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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譯
者
前
言

一一
九
三
七
年
冬
，
也
就
是
盧
溝
橋
事
件
發
生
不
久
，
吉
川
幸
次
郎
在
北
京
見
到
了
周
作
人
。

那
時
的
周
作
人
，
已
經
發
表
了
不
少
關
於
日
本
文
化
的
研
究
，
在
中
國
，
算
得
上
為
數
不

多
的
﹁
知
日
派
﹂
，
然
而
，
面
對
日
本
這
樣
一
個
在
他
看
來
是
﹁
明
淨
直
﹂
的
民
族
，
它
的
對

待
中
國
，
為
甚
麼
只
有
﹁
黑
暗
污
穢
歪
曲
﹂
，
只
有
離
奇
的
﹁
惡
意
﹂
，
比
照
歷
年
來
的
考
察
，

周
作
人
覺
得
還
是
謎
一
樣
的
不
可
理
解
。
前
去
看
望
他
的
吉
川
幸
次
郎
直
率
地
說
：
那
是
因
為

你
的
研
究
，
太
注
重
日
本
文
化
裡
的
中
國
部
分
了
。
你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平
安
時
代
、
江
戶
末
期

和
明
治
的
一
部
分
文
人
身
上
，
看
到
的
就
是
日
本
﹁
文
﹂
的
一
面
，
而
非
﹁
武
﹂
的
一
面
，
可

在
日
本
歷
史
上
，
比
如
鐮
倉
時
期
，
就
是
﹁
武
﹂
的
代
表
。 

見
到
周
作
人
時
，
吉
川
幸
次
郎
才
是
京
都
大
學
一
名
年
輕
的
中
國
文
學
講
師
，
九
年
前
他



一二

到
中
國
留
學
，
在
北
京
住
了
三
年
。
而
自
從
一
九
一
一
年
結
束
長
達
六
年
的
留
日
生
活
歸
國
之
後
，

周
作
人
雖
然
也
在
北
京
大
學
開
過
日
本
文
學
的
課
，
可
他
涉
獵
的
範
圍
已
經
遠
遠
超
出
了
日
本
。

一
九
三
七
年
，
正
是
中
日
關
係
緊
張
到
戰
事
一
觸
即
發
的
時
刻
，
迫
於
時
局
，
周
作
人
無
奈
地

放
棄
了
他
的
﹁
日
本
管
窺
﹂
，
但
不
同
的
是
，
吉
川
幸
次
郎
卻
跟
不
少
日
本
的
漢
學
家
一
樣
，

愈
來
愈
感
覺
到
深
入
、
全
面
地
了
解
中
國
的
緊
迫
性
。
一
退
一
進
之
間
，
這
兩
人
的
截
然
不
同

的
取
向
，
也
彷
彿
象
徵
著
近
代
以
來
的
中
國
和
日
本
相
互
觀
望
時
的
姿
態
。

近
代
以
後
的
日
本
，
就
像
人
所
共
知
的
，
不
僅
在
地
緣
政
治
上
，
與
中
國
漸
行
漸
遠
，
用

明
治
︵
一
八
六
八—

一
九
一
二
︶
時
代
的
啟
蒙
思
想
家
福
澤
諭
吉
的
話
來
說
，
中
國
和
朝
鮮
，
都

成
了
日
本
在
亞
洲
的
﹁
惡
友
﹂
。
在
西
洋
文
明
的
衝
擊
和
感
染
之
下
，
尤
其
經
過
甲
午
之
戰
︵
一

八
九
四—

一
八
九
五
︶
、
日
俄
戰
爭
︵
一
九○

四—

一
九○

五
︶
，
逼
迫
清
政
府
割
讓
台
灣
並
從

清
朝
和
俄
國
手
中
接
掌
了
對
朝
鮮
的
權
力
，
勢
力
直
達
中
國
東
北
，
中
華
老
大
帝
國
的
形
象
轟
然

坍
塌
，
日
本
一
躍
而
為
亞
洲
強
大
的
新
興
帝
國
，
正
所
謂
攻
守
之
勢
易
轉
，
普
通
日
本
人
對
於
中

國
的
看
法
驟
然
改
變
，
對
上
千
年
來
浸
淫
其
中
的
中
國
文
化
，
也
產
生
了
厭
惡
、
鄙
夷
的
心
情
。

漢
學
家
的
地
位
自
然
一
落
千
丈
。
而
遠
的
，
不
必
說
到
大
化
革
新
，
就
是
不
久
前
的
江
戶

︵
一
六○

三—

一
八
六
八
︶
時
代
，
情
況
也
還
那
麼
不
同
。
儘
管
德
川
政
府
採
取
閉
關
鎖
國
的

政
策
，
令
一
般
漢
學
家
都
無
緣
接
觸
到
現
實
中
的
中
國
，
可
是
藉
由
文
獻
典
籍
抑
或
中
、
朝
使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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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仍
有
機
會
認
識
中
國
，
研
習
中
國
傳
統
的
文
化
。
某
種
意
義
上
講
，
漢
學
既
是
關
於
中
國

的
學
問
，
也
是
日
本
的
學
問
。
比
如
朱
子
學
就
被
幕
府
和
一
些
藩
主
奉
為
官
方
之
學
，
曾
經
佔

有
政
治
意
識
形
態
的
主
流
，
又
比
如
賴
山
陽
︵
一
七
八
一—

一
八
三
二
︶
那
樣
有
名
的
日
本
史
家
，

也
能
寫
一
手
典
雅
的
漢
詩
，
像
他
的
這
一
首
︽
岳
飛
︾
：
﹁
唾
手
燕
雲
志
已
空
，
兩
河
百
郡
虜

塵
重
。
西
湖
贏
得
墳
三
尺
，
留
與
遊
人
認
宋
封
。
﹂
就
幾
乎
沒
有
留
下
所
謂
﹁
和
臭
﹂
。
然
而
，

十
九
世
紀
後
期
的
開
國
，
卻
讓
日
本
在
從
此
懷
上
綿
綿
不
絕
的
﹁
脫
亞
入
歐
﹂
夢
想
的
同
時
，

漸
漸
淡
卻
了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興
趣
，
正
像
曾
以
﹁
雜
種
文
化
﹂
來
形
況
日
本
的
加
藤
周
一
所
說
，

當
西
洋
的
一
切
都
成
為
理
想
，
日
本
也
就
﹁
一
邊
倒
﹂
地
從
中
國
掉
頭
徹
底
轉
向
了
西
洋
。
以

中
國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的
漢
學
，
於
是
無
可
避
免
地
遭
遇
了
越
來
越
被
邊
緣
化
的
命
運
，
漢
學

家
們
則
發
覺
自
己
忽
然
變
成
了
這
個
快
速
發
展
的
社
會
裡
的
無
聲
無
息
的
退
隱
之
士
，
變
成
了
﹁
無

用
的
長
物
﹂
。

明
治
維
新
後
的
日
本
的
形
勢
，
就
好
像
近
代
中
國
打
開
國
門
後
的
﹁
西
潮
﹂
澎
湃
的
情
形
，

浪
濤
滾
滾
，
把
這
個
古
老
的
東
方
國
家
捲
入
到
一
個
新
的
現
代
世
界
。
吉
川
幸
次
郎
雖
然
比
周

作
人
小
了
大
約
有
二
十
歲
，
但
他
身
處
日
本
全
面
追
求
現
代
西
方
文
明
的
大
的
轉
折
時
期
，
跟

周
作
人
那
一
代
受
過
﹁
新
文
化
﹂
洗
禮
的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的
處
境
和
心
情
其
實
有
一
些
相
似
，

