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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之
迹
政
典
攸
關
城
池
以
固
封
守
公
署
以
理
庶

務
倉
庫
壇
廟
則
養
民
事
神
之
道
存
焉
坊
表
人
所
瞻

仰
也
養
濟
漏
澤
何
非
子
惠
困
窮
之
美
意
哉
規
爲
營

繕
前
人
具
有
苦
心
矣
廢
者
修
之
墜
者
舉
之
詎
非
官

斯
土
者
之
責
歟
志
營
建

城
池

唐
泌
州
城
舊

志

云

在

唐

爲

沘

陽

明
洪
武
十
四
年
知
縣
胡
惠
因
元

故
址
修
築
週
圍
五
里
十
三
步
高
一
丈
二
尺
廣
八
尺

舊

志

云

廣

一

丈

池
深
一
丈
濶
五
尺
舊

志

云

濶

一

丈

五

尺

初
止
東
西
二

門
東
曰
固
本
今

改

曰

延

虞

西
曰

德
今

改

曰

望

召

成
化
五
年
知
縣
魯
常
重
修
始
作
南
門
名
曰
宗
盤
置

警
鋪
八
警

鋪

今

廢

正
德
六
年
辛
未
城
始
磚
先
是
猶
土
城
知
縣
劉
璣
始

甃
以
磚
十
二
年
知
縣
郭
繼
祖
增
甃
磚
於
內

嘉
靖
間
知
縣
王
世
安
龔
文
魁
相
繼
修
葺

崇
禎
辛
巳
夏
羅
張
二
賊
䧟
城
拆
毁
過
半
署
篆
鄧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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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州
同
任
從
仕
修
葺
廢
垣
嗣
後
屢
被
流
賊
土
㓂
蹂
躪

國
朝
順
治
六
年
知
縣
韓
志
道
重
修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知
縣
雷
珽
奉
文
重
修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莫
國
芳
復
爲
補
修
因
門
制
狹
隘
始

寛
大
如
舊
橋
梁
木
朽
砌
以
磚
石

五
十
四
年
奉
文
修
城
知
縣
程
儀
千
鳩
工
重
修
屬
邑

紳
馬
之
起
吳
中
廣
董
工
役
司
出
納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知
縣
何
桐
華
修

嘉
慶
元
年
楚
匪
滋
亂
邑
紳
吳
履
晉
倡
義
約
會
吉
越

田
本
腴
李
達
石
憲
德
高
淑
紳
梁
吉
昆
捐
貲
興
工
補

修
城
垣
禀
明
邑
宰
鄭
大
謨
按
戸
之
貧
富
派
夫
之
多

寡
孤
寡
單
丁
不
派
牌
戸
除
應
本
身
差
役
外
每
日
給

工
價
錢
六
十
文
閱
兩
月
工
竣
二
年
楚
匪
經
過
縣
南

見
城
池
完
固
守
禦
謹
嚴
遂
東
竄
别
境

嘉
慶
八
年
知
縣
步
毓
巖
修
東
門
弔
橋

嘉
慶
十
六
年
春
知
縣
張
兆
安
捐
募
修
葺
周
圍
坍
塌

等
處
工
未
興
卸
事
知
縣
李
烜
到
任
分
派
邑
紳
董
共

事
工
始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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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
光
二
年
南
門
傾
圯
知
縣
永
銘
重
修

道
光
七
年
西
門
弔
橋
坍
塌
損
及
城
根
知
縣
倪
明
進

重
修

龍
亭

龍
亭

在
西
門
內
圓
通
寺
中
間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楊
兆
李
倡
修
因
調
任
去
經
邑
紳
吳
榮
姬
募
捐
動
工

道
光
元
年
落
成
每
年
恭
逢

萬
壽
元
旦
長
至
知
縣
率
僚
屬
先
一
日
詣
公
所
習
儀
至
日

五
鼓
朝
賀
如
制

公
署

縣
署

在
城
內
大
街
進
東
門
大
門
五
間
大
門
外
照
墻

一
座
大
門
內
東
西
班
房
各
六
間
東
南
隅
爲
蕭
曹
祠

衙
神
祠
儀
門
三
間
儀
門
內
東
西
科
房
各
十
二
間
中

立
戒
石
坊
西
南
隅
爲
監
獄
大
堂
五
間
大
堂
東
側
爲

廣
積
庫
大
堂
迤
東
爲
馬
號
共
十
二
間
倉
厫
共
三
十

間
馬
神
祠
倉
神
祠
各
一
座
大
堂
西
側
爲
承
發
房
大

堂
後
宅
門
內
二
堂
五
間
曰
居
敬
堂
東
西
門
房
各
三

間
二
堂
東
花

四
間
曰
間
齋
傍
屋
二
間
又
東
南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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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爲
厨
房
共
十
四
間
二
堂
西
南
隅
花
㕔
三
間
曰
理
琴

齋
傍
屋
三
間
其
北
爲
幕
客
房
四
層
共
十
二
間
又
傍

屋
二
間
二
堂
後
三
堂
五
間
三
堂
後
爲
內
宅
四
堂
五

間
東
西
廂
房
各
三
間
餘
房
不
備
載
大
堂
迤
西
爲
典

史
署

舊
志
云
縣
署
剏
始
莫
可

考
明
初
因
古
基
建
儀
門

三
間
大
堂
三
間
二
堂
三
間
郡

志

云

大

堂

後

爲

退

食

㕔

卽

指

二

堂

三
堂

三
間
知
縣
宅
在
三
堂
後
縣
大
門
爲
鐘
鼓
樓
前
有
木

屏
題
曰
宛
東
巖
邑
㓂
焚
後
易
以
磚
縣
門
東
爲
申
明

亭
縣
門
西
爲
旌
善
亭
後

并

廢

儀
門
外
東
南
隅
爲
寅
賓

館
後廢

寅
賓
館
東
爲
土
地
祠
儀
門
內
東
西
科
房
各
五

間
東
科
房
後
爲
公
廨
後廢

儀
門
內
西
北
隅
爲
監
獄
郡志

云

外

西

南

隅

爲

預

備

倉

後

廢

大
堂
東
側
爲
廣
積
庫
又
庫
房
三
間

後廢

庫
東
爲
縣
丞
宅
因
裁
改
爲
打
穀
厫
後廢

大
堂
西
爲

賛
政
㕔
後廢

主
簿
宅
在
堂
西
分
猷
門
內
因
裁
後
改
爲

典
史
署
此
其
大
畧
也
明
季
城
陷
焚
毁
殆
盡

國
朝
順
治
丙
戌
知
縣
傅
和
羮
修
大
堂
六
房

順
治
辛
卯
知
縣
韓
志
道
修
後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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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康
熙
癸
卯
知
縣
孟
人
吉
修
大
門

