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
字
與
蘇
美
楔
形
文
字
、
埃
及
聖
書
文
字
並
列
世
界
三
大
古
老

文
字
，
但
漢
字
是
現
今
唯
一
仍
然
為
人
們
使
用
的
意
、
音
、
符
號
的

文
字
。
幾
千
年
的
中
華
文
化
歷
史
更
迭
，
賦
予
漢
字
多
元
豐
富
的
意

義
，
經
歷
了
三
千
年
的
漢
字
歷
史
使
它
的
每
一
筆
一
畫
都
保
留
了
先

民
生
活
的
真
實
面
貌
，
且
蘊
藏
著
極
為
豐
富
的
社
會
發
展
狀
況
、
經

濟
活
動
與
文
化
思
潮
等
，
也
隱
含
了
先
賢
先
民
的
智
慧
與
秘
密
，
更

是
目
前
全
世
界
唯
一
能
表
達
意
的
文
字
。

　
　
中
國
的
藝
術
在
其
發
展
中
，
大
都
受
到
傳
統
哲
學
思
想
的
作
用

與
影
響
。
書
法
作
為
一
門
文
字
書
寫
的
藝
術
，
一
開
始
如
同
繪
畫
一

樣
，
從
求
一
般
形
象
之
美
，
到
後
來
成
為
文
人
思
想
情
感
的
表
現
領

地
，
成
為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代
表
形
式
，
成
為
能
夠
最
直
接
地
體
現

“
道
＂
的
精
神
的
藝
術
，
這
不
能
說
不
是
受
到
傳
統
哲
學
與
美
學

的
深
刻
影
響
。

 
 
 
 

認
識
黃
一
鳴
先
生
是
早
在
十
五
年
前
，
當
時
他
擔
任
中
華
文
物

學
會
秘
書
長
，
溫
文
儒
雅
的
個
性
中
透
露
著
文
化
推
動
的
使
命
感
，

在
兩
岸
文
化
交
流
方
面
有
很
大
的
貢
獻
。
先
後
將
傅
抱
石
、
齊
白
石

、
揚
州
八
怪
、
潘
天
壽
等
作
品
從
大
陸
各
地
博
物
館
接
洽
到
臺
北
歷

史
博
物
館
展
出
。
對
於
文
物
研
究
的
推
動
、
學
術
的
交
流
更
是
不
遺

餘
力
。

 
 
 
 

由
黃
一
鳴
先
生
所
創
辦
的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
重
視
書
﹁
法

﹂
、
書
﹁
藝
﹂
與
書
﹁
道
﹂
的
發
展
，
從
技
法
演
練
到
藝
術
創
作
進

而
融
合
儒
、
釋
、
道
精
神
，
達
到
“
中
和
＂
、
“
清
虛
＂
、
“
空

寂
＂
的
精
神
訓
練
為
目
標
。
因
此
對
傳
統
經
典
書
法
的
傳
承
與
現

代
書
法
的
拓
展
都
能
彼
此
兼
顧
下
，
而
朝
向
古
樸
、
典
雅
的
境
界
邁

進
。
先
後
在
山
東
博
物
館
、
湖
南
博
物
館
及
浙
江
博
物
館
展
出
，
深

受
藝
壇
好
評
。

　
　
此
次
受
邀
到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館
舉
辦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暨

黃
一
鳴
作
品
展
，
展
出
傳
統
書
法
及
富
現
代
性
的
非
書
作
品
，
呈
現

多
元
的
面
貌
，
對
兩
岸
書
法
的
交
流
將
會
產
生
一
定
的
影
響
。

　
　
我
們
相
信
！
共
同
的
文
化
將
是
縮
短
兩
岸
彼
此
最
直
接
的
方
法

，
也
是
加
深
彼
此
感
情
最
好
的
方
法
。
希
望
藉
由
此
次
兩
地
書
家
的

接
觸
，
對
於
漢
字
藝
術
的
推
動
作
出
更
大
的
貢
獻
。
在
此
，
先
預
祝

此
次
展
出
順
利
成
功
。

　
　
書
法
是
中
國
文
化
的
傳
統
藝
術
，
是
代
表
漢
字
文
化
中
最
傑
出
的
藝
術

表
現
形
式
。
近
代
以
來
，
在
東
西
文
化
交
流
衝
擊
中
，
隨
著
西
方
社
會
的
進

步
重
新
認
識
東
方
文
明
輝
煌
燦
爛
歷
史
過
程
中
，
世
界
藝
壇
更
肯
定
了
書
法

藝
術
所
獨
有
的
內
在
價
值
與
美
學
意
義
。

　
　
中
國
書
法
已
被
聯
合
國
文
教
組
織
列
入
︽
人
類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代
表

