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
版
說
明

中
國
讀
者
對
於
與
我
們
有
著
複
雜
情
緣
的
鄰
國
日
本
，
一
直
抱
有
高
度
的
關
注
。
尤
其
是
進
入

近
代
以
後
，
其
發
展
軌
跡
與
中
國
出
現
了
明
顯
的
差
異—

經
歷
了
前
近
代
國
家
向
近
現
代
的

轉
化
、
發
展
和
崛
起
，
對
外
的
武
力
擴
張
並
由
此
導
致
了
戰
敗
。
戰
後
的
日
本
重
新
出
發
，
社

會
政
治
體
制
發
生
了
質
的
改
變
，
在
一
九
七○

年
代
一
躍
而
成
為
世
界
上
的
第
二
大
經
濟
體
，

而
在
近
年
又
出
現
了
長
期
的
經
濟
低
迷
，
整
個
社
會
在
沉
悶
中
孕
育
著
躁
動
與
不
安
。
對
於
這

樣
的
一
段
近
現
代
歷
程
，
日
本
人
自
己
是
如
何
來
描
述
的
呢
？
對
於
自
己
的
近
現
代
史
，
他
們

又
是
如
何
來
認
識
的
呢
？
這
是
廣
大
中
文
圈
讀
者
所
關
切
並
抱
有
相
當
興
趣
的
。
出
於
這
樣
的

目
的
，
我
們
選
擇
了
日
本
岩
波
書
店
近
年
（
二○

○

六—

二○

一○

年
）
來
以
「
岩
波
新
書
」

的
形
式
陸
續
推
出
的
十
卷
本
「
日
本
近
現
代
史
」
，
聘
請
了
一
批
在
此
領
域
上
頗
有
造
詣
的
學

者
將
其
譯
成
中
文
，
推
介
給
各
位
讀
者
。

這
套
叢
書
的
作
者
，
大
多
是
在
日
本
近
現
代
史
研
究
上
卓
有
建
樹
的
學
者
或
教
授
，
他
們
運
用



了
既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和
相
對
完
備
的
史
料
，
力
圖
對
日
本
近
現
代
史
的
各
個
階
段
作
出
接
近
史

實
的
描
繪
。
這
套
叢
書
可
謂
是
日
本
學
者
在
這
一
領
域
內
最
新
的
系
列
性
的
研
究
成
果
，
史
料

豐
富
，
敘
述
脈
絡
清
晰
，
問
世
以
後
在
日
本
國
內
廣
受
好
評
，
一
版
再
版
，
很
多
都
出
到
了
十

版
以
上
。
不
過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儘
管
本
叢
書
的
作
者
都
試
圖
秉
持
學
者
的
立
場
，
但
其
對
許

多
歷
史
場
景
的
理
解
、
尤
其
是
涉
及
與
中
國
的
部
分
，
自
然
是
以
日
本
為
本
體
，
與
我
們
的
立

場
必
然
有
差
異
，
我
們
出
版
這
套
叢
書
，
並
不
意
味
著
我
們
認
同
原
作
者
的
觀
點
，
而
是
為
我

們
了
解
和
理
解
一
般
日
本
人
對
於
自
己
近
現
代
史
的
認
識
提
供
一
個
較
為
完
整
的
素
材
。

這
套
叢
書
在
翻
譯
和
編
輯
的
過
程
中
，
對
正
文
未
做
任
何
刪
節
。
原
有
的
插
圖
和
大
事
年
表
，

一
概
保
留
；
原
文
中
專
門
詞
語
的
表
述
，
一
般
均
予
以
直
譯
（
必
要
時
譯
者
也
會
給
予
適
當
的

解
釋
）；
對
原
文
中
出
現
的
重
要
的
人
名
、
事
件
等
，
譯
者
會
以
腳
註
的
形
式
進
行
適
當
的
註

釋
；
對
原
著
中
的
參
考
文
獻
，
中
文
翻
譯
後
再
列
出
原
文
，
以
便
有
需
要
的
讀
者
可
查
閱
原
文

文
獻
；
原
著
中
的
索
引
，
考
慮
到
對
中
文
讀
者
的
意
義
不
大
，
略
去
不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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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一
九
四
五
年
（
昭
和
二
十
年
）
八
月
，
經
歷
了
空
襲
和
原
子
彈
爆
炸
的
慘
痛

