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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
摘　

要
】
白
川
靜
博
士
《
字
統
》
中
，
關
於
〝
口
（

）〞
系
列
文
字
有
如

下
論
述
：
〝
文
字
由
字
形
表
示
其
意
，
其
系
列
字
有
相
關
聯
之
意
。
從
「

」

之
字
都
有
載
書
之
意
，
形
成
一
系
列
字
，
然
後
分
化
為‘
曰
’

 

‘
言
’

 

‘
音
’

 

‘
意
’，

這
些
字
又
作
為
聲
符
或
者
作
为
限
定
符
號
，
涉
及
數
百
字
的
整
體
形
成
一
個

體
系
。
這
樣
的
文
字
體
系
，
與
其
時
代
的
意
識
體
系
相
對
應
，
有
其
時
代
的

意
識
的
表
象
。〞
這
樣
的
文
字
系
列
之
觀
點
，
是
以
前
研
究
文
字
的
學
者
所

沒
有
的
，
是
白
川
靜
博
士
的
獨
創
之
處
。
白
川
靜
還
採
用
民
俗
學
的
方
法
探

求
漢
字
字
源
。
盡
量
再
現
甲
骨
文
、
金
文
時
代
的
民
俗
，
其
民
俗
之
意
作
為

各
個
漢
字
之
間
所
共
有
。通
过
貫
通
這
些
系
列
字
之
意
和
民
俗
學
兩
種
方
法
，

能
夠
不
相
矛
盾
地
理
解
中
國
古
代
社
會
、
文
化
、
宗
教
的
各
種
情
形
，
向
我

們
展
示
了
嶄
新
的
文
字
學
研
究
方
法
。
這
是
他
極
其
出
色
的
功
績
。

前
言

白
川
靜
博
士
（
１
９
１
０
―
２
０
０
６
）
是
日
本
研
究
漢
字
的
泰
斗
級
的
專

家
。
他
的
甲
骨
文
、
金
文
研
究
在
日
本
有
巨
大
影
響
。
他
的
文
字
學
研
究
與
其
他

專
家
、
學
者
相
比
有
獨
創
之
處
，
世
人
稱
為
白
川
文
字
學
。
白
川
文
字
學
體
系
不

只
停
留
在
文
字
學
方
面
，
且
涉
及
中
國
古
代
哲
學
、
文
化
及
東
亞
廣
泛
領
域
的
民

俗
學
、
考
古
學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

我
於
２
０
１
２
年
12
月
出
版
了
《
白
川
靜
文
字
學
的
精
華
》（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
其
中
翻
譯
了
白
川
靜
的
《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叢
・
上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８
年
6
月
）
中
《
釋
文
》《
釋
史
》
的
兩
篇
論
文
和
《
我
的
履
歷
書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第
12
卷
雜
纂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０
年
11
月
）。《
釋
文
》
和
《
釋

史
》
是
白
川
靜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早
期
論
文
。
在
《
釋
文
》
和
《
釋
史
》
中
，
白
川

靜
舉
出
多
數
〝
文
〞、〝
史
〞
的
原
意
進
行
了
考
證
，
表
現
出
文
字
解
釋
的
思
想
探

索
過
程
。
可
以
說
這
兩
篇
論
文
是
理
解
白
川
文
字
學
體
系
最
適
當
的
論
著
，
其
論

證
過
程
正
是
白
川
文
字
學
的
真
正
價
值
。
在
中
國
關
於
白
川
文
字
學
的
〝
口
〞、

〝
文
〞、〝
史
〞
的
解
釋
只
被
看
作
是
一
種
學
說
的
學
者
較
多
。
其
理
由
是
依
據
白

川
靜
著
作
《
字
統
》（
新
訂
《
字
統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４
年
12
月
），《
字
統
》

是
對
文
字
學
不
熟
知
者
了
解
字
源
概
要
的
辭
典
，
白
川
靜
解
釋
字
源
為
何
持
這
樣

思
想
幾
乎
沒
有
論
述
。
我
翻
譯
白
川
靜
著
作
是
想
通
過
白
川
靜
的
思
想
，
傳
播
漢

字
的
文
化
性
。
希
望
白
川
文
字
學
對
中
國
本
土
的
文
字
學
研
究
有
獨
特
的
借
鑒
作

用
。
以
下
分
幾
方
面
試
述
白
川
博
士
對
中
國
甲
骨
學
研
究
的
貢
獻
及
他
的
人
生
態

白
川
靜
的
中
國
甲
骨
學
研
究

張　

莉
（
出
野
文
莉
）



白
川
靜
的
中
國
甲
骨
學
研
究

二
六

度
。

一
．
白
川
靜
文
字
學
的
特
徵

（
一
）
殷
朝
文
化
根
源
中
的
〝
呪
（
咒
）〞
思
想

白
川
靜
同
時
學
習
《
詩
經
》
和
《
萬
葉
集
》。
於
是
發
現
受
到
《
詩
經
》
時

代
的
中
國
文
化
影
響
的
日
本
《
萬
葉
集
》，
與
《
詩
經
》
有
共
同
之
處
。
我
想
這

是
〝
呪
（
咒
）
能
〞
的
世
界
。
在
中
國
古
代
相
信
，風
由
鳳
凰
拍
打
翅
膀
而
產
生
。

於
是
白
川
靜
解
釋
，森
羅
萬
象
的
活
動
全
部
由
神
的
想
法
和
行
為
產
生
，〝
呪
（
咒
）

能
〞
是
與
神
互
相
通
訊
，
把
王
的
世
界
向
良
好
的
方
向
引
導
。

向
神
祈
禱
稱
為
〝
呪
〞。〝
呪
〞
從
〝
口
〞、〝
兄
〞，〝
兄
〞
是
舉
起
放
入
祝
禱

詞
的
容
器
「
口
（

）」
而
祈
禱
的
意
思
。〝
呪
〞
原
來
與
〝
祝
〞
的
意
思
一
樣
，

後
來
是
咒
文
、
詛
咒
等
意
思
。
因
此
〝
呪
能
〞
是
指
和
神
互
相
通
訊
，
招
呼
神
的

能
力
。
白
川
靜
：〝
文
字
是
將
語
言
的
詛
咒
能
力
固
定
於
其
中
的
東
西
，
寫
下
來

的
文
字
被
認
為
是
具
有
詛
咒
能
力（

1
）。〞

白
川
靜
考
慮
的
文
字
創
始
期
的
人
們
的
想

法
是
，
所
有
的
個
人
、
團
體
的
未
來
都
由
神
託
，
由
神
站
在
自
己
這
一
方
而
創
造

未
來
。
因
此
產
生
了
文
字
，
這
樣
說
也
不
為
過
。
我
認
為
白
川
博
士
為
揭
開
漢
字

之
謎
的
最
大
假
說
是
〝
呪
〞。
白
川
靜
還
說
：〝
嚴
密
分
析
文
字
構
成
的
要
素
，
必

須
掌
握
其
形
象
的
意
思
適
應
當
時
人
們
的
意
識
一
致（

2
）。〞

最
適
應
〝
當
時
人
們
的

意
識
〞
的
根
本
是
〝
呪
〞。

〝
興
〞
甲
骨
文
寫
作
〝

〞。
上
下
兩
人
手
持
酒
器
之
形
，
在
地
上
倒
酒
，

喚
起
地
靈
之
意
。
也
就
是
說
，
為
了
實
現
自
己
希
望
而
祈
禱
地
靈
。
現
在
日
本
新

建
房
屋
、
工
廠
、
商
業
設
施
時
，
舉
行
鎮
定
地
靈
的
儀
式
。
一
般
有
祈
禱
建
築
安

全
祭
祀
的
印
象
，
本
來
是
鎮
定
其
地
方
地
靈
的
儀
式
。
因
為
地
靈
是
給
人
帶
來
災

害
之
神
，
同
時
也
給
人
帶
來
吉
祥
，
有
時
鎮
定
地
靈
，
有
時
喚
起
地
靈
。〝
家
〞

字
之
意
的
通
俗
的
說
法
是
在
家
中
養
豬
，
其
實
是
為
鎮
定
家
中
的
地
靈
而
埋
入
犬

犧
牲
之
意
。〝
家
〞
字
甲
骨
文
作
〝

〞，金
文
作
〝

〞。
甲
骨
文
寫
作
〝
犬
〞，

從
金
文
開
始
寫
作
〝
豬
〞，豬
也
作
為
犬
犧
牲
之
意
的
居
多
。
這
似
乎
也
是
把
〝
呪
〞

作
為
古
代
人
生
活
觀
念
一
端
的
例
子
。

（
二
）
關
於
白
川
靜
的
〝
口
（

）〞
學
說

〝
口
（

）〞（
以
下
省
略
為
〝
口
〞）
是
放
祝
禱
詞
容
器
的
說
法
在
中
國
古
代

文
獻
中
找
不
到
。
大
概
是
白
川
靜
對
包
含
〝
口
〞
的
各
種
文
字
進
行
類
推
，
發
現

了
最
妥
當
的
結
果
。
應
該
說
在
此
之
前
白
川
靜
就
對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有
敏
銳
的
洞

察
力
。白

川
靜
解
釋
〝
口
〞
之
意
如
下
：
在
卜
文
、
金
文
可
見
的
字
形
中
，
應
視
為

口
耳
的
〝
口
〞
的
幾
乎
沒
有
，
大
體
上
作
祝
禱
之
器
的
〝

〞
形
。《
說
文
》
的

解
釋
，
都
是
口
耳
之
〝
口
〞
的
解
釋
，
故
字
形
解
釋
錯
誤
極
多
，〝
古
、
召
、
名
、

各
、
吾
、
吉
、
舍
、
告
、
害
、
史
、
兄
〞
等
字
，
都
含
有
祝
禱
之
器
〝

〞
之
形
。

從
〝
曰
〞
之
字
有
〝
者
、
曹
、
鲁
〞
等
，
也
都
是
放
入
祝
禱
辭
之
器
〝

〞
的
字

形
。
從
口
耳
之
〝
口
〞
的
字
，大
概
是
後
起
的
形
聲
字
。
口
耳
之
〝
口
〞
在
卜
文
、

金
文
中
没
有
明
確
的
例
子
，
不
能
確
認
口
耳
之
〝
口
〞
與
祝
禱
之
器
〝

〞
形
的

異
同（

3
）。白

川
靜
發
表
了
〝
口
（

）〞
學
說
，
最
初
受
到
以
前
文
字
學
者
的
反
對
，

沒
被
重
視
。
但
是
現
在
在
日
本
逐
漸
被
多
數
人
所
承
認
。
試
舉
如
下
幾
例
：〝
古
〞

《
說
文
》
三
上
〝
故
也
，從
十
口
，識
前
言
者
也
。〞
根
據
《
說
文
》，〝
古
〞
是
〝
十
〞

和
〝
口
〞
的
會
意
字
，
是
〝
故
〞，
知
道
〝
前
言
〞。
對
此
解
釋
大
概
多
數
人
感
到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二
號

