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世
界
文
明
发
展
史
上
，
象
形
文
字
的
产
生
是
一
个
重
要
文

明
现
象
。
语
言
学
家
将
世
界
文
字
发
展
史
分
为
三
个
时
期
，
第
一

个
是
原
始
文
字
时
期
，
第
二
个
是
古
典
文
字
时
期
，
第
三
个
是
字

母
文
字
时
期
，
象
形
文
字
处
于
第
二
个
时
期
。

象
形
文
字
主
要
有
丁
头
字
、
圣
书
字
和
甲
骨
文
三
个
体
系
。

丁
头
字
产
生
于
公
元
前
三
千
五
百
年
以
前
的
西
亚
两
河
流
域
（
在

现
在
的
伊
拉
克
）
，
苏
美
尔
（S

u
m
e
r

）
人
创
造
了
最
早
的
有
重

大
历
史
价
值
的
文
字
。
圣
书
字
产
生
于
北
非
尼
罗
河
流
域
的
古
代

埃
及
，
时
间
略
晚
于
苏
美
尔
文
字
。

甲
骨
文
产
生
于
中
国
，
学
术
界
也
曾
经
把
大
汶
口
的
刻
文

符
号
作
为
象
形
文
字
讨
论
成
果
，
但
稳
定
和
成
熟
的
象
形
文
字
体

系—

甲
骨
文
是
学
术
界
的
共
识
。
对
于
甲
骨
文
的
发
展
和
地

位
，
周
有
光
认
为
：
东
亚
产
生
文
字
比
西
亚
和
北
非
晚
两
千
年
。

公
元
前
一
千
三
百
年
以
前
，
中
国
黄
河
流
域
的
殷
商
帝
国
创
造
了

【
摘 

要
】
在
象
形
文
字
的
研
究
活
动
中
，
世
界
各
地
的
象
形
文
字
比
较
是
一
个
重
要
领

域
，
各
国
学
者
都
有
大
量
涉
及
这
个
领
域
的
研
究
成
果
。
这
些
成
果
中
，
中
国
与
埃
及
象
形
文
字

比
较
的
成
果
比
较
丰
富
，
中
国
与
玛
雅
文
字
比
较
的
成
果
相
对
薄
弱
。
本
文
从
甲
骨
文
和
玛
雅
文

字
的
书
写
载
体
、
书
写
结
构
、
书
写
工
具
三
个
方
面
展
开
分
析
与
比
较
，
同
时
也
关
注
两
种
文
字

所
属
的
特
定
功
能
与
意
义
，
尝
试
阐
释
文
字
所
承
载
的
文
化
之
间
的
异
同
，
这
样
的
尝
试
对
两
大

古
老
文
明
的
阶
段
性
特
征
和
文
明
贡
献
可
以
提
供
有
意
义
的
参
照
体
系
，
也
可
以
为
『
一
带
一

路
』
提
供
更
加
开
阔
的
文
化
交
流
视
野
。

【
关
键
词
】
甲
骨
文 

 

玛
雅 

 

象
形
文
字 

 

体
系
比
较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的
书
写
体
系
比
较

多
学
科
研
究

吴
思
佳 

 

白
云

甲
骨
文
，
这
是
汉
字
的
祖
先
。
后
来
汉
字
流
传
到
四
周
邻
国
，
成

为
越
南
、
朝
鲜
和
日
本
的
文
字
。
在
丁
头
字
和
圣
书
字
消
亡
之

后
，
汉
字
岿
然
独
存
。
甲
骨
文
已
经
是
相
当
成
熟
的
文
字
，
它
一

定
有
更
早
的
祖
先
。
如
果
把
新
石
器
时
代
陶
器
上
的
刻
符
作
为
甲

骨
文
的
祖
先
，
汉
字
的
历
史
可
能
有
六
千
年
。
丁
头
字
和
圣
书
字

也
是
相
当
成
熟
的
文
字
，
用
同
样
的
追
溯
方
法
，
它
们
的
历
史
可

能
有
八
千
年
。
[1]

玛
雅
文
字
属
于
象
形
文
字
，
产
生
于
中
美
洲
的
尤
卡
坦
半

岛
（
现
在
的
墨
西
哥
）
，
是
玛
雅
（M

a
y
a

）
人
使
用
的
一
种
成

熟
文
字
体
系
，
产
生
时
间
约
公
元
前
二
至
三
世
纪
。
十
六
世
纪
西

班
牙
人
侵
入
中
美
洲
，
有
意
识
消
灭
玛
雅
文
字
，
目
前
只
留
下
四

个
古
抄
本
。
玛
雅
文
字
从
此
被
遗
忘
三
百
多
年
，
直
到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才
被
学
术
界
重
新
认
识
。
玛
雅
文
字
在
抄
本
之
外
，
主

要
依
靠
石
刻
和
其
他
器
物
上
的
铭
文
。
玛
雅
文
明
发
展
中
，
铭
文

产
生
时
间
比
抄
本
早
，
数
量
也
大
，
玛
雅
人
有
每
隔
几
年
要
刻
一

块
石
碑
的
习
惯
，
用
来
记
录
所
发
生
的
事
情
。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是
两
个
象
形
文
字
体
系
，
在
不
同
的
文

化
背
景
下
发
展
，
形
成
了
各
自
的
特
征
。
张
禾
有
一
个
概
括
性
的

描
述
：
『
玛
雅
文
字
和
中
国
文
字
相
像
，
都
是
方
块
字
。
但
方
块

中
所
含
成
分
和
内
容
却
大
不
相
同
。
中
国
字
一
个
方
块
就
是
一
个

单
音
节
的
字
，
包
括
表
音
和
（
或
）
表
意
符
号
。
而
玛
雅
文
字
的

一
个
方
块
中
有
时
只
包
含
一
个
字
符
，
有
时
会
有
两
个
以
上
的
字

或
音
符
，
有
时
则
会
多
到
七
八
个
符
号
。
它
们
既
有
表
音
符
号
又

有
表
意
符
号
。
书
写
时
可
以
横
向
排
列
，
也
可
纵
向
摞
起
来
。
一

个
字
符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或
爱
好
压
扁
、
拉
长
、
立
起
、
躺
下
、
颠