體
驗
的
人
們
，
面
對
往
日
熟
悉
的
家
園
只
留
下
一
片
廢
墟
的
時
候
，
日
本
的

戰
爭
結
束
了
。
牧
野
伸
顯
1

的
外
孫
、
吉
田
茂
2

的
公
子
，
精
通
英
法
文
學
的
文
學
家
吉
田

健
一
在
比
較
歐
洲
人
和
日
本
人
的
戰
爭
觀
時
，
曾
經
這
樣
說
過
，
戰
爭
並
不
是

0

0

離
別
親
人
奔

赴
戰
場
，
亦
或
是
由
於
原
子
彈
的
爆
炸
而
使
得
人
們
瞬
間
或
慢
慢
死
亡
，
「
而
是
一
旦
宣
戰

了
，
敵
人
隨
時
都
可
能
出
現
在
家
門
口
，
並
且
必
須
明
白
，
這
樣
的
事
情
是
很
自
然
的
，
同

時
也
要
做
好
自
己
的
國
家
和
本
國
的
文
明
會
消
亡
的
思
想
準
備
」
。（
《
歐
洲
人
民
》
）

如
此
說
來
，
對
於
歐
洲
人
來
說
的
戰
爭
，
和
對
於
日
本
人
來
說
的
戰
爭
，
無
論
從
實
體

上
來
看
還
是
從
記
憶
中
來
說
，
顯
然
都
是
不
同
的
。
除
去
傀
儡
國
家
滿
州
國
3

、
殖
民
地
統

1

牧
野
伸
顯
（
一
八
六
一—

一
九
四
九
）
，
日
本
帝
國
時
期
的
政
治
家
，
大
正
、
昭
和
兩
朝
重
臣
，
明
治
維
新
功
臣
大
久
保
利
通

次
子
。—

全
書
腳
註
均
為
譯
者
註
。

2

吉
田
茂
（
一
八
七
五—

一
九
六
七
）
，
日
本
前
首
相
，
是
日
本
戰
後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政
治
家
之
一
。

3

本
書
中
把
「
滿
洲
」
寫
作
「
滿
州
」
，
其
理
由
在
第
一
章
第
四
節
中
有
具
體
說
明
。

歐
洲
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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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下
的
朝
鮮
、
以
及
沖
繩
等
幾
個
例
外
（
這
些
例
外
都
迫
使
人
們
經
歷
了
嚴
峻
而
殘
酷
的
體

驗
）
，
對
於
大
部
分
的
日
本
人
來
說
，
戰
爭
不
過
是
那
些
在
遠
離
故
土
的
地
方
發
生
的
事
件

而
已
。

政
治
思
想
家
橋
川
文
三
一
生
都
在
研
究
「
對
日
本
人
來
說
中
國
究
竟
是
甚

麼
」
，
他
曾
經
就
日
中
戰
爭
1

提
出
過
設
問
：
「
日
本
人
是
否
將
它
視
為
戰

爭
？
」
現
在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重
新
關
注
一
下
這
個
問
題
吧
。
橋
川
在
戰
爭
時

期
與
日
本
浪
漫
派
2

思
想
產
生
共
鳴
，
戰
後
又
為
此
深
深
感
到
懊
悔
，
也
只
有
他
才
會
有
如

此
出
色
的
觀
察
問
題
的
視
角
。

橋
川
這
樣
說
道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爆
發
的
日
中
戰
爭
是
一
場
奇
妙
的
戰
爭
。
戰
爭
在

日
中
雙
方
都
未
宣
戰
的
情
況
下
持
續
進
行
。
而
另
一
方
面
，
直
到
太
平
洋
戰
爭
末
期
，
日
方

都
私
下
堅
持
著
對
華
的
和
平
工
作
。
日
本
人
究
竟
是
否
把
它
認
作
是
戰
爭
呢
？
是
否
因
為
日

中
戰
爭
的
本
質
和
日
方
對
於
日
中
戰
爭
的
認
識
之
間
的
差
異
成
為
了
一
種
致
命
傷
，
導
致
上

1

日
中
戰
爭
是
指
七
七
盧
溝
橋
事
變
之
後
的
日
本
全
面
侵
華
戰
爭
，
下
同
。

2

以
一
九
三
五
年
創
刊
的
《
日
本
浪
漫
派
》
雜
誌
為
中
心
形
成
的
一
個
文
藝
派
別
，
成
員
多
為
從
左
翼
轉
向
的
文
人
，
後
傾
向
於

發
揚
日
本
古
代
文
化
、
弘
揚
日
本
民
族
精
神
，
戰
爭
時
代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成
為
日
本
法
西
斯
思
想
的
傳
播
者
。

那
是
否
算

作
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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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為
政
者
下
至
國
民
在
作
出
發
動
太
平
洋
戰
爭
的
判
斷
時
都
失
去
了
理
智
？

橋
川
提
出
的
以
上
問
題
，
讓
我
們
先
前
只
能
用
「
泥
沼
化
」
一
詞
將
日
中
戰
爭
與
太

平
洋
戰
爭
連
接
在
一
起
的
僵
硬
頭
腦
產
生
了
巨
大
的
震
動
。
（
《
專
題
論
文
集 

日
本
歷
史2

1
 

法
西
斯
與

戰
爭
》
）

橋
川
本
身
沒
有
作
出
回
答
，
但
日
本
人
是
如
何
認
識
當
時
被
稱
作
「
支
那
事

變
」
1

即
日
中
戰
爭
的
呢
？
這
的
確
是
一
個
值
得
討
論
的
問
題
。
京
都
的
陽
明

文
庫
所
藏
的
有
關
近
衛
文
麿
2

的
文
書
中
，
有
一
篇
題
為
《
對
當
前
時
局
的

基
本
認
識
及
其
對
策
》
（
一
九
三
八
年
六
月
七
日

）
的
史
料
。
從
內
容
上
判
斷
，
這

篇
推
定
由
近
衛
首
相
的
智
囊
團
昭
和
研
究
會
等
學
者
執
筆
的
史
料
中
，
可
以
窺
見
如
下
的
日

中
戰
爭
觀
：

「
此
戰
爭
的
性
質
，
並
非
領
土
侵
略
或
以
政
治
經
濟
利
益
為
目
的
，
而
是
為
了
排
除
阻

礙
日
支
邦
交
恢
復
的
殘
存
勢
力
的
討
伐
戰
」
。
對
華
戰
爭
進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卻
把
戰
爭
的

