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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摘
要

白
川
靜
是
日
本
漢
學
界
重
要
的
古
文
字
及
古
代
史
研
究
大
家
。
受
到
時
代
氛

圍
影
響
及
前
人
著
作
的
啟
發
，
白
川
靜
有
系
統
地
展
開
金
文
研
究
，
並
從
歷
史
學

及
考
古
學
角
度
切
入
，
推
進
了
金
文
研
究
的
層
次
。
在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中
，
其

實
包
含
古
文
字
考
釋
、
斷
代
編
年
研
究
、
上
古
史
研
究
、
民
俗
學
研
究
等
跨
領
域

學
科
，
展
現
日
本
漢
學
家
博
通
的
一
面
。
本
文
主
要
回
顧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成

果
及
影
響
，
針
對
兩
部
重
要
金
文
著
作
進
行
介
紹
，
並
分
析
日
本
漢
學
界
及
古
文

字
學
界
的
觀
點
與
反
省
，
希
望
藉
此
展
現
其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

本
文
首
先
介
紹
白
川
靜
的
生
平
歷
程
，
並
回
顧
中
文
學
圈
相
關
金
文
著
作
的

譯
介
與
研
究
。
其
次
概
論
《
金
文
通
釋
》
研
究
特
色
及
影
響
，主
要
從
體
例
安
排
、

方
法
論
建
構
、
金
文
史
料
化
及
古
文
字
考
釋
等
方
面
進
行
分
析
。
其
三
介
紹
《
金

文
的
世
界
》
寫
作
特
色
及
成
果
，
討
論
本
書
的
編
年
斷
代
，
以
及
金
文
作
為
史
料

的
特
點
及

限
。
其
四
回
顧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影
響
與
反
思
，
以
上
古
史
著
作

及
論
文
為
考
察
範
圍
，
以
此
突
顯
日
本
漢
學
界
與
古
文
字
學
界
對
其
研
究
的
評
價

與
定
位
。
最
後
針
對
白
川
靜
文
字
學
研
究
值
得
開
展
的
課
題
，
提
出
幾
點
展
望
與

思
考
。

關
鍵
字
：
白
川
靜
、
金
文
、
古
文
字
、
金
文
通
釋
、
金
文
的
世
界

壹
、
前
言

金
石
學
是
一
門
始
於
漢
代
，
發
達
於
宋
代
與
清
代
的
學
問
。
主
要
是
研
究
青

銅
器
或
石
刻
上
的
文
字
，
或
涉
及
甲
骨
、
玉
器
、
陶
片
、
磚
瓦
等
文
物
。
不
過
李

學
勤
指
出
，
二
十
世
紀
30
年
代
開
始
，
青
銅
器
研
究
受
到
國
際
的
影
響
，
開
始
從

形
制
、
紋
飾
方
面
出
發
，
並
以
類
型
學
方
法
進
行
研
究
，
此
後
形
成
兩
種
研
究
途

徑
。
一
種
是
從
金
石
學
走
向
考
古
學
，
另
一
種
則
是
從
類
型
學
走
向
考
古
學
，
而

將
這
兩
種
方
式
結
合
起
來
並
建
立
一
套
系
統
的
學
者
是
50
年
代
的
陳
夢
家
，
陳
夢

家
之
後
，
還
能
系
統
性
研
究
青
銅
器
的
學
者
主
要
有
兩
家
，
一
位
偏
於
金
文
，
一

位
偏
於
器
物
類
型
學
，
前
一
位
是
白
川
靜
，
另
一
位
是
林
巳
奈
夫（

1
）。
由
此
可
知
，

日
本
漢
學
家
對
金
文
研
究
之
推
動
，
扮
演
著
關
鍵
性
的
角
色
。

白
川
靜
（
１
９
１
０
―
２
０
０
６
）
是
日
本
古
文
字
與
上
古
史
研
究
的
大
家
，

尤
其
金
文
研
究
更
是
卓
然
有
成
。
其
１
９
１
０
年
生
於
日
本
福
井
縣
，
立
命
館
大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

黃　
　
　
　
　

庭　
　

頎
＊
＊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二
二

學
法
文
學
部
漢
文
學
科
畢
業
後
，
便
留
任
立
命
館
大
學
專
門
部
教
授
，
退
休
後
任

文
學
部
特
別
任
用
教
授
，
１
９
８
１
年
獲
立
命
館
大
學
名
譽
教
授
的
稱
號
，
並
於

２
０
０
６
年
10
月
30
日
逝
世
，
畢
生
專
心
著
述
，
生
活
簡
單
樸
素
。
白
川
靜
最
早

的
學
術
關
懷
為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並
企
圖
從
民
俗
學
的
觀
點
對
《
萬
葉
集
》
與
《
詩

經
》
進
行
比
較
研
究（

2
）。
至
於
甲
骨
、
金
文
方
面
的
古
文
字
學
研
究
，
則
是
擔
任

立
命
館
大
學
教
授
後
才
真
正
展
開
。
換
言
之
，
金
文
研
究
只
是
白
川
靜
研
究
的
一

部
分
，其
終
極
的
學
術
關
心
乃
是
通
過
民
俗
學
方
法
認
識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與
生
活
。

白
川
靜
的
金
文
研
究
成
果
主
要
見
於
《
金
文
通
釋
》，
此
書
使
之
成
為
與
郭

沫
若
、
陳
夢
家
、
唐
蘭
並
駕
齊
驅
的
重
要
學
者
。
其
後
又
撰
寫
《
金
文
的
世
界
》，

是
首
部
主
要
利
用
金
文
材
料
撰
寫
殷
周
社
會
史
的
普
及
讀
物
，
此
書
不
僅
令
白
川

靜
在
金
文
方
面
的
成
果
更
為
全
面
，
也
進
而
影
響
了
一
般
大

。
除
此
之
外
，
尚

有
部
分
成
果
散
見
於
《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叢
》、《
說
文
新
義
》、《
字
統
》、《
字
訓
》、

《
漢
字
的
世
界
》
等
著
作
，
內
容
均
展
現
一
貫
學
術
風
格
，
兼
顧
古
文
字
學
與
古

代
文
化
的
討
論
。

過
往
關
於
白
川
靜
或
其
金
文
研
究
方
面
的
論
述
並
不
甚
多
，
其
中
以
中
國
學

者
白
冰
於
２
０
０
７
年
出
版
的
專
著
《
青
銅
器
銘
文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最
為
重
要
，
其
撰
寫
動
機
為
「
白
川
靜
的
金
文
研
究
在
古
文
字
學
界

有
重
要
地
位
，
以
往
學
術
界
對
其
沒
有
一
個
全
面
系
統
的
總
結
和
認
識
，
國
內
學

術
界
尤
其
缺
乏
全
面
的
了
解（

3
）」，因
此
作
者
針
對
《
金
文
通
釋
》、《
金
文
世
界
》、《
說

文
新
義
》、《
字
統
》
進
行
「
比
較
客
觀
的
研
究
」，
並
且
檢
討
白
川
靜
著
作
中
的

得
失
，
此
後
如
劉
海
宇
、
蘇
冰
等
人
亦
陸
續
發
表
相
關
論
文（

4
）。
相
較
之
下
，
臺

灣
方
面
雖
較
早
譯
介
白
川
靜
《
金
文
的
世
界
》、《
甲
骨
文
的
世
界
》
及
《
詩
經
的

世
界
》
等
書
，
且
持
續
引
進
其
他
中
文
版
著
作（

5
），
但
學
術
界
方
面
卻
相
對
缺
乏

系
統
性
的
研
究
或
評
論（

6
）。
有
鑑
於
此
，
筆
者
擬
對
白
川
靜
古
文
字
學
研
究
進
行

廣
泛
性
考
察
，
然
受
時
間
與
篇
幅
所
囿
，
初
步
鎖
定
金
文
研
究
的
部
分
進
行
回
顧
。

本
文
的
目
的
不
在
對
白
川
靜
的
研
究
成
果
進
行
批
判
，而
是
就
其
寫
作
策
略
、

完
成
情
形
加
以
討
論
，
藉
此
突
顯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特
質
，
同
時
開
拓
東
亞
漢

學
視
野
，
補
足
有
關
古
文
字
、
上
古
史
方
面
的
論
述
，
並
為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提
供

一
些
線
索
。
本
文
將
先
考
察
白
川
靜
的
專
門
著
作
《
金
文
通
釋
》，
其
次
對
其
普

及
性
著
作
《
金
文
的
世
界
》
作
一
概
覽
介
紹
，
然
後
討
論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影

響
與
質
疑
，
最
後
則
提
出
幾
點
個
人
觀
察
，
還
望
方
家
批
評
指
正
。

貳
、《
金
文
通
釋
》
研
究
特
色
及
其
影
響

昭
和
三
十
七
年
（
１
９
６
２
年
）
八
月
起
，
白
川
靜
為
大
阪
、
神
戶
等
地
學

者
所
組
成
的
讀
書
會
「
樸
社
」
定
期
宣
講
，
因
此
準
備
了
一
系
列
關
於
金
文
的
例

行
講
稿
。
這
份
初
稿
經
過
適
當
改
寫
後
刊
印
於《
白
鶴
美
術
館
誌
》（
以
下
簡
稱《
館

誌
》），
直
至
昭
和
五
十
四
年
（
１
９
７
９
年
）
五
月
，《
白
鶴
美
術
館
誌
》
第

五
十
輯
已
刊
登
包
含
〈
金
文
通
考
〉、〈
補
釋
篇
〉
等
文
稿
。
同
年
十
二
月
及
隔
年

三
月
又
追
加
了
五
十
一
、
五
十
二
輯
〈
補
記
篇
〉，
而
五
十
三
至
五
十
六
輯
則
附

上
〈
本
文
篇
〉
上
下
及
索
引
兩
篇
，
總
共
刊
載
了
五
十
六
輯
，
並
於
昭
和
五
十
九

年
（
１
９
８
４
年
）
三
月
刊
登
完
畢
。

這
些
登
於
《
館
誌
》
的
文
稿
最
終
集
結
為
《
金
文
通
釋
》，
回
溯
本
書
從
最

初
成
形
到
刊
畢
一
共
歷
經
廿
二
年
時
間（

7
），
這
也
成
為
白
川
靜
最
重
要
、
最
具
系

統
性
的
金
文
研
究
專
門
著
作
。《
金
文
通
釋
》
的
主
要
研
究
特
色
包
括
四
個
部
分
，

分
別
是
體
例
的
安
排
、
方
法
論
的
建
構
、
金
文
史
料
化
以
及
古
文
字
考
釋
，
基
本

涵
蓋
金
文
學
所
有
可
以
開
展
的
課
題
，
以
下
即
從
各
個
方
面
進
行
說
明
：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一
號

二
三

一
、
體
例
的
安
排

《
金
文
通
釋
》
體
例
嚴
明
完
整
，
可
謂
是
金
文
的
集
大
成
之
作
。
從
文
章
次

序
編
排
來
看
，白
川
靜
已
是
有
意
識
地
按
年
代
及
主
題
進
行
分
類
。
例
如
：《
館
誌
》

第
1
輯
僅
收
錄
《
大
豐
簋
》
一
器
，
而
此
器
現
被
認
為
是
西
周
武
王
時
期
之
物
，

是
目
前
所
見
時
代
最
早
的
西
周
典
型
器
物
。
白
川
靜
雖
將
此
器
定
為
康
王
時
期
，

不
過
仍
置
於
《
館
誌
》
第
1
輯
的
第
一
器
，
顯
然
是
認
同
《
大
豐
簋
》
的
開
創
性

及
歷
史
意
義
。
又
如
《
館
誌
》
第
2
期
、
第
3
期
分
別
收
錄
召
公
、
周
公
相
關
器

物
，
第
2
期
收
錄
了
《
大
保

》、《
大
保
簋
》、《
朿

》、《
旅
鼎
》、《
叔
隋
器
》、

《

殘
器
》、《
御
正
良
爵
》
等
器
，
並
附
上
《
大
保
方
鼎
》
及
《
成
王
方
鼎
》，
其

共
同
點
為
銘
文
均
見
「
大
保
」
二
字
。
白
川
靜
應
該
是
認
為
它
們
都
與
召
公
家
族

有
關
，
並
企
圖
進
一
步
針
對
召
公
及
其
家
族
的
歷
史
問
題
展
開
研
究
。
雖
然
郭
沫

若
、陳
夢
家
早
已
提
倡
此
種
利
用
金
文
所
見
人
名
對
不
同
器
物
進
行
繫
聯
的
方
法
，

但
二
人
的
著
作
也
僅
限
於
考
釋
銘
文
時
提
及
其
他
相
關
器
物
，
間
或
觸
及
部
分
歷

史
議
題
，
並
未
如
《
金
文
通
釋
》
系
統
整
理
或
加
以
編
排
，
可
謂
是
在
既
有
基
礎

上
更
推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方
法
。
白
川
靜
以
主
題
器
群
的
編
排
方
式
，
不
僅
更
能
突