康
熙
庚
戌
知
縣
王
承
時
重
修
大
堂

康
熙
戊
午
知
縣
李
世
德
修
二
堂

康
熙
癸
巳
知
縣
程
儀
千
修
大
門
垣
墻

乾
隆
辛
丑
知
縣
申
兆
定
重
修
大
堂
以
後
各
房

乾
隆
辛
亥
知
縣
鄭
大
謨
重
修
大
堂
以
前
各
房

道
光
丁
亥
知
縣
倪
明
進
重
修
大
門
儀
門
東
西
班
房

蕭
曹
衙
神
祠
戒
石
坊
及
四
堂
東
西
廂
房
東
花
㕔
等

處
儒
學

在
縣
治
西
大
街
北
文
廟
宮
墻
東

大
門
三
間
有
功
銘
黌
序
匾
額
爲
敎
諭
張
培
基
立
二

門
一
間
坐
西
向
東
儀
門
一
間
南
向
舊

三

間

曰
風
化
門

明
倫
堂
五
間
南
向
堂
後
尊
經
閣
三
間

舊
志
云
國
初
僅
存
墻
址
順
治
四
年
敎
諭
孫
克
俊
修

復
新
置
臥
碑
康
熙
戊
子
敎
諭
張
培
基
修
明
倫
堂
康

熙
壬
辰
知
縣
程
儀
千
修
尊
經
閣
三
間
明
倫
堂
下
兩

旁
舊
有
東
西
齋
各
三
間
庫
房
三
間
厨
房
三
間
風
化

門
外
坊
二
東
曰
禮
門
西
曰
義
路
尊
經
閣
後
敬
一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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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
間
今
并
廢

敎
諭
宅

在
明
倫
堂
後

訓
導
宅

在
明
倫
堂
西

城
守
營

在
南
街

協
防
營

駐
沙
河
店

典
史
宅

在
縣
署
大
堂
迤
西
舊
有
賛
政
㕔
主
簿
宅
因

裁
改
爲
今
署

順
治
丁
亥
典
史
俞
士
臣
修
前
堂

康
熙
戊
辰
典
史
陳
良
棟
修
後
堂

嘉
慶
丙
寅
典
史
李
曾
愷
重
修
西
花
㕔

演
武
塲

在
縣
城
西
門
外
四
里

舊
志
僅
存
其
名
而
基
址
無
考
者
附
後

象
河
關
廵
檢
司

舊
志
云
在
縣
東
北
一
百
二
十
里

今
廢

察
院

舊
志
云
在
縣
治
東
久
廢
順
治
辛
卯
知
縣
韓

志
道
捐
俸
買
民
宅
一
所
在
後
街
今
廢

按
察
分
司

舊
志
云
在
縣
治
西
南
遺
址
尙
存
知
縣

程
儀
千
重
修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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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府
館

舊
志
云
在
縣
治
南
街
路
東
今
廢

陰
陽
醫
學

舊
志
云
共
一
所
在
縣
治
西
今
廢

僧
會
司

舊
志
云
在
圓
通
寺
西
隅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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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倉
庫

縣
署
東
倉
厫
共
三
十
間
現

今

貯

穀

內

分

風
字
厫
三
間

調
字
厫
三
間

雨
字
厫
三
間

順
字
厫
三
間

國
字
厫
三
間

泰
字
厫
二
間

民
字
厫
三
間

安
字
厫
三
間

地
字
厫
四
間

人
字
厫
三
間

南
街
倉
厫
共
十
三
間
現

今

貯

穀

內

分

明
字
厫
三
間

正
字
厫
五
間

公
字
厫
五
間

附
舊
倉
基

在
縣
南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撫
院
顧
檄
行
建

倉
□
穀
備
荒
勒
石
今
廢

常
平
倉
一

縣
治
西
六
間
今
存
遺
址

義
倉
四

沙
河
店
三
間
牛
蹄
店
三
間
羊
册
店
三
間

饒
良
店
三
間
今
廢

已
上
照
舊
志
存
録
其
名

廣
積
庫

在
縣
堂
東
側

舊
志
云
庫
房
三
間
在
大
堂
之
東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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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壇
廟

文
廟

在
縣
治
西
太
街
北
五
代
時
爲
州
學
制
湮
没
無

攷
宋
熙

間
改
驛
基
爲
學
宮
卽
今
文
廟

元
大
德
初
縣
令
程
仲
賢
重
修

明
洪
武
十
四
年
知
縣
胡
惠
重
修

宣
德
天
順
成
化
間
知
縣
王

陳
鼎
魯
昌
相
繼
修
葺

成
化
十
三
年
知
縣
陳
俊
重
修

洪

武

十

四

年

以

下

三

條

據

順

治

十

七

年

通

志

補

入

舊

志

但

云

明

洪

武

初

修

建

永

樂

時

重

修

天

順

間

復

修

又

云

皆

徵

於

碑

記

而

原

修

姓

名

無

傳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知
縣
陶
采
修

先
師
殿

嘉
靖
乙
丑
年
知
縣
龔
芝
重
修
并
創
修
泮
池
池
上
有

石
橋
自
爲
記

萬
歴
庚
辰
年
知
縣
郭
祺
重
修

崇
禎
庚
午
年
知
縣
高
岸
重
修
裕
州
吳
阿
衡
記
詳

藝

文

明
末
㓂
亂
止
存
大
殿
其
餘
盡
燬

國
朝
順
治
丙
申
知
縣
温
如
玉
敎
諭
王
廷
獻
命
生
員
陳
汝

聼
督
理
重
修

康
熙
丙
寅
年
奉
文
修
理
知
縣
莫
國
芳
倡
捐
署
敎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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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竇
克
勤
董
事
修
葺
創
立
兩
廡
各
三
間

