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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七
二
年
か
ら
八
二
年
に
か
け
て
出
土
し
た
新
稜
掘
の
居
延
漢
簡
の
内
、
破
城

子
及
び
甲
渠
第
四
隧
か
ら
出
土
し
た
簡
の
第
一
次
繹
文
が
『
居
延
新
簡
』
と
し
て
刊

行
さ
れ
た
の
を
機
會
に
、
そ
の
出
土
地
貼
の
概
要
、
繹
文
を
主
携
し
た
人
員
を
紹
介

し
、
そ
の
内
容
の
特
色
が
、
詔
書
律
令
、
通
行
文
書
、
簿
籍
、
符
券
な
ど
で
あ
り
、

年
代
は
破
城
子
の
場
合
、
王
奔
か
ら
建
武
初
年
に
集
中
し
て
い
る
こ
と
、
「
寇
恩
冊
」

や
「
塞
上
蜂
火
品
約
」
冊
な
ど
の
よ
う
な
冊
書
類
、
劾
状
朋
が
集
中
し
て
出
た
こ

と
、
長
安
か
ら
河
西
に
至
る
騨
置
の
里
程
が
わ
か
っ
た
こ
と
な
ど
多
く
の
新
知
見
が

あ
る
こ
と
、
居
延
都
尉
の
人
名
と
年
代
、
甲
渠
候
の
人
名
と
年
代
、
部
の
隷
隠
闊
係

な
ど
の
基
本
的
な
知
識
が
確
賓
に
な
っ
た
こ
と
等
を
概
述
し
た
、
内
容
に
わ
た
る
一

九
七
三
ー
七
四
年
に
出
土
し
た
居
延
漢
簡
の
概
論
で
、
日
本
は
勿
論
、
中
國
で
も
最

初
の
論
文
で
あ
る
。

居
延
新
簡
、
相
封
子
一
九
三

0
年
出
土
的
居
延
漢
簡
而
言
。
甘
癖
居
延
考
古

隊
「
居
延
漢
代
遺
址
的
稜
掘
和
新
出
土
的
簡
冊
文
物
」
一
文
初
次
介
紹
居
廷
新

①
 

簡
。
甘
粛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編
『
居
延
新
簡
繹
梓
』
一
書
猿
表
了
居
延
新
簡

居
延
新
簡
概
述

居

延

新

簡

概

逮

②

③

 

的
一
些
精
華
。
最
近
、
『
居
延
新
簡
』
一
書
已
由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
此
書
牧
輯

了
破
城
子
和
第
四
隧
遺
址
出
土
的
全
部
新
簡
資
料
、
宮
的
出
版
射
簡
讃
學
、
秦

漢
史
學
乃
至
整
個
東
方
史
的
研
究
無
疑
是
一
件
大
事
。
以
下
介
紹
新
簡
的
出
士

整
理
情
況
及
我
到
一
些
問
題
的
認
識
。

居
延
新
簡
的
出
土
整
理

七

一
九
七
二
年
、
由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等
十
個
郡
門
組
成
了
居
延
考
古
隊
。
営
年

秋
、
該
隊
沿
着
額
演
納
河
進
行
了
南
起
金
塔
縣
雙
城
子
北
至
居
延
海
的
考
察
。

一
九
七
三
・
一
九
七
四
夏
秋
、
該
隊
劉
破
城
子
・
甲
渠
第
四
隧
．
肩
水
金
闊
逍

址
進
行
了
全
面
稜
掘
、
出
土
簡
讀
一
萬
九
千
餘
枚
。
一
九
七
六
年
夏
秋
、
該
除

又
在
額
清
納
旗
布
肯
托
尼
以
北
考
察
拉
獲
漢
簡
一
百
七
十
三
枚
。
此
後
、
該
隊

曾
多
次
赴
破
城
子
遺
址
核
査
拉
子
一
九
八
二
年
獲
漢
簡
二
十
枚
。

居
延
新
簡
絶
大
多
敷
是
木
簡
、
只
有
極
少
量
竹
簡
。
形
制
有
簡
．
雨
行
・
讀
・

狐
・
褐
・
封
検
・
削
衣
等
。
完
整
的
簡
讀
長
二
十
三
厘
米
左
右
、
最
長
逹
八
十

李

均

明



四
二
）

八
・
ニ
厘
米

(
E
P
T
五
七

・
1
0八
）
、
次
者
五
十
六
厘
米

(
E
P
T
五
ニ
・

居
延
新
簡
的
主
要
出
土
地
貼
都
是
一
九
一
―

1
0年
前
西
北
科
學
考
察
園
稜
掘
過

的
地
方
。
如
破
城
子
現
編
琥
E
P
、
薔
編
琥
A
8
゜
甲
渠
第
四
隧
現
編
琥
E
P

s四
、
薔
編
琥
T
-
。
肩
水
金
闊
現
編
琥
E

J
、
薔
編
琥
A
三
二
。
現
編
琥
一

般
取
漢
語
据
昔
的
第
一
個
字
母
、
如
「
E
」
表
示
額
清
納
旗
、
「
P
」
表
示
破
城

子
、
「
T
」
表
示
探
方
、
「
F
」
表
示
房
舎
遺
址
等
。

居
延
新
簡
的
整
理
工
作
始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
先
申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等
為
新
簡

建
立
資
料
楷
案
、
記
録
毎
一
枚
簡
讀
的
形
制
・
質
料
・
尺
寸
・
簡
文
等
。
一
九

④
 

七
八
年
起
、
由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
國
家
文
物
局
古
文
献
研
究
室
・
中
國
祉
會
科

學
院
歴
史
研
究
所
聯
合
進
行
整
理
拉
被
列
為
中
國
第
六
個
五
年
計
劃
社
會
科
學

古
代
史
重
貼
項
目
。
参
加
整
理
工
作
的
主
要
人
員
有
：
子
豪
亮
・
李
均
明
（
國

家
文
物
局
古
文
獣
研
究
室
）
、
岳
幣
湖
・
何
雙
全
・
任
歩
雲
（
甘
粛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
、
初
仕
賓
（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
、
謝
桂
華
・
朱
國
焙
（
中
國
祉
會
科

學
院
歴
史
研
究
所
）
。
整
理
的
後
期
階
段
、
劉
軍
女
士
（
國
家
文
物
局
古
文
獣

研
究
室
）
也
倣
了
許
多
工
作
。

居
延
新
簡
的
整
理
工
作
分
雨
歩
進
行
。
第
一
歩
是
封
破
城
子
・
第
四
隧
等
遺

址
出
土
簡
讀
的
整
理
、
其
成
果
就
是
現
在
已
経
猿
行
的
『
居
延
新
簡
』
繹
文
本

和
将
来
出
版
的
包
括
圏
版
和
稜
掘
報
告
在
内
的
八
開
精
装
本
。
繹
文
本
牧
入
五

十
個
探
方
（
含
房
舎
遺
址
）
出
土
的
八
千
一
百
五
十
一
二
枚
簡
讀
。
精
装
本
賂
牧

入
約
五
十
八
個
探
方
（
含
房
舎
逍
址
）
出
土
的
八
千
四
百
二
十
枚
簡
讀
。
第
二

歩
是
封
肩
水
金
閥
遺
址
出
土
的
壼
萬
餘
枚
簡
讀
的
整
理
、
現
已
完
成
初
歩
繹
文
、

律
令
之
類
尚
有
科
品
、
如

制
詔
納
言
：
其
令
百
遼
履
省
所
典
、
修
蕨
職
務
、
順
時
氣
゜

●
始
建
國

天
鳳
一
＿
一
年
十
一
月
戊
寅
下

E
P
T
五
九
・
六
一

文
末
通
常
書
「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干
支
下
」
、
以
示
開
始
生
放
。
律
令
本
文
如
：

囚
律
・
・
告
劾
母
軽
重
皆
闊
薦
所
二
千
石
官
。

E
P
T
1
0
・ニ

A

●
功
令
第
冊
五
：
候
長
・
士
吏
・
照
長
皆
試
射
、
射
十

IZI

E
P
T

五
一
•
四
一
七

上
文
前
一
例
為
囚
律
、
後
一
例
為
功
令
残
文
。
許
多
詔
書
律
令
出
現
在
其
セ

文
書
行
文
中
、
如

．．
 

稜
吏
卒
誨
命
給
珠
崖
軍
屯
有
罪
及
亡
命
者
赦
除
其
罪
詔
書
。
書
到
言
所
下

E
P
T
五
六
・
―
―
―
八

制
詔
御
史
：
秋
牧
倣
之
時
也
、
其
令
郡
諸
侯
曰

地
節
三
年
八
月
辛
卯
下

見
如

進
一
歩
的
整
理
工
作
正
在
制
定
計
劃
中
。

居
延
新
簡
的
内
容
特
貼

居
延
新
簡
的
内
容
、
就
練
餞
而
言
和
一
九
―
―

10年
出
土
的
奮
簡
是
相
同
的
、

官
何
大
多
都
是
由
子
嘗
時
的
屯
戌
活
動
而
産
生
的
各
類
文
書
和
楢
案
。
其
セ
書

籍
敷
量
根
少
。

文
書
中
主
要
是
官
文
書
、
有
詔
書
律
令
・
通
行
文
書
・
簿
籍
・
符
券
等
。
詔

書
是
皇
帝
的
命
令
、
《
史
記
・
秦
始
皇
本
紀
》
：
「
命
為
制
、
令
為
詔
」
新
簡
所

E
P
T
五
三
・
七

0
A

七
四



基
犯
四

種
。
下
行
文
書
如
．．
 

居
延
新
簡
概
述

E
P
F
ニ
ニ
・
ニ
ニ
ニ

●
捕
斬
匈
奴
虜
・
反
差
購
償
科
別

此
例
為
賞
科
標
題
簡
、
国
此
簡
隔
同
一
冊
的
凡
十
五
簡
。
品
如
蜂
火
品
約

（
全
文
略
、
見
E
P
F
一
六
．
―
|
ー
＇
一
六
）
)