也
就
是
說
，
潮
流
當
前
，
他
們
在
文
化
立
場
上
，
往
往
首
先
選
擇
的
，
都
是
與
自
己
的
傳
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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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及
修
養
相
去
甚
遠
、
代
表
了
現
代
與
先
進
的
西
方
。
他
們
一
心
一
意
地
接
受
西
方
的
觀
念
、

趣
味
和
潮
流
，
就
連
在
專
業
領
域
，
也
竭
盡
全
力
去
同
西
方
接
軌
。

大
多
數
日
本
的
漢
學
家
似
乎
都
已
經
看
得
非
常
明
白
，
在
這
個
時
代
，
唯
有
同
西
方
接
軌
，

才
是
﹁
預
流
﹂
，
才
能
保
全
自
己
的
社
會
地
位
並
且
提
升
漢
學
研
究
的
價
值
，
也
才
能
在
日
本

近
代
國
家
的
思
想
文
化
建
設
當
中
，
繼
續
取
得
發
言
的
資
格
。
曾
是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的
蔣
夢
麟

在
他
﹁
有
點
像
回
憶
錄
，
也
有
點
像
近
代
史
﹂
的
自
傳
︽
西
潮
︾
中
這
樣
寫
道
：
﹁
我
們
吃
過
炮

彈
的
苦
頭
，
因
而
也
就
對
炮
彈
發
生
興
趣
。
一
旦
我
們
學
會
製
造
炮
彈
，
報
仇
雪
恥
的
機
會
就

來
了
。
﹂
這
一
段
道
出
近
代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心
聲
的
自
白
，
也
恰
好
反
映
了
日
本
近
代
漢
學
家

的
心
路
歷
程
。

同
西
方
接
軌
，
就
日
本
的
近
代
漢
學
而
言
，
可
以
舉
兩
個
比
較
為
人
熟
知
的
例
子
。

我
們
知
道
，
明
治
初
期
，
一
些
富
有
漢
學
修
養
的
家
庭
或
私
塾
在
教
授
子
弟
時
，
仍
以
研

讀
中
國
原
典
為
主
，
四
書
五
經
而
外
，
又
有
︽
史
記
︾
、
唐
宋
八
大
家
等
等
，
比
如
講
中
國
歷

史
，
就
常
用
到
曾
先
之
編
寫
的
︽
十
八
史
略
︾
。
可
是
到
了
明
治
二
十
年
代
︵
主
要
為
十
九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左
右
，
有
﹁
東
洋
史
﹂
創
始
人
之
稱
的
那
珂
通
世
等
人
倡
議
歷
史
教
學
的
改
革
，

主
張
棄
用
︽
十
八
史
略
︾
之
類
的
漢
文
文
獻
，
而
使
用
那
珂
通
世
自
己
編
寫
的
︽
支
那
通
史
︾
。

而
在
此
之
後
，
中
國
史
的
講
授
思
路
和
研
究
方
法
便
大
為
改
觀
。
據
說
︽
支
那
通
史
︾
編
到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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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以
後
，
那
珂
通
世
就
表
示
，
向
來
被
我
們
當
作
歷
史
綫
索
和
基
本
史
料
用
的
︽
元
史
︾
等
虛

