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本
歹

時

立等

次
且
防
站
丸
食呈

過

敦
煌
石
室
，
即
敦
煌
石
窟
，
舊
名
摸
高
窟
，
亦
稱
千
冊

祠
，
因
希
伯
和
等
盜
寶
案
而
世
界
聞
名
。
董
清
代
有
王
道
士

者
，
一
日
以
道
杖
作
法
，
偶
觸
石
壁
，
其
聲
空
洞
，
奇
而
掘

閉
，
其
中
漏
戴
手
抄
經
卷
及
爐
鼎
等
，
遂
詣
敦
煌
縣
城
某
進

士
，
詢
以
有
何
佰
值
，
答
曰
:
「
經
卷
雖
多
，
而
抄
寫
字
跡

，
像
普
通
僧
道
手
筆
，
並
無
寶
貴
價
值
。
」
邁
士
聞
而
陪
然

。
光
緒
五
年
，
匈
牙
利
地
質
家
洛
克
斯
到
此
考
察
漠
高
窟
後

，
同
國
寫
一
報
告
，
對
於
窟
中
雕
像
及
壁
畫
之
精
美
，
頗
為

讚
賞
，
譽
為
東
方
藝
街
之
精
華
，
彼
時
清
廷
尚
愕
然
不
知
。

追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
有
法
國
考
古
家
希
伯
和
來
遲
，
見
經
卷

