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十
萬
人
。

我
手
邊
有
一
套
早
年
珂
羅
版
印
製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
是
故
莊
尚
嚴
副
院

長
的
珍
藏
，
其
賢
媳
陳
夏
生
退
休
時
轉
贈

給
我
。
珂
羅
版
印
刷
技
術
發
明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
光
緒
間
傳
入
中
國
，
珂
羅
版
印
刷

的
特
點
就
是
沒
有
網
點
、
層
次
豐
富
，
所

以
能
夠
清
楚
地
複
製
圖
像
。
雖
然
是
好
幾

十
年
前
的
黑
白
影
像
老
古
董
，
但
是
比
起

今
天
的
數
位
印
刷
，
逼
真
又
清
晰
。
有
了

這
套
珂
羅
版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
我
可

以
倍
數
放
大
，
把
畫
裡
的
小
細
節
拿
出
來

玩
索
，
精
彩
豐
富
，
滿
足
了
好
奇
心
的
同

時
，
也
有
幾
處
小
小
的
心
得
可
與
大
家
分

享
。

這
張
畫
在
絹
上
的
手
卷
，
畫
面
長
而

組
織
緊
湊
，
畫
筆
細
膩
，
構
圖
採
用
鳥
瞰

式
，
描
繪
了
汴
京
東
南
城
角
這
一
地
區
的

生
活
百
態
，
酒
肆
、
店
舖
和
老
百
姓
。
畫

卷
開
頭
是
汴
京
郊
外
的
風
景
，
茅
舍
、
小

橋
、
老
樹⋯

。
雖
是
春
寒
料
峭
，
卻
已
大

地
回
春
。
但
還
不
見
﹁
楊
柳
相
連
，
榆
樹

成
林
﹂
的
景
象
。
宋
代
汴
京
到
處
種
植
柳

樹
、
榆
樹
，
宋
太
祖
曾
下
令
沿
著
黃
河
、

汴
河
河
道
所
屬
州
縣
都
要
種
植
榆
、
柳
，

不
但
是
坐
待
十
畝
蔭
，
還
可
有
效
地
做
水

土
保
持
、
加
固
堤
防
。
︵
圖
一
︶

掃
墓
歸
來

︿
清
明
上
河
圖
﹀
點
出
了
清
明
時

節
的
特
定
時
間
和
風
俗
，
讓
我
們
看
到
清

明
節
掃
墓
歸
來
的
情
景
。
如
同
︽
東
京
夢

華
錄
︾
所
記
，
轎
子
以
﹁
楊
柳
雜
花
裝
簇

頂
上
，
四
垂
遮
映
﹂
。
轎
子
，
宋
朝
人
叫

檐
子
，
路
上
這
隊
人
馬
中
，
坐
著
婦
人
的

檐
子
，
後
面
跟
隨
著
騎
馬
的
、
挑
擔
的
從

郊
外
掃
墓
歸
來
。
清
明
節
，
汴
京
人
凡
新

墳
皆
用
此
日
掃
墓
，
順
便
郊
遊
野
餐
。
大

家
都
會
帶
上
紅
棗
饅
頭
、
炊
餅
，
名
花
異

果
、
山
亭
戲
具
、
鴨
蛋
童
子
雞⋯

。
︵
圖

二
︶

圖一　汴京郊外的風景

圖二　掃墓歸來，檐子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遮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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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宋
代
的
第
一
手
史
料
很
多
。
根
據
劉
琳
與
沈
治
宏
編
的
︽
現
存
宋
人
著
作
總
錄
︾
，
檢
出

現
存
宋
人
著
作
有
四
千
八
百
多
種
、
文
集
也
有
七
百
餘
家
。
傳
世
的
宋
代
書
畫
文
物
也
相
當
可

觀
，
散
見
於
公
私
收
藏
，
而
考
古
出
土
的
宋
代
壁
畫
與
器
物
也
頗
豐
盛
。
所
以
說
，
研
究
宋

史
，
材
料
是
不
虞
匱
乏
的
。

近
年
張
擇
端
畫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很
受
矚
目
，
張
擇
端
任
職
徽
宗
朝
的
畫
院
，
畫
建
築
一
類

