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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有
關
匈
奴
歷
史
的
中
國
史
料

關
於
匈
奴
歷
史
的
文
字
記
載
，
最
古
的
是
中
國
的
史
書
。
近
代
的
一
些
考
古
學
者
，
曾
在
中
國
北
部
的
蒙
古

高
原
與
西
域
，
這
就
是
古
代
匈
奴
人
居
住
過
的
地
方
，
發
掘
出
一
些
古
蹟
與
古
物
。
但
正
如
︽
史
記
︾
與
︽
漢

書
︾
所
說
，
匈
奴
﹁
毋
文
字
﹂
。
所
以
，
如
果
沒
有
中
國
的
記
載
，
即
使
人
們
找
到
這
些
古
蹟
與
古
物
，
可
能
也

不
知
道
這
些
東
西
是
屬
於
古
代
匈
奴
人
所
遺
留
的
。

在
歐
洲
的
歷
史
上
，
也
有
關
於
匈
人
︵H

u
n

s

︶
的
記
載
。
匈
人
之
在
歐
洲
者
，
在
其
強
盛
時
代
，
兵
威
震

動
了
整
個
歐
洲
，
唯
時
間
只
有
百
年
左
右
。
史
書
記
載
匈
人
在
歐
洲
的
活
動
既
少
，
且
零
碎
片
段
。
即
如
參
加
過

東
羅
馬
帝
國
使
團
出
使
匈
人
王
庭
的
普
利
斯
庫
斯
︵P

riscu
s

︶
的
很
寶
貴
的
出
使
紀
錄
，
也
只
是
敘
述
這
個
使
團

的
所
見
所
聞
，
對
於
匈
人
在
歐
洲
的
歷
史
，
也
只
是
相
當
一
章
一
節
而
已
。

不
僅
這
樣
，
歐
洲
的
匈
奴
本
來
是
來
自
中
國
北
部
的
高
原
或
北
亞
，
中
國
史
書
既
沒
有
記
載
匈
奴
人
到
過
歐

洲
，
歐
洲
的
史
書
也
沒
有
說
過
歐
洲
的
匈
人
是
來
自
中
國
的
北
部
，
可
是
經
過
兩
個
世
紀
以
來
的
歷
史
學
者
的
研

究
，
尤
其
是
從
中
國
古
書
所
載
的
匈
奴
西
徙
過
程
來
看
，
現
已
證
明
，
歐
洲
的
匈
人
就
是
中
國
史
書
所
載
的
匈

奴
。
這
樣
，
要
想
研
究
匈
人
的
歷
史
，
從
中
國
史
書
著
手
之
必
要
是
更
為
明
顯
了
。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可
以
說
是
世
界
上
關
於
匈
奴
歷
史
的
較
有
系
統
、
較
為
全
面
的
最
古
的
記
載
。
在
這

以
前
，
雖
然
也
有
關
於
匈
奴
的
記
載
，
如
︽
戰
國
策
︾
、
︽
淮
南
子
︾
、
賈
誼
的
︽
新
書
︾
等
，
可
是
這
些
記
載

多
是
片
段
的
，
是
針
對
有
關
匈
奴
的
某
個
問
題
來
發
議
論
的
。

︽
史
記
︾
卷
一
百
三
十
︿
太
史
公
自
序
﹀
中
說
：
﹁
自
三
代
以
來
，
匈
奴
常
為
中
國
患
害
；
欲
知
強
弱
之

時
，
設
備
征
討
，
作
︿
匈
奴
列
傳
﹀
第
五
十
。
﹂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開
頭
就
從
其
祖
先
來
源
說
起
，
說
匈
奴

的
祖
先
是
夏
后
氏
的
苗
裔
，
經
過
的
時
間
為
商
、
周
與
秦
，
約
兩
千
年
。
似
乎
以
為
在
唐
虞
以
上
叫
做
山
戎
。

它
又
把
匈
奴
人
的
生
活
習
慣
加
以
敘
述
，
然
後
從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的
匈
奴
單
于
頭
曼
說
起
，
經
過
冒
頓
、
稽
粥

︵
老
上
單
于
︶
，
以
至
且
鞮
侯
單
于
時
代
︵
公
元
前
一○

一

—

前
九
十
六
年
︶
與
狐
鹿
姑
單
于
時
代
︵
公
元
前

九
十
六

—

前
八
十
五
年
︶
，
至
李
廣
利
降
匈
奴
時
止
︵
公
元
前
九
十
年
︶
。

司
馬
遷
在
︿
匈
奴
列
傳
﹀
中
，
直
到
敘
至
戰
國
時
代
或
是
趙
國
李
牧
時
代
時
，
才
用
匈
奴
這
個
詞
。
他

指
出
：
﹁
冠
帶
戰
國
七
，
而
三
國
︵
按
，
指
燕
、
趙
、
秦
︶
邊
於
匈
奴
，
其
後
趙
將
李
牧
時
，
匈
奴
不
敢
入

趙
邊
。
﹂

在
戰
國
或
李
牧
時
代
之
前
，
司
馬
遷
對
於
中
國
北
部
，
包
括
東
北
與
西
北
的
外
族
，
用
了
很
多
不
同
的
名
詞

去
稱
呼
。
這
些
名
詞
的
差
別
，
似
乎
因
時
代
不
同
而
各
異
，
或
因
地
域
不
同
而
異
。
他
說
夏
后
氏
的
苗
裔
叫
淳

維
，
但
又
說
﹁
唐
虞
以
上
有
山
戎
、
獫
狁
、
葷
粥
，
居
於
北
蠻
﹂
，
﹁
夏
道
衰
，
而
公
劉
失
其
稷
官
，
變
於
西

