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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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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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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第
十
一

風
俗
考

上
有
政
敎
下
有
風
俗
事
本
相
因
而
地
則
各
有
所
域
蓋
不
可

得
而
異
者
民
彜
物
則
之
常
其
不
可
强
以
同
者
陰
陽
偏
至
之

氣
是
以
禮
有
從
宜
從
俗
而
行
人
之
獻
五
書
必
條
其
風
俗
也

沅
湘
之
間
其
俗
信
鬼
而
好
祀
其
祀
必
使
巫
覡

楚

辭

九

歌

註

賀

竒

曰

楚

開

文

字

之

始

者

屈

子

其

所

稱

帝

稱

神

者

不

一

如

湘

君

湘

夫

人

東

皇

太

乙

司

命

山

鬼

之

類

皆

從

俗

爲

詞

卽

其

信

鬼

好

巫

之

徵

楚
江
南
地
廣
火
耕
水
耨
民
食
魚
稻
以
魚
獵
山
伐
爲
業
果
蓏
蠃

蛤
食
物
常
足
故
啙
蓏
媮
生
而
亡
積
聚
飲
食
還
給
不
憂
凍
餒

亦
無
千
金
之
積

漢

書

地

理

志

　
︹
舊

志
︺
桃

源

民

淳

朴

郊

野

事

魚

獵

藝

不

求

工

商

不

致

逺

龍

陽

地

瘠

民

貧

山

居

以

農

桑

爲

本

澤

居

以

綱

罟

爲

業

沅

江

地

僻

民

稀

田

低

土

瘠

懼

於

爭

鬭

湖

汊

爲

居

網

罟

是

利

今

按

桃

源

多

山

沅

江

多

水

武

陵

龍

陽

西

北

多

山

東

南

多

水

多

山

者

宜

稻

不

宜

麥

歲

惟

一

收

東

北

濱

湖

高

田

秋

收

后

可

種

菜

及

豆

麥

低

者

名

湖

田

每

夏

澇

不

消

淪

入

巨

浸

幸

而

獲

全

則

利

過

高

田

沅
湘
間
多
山
農
家
惟
植
粟
且
多
在
岡
阜
每
欲
布
種
時
則
先
伐

其
林
木
縱
火
焚
之
俟
其
成
灰
卽
布
種
於
其
間
如
是
則
所
收

必
倍
蓋
史
所
言
刀
耕
火
種
也

許

觀

東

齋

記

事

人
氣
和
平
多
淳
朴
少
宦
情
以
黃
老
自
樂

伍

安

貧

武

陵

記

常
武
爲
守
節
禮
義
之
國

宋

鍾

蜚

英

學

記

居
民
務
本
勤
於
耕
織
自
□
觀
以
來
製
錦
繡
爲
業
其
色
鮮
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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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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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减
成
都
錦
官

元

史

志

　

按

今

常

德

產

綿

閒

治

蠶

桑

城

□

□

女

工

刺

繡

治

絲

枲

西

南

鄉

半

勤

紡

織

治

園

□

東

北

鄉

則

往

往

有

挿

秧

刈

草

者

所

謂

古

來

淳

樸

地

健

婦

把

犁

鋤

鼎
城
爲
文
物
之
邦

元

史

節

翁

樂

記

居
民
務
本
勤
於
耕
織

元

統

志

武
陵
古
望
邑
衣
冠
禮
樂
爲
名
區
文
物
甲
湖
右

明

輿

圖

考

　

