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
国
史
略

东
方
谭
国

谭
，
延
及
。
宏
大
之
意
。
《
辞
海
》
：
『
修
业
居
久
而
谭
。
』
谭
是
由
左
右
结
构
的
言
覃
组
成
，
而

覃
字
又
是
由
上
下
结
构
的
西
早
组
成
。
西
者
，
篆
作
篆
，
象
形
。
说
文
：
「
西
，
鸟
在
巢
上
。
』
这
是
谭

氏
最
初
以
凤
鸟
为
图
腾
崇
拜
的
标
志
。
『
早
』
为
初
时
，
时
间
之
首
，
即
在
一
定
时
间
以
前
。
而
『
言
』

为
发
端
之
意
。
这
进
一
步
表
明
了
谭
氏
的
历
史
久
远
。
『
谭
』
初
作
鄄
。
鄄
是
封
邑
的
标
志
。

即
虞
、
夏
时
代
皇
覃
氏
的
采
邑
，
在
古
代
采
邑
地
名
往
往
带
有
「
邑
』
，
而
「
鄄
』
则
来
自
于
皇
覃
氏
。

『
皇
』
即
凰
，
在
古
代
凤
凰
的
凰
亦
作
皇
。
注
：
『
皇
，
雌
凤
也
』
。
这
就
是
说
，
居
于
『
鄄
』
地
的

皇
覃
氏
是
最
初
以
凤
鸟
为
图
腾
的
东
方
民
族
。
即
为
东
夷
族
首
领
伯
益
部
落
，
伯
益
在
舜
时
即
已
任
赢
姓

部
落
联
盟
酋
长
，
并
在
禹
末
夏
初
执
政
十
余
年
。
后
为
夏
启
所
代
。
而
一
直
到
了
殷
商
时
期
，
伯
益
后
裔

才
正
式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国
家-

谭
。
谭
国
自
虞
舜
授
氏
定
邑
、
殷
商
建
立
国
家
，
一
直
延
续
到
春
秋
，
历
六

百
年
至
春
秋
齐
桓
公
二
年
，
子
孙
则
以
国
为
氏
。
即
为
谭
氏
。

《

路
史
、
后
纪
七
》
云
：
「
少
昊
之
裔
伯
益
之
后
有
谭
等
十
八
国
皆
赢
姓
』
。

伯
益
为
上
古
东
夷
族
三
大
部
族
领
袖
之
一
。
古
代
东
夷
族
和
西
戎
族
，
是
凤
文
化
和
龙
文
化
的
两
个

历
史
源
头
。
东
夷
族
和
西
戎
族
在
长
期
频
繁
的
历
史
交
往
中
又
不
断
融
合
，
从
而
形
成
了
今
天
中
华
民
族

的
主
体
族
系
。

伯
益
，
为
皋
陶
的
长
子
，
皋
陶
又
是
少
昊
氏
的
曾
孙
，
亦
即
女
修
之
孙
、
大
业
之
子
。
少
昊
氏
、
皋

陶
、
伯
益
都
先
后
担
任
过
东
夷
部
落
的
联
盟
首
领
，
并
以
凤
鸟
为
图
腾
崇
拜
。

少
昊
去
世
以
后
，
戎
夏
黄
帝
集
团
的
颛
顼
高
阳
氏
取
代
了
少
昊
部
落
联
盟
的
领
袖
权
。
不
久
颛
项
又



将
氏
族
内
迁
中
原
（
今
河
南
濮
阳
一
带
）
。
他
自
己
又
继
承
了
祖
父
黄
帝
所
担
任
的
中
原
华
夏
部
落
联
盟

的
大
首
领
。
这
时
的
颛
顼
，
一
人
身
兼
华
夏
与
东
夷
两
大
部
落
联
盟
的
首
领
。
从
此
更
进
一
步
促
进
了
西

戎
与
东
夷
两
大
部
落
联
盟
的
大
融
合
。

《
史
记
》
上
说
，
颛
顼
的
孙
女
女
修
吞
孵
生
下
了
大
业
。
这
实
际
上
是
东
夷
族
崇
拜
鸟
图
腾
的
少
昊

赢
姓
男
子
与
华
夏
族
颛
顼
高
阳
氏
的
孙
女
女
修
的
婚
姻
结
合
，
共
同
生
下
了
大
业
。
并
且
仍
以
男
方
之
祖

少
昊
氏
之
『
赢
』
为
姓
。
但
由
于
当
时
的
东
夷
少
昊
氏
尚
且
保
留
着
男
嫁
女
方
、
男
子
入
赘
，
子
女
从
母

而
居
的
母
系
氏
族
习
俗
。
加
上
周
、
秦
以
来
，
许
多
文
人
都
推
崇
周
人
的
远
祖
黄
帝
。
颛
顼
系
统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正
统
，
而
将
少
昊
集
团
列
为
东
夷
。
由
于
这
些
历
史
原
因
，
才
出
现
部
分
伯
益
赢
姓
之
后
，
追
尊