大
成
殿
懸
挂
匾
額
丹
墀
下
立

御
製
先
師
四
配
賛
碑
文

自
丙
寅
年
重
修
工
力
廹
促
未
爲
完
固
兩
廡
毁
壞
止

存
大
殿
五
間
康
熙
戊
子
年
敎
諭
張
培
基
到
任
慨
然

以
修
理
爲
己
任
捐
俸
鳩
工
重
修
㦸
門
三
間

至
聖

殿
五
間
創
修
東
西
兩
廡
各
七
間
週
圍
垣
墻
復
修
啟

聖
宮
文
昌
閣
魁
星
樓
明
倫
堂
莫
不
備
舉
累
歲
始
竣

康
熙
壬
辰
年
知
縣
程
儀
千
捐
磚
助
修
尊
經
閣
三
間

悉
復
舊
制
已

上

並

舊

志

嘉
慶
甲
子
年
知
縣
歩
毓
巖
重
修

道
光
三
年
知
縣
永
銘
補
修
大
成
殿

崇
聖
祠
舊

名

啟

聖

祠

雍

正

元

年

改

今

名

在
明
倫
堂
東
南
舊

志

云

遺

址

在

明

倫

堂

西

北

後

徙

明

倫

堂

東

南

康
熙
丙
寅
年
知
縣
莫
國
芳
同
敎
諭
金
士
淳
創
修

康
熙
戊
子
年
敎
諭
張
培
基
重
修

嘉
慶
十
九
年
署
縣
事
林
祥

移
忠
義
節
孝
祠
於

聖
廟
內
因
忠
義
祠
舊
址
改
建
崇
聖
祠
工
未
竟
卸
任



ZhongYi

泌
陽
縣
志

卷
四

壇
廟

十
一

去
知
縣
楊
兆
李
續
修

名
宦
祠

舊
志
云
祠
三
間
遺
址
在
文
廟
西
今
在
㦸
門

西
改
爲
一
間

鄕
賢
祠

舊
志
云
祠
三
間
遺
址
在
名
宦
祠
後
今
在
戟

門
西
改
爲
一
間

忠
義
祠

舊
在
明
倫
堂
東
今
改
建
文
廟
㦸
門
東

節
孝
祠

舊
在
明
倫
堂
東
忠
義
祠
後
今
改
建
文
廟
㦸

門
西

二
祠
嘉
慶
二
十
年
署
縣
事
林
祥

動
工
知
縣
楊
兆

李
續
修
完
工

附
竇
公
祠

在
明
倫
堂
東

土
地
祠

在
㦸
門
外
東
南
隅

文
昌
廟

在
南
門
內
西
街
三
代
祠
三
間
大
殿
三
間
東

西
更
衣

各
三
間
二
門
三
間
大
門
三
間
舊
志
云
□

址
在
文
廟
㦸
門
西
後
移
㦸
門
東
改
爲
閣
一
間
嘉
慶

年
間
文
昌
帝
君
增
設
春
秋
二
祭
因
無
專
祠
每
届
祀

期
張
幄
於
學
宫
明
倫
堂
下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楊

兆
李
改
西
門
內
舊
公
廨
爲
銅
峯
書
院
因
公
廨
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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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廟

十
二

地
數
十
弓
又
買
西
鄰
焦
姓
宅
基
約
畝
餘
剏
建
此

祠
有
碑
記
載
藝
文

道
光
七
年
知
縣
倪
明
進
添
建
拜
殿
三
間

關
帝
廟

在
東
門
內
南
街

嘉
慶
十
一
年
知
縣
歩
毓
巖
改
建
大
殿
三
間
拜
殿
三

間
三
代
祠
三
間
穿
堂
三
間
更
衣

三
間
舞
樓
一
座

並
道
房
等
工
未
竟
經
知
縣
張
兆
安
知
縣
李
烜
續
修

金
塑
神
像
始
竣
事

魁
星
閣

在
南
門
內
西
街

舊
閣
在
文
廟
㦸
門
東
道
光
七
年
知
縣
倪
明
進
改
建

於
文
昌
廟
東
南
隅
銅
峯
書
院
前
有
碑
記
載
藝
文

魁
星
樓

舊
志
云
在
城
上
東
南
隅
制
倣
八
卦
像
塑
於

上
社
稷
壇

在
城
西
五
里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在
城
東
南
二
里

先
農
壇

在
城
東
關
外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楊
兆
李

補
修

八
蜡
祠

在
城
東
北
一
里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楊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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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廟

十
三

李
重
修

龍
神
廟

在
城
東
門
外

吕
祖
閣

在
城
東
門
外
龍
王
廟
之
右
道
光
六
年
重
修

有
碑
記
載
藝
文

真
武
廟

在
北
城
上
道
光
六
年
重
修
添
建
灶
君
閣
□

碑
記
載
藝
文

東
嶽
廟

在
城
東
關

火
神
廟

在
城
南
門
外

城
隍
廟

在
縣
治
西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知
縣
楊
兆
李
□

任
去
留
俸
金
屬
邑
紳
吳
榮
姬
改
修
大
門

邑
厲
□

在
東
門
外
迤
北
一
里

蕭
百
廟

在
縣
署
夫
門
內
東
南
□
道
光
五
年
知
縣
□

明
進
重
修

□
神
廟

在
縣
署
大
門
□
東
南
隅
道
光
五
年
知
縣
□

明
進
重
修

馬
主
廟

在
縣
署
大
堂
東

倉
神
廟

在
縣
署
大
堂
東

獄
神
廟

在
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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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十
四

坊
表

左
少
師
里
石
坊
在

縣

治

東

爲

少

師

焦

芳

立

四

代

孫

焦

覲

祖

重

修

冡
宰
石
坊
在

縣

治

西

爲

太

子

太

保

吏

部

尙

書

焦

芳

建

四

代

孫

焦

覲

祖

重

修

東
門
內
大
街
石
坊
爲

嘉

靖

己

酉

科

舉

人

崔

棟

建

縣
治
東
大
街
石
坊
爲

嘉

靖

己

未

科

進

士

崔

棟

建

縣
治
西
大
街
石
坊
爲

嘉

靖

辛

卯

科

舉

人

羅

士

賢

建

儒
學
門
大
街
宗
伯
石
坊
爲

禮

部

侍

郞

焦

芳

建

儒
學
門
大
街
玉
殿
傳
臚
石
坊
爲

二

甲

第

二

名

進

士

焦

黃

中

建

儒
學
門
右
大
街
石
坊
爲

鄕

貢

進

士

焦

黃

中

建

儒
學
雲
路
街
石
坊
爲

徵

仕

郎

中

書

舍

人

崔

然

建

儒
學
西
世
翰
石
坊
爲

天

順

己

卯

科

舉

人

焦

芳

建

城
隍
廟
東
大
街
石
坊
爲

甲

子

鄕

貢

進

士

焦

希

韓

建

城
隍
廟
東
大
街
石
坊
爲

辛

酉

舉

人

壬

戌

進

士

焦

覲

祖

誥

贈

承

德

郎

戸

部

主

事

嗣

父

焦

應

占

誥

封

太

安

人

嗣

母

節

婦

李

氏

誥

贈

承

德

郎

戸

部

主

事

生

父

焦

應

橋

誥

贈

太

安

人

生

母

徐

氏

立

西
門
內
大
街
金
馬
承
恩
石
坊
爲

翰

林

院

侍

講

焦

黃

中

建

西
門
內
大
街
玉
堂
接
武
石
坊
爲

翰

林

院

侍

講

學

士

焦

黃

中

建

縣
治
東
北
後
街
口
貞
節
石
坊
爲

經

魁

傅

明

弼

妻

節

婦

許

氏

建

今

廢

西
關
南
巷
口
孝
子
坊
爲

孝

子

杜

漸

建

今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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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表

十
五

西
關
關
王
廟
門
大
街
貞
節
木
坊
爲

生

員

王

如

遇

母

節

婦

陳

氏

建

今

廢

西
關
南
巷
東
貞
節
坊
爲

生

員

王

繼

文

母

王

氏

建

今

廢

城
南
牌
路
李
家
庄
貞
節
本
坊
爲

廩

生

李

宏

妻

焦

氏

建

城
南
古
路
溝
貞
節
石
坊
爲

處

士

吳

肇

姬

妻

韓

氏

建

城
西
靈
稷
舖
節
孝
石
坊
爲

王

煥

彰

妻

禹

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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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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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祠
祭
志

