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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州
白
牆
黑
瓦
建
築
在
我
腦
海
裡
有
著
深
刻
的

印
象
，
它
與
我
熱
愛
書
法
中
，
由
白
到
黑
中
敘
述
自

然
界
萬
事
萬
物
有
著
很
直
接
的
關
連
。

　
　
蘇
州
博
物
館
這
座
由
貝
聿
銘
設
計
的
建
築
物
，

在
簡
潔
中
蘊
含
著
中
國
哲
理
中
人
與
自
然
的
關
聯
。

它
與
羅
浮
宮
金
字
塔
造
型
同
樣
處
處
有
著
三
角
形
的

結
構
﹔
屋
頂
中
彷
彿
就
如
﹁
人
﹂
字
結
構
擴
充
的
造

型
，
隱
喻
著
以
人
為
本
的
精
神
。

　
　
當
蘇
州
博
物
館
邀
請
我
展
出
時
，
讓
迴
盪
在
我

記
憶
深
刻
中
拉
回
了
現
實
，
那
就
是
我
如
何
在
這
樣

的
氛
圍
中
，
用
中
國
最
傳
統
元
素
，
又
能
做
出
與
國

際
接
軌
的
可
能
。
︽
碑
．
帖
．
映
象
︾
的
作
品
就
是

在
這
樣
的
思
維
下
，
我
從
傳
統
書
法
的
碑
、
帖
元
素

擴
大
解
釋
所
做
的
創
作
。

　
　
我
們
都
知
道
歷
經
長
時
間
的
傳
承
下
，
書
法
已

然
是
將
中
國
人
思
想
中
最
重
要
的
儒
家
思
想
、
道
家

思
想
、
以
及
佛
家
禪
學
中
都
納
進
到
書
法
的
內
核
中

，
它
從
中
庸
的
平
正
裏
經
過
不
斷
的
變
革
修
正
成
為

既
大
又
廣
的
文
化
載
體
。

　
　
因
此
，
碑
、
帖
隱
然
就
是
談
論
著
大
自
然
中
樸

拙
、
雄
壯
到
典
雅
、
陰
柔
不
同
的
文
化
內
涵
組
合
。

因
此
，
碑
、
帖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而
言
，
它
就
是
陰
、

陽
的
化
身
，
它
又
是
強
調
氣
與
蘊
的
不
同
身
分
組
合

。
書
道
即
陰
陽
之
道
，
在
這
裡
就
更
能
彰
顯
它
的
實

際
性
。

　
　
從
雄
渾
、
樸
拙
、
典
雅
、
秀
麗
中
如
何
在
書
法

線
條
中
流
露
出
最
精
華
的
特
質
，
而
又
能
在
不
需
藉

助
可
識
文
字
下
做
出
具
有
中
國
文
化
特
質
及
傳
遞
時

代
性
的
作
品
，
是
我
這
十
年
來
關
注
的
重
點
。
如
何

朝
向
更
開
放
而
自
由
的
抽
象
表
現
發
展
，
也
就
是
將

書
法
中
的
傳
統
可
識
文
字
抽
取
、
轉
化
為
抽
象
水
墨

語
彙
﹔
從
可
感
的
人
、
事
、
物
中
作
出
的
非
具
象
表

十
三
、
從
二
度
空
間
到
模
擬
的
多
維
空
間
呈
現

　
　
蔡
長
盛
在
︽
書
法
空
間
之
研
究
︾
中
提
到
：
篆
字
以
前
書
法

主
要
表
現
在
二
度
空
間
平
面
上
的
經
緯
、
橫
豎
、
疏
密
勻
稱
的
形

式
。
而
其
三
度
的
意
象
，
只
偶
而
表
現
在
線
條
本
身
單
純
的
﹁
圓

融
婉
轉
﹂
。

　
　
但
從
漢
隸
八
分
書
的
蟬
頭
雁
尾
，
開
始
出
現
模
擬
的
三
度
空

間
。
而
行
草
書
的
發
展
則
從
三
度
