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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東
亜
日
南
朝
豚
令
俸
旅
的
標
準

ー

l
陶
潜
不
矯
五
斗
米
折
腰
新
稗
質
疑
|
|

楊

聯

陸

「
歴
史
研
究
」
一
九
五
七
年
第
一
期
有
謬
鍛
先
生
「
陶
潜
不
震
五
斗
米
折
腰
新
種
|
|
附
論
東
音
南
朝
地
方
官
俸
及
嘗
時
土
大
夫
食
量
諸
問

題
」
、
是
一
篇
恨
有
興
趣
的
文
字
。
文
中
先
引
「
宋
書
」
容
九
十
三
陶
潜
停
、
説
首
陶
漕
作
彰
津
令
時
、
『
郡
遺
督
郵
至
鯨
、
吏
由
、
躍
束
帯
見

之
、
潜
嘆
日
:
「
我
不
能
矯
五
斗
米
折
腰
向
郷
里
小
見
」
、
即
日
解
印
綬
去
験
。
』
接
着
説
、
接
一
般
的
解
揮
、
所
謂
五
斗
米
大
統
輿
嘗
時
牒
令

的
俸
鵡
有
開
。
孟
浩
然
京
還
贈
張
維
詩
、
「
欲
拘
五
斗
雄
、
其
加
七
不
堪
」
(
「
孟
浩
然
集
」
省
三
〉
、
可
見
唐
朝
人
己
是
這
様
解
揮
。
不
遇
根

嬢
謬
先
生
的
研
究
、
東
菅
時
蘇
令
官
俸
、
雄
無
直
接
資
料
、
由
南
朝
史
籍
勾
稽
、
可
以
孜
定
南
朝
郡
守
年
俸
米
八
百
剤
、
牒
令
年
俸
米
鷹
在
四

百
餅
至
二
百
六
十
斜
左
右
、
東
音
大
教
也
醸
該
如
此
再
句
謹
以
「
宋
書
」
陶
潜
停
所
載
、
陶
潜
矯
彰
揮
令
時
、
有
公
国
三
頃
(
粛
統
「
陶
淵
明

停
」
、
「
南
史
L

陶
潜
待
問
、
惟
「
青
書
」
少
一
頃
、
蓋
誤
)
、
叉
考
東
菅
時
江
南
稲
田
牧
穫
量
、
毎
畝
約
可
得
米
雨
餅
多
、
近
三
斜
。
以
二
餅

入
斗
計
、
則
三
頃
腫
枚
米
八
百
四
十
倒
。
如
果
中
牢
牧
租
、
則
公
団
牧
租
慮
矯
一
年
四
百
二
十
餅
米
、
輿
以
上
之
俣
定
相
合
。
然
則
陶
潜
所
説

的
五
斗
米
、
卸
使
是
日
俸
、
一
年
才
一
百
八
十
斜
、
也
嫌
太
少
。
因
此
謬
先
生
認
潟
、
陶
潜
所
謂
五
斗
米
、
t

輿
嘗
時
間
脚
令
俸
様
、
紹
無
関
係
。

謬
先
生
叉
勾
稽
史
料
、
考
出
東
督
南
朝
土
大
夫
食
量
、
正
好
是
毎
月
五
斗
米
左
右
。
於
是
結
論
説
:
陶
潜
読
、
不
能
矯
五
斗
米
折
腰
向
郷
里

小
人
、
就
如
同
説
、
我
不
能
矯
求
一
飽
之
故
折
腰
向
郷
里
小
人
。

封
於
這
篇
新
棒
、
曾
有
人
提
出
疑
義
。
「
歴
史
研
究
」
一
九
五
七
年
第
十
期
、
有
商
権
文
字
一
篇
、
前
牢
是
「
張
志
明
的
意
見
」
、
後
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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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
鎖
的
答
覆
」
。
張
志
明
先
生
認
矯
陶
潜
一
個
月
五
斗
米
不
拘
喫
的
。
他
掌
出
漢
以
前
及
漢
至
南
北
朝
許
多
傑
記
載
、
詮
明
古
人
的
飯
量
是

