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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咸
豐
縣
志
卷
三

禮
教
志

典
禮

典
禮
最
重
祭
祀
祀
典
之
舉
行
尤
以
仲
春
仲
秋
為
要
舊
志
載
文
廟
祭

器
先
師
位
前
用
太
牢
牛
一
羊
一
豕
一
白
磁
爵
三
木
鉶
三
木
登
一
木

簋
三
木
簠
三
竹
籩
十
木
豆
十
磁
酒
罇
一
罏
一
鐙
一
四
配
位
前
少
牢

各
羊
一
豕
一
白
磁
爵
各
三
木
鉶
木
簋
木
簠
竹
籩
木
豆
每
位
前
各
二

磁
酒
罇
一
鐙
二
罏
一
十
二
哲
位
前
少
牢
東
西
各
羊
一
豕
一
東
六
案

西
六
案
共
用
白
磁
爵
十
二
木
簋
木
簠
木
鉶
各
十
二
木
豆
竹
籩
各
四

十
八
磁
酒
罇
一
先
賢
位
前
少
牢
羊
二
豕
二
先
儒
案
前
少
牢
羊
一
豕

一
銅
爵
各
一
共
一
百
二
十
二
件
木
簋
各
一
共
十
二
件
木
簠
各
四
共

六
十
件
磁
酒
罇
一
崇
聖
祠
陳
列
五
案
每
案
少
年
各
羊
一
豕
一
白
磁

爵
各
三
共
十
五
件
木
鉶
木
簠
木
簋
各
二
皆
共
十
件
竹
籩
木
豆
各
八

皆
共
四
十
件
磁
酒
罇
一
配
位
設
四
案
每
案
銅
爵
各
三
木
簋
木
簠
各

一
竹
籩
木
豆
各
四
磁
酒
罇
一
其
致
祭
時
迎
神
奏
昭
平
之
章
詞
曰
大

哉
孔
子
先
覺
先
知
與
天
地
參
萬
世
之
師
祥
徵
麟
紱
韻
答
金
絲
日
月

旣
揭
乾
坤
清
夷
𥘉
獻
奏
宣
平
之
章
有
羽
籥
之
舞
三
獻
同
詞
曰
予
懷

明
德
玉
振
金
聲
生
民
未
有
展
也
大
成
爼
豆
千
古
春
秋
上
丁
清
酒
旣

載
其
香
始
升
亞
獻
奏
秩
平
之
章
詞
曰
式
禮
莫
愆
升
堂
再
獻
響
協
鼖

鏞
誠
孚
罍
甗
肅
肅
雍
雍
譽
髦
斯
彥
禮
陶
樂
淑
相
觀
而
善
終
獻
奏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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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平
之
章
詞
曰
自
古
在
昔
先
民
有
作
皮
弁
祭
菜
於
論
思
樂
惟
天
牖
民

惟
聖
時
若
彞
倫
攸
叙
至
今
木
鐸
撤
饌
奏
懿
平
之
章
詞
曰
先
師
有
言

祭
則
受
福
四
海
黌
宮
疇
敢
不
肅
禮
成
告
徹
毋
疏
毋
凟
樂
所
自
生
中

原
有
菽
送
神
奏
德
平
之
章
詞
曰
鳬
繹
峩
峩
洙
泗
洋
洋
景
行
行
止
流

澤
無
疆
聿
昭
祀
事
祀
事
孔
明
化
我
烝
民
育
我
膠
庠
又
文
廟
正
殿
祝

文
曰
惟
某
年
月
日
某
官
某
姓
名
致
祭
於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之
神
曰
惟

