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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
俗

重
修
奉
賢
縣
志
卷
十
九

風
土
志

風
俗

奉
賢
西
南
接
華
亭
東
北
接
南
滙
其
土
俗
方
音
各
如
其
所
近

之
地
然
亦
大
同
小
異
故
見
之
志
乘
者
無
甚
殊
今
略
述
其

槪
奉
賢
敦
本
重
學
其
西
文
而
不
浮
其
東
慤
而
不
魯
府

志

錄

王

柳

溪

文

集

士
多
專
工
舉
業
而
讀
書
好
古
亦
不
乏
其
人
明
末
周
勒
卣

倡
爲
幾
社
同
時
宋
轅
文
王
价
右
輩
爲
之
羽
翼
遠
近
希
風

彬
彬
稱
盛
今
雖
少
衰
而
特
立
之
士
時
復
間
出
至
如
扇
訟

抗
糧
呼
盧
使
酒
舊
習
亦
一

矣

農
事
東
鄕
地
高
仰
祗
宜
花
豆
種
稻
殊
鮮
且
地
氣
較
早
必
淸

明
浸
種
穀
雨
落
秧
故
有
百
日
稻
六
十
日
稻
諸
名
今
更
有

名
五
十
日
者
西
鄉
地
窪
戽
水
差
易
所
獲
常
豐
兩
鄕
之
間

尤
賴
紡
織
魚
鹽
以
助
生
計

元

熊

澗

谷

木

棉

歌

秋

陽

收

盡

枝

頭

露

烘

綻

靑

囊

翻

白

絮

田

婦

攜

筐

采

得

歸

渾

家

拮

作

機

中

布

大

兒

來

覓

襦

小

兒

來

覓

袴

半

擬

償

私

債

半

擬

輸

官

賦

竹

籠

旋

著

活

火

薰

蠧

蟲

母

子

走

紛

紛

尺

鐵

碾

作

瑤

宮

雪

一

弓

彈

破

秋

江

雲

中

虛

外

泛

搓

成

索

晝

夜

踏

車

聲

落

落

車

聲

纔

冷

催

上

機

知

作

誰

人

身

上

衣

少

女

背

面

臨

風

泣

憶

曾

隨

母

園

中

拾

明

顧

彧

田

家

女

兒

行

平

川

多

㮔

木

棉

花

織

布

人

家

罷

緝

麻

昨

日

官

租

科

正

急

街

頭

多

賣

木

棉

紗

百
工
絕
少
擅
名
惟
靑
村
繒
網
最
著
漁
人
賴
以
利
用
他
邑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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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
俗

爭
購
之

婚
姻
大
率
以
華
贍
相
尙
自
納
采
以
至
于
歸
其
間
往
來
縟
節

不
能
繩
以
古
禮

喪
紀
雖
士
大
夫
家
必
用
僧
道
及
接
煞
轉
七
六
十
日
百
日
之

俗
禮
治
葬
拘
牽
風
水
有
停
棺
數
十
年
不
葬
者

俗
多
淫
祀
五
通
神
顧
先
鋒
之
類
鄕
村
爭
嚴
事
之
病
不
務
醫

專
事
祈
禳
里
巫
視
鬼
矢
口
妄
語
聞
者
惑
溺
小
戸
之
家
尤

甚
起
居
燕
享
器
用
肴
核
之
類
往
往
近
奢
自
商
賈
以
至
胥
役
輿

臺
貂
帽
緞
服
不
以
爲
異

邑
民
向
勤
耕
織
不
務
蠶
桑
自
咸
豐
末
有
浙
西
江
甯
人
逃
難

來
者
沿
習
其
俗
遂
亦
有
樹
桑
飼
蠶
能
治
絲
者
又
富
室
婦

女
惟
事
鍼
黹
亂
後
習
勤
兼
嫻
紡
織
亦
返
樸
之
一
徵

奉
賢
語
音
東
西
稍
異
西
似
華
婁
東
似
上
南
大
率
同
爲
松
音

而
其
間
剛
柔
稍
别
志
家
每
撮
舉
方
言
名
稱
且
雜
引
古
書

以
疏
釋
其
義
復
多
不
確
此
類
旣
不
能
悉
數
實
亦
無
補
於

觀
風
問
俗
今
不
復
及
上

竝

參

舊

志

物
產

東
南
物
產
是
處
皆
同
亦
無
關
治
要
今
祇
列
布
穀
木
棉
以
資

采
訪
餘
竝
從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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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
俗