楊

文

斗

曰

近

來

衣

冠

都

雅

庠

序

不

乏

頴

苕

雖

甕

牗

繩

樞

寒

畯

爲

多

而

山

陬

水

澨

無

行

三

五

里

不

聞

絃

誦

聲

者

可

謂

彬

彬

盛

矣

但

急

科

名

期

速

化

則

有

浮

淺

之

病

武
陵
桃
源
是
謂
有
常
之
域

玉

海

鎭

節

賦

　
︹
武

陵

志

藁
︺
常

武

民

勤

稼

穡

戸

習

詩

書

凶

喪

疾

病

共

相

維

持

恤

困

苦

也

孤

寡

貧

窮

不

去

鄉

里

重

流

徙

也

道

路

津

梁

江

湖

隄

障

率

多

修

造

趨

事

功

也

至

親

戚

交

遊

歲

時

餽

送

有

古

者

親

睦

之

風

湖

廣

通

志

載

三

弊

曰

浮

靡

曰

訐

訟

曰

拳

勇

其

訐

訟

或

時

爲

舞

智

者

所

愚

至

浮

靡

拳

勇

之

習

不

槪

見

也

大
江
嚙
城
舳
艫
帆
檝
時
相
上
下
商
賈
所
聚
百
貨
輳
集
人
語
歡

聲
輙
喧
午
夜
安
樂
故
土
憚
於
行
役
竭
耕
桑
之
勞
習
網
罟
之

利
舊
稱
魚
米
之
鄉
良
有
以
也

通

志

　
︹
武

陵

志

藁
︺
境

內

産

魚

米

油

茶

爲

最

黔

蜀

閩

廣

江

浙

陜

豫

之

商

畢

集

茶

商

通

於

安

化

木

販

集

於

河

洑

鹽

木

則

囘

峯

德

山

設

有

關

稅

權

衡

依

制

斛

制

等

河

斛

較

倉

斛

稍

大

錢

平

油

平

食

平

較

庫

平

稍

輕

四

鄉

之

村

斗

村

斛

不

一

向

來

貿

易

率

以

錢

爲

母

制

錢

八

百

凖

銀

一

兩

近

則

低

昂

不

一

正
月
一
日
是
三
元
之
日
也
春
秋
謂
之
端
月
鷄
鳴
而
起
先
於
庭

前
爆
竹
以
辟
山
臊
惡
鬼
長
㓜
悉
正
衣
冠
以
次
拜
賀
進
椒
柏

酒
荆

楚

歲

時

記

　
︹
崔

實

月

令
︺
正

月

一

日

是

謂

元

旦

潔

祀

祖

禰

進

酒

降

神

畢

尊

卑

大

小

以

次

列

拜

先

祖

之

前

子

孫

各

上

椒

酒

於

家

長
︹
舊

志
︺
是

曰

男

女

皆

晨

興

盛

服

拜

祖

先

及

□

長

畢

出

謁

親

鄰

不

相

見

者

投

刺

謂

之

賀

節

大

約

三

五

日

□

他

方

畧

同

出

必

擇

吉

方

吉

時

先

入

廟

行

香

謂

之

出

行

□

□

各

以

其

業

爲

試

士

試

筆

墨

女

試

針

線

三

日

不

埽

除

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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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
月
七
日
爲
人
日
以
七
種
菜
爲
羹
剪
綵
爲
人
或
鏤
金
薄
爲
人

以
貼
屏
風
亦
戴
之
頭
鬢
又
造
華
勝
以
相
遺
登
高
賦
詩

歲

時

記

注

按

董

勛

問

禮

俗

曰

正

月

一

日

爲

鷄

二

日

爲

狗

三

日

爲

羊

四

日

爲

猪

五

日

爲

牛

六

日

爲

馬

七

日

爲

人

正

旦

畫

鷄

於

門

七

日

帖

人

於

帳

又

楚

詞

云

目

極

千

里

傷

春

心

則

春

日

登

臨

自

古

爲

適

立
春
之
日
悉
剪
綵
爲
鷰
戴
之
帖
宜
春
二
字

歲

時

記

正
月
十
五
日
作
豆
糜
其
夕
迎
紫
姑
以
卜
將
來
蠶
桑
并
占
衆
事

歲

時

記

　

