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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記‧

天
官
書
》
初
探
（
上
）

一
、
前
言

　
　

︿
天
官
書
﹀
是
︽
史
記
︾
八
書
之
一
，

總
結
上
古
以
至
漢
初
的
天
文
成
就
，
且
為
漢

代
之
後
史
書
記
載
星
象
立
下
典
範
，
可
謂
研

究
天
文
學
的
重
要
材
料
之
一
。
但
歷
來
對

︿
天
官
書
﹀
的
研
究
相
較
於
紀
傳
之
例
，
實

無
法
相
提
並
論
，
故
筆
者
有
意
藉
︿
天
官

書
﹀
之
閱
讀
分
析
，
一
探
此
文
之
豐
富
內
容

和
多
元
意
義
。
由
於
多
數
學
者
對
︿
天
官

書
﹀
的
研
究
皆
著
重
於
科
學
方
面
之
探
討

︵
註1

︶
，
如
星
象
的
實
體
考
察
：
比
較
對

照
︽
史
記‧

天
官
書
︾
中
之
星
象
紀
錄
，
與

今
日
星
象
觀
測
之
同
異
︵
註2

︶
，
故
此
部

分
略
去
不
談
。
本
文
重
點
將
側
重
在
截
至
漢

代
司
馬
遷
時
，
中
國
天
文
方
面
已
建
立
之
天

文
體
系
的
介
紹
，
以
及
其
中
夾
藏
之
大
量
占

辭
的
簡
介
分
析
，
試
圖
從
中
探
討
出
司
馬
遷

如
何
藉
︿
天
官
書
﹀
實
踐
其
﹁
究
天
人
之

際
﹂
的
思
想
，
和
漢
代
天
文
學
受
陰
陽
五

行
、
星
占
之
說
影
響
的
時
代
面
貌
，
並
總
結

分
析
︽
史
記‧

天
官
書
︾
的
價
值
性
。

二
、
《
史
記‧

天
官
書
》
之
天
文
體
系

　
　

本
節
將
就
︿
天
官
書
﹀
所
記
之
天
象
記

錄
分
類
闡
釋
，
以
了
解
漢
代
至
司
馬
遷
為
止

之
天
文
成
就
，
並
從
中
分
析
此
天
文
知
識
之

記
錄
，
檢
視
天
象
紀
錄
背
後
所
反
應
出
的
司

馬
遷
個
人
建
構
之
天
文
體
系
與
人
文
思
維
模

式
。

1

天
象
紀
錄

1
、
五
宮
星
宿

　
　

︿
天
官
書
﹀
將
全
天
恆
星
體
系
分
為
五

大
區
，
依
次
紀
錄
了
中
宮
天
極
、
東
宮
蒼

龍
、
南
宮
朱
鳥
、
西
宮
咸
池
、
北
宮
玄
武
五

宮
組
成
諸
星
之
名
，
及
諸
星
在
天
文
座
標
系

統
中
之
位
置
、
方
位
關
係
，
並
記
其
所
主
之

人
事
。

　
　

中
宮
以
天
極
星
為
中
心
，
周
遭
有
三

公
、
正
妃
、
後
宮
、
紫
宮
、
天
一
、
天
槍
、

天
棓
、
閣
道
等
星
群
。
另
外
中
宮
還
包
含
北

斗
七
星
：
斗
魁—

—

天
樞
、
天
璇
、
天
璣
、

天
權
四
星
，
斗
杓—

—

玉
衡
、
開
陽
、
搖
光

三
星
，
及
其
周
圍
的
文
昌
、
三
能
、
輔
星
、

招
搖
、
天
鋒
、
七
公
、
貫
索
等
星
群
。
︿
天

官
書
﹀
所
記
中
宮
之
星
，
據
陳
遵
媯
統
計
，

共
有
七
十
八
顆
星
︵
註3

︶
。

　
　

東
宮
以
東
方
蒼
龍
七
宿—

—

心
、
房
、

角
、
亢
、
氐
、
尾
、
箕
為
主
體
，
其
中
房
、

心
二
宿
居
東
宮
正
中
，
是
七
宿
之
總
綱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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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還
包
含
右
驂
、
鈐
、
舝
、
旗
、
天
市
、
市

樓
、
騎
官
、
李
、
將
、
大
角
、
攝
提
、
南
門

等
星
，
共
計
九
十
四
顆
星
︵
註4

︶
。

　
　

南
宮
朱
鳥
包
含
權
︵
軒
轅
︶
、
衡
︵
太

微
︶
二
星
座
︵
註5

︶
，
及
以
東
井
︵
井

宿
︶
、
輿
鬼
︵
鬼
宿
︶
、
柳
、
七
星
︵
星

宿
︶
、
張
、
翼
、
軫
等
七
宿
為
主
之
星
體
，

其
他
還
有
鉞
、
北
河
、
南
河
、
長
沙
、
天
庫

樓
等
星
群
，
共
計
一
百
三
十
五
顆
星
︵
註

6

︶
。

　
　

西
宮
咸
池
︵
註7

︶
以
奎
、
婁
、
胃
、

昴
、
畢
、
參
、
觜
觿
︵
觜
宿
︶
七
宿
為
主
，

並
有
附
耳
、
天
廁
、
天
矢
、
天
旗
、
天
苑
、

九
斿
、
狼
、
弧
、
南
極
老
人
等
星
，
共
計
一

百
十
七
顆
星
︵
註8

︶
。

　
　

北
宮
玄
武
以
危
、
虛
、
營
室
︵
室

宿
︶
、
壁
、
南
斗
︵
斗
宿
︶
、
牽
牛
︵
牛

宿
︶
、
婺
女
︵
女
宿
︶
七
宿
為
主
︵
註

9

︶
，
再
加
上
羽
林
天
軍
、
壘
、
北
落
、
司

空
、
天
駟
、
王
良
、
天
潢
、
江
星
、
杵
臼
、

匏
瓜
、
建
星
、
河
鼓
、
織
女
等
星
，
共
計
一

百
三
十
四
顆
星
︵
註0

︶
。

　
　

