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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料
紹
介＞

費
孝
通
著
『
郷
土
中
国
』
と
『
世
紀
評
論
』
連
載
記
事
と
の
異
同

西
　
澤
　
治
　
彦

　
　
　

は
じ
め
に

費
孝
通
の
代
表
作
の
一
冊
と
い
っ
て
い
い
『
郷
土
中
国
』
は
、
雲
南
大
学
お
よ
び
西
南
聯
合
大
学
に
て
行
っ
た
「
郷
村
社
会
学
」
の

講
義
が
ベ
ー
ス
と
な
っ
て
お
り
、
講
義
で
話
し
た
内
容
は
エ
ッ
セ
ー
と
し
て
随
時
、
新
聞
や
雑
誌
に
発
表
し
て
い
た
。
そ
の
後
、
イ
ギ

リ
ス
か
ら
北
京
の
清
華
大
学
に
戻
っ
た
民
国
36
（
一
九
四
七
）
年
以
三
月
以
降
、
講
義
ノ
ー
ト
や
そ
れ
ら
の
エ
ッ
セ
ー
を
整
理
し
、
体

系
化
し
て
文
章
化
す
る
作
業
を
行
っ
た
。
そ
の
契
機
と
な
っ
た
の
が
、
張
純
明
が
主
編
す
る
『
世
紀
評
論
』（
週
刊
）
に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と
題
し
て
連
載
を
勧
め
ら
れ
た
こ
と
で
あ
っ
た
。

第
一
回
の
連
載
は
「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と
題
し
て
、
第
二
巻
第
三
期
（
民
国
三
六
年
七
月
）
に
掲
載
さ
れ
た
。
連
載
は
一
四
回
続
き
、

最
後
の
寄
稿
は
「
血
縁
和
地
縁
」
で
、
第
三
巻
第
十
三
期
（
民
国
三
七
年
三
月
）
で
あ
っ
た
。
講
義
を
し
て
は
一
章
を
書
き
、
寄
稿
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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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
と
い
う
こ
と
を
繰
り
返
し
た
。

『
世
紀
評
論
』
は
国
民
党
の
高
級
官
僚
も
務
め
た
経
済
学
者
の
何
廉
が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に
南
京
で
創
刊
し
た
雑
誌
で
、
主
編
は
張

純
明
、
編
集
委
員
の
中
に
は
潘
光
旦
の
名
前
も
あ
っ
た
。
そ
の
鋭
い
時
事
批
評
、
民
主
の
主
導
、
大
胆
な
言
論
な
ど
に
よ
っ
て
、
た
ち

ま
ち
社
会
の
認
知
を
受
け
る
こ
と
と
な
っ
た
雑
誌
で
あ
る
。
費
の
連
載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は
注
目
を
集
め
、
連
載
終
了
後
、
上
海
に

て
『
観
察
』（
半
月
刊
）
を
創
刊
し
て
い
た
儲
安
平
に
、
こ
れ
を
ま
と
め
て
「
観
察
叢
書
」
の
一
冊
に
入
れ
る
よ
う
勧
め
ら
れ
、
新
た

な
章
を
書
き
下
ろ
し
、
全
体
を
通
し
て
修
正
を
加
え
て
出
版
さ
れ
た
の
が
『
郷
土
中
国
』
と
い
う
訳
で
あ
る
。
民
国
三
七
（
一
九
四
八
）

年
四
月
の
こ
と
で
、
こ
の
時
、
費
は
三
八
歳
で
あ
っ
た
。

『
郷
土
中
国
』
を
翻
訳
出
版
す
る
に
際
し
、私
は
観
察
社
版
の
『
郷
土
中
国
』
の
み
な
ら
ず
、『
世
紀
評
論
』
の
連
載
記
事
に
も
あ
た
っ

て
み
た
。『
世
紀
評
論
』
は
、
日
本
で
は
あ
ま
り
知
ら
れ
て
い
な
い
雑
誌
で
、『
世
紀
評
論
』
は
、
日
本
の
大
学
図
書
館
で
は
唯
一
、
東

京
大
学
東
洋
文
化
研
究
所
が
所
蔵
し
て
い
る
が
、
残
念
な
が
ら
欠
本
が
多
い
。

『
世
紀
評
論
』
の
第
一
巻
第
一
期
は
、
南
京
の
世
紀
出
版
社
か
ら
、
民
国
三
六
（
一
九
四
七
）
年
一
月
四
日
に
創
刊
さ
れ
、
民
国