戎
﹂
。
其
後
三
百
年
，
又
有
戎
狄
，
攻
大
王
亶
父
。
周
西
伯
時
代
有
畎
夷
氏
，
﹁
周
道
衰
而
穆
王
伐
犬
戎
﹂
。
齊

桓
公
時
代
有
山
戎
，
晉
文
公
伐
的
則
是
戎
翟
。
翟
有
赤
翟
、
白
翟
。
戎
有
西
戎
、
緄
戎
、
義
渠
、
大
荔
、
烏
氏
、

朐
衍
等
多
種
戎
。
晉
北
有
林
胡
、
樓
煩
之
戎
，
燕
北
有
東
胡
、
山
戎
。
﹁
往
往
而
聚
者
百
有
餘
戎
，
然
莫
能
相

一
。
﹂
後
來
﹁
燕
有
賢
將
秦
開
，
為
質
於
胡
﹂
。
﹁
胡
﹂
是
較
後
採
用
的
名
詞
，
但
除
﹁
胡
﹂
作
為
一
個
專
門
名

詞
之
外
，
還
有
林
胡
、
東
胡
。

﹁
胡
﹂
常
用
以
指
匈
奴
。
﹁
始
皇
帝
使
蒙
恬
將
十
萬
之
眾
北
擊
胡
﹂
，
這
個
胡
就
是
指
匈
奴
。
但
東
胡
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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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來
的
鮮
卑
與
烏
桓
，
在
民
族
上
是
有
別
於
匈
奴
的
。
林
胡
是
否
為
匈
奴
或
東
胡
或
其
他
種
胡
，
則
不
得
而
知
。

在
戰
國
或
戰
國
末
年
以
前
，
匈
奴
的
歷
史
是
很
不
清
楚
的
。
司
馬
遷
寫
︿
匈
奴
列
傳
﹀
時
可
能
也
還
沒
有
弄

清
楚
，
而
把
中
國
北
邊
，
包
括
東
北
、
西
北
的
不
同
民
族
都
列
舉
出
來
作
為
緒
言
，
不
一
定
是
說
這
麼
多
的
不
同

民
族
都
是
匈
奴
人
或
其
祖
先
。

只
有
秦
以
後
，
即
匈
奴
單
于
頭
曼
以
後
的
匈
奴
的
歷
史
，
司
馬
遷
才
搞
清
楚
，
每
個
單
于
不
單
名
號
記
下

來
，
而
且
記
了
在
位
年
數
和
在
位
期
間
的
大
事
。
我
們
今
天
能
夠
知
道
自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至
漢
武
帝
時
兩
百
多
年

間
的
匈
奴
的
歷
史
，
不
能
不
歸
功
於
司
馬
遷
。
而
且
︽
史
記
︾
以
後
的
史
書
，
如
︽
漢
書
︾
、
︽
後
漢
書
︾
等
也

是
跟
著
司
馬
遷
做
法
去
記
載
匈
奴
的
歷
史
。
從
這
方
面
來
看
，
司
馬
遷
可
以
稱
得
上
﹁
匈
奴
史
之
父
﹂
，
其
實
他

也
可
以
說
是
﹁
中
國
史
之
父
﹂
。

司
馬
遷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和
後
來
的
史
書
的
匈
奴
傳
所
記
載
偏
重
於
華
族
與
匈
奴
的
關
係
，
至
於
匈

奴
內
部
的
情
況
和
匈
奴
與
其
他
民
族
的
關
係
則
記
載
不
多
。
華
族
是
匈
奴
的
勁
敵
，
華
族
與
匈
奴
的
關
係
，
在

匈
奴
的
歷
史
上
佔
最
重
要
的
地
位
。
華
族
因
為
要
抵
抗
匈
奴
，
攻
擊
匈
奴
，
華
族
與
匈
奴
便
競
相
爭
取
東
胡
，

尤
其
是
爭
取
西
域
。
所
以
在
軍
事
上
、
外
交
上
、
商
業
上
，
不
止
與
匈
奴
有
直
接
關
係
，
而
且
與
東
胡
尤
其
是

與
西
域

—
—

西
至
新
疆
蔥
嶺
以
西
的
中
亞
細
亞
，
以
至
黑
海
、
印
度
、
波
斯
，
也
有
直
接
關
係
。
所
以
，
一
部
匈

奴
史
，
也
可
以
說
是
一
部
華
族
與
其
北
邊
、
東
北
、
西
北
民
族
的
關
係
史
。
司
馬
遷
︽
史
記
︾
中
的
︿
大
宛
列

傳
﹀
，
就
是
後
來
史
書
中
之
西
域
傳
。
研
究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的
人
，
不
能
不
讀
︿
大
宛
列
傳
﹀
。
所
謂

﹁
斷
匈
奴
右
臂
﹂
，
﹁
右
臂
﹂
即
西
域
。
西
域
被
漢
王
朝
控
制
之
後
，
匈
奴
在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上
，
都
受
到

很
大
打
擊
，
這
與
匈
奴
的
衰
弱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
漢
書
︾
卷
九
十
四
︿
匈
奴
傳
﹀
分
上
、
下
兩
傳
。
傳
上
從
最
古
至
公
元
前
五
十
八
年
︵
宣
帝
神
爵
四