︿
天
官
書
﹀
是
我
國
最
早
記
載
星
座
星

數
的
著
作
，
五
宮
恆
星
共
計
九
十
一
個
星

座
，
五
百
多
顆
星
︵
註q

︶
，
是
後
代
觀
星

之
基
礎
。
雖
然
︽
史
記‧

天
官
書
︾
中
將
星

空
分
為
五
宮
二
十
八
宿
，
與
後
世
的
三
垣

︵
紫
微
垣
、
太
微
垣
、
天
市
垣
︶
二
十
八
宿

不
盡
相
同
︵
註w

︶
，
但
所
記
之
宮
星
亦
體

系
井
然
，
為
後
世
史
書
天
文
志
所
本
，
故
仍

有
其
重
要
性
。

2
、
日
月
五
星

1

五
星

　
　

太
陽
系
的
九
大
行
星
以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五
星
最
早
為
人
所
知
，
而
︿
天
官

書
﹀
中
的
五
星
：
歲
星
、
熒
惑
、
填
星
、
太

白
、
辰
星
，
其
實
分
別
就
是
現
今
的
木
星
、

火
星
、
土
星
、
金
星
、
水
星
，
當
時
司
馬
遷

或
由
五
星
青
、
赤
、
黃
、
白
、
黑
之
色
而
取

之
與
五
行
相
對
應
，
因
此
定
此
五
星
之
名

︵
註e
︶
。
而
除
熒
惑
︵
火
星
︶
外
，
其
他

四
星
還
有
許
多
別
名
，
︿
天
官
書
﹀
︵
註

r

︶
詳
記
如
下
：

　
　

歲
星
一
曰
攝
提
，
曰
重
華
，
曰
應
星
，

曰
紀
星
。

　
　

填
星
：
其
一
名
地
候
。

　
　

太
白
：
其
他
名
殷
星
、
太
正
、
營
星
、

觀
星
、
宮
星
、
明
星
、
大
衰
、
大
澤
、
終

星
、
大
相
、
天
浩
、
序
星
、
月
緯
。

　
　

免
七
命
：
曰
小
正
、
辰
星
、
天
攙
、
安

周
星
、
細
爽
、
能
星
、
鉤
星
。

︿
天
官
書
﹀
中
對
五
星
的
觀
察
包
含
了
五
星

的
顏
色
、
亮
度
，
如
﹁
填
星
其
色
黃
﹂
、

﹁
太
白
白
，
比
狼
；
赤
，
比
心
；
黃
，
比

肩
；
蒼
，
比
參
右
肩
；
黑
，
比
奎
大
星
﹂
，

﹁
五
星
無
出
而
不
反
逆
行
。
反
逆
行
，
嘗
盛

大
而
變
色
﹂
。
雖
然
司
馬
遷
對
星
體
顏
色
、

亮
度
之
觀
測
，
重
在
為
星
占
服
務
，
以
天
象

變
化
來
附
會
人
事
、
預
言
吉
凶
，
其
所
記
星

體
變
色
、
變
光
之
說
，
也
或
許
只
是
觀
測
技

術
未
精
及
天
文
知
識
不
足
所
致
，
未
必
確

實
，
但
考
量
當
時
的
天
文
觀
測
環
境
，
及
其

所
展
現
的
勤
奮
測
記
精
神
，
此
開
創
之
功
不

容
抹
滅
。

　
　

另
外
，
︿
天
官
書
﹀
也
分
別
記
錄
了
五

大
行
星
的
運
行
規
律
：

　
　

歲
星
出
，
東
行
十
二
度
，
百
日
而
止
。

反
逆
行
。
逆
行
八
度
，
百
日
復
東
行
。
歲
行

三
十
度
十
六
分
度
之
七
，
率
日
行
十
二
分
度

之
一
，
十
二
歲
而
周
天
。

　
　

︵
熒
惑
︶
法
，
出
東
行
十
六
舍
而
止
。

逆
行
二
舍
，
六
旬
復
東
行
。
自
所
止
數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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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
十
月
而
入
西
方
。
伏
行
五
月
出
東
方
。

　
　

︵
填
星
︶
歲
行
十
二
度
百
十
二
分
度
之

五
︵
註t

︶
，
日
行
二
十
八
分
度
之
一
，
二

十
八
歲
周
天
。…

…

填
星
出
百
二
十
日
而
逆

西
行
，
西
行
百
二
十
日
反
東
行
。
見
三
百
三

十
日
而
入
，
入
三
十
日
復
出
東
方
。

　
　

︵
太
白
︶
其
出
行
十
八
舍
二
百
四
十
日

而
入
。
入
東
方
，
伏
行
十
一
舍
百
三
十
日
。

其
入
西
方
，
伏
行
三
舍
十
六
日
而
出
。
當
出

不
出
，
當
入
不
入
，
是
謂
失
舍
。

　
　

︵
辰
星
︶
其
出
東
方
，
行
四
舍
四
十
八

日
，
其
數
二
十
日
，
而
反
入
於
東
方
。
其
出

西
方
，
行
四
舍
四
十
八
日
，
其
數
二
十
日
，

而
反
入
於
西
方
。

　
　

