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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歷
山
大
大
帝
的
雄
心
壯
志
橫
掃
了
歐
亞
非
大

陸
，
甚
至
在
西
元
前
三
二
七
年
，
他
的
鐵
蹄
跨
越

高
聳
的
興
都
庫
什
山
，
踏
及
印
度
河
流
域
，
使
得

馬
其
頓
帝
國
的
領
土
擴
張
到
印
度
次
大
陸
的
西
北

部
，
同
時
也
將
希
臘
化
文
化
引
進
該
地
，
對
該
地

的
藝
術
發
展
與
成
就
有
極
深
的
影
響
。
而
自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起
，
統
治
印
度
西
北
部
的
許
多
君
主
都

護
持
著
佛
教
，
隨
之
而
產
生
的
文
化
結
晶
先
後
在

古
犍
陀
羅
地
區
和
現
代
的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綻
放
出

令
人
艷
羨
的
美
麗
花
朵
。

鐵
蹄
下
的
花
朵

簡
述
犍
陀
羅
的
佛
像
特
色
及
其
影
響
下 

的
克
什
米
爾
早
期
藝
術
風
格

王
鍾
承

引
言

印
度
西
北
部
的
北
方
羅
列
著
高
聳

的
綿
延
山
脈
，
如
喜
馬
拉
亞
山
、
喀
喇
崑

崙
山
、
岡
底
斯
山
和
興
都
庫
什
山
等
，
這

些
高
山
融
雪
後
的
河
流
在
其
間
奔
流
著
，

蘊
育
出
峽
谷
和
河
流
文
明
。
這
塊
富
庶
之

地
也
令
橫
掃
歐
亞
非
大
陸
的
馬
其
頓
帝
國

君
主─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
西
元
前
三
五
六

年
至
三
二
三
年
︶
垂
涎
，
甚
至
在
西
元
前

三
二
七
年
，
雄
心
壯
志
的
他
跨
越
了
興
都

庫
什
山
，
將
他
的
鐵
蹄
踏
及
印
度
河
流

域
，
使
其
帝
國
的
領
土
擴
張
到
印
度
次
大

陸
的
西
北
部
，
同
時
也
將
希
臘
化
文
化
引

進
該
地
，
對
於
其
後
所
發
展
的
藝
術
成
就

實
有
著
極
為
深
刻
的
影
響
。
而
該
地
是
絲

綢
之
路
必
經
之
處
，
位
於
中
國
、
印
度
和

西
亞
三
方
的
交
通
樞
紐
，
貿
易
往
來
發

達
，
人
文
薈
萃
，
也
是
東
西
文
化
交
會
的

十
字
路
口
，
呈
現
出
多
元
融
合
的
文
化
風

貌
。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和
西
元
十
三
、
十
四

世
紀
之
間
，
佛
教
在
多
位
統
治
者
的
極
力

護
持
之
下
得
到
了
長
足
的
發
展
，
隨
之
而

產
生
的
文
化
結
晶
也
令
人
艷
羨
不
已
，
尤

其
以
古
犍
陀
羅
地
區
和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現

存
的
造
像
最
為
今
人
所
稱
道
，
綻
放
出
許

多
令
人
讚
嘆
的
花
朵
。
本
文
以
該
地
區
的

一
些
代
表
之
作
，
簡
略
介
紹
其
佛
教
造
像

的
背
景
和
其
特
色
。

古
犍
陀
羅
地
區

古
犍
陀
羅
地
區
泛
指
位
於
印
度
河

︵In
d

