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
肃
省
平
凉
市
泾
川
县
的
回
中
山
，
历
来
以
西
王
母
传
说

而
闻
名
，
山
上
的
王
母
宫
也
是
历
代
民
众
敬
仰
的
道
教
圣
地
。
王

母
宫
修
建
于
何
时
尚
无
法
确
定
，
但
据
史
料
记
载
，
北
宋
开
宝
年

间
、
明
正
德
九
年
（
一
五
一
四
）
以
及
嘉
靖
元
年
（
一
五
二
二
）

等
，
都
有
对
王
母
宫
大
规
模
的
扩
建
增
修
。
在
历
代
多
次
修
建
的

过
程
中
，
留
下
了
很
多
碑
刻
，
张
维
《
陇
右
金
石
录
》
中
收
录

的
泾
川
石
碑
有
三
十
二
块
，
其
中
与
西
王
母
或
王
母
宫
相
关
的
有

十
三
块
之
多
，
今
佚
五
块
，
现
存
的
八
块
中
，
最
早
也
最
著
名
的

是
北
宋
天
圣
年
间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现
藏
于
泾
川
县
王
母
宫
石
窟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管
窥

王
兴
芬

寺
文
管
所
，
亦
称
作
『
天
圣
碑
』
或
『
王
母
宫
颂
碑
』
，
此
碑
高

2
8
3
c
m

，
宽8

6
c
m

，
厚1

8
c
m

。
共
二
十
行
，
行
四
十
六
字
，
现

存
残
文
一
百
四
十
余
字
，
虽
然
碑
文
损
毁
严
重
，
但
全
文
幸
得
典

籍
保
存
了
下
来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碑
文
由
北
宋
初

年
陶
谷
所
撰
，
现
存
碑
文
篆
书
由
北
宋
书
坛
篆
书
名
家
上
官
佖

书
写
。
陶
谷
的
碑
文
，
用
浪
漫
主
义
的
手
法
，
以
优
美
华
丽
的
辞

藻
，
将
神
话
传
说
与
史
实
相
融
合
，
使
文
章
流
光
溢
彩
，
妙
趣
横

生
。
上
官
佖
的
篆
书
用
笔
流
畅
，
结
构
严
谨
，
古
朴
庄
重
，
是
现

存
为
数
不
多
的
北
宋
篆
书
碑
刻
。
可
以
说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不
但
具
有
重
要
的
文
学
价
值
和
史
料
价
值
，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也
占
据
着
重
要
的
地
位
，
具
有
重
要
的
书
学
价
值
。
本
文
就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前
世
今
生
作
一
全
方
位
的
探

究
，
以
期
对
该
碑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有
所
裨
益
。

一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自
北
宋
开
宝
元
年

（
九
六
八
）
张
铎
树
立
至
天
圣
三
年
（
一
〇
二
五
）
上
官
佖
书
刻

成
碑
并
最
终
流
传
下
来
，
历
时
五
十
七
年
，
这
在
碑
刻
史
上
是
极

其
少
有
的
。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之
所
以
在
五
十
七

年
后
才
最
终
成
碑
，
是
因
为
在
上
官
佖
之
前
，
曾
两
次
书
刻
，
又

两
次
被
磨
去
。
该
碑
碑
阴
上
部
上
官
佖
书
写
的
楷
书
题
跋
就
记
述

了
这
块
石
碑
多
次
刊
刻
的
过
程
，
是
研
究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成
碑
过
程
的
重
要
史
料
：

翰
林
承
旨
八
座
陶
公
谷
，
开
宝
戊
辰
岁
为
泾
帅
太
师
张
公
铎

述
《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
，
当
时
已
刊
勒
上
石
。
至
咸
平
戊
戌
岁
，

澶
帅
太
傅
柴
公
禹
锡
镇
于
是
邦
，
乃
削
去
旧
字
，
俾
南
岳
僧
梦
英

重
书
其
文
，
而
字
多
舛
误
，
加
以
笔
迹
讹
俗
。
佖
谓
名
公
之
文
，

远
近
流
布
，
好
事
者
传
诵
，
恐
失
其
真
，
比
再
磨
砻
。
又
以
梦
英

者
，
自
负
小
学
，
时
辈
推
尚
，
遂
别
琢
坚
珉
，
躬
自
篆
籀
，
状
斯

冰
玉
箸
之
体
，
命
工
刊
之
，
立
于
殿
之
北
楹
。
庶
乎
陶
公
之
文
，

回
山
之
庙
，
偕
斯
篆
而
不
朽
矣
。
虑
来
者
不
详
兹
意
，
故
书
于
碑

阴
以
明
焉
。
[1]

可
以
看
到
，
这
块
石
碑
原
为
北
宋
开
宝
元
年
（
九
六
八
）

张
铎
所
立
，
由
当
时
的
翰
林
学
士
陶
谷
撰
文
并
书
写
，
题
为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
，
但
碑
成
三
十
年
后
，
泾
州
官
员
柴
禹
锡
因

不
满
意
碑
刻
上
的
书
体
，
于
咸
平
元
年
（
九
九
八
）
命
人
除
去
碑

摘 

要
：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由
翰
林
学
士
陶
谷
撰
文
，
曾
两
次
书
刻
，
但
均
被
磨
去
，
后
由
上

官
佖
书
刻
成
碑
并
最
终
流
传
下
来
。
上
官
佖
作
为
现
今
留
存
碑
文
的
书
写
者
，
其
所
书
篆
书
碑
文
是
留
存
至
今
为
数

不
多
的
北
宋
篆
书
碑
刻
之
一
，
成
为
研
究
上
官
佖
本
人
书
法
及
北
宋
篆
书
重
要
的
文
献
资
料
；
碑
阴
及
两
侧
留
存
的

上
官
佖
题
刻
的
楷
书
题
跋
以
及
当
时
文
人
名
士
的
楷
书
题
记
，
对
研
究
北
宋
楷
书
书
体
也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价
值
。

关
键
词
：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僧
梦
英
　
上
官
佖
　
书
学
价
值

学
苑
文
萃

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碑
阴
拓
片

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碑
阳
拓
片 

纵283cm
 

横86cm
 

原
碑
现
藏
于
泾
川
县
王
母
宫
石
窟
寺
文
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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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省
平
凉
市
泾
川
县
的
回
中
山
，
历
来
以
西
王
母
传
说

而
闻
名
，
山
上
的
王
母
宫
也
是
历
代
民
众
敬
仰
的
道
教
圣
地
。
王

母
宫
修
建
于
何
时
尚
无
法
确
定
，
但
据
史
料
记
载
，
北
宋
开
宝
年

间
、
明
正
德
九
年
（
一
五
一
四
）
以
及
嘉
靖
元
年
（
一
五
二
二
）

等
，
都
有
对
王
母
宫
大
规
模
的
扩
建
增
修
。
在
历
代
多
次
修
建
的

过
程
中
，
留
下
了
很
多
碑
刻
，
张
维
《
陇
右
金
石
录
》
中
收
录

的
泾
川
石
碑
有
三
十
二
块
，
其
中
与
西
王
母
或
王
母
宫
相
关
的
有

十
三
块
之
多
，
今
佚
五
块
，
现
存
的
八
块
中
，
最
早
也
最
著
名
的

是
北
宋
天
圣
年
间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现
藏
于
泾
川
县
王
母
宫
石
窟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管
窥