構
太
多
，
不
足
為
據
，
現
在
需
要
把
西
方
學
者
關
於
西
域
的
研
究
補
充
進
來
，
因
為
西
域
既
包

括
在
蒙
古
民
族
廣
泛
的
活
動
區
域
之
內
，
也
是
東
、
西
兩
個
世
界
的
重
要
聯
結
點
。
引
入
西
方

的
文
獻
及
其
研
究
，
正
是
中
國
史
發
展
至
東
洋
史
的
一
個
重
要
契
機
，
稍
後
，
桑
原

藏
編
寫
︽
中

等
東
洋
史
︾
，
在
中
國
這
一
部
分
，
把
殷
周
︵
上
古
︶
稱
作
﹁
漢
族
膨
脹
時
代
﹂
、
秦
漢
六
朝

唐
︵
中
古
︶
稱
作
﹁
漢
族
優
勢
時
代
﹂
，
把
五
代
宋
元
明
︵
近
古
︶
稱
作
﹁
蒙
古
最
盛
時
代
﹂
、

清
代
︵
近
世
︶
稱
作
﹁
歐
人
東
漸
時
代
﹂
，
也
是
從
中
古
時
代
起
，
就
將
歷
史
敘
述
的
重
心
移

到
了
漢
族
與
塞
外
各
民
族
的
衝
突
上
面
。

在
東
洋
史
的
這
樣
一
個
架
構
之
下
，
當
蒙
古
、
突
厥
、
女
真
等
國
家
和
民
族
的
歷
史
也
被

整
編
進
來
的
時
候
，
傳
統
中
國
史
所
關
注
的
發
生
在
中
國
內
地
的
興
衰
流
變
，
便
再
難
以
成
為

歷
史
敘
述
的
脈
絡
和
焦
點
。
像
桑
原

藏
的
︽
中
等
東
洋
史
︾
裡
，
還
包
括
有
印
度
、
中
亞
，

就
是
說
這
個
東
洋
史
，
覆
蓋
了
幾
乎
整
個
亞
洲
，
而
這
樣
一
來
，
中
國
史
，
無
論
如
何
也
只
能

佔
到
其
中
的
一
個
部
分
。
換
句
話
說
，
一
旦
﹁
東
洋
﹂
這
個
區
域
性
的
概
念
，
代
替
民
族
國
家

成
為
歷
史
敘
述
的
單
位
，
﹁
中
國
﹂
無
疑
會
從
這
種
歷
史
的
敘
述
中
慢
慢
淡
出
。

發
生
在
甲
午
戰
爭
前
後
的
這
樣
一
種
學
術
方
向
的
轉
移
，
當
然
有
它
十
分
現
實
的
背
景
。

對
於
國
力
迅
速
增
強
的
日
本
來
講
，
重
建
亞
洲
新
秩
序
以
對
抗
西
方
列
強
，
包
括
走
所
謂
﹁
日



一六

支
提
攜
﹂
的
路
綫
，
已
成
迫
在
眉
睫
的
事
情
。
在
這
種
形
勢
之
下
，
對
中
國
的
現
狀
及
其
歷
史
，

都
需
要
在
更
廣
闊
的
亞
洲
視
野
甚
或
世
界
格
局
下
面
重
做
研
判
。
一
九
一○

年
前
後
，
東
京
大

學
確
定
由
國
史
、
西
洋
史
和
東
洋
史
構
成
史
學
學
科
，
這
一
歷
史
學
科
目
的
劃
分
，
就
清
楚
地

反
映
了
近
代
日
本
的
世
界
觀
以
及
它
的
自
我
定
位
，
同
時
也
標
誌
著
從
中
國
史
到
東
洋
史
的
學

科
轉
型
終
至
完
成
。

如
果
說
上
述
的
轉
變
，
主
要
發
生
在
歷
史
學
領
域
，
那
麼
，
明
治
時
代
研
究
中
國
思
想
和

文
學
的
人
喜
歡
討
論
﹁
中
國
人
是
怎
樣
的
﹂
、
﹁
中
國
文
明
的
傳
統
如
何
﹂
一
類
的
問
題
，
究
其
實
，

也
是
要
對
中
國
的
現
狀
及
歷
史
做
一
番
新
的
解
讀
和
評
價
，
而
之
所
以
對
此
產
生
興
趣
，
很
大

程
度
上
又
是
因
為
有
必
要
將
這
些
問
題
，
納
入
到
一
個
以
西
方
的
價
值
觀
念
為
主
體
的
解
釋
系

統
中
去
。
比
如
在
日
本
出
版
的
首
部
︽
日
本
文
學
史
︾
裡
，
我
們
就
常
常
看
到
，
作
者
是
以
比

較
的
口
吻
，
談
及
日
本
文
學
優
美
、
中
國
文
學
雄
壯
，
而
西
洋
文
學
精
緻
等
等
結
論
的
。
在
漢

學
家
早
期
撰
寫
的
中
國
文
學
史
書
，
如
藤
田
豐
八
的
︽
先
秦
文
學
︾
裡
，
對
主
要
居
住
在
中
原

地
區
的
漢
民
族
及
其
創
作
文
學
所
做
性
質
的
判
斷
，
如
說
：
漢
民
族
有
排
他
性
而
使
種
族
純
粹
，

卻
也
阻
止
了
別
國
文
學
的
侵
入
；
崇
古
而
使
其
文
學
多
擬
古
，
卻
也
妨
礙
了
俗
文
學
的
發
展
；

重
抒
情
而
使
其
敘
事
文
學
貧
弱
，
重
實
用
而
使
其
虛
構
文
學
不
能
發
達
；
中
原
的
土
地
遼
闊
卻

引
致
其
文
學
的
誇
張
，
也
缺
乏
精
緻
的
思
想
和
研
究
的
態
度
，
因
而
失
去
進
步
的
機
會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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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依
循
的
，
也
基
本
上
是
來
自
西
方
的
一
種
現
代
化
敘
事
模
式
。

傳
統
的
看
法
還
都
以
為
中
國
文
學
的
正
統
當
然
是
詩
文
，
即
使
是
在
日
本
，
漢
詩
文
與
和

歌
也
一
直
被
視
為
文
學
的
主
流
。
可
是
近
代
以
來
的
日
本
知
識
分
子
跑
到
歐
洲
去
一
看
，
大
都

市
的
劇
場
既
是
上
流
社
會
的
集
會
場
所
，
也
是
國
家
儀
式
舉
行
的
場
地
，
戲
劇
在
西
方
的
社
會

生
活
中
原
來
有
著
那
麼
重
要
的
地
位
，
回
過
頭
來
，
於
是
就
想
到
要
在
東
洋
﹁
發
現
﹂
劇
場
和

戲
劇
。
中
國
文
學
史
脈
絡
中
的
戲
曲
，
因
此
也
就
是
在
明
治
時
代
，
由
幸
田
露
伴
、
笹
川
臨
風

這
樣
一
批
既
兼
通
中
國
與
日
本
文
學
，
又
善
於
融
合
西
方
理
論
的
學
者
最
早
發
掘
出
來
的
。
戲

曲
的
發
現
，
不
但
瓦
解
了
很
久
以
來
人
們
對
中
國
文
學
的
一
種
認
知
，
更
是
顛
覆
了
傳
統
裡
比

如
﹁
雅
俗
﹂
等
重
要
的
文
化
觀
念
。

具
有
顛
覆
性
的
成
果
，
還
包
括
了
像
白
鳥
庫
吉
的
︽
中
國
古
傳
說
之
研
究
︾
。
在
質
疑
堯
舜

禹
的
歷
史
存
在
、
挑
戰
傳
統
漢
學
家
的
中
國
上
古
史
觀
的
同
時
，
依
靠
西
方
的
科
學
史
學
的
方
法
，

白
鳥
庫
吉
也
將
對
中
國
傳
統
史
料
的
不
信
任
推
到
了
極
點
。
又
如
桑
原

藏
的
討
論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吃
人
風
俗
、
宮
崎
市
定
的
論
說
中
國
歷
來
的
奢
侈
風
氣
，
也
都
是
在
一
種
相
當
宏
大
的
現

實
關
懷
之
下
，
於
傳
統
的
歷
史
敘
述
及
歷
史
文
獻
之
外
，
另
闢
蹊
徑
，
重
新
構
造
出
一
幅
別
樣

的
中
國
風
景
。

在
這
樣
一
個
風
氣
裡
面
，
近
代
以
來
的
日
本
漢
學
界
特
別
流
行
一
種
看
法
，
那
就
是
與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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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中
國
留
學
，
不
如
去
德
國
、
法
國
和
英
國
取
經
。
早
在
明
治
後
期
，
為
改
革
日
本
漢
學
的
教

學
和
研
究
，
寫
有
︽
北
京
籠
城
日
記
︾
並
做
過
京
師
大
學
堂
教
習
的
東
京
大
學
教
授
服
部
宇
之

吉
就
曾
受
命
赴
德
國
進
修
。
到
了
幾
十
年
後
，
石
田
幹
之
助
在
國
內
出
版
︽
歐
人
的
支
那
研
究
︾

一
書
，
詳
述
歐
洲
古
代
以
來
的
漢
學
的
形
成
和
發
展
，
依
然
大
受
歡
迎
。
很
多
人
還
都
明
白
，

要
想
涉
足
敦
煌
學
或
是
其
他
關
乎
西
域
的
學
問
，
要
想
研
究
中
西
交
通
史
，
就
得
掌
握
西
域
的

語
言
並
熟
悉
西
方
的
典
籍
文
獻
，
這
樣
的
話
，
就
一
定
要
去
西
方
學
習
。

向
西
方
學
習
的
，
不
只
有
語
言
，
也
不
只
是
他
們
在
處
理
文
獻
資
料
上
的
科
學
手
段
，
還

包
括
有
田
野
調
查
的
方
法
，
也
就
是
到
中
國
來
做
實
地
考
察
。
近
代
西
方
興
起
的
社
會
學
、
人

類
學
風
氣
給
日
本
漢
學
家
帶
來
相
當
的
刺
激
，
感
慨
於
源
自
傳
教
士
傳
統
的
西
方
學
者
不
滿
足
於

了
解
文
獻
中
國
而
深
入
內
地
調
查
實
際
中
國
的
精
神
，
他
們
把
足
蹈
中
國
內
地
、
耳
聞
中
國
語
言
、

閱
讀
中
國
新
作
的
方
法
，
稱
作
用
﹁
活
的
眼
睛
﹂
看
中
國
。
由
日
本
南
滿
洲
鐵
道
株
式
會
社
支
持
、

白
鳥
庫
吉
負
責
的
滿
鮮
歷
史
地
理
調
查
室
，
便
是
在
這
一
背
景
下
成
立
的
，
在
當
時
，
它
不
僅

頻
繁
組
織
在
中
國
的
大
規
模
調
查
活
動
，
也
的
確
收
集
到
龐
大
的
資
料
報
告
。
而
直
到
二
戰
結

束
以
前
，
由
於
往
來
出
入
幾
無
限
制
，
一
般
從
事
漢
學
研
究
的
人
，
大
都
有
機
會
遊
歷
中
國
。

發
生
在
東
洋
史
學
、
中
國
文
學
史
學
領
域
的
上
述
變
化
，
大
概
已
可
以
說
明
，
在
日
本
漢

學
超
越
自
身
傳
統
、
追
隨
現
代
化
的
過
程
當
中
，
西
方
的
影
響
，
究
竟
起
到
了
多
少
作
用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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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隨
這
一
﹁
西
化
﹂
過
程
產
生
出
來
的
另
一
趨
勢
，
是
在
許
多
日
本
漢
學
家
的
心
底
也
漸
漸
生

