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

　

德

　

縣

　

志

卷
十
一
禮
俗
　

　

　

四

十

新
京
福
文
盛
印
書
局
印

懷
德
縣
志
第
十
一
卷
　
禮
俗

目
次民

風
婚
娶

喪
葬

祭
祀

歲
時



 

懷

　

德

　

縣

　

志

卷
十
一
禮
俗
　

　

四

十

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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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第
十
一
卷

禮
俗

五
帝
不
襲
禮
三
王
不
沿
樂
此
因
時
而
異
者
也
百
里
不
同
風
千
里

不
同
俗
此
因
地
而
異
者
也
懷
德
古
係
遐
荒
本
非
王
化
所
及
地
屬

內
蒙
原
爲
游
牧
之
區
一
言
禮
俗
亦
未
開
化
之
禮
俗
耳
洎
開
墾
以

來
五
方
雜
處
習
慣
紛
如
設
治
而
後
士
人
知
禮
俗
亦
漸
歸
一
致
不

異
內
地
禮
失
而
求
於
野
化
行
而
俗
自
醇
後
有
輏
軒
釆
風
者
觀
此

萹
作
陳
民
詩
可
也
述
禮
俗

民
風

懷
德
縣
鄕
土
志
云
本
境
爲
宜
農
之
地
民
皆
勤
於
稼
穡
樸
實
耐
勞

無
游
情
奢
侈
之
風
婦
女
性
情
溫
和
不
淫
僻
勤
操
作

自
前
淸
變
法
而
後
民
國
成
立
以
來
士
騖
新
學
知
進
取
農
重
副
產

重
積
蓄
商
增
知
識
工
懋
遷
工
謀
改
良
精
製
造
雖
人
心
隨
世
運
爲

轉
移
亦
猛
省
由
激
刺
而
增
進
也

婚
娶

婚
禮
多
沿
古
制
初
議
婚
媒
氏
執
兩
家
庚
帖
互
易
之
各
倩
星
士
推

卜
命
造
即
古
問
名
之
禮
俗
曰
合
婚
旣
定
男
家
以
簪
珥
布
帛
納
之

女
家
即
古
納
采
之
禮
俗
曰
過
小
禮
婚
期
前
復
以
衣
餙
布
帛
酒
米

等
物
與
龍
鳳
簡
書
男
女
年
庚
及
婚
期
趨
避
納
之
女
家
即
古
納
幣

請
期
之
禮
俗
曰
過
大
禮
婚
期
前
一
日
婚
男
祭
祖
禮
畢
乘
馬
導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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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新
京
福
文
盛
印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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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轎
繼
後
鼓
樂
喧
闐
招
搖
過
市
遇
戚
友
家
則
拜
之
謂
之
拜
庄
至

