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
版
緣
起

我
們
推
出
的
這
套
「
大
家
歷
史
小
叢
書
」，
由
著
名
學
者
或
專
家
撰
寫
，
內
容
既
精
專
、

又
通
俗
易
懂
，
其
中
不
少
名
家
名
作
堪
稱
經
典
。

本
叢
書
所
選
編
的
書
目
中
既
有
斷
代
史
，
又
有
歷
代
典
型
人
物
、
文
化
成
就
、
重
要
事

件
，
也
包
括
與
歷
史
有
關
的
理
論
、
民
俗
等
話
題
。
希
望
透
過
主
幹
與
枝
葉
，
共
同
呈
現
一

個
較
為
豐
富
的
中
國
歷
史
面
目
，
以
饗
讀
者
。
因
部
分
著
作
成
書
較
早
，
作
者
行
文
用
語
具

時
代
特
徵
，
我
們
尊
重
及
保
持
其
原
有
風
貌
，
不
做
現
代
漢
語
的
規
範
化
統
一
。中

和
編
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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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言

導

言父
親
安
志
敏
先
生
於
二
〇
〇
五
年
去
世
，
之
後
，
他
的
一
些
論
著
還
在
陸
續

發
表
或
再
版
。
例
如
︽
中
國
近
代
考
古
學
的
一
百
年
︾︽
從
東
中
國
海
看
日
本
的

吉
野
ケ
里
遺
址
︾
發
表
於
二
〇
〇
六
年
；︽
中
國
早
期
的
黃
金
研
究
︾
和
譯
作
︽
考

古
學
導
論
︾
於
二
〇
〇
八
年
問
世
；
二
〇
一
五
年
再
版
裴
文
中
先
生
的
︽
舊
石

器
時
代
之
藝
術
︾
中
，
有
父
親
撰
寫
的
︽
裴
文
中
教
授
和
中
國
史
前
考
古
學
︾；

二
〇
一
六
年
出
版
梁
柏
有
編
著
的
︽
我
的
父
親
考
古
學
家
梁
思
永—

思
文
永
在
︾

中
，
有
父
親
撰
寫
的
︽
梁
思
永
先
生
和
中
國
現
代
考
古
學
︾
。
在
父
親
去
世
十
餘



仰韶文化  2

年
後
，
他
的
︽
仰
韶
文
化
︾
又
要
再
版
…
…

這
讓
我
們
想
起
了
臧
克
家
的
詩
句
：「
有
的
人
活
着
，
他
已
經
死
了
，
有
的

人
死
了
，
他
還
活
着
。
」
父
親
一
生
勤
奮
，
著
述
頗
豐
，
正
像
他
學
生
所
說
的
那

樣
，
父
親
是
考
古
學
界
的
常
青
樹
，
無
論
是
在
他
生
前
還
是
死
後
。
父
親
的
學
術

生
命
之
火
，
依
然
引
領
我
們
前
行
，
這
讓
我
們
倍
感
欣
慰
。

仰
韶
文
化
是
距
今
約
七
千
至
五
千
年
中
國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一
種
彩
陶
文
化
。

一
九
二
一
年
由
中
國
地
質
調
查
所
劉
長
山
首
次
在
河
南
省
三
門
峽
市
澠
池
縣
仰
韶

村
發
現
，
故
稱
之
為
仰
韶
文
化
。
它
是
中
國
發
現
最
早
、
最
重
要
也
是
最
著
名
的

一
種
新
石
器
時
代
文
化
。
它
揭
開
了
中
國
新
石
器
考
古
事
業
第
一
頁
，
書
寫
了
中

國
田
野
考
古
史
新
篇
章
，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義
。

一
九
二
一
年
，
瑞
典
學
者
安
特
生
發
掘
了
澠
池
縣
仰
韶
文
化
遺
址
，
發
現
大

量
的
彩
陶
，
當
時
考
古
工
作
在
中
國
開
展
得
很
少
，
沒
有
其
他
遺
址
或
器
物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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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
他
認
為
這
些
彩
陶
不
可
能
是
中
國
本
土
的
，
提
出
中
國
彩
陶
西
來
說
，
當

時
這
一
學
說
被
西
方
廣
泛
認
同
。
後
來
又
在
黃
河
中
上
游
調
查
發
現
了
若
干
類
似

的
文
化
遺
址
。
一
九
二
六
年
起
，
中
國
學
者
李
濟
、
梁
思
永
、
尹
達
等
先
後
發
掘

了
山
西
夏
縣
西
陰
村
、
萬
泉
（
今
萬
榮
）
荊
村
、
河
南
安
陽
後
岡
、
浚
縣
大
賚

店
等
遺
址
。
一
九
三
一
年
，
梁
思
永
在
後
岡
第
一
次
發
現
了
商
代
文
化
、
龍
山
文

化
、
仰
韶
文
化
上
下
依
次
堆
積
的
「
三
疊
層
」
，
從
而
明
確
了
仰
韶
文
化
的
相
對

年
代
，
有
力
地
駁
斥
了
仰
韶
文
化
西
來
說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一
九
五
一
年
，
中
國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對
該
遺
址
進
行