性
質
表
現
為
像
是
在
討
伐
土
匪
。
當
然
我
們
也
要
考
慮
到
這
篇
史
料
是
在
連
接
華
北
與
華
中

1

支
那
事
變
為
當
時
日
本
政
府
對
於
七
七
盧
溝
橋
事
變
的
舊
稱
，
現
在
日
本
一
般
稱
為
日
中
戰
爭
。

2

近
衛
文
麿
（
一
八
九
一—

一
九
四
五
）
，
日
本
前
首
相
，
在
他
主
持
內
閣
期
間
發
動
了
對
中
國
的
全
面
侵
略
戰
爭
。

不
是
戰

爭
，
是 

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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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戰
略
要
點
徐
州
被
攻
陷
後
所
寫
的
。

那
麼
，
軍
部
是
如
何
考
慮
的
呢
？
我
想
從
一
九
三
九
年
一
月
中
支
派
遣
軍
司
令
部
編
定

的
文
件
《
揚
子
江
開
放
相
關
意
見
》
中
來
引
出
他
們
的
日
中
戰
爭
觀
。
「
此
次
事
變
並
非
戰

爭
，
而
是
懲
處
。
為
了
懲
處
而
採
取
的
軍
事
行
動
是
被
國
際
慣
例
所
認
可
的
」
。
這
份
文
件
強

調
了
日
中
戰
爭
不
是
戰
爭
而
是
懲
處
這
一
觀
點
。
那
麼
，「
懲
處
」
究
竟
有
著
何
種
意
義
呢
？

懲
處
是
法
律
用
語
中
的
報
復
的
同
義
詞
，
被
定
義
為
為
了
終
止
、
糾
正
國
際
不
法
行
為

而
採
取
的
強
制
行
為
。
具
體
表
現
為
對
方
國
出
現
了
違
反
條
約
的
行
為
時
，
為
了
終
止
其
行

為
，
採
用
扣
押
對
方
國
的
貨
物
、
船
舶
、
佔
領
其
部
分
領
土
等
強
制
性
行
為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此
種
強
制
性
行
為
在
法
律
上
不
算
違
法
行
為
。

近
衛
的
史
料
也
好
，
中
支
派
遣
軍
的
史
料
也
罷
，
均
不
是
為
了
對
外
宣
傳
而
撰
寫
的
，

而
是
面
向
內
部
的
機
密
文
書
，
因
此
可
以
認
為
昭
和
研
究
會
的
學
者
以
及
中
支
派
遣
軍
的
軍

人
們
真
的
將
眼
前
的
這
場
戰
爭
看
作
是
一
場
征
討
匪
賊
的
戰
鬥
，
是
為
了
懲
處
與
報
復
。

當
時
，
讓
日
本
方
面
堅
信
不
移
、
甚
至
不
惜
訴
諸
懲
處
和
報
復
的
手
段
也
要

阻
止
的
中
國
方
面
的
不
法
行
為
，
究
竟
是
甚
麼
呢
？
在
橋
川
看
來
，
日
中
戰

爭
使
得
日
本
的
判
斷
能
力
失
去
了
理
智
，
以
此
為
契
機
，
日
本
人
竟
然
不
惜

本
書
的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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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起
了
太
平
洋
戰
爭
。
而
這
場
日
中
戰
爭
，
我
們
的
祖
輩
竟
然
將
其
看
作
是
一
場
討
匪
戰
，

是
懲
處
，
是
報
復
。
現
在
人
們
已
經
明
白
，
日
中
戰
爭
起
始
於
一
次
偶
發
性
的
武
裝
衝
突
。

但
是
，
這
場
戰
爭
的
根
源
在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由
關
東
軍
參
謀
策
劃
發
動
的
滿
州

事
變
。如

此
看
來
，
我
們
可
以
推
測
，
在
製
造
滿
州
事
變
的
階
段
，
日
本
人
的
腦
海
裡
已
經
有

懲
處
、
報
復
的
想
法
了
。
事
實
也
確
是
如
此
。
李
頓
調
查
團
1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三
月
訪
問
日

本
時
，
大
阪
商
業
會
議
所
將
以
下
備
忘
錄
交
給
了
調
查
團
。
即
「
滿
州
變
亂
之
所
以
會
引
起

（
中
略
）
，
是
因
為
支
那
不
尊
重
條
約
中
所
承
認
的
日
方
權
利
，
日
本
為
確
保
其
權
利
，
作

出
了
正
當
防
衛
，
僅
此
而
已
」
。

這
份
備
忘
錄
也
被
李
頓
報
告
書
的
附
錄
所
收
錄
。
在
附
錄
中
，
日
本
政
府
及
工
商
業
者

報
告
了
如
下
幾
點
內
容
：
①
中
國
抵
制
日
貨
的
行
為
是
非
武
力
的
敵
對
行
為
，
我
們
認
為
這

違
反
了
非
戰
公
約
的
第
二
條
（
不
可
為
推
行
政
策
而
發
動
戰
爭
）
；
②
我
們
「
真
心
地
」
相

信
日
方
採
取
報
復
措
施
是
正
確
的
。
在
李
頓
報
告
書
的
第
七
章
中
更
是
清
晰
地
記
錄
了
在
調

1

李
頓
調
查
團
，
由
英
國
爵
士
李
頓
擔
任
團
長
的
調
查
團
，
一
九
三
二
年
受
國
際
聯
盟
派
遣
調
查
日
本
在
中
國
發
動
「
九
一
八
」