u
s R

iver

︶
和
喀
布
爾
河
︵K

ab
u

l 

R
iver

︶
之
間
的
河
谷
平
原
，
如
白
夏
瓦

谷
地
︵Peshaw

ar basin

︶
、
斯
瓦
特
河
谷

︵Sw
at V

alley

︶
，
也
就
是
在
今
日
的
巴

基
斯
坦
西
北
部
和
阿
富
汗
東
部
，
重
要
的

文
物
出
土
地
點
如
白
夏
瓦
、
塔
克
西
拉

︵Taxila

︶
、
哈
達
︵H

adda

︶
和
貝
格
拉

姆
︵B

egram

︶
等
地
。

原
本
這
塊
平
原
的
文
化
根
基
就
十

分
深
厚
，
再
隨
著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鐵
蹄
的

來
到
，
留
下
其
部
將
塞
琉
古
︵Seleu

cu
s 

N
icator

，
約
西
元
前
三
五
八
年
至
二
八
一

年
︶
和
諸
眾
們
繼
續
經
營
，
將
希
臘
化
文

化
灌
輸
於
犍
陀
羅
地
區
，
豐
富
該
地
的
文

化
。
然
而
約
在
西
元
前
三○

四
年
左
右
，

塞
琉
古
卻
被
孔
雀
王
朝
的
旃
陀
羅
笈
多

︵C
h

an
dragupta

，
亦
稱
月
護
王
，
西
元

前
三
二○

年
至
二
九
八
年
在
位
︶
所
擊

退
，
拱
手
讓
出
富
饒
的
犍
陀
羅
地
區
。

篤
信
佛
教
的
孔
雀
王
朝
繼
承
者
阿
育
王

︵A
sh

oka

，
西
元
前
二
七
三
年
至
二
三
二

年
在
位
︶
在
全
國
性
的
宣
教
活
動
之
中
，

當
然
也
派
高
僧
前
往
該
地
弘
揚
佛
法
、
講

經
造
塔
，
打
下
佛
教
在
犍
陀
羅
發
展
的
良

好
基
礎
。

疆
域
囊
括
幾
乎
整
個
印
度
次
大
陸

的
孔
雀
王
朝
於
西
元
前
一
八
七
年
覆
滅
，

大
一
統
的
王
朝
不
再
，
這
塊
次
大
陸
被
各

地
的
強
者
瓜
分
，
自
立
為
王
，
而
在
犍
陀

羅
地
區
則
是
由
地
利
之
便
的
大
夏
希
臘
後

裔
持
續
經
營
超
過
一
個
世
紀
之
久
，
例
如

以
塔
克
西
拉
為
王
國
的
活
動
中
心
並
對
佛

教
大
力
護
持
的
彌
蘭
王
︵M

en
an

d
er

／

M
ilin

da I

，
活
動
於
西
元
前
二
至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
該
地
不
但
因
這
些
希
臘
裔
的

長
期
統
治
而
深
深
地
浸
淫
在
希
臘
化
文
化

的
遺
緒
之
中
，
同
時
他
們
也
都
是
虔
誠

的
佛
教
徒
，
延
續
犍
陀
羅
地
區
崇
佛
的
傳

統
。

西
元
一
世
紀
初
印
度
北
方
的
絕
大

部
分
都
納
入
貴
霜
王
朝
︵
西
元
一
世
紀

至
三
世
紀
︶
的
版
圖
之
中
，
而
在
絲
綢

之
路
上
，
東
西
方
的
商
旅
往
來
不
絕
於

途
，
熱
絡
地
交
易
著
長
安
和
羅
馬
之
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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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價
商
品
，
犍
陀
羅
正
是
絲
路
商
旅
往
來

