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 

要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
两
座
屹
立
于
古
道
上
的
丰
碑
，
真
实
记
载
了
汉

代
地
方
官
吏
勤
政
爱
民
，
造
福
一
方
的
史
实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书
体
上
的
变
化
，
反

映
了
汉
代
隶
书
发
展
演
变
的
历
史
进
程
，
为
汉
隶
书
法
的
学
习
和
研
究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资
料
。
从

文
体
上
看
，
两
篇
碑
文
无
论
是
从
主
题
思
想
还
是
写
作
手
法
，
均
具
有
很
高
的
文
学
价
值
。

【
关
键
词
】
关
陇
古
道 

陇
蜀
古
道 

 

《
河
峪
颂
》 

 

《
西
狭
颂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的
文
献

和
艺
术
价
值
浅
论

专 

题

王
兴
芬

弁
言《

河

峪

颂

》

镌

刻

于

东

汉

桓

帝

和

平

元

年

（
一
五
〇
）
，
比
陇
南
成
县
的
《
西
狭
颂
》
早
了
二
十
多

年
。
作
为
迄
今
甘
肃
留
存
不
多
的
汉
代
摩
崖
石
刻
，
张
家
川

的
《
河
峪
颂
》
摩
崖
与
陇
南
成
县
的
《
西
狭
颂
》
摩
崖
互
为

姊
妹
篇
，
堪
称
陇
右
汉
代
摩
崖
的
『
双
璧
』
。
本
文
对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承
载
的
史
实
，
蕴
含
的
艺
术
、
文
学

等
方
面
的
价
值
作
一
简
要
论
述
。

文
献
价
值

关
陇
古
道
是
汉
代
重
要
的
军
事
运
输
线
和
商
道
，
是
通
往

西
域
的
交
通
纽
带
，
对
中
西
方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的
交
流
影

响
重
大
，
有
北
线
、
中
线
和
南
线
三
条
主
干
道
，
是
古
丝
绸
之

路
上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古
道
。
《
河
峪
颂
》
摩
崖
石
刻
碑
文
的
内

容
主
要
记
载
了
东
汉
汉
阳
郡
太
守
刘
福
（
字
伯
喜
）
善
政
亲
民

及
率
领
民
众
整
修
关
陇
古
道
，
施
惠
于
民
的
显
著
政
绩
和
历
史

史
实
。
据
史
料
记
载
，
公
元
一
四
〇
年
到
公
元
一
五
〇
年
，
汉

阳
先
后
经
历
了
狄
羌
的
叛
乱
和
特
大
地
震
灾
害
。
《
后
汉
书
》

等
史
料
完
整
的
记
载
了
诸
羌
叛
乱
及
被
招
降
的
过
程
：
汉
安
二

年
（
一
四
三
）
夏
，
护
羌
校
尉
赵
冲
与
汉
阳
太
守
张
贡
击
叛
羌

于
参
䜌
，
破
之
[1]

；
建
康
元
年
（
一
四
四
）
，
护
羌
校
尉
赵
冲

追
击
叛
羌
于
建
威
鹯
阴
河
，
遇
羌
伏
兵
，
与
战
殁
；
永
嘉
元
年

（
一
四
五
）
，
叛
羌
诣
左
冯
诩
梁
并
降
。
[2]

狄
羌
的
叛
乱
给
西

北
边
郡
的
老
百
姓
带
来
了
深
重
的
灾
难
，
王
符
在
《
潜
夫
论
》

中
就
说
：
『
往
者
羌
虏
背
叛
，
始
自
凉
、
并
，
延
及
司
隶
，
更

祸
赵
、
魏
，
西
钞
蜀
、
汉
，
五
州
残
破
，
六
郡
削
迹
，
周
回
千

里
，
野
无
孑
遗
，
寇
钞
祸
害
，
昼
夜
不
止
，
百
姓
灭
没
，
日

月
焦
尽
。
』
[3]

《
后
汉
书
·
西
羌
传
》
亦
载
：
『
自
永
和
羌

叛
，
至
乎
是
岁
，
十
余
年
间
，
费
用
八
十
余
亿
。
诸
将
多
断

盗
牢
稟
，
私
自
润
入
，
皆
以
珍
宝
货
赂
左
右
，
上
下
放
纵
，

不
恤
军
事
，
士
卒
不
得
其
死
者
，
白
骨
相
望
于
野
。
』
[4]

另

据
史
书
记
载
，
汉
安
二
年
（
一
四
三
）
西
北
边
郡
还
发
生
了
特

大
地
震
。
建
康
元
年
（
一
四
四
）
正
月
的
朝
廷
诏
令
记
载
了
西

北
边
郡
特
大
地
震
与
诸
羌
叛
乱
后
民
不
聊
生
、
破
败
不
堪
的
景

象
：
『
陇
西
、
汉
阳
、
张
掖
、
北
地
、
武
威
、
武
都
，
自
去
年

九
月
已
来
，
地
百
八
十
震
，
山
谷
坼
裂
，
坏
败
城
寺
，
杀
害
民

庶
。
夷
狄
叛
逆
，
赋
役
重
数
，
内
外
怨
旷
，
惟
咎
叹
息
。
』
[5]

刘
福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特
殊
背
景
之
下
出
任
汉
阳
太
守
的
，
面
对

天
灾
人
祸
重
创
下
的
汉
阳
，
他
『
宽
仁
有
虑
』
，
一
方
面
『
怀

远
人
』
，
一
方
面
带
领
汉
阳
百
姓
灾
后
重
建
，
几
年
时
间
，
就

使
得
汉
阳
出
现
了
『
岁
丰
积
』
的
安
定
繁
荣
的
局
面
。
因
史
料

所
限
，
我
们
不
能
考
定
公
元
一
五
〇
年
后
刘
福
的
去
向
，
但
在

刘
福
离
开
汉
阳
之
后
，
当
地
的
老
百
姓
为
了
歌
颂
他
在
汉
阳

期
间
勤
政
爱
民
的
功
绩
，
立
碑
刻
文
以
作
纪
念
。
一
千
八
百

多
年
以
来
，
『
《
河
峪
关
驿
颂
德
碑
》
摩
崖
石
刻
作
为
历
史

见
证
，
记
录
了
关
陇
古
道
上
曾
经
的
历
史
辉
煌
。
作
为
皇
家

官
道
，
关
陇
古
道
始
终
由
皇
权
诠
释
着
它
的
兴
衰
与
未
来
，

承
载
着
太
多
的
悲
苦
与
遗
恨
，
沉
淀
着
厚
重
的
描
述
不
尽
的

血
汗
与
叹
息
』
[6]

