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
所
周
知
，
中
國
和
日
本
的
古
墓
中
出
土
了
大

量
的
銅
鏡
，
這
些
銅
鏡
的
發
現
，
對
於
考
古
學
和
歷

史
學
的
研
究
均
有
著
重
要
的
意
義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來
，
隨
著
田
野
考
古
工
作
的
廣
泛
開
展
，
銅
鏡

研
究
也
向
縱
深
進
了
一
步
，
並
取
得
了
豐
碩
的
成

果
。
儘
管
學
者
們
付
出
了
努
力
，
但
很
多
問
題
仍
有

待
我
們
去
探
索
和
研
究
，
本
文
主
要
探
討
的
則
是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
圖
一
、
二
、
三
︶
的
產
地
及
其

相
關
問
題
。

一
般
說
來
，
日
本
出
土
的
銅
鏡
上
與
早
期
佛
教

傳
播
有
關
的
圖
紋
主
要
存
在
於
︿
佛
像
夔
鳳
鏡
﹀
、

︿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
和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三
類
銅

鏡
上
。
關
於
︿
佛
像
夔
鳳
鏡
﹀
，
目
前
，
中
日
雙
方

學
者
對
它
的
認
識
基
本
一
致
，
即
認
為
它
是
中
國
三

國
時
期
的
吳
地
輸
入
日
本
的
，
屬
︿
舶
載
鏡
﹀
。
對

︿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
而
言
，
其
產
地
仍
存
爭
議
，
日

本
學
者A

口
隆
康
認
為
它
們
是
舶
載
鏡
，
並
且
認
為

是
中
國
三
國
時
期
的
魏
鏡
︵
註
一
︶
。
中
國
王
仲
殊

等
學
者
認
為
它
們
既
不
是
舶
載
鏡
，
也
不
是
魏
鏡
，

而
是
吳
的
工
匠
在
日
本
所
鑄
︵
註
二
︶
。
然
而
，
對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而
言
，
兩
位
學
者
的
觀
點
卻
趨

於
一
致
，
認
為
它
們
也
是
由
中
國
輸
入
日
本
︵
註

三
︶
，
儘
管
如
此
，
卻
不
見
其
進
行
深
入
的
論
證
。

對
於
兩
位
學
者
的
觀
點
，
筆
者
不
敢
苟
同
，
因
為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與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一
樣
，
它
的
圖
紋
涉

及
到
﹁
佛
教
在
日
本
的
傳
播
與
發
展
﹂
、
﹁
早
期
佛

教
造
像
的
東
漸
﹂
等
日
本
佛
教
史
上
的
諸
多
問
題
，

所
以
，
對
該
類
銅
鏡
的
產
地
問
題
，
不
得
不
作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7272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的
相
關
問
題

╱
熊
壽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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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長野縣飯田市上川路御猿堂古墳出土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開善寺藏）

圖一　2.原大阪府河內金剛輪寺舊藏，現藏于京都國立博物館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



一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的
類
型
與
特
點

日
本
出
土
的
銅
鏡
無
論
是
數
量
還
是
類
別
都
很

豐
富
，
如
蟠
龍
鏡
、
神
獸
鏡
、
畫
像
鏡
、
夔
鳳
鏡
、

獸
首
鏡⋯

⋯

等
，
其
中
，
帶
有
佛
像
︵
佛
飾
︶
的
鏡

子
僅
見
於
佛
像
夔
鳳
鏡
、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和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三
類
，
而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見
於
著
錄
的
則
有