顯
作
者
的
立
場
，
也
可
以
使
閱
讀
者
快
速
掌
握
銘
文
延
伸
出
來
的
相
關
論
題
，
對

於
利
用
金
文
材
料
建
構
上
古
歷
史
產
生
相
當
大
的
助
益
。

至
於
各
篇
說
解
的
體
例
方
面
，
白
川
靜
也
並
非
僅
聚
焦
於
器
物
銘
文
的
生
難

字
詞
考
釋
或
講
解
，
而
是
對
器
名
、
時
代
、
出
土
地
點
、
收
藏
過
程
、
器
影
著
錄
、

諸
家
考
釋
、
器
制
、
銘
文
都
做
了
全
面
整
理
與
目
錄
，
同
時
附
上
器
物
照
片
及
銘

文
拓
本
，
使
閱
讀
者
易
於
查
詢
，
直
至
今
日
仍
是
資
訊
最
為
完
備
的
一
部
金
文
著

作
。
其
中
白
川
靜
花
費
較
多
筆
墨
的
是
器
制
及
銘
文
部
分
，
器
制
方
面
主
要
引
述

學
者
對
於
器
物
形
制
、
紋
飾
的
形
容
，
有
時
也
會
根
據
相
關
資
訊
對
器
物
的
斷
代

再
加
以
說
明
。
銘
文
部
分
則
採
逐
句
解
說
方
式
，
通
常
引
用
學
者
的
重
要
觀
點
並

加
以
辨
析
，
若
有
不
同
看
法
則
進
一
步
展
開
討
論
，
而
此
部
分
往
往
最
能
展
現
白

川
靜
的
研
究
成
果
。

二
、
方
法
論
的
建
構

《
金
文
通
釋
》
第
41
―
45
輯
所
收
錄
的
數
篇
方
法
論
文
章
，
是
理
解
白
川
靜

如
何
研
究
金
文
的
主
要
材
料
。
包
括
〈
金
文
學
史
〉、〈
考
古
學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
金
文
學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曆
法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西
周
期
の
斷
代
編
年
〉

及
〈
列
國
器
編
年
〉，
其
中
〈
考
古
學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及
〈
金
文
學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二
文
更
是
突
顯
了
白
川
靜
研
究
金
文
的
基
本
理
念
與
態
度
。

〈
考
古
學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是
通
過
文
獻
檢
討
的
方
式
，
陳
述
金
文
研
究
是

如
何
從
彝
器
學
轉
向
現
代
考
古
學
，
並
且
針
對
彝
器
的
分
域
進
行
討
論（

8
）。
白
川

靜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
深
刻
檢
討
前
人
如
何
運
用
考
古
學
方
法
研
究
青
銅
器
，
並
指

出
「
彝
器
的
樣
式
和
其
開
展
、
分
域
的
問
題
，
是
金
文
學
其
中
一
部
分
的
重
要
基

礎
工
作（

9
）」，
同
時
認
為
「
依
據
器
型
、
紋
飾
進
行
年
代
判
斷
的
考
古
學
方
法
，
對

於
無
銘
青
銅
器
而
言
是
有
其
必
要
的（
10
）」。
此
結
論
從
現
今
眼
光
來
看
並
不
特
別
，

但
考
慮
白
川
靜
發
表
文
章
的
年
代
，
便
不
難
感
受
到
日
本
學
者
對
於
西
方
考
古
學

方
法
的
深
刻
認
識
及
掌
握
。

〈
金
文
學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則
是
主
要
討
論
「
分
期
與
斷
代
」
及
「
史
料
與

考
釋
」
兩
大
課
題
。
白
川
靜
認
為
確
立
金
文
斷
代
、
認
識
金
文
以
及
使
之
史
料
化

是
研
究
金
文
最
重
要
的
三
件
事
，
其
中
又
以
確
立
金
文
斷
代
為
首
。
關
於
金
文
斷

代
問
題
，
白
川
靜
除
了
檢
討
前
輩
學
者
如
柯
昌
濟
、
郭
沫
若
、
容
庚
、
貝
塚
茂
樹

等
人
的
理
論
外
，
也
表
明
支
持
「
絕
對
年
代
標
誌
法（
11
）」
的
立
場
，
並
認
為
「
器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二
四

群
研
究
法
是
作
為
研
究
曆
譜
的
輔
助
手
段
，
才
開
始
產
生
意
義
。
曆
譜
的
建
構
，

就
是
研
究
金
文
的
基
礎
方
法（
12
）。」
其
不
僅
認
為
建
構
西
周
曆
法
是
研
究
金
文
最
重

要
的
基
礎
工
作
，
更
進
一
步
主
張
將
曆
法
研
究
方
法
理
論
化
，
提
出
〈
曆
法
的
研

究
の
方
法
〉
一
文
，
並
將
此
理
論
落
實
於
〈
西
周
期
の
斷
代
編
年
〉
及
〈
列
國
器

編
年
〉
兩
篇
論
文
之
中
。

白
川
靜
是
較
早
著
手
計
算
西
周
曆
譜
的
重
要
學
者
，
並
盡
可
能
地
落
實
計
算

成
果
，
將
寓
目
所
及
之
青
銅
器
進
行
分
期
斷
代
。
不
過
比
起
計
算
西
周
曆
譜
的
明

確
追
求
，
白
川
靜
似
乎
並
不
勉
強
算
出
銅
器
的
絕
對
年
代
，
其
銅
器
斷
代
特
色
在

於
成
立
「
成
康
銅
器
」、「
昭
穆
銅
器
」
以
及
「
懿
孝
銅
器
」
時
期
，
說
明
不
少
銅

器
只
能
推
測
大
致
的
鑄
造
時
期
，
無
法
明
確
落
實
於
特
定
王
世
。
雖
然
此
種
方
法

使
器
物
斷
代
較
為
模
糊
，
但
結
論
少
有
明
顯
錯
誤
，
同
時
也
點
出
器
物
型
態
發
展

未
必
與
政
治
更
迭
同
步
的
情
況
，
無
疑
是
較
嚴
謹
慎
重
的
研
究
態
度
。

至
於
「
史
料
與
考
釋
」
部
分
則
是
通
過
對
陳
夢
家
《
西
周
銅
器
斷
代
》
及
唐

蘭
「
康
宮
問
題
」
的
檢
討
，
彰
顯
何
為
有
機
的
金
文
研
究
。
白
川
靜
除
彙
整
二
位

學
者
所
觸
及
的
課
題
外
，
有
時
也
會
提
出
自
己
的
觀
點
。
例
如
：
唐
蘭
的
分
期
斷

代
和
《
大
系
》、《
斷
代
》
都
有
所
不
同
，
多
將
周
初
的
器
歸
入
昭
穆
時
期
，
原
因

乃
是
唐
蘭
將
《
令
彝
》
的
康
宮
視
為
康
王
之
廟
。
白
川
靜
認
為
唐
蘭
不
僅
誤
解
了

康
宮
的
意
思
，
視
《
令
彝
》
康
宮
為
成
周
的
康
宮
也
是
錯
誤
的
，
西
周
君
臣
不
可

能
為
了
冊
命
廷
禮
遠
赴
成
周
，
因
此
康
宮
位
置
必
然
是
在
宗
周（
13
）。
不
難
看
出
，「
康

宮
」
問
題
的
討
論
焦
點
是
如
何
正
確
理
解
「
康
宮
」
一
詞
，
並
藉
此
推
演
銅
器
斷

代
，
而
從
這
個
角
度
而
論
，
白
川
靜
之
所
以
追
求
正
確
的
斷
代
，
則
是
為
了
解
決

歷
史
問
題
，
故
其
主
張
從
「
史
料
」
的
眼
光
看
待
銘
文
，
進
而
提
出
「
金
文
史
料

化
」
的
概
念
。

三
、
金
文
的
史
料
化

「
金
文
的
史
料
化
」
是
白
川
靜
研
究
金
文
主
要
的
努
力
目
標
，
此
部
分
研
究

成
果
見
於
《
館
誌
》
第
46
、47
輯
刊
登
的
〈
西
周
史
略
〉。〈
西
周
史
略
〉
共
分
六
章
，

分
別
為
殷
周
之
際
、
周
初
的
經
營
、

京
辟
雍
、
政
治
秩
序
的
成
立
、
孝
夷
期
和

淮
夷
的
動
向
、
貴
族
社
會
的
盛
衰
與
西
周
的
滅
亡
。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的
開
頭
，
白

川
靜
即
以
「
西
周
史
和
金
文
資
料
」
為
題
，
說
明
如
何
運
用
金
文
材
料
寫
作
西
周

史
，
而
這
段
文
字
正
可
作
為
「
金
文
史
料
化
」
的
主
要
論
述
。
其
指
出
：

以
現
今
文
獻
批
判
的
方
法
來
講
，
周
本
紀
的
內
容
和
資
料
，
大
多
都
是
經

說
或
巫
祝
所
傳
承
的
二
手
資
料
。
例
如
：〈
周
本
紀
〉
中
「
成
康
之
際
，

天
下
安
寧
，
刑
錯
四
十
餘
年
不
用
」
乃
是
根
據
書
序
之
說
，
但
在
成
康
時

期
的
金
文
中
，
卻
顯
示
出
此
時
期
有
著
周
朝
規
模
最
大
、
次
數
最
頻
繁
的

平
定
作
戰
。
此
外
，
所
謂
「
懿
王
之
時
，
王
室
遂
衰
，
詩
人
作
刺
」，
也

是
十
二
諸
侯
年
表
根
據
三
家
詩
認
為
《
小
雅
．
鹿
鳴
》
有
美
刺
之
意
而
來
，

但
是
共
懿
時
期
是
廷
禮
冊
命
金
文
的
完
成
期
，
反
而
可
以
視
為
周
朝
政
治

秩
序
的
完
成
時
期
。
如
果
只

限
於
像
〈
周
本
紀
〉
這
類
的
文
獻
資
料
，

西
周
時
代
的
歷
史
性
恐
怕
會
被
否
定
，
但
是
根
據
目
前
留
存
的
豐
富
金
文

資
料
，
卻
可
以
讓
我
們
再
次
建
構
全
然
不
同
的
西
周
史
。
此
外
通
過
這
樣

的
再
次
建
構
，
也
必
然
能
使
古
代
史
的
各
種
問
題
逐
漸
具
體
化（
14
）。

根
據
上
述
引
文
，
可
歸
納
出
白
川
靜
追
求
「
金
文
史
料
化
」
的
原
因
有
二
：
首
先
，

其
認
為
傳
世
文
獻
多
是
經
過
輾
轉
傳
述
、
傳
抄
的
二
手
資
料
，
內
容
真
實
性
不
明
，

難
以
藉
此
認
識
西
周
時
代
的
歷
史
。
其
次
，
經
過
兩
個
例
子
的
說
明
，
可
以
發
現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一
號

二
五

金
文
所
呈
現
的
世
界
與
傳
世
文
獻
之
描
述
有
巨
大
不
同
。
基
於
上
述
兩
點
，
白
川

靜
選
擇
使
用
金
文
資
料
重
新
建
構
西
周
歷
史
，
並
試
圖
使
古
代
史
的
問
題
逐
漸
具

體
化
、
清
晰
化
。

從
〈
西
周
史
略
〉
寫
作
策
略
來
看
，
白
川
靜
「
金
文
史
料
化
」
目
標
無
疑
是

成
功
的
。〈
西
周
史
略
〉
的
各
章
都
是
圍
繞
數
個
特
定
歷
史
課
題
展
開
討
論
，
當

中
確
實
存
在
不
少
必
須
運
用
大
量
金
文
材
料
方
能
進
行
的
研
究
。
舉
例
而
論
，
白

川
靜
對
西
周
初
年
的
政
治
觀
點
立
基
於
東
、
西
方
氏
族
的
交
流
與
融
合
，
因
此
第

一
章
第
三
節
「
東
與
西
」
即
根
據
《
何
尊
》
銘
文
內
容
以
及
寶
雞
出
土
的
殷
器
建

構
出
東
、
西
氏
族
交
流
的
歷
史（
15
）。
更
具
體
的
展
現
見
於
第
二
章
第
一
節
「
北
方

的
殷
周
器
」，白
川
靜
認
為
召
公
為
殷
族
，乃
是
卜
辭
召
方
的
後
代
，故
其
根
據
《
大

保
簋
》「
王
伐

子
聖
」
一
事
，
繫
聯
所
謂
的

器
、
召
氏
諸
器
及
河
北
琉
璃
河

出
土
的
燕
器
，
勾
勒
出
一
支
強
而
有
力
的
商
族
，
在
商
周
之
際
獲
得
姬
周
信
賴
，

進
而
參
與
重
要
的
平
定
戰
役
，
甚
至
受
封
燕
國
並
加
以
經
營
北
方
的
史
事（
16
）。

儘
管
從
現
今
的
研
究
成
果
看
來
，
白
川
靜
的
論
述
確
實
存
在
不
少
問
題
。
包

括
召
公
是
否
為
殷
族
後
裔
、

子
聖
與

器
之
間
可
否
繫
聯
，
甚
或
是
召
氏
一
族

遠
封
燕
國
可
否
視
為
東
、
西
方
氏
族
合
作
的
代
表
等
課
題
，
目
前
學
界
仍
未
有
明

確
共
識
，
貿
然
將
之
書
寫
成
歷
史
，
或
許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危
險
性
。
但
若
從
書

