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五
三
〇
）
九
月
，
联
合
杨
氏
家
族
杨
侃
设
计
诛
杀
尔
朱
荣
。

为
稳
定
朝
局
，
孝
庄
帝
并
未
株
连
尔
朱
家
族
其
他
几
位
重
要
成

员
，
对
手
握
重
权
的
尔
朱
世
隆
、
尔
朱
天
光
等
人
采
取
怀
柔
政

策
，
不
究
其
罪
。
正
因
为
如
此
，
杨
氏
家
族
与
尔
朱
家
族
结

下
仇
怨
，
也
为
后
来
杨
氏
家
族
的
劫
难
埋
下
伏
笔
。
普
泰
元

年
（
五
三
一
）
，
尔
朱
世
隆
设
计
诬
陷
『
杨
氏
家
族
意
欲
谋

反
』
。
朝
廷
一
声
令
下
，
杨
氏
全
族
百
余
人
被
杀
，
场
面
惨

烈
。
太
昌
元
年
（
五
三
二
）
，
孝
武
帝
为
杨
家
平
反
昭
雪
，
追

赠
杨
家
遇
害
人
员
以
官
衔
，
并
于
同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安
葬
遇

害
人
员
于
华
阴
杨
氏
祖
茔
。
[1]

这
批
墓
志
由
此
产
生
，
用
以
记

录
这
些
遇
害
的
杨
氏
先
烈
。
本
文
所
介
绍
的
这
六
方
墓
志
的
主

人
公
正
来
自
其
中
。
这
六
位
主
人
公
分
别
是
：
杨
地
伯
、
杨

广
、
杨
孝
桢
、
杨
严
、
杨
子
谧
、
杨
子
谐
。
他
们
去
世
时
，
最

小
的
仅
有
十
一
岁
，
最
大
的
也
不
过
二
十
二
岁
。
六
人
的
世
系

关
系
如
表
[2]

。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墓
志
释
文

一
、
《
魏
故
尚
书
金
部
郎
中
杨
子
谧
墓
志
铭
》
释
文
：

君
讳
子
谧
，
字
子
谧
，
弘
农
华
阴
潼
乡
习
仙
里
人
也
。

祖
椿
，
大
丞
相
、
太
师
、
司
徒
公
、
征
虏
将
军
、
兖
州
刺
史
、

在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博
物
馆
馆
藏
墓
志
中
，
有
六
方
北
魏

末
期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墓
志
，
这
些
墓
志
具
有
较
高
的
文
史
与
艺

术
价
值
，
对
于
研
究
北
魏
时
期
的
政
治
文
化
、
家
族
文
化
和
书

法
文
化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
此
六
方
墓
志
名
称
分
别
为
：
《
魏