的
、
用
界
尺
等
工
具
的
﹁
界
畫
﹂
很
在
行
。
畫
院
可
以
把
妙
手
聚
攏
，
裝
飾
宮
室
、
繪
寫
皇
室

肖
像
與
生
活
、
或
以
畫
筆
紀
錄
國
家
重
大
儀
典
與
活
動
。

細
讀
清
明
上
河
圖

張
臨
生

宋
代
的
東
京 

開
封 

︿
清
明
上
河
圖
﹀
歸
類
為
風
俗
畫
，

現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張
擇
端
畫
出

千
年
前
汴
河
邊
上
汴
京
的
人
文
景
致
，
以

虹
橋
為
中
心
，
描
繪
汴
河
兩
岸
的
風
光
。

汴
京
就
是
今
日
河
南
的
開
封
，
水
路
交
通

四
通
八
達
，
趙
匡
胤
打
下
天
下
，
在
此
建

都
，
並
下
令
依
照
洛
陽
宮
殿
的
格
局
加
以

布
建
，
所
以
開
封
也
叫
做
東
京
，
和
西
京

洛
陽
分
庭
抗
禮
。

開
封
作
為
北
宋
首
都
長
達
一
百
六
十

八
年
，
是
當
時
世
界
上
最
重
要
的
城
市
。

北
宋
末
，
汴
京
人
口
已
經
高
達
二
十
六

萬
餘
戶
，
以
每
戶
五
人
來
計
算
，
約
為

一
百
三
十
萬
人
左
右
，
加
上
常
年
駐
軍
約

四
十
萬
，
共
達
一
百
七
十
萬
人
左
右
。
同

時
期
世
界
上
的
城
市
，
日
本
京
都
的
人
口

約
二
十
萬
人
，
西
亞
巴
格
達
的
人
口
才



鄉
間
路
邊
有
﹁
王
家
紙
馬
﹂
的
店

招
，
是
賣
香
燭
、
糊
紮
紙
人
物
家
具
的
紙

馬
舖
，
還
有
賣
著
隨
釀
隨
飲
﹁
小
酒
﹂
的

酒
舖
。
︵
圖
三
︶

汴
水

清
明
時
節
不
只
是
慎
終
追
遠
，
上

墳
掃
墓
，
也
是
每
年
由
淮
南
至
京
師
，
汴

河
千
里
漕
運
線
啟
動
的
日
子
，
因
汴
河
冬

天
也
會
結
冰
，
而
且
黃
河
水
量
減
少
，
每

年
入
冬
，
航
運
暫
停
，
至
來
年
清
明
再
通

航
。

隋
煬
帝
開
鑿
大
運
河
，
汴
河
就
是

大
運
河
的
主
幹—

通
濟
渠
。
開
封
之
所

以
能
成
為
一
個
四
通
八
達
的
都
市
，
就
是

因
為
有
了
這
條
汴
河
。
汴
河
東
流
到
泗
州

︵
江
蘇
盱
眙
︶
，
入
淮
水
，
是
汴
京
的
生

命
線
，
也
是
東
南
物
資
漕
運
東
京
的
大
動

脈
。
張
擇
端
畫
水
功
夫
一
流
，
把
汴
河
洶

湧
澎
湃
、
湍
急
浩
瀚
的
水
流
，
作
綿
密
流

暢
的
呈
現
。 

北
宋
立
國
採
中
央
集
權
政
策
，
既

然
集
權
中
央
，
首
都
對
糧
食
的
需
求
自

然
增
加
。
宋
朝
水
運
成
本
是
路
運
的
四
分

之
一
。
選
擇
開
封
作
首
都
，
就
是
著
眼
在

便
於
漕
運
江
淮
米
糧
。
按
︽
宋
史
食
貨

志
︾
，
北
宋
汴
河
漕
運
米
糧
一
年
約
是

七
百
萬
石
。 

這
條
河
上
舟
船
如
織
，
各

地
的
物
資
，
例
如
來
自
江
西
景
德
鎮
的
瓷

器
，
四
川
、
杭
州
的
綢
緞
織
品
，
蘇
州
的

鹽
巴
源
源
不
斷
的
運
進
開
封
。
河
岸
上
有

很
多
縴
夫
拉
著
縴
，
好
讓
船
隻
逆
流
而

上
。
︵
圖
四
︶

萬
石
船　

船
形
圓
短

杭
侃
教
授
曾
指
出
河
邊
停
舶
的
是

萬
石
船
，
船
可
載
重
一
萬
石
，
就
是
五
百

噸
以
上
。
岸
邊
下
碇
的
繩
索
、
上
船
的
梯

板
，
清
晰
可
見
。
張
舜
民
︽
畫
墁
集
︾
記

載
，
他
在
湖
南
岳
陽
見
到
萬
石
船
，
船
形

制
圓
短
，
如
三
間
大
屋
，
戶
出
其
背
中
，

證
明
一○

八
三
年
已
經
能
造
大
船
。
用
船

艙
分
隔
的
水
密
艙
辦
法
，
艙
與
艙
之
間
嚴

密
分
開
，
即
使
一
艙
漏
水
，
也
不
會
影
響

其
他
船
艙
，
以
保
障
航
行
順
暢
。
同
時
由

於
隔
艙
板
與
船
殼
板
緊
密
釘
合
，
增
加
了

船
體
的
橫
向
強
度
。
船
尾
也
使
用
了
﹁
平

衡
舵
﹂
。
萬
石
船
要
靠
風
帆
行
進
，
在
桅

杆
下
盤
使
用
轉
軸
，
可
以
隨
著
風
向
調
整

帆
的
角
度
。
︵
圖
五
︶

橋
若
長
虹
當
空　

故
名
虹
橋

畫
中
有
一
艘
漕
船
正
把
桅
桿
放
平
，

並
扭
轉
方
向
，
打
算
穿
過
虹
橋
。
船
夫
們

有
用
長
竿
、
竹
槳
在
水
中
撐
著
的
；
有
鬆

開
繩
索
放
下
桅
杆
的
、
拉
麻
繩
的
、
吆
喝

著
的
，
各
司
其
職
。
橋
上
的
人
不
但