倒
，
一
个
套
在
另
一
个
里
，
或
两
个
重
叠
起
来
。
根
据
字
符
的
不

同
排
列
，
读
法
可
以
是
从
左
往
右
，
或
自
上
而
下
。
当
多
个
音
符

出
现
在
一
个
方
块
里
时
，
它
们
往
往
是
一
个
词
组
或
短
句
。
一
个

句
子
中
的
字
词
可
分
开
放
在
几
个
方
块
里
，
也
可
全
部
挤
在
一
个

方
块
里
。
长
文
是
由
多
个
方
块
字
整
齐
排
列
组
成
，
读
法
是
纵
向

每
两
行
两
行
地
读
。
也
就
是
说
，
先
从
左
往
右
读
两
个
方
块
字
，

再
从
上
往
下
读
下
两
个
方
块
字
。
在
只
有
一
纵
排
的
情
况
下
，
自

上
而
下
读
；
只
有
一
横
排
的
时
候
，
一
般
是
从
左
往
右
，
偶
尔
也

有
从
右
往
左
读
的
。
』
[2]

根
据
考
古
材
料
来
比
较
，
从
体
系
特
征
层
面
看
，
主
要
有
书

写
载
体
、
书
写
结
构
和
书
写
工
具
三
个
重
要
的
比
较
指
标
。

书
写
载
体
的
比
较

甲
骨
文
载
体
主
要
是
龟
甲
和
兽
骨
，
玛
雅
文
字
则
有
多
种
载

体
。
书
写
载
体
决
定
了
文
字
书
写
的
物
理
空
间
，
从
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文
字
章
法
以
及
字
体
外
在
形
态
的
变
化
，
甚
至
也
与

文
字
内
容
及
其
社
会
功
能
产
生
了
直
接
的
联
系
。

一
、
甲
骨
文
的
载
体

甲
骨
文
与
商
王
室
和
贵
族
每
事
必
卜
的
观
念
密
切
相
关
，

《
礼
记
·
表
记
》
中
就
这
样
记
载
：
『
殷
人
尊
神
，
率
民
以
事

神
，
先
鬼
而
后
礼
。
』
占
卜
内
容
多
以
商
王
为
中
心
，
通
过
贞
人

易
言
之
，
陈
绎
曾
对
《
祭
侄
稿
》
的
描
述
，
首
先
再
现
的
是
关

于
《
祭
侄
稿
》
的
思
维
，
并
不
是
再
现
颜
真
卿
书
写
的
过
程
。

也
即
，
我
们
可
以
通
过
诸
如
『
散
怀
抱
』
『
凝
神
静
虑
』
等
方

式
为
这
个
状
态
做
准
备
，
但
真
正
到
达
这
个
状
态
，
便
成
为
唐

君
毅
所
谓
『
非
思
议
所
能
尽
』
之
地
。

唐
氏
同
时
认
为
，
以
一
般
意
识
为
主
体
的
『
多
』
，
乃

至
『
一
』
『
多
』
关
系
之
纠
缠
意
识
，
在
认
知
的
究
极
之
处
，

『
一
齐
如
泥
牛
之
入
海
，
更
无
消
息
』
，
并
提
出
：
『
凡
思

议
之
及
于
思
议
之
原
、
由
思
议
所
成
之
行
、
与
由
行
而
所
证
之

果
，
其
或
在
思
议
之
先
，
或
在
思
议
之
后
者
，
皆
非
思
议
之
所
能

尽
。
』
[18]

简
言
之
，
意
识
之
根
、
及
其
所
带
动
之
『
行
』
和
所
引

发
之
『
果
』
，
皆
难
思
难
议
。
而
人
们
如
果
想
『
言
说
不
可
言
说

者
』
，
以
『
多
』
而
言
『
一
』
，
动
用
语
言
的
同
时
必
须
兼
具
逻

辑
的
自
我
泯
灭
性
。
最
终
归
于
『
即
一
即
多
，
非
一
非
多
』
的
言

说
方
式
。
[19]

事
实
上
，
古
代
书
论
中
存
在
着
大
量
这
样
的
表
达
方

式
，
如
康
有
为
描
述
用
笔
时
说
：
『
…
…
妙
处
在
方
圆
并
用
，
不
方

不
圆
，
亦
方
亦
圆
。
』
[20]

用
『
方
』
概
括
用
笔
诀
窍
显
然
不
够
，
因

此
言
『
不
方
』
，
但
同
时
也
不
是
『
方
』
的
反
面—

『
圆
』
，
故

说
『
不
圆
』
，
通
过
对
普
通
语
汇
概
念
的
多
重
否
定
，
引
导
人
们
进

入
意
识
的
『
原
地
』
，
而
不
凝
滞
于
概
念
。
虞
世
南
《
释
真
》
所
谓

『
不
疾
不
徐
』
[21]

，
李
华
《
二
字
决
》
云
：
『
大
抵
字
不
可
拙
，
不

可
巧
，
不
可
今
，
不
可
古
，
华
质
相
伴
可
也
。
』
[22]

清
代
沈
宗
骞

《
芥
舟
学
画
编
·
用
笔
》
『
无
前
无
后
，
不
倚
不
因
』
[23]