先
師
德
隆
千
聖
道
冠
百
王
揭
日
月
以
常
行
自
生
民
所
未
有
屬
文
教

昌
明
之
會
正
禮
樂
和
節
之
時
辟
廱
鐘
鼓
咸
恪
薦
於
馨
香
泮
水
膠
庠

益
致
嚴
於
籩
豆
兹
當
仲

春秋

祇
率
彞
章
肅
展
微
忱
聿
將
祀
典
以
復
聖

顏
子
宗
聖
曾
子
述
聖
子
思
子
亞
聖
孟
子
配
尚
饗
崇
聖
祠
文
曰
惟
某

年
月
日
某
官
某
姓
名
致
祭
於
肇
聖
王
裕
聖
王
貽
聖
王
昌
聖
王
啟
聖

王
之
神
曰
惟
王
奕
葉
鍾
祥
先
開
聖
緒
盛
德
之
後
積
久
彌
昌
凡
聲
教

所
覃
敷
率
循
源
而
溯
本
宜
肅
明
禋
之
典
用
伸
守
土
之
忱
兹
屆
仲

春秋

聿
修
祀
事
配
以
先
賢
顏
氏
先
賢
曾
氏
先
賢
孔
氏
先
賢
孟
氏
光
緒
三

十
三
年
鄂
臬
梁
鼎
芬
奏
准
升
孔
子
為
大
祀
如
祭
天
地
太
廟
典
禮
通

飭
各
縣
一
律
遵
行
又
舊
制
同
月
祭
武
廟
文
昌
宮
均
用
太
牢
祭
社
稷

壇
用
少
牢
又
先
後
祭
先
農
風
雲
雷
雨
本
境
山
川
城
隍
龍
王
等
神
官

紳
齊
集
皆
極
誠
敬
五
月
再
祀
闗
帝
城
隍
兩
廟
士
民
更
醵
金
為
城
隍

神
壽
享
祀
豐
隆
倍
極
懽
洽
此
皆
治
城
官
民
通
行
之
典
禮
也
他
若
文

昌
宫
有
士
民
會
期
武
闗
廟
有
兵
弁
會
期
萬
壽
宮
禹
王
宮
三
閭
宮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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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震
宮
皆
有
會
期
或
以
籍
貫
或
以
布
施
公
同
致
祭
亦
極
䖍
誠
舊
志
又

