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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到成功迎甲午—馬圖騰崇拜的文化意義

賀　歲

吉
祥
神
獸　

馬
的
故
事

馬
是
人
類
重
要
伙
伴
，
我
國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
被
稱
為
﹁
馬
背
上
的
民
族
﹂
。

突
厥
語
民
族
的
動
物
崇
拜
，
視
馬
為
神

獸
，
天
馬
是
天
上
的
一
種
神
獸
，
天
馬
的

出
現
，
被
稱
為
吉
兆
，
能
逢
凶
化
吉
。
蒙

古
族
也
是
在
馬
背
上
長
大
的
民
族
，
與
馬

相
依
為
命
，
牧
民
用
歌
聲
讚
美
馬
，
馬
頭

琴
的
美
妙
歌
聲
傳
遍
了
草
原
。
蒙
古
族
傳

說
天
上
仙
女
的
金
釵
掉
落
在
半
空
中
，
化

成
神
馬
，
在
草
原
上
奔
馳
，
稱
為
天
馬
。

新
疆
衛
拉
特
蒙
古
流
傳
的
創
世
神
話
敘
述

著
遠
古
時
候
，
天
水
相
連
，
女
神
麥
德
爾

娘
娘
騎
著
白
色
神
馬
巡
視
宇
宙
，
馬
蹄
濺

起
的
火
星
，
灑
落
水
面
，
累
積
形
成
了
大

地
。
達
呼
爾
族
流
傳
的
英
雄
故
事
敘
述
善

情
誼
。
宋
太
祖
能
自
我
反
省
，
檢
討
墜
馬

的
原
因
，
不
失
一
位
明
主
。
清
康
熙
皇
帝

︵
一
六
五
四

∼

一
七
二
二
︶
，
是
一
位
仁
厚

的
君
主
，
他
重
視
馬
匹
的
牧
養
，
細
心
照

顧
。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
一
六
九
六
︶
三
月

十
五
日
，
︽
起
居
注
冊
︾
記
載
清
軍
進
兵

喀
爾
喀
，
雨
雪
交
作
。
康
熙
皇
帝
即
命
一

等
侍
衛
吳
達
禪
傳
諭
說
：
﹁
雨
雪
如
此
，
天

氣
甚
寒
，
馬
雖
遮
護
，
亦
寒
慄
不
能
食
。

其
疲
瘦
者
猶
可
無
恙
，
肥
者
卻
易
致
凍

馬
到
成
功
迎
甲
午

馬
圖
騰
崇
拜
的
文
化
意
義

莊
吉
發

於
領
會
主
人
心
思
的
愛
馬
能
舉
起
前
蹄
與

主
人
通
話
。
柯
爾
克
孜
族
認
為
馬
象
徵
富

足
，
是
人
類
的
翅
膀
，
離
開
了
馬
就
寸
步

難
行
。
鄂
倫
春
族
相
信
長
者
騎
過
的
馬
，

可
以
帶
來
吉
祥
。
牧
民
認
為
把
馬
蹄
鐵
懸

在
門
邊
，
是
平
安
吉
祥
的
象
徵
。
姑
娘
出

嫁
，
以
馬
陪
嫁
，
相
信
婚
姻
可
以
幸
福
。

歷
代
典
籍
中
以
馬
為
主
題
的
記
載
，

多
具
有
社
會
文
化
意
義
。
︽
搜
神
記
︾
記

載
：
﹁
太
古
之
時
，
有
大
人
遠
征
，
家
無

餘
人
，
唯
有
一
女
，
牡
馬
一
匹
，
女
親
養

之
。
窮
居
幽
處
，
思
念
其
父
。
乃
戲
馬
曰
：

﹃
爾
能
為
我
迎
得
父
還
，
吾
將
嫁
汝
。
﹄
﹂

馬
通
人
言
，
絕
繮
而
去
，
迎
回
了
父
親
。

︽
韓
非
子
︾
記
載
，
管
仲
以
老
馬
識
途
，

縱
馬
尾
隨
，
終
於
找
到
了
出
路
。
︽
南

斃
。
宜
將
寒
慄
之
馬
，
順
風
馳
二
、
三
里

許
，
令
人
圍
繞
之
，
馬
既
稍
溫
，