年
︶
，
傳
下
從
這
時
到
更
始
時
代
︵
公
元
二
十
三

—

二
十
四
年
︶
。

班
固
在
︽
漢
書
︾
卷
一
百
的
︿
敘
傳
﹀
中
說
，
他
的
先
世
曾
居
樓
煩
，
前
漢
元
帝
時
︵
公
元
前
四
十
八

—

前
三
十
三
年
︶
其
先
世
有
班
伯
者
，
曾
以
為
﹁
家
本
北
邊
，
志
節
慷
慨
，
數
求
使
匈
奴
。
河
平
中
︵
公
元
前

二
十
八

—

前
二
十
五
年
︶
單
于
來
朝
︵
按
，
為
復
株
累
若
鞮
單
于
於
公
元
前
二
十
五
年
來
朝
︶
，
上
使
伯
持
節
迎

於
塞
下
﹂
。
班
固
的
父
親
班
彪
對
於
當
時
朝
廷
對
匈
奴
的
政
策
曾
有
所
論
列
，
班
固
自
己
還
陪
竇
憲
、
耿
秉
帶
領

軍
隊
去
打
過
匈
奴
。
竇
憲
擊
敗
匈
奴
，
至
燕
然
山
刻
石
記
功
，
碑
文
就
是
班
固
所
撰
。
他
的
弟
弟
班
超
，
曾
在
西

域
三
十
餘
年
，
建
立
功
業
﹁
斷
匈
奴
右
臂
﹂
，
所
以
班
固
對
於
匈
奴
不
僅
有
書
本
與
公
文
的
智
識
，
而
且
有
實
踐

的
體
會
，
雖
則
他
只
記
了
前
漢
匈
奴
的
情
況
。

︽
漢
書‧

匈
奴
傳
上
︾
除
李
廣
利
投
降
匈
奴
以
後
的
歷
史
外
，
其
上
半
部
份
主
要
是
抄
錄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
司
馬
遷
所
敘
述
的
匈
奴
史
，
只
到
漢
武
帝
在
位
的
一
部
份
時
間
。
雖
然
漢
王
朝
與
匈
奴
戰
爭
的
高
潮
在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中
已
有
記
載
，
但
是
與
這
個
高
潮
不
可
分
割
的
後
來
的
歷
史
，
有
了
︽
漢
書
︾
、
︽
後
漢

書
︾
和
後
來
的
史
書
的
記
載
，
我
們
才
能
看
到
匈
奴
歷
史
的
全
貌
。
從
這
一
點
看
，
︽
漢
書
︾
的
記
載
，
所
佔
的

時
間
較
長
，
所
敘
述
的
也
較
為
詳
細
，
這
對
於
後
來
研
究
匈
奴
史
的
人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司
馬
遷
的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中
有
篇
論
贊
，
對
當
時
漢
武
帝
的
大
事
征
伐
匈
奴
有
所
譴
責
，
但
文
字
極

簡
單
。
班
固
的
︿
匈
奴
傳
﹀
論
贊
則
把
前
漢
的
所
謂
忠
言
嘉
謀
之
臣
對
匈
奴
的
意
見
加
以
綜
合
敘
述
，
並
表
示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
這
也
是
研
究
前
漢
時
期
匈
奴
史
的
人
應
該
注
意
的
。

范
曄
的
︽
後
漢
書
︾
中
有
︿
南
匈
奴
列
傳
﹀
，
對
於
北
匈
奴
的
歷
史
只
是
在
︿
南
匈
奴
列
傳
﹀
中
附
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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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敘
述
。
他
的
︿
南
匈
奴
列
傳
﹀
始
於
後
漢
初
年
的
南
匈
奴

落
尸
逐
鞮
單
于
，
終
於
後
漢
末
年
的
呼
廚
泉
單

于
。
呼
廚
泉
單
于
於
獻
帝
建
安
二
十
一
年
︵
公
元
二
一
六
年
︶
來
朝
，
曹
操
留
他
在
鄴
，
另
使
其
右
賢
王
去
卑
回

到
平
陽
，
監
管
匈
奴
的
五
部
國
。

范
曄
︽
後
漢
書
︾
之
所
以
只
為
南
匈
奴
立
傳
而
不
為
北
匈
奴
立
傳
，
大
概
是
因
為
南
匈
奴
接
近
中
國
的
邊

塞
，
關
係
較
多
，
故
史
料
亦
多
。
而
北
匈
奴
則
遠
在
塞
外
，
且
往
來
無
常
，
情
況
既
不
清
楚
，
史
料
自
不
易
得
。

可
是
儘
管
如
此
，
在
︿
南
匈
奴
列
傳
﹀
中
，
也
有
許
多
處
是
敘
述
北
匈
奴
的
。
而
且
，
南
匈
奴
自
呼
韓
邪
降
漢
以

後
，
成
為
漢
朝
屬
國
，
雖
然
有
時
反
抗
漢
朝
，
但
也
往
往
幫
助
漢
朝
征
伐
北
匈
奴
。
因
而
從
︿
南
匈
奴
列
傳
﹀

中
，
也
可
以
得
到
不
少
北
匈
奴
的
史
料
。

東
漢
時
，
很
少
征
伐
南
匈
奴
。
無
論
在
軍
事
上
或
外
交
上
，
主
要
對
象
是
北
匈
奴
。
如
竇
憲
深
入
漠
北
，
大

破
匈
奴
，
這
個
匈
奴
便
是
北
匈
奴
。
班
超
在
西
域
經
營
三
十
餘
年
，
其
對
手
主
要
也
是
北
匈
奴
。
可
惜
當
時
對
於

北
匈
奴
的
情
況
，
只
是
當
北
匈
奴
擾
亂
邊
境
時
，
漢
廷
才
特
別
注
意
，
而
當
敗
走
後
，
人
們
就
不
去
追
究
了
。
如