載
宣
講
迎
春
厲
壇
救
日
月
食
霜
降
等
典
禮
儀
注
各
州
縣
通
用
之
不

贅
錄
卿
飲
酒
禮
咸
邑
行
者
蓋
寡
然
邑
乘
登
之
意
古
時
必
常
有
行
之

者
惜
世
遠
未
能
一
一
實
指
共
人
惟
楊
氏
家
譜
載
邑
令
秦
飛
鵬
舉
楊

公
勝
忠
充
鄉
飲
大
賓
辭
不
就
光
緒
十
一
年
邑
令
劉
壽
椿
因
道
憲
札

催
曾
舉
徐
公
正
旭
充
鄉
飲
大
賓
列
傳
上
聞

壇
廟

文
廟
在
縣
治
東
南
隅
學
署
左
文
昌
宮
在
文
廟
右
老
闗
廟
在
縣
署
左

城
隍
廟
右
新
闗
廟
在
城
隍
廟
左
社
稷
壇
在
東
嶽
宮
左
側
先
農
壇
在

南
門
外
山
川
壇
常
雩
壇
厲
壇
俱
在
縣
署
南
城
隍
廟
在
南
門
内
火
神

廟
在
新
闗
廟
内
馬
王
廟
在
新
闗
廟
内
龍
王
廟
在
南
門
外
案
牘
祠
在

縣
署
大
堂
左
側
秦
鄂
祠
在
縣
署
大
堂
右
側
以
上
各
處
皆
於
嵗
時
祀

典
有
闗
除
文
昌
宮
城
隍
廟
分
由
官
紳
會
同
管
理
外
餘
皆
設
立
自
官

而
由
文
武
公
署
主
其
權
者
也

宗
教

中
國
士
民
所
信
仰
向
有
儒
釋
道
三
教
之
説
儒
教
名
曰
尊
孔
其
實
孔

子
之
道
大
中
至
正
包
羅
萬
有
外
人
稱
為
大
政
治
家
大
教
育
家
大
哲

學
家
凡
所
删
訂
著
述
非
若
宗
教
家
言
炫
異
矜
奇
以
期
衆
人
之
迷
信

也
邑
之
崇
儒
教
者
不
過
於
喪
祭
齋
醮
等
事
推
衍
文
公
家
禮
而
本
神

道
設
教
之
意
混
合
而
施
行
之
此
風
傳
自
川
黔
邊
境
邑
人
近
五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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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頗
盛
行
之
其
次
曰
釋
教
信
行
之
者
殆
與
内
地
不
相
上
下
是
以
縣
境

佛
寺
僧
寮
不
下
數
十
處
其
建
設
最
久
者
有
數
百
年
前
古
刹
碑
碣
可

考
又
次
曰
道
教
其
信
徒
大
半
依
託
老
子
縣
中
道
觀
雖
不
逮
佛
寺
之

廣
合
計
亦
有
十
餘
處
二
氏
門
徒
又
有
男
女
之
别
各
主
其
地
不
相
牽

混
要
皆
以
出
家
離
鸞
為
重
五
十
年
前
全
縣
人
民
信
佛
教
者
十
之
七

信
道
教
者
十
之
三
近
則
道
教
日
就
式
微
佛
教
迷
信
力
亦
漸
減
殺
又

有
儒
教
以
掊
擊
之
是
以
近
數
年
來
託
缽
乞
緣
之
法
不
行
而
僧
寺
道

觀
彼
亦
自
知
勢
成
弩
末
並
其
破
瓦
頽
垣
亦
幾
難
長
保
矣
現
邑
中
有

奉
大
道
齋
者
名
曰
混
合
儒
釋
道
三
教
為
一
家
非
僧
非
尼
男
女
牽
引

不
婚
不
嫁
其
中
間
有
潔
白
自
愛
之
人
然
風
氣
所
趨
良
莠
溷
雜
實
為

教
化
之
累
百
年
内
有
回
教
徒
數
户
移
住
境
内
近
頗
蕃
息
而
亦
不
過

不
食
犬
豕
等
肉
略
與
衆
異
基
督
教
信
者
尤
寡
三
十
年
前
有
挪
威
舊

教
教
士
於
邑
之
西
北
一
碗
水
附
近
謀
立
足
地
因
從
教
皆
二
三
宵
小

狂
妄
肇
衅
遂
幡
然
變
計
去
至
今
不
復
有
其
教
中
遺
跡
云

寺
觀

寺
觀
皆
由
各
地
方
士
民
公
立
然
祀
典
所
載
之
神
城
鄉
亦
多
設
廟
崇

奉
而
招
男
女
僧
道
為
住
持
如
萬
壽
宮
一
在
縣
城
内
一
在
丁
寨
塲
如

禹
王
宮
一
在
西
門
外
一
在
清
水
塘
一
在
活
龍
坪
一
在
大
路
壩
一
在

丁
寨
如
闗
廟
除
縣
城
外
一
在
縣
南
五
里
一
在
忠
堡
一
在
馬
河
壩
一

在
丁
寨
一
在
蝦
蟆
池
一
在
石
人
坪
一
在
活
龍
坪
一
在
大
路
壩
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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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龍
潭
司
如
文
昌
宮
除
縣
城
外
一
在
丁
寨
一
在
馬
河
壩
一
在
蝦
蟆
池

