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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三
大
出
版
中
心

︵
一
︶
兩
浙
臨
安

臨
安
一
方
面
延
續
北
宋
以
來
的
良
好

刻
書
基
礎
，
又
吸
納
來
自
汴
梁
優
秀
的
刻

書
移
民
，
使
得
臨
安
一
舉
成
為
南
宋
最
繁

宋

人

葉

夢

得

︵

一○

七

七—

一
一
四
八
︶
︽
石
林
燕
語
︾
曾
經
指
出
：

﹁
今
天
下
印
書
，
以
杭
州
為
上
，
蜀
本
次

之
，
福
建
最
下
。
﹂
從
北
宋
以
來
，
兩

浙
、
四
川
及
福
建
就
是
書
籍
的
三
大
出
版

中
心
，
待
南
渡
以
後
，
除
了
杭
州
佔
有
政

治
及
文
化
資
源
的
先
天
優
勢
外
，
三
地
形

成
刻
書
中
心
的
主
要
因
素
，
便
是
皆
擁
有

豐
富
的
山
林
資
源
、
優
越
的
地
理
要
道
，

以
及
帶
動
文
化
發
展
的
經
濟
條
件
。

南
宋
書
籍
的
出
版
地
域

　
　
　
　
　
　

與
行
銷
市
場

許
媛
婷

南
宋
以
文
治
國
，
上
自
政
府
，
下
至
百
姓
，
皆
崇
尚
文
治
，
因
而
形

成
文
風
鼎
盛
的
國
家
格
局
。
政
府
推
動
與
鼓
勵
文
化
與
藝
術
，
庶
民

社
會
對
多
元
知
識
的
渴
求
，
造
成
閱
讀
風
潮
的
興
起
，
使
得
圖
書
出

版
事
業
蓬
勃
發
展
。
本
文
試
圖
透
過
南
宋
書
籍
的
生
產
、
行
銷
及
傳

播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
重
塑
當
時
圖
書
出
版
文
化
的
風
貌
。