寫
企
圖
方
面
而
論
，
召
公
作
為
西
周
早
期
重
要
的
政
治
權
貴
代
表
，
文
獻
記
載
又

僅
鳳
毛
麟
角
，
遠
不
如
同
時
期
的
周
公
等
人
，
希
望
利
用
召
公
一
族
所
遺
留
的
珍

貴
青
銅
器
重
新
建
構
歷
史
，
以
彌
補
文
獻
之
不
足
，
確
實
也
是
學
者
至
今
努
力
不

輟
之
方
向
，
因
此
雖
論
述
方
面
略
有
遺
憾
，
仍
無
法
抹
滅
此
嘗
試
的
重
要
性
。

大
抵
而
言
，〈
西
周
史
略
〉
是
白
川
靜
落
實
「
金
文
史
料
化
」
的
具
體
成
果
，

其
成
就
在
於
二
處
：
第
一
，
完
整
利
用
金
文
材
料
勾
勒
西
周
歷
史
。
自
郭
沫
若
撰

寫
《
兩
周
金
文
辭
大
系
攷
釋
及
圖
錄
》
以
來
「
金
文
史
料
化
」
就
是
許
多
金
文
學

者
努
力
的
目
標
，
遺
憾
的
是
包
括
陳
夢
家
《
西
周
銅
器
斷
代
》、
唐
蘭
《
西
周
銅

器
分
期
斷
代
史
徵
》
都
未
能
順
利
完
成
，
特
別
是
缺
乏
西
周
晚
期
的
相
關
研
究
或

論
述
。
因
此
〈
西
周
史
略
〉
雖
然
篇
幅
較
短
，卻
有
彌
補
前
人
未
竟
之
憾
的
功
勞
。

第
二
，
體
例
的
創
新
。
雖
然
在
〈
西
周
史
略
〉
以
前
，
金
文
研
究
者
已
展
現
出
利

用
銘
文
建
構
西
周
史
之
企
圖
，
然
上
述
著
作
體
例
多
是
延
續
清
儒
筆
記
、
札
記
寫

法
，
且
更
多
地
關
注
文
字
的
釋
讀
與
理
解
。
所
謂
的
「
西
周
史
」
僅
僅
是
按
器
物

年
代
早
晚
排
列
，
缺
乏
進
一
步
論
述
或
明
確
的
史
觀
，
難
以
視
作
嚴
謹
的
歷
史
書

寫
。
但
〈
西
周
史
略
〉
並
非
如
此
，
白
川
靜
以
「
述
史
」
為
主
體
，
關
注
周
王
朝

之
王
權
觀
、
政
治
經
營
的
策
略
、
與
周
邊
民
族
的
互
動
等
議
題
，
較
之
前
賢
更
具

歷
史
性
的
問
題
意
識
，
也
達
到
白
川
靜
所
謂
「
通
過
這
樣
的
再
次
建
構
，
也
必
然

能
使
古
代
史
的
各
種
問
題
逐
漸
具
體
化
」
的
目
標
。

四
、
古
文
字
考
釋

白
川
靜
的
古
文
字
考
釋
成
果
主
要
見
於
〈
金
文
通
考
〉，
過
往
學
者
對
此
部

分
關
注
較
多
，
且
通
常
是
從
對
錯
角
度
進
行
評
判（
17
），
但
本
文
並
不
打
算
做
此
論
斷
，

而
是
欲
探
問
：
白
川
靜
作
為
日
本
的
古
文
字
學
者
，
其
取
徑
或
見
解
與
中
文
世
界

有
何
不
同
？

根
據
〈
金
文
通
考
〉
體
例
可
知
，
白
川
靜
考
釋
銘
文
的
方
法
，
乃
是
羅
列
各

家
說
法
，
再
依
其
判
斷
援
引
一
家
較
為
合
理
之
說
，
間
或
提
出
一
些
自
己
的
看
法
，

亦
即
今
日
所
見
之
「
集
釋
」。
在
此
種
取
徑
之
下
，
大
部
分
銘
文
的
理
解
都
是
延

續
前
賢
學
者
看
法
，
真
正
屬
於
白
川
靜
自
己
的
創
發
意
見
並
不
甚
多
，
儘
管
如
此
，

經
過
詳
細
的
爬
梳
還
是
能
夠
找
到
一
些
蛛
絲
馬
跡
，
得
以
藉
此
理
解
白
川
靜
如
何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二
六

考
釋
生
難
銘
文
。
若
按
其
思
考
理
路
進
行
分
類
，
大
致
可
分
為
兩
種
途
徑
：
一
者

是
藉
由
字
形
或
文
例
對
照
推
測
文
意
，
另
一
者
則
是
從
民
俗
學
角
度
分
析
文
字
造

型
。

首
先
介
紹
白
川
靜
的
第
一
種
途
徑
。
其
於
考
釋
《
小
臣

鼎
》「

」
字
時
，

認
為
此
字
右
旁
與
「
藉
」
字
所
从
相
同
，藉
乃
是
手
執
耒
耜
踏
足
插
入
土
中
之
形
，

由
於
此
字
從
耒
耜
或
锸
鍬
之
形
，
原
來
應
是
與
園
藝
有
關
的
字（
18
）。
此
字
後
來
經

裘
錫
圭
考
釋
確
定
為
「
建
」
字（
19
），
但
此
處
白
川
靜
十
分
謹
慎
小
心
，
並
沒
有
立

刻
對
該
釋
何
字
進
行
判
斷
，
只
是
詳
細
描
述
字
形
結
構
，
並
推
測
文
意
。
有
時
白

川
靜
也
會
參
考
不
同
的
資
料
或
文
例
，
提
出
自
己
的
文
字
考
釋
結
論
，
比
如
其
對

《
效
父
簋
》「

」
字
就
有
很
精
采
的
見
解
：

從

之
字
，
在
金
文
中
有
冰
、

等
。《
陳
逆
簋
》
見
「
冰
月
丁
亥
」，
根

據
《
晏
子
春
秋
》
可
知
十
一
月
稱
為
冰
月
。
冰
字
雖
於
水
旁
加

，
但
無

法
得
知

是
否
為
聲
符
。
因
此
將
本
器
的

直
接
釋
為
冰
，
甚
至
往
同
音

的

、
葡
、
箙
解
釋
，
似
乎
過
於
牽
強
。
金
也
和
此
所
从
之
形
、
冰
沒
有

聲
音
上
的
關
係
。
由
此
看
來
，
恐
怕

應
該
是
象
形
字
，
水
的

形
就
是

指
冰
，
而
金
也
有

形
的
形
態
，
因
此

應
是
水
或
金
都
會
形
成
的
某
種

型
態
，
或
許
可
以
直
接
視
為
是
冰
的
初
文
。
…
…
不
過
「
冰
三
」
是
無
法

理
解
的
，此

字
當
從
金
去
解
釋
，視
為
有
關
金
的
字
。
…
…
金
文
中
「
易

金
」
的
例
子
很
多
，
由
於
這
個
金
應
該
是
經
過
精
製
而
形
成
一
定
形
狀
，

因
此
從
「
易
金
」
可
以
確
定
其
材
質
、
形
狀
、
重
量
，
再
從
「

三
」
來

說
，
應
是
表
示
其
賜
與
的
內
容
。
故

必
須
從
量
詞
意
義
的
方
向
解
釋
。

恐
怕

無
法
解
釋
成
冰
或
箙
，
而
是
當
時
和
貝
同
為
當
時
最
常
見
的
賞
賜

物
「
金
」，
金
文
有
「
易
金
一

」，

字
也
有
从

的
字
形
。
由
於
一

當
指
三
十
斤
，
故
「

三
」
即
指
「
金

三
」，
乃
是
金
九
十
斤
之
意（
20
）。

此
處
不
厭
其
煩
地
將
其
考
釋
內
容
逐
一
摘
錄
，
乃
是
希
望
呈
現
白
川
靜
考
釋
古
文

字
時
審
慎
思
考
，
旁
徵
博
引
的
態
度
。
其
不
僅
熟
讀
其
他
學
者
的
考
釋
結
論
，
也

能
援
引
古
籍
或
其
他
金
文
文
例
，
再
對
原
來
考
釋
的
銘
文
進
行
判
讀
，
經
過
多
重

驗
證
後
，
才
試
圖
提
出
自
己
的
看
法
。
此
種
思
考
模
式
的
好
處
在
於
，
即
便
結
論

未
必
正
確
，
仍
能
帶
領
讀
者
認
識
這
個
字
所
能
連
結
的
各
種
材
料
，
以
及
其
可
能

開
展
的
所
有
課
題
。

另
一
種
途
徑
的
考
釋
文
字
方
式
，
則
是
結
合
白
川
靜
長
期
關
注
的
民
俗
學
加

以
詮
釋
。
其
曾
希
望
「
從
民
俗
學
的
觀
點
，
嘗
試
將
古
代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和
精
神

點
活
起
來
」（
杜
正
勝
語（
21
）），
而
這
方
面
的
嘗
試
不
僅
見
於
詩
經
研
究
，
也
見
於

對
古
文
字
的
認
識
及
理
解
。

例
如
：
白
川
靜
考
釋
《
大
保
簋
》「

」
字
時
，
就
不
同
意
郭
沫
若
「
象
狗

貼
耳
而
坐
之
形
」
的
看
法
，
而
認
為
此
字
下
半
象
人
跪
坐
之
形
，
象
徵
頭
上
戴
有

頭
飾
的
女
巫
，
正
在
傾
聽
神
意（
22
）。
白
川
氏
的
看
法
並
非
毫
無
根
據
，
現
今
已
能

清
楚
說
明
郭
沫
若
的
考
釋
混
淆
了
从
羊
从
卩
的
「
苟
」
及
从
犬
从
句
的
「
苟
」，

「

」
確
實
是
象
人
跪
坐
之
形
，
只
是
此
人
當
是
臣
服
的
羌
人
，
而
非
戴
有
頭
飾

的
女
巫
。
又
如
，
白
川
靜
認
為
「
某
」
是
謀
的
初
文
，
指
出
此
字
从
曰
从
木
，
曰

乃
載
書
之
象
，
於
神
木
之
上
放
置
載
書
表
祝
告
之
意
，
原
指
訴
諸
神
意
、
謀
於
神

意
之
意（
23
）。
此
說
亦
是
受
到
民
俗
學
影
響
的
解
釋
，
而
不
接
受
傳
統
字
書
將
「
某
」

解
釋
為
「
梅
」
之
本
字
，再
通
假
成
「
謀
」
的
說
法
。
類
似
的
狀
況
尚
見
於
「
省
」

之
訓
釋
，
其
認
為
「
省
」
是
一
種
主
體
的
巫
祝
行
為
，
如
望
、
堅
、
臨
、
視
等
字
，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一
號

二
七

都
包
含
有
以
眼
力
、
視
覺
的
巫
祝
意
義
。
視
察
是
有
種
支
配
對
方
、
厭
勝
意
味
的

行
為
，
而
此
處
的
「

省
」
乃
指
支
配
該
地（
24
）。

從
以
上
這
些
例
子
可
以
看
出
，
白
川
靜
對
於
文
字
考
釋
固
然
有
其
相
當
謹
慎

的
一
面
，
同
時
也
有
充
滿
想
像
力
的
部
分
。
以
現
今
研
究
成
果
來
看
，
某
些
結
論

或
許
不
為
人
所
採
信
，
然
而
若
能
理
解
白
川
靜
援
引
民
俗
學
探
討
古
代
社
會
的
研

究
目
標
，
則
可
視
作
一
種
新
的
研
究
視
野
或
是
具
個
人
特
色
的
考
釋
觀
點
。

參
、《
金
文
的
世
界
》
寫
作
特
色
及
成
果

《
金
文
的
世
界
》
是
白
川
靜
寫
於
昭
和
四
十
六
年
（
１
９
７
１
年
）
的
通
俗

性
著
作
，
中
文
譯
本
則
於
１
９
８
４
年
由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翻
譯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出
版
。
不
難
看
出
，《
金
文
的
世
界
》
是
在
〈
西
周
史
略
〉
的
基
礎
上
擴

寫
而
成
，
而
白
川
靜
在
本
書
延
續
了
他
重
要
的
研
究
宗
旨
，
亦
即
「
除
描
述
金
文

概
觀
之
餘
，
同
時
盡
量
把
幾
近
空
白
的
西
周
史
之
政
治
、
社
會
、
文
化
諸
領
域
，

提
示
出
資
料
本
身
所
存
在
的
問
題
。
依
據
金
文
資
料
重
新
構
成
一
部
西
周
史
的

嘗
試（
25
）」。
除
此
之
外
，
因
為
這
是
一
本
面
向
大

的
書
籍
，
故
不
宜
忽
視
其
在
歷

史
普
及
方
面
的
貢
獻
。

本
書
除
緒
論
外
，
正
文
共
十
二
章
，
依
序
處
理
殷
代
之
金
文
、
周
朝
之
創
業
、

「
天
下
」
的
世
界
、
禮
教
文
化
之
成
立
、
南
征
與
遠
遊
、
廷
禮
與
貴
族
制
、
土
地

經
濟
之
發
展
、「
十
月
之
交
」
前
後
、
共
和
時
代
、
中
興
之
挫
折
與
崩
潰
、
列
國

之
金
文
、
斷
代
與
編
年
等
課
題
，
同
時
嘗
試
利
用
金
文
材
料
回
應
傳
世
文
獻
懸
而

未
決
的
問
題
。因
此
本
書
討
論
重
心
並
不
僅
止
於
各
篇
金
文
的
文
字
考
釋
或
內
容
，

更
關
注
金
文
學
如
何
在
古
代
史
及
古
代
文
化
上
發
揮
更
大
功
用
，
且
使
之
確
立
。

既
已
為
本
書
劃
定
以
金
文
材
料
構
成
西
周
史
的
基
本
方
針
，
首
先
必
須
回
答
至
少

三
個
層
次
的
問
題
：
青
銅
器
的
本
質
與
意
義
是
什
麼
？
金
文
材
料
為
何
出
現
，
該

如
何
看
待
它
？
中
國
的
青
銅
器
時
代
與
其
所
開
展
出
的
文
化
象
徵
什
麼
意
義
？

針
對
上
述
幾
個
問
題
，白
川
靜
於
本
書
〈
緒
論
〉
嘗
試
提
出
幾
個
初
步
看
法
，

其
根
據
「
彝
器
」
的
文
字
結
構
，
指
出
「
彝
」
作

、

，
象
兩
翼
反
剪
之
形
，

蓋
表
取
雞
血
以
釁
祭
器
之
意
。
而
「
器
」
字
，
則
是
从
四
個
表
示
祝
告
之
器
的
口

之
間
置
一
犬
牲
之
形
，
意
指
送
葬
所
用
之
明
器
。
由
此
可
知
彝
器
之
為
物
，
原
本

用
於
神
事
，
奉
獻
神
靈
，
祈
求
神
意
，
而
具
有
媒
介
神
人
之
機
能（
26
）。由
於
青
銅
器

是
連
結
祖
先
與
祭
祖
者
之
間
的
媒
介
，
兩
者
是
「
一
種
自
然
而
絕
對
的
關
係（
27
）」，

因
此
毋
須
鑄
勒
文
字
以
說
明
作
器
之
由
來
或
目
的
。

然
而
白
川
靜
認
為
殷
末
銘
文
的
出
現
，「
實
意
味
著
已
在
祖
靈
與
祭
祀
其
祖

靈
的
氏
族
之
間
，
開
始
加
強
媒
介
的
作
用
來
促
進
王
室
與
氏
族
間
的
政
治
關
係
。

祭
祖
，
變
成
是
依
王
室
與
氏
族
之
關
係
在
其
政
治
秩
序
之
下
進
行
了
。
彝
器
銘
文

所
以
記
錄
這
種
事
情
，
乃
直
接
顯
示
政
治
的
關
係
已
強
力
地
支
配
了
氏
族
生
活（
28
）。」

更
進
一
步
看
，「
西
周
期
的
金
文
，
把
世
襲
貴
族
社
會
之
繁
榮
及
其
崩
潰
之
過
程

客
觀
如
實
地
顯
示
出
來（
29
）。」
換
言
之
，
銘
文
的
出
現
象
徵
青
銅
器
已
非
單
純
連
結

人
神
之
間
的
工
具
，
而
是
產
生
政
治
意
義
，
其
主
要
作
用
在
於
促
進
王
室
與
氏
族

之
關
係
，
甚
至
如
實
地
反
映
社
會
與
歷
史
的
變
遷
。

從
此
角
度
言
，青
銅
器
時
代
並
不
單
純
代
表
一
個
從
石
器
到
鐵
器
的
過
渡
期
，

而
是
白
川
靜
所
指
出
的
「
中
國
的
古
銅
器
已
成
為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之
象
徵
，
在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史
上
有
一
個
足
以
強
調
的
內
容
，那
就
是
存
在
著
一
個
劃
期
性
的『
青

