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戶戶戶d三7

-吋岫-品--

-----咽.U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

~

、"

…一一一
--、-- ---司-←

一一一、~-步一 一九 ---
lil

、

准 毒草
-

.(......~‘
M 一

=--=-=--一

‘-回-

但』

SEL



q 一九學修伊甸Eilu

: kJh / q鬱齡z附;;8:竹J川日仆f川川9J川仆叭圳q:小九γ、J心小t;??J?1Vh山o 9心9:Q

;\q q{字J三ζ土=斗 !1j(4JJ ;:::〉才 J之;Ji川 Q:E ; P ; γkf{|:干干〈廿代仿叮七τ示吭7?九t\Q
自 •-L.-..L.. ~風骨

PLAN AND ELEVATION OF T I-IE CAVES OF THOUSAND BUDDHAS. TUN-HUANG~ CHINA. “

測 近
EEl
圈， 窟 -

B間
一…梨印月入年在了卡三國民一

門--------一一
.-可

一-----一----一一一

-rqfqf

主呵呵，

(Scale: 1 : 1000)

煌 敦

‘司-



測

--恥‘旬，同情一 司，耐心-‘-司且關- ------....‘、奄一、
-、、『巴-

i圖縮)尺

、 l三\之
一一---一一

-戶-

一一一一

-
a
z
J
r
-
z
e
頭
，
s
a
'，
且
講
，
'
、

PLAN AND ELEV

q
0月

/
人J
1

,f/

已

!i1?Uhuf

)、f一」
--
E區立專?

-Y晶晶J

E仿z亥移蕩彷吻劈彷

彭Z侈z滑勿→

一一于一

~了→~-γ三之子~了F之二之三=

P.a.-

桐拿綠4點學fi/l.

之
「

q
a
v
p
p

---·---,L
1/ -'--'-

O

-一- .個國自由---圓圓_.-一

一--~~-一-
--.~.-國--圓圓圓圓啊-'-

、



上海圈者傭藏者 |HHHHHHHHHHRH

叭
叭
叭
圳
叭
叭
叭2

M
M
M

悶
悶
悶
悶
向H
t

m
u
m
m
叭
叭
叭
制
F
h
u

川
m
m川
叫
川
圳
圳
川
叫
a
u

|
叫
叫
叫
叫
川
川
川
川
叫
川
川

M
n
g

m
m
叫
叫
叫
叫

e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P
U
F

、

叫
叭
叭
叭
叭
叭
叭
叭
叭
叭
叫
叭
甩
旬

川
川
叫
叫
川
川
2

HHHHHHHHHUHHHHHHHHUaEEa
M
M
m
M
M
悶
悶
悶
悶
悶
悶
叫
司
ζ

|HHHHHHHHHHHHUH-4

叭
叭
叭
叭
叭
叭

U
U
U
U
U
U
A

『

川
叫
圳
川
川
圳
圳
叫
m
R
》

叫
別
叫
別
叫
別
叫
別
叫
別
叫
別
《
鬥

•••••••••••

E
•••••••

|

亨之

煌

美

(
一
)
沿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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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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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莫
高
窟
俗
名
千
佛
洞
，
在
敦
煌
勝
城
東
南
三
十
五
里
三
危
山
乏
麓
。

-
b
E
.
的
鑿
於
為
冰
河
時
期

川
流
所
沖
激
之
例
壁
土
，
壁
，
為
玉
門
象
峰
山
石

p
統
山
右
鑿f
b
p佛
，
在
層
疊
p
據
式
用
字
比
空
修
功
穗
，
碎

所
載
，
石
窟
始
建
於
符
泰
建
元
二
年
(
公
元
三
六
六
年
)
經
兩
魏
晴
屠
五
卒
，
宋
元
各
代
絡
續
修
，
增
港
代