著
作
名
錄
︾
這
是
所
有
關
心
書
法
的
人
最
大
的
欣
慰
，
這
代
表
﹁
書
法
﹂
不

僅
是
屬
於
中
國
，
更
屬
於
全
人
類
智
慧
的
精
華
。
它
的
影
響
不
只
在
於
文
化

的
本
身
，
更
是
一
種
最
好
的
藝
術
表
現
。
西
安
碑
林
有
著
九
百
二
十
多
年
的

悠
久
歷
史
，
收
藏
著
漢
代
至
近
代
的
碑
刻
四
千
餘
方
，
品
類
齊
全
，
書
體
俱

備
，
被
譽
為
“
歷
史
文
化
的
殿
堂
，
書
法
藝
術
的
寶
庫
＂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創
辦
人
黃
一
鳴
先
生
學
養
豐
富
，
對
於
書
法
的
傳

承
與
拓
展
都
有
客
觀
且
深
遠
的
思
維
和
卓
見
。
其
作
品
具
有
獨
特
的
藝
術
風

格
，
受
到
國
際
書
壇
的
重
視
，
多
次
舉
辦
書
法
展
覽
，
影
響
較
大
。
所
領
導

書
會
在
兩
岸
交
流
方
面
更
是
不
遺
餘
力
，
成
果
豐
碩
。
此
次
，
本
館
有
機
會

與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共
同
舉
辦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中
華
漢
光
書
會
協

會
展
暨
黃
一
鳴
作
品
展
，
並
舉
辦
︽
兩
岸
漢
字
藝
術
發
展
座
談
會
︾
，
定
能

加
深
兩
岸
文
化
交
流
與
瞭
解
。
在
此
祝
賀
這
次
展
出
圓
滿
成
功
。

劉
雲
輝

陜
西
省
文
物
局
副
局
長 

賀
詞

　
　
二
O
一
二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星
期
一
︶
，
我
們
一
行
人
隨
著
黃

老
師
及
碧
惠
理
事
長
護
送
著
八
大
箱
共
約
一
百
七
十
件
的
漢
光
墨
寶

，
浩
浩
蕩
蕩
的
在
黃
昏
時
刻
抵
達
西
安
。
飛
機
甫
著
陸
，
就
看
到
了

偌
大
的
“
西
＂
“
安
＂
兩
個
大
紅
字
，
聳
立
在
機
場
的
建
築
物
上
。

隔
著
小
窗
，
我
偷
偷
的
在
胸
前
揮
揮
小
手
，
對
著
它
說
：
﹁
嗨
! 

碑

林
、
半
坡
、
秦
始
皇
、
古
城
牆
、
華
山
、
司
馬
遷
︙
︙
，
我
來
囉
!