出
一
種
對
抗
的
乃
至
於
壓
倒
的
意
識
，
即
所
謂
師
夷
之
長
技
以
制
夷
的
心
理
。

早
在
明
治
時
代
，
做
過
東
京
大
學
校
長
的
井
上
哲
次
郎
就
宣
稱
，
歐
洲
的
東
洋
研
究
特
別

是
有
關
日
本
和
中
國
的
部
分
畢
竟
幼
稚
，
因
而
研
究
東
洋
史
不
僅
是
日
本
人
的
責
任
，
也
是
日

本
人
可
以
迅
速
戰
勝
歐
洲
的
一
項
事
業
。
他
讚
揚
古
城
貞
吉
的
︽
中
國
文
學
史
︾
，
就
是
拿
文

學
史
學
中
的
陳
勝
、
吳
廣
，
來
比
喻
它
有
揭
竿
而
起
、
填
補
學
術
空
白
之
效
的
。
與
井
上
哲
次

郎
的
心
情
一
樣
，
白
鳥
庫
吉
也
曾
激
憤
地
把
西
洋
學
者
在
東
洋
學
領
域
的
執
先
鞭
，
說
成
是
跟

東
洋
人
在
政
治
上
的
被
侵
略
被
蹂
躪
完
全
同
等
的
恥
辱
，
大
有
戰
而
勝
之
的
意
志
與
決
心
。

而
當
師
夷
之
長
技
即
對
西
方
漢
學
有
所
認
識
之
後
，
日
本
漢
學
家
果
然
得
出
一
個
普
遍
的

看
法
，
那
就
是
西
方
人
解
讀
漢
文
的
能
力
畢
竟
有
限
，
不
大
容
易
做
到
博
讀
多
識
、
融
會
貫
通
，

難
免
常
常
因
臆
斷
而
陷
入
謬
誤
，
在
這
一
點
上
，
日
本
漢
學
界
其
實
很
有
優
勢
，
因
為
日
本
長

期
受
中
華
文
化
的
熏
染
，
一
般
學
者
都
有
深
厚
的
底
蘊
，
足
可
與
西
方
人
一
較
短
長
。
這
就
是

為
甚
麼
中
國
的
問
題
，
要
由
日
本
人
來
解
決─
﹁
臥
榻
之
旁
，
豈
容
他
人
酣
睡
﹂
！

這
也
是
為
甚
麼
直
到
今
天
，
我
們
仍
能
在
一
些
日
本
的
漢
學
家
身
上
看
到
一
種
特
別
的
自
信
，

他
們
相
信
自
己
是
結
合
了
東
西
文
化
的
特
點
、
兼
有
傳
統
與
現
代
之
長
的
一
群
。
一
方
面
，
他

們
認
為
自
己
在
基
本
文
獻
資
料
的
掌
握
上
勝
過
西
方
，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又
覺
得
自
己
在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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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段
的
更
新
上
，
領
先
中
國
一
步
。
關
於
後
者
，
吉
川
幸
次
郎
曾
經
舉
例
說
，
中
國
文
學
的
歷

史
及
美
學
特
徵
，
就
是
在
西
洋
方
法
的
啟
發
下
才
作
出
理
論
化
的
闡
述
的
，
在
這
一
問
題
上
，

日
本
人
的
研
究
無
疑
先
於
中
國
人
。

一
九
三
七
年
底
的
吉
川
幸
次
郎
，
或
許
也
就
是
因
為
如
此
，
才
在
周
作
人
的
面
前
表
現
出

了
那
麼
樣
的
自
信
和
坦
率
。

二這
裡
選
譯
的
，
就
是
在
近
代
這
樣
一
個
由
東
向
西
的
大
變
動
時
期
，
仍
然
保
有
深
厚
的
傳

統
漢
學
的
修
養
，
可
是
視
野
已
擴
大
到
東
洋
甚
至
世
界
上
，
同
時
又
有
過
留
學
或
遊
歷
中
國
的

實
際
經
驗
的
這
樣
一
些
日
本
漢
學
家
的
隨
筆
。

書
名
取
自
吉
川
幸
次
郎
寫
的
一
篇
隨
筆
的
題
目
，
這
個
題
目
，
曾
經
也
用
在
吉
川
幸
次
郎

的
一
本
個
人
隨
筆
集
上
，
在
為
那
本
同
樣
取
名
為
︽
對
中
國
的
鄉
愁
︾
的
小
冊
子
所
寫
的
︽
解
說
︾

中
，
對
這
樣
一
個
題
目
，
貝
塚
茂
樹
有
一
段
註
解
式
的
說
明
，
他
說
：
﹁
吉
川
幸
次
郎
氏
為
這

個
隨
筆
集
取
名
︽
對
中
國
的
鄉
愁
︾
，
鄉
愁
一
詞
，
在
他
的
意
識
中
，
我
想
這
時
是
與
一
般
人

理
解
的
鄉
愁
完
全
不
同
的
。
它
與
學
子
對
於
偶
然
邂
逅
的
巴
黎
、
瑞
士
懷
有
的
那
種
鄉
愁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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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有
同
樣
的
內
涵
。
它
指
的
是
在
法
國
留
學
的
人
回
憶
起
巴
黎
的
留
學
時
代
，
在
瑞
士
的
旅
行

