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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一
世
紀
是日
本、
中
華
民
園、
採
図
的
世
紀」
ハ
原
書
名・・
廿一
位
紀
は
日
本、
準
細川、
採
闘
だ

〉
是
目
前
日
本
探
討
中、
目、
捜
三
園
在
廿「
世
紀
的
仙川
沿
如
何
的一
本
最
暢
鈎
的
書
籍。
今
年
六
月
五

孫右
日
第一
版在
日
本
上
市’
廿
五
天
内
再
版
十衣’
共
受
日
本
注
目
的
程
度
自
不
待
言。

千

本
書
作
者
是日
本
東
京
外
語
大
息
数
授
中
嶋
級
維
（
見闘〉
，
気
図
際
知
名
的
関
際
関
係
論
輿
中
共
問

プ
題
専
家
－

J

中
嶋
敬
授
指
出’
目
前
整
倍
図
際
社
舎
的
潮
流
日
経
由
大
西
洋
流
向
乏
太
平
洋
地
区’
而
這
個
新
形
勢

一
的
主
流
創
震
在
経
済
上
底現
奇
跡
的
日
本、
中
葉
民
図
輿
魯
園，
在
香
港
興
新
加
放
的
成
長
呈
現
萎
紛
的

rh
現
況
中，
雄
有
中目的枠
東
豆三
園
才
能
傾
潟
今
後
的
世
界
経
済，
有
了
這
個
認
識
方
能
正
確
地
剣
議
廿一

‘醐
世
紀
的
新
形
勢。

一
本
報
取
得
作
者
中
嶋
鋲
政
的
同
意，
終
他
的
遺
本
新
著
有闘
中
華
民
関
及
中
日
韓
共
同
的
部
紛病
認
然

中文
商
高
多
字，
拾
先
自
明
天
起
述
績
訣
剣
介紹
給園
内
議
者’
目
的
是
希
繁
図
人
制到
中
華
民
図
有
更
際

中
嶋
綴
雄
教
綬
的
「
廿一
世
紀
是日
本、
中
華
民
圏、
韓
図
的
世
紀」’一
番

是
在
今
年
六
月
五
日
出
版
（
日
本
第一
企
品流出
版
社〉
’
到
了
七
月一
日
不
到

一
個
月
的
時
間’一
共
出
了
十
版’
褒
行
加
歎大
約
是
八
前向
本，
這
種
暢鈎
的

情
形’
在
日
本
也
不
多・

這
種
書
籍
内
容
算
是
非
常
生
硬，
而
有
如
此
鈎
路，
主
要
是
中
嶋
敬
授
在
設

中
所
引
読
的
事
賞，
所提
出
的
聖子
資
料
相
蛍
具
有
設
服
性・
尤
其
努中
捉
到

中
華
民
圏
在
経
済、
社
曾
各
方
面
的
願
者
成
就，
許
多日
本
事
家
患者
似
少
加

以
注
悲
｜
窓該
是
故
意
加
以
抹
殺
或
者
忽－成。
他
這
伺
論
調
縦
使
未
認
注
意
此

制到
中、
日、
詩三
個
園
家
在
豆
洲
甚
至
世
界
的
貢
献
加
以
肯
定
的
資
料
在
中。
方
面
問
題
的
日
本
人
大
吃一
驚，
至
少
也
譲
這比一
天
悦
然
大
悟
的
感
受。

嶋
敬
授
的選
本
著
作
之前’
向
有
美
園
加
州
大
準
教
授
査
受
ザ勉
強
遜
的
報
告「

全
書
在
専
就
中
華
民
図
的
部
紛，
大
約
有
三
分
之二
的
慣刷
版，
其
中
大
部
分

日
本、
鴎
園、
中
華
民
図
的
政
治
制
度
興
経
済
成
就」
・
日
本
経
企
践
的
誇
絢
是
針
中
華
民
閤
最
近
的
各
種
成
就
介
紹
給日
本
人
瞭
解’
同
時
也
提
出一
此）一
今