一
在
楊
峝
如
川
主
廟
一
在
縣
南
五
里
一
在
縣
南
十
里
他
如
軒
轅
廟

在
新
闗
廟
後
三
閭
宮
在
縣
西
門
外
興
國
寺
在
西
門
外
奎
星
閣
巧
聖

宮
三
義
廟
均
在
西
門
外
又
觀
音
礄
雷
祖
廟
五
通
廟
地
主
宮
轄
神
廟

亦
俱
在
西
門
外
又
鎮
江
廟
財
神
廟
延
真
觀
在
縣
西
東
嶽
宮
在
南
門

外
廻
龍
寺
在
縣
西
四
里
觀
音
閣
在
東
嶽
宮
側
觀
音
寺
在
縣
西
百
里

之
興
隆
塲
天
王
廟
在
縣
南
五
里
墨
池
寺
在
縣
西
七
十
里
虎
溪
寺
在

寒
溪
離
城
四
十
里
尖
山
寺
在
縣
南
十
二
里
三
佛
廟
在
縣
南
二
十
五

里
靜
樂
寺
在
大
寨
坪
無
邊
寺
在
青
崗
嶺
柳
池
寺
龍
洞
寺
在
清
水
塘

鐵
牌
寺
在
唐
崖
朝
陽
寺
一
在
生
基
坪
一
在
水
壩
張
爺
廟
元
武
山
大

寺
堂
皆
在
唐
崖
方
廣
寺
帝
主
宮
在
忠
堡
興
隆
寺
在
新
田
坡
側
之
細

心
窩
把
水
寺
在
大
村
白
雲
觀
板
橋
寺
天
橋
山
寺
在
丁
寨
晏
公
祠
亦

在
丁
寨
靈
珠
觀
在
燕
子
屵
碧
山
寺
天
橋
寺
在
楊
峝
八
角
廟
在
蒲
草

塘
玉
泉
山
在
大
茂
坡
靈
山
寺
一
在
茶
園
壩
距
縣
治
三
十
里
一
在
黑

峝
距
縣
治
百
二
十
里
道
宏
山
在
茶
園
溝
龍
泉
寺
在
白
水
雲
霧
山
寺

在
二
台
坪
靜
竹
寺
在
馬
河
壩
迎
水
寺
金
子
殿
皆
在
活
龍
坪
山
王
廟

在
水
壩
以
上
寺
觀
三
十
年
前
其
上
者
頗
稱
殷
富
次
亦
足
備
香
火
現

在
二
氏
之
教
式
微
各
地
民
風
日
益
刁
健
除
僧
道
浪
費
及
提
歸
公
款

以
資
挹
注
外
其
尚
稱
充
𥙿
者
合
計
不
及
十
之
二
餘
五
六
成
皆
日
就

頽
敗
又
二
三
成
則
破
瓦
坍
垣
殆
有
不
終
日
之
勢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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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風
俗

