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

家

文

化

自2

経

j斉

設

展

中
嶋
嶺
雄
教
授

演
講
（
日
研

摺一押
）

近
年
来
日
本
周
囲
的
諸
園
即
所
謂
N
I
C
S
’

在
経
済
方
面
表
現
得
非
常
的
有
活
力
。
為
了
了
解
這
些

国
家
’

是
否
具
有
其
特
殊
的
文
化
、

歴
史
背
景
’

由
日
本
圏
内
大
約
百
位
専
家
事
者
、

在
文
部
省
科
畢
研

究
費
凶
的
支
持
下
’

正
進
行
一

項
主
題
為
・・
“

東
豆
比
較
研
究”

的
大
型
綜
合
性
研
究
。

本
文
係
自
主
持

此
項
研
究
計
劃
的
日
本
外
圏
語
大
事
中
嶋
嶺
雄
教
授
在
其
接
受
N
H
K
（
日
本
放
送
協
曾
）

名
為“

新
畢

葛
展
望”

節
目
中
的
訪
問
談
話
的
課
稿
。

在
東
豆
地
匡
’

経
済
快
速
妥
展
的
園
家
中
’

幾
乎
都
受
到
過
儒
家
文
化
思
想
的
影
響
’

因
此
説一一
迫
些
園

家
是
属
於
儒
家
文
化
圏
慮
不
為
過
。

錐
然
有
閥
儒
家
文
化
圏
的
定
義
’

異
論
芸
多
’
一

投
而
言
’

係
指
漢

字
文
化
圏
’

也
就
是
受
到
中
国
文
化
、

文
明
的
影
響
’

使
用
疾
子
的
圏
家
、

或
華
僑
社
曾
。

具
盟
地
説
’

中
園
大
陸
、

南
韓
、

北
韓
、

日
本
、

蓋
濁
、

香
港
、

越
南
、

新
加
技
及
東
南
亜
華
僑
社
曾
都
扇
於
儒
家
文

化
圏
。

但
是
上
述
園
家
監
都
具
有
儒
家
文
化
色
彩
’

由
子
民
族
性
的
不
同
’

所
以
呈
現
的
社
曾
現
象
有
相

営
的
差
異
。

至
於
談
及
儒
家
倫
理
到
底
為
何
時
？
属
於
儒
家
文
化
圏
的
大
部
傍
人
’

多
数
也
不
甚
了
罪
。

整
然
知
比

’

儒
家
倫
理一
的
観
念
割
可
説
深
植
子
毎
個
人
漕
意
識
中
的
，

因
此
・

人
何
監
然
遵
守
帯
有
強
烈
儒
家
倫
理

的
行
動
規
範
但
是
感
受
不
到
儒
家
思
想
的
存
在
。

儒
家
倫
理
的
重
要
特
徴
’

可
以
分
為
三
部
扮
・・

一
、

人
際
関
係
：
是
以
家
族
集
圏
主
義
為
規
範
的
’

和
欧
美
強
調
的
個
人
主
義
有
極
大
的
差
別
。

一一
、

皐
習
意
願
：
重
視
教
育
’

所
以
知
識
水
準
較
高
’

在
講
究
知
識
、

科
事
技
術
的
現
今
時
代
’

針
於
冊以

収
新
知
識
、

畢
習
新
技
術
非
常
有
利
。

三
、

責
任
意
識
：
有
責
任
感
・

釣
於
事
物
好
壊
的
区
別
明
確
。

以
往
血
縁
関
係
、

祖
先
崇
奔
、

家
族
集
圏
等
儒
家
特
有
的
倫
理一
意
識
’

被
認
為
是
支
措
封
建
制
度
的
重

要
因
素
’

不
利
於
推
行
現
代
化
’

因
此
才
曾
設
生
所
謂
的
五
四
運
動
’

企
園
以
打
破
儒
家
文
化
’

促
進
中

園
的
現
代
化
。

但
是
開
於
儒
家
倫
理
針
於
現
代
化
之
影
響
的
議
論
’

最
近
出
現
了“

儒
家
倫
理
的
背一
回
’