自
然
便

溺
食
草
，
如
此
則
無
妨
矣
。
﹂
懂
得
牧
馬
的

道
理
，
就
不
致
有
伯
樂
難
遇
的
歎
息
。

康
熙
皇
帝
對
明
朝
末
年
皇
帝
與
坐

騎
的
互
動
，
頗
不
以
為
然
。
他
指
出
，
明

季
君
主
所
行
，
多
迂
闊
可
笑
。
建
極
殿
後

階
石
，
高
厚
數
丈
，
方
整
一
塊
，
其
貴
不

貲
，
採
買
搬
運
至
京
，
不
能
舁
入
午
門
，

乃
命
將
石
捆
打
六
十
御
棍
。
崇
禎
皇
帝
朱

史
︾
記
載
，
湘
州
益
陽
人
任
煥
常
在
一
次

戰
役
中
，
兩
腳
受
傷
，
不
能
上
馬
，
後
有

追
兵
，
向
馬
泣
曰
：
﹁
騅
子
，
我
於
此
死

矣
。
﹂
蒼
白
相
雜
的
馬
，
稱
為
騅
子
，
馬

通
人
性
，
即
跪
其
前
腳
，
讓
主
人
上
馬
免

難
。
在
甘
肅
、
青
海
一
帶
羌
族
，
以
馬
為

圖
騰
，
稱
為
馬
羌
。
︽
隋
書
．
豆
盧
勣
傳
︾

記
載
：
﹁
其
山
絕
壁
千
尋
，
由
來
乏
水
，
諸

羌
苦
之
，
勣
馬
足
所
踐
，
忽
飛
泉
湧
出
。
﹂

羌
族
喜
獲
甘
泉
，
解
決
了
缺
水
之
苦
。

︽
滿
蒙
漢
合
璧
教
科
書
︾
記
載
一

則
明
主
與
馬
互
動
的
故
事
云
：
﹁
宋
太
主

好
獵
，
一
日
，
獨
騎
逐
獸
，
馬
蹶
墜
馬
。

太
祖
大
怒
，
拔
劍
欲
刺
馬
。
既
而
悔
之

曰
：
﹃
我
自
不
慎
，
以
取
顛
困
，
馬
又
何

罪
？
﹄
乃
舍
之
。
﹂
人
與
馬
共
生
，
也
有

由
檢
為
皇
子
時
，
曾
學
乘
馬
，
由
兩
名
太

監
執
轡
，
兩
名
太
監
捧
鐙
，
兩
名
太
監
扶

鞦
。
朱
由
檢
纔
騎
上
馬
，
就
墜
落
地
面
，

於
是
責
打
馬
匹
四
十
大
板
後
發
往
驛
站
充

當
苦
差
。
康
熙
皇
帝
評
論
說
：
﹁
馬
猶
有

知
識
，
石
何
所
知
？
如
此
舉
動
，
豈
不
發

噱
？
﹂
拿
石
頭
、
馬
匹
出
氣
，
確
實
迂
闊

可
笑
。
康
熙
皇
帝
認
為
人
主
英
明
，
就
不

會
有
令
人
發
噱
的
童
稚
舉
動
了
。

圖
騰
崇
拜　

馬
族
馬
姓

圖
騰
的
原
意
是
﹁
他
的
親
族
﹂
，
初

民
社
會
的
圖
騰
崇
拜
是
將
圖
騰
當
作
親
族

來
看
待
，
人
們
與
圖
騰
有
血
緣
關
係
。
初

民
社
會
的
氏
族
名
稱
，
大
都
以
圖
騰
命

名
。
最
早
的
圖
騰
，
大
多
數
是
動
物
。
殷

墟
卜
辭
中
將
殷
人
周
圍
的
民
族
稱
為
虎

方
、
羊
方
、
馬
方
等
等
，
這
種
族
稱
，
可

能
是
起
源
於
他
們
所
崇
拜
的
圖
騰
對
象
。

︽
山
海
經
︾
記
載
：
﹁
黃
帝
生
駱
明
，
駱
明

生
白
馬
，
白
馬
是
為
鯀
。
﹂
鯀
以
白
馬
為
族

徽
，
就
是
白
馬
氏
族
。

雲
南
彝
族
保
留
了
許
多
圖
騰
名
稱
，

以
馬
、
鳳
凰
等
動
物
為
氏
族
名
稱
，
瀾
滄

江
及
怒
江
上
游
居
住
在
碧
羅
雪
山
上
的
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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僳
族
有
鼠
、
兔
、
羊
、
馬
等
氏
族
名
稱
，
原

