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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名
山
的
概
念

中
國
是
一
個
多
山
的
國
家
，
因
自
然
崇
拜
的
緣

故
，
一
些
高
大
、
奇
特
的
山
岳
除
了
作
為
地
理
標
記

以
外
，
往
往
被
賦
予
各
種
意
義
，
如
山
有
山
神
，
山

是
神
居
住
的
地
方
，
是
通
天
之
路
，
祖
先
的
發
祥
聖

地
，
因
此
產
生
不
同
形
式
的
祭
祀
活
動
。
據
︽
山
海

經
︾
所
記
，
當
時
﹁
全
國
﹂
︵
意
指
華
夏
範
圍
之
內
︶

共
有
二
十
六
個
山
區
，
四
百
五
十
一
座
山
，
每
一
座

山
都
各
有
山
神
，
其
形
象
互
異
，
或
半
人
半
獸
，
或

龍
身
鳥
首
，
為
表
示
崇
敬
，
直
接
到
該
山
去
祭
祀
或

頂
禮
膜
拜
，
便
成
先
民
祈
求
山
神
的
最
直
接
方
式
。

︽
尚
書
．
舜
典
︾
記
載
，
舜
祭
祀
﹁
五
嶽
﹂
諸
山

神
，
︵
註
一
︶
︽
史
記
．
封
襌
書
第
六
︾
也
說
：

﹁
天
子
祭
天
下
名
山
大
川
，
五
岳
視
三
公
，
四
瀆
視

諸
侯
，
諸
侯
祭
其
疆
內
名
山
大
川
。
﹂
︵
註
二
︶
可

見
早
在
先
秦
時
代
，
伴
隨
著
祭
祀
活
動
，
就
已
經
有

大
小
不
一
的
﹁
名
山
﹂
出
現
，
其
中
﹁
五
嶽
﹂
是
最

受
重
視
的
。
關
於
﹁
五
嶽
﹂
，
︽
爾
雅
．
釋
山
︾

說
：
﹁
泰
山
為
東
嶽
，
華
山
為
西
嶽
，
霍
山
為
南

嶽
，
恆
山
為
北
嶽
，
嵩
高
為
中
嶽
。
﹂
︵
註
三
︶
除
了

五
嶽
，
還
有
﹁
五
鎮
﹂
，
分
鎮
﹁
五
州
﹂
，
即
﹁
東
鎮

青
州
沂
山
，
西
鎮
雍
州
岳
山
，
中
鎮
冀
州
霍
山
，
南

鎮
揚
州
會
稽
山
，
北
鎮
幽
州
巫
醫
閭
山
。
﹂︵
註
四
︶

除
自
然
崇
拜
的
概
念
以
外
，
﹁
五
嶽
﹂
、
﹁
五

鎮
﹂
等
先
秦
名
山
也
有
政
治
地
理
的
意
義
存
在
。
在

王
朝
疆
域
中
，
名
山
大
川
的
選
定
往
往
具
政
治
考

慮
，
最
著
名
的
例
子
是
秦
始
皇
之
﹁
重
序
名
山
﹂
。

︵
註
五
︶
﹁
五
嶽
﹂
、
﹁
五
鎮
﹂
是
先
秦
時
代
就
已
經

形
成
的
名
山
系
統
，
但
這
些
名
山
的
方
位
相
對
秦
都

咸
陽
來
說
，
大
多
分
布
在
東
方
，
始
皇
於
是
令
祠
官

重
序
名
山
大
川
，
增
加
名
山
數
目
，
使
得
名
山
的
分

布
﹁
均
衡
﹂
，
為
的
便
是
符
合
秦
居
天
下
中
央
的
原

則
，
當
然
這
樣
的
﹁
均
衡
﹂
僅
僅
是
秦
人
的
感
受
，

往
後
始
皇
親
登
泰
山
，
漢
武
帝
巡
狩
四
方
進
行
封

／
盧
雪
燕

納
須
彌
於
芥
子
，
縮
羅
浮
於
寸
幅

–
–

漫
談
名
山
與
名
山
圖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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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
︵
註
六
︶
也
都
具
有
強
烈
政
治
意
圖
，
在
在
說