榮
的
出
版
中
心
。

南
宋
立
國
之
初
，
由
於
國
家
物
資

匱
乏
，
包
括
書
籍
在
內
等
各
種
物
品
皆
短

缺
不
齊
，
是
以
國
子
監
雖
於
紹
興
十
三
年

︵
一
一
四
三
︶
設
置
於
岳
飛
舊
宅
，
但
初

期
監
版
多
有
闕
失
，
因
此
臨
安
官
府
不
但

廣
蒐
各
地
舊
書
版
，
更
命
人
委
託
附
近
州

郡
代
為
刻
書
；
而
國
子
監
的
刻
書
功
能
，

一
直
要
到
紹
興
末
年
才
正
式
運
作
。

南
宋
孝
宗
即
位
，
國
子
監
漸
入
正

軌
，
許
多
跟
科
舉
考
試
或
經
世
致
用
的

經
、
史
類
書
籍
，
也
相
繼
版
刻
問
世
。
像

是
︽
禮
部
韻
略
︾
，
便
是
一
部
北
宋
仁
宗

時
期
由
禮
部
刪
定
︽
集
韻
︾
僻
字
而
重
新

頒
行
的
韻
書
，
做
為
學
子
考
試
使
用
的
官

方
定
本
。
南
宋
之
時
，
官
方
除
了
疏
注
編

成
︽
附
釋
文
互
注
禮
部
韻
略
︾
之
外
；
又

根
據
毛
晃
、
毛
居
正
父
子
家
藏
原
稿
增
修

補
註
，
編
成
︽
增
修
互
註
禮
部
韻
略
︾
，

這
些
書
籍
後
來
皆
成
為
南
宋
學
子
參
加
科

考
必
備
的
參
考
用
書
。

此
次
展
件
中
的
南
宋
嘉
定
十
六
年

︵
一
二
二
三
︶
國
子
監
刻
︽
增
修
互
註
禮

部
韻
略
︾
，
內
容
審
慎
嚴
謹
，
為
後
世
流

傳
之
祖
本
。
由
於
為
官
方
頒
行
之
書
，
在

當
時
曾
廣
被
傳
刻
，
但
存
世
至
今
者
卻
屈

指
可
數
。
院
藏
此
部
為
罕
見
宋
刻
孤
本
，

版
式
寬
朗
、
字
體
工
麗
、
紙
張
品
質
良

善
，
充
份
呈
現
南
宋
國
子
監
的
官
方
刻
書

特
色
。

除
了
官
方
刻
書
精
美
良
善
之
外
，

臨
安
府
地
區
的
私
人
書
坊
在
因
應
科
舉
考

試
及
商
業
營
利
的
考
量
下
，
在
刻
書
數
量

及
品
質
上
，
亦
不
比
官
方
遜
色
。
當
時
可

考
書
鋪
至
少
有
二
十
家
，
其
中
著
名
者
如

臨
安
府
棚
北
睦
親
坊
南
的
陳
宅
書
籍
鋪
、

太
廟
前
尹
家
書
籍
鋪
、
張
官
人
諸
史
子
文

籍
鋪
、
橘
園
亭
文
籍
書
房
等
，
皆
頗
富
盛

名
。
這
是
因
為
在
官
方
重
視
編
校
經
、
史

類
書
籍
，
並
積
極
出
版
與
科
舉
相
關
教
科

書
，
也
會
吸
引
更
多
的
坊
間
書
鋪
投
入
刻

書
事
業
。
隨
著
官
民
競
逐
刻
書
的
結
果
，

不
但
促
使
南
宋
刻
書
經
濟
效
益
的
提
升
，

同
時
增
進
閱
讀
文
風
，
開
啟
出
南
宋
文
化

成
就
的
新
格
局
。

︵
二
︶
四
川
眉
山

宋
室
南
渡
後
，
成
都
因
未
受
戰
火

波
及
，
初
期
刻
書
活
動
仍
持
續
不
廢
。
然

而
，
成
都
並
非
一
枝
獨
秀
，
其
西
南
隅
的

眉
山
刻
書
也
慢
慢
滋
長
茁
壯
，
而
後
更
超

越
成
都
，
成
為
四
川
的
刻
書
中
心
。

眉
山
因
擁
有
充
沛
的
森
林
資
源
，

且
位
處
交
通
要
道
，
因
而
使
眉
山
一
地
具

有
與
成
都
競
爭
的
實
力
。
然
而
更
關
鍵
的

因
素
，
則
是
來
自
官
方
的
推
動
力
量
。

南宋三大刻書中心與書籍對外傳播圖 研究助理曾威智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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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興
十
一
年
至
十
四
年
間
︵
一
一
四
一—

