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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

於

中

国
歴

史
分

期

的

問

題

射

白日日日

親
愛
的
朋
友
僧

･
我
墾
南
興
我
有
機
合
来
訪
間
我
僧
的
都
邦
僻
僧
的
偉
大
的
組
閣
'
並
且
在
這
次
訪
問
中
能
埴
和
日
本
的
史
畢
表
見
面
｡
現

在
請
允
許
我
代
表
新
中
団
的
史
畢
豪
向
櫛
僧
表
示
我
僧
虞
誠
的
親
切
的
像
兄
弟

7
般
的
友
誼
｡

馬
丁
増
進
我
僧
衣
歴
史
研
究
方
面
的
相
互
了
解
'
現
在
我
想
把
解
放
以
後
幾
年
釆
新
中
閥
的
歴
史
科
笹
的
情
況
簡
単
蛾
介
紹

一
下
｡

解
放
以
後
的
幾
年
釆
在
中
観
歴
史
研
究
方
面
'
提
出
了
許
多
新
的
問
題
'
現
在
我
只
想
詮
到
其
中
的

7
個
最
主
要
的
問
題
'
這
就
是
中
国
歴

史
分
期
問
題
｡

正
俊
日
本
史
畢
豪
所
熟
知
的
'
中
国
過
去
的
史
畢
家
封
於
中
国
歴
史
約
分
期
t

T
般
都
是
撲
照
朝
代
進
行
断
代
'
換
旬
論
説
'
就
是
藻
屑
政

治
上
的
表
面
現
象
'
作
馬
劃
分
歴
史
時
期
的
準
則
｡
顛
然
'
用
政
治
上
的
表
面
現
象
釆
劃
分
歴
史
時
期
'
是
不
可
能
按
鱗
到
歴
史
的
虞
賓
内
容

的
.
馬
了
正
確
的
了
解
中
国
歴
史
的
費
展
'
我
僧
以
馬
必
須
研
究
中
国
歴
史
上
各
時
期
生
産
力
畿
展
的
歴
史
'
研
究
因
馬
生
産
力
的
饗
展
而
引

起
的
生
産
園
係
的
襲
化
這
些
最
基
本
的
問
題
'
只
有
這
様
我
僧
才
能
従
政
治
的
表
面
現
象
的
背
後
沓
現
歴
史
過
程
的
客
親
規
律
性
､
才
能
綜
合

地
全
面
地
聞
達
和
解
樺
中
固
歴
史
畿
展
的
整
個
過
程
｡
薦
了
這
棟
的
目
的
'
新
中
国
的
歴
史
尊
家
根
自
然
塊
就
蔑
出
了
中
国
歴
史
上
各
時
期
的

社
食
性
質
問
題
'
凝
出
了
哉
屑
社
食
性
質
乗
討
論
中
国
歴
史
約
分
期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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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
詮
中
国
古
代
史
的
分
期
間
題
｡

在
封
中
開
古
代
史
的
研
究
方
面
'
中
国
的
史
畢
豪
肯
定
人
類
所
経
歴
過
的
配
合
聾
展
的
各
種
形
態
或
各
個
歴
史
階
段
'
同
様
是
在
中
囲
存
在

過
的
｡
在
中
観
存
在
過
原
始
公
社
制
'
奴
隷
制
'
封
建
制
'
而
且
在
外
図
資
本
主
義
侵
入
中
開
以
前
'
在
中
固
封
建
社
食
内
的
商
品
経
済
中
也

自
費
鞄
争
育
着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的
萌
芽
'
如
果
没
有
外
観
資
本
主
義
侵
入
'
中
開
的
歴
史
'
地
合
緩
慢
地
走
向
資
本
主
義
社
食
的
.
因
此
'
在

討
論
中
国
古
代
史
分
期
間
題
中
級
到
的
問
題
'
不
是
這
個
或
郵
個
歴
史
形
態
或
歴
史
階
段
在
中
国
史
上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的
問
題
'
而
是
這
些
歴

史
形
態
或
歴
史
階
段
的
起
迄
問
題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是
奴
隷
制
向
封
建
制
過
渡
的
時
間
和
保
件
問
題
｡

従
奴
隷
制
向
封
建
制
過
渡
的
時
間
和
催
件
問
題
､
封
於
中
国
進
歩
的
歴
史
畢
家
来
説
並
不
是

7
個
新
的
問
題
､.
而
是
二
十
幾
年
前
就
提
出
釆

了
的
問
題
'
有
根
多
日
本
的
史
学
家
'
在
過
去
也
参
加
了
這
個
討
論
並
表
示
了
他
僧
的
意
見
.
但

7
直
到
現
在
這
個
問
題
遠
存
在
着
各
種
不
同

的
看
法
'
遠
没
有
獲
得
解
決
､
要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倍
有
待
於
碓
緯
作
更
深
人
的
研
究
和
討
論
.