者
回
憶
起
攀
登
阿
爾
卑
斯
山
時
的
情
景
，
在
那
時
表
現
出
的
一
種
感
情
。
這
個
鄉
愁
，
不
過
是

借
用
來
說
明
終
歸
為
異
邦
之
人
的
日
本
留
學
生
、
旅
行
者
對
待
異
鄉
的
情
感
，
是
超
出
了
這
個

詞
的
本
意
的
。
﹂
1

強
調
﹁
鄉
愁
﹂
的
﹁
鄉
﹂
，
已
非
﹁
故
鄉
﹂
之
意
，
卻
不
過
是
人
生
中
偶

然
停
過
的
一
站
，
這
一
點
，
也
正
是
我
們
寄
望
於
中
文
世
界
的
讀
者
應
當
明
瞭
的
。

以
下
簡
單
介
紹
入
選
者
的
經
歷
。

青
木
正
兒
︵
一
八
八
七—

一
九
六
四
︶
，
一
九
一
一
年
畢
業
於
京
都
大
學
的
中
國
文
學
科
，

他
的
父
親
，
據
說
就
是
一
位
頗
有
漢
學
修
養
和
中
國
趣
味
的
醫
生
。
他
的
興
趣
最
早
是
在
元
代

戲
曲
上
，
也
是
最
早
把
胡
適
、
魯
迅
代
表
的
中
國
新
文
學
運
動
介
紹
給
日
本
漢
學
界
的
人
。
早

年
主
要
研
究
中
國
的
文
學
藝
術
，
寫
有
︽
支
那
近
世
戲
曲
史
︾
、
︽
清
代
文
學
評
論
史
︾
等
，

涉
及
詩
文
戲
曲
、
繪
畫
音
樂
、
宗
教
民
俗
等
眾
多
領
域
，
晚
年
則
集
中
在
名
物
學
上
，
往
往
結

合
實
物
訓
釋
文
獻
所
見
事
物
的
名
稱
，
也
涉
及
居
住
飲
食
、
輿
服
工
藝
等
諸
多
內
容
，
著
有
︽
中

華
名
物
考
︾
一
書
。
他
一
九
二
二
至
一
九
二
四
年
考
察
過
中
國
，
寫
有
遊
記
︽
江
南
春
︾
。

石
田
幹
之
助
︵
一
八
九
一—

一
九
七
四
︶
，
一
九
一
六
年
畢
業
於
東
京
大
學
的
史
學
科
。
翌

1 

見
吉
川
幸
次
郎
︽
中
國
へ
の
鄉
愁
．
解
說
︾
，
東
京
，
河
出
書
房
，
一
九
五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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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到
中
國
東
北
等
地
作
學
術
調
查
，
同
時
負
責
為
岩
崎
久
彌
收
購
北
京
王
府
井
的
莫
里
森
文
庫

也
就
是
後
來
的
東
洋
文
庫
，
以
後
長
期
主
持
該
文
庫
的
工
作
。
莫
里
森
文
庫
以
收
藏
有
關
中
國

的
歐
文
書
籍
而
聞
名
，
這
與
他
的
學
術
興
趣
始
終
在
東
西
交
通
史
上
相
當
吻
合
。
前
面
提
到
他

寫
有
︽
歐
人
的
支
那
研
究
︾
一
書
，
曾
經
多
次
印
刷
，
影
響
很
大
，
隨
後
發
表
的
︽
歐
美
的
支

那
研
究
︾
同
獲
好
評
如
潮
。
他
還
有
另
外
一
部
著
作
︽
長
安
之
春
︾
，
描
寫
唐
代
長
安
這
一
國

際
性
大
都
市
的
種
種
風
情
面
貌
，
迄
今
都
是
公
認
的
東
洋
學
名
著
。
他
是
小
說
家
芥
川
龍
之
介

的
朋
友
，
芥
川
龍
之
介
的
小
說
︽
杜
子
春
︾
，
據
說
便
是
根
據
他
提
供
的
素
材
寫
成
的
。

宮
崎
市
定
︵
一
九○
一—
一
九
九
五
︶
，
一
九
二
五
年
畢
業
於
京
都
大
學
的
史
學
科
。
他
在

大
學
時
代
，
就
對
擁
有
古
老
文
化
的
漢
族
與
北
方
樸
素
遊
牧
民
族
的
關
係
甚
為
留
意
，
這
或
許

就
是
他
後
來
寫
作
︽
中
國
奢
侈
的
變
遷—

羨
不
足
論
︾
一
文
與
︽
東
洋
的
素
樸
主
義
民
族
和
文

明
主
義
社
會
︾
一
書
的
最
初
思
考
。
大
學
畢
業
前
夕
，
他
曾
參
加
文
部
省
的
學
生
考
察
團
來
到

南
中
國
的
上
海
、
廣
東
等
地
，
一
九
三
二
年
又
曾
以
軍
人
身
份
在
上
海
附
近
駐
紮
過
三
個
月
。

一
九
三
六
年
前
往
巴
黎
留
學
兩
年
。
他
主
要
研
究
宋
史
、
中
國
制
度
史
和
社
會
經
濟
史
，
涉
獵

廣
泛
，
著
述
極
為
豐
富
，
岩
波
書
店
為
他
出
版
的
全
集
多
達
二
十
四
卷
。

倉
石
武
四
郎
︵
一
八
九
七—

一
九
七
五
︶
，
一
九
二
一
年
畢
業
於
東
京
大
學
的
中
國
文
學
科
，

同
年
即
到
中
國
的
上
海
、
寧
波
等
地
旅
行
了
一
個
月
，
隨
後
轉
到
京
都
大
學
讀
研
究
生
。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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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
至
一
九
三○

年
在
北
京
期
間
，
與
胡
適
、
魯
迅
等
眾
多
中
國
學
者
相
往
來
，
見
於
他
用
漢

語
寫
作
的
︽
述
學
齋
日
記
︾
。
回
國
後
，
先
後
在
京
都
大
學
、
東
京
大
學
講
授
清
朝
的
小
學
和

音
韻
學
，
同
時
致
力
於
中
國
語
的
普
及
教
育
，
著
有
︽
中
國
語
五
十
年
︾
並
參
與
編
寫
了
︽
岩

波
日
中
辭
典
︾
。
一
九
五
四
年
、
一
九
六○

年
又
隨
學
術
考
察
團
重
訪
中
國
的
北
京
、
上
海
、

廣
東
等
地
。

吉
川
幸
次
郎
︵
一
九○

四—

一
九
八○

︶
，
畢
業
於
京
都
大
學
的
中
國
語
學
文
學
專
業
。
他

在
中
學
畢
業
的
那
一
年
︵
一
九
二
三
︶
寒
假
，
就
第
一
次
遊
覽
了
中
國
的
上
海
、
蘇
州
、
南
京

等
地
，
一
九
二
八—

一
九
三
一
年
讀
研
究
生
時
，
又
在
北
京
留
學
三
年
，
一
九
三
七
年
、
一
九

七
五
年
和
一
九
七
九
年
都
曾
短
期
訪
問
中
國
。
他
的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是
中
國
的
文
學
和
經
學
，

但
在
專
業
性
的
研
究
與
學
院
式
的
教
學
之
外
，
也
非
常
熱
心
地
推
動
中
國
文
學
在
日
本
社
會
大

眾
間
的
普
及
，
這
為
他
贏
得
了
巨
大
的
社
會
聲
譽
。
他
的
代
表
作
有
︽
元
雜
劇
研
究
︾
、
︽
新

唐
詩
選
︾
、
︽
杜
甫
詩
注
︾
等
，
岩
波
書
店
為
他
出
版
的
全
集
計
有
三
十
多
卷
。

湯
川
秀
樹
︵
一
九○

七—

一
九
八
一
︶
和
小
川
環
樹
︵
一
九
一○

—

一
九
九
三
︶
是
一
對
親

兄
弟
，
一
九
三○

年
代
相
繼
畢
業
於
京
都
大
學
，
他
們
的
父
親
小
川
琢
治
︵
一
八
七○

—

一
九
四

一
︶
在
中
國
歷
史
地
理
學
上
很
有
造
詣
，
兄
弟
中
，
還
有
一
個
貝
塚
茂
樹
︵
一
九○

四—

一
九
八

七
︶
，
也
是
中
國
古
代
史
的
專
家
。
小
川
環
樹
一
九
二
八
年
曾
與
吉
川
幸
次
郎
同
往
中
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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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
四
年
四
月
到
北
京
留
學
，
次
年
轉
至
江
南
，
在
上
海
的
內
山
書
店
，
多
次
與
魯
迅
會
面
。

一
九
八
一
年
四
月
為
調
查
吳
語
再
訪
北
京
、
南
京
、
蘇
州
、
上
海
。
他
的
研
究
和
教
學
領
域
，

主
要
在
中
國
文
學
、
語
言
學
。
湯
川
秀
樹
雖
非
漢
學
學
者
，
他
的
專
業
是
物
理
學
，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的
獲
得
者
，
但
由
於
他
自
幼
受
到
良
好
的
傳
統
漢
學
的
教
育
，
後
來
寫

