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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禮
教
志
下

社
稷
壇
祀
儀

按
周
禮
小
司
徒
凡
建
國
立
其
社
稷
封
人
凡
封
國
設
其
神

稷
之
壝
社
土
神
稷
榖
神
白
虎
通
曰
人
非
土
不
立
非
榖
不

食
土
地
廣
博
不
可
徧
敬
也
五
榖
衆
多
不
可
歷
祭
也
故
封

土
立
社
示
有
土
之
尊
稷
五
糓
之
長
故
封
稷
而
祭
之
也
祭

法
共
工
氏
之
子
曰
后
土
能
平
九
土
故
祀
以
爲
社
厲
山
氏

之
子
曰
農
能
殖
百
榖
周
棄
繼
之
故
祀
以
爲
稷
此
蓋
以
其

有
功
千
土
榖
祀
土
榖
之
神
則
以
之
配
食
焉
爾
自
漢
光
武

二
年
令
郡
縣
皆
置
社
稷
令
長
侍
祠
歷
代
行
之
至
明
令
郡

縣
置
社
稷
壇
定
府
州
縣
社
稷
祭
皆
少
牢
頒
降
圖
式
社
稷

同
壇
四
方
各
二
丈
五
尺
高
三
尺

俱

用

營

造

尺

四
出
陛
各
三
級

北
向
壇
下
前
十
二
丈
或
九
丈
五
尺
後
及
兩
旁
各
五
丈
繚

以
周
垣
四
門
紅
油
石
主
長
二
尺
五
寸
方
一
尺
埋
千
壇
正

中
去
壇
二
尺
五
寸
僅
露
尖
于
外
神
牌
二
以
木
爲
之
硃
漆

青
字
身
高
二
尺
二
寸
關
四
寸
五
分
厚
九
分
座
高
四
寸
五

分
闊
四
寸
五
分
厚
四
寸
五
分
題
曰
本
縣
社
之
神
本
縣
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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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之
神
臨
祭
設
于
壇
中
案
上
社
右
稷
左
祭
畢
藏
之
壇
西
爲

神
厨
三
間
每
歲
二
八
月
上
戊
祀
以
少
牢
縣
官
先
期
齋
戒

省
牲
至
日
行
三
獻
讀
祝
望
瘞
禮
餘
官
陪
祭
武
弁
不
預

祭
品

髣

文

廟

圖

册

所

盛

之

物

不

載

俱

于

陳

設

中

詳

列

豕
各
一
　
帛
各
一

黑色

鉶
各
一
　
籩
各
四
　
豆
各
四

簠
各
二
　
簋
各
二

儀
注

是
日
清
晨
執
事
者
各
寔
籩
豆
酒
尊
等
噐
並
滌
爵
獻
官
具

祭
服
僉
祝
版
執
事
者
置
祝
于
案
置
帛
于
篚
取
毛
血
盤
置

神
位
前
牲
案
下
以
牲
匣
盛
牲
置
于
案
未
啟
蓋
通
賛

唱

獻

官
就
位
陪
祭
官
各
就
位
執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通

唱

瘞
毛
血

迎
神
鞠
躬

行

四

興

拜

禮

復

位

唱

奠
帛
行
初
獻
禮
引

唱

詣
盥
洗
所
盥

洗
唱

詣
酒
尊
所
司
尊
者
舉
羃
酌
酒

唱

詣

本
縣
社
之
神
位
前
奠
帛
獻
爵
獻
畢

唱

俯
伏
興
平
身

唱

詣

本
縣
稷
之
神
位
前

儀

同

上

引
唱

復
位

唱

讀
祝
引

唱

詣
讀
祝
位

唱

跪
衆
官
皆
跪
讀
祝
訖

唱

俯
伏
興
平
身
復
位

唱

行
亞
獻

禮
儀

同

初

獻

無

奠

帛

通
唱

行
終
獻
禮

儀

同

亞

獻

通
唱

飮
福
受
胙
引

唱

詣
飮
福
受
胙
位

唱

跪
唱

飮
福
酒

唱

受
胙
肉

唱

俯
伏
興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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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身
復
位
通

唱

謝
福
謝
胙
鞠
躬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通

唱

辭
神

徹
饌

唱

鞠
躬
四
拜
興
平
身

唱

讀
祝
者
捧
祝
司
帛
者
捧
帛

各
詣
燎
所
引

唱

禮
畢

祝
文

維
　
　
　
　
年
歲
次
　
　
仲

春秋

月
　
朔
越
祭
日
戊

江
西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建
昌
府
瀘
溪
縣
知
縣
某
儒
學

教
諭
某
縣
丞
某
訓
導
某
典
史
某
敢
昭
告
于

本
縣
社
之
神

本
縣
稷
之
神
曰
品
物
資
生
烝
民
乃
粒
養
育
之
功
司
土
是
頼

維
兹
仲

春秋

禮
宐

告報

祀
謹
以
牲
醴
粢
盛
庻
品
之
儀
式
陳
明

薦
尚
饗

風
雲
雷
雨
山
川
城
隍
壇
祀
儀

按
周
禮
以
槱
燎
祀
風
師
雨
師
王
制
諸
侯
祭
名
山
大
川
之

在
其
地
者
唐
制
詔
祀
雨
師
宐
與
雷
師
同
壇
至
明
始
加
祀

雲
以
雨
所
由
興
也
山
川
歷
代
惟
四
望
未
有
壇
城
隍
義
載

周
易
其
立
祠
則
見
于
唐
今
郡
縣
各
立
山
川
壇
制
與
社
稷

同
以
春
秋
仲
月
上
旬
戊
日
祭
風
雲
雷
雨
及
境
內
山
川
城

隍
共
爲
一
壇
設
三
神
位
風
雲
雷
雨
居
中
山
川
居
左
城
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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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居
右
各
製
神
牌
木
主
尺
寸
與
社
稷
同
稱
風
雲
雷
雨
之
神

本
縣
境
內
山
川
之
神
本
縣
城
隍
之
神
風
雲
雷
雨
帛
四
山

川
帛
二
城
隍
帛
一
俱
用
白
色
牲
視
社
稷
加
三
之
一
祭
物

祭
品
亦
如
之
但
神
案
用
高
桌

儀
注

與

社

稷

同

祝
文
年
月
同
前
式

江
西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建
昌
府
瀘
溪
縣
某
官
某
等
敢

昭
告
于

風
雲
雷
雨
之
神

本
縣
境
內
山
川
之
神

本
縣
城
隍
之
神
曰
惟
　
神
妙
用
神
機
生
育
萬
物
奠
我
民
居

足
我
民
食
某
等
飲
承

上
命
泰
職
茲
土
今
當
仲

春秋

謹
以

云　

云

尙
饗

先
農
壇
祀
典

雍

正

五

年

新

頒

記
曰
天
子
祈
穀
於
上
帝
親
耕
南
郊
以
供
粢
盛
所
以
教
孝

而
重
農
也
歷
漢
晉
唐
宋
賜
穀
種
備
禮
儀
耕
進
九
穀
噐
撤

雕
文
然
皆
飾
耳
目
而
侈
聞
譽
至
明
洪
武
始
建
壇
定
制
於

每
年
二
月
耕
耤
田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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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先
農
傳
至
中
葉
又
復
禮
廢
今

天
子
敬
天
勤
民
重
農
務
本
躬
行
九
推
感
名
嘉
禾
復
念
種
殖
百

穀
肇
自
厲
山
氏
之
子
例
應
專
祠
祭
享
于
雍
正
五
年
部
臣

欽
遵
酌
訂

先
農
壇
儀
注
頒
行
海
甸
令
地
坊
守
土
官
俱
行
耕
耤
之
禮
其

耤
田
壇
位
之
規
制
各
省
州
縣
衛
所
擇
東
郊
官
地
之
潔
浄

豊
腴
者
立
爲
藉
田
如
無
官
地
照
九
卿
原
議
動
支
正
項
錢

糧
置
買
民
田
以
四
畝
九
分
爲
耤
田
卽
于
耤
田
處
建

先
農
壇
京
師
壇
高
四
尺
二
寸
寛
五
尺
各
省
壇
制
推
古
諸
侯

半
天
子
之
義
高
二
尺
一
寸
寛
二
尺
五
寸
京
師

先
農
神
牌
高
二
尺
四
寸
寛
六
寸
坐
高
五
寸
寛
九
寸
五
□
紅

牌
金
字
塡
冩
先
農
之
神
各
省
神
牌
照
京
師
式
様
恭
造
□

後
建
正
房
三
間
配
房
各
一
間
正
房
中
間
供
奉

先
農
神
牌
東
間
存
貯
祭
噐
晨
具
西
間
收
貯
耤
田
米
穀
配
房

東
間
置
辦
祭
品
西
間
令
看
守
農
民
居
住
壇
廟
耤
田
之
外

週
圍
築
土
爲
墻
開
門
南
向
祭
祀
陳
設
□
物
□
照
部
頒
圖

武
其
致
祭
吉
日
部
議
每
年
十
月
初
一
日
頒
曆
後
擇
期
行

知
臨
期
先
致
齋
二
日
祭
日
主
祭
官
及
各
官
俱
穿
朝
服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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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壇
所
其
一
切
禮
儀
悉
炤
祭

社稷

壇
之
例
祭
畢
各
官
換
蠎
袍
補
服
正
印
官
秉
耒
佐
貳
執
青

箱
播
種
行
耕
時
用
耆
老
一
人
牽
牛
農
夫
二
人
扶
犁
九
推

九
返
農
夫
終
畝
耕
畢
官
率
耆
老
農
夫
望

闕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其
農
具
俱
用
赤
色
牛
隻
用
黑
色
箱
用

青
色
所
盛
耔
種
悉
炤
土
宐
選
擇
勤
謹
農
夫
二
名
免
其
差

役
給
以
口
糧
令
看
守
壇
宇
灌
漑
耤
田
地
方
官
不
時
省
視

查
其
力
作
收
穫
將
每
年
所
收
米
穀
數
目
用
過
粢
盛
數
目

并
遵
行
日
期
造
册
報
布
政
司
送
部
查
核

陳
設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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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儀
注
同
祭
社
稷
壇
之
例
部
發
祝
文
列
后

維
　
　
　
　
年
歲
次
　
　
仲
春
月
　
　
朔
越
祭
日

江
西
等
處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建
昌
府
瀘
溪
縣
知
縣
某
儒
學

敎
諭
某
縣
丞
某
訓
導
某
典
史
某
等
欽
奉

上
諭
致
祭
於

先
農
之
神
曰
惟

神
肇
興
農
事
萬
世
永
賴
兹
當
東
作
之
時
躬
耕
耤
田
祈
諸
物

豐
茂
爲
民
立
命
謹
以
牲
帛
酒
醴
庻
品
之
儀
致
祭
尙
饗

關
夫
子
祀
儀

雍

正

三

年

新

頒

帝
家
山
西
解
州
大
義
扶
炎
精
忠
貫
日
福
國
庇
民
代
有
顯
應

隋
開
皇
二
年
勅
命
封
　
忠
惠
公
　
宋
崇
寧
元
年
封
　
崇

寧
眞
君
子
平
封
武
靈
侯
周
□
封
威
寧
將
軍
　
大
觀
二
年

加
封
武
安
王
崇
寧
眞
君
　
宣
和
五
年
勅
封
　
義
勇
武
安

王
子
平
加
封
武
靈
威
顯
侯
　
紹
聖
三
年
加
封
長
子
平
竭

忠
王
次
子
興
顯
忠
王
三
子
索
順
忠
王
　
　
　
　
　
建
炎

三
年
加
封
壯
繆
義
勇
王
　
淳
熙
十
四
年
誥
封
壯
繆
義
勇

武
安
英
濟
土
　
元
大
曆
八
年
加
封
　
顯
靈
義
勇
武
安
芙

濟
王
　
明
萬
曆
二
十
三
年
准
禮
部
尙
書
范
謙
題
　
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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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七

