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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百
十
一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乾
隆
志
卷
五
　
新
𥙷
文
六
首
增
一
首

廣
谷
大
川
異
地
剛
柔
輕
重
遲
速
異
禀
于
是
民
風
因
之
而

不
能
强
同
修
其
教
不
易
其
俗
齊
其
政
不
易
其
宜
順
而
導

之
化
其
偏
以
歸
正
化
其
薄
以
歸
厚
一
道
同
風
司
徒
十
二

教
之
法
偹
矣
作
民
風
志

漳
郡
負
山
濱
海
自
唐
以
來
樸
陋
初
闢
文
教
漸
興
民
風
爲
之

一
變
然
或
不
無
兵
戈
之
擾
釋
道
之
惑
於
聖
賢
禮
教
未
有

所
觀
感
則
傚
有
宋
紫
陽
朱
子
來
守
是
邦
撫
養
訓
誨
正
以

禮
法
冠
婚
喪
祭
有
所
遵
循
於
是
民
安
於
職
業
士
重
夫
節

𧨏
男
女
遠
嫌
名
分
昭
著
争
𩰚
不
施
訟
獄
衰
息
夫
固
統
所

屬
而
化
行
俗
茂
矣
顧
前
脩
日
遠
性
情
習
𣑱
不
能
無
厚
薄

之
殊
湻
澆
之
别
則
治
雖
不
易
民
而
理
而
士
風
之
有
隆
替

農
業
之
有
惰
勤
噐
用
之
有
華
樸
貿
易
之
有
誠
僞
衣
食
宮

室
之
有
奢
儉
豐
菲
月
異
而
歲
不
同
盖
習
俗
遷
移
不
一
而

足
不
特
求
之
一
郡
而
其
勢
不
能
强
合
卽
求
之
一
鄕
一
邑

亦
若
有
時
代
之
逓
更
焉
今
就
前
志
中
所
載
舊
俗
臚
列
如

左
俾
觀
民
者
因
時
因
地
而
知
所
以
設
敎
之
方
焉

龍
溪
縣
　
其
民
務
本
不
事
末
作

宋

傅

自

得

道

院

記

業
農
業
漁

龍

溪

記

質
朴
謹
畏

北

溪

集

云

此

乃

民

俗

大

槩

云

云

然

其

間

亦

有

奸

雄

健

訟

爲

良

善

之

梗

使

不

獲

安

息

者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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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
百
四
十
四

善
遠
罪

宋

郭

祥

正

净

衆

寺

法

堂

記

閩

之

八

州

漳

最

在

南

民

耕

女

紡

不

廹

于

衣

食

云

云

非

七

州

之

北

文

物
如
鄒
魯

王

禕

淸

漳

十

咏

云

冠
婚
喪
祭
多
依
家
禮

前

志

自

文

公

過

化

後

云

云

君
子
尙
氣
槩
小
人
𢚩
生
業

縣志

民
俗
奢
侈

通

志

云

民

間

婚

姻

男

家

務

爲

觀

美

女

家

極

力

求

稱

親

舊

之

葬

祖

祭

務

求

珍

異

喪

家

則

盛

席

以

待

雜
煩
難
治

宋

綦

崇

禮

傳

漳
浦
縣
　
俗
厚
訟
稀

卓

遵

記

士
質
而
文
民
勤
而
樸

漳

南

道

誌

依
山

者
習
農
桑
處
海
者
事
網
罟
婚
姻
𦵏
𥙊
多
依
古
法

成

化

郡

志

好

勝
健
訟
武
㫁
鄉
曲
挾
持
官
府

邑

舊

志

畝
眞
稍
貴
田
訟
尤
多

宋史
長
泰
縣
　
地
窄
人
稀
民
性
勤
儉
不
好
華
靡
不
事
商
賈

通志

士

敦
書
詩
民
勤
耕
織
喜
于
奉
公
賦
稅
不
後

建

炎

志

畏
法
懼
訟

罕
到
公
門
信
鬼
尙
巫
寡
事
醫
藥

縣志

邇
來
士
風
不
古
民
漸

詭
詐
頗
尙
刁
訟
服
食
器
用
侈
靡
相
髙

縣册

南
靖
縣
　
另
力
耕
稼
女
勤
紡
績

通志

土
多
肥
饒
民
近
淳
厚

漳南

道志

冠
婚
喪
祭
多
依
家
禮
惟
城
居
者
好
賭
蕩
戲
劇
鄕
處
者

好
毒
藥
圖
頼
深
爲
習
俗
之
蠧

縣册

平
和
縣
　
內
地
尙
樸
外
地
彌
文
重
親
尙
鬼
健
訟
武
斷

縣志

士

頗
崇
文
民
漸
向
化

漳

南

道

志

詔
安
縣
　
土
瘠
民
勞
俗
厭
浮
麗
商
船
浮
海
攘
利
著
姓
□
于

服
賈

前志

士
知
向
方
科
第
迭
出

縣册

海
澄
縣
　
商
人
貿
遷
巨
舶
興
販
番
貨
婦
人
務
女
工
謹
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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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百
六
十
一

稍
有
衣
食
者
婦
人
不
出
閨
門

舊

縣

志

依
山
務
農
業
瀕
海
事

舟
楫
衣
冠
文
物
頗
盛
㓂
盗
出
没
不
時
自
設
縣
後
民
漸
向

化
舊志

衣
食

漳
屬
古
所
謂
善
蚕
之
鄕
也
歲
五
蚕
吳
越
不
能
及
蓋
其
地
曠

桑
後
凋
又
疆
土
始
闢
民
寡
而
地
沃
桑
盛
故
蚕
功
治
焉
厥

後
民
生
漸
繁
糓
土
日
多
桑
土
日
稀
而
蚕
功
遂
廢
山
居
之

民
猶
種
麻
苧
取
其
易
種
亦
易
蕃
也
田
歲
兩
熟
終
歲
農
最

勤
郭
外
之
田
𤱔
數
石
則
糞
之
其
山
陬
地
寒
冬
聚
草
覆
以

泥
狀
如
墩
以
火
焚
之
俗
謂
之
灼
田
禾
方
盛
漑
以
水
其
泥

爛
莠
則
苖
殖
也
故
曰
閩
之
屬
火
耕
而
水
耨
生
齒
日
繁
民

不
足
於
食
仰
給
他
州
又
地
濱
海
舟
楫
通
焉
商
得
其
利
而

農
漸
弛
俗
多
種
甘
蔗
烟
草
獲
利
尤
多
然
亦
末
食
而
非
本

計
也

術
業

民
之
術
業
有
八
爲
儒
爲
農
爲
工
爲
商
賈
爲
胥
吏
爲
卒
徒
爲

巫
爲
僧
唐
五
季
尙
僧
宋
以
來
尙
儒
故
俗
嗜
讀
書
六
歲
以

上
出
就
傅
其
以
儒
術
著
者
有
理
學
之
儒
有
氣
節
之
儒
有

文
學
事
功
之
儒
最
下
名
利
之
儒
極
矣
農
業
而
田
者
也
工

業
而
用
勞
者
也
其
嗜
利
者
爲
商
賈
吏
書
庶
人
在
官
者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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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
百
七
十
四

明
季
以
來
故
家
降
爲
皂
隷
其
子
弟
無
頼
不
爲
儒
爲
吏
書

于
是
吏
書
張
甚
巧
文
善
詆
衒
惑
官
長
螫
害
鄕
曲
凌
爍
士

紳
俗
又
一
變
矣
卒
伍
者
召
募
也
其
俗
輕
生
而
能
𩰚
然
易

動
善
駭
不
能
遠
出
巫
者
祈
祝
者
也
僧
羡
民
也
衣
食
仰
給

人
間
其
獘
也
亡
生
死
混
男
女
贅
而
害
儒
者
也
自
儒
者
讀

書
不
能
自
見
抑
首
蓬
蒿
之
間
而
一
二
降
志
者
衣
鶉
食
鷇

又
不
能
貧
賤
自
甘
視
農
則
盱
粟
視
賈
則
盱
財
見
胥
吏
則

躬
卑
折
見
卒
徒
則
膽
破
落
其
稍
能
者
或
僅
以
辭
章
取
富

貴
爲
宗
族
交
遊
艶
慕
甚
有
挾
勢
負
𠖥
盱
豫
官
府
以
蚕
食

鄕
族
而
鄕
族
亦
相
與
鄙
之
則
儒
術
之
害
民
也
尤
夥
斯
亦

風
俗
人
心
之
大
可
憂
者
矣

閨
閫

漳
俗
尤
慎
男
女
之
别
婦
人
非
有
大
故
不
相
見
其
有
家
者
㣲

但
嫂
叔
雖
翁
舅
不
見
也
有
事
出
富
者
以
肩
輿
貧
者
以
布

覆
頭
壅
蔽
其
靣
男
子
導
以
徃
不
自
行
也
故
閨
門
常
謹
其

地
無
妓
女
之
屬

婚
姻
喪
祭

婚
姻
重
門
戸
不
甚
擇
壻
有
指
腹
爲
婚
者
然
雖
世
契
非
媒
妁

不
相
締
結
冠
必
恭
迎
必
親
妝
奩
必
華
麗
女
豋
車
保
母
翼

以
行
越
日
父
母
持
湯
餅
餪
房
三
日
而
後
廟
見
見
畢
旋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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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百
六
十
四

