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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碑
的
原
义
为
古
代
竖
立
在
宫
、
庙
门
前
用
以
识
日
影
的
石
头
，
其
在
书
法
上
的
意
义
是
指
刻
有
文
字
的
石
碑
，
故
又
称
碑
刻
；
帖
的
原
义
是
写
在
丝
织

物
上
的
标
签
，
其
在
书
法
上
的
意
义
则
是
书
写
、
摹
刻
、
椎
拓
在
缣
素
、
纸
品
上
的
文
字
，
两
者
的
意
义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碑
帖
并
称
，
则
是
指
石
刻
、
木

刻
文
字
的
拓
本
或
印
本
。
但
实
际
上
，
甲
骨
残
片
、
钟
鼎
铭
文
、
秦
砖
汉
瓦
、
流
沙
坠
简
、
六
朝
造
像
、
唐
人
写
经
，
亦
属
于
广
义
碑
帖
的
范
畴
。

自
结
绳
画
卦
，
演
为
书
契
，
垂
绪
秦
汉
，
津
逮
晋
魏
，
钟
王
称
雄
，
唐
代
中
兴
，
名
家
辈
出
，
流
派
纷
呈
，
在
中
华
文
明
史
上
留
下
了
浩
如
烟
海
的
碑

帖
。
成
形
之
书
，
始
于
三
代
，
盛
于
汉
魏
，
而
后
演
变
万
代
，
枝
叶
纷
繁
，
书
体
有
甲
骨
金
文
、
篆
籀
隶
分
、
章
草
楷
行
、
图
籍
汗
漫
，
不
胜
枚
举
。
我
们

从
中
选
取
流
传
有
绪
的
名
碑
名
帖
，
以
飧
读
者
。

赵
孟

生
于
宋
理
宗
宝
祐
二
年
（
一
二
五
四
）
，
卒
于
元
英
宗
至
治
二
年
（
一
三
二
二
）
。
初
名
孟
俯
，
字
子
昂
，
号
水
晶
宫
道
人
，
其
居
处
叫
松
雪

斋
，
晚
年
自
号
『
松
雪
道
人
』
；
又
有
一
居
处
叫
欧
波
亭
，
故
世
称
其
为
『
欧
波
』
；
死
后
谥
文
敏
，
所
以
后
世
又
称
他
为
『
赵
文
敏
』
。
吴
兴
（
今
浙
江
湖

州
）
人
，
为
宋
太
祖
赵
匡
胤
十
一
世
孙
。
元
灭
南
宋
后
，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命
行
台
治
书
侍
御
史
程
钜
夫
到
江
南
寻
访
有
名
望
的
人
，
赵
孟

被
列
为
首
选
，
元

世
祖
『
一
见
称
之
，
以
为
神
仙
中
人
』
。
官
至
集
贤
学
士
、
荣
禄
大
夫
、
翰
林
学
士
承
旨
，
封
魏
国
公
。
元
仁
宗
甚
至
把
赵
孟

与
唐
李
白
、
宋
苏
东
坡
相

提
并
论
，
赵
孟

真
可
谓
『
荣
际
五
朝
，
名
满
四
海
』
，
声
名
十
分
显
赫
。

赵
孟

学
识
广
博
，
文
章
冠
绝
时
流
，
旁
通
佛
老
之
学
，
其
诗
清
邃
奇
逸
，
音
律
、
治
印
非
常
精
致
，
在
绘
画
上
也
有
很
深
的
造
诣
。
书
法
具
有
独
特

的
风
格
，
开
一
代
风
气
，
流
芳
千
载
。

赵
孟

天
资
聪
颖
，
学
习
书
法
又
十
分
用
功
。
明
宋
濂
说
他
『
留
心
字
学
甚
勤
，
羲
献
帖
凡
临
数
百
过
』
。
传
说
他
一
日
能
写
一
万
字
，
甚
至
临
终
之

日
还
在
看
书
写
字
。
据
与
他
同
时
代
的
柳
贯
在
《
柳
待
制
文
集
》
中
记
载
，
有
一
年
冬
天
他
住
在
赵
孟

的
书
斋
中
，
谈
论
书
法
之
余
，
赵
孟

常
背
临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
李
北
海
诸
家
的
字
，
写
完
以
后
，
再
拿
原
迹
对
照
，
竟
毫
发
不
差
，
且
神
采
飞
扬
。

赵
孟

有
个
同
乡
看
到
孟

仪
表
不
俗
，
聪
慧
过
人
，
认
为
此
人
前
途
无
量
，
于
是
就
把
自
己
的
女
儿
管
道
昇
许
配
给
赵
孟

。
管
道
昇
字
仲
姬
，
封

魏
国
夫
人
，
能
诗
善
书
，
她
写
的
书
信
和
赵
孟

写
的
字
放
在
一
起
，
几
乎
难
分
伯
仲
。

元
杨
载
在
《
翰
林
学
士
赵
公
状
》
中
说
：
『
公
性
善
书
，
专
以
古
人
为
法
。
篆
则
法
《
石
鼓
》
、
《
诅
楚
》
，
隶
则
法
梁
鹄
、
钟
繇
，
行
草
则
法
逸