。

《
西
狭
颂
》
全
称
《
汉
武
都
太
守
汉
阳
河
阳
李
翕
西
狭

颂
》
，
亦
称
《
惠
安
西
表
》
，
位
于
甘
肃
成
县
抛
沙
镇
鱼
窍
峡

中
幽
谷
的
一
处
崖
壁
上
，
东
汉
灵
帝
建
宁
四
年
（
一
七
一
）
由

武
都
郡
府
从
吏
仇
靖
镌
刻
，
碑
文
内
容
主
要
记
述
了
武
都
太
守

李
翕
的
家
世
、
政
绩
以
及
其
主
持
修
缮
西
狭
栈
道
的
经
过
，
歌

颂
了
李
翕
勤
政
爱
民
的
功
绩
。
西
狭
位
于
陇
蜀
古
道
，
是
陇
右

通
巴
蜀
的
要
道
，
同
时
由
于
秦
岭
的
隔
阻
，
武
都
郡
入
关
中
乃

至
中
原
，
西
去
河
西
，
北
上
秦
陇
，
都
必
须
出
西
狭
。
而
西
狭

素
来
以
栈
道
狭
窄
，
地
势
险
峻
而
著
称
，
历
来
也
是
兵
家
的
必

书
过
渡
的
鲜
明
特
点
，
石
刻
整
体
呈
现
出
『
方
整
雄
伟
、
静
穆

虚
和
』
的
美
学
风
格
，
是
东
汉
方
正
类
隶
书
中
的
精
品
。
可
以

说
，
『
《
河
峪
颂
》
一
方
面
具
备
了
汉
隶
的
字
形
扁
方
，
转

折
、
波
磔
明
显
的
特
征
，
继
承
了
古
隶
的
率
意
性
与
篆
书
的
简

洁
性
用
笔
，
反
映
出
汉
字
和
书
法
发
展
史
上
由
篆
而
隶
的
发
展

过
程
；
同
时
，
表
现
为
符
号
化
、
造
型
化
和
装
饰
意
味
及
用
笔

上
的
抒
情
与
开
合
，
具
有
了
明
显
的
节
奏
感
、
运
动
感
，
体
现

了
书
刻
者
书
法
表
现
意
识
的
进
一
步
觉
醒
。
…
…
如
果
将
其
与

西
汉
时
期
的
碑
刻
作
纵
向
对
比
，
可
以
看
到
隶
书
在
历
史
演

变
中
，
篆
意
日
趋
减
弱
，
体
势
渐
趋
方
正
，
波
画
强
调
更
为
明

显
。
但
是
在
另
一
方
面
它
又
存
在
着
一
种
明
显
的
尚
简
趋
楷
的

意
象
，
同
时
自
然
忠
实
地
记
录
和
展
现
了
中
国
汉
字
演
进
历
史

中
汉
字
由
篆
而
隶
、
由
隶
而
楷
嬗
变
发
展
的
全
过
程
，
为
研
究

汉
代
书
法
艺
术
和
文
字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实
物
资
料
。
以

其
独
特
的
艺
术
形
式
，
展
现
了
华
夏
民
族
的
文
明
史
实
和
审
美

意
识
』
[18]

。
晚
《
河
峪
颂
》
二
十
一
年
的
《
西
狭
颂
》
摩
崖
石

刻
则
表
现
出
与
《
河
峪
颂
》
书
体
不
同
的
特
点
，
《
西
狭
颂
》

书
风
古
朴
而
浑
厚
，
书
体
方
正
，
雄
健
潇
洒
，
字
形
多
取
横

势
、
波
磔
明
显
、
挑
法
突
出
，
蚕
头
燕
尾
画
在
碑
刻
中
较
为
普

遍
，
是
成
熟
、
标
准
的
汉
隶
书
体
。
由
于
对
《
西
狭
颂
》
的
文

献
记
载
最
早
见
于
宋
代
，
因
此
对
其
书
体
特
点
，
后
世
多
有
评

论
。
清
人
方
朔
认
为
《
西
狭
颂
》
『
宽
博
遒
古
』
[19]

。
徐
树
钧

说
其
书
体
：
『
疏
散
俊
逸
，
如
风
吹
仙
袂
，
飘
飘
云
中
，
非
复

可
以
寻
常
蹊
径
探
者
，
在
汉
隶
中
别
饶
意
趣
。
』
[20]

丁
文
隽
赞

叹
《
西
狭
颂
》
『
结
字
严
整
，
气
象
嵯
峨
，
此
汉
碑
中
之
高
浑

者
也
』
[21]

。
梁
启
超
也
称
赞
《
西
狭
颂
》
『
雄
迈
而
静
穆
，
汉

隶
正
则
也
』
[22]

。
当
代
书
法
家
陈
振
濂
在
读
梁
启
超
的
赞
语
后

也
说
：
『
仇
靖
隶
书
原
石
在
甘
肃
成
县
。
予
少
时
学
隶
最
喜

《
西
狭
颂
》
之
包
融
回
环
。
盖
汉
隶
燕
尾
多
取
外
展
之
势
，
无

论
《
张
迁
》
《
曹
全
》
《
石
门
》
皆
不
出
乎
此
。
唯
《
西
狭
》

一
颂
头
尾
回
护
有
余
味
不
尽
之
意
，
且
结
构
古
拙
，
大
有
篆
籀

韵
致
，
为
隶
中
极
品
。
后
世
如
吴
缶
翁
、
莫
邵
亭
大
率
取
法
乎

百
姓
立
碑
刻
文
，
赞
美
这
位
勤
政
爱
民
的
好
官
，
说
他
治
郡
有

方
：
『
不
肃
而
成
，
不
严
而
治
，
…
…
不
出
府
门
，
政
约
令

行
。
强
不
暴
寡
，
知
不
诈
愚
。
…
…
年
毂
屡
登
，
苍
庾
惟
忆
，

百
姓
有
蓄
，
粟
麦
五
钱
。
』
[16]

碑
文
最
后
的
四
言
诗
可
以
说
是

当
地
百
姓
对
太
守
李
翕
政
绩
的
总
结
和
赞
颂
：
『
赫
赫
明
后
，

柔
嘉
惟
则
。
克
长
克
君
，
牧
守
三
国
。
三
国
清
平
，
咏
歌
懿

德
。
瑞
降
丰
稔
，
民
以
货
殖
。
威
恩
并
隆
，
远
人
宾
服
。
鐉
山

浚
渎
，
路
以
安
直
。
继
禹
之
迹
，
亦
世
赖
福
。
』
[17]

《
西
狭

颂
》
是
在
陇
右
现
存
所
有
摩
崖
中
唯
一
没
有
文
字
脱
落
的
碑

刻
，
该
碑
正
文
二
十
行
，
每
行
二
十
字
，
全
文
三
百
八
十
五

字
，
碑
文
除
赞
美
栈
道
的
修
建
者
李
翕
的
功
德
之
外
，
也
记
载

了
当
时
修
治
栈
道
的
一
些
具
体
的
情
况
，
包
括
峡
谷
的
危
险
、

路
段
的
破
土
、
烧
石
、
架
木
等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
郙
阁

颂
》
和
《
天
井
道
碑
》
等
汉
代
摩
崖
石
刻
均
歌
颂
李
翕
派
仇

靖
等
修
造
析
里
大
桥
、
修
治
狭
窄
险
阻
的
天
井
道
路
的
丰
功
伟

绩
。
但
遗
憾
的
是
，
上
述
二
碑
或
泐
损
严
重
，
或
已
佚
不
存
。

由
此
可
见
，
汉
阳
百
姓
在
关
陇
古
道
的
河
峪
关
为
刘
福
刻

石
颂
功
，
是
基
于
刘
福
带
领
汉
阳
百
姓
灾
后
重
建
，
善
政
亲
民

的
显
著
政
绩
。
二
十
年
后
，
武
都
郡
百
姓
在
陇
蜀
古
道
的
西
狭

为
李
翕
勒
石
铭
功
，
是
基
于
李
翕
修
缮
西
狭
栈
道
，
造
福
于
民

的
功
绩
。

书
法
价
值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犹
如
镶
嵌
在
陇
右
大
地
上
的

