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
国
故
城-

城
子
崖

我
处
心
多
年
，
寻
觅
着
先
祖
的
来
龙
去
脉
，
试
图
探
索
谭
氏
五
千
年
深
邃
之
根
基
，
以
昭
列
祖
浩
荡

之
德
业
，
述
先
泽
传
世
之
源
远
，
续
苗
裔
绵
长
之
嗣
序

从
泉
城
济
南
出
发
，
汽
车
沿
着
济
青
公
路
东
行
四
十
分
钟
后
，
进
入
龙
山
古
镇
。
越
过
龙
山
，
顺
着

济
青
公
路
放
眼
望
去
，
眼
前
是
一
片
高
出
地
面
三
到
五
米
的
台
地
，
其
外
观
状
如
城
垣
，
原
来
这
就
是
二

千
六
百
年
前
的
古
谭
国
古
城-
城
子
崖
。

据
《
姓
纂
》
和
《
姓
谱
》
记
载
：
「
谭
国
在
济
州
平
陵
县
西
南
二
里
。
』
这
是
指
谭
国
都
城
所
在
。

古
谭
国
位
于
今
山
东
省
中
部
，
南
倚
泰
山
山
地
北
缘
，
北
临
黄
河
（
古
济
水
）
南
岸
，
隔
河
与
济
相
望
，

西
至
长
清
县
西
黄
河
右
岸
的
广
里
，
东
至
长
白
山
与
邹
平
、
临
淄
为
界
。
周
代
的
谭
国
四
邻
：
东
为
齐
国
，

南
为
鲁
国
，
西
为
卫
国
，
西
南
为
遂
国
，
北
隔
清
河
（
今
黄
河
）
为
燕
国
。
谭
国
『
盖
青
济
之
喉
襟
，
登

泰
莱
之
要
冲
』
。
前
探
群
山
，
蜿
蜒
其
南
界
为
屏
障
；
后
揽
河
泽
，
北
扼
滔
滔
黄
河
之
天
险
，
素
为
战
略

要
地
。

据
我
国
著
名
考
古
学
家
作
宾
先
生
考
证
：
「
城
子
崖
，
即
百
战
不
殆
谭
国
之
城
，
谭
建
国
在
商
纣
之
末

叶
。
』
徐
北
文
著
《
平
陵
城
上
雨
丝
丝
》
认
为
，
城
子
崖
到
了
商
代
，
即
建
立
了
国
家-

谭
，
并
由
社
会
的

居
民
点
发
展
成
为
一
座
城
堡
，
修
筑
了
城
池
。
顾
东
高
著
《
春
秋
大
事
表
列
国
爵
姓
及
存
灭
表
》
和
《
城

子
崖
考
察
报
告
》
均
认
为
谭
之
立
国
是
在
商
代
。

谭
国
古
城
，
古
史
记
载
繁
多
。
《
春
秋
庄
公
十
一
年
》
杜
预
注
：
「
谭
在
济
南
平
陵
县
西
南
。
』
今



城
子
崖
在
平
西
南
两
公
里
处
。
《
齐
乘
》
：
『
东
平
陵
在
济
南
七
十
五
里
。
春
秋
谭
国
，
齐
桓
公
灭
之
。

古
城
在
平
陵
西
南
，
龙
山
镇
相
对
。
』
城
子
崖
隔
武
源
河
与
龙
山
镇
相
对
。
《
水
经
注
。
济
水
》
：
『
关

芦
水
来
源
马
耳
山
，
北
经
博
亭
城
西
，
西
北
流
，
至
平
陵
城
与
武
源
水
汇
合
，
水
出
谭
城
南
平
泽
中
，
世

谓
之
武
源
泉
。
北
经
谭
城
东
，
俗
称
之
有
布
城
也
。
又
北
经
东
平
陵
县
故
城
西
，
故
陵
城
也
，
后
乃
加
平
，

谭
国
也
。
』
武
源
水
从
发
源
至
人
巨
合
水
，
流
经
不
过
十
余
里
，
而
滨
河
古
遗
址
平
原
，
巨
合
皆
在
其
北
，