﹂
。

　
　
第
二
天
，
大
家
用
畢
早
餐
，
馬
上
驅
車
前
往
碑
林
博
物
館
，
開

始
佈
展
的
工
作
。
全
員
兵
分
二
路
，
由
熟
練
的
秘
書
處
人
員
領
軍
，

井
然
有
序
的
開
箱
、
分
區
、
展
作
，
再
交
由
館
方
的
掛
畫
人
員
上
牆

，
過
程
中
“
往
上
一
點
、
往
下
一
點
＂
、
“
往
左
一
點
、
往
右
一
點

＂
，
不
厭
其
煩
的
微
調
再
微
調
，
自
不
在
話
下
。
也
感
念
館
方
協
助

人
員
的
熱
情
與
耐
心
。

　
　
從
碑
林
博
物
館
正
門
進
來
沿
著
大
道
，
遠
遠
正
對
著
的
是
約
二

層
樓
高
掛
著
“
碑
林
＂
兩
大
字
的
牌
樓
。
牌
樓
後
方
就
是
藏
立
眾
多

歷
代
石
碑
的
七
大
展
室
。
牌
樓
前
方
的
廣
場
是
明
天
開
幕
式
與
揭
牌

儀
式
的
主
場
地
，
當
時
空
曠
依
舊
，
不
禁
令
人
好
奇
明
天
會
是
怎
樣

的
一
個
場
面
。
沿
廣
場
而
下
在
大
道
的
左
右
兩
邊
，
那
兩
棟
長
長
的

、
有
著
紅
色
樑
柱
的
長
廊
與
略
微
斑
剝
、
呈
現
明
代
風
格
的
門
扇
窗

框
的
建
築
，
即
是
我
們
佈
展
的
東
、
西
兩
展
廳
；
右
邊
展
會
員
作
品

，
左
邊
展
黃
老
師
的
作
品
。
兩
棟
建
築
似
左
右
護
法
般
與
碑
林
牌
樓

形
成
ㄇ
字
形
，
安
靜
的
守
護
著
牌
樓
後
方
的
七
大
展
室
之
珍
寶
。
初

見
面
時
，
它
們
披
著
歲
月
的
外
衣
，
蓋
著
灰
灰
的
薄
被
，
一
副
在
休

息
中
的
模
樣
，
有
了
我
們
熱
情
的
招
呼
，
它
的
精
神
似
抖
擻
了
起
來

，
再
經
過
漢
光
墨
寶
的
妝
點
，
下
午
我
們
告
辭
時
已
變
得
容
光
煥
發

。
我
高
興
的
看
著
它
們
，
心
裡
卻
嘀
咕
著
，
為
什
麼
沒
看
到
任
何
展

覽
的
告
示
牌
或
布
條
?
這
個
疑
問
在
隔
天
的
揭
牌
儀
式
時
得
到
了
兩

個
答
案
：
一
個
是
﹁
喔
!
原
來
如
此
﹂
，
一
個
是
﹁
喔
!
原
來
我
是

井
底
之
蛙
﹂
。

　
　
下
午
近
三
點
吧
!
當
大
致
就
緒
，
剩
最
後
的
整
體
微
調
時
，
老

師
與
理
事
長
很
體
貼
的
要
大
夥
去
玩
，
留
下
他
們
自
己
與
師
母
、
姿

妤
等
完
成
最
後
的
收
拾
。
而
我
們
首
先
要
拜
訪
的
當
然
是
這
博
物
館

館
藏
的
眾
石
碑
了
。
碑
林
博
物
館
收
藏
有
漢
代
至
近
代
的
碑
石
、
墓

誌
約
三
千
種
，
展
出
的
有
千
餘
種
，
我
在
第
三
展
室
看
到
了
漢
代
的

熹
平
石
經
、
曹
全
碑
、
隋
的
智
永
千
字
文
、
唐
的
懷
素
千
字
文
，
還

有
張
旭
肚
痛
帖
，
在
第
四
展
室
遇
到
了
蘇
、
黃
、
米
、
趙
，
還
有
祝

允
明
在
碑
林
唯
一
的
書
跡
︱
︻
樂
志
論
︼
，
它
讓
我
駐
足
許
久
。
第

二
展
室
唐
代
歐
陽
詢
的
皇
甫
誕
碑
、
集
王
字
的
聖
教
序
碑
、
顏
真
卿

的
多
寶
塔
碑
︙
︙
等
等
；
面
對
這
麼
多
原
本
只
是
耳
熟
不
見
得
能
詳

的
石
刻
真
跡
，
有
一
種
既
熟
悉
、
實
又
陌
生
，
既
貼
近
、
卻
覺
遙
遠

，
既
想
恭
敬
頓
首
卻
又
忍
不
住
澎
湃
雀
躍
的
複
雜
情
懷
。
這
一
夜
，

我
嗅
著
微
微
的
墨
香
，
讓
懷
素
的
千
字
文
碑
拓
隔
枕
同
眠
。

四
月
十
八
日
︵
星
期
三
︶
是
此
行
的
重
頭
戲
，
館
方
分
三
階
段
進
行
： 

︵
一
︶
 
開
幕
式
與
揭
牌
儀
式

︵
二
︶
 
兩
岸
漢
字
藝
術
發
展
座
談
會

︵
三
︶
 
書
法
筆
會
交
流

　
　
上
午
近
九
時
，
大
家
盛
裝
抵
達
碑
林
博
物
館
貴
賓
室
，
等
候
當

中
，
抽
空
往
廣
場
瞧
瞧
，
原
本
空
曠
的
廣
場
在
牌
樓
前
方
的
地
面
，

舖
上
一
層
大
面
積
的
紅
毯
，
毯
上
分
佈
高
低
不
一
的
花
景
，
而
正
面

架
設
著
與
牌
樓
同
寬
、
立
地
而
起
的
壁
面
，
以
橫
式
印
著
：
“
傳
承

與
拓
展
︱
黃
一
鳴
作
品
展
＂
暨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作
品
展
＂
開
幕
式
等
大
字
。
開
幕
式
由
碑
林
博
物
館
黨
委
書

記
強
躍
先
生
主
持
，
列
席
的
有
碑
林
博
物
館
館
長
趙
力
光
先
生
，
陝

西
省
文
化
廳
的
副
巡
視
員
李
全
虎
先
生
及
對
外
文
化
處
副
處
長
趙
曉

強
先
生
，
中
國
書
法
家
協
會
顧
問
鍾
明
善
先
生
，
陝
西
省
書
法
家
協

會
主
席
雷
珍
民
先
生
，
西
安
市
書
法
協
會
主
席
石
瑞
芳
女
士
，
陝
西

省
文
物
局
外
事
處
處
長
張
彤
先
生
，
以
及
我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的
榮
譽

