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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志

州
民
客
土
雜
處
習
尙
不
一
然
無
巨
奸
大
猾
畏
上
奉

公
猶
爲
易
治
政
敎
成
於
上
風
俗
淸
於
下
毛
志
稱
歸

流
之
始
民
習
多
陋
所
載
文
告
若
干
條
殷
勤
誥
誡
與

民
更
始
今
則
彬
彬
焉
與
中
土
無
異
於
以
慶
吾
民
涵

濡

聖
化
獲
改
椎
髻
之
舊
後
之
蒞
斯
土
者
太
上
敎
化
之
其
次

整
齊
之
庶
幾
益
臻
於
上
理
也
乎
志
風
俗

俗
尙
儉
樸
室
宇
器
用
衣
服
飮
食
無
一
切
奢
靡
之
習

士
一
衿
旣
靑
多
束
書
不
觀
故
科
目
寥
寥
縁
地
僻
途
遠

艱
資
斧
憚
跋
涉
赴
鄕
闈
者
甚
少
近
則
風
氣
日
開
亦

時
有
淸
標
令
上
者
出
焉
且
多
氣
節
自
好
而
無
武
㫁

健
訟
諸
事

田
少
山
多
坡
陀
磽
确
之
處
皆
種
包
穀
初
墾
時
不
糞
自

肥
閱
年
旣
久
浮
土
爲
雨
潦
洗
盡
佳
壤
尙
可
糞
種
瘠

處
終
歲
辛
苦
所
獲
無
幾
故
貧
民
於
農
𨻶
肩
挑
背
負

乃
可
贍
生

邑
不
飼
蠶
亦
不
産
棉
婦
女
鮮
紡
績
俱
力
農
如
男
子
其

工
匠
皆
自
外
來
近
年
亦
有
習
匠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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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廛
市
皆
棉
布
酒
米
家
常
日
用
之
物
如
需
稍
珍
貴
者
先

向
他
邑
購
備

釀
酒
喂
猪
糜
穀
最
甚
然
邑
産
包
穀
十
居
其
八
其
性
逾

歲
必
生
蟲
民
食
有
餘
卽
不
釀
酒
喂
猪
亦
不
可
久
貯

且
販
猪
他
邑
可
市
布
棉
雜
貨
以
有
易
無
於
山
氓
較

便
故
燒
熬
之
禁
祇
宜
行
於
歉
歲

民
間
樵
採
最
便
開
墾
旣
久
荆
棘
入
市
皆
可
易
錢
然
煤

山
所
在
多
有
窮
民
多
以
挖
煤
資
生

漁
人
捕
魚
灘
河
難
施
網
罟
晝
用
釣
竿
夜
以
繩
繫
鈎
於

水
或
於
灘
上
纍
石
用
笱
承
流
取
魚
名
曰
栫
又
山
水

漲
發
於
洄
漩
處
施
罾
或
以
小
網
縛
竿
頭
取
之

獵
戸
不
甚
多
以
山
林
漸
少
故

冠
禮
笄
禮
民
閒
不
行
然
婚
嫁
先
一
日
告
祖
男
家
坐
子

弟
於
客
位
父
兄
親
爲
正
席
延
戚
友
子
弟
之
未
娶
者

陪
飮
謂
之
伴
郎
女
家
與
女
修
容
設
席
如
坐
子
弟
之

儀
延
戚
友
室
女
陪
飮
謂
之
伴
女
似
倣
冠
禮
笄
禮
而

爲
之

婚
不
論
財
聘
儀
稱
家
貧
富
無
奢
侈
習
至
親
迎
之
禮
則

有
行
有
不
行

喪
必
延
僧
道
作
佛
事
士
流
間
用
家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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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
亦
必
擇
地
然
不
溺
於
靑
鳥
家
時
日
拘
忌
之
說
故
無

停
喪
多
年
者

祭
有
祖
祠
者
少
令
節
忌
辰
各
薦
酒
饌
於
家

俗
重
祀
神
每
年
正
月
初
九
日
十
五
日
三
月
三
日
九
月

九
日
婦
女
亦
間
有
朝
山
者
然
絶
無
男
女
混
雜
惡
習

每
歲
居
民
按
方
社
醵
金
延
黃
冠
於
寺
觀
設
壇
揚
旛
焚

香
誦
經
三
日
至
七
日
不
等
謂
之
平
安
淸
醮
散
日
以

𥿄
糊
竹
船
於
曠
野
焚
之
曰
攝
瘟
偶
値
瘟
蝗
亦
延
黃

冠
誦
經
或
張
燈
嬉
以
禳
之

喪
家
作
佛
事
名
曰
作
齋
其
作
於
生
前
者
謂
作
生
齋
又

有
屠
刲
爲
業
覺
傷
生
過
多
或
用
祈
禱
悔
從
前
過
惡

皆
延
黃
冠
誦
經
禮
懴
㸃
燭
滿
堂
名
曰
然
諸
天
燭

小
兒
出
痘
自
出
者
謂
之
天
行
醫
種
者
曰
放
苗
皆
祀
痘

神
舖
戸
皆
祀
財
神
謂
之
黑
虎
元
壇
趙
公
明
元
帥
每
月
初

二
十
六
日
祭
以
酒
肉
名
燒
牙
祭
○
按
干
寳
捜
神
記

散
騎
侍
郎
王
𧙗
疾
聞
有
通
賓
者
曰
今
年
國
家
有
大

事
出
三
將
軍
分
布
徵
發
吾
等
十
餘
人
爲
趙
公
明
府

叅
佐
等
語
疑
本
此
至
奉
爲
財
神
不
知
所
據

各
廟
神
誕
輪
年
預
派
首
士
屆
期
醵
金
作
會
或
演
戲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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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僧
道
焚
香
誦
經
其
祀
神
餕
餘
首
事
倩
人
鳴
鉦
邀