了
小
規
模
發
掘
，
發
現
這
裡
有
四
層
文
化
層
相
疊
壓
，
自
下
而
上
是
仰
韶
文
化
中

期
、
仰
韶
文
化
晚
期
、
龍
山
文
化
早
期
、
龍
山
文
化
中
期
。
一
九
五
一
年
六
月
，

還
在
北
京
大
學
讀
研
究
生
的
父
親
跟
隨
夏
鼐
來
到
豫
西
，
對
仰
韶
村
遺
址
進
行
了

第
二
次
發
掘
，
初
步
認
定
這
裡
是
一
種
仰
韶
和
龍
山
的
混
合
文
化
。
一
九
五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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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
父
親
率
領
中
國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河
南
考
古
隊
再
次
來
到
豫
西
進
行

考
古
調
查
。
一
九
五
五
年
，
在
三
門
峽
發
掘
了
廟
底
溝
遺
址
，
共
開
方
二
百
八
十

個
，
發
掘
面
積
達
四
千
四
百
八
十
平
方
米
。
這
次
發
掘
確
立
了
廟
底
溝
二
期
文

化
，
揭
示
了
中
原
地
區
仰
韶
文
化
和
龍
山
文
化
之
間
的
發
展
、
繼
承
關
係
。

一
九
五
四
年
至
一
九
五
七
年
，
中
國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對
陝
西
西
安
半
坡

這
一
重
要
的
仰
韶
文
化
遺
址
進
行
發
掘
，
揭
露
遺
址
面
積
達
一
萬
平
方
米
，
獲
得

了
大
量
珍
貴
的
科
學
資
料
。
共
發
現
房
屋
遺
跡
四
十
五
座
、
圈
欄
二
處
、
窖
穴

二
百
多
處
、
陶
窯
六
座
、
各
類
墓
葬
二
百
五
十
座
以
及
生
產
工
具
和
生
活
用
具
約

一
萬 

件
。

一
九
六
一
年
三
月
，
國
務
院
將
仰
韶
文
化
遺
址
定
為
全
國
重
點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和
二
十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多
個
仰
韶
文
化
遺
址
被
發

掘
。
自
一
九
二
一
年
澠
池
縣
仰
韶
村
遺
址
發
現
後
，
到
二
〇
〇
〇
年
為
止
，
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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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統
計
的
仰
韶
文
化
遺
址
共
五
千
二
百
一
十
三
處
。
仰
韶
文
化
主
要
分
佈
在
黃
河

中
下
游
一
帶
，
以
河
南
西
部
、
山
西
西
南
的
狹
長
地
帶
為
中
心
，
東
至
河
北
中

部
，
南
達
漢
水
中
、
上
游
，
西
及
甘
肅
洮
河
流
域
，
北
抵
內
蒙
古
河
套
地
區
。

通
過
對
仰
韶
文
化
遺
址
的
發
掘
，
以
及
對
陝
縣
廟
底
溝
與
三
里
橋
遺
址
、
洛

陽
王
灣
遺
址
和
孟
津
妯
娌
遺
址
等
的
發
掘
，
結
合
陝
西
半
坡
遺
址
等
大
面
積
發

掘
，
考
古
工
作
者
進
一
步
明
確
了
仰
韶
文
化
時
期
的
基
本
面
貌
。
仰
韶
文
化
的
人

們
過
着
定
居
生
活
，
擁
有
一
定
規
模
和
佈
局
的
村
落
；
原
始
農
業
為
主
要
經
濟
形

式
，
同
時
兼
營
畜
牧
、
漁
獵
和
採
集
，
主
要
的
生
產
工
具
是
磨
製
石
器
，
生
活
用

具
主
要
是
陶
器
，
反
映
人
們
意
識
形
態
的
埋
葬
制
度
已
經
初
步
形
成
。

廟
底
溝
遺
址
的
發
現
，
解
決
了
仰
韶
文
化
和
龍
山
文
化
的
分
期
，
更
重
要
的
是

解
決
了
仰
韶
文
化
和
龍
山
文
化
之
間
的
關
係
。
從
而
證
明
，
中
華
民
族
的
祖
先
從
遠

古
時
代
起
經
過
仰
韶
文
化
、
龍
山
文
化
直
至
商
周
，
在
黃
河
流
域
不
斷
地
發
展
並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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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了
高
度
的
文
明
，
為
研
究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的
發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實
物
例
證
。

父
親
一
九
六
四
年
初
次
發
表
的
︽
仰
韶
文
化
︾
，
是
一
本
面
向
大
眾
的
通
俗

讀
物
。
書
中
以
通
俗
的
語
言
介
紹
了
甚
麼
叫
「
仰
韶
文
化
」
以
及
仰
韶
文
化
的
村

落
和
建
築
、
生
產
活
動
、
手
工
業
的
發
展
、
文
化
藝
術
和
墓
葬
習
俗
。
父
親
寫
這

本
書
是
基
於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以
前
的
考
古
學
資
料
，
但
現
在
看
來
仍
不
失
為