王
兴
芬

寺
文
管
所
，
亦
称
作
『
天
圣
碑
』
或
『
王
母
宫
颂
碑
』
，
此
碑
高

2
8
3
c
m

，
宽8

6
c
m

，
厚1

8
c
m

。
共
二
十
行
，
行
四
十
六
字
，
现

存
残
文
一
百
四
十
余
字
，
虽
然
碑
文
损
毁
严
重
，
但
全
文
幸
得
典

籍
保
存
了
下
来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碑
文
由
北
宋
初

年
陶
谷
所
撰
，
现
存
碑
文
篆
书
由
北
宋
书
坛
篆
书
名
家
上
官
佖

书
写
。
陶
谷
的
碑
文
，
用
浪
漫
主
义
的
手
法
，
以
优
美
华
丽
的
辞

藻
，
将
神
话
传
说
与
史
实
相
融
合
，
使
文
章
流
光
溢
彩
，
妙
趣
横

生
。
上
官
佖
的
篆
书
用
笔
流
畅
，
结
构
严
谨
，
古
朴
庄
重
，
是
现

存
为
数
不
多
的
北
宋
篆
书
碑
刻
。
可
以
说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不
但
具
有
重
要
的
文
学
价
值
和
史
料
价
值
，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也
占
据
着
重
要
的
地
位
，
具
有
重
要
的
书
学
价
值
。
本
文
就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前
世
今
生
作
一
全
方
位
的
探

究
，
以
期
对
该
碑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有
所
裨
益
。

一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自
北
宋
开
宝
元
年

（
九
六
八
）
张
铎
树
立
至
天
圣
三
年
（
一
〇
二
五
）
上
官
佖
书
刻

成
碑
并
最
终
流
传
下
来
，
历
时
五
十
七
年
，
这
在
碑
刻
史
上
是
极

其
少
有
的
。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之
所
以
在
五
十
七

年
后
才
最
终
成
碑
，
是
因
为
在
上
官
佖
之
前
，
曾
两
次
书
刻
，
又

两
次
被
磨
去
。
该
碑
碑
阴
上
部
上
官
佖
书
写
的
楷
书
题
跋
就
记
述

了
这
块
石
碑
多
次
刊
刻
的
过
程
，
是
研
究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成
碑
过
程
的
重
要
史
料
：

翰
林
承
旨
八
座
陶
公
谷
，
开
宝
戊
辰
岁
为
泾
帅
太
师
张
公
铎

述
《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
，
当
时
已
刊
勒
上
石
。
至
咸
平
戊
戌
岁
，

澶
帅
太
傅
柴
公
禹
锡
镇
于
是
邦
，
乃
削
去
旧
字
，
俾
南
岳
僧
梦
英

重
书
其
文
，
而
字
多
舛
误
，
加
以
笔
迹
讹
俗
。
佖
谓
名
公
之
文
，

远
近
流
布
，
好
事
者
传
诵
，
恐
失
其
真
，
比
再
磨
砻
。
又
以
梦
英

者
，
自
负
小
学
，
时
辈
推
尚
，
遂
别
琢
坚
珉
，
躬
自
篆
籀
，
状
斯

冰
玉
箸
之
体
，
命
工
刊
之
，
立
于
殿
之
北
楹
。
庶
乎
陶
公
之
文
，

回
山
之
庙
，
偕
斯
篆
而
不
朽
矣
。
虑
来
者
不
详
兹
意
，
故
书
于
碑

阴
以
明
焉
。
[1]

可
以
看
到
，
这
块
石
碑
原
为
北
宋
开
宝
元
年
（
九
六
八
）

张
铎
所
立
，
由
当
时
的
翰
林
学
士
陶
谷
撰
文
并
书
写
，
题
为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
，
但
碑
成
三
十
年
后
，
泾
州
官
员
柴
禹
锡
因

不
满
意
碑
刻
上
的
书
体
，
于
咸
平
元
年
（
九
九
八
）
命
人
除
去
碑

摘 

要
：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由
翰
林
学
士
陶
谷
撰
文
，
曾
两
次
书
刻
，
但
均
被
磨
去
，
后
由
上

官
佖
书
刻
成
碑
并
最
终
流
传
下
来
。
上
官
佖
作
为
现
今
留
存
碑
文
的
书
写
者
，
其
所
书
篆
书
碑
文
是
留
存
至
今
为
数

不
多
的
北
宋
篆
书
碑
刻
之
一
，
成
为
研
究
上
官
佖
本
人
书
法
及
北
宋
篆
书
重
要
的
文
献
资
料
；
碑
阴
及
两
侧
留
存
的

上
官
佖
题
刻
的
楷
书
题
跋
以
及
当
时
文
人
名
士
的
楷
书
题
记
，
对
研
究
北
宋
楷
书
书
体
也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价
值
。

关
键
词
：
北
宋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僧
梦
英
　
上
官
佖
　
书
学
价
值

学
苑
文
萃

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碑
阴
拓
片

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碑
阳
拓
片 

纵283cm
 

横86cm
 

原
碑
现
藏
于
泾
川
县
王
母
宫
石
窟
寺
文
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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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拓
片
（
局
部
）