公
元
九
十
一
年
，
北
單
于
為
右
校
尉
耿
夔
所
破
，
︿
南
匈
奴
列
傳
﹀
就
說
：
﹁
逃
亡
不
知
所
在
。
﹂
其
實
只
是
漢

人
不
知
其
﹁
所
在
﹂
，
他
們
可
能
更
往
西
北
走
，
可
能
後
來
殺
死
粟
特
王
而
佔
有
其
國
的
一
部
份
，
也
可
能
就
是

侵
入
歐
洲
的
匈
奴
人
的
先
人
。

陳
壽
所
撰
的
︽
三
國
志
︾
沒
有
匈
奴
傳
。
只
在
武
帝
曹
操
的
傳
記
中
，
片
段
地
記
載
匈
奴
的
事
情
。
︽
魏

志
︾
卷
三
十
注
引
魚
豢
︽
魏
略
︾
：
﹁
貲
虜
，
本
匈
奴
也
。
﹂
曹
操
既
留
呼
廚
泉
單
于
於
鄴
，
而
遣
其
右
賢
王
去

卑
監
其
國
，
匈
奴
可
以
說
是
完
全
受
制
於
曹
魏
。
這
些
匈
奴
人
既
與
漢
族
雜
居
，
逐
漸
也
就
同
化
了
。

︽
晉
書
︾
卷
九
十
七
︿
北
狄‧

匈
奴
﹀
，
篇
幅
有
限
，
僅
一
千
一
百
字
，
對
漢
末
以
來
的
匈
奴
人
之
入
塞
者

僅
作
簡
單
的
敘
述
，
並
指
出
：
﹁
北
狄
以
部
落
為
類
，
其
入
居
塞
者
有
屠
各
種
、
鮮
支
種
…
…
凡
十
九
種
，
皆
有

部
落
，
不
相
雜
錯
。
屠
各
最
豪
貴
，
故
得
為
單
于
，
統
領
諸
種
。
﹂
此
外
，
在
﹁
載
記
﹂
中
，
對
於
﹁
五
胡
亂

華
﹂
時
的
劉
元
海
、
劉
聰
等
作
了
較
為
詳
細
的
敘
述
，
對
沮
渠
蒙
遜
等
，
為
研
究
匈
奴
歷
史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資

料
，
對
赫
連
勃
勃
也
作
了
較
為
詳
細
的
敘
述
。

︽
史
記
︾
、
︽
漢
書
︾
、
︽
後
漢
書
︾
、
︽
晉
書
︾
中
有
關
匈
奴
的
史
料
不
僅
見
於
各
書
的
匈
奴
傳
，
也
散

見
於
帝
王
本
紀
、
臣
僚
列
傳
、
西
域
傳
或
其
他
傳
記
中
，
對
一
些
具
體
事
件
的
記
述
也
更
詳
細
。
如
︿
張
騫
傳
﹀

中
關
於
張
騫
被
匈
奴
扣
留
後
逃
走
的
經
過
，
︿
陳
湯
傳
﹀
中
陳
湯
征
伐
郅
支
單
于
的
經
過
等
，
均
可
為
匈
奴
傳
之

補
充
，
而
為
研
究
匈
奴
歷
史
的
寶
貴
史
料
。

︽
史
記
︾
、
︽
漢
書
︾
、
︽
後
漢
書
︾
都
有
後
人
為
之
作
注
，
不
但
對
於
年
代
、
地
名
、
事
件
等
多
有
註

解
，
有
的
還
發
表
個
人
或
轉
述
他
人
意
見
。
如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說
霍
去
病
﹁
將
萬
騎
出
隴
西
，
過
焉
支
山

千
餘
里
…
…
破
得
休
屠
王
祭
天
金
人
﹂
。
裴
駰
在
︽
集
解
︾
中
說
：
﹁
案
︽
漢
書
音
義
︾
曰
：
﹃
匈
奴
祭
天
處
本

在
雲
陽
甘
泉
山
下
，
秦
奪
其
地
，
後
徙
之
休
屠
王
右
地
，
故
休
屠
有
祭
天
金
人
，
像
祭
天
人
也
。
﹄
﹂
司
馬
貞

︽
索
隱
︾
引
崔
浩
說
：
﹁
胡
祭
以
金
人
為
主
，
今
浮
圖
金
人
是
也
。
﹂
張
守
節
的
︽
正
義
︾
中
說
：
﹁
按
，
金
人

即
今
佛
像
，
是
其
遺
法
，
立
以
為
祭
天
主
也
。
﹂
祭
天
金
人
是
匈
奴
原
有
的
神
像
，
還
是
外
來
的
佛
像
或
浮
圖
金

人
，
這
是
一
個
值
得
討
論
的
問
題
，
所
以
注
釋
者
本
人
的
或
轉
引
他
人
的
意
見
均
值
得
商
榷
。

又
如
清
梁
玉
繩
在
︽
史
記
志
疑
︾
中
指
出
，
樂
彥

︽
括
地
譜
︾
中
所
說
匈
奴
的
祖
先
淳
維
就
是
獯
粥
是

① 

按
中
華
書
局
標
點
本
《
史
記‧

匈
奴
列
傳
》
樂
彥
作
樂
產
，
《
史
記
志
疑
》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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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誤
的
。
理
由
是
淳
維
既
是
夏
后
苗
裔
，
那
麼
匈
奴
就
與
唐
虞
以
上
的
山
戎
、
獯
粥
或
獫
狁
不
同
種
族
。
︽
史