春
秋
庚
日
舉
祭
　
萬
曆
四
十
二
年
勅
封
　
三
界
伏
魔
協

天
大
帝
神
威
遠
鎭
天
尊
關
聖
帝
君
差
司
禮
監
李
恩
上
九

旒
珠
寇
一
頂
正
素
玉
帶
一
圍
四
蟠
龍
袍
一
襲
徽
號
金
牌

一
靣
建
醮
三
日
行
天
下
慶
賀
　
天
啓
四
年
太
常
卿
盧
大

中
題
請
祀
文
改
遵
帝
號
俞
　
旨
加
封
　
崇
正
三
年
以
神

力
輔
國
惠
民
兵
部
奏
聞
勅
加
封
號
　
太
上
威
靈
英
文
雄

武
精
忠
大
義
高
節
清
亷
協
運
皇
圖
德
崇
演
正
掌
儒
釋
道

教
之
權
管
天
地
人
才
之
柄
上
司
三
十
三
天
星
辰
雲
漢
下

司
七
十
二
地
土
壘
幽
鄷
秉
註
生
功
德
延
壽
丹
書
執
定
死

罪
過
奪
命
黑
籍
考
察
諸
神
監
制
郡
仙
高
證
妙
果
無
量
度

人
至
靈
至
聖
至
上
至
尊
伏
魔
大
帝
關
聖
帝
君
大
悲
大
願

大
聖
大
仁
眞
元
顯
應
昭
明
翊
漢
天
尊
頒
行
天
下
崇
祀
我

聖
祖
仁
皇
帝
復
加
封
號
襲
蔭
後
嗣
今

上
雍
正
三
年
更
追
封
三
代
進

曾
祖
爵
光
昭
公

祖
爵
裕
昌
公

父
爵
成
忠
公
凢
各
省
州
邑
擇
廟
之
大
者
置
主
供
奉
後
殿

每
歲
春
秋
部
擇
日
期
行
知
舉
祭
其
三
代
名
氏
雖
時
人
盧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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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前
殿
儀
注

祭
日
贊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進
左
旁
門
至
盥
洗
處
贊

唱

盥
洗

盥
洗
畢
引
至

殿
內
行
禮
處
站

唱

執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賛
就
位

唱

迎
神
司
香

生
捧
香
盒
就
香
爐
左
邊
站
立
贊
引
生
引
致
祭
官
至
香
爐

前
立
司
香
生
跪
贊
引
生
贊
上
香
承
祭
官
立
將
柱
香
接
舉

挿
爐
內
又
上
塊
香
三
次
畢

唱

復
位

唱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畢
立
唱
奠
帛
行
初
獻
禮
捧
爵
帛
生
捧
舉
帛

爵
各
詣

位
前
奠
帛
官
跪
獻
畢
行
三
叩
禮
退
讀
祝
生
至
安
祝
文
桌
前

行
一
跪
三
叩
禮
捧
祝
文
立
贊
引
生
贊
跪
讀
祝
文
讀
畢
捧

至
位
前
跪
安
置
帛
盒
內
行
三
叩
禮
退

唱

叩
興
承
祭
官
行

三
叩
禮
立

唱

行
亞
獻
禮

儀

同

初

獻

但

無

奠

帛

唱
復
位
立

唱

行
終
獻

禮
儀

同

亞

獻

唱
復
位

唱

辭
神
徹
饌

唱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行
三
跪

九
叩
禮
立

唱

捧
祝
帛
饌
各
恭
詣
燎
位
執
事
者
各
至
位
前

跪
祝
帛
生
行
三
叩
禮
香
饌
生
不
叩
首
將
祝
帛
香
饌
依
序

捧
送
贊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退
立
西
邊
候
捧
祝
帛
各
生
過
畢

復
位
站
立

唱

詣
望
燎
位
承
祭
官
至
燎
爐
前
焚
祝
帛

唱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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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畢
賛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退

祝
文
年
月
同
前

江
西
等
處
某
官
某
等
敢
昭
告
於

關
聖
帝
君
之
前
曰
惟

帝
精
忠
定
鼎
正
氣
扶
炎
德
合
尼
山
参
兩
大
而
贊
化
育
功
隆

乾
棟
綂
三
敎
以
掌
槿
衡
赤
靣
赤
心
當
日
精
神
如
在
青
燈

青
史
萬
年
爼
豆
常
新
某
等
欽
承

上
命
沗
職
兹
土
兹
當

云　

云

尚
饗

後
殿
陳
設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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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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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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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後
殿
儀
注

祭
日
賛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進
中
門
至
盥
洗
所
賛
盥
洗
盥

畢至

殿
內
行
禮
處
站
立
贊
執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賛
就
位
典
儀
生

唱

迎
神
司
香
生
捧
香
盆
各
就
香
爐
左
邊
站
立
贊
引
生
引
承

祭
官
詣

會
祖
光
昭
公
香
爐
前
立
司
香
生
跪
贊
引
生
贊
上
香
承
祭
官

立
將
柱
香
接
舉
挿
爐
內
又
上
塊
香
三
次
畢
詣

祖
裕
昌
公
香
爐
前
上
香
畢
詣

父
成
忠
公
香
爐
前
上
香
畢
賛
復
位
賛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行
二

跪
六
叩
禮
立

唱

奠
帛
行
初
獻
禮
捧
帛
爵
生
捧
舉
帛
爵
各

就
　
位
前
奠
帛
官
跪
獻
畢
行
三
叩
禮
退
讀
祝
生
至
安
祝

文
桌
前
行
一
跪
三
叩
禮
捧
祝
文
立
賛
引
生
賛
跪
讀
祝
文

讀
畢
捧
至

光
昭
公
位
前
跪
安
置
帛
盒
內
行
三
叩
禮
退

唱

叩
興
承
祭
官

行
三
叩
禮
立

唱

行
亞
獻
禮
儀
同
初
獻
但
無
奠
帛

唱

復
位

立
唱

行
終
獻
禮
儀
同
亞
獻

唱

復
位

唱

辭
神
徹
饌

唱

跪
叩

興
承
祭
官
行
二
跪
六
叩
禮
立
餘
同
前
殿

祭
文
年
月
仝
前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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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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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江
西
等
處
某
官
某
等
敢
昭
告
於

光
昭
公

裕
昌
公

成
忠
公
之
前
曰
惟
□
公
世
積
栽
培
代
滋
德
教
嘿
啟

帝
君
篤
生
忠
孝

列
聖
聲
名
伊
誰
比
較
上
溯
流
徽
仰
止
笑
貎
欽
褒
秩
爵
萬

國
是
傚
某
等

云　

云

尚
饗

厲
壇
祀
儀

按
祭
法
王
及
諸
侯
大
夫
皆
有
厲
祭
王
曰
泰
厲
諸
侯
曰
公

厲
大
夫
曰
族
厲

今
制
郡
邑
及
鄉
都
皆
立
厲
壇
每
春
清
明
日
秋
七
月
望
冬
十

月
朔
祭
無
祀
鬼
神
其
壇
設
於
北
郊
外
縣
名
邑
厲
先
期
三

日
主
祭
官
齋
沐
㪅
衣
用
常
服
備
香
燭
酒
果
詣
城
隍
廟
發

告
文
賛

唱

鞠
躬
四
拜
典
平
身
詣
神
位
前
跪
進
爵
獻
爵
奠

爵
俯
伏
興
平
身
復
位
鞠
躬
二
拜
興
平
身
焚
告
文
禮
畢
至

日
申
時
設
城
隍
位
於
壇
上
祭
物
用
豕
一
設
無
祀
鬼
神
　

於
壇
下
左
右

曰

本

縣

境

內

無

祀

鬼

神

祭
物
用
豕
首
牲
一
魚
一
置
於

噐
同
羹
飯
等
鋪
設
各
鬼
神
位
前
執
事
者
陳
設
畢
賛

唱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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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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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事
者
各
司
其
事
主
祭
官
就
位
陪
祭
官
皆
就
位
鞠
躬
四
拜

興
平
身
詣
神
位
前
三
獻
酒
俯
伏
興
平
身
復
位
詣
讀
祝
位

讀
訖
俯
伏
興
平
身
復
位
鞠
躬
四
拜
興
平
身
以
祭
文
同
紙

焚
訖

唱

禮
畢

祭
文

維
　
　
　
年
歲
次
　
　
月
　
　
日
建
昌
府
瀘
溪
縣
某
官

某
等
遵
承

禮
部
劄
付
爲
祭
祀
本
　
闔
境
無
祀
鬼
神
等
衆
事
該
欽
奉

皇
帝
聖
旨
普
天
之
下
后
土
之
上
無
不
有
人
無
不
有
鬼
神
人

鬼
之
道
幽
明
雖
殊
其
理
則
一
故
天
下
之
廣
兆
民
之
衆
必

立
君
以
主
之
君
總
其
大
又
設
官
分
職
於
府
州
縣
以
各
長

之
各
府
州
縣
又
於
每
一
百
戸
內
設
一
里
長
以
細
領
之
上

下
之
職
紀
綱
不
紊
此
治
人
之
法
如
此

天
子
祭

天
地
神
祗
及
天
下
山
川
王
國
各
府
州
縣
祭
境
內
山
川
及
祀

典
神
祗
庻
民
祭
其
祖
先
及
里
社
土
穀
之
神
上
下
之
禮
各

有
等
第
此
祀
神
之
道
如
此
尚
念
冥
冥
之
中
無
祀
神
鬼
昔

爲
生
民
未
知
何
故
而
歿
其
間
有
遭
兵
刃
而
横
傷
者
有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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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於
水
火
□
賊
者
□
□
人
取
財
而
逼
死
者
有
被
人
强
奪
妻

妾
而
死
□
有
遭
刑
禍
而
負
屈
死
者
有
天
灾
流
行
而
疫
死

者
有
爲
往
獸
毒
□
所
害
者
有
爲
飢
□
凍
死
者
有
因
戰
閗

而
殞
身
者
有
因
危
急
而
自
縊
者
有
因
墻
傾
頺
而
壓
死
者

有
死
後
無
子
孫
者
此
等
鬼
魂
或
終
於
前
代
或
殁
於
近
世

或
兵
戈
擾
攘
流
移
於
他
鄉
或
人
炳
斷
絶
久
缺
其
祭
祀
姓

名
冺
殁
於
一
時
祀
典
無
聞
而
不
載
此
等
孤
魂
死
無
所
依

精
魄
未
散
結
爲
陰
靈
或
倚
草
附
木
或
作
爲
□
怪
悲
號
□

星
月
之
下
呻
吟
於
風
雨
之
時
凡
遇
人
間
節
令
心
思
□
□

魂
杳
杳
以
無
歸
身
墮
沉
淪
意
懸
懸
而
望
祭
興
□
及
此
憐

其
惨
□
故
敕
天
下
有
司
依
時
享
祭
在
京
都
有
秦
厲
之
祭

在
王
國
有
國
厲
之
祭
在
各
府
州
有
郡
厲
之
祭
在
各
縣
有

邑
厲
之
祭
在
一
里
又
各
有
鄉
厲
之
祭
□
於
神
依
人
而
血

食
人
敬
神
而
知
禮
仍
命
本
處
城
隍
以
□
此
祭
欽
奉
如
此

今
某
等
不
敢
有
違
謹
設
壇
於
珹
北
以

三

□

□

□

日

七

月

十

五

日

□

□

□

□

置
備
牲
醴
羹
飯
專
祭
本
縣
□
境
無
祀
神
鬼
等
衆
□
其
不

昧
來
享
此
祭
凡
我
一
縣
境
內
人
民
□
看
□
□
不
孝
不
敬

六
親
者
有
姦
盗
詐
僞
不
畏
公
法
者
有
□
曲
作
直
欺
壓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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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善
者
有
躱
避
差
徭
靠
損
貧
戸
者
似
此
頑
惡
姦
邪
不
良
之