布
小

布

有

刷

經

拍

漿

二

種

刷

經

尤

精

濶

布

名

稀

布

有

單

穿

雙

扣

之

别

另

有

紫

花

斜

紋

刮

絨

兼

絲

布

間

或

爲

之

不

如

小

布

濶

布

之

比

戸

操

作

也

古

所

謂

布

皆

以

蔴

苧

葛

爲

之

松

郡

東

有

烏

泥

涇

地

高

仰

不

宜

五

穀

有

以

粤

之

木

棉

種

傳

至

此

地

者

植

之

頗

茂

採

其

花

可

紡

織

爲

布

初

無

軋

車

推

弓

之

具

成

就

甚

艱

元

至

元

間

有

嫗

名

黃

道

婆

者

自

崖

州

來

乃

敎

土

人

以

桿

彈

紡

織

之

法

久

之

而

一

郡

悉

習

其

事

漸

及

他

郡

按

今

世

布

佳

者

首

推

松

江

而

松

江

之

布

尤

首

推

奉

賢

之

莊

行

云

稻
有

稉

糯

二

種

稉

稻

有

早

稻

中

秋

稻

晚

稻

三

種

又

有

香

稉

稻

糯

稻

有

金

糯

趕

陳

糯

羊

鬚

糯

觀

音

糯

等

種

大

麥
古

謂

之

麰

小
麥
古

謂

之

來

蕎
麥

麥
俗

謂

之

圓

麥

蘆
粟

雞
豆
粟

一

名

珍

珠

粟

黃
豆

白
豆

黑
豆
細

者

名

穭

豆

卽

馬

料

豆

豌
豆
一

名

小

寒

豆

蠶
豆
蠶

時

熟

故

名

赤
豆

菉
豆

豇
豆

裙
帶
豆

羊
眼
豆

形

扁

濶

者

名

白

扁

豆

入

藥

刀
豆

脂
蔴

木
棉
輟

耕

錄

云

木

棉

一

名

吉

貝

而

演

繁

露

則

云

吉

貝

草

也

緝

其

花

爲

布

精

曰

貝

粗

曰

㲲

南

史

高

昌

國

傳

云

有

草

實

如

繭

中

絲

爲

細

纑

名

曰

白

叠

取

以

爲

布

甚

軟

白

卽

其

類

也

若

所

謂

木

棉

者

樹

高

丈

餘

粵

中

有

之

與

松

郡

之

棉

花

迥

異

舊

志

附

褚

華

木

棉

譜

邑

種

棉

花

有

白

有

紫

自

瀕

海

所

種

轉

販

之

邑

中

者

曰

沙

花

邑

產

者

曰

杜

花

杜

之

爲

言

土

也

邑

人

止

謂

之

花

而

不

言

棉

更

有

數

種

稍

異

者

一

曰

黃

蒂

穰

蒂

有

黃

色

如

粟

米

大

棉

重

一

曰

靑

核

核

色

靑

細

於

他

種

棉

重

一

曰

黑

核

核

亦

細

純

黑

色

棉

重

一

曰

寬

大

衣

核

白

而

穰

浮

棉

重

此

四

者

皆

二

十

而

得

九

黃

蒂

稍

强

緊

餘

皆

柔

細

中

紡

織

又

一

種

曰

紫

花

浮

細

而

核

大

棉

輕

二

十

而

得

四

種

者

于

淸

明

前

以

溼

灰

拌

花

子

布

之

鋤

鬆

地

上

上

覆

以

土

三

四

月

間

生

苗

其

根

獨

而

直

葉

形

銳

而

有

角

盛

夏

莖

漸

頳

黑

開

小

花

如

錦

葵

色

鵝

黃

中

復

有

紅

紫

暈

一

層

結

實

時

每

穗

作

三

四

房

房

之

嫩

者

曰

花

盤

老

者

曰

花

鈴

子

花

未

熟

透

而

堅

結

如

溼

絮

者

曰

僵

囊

凡

花

早

收

者

曰

早

花

晚

收

者

曰

晚

花

經

霜

而

采

色

微

糙

者

曰

霜

黃

花

凡

田

來

年

擬

種

稻

者

可

種

麥

種

棉

者

勿

種

也

諺

云

歇

田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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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物
產

