻

兒

鬭

罵

頼

甚

至

或

食

野

葛

仆

於

其

室

或

潛

夤

夜

經

於

其

門

必

卷

他

家

之

財

爲

己

有

然

後

已

况

視

産

業

溫

燠

家

其

設

計

謀

取

錢

物

尤

爲

詭

譎

一

唱

百

和

至

樸

拙

無

能

者

亦

相

效

成

風

前

政

葉

檢

院

知

其

俗

一

鎭

以

無

事

凡

有

此

意

來

者

悉

斥

之

不

行

至

其

實

有

鬭

死

方

與

依

條

究

治

蓋

其

所

辦

别

亦

惟

以

貧

論

富

以

賤

論

貴

則

決

知

其

爲

所

合

之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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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或

兩

家

之

力

俱

相

等

方

疑

其

有

鬭

敵

而

爲

之

受

詞

龍

溪

陳

宰

亦

深

能

照

破

此

等

姦

狀

只

於

其

始

便

遏

絕

之

不

與

肆

數

年

來

𨶒

閭

田

里

此

風

稍

息

粗

獲

安

寢

今

仁

政

之

下

決

不

容

此

等

俗

然

亦

不

可

以

不

預

知

　

一

屠

半

之

風

與

盜

賊

實

相

表

裏

葢

屠

牛

者

盜

殺

人

之

牛

與

承

盜

者

之

牛

而

屠

之

以

盗

遇

盜

豈

但

姑

爲

一

牛

之

故

而

已

必

無

不

盜

之

所

由

長

也

此

閒

屠

牛

在

城

是

宗

室

不

檢

者

鄕

村

是

亡

命

浮

浪

者

近

日

肆

行

蓋

緣

前

政

以

軍

需

牛

皮

不

欲

科

配

只

出

官

錢

什

吏

和

買

承

吏

因

自

收

錢

入

己

只

分

些

少

與

屠

家

爲

名

屠

家

因

是

公

然

牽

人

之

牛

而

屠

之

村

民

失

牛

者

拱

手

相

視

無

敢

誰

何

今

使

府

新

政

之

初

尙

稍

觀

望

歛

戢

旣

而

旬

日

便

遂

縱

橫

無

顧

忌

春

功

將

動

耕

牛

有

限

安

能

供

日

日

無

窮

之

屠

恐

不

可

不

申

嚴

約

束

如

有

犯

者

若

是

亡

命

浮

浪

人

宜

借

一

人

重

行

懲

治

以

警

其

餘

又

嚴

左

右

鄰

甲

告

首

若

容

隱

必

同

坐

如

此

則

人

自

不

敢

犯

果

屠

牛

能

禁

止

則

是

亦

去

盜

賊

之

一

端

也

　