徒
神
必
報
於

城
隍
發
露
其
事
使
遭
官
府
輕
則
笞
决
杖
斷
不
得
號
爲
良

民
重
則
徒
流
絞
斬
不
得
生
還
鄉
里
若
事
未
發
露
必
遭

陰

譴
使
舉
家
並
染
瘟
疫
六
畜
田
蠶
不
利
如
有
孝
順
父
母
和

睦
親
族
畏
懼
官
府
遵
守
禮
法
不
作
非
爲
良
善
正
直
之
人

神
必
達
之

城
隍
陰
加
䕶
佑
使
其
家
道
安
和
農
事
順
遂
父
母
妻
子
保

守
鄉
里
我
等
闔
縣
官
吏
人
等
如
有
上
欺

朝
廷
下
枉
良
善
貪
財
作
弊
蠧
政
害
民
者
霛
必
無
私
一
體
昭

告
如
此
則
鬼
神
有
鑒
察
之
明
官
府
非
謟
諛
之
祭
尚
饗

祭
告
城
隍
文

瀘
溪
縣
遵
奉

禮
部
劄
付
爲
祭
祀
本
縣
無
祀
鬼
神
事
該
欽
奉

皇
帝
聖
旨
普
天
之
下
后
土
之
上
無
不
有
人
無
不
有
鬼
神
人

鬼
之
道
幽
明
雖
殊
其
理
則
一
今
國
家
治
民
事
神
已
有
定

制
尙
念
冥
冥
之
中
無
祀
神
鬼
昔
爲
生
民

以

下

文

同

前

□

興
言
及

此
憐
其
惨
悽
故
敕
天
下
有
司
依
時
享
祭
命
本
處
城
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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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主
此
祭
鎭
控
壇
塲
鑒
察
諸
鬼
等
類
其
中
果
有
生
爲
良
善

誤
遭
刑
禍
死
於
無
辜
者
神
當
逹
於
所
司
使
之
還
生
中
國

來
享
太
平
之
福
如
有
素
爲
𠒋
頑
身
死
刑
憲
雖
獲
善
終
亦

出
僥
倖
者
神
當
達
於
所
司
屏
之
四
裔
善
惡
之
報
神
必
無

私
欽
奉
如
此
今
某
等
不
敢
有
違
謹
於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於

城
北
設
壇
置
備
牲
酒
羹
飯
享
祭
本
縣
無
祀
神
鬼
等
衆
然

幽
明
異
境
人
力
難
爲
必
資
神
力
庻
得
感
通
今
特
移
文
於

神
先
期
分
遣
諸
將
召
集
本
縣
闔
境
鬼
□
等
衆
至
日
悉
赴

壇
所
普
享
一
祭

神
當
欽
承

敕
命
鎭
控
壇
塲
鑒
察
善
惡
無
私
昭
報
爲
此
合
行
移
牒
請
炤

驗
欽
依
施
行

里
社
壇
祀
儀

禮
制
凡
各
處
鄉
村
人
民
每
里
一
百
戸
內
立
壇
一
所
祀
五

土
五
穀
之
神
專
爲
祈
禱
雨
暘
時
若
五
榖
豊
登
每
歲
輪
一

戸
爲
會
首
當
用
潔
凈
壇
塲
春
秋
二
八
月
社
日
預
期
率
辦

羊
豕
酒
果
香
燭
紙
等
物
至
日
約
聚
祭
祀
祭
畢
行
會
飲
禮

會
中
令
一
人
讀
誓
詞
其
詞
曰
凡
我
同
里
之
人
遵
守
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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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秋
七
月
十
五
日
冬
十
月
一
日
祭
物
牲
酒
隨
鄕
俗
置
辦
其

輪
流
會
首
及
祭
畢
讀
誓
會
飮
等
儀
與
祭
里
社
同

祭
文

某
縣
某
鄕
某
村
某
里
某
社
里
長
某
人
承
本
縣
官
裁
旨
該

欽
奉

皇
帝
聖
旨

文

俱

與

祭

邑

厲

同

但

改

城

北

爲

本

里

縣

字

皆

稱

里

字

去

我

等

闔

縣

官

吏

七

句

祭

告

城

隍

文

亦

同

但

移

文

改

作

虔

告

合

行

移

牒

請

炤

驗

欽

依

施

行

改

謹

具

状

告

本

縣

城

隍

之

神

俯

垂

炤

鑒

謹

状

旗
纛
之
祭
　
　
以
霜
降
日
祭
本
縣
旗
纛
於
演
武
塲
每
祭

用
豕
一
帛
一
祝
一
香
燭
酒
果
行
三
獻
禮
禮
畢
祭
壇
閱
操

振
旅
而
旋

祭
文
　
羽
音
司
令
　
天
道
著
嚴
肅
之
威
無
射
應
時
朝
家

明
克
詰
之
訓
惟
　
神
旟
旐
所
司
指
揮
攸
寄
聲
靈
赫
濯
百

里
武
備
恒
新
荼
火
精
明
一
邑
軍
容
丕
振
茲
届
肅
霜
式
伸

常
祭
伏
願
莽
戎
息
警
翩
翩
兆
安
壤
洪
庥
鯨
海
恬
波
悠
悠

致
師
貞
廸
吉
尙
饗

鄕
飮
酒
禮

里

社

鄕

飮

附

鄕
飮
酒
之
禮
所
以
敎
民
崇
德
尚
齒
養
老
致
讓
也
古
鄕
飮

之
禮
有
四
鄕
大
夫
於
國
中
賢
者
則
飮
賓
興
賢
能
則
飮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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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長
會
民
習
射
則
飮
黨
正
蜡
祭
則
飮
非
爲
飮
食
也
爲
行
禮

也
歲
再
舉
其
禮
於
學
宮
又
推
之
於
里
□
又
兼
之
以
讀
法

所
以
崇
德
敎
而
勵
世
風
至
矣
明
初
頒
行
條
式
使
民
歲
時

宴
會
習
禮
讀
律
申
明

朝
廷
之
法
而
敦
序
長
幼
之
節
每
歲
正
月
望
十
月
朔
先
期
儒

學
公
舉
本
處
年
高
有
德
無
公
私
過
犯
衆
所
推
服
者
爲
大

賓
其
次
爲
介
列
名
送
縣
覆
覈
轉
詳
上
司
其
大
賓
在
城
郭

者
或
躬
造
請
餘
則
具
書
令
諸
生
敦
請
有
以
禮
致
仕
官
員

則
請
以
爲
僎
迎
賓
讀
律
歌
詩
飮
酒
送
賓
皆
有
儀
節
酒
餚

於
官
錢
內
約
量
支
辦

今

額

鄕

飮

酒

禮

銀

每

年

四

兩

務
要
豐
儉
得
宐
除

僎
賓
外
衆
賓
叙
齒
列
坐
於
西
其
僚
屬
則
序
爵
敢
有
諠
譁

失
禮
者
許
揚
觶
者
以
禮
責
之

解

罰

爵

也

其
或
因
而
失
禮
者
主

席
之
人
會
衆
罪
之
○
鄕
飮
酒
義
曰
賓
主
象
天
地
也
介
僎

象
陰
陽
也
三
賓
象
三
光
也
讓
之
三
象
月
之
三
日
而
成
魄

也
四
面
之
坐
象
四
時
也
六
十
者
坐
五
十
者
立
侍
以
聴
政

役
所
以
明
尊
長
也
六
十
者
三
豆
七
十
者
四
豆
八
十
者
五

豆
九
十
者
六
豆
所
以
明
養
老
也
○
主
以
縣
令
位
於
東
南

賓
擇
鄕
里
年
高
有
德
者
及
致
仕
官
爲
之
位
於
西
北
○
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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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以
縣
丞
位
於
東
北
○
介
以
次
長
位
於
西
南
○
二
賓
以
賓

之
次
者
爲
之
位
於
賓
主
介
僎
之
後
○
司
正
以
衆
所
推
服

者
爲
之
主
揚
觶
以
行
罰
○
相
及
贊
以
士
之
熟
於
禮
者

爲之

按
明
官
制
大
僎
以
致
仕
官
爲
之
列
圖
有
一
僎
二
僎
三
僎

司
正
以
敎
職
爲
之
今
僎
位
皆
以
佐
職
讀
律
誥
贊
禮
皆
以

生
員
之
老
成
者

前
一
日
□
詣
賓
介
門
請
賓
介
各
出
迎
大
門
之
外
肅
主
以

入
至
中
堂
賓
主
相
揖
訖
主
稍
前
曰
某
日
行
鄕
飮
酒
禮
吾

子
年
高
德
劭
敢
請
爲
賓

請

介

詞

同

但

賓

改

爲

介

□

賓
荅
曰
某
固
陋
恐

辱
命
敢
辭

介同

主
又
曰
詢
諸
衆
莫
若
吾
子
賢
敢
固
請

請

介

同

賓
又
荅
曰
夫
子
申
命
之
某
不
敢
辭

介同

主
行
兩
拜
禮
賓
荅

拜
介同

禮
畢

今

主

請

賓

介

辭

用

禮

生

代

說

賓

介

荅

詞

用

賓

介

子

弟

代

説

儀
注

前
一
日
執
事
者
於
儒
學
講
堂
依
圖
陳
設
坐
次
司
正
率
執

事
習
禮
至
日
黎
明
執
事
者
牽
牲
具
饌
主
席
及
僚
屬
先
詣

學
遣
人
速
賓
各
官
於
庠
門
外
會
集
衆
賓
賛
禮
四
人
立
東

西
階
之
側
通
賛
唱
排
班
班
齊

唱

揖
平
身
主
肅
賓
至
進
賢

門
下

唱

揖
平
身
至
明
倫
堂
下
主
賓
舉
禮
三
讓

唱

升
階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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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
䑓
中
執
事
擊
鼓

唱

升
堂
執
事
鋪
席

唱

鞠
躬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唱

主
賓
以
下
各
就
席
坐
坐
畢
通
贊

唱

揚
觶
引
贊
至

司
正
前

唱

詣
揚
觶
所
引
司
正
詣
堂
中
北
面
立
通

唱

主
賓

以
下
皆
起

唱

揖
平
身
司
正
揖
僎
賓
以
下
皆
報
揖
執
事
者

以
觶
酌
酒
授
司
正

唱

揚
觶
司
正
舉
觶
曰
恭
惟

朝
廷
率
由
舊
章
敦
崇
禮
敎
舉
行
鄕
飮
非
爲
飮
食
凡
我
長
幼

各
相
勸
勉
爲
臣
盡
忠
爲
子
盡
孝
長
幼
有
序
兄
友
弟
恭
內

睦
宗
族
外
和
鄉
黨
無
或
廢
墜
以
忝
所
生
讀
畢
引

唱

飮
酒

飮
畢
以
觶
授
執
事
者
引
賛
通
賛
同

唱

揖
平
身
司
正
揖
僎

賓
以
下
皆
報
揖
引

唱

復
位
司
正
復
位
通

唱

主
賓
以
下
皆

坐
唱

讀
律
誥
執
事
者
舉
律
誥
案
於
堂
之
中
通

唱

主
賓
以

下
皆
起
讀
律
誥
生
至
所
牝
面
立
展
律
誥

唱

揖
平
身
讀
律

誥
生
揖
僎
賓
以
下
皆
報
揖
讀
畢
引
賛
通
同

唱

揖
平
身

儀同

前

引
唱

復
位
通

唱

主
賓
以
下
皆
坐
坐
靜
通

唱

供
饌
案
執

事
者
舉
饌
案
至
賓
前
次
介
次
僎
次
主
三
賓
以
下
各
以
次

舉
訖

唱

斟
酒
執
事
者
斟
酒
斟
畢

唱

飮
酒
酒
二
行

唱

供
湯

執
事
者
逓
湯
週
畢

唱

請
湯
主
賓
皆
請
湯
畢

唱

供
饌
執
事

𠑽
厨
披
割
猪
首
畢
執
事
下
饌
週
畢

唱

請
饌
訖

唱

歌
詩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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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訖
執
事
者
按
行
斟
酒
或
五
行
或
十
行
供
湯
供
饌
歌
詩
其