，
等
等
，

皆
是
唐
氏
所
谓
的
『
即
一
即
多
，
非
一
非
多
』
的
言
说
方
式
。

结
语回

顾
历
史
，
民
国
书
家
是
古
代
文
人
书
写
传
统
的
最
后
承

续
者
。
他
们
原
汁
原
味
的
传
承
了
『
文
书
俱
美
』
的
传
统
。
而
如

同
彼
时
以
白
话
文
替
代
文
言
文
被
人
们
视
为
『
潮
流
』
一
样
，
以

『
形
学
』
视
野
观
照
书
法
是
当
时
环
境
的
必
然
趋
势
，
只
是
这
条

道
路
现
今
所
带
来
的
迷
茫
和
困
境
是
彼
时
文
人
始
料
未
及
的
。

有
当
代
学
者
曾
说
：
『
一
个
书
法
家
是
书
写
古
典
文
学
作
品
，

还
是
书
写
白
话
文
，
并
不
会
导
致
书
法
作
品
在
艺
术
价
值
上
的
根
本

差
异
。
真
正
需
要
关
注
的
问
题
是
，
由
于
语
言
方
式
的
转
变
所
导
致

的
书
法
内
在
文
脉
的
变
迁
。
』
[24]

的
确
，
二
十
世
纪
以
来
外
在
环

境
促
使
书
法
走
向
『
形
学
』
之
路
有
诸
多
的
不
得
已
，
但
审
慎
的
观

察
发
现
，
停
留
在
『
形
』
『
义
』
之
上
『
保
此
而
去
彼
』
的
抉
择
，

更
多
的
是
在
书
法
外
在
因
素
上
寻
找
出
路
，
梳
理
二
者
由
融
合
走
向

对
立
的
脉
络
可
知
，
根
本
原
因
还
是
书
者
内
在
观
察
方
式
的
变
迁
所

致
，
其
中
暗
含
着
中
、
西
方
『
正
的
思
维
』
与
『
负
的
思
维
』
的
碰

撞
问
题
。
而
回
到
书
法
作
为
『
艺
术
』
之
前
，
传
统
哲
学
中
的
『
凝

神
静
虑
』
『
即
一
即
多
』
等
思
想
，
作
为
跳
脱
对
立
之
困
、
实
现
和

解
的
有
效
路
径
，
在
当
下
显
然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笔
者
所
讨
论
的
『
对
立
意
识
』
，
并
不

局
限
于
『
形
』
『
义
』
之
间
，
在
书
法
实
践
中
，
人
与
工
具
、
临

本
与
创
作
等
等
都
有
可
能
形
成
对
抗
的
二
元
之
困
，
而
『
凝
神
静

虑
』
之
后
对
原
地
意
识
的
观
照
，
是
对
所
有
对
立
思
维
的
跳
脱
和

超
越
，
而
不
仅
仅
是
『
形
』
『
义
』
之
二
元
。
再
扩
而
大
之
，
审

美
所
获
得
的
对
『
原
地
意
识
』
的
洞
见
与
传
统
哲
学
上
澄
怀
之
后

的
见
『
道
』
，
其
本
质
无
别
，
这
也
是
中
国
传
统
士
大
夫
的
日
常

生
活
遍
布
审
美
精
神
的
缘
由
。
而
作
为
古
代
文
人
日
常
文
事
的
重

要
内
容
，
其
笔
墨
书
写
莫
不
受
其
泽
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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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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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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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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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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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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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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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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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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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毕
达
哥
拉
斯
曾
说
：
『
人
生
就
好
比
一
场
体
育
竞
赛
，
有
人

像
摔
跤
者
那
样
在
搏
斗
，
有
人
像
小
贩
那
样
在
叫
卖
，
但
是
最
好
的

还
是
像
旁
观
者
的
那
一
些
人
。
』
『
旁
观
』
内
在
的
包
含
着
审
美
的

品
质
。
康
德
『
审
美
无
利
害
关
系
』
说
、
叔
本
华
『
审
美
无
欲
』
说

皆
发
端
与
此
。
叔
本
华
认
为
，
在
审
美
过
程
中
，
事
物
的
处
所
、
所

处
时
间
、
有
何
用
处
都
不
再
关
注
，
主
体
亦
没
有
思
维
理
性
概
念
的

盘
踞
，
而
仅
仅
是
『
直
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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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骨
文
这
种
高
低
错
落
、
疏
密
有
间
、
大
小
有
别
的
书
写

结
构
取
决
于
卜
辞
精
炼
的
语
法
和
概
括
的
语
言
，
具
有
率
真
质
朴

的
审
美
价
值
，
西
周
时
渐
为
金
文
所
替
代
，
因
社
会
需
求
铭
文
变

长
，
『
使
得
人
们
无
暇
顾
及
书
写
的
艺
术
，
转
而
将
注
意
力
放
在

如
何
将
其
排
布
的
更
为
整
齐
、
耐
看
』
[11]

。

二
、
玛
雅
文
字
的
网
格
型
排
列

关
于
玛
雅
文
字
的
排
列
，
玛
雅
铭
文
学
专
家
迈
克
尔
·
寇

（M
ic

h
a
e
l 

C
o
e

）
提
出
『
网
格
型
排
列
』
观
点
，
他
这
样
描

述
：
『
玛
雅
文
本
通
常
像
棋
盘
一
样
排
列
成
直
角
网
格
，
即
使
手

抄
本
的
书
籍
也
是
如
此
。
这
样
排
列
的
文
字
一
般
要
从
左
到
右
、

从
上
到
下
两
列
两
列
地
书
写
或
阅
读
。
如
果
将
横
行
标
记
为 A

，

B

，C

，D

…
…
纵
列
标
记
为
一
，
二
，
三
，
四
…
…
那
么
阅
读

顺
序
就
是A

一
，B

一
，A

二
，B

二
，A

三
…
…
读
到B

列
底
端

的
字
符
后
，
又
从C

一
和D

一
开
始
往
下
读
，
其
余
部
分
依
此
类

推
。
当
然
，
这
种
读
写
规
则
也
有
例
外
，
例
如
经
常
在
陶
器
上
出

现
的
单
列
、L

形
、
横
行
等
形
式
。
极
少
数
纪
念
碑
和
陶
器
上
的

文
本
要
从
右
到
左
、
甚
至
以
环
形
顺
序
阅
读
，
例
如
一
些
石
头
祭

台
上
的
文
字
。
但
要
强
调
的
是
，
基
本
读
写
顺
序
是
从
左
到
右
、

从
上
到
下
。
』
[12]