通
行
文
書
稲
書
・
記
・
檄
等
。
従
運
行
方
向
考
察
有
下
行
•
平
行
・
上
行
三

甘
露
二
年
五
月
己
丑
朔
甲
辰
朔
（
朔
字
術
）
、
丞
相
少
史
充
、
御
史
守
少
史
仁

以
請
詔
有
逐
瞼
大
逆
無
道
故
廣
陵
王
脊
御
者
恵
同
産
茅
故
長
公
主
弟
卿
大
婢

外
人
、
移
郡
大
守
…
…
（
文
略
）
…
…
大
逆
同
産
常
坐
重
事
、
推
迩
未
窮
、

母
令
居
部
界
中
不
覺
。
得
者
書
言
白
報
、
以
郵
亭
行
、
詣
長
安
博
舎
。
重
事

嘗
奏
聞
、
必
謹
密
之
、
母
留
、
如
律
令
。

六
月
、
張
披
大
守
母
適
．
丞
動
敢
告
都
尉
卒
人
、
謂
縣
、
寓
移
書
到
、
趣
報
、

如
御
史
書
律
令
、
敢
告
卒
人
。
／
振
口
、
守
卒
史
安
國
・
佐
財
七
月
壬
辰
、

張
披
肩
水
司
馬
陽
以
秩
次
兼
行
都
尉
事
、
謂
候
・
〔
城
尉
〕
、
｛
烏
移
書
到
、
捜

索
郡
界
中
、
母
有
、
以
書
言
、
會
廿
日
、
如
律
令
。
／
橡
遂
、
守
隔
弘

七
月
乙
未
、
肩
水
候
福
謂
候
長
ロ
ロ
ロ
ロ
、
寓
移
書
到
、
捜
索
部
界
中
、
母

有
、
以
書
言
、
會
月
十
五
日
、
須
報
府
、
母

□

口
如
律
令
。
／
令
史
口

七
四

E
J
T
-
．
一
ー
三

従
此
例
可
以
看
出
下
行
文
書
逐
級
下
逹
的
過
程
、
下
行
文
書
文
末
通
常
書

「
如
律
令
」
或
「
如
詔
書
」
。
新
簡
所
見
上
行
文
書
大
部
分
是
候
官
上
報
都
尉

府
和
部
隧
上
報
候
官
的
文
書
、
如
：

建
武
四
年
五
月
辛
巳
朔
戊
子
、
甲
渠
塞
尉
放
行
候
事
敢
言
之
＂
府
書
曰
吏
民

五
鳳
四
年
八
月
奉
禄
簿

有
劾
五
千
四
百

賑
簿
本
文
如

候
一
人
六
千

尉
一
人
二
千

士
吏
三
人
三
千
六
百

凡
口
…
…
7l

□

IZl 

七
五

E
P
T

五
•
四
七

令
史
三
人
二
千
七
百

尉
史
四
人
二
千
四
百

候
史
九
人
其
一
人
候
史
拓

三
月
癸
未
、
甲
渠
守
候
博
移
居
延
、
窃
移
如
律
令
。

平
行
文
書
文
中
常
稲
「
移

x
x
」
、
此
類
文
書
数
量
較
少
。

簿
籍
包
括
賑
簿
和
名
簿
゜
賑
簿
的
種
類
恨
多
、
常
見
的
稲
謂
如
「
穀
出
入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簿
」
・
「
被
兵
簿
」
・
「
財
物
庖
」
・
「
賦
錢
侮
」
・
「
四
時
簿
」
．
「
日
作
簿
」
．
「
日
迩

⑪
 

簿
」
等
、
主
要
典
錢
•
財
・
糧
食
的
牧
支
和
人
員
考
勤
有
闘
。
名
籍
猶
今
之
花

⑫

⑬

⑭

 

名
冊
、
常
見
的
稲
謂
如
「
度
名
箱
」
・
「
被
兵
名
籍
」
・
「
賦
錢
名
籍
」
・
「
吏
卒
名

⑮

⑯

⑰

 

