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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宀二为

在
中
國
北
京
城
內
，人
們 

不
難
看
到
具
有
傳
統
風
味 

的
四
合
院
住
宅
。它
的
基
本 

特
徵
是
四
周
以
房
屋
或
蓄
垣 

環
繞
，形
成
南
北
稍
長
，
左 

右
對
稱
，中
庭
開
闊
的
短
形 

封
閉
式
庭
院
。它
具
有
分
區 

明
確
、聯
系
方
便
、庭
院
內 

安
靜
、有
利
於
採
光
、遮
陽 

、
擋
風
、防
砂
和
家
庭
起
居 

生
活
的
功
能
。
在
木
構
建
築 

地
區
，主
要
是
北
方
，
四
合 

院
式
的
住
宅
遍
及
農
村
和
城 

市
。其
中
尤
以
北
京
的
四
合 

院
住
宅
更
爲
典
型
，這
和
北 

京
棋
盤
式
的
街
坊
，更
適
宜 

建
造
這
種
房
屋
大
有
關
係
。 

四
合
院
住
宅
歷
史
久
遠 

，早
在
三
千
年
前
殷
代
故
都

心
的
歷
史
地
位
。

「
長
安
大
道
横
九
天
」
，
這
是
詩
人
李 

白
對
長
安
街
佈
局
的
精
彩
描
述
。
唐
長
安
城 

的
街
道
、里
坊
、市
塲
等
都
東
西
對
稱
，排 

列
異
常
整
齊
。全
城
的
中
軸
線
朱
雀
大
街
最 

寛
，約
今
一
百
五
十
五
米
。唐
長
安
城
是
當 

時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城
市
，
人
口
衆
多
，宗
敎 

活
動
十
分
盛
行
。它
與
世
界
上
三
百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匡
有
互
相
交
往
，
旅
居
長
安
的
少
數 

民
族
和
外
國
人
很
多
，
尤
其
是
西
域
的
波
斯 

(
今
伊
朗)
人
最
多
，大
都
以
經
商
和
傳
敎 

爲
主
要
職
業
。

經
過
三
百
年
之
久
，精
心
建
設
起
來
的 

長
安
城
，«
給
變
遷
，歷
盡
滄
桑
。
唐
代
末 

年
藩
鎮
林
立
，兵

66! 不
斷
，長
安
城
連
遭
大 

火
，幾
乎
化
爲
灰
儘
。
唐
昭
宗
天
祐
元
年(

西
安
，古
稱
長
安
。 

明
朝
的
時
條
才
改
名
西
安 

。
地
處m
中
平
原
，渭
河 

之
瀆
，泰 *
之
北
，S

 