機
構「
廿「
世
紀
太
卒
洋
地
威
経
済
構
造
委
員
舎」
也
在
「
太
卒
洋
時
代
的
展
後
我
園
必
須
努
力
的
問
題。

釜」
的
報
告
中
預
測
太
卒
洋
地
域
将
領導
世
界・

中
華
民
閤
園
民
簾
中
央
黛
部
秘
書
長
馬
街
礎於
七
月
廿目
的一
項
談
話
中
也

強
調
太卒
洋
時
代
即
柊
到
来・
グ遜
了
雨
天
E
東
関
係
協舎
駐日
代
表
馬
総
社
在

東
京
的一
一例
演
講中
也
強
調中
日
斡三
園
在
経
済
上
除
了
有
額
著
成
就
的
共
同

特徴
外’
在
血
縁、
地
縁
上
都共
有
歴
史性
的
関係’
中
日
峰三
図
的
合
作
終

在
廿－
世紀
領
海
世
界。

日
本
文
部
大
臣
藤
尾
正
行
在
去
年
向
任
自
民
徳
政
調
曾長
接
受
銭
関
駐日
記

者
的
訪
問
時
也
公
開
表
示，
過
去
以
欧
美
祭
主
的
大
西
洋
時
代
己
終
成
過
去，

而
由
以
中
日
緯
篤
中
心
的
太
卒
洋
時
代
所
取
代・

中
華
民
園、
日
本、
韓
圏
在
サ一

世紀
扮
演
世
界
重
要
角
色
的
問
題
顕然
受

到
相
常
的
注
目・

＼

的
認
識、
変
大
的
自
信。

在
函
釣
廿一

世紀
的
今
天，
不
論
在
政
治、
経
済、
文
化、
社
舎
各
種
局
面

，
整
個
間
際
社
曾
的
重
貼’
己
経
慢
慢地
由大
西
洋
移
植開
到
太
卒
洋’一
個
新

的
太
卒
洋
時
代
即
将
来
臨’
而
在
更
洲
之
中
能
勝
太
平
洋
時
代
間川
到
廿一

位紀

進
而
領海
世
界
霊
黙
的。，
無
疑
地
就
是
目
前
在
各
方
面
的
成
就
令人
創目
相
看

的
日
本、
中
華
民
園
輿
線
図。
此「
事
貫
目
前
巴
経
逐
漸
被
園
際
著
名
穆
者
所

承
認，
而封
此
問
題
首
先
提
出一
個
系
統
而
叉
客
観
鐙
線
分
析
即
篤
日
本
東
京

外
語
大患
研
究
所
図
際
関
係
数
授
中
嶋
敏雄
的
著
書
「
廿一
世
紀
是日
本、
中

華
民
間、
緯
図
的
批
紀」
・

園
際
社。園田
重
鮎
東
遷

中
嶋
嶺
雄
著
書
引
誼

強
調
我
園
経
済
成
就

中
嶋
綴
雄
桜
授是
東京
外
語
大
皐
中文
系、
研
究
所
園
際
関
係
論
悪
業，
祉

舎
摩
博
士’
目
前
在其
母
校
執
数・

他
曾
捻
任日
本
外
務
省
駐
香
港
的
特
別
研
究
員
及
抽出
洲
図
立
大
摩、
巴
禦
政

治
事
院
的
客
座
教
授・

他
過
去
的
幾
本
著
作
都
非
常
渇
動，
不
久
前
以
「
北
京
烈
烈」
一
容
獲得
日

本
摩
自由
奨，
去
年
的
「
十
年
後
的
中
園
（
共）
」
一
番
指
出
中
共
経
済
開
放
政

策
燃
以
失
敗
牧
局，
同
時
四割調
我
図
的
経
済
成
就，
警
告日
本
財
経
界
不
摘出
忽

粉
砕
中
共
犯
蓋
念
頭

他
設’
別抗
列
此一
問
題必
須
牽
沙
到
中
共
的
所
矧
「
統一
」
問
題
及

「
解
放」
問
題。
他
桁
出，
中
共
到
目
前
震
止
的
然
波
有
排
除
以
武
力
「
解
放

」
蚤
門
的
念
頭，
小
説中
民
図
内
部
如
来
有
人
認
国胸
中
共
封
烹
門
日
経
放
棄
使
用

武
力’
這
是
彼
大
的
錯
誤，口ハ
是因
潟
中
華
民
圏
在
政
治
上
堅
