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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都
縣
典
禮
志

志
十
六

圖
志
卷
二
十

典
禮
一
志
郡
縣
所
同
舊
志
或
缺
而
不
載
蓋
略
之
也
然
以
一

代
鴻
規
而
具
文
視
之
不
亦
傎
乎
況
草
野
之
士
能
見
會
典
全

書
者
幾
人
敬
謹
錄
之
以
昭
法
守
亦
餼
羊
之
愛
矣
昔
馬
貴
與

王
禮
考
云
議
禮
制
度
非
書
生
所
得
預
聞
是
亦
不
復
措
詞
今

此
志
悉
錄
全
文
不
加
論
斷
亦
竊
取
此
義
焉
爾
補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大
淸
會
典
各
省
府
州
縣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城
隍
之
神
共
一
壇
壇制

詳

後

社

稷

下

設
三
神
位
風
雲
雷
雨
居
中
山
川
居
左
城
隍
居
右
每

嵗
春
秋
仲
月
用
上
戊
日
致
祭
祭
用
制
帛
七
風

雲

雷

雨

帛

四

山

川

帛

二

城

隍

帛一

俱
白
色
祭
品
羊
一
豕
一
鉶
一
籩
四
豆
四
簠
簋
各
二
籩

豆

等

俱

用器

陳
設
行
禮

社
稷
社

主

土

勾

龍

氏

配

稷

主

穀

后

稷

氏

配

會
典
各
省
府
州
縣
社
稷
壇
每
嵗
春
秋
仲
月
上
戊
日
祭
用
制

帛
二
社

稷

各

一

俱
黑
色
祭

品

與

風

雲

等

壇

同

陳
設
行
禮
以

上

祭

典

俱

仍

用

舊

制

按

明

洪

武

初

年

頒

設

壇

制

令

府

州

縣

各

設

壇

壝

而

不

屋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高

二

尺

五

寸

方

廣

二

丈

五

尺

四

出

各

有

陛

南

陛

五

級

東

西

北

皆

三

級

四

面

各

十

五

丈

繚

以

周

垣

出

入

以

南

門

有

庫

房

神

厨

宰

牲

房

齋

宿

所

等

制

神

牌

各

一

以

木

爲

之

高

二

尺

三

寸

廣

四

寸

五

分

厚

九

分

趺

高

四

寸

五

分

硃

漆

靑

字

各

書

神

號

臨

祭

設

之

供

用

高

案

祭

日

省

牲

陳

設

瘞

毛

血

於

坎

行

迎

神

奠

帛

讀

祝

三

獻

飮

福

受

胙

徹

饌

送

神

望

燎

等

儀

社

稷

壇

高

三

尺

方

廣

二

丈

五

尺

四

出

陛

各

三

級

北

向

爲

前

前

九

丈

五

尺

後

旁

各

五

丈

繚

以

周

垣

出

入

以

北

門

庫

房

神

厨

神

牌

等

制

俱

與

風

雲

壇

同

惟

壇

南

正

中

埋

石

主

一

座

高

二

尺

五

寸

方

一

尺

去

壇

南

二

尺

五

寸

下

入

土

中

上

露

圓

尖

并

改

望

燎

爲

望

瘞

及

供

用

矮

案

爲

異

皇
淸
定
制
社
以
石
主
而
稷
仍
用
木
會

典

大

社

制

社

主

用

石

半

埋

土

中

今

全

埋

稷

無

主



ZhongYi

益
都
縣
圖
志

卷
二
十

典
禮
志

二

仍

用

木

爲

二

神

牌

祭

則

設

於

壇

上

雍
正
十
年
三
月
初
七
日
欽
奉

諭
旨
直

各
府
州
縣
設
立
壇
墠
致
祭
社
稷
及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城
隍
之
神
每
嵗
春
秋
展
祀
以
崇
報
亯
典
至
重
也
從
前
初
建
之