七
例
，
其
中
，
六
枚
在
日
本
，
一
枚
在
德
國
。
茲
分

述
於
下
。

第
一
類
，
共
二
枚
：

一
、
長
野
縣
飯
田
市
上
川
路
御
猿
堂
古
墳
出

土
，
開
善
寺
藏
，
直
徑
二
三
．
七
公
分
。

二
、
原
大
阪
府
河
內
金
剛
輪
寺
舊
藏
，
現
藏
於

京
都
國
立
博
物
館
，
與
上
述
開
善
寺
藏
鏡
為
﹁
同
模

鏡
﹂
，
直
徑
二
四
公
分
。

第
二
類
，
共
三
枚
：

一
、
岡
山
縣
倉
敷
市
日
煙
赤
井
王
墓
山
古
墳
出

土
，
現
藏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直
徑
二
一
公
分
。

二
、
千
葉
縣
木
更
津
市
祗
園
沖
鶴
卷
古
墳
出

土
，
五
島
美
術
館
藏
，
該
鏡
係
以
此
類
鏡
為
母
模
的

翻
鑄
鏡
，
直
徑
二
一
．
八
公
分
。

三
、
名
古
屋
出
土
鏡
，
尺
寸
不
詳
。

第
三
類
，
共
二
枚
：

一
、
千
葉
縣
木
更
津
市
祗
園
沖
大
塚
山
古
墳
出

土
，
宮
內
廳
藏
，
直
徑
三
○
．
六
公
分
。

二
、
藏
於
柏
林
風
俗
博
物
館
，
與
宮
內
廳
藏
鏡

相
似
。通

過
圖
版
可
知
，
這
種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第
一
類

鏡
的
主
要
特
徵
是
鈕
呈
半
球
狀
，
外
區
依
次
為
一
周

由
奇
禽
異
獸
組
成
的
畫
文
帶
、
弦
紋
、
輻
線
紋
及
半

圓
方
枚
帶
。
內
區
主
紋
以
四
個
環
狀
乳
為
界
分
成
四

個
區
，
每
一
區
都
為
一
組
佛
像
。
四
組
佛
像
均
頭
朝

鏡
鈕
，
配
置
在
有
蟠
龍
紋
的
四
乳
之
間
。
其
中
佛
像

搭
配
多
為
兩
兩
相
對
的
兩
尊
像
和
三
尊
像
。
凡
是
兩

尊
像
的
，
為
坐
像
和
立
像
的
搭
配
，
主
尊
坐
像
上
有

蓮
花
紋
的
圓
光
背
，
坐
在
蓮
座
或
兩
個
獅
子
頭
上
，

右
手
貼
近
胸
前
作
施
無
畏
印
，
左
手
下
垂
，
頭
上
全

為
雙
碼
髻
。E

像
為
立
像
，
立
像
都
無
光
背
，
但
頭

上
有
肉
髻
，
左
手
拿
蓮
枝
，
天
衣
掛
在
前
腕
下
垂
於

兩
側
。
凡
是
三
尊
像
的
，
圖
紋
組
成
則
是
立
像
為
主

像
，E

像
為
坐
像
，
中
央
的
一
尊
立
像
有
圓
光
背
，

頭
上
有
雙
髻
，
天
衣
下
垂
於
兩
側
。
兩
邊
的E

像
為

正
坐
，
坐
於
蓮
花
或
獅
座
上
。
他
們
的
紋
樣
雖
繁

縟
，
但
刻
畫
得
很
清
楚
︵
圖
一
1
、
2
︶
。

第
二
類
鏡
子
的
佛
像
配
置
同
第
一
類
大
體
相

似
，
只
是
對
稱
的
兩
組
三
尊
像
中
，
有
一
組
的
右E

像
為
半
跏
思
惟
像
，
蓮
座
不
很
明
顯
︵
圖
二
1
、

2
︶
。

上
述
兩
類
銅
鏡
紋
飾
清
晰
，
鑄
製
精
良
，
直
徑

處
於
二
一
公
分
至
二
四
公
分
之
間
。

第
三
類
鏡
子
為
翻
鑄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紋
飾

與
上
述
第
一
類
相
同
，
是
以
第
一
類
為
母
模
的
翻
鑄

鏡
，
因
鑄
製
粗
糙
，
故
被
日
本
學
者
歸
於
﹁
踏
返
鏡
﹂

中
，
不
同
之
處
是
，
該
類
鏡
是
在
第
一
類
鏡
的
基
礎

上
，
外
面
又
加
了
一
周
寬
素
帶
，
因
此
，
直
徑
超
過

第
一
類
鏡
，
達
三
十
公
分
以
上
︵
圖
三
︶
。

三
類
銅
鏡
中
，
銘
文
清
晰
者
有
︿
吾
作
明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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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岡山縣倉敷市日F赤井王墓山古墳出土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　2.千葉縣木更津市I鶴卷古墳出土畫文帶佛獸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五島美術館藏）



竟
﹀
、
︿
幽
凍
三
商
﹀
之
類
。
它
們
除
了
引
入
佛
像

代
替
神
仙
像
外
，
半
圓
方
枚
、
乳
丁
、
銘
文
形
式
及

整
體
風
格
與
中
國
三
國
時
期
東
吳
地
區
鑄
造
的
神
獸

鏡
十
分
相
似
，
如
果
不
仔
細
辨
認
，
則
很
容
易
將
兩

者
混
淆
，
這
一
點
必
須
引
起
我
們
的
注
意
。

二
、
中
國
的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不
等
於
日
本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雖
然
畫
文
佛
獸
鏡
與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及
其
它
鏡

類
在
日
本
出
於
同
一
時
期
的
古
墳
中
，
但
它
們
的
分

佈
地
域
、
存
在
數
量
、
圖
紋
內
容
都
存
在
明
顯
差

異
，
第
一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見
於
日
本
舊
藏
或
出
自

古
墳
中
，
數
量
少
，
而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則
在
中
、
日

都
有
出
土
，
數
量
多
；
第
二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圖
紋

主
要
由
佛
像
組
成
，
不
見
任
何
神
像
，
甚
至
﹁
半
神

半
佛
﹂
的
圖
像
也
不
曾
看
到
，
可
稱
其
為
﹁
有
佛
無

神
﹂
；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主
題
紋
飾
則
由
﹁
東
王

公
﹂
、
﹁
西
王
母
﹂
等
諸
神
仙
像
組
成
，
各
種
神
仙

穿
著
的
衣
裙
上
常
有
上
飄
的
﹁
帶
飾
﹂
，
頭
上
往
往

戴
著
冠
或
用
釵
簪
插
著
髮
髻
，
其
圖
紋
可
稱
為
﹁
有

神
無
佛
﹂
。
儘
管
在
有
些
銅
鏡
上
存
在
﹁
佛
穿
神
衣
﹂

的
情
況
，
但
這
也
只
是
早
期
佛
教
造
像
流
傳
中
的
一

個
特
徵
，
佛
還
是
佛
，
神
還
是
神
，
這
兩
者
是
從
未

混
淆
過
的
。

雖
然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一
般
形
體
不
大
，
但
它
在

日
本
的
出
土
量
卻
是
很
大
的
，
有
的
甚
至
與
中
國
的

出
土
鏡
圖
紋
十
分
相
似
。
據
王
仲
殊
先
生
在
其
︿
論

日
本
出
土
的
吳
鏡
﹀
一
文
中
講
，
日
本
京
都
府
相
樂

郡
山
城
町
椿
井
大
塚
山
古
墳
出
土
、
藏
於
京
都
大
學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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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部
的
對
置
式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與
中
國
湖
北
鄂
城

鋼
鐵
廠
出
土
、
藏
於
湖
北
省
博
物
館
的
同
類
鏡
酷

似
，
它
們
都
是
﹁
九
子
作
鏡
﹂
。
大
阪
府
和
泉
市
上

代
町
黃
金
塚
出
土
，
藏
於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的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與
中
國
湖
北
鄂
城
西
山
鐵
礦
出
土
，
藏
於