蚤
出
者
為
贏
，
贏
者
為
客
。
晚
出
者
為

縮
，
縮
者
為
主
人
。
必
有
天
應
見
於
杓
。

就
上
所
述
，
歲
星
十
二
年
繞
天
一
周
，
此
十

二
年
一
周
天
的
周
期
，
與
現
今
木
星
周
期
十

一‧

八
六
年
十
分
接
近
︵
註y

︶
，
而
古
人

便
以
此
紀
年
，
創
十
二
次
法
，
木
星
一
年
在

一
次
，
十
二
年
一
循
環
，
正
好
與
十
二
地

支
、
十
二
月
紀
相
應
，
故
稱
歲
星
。
土
星
今

測
周
期
為
二
十
九
年
半
，
和
︿
天
官
書
﹀
二

十
八
年
一
周
天
之
周
期
誤
差
略
大
︵
註

u

︶
，
古
人
以
二
十
八
對
應
天
上
星
宿
，
認

為
土
星
一
年
走
一
宿
，
像
鎮
壓
二
十
八
宿
一

樣
，
故
︽
淮
南
子‧

天
文
訓
︾
稱
之
為
鎮

星
。

　
　

又
行
星
出
現
在
星
空
中
為
﹁
出
﹂

︵
﹁
現
﹂
︶
，
當
行
星
太
過
接
近
太
陽
︵
約

十
五
度
以
內
︶
則
不
能
見
，
稱
之
為
﹁
入
﹂

︵
或
﹁
伏
﹂
、
﹁
沒
﹂
︶
。
行
星
由
西
向
東

運
行
為
﹁
順
行
﹂
，
反
之
，
由
東
向
西
則
為

﹁
逆
行
﹂
，
順
逆
之
際
，
滯
留
於
原
處
則
為

﹁
止
﹂
︵
﹁
留
﹂
︶
。
行
星
的
行
度
若
較
預

期
超
前
一
舍
︵
周
天
二
十
八
分
之
一
或
一
宿

的
寬
度
︶
者
為
﹁
贏
﹂
︵
﹁
疾
﹂
︶
，
不
及

一
舍
者
為
﹁
縮
﹂
︵
﹁
遲
﹂
︶
︵
註i

︶
。

而
︿
天
官
書
﹀
中
針
對
五
大
行
星
的
出
、

入
、
順
逆
行
及
贏
縮
，
皆
詳
細
記
載
，
並
認

為
行
星
之
運
動
不
合
其
往
復
循
環
之
規
律
時

︵
古
人
觀
測
未
精
，
將
行
星
所
在
與
預
期
不

合
之
現
象
視
為
運
行
有
誤
︶
，
即
為
﹁
異

象
﹂
，
並
以
之
來
預
測
人
事
吉
凶
。

　
　

另
外
，
︿
天
官
書
﹀
中
亦
記
載
﹁
五
星

同
舍
﹂
︵
又
稱
五
星
連
珠
︶
之
說
。
如
歲
星

條
稱
：
﹁
其
所
在
，
五
星
皆
從
而
聚
於
一

舍
，
其
下
之
國
可
以
義
致
天
下
﹂
；
火
星
條

稱
：
﹁
五
星
皆
從
而
聚
於
一
舍
，
其
下
國
可

以
禮
致
天
下
﹂
；
土
星
條
稱
：
﹁
其
所
居
，

五
星
皆
從
而
聚
於
一
舍
，
其
下
之
國
可
重
致

天
下
﹂
；
金
星
條
稱
：
﹁
五
星
皆
從
太
白
而

聚
於
一
舍
，
其
下
之
國
可
以
兵
從
天
下
﹂
；

水
星
條
稱
：
﹁
五
星
皆
從
辰
星
而
聚
於
一

舍
，
其
所
舍
之
國
可
以
法
致
天
下
﹂
。
五
星

在
天
空
中
各
有
其
不
同
的
運
行
速
度
和
路

徑
，
但
亦
有
相
遇
會
合
之
時
。
古
人
認
為
五

星
同
聚
一
舍
︵
即
宿
︶
，
此
現
象
實
罕
見
、

特
別
，
故
被
賦
予
重
要
意
涵
，
常
是
改
朝
換

代
的
象
徵
，
如
﹁
漢
之
興
，
五
星
聚
於
東

井
﹂
。

2

日
月

　
　

古
人
以
地
球
為
中
心
，
勤
於
觀
測
記
錄

每
天
都
升
落
運
動
的
日
和
月
。
︿
天
官
書
﹀

中
日
和
月
的
記
錄
多
為
占
辭
，
但
從
中
亦
可

了
解
古
人
已
知
並
注
意
到
日
暈
、
日
食
、
月

食
、
月
蝕
五
星
、
月
蝕
恆
星
等
現
象
。
日
暈

即
水
氣
映
日
，
太
陽
被
彩
色
光
圈
包
圍
住
。

司
馬
遷
對
日
暈
的
描
述
十
分
詳
細
，
有
厚

薄
、
重
抱
、
背
、
直
、
負
、
載
、
白
虹
等

︵
註o

︶
。
至
於
日
月
食
，
︿
天
官
書
﹀
總

結
春
秋
二
百
四
十
二
年
之
間
有
日
食
三
十
六

�� e 第 56 期

文學研究



次
，
亦
提
出
計
算
月
食
周
期
之
法
：

　
　

月
食
始
日
，
五
月
者
六
，
六
月
者
五
，

五
月
復
六
，
六
月
者
一
，
而
五
月
者
五
，
凡

百
一
十
三
月
而
復
始
。
故
月
蝕
常
也
，
日
蝕

為
不
臧
也
。

雖
然
此
處
論
者
多
認
為
傳
寫
有
誤
、
錯
謬
不

可
卒
讀
︵
註p
︶
，
無
法
推
算
出
正
確
合
理

的
月
食
周
期
，
但
亦
可
視
為
重
要
資
料
。

﹁
月
蝕
歲
星
﹂
、
﹁
月
食
大
角
﹂
則
是
月
亮

遮
掩
住
行
星
和
恆
星
的
現
象
。

3
、
異
星
雲
氣

　
　