閲
於
這

7
問
題
'
寧
論
的
焦
鮎
是
在
公
元
前
十

7
世
紀
到
八
世
紀
的
西
周
配
合
是
封
建
配
合
還
是
奴
隷
社
食
｡
有

7
種
主
張
認
馬
奴
隷
制
在

歴
代
巳
経
結
束
､
西
周
巳
経
是
封
建
社
食
的
初
期
'
ロ刀
1
種
主
張
説
西
周
還
是
奴
隷
社
食
'
而
把
春
秋
戦
国
時
代
作
薦
奴
隷
制
向
封
建
制
過
渡

的
時
期
｡
但
這
両
種
説
法
都
遺
汲
有
被
大
家
普
遍
接
受
'
現
在
中
国
的
史
畢
家
正
在
勤
殿
周
歴
史
作
進

7
歩
的
深
入
研
究
釆
経
緯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主

張
西
周
是
奴
隷
制
社
食
的
史
畢
豪
認
馬
西
周
還
没
有
出
現
鋳
製
工
具
､
因
而
不
可
能
在
生
産
力
中
引
起
亘
大
的
襲
草
従
而
不
能
産
生
封
建

社
食
O
但
主
張
西
周
是
封
建
配
合
的
史
畢
豪
'
則
認
馬
這
是

7
種
純
工
具
論
'
判
断

7
個
社
食
是
奴
隷
制
還
是
封
建
制
'
不
僅
健
在
於
有
餓
無

鏡
'
同
時
也
要
注
意
生
産
開
係
的
襲
化
｡
因
薦
同
様
的
生
産
工
具
可
以
具
有
本
質
不
同
的
両
種
社
食
展
性
｡

主
張
西
周
是
奴
隷
制
的
史
畢
豪
認
薦
左
俸
定
公
四
年
記
載
的

｢殿
民
六
族
L
t

｢殿
民
七
族
L
t

｢懐
妊
九
宗
｣
都
是
奴
隷
'

以
此
作
焦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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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是
奴
隷
配
合
的
詮
嬢
之

1
｡
主
張
西
周
是
封
建
社
食
的
史
畢
豪
'
叉
引
嬢
左
偉
牒
公
六
年
的
記
載
'
認
馬

｢懐
妊
九
届
｣
不
是
奴
隷
而
農
民
｡

(膳
公
六
年
翼
九
宗
五
正
'
頃
父
之
子
嘉
父
'
逆
晋
侯
於
随
､
約
諾
郡
'
晋
人
謂
之
邦
侯
｡
)

主
張
西
周
是
奴
隷
制
的
史
畢
家
'
引
接
周
喜
多
方
篇
周
公
封
段
通
民
説
､
｢今
爾
倍
宅
蘭
宅
敗
而
田
｣
'
認
薦
這
些
田
宅
不
是
奴
隷
所
有
'
只

是
蹄
他
僧
使
用
｡
主
張
西
周
是
封
建
制
的
史
畢
豪
'
不
同
意
這
種
説
法
'
認
馬
奴
隷
根
本
不
能
謄
練
保
有
自
己
的
田
宅
､
｢多
方
｣
｢多
士
｣
二

篇
是
針
封
殿
商
亡
観
貴
族
奴
隷
主
語
的
.

主
張
西
風
是
封
建
配
合
的
史
畢
豪
､
引
摸
詩
経
大
田

｢雨
我
公
田
'
途
及
我
私
Lt

叉
引
接
詩
経
臣
工

｢命
我
衆
人
'
痔
乃
鎮
鐸
'
奄
親
錘

だ
｣
'

認
薦
西
周
的
生
産
者
己
歴
有
了
自
己
的
凄
警

具
和
茸
際
上
屡
於
他
僧
的
土
地
'
他
僧
以

蒜

分
時
現
在
自
己
使
用
的
土
地
上
従
事
生

産
'
而
以
男

7
部
分
時
期
在
領
主
土
地
上
生
産
'
這
種
直
接
生
産
者
的
被
搾
取
形
態
'
巳
経
是
封
建
配
合
的
被
搾
取
形
態
｡
主
張
西
周
是
奴
隷

社
食
的
史
畢
豪
'
則
認
馬

｢雨
我
公
田
'
途
及
我
私
｣
所
持
呪
私
田
'
是
倣
詩
的
田
宮
的
私
田
｡
至
於

｢命
我
衆
人
'
痔
乃
錦
縛
｣
爾
旬
'
則

是
国
王
封
田
宮
僧
講
的
意
思
是
二
叫
農
人
僧
調
整
好
田
宮
僧
所
管
理
的
耕
具
㌔

主
張
西
周
是
封
建
配
合
的
史
畢
豪
'
引
接
考
古
工
作
者
畿
掘
7

7
五
〇
-
一
六
〇
個
西
周
的
墓
葬
中
'
僅
僅
蔑
視
三
個
墓
葬
裡
有
六
個
殉
葬

的
人
'
･以
此
澄
明
商
周
有
不
同
的
上
暦
建
築
'
因
而
商
周
有
不
同
的
経
済
基
礎
｡
主
張
西
周
是
奴
隷
配
合
的
史
畢
豪
'
則
認
璃
安
陽
的
商
基
是

商
代
帝
王
的
墓
､
而
上
面
所
詮
的
周
基
'
不
是
周
代
帝
王
的
墓
'
身
分
不
同
'
･不
能
相
比
.