記
志
疑
︾
又
說
：
﹁
史
訖
太
初
，
不
及
天
漢
，
故
︽
索
隱
︾
於
且
鞮
侯
以
下
引
張
晏
云
：
﹃
自
狐
鹿
姑
單
于
已

下

，
皆
劉
向
、
褚
先
生
所
錄
，
班
彪
又
撰
而
次
之
，
所
以
︽
漢
書‧

匈
奴
傳
︾
有
上
下
兩
卷
。
﹄
至
其
所
載

亦
多
誤
。
如
單
于
歸
漢
使
，
蘇
武
使
單
于
，
皆
天
漢
元
年
事
，
而
此
誤
在
太
初
四
年
。
匈
奴
妻
李
陵
，
乃
陵
降

數
歲
後
事
，
而
此
誤
以
陵
降
即
妻
之
。
貳
師
出
朔
方
，
步
兵
七
萬
人
，
而
此
誤
作
十
萬
。
貳
師
降
匈
奴
，
其
家

以
巫
蠱
族
滅
，
俱
征
和
間
事
，
而
此
誤
敘
於
天
漢
四
年
，
何
足
信
哉
？
﹂
這
些
看
法
，
對
於
研
究
匈
奴
歷
史
都

有
一
定
的
作
用
。

此
外
，
在
其
他
史
書
中
，
如
︽
戰
國
策
︾
、
後
漢
明
帝
撰
修
的
︽
東
觀
漢
記
︾
、
晉
袁
宏
的
︽
後
漢
紀
︾
、

宋
司
馬
光
的
︽
資
治
通
鑑
︾
與
元
胡
三
省
的
︽
注
︾
等
等
，
都
是
研
究
匈
奴
史
的
重
要
史
料
。

諸
子
書
中
有
關
匈
奴
的
記
載
也
不
少
。
如
︽
淮
南
子‧

原
道
訓
︾
，
賈
誼
︽
新
書
︾
的
︿
匈
奴
﹀
篇
，
桓

寬
︽
鹽
鐵
論
︾
裡
的
︿
備
胡
﹀
篇
、
︿
論
功
﹀
篇
，
以
及
樂
產
的
︽
括
地
譜
︾
、
酈
道
元
的
︽
水
經
注
︾
、
杜

佑
的
︽
通
典
︾
、
馬
端
臨
的
︽
文
獻
通
考
︾
和
清
代
的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中
，
都
有
關
於
匈
奴
的
史
料
，
可

供
參
考
。

近
代
國
內
研
究
匈
奴
史
學
者
，
當
首
推
沈
維
賢
。
其
︽
前
漢
匈
奴
表
︾
與
︽
後
漢
匈
奴
表
︾
寫
於
清
末
，

︿
例
言
﹀
中
述
及
何
秋
濤
的
︽
朔
方
備
乘
︾
，
則
其
書
係
成
於
何
著
之
後
。
開
明
書
店
︽
二
十
五
史
補
編
︾
中
有

這
二
表
。
編
者
云
，
據
學
古
堂
日
記
本
及
鉛
字
排
印
本
，
但
前
表
︿
例
言
﹀
中
云
有
圖
，
而
這
兩
種
版
本
都
沒
有

圖
。
兩
表
共
約
五
萬
言
。

︽
前
漢
匈
奴
表
︾
始
於
漢
高
祖
二
年
︵
公
元
前
二○

五
年
︶
，
終
於
淮
陽
王
更
始
三
年
︵
公
元
二
十
五

年
︶
。
漢
高
祖
二
年
冬
十
二
月
，
漢
曾
繕
治
河
上
塞
，
即
河
上
郡
北
境
與
匈
奴
交
界
處
。
更
始
三
年
是
夏
颯
等
自

匈
奴
返
漢
的
一
年
。

︽
後
漢
匈
奴
表
︾
始
於
光
武
帝
元
年
︵
公
元
二
十
五
年
︶
。
這
一
年
，
漢
王
朝
拜
王
莽
時
代
郡
中
尉
蘇
竟
為

代
太
守
，
使
固
塞
以
拒
匈
奴
。
同
年
，
安
定
人
盧
芳
自
稱
上
將
軍
西
平
王
與
匈
奴
和
親
，
匈
奴
迎
之
立
為
漢
帝
。

後
表
終
於
漢
獻
帝
建
安
二
十
一
年
︵
公
元
二
一
六
年
︶
。
兩
個
表
共
四
百
二
十
一
年
。

兩
漢
匈
奴
表
雖
為
記
匈
奴
與
兩
漢
史
實
，
但
也
記
西
域
事
。
︽
前
漢
匈
奴
表
︾
的
︿
例
言
﹀
說
：
﹁
西
域
與

匈
奴
異
矣
，
然
漢
使
未
通
以
前
，
匈
奴
置
僮
僕
都
尉
以
領
之
，
來
塞
為
寇
，
資
其
供
給
。
自
破
姑
師
，
結
烏
孫
，

而
虜
失
西
方
之
援
，
益
北
，
其
入
塞
道
益
遠
。
而
漢
轉
合
烏
孫
，
入
其
右
地
，
故
西
域
者
，
北
伐
之
門
戶
也
。
輒

舉
武
宣
以
來
，
經
營
之
略
並
著
之
。
﹂
其
所
據
史
料
，
︿
例
言
﹀
云
：
﹁
是
編
引
史
漢
、
荀
紀
、
通
鑑
及
綱
目
本