一

此

閒

有

所

謂

鄕

稅

擾

民

甚

於

官

租

官

租

猶

時

有

定

日

鄕

稅

則

不

可

以

一

日

計

而

又

無

時

之

能

已

也

何

謂

鄕

稅

擾

民

之

甚

如

諸

廟

之

率

歛

民

財

其

一

也

蓋

此

閒

民

俗

尙

淫

祀

多

以

他

鄕

非

鬼

立

廟

其

植

禍

深

其

流

殃

蔓

今

未

睱

細

論

姑

以

目

前

粗

擾

者

言

之

一

般

浮

浪

不

檢

人

託

鬼

神

圖

衣

食

趂

廟

中

會

首

每

裝

士

偶

如

將

校

衣

冠

名

曰

舍

人

或

曰

太

保

時

騎

馬

街

道

號

曰

出

隊

羣

不

逞

十

數

輩

擁

旌

旗

鳴

鉦

鼓

隨

之

擎

疏

頭

假

簽

士

居

尊

秩

名

銜

爲

都

勸

緣

繼

以

宗

室

列

其

後

入

人

家

抄

題

錢

物

託

名

脩

廟

或

託

名

迎

神

禳

灾

脅

以

禍

福

不

分

貴

賤

貧

富

必

足

數

而

後

去

雖

肩

擔

背

負

小

夫

亦

必

索

百

文

五

十

爲

香

錢

連

日

自

朝

至

暮

徧

匝

城

市

無

一

戸

得

免

者

其

實

所

抄

題

錢

大

槪

皆

是

會

首

入

已

自

用

爲

醉

飽

計

爲

肥

妻

孥

計

於

鬼

神

何

有

計

闔

城

諸

祠

似

此

類

假

詭

者

不

知

其

幾

廟

一

歲

閒

自

春

徂

冬

人

戸

遭

此

等

撓

聒

者

不

知

其

幾

人

愚

人

無

知

畏

鬼

誅

譴

割

仰

事

俯

育

之

具

爲

無

用

不

切

之

輸

不

勝

其

苦

此

鄕

稅

之

至

橫

者

可

坐

視

而

不

之

問

乎

假

鬼

神

以

亂

政

及

褎

歛

民

財

在

法

有

明

禁

恐

不

可

不

申

嚴

約

束

如

有

故

違

者

將

會

首

計

贓

依

條

重

行

斷

罪

則

姦

民

知

懼

不

復

賣

弄

人

戸

遂

可

省

此

橫

賦

之

擾

庶

乎

其

稍

蘇

矣

　

一

此

閒

多

有

一

般

無

行

止

姦

雄

浮

浪

客

旅

上

旣

非

商

賈

販

賣

之

流

下

又

非

殘

疾

跛

躃

之

輩

形

貌

巍

堂

如

大

兵

氣

力

𠒋

狠

如

暴

虎

假

名

尤

溪

師

巫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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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擕

刀

子

或

鳴

牛

角

或

吹

竹

筒

入

人

家

厲

色

峻

辭

如

誅

所

負

排

門

逐

戸

無

一

放

過

應

之

稍

遲

便

出

惡

口

人

戸

畏

懼

不

敢

譏

呵

有

人

一

日

一

番

有

人

三

四

日

一

畨

有

日

三

四

人

叠

至

編

氓

閒

日

又

爲

此

等

所

撓

茲

又

鄕

稅

之

一

橫

者

前

政

張

郞

中

嘗

榜

緝

捕

間

里

淸

晏

今

亦

不

可

不

申

嚴

約

束

應

　

□

邸

不

可

居

停

有

依

舊

臨

人

門

戸

者

許

人

戸

告

廂

官

地

分

等

捕

捉

悉

押

出

境

不

然

刺

爲

散

兵

而

重

役

之

是

去

盜

賊

蠲

鄕

稅

之

一

端

也

　

