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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制
尺

一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之
第
二
十
七

制
尺
圖
考

謹
按

廟
廷
諸
器
各
有
度
數
而
樂
器
之
長
短
廣
狹
大
小
厚
薄
音
之
高
低
清
濁

辨
焉
其
度
數
尤
不
得
差
以
毫
釐
者
故
欲
復
古
制
正
元
音
必
先
定

制
器
之
尺
恭
考

國
朝

欽
定
禮
樂
各
器
度
數
精
詳
皇
然
大
備
允
足
復
古
制
而
正
元
音
也
兹
謹
繪

尺
圖
繫
説
於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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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制
尺

二

謹
按
造
律
之
法
必
先
累
黍
漢
魏
以
後
迄
無
定
論
尺
既
不
定
則
制

作
亦
無
由
定
我

聖
祖
仁
皇
帝
酌
定
制
尺
以
横
縱
二
黍
相
較
横
黍
百
粒
適
當
縱
黍
八
寸
一

分
之
限
推
得
古
黄
鐘
九
寸
為
今
尺
七
寸
二
分
九
釐
凖
以

製
壇
廟
禮
樂
各
器

頒
行
天
下
兹
恭
將
排
簫
黄
鐘
管
度
數
按
照
繪
尺
以
便
制
器
者
遵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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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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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禮
器

三

禮
器
圖
考

謹
案

文
廟
陳
設
禮
器
各
有
定
式
詳
載
闕
里
文
獻
攷
中

國
初

欽
頒
於闕

里

廟
庭
者
均
屬
舊
制
乾
隆
十
三
年
春

高
宗
純
皇
帝
東
巡
釋
奠
於

先
師

回
鑾
命
工
繪
式
製
爵
尊
豋
鉶
簠
簋
籩
豆
篚
俎
祝
版
各
器

頒
行
於
各
直
省
永
垂
法
守
餘
仍
舊
式
兹
恭
將
禮
器
尺
寸
分

别
繪
圖
繫
説
於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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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二
十
五

樂
器
圖
考

謹
案
律
呂
始
於
軒
轅
而
簫
韶
九
成
盛
稱
虞
帝
厥
後
傳
為
世
守
千

餘
年
猶
動

大
聖
人
之
仰
慕
不
圖
為
樂
之
至
於
斯
其
歎
羡
有
深
契
焉
矣
我

朝
自

聖
祖
仁
皇
帝
成
一
代
之
制
作
定
為
中
和
韶
樂
今
之
韶
猶
古
之
韶
也
古
者

六
經
並
重
而
樂
無
專
書
漢
魏
以
下
厯
代
沿
革
之
故
具
載
史
册
先

儒
殫
精
推
測
莫
能
相
一
我

聖
祖
心
通
制
作
之
原
凡
立
均
出
度
妙
合
造
化
有
以
破
千
古
之
疑
議

御
纂
律
呂
正
義
勒
為
成
書

高
宗
純
皇
帝
纘
以
後
編
上
溯
黄
帝
下
迄
有
明
古
今
同
異
之
辨
名
物
度
數

之
詳
悉
秉

裁
指
示
是
非
考
詢
得
失
務
協
伶
倫
榮
猨
之
舊
明
以
前
律
呂
互
用
於
十

二
律
呂
外
所
加
者
用
四
清
聲
未
免
滋
誤

聖
祖
斷
為
律
呂
分
均
而
陰
陽
正
位
矣
去
四
清
聲
加
四
倍
律
而
黄
鐘
得
其

中
聲
矣

後
編
特
著
樂
問
設
為
問
答
以
闡
明

聖
祖
宸
斷
之
精
至
於
工
尺
字
譜
原
本
律
呂
簫
笛
字
譜
各
應
工
尺
問
答
篇

並
詳
言
之
若
夫
絲
樂
絃
音
清
濁
二
均
之
度
分
長
短
巨
細
具
有
分

别
猶
管
之
徑
有
大
小
管
之
孔
有
遠
近
以
定
絲
絃
之
取
分
而
宮
商

徵
羽
允
協
矣
此
皆
逈
出
昔
人
議
論
之
外
而
一
一
莫
不
與
經
史
所

載
相
發
明
矣
兹
謹
遵

御
纂
律
呂
正
義
及

闕
里
志
所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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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欽
頒
釋
奠
各
樂
器
形
制
律
分
繪
圖
繫
説
詳
用
於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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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二
十
七