禮
有
五
經
莫
重
於
祭
記
曰
法
施
於
民
則
祀
之
以
勞

定
國
則
祀
之
能
禦
大
災
捍
大
患
則
祀
之
掌
於
禮
官

頒
於
鄕
國
典
至
鉅
也

皇
朝
禮
明
樂
偹
壇
壝
祠
宇
崇
報
有
加
而
於

文
廟
尤
多

盛
典
兹
於
舊
志
所
未
載
者
補
之
闕
畧
者
詳
之
禮
器

樂
歌
一
遵

功
令
期
於
治
民
事
神
恪
盡
有
司
之
職
焉
耳
志
祠
祭

釋
奠
之
禮

大
淸
會
典
直
省
府
州
縣
歲
以
春
秋
仲
月
上
丁
祭

先
師
於
頖
官
正
印
官
將
事
佐
貳
分
獻
監
禮
以
師
儒
賛
引

執
事
以
生
員
中
和
韶
樂
羽
籥
之
舞
及
牲
豋
鉶
簠
簋

籩
豆
尊
爵
之
數
將
事
之
儀
均
如
太
學
丁
祭
之
禮

大
成
殿
祭
品

正
位

帛
段
□
□
爵
三

勺
一

□
尊
一

犠
尊
一

登
大
羮
一

鉶
如
羮
二

簠
稻
一
梁
一

簋
黍
一

稷
一

邊
榛
一
棗
一
蔆
一
芡
一
脯
一
脩
一
膴
一
糗

餌
一

豆
筍
菹
一
菁
菹
一
芹
菹
一
韭
菹
一
鹿
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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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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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兔
醢
一
魚
醢
一
醯
醢
一

鼎
形
鹽
一
鹿
脯
一
槁
魚

一

大
房
牛
一
羊
一
豕
一

祝
版
一

大
燭
二
對

香
案
一

四
配

無
登
羮
籩
鹽
不
形
無
祝
版
爵
每
位
一
帛
每
位

一
東
西
各
羊
一
豕
一
無
牛
各
燭
一
對
餘
與
正
位
同

十
二
哲
每
位

酒
爵
一

鉶
和
羮
一

簠
稻
一
梁
一

簋
黍
一
稷
一

籩
鹽
一
棗
一
栗
一
鹿
脯
一

豆
菁

菹
一
芹
菹
一
鹿
醢
一
兔
醢
一

東
西
各
帛
段
一

羊
一

豕
一

燭
一
對

兩
廡
祭
品

東
西
各
帛
段
一

燭
四
對

每
位
酒
爵
一

羊
一

豕
一

簠
稻
四

簋
黍
四

籩
鹽
四
棗
四
栗
四
鹿

脯
四

豆
菁
菹
四
芹
菹
四
鹿
醢
四
兔
醢
四

崇
聖
祠
祭
品

正
位

羊
一

豕
一

中
燭
一
對

大
燭
香
案
一

每
位
帛
段
一

爵
三

尊
一

鉶
和
羮
二

簠
稻

一
梁
一

簋
黍
一
稷
一

籩
鹽
一
棗
一
栗
一
榛
一

蔆
一
芡
一
槁
魚
一
鹿
脯
一

豆
韭
菹
一
菁
菹
一
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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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菹
一
筍
菹
一
鹿
醢
一
魚
醢
一
兔
醢
一
醯
醢
一

配
位

東
西
各
豕
一

燭
一
對

每
位
帛
段
一

每

位
酒
爵
一

簠
稻
一

簋
黍
一

籩
鹽
一
棗
一
栗

一
鹿
脯
一

豆
菁
菹
一
芹
菹
一
鹿
醢
一
兔
醢
一

從
祀
東
西
各
帛
段
一

燭
一
對

每
位
酒
爵
一

簠

稻
一

簋
黍
一

籩
鹽
一
棗
一
栗
一
鹿
脯
一

豆

菁
菹
一
芹
菹
一
鹿
醢
一
醯
醢
一

樂
章

樂
譜

春
夾
鍾
淸啇

立
宮

倍
應
鍾
變宮

主
調

秋
南
呂
淸徵

立
宮

倍
呂
淸角

主
調

昭
平
章

大
春秋

仩

哉
亿仜

孔
仩

子
伬

先
亿

覺
亿

先
伬

知
仩

與
亿仜

天

仩

地
亿

參

萬
仩

世
亿

之
伬

師
伬

祥
伬

徵
亿

麟
亿仜

仩□

韻
亿仜

答
亿

金
仩

絲
亿

日
亿仜

月
仩

旣
仩

揭
伬

乾
亿仜

坤

仩

淸
亿仜

夷
仩

右
迎
神

宣
平
章

予
仩

懷
亿仜

明
仩

德
伬

玉
亿

振
仩

金
亿

聲
亿

生
仩亿

民
亿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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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未
亿

有
伬

展
亿仜

也
仩

大
伬

成
仩

俎
伬

豆
亿

千
仩

古
伬

春
仩

秋
仩

上
伬

丁
仩

淸
伬仩

酒
亿

旣
亿仜

載
仩

其
亿仜

香
仩

始
亿仜

升
仩

右
奠
帛
初
獻

秋
平
章

式
仩

禮
亿仜

莫
仩

愆
伬

升
亿

堂
伬

再
亿仜

獻
仩

響
亿

恊
伬

鼖
亿仜

鏞
仩

誠
伬

孚
亿

罍
伬

甗
仩

肅
伬

肅
伬

雍
仩

雍
仩

譽
亿仜

髦
仩

斯
亿

彥
仩

禮
亿

陶
伬

樂
亿仩

淑
仩

相
伬

觀
仩

而
亿仜

善
仩

右
亞
獻

叙
平
章

自
仩

古
亿仜

在
伬

昔
仩

先
亿

民
伬

有
亿仜

作
仩

皮
伬

弁
亿

祭
亿仜

菜
仩

於
亿

論
伬

思
仩

樂
亿仩

惟
伬

天
亿

牖
仩

民
伬

惟
亿

聖
亿

時
亿仜

若
仩

伬

倫
伬

攸
亿

叙
仩

至
亿

今
伬

木
亿仩

鐸
仩

右
終
獻

懿
平
章

先
仩

師
亿仜

有
仩

言
伬

祭
仩

則
亿

受
仩

福

四
亿仜

海
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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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黌
伬

