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隨
著
西
方
學

者
一
波
波
地
湧
入
中
國
，
西
方
的
思

潮
也
隨
之
感
染
了
中
國
的
知
識
份

子
。
西
方
興
起
不
久
的
科
學
的
考
古

學
也
在
這
一
時
期
隨
著
西
方
學
者
進

入
中
國
，
對
中
國
傳
統
認
識
古
代
的

方
式
帶
來
相
當
的
衝
擊
。
上
古
時
期

也
不
再
只
停
留
在
四
書
五
經
等
等
卷

帙
繁
浩
的
書
本
以
及
鏽
跡
斑
斑
的
傳

世
文
物
上
，
更
多
更
多
關
於
古
代
的

種
種
，
被
層
層
封
存
在
土
地
之
下
。

因
此
，
隨
著
西
方
學
者
的
腳
步
，
中

國
學
者
也
開
始
帶
著
過
去
金
石
學
的

知
識
，
向
廣
闊
的
大
地
求
索
關
於
古

代
的
新
認
識
。

民
國
十
七
年
︵
一
九
二
八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成
立
，

在
所
長
傅
斯
年
﹁
上
窮
碧
落
下
黃

泉
，
動
手
動
腳
找
東
西
﹂
的
原
則

下
，
考
古
學
組
成
為
史
語
所
的
一
個

重
要
分
支
。
考
古
組
年
輕
又
充
滿
熱

情
的
同
仁
們
在
各
地
展
開
調
查
、
發

掘
，
為
中
國
考
古
學
奠
下
豐
沛
且
厚

實
的
基
礎
。
其
中
，
又
以
在
河
南
省

安
陽
市
進
行
的
殷
墟
發
掘
最
為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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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發
現
到
再
現

—
記
﹁
載
馳
載
驅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藏

小
屯
商
代
車
馬
坑
器
物
展
﹂

商
王
的
戰
車
馳
騁
於
廣
袤
的
大
地
，
在
戰
馬
的
呼
聲
中
，
為
商
王
朝
打
開
一
頁
又
一
頁
波
瀾
壯
闊
的
輝
煌
歷
史
。

商
人
用
珍
貴
的
銅
料
及
綠
松
石
精
心
裝
飾
戰
車
寶
馬
，
在
國
家
儀
典
上
顯
耀
商
王
朝
的
不
可
一
世
。

珍
貴
的
馬
車
也
被
埋
入
宗
廟
及
墓
地
，
用
以
鎮
攝
邪
靈
或
體
現
身
份
。

埋
藏
在
地
下
的
豪
華
馬
車
隨
著
時
間
的
流
逝
逐
漸
形
銷
骨
毀
，
三
千
年
後
才
隨
著
考
古
之
鏟
再
度
浮
現
。

現
代
考
古
學
家
要
如
何
通
過
這
看
似
殘
缺
不
全
的
商
代
車
馬
坑
，
在
若
隱
若
現
的
殘
跡
中
尋
找
隱
藏
其
中
的
商
代
圖
景
？

吳
曉
筠

田野測量使用的平板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十
五
次
的
殷
墟
發
掘
共
歷
時
九

年
。
從
民
國
十
七
年
到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發
掘
了
大
規
模
的
墓
葬
、
宮
殿

建
築
區
，
也
發
現
了
大
量
珍
貴
的
文

物
。
這
許
許
多
多
的
遺
跡
遺
物
通
過

有
系
統
的
考
古
發
掘
，
顯
現
了
彼
此

之
間
細
細
密
密
的
關
係
，
隨
著
考
古

工
作
的
持
續
進
行
，
愈
益
交
織
出
商

代
社
會
的
複
雜
面
貌
。
這
一
系
列
的

發
現
，
為
固
有
的
商
代
知
識
系
統
，

帶
來
全
面
性
的
革
新
。
而
在
這
些
發

現
當
中
，
馬
車
的
發
現
又
具
有
相
當

特
殊
的
地
位
。

一
、
發
現
：
小
屯
商
代
車
馬
坑
的

田
野
印
象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春
，
史
語
所
在

河
南
安
陽
小
屯
村
進
行
了
第
十
三
次

殷
墟
發
掘
。
這
一
次
發
掘
選
擇
了
位

於
洹
水
南
岸
的
小
屯
宮
殿
區
為
主
要

的
發
掘
區
域
。
四
月
十
三
日
午
後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的
兩