謹
按
晉
鼓
即
大
成
鼓
設
大
成
門
左
將
祭
擊
三
嚴
初

嚴

一

百

二

十

聲

末

以

一

聲

收

之

再

嚴

如

初

以

二

聲

收

之

三

嚴

如

初

以

三

聲

收

之

共

三

百

六

十

六

聲

以

象

周

天

之

度

闕
里
迎送

神
與
鏞
鐘
齊
鳴
以
百
桴
為
節
樂
舞
生
轉
班
擊
十
三
節
以
節

其
進
退

初
起

扎
扎
鼕

扎
扎
鼕

扎
扎
鼕
鼕

一
通

鼓
鼕

鼓
鼕

鼓
鼕

二
通

鼓
鼕
鼕

鼓
鼕
鼕

鼓
鼕
鼕

三
通

鼓
鼕
鼓
鼕
鼕

鼓
鼕
鼓
鼕
鼕

鼓
鼕
鼓
鼕
鼕

結
尾

鼕
鼕
扎

字

兩

手

擊

鼕

字

用

右

手

擊

宜

重

鼓

字

用

左

手

擊

宜

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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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二
十
八

謹
按
鏞
鐘
即
大
成
鐘
設
大
成
門
右
器
大
聲
宏
能
掩
衆
樂
故
但
擊

之
以
為
作
止
之
節

闕
里
釋
奠
迎
神
送
神
引
導
樂
作
鏞
鐘
與
晉
鼓
齊
鳴
祭
畢
擊
一
百
八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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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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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二
十
九

謹
按
引
樂
之
器
曰
麾
所
以
指
麾
也
明
時
麾
用
一

國
初
猶
沿
舊
制
乾
隆
十
二
年

高
宗
純
皇
帝
命
增
為
二
其
始
升
階
也
各
以
麾
引
於
前
其
陳
設
露
臺
也
一

在
柷
之
北
一
在
敔
之
北
其
每
奏
一
章
也
麾
生
舉
升
龍
麾
高
唱
曰

樂
奏

平
之
章
聲

欲

勃

然

而

起

上

二

字

一

讀

下

四

字

分

排

欲

匀

長

韻

漸

大

從

容

和

雅

尾

聲

悠

揚

樂
終
麾

生
舉
降
龍
麾
高
唱
曰
樂
止
長

韻

漸

細

聲

欲

飄

然

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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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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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謹
按
木
笏
亦
名
手
版
古
者
臣
執
之
以
對
揚
今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木
笏
上
書
樂
章
歌
生
執
之
立
於
笙
前
以
備
忽
忘
也
蓋
歌

為
全
樂
之
主
八
音
皆
以
和
歌
其
中
有
聲
有
音
聲
即
字
也
音
則
其

落
韻
也
字
有
不
能
合
者
則
於
落
韻
合
之
如
宮
聲
字
而
律
合
用
啇

音
能
轉
宮
為
啇
自
然
協
律
所
謂
抗
墜
矩
鈎
纍
纍
貫
珠
者
是
也
兹

謹
圖
木
笏
之
制
於
右
並
註
歌
譜
於
後
以
備
遵
用

歌
譜
自

下

而

上

漸

高

漸

清

漸

細

自

上

而

下

漸

低

漸

濁

漸

巨

宮
合喉

啇
四齒

角
一牙

徵
上

變

尺

舌

徵

唇

羽
工

變

凡

少

六

少

五

齒

宮

唯

宮

喉

啇

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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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一

謹
按
乾
隆
三
十
年
己
酉

高
宗
純
皇
帝
當
西
師
奏
凱
於
西
江
得
古
鎛
鐘
遂
按
律
照
製

頒
夾
鐘
南
呂
金
鎛
鐘
二
於

闕
里
其
各
直
省
府
州
縣

文
廟
皆
範
銅
為
之
其
用
每
一
句
始
擊
一
聲
以
宣
其
聲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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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二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編
鐘
十
有
六
陰
陽
各
八
設
殿
外
階
東
其
用
每
一
字
始
擊

