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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陽
地
域
，
北
與
河
南
省
唐
河
縣
接
壤
，
南
與
鍾
祥
、

宜
城
毗
鄰
，
東
與
隨
州
市
連
接
，
西
與
襄
陽
區
相
鄰
，
版
圖

面
積
三
二
七
七
平
方
公
里
。

棗
陽
在
唐
朝
以
前
割
附
分
隸
稱
名
不
一
，
地
域
內
數
縣

並
存
，
動
蕩
不
定
，
境
內
的
州
、
郡
、
縣
、
國
分
分
合
合
，

合
合
分
分
，
朝
置
暮
改
，
即
立
即
廢
，
變
動
頻
繁
，
最
多
時

四
縣
並
存
。
直
至
唐
元
廿
六
年
︵
公
元
七
三
八
年
︶
，
分
棗

陽
縣
地
置
唐
城
縣

，
至
此
，
棗
陽
地
域
才
基
本
定
型
，
形

成
現
在
的
棗
陽
地
域
版
圖
。

棗
陽
的
疆
域
和
沿
革
，
秦
以
前
比
較
籠
統
和
簡
略
。

基
本
上
只
界
定
了
一
個
大
框
框
。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
一
、
秦

以
前
距
今
間
隔
時
間
太
長
，
遺
留
史
料
太
少
，
無
法
認
定
。

二
、
考
古
工
作
僅
限
於
文
字
記
載
，
不
具
備
地
下
考
古
條

件
。
所
以
，
對
秦
以
前
只
界
定
了
一
個
籠
統
的
框
框
，
即
：

周
屬
唐
國
，
春
秋
戰
國
屬
楚
。
唐
國
的
疆
域
有
多
大
？
是
否

涵
蓋
如
今
棗
陽
的
疆
域
？
唐
國
被
楚
滅
後
至
秦
置
蔡
陽
縣
的

二
百
多
年
時
間
裡
，
棗
陽
地
域
範
圍
如
何
以
及
建
置
情
況
怎

樣
？
均
是
比
較
簡
略
的
概
念
。

隨
著
科
學
技
術
的
發
展
，
地
下
考
古
工
作
不
斷
尖
端

化
，
過
去
的
許
多
難
以
破
解
的
疑
難
雜
症
都
迎
刃
而
解
，
有

些
難
題
可
以
通
過
地
下
出
土
文
物
來
確
定
和
斷
代
。
本
文
就

以
上
問
題
根
據
文
獻
記
載
、
考
古
研
究
和
考
古
發
掘
出
土
的

文
物
，
對
秦
以
前
棗
陽
地
域
略
作
考
證
。

棗
陽
市
白
水
寺
文
物
管
理
處　

沈
齊
珍

春
秋
戰
國
時
期
棗
陽
地
域
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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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唐
國