南
则
仅
有
城
子
崖
，
可
见
是
谭
城
非
城
子
崖
莫
属
。
这
记
载
说
明
谭
城
位
于
武
源
水
与
关
芦
水
之
间
平
陵

城
西
南
，
隔
关
芦
水
与
龙
山
镇
相
对
。
现
武
源
水
已
干
涸
，
河
道
已
整
平
，
但
从
附
近
整
体
地
貌
上
看
，

仍
然
依
稀
可
辨
原
河
道
走
向
。
谭
国
故
城
遗
址
，
宛
若
城
垣
，
残
垣
残
壁
至
今
矗
立
在
沃
野
平
畴
上
。

谭
国
故
城
的
具
体
位
置
，
不
仅
见
载
于
官
方
的
大
量
典
籍
、
方
志
，
也
见
载
于
民
间
收
藏
的
各
地

《
谭
氏
族
谱
》
之
中
。

城
子
崖
是
一
处
高
出
平
地
三
至
五
米
的
长
方
形
台
地
，
其
外
观
状
如
城
垣
。
故
村
民
呼
之
「
城
子

崖
》
。
城
子
崖
位
于
龙
山
镇
东
略
北
西
倚
舍
小
青
河
支
流
巨
野
河
，
南
距
胶
济
铁
路
平
陵
站
零
点
五
公
里
，

东
北
距
平
陵
古
城
三
点
五
公
里
，
北
距
商
代
谭
辚
的
早
期
都
城
零
点
五
公
里
，
旧
济
青
公
路
东
西
穿
过
遗

址
。
系
武
源
河
畔
一
隆
起
的
台
地
。

古
谭
地
是
公
元
一
九
二
八
年
中
国
著
名
考
古
学
家
吴
金
鼎
先
生
首
次
发
现
，
公
元
一
九
三0

年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
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首
次
进
行
发
掘
，
揭
露
面
积
一
万
五
千
六
百
平
方
米
，
整
个
遗

址
南
北
长
五
百
三
十
米
，
东
西
宽
四
百
三
十
米
，
墙
基
宽
十
二
点
一
一
三
米
，
总
面
积
二
十
二
点
三
六
万

平
方
米
。
文
化
堆
积
是
一
般
为
四
米
左
右
。
一
九
八
九
年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又
再
次
进
发
掘
，
遗
址
分
为
上

下
两
层
，
下
层
薄
沙
之
上
有
一
层
黄
土
，
黄
土
上
层
为
一
米
左
右
的
文
化
层
，
即
为
周
代
谭
国
故
城
遗
，



史
称
灰
陶
文
化
。
出
土
的
豆
鬲
等
灰
陶
器
物
，
是
典
型
的
谭
国
文
化
代
表
。
下
层
文
化
堆
积
，
厚
三
米
左

右
，
为
首
次
发
现
的
以
磨
光
黑
陶
为
显
著
特
征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
她
代
表
了
龙
山
文
化
时
期
的
先
进

生
产
力
水
平
。
初
称
为
墨
陶
文
化
，
距
今
约
四
千
年
左
右
。
在
遗
址
周
围
还
发
现
了
龙
山
、
岳
石
、
谭
国

三
个
历
史
时
期
，
长
方
形
版
筑
夯
土
城
墙
叠
压
的
遗
迹
，
即
龙
山
文
化
城
（
新
石
器
时
代
）
、
岳
石
文
化

城
（
夏
代
）
谭
文
化
城
（
商
周
时
期
）
。

春
秋
时
期
谭
国
都
城
的
内
城
址
。
城
始
建
于
龙
山
文
化
的
早
期
，
距
今
约
四
千
五
百
年
。
经
历
了
龙

山
时
代
全
过
程
，
并
不
间
断
的
进
入
了
夏
代
。
在
长
期
使
用
过
程
中
，
城
墙
的
修
葺
不
断
进
行
，
后
修
的

城
墙
或
压
在
早
期
的
城
墙
之
上
，
或
紧
匝
在
早
期
城
墙
的
内
外
两
侧
。
筑
的
城
墙
在
遗
址
的
最
西
部
，
墙

基
宽
约
十
米
，
现
残
墙
约
三
米
，
后
经
历
年
修
筑
，
最
早
历
层
逐
淅
规
整
，
其
上
圆
形
的
弧
底
窝
至
今
仍

历
历
可
辨
。
形
象
地
反
映
了
龙
山
时
代
筑
城
技
术
渐
进
发
展
提
高
的
具
体
过
程
。

谭
国
故
城
丰
富
的
文
化
堆
积
，
说
明
了
当
时
城
内
已
经
集
居
了
相
当
可
观
的
人
口
，
从
文
化
堆
积
的

普
通
性
来
看
，
几
乎
不
存
在
空
白
区
，
并
且
一
些
房
屋
紧
挨
城
墙
建
造
，
有
的
就
建
在
早
期
的
城
墙
之
上
，