书
写
工
具
的
比
较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因
为
有
不
同
书
写
载
体
的
存
在
，
所
以

书
写
工
具
也
存
在
着
不
同
。

一
、
甲
骨
文
的
书
契
工
具

中
国
先
民
自
古
以
书
为
著
，
契
为
刻
。
『
殷
墟
出
土
的
龟
甲
文

字
有
两
种
，
一
是
用
毛
笔
书
写
的
，
或
墨
书
或
朱
书
。
但
笔
书
在
卜

辞
中
并
不
常
见
。
二
是
用
刀
等
契
刻
的
，
卜
辞
中
大
部
分
是
刀
契
。

既
然
商
人
有
笔
书
有
刀
契
，
故
此
，
过
去
有
学
者
常
常
称
甲
骨
文
为

殷
墟
书
契
』
或
『
殷
人
刀
笔
文
字
』
。
[13]

郭
沫
若
认
为
甲
骨
极
为
坚

硬
，
认
为
甲
骨
在
契
刻
或
削
制
前
经
过
酸
性
溶
液
泡
制
予
以
软
化
。

赵
铨
、
钟
少
林
、
白
荣
金
等
学
者
经
过
实
验
则
认
为
：
『
运
用
青
铜

刀
在
骨
料
上
刻
字
，
无
论
是
含
水
较
多
的
新
鲜
骨
料
，
或
是
已
经
干

硬
的
陈
骨
，
不
经
软
化
处
理
完
全
可
以
进
行
。
』
[14]

董
作
宾
在
殷

墟
第
三
次
发
掘
的
大
连
坑
附
近
大
龟
四
版
之
地
曾
发
现
有
一
把
小
铜

刀
，
他
认
为
这
大
概
就
是
殷
人
契
刻
文
字
的
工
具
。
[15]

二
、
玛
雅
文
字
的
书
、
契
、
钻
、
凿
等
工
具

虽
然
玛
雅
文
字
中
，
对
于
书
写
这
一
行
为
的
概
念
较
为
广
泛
，

书
记
员
与
艺
术
家
为
同
一
个
字
符
表
达
，
也
就
是
说
书
写
与
绘
画
并

未
作
出
明
确
的
区
分
。
但
是
对
于
使
用
毛
笔
还
是
使
用
雕
刻
工
具
的

书
记
员
（a

jts'ib

）
却
有
着
不
同
的
表
达
，
可
见
他
们
对
于
工
具
的

使
用
有
着
清
晰
的
区
分
。
我
们
可
以
保
留
这
样
一
种
假
设
，
玛
雅
人

不
对
象
形
文
字
的
书
写
与
绘
画
做
出
明
确
的
区
分
，
是
因
为
图
像

与
文
字
之
间
经
常
是
互
为
释
义
的
，
『
绘
画
本
身
必
然
具
有
文
饰
功

能
』
[16]

。
玛
雅
彩
陶
上
的
图
像
就
有
描
绘
习
经
者
在
祭
司
的
帮
助
下

才
能
够
解
读
并
理
解
抄
本
上
的
文
字
，
因
为
古
抄
本
中
的
文
字
并
非

是
完
整
的
记
录
历
史
事
件
，
而
仅
仅
是
一
些
提
示
性
的
内
容
。

玛
雅
人
契
刻
文
字
的
工
具
根
据
载
体
材
质
的
不
同
分
为
两

类
，
一
类
是
以
毛
发
制
成
的
笔
刷
，
主
要
用
于
写
本
；
另
一
类
为

水
晶
石
或
者
是
燧
石
等
硬
石
料
制
成
的
石
刀
，
主
要
用
于
铭
文
。

究
其
缘
由
，
一
方
面
是
玛
雅
人
的
文
明
中
，
直
到
公
元
二
世
纪
都

未
曾
经
历
使
用
金
属
工
具
的
发
展
阶
段
，
在
技
术
发
展
程
度
上
属

于
石
器
阶
段
，
因
此
在
玉
石
等
硬
质
载
体
上
刻
写
的
工
具
『
主
要

是
木
头
、
沙
子
和
绳
子
，
即
用
木
钻
钻
孔
，
用
粘
了
砂
子
的
绳
子

锯
磨
和
切
割
玉
片
』
[17]

。

概
而
言
之
，
甲
骨
文
和
玛
雅
文
字
在
书
写
工
具
的
选
择
上
，

因
技
术
发
展
阶
段
的
不
同
而
出
现
差
异
；
书
写
结
构
各
自
也
有
着

鲜
明
的
特
征
，
体
现
着
完
全
不
同
的
构
思
；
却
在
书
写
载
体
的
选

择
上
，
无
一
例
外
地
选
择
了
一
些
珍
贵
、
神
秘
且
制
作
加
工
程
序

复
杂
的
材
料
作
为
书
写
的
版
面
。
从
考
古
材
料
显
示
的
书
写
内
容

来
看
，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最
突
出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社
会
功
能
是

服
务
于
古
代
社
会
的
上
流
阶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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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责
编
：
梁
超