關
於
唐
國
，
史
書
記
載
不
多
。
︵
︽
史
記
︾
卷
三
十
九

‧

晉
世
家
第
九‧
二
三
六
︶
載
：

﹁
晉
唐
叔
虞
者
，
周
武
王
子
而
成
王
弟
。
初
，
武
王
與

叔
虞
母
會
時
，
夢
天
謂
武
王
日
：
﹃
余
命
女
生
子
，
名
虞
，

余
與
之
唐
﹄
。
及
生
子
，
文
在
其
手
日
﹃
虞
﹄
，
故
遂
因
命

之
日
虞
﹂
。

﹁
武
王
崩
，
成
王
立
，
唐
有
亂
，
周
公
誅
滅
唐
。
成
王

與
叔
虞
戲
，
削
桐
葉
為
珪
以
與
叔
虞
曰
：
﹃
以
此
封
若
﹄
。

史
佚
因
請
擇
日
立
叔
虞
。
成
王
曰
：
﹃
吾
與
之
戲
耳
﹄
。
史

佚
曰
：
﹃
天
子
無
戲
言
。
言
則
史
書
之
，
禮
成
之
，
樂
歌

之
﹄
。
於
是
遂
封
叔
虞
於
唐
。
唐
在
河
、
汾
之
東
，
方
百

里
，
故
曰
：
唐
叔
虞
。
姓
姬
氏
，
字
子
于
﹂
。

﹁
唐
叔
虞
子
燮
，
是
為
晉
侯
。
晉
侯
子
寧
族
，
是
為

武
侯
。
武
侯
之
子
服
人
，
是
為
成
侯
。
成
侯
子
福
，
是
為
歷

侯
。
歷
侯
之
子
宜
臼
，
是
為
靖
侯
。
自
唐
叔
虞
至
靖
侯
五

世
，
無
其
年
數
﹂
。

這
是
歷
史
記
載
最
早
的
唐
國
，
是
周
王
室
的
封
國
，
在

今
山
西
省
境
內
汾
河
流
域
，
春
秋
時
為
晉
所
滅
。

棗
陽
境
內
的
唐
國

棗
陽
境
內
的
唐
國
，
周
代
姬
姓
國
，
屬
周
代
﹁
漢
陽

諸
姬
﹂
之
一
。
我
國
著
名
的
考
古
學
家
李
學
勤
先
生
在
解
釋

︽
中
尊
︾
銘
中
之
﹁
唐
﹂
時
，
釋
為
江
漢
之
唐
國
。
它
與
周

初
山
西
晉
國
之
唐
當
有
關
係
，
或
為
唐
叔
虞
後
裔
之
一
支
所

封
遷
，
此
唐
為
西
周
前
期
已
存
在
。

北
宋
時
期
，
在
今
湖
北
省
安
陸
境
內
發
現
的
﹁
安
州

六
器
﹂
，
銘
文
記
述
了
周
人
伐
虎
方
曾
經
通
過
唐
、
歷
、
曾

三
國
而
後
到
達
虎
方
，
這
三
國
均
屬
漢
東
的
封
國
。
學
術
界

多
將
﹁
安
州
六
器
﹂
的
時
代
定
為
西
周
昭
王
時
器
。
昭
王
是

西
周
第
四
代
王
。
周
伐
虎
方
通
過
唐
，
說
明
此
時
唐
國
已
存

在
，
立
國
時
間
應
在
西
周
早
期
，
周
成
王
至
周
昭
王
之
間
，

即
公
元
前
一○

二
四
年
至
九
四
八
年
之
間
。

︽
國
語‧

鄭
語
︾
載
：
當
成
周

者
，
南
有
荊
蠻
、

申
、
呂
、
應
、
鄧
、
陳
、
蔡
、
隨
、
唐
。
這
段
話
的
意
思
說

明
此
時
唐
國
已
存
在
，
而
且
也
說
明
了
它
在
洛
陽
之
南
。

以
上
是
文
獻
關
於
江
漢
唐
國
的
記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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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傳
︾
哀
公
十
七
年
︵
公
元
前
四
七
七
年
︶
載
，