一
本
嚴
謹
、
詳
細
、
全
面
介
紹
仰
韶
文
化
的
讀
物
。

一
般
能
把
通
俗
讀
物
寫
好
的
都
是
大
家
。
父
親
能
把
這
本
通
俗
讀
物
寫
好
是

與
他
的
學
術
經
歷
和
研
究
深
度
分
不
開
的
。
一
九
四
八
年
，
父
親
畢
業
於
中
國
大

學
史
學
系
。
他
還
在
大
學
學
習
期
間
，
就
開
始
撰
寫
論
文
。
一
九
四
五
年
，
父
親

在
︽
天
津
國
民
日
報
︾
的
︽
史
地
︾
副
刊
上
發
表
論
文
︽
爵
形
原
始
及
其
演
變
︾
。

從
此
一
發
而
不
可
收
，
到
二
〇
〇
五
年
他
離
世
之
前
，
共
發
表
專
著
十
餘
種
，
論

文
近
四
百
篇
。
許
多
論
著
被
譯
成
英
、
日
、
俄
、
德
等
多
種
文
字
。
晚
年
還
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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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發
表
文
章
，
為
宣
傳
中
國
的
古
代
文
化
、
加
強
中
外
學
術
交
流
做
出
了
貢
獻
。

父
親
的
論
文
目
錄
，
只
有
一
九
六
六
年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和
一
九
七
七
年
是
空
白
，

其
他
則
年
年
不
缺
，
皆
有
創
獲
。
父
親
主
持
和
參
加
發
掘
過
數
十
處
遺
址
和
墓

地
，
主
編
和
參
與
編
輯
過
多
部
著
名
發
掘
報
告
，
為
新
中
國
考
古
學
特
別
是
史
前

考
古
學
的
發
展
貢
獻
了
自
己
全
部
的
才
智
。

在
新
石
器
時
代
考
古
的
研
究
方
面
，
父
親
着
力
最
多
，
取
得
的
成
就
也
最

大
。
自
從
仰
韶
文
化
和
龍
山
文
化
發
現
以
來
，
這
兩
種
文
化
之
間
的
關
係
，
就
成

為
中
國
考
古
學
界
最
為
關
心
的
問
題
之
一
。
截
至
二
十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的
主
流
看

法
是
，
仰
韶
文
化
自
西
而
東
，
龍
山
文
化
自
東
而
西
的
東
西
二
元
說
。
但
是
，
兩

者
的
關
係
究
竟
如
何
？
儘
管
尹
達
早
在
抗
戰
前
夕
就
懷
疑
安
特
生
在
仰
韶
村
的
發

掘
包
含
着
不
同
時
期
的
堆
積
，
但
一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初
夏
鼐
率
隊
再
次

赴
仰
韶
村
發
掘
時
，
還
曾
提
出
所
謂
「
仰
韶
和
龍
山
的
混
合
文
化
」
的
看
法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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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問
題
的
最
後
解
決
，
是
通
過
父
親
主
持
的
廟
底
溝
遺
址
的
發
掘
完
成
的
。

父
親
在
廟
底
溝
等
遺
址
發
掘
時
發
現
，
仰
韶
和
龍
山
文
化
不
僅
有
層
次
上
的

區
別
，
在
文
化
內
容
上
也
互
不
相
同
，
並
不
見
所
謂
「
混
合
」
的
痕
跡
。
廟
底
溝

遺
址
發
現
的
晚
於
仰
韶
文
化
的
遺
存
，
在
面
貌
上
既
不
同
於
仰
韶
文
化
，
也
與
所

謂
「
河
南
龍
山
文
化
」
不
同
，
而
介
乎
兩
者
之
間
。
由
此
父
親
提
出
「
廟
底
溝
第

二
期
文
化
」
的
概
念
，
認
為
它
屬
於
龍
山
文
化
早
期
的
遺
存
，「
具
有
由
仰
韶
到

龍
山
的
過
渡
性
質
，
最
起
碼
說
明
了
豫
、
晉
、
陝
一
帶
的
龍
山
文
化
是
由
仰
韶
文

化
中
發
展
來
的
，
對
中
國
古
代
文
明
發
展
的
連
續
性
上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線
索
」
。

這
是
中
國
史
前
考
古
學
研
究
的
重
大
突
破
。
它
對
於
釐
清
仰
韶
文
化
的
概
念

和
內
涵
，
全
面
審
視
仰
韶
文
化
與
龍
山
文
化
的
關
係
，
進
而
認
識
中
國
古
代
文
明

的
起
源
具
有
重
大
的
學
術
意
義
。

仰
韶
文
化
和
龍
山
文
化
是
中
國
最
早
發
現
的
兩
個
史
前
文
化
。
與
討
論
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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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密
不
可
分
的
，
是
二
者
各
自
的
分
期
和
分
區
研
究
。
父
親
根
據
新
的
考
古
材

料
，
最
先
明
確
提
出
兩
種
文
化
的
分
期
和
分
區
研
究
。
考
古
學
界
所
熟
知
的
仰
韶

文
化
半
坡
類
型
、
廟
底
溝
類
型
的
概
念
和
「
典
型
龍
山
文
化
」「
河
南
龍
山
文
化
」

「
陝
西
龍
山
文
化
」
的
概
念
，
都
是
由
他
率
先
提
出
的
。
他
在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後
期
的
一
系
列
論
文
中
，
不
僅
對
這
些
不
同
地
區
的
龍
山
文
化
給
予
不
同
的
命