︿
天
官
書
﹀
除
主
要
的
恆
星
、
行
星
之

介
紹
外
，
亦
記
錄
了
其
他
特
殊
天
象
，
如
彗

星
：

　

︵
歲
星
︶
其
失
次
，
舍
以
下
，
進
而
東

北
，
三
月
生
天
棓
，
長
四
丈
，
末
兌
。
進
而

東
南
，
三
月
生
彗
星
，
長
二
丈
，
類
彗
。
退

而
西
北
，
三
月
生
天
攙
，
長
四
丈
，
末
兌
。

退
而
西
南
，
三
月
生
天
槍
，
長
數
丈
，
兩
頭

兌
。

　
　

五
殘
星
出
正
東
，
東
方
之
野
。
其
星
狀

類
辰
星
，
去
地
可
六
丈
，
大
。

　
　

賊
星
出
正
南
，
南
方
之
野
。
星
去
地
可

六
丈
。
大
而
赤
，
數
動
有
光
。

　
　

司
危
星
出
正
西
，
西
方
之
野
。
星
去
地

可
六
丈
，
大
而
白
，
類
太
白
。

　
　

獄
漢
星
出
正
北
，
北
方
之
野
。
星
去
地

可
六
丈
。
大
赤
，
數
動
，
察
之
中
青
。

　
　

四
填
星
，
所
出
四
隅
，
去
地
可
四
丈
。

地
維
、
咸
光
，
亦
出
四
隅
，
去
地
可
三
丈
。

　
　

蚩
尤
之
旗
，
類
彗
而
後
曲
，
象
旗
。

　
　

長
庚
，
如
一
匹
布
著
天
。

上
述
記
錄
了
彗
星
的
各
種
名
稱
，
及
其
出
現

的
方
位
和
不
同
的
彗
尾
型
態
，
據
︿
天
官

書
﹀
所
記
，
春
秋
二
百
四
十
二
年
間
，
彗
星

三
見
；
秦
始
皇
時
代
，
彗
星
十
五
年
四
見
，

出
現
時
間
久
的
長
達
八
十
日
，
更
有
彗
尾
長

度
橫
亙
全
天
者
，
此
部
分
之
記
錄
未
知
真
確

否
，
但
亦
可
供
為
天
文
研
究
的
重
要
材
料
。

此
外
還
有
流
星
、
隕
石
，
如
：

　
　

天
鼓
，
有
音
如
雷
非
雷
。
音
在
地
而
下

及
地
。

　
　

天
狗
，
狀
如
大
奔
星
，
有
聲
。
其
下
止

地
，
類
狗
。
所
墮
及
望
之
如
火
光
炎
炎
衝

天
。
其
下
圜
如
數
頃
田
處
。
上
兌
者
則
有
黃

色
。

　
　

枉
矢
，
類
大
流
星
，
行
而
倉
黑
，
望
之

如
有
毛
羽
然
。

　
　

星
墜
至
地
，
則
石
也
。
河
、
濟
之
間
，

時
有
墜
星
。

天
鼓
、
天
狗
、
枉
矢
，
應
為
流
星
，
即
隕

星
。
因
為
大
隕
星
隕
落
時
，
經
空
氣
摩
擦
而

炸
破
，
會
發
出
如
雷
之
響
聲
，
而
隕
星
墜
落

地
面
則
為
隕
石
，
故
﹁
止
地
類
狗
﹂
應
為
隕

石
，
和
墜
星
相
同
。
至
於
國
皇
星
、
燭
星
等

異
星
，
則
可
能
是
天
上
的
新
星
。
必
須
說
明

的
是
，
以
上
所
分
之
彗
星
、
流
星
、
新
星

等
，
其
實
難
以
明
確
判
斷
，
但
總
之
是
司
馬

遷
於
確
定
的
恆
星
、
行
星
之
外
，
觀
測
而
得

的
特
殊
星
象
。

　
　

︿
天
官
書
﹀
除
記
星
象
之
外
，
亦
羅
列

了
雲
氣
觀
察
之
記
錄
，
此
中
所
指
之
﹁
雲

氣
﹂
，
大
約
包
含
雲
霞
霧
靄
煙
塵
在
內
。

︿
天
官
書
﹀
中
記
錄
了
稍
雲
、
陣
雲
、
杼

雲
、
軸
雲
、
杓
雲
、
鉤
雲
、
卿
雲
等
七
種
雲

氣
，
描
述
其
顏
色
、
形
狀
、
濃
密
狀
況
，
主

要
目
的
乃
為
占
卜
人
事
之
用
。

2

天
人
相
應

1
、
人
秩
附
天
官

　
　

︽
史
記‧

天
官
書
︾
︻
索
隱
︼
云
：

﹁
天
文
有
五
官
。
官
者
，
星
官
也
。
星
座
有

尊
卑
，
若
人
之
官
曹
列
位
，
故
曰
天
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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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見
﹁
天
官
﹂
即
是
指
天
上
反
映
人
事
之
諸

星
，
天
上
星
象
依
其
位
置
、
亮
度
或
組
成
圖

形
對
應
人
間
的
尊
卑
之
分
，
故
是
先
有
地
上

官
吏
名
秩
，
而
後
才
有
天
上
星
官
名
秩
。

︿
天
官
書
﹀
一
開
頭
所
介
紹
的
中
宮
天
極
和

斗
星
如
下
：

　
　

中
宮
天
極
星
，
其
一
明
者
，
太
一
常
居

也
。
旁
三
星
三
公
，
或
曰
子
屬
。
後
句
四

星
，
末
大
星
正
妃
，
餘
三
星
後
宮
之
屬
也
。

環
之
匡
衛
十
二
星
，
藩
臣
。
皆
曰
紫
宮
。

　
　