II
路
線
上
。在
今
映
西
省 

境
內
。

西
安
是
中
國
六
大
古
都(
其
餘
爲
：
北 

京
、洛
陽
、開
封
、南
京
和
杭
州)
之
一
。 

公
元
前
十
一
世
紀
，
周
武
王
在
今
西
安
附
近 

的
長
安
縣
西
南
建
立
了

SE

京
。
武
王
滅
商
後 

，建
立
了
西
周
王
朝
，即
定
都
鎬
京
。
這
便 

是
西
安
附
近
建
都
的
開
始
。

•
公
元
前
二0
二
年
向
邦
統
一
全
國
， 

建
立
西
漢
王
朝
，選
擇
在
渭
水
之
演
建
都
， 

名
爲
「
長
安
」
。
西
漢
的
首
都
長
安
，在
今 

西
安
附
近
的
長
安
縣
西
北
，爲
當
時
中
國
最 

大
的
政
治
和
商
業
都
市
。
長
安
城
籍
全
長
二 

十
五
公
里
，
四
面
城II

每
邊
各
有
城
門
三
個 

。
每
個
域
門
有
三
個
門
道
，每
個
門
道
寛
六 

米
，能
並
排
通
過
兩
輛
大
車
。
城
門
通
向
城 

內
的
三
條
大
街
，與
門
道
寛
度
相
同
。
城
內 

有
供
皇
帝
居
住
和
活
動
的
未
央
宮
、
長
樂
宮 

等
五
座
宮
殿
。
有
規
模
很
大
的
東
市
和
西
市 

，那
裏
聚
居
着
上
萬
的
中
外
商
人
，貿
易
興 

盛
，爲
當
時
世
界
上
所
僅
見
。
此
後
，前
趙 

、前
秦
、後
秦
、西16、

北
周
和
隋
、唐
各 

代
，也
均
在
此
建
都
。

隋
、唐
時
期
的
首
都
長
安
，
已
不
是
西 

漢
的
舊
長
安
城
，而
是
在
其
東
南
另
築
的
新 

城
。
它
的
規
模
更
大
，
周
圍
城
犢
三
十
六

*■ 

七
公
里
，面
積
八
十
四
平
方
公
里
。
隋
文
帝 

命
新
都
城
名
爲
大
興
城
。
大
興
城
由
宮
城( 

皇
室
居
住
的
宮
殿
匿)
、皇
城(
官
吏
和
一 

般
人
住
所)
和
外
廊
城(
居
民
區)
以
及
東 

西
二
市
組
成
。
城
內
街
道
整
齊
，布
局
嚴
謹 

，條
理
井
然
，爲
以
後
歷
代
建
都
樹
立
了
典 

範
。唐

朝
是
中
國
封
建
社
會
發
展
的
鼎
盛
時 

期
，也
是
當
時
世
界
上
最
富
强
的
國
家
之
一
、 

。唐
代
仍
以
大
興
城
爲
首
都
，
改
名
「
長
安 

」
，也
稱
「
京
師
」
。唐
太
宗
貞
觀
八
年( 

公
元
六
三
四
年)
另
建
新
的
宮
城
！|

「
永 

安
宮
」
，次
年
改
名
爲
「
大
明
宮
」
。唐
玄 

宗
時 
，
又
在
城
內
建
*-慶
宮
，
其
建
築
的
豪 

華
富■

，
超
過
大
明
宮
。
唐
支
宗
和
他
的
愛 

妃
楊
玉
環
就
長
期
居
住
在
那
裏
。後
來
，爆

的
宮
室
遗
址
上
，已
發
現
幾
座
房
屋
圍
繞
着 

院
子
的
組
合
方
式
。
從
四
川
出
土
的
漢
畫
像 

磚
上
，已
清
晰
表
明
漢
代
已
使
用
規
則
整
齊 

的
四
合
院
了
。
書
像
磚
七
上
有
主
院
、鹿
堂 

、
四
周
以
迴
廊
環
繞
，左
側
爲
家
務
院
子
， 

有
厨
房
、水
井
和
望
樓
等
。

在
古
代
社
會
裏
，
爲
滿
足
長
幼
有
序
、 

內
外
有
别
的
宗
法
禮
制
，
四
合
院
的
設
計
逐 

瀬
形
成
格
套
，其
布
局
常
爲
「
一 正
兩
to」 

。
「
一
正
」
是
指
正
房
，
也
稱
上
房
，位
置

素
，
色
調
素
雅
，門
扇
多
漆
成
黑
色
，
屋
頂 

多
做
硬
山
式
，
次
要
房
間
用
平
頂
或
單
坡
頂 

.。
一 些
大
官
僚
、貴
族
、
皇
親
的
住
宅
，
則 

有
幾
個
四
合
院
縦
向
排
列
，形
成
重
重
院
落 

，
有
的
在
左
右
建
跨
院
，
或
設
置
花
園
。
建 

築
上
則
大
量
採
用
彩
書
、磚*
等
豪
華
装
飾 

，大
門
前
還
有
石 S 
、
上
馬
蹬
等
擺
設
。 

不
過
這
種
四
合
院
的
設
計
，由
於
佔
地 

多
，未
能
利
用
空
間
向
上
發
展
，近
年
來
已 

逐
瀬
消
失
。
將
來
最
後
剩
下
的
，.怕
只
能
供 

人
作
爲 »
舊
的
話
題
了
。

發
了
「
安
史
之 a
 
」
，唐
玄
宗
倉
惶
辭
覇
，
~ 

興
慶
宮
也
就 e
條
下
去
，結
束
了
它
政
治
中 

在
全
宅
的
中
軸
線
上
，
座
北
朝
南
，
開
間
、

。Kw
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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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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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人
訪
問 
本
蔵
硯
家
對
於
以
上
諸
品
，無
不 
氏
謂
：
想
得
到
如
此
精
品
，實
在 
首
要
，把
第18

眼
握
在
第
二
位
。

0

日
本
，帶
去
的♦

傾
囊
而
競
求
之
。
由
於
歙
、常
諸 
不
易
。
因
爲
硯
石
之
結
晶
狀
，
大

犬
養
毅
木
堂
在
《翰
墨
談
》

品
中
，最
受
重
視 
石
的
採
掘
，
明
代
以
來
綿
延
不
斷 
抵
以
凹
凸
者
爲
多
，端
石■
少
，

云
：
眼
無
瞳
而
小
者
爲
綠
豆
眼
， 

的
是
書
畫
碑
帖
與
，佳
石
層
出
不
窮
，備
受
日
本
嗜 
這
是
靠
輝
綠
岩
微
分
子
的
作
用
。

至
小
者
爲
覇
翠
紋
，
再
小
者
爲
靑 

文
房
用
具
等
藝
術 
硯
家
之
注
目
；
但
對
端
石
品
種
之 
有
了
這
種
微
分
子
的
硯
石
，所
發 
花
。
靑
花
之
至
小
者
，爲
蟻
脚
、