一
月
喫
米
一
石
五
至
南
石
之
問
、
南
北
朝
時
、
一
般
人
一
天
喫
古
小
斗
五
升
米
左
右
。
張
先
生
認
矯
「
五
斗
米
」
可
能
是
陶
潜
信
手
枯
来
的
一

個
現
成
数
量。

因
矯
漢
末
有
五
斗
米
敬
、
聾
勢
彼
大
、
他
何
給

λ
治
病
或
譲
人
人
数
、
線
是
要
五
斗
米
的
。
五
斗
米
封
以
後
的
人
来
説
、
是
一

個
彼
熱
的
短
語
。
張
先
生
以
矯
「
震
五
斗
米
」
、
猫
現
在
読
「
矯
雨
個
銭
」
、
是
極
言
其
少
、
並
不
是
異
的
指
的
是
毎
月
全
部
的
俸
米
或
食
量
。
、

謬
先
生
的
答
覆
、
指
出
張
先
生
所
翠
的
史
料
、
粗
大
多
数
都
是
説
的
農
民
輿
兵
士
。
謬
先
生
認
矯
土
大
夫
食
量
較
小
、
但
也
補
正
前
説
、
改

矯

「
五
斗
失
L

是
奉
整
数
而
一
吉
田
、
質
際
上
嘗
時
土
大
夫
毎
月
食
量
大
約
是
六
斗
至
七
斗
米
、
輿
今
日
知
識
分
子
毎
月
喫
米
敷

(
二
十
斤
至
二
十

五
斤
〉
、
白
然
相
似
。

謬
先
生
這
篇
文
章
、
提
出
若
干
重
要
問
題
、
徴
引
許
多
史
料
、

疑
、
認
矯
一
個
月
喫
五
斗
米
太
少
、
謹
援
明
白
。
不
過
問
題
尚
不
止
此
。

討
論
俸
様
、
鹿
嘗
注
意
法
定
標
準
奥
貫
際
事
例
、
可
以
不
向
。
貌

膏

南

朝

、

蘇

令

年

俸

千

石

至

六

百

石

(

石

印

倒

〉

、

是

法
定
標
準
、
費
接
見
下
。
六
百
石
指
的
是
粟
(
未
春
)
、
依
照
漢
筒
及
「
九
章
算
術
」
粟
五
斗
三
比
率
、
折
成
米
(
己
春
)
三
百
六
十
斜
。

'若

依
漢
代
牢
鎮
牢
穀
、
毎
月
米
十
五
斜
、
正
好
毎
日
五
斗
。
所
以
五
斗
米
麿
是
漢
以
来
低
級
蘇
令
的
日
俸
(
巌
格
競
是
牢
俸
〉
標
準
。

闘
於
説
菅
南
朝
鯨
令
官
品
線
秩
、

'
「
遁
典
」
答
。三
十
六
云
:
『
説
官
置
九
品
』
、
注
云
:
『
自
説
以
下
、
並
震
九
口
町
、
其
藤
秩
差
次
、
大
約
亦

‘
如
漢
制
。
己
列
口
問
第
、
不
可
重
出
。
』
叉
云
:
『第
六
品
諸
膝
・
署
令
千
石
者
』

『
第
七
品
諾
牒
令
・
相
秩
六
百
石
以
上
者
』
叉
単
位
三
十

七
十督
官
品
『
第
六
日
間
諸
鯨
・
置
(
嘗
作
署
〉
令
秩
千
石
者
』
『
第
七
品
諸
蘇
・
置
(
嘗
作
署
〉
令
六
百
石
者
』
宋
官
ロ
叩
『
第
六
口
問
諸
蘇
・

署
令
千
石
者
』
『
第
七
品
諸
蘇
令
六
百
石
者
』
可
見
現
育
宋
鯨
令
、
都
是
千
石
至
六
百
石
。
至
於
貰
際
俸
給
、
則
「
遁
典
」
巻
三
十
五
云
:

『
宋
氏
以
来
州
郡
秩
俸
、
及
雑
供
給
、
多
随
土
所
出
、
無
有
定
準
。
』
興
標
準
嘗
有
出
入
。

謬
先
生
文
中
也
引
用
了
「
宋
書
」
百
官
志
、
地
方
官
俸
『
州
牧
二
千
石
、
刺
史
六
百
石
。
郡
太
守
二
千
石
。
鯨
令
千
石
至
六
百
石
、
長
五
百

石
。
』
但
因
矯
宋
代
別
史
震
州
長
官
、
官
俸
不
鹿
該
只
有
六
百
石
、
途
認
爵
『
這
些
似
乎
都
是
沈
約
修
宋
書
時
根
操
漢
志
而
宙
局
的
一
種
具
文
』
、

確
有
貢
献
。

不
過
他
的
新
棒
、

の
似
不
及
停
統
解
樺
震
安
。

張
先
生
的
質

大
韓
浴
用
漢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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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足
矯
接
。
現
在
看
起
来
、
最
好
説
這
些
一
数
量
、
是
法
定
標
準
、
是
否
全
矯
具
文
、
還
要
再
考
。
不
過
即
使
全
是
具
文
、
亦
無
妨
在
嘗
時
言
語

中
出
現
。
尤
其
是
這
個
法
定
標
準
、
可
以
回
湖
到
漢
代
。
雀
塞
(
桓
帝
時
人
〉
「
政
論
」
読
:
『
夫
百
里
長
吏
、
荷
詰
侯
之
任
、
而
食
監
門
之

線
。
請
翠
一
隅
、
以
率
其
徐
。

一
月
之
様
、
得
粟
二
十
餅
、
銭
二
千
。
』
漢
代
標
準
莱
債

一
斜
百
銭
、
正
好
字
銭
牢
穀
。
這
是
牒
長
月
俸
、
相

嘗
於
積
漢
書
百
官
志
『
比
四
百
石
、
奉
月
四
十
制
。

(
疑
嘗
作
四
十
五
倒
〉
、
三
百
石
、
奉
月
四
十
斜
。
』
鯨
令
『
比
六
百
石
、
奉
月
五
十
斜
、
』

則
正
好
牢
俸
毎
日
得
米
五
斗
。
五
斗
米
遣
要
数
民
出
五
斗
米
(
調
之
天
租
米
)
、
可
能
是
祭
酒
主
者
以
前
茂
市
自
居
、
定
出
此
数
。

端
測
、
還
得
等
文
献
謹
明
。

這
自
然
只
是

南
朝
五
斗
米
可
能
還
有
一
個
用
例
。

「
南
旗
門
書
」
谷
三
十
三
王
信
虐
待
、
有
『
若
使
日
得
五
升
線
、
則
不
恥
執
鞭
』
之
語
。
我
頗
疑
五
升
稔

是
五
斗
誠
之
誤
。
史
籍
升
斗
二
字
、
停
篤
極
易
説
誤
。
事
人
論
者
己
多
。
近
来
賀
昌
群
先
生
在
「
歴
史
研
究
」
一
九
五
八
年
第
六
期
有
「
升
斗

緋
」
一
文
、
可
以
参
致
。

『
若
使
日
得
五
升
誠
、
則
不
恥
執
鞭
』
、
是
檀
珪
給
王
僧
慶
信
裏
的
話
。

「
南
旗
門
書
」
記
載
、
頗
有
参
孜
債
値
、
節
録
如
下
:

元
徽
中
、
遷
吏
部
尚
書
。
高
卒
檀
珪
罷
一
抗
南
令
、
借
度
以
矯
征
北
参
軍
、
訴
借
度
求
鵡
不
得
、
輿
借
度
書
日
:
『
:
:
:
去
春
乞
議
章
丞
、