一

熟

言

歇

地

力

卽

古

代

田

之

義

若

人

稠

地

狹

萬

不

得

已

可

種

大

麥

或

稞

麥

仍

以

糞

壅

力

補

之

决

不

可

種

小

麥

凡

高

仰

田

可

棉

可

稻

者

種

棉

二

年

翻

稻

一

年

卽

草

根

潰

爛

土

氣

浮

厚

蟲

螟

不

生

多

不

得

過

三

年

過

則

生

蟲

三

年

而

無

力

種

稻

者

收

棉

後

周

田

作

岸

浸

水

過

冬

入

春

冰

解

放

水

候

乾

耕

鋤

如

法

可

種

亦

不

生

蟲

棉

田

秋

耕

者

爲

良

穫

稻

後

卽

用

人

耕

又

不

宜

耙

細

須

大

墢

岸

起

令

其

凝

沍

來

年

凍

釋

土

脈

細

潤

正

月

初

轉

耕

或

用

牛

轉

二

月

初

轉

此

轉

必

撈

葢

令

細

淸

明

後

作

畦

畛

欲

濶

溝

欲

深

雨

後

更

于

白

地

上

鋤

之

三

四

次

則

土

細

而

草

除

除

白

一

當

鋤

靑

二

去

草

自

其

萌

芽

故

凡

棉

田

於

種

前

下

壅

或

糞

或

灰

或

豆

餅

或

生

泥

多

寡

量

田

肥

瘠

剉

豆

餅

切

勿

委

地

仍

分

定

畦

畛

匀

布

之

吾

鄕

密

種

者

勿

過

十

餅

以

上

糞

不

過

十

石

以

上

懼

太

肥

虛

長

不

實

實

卽

生

蟲

又

有

草

壅

法

秋

種

苕

蕘

於

田

中

刈

葉

壅

稻

留

根

壅

棉

若

草

不

甚

盛

將

大

麥

蠶

豆

等

竝

掩

覆

之

其

收

有

倍

他

壅

者

水

土

氣

過

寒

糞

力

盛

峻

性

生

泥

能

解

水

土

之

寒

亦

能

去

糞

之

使

實

繁

而

不

蠧

諺

曰

生

泥

好

棉

花

甘

國

老

但

下

糞

須

在

壅

泥

前

泥

上

加

糞

幷

泥

無

力

若

餘

姚

法

罨

豆

後

仍

上

生

泥

生

泥

不

止

去

亦

令

蟲

少

種

疊

地

花

者

不

可

不

知

種

棉

之

法

有

二

將

子

隨

手

撒

畦

內

上

覆

以

土

用

木

碌

碡

滚

實

者

漫

種

也

將

木

樁

打

成

地

眼

量

子

多

少

放

入

用

足

踐

之

者

穴

種

也

吾

鄕

皆

漫

種

甚

密

間

有

穴

種

者

亦

不

聞

倍

收

而

諸

家

皆

力

言

密

種

少

收

之

害

豈

水

土

各

有

所

宜

耶

抑

習

俗

相

沿

不

能

驟

返

也

今

括

四

句

訣

曰

精

揀

核

早

下

種

深

根

短

幹

稀

科

肥

壅

又

元

扈

先

生

曰

棉

花

密

種

有

四

害

苗

長

不

作

蓓

蕾

花

開

不

作

子

一

也

開

花

結

子

雨

後

鬱

蒸

一

時

墮

落

二

也

行

根

淺

近

不

能

禦

風

與

旱

三

也

結

子

暗

蛀

四

也

種

棉

不

熟

之

故

有

四

病

一

秕

二

密

三

瘠

四

蕪

秕

者

種

不

實

密

者

苗

不

孤

瘠

者

糞

不

多

蕪

者

鋤

不

數

凡

種

植

以

旱

爲

良

吾

邑

瀕

海

多

患

風

潮

若

比

常

時

先

種

十

許

日

到

八

月

潮

信

有

傍

根

成

實

者

數

顆

卽

小

收

矣

但

早

種

遇

寒

苗

乃

多

死

今

得

一

法

於

舊

冬

或

新

春

初

耕

後

畝

下

大

麥

種

數

升

臨

種

棉

幷

麥

苗

掩

覆

之

麥

根

在

上

棉

根

遇

之

卽

不

畏

寒

用

此

法

可

先

他

田

半

月

十

日

種

棉

花

遇

大

水

掩

沒

七

日

以

下

尙

能

發

生

若

遇

八

九

日

必

須

翻

種

矣

遇

大

旱

戽

水

後

得

雨

復

損

苗

須

較

量

陰

晴

方

可

凡

棉

性

不

宜

驟

雨

而

草

長

過

之

者

農

家

謂

之

草

裹

花

苗

初

生

時

天

雨

則

草

生

叢

中

幾

不

可

辨

是

須

以

鋤

頭

細

細

去

之

名

曰

脫

花

貧

者

一

家

幷

力

合

作

則

壯

丁

健

婦

相

雜

於

道

至

有

女

舉

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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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物
產