乃
執
婦
事
雖
編
戸
之
民
弗
敢
越
也

凡
有
喪
者
之
家
喪
之
日
跣
而
哭
袒
括
髪
歛
以
新
服
親
朋
畢

赴
旣
成
服
始
進
食
朝
夕
哭
旣
塟
反
而
虞
俗
多
信
佛
禮
僧

誦
經
數
日
設
齋
供
拜
懴
塟
而
柩
行
使
童
子
執
幡
鳴
鐃
雖

縉
紳
或
然
塟
必
擇
地
其
山
凹
多
風
易
生
水
蟻
壙
必
以
灰

富
者
或
以
石
貴
者
𣗳
華
表
及
翁
仲
五
獸
之
屬
尤
信
隂
陽

公
位
之
說
延
地
師
擇
吉
土
有
數
十
年
尙
未
塟
者
祭
以
四

時
或
春
秋
二
仲
月
或
以
冬
至
淸
明
祭
於
墓
婦
女
與
焉
又

俗
七
月
祭
無
祀
之
鬼
使
浮
屠
主
之
焚
𥿄
錢
設
筵
席
費
不

貲
所
謂
盂
蘭
會
也

歲
時

漳
之
俗
歲
正
月
里
閏
具
茶
酒
相
娛
樂
迎
神
明
燈
擊
鼓
召
巫

粧
䑓
閣
徃
來
都
市

元
日
祭
畢
無
貴
賤
御
新
衣
詣
親
賀
歲
主
人
出
辛
盤
共
欵
醉

人
相
望
于
道
五
日
乃
止
謂
之
假
開

立
春
前
一
日
有
司
迎
春
東
郊
士
女
𧊵
集
有
數
十
里
至
者
市

中
多
市
春
餅
春
花
春
燕
之
屬

上
元
作
花
燈
爲
火
炮
之
屬
子
弟
扮
仙
獅
竹
馬
龍
燈
慶
鄕
閭

索
酒
食
𡚁
乃
挾
勢
索
財
不
饜
輙
起
爭
端
貧
民
苦
之

海
澄
漳
浦
之
民
每
正
月
半
作
火
鼠
及
火
棃
之
屬
下
書
約
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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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
百
四
十

謂
之
相
燒

石
碼
及
海
濱
又
有
持
石
頭
相
撲
折
肱
破
腦
有
司
歴
禁
之
終

不
可
止
謂
之
擲
石
之
戲

二
月
鄕
間
居
民
仿
古
春
祈
歛
分
金
宰
牲
祀
神
畢
群
飮
于
廟

分
胙
而
歸
謂
之
做
福

淸
明
挿
柳
戸
上
是
日
多
墓
祭
閭
巷
婦
人
或
有
盛
服
靚
粧
𢃄

薔
薇
花
出
郭
外
逐
隊
行
者
俗
號
踏
靑

三
月
三
日
採
百
草
合
米
粉
爲
細
粿
薦
祖
考
餘
以
贈
遺
不
聞

有
士
女
秉
蕳
者

四
月
八
日
有
洗
佛
之
會
寺
之
僧
尼
主
之
婦
女
亦
或
有
至
者

然
大
約
編
戸
之
家

端
午
懸
艾
挿
蒲
蒸
角
黍
服
雄
黃
酒
兒
童
𢃄
𧁥
虎
俗
𩰚
龍
舟

富
人
放
標
持
豚
酒
餉
之

七
夕
女
兒
乞
巧
持
熟
豆
相
遺
謂
之
結
緣

七
月
半
作
盂
蘭
會
延
僧
設
食
祀
無
祀
之
鬼
夜
以
竹
竿
燃
燈

天
際
聯
綴
數
枝
如
滴
如
墜
望
之
若
星
謂
之
作
中
元

八
月
祭
土
地
窮
鄕
僻
壤
悉
演
劇
費
甚
奢
倣
古
之
秋
報

九
月
豋
髙
童
子
作
𥿄
鳶
放
于
野
方
言
謂
之
放
公
災

十
一
月
冬
至
作
米
圓
食
之
謂
之
添
歲
海
濱
民
有
墓
祭
者

臘
月
念
四
日
里
人
傅
神
上
天
偹
酒
殽
祀
之
謂
之
送
神
至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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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三
百
五
十
七

月
四
日
復
祭
謂
之
迎
神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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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
每
月
朔
望
後
一
日
賈
人
及
胥
役
工
匠
之
屬
偹
酒
殽
祀
神

謂
之
做
衙

已
上
舊
俗

南
北
溪
有
水
居
之
民
維
舟
于
岸
爲
人
通
徃
來
輸
貨
物
俗
呼

曰
泊
水
官
以
其
戴
天
也
賦
之
役
豋
于
版
與
陸
處
同

郭
南
五
里
有
鄕
曰
塘
北
居
人
不
種
五
糓
種
花
爲
業
花
之
利

視
糓
勝
之
蓋
地
瘠
不
宜
糓
宜
花

靈
山
寺
出
北
門
十
里
地
宜
茶
俗
貴
之
凡
烹
茗
以
水
爲
本
火

矦
佐
之
俗
以
三
乂
河
之
水
爲
上
惠
民
泉
次
之
龍
腰
石
泉

又
次
之
餘
泉
又
其
次
者

酒
舊
以
江
東
水
製
者
爲
第
一
近
則
貴
惠
泉
紹
興
及
紅
毛
葡

萄
綠

菓
貴
荔
枝
紅
柑
次
之
俗
多
種
家
比
千
戸
侯
綠
山
障
野
菓
熟

望
之
如
火
長
泰
柚
名
文
旦
者
俗
亦
貴
之
不
可
多
得

文
人
尙
詩
賦
以
唐
人
爲
主
睥
睨
宋
明
周
潘
陳
林
後
位
雲
韵

社
最
著
好
作
字
以
開
元
塔
劉
叅
軍
書
爲
最
近
世
推
黃
石

齋
真
草
及
張
國
經
八
分
李
𦏁
民
小
楷
魏
大
千
眞
書
張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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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
百
四
十
七

舟
草
書
王
伯
雲
大
書
陳
二
蘭
楊
行
素
行
書
黃
君
賛
大
篆

洪
石
秋
章
草
並
稱
遒
妙
𦘚
則
能
者
甚
夥
然
推
黃
石
齋
徐

子
胥
爲
最
云

已
上
雜
俗

漳
俗
好
訟
多
訟
師
主
之
甚
且
有
包
訟
之
𡚁
蓋
村
民
何
能
終

訟
惟
訟
師
主
持
故
訟
遂
不
可
止
更
甚
者
衙
蠧
舞
文
欺
官

包
攬
辭
訟
害
民
種
種
難
以
悉
數
至
門
子
賤
役
且
敢
與
士

人
抗
禮
故
明
察
之
官
長
必
嚴
于
訪
蠧

賭
棍
誘
民
賭
博
近
日
此
𩔗
甚
多
使
人
子
弟
喪
業
失
時
傾
家

覆
産
爲
害
甚
大

漳
郡
無
藉
之
徒
多
吃
鴉
片
來
白
吧
國
雜
烟
葉
煑
之
價
頗
昂

初
入
口
令
人
驟
肥
日
久
神
昏
氣
嬾
靣
黑
目
黃
或
過
時
不

喫
則
眼
淚
鼻
張
脫
肛
洩
㵼
狀
若
死
人

漳
俗
好
𩰚
鵪
鶉
始
于
游
手
好
閑
之
徒
繼
而
士
大
夫
家
子
弟

亦
有
爲
之
者

漳
民
喜
爭
𩰚
雖
細
故
多
有
紏
鄕
族
持
械
相
向
者

俗
好
演
劇
𨗳
滛
增
悲
豈
可
使
善
男
女
見
之
今
雖
不
能
𥁞
革

亦
當
取
其
有
禆
風
敎
者
編
成
歌
曲
庶
聽
之
者
可
以
興
起

良
心
不
爲
無
助

僧
尼
者
所
以
處
鰥
寡
孤
獨
之
民
使
不
至
于
死
亡
近
或
取
少



 

漳
州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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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九
　

三
百
三
十
九

年
男
女
爲
徒
弟
名
爲
事
佛
守
戒
而
寔
干
天
地
之
和
爲
風

俗
之
害

漳
民
不
習
官
咅
每
有
爭
訟
堂
訊
之
時
全
恃
吏
胥
爲
之
傳
譯

輕
重
詳
略
易
以
爲
奸

坊
長
包
攬
錢
糧
近
諸
縣
皆
革
去
自
丈
量
之
法
行
糧
𡚁
稍
息

然
龍
溪
則
𡚁
尙
滋
有
詭
寄
之
𡚁
有
𡚁
票
之
𡚁
至
屯
𡚁
更

甚
蓋
屯
政
久
廢
民
田
多
荒
其
原
額
册
經
管
者
以
死
匿
之

有
司
不
得
一
見
其
𡚁
尤
甚

漳
俗
州
田
蠔
蟶
埕
及
地
頭
渡
舡
之
利
多
勢
豪
掌
之
新
故
相

乘
强
弱
相
併
貪
貨
財
忘
古
道
地
棍
包
攬
牙
行
奪
商
賈
之

利
使
物
價
騰
湧
民
受
其
累

游
民
無
常
業
貧
困
則
無
所
不
爲
見
㣲
知
著
君
子
有
世
道
之

憂
焉

已
上
敝
俗

宋
郡
守
朱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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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本