空
間
轉
向
多
維
空
間
。
問
題
在

於
：
書
法
的
多
維
性
偏
向
微
觀
的
多
維
，
而
尚
未
進
入
宏
觀
中
易

於
視
見
的
多
維
空
間
。

　
　
在
前
文
提
到
書
法
的
立
體
性
中
，
如
何
凸
顯
線
條
在
運
筆
過

程
中
纏
繞
、
交
織
以
及
藉
由
墨
色
深
、
淺
的
配
置
，
使
得
視
覺
張

力
擴
大
，
達
到
更
接
近
宏
觀
的
立
體
性
，
則
是
現
代
書
法
視
覺
展

現
的
趨
勢
。
今
舉
王
鐸
作
品
說
明
：

1
、
書
法
的
多
維
空
間
的
可
能
性

 
 
 

“
寒
＂
字
從
字
面
上
來
看
可
分
為
三
部
份
︵
三
個
界
面
︶
：

第
一
個
界
面
︵
點
與
寶
蓋
︶
在
畫
面
的
最
前
端
；
第
二
個
界
面
︵

三
橫
兩
豎
︶
是
畫
面
的
最
深
層
；
第
三
個
界
面
也
就
是
︵
撇
捺
與

兩
點
︶
是
畫
面
的
中
間
層
。
如
果
再
細
分
第
二
個
界
面
的
三
橫
與

兩
豎
，
三
橫
又
在
兩
豎
的
後
面
，
因
此
亦
可
分
為
四
個
界
面
。
“

寒
＂
字
本
身
是
由
一
條
線
構
成
，
卻
因
為
粗
細
、
筆
墨
濃
淡
，
與

重
疊
出
現
的
完
整
與
否
，
即
可
分
出
如
此
的
不
同
空
間
。
“
園
＂ 

與
“
因
＂
兩
字
情
況
一
樣
有
非
常
多
的
界
面
，
只
是
“
因
＂
字
除

了
重
疊
性
分
出
前
後
外
，
又
被
線
條
使
轉
時
墨
色
深
淺
不
一
︵
濃

墨
在
前
淡
墨
在
後
︶
干
擾
成
更
加
複
雜
︵
界
面
造
成
傾
斜
︶
。
以

上
三
字
都
具
有
同
樣
的
性
質
，
那
就
是
一
筆
劃
的
連
續
動
作
。
如

果
非
一
筆
畫
完
成
的
字
，
則
有
另
外
不
可
名
狀
的
深
度
，
究
竟
在

何
處
消
失
，
更
難
說
個
清
楚
。

2
、
視
覺
的
主
體
效
果 

 
 
 
 
 
 
 
 
 
 
 
 
 
 
 
 
 
 
 
 
 
 
 
 
 
 
 
 
 
 
 
 
 
 
 
 
 
 
 
 
 
 
 
 
 
 
 
 
 
 
 
 
 
 
 

　
　
書
寫
時
因
着
運
筆
調
性
的
不
同
，
所
作
的
變
化
如
：
空
間
與

時
間
之
轉
換
、
點
與
線
的
配
置
、
墨
色
濃
淡
的
差
異
、
線
條
粗
細

、
疏
密
不
同
，
均
能
產
生
很
大
的
視
覺
差
異
。 

今
舉
兩
例
說
明
：

1
、
時
間
為
主
空
間
為
輔
︵
底
︶
 
2
、
點
為
主
線
為
輔
︵
底
︶

　
　
除
了
上
述
的
視
覺
主
體
的
不
同
呈
現
外
，
藉
由
墨
色
或
軸
線

的
巧
妙
安
排
，
也
能
產
生
新
的
視
覺
走
向
。
如
︵
圖
十
四
︶
王
鐸

作
品
，
藉
由
墨
色
濃
淡
、
正
文
與
款
識
巧
妙
安
排
之
變
化
，
產
生

彎
曲
的
流
動
性
，
猶
如
蘇
州
園
林
路
徑
，
相
鄰
空
間
之
間
成
半
隔

半
開
，
幽
深
曲
折
，
形
成
多
樣
變
化
。
王
鐸
作
品
︵
圖
十
五
︶
，

則
以
斜
曲
不
規
則
的
軸
線
變
化
產
生
頂
端
的
視
覺
焦
點
，
這
與
傳

統
書
法
軸
線
的
垂
直
而
無
焦
點
的
視
覺
差
異
甚
大
。 

 