最
戚
，
鑿
令
他
泌
千
計
。
其
間
的
模
之
大
，
在
中
國
藝
術
丈
土
價
值
乏
高

3
.如
向
覺
明
先
生
所
說

••

「
可

泌
弟
視
雲
悶
兒
當
龍
門
」

o
抗
泌
敦
煌
為
房
是
流
沙
地

3
0幸
心
扎
所
后
，
不
為
企
夫
夫
所
注
意
，
典
繕

記
載
甚
少
，
乃
涅
沒
無
所
悶
。
及
光
緒
廿
失
年
(
公
元
一
入
九
九
年
)
五
月
廿
五
白
，
經
道
人
五
周

1.3

錶
於
十
七
窟
(
5
-
M
J
}
發
現
宋
初
面
夏
攻
取
沙
州
時
(
公
元
一
。
三
五
年
)
所
載
六
朝
唐
宋
歷
代

J
C
-
P

、

丈
書
典
籍

3
周
乏
引
起
中
外
人
去
之
注
意
。
一
丸
。
去
年
匈
牙
利
人
斯
坦
問
及
法
人
伯
希
和
先
從
閱

后
室
藏
經
主
名
接
煙
來
款

2
賄
騙
王
間
錄
，
待
發
宮
，
要
藏
經
丈
書
內
及
楊
重
等
系
餘
卷
，
〈
其
中
包

括
怯
盧
丈
康
居
丈
古
和
閥
、
文
間
聽
﹒
叉
，
你
那
J叫
做
及
西
城
各
種
語
文
乏
經
卷
V
攜
歸
從
邦
，
敦
煌
乏
名
始

哼
一
傳
於
世
。

215991



(
二
)
現
狀

氏
國
三
十
年
于
院
長
右
任
施
察
西
北
之
際
，
特
拉
巡
禮

3
日
睹
此
先
氏
遺
寶
，
東
方
‘
文
拭
目
潤
，
教

乏
日
就
殘
毀
，
乃
建
議
國
防
最
高
委
頁
會
由
教
育
部
籌
設
敦
煌
藝
術
研
完
所
﹒
氏
國
三
十
二
年
春
白

教
育
部
聘
請
高
一
泊
為
籌
備
委
竟
會
主
任
委
員
並
特
定
張
絡
，
張
大
十

3
玉
于
雲
?
哪
面
谷
，
張
皮

白
，
寄
景
絡
，
常
苔
鴻
等
屯
人
為
，
耍
。
貝
3
隨
即
在
﹒
說
短
十
佛
渦
中
寺
開
始
工
作
。
三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正
式
成
主
國
主
孰
煌
藝
術
研
完
所
。
分
考
古
總
務
二
個
分
別
從
事
於
研
究
及
保
管
工
作
。
歷
年
來

對
於
渦
笈
清
理
登
頰
，
發
沌
祈
洞
笈
甚
多
，
據
最
泣
整
理
編
號
結
果
，
琨
有
繪
申

-
J
~
渦
笈
計
大
小
四

六
七
俑
，
全
﹒
部
洞
窟
南
北
返
還
一
六
}
、
九
公
尺
，
笈
前
有
細
流
一
支
流
蜓
北
去
，
是
郎
磨
時
，
去
山
右
，
采

3
今
名
大
，
泉
者
。
水
流
所
至
白
楊
成
殼
，
上
中
下
三
寺
，
即
位
置
其
側
，
最
近
本
所
在
于
寺
側
﹒
呼
叫
僻
美

銜
館
一
-
犀
其
中
包
括
園
書
館
及
書
一
室
各-
2
附
近
正
添
系
研
完
人
口
貝
乏
住
宅
周
內
川
改
進
向
人
之
生
活

。
h月
卅
五
年
至
今
本
所
逐
年
修
瘦
洞
宮
前
線
計
三
百
二
十
餘

F
孟
添
，
增
橋
廊
F
備
主
店
門
。
最
近
祈

編
號
碼
，
係
林
據
參
觀
路
線
訂
北
至
南
留
下
至
上
3
撈
比
排
列
素
，
每
窟
抗
中
正
附
有
張
大
十
及
伯

希
和
二
代
之
號
為
用
背
對
照
。
逐
玄
，
並
設
主
說
明
牌
，
使
尸
母
一
洞
笈
』
之
內
容
足
有
關
題
記
歷
史
材
料