三
七
（
一
九
四
八
）
年
一
〇
月
二
日
の
第
四
巻
第
十
四
期
で
終
刊
と
な
っ
て
い
る
。
約
二
年
間
続
い
た
雑
誌
で
あ
る
が
、
週
刊
で
、
一

巻
を
二
十
四
期
と
し
て
い
る
た
め
、
発
行
年
と
巻
数
と
に
ず
れ
が
生
じ
て
い
る
。

雑
誌
が
創
刊
さ
れ
た
民
国
三
六
（
一
九
四
七
）
と
い
う
と
、
一
九
四
五
年
に
日
中
戦
争
が
終
結
し
、
中
国
国
内
は
国
民
党
と
共
産
党

と
の
熾
烈
な
内
戦
に
突
入
し
て
い
た
時
期
で
あ
っ
た
。「
発
刊
詞
」
に
は
、
内
戦
の
進
行
と
農
村
の
疲
弊
、
国
民
経
済
の
崩
壊
、
乱
れ

た
秩
序
と
汚
職
が
蔓
延
す
る
と
い
う
時
代
に
あ
っ
て
、
し
か
も
時
間
的
な
猶
予
の
な
い
中
で
、
党
派
に
囚
わ
れ
な
い
自
由
主
義
と
民
主

の
立
場
か
ら
、
権
威
や
伝
統
に
頼
る
こ
と
な
く
現
実
を
直
視
し
、
現
代
化
さ
れ
た
新
中
国
を
共
に
建
設
し
て
い
こ
う
で
は
な
い
か
、
と

人文学会雑誌52巻3_4号_縦組み_p27-66_西澤先生（資料）.indd   28 2021/02/04   10:21:58



29

費孝通著『郷土中国』と『世紀評論』連載記事との異同　西澤　治彦

創
刊
の
意
図
が
力
強
く
訴
え
ら
れ
て

い
る
。
無
署
名
の
文
章
で
あ
る
が
、

お
そ
ら
く
主
編
の
張
純
明
が
書
い
た

も
の
で
あ
ろ
う
。
実
際
、
創
刊
号
の

最
初
の
社
論
は
「
中
国
需
要
忠
実
有

力
的
在
野
党
」
と
な
っ
て
い
る
。

費
孝
通
が
張
純
明
の
勧
め
で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の
連
載
を
始
め
る
こ

と
に
な
っ
た
の
は
こ
の
よ
う
な
雑
誌

で
あ
っ
た
。
Ｂ
５
版
サ
イ
ズ
で
、毎
号
、

僅
か
二
〇
頁
ほ
ど
の
薄
い
雑
誌
で
、

費
に
与
え
ら
れ
た
頁
は
僅
か
に
三
頁

弱
の
ス
ペ
ー
ス
で
あ
っ
た
。
限
ら
れ

た
ス
ペ
ー
ス
に
な
る
べ
く
多
く
の
情

報
を
詰
め
込
も
う
と
、
費
が
推
考
を

重
ね
て
文
章
を
可
能
な
限
り
簡
潔
に

し
て
い
っ
た
理
由
が
こ
れ
で
理
解
で

き
る
。

第二巻第三期　雑話郷土社会
連載　第一回　熟人裏長大的

『世紀評論』表紙
第三巻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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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の
連
載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の
各
号
の
タ
イ
ト
ル
と
巻
号
は
以
下
の
通
り
で
あ
る
。

①
「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第
二
巻
第
三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七
月
一
九
日

②
「
文
字
下
郷
」	

　
　
　

第
五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八
月
二
日

③
「
下
郷
文
字
再
論
」	

　
　
　

第
七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八
月
一
六
日

④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第
十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九
月
六
日

⑤
「
差
序
的
格
局
」	

　
　
　

第
十
二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九
月
二
〇
日

⑥
「
論
私
」	

　
　
　

第
十
六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一
〇
月
一
八
日

⑦
「
道
徳
在
私
人
間
」	
　
　
　
第
十
八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一
一
月
一
日

⑧
「
礼
治
秩
序
」	
　
　
　
第
二
十
一
期	

民
国
三
六
年
一
一
月
二
二
日

⑨
「
無
訴
」	

第
三
巻
第
一
期	

民
国
三
七
年
一
月
三
日

⑩
「
無
為
政
治
」	

　
　
　

第
四
期	

民
国
三
七
年
一
月
二
四
日

⑪
「
長
老
統
治
」	

　
　
　
第
六
期	

民
国
三
七
年
二
月
七
日

⑫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第
八
期	
民
国
三
七
年
二
月
二
一
日

⑬
「
男
女
有
別
」	

　
　
　