事
變
而
形
成
的
滿
洲
問
題
以
及
中
國
的
一
般
形
勢
，
並
完
成
了
調
查
報
告
書
。
日
本
拒
絕
認
同
這
份
調
查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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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過
程
中
日
本
的
工
商
業
者
認
為
抵
制
日
貨
行
為
是
「
侵
略
行
為
，
主
張
日
本
應
該
為
報
復

此
行
為
而
採
取
軍
事
行
動
」
等
事
實
。

當
時
日
本
的
為
政
者
及
國
民
是
緣
何
會
從
心
底
裡
認
為
要
對
中
國
採
取
報
復
行
動
呢
？

筆
者
想
對
此
一
探
究
竟
。
筆
者
完
全
不
認
同
將
滿
州
事
變
、
日
中
戰
爭
的
原
因
歸
咎
於
中

國
方
面
的
違
反
國
際
法
行
為
。
相
反
，
在
以
國
際
聯
盟
為
舞
台
的
論
戰
中
，
中
國
方
面
反
駁

道
，
正
是
為
了
抵
抗
日
本
的
違
法
出
兵
行
為
才
採
取
了
抵
制
日
貨
的
行
動
，
中
國
的
抵
制
是

報
復
行
為
。
這
一
主
張
也
在
國
際
聯
盟
大
會
通
過
的
建
議
方
案
中
得
到
了
反
映
。
中
日
雙
方

都
主
張
對
方
實
施
了
違
反
國
際
法
的
行
為
，
自
己
採
取
的
有
力
措
施
是
正
當
防
衛
，
因
此
不

算
違
法
。
這
就
是
一
九
三
〇
年
代
日
本
與
中
國
的
情
形
。

為
甚
麼
會
變
成
這
樣
？
三
十
年
代
的
危
機
是
世
界
規
模
的
經
濟
危
機
，
也

是
英
美
蘇
日
等
列
國
角
逐
的
遠
東
地
區
的
軍
事
危
機
。
因
此
，
將
危
機
爆

發
的
導
火
索
滿
州
事
變
僅
僅
看
作
是
日
本
為
了
阻
止
中
國
國
家
統
一
而
採
取
的
軍
事
行

動
是
不
全
面
的
吧
。

本
書
一
方
面
將
滿
州
事
變
的
起
源
追
溯
到
二
十
年
代
，
必
要
時
追
溯
到
日
俄
戰
爭
時

期
。
另
一
方
面
，
也
將
敘
述
的
時
期
向
後
定
為
一
九
四
〇
年
十
月
，
這
一
時
間
點
日
本
成
立

幾
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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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大
政
翼
贊
會
1

，
而
此
時
日
中
戰
爭
獨
自
解
決
的
通
道
事
實
上
已
經
被
堵
塞
了
。
在
本
書

的
敘
述
中
我
想
努
力
回
答
如
下
的
問
題
。

①
滿
蒙
特
殊
權
益
是
甚
麼
？
②
圍
繞
兩
個
體
制
的
角
逐
讓
二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有
了
怎

樣
的
變
化
？
③
李
頓
報
告
書
對
日
本
的
特
殊
權
益
論
下
了
怎
樣
的
判
斷
？
④
對
於
聯
盟
抱

著
強
硬
態
度
的
內
田
外
交
的
背
後
有
著
怎
樣
的
理
論
邏
輯
？ 

⑤
一
九
三
三
年
後
，
對
日
似

乎
轉
為
綏
靖
態
度
的
中
國
所
採
取
的
戰
略
到
底
有
着
怎
樣
的
內
涵
？
⑥
推
進
分
離
華
北
活
動

的
日
本
方
面
究
竟
有
著
怎
樣
的
意
圖
？
⑦
日
中
戰
爭
的
特
質
究
竟
是
甚
麼
？
產
生
此
特
質
背

後
的
要
因
是
甚
麼
？

在
第
一
章
，
筆
者
將
重
點
放
在
滿
州
事
變
形
態
的
四
個
特
質
上
，
嘗
試
描
繪
出
這
個

瞬
間
改
變
世
界
情
形
的
事
變
的
整
體
圖
像
。
若
能
蒙
您
一
直
閱
讀
到
後
記
，
筆
者
將
不
勝

榮
幸
。本

卷
所
記
敘
的
時
期
從
表
面
上
看
來
和
第
四
卷
有
所
重
合
。
但
對
三
十
年
代
的
危
機
這

1

大
政
翼
贊
會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
日
本
的
一
個
極
右
政
治
團
體
。
於
一
九
四
〇
年
（
昭
和
十
五
年
）
十
月
十
二
日
宣
告

成
立
，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解
散
。
該
組
織
以
推
動
「
新
體
制
運
動
」
作
為
主
要
目
標
，
在
二
戰
期
間
，
以
一
黨
專
政
的
模