楚
太
師
子
谷
說
楚
武
王

以
若
俘
觀
丁
父
為
軍
率
，
﹁
克
州

蓼
，
服
隨
唐
，
大
啟
群
蠻
﹂
。
由
此
可
知
，
春
秋
早
期
楚
國

已
經
征
服
了
唐
國
。

︽
左
傳
︾
魯
宣
公
十
二
年
︵
公
元
前
五
九
七
年
︶
夏
六

月
，
晉
楚
邲
之
戰
，
楚
子
使
唐
狡
與
蔡
鳩
居
告
唐
惠
侯
，
要

求
唐
惠
侯
助
戰
，
唐
惠
侯
按
照
楚
王
的
要
求
率
領
唐
軍
助
楚

攻
晉
。︽

左
傳
︾
魯
定
公
三
年
︵
公
元
前
五○

七
年
︶
載
，
有

一
年
唐
成
公
朝
楚
，
楚
令
尹
囊
瓦
看
中
了
唐
成
公
的
兩
匹
驌

驦
馬
，
意
欲
索
之
，
唐
成
公
不
從
，
被
囊
瓦
扣
留
三
年
不
能

回
國
。
後
來
唐
成
公
的
侍
佣
用
酒
灌
醉
了
唐
成
公
，
偷
了
他

的
驌
驦
馬
送
給
囊
瓦
，
才
換
回
了
唐
成
公
。
唐
成
公
氣
憤
之

極
，
歸
國
後
決
定
叛
楚
從
吳
。

︽
左
傳
︾
魯
定
公
四
年
︵
公
元
前
五○

六
年
︶
冬
，

吳
、
蔡
、
唐
三
國
聯
合
伐
楚
，
攻
陷
楚
國
都
城
郢
，
楚
昭
公

逃
到
隨
國

避
難
。
由
於
隨
人
的
幫
助
，
楚
昭
王
躲
過
了
一

場
生
死
劫
難
，
也
是
一
次
亡
國
之
災
。
楚
國
大
夫
申
包
胥
跑

到
秦
國
，
在
秦
國
哭
了
七
天
七
夜
，
請
求
秦
國
出
兵
幫
助
楚

國
。
次
年
︵
公
元
前
五○

五
年
︶
七
月
，
楚
國
在
秦
國
幫
助

下
，
打
敗
了
吳
蔡
聯
軍
，
收
復
了
失
地
，
同
時
滅
了
唐
國
。

唐
國
的
地
域
在
哪
裡
？
近
代
考
古
研
究
給
出
的
界
定

是
：
河
南
省
南
陽
市
唐
河
縣
境
內
。
湖
北
省
社
會
科
學
院
楚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何
浩
同
志
在
其
︽
楚
滅
國
研
究
︾
一
書
中

也
提
到
了
唐
國
，
何
浩
同
志
也
給
唐
國
的
地
域
方
位
做
了
一

個
界
定
，
即
：
唐
國
在
河
南
省
唐
河
縣
南
。
二
者
相
距
不

遠
，
但
都
是
大
概
的
範
圍
。

唐
國
，
杜
預

注
：
﹁
唐
屬
楚
之
小
國
，
義
陽
邵
安
昌

縣
東
南
，
有
上
唐
鄉
﹂
。

︵
︽
括
地
志
輯
校
︾
卷
四‧

隨
州‧

棗
陽
縣‧

一
九

○

︶
載
：

﹁
上
唐
鄉
故
城
在
隨
州
棗
陽
縣
東
南
一
百
五
十
里
，
古

之
唐
國
也
﹂
。
即
今
唐
縣
鎮
，
屬
隨
州
。

倒
是
杜
預
給
唐
國
界
定
了
一
個
較
為
明
確
的
方
位
，
但

地
域
範
圍
仍
是
一
個
未
知
數
。
目
前
在
這
一
地
區
並
未
有
唐

國
的
器
物
出
土
，
所
以
，
確
切
的
地
域
範
圍
難
以
界
定
，
待

將
來
的
考
古
深
入
或
有
文
物
出
土
來
作
進
一
步
驗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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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曾
國