等
，
知
係
希
世
珍
貴
，
乃
私
問
王
道
士
肯
出
售
否
?
道
士
因

某
進
士
所
且
一
一
口
，
乃
貿
然
允
之
，
希
伯
和
遂
以
最
低
代
價
，
除

將
壁
畫
，
雕
像
攝
影
外
，
並
盜
取
畫
本
，
佛
像
，
手
抄
僻
經

盾
，
共
有
四
百
六
十
四
個
，
計
隔
窟
九
十
一
，
宵
窟
三
百
零

六
，
宋
窟

(
7日
零
三
，
五
代
窟
三
十
一
，
北
魏
窟
二
午
二
，

一
兀
窟
八
，
西
夏
窟
三
。

參

觀

A
2失真

屆

參
觀
敦
煌
右
直
峙
，
余
隨
程
師
由
寺
夥
點
燃
竹
芭
引
導

。
所
謂
石
窟
者
，
其
構
成
之
原
因
，
領
略
作
解
釋
:
沙
漠
與

戈
壁
不
同
之
處
，
前
者
為
平
沙
無
氓
，
遍
地
黃
訟
，
寸
草
不

生
，
一
足
深
陷
，
不
目
的
拔
出
，
在
沙
漠
旅
行
者
，
日
出
後
沙

粒
反
射
光
線
強
烈
，
自
易
失
明
，
故
白
天
理
身
於
沙
內
而
眠

，
日
落
起
而
趕
路
，
至
日
升
後
再
伏
眠
休
息
。
後
者
內
含
石

粒
，
小
如
票
米
，
大
至
粒
塊
，
因
石
粒
故
，
能
粘
住
泥
土
而

生
長
小
草
，
漸
能
滋
長
生
小
樹
，
不
致
被
風
吹
散

Q
近
代
之

三
合
士
，
係
石
子
，
訟
，
洋
灰
所
成
，
石
桂
愈
小
，
站
力
愈

大
，
加
入
鋼
條
門
師
竹
節
鋼
〉
'
可
成
為
永
久
建
築
物
。
日
本

東
京
大
地
晨
，
對
於
普
通
房
屋
，
如
摧
枯
拉
朽
，
但
三
合
土

建
築
物
，
則
巍
然
存
在
，
毫
無
損
壞
。
戈
壁
情
形
，
砂
粒
，

石
子
與
三
合
土
條
件
相
符
，
所
缺
者
，
洋
灰
而
已
，
然
經
數

千
萬
年
之
久
，
地
下
有
石
灰
水
流
經
其
處
，
功
效
亦
即
(
加
入

洋
灰
相
同
。
此
所
以
敦
煌
石
窟
，
由
戈
壁
所
成
，
堅
實
異
常

~l
拱旬，

言Gl

(
十
三
)
胡

博

游

等
，
偷
運
同
法
，
藏
於
博
物
館
。
不
久
英
人
斯
坦
因
，
又
將

剩
餘
者
，
偷
運
岡
英
，
並
發
表
考
古
報
告
，
印
行
六
十
冊
「

敦
煌
圖
鐘
」

0
至
此
中
國
政
府
才
下
令
保
護
。

民
國
十
三
年
，
美
人
華
爾
納
，
亦
到
敦
煌
，
又
買
通
守

窟
寺
僧
，
在
石
室
以
樹
膠
粘
去
壁
畫
數
十
幅
，
並
偷
運
若
干

佛
像
返
美
(
現
存
哈
佛
大
學
博
物
館
)
。
可
知
石
窟
實
戚
，

數
度
流
入
外
國
，
已
所
剩
無
幾
。

按
漠
高
窟
碑
文
記
載
，
此
石
洞
乃
沙
樂
門
尊
於
東
晉
太

和
一
兀
年
(
公
元
三
六
六
年
)
問
興
建
。
當
彼
行
至
此
山
，
忽

見
金
光
，
狀
如
干
佛
，
乃
造
一
組
佛
像
，
後
有
法
良
禪
師
，

繼
賴
建
造

Q
陪
唐
之
世
，
佛
教
盛
行
中
土
，
虔
信
之
徒
，
還

在
岩
上
雕
刻
佛
像
並
捨
製
壁
畫
。
晚
唐
五
代
之
時
，
曹
義
金

，
張
義
朝
割
據
沙
州
(
敦
煌
)
，
又
大
事
位
建
，
計
先
設
昕

塑
佛
像
，
不
下
數
千
尊
，
因
此
名
為
千
佛
洞
，
昔
會
標
為
敦

煌
八
景
之
一
。
宋
元
以
後
，
不
再
有
營
造
主
作
，
現
敦
煌
洞

也
。
在
戈
壁
區
域
，
只
要
沙
內
帶
土
，
問
棺
生
樹
，
屯
一
樹
間

有
水
，
有
水
即
有
人
。
此
旅
行
戈
壁
之
最
好
標
幟
也
。
唐
代

落
韻
，
大
權
在
握
，
威
鎮
王
室
，
安
居
尸
蠱
，
承
平
無
事
，

乃
欲
4月
耀
功
穗
，
勒
銘
後
世
，
途
出
資
掘
此
地
窟
，
大
小
按

富
有
程
度
而
定

Q
大
者
有
近
百
尺
見
方
而
五
六
十
尺
高
者
，

空
無
(
柱
，
頂
百
光
平
，
毫
無
個
倒
之
象
，
入
口
處
有
通
道

約
丈
餘
，
寬
高
亦
如
之
，
兩
旁
站
上
，
多
繪
述
其
本
人
家
世

，
大
半
祖
父
至
本
身
三
代
，
及
兄
弟
姊
妹
等
光
榮
歷
傳
。
過

通
道
師
進
入
高
大
石
窟
，
間
聽
及
頂
，
浦
捨
佛
教
故
事
，
內

出
咨
時
豆
出
品
。

壁
畫
除
佛
教
宏
法
之
影
色
故
事
外
，
亦
有
繪
漁
獵
，
耕

耘
，
山
水
，
花
草
，
鳥
獸
，
交
通
工
具
等
。
除
提
畫
外
，
又

有
藻
井
，
花
磚
，
花
邊
，
蓮
座
，
冠
飾
，
幢
章
(
現
臺
北
國

立
歷
史
文
物
紀
念
館
中
有
仿
製
的
敦
煌
壁
畫
)
，
雕
像
亦
多

為
佛
像
，
其
中
大
佛
骰
佛
像
，
高
達
三
十
六
公
尺
。

敦
煌
石
窟
除
壁
畫
與
佛
像
外
，
尚
有
敦
煌
巷
子
二
萬
多

件
，
此
類
卷
子
，
乃
居
及
五
代

λ
所
手
寫
，
亦
有
雕
木
。
其

中
臥
佛
經
為
最
多
，
郎
為
希
伯
和
所
切
是
者
。
現
存
「
敦
煌

石
室
遺
書
」
及
「
鳴
沙
石
室
古
使
主
巴
，
比
自
根
按
希
伯
和
所

得
之
本
而
影
印
者
。
石
窟
之
四
角
，
給
四
大
護
法
神
，
與
寺

院
門
旁
之
龍
怯
神
悶
。
其
他
有
文
殊
世
利
菩
薩
來
中
士
時
沿

一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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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所
用
之
交
通
工
具
及
在
看
等
，
應
有
盡
有
，
皆
著
五
影
顏