時
有
司
或
視
爲
具
文
規
制
未
必
周
備
及
厯
年
旣
久
漸
有
傾
圯

之
處
又
未
必
及
時
修
葺
是
以
僻
遠
之
郡
縣
規
模
簡
略
禮
儀
草

率
者
往
往
有
之
甚
非
肅
將
禋
祀
之
本
意
也
著
禮
部
查
照
定
例

行
文
各
該
督
撫
轉
飭
府
州
縣
敬
謹
如
式
修
理
以
重
祀
典
仍
令

造
册
報
部
每
遇
該
官
員
陞
遷
事
故
照
例
造
入
交
盤
册
內
查
明

接
受
庶
有
司
自
顧
考
成
經
理
益
加
䖍
恪
矣
特
諭
欽
此
經
禮
部

通
行
欽
遵
修
理
如
式
按

金

明

昌

元

年

禮

官

請

舉

風

雨

雷

之

祀

尙

書

省

議

令

有

司

攝

祭

風

師

雨

師

爲

中

祀

雷

師

爲

小

祀

元

世

祖

至

元

初

敕

嵗

祀

風

師

雨

師

雷

師

明

洪

武

二

年

太

祖

以

太

嵗

風

雲

雷

雨

及

嶽

鎭

海

瀆

山

川

城

隍

止

合

祭

於

城

南

亯

祀

之

所

未

設

壇

壝

令

禮

官

考

古

制

以

聞

禮

官

議

請

合

爲

一

壇

春

秋

祀

之

定

壇

制

祀

天

神

則

太

嵗

風

雲

雷

雨

祀

地

祇

則

嶽

鎭

海

瀆

山

川

城

隍

詔

下

郡

縣

各

設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壇

以

城

隍

合

祭

蓋

太

嵗

與

天

地

日

月

同

奠

嶽

鎭

海

瀆

祀

以

方

均

非

郡

縣

所

通

祀

也

社

稷

之

祀

通

於

上

下

唐

開

元

中

定

郡

縣

祭

儀

不

一

惟

祝

文

可

採

其

祭

社

文

曰

惟

神

德

兼

博

厚

道

著

直

方

載

生

品

物

含

養

庶

類

謹

因

仲

春

秋

祗

率

常

禮

恭

以

制

幣

犧

齊

粢

盛

庶

品

備

兹

明

薦

用

伸

報

本

以

后

土

勾

龍

氏

配

神

作

主

尙

饗

祝

勾

龍

氏

神

文

曰

爰

茲

仲

春

秋

厥

日

惟

戊

敬

修

常

祀

薦

於

社

神

惟

神

功

著

水

土

平

易

九

州

昭

配

之

義

實

隆

祀

典

謹

以

牲

齊

粢

盛

庶

品

式

陳

明

薦

作

主

祐

神

尙

饗

祭

稷

文

曰

惟

神

播

生

百

穀

首

茲

八

政

用

而

不

匱

功

濟

氓

黎

恭

以

制

幣

犧

齊

粢

盛

庶

品

祇

奉

舊

章

備

茲

禋

禮

以

后

稷

棄

配

神

作

主

尙

饗

祝

后

稷

神

文

曰

爰

以

仲

春

秋

恭

修

常

禮

薦

於

稷

神

惟

神

功

叶

稼

穡

闡

修

農

政

允

茲
從
祀

用

率

舊

章

謹

以

犧

齊

粢

盛

庶

品

式

陳

明

薦

作

主

配

神

尙

饗

先
農
壇

會
典
先
農
壇
其
東
爲
耤
田
雍
正
四
年
八
月
初
九
日
欽
奉

諭
旨
國
以
民
爲
本
民
以
食
爲
天
朕
每
嵗
躬
耕
耤
田
並
非
崇
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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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虛
文
以
爲
觀
美
實
是
敬
天
勤
民
之
至
意
禮
曰
天
子
爲
耤
千
畝

諸
侯
百
畝
據
此
則
耕
耤
之
禮
亦
可
通
於
臣
下
矣
朕
意
欲
令
地

方
守
土
之
官
俱
行
耕
耤
之
禮
使
之
知
稼
穡
之
艱
難
悉
農
民
之

作
苦
量
天
時
之
晴
雨
察
地
力
之
肥
磽
如
此
則
凡
爲
官
者
皆
時

存
重
農
課
稼
之
心
則
凡
爲
農
者
亦
斷
無
苟
且
怠
惰
之
習
似
與

養
民
務
本
之
道
大
有
裨
益
著
九
卿
詳
議
具
奏
特
諭
欽
此
九
卿

遵旨
議
覆
通
行
直
省
府
州
縣
於
該
地
方
擇
東
郊
潔
地
照
九
卿
所

耕
耤
田
四
畝
九
分
之
數
建
壇
壇

制

高

二

尺

五

寸

寬

二

丈

五

尺

正

㕔

三

間

中

奉

先

農

神

牌

東

貯

祭

器

農

具

西

貯

耤

田

租

穀

廂

屋

二

間

東

備

祭

品

西

住

農

民

南

向

大

門

一

座

四

面

繚

垣

隨

壇

田

四

畝

九

分

耕

牛

一

隻

農

具

一

副

自
雍
正
五
年
爲
始
每
嵗
仲
春
亥
日
府
尹
督
撫
及
府

州
縣
等
官
率
所
屬
之
員
耆
老
農
夫
恭
祭

先
農
之
神
照
九
卿
耕
耤
行
九
推
禮
其
耤
田
所
收
米
粟
敬
謹

收
貯
以
供
各
該
處
祭
祀
粢
盛
又
奉

旨
欽
天
監
於
頒
行
厤
日
之
時
卽
檢
祀
日
曉
諭
天
下
各
府
州
縣

至
期
舉
行
祭
品
用
制
帛
一
羊
一
豕
一
鉶
一
籩
豆
四
簠
簋
各

二
陳
設
行
禮

文
廟

會
典
順
治
二
年
定

文
廟
諡
號
爲

大
成
至
聖
文
宣
先
師
孔
子
之
位
每
嵗
春
秋
仲
月
上
丁
日
致
祭

以
先
賢
先
儒
各
配
從
祀
通
行
府
州
縣
衞
各
學
一
體
遵
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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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年
議
改
諡
號
爲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神
位
各
學
俱
用
新
牌
奉
祀
別
立