斗
魁
戴
匡
六
星
曰
文
昌
宮
：
一
曰
上

將
，
二
曰
次
將
，
三
曰
貴
相
，
四
曰
司
命
，

五
曰
司
中
，
六
曰
司
祿
。

天
極
星
所
在
的
中
宮
星
區
就
如
同
古
代
帝
王

的
朝
廷
，
是
帝
王
和
王
室
在
天
上
的
象
徵
。

太
一
即
天
帝
，
乃
九
五
之
尊
，
旁
有
代
表
三

公
、
皇
子
、
妃
嬪
、
藩
臣
等
帝
王
親
近
之
人

的
眾
星
，
而
斗
魁
所
頂
的
上
將
、
次
將
、
貴

相
、
司
命
、
司
中
、
司
祿
各
居
其
職
，
各
有

所
司
，
天
上
諸
星
就
似
一
具
體
國
家
，
自
有

其
人
倫
、
主
從
、
尊
卑
之
體
秩
，
展
現
出
如

同
人
間
的
政
治
權
力
序
列
和
職
權
。
至
於
其

他
四
宮
則
以
南
宮
朱
鳥
之
記
為
例
說
明
如

下
：

　
　

南
宮
朱
鳥
，
權
、
衡
。
衡
，
太
微
，
三

光
之
廷
。
匡
衛
十
二
星
，
藩
臣
：
西
，
將
；

東
，
相
；
南
四
星
，
執
法
；
中
，
端
門
；
門

左
右
，
掖
門
。
門
內
六
星
，
諸
侯
。
其
內
五

星
，
五
帝
坐
。
後
聚
一
十
五
星
，
蔚
然
，
曰

郎
位
；
傍
一
大
星
，
將
位
也
。
月
、
五
星
順

入
，
軌
道
，
司
其
出
，
所
守
，
天
子
所
誅

也
。
其
逆
入
，
若
不
軌
道
，
以
所
犯
命
之
；

中
坐
，
成
形
，
皆
群
下
從
謀
也
。
金
、
火
尤

甚
。
廷
藩
西
有
隋
星
五
，
曰
少
微
，
士
大

夫
。
權
，
軒
轅
。
軒
轅
，
黃
龍
體
。
前
大

星
，
女
主
象
；
旁
小
星
，
御
者
後
宮
屬
。

藩
臣
、
武
將
、
文
相
、
諸
侯
、
五
帝
之
位
、

郎
位
、
將
位
、
士
、
大
夫
、
女
主
、
嬪
妃
後

宮
之
屬
，
此
處
再
次
展
現
司
馬
遷
借
用
地
上

人
間
的
官
職
、
品
秩
之
名
來
標
示
天
上
的
星

座
，
並
藉
此
對
應
人
事
，
比
附
想
像
如
天
子

賞
善
罰
惡
、
群
臣
圖
謀
不
軌
等
正
行
、
悖
亂

之
事
。
另
外
，
司
馬
遷
在
︿
天
官
書
﹀
正
文

後
的
論
贊
部
分
，
也
明
顯
透
露
出
其
以
人
比

天
，
天
隨
人
變
的
思
想
： 

　
　

故
紫
宮
、
房
心
、
權
衡
、
咸
池
、
虛
危

列
宿
部
星
，
此
天
之
五
官
坐
位
也
，
為
經
，

不
移
徙
，
大
小
有
差
，
闊
狹
有
常
。
水
、

火
、
金
、
木
、
填
星
，
此
五
星
者
，
天
之
五

佐
，
為
緯
，
見
伏
有
時
，
所
過
行
贏
縮
有

度
。

　
　

日
變
修
德
，
月
變
省
刑
，
星
變
結
和
。

凡
天
變
，
過
度
乃
占
。
國
君
彊
大
，
有
德
者

昌
；
弱
小
，
飾
詐
者
亡
。
太
上
修
德
，
其
次

修
政
，
其
次
修
救
，
其
次
修
禳
，
正
下
無

之
。

上
述
言
五
宮
列
宿
主
星
為
經
，
不
移
不
易
；

水
、
火
、
金
、
木
、
填
五
星
為
緯
，
天
之
五

輔
，
此
主
從
關
係
確
立
，
方
能
軌
道
運
行
，

符
合
規
律
，
就
如
人
間
的
階
級
倫
理
次
序
穩

固
，
天
下
方
能
井
然
有
序
一
般
。
司
馬
遷
也

強
調
，
天
象
的
災
異
之
變
隨
人
之
作
為
而

變
，
所
以
天
上
星
象
要
如
常
不
變
，
就
得
學

習
人
間
政
治
管
理
之
則
，
以
修
德
修
政
之
法

來
穩
定
人
間
秩
序
，
才
可
連
帶
使
比
附
人
秩

的
天
官
秩
序
運
作
如
常
。

　
　

先
秦
時
期
歷
經
漫
長
的
天
象
觀
測
後
，

形
成
了
二
十
八
宿
體
系
、
斗
建
十
二
辰
位
，

而
司
馬
遷
則
強
調
北
斗
七
星
的
功
能
，
提
出

斗
建
十
二
辰
之
說
，
說
明
應
用
北
斗
所
建

︵
即
所
指
︶
以
記
十
二
個
月
辰
位
之
理
，
將

中
天
區
的
斗
建
十
二
辰
與
東
南
西
北
四
天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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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二
十
八
宿
整
合
在
一
起
，
以
五
宮
之
說
合