縣
境
地
瘠
民
貧
風
尚
古
樸
民
俗
視
施
南
全
郡
略
同
而
亦
有
小
異
者

試
略
紀
之
春
正
月
元
旦
天
未
曙
焚
香
燭
祀
祖
先
擇
吉
行
禮
方
舉
家

出
行
謂
之
出
天
行
至
各
神
廟
焚
香
親
族
交
相
拜
賀
城
市
閉
門
三
日

謂
之
闗
財
門
鄉
間
則
否
彼
此
拜
賀
新
年
並
招
飲
春
酒
上
九
後
鄉
城

有
龍
燈
戲
雜
以
紙
製
獅
象
麒
麟
鱗
介
諸
物
競
出
驅
疫
至
元
宵
止
又

有
布
製
獅
子
戲
及
紙
糊
龍
船
車
子
等
戲
沿
門
舞
蹈
唱
歌
元
宵
燃
爆

竹
祀
神
謂
之
祀
新
年
近
塜
家
家
送
燈
遠
望
之
如
繁
星
是
夜
燈
火
花

爆
達
旦
不
休
此
後
學
童
擇
日
上
學
商
賈
擇
日
開
市
農
家
擇
日
駕
牛

山
居
之
民
趕
種
馬
鈴
薯
社
日
採
蒿
作
炊
雜
以
肉
糜
相
饋
送
謂
之
社

飯
新
塜
以
白
𥿄
懸
竹
竿
揷
其
上
謂
之
掛
社
童
子
往
往
結
伴
競
放
𥿄

鳶
藉
以
舒
其
氣
脈
清
明
掃
墓
仍
掛
紙
竿
上
謂
之
掛
清
有
修
理
祖
塋

者
於
前
後
三
日
内
併
工
成
之
不
忌
方
位
皆
吉
也
世
族
率
於
宗
祠
用

少
牢
祀
其
先
人
老
少
燕
飲
盡
歡
是
日
家
家
皆
揷
柳
葉
於
門
男
婦
皆

簪
柳
葉
於
首
農
人
量
氣
候
之
暖
寒
於
此
節
前
後
播
種
下
秧
夏
四
月

八
日
以
朱
𥿄
書
嫁
毛
蟲
字
粘
壁
間
五
月
五
日
懸
蒲
艾
於
門
飲
雄
黄

酒
以
雄
黄
㸃
小
兒
額
及
手
足
心
采
百
草
煎
湯
澡
洗
搗
蒜
和
雄
黄
水

徧
灑
門
户
及
牆
陰
以
避
蛇
蟲
先
期
各
以
角
黍
餅
亁
相
餽
遺
亦
有
贈

香
扇
者
俗
以
是
日
為
小
端
陽
十
五
日
為
大
端
陽
聞
始
於
馬
伏
波
將

軍
十
三
日
為
闗
帝
會
舉
行
祭
祀
先
一
日
雨
謂
之
磨
刀
雨
二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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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相
傳
為
城
隍
生
日
先
期
市
人
盛
儀
仗
迎
神
以
童
子
扮
臺
閣
故
事
旌

旗
鼓
吹
觀
者
如
堵
六
月
六
口
俗
傳
是
日
晒
衣
服
書
畫
不
易
霉
壞
蓄

和
醬
水
亦
佳
農
人
亦
於
六
日
擕
雞
酒
祀
田
間
謂
之
團
苗
秋
七
月
七

夕
看
雲
色
以
天
河
去
來
久
暫
占
秋
收
豐
歉
諺
云
天
河
撘
尾
脊
家
家

有
飯
喫
中
元
節
前
以
𥿄
錢
封
包
或
以
金
銀
錠
裝
籠
書
祖
先
名
諱
所

謂
清
明
祀
墳
中
元
祀
名
祭
於
中
庭
男
女
上
食
如
生
三
日
焚
之
於
外

各
廟
作
盂
蘭
會
賑
濟
無
主
孤
魂
又
以
香
蘸
油
徧
爇
山
徑
謂
之
路
燭

八
月
中
秋
農
人
喜
以
新
糯
蒸
熟
搗
成
饅
頭
徧
食
其
家
人
士
大
夫
家

以
月
餅
𣕤
棃
相
餽
遺
有
艱
於
子
者
親
友
子
弟
僱
人
竊
鄰
圃
大
瓜
裹

以
紅
綾
導
以
鼓
樂
踵
其
門
曰
送
瓜
取
生
育
多
子
之
義
生
人
具
酒
食

明
年
生
子
筵
宴
相
酬
往
往
有
驗
二
十
七
日
學
徒
醵
金
為
孔
子
聖
誕

會
九
月
九
日
載
酒
登
高
搗
米
粉
為
餻
采
茱
萸
為
酒
士
人
率
登
高
以

詩
文
相
唱
和
九
月
十
九
日
俗
謂
觀
音
會
期
婦
女
多
結
伴
入
廟
進
香

縉
紳
家
則
不
盡
然
立
冬
日
俗
傳
宜
晴
又
宜
霜
語
云
一
斤
霜
卜
來
年

木
棉
旺
仲
冬
三
一
日
宜
晴
諺
云
冬
月
三
一
晴
穀
米
一
般
平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夜
祀
竈
神
成
妄
言
二
十
四
日
曰
小
年
是
日
前
後
掃
社
宇
宰