二
七

不
吻
合
，
我
想
這
缺
少
對
〝
十
〞
的
解
釋
。
白
川
靜
認
為
《
說
文
》
的
解
釋
為
十

個
人
以
口
相
傳
之
意
，
完
全
是
通
俗
說
法
。
白
川
靜
認
為
〝
古
〞
上
部
的
〝
十
〞

是
〝
干
〞
之
形
。
在
放
入
祝
禱
之
詞
容
器
〝
口
〞
之
上
立
聖
器
之
干
，
為
守
衛
安

全
而
放
干
。
因
此
，
能
夠
長
時
間
保
持
祈
禱
的
效
果
稱
為
〝
古
〞。
有
必
要
加
以

重
要
守
護
時
，
加
上
外
圍
，
稱
為
〝
固
〞。〝
古
〞
為
何
是
現
在
的
〝
古
老
〞
之
意
，

關
於
重
要
的
事
情
占
卜
內
容
的
祝
禱
，
作
為
典
故
（
古
昔
的
規
範
、
典
章
制
度
）

被
遵
守
，
由
此
產
生
〝
往
古
〞〝
先
古
〞
之
意
。《
史
牆
盤
》：〝
曰
古
文
王
〞，
文

王
是
故
事
、
典
故
的
傳
承
者
的
意
思
。〝
古
〞
本
來
是
抽
象
的
概
念
，
掌
故
、
典

故
意
思
的
造
字
時
必
須
依
靠
比
喻
。
此
比
喻
就
是
由〝
干
〞和〝
口
〞而
形
成〝
古
〞。

〝
故
〞
是
用
〝
攴
（
攵
）〞
敲
打
〝
古
〞
之
形
，因
為
妨
礙
祈
禱
的
效
果
，除
了
〝
古

老
〞
之
意
以
外
，
還
包
括
故
意
地
、
不
好
的
事
故
之
意
。

〝
舍
〞
字
的
金
文
寫
作
〝

〞
上
面
的
柄
是
有
把
手
的
針
形
。
此
針
刺
〝
口
〞

為
〝
舍
〞。
因
此
，
祝
禱
的
咒
能
被
破
壞
，
失
去
其
咒
能
，
為
〝
捨
〞
之
意
。〝
舍
〞

是
〝
捨
〞
的
原
本
之
字
。〝
舍
業
〞
是
放
棄
學
問
的
意
思
，〝
捨
〞
之
意
。

〝
害
〞
的
金
文
寫
作
〝

〞。
用
有
把
手
的
大
針
刺
〝
口
〞，喪
失
咒
能
之
意
。

於
是
〝
害
〞
有
〝
傷
害
〞、〝
損
害
〞、〝
災
害
〞
之
意
。

〝
吉
〞
在
〝
口
〞
的
上
部
放
〝
士
〞。〝
士
〞
的
金
文
寫
作
〝

〞，
把
小
鉞

的
刃
部
放
在
下
面
之
形
。〝
王
〞
甲
骨
文
寫
作
〝

〞，
把
大
鉞
的
刃
部
放
在
下

面
之
形
，〝
王
〞
攜
帶
鉞
指
揮
戰
爭
，〝
士
〞
作
為
戰
士
階
層
侍
奉
王
之
人
。〝
吉
〞

字
的
〝
士
〞
是
封
閉
祝
詞
的
咒
能
，
有
守
護
之
意
，
由
此
產
生
吉
善
之
意
。

上
述
可
知
，
白
川
靜
所
說
〝
口
〞
在
〝
古
〞〝
舍
〞〝
害
〞〝
吉
〞
各
字
中
有

貫
通
之
意
，
與
其
他
文
字
要
素
產
生
關
聯
。
不
僅
這
些
，〝
召
〞〝
右
〞〝
可
〞〝
谷
〞

〝
告
〞〝
吾
〞〝
啟
〞〝
曰
〞〝
旨
〞〝
曆
〞〝
皆
〞
等
字
都
存
在
〝
口
〞
的
貫
通
之
意
。

持
這
種
學
說
的
文
字
學
者
只
有
白
川
靜
。〝
口
〞
的
解
釋
精
彩
刻
畫
了
中
國
古
代

祭
祀
的
形
象
。

二
．
白
川
靜
系
列
字
的
研
究

白
川
文
字
學
主
要
特
點
是
系
列
字
的
研
究
。
白
川
靜
注
目
構
成
甲
骨
文
、
金

文
的
符
號
（
有
時
是
偏
旁
，
有
時
是
更
小
的
單
位
符
號
），
及
包
含
此
符
號
的
文

字
中
都
有
貫
通
之
義
。
同
時
從
甲
骨
文
、
金
文
的
系
統
解
釋
來
闡
明
殷
周
時
代
的

宗
教
、
民
俗
等
，
從
文
字
學
角
度
論
述
了
中
國
古
代
的
面
貌
。

關
於
白
川
文
字
學
體
系
舉
出
以
下
與
〝
口
（

）〞、〝
鳥
占
〞、〝
神
梯
〞、〝
文

身
〞
有
關
的
系
列
字
，
試
論
白
川
文
字
學
的
研
究
方
法
。

（
一
）
關
於
〝
口
（

）〞（sai

）
的
系
列
字

1
．
關
於
載
書

首
先
論
述
白
川
博
士
解
釋
〝
口
〞（sai

）
為
祝
禱
容
器
的
經
過
。《
左
傳
・
襄

公
九
年
》
記
述
中
，
諸
侯
與
鄭
國
結
交
盟
約
時
，
可
見
晉
國
的
士
壯
子
作
載
書
情

況
。
杜
預
注
：〝
載
書
為
盟
書
也
。〞《
左
傳
・
僖
公
二
十
六
年
》：〝
成
王
勞
之
，

而
賜
之
盟
曰
，
世
世
子
孫
，
無
相
害
也
，
載
在
盟
府
。〞
載
書
也
被
稱
為
載
。《
左

傳
》
幾
篇
中
的
載
書
及
相
關
記
述
，
是
了
解
當
時
載
書
的
形
態
及
用
法
的
參
考
文

獻
。《

周
禮
・
司
盟
》：〝
掌
盟
載
之

。〞
鄭
玄
注
：〝
載
，
盟
辭
也
，
盟
者
書
其

辭
於
策
，
殺
牡
取
血
，
坎
其
牲
，
加
書
於
上
而
埋
之
，
謂
之
載
書
。〞
盟
載
是
在

天
子
與
諸
公
，
諸
公
相
互
之
間
，
諸
公
與
卿
、
大
夫
、
國
人
，
卿
大
夫
相
互
之
間

進
行
的
。
其
內
容
包
括
戰
爭
善
後
的
講
和
、
對
於
功
勳
的
賜
予
、
諸
公
的
會
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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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
對
於
國
人
的
恩
赦
、
對
於
諸
侯
的
盟
誓
忠
誠
等
。

盟
誓
之
後
，
載
書
在
盟
府
保
存
。
周
王
室
的
盟
府
也
被
稱
為
周
府
。
盟
辭
由

會
盟
者
宣
讀
，
其
內
容
當
然
是

所
周
知
，
日
後
需
要
時
也
能
打
開
宣
讀
。
盟
誓

的
內
容
把
國
人
作
為
對
象
時
，
當
然
採
用
國
人
週
知
的
方
法
。
盟
書
除
了
會
同
之

禮
以
外
，
還
用
於
違
反
法
令
、
違
反
盟
約
者
，
也
用
於
民
間
在
契
約
上
的
糾
紛
，

司
盟
時
根
據
盟
約
書
裁
定
，
還
在
獄
訟
時
、
審
理
事
實
、
證
據
方
法
困
難
的
情
況

下
，
根
據
詛
盟
（
對
神
不
違
背
的
盟
誓
）
進
行
審
判
的
裁
定
。

2
．
關
於
〝
載
〞
字

〝
載
〞
金
文
作
〝

〞。
聲
符
是
〝

〞，〝

〞
是
從
〝
才
〞
和
〝
戈
〞

的
會
意
字
，甲
骨
文
作
〝

〞，金
文
作
〝

〞。〝
才
〞
的
甲
骨
文
作
〝

〞，

金
文
作
〝

〞。
白
川
靜
解
釋
為
：〝
才
〞
是
在
〝
標
木
〞（
標
記
的
立
木
）
加
上

橫
木
的
十
字
形
之
物
，
榜
示
用
的
木
之
形
。
在
縱
橫
之
交
處
掛
上
放
祝
禱
詞
容
器

〝

〞。〝

〞
有
時
是
用
小
粗
點
表
示
，
可
看
作
所
謂
加
上
牌
子
的
形
狀
。
在
神

聖
之
處
立
上
這
個
標
誌（

4
）。

《
說
文
》
六
上
〝
才
，
艸
木
之
初
也
〞，
從
地
面
稍
微
露
出
新
芽
之
形
，
甲
骨

文
、
金
文
字
形
中
看
不
到
此
意
思
。
甲
骨
文
中
〝
才
〞
如
〝
才
三
月
〞（
合
集

三
八
二
二
三
），
是
〝
在
〞
之
意
。
由
於
立
標
木
，
淨
化
其
地
祓
除
不
祥
，
成
為

神
支
配
之
地
，
時
間
、
空
間
也
有
被
淨
化
之
意
。〝
才
〞
是
〝
在
〞
的
初
文
，〝
在
〞

是
〝
才
〞
加
上
〝
士
〞，〝
士
〞
表
示
鉞
的
頭
部
。〝
王
〞〝
士
〞
用
鉞
的
頭
部
作
為

祭
祀
象
徵
表
示
其
身
份
，
在
〝
在
〞
中
作
為
聖
器
（
祭
祀
時
使
用
的
器
具
）
而
附

加
上
〝
士
〞，
作
為
神
的
支
配
之
處
，
再
用
聖
器
守
衛
樹
立
〝
標
木
〞
之
處
。〝
存
〞

是
從
〝
才
〞、〝
子
〞
之
字
。
表
示
對
孩
子
施
加
聖
靈
之
力
，
因
此
保
證
孩
子
生
存
。

〝
才
〞
是
聖
標
之
形
，
在
此
加
上
〝
戈
〞
成
為
〝

〞。〝

〞
是
淨
化
〝
戈
〞

之
意
，
大
概
是
開
始
軍
行
時
使
用
之
物
。〝

〞
是
〝
哉
（
開
始
）〞
之
意
。
從

〝

〞
聲
之
字
有
〝
載
〞〝
哉
〞〝
裁
〞〝
栽
〞
等
，
都
是
承
接
〝

〞
聲
義
之
字
。

也
就
是
說
，〝

〞
是
由
神
意
而
有
開
始
行
動
之
意
。〝
才
〞
之
聲
大
概
是
從
祝

禱
之
器
〝

〞
而
來
。
因
此
白
川
靜
把
〝

〞
稱
為
放
載
書
（
祝
禱
之
書
）
之

容
器
，
發
音
為
〝sai

〞。

關
於
〝
載
〞
的
字
義
，白
川
靜
有
如
下
記
述
：〝
載
大
概
是
淨
化
兵
車
的
儀
禮
，

由
此
開
始
軍
行
。
從
系
列
上
來
說
，
才
、
在
、
我
、
哉
、
載
是
一
系
列
文
字
，
也

有
‘
載
’
是
‘
在
’
之
意
的
例
子
。
金
文
《
師
虎
鮎
》：‘
虎
（
人
名
），
載
先
王

既
命
乃
祖
考
之
事
’，
是
‘
在
’
之
意
。《
詩
經
・
大
雅
・
皇
矣
》：‘
載
錫
之
光
’，

‘
載
’
是
哉
始
的
用
法
。
…
…
載
的
最
古
字
形
是
‘

（sai

）’ ‘
我
’
的
十
字

形
部
分
的
正
確
字
形
是

形
。
卜
辭
中
‘

王
事
’
是
‘
載
王
事
’
之
意
。
開

始
、
進
行
之
意
。‘

’
是
放
入
祝
禱
、
盟
誓
的
容
器
之
形
。
盟
誓
之
書
稱
為
載

書
。‘
載
’《
說
文
》
一
四
上
：‘
乘
也
’，
這
是
把
放
入
祝
禱
、
盟
誓
的
容
器
裝
上

兵
車
開
始
軍
行
之
意
，
之
後
把
東
西
放
在
上
面
稱
為
‘
載
’。

（
5
）〞

3
．
關
於
〝
告
〞
字

〝
告
〞
字
甲
骨
文
作
〝

〞。《
說
文
》
二
上
：〝
牛
觸
人
，
角
箸
橫
木
，
所

以
告
人
也
。
從
口
從
牛
。
易
曰
僮
牛
之
告
。〞
諸
家
幾
乎
從
此
解
釋
。
潘
任
在
《
雙

桂
軒
答
問
》
說
文
一
卷
：〝
從
干
從
口
。
是
言
必
賴
舌
。
開
口
舌
啟
、
始
能
告
人
。

告
字
當
從
舌
。
｜
乃
得
到
舌
之
伸
也
。〞
林
義
光
《
文
源
》：〝
從
口
從

。
口
之

所
以
為
告
也
。
告
中
畫
稍
長
，
譌
從
牛
。〞
這
兩
者
都
是
對
《
說
文
》
的
解
釋
產

生
疑
問
的
例
子
，
但
是
以
兩
者
的
解
釋
來
說
明
甲
骨
文
〝
告
〞
字
還
是
困
難
的
。

吳
其
昌
由
〝
酷
〞
字
想
到
，
把
〝
告
〞
看
作
斧
形
，〝
告
〞
的
本
義
視
為
刑
牛
之

斧
的
形
狀
。
按
其
字
形
，
甲
骨
文
的
〝
牛
〞
字
作
〝

〞，
決
不
能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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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
的
字
形
應
該
從
與
《
說
文
》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

