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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文
字
起
源
看
中
华
文
明
的
原
生
性

特 

稿

刘
正
成

摘 

要
：
炎
黄
文
化
是
中
华
文
明
同
一
起
源
的
两
大
体
系
。
大
量
关
于
文
字
刻
划
符
号
的
现
代

考
古
学
资
料
研
究
，《
史
记
》
记
载
以
炎
帝
为
代
表
的
长
江
流
域
江
海
文
明
，
和
以
黄
帝
为
代
表
的
黄

河
流
域
的
内
陆
文
明
，
是
融
汇
形
成
殷
商
甲
骨
文
为
成
熟
汉
字
的
两
个
子
系
统
。
仰
韶
文
字
符
号
属

于
内
陆
系
统
，
三
星
堆
和
东
夷
文
字
符
号
同
系
于
江
海
系
统
，
清
晰
可
见
同
属
于
表
意
为
特
征
的
成

熟
汉
字
的
血
缘
关
系
和
融
合
历
程
及
其
原
生
性
。
它
与
表
音
为
特
征
的
西
亚
北
非
古
文
字
系
统
不
同
，

但
其
历
史
同
样
悠
久
。

关
键
词
：
东
亚
文
明
原
生
性 

炎
黄
文
化 
汉
字
起
源 

东
夷
族
徽 

三
星
堆 

羊
图
腾

图
腾
与
文
字 

仓
颉
造
字 

古
羌
文
与
古
彝
文 
甲
骨
文

一
、
炎
黄
文
明
与
夷
夏
之
辨

两
种
人
类
和
文
明
起
源
说 

人
类
起
源
于
非
洲
仍
然
是
一

个
有
待
讨
论
的
问
题
。
特
别
是
二
十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
我
国
在

陕
西
蓝
田
和
云
南
元
谋
大
那
乌
发
现
了
原
始
人
化
石
，
并
以
当

地
名
称
命
名
为
『
蓝
田
人
』
和
『
元
谋
人
』
。
元
谋
人
到
底
比

现
代
人
提
早
了
多
久
出
现
呢
？
答
案
是
一
七
〇
万
年
，
比
非
洲

原
始
人
的
出
现
更
早
，
因
此
也
被
认
为
是
人
类
的
起
源
。

在
分
子
生
物
学
和
遗
传
学
里
，
人
类
是
单
地
起
源
的
。
既

然
人
类
是
单
地
起
源
，
那
么
地
球
上
其
他
地
区
的
人
类
都
是
从

这
个
起
源
地
迁
移
扩
散
过
去
的
。

遵
循
遗
传
多
样
性
上
限
理
论
的
东
亚
起
源
说
，
认
为
人
类

起
源
于
一
七
六
〇
万
年
前
，
现
代
人
起
源
于
东
亚
并
扩
散
到
世

界
各
地
。

遵
循
分
子
钟
理
论
和
中
性
理
论
的
非
洲
起
源
说
，
认
为

人
类
起
源
于
七
百
万
年
前
，
现
代
人
起
源
于
非
洲
并
扩
散
到

世
界
各
地
。

在
现
代
人
之
前
的
祖
先
，
大
概
率
要
么
在
东
亚
，
要
么
在

非
洲
。
所
以
地
球
上
的
其
他
人
类
或
是
从
东
亚
，
或
是
从
非
洲

大
陆
迁
移
扩
散
到
世
界
各
地
。

按
照
目
前
的
古D

N
A

检
测
结
果
，
现
生
人
群
的
基
因
都

来
自
于
东
亚
。
而
且
东
亚
古
人
类
化
石
表
明
，
东
亚
地
区
古
人

类
是
连
续
演
化
，
没
有
间
断
的
。
所
以
人
类
应
该
是
起
源
于
东

亚
的
。
按
照
东
亚
起
源
说
，
现
代
人
迁
移
路
线
图
如
图
一
。

斯
塔
夫
里
·
阿
诺
斯
《
全
球
通
史
》
的
观
点
认
为
：
中

国
文
明
在
其
早
期
阶
段
究
竟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
还
是
在
中
东
文

明
的
间
接
影
响
下
发
展
起
来
的
？
这
一
问
题
目
前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尚
不
能
得
到
完
满
回
答
。
他
说
：
商
朝
文
明
由
诸
多
成
分
组

成
，
如
大
麦
、
小
麦
、
羊
、
牛
、
马
、
青
铜
和
轮
子
等
若
追
溯

到
其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起
源
，
无
疑
将
发
现
它
们
最
早
发
源
于
中

东
。
但
是
，
有
一
点
不
容
置
疑
，
东
亚
的
本
土
文
化
有
它
自
己

的
特
点
，
正
是
这
些
特
点
与
外
来
文
化
相
结
合
，
构
成
了
伟

大
、
独
特
的
中
国
文
明
，
这
一
文
明
以
其
连
续
性
从
商
朝
一
直

持
续
到
现
代
。
可
以
说
，
我
们
站
在
两
种
人
类
起
源
论
的
选
择

性
与
可
能
性
上
。

夷
夏
东
西
：
重
新
认
识
中
华
远
古
文
明 

从
二
十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以
来
，
考
古
学
者
、
古
文
字
学
家
、
《
中
国
书
法
全

图一：现代人Y染色体出东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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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甲
骨
文
卷
》
主
编
、
中
国
社
科
院
学
部
委
员
冯
时
一
再
提

