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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貨

，
在
小
小
的
京
城
內
，
竟
有
十
座
古
寺
。
其
中
， 

以
興
隆
寺
保
存
得
較
完
好
，寺
內
存
放
不
少
具
有 

歷
史
價
値
的
文
物
，
如
石
燈
塔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石
燈
塔
高
途
六
米
，
是
用
十
二
節
經
過
雕
鑿
的
支 

武
岩
構
築
而
成
的
，
石
燈
塔
以
石
蓮
花
作
雕
座
， 

整
個
造
形
雄
渾
有
動
，
其
雌
功
細
緻
，
刀
法 #
熟 

，
是
渤
海
國
遣
留
下
來
的
著
名
佛
敎
石
雕
藝
術
品 

。
此
外
，
興
隆
寺
的
三
聖
殿
內
，
有
一
石
佛
，
高 

途
兩
米
，
身
披
袈
裟
，
坐
在
蓮
花
石
上
，
它
對
硏 

究
當
時
的
石
雕
藝
術
很
有
價
値
。

言

出
一
個
「
渤
海
國
」 

遺
址
。
據
考
，
「
渤 

海
國
」
是
滿
族
祖
先 

栗
未
蘇
編
人
所
建
立
，

海
 

國

_h_-

6

的
地
方
政
權
，
公
元
九
世
紀
中
期
以 

後
，
已
進
入
「
海
東
盛
國
」
時
期
。 

當
時
「
渤
海
國
」
的
統
治
機
構
，
是 

仿
效
唐
朝
的
統
治
制
度
建
立
起
來
的 

，
大
都
崇
尙
儒
家
，
並
曾
多
次
派
出 

使
節
進
唐
學
習
文
化
和
典
章
制
度
等 

當
年
「
渤
海
國
」
的
首
府
，
是 

上
京
龍
泉
府
，
屬
現
今
黑
龍
江
省
寧 

安
縣
的
渤
海
鎭
。
由
於
上
京
龍
泉
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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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思 密

的
設
計
佈
局
受
到
盛
唐
的
影
響
，所
以
大
部
分
均 

仿
照
長
安
的
建
築
格
局
，
整
個
市
鎭
由
外
城
、
內 

城
和
宮
院
所
組
成
。
因
爲
古
城
經
歷
了
一 
千
多
年 

的
風
災
火
劫
，
大
部
分
城
樓
都
埋
於
呢
土
之
下
， 

但
在
古
城
範
圍
內
，
仍
然
保
存
着
一 
些
残
缺
的
城 

牆
。

「
渤
海
國
」
的
上
京
龍
泉
府
遺
址
，
目
前
已 

發
掘
出
很
多
，
有
宮
殿
遺
址
，
禁
苑
址
，街
坊
址 

，
古
井
址
，
寺
廟
址
，古
墓
葬
，
古
橋
等
等
。
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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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在

不

，
旨

， 

金
宗
金

上
東
、
西
、南
三
峯
門
戶
之
金 

鎖
關
，
雲
展
霧
湧
，
遠
近
諸
峯 

浮
現
於
雲
海
間
。
此
外
，
西
峯 

蓮
花
和
南
峯
落
雁
也
各
有
雄
奇 

之
姿
，
尤
其
是
日
出
日
落
時
的 

色
彩
更
令
人
目
眩
神
馳
。
他
如 

「
劈
山
救
母
」
、
「
蕭
史
弄
玉 

」
的
神
話
勝
跡
，
以
及
大
小
道 

觀
十
多
處
，
亦
使
人
流
連
。 

由
於
華
山
天
險
衆
多
，
而 

「
自
古
華
山
一
條
路
」
，
這
就 

迫
使
遊
人
要
走
回
頭
路
，尤
其 

對
於 
一 
些
年
老
體
弱
者
，
只
能 

「
望
山
興
嘆
」
。
爲
此
，
有
的 

專
家
建
議
開
發
華
山
裕
東
部
的 

黃
甫
峪
新
風
景
區
，構
成
環
形 

遊
覽
路
線
，
另
外
在
窄
路
壁
道 

旁
邊
鑿
建
洞
室
，供
休
息
和
疏 

散
人
流
，
以
免
遊
人
過
份
疲
勞 

或
者
太
集
中
於
方
寸
之
地
而
引 

起
危
險
。
此
議
一
旦
付
諸
實
施 

，
遊
覽
華
山
便
方
便
得
多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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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
中
國
「 

五
嶽
」
之
中
， 

「
西
嶽
」
華
山 

以
奇
險
著
稱
。 

最
近
經
測
定
， 

華
山
的
高
度
爲

華
山
壁
立
千
伺
，
有
「
天 

下
險
」
之
稱
，自
古
爲
遊
覽
勝 

地
。
風
景
煮
達
一
百
二
十
多
處 

。
由
山
脚
的
玉
泉
院
，
登
上
二 

千
多
米
的
頂
峯
，
山
中
道
路
， 

僅
只
南
北
一 
綫
，
全
程
二
十
多 

公
里
，
大
約
要
走
八
個
多
小
時 

。
沿
途
滿
佈
石
刻
、巖
洞
、樓 

台
，
奉
樹
蒼
松
煞
綴
其
間
。
過 

了
回
心
石
，
景
緻
更
佳
。
上
「 

天
梯
」
，
攀
「
千
尺
幢
」
、
「 

百
尺
峽
」
，
遊
人
都
須
手
扶
鐵 

索
，在
僅
可
容
足
的
陡
峭
石
階 

上
拾
級
而
上
，
「
鶏
子
翻
身
」 

、
「長
空
棧
」同
樣
驚
險
刺
激
。 

北
峯
前
面
的
蒼
龍
嶺
也
不 

易
走
，
兩
旁
多
陡
峭
的
深
壑
， 

在
嶺
上
鑿
開
的
石
級
，
寬
僅
二 

、
三
尺
，
宛
似
凌
空
而
架
。
登

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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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嶽
」
之
首
，
而
且
因
爲
地 