一
一
四
四
︶
，
井
度
︵
字
憲
孟
︶
擔
任
四

川
轉
運
使
期
間
，
將
七
史
交
送
成
都
西
南

的
眉
山
付
梓
刊
印
，
世
稱
為
﹁
蜀
刻
大
字

本
眉
山
七
史
﹂
。
其
後
，
因
南
宋
高
宗
深

好
蘇
軾
︵
一○

三
七—

一
一○

一
︶
詩

文
；
孝
宗
繼
位
，
又
大
力
稱
讚
蘇
軾
人
品

文
章
。
使
得
蘇
軾
身
後
如
上
雲
霄
，
連
帶

父
親
蘇
洵
︵
一○

○

九—

一○

六
六
︶
、

弟
弟
蘇
轍
︵
一○

三
九—

一
一
一
二
︶
著

作
亦
隨
之
為
時
人
所
重
，
其
中
以
蘇
軾
故

里
的
眉
山
書
坊
競
相
刷
印
的
動
作
最
為
積

極
。

此
次
展
示
院
藏
︽
蘇
文
忠
公
奏

議
︾
，
便
是
眉
山
書
坊
雕
鏤
的
大
字
本
。

其
版
面
開
闊
、
行
款
疏
朗
、
紙
張
潔
白
堅

韌
、
墨
色
濃
厚
；
刻
書
字
體
字
大
如
錢
、

遒
勁
古
拙
，
近
似
顏
體
而
略
為
扁
長
。
反

映
出
眉
山
刻
工
來
自
兩
浙
地
區
，
而
深
受

浙
刻
本
行
寬
字
大
風
格
的
影
響
，
然
字
體

又
與
浙
地
稍
有
出
入
，
卻
仍
保
有
蜀
地
古

拙
勁
力
的
味
道
。

此
外
，
四
川
地
區
另
有
﹁
小
字
本
﹂

行
世
，
其
雕
版
略
小
，
版
面
行
數
多
、
字

數
亦
較
緊
密
。
此
次
展
出
的
蜀
刊
小
字
本

︽
冊
府
元
龜
︾
便
是
作
為
比
對
開
闊
疏
朗

的
︽
蘇
文
忠
公
奏
議
︾
而
來
。
︽
冊
府
元

龜
︾
每
半
葉
十
四
行
，
行
二
十
四
字
；

︽
蘇
文
忠
公
奏
議
︾
則
是
每
半
葉
九
行
，

行
十
五
字
。
兩
者
相
比
，
小
字
本
雖
無
大

字
本
的
大
器
氣
勢
，
惟
其
顯
得
行
密
字

緊
、
綿
密
有
序
。
至
於
書
商
採
用
小
字
本

的
用
意
，
必
然
與
此
部
卷
帙
長
達
千
卷
的

龐
然
巨
著
有
密
切
關
係
，
充
份
反
映
小
字

本
的
流
通
主
要
出
於
書
商
成
本
考
量
的
目

的
。

︵
三
︶
福
建
建
陽

北
宋
時
期
，
福
建
刻
書
業
主
要
集
中

在
福
州
。
到
了
南
宋
初
年
，
福
州
仍
被
視

為
南
方
重
要
的
刻
書
中
心
。
當
時
，
兩
浙

國
子
監
尚
未
正
常
運
作
，
福
州
地
方
政
府

及
寺
院
仍
持
續
雕
鏤
各
式
書
籍
，
而
刻
工

數
量
之
多
，
更
構
成
當
地
龐
大
的
勞
動
市

場
。

展

件

為

院

藏

南

宋

淳

祐

十

年

︵
一
二
五○

︶
福
建
提
刑
司
提
點
刑
獄
公

事
史
季
溫
重
新
刊
行
南
宋
趙
汝
愚
︽
國
朝

諸
臣
奏
議
︾
，
是
目
前
被
視
為
世
界
上
存

世
最
早
的
版
本
。
其
版
式
宏
朗
、
字
體
遒

勁
、
紙
張
潔
白
堅
韌
，
內
容
校
勘
嚴
謹
、

品
質
精
良
，
適
見
證
前
述
福
州
地
方
官
刻

本
自
我
高
度
要
求
的
水
平
。
然
而
，
從
孝

宗
淳
熙
年
間
︵
一
一
七
四—

一
一
八
九
︶

開
始
，
福
州
地
區
刻
書
雖
仍
持
續
不
斷
，

但
規
模
卻
逐
漸
縮
小
，
已
遠
不
及
以
往
的

繁
榮
盛
況
。

建
陽
，
位
於
福
州
西
北
方
，
在
宋

室
南
渡
後
，
逐
漸
以
刻
書
聞
名
於
世
。
西

邊
的
麻
沙
，
及
西
南
邊
崇
化
兩
地
書
坊
，

《蘇文忠公奏議》　宋眉山刻大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冊府元龜》　宋蜀刊小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　宋嘉定十六年國子監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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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小
字
注
曰
：
﹁
富
沙(

即
麻
沙)