據
史
料
記
載
，
春
秋
時
期
中
原
有
三
個
曾
國
。
一
個

在
河
南
省
東
部
的
睢
縣
，
一
個
在
山
東
蒼
山
縣
北
，
皆
姒
姓

國
。
另
一
個
曾
國
為
姬
姓
，
西
周
初
期
封
地
當
在
陝
西
，
到

西
周
中
期
南
遷
至
漢
東
一
帶
。

︽
國
語‧

鄭
語
︾
載
：
﹁
申
、
繒
、
西
戎
方
強
，
王

室
方
騷⋯

⋯

若
伐
申
，
而
繒
與
西
戎
會
以
代
周
，
周
不
守

矣
﹂
。
又
載
：
﹁
申
人
，
鄫
人
，
召
西
戎
以
伐
周
，
周
於
是

乎
亡
﹂
。

︽
竹
書
紀
年
︾
記
載
更
詳
細
：
﹁
申
人
，
鄫
人
及
犬
戎

入
宗
周
，
弒
王
及
鄭
桓
公
。
犬
戎
殺
王
子
伯
服
，
執
褒
姒
以

歸
。
申
侯
、
魯
侯
、
許
男
、
鄭
子
立
宜
臼
於
申
﹂
。

﹁
安
州
六
器
﹂
的
釋
文
也
證
實
曾
國
立
國
時
間
應
與
唐

國
同
一
時
期
，
即
西
周
早
期
。

隨
著
湖
北
北
部
的
棗
陽
、
隨
州
、
京
山
及
河
南
新
野
、

桐
柏
等
地
曾
國
青
銅
器
的
出
土
和
研
究
的
不
斷
深
入
，
學
術

界
才
有
了
基
本
一
致
的
看
法
，
即
上
引
文
獻
中
的
繒
和
鄫
，

乃
湖
北
北
部
之
曾
國
，
與
河
南
省
南
部
之
申
國
為
鄰
，
西
周

末
年
勢
已
強
大
，
所
以
，
能
聯
合
召
西
戎
以
伐
周
。
這
個
曾

國
為
姬
姓
，
已
被
隨
州
和
棗
陽
出
土
的
曾
國
國
物
所
證
實
。

研
究
還
表
明
，
南
遷
至
隨
棗
走
廊
的
這
一
支
姬
姓
曾
國
，
歸

順
楚
國
後
，
又
延
續
至
戰
國
的
可
能
性
較
大
。

棗
陽
境
內
的
曾
國

棗
陽
的
歷
史
沿
革
，
文
獻
記
載
雖
與
曾
國
無
涉
，
但

並
不
表
明
棗
陽
的
歷
史
與
曾
國
無
關
，
那
是
歷
史
的
遺
漏
，

正
需
要
考
古
工
作
者
依
據
出
土
文
物
和
考
古
料
來
補
史
之
闕

漏
，
正
史
之
謬
誤
。
我
市
境
內
出
土
的
曾
國
器
物
不
但
證
明

了
棗
陽
地
域
的
一
部
分
屬
於
曾
國
，
而
且
曾
國
的
國
都
就
在

棗
陽
境
內
，
並
且
早
於
隨
州
之
曾
。

二○
○

二
年
，
為
配
合
︵
武
︶
漢
十
︵
堰
︶
高
速
公

路
建
設
，
湖
北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的
專
家
們
在
發
掘
九
連
墩
戰

國
古
墓
的
同
時
，
又
派
出
專
家
指
導
襄
樊
市
考
古
隊
和
漢
十

高
速
公
路
考
古
隊
，
對
東
距
九
連
墩
約
一
公
里
處
的
郭
家
廟

古
墓
群
進
行
了
大
面
積
的
發
掘
。
共
發
掘
墓
葬
廿
五
座
，

其
中
，
車
馬
坑
一
座
，
車
坑
二
座
。
共
出
土
文
物
三
七
一
二

件
，
其
中
，
銅
器
三
四
一
六
件
，
陶
器
六
七
件
，
玉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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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九
件
。
有
銘
文
的
器
物
很
多
，
主
要
的
有
：
鉞
、
壺
、