一

此

閒

僧

寺

極

多

極

爲

饒

富

十

漳

州

之

産

而

居

其

七

凡

爲

僧

者

住

無

礙

屋

喫

無

礙

飯

著

無

礙

衣

使

無

礙

錢

因

是

不

復

知

稼

穯

艱

難

而

至

於

驕

縱

雖

已

出

家

爲

方

外

之

徒

不

肯

安

分

脩

方

外

之

行

𨚫

與

俗

人

結

𡨚

於

貪

癡

嗔

愛

之

塲

如

五

禪

大

刹

爲

郡

頭

目

皆

出

頭

好

閙

至

猾

㸃

者

圖

之

握

錢

穀

大

權

在

手

聚

姦

𠒋

大

衆

在

院

遂

作

無

邊

罪

苦

侵

虐

平

民

陵

抗

士

夫

非

有

率

衆

脩

善

根

意

以

聖

節

道

塲

之

所

係

闔

郡

文

武

祝

聖

爲

禮

甚

重

而

王

者

乃

舊

住

光

孝

犯

姦

坐

獄

行

賄

苟

脫

之

人

豈

不

爲

公

家

汚

辱

其

他

多

此

類

不

待

言

外

而

環

城

諸

寺

尤

爲

豪

橫

多

買

土

居

尊

官

爲

庇

䕶

舉

院

界

限

皆

託

名

爲

土

居

尊

官

墳

林

倚

靠

聲

勢

酷

毒

村

民

村

民

受

苦

無

敢

誰

何

至

其

恃

財

縱

欲

行

姦

亂

民

伍

汚

風

敎

者

穢

人

楮

筆

不

在

論

列

祖

例

州

縣

凡

有

營

繕

脩

造

等

大

役

官

司

量

以

錢

付

僧

家

仍

受

之

規

模

而

責

成

焉

至

有

不

給

則

令

彼

出

陪

補

亦

不

離

公

家

嘗

住

之

財

於

吾

民

免

被

擾

而

閭

里

獲

安

息

後

來

諸

僧

院

設

計

厚

賂

都

吏

去

其

籍

遂

破

元

例

而

有

事

復

敷

之

民

民

遂

被

擾

而

僧

家

安

養

端

坐

無

爲

矣

自

是

有

司

行

遣

作

輟

不

常

存

心

公

明

正

大

者

則

寧

役

無

用

閑

僧

而

不

忍

擾

吾

民

以

種

福

田

爲

心

者

則

無

暇

慮

及

吾

民

而

惟

恐

一

毫

有

傷

於

佛

子

二

說

相

持

然

一

邪

一

正

一

公

一

私

賢

有

司

爲

國

家

根

本

地

者

不

可

莽

鹵

無

辨

也

又
上
傅
寺
丞
書

某

竊

以

此

邦

陋

俗

當

秋

收

之

後

優

人

互

凑

諸

鄕

保

作

淫

戱

號

乞

冬

羣

不

逞

少

年

遂

結

集

浮

浪

無

頼

數

十

輩

共

相

唱

率

號

曰

戲

頭

逐

家

裒

歛

錢

物

豢

優

人

作

戱

或

弄

傀

儡

築

棚

於

居

民

叢

萃

之

地

四

通

八

達

之

郊

以

廣

會

觀

者

至

市

𠪨

近

地

四

門

之

外

亦

爭

爲

之

不

顧

忌

今

秋

自

七

八

月

以

來

鄉

下

諸

村

正

當

其

時

此

風

在

在

滋

熾

其

名

若

日

戱

樂

其

實

所

關

利

害

甚

大

一

無

故

剥

民

膏

爲

妄

費

二

荒

民

本

業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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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逰