出
：
从
文
字
起
源
重
新
认
识
中
华
文
明
。
冯
时
认
为
，
长
期
以

来
，
春
秋
『
大
一
统
』
思
想
深
刻
影
响
了
人
们
对
中
国
上
古
文

明
的
认
识
，
以
为
那
时
的
文
字
是
一
统
的
，
文
化
也
是
一
统
的
；

但
不
断
破
译
的
考
古
资
料
，
特
别
是
早
期
文
字
所
反
映
出
的
史

实
，
显
示
并
非
如
此
。
在
中
华
文
明
的
上
游
，
汉
字
不
是
独
霸

天
下
的
存
在
，
在
夏
王
朝
之
前
，
文
明
并
非
一
统
，
而
是
呈
现

出
『
夷
夏
东
西
』
的
事
实
，
也
就
是
说
，『
夷
』
与
『
夏
』
的
文
化
，

在
相
当
长
时
间
里
交
相
辉
映
。
冯
时
认
为
：
『
地
中
』
变
迁
暗

藏
着
夷
夏
格
局
变
化
的
玄
机
。
傅
斯
年
通
过
文
献
考
证
，
将
上

古
文
明
区
划
为
『
夷
夏
东
西
』
，
所
谓
『
东
西
』
的
地
理
标
志

就
是
太
行
山
，
太
行
山
以
东
属
于
夷
的
文
化
区
，
太
行
山
以
西

属
于
夏
的
文
化
区
。
在
讲
座
中
，
冯
时
认
为
：
傅
斯
年
的
这
一

论
点
，
今
天
不
管
是
从
考
古
学
研
究
还
是
从
文
字
起
源
的
角
度

分
析
，
都
是
吻
合
的
，
太
行
山
以
东
的
史
前
文
化
，
和
太
行
山

以
西
呈
现
出
完
全
不
同
的
风
格
。
为
此
，
他
又
举
出
三
个
例
子

来
进
行
说
明
。

首
先
是
安
徽
含
山
凌
家
滩
出
土
的
一
块
玉
版
（
图
二
、
图

三
）
，
距
今
约
五
千
三
百
年
。
这
块
玉
版
藏
于
一
件
玉
龟
之
中

（
图
四
）
，
内
外
有
四
重
图
像
，
最
中
心
是
一
个
指
向
四
方
的

八
角
图
形
。
冯
时
认
为
，
这
就
是
汉
人
常
说
的
所
谓
『
龟
书
』

或
者
叫
『
洛
书
』
。
通
过
大
量
搜
集
和
研
究
新
石
器
时
代
这
种

特
殊
八
角
图
形
后
（
图
五
）
，
他
发
现
，
这
些
考
古
材
料
的

出
土
地
点
，
都
在
太
行
山
以
东
，
北
至
辽
河
下
游
，
向
南
到
黄

河
下
游
、
长
江
中
下
游
，
而
太
行
山
以
西
至
今
未
见
一
件
。
并

且
，
这
种
图
像
今
天
在
西
南
少
数
民
族
如
彝
族
、
苗
族
、
傈
僳

族
等
风
俗
里
还
大
量
存
在
，
有
些
图
像
还
配
以
八
卦
，
彝
语
把

八
卦
称
作
『
八
角
』
。
因
此
，
通
过
考
古
材
料
，
太
行
山
以
东

的
上
古
文
明
可
以
与
今
天
西
南
少
数
民
族
建
立
某
种
联
系
。

自
内
蒙
古
东
部
以
至
山
东
、
江
苏
、
湖
南
和
江
西
地
区

分
布
的
小
河
沿
文
化
、
大
汶
口
文
化
、
马
家
浜
文
化
、
崧
泽
文

化
、
良
渚
文
化
和
大
溪
文
化
之
间
，
这
一
从
东
北
到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广
大
地
区
，
被
学
者
称
为
『
边
地
半
月
形
文
化
传
播

带
』
，
其
文
化
面
貌
与
西
部
以
仰
韶
文
化
为
代
表
的
原
始
文
化

有
着
极
大
不
同
，
冯
时
认
为
这
些
文
化
正
是
孕
育
出
独
立
于
夏

文
字
之
外
的
彝
文
字
的
文
化
母
体
。

图
六
中
的
这
些
图
像
对
很
多
考
古
学
者
来
说
非
常
熟
悉
，

它
们
像
一
个
斗
魁
，
中
间
有
突
起
。
甚
至
还
有
一
种
『
族
徽
』

符
号
，
也
是
下
面
一
个
斗
魁
状
的
脸
，
上
面
中
央
突
起
。
这
在

东
部
的
新
石
器
文
化
遗
存
中
大
量
出
现
。

冯
时
认
为
这
即
是
汉
文
典
籍
里
描
述
的
『
璇
玑
』
，
也
就

是
古
人
认
为
的
『
天
极
』
，
不
仅
今
天
考
古
发
现
有
大
量
这
样

的
遗
存
，
其
文
献
证
据
也
记
载
在
《
周
髀
算
经
》
中
。
所
谓
天

极
，
实
际
就
是
北
天
之
中
不
动
的
那
个
点
（
北
极
星
）
，
北
斗

星
会
围
绕
着
北
极
星
旋
转
，
规
划
出
一
个
圆
形
的
空
间
，
这
个

空
间
古
人
称
为
『
璇
玑
』
，
北
斗
七
星
中
有
两
颗
即
叫
『
璇
』

和
『
玑
』
。
但
是
，
今
天
我
们
从
华
夏
族
遗
物
中
很
难
寻
觅
到

这
种
中
央
凸
起
的
『
天
极
』
文
，
而
纳
西
族
的
象
形
文
字
（
图

七
）
里
居
然
还
有
，
比
如
『
天
』
字
，
正
是
这
种
中
央
突
起
的

造
型
。这

里
所
说
的
『
夷
』
就
指
同
属
江
海
文
明
的
巴
蜀
文
明

与
东
夷
文
明
，
它
早
于
『
夏
』
，
并
且
与
内
陆
文
明
的
『
夏
』

一
同
构
成
中
华
文
明
与
文
字
的
来
源
。
而
这
个
『
夷
』
字
与
四

川
凉
山
彝
族
的
『
彝
』
字
是
同
音
同
意
的
，
可
以
说
，
夷
和
东

夷
是
密
切
相
关
的
，
『
夷
』
即
是
『
彝
』
。
甲
骨
文
（
图
八
）

云
：
『
东
方
曰
析
，
风
曰
协
；
南
方
曰
夹
，
风
曰
微
；
西
方
曰

夷
，
风
曰
彝
；
北
方
曰
宛
，
风
曰
役
。
』
《
山
海
经
·
大
荒
西

经
》
也
提
到
西
风
神
『
夷
』
，
《
山
海
经
·
大
荒
西
经
》
还
透

露
出
另
一
个
信
息
：
『
夷
』
是
『
石
夷
』
。

由
于
少
昊
之
子
『
般
』
，
发
明
了
弓
箭
，
因
此
所
有
鸟
图

腾
的
人
都
把
背
弓
带
箭
看
作
为
时
尚
。
他
们
大
多
数
居
住
在
东

方
，
因
此
称
作
『
东
夷
』
。
（
图
九
）

黄
河
基
本
上
是
一
条
内
陆
河
，
它
的
航
道
是
季
节
性
和
断

续
性
的
，
如
果
说
华
夏
是
以
中
国
的
中
原
黄
河
为
中
心
的
大
陆

文
明
的
话
，
夷
就
是
以
航
道
通
于
大
海
的
长
江
流
域
并
延
及
山

东
、
苏
北
为
中
心
的
河
海
文
明
的
代
称
。

根
据
地
球
大
陆
漂
移
的
考
古
学
判
断
，
以
中
国
为
中
心
的

东
亚
文
明
，
和
以
北
非
西
亚
为
中
心
的
西
方
文
明
，
在
数
十
万

年
时
间
内
，
是
相
对
独
立
存
在
和
发
展
的
，
他
们
有
相
互
的
影

图二：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版

图三：玉版描摹图，同于古彝语“八卦”

图四：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

图五：来自良渚等地出土文物上的图像

图六：中国东部新石器文化遗存中

大量出现的族徽

图七：至今书法家仍使用的纳西族

文书（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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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但
各
有
独
立
的
文
明
体
制
。
从
文
字
和
语
言
学
的
视
角
来

阐
述
，
东
方
主
流
的
表
意
文
字
与
西
方
主
流
的
表
音
文
字
，
各

自
构
成
了
文
字
与
文
明
的
不
同
体
系
。
中
国
由
夷
和
夏
各
自
东

西
的
时
代
叠
加
完
成
的
汉
字
，
是
在
汉
藏
语
系
中
形
成
的
近
万

年
的
汉
字
与
书
法
的
悠
久
文
化
传
统
。
所
以
，
我
们
的
三
星
堆

和
金
沙
遗
址
文
化
的
研
究
和
讨
论
，
是
建
立
在
这
样
一
个
考
古

学
和
历
史
学
认
知
基
础
上
的
，
它
与
此
前
所
谓
的
中
国
文
字
与

文
明
是
否
是
『
西
来
说
』
的
争
论
毫
无
关
系
。

『
夷
夏
东
西
』
之
说
最
早
由
傅
斯
年
提
出
。
他
认
为
中
国

所
谓
『
南
北
』
格
局
是
比
较
晚
近
才
形
成
的
，
而
在
夏
、
商
、

周
三
代
及
三
代
以
前
，
政
治
的
演
进
，
由
部
落
到
帝
国
，
是
以

河
、
济
、
淮
流
域
为
地
盘
的
。
『
在
这
片
大
地
中
，
地
理
的
形

势
只
有
东
西
之
分
，
并
无
南
北
之
限
。
历
史
凭
借
地
理
而
生
，

这
两
千
年
的
对
峙
，
是
东
西
而
不
是
南
北
。
现
在
以
考
察
古
地

理
为
研
究
古
史
的
一
个
道
路
，
似
足
以
证
明
三
代
及
近
于
三
代

图八：甲骨文

图九：哈拉帕印度文字“夷“与

甲骨文、金文、现代文字对比表

图十：李白凤《东夷杂考》

图十一：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之一

图十二：大口尊上的东夷族徽

图十三：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

口文化文字符号

图十四：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图十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