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原
石
（
局
部
）

上
旧
字
，
并
请
当
时
书
坛
篆
书
名
人
僧
梦
英
书
写
并
重
刻
；
二
十

多
年
后
，
北
宋
书
坛
篆
书
又
一
名
家
上
官
佖
来
到
泾
州
，
他
看

到
僧
梦
英
书
写
的
篆
书
碑
文
后
，
认
为
『
字
多
舛
误
』
『
笔
迹
讹

俗
』
，
于
天
圣
三
年
（
一
〇
二
五
）
又
命
人
磨
去
碑
上
旧
字
，
亲

自
书
写
碑
文
并
重
新
刊
刻
石
碑
，
此
后
便
流
传
至
今
。
《
重
修
回

山
西
王
母
宫
颂
碑
》
历
经
五
十
七
年
、
三
次
刊
刻
才
最
终
成
碑
，

其
独
特
的
刻
碑
经
历
，
成
为
中
国
碑
刻
史
上
的
奇
谈
，
而
从
这
块

石
碑
受
到
众
多
书
家
重
视
，
以
至
于
反
复
刊
刻
也
可
以
看
出
，
泾

川
回
山
的
西
王
母
信
仰
在
当
时
影
响
的
深
广
。

最
早
书
写
碑
文
的
是
碑
文
的
撰
写
者
陶
谷
，
陶
谷
本
姓
唐
，

字
秀
实
，
邠
州
新
平
（
今
陕
西
彬
县
）
人
，
一
生
历
仕
后
晋
、
后

汉
、
后
周
、
北
宋
四
朝
，
于
开
宝
三
年
（
九
七
〇
）
病
逝
。
据

《
宋
史
·
陶
谷
传
》
记
载
，
陶
谷
『
十
余
岁
，
能
属
文
』
，
而

且
『
尝
以
书
干
宰
相
李
裕
，
裕
甚
重
其
文
』
，
又
说
他
『
强
记
嗜

学
，
博
通
经
史
，
诸
子
佛
老
，
咸
所
总
览
』
，
并
『
多
蓄
法
书
名

画
，
善
古
隶
』
。
由
于
书
法
史
上
没
有
留
下
陶
谷
的
墨
迹
，
而
由

他
书
写
刊
刻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在
存
留
三
十
年
后
被

磨
平
重
刻
，
因
此
，
陶
谷
所
书
是
否
为
隶
书
不
得
而
知
。

磨
去
陶
谷
旧
字
对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进
行
重
刻
的

是
北
宋
初
年
的
著
名
书
法
家
僧
梦
英
。
僧
梦
英
，
法
号
宣
义
，
湖

南
衡
州
人
。
据
朱
长
文
《
墨
池
编
》
记
载
，
梦
英
因
工
于
书
法
，

还
曾
得
到
宋
太
宗
的
召
见
并
赐
紫
服
。
僧
梦
英
与
智
永
、
怀
素
等

齐
名
，
被
称
为
『
潇
湘
四
僧
』
。
在
僧
梦
英
所
习
各
书
体
中
，
篆

书
成
就
是
最
高
的
，
他
的
篆
书
师
法
唐
朝
著
名
书
法
家
李
阳
冰
，

明
陶
宗
仪
《
书
史
会
要
·
补
遗
》
说
：
『
（
梦
英
）
与
郭
忠
恕
同

时
习
篆
，
皆
宗
李
阳
冰
。
』
[2]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文

的
撰
写
者
陶
谷
对
僧
梦
英
的
篆
书
有
很
高
的
赞
誉
，
他
在
僧
梦

英
《
篆
书
千
字
文
碑
序
》
中
说
：
『
史
籀
没
而
蔡
邕
作
，
阳
冰

死
而
梦
英
生
，
则
代
不
乏
贤
，
谅
非
虚
语
。
』
[3]

明
代
王
世
贞

亦
曰
：
『
英
篆
笔
亦
自
整
劲
，
语
跋
正
书
出
信
本
，
《
皇
甫
君

碑
》
骨
稍
露
耳
。
』
[4]

僧
梦
英
对
自
己
的
篆
书
也
颇
为
得
意
，

他
在
《
篆
书
偏
旁
字
源
目
录
自
序
》
中
说
：
『
自
阳
冰
之
后
，

篆
书
之
法
，
世
绝
人
工
，
惟
汾
阳
郭
忠
恕
共
余
继
李
监
（
李
阳

冰
）
之
美
。
』
并
说
他
『
考
三
代
之
文
，
穷
六
书
之
法
，
俱
落

笔
无
滞
，
纵
横
得
宜
…
…
使
千
载
之
后
知
余
振
古
风
，
明
籀
篆
，

引
工
学
者
取
法
于
兹
也
』
。
[5]

然
而
也
有
很
多
评
论
家
认
为
梦
英

的
篆
书
作
品
存
在
主
观
臆
造
的
成
分
，
明
代
的
赵
崡
在
其
《
石
墨

镌
华
》
中
就
批
评
梦
英
十
八
体
书
说
：
『
今
所
传
十
八
体
，
出
英

公
杜
撰
欺
世
，
非
古
实
有
之
也
。
』
[6]

明
代
的
杨
慎
在
《
丹
铅
总

录
》
卷
十
一
《
梦
英
篆
》
中
说
『
（
僧
）
梦
英
好
篆
书
而
无
古

法
』
[7]

。
清
代
孙
承
泽
在
《
庚
子
消
夏
记
》
卷
七
也
批
评
说
：

『
宋
僧
梦
英
留
心
篆
学
，
大
要
于
李
斯
诸
人
皆
加
贬
驳
，
而
独
推

重
阳
冰
，
后
人
非
之
。
』
[8]

清
代
的
陈
澧
在
《
摹
印
述
》
中
甚
至

连
同
李
阳
冰
也
一
起
批
评
，
他
说
：
『
作
篆
以
雅
正
为
尚
，
李
阳

冰
《
谦
卦
》
，
奇
形
迭
出
，
殊
不
足
尚
。
至
梦
英
十
八
体
之
恶

劣
，
更
不
待
言
矣
。
』
[9]

上
官
佖
在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阴
的
题
跋
中
说
他
之
所
以
磨
去
梦
英
书
体
重
刻
的
原
因
是
因
为

梦
英
书
写
的
碑
文
『
字
多
舛
误
』
，
『
笔
迹
讹
俗
』
。
僧
梦
英
的

楷
书
主
要
取
法
柳
公
权
和
欧
阳
询
，
但
成
就
不
及
二
人
，
明
代
杨

士
奇
说
：
『
梦
英
楷
法
一
本
柳
诚
悬
，
然
骨
气
意
度
皆
习
弱
，
不

能
及
也
。
』
[10]

梦
英
的
书
作
，
现
有
《
夫
子
庙
堂
记
》
楷
书
碑
、

《
篆
书
目
录
偏
旁
字
源
碑
》
存
于
西
安
碑
林
，
除
此
之
外
，
他
的

《
篆
书
千
字
文
》
和
《
篆
书
十
八
体
诗
刻
》
等
也
保
存
了
下
来
。

据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阴
上
官
佖
题
跋
记
载
：
『
翰
林

承
旨
八
座
陶
公
谷
，
开
宝
戊
辰
岁
为
泾
帅
太
师
张
公
铎
述
《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
，
当
时
已
刊
勒
上
石
。
至
咸
平
戊
辰
岁
，
澶
帅
太

傅
柴
公
禹
锡
镇
于
是
邦
，
乃
削
去
旧
字
，
俾
南
岳
梦
英
重
书
此

文
。
』
只
可
惜
由
他
书
写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在
二
十

多
年
后
被
磨
去
重
刻
，
因
此
，
无
法
窥
见
其
书
体
原
貌
。

二

现
存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由
北
宋
书
坛
名
家
上
官

佖
以
篆
体
书
写
。
据
史
料
记
载
，
上
官
佖
祖
上
本
为
蜀
人
，
后
徙

居
济
阴
（
今
山
东
曹
县
西
北
）
，
他
一
生
历
仕
屯
田
员
外
郎
、
户

部
判
官
、
度
支
员
外
郎
知
晋
州
、
兵
部
员
外
郎
、
京
东
转
运
使
等

职
，
其
生
平
见
于
《
续
资
治
通
鉴
长
编
》
卷
九
九
、
《
宋
史
》
卷

四
八
五
《
外
国
传
》
《
范
文
正
公
集
》
卷
一
三
《
上
官
融
墓
志

铭
》
等
。
上
官
佖
的
篆
书
在
继
承
李
阳
冰
玉
箸
篆
法
的
基
础
上
，

吸
收
了
大
篆
的
特
点
。
由
他
书
写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
篆
书
结
构
严
谨
而
无
臆
造
，
用
笔
流
畅
，
圆
中
有
方
，
既
有
二

李
篆
书
的
流
美
，
又
不
失
古
朴
庄
重
之
感
』
[11]