　
　
我
們
都
知
道
對
比
是
構
成
變
化
，
也
是
產
生
張
力
的
最
重
要

手
段
，
例
如
許
友
作
品
︵
圖
十
六
︶
藉
大
小
字
與
軸
線
的
變
化
產

生
擠
壓
的
現
象
，
使
視
覺
產
生
緊
張
，
並
在
墨
色
濃
淡
配
合
下
產

生
畫
面
的
整
體
性
動
勢
。
這
種
現
象
在
晚
明
以
後
就
明
顯
增
多
。

但
是
我
們
從
更
早
元
代
的
張
雨
作
品
中
︵
圖
十
七
︶
看
到
軸
線
變

化
雖
然
不
大
，
但
多
樣
對
比
效
果
產
生
的
視
覺
張
力
，
到
今
天
檢

視
它
仍
然
覺
得
嘖
嘖
稱
奇
！
從
傳
統
作
品
中
強
烈
的
形
式
表
現
已

現
，
但
它
卻
是
在
具
象
︵
可
感
悟
︶
基
礎
中
增
添
更
多
面
向
︵
從

有
意
識
、
無
意
識
到
潛
意
識
︶
，
從
書
法
筆
觸
接
引
到
抽
象
藝
術

的
探
究
與
延
伸
。
讓
書
法
與
水
墨
結
合
，
讓
書
法
中
碑
與
帖
的
陽

剛
與
陰
柔
更
加
和
諧
，
讓
水
墨
中
的
濃
淡
與
塊
面
相
揉
合
，
讓
有

意
味
的
線
質
到
抽
象
的
感
知
意
念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
開
創
出
新

的
面
貌
。

　
　
︽
碑
．
帖
．
映
象
︾
的
作
品
就
是
將
傳
統
書
法
的
經
典
沉
澱

、
領
悟
、
轉
化
，
並
融
合
水
墨
效
果
做
出
線
性
抽
象
表
現
。
這
項

水
墨
作
品
，
是
取
自
書
法
美
學
中
碑
的
蒼
茫
渾
厚
、
粗
獷
生
拙
，

以
及
帖
學
中
的
精
緻
流
暢
、
遒
麗
多
姿
相
揉
在
一
起
，
讓
它
氣
韻

互
動
，
並
在
跌
宕
錯
落
的
造
型
和
不
同
的
節
奏
下
，
闡
述
陰
陽
相

互
的
交
融
與
合
諧
。

　
　
我
希
望
作
品
能
比
一
般
的
水
墨
畫
更
具
有
表
現
性
，
能
用
更

簡
潔
的
書
法
線
條
來
強
化
、
深
化
整
體
藝
術
表
現
。
也
就
是
運
用

的
書
法
以
及
繪
畫
的
基
本
語
言
，
傳
達
細
緻
的
整
體
生
命
狀
態
及

體
悟
豐
富
人
性
情
操
的
植
物
、
雲
煙
、
水
氣
、
溫
潤
、
恬
靜
︙

　
　
這
項
展
覽
在
現
代
展
廳
展
出
了
五
十
八
件
作
品
，
從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到
四
月
二
十
日
結
束
，
我
重
溫
了
二
十
年
前
對
蘇
州
的
懷