禮
俱
如
前
至
三
歌
詩
畢

唱

徹
案
徹
畢
執
事
鋪
席

唱

主
賓

以
下
皆
起

唱

賓
酬
主

唱

主
酬
賓
賓
主
相
酬
皆
行
兩
拜
禮

唱
排
班
班
齊
鞠
躬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主
賓
皆
兩
拜
平
身

唱

主
送
賓
引
禮
四
人
引
送
庠
門
外

唱

排
班
班
齊
主
賓
東
西

相
向

唱

揖
平
身
禮
畢
乃
退

右

依

原

會

典

叅

錄

大
律
　
凡
國
家
律
令
叅
酌
事
情
輕
重
定
立
罪
名
頒
行
天

下
永
爲
遵
守
百
司
官
吏
務
要
熟
讀
講
明
律
意
剖
决
事
務

每
遇
年
終
在
內
從
察
院
在
外
從
分
廵
御
史
提
刑
按
察
司

官
按
治
去
處
考
校
若
有
不
能
講
解
不
曉
律
意
者
初
犯
罰

俸
錢
一
月
再
犯
笞
四
十
附
過
三
犯
於
本
衙
門
逓
降
叙
用

其
百
工
技
藝
諸
色
人
等
有
能
熟
讀
講
解
通
曉
律
意
者
若

犯
過
失
及
因
人
連
累
致
罪
不
問
輕
重
並
免
一
次
其
事
□

謀
反
逆
叛
者
不
用
此
律
若
官
吏
人
等
挾
詐
欺
公
妄
生
異

議
擅
爲
更
改
變
亂
成
法
者
斬

今

止

讀

此

律

所

謂

以

刑

部

所

編

申

明

戒

諭

書

不

可

考

大
誥
　
　
朕
本
不
才
不
過
申
明
古
先
哲
王
敎
令
而
已
所

以
鄉
飮
酒
禮
序
長
幼
論
賢
良
别
姦
頑
異
罪
人
其
坐
席
間

年
高
有
德
者
居
於
上
高
年
淳
篤
者
並
之
以
次
序
齒
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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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其
有
曾
違
條
犯
法
之
人
列
於
外
坐
同
類
者
成
席
不
許
□

於
良
善
之
席
主
者
若
不
分
别
致
使
貴
賤
溷
淆
察
知
或
坐

中
人
發
覺
主
者
罪
以
違
制
姦
頑
不
由
共
主
紊
亂
正
席
全

家
移
出
化
外
的
不
虚
示
嗚
呼
斯
禮
始
古
先
哲
王
之
制
妥

良
民
於
宇
內
亘
古
至
今
興
者
鄕
黨
安
隣
里
和
長
幼
序
無

窮
之
樂
又
何
言
哉
吾
今
特
申
明
之
從
者
昌
否
者
亾

凡
鄕
黨
序
齒
及
鄕
飮
酒
禮
已
有
定
式
違
者
笞
五
十
維
揚

志
曰
鄕
飮
酒
義
天
地
嚴
凝
之
氣
始
於
西
南
而
盛
於
西
北

此
天
地
之
尊
嚴
氣
也
此
天
地
之
義
氣
也
天
地
溫
厚
之
氣

始
於
東
北
而
盛
於
東
南
此
天
地
之
盛
德
氣
也
此
天
地
之

仁
氣
也
主
人
者
尊
賓
故
坐
賓
於
西
北
而
坐
介
於
西
南
以

輔
賓
賓
者
接
人
以
義
者
也
故
坐
於
西
北
主
人
者
接
人
以

仁
以
德
厚
者
也
故
坐
於
東
南
而
坐
僎
於
西
北
以
輔
主
人

也
明
集
禮
曰
設
賓
席
於
堂
北
兩
楹
之
間
少
西
南
面
主
席

於
阼
階
上
西
面
介
席
於
西
偕
上
東
面
僎
席
於
賓
東
南
面

夫
鄕
飮
酒
義
以
西
南
西
北
東
北
東
南
之
氣
分
仁
義
不
以

分
尊
卑
集
禮
以
賓
主
介
僎
之
席
雖
有
西
南
西
北
東
北
東

南
之
分
而
坐
則
賓
僎
南
面
主
西
面
介
東
面
也
其
義
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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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所
取
近
來
多
坐
賓
西
北
隅
主
東
南
隅
介
西
南
隅
僎
東
北

隅
是
爲
隅
坐
矣
知
禮
者
考
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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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里
社
鄉
飮
酒
儀
　
民
間
里
社
每
歲
春
秋
社
祭
會
飮
畢
行

鄕
飮
酒
禮
酒
餚
毋
致
奢
靡
於
一
百
家
內
供
辦
百
家
內
選

年
高
有
德
人
所
推
服
者
一
人
爲
正
賓
其
次
以
一
人
爲
介

其
餘
除
乞
丐
外
皆
以
齒
就
坐
少
者
雖
至
富
不
許
攙
越
老

者
雖
至
貧
亦
湏
上
坐
違
者
以
違
制
論
其
有
過
犯
之
人
雖

年
長
財
富
坐
於
衆
賓
席
末
聴
讀
律
受
戒
諭
供
飮
酒
畢
同

退
如
强
坐
眾
賓
之
上
或
不
行
赴
飮
者
卽
係
頑
民
主
席
及

諸
人
首
告
遷
徙
邊
遠
住
不
舉
者
同
罪

儀

詳

前

鄕

飮

酒

禮

可

倣

行

鄉
射

侯
以
明
之
禮
莫
古
於
射
古
天
子
諸
侯
卿
大
夫
有
大
射
賓

射
燕
射
此
則
鄕
射
之
禮
周
禮
州
長
春
秋
以
禮
會
民
而
射

於
州
序
者
也
射
義
曰
事
之
盡
禮
樂
而
可
數
爲
以
立
德
行

者
莫
若
射
自
周
以
降
大
射
之
禮
葢
二
千
年
僅
一
再
見
於

史
書
若
鄉
射
之
不
講
亦
久
矣
有
志
作
人
者
繹
思
古
義
毋

使
爲
墜
典
不
亦
善
乎

射
儀

前
期
戒
射
定
耦
選
執
事
克
司
正
副
司
正
司
射
司
射
噐
請

射
舉
爵
收
矢
執
旗
樹
鵠
陳
設
訖
至
日
執
事
者
入
就
位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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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九

鄕
法

鄕
法
者
周
禮
所
謂
鄉
之
政
敎
禁
令
也
務
各
守
禮
法
毋
以

衆
暴
寡
强
凌
弱
巧
取
愚
詐
騙
良
要
使
之
相
文
助
相
親
曉

而
已
兹
述
其
畧
俾
士
民
誦
行
以
不
負

朝
廷
化
民
成
俗
之
大
義

申
明
五
常
　
臣
民
之
家
務
要
父
子
有
親
率
土
之
民
要
知

君
臣
之
義
務
要
夫
婦
有
别
鄉
里
親
戚
必
然
長
幼
有
序
朋

友
有
信
衆
尊
有
德
不
拘
年
之
壯
幼
不
序
少
長
之
分
此
古

人
之
大
禮
也
此
不
過
申
明
先
王
之
舊
章
而
民
從
之
則
□

和
戸
寧
倘
有
父
子
不
親
罔
知
君
臣
之
議
夫
婦
無
别
□
凌

尊
朋
友
失
信
鄉
里
高
年
井
年
壯
豪
傑
者
會
議
而
戒
訓
之

凡
此
三
而
至
五
加
至
七
次
不
循
敎
者
高
年
與
豪
壯
者
拿

赴
有
司
如
律
治
之
有
司
不
受
狀
者
具
在
律
條
○
互
□
丁

業
○
先
王
之
敎
其
業
有
四
曰
士
農
工
商
昔
民
從
□
專
守

四
業
人
民
大
安
四
業
而
外
其
事
未
有
不
墮
刑
□
者
也
兹

申
□
王
之
教
凡
民
鄰
里
互
相
知
丁
互
知
務
業
具
在
里
甲

縣
州
府
務
必
週
知
市
村
絶
不
許
有
逸
夫
若
或
異
四
業
而

從
釋
道
者
戸
下
除
名
凡
有
夫
丁
除
公
占
外
餘
皆
四
業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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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然
有
效
若
或
不
遵
或
頑
民
丁
多
及
单
丁
不
務
生
理
揑
巧

於
公
私
以
搆
患
民
之
禍
許
鄰
里
親
戚
諸
人
等
拘
拿
以
慿

罪
責
○
明
孝
○
冬
温
夏
清
晨
省
昏
定
○
飮
食
潔
淨
節
之

父
母
有
命
善
正
卽
行
毋
怠
命
乖
於
禮
法
則
哀
告
再
三
○

父
母
已
成
之
業
毋
消
○
父
母
運
蹇
家
業
未
成
則
當
竭
力

以
爲
之
○
事
君
以
忠
○
夫
婦
有
别
○
長
幼
有
序
○
朋
友

有
信
○
居
處
端
莊
○
涖
官
以
敬
○
戰
陳
勇
敢
○
不
犯
國

法
○
不
損
肌
膚
○
閒
中
不
致
人
罵
詈
○
朝
出
則
告
往
某

方
暮
歸
則
告
事
已
成
未
成
嗚
呼
孝
子
之
節
非
止
一
端
豈

有
但
供
飮
膳
而
已
哉

敎
民
榜
文
　
一
父
母
生
身
之
恩
至
大
其
鞠
育
劬
勞
詳
載

大
誥
今
再
申
明
民
間
有
祖
父
母
父
母
在
堂
者
當
隨
家
貧

富
奉
養
無
缺
已
亡
者
依
時
祭
祀
展
其
孝
敬
爲
父
母
者
教

訓
子
孫
爲
子
弟
者
孝
敬
伯
叔
爲
妻
者
勸
夫
爲
善
如
此
和

睦
宗
族
不
犯
刑
憲
父
母
妻
子
朝
夕
相
守
豈
不
安
享
大
平

一
鄕
里
人
民
住
居
相
近
田
土
相
鄰
父
祖
以
來
非
親
卽
識

其
年
老
者
有
是
祖
父
輩
行
有
是
伯
叔
輩
行
有
是
兄
弟
輩

行
者
雖
不
是
親
也
是
同
鄕
朝
□
相
見
與
親
一
般
年
□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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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弟
皆
須
敬
讓
敢
有
輕
薄
侮
慢
不
循
敎
誨
者
許
里
甲
老
人