宮
亿

疇
亿仜

敢
仩

不
亿仜

肅
仩

禮
伬

成
亿

告
仩

徹
伬

母
亿仜

疏
仩

母
亿仜

瀆
仩

樂
伬

所
亿

自
亿仜

生
仩

中
伬

原
仩

有
亿仜

菽
仩

右
徹
饌

德
平
章

鳬
仩

繹
亿仜

峩
仩

峩
伬

洙
亿

泗
仩

洋
亿仜

洋
仩

景
亿

行
伬

行
伬

止
□亿

流
亿仜

澤
仩

無
伬

疆
仩

聿
伬

昭
亿

祀
亿仜

事
仩

祀
仩

事
亿

孔
亿仜

明
仩

化
仩

我
伬

蒸
仩

民
亿

育
亿仜

我
仩

膠
亿仜

庠
仩

右
送
神

舞
譜

凡
舞
兩
佾
生
自
□
上
取
節
□
導
諸
生
六
十
四
人
魚

□
而
進
每
行
八
人
向
北
列
行
於
□
上
東
西
持
節
生

立
舞
生
行
首
東
西
□
如
初
獻
掌
上
麾
生
唱
樂
奏

平
之
□
東
□
節
生
亦
揚
節
唱
目
獻
寕
平
之
舞
三
獻

皆
□
舞
□
西
階
節
生
揚
節
□
曰
舞
□
遂
植
節
架
上

舞
生
□
□
東
西
□

初
獻



ZhongYi

泌
陽
縣
志

卷
四

祠
祭
志

二
十
一

自
稍

前

向

外

開

籥

舞

生
蹈

向

裏

開

籥

舞

民
合

手

蹲

朝

上

來
起

辭

身

向

外

高

舉

籥

面

朝

上

誰
兩

兩

相

對

蹲

東

西

相

向

底
合

手

蹲

朝

上

其
正揖

盛
起

平

身

出

左

手

立

惟
兩

兩

相

對

自

下

而

上

東

西

相

向

師
稍

前

舞

舉

籥

垂

翟

神
中

班

轉

身

東

西

相

向

立

惟

兩

中

班

十

二

人

轉

身

俱

東

西

相

向

明
舉

翟

三

合

籥

度
稍

前

向

外

垂

手

舞

越
蹈

向

裏

垂

手

舞

前
向

前

合

手

謙

進

歩

手

合

籥

聖
回

身

再

謙

退

歩

側

身

向

外

高

手

回

面

向

上

粢
正

蹲

朝

上

帛
稍

舞

躬

身

挽

手

側

身

向

外

呈

籥

耳

邊

面

朝

上

具
正揖

成
起

辭

身

挽

手

復

舉

籥

正

立

禮
兩

兩

相

對

交

籥

兩

班

俱

東

西

手

執

籥

容
正揖

斯
向

外

退

挽

手

舉

籥

向

外

面

朝

上

稱
回

身

正

立

黍
稍

□

舞

稷
正

蹲

朝

上

非
左

右

垂

手

兩

班

上

下

俱

垂

手

東

西

相

向

馨
起

合

手

相

向

立

惟
左

右

側

身

垂

手

向

外

開

籥

垂

手

無

神
右

側

身

垂

手

而

裏

垂

手

舞

之
正

揖

□

上

聽
躬

而

受

之

躬

身

朝

上

拱

籥

而

受

之

三

鼓

畢

起

亞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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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大
左

右

進

歩

向

外

垂

手

舞

哉
右

冋

□

垂

手

舞

聖
向

外

落

籥

面

朝

上

師
退

向

正

身

立

實
正蹲

天
起

身

向

前

轉

向

外

舞

生
向

裏

舞

德
合

手

謙

進

歩

向

前

手

合

籥

蹲

謙

作
兩

兩

相

對

自

下

而

上

兩

班

相

舉

籥

東

西

樂
上

下

俱

垂

手

惟

兩

中

班

上

下

十

二

人

俱

垂

手

轉

身

東

西

相

向

以
轉

身

東

西

相

向

立

崇
相

向

立

兩

班

上

下

以

翟

相

籥

時
稍

前

舞

蹈

兩

班

上

下

俱

垂

手

向

外

祀
向

裏

垂

手

舞

無
合

手

謙

進

歩

向

前

垂

手

合

籥

斁
回

身

再

謙

兩

班

上

下

東

西

相

向

合

籥

立

淸
稍

前

舞

向

外

開

籥

酤
向

裏

舞

惟

手

平

執

籥

翟

開

籥

翟

馨
合

籥

翟

朝

上

正

立

嘉
側

身

垂

左

手

兩

班

俱

垂

手

向

外

舞

牲
躬

身

正

揖

孔

手

舞

籥

翟

躬

身

碩
躬

而

受

之

躬

身

朝

上

拱

籥

受

之

一

鼓

而

起

薦
一

叩

頭

舉

右

手

叩

頭

羞
舉

左

手

叩

頭

神
復

舉

右

手

叩

頭

明
拜

一

鼓

畢

卽

起

躬

身

三

鼓

平

身

庻
三

舞

蹈

舉

籥

向

左

躬

身

舞

幾
舉

籥

向

右

躬

身

舞

昭
舉

籥

復

向

左

躬

身

舞

格
拱

籥

躬

身

而

受

之

三
獻



ZhongYi

泌
陽
縣
志

卷
四

祠
祭
志

二
十
三

百
向

外

開

籥

舞

王
向

憂

開

籥

舞

宗
側

身

向

外

面

朝

山

師
朝

上

正

立

生
兩

班

上

下

兩

兩

相

對

交

籥

民
合

手

朝

上

正

蹲

物
側

身

向

裏

落

籥

軌
合

籥

朝

上

正

立

瞻
向

外

開

籥

舞

之
向

裏

開

籥

舞

洋
開

籥

朝

上

正

立

洋
合籥

神
向

外

開

籥

舞

其
向

裏

開

籥

舞

進

歩

向

前

手

合

籥

止
回

身

東

西

相

向

手

謙

酌
向

外

開

籥

舞

彼
向

裏

開

籥

舞

金
開

籥

朝

上

正

立

罍
合

籥

朝

上

正

立

惟
向

外

垂

手

舞

淸
向

裏

垂

手

舞

且
朝

上

正

揖

旨
躬

身

而

受

之

登
躬

身

向

左

合

籥

舞

獻
躬

身

向

右

合

籥

舞

惟
躬

身

復

向

左

右

籥

三
合

籥

朝

上

拜

一

鼓

便

起

身

於
側

身

向

外

垂

手

舞

嘻
側

身

向

裏

垂

手

舞

成
朝

上

正

揖

禮
躬

身

朝

南

受

之

三

鼓

畢

起

身

樂
舞
生
六
十
四
名

歌
章
四
人

鐘
一
人

磬
一
人

琴
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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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瑟
二
人

簫
二
人

笛
二
人

排
簫
二
人

笙
二
人

塤
二
人

箎
二
人

摶
拊
一
人

大
鼓
一
人

柷
一
人

敔
一
人

執
麾
一
人

引
節
一
人

司
舞
三
十
六
人

康
熈
二
十
九
年
正
月
廵
撫

興
邦
裁
定
樂
舞
生
六
十

四
名
佾
舞
擇
民
間
俊
秀
子
弟
爲
之
乾
隆
六
年
廵
撫

雅
爾
圖

請
曲
阜
樂
舞
生
三
人
來
豫
教
習

丁
祭
陳
設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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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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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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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禮
器
道

光

三

年

知

縣

永

銘

捐

修

鼎
十
八
個

爵
二
十
六
個

鉶
十
個

簠
十
八
個

簋
十
六
個

犠
尊
六
個

罍
尊
六
個

登
一
個

勺
八
個

黃
綾
幔
一
個

紅
綾
幔
四
個

燈
匾
二
個

燈
對
二
付

小
燈
匾
二
個

木
燭
台
十
一
對

木
香
爐
十
三
個

樂
器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知

縣

楊

兆

李

捐

修

編
鐘
一
架
鐘

十

六

編
磬
一
架
磬
十
六

縣
鼓
一
面

應
鼓
一
面

柷
一
個

麾
葢
柄
一
把

敔
一
個

琴
一
張

瑟
一
張

旌
一
對

節
一
對

千
一
面

羽
一
柄

笙
一
捧

簫
一
管

笛
一
枝

壎
四
個

千
座
一
架

羽
座
一
架

簫
笛
架
一
個

壎
座
四
個

干
上
飄
帶
一
根

笙
簫
笛
繐
三
付

笙
座
一
個

學
宮
交
代
祭
器
樂
器
歴

年

已

久

十

不

存

一

但

載

其

目

耳

白
磁
爵
三
十
六

銅
爵
三
十

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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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罇
八