鄂
州
市
博
物
館
的
同
類
鏡
相
似
；
其
環
狀
乳
、
半
圓

方
枚
帶
及
﹁
吾
作
明
鏡
，
幽
凍
三
商
，
周
刻
無
亟⋯

⋯

白
牙⋯

⋯

吉
師
命
長
﹂
等
銘
文
套
路
如
出
一
轍
。

在
中
國
，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的
發
現
就
更
多
了
，

它
們
在
浙
江
、
江
蘇
和
湖
北
等
省
份
都
有
出
土
，
我

們
不
妨
參
見
︽
鄂
城
漢
三
國
六
朝
銅
鏡
︾
中
﹁
一
○

三
﹂
號
鏡
。
該
鏡
出
土
於
湖
北
省
鄂
州
市
鄂
鋼
基
建

工
地
，
直
徑
一
八
公
分
，
緣
部
飾
一
周
連
續
的
流
雲

紋
，
外
區
分
別
由
畫
文
帶
、
鋸
齒
紋
帶
和
半
圓
方
枚

帶
組
成
，
每
方
枚
上
一
字
：
﹁
天
下
作
鏡
明
而
清
，

服
者
宜
先
皇
。
﹂
內
區
主
題
紋
飾
中
，
神
像
共
四

組
，
其
中
的
兩
組
為
鈕
兩
邊
對
稱
的
東
王
公
、
西
王

母
及
其
相
伴
的
天
祿
或
辟
邪
，
兩
位
神
仙
的
頭
上
分

別
戴
冠
插
簪
。
剩
下
的
兩
組
，
其
一
為
兩
位
並
肩
盤

腿
而
坐
的
神
人
，
肩
部
兩
邊
亦
有
上
飄
的
﹁
帶

飾
﹂
。
其
二
為
一
主
一
侍
，
主
神
頭
戴
三
山
冠
，
盤

腿
正
坐
，
侍
神
側
身
跽
坐
，
右
手
持
一
拂
子
︵
圖

四
︶
。
這
種
圖
紋
搭
配
方
式
即
構
成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的
主
要
特
徵
，
即
使
在
日
本
出
土
的
此
類
鏡
也
不
例

外
。
然
而
，
它
們
的
圖
紋
構
成
與
前
文
所
述
的
那
七

枚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有
著
根
本
的
區
別
。
在
昔
日
的
東

吳
地
區
，
佛
教
曾
一
度
興
旺
，
特
別
是
東
吳
首
都
武

昌
，
是
東
吳
地
區
最
早
接
受
佛
教
的
地
區
，
當
時
的

工
匠
，
不
僅
將
佛
像
用
於
銅
鏡
的
裝
飾
，
而
且
還
大77

圖四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103號“畫文帶神獸鏡及其局部神像放大（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館藏）



量
地
用
在
三
國
時
期
的
陶
瓷
器
上
，
我
們
從
這
些
佛

像
形
態
上
不
難
發
現
，
那
多
重
的
﹁
U
﹂
形
紋
皺

褶
、
佛
頭
上
的
肉
髻
等
與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上
的
那
些

佛
像
形
態
何
等
相
似
︵
圖
五
1
、
2
︶
，
這
種
佛
像
與

神
仙
像
的
區
別
也
是
很
容
易
判
斷
的
。

一
般
來
說
，
神
獸
鏡
的
形
體
較
大
者
十
分
罕

見
，
︽
鄂
城
漢
三
國
六
朝
銅
鏡
︾
收
錄
各
種
神
獸
鏡

四
十
八
枚
，
直
徑
在
十
五
公
分
至
十
八
公
分
間
的
僅

有
三
枚
，
占
百
分
之
七
，
多
數
直
徑
在
八
公
分
至
十

五
公
分
之
間
；
孔
祥
星
著
︽
中
國
銅
鏡
圖
典
︾
收
錄

了
上
海
博
物
館
的
一
枚
﹁
中
平
四
年
環
狀
乳
神
人
禽

獸
鏡
﹂
，
可
謂
是
較
大
者
，
直
徑
也
不
過
一
九
．
二

公
分
，
所
以
，
形
體
較
小
是
神
獸
鏡
的
普
遍
現
象
。

儘
管
形
體
的
大
小
不
能
用
來
區
分
銅
鏡
的
類
別
，
但

形
體
的
大
小
與
形
制
是
緊
密
相
聯
的
，
因
而
，
這
種

懸
殊
的
尺
寸
在
考
察
銅
鏡
的
類
別
和
異
同
時
，
自
然

也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因
素
。

通
過
對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與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的
對

比
分
析
，
我
們
認
為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儘
管
數
量
少

︵
僅
見
七
枚
︶
，
但
也
不
應
將
其
歸
入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一
類
之
中
，
兩
者
無
論
是
從
圖
紋
所
反
映
的
實
質
內

容
還
是
從
造
型
上
看
，
都
存
在
很
大
的
差
異
，
如
果

將
這
兩
種
鏡
子
擺
放
在
一
起
，
相
信
無
論
是
中
國
還

是
日
本
的
學
者
都
不
會
將
它
們
劃
等
號
的
，
所
以
，

它
們
應
分
屬
於
不
同
的
鏡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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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湖北省鄂州市吳墓出土釉陶佛像（鄂州市博物館藏）

圖五　2.青瓷G上的佛像裝飾（上海博物館藏）



三
、
中
國
無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出
土

說
到
這
裡
，
有
必
要
提
及
一
下
那
枚
被
一
些
學

者
多
次
提
到
的
湖
北
省
鄂
城
寒
溪
公
路
出
土
的
所
謂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
以
下
簡
稱
﹁
寒
﹂
鏡
︶
，
其
圖

紋
內
容
最
初
是
由
王
仲
殊
先
生
在
︿
關
於
日
本
的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
︵
以
下
簡
稱
︿
關
﹀
文
︶
中
確
認

的
。
︿
關
﹀
文
對
佛
獸
鏡
的
論
述
，
給
我
們
以
極
大

的
啟
示
，
這
裡
姑
且
不
論
，
我
們
僅
對
其
中
所
指
的

﹁
寒
﹂
鏡
為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提
出
一
點
不
同
的

看
法
。關

於
這
枚
銅
鏡
的
特
徵
，
我
們
先
依
︿
關
﹀
文

所
述
。
該
鏡
直
徑
一
五
公
分
，
平
緣
，
緣
部
飾
連
續

的
流
雲
紋
。
外
區
主
要
是
一
周
由
許
多
奇
禽
異
獸
組

成
的
畫
文
帶
。
內
區
的
主
紋
由
四
組
神
像
和
四
個
獸

形
交
互
地
配
置
而
構
成
。
四
組
神
像
之
中
，
有
兩
組

各
為
一
像
，
分
別
為
東
王
父
或
西
王
母
。
另
兩
組
各

為
二
像
，
其
一
組
為
兩
個
侍
神
，
而
另
一
組
則
為
二

尊
﹁
佛
像
﹂
。
由
於
﹁
佛
像
﹂
的
存
在
，
此
鏡
可
稱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
這
枚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上
的