銅
器
時
代（
30
）』。」
這
個
青
銅
器
時
代
包
括
殷
周
期
、
西
周
期
以
及
列
國
期
，
前
後

歷
時
約
一
千
年
，
直
到
春
秋
戰
國
時
期
嫁
女

器
大
為
增
加
，
器
形
與
紋
飾
一
改

過
去
意
匠
經
營
之
風
，
而
代
以
迅
速
、
方
便
裝
飾
的
風
格
，
則
維
持
彝
器
文
化
的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二
八

古
代
世
界
便
已
不
復
存
在（
31
）。

瞭
解
白
川
靜
對
於
青
銅
器
、
金
文
及
該
時
代
的
看
法
後
，
可
再
從
下
列
兩
方

面
觀
察
本
書
寫
作
特
色
及
其
成
就
：

一
、
斷
代
與
編
年

白
川
靜
特
別
重
視
金
文
斷
代
問
題
，
認
為
首
要
工
作
是
「
確
立
器
物
的
時
代

觀
」，
並
指
出
郭
沫
若
《
兩
周
金
文
辭
大
系
考
釋
》、
吳
其
昌
《
金
文

朔
疏
證
》

以
及
董
作
賓
〈
西
周
年
曆
譜
〉
皆
因
對
器
物
的
時
代
觀
認
識
錯
誤
，
而
無
法
獲
得

完
滿
之
結
果
。
有
鑑
於
此
，
本
書
第
十
二
章
「
斷
代
與
編
年
」
即
是
談
論
金
文
斷

代
的
重
要
性
，
白
川
靜
認
為
根
據
金
文
資
料
的
顯
示
，
較
有
可
能
推
定
出
共
懿
時

期
的
年
曆
譜
，
至
於
昭
穆
以
前
的
部
分
也
可
以
推
定
出
一
個
大
體
的
年
代（
32
）。
雖

然
其
如
此
強
調
金
文
斷
代
的
重
要
與
可
能
，
但
並
未
在
本
書
提
出
其
具
體
的
斷
代

編
年
看
法
，
而
時
至
今
日
，
學
界
對
金
文
編
年
斷
代
的
問
題
也
未
取
得
共
識
，
甚

至
窮
盡
一
國
之
力
也
未
必
能
得
出
令
人
滿
意
之
結
果（
33
），
因
此
白
川
靜
對
於
斷
代

編
年
的
強
烈
企
圖
，
應
視
為
反
映
１
９
７
０
年
代
日
本
漢
學
界
先
秦
史
研
究
的
主

要
潮
流
，
本
文
無
意
加
以
論
斷
，
僅
就
本
書
較
具
特
色
的
「
休
王
問
題
」
進
行
討

論
。「

休
王
問
題
」
見
於
本
書
第
三
章
，
是
白
川
靜
根
據
《
效
父
簋
》「
休
王
賜
效

父
金
三
」
而
提
出
的
見
解
。
過
往
學
者
多
將
「
休
」
字
讀
作
動
詞
，
未
有
視
為
王

號
者
，
但
作
者
認
為
此
解
不
合
語
法
，
且
此
器
形
制
紋
樣
古
樸
，
製
作
時
間
不
會

晚
於
成
康
期
，
加
上
孝
、
夷
以
前
多
見
諸
王
王
號
，
惟
不
見
康
王
一
人
，
因
而
主

張
「
休
王
」
為
康
王
的
生
稱
，
後
來
才
改
稱
康
王
，
理
由
是
其
宮
廟
被
稱
為
康
宮
。

基
於
此
立
場
，
白
川
靜
更
將
另
外
兩
件
見
「
休
王
」
銘
文
的
《
邵
圜
器
》
及
《
𦑄

父
方
鼎
》
都
視
為
康
王
時
器（
34
）。
此
論
點
之
提
出
，
雖
使
上
述
三
器
的
所
屬
王
世

更
為
明
確
，
但
未
被
學
者
所
接
受
，
主
要
的
原
因
在
於
１
９
７
２
年
陝
西
扶
風
庄

白
所
出
的
《
史
牆
盤
》
有
「
淵
哲
康
王
」
之
說
，
此
外
２
０
０
３
年
陝
西
眉
縣
楊

家
村
出
土
的
《

盤
》
也
見
「
會
𥃝
康
王
」，
因
此
高
山
節
也
在
談
論
西
周
國
家

的
天
命
觀
時
，
曾
對
「
休
王
」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
認
為
「
根
據
後
出
的
史
牆
盤
來

看
，『
休
王
』
之
休
必
然
是
修
飾
語（
35
）。」
至
於
中
文
學
圈
的
學
者
亦
不
曾
引
用
此
說
，

唯
有
白
冰
視
此
說
為
作
者
成
就
，認
為
「『
休
王
』
究
竟
是
不
是
『
康
王
』
生
稱
？

看
來
還
需
要
等
待
出
土
資
料
的
驗
證
。
但
白
川
靜
提
出
的
是
一
個
新
的
看
法
，
見

解
有
其
獨
到
之
處
，
給
人
以
啟
發
，
所
以
列
入
成
就
例（
36
）。」

由
於
兩
件
見
「
康
王
」
稱
號
的
青
銅
器
皆
在
白
川
靜
提
出
說
法
後
出
土
，
故

不
宜
從
批
判
立
場
看
待
此
結
論
，
而
應
從
其
思
路
進
行
觀
察
。
作
者
能
在
有
限
的

資
料
下
，
對
銘
文
解
釋
的
語
法
加
以
檢
討
，
同
時
結
合
歷
史
學
討
論
的
生
稱
說
、

康
宮
問
題
，
以
及
器
物
的
形
制
紋
飾
進
行
思
考
，
姑
且
不
論
其
說
法
是
否
可
信
，

此
種
具
系
統
性
的
綜
合
思
考
已
為
後
世
研
究
者
示
範
了
金
文
學
研
究
的
典
型
途

徑
，
同
時
也
體
現
撰
著
本
書
的
主
要
目
的
。

二
、
以
金
文
為
主
的
西
周
史

在
目
前
出
版
的
兩
周
史
論
著
中
，
大
致
可
見
三
種
書
寫
方
式
：
其
一
是
根
據

傳
世
文
獻
內
容
，
並
輔
以
出
土
文
獻
寫
作
而
成
，
例
如
：
楊

《
西
周
史（
37
）》、
許

倬
雲
《
西
周
史（
38
）》；

其
二
則
是
以
金
文
資
料
為
主
，
輔
以
傳
世
文
獻
建
構
者
，
即

白
川
靜
《
金
文
的
世
界
》；

其
三
以
考
古
材
料
為
主
，
探
討
兩
周
社
會
及
文
化
的

變
遷
問
題
，
例
如
：
羅
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
宗
子
維
城

－

從
考

古
材
料
的
角
度
看
公
元
前
１
０
０
０
至
前
２
５
０
年
的
中
國
社
會（
39
）》。
這
些
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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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

隨
研
究
方
法
不
同
而
構
築
出
形
色
各
異
的
上
古
史
，
其
中
以
楊

《
西
周
史
》
的

寫
作
時
間
最
早
，
然
其
歷
時
四
十
載
，
故
論
出
版
時
間
則
以
白
川
靜
《
金
文
的
世

界
》
為
最
早
的
兩
周
史
著
作
。
從
撰
述
宗
旨
與
方
法
看
，《
金
文
的
世
界
》
與
〈
西

周
史
略
〉
未
見
太
大
差
別
，
然
因
前
者
涵
納
較
多
內
容
，
因
此
也
廓
清
了
許
多
後

者
未
論
證
完
整
的
歷
史
課
題
。

例
如
依
據
本
書
第
十
一
章
「
中
興
之
挫
折
與
崩
潰
」
所
示
，
作
者
利
用
「
宣

王
中
興
」、「
淮
夷
」、「

」
及
「
西
周
之
崩
潰
」
四
個
課
題
，
勾
勒
出
一
幅
外

族
入
侵
，
氏
族
相
互
傾
軋
，
政
治
秩
序
走
向
崩
潰
的
歷
史
圖
景
，
並
反
駁
《
小
雅
．

正
月
》「
赫
赫
宗
周
，
褒
姒
滅
之
」
的
傳
說
。
白
川
靜
認
為
：

其
實
，
周
末
秩
序
的
崩
潰
，
在
厲
王
、
宣
王
的
時
代
已
然
開
始
，《
詩
經
》

裡
諷
詠
時
事
，
可
謂
昭
然
若
揭
。
及
至
幽
末
之
亂
，
諸
侯
之
不
肯
奉
召
勤

王
，
乃
是
這
個
早
已
失
去
利
用
價
值
的
王
室
終
於
到
了
被
諸
豪
族
遺
棄
的

時
候
了
。
不
然
就
是
這
些
諸
侯
本
身
已
自
顧
不
暇
，
無
力
再
給
予
庇
護
的

結
果
吧
！（
40
）

由
上
可
知
，
白
川
靜
並
不
接
受
傳
世
文
獻
將
西
周
滅
亡
歸
咎
於
幽
王
末
期
政
治
喪

亂
的
說
法
，
而
是
認
為
周
王
朝
政
治
秩
序
之
崩
潰
醞
釀
已
久
，
幽
末
之
亂
僅
是
反

映
王
室
對
氏
族
支
配
權
力
的
喪
失
，
而
此
才
是
導
致
西
周
滅
亡
的
主
因
。
作
者
異

於
傳
統
的
觀
點
，
一
方
面
是
回
應
日
本
學
界
長
期
以
來
對
殷
周
政
權
及
其
結
構
的

思
考
，
另
一
方
面
也
帶
動
其
他
學
者
對
此
課
題
的

掘
與
研
究
，
其
後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教
授
李
峰
《
西
周
的
滅
亡

－

中
國
早
期
國
家
的
地
理
和
政
治
危
機
》
跳
脫
了

西
周
通
史
的
寫
作
方
式
，
運
用
考
古
材
料
、
銘
文
及
傳
世
文
獻
，
針
對
西
周
衰
弱

與
滅
亡
這
一
歷
史
事
件
進
行
實
證
性
研
究
。

此
類
利
用
金
文
材
料
翻
轉
傳
統
觀
點
的
敘
述
手
法
，
在
《
金
文
的
世
界
》
屢

見
不
鮮
，
除
對
西
周
滅
亡
的
原
因
抱
持
不
同
意
見
之
外
，
尚
包
括
質
疑
三
監
是
否

參
與
武
庚

父
之
叛
（
參
見
頁
35
）、
主
張
周
朝
之
禮
樂
完
備
於
昭
穆
時
期
而
非

周
公
（
參
見
第
四
章
）、
主
張
共
和
時
代
為
數
位
執
政
者
先
後
擔
當
處
理
王
政
的

職
位
，
反
對
傳
統
周
召
二
公
共
和
或
共
伯
和
攝
行
王
政
之
說
（
參
見
第
九
章
）
等

等
，
均
為
習
於
傳
世
文
獻
解
釋
的
讀
者
帶
來
全
新
看
法
。
例
如
，
周
代
禮
樂
部
分

特
別
著
重
青
銅
器
上
的
鳳
鳥
紋
，指
出
「
鳳
文
是
與
祖
靈
觀
念
直
接
結
合
而
有
的
。

它
的
盛
行
，
意
味
著
新
的
禮
樂
時
代
已
經
到
來（
41
）。」
甚
至
認
為
「
殷
周
期
銅
器
之

文
樣
，
如
饕
餮
、
虺
龍
等
，
主
要
把
源
自
古
老
信
仰
的
精
靈
觀
念
作
為
實
現
之
宗

旨
而
產
生
的；

然
至
昭
穆
期
，
揚
稱
祖
業
的
禮
教
思
想
流
行
起
來
，
取
代
了
先
期

的
精
靈
觀
念
，
因
而
以
鳥
形
靈
直
接
與
祖
靈
結
合
的
意
義
正
好
符
合
當
時
祭
器
之

用
的
鳳
文
就
大
行
其
道
了（
42
）。」
儘
管
學
界
對
於
青
銅
器
紋
飾
與
商
周
信
仰
之
間
的

關
係
仍
未
有
共
識
，
不
過
白
川
靜
將
青
銅
器
紋
飾
圖
樣
的
遞

，
視
為
周
代
禮
樂

思
想
流
行
之
象
徵
，
可
說
是
相
當
新
穎
又
不
失
理
據
的
切
入
點
。
其
為
大

讀
者

揭
示
一
個
重
要
概
念
，
即
閱
讀
歷
史
不
應
僅
依
靠
文
字
所
記
載
的
各
種
內
容
，
也

需
關
注
物
質
文
化
所
呈
現
的
訊
息
以
及
演
變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白
川
靜
雖
試
圖
利
用
金
文
材
料
寫
作
兩
周
史
，
但
也
不
諱