两
颗
璀
璨
的
明
珠
，
一
千
八
百
多
年
以
来
，
它
们
屹
立
在
古
道

旁
。
作
为
现
存
为
数
不
多
的
汉
代
隶
书
碑
刻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

虽
然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相
距
二
十
余
年
，
但

书
体
具
有
明
显
的
区
别
，
刻
于
汉
桓
帝
和
平
元
年
（
一
五
〇
）

的
《
河
峪
颂
》
书
法
运
笔
方
折
直
行
，
具
有
字
形
扁
方
、
波
画

明
显
的
特
征
，
但
篆
书
笔
意
浓
厚
，
体
现
了
书
体
由
篆
书
向
隶

争
之
道
，
《
战
国
策
·
秦
策
》
即
有
『
栈
道
千
里
，
通
于
蜀

汉
』
的
记
载
。
《
后
汉
书
·
隗
嚣
传
》
载
：
『(

刘
秀)

诏
嚣
当

从
天
水
伐
蜀
，
因
此
欲
以
溃
其
心
腹
。
嚣
复
上
言
：
「
白
水
险

阻
，
栈
阁
绝
败
。
」
』
李
贤
注
曰
：
『
白
水
，
县
，
有
关
，
属

广
汉
郡
。
栈
阁
者
，
山
路
悬
险
，
栈
木
为
阁
道
。
』
[7]

《
后
汉

纪
》
卷
五
亦
曰
：
『
是
时
公
孙
述
遣
兵
出
江
关
，
败
南
郡
。
上

因
欲
从
天
水
伐
蜀
，
从
褒
、
斜
，
江
关
路
远
而
多
阻
，
莫
若
从

西
州
，
因
便
以
举
，
则
兵
强
财
富
。
嚣
虽
遣
子
入
侍
，
而
心

怀
两
端
，
常
思
王
元
之
言
，
欲
据
一
方
，
不
欲
早
定
。
乃
复
上

书
，
盛
言
：
「
蜀
道
危
险
，
栈
阁
败
绝
，
丈
尺
之
地
，
骑
不
得

通
。
」
』
[8]

《
初
学
记
》
卷
八
引
《
华
阳
国
志
》
亦
载
：
『
诸

葛
亮
相
蜀
，
凿
石
架
空
，
为
飞
梁
阁
道
。
』
[9]

正
因
为
如
此
，

西
狭
古
道
也
经
常
在
战
争
中
被
毁
坏
，
如
《
史
记
·
高
祖
本

纪
》
记
载
，
刘
邦
至
汉
中
，
『
从
杜
南
入
蜀
中
。
去
辄
烧
绝
栈

道
，
以
备
诸
侯
盗
兵
袭
之
，
亦
示
项
羽
无
东
意
』
[10]

。
《
水
经

注
·
沔
水
》
引
诸
葛
亮
《
与
兄
瑾
书
》
曰
：
『
前
赵
子
龙
退

军
，
烧
坏
赤
崖
以
北
阁
道
，
缘
谷
百
余
里
。
』
[11]

又
，
《
三
国

志
》
卷
四
《
蜀
书
·
魏
延
传
》
亦
曰
：
『
（
魏
延
）
率
所
领
径

先
南
归
，
所
过
烧
绝
阁
道
。
』
[12]

公
元
一
六
九
年
，
李
翕
（
字
伯
都
）
出
任
武
都
太
守
，

当
时
的
西
狭
古
道
栈
阁
绝
败
，
极
难
通
行
。
据
《
西
狭
颂
》
碑

文
记
载
：
『
郡
西
狭
中
道
，
危
难
阻
峻
，
缘
崖
俾
阁
，
两
山
壁

立
，
隆
崇
造
云
。
下
有
不
测
之
溪
，
厄
笮
促
迫
，
财
容
车
骑
，

进
不
能
济
，
息
不
得
驻
，
数
有
颠
覆
陨
坠
之
害
，
过
者
创
楚
，

惴
惴
其
栗
。
君
践
其
险
，
若
涉
渊
冰
。
』
[13]

道
路
的
险
峻
影
响

当
地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
李
翕
曾
亲
临
西
狭
考
察
：
『
君
践
其

险
，
若
涉
渊
水
。
叹
曰
：
「
《
诗
》
所
谓
如
集
于
木
，
如
临
于

谷
，
斯
其
殆
哉
？
困
其
事
，
则
为
设
备
。
今
不
图
之
，
为
患
无

已
。
」
』
[14]

并
指
派
专
人
修
缮
陇
蜀
古
道
的
西
狭
段
：
『
敕
衡

官
、
有
秩
李
瑾
，
掾
仇
审
，
因
常
繇
道
徒
，
鐉
烧
破
析
，
刻
臽

磪
嵬
。
减
高
就
埤
，
平
夷
正
曲
，
柙
致
土
石
，
坚
固
广
大
。
可

以
夜
涉
，
四
方
无
雍
。
』
[15]

西
狭
栈
道
修
缮
之
后
，
当
地
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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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
两
座
屹
立
于
古
道
上
的
丰
碑
，
真
实
记
载
了
汉

代
地
方
官
吏
勤
政
爱
民
，
造
福
一
方
的
史
实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书
体
上
的
变
化
，
反

映
了
汉
代
隶
书
发
展
演
变
的
历
史
进
程
，
为
汉
隶
书
法
的
学
习
和
研
究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资
料
。
从

文
体
上
看
，
两
篇
碑
文
无
论
是
从
主
题
思
想
还
是
写
作
手
法
，
均
具
有
很
高
的
文
学
价
值
。

【
关
键
词
】
关
陇
古
道 

陇
蜀
古
道 

 

《
河
峪
颂
》 

 

《
西
狭
颂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的
文
献

和
艺
术
价
值
浅
论

专 

题

王
兴
芬

弁
言《

河

峪

颂

》

镌

刻

于

东

汉

桓

帝

和

平

元

年

（
一
五
〇
）
，
比
陇
南
成
县
的
《
西
狭
颂
》
早
了
二
十
多

年
。
作
为
迄
今
甘
肃
留
存
不
多
的
汉
代
摩
崖
石
刻
，
张
家
川

的
《
河
峪
颂
》
摩
崖
与
陇
南
成
县
的
《
西
狭
颂
》
摩
崖
互
为

姊
妹
篇
，
堪
称
陇
右
汉
代
摩
崖
的
『
双
璧
』
。
本
文
对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承
载
的
史
实
，
蕴
含
的
艺
术
、
文
学

等
方
面
的
价
值
作
一
简
要
论
述
。

文
献
价
值

关
陇
古
道
是
汉
代
重
要
的
军
事
运
输
线
和
商
道
，
是
通
往

西
域
的
交
通
纽
带
，
对
中
西
方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的
交
流
影