二
尊
﹁
佛
像
﹂
，
一
為
坐
像
，
一
為
立
像
。
坐
像
結

跏
趺
坐
，
兩
手
姿
式
不
明
，
頭
部
﹁
可
能
有
項

光
﹂
，
只
是
因
鏡
面B

蝕
，
﹁
項
光
﹂
已
模
糊
不
清

而
已
。
最
明
確
的
是
，
這
尊
﹁
佛
像
﹂
係
坐
在
﹁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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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1.〈關〉文及《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上的畫文帶神獸鏡，

神像很像佛像。

圖六　2.變更光線角度後所拍的「寒」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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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2.湖北省鄂州市出土佛像夔鳳鏡及其佛像局部放大（鄂州市博物館藏）

圖七　1.湖北省鄂州市鄂鋼五里墩出土佛像夔鳳鏡及其局部佛像放大（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座
﹂
上
，
﹁
仰
蓮
﹂
的
﹁
蓮
瓣
﹂
十
分
清
楚
，
足
證

其
為
﹁
佛
像
﹂
無
疑
。
立
像
的
細
部
形
態
雖
不
甚
清

晰
，
但
它
無
疑
是
坐
像
旁
邊
的
夾
侍
︵
見
︿
關
﹀
文

所
附
圖
版
，
另
見
本
文
圖
六
1
、
2
︶
。

現
在
，
我
們
再
來
看
看
這
最
後
兩
組
的
一
主
一

侍
到
底
是
神
像
還
是
佛
像
。
從
︿
關
﹀
文
所
附
圖
版

來
看
，
由
於
銅
鏡B

蝕
，
後
兩
組
的
四
個
﹁
人
物
﹂

面
部
、
手
式
、
衣
著
及
其
它
裝
飾
很
難
辨
認
，
那
一

主
一
侍
更
是
如
此
。
說
他
們
是
﹁
佛
像
﹂
畢
竟
證
據

不
足
，
因
為
，
神
人
中
夾
有
佛
像
是
不
太
容
易
辨
認

的
，
神
像
、
佛
像
和
一
般
的
人
像
，
如
果
不
看
裝
飾

特
徵
，
僅
在
面
目
上
根
本
無
法
區
別
。
但
是
，
佛
像

夔
鳳
鏡
則
不
同
，
它
上
面
的
佛
像
是
較
容
易
辨
認

的
，
其
圖
紋
風
格
為
平
雕
式
的
，
如
同
民
間
的
剪
紙

圖
案
平
貼
在
鏡
背
上
一
樣
。
佛
像
有
獨
立
地
表
現
於

對
稱
的
四
蒂
之
內
的
︵
如
全
跏
趺
坐
或
半
跏
趺
坐
像

E

侍
像
、
供
養
人
像
︶
；
有
僅
選
其
頭
部
及
項
光
置

於
鏡
緣
部
連
弧
內
的
簡
化
像
；
有
邊
緣
花
紋
內
夾
著

飛
天
菩
薩
像
的
等
等
︵
註
四
︶
，
無
論
如
何
，
他
們

頭
部
的
肉
髻
、
背
上
的
圓
光
，
底
下
的
蓮
座
是
非
常

明
顯
的
︵
圖
七
1
、
2
︶
。
而
﹁
寒
﹂
鏡
則
不
然
，
從

︿
關
﹀
文
所
附
圖
版
上
看
︵
雖
為
同
一
枚
鏡
子
，
但

本
文
所
附
圖
版
與
︿
關
﹀
文
所
附
圖
版
效
果
是
有
區

別
的
︶
，
﹁
寒
﹂
鏡
的
紋
飾
大
部
分
能
夠
辨
認
，
但

關
鍵
的
細
部
，
即
那
一
主
一
侍
卻
模
糊
不
清
，
而
那

一
尊
坐
像
，
其
﹁
蓮
座
﹂
幾
乎
讓
人
不
容
質
疑
，
好

像
﹁
佛
﹂
就
坐
在
﹁
仰
蓮
﹂
之
上
，
加
上
誰
也
說
不

清
的
手
式
，
結
果
使
人
難
免
認
為
這
一
組
﹁
人
物
﹂

就
是
一
組
﹁
佛
像
﹂
。

前
面
，
我
們
曾
拿
﹁
一
○
三
﹂
號
鏡
做
比
較
，

其
實
，
﹁
寒
﹂
鏡
的
圖
紋
與
﹁
一
○
三
﹂
號
鏡
又
何

曾
不
是
大
同
小
異
？
除
了
東
王
公
、
西
王
母
這
兩
組

神
像
相
同
外
，
剩
下
的
兩
組
中
，
有
一
組
就
與
﹁
寒
﹂

鏡
中
所
謂
的
﹁
佛
像
﹂
相
似
，
該
像
仍
為
一
坐
一

立
，
坐
者
頭
戴
三
山
冠
，
肩
部
仍
有
上
飄
的
帶
飾
，

坐
法
亦
為
盤
腿
，
手
式
仍
不
清
，
旁
邊
同
樣
也
有
一

位
侍
者
，
只
不
過
這
位
侍
者
是
在
坐
像
的
左
邊
而
已

︵
並
非
無
右
邊
，
可
參
見
︽
鄂
城
漢
三
國
六
朝
銅
鏡
︾

封
面
彩
版
及
﹁
九
六
﹂
號
鏡
；
圖
八
︶
。
這
尊
像
雖

81
圖八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96號“畫文帶神獸鏡（鄂州市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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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之“103號“畫文帶神獸鏡線描圖