的
中
繼
站
，
經
濟
因
而
十
分
繁
榮
。
再
加

上
迦
膩
色
伽
王
一
世
︵K

an
ish

ka I

，
西

元
一
二
七—

一
五
一
年
在
位
︶
護
持
佛
教

不
遺
餘
力
，
對
於
在
此
時
佛
教
教
義
出
現

大
小
乘
之
議
的
爭
論
時
，
他
採
兼
容
並
用

的
政
策
；
甚
至
在
首
都
富
樓
沙
︵
今
白
夏

瓦
︶
建
造
大
塔
和
修
建
大
講
經
堂
，
延
請

不
同
學
派
的
佛
教
學
者
住
錫
講
學
，
包
括

脇
尊
者
︵
馬
鳴
之
師
︶
、
馬
鳴
︵
大
乘
學

者
︶
、
世
友
︵
小
乘
學
者
︶
等
，
同
時
也

雕
刻
了
一
批
佛
像
。
貴
霜
王
朝
經
濟
的
富

庶
、
君
主
的
護
持
和
商
旅
的
需
要
等
等
都

是
對
佛
教
的
發
展
提
供
了
有
利
條
件
，
佛

教
團
體
的
數
量
和
規
模
也
逐
漸
增
長
，
佛

教
寺
院
和
佛
塔
也
因
應
信
眾
之
需
求
開
始

營
建
，
而
這
些
建
築
所
附
屬
，
或
者
說
是

裝
飾
的
造
像
數
量
就
隨
之
增
加
。

貴
霜
王
朝
最
有
名
的
造
像
中
心
除

了
恆
河
流
域
上
游
的
秣
菟
羅
之
外
，
就
是

本
文
的
重
點─

犍
陀
羅
地
區
。
相
對
於
前

者
帶
有
印
度
本
土
色
彩
的
造
像
特
色
，
後

者
的
造
像
則
呈
現
出
犍
陀
羅
地
區
具
有
東

西
文
化
融
合
的
豐
富
成
果
，
本
院
所
藏
的

彌
勒
菩
薩
立
像
︵
圖
一
︶
即
為
一
佳
例
。

此
尊
菩
薩
像
右
施
無
畏
印
，
左
手
自
然
下

垂
，
但
其
姆
指
、
食
指
和
中
指
卻
緊
扣
著

一
淨
瓶
，
代
表
著
祂
是
出
生
於
婆
羅
門
世

家
的
彌
勒
菩
薩
。
祂
承
繼
過
去
佛
和
釋
迦

牟
尼
法
的
法
統
，
於
未
來
世
成
佛
，
以
度

濟
那
些
尚
未
悟
道
的
諸
有
情
，
然
在
彌
勒

尚
未
成
佛
之
前
，
就
是
以
菩
薩
身
份
在
兜

率
天
宮
說
法
。
貴
霜
王
朝
存
世
的
造
像
之

中
，
彌
勒
菩
薩
的
造
像
不
乏
其
例
，
可
見

該
王
朝
的
彌
勒
菩
薩
信
仰
十
分
流
行
。

這
一
尊
彌
勒
菩
薩
像
頂
束
髮
髻
，

長
髮
垂
肩
，
長
弧
形
的
雙
眉
之
間
有
一
白

毫
，
挺
直
的
高
鼻
配
合
著
深
邃
的
雙
眼
、

薄
唇
上
的
鬍
髭
和
堅
毅
寬
厚
的
下
巴
皆
令

其
略
帶
嚴
肅
神
情
的
臉
龐
散
發
著
陽
剛
的

氣
息
。
寬
厚
的
胸
膛
佩
掛
著
許
多
厚
重
的

男
性
飾
品
，
如
寬
版
的
環
頸
項
飾
、
獸
首

相
對
銜
石
的
長
條
項
鍊
、
斜
掛
右
肩
的
聖

線
和
繫
有
三
個
多
角
形
護
身
符
盒
的
長
條

掛
飾
，
更
顯
得
此
尊
像
之
身
份
頗
為
榮

貴
。

雖
然
圍
繞
在
身
上
的
天
衣
和
下
裳
的

質
地
十
分
厚
重
，
但
是
其
衣
褶
之
疏
密
，

不
論
是
天
衣
纏
繞
臂
膀
的
衣
褶
，
或
是
下

裳
的
，
都
隨
著
身
軀
的
起
伏
而
作
合
理
的

變
化
，
絲
毫
未
曾
遮
掩
其
軀
體
之
挺
實
壯

碩
，
而
天
衣
和
下
裳
的
垂
墜
感
和
其
立
體

衣
襞
的
表
現
都
顯
示
出
該
件
作
品
的
作
者

具
備
了
深
厚
的
造
像
寫
實
能
力
。

本
件
菩
薩
立
像
的
造
像
特
色
，
如

高
目
深
鼻
的
西
方
臉
孔
、
合
理
的
身
體

結
構
、
重
視
肌
理
之
表
現
、
精
緻
的
陽
剛

飾
品
、
厚
重
衣
褶
的
寫
實
立
體
感
和
今
略

見
於
左
腳
背
的
涼
鞋
殘
跡
都
強
烈
的
指
明

該
作
品
的
原
創
地─

犍
陀
羅
深
受
希
臘
化

文
化
的
影
響
，
是
一
件
典
型
的
犍
陀
羅
雕

像
。

自
五
世
紀
中
葉
起
，
佛
教
在