鉶
十
一

簠
三
十

簋
三
十

籩
一
百
二
十
二

豆
一
百
二
十
二

帛
篚
二
十
四

牲
俎
二
十
九

肉
盤
八

麾
一
金
鐘
十
六

玉
磬
十
六

天
鼓
一

瑟
一

排
簫
二

笙
二

笛
二

箎
二

塤
二

簫
二

節
二
十
六

摶
拊
二

柷
一

敔
一

琴
二

羽
三
十
六

籥
三
十
六

儀
注

案
典
禮
先
祭
一
日
樂
舞
設
於

大
成
殿
外
階
上
分
左
右
懸
至
日
五
更
正
獻
分
獻
陪
祭
各

官
入
廟
至
更
衣
所
少
憇
賛
引
生
請
行
禮
正
獻
官
出

次
盥
洗
賛
引
生
導
正
獻
官
分
獻
官
由
旁
階
自
殿
左

門
入
至
拜
位
前
北
嚮
立
典
儀
賛
執
事
官
各
司
其
事

文
舞
六
佾
進
賛
引
生
賛
就
位
承
祭
分
獻
官
就
位
立

典
儀
賛
迎

神
樂
奏
昭
平
之
章
樂
作
賛
引
生
賛
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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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官
升
階
入
殿
左
門
賛
詣

先
師
香
案
前
跪
承
祭
官
跪
俯
伏
賛
上
香
司
香
跪
捧
香
承

祭
官
三
上
香
畢
俯
伏
興
賛
復
位
引
承
祭
官
復
位
賛

引
生
賛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分
獻
官
曁
陪
祀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興
樂
止
典
儀
賛
奠
帛
行
初
獻
禮
奏
宣
平
之

章
樂
作
舞
羽
籥
之
舞
賛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升
階
賛
詣

先
師
位
前
跪
承
祭
官
跪
俯
伏
司
帛
跪
捧
篚
承
祭
官
受
篚

拱
舉
奠
於
案
司
爵
跪
捧
爵
承
祭
官
受
爵
拱
舉
奠
於

墊
中
俯
伏
興
賛
引
生
賛
就
讀
祝
位
引
承
祭
官
至
殿

中
拜
位
立
賛
跪
承
祭
官
分
獻
官
曁
陪
祀
官
皆
跪
賛

讀
祝
司
祝
跪
讀
祝
如
儀
承
祭
官
分
獻
官
曁
陪
祀
官

均
行
三
叩
禮
興
賛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以
次
詣
四
配
位

前
跪
奠
帛
獻
爵
儀
同
復
位
賛
引
生
分
引
兩
序
分
獻

官
升
東
西
階
入
殿
左
右
門
詣
十
二
哲
位
前
跪
俯
伏

奠
帛
獻
爵
俯
伏
興
復
位
均
如
儀
引
兩
廡
分
獻
官
分

詣
先
賢
先
儒
位
前
奠
帛
獻
爵
儀
同
樂
止
亞
獻
奏
秩

平
之
章
樂
作
賛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升
階
賛
詣

先
師
曁
四
配
位
前
奠
爵
於
左
如
初
兩
序
兩
廡
分
獻
畢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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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復
位
樂
止
終
獻
奏
叙
平
之
章
樂
作
賛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升
階
奠
爵
於
右
如
亞
獻
儀
兩
序
兩
廡
隨
分
獻
畢

均
復
位
樂
止
文
舞
退
典
儀
賛
飮
福
受
胙
賛
引
生
賛

詣
受
福
胙
位
引
承
祭
官
至
殿
中
拜
位
立
捧
福
胙
二

人
自
東
案
捧
福
胙
至

先
師
位
前
拱
舉
退
立
於
承
祭
官
之
右
接
福
胙
二
人
自
西

案
進
立
於
左
賛
引
生
賛
跪
承
祭
官
跪
賛
飮
福
酒
右

一
人
跪
遞
福
酒
承
祭
官
受
爵
拱
舉
授
於
左
次
受
胙

如
飮
福
之
儀
賛
叩
承
祭
官
三
叩
興
賛
復
位
引
承
祭

官
復
位
賛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分
獻
官
曁
陪
祀
官
均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興
典
儀
賛
徹
饌
奏
懿
平
之
章
徹
饌
畢

樂
止
賛
送

神
奏
德
平
之
章
樂
作
賛
引
生
賛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分
獻

官
曁
陪
祀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興
樂
止
典
儀
賛
捧
祝

帛
饌
送
燎
有
司
各
捧
祝
帛
香
饌
恭
送
燎
所
如
儀
承

祭
官
避
立
拜
位
西
旁
竢
過
復
位
樂
作
賛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詣
燎
所
視
燎
畢
樂
止
陪
祀
各
官
皆
退

謹
按
則
例
不

省
會
之
府
州
縣
長
官
正
獻
兩
序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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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其
貳
及
所
屬
兩
廡
以
食
餼
學
弟
子
員
各
一
人
分
獻

崇
聖
祠
同
時
致
祭
教
諭
正
獻
兩
序
訓
導
分
獻
兩
廡
皆

皆
食
餼
學
弟
子
各
一
人
分
獻
行
禮
儀
節
承
祭
官
拜
位

在
階
下
分
獻
官
拜
位
在
承
祭
官
後
讀
祝
拜
位
在
殿

中
門
檻
內
均
北
面
不
用
樂
舞
凡
上
香
迎
神
奠
帛
奠

爵
讀
祝
徹
饌
送
神
視
燎
行
禮
均
如
致
祭

先
師
儀

文
廟
祭
文
乾

隆

九

年

頒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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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樂
節
之
時
辟

雍
鐘
鼓
咸
恪
薦
於
馨
香
泮
水
膠
庠
益
致
嚴
於
籩
豆

兹
當
春秋

仲
祗
率

章
肅
展
微
忱
聿
將
祀
典
尙
饗

崇
聖
祠
祭
文

惟
王
奕
葉
鍾
祥
光
開
聖
緖
盛
德
之
後
積
久
彌
昌
凡

聲
教
所
覃
敷
率
循
源
而
溯
本
宜
肅
明

之
典
用
申

守
土
之
忱
兹
届
春秋

仲
聿
修
祀
事
尙
饗
按

續

通

志

云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廵

撫

胡

寶

瑔

通

行

縣

官

公

出

教

官

代

祭

聖

廟

典

史

不

得

代

祭

附
上
香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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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二