二
觀
測
體
系
為
一
，
並
視
北
斗
為
帝
車
，

﹁
運
於
中
央
，
臨
制
四
鄉
﹂
，
使
天
上
星
區

之
劃
分
落
實
在
人
間
以
帝
王
為
主
的
封
建
政

治
秩
序
來
談
，
此
種
比
附
並
無
根
據
，
可
謂

司
馬
遷
個
人
之
想
像
，
故
論
者
或
批
為
迷

信
，
但
換
一
角
度
思
考
，
此
說
實
為
司
馬
遷

天
人
感
應
的
思
維
所
創
，
具
體
反
映
其
天
人

合
一
之
理
念
，
以
最
熟
悉
的
人
間
秩
序
來
解

說
浩
瀚
難
解
的
宇
宙
秩
序
，
建
立
出
一
套
天

文
與
人
文
合
一
的
知
識
體
系
。

2
、
星
官
主
人
事

　
　

《
史
記‧

天
官
書
》
︻
正
義
︼
張
衡

云
：
「
文
曜
麗
乎
天
，
其
動
者
有
七
，
日
月

五
星
是
也
。
日
者
，
陽
精
之
宗
；
月
者
，
陰

精
之
宗
；
五
星
，
五
行
之
精
、
眾
星
列
布
，

體
生
於
地
，
精
成
於
天
，
列
居
錯
峙
，
各
有

所
屬
，
在
野
象
物
，
在
朝
象
官
，
在
人
象

事
。
其
以
神
著
有
五
列
焉
，
是
有
三
十
五

名
：
一
居
中
央
，
謂
之
北
斗
；
四
布
於
方
各

七
，
為
二
十
八
舍
；
日
月
運
行
，
曆
示
吉
凶

也
。
」

由
上
述
可
知
，
︿
天
官
書
﹀
所
記
天
上
日
月

五
星
七
政
，
與
地
上
人
事
物
本
為
一
體
，
可

相
互
指
象
對
應
，
昭
示
吉
凶
。
顯
然
，
天
上

星
官
並
非
獨
立
於
人
間
，
自
顧
自
地
在
遙
遠

的
天
際
運
行
，
而
是
掌
管
反
映
了
人
事
的
變

化
。
司
馬
遷
在
談
到
位
於
天
區
中
心
的
中
宮

北
斗
七
星
時
，
就
表
明
北
斗
七
星
有
著
﹁
分

陰
陽
，
建
四
時
，
均
五
行
，
移
節
度
，
定
諸

紀
﹂
的
職
責
。
上
述
一
節
已
經
談
到
星
官
品

秩
如
人
之
秩
分
，
事
實
上
天
上
星
官
亦
主
人

間
物
事
：

　
　

左
角
，
李
；
右
角
，
將
。
大
角
者
，
天

王
帝
廷
。
其
兩
旁
各
有
三
星
，
鼎
足
句
之
，

曰
攝
提
。
攝
提
者
，
直
斗
杓
所
指
，
以
建
時

節
，
故
曰
「
攝
提
格
」
。
亢
為
疏
廟
，
主

疾
。
其
南
北
兩
大
星
，
曰
南
門
。
氐
為
天

根
，
主
疫
。

　
　

尾
為
九
子
，
曰
君
臣
；
斥
絕
，
不
和
。

箕
為
敖
客
，
曰
口
舌
。

　
　

柳
為
鳥
注
，
主
木
草
。
七
星
，
頸
，
為

員
官
，
主
急
事
。
張
，
素
，
為
廚
，
主
觴

客
。
翼
為
羽
翮
，
主
遠
客
。

上
述
東
宮
蒼
龍
的
角
宿
有
李
星
︵
理
官
︶
主

刑
法
，
將
星
主
軍
事
，
有
代
表
天
王
帝
廷
的

大
角
星
，
有
標
示
四
時
節
氣
的
攝
提
星
，
有

代
表
外
廟
而
主
疾
病
的
亢
宿
，
有
象
徵
天
的

根
柢
而
主
疫
癘
的
氐
宿
，
有
代
表
君
臣
的
尾

宿
，
有
代
表
調
弄
是
非
的
客
卿
而
主
口
舌
之

象
的
箕
宿
。
南
宮
朱
鳥
的
柳
宿
主
管
草
木
，

七
星
掌
理
急
事
，
張
宿
是
負
責
宴
請
客
人
的

廚
子
，
翼
宿
則
主
迎
送
遠
客
。

　
　

其
他
部
分
則
可
整
理
如
下
，
宮
殿
屋
宇

建
築
有
：
端
門
︵
宮
殿
正
南
門
︶
、
掖
門

︵
宮
殿
正
門
兩
旁
的
偏
門
︶
、
閣
道
︵
棧

道
︶
、
明
堂
︵
帝
王
宣
明
政
教
之
所
︶
、
清

廟
︵
帝
王
宗
廟
︶
、
天
市
︵
市
集
︶
、
天
倉

︵
糧
倉
︶
、
賤
人
之
牢
︵
牢
房
︶
、
溝
瀆
、

潢
︵
五
帝
車
駕
館
舍
︶
、
天
廁
，
物
有
帝

車
、
天
駟
、
鈐
︵
鎖
鑰
︶
、
舝
︵
車
轄
︶
、

槍
、
棓
︵
棒
︶
、
矛
、
盾
、
旌
旗
、
天
矢

︵
屎
︶
之
屬
，
事
則
有
執
法
、
牧
養
眾
牲
以

供
祭
祀
、
井
宿
主
水
利
之
事
、
鬼
宿
主
祠
鬼

之
事
，
昴
宿
主
喪
獄
白
衣
之
事
、
相
當
於
邊

境
軍
隊
的
畢
宿
主
狩
獵
之
事
、
罰
︵
伐
︶
星

主
斬
伐
芟
刈
之
事
、
觜
觿
主
軍
旅
斬
艾
除
凶

之
事
、
危
宿
主
蓋
屋
之
事
、
虛
宿
主
哭
泣
之

事
、
牛
宿
和
織
女
星
主
耕
織
之
事
、
匏
瓜
星

主
魚
鹽
之
事
，
以
及
代
表
悖
亂
、
傷
殘
、
賊

害
、
疾
癘
、
死
喪
、
饑
饉
、
兵
災
的
熒
惑
。

天
上
諸
星
所
主
之
人
事
鉅
細
靡
遺
，
舉
凡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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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體
制
運
作
，
人
民
生
活
所
需
皆
在
其
中
，