明
漢
以
前
﹁
名
山
﹂
具
政
治
意
義
的
屬
性
。

魏
晉
以
降
，
一
些
政
治
上
失
意
的
文
人
、
官
宦

或
肆
意
遨
遊
，
或
寄
居
山
林
，
對
山
岳
的
感
受
自
然

與
前
人
不
同
。
東
晉
畫
家
顧
愷
之
形
容
會
稽
山
的
風

光
：
﹁
千
岩
競
秀
，
萬
壑
爭
流
，
草
木
蒙
籠
其
上
，

若
雲
興
霞
蔚
。
﹂
︵
註
七
︶
可
見
東
晉
時
名
山
的
意
義

已
不
再
僅
限
於
朝
拜
的
對
象
，
而
慢
慢
過
渡
成
觀
景

攬
勝
的
處
所
，
因
此
具
有
自
然
美
感
的
，
典
型
山
岳

景
觀
的
，
也
就
是
說
具
有
優
美
山
水
基
礎
的
，
便
受

到
一
般
人
的
青
睞
，
一
座
座
的
名
山
於
焉
誕
生
。
再

者
，
魏
晉
以
來
，
佛
教
、
道
教
信
仰
已
深
植
中
土
，

山
岳
的
幽
深
僻
靜
、
氤
氳
繚
繞
，
往
往
被
認
為
有
利

修
行
，
成
為
修
行
者
理
想
的
去
處
，
僧
人
開
山
建

廟
，
道
士
佔
山
修
行
，
與
原
有
具
優
美
自
然
條
件
的

名
山
結
合
，
形
成
如
道
教
的
﹁
十
大
洞
天
﹂
、
﹁
七

十
二
福
地
﹂
，
佛
教
的
﹁
四
大
名
山
﹂
等
宗
教
性
的

名
山
系
統
，
︵
註
八
︶
間
接
促
進
名
山
的
開
發
。

唐
、
宋
時
期
，
名
山
的
概
念
基
本
上
沿
襲
過

去
，
是
作
為
宗
教
活
動
及
遊
覽
觀
賞
的
場
所
，
然
而

《三才圖會》 明 王圻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 王氏原刊配補影鈔本

《三才圖會》 明 王圻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 王氏原刊配補影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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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是
宗
教
性
的
朝
山
活
動
或
文
人
旅
游
，
盛
唐
以