犍
陀
羅

地
區
受
到
的
阻
礙
，
因
為
崇
信
婆
羅
門
教

的
嚈
噠
王
占
領
了
該
地
，
佛
教
因
而
遭
到

迫
害
，
寺
院
佛
塔
荒
廢
遺
棄
，
一
直
到
宋

雲
於
西
元
五
二○

年
和
玄
奘
︵
六○

○
—

六
六
四
︶
西
行
求
法
路
經
該
地
時
，
仍
記

錄
著
當
地
的
佛
事
蕭
條
、
許
多
佛
教
建
築

仍
處
於
荒
煙
漫
草
之
間
。
不
過
，
斯
瓦
特

河
谷
因
遠
離
像
喀
布
爾
、
白
夏
瓦
等
主
要

的
政
治
中
心
，
受
到
法
難
的
佛
教
在
此
河

谷
稍
有
機
會
喘
息
，
正
如
玄
奘
的
記
錄
一

般
，
在
七
世
紀
初
，
該
河
谷
的
佛
教
仍
保

有
一
些
或
多
或
少
的
佛
教
活
動
，
現
今
仍

可
見
許
多
源
於
該
河
谷
的
造
像
，
如
本
院

所
藏
之
裝
飾
佛
坐
像
︵
圖
二
︶
應
該
就
是

來
自
於
該
地
的
作
品
。

裝
飾
佛
頭
戴
三
月
寶
冠
，
雙
耳
垂

掛
耳
璫
，
身
著
通
肩
式
袈
裟
的
佛
裝
，
右

手
下
施
與
願
印
，
左
手
持
衣
角
，
結
跏
趺

坐
於
仰
覆
蓮
座
之
上
。
這
尊
造
像
承
襲
著

犍
陀
羅
的
造
像
傳
統
，
如
同
圖
一
的
彌
勒

菩
薩
一
般
，
深
目
高
鼻
、
薄
唇
和
豐
腴
的

兩
頰
，
具
有
希
臘
羅
馬
諸
神
的
理
想
典
型

臉
龐
；
通
肩
式
大
衣
雖
然
厚
重
，
但
其
衣

紋
疏
密
和
起
伏
充
份
顯
示
雄
健
的
胸
肌
和

收
腰
的
部
分
，
以
及
暗
示
盤
腿
而
坐
的
臀

部
，
不
但
表
現
出
合
理
的
身
體
結
構
，
而

且
還
帶
有
強
烈
立
體
感
和
空
間
感
，
這
些

特
色
就
像
是
犍
陀
羅
造
像
風
格
的D

N
A

，

似
乎
永
不
止
息
地
遺
傳
在
該
地
區
的
作
品

之
中
，
令
今
人
一
眼
就
能
看
出
作
品
的
來

源
。
這
種
風
格
一
直
到
十
一
世
紀
初
回
教

勢
力
進
入
該
地
，
佛
教
徹
底
地
連
根
拔

除
，
方
才
消
失
。

此
外
，
上
小
下
大
的
仰
覆
蓮
台
座
是

典
型
的
斯
瓦
特
河
谷
造
像
之
特
色
，
而
這

種
台
座
的
形
式
也
影
響
到
了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的
造
像
。

圖一　 彌勒菩薩立像　西元三世紀　古犍陀羅地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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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什
米
爾
地
區

克
什
米
爾
原
是
指
位
於
喜
馬
拉
雅
山

最
西
端
、
海
拔
較
低
的
一
處
峽
谷
沃
土
，

而
現
在
該
區
包
括
除
了
上
述
的
谷
地
之

外
，
還
有
吉
爾
吉
特
︵G

ilgit

︶
、
拉
達
克

︵L
adakh

︶
和
阿
克
賽
欽
︵A

ksalch
in

︶

等
地
，
因
為
地
理
位
置
特
別
之
故
，
藏

民
、
印
度
教
徒
和
回
教
徒
分
別
活
動
於

此
，
現
由
中
國
、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三
國

分
治
。中

國
古
文
獻
稱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為
罽

賓
，
或
者
是
迦
濕
彌
羅
，
如
同
犍
陀
羅
地

區
一
樣
，
曾
是
一
個
崇
信
佛
教
的
國
度
。

佛
教
信
仰
在
當
地
盛
行
大
約
自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
一
直
到
西
元
一
三
三
八
年
為
止
，