主
張
西
周
是
奴
隷
社
食
的
史
畢
豪
'
認
馬
西
周
的
宗
法
制
度
'
茸
際
上
是

7
種
家
長
制
､
是
氏
族
制
的
裸
飴
'
主
張
西
周
是
封
建
配
合
的
史

畢
豪
'
則
以
馬
這
種
制
度
是
和
封
建
生
産
関
係
分
不
閲
的
､
是
封
建
融
合
的
上
唇
建
築
｡

紙
之
紺
於
這
個
問
題
'
意
見
根
紛
岐
'
究
尭
西
周
是
奴
隷
社
食
遠
是
封
建
社
食
'
侍
在
科
挙
的
討
論
階
段
｡
只
有
常
我
僧
掌
擾
了
更
多
的
史

料
時
'
才
能
看
板
接
地
断
定
西
周
的
封
建
生
産
関
係
是
否
巳
経
値
統
治
地
位
'
或
者
他
還
是
奴
隷
制
杜
食
中
的

7
種
結
構
'
也
才
能
断
定
巌
周

之
際
的
襲
草
'
是
僅
僅
把
奴
隷
制
的
基
礎
塞
塘
了

一
下
'
或
者
是
封
封
建
制
的
確
立
有
了
決
定
性
的
意
義
.
然
而
我
僧
現
在
所
掌
趣
的
有
閑
西

周
時
代
的
史
料
､
･包
括
解
放
幾
年
釆
我
僧
在
安
陽

･
輝
願

･
洛
陽

･
鄭
州
等
地
新
蔑
視
的
地
下
文
物
在
内
'
遠
是
十
分
不
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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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日
本
的
史
畢
豪
所
熱
悉
的
'
我
僧
所
掌
握
的
西
周
的
史
料
､

7
部
分
是
中
国
的
古
典
文
献
'
如

｢易
経
｣'
｢書
襟
｣'
｢詩
経
｣
等
'
男

7
部
分
是
保
留
在
周
代
青
銅
器
物
上
的
銘
刻
'
還
有

7
部
分
是
出
土
的
周
代
質
物
o
泰
這
些
資
料
中
主
要
的
依
頼
是
古
典
文
献
上
的
資
料
､
特

別
是

7
部

｢詩
曜
｣O

然
而
封
於

｢詩
経
｣
中
的
詩
歌
的
時
代
性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
封
詩
歌
解
樺
上
也
是
各
執

7
詞
.
此
外
封
於
許
多
極
其
重
要
的
配
合
経
済
名
詞
'

如
像

｢農
夫
｣
'
｢隷
農
L
t
｢繁
民
｣
等
名
詞
所
内
合
的
葦
質
'
軒
他
僧
究
寛
是
指
的
奴
隷
'
農
奴
'
遠
是
自
由
人
'
中
国
的
史
畢
豪
也
汲
有

7

敦
的
意
見
.
許
多
其
他
的
名
詞
､
如
公
田
､
私
田
'
亦
復
如
此
｡
因
而
封
這
個
問
題
的
解
決
'

7
方
面
有
頼
於
新
地
下
的
史
料
的
饗
硯
'
男
･7

方
面
則
有
窺
於
封
古
典
文
献
作
更
探
人
的
研
究
｡

三

森
中
国
古
代
史
研
究
方
面
除
了
西
周
敢
合
性
的
争
論
以
外
'
通
有
個
別
的
史
峯
豪
主
張
秦
漠
遠
是
奴
隷
社
食
而
把
黄
巾
起
義
和
後
釆
遊
牧
民

族
侵
犯
中
国
所
引
起
的
漠
帝
国
的
崩
潰
看
作
是
封
建
割
嬢
的
開
端
和
封
建
生
産
関
係
取
得
勝
利
的
表
現
'
而
認
璃
奴
隷
制
向
封
建
制
的
過
渡
在

公
元
第
二
三
世
紀
｡

這
種
主
張
者
認
薦
在
秦
漠
時
期
'
国
家
的
和
私
人
的
奴
隷
根
多
有
根
多
数
量
的
奴
隷
被
利
用
在
手
工
業

･
疎
坑

･
塩
場

･
賢
易

･
建
築

･
牧

畜

･
搬
運
上
'
遺
可
以
捷
到
在
農
業
上
利
用
奴
隷
的
置
壊
'
但
他
僧
承
認
構
成
農
業
生
産
基
礎
的
不
是
奴
隷
'
而
是
農
民
｡
他
僧
認
璃
史
記
漢