大
淸
會
典
凡
直
省
府
州
縣
月
朔
釋
菜
望
日
上
香
以
教
授

或
教
諭
訓
導
等
官
分
班
行
禮
與
太
學
同

大
學
釋

菜
之
禮
朔
曰
夙
興
潔
掃
內
外
展
神
幄
拂
拭
神
案
陳

棗
栗
各
一
豆
罏
一
鐙
二
設
案
一
於
殿
內
之
東
陳
香

盤
七
尊
一
每
位
爵
一
又
設
案
於
東
西
兩
廡
之
南
各

陳
香
盤
三
尊
一
每
位
爵
一
舞
帛
篚
尊
實
酒
冪
勺
具

司
香
司
爵
立
於
案
旁
設
洗
於
階
下
之
東
通
賛
二
人

立
於
殿
內
東
西
楹
又
二
人
立
於
殿
外
東
西
階
上
皆

公
服
質
明
祭
酒
朝
服
諸
生
吉
服
由
大
成
東
側
門
入

及
廟
庭
各
就
位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祭
酒
詣
東
階
盥
升

東
階
入
殿
左
門
詣
神
位
前
跪
三
上
香
詣
尊
案
前
視

注
酒
復
詣
神
位
跪
獻
爵
興
以
次
詣
四
配
位
前
皆
如

之
分
獻
者
詣
兩
序
兩
廡
如
其
儀
降
復
位
行
三
跪
□

叩
禮

上
香
之
禮
拂
拭
神
案
然
鐙
設
香
盤
於
殿
內

及
兩
廡
各
案
司
香
各
一
人
立
於
案
前
設
洗
於
階
□

質
明
各
官
就
位
如
釋
菜
儀
司
業
盥
升
東
階
入
殿
左

門
詣
神
位
前
跪
三
上
香
以
次
詣
四
配
位
如
之
分
詣

兩
序
兩
廡
皆
如
之
降
復
位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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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謁
廟
禮

唐
時
鄕
貢
宋
時
貢
舉
人
皆
謁

先
師
明
新
舉
人
更

衣
謁
學
然
後
赴
鹿
鳴
宴
官
員
蒞
任
三
曰
謁
學
行
香

諸
生
講
書
任
滿
陞
遷
辭
廟
然
後
觧
任
其
新
生
謁
學

亦
始
於
明
禮
如
上
香

誕
辰

雍
正
五
年
制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恭
遇

先
師
誕
辰
王
公
百
官
致
齋
一
日
各
衙
門
不
理
刑
名
民
間

禁
止
屠
宰

忠
孝
節
義
名
宦
鄕
賢
等
祠
四
祠
二
月
八
月
與
文
廟
同
日
祭

會
典
及

欽
定
禮
部
則
例
凡
直
省
府
州
縣

文
廟

左
右
建
忠
義
孝
弟
祠
以
祀
本
地
忠
臣
義
士
孝
子
悌

弟
順
孫
建
節
孝
祠
以
祀
節
孝
婦
女
名
宦
祠
以
祀
仕

於
其
土
有
功
德
者
鄕
賢
祠
以
祀
本
地
德
行
著
聞
之

士
地
方
官
歲
以
春
秋
致
祭

儀
注

每
歲
春
秋
釋
奠
禮
畢
教
諭
一
員
公
服
詣
祠
致
祭
是

日
淸
晨
廟
戸
啟
祠
門
拂
拭
神
案
執
事
者
陳
羊
一
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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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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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四

一
籩
四
豆
四
鑪
一
鐙
二
陳
祝
文
於
案
左
陳
壺
一
□

三
帛
一
香
盤
一
於
案
右
主
祭
官
行
三
叩
禮

忠
義
孝
弟
祠
祭
文

惟
靈
禀
賦
貞
純
躬
行
篤
實
忠
誠
奮
發
貫
金
石
而
不

渝
義
問
宣
昭
表
鄕
閭
而
共
式
祗
事
懋

倫
之
大
性

摯
蒿
莪
克
恭
念
天
顯
之
親
情
殷
棣
蕚
模
楷
咸
推
夫

懿
德

綸
恩
特
闡
其
幽
光
祠
宇
維
隆
歲
時
式
祀
用

陳
簠
簋
來
格
几
筵
尙
饗

節
孝
祠
祭
文

惟
靈
純
心
皎
潔
令
德
柔
嘉
矢
志
完
貞
全
閨
中
之
亮

節
竭
誠
致
敬
彰
壼
內
之
芳
型
茹
冰
蘖
而
彌
堅
淸
操

自
勵
奉
盤
匜
而
匪
懈
篤
孝
傳

絲
綸
特
沛
乎
殊

恩
祠
宇
昭
垂
於
令
典
祗
循
歲
祀
式
薦
奠
醪
尙
饗

竇
公
祠

二

月

八

月

與

文

廟

同

曰

祭

文
廟
土
地
祠

二

月

八

月

與

文

廟

同

曰

祭



ZhongYi

泌
陽
縣
志

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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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文
昌
廟

陳
設

春
秋
仲
月
諏
吉
致
祭
前
殿
帛
一
牛
一
羊
一
豕
一
鐙

一
鉶
二
簠
二
簋
二
籩
十
豆
十
尊
一
爵
三
鑪
一
鐙
二

和
聲
署
設
樂
後
殿
祭
追

封
三
代
公
三
案
各
帛
一

羊
一
豕
一
鉶
二
簠
簋
各
二
籩
豆
各
八
尊
一
爵
三
鑪

一
鐙
二

儀
注

祭
日
前
後
殿
主
祭
官
咸
朝
服
詣
廟
前
殿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後
殿
行
二
跪
六
叩
禮

祭
文

惟
神
神
功
赫
奕
聖
德
昭
明
位
分
天
象
職
司
台
衡
朱

衣
赤
舄
耀
於
七
星
贊
元
開
化
啟
秀
育
英
普
天
欽
仰

斯
文
丕
興
今
届
仲
春秋

䖍
薦
豆
登
尙
饗

嘉
慶
六
年
奉

上
諭
文
昌
帝
君
主
持
文
運
福
國
佑
民
崇
正
教
闢
邪
□
靈

蹟
最
著
海
內
崇
奉
與
關
聖
大
帝
相
同
宜
列
入
祀
典

用
光
文
治
著
交
禮
部
太
常
寺
將
每
歲
春
秋
致
祭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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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典
及
一
切
儀
文
倣
照
關
帝
廟
定
制

文
昌
先
代
祭
文

祭
引
先
河
之
義
禮
崇
反
本
之
思
矧
夫
世
德
彌
光
延

賞
斯
及
祥
鍾
累
代
炯
列
宿
之
精
靈
化
被
千
秋
爲
人

文
之
主
宰
是
尊
後
殿
用
答
前
庥
兹
値
仲
春秋

肅
將
時

事
用
申
告
潔

神
其
格
歆
尙
饗

關
帝
廟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奉

上
諭
關
帝
在
當
時
力
扶
炎
漢
志
節
凜
然
乃
史
書
所
諡
並

非
嘉
名
陳
壽
於
蜀
漢
有
嫌
所
撰
三
國
志
多
存
私
見

遂
不
爲
之
論
定
豈
得
謂
公
從
前

世
祖
章
皇
帝
曾
降

諭
旨
封
爲
忠
義
神
武
大
帝
以
褒
揚
盛
烈
朕
復
於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降

旨
加
靈
佑
二
字
用
示
尊
崇
夫
以
神
之

義
烈
忠
誠
海
內
咸
知
敬
事
而
正
史
猶
存
舊
諡
隱
寓

譏
評
非
所
以
傳
信
萬
世
也
今
當
鈔
録
四
庫
全
書
不

可
相
沿
陋
習
所
有
志
內
關
帝
之
諡
應
改
爲
忠
義
本

傳
相
沿
已
久
民
間
所
行
必
廣
難
於
更
易
著
交
武
□

殿
將
此

旨
刻
載
□
末
用
垂
久
遠
其
官
板
及
內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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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陳
設
書
籍
並
著
改
刋
此