色
，
亦
有
隨
處
表
現
當
時
人
民
之
用
具
表
著
等
。
余
發
現
彼

時
已
有
現
代
之
熱
水
壺
，
外
裹
皮
帶
，
儼
如
近
代
出
口
間
，
昕

不
同
者
，
其
外
殼
非
金
屬
或
塑
膠
品
，
而
係
眩
質
而
已
，
想

亦
具
有
保
暖
作
用
。
又
樹
上
懸
有
手
杖
，
宮
女
臉
上
，
繪
有

蝴
蝶
|
|
近
代
西
洋
舞
女
化
裝
，
臉
上
亦
偶
繪
蝴
蝶
以
為
美

，
其
實
古
時
早
已
有
之
Q
一
冉
唐
時
服
裝
，
官
吏
與
平
民
，
皆

甚
清
楚
，
觀
此
可
知
日
本
男
女
現
時
所
穿
之
和
服
，
皆
由
唐

代
蛻
變
。石

窟
關
於
佛
教
故
事
以
外
之
搶
查
，
如
交
通
工
具
，
在

著
，
用
具
等
，
于
後
人
以
買
確
之
印
像
，
非
歷
史
紀
載
可
比

，
其
價
值
難
以
估
計
。
攘
當
時
駐
在
石
窟
研
究
機
關
之
職
員

稱•.

「
觀
察
壁
畫
，
每
日
均
有
新
發
現
。
」
拘
非
曲
語
也
。

唐
代
藩
鎮
貴
族
，
如
此
表
揚
其
家
族
之
光
榮
，
但
會
踐

何
時
，
宋
朝
繼
之
，
為
欲
表
彰
後
來
者
之
功
穗
，
即
將
前
代

所
繪
掩
蓋
，
其
法
乃
用
當
地
所
產
之
著
草
。
此
…
旦l文
武
王
墓

地
亦
產
，
每
叢
五
十
根
，
抽
去
一
根
成
四
十
九
根
，
古
時
用

以
占
，
卜
，
師
可
著
龜L之
著
也
。
以
此
草
造
紙
，
光
滑
無
疵
，

掩
蓋
於
唐
畫
之
上
，
重
新
繪
畫
，
至
元
時
更
代
以
新
屑
，
故

石
窟
壁
畫
，
如
逢
一
分
解
，
常
可
得
膺
，
宋
，
一
兀
三
朝
之
事

艙
寫
，
實
為
世
界
艾
化
紀
銀
獨
一
無
二
之
保
存
方
挂
也
。

雨
量
稀
少
，
面
積
寬
盾
，
雨
季
時
河
流
雖
多
，
而
不
能
儲
存

，
大
多
是
按
疏
而
下
。
水
乃
當
地
最
寶
貴
的
資
源
，
有
水
則

為
肥
訣
之
區
，
益
以
夏
季
祁
連
山
的
積
雪
溶
化
，
順
山
坡
而

流
下
，
形
成
許
多
大
小
不
等
之
河
流
。
當
此
河
流
抵
達
山
閥

平
地
時
，
鄉
民
引
至
田
內
灌
溉
，
因
而
每
條
河
流
兩
岸
，
師

臨
時
成
為
大
小
民
野
，
此
為
河
西
走
廊
之
大
概
情
形
。

戰
時
美
國
副
總
統
華
萊
士
曾
由
蘇
聯
經
新
疆
訪
華
，
入

西
北
而
至
河
西
走
廊
時
，
倍
感
興
趣
。
接
謂
比
走
廊
正
如
彼

之
家
鄉
加
里
一
幅
尼
亞
州
，
一
一
政
州
未
經
人
工
經
營
前
，
與
此
走

廊
情
形
相
同
，
夏
季
大
水
，
加
以
溶
化
山
雪
之
水
，
高
下
棋

流
，
泛
濫
無
常
，
旱
一
李
無
朮
@
後
經
故
府
策
劃
'
將
水
涯
集

，
築
堤
操
縱
，
利
用
權
缸
，
於
是
法
野
千
里
，
農
植
物
欣
欣

向
榮
，
繼
而
開
發
金
礦
，
抽
一
頓
，
更
錦
上
添
花
，
財
力
充
裕

，
建
設
更
盛
，
工
農
業
同
時
發
展
，
致
有
今
日
之
繁
榮
。
故

余
對
於
甘
肅
，
常
感
有
似
手
持
人
主
飯
碗
而
乞
食
於
人
，
其
前

途
可
勝
言
耶
?
此
行
賦
塞
外
七
律
一
首
，
附
錄
以
作
紀

A
z
-


伴
侍
遊
塞
外
，
師
懷
感
慨
多
，

夷
敵
尋
謹
簣
，
生
民
夜
拉
戈
;

班
超
固
定
虜
，
虞
詞
仕
增
鈍
，

強
寇
平
殲
日
，
玉
們
火
泳
、
歧
。

在
石
窟
研
究
壁
畫
者
，
當
時
政
府
方
面
有
中
央
研
究
院

及
教
育
部
，
每
月
各
支
經
費
二
千
元
，
私
人
方
面
為
張
大
干

。
關
於
人
物
描
寫
，
大
千
僅
描
其
面
部
，
餘
由
昕
一
雇
兩
名
喇

嘛
完
成
之
，
每
人
月
薪
銀
洋
三
十
六
元
，
須
袁
大
頭
，
不
受

鈔
票
。
據
大
于
-
E
..