書
和
後
漢
書
上
所
指
的
農
民
'
不
是
封
建
配
合
内
的
農
民
'
而
是
奴
隷
配
合
内
的
公
社
社
員
'
因
而
這
些
農
民
之
論
薦
奴
隷
'
不
是
由
於
封
建

利
別
両
是
由
於
奴
隷
制
瓦
解
公
社
約
線
果
'
従
而
他
僧
封
於
爾
藻
統
治
者
樺
政
和
禁
止
虐
殺
妖
婦
的
詔
令
以
及
三
界
改
制
'
都
解
樺
馬
奴
隷
主

席
了
緩
和
和
奴
隷
的
反
抗
｡

主
張
秦
漠
是
封
建
社
食
的
舟
畢
豪
'
認
馬
従
戦
国
時
期
以
来
'
土
地
巳
蹄
地
主
個
人
私
有
'
到
秦
代
｢富
者
田
蓮
肝
阿
､
貧
者
無
立
錐
之
鞄
｣.

到
爾
漠
時
代
服
多
大
地
主
利
用
貧
者
作
馬
傭
耕
而
大
事
封
建
解
取
'
教
案
湊
時
代
的
主
要
的
生
産
方
式
巳
麿
不
具
奴
隷
制
'
而
是
封
建
制
.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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櫨
主
張
者
並
不
否
認
在
薬
代
和
爾
湊
時
期
有
大
量
官
私
妖
婦
的
存
在
､
但
他
僧
認
馬
這

一
時
期
的
妖
婦
己
経
不
同
於
奴
隷
配
合
的
奴
隷
､
只
是

凍
存
在
封
建
杜
食
中
的
奴
隷
制
球
飴
｡
而
且
妖
婦
的
数
量
在
嘗
時
人
口
紙
数
中
所
伯
的
比
例
'
是
極
其
微
小
的
'
同
時
妖
婦
的
主
要
釆
源
不
是

像
奴
隷
配
合
的
奴
隷

7
様
是
戟
宰
中
停
虜
的
外
旋
人
而
是
本
族
的
貧
窮
人
民
.
這
些
貧
窮
人
民
不
是
公
社
社
員
'
而
是
必
須
把
自
己
土
地
上
的

収
穫
物
的

丁
年
常
作
地
租
徴
柄
封
建
地
主
的
農
民
.
他
僧
之
襲
成
奴
隷
'
不
是
公
社
瓦
解
的
結
果
'
而
是
被
封
建
地
主
階
級
従
土
地
上
駆
逐
出

来
的
破
産
的
農
民
｡
主
張
秦
漠
是
封
建
配
合
的
史
畢
豪
也
承
認
秦
漠
時
期
遠
有

7
此
一反
婦
被
用
在
手
工
業

･
貿
易

･
購
坑

･
塩
場

･
搬
運
上
'

但
大
多
数
的
奴
稗
是
作
了
非
生
産
上
的
使
用
'
成
群
的
官
妖
婦
襲
成
了
生
産
者
的
重
荷
｡
至
於
用
於
農
薬
生
産
上
的
郵
就
更
少
'
然
而
封
建
杜

意
中
的
主
要
生
産
特
別
在
我
僧
中
国
'
事
茸
上
却
是
農
業
｡
常
時
的
農
業
生
産
的
主
要
塘
富
者
是
農
民
'
而
常
時
的
農
民
'
巳
経
不
是
奴
隷
'

囚
薦
他
朋
的
主
人
'
己
経
不
能
自
由
屠
殺
他
僧
'
也
不
是
公
社
的
社
員
'
因
馬
他
僧
和
土
地
所
有
者
'
巳
裡
有
了
封
建
性
的
人
身
隷
展
開
係
.

此
外
他
僧
叉
指
出
恨
如
法
律
是
璃
了
官
的
経
済
基
礎
服
務
的
話
'
秦
漠
時
期
的
法
律
巳
経
不
是
巷
奴
隷
制
服
務
.
反
而
是
替
封
建
主
義
的
進

7

歩
蓉
展
開
陶
道
路
｡
最
後
'
他
僧
又
従
意
識
形
態
上
乗
琵
賓
自
己
的
主
張
'
他
僧
説
'

｢西
漠
初
年
崇
侍
黄
老
ー畢
詮
'
事
茸
上
是
自
足
目
端
的

小
地
主
階
級
的
思
想
｡
到
了
漠
武
帝
則
尊
孔
子
'
崇
六
産
'
把
大
地
主
階
級
的

7
賓
完
峯
的
意
識
形
態
搬
上
廟
堂
'
社
食
不
佳
麗
基
礎
上
起
7

襲
化
'
連
上
暦
建
築
都
全
然
改
観
了
｣｡
(郭
沫
若
語
)