图十六：殷墟遗址出土司母辛方鼎

的词组符号族徽

图十七：商代青铜器上的族徽合体

文字

图十八：尼罗河某神庙古埃及石碑

上的文字符号：男人和女人

图十九：两河流域的楔形文的词组

性文字符号

图二十：山东邹平出土的龙山文化

陶文

图二十一：描摹图

图二十二：古彝文直译：鹰眼守家 

意译：鹰眼守护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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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
期
，
大
体
上
有
东
西
不
同
的
两
个
系
统
。
夷
与
商
属
于
东

系
，
夏
与
周
属
于
西
系
。
』

这
两
个
系
统
，
因
对
峙
而
生
争
斗
，
因
争
斗
而
起
混
合
，

因
混
合
而
文
化
进
展
。

二
、
用
文
字
形
态
对
东
夷
文
明
与
巴
蜀
文
明
的
互
证

郭
沫
若
把
中
国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早
期
符
号
分
成
两
大
系

统
：
刻
划
符
号
和
图
形
符
号
。
前
者
以
半
坡
遗
址
的
陶
符
为
代

表
，
多
为
点
线
式
的
几
何
形
符
号
；
后
者
以
大
汶
口
遗
址
的
陶

符
为
代
表
，
多
为
用
线
条
勾
勒
的
图
形
符
号
（
这
两
类
符
号
，

不
尽
出
于
刻
，
也
有
用
毛
笔
、
硬
笔
书
写
者
）
。
他
把
这
两
类

符
号
称
为
指
事
、
象
形
两
大
系
统
，
分
别
当
作
汉
字
的
两
个
源

头
。
他
认
为
，
商
代
有
两
种
族
徽
，
一
种
是
『
刻
划
系
统
的
族

徽
』
，
包
括
今
所
谓
『
数
字
卦
』
；
一
种
是
『
图
形
系
统
的
族

徽
』
。
这
两
种
『
族
徽
』
即
源
自
陶
器
上
的
这
两
类
符
号
。

冯
时
认
为
，
古
彝
文
里
藏
着
『
夷
夏
东
西
』
的
密
码
。
他

用
古
夷
文
所
能
识
读
的
山
东
邹
平
丁
公
陶
文
，
以
及
更
早
考
古

学
时
代
的
河
南
贾
湖
裴
李
岗
文
化
遗
址
的
甲
骨
文
刻
划
符
号
，

证
明
了
『
夷
』
的
文
明
和
『
夏
』
的
文
明
是
先
后
和
同
时
发
展

的
中
国
文
明
构
成
的
两
大
主
流
结
构
。
于
是
，
以
古
彝
文
释
读

三
星
堆
的
图
章
文
字
，
从
而
证
明
三
星
堆
和
金
沙
遗
址
为
代
表

的
巴
蜀
文
明
是
与
夏
文
化
并
行
而
最
终
合
流
的
夷
文
化
的
真
实

存
在
。
下
面
，
我
就
莒
县
陵
阳
河
出
土
的
二
十
个
大
汶
口
文
化

大
口
尊
上
的
刻
划
符
号
不
是
单
个
文
字
，
而
是
文
字
前
奏
的
东

夷
族
徽
的
研
究
意
见
，
然
后
重
新
阅
读
了
冯
时
的
许
多
关
于
古

彝
文
和
东
夷
文
明
的
文
章
和
演
说
，
来
向
大
家
报
告
我
的
心
得

体
会
。文

字
符
号
的
初
生
与
东
夷
族
徽 

老
一
代
学
者
李
白
凤

著
《
东
夷
杂
考
》
（
图
十
）
中
提
出
，
史
前
时
期
各
民
族
是
混

淆
不
清
的
，
主
要
表
现
在
：
一
、
东
夷
是
比
较
不
混
沌
的
东
方

各
民
族
的
『
土
著
』
；
二
、
夏
代
以
前
是
炎
帝
族
、
黄
帝
族
迁

入
的
『
外
来
户
』
；
三
、
夏
代
各
种
原
因
迫
迁
而
来
的
『
移

民
』
；
四
、
商
代
成
汤
八
迁
中
留
而
未
去
的
『
遗
民
』
。
东
夷

各
民
族
从
人
种
学
来
说
是
组
成
汉
民
族
的
主
要
成
分
，
在
古
老

文
化
的
传
统
中
居
于
『
主
导
地
位
』
。

我
认
为
，
东
夷
民
族
是
炎
帝
神
农
氏
的
后
裔
，
崇
拜
太
阳

神
，
以
羊
为
图
腾
的
长
江
流
域
炎
帝
族
，
被
后
来
居
上
的
中
原

黄
河
流
域
的
黄
帝
轩
辕
氏
所
融
合
，
故
我
们
有
炎
黄
子
孙
之
说
。

山
东
莒
县
陵
阳
河
出
土
大
汶
口
文
化
大
口
尊
（
图
十
一
）

有
二
十
个
，
这
个
尊
上
的
刻
划
符
号
，
于
省
吾
先
生
考
释
为

『
旦
』
字
，
日
形
、
云
气
、
五
峰
山
形
，
三
个
部
首
的
会
意
字
。

唐
兰
先
生
考
释
为
『
日
、
火
、
山
』
为
一
字
，
或
简
体
为
『
炅
』
。

冯
时
认
为
属
于
古
彝
文
，『
天
』『
地
』
合
文
，
并
认
为
结
构
严
谨
，

刀
法
劲
峭
，
反
映
出
契
刻
者
极
高
的
艺
术
造
诣
。
而
我
认
为
并

非
一
个
字
，
而
是
东
夷
民
族
的
族
徽
（
图
十
二
）
。
因
为
文
字

出
现
以
前
，
相
传
是
结
绳
记
事
。
这
种
记
事
是
一
个
结
记
录
一

件
事
，
而
非
一
个
字
，
这
个
符
号
是
一
个
词
组
。
这
一
点
与
古

埃
及
圣
书
体
文
字
和
两
河
流
域
的
楔
形
文
字
相
近
，
一
个
括
号

里
面
是
一
个
词
组
。
莒
县
陵
阳
河
出
土
的
大
口
尊
符
号
我
认
为

也
不
是
一
个
字
，
所
以
无
法
用
单
字
来
识
读
。

这
也
是
我
对
文
字
起
源
的
一
个
重
要
观
点
：
东
西
方
所
有

文
字
均
不
是
以
单
字
或
单
词
被
发
明
和
使
用
的
，
而
是
由
一
组

有
意
义
的
字
组
和
词
组
发
明
后
，
才
逐
渐
从
思
维
和
语
言
的
混

沌
中
找
到
字
与
字
、
词
与
词
的
形
、
音
、
义
，
及
具
有
逻
辑
意

义
的
语
法
关
系
，
从
而
经
过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
再
分
别
走
向