注

按

劉

敬

叔

異

苑

云

紫

姑

本

人

家

妾

爲

大

婦

所

妬

正

月

十

五

日

感

激

而

死

故

世

人

作

其

形

迎

之

舊

志

上

元

剪

𥿄

爲

燈

糊

以

竹

格

有

綉

毬

走

馬

蓮

花

諸

類

好

事

者

作

成

燈

謎

夜

則

相

聚

以

猜

名

曰

占

燈

按

近

有

爲

龍

燈

水

車

獅

子

等

燈

沿

街

遊

戯

甚

唱

采

茶

燈

曲

無

賴

子

藉

以

遊

食

維

持

風

俗

者

每

嚴

禁

之

舊

志

作

麪

窩

如

鷄

子

大

者

十

二

以

象

十

二

月

每

窩

標

記

某

月

用

甑

蒸

之

如

炊

飯

然

久

之

取

視

水

淺

深

有

無

以

稽

某

月

之

水

旱

悉

多

有

騐

至

十

九

夜

燒

燈

舊

志

婦

女

於

是

夜

成

行

宵

行

謂

之

走

百

病

今

無

此

風

桉

今

十

五

日

和

米

粉

爲

丸

謂

之

元

宵

以

餉

客

除

日

挿

榆

臘

枝

於

門

數

日

香

楮

送

之

謂

之

送

年

元
日
至
於
月
晦
並
爲
酺
聚
飲
食
士
女
泛
舟
或
臨
水
宴
樂

歲

時

記

按

今

逐

日

會

宴

謂

之

請

春

酒

社
日
四
隣
並
結
綜
會
社
牲
醪
爲
屋
於
樹
下
先
祭
神
然
後
饗
其

胙
歲

時

記

　

舊

志

社

日

鳩

錢

買

牲

醴

賽

神

食

飲

鄉

村

卽

以

是

日

浸

種

穀

去
冬
節
一
百
五
日
卽
有
疾
風
甚
雨
謂
之
寒
食
禁
火
三
日
造
餳

大
麥
粥

荆

楚

歲

時

祀

　

注

據

歴

合

在

淸

明

前

二

日

亦

有

去

冬

至

一

百

六

日

者

又

曰

寒

食

斷

火

起

于

子

推

據

左

傳

及

史

記

並

無

介

子

推

被

焚

之

事

案

周

書

司

烜

氏

仲

春

秋

木

鐸

循

火

禁

於

國

中

注

云

爲

季

春

將

出

火

也

然

則

禁

火

蓋

周

之

舊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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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
明
具
酒
食
掃
墓
以
竹
枝
懸
𥿄
錢
而
挿
之
謂
之
摽
墳

舊

志

按

城

中

婦

女

出

遊

惟

上

塚

日

有

之

素

無

踏

靑

鞦

韆

等

戲

三
月
三
日
士
民
並
出
江
渚
池
沼
閒
爲
流
杯
曲
水
之
飲

歲

時

記

五
月
俗
稱
惡
月
多
禁
忌
曝
牀
薦
席
及
忌
蓋
屋

歲

時

記

五
月
五
日
四
民
並
蹋
百
草
又
有
鬭
百
草
之
戯
採
艾
以
爲
人
懸

門
戸
上
以
禳
毒
氣

歲

時

記

　

注

按

宗

則

字

文

度

常

以

五

月

五

日

鷄

未

鳴

時

採

艾

見

似

人

處

攬

而

取

之

用

炙

有

騐

師

曠

占

曰

歲

多

病

則

艾

先

生

是
日
競
渡
採
雜
藥

歲

時

記

　

注

按

五

月

五

日

競

渡

俗

爲

屈

原

投

汨

羅

日

傷

其

死

故

並

命

舟

楫

以

拯

之

舸

舟

取

其

輕

利

謂

之

飛

鳬

一

自

以

爲

水

軍

一

自

以

爲

水

馬

州

將

及

土

人

悉

臨

水

而

觀

之
︹
夏

小

正
︺
此

月

蓄

藥

以

蠲

除

毒

氣

舊

志

俗

重

此

節

是

日

懸

艾

於

戸

食

角

黍

切

菖

蒲

和

雄

黃

泛

酒

飲

之

又

以

雄

黃

噴

室

塗

小

兒

耳

鼻

舊

相

沿

有

泛

龍

舟

之

戲

其

初

不

過

鄕

人

習

爲

競

渡

近

則

角

勝

負

有

毆

傷

溺

斃

之

異

搆

訟

無

林

反

爲

俗

戾

今

已

禁

止

以
五
綵
絲
繫
臂
名
曰
辟
兵
令
人
不
病
瘟
又
有
佻
達
等
織
組
雜

物
相
贈
遺
取
鴝
鵒
敎
之
語

歲

時

記

夏
至
節
日
食
糭

歲

時

記

　