一
聲
以
宣
其
聲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並
詳
註
律
分
及
春
秋
二
仲
主

宮
起
調
於
左
以
備
遵
用

一

陽

律

倍

夷

則

厚

一

分

三

釐

三

毫

倍

無

射

厚

一

分

四

釐

九

毫

黃

鐘

厚

一

分

五

釐

九

毫

太

簇

厚

一

分

七

釐

七

毫

姑

洗

厚

一

分

九

釐

九

毫

蕤

賓

厚

二

分

二

釐

四

毫

夷

則

厚

二

分

三

釐

六

毫

無

射

厚

二

分

二

釐

六

毫

一

陰

呂

倍

南

呂

厚

一

分

四

釐

二

毫

倍

應

鐘

厚

一

分

五

釐

七

毫

大

呂

厚

一

分

六

釐

八

毫

夾

鐘

厚

一

分

八

釐

九

毫

仲

呂

厚

二

分

一

釐

三

毫

林

鐘

厚

二

分

三

釐

三

毫

南

呂

厚

二

分

五

釐

二

毫

應

鐘

厚

二

分

八

釐

四

毫

内

高

通

七

寸

四

分

四

釐

九

毫

中

徑

七

寸

一

分

四

釐

六

毫

上

下

俱

殺

二

寸

一

分

一

釐

六

毫

惟

體

有

厚

薄

内

徑

須

依

次

遞

減

春

夾

鐘

主

宮

倍

應

鐘

起

調

倍

應

鐘

伬

夾

鐘

仲

呂

林

鐘

伍

應

鐘

仩

秋

南

呂

主

宮

仲

呂

起

調

仲

呂

南

呂

亿

應

鐘

仩

倍

應

鐘

伬

夾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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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三

謹
按
乾
隆
三
十
年
己
酉

高
宗
純
皇
帝
於
得
鎛
鐘
後
瑞
應
西
域
耆
定
和
闐
採
玉
豐
博

頒
夾
鐘
南
呂
玉
特
磬
二
於

闕
里
其
各
直
省
府
州
縣

文
廟
皆
以
靈
璧
石
為
之
其
用
每
一
句
終
於
編
磬
擊
畢
擊
一
聲
以
收
其

韻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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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四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編
磬
十
有
六
陰
陽
各
八
設
殿
外
階
西
其
用
每
一
字
終
擊

一
聲
以
收
其
韻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並
詳
註
律
分
於
左
以
備
遵
用

一
陽
律
倍
夷
則
厚
六
分
零
六
毫
倍
無
射
厚
六
分
八
釐
二
毫
黃
鐘

厚
七
分
二
釐
九
毫
太
簇
厚
八
分
零
九
毫
姑
洗
厚
九
分
一
釐
蕤
賓

厚
一
寸
零
二
釐
四
毫
夷
則
厚
一
寸
零
七
釐
八
毫
無
射
厚
一
寸
二

分
一
釐
三
毫
一
陰
呂
倍
南
呂
厚
六
分
四
釐
八
毫
倍
應
鐘
厚
七
分

一
釐
九
毫
大
呂
厚
七
分
六
釐
八
毫
夾
鐘
厚
八
分
六
釐
四
毫
仲
呂

厚
九
分
七
釐
二
毫
林
鐘
厚
一
寸
零
六
釐
四
毫
南
呂
厚
一
寸
一
分

五
釐
二
毫
應
鐘
厚
一
寸
二
分
九
釐
六
毫
股
修
通
七
寸
二
分
九
釐

博
五
寸
四
分
六
釐
七
毫
鼓
修
通
一
尺
零
九
分
三
釐
五
毫
博
三
寸

六
分
四
釐
五
毫
十
六
具
皆
同
春
秋
二
仲
主
宮
起
調
同
編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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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五