量
情
責
罰
若
年
長
者
不
以
禮
導
後
生
倚
恃
年
老
生
事
羅

織
者
亦
治
以
罪
務
要
鄰
里
和
睦
長
幼
相
愛
如
此
則
日
久

自
無
爭
訟
豈
不
優
游
田
里
安
享
太
平
　
一
鄉
里
人
民
貧

富
不
等
婚
婣
死
喪
吉
㐫
等
事
誰
家
無
之
今
後
本
里
人
戸

凡
遇
此
等
互
相
賙
始
且
如
某
家
子
弟
婚
婣
其
家
貧
窘
一

時
難
辦
一
里
人
戸
每
戸
或
出
鈔
一
貫
人
戸
一
百
便
是
百

貫
每
戸
五
百
便
是
五
千
貫
如
此
資
助
豈
不
成
就
日
後
某

家
婚
婣
亦
依
此
法
輪
流
賙
給
又
如
某
家
或
父
母
死
襄
在

地
各
家
□
出
鈔
錢
若
干
或
出
米
若
干
資
助
本
家
或
棺
槨

或
脩
設
善
□
等
事
皆
可
□
濟
日
後
某
家
倘
有
此
事
亦
如

前
法
互
相
賙
給
雖
是
家
貪
些
小
錢
米
亦
可
□
辦
如
此
則

衆
擎
易
舉
行
之
日
久
□
里
自
然
親
愛
　
一
民
間
一
里
之

中
若
有
强
刼
盗
賊
逃
軍
逃
囚
及
生
事
惡
人
一
人
不
能
緝

捕
里
中
老
人
卽
須
會
集
多
人
擒
拿
赴
官
違
者
以
罪
罪
之

一
本
鄕
本
里
但
有
無
籍
□
□
平
日
刁
頑
爲
非
作
歹
不
受

敎
訓
動
輒
把
持
挾
制
此
非
良
善
之
民
衆
老
人
嚴
加
懲
治

如
仍
前
不
改
拿
送
有
司
若
有
司
狥
情
脫
放
不
解
者
許
老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五

禮

教

　
　
　
　
　
　
三
十
二

人
奏
聞

鄕
約
　
周
禮
州
長
黨
正
族
師
咸
以
時
屬
民
而
讀
邦
法
讀

法
典
廢
後
儒
於
是
有
鄕
約
之
舉
藍
田
呂
氏
之
言
可
徵
也

今
里
社
立
鄕
厲
祭
因
以
禮
義
法
禁
勸
戒
鄕
民
卽
古
属
民

讀
法
之
竟
而
大
誥
三
編
敎
民
旁
文
其
於
五
常
之
訓
養
親

祀
先
敎
子
睦
族
勤
生
業
厚
閭
里
舉
善
懲
惡
諸
事
言
之
諄

諄
者
同
里
之
義
孝
子
順
孫
義
夫
節
婦
則
里
中
老
人
奏
聞

士
農
工
商
各
守
本
業
毋
許
閒
惰
則
賢
良
互
相
勸
勉
見
丁

著
業
用
心
生
理
則
老
人
督
併
勸
民
爲
善
細
微
事
務
互
相

含
忍
則
本
里
民
人
懇
切
告
戒
五
常
不
率
則
鄕
高
年
并
年

壯
豪
傑
者
會
議
戒
訓
斯
亦
曷
非
鄕
約
之
意
哉
歷
歲
旣
久

廢
忽
不
行
所
存
者
諸
鄕
村
春
秋
社
祭
而
農
巫
告
賽
亦
非

頒
降
之
文
其
在
城
郭
方
隅
則
社
厲
之
禮
守
宰
行
之
法
戒

雖
明
而
環
聴
無
幾
然
則
申
聖
訓
之
明
謨
述
前
賢
之
彝
訓

以
淑
鄕
閭
以
厚
風
俗
行
之
豈
不
以
城
郭
爲
首
乎
城
郭
阜

藩
當
以
禮
義
舊
家
衣
冠
長
者
倡
之
古
族
師
月
吉
則
行
恐

太
繁
黨
正
以
四
時
孟
吉
行
之
可
也

會
約
儀
節

敏

二

百

或

三

百

家

爲

一

會

立

約

正

一

人

或

鄕

官

或

高

年

有

德

者

約

副

二

人

年

四

五

十

以

上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五

禮

敎

　
　
　
　
　
　
三
十
三

有

德

行

者

□

講

二

人

不

拘

年

齒

或

庠

生

通

曉

文

義

者

約

史

一

人

或

民

之

俊

秀

公

平

正

直

能

書

者

約

贊

一

人

庠

生

𡢃

熟

禮

節

者

歌

詩

童

子

二

人

十

五

歲

以

下

識

字

善

歌

者

歲

輪

會

首

四

人

尚

義

好

禮

者

共

製

　

聖

諭

牌

一

面

朱

地

金

字

立

簿

四

扇

一

書

同

約

姓

名

舉

約

費

用

一

書

　

聖

訓

及

約

辭

及

所

列

四

義

畧

一

紀

德

行

一

紀

過

失

牌

與

簿

會

首

以

次

相

傳

會

日

或

公

舍

或

各

家

祠

宇

奉

牌

於

北

壁

中

間

案

上

香

一

爐

燭

一

對

列

四

簿

於

前

設

　

　

先

聖

先

師

位

於

北

壁

之

左

本

坊

司

土

於

北

壁

之

右

各

設

香

燭

約

正

約

副

居

中

有

尊

者

長

者

立

左

右

同

約

者

俱

以

齒

爲

序

約

賛

唱

序

立

其

禮

一

如

行

慶

賀

禮

禮

畢

各

就

坐

以

齒

爲

序

約

講

以

各

處

所

刻

釋

義

或

呂

氏

所

列

四

義

寅

說

一

過

不

可

喧

譁

閒

說

他

事

間

歌

邵

康

節

擊

壤

集

警

世

諸

詩

講

畢

約

賛

唱

舉

善

行

同

約

中

有

善

行

者

聞

者

告

於

約

正

副

及

諸

尊

長

約

正

諗

於

衆

無

異

詞

約

史

執

筆

書

於

德

行

簿

傳

觀

一

徧

約

賛

唱

規

過

失

有

過

失

者

約

正

副

相

戒

諭

之

再

次

不

改

約

史

書

於

過

失

薄

亦

傳

觀

一

徧

乃

會

食

食

畢

衆

分

東

西

相

楫

又

共

揖

謝

約

正

副

約

講

約

史

約

賛

又

共

揖

謝

會

首

而

退

其

香

燭

茶

果

諸

費

定

數

於

簿

會

首

前

期

十

日

斂

銀

以

備

務

在

省

約

凡

約

中

小

爭

卽

令

和

息

勿

使

告

訟

或

有

賊

盗

卽

聯

同

約

緝

拿

仍

立

門

单

日

查

如

有

行

止

不

端

踪

跡

可

疑

𨠯

酒

賭

博

不

作

本

業

者

公

首

於

官

狥

私

容

隱

罪

在

約

正

在
城
會
講
擇
寛
敞
公
所
縣
官
親
臨
在
鄕
値
講
日
縣
官
偶

以
公
事
至
則
亦
臨
焉
官
屬
居
左
鄕
紳
舉
貢
生
員
者
老
居

右
望
香
案
行
三
跪
九
叩
頭
禮

此

係

今

制

其
餘
乃
東
西
列
坐
兩

傍
環
聴
約
講
登
䑓
講
說
孝
順
父
母
尊
敬
長
上
和
睦
鄕
里

敎
訓
子
孫
各
安
生
理
毋
作
非
爲
六
條
并

大
清
律
例
每
條
童
子
歌
詩
一
章
禮
畢
卽
散
不
許
在
約
所
飮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五

禮

敎

　
　
　
　
　
　
三
十
四

酒
諠
譁

藍
田
呂
氏
鄉
約

德

業

相

勸

　

過

失

相

規

　

禮

俗

相

交

　

患

難

相

恤

○

德

業

相

勸

日

敬

祖

先

　

孝

父

母

　

重

尊

長

　

宐

兄

弟

　

撫

孤

幼

　

正

妻

妾

　

以

善

道

開

廸

子

孫

　

以

禮

法

約

束

僮

僕

　

嚴

內

外

之

辨

　

敦

族

姓

之

愛

　

隆

親

故

之

禮

　

篤

師

友

之

義

　

愼

取

予

之

節

　

廣

慈

惠

之

施

　

導

人

之

善

平

人

之

争

　

可

與

之

托

孤

　

可

與

之

死

義

　

居

宦

亷

仁

處

富

知

禮

　

貧

不

謟

屈

　

賤

不

汚

濫

　

士

則

力

學

　

農

則

力

耕

　

工

則

敏

於

作

爲

而

不

爲

淫

巧

　

商

則

勤

於

阜

通

而

不

爲

壟

斷

　

畏

公

法

　

懲

私

忿

　

謹

容

止

　

崇

節

□

儉

講

習

禮

樂

書

数

及

古

射

禮

之

類

皆

德

業

之

事

　

過

相

規

目

不

竭

力

事

父

母

　

不

恪

恭

祭

祀

　

不

聴

師

友

親

長

教

訓

　

慢

尊

　

忽

卑

　

凌

弱

　

暴

寡

　

𨠯

酒

　

賭

賻

　

好

闘

　

徤

訟

　

敎

唆

起

滅

　

把

持

　

挾

制

　

匿

名

陷

害

　

造

言

生

事

　

謊

計

騙

財

　

串

賣

田

宅

　

侵

奪

産

業

　

誘

竊

婦

女

　

造

用

假

銀

　

倍

息

舉

放

　

侵

没

附

寄

交

結

𠒋

𢙣

　

信

惑

咒

詛

　

男

婦

會

佛

　

奢

侈

無

度

　

妬

正

讐

諫

　

假

公

濟

私

　

容

止

不

莊

　

期

約

不

信

皆

過

失

之

事

○

禮

俗

相

交

□

家

庭

族

戚

長

幼

卑

尊

相

接

自

有

常

禮

　