該
年
即
是
羅
拉
第
二
王
朝
︵th

e Secon
d 

L
o

h
ara d

yn
asty

，
始
於
一
一○

一
年
︶

因
為
大
臣
撒
摩
拉
︵S

ah
am

era

︶
篡
位

而
覆
滅
之
年
。
由
於
這
一
位
自
立
為
王
的

君
主
本
身
是
穆
斯
林
，
便
將
伊
斯
蘭
教
改

為
國
教
，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信
仰
佛
教
熱
衷

的
程
度
也
因
此
逐
漸
消
退
，
終
至
消
聲
匿

跡
。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在

回

教

化

之

前
的
歷
史
一
般
皆
以
︽
諸
王
流
派
︾ 

︵R
ājataran .gin. ī

，
成
書
於
西
元
一
一 

四
七—

一
一
四
九
年
之
間
︶
為
基
準
，
它

是
由
身
為
官
宦
之
後
的
婆
羅
門
史
家
卡
那

︵K
alhan. a

，
活
動
於
西
元
十
二
世
紀
︶
，

以
梵
文
撰
寫
有
關
歷
代
統
治
者
事
跡
的
史

書
，
時
間
約
自
孔
雀
王
朝
的
阿
育
王
，

一
直
到
十
二
世
紀
中
葉
為
止
。
大
體
上
來

說
，
這
本
史
書
記
載
王
室
崇
佛
事
跡
多
於

政
經
成
就
，
雖
然
有
關
後
者
的
記
述
多
溢

美
之
言
，
不
足
以
完
全
採
信
，
但
是
前
者

的
資
料
對
於
該
地
佛
教
藝
術
發
展
史
的
建

構
具
有
極
大
的
助
益
，
今
日
的
史
家
十
分

重
視
其
史
料
的
價
值
，
甚
至
有
英
譯
本
的

出
現
。西

元
七
世
紀
以
前
的
犍
陀
羅
是
印
度

次
大
陸
西
北
方
政
治
文
教
中
心
和
藝
術
的

翹
楚
，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因
地
緣
之
故
，
自

然
受
到
前
者
極
深
的
影
響
；
同
時
，
佛
教

在
印
度
西
北
方
之
傳
播
當
然
不
會
獨
漏
後

者
，
她
的
佛
教
發
展
與
古
犍
陀
羅
地
區
同

步
。
孔
雀
王
朝
阿
育
王
、
彌
蘭
王
和
貴
霜

王
朝
迦
膩
色
伽
王
等
統
治
者
都
對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的
佛
教
貢
獻
良
多
，
甚
至
在
西
元

二
世
紀
時
，
迦
膩
色
伽
王
在
罽
賓
，
也
就

是
克
什
米
爾
舉
行
佛
教
的
第
四
次
結
集
，

討
論
經
、
律
、
論
三
藏
，
將
其
整
理
編

集
。
這
一
次
的
結
集
為
克
什
米
爾
的
佛
學

奠
定
了
深
厚
的
根
基
，
一
直
到
四
世
紀
，

該
地
已
經
贏
得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魁
首
的
美

名
，
甚
至
遠
播
至
中
亞
，
連
對
中
國
佛
教

影
響
甚
鉅
的
鳩
摩
羅
什
，
也
遠
從
其
故
鄉

龜
茲
︵
今
新
疆
庫
車
︶
前
往
該
地
學
習
佛

法
。
而
自
五
世
紀
初
起
，
中
國
西
行
的
僧

侶
必
然
會
經
過
並
停
留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學

習
。

雖
然
卡
那
和
玄
奘
的
記
錄
都
記

載
著
五
世
紀
中
葉
的
嚈

噠
王
摩
醯
邏

矩
羅
︵M

ih
ira

k
u

la

，
一
說
：
五○

二—

五
四
二
，
另
說
：
約
五
一
五—

五
五
六
︶
，
又
稱
﹁
彌
羅
掘
﹂
，
不
但

﹁
邪
見
熾
盛
心
無
敬
信
，
於
罽
賓
國
毀
壞

塔
寺
殺
害
眾
僧
﹂
︵
︽
付
法
藏
因
緣
傳
．

卷
六
︾
︶
，
而
且
令
﹁
佛
法
並
皆
毀
滅
，

僧
徒
斥
逐
無
復
孑
遺
﹂
︵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四
︾
︶
。
克
什
米
爾
因
信
奉
婆