名
，
而
且
分
析
其
異
同
，
辨
析
其
源
流
，
將
龍
山
文
化
的
研
究
逐
步
引
向
深
入
。

經
過
類
型
學
的
比
較
分
析
，
他
明
確
指
出
，
河
南
、
陝
西
和
山
西
的
龍
山
文

化
，
是
繼
承
了
仰
韶
文
化
而
繼
續
發
展
的
，
至
於
「
山
東
等
地
區
的
龍
山
文
化

則
可
能
另
有
來
源
」
，
但
又
特
別
提
出
「
至
於
最
近
所
發
現
的
許
多
缺
乏
黑
陶
或

具
有
彩
陶
的
遺
存
可
能
是
它
的
前
身
」
，
這
也
就
是
認
為
山
東
龍
山
文
化
另
有
來

源
，
以
新
沂
花
廳
村
、
滕
州
崗
上
村
和
寧
陽
堡
頭
等
為
代
表
的
遺
存
（
即
後
來
為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大
汶
口
文
化
）
，
當
可
能
是
它
的
前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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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以
來
，
長
江
下
游
地
區
的
史
前
文
化
就
是
被
納
入
龍

山
文
化
的
範
圍
之
內
加
以
考
察
的
。
梁
思
永
曾
經
把
龍
山
文
化
劃
分
為
山
東
沿

海
、
豫
北
和
杭
州
灣
三
個
地
區
。
隨
着
田
野
資
料
的
積
累
，
父
親
又
把
這
三
個
地

區
擴
大
為
沿
海
地
區
、
中
原
地
區
和
江
浙
地
區
，
同
時
根
據
文
化
特
徵
的
分
析
，

對
各
區
內
部
進
行
了
劃
分
。
比
如
中
原
區
就
被
細
分
為
豫
東
、
豫
北
、
豫
西
和
陝

西
地
區
。

長
江
下
游
雖
然
暫
時
仍
被
列
入
龍
山
文
化
，
但
通
過
分
析
，
父
親
認
為
可
能

存
在
兩
類
性
質
不
同
的
遺
存
，
可
能
代
表
不
同
的
時
代
。
但
無
論
如
何
，
它
們
都

可
能
是
一
種
「
地
方
性
的
文
化
」
，
既
不
是
仰
韶
文
化
，
也
不
是
龍
山
文
化
。
後

者
雖
可
能
受
龍
山
文
化
影
響
，
但
並
不
屬
於
龍
山
文
化
，
而
可
能
是
由
前
者
發
展

出
來
的
。
父
親
敏
銳
地
覺
察
出
長
江
下
游
地
區
史
前
文
化
的
特
殊
性
和
土
著
性
。

同
理
，
通
過
對
文
化
因
素
的
分
析
，
父
親
又
指
出
黃
河
上
游
地
區
的
齊
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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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雖
然
近
於
陝
西
龍
山
文
化
，
但
也
具
有
它
自
己
的
特
點
」
，
儘
管
他
覺
得
這

種
區
別
的
性
質
（
究
竟
是
文
化
之
間
的
區
別
還
是
文
化
內
部
的
區
別
）
還
有
待
於

研
究
。
實
際
上
，
儘
管
當
時
因
為
發
現
上
的
局
限
性
，
還
不
可
能
對
各
地
史
前
文

化
的
脈
絡
做
出
更
明
確
的
分
析
，
但
是
父
親
通
過
類
型
學
的
考
察
，
已
經
充
分
認

識
到
各
地
史
前
文
化
的
複
雜
性
和
多
元
性
。
這
一
點
從
他
對
仰
韶
文
化
、
龍
山
文

化
特
別
是
甘
青
地
區
遠
古
文
化
的
分
析
上
，
已
經
充
分
表
現
出
來
。

因
為
安
陽
後
岡
三
疊
層
的
發
現
，
一
般
認
為
商
文
化
是
在
龍
山
文
化
的
基
礎

上
發
展
起
來
的
，
但
是
兩
者
之
間
畢
竟
還
有
不
少
差
別
。
父
親
不
僅
詳
細
指
出
兩

者
的
異
同
，
更
明
確
指
出
「
殷
代
文
化
與
山
東
、
河
南
龍
山
文
化
之
間
，
未
必
有

直
接
承
襲
之
關
係
」
。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中
期
在
鄭
州
發
現
「
洛
達
廟
層
」
以
後
，
父
親
率
先
指

出
以
「
洛
達
廟
層
」
為
代
表
的
、
廣
泛
分
佈
在
豫
中
、
豫
西
一
帶
的
疊
壓
在
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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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下
層
之
下
的
這
種
文
化
遺
存
，
介
乎
龍
山
文
化
和
二
里
崗
商
文
化
之
間
，
雖
把

它
列
入
「
商
代
早
期
文
化
」
中
，
但
又
明
確
認
為
尋
找
傳
說
中
的
「
夏
」
文
化
，

這
種
遺
存
「
便
是
今
後
值
得
注
意
的
一
個
對
象
」
。
所
謂
以
「
洛
達
廟
層
」
為
代

表
的
文
化
，
就
是
後
來
學
術
界
熟
知
的
二
里
頭
文
化
。
在
同
一
篇
文
章
中
，
他

還
明
確
指
出
，
西
周
文
化
很
可
能
是
繼
承
陝
西
龍
山
文
化
而
發
展
的
，
因
此
他
說

「
大
體
上
可
以
這
樣
假
設
：
古
代
史
上
的
夏
、
商
、
周
的
產
生
與
發
展
都
與
龍
山

文
化
有
着
不
可
分
割
的
聯
繫
」
。
這
些
說
法
，
多
數
為
學
術
界
所
接
受
。

無
論
就
田
野
工
作
的
數
量
和
發
掘
面
積
而
言
，
二
十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主