捐
錢
者
廟
中
飮
食
謂
之
散
福

立
春
先
一
日
地
方
官
迎
春
東
郊
農
官
隨
行
鄕
村
男
女

赴
城
來
觀
者
如
堵
舖
戸
當
街
結
綵
跪
獻
春
酒
胥
吏

揷
𥿄
花
帽
側
謂
之
春
花

元
日
夙
興
盛
服
祀
家
神
畢
始
啓
門
向
外
行
禮
曰
出
天

方
子
弟
拜
家
長
親
友
互
相
拜
年
廛
居
者
難
遍
造
其

室
或
用
紅
𥿄
寸
餘
或
用
粉
土
署
名
於
門
客
至
家
中

主
人
有
臥
者
家
人
應
曰
挖
窖
市
無
列
肆
室
不
掃
除

禁
水
㵼
地
者
三
日

初
三
日
昏
時
祀
神
曰
燒
門
神
𥿄
亦
曰
送
年
以
白
蠟
樹

葉
合
楮
錢
於
街
際
焚
燒
作
聲
曰
炸
虼
蚤
舖
戸
隨
擇

日
開
張

初
九
日
謂
上
九
始
張
燈
嬉
婦
女
或
於
夜
間
迎
紫
姑
神

謂
請
七
姑
娘
至
十
五
日
乃
已

十
五
日
團
糯
米
粉
爲
丸
夜
食
曰
喫
元
宵
燈
嬉
是
夕
最

盛
以
後
曰
完
罷
燈

二
月
初
二
日
按
方
社
醵
金
祀
社
神
曰
作
土
地
會
卽
春

祈
秋
報
意
秋
以
八
月
初
二
日

十
五
日
曰
花
朝
節
㓜
女
穿
耳
時
或
作
風
鳶
之
戲
諺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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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柳
靑
放
風
筝

淸
明
節
澆
墓
以
五
色
𥿄
幡
插
壟
頭
謂
插
靑

四
月
初
八
日
以
紅
𥿄
二
條
書
俚
語
四
句
交
斜
相
連
貼

於
墻
壁
謂
嫁
毛
娘
因
是
日
僧
家
浴
佛
資
佛
號
以
辟

蟲
毒

五
月
五
日
懸
艾
蒲
門
外
貼
僧
道
所
印
送
張
眞
人
馭
虎

符
於
室
中
食
角
黍
鹽
蛋
飮
雄
黃
酒
以
雄
黃
塗
小
兒

耳
鼻
云
辟
百
毒
燂
艾
蒲
曁
百
草
湯
浴
身
又
以
雄
黃

酒
并
蒜
汁
遍
洒
戸
壁
間
辟
蛇
蟲
或
捕
蟾
蜍
以
墨
入

其
腹
中
倒
懸
一
足
俟
乾
取
出
治
腫
毒
有
騐

六
月
初
六
日
曬
書
畫
衣
物

中
元
日
謂
之
過
月
半
具
酒
饌
祀
祖
用
𥿄
封
楮
錢
名
包

袱
上
塡
祖
宗
考
妣
姓
名
祭
畢
焚
化
較
他
時
祭
奠
更

䖍
曰
年
小
月
半
大
或
醵
金
寺
觀
作
盂
蘭
會

中
秋
夜
家
人
具
酒
設
餚
陳
瓜
果
飴
餅
賞
月
或
竊
入
他

人
園
中
摘
瓜
一
枚
謂
摸
秋
以
鼓
樂
導
送
戚
友
爲
宜

男
之
兆

重
九
日
士
流
飮
酒
賞
菊
登
高
覽
勝

十
一
月
稱
冬
月
冬
至
日
後
以
九
日
爲
一
九
疊
至
九
九

謂
之
數
九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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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月
稱
臘
月
初
八
日
爲
臘
八
日
㓜
女
亦
穿
耳
用
鹽

漬
脯
曰
臘
肉
盎
貯
水
曰
臘
水
經
三
春
不
壞

二
十
四
日
曰
過
小
年
先
期
掃
舍
宇
二
十
三
日
夜
具
餳

果
祀
竈
窩
中
㸃
燈
曰
送
竈
神
上
天

除
日
更
春
帖
具
酒
饌
祀
神
家
人
團
聚
共
食
曰
團
年
飯

家
中
器
具
用
𥿄
錢
貼
掛
晚
送
𥿄
燈
於
先
人
墳
塋
夜

深
復
祀
竈
神
謂
竈
神
是
夕
下
界
飯
兼
數
日
之
炊
曰

過
年
飯
浴
身
曰
洗
隔
年
塵
亦
曰
洗
邋
遢
子
弟
拜
家

長
曰
辭
年
親
友
饋
送
曰
朝
年
擊
鼓
鳴
鑼
曰
閙
年
以

錢
繫
小
兒
身
曰
壓
歲
錢
徹
夜
不
寐
曰
守
歲

土
戸
田
覃
二
姓
土
司
時
於
除
日
前
一
日
祀
神
過
年
今

多
仍
之

按
宗
懔
荆
楚
歲
時
記
自
元
日
至
除
日
凡
二
十
餘
事

大
抵
三
戸
之
俗
相
類
而
未
盡
其
詳
揚
雄
懷
鉛
提
槧

作
方
言
則
盡
乎
天
下
矣
周
處
風
土
記
應
劭
風
俗
通

亦
據
此
成
書
不
出
戸
而
異
方
殊
域
皆
得
以
周
知
此

作
邑
志
者
所
必
分
載
也
亦
惡
可
以
不
文
置
之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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