同

約

者

尊

長

少

幼

相

見

亦

自

有

禮

少

者

幼

者

謁

見

尊

者

長

者

幼

者

拜

尊

者

揖

而

受

之

長

者

跪

而

扶

之

少

者

拜

尊

者

跪

而

扶

之

長

者

跪

扶

而

荅

其

半

年

相

等

者

交

相

揖

拜

凡

少

幼

於

尊

長

非

惟

禮

節

所

當

遜

讓

諸

邀

請

餽

送

周

助

力

可

加

厚

寧

過

於

厚

凡

歲

首

冬

至

相

賀

冠

子

生

子

與

薦

登

第

進

官

受

封

𥪡

宅

壽

旬

皆

賀

夀

六

十

以

上

乃

賀

其

賀

儀

輕

重

或

專

或

合

或

家

貧

止

躬

賀

可

也

婚

禮

不

賀

族

戚

分

義

當

相

見

者

主

人

以

□

酒

召

請

相

見

有

序

尊

卑

族

戚

有

力

者

助

其

賓

客

之

費

近

俗

泛

然

相

賀

新

婦

出

拜

非

也

嫁

女

當

以

奢

僣

爲

戒

娶

婦

當

以

論

財

爲

耻

喪

禮

舊

俗

初

喪

弔

賻

遇

七

行

奠

葬

則

奠

𧶧

旅

送

賻

奠

厚

薄

送

喪

遠

近

各

視

其

情

祭

禮

從

力

豐

不

踰

古

依

文

公

家

禮

儉

不

過

陋

會

餕

以

世

次

序

齒

胙

有

餘

者

可

及

親

鄰

祭

器

祭

田

雖

貧

不

可

鬻

凡

鄕

閭

會

飮

坐

以

齒

若

有

親

則

别

叙

有

官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五

禮

教

　
　
　
　
　
　
三
十
五

者

如

古

制

一

命

齒

於

鄕

再

命

齒

於

族

三

命

則

别

席

不

以

齒

凡

有

故

特

請

及

□

餞

者

以

特

請

及

所

迎

所

餞

爲

正

賓

族

戚

長

軰

當

陪

則

陪

可

避

則

相

見

而

避

自

族

戚

尊

軰

外

正

賓

爲

上

不

以

齒

□

難

相

恤

目

凡

同

約

者

或

有

疾

病

則

往

問

或

代

其

求

醫

或

助

藥

物

之

費

有

孤

弱

者

共

爲

護

持

濟

助

敎

誨

勿

使

人

欺

害

若

稍

長

弗

檢

共

爲

督

戒

務

期

有

立

有

年

老

無

子

𩹌

□

寡

婦

情

事

可

憫

者

加

意

賙

恤

有

守

分

营

生

貧

困

不

給

者

亦

量

周

之

有

小

忿

相

爭

則

爲

勸

釋

勿

傷

和

好

其

或

被

人

誣

枉

不

能

自

申

者

則

爲

共

聞

於

官

以

直

之

如

遇

水

火

則

共

爲

营

救

遇

賊

盗

則

共

爲

捍

捕

被

難

蕩

空

則

共

爲

濟

助

有

死

䘮

者

或

助

其

喪

或

助

其

葬

敏

幹

之

人

助

其

勞

役

至

其

衣

服

器

用

輿

馬

僕

從

之

類

互

相

假

貸

及

期

遣

還

同

約

之

情

務

如

一

體

痛

庠

相

關

勿

爲

泛

視

瀘
俗
簡
樸
無
僭
踰
者
邇
來
讌
會
之
禮
不
知
節
限
侈
費
彌

盛
漸
積
成
風
識
者
隱
憂
爰
著
儉
說
以
告
同
邑
崇
儉
說

葢
聞
至
治
之
世
士
敦
古
道
民
鮮
澆
風
比
屋
絃
歌
獄
訟
衰

息
是
遵
何
術
而
致
然
與
大
約
節
儉
爲
先
則
蓄
積
有
餘
而

爭
端
不
起
讓
畔
讓
路
由
此
其
始
也
茲
世
趨
日
下
侈
靡
相

高
器
物
耻
不
精
服
食
耻
不
美
客
至
則
耻
殽
不
豐
酒
不
厚

至
於
爾
詐
我
虞
交
左
惡
右
相
矛
相
酧
擾
擾
紛
紛
則
相
與

安
之
而
恬
不
知
耻
則
奢
之
爲
害
大
也
葢
奢
則
用
不
可
繼

可
繼
則
多
營
多
營
則
多
事
於
是
忌
人
之
有
而
怨
不
舉

己
者
負
人
之
錢
而
怨
取
己
者
以
爲
計
筭
而
利
得
孰
知
智

盡
而
能
窮
及
其
追
呼
坐
家
索
債
在
戸
穅
豆
不
贍
裋
褐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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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完
仳
離
興
嗟
於
夫
婦
如
遺
致
怨
於
朋
友
乃
始
悔
前
此
之

皆
非
葢
已
晚
矣
孔
子
曰
與
其
奢
也
寧
儉
傳
曰
儉
德
之
共

也
子
輿
氏
曰
食
以
時
用
以
禮
菽
粟
如
水
火
而
民
莫
不
仁

然
則
欲
俗
尚
還
淳
人
情
近
原
則
莫
若
崇
儉
而
去
奢
是
用

公
刻
儉
說
以
告
吾
鄕
請
自
今
以
始
客
雖
尊
殽
不
過
十
豆

酒
不
過
十
缾
茶
三
逓
不
用
菓
碟
午
飯
不
發
燭
晚
飯
不
過

㪅
如
是
而
敬
已
行
矣
相
如
親
友
餚
不
過
五
豆
酒
稍
勸
而

止
茶
一
逓
常
時
相
過
一
餚
一
菜
簡
樸
之
中
而
至
敬
存
焉

推
之
他
用
莫
不
皆
然
行
之
旣
久
則
國
課
早
輸
仰
事
俯
畜

家
戸
殷
足
仁
往
義
來
吏
不
打
門
犬
不
夜
吠
將
使
禮
至
無

怨
樂
至
不
爭
太
平
之
治
復
見
於
斯
其
樂
如
何
願
我
邑
衆

共
聴
斯
言

旌
表
典
例

夫
率
性
敦
彝
安
義
蹈
節
豈
以
徼
當
世
之
寵
異
哉
然
表
宅

里
以
樹
風
聲
馭
世
者
自
不
能
已
亦
揚
清
激
濁
勵
世
磨
鈍

之
大
機
也

明
初
凡
有
孝
行
節
義
善
人
各
地
方
官
開
報
風
憲
官
覈
寔

奏
聞
○
其
有
民
間
寡
婦
三
十
以
前
夫
亡
守
志
五
十
以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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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七

不
改
節
者
旌
表
門
閭
除
免
本
家
差
役
如
有
妄
將
夫
亾
時

年
已
三
十
以
上
及
未
五
十
婦
人
增
損
年
甲
者
或
被
首
告

或
經
勘
出
原
保
及
官
吏
里
老
人
等
通
行
治
罪
○
同
居
共

爨
五
世
以
上
鄕
黨
稱
其
孝
友
者
有
司
取
勘
以
聞
卽
爲
旌

表
○
旌
表
孝
行
事
例
凡
割
股
或
至
傷
生
臥
氷
或
至
凍
死

父
母
無
依
宗
祀
永
絕
反
爲
不
孝
皆
不
旌
表
○
凡
應
旌
表

之
人
必
須
印
官
同
里
中
親
鄰
保
勘
及
有
職
官
員
關
保
然

後
題
旌
以
勵
風
俗

官
民
家
禮

冠
婚
喪
祭
古
稱
四
禮
家
所
必
行
是
曰
家
禮
瀘
惟
士
大
夫

有
行
者
氓
庻
則
不
能
盡
行
矣
茲
不
具
錄
錄
其
大
畧
以
示

或
不
盡
知
者

冠
禮

按
會
典
有
品
官
冠
禮
有
士
庻
人
冠
禮
品
官
三
加
則
緇
布

官
進
賢
冠
爵
弁
服
稱
之
士
庻
三
加
則
巾
帽
幞
頭
服
稱
之

品
官
從
古
禮
士
庻
從
近
禮
繁
簡
稍
不
同
耳
瀘
人
率
多
從

俗
士
夫
間
有
循
者
大
率
於
文
公
家
禮
採
擇
焉

婚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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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八

按
婚
禮
有
納
采
問
名
納
吉
納
徵
請
期
親
迎
謂
之
六
禮
納

采
者
采
擇
也
昏
禮
貴
男
先
□
女
媒
妁
之
言
旣
達
女
氏
許

之
矣
男
氏
猶
不
敢
必
也
故
納
幣
擇
之
禮
以
求
之
問
名
者

問
女
氏
之
名
將
歸
而
加
諸
卜
筮
也
納
吉
者
歸
卜
於
廟
得

吉
兆
復
遣
使
者
往
女
氏
納
之
婚
婣
於
是
乎
定
也
納
微
一

名
納
弊
徵
成
也
證
也
納
幣
帛
以
成
婚
禮
且
以
爲
證
也
請

期
者
請
畢
婚
婣
之
期
也
親
迎
者
親
往
迎
婦
至
家
成
禮
亦

男
先
於
女
之
義
也
家
禮
畧
去
問
名
納
吉
請
期
止
用
納
采

納
幣
親
迎
以
從
簡
省
今
擬
以
問
名
併
入
納
采
□
以
納
吉

請
期
併
入
納
幣
以
備
六
禮
之
數
其
實
無
所
□
盆
也
明
初

定
官
民
婚
禮
部
議
凡
六
禮
□
物
自
公
侯
品
官
一
品
□
九

品
各
有
等
差
納
采
問
名
總
一
禮
庻
人
納
采
問
名
納
吉
總

一
禮
五
品
以
下
不
行
請
期
禮
然
皆
親
迎
瀘
惟
士
大
夫
□

間
行
親
迎
禮
庻
人
但
媒
氏
往
迎
女
家
務
爲
侈
厚
□
□
□

踰
力
或
不
及
市
産
以
嫁
屠
沽
之
息
黃
金
横
帶
莫
能
禁
也

男
家
嗜
利
無
厭
輒
責
其
薄
知
禮
者
鑒
之

喪
禮

按
喪
禮
有
初
終
治
棺
易
服
立
主
安
神
座
設
靈
帛
出
葬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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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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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奠
諸
儀
載
在
家
禮
可
考
而
知
也
明
初
詔
定
官
民
喪
禮
襲

衣
飯
含
銘
旌
殮
衣
棺
槨
墻
翣
明
器
引
披
鐸
羽
旙
功
布
方

相
柳
車
誌
石
碑
碣
塋
墳
石
人
獸
望
柱
祭
物
公
侯
品
官
各

有
等
差
六
品
以
下
無
墻
翣
羽
旙
八
品
以
下
無
方
相
七
品

以
下
無
石
獸
庻
人
棺
不
得
用
硃
紅
明
器
一
事
功
布
以
白

布
三
尺
引
柩
柳
車
以
衾
覆
棺
誌
石
二
片
同
品
官
瀘
士
大

夫
家
間
檢
而
行
之
庻
人
從
俗
然
稱
家
有
無
古
之
訓
也
鄙

者
用
浮
屠
僭
者
用
金
鼓
則
所
當
禁
而
葬
惑
堪
輿
此
江
南

錮
俗
依
祖
塋
者
或
不
順
昭
穆
或
至
侵
逼
謀
他
山
者
誘
賣

竊
葬
輙
起
爭
訟
瀘
近
俗
有
加
齊
之
以
禮
固
有
賴
於
起
化

者
矣
其
襲
奠
斂
葬
儀
制
諸
不
具
錄
至
親
疏
服
制
截
然
有

辨
隕
越
混
淆
今
固
有
之
豈
知
而
不
克
循
與
抑
欲
循
而
未

之
知
也
茲
具
錄
家
禮
服
制
以
式
訓
椎
鄙
者

一
曰
斬
衰
三
年

正
服

已

子

爲

父

　

女

女

在

室

及

嫁

反

在

室

者

爲

父

加
服

已

嫡

孫

父

卒

爲

祖

爲

高

曾

祖

父

承

重

者

○

父

爲

嫡

子

當

爲

後

者

義
服

婦

婦

爲

舅

○

夫

承

重

則

從

服

○

夫

爲

人

後

則

從

服

○

妻

爲

夫

○

繼

爲

人

後

者

爲

所

後

父

○

爲

所

後

者

承

其

祖

○

庻

妾

爲

君

君

謂

夫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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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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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今
制

已

于

爲

母

○

爲

繼

母

○

爲

慈

母

謂

生

母

卒

父

命

他

妾

養

已

者

○

爲

養

母

爲

自

幼

過

房

與

人

○

庻

子

爲

其

所

生

母

○

嫡

孫

父

卒

爲

祖

母

若

高

曾

祖

母

承

重

者

　

女

女

在

室

及

嫁

反

在

室

者

爲

母

婦

婦

爲

姑

○

夫

承

重

則

從

服

○

庻

子

之

妻

爲

夫

之

所

生

母

○

婦

爲

人

後

者

爲

其

所

後

母

及

爲

高

曾

祖

母

承

重

者

二
日
齊
衰
三
年

正
服

已

子

爲

母

○

士

之

庻

子

爲

其

母

同

爲

父

後

則

降

加
服

已

嫡

孫

父

卒

爲

祖

母

若

高

曾

祖

母

承

重

婦

母

爲

嫡

子

當

爲

後

者

義
服

已

爲

繼

母

○

爲

慈

母

　

婦

婦

爲

姑

夫

承

重

則

從

服

○

繼

母

爲

長

子

　