業
莫
作
姦
盗
莫
縱
飮
博
莫
相
𩰚
打
莫
相
論
訢
孝
子
順
孫

義
夫
節
婦
事
跡
顯
著
卽
仰
具
申
當
依
條
格
旌
賞
其
不
率

敎
者
亦
仰
申
舉
依
法
䆒
治
○
一
禁
約
保
伍
互
相
紏
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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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十
　

四
百
三
十
七

件
常
切
停
水
防
火
常
切
覺
察
盗
賊
常
切
禁
止
𩰚
爭
不
得

販
賣
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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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紏
併
行
坐
罪
○
一
勸
諭

士
民
當
知
此
身
本
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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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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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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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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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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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易
論
訴
蓋
得
理
亦

湏
傷
財
廢
業
况
無
理
不
免
坐
罪
遭
刑
終
必
有
凶
切
當
勸

戒
○
一
勸
諭
官
戸
旣
稱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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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𤨔
所
宜
深
念
○
一
勸
諭
遭
喪
之
家
及
時

安
塟
不
得
停
喪
在
家
及
攢
寄
寺
院
其
有
日
前
停
寄
棺
柩

灰
凾
並
限
一
月
安
𦵏
切
不
須
齋
僧
供
佛
廣
設
威
儀
但
止

隨
家
豐
儉
早
令
亡
人
入
土
如
違
依
杖
一
百
官
員
不
得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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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十
一
　

四
百
○
八

官
士
民
不
得
應
舉
鄕
里
親
知
來
相
弔
送
但
可
恊
力
資
助

不
當
責
其
供
偹
飮
食
○
一
勸
諭
男
女
不
得
以
修
道
爲
名

𥝠
創
菴
寺
今
有
如
此
之
人
各
仰
及
時
婚
嫁
○
一
約
束
寺

院
民
間
不
得
以
禮
佛
傅
經
爲
名
聚
集
男
女
晝
夜
混
雜
○

一
約
束
城
市
鄕
村
不
得
以
禳
灾
祈
福
爲
名
歛
掠
財
物
裝

弄
傀
儡

宋
郡
守
朱
子
曉
諭
詞
訟
教

以

下

依

康

熈

志

補

入

本
州
近
凖
提
行
司
判
下
詞
訟
二
百
四
十
三
道
其
閒
官
吏

違
法
擾
民
事
理
彰
著
者
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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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措
置
訖
其
餘
詞
狀
亦
有
尺
是
爭
競
些
少
錢
米
田
宅
以
致

互
相
誣
頼
結
成
仇
讐
遂
失
鄰
里
之
驩
且
𧇊
亷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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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訢
亦
不
免
此
此
邦

之
俗
舊
稱
醇
厚
一
旦
下
衰
至
于
如
此
長
民
者
安
得
不
任

其
責
又
何
忍
一
切
徒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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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逺
或
事

非
干
已
而
出
于
把
持
告
訐
之
私
或
詞
渉
虛
妄
而
肆
爲
詭

名
匿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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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悔
咎
今
已
刷
出
所
承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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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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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民

風

　
　
　
十
二
　

四
百
二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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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奪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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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守
區
區
深
憂
吾
民
追
懷
舊
俗
之
本
志
也

將
來
斷
訖
各
給
斷
由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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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篤
侯
日
久

未
有
施
行
妄
有
疑
惑
復
生
詞
訴
須
至
曉
諭
者

宋
郡
守
朱
子
曉
諭
居
喪
持
服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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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
食
皆
有
定
制
降
及
中
世
乃
有
墨
衰
之
文
則
已

不
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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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夀
皇
聖
帝
躬
服

高
宗
皇
帝
之
喪
素
衣
素
冠
皆
用
麤
布
當
職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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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未
洽
乃
有
居
父
母
之
喪
全
釋
衰
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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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十
三
　

四
百
二
十
八

盡
用
吉
服
者
見
之
駭
然
良
用
悲
嘆
自
惟
凉
薄
無
以
喻
人

然
𦍒
身
際
盛
時
目
覩
聖
孝
今
又
蒙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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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𥘎
麤
布
黯
巾

繫
麻
經
著
布
鞋
不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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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郡
守
朱
子
勸
女
道
還
俗
教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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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𦖳
以
相
配
偶
是
以

男
正
乎
外
女
正
乎
内
身
修
家
齊
風
俗
嚴
整
嗣
續
分
明
人

心
和
平
百
物
順
治
䧏
及
後
世
禮
教
不
明
佛
法
魔
宗
乗
閒

竊
發
倡
爲
邪
說
惑
亂
人
心
使
男
大
不
婚
女
長
不
嫁
謂
之

出
家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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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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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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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
人
之
妻
不
嫁
之
女
無
不
肆
爲
滛

行
官
司
縱
而
不
問
則
風
俗
日
敗
悉
繩
以
法
則
犯
者
已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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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四
百
二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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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
觀
本
末
情
實
可
哀
此
前
日

之
榜
所
以
不
憚
於
丁
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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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少
容
貌
未

衰
者
各
歸
本
家
聽
從
尊
長
之
命
公
行
媒
𦖳
從
便
婚
嫁
以

復
先
王
禮
義
之
教
以
遵
人
道
性
情
之
常
息
魔
□
之
妖
言

革
淫
亂
之
汙
俗
豈
不
美
哉
如
云
婚
嫁
必
有
𦖳
定
齎
送
之

費
則
脩
道
亦
有
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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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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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悉
聽
此
言
反
復
深
思
無
貽
後
悔

宋
陳
淳
上
傅
寺
丞
論
民
俗
書

伏
承
台
慈
不
以
愚
賤
訪
及
民
間
利
病
敢
採
摭
目
前
切
近

者
上
凂
台
聽
此
間
民
俗
大
槪
質
朴
畏
謹
然
其
間
亦
有
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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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𠋣
之
爲
盟
主
謂
之
主
人
頭
皆
于

影
下
敎
唆
或
小
事
粧
爲
大
事
或
無
傷
損
粧
爲
幾
喪
性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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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五
百
五
十
九

或
一
詞
寔
而
粧
九
虛
以
夾
之
或
一
事
切
而
粧
九
不
切
以

文
之
承
行
之
吏
亦
樂
其
人
爲
鷹
犬
而
其
人
亦
樂
于
挾
村

人
之
財
與
之
對
分
此
詞
訟
之
所
以
日
繁
一
日
聽
㫁
之
所

以
徒
爲
虛
勞
而
善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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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㫁
其
在

土
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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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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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類
則
依
條
重
行
科
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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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訟
者
無
復
敢
恣
爲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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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淸
明
訟
獄
自
可
常
簡
少
也

一

此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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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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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

門

戸

纔

見

渠

所

蓄

有

二

三

十

緡

稍

勝

於

己

便

思

以

事

與

相

千

涉

而

折

合

之

或

以

牛

半

踐

踏

賴

或

以

妻

兒

鬭

罵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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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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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以

無

事

凡

有

此

意

來

者

悉

斥

之

不

行

至

其

實

有

𩰚

死

方

與

依

條

究

治

蓋

其

所

辨

别

亦

惟

以

貧

論

富

以

賤

論

貴

則

決

知

其

爲

折

合

之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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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十
六
　

八
百
五
十
八

狀

只

於

其

始

便

遏

絕

之

不

與

肆

數

來

年

閭

𨶒

田

里

此

風

稍

息

粗

獲

安

寢

今

仁

政

之

下

决

不

容

此

等

俗

然

亦

不

可

以

不

預

知

○

一

屠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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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

豈

但

姑

爲

一

牛

之

故

而

已

必

無

不

盗

之

所

由

長

也

此

閒

屠

牛

在

城

是

宗

室

不

檢

者

鄉

村

是

亡

命

浮

浪

者

近

日

肆

行

盖

緑

前

政

以

軍

需

牛

皮

不

欲

科

配

只

出

官

錢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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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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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

賊

之

一

端

也

○

一

此

間

有

所

謂

鄕

稅

擾

民

甚

於

官

租

官

租

猶

時

有

定

目

鄕

稅

則

不

可

以

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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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民

俗

尙

淫

祀

多

以

他

鄕

非

鬼

立

廟

其

植

禍

深

其

流

殃

蔓

今

未

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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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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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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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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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槩

皆

是

會

首

入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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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嵗

間

自

春

徂

冬

人

戸

遭

此

等

撓

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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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

者

可

坐

視

而

不

之

問

乎

假

鬼

神

以

亂

政

及

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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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

賦

之

擾

庶

乎

其

稍

蘇

矣

○

一

此

間

多

有

一

般

無

行

止

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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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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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憚