理
事
長
黃
一
鳴
先
生
，
理
事
長
黃
碧
惠
女
士
，
副
理
事
長
方
炎
森
先

生
，
常
務
監
事
召
集
人
林
倩
華
女
士
等
四
人
。

　
　
首
先
致
辭
的
館
長
趙
力
光
先
生
稱
我
漢
光
是
一
個
全
方
位
發
展

、
既
傳
統
又
能
創
新
風
潮
之
學
會
，
展
出
的
作
品
風
貌
多
元
，
讓
人

陳
煖
慧

漢
光
風
華
盪
碑
林
︱
︹
西
安
展
記
︺

　
　
四
月
，
西
安
街
道
的
槐
樹
盛
開
著
滿
滿
的
黃
白
色
的
花
朵
。
在
槐
樹
的

樹
蔭
間
，
怡
然
的
風
吹
拂
著
，
撫
癒
旅
人
的
心
。
對
古
文
明
與
新
文
明
夾
雜

交
錯
的
西
安
街
道
而
言
，
能
夠
成
為
緩
衝
的
或
許
就
是
槐
樹
了
。

　
　
槐
樹
在
﹁
千
字
文
﹂
：
﹁
府
羅
將
相 

 

路
俠
槐
卿
﹂
中
也
有
登
場
，
是

有
來
由
的
樹
。
其
中
﹁
槐
卿
﹂
是
指
三
公
九
卿
，
而
﹁
路
俠
槐
卿
﹂
意
味
著

眾
家
公
卿
在
道
路
兩
側
並
列
恭
迎
君
主
︵
就
像
槐
樹
穩
穩
不
動
佇
立
在
街
道

旁
︶
。
在
中
國
的
大
都
市
中
，
看
得
到
似
乎
被
當
成
行
道
樹
的
槐
樹
。
西
安

的
道
路
上
，
也
到
處
都
可
以
見
到
槐
樹
的
身
影
。

　
　
曾
舉
辦
﹁
傳
承
與
拓
展
﹂
展
覽
的
︻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館
︼
，
相
較
於
西

安
喧
鬧
的
市
街
，
這
裡
的
幽
靜
讓
人
恍
惚
以
為
是
處
在
另
一
個
世
界
中
。
槐

樹
的
大
木
，
似
乎
將
那
邊
的
喧
嘩
都
遮
蔽
了
。
石
碑
靜
靜
地
守
護
著
西
安
變

化
的
風
貌
。
取
得
拓
本
時
發
出
︵
咚
咚
︶
的
聲
音
，
只
在
這
樣
的
清
澈
回
響

中
似
乎
也
銘
刻
出
千
年
的
時
光
。

　
　
明
代
的
︻
鐘
樓
︼
矗
立
在
街
道
的
中
央
，
擁
有
著
現
代
建
築
所
無
法
具

備
的
風
格
。
如
同
圍
繞
著
鐘
樓
的
，
在
城
壁
的
下
方
也
有
槐
樹
排
列
著
，
呼

喚
著
清
涼
的
風
，
成
為
了
市
民
休
憩
的
場
所
。

　
　
在
高
層
大
樓
林
立
的
西
安
街
道
上
，
格
外
醒
目
的
︻
大
雁
塔
︼
，
更
超

越
那
些
高
樓
凌
空
入
天
際
。
方
形
七
層
樓
閣
式
的
塔
也
有
六
十
公
尺
高
，
令

人
無
法
相
信
在
西
元
六
五
三
年
就
已
經
建
造
完
成
。
現
在
西
安
的
高
樓
建
築

是
否
也
能
耐
得
住
千
年
的
歲
月
呢
？
依
傍
在
塔
旁
的
老
槐
樹
︵
呵
呵
︶
地
笑

著
﹁
不
可
能
！
諸
位
的
文
明
沒
有
理
由
勝
得
過
我
們
呢
！
﹂

　
　
西
安
擁
有
很
多
的
歷
史
遺
跡
。
也
有
如
︻
乾
陵
︼
般
，
停
止
了
發
掘
工

作
，
靜
靜
地
守
護
著
的
遺
跡
。
當
思
及
這
是
我
們
現
代
人
所
無
法
觸
及
的
曾

經
存
在
過
的
世
界
時
，
心
裡
也
怦
然
的
跳
著
。
覺
得
，
槐
樹
，
現
在
也
是
昔

日
也
是
當
溫
和
爽
朗
的
風
吹
起
時
，
黃
白
色
的
花
也
隨
之
輕
柔
地
搖
曵
著
。

王
吟
文　

譯

西
安
的
槐
樹

　
　

四
月
に
な
る
と
、
西
安
の
街
は
、
槐
樹
の
黄
白
色
の
花
で
い
っ
ぱ
い
に
な
り
ま
す

。
槐
樹
の
木
陰
に
、
心
地
好
い
風
が
吹
き
、
旅
人
の
心
を
癒
し
て
く
れ
ま
す
。
古
い

文
明
と
新
し
い
文
明
が
迷
走
す
る
街
の
緩
衝
に
な
っ
て
い
る
の
が
槐
樹
か
も
し
れ

ま
せ
ん
。

　
　