骨
文
的
排
列
体
现
出
因
形
制
宜
进
行
契
刻
的
灵
活
性
；
而
玛
雅

文
字
的
章
法
则
呈
现
出
齐
整
统
一
的
形
式
，
体
现
出
截
然
不
同

的
审
美
取
舍
。

一
、
甲
骨
文
的
行
列
型
排
列

根
据
考
古
学
家
的
考
证
，
甲
骨
文
契
刻
的
顺
序
，
并
非
是
由

上
而
下
、
行
左
向
右
的
，
而
是
在
同
一
块
龟
板
上
从
多
个
方
向
契

刻
。
董
作
宾
先
生
曾
分
析
了
罗
雪
堂
先
生
拓
印
的
甲
骨
后
得
出
结

论
：
『
统
观
以
上
之
各
图
，
可
得
一
公
例
：
中
甲
（
一
）
刻
辞
，
自

中
缝
起
，
在
右
者
（
此
所
谓
左
右
，
依
前
所
定
，
全
用
客
观
）
右

行
，
在
左
者
左
行
，
首
右
甲
（
二
）
刻
辞
由
右
边
始
，
左
行
。
首
左

甲
（
三
）
刻
辞
，
由
左
边
始
，
右
行
。
前
右
甲
（
四
）
刻
辞
，
除
前

足
义
之
上
，
由
右
边
起
者
左
行
外
：
其
余
各
辞
一
律
右
行
。
后
右
甲

（
六
）
除
后
足
义
之
下
，
由
右
边
起
者
左
行
外
，
其
余
各
辞
一
律
右

行
。
尾
右
甲
刻
辞
自
右
边
起
，
左
行
。
但
尾
甲
不
刻
辞
者
为
多
。
前

左
甲
（
五
）
，
后
左
甲
（
七
）
，
刻
辞
与
右
方
对
称
，
其
左
右
行
适

相
反
。
总
而
言
之
，
沿
中
缝
而
刻
辞
者
向
外
，
在
右
右
行
，
在
左
左

行
，
沿
首
尾
之
两
边
者
而
刻
辞
者
，
向
内
，
在
右
左
行
，
在
左
右

行
。
如
是
而
已
。
卜
辞
之
文
例
，
以
下
行
为
主
，
因
分
节
段
，
不
能

不
有
所
左
右
，
故
有
下
行
而
右
，
下
行
而
左
之
分
。
其
单
行
而
完
全

向
左
或
向
右
者
，
则
变
例
耳
。
』
[8]

刘
玉
建
先
生
有
一
个
比
较
概
括
的
观
点
：
『
左
行
与
右
行

是
刻
辞
中
最
为
常
见
的
契
刻
形
式
，
除
此
之
外
，
还
有
一
种
「
横

行
」
。
「
横
行
」
又
包
括
两
种
：
一
种
是
按
着
从
左
向
右
的
方
向

横
行
契
刻
，
一
种
是
按
着
从
右
向
左
的
方
向
横
行
契
刻
。
横
行
一

般
只
刻
一
行
，
故
学
者
称
之
为
「
单
列
横
行
」
。
横
行
不
太
常

见
，
远
远
不
如
左
行
、
右
行
那
么
盛
行
。
』
[9]

廉
珍
在
其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中
指
出
了
『
非
线
性
』
的
排
列
结

构
：
『
甲
骨
文
字
的
书
写
体
例
、
格
式
等
是
服
从
于
实
际
占
卜
灼

烧
的
情
况
的
，
文
字
只
能
顺
着
卜
兆
的
顺
序
而
行
，
不
得
随
意
改

变
，
这
也
就
揭
示
了
甲
骨
文
特
殊
的
行
文
方
向
的
原
因
。
甲
骨
刻

辞
与
事
件
本
身
有
空
间
上
的
在
场
联
系
，
甲
骨
文
的
这
种
高
情
境

性
使
它
的
格
式
排
列
趋
于
空
间
化
，
甲
骨
文
的
组
织
结
构
更
具
有

非
线
性
的
空
间
语
法
特
征
。
』
[10]

向
上
帝
、
鬼
神
、
先
公
先
王
等
问
卜
，
以
便
预
示
吉
凶
，
祈
望
得

到
保
佑
。
因
为
书
写
内
容
的
重
要
性
，
书
写
材
料
通
常
选
择
龟
甲

和
兽
骨
，
其
中
又
以
龟
腹
甲
为
主
。
《
史
记
·
龟
策
列
传
》
记
：

『
太
卜
官
因
以
吉
日
剔
取
其
腹
下
骨
。
』

商
人
为
什
么
取
腹
甲
作
占
卜
之
具
？
日
本
学
者
白
川
静
认
为
：

乌
龟
的
拱
形
背
甲
恰
如
天
穹
，
布
满
纹
路
的
扁
平
腹
甲
恰
如
大
地
，

选
择
龟
腹
甲
与
中
国
传
统
思
想
中
极
为
丰
富
的
天
地
象
征
观
念
与
此

有
关
。
[3]

朱
彦
民
认
为
：
『
安
阳
土
龟
之
来
自
南
方
似
已
无
可
否

认
。
』
[4]

董
作
宾
认
为
：
『
这
些
甲
壳
是
由
藩
属
国
贡
献
给
殷
王
室

的
。
』
[5]

王
小
盾
从
食
用
龟
甲
、
随
葬
龟
甲
、
卜
用
龟
甲
的
出
土

地
点
的
材
料
考
证
认
为
：
『
龟
卜
应
是
从
长
江
流
域
传
入
黄
河
流
域

的
。
』
[6]

刘
玉
建
认
为
商
人
把
卜
辞
书
契
于
龟
甲
上
的
原
因
有
三
：

一
，
卜
辞
书
契
于
龟
甲
上
，
兆
象
与
卜
辞
合
二
为
一
，
便
于
存
档
保

存
，
作
为
资
料
积
累
和
总
结
占
卜
经
验
，
以
提
高
辨
兆
的
准
确
率
；

二
，
龟
甲
板
面
经
卜
官
加
工
后
平
整
光
滑
，
尺
幅
大
小
可
以
容
纳
百

字
以
上
，
书
写
方
便
；
三
，
不
易
腐
烂
。
[7]