不

敢

譏

呵

有

人

一

日

一

番

有

人

三

四

日

一

番

有

日

三

四

人

叠

至

編

民

間

日

又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十
七
　

六
百
八
十
三

爲

此

等

所

撓

茲

又

鄕

稅

之

一

横

者

前

政

張

郎

中

嘗

榜

緝

捕

閭

里

清

晏

今

亦

不

可

不

申

嚴

約

束

應

令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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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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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穡

難

難

而

至

於

驕

縱

雖

已

出

家

爲

方

外

之

徒

不

肯

安

分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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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黠

者

圖

之

握

錢

穀

大

權

在

手

聚

姦

凶

大

衆

在

院

遂

作

無

邊

罪

苦

侵

虐

乎

民

陵

抗

士

夫

非

有

率

眾

修

善

根

意

以

聖

節

道

塲

之

所

係

闔

郡

文

武

祝

聖

爲

禮

甚

重

而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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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

多

買

土

居

尊

官

爲

庇

獲

舉

院

界

限

皆

託

名

爲

土

居

尊

官

墳

林

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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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汙

風

教

者

穢

人

楮

筆

不

在

論

列

祖

例

州

縣

凡

有

營

繕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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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住

之

財

於

吾

民

免

被

擾

而

閭

里

獲

安

息

後

來

諸

僧

院

設

計

厚

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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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甯

役

無

用

閑

僧

而

不

忍

擾

吾

民

以

種

福

田

爲

心

者

則

無

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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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莾

鹵

無

辨

也

　

以

上

七

十

八

行

依

康

熙

志

編

入
宗
陳
湻
與
傅
寺
丞
論
滛
戱
書

某
竊
以
此
邦
陋
俗
當
秋
收
之
後
優
人
互
凑
諸
鄉
保
作
滛

戱
號
乞
冬
群
不
逞
少
年
遂
結
集
浮
浪
無
頼
數
十
輩
共
相

唱
率
號
曰
戱
頭
逐
家
裒
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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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㕓
近
地
四
門
之
外
亦
爭
爲
之
不
顧
忌
今
秋
自
七
八
月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風

民

　
　
　
十
八
　

四
百
一
十
五

以
來
鄕
下
諸
村
正
當
其
時
此
風
在
在
滋
熾
其
名
若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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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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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滛
奔
之
醜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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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
如
此
則
民
志
可
定
而
民
財
可

紓
民
風
可
厚
而
民
訟
可
𥳑
閤
郡
四
境
皆
實
被
賢
侯
安
靜

和
平
之
福
甚
大
幸
也

宋
陳
湻
與
趙
寺
丞
論
淫
祀
書

湻
竊
以
南
人
好
尙
淫
祀
而
此
邦
尤
甚
自
城
邑
至
村
廬
淫

鬼
之
有
名
號
者
至
不
一
而
所
以
爲
廟
宇
者
亦
何
啻
數
百

所
逐
廟
各
有
迎
神
之
禮
隨
月
迭
爲
迎
神
之
會
自
入
春
首

便
措
置
排
辨
迎
神
財
物
事
例
或
裝
土
偶
名
曰
舍
人
羣
呵

隊
從
撞
入
人
家
逼
脅
題
䟽
多
者
索
至
十
千
少
者
亦
不
下

一
千
或
裝
土
偶
名
曰
急
脚
立
於
通
衢
攔
街
覔
錢
擔
夫
販

婦
拖
拽
攘
奪
眞
如
晝
劫
或
印
百
錢
小
榜
隨
門
抑
取
嚴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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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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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四
百
三
十
九

官
租
陰
陽
人
鬼
不
同
途
鬼
有
何
說
欲
人
之
必
迊
人
有
何

見
知
鬼
之
必
欲
迎
凡
此
皆
游
手
無
頼
生
事
之
徒
假
此
以

括
掠
財
物
憑
藉
使
用
内
利
其
烹
羔
擊
豕
之
樂
而
外
倡
以

禳
災
祈
福
之
名
始
必
凂
鄕
秩
之
尊
者
爲
簽
都
勸
縁
之
銜

以
率
之
旣
又
挾
羣
宗
室
爲
之
羽
翼
謂
之
勸
首
而
豪
胥
猾

吏
又
相
與
爲
爪
牙
謂
之
會
幹
愚
民
無
知
畏
禍
懼
譴
皆
黽

勉
傾
囊
舍
施
或
解
質
舉
貸
以
從
之
今
月
甲
廟
未
償
後
月

乙
廟
又
至
後
月
丙
廟
丁
廟
又
復
張
頤
接
踵
廢
塞
向
墐
戸

之
用
爲
裝
嚴
祠
宇
之
需
輟
仰
事
俯
育
之
恩
爲
養
哺
土
偶

之
給
錢
旣
裒
集
富
衍
遂
恣
爲
無
忌
憚
旣
塑
其
鬼
之
夫
婦

被
以
衣
裳
冠
帔
又
塑
鬼
之
父
母
曰
聖
考
聖
妣
又
塑
鬼
之

子
孫
曰
皇
子
皇
孫
一
廟
之
迎
動
以
十
數
像
羣
輿
於
街
中

且
黄
其
傘
龍
其
輦
黼
其
座
又
裝
御
直
班
以
導
於
前
僣
擬

踰
越
恬
不
爲
怪
四
境
聞
風
鼓
動
復
爲
俳
優
戱
隊
相
勝
以

應
之
人
各
全
身
新
製
羅
帛
金
翠
或
陰
策
其
馬
而
縱
之
謂

之
神
走
馬
或
陰
驅
其
簥
而
奔
之
謂
之
神
走
簥
男
女
聚
觀

滛
奔
酣
鬭
夫
不
暇
耕
婦
不
暇
織
而
一
惟
滛
鬼
之
玩
子
不

睱
孝
弟
不
暇
㳟
而
一
惟
淫
鬼
之
敬
一
嵗
之
中
若
是
者
凡

幾
廟
民
之
被
擾
者
凡
幾
番
前
後
有
司
不
能
明
禁
復
張
帳

幕
以
觀
之
謂
之
與
民
同
樂
且
賞
錢
賜
酒
是
又
推
波
助
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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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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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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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百
○
一

鼓
巫
風
而
張
旺
之
至
於
朝
嶽
一
會
復
鄙
俚
可
笑
嶽
泰
山

魯
鎮
也
立
祠
於
諸
州
也
何
因
國
朝
以
帝
封
之
帝
以
氣
之

主
宰
者
而
言
非
有
人
之
謂
也
而
人
其
貌
也
且
立
後
殿
於

其
後
也
何
謂
自
開
闢
已
有
是
嶽
而
以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爲

嶽
生
之
辰
者
又
爲
何
據
闔
境
男
女
混
雜
晝
夜
朝
禮
入
門

則
羣
慟
謂
爲
亡
者
祈
哀
以
爲
陰
府
縲
絏
之
脫
慶
侍
者
亦

豫
爲
他
日
之
祈
謂
之
朝
生
嶽
自
以
爲
報
親
而
不
知
其
爲

辱
親
自
以
爲
修
善
而
不
知
其
䧟
於
惡
與
前
迎
鬼
者
同
一

律
皆
蠹
害
風
俗
混
亂
教
化
之
尤
者
也
某
愚
區
區
欲
望
台

慈
特
喚
法
司
開
具
迎
鬼
諸
條
令
明
立
榜
文
併
朝
嶽
俚
俗

嚴
行
禁
止
仍
頒
布
諸
鄉
下
邑
而
齊
一
之
於
以
解
人
心
之

宿
惑
而
有
風
移
俗
易
之
美
省
民
財
之
妄
費
而
有
家
給
人

足
之
道
實
爲
此
邦
厚
幸

謹
按
紫
陽
北
溪
二
先
生
遺
文
康
熙
志
敬
登
七
則
乾
隆

志
則
僅
輯
其
二
且
於
論
民
俗
書
後
一
大
半
删
之
今
悉

依
康
熙
志
備
錄
如
右

國
朝
宗
伯
蔡
世
遠
喪
塟
解
惑
新
增

塟
必
擇
地
自
古
有
之
故
程
子
有
草
木
茂
盛
土
色
光
潤
之

說
閩
地
多
山
水
不
比
北
方
一
望
平
原
故
爲
風
水
之
說
者

審
擇
夫
氣
之
所
流
貫
勢
之
所
凝
聚
山
則
拱
衛
而
不
背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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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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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風