下
過
大
量
的
談
論
東
西
文
化
的
隨
筆
，
頗
能
反
映
他
那
一
代
知
識
分
子
的
知
識
結
構
和
文
化
修
養
，

這
裡
因
此
也
收
入
他
的
與
中
國
文
化
有
關
的
三
篇
隨
筆
。

三選
編
和
翻
譯
這
樣
一
個
帶
有
學
術
性
的
隨
筆
集
，
是
多
年
前
就
有
的
計
劃
。

我
和
賀
聖
遂
先
生
本
來
的
專
業
都
是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
跟
日
本
並
無
關
係
，
但
在
上
個
世

紀
的
八
十
年
代
前
後
，
學
界
好
像
曾
經
有
一
個
基
本
共
識
，
就
是
認
為
日
本
的
漢
學
尤
其
日
本

學
者
研
究
中
國
古
典
學
的
水
準
很
高
，
而
那
恰
好
是
我
們
先
後
進
入
到
不
同
的
大
學
，
又
在
大

致
相
同
的
理
由
之
下
，
被
勸
說
著
學
了
日
語
的
時
候
。
此
後
的
數
十
年
裡
，
我
們
在
各
自
不
同

的
工
作
環
境
裡
，
因
此
也
不
斷
接
觸
到
日
本
漢
學
家
的
研
究
論
著
。

日
本
漢
學
家
的
論
著
，
上
個
世
紀
以
來
，
以
中
文
翻
譯
或
介
紹
的
，
已
有
不
少
。
不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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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我
們
日
常
瀏
覽
、
閱
讀
的
範
圍
來
看
，
那
也
還
是
吉
光
片
羽
，
尚
不
足
以
使
中
文
世
界
的
讀

者
一
窺
其
全
貌
。
特
別
由
於
向
來
譯
介
的
，
多
為
專
業
性
較
強
的
論
著
，
這
種
不
知
有
意
抑
或

無
意
的
選
擇
，
有
時
更
在
讀
者
中
間
留
下
對
日
本
漢
學
的
片
面
印
象
。
記
得
當
初
我
們
自
己
也

曾
接
受
過
一
種
相
當
流
行
的
看
法
，
就
是
誤
以
為
日
本
漢
學
家
的
所
長
，
僅
僅
在
編
資
料
、
搞

考
證
這
一
方
面
，
下
的
是
死
硬
笨
的
功
夫
，
做
的
是
靜
止
沉
悶
狹
窄
的
學
問
。
直
到
後
來
閱
歷

漸
增
，
才
如
﹁
行
山
陰
道
上
﹂
，
﹁
山
川
之
美
，
應
接
不
暇
﹂
，
發
現
日
本
漢
學
實
在
比
想
像

中
的
豐
富
許
多
，
包
括
那
些
精
細
碎
瑣
的
考
據
和
悉
心
編
制
的
索
引
，
原
來
都
聯
繫
著
時
代
的

變
遷
、
政
治
的
演
化
以
及
與
之
相
伴
的
學
術
的
轉
移
。

我
們
相
信
，
正
是
因
為
有
這
樣
一
些
歷
史
的
和
現
實
的
背
景
，
才
使
日
本
漢
學
在
世
界
上
享

有
崇
高
的
榮
譽
，
並
且
綿
延
至
今
，
仍
然
保
持
它
的
活
力
。
我
們
也
願
意
把
自
己
歷
年
來
的
閱
讀

經
驗
貢
獻
出
來
，
與
讀
者
諸
君
分
享
，
選
譯
這
些
學
術
性
的
隨
筆
，
是
我
們
的
第
一
步
。

關
於
選
和
譯
，
這
裡
要
稍
作
說
明
。

首
先
，
受
限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學
力
、
閱
歷
，
也
為
國
內
的
日
文
書
籍
嚴
重
不
足
所
限—

這
後
一
點
，
數
十
年
前
即
為
吉
川
幸
次
郎
所
察
覺
，
他
說
，
研
究
日
本
學
的
中
國
人
最
先
遇
到

的
困
難
就
是
日
本
書
籍
難
求
，
又
批
評
日
本
政
府
和
有
識
之
士
對
此
漠
不
關
心
。
研
究
日
本
如
此
，

何
況
研
究
日
本
的
漢
學
，
而
這
種
情
況
，
數
十
年
來
竟
一
無
改
變—

我
們
認
真
讀
到
過
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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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漢
學
著
作
，
也
許
只
可
用
汪
洋
中
的
一
瓢
來
形
容
，
因
此
這
一
次
的
選
篇
，
雖
然
儘
可
能
地

避
免
了
﹁
揀
到
籃
裡
就
是
菜
﹂
，
但
也
還
是
達
不
到
理
想
中
的
真
正
﹁
普
選
﹂
。
不
過
就
在
有
限

的
條
件
下
面
，
我
們
也
設
定
了
若
干
選
的
原
則
：
一
是
為
了
體
現
近
代
以
來
日
本
漢
學
的
上
述

重
大
變
化
，
入
選
的
作
者
，
基
本
上
都
生
活
在
明
治
、
大
正
、
昭
和
時
期
。
二
是
儘
量
選
擇
論

題
不
俗
、
篇
幅
適
中
、
文
字
清
暢
的
較
有
可
讀
性
的
札
記
隨
筆
，
這
既
是
為
了
照
顧
讀
者
的
興
趣
，

也
是
嘗
試
從
另
一
角
度
反
映
日
本
漢
學
的
活
潑
、
有
趣
的
一
面
。
三
是
選
文
力
求
避
開
意
識
形

態
方
面
的
問
題
，
以
免
去
必
要
的
卻
也
可
能
是
複
雜
的
背
景
解
釋
等
等
。

其
次
，
我
們
選
錄
的
這
些
學
術
性
的
隨
筆
，
例
如
石
田
幹
之
助
、
吉
川
幸
次
郎
、
湯
川
秀

樹
等
人
的
作
品
，
即
使
在
日
語
世
界
裡
，
也
是
為
人
稱
道
的
，
所
以
翻
譯
它
們
，
毋
寧
說
是
對

我
們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中
文
表
達
能
力
的
考
驗
，
為
此
我
們
花
費
了
相
當
多
的
時
間
。
希
望
最
後

呈
現
在
這
裡
的
譯
文
，
既
能
少
失
掉
原
作
的
精
神
，
又
能
符
合
中
文
的
表
達
習
慣
，
在
中
文
的

世
界
裡
，
也
可
以
獨
自
成
篇
。

戴
燕

二○
○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於
藍
旗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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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裡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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茴
香

◇
  

用
匙
吃
飯
考

◇
  

白
樂
天
的
早
酒
詩

◇
  

中
華
文
人
的
生
活

青
木
正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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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裡
香