。
正
因
为
如
此
，

上
官
佖
书
写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得
到
了
后
世
书
家
和

批
评
家
的
一
致
好
评
，
很
多
学
者
还
将
他
的
篆
书
碑
文
与
僧
梦
英

的
篆
书
作
品
进
行
比
较
，
从
而
区
别
二
人
书
体
的
优
劣
。
陈
奕
禧

《
皋
兰
载
笔
》
评
论
二
人
书
法
优
劣
说
：

二
碑
，
梦
英
之
书
远
不
逮
佖
。
英
虽
用
中
锋
悬
笔
，
乃
如
今

人
所
握
管
正
下
，
随
势
直
趋
，
不
能
少
留
，
多
无
含
蓄
，
俗
气
迫

人
，
贻
笑
高
雅
。
佖
论
不
妄
。
佖
书
得
秦
汉
风
骨
，
纵
横
自
如
，

旁
若
无
人
，
其
姿
态
复
如
娇
花
润
露
，
长
松
倚
云
。
观
彼
自
位
，

居
然
不
薄
，
缘
有
可
信
者
存
。
[12]

严
可
均
在
评
论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时
也
说
：

碑
撰
于
开
宝
元
年
，
至
此
阅
五
十
七
年
，
重
书
者
再
，
盖
陶

谷
此
文
为
名
流
爱
重
如
此
。
篆
法
安
稳
，
远
出
郭
忠
恕
、
梦
英
之

上
，
惟
书
『
喿
』
『
譟
』
为
『
噪
』
，
『
韶
』
为
『
诏
』
，
『
穨
』

为
『
颓
』
，
『
枨
』
为
『
帐
』
，
『
邎
』
为
『
遥
』
，
『
昆
侖
』
为

『
崑
崙
』
，
皆
轶
出
《
说
文
》
外
，
书
家
固
所
不
拘
。
[13]

可
以
看
到
，
陈
奕
禧
和
严
可
均
都
认
为
上
官
佖
篆
书
成
就
远

在
僧
梦
英
之
上
。
但
也
有
学
者
认
为
，
二
人
在
篆
书
上
的
成
就
相

当
，
赵
搢
《
金
石
存
》
即
曰
：

右
宋
《
泾
川
回
山
王
母
宫
碑
》
，
陶
谷
文
，
上
官
佖
书
，
谷

文
作
于
戊
辰
。
戊
辰
者
，
太
祖
开
宝
元
年
也
。
阅
天
圣
乙
丑
，
凡

五
十
八
年
，
佖
始
重
书
入
石
，
意
必
先
自
有
碑
，
此
再
立
尔
。
清

河
公
不
知
为
何
许
人
，
佖
于
宋
无
书
名
，
而
篆
法
敦
古
，
足
与
郭

恕
先
、
僧
梦
英
抗
衡
。
[14]

作
为
当
今
留
存
不
多
的
北
宋
篆
书
碑
刻
，
上
官
佖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已
经
成
为
研
究
北
宋
篆
书
极
其
宝
贵
的

资
料
。
叶
昌
炽
在
《
语
石
》
中
说
今
存
宋
篆
『
屈
指
不
及
十

碑
』
[15]

，
『
壬
寅
奉
使
，
度
陇
五
载
，
駪
征
在
邠
州
拓
得
大
佛

寺
全
分
，
在
泾
州
拓
得
回
山
宫
全
分
，
此
皆
秦
陇
之
间
名
迹
也
。

平
凉
之
空
同
山
、
秦
州
之
麦
积
岩
、
成
县
之
天
井
关
，
亦
皆
有
宋

人
题
名
，
但
寥
寥
无
几
耳
』
[16]

。
上
官
佖
在
碑
阴
的
题
跋
中
也

说
：
『
陶
谷
之
文
，
回
山
之
庙
，
携
斯
篆
而
不
朽
矣
。
』
前
文
已

述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阴
上
部
还
有
上
官
佖
以
楷
书

题
刻
的
题
跋
，
该
题
跋
共
一
百
七
十
多
字
，
共
十
五
行
，
行
十
二

字
，
自
右
至
左
竖
刻
。
可
以
看
到
，
上
官
佖
的
楷
书
明
显
延
续
了

唐
人
的
楷
书
风
格
，
继
承
了
颜
真
卿
宽
博
大
气
、
中
正
平
和
、
丰

腴
雄
浑
的
书
风
，
是
宋
初
书
坛
中
的
楷
书
佳
作
，
也
体
现
了
上
官

佖
深
厚
的
书
学
功
底
。
该
题
跋
详
细
记
述
了
他
重
新
刊
刻
石
碑
的

原
因
，
是
研
究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成
碑
过
程
的
可
靠
资

料
，
其
中
留
存
的
上
官
佖
楷
书
书
作
，
更
是
全
面
研
究
他
书
法
作

品
的
珍
贵
资
料
。

由
于
北
宋
初
年
西
王
母
信
仰
的
盛
行
，
泾
川
回
中
山
王
母

宫
在
重
修
之
后
，
声
名
远
播
，
文
人
游
客
纷
纷
前
来
祭
拜
，
由
此

也
留
下
了
很
多
文
人
题
记
，
其
中
一
些
题
记
被
刻
在
了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碑
阴
和
两
侧
。
据
李
全
中
主
编
，
吴
景
山
编

著
《
泾
川
金
石
校
释
》
一
书
统
计
，
除
一
再
重
刻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并
序
》
正
文
以
及
上
官
佖
题
刻
于
碑
阴
的
楷
书
题
跋
之

外
，
碑
阴
及
两
侧
共
存
题
记
十
九
则
，
除
其
中
两
则
分
别
为
金
大

定
、
明
万
历
年
间
外
，
其
余
十
七
则
均
为
宋
人
刻
题
，
宋
人
题
记

中
除
宣
和
年
间
的
一
则
为
行
书
外
，
其
余
均
为
楷
书
，
这
些
题
记

的
楷
书
书
体
也
大
都
延
续
了
唐
楷
的
风
格
，
或
结
构
遒
劲
、
笔
法

劲
练
如
柳
体
，
或
舒
朗
秀
润
、
瘦
而
不
薄
如
褚
体
，
或
丰
腴
雄

浑
、
大
气
磅
礴
如
颜
体
，
或
严
谨
工
整
、
平
正
峭
劲
如
欧
体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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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拓
片
（
局
部
）