位
青
年
考
古
學
者—

石
璋
如
與
高
去

尋
，
在
史
籍
所
記
載
的
殷
商
都
城
，

有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發
現
。

在
一
個
南
北
長
約
二
．
九
公

尺
，
東
西
寬
約
一
．
八
公
尺
，
編
號

為Y
M

2
0

的
長
方
形
土
坑
中
，
陸
陸

續
續
出
現
了
一
些
青
銅
器
。
繼
續
向

下
挖
掘
，
更
發
現
了
青
銅
兵
器
、
玉

器
、
人
骨
及
馬
骨
。
坑
內
出
土
的
許

多
器
物
雖
叫
不
出
名
字
，
但
是
這
樣

的
器
物
組
合
並
不
是
第
一
次
發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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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過
去
的
發
掘
經
驗
判
斷
，
這
個
土

坑
應
該
是
一
個
車
馬
坑
。

此
前
發
現
的
車
坑
不
是
遺
物
分

佈
情
況
過
於
複
雜
，
就
是
破
壞
、
擾

亂
太
甚
，
雖
然
能
知
道
是
車
坑
，
但

對
於
馬
車
的
形
狀
、
車
器
的
組
合
方

式
等
等
問
題
完
全
沒
有
頭
緒
。
小
屯

墓
二
○
是
第
一
次
發
現
車
馬
同
坑
的

遺
跡
，
坑
內
雖
然
出
土
了
六
百
餘
件

器
物
，
但
器
物
與
器
物
間
明
顯
具
有

許
多
關
連
，
更
發
現
了
三
具
人
骨
、

整
齊
排
列
的
四
匹
馬
以
及
許
多
兵

器
，
為
勾
勒
商
代
馬
車
的
輪
廓
，
馬

匹
如
何
駕
車
，
甚
至
是
討
論
人
與
車

的
關
係
等
等
問
題
帶
來
了
可
能
。

坑
內
許
多
形
態
、
紋
飾
一
致
的

器
物
在
坑
內
排
列
成
圈
或
斷
續
的
行

列
，
一
些
筒
狀
器
物
的
口
部
也
遙
遙

相
互
呼
應
，
顯
示
了
它
們
過
去
是
裝

置
在
木
頭
上
的
器
物
。
現
在
木
頭
朽

毀
了
，
只
剩
下
質
地
堅
硬
的
文
物
頑

固
地
保
存
了
過
去
裝
載
著
它
們
的
木

頭
的
依
稀
形
狀
。

不
過
，
當
時
發
掘
隊
的
成
員
對

車
的
認
識
有
限
，
雖
能
就
車
器
辨
識

坑
內
埋
的
應
該
是
車
一
類
的
東
西
，

但
具
體
是
什
麼
樣
的
形
態
仍
引
發
了

一
陣
討
論
。

發
掘
隊
的
成
員
對
坑
內
器
物
分

佈
的
第
一
印
象
是
，
坑
的
中
間
有
一

個
銅
泡
圍
成
的
圓
圈
，
應
是
供
人
乘

坐
的
部
分
，
而
由
坑
兩
側
遙
遙
相
對

的
圓
筒
狀
器
物
來
看
，
左
右
坑
壁
邊

上
應
各
有
一
根
木
桿
子
，
只
是
現
在

木
頭
朽
爛
無
蹤
了
。
四
匹
馬
整
齊
並

列
於
坑
的
南
端
，
兩
具
人
骨
橫
放
在

圓
圈
的
後
部
，
另
一
具
人
骨
斜
立
在

圓
圈
內
。
據
石
璋
如
先
生
回
憶
當
時

發
掘
隊
成
員
對
車
坑
遺
跡
的
討
論
，

﹁
甲
說
：
其
中
有
些
器
物
的
形
制
，

頗
似
已
往
發
現
的
車
器
，
當
然
它
本

身
是
車
。
乙
說
：
車
的
特
點
是
有
輪

子
，
其
中
沒
有
輪
子
的
蹤
影
，
怎
麼

能
叫
它
為
車
呢
？
丙
說
：
四
個
桿
頭

放
在
四
角
，
很
顯
然
的
是
順
著
東
西

兩
壁
放
置
著
兩
根
轎
桿
，
中
間
那
個

圓
形
的
東
西
，
不
是
輿
而
是
轎
。
丁

說
：
不
錯
，
確
實
是
轎
子
，
躺
在
轎

子
上
的
那
個
人
是
坐
轎
的