豬
羊
作
饅
頭
親
友
相
餽
遺
曰
送
年
節
除
日
閤
家
聚
食
曰
團
年
長
幼

次
第
揖
拜
親
鄰
互
相
往
來
曰
辭
年
除
夕
間
有
不
辭
年
者
惟
各
家
必

易
門
神
貼
春
聨
祭
先
祖
五
祀
焚
紙
錢
包
封
一
如
中
元
節
間
有
不
燒

包
者
是
夕
新
舊
塜
子
孫
必
親
往
送
燈
火
其
上
歸
而
祀
竈
曰
接
竈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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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還
家
再
置
酒
燃
爐
守
嵗
至
出
行
後
乃
歸
就
寢
息

縣
境
山
多
田
少
一
切
耕
作
皆
用
牛
犂
大
抵
高
原
宜
黄
牛
平
地
宜
水

牛
至
遠
鄉
絕
崖
危
㘭
耕
以
人
力
平
地
農
家
恃
稻
田
為
正
糧
而
補
助

以
蕎
麥
豆
豌
蔬
菜
高
山
農
家
以
玉
蜀
黍
為
正
糧
而
𥙷
助
以
甘
薯
馬

鈴
薯
全
縣
年
嵗
多
以
高
山
收
成
定
豐
歉
蓋
民
間
食
稻
者
十
之
三
四

食
雜
糧
者
十
之
六
七
故
也
山
糧
最
忌
七
八
月
風
謂
之
秋
風

百
工
多
係
本
地
居
民
亦
有
自
外
來
者
前
五
十
年
工
貲
不
厚
而
匠
作

頗
佳
如
木
石
雕
刻
銅
鐵
裁
縫
等
器
物
具
在
可
知
也
近
則
工
拙
且
惰

而
傭
值
則
較
往
日
增
高
十
年
前
丁
寨
有
鐵
工
能
以
臆
造
新
法
製
後

膛
槍
極
快
利
界
坪
有
木
工
製
木
盆
不
用
木
屑
糝
紥
能
盛
油
經
人
無

縣
毫
浸
漏
後
皆
由
遠
商
雇
以
去
今
不
復
有
其
人
如
欲
提
倡
工
藝
不

必
抑
其
增
長
傭
值
但
當
設
法
考
其
藝
之
工
拙
課
其
功
之
勤
惰

商
民
槪
係
鹽
布
菽
粟
為
生
涯
山
貨
如
桐
茶
漆
棓
吳
于
藍
靛
凍
綠
皮

多
歸
外
來
行
商
專
其
利
近
年
商
會
萌
芽
收
買
漆
棓
本
地
商
民
亦
有

能
分
利
者
城
市
無
茶
館
酒
肆
固
緣
商
務
不
旺
亦
民
俗
簡
樸
之
所
致

也縣
境
巫
醫
竝
行
句
年
信
巫
者
較
衆
富
貴
之
家
稍
有
不
豫
即
延
醫
調

治
不
惜
藥
貲
貧
賤
者
自
嫌
力
薄
又
多
不
達
於
理
以
為
木
根
草
頭
奏

效
迂
緩
又
有
巫
師
詭
詞
煽
惑
以
為
祈
禱
懺
悔
立
可
延
年
解
厄
冥
冥

中
必
大
有
神
在
也
近
來
風
氣
漸
開
道
教
式
微
業
巫
者
日
見
減
少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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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之
為
道
遂
為
士
大
夫
家
所
普
通
講
求
云