北
宋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原
石
（
局
部
）

上
旧
字
，
并
请
当
时
书
坛
篆
书
名
人
僧
梦
英
书
写
并
重
刻
；
二
十

多
年
后
，
北
宋
书
坛
篆
书
又
一
名
家
上
官
佖
来
到
泾
州
，
他
看

到
僧
梦
英
书
写
的
篆
书
碑
文
后
，
认
为
『
字
多
舛
误
』
『
笔
迹
讹

俗
』
，
于
天
圣
三
年
（
一
〇
二
五
）
又
命
人
磨
去
碑
上
旧
字
，
亲

自
书
写
碑
文
并
重
新
刊
刻
石
碑
，
此
后
便
流
传
至
今
。
《
重
修
回

山
西
王
母
宫
颂
碑
》
历
经
五
十
七
年
、
三
次
刊
刻
才
最
终
成
碑
，

其
独
特
的
刻
碑
经
历
，
成
为
中
国
碑
刻
史
上
的
奇
谈
，
而
从
这
块

石
碑
受
到
众
多
书
家
重
视
，
以
至
于
反
复
刊
刻
也
可
以
看
出
，
泾

川
回
山
的
西
王
母
信
仰
在
当
时
影
响
的
深
广
。

最
早
书
写
碑
文
的
是
碑
文
的
撰
写
者
陶
谷
，
陶
谷
本
姓
唐
，

字
秀
实
，
邠
州
新
平
（
今
陕
西
彬
县
）
人
，
一
生
历
仕
后
晋
、
后

汉
、
后
周
、
北
宋
四
朝
，
于
开
宝
三
年
（
九
七
〇
）
病
逝
。
据

《
宋
史
·
陶
谷
传
》
记
载
，
陶
谷
『
十
余
岁
，
能
属
文
』
，
而

且
『
尝
以
书
干
宰
相
李
裕
，
裕
甚
重
其
文
』
，
又
说
他
『
强
记
嗜

学
，
博
通
经
史
，
诸
子
佛
老
，
咸
所
总
览
』
，
并
『
多
蓄
法
书
名

画
，
善
古
隶
』
。
由
于
书
法
史
上
没
有
留
下
陶
谷
的
墨
迹
，
而
由

他
书
写
刊
刻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在
存
留
三
十
年
后
被

磨
平
重
刻
，
因
此
，
陶
谷
所
书
是
否
为
隶
书
不
得
而
知
。

磨
去
陶
谷
旧
字
对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进
行
重
刻
的

是
北
宋
初
年
的
著
名
书
法
家
僧
梦
英
。
僧
梦
英
，
法
号
宣
义
，
湖

南
衡
州
人
。
据
朱
长
文
《
墨
池
编
》
记
载
，
梦
英
因
工
于
书
法
，

还
曾
得
到
宋
太
宗
的
召
见
并
赐
紫
服
。
僧
梦
英
与
智
永
、
怀
素
等

齐
名
，
被
称
为
『
潇
湘
四
僧
』
。
在
僧
梦
英
所
习
各
书
体
中
，
篆

书
成
就
是
最
高
的
，
他
的
篆
书
师
法
唐
朝
著
名
书
法
家
李
阳
冰
，

明
陶
宗
仪
《
书
史
会
要
·
补
遗
》
说
：
『
（
梦
英
）
与
郭
忠
恕
同

时
习
篆
，
皆
宗
李
阳
冰
。
』
[2]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文

的
撰
写
者
陶
谷
对
僧
梦
英
的
篆
书
有
很
高
的
赞
誉
，
他
在
僧
梦

英
《
篆
书
千
字
文
碑
序
》
中
说
：
『
史
籀
没
而
蔡
邕
作
，
阳
冰

死
而
梦
英
生
，
则
代
不
乏
贤
，
谅
非
虚
语
。
』
[3]

明
代
王
世
贞

亦
曰
：
『
英
篆
笔
亦
自
整
劲
，
语
跋
正
书
出
信
本
，
《
皇
甫
君

碑
》
骨
稍
露
耳
。
』
[4]

僧
梦
英
对
自
己
的
篆
书
也
颇
为
得
意
，

他
在
《
篆
书
偏
旁
字
源
目
录
自
序
》
中
说
：
『
自
阳
冰
之
后
，

篆
书
之
法
，
世
绝
人
工
，
惟
汾
阳
郭
忠
恕
共
余
继
李
监
（
李
阳

冰
）
之
美
。
』
并
说
他
『
考
三
代
之
文
，
穷
六
书
之
法
，
俱
落

笔
无
滞
，
纵
横
得
宜
…
…
使
千
载
之
后
知
余
振
古
风
，
明
籀
篆
，

引
工
学
者
取
法
于
兹
也
』
。
[5]

然
而
也
有
很
多
评
论
家
认
为
梦
英

的
篆
书
作
品
存
在
主
观
臆
造
的
成
分
，
明
代
的
赵
崡
在
其
《
石
墨

镌
华
》
中
就
批
评
梦
英
十
八
体
书
说
：
『
今
所
传
十
八
体
，
出
英

公
杜
撰
欺
世
，
非
古
实
有
之
也
。
』
[6]

明
代
的
杨
慎
在
《
丹
铅
总

录
》
卷
十
一
《
梦
英
篆
》
中
说
『
（
僧
）
梦
英
好
篆
书
而
无
古

法
』
[7]

。
清
代
孙
承
泽
在
《
庚
子
消
夏
记
》
卷
七
也
批
评
说
：

『
宋
僧
梦
英
留
心
篆
学
，
大
要
于
李
斯
诸
人
皆
加
贬
驳
，
而
独
推

重
阳
冰
，
后
人
非
之
。
』
[8]

清
代
的
陈
澧
在
《
摹
印
述
》
中
甚
至

连
同
李
阳
冰
也
一
起
批
评
，
他
说
：
『
作
篆
以
雅
正
为
尚
，
李
阳

冰
《
谦
卦
》
，
奇
形
迭
出
，
殊
不
足
尚
。
至
梦
英
十
八
体
之
恶

劣
，
更
不
待
言
矣
。
』
[9]

上
官
佖
在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阴
的
题
跋
中
说
他
之
所
以
磨
去
梦
英
书
体
重
刻
的
原
因
是
因
为

梦
英
书
写
的
碑
文
『
字
多
舛
误
』
，
『
笔
迹
讹
俗
』
。
僧
梦
英
的

楷
书
主
要
取
法
柳
公
权
和
欧
阳
询
，
但
成
就
不
及
二
人
，
明
代
杨

士
奇
说
：
『
梦
英
楷
法
一
本
柳
诚
悬
，
然
骨
气
意
度
皆
习
弱
，
不

能
及
也
。
』
[10]

梦
英
的
书
作
，
现
有
《
夫
子
庙
堂
记
》
楷
书
碑
、

《
篆
书
目
录
偏
旁
字
源
碑
》
存
于
西
安
碑
林
，
除
此
之
外
，
他
的

《
篆
书
千
字
文
》
和
《
篆
书
十
八
体
诗
刻
》
等
也
保
存
了
下
来
。

据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阴
上
官
佖
题
跋
记
载
：
『
翰
林

承
旨
八
座
陶
公
谷
，
开
宝
戊
辰
岁
为
泾
帅
太
师
张
公
铎
述
《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
，
当
时
已
刊
勒
上
石
。
至
咸
平
戊
辰
岁
，
澶
帅
太

傅
柴
公
禹
锡
镇
于
是
邦
，
乃
削
去
旧
字
，
俾
南
岳
梦
英
重
书
此

文
。
』
只
可
惜
由
他
书
写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在
二
十

多
年
后
被
磨
去
重
刻
，
因
此
，
无
法
窥
见
其
书
体
原
貌
。

二

现
存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由
北
宋
书
坛
名
家
上
官

佖
以
篆
体
书
写
。
据
史
料
记
载
，
上
官
佖
祖
上
本
为
蜀
人
，
后
徙

居
济
阴
（
今
山
东
曹
县
西
北
）
，
他
一
生
历
仕
屯
田
员
外
郎
、
户

部
判
官
、
度
支
员
外
郎
知
晋
州
、
兵
部
员
外
郎
、
京
东
转
运
使
等

职
，
其
生
平
见
于
《
续
资
治
通
鉴
长
编
》
卷
九
九
、
《
宋
史
》
卷

四
八
五
《
外
国
传
》
《
范
文
正
公
集
》
卷
一
三
《
上
官
融
墓
志

铭
》
等
。
上
官
佖
的
篆
书
在
继
承
李
阳
冰
玉
箸
篆
法
的
基
础
上
，

吸
收
了
大
篆
的
特
点
。
由
他
书
写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
篆
书
结
构
严
谨
而
无
臆
造
，
用
笔
流
畅
，
圆
中
有
方
，
既
有
二