在
關

圖四　河岸上縴夫拉著縴，讓船隻逆流而上。

圖三　鄉間的店招：王家紙馬舖、小酒舖。

注
此
船
的
操
作
，
還
拋
下
繩
子
，
助
一
臂

之
力
。
船
夫
張
張
表
情
豐
富
的
臉
孔
，
吸

引
了
橋
上
、
岸
邊
眾
人
的
目
光
。

橫
跨
汴
河
上
的
是
一
座
規
模
宏
大

的
木
質
拱
橋
，
整
體
若
長
虹
當
空
。
張
擇

端
描
繪
了
虹
橋
的
結
構
，
橋
拱
為
五
根
拱

骨
互
相
搭
架
、
交
疊
而
成
，
稱
作
虹
梁
結

構
，
整
體
骨
架
有
縱
橫
兩
種
構
件
，
互
相

承
托
搭
置
，
在
各
節
骨
眼
上
使
用
鐵
零
件

把
上
、
下
緣
的
拱
骨
兩
兩
聯
成
一
體
。
虹

橋
不
祇
是
造
型
美
，
因
為
無
柱
，
有
利
於

橋
下
船
隻
通
行
。
這
種
造
橋
技
術
是
山
東

青
州
一
個
獄
卒
的
發
明
。
這
位
殘
障
發
明

者
是
位
無
名
英
雄
。
︵
圖
六
︶

據
︽
澠
水
燕
談
錄
︾
記
載
， 

虹
橋
兩

岸
必
需
要
﹁
疊
巨
石
，
固
其
岸
﹂
，
張
擇

端
一
點
也
不
含
糊
，
此
處
橋
下
可
以
清
晰

看
到
傳
統
的
建
築
工
法
，
把
以
衽
固
石
，

圖五　船形圓短的萬石船

圖六　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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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代
得
十
分
清
楚
。
每
每
錯
落
配
置
的
兩

塊
石
頭
之
間
插
入
一
個
蝴
蝶
形
扣
，
這
是

固
定
、
鎖
住
巨
石
的
﹁
衽
﹂
。
︵
圖
七
︶

衽
出
現
在
戰
國
時
典
籍
︽
儀
禮
．

士
喪
禮
︾
中
，
﹁
掘
肂
見
衽
﹂
。
肂
是
埋

棺
之
坎
，
衽
是
小
腰
。
注
中
加
以
解
釋
，

﹁
所
以
聯
合
棺
蓋
縫
者
，
今
謂
之
銀
錠

扣
﹂
。
換
言
之
，
這
樣
中
間
束
腰
的
形
狀

像
﹁
銀
錠
扣
﹂
，
這
樣
的
木
榫
扣
用
來
鎖

住
棺
蓋
與
棺
木
，
不
易
鬆
脫
，
的
確
是
巧

妙
的
設
計
。
今
天
大
家
對
銀
錠
的
形
狀
已

經
陌
生
，
男
士
們
著
西
服
時
戴
的
蝴
蝶
形

領
花
差
可
比
擬
。
﹁
衽
﹂
的
使
用
從
先
秦

到
北
宋
到
明
清
，
一
路
傳
承
下
來
，
可
是

中
國
建
築
史
一
類
的
著
作
，
不
見
有
人
提

及
。
在
澳
門
的
明
末
天
主
教
堂
，
也
看
到

迴
廊
上
是
用
這
樣
的
﹁
石
衽
﹂
平
整
的
嵌

入
石
中
，
加
強
固
定
石
柱
間
的
橫
樑
。
西

方
的
建
築
工
法
不
太
一
樣
，
梵
諦
岡
的
聖

彼
得
大
教
堂
內
，
大
理
石
看
似
是
用
黏
合

劑
，
再
加
大
號
鋦
釘
形
的
合
金
銅
扣
鎖

住
。
︵
圖
八
︶
兩
者
相
較
，
何
者
高
明
，

立
見
分
曉
。

靈
鶴
飛
來　

暫
留
華
表

虹
橋
兩
岸
的
左
右
兩
邊
各
立
一
高

竿
，
就
是
所
謂
的
華
表
。
木
柱
華
表
，
上

端
用
兩
根
橫
木
作
十
字
形
交
叉
，
往
往
設

置
在
大
路
交
衢
，
古
代
是
王
者
納
諫
的
象

徵
，
逐
漸
演
變
為
通
衢
大
道
的
標
誌
。
源

自
傳
說
，
華
表
柱
上
白
鶴
群
集
，
從
此
華

表
柱
頭
常
立
一
鶴
。
虹
橋
上
行
旅
往
來
熱

鬧
，
馬
上
騎
士
、 

檐
子
嬌
客
，
隨
扈
各
為

其
主
，
一
路
吆
喝
，
爭
先
搶
道
。
在
︿
清

明
上
河
圖
﹀
中
，
每
每
見
到
貴
遊
前
頭
都

有
跋
扈
的
開
道
者
。
︵
圖
九
︶

虹
橋
上
兩
邊
很
多
違
章
地
攤
，
︵
圖

十
︶
有
賣
燒
餅
之
類
吃
食
的
、
有
賣
刀
剪

五
金
的
，
唐
宋
剪
刀
式
樣
與
今
天
的
剪
刀

有
差
。
︵
圖
十—

一
︶
橋
頭
右
側
的
傘

棚
，
賣
飲
子
。
飲
子
有
很
多
種
類
，
有
健

康
飲
料
如
清
熱
、
防
暑
、
去
濕
等
的
涼

茶
、
枸
杞
茶
、
薑
茶
等
。
店
小
二
手
拿
兩

碗
外
賣
吃
食
，
老
翁
帶
孫
買
玩
具
。
一
旁

的
獨
輪
車
有
車
錨
，
便
於
車
停
時
的
穩

定
，
叫
做
﹁
斜
木
腳
拖
﹂
。
︵
圖
九—

一
︶

圖七　虹橋下，鎖住巨石的「衽」。圖八　梵諦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內，合金銅扣鎖住大理石。