來
都
是
圖
騰
名
稱
。
其
中
以
馬
為
圖
騰
的

氏
族
，
便
以
馬
為
氏
族
名
稱
，
稱
為
馬
氏

族
，
以
馬
為
姓
，
就
是
起
源
於
馬
圖
騰
崇

拜
。
馬
氏
族
的
成
員
相
信
自
己
是
馬
圖
騰

的
血
緣
親
屬
，
可
以
得
到
馬
圖
騰
的
保
護
。

︽
後
漢
書
．
西
羌
傳
︾
記
載
西
羌
人

有
白
馬
等
氏
族
。
越
族
先
民
曾
以
白
馬
為

圖
騰
，
布
依
族
源
於
古
越
人
，
所
以
有
祭

祀
白
馬
神
的
習
俗
。
︽
晉
書
．
四
夷
傳
︾
記

載
匈
奴
人
居
塞
者
十
九
種
，
其
中
賀
賴
或

賀
蘭
是
突
厥
語
斑
馬
的
漢
語
音
譯
，
斑
馬

就
是
匈
奴
人
的
圖
騰
，
並
以
斑
馬
作
為
氏

族
部
落
的
名
稱
。
由
於
血
緣
關
係
，
以
馬

為
圖
騰
的
馬
氏
族
成
員
，
是
以
馬
為
保
護

神
，
不
能
傷
害
馬
，
宰
殺
圖
騰
是
馬
氏
族

社
會
的
禁
忌
。

馬

援
︵

西

元

前

十

四∼

西

元

四
十
九
︶
，
扶
風
茂
陵
人
。
︽
後
漢
書
．
馬

援
傳
︾
記
載
：
﹁
其
先
趙
奢
為
趙
將
，
號

曰
馬
服
君
，
子
孫
因
為
氏
。
﹂
句
中
﹁
馬

服
﹂
意
思
是
能
馴
服
馬
匹
，
其
後
世
子
孫

便
以
﹁
馬
﹂
為
姓
。
司
馬
是
官
名
，
司
馬

氏
是
以
官
名
為
複
姓
。
司
馬
炎
代
魏
稱

帝
，
建
立
晉
朝
。
晉
恭
帝
司
馬
德
文
，
幼

時
性
忍
急
。
︽
晉
書
．
帝
紀
︾
記
載
：
﹁
恭

帝
為
琅
邪
王
，
好
奇
戲
，
嘗
閉
一
馬
於
門

內
，
令
人
射
之
，
欲
觀
幾
箭
死
。
左
右
有

諫
者
曰
：
﹃
馬
，
國
姓
也
，
令
人
射
之
，
不

祥
。
﹄
﹂
馬
是
晉
朝
的
國
姓
，
傷
害
馬
，
觸

犯
禁
忌
，
所
以
不
祥
。
宋
朝
末
年
，
維
揚

人
陳
公
從
大
將
張
世
傑
扈
從
祥
興
。
至
元

十
六
年
︵
一
二
七
九
︶
，
張
世
傑
與
元
兵
交

戰
，
全
師
大
潰
，
士
卒
多
溺
死
。
陳
公
與

數
人
僥
倖
得
脫
，
同
行
者
將
殺
馬
療
饑
。

︽
明
史
．
外
戚
傳
︾
記
載
，
陳
公
疲
極
晝

寢
，
夢
見
一
白
衣
人
來
曰
：
﹁
汝
慎
勿
食
馬

肉
，
今
夜
有
舟
來
共
載
也
。
﹂
陳
公
未
敢
食

馬
肉
，
隨
後
又
夢
如
初
。
至
夜
將
半
，
陳

公
在
夢
中
彷
彿
聽
到
搖
櫓
聲
，
有
紫
衣
人

以
杖
觸
陳
公
曰
：
﹁
舟
至
矣
。
﹂
陳
公
因
未

食
馬
肉
，
得
到
馬
神
的
保
護
。
當
陳
公
驚

醒
時
，
人
已
在
舟
中
，
終
能
平
安
脫
險
。

古
代
契
丹
原
始
氏
族
，
曾
以
白
馬