據
吾
人
所
知
者
儘
量
供
應
，
用
備
進
入
之
參
考
。

r、--唱-
、~

d
b室
型
，
式
及
內
容



f
m室
修
鑿
型
廿
九
六
朝
唐
宋
均
有
其
不
同
支
持
點
。
兩
魏
及
有
鴻
渦
窟
多
採
取
家
堂
式
採
F
f
m窟

，
進
口
多
作
品
悅
做
當
時
房
屋
建
拳
乏
人
字
從9
兩
側
正
附
有
中
國
建
羔
史
上
歷
代
最
久
之
木
汁
糕
。
史

進
譜
的
，
在
柱
，
四
方
均
有
造
像
，
內
壁
且
亦
有
修
鑿
神
在
者
。
唐
代
洞
笈
大
祇
作
方
形
，
無
人
字
拔
及

在
柱
，
笈
頂
(
在
即
接
井
)
作
倒
置
之
矩
形3
土
姊
泌
幾
何
形
乏
周
索
。
四
壁
多
為
經
變
或
十
佛

2
五
代

宋
初
渦
笈
佛
寇
在
洞
玄
之
正
中
，
兩
首
並
作
屏
風
，
特
井
上
多
所
閣
龍
。
宋
元
窟
式
大
祇
相
同
。

T
M室
壁
畫
塑
像
之
內
容
亦
因
時
代
之
不
同
品
變
遷
。
廢
代
泌
前
之
作
條
屬
於
乾
陀
羅

(
c
g
m
p


h
H
R
)
象
統
。
荳
公
元
前
四
世
紀
半
時
期
，
亞
刀
山
大
大
呆
呆
征
豆
印
度
，
成
行
其
希
臘
丈
明
之
產
物

。
係
戌
阿
宮
汗
及
白
沙
r
A
(
M
J
m
r
h
H
E

惡
心
志
為
中
心
之
托
陀
羅
地
、
方
稱
為
源
地
F
為
揉
合
印
度
佛
教
美

術
及
希
臘
藝
術
品
成
之
另
一
體
式
一
般
稱
為
乾
陀
羅
美
術
丸
稱
為
希
臘
佛
教
美
街

(
G
m
n
o
m
-

切
注
急
切
忌

)
。
其
描
寫
對
象
多
為
十
佛
及
印
度
佛
教
土
一
種
消
捶
投
身
乏
故
事

p
如
捨
身
喂
虎
，
割
肉
喂
鷹
州
以

及
須
連
那
太
子
之
，
曰
象
故
事
均
為
陰
森
怡
、
慘
之
峙
吼
叫
劇
。
藝
術
作
家
品
的
欲
達
到
此
種
目
的
故
於
設
色
用

筆
均
種
沉
著
堅
毅
。
往
往
行
以
毛
背
后
祥
之
氣
氛
中
，
加
火
黑
白
及
土
紅
之
對
照

3
益
增
其
棒
、
實
古
拙

芝
風
味
。
。
此
時
代
之
壁
孝
一
雖
均
太
華
社
站
，
但
仍
叫
“
鐵
線
品
的
輪
廊
，
因
此
益
位
，
增
長
其
象
徵
表
見
之