要
考
古
工
作
都
可
以
說
集
中
在
黃
河
流
域
，
這
些
工
作
逐
漸
在
考
古
學
上
建
立
起

仰
韶—

龍
山—

商
文
化
的
連
續
發
展
脈
絡
。
二
十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後
期
裴
李
崗
文

化
的
發
現
，
為
仰
韶
文
化
找
到
了
源
頭
，
無
形
中
更
強
化
了
中
原
地
區
古
代
文
化

的
土
著
性
和
連
續
發
展
性
。
因
此
，
父
親
成
為
「
黃
河
流
域
是
中
國
文
明
發
祥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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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說
的
主
要
建
構
者
和
堅
定
支
持
者
。

如
上
所
述
，
他
雖
然
承
認
周
圍
地
區
古
代
文
化
淵
源
有
自
，
即
不
少
地
區
有

所
謂
「
地
方
性
文
化
」
的
存
在
，
但
直
到
晚
年
，
他
仍
然
堅
持
自
己
的
看
法
。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他
說
：「
黃
河
流
域
是
中
國
文
明
的
發
祥
地
，
我
們
的
祖

先
在
這
塊
肥
沃
黃
土
原
上
創
造
了
光
輝
燦
爛
的
文
化
，
這
裡
不
僅
是
從
舊
石
器
時

代
以
迄
於
新
石
器
時
代
人
類
的
活
動
中
心
，
甚
至
如
傳
說
中
的
﹃
夏
代
﹄
，
奴
隸

社
會
以
及
封
建
社
會
的
統
治
王
朝
，
也
是
在
石
器
時
代
的
基
礎
上
發
展
起
來
的
。

這
種
連
續
不
斷
的
發
展
與
悠
久
的
歷
史
傳
統
，
是
值
得
我
們
引
以
為
驕
傲
的
。
」

在
總
結
新
中
國
前
三
十
年
新
石
器
考
古
成
就
的
論
文
裡
，
父
親
又
說
，「
總
之
，

把
黃
河
流
域
作
為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的
中
心
，
並
不
排
斥
其
他
地
區
也
有
古
老
的
遺

存
和
悠
久
的
文
化
傳
統
，
以
及
它
們
在
中
華
民
族
共
同
體
形
成
過
程
中
的
積
極
貢

獻
，
不
過
由
於
黃
河
流
域
先
進
文
化
的
影
響
和
推
動
，
在
其
整
個
發
展
過
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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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終
是
以
中
原
為
核
心
，
特
別
是
進
入
階
級
國
家
以
後
，
則
表
現
得
更
加
突
出
。
」

一
九
九
六
年
，
在
為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撰
寫
的
︽
中
國
後
期
新
石
器
文
化
︾
一

文
中
，
他
這
樣
說
：「
黃
河
流
域
是
世
界
古
代
文
明
中
心
之
一
，
特
別
是
以
中
游

為
代
表
的
中
原
地
區
在
中
國
古
代
史
上
具
有
尤
為
重
要
的
地
位
。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農
耕
經
濟
在
這
裡
經
過
長
期
的
繁
榮
和
發
展
，
在
仰
韶
文
化
的
基
礎
上
成
長
起
來

的
龍
山
文
化
，
又
進
一
步
奠
定
了
商
、
周
國
家
出
現
的
基
礎
。
至
少
這
一
系
列
繼

承
發
展
，
脈
絡
清
楚
，
同
時
也
不
斷
同
周
圍
地
區
進
行
文
化
交
流
和
影
響
，
在
文

明
的
形
成
過
程
中
，
當
然
也
吸
收
了
中
原
地
區
以
外
的
許
多
文
化
因
素
。
從
而
黃

河
流
域
是
中
國
文
明
的
起
源
中
心
，
已
成
為
無
可
懷
疑
的
歷
史
事
實
。
」「
以
黃

河
流
域
為
中
心
的
古
代
文
化
，
始
終
對
周
圍
地
區
起
着
推
動
和
影
響
的
作
用
，
特

別
是
進
入
階
級
國
家
以
後
，
這
種
核
心
作
用
就
變
得
更
加
突
出
，
為
中
國
的
統
一

做
出
了
重
要
的
貢
獻
。
」



15 導言

如
果
說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父
親
強
調
黃
河
流
域
特
別
是
中
原
地

區
的
核
心
作
用
，
還
主
要
是
基
於
該
地
區
考
古
工
作
多
、
文
化
脈
絡
相
對
清
楚
、

文
化
的
連
續
性
比
較
顯
著
的
話
，
那
麼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以
後
他
仍
然
堅