言
其
不
足
之
處
。
例
如
，面
對
內
容
簡
略
、結
構
單
調
的
春
秋
金
文
，便
指
出
「
金

文
與
一
般
傳
承
的
資
料
不
同
，
它
是
當
時
事
情
的
記
載
，
所
以
在
資
料
上
是
最
確

實
可
信
的
。
可
惜
此
期
不
再
像
西
周
金
文
那
樣
以
王
廷
為
中
心
了
，
從
歷
史
流
程

中
汲
取
來
的
祇
是
局
部
性
資
料
，
對
於
時
代
全
體
的
認
知
自
難
充
分（
43
）。」
這
段
論

述
正
提
供
了
《
金
文
的
世
界
》
另
一
個
重
要
思
考
，
亦
即
金
文
作
為
歷
史
研
究
材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三
〇

料
，
其
可
能
面
對
的

限
與
困
境
為
何
。

綜
觀
而
言
，《
金
文
的
世
界
》
比
起
建
構
一
套
嶄
新
的
兩
周
歷
史
，
似
乎
更

著
重
教
育
讀
者
閱
讀
上
古
史
的
態
度
，
除
強
調
廣
泛
觀
察
與
博
通
思
考
的
重
要
性

外
，
也
主
張
應
對
既
有
知
識
採
取
批
判
性
思
維
，
而
非
一
概
盡
信
。
因
此
，
我
們

不
該
僅
將
《
金
文
的
世
界
》
置
於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脈
絡
中
審
視
，
而
應
理
解
作

者
所
處
的
時
空
環
境
背
景
以
及
撰
著
預
設
的
讀
者
性
質
，
思
考
以
金
文
為
新
視
野

所
建
構
出
的
殷
周
史
，
是
否
推
動
當
時
學
術
研
究
的
進
展
以
及
回
應
作
者
最
初
所

擬
定
的
寫
作
宗
旨
。

肆
、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影
響
與
反
思

若
欲
全
面
檢
視
白
川
靜
的
金
文
研
究
成
果
，
必
須
先
回
到
日
本
的
先
秦
史
研

究
脈
絡
，並
思
考
在
整
個
發
展
過
程
中
，白
川
靜
的
研
究
可
以
擺
放
在
什
麼
位
置
？

１
９
５
１
年
，
日
本
甲
骨
學
會
發
行
的
《
甲
骨
學
》
研
究
集
刊
，
帶
動
了
日
本
學

界
對
殷
周
史
的
關
注
及
研
究
。《
甲
骨
學
》
是
結
合
當
時
全
日
本
文
、
史
、
哲
學

界
關
心
殷
周
史
的
研
究
者
所
發
行
，
１
９
６
１
年
改
為
隔
年
刊
行
，
而
１
９
６
４

年
10
月
號
發
刊
以
後
便
永
久
休
刊
。
不
過
在
休
刊
前
不
久
，
日
本
的
殷
代
史
研
究

也
發
展
到
高
潮
階
段
，
其
後
研
究
者
的
關
心
便
轉
向
西
周
史（
44
）。
這
部
發
行
於
半

個
多
世
紀
以
前
的
期
刊
，
為
日
本
學
界
的
殷
周
史
研
究
揭
開
了
序
幕
，
而
白
川
靜

不
僅
是
日
本
甲
骨
學
會
的
一
員
，
也
曾
於
《
甲
骨
學
》
發
表
過
兩
篇
重
要
文
章（
45
）。

一
、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位
置
及
影
響

日
本
學
界
對
於
殷
周
史
的
關
心
，
主
要
集
中
於
國
家
型
態
方
面
的
思
考
。
其

研
究
途
徑
有
二
：
一
者
是
探
討
從
氏
族
制
社
會
到
都
市
國
家
，
再
經
過
領
土
國
家

直
到
秦
漢
帝
國
的
形
成
過
程；

另
一
者
則
是
將
先
秦
時
代
視
為
秦
漢
帝
國
的
前

史
，
思
考
氏
族
制
社
會
及
其
崩
解
的
原
因（
46
）。
前
者
的
思
考
途
徑
，
使
日
本
學
者

對
殷
、
周
各
自
的
國
家
結
構
，
以
及
殷
周
關
係
等
課
題
展
開
長
期
且
深
入
的
論
辯
，

而
白
川
靜
也
對
此
提
出
過
一
些
看
法
，
進
而
影
響
其
著
作
觀
點
。

白
川
靜
首
先
關
注
「
殷
周
關
係
的
連
續
性
問
題
」，
這
也
是
由
於
當
時
日
本

學
界
正
在
回
應
王
國
維
１
９
１
７
年
所
提
出
的
〈
殷
周
制
度
論
〉。
王
國
維
於
文

中
指
出
「
中
國
政
治
與
文
化
之
變
革
，
莫
劇
於
殷
、
周
之
際
」，
又
認
為
「
周
人

制
度
之
大
異
於
商
者
」，
更
從
立
子
立
嫡
制
、
廟
數
制
及
同
姓
不
婚
制
三
者
，
強

調
殷
、
周
兩
代
國
家
制
度
之
差
異（
47
）。
但
是
日
本
學
者
貝
塚
茂
樹
卻
通
過
對
殷
周

王
位
繼
承
法
的
檢
討
，
主
張
殷
周
之
間
未
從
存
在
如
此
強
烈
的
差
異
，
並
傾
向
將

商
周
兩
代
視
為
一
個
連
續
性
的
整
體（
48
）。
基
本
上
，
白
川
靜
抱
持
和
貝
塚
氏
同
樣

的
觀
點
，
且
格
外
關
注
殷
周
關
係
的
連
續
性
問
題
，
因
此
其
對
於
周
王
朝
初
期
的

統
治
、
殷
遺
民
問
題
或
是
被
視
為
殷
代
召
方
後
代
的
召
公
家
族
，
都
曾
寫
過
專
文

討
論（
49
）。
當
然
，
白
川
靜
並
不
否
認
殷
周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
其
後
松
丸
道
雄
也
提

出
重
新
思
考
王
國
維
之
說
的
可
能
性（
50
）。
不
過
在
這
個
階
段
，
日
本
學
界
對
於
殷

周
關
係
投
入
較
多
關
注
，
而
白
川
靜
對
於
殷
周
關
係
的
立
場
，
使
其
不
僅
特
別
關

心
殷
遺
民
的
動
向
，
也
進
一
步
研
究
殷
代
國
家
結
構
。

江
村
治
樹
認
為
日
本
戰
後
最
早
試
圖
闡
明
殷
代
國
家
構
造
的
學
者
就
是
白
川

靜
。
其
主
要
利
用
金
文
的
圖
像
記
號（
51
），
針
對
殷
代
結
構
中
的
貞
人
集
團
、
多
子

集
團
、
多
子
族
集
團
、
多
亞
集
團
等
，
以
及
各
氏
族
、
部
族
內
的
職
能
集
團
進
行

研
究
，
並
根
據
金
文
及
甲
骨
文
指
明
殷
代
國
家
是
由
氏
族
、
部
族
性
質
的
集
團
發

展
而
成
，
因
此
其
任
何
統
治
手
法
都
很
難
視
為
殷
代
制
度
面
的
特
點（
52
）。
同
一
時

期
稍
晚
，
伊
藤
道
治
的
《
中
國
古
代
王
朝
的
形
成

－

以
出
土
資
料
為
主
的
殷
周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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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研
究
》
也
涉
及
這
方
面
問
題
，
其
研
究
祭
祀
卜
辭
的
內
容
，
藉
以
論
證
殷
代
王
權

的
確
立
，
來
自
於
祖
先
崇
拜
的
成
立（
53
）。
其
後
又
如
赤
塚
忠
也
主
張
殷
王
朝
是
通

過
祭
祀
手
段
，
間
接
地
將
周
邊
諸
侯
統
合
起
來（
54
）。
上
述
這
些
研
究
，
都
應
視
為

日
本
學
界
１
９
６
０
年
代
的
成
果
，
其
後
隨
著
《
甲
骨
學
》
的
停
刊
，
殷
代
國
家

結
構
的
研
究

寂
了
好
一
陣
子
，
直
到
松
丸
道
雄
發
表
〈
殷
周
國
家
の
構
造
〉
一

文
，
日
本
才
再
度
展
開
另
一
場
不
同
角
度
的
討
論（
55
）。

儘
管
白
川
靜
在
殷
周
史
研
究
方
面
做
過
部
分
開
創
性
工
作
，
但
從
影
響
層
面

來
看
，
似
乎
不
及
貝
塚
茂
樹
、
松
丸
道
雄
等
人
。
相
較
之
下
，
白
川
靜
仍
是
以
甲

骨
、
金
文
考
釋
文
字
方
面
的
成
就
最
為
人
所
知
。
尤
其
是
其
《
金
文
通
釋
》
不
僅

處
理
了
當
時
所
見
絕
大
多
數
的
金
文
考
釋
，
同
時
還
包
含
金
文
的
歷
史
、
研
究
方

法
、
利
用
金
文
重
構
西
周
史
、
文
字
索
引
等
課
題
，
江
村
治
樹
更
稱
之
為
「
殷
周

金
文
的
總
書（
56
）」。

正
因
如
此
，日
本
研
究
殷
周
史
的
學
術
著
作
無
不
引
用
白
川
靜《
金
文
通
釋
》。

例
如
：
吉
本
道
雅
在
分
析
西
周
冊
命
銘
文
中
代
表
器
主
職
務
更
新
的
語
彙
「
𤕌
」

字
時
，
就
採
用
了
白
川
靜
「
繼
續
、
增
益
」
的
訓
釋
，
並
表
示
「
在
這
些
用
例
上
，

作
為
申
的
訓
詁
仍
然
有
效
」，
且
在
此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分
析
「
𤕌
」
所
代
表
的
具

體
升
遷
情
況（
57
）。
又
如
，
松
井
嘉
德
討
論
周
代
國
制
時
，
引
用
大
量
銅
器
銘
文
，

不
少
解
釋
也
都
遵
從
白
川
靜
《
金
文
通
釋
》
的
看
法（
58
）。
甚
至
如
沈
培
在
今
年
發

表
的
〈
釋
甲
金
文
中
的
「

」

－

兼
論
上
古
音
魚
月
通
轉
的
證
據
問
題
〉
也
指
出

「
最
早
主
張
甲
金
文
的
「　

 　

」
字
有
「
迎
接
」
意
的
學
者
就
是
白
川
靜
，
可
惜

後
來
學
者
對
其
說
沒
有
足
夠
認
識
，
以
致
於
耗
費
許
多
時
間
才
正
確
釋
讀
出

此
字（
59
）。」
由
於
白
川
靜
的
考
釋
文
字
受
到
民
俗
學
影
響
甚
深
，
因
此
過
往
學
者

多
採
取
批
判
態
度
，
指
陳
其
釋
字
錯
誤
之
處
。
然
而
不
可
否
認
，《
金
文
通
釋
》

仍
是
日
本
至
今
最
為
完
備
的
金
文
集
釋
著
作
，
其
不
僅
代
表
白
川
靜
個
人
研
究
成

果
或
考
釋
觀
點
，
同
時
也
是
諸
多
日
本
學
者
賴
以
研
究
殷
周
史
的
基
石
，
若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白
川
靜
的
金
文
研
究
仍
占
據
一
席
相
當
醒
目
的
位
置
。

二
、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批
評
與
反
省

儘
管
白
川
靜
《
金
文
通
釋
》
得
到
許
多
日
本
學
者
的
引
用
與
認
可
，
但
不
代

表
沒
有
批
評
的
聲
音
。
白
川
靜
在
日
本
漢
學
界
最
著
名
的
一
場
論
戰
，
是
與
東
京

大
學
教
授
藤
堂
明
保
（
１
９
１
４
―
１
９
８
５
）
針
對
漢
字
起
源
的
爭
辯
。

１
９
７
０
年
，
白
川
靜
於
岩
波
書
店
出
版
針
對
一
般
大

的
新
書
《
漢
字

－

生
成
與
背
景
》，
並
提
出
頗
具
爭
議
性
的
獨
創
觀
點
。《
漢
字

－

生
成
與
背
景
》
一

書
共
六
章
，包
括
「
象
形
文
字
之
論
理
」、「
神
話
與
咒
術
」、「
神
聖
王
朝
的
構
造
」、

「
秩
序
的
原
理
」、「
社
會
和
生
活
」
及
「
人
的
一
生
」，
而
白
川
靜
也
於
書
中
表
明

「
研
究
漢
字
的
起
源
，
首
先
必
須
依
靠
甲
骨
、
金
文
，
把
握
其
最
正
確
的
初
形
。

欲
了
解
字
形
的
意
義
，
則
不
得
不
從
當
時
的
觀
念
及
思
維
方
法
去
理
解（
60
）」。
儘
管

確
實
是
認
識
漢
字
的
理
想
途
徑
，
不
過
白
川
靜
推
想
中
國
古
代
是
個
充
滿
巫
術
與

咒
術
的
世
界
，
因
而
往
往
從
巫
祝
角
度
解
釋
文
字
。
例
如
，
其
認
為
甲
骨
、
金
文

中
的
「
口
」
形
是
「
載
」
字
初
文
，「
載
」
讀
音
同
於
日
語
之
「
サ
イ
」，
指
祝
告

之
器
，
而
內
中
盛
放
古
代
祝
告
及
盟
誓
的
載
書
。
基
於
此
觀
點
，
白
川
靜
對
甲
骨
、

金
文
的
从
「
口
」
之
字
有
著
異
於
過
往
的
詮
釋
，
不
僅
認
為
含
有
「
口
」、「
曰
」、

「
音
」、「
言
」
等
形
的
文
字
都
與
載
書
有
關
，甚
至
如
「
君
」、「
命
」、「
若
」、「
告
」、

「
兄
」、「
史
」
等
字
也
朝
祝
告
的
方
向
解
釋（
61
）。

白
川
靜
解
釋
漢
字
起
源
的
方
式
，
令
藤
堂
明
保
感
到
極
為
不
滿
，
並
於
岩
波

書
店
發
行
的
雜
誌
《
文
學
》
撰
文
批
判
。
藤
堂
氏
主
張
研
究
漢
字
必
須
重
視
聲
符
，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三
二