白
川
靜
認
為
〝
告
〞
是
從
〝
木
〞
和
〝

〞
之
字
。〝

〞
本
來
是
放
入
祝

禱
詞
的
容
器
，
把
此
容
器
掛
在
樹
杈
上
，
表
示
把
〝

〞
高
高
懸
掛
，
就
是
〝
告
〞

的
字
形
。
在
樹
枝
上
懸
掛
之
形
有
〝

（
磬
）〞〝

（
南
）〞。〝
磬
〞
比
較

輕
所
以
能
直
接
懸
掛
在
樹
枝
上
，
南
（
銅
鼓
）
較
重
，
現
存
的
銅
鼓
都
有
鐶
，
明

顯
看
出
有
穿
過
鎖
的
痕
跡
。
關
於
放
入
祝
禱
詞
的
容
器
掛
在
樹
枝
上
的
儀
禮
，
還

沒
有
發
現
文
獻
記
載
，
但
是
從
神
高
高
在
上
的
觀
念
來
考
慮
，
把
〝

〞
高
高
掛

起
向
神
祈
禱
，
用
這
樣
的
方
法
進
行
的
可
能
性
較
大
。

從
甲
骨
文
的
例
子
來
看
，
白
川
靜
認
為
〝
告
〞
是
對
先
公
、
先
王
所
進
行
的
，

把
放
入
祝
禱
詞
的
容
器
掛
在
神
聖
的
樹
杈
上
的
儀
禮
。〝
告
〞
的
祭
儀
是
為
防
禦
、

祓
禳
外
寇
、
災
禍
、
疫
病
等
而
進
行
的
。《
說
文
》
一
上
〝
祰
，
告
祭
也
〞，〝
告
〞

字
本
來
是
表
現
祭
祀
之
意
，
對
於
〝
告
〞
的
祭
祀
，
神
意
的
表
示
稱
為
〝
誥
〞。

正
像
〝
召
〞
與
〝
詔
〞
的
關
係
一
樣
，
本
來
都
是
以
神
為
對
象
的
祭
祀
用
語
，
用

於
人
王
無
非
是
後
來
的
轉
義
。

4
．
關
於
〝
言
〞
字

〝
言
〞
字
甲
骨
文
作
〝

〞。
上
部
是
〝
辛
〞，
是
指
刺
青
使
用
的
針
。〝
口
〞

是
放
入
向
神
占
卜
文
章
的
祝
禱
（
向
神
祈
求
的
祝
詞
）
之
容
器
。。
於
是
〝
言
〞

是
在
〝
口
〞
上
放
〝
辛
〞
向
神
發
誓
的
語
言
，違
約
時
受
到
刺
青
的
刑
罰
的
意
思
。

《
說
文
》
中
視
為
最
小
符
號
的
〝
言
〞，
白
川
靜
把
此
字
分
化
為
〝
辛
〞
和
〝
口
〞，

各
自
具
有
獨
立
的
意
思
，
這
是
以
前
文
字
學
者
所
望
塵
莫
及
的
。〝
言
〞
在
卜
辭
、

金
文
中
都
作
〝

〞，
從
〝
辛
〞。
因
此
此
字
應
看
作
〝
辛
〞、〝
口
〞
的
會
意
字
。

林
義
光
視
〝
言
〞
從
〝
辛
〞、〝
口
〞，〝
辛
〞
是
罪
人
，〝
口
〞
為
口
耳
的
〝
口
〞。

如
上
所
述
〝
口
〞
應
看
作
〝

〞，
從
甲
骨
文
來
看
還
是
放
祝
禱
詞
的
容
器
，
向

神
發
誓
，
表
示
如
果
違
言
施
加
〝
辛
〞，
正
是
在
神
面
前
進
行
訴
訟
之
意
。〝
若
有

訟
者
，
則
珥
而
辟
臧（

6
），

其
不
信
者
，
服
墨
刑
。〞（《
周
禮
・
秋
官
・
司
約
》）
正

表
現
了
此
意
。

5
．
關
於
〝
音
〞
字

〝
音
〞
金
文
作
〝

〞。
是
在
〝
言
〞
下
面
的
放
祝
禱
詞
之
容
器
〝

〞

裡
面
加
上
〝
一
〞
之
字
。
表
示
容
器
中
發
出
自
鳴
音
。
對
於
〝
言
〞
的
祈
禱
神
有

反
應
時
，
視
為
神
音
降
臨
的
暗
示
，
稱
為
〝
音
〞。
這
樣
的
解
釋
以
前
的
文
字
學

者
當
中
沒
有
，完
全
是
嶄
新
的
解
釋
。
雖
是
指
事
字
，〝
言
〞
已
經
是
會
意
字
，〝
音
〞

由
〝
言
〞
變
化
而
來
，
所
以
〝
音
〞
應
解
釋
為
會
意
字
。
故
〝
言
〞
如
上
所
述
從

〝
辛
〞
和
放
祝
禱
之
容
器
〝

〞，
神
祈
告
時
，
若
不
真
實
會
受
到
神
的
懲
罰
，
進

行
這
樣
的
誓
約
，
把
其
形
式
形
成
文
字
，
就
是
〝
音
〞
字
。
如
此
祈
禱
，
神
有
反

應
時
在
日
本
稱
〝
音
づ
れ
（
訪
づ
れotozure

）〞，意
謂
神
降
臨
發
出
聲
音
。
另
外
，

〝
お
と
な
う
（otonau

）〞
在
《
廣
辭
苑
》（
日
本
國
語
辭
典
）
中
寫
到
：
①
發
出

聲
音
。
發
出
回
音
。
②
訪
問
。
來
臨
。
③
發
信
。
通
音
信
。
在
此
白
川
博
士
對〝
音
〞

的
解
釋
把
〝
回
音
〞
視
為
〝
神
的
來
臨
〞，
這
種
解
釋
與
古
代
的
〝
お
と
な
う

（otonau

）〞在
意
思
上
是
一
致
的
。即
向
神
祈
禱
時
是〝
言
〞，而
神
的
反
應
是〝
音
〞。

我
遇
到
白
川
博
士
的
〝
言
〞
和
〝
音
〞
的
解
釋
時
感
到
極
其
興
奮
，
況
且
〝
言
〞

和
〝
音
〞
在
意
思
上
有
關
聯
，
應
該
說
是
出
色
的
發
現
。
中
國
古
代
神
的
啟
示
是

如
何
進
行
的
，
是
任
何
人
都
感
興
趣
之
處
，
白
川
博
士
對
於
人
間
的
問
語
，
神
用

聲
音
來
反
應
的
想
法
令
人
吃
驚
。

〝
意
〞
也
是
從
〝
音
〞
之
字
，
是
臆
測
神
的
暗
示
之
意
。〝
意
〞（
小
篆

）

從
〝
心
〞
和
〝
音
〞。《
說
文
》
一
○
下
〝
察
言
而
知
意
也
〞，
應
該
是
從
〝
音
〞

之
字
，
應
謂
〝
由
音
而
知
意
〞。〝
音
〞
是
〝
神
音
的
來
臨
〞。
因
此
由
推
測
神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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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而
來
，〝
意
〞
本
來
是
臆
度
、
臆
測
之
意
，
由
此
意
成
為
心
意
之
〝
意
〞。