注

按

周

處

謂

爲

角

黍

人

並

以

新

竹

爲

筒

糭

練

葉

挿

五

綵

繫

臂

謂

爲

長

命

縷

按

月

今

廣

義

屈

原

以

五

日

死

於

汨

羅

人

傷

其

死

每

至

是

日

竹

筒

貯

米

投

水

祭

之

後

世

角

黍

始

此

有

九

子

粽

有

素

粽

形

制

不

一

歲

時

記

云

以

夏

至

日

食

粽

與

今

俗

小

異

今

夏

至

日

但

多

爲

食

飲

意

蓋

以

助

陰

不

拘

於

食

粽

也

六
月
六
日
曝
書
及
衣
服

通

志

七
月
七
日
爲
牽
牛
織
女
聚
會
之
夜
是
夕
人
家
婦
女
結
綵
縷
穿

七
孔
針
或
以
金
銀
鍮
石
爲
針
陳
瓜
菓
於
中
庭
以
乞
巧
有
蟢

子
網
於
瓜
上
則
以
爲
符
應

歲

時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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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
月
初
十
至
十
五
日
俗
名
中
元
設
羹
飯
酒
食
盛
列
几
筵
或
剪

𥿄
爲
衣
鑿
楮
錢
焚
之
謂
之
薦
祖

通

志

七
月
十
五
日
僧
尼
道
俗
悉
營
盆
供
諸
佛

歲

時

記

　

注

按

盂

蘭

盆

經

有

七

葉

功

德

並

幡

花

歌

鼓

果

食

送

之

蓋

由

此

也

經

云

目

連

見

其

亡

母

在

餓

鬼

中

不

得

食

白

佛

佛

言

至

七

月

十

五

日

當

爲

七

代

父

母

厄

難

中

者

具

百

味

五

果

以

著

盆

中

供

養

十

方

大

德

佛

故

後

人

因

此

廣

爲

華

餙

模

花

葉

之

形

極

工

妙

之

巧

八
月
中
秋
設
酒
菓
對
月
飲
之
名
曰
賞
月
卽
以
月
之
明
暗
占
湖

魚
之
有
無
暗
則
有
魚
且
卜
來
歲
元
宵
之
晴
雨
諺
曰
雲
掩
中

秋
月
雨
打
上
元
燈

舊

志

　

武

陵

王

敬

禧

曰

諺

語

殊

不

確

意

以

爲

當

亦

殺

風

景

之

語

爲

人

訛

傳

耳

是
夜
城
中
婦
女
祈
嗣
者
或
於
園
圃
採
瓜
爲
騐
謂
之
摸
秋
亦
有

親
鄰
會
聚
送
瓜
者

通

志

武
陵
俗
嗜
芰
菱
劉
禹
錫
詩
序
云
歲
云
秋
矣
有
女
郞
盛
遊
於
馬

湖
薄
言
採
之
以
御
嘉
賔

九
月
九
日
四
民
並
籍
野
飲
宴

歲

時

記

　

注

按

杜

公

瞻

云

九

月

九

日

宴

會

未

知

起

於

何

代

然

自

漢

至

宋

未

改

今

北

人

亦

重

此

節

佩

茱

萸

食

餌

飲

菊

花

酒

云

令

人

長

壽

近

代

皆

設

宴

於

臺

榭

十
一
月
冬
至
節
鄕
中
巨
族
於
宗
祠
會
祭
始
祖
序
齒
頒
胙
有
如

禮
者

增　

十
二
月
八
日
爲
臘
日
諺
言
臘
鼓
鳴
春
草
生
村
人
並
擊
細
腰
鼓

戴
胡
頭
及
作
金
剛
力
士
以
逐
疫

歲

時

記

　

注

金

剛

方

士

世

謂

佛

家

之

神

按

河

圖

玉

版

云

天

立

四

極

有

金

剛

力

士

長

三

十

丈

此

則

其

義

其
日
並
以
豚
酒
祭
竈
神

仝

上

　

注

按

禮

器

竈

者

老

婦

之

祭

許

愼

五

經

異

義

云

顓

頊

有

子

曰

黎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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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融

火

正

祝

融

爲

竈

神

姓

蘓

名

吉

利

婦

姓

王

名

搏

頰

按

今

俗

例

以

十

二

月

廿

三

日

祀

竈

云

竈

神

是

日

上

天

奏

事

故

禱

之

歲
暮
家
家
具
肴
簌
詣
宿
歲
之
位
以
迎
新
年
相
聚
酣
飲
留
宿
歲

飯
同

上

　