土
人
以
油
炸
米
花
豆
亁
芝
蔴
黄
豆
諸
物
和
茶
葉
作
湯
泡
之
名
曰
油

茶
客
至
則
獻
之
以
致
敬
旅
店
中
亦
有
鬻
此
者
行
人
便
之
外
四
里
人

間
有
嗜
此
成
癖
者
一
日
不
飲
則
神
不
清
爽
鄉
俗
以
冬
初
煮
高
粱
釀

甕
中
次
年
夏
灌
以
熱
水
挿
竹
管
於
甕
口
客
至
分
吸
之
名
曰
咂
酒
龍

潭
安
撫
司
田
某
詩
曰
萬
顆
明
珠
共
一
甌
王
侯
到
此
也
低
頭
五
龍
捧

著
擎
天
柱
吸
盡
長
江
水
倒
流
即
謂
此
也
近
年
飲
油
茶
者
較
前
減
少

而
咂
酒
幾
至
不
經
見
云

城
市
婚
葬
祝
夀
諸
宴
會
海
味
山
珍
動
輒
耗
費
不
如
是
主
人
自
覺
減

色
附
郭
殷
富
亦
如
之
有
心
世
道
者
所
宜
交
相
勸
勉
崇
節
儉
以
為
惜

福
之
地
又
近
十
年
來
沿
開
宴
送
禮
之
舊
習
每
於
秋
冬
以
後
藉
故
置

酒
希
圖
收
受
餽
禮
以
八
十
微
利
而
應
急
需
不
知
彼
來
我
往
輸
入
者
無

幾
又
銷
耗
於
酒
食
徵
逐
之
中
財
力
之
困
羊
由
於
斯
有
地
方
之
責
者

最
宜
先
事
而
嚴
禁
也

邑
人
平
居
皆
大
布
之
衣
大
帛
之
冠
非
遇
慶
賀
宴
會
雖
縉
紳
家
鮮
著

紈
綺
而
其
縫
製
之
形
式
大
率
士
夫
之
服
雅
商
賈
之
服
華
城
市
之
服

隨
時
鄉
村
之
服
近
古
婦
女
素
尚
貞
樸
無
論
貧
富
不
遊
春
不
冶
容
鄉

城
皆
勤
女
紅
且
競
以
針
繡
為
能
事
惟
善
織
者
少
村
市
皆
有
機
坊
土

布
多
係
機
坊
織
之

縣
境
山
多
田
少
林
莽
森
陰
稍
乾
則
有
年
雨
霪
則
歉
收
雖
近
日
人
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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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聚
處
但
收
穫
過
半
亦
足
接
濟
惟
包
穀
不
能
經
年
屯
積
多
銷
耗
於
煮