表
音
文
字
和
表
义
文
字
的
不
同
语
言
和
文
字
系
统
。

所
以
，
我
认
为
大
口
尊
上
的
三
个
文
字
符
号
不
是
一
字

一
音
，
而
是
一
个
汉
字
符
号
词
组
，
它
是
表
达
了
太
阳
神
崇
拜

的
东
夷
民
族
具
有
宗
教
意
义
的
族
徽
。
这
个
符
号
也
多
次
出
现

在
同
属
江
海
文
明
的
苏
北
地
区
。
所
以
作
为
距
今
约
六
五
〇
〇

年—

四
五
〇
〇
年
的
大
汶
口
文
化
早
期
，
文
字
尚
处
于
符
号
阶

段
。
在
二
十
多
个
大
口
尊
上
，
有
许
多
表
意
的
符
号
，
都
是
与

太
阳
神
崇
拜
有
关
系
的
用
于
祭
祀
的
表
意
符
号
。
（
图
十
三—

图
十
九
）

古
彝
文
对
东
夷
文
的
释
读
：
邹
平
丁
公
陶
文 

冯
时
作

为
考
古
学
家
和
书
法
家
，
在
百
卷
本
《
中
国
书
法
全
集
一
·
甲

骨
文
卷
》
中
对
史
前
即
远
古
文
字
与
书
法
选
取
了
八
件
作
品
，

对
安
阳
殷
墟
出
土
商
代
甲
骨
文
（
前
一
一
〇
〇
年
左
右
）
之
前

约
八
〇
〇
〇
年
左
右
时
间
，
建
立
了
一
个
文
字
与
书
法
发
展
链

条
，
并
作
了
严
密
的
考
释
，
作
为
他
的
中
国
远
古
文
字
与
书
法

的
学
术
观
念
。
同
时
，
这
些
观
点
也
向
我
们
提
出
了
思
考
的
问

题
，
有
待
大
家
去
跟
进
追
寻
！

世
界
文
化
地
理
研
究
院
（
香
港
）
赵
德
静
的
《
古
彝
文

是
世
界
六
大
古
文
字
之
一
》
一
文
。
这
是
香
港
世
界
文
化
地
理

研
究
院
，
邀
请
香
港
世
界
遗
产
研
究
院
、
中
国
无
形
资
产
研
究

院
、
亚
太
人
文
与
生
态
价
值
评
估
中
心
等
权
威
机
构
合
作
，
共

同
组
成
的
『
古
彝
文
与
世
界
古
文
字
比
较
研
究
课
题
组
』
，
经

过
多
次
进
行
研
讨
后
得
出
的
结
论
：
『
中
国
古
彝
文
与
中
国
甲

骨
文
、
苏
美
尔
文
、
埃
及
文
、
玛
雅
文
、
哈
拉
般
文
相
并
列
，

是
世
界
六
大
古
文
字
之
一
，
而
且
可
以
代
表
着
世
界
文
字
一
个

重
要
起
源
。
』

上
述
结
论
是
否
合
理
暂
且
不
表
，
先
说
一
九
九
一
年
在

山
东
邹
平
丁
公
遗
址
被
挖
掘
出
土
的
丁
公
陶
文
（
图
二
十
）
，

考
古
学
家
判
断
其
年
代
为
龙
山
文
化
晚
期
。
这
十
一
个
符
号
显

然
是
一
段
文
字
，
它
与
甲
骨
文
很
像
，
但
考
古
学
年
代
起
码
比

殷
墟
甲
骨
文
出
现
早
了
近
千
年
，
但
其
文
字
无
法
释
读
。
冯
时

用
古
彝
文
解
读
了
陶
片
契
刻
五
行
十
一
字
（
图
二
十
一
）
，
而

且
左
下
边
留
有
残
字
的
笔
画
，
说
明
陶
片
上
原
有
文
字
并
不
止

十
一
个
。
十
一
字
呈
现
严
整
的
书
面
语
形
式
，
因
此
其
性
质
属

于
文
字
无
疑
。

这
些
文
字
的
形
体
结
构
与
商
代
甲
骨
文
明
显
不
同
，
这

意
味
着
其
与
汉
字
并
不
属
于
同
一
个
体
系
，
而
与
古
彝
文
的
对

读
结
果
显
示
，
二
者
的
构
字
特
征
完
全
一
致
，
证
明
了
丁
公
陶

文
应
该
属
于
东
夷
文
字
，
并
与
古
彝
文
为
同
一
文
字
系
统
。
他

利
用
古
彝
文
解
读
，
其
内
容
汉
译
为
：
『
魅
卜
，
阿
普
渎
祈
，

告
，
吉
长
，
百
鸡
拐
爪
⋮
⋮
』
性
质
为
招
祖
护
佑
，
驱
邪
求
吉

的
卜
辞
。
文
字
结
构
严
谨
、
刀
法
流
畅
，
是
目
前
我
国
新
石
器

时
代
所
见
存
字
最
多
的
文
字
作
品
。

古
彝
文
对
三
星
堆
图
章
文
字
的
释
读 

二
〇
〇
九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彝
族
学
者
阿
余
铁
日
破
译
的
印
文
『
鹰
眼
守

家
』
（
古
彝
文
直
译
）
，
意
译
：
『
鹰
眼
守
护
疆
域
』
。
（
图

二
十
二
）

绍
兴
大
禹
陵
的
《
岣
嵝
碑
》
又
称
《
禹
王
碑
》
，
其
字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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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三
星
堆
科
斗
文
龙
玺
印
拓
文
字
应
属
同
种
文
字
。
而
古
彝

文
则
与
《
仓
颉
书
》
《
夏
禹
书
》
相
关
。
（
图
二
十
三—

图

二
十
五
）

安
诺
石
印
上
的
东
夷
文
符
号
与
『
商
玺
』 
二
〇
〇
〇
年

六
月
，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的
希
伯
尔
特
博
士
到
土
库
曼
斯

坦
安
诺
遗
址
进
行
考
古
发
掘
时
，
在
一
处
多
间
土
坯
房
遗
址
下

面
发
现
了
一
枚
有
光
泽
的
黑
玉
印
章
（
图
二
十
六
）
。
印
面
呈

正
方
形
，
背
上
有
横
置
的
瓦
形
钮
，
边
长
略
小
于
一
英
寸
（
一

英
寸
约2

.
5
4
c
m

）
。
印
面
刻
有
五
个
符
号
，
笔
画
里
有
红
色

痕
迹
。
对
与
这
枚
印
章
同
时
出
土
的
遗
物
进
行
碳
十
四
检
测
，

年
代
为
公
元
前
二
三
〇
〇
年
。
二
〇
〇
一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希

伯
尔
特
博
士
在
哈
佛
大
学
的
学
术
研
讨
会
上
，
对
这
枚
石
印
进

行
了
介
绍
，
他
『
确
信
这
是
一
枚
刻
有
某
些
符
号
和
文
字
的
印

章
』
。
这
枚
石
印
的
发
现
，
引
起
中
外
学
术
界
的
热
烈
讨
论
和

争
议
。
这
就
『
迫
使
我
们
重
新
用
一
种
根
本
不
同
的
方
法
，
考

虑
中
国
文
字
的
起
源
问
题
』
。

因
为
这
枚
安
诺
石
印
的
碳
十
四
测
定
为
公
元
前
二
三
〇
〇

年
，
时
间
上
早
于
三
枚
未
释
读
的
文
字
符
号
的
『
商
玺
』
。
商

代
一
般
来
说
约
公
元
前
一
六
〇
〇
年—

公
元
前
一
〇
四
六
年
，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第
二
个
朝
代
，
也
称
殷
商
，
是
中
国
第
一
个