第
十
期	
民
国
三
七
年
三
月
六
日

⑭
「
血
縁
和
地
縁
」	

　
　
　

第
十
三
期	

民
国
三
七
年
三
月
二
七
日

こ
の
う
ち
、
太
字
で
示
し
た
、
⑦
「
道
徳
在
私
人
間
」
⑧
「
礼
治
秩
序
」
⑪
「
長
老
統
治
」
⑫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を

【
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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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

 

 

⑭
「
血
縁
和
地
縁
」 

⑬
「
男
女
有
別
」 

⑫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庭
』」 

⑪
「
長
老
統
治
」 

⑩
「
無
為
政
治
」 

⑨
「
無
訴
」 

⑧
「
礼
治
秩
序
」 

⑦
「
道
徳
在
私
人
間
」 

⑥
「
論
私
」 

⑤
「
差
序
的
格
局
」 

④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③
「
下
郷
文
字
再
論
」 

②
「
文
字
下
郷
」 

①
「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連
載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⑮
「
後
記
」 
⑭
「
従
欲
望
到
需
要
」 

⑬
「
名
実
的
分
離
」 

⑫
「
血
縁
和
地
縁
」 

⑪
「
長
老
統
治
」 

⑩
「
無
為
政
治
」 

⑨
「
無
訴
」 

⑧
「
礼
治
秩
序
」 

⑦
「
男
女
有
別
」 

⑥
「
家
族
」 

⑤
「
雑
系
着
私
人
的
道
徳 

④
「
差
序
格
局
」 

③
「
再
論
下
郷
文
字
」 

②
「
文
字
下
郷
」 

①
「
郷
土
本
色
」 
 

『
郷
土
中
国
』
の
章
立
て 

ほぼ同じ 

改編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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掲
載
し
て
い
る
号
が
東
大
東
文
研
で
も
欠
本
と
な
っ
て
い
る
。
な
お
、A

rkush

のFei X
iaotong

のBibliography

で
は
、『
世
紀

評
論
』
に
掲
載
さ
れ
た
記
事
か
ら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主
義
」
が
落
ち
て
い
る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主
義
」
は
タ
イ
ト
ル
と
内
容
か
ら
判

断
し
て
『
郷
土
中
国
』
と
は
関
係
な
い
と
判
断
し
た
よ
う
で
あ
る
が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の
シ
リ
ー
ズ
の
一
つ
で
あ
る
。
同
様
の
判

断
は
『
費
孝
通
文
集
』
や
『
費
孝
通
全
集
』
の
編
集
の
際
に
も
な
さ
れ
て
い
て
、『
郷
土
中
国
』
と
は
別
に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主
義
」

が
独
立
し
て
掲
載
さ
れ
て
い
る
。

連
載
さ
れ
た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の
順
番
と
タ
イ
ト
ル
を
『
郷
土
中
国
』
の
章
立
て
に
対
応
さ
せ
た
の
が
【
表
１
】
で
あ
る
。
こ
の

連
載
と
『
郷
土
中
国
』
の
章
立
て
を
照
ら
し
合
わ
せ
る
と
、
順
番
と
名
称
が
多
少
、
異
な
る
ほ
か
、
何
が
新
た
に
書
き
加
え
ら
れ
た
の

か
が
一
目
瞭
然
と
な
る
。

せ
っ
か
く
『
世
紀
評
論
』
に
連
載
さ
れ
た
原
文
を
全
て
入
手
し
て
い
る
の
で
、『
郷
土
中
国
』
と
は
異
な
る
文
章
の
部
分
を
、
こ
こ

で
公
開
し
た
い
と
思
う
。
と
り
わ
け
、
⑫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が
掲
載
さ
れ
て
い
る
第
三
第
八
期
は
、
日
本
で
は
入
手
で

き
な
い
も
の
で
あ
る
。
こ
れ
ら
を
読
み
比
べ
る
と
、
費
孝
通
の
思
索
の
跡
を
追
う
こ
と
が
で
き
る
し
、『
郷
土
中
国
』
が
成
立
し
て
い

く
過
程
を
知
る
手
が
か
り
に
な
ろ
う
。

な
お
、『
世
紀
評
論
』
欠
本
分
の
複
写
は
、
台
湾
の
国
立
政
治
大
学
大
学
院
留
学
中
の
戸
田
浩
一
郎
君
に
、
原
文
の
異
同
部
分
の
入