開
於
中
国
奴
隷
制
衰
亡
和
封
建
制
興
起
這

7
非
常
重
要
的
歴
史
問
題
'
雑
然
存
在
着
如
此
紛
蚊
的
意
見
'
但
封
干
下
列
的
問
題
上
意
見
是

7

敦
的
O
如
中
国
是
経
過
了
奴
隷
制
配
合
時
期
的
'
封
建
的
生
産
関
係
根
早
就
在
中
観
形
成
着
'
中
開
是
苗
代
配
合
中
第

7
個
揺
晩
奴
隷
制
蜘
鎖

的
国
家
'
而
在
掩
駄
奴
隷
制
以
後
的
根
長
時
期
中
'
奴
隷
制
的
穣
飴
仇
然
在
中
閲
配
合
経
済
申
起
着

7
定
的
作
用
等
等
O

田

舟
中
国
古
代
史
分
期
間
題
中
'
遠
有

7
個
町
野

敢
是
中
国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敵
芽
間
畢

也
就
是
中
開
封
建
配
合
在
甚
塵
時
期
開
始
瓦
解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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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於
這

f
問
題
'
過
去
的
中
国
史
畢
家
遠
根
少
有
人
作
過
専
門
的
研
究
'
最
近
在
討
論
紅
樺
夢
的
時
代
背
景
時
､
才
引
起
贋
法
的
討
論
.

申
固
有
着
資
本
主
義
的
新
芽
'
這
是
不
威
問
題
的
､
成
璃
問
題
的
是
這
種
新
芽
状
態
的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最
初
出
現
在
甚
療
時
候
｡
閲
於
這

7

鮎
也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7
種
意
見
認
馬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的
最
初
所
芽
'
遍
在
南
采
(
二

二
七
～
一
二
七
九
年
)'
和
元
初
(十
三
世
紀
末
)'
就
可
以
闇
的
看
到
'
但
道
産

主
張
者
接
着
叉
訣
'
常
時
努
働
者
'
似
乎
還
没
有
取
離
封
建
行
合
的
束
縛
'
手
工
発
作
坊
中
的
生
膚
関
係
是
香
就
是
資
本
主
義
的
関
係
'
還
根

雑
談
｡

別

7
種
意
見
'
認
馬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的
萌
芽
最
初
出
現
在
明
初
(十
四
世
紀
下
年
数
)｡
這
種
主
張
者
指
出
産
明
初
由
於
市
場
需
要
'
出
現
了
備

置
生
産
工
具
和
原
料
的
資
本
家
t
､以
及
出
費
労
働
力
的
工
人
､
因
而
常
時
除
封
建
地
主
封
農
民
的
刺
創
以
外
'
叉
産
生
了
資
本
家
封
工
人
的
剥

E.

創
関
係
｡

叉
有

7
種
意
見
認
馬
資
本
主
義
的
萌
芽
最
初
出
現
在
明
正
徳
嘉
靖
年
間
(十
六
世
紀
初
案
到
中
葉
)､
這
種
主
張
者
認
館
在
常
時
的
農
業
中
大
部

分
的
農
田
特
番
解
織
葉
等
原
料
生
産
'
私
有
土
地
迅
速
襲
展
着
'
出
現
了
経
営
地
主
'
佑
役
制
度
開
始
奨
化
和
解
鯉
｡
蕃
江
南
沿
海

一
帯
出
説

千
直
接
生
産
者
輿
土
地
所
有
者
的
契
約
関
係
'
在
手
工
集
中
由
子
国
内
外
市
場
的
饗
展
,
諌
椋
美
和
陶
宝
莫
飛
快
的
饗
展
'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蘇

州
至
少
有
常
人
左
右
的
工
人
｡
但
這
種
主
張
音
叉
指
出
常
時
的
催
傭
弊
働
還
具
有
工
役
制
的
縛
束
｡

又
有

7
種
意
見
､
認
馬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的
肪
芽
'
廠
在
明
嘉
靖
到
貫
層
年
間
(十
六
世
紀
初
到
十
七
世
紀
初
)'

他
僧
認
馬
這

7
時
期
是
特
折
最

近
著
的
階
段
.

叉
有

7
#
意
見
,
認
馬
明
罷
暦
以
前
的
配
合
経
済
状
況
,
反
映
到
配
合
風
習
方
面
,
基
本
上
段
有
多
大
的
奨
化
i
高
層
(十
轟

紀
二
十
年
付
)

以
後
襲
了
'
因
馬
城
市
工
商
業
畿
達
了
.

這
横
着
釆
'
開
於
中
国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萌
芽
問
題
的
意
見
也
非
常
紛
岐
'
従
上
面
列
車
的
意
見
中
我
僧
町
以
肴
出
'
最
早
的
到
了
南
宋
和
元

.初
'
最
蓬
的
到
了
明
嵩
暦
｡
中
間
相
差
五
百
年
左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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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奴
隷
制
向
封
建
制
過
渡
的
問
題

7
様
'
中
国
的
史
畢
豪
封
於
資
本
主
義
国
素
萌
芽
降
題
'
雄
然
意
見
紛
吸
'
但
也
有
共
同
之
鮎
'
即
大
家

都
認
馬
在
外
園
資
本
主
義
侵
入
以
前
中
国
巳
経
有
了
百
番
的
資
本
主
義
因
素
的
萌
芽
｡
而
其
時
期
則

7
酸
的
傾
向
'
認
馬
是
在
明
代
中
葉
以
後
.