旨
一
體
增
入
乾
隆
六
十

年
奉
旨
所
有
各
寺
廟
供
奉
關
聖
神
位
以
及
匾
額
內

有
勅
封
字
樣
者
殊
非
敬
神
之
義
著
將
此
二
字
節
去

嘉
慶
十
九
年
奉

旨
加
仁
勇
二
字
道
光
八
年
奉

旨

加
威
顯
二
字

陳
設

春
秋
仲
月
及
仲
夏
中
旬
三
日

均
祀

關
帝
與

京

師
祭

關
帝
儀
同
致
祭
前
殿
帛
一
牛
一
羊
一
豕
一

鐙
一
鉶
二
簠
二
簋
二
籩
十
豆
十
尊
一
爵
三
鑪
一
鐙

二
後
殿
祭
追

封
三
代
公
三
案
各
帛
一
羊
一
豕
一

鉶
二
簠
簋
各
二
籩
豆
各
八
尊
一
爵
三
鑪
一
鐙
二

儀
注

祭
日
前
後
殿
主
祭
官
咸
朝
服
詣
廟
前
殿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後
殿
行
二
跪
六
叩
禮

祭
文

惟帝
浩
氣
凌
雲
丹
心
貫
日
扶
正
統
而
彰
信
義
威
振
九

州
完
大
節
以
篤
忠
貞
名
高
三
國
神
明
如
在
徧
祠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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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於
寰
區
靈
應
丕
昭
薦
馨
香
於
歴
代
屢
徵
異
蹟
顯
佑

羣
生
恭
値
良
辰
遵
行
祀
典
筵
陳
籩
豆
几
奠
牲
醪
尙

饗關
帝
先
代
三
公
祭
文

惟
公
世
澤
貽
庥
靈
源
積
慶
德
能
昌
後
篤
生
神
武
之

英
善
則
歸
親
宜
享
尊
崇
之
報
列
上
公
之
封
爵
錫
命

優
隆
合
三
世
以
肇

典
章
明
偹
恭
逢
諏
吉
祗
事
薦

馨
香
饗

社
稷
壇

二

月

八

月

上

戊

日

致

祭

陳
設

羊
一
豕
一
尊
一
每
位
各
帛
一
鉶
二
簠
二
簋
二
籩
四

豆
四
爵
二

儀
注

祭
日
主
祭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祭
文

惟
神
奠
安
九
土
粒
食
萬
邦
分
五
色
以
表
封
圻
育
三

農
而
蕃
稼
穡
忝
承
守
土
肅
展
明

時
届
仲
春秋

敬
修

祀
典
庻
丸
丸
松
栢
鞏
盤
石
於
無
疆
翼
翼
黍
苖
佐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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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倉
於
不
匱
尙
饗

風
雲
雷
雨
壇

二

月

八

月

上

戊

日

致

祭

境
內
山
川
壇

二

月

八

月

上

戊

日

致

祭

祭
文

已

上

二

壇

同

文

惟
神
贊
襄
天
澤
福
佑
蒼

佐
靈
化
以
流
形
生
成
永

賴
乘
氣
機
而
鼓
盪
温
肅
攸
宜
磅
礴
高
深
長
保
安
貞

之
吉
憑
依
鞏
固
實
資
捍
禦
之
功
幸
民
俗
之
殷
盈
仰

神
明
之
庇
䕶
恭
修
歲
祀
正
値
良
辰
敬
潔
豆
籩
祗
陳

牲
幣
尙
饗

先
農
壇

禮
部
則
例
直
省
耕
耤
雍
正
四
年
議
准
奉
天
直

各

省
於
該
地
方
擇
地
爲
耤
田
以
雍
正
五
年
爲
始
每
歲

仲
春
府
尹
督
撫
及
府
州
縣
衛
所
等
官
率
所
屬

老

農
夫
行
耕
耤
禮
該
督
撫
將
設
立
耤
田
畝
數
報
明
戸

部
禮
部
存
案
五
年
議
凖
直
省
各
擇
東
郊
官
地
潔
淨

豐
腴
者
立
爲
耤
田
如
無
官
地
動
支
帑
銀
置
買
民
田

以
四
畝
九
分
爲
耤
田
每
歲
耕
耤
之
日
祭

先
農
禮

畢
各
官
咸
易
蟒
袍
補
服
州
縣
正
印
官
秉
耒
佐
貳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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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靑
箱
播
種
專
城
衛
所
正
印
官
秉

如
無
屬
員
卽
選

擇

老
執
靑
箱
播
種
耕
時
用

老
一
人
牽
牛
農
夫

二
人
扶
犁
悉
照
九
卿
之
例
九
推
九
返
農
大
終
畝

祭
文

惟
神
肇
興
稼
穡
粒
我
烝
民
頌
思
文
之
德
克
配
彼
天

念
率
育
之
功
陳
常
時
夏
兹
當
東
作
咸
服
先
疇
洪
惟

九
五
之
尊
歲
舉
三
推
之
典
恭
膺
守
土
敢
忘
勞
民
謹

奉

章
聿
修
祀
事
惟
願
五
風
十
雨
嘉
祥
恒
沐
於
神

庥
庻
幾
九
穗

岐
上
瑞
頻
書
於
大
有
尙
饗

八
蜡
祠

二

月

八

月

上

戊

日

致

祭

劉
猛
將
軍

乾

隆

三

年

合

祀

於

八

蜡

廟

中

祭
文

於
惟
尊
神
實
司
歲
功
驅
蝥
歛
螣
五
糓
乃
豐
兹
當
歲

䖍
其
犠
牲
神
其
保
佑
惠
此
生
靈
尙
饗

龍
神
廟

二

月

八

月

諏

日

致

祭

祭
文惟

神
德
洋
寰
海
澤
潤
蒼
生
允
襄
水
土
之
平
經
流
順

軌
廣
濟
泉
源
之
用
膏
雨
及
時
績
奏
安
瀾
占
大
川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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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利
渉
功
資
育
物
欣
庻

之
蕃
昌
仰
藉
神
庥
宜
隆
報

享
謹
遵
祀
典
式
恊
良
辰
敬
布
几
筵
肅
陳
牲
醴
尙
饗

城
隍
廟

每

月

朔

望

日

行

香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祭

邑
厲
壇

會
典
直
省
府
州
縣
每
歲
三
月
淸
明
節
七
月
望
日
十

月
朔
日
祭
壇
於
城
北
郊
咸
奉
城
隍
神
主
之

魁
星
閣

二

月

八

月

與

文

昌

廟

同

日

祭

呂
祖
閣

嘉
慶
十
一
年
禮
部
議
准
加
封
調
元
賛
運
尊
號
定
於

二
月
八
月
諏
日
致
祭
其
應
用
祭
品
仿
會
典
真
武
廟

之
例
用
蔬
果
等
物
果
品
五
盤

荔

支

核

桃

圓

眼

棗

栗

真
武
廟

九
月
初
九
日
祭

東
嶽
廟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祭

火
神
廟

正
月
初
八
日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兩
祭

縣
衙
土
地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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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六
月
初
六
日
祭

獄
神
廟

冬
至
日
祭

蕭
曹
廟

三
月
八
日
祭

馬
王
廟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祭

倉
神
廟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祭

芒
神每

歲
立
春
日
祭

旌
纛
神

端
午
霜
降
日
兩
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