有
直
接
的
同
时
期
的
文
字
记
载
的
王
朝
。
这
样
，
希
伯
尔
特
博

士
对
安
诺
石
印
的
确
认
岂
不
是
直
接
指
明
了
它
是
早
于
商
代

的
？
这
个
所
谓
『
文
字
起
源
问
题
』
的
讨
论
，
则
暗
示
中
国
商

代
古
文
字
有
可
能
源
自
中
亚
或
西
亚
。

当
时
，
中
国
古
文
字
学
家
李
学
勤
得
知
安
诺
遗
址
出
土

石
印
的
消
息
后
，
即
查
阅
《
纽
约
时
报
》
的
报
道
，
撰
写
《
中

亚
安
诺
遗
址
出
土
的
石
印
》
一
文
，
发
表
在
二
〇
〇
一
年
七
月

四
号
的
《
中
国
文
物
报
》
上
。
面
对
学
术
界
的
诸
多
争
讼
，
他

又
撰
写
《
安
诺
石
印
的
启
发
》
一
文
发
表
于
同
年
的
《
中
国
书

法
》
杂
志
上
。
他
指
出
，
这
件
石
印
的
形
制
，
与
西
亚
、
印
度

河
谷
等
地
的
印
章
，
包
括
钤
印
的
、
滚
印
的
在
内
都
不
相
似
。

看
其
正
方
的
印
面
和
类
于
瓦
钮
的
印
钮
，
确
实
很
像
年
代
远
在

其
后
的
中
国
印
玺
。
符
号
笔
画
里
不
知
怎
么
造
成
的
红
色
，
更

加
深
了
这
种
印
象
。
就
其
年
代
而
言
，
比
现
已
发
现
的
最
早
甲

骨
文
也
早
了
许
多
。
安
诺
石
印
上
的
符
号
，
均
由
直
线
笔
画
构

成
，
姑
且
以
笔
画
连
接
为
标
准
，
分
解
为
『
五
个
』
。
钤
印
成

的
顺
序
应
该
是
『
五
』
『
一
』
『
己
』
『
木
』
『
■
』
。
李
学

勤
发
现
这
五
个
不
同
形
状
的
符
号
，
都
可
以
在
属
于
东
夷
文
明

的
大
汶
口
史
前
陶
器
符
号
中
找
到
。
如
今
看
来
，
他
的
见
解
给

我
们
打
开
了
一
个
极
大
的
想
象
空
间
。

在
这
里
，
我
们
仔
细
看
看
二
十
世
纪
发
现
的
三
枚
被
称
为

中
国
古
代
印
章
之
源
的
『
商
玺
』
（
图
二
十
七—

图
三
十
）
，
它

究
竟
是
不
是
属
于
晚
于
安
诺
石
印
时
代
的
商
代
呢
？

显
然
，
经
过
二
十
世
纪
的
许
多
古
文
字
学
家
的
努
力
，
冠

名
为
『
商
玺
』
的
这
三
枚
远
古
石
印
仍
未
得
到
公
认
的
识
读
。

我
认
为
，
安
阳
殷
墟
甲
骨
文
是
一
种
非
常
成
熟
的
文
字
，
而
这

三
枚
『
商
玺
』
并
不
属
于
商
代
。
将
它
与
后
来
三
星
堆
出
土
被

古
彝
文
所
识
读
为
『
鹰
眼
守
家
』
四
字
印
的
符
号
形
态
相
比

较
，
会
发
现
这
三
枚
『
商
玺
』
极
有
可
能
不
属
于
商
代
，
而
且

早
于
商
代
，
它
们
与
三
星
堆
出
土
的
图
章
文
字
属
于
同
一
文
字

系
统
和
文
字
发
展
阶
段
的
文
明
遗
存
。

古
彝
文
对
舞
阳
裴
李
岗
文
化
甲
骨
文
的
释
读 

迄
今
所
认

为
中
国
文
字
第
一
字
为
『
目
』
（
图
三
十
一—

图
三
十
二
）
。

冯
时
认
为
，
龟
甲
上
刻
一
字
，
字
形
结
构
与
商
代
甲
骨
文

『
目
』
字
相
似
，
可
知
字
形
取
象
于
眼
目
。
相
同
的
字
形
又
见

于
良
渚
文
化
礼
天
的
玉
璧
之
上
，
因
此
据
甲
骨
文
将
此
释
为

『
目
』
则
殊
难
理
解
。
事
实
上
贾
湖
文
化
应
属
东
夷
文
化
的
系

统
，
故
其
文
字
也
非
为
汉
字
，
而
应
为
古
代
夷
文
。

今
存
古
彝
（
夷
）
文
『
吉
』
作
『
目
』
，
与
贾
湖
龟
甲

文
字
字
形
全
同
，
所
以
此
龟
甲
文
字
当
释
为
古
彝
文
『
吉
』
。

（
图
三
十
三—

图
三
十
四
）
由
此
看
来
，
古
彝
文
能
释
读
的
这

些
考
古
学
资
料
的
时
间
上
限
，
应
该
在
新
石
器
早
期
到
旧
石
器

晚
期
的
文
字
符
号
，
例
如
河
南
舞
阳
裴
李
岗
文
化
遗
址
的
甲
骨

文
刻
划
符
号
。

三
、
古
彝
文
的
研
究
与
殷
墟
甲
骨
文
字
溯
源

『
古
彝
文
』
可
以
称
为
『
古
仓
颉
文
』
？ 

古
、
今
彝
文

有
没
有
直
接
的
传
承
关
系
？
因
为
『
古
彝
文
』
是
表
意
文
字
，

今
彝
文
是
用
拉
丁
文
拼
音
所
派
生
的
表
音
文
字
。
正
如
西
夏
文

和
日
文
均
派
生
于
汉
字
，
而
西
夏
文
和
日
文
不
能
称
之
为
新
汉

字
一
样
。
所
以
，
我
认
为
没
有
找
到
直
接
证
据
前
，
是
否
可
以

暂
且
命
名
『
古
彝
文
』
为
『
仓
颉
文
』
？

周
有
光
《
世
界
文
字
发
展
史
》
中
表
示
：
四
川
彝
文
是

图二十三：三星堆遗

址科斗文龙玺印拓

图二十四：

科斗文龙玺

图二十五：绍兴大禹陵《岣嵝碑》

拓片（局部）

图二十六：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出

土的石印

图二十七：远古印“商玺” 之一

图二十八、图二十九、图三十：

三枚远古“商玺”印蜕

图三十一、图三十二：河南舞阳贾

湖裴李岗文化龟甲及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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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节
文
字
，
云
南
彝
文
是
混
合
文
字
，
表
意+

表
音
，
周
先
生

将
之
叫
意
音
文
字
。
周
先
生
所
谓
四
川
彝
文
即
是
今
彝
文
，

而
云
南
彝
文
即
古
彝
文
；
古
彝
文
是
表
意
文
字
，
今
彝
文
是

表
音
文
字
。

古
彝
文
也
作
古
夷
文
，
通
常
称
为
传
统
彝
文
或
老
彝
文
，

是
相
对
于
四
川
凉
山
地
区
『
规
范
彝
文
』
，
即
今
彝
文
而
言

的
，
四
川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现
行
的
文
字
称
为
『
新
彝
文
』
。

而
云
南
、
贵
州
广
大
彝
区
反
而
流
行
使
用
的
彝
文
是
彝
族
千
百

年
来
使
用
至
今
仍
通
行
的
表
意
文
字
，
是
一
种
原
生
的
古
老
文

字
，
它
不
是
借
用
和
模
仿
汉
字
的
产
物
。
而
『
规
范
彝
文
』
是

用
拉
丁
文
对
传
统
彝
文
改
造
成
的
表
音
文
字
。
这
一
点
有
点
像

拉
丁
文
对
汉
字
的
拼
音
方
案
。
（
图
三
十
五
）

我
的
问
题
是
，
这
个
表
意
文
字
的
古
夷
文
可
以
释
读
同
样

属
于
表
意
文
字
的
河
南
舞
阳
裴
李
岗
文
化
的
甲
骨
文
、
山
东
邹

平
龙
山
文
化
的
丁
公
陶
文
、
三
星
堆
图
章
文
字
，
同
时
又
与
山

东
莒
县
大
汶
口
文
化
的
东
夷
族
徽
的
天
地
合
文
等
符
号
同
形
同

义
，
这
种
关
系
是
否
说
明
它
与
东
夷
文
明
或
称
东
夷
文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关
于
古
彝
文
的
国
际
会
议
主
流
认
知
，
它
有
八
千
年
至