持
自
己
的
說
法
，
就
跟
當
時
出
現
的
「
滿
天
星
斗
」
等
中
國
文
明
起
源
多
元
論
的

某
些
矯
枉
過
正
有
很
大
關
係
。
在
這
一
點
上
，
父
親
從
不
諱
言
他
是
一
個
「
保
守
」

的
考
古
學
家
。
在
「
文
明
」
的
定
性
上
，
他
信
奉
有
關
經
典
作
家
的
定
義
，
認
為

「
文
明
」
與
「
文
化
」
不
同
。「
文
明
」
標
誌
着
國
家
的
出
現
，
因
此
他
認
為
二
里

頭
文
化
顯
然
不
同
於
還
處
在
氏
族
公
社
的
龍
山
文
化
，
它
有
巍
峨
的
宮
殿
建
築
，

精
美
的
青
銅
器
和
玉
器
，
以
及
陶
器
、
鑄
銅
作
坊
的
存
在
，
甚
至
還
有
了
文
字
，

表
明
這
個
時
期
國
家
已
經
出
現
了
。
但
他
又
指
出
：「
還
沒
有
確
鑿
的
證
據
可
以

把
上
述
的
遺
存
同
傳
說
中
的
夏
代
或
者
夏
文
化
連
接
起
來
，
因
而
夏
文
化
的
探
索

還
是
個
尚
未
解
決
的
問
題
。
」
反
對
在
二
里
頭
文
化
和
夏
文
化
之
間
或
龍
山
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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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之
間
畫
等
號
，
表
現
了
一
個
嚴
謹
的
考
古
學
家
一
以
貫
之
的
學
風
。
這
些
看

法
，
不
僅
廣
泛
流
行
於
國
際
學
術
界
，
也
是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以
前
中
國

學
術
界
的
主
流
看
法
，
影
響
深
遠
。

二
〇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
在
澠
池
縣
召
開
了
「
紀
念
仰
韶
文
化
發
現
九
十
週
年

國
際
學
術
討
論
會
」
，
會
上
充
分
討
論
了
仰
韶
文
化
的
學
術
影
響
，
並
比
較
一
致

地
認
為
一
九
二
一
年
仰
韶
文
化
的
發
現
，
標
誌
着
中
國
考
古
學
的
誕
生
。

同
年
，
仰
韶
村
中
建
成
的
「
仰
韶
文
化
博
物
館
」
向
公
眾
開
放
，
博
物
館
廣

場
上
竪
立
着
對
仰
韶
文
化
做
出
貢
獻
的
四
位
科
學
家
的
銅
像
，
他
們
是
安
特
生
、

袁
復
禮
、
夏
鼐
、
安
志
敏
。
村
莊
中
大
面
積
種
植
着
白
菊
花
和
薰
衣
草
，
清
風
徐

來
，
花
草
搖
曳
，
似
乎
在
向
人
們
訴
說
着
七
千
年
的
古
老
故
事
。

在
︽
仰
韶
文
化
︾
再
版
之
際
，
回
顧
仰
韶
文
化
發
現
發
掘
的
歷
史
以
及
父
親

對
仰
韶
文
化
的
深
入
研
究
和
學
術
觀
點
，
有
助
於
年
輕
學
者
和
普
通
讀
者
對
這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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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
學
歷
史
的
了
解
，
從
而
更
進
一
步
地
認
識
仰
韶
文
化
。

安
家
瑤
　
安
家
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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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甚
麼
叫
「
仰
韶
文
化
」
？

黃
河
流
域
，
是
我
國
古
代
文
明
的
搖
籃
。
早
在
遠
古
時
代
，
黃
河
兩
岸
一
望

無
垠
的
黃
土
平
原
和
高
原
上
，
就
有
人
類
居
住
。
到
了
距
今
七
八
千
年
前
的
新
石

器
時
代   

1

，
原
始
的
農
業
開
始
出
現
。
這
以
後
，
人
們
就
能
夠
用
自
己
生
產
的

糧
食
來
滿
足
基
本
的
生
活
需
要
。
生
活
來
源
有
了
更
多
的
保
證
，
於
是
便
逐
漸
定

居
下
來
。
許
多
原
始
公
社
的
氏
族
村
落
星
羅
棋
佈
地
分
佈
在
河
流
沿
岸
高
亢
而
平

坦
的
地
方
，
因
為
這
裡
土
地
肥
沃
，
又
靠
近
河
水
，
十
分
有
利
於
農
業
和
畜
牧

業
。
我
們
的
祖
先
就
在
這
塊
遼
闊
而
肥
沃
的
土
地
上
，
以
自
己
辛
勤
的
勞
動
創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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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歷
史
和
文
化
。
所
以
，
這
塊
土
地
上
就
留
下
了
豐
富
的
遺
跡
和
遺
物    2
。

一
九
二
一
年
，
考
古
工
作
者
在
今
河
南
澠
池
仰
韶
村
，
發
現
了
一
處
新
石
器

時
代
晚
期
的
村
落
遺
址
。
在
這
處
遺
址
裡
，
有
許
多
石
器
、
骨
器
和
陶
器
。
製
陶

業
是
當
時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手
工
業
部
門
，
生
產
的
陶
器
多
數
是
粗
陶
，
但
是
其
中