槐
樹
は
「
千
字
文
」
の
中
に
も
登
場
す
る
謂
れ
の
あ
る
木
で
す
。
「
府
羅
將
相　

路
挾
槐
卿
」
槐
卿
と
は
、
三
公
九
卿
を
意
味
し
ま
す
。
公
卿
た
ち
は
、
大
君
を
道

の
両
側
に
並
び
お
迎
え
し
ま
し
た
。
中
国
の
大
都
で
は
、
槐
樹
を
街
路
樹
と
し
て

み
か
け
る
そ
う
で
す
。
西
安
の
道
路
に
も
、
槐
樹
を
多
く
み
か
け
ま
し
た
。

　
　

「
伝
承
與
拓
展
」
の
開
催
さ
れ
た
「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館
」
は
、
西
安
の
街
の
喧
騷

と
は
別
世
界
と
思
え
る
幽
靜
の
中
に
あ
り
ま
す
。
槐
樹
の
大
木
が
、
そ
れ
を
遮
っ

て
い
る
か
の
よ
う
で
す
。
西
安
の
變
貌
を
、
石
碑
は
靜
か
に
見
守
っ
て
い
ま
す
。
拓

本
を
取
る
「
ト
ン　

ト
ン
」
と
い
う
音
だ
け
が
、
千
年
の
時
を
刻
む
か
の
よ
う
に
響
き

渡
り
ま
す
。

　
　

街
の
中
央
に
立
つ
明
代
の
「
鐘
樓
」
は
、
現
代
建
築
に
は
無
い
風
格
を
備
え
て
い

ま
す
。
鐘
樓
を
囲
む
よ
う
に
、
城
壁
の
下
に
も
槐
樹
が
並
び
、
涼
や
か
な
風
を
呼

び
、
市
民
の
憩
い
の
場
に
も
な
っ
て
い
ま
す
。

　
　

高
層
ビ
ル
の
林
立
す
る
西
安
の
街
で
、
一
際
目
立
つ
「
大
雁
塔
」
は
、
そ
れ
ら
を

凌
い
で
天
に
伸
び
て
い
ま
す
。
方
形
七
層
の
樓
閣
式
の
塔
は
六
十
メ
ー
ト
ル
も
あ

り
、
六
百
五
十
三
年
に
建
て
ら
れ
た
と
は
信
じ
ら
れ
ま
せ
ん
。
現
在
の
西
安
の
高

層
ビ
ル
は
千
年
も
耐
え
ら
れ
る
で
し
ょ
う
か
？
塔
の
傍
ら
の
老
木
、
槐
樹
は
「
く
す

っ
」
と
笑
い
、
「
無
理
！
貴
方
達
の
文
明
が
我
々
に
勝
つ
訳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
」

　
　

西
安
に
は
歴
史
遺
跡
が
た
く
さ
ん
あ
り
ま
す
。
発
掘
す
る
こ
と
を
止
め
、
静

か
に
見
守
る
「
乾
陵
」
の
よ
う
な
遺
跡
も
あ
り
ま
す
。
我
々
現
代
人
の
遠
く
及
ば

な
い
世
界
が
有
る
の
で
は
と
、
胸
が
と
き
め
き
ま
す
。　

槐
樹
は
、
今
も
昔
も
さ
わ

や
か
な
風
を
起
こ
し
、
黄
白
色
の
花
は
や
さ
し
く
揺
れ
て
い
る
よ
う
に
感
じ
ま
し

た
。

小
川 

美
由
紀

西
安
の
槐
樹

趙
力
光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館
館
長 

賀
詞

　
　
書
法
藝
術
涵
渾
博
大
、
歷
史
悠
久
、
源
遠
流
長
。
長
久
以
來
書
法

藝
術
已
經
成
為
中
華
文
化
最
具
特
色
的
藝
術
形
式
，
也
融
入
國
人
的
生

活
，
成
為
文
化
精
神
的
重
要
內
涵
，
且
影
響
西
方
的
繪
畫
、
建
築
、
舞

蹈
︙
等
。

　
　
書
法
自
古
以
來
即
為
中
國
美
學
思
想
的
核
心
，
其
線
條
的
流
動
之

美
，
更
是
一
種
最
好
的
藝
術
創
作
。
從
藝
術
的
角
度
而
言
，
東
方
美
學

的
細
膩
、
豐
厚
、
含
融
的
思
想
，
正
在
不
斷
的
擴
充
影
響
著
世
界
的
思

潮
，
作
為
中
華
文
化
核
心
中
的
核
心
的
書
法
藝
術
，
更
將
是
全
球
關
注

的
藝
術
表
現
。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館
被
譽
為
書
法
的
經
典
寶
庫
，
為
全
世
界
愛
好
書
法