謹
按
琴
制
不
一
少
至
一
絃
多
至
二
十
七
絃
厯
代
異
用

國
朝

聖
祖
仁
皇
帝
定
用
七
絃
以
正
宮
一
調
為
凖
三
絃
立
宮
下
四
絃
為
啇
角
徵

羽
一
二
絃
為
倍
徵
羽
其
餘
各
調
按
月
推
行
詳
載
律
呂
正
義
兹
錄

夾
鐘
南
呂
二
宮
於
後
以
備
遵
用

夾
鐘
宮

南
呂
宮

一

絃

羽

倍

應

鐘

一

絃

角

倍

應

鐘

二

絃

宮

夾

鐘

二

絃

徵

夾

鐘

三

絃

啇

仲

呂

三

絃

羽

仲

呂

四

絃

角

林

鐘

四

絃

宮

南

呂

五

絃

徵

應

鐘

五

絃

啇

應

鐘

六

絃

羽

倍

應

鐘

六

絃

角

倍

應

鐘

七

絃

宮

夾

鐘

七

絃

徵

夾

鐘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六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旋
宮
樂
瑟
二
十
五
絃
以
外
十
二
絃
為
陽
均
應
律
内
十
二
絃
為
陰
均

應
呂
中
一
絃
為
君
位
不
動
外
内
均
以
一
絃
為
下
徵
二
絃
為
下
羽

三
絃
為
宮
四
絃
為
啇
五
絃
為
角
六
絃
為
徵
七
絃
為
羽
八
絃
為
清

宮
九
絃
為
清
啇
十
絃
為
清
角
十
一
絃
為
清
徵
十
二
絃
為
清
羽
如

此
則
按
月
推
行
主
宮
起
調
自
然
有
條
不
紊
矣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七

謹
按
瑟
二
十
五
絃
一
絃
一
柱
内
外
斜
排
兩
行
由
近
而
遠
柱
近
音

高
則
清
柱
遠
音
低
則
濁
故
聲
音
諧
協
全
在
施
柱
得
宜
也
兹
錄

欽
定
夾
鐘
宮
南
呂
宮
施
柱
二
式
於
後
以
備
遵
用

夾
鐘
宮
俱

係

内

十

二

絃

南
呂
宮

一

絃

下

徵

倍

南

呂

一

絃

下

徵

夾

鐘

二

絃

下

羽

倍

應

鐘

二

絃

下

羽

仲

呂

三

絃

宮

夾

鐘

三

絃

宮

南

呂

四

絃

啇

仲

呂

四

絃

啇

應

鐘

五

絃

角

林

鐘

五

絃

角

倍

應

鐘

六

絃

徵

應

鐘

六

絃

徵

夾

鐘

七

絃

羽

倍

應

鐘

七

絃

羽

仲

呂

八

絃

清

宮

夾

鐘

八

絃

清

宮

南

呂

九

絃

清

啇

仲

呂

九

絃

清

啇

應

鐘

十

絃

清

角

林

鐘

十

絃

清

角

倍

應

鐘

絃

清

徵

應

鐘

絃

清

徵

夾

鐘

絃

清

羽

倍

應

鐘

絃

清

羽

仲

呂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八

謹
按
鳳
簫
古
制
不
一
大
者
二
十
四
管
小
者
十
二
管
我

聖
祖
仁
皇
帝
定
用
十
六
管
十
二
正
聲
四
倍
聲
其
正
聲
以
黃
鐘
為
宮
工
字

大
呂
為
清
宮
仜
字
太
簇
為
啇
凡
字
夾
鐘
為
清
啇

字
姑
洗
為
角

六
字
仲
呂
為
清
角

字
蕤
賓
為
變
徵
五
字
林
鐘
為
清
變
徵
伍
字

夷
則
為
徵
乙
字
南
呂
為
清
徵
亿
字
無
射
為
羽
上
字
應
鐘
為
清
羽

仩
字
倍
聲
以
倍
夷
則
為
下
羽
上
字
倍
南
呂
為
清
下
羽
仩
字
倍
無

射
為
變
宮
尺
字
倍
應
鐘
為
清
變
宮
伬
字
按
月
推
行
詳
載
律
呂
正

義
至
春
秋
二
仲
主
宮
起
調
已
錄
編
鐘
圖
後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三
十
九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旋
宮
樂
洞
簫
有
二
一
曰
姑
洗
簫
陽
月
用
一
曰
仲
呂
簫
陰
月
用
其
以