响
重
大
，
有
北
线
、
中
线
和
南
线
三
条
主
干
道
，
是
古
丝
绸
之

路
上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古
道
。
《
河
峪
颂
》
摩
崖
石
刻
碑
文
的
内

容
主
要
记
载
了
东
汉
汉
阳
郡
太
守
刘
福
（
字
伯
喜
）
善
政
亲
民

及
率
领
民
众
整
修
关
陇
古
道
，
施
惠
于
民
的
显
著
政
绩
和
历
史

史
实
。
据
史
料
记
载
，
公
元
一
四
〇
年
到
公
元
一
五
〇
年
，
汉

阳
先
后
经
历
了
狄
羌
的
叛
乱
和
特
大
地
震
灾
害
。
《
后
汉
书
》

等
史
料
完
整
的
记
载
了
诸
羌
叛
乱
及
被
招
降
的
过
程
：
汉
安
二

年
（
一
四
三
）
夏
，
护
羌
校
尉
赵
冲
与
汉
阳
太
守
张
贡
击
叛
羌

于
参
䜌
，
破
之
[1]

；
建
康
元
年
（
一
四
四
）
，
护
羌
校
尉
赵
冲

追
击
叛
羌
于
建
威
鹯
阴
河
，
遇
羌
伏
兵
，
与
战
殁
；
永
嘉
元
年

（
一
四
五
）
，
叛
羌
诣
左
冯
诩
梁
并
降
。
[2]

狄
羌
的
叛
乱
给
西

北
边
郡
的
老
百
姓
带
来
了
深
重
的
灾
难
，
王
符
在
《
潜
夫
论
》

中
就
说
：
『
往
者
羌
虏
背
叛
，
始
自
凉
、
并
，
延
及
司
隶
，
更

祸
赵
、
魏
，
西
钞
蜀
、
汉
，
五
州
残
破
，
六
郡
削
迹
，
周
回
千

里
，
野
无
孑
遗
，
寇
钞
祸
害
，
昼
夜
不
止
，
百
姓
灭
没
，
日

月
焦
尽
。
』
[3]

《
后
汉
书
·
西
羌
传
》
亦
载
：
『
自
永
和
羌

叛
，
至
乎
是
岁
，
十
余
年
间
，
费
用
八
十
余
亿
。
诸
将
多
断

盗
牢
稟
，
私
自
润
入
，
皆
以
珍
宝
货
赂
左
右
，
上
下
放
纵
，

不
恤
军
事
，
士
卒
不
得
其
死
者
，
白
骨
相
望
于
野
。
』
[4]

另

据
史
书
记
载
，
汉
安
二
年
（
一
四
三
）
西
北
边
郡
还
发
生
了
特

大
地
震
。
建
康
元
年
（
一
四
四
）
正
月
的
朝
廷
诏
令
记
载
了
西

北
边
郡
特
大
地
震
与
诸
羌
叛
乱
后
民
不
聊
生
、
破
败
不
堪
的
景

象
：
『
陇
西
、
汉
阳
、
张
掖
、
北
地
、
武
威
、
武
都
，
自
去
年

九
月
已
来
，
地
百
八
十
震
，
山
谷
坼
裂
，
坏
败
城
寺
，
杀
害
民

庶
。
夷
狄
叛
逆
，
赋
役
重
数
，
内
外
怨
旷
，
惟
咎
叹
息
。
』
[5]

刘
福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特
殊
背
景
之
下
出
任
汉
阳
太
守
的
，
面
对

天
灾
人
祸
重
创
下
的
汉
阳
，
他
『
宽
仁
有
虑
』
，
一
方
面
『
怀

远
人
』
，
一
方
面
带
领
汉
阳
百
姓
灾
后
重
建
，
几
年
时
间
，
就

使
得
汉
阳
出
现
了
『
岁
丰
积
』
的
安
定
繁
荣
的
局
面
。
因
史
料

所
限
，
我
们
不
能
考
定
公
元
一
五
〇
年
后
刘
福
的
去
向
，
但
在

刘
福
离
开
汉
阳
之
后
，
当
地
的
老
百
姓
为
了
歌
颂
他
在
汉
阳

期
间
勤
政
爱
民
的
功
绩
，
立
碑
刻
文
以
作
纪
念
。
一
千
八
百

多
年
以
来
，
『
《
河
峪
关
驿
颂
德
碑
》
摩
崖
石
刻
作
为
历
史

见
证
，
记
录
了
关
陇
古
道
上
曾
经
的
历
史
辉
煌
。
作
为
皇
家

官
道
，
关
陇
古
道
始
终
由
皇
权
诠
释
着
它
的
兴
衰
与
未
来
，

承
载
着
太
多
的
悲
苦
与
遗
恨
，
沉
淀
着
厚
重
的
描
述
不
尽
的

血
汗
与
叹
息
』
[6]

。

《
西
狭
颂
》
全
称
《
汉
武
都
太
守
汉
阳
河
阳
李
翕
西
狭

颂
》
，
亦
称
《
惠
安
西
表
》
，
位
于
甘
肃
成
县
抛
沙
镇
鱼
窍
峡

中
幽
谷
的
一
处
崖
壁
上
，
东
汉
灵
帝
建
宁
四
年
（
一
七
一
）
由

武
都
郡
府
从
吏
仇
靖
镌
刻
，
碑
文
内
容
主
要
记
述
了
武
都
太
守

李
翕
的
家
世
、
政
绩
以
及
其
主
持
修
缮
西
狭
栈
道
的
经
过
，
歌

颂
了
李
翕
勤
政
爱
民
的
功
绩
。
西
狭
位
于
陇
蜀
古
道
，
是
陇
右

通
巴
蜀
的
要
道
，
同
时
由
于
秦
岭
的
隔
阻
，
武
都
郡
入
关
中
乃

至
中
原
，
西
去
河
西
，
北
上
秦
陇
，
都
必
须
出
西
狭
。
而
西
狭

素
来
以
栈
道
狭
窄
，
地
势
险
峻
而
著
称
，
历
来
也
是
兵
家
的
必

书
过
渡
的
鲜
明
特
点
，
石
刻
整
体
呈
现
出
『
方
整
雄
伟
、
静
穆

虚
和
』
的
美
学
风
格
，
是
东
汉
方
正
类
隶
书
中
的
精
品
。
可
以

说
，
『
《
河
峪
颂
》
一
方
面
具
备
了
汉
隶
的
字
形
扁
方
，
转

折
、
波
磔
明
显
的
特
征
，
继
承
了
古
隶
的
率
意
性
与
篆
书
的
简

洁
性
用
笔
，
反
映
出
汉
字
和
书
法
发
展
史
上
由
篆
而
隶
的
发
展

过
程
；
同
时
，
表
现
为
符
号
化
、
造
型
化
和
装
饰
意
味
及
用
笔

上
的
抒
情
与
开
合
，
具
有
了
明
显
的
节
奏
感
、
运
动
感
，
体
现

了
书
刻
者
书
法
表
现
意
识
的
进
一
步
觉
醒
。
…
…
如
果
将
其
与

西
汉
时
期
的
碑
刻
作
纵
向
对
比
，
可
以
看
到
隶
书
在
历
史
演

变
中
，
篆
意
日
趋
减
弱
，
体
势
渐
趋
方
正
，
波
画
强
调
更
为
明

显
。
但
是
在
另
一
方
面
它
又
存
在
着
一
种
明
显
的
尚
简
趋
楷
的

意
象
，
同
时
自
然
忠
实
地
记
录
和
展
现
了
中
国
汉
字
演
进
历
史

中
汉
字
由
篆
而
隶
、
由
隶
而
楷
嬗
变
发
展
的
全
过
程
，
为
研
究

汉
代
书
法
艺
术
和
文
字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实
物
资
料
。
以