籍
」
・
「
増
努
名
籍
」
・
「
貰
賣
衣
財
物
名
箱
」
等
、
主
要
記
載
人
或
物
的
状
況
。

文
書
、
如

掠
調

時
禁
、
有
無
四
時
言
。

0
謹
案
部
吏
母
犯
四
時
禁
者
、
敢
言
之
。

E
P
F
ニ
ニ
・
五

0
A

E
P
F
ニ
ニ
・
五

O
B

建
昭
四
年
四
月
辛
已
朔
庚
戌
、
不
侵
候
長
齊
敢
言
之
。
官
移
府
所
移
郵
書
課

撃
曰
：
各
推
辟
郡
中
、
牒
別
言
、
會
月
廿
七
日
。

0
謹
推
辟
．．
 

案

過
書
刺
正
月
乙
亥
人
定
七
分
不
侵
卒
武
受
高
年
卒
蓋
、
夜
大
半
三
分
付
嘗
曲

卒
山
、
難
嗚
五
分
付
居
延
牧
降
亭
卒
世
。

E
P
T
五
ニ
・
八
三

上
行
文
書
文
末
通
常
書
「
敢
言
之
」
。
平
行
文
書
是
同
級
機
構
之
間
的
往
来

／
守
令
史
駿

E
P
T
四
八
・
七



此
例
詳
細
記
載
支
出
款
敷
、
未
載
人
名
。
名
籍
本
文
如
：

居
延
甲
渠
塞
有
秩
候
長
昭
武
長
壽
里
公
乗
張
忠
、
年
舟
三
、
河
平
三
年
十
月

庚
戌
除
、
史

此
例
詳
細
記
載
人
的
姓
名
・
籍
貫
・
年
齢
等
状
況
。

符
是
一
種
憑
證
、
種
類
根
多
、
新
簡
所
見
如
：

所
責
寇
恩
事
」
卯
巻
首
褐

3

E
P
T
五
一
・
一
―

E
P
T
四
四
・
ニ
―

第
廿
一
二
候
長
迩
符
左

第
廿
三
候
長
述
符
右

E
P
T
四
四
・
ニ
ニ

符
通
常
剖
分
為
二
或
二
以
上
し
E
P
T

二
六
•
六
：
「
…
…
覆
衆
迩
到
故
候

官
知
囃
所
出
符
、
符
左
留
官
。
」
嘗
事
各
方
各
執
一
符
。
典
符
形
制
相
似
的
有

契
券
、
如
E
P
T
五
七
・
七
一
一
・
・
「
元
康
二
年
十
一
年
丙
申
朔
壬
寅
、
居
延
臨

仁
里
耐
長
卿
貰
買
上
鴬
路
縣
直
里
常
壽
、
字
長
孫
、
青
復
締
一
雨
、
直
五
百
五

+
、
約
至
春
錢
畢
已
、
跳
子
方

lZl」。

上
述
文
書
紐
過
整
理
、
立
巻
、
蹄
椙
便
成
為
椙
案
。
立
巻
通
常
加
標
答
I

廣
如
「
寇
恩
冊
」
中
的
E
P
F
ニ
ニ
・
三
六
：
「
建
武
―
―
一
年
十
二
月
候
粟
君

新
簡
的
出
土
地
貼
比
較
集
中
、
冊
書
多
。
以
破
城
子
出
土
簡
贖
為
例
、
祖
簡

有
四
千
餘
枚
、
而
新
簡
逹
八
千
枚
。
檬
初
歩
統
計
、
新
簡
中
的
冊
書
可
逹
七
十

伶
、
其
中
許
多
冊
書
有
明
確
紀
年
、
有
些
冊
書
則
可
以
推
断
出
具
饒
年
代
。

新
簡
中
的
紀
年
簡
年
代
比
較
集
中
。
如
破
城
子
出
土
的
新
簡
中
、
王
非
至
建

武
初
年
的
紀
年
簡
伯
了
較
大
的
比
例
。
）
又
許
多
探
方
的
紀
年
簡
有
明
顕
的
年
代

傾
向
、
如
E
P
T
六
八
紀
年
簡
的
年
代
集
中
於
天
鳳
―
―
一
年
至
建
武
八
年
（
以
建

武
六
年
居
多
）
、

E
P
F
ニ
ニ
紀
年
簡
的
年
代
集
中
於
天
鳳
一
年
至
建
武
八
年

五
月
丁
丑
、
甲
渠
守
候
樽
移
居
延
、
寝
移
如
律
令
。

〇
状
辮
：
公
乗
居
延
靱
汗
里
、
年
冊
九
歳
、
姓
夏
侯
氏
、
為
甲
渠

E
P
T
六
八
・
九

候
官
斗
食
令
史
、
署
主
官
、
以
主
領
吏
備
盗
賊
為
職
。
士
吏
凋
匡

E
P
T

六
八
•

1
0
 

始
建
園
天
鳳
上
戊
六
年
七
月
壬
辰
除
署
第
十
部
土
吏
。
案
匡

E
P
T
五
五
・
―
―

居
延
獄
以
律
令
従
事
。

／
掠
諏

E
P
T
六
八

E
P
T
六
八
・
八

建
武
五
年
五
月
乙
亥
朔
丁
丑
、
主
官
令
史
諏
劾
移

（
以
建
武
三
年
至
建
武
七
年
居
多
）
、

E
P
T
五
和
E
P
T
五
八
紀
年
簡
的
年

代
集
中
於
早
期
之
地
節
和
元
康
年
琥
、

E
P
T
五
一
紀
年
簡
的
年
代
則
集
中
於

永
光
至
建
始
年
院
。
上
述
年
代
傾
向
封
簡
贖
的
分
期
断
代
有
重
要
的
参
考
債
俯
゜

新
簡
的
内
容
比
薔
簡
豊
富
。
除
了
「
寇
恩
冊
」
・
「
塞
上
蜂
火
品
約
」
等
人
門

所
熟
悉
的
之
外
、
又
如

．．
 

E
P
T
六
八
・
一

E
P
T
六
八
・
ニ

建
武
五
年
五
月
乙
亥
朔
丁
丑
、
主
官
令
史
諏
敢
言
之
。

謹
移
劾
朕
一
編
敢
言
之
。

甲
渠
塞
百
石
士
吏
居
延
安
闊
里
公
乗
凋
匡
、
年
舟
二
歳
、
始
建
國
天
鳳
上
戊

六
年

E
P
T

六
八
•
四

三
月
己
亥
除
署
第
四
部
、
病
欧
短
氣
、
主
亭
隧
七
所
、
芦
呼E

P
T

六
八
•
五

七
月

□

口
除
署
第
〔
十
〕
郡
、
士
吏
〔
凋
〕
匡
軟
弱
不
任
吏
職
、
以
令
斥
免

E
P
T

六
八
•
六

⑮
 

E
P
T
六
八
・
七

七
六



居
延
置
至
鰈
里
九
十
里

鰈
里
至
循
次
九
十
里

得
次
至
小
張
披
六
十
里
屋
蘭
至
産
池
五
十
里

此
例

(
E
P
T
五
九
・
五
八
二
）
詳
細
記
載
長
安
至
河
西
的
二
十
個
饂
的
里

程
、
途
鰹
京
兆
・
右
扶
風
・
北
地
・
安
定
・
武
威
・
張
披
等
郡
、
劉
確
定
漢
代

敦
煽
以
東
的
交
通
路
綾
有
重
大
意
義
。

官
去
府
七
十
里
、
書
一
日
一
夜
営
行
百
六
十
里
、
書
積
二
日
少
半
日
乃
到
、

解
何
？
書
到
各
推
辟
界
中
、

E
P
S
四
T
ニ
・
八

A

不
中
程
百
里
罰
金
半
雨
、
過
百
里
至
二
百
里
一
雨
、
過
二
百
里
二
雨
。

不
中
程
車
一
里
奪
吏
主
者
傍
各
一
日
、
二
里
奪
令

□

各
一
日
。

居
延
新
簡
概
述

E
P
S
四
T
ニ
・
八

B

必
得
、
事
案
到
如
律
令
、
言
會
月
廿
六
日
、
會
月
廿
四
日
。

日
勒
至
鉤
著
置
五
十
里

鉤
著
置
至
屋
蘭
五
十
里

湮
陽
至
平
林
置
六
十
里

平
林
置
至
高
平
八
十
里

烏
氏
至
湮
陽
五
十
里

E
P
T
六
八
・
ニ
―

軟
弱
不
任
吏
職
、
以
令
斥
免
。

此
例
為
劾
状
冊
、
未
見
於
博
世
古
籍
、
奮
簡
僅
有
残
篇
•
E
P
T

六
八
出
土

的
木
簡
大
部
分
是
劾
吠
、
敷
逹
二
百
餘
枚
、
又

E
P
F
-
―
二
亦
有
許
多
劾
吠
冊
、

官
是
研
究
漠
代
訴
訟
制
度
的
珍
貴
資
料
。

長
安
至
茂
陵
七
十
里

茂
陵
至
決
置
舟
五
里

決
置
至
好
止
七
十
五
里

好
止
至
義
置
七
十
五
里

媛
園
至
居
延
置
九
十
里

月
氏
至
烏
氏
五
十
里

酬
丹
至
日
勒
八
十
七
里

七
七

此
例
為
一
木
漬
、
正
面
書
闊
於
博
書
留
涅
的
責
問
、
背
面
所
書
或
為
行
書
律

以
上
僅
畢
三
例
｝
穂
言
之
、
新
簡
所
見
内
容
補
充
了
編
簡
及
偉
世
古
籍
所
鋏
、

渉
及
了
漠
代
政
治
・
経
済
・
軍
事
・
文
化
等
領
域
。

居
延
新
簡
的
基
礎
伍
究

居
廷
新
・
菌
簡
中
的
絶
大
多
数
出
土
時
始
散
胤
・
残
断
・
編
次
無
序
的
。
因

此
、
瞭
解
℃
的
本
来
面
目
劉
提
高
右
的
史
料
債
但
共
有
重
要
意
義
。
酎
簡
讀
本

身
的
認
識
過
程
、
筆
者
稲
之
為
基
礎
研
究
ー
ー
至
少
包
括
簡
冊
的
綴
合
復
原
・

分
期
断
代
・
文
書
分
類
和
到
産
生
官
的
背
景
條
件
的
認
識
。

許
多
學
者
倣
過
居
延
奮
簡
的
基
礎
研
究
、
例
如
陳
夢
家
先
生
到
屯
戌
組
織
的

⑲

⑳

⑪

 

研
究
、
大
庭
脩
先
生
簡
冊
復
原
研
究
、
永
田
英
正
先
生
的
簡
讀
分
類
等
、
已
緑

為
新
簡
的
軒
究
打
下
了
一
艮
好
的
甚
礎
。
居
延
新
簡
的
出
土
地
貼
和
侶
簡
相
同
、

今
後
的
基
礎
研
究
固
然
衰
括
新
・
告
簡
。

闊
於
居
延
新
簡
的
綴
合
復
原
、
甘
糀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的
何
雙
全
先
生
已

着
手
捜
照
片
和
原
件
進
行
工
作
。

文
書
分
類
是
比
較
復
雑
的
課
題
、
分
類
可
以
従
不
同
的
角
度
進
行
。
我
倣
研

⑫
 

究
時
就
曾
不
断
更
換
角
度
、
如
「
漠
簡
所
見
出
入
符
・
偉
奥
出
入
名
籍
」
、
「
封

⑬
 

検
題
署
考
略
」
二
文
比
較
多
地
考
慮
簡
讀
自
身
的
性
質
、
而
「
居
延
漢
簡
債
務

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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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書
述
略
」
和
「
漢
簡
所
見
行
書
文
書
述
略
」
二
文
則
側
重
於
按
事
類
劃
分
。

上
述
考
察
只
是
局
部
的
、
而
基
礎
研
究
需
要
倣
的
是
根
捜
簡
讀
自
身
的
性
質
、

封
官
進
行
全
面
係
統
的
分
類
。

本
文
。



開
於
居
延
漢
筒
的
分
期
断
代
、
除
新
葬
簡
之
外
、
還
没
有
人
倣
過
全
面
的
研

究
。
居
延
漢
簡
大
部
分
是
隔
於
西
漠
昭
帝
至
東
漢
光
武
帝
時
期
的
（
約
従
公
元

前
八
十
年
代
至
公
元
三
十
年
代
）
、
従
大
的
範
園
可
以
劃
分
為
西
漢
•
新
非
・
東

漢
初
三
個
時
期
。
毎
個
時
期
都
有
一
定
的
時
代
特
徽
、
主
要
表
現
在
数
量
詞
・

職
官
・
地
名
等
。
要
進
行
更
細
的
劃
分
、
則
筆
者
認
為
可
以
従
紀
年
簡
和
能
推

断
出
具
腔
年
代
的
簡
冊
入
手
、
通
過
典
之
相
闊
的
具
證
人
物
、
係
聯
出
一
係
列

年
代
範
園
比
較
小
的
簡
讀
群
（
因
為
毎
個
具
饒
人
物
的
任
職
期
和
生
存
期
網
是

有
限
的
）
。
如
E
P
T
五
九
・
一
九
一
ー
ニ
ニ
八
所
見
天
鳳
四
年
冊
書
中
出

⑱
 

現
的
人
名
逹
二
十
八
人
次
、
通
過
毎
個
具
餞
的
人
便
可
以
係
聯
出
同
一
時
期
的

許
多
簡
讀
。

主
要
官
員
的
任
職
期
到
簡
讀
的
分
期
断
代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在
劉
軍
女
士
的