包
含
了
自
由
設
揮
的
漕
力
・

這
是
非
常
符
合
近
代
社
曾
需
要”

的
新
看
法
。

除
了
美
園
事
者
有
此
見
解
之

外
’

文
化
大
革
命
嘗
時
被
規
為
極
悪
的
儒
畢
在
毛
津
東
死
後
’

中
園
大
陸
最
近
也
開
始
重
新
評
佑
儒
教
的

債
値
。

綜
合
上
述
的
説
明
可
以
説
・・
在
尚
末
現
代
化
之
前
’

儒
家
建
寅
是
不
利
於
現
代
化
的
’

但
是
一

旦

経
済
設
展
到
達
某
種
水
準
之
後
’

情
家
倫
理一
持
在
経
済
、

社
曾
運
営
上
設
揮
効
果
’

促
進
現
代
化
設
展
。

比
方
集
定
日
本
企
業
基
礎
的
渋
沢
栄
一

氏
総
’

就
是
精
研
論
語
’

並
持
論
語
的
内
容
加
以
裂
揮
’

而
制
定

了
日
本
的
企
業
思
想
及
経
済
思
想
的
基
礎
。

無
論
是
美
園
大
資
金
投
入
的
作
法
’

或
以
蘇
聯
為
代
表
的
社
曾
主
義
国
家
’

想
登
各
種
方
法
’

推
動
経

済
設
展
’

但
均
無
法
獲
得
満
意
結
果
的
例
子
看
来
’

可
知
翠
漫
経
済
理
論
、

教
護
（
比
方
・・
資
金
、

勢
動

力
多
少・
：
等
）

来
推
断
経
済
設
展
是
否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

往
往
不
能
得
到
園
満
的
解
揮
。
一
再
捜
接
因
有
出

色
的
経
済
設
展
而
引
起
世
界
注
目
的
東
豆
儒
家
文
化
圏
諸
圏
的
貿
例
来
考
慮
経
漕
設
展
的
原
因
’

更
可
説

明
除
了
経
済
理
論
之
外
’

在
歴
史
、

文
化
背
景
方
面
慰
該
還
有
某
此一一
更
深
的
影
響
因
素
存
在
才
針
。

古
典
経
済
理
論
有
名
的
事
者
偉
伯
（
Z
2
・

ま
Z
「

）

目
以
西
欧
為
中
心
’
根
議
新
教

（

宇
2
2
Z

Z
）

的
職
業
倫
理
為
規
範
’

考
慮
工
業
、

商
業
及
現
代
資
本
主
義
化
的
設
展
。

問
題
是
・・
一逗
種
理一
論
是
否

能
移
解
津
現
在
及
未
来
東
豆
経
済
委
展
的
状
況
？
偉
伯
雄
宋
曾
到
過
中
園
，

但
是
封一
儒
家
思
想
相
嘗
有
研



究
，

復
可
惜
的
是
’

他
宋
能
持
儒
家
興
資
本
主
義
設
展
的
現
象
結
合
在
一

起
，

而
僅
以
新
教
徒
持
有
的
勤

勢
欲
、

責
任
感
等
職
業
倫
理
為
基
礎
’

用
以
説
明
資
本
主
義
設
展
、

産
業
社
曾
、

近
代
社
曾
、

経
済
設
展

的
結
構
・

偉
伯
認
為
儒
家
是
現
世
肯
定
、

重
視
寅
利
・

其
世
界
観
僅
止
於
利
益
追
求
主
義
，

没
有
促
進
近

代
化
、

工
業
化
形
成
的
功
能
。

但
是
事
買
上
’

蓋
凋問
、

南
韓
等
園
的
設
展
・

反
恩
出
偉
伯
的
説
法
不
符
合

寅
際
存
在
的
事
賞
。

這
就
意
味
著
偉
伯
的
理
論
有
其
適
用
極
限
’

同
時
也
説
明
了
東
豆
諸
圏
的
経
済
設
展

己
経
超
越
了
現
有
経
済
理
論
経
典
所
能
解
種
的
範
園
，

因
此
・

研
究
東
豆
現
在
、

未
来
也
持
縫
績
持
績
下

去
的
経
済
設
展
之
要
因
時
，

確
立
其
理
論
基
礎
是
有
其
必
要
的
’