圖九　虹橋上的華表與往來行旅。

圖九-1　獨輪車有車錨－斜木腳拖，有助於停車時的穩定。

圖十-1　唐宋時
的剪刀。

圖十　虹橋上的違章地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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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
店　

不
是
豬
腳
店 

建
築
是
兩
層
樓
房
，
酒
店
門
口
，

裝
飾
著
綵
樓
歡
門
。
︵
圖
十
一
︶
門
前

有
：
﹁
新
酒
﹂
、
﹁
十
千
腳
店
﹂
、
﹁
天

之
美
祿
﹂
、
﹁□

榷
酒
﹂
的
旗
幟
廣
告
與

招
牌
。
腳
店
是
指
酒
的
專
賣
店
。
新
酒
不

是
剛
釀
好
的
酒
，
是
專
有
名
詞
，
是
指
中

秋
節
前
後
開
賣
的
酒
。
這
些
招
牌
都
有
典

故
，
︽
漢
書
．
食
貨
志
︾
：
﹁
酒
者
，
天

之
美
祿
。
﹂
，
曹
植
︿
名
都
賦
﹀
：
﹁
歸

來
宴
平
樂
，
美
酒
斗
十
千
。
﹂
榷
酒
，
是

指
酒
的
專
賣
。

樓
上
包
廂
，
正
端
上
一
大
盆
菜
餚
，

隔
壁
包
廂
裡
的
客
人
，
手
持
蒲
扇
，
談
笑

風
生
。
這
裡
，
屋
頂
上
還
有
掉
落
的
樹

皮
，
讓
我
們
見
識
到
宋
畫
寫
實
的
特
色
，

對
細
節
絕
不
含
糊
。
︵
圖
十
一—

一
︶
本

院
收
藏
的
宋
黃
居
寀
︿
山
鷓
棘
雀
圖
﹀
，

山
鷓
身
後
的
巨
石
土
坡
上
也
畫
著
零
落
的

竹
片
落
葉
，
十
分
寫
實
。
︵
圖
十
二
︶

算
命
攤招

牌
上
有
﹁
神
課  

看
命  

決
疑
﹂
。

夫
卜
所
以
決
疑
。
桌
前
卜
算
師
正
在
為
客

戶
排
命
盤
，
宋
人
認
為
福
壽
有
命
，
富
貴

有
相
，
非
常
喜
歡
看
相
問
命
。
流
傳
了
很

多
膾
炙
人
口
的
故
事
，
其
中
以
江
少
虞

︽
宋
朝
事
實
類
苑
︾
所
記
，
最
為
人
樂

道
：
張
士
遜
舉
進
士
時
，
與
寇
準
一
起
逛

相
國
寺
，
來
到
一
個
算
命
攤
，
卜
者
曰
，

二
人
皆
宰
相
也
。
才
要
離
開
，
剛
好
張
齊

賢
跟
王
隨
二
人
也
來
算
命
，
卜
者
大
驚

曰
，
一
日
之
內
而
有
四
人
宰
相
。
四
人
相

顧
大
笑
，
分
明
是
胡
言
諂
媚
嘛
！
沒
人
相

信
，
自
是
卜
者
聲
望
日
消
，
不
再
有
生
意

上
門
，
最
後
窮
餓
以
死
。
哪
知
道
，
若
干

年
後
，
四
人
皆
陸
續
做
了
宰
相
，
張
士
遜

回
來
找
這
位
神
準
的
卜
者
，
﹁
欲
為
之

傳
，
未
能
也
﹂
。
︵
圖
十
三
︶

寺
廟

這
個
建
築
，
一
則
因
為
有
承
托
屋

頂
的
斗
拱
，
再
則
脇
門
前
方
站
著
一
位

和
尚
，
因
此
知
道
是
座
寺
廟
。
汴
京
有

九
十
一
座
佛
寺
。
廟
門
兩
側
有
護
法
的
天

王
力
士
，
都
有
杈
子
隔
開
。
歐
陽
修
︽
歸

田
錄
︾
，
紀
錄
宋
太
祖
第
一
次
去
相
國

寺
，
在
佛
像
前
燒
香
，
問
當
拜
還
是
不

拜
，
旁
邊
贊
寧
和
尚
說
，
不
拜
，
問
其
何

故
，
對
曰
：
﹁
見
在
佛
不
拜
過
去
佛
﹂
。

贊
寧
和
尚
頗
知
書
，
有
口
才
，
能
體
會
上

意
。
南
宋
時
也
有
一
個
故
事
，
據
︽
大
正

新
脩
大
藏
經
．
佛
祖
統
紀
︾
所
載
：
宋
孝

宗
到
上
天
竺
寺
，
禮
敬
觀
音
大
士
，
問
住

持
若
訥
禪
師
：
﹁
大
士
之
前
合
拜
不
合

拜
？
﹂
回
答
說
：
﹁
不
拜
則
各
自
稱
尊
，

拜
則
遞
相
恭
敬
。
﹂
孝
宗
欣
然
致
拜
。 

佛
門
清
靜
地
也
無
法
劃
地
自
限
，
寺

廟
右
邊
，
有
店
家
，
舖
前
有
養
豬
的
。
肉

類
蛋
白
質
是
人
體
所
需
，
所
以
自
然
會
去

開
發
不
佔
耕
地
的
肉
類
資
源
，
像
雞
鴨
與

豬
隻
。
︵
圖
十
四
︶

軍
巡
鋪高

牆
邊
上
斜
靠
著
矛
、
殳
一
類
的

圖十一　腳店是酒店，裝飾著綵樓歡門。

圖十一-1　腳店屋頂上還有掉落的樹皮，展現宋畫寫實的特色。

圖十二　 宋  黃居寀〈山鷓棘雀圖〉，巨石土坡上也畫著零落的竹片落葉，十分寫實。

圖十三　算命攤

圖十四　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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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鎗
龍
旗
兵
器
與
旗
幟
，
門
口
有
多
位
守