故
尚
书
金
部
郎
中
杨
子
谧
墓
志
铭
》
（
长
宽2

7
×

2
6
c
m

、

一
百
六
十
一
字
）
，
《
魏
故
琅
琊
太
守
杨
广
墓
志
铭
》
（
长
宽

3
2
×

2
3
c
m

、
一
百
六
十
一
字
）
，
《
魏
故
尚
书
殿
中
郎
中
杨

地
伯
墓
志
铭
》
（
长
宽2

4
×

2
3
c
m

、
一
百
三
十
字
）
，
《
魏

故
尚
书
左
民
郎
中
杨
孝
桢
墓
志
铭
》
（
长
宽2

4
×

2
4
c
m

、

一
百
四
十
三
字
）
，
《
魏
故
尚
书
虞
曹
郎
杨
子
谐
墓
志
铭
》

（
长
宽2

6
×

2
6
c
m

、
一
百
六
十
一
字
）
，
《
魏
故
汝
南
太
守

杨
严
墓
志
铭
》
（
长
宽2

4
×

2
4
c
m

、
一
百
一
十
六
字
）
。
墓

志
作
者
及
刊
石
者
姓
名
均
不
详
，
书
法
系
北
魏
小
楷
。
墓
志
均

有
暗
格
，
书
写
纵
成
行
，
横
有
列
。
六
方
墓
志
均
于
二
〇
〇
三

年
出
土
自
陕
西
省
华
阴
市
五
方
村
弘
农
杨
氏
祖
茔
。
为
钟
明
善

先
生
与
周
桂
娥
女
士
收
藏
并
捐
赠
。

弘
农
杨
氏
作
为
汉
晋
旧
族
从
汉
到
唐
绵
久
不
衰
，
颇
为

专
家
学
者
所
注
重
。
这
六
方
墓
志
产
生
的
渊
源
来
自
北
魏
时

期
弘
农
杨
氏
家
族
与
尔
朱
家
族
的
权
利
斗
争
。
该
时
期
尔
朱

家
族
代
表
人
物
尔
朱
荣
，
官
至
大
都
督
、
丞
相
；
杨
氏
家
族

代
表
人
物
杨
椿
与
杨
津
更
是
位
列
三
公
。
两
个
家
族
均
权
倾
一

方
，
族
人
均
在
朝
廷
担
任
要
职
，
相
互
抗
衡
，
恩
怨
不
断
。
真

正
导
致
两
个
家
族
决
裂
的
事
件
，
则
要
追
溯
至
北
魏
孝
庄
帝

时
期
。
孝
庄
帝
因
不
满
尔
朱
家
族
尔
朱
荣
专
权
，
于
永
安
三
年

北
魏
末
期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家
族
六
方
墓
志

及
其
书
法
艺
术

陈
旭
鹏 

 

杨
锁
强

史 

论
【
摘 

要
】
西
安
交
大
博
物
馆
馆
藏
的
六
方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墓
志
，
是
北
魏
时
期
尔
朱
和
杨

氏
两
个
显
赫
家
族
权
利
斗
争
中
所
遇
害
的
杨
氏
家
族
的
见
证
。
通
过
研
究
发
现
该
墓
志
书
法
笔
法

丰
富
多
变
，
结
字
多
取
横
势
，
凝
练
俊
逸
，
旷
达
质
朴
，
灵
动
天
真
。
反
映
了
鲜
卑
文
化
与
汉
文

化
交
融
所
形
成
的
审
美
观
念
及
其
影
响
下
书
法
的
面
貌
。
此
六
方
墓
志
所
承
载
的
书
法
信
息
，
对

于
研
究
北
魏
书
法
向
东
魏
书
法
演
变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依
据
，
也
为
当
下
书
法
艺
术
创
新
提
供
了
重

要
资
源
。

【
关
键
词
】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家
族
墓
志 

 

北
魏
墓
志 

 

书
法
艺
术

杨椿（崔夫人）

杨思羴

杨 广

杨地伯

杨 昱

杨孝邕

杨孝瑜

杨孝桢

杨仲彦

杨 严

杨子谧

杨子谐

杨子诵

六方墓志主人公世系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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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候
仲
彦
之
第
五
子
也
。
君
上
禀
岳
灵
，
下
膺
家
庆
，
幼
而
歧

嶷
，
长
敦
仁
义
。
但
国
难
未
夷
，
权
归
胡
羯
，
淫
刑
所
及
，
先

在
忠
贞
。
春
秋
十
三
，
以
普
泰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遇
害
于
习

仙
里
。
太
昌
革
运
，
哀
其
苗
而
不
秀
，
追
赠
尚
书
金
部
郎
中
。

以
太
昌
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归
窆
于
华
阴
兖
州
敬
候
之
神
茔
，

永
言
盛
美
，
以
刊
玄
石
。

二
、
《
魏
故
琅
琊
太
守
杨
广
墓
志
铭
》
释
文
：

君
讳
广
，
字
鸿
广
，
弘
农
华
阴
潼
乡
习
仙
里
人
也
。
祖

懿
，
洛
州
刺
史
、
弘
农
简
公
。
大
丞
相
、
太
师
、
司
徒
公
椿
之

第
六
子
也
。
君
上
禀
岳
灵
，
下
膺
家
庆
，
幼
而
歧
嶷
，
长
敦
仁

义
。
年
十
七
，
释
褐
太
尉
参
军
事
。
但
国
难
未
夷
，
权
归
胡

羯
，
淫
刑
所
及
，
先
在
忠
良
。
春
秋
廿
二
，
以
普
泰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害
于
习
仙
里
。
太
昌
革
命
，
哀
其
秀
而
不
实
，
追
赠

琅
琊
太
守
。
以
太
昌
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归
窆
于
华
阴
大
丞
相