姑
洗
仲
呂
名
者
以
第
三
孔
聲
應
此
律
故
名
仲
呂
簫
第
一
孔
應
大

呂
為
仜
字
二
孔
應
夾
鐘
為

字
三
孔
應
仲
呂
為

字
四
孔
應
林

鐘
為
伍
字
五
孔
應
南
呂
為
亿
字
後
孔
應
應
鐘
為
仩
字
出
音
孔
應

倍
應
鐘
為
伬
字
底
孔
應
南
呂
同
為
仩
字
凡
唇
仰
急
吹
則
清
唇
俯

緩
吹
則
濁
和
琴
瑟
定
黃
鐘
非
此
不
為
功
也
今

文
廟
釋
奠
用
春
秋
二
仲
謹
圖
呂
簫
之
制
以
備
遵
用
笛

篪

用

同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旋
宮
樂
龍
笛
有
二
一
曰
姑
洗
笛
一
曰
仲
呂
笛
其
命
名
取
用
與
洞
簫

同
但
笛
體
短
於
簫
其
應
本
律
在
第
六
孔
較
簫
孔
高
四
音
仲
呂
笛

第
一
孔
應
南
呂
為
亿
字
二
孔
應
應
鐘
為
仩
字
三
孔
應
倍
應
鐘
為

伬
字
四
孔
應
大
呂
為
仜
字
五
孔
應
夾
鐘
為

字
六
孔
應
仲
呂
為

字
兩
旁
出
音
孔
應
林
鐘
為
伍
字
倍
南
呂
上
字
同
應
在
第
一
孔

惟
輕
吹
則
得
之
耳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一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旋
宮
樂
仲
呂
篪
其
本
律
應
在
後
二
出
音
孔
前
一
孔
應
林
鐘
為
伍
字

二
孔
應
南
呂
為
亿
字
三
孔
應
應
鐘
為
仩
字
四
孔
應
倍
應
鐘
為
伬

字
五
孔
應
大
呂
為
仜
字
後
孔
應
夾
鐘
為

字
倍
南
呂
同
應
在
第

二
孔
為
仩
字
其
徑
較
簫
笛
大
而
濶
吹
之
甚
難
宜
微
氣
輕
取
聲
如

兒
啼
與
壎
相
應
則
清
濁
高
下
得
矣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二

謹
按
匏
音
為
笙
以
匏
瓜
為
之
也
然
匏
性
浮
易
壞
後
世
以
木
代
之

今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大
笙
小
笙
並
用
小
笙
十
七
管
止
十
三
簧
四
管
無
簧
大
笙

十
七
簧
四
管
不
用
實
亦
十
三
簧
其
止
用
十
三
簧
者
非
為
和
小
笙

以
聲
止
十
三
而
無
十
七
其
必
用
十
七
管
者
以
管
少
則
匏
小
無
當

於
用
此
大
笙
小
笙
之
分
也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並
詳
和
聲
法
於
後
以

備
遵
用

和
聲
法

十
二
和
八
為
伬
十
一
和
三
為
仜
五
和
一
為

三
和
十

為
亿
二
和
十
三
為
仩
惟

字
止
用
十
三
伍
字
止
用
八
凡
吹
各
器

皆
用
呼
惟
笙
用
吸
吸
某
管
須
按
其
孔
則
得
音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三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壎
有
二
一
曰
黃
鐘
壎
一
曰
大
呂
壎
其
用
與
簫
笛
篪
同
但