其
独
特
的
艺
术
形
式
，
展
现
了
华
夏
民
族
的
文
明
史
实
和
审
美

意
识
』
[18]

。
晚
《
河
峪
颂
》
二
十
一
年
的
《
西
狭
颂
》
摩
崖
石

刻
则
表
现
出
与
《
河
峪
颂
》
书
体
不
同
的
特
点
，
《
西
狭
颂
》

书
风
古
朴
而
浑
厚
，
书
体
方
正
，
雄
健
潇
洒
，
字
形
多
取
横

势
、
波
磔
明
显
、
挑
法
突
出
，
蚕
头
燕
尾
画
在
碑
刻
中
较
为
普

遍
，
是
成
熟
、
标
准
的
汉
隶
书
体
。
由
于
对
《
西
狭
颂
》
的
文

献
记
载
最
早
见
于
宋
代
，
因
此
对
其
书
体
特
点
，
后
世
多
有
评

论
。
清
人
方
朔
认
为
《
西
狭
颂
》
『
宽
博
遒
古
』
[19]

。
徐
树
钧

说
其
书
体
：
『
疏
散
俊
逸
，
如
风
吹
仙
袂
，
飘
飘
云
中
，
非
复

可
以
寻
常
蹊
径
探
者
，
在
汉
隶
中
别
饶
意
趣
。
』
[20]

丁
文
隽
赞

叹
《
西
狭
颂
》
『
结
字
严
整
，
气
象
嵯
峨
，
此
汉
碑
中
之
高
浑

者
也
』
[21]

。
梁
启
超
也
称
赞
《
西
狭
颂
》
『
雄
迈
而
静
穆
，
汉

隶
正
则
也
』
[22]

。
当
代
书
法
家
陈
振
濂
在
读
梁
启
超
的
赞
语
后

也
说
：
『
仇
靖
隶
书
原
石
在
甘
肃
成
县
。
予
少
时
学
隶
最
喜

《
西
狭
颂
》
之
包
融
回
环
。
盖
汉
隶
燕
尾
多
取
外
展
之
势
，
无

论
《
张
迁
》
《
曹
全
》
《
石
门
》
皆
不
出
乎
此
。
唯
《
西
狭
》

一
颂
头
尾
回
护
有
余
味
不
尽
之
意
，
且
结
构
古
拙
，
大
有
篆
籀

韵
致
，
为
隶
中
极
品
。
后
世
如
吴
缶
翁
、
莫
邵
亭
大
率
取
法
乎

百
姓
立
碑
刻
文
，
赞
美
这
位
勤
政
爱
民
的
好
官
，
说
他
治
郡
有

方
：
『
不
肃
而
成
，
不
严
而
治
，
…
…
不
出
府
门
，
政
约
令

行
。
强
不
暴
寡
，
知
不
诈
愚
。
…
…
年
毂
屡
登
，
苍
庾
惟
忆
，

百
姓
有
蓄
，
粟
麦
五
钱
。
』
[16]

碑
文
最
后
的
四
言
诗
可
以
说
是

当
地
百
姓
对
太
守
李
翕
政
绩
的
总
结
和
赞
颂
：
『
赫
赫
明
后
，

柔
嘉
惟
则
。
克
长
克
君
，
牧
守
三
国
。
三
国
清
平
，
咏
歌
懿

德
。
瑞
降
丰
稔
，
民
以
货
殖
。
威
恩
并
隆
，
远
人
宾
服
。
鐉
山

浚
渎
，
路
以
安
直
。
继
禹
之
迹
，
亦
世
赖
福
。
』
[17]

《
西
狭

颂
》
是
在
陇
右
现
存
所
有
摩
崖
中
唯
一
没
有
文
字
脱
落
的
碑

刻
，
该
碑
正
文
二
十
行
，
每
行
二
十
字
，
全
文
三
百
八
十
五

字
，
碑
文
除
赞
美
栈
道
的
修
建
者
李
翕
的
功
德
之
外
，
也
记
载

了
当
时
修
治
栈
道
的
一
些
具
体
的
情
况
，
包
括
峡
谷
的
危
险
、

路
段
的
破
土
、
烧
石
、
架
木
等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
郙
阁

颂
》
和
《
天
井
道
碑
》
等
汉
代
摩
崖
石
刻
均
歌
颂
李
翕
派
仇

靖
等
修
造
析
里
大
桥
、
修
治
狭
窄
险
阻
的
天
井
道
路
的
丰
功
伟

绩
。
但
遗
憾
的
是
，
上
述
二
碑
或
泐
损
严
重
，
或
已
佚
不
存
。

由
此
可
见
，
汉
阳
百
姓
在
关
陇
古
道
的
河
峪
关
为
刘
福
刻

石
颂
功
，
是
基
于
刘
福
带
领
汉
阳
百
姓
灾
后
重
建
，
善
政
亲
民

的
显
著
政
绩
。
二
十
年
后
，
武
都
郡
百
姓
在
陇
蜀
古
道
的
西
狭

为
李
翕
勒
石
铭
功
，
是
基
于
李
翕
修
缮
西
狭
栈
道
，
造
福
于
民

的
功
绩
。

书
法
价
值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犹
如
镶
嵌
在
陇
右
大
地
上
的

两
颗
璀
璨
的
明
珠
，
一
千
八
百
多
年
以
来
，
它
们
屹
立
在
古
道

旁
。
作
为
现
存
为
数
不
多
的
汉
代
隶
书
碑
刻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

虽
然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相
距
二
十
余
年
，
但

书
体
具
有
明
显
的
区
别
，
刻
于
汉
桓
帝
和
平
元
年
（
一
五
〇
）

的
《
河
峪
颂
》
书
法
运
笔
方
折
直
行
，
具
有
字
形
扁
方
、
波
画

明
显
的
特
征
，
但
篆
书
笔
意
浓
厚
，
体
现
了
书
体
由
篆
书
向
隶

争
之
道
，
《
战
国
策
·
秦
策
》
即
有
『
栈
道
千
里
，
通
于
蜀

汉
』
的
记
载
。
《
后
汉
书
·
隗
嚣
传
》
载
：
『(

刘
秀)

诏
嚣
当

从
天
水
伐
蜀
，
因
此
欲
以
溃
其
心
腹
。
嚣
复
上
言
：
「
白
水
险

阻
，
栈
阁
绝
败
。
」
』
李
贤
注
曰
：
『
白
水
，
县
，
有
关
，
属

广
汉
郡
。
栈
阁
者
，
山
路
悬
险
，
栈
木
为
阁
道
。
』
[7]