協
助
下
、
我
曾
紐
排
列
過
居
廷
都
尉
和
甲
渠
的
次
第
（
考
證
別
文
装
表
。
下
文

「
|
」
表
示
年
代
的
延
伸
、
所
列
年
琥
不
是
任
免
時
間
而
是
任
職
年
代
的
可

能
上
下
限
）
、
如
：

居
延
都
尉
章

居
延
都
尉
渭

居
延
都
尉
徳

居
延
都
尉
萬
年

居
延
都
尉
誼

居
延
都
尉
承

居
延
都
尉
萬
歳

居
延
都
尉
湯

河
平
元
年
l

永
始
五
年

河
平
三
年
1

元
壽
二
年

年
代
範
園
末
詳

ー

河

平

元

年

l

河
平
―
―
一
年

年
代
範
園
未
詳

年
代
範
園
未
詳

—
五
鳳
三
年
ー
_
甘
露
二
年

l

居
延
都
尉
博

居
延
都
尉
豊

延
城
大
尉
元

居
延
都
尉
諮

居
延
都
尉
宗

甲
渠
候
破
胡

甲
渠
候
漢
彊

甲
渠
守
候
笙

甲
渠
候
任
喜

甲
渠
候
誼

甲
渠
守
候
順

甲
渠
候
顕

甲
渠
候
護

甲
渠
候
隆

甲
渠
守
候
政

甲
渠
（
溝
）
候
放

甲
溝
守
候
遷

甲
溝
守
候
恭

甲
溝
守
候
陽

天
鳳
三
年
ー
~
地
呈
四
年

天
鳳
五
年
ー
ー
地
皇
四
年
十
一
月

|
ー
元
始
六
年

元
始
六
年
ー
—
天
鳳
一
一
一
年

ー

天

鳳

五

年

永
始
元
年
1

元
延
二
年

永
始
四
年
I

河
平
五
年

稗
爵
三
年
ー
~
甘
露
四
年

甘
露
＝
―
-
年
ー
—
初
元
四
年

ー

建

武

八

年
I

⑰
 

年
代
範
園
未
詳

以
上
共
十
五
個
居
延
都
尉
。

居
成
尉
仮

守
居
延
都
尉
蕨

永
始
五
年
ー
ー
王
奔
居
振

I

王
非
居
振
I

王
非
居
振
1

地
皇
三
年

l

地
皇
三
年

l

ー

建

武

五

年

l

ー

誹

爵

四

年

甘
露
四
年
ー
'
_
建
始
元
年

永
光
五
年
1

陽
朔
三
年

陽
朔
三
年
ー
ー
永
始
五
年

七
八



甲
渠
守
候
獲

甲
渠
守
候
循

甲
渠
守
候
誠

甲
渠
候
獲

甲
溝
守
候
弘

甲
溝
候
獲

年
代
範
園
未
詳

地
皇
四
年
八
月

ー

更

始

二

年
l

建
世
二
年
1

建
武
四
年

建
武
三
年
十
二
月
建
武
七
年

建
武
五
年
ー
~
建
武
八
年

建
武
七
年
l

甲
渠
守
候
博

甲
渠
守
候
憲

甲
渠
守
候
一
艮

甲
渠
守
候
相
年
代
範
間
未
詳

甲
渠
守
候
鴬
年
代
範
園
未
詳⑱

 

上
述
所
見
甲
渠
候
共
二
十
五
人
次
。
従
奥
居
延
都
尉
和
甲
渠
侯
有
闘
的
簡
讀

中
又
可
以
係
聯
出
他
何
的
許
多
屈
官
（
如
塞
尉
・
令
史
・
尉
史
等
）
。
破
城
子

和
第
四
隧
遺
址
出
土
的
簡
贖
文
書
、
絶
大
多
数
輿
上
述
居
延
都
尉
・
甲
渠
候
以

及
他
門
的
陽
官
直
接
相
開

3

産
生
居
延
漢
簡
的
背
最
條
件
主
要
是
指
嘗
時
撰
寓
運
用
這
些
文
書
的
機
構
和

人
員
。
了
解
這
些
背
景
、
関
理
解
簡
讀
的
内
容
十
分
重
要
。
根
披
居
廷
奮
簡
的

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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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
房
餘
・
陳
夢
家
・
永
田
英
正
等
先
生
封
居
延
地
犀
的
屯
戌
機
構
都
曾
作

了
比
較
詳
盪
的
考
證
。
居
延
祈
簡
則
能
提
供
更
多
的
資
料
、
解
決
以
往
未
能
完

全
解
決
的
問
題
。
例
如
．．
 

闘
於
甲
渠
候
官
的
規
模
、
許
多
學
者
根
撼
奮
簡
蹄
納
出
各
種
結
論
、
僅
畢
三

例
：
榜
餘
先
生
認
為
甲
渠
塞
擁
有
六
個
郡
・
五
十
三
隧
・
吏
員
一
百
人
・
卒
員

居
延
新
簡
概
述

更
始
二
年
七
月
ー
~
更
始
一
一
一
年

更
始
―
一
年
1

漢
元
始
廿
六
年

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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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百
四
十
人
以
上
。
陳
夢
家
先
生
認
為
甲
渠
塞
擁
有
二
十
個
郡
・
九
十
二
隧
．

⑲
 

吏
員
一
百
一
二
十
人
・
卒
員
二
百
四
十
人
。
永
田
英
正
先
生
認
為
甲
渠
塞
擁
有
二

⑭
 

十
一
個
部
・
九
十
八
隧
．
吏
員
一
百
三
十
人
・
卒
員
五
百
人
。
上
述
結
論
都
有

可
取
之
虞
。
筆
者
根
披
新
・
倍
簡
綜
合
蹄
納
、
則
認
為
甲
渠
塞
通
常
擁
有
十
個

部
・
八
十
隧
左
右
．
吏
員
一
百
八
人
・
卒
員
二
百
四
十
至
三
百
人
不
等
、
而
且

可
以
明
確
大
部
分
部
隧
的
隷
陽
闘
係
、
如
：

⑮
 

萬
歳
郡
隷
厩
隧
有
：
萬
歳
、
却
適
、
臨
之
、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隧
。

⑯
 

第
四
郡
隷
屈
隧
有
・
・
臨
桐
、
第
四
至
第
六
隧
。

第
十
部
隷
濁
認
有
•
•
第
十
至
第
十
六
隧
。

第
十
七
部
隷
薦
隧
有
：
第
十
七
至
第
廿
二
麟
。

⑲
 

第
廿
一
一
一
部
隷
隔
隧
有
：
箕
山
、
第
廿
―
―
一
至
第
舟
八
隧
。

絣
庭
部
隷
薦
隧
有
・
・
絣
庭
、
第
舟
至
第
舟
八
犀
゜

⑪
 

臨
木
郡
隷
藤
隧
有
：
臨
木
、
窮
虜
、
木
中
、
終
古
、
武
賢
、
望
虜
隧
。⑫

 

誠
北
郡
隷
隔
隧
有
・
・
誡
北
、
武
彊
、
倶
南
、
執
胡
、
口
虜
、
倶
起
隧
。

呑
遠
郡
隷
励
隧
有
：
執
胡
（
見
上
、
或
為
臨
界
濁
、
隷
蜀
開
係
曾
愛
動
）
、

⑮
 

制
虞
、
驚
虜
、
呑
遠
、
呑
北
、
次
呑
、
萬
年
、
平
虜
隧
。

＠
 

不
侵
部
隷
隔
隧
有
・
・
不
侵
、
常
曲
、
止
害
、
馴
望
、
止
北
、
察
微
、
伐
胡
隧
。

十
部
中
萬
歳
、
第
四
、
第
十
、
第
十
七
、
第
廿
一
―
-
、
絣
庭
部
地
慮
河
北
塞
、

臨
木
、
誠
北
、
呑
遠
、
不
侵
地
虜
河
南
塞
、
毎
個
部
長
約
二
十
漠
里
、
雨
條
防

綾
近
似
平
行
、
使
甲
渠
塞
呈
雙
防
錢
結
楷
。

十
郡
的
建
制
存
在
子
較
長
的
歴
史
年
代
、
官
大
約
反
映
了
西
漢
末
•
新
葬
・

東
漢
初
的
情
形
。
従
各
郡
出
現
的
最
早
紀
年
簡
考
察
、
十
郡
建
制
形
成
的
年
代



第
十
部

約
在
漢
元
―
帝
登
極
前
後
。
各
部
紀
年
簡
的
最
早
紀
年
如
下
：

萬
歳
部
五
鳳
四
年
（
公
元
前
五
十
四
年
）⑯

 

第
四
部
甘
露
二
年
（
公
元
前
五
十
二
年
）⑰

 

第
十
部
五
鳳
四
年
（
公
元
前
五
十
四
年
）⑱

 

第
十
七
部
甘
露
二
年
（
公
元
前
五
十
二
年
）⑲

 

第
廿
三
郡
甘
露
二
年
（
公
元
前
五
十
一
年
）

⑲
 

絣
庭
部
神
爵
二
年
（
公
元
前
六
十
年
）

R
 

臨
木
部
五
鳳
二
年
（
公
元
前
五
十
六
年
）＠

 

誠
北
郡
建
昭
五
年
（
公
元
前
＝
―
-
十
五
年
）＠

 