後
，
遊
名
山
已
蔚
然
成
風
，
山
水
詩
︵
詞
︶
、
山
水

畫
的
大
盛
反
映
了
名
山
美
學
的
發
展
，
同
時
也
是
文

人
游
覽
名
山
之
後
的
心
得
。
晚
明
以
來
，
旅
遊
風
氣

盛
極
一
時
，
﹁
名
山
﹂
儼
然
成
為
旅
遊
文
化
的
最
重

要
一
環
，
當
時
被
﹁
選
擇
作
為
旅
遊
地
點
的
名
山
通

常
還
具
備
有
幾
個
條
件
：
包
括
了
有
古
蹟
、
古
剎
、

奇
泉
、
名
石
、
大
觀
寺
廟
或
是
宗
教
聖
地
等
等
。
﹂

︵
註
九
︶
宗
教
與
名
山
至
此
已
成
不
可
分
割
的
綜
合

體
。

綜
上
所
述
，
中
國
傳
統
名
山
的
崛
起
是
自
然
條

件
及
人
文
因
素
兩
相
結
合
的
成
果
。
自
然
條
件
指
的

是
山
岳
本
身
具
有
自
然
景
觀
總
體
形
態
和
空
間
形
式

的
美
，
如
﹁
泰
山
天
下
雄
﹂
、
﹁
峨
眉
天
下
秀
﹂
、

﹁
華
山
天
下
險
﹂
、
﹁
青
城
天
下
幽
﹂
等
等
說
法
，
而

人
文
條
件
，
﹁
有
宗
教
的
，
如
佛
教
的
﹃
四
大
道

場
﹄
、
﹃
八
小
名
山
﹄
，
道
教
的
﹃
三
十
六
洞
天
﹄
、

﹃
七
十
二
福
地
﹄
等
；
也
有
政
治
意
識
型
態
的
，
如

﹃
五
嶽
﹄
、
﹃
五
鎮
﹄
等
；
再
者
則
小
純
然
是
由
歷
史

文
化
蘊
釀
而
成
的
，
如
西
山
、
終
南
山
、
驪
山
、
鍾

山
、
龍
門
山
等
等
都
是
。
﹂
︵
註
一
○
︶
所
以
說
名

山
指
的
是
﹁
以
優
美
的
天
然
山
水
為
基
礎
，
與
悠
久

的
歷
史
文
化
相
結
合
而
形
成
的
。
﹂︵
註
一
一
︶

二
、
名
山
與
旅
游
書
籍

晚
明
以
來
，
因
應
游
覽
名
山
風
氣
的
盛
行
，
刊

刻
旅
游
書
籍
的
風
氣
也
逐
漸
形
成
。
廣
義
的
說
，
旅

游
書
籍
，
泛
指
散
布
在
明
人
文
集
中
或
單
獨
刊
刻
的

﹁
遊
記
﹂
、
﹁
旅
游
詩
﹂
，
但
從
嘉
靖
初
年
，
吳
郡
都

穆
撰
寫
︽
遊
名
山
記
︾
以
後
，
狹
義
的
旅
游
書
籍
指

的
便
是
﹁
將
各
地
著
名
的
旅
遊
勝
地
由
古
至
今
相
關

的
遊
記
與
旅
遊
詩
總
集
成
冊
的
書
。
﹂
︵
註
一
二
︶

﹁
此
種
書
籍
的
形
式
，
或
係
作
者
親
歷
之
作
，
絕
大

部
分
卻
是
編
者
依
其
主
觀
看
法
，
摭
拾
摘
錄
前
人
有

關
名
山
勝
水
的
片
段
紀
錄
，
彙
成
所
謂
﹃
勝
記
﹄
名

言
部
分
；
而
後
再
依
地
域
的
不
同
，
因
山
為
序
，
把

古
今
人
所
寫
的
，
有
關
該
山
的
游
記
彙
刊
成
帙
，
如

此
便
成
為
﹃
讀
君
之
書
而
可
以
無
事
游
矣
﹄
的
名
著

了
。
﹂
︵
註
一
三
︶
這
類
旅
游
書
籍
多
少
可
以
看
出

明
代
晚
期
在
一
般
人
的
心
目
中
所
謂
的
﹁
名
山
﹂
指

的
是
那
些
。

陳
繼
儒
︿
海
內
奇
觀
引
﹀
說
：
﹁
近
代
名
山
有

紀
，
始
於
吳
門
都
玄
敬
，
而
備
於
括
蒼
何
振
卿
，
增

都
損
何
，
自
命
撮
勝
者
，
吳
興
慎
氏
也
。
﹂
︵
註
一

四
︶
都
玄
敬
的
︽
遊
名
山
記
︾
是
較
早
的
遊
記
總

集
，
由
於
是
作
者
的
親
身
游
歷
，
所
以
書
中
所
敘
的

華
山
、
驪
山
、
終
南
山
等
二
十
八
座
山
岳
還
不
足
以

代
表
當
時
的
﹁
名
山
﹂
；
然
而
當
旅
游
風
氣
大
盛
，

此
類
名
山
彙
編
的
書
籍
具
有
市
場
功
能
，
即
具
備
商

業
價
值
以
後
，
書
中
﹁
名
山
﹂
的
選
編
自
然
要
符
合

一
般
大
眾
口
味
，
換
言
之
，
從
這
些
商
業
性
、
具
導

覽
手
冊
功
能
的
出
版
品
就
能
看
出
﹁
名
山
﹂
的
普
遍

意
向
。
何
鏜
輯
，
刊
於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
一
五
六
五
︶

的
︽
古
今
游
名
山
記
︾
，
篇
中
選
編
以
兩
京
︵
北
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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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
名
山
為
首
，
其
下
依
序
為
琅
琊
山
、
齊
雲