質
構
造
運
動
關
係
，
仍
然
在
增 

高
之
中
，
每
年
上
升
零
無
六
毫 

米
。

華
山
位
於
西
安
以
東
一
百 

二
十
公
里
，
北
臨
渭
河
平
原
， 

屬
於
秦
嶺
東
段
，
爲
花
崗
岩
斷 

塊
山
一
同
名
主
峯
别
稱
太
華
山 

，
在
華
陰
縣
南
，
海
拔
一
九
九 

七
米
。
四
週
峯
蠻
無
數
，
爲
首 

的
是
蓮
花
(
西
峯
)
、
落
雁
一( 

南
峯
)
、
朝
陽
(
東
墨
)
、壬 

女
(
中
峯
)
、
五
雲
(
北
峯
) 

。
其
中
，
南
峯
高
達
二
一
六 

黙
五
米
，
比
其
餘
四
嶽
中
最
高 

的
恒
山
還
多
一
百
四
十
餘
米
。 

而
華
山
所
屬
的
秦
嶺
二
爲
老
褶 

皺
斷
層
山
脈
，
一
直
處
於
上
升 

狀
態
，
高
度
還
將
「
更
上
一
層 

樓
」
。
事
實
上
，
秦
嶺
和
華
山 

在
億
萬
年
之
前
並
不
一
存
在
，
只 

因
地
質
變
動
才
拔
塁
而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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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霧
是
菲
律
賓
第
二
大 

城
市
，
向
以
古
蹟
文
藝
和
美 

麗
海
灘
而
馳
名
。

宿
霧
距
離
菲
律
賓
首
都 

馬
尼
拉
大
約
三
百
六
十
英
里 

，
所
在
的
維
莎
雅
島
是
菲
國

人
的
房
舍
都
是
用
竹
子
編
紮
蓋
搭
而
成
。
由 

於
竹
子
實
在
太
多
，
除
了
用
來
造
屋
外
，
還 

用
來
搭
橋
和
船
，甚
至
家
居
擺
設
亦
以
竹
爲 

主
。
另
外
，
他
們
又
用
竹
製
成
結
他
。
「
竹 

一 

竿
舞 
一 更
是
菲
律
賓
有
名
的
舞
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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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霧
又
是
菲
律
賓
最
古
老
的
城
市
，
早 

在
一
五
二
一
年
，
葡
萄
牙
航
海
家
麥
哲
倫
便 

登
陸
島
上
。
所
以
當
地
名
勝
古
迹
衆
多
。
因 

爲
菲
人
多
信
奉
天
主
敎
，
故
此
宗
敎
遺
跡
不 

少
，
如
聖
保
碌
古
堡
、
聖
嬰
大
敎
堂
及
麥
哲 

倫
十
字
架
等
。
同
時
，
宿
霧
亦
爲
菲
律
賓
華 

人
聚
居
黙
之 
一
，
中
式
建
築
以
淸
道
觀
最
爲 

有
名
。
現
代
化
建
築
則
以 
一 座
白
色
鐵
橋
最 

有
特
色
，它
把
宿
霧
和
馬
克
坦
島
聯
結 
一 起 

，
形
成
菲
律
賓
對
外
貿
易
的
重
要
港
口
。 

由
於
菲
律
賓
曾
經
是
西
班
牙
殖
民
地
， 

又
受
過
美
國
管
治
，
所
以
文
化
風
俗
和
生
活 

習
慣
均
受
兩
國
影
響
。
菲
律
賓
人
熱
情
奔
放 

，
酷
愛
音
樂
及
各
種
藝
術
。
宿
霧
居
民
幾
乎 

每
個
月
都
擧
行
大
型
嘉
年
華
。
在
海
灘
擧
行 

的
派
對
，紅
男
綠
女
於
海
風
輕
拂
，
熊
熊
烈 

火
及
醉
人
的
音
樂
中
，.歌
舞
至
通
宵
達
白
一
。

3

最
多
島
嶼
的
羣
島
，
全
省
共
有 
一 
百
六
十
多 

個
小
島
，
皆
由
珊
瑚
構
成
。
那
裏
的
島
嶼
跑 

離
非
常
接
近
，
各
有
其
本
身
特
色
，
有
些
適 

一
周
宜
潛
水
打
魚
、
有
些
適
合
游
泳
、
日
光
浴
。 

匕
郎
喜
歡
刺
激
的
可
嘗
試
單
帆
滑
板
，
愛
好
浪
漫 

m

一
的
可
在
沙
灘
漫
步
，
總
之
各
適
其
式
。
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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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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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

在

城

度
假
區
歌
斯
達
的
海 #
尤
爲
迷
人
。 

由
於
宿
霧
四
周
環
海
，
各
類
貝
殼
俯
拾 

即
是
，
因
此
，
由
貝
殼
做
成
的
手
工
藝
品
和 

傢
具
特
多
，
美
麗
精
緻
。

除
了
海
景
之
外
，
宿
霧
又
是
「
水
果
之 

.鄕
」
，
島
上
有
熱
帶
森
林
，
盛
產
芒
果
和
椰 

子
。
位
於
奎
松
大
道
的
公
衆
市
場
，
有
幾
百 

個
鮮
果 «
槍
，
是
最
大
的
芒
果
集
散
地
，
許 

多
罕
見
的
水
果
品
種
也
可
以
在
這
裏
見
到
。 

竹
是
宿
霧
冃
一
特
產
。
千
百
年
來
宿
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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