式
統
治
日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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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
必
須
要
從
外
交
和
軍
事
幾
個
方
面
來
加
以
描
述
，
因
此
難
免
會
上
溯
到
第
四
卷
的
時

間
軸
。
這
一
點
，
尚
祈
讀
者
的
理
解
。



本
書
中
對
引
述
的
史
料
若
加
作
者
註
釋
，
用
﹝
﹞
表
示
，
參
考
文
獻
用
（
）
表
示
，
在

卷
末
的
參
考
文
獻
中
按
各
章
和
刊
行
日
期
的
順
序
予
以
記
載
。
史
料
的
出
典
，
以
便
於
閱
讀

為
主
，
只
做
簡
略
的
標
記
。
史
料
中
若
無
特
別
的
標
記
，
均
出
自
《
日
本
外
交
文
書
》
（
外

務
省
編
刊
）
。
在
引
述
的
文
獻
中
，
會
有
一
些
以
今
天
的
眼
光
來
看
是
帶
有
歧
視
色
彩
的
詞

語
，
鑒
於
歷
史
的
背
景
，
未
做
改
動
，
請
各
位
諒
鑒
。



第
1
章 
滿
州
事
變
的
四
個
特
質



柳條湖事件發生後被佔領的北大營的航空照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

（每日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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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滿州事變的四個特質

一
、
對
手
不
在
場

一
九
三
一
年
（
昭
和
六
年
）
九
月
十
八
日
晚
上
十
點
二
十
分
，
在
中
國
東
北

部
（
滿
州
）
遼
寧
省
瀋
陽
（
奉
天
）
附
近
的
柳
條
湖
，
一
部
分
南
滿
鐵
路
被

炸
毀
。
關
東
軍
參
謀
石
原
莞
爾
1

等
人
終
於
實
施
了
他
們
自
一
九
二
九
年
就
開
始
精
心
策
劃

的
作
戰
行
動
。

從
歷
史
角
度
思
考
滿
州
事
變
時
，
人
們
總
是
會
先
思
考
這
場
事
變
為
何
會
發
生
。
這
是

因
為
從
歷
史
因
果
關
係
的
角
度
考
察
這
場
事
變
是
很
自
然
的
，
且
是
很
重
要
的
。

然
而
，
例
如
二
〇
〇
一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
美
國
發
生
系
列
恐
怖
襲
擊
時
，
我
們
把
這
次

恐
怖
襲
擊
稱
為
「
史
無
前
例
的
戰
爭
（w

a
r lik

e
 n

o
 o

th
e
r

）
」
，
首
先
關
注
到
它
新
的
戰

爭
形
態
上
。
因
為
在
試
圖
了
解
那
些
瞬
間
改
變
世
界
情
形
的
暴
力
真
相
時
，
也
許
我
們
會
本

能
地
認
為
從
它
的
「
形
式
」
角
度
切
入
是
最
合
適
的
。
再
回
到
我
們
剛
才
的
話
題
，
其
實
主

導
滿
州
事
變
的
石
原
本
人
，
就
是
在
日
俄
戰
爭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際
，
對
於
戰
爭
形
態

1

石
原
莞
爾
（
一
八
八
九—

一
九
四
九
）
，
日
本
軍
人
，
先
後
畢
業
於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和
陸
軍
大
學
，
在
關
東
軍
任
中
佐
參
謀

時
，
參
與
發
動
了
九
一
八
事
變
，
且
是
偽
滿
洲
國
的
炮
製
者
之
一
。
後
升
任
參
謀
本
部
作
戰
部
中
將
部
長
， 

一
九
四
一
年
因
與
首

相
東
條
英
機
政
見
不
合
，
被
革
除
現
役
軍
職
，
後
任
立
命
館
大
學
教
授
，
有
著
作
多
種
。

四
個
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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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變
化
和
特
質
有
著
最
為
縝
密
研
究
的
人
物
。

因
此
，
本
章
將
闡
明
滿
州
事
變
所
具
有
的
形
體
上
的
特
質
，
來
作
為
本
書
整
體
的
導
入

部
分
。
滿
州
事
變
有
著
以
下
四
個
顯
著
的
特
質
。
①
看
準
對
方
國
領
導
人
不
在
而
發
動
的
； 

②
由
原
本
不
允
許
干
涉
政
治
的
軍
方
主
導
的
； 

③
明
知
觸
犯
國
際
法
，
卻
設
法
躲
避
因
違

反
國
際
法
而
受
到
指
責 

；
④
不
斷
擴
展
滿
蒙
作
為
一
個
地
域
概
念
的
範
圍
。
那
麼
，
為
何

會
選
擇
此
種
「
形
式
」
呢
？
另
外
，
選
擇
了
此
種
「
形
式
」
，
滿
州
事
變
又
會
給
日
本
社
會

帶
來
怎
樣
的
變
化
呢
？
為
了
弄
明
白
這
些
問
題
，
我
們
首
先
從
第
一
點
來
看
。

當
時
，
蔣
介
石
不
在
首
都
南
京
。
蔣
作
為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
海
陸
空
軍
總
司