逗
也
就
是
此
項
研
究
計
劃
的
工
作
目
標

之
一在

儒
家
文
化
色
彩
的
幾
値
圏
家
中
’

儒
家
的
影
響
程
度
、

層
面
也
因
園
家
、

民
族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比

方
在
豆
洲
儒
家
文
化
圏
中
’

被
認
為
最
富
儒
家
色
彩
的
是
韓
国
。

韓
国
青
年
敬
愛
尊
長
’

留
畢
生
不
曾
在

師
長
面
前
抽
煙
’

這
種
注
重
趨
節
的
行
為
是
在
日
本
青
年
身
上
所
技
不
到
的
。

男
外
相
封
於
日
本
注
重
儒

家
的
“

義
”

的
精
神
（
比
方
：
切
腹
、

寧
為
玉
碍
不
為
瓦
全
・
・

等
）
’

中
園
則一
者
重
於
種
、

仁
方
面
的

例
子
’

充
分
説
明
了
各
圏
、

各
民
族
的
状
況
也
互
有
差
異
。

此
種
影
響
程
度
及
層
面
的
不
同
県
各
圏
現
況

的
関
連
性
也
是
必
需
解
明
的
。

文
化
是
超
越
時
代
的
’

是
歴
史
的
遺
産
’

也
是
智
意
的
結
晶
’

社
曾
的
種

種
現
象
均
典
文
化
相
関
連
’

並
可
由
文
化
背
景
来
探
求
其
因
果
関
係
。

近
年
来
日
本
圏
内
討
論
文
化
問
題

的
風
気
蔚
為
時
潮
’

其
中
以
文
化
的
観
鮎
来
分
析
日
本
社
含
之
所
以
含
妥
g
竺晶
表
況
時
・

可
這
湖
至
縄
文

時
代
的
論
鮎
也
被
提
出
過
。

由
此
可
見
・

考
慮
到
現
今
東
豆
経
情
愛
展
的
要
因
之
時
’

由
比
較
、

探
討
其

文
化
背
景
上
着
手
懸
該
是
可
行
的
。

儒
家
在
社
曾
主
義
園
家
裏
扮
演
的
角
色
及
知
何
定
位
的
問
題
’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以
中
園
大
陸
而
言

，

儒
家
一

直
是
被
否
定
的
’

但
組
成
傍
子
究
寛
是
中
華
民
族
’

因
此
政
治
、

社
曾
動
向
の
不
能
完
全
脱
離

儒
家
文
化
的
影
響
。

無
論
是
過
去
的
毛
淳
東
或
是
現
在
的
部
小
平
’

基
本
上
中
君
大
陸
一

直
是
家
長
建
制

，

這
種
家
長
鐙
制
是
由
儒
家
文
化
中
所
演
生
出
来
的
。

領
導
者
擁
有
無
上
的
支
配
権
的
政
治
鐙
制
即
是
儒

家
的
権
威
主
義
鐙
制
・

不
僅
是
中
園
大
陸
’

北
韓
的
金
氏
父
子
的
権
力
縫
承
也
可
看
出
此
種
跡
象
。

此
種

鐙
制
是
社
曾
主
義
論
理
裏
所
没
有
的
’

這
也
就
表
示
中
園
大
陸
、

北
韓
建
是
社
曾
主
義
但
の
受
到
儒
家
文

化
的
影
響
。

社
曾
主
義
的
根
本
是
計
劃
経
済
、

統
制
経
漕
’

若
在
此
種
経
済
盟
制
下
導
入
市
場
原
理
後
’

因
為
抵
鯖
了
社
曾
主
義
的
捜
本
理
論
’

必
然
曾
産
生
矛
盾
。

由
中
園
大
陸
買
際
的
情
形
来
看
’

導
入
自
由

経
済
、

市
場
原
理一
之
後
’

百
姓
的
経
済
活
動
全
部
倒
向
市
場
経
済
’

而
引
裂
了
令
領
導
者
大
為
頭
痛
的
厳

重
通
貨
膨
践
、

向
銭
看
風
潮・
：
等
等
問
題
。

嘗
然
造
成
這
種
結
果
’