一
万
年
的
历
史
，
那
么
我
们
是
不
是
可
以
认
为
，
它
其
实
就
是

旧
石
器
时
代
相
近
中
国
伏
羲
时
代
经
过
黄
帝
仓
颉
时
代
，
直
到

商
代
晚
期
甲
骨
文
之
前
中
国
上
古
时
代
表
意
汉
字
的
雏
形
滥

觞
，
是
中
国
商
代
甲
骨
文
字
的
来
源
之
一
？
而
今
彝
文
如
同
契

丹
文
、
西
夏
文
、
巴
思
八
文
、
韩
文
、
日
文
等
一
样
，
是
借
助

拉
丁
文
拼
音
所
改
造
的
古
夷
文
后
变
成
一
种
表
音
文
字
？
严
格

说
来
『
古
彝
文
』
并
非
今
彝
文
，
更
非
彝
文
。
而
古
彝
（
夷
）

文
更
应
该
跟
《
仓
颉
书
》
《
夏
禹
书
》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文
字
，

它
在
出
现
之
初
是
以
姜
、
羌
为
姓
氏
的
羌
人
为
主
体
的
三
皇
时

代
文
字
主
要
形
态
之
一
。
直
到
彝
族
出
现
时
，
这
种
文
字
在
中

原
地
区
已
经
进
入
黄
帝
时
代
后
，
由
『
黄
帝
之
史
仓
颉
造
字
』

所
改
造
过
的
『
古
彝
文
』
，
而
因
此
暂
且
可
称
为
『
古
仓
颉

文
』
，
然
后
衔
接
商
代
甲
骨
文
。

李
零
在
《
汉
字
起
源
是
个
谜
》
中
说
：
『
现
在
讲
汉
字
起

源
，
学
者
多
借
鉴
苏
美
尔
、
埃
及
、
玛
雅
的
古
文
字
，
立
说
于

比
较
研
究
。
苏
美
尔
楔
形
文
字
，
进
化
分
四
阶
段
：
陶
符—

陶

筹—

原
始
楔
形
文
字—

成
熟
楔
形
文
字
。
这
一
进
化
模
式
超
越

了
定
义
说
和
突
变
说
。
受
这
一
进
化
模
式
启
发
，
很
多
学
者
相

信
，
殷
墟
文
字
之
前
肯
定
有
一
个
准
备
过
程
。
』
这
个
过
程
有

多
长
，
有
各
种
推
测
。
陈
梦
家
认
为
，
至
少
得
上
推
五
百
年
，

即
至
少
在
公
元
前
一
七
〇
〇
年
左
右
。
而
我
认
为
，
这
个
准
备

过
程
更
为
漫
长
。
而
『
古
彝
文
』—

『
古
仓
颉
文
』
则
是
这
个

漫
长
过
程
中
已
发
现
，
甚
至
以
原
生
态
而
传
承
至
今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过
程
之
一
。

现
在
，
我
们
要
想
找
到
早
期
文
字
的
过
硬
证
据
，
只
能

从
已
知
的
文
字
体
系
反
向
逆
推—

用
饶
宗
颐
的
话
讲
，
就
是

『
以
后
证
前
』
。
中
国
史
前
的
刻
划
符
号
，
贾
湖
遗
址
所
出

（
约
前
六
〇
〇
〇
年
）
最
早
，
是
否
为
原
始
文
字
，
争
议
比
较

大
。
半
坡
遗
址
所
出
（
约
前
四
五
〇
〇
年
）
，
裘
锡
圭
叫
甲
类

符
号
。
大
汶
口
遗
址
所
出
（
约
前
二
七
〇
〇—

前
二
五
〇
〇

年
）
，
裘
锡
圭
叫
乙
类
符
号
。
郭
沫
若
认
为
，
甲
类
符
号
早
于

乙
类
符
号
，
是
最
早
的
文
字
。
裘
锡
圭
相
反
，
认
为
甲
类
符
号

图三十三：与东夷文字同一系统的良渚文化

玉璧文字“吉”

图三十四

图三十五：古彝文汉白玉石碑

图四十：商代甲骨文和青铜

器铭文“羊”字

图四十一：甲骨文中“羌”字

图四十二：“羌”字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羊”字的发展

变化中而来

图三十六、图三十七：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羊尊

图三十八：湖南宁乡炭河

里遗址出土四羊方尊

图三十九：四羊方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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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文
字
，
乙
类
符
号
记
名
物
，
才
更
接
近
语
言
学
家
定
义
的

文
字
。
正
是
基
于
这
种
理
解
，
他
曾
一
度
把
大
汶
口
陶
文
的
族

名
符
号
视
为
类
似
商
代
族
徽
的
符
号
。
虽
然
后
来
他
又
放
弃
此

说
，
认
为
两
种
符
号
都
不
是
文
字
。
他
说
汉
字
形
成
完
整
的
文

字
体
系
约
在
夏
商
之
际
。

这
里
并
非
通
常
认
为
的
夏
商
之
际
，
而
是
约
公
元
前
三
千

纪
的
中
期
，
也
就
是
公
元
前
二
五
〇
〇
年
左
右
。
可
见
他
是

拿
乙
类
符
号
作
原
始
文
字
的
下
限
，
把
成
熟
文
字
的
出
现
放
在

这
一
时
间
后
。
再
晚
，
丁
公
遗
址
所
出
（
约
前
二
三
〇
〇—

前

一
八
〇
〇
年
）
、
龙
虬
庄
遗
址
所
出
（
约
前
二
〇
〇
〇
年
）
，

属
于
广
义
的
龙
山
时
代
。
中
国
进
入
铜
石
并
用
时
期
，
城
市
遍

地
开
花
，
开
始
出
现
成
行
成
片
的
符
号
。
很
多
人
说
，
这
些
总

该
是
原
始
文
字
了
吧
，
但
裘
锡
圭
说
，
这
些
符
号
是
『
走
入
歧

途
的
原
始
文
字
』
，
无
法
断
定
与
作
为
成
熟
文
字
的
甲
骨
文
有

关
。
我
认
为
这
种
看
法
较
为
谨
慎
保
守
，
『
古
彝
文
』—

『
古

仓
颉
文
』
当
然
应
该
称
为
原
始
文
字
。
这
个
问
题
，
随
着
当
下

现
代
考
古
学
有
如
泉
涌
般
的
发
现
，
我
想
应
该
进
一
步
借
助
于

殷
墟
甲
骨
文
成
熟
后
形
成
的
汉
文
字
所
记
载
的
上
古
历
史
，
结

合
『
古
彝
文
』—

『
古
仓
颉
文
』
或
『
夏
禹
书
』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
寻
找
证
明
这
种
传
承
关
系
的
更
多
证
据
，
在
学
术
界
进