圖一○　鄂州寒溪公路出土畫文帶神獸鏡拍攝方法不同的對比（左圖為《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書中圖，右圖為作者自己親手

所拍攝，實為神像）



然
也
有
點
類
似
佛
像
的
﹁
結
跏
趺
坐
﹂
，
但
單
憑
這

種
坐
式
是
不
能
說
明
問
題
的
，
因
佛
像
與
神
像
都
有

這
樣
的
盤
腿
坐
式
，
再
說
，
這
種
像
的
頭
或
肩
部
均

無
佛
像
特
有
的
肉
髻
和
項
光
︵
在
佛
像
夔
鳳
鏡
上
，

佛
之
肉
髻
和
項
光
不
僅
清
楚
，
而
且
銅
鏡
的
設
計
者

往
往
將
其
作
為
佛
像
的
主
要
特
徵
加
以
誇
張
、
放

大
，
重
點
給
以
表
現
︶
，
他
們
也
不
是
坐
在
蓮
臺

上
，
肩
部
上
飄
的
﹁
帶
飾
﹂
實
為
神
仙
的
﹁
羽
衣
﹂

︵
亦
或
羽
翼
︶
，
旁
邊
的
侍
像
不
僅
沒
有
佛
像
的
任
何

特
徵
，
相
反
，
手
中
還
拿
著
神
像
手
中
常
拿
的
拂
塵

︵
參
見
︽
鄂
城
漢
三
國
六
朝
銅
鏡
︾
﹁
一
○
三
﹂
號
鏡

線
描
圖
，
其
拂
塵
描
繪
非
常
清
晰
；
圖
九
︶
。
顯

然
，
他
們
不
是
一
組
佛
像
，
仍
應
是
神
像
。
神
像
有

神
像
的
特
徵
，
佛
像
有
佛
像
的
特
徵
，
如
果
說
﹁
寒
﹂

鏡
是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的
話
，
那
麼
，
這
若
干
枚

與
﹁
寒
﹂
鏡
類
似
的
鏡
子
不
都
可
稱
為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了
麼
？
顯
然
，
這
是
說
不
通
的
。

為
了
進
一
步
證
實
﹁
寒
﹂
鏡
上
的
這
組
人
物
為

神
像
，
我
們
特
地
進
行
了
局
部
放
大
拍
攝
，
以
展
示

這
組
﹁
佛
像
﹂
的
真
面
目
。
之
所
以
﹁
寒
﹂
鏡
出
現

﹁
仰
蓮
﹂
，
是
因
為
︿
關
﹀
文
所
附
的
圖
版
及
其
局
部

放
大
的
﹁
佛
像
﹂
都
來
自
同
一
張
照
片
，
即
都
採
自

︽
鄂
城
漢
三
國
六
朝
銅
鏡
︾
上
的
這
枚
剛
好
帶
﹁
仰

蓮
﹂
的
圖
版
，
並
非
是
︿
關
﹀
文
的
作
者
親
自
拍
攝

所
得
。
事
實
上
，
這
三
瓣
﹁
仰
蓮
﹂
的
出
現
，
只
是

當
初
拍
攝
照
片
時
，
因
拍
攝
角
度
的
原
因
，
正
好
使

其
形
成
了
﹁
仰
蓮
﹂
，
如
果
改
變
拍
攝
方
位
或
改
變

光
線
照
射
的
角
度
︵
哪
怕
是
換
一
位
拍
攝
者
︶
，
那

麼
，
﹁
仰
蓮
﹂
便
真
相
大
白
，
原
來
這
是
神
像
腿
部

衣
物
的
皺
褶
︵
圖
一
○
︶
！
這
樣
，
﹁
寒
﹂
鏡
所
謂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的
面
目
便
一
目
了
然
了
，
它
仍

然
是
神
獸
鏡
！
我
們
認
為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同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一
樣
，
也
應
有
其
特
定
的
內
涵
，
退
一
步

講
，
即
使
神
獸
鏡
上
出
現
佛
像
，
那
也
不
能
稱
其
為

佛
獸
鏡
，
因
為
占
主
導
地
位
的
仍
是
﹁
神
﹂
而
不
是

﹁
佛
﹂
。四

、
從
三
角
緣
佛
︵
神
︶
獸
鏡
看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的
產
地

說
到
平
緣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不
能
不
涉
及
到

三
角
緣
佛
︵
神
︶
獸
鏡
，
因
為
﹁
佛
像
﹂
這
一
特
定

因
素
而
將
兩
者
緊
緊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

從
日
本
發
現
的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與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的
情
況
看
，
三
角
緣
類
鏡
中
大
量
的
是
神
獸
鏡
，

佛
獸
鏡
所
占
比
例
較
小
，
因
兩
者
紋
飾
配
置
、
藝
術

風
格
和
尺
寸
大
小
都
很
相
似
，
所
以
，
有
些
學
者
將

其
歸
於
同
一
類
型
。
而
平
緣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則
不

然
，
前
面
，
既
然
我
們
已
將
其
從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中

區
別
開
來
，
因
而
它
應
是
自
成
一
體
的
鏡
類
。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與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在
中
國
從
未
發
現
，
這

是
很
清
楚
的
事
實
，
但
為
何
一
些
學
者
仍
將
其
歸
入

﹁
舶
載
鏡
﹂
中
呢
？
究
其
原
因
，
最
主
要
的
有
兩

點
：
第
一
，
中
國
湖
北
省
鄂
城
寒
溪
公
路
出
土
了
唯

一
的
這
一
枚
被
︿
關
﹀
文
稱
為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的
銅
鏡
，
所
以
，
一
些
學
者
便
認
為
日
本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來
自
中
國
的
三
國
時
期
；
第
二
，
與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一
樣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亦
有
精
良
與
粗
糙
之

分
，
通
常
很
多
日
本
學
者
認
為
精
良
者
產
自
中
國
，

粗
糙
者
為
當
時
的
倭
人
仿
製
或
翻
鑄
，
且
有
的
三
角83



緣
類
鏡
上
鑄
有
三
國
魏
的
年
號
，
故
精
良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也
被
認
為
來
自
中
國
。
既
然
，
對
於
第
一
個