和
青
牛
為
圖
騰
。
︽
遼
史
．
地
理
志
︾
記

載
：
﹁
東
潢
河
，
南
土
河
，
二
水
合
流
，

故
號
永
州
。
冬
月
牙
帳
多
駐
此
，
謂
之
冬

捺
鉢
。
有
木
葉
山
，
上
建
契
丹
始
祖
廟
，

奇
首
可
汗
在
南
廟
，
可
敦
在
北
廟
，
繪
塑

二
聖
并
八
子
神
像
。
相
傳
有
神
人
乘
白

馬
，
自
馬
盂
山
浮
土
河
而
東
，
有
天
女
駕

青
牛
車
由
平
地
松
林
泛
潢
河
而
下
，
至
木

葉
山
，
二
水
合
流
，
相
遇
為
配
偶
，
生
八

子
。
其
後
族
屬
漸
盛
，
分
為
八
部
。
每
行

軍
及
春
秋
時
祭
，
必
用
白
馬
、
青
牛
，
示

不
忘
本
云
。
﹂
契
丹
皇
帝
捺
鉢
，
逐
水
草
而

遷
移
其
牙
帳
，
其
冬
月
牙
帳
移
駐
永
州
，

稱
為
冬
捺
鉢
。
從
︽
遼
史
︾
的
記
載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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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
和
者
，
帝
俊
之
妻
，
生
十
日
。
﹂
十
日

依
次
為
甲
日
、
乙
日
、
丙
日
、
丁
日
、
戊

日
、
己
日
、
庚
日
、
辛
日
、
壬
日
、
癸

日
，
稱
為
天
干
，
每
天
由
一
個
太
陽
輪
流

當
值
，
照
臨
人
間
，
十
日
為
一
旬
。
天

干
﹁
甲
﹂
，
滿
文
作
﹁

﹂
，
讀

如”
niow

anggiyan
”

，
意
思
是
﹁
綠
色
﹂
，

甲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綠
色
。
乙

﹁

﹂
︵n

io
h

o
n

︶
，
意
思
是
淺
綠

色
，
乙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淺
綠

色
。
丙
﹁

﹂
︵fu

lgiyan

︶
，
意
思

是
紅
色
。
丙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紅
色
。
丁
﹁

﹂
︵f ulahū n

︶
，

意
思
是
淡
紅
色
，
丁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淡
紅
色
。
戊
﹁

﹂

︵su
w

ayan

︶
，
意
思
是
黃
色
，
戊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黃
色
。
己
﹁

﹂
︵so

h
o

n

︶
，
意
思
是
淡
黃
色
，
己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淡
黃
色
。
庚