酒
熬
糖
磨
粉
三
者
一
遇
嵗
凶
糧
食
價
值
倍
形
昂
貴
貧
民
强
半
採
蕨

搗
粉
為
食
謂
之
發
地
倉
蓋
以
蕨
根
歴
年
蔓
延
掘
取
多
穫
故
也
若
頻

遇
荒
歉
蕨
根
無
出
甚
至
採
剝
草
塟
樹
皮
以
為
食
者
是
在
當
道
者
先

事
豫
防
或
臨
時
賑
濟
庶
免
流
離
之
苦
又
土
人
生
計
全
恃
農
業
嘗
見

向
年
積
穀
之
家
每
遇
飢
嵗
輒
遭
地
痞
訛
索
悍
吏
勒
捐
殊
乖
古
昔
藏

富
於
民
之
意
合
計
本
境
所
產
穀
米
糶
歸
黔
江
施
南
者
十
恒
二
三
貨

幣
輸
入
亦
裕
民
之
一
道
是
在
官
斯
土
者
準
王
制
餘
一
餘
三
之
法
妥

為
保
䕶
而
已

縣
境
與
四
川
酉
屬
接
壤
徑
僻
山
深
嘓
匪
不
時
攔
入
誘
結
本
地
游
民

賭
博
窩
藏
或
於
僻
地
掠
奪
人
物
或
於
村
集
攫
取
人
財
互
相
瓜
分
加

以
民
國
新
造
蜀
省
糜
爛
鄰
境
一
帶
土
匪
不
時
麕
聚
思
逞
為
目
前
計

以
團
練
保
甲
制
禦
盜
賊
較
之
警
察
文
明
辦
法
於
緝
捕
尤
有
把
握

冠
禮
俱
遵
家
禮
將
婚
前
夕
父
母
祀
祖
先
致
祝
詞
宴
客
並
先
期
請
親

友
子
弟
未
婚
者
十
人
陪
之
謂
之
賀
郎
女
家
亦
擇
吉
延
有
福
賢
婦
為

之
笄
謂
之
上
頭
請
親
鄰
待
字
之
女
十
人
陪
宴
謂
之
帶
花
酒

婚
禮
俱
遵
家
禮
壻
至
婦
家
親
迎
奠
雁
納
采
曰
挿
香
納
幣
曰
過
禮
女

家
不
取
聘
金
男
家
不
索
厚
奩
迎
新
婦
日
鼓
樂
儀
仗
二
大
紅
燈
前
導

綵
輿
至
女
家
麾
輿
從
出
以
斗
覆
轎
前
女
兄
弟
扶
女
出
立
斗
上
拜
辭

祖
先
撒
箸
一
東
仍
拾
納
女
袖
中
取
不
家
食
之
義
新
婦
至
門
壻
家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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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香
燭
清
酒
雄
雞
一
祀
女
家
䕶
送
神
於
大
門
外
曰
回
煞
女
輿
至
堂
門

小
姑
執
燈
以
篩
罩
體
女
出
輿
後
紅
衣
拜
伏
與
男
子
行
拜
堂
禮
别
以

福
德
兼
備
之
婦
引
拜
次
晨
廟
見
後
拜
見
舅
姑
以
次
拜
諸
族
戚
曰
分

大
小
擇
族
中
賢
而
有
福
者
先
拜
之
曰
開
拜
後
曰
圓
拜
亦
如
之

喪
葬
多
用
文
公
家
禮
縉
紳
世
族
親
喪
必
延
德
爵
俱
備
者
為
大
賓
代

題
木
主
或
祀
於
正
寢
或
祀
於
宗
祠
居
喪
者
不
與
宴
會
不
赴
綵
觴
三

十
年
前
盛
行
佛
教
人
死
率
用
僧
道
木
魚
鐃
鼓
誦
經
禮
佛
初
死
曰
開

路
繼
曰
遶
棺
將
□
前
日
戚
友
畢
集
皆
縞
素
曰
開
奠
富
貴
之
家
弔
客

愈
多
至
有
靈
櫬
經
過
途
人
皆
贈
素
巾
曰
開
普
奠
後
百
日
内
作
佛
事

曰
應
七
三
年
内
或
用
僧
道
或
延
士
人
分
别
誦
經
禮
拜
曰
道
場
枉
死

者
别
延
巫
教
為
之
曰
牛
角
道
場
皆
化
𥿄
錢
冥
鏹
以
多
為
貴
近
來
風

氣
漸
開
僧
道
退
化
士
大
夫
家
用
儒
教
者
遂
佔
多
數

祭
禮
當
中
元
除
夕
二
節
祭
先
祖
五
祀
於
正
寢
近
日
寄
籍
者
多
創
建

宗
祠
别
於
春
秋
仲
或
清
明
日
舉
行
祀
祖
禮
篤
報
本
之
思
土
著
人
家

漸
相
師
法
此
風
旣
盛
古
道
可
復
矣

夀
誕
三
四
十
嵗
時
無
過
問
者
五
十
人
間
有
慶
祝
至
六
十
後
子
孫
視

其
力
之
厚
薄
通
知
戚
友
製
錦
稱
觴
歌
優
雜
進
屆
誕
辰
戚
友
具
衣
冠

詣
祝
前
夕
戚
友
内
眷
亦
盛
粧
拜
慶
宴
飲
而
歸
大
率
可
以
榮
其
親
者

無
弗
為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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