行
更
为
广
泛
深
入
的
多
学
科—

古
文
字
学
、
甲
骨
学
、
考
古

学
、
历
史
学
、
古
文
献
学
的
讨
论
。
如
果
能
够
得
到
相
对
合
理

的
论
证
，
那
么
殷
墟
甲
骨
文
及
远
古
文
字
的
研
究
是
否
将
迎
来

一
个
崭
新
的
时
代
？

由
三
星
堆
青
铜
羊
尊
和
『
羊
』
字
来
看
三
皇
时
代 

根

据
《
史
记
》
记
载
，
所
谓
『
三
皇
』
，
即
指
伏
羲
、
女
娲
、

神
农
。
后
接
黄
帝
为
首
的
五
帝
时
代
。
从
三
星
堆
博
物
馆
所

陈
列
的
羊
尊
和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所
陈
列

的
四
羊
方
尊
来
看
（
图
三
十
六—

图
三
十
九
）
，
羊
正
是
三

皇
时
代
的
图
腾
。
而
黄
帝
以
后
的
民
族
图
腾
便
演
变
为
龙
图

腾
，
然
后
有
『
黄
帝
之
史
仓
颉
造
字
』
之
说
，
商
代
大
多
数

青
铜
器
的
纹
饰
即
由
羊
演
变
为
夔
龙
、
夔
凤
，
所
以
我
们
有

『
龙
的
传
人
』
这
个
说
法
，
掩
盖
了
我
们
理
应
是
『
羊
的
传

人
』
的
文
明
历
史
。
所
以
，
我
们
首
先
说
说
『
羊
』
字
在
汉

字
系
统
中
的
价
值
体
系
。

甲
骨
文
和
商
代
青
铜
器
即
有
『
羊
』
字
（
图
四
十
）
。

从
『
羊
』
字
的
字
体
演
变
，
可
以
看
到
羊
与
上
古
先
民
的
生
活

关
系
最
为
密
切
，
羊
承
载
着
艺
术
，
孕
育
着
文
化
，
象
征
着
精

神
，
伴
随
着
中
华
民
族
从
蛮
荒
步
入
文
明
，
羊
影
响
着
我
国
的

文
字
、
饮
食
、
道
德
、
礼
仪
乃
至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

『
羌
』
字
从
商
代
甲
骨
文
和
金
文
中
『
羊
』
字
的
发
展

变
化
中
而
来
，
甲
骨
文
的
『
羌
』
字
有
二
百
多
种
写
法
。
（
图

四
十
一—

图
四
十
二
）

在
《
说
文
解
字
》
中
的
解
释
：
羊
，
祥
也
。
西
汉
大
儒
董

仲
舒
有
云
：
『
羊
，
祥
也
，
故
吉
礼
用
之
。
』
因
为
羊
温
顺
可
亲
，

是
一
种
善
良
有
义
的
动
物
。
以
饲
羊
为
生
的
羌
人
的
『
羌
』
字

即
由
『
羊
』
字
为
根
所
衍
生
的
，
所
以
『
祥
』『
美
』『
善
』『
羲
』

等
字
都
从
『
羊
』
。

上
古
时
代
三
皇
中
的
伏
羲
与
炎
帝
神
农
氏
的
姓
氏
与
民

族
都
与
羊
字
有
关
。
伏
羲
的
『
羲
』
字
的
源
构
造
：
形
声
，
从

兮
，
义
声
。
本
义
：
气
。
根
据
隶
定
字
形
解
释
。
会
意
，
从

羊
，
从
『
禾
戈
』
，
从
丂
。
『
羊
』
本
指
羊
或
羊
群
，
引
申
指

『
羊
群
跟
人
走
』
『
羊
顺
从
人
意
』
。
换
句
说
话
，
伏
羲
就
是

牧
羊
人
的
首
领
，
他
指
引
着
牧
羊
人
的
方
向
。
所
以
从
『
羊
』

字
衍
生
出
羌
人
的
『
羌
』
。
可
以
说
，
古
羌
人
是
中
华
民
族
最

古
老
的
民
族
。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赵
逵
夫
认
为
：

之
所
以
把
『
常
羊
之
山
』
认
定
为
仇
池
山
（
图
四
十
三—

图

四
十
六
）
，
主
要
理
由
有
三
条
：
其
一
，
《
山
海
经
》
中
对

『
常
羊
之
山
』
位
置
的
描
述
，
和
仇
池
山
的
方
位
相
符
；
其

图四十三：甘肃西河县仇池山九倒拐山路

图四十四：“人文始祖”匾 现存于仇池山伏羲庙

图四十五：伏羲庙壁画（部分）

图四十六：伏羲庙壁画（部分）

图四十七：“姜”字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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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常
羊
山
在
古
代
的
华
阳
国
内
，
传
说
有
娇
氏
女
『
女
登
』

感
应
神
龙
于
华
阳
之
常
羊
山
。
伏
羲
有
娇
氏
女
所
感
应
的
神
龙

的
常
羊
山
无
疑
就
是
仇
池
山
；
其
三
，
仇
池
山
在
古
代
又
叫
仇

夷
山
，
而
『
仇
池
、
仇
夷
』
和
『
常
羊
』
的
读
音
相
同
或
相

近
。
可
以
基
本
确
定
常
羊
山
就
是
仇
池
山
。
而
从
九
倒
拐
盘

山
路
登
仇
池
山
顶
，
却
见
一
个
绿
油
油
的
塬
，
原
来
这
里
有

九
十
九
眼
泉
，
还
产
水
稻
，
十
多
年
前
我
在
塬
上
就
发
现
过
两

眼
泉
。
伏
羲
诞
生
在
这
里
，
在
陇
塬
却
是
一
个
绿
洲
。

三
皇
之
炎
帝
神
农
氏
。
《
帝
王
世
纪
》
说
：
『
神
农
氏
，

姜
姓
也
，
母
曰
任
姒
，
有

氏
女
登
为
少
典
妃
，
游
华
阳
，
有

神
龙
首
，
感
生
炎
帝
。
』
这
个
姓
氏
中
有
一
个
『
姜
』
字
。

『
姜
』
字
甲
骨
文
有
几
种
结
字
（
图
四
十
七
）
，
前
者
结
构
是

上
『
羊
』
下
『
女
』
，
后
者
像
戴
有
羊
角
的
女
人
。
金
文
字
形

则
沿
袭
甲
骨
文
，
也
是
女
人
戴
羊
头
一
样
的
装
饰
品
。

甲
骨
文
字
形
表
明
在
远
古
的
母
系
社
会
中
，
女
人
的
这
种

作
法
就
是
部
落
崇
拜
羊
的
形
象
具
体
的
体
现
。
在
甲
骨
文
中
，

『
羌
』
与
『
姜
』
的
区
别
主
要
体
现
在
性
别
上
：
『
羌
』
指
的

是
男
羌
；
『
姜
』
指
的
是
女
羌
。
如
果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分
析
，

很
可
能
是
先
有
『
羌
』
这
样
一
个
部
族
，
后
产
生
『
姜
』
这
样

一
个
姓
。
羌
族
和
姜
姓
均
代
表
一
种
图
腾
风
俗
，
其
具
体
表

现
就
是
头
戴
羊
角
，
以
此
表
明
自
己
与
羊
这
种
动
物
的
血
缘
关

系
。
显
然
，
在
从
姜
姓
转
为
羌
即
男
羌
的
父
系
时
代
神
龙
氏
的

炎
帝
时
，
他
是
继
承
神
龙
首
的
伏
羲
的
时
代
。
《
说
文
解
字
》

（
卷
十
二
）
：
姜
，
神
农
居
姜
水
，
以
为
姓
。
从
女
羊
声
。
王

筠
《
说
文
解
字
句
读
》
：
『
炎
帝
即
神
农
氏
。
炎
帝
，
身
号
；

神
农
，
代
号
也
。
』
这
个
时
代
仍
然
是
以
羊
为
祥
，
以
羊
为

美
、
善
的
羊
图
腾
的
古
羌
人
时
代
。
所
谓
东
夷
人
、
彝
人
，
均

应
在
同
属
神
龙
氏
的
五
帝
之
后
，
或
禹
之
后
的
商
、
周
时
代
之

后
。
这
也
是
山
东
等
地
东
夷
文
字
可
以
被
『
古
彝
文
』—

『
古

仓
颉
文
』
所
释
读
的
原
因
。

羌
与
彝
的
关
系 

前
面
说
了
以
羊
为
图
腾
的
时
代
，
羊
和

姜
、
羌
为
姓
氏
的
三
皇
时
代
。
在
这
个
时
代
，
羌
人
作
为
华
夏

民
族
的
华
族
，
是
中
国
上
古
时
代
的
主
流
之
一
。
而
处
于
边
缘

民
族
的
彝
民
族
与
氐
羌
民
族
的
合
流
，
在
商
时
代
及
其
以
后
的

时
代
，
彝
族
人
借
助
古
羌
语
，
即
古
仓
颉
文
、
夏
禹
文
所
成
熟

的
时
代
的
文
字
工
具
，
在
中
华
大
地
西
南
隅
即
今
天
的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
、
西
藏
等
长
期
处
于
边
缘
的
地
带
，
记
载
了
伟
大