彼
以
姑
洗
仲
呂
名
而
此
獨
異
者
蓋
竹
音
尚
角
姑
洗
仲
呂
角
也
土

音
尚
宮
黃
鐘
大
呂
宮
也
大
呂
壎
本
體
應
大
呂
仜
字
前
孔
應
夾
鐘

字
二
孔
應
仲
呂

字
三
孔
應
林
鐘
伍
字
四
孔
應
南
呂
亿
字
後

一
孔
應
應
鐘
仩
字
二
孔
應
倍
應
鐘
伬
字
倍
南
呂
同
應
在
後
一
孔

仩
字
凡
吹
某
字
較
某
字
孔
上
者
皆
閉
其
下
者
皆
開
兹
謹
圖
大
呂

壎
之
制
於
右
以
備
春
仲
二
仲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四

謹
按
明
堂
位
曰
殷
楹
鼓
周
大
射
禮
用
建
鼓
鄭
康
成
曰
植
者
為
楹

貫
而
樹
之
楹
謂
之
柱
貫
中
上
出
建
猶
樹
也
由
是
觀
之
殷
周
之
制

名
異
而
實
同
也
近
代
相
承
建
鼓
之
制
古
今
無
異
至
明
會
典
則
曰

應
鼓
即
建
鼓
也
今

御
製
中
和
韶
樂
建
鼓
一
設
編
鐘
之
東
北
嚮
其
用
每
一
句
終
俟
特
鐘
擊
畢

依
次
擊
三
聲
衆
樂
復
作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五

謹
按

聖
祖
仁
皇
帝
頒
中
和
韶
樂
革
音
惟
建
鼓
一
搏
拊
二
乾
隆
十
三
年
春

高
宗
純
皇
帝
幸
魯
釋
奠
於

先
師

周
覽
樂
庫
舊
存
有
足
鼓
一
鼗
鼓
二
遂

命
竝
施
於
樂
足
鼓
設
編
磬
之
西
北
嚮
其
用
每
一
句
終
建
鼓
一
聲
足
鼓
擊

二
聲
以
應
之
凡
三
擊
三
應
兹
謹
圖
足
鼓
之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鼗鼓

詳下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六

謹
按
搏
拊
書
傳
蔡
沈
註
以
為
作
用
之
名
然
擊
拊
之
文
已
見
周
禮

則
必
古
有
其
器
也

國
朝

聖
祖
仁
皇
帝
頒
中
和
韶
樂
搏
拊
二
設
柷
敔
之
次
東
西
相
向
其
用
每
一
句

終
足
鼓
擊
二
聲
後
拍
一
聲
以
應
之
凡
三
擊
三
應
初
左
手
次
右
手

次
兩
手
齊
拍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七

謹
按

高
宗
純
皇
帝
增
用
鼗
鼓
二
設
搏
拊
之
次
東
西
相
向
其
用
每
一
句
終
俟
搏

拊
拍
畢
持
柄
左
轉
兩
耳
擊
三
點
凡
三
拍
三
摇
以
應
之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八

謹
按
相
鼓
亦
名
節
鼓
安
柄
持
而
摇
之
所
以
輔
鐸
節
舞
佾
歩
武
今

闕
里
所
存
卧
置
架
上
以
桴
擊
之

國
初

欽
頒
中
和
韶
樂
無
相
鼓
乾
隆
十
三
年
奏

准
並
施
於
樂
而
其
用
未
詳
今
直
省
均
設
而
不
作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參
考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四
十
九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木
音
一
曰
柷
所
以
合
樂
設
東
麾
之
次
圓
孔
西
嚮
每
奏
一

章
俟
東
麾
生
舉
麾
唱
畢
兩
手
舉
止
先
撞
底
一
聲
次
擊
左
圓
鼓
次

擊
右
圓
鼓
共
三
聲
實
為
全
樂
綱
領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樂
器

五
十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本
音
一
曰
敔
所
以
止
樂
設
西
麾
之
次
首
嚮
東
其
用
每
一