、
崇
化

兩
坊
產
書
，
號
為
圖
書
之
府
。
﹂
建
陽
書

坊
刻
書
量
多
，
以
至
被
視
為
代
表
福
建
的

地
方
性
產
物
，
商
賈
或
透
過
水
路
將
書
籍

行
銷
他
處
，
或
經
由
海
路
販
售
域
外
；
各

地
商
人
也
不
惜
遠
道
前
來
競
購
，
做
為
饋

贈
朋
友
、
同
事
的
禮
物
。

二
、
造
紙
與
刻
書

兩
浙
臨
安
、
四
川
眉
山
與
福
建
建

陽
在
各
自
擁
有
其
獨
特
的
經
濟
與
文
化
條

件
下
，
逐
漸
建
構
出
此
三
地
刻
書
中
心
的

地
位
。
但
在
書
籍
的
生
產
環
節
中
，
回
歸

到
最
基
本
的
問
題
來
思
考
刻
書
中
心
的
形

成
，
便
不
難
發
現
，
紙
張
來
源
與
取
得
順

遂
與
否
，
正
是
左
右
書
籍
的
生
產
效
率
、

品
質
好
壞
，
以
及
流
傳
久
遠
的
根
本
原

因
。

東
漢
蔡
倫
已
懂
得
使
用
樹
皮
、
麻
、

破
布
等
植
物
纖
維
造
紙
；
到
了
隋
唐
五

代
，
造
紙
技
術
已
有
突
破
性
的
提
升
，
而

造
紙
原
料
也
出
現
多
樣
性
選
擇
，
舉
凡

麻
、
桑
、
籐
、
楮
樹
，
以
及
竹
木
等
，
皆

成
為
造
紙
的
材
料
。
兩
宋
以
後
，
造
紙
技

術
在
穩
定
中
持
續
進
步
，
但
因
為
自
然
環

境
的
差
異
，
使
得
三
大
刻
書
中
心
印
書
所

使
用
的
紙
張
各
具
特
色
。
北
宋
蘇
易
簡
指

出
：
﹁
蜀
中
多
以
麻
為
紙
。⋯

⋯

江
浙
間

多
以
嫩
竹
為
紙
，
北
土
以
桑
皮
為
紙
。
﹂

事
實
上
，
四
川
自
唐
代
以
來
便
是

麻
紙
的
主
要
產
地
。
到
了
宋
代
，
該
地
雖

依
舊
沿
襲
著
以
麻
造
紙
的
傳
統
習
慣
，
惟

其
產
量
已
大
不
如
前
。
由
於
麻
紙
是
中
國

最
早
使
用
的
造
紙
原
料
，
取
自
大
麻
、
黃

麻
、
亞
麻
和
苧
麻
等
韌
皮
植
物
的
纖
維
，

其
特
質
是
柔
韌
、
細
緻
而
不
透
水
。
然
隨

著
四
川
刻
書
事
業
的
擴
張
，
市
場
對
紙
張

需
求
越
多
，
促
使
當
地
不
得
不
修
正
以
麻

造
紙
的
傳
統
習
慣
，
開
始
納
入
諸
如
藤
、

桑
、
楮
等
植
物
為
材
料
，
呈
現
四
川
地
區

從
堅
守
以
麻
紙
為
主
的
傳
統
理
念
，
開
始

轉
向
多
元
取
材
的
紙
張
變
化
。

至
於
兩
浙
及
福
建
地
區
，
因
其
地

處
江
南
，
氣
候
及
溫
度
適
合
桑
、
楮
、

竹
樹
的
生
長
，
因
此
造
紙
原
料
也
多
取
材

自
這
類
材
料
。
然
而
，
兩
地
仍
因
其
造
紙

原
料
取
得
的
差
異
，
而
出
現
書
籍
產
量
及

品
質
上
的
不
同
結
果
。
兩
浙
地
區
雖
生
產

竹
紙
，
但
刻
書
用
紙
多
偏
好
使
用
皮
紙
，

原
因
是
取
其
紙
質
堅
密
，
光
滑
瑩
潔
的
優

點
，
可
以
充
份
展
現
出
浙
刻
本
紙
墨
精
良

的
高
度
品
質
。

本
院
所
藏
︽
劉
賓
客
文
集
︾
，
為

南
宋
紹
興
年
間
兩
浙
附
近
書
坊
所
刻
的
本

子
。
紙
張
採
用
桑
樹
皮
纖
維
印
成
，
通
稱

為
﹁
皮
紙
﹂
。
由
於
桑
皮
紙
色
澤
潔
白
，

韌
度
及
彈
性
極
佳
，
不
易
拉
扯
斷
裂
，
是

很
好
的
造
紙
原
料
。
兩
浙
地
區
採
用
桑
樹

或
楮
樹
為
造
紙
原
料
，
不
僅
與
當
地
材
料

取
得
的
便
利
性
有
關
，
也
因
桑
皮
紙
紙
質

堅
韌
，
符
合
高
品
質
的
刻
書
要
求
。

相
對
地
，
福
建
地
區
紙
張
的
生
產
，

配
合
當
地
刻
書
市
場
的
商
業
取
向
，
選
擇

竹
紙
印
書
，
乃
取
其
成
本
低
廉
，
薄
利
多

銷
的
考
量
。
建
陽
書
商
喜
歡
以
竹
紙
刻

書
，
一
方
面
竹
子
本
身
具
有
豐
富
纖
維

性
，
是
適
合
造
紙
的
材
料
：
而
竹
子
野
生

易
長
，
隨
處
可
見
，
產
量
不
虞
匱
乏
；
更

重
要
是
其
價
格
低
廉
，
可
以
有
效
降
低
紙

張
與
刻
書
的
生
產
成
本
，
從
而
達
到
大
量

生
產
、
薄
利
多
銷
的
商
業
效
果
；
又
因
其

價
格
低
廉
，
流
通
量
大
，
聞
名
遐
遠
，
遂

成
為
代
表
建
陽
地
區
的
重
要
文
化
產
業
，

進
而
一
躍
成
為
與
兩
浙
、
四
川
並
列
為
刻

書
中
心
。
閩
商
之
所
以
採
用
竹
紙
作
為
刻

書
的
主
要
材
料
，
正
充
份
反
映
當
地
書
商

高
度
的
市
場
經
營
策
略
，
以
及
重
利
的
商

業
考
量
。

展
件
中
南
宋
咸
淳
三
年
︵
一
二
六 

七
︶
建
安
祝
氏
刻
︽
新
編
方
輿
勝
覽
︾
，

便
是
採
用
竹
紙
印
製
而
成
。
閩
、
粵
氣
候

適
合
竹
子
生
長
，
取
材
容
易
，
惟
竹
紙
木

質
素
含
量
較
高
，
分
離
不
易
，
故
書
籍
置

放
時
間
愈
長
，
紙
質
愈
易
變
深
、
脆
化
、

斷
裂
，
難
以
良
好
保
存
。
﹁
書
籍
行
四

方
﹂
，
雖
然
是
福
建
刻
本
的
優
勢
，
卻
無

法
久
存
，
乃
因
商
人
為
營
私
求
速
、
短
視

近
利
所
帶
來
的
缺
憾
。

三
、
書
籍
的
行
銷
市
場

書
籍
出
版
之
後
，
還
必
須
透
過
各

種
銷
售
管
道
使
之
廣
泛
流
通
，
進
而
促
進

文
化
的
傳
播
與
融
合
。
首
先
，
南
宋
時
期

書
籍
行
銷
風
氣
的
形
成
，
自
有
其
社
會
背

景
，
可
以
概
略
分
成
以
下
幾
種
情
況
：

︵
一
︶
官
民
競
技

自
北
宋
以
來
，
國
子
監
不
僅
負
有

教
育
功
能
，
還
必
須
承
擔
刻
書
工
作
。
刻

書
活
動
主
要
由
書
板
庫
負
責
鏤
板
，
管
理

人
稱
為
書
庫
官
。
關
於
書
庫
官
的
工
作
，

《劉賓客文集》　宋浙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朝諸臣奏議》　宋淳祐十年福州提舉史季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
於
紙
、
墨
容
易
取
得
，
刻
書
業
成
為
此

地
首
選
行
業
。
其
規
模
之
大
，
到
南
宋
中

期
以
後
盛
名
遠
播
，
大
有
超
越
福
州
的
架

式
。
據
祝
穆
編
︽
方
輿
勝
覽
︾
記
載
建
寧

府
土
產
，
首
項
便
是
﹁
書
籍
行
四
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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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刻
曾
穜
撰
︽
大
易
粹
言
︾
十
二
卷
。
卷

後
牒
文
中
記
載
該
書
雕
造
之
成
本
及
書

價
：

　

 