念
，
也
用
我
四
十
年
傳
統
書
法
鑽
研
中
與
時
代
結
合
作
出
的
書
法

抽
象
表
現
。
與
其
說
書
法
的
現
代
性
，
更
明
確
的
說
，
我
只
是
將

被
遺
忘
的
傳
統
古
典
中
揀
選
了
配
合
時
代
的
氛
圍
，
作
出
更
讓
我

舒
發
心
思
的
一
項
展
出
。

是
如
此
！
那
就
更
遑
論
一
九
八
五
年
以
後
所
發
展
出
的
現
代
性
書

法
的
視
覺
展
現
了
。

　
　
中
國
書
法
的
空
間
留
白
絕
大
部
分
是
天
、
地
、
左
、
右
的
留
白

，
而
且
計
白
當
黑
的
觀
念
，
使
得
畫
面
留
白
處
可
以
視
為
天
或
地
或

大
海
的
遐
想
，
這
種
畫
面
在
八
大
山
人
作
品
中
屢
屢
可
見
。
因
此
，

空
靈
美
感
是
中
國
書
畫
藝
術
中
的
特
色
，
這
種
屬
於
意
境
式
的
畫
面

展
現
，
就
不
如
大
塊
面
的
鋪
陳
來
得
有
視
覺
張
力
。
因
此
，
近
現
代

作
品
中
逐
漸
呈
現
的
少
數
字
或
是
筆
畫
加
粗
的
傾
向
，
這
是
時
代
的

趨
勢
︵
如
圖
十
八
︶
。
在
這
種
線
條
加
粗
情
況
下
，
是
否
是
一
次
性

書
寫
就
必
須
接
受
檢
驗
。
︵
其
中
對
於
重
疊
性
、
以
增
加
塊
面
效
果

時
，
要
注
意
不
可
以
有
塗
抹
的
感
覺
。
這
種
思
維
可
以
從
傳
統
書
法

中
的
逆
筆
、
迴
鋒
，
以
及
澀
筆
非
一
次
性
中
作
擴
充
解
釋
；
甚
或
如

王
鐸
作
品
中
漲
墨
、
滴
墨
︵
如
圖
十
九
︱
一
、
二
、
三
︶
效
果
的
準

塗
抹
性
中
體
會
用
筆
的
視
覺
效
果
。
︶ 

十
四
、
書
法
藝
術
的
擴
充
表
現

　
　
英
國
著
名
歷
史
學
家
湯
恩
比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七
五
︶
的
史
觀

︱
他
提
出
挑
戰
和
回
應
的
觀
念

，
值
得
現
代
人
深
思
。

　
　
他
說
：
“
人
類
文
明
是
在
新
的
挑
戰
接
踵
而
來
之
中
，
不
斷

去
回
應
，
尋
求
克
服
和
成
長
。
如
果
一
個
文
明
，
不
能
有
效
回
應

其
挑
戰
，
當
然
就
會
遇
上
潰
敗
的
命
運
。
＂

　
　
他
預
言
：
“
以
中
華
文
化
為
主
的
東
方
文
化
和
西
方
文
化
的

結
合
，
將
是
人
類
最
美
好
永
恆
的
文
化
。
＂
“
人
類
要
解
決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問
題
，
必
須
要
到
中
國
的
孔
子
思
想
和
大
乘
佛
法
中
汲

取
智
慧
。
＂
他
所
提
的
思
想
，
其
實
應
該
包
括
儒
、
釋
、
道
甚
至

更
多
面
向
的
文
化
思
想
。

　
　
就
像
西
方
現
代
藝
術
一
樣
，
有
從
光
影
、
情
感
、
抽
象
等
不

同
風
格
的
發
展
。
只
是
在
中
國
情
況
跟
西
方
不
同
，
傳
統
書
法
仍

然
是
母
體
，
傳
統
書
法
可
以
作
為
所
有
流
派
的
精
神
文
化
資
源
，

這
些
流
派
可
以
產
生
“
分
支
＂
而
不
是
“
分
家
＂
，
也
就
是
說
因

應
這
龐
大
的
文
化
載
體
下
的
傳
統
書
法
，
可
以
有
更
多
的
分
支
存

在
。
只
要
這
個
分
支
仍
受
母
體
︵
傳
統
書
法 

總
公
司
︶
管
轄
監

控
品
質
，
要
發
展
多
大
那
就
看
時
代
的
需
求
而
定
。
不
要
太
刻
意

去
壓
制
，
但
結
構
不
良
、
品
質
不
好
或
過
分
偏
激
則
不
宜
。

　
　
傳
統
書
法
裡
篆
、
隸
、
楷
、
行
、
草
不
同
字
體
的
形
成
，
是

經
歷
了
不
同
時
空
的
焠
鍊
演
變
，
並
且
這
樣
的
演
變
已
經
在
無
數

次
變
革
中
產
生
更
大
的
包
容
與
適
應
力
，
並
且
穩
固
的
存
在
著
。

面
對
新
的
環
境
如
何
因
應
？
筆
者
認
為
存
在
著
一
些
值
得
深
思
的

面
向
： 

 
 