文
，
有
減
無
增
。
若
夫
補
闕
拾
遺
，
則
兼
及
群
籍
。
有
所
訂
正
，
附
注
於
下
。
其
為
前
人
所
糾
，
當
采
者
，
表
而

出
之
，
或
參
以
管
見
。
至
諸
子
所
稱
，
若
木
女
解
厄
，
月
氏
貢
雞
，
事
涉
恢
奇
，
所
不
敢
取
。
﹂
對
於
漢
代
人
的

疏
表
策
論
也
有
採
取
。
︿
例
言
﹀
又
說
：
﹁
一
代
之
事
，
其
所
得
失
，
當
時
能
者
言
之
瞭
然
。
如
晁
錯
三
策
，

充
國
議
屯
田
，
侯
應
論
邊
備
，
或
有
裨
於
一
時
，
或
為
法
於
來
世
，
顧
不
能
入
正
文
，
棄
之
則
又
無
以
資
考

鏡
，
爰
附
注
於
下
，
以
明
建
策
諸
臣
謀
國
之
心
，
且
以
為
引
申
觸
長
之
助
。
﹂
︽
前
漢
匈
奴
表
︾
分
為
四
卷
，

︿
例
言
﹀
云
：

① 

狐
鹿
當
作
且
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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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劉
敬
倡
為
和
親
，
捐
子
女
玉
帛
以
畀
單
于
，
而
單
于
反
以
滋
倨
侮
。
至
於
文
景
，
歲
罹
其
患
。
蓋
匈
奴

方
強
，
而
漢
示
弱
以
驕
之
，
則
賈
生
所
謂
倒
懸
之
勢
也
。
故
以
高
帝
迄
孝
景
六
十
六
年
︵
公
元
前
二
〇
六—

前

一
四
一
年
︶
為
一
卷
。
武
帝
選
將
練
兵
，
拓
地
數
千
里
，
然
每
有
克
獲
及
係
累
虜
使
，
匈
奴
輒
取
償
焉
。
蓋
虜
勢

猶
盛
，
而
數
得
漢
奸
，
稔
悉
疆
寓
故
也
。
然
自
天
子
決
計
，
罷
和
親
，
而
將
士
作
氣
，
匈
奴
自
此
弱
矣
。
故
以
武

帝
五
十
四
年
︵
公
元
前
一
四
〇—

前
八
十
七
年
︶
為
一
卷
。

自
昭
宣
出
師
，
其
所
克
捷
，
不
逮
衛
霍
，
而
匈
奴
遂
詘
體
稱
藩
。
蓋
自
武
帝
掊
擊
之
後
，
邊
民
習
於
戰
鬥
，

器
械
精
利
，
烽
火
嚴
明
，
犯
塞
者
少
利
。
而
匈
奴
已
衰
，
又
內
相
誅
夷
，
漢
因
而
奠
定
之
，
所
謂
以
全
制
其
極

也
。
故
以
昭
帝
迄
平
帝
九
十
一
年
︵
公
元
前
八
十
六—

公
元
五
年
︶
為
一
卷
。

班
史
諸
表
，
不
及
孺
子
嬰
，
以
新
莽
居
攝
，
漢
祚
已
移
故
也
。
至
匈
奴
傳
則
兼
及
莽
事
。
夫
漢
家
外
攘
之

績
，
實
敗
於
莽
，
攬
搆
釁
之
由
，
可
悟
安
輯
之
術
。
故
遵
綱
目
，
用
分
注
紀
年
，
而
冠
以
孺
子
嬰
，
殿
以
更
始
。

凡
二
十
年
︵
公
元
六—

二
十
五
年
︶
，
為
附
錄
一
卷
終
焉
。

︽
後
漢
匈
奴
表
︾
分
上
下
兩
卷
，
沒
有
像
︽
前
漢
匈
奴
表
︾
那
樣
每
卷
加
以
說
明
。
上
卷
始
光
武
建
武
元
年

︵
公
元
二
十
五
年
︶
，
終
章
帝
章
和
二
年
︵
公
元
八
十
八
年
︶
，
共
六
十
三
年
。
下
卷
始
和
帝
永
元
元
年
︵
公
元

八
十
九
年
︶
，
終
獻
帝
建
安
二
十
一
年
︵
公
元
二
一
六
年
︶
，
共
一
百
二
十
七
年
。
沈
維
賢
之
所
以
這
麼
標
分
為

二
卷
，
這
大
概
是
以
竇
憲
、
耿
秉
大
破
匈
奴
為
分
卷
界
限
。
漢
和
帝
永
元
元
年
，
竇
憲
和
耿
秉
於
稽
落
山
大
敗
匈

奴
，
斬
名
王
以
下
萬
三
千
級
，
獲
生
口
甚
眾
，
諸
裨
小
王
率
眾
降
者
二
十
餘
萬
人
，
竇
憲
與
耿
秉
率
眾
登
燕
然
山

並
刻
石
紀
功
。
燕
然
山
即
今
之
土
謝
圖
汗
部
杭
愛
山
，
離
漢
塞
三
千
餘
里
。
匈
奴
經
此
次
大
敗
之
後
，
北
匈
奴
遂

愈
西
徙
。

二
表
均
以
年
為
綱
。
在
某
一
年
中
，
凡
有
關
於
漢
與
匈
奴
的
事
件
都
歸
併
在
這
一
年
內
，
與
︽
資
治
通
鑑
︾

之
記
事
略
同
。
紀
年
則
以
兩
漢
皇
帝
之
年
號
為
綱
領
而
非
以
匈
奴
單
于
為
主
體
，
也
就
是
說
依
照
︽
史
記
︾
、