﹁

﹂
︵šan

yan

︶
，
意
思
是
白
色
，

庚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白
色
。
辛

﹁

﹂
︵sahū n

︶
，
意
思
是
淡
白
色
，

辛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淡
白
色
。

壬
﹁

﹂
︵sah

aliyan

︶
，
意
思
是

黑
色
，
壬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黑

以
發
現
古
代
契
丹
人
實
行
圖
騰
外
婚
制
度

的
蹤
跡
，
乘
白
馬
的
神
人
，
就
是
以
白
馬

為
圖
騰
的
白
馬
氏
族
；
駕
青
牛
車
的
天

女
，
就
是
以
青
牛
為
圖
騰
的
青
牛
氏
族
。

一
個
白
馬
氏
族
的
男
子
與
一
個
青
牛
氏
族

的
女
子
在
木
葉
山
潢
河
、
土
河
二
水
合
流

處
相
遇
，
結
為
配
偶
，
實
行
圖
騰
外
婚
，

生
下
八
子
，
其
後
裔
各
自
成
為
一
部
，
分

為
八
部
。
契
丹
皇
帝
出
師
親
征
，
春
秋
祭

祀
，
都
用
白
馬
、
青
牛
作
為
圖
騰
犧
牲
，

祭
祀
天
地
，
以
示
不
忘
本
，
並
強
化
契
丹

人
與
圖
騰
的
血
緣
關
係
。
宋
長
宏
著
︽
騏

驥
馳
騁
︾
指
出
，
契
丹
人
以
白
馬
，
青
牛

作
為
圖
騰
犧
牲
的
習
俗
，
在
其
後
裔
中
仍

有
存
留
。
學
者
們
曾
在
雲
南
施
甸
長
官
司

村
調
查
契
丹
人
後
裔
時
發
現
一
幅
珍
藏

六
百
年
的
族
譜
，
在
族
譜
卷
首
繪
有
一
幅

﹁
青
牛
白
馬
圖
﹂
，
圖
中
男
子
騎
白
馬
，
女

子
騎
青
牛
，
對
研
究
圖
騰
崇
拜
文
化
提
供

了
珍
貴
的
參
考
價
值
。

生
肖
屬
相　

午
馬
吉
祥

我
國
歷
代
正
史
中
的
干
支
，
主
要

是
用
來
紀
年
的
。
古
代
神
話
相
傳
天
有
十

日
，
︽
山
海
經
︾
記
載
：
﹁
有
女
子
名
曰

色
。
癸
﹁

﹂
︵sahahū n

︶
，
意
思

是
淡
黑
色
，
癸
日
當
值
時
，
照
臨
人
間
的

是
淡
黑
色
。
以
生
日
為
名
，
是
殷
人
的
一

種
習
俗
，
︽
帝
王
世
紀
︾
記
載
：
﹁
微
字
上

甲
，
其
母
以
甲
日
生
故
也
。
﹂
殷
王
亦
多
以

天
干
命
名
，
也
是
以
生
日
為
名
，
就
是
以

太
陽
和
太
陽
運
行
天
空
的
時
辰
為
名
。
殷

代
卜
辭
中
已
有
日
神
崇
拜
的
記
錄
，
殷
人

以
生
日
為
名
的
習
俗
，
與
殷
人
太
陽
祭
祀

的
神
話
傳
承
有
關
，
殷
王
以
天
干
命
名
，

表
明
殷
王
就
是
太
陽
神
即
天
帝
之
子
。
除

天
干
外
，
還
有
子
、
丑
、
寅
、
卯
、
辰
、

巳
、
午
、
未
、
申
、
酉
、
戌
、
亥
十
二
地

支
。
古
代
術
數
家
以
十
二
生
肖
配
十
二
地

支
，
即
：
子
鼠
、
丑
牛
、
寅
虎
、
卯
兔
、

辰
龍
、
巳
蛇
、
午
馬
、
未
羊
、
申
猴
、
酉

雞
、
戌
狗
、
亥
豬
，
借
以
紀
年
。
明
代
學

者
陸
以
深
著
︽
春
風
堂
隨
筆
︾
記
載
，
﹁
北

狄
中
，
每
以
十
二
生
肖
配
年
為
號
。
﹂
以
出

生
年
分
而
肖
十
二
獸
，
稱
十
二
生
肖
，
又

稱
十
二
屬
相
。
其
中
在
午
年
出
生
的
，
就

是
肖
馬
，
屬
馬
。
︽
北
史
．
齊
本
紀
︾
記

載
，
北
齊
顯
祖
文
宣
帝
以
午
年
生
，
故
稱

馬
子
。
殷
人
以
生
日
天
干
命
名
，
文
宣
帝

以
生
年
屬
相
命
名
，
因
馬
年
出
生
，
故
名

馬
子
。
︽
詩
經
．
小
雅
︾
記
載
，
﹁
吉
日
庚

午
，
既
差
我
馬
。
﹂
句
中
﹁
庚
午
﹂
，
︽
御

製
繙
譯
詩
經
︾
滿
文
作
﹁

﹂
︵šan