矯
馬
超
所
字
、
今
春
蒙
教
南
昌
鯨
、
震
史
僅
所
奪
。
二
子
動
蔭
人
才
、
有
何
見
勝
?
j
i
-
-
-
』

j
i
-
-
-
珪
叉
書
日
:
『
:
;
:
本
希
少
雄
、

無
意
階
祭
。
自
古
以
来
、
有
泳
食
侯
、
近
代
有
王
官
。
府
佐
非
体
食
之
職
、
参
軍
非
王
官
之
謂
。
j
i
-
-
使
僕
就
此
職
、
尚
書
能
以
郎
見

韓
不
?
若
使
日
得
五
升
棟
、
則
不
恥
執
鞭
。
』
借
慶
乃
用
箆
安
城
郡
丞
。

南
朝
有
人
背
負
俸
雄
作
地
方
官
、
尚
有
他
例
、
悲
不
具
引
。
由
此
並
且
可
以
了
解
「
宋
書
」
陶
潜
俸
「
復
矯
鎮
軍
建
威
参
軍
。
謂
親
朋
日
:

「
脚
欲
弦
歌
以
魚
三
笹
之
費
、
可
乎
?
」
執
事
者
聞
之
、
以
矯
彰
津
令
』
一
段
記
事
的
意
義
。
弦
歌
用
『
論
語
』
『
子
之
武
城
、
聞
弦
歌
之

聾
』
、
即
指
作
邑
。
淵
明
矯
参
軍
市
欲
求
牒
、
正
輿
上
引
檀
珪
之
例
相
似
、
一
面
是
俸
様
、
一
面
是
階
祭
。
所
以
淵
明
要
辞
職
時
、
提
到
俸
雄
、

正
是
十
分
自
然
的
事
。

如
鯵
先
生
所
説
、
首
時
地
方
官
俸
様
、
大
抵
出
於
公
因
。
彰
律
令
有
公
回
三
頃
、
依
謬
先
生
毎
頃
枚
租
米
一
餅
四
斗
、

一
年
可
能
牧
到
四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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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職十
官餅
志 、(
云或

粟
七
百

'餌
'-J 

但
謬
先
生
己
指
出
這
是
就
稲
田
牧
穫
量
推
算
的
。

至
於
膏
代
政
府
計
算
標
準
、
則
，較
此
矯
少
。

.
「
膏
書
」
省
二
ず

諸
公
及
開
府
位
従
公
者
、
品
秩
第
一
、
食
奉
目
玉
斜
。
太
康
二
年
、
叉
給
春
絹
百
匹
、
秋
絹
二
百
匹
、
勝
二
百
斤
。
元
康
元
年
、
給
奈
回

十
頃
、
鞠
十
人
。
立
夏
後
不
及
田
者
、
食
奉
一
年
。
:
:
:
特
進
、
品
秩
第
二
、
:
:
:
食
奉
日
四
斜
。
:
・
:h
元
康
元
年
、
給
奈
回
八
噴
、
回

開
八
人
。
:
:

光
離
大
夫
:
:
い・
食
奉
日
三
制
mi---
惑
帝
元
康
元
年
、
始
給
楽
団
六
頃
、
田
賜
六
人
。
・
:
:

尚
書
令
、
秩
千
石
、
:
:
:
食
奉
月
五
十
剤
、
:
:
:
太
康
二
年
、
始
給
賜
絹
春
三
十
匹
、
秋
七
十
匹
、
瞬
七
十
斤
。
元
康
元
年
、
始
給
奈
回

大
頃
、
回
腸
六
人
。
立
夏
後
不
及
田
者
、
食
事
平
一
年
。

以
上
所
調
日
奉
月
奉
、
似
乎
都
是
粟
。
菜
田
町
公
団
租
入
、
卸
以
給
奉
。
照
前
三
例
計
罪
、
毎
頃
毎
年
躍
牧
租
粟
一
百
八
十
朗
。
以
此
矯
準
、