〝
闇
〞
也
是
從
〝
音
〞
之
字
。
有
黑
暗
、

默
、
幽
默
等
意
思
。〝
音
〞
本
來

是
眼
睛
看
不
到
、略
微
能
聽
到
的
。〝
暗
〞
古
寫
為
〝
闇
〞，經
典
都
使
用
〝
闇
〞
字
。

〝
闇
〞
本
來
是
與
在
廟
門
進
行
儀
禮
相
關
的
字
。〝
問
〞
是
在
廟
門
放
入
〝

〞（
放

入
祝
禱
詞
的
容
器
），
是
詢
問
神
意
之
字
。
因
為
表
現
暗
中
、
不
被
所
知
的
事
物
，

所
以
產
生
幽
暗
之
意
。〝
闇
〞
之
後
用
於
明
暗
的
〝
暗
〞
之
意
，從
〝
日
〞
的
〝
暗
〞

字
，
本
來
是
神
出
現
的
〝
闇
〞
之
字
。

6
．
關
於
〝
史
〞
字

關
於
中
國
古
代
官
制
中
占
重
要
地
位
的
史
官
之
起
源
，
周
代
官
制
多
數
從
殷

王
朝
起
源
的
事
實
上
來
考
慮
，還
是
有
必
要
追
溯
到
殷
王
朝
來
考
察
。
考
察
「
史
」

字
的
初
義
，
通
過
殷
周
社
會
發
展
的
關
聯
，
想
弄
清
楚
「
史
」
的
起
源
和
其
官
制

整
體
的
發
展
過
程
。

〝
史
〞字
甲
骨
文
作〝

〞，金
文
作〝

〞。
關
於〝
史
〞字
上
部
的〝
中
〞，

以
前
有
兩
種
代
表
性
的
學
說
：
一
是
以
〝
中
〞
字
為
緘
札
薄
書
之
類
，
這
是
清
代

的
文
字
學
家
吳
大
澂
提
倡
的
論
點
；
一
是
以
〝
中
〞
字
為
在
《
儀
禮
・
大
射
》
等

所
見
到
的
籌
筭
之
器
，
或
者
作
為
簡
策
之
器
之
類
，
這
是
王
國
維
提
倡
的
論
點
。

王
國
維
視
「
史
」（

）
字
的
「
中
（

）」
為
放
置
籌
的
容
器
，
或
者
是

放
置
簡
策
的
容
器
，
由
此
「
史
」
是
「
掌
書
之
官
」，
即
「
王
室
執
政
之
官
」「
天

子
諸
侯
之
執
政
」
之
意
。
與
此
相
比
，
內
藤
湖
南（

7
）視

「
史
」（

）
為
手
持
放

置
籌
的
容
器
「
中
」，
內
藤
湖
南
與
王
國
維
的
簡
策
之
器
的
結
論
相
同
。

以
下
敘
述
白
川
關
於
〝
史
〞
的
解
釋
：
關
於
〝
史
〞
的
字
形
，《
說
文
》
三
下
：

〝
史
，記
事
者
也
。
從
又
持
中
。
中
正
也
。〞這
是
所
見
到
的
最
早
的
學
說
。《
說
文
》

中
〝
持
中
〞
的
〝
中
〞
不
從

。
卜
辭
、
金
文
中
所
見

、

字
形
與
《
說

文
》
的
篆
字
相
同
，
從

形
。
在
造
字
之
初
，
卜
辭
、
金
文
中
從
〝
史
〞
字
的
都

是
載
書
之
形
的

，
不
是
左
中
右
的
〝
中
〞
字
形
。〝

〞
是
把
祝
禱
之
器
掛
在

樹
枝
上
之
形
。〝
史
〞
字
是
手
持
〝

〞，
向
神
供
奉
的
祭
祀
儀
式
，
即
是
史
祭
。

上
述
〝
告
〞
是
對
於
災
禍
等
的
特
殊
祭
祀
，
史
祭
是
最
一
般
的
祭
祀
，
似
乎
是
每

月
進
行
的
祭
祀
。
卜
辭
中
可
見
〝
又
史
〞
祭
名
之
語
，〝
辛
巳
卜
，我
貞
，我
又
史
，

今
十
月
〞（
前
・
八
・
三
・
三
）、〝
辰
巳
，
子
卜
貞
，
今
我
又
史
〞（
前
・
八
・
三
・

七
）
等
，
每
月
進
行
祭
祀
。
史
祭
的
對
象
列
舉
了
大
乙
、
祖
丁
、
小
丁
等
祖
王
之

名
。〝
史
〞
之
後
成
為
史
官
，
即
是
掌
管
記
錄
之
人
。
史
祭
時
已
經
有
保
存
、
記

錄
祝
禱
詞
的
職
掌
。
此
職
掌
之
後
成
為
保
管
文
書
、
記
錄
的
史
官（

8
）。

7
．
關
於
〝
事
〞〝
使
〞

史
祭
是
在
殷
王
朝
的
廟
堂
舉
行
的
內
祭
，
祭
祀
河
、
岳
、
山
川
的
諸
神
時
，

派
遣
祭
祀
使
者
。
使
者
把
祝
禱
詞
容
器〝

〞掛
在
大
樹
枝
上
，奉
此
出
使
。〝
事
〞

字
的
金
文
寫
作
〝

〞，
在
上
部
有
ㄚ
形
的
樹
枝
上
，
再
加
上
幡
。
幡
在
金
文

中
可
見
，
是
向
外
出
使
時
加
在
旗
上
的
咒
飾
。〝
事
〞
的
甲
骨
文
以

來

表
示
。
其
字
形
是
〝
事
〞、〝
使
〞
的
初
文
。

〝
史
〞
的
甲
骨
文
〝

〞
和
〝

〞，有
時
通
用
，從
〝

〞
之
例
來
看
，

兩
字
之
間
有
區
別
，〝

〞
包
括
到
遠
處
出
使
之
意
較
多
。
從
其
字
形
上
說
，

〝

〞
是
持
有
樹
杈
長
杆
之
形
。〝

〞
只
是
宗
廟
中
奉
持
祝
禱
詞
容
器
掛
在

神
木
上
的
形
狀
，
與
此
相
比
，
可
看
出
〝

〞
包
含
出
使
於
遠
處
都
外
之
意
。

卜
辭〝

人
於
河
〞〝

人
於
岳
〞等
，是
派
遣
使
者
祈
禱
自
然
神
之
意
；〝

人
於
美
（
部
族
名
）〞〝

人
於
我
（
部
族
名
）〞
等
，
是
派
遣
使
者
到
地
方
部

族
之
意
。
掌
管
河
岳
的
祭
祀
權
是
確
立
其
地
域
支
配
權
的
方
法
，
在
其
他
部
族
施

行
殷
王
朝
的
祭
祀
意
味
著
其
他
部
族
從
屬
於
殷
王
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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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
事
〞
的
卜
辭
舉
例
如
下
：

丙
午
卜
，

貞
，
召
弗

其
王

（
續
・
三
・
二
六
・
三
）

甲
戌
卜
，

貞
，
易

取

其
王

（
甲
・
三
三
三
七
）

文
中
的

是
王
族
親
緣
之
族
，
召
是
方
伯
諸
侯
之
族
。〝

王

〞
本
來
是

作
為
王
室
的
祭
祀
所
進
行
的
，
派
遣
祭
祀
使
者
讓
諸
方
諸
侯
奉
行
此
祭
祀
，
由
此

具
有
確
立
殷
王
朝
的
祭
事
和
政
治
性
統
治
之
意
。
因
此
承
認
殷
王
室
使
者
祭
祀
意

味
著
政
治
性
的
從
屬
關
係
，
所
以
〝
事
〞
是
王
事
、
政
事
之
意
。
從
以
上
見
解
看
，

〝
史
〞
稱
為
內
祭
，〝
事
〞
稱
為
外
祭
。

〝
事
（

）〞
有
進
行
祭
祀
的
使
者
和
作
為
使
者
所
進
行
的
祭
事
之
意
。
之

後
有
了
分

，
前
者
成
為
〝
使
〞
字
，
後
者
成
為
〝
事
〞
字
，
本
來
同
是

字
。

〝
使
〞、〝
事
〞
的
初
文
〝

（
事
）〞
也
有
使
役
之
意
。
周
代
金
文
的
《
叔
隨
器
》

中
〝
王
姜
，
史
叔
事
於
大
保
〞
的
〝
事
〞
是
〝
使
〞
的
初
文
，〝
史
〞
是
使
役
助

動
詞
的
用
法
。〝
使
〞
是
承
接
〝
史
〞
的
聲
義
，〝
史
〞
的
使
役
之
意
暗
示
著
後
來

〝
事
〞
字
向
〝
使
〞
字
的
分
化
。
這
些
使
者
還
擔
任
進
行
祭
祀
。
至
少
以
包
含
宗

教
之
意
的
使
命
被
派
遣
，
卜
辭
的
〝
事
人
〞、〝
立
事
〞
與
其
說
是
純
粹
的
祭
祀
官
，

不
如
說
是
帶
有
政
治
性
使
命
的
派
遣
，由
此
可
見
祭
祀
和
政
治
的
分
離
。同
時〝
史
〞

和
〝
事
〞
在
官
制
上
也
是
分
化
的
，〝
史
〞
是
專
管
祭
祀
祝
禱
的
職
務
。

〝
使
〞
的
甲
骨
文
寫
作
〝

〞、
金
文
寫
作
〝

〞。〝
史
〞〝
使
〞〝
事
〞

原
本
同
形
，
後
來
意
思
分
化
。〝
使
〞
高
舉
祝
禱
詞
的
容
器
，
受
王
之
派
遣
遠
出

外
部
的
部
族
，
在
其
地
進
行
祭
祀
。

以
下
試
論
〝
使
〞
字
的
右
边
〝
吏
〞
字
。〝
吏
〞
的
甲
骨
文
作
〝

〞、
金

文
作
〝

〞，
本
来
也
和
〝
事
〞
是
同
系
列
之
字
。〝
事
〞
字
既
表
示
祭
祀
，
也

表
示
祭
祀
的
使
者
，〝
吏
〞
是
從
〝
事
〞
之
聲
義
而
分
化
的
字
。〝
吏
〞
在
《
說
文
》

一
上〝
從
一
從
史
，史
亦
聲
。〞〝
史
亦
聲
〞既
是
會
意
字
，同
時
也
是
形
聲
字
。〝
吏
〞

與
〞
事
〞
的
字
形
本
来
相
同
，是
從
外
祭
之
意
的
〝
事
〞
的
聲
義
分
化
而
來
的
字
。

〝
事
〞
是
外
祭
之
意
，
與
此
相
比
，〝
吏
〞
是
作
為
祭
祀
官
被
派
遣
進
行
外
祭
的
使

者
。
金
文
中
的
使
役
之
意
使
用
〝
使
〞（

、

），
祭
祀
的
使
者
用
〝
事
〞。

古
代
〝
吏
治
〞
也
稱
為
〝
事
〞，
金
文
中
有
〝
卿
事
〞〝
四
事
〞〝
死
事
〞
等
詞
語
。

雖
不
見
〝
吏
〞
的
適
當
例
子
，〝
師

盤
〞
中
敘
述
淮
夷
叛
亂
，
有
〝
反
厥
工
吏
〞

之
語
，
是
〝
吏
人
〞
之
意
。〝
吏
〞
屬
於
〝
史
〞〝
使
〞〝
事
〞
一
系
列
之
字
，
可

看
作
是
後
來
意
思
分
化
之
字
。

（
二
）
關
於
〝
鳥
占
〞
的
系
列
字

〝
鳥
〞
和
〝
隹
〞
都
是
鳥
的
象
形
文
字
。〝
鳥
〞
字
的
甲
骨
文
作
〝

〞，

金
文
作
〝

〞。〝
隹
〞
字
的
甲
骨
文
作
〝

〞，金
文
作
〝

〞。
據
《
說
文
》，

鳥
長
尾
、
隹
短
尾
，
這
種
說
法
難
以
相
信
。
從
甲
骨
文
、
金
文
的
字
形
來
看
，
鳥

特
別
是
圖
像
性
的
具
體
形
狀
的
表
現
，
隹
比
鳥
在
概
念
上
使
用
廣
泛
。
兩
字
不
同

聲
，
所
以
本
來
是
不
同
之
詞
。
鳥
只
用
於
名
詞
，
隹
的
用
法
範
圍
廣
泛
，
也
用
於

動
詞
及
其
他
。
其
用
法
大
概
與
占
卜
的
方
法
有
相
關
之
處
。

殷
朝
的
的
占
卜
方
法
的
一
般
形
式
為
提
出
肯
定
與
否
定
的
兩
種
命
題
。例
如
：

〝
貞
，
疾
隹
父
乙

〞、〝
不
隹
父
乙

〞，
用
〝
隹
〞
表
示
肯
定
詞
，
用
〝
不
隹
〞

表
示
否
定
詞
。〝
隹
〞
是
〝
有
〞
之
意
。〝
隹
〞
的
古
音
大
概
和
〝
有
〞、〝
與
〞
相
近
，

有
通
用
的
關
係
。

〝
隹
〞
是
表
示
神
意
之
字
，
也
可
由
〝
唯
〞
的
字
形
来
來
確
認
。〝
隹
〞
上
添

加
的
〝
口
〞
不
是
鳥
嘴
。〝
口
〞
寫
作
〝

〞，〝

〞
是
被
稱
作
載
書
，向
神
祈
禱
，

是
放
入
誓
約
祝
禱
詞
及
盟
誓
之
詞
的
容
器
之
形
。
此
〝

〞
與
〝
隹
〞
結
合
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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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
所
以
〝
唯
〞
字
應
該
是
向
神
奏
祝
禱
詞
、
從
神
的
使
者
鳥
的
動
態
來
判
斷