山
、
東
嶽
泰
山
、
中
嶽
嵩
山
、
西
嶽
華
山
、
北
嶽
恆

山
、
南
嶽
衡
山
、
鴈
蕩
山
、
雪
竇
山
、
匡
廬
山
、
武

功
山
、
武
夷
山
、
羅
浮
山
、
隱
山
、
峨
眉
山
、
點
蒼

山
、
天
然
洞
。
萬
曆
四
年
︵
一
五
七
六
︶
，
慎
蒙
因

不
滿
何
書
失
之
蕪
，
於
是
本
何
書
刪
增
後
，
再
按
行

政
區
劃
，
配
合
名
山
所
在
轄
區
，
使
讀
者
較
能
掌
握

名
山
的
地
理
位
置
，
書
中
敘
述
的
名
山
基
本
上
和
何

書
沒
多
大
差
別
。

萬
曆
三
十
七
年
︵
一
六
○
九
︶
，
杭
州
夷
白
堂

主
人
楊
爾
曾
慨
於
都
穆
、
何
鏜
、
慎
蒙
三
書
雖
﹁
幾

括
寓
內
之
奇
﹂
，
但
僅
能
﹁
頌
長
篇
而
已
﹂
，
為
資
臥

遊
，
楊
氏
倩
鄉
人
陳
一
貫
、
郭
之
盛
按
︽
新
鐫
海
內

奇
觀
︾
目
繪
圖
達
一
百
三
十
餘
幅
，
創
後
來
諸
名
山

記
有
圖
之
端
，
出
版
後
大
受
歡
迎
，
是
當
時
相
當
有

影
響
力
的
一
部
書
。
按
書
中
篇
目
，
其
所
收
名
山
較

之
︽
古
今
游
名
山
記
︾
已
擴
充
許
多
，
如
茅
山
、
黃

山
、
浮
山
、
金
山
、
焦
山
、
北
固
山
、
虎
丘
等
江
南

《天下名山勝概記》 明 何鏜編 明崇禎六年 墨繪齋刊本

《新鐫海內奇觀》 楊爾增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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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山
，
並
附
十
大
洞
天
、
三
十
六
洞
天
、
七
十
二
福

地
、
海
上
仙
山
、
海
上
十
渚
等
諸
名
考
，
足
見
晚
明

不
但
名
山
的
分
布
擴
大
，
且
又
有
新
的
名
山
系
統
崛

起
︵
如
黃
山
︶
，
此
外
，
作
為
總
集
式
的
遊
記
，
該

本
的
名
山
勝
景
圖
，
兼
具
導
覽
及
提
供
臥
遊
者
具
象

概
念
的
功
能
。

明
崇
禎
六
年
︵
一
六
三
三
︶
墨
繪
齋
刊
本
︽
天

下
名
山
勝
概
記
︾
也
是
明
末
相
當
受
歡
迎
的
旅
游
書

籍
，
該
本
依
省
為
綱
，
將
古
今
人
所
寫
的
各
省
名
山

游
記
彙
編
成
帙
，
據
林
皎
宏
︿
晚
明
黃
山
旅
游
的
興

起
﹀
一
文
，
該
本
現
存
版
本
至
少
有
四
種
，
有
附
圖

的
，
有
不
附
圖
的
，
分
藏
於
台
北
國
家
圖
書
館
︵
二

十
四
冊
本
︶
、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
三
十
六
冊
本
和

四
十
冊
本
兩
種
︶
及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
二
十
冊

本
︶
。
筆
者
所
見
為
故
宮
藏
本
︵
二
十
八
冊
本
︶
，
按

林
氏
說
法
即
為
第
五
種
本
子
。
︵
註
一
五
︶
該
帙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書
中
的
插
圖
，
計
五
十
五
幅
︵
註
一

六
︶
，
圖
前
載
：
﹁
名
山
圖
，
仿
自
舊
志
，
黃
山
、
白

《天下名山勝概記》 明 何鏜編 明崇禎六年 墨繪齋刊本

《天下名山勝概記》 明 何鏜編 明崇禎六年 墨繪齋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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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出
鄭
千
里
、
吳
左
干
，
天
啟
、
雁
宕
出
趙
文
度
、