呑
遠
郡
五
鳳
四
年
（
公
元
前
五
十
四
年
）

上
述
諸
部
所
見
最
早
年
琥
以
五
鳳
、
甘
露
居
多
、
営
非
偶
然
、
甲
渠
塞
的
興

盛
始
於
此
時
、
至
遅
在
漢
元
＿
帝
建
昭
年
間
、
十
郡
的
建
制
形
成
。
下
例
為
一
冊

書
、
較
完
整
地
證
現
十
郡
建
制
的
情
形
：

第一――一郡

弦
三
十
枚

弦一
1

―-+―
1

――

弦
二
十
黍

嚢
矢
三
千
五
百
、
見
千
一

1

一
一
百
五
十
、
簿
出
見
千
＝
―
-
百

出
九
百
゜

嚢
蚕
矢
二
千
一

1

―
一
百
、
見
千
二
十
八
、
少
一
,11

百
黍
十
二
、

二
、
少
六
百
一
＝
一
十
八
、
甲

甲 出
黍
百
九
十
五
゜

今
簿
出
寅
矢
二
百
八
十
一
―
―
―
。

萬
歳
部

E
P
F
ニ
ニ
・
一
七
七

E
P
F
ニ
ニ
・
一
七
六

亜
矢
二
千
黍
百
、
見
千
九
百
。

室
矢
千
二
百
。

f

J

E

P

F

ニ
ニ
・
一
七
五

棄
矢
三
千
五
十
、
見
二
千
二
百
五
十
五
、
候
長
言
簿

〔
蛮
〕
矢
二
千
五
百
五
十
、
見
千
九
百
六
十
六
、
少
、

亜
矢

蛮
矢
萬
黍
千
五
百
黍
十
八
、
又
官
―
―
―
一
千
一

1

一
一
百
、
凡
二
萬
一
千
九
百

奈
十
八
。

E
P
F
ニ
ニ
・
一
八
五

最
凡
、
合
計
。
合
計
中
只
有
蛮
矢
数
。
官
、
候
官
、
此
虞
指
甲
渠
候
官
障
。

統
計
中
無
薬
矢
総
敷
。
諸
郡
蛍
矢
紐
敷
為
一
寓
七
千
五
百
七
十
八
枚
。
今
所
見

唯
絣
庭
部
因
字
迩
不
清
而
無
法
確
知
其
蚕
矢
敷
、
其
餘
九
部
現
存
蛮
矢
一
萬
五

0
最
凡

不
侵
部

呑
遠
部

棄
矢
三
千
五
百
、
見
―
―
―
千
二
日
、
少
＝
11

一百。

蛮
矢
二
千
一
―
―
一
百
、
五
百
五
十
、
見
二
千
三
百
、
少
百
。

E
P
F
ニ
ニ
・
一
八
二

稟
矢
二
千
二
百
、
見
二
千
一
百
六
十
九
、
少
三
十

今
蚕
矢
千
八
百
五
十
、
故
二
千
一
百
、
今
千
八
百

一
、
故
二
千
黍
百
、
今
二
千
一
百
六
十
九
、
少
五
百
―
―
-
+
-
。

五
十
、
少
三
百
、
少
五
百
三
十
一
。

E
P
F
ニ
ニ
・
一
八
三

誠
北
郡

弦一
1

予
一
十
黍

第
二
十
―
―
一
部

弦
三
十
黍

糸
弦
五
十
一

1

――

糸
弦
一

1

―-+-―――

弦
玄
一
十
八

今
少
六
百
三
十
九
゜

桑
矢
一
二
千
一
百
、
見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
少
九
百
五
十
。

蚕
矢
二
千
三
百
、
見
一
一
千
二
日
、
少
二
百
。

E
P
F
ニ
ニ
・
一
七
八

稟
矢
三
千
一

1

一
一
百
、
見
二
千
六
百
、
少
八
百
。

室
矢
二
千
五
百
五
十
、
見
千
一

1

一
一
百
、
少
千
一
百

E
P
F

ニ
―
―
•
一
七
九

薬
矢
一
二
千
三
百
五
十
・
:
・
:

蚕
矢
口
千
三
・
'
:
'
•
E
P
F

ニ
ニ
・
一
八
〇

亜
矢
三
千
、
見
二
千
五
百
六
十
一
、
少
―
―
―
十
九
、

蚕
矢
二
千
一
百
、
見
千
八
百
、
今
少
三
百
。

E
P
F
ニ
ニ
・
一
八
一

亜
矢
三
千
一
百
五
十
、
今
見
二
千
五
百
、
少
六
百
五
十
。

蛮
矢
二
千
一
百
、
見
千
八
百
、
少
三
百
゜

E
P
F
ニ
ニ
・
一
八
四

糸
弦
一

1

――十六

推
木
郡

弦
□

ロロ

絣
庭
部

五
十
゜

第
十
黍
部

八

0



千
四
百
一
二
十
八
枚
、
興
穂
敷
相
比
差
二
千
一
百
四
十
枚
、
根
攘
諸
部
棄
矢
典
蚕

矢
原
有
敷
的
比
例
（
如
第
十
郡
原
有
棄
矢
三
千
五
百
枚
・
蛮
矢
二
千
四
百
枚
、

第
二
十
＿
―
-
郡
原
有
棄
矢
一
二
千
四
百
枚
・
蛮
矢
二
千
五
百
枚
、
今
見
絣
庭
部
原
有

棄
矢
一
＿
一
千
一
二
百
五
十
枚
、
其
蛮
矢
敷
営
不
低
子
二
千
枚
）
、
此
敷
常
為
絣
庭
郡
現

存
蛮
矢
的
敷
量
、
セ
不
可
能
再
分
腸
雨
個
郡
、
故
簡
文
所
見
十
個
部
常
為
甲
渠

塞
腸
部
的
全
敷
。

新
・
奮
居
延
漢
簡
所
見
上
述
十
部
紀
年
簡
出
現
的
較
晩
年
琥
都
不
超
過
建
武

八
年
。
擦
E
P
F
一
六
・
―
―
一
六
至
五
七
琥
簡
、
建
武
八
年
十
一
月
閲
甲
渠
塞
曾

有
戦
事
、
営
時
敵
方
騎
兵
「
衣
鎧
負
魯
」
・
「
攻
居
隧
不
居
隧
、
盛
壊
塙
」
、
劉
甲

渠
塞
進
行
了
全
綾
掃
蕩
、
甲
渠
塞
守
尉
曾
稜
文
「
恐
不
能
自
守
」
、
建
武
八
年

以
後
甲
渠
候
官
的
活
動
中
止
嘗
興
此
有
闊
。
直
至
東
漢
中
期
、
甲
渠
官
才
恢
復

R

@

R

 

活
動
、
新
簡
所
見
年
琥
如
漢
和
帝
永
元
二
年
・
永
元
十
年
・
永
元
十
三
年
・
漢

＠
 

安
帝
永
初
五
年
等
。
八
二

E
P
C
.
――
-
A•• 

「
大
康
四
年
九
月
十
日
、
遣
照
石

興
十
四
日
半
至
石
相

□

」
。
大
（
太
）
康
、
晉
武
―
帝
年
琥
。
太
康
四
年
、
公
元

二
百
八
十
三
年
。
勝
、
領
兵
小
吏
、
隈
見
於
棲
蘭
出
土
文
書
。
此
簡
反
映
、
太

康
年
間
甲
渠
塞
仰
有
軍
事
活
動
。

必
須
説
明
、
上
述
十
個
部
的
建
制
不
是
一
開
始
就
有
、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麦
的
。

R

⑲

 

在
上
述
十
個
部
名
之
外
、
簡
文
尚
見
「
部
北
部
」
、
又
見
「
牧
降
候
長
」
、
「
第
一
―
―

＠
 

郡
」
等
。
但
在
十
部
建
制
形
成
後
、
所
謂
「
第
三
部
」
在
萬
歳
部
範
園
之
内
、

「
郡
北
部
」
在
第
十
部
範
園
之
内
、
「
牧
降
候
長
」
所
管
轄
濁
居
延
候
官
範
園
、

未
能
推
醜
十
部
建
制
的
恨
説
。

居
延
薔
簡
遺
的
基
本
問
題
之
一
是
序
敷
隧
和
賓
名
隧
的
閥
係
。
陳
夢
家
認

居
延
新
簡
概
述

八

為
：
「
甲
渠
塞
的
専
名
隧
和
序
敷
隧
二
者
或
有
代
用
的
可
能
、
如
此
則
此
塞
的

隧
敷
将
減
去
一
半
、
闘
於
此
事
、
因
都
鋏
乏
直
提
的
證
攘
、
不
能
肯
定
何
者
為

＠
 

是
。
」
呉
昌
廉
在
「
居
延
漢
簡
中
甲
渠
郡
塞
所
展
的
序
敷
隧
」
一
文
中
窟
道
：

⑲
 

「
在
序
敷
的
隧
名
之
外
、
還
各
有
専
名
的
説
法
是
可
能
成
立
的
。
」
新
簡
所
見

部
隧
隷
腸
闘
係
萬
歳
部
・
第
四
部
・
第
廿
一
＿
一
部
・
絣
庭
郡
中
郎
有
序
敷
隧
也
有

寅
名
隧
、
證
明
序
敷
隧
和
賓
名
隧
拉
不
代
用
。

又
、
閥
於
「
甲
渠
部
」
亦
是
有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
居
延
新
・
薔
簡
稲
某
某
部

者
根
多
、
上
文
所
述
十
郡
中
的
侮
一
部
大
多
出
現
十
餘
次
、
唯
獨
稲
「
甲
渠
郡
」

的
還
未
見
。
但
別
一
方
面
、
稲
「
甲
渠
候
長
」
者
出
現
十
餘
次
、
稲
「
甲
溝
候

長
」
・
「
甲
渠
候
史
」
者
出
現
数
次
、
比
其
セ
各
部
出
現
的
這
類
名
稲
多
。
這
種

似
乎
相
互
矛
盾
的
現
象
只
能
表
明
・
・
在
上
文
所
述
十
部
的
建
制
形
成
之
後
、

「
甲
渠
部
」
是
不
存
在
的
所
謂
「
甲
渠
（
溝
）
候
長
・
候
史
」
乃
乏
指
甲
渠
塞

展
下
諸
部
的
候
長
・
候
史
、
如
E
P
T
六
八
・
一
六
五
、
一
六
六
：
「
趙
氏
為

甲
渠
候
長
、
署
第
十
部
、
以
主
領
吏
述
候
備
寇
虜
盗
賊
為
職
、
逗
十
二
月
」
趙

氏
事
賓
上
是
第
十
部
的
候
長
、
甲
渠
候
長
乃
乏
指
。
又
『
合
校
』
四
・
九

．．
 

「
故
甲
渠
候
長
唐
博
前
為
甲
渠
絣
庭
候
長
、
今
年
正
月
中
坐
榜
卒
撃
獄
、
七
月

廿
」
唐
博
為
絣
庭
候
長
、
甲
渠
候
長
亦
乏
指
゜

『
合
校
』
二
六
七
・
一
五
・
・
「
五
鳳
五
年
二
月
丁
酉
朔
乙
丑
、
甲
渠
候
長
禍

敢
言
之
：
謹
移
日
迩
簿
一
編
敢
言
之
。
」
背
面
「
／
候
史
定
」
。
簡
文
所
見
候
長

幅
・
候
史
定
専
指
甲
渠
部
的
候
長
・
候
史
的
可
能
性
根
大
、
官
或
反
映
十
部
建

制
形
成
前
的
情
形
。
叉
鵜
飼
昌
男
先
生
口
頭
指
出
「
甲
渠
候
官
障
内
可
能
設
甲

渠
候
長
」
、
可
備
一
説
。



⑨
 

⑧
 

⑦
 

⑥
 

E
P
F
-

―
―
-
•
四
六
八
A

絡
言
之
、
基
礎
妍
究
渉
及
的
課
題
根
多
、
還
需
要
大
家
共
同
努
力
去
解
決
、

本
文
旨
在
拗
碍
引
玉
而
己
。

註①
甘
粛
居
延
考
古
隊
・
・
「
居
延
漢
代
遺
址
的
稜
掘
和
新
出
土
的
簡
冊
文
物
」
、
『
文
物
』

一
九
七
八
年
第
一
期
。
此
文
在
甘
粛
省
文
物
工
作
隊
、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合
編
『
漢
簡