可
否
。
由
此
而
表
示
神
的
應
允
，〝
唯
〞有
肯
定
之
意
。
遵
從
長
者
之
命
稱
為〝
唯
〞。

與
此
相
比
，〝
雖
〞
表
示
其
否
定
。〝
雖
〞
表
示
反
論
之
語
，
是
因
為
在
〝
唯
〞
的

字
形
上
附
加
了
〝
虫
〞
字
。〝
雖
〞
的
金
文
寫
作
〝

〞，〝
虫
〞
被
視
為
作
祟
，

稱
為
〝
蠱
〞，
是
詛
咒
時
加
上
的
，
加
上
邪
靈
的
〝
蠱
〞，
所
以
神
意
被
受
到
阻
礙
，

其
實
現
受
到
阻
礙
稱
為
〝
雖
〞。

可
以
考
慮
是
自
古
就
已
經
有
鳥
靈
的
觀
念
，
所
以
鳥
成
為
神
意
的
媒
介
者
。

古
人
考
慮
人
之
靈
由
鳥
帶
來
，
又
成
為
鳥
飛
去
。
鳥
被
視
為
有
靈
之
物
的
典
型
之

例
是
候
鳥
的
生
態
，
這
被
視
為
是
靈
的
往
來
。
古
人
大
概
有
遠
去
靈
界
的
先
人
像

候
鳥
那
樣
定
時
回
到
出
生
地
的
想
法
。
因
此
候
鳥
飛
來
的
水
邊
被
視
為
聖
地
，
那

裡
成
為
守
衛
先
人
之
地
。
周
代
把
祈
禱
之
處
稱
〝
辟

〞，〝

〞
是
〝

渠
〞
之

鳥
名
。〝

〞
為
〝
雍
和
〞
之
意
，
可
認
為
是
〝
雍
〞
字
的
初
文
，〝
雍
〞
是
鳥
占

得
到
好
的
結
果
。〝

〞
的
字
形
從
〝
隹
〞、〝
邕
〞
聲
。
金
文
作
〝

〞，從
〝
水
〞

〝
呂
〞〝
隹
〞。〝

〞
的
〝
巛
〞
形
是
水
循
環
之
形
，〝
呂
〞
是
宮
室
之
形
的
祠
堂
，

〝
隹
〞
大
概
表
示
水
邊
的
候
鳥
。

（
三
）
關
於
與
神
梯
相
關
的
系
列
字

〝
阜
（

）〞
字
甲
骨
文
作
〝

〞，
像
神
梯
之
形
。〝
阜
〞
的
字
形
至
漢
碑
才

能
見
到
，
漢
碑
之
前
全
部
寫
作
〝

〞
的
字
形
。
楷
書
作
為
偏
旁
使
用
時
，
省

略
為
〝
阝
〞。

神
梯
是
神
上
昇
下
降
時
使
用
的
梯
子
。
從
〝
阝
〞
部
之
字
，
與
神
昇
降
聖
地

相
關
的
字
較
多
。《
說
文
》
十
四
下
：〝

，
大
陸
，
山
無
石
者
，
象
形
〞。
不
可

能
把
山
寫
作
〝

〞。
甲
骨
文
中
表
示
昇
降
之
字
，
是
神
上
下
神
梯
之
意
，
神

通
天
時
使
用
此
神
梯
。
神
梯
前
面
的
供
品
稱
為
〝

〞。〝
尊
〞
的
甲
骨
文
作

〝

、

、

〞，
用
雙
手
把
酒
樽
供
奉
於
神
靈
之
前
的
字
形
。〝

〞
是
把

酒
樽
放
置
神
梯
之
前
的
字
形
。

〝
際
〞
是
從
〝

〞（
阝
）、〝
祭
〞
之
字
，
在
神
梯
前
放
置
祭
祀
的

子
、

供
奉
肉
進
行
祭
祀
之
意
。
神
梯
是
神
與
人
相
接
之
處
，
天
與
人
相
感
應
之
處
，
所

謂
天
與
人
之
際
，
也
就
是
〝
際
限
〞（
止
境
、
盡
頭
）
的
〝
際
〞
之
意
。〝
限
〞
的

金
文
作
〝

〞，
是
為
守
衛
聖
所
而
把
眼
睛
掛
在
上
面
的
字
形
，
所
谓
〝
邪
眼
〞

有
辟
邪
之
意
。〝
匕
〞
是
人
後
退
之
形
，
背
著
神
梯
回
去
之
意
。
從
〝
限
〞
的
金

文
字
形
來
看
，
人
與
神
梯
前
辟
邪
的
〝
邪
眼
〞
會
面
，
表
示
辟
易
、
向
後
退
去
之

意
。
即
以
此
地
為
界
限
之
意
。
表
示
把
此
作
為
界
限
的
領
域
，
禁
止
進
入
此
領
域

所
進
行
的
詛
咒
法
。
殷
器
的
圖
像
中
，
有
數
種
配
置
邪
眼
之
形
的
。

〝
陽
〞
的
甲
骨
文
作
〝

〞，
金
文
作
〝

〞。
是
台
上
的
玉
光
向
下
放

射
之
形
。玉
光
被
視
為
有
震
魂
的
咒
法
。震
魂
是
震
撼
神
靈
、提
高
靈
威
之
意
。〝
陽
〞

是
在
神
梯
前
放
玉
之
形
，表
示
神
的
威
光
之
字
。〝
陽
〞
上
部
的
〝
日
〞
形
表
示
玉
，

下
部
是
陽
光
放
射
之
形
。

〝
陰
〞
的
聲
符
作
〝

〞，
應
看
作
〝
今
〞
與
〝
云
〞
的
會
意
字
。〝
今
〞
是

有
塞
子
器
物
的
蓋
子
之
形
。〝
云
〞
是
〝
雲
〞
的
初
文
，
大
概
〝

〞
的
〝
云
〞

表
示
靈
氣
。
把
靈
氣
蓋
上
封
閉
起
來
叫
〝

〞。〝
陰
〞
與
〝
陽
〞
都
從
表
示
神
梯

之
形
的
〝

〞（
阝
），
大
概
是
表
示
在
聖
所
震
魂
之
儀
禮
的
方
法
。《
易
經
》
中

的
陰
陽
二
元
論
是
與
五
行
相
關
聯
、
是
後
來
出
現
的
。

〝
墜
〞
的
甲
骨
文
作
〝

〞，
金
文
作
〝

〞。〝
墜
〞
是
〝
隊
〞
與
〝
土
〞

的
會
意
字
。〝
隊
〞
是
〝

〞（
阝
）
與
〝

〞
的
會
意
字
。〝

〞
是
垂
耳
的

獸
形
。
把
此
獸
作
為
犧
牲
使
用
，
現
在
的
行
為
是
否
繼
續
進
行
而
占
卜
吉
凶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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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占
卜
決
定
行
為
繼
續
時
，那
麼
行
為
就
繼
續
、遂
行
。〝

〞
是
〝
遂
〞
的
初
文
。

〝
隊
〞
字
是
在
神
梯
的
〝

〞
前
面
放
置
作
为
犧
牲
的
〝

〞
之
形
，
表
示
神

從
神
梯
降
臨
之
處
。
那
是
神
靈
降
下
之
地
，即
〞
墜
〞。〝
墜
〞
是
〝
地
〞
的
初
文
，

〝
墜
〞
變
為
墜
落
意
思
之
後
，出
現
代
替
〝
墜
〞
的
形
聲
字
〝
地
〞。
漢
碑
及
《
漢
書
》

把
〝
墜
〞
用
作
〝
地
〞
之
意
的
較
多
。

（
四
）
關
於
文
身
的
系
列
字

〝
文
〞的
原
意
是〝
文
身
〞。〝
文
〞的
甲
骨
文
寫
作〝

〞〝

〞〝

〞，

其
中
有
×
形
、∨
形
、心
形
。〝
文
〞
字
形
是
在
人
正
面
之
形
胸
部
加
上
文
身
花
紋
。

仔
細
觀
察
的
，「
胸
」
字
也
包
含
表
現
文
身
的
×
形
。
從
〝
文
〞〝
胸
〞
字
可
清
楚

知
道
文
字
成
立
時
的
殷
王
朝
也
有
文
身
的
習
俗
。
文
身
在
東
南
亞
各
地
可
見
，
有

祓
除
邪
氣
、
炫
耀
自
己
的
存
在
、
也
作
為
部
族
共
同
體
的
象
徵
之
意
。

〝
文
身
〞
是
刺
青
。《
魏
志
・
倭
人
傳
》
中
關
於
倭
人
的
文
身
有
以
下
記
述
：〝
男

子
無
大
小
，
皆
鯨
面
文
身
，
自
古
以
來
，
其
使
詣
中
國
，
皆
自
稱
大
夫
，
夏
后
少

康
之
子
，
封
於
會
稽
，
斷
髮
文
身
，
以
避
蛟
龍
之
害
，
今
倭
水
人
，
好

沒
捕
魚

蛤
，
文
身
亦
以
厭
大
魚
水
禽
，
後
稍
以
為
飾
，
諸
國
文
身
各
異
，
或
左
或
右
，
或

大
或
小
，
尊
卑
有
差
。
計
其
道
里
，
當
在
會
稽
東
治
之
東
。〞

上
文
舉
出
了
〝
鯨
面
文
身
〞
作
為
倭
人
的
特
徵
，做
了
詳
細
敘
述
。
根
據
《
史

記
》
的
記
載
，
夏
后
少
康
之
子
是
越
王
勾
踐
。
那
麼
，
勾
踐
住
的
中
國
南
部
的
會

稽
也
是
〝
斷
髮
文
身
〞，《
魏
志
・
倭
人
傳
》
所
見
日
本
的
〝
文
身
〞
是
從
中
國
南

方
傳
來
的
。

我
２
０
１
２
年
9
月
到
雲
南
省
的
西
雙
版
納
旅
行
，訪
問
了
深
山
的
哈
尼
族
、

族
村
寨
。
聽
說

族
直
到
最
近
還
有
龍
蛇
花
紋
的
文
身
。
哈
尼
族
村
寨
的
入
口

處
有
一
個
門
，
門
上
方
左
右
裝
飾
著
木
雕
的
鳥
。
大
概
是
日
本
神
社
所
見
的
鳥
居

的
原
型
。
那
裡
人
們
的
住
宅
是
杆
欄
式
建
築
（
俗
稱
高
架
屋
）
其
住
宅
的
屋
頂
有

日
本
神
社
所
見
的
〝
交
叉
長
木
〞（
日
語
稱
〝
千
木
〞）。
附
近
的
飯
店
有
紅
小
豆

糯
米
飯
、
納
豆
、
魔
芋
、
粽
子
等
菜
單
，
還
有
賣
木
屐
的
店
。
看
到
這
些
，
我
確

信
他
們
本
來
和
日
本
人
是
同
樣
的
民
族
。
我
感
到
日
本
和
中
國
古
代
在
什
麼
地
方

有
相
關
連
之
處
。
白
川
博
士
把
其
用
〝
東
洋
〞
之
語
來
表
現
，
我
從
中
國
來
到
日

本
，
每
次
接
觸
中
國
文
字
的
字
源
、
古
典
都
被
日
本
與
中
國
的
潛
在
文
化
的
同
一

性
質
而
感
到
驚
奇
。

《
魏
志
・
倭
人
傳
》
有
〝
鯨
面
文
身
〞
的
記
述
，《
古
事
記
》
中
卷
神
武
天
皇

有
：〝
袁
登
賣
爾
、
多
陀
爾
阿
波
牟
登
、
和
加
佐
祁
流
斗
米
〞（
媛
女
に
、
直
に
遇

は
む
と
、我
が
鯨
け
る
利
目
）的
記
述
。〝
鯨
け
る
利
目
〞是
表
示
刺
青
的〝
鯨
面
〞，

可
知
古
代
倭
人
的
男
性
有
刺
青
的
習
俗
。日
本
古
代
男
性
的
名
稱
使
用〝
彥
〞、〝
顏
〞

的
〝
文
〞
是
表
示
成
人
儀
禮
時
在
前
額
用
朱
砂
、
墨
描
繪
文
身
之
意
。〝
彥
〞
的

小
篆
寫
作
〝

〞。
具
體
說
的
話
，〝
彥
〞
是
〝
文
〞〝
厂
〞〝
彡
〞
的
合
文
，〝
文
〞

是
文
身
，〝
厂
〞
是
前
額
的
側
面
之
形
，〝
彡
〞
是
表
示
文
身
美
麗
的
符
號
性
的
文

字
。
在
〝
彥
〞
上
加
〝
頁
〞（
金
文
寫
作
〝

〞，
像
在
頭
上
加
上
咒
飾
的
側
身

之
形
）
的
〝
顏
〞
是
在
前
額
加
文
身
樣
子
之
語
。〝
產
〞
是
出
生
時
在
前
額
加
上

×
形
紋
飾
，
祓
除
邪
氣
儀
式
而
形
成
的
文
字
。
現
在
日
本
稱
為
〝
あ
や
つ
こ
（
阿

也
都
古
）〞，
是
避
邪
的
意
思
，
自
古
就
有
在
嬰
兒
的
前
額
用
鍋
煙
子
、

脂
紅
作

×
形
、
犬
形
等
做
記
號
的
習
俗
。〝
顏
料
〞〝
顏
彩
〞（
日
本
畫
的
顏
料
）
還
保
留

著
〝
顏
〞
字
的
原
意
。

特
別
是
×
形
除
了
〝
文
〝
以
外
，〝
彥
〞〝
產
〞
等
字
也
使
用
，
表
示
文
身
意

思
之
語
中
也
多
數
使
用
。
根
據
白
川
靜
所
說
：〝
凶
禮
時
也
在
胸
部
加
上
×
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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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咒
禁
，
凶
、
兇
、
匈
、
恟
、
胸
等
是
其
系
列
字
。