有
一

部
分
是
因
為
儒
家
文
化
中
的
現

世
利
益
観
在
推
渡
助
浪
所
致
・

因
此
’

個
人
認
為
社
曾
主
義
笹
制
内
的
儒
家
野
経
済
委
展
並
没
有
正
面
致

果
。

至
於
封
於
在
豆
洲
的
社
曾
主
義
圏
家
導
入
資
本
主
義
的
制
度
（
知
：
中
園
大
陸
的
経
済
開
放
政
策
、

北
朝
鮮
出
現
的
合
弁
法
）

後
’

加
上
原
有
的
儒
家
文
化
背
景
的
有
利
様
件
’

其
設
展
持
曾
和
N
I
C
S
一

援
的
快
速
的
説
法
’

理
論
上
是
成
立
的
’

但
是
真
正
的
貿
行
後
’

知
上
述
例
子
所
顕
示
的
’

社
曾
主
義
的

根
本
問
題
還
是
曾
出
現
’

所
以
態
該
不
曾
那
麿
筒
草
地
護
得
成
功
。

由
以
上
的
説
明
可
以
滞
納
出
下
列
的
初
歩
結
論
・・

ー
：
経
済
設
展
到
達
某
種
水
準
之
後
’

儒
家
文
化
有
促
進
現
代
化
的
正
面
致
果
。

2
：
採
行
社
曾
主
義
的
儒
家
文
化
圏
圏
家
、

地
域
其
経
済
設
展
都
不
理
想
’

所
以
並
不
是
所
有
儒
家
文
化

圏
的
圏
家
都
宮
有
良
好
的
経
済
設
展
。

一逗
項
三
年
的
研
究
計
劃
持
在
明
年
底
結
束
’

因
為
東
豆
経
済
的
設
展
特
持
績
下
去
’

東
豆
経
済
、

社
曾

設
展
的
比
較
研
究
是
非
常
値
得
深
入
探
討
的
題
目
’

因
此
即
使
計
劃
結
束
後
’

の
持
以
不
問
的
方
式
縫
績

此
方
面
的
研
究
。



．． － ・

注
①
：
由
文
部
省
（
相
嘗
於
圏
内
的
教
育
部
）

以
科
事
研
究
費
之
名
義
・

給
予
重
匙
領
域
研
究
的
園
理
経

費
上
的
支
持
・

這
一

類
研
究
補
助
制
度
是
日
本
圏
内
的
畢
術
研
究
補
助
制
度
中
’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

過
去

此
項
研
究
費
的
支
持
針
象
・

以
科
事
、

工
事
、

醤
畢
等
分
野
為
主
’

人
文
社
曾
皐
比
較
少
。

這
次
“

東
豆

比
較
研
究
”

可
説
是
人
文
社
曾
皐
類
中
第
一

次
以
重
匙
領
域
彊
得
認
可
的
大
型
計
劃
’

足
見
其
受
重
視
的

程
度
・

注
②
・・
渋
沢
栄
一

（
同
∞
さ
1
2
ご
）
’

以
創
立
、

経
営
日
本
近
代
金
融
機
関“

第
一

一因
立
銀
行”

（
即
第

一

勧
業
銀
行
前
身
）

為
人
所
知
’

是
紡
織
、

製
紙
、

海
運
、

設
道
・
・
・

等
多
種
産
業
的
始
創
者
、

指
導

者
’

為
実
定
日
本
現
代
産
業
基
礎
的
重
要
人
物
之
一
。

主
彊
仁
義
道
徳
呉
利
用
厚
生
是
相
輔
相
成
’

其“

論
語
算
盤
主
義
”

就
是
強
調
論

官一
的
重
要
性
・

注
③
・・
2
2
・
2
3
Z
円
（

E
z
－
－
∞
NO
）
’

社
曾
経
済
昼・
者
’

主
張
決
定
事
情
係
根
按
倫
理
二
分
為
心
情
倫

理
及
責
任
倫
理
）

来
下
判
断
。

其
倫
理一
取
県
新
教
的
職
業
意
識
有
密
切
的
相
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