研
究
文
集
』
重
新
刊
登
時
作
了
個
別
修
改
゜

②
甘
粛
省
文
物
考
古
妍
究
所
・
・
『
居
延
新
簡
繹
粋
』
、
蘭
州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年
。
以
下
簡
稲
『
繹
粋
』
。

③
甘
粛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
文
化
部
古
文
獣
研
究
室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歴
史
研
究
所
合
編
・
・
『
居
延
新
簡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0
年。

④
現
分
為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和
甘
粛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

⑤
●
甲
渠
候
官
初
元
二
年
六
月
穀
出
入
簿

E
P
T
五
三
・
―
―
―
―
ニ

始
建
國
一

1

―
一
年
壷
五
年

蕊
六
月
穀
出
入
簿

E
P
T
五
九
・
三
一
九

吏
卒
被

隧
兵
簿

E
P
T
五

0
．
一
七
五

A
.
B

●
紳
爵
一
一
年
絣
庭
部
吏
卒
被
兵
及
留
兵
簿
●
図

E
P
T

五
一1
1
•三
六

●
甲
渠
侯
官
緩
和
元
年
八
月
財
物
簿

E
P
T
五
0
・
ニ
八

建
武
四
年
五
月
辛
巳
朔
戊
子
、
甲
渠
塞
尉
放

□

口

謹
移
正
月
盛
六
月
財
物
簿
一
編
敢
言
之
。

E
P
F
ニ
ニ
・
五
五

A

建
武
四
年
五
月
辛
巳
朔
戊
子
、
甲
渠
塞
尉
放
行
候
事
敢
言
〔
之
〕

謹
移
四
月
盛
六
月
賦
錢
簿
一
編
敢
言
之
。

E
P
F
ニ
ニ
・
五
四

A

隧
緩
和
元
年
十
月
盛

E
P
T

九
•
五
A

隧
十
二
月
四
時
簿

E
P
T
九
・
五

B

新
始
建
國
地
皇
上
戊
二
年

黍
月
盛
九
月
一

1

―一時簿

蕊

⑱
此
簡
亦
可
能
位
於

E
P
T
六
八
．
―
二
之
後
。

⑲
陳
夢
家
・
・
『
漢
簡
綴
述
』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0
年。

⑳
大
庭
脩
：
『
秦
漢
法
制
史
の
研
究
』
、
創
文
社
、
一
九
八
二
年
。
又
平
成
元
年
度
日

本
文
部
省
科
學
研
究
費
補
助
金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之
一
『
居
延
出
土
の
詔
書
冊
』
。

⑰ ⑯
 

⑮ ⑭
 

⑬
 

⑫ ⑪ ⑩
 
●
建
始
元
年
六
月
省
卒
安
日
作
簿

元
康
二
年
七
月
戊
辰
朔

IZI

図
口
亭
日
作
簿
一

IZI

永
光
四
年
八
月
戊
申
朔
丁
丑
、
臨
木
候
長
図

謹
移
吏
日
迩
簿
一
編
敢
言
之
。

河
平
＝
一
年
十
月
丙
戌
朔
癸
丑
、
誠
北
候
史
章
敢
言
之
謹
移

十
月
吏
卒
日
迩
簿
一
編
敢
言
之
。

E
P
T
五
一
・
―

1
0七

始
建
國
―
―
一
年
十
月
丁
巳

IZI

移
卒
凜
名
籍
一
図

E
P
T
五
・
ニ
七

吏
卒
凜
名
籍

E
P
T
五
ニ
・
四
二
四

●
甲
渠
第
廿
一
ー
一
部
黄
龍
元
年
六
月
卒
被
兵
名
籍

E
P
T
五
ニ
・
八
六

初
元
五
年

隧
戌
卒
被
兵
名

籍

E
P
T
五
三
・
ニ

0
九

居
墨
一
年
二
月
甲
寅
朔
辛
酉
、
甲
渠
部
候
放
敢
言
之
。
謹
移
正
月
證
一
一
一
月
吏
奉

賦
名
籍
一
編
敢
言
之
。

E
P
T
八

・
-
A

居
延
甲
渠
候
官
鴻
嘉
一
―
一
年
七
月
盛
九
月
吏
名
籍

E
P
T
五
0
・
1―――

隧
□
卒
名
籍

E
P
T

五
0
•
一
八
一
B

●
右
五
命
上
大
夫
噌
傍
名
籍

E
P
T
五
・
-
＝
ニ

●
右
□

□

口
簿
・
噌
傍
名
籍
・
射
妥
書

E
P
T
10・ 
七

甘
露
―
―
一
年
戌
卒
行
道
貰
賣

蕊
衣
財
物
名
籍
□
□

E
P
T

五
一
―
-
•
-
―
―
八

●
不
侵
候
長
尊
部
甘
露
三
年
戌
卒
行
道
貰
買
衣
財
物
名
籍

E
P
T
五
六
・
ニ
五
一
―
―

八

E
P
T
五
ニ
・
五
一

E
P
T

五
八
•
四
七

E
P
T

四
八
•
一



⑪
永
田
英
正
・
・
『
居
延
漢
簡
の
研
究
』
、
同
朋
舎
、

⑫
見
『
文
史
』
第
十
九
輯
゜

⑬
見
『
文
物
』
一
九
九

0
年
第
十
期
。

⑳
見
『
文
物
』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十
一
期
。

⑮
見
甘
粛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編
・
・
『
秦
漢
簡
贖
論
文
集
』
、
甘
粛
人
民
出
版
祉
、