︽
漢
書
︾
、
︽
後
漢
書
︾
的
敘
事
方
法
。

匈
奴
在
中
國
古
代
歷
史
上
所
佔
地
位
的
重
要
是
為
人
們
所
知
的
，
可
是
兩
千
多
年
來
，
除
︽
史
記
︾
、
︽
漢

書
︾
、
︽
後
漢
書
︾
的
匈
奴
傳
中
做
了
較
為
詳
細
、
系
統
的
敘
述
之
外
，
在
很
長
的
時
間
中
，
只
有
少
數
學
者
做

些
注
解
工
作
。
沈
維
賢
能
把
有
關
兩
漢
時
期
的
匈
奴
的
主
要
材
料
，
包
括
對
一
些
注
解
的
看
法
，
整
理
成
匈
奴

表
，
為
研
究
匈
奴
的
人
提
供
不
少
方
便
。
可
惜
他
的
匈
奴
表
只
限
於
兩
漢
。
雖
然
兩
漢
時
代
的
匈
奴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所
佔
的
地
位
最
重
要
，
但
如
能
在
表
內
對
前
漢
之
前
與
後
漢
之
後
的
歷
史
加
以
敘
述
，
使
來
龍
去
脈
有
簡
略
的

介
紹
，
貢
獻
就
更
大
了
。

另
外
，
沈
表
的
敘
述
主
要
是
縱
的
方
面
，
對
於
匈
奴
的
社
會
生
活
、
風
俗
習
慣
，
如
︽
史
記
︾
、
︽
漢
書
︾

那
樣
簡
單
的
敘
述
也
沒
有
，
則
亦
為
一
缺
點
。

近
代
國
人
注
意
到
匈
奴
西
遷
歐
洲
者
，
以
徐
繼
畬
為
較
早
。
他
曾
於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
一
八
四
三
年
︶
到
廈

門
，
從
美
人
雅
俾
里
處
得
到
歐
洲
地
圖
。
次
年
，
又
到
廈
門
搜
訪
地
圖
和
關
於
歐
洲
歷
史
的
書
籍
，
並
請
人
翻

譯
。
嗣
以
五
年
時
間
成
︽
瀛
寰
志
略
︾
十
卷
，
當
時
很
受
人
們
重
視
。
清
同
治
五
年
︵
丙
寅
，
一
八
六
六
年
︶

﹁
總
理
衙
門
﹂
為
之
刊
行
。

書
中
卷
五
﹁
奧
地
利
亞
國
﹂
中
記
載
：
﹁
奧
地
利
之
匈
牙
利
地
，
在
國
之
東
界
，
古
時
匈
奴
有
別
部
，
轉
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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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此
，
攻
獲
那
盧
彌
。
﹂
卷
六
﹁
意
大
利
亞
列
國
﹂
中
云
：
﹁
東
漢
和
帝
九
年
︵
公
元
九
十
七
年
︶
。
王
大
喇
壤

嗣
位
，
時
匈
奴
侵
北
部
，
命
將
擊
走
之
。
王
性
寬
惠
，
矜
庶
獄
，
有
仁
聲
。
晚
歲
好
土
木
，
比
頑
童
，
論
者
惜
其

不
終
。
繼
立
之
王
好
武
，
屢
伐
匈
奴
，
勝
之
。
順
帝
十
二
年
︵
公
元
一
三
七
年
︶
，
王
安
敦
嗣
立
，
博
物
好
古
，

明
於
治
體
，
修
律
度
，
振
綱
紀
，
號
為
中
興
。
時
匈
奴
逐
水
草
屢
犯
邊
，
王
親
率
大
兵
，
渡
河
深
入
，
不
解
甲
者

數
年
，
窮
追
至
北
海
，
犁
其
庭
幕
，
伏
屍
百
萬
，
由
是
烽
燧
銷
息
，
數
十
年
無
鳴
吠
之
警
。
﹂

﹁
那
盧
彌
﹂
不
知
是
否
潘
諾
尼
亞
︵P

a
n

n
o

n
ia

︶
的
對
音
，
﹁
大
喇
壤
﹂
應
為
羅
馬
皇
帝
圖
拉
真

︵T
rajan

，
約
公
元
五
十
三

—

一
一
七
年
︶
。
其
謂
古
時
匈
奴
別
部
轉
徙
到
匈
牙
利
，
應
為
中
國
人
知
道
匈
奴
侵

入
匈
牙
利
之
最
早
紀
錄
。
至
又
謂
和
帝
九
年
︵
公
元
九
十
七
年
︶
，
匈
奴
侵
入
歐
洲
，
被
羅
馬
皇
帝
大
喇
壤
趕

走
，
這
是
錯
誤
的
。
又
謂
羅
馬
皇
帝
安
敦
親
率
大
軍
，
追
擊
匈
奴
至
北
海
，
並
犁
其
庭
幕
，
伏
屍
百
萬
，
這
也
是

錯
誤
的
。

關
於
這
一
點
，
洪
鈞
在
︽
元
史
譯
文
證
補
︾
卷
二
十
七
上
︿
西
域
古
地
考
一‧

康
居
奄
蔡
﹀
的
注
解
中
說
：

﹁
︽
瀛
寰
志
略
︾
謂
東
漢
順
帝
時
匈
奴
犯
羅
馬
，
羅
馬
王
安
敦
窮
追
到
北
海
，
犁
其
庭
幕
，
伏
屍
百
萬
。
聞
諸
西