鼎
、
簠
等
。
鉞
和
壺
均
為
曾
伯
陭
︵
奇
︶
的
器
物
。
鉞
，
是

君
權
的
象
徵
，
而
非
國
君
以
外
其
它
貴
族
所
擁
有
之
器
。
曾

伯
陭
，
專
家
們
研
究
認
定
，
曾
為
國
名
，
陭
為
人
名
，
而

﹁
伯
﹂
則
為
爵
稱
，
即
官
階
，
國
君
才
能
稱
﹁
伯
﹂
。
所

以
，
根
據
出
土
的
器
物
，
專
家
們
分
析
後
推
斷
，
曾
伯
陭
是

這
一
時
期
曾
國
的
國
君
。
隨
棗
走
廊
的
棗
陽
家
廟
一
帶
，
是

曾
伯
陭
統
治
時
期
曾
國
的
政
治
中
心
所
在
地
。
時
間
約
在
公

元
前
八○

○

年─

六
五○

年
間
。

棗
陽
境
內
出
土
的
曾
國
器
物

下
面
列
舉
部
分
在
滾
河
流
域
出
土
的
曾
國
器
物
，
以
驗

證
古
代
曾
國
存
在
於
棗
陽
境
內
。

一
、
一
九
七
二
年
八
月
，
熊
集
鎮
段
營
村
村
民
在
自

己
的
住
宅
旁
挖
土
時
挖
出
銅
鼎
三
件
，
銅
簋
四
件
，
銅
壺
二

件
，
送
至
棗
陽
縣
文
化
館
。
一
九
七
三
年
九
月
，
湖
北
省
博

物
館
派
人
前
往
調
查
，
調
查
發
現
此
處
為
一
墓
葬
，
隨
後
進

行
了
清
理
。
經
清
理
，
又
出
土
戈
、
矛
、
鏃
等
兵
器
及
車

轄
、
馬
鑣
、
馬
銜
、
鈴
、
管
形
飾
、
方
形
飾
、
節
約
、
三
角

器
及
哭
頭
形
飾
等
二
百
八
十
餘
件
。

隨
葬
器
物
中
二
件
鑄
有
銘
文
，
其
中
最
小
的
一
件
鼎
內

壁
鑄
有
銘
文
廿
一
個
字
，
內
容
為
：

﹁
唯
曾
子
仲
口
，
用
其
吉
金
自
作

彝
，
子
子
孫
孫
永

用
之
﹂
。

另
一
器
物
戈
，
內
上
有
七
字
銘
文
，
內
容
為
：

﹁□
□

白
︵
伯
︶
之□

執□

﹂
。

因
銹
蝕
，
有
四
字
無
法
辯
認
。
根
據
銅
器
花
紋
、
器
形

特
徵
及
所
鑄
銘
文
字
體
、
內
容
，
經
專
家
鑑
定
，
該
墓
葬
為

春
秋
早
期
的
曾
國
墓
葬
。

二
、
吳
店
鎮
東
趙
湖
村
曹
門
灣
自
然
村
︵
九
連
墩
古
墓

群
東
南
約
一‧

五
公
里
︶
，
自
一
九
七
二
年
至
一
九
八
三
年

的
十
一
年
時
間
裡
，
共
四
次
發
現
曾
國
青
銅
器
。
數
量
多
且

保
存
較
好
，
令
專
家
們
興
奮
不
已
。

一
九
七
二
年
秋
，
村
民
在
村
旁
取
土
時
，
挖
出
青
銅

器
四
件
，
其
中
鼎
二
件
，
簋
二
件
。

一
九
八
二
年
底
，
村
民
在
翻
地
時
發
現
一
個
保
存
完

好
的
青
銅
戈
，
其
刻
於
內
之
末
端
的
六
字
銘
文
清
晰
可
見
，

內
容
為
：
﹁
曾
侯

︵
祥
︶
白
秉
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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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三
年
元
月
，
村
民
張
明
福
在
村
東
側
水
塘
邊

挖
渠
引
水
灌
地
時
又
發
現
一
組
青
銅
器
。
後
報
湖
北
省
博
物

館
，
經
組
織
專
家
進
行
清
理
，
計
出
土
一
件
鼎
、
二
件
簋
、

一
件
壺
。
器
物
完
好
，
銹
色
橙
碧
，
紋
飾
清
晰
，
排
列
有

序
。

一
九
八
三
年
四
月
，
該
村
再
次
出
土
一
組
青
銅

器
，
缶
二
件
、
鼎
一
件
。

曹
門
灣
墓
群
所
出
土
的
幾
批
青
銅
器
，
其
形
制
、
紋
飾

與
一
九
七
二
年
熊
集
鎮
段
營
村
所
出
青
銅
器
基
本
相
同
，
專

家
們
認
為
，
該
墓
群
的
時
代
應
在
西
周
晚
期
至
春
秋
早
期
。

經
過
分
析
、
對
照
、
比
較
，
得
出
這
樣
三
點
結
論
。
1.

所
出
土
的
銅
器
花
紋
、
器
形
與
湖
北
京
山
、
隨
州
和
河
南
新

野
出
土
的
西
周
晚
期
至
春
秋
早
期
的
曾
國
銅
器
相
比
，
風
格

基
本
一
致
，
所
鑄
銘
文
字
體
、
內
容
亦
很
接
近
。
2.

所
出
青

銅
壺
與
一
九
七
二
年
京
山
蘇
家
壠
出
土
的
﹁
曾
中
游
父
壺
﹂

的
紋
飾
組
合
基
本
一
致
。
3.