原
因
，
我
們
前
文
已
進
行
了
﹁
寒
﹂
鏡
不
是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的
論
述
，
所
以
，
將
日
本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與
中
國
的
這
枚
﹁
寒
﹂
鏡
相
提
並
論
是
不
妥
的
。
至

於
第
二
個
原
因
，
其
實
，
無
論
是
銅
鏡
的
精
良
還
是

粗
糙
，
都
不
能
作
為
﹁
舶
載
說
﹂
或
﹁
倭
人
仿
製
說
﹂

的
證
據
，
因
為
我
們
知
道
，
無
論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還

是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它
們
既
鑄
製
精
良
又
形
體
上
很
接

近
︵
直
徑
都
在
二
○
公
分
以
上
︶
，
這
與
同
時
期
產

自
中
國
的
銅
鏡
在
形
體
上
是
存
在
著
很
大
差
別
的
。

雖
然
日
本
三
種
類
型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在
圖
紋

配
置
方
面
略
有
差
別
，
但
佛
像
的
形
象
卻
一
致
，
即

都
以
﹁
褒
衣
博
帶
﹂
式
的
形
象
出
現
的
。
這
種
衣
著

形
式
是
吳
地
士
大
夫
裝
束
與
印
度
佛
像
裝
束
相
混
合

的
產
物
，
衣
著
上
的
多
重
﹁
Ｕ
﹂
形
紋
飾
是
其
主
要

特
徵
。
對
於
這
些
銅
鏡
的
形
成
時
代
問
題
，
學
者
們

的
看
法
也
是
有
差
異
的
，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是
在
吳
末

西
晉
︵
註
五
︶
，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是
五
世
紀
︵
註

六
︶
。
如
果
依
﹁
吳
末
西
晉
﹂
的
觀
點
，
那
麼
，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與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必
然
產
自
吳
地
，
然

而
，
遺
憾
的
是
，
它
們
至
今
尚
未
發
現
一
例
，
相

反
，
卻
在
遙
遠
的
異
國
發
現
，
所
以
，
我
們
不
得
不

這
樣
認
為
：
此
時
的
吳
地
尚
未
鑄
出
佛
獸
鏡
。

前
面
我
們
說
過
，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和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的
外
表
鑄
製
質
量
與
日
本
的

若
干
仿
製
鏡
形
成
明
顯
差
異
，
因
而
，
歷
史
上
將
這

三
者
區
分
得
不
是
很
清
楚
，
以
為
凡
是
精
良
者
皆
為

中
國
輸
入
，
而
不
問
其
圖
紋
實
質
，
隨
著
研
究
的
深

入
，
三
者
之
間
的
差
別
漸
被
學
者
們
揭
示
出
來
，
一

些
學
者
認
為
其
中
的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
包
括
神
獸
鏡
︶

係
在
日
本
鑄
製
︵
註
七
︶
。
而
今
天
，
我
們
認
為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也
該
是
從
三
者
之
中
區
別
開
來
的
時
候

了
。

泛
泛
地
說
，
日
本
的
古
鏡
從
中
國
輸
入
，
這
也

許
是
對
的
，
但
就
某
一
類
銅
鏡
來
講
就
未
必
如
此
。

譬
如
，
依
一
部
分
學
者
平
緣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和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為
中
國
輸
入
日
本
的
觀
點
，
那
麼
，
同

樣
是
質
量
上
乘
的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也
應
為
中
國
輸

入
；
從
另
一
角
度
講
，
鑄
製
精
良
的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為
吳
的
工
匠
在
日
本
所
作
，
那
麼
，
同
樣
精
良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和
眾
多
的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難
道
就
不
能

由
東
渡
的
吳
匠
所
為
？
總
之
，
站
在
哪
個
角
度
都
是

目
前
學
者
們
所
解
釋
不
通
的
，
所
以
，
上
述
三
類
銅

鏡
在
論
述
其
來
源
時
不
能
混
為
一
談
。

其
實
，
解
釋
只
有
一
種
，
我
們
認
為
，
目
前
中

國
還
未
發
現
日
本
的
這
種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從
出
土

吳
鏡
較
多
的
省
份
的
考
古
發
掘
報
告
中
找
不
到
該
鏡

的H

影
，
近
年
出
版
的
若
干
佛
像
著
錄
中
也
看
不
到

這
類
銅
鏡
。
至
於
被
一
些
著
錄
稱
為
﹁
佛
獸
鏡
﹂
的

鏡
子
，
要
麼
是
佛
像
夔
鳳
鏡
，
要
麼
就
是
帶
有
佛
飾

的
神
獸
鏡
，
它
們
都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上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之
所
以
出
現
這
種
情
況
，
我
們
認
為
，
正
因

當
時
佛
教
剛
剛
傳
入
吳
地
，
其
地
位
尚
不
及
神
仙
道

教
，
所
以
，
在
較
為
嚴
肅
正
統
的
神
獸
鏡
上
很
難
有

佛
像
的
席
位
，
再
說
，
每
一
時
期
流
行
的
銅
鏡
圖
紋

種
類
和
社
會
意
識
形
態
在
銅
鏡
上
的
反
映
也
是
不
相

同
的
，
不
可
能
什
麼
鏡
上
都
安
排
佛
像
。
只
是
到
吳 84



後
期
及
西
晉
，
佛
像
作
為
裝
飾
物
在
其
它
生
活
用
品

上
的
應
用
已
很
普
遍
的
情
況
下
才
逐
漸
應
用
於
銅

鏡
，
然
而
，
此
時
神
獸
鏡
的
製
作
已
經
是
日
趨
衰
落

了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新
興
的
夔
鳳
鏡
，
這
樣
，
佛
像

便
很
自
然
地
裝
飾
在
這
種
時
興
的
夔
鳳
鏡
上
，
而
神

獸
鏡
上
飾
以
佛
教
內
容
則
少
之
又
少
了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帶
有
佛
像
裝
飾
的
銅
鏡
，
它
們
出
現
的