 

一
、
循
環
且
週
而
復
始
的
圓
形
思
維
，
讓
突
破
性
的
力
道
不
如
西

方
思
維
中
，
勇
往
直
前
去
面
對
衝
突
的
勇
氣
。
因
此
在
整
個
中
國

書
法
史
中
所
呈
現
的
變
遷
是
屬
於
含
蓄
性
的
進
展
，
然
而
到
了
一

個
階
段
又
回
到
原
頭
，
它
的
優
點
在
於
不
斷
的
深
化
累
積
，
但
在

原
地
踏
步
的
情
況
也
就
比
較
明
顯
。

二
、
“
深
化
＂
是
中
國
書
法
最
重
要
的
資
產
，
因
此
，
中
國
書
法

才
能
呈
現
出
細
膩
豐
富
的
線
條
以
及
穩
固
的
結
構
性
。
五
千
年
文

化
內
涵
積
澱
在
線
條
裡
，
構
成
中
國
書
法
線
質
中
有
別
於
其
他
文

字
的
最
大
優
點
。

三
、
中
國
書
法
最
大
的
自
信
建
立
在
線
質
裡
。
因
此
，
把
握
住
優

良
的
線
質
是
書
法
精
髓
中
的
最
大
要
點
。
在
線
質
把
握
住
的
前
提

下
，
如
何
與
西
方
思
維
銜
接
，
近
而
在
空
間
表
現
上
、
在
視
覺
表

現
上
、
在
不
同
材
質
書
寫
上
、
在
與
其
他
藝
術
連
結
上
，
發
展
出

新
的
可
能
性
。

四
、
這
樣
的
勇
敢
發
展
，
“
書
法
＂
是
否
仍
然
是
書
法
，
我
不
太

在
意
，
原
因
在
於
：
一
、
傳
統
書
法
永
遠
會
在
時
間
鏈
中
持
續
的

走
著
，
它
已
經
穩
固
了
。
二
、
擴
充
性
中
新
的
形
式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個
面
向
，
它
不
必
一
定
要
挑
戰
傳
統
、
破
壞
傳
統
。
三
、
書
法