，
後
部
躺

的
兩
個
人
是
抬
轎
的
，
即
所
謂
的

﹃
二
人
小
轎
﹄
。
戊
質
問
的
說
：
如
果

是
轎
子
的
話
，
則
四
匹
馬
何
用
？
最

2006年12月　14

小屯墓二○的發掘記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後
，
己
作
結
論
說
：
就
現
存
的
現
象

來
解
釋
，
轎
子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
不

過
不
是
﹃
二
人
小
轎
﹄，
乃
是
像
山
西

省
通
行
的
﹃
二
畜
駝
轎
﹄，
躺
在
轎
子

上
的
那
個
人
，
是
坐
轎
的
，
四
匹
馬

輪
流
服
役
，
兩
匹
馬
駝
行
，
兩
匹
馬

休
息
，
另
兩
個
人
，
則
是
一
個
人
照

料
駝
轎
前
進
，
一
個
人
照
料
另
兩
匹

馬
後
跟
，
這
個
解
釋
，
暫
時
得
到
大

家
的
共
識
。
﹂

四
天
後
，
在
小
屯
墓
二
○
的
東

側
又
發
現
了
一
個
車
馬
坑Y

M
4

0

，

坑
內
沒
有
輪
子
，
只
有
一
根
桿
子
、

一
個
與Y

M
2

0

相
近
的
圓
圈
。
由

此
，
大
家
認
為
世
上
應
該
沒
有
一
桿

的
轎
子
，
因
此
前
幾
天
﹃
二
畜
駝
轎
﹄

的
共
識
又
馬
上
被
推
翻
了
，
確
認
了

小
屯
墓
二
○
內
埋
的
是
車
而
不
是

轎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下
半
，
發
掘
隊

繼
續
於
小
屯
宮
殿
區
進
行
第
十
四
次

的
發
掘
。
繼
前
一
次
發
掘
出
墓
二

○
、
墓
四
○
，
及
一
座
已
基
本
破
壞

殆
盡
的
墓
四
五
等
三
座
車
馬
坑
後
，

這
一
次
又
在
墓
二
○
的
南
邊
發
現
了

墓
二
○
二
及
墓
二
○
四
兩
座
已
被
擾

動
的
車
馬
坑
。
發
掘
隊
在
小
屯
宮
殿

區
內
一
共
發
現
了
五
座
車
馬
坑
。

二
、
拼
湊
：
小
屯
車
馬
坑
的
整
理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春
，
史
語
所
於

安
陽
進
行
第
十
五
次
發
掘
。
七
月
，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
發
掘
工
作
旋
即
中

止
。
從
此
，
史
語
所
跟
著
國
民
政
府

的
腳
步
躲
避
戰
火
，
由
南
京
而
長

沙
，
繼
遷
雲
南
昆
明
、
四
川
李
莊
，

抗
戰
勝
利
後
復
員
南
京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又
隨
政
府
播
遷
來
台
。
最
初
臨

時
設
所
於
桃
園
楊
梅
，
至
民
國
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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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才
於
台
北
南
港
定
居
。

小
屯
車
馬
坑
的
出
土
遺
物
也
隨

著
史
語
所
的
命
運
，
顛
沛
流
離
於
大

半
個
中
國
，
來
到
台
灣
。
整
理
的
工

作
也
從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到
五
十
七

年
，
經
過
三
十
二
個
年
頭
，
七
次
整

理
才
告
大
致
底
定
。
整
理
結
果
於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正
式
發
表