之
神
茔
，
永
言
盛
美
，
刊
诸
玄
石
。

三
、
《
魏
故
尚
书
殿
中
郎
中
杨
地
伯
墓
志
铭
》
释
文
：

君
讳
地
伯
，
字
思
穆
，
弘
农
华
阴
潼
乡
习
仙
里
人
也
。
祖

懿
，
洛
州
刺
史
、
弘
农
简
公
。
大
丞
相
、
太
师
、
司
徒
公
椿
之

第
八
子
也
。
但
国
难
未
夷
，
权
归
胡
羯
，
淫
刑
所
及
，
先
在
忠

贞
。
春
秋
十
三
，
以
普
泰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遇
害
于
习
仙
里
。
太
昌
革

命
，
愍
其
苗
而
不
秀
，
追
赠
尚
书
殿

中
郎
中
。
以
太
昌
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归
窆
于
华
阴
大
丞
相
之
神
茔
。

四
、
《
魏
故
尚
书
左
民
郎
中

杨
孝
桢
墓
铭
》
释
文
：

魏
故
尚
书
左
民
郎
中
杨
君
墓

铭
：
君
讳
孝
桢
、
字
道
干
，
弘
农
华

阴
潼
乡
习
仙
里
人
也
。
祖
椿
，
大
丞

相
、
司
徒
公
、
骠
骑
。
司
空
公
昱
之

第
四
子
也
。
君
上
禀
岳
灵
，
下
膺
家

庆
，
幼
而
歧
嶷
，
长
敦
仁
义
。
但

国
步
屡
艰
，
权
归
胡
羯
，
淫
刑
所

及
，
先
在
忠
贞
。
以
普
泰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遇
害
于
习
仙
里
，
时
年

十
九
。
太
昌
革
命
，
哀
其
苗
而
不

秀
，
追
赠
尚
书
左
民
郎
中
。
以
太
昌

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归
窆
于
华
阴
司

魏故尚书金部郎中杨子谧墓志铭原石（左）及拓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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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公
之
神
茔
。

五
、
《
魏
故
尚
书
虞
曹
郎
杨
子
谐
墓
志
铭
》
释
文
：

魏
故
尚
书
虞
曹
郎
中
杨
君
墓
志
铭
：
君
讳
子
谐
，
字
子
谐
，
弘

农
华
阴
潼
乡
习
仙
里
人
也
。
祖
椿
，
大
丞
相
、
太
师
、
司
徒
公
。
征

虏
将
军
、
兖
州
刺
史
、
敬
侯
仲
彦
之
第
六
子
也
。
君
上
禀
岳
灵
，
下
膺

家
庆
，
幼
而
歧
嶷
，
长
敦
仁
义
。
但
国
难
未
夷
，
权
归
胡
羯
，
淫
刑
所

及
，
先
在
忠
贞
。
时
年
十
一
，
以
普
泰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遇
害
于
习

仙
里
。
太
昌
革
运
，
哀
其
苗
而
不
秀
，
追
赠
尚
书
虞
曹
郎
中
。
以
太
昌

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归
窆
于
华
阴
兖
州
敬
侯
之
神
茔
，
永
言
盛
美
，
刊

诸
玄
石
。

六
、
《
魏
故
汝
南
太
守
杨
严
墓
志
铭
》
释
文
：

魏
故
汝
南
太
守
杨
君
墓
志
铭
：
君
讳
严
，
字
子
诠
，
弘
农
华
阴

潼
乡
习
仙
里
人
也
。
祖
大
丞
相
、
太
师
。
兖
州
刺
史
彦
之
第
三
子
，

解
褐
员
外
散
骑
侍
郎
。
但
国
难
未
夷
，
淫
刑
所
及
，
以
普
泰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遇
害
于
曲
城
，
时
年
廿
一
。
太
昌
革
命
，
哀
其
茂
而
不

实
，
追
赠
汝
南
太
守
。
以
太
昌
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祔
葬
于
兖
州
德

君
之
神
茔
。

这
六
方
墓
志
均
刊
成
于
北
魏
末
年
（
五
三
二
）
时
期
，
到
了
公
元

五
三
四
年
则
进
入
了
东
魏
。
研
究
此
六
方
墓
志
的
书
法
艺
术
，
对
于
把

握
北
魏
书
法
向
东
魏
书
法
的
演
变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依
据
。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六
方
墓
志
的
书
法
技
法