的
現
代
性
是
這
個
時
代
在
環
境
因
素
中
的
加
入
新
元
素
的
作
法
。

四
、
書
法
的
新
發
展
中
是
接
納
西
方
，
讓
書
法
的
呈
現
多
元
，
即

使
這
樣
的
表
現
只
是
書
法
元
素
的
一
小
部
分
，
我
們
仍
然
可
以
大

大
的
發
展
，
只
是
那
樣
的
發
展
後
，
這
個
東
西
是
不
是
書
法
？
但

它
最
起
碼
仍
是
屬
於
書
法
中
的
一
個
面
向
。
它
不
等
於
是
中
國
書

法
，
因
為
牽
涉
到
一
次
性
、
或
書
寫
性
、
及
可
識
性
的
定
義
問
題

。
但
它
如
果
是
內
含
優
良
文
化
的
線
質
表
現
時
，
我
們
大
可
放
心

讓
書
法
一
直
擴
充
下
去
，
這
樣
的
擴
充
都
會
是
傳
統
書
法
的
衍
生

物
，
是
書
法
的
下
線
。
人
們
不
必
一
直
想
著
“
現
代
書
法
＂
是
否

取
代
傳
統
書
法
，
傳
統
書
法
會
不
會
被
時
空
改
變
成
支
離
破
碎
？

五
千
年
積
澱
的
文
化
自
信
，
不
必
害
怕
這
樣
的
變
動
或
是
挑
戰
。

反
過
來
說
，
如
果
書
法
遠
離
文
化
，
遠
離
人
文
精
神
，
便
失
落
了

自
身
，
失
去
了
本
質
。

五
、
書
法
是
由
時
間
與
空
間
交
織
而
成
的
一
種
藝
術
，
因
此
書
法

的
變
動
改
革
也
必
須
吻
合
時
間
的
歷
練
，
跟
整
個
社
會
環
境
型
態

的
考
驗
。
書
法
本
身
是
一
個
已
經
穩
固
的
實
體
，
但
有
容
乃
大
的

認
知
，
提
醒
我
們
即
使
再
純
、
再
穩
固
都
要
留
有
變
動
的
機
制
，

才
能
擴
大
不
被
惰
性
導
致
落
伍
。
平
正
、
險
絕
是
書
法
成
長
過
程

的
軌
跡
，
平
正
代
表
是
一
種
穩
定
，
它
可
能
是
經
過
多
次
的
變
動

、
掙
扎
、
融
合
後
的
一
種
狀
態
，
它
就
像
傳
統
書
法
一
樣
。
而
現

代
性
則
是
在
新
的
時
、
空
因
素
具
有
挑
戰
與
因
應
的
必
然
性
。
平

正
、
險
絕
的
交
替
，
是
構
成
成
長
的
正
常
機
制
。
有
容
乃
大
告
訴

我
們
，
這
是
合
理
的
思
維
與
正
常
的
作
業
。

 
 
 

在
整
個
書
法
史
發
展
過
程
裡
，
有
一
些
是
屬
於
明
顯
具
創
新

的
書
家
如
：
王
羲
之
︵
從
樸
拙
轉
到
遒
美
︶
、
徐
渭
︵
從
穩
定
的

時
空
變
成
錯
亂
的
時
空
表
現
︶
、
黃
慎
︵
線
條
轉
成
點
狀
排
列
︶

、
王
鐸
︵
從
中
庸
轉
到
強
烈
對
比
形
式
︶
、
康
有
為
︵
尊
碑
抑
帖

，
從
秀
美
轉
到
蒼
勁
的
力
道
︶
他
們
的
作
風
都
具
非
常
的
創
新
性

，
使
書
法
出
現
新
的
活
力
。
這
裡
要
提
出
一
個
假
設
性
問
題
，
如

果
把
這
些
人
擺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今
天
，
讓
他
們
面
對
比
他
們
所

處
時
代
更
大
的
變
遷
性
時
，
相
信
做
出
的
現
代
性
還
要
遠
遠
超
過

過
去
所
為
。
或
者
換
一
句
話
說
，
如
果
我
們
能
就
他
們
從
過
去
創

新
的
項
目
中
，
以
西
方
人
更
勇
於
衝
刺
的
作
風
去
往
下
突
破
發
展

時
，
相
信
會
“
更
現
代
＂
“
更
前
衛
＂
。
這
樣
的
推
演
目
的
是
要

探
討
今
天
我
們
面
對
這
樣
世
界
潮
流
時
，
所
做
的
“
現
代
性
＂
、

“
創
新
性
＂
夠
嗎
？
有
些
看
起
來
具
現
代
性
只
不
過
是
人
家
幾
百

年
前
的
“
點
子
＂
而
已
！
甚
至
只
是
在
魏
晉
以
前
早
就
出
現
而
被

遺
忘
的
古
典
中
。

　
　
中
國
書
法
如
何
因
應
時
代
，
如
何
與
世
界
藝
術
表
現
有
並
駕

齊
驅
或
甚
至
超
越
西
方
的
作
為
表
現
？
當
然
需
要
從
西
方
不
同
文

化
思
維
中
去
撿
選
合
適
嫁
接
的
部
份
，
另
一
部
分
則
是
從
雖
被
列

為
傳
統
書
家
︵
在
當
時
都
深
具
開
創
性
思
維
︶
中
具
有
創
新
的
部

份
加
大
擴
充
就
可
獲
得
。

　
　
﹁
以
中
華
文
化
為
主
的
東
方
文
化
和
西
方
文
化
的
相
結
合
，

將
是
人
類
最
美
好
和
永
恆
的
文
化
。
﹂
這
句
話
要
徹
底
實
施
以
前

，
必
須
要
將
東
西
方
在
文
化
的
認
知
不
同
作
出
說
明
：

十
五
、
東
西
方
的
不
同
思
維
︵
O
X
的
思
維
︶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用
一
個
符
號
來
形
象
地
比
喻
中
西
方
時
空
觀