有
一
種
彩
陶
，
表
裡
都
磨
得
很
光
滑
，
表
面
還
描
繪
着
彩
畫
，
十
分
精
美
。
後

來
，
考
古
學
家
在
黃
河
流
域
的
其
他
地
方
又
陸
續
發
現
了
同
樣
性
質
的
村
落
遺
址

一
千
餘
處
，
其
中
經
過
重
點
發
掘
的
有
：
陝
西
西
安
半
坡
，
寶
雞
北
首
嶺
，
彬
縣

下
孟
村
，
華
陰
橫
陣
村
，
華
縣
泉
護
村
、
元
君
廟
，
河
南
三
門
峽
廟
底
溝
、
三

里
橋
，
洛
陽
王
灣
，
鄭
州
後
莊
王
和
林
山
砦
等
處
。
根
據
考
古
學
上
的
慣
例
，
以

最
先
發
現
的
仰
韶
村
來
命
名
同
一
系
統
的
文
化
，
於
是
，
這
許
多
性
質
相
同
的
遺

址
，
就
被
稱
作
「
仰
韶
文
化
」
。

仰
韶
文
化
的
分
佈
，
大
體
以
黃
河
中
下
游
的
河
南
、
山
西
和
陝
西
為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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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端
直
到
甘
肅
境
內
的
渭
河
上
游
，
有
少
數
遺
址
還
到
達
洮
河
流
域
。
河
南
以

東
，
雖
發
現
過
一
些
彩
陶
，
但
還
沒
有
找
到
明
確
的
仰
韶
文
化
遺
存
。
南
端
沿
漢

水
進
入
湖
北
，
北
端
到
達
河
北
中
部
，
陝
北
、
晉
北
和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南
部
也
有

不
少
仰
韶
文
化
遺
址
。

注
釋
：

1 

考
古
學
上
，
根
據
人
類
使
用
工
具
質
料
的
不
同
，
分
成
石
器
時
代
、
青
銅
器
時
代
和
鐵

器
時
代
。
石
器
時
代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的
初
期
階
段
，
統
屬
於
原
始
社
會
。
它
又
可
以
分

為
舊
石
器
時
代
、
中
石
器
時
代
和
新
石
器
時
代
三
個
時
期
。
新
石
器
時
代
開
始
於
八

九
千
年
以
前
，
是
原
始
氏
族
公
社
的
繁
榮
時
期
。

2 

考
古
學
上
，
把
古
代
遺
留
下
來
的
村
落
、
房
屋
、
作
坊
和
墓
葬
等
稱
為
遺
跡
；
把
古
代

遺
留
下
來
的
生
產
工
具
、
生
活
用
具
、
武
器
和
裝
飾
品
等
稱
為
遺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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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村
落
和
建
築

仰
韶
文
化
的
氏
族
村
落
，
都
分
佈
在
河
流
兩
岸
的
黃
土
台
地   

1

上
，
這
主

要
是
為
了
避
免
洪
水
的
侵
襲
。
河
流
轉
彎
或
兩
河
交
匯
的
地
方
，
更
是
當
時
人
們

所
喜
歡
居
住
的
地
點
。
人
們
為
甚
麼
要
選
擇
這
些
地
點
建
立
村
落
呢
？
道
理
很
簡

單
，
首
先
，
因
為
人
類
的
日
常
生
活
離
不
開
水
，
而
當
時
還
不
會
鑿
井
，
考
慮
汲

水
的
方
便
，
就
必
須
靠
近
水
源
居
住
。
其
次
，
這
裡
又
是
適
於
農
業
、
畜
牧
、
狩

獵
和
捕
魚
等
生
產
活
動
的
好
地
方
。
這
也
是
人
們
樂
意
居
住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此
外
，
近
河
地
帶
交
通
也
比
較
方
便
，
便
利
人
們
相
互
之
間
的
交
往
。
仰
韶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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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落
的
所
在
地
，
也
常
常
是
後
來
人
們
喜
歡
居
住
的
地
方
。

這
些
氏
族
村
落
的
分
佈
，
一
般
比
較
密
集
，
村
落
之
間
的
距
離
也
不
太
遠
，

有
的
隔
河
相
對
。
考
古
學
家
們
在
三
門
峽
水
庫
地
區
內
曾
發
現
了
六
十
九
處
仰
韶

文
化
村
落
遺
址
，
遠
比
其
他
時
期
的
遺
址
要
多
得
多
。
其
他
地
區
，
也
常
常
發

現
這
種
情
況
。
這
又
是
甚
麼
原
因
呢
？
原
來
當
時
的
農
業
生
產
還
很
原
始
，
採
用

「
刀
耕
火
種
」
2

的
耕
作
方
法
，
而
且
又
不
懂
得
向
地
裡
施
肥
，
這
樣
經
過
一
段

時
期
以
後
，
土
地
就
不
如
以
前
那
麼
肥
沃
，
人
們
只
好
遷
移
到
別
的
地
方
去
開
闢

新
的
耕
地
，
建
立
新
的
村
落
。
甚
至
過
了
若
干
年
以
後
又
遷
回
舊
地
。
這
樣
沿
着

河
流
往
來
遷
移
的
結
果
，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就
出
現
了
許
多
居
住
點
。
由
此
可
知
，

這
許
多
密
集
的
村
落
遺
址
，
並
不
是
同
時
建
立
起
來
的
。
到
了
後
來
，
農
業
生
產

的
水
平
提
高
了
，
人
們
能
夠
在
同
一
個
地
點
居
住
較
長
的
時
期
，
遷
移
也
就
不
再

像
過
去
那
樣
頻
繁
，
因
而
，
村
落
的
數
目
也
就
顯
著
地
減
少
了
。
此
外
，
由
於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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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學
會
了
鑿
井
，
居
住
條
件
不
再
受
水
源
的
限
制
，
村
落
也
就
不
再
像
過
去
那
樣