　
　
二
十
一
　

四
百
三
十
九

則
環
抱
而
不
㵼
無
風
𨻶
水
蟻
之
患
此
亦
何
嘗
不
是
蓋
宗

祖
安
則
子
孫
亦
與
俱
安
理
固
然
也
乃
有
惑
於
其
說
不
脩

人
事
專
恃
吉
地
以
爲
獲
福
之
資
遂
有
遲
至
三
年
而
不
葬

者
夫
停
柩
不
孝
也
世
有
不
孝
之
人
而
能
獲
福
者
乎
且
天

地
人
一
理
也
地
理
無
憑
飭
行
於
身
行
善
於
家
天
則
報
之

以
福
幾
見
有
檢
身
樂
善
孝
敬
恭
睦
而
家
不
興
者
乎
幾
見

有
存
心
險
刻
門
內
乖
隔
而
能
獲
福
者
乎
舍
昭
昭
之
可
憑

索
冥
冥
之
莫
據
獨
何
心
哉
其
至
愚
者
則
陰
謀
横
據
相
爭

相
奪
以
爲
福
在
是
矣
不
知
其
爲
禍
基
也
大
矣
又
有
鄕
俗

寡
識
惑
於
房
分
之
見
者
夫
風
水
之
說
不
可
苟
略
而
房
分

之
說
理
所
必
無
有
何
所
見
而
謂
左
爲
長
房
中
爲
二
房
右

爲
三
房
不
及
生
三
子
者
何
以
稱
焉
生
子
至
十
以
上
者
何

所
位
置
之
按
之
八
卦
方
位
謂
震
爲
東
方
震
乃
長
子
則
所

葬
之
地
未
必
盡
南
向
也
度
之
五
行
揆
之
五
方
細
求
其
說

卒
無
有
合
卽
考
之
郭
璞
葬
經
及
素
書
疑
龍
經
撼
龍
經
諸

書
亦
無
所
謂
房
分
者
此
乃
後
來
術
家
欲
藉
此
使
凡
爲
子

孫
者
不
敢
不
尊
信
而
延
請
之
陰
以
誘
其
厚
利
陽
以
得
其

奉
迎
不
知
其
遺
害
之
深
至
使
死
者
不
得
歸
土
而
生
者
不

得
相
和
皆
此
說
誤
之
也
此
亦
如
時
日
之
說
古
所
不
廢
吉

日
良
辰
經
有
明
文
但
不
可
過
爲
拘
忌
如
襲
斂
入
棺
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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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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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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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四
百
一
十
九

有
造
爲
的
呼
重
喪
等
名
目
謂
至
親
不
避
必
有
大
凶
俗
竟

有
不
察
而
信
之
者
抑
情
壞
性
莫
斯
爲
甚
他
省
鮮
有
此
說

卽
吾
閩
如
詔
安
等
縣
但
棺
物
具
備
卽
入
棺
無
另
𡬶
日
時

之
事
最
爲
合
禮
此
亦
術
家
藉
以
爲
獲
利
之
資
與
風
水
房

分
之
說
所
當
急
斥
者
也
讀
書
識
理
之
士
固
無
此
患
其
有

中
心
實
不
信
而
不
能
自
抜
於
流
俗
者
曰
甯
可
信
其
有
夫

信
無
稽
之
說
至
於
啟
疑
論
而
不
葬
徇
拘
忌
之
失
至
於
將

入
棺
而
不
臨
斯
何
事
也
而
可
信
乎
惑
之
至
矣

國
朝
宗
伯
蔡
世
遠
輯
朱
子
家
禮
節
錄

以
下
乾
隆
志

我
閩
承
文
公
遺
澤
又
際

聖
化
翔
洽
禮
敎
修
明
之
會
臣
庶
率
由
烝
爲
風
俗
盛
於
曩
時
顧

窮
鄕
僻
壌
間
有
不
見
家
禮
全
書
狃
於
習
尙
者
是
用
偹
考

原
文
輯
其
簡
要
以
合
于
鄕
俗
之
易
行
而
省
其
無
益
之
繁

費
各
郡
中
有
一
二
處
沿
陋
愆
禮
者
共
爲
指
明
期
知
徃
習

之
誤
悉
歸
於
正
云
爾

冠
爲
成
人
之
始
于
禮
最
重
今
但
於
將
昏
之
前
擇
吉
前
一
日

主
人
以
冠
期
告
於
祠
堂
延
親
友
中
有
品
𧨏
者
爲
賓
是
日

主
人
以
下
序
立
於
㕔
東
西
向

祠

堂

近

者

卽

就

祠

堂

行

禮

賓
至
王
人
迎

入
賓
升
立
于
𠫊
西
東
向
賓
主
交
拜
訖
執
事
者
布
席
席
用

紅
氊
一
在
西
東
向
賓
位
也
一
在
東
南
向
冠
者
位
也
賓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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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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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四
百
五
十

冠
者
各
就
位
冠
者
適
房
服
新
衣
戴
舊
冠
出
賓
揖
冠
者
卽

席
爲
去
舊
冠
加
新
冠
祝
辭
以
敦
孝
弟
勤
學
業
立
志
克
己

爲
勗
賓
復
位
冠
者
適
房
服
斕
衫
仍
戴
新
冠
出
賓
揖
卽
席

爲
去
新
冠
加
雀
頂
冠
祝
辭
更
以
成
人
之
道
加
勉
之
賓
復

位
冠
者
適
房
服
朝
衣
補
服
仍
戴
雀
頂
冠
出
賓
揖
卽
席
爲

去
雀
頂
冠
加
朝
帽
祝
辭
以
立
身
行
道
顯
親
揚
名
爲
朂
賓

復
位
執
事
者
進
酒
于
賓
賓
以
酒
奉
冠
者
凡
三
謂
之
三
醮

冠
者
飮
畢
南
向
再
拜
賓
復
位
東
向
答
拜
乃
字
冠
者

賓

能

文

者

可

爲

字

說

賓
出
就
次
主
人
以
冠
者
見
於
祠
堂
冠
者
乃
見
父
母

遂
見
于
尊
長
及
諸
親
乃
禮
賓

豐

約

稱

家

貧

者

設

饌

用

三

暈

二

素

俱

可

賓
退

禮
畢
次
日
冠
者
見
於
鄕
先
生
及
父
之
執
友
俱
加
以
訓
辭

若
非
世
族
宦
家
則
止
行
一
加
禮
亦
可

如

雀

頂

斕

衫

是

也

商

農

之

家

只

用

新

衣

冠

亦

可

祝

祠

勉

以

孝

弟

勤

儉

之

類

女
子
將
嫁
之
前
擇
吉
行
笄
禮
母
爲
主
先
期
戒
賓

擇

親

姻

婦

女

之

賢

而

有

禮

者

至
期
序
立
賓
至
主
婦
迎
入
升
堂
交
拜

不

用

贊

者

設
賓
及

笄
者
位

如

冠

之

儀

將
笄
者
出
房
賓
揖
卽
席
行
笄
禮
祝
詞
大
約

以
孝
弟
宜
家
爲
朂
乃
醮
笄
者
飮
再
拜
賓
答
拜
乃
字
主
人

以
笄
者
見
於
祠
堂
笄
者
見
於
尊
長
乃
禮
賓

婚
姻
爲
正
家
之
始
禮
之
大
者
吾
閩
昏
禮
由
納
采
納
幣
請
期

而
親
迎
皆
依
家
禮
但
鄕
俗
間
有
不
親
迎
者
有
親
迎
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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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五
百
七
十
二

奠
雁
者
有
略
於
醮
子
醮
女
一
節
者
請
言
其
槪

將
昏
主
人
告
於
祠
堂
遂
以
酒
醮
其
子
而
誡
之
子
受
酒
跪

聽
訓
誡
大
約
以
正
位
刑
家
和
而
有
則
敬
以
承
先
爲
朂
子

再
拜
受
誡
遂
出
升
車
至
女
家
俟
於
次
女
家
主
人
告
於
祠

堂
遂
以
酒
醮
其
女
而
命
之
女
受
酒
跪
聽
大
約
以
孝
舅
姑

和
娣
姒
無
𥝠
傎
賄
確
守
閨
範
爲
朂
女
再
拜
受
命
復
再
拜

辭
於
親
屬
親
屬
合
詞
曰
敬
聽
汝
父
母
之
言
主
人
乃
出
迎

壻
壻
入
升
階
奠
雁

或

代

以

鵞

亦

刻

木

爲

之

置

于

地

再
拜
主
人
不
荅
拜
姆

奉
女
升
車
壻
車
先
婦
車
至
家
壻
婦
交
拜
飮
合
𢀿
酒
明
日

婦
見
舅
姑
遂
見
諸
尊
長
三
日
廟
見
厥
後
壻
徃
見
婦
之
父

母
婦

父

迎

送

揖

譲

如

客

禮

拜

則

跪

而

扶

之

入

見

婦

母

次

見

婦

黨

諸

親

居
喪
以
哀
爲
主
最
重
且
愼
在
附
身
附
棺
其
無
益
繁
費
皆
宜

秉
禮
以
節
之
　
初
喪
易
服

去

華

餙

耳

未

是

變

服

被
髪
徒
跣
不
食

斬衰

三

日

不

食

期

九

月

三

不

食

五

月

再

不

食

老

病

不

拘

立
䕶
喪

以

族

戚

知

禮

者

爲

之

偹
具

凡

含

襲

殯

歛

及

喪

中

所

宜

用

者

訃
告
於
親
戚
僚
友

用狀

製
服
制

衰

經

功

緦

之

類

沐
浴

汲水

温

之

侍

者

觧

髪

沐

之

又

以

巾

澡

其

上

身

及

下

身

將

水

埋

之

襲
去

舊

衣

穿

新

衣

多

寡

隨

其

貧

富

外

穿

公

服

納

履

若

穿

靴

則

置

履

於

旁

飯
含

用

米

數

粒

珠

銀

屑

含

於

口

中

遂
奠

用

病

時

所

食

膳

羞

之

餘

或

𣸸

些

新

饌

并

斟

酒

置

案

上

執

事

者

代

設

主

人

惟

俯

伏

哭

不

祭

酒

設
幎
目

用

白

絹

方

尺

二

寸

馮
尸
哭
擗

踊
無
數

男

踊

女

擗

擗

謂

撫

心

也

小
歛

歛

衣

多

寡

隨

貧

富

不

拘

新

舊

多

不

過

十

九

稱

半

鋪

尸

上

半

鋪

尸

下

顚

倒

鋪

之

惟

取

正

方

絞

用

綢

或

用

布

横

三

幅

直

一

幅

每

幅

南

頭

皆

折

爲

三

斤

横

者

周

身

相

結

直

者

掩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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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七
百
三
十
九