母
系
始
祖
女
修
为
族
祖
，
颛
顼
为
远
祖
的
现
象
。
故
今
天
保
存
下
来
的
有
些
谭
氏
家
谱
序
中
明
确
称
谓
谭

氏
为
颛
顼
之
裔
。
从
亲
缘
关
系
上
讲
这
不
是
错
误
。
实
际
上
谭
姓
血
缘
始
祖
皋
陶
、
伯
益
，
都
是
出
自
赢

姓
的
少
昊
金
天
氏
。
史
籍
和
现
存
的
多
数
谭
氏
家
谱
都
确
认
这
一
点
，

舜
时
洪
水
泛
滥
无
着
，
伯
益
向
氏
族
联
盟
政
权
首
脑
帝
舜
推
荐
禹
可
以
治
水
，
帝
舜
采
纳
了
伯
益
的

意
见
，
并
派
伯
益
去
当
辅
佐
大
禹
治
水
的
参
谋
。
伯
益
佐
禹
治
水
立
下
了
汗
马
功
劳
。
帝
舜
对
伯
益
更
加

亲
信
器
重
，
并
将
自
己
靓
丽
的
小
女
儿
姚
氏
嫁
给
了
伯
益
，
又
任
命
他
担
任
赢
姓
部
落
的
首
领
，
继
承
赢

姓
正
统
，
并
分
封
于
土
地
于
郡
，
授
命
为
皇
覃
氏
。
后
世
于
是
以
伯
益
为
赢
姓
始
祖
。

夏
禹
继
承
了
华
夏
部
落
联
盟
的
领
袖
后
，
伯
益
和
他
的
父
亲
皋
陶
都
深
受
夏
禹
的
器
重
，
夏
禹
先
打

算
把
帝
位
禅
让
于
皋
陶
，
偏
偏
皋
陶
过
早
过
逝
。
于
是
，
夏
禹
又
指
定
皋
陶
长
子
伯
益
为
戎
夏
—
—
—
—

东
夷
两
大
部
落
集
团
的
联
盟
领
袖
，
作
为
自
己
王
位
的
继
承
人
，
并
在
自
己
的
晚
年
授
权
于
伯
益
。
而
让

自
己
的
儿
子
夏
启
称
臣
。
禹
在
位
仅
十
年
，
东
巡
会
稽
（
今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
而
逝
。
临
终
遗
命
传
帝
位

于
伯
益
。
《
汉
书
律
历
志
》
说
：
『
禹
荐
益
，
于
天
七
年
，
禹
崩
。
三
年
之
丧
毕
；
伯
益
避
禹
之
子
启
于



箕
山
之
阴
。
』
東
有
春
在
《
舜
禹
异
同
论
》
一
文
中
指
出
：
禹
作
为
继
舜
之
后
的
又
一
位
天
下
共
主
，
在

其
驾
崩
前
七
年
，
已
将
政
权
禅
让
给
手
下
大
臣
伯
益
。
伯
益
当
政
，
初
都
于
鄄
。
十
多
年
后
，
禹
的
儿
子

启
，
通
过
发
动
战
争
从
伯
益
手
中
夺
取
了
政
权
。
建
立
了
家
天
下
的
奴
隶
制
王
朝
。
《
竹
书
纪
年
》
记

载
：
『
夏
后
相
（
夏
第
五
代
国
王
）
三
年
，
征
风
夷
，
伯
益
皇
覃
氏
的
大
部
分
后
代
则
西
迁
颛
顼
之
墟

（
今
河
南
省
濮
阳
市
附
近
）
，
而
同
时
，
鄄
地
被
夏
启
封
其
亲
族
姒
姓
于
此
，
并
大
量
迁
入
了
禹
夏
的
姒

姓
后
裔
。
在
长
期
的
生
产
生
活
中
，
谭
姒
两
姓
联
姻
，
故
明
代
苏
平
仲
所
作
的
《
谭
氏
家
谱
》
序
中
有

『
谭
本
姒
姓
』
之
说
，
（
不
确
）
。
自
夏
启
始
，
夷
夏
之
间
的
斗
争
接
连
不
断
，
这
种
斗
争
一
直
持
续
到

夏
朝
的
第
八
代
国
王
姒
芬
时
期
。
夏
王
朝
历
十
四
代
十
七
传
四
百
七
十
余
年
。
在
整
个
夏
王
朝
，
虞
舜
子

孙
和
东
夷
族
一
直
处
于
被
压
迫
统
治
的
地
位
，
连
史
书
记
载
也
时
隐
时
现
。

公
元
前
十
六
世
纪
，
夏
王
朝
走
向
了
没
落
。
原
属
东
夷
集
团
的
殷
商
部
族
，
在
杰
出
的
首
领
成
汤
领

导
之
下
，
迅
速
崛
起
，
赢
得
了
民
众
的
支
持
，
最
后
消
灭
了
夏
王
朝
，
建
立
了
强
大
的
殷
商
帝
国
。
谭
与

商
族
的
先
祖
同
属
东
夷
集
团
，
并
一
直
受
着
夏
王
朝
的
压
迫
，
商
汤
灭
夏
，
伯
益
之
后
裔
以
佐
商
国
，
诸

世
有
功
于
商
，
故
赢
姓
多
显
，
逐
为
诸
侯
。
至
盘
庚
迁
殷
，
西
迁
的
皇
覃
氏
部
落
举
族
又
迁
回
了
故
地
城

子
崖
。
立
国
于
祖
居
的
地
「
』
，
建
都
于
今
城
子
崖
之
北
城
。
从
武
丁
至
康
丁
时
，
谭
为
泺
水
以
南
，
泰

贷
之
北
，
方
国
四
强
之
一
，
至
殷
帝
乙
时
，
伯
益
后
裔
的
谭
国
已
进
人
了
最
为
强
盛
的
历
史
时
期
。
今
城

子
崖
考
古
证
明
，
谭
文
化
大
约
始
于
殷
商
晚
期
，
而
终
于
周
末
。
自
启
夺
益
政
，
谭
人
西
迁
，
皇
覃
氏
故

地
的
城
子
崖
住
满
了
夏
启
的
姒
姓
后
裔
。
而
这
一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则
仍
然
保
持
着
古
代
东
方
中
心
城
市