令
，
無
論
在
政
治
上
還
是
軍
事
上
都
處
於
中
國
的
最
高
位
置
。
張
學
良
也
離

開
了
他
的
根
據
地
瀋
陽
。
張
是
被
稱
為
東
三
省
（
遼
寧
省
、
吉
林
省
、
黑
龍

江
省
）
的
東
北
地
區
實
質
上
的
領
導
人
，
身
居
東
北
邊
防
司
令
長
官
要
職
。

離
開
原
本
應
該
駐
守
陣
地
的
這
兩
個
人
，
當
時
究
竟
在
做
甚
麼
呢
？

事
變
發
生
之
前
，
從
一
九
三
一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
蔣
介
石
率
領
了
約
三
十
萬
國
民
黨
軍
，

正
對
以
江
西
省
為
根
據
地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紅
軍
發
動
第
三
次
剿
共
戰
爭
。
自
上
一
年
十
二
月

的
第
一
次
剿
共
戰
起
，
蔣
介
石
率
領
的
國
民
黨
軍
隊
就
陷
入
了
苦
戰
。
蔣
直
面
的
軍
事
威
脅
不

當
時
的 

兩
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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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滿州事變的四個特質

止
於
此
。
以
國
民
黨
內
部
反
蔣
勢
力
的
汪
精
衛
為
中
心
，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成
立

了
「
廣
州
國
民
政
府
」
，
其
中
又
加
入
了
廣
東
派
和
廣
西
派
的
反
蔣
聯
合
部
隊
。
事
變
的
五
天

前
，
即
九
月
十
三
日
，
蔣
介
石
率
領
的
國
民
黨
軍
隊
在
湖
南
省
與
這
些
反
蔣
聯
合
部
隊
展
開

了
激
戰
。
當
時
的
蔣

介
石
在
江
西
省
和
湖

南
省
這
兩
個
不
同
的

地
方
，
分
別
與
兩
支

不
同
的
隊
伍
陷
入
內

戰
。
（
參
照
圖

1
-1

）

忙
於
應
付
內
戰
的
蔣

介
石
不
是
在
南
京
，

卻
是
在
江
西
省
省
會

南
昌
獲
悉
了
事
變
的

消
息
。另

一
方
面
，
張

學
良
此
時
又
在
做
甚

圖1-1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各省與省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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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
事
變
前
的
張
為
了
應
對
華
北
的
石
友
三
的
部
隊
挑
起
的
戰
亂
，
正
帶
領
其
麾
下
的
東
北

邊
防
軍
（
以
下
簡
稱
為
東
北
軍
）
的
十
一
萬
五
千
名
精
銳
位
於
被
稱
作
關
內
的
長
城
以
南
的

華
北
地
區
。
一
九
三
一
年
八
月
四
日
被
鎮
壓
的
這
場
戰
亂
實
際
上
是
由
日
方
特
務
機
關
買
通

了
石
軍
挑
起
的
。
關
東
軍
為
了
準
備
這
場
事
變
，
特
意
事
先
安
排
將
東
北
主
力
軍
牽
制
在
華

北
地
區
。
（
黃
自
進
《
滿
州
事
變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
）

張
學
良
由
於
在
一
九
三
〇
年
五
月
的
中
原
大
戰
中
沒
有
加
入
反
蔣
聯
合
部
隊
而
得
到
了

國
民
政
府
的
感
謝
。
因
此
，
北
平
（
北
京
）
天
津
的
衛
戍
司
令
、
河
北
省
政
府
主
席
等
重
要

職
位
都
由
其
黨
派
的
人
佔
據
，
到
了
一
九
三
一
年
，
他
開
始
著
手
將
勢
力
從
東
三
省
擴
大
到

華
北
的
政
治
經
濟
領
域
。
即
便
沒
有
石
軍
的
叛
亂
，
張
學
良
留
在
東
北
的
可
能
性
也
不
大
。

而
事
實
上
，
他
並
非
在
瀋
陽
，
而
是
在
北
平
聽
到
事
變
的
消
息
的
。

從
以
上
過
程
來
看
，
事
變
是
趁
著
蔣
和
張
離
開
根
據
地
的
時
間
點
發
動
的
。

那
麼
為
何
必
須
要
採
取
這
樣
的
形
式
呢
？

關
東
軍
是
在
日
俄
戰
爭
後
，
為
了
守
衛
關
東
州
以
及
保
護
滿
鐵
線
而
設
置
的

軍
隊
。
一
九
一
九
年
四
月
，
在
廢
除
了
武
官
制
的
關
東
都
督
府
、
設
置
了
關
東
廳
的
同
時
，

關
東
軍
作
為
獨
立
的
駐
紮
在
滿
州
的
軍
事
機
關
成
立
了
。
除
了
守
衛
鐵
路
之
外
，
還
逐
漸
利

謀
略
的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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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其
軍
事
力
量
來
強
化
對
日
本
在
滿
州
權
益
的
維
護
、
實
行
對
蘇
戰
略
等
任
務
。
（
山
室
信
一