衛
，
有
累
壞
了
的
，
就
席
地
趴
臥
，
不
顧

形
象
。
汴
京
每
坊
巷
三
百
步
許
，
有
軍
巡

鋪
一
所
，
相
當
於
派
出
所
，
夜
間
巡
警
，

收
領
公
事
。
大
門
該
是
朱
漆
金
乳
釘
，
高

牆
上
一
排
鐵
杈
，
使
宵
小
不
敢
貿
然
翻

牆
。
︵
圖
十
五
︶

汴
京
生
活
機
能
好
，
服
務
業
發
達
。

平
常
出
街
市
辦
事
，
路
遠
，
可
以
租
鞍

馬
、
租
車
。 

衙
門
前
有
幾
個
檐
子
和
馬
、

驢
隊
，
像
今
天
的
計
程
車
在
排
班
等
候
客

人
。
︵
圖
十
六
︶

胡
餅
攤

橋
頭
邊
賣
胡
餅
的
攤
子
特
別
醒
目
。

︽
東
京
夢
華
錄
︾
記
載
的
出
名
食
品
中
，

有
鄭
家
油
餅
。
可
見
賣
餅
也
是
大
生
意
。

說
到
賣
餅
，
有
油
餅
，
油
餅
為
起
酥
者
，

有
胡
餅
，
胡
餅
即
燒
餅
有
芝
麻
者
。
把
蒸

餅
叫
做
炊
餅
︵
避
宋
仁
宗
趙
禎
之
諱
︶
。

環
餅
，
川
陝
一
帶
稱
鍋
魁
，
山
東
叫
槓
子

頭
︵
臺
灣
沿
用
此
名
︶
。
糖
餅
有
餡
，
也

有
菜
肉
餡
的
盒
子
之
類
。
攤
旁
佇
立
一
名

持
扇
者
，
神
情
似
在
張
望
等
候
。
︵
圖

十
七
︶

城
門
樓城

門
很
氣
派
，
正
有
駱
駝
穿
過
，
前

方
一
單
腳
跪
下
的
弱
勢
者
，
仰
望
馬
上
的

官
員
，
似
攔
街
告
狀
，
陳
述
冤
情
。
︵
圖

十
八—

一
︶

城
門
樓
要
從
城
牆
側
身
拾
階
而
上
。

城
門
頂
是
歇
山
頂
，
正
脊
兩
端
隱
約
可
見

鴟
吻
，
傳
說
能
厭
勝
避
火
災
。
屋
頂
下
露

出
斗
拱
，
斗
栱
是
為
了
減
少
橫
梁
與
立
柱

交
接
點
上
的
剪
力
所
做
的
設
計
。
窗
子
是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中
最
重
要
的
元
素
之
一
，

窗
扇
為
了
通
風
和
採
光
，
採
用
豎
直
式
的

窗
櫺
。
周
圍
的
直
櫺
窗
扇
似
乎
還
可
以
向

外
斜
翻
，
因
為
沿
著
外
廊
欄
杆
，
都
見
有

繩
索
搭
掛
。
室
內
有
懸
在
鼓
架
上
的
大

鼓
，
旁
邊
有
鼓
槌
、
地
上
放
置
鋪
席
。

︵
圖
十
八
︶

圖十五　軍巡鋪

圖十六　排班出租鞍馬、檐子和馬、驢隊。

圖十七　胡餅攤

圖十八　氣派的城門樓

圖十八-1攔街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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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關
處進