杜
士
良
，
匡
廬
、
石
鐘
出
陳
路
若
、
黃
長
吉
，
赤

壁
、
浮
槎
出
藍
田F

、
孫
子
真
，
餘
皆
劉
叔
憲
重

摹
，
單
繼
之
補
寫
成
，
一
時
名
士
勝
流
云
。
﹂
︵
註

一
七
︶
中
國
版
畫
史
作
者
周
心
慧
讚
其
為
﹁
中
國
古

版
畫
史
全
盛
時
期
山
水
版
畫
的
典
範
之
作
﹂
，
往

後
，
類
似
遊
記
式
總
集
的
旅
遊
書
籍
凡
附
圖
者
，
多

以
此
為
本
。

入
清
以
來
，
旅
游
書
籍
的
出
版
已
不
若
晚
明
熱

烈
，
康
熙
間
吳
秋
士
的
︽
天
下
名
山
記
鈔
︾
基
本
上

仿
自
︽
名
山
勝
概
記
︾
，
可
說
是
﹁
集
其
大
成
的
壓

卷
之
作
﹂
，
以
後
傳
統
天
下
名
山
大
致
不
出
於
此
書

範
疇
。三

、
版
畫
名
山
圖

一
般
而
言
，
版
畫
名
山
圖
多
附
在
旅
游
書
籍
、

志
書
、
類
書
地
理
卷
、
山
水
畫
譜
及
文
集
，
即
多
半

是
書
籍
插
圖
的
形
態
。
明
代
的
版
畫
名
山
圖
較
精
緻

的
主
要
是
前
述
的
︽
新
鐫
海
內
奇
觀
︾
及
︽
天
下
名

山
勝
概
記
︾
兩
種
，
至
於
志
書
則
略
顯
薄
弱
，
如
弘

治
︽
吳
江
志
︾
、
︽
石
湖
志
︾
雖
繪
有
大
量
山
水

畫
，
但
較
偏
重
水
，
名
山
部
分
相
對
減
弱
，
且
繪
刻

線
條
渾
厚
，
與
後
期
︽
名
山
勝
概
記
︾
的
精
緻
度
無

法
相
提
並
論
，
但
對
後
來
志
書
版
畫
的
興
起
與
發
展

起
了
示
範
作
用
。
類
書
地
理
卷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王
圻

編
纂
的
︽
三
才
圖
會
︾
，
著
名
古
代
版
畫
學
者
周
心

慧
譽
其
﹁
編
例
精
審
，
類
聚
群
分
，
圖
版
的
藝
術
價

值
，
遠
非
以
上
二
者
︵
指
︽
事
文
類
聚
︾
、
︽
圖
書

編
︾
︶
所
能
比
。
﹂
︵
註
一
八
︶
至
於
文
集
，
署
宋
劉

爚
編
的
︽
劉
雲
莊
集
︾
書
中
有
大
量
山
水
版
畫
；
山

水
畫
譜
則
有
天
啟
、
崇
禎
間
刊
行
的
︽
金
陵
圖
詠
︾

︵
陸
壽
柏
繪
圖
︶
、
︽
金
陵
梵
剎
志
︾
︵
凌
大
德
畫
，

劉
希
賢
刻
︶

清
代
山
水
版
畫
比
起
明
代
，
在
量
的
方
面
大
量

增
加
，
其
主
因
是
志
書
的
修
纂
及
殿
版
書
中
的
大
量

山
水
版
畫
。
如
周
心
慧
所
言
：
﹁
清
順
治
至
乾
隆
間

的
山
水
、
人
物
版
畫
，
是
清
代
版
刻
藝
苑
中
一
株
耀《三才圖會》 明 王圻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 王氏原刊配補影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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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的
奇
葩
，
相
比
于
明
萬
曆
、
啟
、
禎
而
言
，
前
者

雖
有
佳
構
，
數
量
卻
不
是
很
多
。
清
前
期
所
刊
不
僅

佳
本
如
雲
，
繪
鐫
亦
精
，
標
志
著
中
國
古
代
山
水
、

人
物
版
畫
，
進
入
一
個
盛
況
空
前
的
時
代
。
﹂
︵
註
一

九
︶

順
治
時
期
最
著
名
的
山
水
版
畫
是
蕭
雲
從
的

︽
太
平
山
水
圖
畫
︾
，
另
康
熙
至
乾
隆
間
︽
黃
山
志
︾

版
本
眾
多
，
版
畫
亦
精
，
如
程
弘
志
輯
本
︽
黃
山
志
︾

︵
康
熙
間
刊
本
︶
、
閔
麟
嗣
纂
輯
︽
黃
山
志
定
本
︾

︵
康
熙
十
八
年
刊
本
︶
、
黃
身
先
修
︽
黃
山
志
略
︾
︵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刊
本
︶
等
皆
附
精
美
版
畫
黃
山
圖
。
另