舊

志

二

十

六

日

以

後

具

酒

脯

薦

祖

禰

團

圞

會

食

謂

之

年

飯

作

米

食

黍

餈

油

䭔

環

餅

饊

餌

之

属

相

遺

謂

之

餽

歲

除

日

易

門

神

桃

符

春

帖

至

夜

爆

竹

椒

盤

宴

飲

曰

團

年

或

竟

夕

不

寐

曰

守

歲

室

中

遍

處

燃

燈

曰

照

夜

自
八
月
至
臈
月
多
舉
行
婚
嫁
喪
葬
及
祈
賽
等
事

湖

南

通

志

按
郡
人
子
女
襁
褓
論
婚
有
但
以
一
言
爲
定
終
身
不
改
者

未
可
爲
訓
也
有
但
發
女
命
八
字
及
婚
時
畧
不
及
財
禮
者

郡
中
此
風
半
沿
先
民
未
之
有
易

楊

文

斗

日

子

女

許

字

媒

氏

持

帖

書

男

女

命

謂

之

塡

庚

有

佐

以

花

鈿

牲

酒

者

及

婚

請

期

謂

之

報

日

壻

家

送

服

飾

亦

佐

以

酒

果

牲

畜

謂

之

過

禮

女

家

則

送

妝

奩

招

賔

客

告

祖

盛

服

醮

子

於

客

位

謂

之

賀

郎

姻

親

皆

送

賀

禮

女

家

亦

然

謂

之

宴

女

姻

親

送

禮

謂

之

塡

箱

及

期

壻

家

設

綵

輿

鼓

吹

以

迎

婦

至

門

合

卺

遠

者

謂

之

打

繡

房

旋

見

祖

拜

翁

姑

戚

属

謂

之

分

大

小

近

者

三

日

遠

者

一

月

女

偕

壻

省

父

母

謂

之

囘

門

古

之

納

采

問

名

納

徵

納

吉

請

期

親

迎

不

存

其

名

而

禮

意

畧

具

焉

　

又

曰

郡

俗

親

喪

有

依

朱

子

家

禮

者

有

隨

俗

稍

爲

增

損

者

皆

循

禮

之

士

也

有

延

僧

道

𣩵

殮

作

佛

事

者

謂

之

建

道

塲

設

奠

開

弔

富

者

尙

䌓

易

親

友

牲

牢

賻

奠

以

求

相

稱

力

不

逮

者

親

隣

醵

金

置

酒

或

擊

鼓

踏

歌

謂

之

伴

夜

邇

來

踏

歌

之

風

已

息

至

於

寒

食

掃

墓

七

月

薦

新

冬

至

祭

祖

雖

至

貧

者

皆

不

廢

也

孝
義
約

增

　

桉

孝

義

約

鄉

以

數

十

家

爲

率

遇

戚

懿

親

喪

人

各

出

布

爲

賻

城

中

以

百

人

爲

率

凡

明

噐

所

需

悉

爲

佽

助

羣

執

紼

焉

四
禮
約

增

　

近

今

郡

紳

士

復

爲

四

禮

約

於

凶

禮

而

外

並

及

吉

禮

蔣

維

光

序

畧

云

冠

禮

則

几

筵

勺

觶

婚

嫁

則

冠

服

車

裧

喪

事

則

翣

布

轜

軒

祭

品

則

尊

彛

籩

豆

從

宜

從

俗

有

情

□

文

有

力

者

既

得

行

其

分

之

所

安

無

財

者

亦

可

致

其

惻

之

宜

盡

貧

富

不

至

相

耀

有

無

可

以

相

通

云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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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按
郡
中
風
俗
强
半
沿
梁
宗
懍
荊
楚
歲
時
記
梁
元
帝
本
紀

載
武
陵
之
平
言
宗
懍
楚
人
本
傳
言
其
先
湼
陽
徙
江
陵
而

楚
志
作
武
陵
疑
懍
卽
武
陵
人
今
多
錄
其
書
唐
以
後
未
有

考
約
以
宋
明
爲
盛
至
我

朝
縉
紳
書
載
常
德
府
風
俗
曰
風
氣
柔
和
民
知
務
本
則
非
政
敎

陶
鎔
盡
去
其
椎
魯
凌
競
之
習
不
及
此
休
哉
其
爲
帝
世
之

民
也
夫

卷
十
三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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