公
団
三
頃
、
可
以
牧
租
粟
五
百
四
十
斜
、
己
経
接
近
六
百
石
。
最
後

一
例
、
菜
回
六
頃
、
奥
月
俸
五
十
餅
不
合
、
可
能
是
一
特
例
、
也
可
能
説

誤
、
(
例
如
月
五
ヤ
朗
可
能
原
作
八
千
斜
)
姑
旦
不
論
。

謬
先
生
文
頁
八
十
一
注
引
「
宋
書
」
容
九
十
二
良
吏
院
長
之
侍
『
時
郡
鯨
回
雄
、
一t
L
種
矯
断
、
此
前
去
官
者
、
則
一
年
秩
稼
皆
入
前
人
:
此

後
去
官
者
、
則
一
年
秩
線
皆
人
後
八
:
始
以
元
嘉
末
改
此
科
、
計
月
分
様
。
』
我
疑
心
文
中
所
謂
前
人
後
人
、
正
好
顛
倒
了
。
寸
南
史
」
巻
七

ー

十
院
長
之
停
作

『
時
郡
田
様
、
以
#
」
種
馬
断
。
此
前
去
官
者
、
則
一
年
秩
鵡
皆
入
後
人
、
始
以
元
嘉
末
改
此
科
、
計
月
分
鵡
』
、
嘗
操
改
。

上

引
「
膏
書
」
『
立
夏
一後
不
及
田
者
、
食
奉
一
年
、
也
可
以
帯
助
説
明
公
団
奥
俸
線
的
関
係
。
大
約
是
説
雄
然
領
得
楽
団
、
而
己
過
立
夏
、
不
及

種
植
、
白
得
食
奉
一
年
。

-10]〆ー

叉
開
於
陶
潜
不
震
五
斗
米
折
腰
、
唐
人
類
然
解
稗
矯
俸
旅
之
例
、
還
有
王
維
「
輿
説
居
士
書
」
一
五
:
『
近
有
陶
潜
、

郵
、
解
印
綬
棄
官
去
。
後
貧
、
乞
食
詩
云
、
「
叩
門
拙
一
言
辞
」
、
是
屡
乞
而
断
也
。
嘗
一
見
督
郵
、

慨
乎
9
・
』
(
「
王
右
丞
集
」
品
位
十
人
J
V

安
食
公
回
数
頃
。

不
肯
把
板
屈
腰
見
督

一
衛
之
不
忍
、
而
終
身

221 

e ‘ 



222 

又
中
園
歴
代
官
俸
、
枚
入
不
限
於
莱
米
。
例
如
南
朝
郡
守
、
俸
米
之
外
、
有
鐘
有
絹
、
韓
先
生
文
中
巴
経
論
及
。
上
文
所
引
極
寒
「
政
論
」

輿
「
膏
書
」
百
官
志
、
也
可
見
一
斑
。
此
外
類
似
官
俸
的
牧
入
、
還
有
南
北
朝
的
「
食
幹
」
見
「
遁
典
」
等
書
、
以
及
後
来
的
防
闇
・
執
衣