康
熙
十
五
年
汪
士
弘
輯
錄
黃
山
詩
文
的
︽
黃
山
志
續

集
︾
︵
採
釋
雪
莊
繪
﹁
黃
山
圖
﹂
為
插
圖
︶
及
︽
黃

山
續
志
定
本
︾
︵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刊
︶
等
也
有
精
彩

的
﹁
黃
山
圖
﹂
。
地
方
志
如
︽
休
寧
縣
志
︾
︵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刊
︶
、
︽
九
華
山
志
︾
、
︽
歙
縣
志
︾
、
︽
西

江
志
︾
等
都
刊
有
精
美
山
水
版
畫
。
康
熙
間
刊
的
重

要
山
水
版
畫
還
有
︽
白
岳
凝
煙
︾
、
︽
嵩
懷
堂
贈

言
︾
，
前
者
主
繪
白
岳
風
光
，
後
者
則
是
五
嶽
之
一

的
嵩
山
。
至
於
殿
版
書
籍
康
熙
間
刊
的
較
著
名
的
有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三
十
六
景
詩
圖
︾。

雍
正
時
期
最
著
名
的
山
水
版
畫
是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之
﹁
山
川
典
﹂
，
該
書
一
萬
卷
，
清
蔣
廷

錫
、
陳
夢
雷
等
輯
。
該
書
初
名
︽
匯
編
︾
，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
○
︶
陳
夢
雷
開
始
編
輯
，
四
十
五

年
初
稿
告
成
，
五
十
五
年
進
呈
全
書
，
帝
始
賜
此

名
。
並
於
同
年
設
館
繼
續
增
訂
，
約
於
五
十
八
年
完

成
排
印
，
未
及
竣
工
，
陳
夢
雷
獲
罪
流
放
，
蔣
廷
錫

繼
續
編
校
，
雍
正
四
年
告
成
。
該
書
﹁
山
川
典
﹂
的

版
畫
最
著
名
，
﹁
繪
圖
者
根
據
實
際
環
境
中
每
個
地

帶
的
不
同
特
點
採
取
各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加
以
描
繪
，

構
成
許
多
新
穎
富
有
變
化
的
畫
面
。
﹂︵
註
二
○
︶

乾
隆
時
期
的
山
水
版
畫
最
為
興
盛
，
殿
版
書
有

︽
御
製
圓
明
園
四
十
景
詩
︾
︵
乾
隆
十
年
刊
本
︶
、

︽
欽
定
盤
山
志
︾
︵
乾
隆
二
十
年
刊
本
︶
、
︽
欽
定
清

涼
山
志
︾
︵
乾
隆
間
刊
本
︶
、
︽
南
巡
盛
典
︾
︵
乾
隆《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清 康熙間蔣廷錫等奉敕纂輯

清 雍正四年武英殿銅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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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年
刊
本
︶
、
︽
欽
定
熱
河
志
︾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刊
本
︶
、
︽
西
巡
盛
典
︾
︵
嘉
慶
十
七
年
刊
本
︶

等
。
志
書
方
面
有
︽
焦
山
志
︾
、
︽
攝
山
志
︾
、
︽
江

南
名
勝
圖
說
︾
及
各
地
方
志
，
不
過
多
半
方
志
版
畫

插
圖
大
多
粗
簡
，
不
值
一
提
。

清
代
中
晚
期
的
山
水
版
畫
較
著
名
的
有
麟
慶
及

張
寶
的
遊
記–

︽
鴻
雪
因
緣
圖
記
︾
︵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刊
本
︶
及
︽
泛
槎
圖
︾
︵
嘉
慶
二
十
八
年
始
刊
，
道