至

足

而

結

于

身

中

先

結

直

者

後

結

横

者

○

或

貧

家

衣

少

則

縫

布

爲

枕

或

長

或

短

皆

寔

以

燈

草

歛

時

於

兩

肩

上

用

二

短

枕

兩

腋

下

用

二

長

枕

兩

𦜮

下

用

二

中

枕

乃

加

衣

歛

之

則

用

衣

少

而

歛

得

方

正

最

便

袒
括
髪
免

髽
袒

者

捲

起

衣

袂

而

露

其

臂

便

作

事

且

哀

甚

也

男

子

袒

婦

人

不

袒

斬

衰

男

子

以

麻

括

髪

齋

衰

以

下

同

五

世

祖

者

免

免

謂

以

布

纒

頭

也

斬

衰

婦

人

以

麻

髽

餘

皆

以

布

髽

髽

亦

總

其

髪

也

大
斂

斂

衣

多

少

亦

隨

貧

富

多

不

過

三

十

稱

其

歛

取

方

正

亦

同

小

斂

其

絞

横

者

五

直

者

三

遂
奠

别

具

饌

餘

用

襲

奠

儀

入
棺

棺

內

用

生

𦡀

周

𡍼

之

如

貧

家

則

視

畧

有

縫

罅

處

用

艌

舩

油

灰

彌

之

亦

可

內

放

七

星

板

板

上

布

衾

衾

須

極

大

令

四

裔

皆

埀

出

于

棺

外

奉

尸

入

棺

有

空

缺

處

仍

多

以

燈

草

實

之

使

棺

內

無

曠

處

然

後

裏

之

以

衾

遂

葢

棺

棺

外

用

磁

器

春

爲

灰

和

生

𣾰

塗

之

先

用

粗

者

後

用

細

者

堅

潤

膠

固

無

比

貧

家

用

磁

器

春

碎

和

生

猪

血

塗

之

先

粗

後

細

周

棺

數

次

亦

省

費

而

堅

固

也

凡

棺

制

不

宜

髙

大

設
魂
帛

用

白

絹

爲

之

設
靈
座

奉

魂

帛

及

遺

衣

服

於

座

上

設

布
帷

用

白

布

橫

掛

于

㕔

堂

之

半

內

可

容

靈

柩

及

靈

床

客

弔

時

婦

人

哭

于

內

立
銘
旌

用

絳

帛

爲

之

書

曰

某

官

某

公

之

柩

在

靈

座

之

西

設
靈
床
於
柩
東

帳

枕

衾

履

及

盥

沐

之

具

𥁞

如

平

生

乃
奠

如

前

奠

之

儀

主
人
以
下
各
歸
䘮
次

主

人

兄

弟

𥨊

苫

枕

塊

於

柩

旁

其

餘

各

歸

喪

次

成

服
五

服

之

人

各

服

其

服

男

女

分

東

西

重

服

在

前

輕

服

在

後

是

日

設

奠

加

盛

朝
夕
奠

奠

用

羹

飯

菓

饌

凡

質

明

先

奉

䰟

帛

就

靈

座

然

後

設

奠

夕

奠

畢

則

奉

䰟

帛

就

靈

床

○

按

家

禮

有

朝

夕

奠

又

有

上

食

言

禮

之

家

有

以

爲

太

繁

者

然

於

日

中

時

加

上

食

一

節

吾

鄕

多

行

之

亦

無

不

可

孝
子
始
食
粥
哭
無
時

哀至

則哭

𦍤
日
則
於
朝
奠
設
饌

比

朝

夕

奠

加

盛

總

不

親

獻

祭

酒

葢

禮

未

虞

祭

以

前

奠

而

不

祭

也

有
新
物
則
薦
之

儀

如

朝

奠

凡
來
弔
者
孝
子
俯
伏
于
旁
弔
畢
出

位
叩
謝

古

者

尸

柩

之

前

無

拜

禮

今

始

從

俗

百
日
卒
哭

古

者

三

月

而

塟

塟

而

虞

虞

而

卒

哭

今

容

有

不

能

三

月

而

塟

者

故

姑

從

百

日

之

制

○

宦

家

用

猪

羊

孝
子
始
蔬
食
寢
席
枕
木
○

期
而
小
祥

儀

同

卒

哭

再
期
而
大
祥

儀

同

小

祥

徹

靈

座

㫁

杖

孝
子
始
飮
酒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二
十
六
　

五
百
八
十
六

食
肉
而
復
寢
○
禫
服
三
月
畢
始
服
吉

禮
三
月
而
塟
今
人
多
不
能
卒
辦
然
最
遲
亦
不
可
出
三
年
服

之
外
○
擇
地
穿
壙
祠
土
地

以

親

賓

吉

服

代

祭

祝

文

云

維

年

月

日

今

爲

某

官

某

卜

其

宅

兆

神

其

保

佑

云

云

○

朱

子

嘗

以

后

士

對

皇

天

爲

僭

吾

鄕

多

于

石

碑

上

書

曰

司

土

之

神

亦

當

設
婦
人
幄

在

壙

旁

𢿙

十

歩

至
期
奉
魂
帛
朝
于
祖
朝
畢
還
奉
魂
帛
于
座
遂
設

祖
奠
遷
柩
就
𨏐
設
遣
奠
奉
魂
帛
升
車
柩
行
主
人
以
下
男

女
哭
從
有
服
之
親
次
之
無
服
之
賓
又
次
之
靈
車
至
奉
魂

帛
就
座
設
奠
棺
至
奉
置
于
壙
前
乃
下
棺

下

誌

石

鋪

銘

旌

主

人

當

壙

𨕙

輟

哭

臨

視

務

極

詳

審

乃
窆
遂
祠
土
地

如

前

儀

題
主

粉

靣

題

曰

顯
考

某

官

府

君

妣

某

封

某

氏

神

主

旁

題

主

祀

之

名

陷

中

則

書
某

官

某

公

某

封

某

氏

諱

某

字

某

行

某

主

用

栗

爲

之

跌

方

四

寸

髙

尺

有

二

寸

寛

三

寸

厚

一

寸

二

分

此

程

子

所

定

之

式

貴

賤

可

通

行

者

也

○

吾

鄕

於

陷

中

多

并

書

生

卒

年

月

塟

之

時

日

在

某

鄕

某

山

坐

某

向

某

最

便

稽

查

亦

防

遷

徙

靡

常

也

似

可

通

行

埋
魂
帛
於
壙
旁
奉
主
升
車
遂
行
途
中
哀

至
則
哭
至
家
望
門
哭
至
㕔
事
設
靈
座
遂
虞
祭

虞

者

安

之

也

虞

祭

則

行

祭

禮

矣

主

人

以

下

爲

位

哭

降

神

進

饌

初

獻

亞

献

終

献

侑

食

辭

神

祝

文

云

惟

年

月

日

孤

子

某

敢

昭

告

于

某
考妣

某

官

府

君

封

孺

人

之

靈

曰

日

月

不

居

爰

及

初

虞

夙

興

夜

寐

哀

慕

不

寜

謹

以

潔

牲

粢

盛

庶

品

哀

薦

虞

事

尙

饗

儀

節

大

約

與

卒

哭

小

祥

大

祥

同

惟

卒

哭

祝

文

則

改

爰

及

初

虞

爲

爰

及

卒

哭

虞

事

爲

成

事

小

祥

大

祥

則

改

爲

爰

立

小

祥

大

祥

虞

事

爲

祥

事
家
禮
有
髙
曾
祖
禰
之
四
時
祭
又
從
伊
川
有
冬
至
初
祖
之
祭

初
祖
卽
始
祖
也
有
立
春
先
祖
之
祭
先
祖
謂
始
祖
以
下
髙

祖
以
上
之
祖
也
有
季
秋
祭
禰
之
祭
先
祖
原
在
祧
中
補
行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二
十
七
　