守
自
由
民
主
主

義，
在
経
済不
断
出
現高
度
成
就，
才
阻
止
丁中
共
的
武
力
犯
要。

他
又
指
出，
m一
．，
益
洲
新
興
諸
園
中，
除
了
新
加
被
（
包
必
香
港）
以
外

’
只
有
中
華
民
図
的
園
民
卒
均
所得
超
過三
千
美
元，
而
小
関
大
限
到
本
世
紀

末
才
可
能
逮
到
八
百
美
元
上
下
的
水
準’
差
距
彼
大・

巌守海防貢献極大
廿《次是中華民闘政府封建細川海峡、巴土海峡的海上航路安全共有相
r
蛍
的
貢
献，
而退
問
問
題
叉
関
係
到
日
本、
韓
図
的
封
外
貿
易
存
亡，
甚
至
影

同
容
到
美
俄
在
太
平
作
的
武
力
均
勢。

’e

小
華
民図
的
Mm
掛川
力
量
非
中
共
所
能
宰
盛，
在
地
理
位
田也
非
中
園
大
陸
所

能
取
代，
因
此
中
市
民
図
針
亜
洲
的
安
全
共
有
決
定
性
因
来’
中
華
民
図
的
安

全
首
然
被
電
視，
心共
封日
本
吏
具
重大
意
義。

在
有
側
民
主
政
治
的
問
題’
中
嶋
教
授
表
示’
他
認
気
中
華
民
図
政
府
在
堅

守
自
由
民
主
主
私
共
有
徹
底
的
誠
意，
也
日
経
倣
了
彼
大
的
武
船舶・

他
也
制到
戎
閤
熊
外
勢
力
的
問
題
提
出
他
的
看
法・

他
読，
我
園
無
外
人
士
要
求
政
府
進一
歩
民
主
化
的
心
的
他
可
以
理
解，
但

是
最
重
要
的
是
方
法
上
態以
「
大
人」
方
式
震
之’
而不
是
像
小
該
子
那
綴ゆ

秒
間
間’
換
句
話
悦，
堕該
刑判
自
己
的
行
震
負
責，
而不
是
製
造
封
立’
日
本

被
認
篤
是
豆
洲
民
主
政
治最
進歩
的
図
家，
但
這
也
是
経
過
多
少
年
才
累
積
起

来
的，
並
非一
日
可
成・

圏
結
安
定
力
求
成
長

目
前
我
図
面
臨
的一
一個
最
重
要
的
問
題
就
是
闘
結、
安
定，
不
能
有
任
何
差

錨’
民
主
政
治
的
形
成
必
須－
歩一
歩
地
構
築。

他
叉
指
出’
感
凡
開
設
中
園
家，
園
民
卒
均
所
得
在
達
到
雨
千
美
元
的
階
段

是
最
録
音
的
過
程，
而「
回一
突
破三
千
美
元
就
可
以
設
是
進
入
先
進
図
的
燦
件

，
在
以
後
的
褒
展
不
舎
有
役
大
的
問
庖’
剰
下
策
的
就
是
如
何
在
政
治
上
求
改

善’
而
我
図
的
民
主
政
治
除
日
本
外，
在
亙
洲
裏
母
穆
是
段
安
全
而
有
成
長
的

園
山本，
在
這
倒
政
治
成
長
的
過
程
中’
歯肉プ
有
任
何
破
痩
勢
終
功
航一
策・

此
潟
這
位
日
本
図
際
関
係
官持
家
制到
技
図
民
主
政
治
的「
個
静
分，
也
是
射
殺

閤
圏
内
黛
外
人
土
的一
個
進
言。

他
殺
後
的
結
論
是’
如
他
在
醤
中
所
述，
今
後
領
海
豆
洲、
飼
潟
廿一
世
紀

的
就
是
中
日
韓
三
図，
而
兵
備
廿一
世
紀
新
領海
老
的
傑
件
就
是
圏
給、
持
績

成
長，
這
個
理
論
不
但
遜
用
於
中
華
民
図’
吏
遁
周
於
日
本
興
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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