了
城
，
一
番
熱
鬧
的
榮
景
。
路

上
有
檐
子
、
有
騎
著
馬
的
，
有
駱
駝
隊
。

兩
旁
店
家
臨
街
做
生
意
，
迎
面
的
是
大
酒

樓
。
人
的
門
面
光
鮮
也
很
重
要
，
進
城
就

有
修
臉
的
服
務
業
伺
候
。
︵
圖
十
九
︶

城
、
市
連
言
成
一
個
詞
使
用
就
是
在

北
宋
。
汴
京
打
破
唐
代
市
、
坊
分
離
的
制

度
，
不
再
像
唐
朝
人
那
樣
居
住
在
坊
牆
環

繞
的
坊
里
，
汴
京
居
民
可
以
向
街
開
門
，

也
可
以
沿
街
設
店
。
北
宋
由
於
商
業
需
求

太
大
，
讓
高
牆
倒
下
，
住
商
分
離
、
街
坊

封
閉
制
度
遂
解
體
，
如
此
一
來
商
店
遍
及

全
城
，
甚
至
皇
宮
宣
德
門
前
面
的
御
街
大

道
也
發
展
成
繁
華
的
商
業
區
。

杭
侃
教
授
指
出
城
門
前
的
右
手
邊

三
開
間
，
沒
有
牌
牓
的
房
子
可
能
是
稅
務

所
，
門
口
放
著
一
些
等
著
上
稅
的
貨
，
稅

官
正
在
核
驗
，
座
位
後
設
書
法
屏
風
。
書

法
屏
風
是
北
宋
流
行
的
室
內
佈
置
，
背
靠

屏
風
而
坐
的
傳
統
來
自
﹁
天
子
負
扆
﹂
，

古
代
皇
帝
臨
朝
聽
政
，
接
見
諸
侯
，
就
是

如
此
安
排
。
宋
代
文
風
盛
，
講
究
書
藝
，

廳
堂
布
置
常
以
名
家
書
蹟
為
飾
，
我
們
在

傳
世
的
名
畫
︿
晴
巒
蕭
寺
﹀
，
或
者
河
南

白
沙
宋
墓
、
陝
西
韓
城
宋
墓
的
壁
畫
上
都

看
到
這
樣
的
鋪
陳
。
宋
代
除
交
易
稅
，
也

收
流
通
稅
，
即
在
每
個
城
門
設
收
稅
關

卡
，
由
監
門
官
來
課
稅
。
左
邊
屋
裡
放
了

一
個
大
木
架
和
大
秤
鉈
，
應
是
個
地
磅
級

的
秤
。稅

關
處
緊
隔
壁
，
地
上
放
了
兩
排
大

酒
桶
，
該
是
一
間
酒
舖
，
屋
頂
上
也
有
落

下
的
樹
皮
。
屋
內
一
名
力
士
臂
上
各
掛
一

個
吊
桶
，
手
拉
滿
弓
，
像
是
在
練
功
；
右

邊
男
子
手
握
肩
背
包
，
左
側
男
子
手
捧
像

道
具
的
服
裝
，
都
在
定
睛
欣
賞
。
倚
窗
，

兩
根
長
竿
假
面
，
一
具
因
絹
破
，
漫
漶
不

清
，
一
具
為
吐
舌
大
鼻
面
。
猜
測
他
們
是

經
營
酒
業
的
勇
士
，
業
餘
作
陣
頭
，
表
演

武
術
、
兵
器
等
把
式
陣
法
，
掃
除
穢
氣
，

以
求
安
民
、
保
境
。
︵
圖
十
九—

一
︶

香
豐
正
店　

樓
高
三
層

︿
清
明
上
河
圖
﹀
裡
最
耀
眼
的
店
家

就
在
此
。
酒
店
門
前
，
紮
著
縟
麗
的
的
綵

樓
歡
門
，
綵
球
垂
掛
，
汴
京
酒
樓
都
是
如

此
裝
飾
。
按
︽
東
京
夢
華
錄
︾
的
記
載
，

﹁
向
晚
燈
燭
熒
煌
，
上
下
相
照
，
濃
粧
妓

女
，
聚
於
主
廊
，
以
待
酒
客
呼
喚
，
望
之

宛
若
神
仙
。
﹂
梔
子
燈
是
酒
樓
有
陪
侍
妓

女
的
標
誌
。
︵
圖
二
十
︶

汴
京
店
鋪
，
餐
飲
業
佔
半
數
以
上
。

大
型
的
有
七
十
二
家
，
號
稱
正
店
。
正
店

是
同
時
持
有
造
酒
兼
賣
酒
執
照
的
。
宋
代

酒
是
專
賣
品
，
官
府
為
了
控
制
酒
的
生

產
，
把
做
酒
的
酒
麴
，
分
配
給
正
店
酒

戶
，
由
酒
戶
出
錢
承
包
造
酒
與
販
售
。
腳

店
是
規
模
小
的
酒
店
，
不
造
酒
，
但
向
正

圖十九　稅關處

圖十九-1掛吊桶拉弓，像是業餘陣頭在練功。

圖二十　香豐正店 綵樓歡門紮著S形仙鶴作為主體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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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批
發
。
宋
代
酒
稅
收
入
很
高
，
王
安
石