若
再
搭
配
占
辭
來
看
，
那
麼
水
旱
災
害
、
穀

糧
盈
虛
、
魚
鹽
賤
貴
、
疫
疾
流
行
、
民
族
分

布
、
國
勢
盛
衰
、
將
相
賢
愚
、
戰
爭
勝
負
，

人
間
之
事
無
一
不
掌
於
日
月
星
象
，
而
天
象

常
變
也
因
此
可
用
以
推
測
人
事
。

3
、
星
宿
分
野
說

　
　

︿
天
官
書
﹀
中
有
所
謂
的
﹁
分
野

說
﹂
，
將
星
空
劃
分
為
數
個
天
區
，
並
與
地

上
的
郡
國
州
府
相
互
對
應
。
如
此
，
每
一
天

區
所
出
現
的
種
種
常
或
異
之
天
象
，
就
代
表

地
上
對
應
的
郡
國
州
府
之
吉
凶
。
︿
天
官

書
﹀
所
記
二
十
八
星
宿
的
分
野
情
況
如
下
：

　
　

杓
攜
龍
角
，
衡
殷
南
斗
，
魁
枕
參
首
。

用
昏
建
者
杓
。
杓
，
自
華
以
西
南
。
夜
半
建

者
衡
。
衡
，
殷
中
州
河
、
濟
之
間
。
平
旦
建

者
魁
。
魁
，
海
岱
以
東
北
也
。

　
　

角
、
亢
、
氐
，
兗
州
。
房
、
心
，
豫

州
。
尾
、
箕
，
幽
州
。
斗
，
江
、
湖
。
牽

牛
、
婺
女
，
揚
州
。
虛
、
危
，
青
州
。
營
室

至
東
壁
，
并
州
。
奎
、
婁
、
胃
，
徐
州
。

昴
、
畢
，
冀
州
。
觜
觿
、
參
，
益
州
。
東

井
、
輿
鬼
，
雍
州
。
柳
、
七
星
、
張
，
三

河
。
翼
、
軫
，
荊
州
。

　
　

二
十
八
舍
主
十
二
州
，
斗
秉
兼
之
，
所

從
來
久
矣
。
秦
之
疆
也
，
候
在
太
白
，
占
於

狼
、
弧
。
吳
、
楚
之
疆
，
候
在
熒
惑
，
占
於

鳥
衡
。
燕
、
齊
之
疆
，
候
在
辰
星
，
占
於

虛
、
危
。
宋
、
鄭
之
疆
，
候
在
歲
星
，
占
於

房
、
心
。
晉
之
疆
，
亦
候
在
辰
星
，
占
於
參

罰
。

由
上
述
引
文
可
看
出
，
司
馬
遷
以
北
斗
七
星

對
應
中
原
地
區
，
以
二
十
八
宿
對
應
十
二

州
，
以
五
星
對
應
東
西
南
北
四
方
諸
侯
國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司
馬
遷
處
於
大
一
統
的
漢

朝
盛
世
，
其
所
建
立
的
星
宿
分
野
之
說
亦
分

出
對
應
夷
狄
等
少
數
民
族
的
天
區
：
西
宮
咸

池
之
昴
、
畢
二
宿
間
有
一
日
月
五
星
的
出
入

要
道
﹁
天
街
﹂
，
而
就
︽
史
記‧

天
官
書
︾

︻
正
義
︼
之
說
，
天
街
主
國
界
，
﹁
街
南
為

華
夏
之
國
，
街
北
為
夷
狄
之
國
﹂
。
而
由

﹁
七
星
為
員
官
，
辰
星
廟
，
蠻
夷
星
也
﹂
、

﹁
辰
星
出
入
躁
疾
，
常
主
夷
狄
﹂
可
知
，
漢

民
族
的
天
體
星
象
系
統
中
，
亦
有
主
管
對
應

蠻
夷
之
星
。

　
　

︿
天
官
書
﹀
所
建
立
的
天
文
體
系
是
天

人
合
一
對
應
的
體
系
，
將
天
上
諸
星
對
應
地

上
區
域
的
﹁
分
野
說
﹂
，
今
日
看
來
，
不
過

是
依
星
之
方
位
與
地
之
東
西
相
應
位
置
分
配

命
定
之
論
，
並
無
科
學
根
據
，
但
從
另
外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司
馬
遷
卻
是
將
切
身
可
知
、

可
感
、
可
掌
握
之
人
事
與
遙
遠
、
未
知
、
只

能
瞻
仰
的
天
相
聯
繫
，
拉
近
天
與
人
的
距

離
，
使
之
互
感
互
應
，
將
﹁
迷
信
﹂
轉
化
為

其
個
人
思
想
及
天
文
傳
統
體
系
之
建
立
，
使

人
的
生
活
不
離
於
天
，
天
之
組
成
不
離
於

人
。�

 