庻

妾

爲

君

之

長

子

齊
衰
杖
期

正
服

已

嫡

孫

父

卒

祖

在

爲

祖

母

降
服

已

爲

嫁

母

出

母

義
服

已

父

卒

繼

母

嫁

而

已

從

之

者

○

子

爲

父

後

則

爲

嫁

母

出

母

及

繼

母

出

俱

無

服

○

夫

爲

妻

今
制

已

嫡

子

衆

子

爲

庻

母

嫁

母

出

母

婦

嫡

子

衆

子

之

妻

爲

夫

之

庻

母

齊
衰
不
杖
期

正
服

已

爲

祖

父

母

○

庻

子

之

子

爲

父

之

母

而

爲

祖

後

則

不

服

謂

父

是

庻

出

者

已

若

承

祖

後

則

不

爲

父

所

生

母

服

○

爲

伯

叔

父

○

爲

兄

弟

○

爲

在

室

之

姑

姊

妹

及

嫁

無

夫

與

子

者

○

爲

衆

子

及

女

在

室

與

嫁

而

無

父

與

子

者

○

爲

兄

弟

之

子

女

女

爲

祖

父

母

雖

適

人

不

降

○

女

在

室

者

爲

兄

弟

姊

妹

及

兄

弟

之

子

其

適

人

而

無

夫

與

子

者

同

○

姊

妹

卽

嫁

相

爲

服

　

庻

妾

爲

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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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一

加
服

已

爲

嫡

孫

及

曾

玄

孫

當

爲

後

者

　

女

女

適

人

爲

其

兄

弟

之

當

爲

父

後

者

降
服

已

父

在

則

爲

妻

不

杖

　

女

女

適

人

者

爲

其

父

母

婦

嫁

母

出

母

爲

其

子

子

雖

爲

父

後

猶

服

○

妾

爲

其

父

母

　

繼

爲

人

後

者

爲

其

本

生

父

母

義
服

已

爲

伯

叔

母

○

舅

爲

嫡

婦

○

父

母

在

者

爲

妻

婦

爲

夫

兄

弟

之

子

○

姑

爲

嫡

婦

○

繼

母

嫁

母

爲

前

夫

之

子

從

已

者

謂

非

親

生

者

繼

爲

人

後

者

爲

所

後

之

祖

父

母

　

庻

妾

爲

女

君

謂

天

之

正

室

○

妾

爲

君

之

衆

子

○

妾

爲

君

之

父

母

異

繼

父

同

居

父

子

两

無

大

功

之

親

者

今
制

已

父

爲

嫡

長

子

　

婦

母

爲

嫡

長

子

○

繼

母

爲

長

子

及

衆

子

○

慈

母

爲

長

子

及

衆

子

○

妾

爲

夫

之

長

子

及

所

生

母

齊
衰
五
月

正
服

已

爲

曾

祖

父

母

　

女

爲

曾

祖

父

母

適

人

者

不

降

義
服

已

爲

人

後

者

爲

所

後

之

曾

祖

父

母

按

附

注

引

儀

禮

通

解

補

服

條

增

爲

所

□

者

之

祖

父

母

若

子

　

葢

其

所

謂

所

後

者

之

□

父

母

在

所

後

之

人

者

則

爲

曾

祖

父

母

也

若

子

之

若

字

解

與

如

字

同

謂

如

其

人

之

親

子

也

非

若

本

注

若

高

曾

祖

承

重

者

若

曾

玄

當

爲

後

者

之

若

比

附

注

凡

引

補

服

條

皆

放

此

齊
衰
三
月

正
服

已

爲

高

祖

父

母

　

女

爲

高

祖

父

母

適

人

者

不

降

義
服

已

族

人

爲

宗

子

爲

宗

子

之

母

妻

　

繼

爲

人

後

者

爲

所

後

之

高

祖

父

母

　

異

同

居

繼

父

有

子

及

已

有

大

功

以

上

親

者

○

爲

先

同

居

今

不

同

居

之

繼

父

其

原

不

同

居

者

不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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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二

三
曰
大
功
九
月

正
服

已

爲

從

父

兄

弟

及

姊

妹

之

在

家

者

謂

堂

兄

弟

姊

妹

○

衆

衆

孫

男

及

女

孫

在

室

者

降
服

已

爲

女

適

人

者

○

爲

姑

姊

妹

及

兄

弟

女

適

人

者

○

爲

兄

弟

之

子

爲

人

後

者

　

女

女

適

人

者

爲

衆

兄

弟

及

兄

弟

之

子

○

女

適

人

者

爲

伯

叔

父

母

姑

姊

妹

及

兄

弟

之

女

在

窒

者

繼

爲

人

後

者

爲

其

本

生

兄

弟

及

姑

姊

妹

在

室

者

爲

人

後

者

爲

其

本

生

伯

叔

父

母

義
服

已

爲

衆

子

婦

○

爲

兄

弟

之

子

婦

謂

姪

婦

謂

婦

爲

夫

之

祖

父

母

伯

叔

父

母

及

兄

弟

之

子

婦

　

姪

婦

○

爲

夫

兄

弟

女

之

適

人

者

　

繼

夫

爲

人

後

其

妻

爲

本

生

舅

姑

四
曰
小
功
五
月

正
服

已

爲

從

祖

祖

父

及

從

祖

祖

姑

之

在

室

者

卽

伯

祖

父

叔

祖

父

祖

姑

母

○

爲

從

祖

父

及

從

祖

姑

之

在

室

者

卽

堂

伯

父

堂

叔

父

堂

姑

母

○

爲

從

祖

兄

弟

之

子

及

姊

妹

之

在

室

者

卽

再

從

兄

弟

姊

妹

○

爲

兄

弟

之

孫

及

女

之

在

室

者

卽

姪

孫

○

爲

從

父

兄

弟

之

子

卽

堂

侄

○

爲

外

祖

父

母

謂

母

之

父

母

○

爲

舅

謂

母

之

兄

弟

○

爲

甥

謂

姊

妹

之

子

○

爲

從

母

卽

姨

母

　

異

爲

同

母

異

父

之

兄

弟

姊

妹

降
服

已

爲

孫

女

適

人

者

○

爲

從

父

姊

妹

之

適

人

者

女

女

適

人

者

爲

從

父

之

兄

弟

　

繼

爲

人

後

者

爲

其

本

生

姑

姊

妹

適

人

者

義
服

已

爲

從

祖

祖

母

卽

伯

祖

母

叔

祖

母

○

爲

從

祖

母

卽

堂

伯

母

堂

叔

母

○

爲

庻

母

慈

己

者

謂

庻

母

之

乳

養

己

者

○

庻

子

爲

嫡

母

之

父

母

兄

弟

姊

妹

嫡

母

死

則

不

服

○

母

出

爲

繼

母

之

父

母

兄

弟

姊

妹

爲

兄

弟

之

妻

○

爲

嫡

孫

及

曾

玄

孫

之

當

爲

後

者

之

婦

其

姑

在

則

否

　

女

女

爲

兄

弟

侄

之

妻

已

適

人

者

亦

不

降

　

婦

爲

夫

兄

弟

之

孫

及

女

之

在

室

者

卽

夫

姪

孫

○

爲

夫

從

兄

弟

之

子

及

女

之

在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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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者

卽

夫

堂

侄

○

爲

夫

之

兄

弟

○

爲

夫

之

姑

姊

妹

適

人

者

不

降

○

爲

娣

姒

長

婦

謂

次

婦

曰

娣

次

婦

爲

長

婦

曰

姒

俗

所

謂

姆

嬸

也

○

爲

庻

婦

繼

爲

人

後

者

爲

所

後

之

外

祖

父

母

五
曰
緦
麻
三
月

正
服

已

爲

族

曾

祖

父

及

族

曾

祖

姑

之

在

室

者

卽

曾

伯

祖

曾

权

祖

曾

祖

姑

出

嫁

者

無

服

下

同

○

爲

兄

□

之

曾

孫

○

爲

族

□

父

及

族

祖

姑

之

在

室

者

卽

□

伯

祖

堂

叔

祖

堂

祖

姑

○

爲

族

父

族

姑

之

在

室

□

卽

再

從

伯

父

叔

父

姑

母

○

爲

族

兄

弟

及

姊

妹

之

在

室

者

卽

三

從

兄

弟

姊

妹

○

爲

從

父

兄

弟

之

孫

及

女

之

在

室

者

卽

堂

侄

孫

○

爲

從

祖

兄

弟

之

子

及

女

之

在

室

者

卽

再

從

侄

○

爲

曾

孫

婦

無

服

玄

孫

同

○

爲

玄

孫

魯

孫

之

子

○

爲

外

孫

女

之

子

○

爲

從

母

兄

弟

姊

妹

卽

兩

姨

子

○

爲

外

兄

卽

姑

之

子

○

爲

內

兄

弟

卽

舅

之

子

降
服

已

□

子

爲

父

後

者

爲

其

母

其

母

之

兄

弟

姊

妹

□

服

○

爲

兄

弟

之

孫

女

出

嫁

者

○

爲

從

父

兄

弟

乙

女

出

嫁

者

○

□

從

姊

妹

之

出

嫁

□

○

爲

從

祖

祖

姑

及

從

祖

姑

之

出

嫁

者

卽

祖

姑

母

及

堂

姑

母

女

女

出

□

爲

從

祖

父

母

卽

伯

叔

祖

父

母

□

文

出

□

爲

□

你

母

卽

□

伯

叔

父

母

○

女

出

□

□

從

父

兄

弟

之

子

女

卽

堂

姪

堂

姪

女

○

女

出

□

爲

從

祖

□

□

及

從

□

姑

在

室

者

卽

堂

祖

姑

及

堂

姑

○

爲

從

□

□

妹

之

出

□

者

卽

堂

姊

妹

□

爲

人

後

者

爲

其

本

生

外

祖

父

母

義
服

已

爲

族

□

祖

母

□

曾

□

祖

母

曾

叔

□

母

○

□

族

祖

□

卽

□

□

叔

祖

母

○

爲

□

□

□

□

□

□

叔

母

□

爲

庶

□

□

父

妾

之

有

于

□

□

爲

乳

母

○

爲

□

□

之

婦

○

爲

兄

弟

孫

之

婦

□

□

孫

□

○

□

□

父

□

弟

子

之

婦

卽

堂

姪

婦

○

爲

□

之

□

□

妻

亾

而

□

娶

亦

四

□

□

之

□

母

雖

嫁

□

服

□

爲

□

□

□

□

父

○

爲

□

孫

□

○

爲

從

□

弟

之

□

○

爲

□

爨

○

爲

□

友

　

□

女

之

姊

妹

之

子

□

□

□

□

□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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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四

弟

之

曾

孫

卽

夫

之

曾

姪

孫

○

爲

夫

從

兄

弟

之

孫

卽

夫

之

堂

姪

孫

○

爲

夫

從

祖

兄

弟

之

子

卽

夫

之

再

從

姪

○

爲

夫

之

曾

祖

高

祖

父

母

○

爲

夫

之

從

祖

祖

父

母

卽

夫

之

堂

伯

叔

祖

父

母

○

爲

夫

之

從

祖

父

母

卽

夫

之

堂

伯

叔

父

母

○

爲

夫

從

父

兄

弟

妻

卽

夫

堂

兄

弟

之

妻

○

爲

夫

之

從

父

姊

妹

適

人

者

不

降

卽

夫

之

堂

姊

妹

○

爲

夫

兄

弟

孫

之

婦

卽

夫

之

姪

孫

婦

○

爲

夫

之

外

祖

父

母

○

爲

夫

之

從

母

及

舅

○

爲

夫

之

從

父

兄

弟

○

爲

夫

之

從

祖

姑

及

從

祖

姑

之

在

室

者

凡
爲
殤
服
以
次
降
一
等

凡

年

十

九

至

十

六

爲

長

殤

十

五

至

十

二

爲

中

殤

十

一

至

八

歲

爲

下

殤

應

服

期

者

長

殤

䧏

服

大

功

九

月

中

殤

七

月

下

□

小

功

五

月

應

服

大

功

以

下

以

次

降

等

不

滿

八

歲

爲

無

服

之

殤

哭

之

以

日

易

月

生

未

三

月

則

不

哭

也

男

子

已

要

女

子

許

嫁

皆

不

爲

殤

凡
男
爲
人
後
女
適
人
者
爲
其
私
親
則
降
一
等
私
親
之
爲

之
也
亦
然
　

女

適

人

者

降

服

未

滿

被

出

則

服

其

本

服

已

除

則

不

復

服

也

○

凡

婦

服

夫

黨

當

喪

而

出

則

除

之

○

凡

妾

爲

其

私

親

則

如

衆

人

○

按

家

禮

於

服

制

條

下

於

凡

女

之

出

嫁

未

出

嫁

之

類

皆

不

書

而

撮

其

凡

例

於

此

使

人

推

究

而

得

之

也

今

就

於

本

條

下

添

入

在

室

及

出

嫁

於

各

條

下

大

意

便

於

觀

覽

也

凡
重
喪
未
除
而
遭
輕
喪
則
制
其
服
而
哭
之
月
朔
設
位
服

其
服
而
哭
旣
畢
返
重
服
其
除
之
也
亦
服
輕
服
若
除
重
喪

而
輕
服
未
除
則
服
輕
服
以
終
其
餘
日

祭
禮

舊
制
公
侯
品
官
别
爲
祠
屋
三
間
於
所
居
之
東
以
祀
高
曾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五