（
9
）〞

〝
爽
〞
是
由
〝
大
〞
和
四
個
〝
×
〞
形
組
成
的
會
意
字
。〝
爽
〞
的
金
文
寫
作

〝

〞。
婦
女
的
葬
禮
時
祓
除
遺
體
不
祥
，
在
兩
乳
房
上
用
朱
砂
描
繪
文
身
的
意

思
。
同
樣
意
思
的
還
有
〝
奭
〞
字
，〝

〞
也
是
在
婦
女
兩
乳
房
上
施
加
文
身
的

意
思
。〝
爾
〞
是
人
正
面
形
的
上
半
身
和
在
胸
部
加
上
四
個
〝
×
〞
形
文
身
之
形
。

表
示
〝
爽
〞
的
上
半
身
是
〝
爾
〞，〝
爾
〞
的
金
文
寫
作
〝

〞。《
說
文
》
三
下
：

〝
麗
爾
，
猶
靡
麗
也
。〞
這
是
說
其
文
身
之
美
麗
。
文
身
用
朱
砂
描
繪
，
其
美
麗
稱

為
〝
文
章
〞。〝
章
〞
金
文
寫
作
〝

〞，
是
在
刺
青
用
的
針
的
尖
銳
部
分
積
存

墨
之
形
，〝
日
〞
的
部
分
是
積
墨
之
形
。
文
身
的
紋
樣
稱
為
〝
文
章
〞。
現
在
我
們

使
用
的
〝
文
章
〞
是
〝
文
〞
有
〝
文
字
〞
意
思
之
後
的
轉
用
。

白
川
文
字
學
如
此
與
以
前
的
文
字
學
理
論
劃
清
界
線
。
其
特
徵
是
不

限
於

文
字
的
聲
音
，
文
字
中
的
符
號
在
包
含
其
符
號
的
各
種
文
字
中
有
共
通
之
意
。
而

且
其
符
號
比
偏
旁
部
首
更
小
的
詞
素
也
同
樣
具
有
共
通
之
意
。《
說
文
》
中
形
聲

字
的
偏
旁
、
會
意
字
中
具
有
各
種
意
思
的
〝
文
〞
的
單
位
是
決
定
文
字
意
思
的
最

小
單
位
。
但
是
，
白
川
文
字
學
著
眼
於
更
加
分
化
的
漢
字
符
號
。

三
．
民
俗
學
的
研
究
方
法

為
探
求
字
源
採
用
民
俗
學
的
方
法
也
是
白
川
靜
所
提
倡
的
。
這
種
想
法
在
中

國
古
文
字
學
者
之
間
也
存
在
。
作
為
方
法
論
的
確
立
是
白
川
靜
博
士
。

例
如
，
關
於
〝
伯
〞
字
，
從
古
代
有
保
存
偉
大
指
導
者
的

髏
、
被
捕
捉
的

敵
方
之
頭
的
習
慣
，而
引
出
氏
族
之
長
「
伯
」（
伯
爵
的
伯
）
之
意
，再
引
出
〝
白
〞

是

髏
之
形
，
這
是
根
據
白
川
靜
的
民
俗
學
的
方
法
。〝
文
〞
字
的
甲
骨
文
為

〝

〞，〝
×
〞
為
文
身
已
經
被
得
到
認
識
，
文
身
伴
隨
著
一
種
神
聖
的
觀
念
而

引
出
字
義
，是
白
川
靜
的
民
俗
學
方
法
。
白
川
靜
的
著
作《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叢
・
上
》

中
的
〈
釋
文
〉
以
36
頁
的
長
文
解
釋
了
中
國
古
代
文
身
。

下
面
看
白
川
博
士
的
〝
兄
〞
字
的
解
釋
。《
說
文
》
八
下
：〝
長
也
。〞
段
玉

裁
《
說
文
解
字
注
》：〝
口
之
言
無
盡
也
，故
以
儿
口
為
滋
長
之
意
。〞〝
兄
〞
的
〝
口
〞

視
為
口
耳
的
〝
口
〞。
但
是
《
說
文
》
只
講
述
了
〝
兄
〞
之
意
，
段
玉
裁
的
解
釋

近
似
牽
強
附
會
，沒
有
字
源
的
說
明
。
現
代
古
文
字
學
家 

李
學
勤
主
編
的
《
字
源
》

所
述
如
下
：〝
兄
字
之
構
形
及
其
本
義
，
目
前
還
不
明
，
仍
須
考
證
。（
周
寶
宏（

10
））〞

如
果
適
用
白
川
靜
的
〝
口
（

）〞
的
解
釋
，
字
源
非
常
容
易
明
白
。〝
兄
〞
的
甲

骨
文
作
〝

〞，
表
示
把
容
器
〝

〞
高
舉
頭
上
向
神
祭
祀
之
人
。〝
兄
〞
是

長
兄
之
意
，
因
為
長
子
掌
管
家
中
的
祭
祀
。
現
在
長
兄
也
是
父
母
葬
禮
的
喪
主
，

是
自
古
至
今
沿
襲
下
來
的
。〝
兄
〞
加
上
〝
示
〞
為
〝
祝
〞
字
，
長
兄
擔
任
祭
祀

稱
為
〝
祝
〞。
因
為
〝
口
（

）〞
是
中
國
古
代
祭
祀
必
須
的
項
目
，
從
民
俗
學
的

角
度
來
看
，
比
起
《
說
文
》、《
段
注
》，
白
川
靜
的
學
說
是
嶄
新
而
正
確
的
。

白
川
靜
追
求
漢
字
字
源
的
民
俗
學
的
方
法
是
以
日
本
著
名
的
民
俗
學
家 

柳

田
國
男
、
折
口
信
夫
為
基
礎
的
。
另
外
，
白
川
靜
注
目
於
中
日
《
詩
經
》
和
《
萬

葉
集
》
古
典
文
獻
共
通
的
咒
術
習
慣
。
白
川
文
字
學
的
民
俗
學
的
方
法
在
以
前
文

字
學
家
也
存
在
，
作
為
方
法
論
而
鮮
明
地
指
出
是
劃
時
代
的
想
法
。
盡
量
再
現
甲

骨
文
、
金
文
時
代
的
民
俗
，
了
解
其
民
俗
之
意
在
各
個
漢
字
之
間
所
共
有
並
產
生

共
鳴
，
就
可
以
解
釋
為
文
字
世
界
構
成
一
個
世
界
。

民
俗
學
從
歷
史
的
角
度
來
看
有
不
明
確
之
處
，
也
有
不
可
信
用
的
意
見
。
但

是
民
俗
的
傳
統
從
古
昔
至
今
也
存
在
多
數
事
實
。
我
認
為
白
川
靜
是
從
實
證
的
觀

點
進
行
研
究
的
，
我
想
努
力
使
白
川
靜
的
探
求
字
源
的
民
俗
學
的
方
法
得
到
中
國

文
字
學
者
的
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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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白
川
靜
所
說
的
〝
東
洋
〞

白
川
靜
經
常
說〝
東
洋
之
回
覆
〞，我
想
這
是
在

掘
東
洋
文
化
的
精
髓
之
處
。

白
川
靜
在
《
我
的
履
歷
書
》
開
頭
以
〝
東
洋
之
精
神
〞
為
題
目
，所
述
如
下
：

〝
開
始
讀
各
種
書
籍
時
，
我
被
‘
東
洋
’
之
語
所
吸
引
，
被
岡
倉
天
心（

11
）《

東
洋
之

思
想
》、
前
田
利

（
12
）《

宗
教
的
人
間
》、
久
松
真
一（

13
）《

東
洋
之
無
》
等
所
觸
發
，

但
是
我
內
心
中
的
‘
東
洋
’
不
是
岡
倉
那
樣
的
包
含
印
度
思
想
，
也
不
是
前
田
、

久
松
那
樣
的
傾
注
於
禪
。
我
想
把
最
一
般
的
生
活
中
的
‘
東
洋
’、‘
東
洋
’
所
擁

有
的
美
之
意
識
、
節
度
，
結
合
生
活
加
以
考
慮
。
這
是
生
活
中
存
在
著
真
實
的

‘
東
洋
’
的
想
法
。‘
東
洋
’
的
想
法
，
例
如
在
我
國
（
日
本
）
的
《
萬
葉
集
》

與
中
國
古
代
歌
謠
《
詩
經
》
中
可
以
看
到
，
也
就
是
對
於
自
然
的
‘
東
洋
’
性
的

看
法
，
在
自
然
中
人
們
的
生
活
態
度（

14
）。〞

岡
倉
、
久
松
所
說
的
〝
東
洋
〞
包
含
佛

教
思
想
，
白
川
靜
所
追
求
的
是
比
在
那
更
加
遙
遠
的
彼
方
、
在
悠
久
歷
史
中
培
養

的
古
代
人
的
想
法
、
感
覺
中
的
〝
東
洋
〞。
白
川
靜
認
為
那
種
精
神
性
的
〝
東
洋
〞

在
現
代
日
本
人
的
精
神
中
作
為
潛
在
性
的
記
憶
存
在
著
。

白
川
靜
最
關
心
的
是
〝
東
洋
〞
之
意
在
何
處
。
這
和
司
馬
遼
太
郎（

15
）寫

的
以

日
本
到
底
是
怎
樣
的
國
家
為
題
目
的
小
說
相
似
。
白
川
博
士
在
《
桂
東
雜
記
・
一
》

中
有
以
下
記
述
：〝
東
洋
的
理
念
，
特
別
是
日
本
被
生
活
化
以
前
已
經
被
普
及
，

而
且
被
認
為
是
到
達
美
的
極
致
的
頂
峰
。
我
認
為
我
國
（
日
本
）
的
美
之
意
識
、

作
為
東
洋
性
精
神
的
極
限
是
被
實
現
的
東
西
。
那
不
是
現
在
的
面
貌
，
歷
史
性
怎

樣
形
成
的
，
怎
樣
歷
史
化
的
，
作
為
一
種
文
化
隨
著
時
代
的
推
移
直
到
今
天
，
想

弄
清
楚
這
些
問
題
，
這
就
是
我
讀
書
生
活
的
出
發
點（

16
）。〞

白
川
博
士
在
此
文
之
前
，

關
於
中
國
、
韓
國
、
日
本
的
佛
像
進
行
比
較
，
有
如
下
敘
述
：
中
國
的
佛
像
像
雲

崗
大
佛
那
樣
大
花
紋
的
，
造
詣
不
精
練
，
韓
國
的
佛
像
像
觀
音
菩
薩
那
樣
非
常
精

細
，
沒
有
作
為
佛
像
的
威
嚴
，
佛
像
傳
到
日
本
進
行
調
和
而
完
成（

17
）。

因
此
，
日

本
擁
有
東
洋
性
的
極
致
的
東
西
。
這
為
何
物
、
是
從
何
來
，
是
在
白
川
文
字
學
中

所
潛
伏
的
主
流
的
重
要
主
體
。

我
想
白
川
靜
之
所
以
有
這
樣
的
觀
點
，
才
產
生
了
這
樣
的
文
字
學
體
系
。
總

之
，
以
前
的
文
字
學
家
解
釋
字
源
時
沒
有
嚴
格
面
向
文
字
的
根
源
文
化
。
文
字
在

殷
朝
作
為
王
向
神
問
語
的
記
錄
而
被
使
用
，
一
般
人
之
間
沒
有
流
通
。《
隋
書
・

國
傳
》：〝
無
文
字
，
唯
刻
木
結
繩
。〞
還
有
，〝
日
出
處
天
子
，
致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
恙
無
。〞
這
是
日
本
之
王
交
給
隋
王
的
文
章
，
日
本
之
王
及
寫
此
文
章
的
史