羅
門
教
的
嚈
噠
王
而
讓
佛
教
暫
時
的
式

微
，
但
隨
後
的
卡
爾
可
答
王
朝
︵K

ārkot. a  

dyn
asty

，
約
六
二
五—

八
五
五
︶
對
於
宗

教
則
採
自
由
放
任
的
態
度
，
正
如
玄
奘

所
觀
察
的
﹁
國
為
龍
護
︵
王
朝
因
此
而
得 圖二　 裝飾（寶冠）佛坐像　西元七世紀　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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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
遂
雄
隣
境
。
容
貌
妍
美
，
情
性
詭

詐
。
好
學
多
聞
，
邪
正
兼
信
。
伽
藍
百
餘

所
，
僧
徒
五
千
餘
人
。
﹂
︵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三
︾
︶
，
各
個
宗
教
並
存
於
此
，

而
佛
教
寺
院
和
僧
侶
也
不
在
少
數
。
在

︽
諸
王
流
派
︾
之
中
，
敘
述
該
王
朝
十
分

富
足
，
尤
其
是
七
、
八
世
紀
的
強
盛
時

期
，
境
內
建
立
許
多
婆
羅
門
教
的
廟
宇
和

佛
教
的
寺
院
，
施
作
大
量
的
造
像
，
當
然

也
包
括
了
金
屬
造
像
和
巨
形
的
雕
像
，
有

一
些
甚
至
是
以
金
或
銀
製
成
，
克
什
米
爾

儼
然
成
為
當
時
的
印
度
教
和
佛
教
的
宗
教

中
心
。西

藏
就
是
因
克
什
米
爾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和
佛
教
信
仰
重
鎮
的
美
名
，
分
別
於
七

世
紀
和
十
世
紀
將
該
地
的
佛
教
信
仰
、
知

識
和
藝
術
引
領
入
藏
，
其
後
兩
地
往
來
的

關
係
亦
十
分
密
切
，
許
多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的
造
像
因
而
傳
入
藏
區
，
保
存
至
今
，
尤