「
政
府
機
關
每
月
經
費
二
千
元
，
尚
不

敷
顏
料
之
責
。
」
大
千
故
故
不
休
，
前
後
三
年
，
繪
得
全
部

之
精
華
，
八
個
日
展
覽
數
次
，
為
非
賣
品
，
獲
得
國
際
甚
高
評
價

。
不
料
其
後
大
陸
驟
變
，
未
及
運
出
。
參
觀
既
畢
，
師
偕
稚

師
返
罔
蘭
州
。

一訝于

道

放
觀
成

甘
省
南
有
眠
山
，
秦
嶺
，
東
有
賀
蘭
，
臨
山
，
與
青
海

之
交
有
祁
連
山
，
以
內
蒙
為
北
界
。
礦
產
除
玉
門
站
礦
外
，

有
煤
，
金
，
鋼
，
攀
石
，
硝
石
，
石
膏
等
，
儲
量
豐
宮
。
當

時
因
戰
事
關
係
'
設
備
缺
乏
，
僅
屬
探
擇
性
質
，
如
果
機
械

齊
備
，
技
俯
精
明
，
正
式
開
拉
，
多
增
抽
井
，
產
量
必
將
劇

增
，
而
副
產
品
，
引
用
新
法
提
煉
，
亦
可
多
至
數
百
種
類
，
對

於
日
常
工
業
用
品
，
以
至
醫
學
化
學
等
，
皆
可
為
重
要
的
資

料
，
媲
美
於
歐
，
美
，
亞
署
名
產
抽
諸
邦
。

猶
有
進
者
，
蘭
州
州
以
西
數
千
里
所
謂
「
河
西
走
廊
」
'

ii

寄
小
學
紋

I
P
A
絲
一
楠
、
五
家
絨

E

.
主J
H企
孫
、
錢
啟
祥
諸
兄

<cb
月

閉
門

深

人
生
如
駒
隙
，
轉
眼
若
信
宿
。
幼
年
受
藍
庇
，
要

患
不
置
腹
。
壯
，
歲
隨
抗
戰
，
輾
轉
揖
黯
蜀
。
垂
老
長
泊

羈
'
盤
餐
少
首
稽
。
故
鄉
同
學
生
，
在
食
各
栗
六
。
歲

暮
值
天
寒
，
吊
喪
遇
鄒
桶
。
裘
馬
昔
翩
翩
，
於
今
安
盟

粥
。
共
話
小
學
時
，
美
哉
思
常
熟
。
位
忽
五
十
年
，
歷

歷
如
在
目
。
同
級
八
十
人
，
五
人
棲
海
麓

0
家
誠
倚
杖

來
，
正
荊
道
昔
夙
。
新
聞
廣
傳
播
，
文
影
著
史
錄
。
金

陸
考
高
師
，
重
一
匿
烹
黃
菊
o
意
氣
共
飛
晶
，
豈
知
窮
案

贖

G
奎
孫
共
交
大
，
鶴
立
儀
容
肅
。
扁
舟
蹺
南
道
，
衣

冠
仍
新
沐
。
共
寓
京
城
南
，
清
早
追
輪
輻
。
實
心
事
運

獻
，
聲
本
在
積
穀
。
啟
祥
寄
弟
兄
，
談
笑
陪
芳
悶
。
盛

況
說
童
年
，
軒
渠
欲
動
屋
。
通
訊
頻
轉
徙
'
退
役
還
初

服
。
頭
白
復
相
逞
，
異
地
釵
衷
曲
。
其
餘
各
星
散
，
一
音

訊
無
由

l
h
l
o
故
此
但
華
巔
，
空
懷
千
敵
竹
。
皮
申
平
茵

間
，
一
丑
，
者
同
戲
逐
。
室
內
書
史
聲
，
門
前
方
塔
盧
。
說

源
潤
水
惰
，
辛
握
一
十
亭
影
桂
林
。
枕
石
一
京
新
茶
，
能
消
愁
千

餅
。
凡
此
少
年
遊

'
A可
昔
什
蕉
鹿
。
拍
筆
話
家
常
，
不

覺
已
盈
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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