人
士
必
要
參
觀
的
重
鎮
。
其
中
碑
石
、
墓
誌
、
刻
經
、
造
像
題
記
、
等
碑

石
收
藏
計
四
千
餘
方
，
從
漢
代
到
清
代
，
時
間
跨
度
達
兩
千
餘
年
，
呈
現

了
書
法
藝
術
極
高
的
內
涵
，
也
蘊
含
著
十
分
豐
富
的
史
料
價
值
。

　
　
為
配
合
推
動
漢
字
藝
術
，
以
及
兩
岸
書
法
交
流
，
本
會
曾
先
後
與

山
東
博
物
館
、
湖
南
博
物
館
、
浙
江
博
物
館
等
舉
辦
交
流
展
出
，
也
多

次
應
美
、
日
等
地
舉
辦
交
流
。
此
展
源
自
於
本
會
二
0
一
0
年
十
二
月

的
文
化
旅
遊
，
參
觀
中
國
歷
史
古
都
西
安
，
於
碑
林
博
物
館
受
到
文
物

局
劉
局
長
雲
輝
及
趙
力
光
館
長
的
接
待
，
並
受
邀
於
該
館
舉
辦
書
法
展

，
更
屬
榮
幸
。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這
項
展
覽
，
於
二
0
一
二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起
在
西
安
博
物
館
展
出
。
此
次
展
覽
呈
現
本
會
近
一
年
來
的
書
法
作
品

，
其
中
除
傳
統
作
品
之
外
更
擴
及
現
代
性
的
書
法
呈
現
。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展
，
是
要
在
緬
懷
先
賢
的
書
法
軌
跡
中
汲

取
精
華
，
並
能
在
以
傳
統
文
化
核
心
為
基
礎
下
，
思
維
如
何
面
對
2
1

世
紀
科
技
發
達
、
講
求
效
率
、
重
視
視
覺
的
時
代
衝
擊
中
，
作
出
傳
承

與
拓
展
的
可
能
。
因
此
，
面
對
現
代
性
書
法
思
潮
蔓
延
的
同
時
，
如
何

與
西
方
的
美
學
連
結
，
作
出
形
質
兼
備
的
書
法
藝
術
表
現
，
將
是
我
們

展
出
要
面
對
的
課
題
。
我
們
相
信
，
書
法
之
能
歷
經
幾
千
年
而
不
衰
，

即
在
於
書
法
本
身
形
、
音
、
義
之
外
，
情
性
的
抒
發
與
從
擬
人
格
化
下

的
道
德
同
構
、
意
境
同
構
。
因
此
，
不
管
書
法
今
後
面
臨
什
麼
樣
的
衝

擊
與
改
變
，
它
原
有
的
美
學
思
維
、
核
心
的
文
化
內
涵
將
是
永
遠
不
會

改
變
的
。

　
　
文
化
交
流
是
加
深
彼
此
感
情
最
好
的
方
法
，
我
們
藉
由
此
次
書
法

的
展
覽
及
座
談
交
流
，
獲
取
了
更
寶
貴
的
經
驗
，
希
望
能
為
將
來
書
法

的
發
展
貢
獻
心
力
。
感
謝
陝
西
省
文
物
局
劉
局
長
雲
輝
先
生
全
力
促
成

，
以
及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館
趙
館
長
力
光
先
生
暨
全
體
工
作
人
員
的
鼎
力

協
助
，
致
上
衷
心
的
感
謝
！

理
事
長 

黃
碧
惠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眼
界
大
開
。
而
館
方
在
黃
老
師
展
廳
的
簡
介
文
裡
，
則
說
：
﹁
黃
一
鳴
先
生
的

書
法
諸
體
兼
工
，
尤
善
行
草
。
結
字
取
徑
高
古
、
瀟
灑
幽
雅
；
運
筆
輕
捷
靈
動

、
樸
拙
和
潤
；
篆
書
容
逸
宛
通
，
隸
則
蘊
古
而
別
具
風
神
。
﹂
在
接
著
黃
老
師

的
致
答
謝
辭
後
，
是
幾
位
代
表
致
辭
，
隨
即
進
行
揭
牌
儀
式
。
兩
塊
大
大
長
方

匾
額
，
覆
蓋
著
紅
布
被
送
出
場
，
並
請
黃
老
師
及
碧
惠
理
事
長
各
立
其
後
，
匾

額
前
則
有
趙
館
長
等
二
人
分
立
左
右
，
共
同
完
成
揭
牌
儀
式
，
事
畢
，
再
將
此

兩
匾
額
分
別
懸
掛
在
兩
展
廳
的
門
簷
上
，
它
紅
底
白
字
寫
著
的
就
是
“
傳
承

與
拓
展
︱
黃
一
鳴
作
品
展
＂
“
經
典
道
上
現
風
華
︱
中
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作