時
間
似
要
晚
於
無
佛
飾
的
銅
鏡
，
這
對
於
日
本
出
土

的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與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來
講
也
大
抵
如

此
。︿

關
﹀
文
已
全
面
論
述
了
三
角
緣
類
銅
鏡
為
東

渡
日
本
的
吳
匠
所
為
，
我
們
認
為
，
︿
關
﹀
文
中
所

列
的
若
干
論
據
，
如
鏡
子
尺
寸
大
小
、
中
國
未
見
同

類
鏡
出
土
、
主
題
紋
飾
的
特
徵
等
等
，
同
樣
可
作
為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為
東
渡
吳
匠
所
鑄
的
依
據
，
既
然
三

角
緣
類
銅
鏡
產
自
日
本
，
為
何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就
不

能
產
自
日
本
？
如
果
有
的
學
者
硬
要
認
為
日
本
出
土

或
舊
藏
的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是
中
國
輸
入
的
話
，
那

麼
，
這
幾
枚
銅
鏡
就
該
真
的
如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的
那

樣
，
是
中
國
三
國
時
期
的
魏
王
為
輸
入
日
本
而
專
門

設
計
製
作
的
﹁
特
鑄
鏡
﹂
︵
註
八
︶
，
然
而
，
為
一
位

稱
臣
的
小
國
君
王
特
地
製
作
這
種
獨
具
特
色
的
且
數

量
不
多
的
佛
像
鏡
，
不
是
有
些
小
題
大
做
或
者
說
有

失
魏
王
的
尊
嚴
嗎
？
我
們
說
，
真
正
的
﹁
舶
載
鏡
﹂

不
是
沒
有
，
只
不
過
是
那
種
形
體
較
小
的
神
獸
鏡
、

佛
像
夔
鳳
鏡
及
其
它
鏡
類
罷
了
，
這
的
確
是
事
實
，

因
為
中
國
湖
北
省
鄂
州
市
出
土
的
若
干
神
獸
鏡
中
就

可
找
到
與
日
本
的
神
獸
鏡
為
﹁
同
模
﹂
的
例
證
︵
註

九
︶
。

五
、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為
吳
的
工
匠
在
日
本
所
產

三
國
六
朝
時
期
是
佛
教
在
吳
地
紮
根
、
發
展
的

重
要
時
期
，
作
為
孫
吳
早
期
都
城
的
武
昌
︵
即
今
鄂

州
︶
，
既
是
當
時
全
國
的
鑄
鏡
中
心
之
一
，
也
是
較

早
接
觸
佛
教
的
地
區
，
作
為
生
活
用
品
的
銅
鏡
不
可

避
免
地
打
上
了
佛
教
的
印
記
。
吳
的
工
匠
到
日
本

後
，
不
僅
帶
去
了
銅
鏡
，
更
重
要
的
是
帶
去
了
鑄
製

銅
鏡
的
技
術
。
工
匠
們
先
鑄
出
的
是
部
分
熟
悉
的
鏡

類
如
神
獸
鏡
等
等
，
至
三
世
紀
末
四
世
紀
初
，
佛
像

及
佛
像
夔
鳳
鏡
傳
入
日
本
後
，
工
匠
們
便
又
從
神
獸

鏡
和
畫
像
鏡
中
受
到
啟
發
，
製
造
出
形
體
更
大
的
銅

鏡—

三
角
緣
佛
︵
神
︶
獸
鏡
，
所
以
，
鏡
中
便
有
神

佛
相
混
的
現
象
。
完
整
的
佛
像
組
合
︵
如
一
主
二
侍
︶

在
日
本
流
傳
開
來
後
，
工
匠
們
對
佛
像
有
了
一
定
的

認
識
，
便
在
已
習
慣
於
製
作
大
型
鏡
的
基
礎
上
，
參

照
中
國
吳
地
所
產
神
獸
鏡
的
圖
紋
配
置
形
式
，
又
鑄

製
出
了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而
此
時
反
映
在
銅
鏡
上
則

是
較
為
明
確
、
較
為
獨
立
的
佛
像
了
，
當
然
也
就
不

存
在
早
些
時
候
的
那
種
佛
與
神
相
混
淆
的
情
況
。
很

顯
然
，
這
種
銅
鏡
頗
受
當
時
的
倭
人
喜
歡
，
它
們
同

三
角
緣
類
鏡
一
樣
，
一
部
分
也
被
倭
人
作
為
母
模
再

行
翻
鑄
，
有
的
還
別
出
新
裁
地
加
上
了
一
周
寬
邊

緣
，
其
結
果
質
量
自
然
也
就
低
劣
了
。
所
以
，
從
這

種
發
展
過
程
看
，
日
本
龍
谷
大
學
的
學
者
們
將
這
種

銅
鏡
的
時
代
定
在
五
世
紀
，
看
來
是
有
一
定
道
理

的
。
如
此
一
來
，
帶
佛
飾
圖
案
的
銅
鏡
在
日
本
鑄
行

的
情
況
又
明
朗
了
許
多
，
它
們
的
發
展
趨
勢
大
抵
如

下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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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　八乳八佛鏡