《
怪
獸 

增
補
版
》
）
但
是
這
支
兵
力
在
事
變
之
前
，
只
有
從
日
本
本
土
派
來
兩
年
輪
換
的
一
個
駐

紮
師
團
和
六
個
大
隊
的
獨
立
守
備
隊
，
合
計
約
一
萬
零
四
百
名
兵
員
。
（
江
口
圭
一
《
十
五
年
戰
爭

小
史
》
）
這
個
數
量
與
東
北
軍
的
十
九
萬
人
相
比
，
雙
方
兵
力
之
懸
殊
可
謂
一
目
瞭
然
。

以
當
時
關
東
軍
的
兵
力
想
要
在
短
期
內
壓
制
住
整
個
滿
州
地
區
，
就
必
須
解
決
兵
力
懸

殊
的
問
題
。
而
為
了
除
去
此
心
頭
大
患
，
就
不
得
不
考
慮
趁
著
張
學
良
和
東
北
精
銳
部
隊
離

開
老
巢
，
蔣
介
石
忙
於
剿
共
戰
、
對
付
反
蔣
聯
盟
這
一
時
期
發
動
事
變
。

二
、
政
治
與
軍
人

接
著
，
我
們
來
看
一
下
滿
州
事
變
的
第
二
個
特
質
，
上
文
提
及
的
②
的
部

分
，
即
由
原
本
不
允
許
干
涉
政
治
的
軍
人
主
導
這
一
點
。
有
一
名
青
年
，
出

生
於
石
川
縣
，
畢
業
於
金
澤
第
四
高
等
學
校
，
後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進
入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文
學

部
。
在
參
加
了
東
大
新
人
會
活
動
後
，
加
入
了
日
本
共
產
黨
，
因
一
九
二
八
年
的
三
．
一
五

事
件
（
在
同
年
舉
行
的
第
一
屆
普
選
中
，
當
時
的
田
中
義
一
內
閣
以
治
安
維
持
法
為
名
，
鎮

壓
了
作
為
勞
動
農
民
黨
候
選
人
而
公
然
活
動
的
共
產
黨
的
事
件
）
被
逮
捕
。
保
釋
後
為
了

在
公
會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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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療
病
弱
的
身
體
，
那
青
年
回
到
了
故
鄉
石
川

縣
。
此
時
為
一
九
三
〇
年
左
右
。
青
年
的
名
字

叫
做
石
堂
清
倫
。
（
圖1

-2

）

一
天
，
路
過
小
松
町
公
會
堂
前
的
石
堂
看

到
平
日
裡
在
鎮
上
不
太
見
到
的
被
太
陽
曬
得
黝

黑
的
農
民
們
把
公
會
堂
擠
得
滿
滿
當
當
。
入
口

處
掛
著
「
時
局
大
演
講
會
」
的
牌
子
，
陸
軍
省
派
來
的
少
佐
正
在
進
行
演
說
。
（
石
堂
清
倫
《2

0

世
紀
的
意
義
》
）
講
壇
上
的
少
佐
見
識
到
了
貧
困
底
層
的
農
村
後
，
勸
說
大
家
為
了
脫
貧
必
須
下

狠
心
採
取
一
定
的
手
段
，
他
接
著
這
麼
說
：

所
謂
的
「
左
翼
公
會
」
要
求
土
地
平
等
分
配
，
這
的
確
是
正
確
的
主
張
，
但
即
便
把
日

本
所
有
的
耕
地
平
等
地
分
配
給
所
有
的
農
民
，
所
獲
得
的
額
度
也
只
有
五
反
步
（
一
反
相
當

於
大
約
九
百
九
十
二
平
方
米
）
。
接
下
來
他
提
出
了
以
下
值
得
注
目
的
煽
動
性
的
內
容
：

大
家
拿
著
五
反
步
的
土
地
，
能
把
兒
子
送
去
中
學
念
書
嗎
？
能
讓
女
兒
讀
上
女
子
學
校

嗎
？
不
行
吧
。
（
中
略
）
日
本
土
地
狹
小
人
口
過
剩
。
這
個
事
實
左
翼
沒
有
想
到
。
因

此
，
國
內
的
土
地
所
有
制
度
就
算
徹
底
改
革
也
改
革
不
了
。
在
這
裡
我
們
就
必
須
把
眼

圖1-2 一九二二年左右的石堂

清倫（石堂清倫《我國異端的

昭和史》上，平凡社博物館，

二〇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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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從
國
內
轉
向
外
部
了
。
看
看
滿
蒙
的
沃
土
吧
。
（
中
略
）
侵
佔
他
人
土
地
雖
然
不
是