人
，
羅
馬
是
時
並
無
其
事
，
不
知
志
略
何
由
致
訛
。
今
譯
羅
馬
書
，
乃
知
必
是
沙
隆
︵C

H
a
-lo

n

︶
之
戰
，
阿
提

拉
國
之
滅
。
特
年
代
不
合
，
而
追
至
北
海
之
說
則
全
無
影
響
也
。
﹂

徐
氏
作
︽
志
略
︾
在
鴉
片
戰
爭
之
後
不
久
，
當
時
中
國
人
對
西
歐
歷
史
的
知
識
十
分
淺
薄
，
而
徐
氏
於
廈
門

所
見
之
美
人
，
對
於
匈
奴
侵
入
歐
洲
的
歷
史
也
不
一
定
熟
悉
。
儘
管
時
間
上
有
誤
，
但
在
當
時
能
知
道
匈
奴
曾
侵

入
歐
洲
，
應
該
是
一
種
新
見
識
。

洪
鈞
也
是
中
國
較
早
注
意
到
匈
奴
人
遷
移
於
歐
洲
與
擊
敗
羅
馬
帝
國
的
歷
史
的
人
。
洪
鈞
於
清
光
緒
十
五

年
︵
一
八
八
九
年
︶
出
使
俄
、
德
、
荷
、
奧
諸
國
達
三
年
之
久
，
出
使
期
間
，
他
也
找
人
譯
火
者
拉
施
特
丁

︹K
h

o
ja

 R
a
sh

id
 a

l-D
in

, 1
2

4
7

-1
3

1
8

，
此
處
指
其
著
名
著
作
：
︽
史
集
︾
︵Jām

i
cai-taw

ārīkh

︶
︺

與
多
桑

︵A
b

rah
am

 C
o

n
stan

tin
 M

o
u

rad
g

ea d
Ó

h
sso

n
, 1

7
7

9
-1

8
5

1

︶
②
等
人
的
著
作
，
根
據
有
關
︽
元
史
︾
的
一
些

材
料
，
撰
︽
元
史
譯
文
證
補
︾
。
該
書
卷
二
十
七
上
︿
西
域
古
地
考
一‧

康
居
奄
蔡
﹀
條
云
：

東
漢
時
有
郭
特
族
人
︵G

o
th

s

︶
亦
自
東
來
，
其
王
曰
亥
耳
曼
︵H

e
rm

a
n

rid
k

︶
，
粟
特
族
人
敗
潰
不
復

振
。
晉
時
匈
奴
西
徙
，
其
王
曰
阿
提
拉
︵A
ttila

︶
，
用
兵
如
神
，
所
向
無
敵
，
亥
耳
曼
自
殺
，
其
子
威
尼
達
爾

︵
按
，
亥
耳
曼
的
兒
子
是H

u
n

im
in

d

人
。
︶
率
郭
特
人
西
竄
，
召
集
流
亡
，
別
立
基
業
。
︵
按
，
其
子
曾
降
於

匈
奴
人
，
在
匈
奴
人
統
治
之
下
得
到
半
獨
立
。
︶
阿
提
拉
復
引
而
西
，
戰
勝
攻
取
，
威
震
歐
洲
，
羅
馬
亦
憚
之
。

立
國
於
今
馬
加
之
地
，
希
臘
、
羅
馬
、
郭
特
之
人
多
為
其
所
撫
用
，
與
西
國
使
命
往
來
，
壇
坫
③
稱
盛
，
有
詩
詞

① 

編
按
：
「
火
者
」
一
詞
來
源
於
波
斯
語
，
其
拼
寫
因
各
語
言
之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形
式
，
如
：K

h
o
ja

、K
h
o
d
ja

、K
h
w

aja

、khūjah

、

H
o

d
ja

等
，
元
、
明
史
傳
多
譯
作
「
火
者
」
，
清
朝
史
籍
多
譯
作
「
和
卓
」
。
其
他
譯
名
尚
有
「
和
加
」
、
「
華
者
」
、
「
華
哲
」
、

「
虎
者
」
、
「
呼
加
」
、
「
霍
加
」
、
「
霍
查
」
、
「
霍
札
」
等
。
其
原
意
一
般
是
指
伊
斯
蘭
教
中
對
「
聖
裔
」
（
先
知
穆
罕
默
德
的

後
代
）
和
學
者
的
尊
稱
，
亦
為
新
疆
和
中
亞
地
區
伊
斯
蘭
教
上
層
貴
族
之
稱
謂
；
但
有
學
者
認
為
是
波
斯
薩
曼
王
朝
的
官
職
稱
謂
，
後

演
變
為
對
權
貴
和
有
身
份
之
人
的
尊
稱
。
元
朝
宦
官
亦
別
稱
「
火
者
」
。

② 

編
按
： 

多
桑
，
亞
美
尼
亞
人
，
生
於
鄂
圖
曼
帝
國
君
士
坦
丁
堡
（
今
土
耳
其
伊
斯
坦
堡
）
，
精
通
多
種
語
言
，
為
著
名
的
東
方
學

家
。
其
父
為
瑞
典
外
交
官
，
他
後
來
也
成
為
瑞
典
外
交
官
。
重
要
著
作
有
：
《
蒙
古
史
》
（H

isto
ire

 d
e
s M

o
n

g
o

ls

）
。
他
的
名
字
因

各
語
言
之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形
式
，
生
卒
年
亦
有
不
同
說
法
：
如1

7
8
0
–
1
8
5
5

、1
7
7
9
–
1
8
5
1

。

③ 

編
按
：
壇
坫
指
會
盟
的
壇
臺
；
文
人
集
會
的
場
所
或
文
壇
；
議
壇
、
輿
論
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