官
知
道
漢
字
，
但
是
一
般
人
的
日
本
人
並
不
知
漢
字
。
我
在
參
觀
時
代
稍
後
的
繼

體
天
皇
陵
（
今
城
塚
古
墳
）
時
，
看
到
有
秩
序
地
擺
放
著
進
行
祭
祀
的
陶
俑
，
深

深
感
到
那
個
時
代
漢
字
仍
然
沒
有
在
一
般
人
中
普
及
。
那
些
陶
俑
群
描
寫
了
沒
有

文
字
世
界
的
儀
式
的
情
形
。
在
日
本
漢
字
一
般
性
的
普
及
可
考
慮
是
佛
教
傳
播
以

後
的
事
。
傳
到
日
本
的
漢
字
如
實
地
傳
來
中
國
的
漢
字
的
音
義
，
以
此
為
基
礎
作

為
音
訓
而
使
用
。
大
概
有
關
中
國
古
代
風
俗
習
慣
的
書
籍
也
同
時
傳
到
日
本
。
關

於
《
詩
經
》
和
《
萬
葉
集
》
中
的
祭
祀
的
同
一
性
、
相
關
性
，
在
日
本
最
初
認
清

的
是
白
川
靜
。
因
此
，
我
想
探
索
文
字
原
初
之
意
，
以
文
字
中
潛
在
性
文
化
為
線

索
的
白
川
靜
的
想
法
好
像
是
哥
倫
布
的
雞
蛋
（
任
何
人
皆
可
能
之
事
，
唯
敢
於
最

初
試
行
者
為
至
難
）。

五
．
白
川
靜
的
生
活
態
度

我
於
１
９
９
６
年
10
月
到
日
本
留
學
，
幸
運
的
是
２
０
０
７
年
4
月
至

２
０
１
１
年
3
月
在
立
命
館
大
學
擔
任
漢
語
教
學
。
遺
憾
的
是
那
時
白
川
博
士
已



白
川
靜
的
中
國
甲
骨
學
研
究

三
六

經
去
世
，
沒
有
得
到
與
白
川
靜
先
生
直
接
談
話
的
機
會
。
我
在
京
都
大
學
讀
博
士

課
程
時
，
去
聽
過
白
川
靜
的
〝
文
字
講
話
〞。
從
那
時
起
開
始
學
習
白
川
文
字
學
。

讀
了
白
川
靜
的
《
我
的
履
歷
書
》，
深
深
地
被
白
川
靜
每
天
孜
孜
不
倦
、
聚
精
會

神
地
研
究
，
一
心
一
意
地
追
求
學
問
的
生
活
態
度
所
感
動
。
追
求
真
、
善
、
美
是

人
生
活
方
式
的
最
高
境
界
。
作
為
求
學
的
我
來
說
，
是
最
理
想
的
狀
態
。
但
是
達

到
那
樣
生
活
方
式
對
於
凡
人
來
說
是
不
容
易
做
到
的
。
白
川
靜
直
到
96
歲
去
世
之

前
一
直
堅
持
埋
頭
研
究
，
貫
通
了
他
的
一
生
。

白
川
靜
在
《
我
的
履
歷
書
》
中
敘
述
：〝
在
研
究
室
期
間
我
幾
乎
沒
有
和
妻

子
去
旅
行
過
。
退
休
後
搬
到
京
都
市
內
的
桂（
地
名
），妻
子
有
機
會
就
出
去
旅
行
，

但
是
沒
有
一
起
遠
行
過
。
一
起
出
去
只
是
在
受
獎
的
時
候
，
就
是
受
獎
也
是
近
十

年
的
事
。
１
９
９
１
年
的
菊
池

獎
、
１
９
９
７
年
的
朝
日
獎
、
去
年
的
文
化
功

勞
獎
，
然
後
是
今
年
的
春
季
遊
園
會
、
這
次
的
授
勛
。
因
為
這
次
的
受
獎
儀
式
是

在
下
午
，
早
上
出
門
，
儀
式
結
束
後
當
天
就
回
家
了
。
因
為
是
中
午
的
時
間
，
東

京
車
站
人
群
川
流
不
息
，
夕
陽
時
回
到
京
都
車
站
時
，
人
群
的
流
動
也
安
靜
下
來
，

這
些
給
我
留
下
了
特
別
的
印
象（

18
）。〞

昭
和
40
年
代
（
１
９
７
５
年
―
１
９
８
０
年
）
校
內
糾
紛
激
烈
時
，
當
時
的

大
學
幾
乎
是
封
閉
狀
態
，
即
使
這
樣
，
白
川
博
士
也
每
天
往
來
於
大
學
的
研
究
室
。

聽
說
就
是
參
加
糾
紛
的
學
生
也
沒
敢
動
手
。
對
白
川
靜
的
有
條
不
紊
的
舉
止
、
特

有
的
威
嚴
所
感
動
，
而
沒
有
動
手
吧
。
當
時
在
立
命
館
大
學
工
作
的
高
橋
和
巳
先

生
把
這
件
事
寫
在
了
《
自
我
解
體
》
中
，
成
為
傳
聞
的
話
題
。

《
我
的
履
歷
書
》
中
還
敘
述
：〝
但
是
可
以
看
出
，
人
們
好
像
不
太
渴
望
知
識
，

對
未
知
的
東
西
好
像
也
不
想
知
道
。
例
如
，
就
是
在
文
字
方
面
也
只
停
留
在
常
用

漢
字
的
範
圍
內
。
是
不
是
掌
握
更
多
的
漢
字
知
識
就
是
多
餘
的

?
是
不
是
一
切

都
滿
足
於
提
供
的
範
圍
便
不
需
進
取

?
知
識
全
部
從
產
生
疑
問
開
始
。
沒
有
疑

問
就
難
以
得
到
真
正
的
知
識
。
一
開
始
產
生
疑
問
，所
有
事
情
就
都
能
看
出
問
題
。

在
把
這
些
問
題
一
個
一
個
地
解
明
的
過
程
中
，
就
產
生
知
識
性
的
世
界
。
同
樣
對

世
上
的
所
有
事
物
都
應
該
進
行
探
索（

19
）。〞

《
我
的
履
歷
書
》
還
有
以
下
敘
述
：〝
從
大
正
時
期
黑
暗
貧
困
時
代
成
長
的
我

的
記
憶
來
說
，
在
現
在
過
於
散
漫
、
失
節
度
的
社
會
中
，
可
看
出
一
些
異
質
的
東

西
。
在
紀
律
嚴
正
的
自
衛
隊
、
警
察
內
部
，
也
滲
透
著
腐
敗
的
形
跡
，
企
業
為
了

利
益
而
不
擇
手
段
。
恢
復
‘
東
洋
’
之
前
，
首
先
必
須
恢
復
我
們
國
家
。
從
‘
東

洋
’
性
的
理
念
來
說
，
貧
困
也
是
一
種
美
德（

20
）。〞

白
川
靜
出
生
於
福
井
市
，
小
學
畢
業
後
就
工
作
了
。
在
政
治
家
廣
瀨
德
三
的

事
務
所
就
職
，
閱
讀
讀
書
家
主
人
藏
書
室
的
書
籍
。
讀
書
癖
越
發
嚴
重
，
為
了
一

生
讀
書
而
立
志
當
中
學
教
師
。
這
是
他
讀
書
生
活
的
開
端
，
之
後
成
為
文
字
學
的

大
家
。下

文
是
根
據
白
川
靜
的
女
兒
津
崎
史
女
史
的
敘
述（

21
）。

白
川
靜
２
０
０
６
年

10
月
30
日
結
束
了
96
歲
的
生
涯
。
白
川
靜
一
生
工
作
到
最
後
，
據
說
白
川
靜
制
定

了
活
到
１
２
０
歲
的
工
作
計
劃
。
每
次
兩
個
小
時
的
〝
文
字
講
話
〞
演
講
從
88
歲

開
始
，
堅
持
了
8
年
。
最
後
一
次
演
講
是
在
9
月
16
日
。
住
院
前
一
天
10
月
5
日

寄
出
了
《
續 

文
字
講
話
》
的
校
稿
。
10
月
6
日
住
院
的
當
時
，
堅
信
及
早
治
療

能
夠
恢
復
健
康
，
認
為
這
是
暫
時
的
修
養
。
即
使
住
院
對
工
作
的
熱
情
也
沒
有
衰

退
，
腦
子
中
考
慮
著
新
稿
子
的
計
劃
。
當
感
到
病
情
不
妙
時
就
吩
咐
《
金
文
集
》

的
出
版
委
託
給
A
氏
和
B
氏
，
把
《
桂
東
雜
記
Ⅴ
》
整
理
後
寄
出
，
放
在
立
命
館

大
學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文
字
文
化
研
究
所
的
書
籍
，
放
在
福
井
市
的
〝
白
川
文
字

學
之
室
〞
之
物
等
，
遺
囑
全
部
是
有
關
工
作
的
。〝
再
給
我
兩
年
的
生
命
〞
這
是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二
號

三
七

白
川
靜
對
醫
院
的
醫
生
和
護
士
所
說
的
話
。
這
表
現
了
白
川
靜
再
有
兩
年
健
康
的

身
體
就
能
完
成
著
作
集
的
強
烈
願
望
。
他
在
彌
留
之
際
出
現
了
幻
覺
症
狀
。
看
到

天
花
板
好
像
稿
子
，
有
鉛
字
，
有
的
地
方
有
甲
骨
文
，
拼
命
地
注
視
著
天
花
板
，

解
讀
那
些
文
字
。
白
川
靜
晚
年
的
樂
趣
是
攻
讀
《
大
航
海
時
代
叢
書
》，
在
書
的

世
界
中
漫
遊
。
他
在
書
庫
最
里
邊
的
一
角
準
備
了
〝
晚
年
的
書
籍
〞，
他
一
直
工

作
到
最
後
，
所
以
沒
有
迎
來
晚
年
。

除
了
工
作
以
外
，白
川
靜
還
有
多
種
興
趣
愛
好
。
好
像
年
輕
時
就
喜
好
圍
棋
、

日
本
象
棋
，
經
常
看
電
視
的
對
局
。
還
喜
歡
謠
曲
，
在
同
窗
會
上
和
夫
人
一
起
齊

唱
。
也
喜
歡
看
相
撲
、
棒
球
、
花
樣
滑
冰
。
對
新
事
物
特
別
感
興
趣
，
常
用
電
子

辭
典
，
對
數
碼
相
機
、
電
腦
也
津
津
有
味
。
也
許
是
由
於
這
樣
的
好
奇
心
才
保
持

著
年
輕
的
心
境
。

白
川
靜
96
歲
的
生
涯
以
〝
一
以
貫
之
〞
為
志
向
，
作
為
一
個
學
者
全
神
貫
注

於
文
字
學
。
晚
年
捐
獻
巨
額
資
金
，
２
０
０
５
年
5
月
在
立
命
館
大
學
設
立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文
字
文
化
研
究
所
，
任
名
譽
研
究
所
所
長
。
並
捐
獻
大
量
藏
書
、
資