當
政
時
，
高
達
四
十
萬
貫
，
和
同
時
期
的

汴
京
商
稅
年
收
入
相
等
。
所
以
官
方
對
於

酒
麴
的
管
理
很
嚴
格
，
怕
有
逃
漏
稅
。
同

時
對
於
行
銷
很
用
心
，
也
打
美
女
牌
，
動

用
官
妓
促
銷
。

正
店
沒
有
大
出
牌
牓
於
通
衢
，
店
招

只
是
一
對
燈
籠
，
可
以
猜
出
香
豐
與
正
店

四
字
，
次
招
牌
則
被
掩
蓋
，
除
了
﹁
糸
﹂

字
旁
的
半
個
字
可
能
是
﹁
孫
﹂
之
外
，
其

餘
不
易
辨
識
。
正
店
生
意
興
隆
，
也
賣
蝦

蕈
、
雞
蕈
等
羹
，
蛤
蜊
醬
、
菌
油
之
類
的

精
緻
食
物
，
店
內
沒
有
的
，
可
派
伙
計
到

外
面
張
羅
，
門
口
見
一
名
跑
腿
的
托
著
一

盤
外
食
入
內
，
就
是
應
付
貴
客
需
要
，
籠

絡
客
源
，
不
會
出
現
不
准
外
食
入
內
的
小

家
子
氣
行
為
。
︵
圖
二
十—

一
︶

一
位
髮
型
華
麗
的
女
子
與
抱
著
小

孩
的
丫
嬛
在
小
攤
前
買
花
，
同
時
，
體
位

頗
重
、
頭
帶
團
冠
的
奇
裝
人
物
也
從
主
廊

出
來
，
猜
是
演
雜
劇
的
。
宋
代
汴
京
已
經

是
街
鼓
廢
棄
，
瓦
舍
如
荼
的
不
夜
城
。
婦

女
髮
式
和
花
冠
，
是
當
時
對
美
追
求
的
重

點
，
最
能
表
現
宋
代
裝
束
的
變
化
。
︵
圖

二
十—

二
︶

綵
樓
歡
門
紮
著
S
形
仙
鶴
作
為

主
體
裝
飾
，
篤
信
道
教
的
徽
宗
曾
在

︿
瑞
鶴
圖
﹀
上
作
跋
，
記
載
政
和
二
年

︵
一
一
一
二
︶
，
汴
京
上
空
忽
然
群
鶴
翱

翔
、
盤
旋
，
祥
雲
伴
著
仙
禽
是
告
示
昌
盛

祥
瑞
之
兆
。
仙
鶴
是
道
家
最
喜
歡
用
的
裝

飾
符
號
，
美
化
市
容
都
能
反
映
出
官
家
的

信
仰
。
樓
上
小
隔
間
的
包
廂
，
有
私
密

性
，
桌
上
杯
盤
、
注
子
和
溫
碗
，
清
晰
可

辨
。
高
樓
後
院
有
堆
疊
的
釀
酒
桶
，
呼
應

正
店
自
家
的
釀
酒
事
業
。

黃
金
地
段
上
的
銀
鋪

銀
舖
左
手
邊
是
孫
羊
店
，
孫
羊
店
就

在
香
豐
正
店
拐
角
，
應
是
同
一
建
築
的
的

另
一
塊
招
牌
。
香
豐
正
店
的
老
闆
大
概
姓

孫
。
北
方
人
主
食
吃
麵
，
肉
食
吃
羊
肉
；

南
方
人
主
食
是
米
飯
，
肉
食
吃
豬
肉
與

魚
。
沒
羶
味
的
羊
肉
是
大
約
半
歲
左
右
的

二
齒
羊
。
︵
圖
二
十
一
︶

︽
東
京
夢
華
錄
︾
記
載
﹁
市
井
經

紀
之
家
，
往
往
只
於
市
店
旋
置
飲
食
，
不

置
家
蔬
。
﹂
商
業
城
市
，
作
服
務
業
的
都

忙
，
沒
空
自
理
飲
食
，
外
食
人
口
多
，
孫

羊
店
門
口
擺
的
攤
子
，
檯
面
上
放
著
像
粽

子
形
狀
的
食
物
，
猜
測
是
荷
葉
包
飯
。
旁

側
一
攤
有
攜
小
兒
的
顧
客
，
八
成
是
賣
零

嘴
的
。銀

鋪
這
家
店
座
落
的
位
置
最
好
，

是
黃
金
三
角
地
段
，
一
面
對
著
貴
不
可
言

的
香
藥
鋪
，
一
面
朝
南
對
著
﹁
李
家
輸
賣

處
﹂
、
旅
館
﹁
久
住
王
員
外
家
﹂
。
我

認
為
它
是
銀
鋪
，
因
為
設
店
的
位
置
好
，

因
為
簷
下
吊
掛
﹁
斤
秤
？
十
足
﹂
的
廣
告

牌
，
因
為
店
內
有
張
很
特
別
的
大
桌
，
似

乎
具
車
床
的
配
備
，
桌
面
有
弧
度
，
還
有

夾
層
，
下
面
有
腳
踏
板
，
會
不
會
是
鍛
銀

匠
使
用
的
？
圖
二
十
一—

一
按
︽
東
京
夢

華
錄
︾
所
記
，
宋
代
飲
食
器
皿
大
量
使
用

銀
器
，
宋
瓷
式
樣
很
多
出
於
金
屬
造
型
。

︵
圖
二
十
二
︶

宋
代
銀
匠
出
名
的
不
少
，
龔
美
算

是
第
一
名
，
他
是
真
宗
劉
皇
后
劉
娥
的
前

夫
。
劉
皇
后
出
身
卑
微
，
會
說
鼓
詞
，
嫁

給
龔
美
，
跟
著
從
成
都
來
到
汴
京
謀
生
。

輾
轉
認
識
了
同
齡
的
襄
王
趙
恒
，
十
五
歲

的
劉
娥
很
得
趙
恒
歡
心
，
然
太
宗
不
滿
其

出
身
，
趙
恒
只
好
陽
奉
陰
違
，
把
劉
娥
藏

起
來
，
十
五
年
之
後
太
宗
崩
，
趙
恒
繼

圖二十-1　正店生意興隆圖二十-2　白沙與韓城宋墓壁畫中的團冠美人

圖二十一　黃金地段上的店舖

圖二十一-1　銀舖與孫羊店

圖二十二　銀酒注與溫碗、盞與盞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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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是
為
真
宗
。
這
時
才
把
劉
娥
接
入