而

男

爲

之

餉

食

者

每

當

酷

之

時

流

汗

沾

衣

最

爲

勤

苦

大

抵

鋤

棉

須

七

次

以

上

又

須

及

夏

至

前

多

鋤

乃

佳

諺

云

鋤

花

要

趁

黃

梅

信

鋤

頭

落

地

長

三

寸

棉

花

漫

種

者

易

種

難

鋤

穴

種

者

反

之

漫

種

下

種

宜

密

鋤

時

别

而

痛

芟

之

令

疏

穴

種

者

穴

四

五

核

鋤

時

別

去

留

之

留

不

得

過

二

苖

二

者

高

五

六

寸

以

塊

掗

其

中

而

平

分

之

使

根

幹

相

去

面

面

生

枝

别

之

法

老

農

云

三

次

鋤

去

大

葉

者

此

巨

核

少

棉

種

也

三

鋤

後

去

小

葉

者

此

秕

不

實

種

而

油

浥

病

輕

也

此

說

亦

出

農

政

全

書

花

熟

時

人

攜

一

袋

取

之

曰

捉

花

捉

花

宜

小

兒

蓋

花

之

高

者

不

過

二

尺

許

偉

丈

夫

則

傴

僂

矣

凡

日

色

晴

爽

捉

花

者

已

往

他

處

而

囘

顧

已

經

采

摘

之

花

又

復

開

花

謂

之

前

捉

後

白

如

是

者

倍

收

捉

花

旣

已

其

幹

可

用

爲

薪

燒

之

勝

於

蘆

葦

名

花

萁

萁

未

拔

時

游

手

輩

竊

其

零

星

綴

枝

上

者

以

博

一

醉

相

遇

於

野

田

草

露

閒

爲

物

主

所

訶

而

不

讓

至

有

鬬

毆

成

訟

者

俗

謂

之

捉

落

花

邑

之

販

戸

皆

自

崇

明

海

門

兩

沙

來

土

人

惟

碾

去

其

子

賣

於

諸

處

以

性

强

緊

不

中

紡

織

也

邑

產

者

另

有

行

戶

晨

挂

一

稱

於

門

俟

賣

買

者

交

集

戶

外

乃

爲

之

美

惡

而

貿

易

也

花

不

曬

不

可

碾

以

有

溼

氣

則

子

碾

不

脫

也

曬

花

之

具

以

葦

薄

張

於

衣

桁

上

薄

攤

之

翻

數

徧

至

日

暮

方

可

收

用

若

遇

陰

雨

以

竹

格

安

火

盆

上

烘

透

俟

冷

再

烘

始

不

還

性

貧

家

或

以

趁

炊

飯

罷

去

鬴

烘

之

者

然

此

二

法

易

令

色

不

明

潔

攪

車

今

謂

之

軋

車

以

木

爲

之

形

如

三

足

几

坐

則

高

與

胷

齊

上

有

兩

耳

卓

立

空

耳

之

中

置

木

軸

一

徑

三

寸

有

柄

在

車

左

以

右

手

運

其

機

向

外

復

置

鐵

軸

一

徑

半

寸

有

輪

在

車

之

右

以

左

足

運

其

機

向

內

皆

用

木

楔

籠

緊

中

留

尺

許

地

取

花

塞

兩

軸

之

隙

而

手

足

胥

運

則

子

自

內

落

無

子

之

花

自

外

出

若

雲

靉

靆

然

名

花

衣

彈

花

弓

剡

木

所

爲

長

五

尺

許

上

圓

而

銳

下

方

而

濶

弦

麤

如

五

股

線

置

弓

花

衣

中

以

槌

擊

弦

作

響

則

驚

而

騰

起

散

若

雪

輕

如

烟

名

熟

花

衣

於

是

約

熟

花

衣

作

帶

形

削

細

竹

莖

爲

心

一

手

執

其

末

一

手

執