李
篆
书
的
流
美
，
又
不
失
古
朴
庄
重
之
感
』
[11]

。
正
因
为
如
此
，

上
官
佖
书
写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得
到
了
后
世
书
家
和

批
评
家
的
一
致
好
评
，
很
多
学
者
还
将
他
的
篆
书
碑
文
与
僧
梦
英

的
篆
书
作
品
进
行
比
较
，
从
而
区
别
二
人
书
体
的
优
劣
。
陈
奕
禧

《
皋
兰
载
笔
》
评
论
二
人
书
法
优
劣
说
：

二
碑
，
梦
英
之
书
远
不
逮
佖
。
英
虽
用
中
锋
悬
笔
，
乃
如
今

人
所
握
管
正
下
，
随
势
直
趋
，
不
能
少
留
，
多
无
含
蓄
，
俗
气
迫

人
，
贻
笑
高
雅
。
佖
论
不
妄
。
佖
书
得
秦
汉
风
骨
，
纵
横
自
如
，

旁
若
无
人
，
其
姿
态
复
如
娇
花
润
露
，
长
松
倚
云
。
观
彼
自
位
，

居
然
不
薄
，
缘
有
可
信
者
存
。
[12]

严
可
均
在
评
论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时
也
说
：

碑
撰
于
开
宝
元
年
，
至
此
阅
五
十
七
年
，
重
书
者
再
，
盖
陶

谷
此
文
为
名
流
爱
重
如
此
。
篆
法
安
稳
，
远
出
郭
忠
恕
、
梦
英
之

上
，
惟
书
『
喿
』
『
譟
』
为
『
噪
』
，
『
韶
』
为
『
诏
』
，
『
穨
』

为
『
颓
』
，
『
枨
』
为
『
帐
』
，
『
邎
』
为
『
遥
』
，
『
昆
侖
』
为

『
崑
崙
』
，
皆
轶
出
《
说
文
》
外
，
书
家
固
所
不
拘
。
[13]

可
以
看
到
，
陈
奕
禧
和
严
可
均
都
认
为
上
官
佖
篆
书
成
就
远

在
僧
梦
英
之
上
。
但
也
有
学
者
认
为
，
二
人
在
篆
书
上
的
成
就
相

当
，
赵
搢
《
金
石
存
》
即
曰
：

右
宋
《
泾
川
回
山
王
母
宫
碑
》
，
陶
谷
文
，
上
官
佖
书
，
谷

文
作
于
戊
辰
。
戊
辰
者
，
太
祖
开
宝
元
年
也
。
阅
天
圣
乙
丑
，
凡

五
十
八
年
，
佖
始
重
书
入
石
，
意
必
先
自
有
碑
，
此
再
立
尔
。
清

河
公
不
知
为
何
许
人
，
佖
于
宋
无
书
名
，
而
篆
法
敦
古
，
足
与
郭

恕
先
、
僧
梦
英
抗
衡
。
[14]

作
为
当
今
留
存
不
多
的
北
宋
篆
书
碑
刻
，
上
官
佖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已
经
成
为
研
究
北
宋
篆
书
极
其
宝
贵
的

资
料
。
叶
昌
炽
在
《
语
石
》
中
说
今
存
宋
篆
『
屈
指
不
及
十

碑
』
[15]

，
『
壬
寅
奉
使
，
度
陇
五
载
，
駪
征
在
邠
州
拓
得
大
佛

寺
全
分
，
在
泾
州
拓
得
回
山
宫
全
分
，
此
皆
秦
陇
之
间
名
迹
也
。

平
凉
之
空
同
山
、
秦
州
之
麦
积
岩
、
成
县
之
天
井
关
，
亦
皆
有
宋

人
题
名
，
但
寥
寥
无
几
耳
』
[16]

。
上
官
佖
在
碑
阴
的
题
跋
中
也

说
：
『
陶
谷
之
文
，
回
山
之
庙
，
携
斯
篆
而
不
朽
矣
。
』
前
文
已

述
，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碑
阴
上
部
还
有
上
官
佖
以
楷
书

题
刻
的
题
跋
，
该
题
跋
共
一
百
七
十
多
字
，
共
十
五
行
，
行
十
二

字
，
自
右
至
左
竖
刻
。
可
以
看
到
，
上
官
佖
的
楷
书
明
显
延
续
了

唐
人
的
楷
书
风
格
，
继
承
了
颜
真
卿
宽
博
大
气
、
中
正
平
和
、
丰

腴
雄
浑
的
书
风
，
是
宋
初
书
坛
中
的
楷
书
佳
作
，
也
体
现
了
上
官

佖
深
厚
的
书
学
功
底
。
该
题
跋
详
细
记
述
了
他
重
新
刊
刻
石
碑
的

原
因
，
是
研
究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成
碑
过
程
的
可
靠
资

料
，
其
中
留
存
的
上
官
佖
楷
书
书
作
，
更
是
全
面
研
究
他
书
法
作

品
的
珍
贵
资
料
。

由
于
北
宋
初
年
西
王
母
信
仰
的
盛
行
，
泾
川
回
中
山
王
母

宫
在
重
修
之
后
，
声
名
远
播
，
文
人
游
客
纷
纷
前
来
祭
拜
，
由
此

也
留
下
了
很
多
文
人
题
记
，
其
中
一
些
题
记
被
刻
在
了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碑
阴
和
两
侧
。
据
李
全
中
主
编
，
吴
景
山
编

著
《
泾
川
金
石
校
释
》
一
书
统
计
，
除
一
再
重
刻
的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并
序
》
正
文
以
及
上
官
佖
题
刻
于
碑
阴
的
楷
书
题
跋
之

外
，
碑
阴
及
两
侧
共
存
题
记
十
九
则
，
除
其
中
两
则
分
别
为
金
大

定
、
明
万
历
年
间
外
，
其
余
十
七
则
均
为
宋
人
刻
题
，
宋
人
题
记

中
除
宣
和
年
间
的
一
则
为
行
书
外
，
其
余
均
为
楷
书
，
这
些
题
记

的
楷
书
书
体
也
大
都
延
续
了
唐
楷
的
风
格
，
或
结
构
遒
劲
、
笔
法

劲
练
如
柳
体
，
或
舒
朗
秀
润
、
瘦
而
不
薄
如
褚
体
，
或
丰
腴
雄

浑
、
大
气
磅
礴
如
颜
体
，
或
严
谨
工
整
、
平
正
峭
劲
如
欧
体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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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
研
究
宋
人
楷
书
体
式
及
笔
法
的
重
要
资
料
。