念
的
基
本
特
色
的
話
，
字
母
O
與
X
可
以
說
是
對
中
西
時
空
觀
念

以
及
二
者
之
間
差
異
的
一
種
簡
約
，
卻
十
分
生
動
形
象
的
比
喻
，

同
時
也
顯
示
出
中
西
文
化
的
基
本
面
貌
。 

 
 
 

　
　
　
　
　
　
　
　
　
　
　
　
　
　
　
　
　
　
　
　
　
　
　
　
　

　
　
以
“
O
＂
來
比
喻
中
國
時
空
觀
念
的
基
本
特
色
，
我
們
至
少

可
以
從
中
引
申
兩
樣
涵
義
：
其
一
是
時
間
、
空
間
合
而
為
一
，
包

容
而
又
封
閉
。
其
二
是
旋
轉
而
循
環
，
一
元
復
始
，
呈
現
出
較
強

的
穩
定
性
和
時
間
性
，
中
國
文
化
的
特
點
與
之
基
本
相
映
。

　
　
以
“
X
＂
來
比
喻
西
方
的
時
、
空
觀
念
同
樣
可
以
具
有
兩
種
涵

義
：
其
一
時
間
、
空
間
由
分
離
狀
態
到
交
叉
點
交
會
聚
集
，
而
後
又

分
離
。
其
二
直
線
挺
進
對
立
而
又
開
放
呈
現
空
間
性
的
特
色
。

　
　
從
“
O
＂
與
“
X
＂
來
看
，
“
O
＂
是
內
虛
外
實
，
“
X
＂

則
是
一
個
四
處
散
發
內
實
外
虛
的
現
象
。
明
末
清
初
王
夫
之
的
一

段
話
：
天
地
之
可
大
，
天
地
之
可
久
也
。
久
以
持
大
，
大
以
持
久

。
若
其
讓
天
地
之
大
，
則
終
不
及
天
地
之
久
。
與
其
說
空
間
之
大

倒
不
如
說
時
間
之
久
來
的
更
為
重
要
。
從
這
段
話
可
以
說
明
中
國

人
時
間
高
於
空
間
，
時
間
統
領
空
間
，
這
不
只
是
儒
道
兩
家
對
時

空
的
共
同
體
認
，
也
是
中
國
人
對
時
空
關
係
的
獨
到
見
解
。 

　
　
我
們
從
西
方
書
法
抽
象
表
現
作
品
中
大
致
可
以
發
現
：

 
 
 
 
 

一
、
突
破
自
然
︵
突
破
疆
界
的
空
間
表
現
︶
的
直
線
思
維
在
作
品

中
展
現
更
為
寬
廣
的
空
間
觀
念
。
︵
如
圖
二
十
、
二
十
一
︶

二
、
交
叉
的
線
條
比
重
較
高
。

三
、
線
條
從
塊
面
轉
到
線
條
但
仍
然
不
放
棄
塊
面
，
或
者
採
用
線

條
重
複
性
的
處
理
。

四
、
線
條
的
採
用
具
書
寫
性
，
但
不
構
成
豐
富
的
內
容
性
，
更
難

體
會
中
國
文
化
積
澱
在
線
條
中
的
意
味
形
式
。

五
、
強
烈
的
視
覺
張
力
是
傳
統
書
法
表
現
中
所
不
能
企
及
的
。

六
、
類
似
從
漢
字
結
構
中
作
出
新
的
擴
充
性
結
構
。
︵
如
圖
二
十

︱
一
及
圖
二
十
一
︱
一
︶
︵
待
續
︶

圖十二－一

圖十二－二

圖十二－三

圖十四圖十五圖十七－張雨作品

圖二十－一 克來茵作品 
類似“耕”字的結構擴充

圖二十－二 克來茵作品圖二十一－一 馬哲威爾作品 
類似“州”的結構擴充

圖二十－四 克來茵作品

圖二十－三 克來茵作品圖二十一－二 馬哲威爾作品

圖十六－許友作品
圖十九－一

圖十九－二

圖十九－三

圖十八－
日本-望月大耿作品

圖十三－二

圖十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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