放
泉
。
敦
煌
藝
術
除
土
述
雄
陀
羅
式

J採
汁
，
尚
有
特
雜
面
域
發
術
及
中
國
本
艘
，
各
街
之
混
合
式
之

突
厥
式

e
此
種
式
林
在
吐
毒
者
及
庫
卒
刻
什
兒

d
b窟
中
尤
為
期
若
。
是
為
東
西
文
化
交
流
時
期
之
特

產
。



唐
代
修
丈
經
丸
，
文
化
意
態
形
式
索
種
特
遣
，
在
莫
高
窟
壁
畫
中
所
見
，
已
顯
露
中
華
民
接
高

級
之
教
化
。
其
表
現
於
大
恰
經
變
中
乏
藝
術
無
論
在
構
圖
投
色
用
筆
方
面
已
達
最
高
拭
目
街
之
率
巒
@

旬
在
透
視
尤
暗
瓜
人
體
比
例
諸
端
亦
極
絡
現
代
寫
實
之
死
鈍
。
至
於
線
條
之
受
辱
，
勾
勒
乏
靈
活
，

色
彩
之
當
農
形
怒
之
堂
滿
有
力
，
尤
可
於
唐
代
侵
秀
塑
像
中
見
乏
。
其
作
品
中
寫
管
這
尚
有
之
程
度
尤

非
莫
高
窟
其
他
各
時
，
代
渦
窟
所
可
比
擬
@

五
代
永
唐
代
之
餘
汰
，
其
高
笈
因
曹
說
金
三
代
管
袋
官
祿
當
時
剎
用
政
治
地
位
足
經
濟
力
量
鳩

工
興
建
多
有
精
彩
乏
表
現
。
宋
元
乏
作
則
夫
都
不
注
重
藝
術
表
達
乏
力
室
。
往
往
叫
“
同
一
棒
、
孫
反
復

制
叫
罩
，
觀
其
用
色
之
于
板
，
內
容
之
枯
泉
，
似
已
達
表
退
之
境
界
。
但
在
裝
飾
圖
索
觀
點
，
若
干
藩

井
十
佛
亦
不
無
可
取
之
處
。

至
於
呵
地
材
內
容
，
則
六
朝
多
泌
佛
本
身
故
事
室
為
主
，
-
厝
五
季
宋
元
多
泌
經
變
及
支
茶
雄
為
主

，
其
他
穿
插
於
經
變
及
故
事
空
中
人
物
畫
像
往
往
仍
帶
各
時
代
本
來
乏
服
飾
禮
制
成
俗
人
惰
，
此
種

不
兄
於
丈
乘
之
中
國
古
代
服
剖
禮
俗
，
在
巡
禮
參
觀
時
尤
增
進
吾
人
研
究
鑒
賞
之
價
值
。

“
絡
將
其
高
笈
主
委
壁
畫
內
容
題
示
列
筱

••

甲
、
“
故
事
室
。
~
類

淫
無
經
佛
本
身
經
薩
陸
那
太
子
本
生
經

經
寶
塔
品
五
百
強
盜
故
事
多
子
塔
周

四

須
連
那
太
子
本
生
經

十
王
處

尸
吼
王
本
生
經

f弗

傳



乙
、
佛
像
畫

釋
導
，
如
意
阿
修
羅
玉

北
方
天
正
南
方
天
正

處
令
那
佛
孔
.
表
明
正

丙
、
經
變
書
一

西
方
淨
土
變
﹒
東
方
祟
，
呵
變
彌
勒
于
生
變
維
摩
，
變
勞
度
又
門
，
哼
一
變

A
T一
則
變
報
思
變
天
請
問
經
變
密
鼓
經
變
楞
伽
經
變
等

(
四
)
各
時
代
修
建
居
室
統
計

現
存
洞
茗
，
因
逐
年
本
所
之
發
掘
清
理

3
歷
平
均
有
增
加
，
據
最
近
統
計
大
小
洞
笈
共
編
號
至

四
六
六
笈
(
前
伯
希
和
編
計
于
七
一
號
張
大
十
編
三
零
九
號
)
各
時
，
代
修
鑿
洞
笈
乏
工
程
，
因
起
建
乏

時
本
無
計
割
，
故
時
代
互
相
類
倒
，
分
恥
情
形
極
為
亂
雄
，
崎
唐
泓
筱

2
因
歷
年
洞
底
數
量
之
，
增
多

，
想
於
產
壁
面
積
，
故
塗
抹
重
畫
之
風
至
宋
代
為
最
戚
，
往
往
有
一
笈
經
苑
晴
是
宋
五
代
繼
續
重
塗

者

F
但
仔
細
分
析
，
各
時
，
代
洞
笈
之
修
建
似
仍
布
其
發
展
路
線
可
循
。
大
拭
早
期
拖
窟
多
修
棄
一
扎
的
離

地
面
丈
餘
乏
高
層
，
按
地
位
八
方
最
古
渦
笈
似
又
在
今
日
古
漢
槍
之
左
近
，
“
該
處
同
時
又
為
全
部
洞
笈

之
中
心
，
大
祇
歷
年
發
展
，
均
沿
此
中
心
，
上
下
南
北
四
方
發
展
，
宋
元
洞
窟
均
處
於
南
北
二
謊
，

魏
惰
唐
笈
則
由
南
北
桑
於
中
央
。
法
的
吋
各
時
代
修
建
洞
笈
數
量
列
后

••

丈
沫
喬
峰
只
水
月
觀
音
寸
手
觀
音
十
手
眼
觀
音
四
大
天
王

不
空
綺
索
裁
者
，
如
意
輪
觀
音
地
位
叫
佛
呆
師
佛
金
翅
烏
玉

華
嚴
變

法
華
變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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