九
八
九
年
。

⑮
二
十
八
人
次
為
簡
首
所
書
人
名
、
簡
尾
所
書
代
領
人
未
計
算
在
内
、
計
有
・
・
宋
長
、

潟
長
、
馬
艮
、
李
崇
、
呂
普
、
張
桐
、
趙
党
、
賜
林
、
劉
武
、
口
陽
、
朱
普
、
郷
相
、

鄭
欽
、
王
嘗
、
苗
護
、
朱
口
、
周
年
、
張
業
、
石
隆
、
邦
厳
、
必
一
艮
、
餘
永
、
章
明
、

楊
覇
、
張
護
、
董
覇
、
周
憚
、
豊
艮
。
冊
書
簡
文
太
長
、
不
全
引
出
、
僅
畢
一
例
以

附
助
讀
者
理
解
・
・
尉
史
李
崇
十
月
緑
大
黄
布
十
三
枚
十
二
月
辛
未
自
取

n

(
E
P
T
五
九
・
一
九
四
）

⑰
渉
及
簡
文
較
多
、
毎
個
都
尉
僅
畢
一
簡
例
、
按
順
序
排
列
：

十
一
月
辛
丑
、
賂
兵
護
民
田
官
居
延
都
尉
章
IZI

候
官
・
・
寓
移
書
到
、
以
簿
餘
穀
道
里
便
凜
、
昇
留
如
律

I
Z
I
E
P
T五
七
•
-
O
A

（
前
文
省
略
）
／
十
二
月
辛
未
、
賂
兵
護
民
田
官
居
延
都
尉
渭
・
城
倉
長
萬
兼
行

〔

丞

事

〕

（

後

文

省

略

）

『

合

校

』

二

七

八

・

七

A

五
鳳
一
一
一
年
十
月
甲
辰
朔
甲
辰
、
居
延
都
尉
徳
・
丞
延
壽
敢
言
之
。
甲
渠
候
漢
彊
書

言
候
長
賢
日
迩
積

三
百
廿
一
日
、
以
令
賜
賢
努
百
六
十
日
半
日
。
謹
移
賜
努
名
籍
一
編
敢
言
之
。

『
合
校
』
一
五
九
・
一
四

図
都
尉
萬
年
・
丞

□

下
甲
渠
部
候
承
書
従
事

図
書
／
橡
仁
・
卒
史
ロ
・
守
麗
ロ
・
書
佐
宜

E
P
T
五
―
．
一
―
-
三
六
A

河
平
元
年
八
月
戊
辰
朔
戊
子
、
居
延
都
尉
誼
．
丞
直
謂
居
延
甲
渠
部
候
・
・
箕
山
照

長
潟
利
不
在
署
•
第

十
一
照
卒
高
青
不
候
、
移
書
、
瞼
問
、
案
致
言
、
會
月
十
八
日
。
書
以
月
十
九
日

食
坐
到
。
案
甲
渠
候

E
P
T
五
一
・
一
八
九
A

河
平
三
年
八
月
、
居
延
都
尉
承
告
甲
渠
部
候
章
受

□

口

E
P
S
四
T
1
1
•五

拘
迫
部
吏
不
利
。
永
始
五
年
四
月
壬
子
、
居
居
延
延
都
尉
萬
歳
・
丞
嘉
口

居
延
新
簡
概
述

一
九
八
九
年
。

九
月
戊
辰
、
居
延
都
尉
湯
・
丞
謂
甲
渠
如

律
令
。
／
橡
弘
・
兼
腸
駿
・
書
佐
晏

E
P
T
五
O・

一
六
A

元
壽
二
年
十
二
月
庚
寅
朔
戊
申
、
張
披
居
延
都
尉
博
・
庫
守
丞
賢
兼
行
丞
事
謂
甲

渠
部
候
。
言
候
長
楊
褒
私
使
卒
（
下
文
省
略
）

E
P
T

五
九
•
五
四
八
A

一
。
張
腋
居
延
都
尉
豊
言
願
入
一
月
奉
泉
萬
二
千

E
P
T
五
九
・
五
一
―
―
九

図
□

口
隊
長
上
造
李
欽
始
建
國
＝
一
年
十
月
旦
乗
塞
外
盛
一

1

一
一
年
九
月
晦
積
一
三
日

IZl

張
披
延
城
大
尉
元
・
丞
昔
以
詔
書
噌
欽
傍

□

I

Z

I

E

P

T
五
九
・
―
―
―
―
―
―
九

新
始
建
闊
地
皇
上
戊
三
年
五
月
丙
辰
朔
乙
已
、
稗
賂
軍
輔
平
居
成
尉
仮
・
丞
謂

城
倉
・
開
田
・
延
水
・
甲
溝
．
―
―
―
十
井
・
珍
北
卒
未
得

IZl…
…
付
受
相
興
校
計
、
同
月
出
入
昇
令
謬
、
如
律
令
。

E
P
T
六
五
・
―
―
―
―
-
A

六
月
壬
申
、
守
張
披
居
延
都
尉
贖
・
丞
崇
告
司
馬
・
千
入
官
謂
官
・
縣
．．
 

寓
移
書

到
、
如
大
賂
軍

莫
府
書
律
令
。
／
橡
陽
・
守
属
恭
・
書
佐
豊

E
P
F
ニ
ニ
・
七
一

A

建
武
八
年
三
月
己
丑
朔
張
披
居
延
都
尉
諧
行
丞
事
城
騎
千
人
射
告
勘
農
換
属

謂
官
・
縣

令
以
春
祠
祉
稜
、
今
澤
吉
日
如
牒
、
書
到
、
令
・
丞
循
行
、
謹
修
治
祉
稜
、
令
鮮

明
。
令
・
丞
以
下
営

E
P
T

二
0
•
四
A

図
腋
大
守
府
。
居
延
都
尉
宗
、
邑
衣
口
二
人
Z

E

P

T

五
0
・
ニ
―
二

A

渉
及
簡
文
較
多
、
毎
個
甲
渠
候
僅
畢
一
例
、
按
順
序
順
列
・
・

IZl出
十
月
盛
十
二
月
奉
錢
千
八
百
誹
爵
一
ー
一
年
四
月
辛
未
、
甲
渠
候

□

口
付

□

ロ

候

破

胡

臨

『

合

校

』

一

五

九

・

ニ

ニ

稗
爵
四
年
五
月
癸
酉
、
甲
渠
候
浚
彊
謂

E
P
T

五
一
―
-
•
六
二

甘
露
四
年
＿
―
-
月
甲
寅
、
甲
渠
部
守
候
望
、
口

□

商
謂

『
合
校
』
二
八
一
―
-
•
四
四
、
八
ニ
・
四

0

初
元
四
年
二
月
壬
午
、
甲
渠
部
候
喜
謂
第
七
士
吏
•
第
四
・
萬
歳
部
候
長
等
。
辛

巳

移

檄

召

『

合

校

』

二

六

七

・
1
0

建
始
元
年
九
月
辛
酉
朔
乙
丑
、
張
披
大
守
＿
艮
•
長
史
威
．
丞
宏
敢
告
居
延
都
尉
卒

⑱ 

八

『
合
校
』
二
七
六
•
六



人
。
言
珍
北
守
候
塞
尉
護
・
甲
渠

候
誼
典
吏
社
受
致
慶
飯
黍
肉
、
（
下
文
省
略
）

E
P
T
五
ニ
・
九
九

陽
朔
三
年
九
月
癸
亥
朔
壬
午
、
甲
渠
部
守
侯
塞
尉
順
敢
言
之
。
府
書
移
賦
錢
出
入

簿
興
計
偕
。
謹

移

應

書

一

編

敢

言

之

。

『

合

校

』

―

―

―

五

・

八

A

□

月
戊
申
、
甲
渠
候
顕
謂
絣
庭
候
長
仁
。
寓
移
書
到
、
以
河
平
四
年
・
永
始
元
年

乙
久
次
見
安
如
調
付

居
延
、
付
受
同
月
出
入
、
丑
令
穆
、
已
付
言
、
如
律
令
。
／
操
褒
．
令
史
諏
．

尉

史

宗

『

合

校

』

一

六

0・
六

永
始
二
年
七
月
癸
丑
朔
庚
辰
、
甲
渠
部
候
護

E
P
T
五
0
・
ニ
―
-
A

元
延
二
年
十
月
壬
子
、
甲
渠
候
隆
謂
第
十
候
長
忠
等
・
・
記
到
各
遣
賂
凜

『
合
校
』
―
―
―
四
．
―
―

10

元
始
元
年
九
月
丙
辰
朔
乙
丑
、
甲
渠
守
侯
政
移
過

所
。
遣
萬
歳
照
長
王
遷
為
照
載
壌
、
門
亭

塙
辟
市
里
世
苛
留
止
、
如
律
令
。
／
橡
図

E
P
T
五
O・

―
七
一

元
始
六
年
二
月
丁
亥
、
居
延
甲
渠
侯
放
免
冠
叩
頭
死
罪
死
罪
敢
言
之
。
初
除
詣

E
P
T
四

0
・
1
0

E
P
T

六
•
五
五

始
建
國
天
鳳
三
年
十
二
月
戊
子
、
甲
溝
守
候
遷
告
第
一

1

――□

始
建
國
天
鳳
五
年
黍
月
甲
寅
、
甲
溝
守
候
恭
告
尉
謂
不
侵

E
P
F
-
―
ニ
・
六
七
四

新
始
建
國
地
皇
上
戊
一

1

一
一
年
黍
月
己
卯
朔
乙
巳
、
甲
溝
守
候
陽
敢
言
IZI

E
P
F
ニ
―
-
・
―
―
―
-
＝
四

甲
溝
郭
守
候
弘
敢
言
之
。
府
録
日
・
・
第
I

Z

I

E

P

T

六
五
・
ニ
七
〇

新
始
建
國
地
皇
上
戊
一

1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丁
丑
朔
甲
申
、
甲
溝
郡
候
獲
叩
頭

E
P
F
-
―
―
―
・
ニ
七
―
―
-
A

更
始
二
年
七
月
癸
酉
朔
己
卯
、
甲
渠
部
守
候
獲
敢
言
之
。
府
書

□

ロロ

被
兵
簿
具
到
府
●
謹
移
應
書
一
編
敢
言
之
。

E
P
F
ニ
ニ
・
四
五
五

更
始
二
年
八
月
戊
申
、
甲
渠
守
候
循
告
尉
『
合
校
』
二
八
六
・
一
五

更
始
三
年
十
一
月
己
卯
、
甲
渠
守
候
誠
謂
呑
遠

E
P
F
ニ
ニ
．
―
-
＝
―
-
七

漢
元
始
廿
六
年
十
一
月
庚
申
朔
甲
戌
、
甲
渠
部
候
獲
敢
言
之
。

謹
移
十
月
盛
十
二
月
完
兵
出
入
簿
一
編
敢
言
之
。

E
P
F
ニ
ニ
・
四
六

0
A

建
武
四
年
十
一
月
戊
寅
朔
乙
巳
、
甲
渠
部
守
候
博
叩
頭
死
罪

E
P
F
ニ
ニ
・
―
二
六
A

建
武
黍
年
四
月
戊
辰
、
甲
渠
部
守
候
憲
敢
言
之
。
謹
移
照
長
徐『

合
校