女
家
行
親
迎
禮
謂
之
走
轎
男
至
女
家
暫
不
下
車
由
女
家
選
同
輩

年
幼
者
捧
盤
置
酒
三
杯
迎
婚
男
然
後
上
車
至
女
家
祖
龕
前
行
四

拜
禮
女
家
宴
饗
如
儀
次
日
黎
明
女
家
衣
嫁
女
以
紅
衣
謂
拉
草
衣

令
同
輩
年
長
者
捧
以
入
轎
名
曰
抱
轎
至
家
婚
男
先
入
轎
繼
進
至

中
庭
令
老
嫗
以
火
盆
送
轎
內
繼
令
二
童
女
以
粳
米
貯
錫
壺
內
二

以
紅
布
罩
之
遞
於
女
手
名
曰
遞
保
平
壺
蓋
取
保
佑
平
安
之
意
先

置
供
棹
於
庭
中
名
曰
天
地
棹
棹
置
斗
一
秤
一
天
地
牌
一
家
長
焚

天
地
牌
行
禮
畢
然
後
令
婦
女
摻
女
下
轎
行
於
紅
毡
之
上
至
天
地

棹
前
行
禮
近
則
夫
婦
同
拜
者
居
多
昔
多
女
立
男
跪
謂
之
拜
天
地

金
復
州
人
向
南
拜
俗
謂
拜
南
天
門
直
隷
山
東
人
向
北
拜
俗
謂
拜

北
斗
除
夕
祭
神
亦
然
閾
置
馬
鞍
至
閾
婿
去
新
婦
頭
上
紅
巾
納
於

懷
踰
鞍
入
室
新
婦
抱
寳
平
壺
向
吉
方
坐
謂
之
坐
帳
婦
家
肆
筵
欵

婿
謂
之
舘
飯
蓋
取
舘
甥
意
女
家
親
屬
姆
媵
相
送
者
午
筵
後
始
返

新
婦
乃
下
帳
見
戚
友
以
献
葉
菸
爲
敬
謂
之
粧
菸
旣
夕
夫
婦
對
坐

而
飮
即
古
合
卺
禮
質
明
見
翁
姑
謁
祖
禰
以
次
拜
宗
族
戚
䣊
謂
之

分
大
小
七
日
婿
擕
婦
往
拜
婦
父
母
謂
之
回
門
自
民
國
成
立
改
行

文
明
結
婚
雖
學
歐
洲
各
國
婿
儀
而
鄭
重
將
事
情
文
兼
至
有
足
多

者
然
惟
士
紳
之
家
行
之
餘
仍
舊
習
議
婚
不
重
門
楣
注
意
星
卜
從

前
富
家
子
弟
有
早
婚
之
害
輓
近
亦
不
多
見
普
通
以
大
布
四
疋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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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兩
猪
二
口
酒
二
罇
成
衣
二
件
首
飾
數
事
手
鐲
一
付
耳
環
一

付
爲
聘
禮
惟
家
無
恆
產
獨
立
謀
生
稍
有
積
蓄
即
欲
成
室
者
議
婚

時
於
普
通
聘
禮
外
每
有
多
加
聘
金
若
干
是
即
所
謂
買
賣
婚
也
婚

姻
而
論
財
文
中
子
目
爲
夷
虜
之
道
意
者
懷
德
地
係
蒙
荒
沿
蒙
古

之
陋
俗
歟
將
來
敎
育
普
及
習
慣
改
良
此
等
陋
習
亦
必
有
革
除
之

一
日
也喪

葬

喪
制
亦
沿
古
體
化
者
初
終
小
殮
於
牀
喪
主
於
庭
中
指
望
西
南
而

號
曰
向
西
南
大
路
行
俗
謂
指
明
路
亦
云
止
路
即
古
皋
復
之
意
或

謂
生
佛
之
印
度
在
我
國
西
南
向
西
南
者
魂
歸
極
樂
國
也
或
謂
酆

都
爲
地
下
之
京
師
四
川
酆
都
方
位
在
我
國
西
南
人
死
以
酆
都
爲

歸
宿
故
而
西
南
行
也
要
皆
附
會
之
辭
總
不
若
謂
止
路
者
冀
其
復

生
謂
指
路
者
痛
其
不
返
且
望
其
有
所
歸
之
爲
得
爲
人
子
者
之
心

理
也
反
哭
於
室
男
截
髮
女
去
笄
爲
飯
一
盂
置
化
者
前
即
古
設
熬

之
遺
意
三
日
具
棺
大
殮
於
堂
一
切
避
忌
悉
憑
陰
陽
家
言
俗
謂
陰

陽
家
爲
出
黑
者
殮
畢
成
服
以
喪
聞
族
䣊
剪
紙
懸
於
門
外
謂
之
過

頭
紙
日
晡
喪
家
具
冥
楮
芻
靈
鼓
樂
延
方
外
禮
懺
將
門
懸
紙
捧
於

草
帚
上
喪
主
引
之
繞
棺
三
匝
呼
上
瑤
池
路
亦
云
上
搖
錢
樹
然
後

齊
詣
附
近
祠
廟
祭
奠
爲
儀
嗣
將
草
帚
與
紙
捧
上
紙
車
以
火
焚
之

親
賓
各
以
紙
箔
爲
賻
謂
之
送
行
旣
歸
喪
家
具
筵
酬
賓
每
屆
單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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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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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致
奠
焚
㝠
鏹
七
七
而
止
盖
取
來
復
之
義
也
殯
期
旣
定
通
訃
遠