那
是
在
北
京
的
一
個
夏
日
的
傍
晚
。
僮
僕
說
：
賣
花
的
來
了
，
咱
不
要
。
出
得
門
來
，
近
郊
農

民
模
樣
的
男
人
正
把
裝
了
月
見
草
和
連
根
的
桔
梗
的
擔
子
卸
在
門
口
。
問
那
黃
花
的
名
字
，
說
是
﹁ye 

li xiang

﹂
，
一
到
夜
裡
就
開
花
，
很
香
的
，
因
此
俗
稱
﹁
夜
裡
香
﹂
1

。
紫
花
名
叫
﹁xiong guan 

m
ao

﹂
，
好
像
官
吏
的
帽
子
。
﹁
官
帽
﹂
容
易
懂
的
，
頭
一
個
字
卻
不
大
明
白
。
翌
日
去
問
識
字
的
人
，

有
人
說
﹁
雄
官
帽
﹂
，
於
意
不
通
。
又
有
人
說
﹁
升
官
帽
﹂
，
當
它
還
是
花
骨
朵
兒
時
，
好
像
便
帽
︵
也

就
是
民
間
一
般
的
帽
子
︶
，
一
旦
花
開
，
就
變
成
官
帽
，
這
倒
言
之
成
理
，
我
也
就
將
信
將
疑
了
。
這

樣
子
，
一
直
等
到
有
機
會
向
京
大
講
師
傅
芸
子
請
教
，
他
聽
了
，
並
沒
有
立
即
回
答
，
但
後
來
再
見
面
，

就
告
訴
我
說
，
那
大
概
是
﹁
僧
官
帽
﹂
，
因
為
開
花
時
的
樣
子
，
好
像
和
尚
帽
。
確
實
，
這
答
案
也
許

1 

夜
裡
香
，
或
又
稱
晚
香
玉
者
。
︽
汪
辟
疆
文
集
︾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
之
︽
小
奢
摩
館
脞
錄
︾
有
﹁
晚
香
玉
﹂

條
，
說
：
﹁
京
師
六
七
月
間
，
有
花
一
種
，
花
小
而
白
色
，
至
晚
乃
香
。
香
氣
最
烈
，
透
人
心
骨
。
余
與
友
人
至
東
安
門
散

步
，
常
購
花
圈
歸
，
置
之
房
闥
，
香
不
可
耐
，
隔
宿
輒
棄
去
。
或
曰
：
中
土
向
無
此
花
，
種
子
乃
西
洋
產
。
清
康
熙
間
，
始

來
中
國
，
賜
以
今
名
。
﹂
讀
書
偶
得
，
錄
此
以
備
參
照
。—

譯
者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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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為
妥
帖
。

總
之
，
當
時
我
是
把
他
賣
剩
的
花
草
全
都
買
了
下
來
，
種
在
窗
前
。
月
見
草
果
然
每
天
夜
裡
開
出

淡
黃
色
的
花
，
伴
著
幽
夢
般
的
難
以
名
狀
的
芳
香
，
撫
慰
著
我
的
離
鄉
之
情
。
可
以
說
一
地
有
一
地
的

風
土
，
做
夢
我
也
想
不
到
月
見
草
會
有
如
此
的
香
氣
。
從
前
只
在
鴨
川
岸
邊
見
過
野
生
的
月
見
草
，
那

個
夏
天
，
卻
是
在
將
夜
裡
香
當
成
觀
賞
植
物
精
心
栽
培
的
愉
悅
中
度
過
的
。
後
來
到
了
仙
台
，
有
一
年

的
初
夏
，
妻
子
從
同
事
家
拿
回
來
兩
三
種
花
苗
，
其
中
有
一
種
叫
做
﹁
待
宵
草
﹂
的
，
待
它
慢
慢
長
大
，

鼓
出
花
苞
，
不
錯
，
是
夜
裡
香
。
我
高
興
地
向
妻
子
講
起
這
花
的
香
味
，
我
們
一
起
期
待
著
，
然
而
花

開
以
後
，
卻
一
點
也
不
香
，
掃
興
得
很
。
但
是
它
在
夜
色
中
綻
放
的
模
樣
，
依
然
讓
人
動
心
，
所
以
搬

家
到
京
都
時
，
就
連
它
的
種
子
也
帶
了
去
，
種
在
小
院
裡
，
年
年
歲
歲
喚
醒
對
於
北
京
夏
夜
的
回
憶
。

從
牧
野
富
太
郎
的
︽
日
本
植
物
圖
鑒
︾
中
知
道
，
我
現
在
種
的
是
﹁
お
ほ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
一
種

原
產
北
美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
世
稱
月
見
草
，
但
白
色
的
，
又
是
另
外
一
種
﹂
。
鴨
川
岸
邊
和
其

他
地
方
的
﹁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
則
是
﹁
原
產
南
美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有
種
在
庭
院
以
供
觀
賞
的
，

現
在
各
地
也
都
可
以
見
到
野
生
的
﹂
。
這
就
是
說
，
原
先
我
以
為
月
見
草
的
，
其
實
是
待
宵
草
，
向
人

討
來
的
待
宵
草
的
苗
，
反
倒
是
世
人
說
的
月
見
草
。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的
︽
植
物
學
大
辭
典
︾
，

同
牧
野
一
樣
，
也
將
﹁
お
ほ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稱
做
月
見
草
，
將
﹁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稱
做
待
宵
草
，
它

又
好
像
是
對
日
本
書
的
翻
譯
，
並
沒
給
出
中
國
方
面
的
資
料
。
這
樣
一
來
，
我
在
北
京
見
到
的
夜
裡
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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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當
就
是
原
產
北
美
的
﹁
お
ほ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
它
由
北
美
直
接
進
口
還
是
假
道
日
本
而
來
？
在
原
產

地
的
北
美
有
沒
有
香
味
？
儘
管
我
想
搞
清
楚
它
們
，
但
似
乎
缺
少
方
便
的
途
徑
，
好
奇
心
也
還
不
夠
強
。

而
我
更
想
知
道
的
是
這
花
在
中
國
是
那
麼
的
香
，
到
了
日
本
，
為
甚
麼
香
氣
全
無
？
自
然
這
是
水
土
的

緣
故
，
本
來
不
足
為
奇
，
但
人
有
而
我
無
，
終
歸
叫
人
遺
憾
。
1

我
曾
往
廬
山
旅
行
，
有
一
天
，
隨
意
獨
行
中
忽
然
聞
到
花
香
，
穿
過
森
林
，
循
著
奇
香
而
去
，
卻

只
見
一
株
叢
生
的
普
普
通
通
的
棣
棠
花
。
我
有
點
懷
疑
自
己
的
鼻
子
，
環
視
四
周
，
除
它
而
外
，
再
沒

有
別
的
花
，
一
定
是
它
那
兒
發
出
的
花
香
無
疑
。
這
花
的
形
狀
並
不
特
別
，
可
香
味
確
實
難
得
。
︽
秘

傳
花
鏡
︾
說
，
棣
棠
三
月
開
花
，
花
呈
金
黃
色
，
狀
若
小
球
，
一
葉
一
蕊
，
但
繁
茂
而
無
香
。
可
見
在

中
國
，
一
般
也
是
不
香
的
，
不
可
思
議
的
是
，
廬
山
的
棣
棠
卻
香
氣
逼
人
，
堪
稱
罕
有
。
自
古
以
來
，

便
有
廬
山
與
香
花
有
緣
的
傳
說
，
據
說
瑞
香
，
也
即
日
本
人
稱
沉
丁
花
的
，
就
是
廬
山
所
產
。
宋
人
陶

穀
的
︽
清
異
錄
︾
卷
二
記
載
：
廬
山
一
位
僧
人
，
晝
寢
磐
石
之
上
，
夢
中
聞
到
花
香
刺
鼻
，
醒
後
找
到

那
花
，
為
它
取
名
﹁
睡
香
﹂
。
四
方
之
人
嘖
嘖
稱
奇
，
以
為
這
是
花
中
祥
瑞
，
於
是
改
﹁
睡
﹂
為
﹁
瑞
﹂
，