宮
，
她
已
三
十
六
歲
。

真
宗
的
郭
皇
后
病
逝
，
真
宗
想
立

劉
娥
為
后
，
但
是
劉
娥
既
無
子
嗣
又
出
身

低
，
群
臣
反
對
，
此
時
侍
女
李
氏
，
產
下

一
子
，
即
後
來
的
仁
宗
。
劉
娥
收
為
己

出
，
既
已
﹁
生
子
﹂
，
真
宗
便
詔
示
群

臣
，
立
劉
娥
為
后
。
省
掉
儀
式
，
只
把

封
后
詔
書
傳
至
中
書
省
，
此
時
劉
娥
已

四
十
四
歲
。
劉
皇
后
性
警
悟
，
明
智
英

斷
，
每
每
襄
助
真
宗
批
閱
奏
章
，
出
外
巡

幸
。
後
來
真
宗
同
意
讓
龔
美
改
姓
為
劉

美
，
做
劉
皇
后
的
兄
長
。
真
宗
崩
逝
，
劉

皇
后
成
為
宋
朝
第
一
位
攝
政
的
太
后
，
垂

簾
十
一
年
才
還
政
仁
宗
。

銀
鋪
前
的
一
群
人
圍
著
一
個
大
鬍

子
，
可
能
是
阿
拉
伯
人
在
說
海
外
見
聞
，

吸
引
了
老
少
和
出
家
人
和
尚
。

劉
家
香
舖

﹁
劉
家
上
色
沉
檀
揀
香
舖
﹂
的
大

牌
牓
十
分
醒
目
。
宋
代
香
藥
應
用
很
廣
，

用
於
祭
神
、
禮
佛
、
拜
祖
先
等
。
北
宋
海

外
貿
易
市
舶
年
收
入
有
五
十
萬
貫
，
主
要

進
口
的
是
香
藥
以
及
象
牙
、
珠
寶
，
所
以

又
叫
做
香
藥
貿
易
。
香
藥
和
茶
、
鹽
、
白

礬
一
樣
屬
政
府
專
賣
，
都
為
政
府
賺
來
大

量
的
利
潤
。
香
料
可
作
藥
物
使
用
，
豐
富

了
中
藥
材
的
內
容
；
焚
香
可
以
去
除
屋
裡

的
穢
氣
，
也
豐
富
了
人
們
的
生
活
。
遠
處

的
綢
緞
莊
店
招
﹁
王
家
羅
錦
匹
帛
舖
﹂
、

﹁
王
家
鍼
明
匹
帛
舖
﹂
，
街
上
還
有
﹁
楊

家
應
病
﹂
的
楊
大
夫
招
牌
。

以
扇
遮
面
，
則
其
兩
便
的
路
人

畫
卷
中
往
往
見
到
男
士
們
手
持
蒲

扇
。
周
寶
珠
教
授
指
出
扇
子
可
以
拂
暑
驅

蠅
，
還
有
便
面
之
用
。
路
上
一
位
男
士
拿

扇
子
遮
住
臉
，
當
時
風
習
，
碰
到
熟
人
，

不
想
寒
暄
，
就
用
扇
子
遮
蔽
一
下
，
對
方

心
領
神
會
，
不
以
為
怪
，
因
此
有
﹁
以
扇

遮
面
，
則
其
兩
便
﹂
的
說
法
。

高
級
住
宅
區

按
︽
宋
史
．
輿
服
志
︾
：
六
品
以
上

宅
舍
，
許
作
烏
頭
門
。
老
百
姓
家
，
不
得

施
重
拱
、
藻
井
、
四
鋪
飛
簷
。
︿
清
明
上

河
圖
﹀
中
，
除
城
樓
、
寺
院
外
，
使
用
斗

栱
形
式
的
只
有
這
一
區
的
趙
太
丞
家
、
趙

家
左
鄰
及
對
門
一
共
三
戶
，
顯
然
是
與
民

居
規
格
不
同
的
官
第
。
左
鄰
豪
宅
，
板
門

下
面
無
地
垘
，
方
便
車
馬
進
出
，
門
口
有

供
官
員
上
馬
，
腳
踏
用
的
上
馬
石
。
後
進

居
室
內
布
置
著
名
人
書
法
，
中
間
還
有
靠

背
圈
椅
。
︵
圖
二
十
三
︶

趙
太
丞
是
太
醫
，
宋
代
太
醫
可
以

在
家
開
業
；
門
口
的
幾
塊
招
牌
是
為
成
藥

打
廣
告
的
。
屋
內
有
幾
位
婦
人
在
候
診
，

旁
有
狨
座
，
這
是
一
種
暖
座
墊
。
俗
稱
金

絲
猿
的
狨
，
長
在
川
峽
深
山
中
。
毛
長
有

如
金
絲
，
把
它
的
毛
皮
作
褥
墊
，
非
常
暖

活
。
宋
朝
文
武
三
品
以
上
才
許
用
狨
座
。

椅
上
設
狨
座
，
暗
示
主
人
的
身
份
是
醫
界

泰
斗
。
圖
二
十
三—

一
︶
水
井
就
在
旁

邊
，
生
活
機
能
非
常
方
便
。

街
上
的
貨
郎
，
算
是
流
動
攤
販
，

除
了
賣
東
西
，
也
修
理
、
清
潔
鞋
子
、
腰

帶
、
幞
頭
帽
子
等
用
品
。
還
幫
人
塗
漆
、

換
扇
子
柄⋯

；
夏
天
則
提
供
洗
氈
、
淘
井

等
服
務
。

精
藝
絕
倫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
清
明
上
河
圖
﹀
鉅
細
靡
遺
的
、
生

動
地
描
繪
了
汴
河
上
舟
楫
連
檣
、
河
岸
市

景
繁
榮
的
景
象
。
為
古
代
造
船
、
建
築
等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參
考
圖
例
。
於
藝
術
史
、

經
濟
史
乃
至
人
類
學
、
民
俗
學
都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畫
卷
拖
尾
元
朝
人
劉
漢
的
跋

文
：
余
熟
視
再
四
，
然
後
知
宇
宙
間
精
藝

絕
倫
有
如
此
者
。 

誠
哉
斯
言
！

作
者
為
震
旦
博
物
館
館
長

圖二十三　高級住宅區

 圖二十三-1　趙太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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