由
於
封
明
溶
暗
親
中
国
社
合
経
済
豪
展
過
程
研
.fR
得
不
3
'
所
以
封
資
本
主
葡
因
素
肪
芽
問
題
的
探
討
'
遺
徳
不
充
分
｡
要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顧
然
有
頼
於
吏
探
入
地
研
究
道

7
時
期
的
歴
史
'
特
別
有
頼
於
封
這

叫
時
期
的
線
市
経
済
作
用
'
手
工
菜

･
桑
葉

･
園
内
貿
易
和
封
外
貿
易
等

問
題
的
研
究
｡

五

]
棟
'
過
去
的
中
園
史
学
家
都
是
採
取
的
方
法
是
逐

7
地
叙
述
中
国
近
代
史
中
若
干
奨
出
的
主
要
大
事
没
有
根
接
這
讐
事
件
的
性
質
劃
分
階
段
'

因
而
就
不
能
反
映
出
近
代
史
牽
展
中
的
本
質
的
東
西
'
也
就
不
能
説
明
任
何
問
題
0

解
放
以
後
'
中
国
的
史
畢
豪
也
投
出
了
近
代
史
分
期
間
題
｡
和
中
国
古
代
史
約
分
期

7
棟
'
封
於
軒
園
近
代
史
約
分
期
也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意

見
｡

7
種
意
見
認
馬
中
国
近
代
史
是
充
満
了
階
級
間
率
的
歴
史
'
因
而
主
張
在
基
本
上
按
照
階
級
闘
争
的
表
現
釆
倣
分
期
的
榛
誌
｡
従
而
他
僧

就
以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的
三
次
革
命
-

太
平
天
観
革
命

･
義
和
困
運
動

･
和
辛
亥
革
命

-
作
馬
劃
分
時
期
的
標
準
､
把
中
国
近
代
史
分
馬
七

個
階
段
.
這
種
主
張
者
'
在
他
的
玲
文
中
'
批
評
了
用
外
囲
勢
力
侵
略
形
態
或
単
純
用
社
食
経
済
生
活
的
襲
化
釆
倣
分
期
的
梗
準
的
説
法
｡

別
外

7
種
意
見
認
馬
以
階
級
闘
争
的
表
現
釆
作
馬

7
個
配
合
経
済
形
態
内
劃
分
時
期
的
榛
準
'
基
本
上
是
合
適
的
'
但
是
運
用
這
個
原
則
於

.中
国
近
代
史
菅
際
時
'
必
須
考
慮
中
国
近
代
配
合
是

7
個
牛
封
建
牛
植
民
地
配
合
'
因
此
'
就
需
要
注
意
到
這
個
配
合
性
質
上
的
某
些
奨
化
'

-

而
不
能
砥
舎
革
命
的
高
潮
作
馬
分
期
的
棲
準
'
這
種
主
張
者
同
意
不
用
外
国
勢
力
侵
略
形
態
的
襲
化
倣
劃
分
時
期
的
標
準
'
但
他
僧
認
馬
侵
略

輿
反
橿
略
是

7
個
事
件
的
両
面
'
老
年
殖
民
地
的
中
閲
虚
理
分
現
時
'
不
慮
該
排
斥
侵
略
性
質
的
襲
化
封
中
国
近
代
史
分
期
的
主
要
意
義
'
因

此
他
僧
以
薦
分
期
的
主
要
榛
準
慮
該
根
摸
外
来
的
和
内
在
的
両
方
面
矛
盾
的
奨
化
｡
他
僧
用
這
棟
的
模
準
把
中
国
近
代
史
分
馬
四
個
時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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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有

7
種
意
見
認
馬
中
国
近
代
史
分
期
的
標
準
鷹
該
是
将
配
合
経
済
的
表
徴
和
階
級
間
率
的
表
徴
結
合
起
衆
.
這
種
主
張
者
認
馬

｢充
満
了

階
級
闘
争
｣
並
不
是
中
国
近
代
史
的
弼
有
的
特
徴
'
而
是

7
切
階
級
杜
食
中
的
共
同
特
徴
'
他
僧
也
不
同
意
以
階
級
闘
争
形
勢
階
級
関
係
演
勢

的
叙
述
釆
代
替
封
封
建
経
済
結
構
襲
化
的
具
鰭
分
析
'
他
僧
還
批
評
了
用
外
来
因
素
的
演
襲
畿
展
代
替
内
在
歴
史
規
律
的
分
析
｡
因
此
他
僧
就