少
、
献
之
，
不
杂
以
近
体
。
』
实
际
上
，
他
还
学
过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
李
北
海
、
米
芾
等
唐
宋
大
家
，
并
在
各
家
上
都
下
过
很
深
的
功
夫
，
最
后
博
采

众
长
，
出
新
求
变
，
融
古
会
今
，
才
形
成
了
超
逸
绝
尘
、
典
雅
秀
丽
的
赵
体
，
从
而
独
步
元
代
，
雄
视
千
古
。
所
以
历
代
书
家
都
对
赵
孟

给
予
高
度

赞
扬
。
卢
熊
说
：
『
本
朝
赵
魏
公
识
趣
高
远
，
跨
越
古
人
，
根
抵
钟
王
，
而
出
入
晋
唐
，
不
为
近
代
习
尚
所
窘
束
，
海
内
书
法
，
为
之
一
变
，
后
进
咸
宗
师

之
。
』
焦
竑
说
：
『
吴
兴
功
力
笃
挚
，
为
书
家
指
南
。
其
不
可
及
处
，
正
在
韵
胜
耳
。
大
抵
下
笔
无
一
点
尘
气
，
与
古
人
书
法
，
无
不
悬
合
，
此
胸
次
使
之

然
也
。
世
人
效
之
，
多
肉
而
少
骨
力
，
至
贻
墨
猪
之
诮
。
观
《
秋
兴
赋
》
，
遒
美
俊
逸
，
而
中
锋
藏
锷
，
凛
然
与
秋
色
争
高
。
倘
无
胸
次
，
虽
尽
力
临
摹
，

岂
能
及
哉
。
』

从
用
笔
上
看
，
赵
体
以
中
锋
为
基
，
干
净
利
落
，
方
圆
兼
备
，
给
人
以
绵
里
裹
铁
的
质
感
。
赵
孟

的
书
法
中
正
隽
永
，
不
偏
不
倚
，
起
止
分
明
，

一
笔
不
苟
，
且
把
行
书
的
笔
法
运
用
于
楷
书
之
中
，
静
中
有
动
，
断
中
有
连
。
结
体
宽
绰
秀
美
，
以
正
示
人
，
外
柔
内
刚
，
骨
力
劲
挺
，
寓
紧
敛
于
疏
宕
之

中
，
藏
奇
崛
于
方
正
之
内
。
如
果
说
颜
体
雄
强
，
欧
体
险
劲
，
褚
体
瘦
硬
，
柳
体
清
健
，
那
么
赵
体
应
是
以
秀
雅
见
长
了
。

赵
孟

一
生
创
作
了
大
量
的
书
法
作
品
。
《
元
史
》
说
他
『
篆
籀
分
隶
真
行
草
书
无
不
冠
绝
古
今
』
。
实
际
上
，
他
是
以
楷
书
与
行
书
见
长
。

《
三
门
记
》
，
纸
本
，
墨
迹
，
计
六
十
七
行
，
每
行
八
字
，
纵
三
十
五
·
八
厘
米
，
横
二
百
八
十
三
·
八
厘
米
，
现
藏
日
本
东
京
国
立
博
物
馆
。
赵
孟

书
并
篆
额
，
书
于
元
大
德
八
年
（
一
三○

四
）
。
此
时
赵
孟

正
值
壮
年
，
二
王
书
风
已
经
形
成
。
明
李
日
华
在
评
《
三
门
记
》
时
说
：
『
文
敏
此
碑
，

有
泰
和
之
朗
而
无
其
佻
，
有
季
海
之
重
而
无
其
钝
，
不
用
平
原
面
目
而
含
其
精
神
，
天
下
赵
碑
第
一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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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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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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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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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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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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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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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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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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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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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
，
不
用
平
原
面
目
而
含
其
精
神
，
天
下
赵
碑
第
一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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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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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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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
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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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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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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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而
卯
酉
为
之
门
。
是
故
建
设

琳
宫
。
摹
宪
玄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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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则
周
垣
之
联
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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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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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内
则
重
闼
之
划
开
。
阊
阖
之
彷
佛
。
非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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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三
门
甚
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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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所
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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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于
人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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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足
一
身
之
内
。
强
弱
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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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欠
欤
。
观
之
徒
严

严
无
以
备
制
度
。
非
巨
丽
无
以
竦
视
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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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是
勾
吴
之
邦
。
玄
妙
之
观
。
赐
额
改
矣
。
广
殿
新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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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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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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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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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闭
之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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