禮

教

　
　
　
　
　
　
四
十
五

祖
考
并
袝
位
二
品
以
上
羊
一
豕
一
五
品
以
上
羊
一
以
下

□
一
器
皿
隨
官
品
第
稱
家
有
無
大
夫
三
廟
上
士
二
廟
中

下
士
一
廟
庻
人
則
薦
於
其
寢
而
已

一
時
祭
　

天

□

三

月

一

小

變

而

爲

一

時

一

歲

有

四

時

故

君

子

之

祭

取

法

於

天

道

而

一

時

一

祭

於

四

仲

之

月

前

□

十

日

或

□

秋

分

冬

夏

至

亦

可

凡
祭
前
三
日
齋
戒
　
前
期
一
日
請
主
設
位

謂

設

神

主

於

祠

中

也

具
饌

□

省

牲

也

　
至
日
厥
明
設
蔬
果
酒
饌
　
質
明
盛
服

就
位
　
序
立

主

祭

及

□

祭

皆

就

位

　
叅
神
降
神
　
進
饌
　
初
獻

讀
祝
　
亞
獻
　
終
獻
　
侑
食

主

人

執

注

斟

諸

位

前

　
闔
門

主人

退

居

左

右

居

少

休

　
祝
噫
歆

祝

當

北

向

作

咳

聲

者

三

　
啟
門
　
主
人
以

下
各
復
位
　
獻
茶
　
飲
福
受
胙
　
受
□
　
祭
酒

傾

少

許

於

地

　
嘏
辭
曰
祖
考
命
工
祝
承
致
多
福
無
疆
於
汝
來
汝

孝
孫
使
汝
受
祿
于
天
宐
稼
于
田
睂
夀
永
年
勿
替
引
之

受
胙
　
復
位
告
利
成
　
祝
曰
利
成

在

位

者

皆

拜

　
辭
神

焚
祝
文
　
送
王
　
徹
饌
　
禮
畢
　

其

諸

拜

□

各

□

俱

如

聖

廟

行

之

請
主
儀
節
　

是

日

主

人

詣

祠

堂

　

盥

洗

　

□

□

　

出

主

位

詣

香

案

前

　

跪

　

焚

香

　

告

辭

曰

孝

孫

某

今

仲

某

之

月

有

事

於

高

曾

祖

考

妣

敢

請

神

主

出

就

正

寢

恭

伸

奠

獻

　

俯

伏

興

平

身

奉

王

就

位

祝
文
式
　

維

　

年

　

月

　

　

　

朔

越

□

日

　

　

□

孫

某

同

闔

門

眷

属

敢

昭

告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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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六

高

曾

祖

考

妣

之

神

曰

㫺

者

時

祖

宗

相

繼

鞠

育

子

孫

懷

抱

　

提

擕

劬

勞

萬

狀

每

逢

四

　

交

代

隨

其

寒

煖

增

减

衣

服

樽

節

飮

食

或

憂

近

於

水

火

或

懼

罹

於

疫

病

百

計

調

護

惟

恐

不

安

此

心

懸

切

未

嘗

暫

息

使

子

孫

成

立

至

有

今

日

者

皆

　

祖

宗

劬

勞

之

恩

也

雖

欲

報

之

莫

知

所

以

爲

報

茲

者

節

届

春

夏

秋

冬

天

氣

將

溫

熱

凉

寒

追

感

□

時

不

勝

永

慕

謹

備

酒

餚

羹

飯

率

閤

室

眷

属

以

獻

尙

　

饗

一
元
旦
之
祭

早

起

備

香

燭

茶

飯

先

謁

寢

室

嗣

同

衆

詣

祠

行

謁

廟

禮

儀

節

隨

宐

畧

殺

一
冬
至
祭
始
祖
　

程

子

曰

此

厥

初

生

民

之

始

也

冬

至

一

陽

之

始

故

象

其

類

而

祭

之

儀

同

時

祭

見前

一
立
春
祭
先
祖
　

程

子

曰

初

祖

以

下

高

曾

以

上

之

祖

也

立

春

生

物

之

始

故

象

其

類

而

祭

之

儀

同

時

祭按

家

禮

引

程

子

謂

祭

初

祖

以

下

高

祖

以

上

之

祖

則

自

高

祖

以

下

四

時

常

祭

者

不

復

與

也

今

擬

併

高

曾

祖

考

祭

之

所

以

然

者

葢

爲

合

族

以

居

者

設

也

凡

其

子

姓

在

序

拜

奔

走

之

列

者

其

祖

考

皆

在

焉

不

分

遠

近

親

疎

皆

令

享

於

一

堂

合

祀

死

者

所

以

萃

聚

生

者

也

一
季
秋
祭
禰
　

禰

近

也

凡

爲

人

長

子

者

皆

得

祭

支

子

不

得

祭

　

朱

子

曰

季

秋

成

物

之

始

　

儀

仍

同

時

祭

一
忌
日
　

親

之

死

日

也

祭

儀

曰

君

子

有

終

身

之

喪

忌

日

之

謂

也

只

一

位

桌

如

父

之

忌

日

止

設

父

一

位

母

之

忌

日

止

設

母

一

位

餘

皆

倣

此

質
明
主
人
以
下
變
服

今

擬

用

素

服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五

禮

教

　
　
　
　
　
　
四
十
七

儀
節
並
如
時
祭

但

除

去

受

胙

一

節

其
奉
神
主
出
就
正
寢
告
辭

曰
今
以
某
親
某
官
遠
諱
之
辰
敢
請
神
主
出
就
正
寢
□

伸
追
慕
　

若

考

妣

及

祖

考

妣

近

死

則

讀

祝

後

加

舉
哀
　
哀
止

遠
死
者
不
□

餘

仝

時

祭

祝
文
式
　

維

　

年

　

月

　

　

　

朔

越

祭

日

　

孝

子

某

或

孫

或

曾

孫

敢

昭

告

于

　

某

親

某

官

府

君

曰

歲

序

流

易

諱

日

復

臨

追

遠

感

時

昊

天

罔

極

如

祖

考

妣

改

此

句

爲

不

勝

永

慕

謹

以

牲

醴

用

伸

奠

獻

尙

　

□

一
生
忌
　

胡

秉

仲

曰

親

存

生

辰

旣

有

慶

禮

歿

遇

此

日

能

不

感

慕

宐

如

死

□

祭

之

可

也

儀

節

並

同

但

改

告

辭

曰

今

以

某

親

某

官

府

君

降

生

之

辰

敢

請

神

主

出

就

正

寢

恭

伸

追

慕

餘

同

一
墓
祭
每
逢
清
明
前
一
日
齋
戒

如

家

祭

之

儀

具
饌

墓

上

每

分

如

家

祭

之

品

别

設

肉

米

麵

食

各

一

盤

以

祭

土

神

厥
明
灑
掃
墓
室

是

日

辰

起

或

前

一

二

日

主

人

帥

執

事

者

詣

墓

所

儀
節
　
鞠
躬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拜

訖

環

遶

省

視

　
除
草
棘
添
土

復
位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布
席
陳
饌

用

新

潔

席

陳

於

墓

前

設

饌

如

家

祭

之

儀

　
叅
神
降
神
初
獻
亞

獻
終
獻
辭
神
乃
徹

祭

儀

同

家

祭

行

之

祝
文
式
　

中

入

辭

云

歲

序

流

易

雨

露

旣

濡

瞻

掃

墳

塋

不

勝

感

慕

前

後

體

式

如

前

墓
祭
土
神
祝
文
式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敢

昭

告

於

土

地

之

神

某

躬

□

歲

事

於

某

親

某

官

府

君

之

墓

維

時

保

佑

寔

賴

神

休

敢

以

酒

饌

敬

伸

奠

獻

尚

　

饗

　

其

饌

具

儀

節

俱

如

墓

□

行

之

一
歲
暮
之
祭
　

按

大

全

集

有

歲

暮

祝

文

今

擬

增

入

歲

暮

一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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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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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八

儀

節

並

同

時

祭

行

之

但

祝

文

中

改

云

歲

序

流

易

旹

維

歲

暮

云

云

附
祀
土
神

按

朱

子

大

全

集

有

四

時

祭

土

地

文

夫

墓

祭

祭

后

土

則

時

祭

而

祭

土

地

亦

□

之

宐

也

今

擬

祭

儀

於

後

每
祭
仲
月
擇
日
及
歲
暮
布
席
陳
饌

春

則

於

所

居

之

東

夏

則

南

秋

則

西

冬

則

北

隨

俗

設

饌

儀
節
　
就
位

主

人

以

下

序

立

降
神
　
詣
香
案
前
　
跪
　
上
香

祭
酒
　
俯
伏
興
平
身
　
叅
神
　
鞠
躬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初
獻
酒
　
跪
　
讀
祝
　
亞
獻
　
終
獻
　
辭
神
　
鞠
躬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焚
祝
文
　
禮
畢

祝
文
　
維
　
年
　
月
　
　
　
朔
越
祭
日

某

官
姓
名
敢
昭

告
於

土
地
之
神
維
此
仲

春

夏

秋

冬

歲

暮

則

云

歲

律

將

更

歲
功
云
始

夏

時

物

暢

□

秋

歲

功

將

就

冬

歲

功

將

畢

歲

暮

幸

茲

安

告

若
時
昭
事

夏

秋

冬

改

昭

爲

報

敢
有
弗
虔

蘋
藻
雖
微
庻
將
誠
意
惟
　
神
鑒
享
永
奠
厥
居
尚
　
饗

祀
竈按

古

者

大

夫

立

五

祀

士

立

二

祀

庻

人

立

一

祀

或

立

𩅸

竈

或

立

戸

禮

禁

滛

祀

庻

人

惟

得

祀

其

□

及

□

暮

際

竈

今

擬

祭

儀

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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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九

儀
節

與

祀

土

地

同

祝
文

維

　

年

　

月

　

日

某

官

姓

名

敢

昭

告

於

　

司

竈

之

神

歲

云

暮

矣

一

門

康

吉

享

兹

火

食

皆

賴

神

休

若

時

報

事

罔

敢

弗

虔

非

禮

將

誠

惟

神

顧

歆

尙

　

饗

已
上
諸
禮
瀘
俗
或
有
循
有
未
循
者
今
錄
入
式
訓
士
庻

駸
駸
乎
民
德
歸
厚
矣

瀘
溪
縣
志
卷
之
五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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