的
领
先
地
位
。
成
汤
灭
夏
，
夏
商
之
间
的
战
争
使
古
谭
城
遭
到
了
严
重
的
破
坏
。
夏
人
西
迁
而
使
城
子
崖

成
为
一
片
废
墟
。
大
约
在
公
元
前
十
三
世
纪
初
，
也
就
是
殷
商
晚
期
，
历
史
的
时
空
跨
越
过
七
百
余
年
，

谭
人
才
又
迁
回
了
这
片
肇
祖
伯
益
开
劈
的
祖
居
故
地
。



公
元
前
十
一
世
纪
，
周
取
代
了
殷
商
帝
国
的
地
位
。
据
于
谭
国
在
东
方
诸
侯
国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力
，

对
商
朝
始
封
的
古
谭
国
采
取
了
承
认
的
政
策
。
武
王
七
年
夏
，
再
封
谭
子
（
姬
孝
公
琼
国
）
为
诸
侯
，
子

爵
。
公
元
前
一
零
六
二
年
，
谭
子
将
国
都
迁
于
城
子
崖
。
此
后
原
来
城
子
崖
之
北
的
商
代
谭
国
都
城
便
成

为
谭
国
的
第
二
大
城
市
，
与
谭
林
（
今
平
陵
城
）
成
为
鼎
足
之
势
。
谭
国
国
君
称
谭
公
，
亦
称
谭
子
。
谭

国
为
周
武
王
初
封
的
七
十
四
国
之
一
。
自
周
开
国
后
，
谭
将
国
内
划
分
为
防
、
陵
、
鄄
、
鞍
、
泺
、
祝
柯
、

历
、
甑
、
野
井
、
清
、
石
峁
、
卢
、
广
里
等
十
数
邑
。
其
较
大
的
邑
落
如
鄄
、
历
、
祝
柯
等
。
在
今
天
的

谭
国
故
城
子
崖
周
围
，
已
发
现
谭
国
时
期
的
遗
址
就
有
巡
检
、
七
郎
院
、
东
涧
溪
、
候
家
、
马
安
、
西
鹅

庄
等
近
百
处
。
这
说
明
，
谭
国
之
初
，
内
修
政
治
，
外
和
诸
侯
。
势
力
的
强
大
带
来
的
经
济
的
发
展
。
加

之
地
理
位
置
优
越
，
优
美
的
自
然
环
境
和
丰
富
的
物
质
生
存
条
件
加
速
了
人
口
的
增
长
率
，
国
势
较
为
强

盛
。
荀
子
的
《
儒
效
篇
》
中
记
载
：
『
周
初
共
立
七
十
四
国
，
姬
姓
独
居
五
十
三
。
』
而
作
为
赢
姓
的
谭

国
能
列
为
初
封
的
七
十
四
国
之
一
，
可
见
谭
国
初
封
时
尚
具
有
较
高
较
强
的
社
会
地
位
。

周
朝
时
期
的
谭
国
，
在
政
治
上
大
体
上
独
立
、
齐
之
附
庸
、
最
后
变
成
了
齐
国
的
属
邑
这
样
三
个
历

史
阶
段
。

周
初
政
权
建
立
之
始
，
忙
于
国
事
，
尚
无
暇
东
顾
，
包
括
谭
国
在
内
的
东
夷
诸
国
边
境
无
事
，
尚
可

安
定
，
时
隔
不
久
，
武
王
去
世
便
发
生
了
『
管
蔡
之
乱
』
、
『
周
公
立
，
相
天
子
、
三
叔
、
殷
、
东
、
徐
、