三

然
而
就
是
这
样
一
块
珍
贵
的
北
宋
时
期
的
碑
刻
文
献
，
在

明
清
时
期
却
鲜
有
人
关
注
，
山
右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院
编
《
山
右
丛

书
初
编
二
》
说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初
为
翰
林
承
旨
、
刑

部
尚
书
、
知
制
诰
陶
谷
撰
文
并
刻
写
，
『
天
圣
三
年
，
太
岁
乙
丑

三
月
十
五
日
，
尚
书
度
支
员
外
郎
、
知
军
州
事
，
上
柱
国
上
官
佖

重
书
。
字
太
寸
余
，
为
玉
筋
篆
，
是
仿
《
峄
山
碑
》
者
。
余
家
旧

藏
其
帖
。
明
赵
子
函
《
石
墨
镌
华
》
不
载
，
近
毕
中
函
秋
帆
《
关

中
金
石
记
》
搜
讨
极
博
，
亦
遗
此
。
』
[17]

可
以
看
到
，
明
清
时
期

的
很
多
金
石
文
献
都
没
有
收
录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
笔

者
以
为
，
其
中
的
主
要
原
因
应
该
与
泾
川
一
带
少
数
民
族
聚
居
的

西
北
地
区
频
繁
爆
发
的
战
乱
密
切
相
关
。
据
史
料
记
载
，
从
东
汉

至
清
末
，
泾
川
发
生
的
战
争
多
不
胜
数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就
有

四
十
多
次
，
东
汉
羌
族
起
义
历
时
六
十
三
年
，
使
原
本
的
大
好
河

山
变
成
了
一
片
废
墟
；
东
晋
十
六
国
时
期
，
黄
河
流
域
经
历
了

一
百
五
十
年
的
战
乱
。
东
晋
以
后
，
北
魏
有
当
原
之
战
，
唐
代
有

李
薛
泾
州
之
战
、
吐
蕃
入
侵
、
泾
原
兵
变
，
宋
朝
有
青
溪
岭
之

战
，
明
朝
有
王
村
大
屠
杀
，
清
朝
有
陕
甘
回
民
起
义
等
，
在
连
年

的
战
争
中
，
处
在
泾
川
回
中
山
的
王
母
宫
也
曾
多
次
被
毁
。
就
拿

清
朝
来
说
，
同
治
元
年
（
一
八
六
二
）
爆
发
的
大
规
模
陕
甘
回
民

起
义
历
时
五
年
之
久
，
这
场
战
争
带
给
老
百
姓
深
重
灾
难
的
同

时
，
对
当
地
文
物
古
迹
的
毁
坏
也
极
为
严
重
。
起
义
军
于
同
治
三

年
（
一
八
六
四
）
进
入
泾
州
一
带
，
并
于
同
年
十
一
月
占
领
回
中

山
，
焚
毁
了
王
母
宫
正
殿
和
香
亭
等
地
。
正
因
为
如
此
，
虽
然
自

北
宋
至
明
朝
末
年
，
回
山
王
母
宫
曾
经
多
次
增
修
，
但
仍
然
在
战

火
中
被
焚
烧
殆
尽
，
很
多
碑
刻
遭
到
了
致
命
的
破
坏
。
这
也
是
造

成
很
多
金
石
文
献
没
有
收
录
此
碑
的
主
要
原
因
。

除
此
之
外
，
造
成
后
世
金
石
文
献
没
有
收
录
此
碑
的
另
一

原
因
，
也
与
宋
元
以
来
国
家
政
治
中
心
的
逐
渐
转
移
导
致
西
北
地

区
经
济
衰
退
、
文
化
不
发
达
密
切
相
关
。
汉
唐
时
期
，
从
长
安
西

出
河
西
走
廊
有
南
北
二
道
，
泾
州
处
于
东
西
丝
绸
之
路
的
北
道
，

即
从
长
安
出
发
经
邠
州
、
泾
州
、
原
州
、
会
州
到
河
西
。
顾
祖
禹

在
《
读
史
方
舆
纪
要
》
中
描
述
了
泾
州
重
要
的
地
理
位
置
，
他

说
：
『
（
泾
州
）
外
阻
河
朔
，
内
当
陇
口
，
襟
带
秦
、
凉
，
拥
卫

畿
辅
，
关
中
安
定
，
系
于
此
也
。
』
[18]

汉
武
帝
生
前
多
次
行
幸
回

中
，
一
方
面
体
现
了
他
对
仙
道
长
生
的
追
求
，
更
为
重
要
的
原
因

也
在
于
这
一
区
域
重
要
的
军
事
战
略
地
位
。
特
别
是
唐
代
中
后

期
，
泾
州
一
度
处
于
唐
蕃
征
战
的
要
塞
，
成
为
维
系
长
安
安
危
的

关
中
西
大
门
。
张
籍
《
泾
川
塞
》
就
有
『
道
边
古
双
堠
，
犹
记
向

长
安
』
的
描
述
。
由
此
看
来
，
在
汉
唐
时
期
，
不
论
是
商
贸
往
来

还
是
战
略
地
位
，
泾
州
都
处
在
非
常
重
要
的
位
置
，
然
而
『
宋
元

以
降
，
随
着
中
国
政
治
、
经
济
重
心
的
逐
渐
东
移
南
迁
，
加
之
航

海
业
的
兴
起
，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遂
日
渐
式
微
，
渐
失
国
际
商
道
的

地
位
作
用
』
[19]

，
加
之
前
述
明
清
以
来
少
数
民
族
聚
居
的
西
北
地

区
不
断
爆
发
的
战
争
，
这
一
带
更
少
文
人
问
津
，
清
末
文
人
叶
昌

炽
就
说
：
『
雍
凉
荒
瘠
，
神
宫
梵
刹
，
即
有
兴
建
，
不
过
五
尺
之

制
。
羌
回
反
侧
，
兵
燹
洊
更
，
又
经
地
震
，
虽
有
古
碣
，
亦
多
沉

埋
于
颓
垣
榛
莽
之
中
。
此
仿
古
者
所
以
裵
回
兴
叹
也
。
』
[20]

这
也

是
造
成
此
碑
清
代
以
来
不
被
关
注
的
原
因
。 

四

综
上
述
所
，
陶
谷
、
僧
梦
英
、
上
官
佖
三
人
，
作
为
《
重
修

回
山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撰
写
者
和
书
写
者
，
他
们
或
是
声
名
显
赫

的
官
员
，
或
为
声
名
显
世
的
僧
侣
，
或
为
名
重
当
时
的
书
法
家
，

三
个
人
对
《
泾
川
王
母
宫
颂
碑
》
的
青
睐
，
充
分
折
射
出
西
王
母

信
仰
在
宋
代
的
兴
盛
。
前
两
次
碑
文
的
书
写
者
陶
谷
和
僧
梦
英
都

以
善
书
而
闻
名
于
当
世
，
特
别
是
僧
梦
英
，
他
的
篆
书
师
承
唐
代

篆
书
大
家
李
阳
冰
，
具
有
很
高
的
成
就
，
只
可
惜
由
二
人
书
写
的

碑
文
均
在
留
存
若
干
年
后
被
磨
去
重
刻
，
所
以
无
法
窥
见
他
们
书

写
碑
文
的
原
貌
。
上
官
佖
作
为
现
今
留
存
碑
文
的
书
写
者
，
其
所

书
篆
书
碑
文
是
留
存
至
今
为
数
不
多
的
北
宋
篆
书
碑
刻
之
一
，
成

为
研
究
上
官
佖
本
人
书
法
及
北
宋
篆
书
重
要
的
文
献
资
料
，
具
有

重
要
的
书
学
价
值
。
而
碑
阴
及
两
侧
留
存
的
上
官
佖
题
刻
的
楷
书

题
跋
以
及
当
时
文
人
名
士
的
楷
书
题
记
，
对
研
究
北
宋
楷
书
书
体

也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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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