今
具
︽
大
易
粹
言
︾
壹
部
，
計
貳
拾

冊
。
合
用
紙
數
印
造
工
墨
錢
下
項
：

紙
副
耗
共
壹
仟
參
百
張
，
裝
背
饒
青
紙

參
拾
張
，
背
青
白
紙
參
拾
張
，
棕
墨
、

糊
藥
、
印
背
匠
工
食
等
錢
共
壹
貫
伍
佰

文
足
，
賃
板
錢
壹
貫
貳
佰
文
足
。
庫
本

印
造
，
見
成
出
賣
，
每
部
價
錢
捌
貫
文

足
。
右
具
如
前
。
淳
熙
三
年
正
月
日
雕

造
，
所
貼
司
胡
至
和
具
。

由
上
述
二
例
可
知
，
官
方
詳
述
印
書
所
費

紙
張
、
棕
墨
、
雕
版
價
錢
，
以
及
匠
人
工

食
等
錢
，
再
公
告
書
籍
售
價
，
其
用
意
雖

申
明
官
方
印
書
販
賣
是
為
了
支
付
刻
書
成

本
，
原
非
與
民
爭
利
。
然
而
核
算
其
成
本

與
售
價
，
將
可
發
現
官
府
售
價
實
高
出
成

本
一
倍
以
上
，
其
所
得
利
潤
相
當
豐
厚
。

至
於
利
潤
盈
餘
所
得
又
是
如
何
運
用
？
據

淳
熙
十
年
︵
一
一
八
三
︶
明
州
象
山
縣
學

刻
林
鉞
︽
漢
雋
︾
一
書
，
書
中
有
楊
王
休

題
記
云
：
﹁
象
山
縣
學
︽
漢
雋
︾
每
部
二

冊
，
見
賣
錢
六
百
文
足
。
﹂
又
云
：

　

 

善
本
鋟
木
，
儲
之
縣
庠
，
且
藉
工
墨
盈

餘
為
養
士
之
助
，
故
書
末
詳
臚
工
價
。

宋
元
郡
庠
書
院
，
多
以
刻
書
印
鬻
供
膏

火
，
不
同
坊
賈
居
奇
。

上
引
例
子
雖
來
自
書
院
刻
書
及
銷
售
記

錄
，
但
其
盈
餘
供
﹁
養
士
之
助
﹂
等
公
用

《新編方輿勝覽》　宋咸淳三年建安祝氏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庫
。

南
宋
年
間
，
官
方
恢
復
自
行
定
價
並

出
售
國
子
監
本
或
地
方
官
刻
本
的
政
策
。

據
清
人
葉
德
輝
︽
書
林
清
話
︾
一
書
記
載

南
宋
淳
熙
三
年
︵
一
一
七
六
︶
舒
州
公
使

為
﹁
掌
印
經
史
群
書
，
以
備
朝
廷
宣
索
賜

予
之
用
，
及
出
鬻
而
收
其
直
，
以
上
于

官
。
﹂
換
言
之
，
書
庫
官
不
僅
掌
管
印

書
，
以
備
朝
廷
賞
賜
之
用
；
同
時
也
必
須

肩
負
售
書
的
工
作
，
收
入
所
得
則
歸
入
國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宋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歷代名醫蒙求》　宋嘉定十三年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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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南宋書籍的出版地域與行銷市場