二
、
玛
雅
文
字
的
载
体

玛
雅
文
字
的
载
体
类
型
多
样
，
主
要
有
：
①
石
材
，
在
石

碑
、
建
筑
的
门
楣
、
面
板
、
灰
泥
雕
饰
上
都
有
玛
雅
文
字
的
考
古

证
据
；
②
玉
器
、
骨
雕
和
贝
壳
雕
；
③
彩
绘
壁
画
；
④
彩
绘
和
雕

饰
的
彩
陶
罐
、
彩
陶
碗
；
⑤
抄
本
；
⑥
木
质
门
楣
。

根
据
考
古
成
果
，
石
碑
在
玛
雅
文
字
载
体
中
极
为
引
人
注

目
，
特
别
是
在
玛
雅
低
地
地
区
，
君
主
们
每
隔
二
十
年
矗
立
一
块

雕
刻
满
精
致
图
像
与
文
字
的
石
碑
，
有
时
密
度
更
大
，
只
隔
五
年

或
十
年
。
石
碑
的
内
容
围
绕
君
主
展
开
，
主
要
是
人
物
生
平
、
家

族
谱
系
、
军
事
功
绩
和
政
治
行
为
等
内
容
。
这
些
记
叙
的
内
容
有

个
很
突
出
的
特
点
，
就
是
『
不
朽
』
，
而
像
石
材
、
玉
器
、
骨
、

贝
壳
都
具
有
这
种
『
不
朽
』
的
特
性
。

书
写
结
构
的
比
较

从
书
写
结
构
上
看
，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的
字
、
行
之
间

的
组
合
顺
序
截
然
不
同
。
从
谋
篇
布
局
的
整
体
构
思
上
看
，
甲

古
典
期 

雅
克
奇
兰
四
十
八
号
门
楣  
墨
西
哥
人
类
学
国
家
博
物
馆
藏

商
代 

『
亚
乞
以
众
人
』
卜
甲  
山
东
博
物
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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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骨
文
这
种
高
低
错
落
、
疏
密
有
间
、
大
小
有
别
的
书
写

结
构
取
决
于
卜
辞
精
炼
的
语
法
和
概
括
的
语
言
，
具
有
率
真
质
朴

的
审
美
价
值
，
西
周
时
渐
为
金
文
所
替
代
，
因
社
会
需
求
铭
文
变

长
，
『
使
得
人
们
无
暇
顾
及
书
写
的
艺
术
，
转
而
将
注
意
力
放
在

如
何
将
其
排
布
的
更
为
整
齐
、
耐
看
』
[11]

。

二
、
玛
雅
文
字
的
网
格
型
排
列

关
于
玛
雅
文
字
的
排
列
，
玛
雅
铭
文
学
专
家
迈
克
尔
·
寇

（M
ic

h
a
e
l 

C
o
e

）
提
出
『
网
格
型
排
列
』
观
点
，
他
这
样
描

述
：
『
玛
雅
文
本
通
常
像
棋
盘
一
样
排
列
成
直
角
网
格
，
即
使
手

抄
本
的
书
籍
也
是
如
此
。
这
样
排
列
的
文
字
一
般
要
从
左
到
右
、

从
上
到
下
两
列
两
列
地
书
写
或
阅
读
。
如
果
将
横
行
标
记
为 A

，

B

，C

，D

…
…
纵
列
标
记
为
一
，
二
，
三
，
四
…
…
那
么
阅
读

顺
序
就
是A

一
，B

一
，A

二
，B

二
，A

三
…
…
读
到B

列
底
端

的
字
符
后
，
又
从C

一
和D

一
开
始
往
下
读
，
其
余
部
分
依
此
类

推
。
当
然
，
这
种
读
写
规
则
也
有
例
外
，
例
如
经
常
在
陶
器
上
出

现
的
单
列
、L

形
、
横
行
等
形
式
。
极
少
数
纪
念
碑
和
陶
器
上
的

文
本
要
从
右
到
左
、
甚
至
以
环
形
顺
序
阅
读
，
例
如
一
些
石
头
祭

台
上
的
文
字
。
但
要
强
调
的
是
，
基
本
读
写
顺
序
是
从
左
到
右
、

从
上
到
下
。
』
[12]

书
写
工
具
的
比
较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因
为
有
不
同
书
写
载
体
的
存
在
，
所
以

书
写
工
具
也
存
在
着
不
同
。

一
、
甲
骨
文
的
书
契
工
具

中
国
先
民
自
古
以
书
为
著
，
契
为
刻
。
『
殷
墟
出
土
的
龟
甲
文

字
有
两
种
，
一
是
用
毛
笔
书
写
的
，
或
墨
书
或
朱
书
。
但
笔
书
在
卜

辞
中
并
不
常
见
。
二
是
用
刀
等
契
刻
的
，
卜
辞
中
大
部
分
是
刀
契
。

既
然
商
人
有
笔
书
有
刀
契
，
故
此
，
过
去
有
学
者
常
常
称
甲
骨
文
为

殷
墟
书
契
』
或
『
殷
人
刀
笔
文
字
』
。
[13]

郭
沫
若
认
为
甲
骨
极
为
坚

硬
，
认
为
甲
骨
在
契
刻
或
削
制
前
经
过
酸
性
溶
液
泡
制
予
以
软
化
。

赵
铨
、
钟
少
林
、
白
荣
金
等
学
者
经
过
实
验
则
认
为
：
『
运
用
青
铜

刀
在
骨
料
上
刻
字
，
无
论
是
含
水
较
多
的
新
鲜
骨
料
，
或
是
已
经
干

硬
的
陈
骨
，
不
经
软
化
处
理
完
全
可
以
进
行
。
』
[14]

董
作
宾
在
殷

墟
第
三
次
发
掘
的
大
连
坑
附
近
大
龟
四
版
之
地
曾
发
现
有
一
把
小
铜

刀
，
他
认
为
这
大
概
就
是
殷
人
契
刻
文
字
的
工
具
。
[15]