圖一二　畫紋帶神獸鏡

三
世
紀
前
期

佛
像
初
傳
吳
地

神
獸
鏡
︵
舶
載
︶

畫
像
鏡
︵
舶
載
︶

其
他
鏡
類
︵
舶
載
︶

三
角
緣
佛
︵
神
︶
獸
鏡
︵
日
製
︶

畫
文
帶
神
獸
鏡
︵
舶
載
︶

佛
像
夔
鳳
鏡
︵
舶
載
︶

三
世
紀
後
期
至
四
世
紀
前
期

四
世
紀
後
期
至
五
世
紀
以
後

吳
地
造
像
興
盛
佛
像
初
傳
日
本

日
本
佛
像
興
盛

畫
文
帶
佛
獸
鏡

︵
日
製
︶

時
期

佛
像
流
傳

銅
鏡
流
傳
日
本



至
於
在
中
國
，
吳
晉
的
工
匠
們
也
在
銅
鏡
上
注
入
了

佛
像
，
但
將
佛
像
安
排
在
神
獸
鏡
上
已
是
罕
見
的
事

情
，
而
安
排
在
吳
晉
時
期
新
興
的
另
一
種
鏡
類—

夔

鳳
鏡
上
，
則
成
為
﹁
佛
像
夔
鳳
鏡
﹂
，
這
種
鏡
子
便

自
然
成
為
中
國
出
土
佛
像
鏡
中
的
代
表
。
不
妨
這
樣

認
為
，
佛
像
的
流
傳
，
在
中
國
的
吳
鏡
中
、
在
神
獸

鏡
最
興
盛
的
時
候
卻
錯
過
了
加
在
神
獸
鏡
上
的
最
佳

時
機
，
未
能
在
神
獸
鏡
上
鑄
出
成
熟
︵
如
一
主
二

侍
、
衣
物
手
式
明
確
︶
的
佛
像
來
。
當
然
，
這
不
僅

是
佛
教
的
傳
播
、
佛
像
的
流
傳
在
中
國
的
一
個
缺

憾
，
也
是
中
國
銅
鏡
發
展
史
上
的
一
個
重
要
缺
憾
。

補
記
：
本
文
寫
成
後
不
久
，
又
發
現
兩
枚
﹁
佛

飾
鏡
﹂
，
分
別
為
﹁
八
乳
八
佛
鏡
﹂
和
﹁
畫
紋
帶
神

獸
鏡
﹂
︵
圖
一
一
、
一
二
︶
。
前
者
為
八
乳
間
以
八
佛

環
列
於
鈕
外
，
佛
像
造
型
一
致
，
均
為
跏
趺
坐
式
，

手
結
祥
定
印
，
頭
頂
有
肉
髻
，
背
有
項
光
，
直
徑
一

○
公
分
；
後
者
亦
為
環
列
式
布
局
，
四
組
獸
間
四
組

人
物
，
人
物
中
三
組
為
神
像
，
一
組
為
佛
像
，
跏
趺

坐
式
，
手
結
祥
定
印
，
背
有
項
光
，
直
徑
一
三
．
五

公
分
，
除
了
這
一
尊
佛
像
外
，
其
餘
的
神
獸
造
型
與

布
局
同
普
通
神
獸
鏡
一
樣
。
這
兩
枚
佛
飾
鏡
的
發
現

再
次
證
明
，
三
國
六
朝
時
期
的
佛
飾
鏡
鏡
體
大
都
形

體
較
小
，
鏡
中
的
佛
像
形
象
不
甚
明
了
，
與
畫
紋
帶

佛
獸
鏡
之
佛
的
形
象
相
去
甚
遠
，
它
們
仍
不
是
真
正

意
義
上
的
﹁
畫
紋
帶
佛
獸
鏡
﹂
。

︵
本
文
寫
作
中
，
日
本
粟
田
美
術
館
熊C

正
幸

先
生
、
早
稻
田
大
學
吉
村
憐
先
生
、
北
京
大
學
高
級

進
修
生
菊
地
雅
彥
先
生
提
供
了
重
要
資
料
；
中
國
歷

史
博
物
館
孔
祥
星
先
生
、
中
國
科
學
院
何
堂
坤
先
生

提
出
了
很
好
的
修
改
意
見
。
一
併
致
謝
！
︶

註

釋
：

一
、D

口
隆
康
：
︽
古
鏡
︾
，
一
九
七
九
年
︵
日
︶
新
潮
社
；

﹁
舶
載
說
﹂
又
見
於D

口
氏
︽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綜
鑑
︾
，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月
新
潮
社
出
版
。

二
、
王
仲
殊
：
︿
關
於
日
本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的
問
題
﹀
，
︽
考

古
︾
一
九
八
一
年
第
四
期
；
﹁
東
渡
說
﹂
又
見
於
王
氏

︽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
︵
日
︶
學
生
社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版
及
︿
論
日
本
﹁
仿
製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
的
性
質
及

其
與
所
謂
﹁
舶
載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
的
關
係
﹀
，
︽
考
古
︾

二
○
○
○
年
第
一
期
等
著
作
、
論
文
中
。

三
、
王
仲
殊
：
︿
關
於
日
本
的
三
角
緣
佛
獸
鏡
﹀
，
︽
考
古
︾

一
九
八
二
年
第
六
期
。

四
、
五
、
王
仲
殊
：
︿
論
吳
晉
時
期
的
佛
像
夔
鳳
鏡
﹀
，
︽
考

古
︾
一
九
八
五
年
第
七
期
。

六
、
南
京
博
物
館
、
南
京
藝
術
學
院
、
北
京
大
學
、
︵
日
︶

龍
谷
大
學
：
︽
佛
教
初
傳
南
方
之
路
文
物
圖
錄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年
六
月
版
。

七
、
轉
引
自
王
仲
殊
︿
論
日
本
﹁
仿
製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
的

性
質
及
其
與
所
謂
﹁
舶
載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
的
關
係
﹀

一
文
中
的
注
釋
二
十
二
。
日
本
學
者
森
浩
一
在
講
談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三
日
號
︽
二
十
世
紀
的
發
現
·
發
掘

物
語
︾
中
撰
文
說
：
﹁
至
今
還
有
人
主
張
三
角
緣
神
獸

鏡
全
部
為
中
國
製
作
，
這
是
研
究
史
上
的
污
點
﹂。

八
、
日
本
學
者
觀
點
見
森
浩
一
：
︽
シ
ソ
ポ
ジ
ウ
ム
古
墳
時
代

考
古
學
︾
︵
一
九
七
○
年
︶
；
中
國
學
者
觀
點
見
阮
榮

春
：
︿
早
期
佛
教
造
像
的
南
傳
系
統
﹀
，
︽
東
南
文
化
︾

一
九
九
○
年
第
三
期
。

九
、
王
仲
殊
：
︿
論
日
本
出
土
的
吳
鏡
﹀
，
︽
考
古
︾
一
九
八

九
年
第
二
期
。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