叔
擦
他
僧
的
主
張
把
中
開
近
代
史
分
馬
五
個
時
期
｡

遠
有

7
種
意
見
'
認
残
査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除
了
封
建
主
義
輿
人
民
大
衆
的
矛
盾
以
外
'
還
有
外
囲
勢
力
輿
中
図
人
属
的
矛
盾
､
而
且
従
其
稜

意
義
上
訣
釆
'
這
両
種
矛
盾
也
就
合
併
成

1
個
根
本
矛
盾
'
即
以
外
固
勢
力
馬
主
'
以
中
国
封
建
勢
力
璃
輔
的
反
動
勢
力
成
島
矛
盾
的

叫
面
､

人
民
大
衆
成
馬
矛
盾
的
別

一
画
面
構
成
的
封
立
.
道
程
主
張
者
就
根
揚
這
棟
的
看
法
把
中
国
近
代
史
分
馬
四
個
時
期
.

這
様
看
乗
中
国
近
代
史
約
分
期
間
題
'
也
存
在
着
紛
蚊
的
意
見
'
要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也
需
要
進

7
歩
地
探
討
'
主
要
地
要
探
討
下
列
的
問
題
'

如
中
国
資
本
主
義
関
係
的
形
成
'
原
始
資
本
的
積
累
'
官
的
特
鮎
和
封
中
国
経
済
的
影
響

1
新
的
配
合
階
級
-

資
産
階
級
和
無
産
階
級
的

形
成
和
英
参
加
経
済
生
活
和
政
治
生
活
｡
農
民
城
市
貧
民
和
資
産
階
級
反
封
満
清
政
権
'
反
射
封
建
歴
迫
和
反
封
外
囲
資
本
封
中
国
人
民
的
奴

役
的
政
治
闘
争
的
饗
展
'
外
囲
勢
力
的
経
済
侵
略
政
治
侵
略
的
具
埴
形
式
和
典
此
有
閑
的
買
桝
資
産
階
級
的
形
成
過
程
輿
中
国
的
軍
閥
政
治
等

等
'
而
這
些
問
題
'
室
今
遺
汲
有
展
開
鷹
有
的
研
究
O
現
在
中
閲
的
史
畢
家
所
展
開
的
封
中
観
近
代
史
的
厳
法
研
究
'
将
促
歩
洗
入
来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六

最
後
説
到
中
国
現
代
史
的
研
究
｡
中
国
的
史
畢
象
正
以
三
大
的
興
趣
従
事
中
国
現
代
史
的
研
冬

這
是
容
易
理
解
的
'
因
馬
正
是
現
代
時
期
'

由
於
中
国
人
民
事
命
運
動
強
大
的
襲
展
'
使
得
在
這

7
時
期
的
中
国
畿
生
的
歴
史
事
件
国
際
作
用
特
別
加
強
了
｡
因
此
研
究
中
閥
現
代
史
的
問

題
就
具
有
貴
賓
際
的
科
笹
的
和
政
治
的
意
義
｡

在
中
閲
現
代
史
研
究
方
面
'
可
以
詮
剛
々
開
始
'
胡
喬
木
的

｢申
観
共
産
薫
三
十
年
｣
替
這

7
方
面
的
研
究
開
闘
了
直
路
'
此
外
遠
有

7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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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開
的
史
畢
家
的
著
作
､
封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的

7
些
開
鍵
性
問
題
'
作
了
歴
史
唯
物
論
的
説
明
｡

在
中
囲
現
代
史
研
究
方
面
也
提
出
7
分
期
間
題
､
胡
喬
木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根
擦
毛
浮
東
的
著
作
'
中
共
中
央
的

7
些
重
要
文
献
'
把
中
開

現
代
史
按
照
革
命
戦
争
劃
分
薦
四
個
時
期
'
並
且
把
現
代
史
上
的

1
些
背
有
基
本
原
則
性
的
問
題
'
作
了
糎
要
的
説
明
｡

開
於
中
国
現
代
史
約
分
期
間
題
'
遺
汲
有
甚
療
不
同
的
意
見
'
但
這
不
是
詮
在
若
干
具
髄
問
題
上
就
汲
有
了
和
不
可
能
再
有
韓
要
研
究
和
討

論
的
問
題
｡
例
如
近
三
十
年
乗
的
国
際
環
境
'
外
国
勢
力
彼
此
之
間
在
中
図
的
矛
盾
｡
叉
如
近
三
十
年
来
観
内
的
経
済
情
況
的
奨
化
'
以
及
困

此
而
引
起
的
各
階
級
的
地
位
和
封
比
的
襲
化
'
中
開
工
人
運
動
和
工
人
階
級
闘
争
的
歴
史
等
4
.
這
些
問
題
就
是
中
国
史
畢
豪
研
究
的
封
象
o

以
上
是
解
放
六
年
寒
中
観
歴
史
研
究
的
主
要
内
容
｡
常
然
除
此
以
外
'
中
開
的
史
畢
家
也
研
究
7

7
些
其
他
的
歴
史
問
題
'
如
健
闘
於
漢
民

族
形
成
問
題
'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史
中
的
某
些
問
題
'
農
民
戦
争
問
題
'
歴
史
人
物
評
論
問
題
､
以
及
中
開
思
想
史
上
的

7
些
比
較
重
要
的
問
題
'

並
在
這
些
方
面
的
研
究
上
取
得
7

7
定
的
威
練
.