奄
及
熊
盈
以
畔
』
。
当
时
，
这
些
反
对
周
人
的
国
家
，
基
本
上
都
地
处
今
天
的
豫
东
、
或
齐
鲁
之
地
，
赢

姓
的
谭
国
恰
在
这
一
地
域
的
交
汇
处
，
可
谓
在
劫
难
逃
，
即
使
不
参
加
反
周
联
盟
统
一
行
动
，
恐
怕
也
难

避
嫌
。
政
变
发
生
，
周
公
兴
师
，
以
伐
东
国
，
谭
国
乃
是
必
经
之
地
。
周
师
凯
旋
之
后
，
谭
虽
不
在
讨
伐

之
列
。
但
在
政
治
地
位
和
经
济
发
展
上
都
受
到
了
严
重
的
冲
击
和
损
害
。
据
西
周
开
国
六
十
余
年
的
康
王

之
末
，
周
室
对
东
夷
族
开
始
了
大
肆
征
伐
，
至
昭
王
时
代
，
这
种
征
伐
浪
潮
达
到
了
顶
峰
，
昭
王
掠
夺
的



重
要
目
标
是
东
夷
各
国
。
然
而
，
这
更
加
剧
了
东
夷
族
的
反
抗
，
自
昭
王
时
代
始
，
是
周
王
室
对
东
方
诸

侯
控
制
最
为
严
厉
的
时
期
，
也
是
压
迫
和
掠
夺
最
为
残
酷
的
时
期
。
近
年
来
在
成
周
（
今
洛
阳
）
及
各
地

出
土
的
覃
氏
器
，
足
可
证
明
这
种
掠
夺
之
一
般
。
西
周
王
室
为
了
在
政
治
上
、
经
济
上
更
严
密
地
控
制
东

方
诸
国
，
穆
王
时
大
兴
土
木
，
营
建
洛
邑
（
成
周
）
和
向
东
通
往
谭
、
齐
诸
国
的
周
道
，
加
重
了
谭
与
东

方
诸
国
人
民
的
负
担
。
周
王
室
通
过
洛
邑
与
『
大
东
』
间
的
周
道
控
制
掠
夺
谭
等
东
方
国
家
，
造
成
谭
人

的
贫
困
和
周
人
的
安
定
。
谭
人
的
辛
劳
与
周
人
的
享
乐
，
《
诗.

小
雅.

大
东
》
唱
出
了
谭
人
的
心
声
。
生

动
地
再
现
了
谭
、
周
之
间
以
及
周
与
东
方
诸
国
之
间
的
关
系
。
自
平
王
东
迁
，
王
室
衰
微
，
诸
侯
逞
强
。

谭
国
四
周
东
齐
西
卫
，
南
鲁
北
燕
，
可
谓
东
方
四
强
，
这
一
时
期
以
强
欺
弱
者
，
诸
侯
方
伯
代
替
了
东
周

王
室
，
谭
国
为
了
生
存
发
展
，
采
取
的
外
交
方
略
，
是
与
强
国
建
立
稳
定
的
亲
缘
关
系
，
形
成
了
谭
、
齐
、

卫
、
邢
之
间
的
婚
姻
网
络
《
诗
，
卫
风
，
硕
人
》
详
细
的
记
叙
了
这
一
联
姻
事
实
，
而
谭
国
在
这
一
时
期

较
之
西
周
晚
期
，
国
势
得
到
了
稳
定
，
经
济
也
开
始
了
第
二
次
复
苏
。

谭
国
在
周
代
本
为
东
方
小
诸
侯
国
，
至
春
秋
，
国
势
渐
弱
。
春
秋
以
后
，
周
王
室
加
重
了
对
诸
侯
的

榨
取
和
赋
役
，
加
之
东
有
强
齐
，
南
有
盛
鲁
，
西
有
卫
，
北
有
燕
，
处
于
大
国
的
包
围
和
严
重
威
胁
之
中
。

但
谭
国
虽
小
，
不
趋
炎
附
势
，
虽
然
累
被
齐
国
侵
略
，
却
多
次
拒
绝
齐
国
强
加
的
联
盟
。
并
在
春
秋
首
推

「
尊
王
抑
霸
』
之
举
。

公
元
前
七
七0

年
周
平
王
东
迁
始
为
春
秋
，
这
一
时
期
，
诸
侯
割
据
，
连
年
战
事
不
休
，
一
些
较
大

的
诸
侯
国
已
无
视
周
王
朝
的
号
令
，
各
自
为
政
，
周
天
子
的
天
下
共
主
地
位
已
名
存
实
亡
，
『
礼
乐
征
伐

自
天
子
出
』
的
局
面
为
各
大
国
争
霸
所
代
替
。
天
下
刀
兵
迭
起
。
为
争
夺
土
地
，
人
口
和
对
其
它
诸
侯
的

支
配
权
，
大
国
诸
侯
发
动
的
兼
并
战
争
不
断
升
级
，
周
王
室
的
统
治
和
一
些
小
诸
侯
国
的
生
存
受
到
严
重

威
胁
。
值
此
之
际
，
谭
国
国
君
谭
子
率
先
提
出
了
『
尊
王
抑
霸
』
的
口
号
，
这
种
口
号
一
提
出
，
立
即
得



到
了
周
王
室
的
支
持
和
纪
、
成
、
遂
、
障
、
阳
、
莱
、
介
、
牟
、
任
、
莒
、
郭
、
项
等
东
方
小
国
的
积
极

响
应
，
同
时
也
触
怒
了
东
方
诸
侯
大
国-

齐
国
。
而
纪
、
莱
、
谭
、
遂
等
国
家
又
均
为
齐
国
的
周
边
国
家
，

齐
国
的
扩
张
野
心
受
到
了
遏
制
，
指
挥
棒
不
再
那
么
灵
了
。
谭
君
从
此
结
怨
于
齐
。

谭
国
与
齐
国
本
是
联
姻
之
国
《
诗
，
卫
风
，
硕
人
》
有
过
这
样
一
段
记
载
：
「
硕
人
其
顾
，
衣
锦

衣
。

齐
侯
之
女
。
卫
侯
之
妻
，
东
宫
之
妹
，
邢
侯
之
姨
，
谭
公
维
私
。
』
《
毛
诗
序
》
：
『
硕
人
，
闵
庄
姜
也
。

庄
公
惑
于
劈
妾
，
使
骄
上
攒
，
庄
姜
贤
而
不
答
，
终
以
无
子
，
国
人
闵
而
忧
之
。
』
《
史
记
，
卫
世
家
》
，