五
百
四
十
八

一
祭
襧
廟
原
在
時
祭
之
中
又
加
一
祭
皆
酌
禮
義
之
中
守

禮
者
自
應
遵
行
閩
俗
有
合
族
一
祠
堂
止
祀
始
祖
者
有
合

祀
始
祖
先
祖
者
有
髙
曾
祖
襧
各
祀
於
一
處
不
能
合
祭
者

又
凡
祭
俱
止
約
爲
春
秋
二
祭
者
亦
無
失
禮
意
但
時
祭
之

禮
不
可
不
詳
○
前
一
日
設
位
陳
器
省
牲
○
厥
明
夙
興
設

蔬
果
酒
饌

宦

家

用

猪

羊

奉
主
出
龕
就
位
○
主
人
以
下
序
立

有爵

及

生

監

各

服

公

服

盥
洗

分

獻

者

及

祝

賛

執

事

者

俱

盥

洗

讀
戒
詞
子
孫
皆
跪
聽

大聲

宣

讀

曰

祭

祖

奉

先

必

𥁞

孝

敬

內

積

專

一

外

致

静

正

神

其

來

饗

汝

則

有

慶

倘

有

心

存

雜

慮

拜

立

𣣱

慢

者

神

不

汝

福

汝

其

敬

聽

俯
伏
興
叅
神
主
人
以
下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
降

神
主
祭
者
詣
香
案
前
跪
上
香
○
酹
酒

灌

酒

于

地

𥁞

傾

求

神

于

隂

也

俯

伏
興
拜
興
拜
興

主

祭

者

獨

拜

復
位
○
進
饌

奉

饌

熟

者

及

麵

食

羹

飯

之

類

初

獻
○
主
祭
者
詣
神
位
前
跪
祭
酒

半

傾

代

神

祭

也

奠
酒

各

奠

于

神

位

前

讀

祝
文
跪
子
孫
皆
跪

維

年

月

日

云

云

氣

序

流

易

時

惟

仲
春秋

追

感

歲

時

不

勝

永

慕

敢

以

潔

牲

庶

品

粢

盛

醴

齊

祗

薦

歲

事

尙

饗

俯
伏
興
拜
興
拜
興

主

祭

者

獨

拜

降
復
位
○
亞
献

○
亞
献
者
詣
神
位
前
跪
祭
酒
奠
酒
俯
伏
興
拜
興
拜
興

亞獻

者

獨

拜

復
位
○
終
獻
○
終
獻
者
詣
神
位
前
跪
祭
酒
奠
酒
俯

伏
興
拜
興
拜
興

終

獻

者

獨

拜

復
位
○
侑
食

主

人

升

酙

神

位

前

之

酒

皆

滿

飮

福
受
胙
主
祭
者
詣
神
位
前
跪

執

事

者

取

神

位

前

酒

并

抄

取

神

位

前

之

飯

少

許

授

飮

嘏

祠

曰

祖

宗

致

多

福

于

汝

孝

孫

來

汝

孝

孫

使

汝

受

祿

于

天

宜

稼

于

田

眉

夀

𣱵

年

勿

替

引

之

俯
伏
興
拜

興
拜
興

主

祭

者

獨

拜

告
利
成
主
人
以
下
拜
興
拜
興
○
讀
訓
詞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二
十
八
　

四
百
八
十
一

跪
子
孫
皆
跪
聽

大

聲

宣

讀

曰

祖

考

神

靈

明

昭

鍳

我

將

貽

令

名

爲

善

必

果

敦

孝

行

弟

睦

族

和

鄰

上

希

賢

聖

次

作

善

人

勿

貪

財

色

勿

兢

血

氣

勤

業

守

分

存

仁

思

義

神

則

汝

福

佑

汝

勿

替

倘

有

嗜

利

忘

親

游

蕩

不

常

貽

羞

宗

祖

取

惡

家

鄕

神

降

汝

殃

天

不

汝

昌

悔

過

自

强

轉

禍

爲

康

戒

哉

勿

忘

○
辭
神
主
人
以
下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
焚
祝
文
○
與

祭
者
叙
揖

長

軰

先

列

兩

傍

以

下

北

面

三

揖

又

以

次

列

而

各

以

行

軰

北

靣

揖

所

以

叙

長

幼

且

省

坐

席

時

紛

紛

告

坐

也

禮
畢
○
納
主
○
徹
○
餕

飮

祭

餘

也

○

自

序

立

以

下

至

禮

畢

單

行

大

書

者

贊

禮

者

唱

之

唱

禮

所

以

肅

威

儀

非

宦

族

亦

可

行

○
有
新
物
則
於
月
𦍤
薦
之
○
鄕

俗
有
遇
俗
節
具
羞
拜
獻
者
只
依
其
俗
不
除
不
增

如

清

明

端

午

中

秋

冬

至

之

類
忌
祭
前
一
日
齋
戒
質
明
設
蔬
果
酒
饌
○
主
人
以
下
變
服

張

子

有

髙

曾

祖

禰

四

様

之

服

朱

子

服

白

絹

黪

巾

今

俱

用

黪

冠

白

衣

可

也

奉
神
主
就
位
叅
神

降
神
進
饌
初
獻
讀
祝
文
亞
献
終
献
侑
食
辭
神
焚
祝
文
納

主
徹
饌
孝
子
是
日
不
飮
酒
食
肉
不
聽
樂
變
服
終
日
夕
寢

於
外
○
如
遇
父
母
生
辰
則
具
果
饌
吉
服
以
拜
如
事
生
之

禮
右

四

禮

儀

節

或
有
疑
冠
禮
爲
難
行
者
朱
子
曰
冠
是
自
家
屋
裏
事
關
了

門
將
巾
冠
與
子
弟
戴
有
甚
難
按
此
言
最
爲
明
曉
况
親
賓

之
禮
豐
儉
稱
家
而
將
昏
之
前
誰
無
一
副
新
衣
冠
固
不
增

一
費
也

女
子
平
日
在
家
固
當
以
孝
敬
貞
順
爲
朂
至
加
笄
又
加
諄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民

風

　
　
二
十
九
　

三
百
九
十
七

勉
不
但
笄
者
有
益
時
女
黨
咸
在
聞
之
亦
可
以
警
勸
而
於

家
道
大
有
禆
補

奢
靡
家
之
蠧
也
婦
人
首
餙
取
足
以
偹
禮
而
止
俗
有
過
求

其
華
美
者
必
竭
蹶
經
營
否
則
人
競
笑
之
殊
爲
鄙
陋
衣
服

取
足
以
代
換
而
止
俗
有
𧩊
多
闘
靡
者
于
舅
姑
饗
婦
之
日

終
席
之
間
換
衣
數
襲
最
爲
誕
怪

婚
姻
之
際
人
道
所
以
正
其
始
也
其
內
外
尊
長
新
婦
應
行

拜
見
及
卑
幼
之
拜
見
新
婦
者
於
次
日
之
禮
具
之
矣
至
於

朋
友
絶
無
相
見
之
義
近
俗
有
於
初
婚
之
日
親
戚
朋
友
擁

擠
而
至
索
見
新
婦
嘲
謔
新
壻
名
曰
閙
房
此
實
爲
越
禮
悖

義
所
當
禁
止
者
也

司
馬
温
公
曰
古
有
含
禭
賻
賵
之
禮
貝
玉
曰
含
衣
被
曰
禭

錢
帛
曰
賻
車
馬
曰
賵
含
禭
以
送
死
賻
賵
以
佐
生
皆
所
以

矜
恤
喪
家
助
其
歛
塟
也
今
人
有
送
𥿄
錢
焚
爲
灰
燼
何
益

喪
家
不
若
復
賻
襚
之
禮
如
金
帛
錢
糓
之
類
視
其
家
之
有

無
貧
富
親
之
遠
近
情
之
厚
薄
自
片
衣
尺
帛
百
錢
斗
米
以

上
皆
可
行
之
勝
於
無
也
又
儀
禮
節
畧
後
論
云
儀
禮
知
死

者
贈
知
生
者
賻
若
饋
奠
則
從
主
人
未
聞
弔
客
有
供
饋
奠

之
禮
家
禮
奠
用
香
燭
酒
果
已
是
隨
俗
今
人
贈
賻
之
義
不

講
反
侈
陳
奠
物
牲
牢
酒
醴
而
外
羅
列
肴
饌
果
蔬
或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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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百
九
十
九