勸

三

鼓

簧

人

家

子

弟

玩

物

喪

恭

謹

之

志

四

誘

惑

深

閨

婦

女

出

外

動

邪

僻

之

思

五

貪

夫

萌

搶

奪

之

姦

六

後

生

逞

鬭

毆

之

忿

七

曠

夫

怨

女

邂

逅

爲

淫

奔

之

醜

入

州

縣

二

庭

紛

紛

起

獄

訟

之

繁

甚

至

有

假

託

報

私

仇

擊

殺

人

無

所

憚

者

其

胎

殃

産

禍

如

此

若

漠

然

不

之

禁

則

人

心

波

流

風

靡

無

由

而

止

豈

不

爲

仁

人

君

子

德

政

之

累

謹

具

申

聞

欲

望

台

判

按

榜

市

曹

明

示

約

束

并

帖

四

縣

各

依

指

揮

散

榜

諸

鄕

保

甲

嚴

禁

止

絶

如

此

則

民

志

可

定

而

民

財

可

紓

民

風

可

厚

而

民

訟

可

𥳑

闔

郡

四

境

皆

實

被

賢

侯

安

静

和

平

之

福

甚

大

幸

也

宋
守
俞
亨
宗
訪
求
民
瘼
碑
記

臨

漳

爲

郡

負

山

阻

海

地

連

潮

梅

葢

七

閩

之

極

陬

彌

望

皆

崇

岡

叠

阜

榛

荆

莽

翳

象

獸

之

所

窟

宅

可

耕

之

田

絕

少

又

大

半

爲

僧

寺

所

據

民

生

其

閒

窮

苦

而

畏

謹

淳

質

而

樸

儉

賦

輸

以

時

不

待

督

索

山

巓

水

涯

之

民

終

歲

無

一

詞

溷

官

府

雖

被

誣

抑

亦

不

敢

出

官

自

直

姦

民

猾

吏

顧

其

畏

懦

生

事

而

撓

之

惟

逃

匿

質

貸

以

求

解

其

家

貲

立

見

破

壞

鄕

俗

謂

之

折

合

紹

興

閒

所

在

經

界

獨

本

州

不

及

行

至

今

民

閒

所

執

尙

多

五

代

以

來

契

約

模

糊

不

可

辨

眞

僞

又

多

爲

詭

詐

謀

頼

豪

强

侵

奪

所

餘

無

幾

畝

歩

不

均

産

錢

無

定

善

良

不

察

官

府

追

撓

往

往

盡

折

而

入

兼

併

之

家

故

鮮

有

衣

食

給

足

者

亦

可

憐

矣

地

産

鹽

無

官

鬻

之

令

江

河

山

澤

從

民

逐

利

其

閒

官

無

所

禁

乏

絶

之

民

皆

藉

此

以

助

不

給

自

頃

草

㓂

旁

午

田

萊

多

荒

郡

計

日

蹙

用

費

日

廣

官

遂

鬻

鹽

以

權

一

時

之

用

由

郡

城

縣

郭

及

鄕

落

村

疃

皆

列

舖

置

吏

斤

錢

十

有

七

公

私

之

價

相

去

不

遠

民

猶

未

以

爲

病

一

二

十

年

來

田

旣

多

歸

兼

并

民

閒

日

就

貧

窶

深

山

窮

谷

有

踰

時

不

食

鹽

者

加

之

生

齒

日

繁

無

以

自

業

私

售

益

多

價

益

平

在

官

之

直

不

減

人

始

惮

官

鬻

而

樂

私

售

爲

州

家

便

者

遂

令

計

戸

均

買

主

戸

歲

六

十

餘

斤

单

貧

客

戸

亦

三

四

十

斤

分

季

而

催

急

於

常

賦

於

是

始

有

抑

配

之

擾

又

其

後

吏

緣

爲

姦

鹽

不

時

給

徒

責

價

錢

稍

不

如

期

則

悍

吏

踵

門

無

虛

日

愁

歎

之

聲

聞

於

田

里

蓋

循

習

一

時

權

宜

之

計

不

知

其

弛

於

何

年

又

罷

在

城

三

舖

凡

爲

官

鹽

舖

除

罷

無

餘

惟

龍

平

水

頭

二

舖

居

龍

巖

葛

山

之

閒

去

海

絕

遠

民

得

此

良

便

兼

舊

無

計

戸

均

配

之

擾

皆

樂

其

留

且

其

地

接

汀

州

往

年

三

舖

未

創

汀

民

之

販

鹽

者

深

入

吾

境

因

致

爭

鬭

殺

掠

自

官

置

舗

之

後

私

鹽

不

得

越

舖

以

出

境

汀

販

亦

息

此

又

兩

州

之

利

可

存

而

不

可

廢

者

以

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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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罷