7

類
。
職
田

・
公
癖
回
等
、
亦
躍
計
算
。
而
官
吏
的
克
役
及
菟
税

(
多
是
部
分
克
税
)
等
特
権
、
也
可
以
算
一
種
無
形
牧
入
。
至
於
在
有
些
朝
代

的
特
殊
制
度
、
如
北
魂
百
官
、
本
来
無
様
、
利
用
商
人
、
大
約
似
後
来
唐
之
捉
銭
令
史
、

遼
之
管
運
(
云
矯
)
戸
。
又
玉
代
宋
初
有
俸
戸
。
這

一
類
的
制
度
、
輿
論
定
中
園
歴
史
上
某
時
代
的
性
質
、
関
係
極
震
重
大
、
這
一
表
不
能
詳
論
了
。

(1)註

這

一
貼
我
波
有
彼
批
判
意
的
解
標
。
猪
想
可
能
是
刺
史
多
粂
其
他
官
職
、

質
俸
不
止
六
百
石
。

閥
於
漢
代
以
及
貌
膏
南
北
朝
的
井
斜
以
及
鹿
給
数
量
等
問
題
、
務
参
孜

拙
稿
「
漢
代
丁
中
康
給
米
粟
大
小
石
之
制
」
(
「
園
事
季
刊
」
第
七
谷
第

一
蹴
一
九
五

O
年
)
、
宇
都
宮
清
吉
「
漢
代
位
曾
経
済
史
研
究
」
(
一
九

五
五
年
)
、
布
目
潮
溺
「
牢
銭
宇
穀
論
|
|
字
都
宮
消
音
・楊
聯
陸
雨
数

授
の
論
争
を
め
ぐ
っ
て
」
(
「
立
命
館
文
事
」

一
四
人
鋭
一
九
五
七
年
)
、

ζ
F
n
y
s
-
戸
0
0
唱

♂

公

吋
}

M

O

忌
2
2
H冊
目
叩

2

0

向
。
『
即
日
ロ
仏
己
江
口
問

H
7
0

出
陣
ロ

H
M
O
H
F
D
仏

=

同
4

・S
き
h
-、
白
色
〈
o
-
-
M内
F
H
U
P

ピヨ・
H
I
M
-

5
2
w
高
自
強
「
漢
代
、大
小
斜
(
石
)
問
題
」
(
「
考
古
」
一
九
六
二
ノ

ニ
)
、
等
文
字
。

我
最
初
主
張
漢
簡
中
所
謂
大
小
石
、
是
骨
周
米
粟
換
算
的
便
利
、
只
是

計
算
上
的
虚
名
、
並
不
是
員
有
爾
種
斜
斗
。
後
来
輿
字
都
宮
先
生
討

論
、
卸
己
承
認
有
雨
種
斜
斗
之
可
能
、
而
且
認
潟
漢
代
一
般
計
算
、
以

(2) 

(3) 

小
斜
(
小
斗
)
矯
正
。
現
在
聾
明
放
棄
虚
名
説
、
承
認
漢
代
確
有
大
小

斜
斗
爾
種
霊
器
。
至
於
寅
際
使
用
、
一
時
一
地
、
毎
次
斜
量
、
大
約
只

用
一
一
種
。
至
於
大
小
斜
斗
便
於
米
粟
換
算
一
貼
、
則
の
想
保
存
。
因
潟

大
石

一
斗
粟
正
等
於
小
石
一
斗
米
、

這
種
比
例
、
感
非
偶
然
。
漢
代
以

小
石
(
小
斜
}
矯
正
之
説
、
魁
百
株
先
生
在
「
大
陸
雑
誌
」
第
一
容
第
十

期
(
一
九
五

O
年
)
「
諸
岡
雑
記
」
(
大
石
奥
小
石
)
一
文
中
、
己
経

提
出
、
布
目
先
生
文
中
、
也
経
引
及
、
似
己
可
篤
定
論
。
諸
家
論
「
小

斜
L

多
引
コ
ニ
闘
志
」
貌
害
容
一
注
引
「
曹
繍
停
」
「
行
小
斜
、

一盗
官

穀
」
矯
登
。
案
、
此
魔
的
「
小
斜
」
恐
伯
是
特
別
小
的
小
斜
、
而
不
是

法
定
的
小
斜
。
比
係
奥
小
餅
矯
正
之
説
、
並
無
衝
突
。

白
居
易
「
自
民
文
集
」
谷
八
有
『
一
回
復
一
目
、
自
問
何
留
滞
、
震
貧

逐
日
俸
、
擬
作
館
田
計
」
、
似
亦
暗
用
陶
潜
事
。
此
篠
蒙
卒
岡
武
夫
先

生
検
示
、
謹
此
致
謝
。

一
九
六
二
年
七
月
七
日
稿

時
客
京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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