語
言
的
本
質
是
「
聲
音
和
特
定
意
義
有
所
連
結
」，
不
宜
隨
意
訴
諸
表
象
視
覺
的

猜
測
，
同
時
批
判
白
川
靜
結
合
民
俗
學
、
宗
教
學
以
詮
釋
文
字
的
途
徑
，
認
為
這

使
文
字
的
理
解
更
加
複
雜
，
完
全
本
末
倒
置
。
要
言
之
，
藤
堂
明
保
認
為
《
漢
字

－

生
成
與
起
源
》
的
內
容
和
標
題
是
「
完
全
不
適
合
」，「
若
是
當
作
一
本
中
國
文

化
史
來
閱
讀
的
話
，
倒
是
很
有
趣（
62
）」。
除
藤
堂
明
保
以
外
，
同
時
期
的
加
藤
常
賢

也
不
認
同
此
書
，
批
評
白
川
靜
「
為
什
麼
不
讀
一
下
《
說
文
解
字
》」、「
沒
有
根

據
的
事
情
，
就
不
要
說（
63
）」。
針
對
兩
位
學
者
的
批
評
，
白
川
靜
也
曾
撰
文
回
應
，

除
表
現
對
藤
堂
明
保
「
單
語
家
族
」
研
究
的
不
認
同
外
，也
再
次
表
明
自
己
是
「
掌

握
了
古
代
社
會
及
古
代
文
化
中
的
古
文
字（
64
）」。

這
類
爭
論
更
具
體
展
現
在
三
家
對
於
文
字
解
釋
的
看
法
差
異
上
，例
如
，「
方
」

在
《
說
文
》
解
釋
為
「
併
船
也
」，藤
堂
氏
及
加
藤
氏
說
解
漢
字
時
皆
未
採
用
此
說
，

而
是
遵
從
徐
中
舒
「
農
具
之
形
」
的
看
法（
65
），
然
白
川
靜
卻
認
為
「
方
」
是
指
將

人
的
屍
體
架
起
，若
對
屍
體
加
以
毆
擊
，就
是
稱
為
「
放（
66
）」。
從
現
今
的
眼
光
來
看
，

三
家
說
法
都
不
完
全
正
確
，
然
白
川
靜
的
說
法
確
實
異
於
一
般
理
解
，
尤
其
從
筆

法
而
論
，
很
少
人
將
「

」（
方
）
的
下
部
與
「

」（
人
）
視
為
同
一
形
體
，
相

較
之
下
，
加
藤
常
賢
與
藤
堂
明
保
的
看
法
仍
是
較
有
根
據
。
不
過
，
隨
著
加
藤
常

賢
、
藤
堂
明
保
的
逝
世
，
反
對
白
川
靜
的
聲
音
逐
漸
消
失
，
加
上
其
大
量
出
版
面

向
一
般
大

的
普
及
讀
物
，
影
響
力
大
為
上
升
，
90
年
代
後
期
日
本
社
會
更
出
現

所
謂
的
「
白
川
靜
風
潮（
67
）」。

除
日
本
方
面
的
學
者
曾
對
白
川
靜
的
古
文
字
研
究
有
不
同
聲
音
外
，
中
國
方

面
也
對
其
金
文
研
究
或
古
文
字
研
究
做
過
檢
討
。
例
如
，
白
冰
《
青
銅
器
銘
文
研

究
》
同
時
評
論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整
理
出
至
少
40
器
銘
文
，
指

出
《
金
文
的
世
界
》
存
在
釋
字
斷
句
、
人
名
、
地
名
以
及
引
用
古
籍
的
錯
誤（
68
）。

或
者
根
據
《
字
統
》
分
門
別
類
，
對
白
川
靜
考
釋
過
的
文
字
依
序
進
行
檢
討（
69
）。

大
抵
說
來
，
白
冰
多
持
正
面
論
述
，
即
便
面
臨
白
川
靜
難
以
迴
避
的
釋
字
問
題
，

也
多
視
為
「
特
色
」、「
新
見
」
或
「
獨
到
之
處
」，
少
有
嚴
厲
批
判
，
不
過
部
分

的
批
判
論
述
，
仍
存
在
一
些
值
得
商
榷
的
問
題
。

例
如
：
在
〈《
金
文
世
界
》
的
疏
失
〉
一
節
中
，
白
冰
多
引
用
馬
承
源
、
唐

蘭
的
研
究
成
果
印
證
書
中
錯
誤
，然
《
金
文
的
世
界
》
一
書
出
版
於
１
９
７
１
年
，

而
馬
承
源
《
商
周
青
銅
銘
文
選
》
最
早
出
版
於
１
９
８
８
年
，
唐
蘭
《
西
周
青
銅

器
銘
文
分
代
史
徵
》
亦
於
１
９
８
６
年
出
版
，
儘
管
作
者
表
明
這
些
評
論
「
目
的

只
想
給
一
般
讀
者
閱
讀
《
金
文
世
界
》
時
以
參
考
，
同
時
也
為
使
這
部
金
文
著
作

本
身
更
加
完
善
一
些
，
絕
無
任
何
挑
刺
之
意（
70
）。」
然
若
以
「
疏
失
」
論
之
，
似
乎

頗
有
以
今
度
古
之
嫌
，
或
許
將
此
視
為
對
《
金
文
的
世
界
》
的
「
補
正
」
較
為
妥

當
。

相
較
之
下
，劉
海
宇
對
白
川
靜
研
究
成
果
的
批
判
力
道
則
更
為
強
烈
。
其〈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及
其
文
字
學
思
想
〉
一
文
，
除
介
紹
白
川
靜
著
作
，
分
析
文
字

理
論
特
色
、
方
法
外
，
也
對
其
古
文
字
研
究
提
出
三
點
批
評
：
首
先
，
作
者
認
為

白
川
靜
將
「
文
字
符
號
圖
像
化
理
解
導
致
會
意
字
的
範
圍
過
於
廣
泛
，
把
一
些
非

常
簡
單
的
形
聲
字
解
釋
為
複
雜
的
會
意
字（
71
）」。
通
過
文
字
聲
音
相
互
通
假
以
考
釋

文
字
，
一
直
是
域
外
學
者
較
難
掌
握
的
方
法
。
白
川
靜
考
釋
文
字
也
盡
可
能
不
隨

意
使
用
假
借
，
而
結
果
往
往
使
字
形
分
析
變
得
更
為
複
雜
，
忽
略
了
假
借
與
形
聲

字
在
漢
字
演
變
脈
絡
中
的
重
要
性
，
這
也
是
藤
堂
明
保
批
判
白
川
靜
最
為
用
力
之

處
。
其
次
，
指
出
白
川
靜
對
區
別
性
符
號
的
認
識
不
足
，
無
法
覺
察
「
口
」
形
有

時
僅
是
與
字
義
無
關
的
裝
飾
符
號
，
導
致
詮
釋
从
「
口
」
形
之
系
列
字
時
出
現
自

相
矛
盾
的
解
釋
。
最
後
批
評
白
川
靜
從
民
族
學
的
材
料
與
觀
點
分
析
文
字
，
認
為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一
號

三
三

大
多
數
的
風
俗
習
慣
已
於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中
消
失
，
若
以
民
俗
學
角
度
切
入
，
容

易
牽
強
附
會
，
產
生
臆
說（
72
）。

實
際
上
，
從
藤
堂
明
保
到
劉
海
宇
的
各
種
評
論
，
都
可
以
視
為
和
白
川
靜
研

究
成
果
的
對
話
，
他
們
所
指
陳
的
問
題
，
確
實
是
閱
讀
這
些
金
文
著
作
需
特
別
注

意
之
處
。
不
過
，
從
白
川
靜
著
述
的
內
容
來
看
，
其
並
非
如
藤
堂
氏
等
人
所
指
稱
，

完
全
不
理
解
音
韻
在
漢
字
研
究
中
的
重
要
意
義
。
例
如
，
其
於
《
漢
字
百
話
》
一

書
中
，
除
了
表
明
分
析
同
音
系
文
字
時
，
也
需
關
照
形
、
義
的
重
要
，
同
時
也
對

藤
堂
明
保
的
「
詞
彙
家
族
」
加
以
批
評
。
例
如
，
藤
堂
氏
認
為
「
士
、
事
、
史
」

三
字
的
基
本
含
義
是
「
站
立
」，
但
白
川
靜
不
同
意
其
說
，
指
出
「
士
」
士
表
示

身
分
的
器
物
，
象
鉞
的
刃
部
朝
下
。
至
於
「
史
」、「
事
」
則
與
祭
祀
神
明
有
關
，

與
「
立
」
字
沒
有
任
何
關
聯（
73
）。
儘
管
白
川
靜
對
於
字
形
的
解
釋
也
較
特
出
，
但

指
出
「
士
、
事
、
史
」
與
「
站
立
」
無
關
，
確
實
十
分
正
確
的
。
要
言
之
，
儘
管

諸
家
批
評
並
非
無
的
放
矢
，
不
過
若
分
別
就
其
學
說
檢
視
參
照
，
也
存
在
許
多
缺

陷
和
遺
憾
之
處
，
因
此
相
較
於
檢
討
疏
失
或
錯
誤
，
理
解
不
同
學
者
所
採
取
的
研

究
途
徑
或
目
的
，
或
許
是
更
好
地
理
解
這
些
著
述
的
方
式
。

對
白
川
靜
而
言
，
研
究
古
文
字
的
意
義
，
除
了
認
識
文
字
最
初
形
態
、
了
解

形
、
音
、
義
之
外
，
還
因
古
文
字
反
映
了
古
代
思
維
觀
念
、
生
活
習
俗
，
提
供
社

會
文
化
史
、
思
想
史
、
技
術
史
研
究
的
重
要
材
料
。
此
外
，
白
川
靜
也
擔
憂
日
本

社
會
所
逐
漸
浮
現
的
漢
字
閱
讀
問
題
，
認
為
將
對
文
化
的
傳
承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因
而
試
圖
提
出
讓
大

更
容
易
親
近
漢
字
的
方
法（
74
）。
不
難
發
現
，
白
川
靜
認
為

理
解
文
字
的
本
形
本
義
，
乃
是
為
了
研
究
古
代
思
想
及
文
化
，
而
更
進
一
步
言
，

認
識
漢
字
之
目
的
是
欲
回
應
日
本
作
為
漢
字
社
會
的
傳
承
與
發
展
。
從
這
個
角
度

而
言
，
或
許
更
能
持
平
地
理
解
其
金
文
研
究
的
方
法
，
若
我
們
能
同
理
白
川
靜
所

處
的
時
代
背
景
及
終
極
關
懷
，或
許
值
得
重
新
思
考
其
金
文
研
究
對
日
本
漢
學
界
，

乃
至
於
古
文
字
學
界
產
生
什
麼
影
響
。

伍
、
結
語

以
上
本
文
回
顧
了
白
川
靜
的
金
文
研
究
成
果
，
不
難
發
現
，
其
《
金
文
通
釋
》

不
僅
總
結
了
前
輩
的
成
績
，
同
時
也
對
日
本
漢
學
界
具
有
開
創
性
意
義
。
上
文
已

經
陸
續
提
及
白
川
靜
其
他
古
文
字
方
面
的
研
究
，
以
下
，
將
再
提
出
一
些
有
待
研

究
的
議
題
：

首
先
，
前
文
論
及
白
川
靜
對
殷
周
關
係
以
及
殷
國
家
結
構
方
面
的
研
究
，
有

開
創
之
功
，
這
無
疑
與
他
的
甲
骨
文
研
究
有
密
切
關
聯
。
有
鑑
於
此
，
僅
僅
檢
討

金
文
研
究
成
果
，
並
無
法
全
面
突
顯
白
川
靜
在
古
文
字
和
上
古
史
方
面
的
貢
獻
，

尤
其
是
古
文
字
以
外
的
古
代
文
化
研
究
，
目
前
沒
有
相
對
足
夠
的
理
解
，
這
相
對

會
影
響
到
我
們
對
白
川
靜
研
究
成
果
的
整
體
認
識
。

白
川
靜
研
究
多

限
在
金
文
或
古
文
字
的
原
因
，
可
能
是
囿
於
研
究
者
的
學

習
領
域
以
及
史
料
問
題
。
過
往
白
川
靜
的
甲
骨
文
研
究
較
為
零
散
，
加
上
甲
骨
與

殷
商
史
已
形
成
極
為
專
業
的
甲
骨
學
，
故
研
究
者
往
往
需
要
具
備
相
對
知
識
，
才

能
做
進
一
步
評
判
。
近
年
來
，
東
京
平
凡
社
已
出
版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完
整