啟
聖
祠
今
改
名
崇
聖
祠
依
期
致
祭
典
制
詳
闕
里
志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會
典
古
今
聖
賢
忠
臣
烈
士
名
宦
鄕
賢
載
在
祀
典
者
令
有
司

嵗
時
致
祭
定
制
設
祠
於
學
宮
內
亦
以
仲
丁
致
祭
祭
品
用
制

帛
一
羊
一
豕
一
爵
三

特
建
忠
孝
節
義
二
祠

會
典
凡
有
孝
行
節
義
直
省
由
地
方
官
申
報
該
督
撫
會
同
學

臣
覈
實
奏
聞
由
禮
部
題
請
旌
表
給
銀
建
坊
雍
正
元
年
九
月

初
五
日
欽
奉

諭
旨
旌
表
節
義
給
銀
建
坊
民
間
往
往
視
爲
具
文
未
曾
建
立
恐

日
久
仍
至
冺
沒
不
能
使
民
間
有
所
觀
感
着
於
地
方
公
所
設
立

祠
宇
將
前
後
忠
孝
節
義
之
人
俱
標
姓
氏
於
其
中
已
故
者
則
設

牌
位
於
祠
中
祭
祀
用
以
闡
幽
光
而
垂
永
久
着
該
部
議
奏
欽
此

禮
部
議
覆
行
令
直
省
州
縣
分
別
男
女
每
處
建
忠
孝
節
義
詞

凡
二
祠
一
爲
忠
義
孝
悌
祠
建
學
宮
內
祠
門
內
立
石
碑
將
前

後
忠
義
孝
悌
之
人
刋
刻
姓
氏
於
其
上
已
故
者
設
立
碑
位
一

爲
節
孝
祠

擇
地
營
建
祠
門
外
建
大
坊
一
座
將
前
後
節
孝

婦
女
標
題
姓
氏
於
其
上
已
故
者
設
立
牌
位
每
嵗
春
秋
二
次

致
祭
祭
品
同
名
宦
鄕
賢
二
祠

城
隍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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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
典
府
州
縣
城
隍
廟
令
有
司
嵗
時
致
祭
按

城

隍

字

義

見

於

大

易

厯

代

建

國

必

有

高

城

深

隍

以

資

保

障

立

祠

本

此

齊

梁

史

書

已

見

其

名

至

唐

始

令

天

下

通

祀

城

隍

各

立

廟

唐

張

說

祭

荆

州

城

隍

文

曰

致

和

產

物

助

天

育

人

宋

張

九

成

祭

洪

州

城

隍

文

曰

方

隅

是

保

氓

庶

是

依

俱

表

崇

祀

之

義

洪

武

初

頒

賜

封

爵

七

年

攺

稱

郡

縣

城

隍

之

神

定

制

凡

府

州

縣

新

官

蒞

任

必

先

齋

宿

城

隍

廟

謂

之

宿

三

每

月

朔

望

行

香

附
厲
壇

每
嵗
淸
明
日
七
月
十
五
日
十
月
朔
日
祭
無
祀
鬼

神
於
城
北
郭
厲
壇
府
州
爲
郡
厲
壇
縣
爲
邑
厲
壇
每
祭
以
城

隍
神
主
之
前

明

洪

武

八

年

令

直

省

府

州

縣

各

設

無

祀

鬼

神

壇

壇

制

於

城

之

北

郭

周

圍

五

丈

五

尺

高

二

尺

四

寸

前

出

陛

三

級

繚

以

周

垣

門

南

向

每

嵗

致

祭

先

期

之

三

日

主

祭

官

詣

廟

焚

發

吿

文

至

日

設

城

隍

神

位

以

主

其

祀

關
聖
廟

會
典
順
治
九
年

敕
封
忠
義
神
武
關
聖
大
帝
每
嵗
五
月
十
三
日
致
祭
本

名

漢

前

將

軍

夀

亭

侯

廟

元

天

厤

元

年

封

顯

靈

威

勇

武

安

英

濟

王

萬

厤

二

十

二

年

賜

祠

額

曰

英

烈

廟

雍
正
三
年

詔
令
天
下
郡
縣
春
秋
祀
關
帝
以
太
牢
又
追
崇
三
代

封
曾
祖
爲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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