这
说
明
当
时
在
城
内
居
住
的
人
口
已
十
分
拥
挤
。
目
前
国
内
学
者
多
认
为
龙
山
时
代
居
民
数
量
为
五
千
至

一
万
人
。
到
了
谭
国
时
期
人
口
发
展
已
不
少
于
一
万
五
千
人
。
从
遗
址
的
文
化
遗
存
的
面
积
看
，
足
可
领

略
龙
山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和
动
人
风
采
。
遗
址
中
出
土
的
文
物
，
种
类
之
多
，
数
量
之
大
，
构
思
之
精
巧
，

艺
术
造
诣
之
深
，
皆
为
世
人
所
称
道
。
当
时
的
谭
城
处
于
大
周
王
朝
通
往
东
方
各
国
的
周
道
上
，
可
见
在

遥
远
的
古
代
，
这
里
放
射
出
灿
烂
的
中
华
文
明
之
光
。
谭
国
都
城
前
后
使
用
达
数
千
年
之
久
，
是
我
国
第

一
座
跨
龙
山
、
夏
代
至
春
秋
使
用
时
间
最
久
的
早
期
城
市
，
也
是
迄
今
发
现
的
中
国
唯
一
始
于
夏
代
的
城

市
。
考
古
界
还
发
现
，
以
谭
国
都
城
城
子
崖
为
中
心
的
夏
代
古
城
，
散
布
于
周
围
多
达
三
十
余
处
，
其
中

八
万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就
有
八
处
，
这
些
都
是
谭
氏
的
肇
祖
伯
益
执
政
时
期
的
所
在
。
至
西
周
时
期
，
谭
国



地
域
内
共
发
现
古
遗
址
近
百
处
，
其
中
如
巡
检
遗
址
、
七
郎
院
遗
址
，
东
涧
溪
遗
址
、
候
家
遗
址
、
马
安

遗
址
、
西
鹅
庄
遗
址
等
文
化
遗
存
，
可
谓
丰
富
至
极
。
这
些
无
疑
对
研
究
山
东
龙
山
文
化
、
龙
山
时
代
城

市
的
起
源
夷
商
关
系
、
谭
国
历
史
等
史
学
理
论
课
题
都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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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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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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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生
存
、
延
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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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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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
姿
，
卓
立
不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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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国

正
宗
谭
氏
的
肇
祖
。
据
《
史
记
《
左
传
》
、
《
竹
书
记
年
》
《
国
语
》
等
史
书
记
载
，
『
舜
耕
历
山
，
伯

益
与
之
为
友
。
』
因
其
辅
佐
大
禹
治
水
有
功
，
而
被
舜
封
为
掌
管
治
理
山
泽
的
虞
官
。
他
于
开
山
劈
泽
，

造
福
于
民
，
深
得
民
心
。
舜
又
赐
他
姚
娌
女
与
之
为
妻
。
后
来
舜
将
帝
位
禅
让
与
禹
，
禹
到
晚
年
又
授
政

于
伯
益
，
而
伯
益
让
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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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使
用
，
是
谭
国
先
民
在
改
造
自
然
斗
争
中
所
取
得
的
生
产
成
果
之
一
。
并
从
某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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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一
个
新
的
层
次
，
为
人

类
自
身
的
发
展
开
辟
出
一
条
通
往
自
由
王
国
的
坦
途
。
井
的
发
明
与
利
用
，
与
早
期
城
市
的
发
展
密
切
相

关
，
她
使
进
人
高
度
密
集
聚
居
区
的
谭
国
先
民
们
，
无
须
奔
波
于
河
流
之
滨
，
可
方
便
地
获
得
生
产
和
生



活
用
水
，
并
使
对
农
田
的
灌
溉
成
为
可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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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流
水
不
竭
的
河
流
，
却
仍
然
普
遍

用
井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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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更
加
绚
丽
多
彩
。

谭
文
化
的
另
一
突
出
代
表
是
早
期
出
土
的
青
铜
器
物
《
父
已
卤
》
、
《
父
已
爵
》
、
《
覃
父
已
》
、

《
亚
中
覃
父
乙
》
《
共
覃
父
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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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谭
国
之
器
，
而
商
代
业
已
存
在
。
近
年
，
在
四
川
都
江