甚
麼
光
榮
的
事
情
，
但
在
生
死
關
口
也
顧
不
上
那
麼
多
了
，
就
讓
我
們
去
拿
下
那
片
滿

蒙
的
沃
土
吧
。
這
樣
算
來
，
大
家
就
不
止
五
反
步
，
而
是
一
躍
成
為
了
十
町
步
〔
一
反

的
一
百
倍
，
大
約
相
當
於
十
公
頃
〕
的
地
主
啦
。
大
家
都
可
以
做
東
家
了
。

演
說
中
的
「
左
翼
」
是
指
勞
動
農
民
黨
，
「
左

翼
公
會
」
是
指
日
本
農
民
公
會
。
之
前
只
是
由
佃

農
發
起
以
要
求
減
免
地
租
為
中
心
的
爭
議
，
到
了

少
佐
發
表
演
說
的
昭
和
經
濟
危
機
時
期
，
變
成
了

由
地
主
要
求
發
起
的
收
回
租
地
、
統
一
償
還
所
欠

地
租
，
爭
議
的
理
由
發
生
了
戲
劇
性
的
變
化
。
由

於
經
濟
危
機
受
到
打
擊
的
不
僅
是
農
村
的
佃
農
，

地
主
也
陷
入
窘
境
，
圍
繞
土
地
引
發
了
地
主
和
佃

農
之
間
生
死
存
亡
的
鬥
爭
。
已
經
不
只
是
地
租
的

問
題
，
而
是
上
升
到
了
土
地
問
題
。
（
圖1

-3

）

在
理
解
了
這
樣
的
背
景
後
，
再
次
細
讀
少
佐

圖1-3 日本農民合作社大會（一九二六年七月，法政大學大原社

會問題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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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以
「
常
言
道
，
人
死
留
名
，
虎
死
留
皮
」
作
為
開
場
白
之
後
，
後
面
往
往
可
以
接
許
多

不
同
的
句
子
來
打
趣
。
小
松
座
劇
團
的
內
部
雜
誌
《the

座
》
的
總
編
小
田
豐
二
曾
接
道
「
獅

王
1

死
留
牙
膏
」。
如
果
仿
照
這
種
說
法
，
筆
者
這
裡
就
是
：
沒
寫
成
的
一
覽
表
就
留
到
「
後

記
」
裡
吧
（
目
前
還
沒
有
死
）
。

《
岩
波
書
店
的
新
刊
》（
二
〇
〇
六
年
十
一
月

）
上
刊
登
的
《
日
本
近
現
代
史
系
列 

全1
0

卷
》

開
始
發
行
的
說
明
文
中
寫
道
：「
這
是
在
顧
及
到
家
人
2

、
軍
隊
的
實
際
情
形
及
殖
民
地
動
向

的
同
時
，
探
究
從
幕
府
到
現
在
的
日
本
近
現
代
歷
程
的
新
通
史
」
。
重
要
的
是
家
人
、
軍

隊
、
殖
民
地
這
三
點
。

以
這
個
尺
度
來
衡
量
的
話
，
筆
者
寫
的
這
一
卷
是
不
及
格
的
。
有
關
軍
隊
的
部
分
寫
得

都
要
令
人
生
厭
了
。
有
關
殖
民
地
部
分
，
只
在
涉
及
到
帝
國
內
經
濟
秩
序
的
時
候
提
到
一

點
，
至
於
家
人
部
分
，
連
索
引
中
都
找
不
到
吧
。
關
於
戰
爭
時
代
的
家
人
家
庭
問
題
，
由
於

1

獅
王
，
日
本
著
名
家
化
企
業
。

2

「
家
人
」
一
詞
的
原
文
是
「
家
族
」
，
其
基
本
意
思
包
含
了
中
文
的
「
家
庭
、
家
人
、
家
屬
、
家
族
」
，
可
根
據
不
同
的
語
境
作

不
同
的
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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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領
域
中
已
有
了
許
多
出
色
的
研
究
，
筆
者
對
於
自
己
的
無
能
感
到
慚
愧
。

沒
寫
成
的
原
因
在
於
，
筆
者
沒
有
將
家
人
家
庭
作
為
主
語
描
述
這
個
時
代
的
能
力
和
思

想
準
備
。
我
腦
子
裡
怎
麼
也
形
不
成
這
樣
一
個
想
法
：
「
不
是

0

0

家
人
家
庭
也
很
重
要
，
而
是

0

0

家
人
家
庭
很
重
要
」
。
藤
井
忠
俊
的
《
國
防
婦
人
會
》
正
確
地
指
出
了
日
中
戰
爭
的
後
方
最

大
的
特
徵
是
女
性
的
組
織
化
。
不
能
說
戰
爭
也0

將
女
性
組
織
了
起
來
。
從
市
町
村
的
團
體
動

向
來
說
，
這
個
時
期
有
新
組
建
或
成
員
增
加
的
，
只
有
女
性
團
體
。
應
當
說
，
正
是

0

0

戰
爭
將

女
性
組
織
了
起
來
。
筆
者
無
法
超
越
藤
井
這
個
敏
銳
的
視
角
。

此
外
，
當
父
親
、
丈
夫
、
兄
弟
、
兒
子
為
國
捐
軀
，
家
人
成
為
「
遺
屬
」
的
時
候
，
國

家
及
當
地
社
會
是
如
何
對
待
他
們
的
呢
？
一
之
瀨
俊
也
的
《
後
方
的
社
會
史
》
，
深
入
探
討

了
戰
前
和
戰
後
處
理
方
式
的
差
異
、
國
家
在
遺
骨
的
處
理
上
所
盡
的
責
任
等
問
題
。
筆
者
沒

有
超
越
這
本
著
作
的
能
力
。
有
關
家
人
家
庭
問
題
，
請
參
閱
上
述
兩
本
著
作
。
筆
者
自
身
也

繼
續
進
行
研
究
，
期
望
能
夠
捲
土
重
來
。

最
後
，
對
於
成
功
拽
住
了
天
馬
行
空
的
我
並
讓
我
愉
悅
地
撰
寫
了
此
書
的
編
輯
部
的
上

田
麻
里
氏
，
謹
表
示
由
衷
的
感
謝
，
確
實
給
她
添
了
不
少
麻
煩
。

二
〇
〇
七
年
五
月

加
藤
陽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