yan
 m

orin

︶
，
意
思
是
白
馬
，
庚

午
白
馬
是
吉
日
，
一
方
面
馬
與
午
聯
繫

起
來
；
一
方
面
干
與
支
聯
繫
起
來
，
庚

午
白
馬
象
徵
吉
祥
。
唐
懿
宗
咸
通
十
一

年
︵
八
七○

︶
，
南
詔
攻
陷
成
都
，
地
方

不
靖
。
︽
新
唐
書
．
五
行
志
︾
記
載
成

都
童
謠
曰
：
﹁
咸
通
癸
巳
，
出
無
所
之
，

蛇
去
馬
來
，
道
路
稍
開
。
﹂
咸
通
十
四
年

︵
八
七
三
︶
歲
次
癸
巳
，
歲
陰
在
巳
，
生

肖
屬
蛇
。
唐
僖
宗
乾
符
元
年
︵
八
七
四
︶
，

歲
次
甲
午
，
歲
陰
在
午
，
生
肖
屬
馬
。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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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到成功迎甲午—馬圖騰崇拜的文化意義

賀　歲

白
馬
嶺
、
白
馬
河
、
白
馬
津
、
白
馬
淀
等

等
，
多
為
圖
騰
地
域
化
的
地
名
。

古
代
雲
南
地
區
的
農
村
集
市
，
多

稱
為
街
，
逢
馬
日
舉
行
的
集
市
，
稱
為
馬

街
。
︽
雲
南
府
志
︾
記
載
：
﹁
日
中
為
市
，

率
名
曰
街
，
以
十
二
支
所
屬
，
分
為
各
處

街
期
，
如
子
日
名
鼠
街
、
丑
日
名
牛
街

之
類
。
街
期
各
處
錯
雜
，
以
便
貿
遷
。
市

中
貿
易
，
昔
多
用
貝
，
俗
稱

子
。
至
明

啟
、
禎
間
，
貴
銀
錢
，

遂
滯
不
行
。
﹂

雲
南
的
集
市
，
以
十
二
生
肖
屬
相
為
街
期

名
稱
，
午
日
是
馬
日
，
馬
日
的
集
市
，
就

叫
做
馬
街
。
雲
南
祿
勸
縣
的
馬
街
，
就
是

︽
後
漢
書
︾
記
載
：
﹁
鮮
卑
寇
馬
城
，
度
遼

將
軍
鄧
遵
率
南
單
于
擊
破
之
。
﹂
句
中
﹁
馬

城
﹂
，
其
故
城
在
山
西
朔
州
。
據
︽
搜
神

記
︾
記
載
：
﹁
昔
秦
人
築
城
於
武
周
塞
以

備
胡
，
將
成
而
崩
者
數
矣
。
有
馬
馳
走
，

周
旋
反
覆
，
父
老
異
之
，
因
依
以
築
城
，

城
乃
不
崩
，
遂
以
名
焉
。
﹂
秦
人
依
照
神
馬

暗
示
的
地
基
築
城
，
故
稱
馬
城
。
︽
新
唐

書
．
地
理
志
︾
記
載
，
峽
州
夷
陵
郡
遠
安

縣
有
白
馬
山
，
天
寶
元
年
︵
七
四
二
︶
，
更

名
神
馬
山
。
白
馬
氐
是
以
白
馬
為
圖
騰
的

一
支
氐
人
，
白
馬
人
居
住
的
地
區
，
其
地

名
多
帶
有
﹁
白
馬
﹂
字
樣
，
如
白
馬
峪
、

去
馬
來
，
就
是
過
了
蛇
年
，
馬
年
到
來
，

道
路
開
通
，
時
來
運
轉
。

地
域
圖
騰　

馬
街
馬
場

古
代
雲
南
，
貴
州
等
地
區
的
少
數

民
族
，
多
用
十
二
生
肖
屬
相
紀
年
紀
日
，

不
用
干
支
。
只
說
去
年
是
蛇
年
，
今
年
是

馬
年
。
你
屬
蛇
，
我
屬
馬
。
他
們
計
算
日

子
，
不
說
昨
天
初
一
日
，
今
天
初
二
日
，

也
不
用
干
支
紀
日
，
只
說
昨
天
是
蛇
日
，

今
天
是
馬
日
。
圖
騰
地
域
化
後
，
除
了
形

成
氏
族
姓
名
外
，
也
常
常
形
成
地
名
。
東

漢
安
帝
元
初
六
年
︵
一
一
九
︶
七
月
，

主
，
多
從
事
農
業
。
宜
良
縣
北
部
、
賈
龍

河
東
岸
、
雲
盤
山
南
麓
的
馬
街
，
是
宜

良
、
嵩
明
、
馬
龍
三
縣
邊
區
農
副
產
品
集

散
地
。
紅
河
哈
尼
族
聚
居
區
開
遠
市
小

龍
潭
鎮
有
馬
街
村
，
清
高
宗
乾
隆
年
間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
在
馬
街
村
建