《
后
汉

纪
》
卷
五
亦
曰
：
『
是
时
公
孙
述
遣
兵
出
江
关
，
败
南
郡
。
上

因
欲
从
天
水
伐
蜀
，
从
褒
、
斜
，
江
关
路
远
而
多
阻
，
莫
若
从

西
州
，
因
便
以
举
，
则
兵
强
财
富
。
嚣
虽
遣
子
入
侍
，
而
心

怀
两
端
，
常
思
王
元
之
言
，
欲
据
一
方
，
不
欲
早
定
。
乃
复
上

书
，
盛
言
：
「
蜀
道
危
险
，
栈
阁
败
绝
，
丈
尺
之
地
，
骑
不
得

通
。
」
』
[8]

《
初
学
记
》
卷
八
引
《
华
阳
国
志
》
亦
载
：
『
诸

葛
亮
相
蜀
，
凿
石
架
空
，
为
飞
梁
阁
道
。
』
[9]

正
因
为
如
此
，

西
狭
古
道
也
经
常
在
战
争
中
被
毁
坏
，
如
《
史
记
·
高
祖
本

纪
》
记
载
，
刘
邦
至
汉
中
，
『
从
杜
南
入
蜀
中
。
去
辄
烧
绝
栈

道
，
以
备
诸
侯
盗
兵
袭
之
，
亦
示
项
羽
无
东
意
』
[10]

。
《
水
经

注
·
沔
水
》
引
诸
葛
亮
《
与
兄
瑾
书
》
曰
：
『
前
赵
子
龙
退

军
，
烧
坏
赤
崖
以
北
阁
道
，
缘
谷
百
余
里
。
』
[11]

又
，
《
三
国

志
》
卷
四
《
蜀
书
·
魏
延
传
》
亦
曰
：
『
（
魏
延
）
率
所
领
径

先
南
归
，
所
过
烧
绝
阁
道
。
』
[12]

公
元
一
六
九
年
，
李
翕
（
字
伯
都
）
出
任
武
都
太
守
，

当
时
的
西
狭
古
道
栈
阁
绝
败
，
极
难
通
行
。
据
《
西
狭
颂
》
碑

文
记
载
：
『
郡
西
狭
中
道
，
危
难
阻
峻
，
缘
崖
俾
阁
，
两
山
壁

立
，
隆
崇
造
云
。
下
有
不
测
之
溪
，
厄
笮
促
迫
，
财
容
车
骑
，

进
不
能
济
，
息
不
得
驻
，
数
有
颠
覆
陨
坠
之
害
，
过
者
创
楚
，

惴
惴
其
栗
。
君
践
其
险
，
若
涉
渊
冰
。
』
[13]

道
路
的
险
峻
影
响

当
地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
李
翕
曾
亲
临
西
狭
考
察
：
『
君
践
其

险
，
若
涉
渊
水
。
叹
曰
：
「
《
诗
》
所
谓
如
集
于
木
，
如
临
于

谷
，
斯
其
殆
哉
？
困
其
事
，
则
为
设
备
。
今
不
图
之
，
为
患
无

已
。
」
』
[14]

并
指
派
专
人
修
缮
陇
蜀
古
道
的
西
狭
段
：
『
敕
衡

官
、
有
秩
李
瑾
，
掾
仇
审
，
因
常
繇
道
徒
，
鐉
烧
破
析
，
刻
臽

磪
嵬
。
减
高
就
埤
，
平
夷
正
曲
，
柙
致
土
石
，
坚
固
广
大
。
可

以
夜
涉
，
四
方
无
雍
。
』
[15]

西
狭
栈
道
修
缮
之
后
，
当
地
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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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任
公
以
此
为
汉
隶
正
则
，
信
然
。
』
[23]

近
代
学
者
佘
雪
曼

则
说
：
『
学
汉
碑
要
有
气
魄
、
写
得
大
，
放
得
开
，
这
块
首
尾

完
好
的
碑
，
对
于
今
天
的
我
们
，
应
是
最
佳
的
范
本
。
』
[24]

日

本
学
者
牛
丸
好
一
先
生
甚
至
将
《
西
狭
颂
》
称
为
『
汉
隶
摩
崖

的
最
高
杰
作
』
[25]

。
可
见
看
出
，
《
西
狭
颂
》
作
为
汉
代
『
摩

崖
刻
石
的
精
微
之
作
，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汉
字
由
篆
经
隶
向
楷
嬗

变
的
过
程
，
其
艺
术
审
美
至
今
影
响
着
当
代
书
家
艺
术
创
作
的

价
值
取
向
』
[26]

。

两
座
碑
刻
所
承
载
的
汉
隶
书
作
，
为
后
人
学
习
汉
隶
提
供

了
极
好
的
范
本
，
对
隶
书
的
发
展
与
书
法
繁
荣
有
着
巨
大
推
动

作
用
，
是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隶
书
佳
作
。

文
学
价
值

从
文
体
上
看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是
留
存
至
今

且
保
持
其
原
始
状
态
的
『
颂
』
体
文
学
佳
作
，
具
有
很
高
的
文

学
价
值
。

最
早
对
『
颂
』
解
释
的
是
《
毛
诗
大
序
》
，
《
诗
大
序
》
说

诗
有
六
义
，
即
『
风
』
『
雅
』
『
颂
』
『
赋
』
『
比
』
『
兴
』
，

其
中
对
『
颂
』
的
解
释
是
：
『
颂
者
，
美
盛
德
之
形
容
，
以
其
成

功
告
于
神
明
者
也
。
』
[27]

刘
熙
《
释
名
》
亦
云
：
『
颂
，
容
也
，

叙
说
其
成
功
之
形
容
也
。
』
[28]

王
充
在
《
论
衡
·
须
颂
》
中
明
确

了
『
颂
』
作
为
一
种
文
体
的
特
点
，
他
说
：
『
古
之
帝
王
建
鸿
德

者
，
须
鸿
笔
之
臣
褒
颂
纪
载
，
鸿
德
乃
彰
，
万
世
乃
闻
。
』
[29]

汉
代
之
后
，
挚
虞
《
文
章
流
别
论
》
云
：
『
颂
，
诗
之
美
者

也
，
古
者
圣
帝
明
王
功
成
治
定
而
颂
声
兴
，
于
是
史
录
其
篇
，

工
歌
其
章
，
以
奏
于
宗
庙
，
告
于
鬼
神
。
故
颂
之
所
美
者
，
圣

王
之
德
也
。
』
[30]

萧
统
在
《
文
选
·
序
》
中
说
：
『
颂
者
，

所
以
游
扬
德
业
，
褒
赞
成
功
。
』
[31]

与
萧
统
同
时
代
的
刘
勰
在

《
文
心
雕
龙
·
颂
赞
》
中
也
说
：
『
颂
者
，
容
也
，
所
以
美
盛

德
而
述
形
容
也
。
』
[32]