北
魏
书
法
成
于
乱
世
。
其
艺
术
水
准
由
书
丹
者
与
刻
工
两
者
决

定
。
刻
工
有
精
良
与
拙
劣
之
分
。
精
良
者
忠
实
于
原
作
并
有
所
添
彩
。

而
拙
劣
者
背
离
原
作
而
粗
率
。
不
能
不
说
，
刻
工
有
一
个
再
创
造
的

过
程
。
毕
竟
书
丹
与
镌
刻
相
异
。
刻
工
在
镌
刻
中
，
常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艺
术
效
果
。
加
之
岁
月
的
洗
礼
与
自
然
的
侵
蚀
，
形
成
了
迷
人
的
金
石

味
。
与
此
同
时
，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的
刚
硬
气
质
与
血
性
十
足
在
北
魏
书

法
中
得
到
了
彰
显
。
即
使
到
了
北
魏
末
期
，
此
气
息
亦
存
。
此
六
方
墓

志
，
通
篇
虽
楷
味
十
足
，
然
细
微
处
依
然
透
出
浓
厚
的
隶
书
笔
意
。
其

结
体
也
是
以
隶
书
惯
用
的
扁
方
取
势
居
多
。
较
后
来
法
度
森
严
的
唐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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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故琅琊太守杨广墓志铭拓片（左）及原石（右）