中
牌
記
對
外
宣
稱
，
標
榜
是
書
為
結
合
自

家
所
藏
國
子
監
本
，
及
從
江
浙
諸
處
所
得

官
刻
本
，
取
其
參
校
嚴
謹
、
刊
印
精
良
的

優
點
，
作
為
刻
書
模
範
。
由
於
余
氏
出
版

的
書
籍
力
求
精
美
，
且
用
心
校
刊
、
不
計

成
本
的
嚴
謹
態
度
，
不
僅
奠
定
南
宋
余
氏

萬
卷
堂
的
顯
赫
聲
名
，
其
出
版
書
籍
更
足

與
當
時
官
刻
本
相
媲
美
，
而
廣
受
時
人
喜

愛
與
蒐
藏
。
南
宋
時
代
，
官
民
競
技
的
結

果
，
不
僅
刺
激
當
時
圖
書
出
版
業
的
日
益

求
新
精
神
，
更
是
形
塑
南
宋
社
會
提
升
閱

讀
文
化
，
並
力
求
精
緻
化
的
重
要
基
礎
。

︵
二
︶
庶
民
商
機

民
間
書
坊
除
了
致
力
維
持
刻
書
品
質

精
良
，
藉
以
爭
取
少
數
菁
英
階
層
的
蒐
購

外
；
還
積
極
開
拓
伴
隨
庶
民
社
會
發
達
以

來
，
下
層
民
眾
對
日
常
用
書
或
通
俗
讀
物

的
市
場
需
求
，
像
是
醫
書
、
類
書
、
或
話

本
小
說
、
啟
蒙
讀
物
等
出
版
品
。
這
些
從

來
不
屬
於
官
方
出
版
重
點
的
書
籍
，
也
成

為
坊
間
發
展
出
版
事
業
的
另
一
個
商
機
。

南
宋
時
代
，
庶
民
文
化
展
現
出
豐

富
的
活
力
，
民
間
書
肆
為
了
迎
合
庶
民
大

眾
口
味
，
遂
出
版
相
當
多
的
普
及
讀
物
與

通
俗
性
書
籍
。
例
如
南
宋
周
守
忠
所
編
的

︽
歷
代
名
醫
蒙
求
︾
，
即
為
教
導
幼
童
醫

家
教
育
的
一
部
童
蒙
讀
本
。
全
書
四
字
為

一
句
，
兩
句
作
一
聯
，
採
用
韻
語
偶
句
的

寫
作
方
式
，
列
述
古
今
史
書
所
載
二○

二

位
名
醫
故
事
，
內
容
淺
顯
通
俗
，
幼
童
易

於
記
誦
。
對
促
進
庶
民
日
常
生
活
知
識
以

及
推
廣
大
眾
教
育
具
有
重
要
貢
獻
。

院
藏
的
︽
歷
代
名
醫
蒙
求
︾
，
是

由
南
宋
臨
安
地
區
尹
家
書
籍
鋪
所
刊
行
，

編
者
序
後
有
﹁
臨
安
府
太
廟
前
尹
家
書
籍

鋪
刊
行
﹂
牌
記
一
方
，
清
楚
標
示
本
書
的

來
源
，
並
申
明
版
權
用
意
。
史
料
有
關
南

宋
尹
家
書
鋪
活
動
記
載
相
當
稀
少
，
而
所

刊
之
書
籍
存
世
更
為
罕
有
。
就
目
前
流
傳

下
來
的
出
版
作
品
，
除
本
院
的
︽
歷
代
名

醫
蒙
求
︾
外
，
尚
有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唐
代
李
復
言
︽
續
幽
怪
錄
︾
，
與
日
本
天

理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宋
代
章
炳
文
︽
搜
神
祕

覽
︾
，
從
中
即
可
略
知
尹
家
書
鋪
的
出
版

品
，
多
以
迎
合
庶
民
大
眾
的
通
俗
類
讀
物

為
主
。
其
行
銷
對
象
著
重
下
層
民
眾
，
其

致
力
開
拓
庶
民
消
費
群
的
用
心
可
見
一

斑
，
成
為
推
動
南
宋
庶
民
知
識
與
傳
播
大

眾
文
化
的
最
佳
見
證
。

展
覽
中
另
一
部
同
樣
值
得
注
意
的
作

品
，
為
南
宋
民
間
書
坊
重
新
刊
印
盛
唐
詩

人
常
建
的
詩
集
。
常
建
，
生
卒
不
詳
，
唐

開
元
十
五
年
︵
七
二
七
︶
進
士
，
一
生
仕

途
並
不
得
志
。
其
詩
清
新
靈
逸
，
語
言
洗

鍊
，
體
現
作
者
淡
泊
聲
名
，
追
崇
自
然
恬

適
的
詩
境
。
詩
集
收
錄
常
建
所
著
五
、
七

言
詩
計
五
十
七
首
，
由
南
宋
臨
安
府
陳
宅

書
籍
鋪
所
刊
。
集
中
刻
有
﹁
臨
安
府
棚
北

大
街
睦
親
坊
南
陳
宅
刊
印
﹂
牌
記
一
方
。

﹁
陳
宅
﹂
，
乃
陳
起
、
陳
續
芸
父
子
在
臨

安
府
棚
北
大
街
睦
親
坊
開
設
的
書
坊
。
在

南
宋
刻
書
史
上
，
凡
由
臨
安
府
棚
北
大
街

書
坊
所
刻
印
的
書
籍
，
通
稱
為
﹁
書
棚

本
﹂
，
而
棚
北
大
街
在
當
時
更
是
一
著
名

書
店
街
。
街
上
書
肆
林
立
，
為
當
時
士
人

民
眾
購
書
流
連
之
處
。

關
於
陳
宅
書
鋪
開
設
的
時
間
，
據

考
始
於
寧
宗
嘉
定
初
年
︵
一
二○

八—

一
二
二
四
︶
，
終
南
宋
之
世
，
仍
經
營
未

絕
，
時
間
長
達
七
十
年
之
久
，
堪
稱
南
宋

中
晚
期
歷
史
悠
久
的
民
間
書
商
。
陳
宅
書

籍
鋪
所
刻
書
籍
廣
受
士
人
歡
迎
，
書
籍
行

銷
亦
具
規
模
。
該
書
鋪
所
刻
書
籍
字
體
講

求
獨
樹
一
幟
，
多
仿
柳
公
權
的
清
緻
纖

雅
、
工
整
秀
麗
，
刻
意
有
別
於
當
時
其
他

書
商
喜
用
渾
圓
緊
密
的
歐
、
顏
字
體
；
另

方
面
，
該
書
舖
刻
書
運
用
牌
記
以
申
明
版

權
，
對
於
提
升
版
權
意
識
、
確
立
書
商
形

象
與
品
牌
皆
具
有
劃
時
代
的
意
義
。

︵
三
︶
科
考
市
場

對
民
間
書
商
而
言
，
以
顧
客
為
導

向
的
出
版
策
略
，
是
最
具
實
際
，
同
時
也

是
最
有
利
可
圖
的
出
版
管
道
。
而
對
於
選

擇
有
能
力
且
必
須
購
買
書
籍
的
對
象
中
，

《常建詩集》　宋臨安府陳宅書籍舖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院
藏
宋
淳
熙
間
︵
一
一
七
四—