於
︽
中
國
考
古
報
告
集

之
二
．
小
屯
第
一
本
．

遺
址
的
發
現
與
發
掘
：

丙
編
．
殷
虛
墓
葬
之

一
．
北
組
墓
葬
︾
一
書

中
。

馬
車
的
輪
廓

馬
車
的
木
質
車
體

在
埋
藏
時
先
經
過
拆
解

再
置
入
車
馬
坑
內
，
經

過
數
千
年
的
埋
藏
後
，

已
全
部
朽
毀
，
只
剩
下

堅
硬
的
銅
、
玉
器
及
骨

骸
。
研
究
人
員
只
能
由

出
土
器
物
的
位
置
、
紋

飾
來
判
定
車
體
結
構
的

所
在
。

仔
細
分
析
比
對
不
同
車
馬
坑
之

間
的
異
同
，
經
過
幾
次
整
理
後
發

現
，
小
屯
墓
二
○
內
所
放
置
的
是
兩

乘
分
別
駕
著
兩
匹
馬
，
裝
置
著
不
同

型
態
車
器
的
馬
車
，
而
非
原
來
所
預

想
的
一
乘
駕
著
四
匹
馬
的
馬
車
。

兩
輛
馬
車
一
大
一
小
，
車
形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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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基
本
上
十
分
接
近
，
都
包
括
了
一

個
前
弧
後
平
的
簸
箕
形
車
輿
、
由
輿

下
向
前
延
伸
的
車
輈
︵
ㄓ
ㄡ
︶
、
橫
過

輿
下
連
結
車
輪
的
車
軸
，
以
及
兩
端

向
上
翹
起
的
車
衡
，
車
衡
上
並
縛
有

兩
個
繫
馬
用
的
車
軛
。
但
是
對
於
車

輿
四
周
結
構
的
具
體
情
況
、
車
輪
尺

寸
，
以
及
車
門
的
朝
向
等
問
題
，
沒

有
在
車
坑
內
發
現
具
體
的
證
據
。
研

究
者
分
別
據
坑
內
遺
物
的
分
佈
情
況

進
行
各
種
復
原
，
而
不
同
的
復
原
結

果
也
在
兩
岸
學
者
之
間
引
發
了
論

戰
，
莫
衷
是
一
。
許
多
學
者
質
疑
石

璋
如
先
生
將
小
屯
墓
四
○
馬
車
車
門

開
在
車
輿
前
方
的
作
法
，
對
此
曾
展

開
長
期
且
激
烈
的
爭
辯
。
石
先
生
為

證
明
其
說
的
可
行
性
，
不
但
援
引
了

世
界
上
其
他
文
明
的
馬
車
資
料
，
更

延
請
木
匠
，
重
新
打
造
一
乘
真
實
的

馬
車
，
並
進
行
試
乘
。

車
器
的
命
名

大
量
過
去
所
未
見
的
車
器
，
需

要
適
切
的
名
字
。
由
於
田
野
工
作
階

段
具
有
時
效
性
，
沒
有
辦
法
對
器
物

一
一
研
究
，
只
得
先
根
據
器
物
的
形

狀
暫
訂
名
稱
。
例
如
，
先
認
定
筒
狀

的
器
物
都
是
套
在
桿
子
上
的
，
所
以

將
筒
狀
的
器
物
都
稱
為
槓
頭
；
正
面

凸
起
、
背
空
有
鈕
的
小
型
器
物
一
律

記
錄
為
銅
泡
；
上
弧
下
尖
的
器
物
則

被
稱
為
銅
雞
心
飾
。
其
他
難
以
用
簡

單
的
文
字
描
述
的
器
物
，
則
一
律
稱

為
車
飾
。
待
到
日
後
整
理
階
段
再
依

其
功
能
命
名
。

在
理
出
馬
車
輪
廓
，
瞭
解
馬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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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之
後
，
大
量
過
去
不
知
名
的
車