品
和
用
品
。
在
文 
研
究
也
相
當
深
入
。

墨
光
迥
異
尋
常
，這
就
是
端
石
之 
微
塵
、鶴  

18
等
。
故
石
眼
，
翡
翠

化
知
識
界
中
，中

日
本
人
研
究
端
硯
，是
十
分 
所
以
貴
重
的
地
方
。

紋
、靑
花
，名
雖
不
同
，
形
有
差

國
名
現-
項
尤
受 
重
視
石
質
的
。
端
石
以
靑
花
、魚

日
本
人
對
端
石
之
石
眼
，曾
異
，
而
質
則7

至
精
細
者
靑
花

歡
迎
。

腦
、蕉
白
、
天
靑
、冰
紋
等
各
覆 
經
一
度
特
别
熱
衷
，同
時
也
展
開 
也
。
現
在
，
日
本
藏
學
對
石
眼

日
本
人
嗜
硯 
火
捺
爲
質
地
高
低
之
驗
。
其
中
靑 
爭
論
過
。
東
京
派
甚
重
警
售
眼
，
之
認
識
已An

致
，
不
再
孤
立
地 

之
風
，大
約
起
於 
花
形
態
衆
多
，計
微
慶
靑
花
、蟻 
西
京
派
則
以
靑
花
爲
端
石
細
潤
之 
欣
賞
石
眼
了
。

二
十
世
紀
初
葉
， 

脚
靑
花
、玫
瑰
靑
花
、蛤
肚
紋
靑

》

在
三
十
年
代
曾
經 
花
、
爆
頭
靑
花
、靑
花
結
、
子
母 

V

 
形
成
一
個
高
潮
。 
靑
花
諸
種
，
靑
花
愈
細
者
，
石
質 

甘
 
從
賞
玩
、搜
集
到
愈
 «
潤
，
辨
别
也
愈
繁
雜
。所
以
一 

研
究
，M
不
突
飛 

，
日
本
人
認
爲
，對
端
硯
之
論
戰 

戈

M

進
，
累
"
及
硏
，實
乃
靑
花
之
論
戰
。
也
就
是
說 

*

究
中
國
古
硯
的
著
，端
硯
的
價
値
，實
在
對
其
所
含 

作
之
出
版
，有
如 
的
靑
花
的
評
價
。

萋

兩

千

年

前

的

書

市

小

白

- 

2  

中
國
之
書
籍
貿
易
，
至
少
已
有
兩
千
年
的
歷
史
了
。 

西
漢
文
學
家
楊
雄(
公
元
前
五
三
年

—

公
元
十
八
年)
在

s  

(
《法
言
》
一
書
中
寫
道
：
「
好
書
而
不
要
諸
仲
尼
，書
肆
也
。j

5  

。
這
裏
講
的
書
肆
，大
槪
就
是
發
源
於
漢
武
帝
在
位
時
期(
公
元
前~ 

2

一 
四o

年|
|
八
七
年) 

81
文
物
集
。
所
謂
文
物
集
，
又
稱
槐
市.9  

。
，就
是
在
太
學(
古
時
的
大
學)
附
近
的
槐
樹
林
下
， ̂

逢
朔
望2 

S

(
即
初
一
、十
五
)
聚
會
交
易
，
交
易
的
品
種
，包
括
經
傳
書
籍W 

2

、笙
摹
器
等
等
。 

9  

~ 

到
了
後
來
，隨
着
文
化
的
發
展
，書
籍
貿
易
就
更
加
活
躍
和~ 

9

普
遍
。在
東
漢
時
期
，就
有
專
門
經
營
書
籍
的
書
店
了
。據
史
書
記

9  

-
載
，山
東
寕
陽
縣
就
曾   

@
有
一 
個
叫
劉
梁
的
人
，專
以
賣
書
爲
業
。

2  

?
6
6
6
V
h
6
d
7
5
5
h
6
6
6
6
*
5
5
5
5
h
6
6
6
6
6
2
2
2
3
5
^
.