郾
流
域
的
彭
州
竹
瓦
街
，
出
土
了
一
大
批
窖
藏
青
铜
器
，
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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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藏
时
间
当

在
谭
国
中
期
，
这
可
能
是
谭
经
济
文
化
与
巴
蜀
古
国
直
接
交
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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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谭
』
族
发
展
与
变
迁
，
有
一

定
学
术
价
值
，
而
且
也
表
明
了
到
了
谭
国
中
期
，
青
铜
器
物
在
其
工
艺
上
已
推
向
了
更
高
的
发
展
阶
段
。

这
些
数
量
可
观
的
，
质
地
精
美
的
谭
国
遗
物
，
重
现
了
尘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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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有
组
织
的
管
理
体
系
。

从
而
使
谭
子
所
建
立
的
国
家
存
在
近
五
百
年
之
久
。

从
谭
城
文
化
堆
积
看
，
下
层
为
以
磨
光
黑
陶
为
主
要
特
征
的
文
化
遗
存
，
早
在
四
千
五
百
多
年
前
就



已
存
在
，
至
夏
代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发
展
。
到
周
朝
谭
国
建
立
后
，
这
种
发
展
又
开
始
进
人
顶
峰
。
这
些
出

土
的
陶
器
火
候
较
高
，
胎
质
坚
实
，
多
采
用
轮
制
，
器
形
规
整
，
器
壁
均
匀
。
多
为
光
洁
发
亮
的
磨
光
陶

和
灰
墨
陶
，
也
有
灰
陶
、
红
陶
和
少
量
白
陶
，
器
表
多
素
面
。
常
见
纹
饰
有
弦
纹
、
划
纹
、
堆
纹
，
镂
孔

和
铆
钉
纹
，
有
少
量
兰
纹
、
方
格
纹
和
绳
纹
。
主
要
器
类
有
鼎
、
杯
、
罐
、
盆
、
三
足
盘
和
各
种
器
皿
。

流
行
三
足
器
和
圈
足
器
，
以
粗
颈
冲
天
流
袋
足
、
三
足
盘
、
高
柄
豆
、
鸟
首
形
足
的
鼎
、
肥
袋
足
、
单
耳

和
双
耳
黑
陶
杯
最
富
代
表
性
。
其
中
漆
黑
光
亮
、
胎
薄
如
蛋
壳
的
黑
陶
高
柄
工
艺
高
超
，
为
世
人
瞩
目
。

陶
胎
最
薄
处
仅
有
零
点
二
毫
米
，
致
密
坚
硬
光
亮
，
敲
之
作
金
属
声
，
以
其
『
薄
如
纸
、
硬
如
瓷
，
声
如

磬
，
坚
如
漆
』
，
令
人
叹
为
观
止
。
又
以
其
轮
廊
之
秀
雅
，
制
作
之
精
妙
，
大
大
超
出
人
们
的
想
像
。
谭

国
故
城
出
土
的
龙
山
时
代
的
陶
器
，
造
型
精
美
，
气
势
恢
宏
，
这
说
明
谭
国
故
城
早
在
龙
山
时
代
，
就
集

中
了
一
批
具
有
高
超
技
术
水
平
的
制
陶
匠
人
。
同
时
也
反
映
出
谭
国
故
城
具
有
超
过
一
般
的
综
合
工
艺
技

术
基
础
，
从
而
成
为
海
岱
地
区
龙
山
时
代
的
一
个
手
工
业
技
术
中
心
。

谭
国
故
城-

城
子
崖
遗
址
是
由
中
国
学
者
发
现
和
发
掘
的
第
一
处
新
石
器
社
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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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
现
了
谭
氏

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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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城
子
崖
遗

址
』
碑
碣
一
块
。
一
九
八
二
年
又
立
碑
碣
四
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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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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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子
崖
历
史
博
物
馆

据
同
前
往
的
章
丘
市
博
物
馆
馆
长
宁
阳
堂
先
生
介
绍
，
一
九
九
四
年
山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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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
建
起
了
城
子
崖
遗
址
博
物
馆
。
该
馆
系
由
中
国
著
名
古
建