器
便
可
依
照
其
裝
置
在
馬
車
的
位

置
，
依
文
獻
的
記
載
命
名
，
如
︽
說

文
解
字
︾
記
載
﹁
B
︵
ㄨ
ㄟ̀
︶，
車
軸
端

也
﹂
，
便
將
過
去
稱
為
圓
槓
頭
的
圓

筒
狀
銅
器
改
稱
為
﹁
B
﹂。
未
見
於
文

獻
者
，
則
依
據
車
器
所
在
的
馬
車
部

位
命
名
，
例
如
發
掘
時
所
稱
的
銅
雞

心
飾
被
證
明
是
裝
置
在
車
衡
兩
端
的

尖
角
處
，
因
此
改
稱
為
衡
端
飾
或
衡

末
飾
。
大
量
形
態
、
結
構
基
本
相
同

的
銅
泡
，
則
可
依
照
其
所
裝
飾
的
不

同
部
位
，
分
別
有
輿
飾
、
衡
飾
、
絡

頭
飾
等
等
不
同
的
名
稱
。

車
器
的
名
稱
也
會
隨
著
對
車
器

的
不
同
認
識
而
改
變
。
例
如
過
去
稱

為
方
槓
頭
的
器
物
在
發
掘
報
告
中
被

認
為
是
裝
飾
在
車
轄
上
的
一
種
器

物
，
故
稱
之
為
﹁
轄
首
飾
﹂，
但
是
隨

著
新
的
考
古
材
料
與
新
的
研
究
發

現
，
這
其
實
是
一
種
裝
飾
在
車
輿
上

的
器
物
，
因
此
，
它
的
名
字
又
隨
之

改
成
﹁
方
筒
形
輿
飾
﹂
，
它
的
放
置

方
式
也
由
過
去
的
直
立
改
為
橫
置
。

馬
匹

小
屯
墓
二
○
內
發
現
兩
車
四

馬
、
墓
四
○
內
發
現
一
車
兩
馬
，
表

示
小
屯
車
馬
坑
內
的
馬
車
應
是
駕
著

兩
匹
馬
。
馬
首
附
近
散
落
著
許
多
細

小
的
銅
泡
或
是
貝
殼
，
仔
細
辨
別
可

以
區
分
出
每
匹
馬
所
使
用
的
絡
頭

帶
。
小
屯
墓
二
○
內
的
四
組
絡
頭
飾

兩
兩
相
同
，
可
以
據
紋
飾
分
別
區
別

出
屬
於
兩
車
的
馬
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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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器
與
人
骨

小
屯
墓
二
○
內
發
現
了
三
套
由

戈
、
獸
首
刀
、
弓
、
箭
鏃
所
構
成
的

兵
器
組
。
刀
配
有
磨
刀
用
的
礪
石
，

以
玉
環
配
掛
在
一
起
。
兵
器
組
的
內

容
是
商
代
車
兵
隨
身
兵
器
、
工
具
的

最
佳
例
證
。

三
套
兵
器
似
與
墓
內
發
現
的
三

具
人
骨
在
數
量
上
有
某
種
聯
繫
，
可

能
是
分
別
供
此
三
人
使
用
的
配
備
。

特
別
的
是
，
發
現
於
墓
二
○
中
間
圓

圈
內
的
一
套
兵
器
是
以
玉
為
主
要
材

質
，
應
較
另
兩
套
銅
質
的
兵
器
高

級
，
應
該
是
身
份
地
位
比
較
高
的
人

使
用
。
或
許
，
這
套
玉
兵
器
就
是
屬

於
立
在
輿
內
的
人
骨
的
隨
身
配
件
。

標
記
時
間

考
古
學
標
記
時
間
的
方
法
是
就

考
古
出
土
品
在
地
層
內
的
前
後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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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依
據
不
同
層
位
內
器
物
形
狀
、

質
地
的
變
化
情
況
，
對
某
一
考
古
學

文
化
進
行
一
期
、
二
期
、
三
期
等
等

的
劃
分
。
與
歷
史
學
的
時
間
標
記
法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中
國
考
古
學
對
於