其
是
在
克
什
米
爾
回
教
化
之
後
，
少
見
當

地
佛
教
造
像
之
遺
存
，
因
此
，
藏
區
所
藏

的
克
什
米
爾
造
像
就
更
顯
得
至
為
珍
貴
。

拉
薩
布
達
拉
宮
就
藏
有
一
件
黃
銅

鎏
金
的
佛
立
像
︵
圖
三
︶
，
就
是
出
於

克
什
米
爾
巧
匠
之
手
的
上
乘
作
品
。
這
件

造
像
不
但
呈
現
出
高
超
的
工
藝
，
同
時
也

完
整
無
損
，
而
且
祂
的
重
要
性
更
表
現
在

台
座
上
的
二
段
銘
文
。
其
中
的
一
段
是
台

座
最
下
面
兩
行
銘
文
，
它
是
以
梵
文
字
體

刻
寫
成
的
供
養
題
記
，
記
述
在
杜
拉
巴

王
︵D

urlabh
a kin

g

︶
擊
敗
他
的
敵
人
、

大
獲
全
勝
之
後
，
一
位
名
為
皮
雅
如
奇

︵Priyaruci

︶
的
八
十
歲
僧
人
發
願
，
為
眾

生
永
離
煩
惱
而
施
作
的
造
像
。
現
在
學
界

一
般
皆
認
為
銘
文
中
所
提
及
的D

u
rlabh

a

王
就
是
卡
爾
可
答
王
朝
的
首
任
君
主─

杜

拉
巴
梵
達
那
王
︵D

urlabhavardhana

，
約

六
二
五—

六
三
七
在
位
︶
，
進
而
推
斷
本

件
作
品
應
為
七
世
紀
上
半
葉
克
什
米
爾
的

造
像
。
另
一
段
銘
文
則
是
在
台
座
的
正
中

央
，
一
行
藏
文
字
體
刻
成
的
題
記
，
轉
寫

成
羅
馬
拼
音
為Lha-btsun-pa N

a-ga-ra-dzai 

th
u

gs-d
am

，
中
譯
為
：
王
室
僧
侶
︵
拉

尊
巴
︶
那
嘎
拉
咱
之
本
尊
，
也
就
是
那
嘎

拉
咱
所
供
奉
的
佛
像
。
由
於
那
嘎
拉
咱
約

於
一○

一
六
年
受
比
丘
戒
，
而
銘
文
又
以

﹁
僧
侶
﹂
自
稱
，
因
此
可
以
推
測
本
件
造

像
最
晚
自
十
一
世
紀
初
起
，
就
已
經
在
藏

西
供
奉
著
。
那
嘎
拉
咱
是
藏
西
古
格
王
朝

統
治
者
益
希
沃
︵
約
卒
於
一○

三
五
年
︶

的
兒
子
，
而
後
者
又
是
積
極
派
藏
人
前
往

克
什
米
爾
求
法
、
延
請
高
僧
和
巧
匠
入
藏

的
虔
誠
法
王
，
令
式
微
的
佛
法
在
藏
西
重

新
注
入
了
新
血
輪
，
同
時
也
將
克
什
米
爾

地
區
的
造
像
藝
術
在
古
格
王
朝
境
內
生
根

發
芽
成
蔭
，
在
藏
西
形
成
獨
樹
一
幟
的
藝

術
風
格
。

按
照
藏
傳
佛
教
信
仰
的
習
慣
，
供

奉
的
佛
像
皆
會
重
妝
，
也
正
因
為
這
件
佛

立
像
自
古
格
王
朝
起
就
在
藏
地
供
養
著
，

祂
的
頸
部
以
上
敷
有
非
原
作
的
彩
繪
，
應

是
在
藏
地
後
加
的
，
因
此
難
以
清
楚
說
明

克
什
米
爾
造
像
的
臉
部
特
徵
，
本
文
僅
只

圖三　 釋迦牟尼立像　七世紀上半葉　克什米爾　西藏拉薩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引自《聖地西藏》圖版11

圖四　 佛立像　五世紀　秣菟羅　秣菟羅考古博物館藏　引自Gupta Sculpture圖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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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就
佛
身
的
部
分
勾
勒
克
什
米
爾
七
世
紀