近
親
賓
致
送
輓
章
皆
張
之
喪
幕
藉
爲
光
寵
初
殯
日
曰
開
弔
喪
主

奉
腰
絰
於
男
首
絰
於
女
謂
之
散
孝
授
受
皆
拜
有
服
者
辭
次
日
曰

候
奠
親
賓
有
以
豕
羊
祭
者
咸
於
是
日
敬
奠
盡
禮
詩
禮
之
家
預
延

通
望
於
斯
日
禮
祭
成
主
儀
遵
文
公
家
禮
日
暮
後
祖
奠
親
疏
以
次

謂
之
辭
靈
翌
辰
發
引
遷
柩
於
𨏮
銘
旌
導
前
儀
仗
明
器
繼
之
親
賓

皆
步
從
即
古
執
紼
之
義
喪
主
持
　
行
𨏮
前
女
輿
從
於
後
出
里
喪

主
稽
顙
謝
賓
始
退
至
墓
內
外
五
服
之
親
以
次
拜
哭
盡
哀
乃
窆
其

有
拘
忌
風
水
或
未
卜
佳
城
及
先
塋
稍
遠
者
殯
於
土
上
謂
之
浮
厝

百
日
設
奠
焚
㝠
鏹
即
古
虞
祭
之
禮
大
小
祥
皆
奠
三
年
亦
奠
謂
之

週
年
祭
旣
禫
除
服
歲
時
拜
掃
如
儀

祭
祀

除
夕
祀
祖
穪
設
神
龕
或
木
主
或
家
譜
以
紙
爲
之
以
次
書
祖
穪
之

諱
故
名
非
撰
之
譜
書
也
祭
用
蔬
羞
饅
首
爐
食
各
品
金
復
州
人
尙

有
往
祖
塋
請
神
之
儀
至
正
月
初
二
日
焚
㝠
鏹
送
神
亦
有
至
初
五

日
或
十
五
日
送
神
者
此
祭
先
禮
也

夏
歷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設
神
位
奉
羣
神
碼
子
於
斗
上
饅
首
供
飯
菜

或
豕
頭
全
鷄
爲
祭
品
謂
之
供
大
紙
除
夕
陳
於
中
庭
焚
羣
神
碼
子

迎
接
財
喜
神
謂
之
接
神
此
祀
天
禮
也

四
民
崇
信
神
敎
報
德
祈
福
皆
鄭
重
將
事
祀
關
聖
財
神
最
多
觀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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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菩
薩
次
之
至
於
皂
君
則
家
家
祀
之
謂
之
一
家
之
主
此
群
祀
禮

也
若
夫
謂
狐
爲
胡
仙
黃
鼠
郞
爲
黃
仙
則
又
近
於
滛
祀
矣

歲
事

夏
歷
正
月
元
旦
人
家
陳
几
於
庭
名
曰
天
地
棹
列
香
燭
供
品
至
初

六
日
始
撤
從
前
至
元
宵
節
後
始
撤
四
民
休
息
盛
饌
互
相
往
來
賀

歲
曰
拜
年

五
日
俗
謂
之
破
五
不
宜
出
行

六
日
黎
明
商
家
開
市

十
五
日
爲
上
元
節
自
十
四
日
起
至
十
六
日
止
俗
謂
燈
節
以
家
家

懸
燈
故
名
放
煙
火
食
湯
圓
曰
元
宵
且
有
舞
龍
燈
唱
秧
歌
以
資
娛

樂
者

二
十
五
日
以
灰
於
天
井
中
作
圓
形
曰
天
倉
又
名
龍
鳳
日

二
月
二
日
爲
中
和
節
俗
謂
龍
抬
頭

二
月
初
吉
農
家
以
酒
食
饗
鄰
及
農
傭
曰
吃
犒
勞

淸
明
掃
墓
焚
楮
帛

三
月
三
日
瞽
者
於
是
日
醵
飮
俗
謂
瞎
子
會

四
月
十
八
日
碧
霞
元
君
廟
會
俗
謂
香
火
會
常
於
是
日
演
劇

二
十
八
日
藥
王
會
藥
商
於
是
日
醵
飮

五
月
五
日
爲
端
陽
節
折
柳
挿
門
飮
雄
黃
酒
食
角
黍
小
兒
佩
五
色

線
及
麻
帚
藉
以
袚
除
毒
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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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
京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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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日
關
帝
廟
會
又
以
是
日
爲
雨
節
俗
曰
大
旱
不
過
五
月
十
三

頗
騐

六
月
六
日
祭
虫
王

七
月
七
日
乞
巧
節
俗
謂
牛
郞
與
織
女
相
會
之
期

十
五
日
爲
中
元
節
祭
墓
夜
放
路
燈
稱
爲
鬼
節

八
月
十
五
日
爲
中
秋
節
夜
陳
瓜
果
拜
月
食
月
餅

九
月
九
日
重
陽
登
高

十
月
一
日
俗
亦
稱
鬼
節
祭
墓
焚
楮
帛
謂
之
送
寒
衣
曩
昔
每
歲
淸

明
與
七
月
十
五
日
曁
是
日
均
屬
城
隍
出
巡
之
期
今
廢

十
二
月
八
日
謂
之
臘
八
以
雜
粮
爲
粥
曰
臘
八
粥

二
十
三
日
陳
芻
黍
麥
飴
祭
皂
以
秫
稭
製
馬
鷄
犬
等
物
同
舊
皂
像

焚
之
俗
稱
皂
神
於
是
夕
昇
天
報
吿
人
間
善
惡
故
奉
祀
甚
䖍
食
飴

曰
皂
糖

三
十
日
掃
舍
宇
貼
春
聯
祀
神
祭
祖
盛
酒
食
卑
幼
謁
賀
尊
長
謂
之

辭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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