鸳
鸯
七
志
斋
藏
石
，
包
括
刻
石
、
墓
志
等
总
约
三
百
一
十
八

种
，
是
于
右
任
在
民
国
时
期
搜
集
的
汉
至
宋
代
墓
志
和
石
刻
总

称
，
所
藏
历
代
墓
志
数
量
居
多
，
其
中
，
隋
石
一
百
一
十
六
石
。

而
在
隋
代
的
这
些
石
志
中
，
主
人
的
身
份
各
异
，
官
员
、
商
人
、

王
公
贵
族
或
平
民
百
姓
。
其
中
，
亡
宫
墓
志
数
量
三
十
九
方
，
占

隋
石
总
数
的
四
分
之
一
。
本
文
意
在
通
过
隋
亡
宫
墓
志
研
究
，
发

掘
隋
代
底
层
官
方
书
法
面
貌
，
以
小
视
角
来
窥
证
隋
代
书
法
的
发

展
特
点
及
其
发
展
趋
势
。

鸳
鸯
七
志
斋
所
藏
的
隋
亡
宫
墓
志
，
能
够
成
为
『
以
小
窥

大
』
研
究
隋
代
书
法
的
样
本
，
与
隋
官
方
制
度
、
墓
主
的
身
份
及

出
土
墓
志
的
所
处
的
时
间
、
空
间
紧
密
相
关
。

隋
炀
帝
时
期
，
兴
建
东
都
洛
阳
，
改
革
官
制
时
，
实
行
六

尚
局
管
二
十
四
司
，
[1]

女
官
的
需
求
量
随
之
增
加
，
女
官
人
数
达

九
十
四
人
，
较
隋
前
期
的
人
数
增
加
了
一
半
。
于
此
同
时
，
亡
宫

死
后
的
墓
葬
、
碑
志
规
格
有
明
确
的
规
定
，
由
生
前
的
官
职
、
品

阶
决
定
。
据
虞
晓
勇
在
《
隋
代
书
法
》
一
书
中
的
论
述
，
[2]

有
一

『
孑
遗
』
中
酝
『
新
象
』

—

鸳
鸯
七
志
斋
藏
隋
亡
宫
墓
志
书
法

法
苏
恬

定
职
务
品
级
的
女
官
，
死
后
可
以
按
照
相
应
品
级
安
葬
，
如
《
宫

人
典
玺
李
氏
墓
志
》
《
宫
人
司
灯
李
氏
墓
志
》
《
宫
人
司
仗
六
品

郭
氏
墓
志
》
等
。
普
通
宫
人
是
无
法
按
照
朝
廷
品
级
下
葬
的
，
只

按
最
普
通
的
丧
葬
形
式
。

另
一
方
面
，
这
些
亡
宫
墓
志
在
入
窆
时
间
和
出
土
空
间
上
非

常
集
中
，
能
过
勾
勒
出
这
时
期
洛
阳
的
底
层
官
方
书
法
的
面
貌
。

这
批
墓
志
入
窆
时
间
集
中
在
隋
大
业
二
年
（
六
〇
六
）
至
十
三
年

（
六
一
七
）
的
十
二
年
间
。
同
时
，
藏
石
地
域
性
明
确
，
均
出
土

于
河
南
洛
阳
邙
山
。
洛
阳
是
南
北
朝
时
期
中
国
北
方
的
政
治
、
文

化
中
心
，
而
邙
山
，
景
色
宜
人
，
土
质
疏
松
，
自
汉
代
以
来
就
被

视
为
残
葬
的
『
风
水
宝
地
』
，
民
间
更
有
『
生
在
苏
杭
，
死
葬
北

邙
』
的
说
法
。
唐
代
诗
人
王
建
有
言
，
『
北
邙
山
头
少
闲
土
，
尽

是
洛
阳
人
旧
墓
』
。
此
地
墓
志
是
由
汉
至
宋
期
间
，
中
原
墓
志
风

格
流
变
的
成
系
统
的
反
映
，
因
此
，
选
取
隋
亡
宫
的
墓
志
，
也
希

望
以
此
作
为
隋
代
书
法
承
上
启
下
的
佐
证
。

前
代
书
风
的
孑
遗

隋
代
书
法
是
在
融
合
南
北
朝
书
风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
因
此

这
一
时
期
的
亡
宫
墓
志
中
也
有
不
少
志
文
体
现
着
前
朝
的
书
风
。

沙
孟
海
在
《
略
论
两
晋
南
北
朝
隋
代
的
书
法
》
中
，
把
隋
代

楷
书
分
为
四
类
：
和
平
正
美
一
路
，
以
智
永
、
丁
道
护
为
代
表
，
其

渊
源
在
于
二
王
，
下
开
虞
世
南
、
殷
令
名
。
峻
严
方
饰
一
路
，
从
北

魏
出
，
以
《
董
美
人
》
《
苏
慈
》
为
代
表
，
下
开
欧
阳
询
父
子
。
浑

厚
圆
劲
一
路
，
从
北
齐
《
泰
山
金
刚
经
》
出
，
以
《
曹
植
庙
碑
》
为

代
表
，
下
开
颜
真
卿
。
秀
朗
细
挺
一
路
，
从
北
齐
出
，
运
笔
细
挺
，

以
《
龙
藏
寺
》
为
代
表
，
下
开
褚
遂
良
、
二
薛
。
以
上
四
种
，
第

一
、
二
两
种
属
于
『
斜
画
紧
结
』
的
类
型
，
由
于
右
手
执
笔
自
然
书

写
的
产
物
；
第
三
、
四
两
种
属
于
『
平
画
宽
结
』
的
类
型
，
受
到
隶

书
影
响
，
留
有
隶
意
的
产
物
。
然
而
在
鸳
鸯
七
志
斋
所
藏
的
隋
亡
宫

墓
志
中
，
『
平
画
宽
结
』
体
现
地
更
为
充
分
。

1 

平
画
宽
结

学
苑
文
萃摘 

要
：
隋
代
书
法
上
承
南
北
朝
、
下
启
盛
唐
。
鸳
鸯
七
志
斋
中
藏
隋
亡
宫
墓
志
，
作
为
官
方
底
层
书
刻
的
代

表
，
既
有
南
朝
书
法
的
温
婉
流
动
，
也
有
北
朝
书
法
的
雄
强
方
整
，
同
时
还
有
隋
代
书
风
的
新
面
貌
，
以
及
初
唐
楷

书
的
雏
形
。
本
文
选
取
其
中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若
干
墓
志
为
研
究
对
象
加
以
分
析
，
以
小
见
大
，
分
析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法
特
点
、
风
格
流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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