筑
专
家
杨
鸿
教
授
精
心
设
计
，
外
土
内
洋
，
独
具
匠
心
。
主
体
建
筑
面
积
达
四
千
多
平
方
米
。
该
馆
座
在

城
子
崖
遗
址
的
东
北
角
，
外
形
似
谭
国
先
民
崇
拜
的
图
腾
凤
鸟
。
远
远
望
去
，
又
如
同
二
千
七
百
多
年
前

的
古
谭
城
再
度
呈
现
在
人
们
的
眼
前
，
既
让
雄
浑
苍
茫
的
历
史
风
貌
引
发
今
人
凭
吊
古
人
的
幽
情
，
从
中

可
领
略
龙
山
文
化
的
博
磊
精
深
和
动
人
风
采
。

走
进
馆
内
，
第
一
展
厅
首
选
映
人
眼
帘
的
是
一
幅
反
映
龙
山
人
生
产
、
生
活
的
巨
型
画
面
：
腰
系
兽

皮
，
赤
裸
着
上
身
的
谭
国
『
先
民
们
』
从
蛮
荒
的
远
古
走
来
，
矫
健
有
力
的
身
躯
牵
引
着
古
老
的
犁
铧
，

唱
着
《
大
东
》
，
烧
制
黑
陶
的
缕
缕
青
烟.

.
.

足
以
使
现
代
人
品
味
出
人
类
为
了
生
存
和
发
展
而
同
大
自
然

搏
斗
的
艰
辛
，
以
沧
海
桑
田
的
洗
礼
，
耕
耘
创
造
出
的
龙
山
文
化
的
灿
烂
。
三
千
年
如
斯
，
五
千
年
如
斯
，

在
谭
国
故
城
城
子
崖
这
块
神
圣
的
土
地
上
，
永
远
不
变
的
是
黄
河
的
子
孙
黄
河
的
脸
。

第
二
展
厅
是
一
个
半
圆
型
的
展
厅
，
厅
内
陈
列
着
从
城
子
崖
遗
址
出
土
的
文
物
及
照
片
。
『
黑
如
漆
，

亮
如
镜
，
薄
如
纸
。
硬
如
壳
，
掂
之
飘
忽
若
无
，
敲
之
铮
铮
有
声
」
的
黑
陶
尤
为
瞩
目
。
其
种
类
之
多
，

数
量
之
大
，
构
思
之
精
巧
，
艺
术
造
诣
之
深
皆
为
世
人
所
称
道
。

「
第
一
期
城
子
崖
发
掘
』
的
展
厨
中
，
首
选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
第
一
期
发
掘
时
的
现
场
照
片
和
城
子
崖

遗
址
发
现
者
我
国
著
名
考
古
学
家
吴
金
鼎
先
生
的
巨
幅
照
片
，
以
及
由
吴
先
生
撰
写
的
我
国
第
一
部
考
古



专
集
《
城
子
崖
》
影
印
本
。
一
九
二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吴
先
生
第
三
次
到
城
子
崖
时
，
掘
获
了
一
些

黑
陶
碎
片
，
就
是
这
些
小
碎
片
，
震
撼
了
国
人
，
震
撼
了
世
界
，
证
明
了
中
国
五
千
年
文
明
的
灿
烂
辉
煌
。

「
二
期
城
子
崖
发
掘
』
厨
窗
，
展
现
在
人
们
的
面
前
的
是
：
公
元
一
九
八
九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内
发
掘
的

龙
山
、
岳
石
、
谭
国
三
个
时
期
的
城
墙
顺
次
叠
压
的
层
位
关
系
图
，
下
层
是
建
于
四
千
五
百
多
年
前
的
龙

山
文
化
城
，
这
是
目
前
在
黄
河
流
域
发
现
的
最
大
的
龙
山
文
化
城
址
。
发
现
了
龙
山
文
化
城
的
南
北
城
门
，

两
门
之
间
有
道
路
连
接
。
龙
山
文
化
的
年
代
在
公
元
前
二
千
六
百
年-

公
元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
上
承
大
汶
口

文
化
，
下
启
夏
代
文
化
，
这
一
文
化
体
系
，
经
历
了
由
族
氏
社
会
发
展
到
阶
段
级
社
会
，
并
开
始
进
入
国

家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岁
月
。

中
层
属
岳
石
文
化
层
，
即
夏
代
城
。
这
是
目
前
国
内
发
现
的
第
一
座
有
夯
筑
城
的
夏
代
城
址
。
而
且

是
由
龙
山
文
化
时
代
直
接
延
续
到
夏
代
。
层
次
间
没
有
间
歇
。
岳
石
文
化
的
年
代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九
百-

一

千
五
百
年
之
间
。
它
在
时
间
上
晚
于
龙
山
文
化
时
代
，
早
于
商
代
。
而
与
我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王
朝-