密
集
在
河
流
的
沿
岸
了
。

村
落
的
面
積
大
小
不
等
，
一
般
從
幾
萬
到
十
幾
萬
平
方
米
，
最
大
的
有
九
十

多
萬
平
方
米
。
這
些
村
落
往
往
有
一
定
的
佈
局
，
比
如
西
安
的
半
坡
就
分
居
住

區
、
公
共
墓
地
和
窯
場
三
部
分
，
總
面
積
約
五
萬
平
方
米
。

居
住
區
大
體
呈
一
個
不
規
則
的
圓
形
，
在
這
裡
已
經
發
現
了
四
五
十
座
房
屋

遺
址
，
密
密
地
排
列
着
，
佈
局
很
有
條
理
。
這
是
氏
族
成
員
的
住
宅
。
在
大
約
中

心
的
地
方
有
一
座
方
形
的
大
房
子
，
可
能
是
氏
族
舉
行
會
議
或
從
事
其
他
活
動
的

公
共
活
動
場
所
。

根
據
已
經
發
現
的
房
屋
遺
跡
和
柱
洞
的
位
置
，
可
以
推
測
這
些
房
子
是
採
用
比

較
進
步
的
木
架
結
構
修
築
的
。
當
時
黃
河
流
域
的
木
材
資
源
相
當
豐
富
，
加
工
也
比

較
容
易
。
這
是
當
時
盛
行
木
架
結
構
房
屋
的
主
要
原
因
。
房
子
的
面
積
大
小
不
等
。



仰韶文化  24

從
房
屋
的
形
制
上
看
，
有
兩
類
建
築
方
法
：
一
類
是
半
地
穴
式
的
，
分
圓
形

和
方
形
兩
種
。
圓
形
房
屋
是
從
地
面
向
下
挖
一
個
土
坑
，
再
搭
架
蓋
成
的
。
它
的

式
樣
和
地
面
的
圓
形
房
屋
相
似
。
方
形
房
屋
也
是
先
從
地
面
向
下
挖
一
個
深
約
一

米
的
方
形
或
長
方
形
的
竪
穴
，
在
南
邊
的
正
中
開
一
條
階
梯
式
或
斜
坡
式
的
狹
長

門
道
，
以
便
出
入
。
屋
內
中
央
樹
立
兩
根
或
四
根
木
柱
，
支
撐
屋
頂
，
木
柱
的
下

端
都
埋
入
地
下
，
有
的
還
在
柱
子
下
面
墊
上
一
大
塊
石
頭
，
以
防
柱
子
下
沉
。
這

是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最
早
的
柱
礎
。
竪
穴
的
周
圍
也
竪
立
了
成
排
的
木
柱
，
用
以
支

撐
屋
頂
並
構
成
牆
壁
的
骨
架
。
屋
頂
大
體
作
四
角
尖
錐
狀
。

另
外
一
類
為
地
面
建
築
，
有
方
形
和
圓
形
兩
種
。
方
形
的
結
構
與
前
一
類
相

似
，
只
是
處
於
地
面
，
沒
有
狹
長
的
門
道
而
已
。
圓
形
的
以
西
安
半
坡
所
發
現
的

最
為
完
整
，
房
屋
的
中
央
部
分
有
四
個
或
六
個
對
稱
的
柱
洞
，
排
成
長
方
形
，

說
明
木
柱
所
支
撐
的
屋
頂
可
能
是
兩
面
坡
的
「
人
」
字
頂
。
房
屋
周
圍
有
一
圈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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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遺跡復原的方形房屋

洞
，
我
們
可
以
據
此
推
斷
牆
壁
是
圓
形

的
，
門
也
向
南
開
，
門
裡
兩
側
還
各
有

一
道
隔
牆
。

屋
頂
和
牆
壁
上
都
塗
着
一
層
草
泥

土
（
草
拌
泥
）
。
屋
內
的
地
基
壓
得
比

較
縝
密
，
有
的
還
在
黃
土
裡
摻
入
紅
燒

土
末
，
或
在
表
面
塗
一
層
石
灰
質
，
這

顯
然
是
為
了
隔
潮
。
房
子
中
央
或
迎
門

的
地
方
，
有
一
個
灶
坑
，
用
以
炊
煮
食

物
，
保
存
火
種
。

房
子
附
近
，
還
有
許
多
圓
形
的
窖

穴
，
一
般
都
是
口
小
底
大
。
這
是
人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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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來
貯
藏
糧
食
或
其
他
什
物
的

地
方
。在

房
屋
和
窖
穴
的
廢
墟

上
，
還
發
現
了
一
些
生
活
用
具

和
生
產
工
具
，
為
復
原
當
時
的

文
化
面
貌
和
生
活
情
況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資
料
。

居
住
區
周
圍
環
繞
着
一
條

深
、
寬
各
五
六
米
的
壕
溝
，
可

能
是
人
工
挖
成
的
一
種
用
來
防

禦
野
獸
襲
擊
的
防
禦
性
設
施
。

溝
北
面
是
氏
族
公
共
墓
地
，
共

根據遺跡復原的圓形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