有
文
廟
，
院
內
古
柏
參
天
。
貴
州
地
區
的

馬
日
集
市
，
習
稱
馬
場
。
貴
州
雷
山
縣
西

江
寨
趕
集
日
子
，
是
以
十
二
生
肖
的
馬
和

豬
為
標
誌
而
交
替
輪
換
。
午
日
，
習
稱
馬

場
天
；
亥
日
，
習
稱
猪
場
天
。
逢
馬
場

因
屬
馬
日
趕
街
而
得
名
，
當
地
盛
產
稻

米
、
玉
米
、
小
麥
、
蠶
豆
、
薯
類
、
油
菜

籽
、
烟
草
等
，
集
市
繁
盛
，
是
祿
勸
縣
東

北
部
重
要
農
貿
集
市
。
南
華
縣
西
南
、
白

草
山
頭
東
麓
、
禮
社
江
西
岸
有
馬
街
，
是

南
華
、
楚
雄
二
縣
交
界
邊
區
重
要
農
副
產

品
集
散
地
，
核
桃
為
當
地
特
產
。
西
疇
縣

西
南
有
馬
街
，
當
地
產
稻
米
、
玉
米
、
花

生
、
甘
蔗
等
，
集
市
熱
鬧
。
元
陽
縣
西

北
的
馬
街
，
原
名
凹
子
，
因
在
馬
日
趕

街
，
又
名
馬
街
。
當
地
居
民
以
彝
族
為

天
，
稱
為
趕
大
場
，
七
天
一
輪
；
逢
猪
場

天
，
稱
為
趕
小
場
，
五
天
一
輪
。
在
貴
州

平
壩
東
部
、
羊
昌
河
東
岸
、
北
頻
紅
楓
湖

的
馬
場
，
商
業
活
動
興
盛
，
趕
場
人
數
眾

多
，
是
平
壩
縣
東
部
重
要
農
貿
集
散
地
。

大
方
縣
南
部
、
六
冲
河
北
岸
的
馬
場
，
是

縣
境
內
的
重
要
農
副
產
品
集
散
地
。
貴
陽

北
部
，
瀕
南
明
河
的
玉
屏
鎮
，
因
逢
馬
日

趕
場
，
所
以
又
稱
馬
場
，
農
貿
集
市
繁
榮
。

普
定
縣
西
部
，
東
瀕
波
玉
河
的
馬
場
，
是

縣
境
西
部
重
要
集
散
地
，
土
產
以
雪
梨
著

名
。
開
陽
縣
北
部
、
烏
江
南
岸
的
馬
場
，
特

產
以
土
布
著
名
，
也
是
生
猪
市
場
。
鎮
寧

布
依
苗
族
聚
居
區
、
王
二
河
岸
的
馬
場
，

集
市
興
盛
，
清
代
曾
設
慕
役
巡
檢
司
於

此
，
後
來
併
入
關
嶺
縣
。
雲
南
、
貴
州
的
馬

街
、
馬
場
，
多
見
於
清
代
纂
修
的
府
、
縣
志

書
，
對
研
究
古
代
圖
騰
崇
拜
文
化
，
提
供

了
珍
貴
的
參
考
價
值
，
文
獻
足
徵
。

馬
年
是
吉
祥
的
象
徵
，
甲
午
致
富
。

從
馬
圖
騰
的
地
域
化
，
馬
街
、
馬
場
的
分

佈
，
確
實
可
以
說
明
馬
圖
騰
崇
拜
蘊
涵
了

深
厚
的
社
會
文
化
意
義
。

作
者
為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退
休
研
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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