卫
庄
公
娶
齐
女
（
即
东
宫
的
得
臣
之
妹
，
得
臣
为
太
子
早
亡
）
为
夫
人
，
齐
姜
姓
，
齐
女
即
庄
姜
。
诗
称

『
齐
侯
之
女
』
为
『
东
宫
之
妹
』
。
注
：
『
东
宫
、
齐
太
子
也
，
女
子
后
生
曰
妹
。
』
时

公
之
妹
。
时

公
为
太
子
，
庄
姜
为

公
之
妹
『
邢
侯
之
姨
』
注
：
『
妻
之
妹
曰
姨
』
。
『
谭
公
维
私
』
。
注
『
姊
妹
之
夫

曰
私
。
』
就
是
说
谭
公
（
谭
国
国
君
）
通
过
娶
齐
庄
公
之
女
（
庄
姜
）
成
为
齐
之
姻
亲
，
卫
邢
之
联
襟
了
。

『
这
样
就
形
成
了
谭
、
齐
、
卫
、
邢
之
间
联
姻
网
络
。
」

春
秋
时
期
由
于
齐
国
所
享
有
的
特
殊
地
位
和
权
利
，
所
以
自
开
国
后
一
直
较
为
强
盛
。
春
秋
无
义
战
，

齐
自
襄
公
十
一
年
东
周
桓
王
十
年
辛
未
（
前
七
一0

）
开
始
，
齐
鲁
二
百
余
年
，
战
事
达
十
八
次
之
多
。

襄
公
时
，
骄
奢
淫
逸
，
蔑
伦
悖
理
，
连
年
用
兵
，
赎
武
殃
民
。
襄
公
勇
悍
残
忍
，
嗣
守
大
国
，
虽
然
有
图

伯
之
心
。
至
使
齐
国
无
宁
日
，
民
无
安
时
。
襄
公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公
孙
无
知
弑
君
自
立
。
初
襄
公
为
太