與
這
幾
批
青
銅
器
出
於
同
一
區

域
的
﹁
曾
侯

白
秉
戈
﹂
證
實
該
地
域
係
曾
國
屬
地
無
欵
特

別
是
﹁
曾
侯

白
秉
戈
﹂
及
這
幾
批
曾
國
青
銅
器
的
出
土
，

為
研
究
曾
人
在
棗
陽
境
內
的
活
動
提
供
了
珍
貴
的
實
物
資

料
。

︽
考
古
︾
、
︽
江
漢
考
古
︾
等
雜
誌
分
別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四
月
、
一
九
八
三
年
三
月
、
一
九
八
四
年
一
月
登
載
了
棗

陽
發
現
曾
國
墓
葬
和
曾
國
青
銅
器
的
報
導
。

三
、

二○
○

二
年
八
月─

十
二
月
，
湖
北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在
發
掘
九
連
墩
一
、
二
號
墓
的
同
時
，
派
出
專
家
指
導
襄

樊
市
考
古
隊
、
孝
襄
高
速
公
路
考
古
隊
，
對
東
距
九
連
墩
墓

約
一
公
里
的
郭
家
廟
古
墓
群
進
行
了
大
面
積
的
發
掘
，
共
發

掘
墓
葬
廿
五
座
，
車
馬
坑
一
座
，
車
坑
二
座
。
共
出
土
文
物

三
七
一
二
件
，
其
中
銅
器
類
三
四
一
六
件
，
陶
器
六
十
七

件
，
玉
石
器
二
二
九
件
。
有
銘
文
的
器
物
很
多
，
這
裡
擇
取

幾
件
能
證
明
墓
主
身
份
的
器
物
，
作
以
介
紹
：
鉞
、
壺
、
鼎

和
簋
。曾

伯
陭
鉞
：

此
鉞
正
反
面
均
有
銘
文
，
每
面
九
字
，
計
十
八
字
：

正
面
：
﹁
曾
白
︵
伯
︶
陭
︵
奇
︶
鑄
戚
戊
︵
鉞
︶
，
用

為
民
﹂
。

背
面
：
﹁

︵
刑
︶
，
非
歷

井
︵
刑
︶
用
為
民

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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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專
家
考
證
認
為
：
曾
伯
陭
，
曾
國
的
國
君
。
他
制
作