刘
勰
还
对
『
颂
』
与
『
赋
』
『
铭
』
两

种
文
体
的
区
别
做
了
详
细
的
说
明
：
『
原
夫
颂
惟
典
雅
，
辞
必

清
铄
，
敷
写
似
赋
，
而
不
入
华
侈
之
区
；
敬
慎
如
铭
，
而
异
乎

规
戒
之
域
；
揄
扬
以
发
藻
，
汪
洋
以
树
义
，
虽
纤
巧
曲
致
，
与

情
而
变
，
其
大
体
所
底
，
如
斯
而
已
。
』
[33]

由
此
可
见
，
作
为

一
种
歌
功
颂
德
的
文
体
，
『
颂
』
的
特
点
是
『
典
雅
』
『
清

铄
』
，
讲
究
铺
叙
但
不
同
于
『
赋
』
的
『
华
侈
』
，
要
求
『
敬

慎
』
但
不
同
于
『
铭
』
的
『
规
戒
』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均
体
现
了
『
颂
』
体
文
学
的
特
点
。
作
为
一
篇
『
颂
』
体

文
学
作
品
，
《
河
峪
颂
》
缺
字
太
多
，
无
法
从
总
体
上
考
察
整

篇
文
章
的
思
想
文
化
意
蕴
及
艺
术
特
色
，
但
通
过
『
宽
仁
有

虑
』
『
怀
远
人
』
『
岁
丰
积
』
等
的
记
述
可
以
看
到
，
这
篇

『
颂
』
所
表
现
的
赞
颂
地
方
官
吏
勤
政
为
民
的
思
想
还
是
很
明

显
的
。
同
时
语
言
方
面
《
河
峪
颂
》
全
文
以
四
言
短
句
为
主
，

在
写
法
上
继
承
了
『
颂
』
体
文
庄
重
典
雅
、
重
歌
功
颂
德
的
写

作
导
向
。
《
西
狭
颂
》
是
甘
肃
现
存
汉
代
摩
崖
中
唯
一
一
座

保
存
完
整
的
石
刻
，
不
但
在
书
法
史
上
意
义
重
大
，
作
为
一

部
完
整
的
『
颂
』
体
文
学
作
品
，
其
所
体
现
的
文
学
价
值
也
尤

为
重
要
。
佘
雪
曼
在
论
述
《
西
狭
颂
》
特
点
时
就
说
：
『
西
狭

颂
的
艺
术
特
点
，
是
庄
严
浑
穆
，
天
骨
开
张
，
有
博
大
真
人
气

象
。
』
[34]

从
碑
文
『
民
歌
德
惠
，
穆
如
春
风
』
以
及
文
末
的
四

言
诗
可
以
看
到
，
这
篇
文
章
与
《
河
峪
颂
》
表
达
的
主
题
是
相

同
的
，
也
表
现
了
当
地
老
百
姓
对
为
民
谋
利
的
地
方
官
吏
功
德

的
赞
颂
；
在
写
作
手
法
上
，
『
《
西
狭
颂
》
继
承
了
《
诗
》

「
颂
」
的
庄
重
典
雅
，
又
汲
取
了
汉
赋
的
铺
排
渲
染
，
便
于
在

作
品
内
容
上
反
映
汉
代
大
一
统
封
建
专
制
社
会
中
以
颂
扬
为
宗

的
精
神
导
向
，
流
贯
着
节
奏
韵
律
，
句
式
短
小
精
悍
，
朗
朗
上

口
，
易
于
诵
读
。
全
文
大
多
数
用
语
四
字
句
或
六
字
句
，
且
句

末
多
有
押
韵
，
形
成
了
在
声
音
层
面
上
的
节
奏
感
，
接
近
古
代

诗
歌
的
节
奏
性
』
[35]

。

结
语综

上
所
述
，
作
为
屹
立
于
陇
原
大
地
上
的
两
座
丰
碑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碑
文
记
载
的
内
容
，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文
献
价
值
，
它
弥
补
了
史
传
记
载
的
不
足
，
为
人
们
还
原

了
两
座
丰
碑
背
后
隐
藏
的
两
段
历
史
，
早
在
北
宋
时
，
曾
巩
就

说
：
『
（
李
）
翕
治
崤
嵌
、
西
狭
、
郙
阁
之
道
，
有
益
于
人
，

而
史
不
传
。
则
颂
之
作
，
所
以
备
史
之
阙
，
是
则
传
之
亦
不
可

以
不
广
也
。
』
[36]

千
百
年
来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屹

立
于
古
道
旁
，
也
为
后
人
研
究
汉
代
陇
右
的
交
通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史
料
。
作
为
陇
右
迄
今
存
留
最
早
或
最
完
整
的
汉
隶
精
品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也
为
书
法
爱
好
者
进
一
步
研
究
和

学
习
汉
隶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钱
中
文
说
：
『
文
学

的
不
朽
，
可
以
从
文
学
的
两
种
价
值
上
去
理
解
。
一
是
它
作
为

有
价
值
的
审
美
创
造
物
而
被
保
留
下
来
，
成
为
一
种
历
史
形

态
；
二
是
它
所
显
示
的
典
范
意
义
，
由
于
其
自
身
的
生
命
力

而
能
够
流
传
下
去
。
』
[37]

作
为
汉
代
留
存
的
『
颂
』
体
文
学
作

品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不
论
是
从
主
题
思
想
还
是
写

作
手
法
、
艺
术
特
色
等
方
面
，
均
具
有
很
高
的
价
值
。

注
释
：

[1] 

[2] 

[4] 

[5] 

[7]
范
晔
，
《
后
汉
书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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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任
公
以
此
为
汉
隶
正
则
，
信
然
。
』
[23]

近
代
学
者
佘
雪
曼

则
说
：
『
学
汉
碑
要
有
气
魄
、
写
得
大
，
放
得
开
，
这
块
首
尾

完
好
的
碑
，
对
于
今
天
的
我
们
，
应
是
最
佳
的
范
本
。
』
[24]

日

本
学
者
牛
丸
好
一
先
生
甚
至
将
《
西
狭
颂
》
称
为
『
汉
隶
摩
崖

的
最
高
杰
作
』
[25]

。
可
见
看
出
，
《
西
狭
颂
》
作
为
汉
代
『
摩

崖
刻
石
的
精
微
之
作
，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汉
字
由
篆
经
隶
向
楷
嬗

变
的
过
程
，
其
艺
术
审
美
至
今
影
响
着
当
代
书
家
艺
术
创
作
的

价
值
取
向
』
[26]

。

两
座
碑
刻
所
承
载
的
汉
隶
书
作
，
为
后
人
学
习
汉
隶
提
供

了
极
好
的
范
本
，
对
隶
书
的
发
展
与
书
法
繁
荣
有
着
巨
大
推
动

作
用
，
是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隶
书
佳
作
。

文
学
价
值

从
文
体
上
看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是
留
存
至
今

且
保
持
其
原
始
状
态
的
『
颂
』
体
文
学
佳
作
，
具
有
很
高
的
文

学
价
值
。

最
早
对
『
颂
』
解
释
的
是
《
毛
诗
大
序
》
，
《
诗
大
序
》
说

诗
有
六
义
，
即
『
风
』
『
雅
』
『
颂
』
『
赋
』
『
比
』
『
兴
』
，

其
中
对
『
颂
』
的
解
释
是
：
『
颂
者
，
美
盛
德
之
形
容
，
以
其
成

功
告
于
神
明
者
也
。
』
[27]