雨
後
春
筍
。

日
人
坂
東
氏
曾
寫
《中
國
古

由
於
對
中
國
古
硯
的
取
捨
不 

硯
與
文
藝
》
一
書
，其
中
論
述
靑 

同
•
日
本
嗜
硯
之
士
多
分
流
派
。 

花
甚
詳
。
他
在
解
釋
靑
花
的
本
質 

東
京
派
崇
尙
宋
明
古
坑
佳
石•
，西 
時
說
：
端
石
屬
於
凝
灰
岩
之
水
成 

京
大
阪
派
則18

愛
端
溪
大
西
洞
精 
岩
，其
構
成
分
子
中
，含
有
輝
綠

品
。

岩
之
微
分
子
，
此
微
分
子
散
布
之

中
國
著
名
石
我
端
硯
、
歔
微
*

，聚
集
成
粗
無
，而
以
散
布 

现
、济
河
緑
硯
、紅 «
右
硯
等
最 
於6@

硬
度
勻
衝
之
態
者
，方
爲 

著
稱
。
澄
泥
詈
陶
硯
之
最
。
日 
無
上
妙
品
，
即
微
塵
靑
花
。
坂
東

::"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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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二
：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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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歷

史

悠

久

古

蹟

繁

多

的

西

安

公
元
九
百
零
四
年)
，朱
溫
爲
了
挟
天
子
以 

令
諸
侯
，
測
昭
宗
靈
都
洛
陽
，
同
時
令
長
安 
一 

居
民
「
按
篇
遷
居
」
，拆
毁
房
屋
，
堂
堂
- 

代
帝
都
，頓
時
變
爲
廉
境
。 

一 

， 

唐
長
安
城
地
理
位
置
通
中
，在
它
通
到 
- 

破
廈
以
後
，
重
新
發
展
起
來
的
城
市
從
未
中 

斷
。今
天
的
西
安
城
是
明
太
祖
洪
武
七
年
至
一 

十
一
年(
公
元
二
二
七
四
到
二
二
七
八
年)

一 

間
修
建
的
，
距
今
已
有
六
百
餘
年
的
歷
史
。 

市
內
有
很
多
名
勝
古
迹
和
藝
術
珍
品
。
像
唐 

朝
建
築
的
大
小
雁
塔
，保
存
着
一 
個
擁
有
七 

百
多
塊
中
國
歷
代
珍
貴
古
碑
的
碑
林
。
明
朝 

建
築
的
鐘
樓
、鼓
樓
，
還
有
清
眞
大
寺
， 

山
華
清
池
，
溫
泉
等
等
。
它
的
周
圍
還
有
很 
一 

多
古
代
宮
殿
遣
址
和
帝
王
將
相
的
陵
墓
。
像 

秦
朝
阿
房
宮
、漢
朝
的
未
央
宮
、唐
朝
的
大 

明
宮
、秦
始
皇
墓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的
昭
陵■ 

、唐
高
宗
和
武
則
天
的
乾
陵
等
等
。
還
有
新
.

建
的
反
映
一
六
千
年
前
半
坡
村
原
始
氏
族
公
社 

遺
址
的
半
坡
村
博
物
館
，
以
及
被
世
人
稱
爲 

第
八
奇
迹
的
秦
始
皇
兵
馬
俑
博
物
館
。

進
深
、高
度
和
裝
飾
做
法
都
居
全
宅
的
首
位 

。
「兩
府
」
即
院
子
兩
側
的
廂
房
，高
度
、 

大
小
及
裝
修
做
法
都
次
於
正
房
。
這
樣
在
建 

築
上
主
次
分
明
、旣
有
分
隔
又
有
聯
系
。
這 

種
形
制
在
經
過
漫
長
發
展
過
程
中
逐
步
成
熟 

和
固
定
。
院
落
雖
有
規
模
大
小
、質
量
高
低 

的
差
異
，
但
佈
局
方
式
基
本
不
變
。 

北
京
四
合
院
一
般
按
南
北
軸
線
佈
置
房 

屋
和
庭
院
，
全
宅
分
爲
前
後
兩
院
，住
宅
大 

門
多
設
在
東
方
角
上
，附
會
「
紫
氣
東
來
」 

。
門
內
設
有
影
壁
，
入
門
折
西
，
則
爲
前
院 

。
前
院
的
側
座
通
常
做
客
房
、書
齋
和
男
箧 

住
所
。
在
前
院
與
後
院
之
間
有
裝
飾
華
麗
的 

垂
花
門
。後
院
是
全
院
的
核
心
部
分
，中
軸 

線
上
的
正
房
住
長
輩
，
周
圍
用
廊
子
聯
系
， 

另
有
耳
房
、小
院
作
厨
房
和
雑
用
。院
子
不 

但
是
交
通•
採
光
、
通
風
的
樞
初
，而
且
配 

以
花
木
或
陳
設
盆
景
，
是
休
息
和
家
庭
活
動 

的
中
心
。- 
般
中
小
型
四
合
院
比
較
簡
單
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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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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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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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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