品
展
＂
。
而
我
昨
天
不
明
究
理
的
嘀
咕
，
終
得
釋
懷
。

　
　
第
二
階
段
是
在
新
石
刻
藝
術
館
的
多
媒
體
廳
進
行
一
小
時
的
座
談
會
，
此

座
談
會
分
為
二
部
份
，
一
是
請
黃
老
師
分
析
台
灣
書
法
發
展
現
狀
，
及
創
作
理

念
的
分
享
；
一
是
由
碧
惠
理
事
長
，
介
紹
學
會
藝
術
創
作
的
實
況
。
當
老
師
談

起
創
作
理
念
時
，
可
見
到
來
賓
們
直
起
背
來
、
昂
起
頭
頸
專
注
聆
聽
，
所
以
我

相
信
他
們
一
定
有
被
老
師
的
作
品
深
深
吸
引
到
。
老
師
強
調
﹁
現
代
源
自
傳
統

、
線
性
抽
象
表
現
源
自
書
法
﹂
的
創
作
理
念
，
並
藉
由
“
感
悟
＂
系
列
的
抽

象
作
品
，
闡
述
從
可
識
文
字
的
結
構
或
其
字
義
的
具
象
基
礎
，
或
擴
充
解
釋
、

或
連
結
生
活
體
悟
的
哲
理
敘
述
︙
.
.
等
，
來
增
添
更
多
面
向
的
一
種
抽
象
表

現
。
精
彩
的
內
容
洋
洋
灑
灑
，
最
後
更
提
到
東
方
的
美
學
正
在
擴
大
，
影
響
也

將
漸
大
，
期
許
自
己
與
大
家
一
起
做
更
大
的
努
力
。
在
掌
聲
中
，
我
想
問
的
是

：
此
碑
林
博
物
館
可
以
說
是
十
足
傳
統
十
足
經
典
的
殿
堂
，
能
在
此
殿
堂
論
述

現
代
與
抽
象
，
並
與
經
典
對
話
的
，
曾
有
幾
人
?