多
了
几
分
野
性
、
灵
动
、
旷
达
与
霸
悍
。

一
、
笔
法
丰
富
多
变
，
和
而
不
同

此
六
方
墓
志
笔
法
有
圆
笔
、
方
笔
、
藏
锋
、
露
锋
等
多
种
笔

法
。
仅
以
横
画
笔
法
为
例
，
其
笔
法
的
变
化
就
很
丰
富
：
起
笔
方
向

多
变
，
有
方
有
圆
、
有
仰
有
俯
、
有
钝
有
尖
；
运
笔
可
见
明
显
的
提

按
变
化
，
增
强
了
线
条
的
节
奏
感
；
收
笔
方
向
亦
多
变
，
藏
与
露
、

方
与
圆
、
俯
与
仰
、
钝
与
尖
等
应
有
尽
有
；
粗
细
、
长
短
、
方
向
不

尽
相
同
。

二
、
结
字
多
取
横
势
，
收
放
变
化
丰
富
自
如

此
六
方
墓
志
字
体
扁
方
，
多
取
横
势
。
故
横
画
与
横
画
之
间
的
关

系
十
分
考
究
。
一
个
字
中
的
横
画
组
合
有
呈
放
射
状
，
有
呈
俯
仰
状
；

横
画
之
间
的
排
列
与
叠
加
有
呈
平
行
四
边
形
，
有
呈
梯
形
、
倒
梯
形
或

三
角
形
等
。
竖
画
的
变
化
亦
丰
富
多
样
、
仪
态
万
千
，
体
现
出
了
浓
厚

的
形
式
美
。

其
收
放
变
化
诸
如
收
左
放
右
、
收
上
放
下
、
收
左
上
放
右
下
、
笔

画
收
右
放
左
等
技
法
应
用
已
经
非
常
普
遍
。
笔
画
间
的
穿
插
、
呼
应
、

避
就
、
虚
实
结
合
通
过
收
放
使
得
结
字
由
险
绝
而
归
于
平
稳
。
结
体
疏

密
对
比
强
烈
，
有
『
密
不
透
风
，
疏
可
走
马
』
之
感
。                

三
、
章
法
意
识
构
成
明
显
，
字
之
大
小
有
别
，
因
字
立
形

此
杨
氏
墓
志
均
刻
有
界
格
，
故
而
每
字
的
书
写
空
间
有
限
且
大
小

相
等
，
纵
成
行
，
横
有
列
，
且
舒
朗
而
又
气
息
贯
通
、
浑
然
一
体
。
对

于
『
一
』
『
十
』
等
笔
画
较
少
的
字
书
者
有
意
加
粗
笔
画
，
以
求
通
篇

阴
阳
平
衡
。
字
大
小
有
别
，
因
字
而
立
形
，
同
一
字
通
过
大
小
、
写
法

等
进
行
差
异
化
处
理
，
以
求
天
然
与
自
在
，
反
映
出
了
书
写
者
与
刊
刻

者
明
显
的
章
法
意
识
与
审
美
素
养
。

在
此
六
方
杨
氏
墓
志
中
，
《
魏
故
尚
书
金
部
郎
中
杨
子
谧
墓
志

铭
》
与
《
魏
故
尚
书
虞
曹
郎
杨
子
谐
墓
志
铭
》
当
为
同
一
人
书
丹
与

刊
刻
，
刻
工
较
为
精
良
；
而
《
魏
故
尚
书
左
民
郎
中
杨
孝
桢
墓
志
铭
》

与
《
魏
故
琅
琊
太
守
杨
广
墓
志
铭
》
相
近
，
应
为
同
一
人
书
丹
刊
刻
；

《
魏
故
尚
书
殿
中
郎
中
杨
地
伯
墓
志
铭
》
与
《
魏
故
汝
南
太
守
杨
严
墓

志
铭
》
应
为
同
一
人
书
丹
，
但
《
魏
故
汝
南
太
守
杨
严
墓
志
铭
》
刻
工

较
为
拙
劣
。
是
否
同
一
人
刊
刻
，
便
不
得
而
知
了
。
但
就
六
方
墓
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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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其
中
的
某
些
字
如
『
十
』
『
一
』
写
法
完
全
相
同
。
可
以
断

言
，
此
六
方
墓
志
均
为
同
一
人
书
丹
，
然
刻
工
有
所
不
同
而
已
。

由
于
刻
工
对
书
丹
的
理
解
与
镌
刻
的
刀
法
、
刻
法
有
所
不
同
，
故

其
作
品
面
貌
相
差
异
。
这
种
不
同
刊
刻
者
的
再
创
造
，
也
使
得
北

魏
书
法
异
彩
纷
呈
。
因
此
，
北
魏
墓
志
并
不
都
能
反
映
书
丹
的
真

实
情
况
。
这
也
给
『
通
过
刀
锋
悟
笔
锋
』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困
难
与

歧
义
。

北
魏
末
期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墓
志
的
审
美
特
征
与

文
化
阐
释

一
、
北
魏
末
期
弘
农
杨
氏
墓
志
的
审
美
特
征 

 
 

在
北
魏
与
东
魏
乱
世
交
替
时
期
，
该
杨
氏
墓
志
刊
刻
至
如
此

程
度
已
属
不
易
，
体
现
出
浓
郁
的
书
法
审
美
取
向
。
此
六
方
墓
志

的
主
要
审
美
特
征
表
现
在
以
下
三
个
方
面
：

1 

凝
练
俊
逸
，
收
放
自
如

魏
碑
书
法
，
受
多
元
文
化
的
影
响
，
体
现
出
极
高
的
智

慧
。
其
笔
法
多
变
，
和
而
不
同
；
结
字
上
更
是
巧
妙
安
排
，
仪

态
万
千
。
其
『
凝
练
』
体
现
在
笔
画
书
写
时
如
锥
画
沙
、
斩
钉
截

铁
、
干
脆
利
落
，
而
『
俊
逸
』
则
体
现
在
书
丹
刻
石
的
率
真
洒

脱
，
气
势
宏
阔
，
收
放
自
如
，
亦
是
对
『
中
庸
』
『
中
和
为
美
』

的
一
种
新
的
注
解
。
以
《
魏
故
尚
书
左
民
郎
中
杨
孝
桢
墓
铭
》
中

『
及
』
字
为
例
，
该
字
上
收
下
放
，
既
展
示
出
收
的
凝
练
，
又
展

示
出
放
的
俊
逸
。
同
时
，
空
间
、
节
奏
以
及
『
势
』
的
营
造
通
过

『
收
与
放
』
来
实
现
。
此
六
方
墓
志
均
有
界
格
，
其
书
法
性
情
的

抒
发
寓
于
方
格
规
矩
之
中
。
这
也
足
以
体
现
出
古
人
对
待
事
物
的

『
庄
重
』
以
及
『
毋
不
敬
』
的
宝
贵
思
想
。

2 

旷
达
质
朴
，
信
笔
安
闲

旷
达
即
结
字
空
间
上
的
开
阔
爽
朗
，
质
朴
乃
刻
工
刀
法
的

展
现
以
及
历
经
风
化
之
自
然
造
化
。
此
六
方
墓
志
以
扁
方
为

主
，
多
取
横
势
，
旷
达
之
气
生
焉
。
这
一
点
在
《
魏
故
尚
书
殿

中
郎
中
杨
地
伯
墓
志
铭
》
中
表
现
的
最
为
突
出
。
此
六
方
墓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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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在
笔
法
上
挥
洒
自
如
，
有
豁
然
开
朗
、
神
清
气
爽
之
感
，