章
樂
終
俟
鼓
擊
畢
兩
手
舉
籈
先
擊
敔
首
三
次
逆
標
齟
齬
三
共
六

聲
實
為
全
樂
止
節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舞
器

五
十
一

舞
器
圖
考

謹
按
樂
記
云
羽
籥
干
戚
樂
之
器
也
方
慤
曰
羽
籥
文
舞
所
執
干
戚

武
舞
所
執
則
羽
籥
干
戚
乃
舞
器
記
云
樂
之
器
亦
謂
樂
備
聲
容
舞

者
動
其
容
也
舞
器
即
樂
器
也
樂
記
又
云
觀
其
舞
知
其
德
馬
晞
孟

曰
舞
者
德
之
發
德
者
舞
之
藴
今

欽
定
文
廟
釋
奠
中
和
韶
舞
正
以
形
容

先
師
之

盛
德
恭
考

國
朝
定
制

文
廟
無
武
舞
惟
用
文
德
之
舞
宣
揚

文
教
今
升

大
祀
增
添
武
舞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舞
器

五
十
二

謹
按
引
舞
之
器
曰
節
節
旄
也
周
禮
春
官
旄
人
鄭
康
成
注
旄
者
舞

之
所
持
以
指
麾
馬
端
臨
文
獻
通
考
爾
雅
曰
和
樂
謂
之
節
蓋
樂
之

聲
有
鼓
以
節
之
樂
之
容
有
節
以
節
之
故
先
代
之
舞
有
執
節
二
人

之
説
至
今
因
之

國
朝
定
制
中
和
韶
樂
舞
節
二
凡
祭
祀
文
舞
武
舞
皆
用
之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ZhongYi

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舞
器

五
十
三

謹
按
周
禮
春
官
舞
師
掌
教
羽
舞
鄭
康
成
注
羽
析
白
羽
為
之
詩
邶

風
右
手
秉
翟
孔
頴
達
正
義
翟
翟
羽
謂
雉
之
羽
也
馬
端
臨
文
獻
通

考
舞
之
所
取
者
特
鸐
山
雉
耳
以
其
羽
尤
可
用
為
義
故
也
今
太
樂

以
雉
羽
攢
曡
為
之
而
髹
畫
其
柄
凡
祭
祀
文
舞
通
用
之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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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舞
器

五
十
四

謹
按
詩
小
雅
籥
舞
笙
鼓
毛
萇
傳
秉
籥
而
舞
春
秋
公
羊
傳
籥
者
何

籥
舞
是
也
馬
端
臨
文
獻
通
考
吳
季
札
見
舞
象
箾
南
籥
者
象
箾
舞

所
執
南
籥
以
籥
舞
也
今
太
樂
以
竹
為
之
攢
六
孔
凡
祭
祀
文
舞
皆

用
之
兹
謹
圖
其
制
於
右
以
備
遵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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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琴
譜

五
十
五

琴
譜
考

謹
按
律
呂
正
義

欽
定
中
和
韶
樂
琴
譜
惟
以
㪚
聲
為
主
其
互
相
和
應
止
用
九

十

蓋
㪚

聲
為
本
絃
本
律
之
正
音
故
為
主
八
音
惟
絲
音
最
微
必
取
和
應
方

能
成
聲
而
止
用
九
徽
十

者
以
十

隔
一
絃
相
應
其
實
音
即
㪚

音
之
母
能
生
本
律
也
九

隔
二
絃
相
應
其
實
音
即
㪚
音
之
子
本

律
所
生
也
故
此
兩

雅
樂
用
之
不
用
餘

者
恐
其
亂
雅
也
又
查

先
王
琴
曲
齊
撮
居
十
分
之
三
不
用
吟
猱
綽
注
世
俗
琴
譜
第
禁
用

小
指
雅
琴
并
無
名
指
亦
禁
正
義
中
深
然
其
説
兹
謹
遵
是
法
錄
譜

於
後

指
法
瑟

譜

同

譜
中
卄
者
㪚
也
不
按
而
彈
早
者
撮
也
右
手
大
指
中
指
齊
入
絃
乚

者
挑
也
右
手
食
指
向
外
出
絃
勹
者
句
也
右
手
中
指
向
内
入
絃
中

者
中
指
也
左
手
中
指
按
絃
大
者
大
指
也
左
手
大
指
按
絃
上
數
目

字
記

數
下
數
目
字
記
絃
數
凡
右
手
彈
須
凝
重
左
手
按
須
沈
著

庶
兩
絃
并
奏
而
元
音
不
失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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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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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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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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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琴
譜