歷
史
時
期
考
古
學
文
化
的
時
間
劃
分

方
式
是
將
歷
史
上
的
朝
代
與
出
土
品

的
變
化
情
況
結
合
起
來
進
行
的
。
以

商
代
為
例
，
可
分
為
商
代
早
期
、
中

期
、
晚
期
。
盤
庚
遷
殷
以
後
，
在
殷

墟
留
下
的
遺
跡
、
遺
物
便
是
屬
於
商

代
晚
期
。
這
一
區
域
發
現
的
商
代
晚

期
遺
存
非
常
豐
富
，
內
容
也
十
分
複

雜
，
因
此
考
古
學
家
又
將
商
代
晚
期

細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即
殷
墟
一
期
、

二
期
、
三
期
、
四
期
。

依
據
車
坑
內
出
土
物
的
形
態
及

紋
飾
特
徵
，
並
參
酌
附
近
相
關
建

築
、
墓
葬
等
遺
跡
、
遺
物
的
情
況
，

將
小
屯
發
現
的
五
座
車
馬
坑
的
年
代

定
為
殷
墟
二
期
，
絕
對
年
代
約
當
是

西
元
前
一
二
○
○
年
前
後
。

三
、
再
現
：
小
屯
車
馬
坑
裡
的
商

世
界

小
屯
車
馬
坑
所
屬
的
殷
墟
二
期

正
是
商
王
武
丁
所
統
治
的
階
段
，
是

商
人
定
都
於
殷
墟
期
間
最
輝
煌
的
時

期
。
考
古
學
家
在
殷
墟
發
現
了
大
量

屬
於
這
個
階
段
的
考
古
遺
存
，
規
模

宏
大
的
亞
字
形
商
王
大
墓
、
成
組
的

宗
廟
宮
殿
、
體
積
渾
厚
的
大
方
鼎
、

精
工
拼
接
的
綠
松
石
鑲
嵌
、
造
型
獨

特
的
大
理
石
動
物
立
體
雕
塑
、
成
千

上
萬
的
套
裝
兵
器⋯

，
這
些
遺
跡
、

遺
物
不
論
是
在
發
現
的
數
量
或
工
藝

的
精
密
程
度
都
超
越
前
代
的
規
模
，

在
在
向
我
們
宣
示
著
商
王
朝
的
不
可

一
世
。
其
中
，
作
為
國
力
與
技
術
象

徵
的
馬
車
，
又
為
我
們
揭
示
出
什
麼

商
代
的
訊
息
？

馬
車
的
角
色

在
迷
信
鬼
神
的
商
世
界
中
，
商

人
不
論
事
情
大
小
都
要
經
過
繁
複
的

程
序
向
神
靈
卜
問
，
並
頻
繁
於
各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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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樣
的
祭
祀
活
動
。
而
獻
祭
給
神
靈