1 

原
作
者
﹁
補
遺
﹂
：
對
植
物
學
聊
有
心
得
的
長
子
亮
說
，
﹁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的
正
式
名
字
是O

enothera odorata Jacq

，

odorata

就
是
﹁
香
﹂
的
意
思
，
如
果
是
這
樣
的
話
，
那
夜
裡
香
就
又
不
是
﹁
お
ほ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
而
應
當
是
﹁
ま
つ

よ
ひ
ぐ
さ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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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它
﹁
瑞
香
﹂
。
我
在
廬
山
漫
遊
之
際
，
發
現
了
這
株
帶
香
的
棣
棠
，
因
而
也
可
名
之
以
飄
香
。

宋
代
奇
人
彭
淵
材
平
生
五
恨
：
一
是
鰣
魚
多
骨
，
二
是
金
橘
太
酸
，
三
是
蒓
菜
性
涼
，
四
是
海
棠

無
香
，
五
是
曾
子
固
不
能
詩
。
李
丹
到
昌
州
︵
今
四
川
大
足
縣
︶
做
官
。
聽
說
來
自
遠
方
，
淵
材
前
去

拜
訪
，
並
且
稱
讚
其
住
處
很
好
。
李
丹
問
他
緣
故
，
淵
材
回
答
：
﹁
天
下
海
棠
無
香
，
獨
昌
州
有
香
，

非
佳
縣
何
？
﹂
這
事
見
於
︽
冷
齋
夜
話
︾
卷
九
。
我
們
日
本
的
歌
人
是
不
恨
棣
棠
無
香
，
但
恨
其
不
結

果
實
，
這
不
就
矮
了
一
等
？
大
概
因
為
水
土
的
關
係
，
昌
州
的
海
棠
有
香
，
廬
山
的
棣
棠
有
香
，
根
據

王
漁
洋
的
︽
居
易
錄
︾
卷
八
，
位
於
江
蘇
海
州
︵
今
東
海
縣
︶
東
部
的
峽
島
上
，
更
有
深
紅
色
、
茶
碗

大
的
八
重
海
棠
，
花
香
異
常
。

我
在
北
京
侍
弄
的
待
宵
草
，
從
姿
態
顏
色
上
看
，
不
過
凡
花
一
種
，
然
而
它
的
香
味
，
卻
讓
我
格

外
珍
惜
。
不
只
是
愛
這
一
種
花
香
，
我
對
所
有
花
的
評
判
，
都
是
香
在
色
之
上
的
，
就
是
食
物
，
也
欣

賞
其
香
甚
於
欣
賞
其
味
。
對
文
學
、
美
術
的
看
法
也
都
如
此
，
與
其
說
重
視
技
巧
，
不
如
說
更
看
重
它

們
的
風
韻
，
也
就
是
味
道
。
這
是
我
的
一
個
習
慣
，
並
沒
有
高
深
的
理
由
或
理
論
。

從
小
我
的
鼻
子
就
很
靈
，
喜
歡
香
的
東
西
。
把
媽
媽
和
姐
姐
用
過
的
空
香
水
瓶
放
進
抽
屜
，
每
開

一
次
抽
屜
，
都
會
聞
到
香
味
，
有
時
偷
偷
拿
起
瓶
塞
聞
一
聞
，
也
是
一
種
享
受
。
好
比
說
點
心
吧
，
我

喜
歡
的
也
是
水
果
糖
，
既
喜
歡
它
富
於
變
化
的
色
彩
，
更
喜
歡
隨
不
同
色
彩
而
散
發
出
來
的
種
種
香
味
。

那
時
還
沒
有
日
本
國
產
的
，
英
國
一
家
叫
莫
爾
頓
的
公
司
生
產
的
瓶
裝
水
果
糖
在
鄉
下
也
少
見
，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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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少
能
吃
到
，
因
此
非
常
珍
貴
。
肥
皂
如
果
不
是
進
口
的
，
也
不
香
，
所
以
上
了
鄉
下
的
中
學
之
後
，

一
回
家
就
纏
著
母
親
，
要
把
肥
皂
帶
去
學
校
。

我
的
嗅
覺
大
概
是
受
了
父
親
的
遺
傳
。
父
親
對
樹
沒
甚
麼
興
趣
，
卻
喜
歡
香
花
，
盆
栽
的
建
蘭
、

沉
丁
花
、
茉
莉
花
、
薔
薇
，
擺
滿
一
院
子
，
蘭
花
與
茉
莉
花
開
時
，
總
要
被
搬
到
壁
龕
上
。
我
模
仿
他
，

也
把
梔
子
花
插
進
香
水
瓶
，
放
在
桌
上
。
父
親
嗜
好
香
料
，
夏
天
要
喝
柚
子
酒
，
初
春
要
嚐
蜂
斗
菜
的

醬
湯
，
這
對
我
後
來
也
有
影
響
。
我
不
僅
繼
承
了
父
親
的
嗅
覺
，
接
受
了
他
的
庭
訓
，
鼻
子
的
要
求
也

逐
年
增
高
。

不
過
近
年
來
，
我
的
鼻
子
變
化
很
大
，
從
仙
台
移
居
京
都
以
前
，
因
為
忍
受
不
住
東
北
的
寒
冷
，

持
續
有
半
年
多
的
鼻
炎
，
導
致
了
嗅
覺
失
靈
。
記
得
明
人
馮
時
可
的
︽
上
池
雜
識
︾
中
有
一
個
奇
怪
的

說
法
：
俗
話
說
不
能
去
聞
花
香
，
聞
了
容
易
得
肺
結
核
。
而
依
照
我
的
經
驗
，
花
開
時
，
裡
邊
會
有
無

數
小
黑
蟲
，
香
氣
就
來
自
這
些
黑
蟲
。
如
此
說
來
，
我
的
鼻
子
或
也
是
因
了
這
些
黑
蟲
作
祟
。
可
以
聞

的
東
西
，
已
經
聞
過
許
多
，
倒
也
沒
有
甚
麼
了
不
起
，
然
而
飲
酒
、
喝
茶
、
吸
煙
、
吃
飯
，
竟
也
不
如

從
前
有
味
道
。
過
去
我
對
酒
是
很
在
意
的
，
現
在
卻
連
一
級
、
二
級
都
分
不
出
來
，
就
連
三
級
酒
的
味
道
，

舌
頭
也
嚐
不
出
來
，
這
才
明
白
，
從
前
的
判
斷
靠
的
是
鼻
子
，
香
味
如
何
，
決
定
於
鼻
子
的
狀
況
。
懷

念
過
去
的
幸
福
時
光
，
就
好
比
回
到
久
別
的
家
鄉
：
醬
湯
的
香
味
多
麼
讓
人
歡
喜
，
聞
聞
女
兒
的
化
妝
品
，

還
有
近
期
配
給
的
肥
皂
，
腌
黃
瓜
不
就
是
這
種
味
兒
嗎
？
香
木
和
香
水
的
氣
味
，
都
可
以
不
知
道
，
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