如
若
信
手
为
之
。
其
书
法
在
安
闲
中
不
失
温
雅
与
飘
逸
，
旷
达

中
不
失
天
真
与
浪
漫
。

3 

灵
动
天
真
，
仪
态
万
千

此
六
方
墓
志
书
法
受
隶
书
结
字
影
响
颇
多
，
再
加
上
笔
法
上

对
部
分
隶
书
笔
画
的
应
用
，
如
波
磔
，
更
使
得
其
楷
书
文
字
富
有

了
隶
意
。
隶
书
笔
画
的
运
用
不
仅
为
这
些
楷
书
文
字
带
来
了
灵
动

与
飘
逸
，
而
且
由
于
楷
与
隶
的
调
和
使
其
结
字
产
生
了
丰
富
的
变

化
，
仪
态
万
千
，
犹
如
新
生
儿
般
不
垢
不
净
、
只
见
性
情
的
天
真

意
象
，
也
道
尽
了
『
英
雄
末
路
半
为
僧
』
般
的
凄
凉
与
无
奈
。

二
、
六
方
墓
志
审
美
的
文
化
阐
释 

 
 

中
国
书
法
的
文
化
根
性
使
得
书
法
的
审
美
观
不
仅
打
上
了
文

化
的
烙
印
，
而
且
由
于
不
同
文
化
对
美
的
崇
尚
不
同
，
从
而
使
得

中
国
书
法
在
不
同
文
化
支
撑
下
呈
现
出
了
不
同
的
审
美
观
。
这
种

审
美
观
的
差
异
非
但
没
有
削
弱
中
国
书
法
的
发
展
，
还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使
得
中
国
书
法
在
文
化
上
相
互
借
鉴
和
促
进
，
从
而
使
其
审

美
异
彩
纷
呈
。
[3]

此
六
方
北
魏
末
期
弘
农
杨
氏
墓
志
的
审
美
特
征

是
汉
族
与
鲜
卑
族
的
文
化
融
合
的
见
证
。

魏
晋
时
期
，
个
体
意
识
复
苏
，
审
美
意
识
进
入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阶
段
。
[4]

这
一
进
步
也
应
归
功
于
不
同
民
族
文
化
交
融
所
带
来

的
结
果
。
鲜
卑
族
善
于
学
习
，
且
对
汉
文
化
十
分
痴
迷
，
表
现
出

开
拓
进
取
、
勤
奋
学
习
的
民
族
性
格
。
他
们
崇
尚
健
硕
，
以
骁
勇

善
战
、
有
血
性
著
称
。
而
汉
文
化
主
要
以
儒
、
释
、
道
为
宗
，
既

崇
尚
『
中
庸
』
之
道
、
克
己
复
礼
，
又
强
调
质
朴
自
然
与
萧
散
空

灵
。
北
魏
时
期
书
法
审
美
特
征
的
形
成
，
正
是
鲜
卑
文
化
与
汉
文

化
中
和
的
产
物
。
魏
碑
书
法
一
方
面
继
承
了
魏
晋
以
来
以
锺
繇
等

为
代
表
的
传
统
楷
书
的
基
本
法
则
，
同
时
融
入
了
鲜
卑
族
豪
爽
、

敦
厚
的
特
质
，
其
是
两
种
不
同
文
化
融
合
的
完
美
见
证
。
这
种
融

合
正
是
化
对
立
为
统
一
，
通
过
取
长
补
短
来
同
化
差
异
。
其
所
蕴

含
的
美
学
思
想
，
是
对
传
统
汉
文
化
以
及
鲜
卑
文
化
的
圆
融
与
创

新
。
此
六
方
墓
志
书
法
虽
灵
动
天
真
，
仪
态
万
千
，
但
都
讲
求

和
谐
。
无
论
是
结
字
、
章
法
、
节
奏
上
都
讲
究
局
部
与
整
体
相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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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
令
人
感
到
平
而
不
淡
，
奇
特
而
又
不
突
兀
。
笔
法
的
灵