二
、
玛
雅
文
字
的
书
、
契
、
钻
、
凿
等
工
具

虽
然
玛
雅
文
字
中
，
对
于
书
写
这
一
行
为
的
概
念
较
为
广
泛
，

书
记
员
与
艺
术
家
为
同
一
个
字
符
表
达
，
也
就
是
说
书
写
与
绘
画
并

未
作
出
明
确
的
区
分
。
但
是
对
于
使
用
毛
笔
还
是
使
用
雕
刻
工
具
的

书
记
员
（a

jts'ib

）
却
有
着
不
同
的
表
达
，
可
见
他
们
对
于
工
具
的

使
用
有
着
清
晰
的
区
分
。
我
们
可
以
保
留
这
样
一
种
假
设
，
玛
雅
人

不
对
象
形
文
字
的
书
写
与
绘
画
做
出
明
确
的
区
分
，
是
因
为
图
像

与
文
字
之
间
经
常
是
互
为
释
义
的
，
『
绘
画
本
身
必
然
具
有
文
饰
功

能
』
[16]

。
玛
雅
彩
陶
上
的
图
像
就
有
描
绘
习
经
者
在
祭
司
的
帮
助
下

才
能
够
解
读
并
理
解
抄
本
上
的
文
字
，
因
为
古
抄
本
中
的
文
字
并
非

是
完
整
的
记
录
历
史
事
件
，
而
仅
仅
是
一
些
提
示
性
的
内
容
。

玛
雅
人
契
刻
文
字
的
工
具
根
据
载
体
材
质
的
不
同
分
为
两

类
，
一
类
是
以
毛
发
制
成
的
笔
刷
，
主
要
用
于
写
本
；
另
一
类
为

水
晶
石
或
者
是
燧
石
等
硬
石
料
制
成
的
石
刀
，
主
要
用
于
铭
文
。

究
其
缘
由
，
一
方
面
是
玛
雅
人
的
文
明
中
，
直
到
公
元
二
世
纪
都

未
曾
经
历
使
用
金
属
工
具
的
发
展
阶
段
，
在
技
术
发
展
程
度
上
属

于
石
器
阶
段
，
因
此
在
玉
石
等
硬
质
载
体
上
刻
写
的
工
具
『
主
要

是
木
头
、
沙
子
和
绳
子
，
即
用
木
钻
钻
孔
，
用
粘
了
砂
子
的
绳
子

锯
磨
和
切
割
玉
片
』
[17]

。

概
而
言
之
，
甲
骨
文
和
玛
雅
文
字
在
书
写
工
具
的
选
择
上
，

因
技
术
发
展
阶
段
的
不
同
而
出
现
差
异
；
书
写
结
构
各
自
也
有
着

鲜
明
的
特
征
，
体
现
着
完
全
不
同
的
构
思
；
却
在
书
写
载
体
的
选

择
上
，
无
一
例
外
地
选
择
了
一
些
珍
贵
、
神
秘
且
制
作
加
工
程
序

复
杂
的
材
料
作
为
书
写
的
版
面
。
从
考
古
材
料
显
示
的
书
写
内
容

来
看
，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最
突
出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社
会
功
能
是

服
务
于
古
代
社
会
的
上
流
阶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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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一
六
级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
）
／
白
云
，
东
南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
二
〇
一
七
级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
）
、
南
京
大
学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评
价
中
心

本
文
责
编
：
梁
超

骨
文
的
排
列
体
现
出
因
形
制
宜
进
行
契
刻
的
灵
活
性
；
而
玛
雅

文
字
的
章
法
则
呈
现
出
齐
整
统
一
的
形
式
，
体
现
出
截
然
不
同

的
审
美
取
舍
。

一
、
甲
骨
文
的
行
列
型
排
列

根
据
考
古
学
家
的
考
证
，
甲
骨
文
契
刻
的
顺
序
，
并
非
是
由

上
而
下
、
行
左
向
右
的
，
而
是
在
同
一
块
龟
板
上
从
多
个
方
向
契

刻
。
董
作
宾
先
生
曾
分
析
了
罗
雪
堂
先
生
拓
印
的
甲
骨
后
得
出
结

论
：
『
统
观
以
上
之
各
图
，
可
得
一
公
例
：
中
甲
（
一
）
刻
辞
，
自

中
缝
起
，
在
右
者
（
此
所
谓
左
右
，
依
前
所
定
，
全
用
客
观
）
右

行
，
在
左
者
左
行
，
首
右
甲
（
二
）
刻
辞
由
右
边
始
，
左
行
。
首
左

甲
（
三
）
刻
辞
，
由
左
边
始
，
右
行
。
前
右
甲
（
四
）
刻
辞
，
除
前

足
义
之
上
，
由
右
边
起
者
左
行
外
：
其
余
各
辞
一
律
右
行
。
后
右
甲

（
六
）
除
后
足
义
之
下
，
由
右
边
起
者
左
行
外
，
其
余
各
辞
一
律
右

行
。
尾
右
甲
刻
辞
自
右
边
起
，
左
行
。
但
尾
甲
不
刻
辞
者
为
多
。
前

左
甲
（
五
）
，
后
左
甲
（
七
）
，
刻
辞
与
右
方
对
称
，
其
左
右
行
适

相
反
。
总
而
言
之
，
沿
中
缝
而
刻
辞
者
向
外
，
在
右
右
行
，
在
左
左

行
，
沿
首
尾
之
两
边
者
而
刻
辞
者
，
向
内
，
在
右
左
行
，
在
左
右

行
。
如
是
而
已
。
卜
辞
之
文
例
，
以
下
行
为
主
，
因
分
节
段
，
不
能

不
有
所
左
右
，
故
有
下
行
而
右
，
下
行
而
左
之
分
。
其
单
行
而
完
全

向
左
或
向
右
者
，
则
变
例
耳
。
』
[8]