然

二

舖

所

置

在

三

十

年

之

前

是

時

民

閒

寛

裕

食

用

頗

多

後

人

遂

取

爲

額

責

吏

招

賣

邇

來

民

貧

錢

窘

食

且

不

足

鹽

周

亦

鮮

仍

貢

如

額

吏

率

破

家

鬻

産

以

償

官

一

畨

差

往

畏

避

逃

遯

監

繫

塡

僃

由

此

失

業

狼

狽

者

甚

衆

亦

何

忍

使

至

於

此

遂

與

減

其

原

額

之

十

四

今

且

不

憚

行

是

年

七

月

又

盡

罷

諸

違

昌

佃

樸

等

一

百

一

十

八

所

並

罷

逐

村

鄕

委

充

官

牙

者

十

三

處

取

其

拘

催

之

籍

給

佃

之

據

盡

毁

去

之

外

有

沄

頭

沄

尾

二

澚

係

龍

溪

縣

嵗

收

以

僃

經

總

制

解

發

之

乏

計

緡

錢

百

四

十

有

七

本

州

亦

爲

代

以

他

錢

併

與

除

去

雖

州

家

歲

失

三

萬

八

千

餘

緡

然

以

今

二

年

通

計

之

郡

帑

所

支

實

亦

無

闕

自

經

費

之

外

凡

燕

設

之

須

營

繕

之

用

犒

軍

賑

民

之

費

如

是

者

舉

無

廢

闕

而

又

新

招

補

廂

禁

卒

百

三

十

餘

人

增

添

各

人

廩

給

代

納

民

閒

丁

輸

令

行

及

滿

秩

計

郡

帑

所

存

無

虧

前

政

交

承

之

數

則

其

所

支

不

過

量

入

爲

出

稍

加

樽

節

應

之

有

餘

至

如

諸

邑

動

輒

科

罰

無

告

之

民

尤

爲

患

苦

且

民

有

詞

訢

無

理

者

必

加

之

罪

然

後

民

知

所

懲

今

乃

許

其

罰

錢

免

罪

姦

橫

之

徒

公

行

無

狀

謂

將

來

不

過

罰

得

一

二

百

千

耳

何

所

畏

憚

其

得

理

者

無

故

見

擾

於

人

所

當

哀

矜

而

慰

憐

之

亦

使

罰

錢

輸

官

謂

之

賀

喜

錢

兩

家

一

時

忿

爭

尋

卽

悔

懼

和

解

若

不

入

錢

輸

官

卽

追

逮

愈

急

不

容

私

已

謂

之

繳

案

錢

其

他

科

罰

名

色

不

一

官

罰

其

一

吏

取

其

十

在

私

之

費

已

邱

山

於

公

所

入

未

絲

粟

諸

胥

每

於

縣

官

始

至

之

時

故

爲

怠

催

以

示

倉

庫

之

乏

緩

發

以

激

州

郡

之

怒

因

售

其

不

科

罰

不

可

爲

縣

之

說

故

縣

官

多

狥

其

請

積

習

旣

久

視

爲

當

然

移

文

力

禁

止

之

追

治

其

承

行

科

罰

已

甚

者

數

輩

始

知

畏

戢

到

任

之

初

適

四

邑

宰

𣅜

方

書

考

因

以

約

勿

科

罰

近

各

滿

替

而

去

不

聞

以

不

科

罰

官

錢

不

便

留

滯

於

此

是

知

一

州

一

縣

常

賦

自

足

一

州

一

縣

支

遣

凡

前

數

端

苛

取

於

民

者

徒

以

資

不

切

浮

費

而

已

郡

豐

約

實

不

在

此

初

欲

罷

去

數

事

或

勸

以

爲

緡

錢

頗

多

若

遽

罷

此

將

來

必

至

闕

乏

或

以

爲

坐

舖

之

胥

樸

佃

之

輩

藉

此

爲

姦

根

固

已

深

表

裏

揺

撼

勢

將

必

復

或

以

爲

在

官

雖

弛

罷

姦

民

占

據

將

必

自

若

𥩈

嘗

反

覆

或

者

之

說

皆

非

所

慮

若

以

爲

必

至

闕

乏

今

行

之

已

兩

年

未

嘗

有

一

物

一

事

廢

闕

則

知

用

度

斷

不

至

闕

乏

若

謂

浮

言

可

以

動

揺

凡

爲

長

民

之

官

誰

不

思

所

以

愛

民

奉

法

察

不

及

此

哉

害

未

至

此

極

則

已

今

旣

知

之

害

又

已

極

誰

肯

爲

浮

言

所

動

且

如

向

來

郡

圃

皆

藝

麻

植

麥

歲

入

至

數

千

緡

自

前

守

黃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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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簿

察

其

有

科

耕

之

擾

卽

行

廢

罷

趙

漕

繼

之

遂

葺

爲

逰

觀

之

圃

與

民

同

樂

示

不

可

復

迄

今

𠅘

榭

日

增

花

竹

日

盛

無

復

更

種

植

者

爲

民

除

害

誰

無

此

心

肯

因

浮

言

而

冐

復

之

若

以

爲

將

來

豪

猾

必

至

雄

據

自

若

此

尤

非

所

當

慮

豪

猾

占

據

借

曰

有

之

非

公

家

受

其

賄

而

縱

其

爲

虐

彼

方

蓄

縮

畏

憚

懼

罪

之

及

亦

安

敢

公

然

爲

之

民

亦

安

肯

黙

然

聽

之

哉

因

詳

述

其

所

罷

鹽

舖

及

除

出

穙

佃

之

由

庶

幾

利

害

本

未

不

待

咨

諏

𡬶

究

一

見

而

曉

然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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