最
好
的
禮
物
便
是
以
活
人
或
是
動
物

獻
祭
。
在
營
建
重
要
建
築
時
，
商
人

會
以
人
或
是
動
物
奠
基
，
或
是
將
它

們
放
置
在
柱
礎
、
門
梯
之
下
，
以
人

牲
的
魂
靈
護
衛
這
座
建
築
，
不
受
惡

靈
侵
擾
。

小
屯
發
現
的
車
馬
坑
便
是
這
樣

的
祭
祀
坑
。
在
一
座
宮
殿
前
有
序
佈

列
著
一
百
多
座
祭
祀
坑
，
是
有
規
劃

的
多
次
祭
祀
後
留
下
來
的
遺
跡
。
在

最
接
近
宮
殿
的
一
塊
區
域
，
發
現
五

座
與
殺
殉
祭
祀
坑
交
錯
排
列
的
車
馬

坑
，
每
一
坑
內
埋
有
一
到
兩
乘
馬
車

以
及
與
車
隨
同
的
一
至
三
人
，
是
目

前
所
知
存
在
於
殷
墟
時
間
最
早
的
馬

車
實
體
遺
跡
。

在
面
積
最
大
的
小
屯
墓
二
○

中
，
並
列
了
兩
乘
規
模
不
同
的
馬

車
，
並
在
車
輿
內
外
放
置
了
三
套
兵

器
組
。
一
套
完
整
的
配
備
主
要
包
括

遠
射
擊
的
弓
、
箭
，
護
衛
的
戈
，
適

應
多
種
功
能
的
刀
，
以
及
磨
刀
用
的

礪
石
。
這
顯
示
出
小
屯
墓
二
○
內
埋

的
馬
車
與
軍
事
、
兵
力
或
戰
爭
有
密

切
的
聯
繫
，
隨
車
殉
葬
的
人
員
可
能

是
具
有
武
職
的
將
領
或
車
兵
。

不
過
，
墓
二
○
內
裝
飾
著
華
麗

銅
飾
件
的
馬
車
似
乎
過
於
笨
重
，
與

戰
場
上
應
以
輕
快
為
原
則
的
戰
車
不

相
符
合
。
此
外
，
華
麗
的
車
輿
內
出

土
了
一
套
在
戰
場
上
不
具
有
實
用
性

的
玉
兵
器
組
，
也
顯
示
出
將
兵
器
轉

化
為
禮
儀
符
號
的
意
象
。
因
此
，
墓

二
○
內
的
馬
車
不
是
單
純
的
戰
車
，

而
應
是
一
種
由
戰
車
轉
化
而
來
的
一

種
儀
仗
車
，
在
重
要
的
儀
式
活
動
中

作
為
儀
仗
行
列
的
一
個
要
角
。

由
是
，
馬
車
不
僅
僅
是
作
為
一

種
交
通
工
具
，
在
重
視
祭
祀
與
戰
爭

的
商
代
，
馬
車
不
但
是
戰
爭
中
具
有

關
鍵
意
義
的
戰
車
，
也
是
執
行
禮
儀

活
動
時
配
置
著
禮
兵
器
的
禮
車
。
因

此
，
晚
商
貴
族
不
但
要
學
習
車
駕
技

術
以
及
駕
車
時
應
遵
行
的
各
種
禮

節
，
也
要
通
過
野
外
的
狩
獵
活
動
，

訓
練
駕
車
時
的
戰
鬥
技
巧
，
以
達
到

軍
事
演
習
的
效
果
。
也
因
此
，
有
著

密
切
關
係
的
射
與
御
，
關
乎
商
人
世

界
的
禮
與
兵
，
不
但
在
貴
族
生
活
中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同
時
也
是
是
貴

族
養
成
教
育
的
重
要
部
分
。

商
代
的
神
靈

充
滿
宗
教
情
調
的
晚
商
，
將
各

式
不
存
在
於
現
實
世
界
的
動
物
，
或

是
大
自
然
中
具
有
特
殊
意
涵
的
形

象
，
如
星
星
、
眼
睛
、
花
朵
、
老

虎
、
蛇
等
等
，
設
計
成
華
麗
繁
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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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飾
裝
飾
在
車
馬
器
上
。

依
據
現
實
世
界
的
動
物
形
象
稍

加
改
變
而
成
的
神
靈
動
物
是
商
人
最

常
使
用
的
主
題
紋
飾
。
這
些
動
物
有

著
固
定
的
面
容
及
身
形
，
頭
上
頂
著

各
式
各
樣
的
角
，
或
全
體
或
局
部
或

展
開
，
變
幻
多
端
地
裝
飾
在
器
物
顯

眼
的
位
置
，
有
時
也
順
應
車
的
形

狀
，
將
整
件
器
物
塑
造
成
立
體
的
動

物
形
態
。

人
的
形
象
也
在
一
件
弓
形
器
上

被
仔
細
地
描
繪
出
來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確
認
這
是
人
間
還
是
祖
先
鬼
神
的

面
貌
，
但
圓
眼
寬
鼻
的
面
容
，
多
少

封
存
了
創
造
這
奇
異
神
靈
世
界
的
推

手
的
形
象
。

草
原
與
中
原

源
於
北
方
草
原
的
弧
背
刀
，
也

出
現
在
小
屯
墓
二
○
內
。
刀
柄
的
末

端
，
裝
飾
著
廣
泛
流
行
於
歐
亞
草
原

的
寫
實
獸
頭
造
型
。
在
牛
首
、
羊
首

的
小
細
節
上
，
還
輕
輕
嵌
上
了
細
小

的
綠
松
石
。
不
過
，
這
種
獲
得
商
人

喜
愛
的
器
物
又
不
是
純
然
北
方
的
產

物
。
維
持
了
北
方
式
的
基
本
造
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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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飾
，
三
把
獸
首
刀
仍
舊
配
以
中
原