』
六
一
・
ニ
四

過
所
口
建
武
八
年
十
月
庚
子
、
甲
渠
守
候
艮
遣
臨
木
候
長
刑
博

E
P
F
ニ
ニ
・
六
九
八
A

IZI年
八
月
丙
戌
、
甲
渠
守
候
相
謂
第
十
守
候
長
晏
．．
 

熙
長
武
等
酒
建
IZI

E
P
F

二
1
1
•六
六
一
―
―

甲
渠
郎
守
候
鴬
免
冠
叩
頭
死
罪
死
罪
、
奉
職
敷
母
吠
、
罪
法
重
昼
、
身
死

E
P
F
ニ
ニ
・
ニ
八
六

⑳
傍
餘
・
・
『
居
延
漢
簡
考
繹
之
部
・
居
延
漢
簡
考
證
』
第
一
―
―
十
七
至
第
四
十
四
頁
。

⑳
見
前
註
⑲

⑪
見
前
註
⑪

⑫
見
前
註
⑲
。
努
餘
先
生
文
中
将
諸
部
稲
作
「
侯
」
如
「
甲
渠
候
」
・
「
不
侵
候
」
．

「
誠
北
候
」
等
、
興
候
官
候
混
滑
、
賓
誤
。
諸
部
不
能
稲
候
、
諸
部
首
長
稲
「
候
長
」
。

⑬
陳
夢
家
・
・
『
漢
簡
綴
述
』
第
六
十
三
頁
。

⑭
部
・
隧
敷
操
永
田
英
正
・
・
『
居
延
漢
簡
の
研
究
』
四
百
一
二
十
二
頁
至
四
百
―
―
―
十
四

頁
。
永
田
英
正
・
・
「
居
延
漢
簡
に
み
る
候
官
に
つ
い
て
の
一
試
論
ー
破
城
子
出
土
の

ク
詣
官
簿
を
中
心
と
し
て
ー
」
（
載
『
史
林
』
五
十
六
巻
五
琥
）
一
文
蹄
納
的
結

論
為
・
・
十
一
ー
一
部
・
九
十
二
隧
・
吏
員
一
百
一
―
―
十
人
・
卒
員
五
百
人
。
永
田
文
亦
沿
襲

傍
絵
文
将
諸
部
稲
作
「
候
」
如
「
呑
遠
侯
」
・
「
萬
歳
侯
」
等
、
非
是
゜

⑮
出
錢
一
―
一
千
六
百
萬
歳
照
刑
齊
自
取
、
却
適
照
長
壽
自
取
、
臨
之
應
長
王
紋
自
取
、

第
一
照
長
王
萬
年
自
取
、
第
三
照
長
願
之
自
取
、
候
史
李
奉
自
取
。

初
元
年
三
月
乙
卯
、
令
史
延
年
付
第
三
部
吏
六
人
二
月
奉
錢
一
―
―
千
六
百
。

E
P
T
五
一
・
一
九
三

八
四



按
・
・
第
一
―
一
部
営
興
十
部
建
制
中
的
萬
歳
相
嘗
。

⑯
候
長
充
．
候
史
誼
三
月
戊
申
壺
丁
丑
積
舟
日
、
日
迩
従
第
四
隧
南
界
北
痙
第
九

隧
北
界
、
母
蘭
越
塞
出
入
天
田
迩
。

E
P
T
五
六
・
ニ
五

⑰

IZl
七
月
丙
午
霊
乙
亥
積
舟
日
、
日
迩
従
第
十
隧
南
界
北
盛
第
十
六
隧
北
界
IZl

E
P
T
五
六
．
―
-
八
五

⑱
提
註
⑰
所
見
第
十
部
北
界
為
第
十
六
隧
、
又
擬
註
⑲
所
見
第
廿
一
＿
一
部
南
界
為
第
廿

三
隧
、
則
第
十
七
至
第
廿
二
隧
営
蜀
第
十
七
部
管
轄
。

⑲
候
長
口
閏
月
：
・
・
・
・
積
□

□

日
、
日
迩
従
第
廿
一
二
隧
南
界
盛
第
廿
九
隧
北
界
母
蘭

越
塞
天
田
出
入
迩
。

候
史

□

…
…
丁
未
積
□

□

日
□

口
従
第
廿
九
隧
口
口
證
第
廿
一
二
隧
南
界
母
蘭
越

塞
天
田
出
入
迩
。

E
P
T
五
六
・
一
―
―
―
―

又
『
合
校
』
二
四
・
ニ
簡
所
載
有
第
廿
―
―
一
部
所
有
隧
名
、
包
括
第
廿
三
至
第
廿
九
隧

和
箕
山
隧
゜

⑩
候
長
宣
．
候
史
拓
八
月
乙
巳
證
甲
戌
積
舟
日
、
日
迩
従
第
舟
黙
南
界
盤
餅
庭
熙

北
界
I

Z

l

E

P

T

五
一
・
三
九
六

＠
出
臨
木
部
吏
九
月
奉
錢
六
千
候
長
呂
憲
奉
錢
千
二
百
、
臨
木
照
長
徐
忠
奉
錢
六

百
、
窮
啜
黙
長
張
武
奉
錢
六
百
、
木
中
黙
長
徐
忠
奉
錢
六
百
、
終
古
照
長
東
郭
昌
奉

錢
六
百
、
口
口
熙
長
六
萬
奉
錢
六
百
、
候
史
徐
輔
奉
錢
六
百
、
武
賢
黙
長
陳
通
奉
錢

六
百
、
望
虜
脈
長
晏
望
奉
錢
六
百
〇
凡
吏
九
人
錢
六
千
。
建
昭
五
年
十
月
丙
寅
、

甲
渠
尉
史
彊
付
終
古
煎
長
昌
、
守
閣
卒
建
知
付
状
U
E
P
T

五
一
•
四
0
九

⑫
出
六
月
奉
錢
四
千
二
百
候
長
胡
覇
千
二
百
、
候
史
刑
延
壽
六
百
、
誠
北
黙
長
痘

勝
六
百
、
武
彊
恩
長
宋
意
六
百
、
倶
南
熙
長
王
勝
之
六
百
、
執
胡
黙
長
李
散
六
百
。

〇
凡
四
千
二
百
貫
四
未
還
永
光
五
年
五
月
甲
辰
朔
壬
申
、
候
君
付
長
覇
、
候
史

延
口
執
胡
黙
長
李
散
就
錢
廿
―

n

E

P

T

五
一
・
ニ
三
九

＠
執
胡
卒
雷
秀
・
執
胡
卒
徐
業
・
執
胡
卒
夏
一
艮
、
制
虜
卒
史
弘
・
制
虜
卒
ロ
ロ
・
制

虜
卒
宋
成
口
、
驚
虜
卒
張
連
・
驚
虜
卒
李
咸
、
呑
遠
卒
張
井
・
呑
遠
卒
周
井
・
呑
遠

卒
翌
艮
・
呑
遠
卒
趙
宜
・
呑
北
卒
魏
便
・
呑
北
卒
宋
同
・
呑
北
卒
鮫
鳳
・
次
呑
卒
張

多
・
次
呑
卒
覆
同
・
次
呑
卒
張
臨
、
萬
年
卒
漉
勉
・
萬
年
卒
王
ロ
・
萬
年
卒
孫
級
、

居

延

新

簡

概

述

八
万

平
嗅
卒
径
永
•
平
虜
卒
闊
褒
。

E
P
T

五
・
一
三

＠
出
二
月
・
三
月
奉
錢
八
千
口
百
候
長
□

□

―
―
―
月
千
二
百
、
侯
史
□

□

三
月
九
百
、

不
侵
黙
長
□
口
二
月
·
―
―
一
月
六
百
、
嘗
曲
煕
長
□
ロ
ニ
月
·
―
―
―
月
千
二
百
、
止
害
障
~

長
赦
之
二
月
・
―
―
一
月
千
、
胴
望
撚
長
口
二
月
・
三
月
千
二
百
、
止
北
黙
長
革
一
一
月
・

―
―
一
月
千
―
一
百
、
察
微
懲
長
破
奴
二
月
・
―
―
―
月
千
二
百
。
建
昭
一
二
年
五
月
丁
亥
朔
己
丑
、

尉
史
弘
付
不
侵
候
長
政
。
／
候
君
臨

E
P
T
五
一
・
ニ
―
二
四

⑮

0
甲
渠
萬
歳
候
長
就
部
五
鳳
四
年
七
月
戌
卒
被
簿
『
合
校
』
八
ニ
・
―
―
―
九

⑯
鬱
第
四
郡
甘
露
二
年
六
月
吏
卒
被
兵
隧
別
簿

E
P
T
五
三
・
一
八
九

＠
第
十
部
五
鳳
四
年
戌
卒
兵
I

Z

l

E

P

T

五
六
・
九
四

⑮
甘
露
二
年
三
月
第
十
七
部
図

E
P
T

五
一
―
-
•
九

⑲
●
第
廿
一
―
一
部
甘
露
二
年
卒
行
道
貰
買
衣
物
名
籟

E
P
T
五
六
・
ニ
六
五

⑲

0
紳
爵
二
年
絣
庭
部
吏
卒
被
兵
及
留
兵
簿

O

I

Z

l

E

P

T
五
三
・
―
―
―
六

@
0

臨
木
部
五
鳳
二
年
十
二
月
□
口
□
I
Z
l
E
P
T

五
六
•
四
0
六

⑫

●

誠

北

建

昭

五

年

一

一

月

過

書

刺

『

合

校

』

―

―

―

―

六

・

一

八

⑬

0
呑

遠

部

五

鳳

四

年

戌

卒

被

兵

簿

『

合

校

』

三

―

―

．

一

―

-

五

⑭

I
Z
l
鰈
得
、
永
元
二
年
十
二
月
廿
四
日
庚
辰
食
時

E
P
T

四
九
•
四
一
A

⑮

IZl
永
元
十
年
三
月
乙
未
朔
十
四
日
図

E
P
F
ニ
ニ
・
五
六
0

⑮
永
元
十
三
年
二
月
…
•
•
•
E
P
T

六
五
•
四
七

@
I
Z
l□

石
六
斗
五
升
、
永
初
五
年
三
月
I

Z

l

E

P

T

六
一
・
五

A

⑲
部
北
候
長
邪
．
候
史
廣
徳
三
月
庚
午
迩
監
戊
戌
積
廿
九
日
、
男
越
塞
蘭
渡
天
田

出
入
迩
。

E
P
T
五
七
・
八
九

⑲
牧
降
候
長
賞
・
候
史
充
図
四
月
乙
已
日
迩
積
一
日
、
母
越
塞
蘭
渡
天
田
出
入
迩
゜

酒
丙
午
日
出
一
干
時
、
虜
可
廿
餘
騎
幸
出
塊
沙
中
、
略
得
迩
卒
趙
蓋
衆
゜

丁
未
日
迩
需
甲
戌
積
廿
八
日
、
男
越
塞
蘭
渡
天
田
出
入
迩
。

E
P
T
五
八
・
一
七

⑭

見

前

註

⑮

＠
見
『
漢
簡
綴
述
』
第
六
十
三
頁
。

＠
見
『
簡
讀
學
報
』
第
五
期
第
三
百
四
十
七
頁
。

一
九
九

0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於
閻
西
大
學
純
合
園
書
ホ
ー
ル
に
て
講
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