這
件
戚
鉞
，
是
用
來
治
百
姓
的
罪
刑
，
不
是
專
門
用
來
殺
人

的
，
而
是
用
於
推
行
政
府
，
曉
民
以
刑
律
用
的
。
銘
文
的
內

容
相
當
於
法
律
條
文
。
同
時
也
表
明
國
君
的
身
份
和
地
位
。

曾
伯
陭
壺
：

壺
的
銘
文
為
十
行
共
四
十
一
字
。

﹁
隹
︵
唯
︶
曾
白
︵
伯
︶
陭
︵
奇
︶
／

迺
︵
乃
︶
用
吉
金
／

用
自
／

乍
︵
作
︶

壺
用
／
饗
賓
客
為
／

德
無

︵
瑕
︶
用
／

孝
用
享
用
／

易
︵
錫
︶
眉
壽
子

／

孫

用
受
大
／

福
無
疆
﹂
。

經
專
家
考
證
認
為
，
這
是
曾
伯
陭
︵
奇
︶
所
使
用
的
器

物
。

曾

嫚
非
錄
鼎
：

鼎
的
銘
文
為
三
行
共
十
三
字
。

﹁
曾

嫚
非
錄

為

︵
妳
︶

行
器

︵
妳
︶
永
祜
福
﹂
。 

經
專
家
考
證
：
嫚
為
姓
，
為
鄧
國
姓
氏
。
非
錄
為
名
，

名
叫
嫚
非
錄
，
是
一
位
鄧
國
女
姓
，
嫁
於
曾
國
的
上
層
社

會
，
是
一
位
貴
族
夫
人
。

曾
孟
嬴

簠
：

簠
的
銘
文
為
三
行
十
二
字
。

﹁
曾
孟
嬴

：

自
乍
︵
作
︶
行

︵
簠
︶

則
永
祜
福
﹂
。

經
專
家
考
證
：
曾
為
國
姓
，
孟
為
排
行
，
嬴

為
人

名
。
她
是
一
位
嫁
至
曾
國
名

的
女
子
。
自
作
器
簠
隨
葬
，

永
遠
享
受
大
福
。

唐
國
與
曾
國
的
關
係

唐
國
與
曾
國
同
屬
於
西
周
時
期
的
封
國
，
皆
為
姬
姓
，

即
﹁
漢
陽
諸
姬
﹂
成
員
之
一
。
唐
國
的
立
國
時
間
在
西
周
早

期
，
即
周
成
王
至
昭
王
之
間
，
滅
於
周
敬
王
十
五
年
︵
公
元

前
五○
五
年
︶
，
傳
承
時
間
約
五
百
年
。
而
隨
棗
走
廊
的
曾



62

棗
陽
文
獻─

第
二
十
九
期

國
，
立
國
時
間
大
約
與
唐
國
前
後
，
滅
國
時
間
大
約
在
楚
威

王
晚
年
至
楚
懷
王
初
年
︵
公
元
前
三
二
八
年
前
後
︶
，
是
被

楚
滅
較
晚
的
一
個
國
家
，
傳
承
時
間
近
七
百
年
。
曾
國
的
疆

域
有
多
大
？
湖
北
省
社
會
科
學
院
楚
史
研
究
員
何
浩
同
志
做

了
一
個
界
定
：
漢
水
以
東
，
應
山
以
西
，
桐
柏
山
以
南
，
鍾

祥
、
京
山
以
北
地
區
。
從
近
年
來
這
一
地
區
所
出
土
的
曾
國

器
物
來
看
，
這
一
界
定
出
入
不
大
。

結　
　

語

通
過
以
上
分
析
，
可
以
得
出
這
樣
幾
點
結
論
：

一
、
唐
國
和
曾
國
，
同
屬
於
周
王
室
的
封
國
，
它
們
在

進
入
棗
陽
這
一
地
區
是
同
時
並
存
的
，
只
是
唐
國
被
滅
時
間

早
一
些
。

二
、
棗
陽
的
地
域
由
唐
國
和
曾
國
分
治
。
唐
國
的
地

域
，
當
包
括
三
部
份
：
︵
一
︶
唐
河
縣
南
與
隨
州
交
界
的
部

分
區
域
。
︵
二
︶
棗
陽
的
北
部
、
東
北
部
和
東
部
區
域
。

︵
三
︶
隨
州
西
北
部
唐
縣
具
鎮
以
北
與
桐
柏
縣
交
界
的
部
分

區
域
，
因
為
唐
國
以
東
還
有
歷
國
。
而
棗
陽
的
南
部
區
域
和

東
南
部
地
區
及
滾
河
流
域
，
這
一
地
區
與
隨
州
接
壤
呈
東
西

狹
長
地
帶
應
屬
曾
國
的
地
域
。

三
、
唐
國
被
滅
後
，
棗
陽
地
域
屬
楚
是
一
個
籠
統
的
概

念
。
在
考
古
界
有
﹁
楚
地
千
里
﹂
之
說
。
楚
立
國
近
千
年
，

疆
域
占
據
半
個
中
國
，
在
楚
的
疆
域
內
所
有
生
存
的
國
家
都

是
它
的
附
庸
國
，
唐
國
和
曾
國
也
在
其
中
，
只
是
被
滅
早
晚

而
已
。
所
以
說
，
唐
國
被
滅
後
，
棗
陽
地
域
可
能
劃
為
曾
國

的
範
圍
。
其
理
由
是
：
︵
一
︶
何
浩
同
志
給
曾
國
疆
域
界
定

的
範
圍
，
包
括
棗
陽
全
部
地
域
。
︵
二
︶
吳
、
蔡
、
唐
三
國

聯
合
伐
楚
，
楚
國
國
王
逃
到
了
隨
國
，
隨
人
救
了
他
的
命
，

才
使
他
躲
過
了
致
命
的
劫
難
，
所
以
，
在
秦
國