刘
玉
建
先
生
有
一
个
比
较
概
括
的
观
点
：
『
左
行
与
右
行

是
刻
辞
中
最
为
常
见
的
契
刻
形
式
，
除
此
之
外
，
还
有
一
种
「
横

行
」
。
「
横
行
」
又
包
括
两
种
：
一
种
是
按
着
从
左
向
右
的
方
向

横
行
契
刻
，
一
种
是
按
着
从
右
向
左
的
方
向
横
行
契
刻
。
横
行
一

般
只
刻
一
行
，
故
学
者
称
之
为
「
单
列
横
行
」
。
横
行
不
太
常

见
，
远
远
不
如
左
行
、
右
行
那
么
盛
行
。
』
[9]

廉
珍
在
其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中
指
出
了
『
非
线
性
』
的
排
列
结

构
：
『
甲
骨
文
字
的
书
写
体
例
、
格
式
等
是
服
从
于
实
际
占
卜
灼

烧
的
情
况
的
，
文
字
只
能
顺
着
卜
兆
的
顺
序
而
行
，
不
得
随
意
改

变
，
这
也
就
揭
示
了
甲
骨
文
特
殊
的
行
文
方
向
的
原
因
。
甲
骨
刻

辞
与
事
件
本
身
有
空
间
上
的
在
场
联
系
，
甲
骨
文
的
这
种
高
情
境

性
使
它
的
格
式
排
列
趋
于
空
间
化
，
甲
骨
文
的
组
织
结
构
更
具
有

非
线
性
的
空
间
语
法
特
征
。
』
[10]

向
上
帝
、
鬼
神
、
先
公
先
王
等
问
卜
，
以
便
预
示
吉
凶
，
祈
望
得

到
保
佑
。
因
为
书
写
内
容
的
重
要
性
，
书
写
材
料
通
常
选
择
龟
甲

和
兽
骨
，
其
中
又
以
龟
腹
甲
为
主
。
《
史
记
·
龟
策
列
传
》
记
：

『
太
卜
官
因
以
吉
日
剔
取
其
腹
下
骨
。
』

商
人
为
什
么
取
腹
甲
作
占
卜
之
具
？
日
本
学
者
白
川
静
认
为
：

乌
龟
的
拱
形
背
甲
恰
如
天
穹
，
布
满
纹
路
的
扁
平
腹
甲
恰
如
大
地
，

选
择
龟
腹
甲
与
中
国
传
统
思
想
中
极
为
丰
富
的
天
地
象
征
观
念
与
此

有
关
。
[3]

朱
彦
民
认
为
：
『
安
阳
土
龟
之
来
自
南
方
似
已
无
可
否

认
。
』
[4]

董
作
宾
认
为
：
『
这
些
甲
壳
是
由
藩
属
国
贡
献
给
殷
王
室

的
。
』
[5]

王
小
盾
从
食
用
龟
甲
、
随
葬
龟
甲
、
卜
用
龟
甲
的
出
土

地
点
的
材
料
考
证
认
为
：
『
龟
卜
应
是
从
长
江
流
域
传
入
黄
河
流
域

的
。
』
[6]

刘
玉
建
认
为
商
人
把
卜
辞
书
契
于
龟
甲
上
的
原
因
有
三
：

一
，
卜
辞
书
契
于
龟
甲
上
，
兆
象
与
卜
辞
合
二
为
一
，
便
于
存
档
保

存
，
作
为
资
料
积
累
和
总
结
占
卜
经
验
，
以
提
高
辨
兆
的
准
确
率
；

二
，
龟
甲
板
面
经
卜
官
加
工
后
平
整
光
滑
，
尺
幅
大
小
可
以
容
纳
百

字
以
上
，
书
写
方
便
；
三
，
不
易
腐
烂
。
[7]

二
、
玛
雅
文
字
的
载
体

玛
雅
文
字
的
载
体
类
型
多
样
，
主
要
有
：
①
石
材
，
在
石

碑
、
建
筑
的
门
楣
、
面
板
、
灰
泥
雕
饰
上
都
有
玛
雅
文
字
的
考
古

证
据
；
②
玉
器
、
骨
雕
和
贝
壳
雕
；
③
彩
绘
壁
画
；
④
彩
绘
和
雕

饰
的
彩
陶
罐
、
彩
陶
碗
；
⑤
抄
本
；
⑥
木
质
门
楣
。

根
据
考
古
成
果
，
石
碑
在
玛
雅
文
字
载
体
中
极
为
引
人
注

目
，
特
别
是
在
玛
雅
低
地
地
区
，
君
主
们
每
隔
二
十
年
矗
立
一
块

雕
刻
满
精
致
图
像
与
文
字
的
石
碑
，
有
时
密
度
更
大
，
只
隔
五
年

或
十
年
。
石
碑
的
内
容
围
绕
君
主
展
开
，
主
要
是
人
物
生
平
、
家

族
谱
系
、
军
事
功
绩
和
政
治
行
为
等
内
容
。
这
些
记
叙
的
内
容
有

个
很
突
出
的
特
点
，
就
是
『
不
朽
』
，
而
像
石
材
、
玉
器
、
骨
、

贝
壳
都
具
有
这
种
『
不
朽
』
的
特
性
。

书
写
结
构
的
比
较

从
书
写
结
构
上
看
，
甲
骨
文
与
玛
雅
文
字
的
字
、
行
之
间

的
组
合
顺
序
截
然
不
同
。
从
谋
篇
布
局
的
整
体
构
思
上
看
，
甲

古
典
期 

雅
克
奇
兰
四
十
八
号
门
楣  

墨
西
哥
人
类
学
国
家
博
物
馆
藏

商
代 

『
亚
乞
以
众
人
』
卜
甲  

山
东
博
物
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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