料
、手
稿
，共
兩
萬
冊
左
右
。
立
命
館
大
學
開
設
了
〝
白
川
靜
文
庫
〞，發
行
了
《
白

川
靜
文
庫
目
錄
》。
白
川
靜
對
生
活
的
豪
邁
氣
概
，
嚴
謹
而
嶄
新
的
治
學
態
度
及

生
活
方
式
，
我
不
禁
產
生
敬
佩
之
情
。

結
語

白
川
靜
《
字
統
》
關
於
〝
口
（

）〞
系
列
字
論
述
：〝
文
字
由
字
形
表
示
其

意
，
其
系
列
字
有
相
關
聯
之
意
。
從
‘
口
（

）’
之
字
都
有
載
書
之
意
，
形
成

一
系
列
字
，
然
後
分
化
為
‘
曰
’ ‘
言
’ ‘
音
’ ‘
意
’，
這
些
字
又
作
為
意
符
或
者

聲
符
、
或
者
作
为
限
定
符
號
，
涉
及
數
百
字
的
整
體
形
成
一
個
體
系
。
這
樣
的
文

字
體
系
，
與
其
時
代
的
意
識
體
系
相
對
應
，
其
意
識
表
現
在
具
體
的
字
形（

22
）。〞

這
樣
的
文
字
系
列
之
觀
點
，
是
以
前
研
究
文
字
的
學
者
所
沒
有
的
，
是
白
川

靜
的
獨
創
之
處
。
自
古
所
認
知
的
系
列
文
字
可
謂
是
以
意
符
為
系
列
的
形
聲
字
。

像
〝
右
文
說
〞
那
樣
貫
通
形
聲
字
之
聲
符
有
共
通
的
字
義
，例
如
〝
供
〞〝
拱
〞〝
恭
〞

等
字
都
有
用
雙
手
供
奉
的
共
通
之
意
。
這
些
和
白
川
靜
的
系
列
字
觀
點
的
不
同
之

處
是
，
形
成
系
列
字
的
依
據
在
於
比
形
聲
字
、〝
右
文
說
〞
的
偏
旁
更
加
分
化
的

最
小
符
號
（
形
態
素
）。
另
外
，〝
右
文
說
〞
表
示
以
聲
為
媒
介
，
在
字
義
上
也
是

一
致
的
，
與
此
相
比
，〝
口
（

）〞
的
符
號
與
聲
無
關
，
是
通
過
字
形
而
形
成
的

系
列
字
。
關
於
鳥
占
、
神
梯
、
文
身
的
系
列
字
也
同
樣
。
我
認
為
這
種
觀
點
是
白

川
博
士
漢
字
學
的
先
驅
成
就
。
通
过
貫
通
這
些
系
列
字
之
意
和
民
俗
學
的
兩
種
方

法
，
能
夠
不
相
矛
盾
地
理
解
中
國
古
代
社
會
、
文
化
、
宗
教
的
各
種
情
形
，
向
我

們
展
示
了
嶄
新
的
文
字
學
研
究
方
法
。
這
是
他
極
其
出
色
的
功
績
。
文
字
的
成
立

過
程
反
映
古
代
中
國
人
的
社
会
狀
態
、
觀
點
，
讀
懂
這
些
可
以
加
深
對
中
國
歷
史

的
理
解
。
羅
振
玉
、
王
國
維
、
董
作
賓
等
學
術
上
的
先
輩
開
創
的
甲
骨
文
、
金
文

的
學
術
成
果
是
偉
大
的
。
像
白
川
靜
這
樣
在
學
術
上
以
嶄
新
的
思
路
勇
於
探
索
、

進
取
的
態
度
，
我
們
應
該
借
鑒
。

〈
附
記
〉

1
．
白
川
靜
簡
歷
：

１
９
１
０
年
4
月　

出
生
於
日
本
國
福
井
縣
福
井
市

１
９
４
３
年
3
月　

畢
業
於
立
命
館
大
學
法
文
學
部

１
９
４
３
年
10
月　

立
命
館
大
學
預
科
教
授

１
９
４
４
年
4
月　

立
命
館
大
學
專
門
部
教
授



白
川
靜
的
中
國
甲
骨
學
研
究

三
八

１
９
４
５
年
10
月　

立
命
館
大
學
文
學
部
教
授

１
９
４
８
年
2
月　

新
制
立
命
館
大
學
文
學
部
助
教
授

１
９
５
４
年
3
月　

立
命
館
大
學
文
學
部
教
授

１
９
６
７
年
3
月　

京
都
大
學
授
予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１
９
７
１
年
3
月　

立
命
館
大
學
文
學
部
退
休

１
９
７
１
年
4
月　

立
命
館
大
學
特
別
任
用
教
授

１
９
８
１
年
4
月　

授
予
立
命
館
大
學
名
譽
教
授

１
９
８
４
年
11
月　

授
予
每
日
出
版
文
化
特
別
獎

１
９
９
８
年
11
月　

授
予
文
化
功
勞
章

１
９
９
９
年
1
月　

授
予
朝
日
賞

２
０
０
５
年
5
月　

  

立
命
館
大
學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文
字
文
化
研
究
所
名
譽
研
究

所
長

２
０
０
６
年
10
月　

逝
世

2
．
白
川
靜
主
要
著
作
：

《
金
文
的
世
界
》
平
凡
社　

１
９
４
６
年
4
月

《
甲
骨
文
的
世
界
》
平
凡
社　

１
９
４
７
年
2
月

《
漢
字
百
話
》
中
央
公
論
社　

１
９
７
８
年
4
月

《
字
統
》
平
凡
社　

１
９
８
２
年
8
月

《
字
訓
》
平
凡
社　

１
９
８
７
年
5
月

《
文
字
逍
遙
》
平
凡
社　

１
９
８
７
年
6
月

《
字
通
》
平
凡
社　

１
９
９
６
年
10
月

《
文
字
遊
心
》
平
凡
社　

１
９
９
６
年
11
月

《
說
文
新
義
》
全
八
卷
（《
白
川
静
著
作
集
》

卷
）
平
凡
社　

２
０
０
２
年
1
月

―
２
０
０
３
年
3
月

《
金
文
通
釋
》
全
七
卷
（《
白
川
静
著
作
集
》

卷
）
平
凡
社　

２
０
０
４
年
1
月

―
２
０
０
５
年
11
月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12
卷　

平
凡
社　

１
９
９
９
年
11
月
―
２
０
０
０
年
12
月

《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叢
》全
十
集（
油
印
本　

１
９
５
５
年
3
月
―
１
９
６
２
年
6
月
）

《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叢
・
上
》
全
五
集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別
卷
）
平
凡
社　

２
０
０
８
年
6
月

《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叢
・
下
》
全
兩
集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別
卷
）
平
凡
社　

２
０
１
２
年
6
月

注（
1
）
白
川
靜
《
漢
字
百
話
》（
中
央
公
論
社
，
中
公
新
書
，
１
９
７
８
年
4
月
，
19
頁
）

（
2
）
白
川
靜
〈
文
字
學
的
方
法
〉，《
文
學
》
38
卷
9
號
（
岩
波
書
店
，１
９
７
０
年
5
月
）

（
3
）
白
川
靜
《
新
訂 

字
統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４
年
12
月
，
２
９
６
頁
〝
口
〞
項
）

（
4
）
同
上
，
３
４
７
頁
〝
才
〞
項

（
5
）
同
上
，
３
５
３
頁
〝
載
〞
項

（
6
）
珥
而
辟
臧
：
珥
，
血
誓
之
意
。
辟
臧
，
服
從
善
惡
之
法
。

（
7
）
内
藤
湖
南
（
１
８
６
６
―
１
９
３
４
）《
支
那
史
學
史
》（
弘
文
堂
，
１
９
４
９
年

5
月
，
7
頁
）

（
8
）
白
川
靜
〈
釋
史
〉《
甲
骨
金
文
學
論
叢
・
上
》
全
五
集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別
卷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８
年
6
月
）

（
9
）
白
川
靜
《
新
訂 

字
統
》（
日
本
：
平
凡
社
，２
０
０
４
年
12
月
，７
８
８
頁
〝
文
〞
項
）

（
10
）
李
學
勤
主
編
《
字
源
》
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12
月
，
７
５
８
頁

（
11
）
岡
藏
天
心
（
１
８
６
３
―
１
９
１
３
），
思
想
家
、
文
人
、
哲
學
家
。
啟
蒙
了
日
本

佛
像
等
傳
統
美
術
的
出
色
之
處
，
奠
定
了
其
保
存
的
基
礎
。

（
12
）
前
田
利

（
１
８
９
８
―
１
９
３
１
），
哲
學
家
。
著
作
有
《
臨
濟
・
莊
子
》、《
宗

教
之
人
間
》
等
。

（
13
）
久
松
真
一
（
１
８
８
９
―
１
９
８
０
），哲
學
家
、佛
教
學
家
。
著
作
有
《
東
洋
之
無
》、



立
命
館
白
川
靜
記
念
東
洋

字

化
硏
究
所
紀
要　

第
十
二
號

三
九

《
絕
對
主
體
道
》
等
。

（
14
）
白
川
靜
〈
我
的
履
歷
書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第
12
卷
雜
纂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０

年
11
月
，
４
９
６
頁

（
15
）
司
馬
遼
太
郎
（
１
９
２
３
―
１
９
９
６
），
歷
史
小
說
家
。
遠
比
不
上
〝
司
馬
遷
〞

之
意
，
起
了
自
己
的
名
字
。
多
數
日
本
歷
史
小
說
著
作
。
以
中
國
歷
史
為
題
材
的
小
說

有
《
項
羽
和
劉
邦
》、
描
寫
清
朝
的
始
祖
愛
新
覺
羅
努
爾
哈
赤
的
《
韃
靼
疾
風
錄
》
等
。

（
16
）
白
川
靜
《
桂
東
雜
記
・
一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３
年
6
月
，
１
２
２
頁

（
17
）
同
上
，
１
２
１
頁

（
18
）
白
川
靜
〈
我
的
履
歷
書
〉（《
白
川
靜
著
作
集
》
第
12
卷
雜
纂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０

年
11
月
，
５
５
４
頁

（
19
）
同
上
，
５
４
８
頁

（
20
）
同
上
，
５
４
９
頁

（
21
）
津
崎
史
〈
我
心
中
的
父
親
〉（《
月
刊
百
科
》，
２
０
０
７
年
1
月
號
）；
津
崎
史
〈
父

親
白
川
靜
96
歲 

臨
終
的
日
子
〉（《
文
藝
春
秋
》，
２
０
０
７
年
4
月
號
）

（
22
）
白
川
靜
《
新
訂 

字
統
》
平
凡
社
，
２
０
０
４
年
12
月
，
16
頁

（
大
阪
敎
育
大
學
敎
育
學
部
准
敎
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