五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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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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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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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譜

五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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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肅
新
通
志

卷
二
十
七

祠
祀
志

舞
佾

五
十
九

舞
佾
考

謹
按
舞
佾
始
於
舜
時
文
舞
執
籥
翟
武
舞
執
干
戚

文
廟
釋
奠
用
文
舞
六
佾
始
於
南
齊
永
明
三
年
厯
代
因
之
惟
唐
貞
觀
中
文

舞
武
舞
並
用
開
元
中
暨
明
成
化
中
曾
用
八
佾

國
朝

欽
定
釋
奠
用
文
舞
六
佾
至
圖
譜
一
節
明
以
前
未
之
見
迨
明
時
始
見
於
襃

崇
圖
素
王
紀
事
黌
志
圖
説
諸
譜
其
後
孔
貞
瑄
張
廷
諾
以
及
各
直

省
郡
縣
所
紀
圖
譜
林
列
難
以
枚
舉
但
其
中
不
無
異
同
兹
謹
遵

闕
里
舞
式
繪
圖
繫
説
於
左

舞
佾
禮
容

初
起
左
手
執
籥
右
手
秉
翟
籥
橫
翟
縱
籥
内
翟
外
交
如
十
字
兩
手

持
平
上
如
揖
下
如
授

立
容

兩
階
相
對
為
向
内
立
兩
階
相
背
為
向
外
立
北
面
為
正
立
左

譜

僅

繪

東

佾

凡

云

左

右

東

西

者

西

佾

同

式

云

内

外

者

西

佾

異

式

如

東

佾

向

西

則

西

佾

向

東

東

佾

左

手

則

西

佾

右

手

餘

倣

此

首
容

首
向
上
為
仰
面
向
下
為
俯
面
身
向
内
外
首
向
北
為
正
面
身
向
北

首
向
左
右
為
側
面

身
容

直
身
為
正
立
曲
其
背
為
俯
身
側
向
左
右
為
側
身
開
左
右
膝
直
身

下
坐
為
蹲
足
向
上
立
身
向
内
為
作
向
内
勢
足
向
上
立
身
向
外
為

作
向
外
勢

手
容

兩
手
合
舉
為
拱
手
向
上
為
舉
手
向
下
為
垂
手
向
前
為
伸
出
向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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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佾

六
十

旁
為
推
出

足
容

兩
足
並
立
向
上
為
正
立
一
足
上
前
為
進
足
足
尖
著
地
為
虚
立
足

根
著
地
為
蹺
足
曲
膝
至
地
為
屈
足
直
膝
向
前
為
伸
足
反
履
底
向

上
為
蹈
足
立
一
足
抬
一
足
為
起
足
左
足
加
於
右
右
足
加
於
左
為

交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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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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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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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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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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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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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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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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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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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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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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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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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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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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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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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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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譜

七
十
三

樂
譜

春
夾
鐘
清
均

秋
南
呂
清
均

伬

伍

仩

亿

仩

伬

宮

啇

角

徵

羽

角

徵

羽

宮

啇

舞
式正

躬
身

低
擺
牌

正
開
牌

對
揚
舞

對
一
揖

正
揚
舞

一
對
面

對
擺
牌

正
開
斧

背
一
揖

伬
正
拱
手

對
平
身

背
擺
牌
伍
亿
裏
擺
手
仩

背
揚
舞

正
垂
舞

微
向
外

外
擺
手

外
看
尖

背
一
召

每
一
音
四
變
舞
式
四
式
舞
終
更
番
迭
舞
如
伬
宮
第
一
第
五
舞
式

為
正
躬
身
餘
倣
此

春
秋
舞
式
同

奠
帛
初
獻
宣
平
之
章
按
干
戚
武
舞
譜
式
末
句
二
字
舞
式
不
變
就

案
一
跪
一
叩
首
畢

亞
獻
終
獻
仍
按
羽
籥
文
舞
舊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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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八
十
六

皋
蘭
縣
張
聯
奎
恭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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