蒐
集
學
者
所
需
要
的
材
料
，
因
此
對
白
川
靜
甲
骨
文
及
殷
商
史
研
究
的
回
顧
，
已

是
適
合
展
開
的
研
究
課
題
。

其
次
，
民
俗
學
觀
點
是
白
川
靜
研
究
中
的
重
要
特
色
，
無
論
是
《
詩
經
》
或

是
古
文
字
學
研
究
，
都
可
見
其
運
用
痕
跡
，
而
過
去
學
者
對
此
多
持
批
判
態
度
。

雖
然
從
糾
謬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種
方
向
並
無
不
可
，
不
過
我
們
也
不
應
該
忽
視
白

川
靜
所
處
時
代
的
重
要
性
，
民
俗
學
角
度
未
必
是
穿
鑿
附
會
地
解
釋
古
文
字
，
有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三
四

時
也
提
供
另
一
種
跨
文
化
的
視
野
。
林
耀

的
研
究
表
明
，
白
川
靜
所
開
拓
的
民

俗
學
研
究
進
路
，
固
然
無
法
詮
釋
全
部
的
《
詩
經
》
詩
篇
，
但
其
研
究
視
角
作
為

一
種
新
方
法
論
，
對
《
詩
經
》
的
整
體
研
究
而
言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75
）。
同
理
，
民

俗
學
觀
點
固
然
也
難
以
釋
讀
古
文
字
的
初
形
本
義
，
但
此
種
分
析
角
度
，
卻
是
極

具
特
色
的
一
種
途
徑
，
對
理
解
白
川
靜
研
究
中
國
古
文
字
及
古
代
史
，
是
不
容
輕

易
忽
視
的
。

最
後
是
比
較
的
問
題
。
目
前
學
者
在
研
究
白
川
靜
的
古
文
字
學
時
，
多
半
與

其
他
古
文
字
學
者
的
著
作
相
互
參
照
，
再
分
析
其
研
究
色
特
或
說
法
優
劣
，
這
樣

的
比
較
雖
然
十
分
具
有
價
值
，
但
我
們
似
乎
更
應
該
注
意
到
其
所
處
的
時
代
、
社

會
環
境
以
及
關
懷
議
題
。
如
同
白
川
靜
自
己
在
《
孔
子
》
一
書
的
〈
後
記
〉
表
明
，

「
對
於
問
題
的
意
識
是
因
人
而
異
的
，
每
一
個
人
都
會
有
自
己
的
理
解
方
式
。
只

不
過
，
在
所
謂
的
『
讀
書
千
卷
，
冷
生
涯
』
的
研
究
者
的
生
活
當
中
，
也
有
不
顯

現
在
外
的
心
思
。
在
討
論
學
術
問
題
的
時
候
，
也
會
有
某
種
現
實
與
其
意
識
底
層

相
連
。
沒
有
這
個
現
實
的
話
，
是
很
難
在
研
究
中
投
入
熱
情
的（
76
）。」

因
此
，
我
們
目
前
需
要
的
已
經
不
是
再
次
從
糾
謬
角
度
，
評
判
日
本
漢
學
家

的
研
究
成
果
，
而
是
具
有
問
題
意
識
地
，
分
析
或
同
理
其
觀
點
，
相
信
以
此
作
為

開
展
，
將
會
看
見
不
一
樣
的
風
景
。

＊　

本
文
的
撰
成
蒙
張
寶
三
老
師
的
鼓
勵
，
劉
柏
正
同
學
對
行
文
風
格
的
指
導
，
勞
悅
強

老
師
於
「
２
０
１
７
東
亞
漢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上
的
講
評
，
以
及
廖
肇
亨
、
萩
原

正
樹
、
芳
村
弘
道
以
及
《
紀
要
》
編
輯
部
等
老
師
的
建
議
，
特
致
謝
忱
。

＊
＊　

佛
光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及
應
用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

（
1
）
李
學
勤
：〈
青
銅
器
的
研
究
及
其
展
望
〉，《
中
國
古
代
文
明
十
講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２
０
０
５
年
），
頁
１
３
６
。

（
2
）
白
川
靜
《
詩
經
》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可
參
見
林
耀

：〈
葛
蘭
言
、
白
川
靜
《
詩
經
》

民
俗
學
研
究
論
述
〉，《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
２
０
０
７
年
第
十
七
期
，
頁
43
―
78
。

（
3
）
白
冰
：《
青
銅
器
銘
文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上
海
：
學
林
出

版
社
，
２
０
０
７
年
），
頁
13
。

（
4
）
劉
海
宇
：《
白
川
靜
《
字
統
》「
載
書
」
文
字
學
的
譯
介
與
研
究
》（
濟
南
：
山
東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
２
０
０
７
年
）、
劉
海
宇
：〈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及
其
文
字
學
思

想
〉，《
語
言
文
字
學
術
研
究
》
２
０
０
７
年
第
4
期
，
頁
59
―
64
。
蘇
冰
：〈
白
川
靜

漢
字
字
源
學
一
瞥
〉，《
漢
字
文
化
》
２
０
１
０
年
第
4
期
，
頁
94
―
96
。

（
5
）
臺
灣
翻
譯
出
版
白
川
靜
的
著
作
包
括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甲
骨
文
的
世
界
》（
台

北
：
巨
流
圖
書
公
司
，
１
９
７
７
年
初
版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１
９
８
９
年
初
版
）。
白
川
靜
著
、
杜
正
勝
譯
：《
詩
經
的

世
界
》（
台
北
：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
２
０
０
１
年
初
版
）。
鄭
威
譯
：《
漢
字
百
話
》（
台

北
：
大
家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初
版
）。
學
術
論
文
方
面
，
臺
灣
未
見
以
白
川
靜
及

其
研
究
為
題
的
學
位
論
文
，
單
篇
文
章
部
分
除
上
文
引
用
林
耀

論
文
外
，
僅
有
傅
錫

壬
：〈
白
川
靜
的
《
中
國
神
話
》〉，《
國
文
天
地
》
第
十
四
期
（
１
９
８
６
年
），
頁
82

―
83
。
王
孝
廉
：〈
關
於
白
川
靜
《
中
國
神
話
》
的
中
文
翻
譯
：
敬
答
傅
錫
壬
先
生
〉，《
國

文
天
地
》
第
十
六
期
（
１
９
８
６
年
），
頁
45
―
47
。
二
者
皆
非
學
術
論
文
，
亦
與
文

字
學
研
究
無
關
。

（
6
）
臺
灣
關
於
白
川
靜
文
字
學
研
究
的
單
篇
論
文
，
見
張
宇
衛
：〈
台
湾
に
お
け
る
白
川

文
字
学
の
受
容
の
過
去
と
現
在
〉，《
立
命
館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文
字
文
化
研
究
紀
要
》

２
０
１
７
年
第
10
期
，
頁
9
―
24
。
該
文
全
面
爬
梳
１
９
６
０
年
代
至
今
臺
灣
學
界
對

白
川
靜
文
字
學
的
接
受
與
影
響
，
是
目
前
最
具
系
統
性
的
學
術
回
顧
論
文
。

（
7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一
》（
東
京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４

年
），
頁
3
。

（
8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五
》（
東
京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４

年
），
頁
１
７
９
―
２
３
３
。

（
9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五
》，
頁
２
１
１
。

（
10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五
》，
頁
２
２
７
。

（
11
）
絕
對
年
代
標
誌
法
是
青
銅
器
斷
代
的
著
名
方
法
之
一
。
主
要
方
式
是
找
出
能
斷
定

具
有
明
確
年
、
月
、
日
、
以
及
提
及
時
王
祭
祀
其
父
、
祖
的
明
確
銘
文
，
或
是
選
擇
一

批
內
容
彼
此
有
關
聯
的
青
銅
器
，
把
記
載
的
事
件
和
人
名
作
為
紐
帶
連
結
成
或
大
或
小

的
群
體
，
這
個
群
體
中
至
少
有
一
個
具
備
絕
對
年
代
的
標
準
器
。
這
個
斷
代
方
法
的
問

題
在
於
具
有
理
想
條
件
的
青
銅
器
數
量
很
少
，
而
且
時
至
今
日
，
學
界
對
於
西
周
曆
法

仍
未
有
十
分
切
確
的
共
識
。
彭
裕
商
：《
西
周
青
銅
器
年
代
綜
合
研
究
》（
成
都
：
巴
蜀

書
社
，
２
０
０
３
年
），
頁
17
―
21
。

（
12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五
》，
頁
２
８
０
。

（
13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五
》，
頁
２
７
９
。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一
號

三
五

（
14
）
引
文
為
筆
者
翻
譯
，
原
文
參
見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六
》

（
東
京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４
年
），
頁
4
。

（
15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六
》，
頁
16
―
25
。

（
16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六
》，
頁
26
―
36
。

（
17
）
白
冰
列
舉
15
個
字
例
對
《
金
文
通
釋
》
的
文
字
考
釋
進
行
分
析
和
述
評
，
其
中
多

引
用
後
來
出
土
文
獻
或
其
他
學
者
說
法
，以
對
白
川
靜
的
論
點
進
行
糾
謬
。
詳
見
白
冰
：

《
青
銅
器
銘
文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頁
21
―
34
。

（
18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一
（
下
）》，
頁
４
６
２
。

（
19
）
裘
錫
圭
：〈
釋
「
建
」〉，《
裘
錫
圭
學
術
文
集
．
金
文
及
其
他
古
文
字
卷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頁
39
―
42
。

（
20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一
（
下
）》，
頁
４
９
２
―
４
９
４
。

（
21
）
白
川
靜
著
、
杜
正
勝
譯
：〈
譯
者
自
序
〉，《
詩
經
的
世
界
》（
台
北
：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

２
０
０
１
年
），
頁
3
。

（
22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一
（
上
）》，
頁
62
。

（
23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一
（
上
）》，
頁
１
０
６
。

（
24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金
文
通
釋
卷
一
（
上
）》，
頁
１
８
１
。

（
25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１
９
８
９
年
），
頁
２
４
６
。

（
26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3
。

（
27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11
。

（
28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11
。

（
29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12
。

（
30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2
。

（
31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10
。

（
32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２
３
９
。

（
33
）
１
９
９
６
年
至
２
０
０
０
年
間
，
中
國
結
合
自
然
科
學
、
人
文
、
社
會
科
學
等
領

域
的
專
家
學
者
，
執
行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
計
畫
，
其
目
標
乃
為
「
西
周
共
和
元
年

（
西
元
前
８
４
１
年
）
以
前
各
王
，
提
出
比
較
準
確
的
年
代
」，
但
２
０
０
０
年
發
表
的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１
９
９
６
―
２
０
０
０
年
階
段
成
果
報
告
：
簡
本
》
卻
遭
多
方
學

者
批
評
。
尤
其
在
《
簡
本
》
發
表
後
的
十
多
年
間
，
新
出
土
的
商
周
青
銅
器
及
銘
文
不

斷
為
西
周
年
代
學
提
供
關
鍵
性
證
據
，
也
證
明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
的
年
代
框
架
不

但
含
有
某
些
問
題
，更
可
能
從
頭
到
尾
全
部
都
錯
。
相
關
批
判
意
見
可
參
夏
含
夷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
十
年
後
之
批
判

－

以
西
周
諸
王
在
位
年
代
為
例
證
〉，《
出
土
材
料
與

新
視
野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
２
０
１
３
年
），
頁
３
４
２
―
３
７
９
。

（
34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61
―
63
。

（
35
）
高
山
節
也
：〈
西
周
國
家
「
天
命
」
の
機
能
〉，《
西
周
と
そ
の
國
家
》，
頁
３
８
３
。

（
36
）
白
冰
：《
青
銅
器
銘
文
研
究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頁
64
―
65
。

（
37
）
楊

：《
西
周
史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１
９
９
９
年
）。

（
38
）
許
倬
雲
：《
西
周
史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１
９
８
４
年
）。

（
39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

ge of Confucius

（1000-2500BC

）: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Chicago: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2006

）. 