上
半
葉
的
造
像
特
色
。
此
尊
佛
像
身
著
通

肩
式
袈
裟
，
右
施
無
畏
印
，
左
持
袈
裟
衣

角
，
身
體
重
心
放
在
左
足
，
右
腳
微
曲
，

略
呈
S
形
的
動
態
身
形
立
於
覆
蓮
座
之

上
。
近
乎
無
紋
的
袈
裟
雖
有
簡
單
而
形
式

化
的
衣
褶
，
頸
部
、
袖
口
和
下
襬
的
衣
緣

也
有
形
式
化
的
褶
痕
，
但
它
卻
薄
如
蟬
翼

地
緊
貼
著
軀
體
，
充
分
呈
現
出
厚
實
的
胸

膛
、
壯
碩
的
臂
膀
和
結
實
的
雙
腿
。
祂
壯

碩
寫
實
的
身
軀
應
與
犍
陀
羅
的
造
像
︵
如

前
述
之
造
像
︶
關
係
匪
淺
，
而
曲
線
畢
露

和
簡
潔
細
緻
的
身
形
特
徵
又
不
禁
令
人
想

起
笈
多
王
朝
︵
三
二○

—

約
六○

○

︶
的

造
像
︵
圖
四
︶
，
像
這
種
多
元
風
格
的
融

合
不
但
說
明
克
什
米
爾
地
理
位
置
的
特
殊

性
和
其
文
化
底
蘊
之
養
成
，
而
且
也
呈
現

出
該
地
造
像
的
時
代
貢
獻
。

以
克
什
米
爾
慣
用
的
黃
銅
為
材
、

採
脫
臘
法
鑄
造
的
院
藏
佛
坐
像
︵
圖
五
︶

也
同
樣
地
具
有
上
述
的
造
像
風
格
，
祂
身

著
右
袒
式
袈
裟
，
雙
手
置
於
胸
前
，
結
轉

法
輪
印
，
結
跏
趺
坐
於
自
岩
石
座
升
起
的

仰
覆
蓮
座
之
上
。
不
論
是
袒
露
在
外
，
或

者
是
包
裹
在
袈
裟
之
內
，
壯
碩
厚
實
的
身

體
力
度
和
空
間
感
都
可
以
感
受
到
此
件
佛

坐
像
具
有
犍
陀
羅
造
像
的
遺
傳
因
子
，
同

時
衣
緣
的
波
狀
褶
紋
也
呈
現
出
犍
陀
羅
造

像
的
特
質─

袈
裟
質
地
的
厚
重
感
，
如
左

肩
、
左
手
臂
和
雙
腿
等
各
處
；
而
帶
有
形

式
化
衣
褶
的
袈
裟
貼
合
著
身
軀
，
清
楚
呈

現
軀
體
的
曲
線
和
起
伏
，
則
是
承
接
著
來

自
笈
多
美
術
的
優
點
。
這
一
件
佛
坐
像
呈

現
出
克
什
米
爾
工
匠
具
有
融
合
多
種
風
格

的
高
超
技
藝
，
具
有
獨
特
的
風
格
，
應
與

上
述
佛
立
像
︵
圖
三
︶
的
製
作
年
代
相
去

不
遠
。
同
時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該
件

造
像
的
仰
覆
蓮
岩
石
座
，
它
是
沿
襲
斯
瓦

特
所
慣
用
的
台
座
形
式
，
其
上
有
供
養
題

記
，
說
明
梵
沙
︵V

ars. a

︶
夫
婦
等
五
人
於

那
瓦
仁
達
王
︵N

avasren
dra

，
六
四
四—

六
五
三
年
在
位
︶
時
出
資
所
造
的
，
它
提

供
本
件
作
品
年
代
的
依
據
，
更
能
確
立
這

件
佛
坐
像
應
與
佛
立
像
為
同
時
期
稍
晚
的

作
品
，
同
屬
七
世
紀
上
半
葉
之
作
。
此

外
，
坐
佛
的
頭
頂
布
滿
小
螺
髮
，
雙
頰
豐

圓
、
下
頷
飽
滿
，
雙
眉
如
新
月
般
細
長
，

杏
眼
平
視
，
眼
白
嵌
銀
，
雙
唇
鑲
紅
銅
，

都
是
克
什
米
爾
造
像
所
慣
用
的
工
藝
手

法
。

小
結

印
度
的
西
北
部
因
地
理
位
置
的
特

殊
性
和
豐
富
悠
久
的
歷
史
發
展
造
就
出
精

彩
的
文
化
結
晶
，
自
希
臘
化
文
化
的
鐵
蹄

踏
入
之
後
，
原
本
先
天
就
十
分
富
足
的
沃

土
，
注
入
西
方
文
化
的
養
份
，
再
加
上
往

來
長
安
至
羅
馬
的
絲
路
文
化
持
續
地
滋
養

著
，
使
得
該
區
更
上
一
層
樓
地
躍
上
世
界

文
化
輸
出
的
首
善
之
區
。
僅
就
佛
教
文
化

的
一
個
剖
面
，
印
度
西
北
部
的
犍
陀
羅
造

像
與
具
有
印
度
本
土
特
色
的
秣
菟
羅
並
駕

其
驅
，
成
為
貴
霜
王
朝
重
要
的
文
化
中

心
，
它
們
的
佛
像
遂
成
為
各
個
信
奉
佛
教

的
國
度
競
相
模
仿
的
對
象
。
然
因
後
來
的

政
治
紛
亂
，
犍
陀
羅
逐
漸
退
出
造
像
領
導

的
地
位
，
繼
之
而
起
的
則
是
政
權
較
為
穩

定
的
克
什
米
爾
，
除
了
承
繼
因
地
緣
之
便

的
犍
陀
羅
優
良
傳
統
，
還
汲
取
了
秣
菟
羅

笈
多
美
術
的
特
色
，
創
造
出
獨
特
的
造
像

風
格
，
自
成
一
格
，
其
後
也
以
文
化
大
國

一
般
自
居
，
向
外
傳
輸
，
發
揮
其
影
響

力
，
綻
放
出
美
麗
的
花
朵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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