幫
功
楚
國
收

復
了
失
地
後
，
兩
國
即
訂
下
盟
約
，
世
代
友
好
。
︵
三
︶
為

了
維
護
這
種
關
係
，
兩
國
間
上
層
通
婚
。
公
元
前
四○

七

年
，
楚
聲
王
娶
曾
姬
無
卹
為
夫
人
，
更
加
深
了
兩
國
間
的
友

好
關
係
。
︵
四
︶
還
有
一
個
更
為
重
要
的
因
素
，
那
就
是
楚

國
為
了
報
答
隨
人
的
救
命
之
恩
，
不
僅
立
下
盟
約
世
代
友

好
，
而
且
還
把
被
滅
後
唐
國
的
疆
域
也
劃
給
了
曾
國
的
版
國

之
內
。
所
以
，
唐
國
被
滅
之
後
棗
陽
地
域
應
屬
曾
國
。

以
上
為
個
人
觀
點
，
不
代
表
任
何
人
，
供
愛
好
者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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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今
隨
州
唐
縣
鎮
。

 

成
周
，
西
周
都
城
東
遷
到
洛
陽
後
稱
為
成
周
，
應
為
周
平
王

時
期
，
公
元
前
七
七○

年
。

 

楚
武
王
，
公
元
前
七
四○

年─

前
五
八
九
年
在
位
，
曾
於
前

七○

五
年
、
七○
三
年
、
和
五
八
九
年
伐
隨
。

 

關
於
隨
國
，
學
術
界
認
為
：
﹁
曾─

隨
﹂
實
為
一
國
。
因
為

在
隨
的
地
域
範
圍
中
，
近
年
來
出
土
的
器
物
上
銘
文
顯
示
皆

為
曾
國
器
物
，
一
九
七
八
年
，
隨
州
曾
侯
乙
墓
的
發
現
更
加

證
實
了
這
一
點
。
而
且
這
些
曾
國
器
物
分
佈
的
地
區
與
文
獻

中
記
載
的
﹁
隨
﹂
之
地
望
是
重
合
的
，
且
皆
為
姬
姓
國
。
何

浩
同
志
在
︽
楚
滅
國
研
究
︾
一
書
中
，
分
析
認
為
，
曾
為
國

名
，
隨
為
都
城
名
，
因
而
又
稱
曾
國
為
隨
國
。

 

杜
預
，
︵
二
二
二─

二
八
四
︶
，
西
晉
將
領
、
學
者
。
字
元

凱
。
京
兆
將
領
。
學
者
。
字
元
凱
。
京
北
兆
陵
︵
今
陝
西
西

安
東
南
︶
人
，
任
顉
南
大
將
軍
，
都
督
荊
州
諸
軍
事
。
以
滅

吳
功
封
當
陽
縣
侯
。
多
謀
略
，
當
時
號
稱
﹁
杜
武
庫
﹂
博

學
多
通
，
參
加
制
定
︽
晉
律
︾
。
撰
︽
春
秋
左
氏
經
傳
集

解
︾
、
︽
春
秋
釋
例
︾
︽
春
秋
長
歷
︾
等
。
其
中
︽
集
解
︾

是
︽
左
傳
︾
注
解
流
傳
到
今
的
最
早
的
一
種
，
收
入
︽
十
三

經
注
疏
︾
中
。

參
考
資
料
：

《
史�

記
》
漢　

司
馬
遷
著　

岳
麓
書
社　

二○
○

一
年

九
月
版

《
括�

地
誌
輯
校
》�

唐　

�

李
泰
等
著　

賀
次
君
輯
校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年
二
月
版

《
左�

傳
》�

左
丘
明
著�

舒
勝
利�

陳
霞
村
譯
注　

山
西
古

籍
出
版
社　

二○
○

四
年
七
月
版

《
春�

秋
史
》　

童
書
業
著　

童
教
英
校
訂　

中
華
書
局

　

二○
○

六
年
八
月
版

《
楚�

滅
國
研
究
》　

何
浩
著　

武
漢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版

《
棗�

陽
縣
志
》　

王
榮
先
等
編
著　

民
國
十
二
年
版

《
襄�

樊
市
文
物
普
杳
史
迹
錄
》　

葉
植
主
編　

今
日
中

國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年
四
月
版

《
棗�

陽
郭
家
廟
曾
國
墓
地
》　

襄
樊
市
考
古
隊　

湖
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湖
北
省
（
武
）
漢─

十

（
堰
）
高
速
公
路
考
古
隊
編
著　

陳
千
萬
主
編　

科
學
出
版
社　

二○
○

五
年
九
月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