其

板

如

緜

矩

者

覆

之

一

推

一

卻

花

衣

乃

捲

竹

上

卽

抽

出

此

竹

其

狀

外

圓

而

中

空

名

條

子

紡

車

以

木

爲

之

有

背

有

足

首

置

木

鋌

三

形

銳

而

長

刻

木

爲

承

其

末

以

皮

弦

襻

連

一

輪

上

復

以

橫

木

名

踏

條

者

置

輪

之

竅

中

將

兩

足

抑

揚

運

之

取

向

所

成

條

子

黏

於

舊

縷

隨

手

牽

引

如

繅

繭

絲

皆

繞

鋌

而

積

是

名

棉

紗

紗

有

成

經

緯

者

有

止

賣

紗

者

夜

以

繼

日

得

斤

許

卽

可

餬

口

善

紡

者

能

三

繀

四

繀

爲

常

兩

繀

爲

下

以

棉

紗

成

絍

古

用

撥

車

持

一

繀

周

帀

蟠

竹

方

架

上

日

得

無

幾

繼

用

軠

狀

制

如

交

椅

其

上

豎

列

八

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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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物
產

掉

枝

牽

引

分

布

成

絍

便

於

前

制

今

則

取

所

謂

如

交

椅

者

令

人

負

之

而

趨

一

人

隨

理

其

緖

往

來

數

過

頃

刻

可

就

名

其

所

負

曰

經

車

成

絍

後

次

乃

用

漿

漿

必

須

細

白

好

麵

調

法

不

可

太

熟

熟

則

令

紗

色

黑

不

可

太

生

生

則

令

紗

不

緊

在

糊

盆

浸

過

一

夕

値

曉

露

未

晞

或

天

陰

不

雨

時

植

竹

架

於

廣

場

繂

其

兩

端

以

竹

帚

痛

刷

候

乾

於

分

絍

處

閒

以

交

竹

捲

如

牛

腰

然

後

上

機

此

種

最

貴

名

刷

紗

次

則

捲

之

成

餅

列

肆

賣

之

名

布

經

團

燥

者

多

斷

溼

者

多

黦

又

有

以

棉

紗

作

絞

入

漿

水

不

復

帚

刷

而

成

絍

名

漿

紗

最

下

吾

邑

以

百

里

所

產

常

供

數

省

之

用

非

種

植

獨

饒

人

力

獨

稠

抑

亦

地

氣

使

然

也

凡

布

密

而

狹

者

爲

小

布

郡

城

謂

之

扣

布

疏

而

濶

者

爲

稀

布

產

邑

中

極

細

者

爲

飛

花

布

卽

丁

孃

子

布

產

邑

之

三

林

塘

文

側

理

者

爲

斜

文

文

方

勝

者

爲

正

文

文

棱

起

者

爲

高

麗

皆

邑

產

他

處

亦

間

有

之

若

染

成

而

以

刀

剖

有

芒

如

氆

氌

者

爲

刮

絨

非

女

紅

也

按

棉

花

自

劉

家

行

東

有

名

萼

黃

種

者

下

種

開

花

較

遲

棉

絮

較

厚

所

獲

更

倍

西

南

鄕

獨

不

宜

種

府

志

本
邑
東
南
兩
門
外
有
捍
海
塘
外
水
墩
中
墩
旱
墩
草
蕩
內
中

墩
旱
墩
因
潮
水
不
至
不
產
鹽
滷
地
多
荒
廢
近
有
溫
州
餘

姚
等
處
客
民
來
見
沙
土
性
鹹
喜
無
蟲
蛀
播
種
山
芋
今
本

地
居
民
效
法
傳
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