傳
統
的
刀
刃
形
制
，
使
之
成
為
中
原

的
商
文
化
與
北
方
草
原
文
化
交
流
互

動
的
最
佳
見
證
。
而
北
方
草
原
與
中

原
地
區
之
間
的
交
流
，
或
許
也
隱
含

了
中
國
馬
車
起
源
的
秘
密
，
不
過
，

這
還
有
待
更
多
的
發
現
和
研
究
來
證

明
。

四
、
結
語

有
別
於
以
藝
術
、
觀
賞
為
主
的

精
品
文
物
，
考
古
出
土
的
文
物
雖
有

精
品
，
但
大
多
是
不
起
眼
的
器
物
。

然
而
由
考
古
出
土
品
之
間
的
組
配
關

係
及
相
對
位
置
所
構
成
的
﹁
系

絡
﹂
，
卻
是
可
以
提
供
研
究
者
探
討

器
物
功
能
、
用
途
，
乃
至
於
復
原
當

時
社
會
、
生
活
的
重
要
線
索
。

車
馬
器
向
來
為
歷
代
收
藏
家
所

忽
視
，
或
對
該
類
器
物
的
名
稱
及
功

能
不
明
就
裡
。
在
考
古
學
引
入
中

國
，
發
現
完
整
的
遺
跡
單
位
之
後
，

才
有
了
正
確
的
認
識
。
相
較
於
完
整

且
精
美
的
器
物
，
單
件
車
馬
器
顯
得

零
散
且
不
起
眼
，
但
是
在
考
古
的
出

土
系
絡
之
下
，
一
套
完
整
的
車
馬
器

群
所
體
現
的
，
是
作
為
中
國
上
古
時

期
重
要
的
身
份
標
誌
物
以
及
衡
量
國

力
標
準
的
馬
車
。

考
古
學
家
在
田
野
裡
見
到
的
是

經
過
解
體
的
馬
車
，
因
此
，
由
於
坑

內
車
體
的
木
質
結
構
均
已
朽
腐
殆

盡
，
考
古
學
家
只
能
根
據
出
土
器
物

的
位
置
，
尋
找
商
代
馬
車
的
輪
廓
。

受
到
傳
統
文
獻
上
古
馬
車
﹁
一

車
四
馬
﹂
記
載
的
影
響
，
學
界
曾
對

小
屯
墓
二
○
車
馬
坑
內
究
竟
是
埋
著

一
乘
駕
著
四
匹
馬
的
馬
車
，
還
是
埋

著
兩
乘
駕
著
兩
匹
馬
的
馬
車
進
行
過

論
戰
，
最
後
在
新
的
出
土
材
料
，
以

及
不
斷
釐
清
車
馬
器
的
功
能
及
坑
內

器
物
與
器
物
之
間
的
相
對
關
係
之

後
，
才
有
了
結
果
。

因
此
，
在
這
些
背
景
之
下
，
這

次
的
展
覽
希
望
能
藉
著
小
屯
車
馬
坑

的
內
容
及
發
現
、
研
究
歷
程
，
使
參

觀
者
不
僅
能
認
識
商
代
的
馬
車
，
更

能
瞭
解
考
古
學
家
研
究
車
馬
坑
的
心

路
歷
程
，
進
而
瞭
解
考
古
學
對
我
們

認
識
古
代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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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1.

訪
問
：
陳
存
恭
、
陳
仲
玉
、
任
育
德
；
紀

錄
：
任
育
德
，
︽
石
璋
如
先
生
訪
問
紀
錄
︾，

臺
北
市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二

○
○
二
。

2.

石
璋
如
，︿
高
去
尋
先
生
與
殷
墟
發
掘
﹀，
︽
田

野
考
古
︾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
一
九
九
一
年
十

二
月
，
頁
三∼

十
。

3.

石
璋
如
，
︽
中
國
考
古
報
告
集
之
二
．
小
屯
第

一
本
．
遺
址
的
發
現
與
發
掘
：
丙
編
．
殷
虛

墓
葬
之
一
．
北
組
墓
葬
︾
，
臺
北
市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一
九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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