︵
作
者
現
任
教
於
斗
六
高
中
︶

◎

附
註

1

莊
雅
州
指
出
：
近
世
︿
天
官
書
﹀
的
研
究

價
值
已
漸
受
學
界
重
視
，
如
劉
朝
陽
、
高

平
子
、
薄
樹
生
、
鄭
慧
生
、
吳
守
賢
等
人

皆
有
相
關
論
著
，
但
大
抵
詳
於
科
學
，
略

於
迷
信
。
參
見
莊
雅
州
：
︿
科
學
與
迷
信

之
際—

—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探
﹀
，
︽
中
正

大
學
中
文
學
術
年
刊
︾
第
六
期
，
二○

○

四
年
十
二
月
，
頁
一
二
六
。

2

此
一
考
證
說
解
，
前
輩
學
者
高
平
子
已
於

論
著
︿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註
﹀
中
詳
加
註

解
，
參
見
高
平
子
：
︿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註
﹀
，
︽
天
文
曆
學
論
著
選
︾
︵
臺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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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研
究
院
數
學
研
究
所
，
一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初
版
︶
，
頁
二
七
四
∼
三
四
一
。

3

參
見
陳
遵
媯
：
︽
中
國
天
文
學
史‧

星
象

編
︾
︵
臺
北
：
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初
版
︶
，
頁
一○

。

4

同
註3
，
頁
一
三
。

5

梅
政
清
以
為
權
、
衡
二
星
座
雖
被
劃
入
南

宮
，
卻
不
屬
南
方
七
宿
，
而
是
中
宮
的
延

續
。
參
見
梅
政
清
：
︽
中
國
上
古
天
文
學

之
社
會
文
化
意
涵
︾
︵
臺
南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
二○

○

三
年
一

月
︶
，
頁
一
七
三
。

6

同
註3

，
頁
一
七
。

7

自
︽
淮
南
子‧

天
文
訓
︾
出
，
後
世
多
以

白
虎
代
表
西
宮
，
與
蒼
龍
、
朱
鳥
、
玄
武

合
稱
四
象
。
陳
遵
媯
以
為
白
虎
的
主
要

部
分
為
參
，
而
觜
相
當
於
虎
首
，
但
因

參
、
觜
二
宿
居
西
宮
邊
界
，
不
在
正
位
，

而
︿
天
官
書
﹀
皆
以
正
位
代
表
五
宮
之

位
，
故
用
咸
池
不
用
參
、
觜
。
參
見
陳
遵

媯
：
︽
中
國
天
文
學
史‧

星
象
編
︾
，
頁

一
八
。

8

同
註3

，
頁
二○

。

9

︿
天
官
書
﹀
中
，
北
宮
玄
武
未
記
東
壁

︵
壁
宿
︶
，
但
於
後
文
介
紹
歲
星
時
卻
又

出
現
﹁
東
壁
﹂
一
名
，
故
高
平
子
認
為
二

十
八
宿
獨
少
東
壁
有
兩
種
可
能
：
一
為
脫

簡
，
因
為
︽
史
記
︾
他
篇
多
稱
二
十
八
舍

而
未
聞
有
稱
二
十
七
舍
者
；
二
則
是
併
東

壁
於
營
室
，
以
營
室
連
室
壁
二
宿
。
參
見

高
平
子
：
︿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註
﹀
，
頁
二

九
一
∼
二
九
五
。

0

同
註3

，
頁
二
二
。

q

同
註3

，
頁
一
五
五
。

w

三
垣
名
稱
始
於
隋
丹
元
子
︽
步
天
歌
︾
。

︿
天
官
書
﹀
中
，
隸
屬
中
宮
的
紫
宮
星
群

即
三
垣
中
的
中
垣—

紫
微
垣
；
南
宮
中
的

﹁
衡
﹂
即
是
上
垣—

太
微
垣
；
東
宮
中
的

旗
中
四
星
稱
為
天
市
，
即
下
垣—

天
市

垣
。

e

莊
雅
州
認
為
司
馬
遷
應
是
五
星
定
名
的
重

要
關
鍵
人
物
。
參
見
莊
雅
州
：
︿
科
學
與

迷
信
之
際—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探
﹀
，
頁
一

三○

。

r

本
文
︿
天
官
書
﹀
之
引
文
參
考
瀧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臺
北
：
萬
卷

樓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月
初
版
︶
；
及
楊
家

駱
：
︽
中
國
天
文
曆
法
史
料
一
︾
︵
臺

北
：
鼎
文
書
局
，
出
版
年
月
不
詳
︶
，
下

文
不
再
加
註
說
明
。

t

高
平
子
認
為
土
星
一
歲
行
二
十
八
分
之
一

周
天
，
而
周
天
度
數
為
三
百
六
十
五
度
又

四
分
之
一
，
則
一
歲
所
行
應
為
十
三
度
又

百
十
二
分
度
之
五
，
︽
史
記‧

天
官
書
︾

中
誤
為
﹁
十
二
度
﹂
，
︽
淮
南
子‧

天
文

訓
︾
所
記
則
不
誤
。
參
見
高
平
子
：
︿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註
﹀
，
頁
三○

六
。

y

參
見
陳
遵
媯
：
︽
中
國
天
文
學
史‧

天
文

測
算
編
︾
︵
臺
北
：
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初
版
︶
，
頁
一
四
九
。

u

同
註y

，
頁
一
五
二
。

i

上
述
行
星
運
動
之
介
紹
參
見
莊
雅
州
：

︿
科
學
與
迷
信
之
際—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探
﹀
，
頁
一
三
一
。

o

高
平
子
註
云
：
﹁
光
氣
向
日
彎
者
為
抱
，

反
日
彎
者
為
背
，
在
下
彎
者
為
負
，
在
上

彎
者
為
載
。
光
氣
貫
日
為
白
虹
﹂
。
參
見

高
平
子
：
︿
史
記
天
官
書
今
註
﹀
，
頁
三

二
一
。

p

按
︽
史
記
︾
所
記
推
算
應
為
五×

六
＋
六

×

五
＋
五×

六
＋
六×

一
＋
五×

五＝

一

二
一
，
但
︽
史
記
︾
卻
記
為
一
一
三
，
與

所
推
算
不
同
，
難
以
相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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