子
时
，
常
与
群
弟
斗
，
待
及
位
，
弟
无
知
、
子
纠
、
小
白
亦
早
怀
篡
弑
之
心
，
情
败
，
子
纠
、
小
白
恐
祸

及
外
逃
。
襄
公
十
一
年
冬
月
，
公
子
小
白
与
师
傅
鲍
叔
牙
避
祸
及
谭
，
谭
君
避
嫌
，
不
干
预
齐
政
，
后
鲍

带
小
白
逃
到
莒
国
（
今
山
东
莒
县
。
小
白
母
卫
女
也
）
。
公
子
纠
与
师
傅
管
仲
逃
至
鲁
国
（
今
山
东
曲
埠

纠
母
鲁
女
也
）
十
二
月
，
齐
内
乱
，
无
知
弑
君
自
立
，
不
久
齐
庸
禀
杀
无
知
。
桓
公
时
，
管
仲
为
国
相
。

管
仲
，
齐
之
良
相
，
劝
桓
公
内
修
齐
政
，
兴
渔
盐
之
利
，
当
时
对
外
为
了
争
夺
霸
权
，
提
出
了
『
尊
王
攘



夷
』
的
外
交
策
略
，
以
此
来
恢
复
齐
国
的
声
誉
。
使
齐
之
国
力
日
强
成
为
一
代
显
赫
的
霸
主
。
然
桓
公
骄

淫
之
风
不
减
其
弟
，
暴
虐
奢
侈
晚
年
犹
甚
，
国
人
十
分
不
满
，
周
边
国
家
受
其
欺
侮
，
积
怨
之
久
，
管
仲

死
，
桓
公
又
未
纳
其
临
终
之
谏
，
任
竖
刀
、
易
牙
、
开
方
为
政
，
霸
业
逐
衰
。
死
后
五
子
争
位
，
竞
至
尸

虫
流
出
于
户
。
可
怜
春
秋
五
霸
之
首
，
不
得
善
终
。

《
史
记
，
齐
太
公
世
家
》
「
（
齐
桓
公
）
二
年
，
伐
灭
郯
，
郯
子
奔
莒
。
初
，
桓
公
微
时
，
过
郯
，
郯

无
礼
，
故
伐
之
也
。
』
『
郯
』
应
作
『
谭
，
』
《
史
记
》
之
讹
。
所
谓
『
谭
无
礼
』
的
行
为
是
指
当
年

『
过
谭
』
『
及
其
人
』
，
即
伐
鲁
宋
的
出
兵
回
师
。
齐
师
二
月
大
败
宋
师
于
乘
丘
，
故
云
：
「
诸
侯
皆

贺
』
。
谭
又
不
至
。
『
过
谭
』
又
外
指
桓
公
微
时
妄
命
所
至
。
《
国
语
》
有
『
军
谭
』
，
《
管
子
》
『
有

伐
谭
』
均
证
《
史
记
》
再
误
。

公
元
前
六
八
八
年
春
，
齐
公
子
小
白
（
即
齐
桓
公
）
夺
得
君
位
。
一
些
诸
侯
国
前
去
逢
迎
贺
旦
。
因

齐
桓
公
无
德
，
谭
君
不
往
。
齐
桓
公
二
年
（
东
周
庄
王
七
年
甲
午
公
元
前
六
八
七
年
）
夏
之
交
，
齐
两
次

挟
谭
会
盟
攻
鲁
，
谭
君
不
随
，
九
月
，
齐
桓
公
使
有
胁
谭
国
降
，
谭
君
不
屈
，
况
齐
襄
公
之
时
，
齐
扩
张

之
心
日
见
，
并
于
公
元
前
六
九
零
年
已
先
吞
了
其
东
北
的
纪
国
，
谭
子
不
平
，
于
此
时
有
针
对
性
的
提
出

了
『
尊
王
抑
霸
』
的
口
号
，
并
得
到
了
东
方
诸
多
诸
侯
小
国
的
热
烈
响
应
，
这
已
先
结
怨
于
齐
。
加
之
谭

国
地
理
位
置
优
越
，
交
通
方
便
，
农
桑
工
贾
齐
全
，
又
处
于
齐
鲁
大
国
之
间
，
早
已
成
为
兵
家
的
必
争
之

地
，
为
齐
垂
涎
日
久
。
所
谓
『
谭
无
礼
也
』
，
纯
属
伐
谭
之
借
口
，
于
甲
午
年
，
公
元
前
六
八
七
年
冬
十

月
，
齐
兴
百
乘
之
师
，
甲
士
千
人
向
谭
国
发
动
了
大
规
模
的
侵
略
战
争
，
并
在
三
日
内
取
谭
郯
、
陵
两
邑

之
地
，
兵
移
谭
城
。
齐
军
所
及
，
杀
人
盈
野
，
庐
舍
为
墟
，
人
民
流
离
失
所
。
谭
国
军
民
，
在
谭
子
指
挥

下
，
弹
铗
而
起
，
闻
鼙
鼓
起
而
思
战
斗
，
为
国
家
领
土
完
整
，
为
百
姓
的
生
存
，
不
屈
不
挠
，
同
仇
敌
忾
，

浴
血
奋
战
，
英
勇
抗
敌
，
坚
守
谭
城
。
反
侵
略
的
正
义
之
行
，
使
侵
略
者
肝
胆
俱
寒
，
丧
魂
落
魄
，
谭
公



子
伯
、
仲
、
叔
、
季
各
率
兵
坚
守
四
门
，
谭
城
小
而
固
，
齐
强
攻
三
年
而
不
下
，
遂
分
兵
烧
毁
谭
国
宗
庙
，

平
毁
谭
林
。
其
后
齐
又
增
兵
车
五
十
乘
，
甲
士
八
百
，
自
谭
城
东
北
两
门
发
动
猛
烈
进
攻
。
城
中
军
民
死

伤
十
有
其
三
，
众
寡
悬
殊
，
谭
城
待
破
，
谭
子
叹
曰
：
『
吾
尊
王
抑
霸
，
抑
曲
扶
直
，
齐
欺
吾
国
小
兵
微
，

吾
焉
能
屈
膝
强
人
之
势
，
安
和
降
齐
耶
，
『
小
白
虽
与
吾
亲
缘
，
手
足
尚
且
不
顾
，
何
况
亲
乎
』
。
度
不

能
守
。
遂
将
城
交
付
于
弟
并
公
子
仲
，
令
公
子
伯
去
洛
邑
报
周
。
眼
望
谭
林
，
不
觉
悲
从
中
来
，
遂
拜
别

宗
庙
。
带
领
公
子
叔
、
季
并
百
二
军
民
，
子
夜
出
城
，
避
祸
往
莒
。
公
元
前
六
八
四
年
（
丁
酉
）
年
，
这

在
谭
姓
历
史
上
是
一
个
极
不
寻
常
的
年
岁
，
那
场
亡
国
的
悲
剧
给
谭
国
人
民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灾
难
。
几
年

之
内
，
使
东
方
历
史
悠
久
的
谭
城
遭
到
了
严
重
的
破
坏
，
大
好
河
山
成
为
满
目
苍
痍
的
废
墟
，
昔
日
的
王

公
贵
族
沦
为
亡
国
之
奴
，
一
部
分
谭
国
子
民
成
为
侵
略
者
刀
下
的
冤
魂
，
余
下
的
也
多
沦
为
齐
国
贵
族
统

治
下
的
臣
民
，
从
而
使
谭
姓
由
一
个
拥
有
千
余
年
虞
庭
授
氏
，
历
经
禹
夏
，
商
汤
始
有
天
下
，
周
朝
又
分

封
三
百
八
十
余
年
，
有
着
悠
久
历
史
文
化
的
王
族
国
姓
，
沦
落
为
普
通
平
民
。

谭
国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文
明
古
国
，
自
伯
益
皇
覃
氏
始
，
历
唐
虞
以
迨
夏
商
，
自
周
初
再
次
分
封
于

谭
后
，
又
历
三
百
八
十
余
年
，
历
史
延
续
时
间
较
长
，
灿
烂
的
谭
国
文
化
，
就
是
谭
子
的
祖
先
和
后
裔
在

悠
久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
创
造
的
物
质
文
明
、
精
神
文
明
的
结
晶
。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艰
难
跋
涉
中
生
存
、

延
续
、
丰
富
、
发
展
着
的
谭
国
文
化
，
象
波
澜
壮
阔
的
千
里
黄
河
奔
腾
不
息
。
谭
文
化
是
东
夷
文
化
渊
源

主
干
的
延
续
，
是
齐
鲁
文
化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之
一
。
谭
文
化
丰
富
、
充
实
了
龙
山
文
化
的
宝
库
，
使
之
似

喷
发
不
息
的
源
头
，
注
入
了
文
化
的
历
史
长
河
，
谭
文
化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可
谓
历