鷹
常
指
出
所
有
這
些
成
績
的
獲
得
是
和
中
国
共
産
賞
的
領
導
'
和
毛
滞
東
主
席
的
凄
作
是
分
不
閑
的
'
毛
津
東
主
席
的
著
作
'
不
僅
封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的
各
項
基
本
矧
題
､
作
了
精
闘
詳
轟
的
歴
史
唯
物
論
主
義
的
分
析
､
封
中
開
古
代
史
上
的
若
干
閲
鍵
性
問
題
､
他
作
了
極
馬
蹄
要
的

説
明
'
因
而
他
的
著
作
'
就
春
馬
克
恩
主
義
歴
史
笹
在
中
国
典
定
了
堅
賓
的
理
論
基
避
o

七

親
愛
的
朋
友
僧
'
解
放
以
来
'
中
開
的
史
畢
見
倣
了

7
些
工
作
'
但
農
道
些
工
作
封
干
新
中
閲
人
民
的
要
求
来
談
'
遠
是
不
移

｡
我
僧
的
歴

史
科
撃
的
位
遠
是
根
小
'
我
僧
的
畢
術
水
平
理
論
水
平
還
是
根
低
'
我
僧
有
許
多
工
作
要
倣
遺
是
没
有
倣
'
有
許
多
工
作
遠
段
有
倣
好
'
馬
丁

進

7
歩
推
進
我
僧
的
歴
史
研
究
工
作
'
這
就
是
要
求
我
僧
撃
習
'
向
園
外
的
先
進
科
挙
家
畢
召
｡

中
開
的
史
畢
豪
熱
愛
我
僧
自
己
的
文
化
遺
産
和
白
己
的
努
動
果
賛
'
同
時
封
外
国
史
畢
家
的
成
就
也
是
異
常
尊
重
的
'
因
此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六
年
釆
'
在
産
史
研
究
方
面
也
和
英
他
的
科
挙
研
究

1
棟
'
曾
和
根
多
国
豪
進
行
了
畢
術
的
交
流
和
合
作
'
我
僧
和
蘇
聯
以
及
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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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民
主
園
豪
的
史
撃
家
取
得
了
愈
釆
愈
密
切
的
聯
系
和
合
作
｣
就
在
今
天
以
前
的
爾
個
多
月
'
在
荷
蘭
未
発
奉
行
的
西
欧
湊
畢
家
合
議
中
'
我

僧
叉
和
西
欧
契
洲
漢
洲
的
史
撃
家
僧
包
括
美
観
的
史
畢
豪
産
内
畿
生
了
揮
解
'
取
得
了
聯
系
'
並
且
準
備
進

7
歩
的
合
作
｡
這
些
国
際
的
楼
解

連
系
和
合
作
'
封
於
我
僧
釆
説
'
賓
在
受
益
不
少
｡

日
本
的
史
学
家
和
中
国
的
史
畢
家
'
従
造
速
的
苗
代
起
､
就
保
持
着
寄
切
的
聯
系
'
而
且
封
於
中
国
歴
史
的
研
究
'
也
有
了
根
久
的
歴
史
並

樽
得
了
禎
好
的
成
就
'
根
是
中
図
的
史
畢
豪
所
周
知
的
｡
只
是
在
最
近
的

1
個
根
短
的
時
期
'
我
僧
之
間
的
聯
系
才
被
打
断
､
這
封
於
我
僧
双

方
釆
諌
都
不
随
不
是

1
種
損
失
｡
現
在
我
僧
有
機
合
釆
訪
問
日
本
､
並
且
有
機
合
和
日
本
的
史
畢
家
僧
見
面
'
這
封
干
我
僧
今
後
在
歴
史
研
究

工
作
上
的
合
作
是

丁
個
根
好
的
開
始
'
中
開
的
史
畢
家
以
極
大
的
熱
情
歓
迎
這
個
開
始
､
並
熱
烈
地
扮
望
我
僧
之
間
的
友
誼
和
畢
術
研
究
上
的

交
流
､
将
以
此
馬
出
費
鮎
'
得
到
進

7
歩
的
聾
固
和
牽
展
｡

親
愛
的
朋
友
桐
'
請
允
許
我
代
表
中
閲
的
史
畢
豪
再

7
吹
向
日
本
的
史
畢
家
僧
表
示
我
僧
的
友
誼
'
譲
我
僧
在
虞
理
面
前
圏
結
起
釆
'
馬
中

日
南
開
歴
史
科
笹
的
尊
厳
'
馬
世
界
和
平
的
崇
高
事
業
献
出
我
僧
的
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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