一
一
九○

︶
撫
州
︵
今
江
西
臨
州
縣
︶
公

使
庫
刊
行
的
︽
春
秋
經
傳
集
解
︾
，
正
是

來
自
公
使
庫
出
資
刊
印
的
官
方
書
籍
。
公

使
庫
為
宋
代
官
員
出
差
旅
居
的
招
待
寓

所
，
原
由
政
府
出
資
支
付
其
開
銷
，
但
由

於
資
助
有
限
，
因
此
也
准
許
公
使
庫
刊
印

書
籍
，
自
補
貼
庫
中
經
費
的
不
足
。
雖
然

印
書
銷
售
為
公
使
庫
營
利
的
合
法
手
段
，

但
並
未
影
響
書
籍
品
質
，
所
刻
書
籍
多
經

精
審
校
勘
，
而
紙
墨
古
澤
，
依
舊
維
持
當

時
官
方
刻
書
的
高
度
水
平
。

由
於
官
方
刻
書
版
式
寬
朗
、
紙
墨
精

良
、
校
勘
嚴
謹
，
民
間
書
坊
為
求
爭
取
市

場
，
亦
多
模
倣
國
子
監
本
或
地
方
官
刻
本

形
式
，
極
力
講
求
版
本
及
內
容
上
精
勘
校

審
，
甚
至
敦
聘
良
工
鏤
刻
，
力
求
完
善
。

由
此
可
知
，
南
宋
時
代
書
籍
行
銷
風
氣
的

形
成
，
一
方
面
源
自
於
官
、
民
均
具
商
業

取
向
的
積
極
精
神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官
、

民
兩
方
從
講
求
版
本
精
美
，
進
而
相
互
競

技
，
亦
是
重
要
因
素
。

展

件

中

南

宋

紹

熙

二

年

︵
一
一
九
一
︶
建
安
地
區
著
名
出
版
商
余

仁
仲
所
刻
︽
春
秋
公
羊
經
傳
解
詁
︾
，
書

開
銷
，
推
知
官
方
刻
書
所
得
主
要
亦
充
作

公
務
用
途
。
由
於
南
宋
准
許
地
方
政
府
或

縣
學
書
院
自
行
雕
印
書
籍
，
固
然
出
自
政

治
目
的
與
教
育
需
要
，
但
其
出
售
利
潤
豐

厚
，
在
有
利
可
圖
的
情
況
下
，
官
方
印
書

風
氣
始
終
歷
久
不
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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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握
消
費
者
的
需
要
，
充
份
展
現
該
地
書