动
，
结
字
的
丰
富
自
如
正
是
鲜
卑
族
先
辈
们
自
由
自
在
、
无
拘

无
束
性
情
的
体
现
。

北
魏
孝
文
帝
的
汉
化
改
革
真
正
推
动
了
汉
族
与
鲜
卑
族

的
文
化
融
合
，
影
响
了
这
一
时
期
的
审
美
观
念
。
自
从
孝
文
帝

迁
都
洛
阳
后
，
鲜
卑
族
和
汉
族
便
不
断
加
深
交
往
。
伴
随
着
通

婚
、
易
俗
等
举
措
，
鲜
卑
族
在
汉
化
的
同
时
，
汉
族
渐
渐
也
融

合
了
一
些
优
秀
的
鲜
卑
族
文
化
，
使
得
粗
犷
与
细
致
相
互
补
，

产
生
了
新
的
审
美
理
念
。
这
便
使
得
汉
文
化
的
审
美
范
畴
中
，

增
添
了
刚
硬
、
健
硕
的
霸
悍
美
。
这
些
影
响
自
然
也
会
反
映
在

书
法
上
，
魏
碑
书
法
中
开
张
、
血
性
、
跋
扈
的
味
道
正
是
来
源

于
此
。整

个
魏
晋
南
北
朝
政
权
更
替
迅
速
，
人
民
生
活
艰
苦
，

加
上
外
族
入
侵
，
更
是
造
成
生
灵
涂
炭
。
这
一
时
期
佛
教
盛

行
，
认
为
人
死
后
精
神
不
灭
，
凡
事
皆
有
因
果
报
应
，
且
有

轮
回
之
说
。
北
魏
弘
农
杨
氏
墓
志
的
刊
刻
，
正
是
祈
盼
逝
者

精
神
不
灭
，
祈
祷
轮
回
罔
替
的
布
施
行
为
，
是
一
种
无
比
虔

诚
的
思
念
与
寄
托
。
正
是
由
于
北
魏
时
期
佛
造
像
、
墓
志
的

盛
行
，
也
极
大
程
度
促
进
了
书
法
的
实
践
与
发
展
。
此
六
方

墓
志
书
法
，
刀
刻
意
味
与
书
写
意
味
并
行
，
增
强
了
书
法
的

韵
律
与
质
感
。
而
这
些
在
佛
教
思
想
与
鲜
卑
文
化
交
融
下
诞

生
的
书
法
，
也
自
然
而
然
展
现
出
特
有
的
逸
气
与
不
加
雕
饰

的
品
格
，
具
有
自
然
和
谐
、
凝
练
质
朴
之
美
。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墓
志
的
书
法
价
值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墓
志
无
论
是
笔
法
的
方
圆
、
提
按
、
俯

仰
、
节
奏
等
变
化
，
还
是
结
字
的
收
放
变
化
，
以
及
章
法
的
协

调
完
整
等
，
都
对
我
们
当
今
的
书
法
创
作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
。
在
审
美
层
面
上
，
弘
农
华
阴
杨
氏
墓
志
产
生
了
凝
练
俊

逸
、
旷
达
质
朴
、
灵
动
天
真
、
仪
态
万
千
的
审
美
特
征
，
正
是

源
自
汉
文
化
与
鲜
卑
文
化
的
相
互
融
合
，
极
大
丰
富
了
我
国
书

魏
故
尚
书
虞
曹
郎
杨
子
谐
墓
志
铭
原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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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艺
术
的
多
样
性
，
也
为
当
代
我
国
书
法
艺
术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提
供
了
思
路
。
作
为
汉
文
化
与
鲜
卑
文
化
融
合
的
产
物
，
该
墓

志
书
法
既
体
现
出
了
汉
族
致
中
和
的
美
学
观
念
，
同
时
也
反
映

出
鲜
卑
族
等
少
数
民
族
尚
武
、
劲
悍
的
美
学
观
念
。

从
书
法
史
上
看
，
此
六
方
墓
志
产
生
于
北
魏
向
东
魏
之
朝

代
交
替
时
期
。
其
书
法
已
经
由
北
魏
早
期
的
纵
势
转
为
以
横
势

为
主
，
故
而
也
由
此
开
启
了
东
魏
的
书
法
面
貌
。
较
之
东
魏
时

期
《
高
湛
墓
志
》
《
敬
使
君
碑
》
等
楷
书
墓
志
有
诸
多
吻
合
之

处
。
这
进
一
步
说
明
该
六
方
墓
志
在
此
时
期
书
法
演
变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承
上
启
下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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