　
　
第
二
部
分
，
碧
惠
理
事
長
集
結
了
漢
光
近
五
年
來
多
次
的
展
覽
實
況
，
以

記
實
照
片
的
放
映
介
紹
我
書
會
的
集
體
創
作
與
相
互
激
盪
出
的
成
果
。
她
說
：

書
法
不
再
只
是
平
面
藝
術
，
它
也
可
以
是
裝
置
藝
術
及
環
境
藝
術
︙
︵
二
0
0

七
年
國
父
紀
念
館
︹
衝
擊
與
再
現
︺
展
︶
。
書
法
不
只
是
書
寫
，
還
是
反
省
與

關
照
的
媒
介
︙
︵
二
0
0
八
年
華
山
藝
術
園
區
︹
漢
字
文
化
節
︺
展
︶
。
書
法

藝
術
可
以
與
社
會
現
象
及
自
然
生
態
做
出
聯
結
，
藉
由
﹁
點
﹂
與
﹁
線
﹂
的
多

種
面
向
探
討
﹁
人
﹂
的
多
種
面
向
，
更
或
呈
現
生
生
不
息
的
動
人
樂
章
︙
︵
二

0
一
0
年
國
父
紀
念
館
︹
寫
什
麼
﹁
東
﹂
、
﹁
西
﹂
，
東
方
美
學
與
西
方
抽
象

撞
擊
的
﹁
書
﹂
、
﹁
非
書
﹂
展
︺
︶
︙
， 

最
後
，
她
感
性
的
說
：
﹁
漢
光
書

會
在
黃
一
鳴
老
師
的
帶
領
下
，
有
朝
氣
、
有
活
力
，
也
把
漢
字
的
無
限
可
能
做

出
擴
充
、
發
展
實
驗
，
但
也
隨
時
警
惕
要
避
免
落
入
粗
俗
。
大
家
在
各
自
努
力

、
集
體
創
作
、
相
互
激
盪
下
，
培
養
出
深
厚
的
友
情
，
我
們
真
的
寫
得
很
快
樂

、
玩
得
很
高
興
，
也
很
高
興
能
與
大
家
分
享
，
謝
謝
！
﹂
碧
惠
理
事
長
以
她
一

貫
的
優
雅
，
不
急
不
徐
的
介
紹
學
會
的
精
神
，
卻
也
不
着
痕
跡
的
傳
達
著
她
墨

香
味
、
書
香
味
、
人
情
味
的
﹁
三
味
精
神
﹂
之
宗
旨
。

　
　
第
三
階
段
的
筆
會
交
流
是
在
貴
賓
接
待
室
舉
行
，
雙
方
各
有
四
位
書
家
輪

番
揮
毫
。
館
方
首
位
上
場
的
劉
林
女
士
寫
下
“
尋
根
、
求
源
、
熔
古
、
鑄
今

＂
為
我
們
此
行
做
了
貼
切
的
註
解
，
接
著
是
我
們
的
副
祕
書
長 

陳
姿
妤
女
士

，
以
一
首
張
繼
的
“
楓
橋
夜
泊
＂
獲
得
“
行
不
離
楷
，
基
礎
深
厚
＂
的
讚
譽

，
我
方
陸
續
接
棒
的
有
方
炎
森
副
理
事
長
書
“
同
道
相
益
＂
，
黃
碧
惠
理
事

長
揮
“
知
也
無
涯
＂
，
都
氣
度
恢
宏
，
獲
滿
堂
喝
采
。
最
後
是
黃
一
鳴
老
師

的
壓
軸
，
以
一
幅
七
言
對
聯
及
全
開
杜
甫
詩
，
留
贈
碑
林
博
物
館
典
藏
。

　
　
在
這
三
十
分
鐘
的
交
流
過
程
裡
，
我
儘
可
能
選
站
左
側
位
置
，
從
書
家
落

筆
↓
點
線
游
走
↓
肩
臂
迴
旋
︙
，
我
不
自
覺
會
屏
息
而
視
，
有
跟
著
書
家
一
氣

呵
成
之
快
。
然
後
再
輕
手
輕
腳
的
移
向
掛
作
品
的
架
旁
，
對
著
未
乾
的
點
線
，

完
整
的
再
遊
走
一
番
。
此
等
激
情
過
後
，
忽
然
想
起
曾
在
熊
秉
明
教
授
的
著
作

上
，
看
過
這
麼
一
段
話
。
他
說
：
﹁
書
法
是
中
國
文
化
核
心
的
核
心
︙
︙
，
而

書
家
的
當
眾
揮
毫
則
是
最
早
、
也
最
能
兼
具
﹁
成
品
藝
術
﹂
與
﹁
表
演
藝
術
﹂

的
一
門
藝
術
﹂
。
“
成
品
藝
術
＂
是
指
過
程
費
時
複
雜
，
得
先
在
作
坊
完
成

才
拿
出
來
展
現
，
如
雕
塑
之
類
；
而
“
表
演
藝
術
＂
如
音
樂
、
舞
蹈
、
戲
劇

之
類
；
前
者
是
觀
眾
看
得
到
藝
術
成
品
，
但
感
受
不
到
創
作
過
程
的
情
境
，
後

者
是
觀
眾
參
與
了
藝
術
家
的
表
演
過
程
，
一
旦
結
束
，
就
歸
於
無
形
，
沒
能
留

下
有
形
的
作
品
供
再
次
回
味
；
唯
獨
書
法
藝
術
的
當
眾
揮
毫
，
觀
眾
既
參
與
了

書
法
家
揮
灑
情
感
的
創
作
過
程
，
還
能
對
著
水
墨
尚
濕
的
作
品
玩
味
無
窮
。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
星
期
一
︶
是
撤
展
並
告
別
西
安
的
日
子
，
在
碑
林
展
出

六
天
的
作
品
，
重
回
它
原
來
的
箱
內
，
以
待
返
鄉
。
在
我
為
它
們
整
裝
、
封
箱

時
，
我
問
它
們
：
﹁
入
住
碑
林
這
六
天
六
夜
可
有
去
拜
碼
頭
？
那
些
前
輩
們
有

給
些
啓
發
嗎
？
張
旭
前
輩
有
無
談
起
肚
痛
何
來
？
大
黃
湯
有
效
否
？
懷
素
前
輩

揮
草
書
千
字
文
，
是
何
動
心
起
念
？
有
無
請
教
祝
允
明
前
輩
他
的
“
樂
志
論

＂
是
談
些
什
麼
？
︙
﹂
﹁
噓
﹂
，
它
們
居
然
對
我
說
：
﹁
不
可
言
傳
是
也
！

﹂
這
天
傍
晚
六
點
十
分
，
飛
機
離
地
升
空
的
當
兒
，
我
又
偷
偷
的
把
手
舉
放
胸

前
，
但
這
次
是
以
双
手
作
揖
，
告
別
西
安
∼
碑
林
、
半
坡
、
華
山
︙
再
會
啦
！

西安碑林博物館展覽活動剪影

西安碑林博物館展特別報導 西安碑林博物館展特別報導

在碑林廣場舉行隆重開幕式

趙力光館長致詞 黃一鳴榮譽理事長致詞 左起黨委書記強躍、陝西書協主席雷珍民、趙力光館長、
榮譽理事長黃一鳴

參與開幕式來賓及媒體

上、下圖 西安碑林博物館展覽現場

綠意盎然的碑林廣場

陝西書協晚宴-左起黃一鳴榮譽理事長、鍾明善教授、雷珍民主席、黃碧惠理事長 代表團合影於西展廳前 代表團合影於東展廳前

揭牌儀式之一 揭牌儀式之二

◆
漢
字
藝
術
的
核
心
內
容
與
視
覺
展
現
︵
下
︶

　
因
本
次
稿
擠
，
留
待
下
次
刊
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