中
譯
本
，羅
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
著
，

吳
長
青
、
張
莉
、
彭
鵬
譯
：《
宗
子
維
城

－

從
考
古
材
料
的
角
度
看
公
元
前
１
０
０
０

至
前
２
５
０
年
的
中
國
社
會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７
年
）。

（
40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２
０
５
。

（
41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73
。

（
42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81
。

（
43
）
白
川
靜
著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頁
２
０
８
。

（
44
）
江
村
治
樹
：〈
日
本
に
お
け
る
先
秦
史
の
研
究
動
向
と
課
題
〉，《
名
古
屋
大
學
文
學

部
研
究
論
集
（
史
學
）》
１
９
９
３
年
１
１
６
號
，
頁
44
。

（
45
）
白
川
靜
在
《
甲
骨
學
》
發
表
的
文
章
分
別
為
〈
釋
南
〉，《
甲
骨
學
》
１
９
４
１
年

第
三
号
，
頁
1
―
33
。〈
蔑
曆
解
〉，《
甲
骨
學
》
１
９
４
３
年
第
四
、
五
号
，
頁
89
―

１
０
４
。

（
46
）
江
村
治
樹
：〈
日
本
に
お
け
る
先
秦
史
の
研
究
動
向
と
課
題
〉，《
名
古
屋
大
學
文
學

部
研
究
論
集
（
史
學
）》
１
９
９
３
年
１
１
６
號
，
頁
44
。

（
47
）
王
國
維
：〈
殷
周
制
度
論
〉，《
觀
堂
集
林
》（
石
家
莊
：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

２
０
０
２
年
），
頁
２
８
７
―
３
０
３
。

（
48
）
貝
塚
茂
樹
：〈
卜
辞
を
通
じ
て
見
た
中
国
の
古
代
国
家
〉，《
貝
塚
茂
樹
著
作
集
．
第

二
卷
》（
東
京
：
中
央
公
論
社
，
１
９
７
７
年
），
頁
55
―
94
。

（
49
）
白
川
靜
：〈
西
周
史
略
．
第
一
章
殷
周
之
際
〉，《
金
文
通
釋
6
》，
頁
1
―
25
。〈
召

方
考
〉，《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集
》（
京
都
：
朋
友
書
店
，
１
９
７
３
年
初
版
，
１
９
９
６

年
再
版
），
頁
１
７
１
―
２
０
３
。

（
50
）
松
丸
道
雄
：〈
殷
周
國
家
的
構
造
〉，《
岩
波
講
座
：
世
界
歷
史
：
四
．
古
代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頁
49
―
１
０
０
。

（
51
）
白
川
靜
所
謂
的
「
圖
像
記
號
」
又
稱
族
徽
銘
文
。
張
懋
鎔
指
出
，
關
於
這
類
特
殊

銘
文
，
學
界
有
多
種
稱
謂
，
包
括
象
形
字
、
圖
形
文
字
、
文
字
畫
、
族
徽
文
字
、
早
期

銅
器
銘
文
、
徽
號
文
字
、
族
名
文
字
、
記
名
銘
文
、
族
氏
銘
文
、
族
氏
文
字
、
族
氏
記
號
、

家
族
記
號
等
等
。
參
見
〈
一
千
年
來
商
周
青
銅
器
族
徽
文
字
研
究
述
評
〉，《
古
文
字
與

青
銅
器
論
集
（
第
三
輯
）》（
北
京
：
科
學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０
年
），
頁
3
―
22
。

（
52
）
江
村
治
樹
：〈
日
本
に
お
け
る
先
秦
史
の
研
究
動
向
と
課
題
〉，《
名
古
屋
大
學
文
學

部
研
究
論
集
（
史
學
）》
１
９
９
３
年
１
１
６
號
，
頁
48
。

（
53
）
伊
藤
道
治
著
，
江
藍
生
譯
：《
中
國
古
代
王
朝
的
形
成

－

以
出
土
資
料
為
主
的
殷
周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金
文
研
究
及
其
影
響

三
六

史
研
究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２
０
０
２
年
），
頁
１
０
１
―
１
０
５
。

（
54
）
赤
塚
忠
：《
中
國
の
古
代
宗
教
と
文
化
：
殷
王
朝
の
祭
祀
》（
東
京
：
角
川
書
店
，

１
９
７
７
年
）。

（
55
）
松
井
嘉
德
指
出
戰
後
日
本
殷
周
史
研
究
，
存
在
都
市
國
家
論
和
邑
制
國
家
論
兩
大

主
要
潮
流
，
前
者
以
宮
崎
市
定
、
貝
塚
茂
樹
為
代
表
，
後
者
以
宇
都
宮
清
吉
、
松
丸
道

雄
的
論
述
最
著
名
，
此
後
日
本
殷
周
方
面
的
研
究
便
圍
繞
著
國
家
型
態
的
問
題
展
開
論

述
。
參
見
松
井
嘉
德
：〈
周
的
國
制

－

以
封
建
制
與
官
制
為
中
心
〉，《
殷
周
秦
漢
史
學

的
基
本
問
題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２
０
０
８
年
），
頁
70
―
87
。

（
56
）
江
村
治
樹
：〈
日
本
に
お
け
る
先
秦
史
の
研
究
動
向
と
課
題
〉，《
名
古
屋
大
學
文
學

部
研
究
論
集
（
史
學
）》
１
９
９
３
年
１
１
６
號
，
頁
48
。

（
57
）
吉
本
道
雅
：《
中
国
先
秦
史
の
研
究
》（
京
都
：
京
都
大
學
學
術
出
版
会
，
２
０
０
５

年
），
頁
41
。

（
58
）
松
井
嘉
德
：《
周
代
国
制
の
研
究
》（
東
京
：
汲
古
書
院
，
２
０
０
２
年
）。

（
59
）
沈
培
：〈
釋
甲
金
文
中
的
「

」

－

兼
論
上
古
音
魚
月
通
轉
的
證
據
問
題
〉，《「
上

古
音
與
古
文
字
研
究
的
整
合
」
國
際
研
討
會
會
議
論
文
集
》（
香
港
：
澳
門
大
學
中
國

語
言
文
學
系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主
辦
，
２
０
１
７
年
7
月
15
―
17
日
）。

（
60
）
白
川
靜
：《
漢
字

－

生
い
立
ち
と
そ
の
背
景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頁
21
。

（
61
）
關
於
白
川
靜
的
載
書
系
列
字
研
究
，
可
參
見
劉
海
宇
：《
白
川
靜
《
字
統
》「
載
書
」

文
字
學
的
譯
介
及
研
究
》（
濟
南
：
山
東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
２
０
０
７
年
）。

（
62
）
藤
堂
明
保
：〈
白
川
靜
著
「
漢
字

－

生
い
立
ち
と
そ
の
背
景
」〉，《
文
学
》
１
９
７
０

年
7
月
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頁
１
０
６
―
１
１
２
。

（
63
）
田
畑
曉
生
：〈
白
川
静
ブ
ー
ム
と
そ
の
問
題
点
〉，《
神
戸
大
学
大
学
院
人
間
発
達
環

境
研
究
科
研
究
記
要
》
第
6
卷
第
1
號
（
２
０
１
２
年
），
頁
42
。

（
64
）
白
川
靜
：〈
文
字
学
の
方
法
〉，《
文
学
》
１
９
７
０
年
9
月
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頁
99
―
１
１
０
。

（
65
）
田
畑
曉
生
：〈
白
川
靜
ブ
ー
ム
と
そ
の
問
題
点
〉，《
神
戸
大
学
大
学
院
人
間
発
達
環

境
研
究
科
研
究
記
要
》，
頁
39
。

（
66
）
白
川
靜
：《
漢
字
百
話
》（
臺
北
：
大
家
出
版
，
２
０
１
２
年
），
頁
83
。

（
67
）
田
畑
曉
生
：〈
白
川
靜
ブ
ー
ム
と
そ
の
問
題
点
〉，《
神
戸
大
学
大
学
院
人
間
発
達
環

境
研
究
科
研
究
記
要
》，
頁
37
―
45
。

（
68
）
白
冰
：《
青
銅
器
銘
文
研
究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頁
76
。

（
69
）
白
冰
：《
青
銅
器
銘
文
研
究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頁
１
６
５

―
２
３
２
。

（
70
）
白
冰
：《
青
銅
器
銘
文
研
究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頁
57
。

（
71
）
劉
海
宇
：〈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及
其
文
字
學
思
想
〉，《
語
言
文
字
學
術
研
究
》

２
０
０
７
年
第
4
期
，
頁
59
―
64
。

（
72
）
劉
海
宇
：〈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及
其
文
字
學
思
想
〉，《
語
言
文
字
學
術
研
究
》

２
０
０
７
年
第
4
期
，
頁
59
―
64
。

（
73
）
白
川
靜
：《
漢
字
百
話
》，
頁
１
８
９
。

（
74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雜
纂
》，
頁
24
―
25
。

（
75
）
林
耀

：〈
葛
蘭
言
、
白
川
靜
《
詩
經
》
民
俗
學
研
究
論
述
〉，《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

２
０
０
７
年
第
十
七
期
，
頁
77
。

（
76
）
白
川
靜
著
、
韓
文
譯
：《
孔
子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２
０
１
３
年
），
頁
２
２
３
―
２
２
４
。

參
考
文
獻

一
、
今
人
論
著

王
國
維
：《
觀
堂
集
林
》（
石
家
莊
：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
２
０
０
２
年
）。

白　

冰
：《
青
銅
器
銘
文

－

白
川
靜
金
文
學
著
作
的
成
就
與
疏
失
》（
上
海
：
學
林
出
版
社
，

２
０
０
７
年
）。

白
川
靜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別
卷
》（
東
京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４
年
）。

白
川
靜
：《
漢
字

－

生
い
立
ち
と
そ
の
背
景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白
川
靜
著
、
杜
正
勝
譯
：《
詩
經
的
世
界
》（
台
北
：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
２
０
０
１
年
）。

白
川
靜
著
、
鄭
威
譯
：《
漢
字
百
話
》（
台
北
：
大
家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初
版
）。

白
川
靜
著
、
韓
文
譯
：《
孔
子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２
０
１
３
年
）

伊
藤
道
治
著
，江
藍
生
譯
：《
中
國
古
代
王
朝
的
形
成

－

以
出
土
資
料
為
主
的
殷
周
史
研
究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２
０
０
２
年
）。

吉
本
道
雅
：《
中
国
先
秦
史
の
研
究
》（
京
都
：
京
都
大
學
學
術
出
版
会
，
２
０
０
５
年
）。

佐
竹
靖
彥
等
：《
殷
周
秦
漢
史
學
的
基
本
問
題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２
０
０
８
年
）

李
學
勤
：〈
青
銅
器
的
研
究
及
其
展
望
〉，《
中
國
古
代
文
明
十
講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２
０
０
５
年
）

赤
塚
忠
：《
中
國
の
古
代
宗
教
と
文
化
：
殷
王
朝
の
祭
祀
》（
東
京
：
角
川
書
店
，

１
９
７
７
年
）。

松
井
嘉
德
：《
周
代
国
制
の
研
究
》（
東
京
：
汲
古
書
院
，
２
０
０
２
年
）。

張
懋
鎔
：《
古
文
字
與
青
銅
器
論
集
（
第
三
輯
）》（
北
京
：
科
學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０
年
）。

彭
裕
商
：《
西
周
青
銅
器
年
代
綜
合
研
究
》（
成
都
：
巴
蜀
書
社
，
２
０
０
３
年
）

楊　

：《
西
周
史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１
９
９
９
年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甲
骨
文
的
世
界
》（
台
北
：
巨
流
圖
書
公
司
，
１
９
７
７
年
初
版
）。

蔡
哲
茂
、
溫
天
河
譯
：《
金
文
的
世
界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１
９
８
９
年
初

版
）。

羅
泰
（Lothar
）
著
，
吳
長
青
、
張
莉
、
彭
鵬
譯
：《
宗
子
維
城

－

從
考
古
材
料
的
角
度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一
號

三
七

看
公
元
前
１
０
０
０
至
前
２
５
０
年
的
中
國
社
會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７
年
）。

二
、
單
篇
論
文

田
畑
曉
生
：〈
白
川
静
ブ
ー
ム
と
そ
の
問
題
点
〉，《
神
戸
大
学
大
学
院
人
間
発
達
環
境
研

究
科
研
究
記
要
》
第
6
卷
第
1
號
（
２
０
１
２
年
），
頁
37
―
45
。

白
川
靜
：〈
文
字
学
の
方
法
〉，《
文
学
》
１
９
７
０
年
9
月
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頁
99
―
１
１
０
。

江
村
治
樹
：〈
日
本
に
お
け
る
先
秦
史
の
研
究
動
向
と
課
題
〉，《
名
古
屋
大
學
文
學
部
研

究
論
集
（
史
學
）》
１
９
９
３
年
１
１
６
號
，
頁
43
―
56
。

沈　

培
：〈
釋
甲
金
文
中
的
「

」

－

兼
論
上
古
音
魚
月
通
轉
的
證
據
問
題
〉，《「
上
古
音

與
古
文
字
研
究
的
整
合
」
國
際
研
討
會
會
議
論
文
集
》（
香
港
：
澳
門
大
學
中
國
語
言

文
學
系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主
辦
，
２
０
１
７
年
7
月
15
―
17
日
）。

貝
塚
茂
樹
：〈
卜
辞
を
通
じ
て
見
た
中
国
の
古
代
国
家
〉，《
貝
塚
茂
樹
著
作
集
．
第
二
卷
》

（
東
京
：
中
央
公
論
社
，
１
９
７
７
年
），
頁
55
―
94
。

松
丸
道
雄
：〈
殷
周
國
家
的
構
造
〉，《
岩
波
講
座
：
世
界
歷
史
：
四
．
古
代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頁
49
―
１
０
０
。

林
耀

：〈
葛
蘭
言
、
白
川
靜
《
詩
經
》
民
俗
學
研
究
論
述
〉，《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

２
０
０
７
年
第
十
七
期
，
頁
43
―
78
。

夏
含
夷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
十
年
後
之
批
判

－
以
西
周
諸
王
在
位
年
代
為
例
證
〉，《
出

土
材
料
與
新
視
野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
２
０
１
３
年
），
頁
３
４
２
―
３
７
９
。

裘
錫
圭
：〈
釋
「
建
」〉，《
裘
錫
圭
學
術
文
集
．
金
文
及
其
他
古
文
字
卷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頁
39
―
42
。

劉
海
宇
：〈
日
本
漢
學
家
白
川
靜
及
其
文
字
學
思
想
〉，《
語
言
文
字
學
術
研
究
》

２
０
０
７
年
第
4
期
，
頁
59
―
64
。

藤
堂
明
保
：〈
白
川
靜
著
「
漢
字

－
生
い
立
ち
と
そ
の
背
景
」〉，《
文
学
》
１
９
７
０
年
7

月
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１
９
７
０
年
），
頁
１
０
６
―
１
１
２
。

蘇
冰
：〈
白
川
靜
漢
字
字
源
學
一
瞥
〉，《
漢
字
文
化
》
２
０
１
０
年
第
4
期
，
頁
94
―
96
。

參
、
學
位
論
文

劉
海
宇
：《
白
川
靜
《
字
統
》「
載
書
」
文
字
學
的
譯
介
及
研
究
》（
濟
南
：
山
東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
２
０
０
７
年
）。

（
台
湾
佛
光
大
学
助
理
教
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