光
十
二
年
竣
其
事
︶
。
前
者
基
本
上
麟
慶
就
宦
吏
所

蹤
所
匯
輯
的
各
地
名
勝
景
觀
，
而
後
者
則
是
張
仙
槎

游
覽
各
地
後
親
自
繪
圖
所
出
版
的
，
包
括
﹁
泛
槎

圖
﹂
、
﹁
續
泛
槎
圖
﹂
、
﹁
三
續
泛
槎
圖
﹂
、
﹁
艤
槎

圖
﹂
、
﹁
漓
江
泛
棹
圖
﹂
、
﹁
六
續
泛
槎
圖
﹂
。
往
後

咸
豐
、
同
治
至
光
緒
間
的
山
水
版
畫
在
質
及
量
方
面

都
大
量
下
降
，
較
著
名
的
有
道
光
十
九
年
︵
一
八
三

九
︶
的
︽
花
甲
閑
談
︾
，
光
緒
七
年
︵
一
八
八
一
︶

的
︽
峨
山
圖
說
︾
。
因
此
﹁
縱
觀
清
代
山
水
，
人
物

版
畫
，
順
治
時
有
刻
，
康
雍
時
漸
興
，
乾
隆
時
最

盛
，
中
晚
期
此
風
亦
熾
，
山
水
，
人
物
版
畫
的
發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清 康熙間蔣廷錫等奉敕纂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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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
繁
榮
，
在
有
清
一
代
是
貫
穿
始
終
的
。
﹂
︵
註

二
一
︶四

、
結
語

名
山
從
﹁
禹
封
九
山
﹂
發
展
至
今
日
已
有
四
千

多
年
歷
史
，
從
自
然
崇
拜
的
對
象
到
失
意
文
人
的
避

居
處
所
，
從
宗
教
修
持
的
聖
地
到
游
覽
勝
地
，
人
們

從
名
山
得
到
物
質
與
精
神
上
的
滿
足
，
其
價
值
及
作

用
都
是
多
方
面
的
。
再
者
，
中
國
名
山
眾
多
，
各
有

勝
處
，
有
的
巍
峨
高
大
，
有
的
莊
嚴
肅
穆
，
有
的
秀

麗
婉
約
，
有
的
清
幽
深
靜
，
吾
人
雖
不
能
踏
遍
各
名

山
大
澤
，
但
臥
遊
於
舊
籍
版
畫
插
圖
中
，
何
嘗
不
是

另
一
種
樂
趣
呢
。

《續泛槎圖》 清 嘉慶二十四年至道光十一年羊古城尚古齋刊本

《續泛槎圖》 清 嘉慶二十四年至道光十一年羊古城尚古齋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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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

一
、
︽
四
庫
全
聿
︾
本
︽
尚
書
七
篇
解
義
︾
卷
一
，
頁
一
○

—

一
一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二
、
︽
四
庫
全
書
︾
本
︽
史
記
．
書
︾
卷
二
十
八
，
頁
三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三
、
︽
四
庫
全
書
︾
本
︽
爾
雅
鄭
注
︾
卷
中
，
頁
一
九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四
、
︽
周
禮
．
職
方
氏
︾
記
載
九
山
鎮
九
州
：
會
稽
鎮
揚