商
高
明
的
行
銷
手
腕
。
在
南
宋
建
陽
麻
沙

地
區
所
刻
的
︽
纂
圖
互
註
六
子
全
書
︾
，

書
中
︿
揚
子
序
﹀
末
有
牌
記
一
則
，
曰
：

﹁
本
宅
今
將
監
本
四
子
纂
圖
互
註
，
附
入

重
言
重
意
，
精
加
校
正
，
茲
無
訛
謬
，

謄
作
大
字
刊
行
。
務
令
學
者
得
以
參
考
，

互
相
發
明
，
誠
為
益
之
大
也
。
﹂
牌
記
內

容
雖
是
書
商
的
行
銷
廣
告
，
但
﹁
務
令
學

者
得
以
參
考
，
互
相
發
明
﹂
，
點
出
建
陽

商
人
費
盡
心
思
增
添
﹁
纂
圖
、
互
註
、
重

言
、
重
意
﹂
的
做
法
，
希
望
透
過
這
些
整

理
功
夫
，
幫
助
學
子
順
利
金
榜
高
中
。
這

些
做
法
，
不
盡
是
單
純
出
於
商
人
的
營
利

意
圖
，
其
細
心
體
貼
之
處
，
更
是
締
造
商

機
的
關
鍵
所
在
。

南
宋
書
坊
商
人
迎
合
消
費
群
以
推
廣

書
籍
販
售
的
例
子
還
不
止
於
此
。
小
巧
易

攜
的
巾
箱
本
又
是
另
一
種
的
行
銷
手
法
。

巾
箱
本
最
早
出
現
於
南
朝
，
但
當
時
只
是

貴
族
、
文
人
間
的
閒
逸
雅
趣
，
做
為
案
頭

閱
讀
或
收
藏
之
用
。
然
而
，
南
宋
時
代
的

書
坊
商
人
卻
從
這
種
袖
珍
小
字
本
的
裝
幀

形
式
發
現
商
機
。
巾
箱
本
小
巧
輕
便
，
正

符
合
學
子
赴
考
不
便
攜
帶
過
重
書
籍
的
最

佳
選
擇
。
書
商
取
巾
箱
本
的
裝
幀
小
巧
，

紙
墨
成
本
所
費
不
多
；
而
其
隨
買
隨
棄
的

特
性
，
又
可
帶
來
薄
利
多
銷
的
效
果
。
院

藏
南
宋
章
如
愚
編
︽
新
刊
山
堂
先
生
章
宮

講
考
索
︾
、
南
宋
楊
甲
︽
六
經
圖
︾
，
便

是
採
用
巾
箱
本
形
式
，
在
當
時
成
為
學
子

赴
考
必
備
的
參
考
用
書
。

隨
著
巾
箱
本
銷
售
量
大
且
快
速
，

遂
引
起
各
地
書
坊
爭
相
印
製
，
其
中
又
以

福
建
書
坊
所
刻
數
量
最
多
。
巾
箱
本
的
出

現
，
不
僅
反
映
南
宋
書
坊
商
人
積
極
營
利

的
行
銷
精
神
，
而
其
方
便
攜
帶
的
特
性
對

於
帶
動
跨
地
域
的
書
籍
傳
播
，
可
以
說
是

南
宋
書
籍
流
通
過
程
中
多
元
化
的
最
大
功

臣
。

除
了
在
裝
潢
形
式
上
力
求
新
意
外
，

在
字
體
的
突
破
，
也
是
民
間
刻
本
推
陳
出

新
的
行
銷
手
法
之
一
。
北
宋
司
馬
光
︵
一

○

一
九—

一○

八
六
︶
︽
資
治
通
鑑
︾
，

是
一
部
長
篇
編
年
體
的
通
史
類
史
書
，

也
是
官
方
指
定
出
版
的
重
要
史
學
著
作
。

北
宋
時
，
已
在
杭
州
出
版
過
︽
資
治
通

鑑
︾
；
待
南
渡
後
，
高
宗
紹
興
二
、
三
年

︵
一
一
三
二—

一
一
三
三
︶
間
，
又
令
兩

浙
東
路
提
舉
茶
鹽
司
公
使
庫
重
雕
︽
資
治

通
鑑
︾
。
在
官
方
重
視
下
，
南
宋
各
地
書

坊
也
紛
紛
梓
印
發
行
。
然
而
相
較
於
官
刻

本
的
版
闊
字
大
，
民
間
的
坊
刻
本
、
私
刻

本
則
另
以
標
奇
立
異
、
推
陳
出
新
來
推
銷

這
部
龐
大
的
史
學
鉅
著
。

此
次
展
出
院
藏
南
宋
光
宗
︵
一
一
八 

九—

一
一
九
四
︶
年
間
由
鄂
州
︵
今
湖
北

武
昌
︶
鵠
山
書
院
根
據
四
川
廣
都
費
氏
進

修
堂
刻
本
重
新
覆
刻
而
成
。
四
川
廣
都
費

氏
進
修
堂
向
來
以
精
加
校
正
、
字
體
遒
勁

為
刻
書
特
色
，
被
稱
為
蜀
刻
中
的
佳
本
。

其
中
又
以
龍
爪
本
的
︽
資
治
通
鑑
︾
最
為

出
名
，
世
稱
﹁
龍
爪
通
鑑
﹂
。
所
謂
的

﹁
龍
爪
本
﹂
，
是
採
用
龍
爪
書
體
做
為
刻

書
字
體
而
得
名
的
版
本
名
稱
。
廣
都
費
氏

進
修
堂
書
坊
以
龍
爪
書
體
雕
鏤
︽
資
治
通

鑑
︾
，
不
僅
耗
時
費
工
，
且
旁
人
難
以
模

仿
，
成
為
書
坊
銷
售
的
主
要
賣
點
。
此
書

刻
印
精
美
，
字
體
特
殊
，
充
分
反
映
出
書

商
為
求
拓
展
市
場
，
採
取
標
新
立
異
、
出

奇
致
勝
的
行
銷
手
法
，
不
但
可
以
刺
激
讀

者
的
購
買
慾
望
，
更
成
為
後
世
書
院
刻
書

模
仿
的
典
範
，
確
實
達
到
宣
傳
與
傳
播
的

最
佳
效
果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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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大
的
科
考
學
子
遂
成
為
書
商
極
力
爭
取

的
客
戶
群
。
因
此
，
書
坊
為
求
速
利
，
大

量
出
版
科
舉
考
試
將
會
用
到
的
各
種
纂
圖

互
注
經
、
子
類
書
籍
、
科
舉
考
題
大
全
、

時
文
，
或
者
字
書
、
韻
書
的
參
考
用
書
等

等
，
其
目
的
便
是
在
迎
合
市
場
需
要
，
並

且
爭
取
市
場
佔
有
率
，
使
學
子
甘
願
花
費

以
購
買
坊
間
出
版
的
書
籍
。

南
宋
書
坊
在
出
版
科
考
用
書
時
，

為
了
增
加
書
籍
的
實
用
功
能
，
還
會
採
用

﹁
纂
圖
﹂
、
﹁
互
注
﹂
、
﹁
音
注
﹂
、

﹁
批
點
﹂
、
﹁
重
言
﹂
、
﹁
重
意
﹂
等
手

段
，
利
用
書
中
添
加
的
圖
、
表
、
音
注
、

名
家
批
點
，
或
整
理
各
種
解
釋
等
方
式
，

藉
以
廣
泛
吸
引
學
子
購
買
的
意
願
。
以
院

藏
宋
版
圖
書
為
例
，
有
建
陽
書
坊
刊
︽
纂

圖
互
注
毛
詩
︾
、
︽
纂
圖
互
注
荀
子
︾
、

麻
沙
劉
氏
仰
高
堂
刊
︽
音
注
河
上
公
老
子

道
德
經
︾
、
咸
淳
間
建
安
地
區
刊
︽
新
編

諸
儒
批
點
古
今
文
章
正
印
︾
，
以
及
︽
婺

本
點
校
重
言
重
意
互
註
尚
書
︾
等
書
即
是

最
佳
證
明
。
上
述
類
型
參
考
用
書
，
出
自

建
陽
書
坊
的
比
例
甚
高
。

建
陽
書
坊
商
人
聰
明
機
巧
，
不
僅

了
解
到
科
舉
用
書
的
市
場
形
態
，
並
且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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