十
席
剪
𥿄
爲
車
馬
人
物
將
以
皷
樂
諠
塡
震
蕩
生
者
滋
擾

死
者
不
寜
是
何
禮
哉
按
此
二
說
勗
爲
明
切
閩
俗
多
薄
於

賻
襚
而
厚
於
弔
祭
無
以
助
喪
主
之
經
營
反
以
累
喪
主
之

繁
費
今
當
從
温
公
之
敎
凡
遇
族
黨
戚
友
之
喪
隨
分
相
助

至
於
弔
祭
則
或
用
𨾏
雞
尊
酒
脯
羞
果
品
饌
盒
亦
無
不
可

以
將
其
誠
而
有
合
於
朱
子
香
燭
酒
果
之
禮
如
此
行
之
豈

不
兩
得
哉
至
賻
襚
之
禮
所
以
鮮
行
者
一
則
喪
主
之
家
以

我
若
受
之
是
謂
我
不
能
自
待
父
母
也
一
則
戚
友
之
家
以

我
若
送
之
是
謂
彼
不
能
待
其
父
母
也
此
皆
不
講
於
禮
之

故
亟
反
之

村
俗
或
於
旣
歛
入
棺
之
時
凡
與
歛
男
婦
老
幼
各
執
長
線

環
棺
而
立
道
士
或
僧
人
執
刀
㫁
其
線
爲
數
段
名
曰
割
䦰

又
或
有
用
鹽
米
以
禳
者
不
惟
於
名
義
無
取
而
且
雜
亂
無

章
又
有
起
柩
時
用
巫
喝
喪
者
均
爲
不
經
切
戒
止
之

近
俗
喪
主
於
致
奠
之
家
答
胙
謝
帛
無
論
家
之
有
無
厚
薄

必
勉
力
爲
之
不
然
則
有
譏
誚
之
者
以
爲
儉
其
親
也
故
淸

素
之
士
有
不
敢
開
喪
受
弔
與
塟
而
不
敢
使
人
知
者
夫
古

尙
有
賻
賵
之
禮
以
助
喪
豈
反
責
偹
喪
主
之
胙
帛
乎
喪
主

但
稱
家
可
也

祭
物
取
其
鮮
潔
尤
貴
温
熱
得
宜
詩
所
謂
其
香
始
升
也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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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四
百
一
十
五

庶
或
饗
而
祭
始
受
福
俗
有
祠
堂
離
家
遠
者
自
家
中
偹
物

徃
祭
氷
冷
不
堪
及
餕
時
然
後
烹
餁
以
供
席
何
其
厚
於
待

生
人
而
薄
於
待
祖
宗
也
於
心
安
乎
神
其
饗
之
乎
凡
値
祭

偹
物
者
須
設
厨
灶
於
祭
所
馨
香
以
獻
庶
得
事
死
如
事
生

之
道

右

訂

正

四

禮

之

失

已
上
採
錄
曩
哲
遺
訓

論
曰
盛
衰
升
降
天
之
道
也
而
國
奢
示
儉
國
儉
示
禮
一
道

德
同
風
俗
恒
恃
轉
移
變
化
以
爲
功
漳
郡
夙
承
朱
子
敎
澤

流
風
餘
韵
在
在
可
思
而
又
有
陳
北
溪
先
生
倡
於
前
梁
邨

蔡
文
勤
公
承
于
後
生
長
此
邦
幸
楷
模
之
未
遠
宜
乎
整
躬

率
物
士
習
端
氓
俗
茂
矣
顧
披
閱
前
志
或
有
寡
亷
鮮
耻
凌

戾
囂
訏
鮮
敦
睦
温
厚
之
風
身
爲
士
夫
讀
聖
賢
書
所
學
何

事
而
不
能
力
行
孝
弟
以
爲
民
先
又
何
怪
民
性
偷
薄
視
至

親
如
路
人
也
夫
風
之
靡
也
必
有
爲
之
倡
富
家
盛
族
嫁
娶

相
尙
以
豪
華
而
簡
儉
淡
約
或
不
免
非
笑
及
之
貧
民
因
之

生
女
不
舉
階
之
厲
也
一
至
于
此
乎
喪
以
致
其
哀
誦
經
叅

佛
何
與
于
禮
而
惑
於
福
田
之
說
并
爲
術
家
所
愚
遷
延
弗

塟
暴
露
其
親
者
有
之
祭
以
竭
其
誠
而
怠
忽
簡
畧
盡
志
盡

禮
士
夫
猶
難
之
夫
喪
祭
之
禮
廢
則
臣
子
之
恩
薄
而
慢
尊

侮
長
者
所
在
多
有
積
而
不
返
民
之
能
秉
禮
度
義
者
鮮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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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五
百
三
十
七

今
敬
輯
紫
陽
北
溪
二
先
生
諭
俗
之
文
而
以
蔡
文
勤
公
家

禮
輯
要
儀
注
附
錄
焉
禀
前
哲
之
懿
訓
爲
一
方
之
典
型
庶

幾
民
氣
蒸
蒸
日
變
月
化
而
不
覺
矣

氣
候
附

漳
郡
連
山
亘
其
西
北
大
海
浸
其
東
南
故
多
暑
少
寒
有
霜
而

無
雪
𣗳
葉
長
靑
凡
花
果
之
萌
長
華
寔
皆
先
於
北
地
秋
季

尙
暖
臘
月
不
衣
皮
服
貧
民
單
衣
薄
褐
亦
可
卒
歲
春
多
風

颱
惟
冬
無
之
凡
颱
作
必
大
水
低
田
不
収
行
舡
者
尤
苦
之

平
土
居
者
多
中
濕
山
居
者
多
病
瘧
諸
邑
風
氣
大
同
小
異

是
所
望
於
節
宣
者

海
上
占
騐
謡

附

朝

看

東

南

黑

勢

急

午

前

雨

暮

看

西

北

黑

半

夜

有

風

雨

○

右

占

天

天

外

飛

游

絲

久

晴

便

可

期

清

朝

起

海

雲

風

雨

接

時

辰

○

風

静

欎

蒸

熱

雷

霆

必

震

烈

東

風

雲

過

西

雨

下

不

移

時

○

東

南

邜

没

雲

雨

下

巳

時

辰

雲

起

南

山

遍

風

雨

辰

時

見

○

日

出

夘

過

雲

無

雨

必

天

隂

雲

隨

風

雨

疾

風

雨

不

可

說

○

雲

布

滿

山

𠈗

連

宵

亂

雨

飛

雲

從

龍

門

起

颶

風

連

急

雨

○

西

北

黑

雲

生

雷

雨

必

聲

訇

雲

勢

若

魚

鱗

來

朝

風

不

輕

○

雲

鉤

午

後

排

風

色

屬

人

猜

夏

雲

銁

內

出

秋

風

鉤

背

來

○

亂

雲

天

半

遮

風

雨

來

多

少

風

送

雨

傾

盈

雲

過

都

暗

了

○

紅

雲

日

出

生

勸

君

莫

出

行

紅

雲

日

没

處

晴

明

未

堪

許

○

右

占

雲

風

雨

潮

相

攻

颶

風

難

將

避

初

三

須

有

颶

初

四

還

可

懼

望

日

二

十

三

颶

風

君

可

畏

七

八

必

有

風

訊

頭

有

風

至

春

雪

百

二

旬

有

風

君

須

記

○

二

月

風

雨

多

出

門

還

可

記

初

八

及

十

三

十

九

二

十

四

○

三

月

十

八

日

四

月

十

八

至

風

雨

𢃄

來

潮

傍

舟

人

難

避

○

端

午

訊

頭

風

二

九

君

須

記

西

北

風

大

狂

回

南

必

亂

地

○

六

月

十

二

三

彭

祖

連

天

忌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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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四
百
二
八

月

上

旬

來

爭

秋

莫

船

開

八

月

半

旬

時

隨

潮

不

可

移

○

右

占

風

烏

雲

接

日

雨

卽

傾

滴

雲

下

日

光

晴

朗

無

妨

○

早

間

日

珥

狂

風

卽

起

申

後

日

珥

明

日

有

雨

一

珥

單

日

兩

珥

䨇

起

○

午

前

日

暈

風

起

此

方

午

後

日

暈

風

勢

須

防

暈

開

門

處

風

色

不

狂

○

早

白

暮

赤

飛

砂

走

石

日

没

暗

紅

無

雨

必

風

○

朝

日

烘

天

晴

風

必

揚

朝

日

燭

地

細

雨

必

至

○

還

照

黃

光

明

日

風

狂

午

後

雲

過

夜

雨

霶

𩃱

○

右

占

日

虹

日

雨

雷

晴

明

可

期

㫁

虹

晚

見

不

明

天

變

○

㫁

風

早

掛

有

風

不

怕

曉

霧

卽

収

晴

天

可

求

○

霧

収

不

起

細

雨

不

止

三

日

霧

蒙

必

起

狂

風

○

右

占

霧

電

光

西

南

明

日

炎

炎

電

光

西

北

雨

下

連

宿

○

辰

闕

電

飛

大

颶

可

期

遠

來

無

慮

遲

則

有

危

○

電

光

亂

萌

無

風

雨

晴

閃

爍

星

光

星

下

風

狂

○

右

占

電

螻

蛄

放

洋

大

颶

難

當

兩

日

不

雨

三

日

無

妨

○

海

泛

沙

塵

大

颶

難

禁

若

近

沙

岸

仔

細

思

尋

○

烏

𩺀

弄

波

風

雨

必

起

二

日

不

來

三

日

難

𢪔

○

東

風

可

守

回

來

暫

倣

自

蝦

弄

波

風

起

便

和

○

右

占

海

月

上

潮

長

月

没

潮

漲

大

訊

潮

光

小

訊

月

上

○

水

漲

東

北

南

東

旋

復

西

南

水

回

便

是

水

落

○

繫

定

且

守

船

走

難

攬

鈕

定

必

凶

直

至

沙

岸

○

走

花

落

矴

神

鬼

驚

散

要

知

矴

地

大

洪

泥

硬

○

右

占

潮

漳
州
府
志
卷
之
三
十
八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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