史
悠
久
，
源
远
流
长
，
而
又
独
具
风
姿
卓
立
不
群
。

在
谭
国
故
城
城
子
崖
遗
址
中
，
井
的
发
现
印
证
了
古
史
传
说
中
『
伯
益
作
井
』
的
记
载
。
伯
益
生
活

的
时
代
是
龙
山
文
化
时
代
晚
期
，
井
的
发
现
，
证
明
古
史
所
记
不
误
，
井
的
发
明
和
使
用
，
是
谭
国
先
民



在
改
造
自
然
斗
争
中
所
取
得
的
重
大
成
果
之
一
。
并
从
某
程
度
上
，
直
接
改
变
了
人
类
的
生
存
、
生
活
方

式
，
她
使
人
类
对
大
自
然
的
认
识
又
上
升
了
一
个
新
的
层
次
，
为
人
类
自
身
的
发
展
又
开
辟
出
一
条
通
往

自
由
王
国
的
坦
途
。
可
以
想
象
，
谭
国
故
城
当
年
的
繁
荣
，
与
井
的
发
明
和
推
广
有
着
极
大
的
关
系
，
当

年
谭
国
都
城
南
为
群
泉
平
泽
，
东
西
两
边
紧
邻
流
水
不
竭
的
河
流
，
却
仍
然
普
遍
用
井
，
正
说
明
了
谭
国

故
城
人
口
的
高
度
密
集
，
生
产
的
日
益
扩
大
和
经
济
繁
荣
，
更
说
明
谭
城
是
一
座
颇
具
规
模
的
早
期
城
市
。

从
而
使
谭
国
故
城
的
早
期
文
明
之
花
，
绽
放
得
更
加
鲜
艳
绚
丽
多
彩
。

周
时
，
由
于
谭
国
处
于
周
王
室
与
齐
鲁
两
国
的
接
合
部
，
交
通
便
利
，
土
地
肥
沃
，
所
以
早
已
进
入

了
稳
定
的
农
业
定
居
生
活
，
这
一
点
，
早
在
龙
山
时
代
就
已
初
露
端
倪
。
其
生
产
工
具
也
较
夏
商
时
期
有

进
一
步
发
展
。

谭
国
地
属
泰
山
北
麓
的
冲
积
平
原
，
适
于
原
始
农
业
的
发
展
，
区
内
存
在
持
有
相
当
密
集
的
龙
山
村

聚
遗
址
，
以
及
大
量
出
土
的
石
刀
、
石
矿
、
石
濂
、
石
磨
盘
等
原
始
农
具
，
也
就
是
谭
国
先
民
农
业
早
期

发
展
的
佐
证
。
由
于
农
业
的
发
展
，
带
来
了
谭
国
酿
酒
业
的
繁
荣
。
酒
文
化
是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分
支
，
是
与
中
华
民
族
其
它
传
统
文
化
一
样
，
有
着
源
远
长
久
的
历
史
，
而
且
与
谭
文
化
有
着
不
可
分

割
的
密
切
关
系
，
从
谭
国
故
城
出
土
的
酒
器
，
可
以
认
证
商
周
时
期
谭
人
的
制
酒
技
术
和
发
达
的
制
酒
业
。

春
秋
时
期
的
谭
国
，
是
个
小
国
，
在
强
国
林
立
的
夹
缝
中
维
系
其
生
存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是
谭
国

的
政
治
家
们
有
着
高
超
的
治
国
方
略
和
防
御
措
施
。
但
谭
国
手
工
业
、
农
业
、
特
别
酒
业
的
发
展
在
各
诸

侯
国
中
都
遥
遥
领
先
，
这
些
产
品
成
了
沟
通
各
国
之
间
关
系
和
建
立
和
平
共
处
平
等
互
利
原
则
的
纽
带
和

媒
介
。谭

国
的
陶
、
石
、
玉
器
等
手
工
业
是
社
会
经
济
的
主
要
部
份
。
手
工
业
人
员
已
有
专
门
明
确
分
工
，

其
制
作
艺
术
达
到
了
古
代
制
陶
工
艺
的
顶
峰
，
到
了
春
秋
时
期
，
因
矿
产
资
源
丰
富
，
采
矿
、
冶
铁
等
手



工
业
也
已
初
具
规
模
。
今
陕
西
、
河
南
等
地
出
土
的
龙
山
文
化
晚
期
的
器
物
，
《
父
已
卤
》
、
《
父
已
爵
》

《
覃
父
已
》
《
亚
中
覃
父
乙
》
、
《
共
覃
父
乙
》
《
父
丁
爵
》
、
《
父
艾
丁
》
等
青
铜
器
，
标
明
了
器
物

生
产
者
和
所
有
者
的
族
氏
。
铭
文
族
徽
显
示
，
覃
是
皇
覃
氏
家
族
的
徽
识
，
这
充
分
表
明
均
系
谭
国
之
器
，

而
商
代
业
已
存
在
。
近
年
，
在
四
川
成
都
西
北
部
都
江
堰
流
域
的
彭
州
竹
瓦
街
，
出
土
了
一
大
批
窖
藏
青

铜
器
。
《
覃
父
癸
》
《
牧
正
父
已
》
这
两
行
铭
文
，
与
当
时
的
谭
国
青
铜
器
铭
文
完
全
一
致
，
据
研
究
与

殷
末
周
初
的
青
铜
器
时
代
相
同
，
入
藏
时
间
当
在
谭
国
中
期
，
这
可
能
是
谭
国
经
济
文
化
与
巴
蜀
古
国
直

接
交
流
的
结
晶
表
现
。
也
可
能
是
通
过
西
周
转
口
而
至
。
这
些
情
况
证
明
，
早
在
殷
商
时
代
，
四
川
盆
地

与
中
原
和
东
方
的
古
谭
国
就
已
有
了
较
多
的
经
济
、
文
化
交
流
与
合
作
，
否
则
重
达
几
十
公
斤
的
青
铜
器
，