州
，
衡
山
鎮
荊
州
，
華
山
鎮
豫
州
，
沂
山
鎮
青
州
，
岱

山
鎮G

州
，
岳
山
鎮
雍
州
，
醫
巫
閭
鎮
幽
州
，
霍
山
鎮

冀
州
，
恆
山
鎮
并
州
。
為
與
五
岳
相
對
應
，
方
取
五
方

之
主
山
為
五
鎮
。

五
、
︽
史
記
．
書
︾
卷
二
十
八
︿
封
禪
書
第
六
﹀
：
﹁
昔
三

代
之
︵
君
︶
︻
居
︼
皆
在
河
洛
之
間
，
故
嵩
高
為
中
嶽
，

而
四
嶽
各
如
其
方
，
四
瀆
咸
在
山
東
。
至
秦
稱
帝
，
都

咸
陽
，
則
五
嶽
、
四
瀆
皆
並
在
東
方
。
自
五
帝
以
至

秦
，
軼
興
軼
衰
，
名
山
大
川
或
在
諸
侯
，
或
在
天
子
，

其
禮
損
益
世
殊
，
不
可
勝
記
。
及
秦
并
天
下
，
令
祠
官

所
常
奉
天
地
名
山
大
川
鬼
神
可
得
而
序
也
。
於
是
自
殽

以
東
，
名
山
五
，
大
川
祠
二
。

太
室
。
太
室
，
嵩
高

也
。
恆
山
，
泰
山
，
會
稽
，
湘
山
。
水

渧
，

淮
。

春
以
脯
酒
為
歲
祠
，
因
泮
凍
，
秋
涸
凍
，
冬
塞
禱
祠
。

其
牲
用
牛
犢
各
一
，
牢
具
珪
幣
各
異
。
自
華
山
以
西
，

名
山
七
，
名
川
四
。

華
山
，
薄
山
。
薄
山
者
，
衰
山

也
。
岳
山
，
岐
山
，
吳
岳
，
鴻
冢
，
瀆
山
。
瀆
山
，
蜀

之
汶
山
。
水

河
，
祠
臨
晉
；
沔
，
祠
漢
中
；
湫
淵
，

祠
朝
；
江
水
，
祠
蜀
。
亦
春
秋
泮
涸
禱
塞
，
如
東
方
名

山
；
而
牲
牛
犢
牢
具
珪
幣
各
異
。
而
四
大
家
鴻
、
岐
、

吳
、
岳
，
皆
有
嘗
禾
。

六
、
﹁
封
﹂
指
祭
天
，
﹁
襌
﹂
指
祭
地
。

七
、
見
︽
世
說
新
語
︾，
顧
氏
所
形
容
的
是
會
稽
山
的
風
光
。

八
、
道
教
的
﹁
十
大
洞
天
﹂
包
括
王
屋
山
、
委
羽
山
、
西
城

山
、
西
元
山
、
青
城
山
、
赤
城
山
、
羅
浮
山
、
句
曲

山
、
林
屋
山
、
括
蒼
山
。
佛
教
的
四
大
名
山
指
五
台

山
、
峨
嵋
山
、
九
華
山
、
普
陀
山
。

九
、
巫
仁
恕
，
︿
晚
明
的
旅
遊
活
動
與
消
費
文
化—

以
江
南

為
討
論
中
心
﹀.

﹁
生
活
、
知
識
與
中
國
現
代
性
﹂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二
○
○
二
年
十
一
月
。

十
、
林
皎
宏
，
︿
晚
明
黃
山
旅
游
的
興
起
﹀
，
頁
一
四
六
。
文

載
︽
史
原
︾
第
十
九
期
頁
一
三
一—

一
七
一
。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

十
一
、
謝
凝
高
編
著
，
︽
中
國
的
名
山
︾
，
頁
三
○
。
上
海
：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年
。

十
二
、
同
註
九
，
頁
二
。

十
三
、
同
註
十
，
頁
一
五
二
。

十
四
、
見
楊
爾
增
輯
，
︽
新
鐫
海
內
奇
觀
︾
，
明
萬
曆
三
十
七

年
︵
一
六
○
九
︶
錢
塘
夷
白
堂
刊
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十
五
、
筆
者
未
見
其
他
版
本
，
無
從
比
較
諸
本
，
故
按
林
氏

以
冊
數
不
同
來
分
類
，
名
之
為
第
五
種
。

十
六
、
嚴
格
說
來
，
該
書
之
插
圖
僅
五
十
四
幅
，
原
因
是
第

一
幅
是
繪
圖
說
明
文
字
，
而
非
名
山
圖
版
。

十
七
、
︽
名
山
勝
概
記
︾
序
言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十
八
、
周
心
慧
編
，
︽
新
編
中
國
版
畫
史
圖
錄
︾
第
一
冊
，

頁
九
九
。
北
京
：
學
苑
出
版
社
，
二
○
○
○
年
。

十
九
、
同
註
十
八
，
頁
一
五
五
。

二
○
、
翁
連
溪
編
著
，
︽
清
代
宮
廷
版
畫
︾
頁
二
七
三
。
北

京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
○
一
年
。

二
一
、
同
註
十
八
，
頁
一
九
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