夏
朝
相

当
。
这
正
是
谭
氏
的
肇
祖
伯
益
皇
覃
氏
的
封
地
的
印
证
。

上
层
属
春
秋
时
代
的
谭
国
都
城
。
这
种
情
形
清
楚
地
表
明
，
城
子
崖
遗
址
是
龙
山
时
代
、
夏
代
和
谭

国
三
个
时
期
的
古
城
堆
积
，
而
上
层
城
的
重
建
为
西
周
晚
期
，
下
限
在
春
秋
末
年
，
至
战
国
废
弃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谭
国
都
城
东
北
两
公
里
的
平
陵
城
（
商
周
时
期
的
谭
国
皇
家
园
林
）
。
可
见
谭
城
是
在
西
周
晚

期
进
行
的
最
后
一
次
大
的
修
建
。

城
子
崖
前
后
使
用
达
千
年
之
久
，
是
我
国
第
一
座
跨
龙
山-

夏
代-

春
秋
时
代
谭
国
的
早
期
城
市
，
也

是
迄
今
发
现
的
中
国
唯
一
始
于
夏
代
的
城
市
。
它
对
于
研
究
龙
山
时
代
城
市
的
起
源
，
东
夷
和
夏
、
商
关

系
等
史
与
理
论
课
题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依
据
。

第
三
展
厅
，
展
现
的
是
从
夏
、
商
、
谭
至
两
汉
不
同
时
期
的
出
土
文
物
，
放
眼
望
去
，
异
彩
纷
呈
，



从
这
里
你
似
乎
听
到
四
千
年
前
万
人
筑
城
的
远
古
之
声
，
仿
佛
看
见
春
秋
时
期
，
谭
城
保
卫
战
的
刀
光
剑

影
。
齐
以
后
的
东
平
陵
城
，
起
于
春
秋
谭
国
，
繁
荣
于
汉
代
。
平
陵
古
城
址
位
于
今
龙
镇
闫
家
村
北
，
南

洼
村
西
南
。
东
西
南
北
各
长
一
千
九
百
米
，
总
面
积
达
三
百
六
十
一
平
方
米
。
城
墙
至
今
残
存
。
在
城
南

部
发
现
有
房
基
，
冶
的
遗
址
，
耐
火
材
料
炭
灰
，
红
烧
土
、
铁
渣
、
铁
石
。
城
北
有
大
面
积
砖
铺
地
面
及

房
基
，
是
当
时
宫
殿
废
墟
。
这
座
谭
国
时
期
的
皇
家
园
林
到
齐
国
陵
城
，
延
续
到
西
汉
的
东
平
陵
，
到
济

南
古
郡
的
府
城
内
，
陈
列
着
剑
、
戟
、
刀
、
矛
等
古
代
兵
器
，
以
及
锈
迹
斑
斑
的
锛
、
斧
、
犁
、
铲
等
生

产
工
具
。
而
一
些
带
有
花
纹
的
砖
瓦
等
，
都
足
以
描
绘
出
当
时
城
内
建
筑
的
豪
华
，
体
现
了
劳
动
人
民
的

智
慧
和
历
史
的
辉
煌
。

第
四
展
厅
，
呈
现
给
人
们
的
是
现
代
龙
山
镇
中
国
龙
山
黑
陶
厂
、
中
国
黑
陶
研
究
所
精
心
设
计
生
产

的
现
代
、
仿
古
、
古
今
结
合
的
三
大
系
列
，
一
百
六
十
个
品
种
的
黑
陶
工
艺
品
。
这
些
造
型
各
异
，
栩
栩

如
生
的
仿
古
黑
陶
无
不
令
人
叫
绝
。
可
以
想
见
，
谭
文
化
时
代
，
优
越
的
自
然
条
件
，
厚
实
的
文
化
积
淀
，

富
足
的
物
质
基
础
，
安
定
的
社
会
以
及
这
种
特
定
历
史
条
件
，
所
造
就
的
谭
人
发
达
的
思
维
能
力
和
聪
明

才
智
，
才
能
生
产
出
这
无
与
伦
比
的
物
质
结
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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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
今
这
里
已
被
列
为
山
东
省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
城
子
崖
这
颗
中
国
古
代

的
东
方
明
珠
，
越
过
了
辉
煌
的
远
古
历
史
，
继
往
开
来
，
向
着
充
满
希
望
的
明
天
迈
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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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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