而
丰
富
的
民
族
文
学
、
诗
歌
和
艺
术
珍
品
，
并
传
承
至
今
。
作

为
丰
富
的
由
『
古
彝
文
』—

『
古
仓
颉
文
』
为
载
体
的
中
华
民

族
在
发
生
期
所
留
下
的
文
化
遗
产
，
值
得
我
们
进
一
步
去
整
理

它
、
研
究
它
。
商
代
甲
骨
文
即
有
『
夷
』
字
和
『
彝
』
字
，
可

见
一
代
一
代
羌
族
人
、
彝
族
人
在
悠
久
的
文
化
创
新
中
赢
得
了

自
己
民
族
的
光
荣
。

显
然
，
羌
在
前
，
彝
在
后
。
前
面
说
了
，
所
谓
古
彝
文
可

能
就
是
古
羌
文
，
或
我
前
面
所
说
『
古
仓
颉
文
』
『
夏
禹
书
』

的
话
成
立
，
『
古
彝
文
』—

『
古
仓
颉
文
』
并
没
有
失
传
，
而

是
从
伏
羲
画
卦
和
结
绳
记
事
创
造
语
言
符
号
开
始
，
即
从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和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往
后
发
展
，
在
炎
帝
时
代
以

后
的
黄
帝
时
代
，
经
过
『
仓
颉
造
字
』
的
演
变
，
走
向
商
代
甲

骨
文
的
成
熟
时
代
。

现
在
，
学
术
界
对
彝
族
起
源
的
主
流
认
知
是
来
自
北
方
。

根
据
中
国
和
彝
族
的
历
史
资
料
，
彝
族
的
祖
先
与
分
布
在
西
部

的
古
羌
人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彝
族
主
要
起
源
于
古
羌
人
。
学

术
界
普
遍
认
为
，
彝
族
来
源
于
氐
羌
，
即
氐
羌
与
早
期
彝
人
的

融
合
，
而
我
则
从
中
华
文
字
发
源
史
的
立
场
，
提
出
了
彝
族
人

不
间
断
地
使
用
『
古
彝
文
』—

『
古
仓
颉
文
』
的
这
个
假
设
，

还
有
待
于
经
过
跨
学
科
的
研
究
认
证
。

大
约
两
千
年
前
，
彝
族
祖
先
已
经
过
渡
到
父
系
氏
族
社

会
。
据
古
彝
文
文
献
记
载
，
彝
族
的
祖
先
钟
木
鱼
有
六
个
儿

子
，
被
称
为
『
六
祖
』
。
这
六
个
儿
子
是
彝
族
六
个
分
支
的
祖

先
，
即
乌
、
乍
、
布
、
莫
、
诺
、
恒
。
这
些
早
期
彝
族
以
传
说

故
事
和
诗
歌
记
录
为
古
代
文
献
，
即
是
产
生
在
古
羌
人
时
代
的

历
史
、
文
学
、
诗
歌
。
这
样
，
就
让
单
地
起
源
的
东
亚
文
明
的

历
史
线
条
更
为
清
晰
起
来
。
因
之
，
由
东
亚
表
意
汉
字
为
载
体

所
记
录
的
炎
黄
文
明
，
或
华
夏
文
明
更
符
合
于
人
类
文
明
是
单

地
起
源
的
推
论
。
为
了
证
明
这
个
说
法
，
我
们
围
绕
当
下
比
较

热
门
的
巴
蜀
文
明
和
东
夷
文
明
的
讨
论
，
进
一
步
从
两
个
问
题

去
思
考
追
寻
。

第
一
个
问
题
：
关
于
甲
骨
文
作
为
成
熟
文
字
的
来
源
。
如

果
真
是
这
样
，
中
国
上
古
三
皇
五
帝
时
代
尤
其
是
夏
文
化
时
代

的
文
字
演
变
，
是
不
是
可
以
经
过
古
彝
文
与
东
夷
文
明
、
巴
蜀

文
明
的
研
究
来
寻
找
答
案
？
这
个
问
题
可
以
在
当
下
古
彝
文
文

献
研
究
中
扩
大
范
围
，
这
个
范
围
不
仅
是
与
炎
黄
文
明
不
同
的

内
容
，
也
与
其
是
否
有
相
同
的
内
容
？

第
二
个
问
题
：
关
于
古
彝
文
与
西
方
文
明
的
关
系
。
内

蒙
古
刘
志
一
教
授
以
『
世
界
各
地
出
土
的
古
彝
文
字
和
实
物
为

铁
证
，
说
明
了
古
彝
文—

苏
美
尔
文—

拉
丁
文—

英
、
德
、

法
、
俄
文
的
历
史
沿
线
』
。
斑
远
先
生
对
上
述
问
题
进
一
步
推

演
，
将
古
彝
文
和
苏
美
尔
文
对
照
研
究
后
得
出
了
古
彝
文
是

『
西
欧
六
国
文
字
鼻
祖
』
的
结
论
。
支
持
刘
志
一
的
还
有
云
南

学
者
戈
隆
阿
宏
，
他
说
：
『
苏
美
尔
（
楔
）
形
文
字
被
塞
姆
人

继
承
下
，
发
展
成
为
西
奈
字
母
文
字
，
以
后
又
发
展
成
为
比
布

洛
斯
、
腓
尼
基
字
母
文
字
和
希
腊
文
字
，
最
后
成
为
拉
丁
字
母

文
字
。
因
此
西
方
学
者
认
为
苏
美
尔
（
楔
）
形
文
字
是
西
方
表

音
文
字
的
始
祖
。
西
方
学
者
发
现
我
国
殷
商
甲
骨
文
与
苏
美
尔

（
楔
）
形
文
字
相
似
，
由
此
论
断
：
「
是
中
国
文
明
向
西
亚
文

明
西
传
的
产
物
。
」
通
过
这
些
文
字
对
比
，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刘
志
一
先
生
的
「
中
国
古
彝
文
是
西
方
文
字
的
始
祖
」
的
提

法
，
并
不
为
过
。
』

这
种
说
法
在
向
西
方
传
播
以
前
，
是
否
需
要
按
学
术
论
文

规
范
，
从
现
代
考
古
学
、
人
类
学
、
古
文
字
学
、
语
言
学
、
历

史
学
等
多
角
度
地
拿
出
研
究
成
果
来
？
这
种
说
法
虽
然
与
分
子

生
物
学
和
遗
传
学
里
人
类
单
地
起
源
的
理
论
观
点
相
符
，
但
很

难
得
到
统
一
的
认
可
，
无
助
于
巴
蜀
和
古
彝
文
研
究
的
传
播
。

最
后
，
希
望
读
者
朋
友
除
了
对
上
述
观
点
提
出
批
评
指
正

以
外
，
还
能
够
对
本
文
提
出
的
中
国
上
古
文
明
研
究
问
题
衍
生

出
更
多
的
问
题
来
讨
论
和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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