就
不
能
在
殷
周
时
期
由
谭
国
传
入
四
川
以
至
与
四
川
本
地
器
物
一
同
窖
藏
。
皇
覃
氏
氏
族
铭
文
族
徽
，
不

仅
对
研
究
商
周
时
代
『
覃
』
族
的
发
展
和
变
迁
有
一
定
的
学
术
价
值
，
而
且
也
表
明
了
到
谭
国
中
期
青
铜

器
物
在
其
工
艺
上
，
已
推
向
了
更
高
的
发
展
阶
段
。

古
谭
国
的
灿
烂
文
化
还
体
现
在
承
先
启
后
发
达
制
陶
业
上
，
这
是
谭
文
化
的
代
表
作
。
一
九
二
八
年

中
国
著
名
考
古
学
家
吴
金
鼎
先
生
首
次
发
现
，
一
九
三
零
年
到
一
九
三
一
年
，
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
的
考
古
工
作
者
，
经
过
艰
辛
的
探
索
和
发
掘
，
在
山
东
济
南
东
平
陵
城
子
崖
的
古
谭
国
都
城
遗
址
中
，

出
土
了
数
量
可
观
质
地
精
美
的
谭
国
遗
物
，
从
而
重
现
了
被
淹
没
了
三
千
年
之
久
的
古
谭
国
的
灿
烂
文
明
。

谭
国
遗
址
，
内
涵
丰
富
，
延
续
时
间
较
长
，
谭
城
周
围
二
十
余
公
里
的
范
围
内
，
远
近
不
同
地
分
布
着
十

几
个
大
大
小
小
的
同
时
代
遗
址
。
他
们
如
灿
烂
的
群
星
映
托
着
谭
国
都
城
。
这
更
说
明
谭
国
时
期
，
已
形

成
了
由
中
心
城
市
和
乡
邑
，
村
落
分
级
构
成
的
政
治
、
地
理
结
构
和
谭
国
政
权
的
严
密
和
完
整
的
组
织
管

理
体
系
。
故
使
谭
子
所
建
立
的
国
家
存
在
近
六
百
年
之
久
。
从
出
土
遗
址
的
层
次
看
，
包
括
夏
、
商
、
谭

至
汉
代
等
几
个
不
同
时
期
的
文
化
遗
层
。
考
古
界
已
将
谭
城
遗
址
为
代
表
的
有
着
自
己
发
展
脉
络
的
古
代



文
化
遗
存
命
名
为
龙
山
文
化
。

谭
国
故
城
—
—
城
子
崖
遗
址
是
由
中
国
学
者
首
次
发
现
和
发
掘
的
第
一
处
新
石
器
社
会
至
汉
代
的
遗

址
。
城
子
崖
遗
址
的
发
掘
，
把
历
史
推
溯
到
了
一
个
久
远
的
年
代
，
极
大
地
拓
展
了
人
们
的
视
野
。
城
子

崖
遗
址
所
发
现
的
黑
陶
文
化
（
龙
山
文
化
）
，
是
继
红
陶
文
化
（
仰
韶
文
化
）
以
后
的
又
一
重
大
发
现
，

重
现
了
远
古
祖
先
创
造
的
几
被
湮
没
的
辉
煌
与
壮
丽
。
对
中
国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研
究
和
中
国
考
古
学
的
发

展
具
有
重
大
的
推
动
作
用
。
一
九
六
一
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公
布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立
『
城
子
崖
遗
址
』
碑
碣
一
块
。
一
九
八
二
年
又
立
碑
碣
四
块
。

一
九
九
四
年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人
民
政
府
和
章
丘
市
人
民
政
府
投
资
六
百
万
元
，
在
谭
国
故
城
遗
址
建
起

了
城
子
崖
遗
址
博
物
馆
。
展
现
的
是
谭
在
夏
、
商
、
两
汉
不
同
时
期
的
出
土
文
物
，
放
眼
望
去
，
异
彩
纷

呈
，
从
这
里
你
可
听
到
三
千
年
前
万
人
筑
城
的
远
古
之
声
，
也
可
以
想
见
春
秋
战
国
，
谭
城
保
卫
战
的
刀

光
剑
影
。

谭
国
故
地
诸
多
文
化
遗
存
，
标
明
了
谭
国
文
化
的
历
史
发
展
轨
迹
，
成
为
今
人
后
世
『
资
治
、
教
化
、

存
史
』
不
容
忽
视
的
珍
品
。

谭
国
故
城-

—
—
城
子
崖
，
这
颗
中
国
古
代
的
东
方
明
珠
，
越
过
了
辉
煌
的
远
古
历
史
，
正
继
往
开
来
，

向
着
充
满
希
望
的
明
天
迈
进
。

湘
潭
谭
氏
源
流
编
委
会

摘
自
《
湖
南
茶
陵
谭
氏
十
八
宏
首
修
通
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