刘
熙
《
释
名
》
亦
云
：
『
颂
，
容
也
，

叙
说
其
成
功
之
形
容
也
。
』
[28]

王
充
在
《
论
衡
·
须
颂
》
中
明
确

了
『
颂
』
作
为
一
种
文
体
的
特
点
，
他
说
：
『
古
之
帝
王
建
鸿
德

者
，
须
鸿
笔
之
臣
褒
颂
纪
载
，
鸿
德
乃
彰
，
万
世
乃
闻
。
』
[29]

汉
代
之
后
，
挚
虞
《
文
章
流
别
论
》
云
：
『
颂
，
诗
之
美
者

也
，
古
者
圣
帝
明
王
功
成
治
定
而
颂
声
兴
，
于
是
史
录
其
篇
，

工
歌
其
章
，
以
奏
于
宗
庙
，
告
于
鬼
神
。
故
颂
之
所
美
者
，
圣

王
之
德
也
。
』
[30]

萧
统
在
《
文
选
·
序
》
中
说
：
『
颂
者
，

所
以
游
扬
德
业
，
褒
赞
成
功
。
』
[31]

与
萧
统
同
时
代
的
刘
勰
在

《
文
心
雕
龙
·
颂
赞
》
中
也
说
：
『
颂
者
，
容
也
，
所
以
美
盛

德
而
述
形
容
也
。
』
[32]

刘
勰
还
对
『
颂
』
与
『
赋
』
『
铭
』
两

种
文
体
的
区
别
做
了
详
细
的
说
明
：
『
原
夫
颂
惟
典
雅
，
辞
必

清
铄
，
敷
写
似
赋
，
而
不
入
华
侈
之
区
；
敬
慎
如
铭
，
而
异
乎

规
戒
之
域
；
揄
扬
以
发
藻
，
汪
洋
以
树
义
，
虽
纤
巧
曲
致
，
与

情
而
变
，
其
大
体
所
底
，
如
斯
而
已
。
』
[33]

由
此
可
见
，
作
为

一
种
歌
功
颂
德
的
文
体
，
『
颂
』
的
特
点
是
『
典
雅
』
『
清

铄
』
，
讲
究
铺
叙
但
不
同
于
『
赋
』
的
『
华
侈
』
，
要
求
『
敬

慎
』
但
不
同
于
『
铭
』
的
『
规
戒
』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均
体
现
了
『
颂
』
体
文
学
的
特
点
。
作
为
一
篇
『
颂
』
体

文
学
作
品
，
《
河
峪
颂
》
缺
字
太
多
，
无
法
从
总
体
上
考
察
整

篇
文
章
的
思
想
文
化
意
蕴
及
艺
术
特
色
，
但
通
过
『
宽
仁
有

虑
』
『
怀
远
人
』
『
岁
丰
积
』
等
的
记
述
可
以
看
到
，
这
篇

『
颂
』
所
表
现
的
赞
颂
地
方
官
吏
勤
政
为
民
的
思
想
还
是
很
明

显
的
。
同
时
语
言
方
面
《
河
峪
颂
》
全
文
以
四
言
短
句
为
主
，

在
写
法
上
继
承
了
『
颂
』
体
文
庄
重
典
雅
、
重
歌
功
颂
德
的
写

作
导
向
。
《
西
狭
颂
》
是
甘
肃
现
存
汉
代
摩
崖
中
唯
一
一
座

保
存
完
整
的
石
刻
，
不
但
在
书
法
史
上
意
义
重
大
，
作
为
一

部
完
整
的
『
颂
』
体
文
学
作
品
，
其
所
体
现
的
文
学
价
值
也
尤

为
重
要
。
佘
雪
曼
在
论
述
《
西
狭
颂
》
特
点
时
就
说
：
『
西
狭

颂
的
艺
术
特
点
，
是
庄
严
浑
穆
，
天
骨
开
张
，
有
博
大
真
人
气

象
。
』
[34]

从
碑
文
『
民
歌
德
惠
，
穆
如
春
风
』
以
及
文
末
的
四

言
诗
可
以
看
到
，
这
篇
文
章
与
《
河
峪
颂
》
表
达
的
主
题
是
相

同
的
，
也
表
现
了
当
地
老
百
姓
对
为
民
谋
利
的
地
方
官
吏
功
德

的
赞
颂
；
在
写
作
手
法
上
，
『
《
西
狭
颂
》
继
承
了
《
诗
》

「
颂
」
的
庄
重
典
雅
，
又
汲
取
了
汉
赋
的
铺
排
渲
染
，
便
于
在

作
品
内
容
上
反
映
汉
代
大
一
统
封
建
专
制
社
会
中
以
颂
扬
为
宗

的
精
神
导
向
，
流
贯
着
节
奏
韵
律
，
句
式
短
小
精
悍
，
朗
朗
上

口
，
易
于
诵
读
。
全
文
大
多
数
用
语
四
字
句
或
六
字
句
，
且
句

末
多
有
押
韵
，
形
成
了
在
声
音
层
面
上
的
节
奏
感
，
接
近
古
代

诗
歌
的
节
奏
性
』
[35]

。

结
语综

上
所
述
，
作
为
屹
立
于
陇
原
大
地
上
的
两
座
丰
碑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碑
文
记
载
的
内
容
，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文
献
价
值
，
它
弥
补
了
史
传
记
载
的
不
足
，
为
人
们
还
原

了
两
座
丰
碑
背
后
隐
藏
的
两
段
历
史
，
早
在
北
宋
时
，
曾
巩
就

说
：
『
（
李
）
翕
治
崤
嵌
、
西
狭
、
郙
阁
之
道
，
有
益
于
人
，

而
史
不
传
。
则
颂
之
作
，
所
以
备
史
之
阙
，
是
则
传
之
亦
不
可

以
不
广
也
。
』
[36]

千
百
年
来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屹

立
于
古
道
旁
，
也
为
后
人
研
究
汉
代
陇
右
的
交
通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史
料
。
作
为
陇
右
迄
今
存
留
最
早
或
最
完
整
的
汉
隶
精
品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也
为
书
法
爱
好
者
进
一
步
研
究
和

学
习
汉
隶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钱
中
文
说
：
『
文
学

的
不
朽
，
可
以
从
文
学
的
两
种
价
值
上
去
理
解
。
一
是
它
作
为

有
价
值
的
审
美
创
造
物
而
被
保
留
下
来
，
成
为
一
种
历
史
形

态
；
二
是
它
所
显
示
的
典
范
意
义
，
由
于
其
自
身
的
生
命
力

而
能
够
流
传
下
去
。
』
[37]

作
为
汉
代
留
存
的
『
颂
』
体
文
学
作

品
，
《
河
峪
颂
》
与
《
西
狭
颂
》
不
论
是
从
主
题
思
想
还
是
写

作
手
法
、
艺
术
特
色
等
方
面
，
均
具
有
很
高
的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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