力
は
、
武
蔵
大
学
大
学
院
生
の
李
詩
雅
及
び
楊
暢
氏
に
手
助
け
し
て
頂
い
た
。
記
し
て
感
謝
の
意
を
表
し
た
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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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の
原
文

※	
『
郷
土
中
国
』
と
異
な
る
部
分
の
み
掲
載
す
る
。
一
部
の
語
句
が
異
な
る
場
合
は
、
前
文
が
『
世
紀
評
論
』、
→　

の
後
文
が
『
郷
土

中
国
』
の
意
味
で
あ
る
。
変
更
し
た
語
句
を
太
字
に
し
た
。
但
し
、
①
「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⑤
「
差
序
的
格
局
」、
⑥
「
論
私
」、

⑫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の
四
編
は
、
変
更
部
分
が
入
り
組
ん
で
い
る
の
で
、
全
文
を
掲
載
す
る
。

①
「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從
基
層
上
看
去
，
中
國
社
會
是
鄉
土
性
的
。

鄉
土
社
會
的
特
性
是
怎
麼
樣
的
呢
？
我
想
在
本
刊
上
聯
續
的
寫
幾
篇
文
章
來
答
覆
這
問
題
。
要
瞭
解
我
們
當
前
很
多
複
雜
而
混
亂
的

難
題
，
對
這
基
層
社
會
有
一
點
分
析
，
似
乎
是
很
有
幫
忙
的
。
我
說
中
國
社
會
的
基
層
是
鄉
土
性
的
，
那
是
因
為
我
考
慮
到
從
這
基
層

上
曾
長
出
一
層
比
較
上
和
鄉
土
基
層
不
完
全
相
同
的
社
會
，
而
且
在
近
百
年
來
更
在
東
西
接
觸
邊
緣
上
發
生
了
又
是
一
種
很
特
殊
的
社

會
。
這
些
社
會
的
特
性
我
們
暫
時
不
提
，將
來
再
說
。
我
們
不
妨
先
集
中
注
意
那
些
土
頭
土
腦
的
鄉
下
人
。
他
們
才
是
中
國
社
會
的
基
層
。

我
們
說
鄉
下
人
土
氣
，
雖
則
帶
着
幾
分
藐
視
的
意
味
，
但
這
個
土
字
是
用
得
很
好
的
。
土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指
泥
土
。
鄉
下
人
是
離

不
了
泥
土
的
，
因
為
在
鄉
下
住
，
種
地
是
最
普
通
的
謀
生
辦
法
。
在
我
們
這
片
遠
東
大
陸
上
，
可
能
在
很
古
的
時
候
，
住
過
些
還
不
知

道
種
地
的
原
始
人
，
那
些
人
的
生
活
怎
樣
，
對
於
我
們
至
多
祇
有
一
些
好
奇
的
興
趣
罷
了
。
以
現
在
的
情
形
來
說
，
這
片
大
陸
上
最
大

多
數
的
人
是
拖
泥
帶
水
下
田
討
生
活
的
了
。
我
們
不
妨
縮
小
一
些
範
圍
來
看
，
三
條
大
河
的
流
域
已
經
全
是
農
業
區
。
而
且
，
據
說
凡

是
從
這
個
農
業
老
家
裏
遷
移
到
四
圍
邊
地
上
去
的
子
弟
，
也
老
是
很
忠
實
地
守
着
這
直
接
向
土
裏
去
討
生
活
的
傳
統
。
最
近
我
遇
着
一

位
到
內
蒙
旅
行
回
來
的
美
國
朋
友
，
他
很
奇
怪
的
問
我
：
你
們
中
原
去
的
人
，
到
了
這
最
適
宜
於
放
牧
的
草
原
上
，
依
舊
鋤
地
播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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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
家
劃
着
小
小
的
一
方
地
，
種
植
起
來
。
真
像
是
向
土
裏
一
鑽
，
看
不
到
其
他
利
用
這
片
地
的
方
法
了
。
我
也
記
得
我
的
老
師
史
祿

國
先
生
就
告
訴
過
我
，
遠
在
西
伯
利
亞
，
中
國
人
住
下
了
，
不
管
天
氣
如
何
，
還
是
要
下
些
種
子
；
試
試
看
能
不
能
種
地
。
─
─
這
樣

說
來
，
我
們
的
民
族
確
是
和
泥
土
分
不
開
的
了
。
從
土
裏
長
出
了
光
榮
的
歷
史
，
自
然
也
會
受
到
土
的
束
縛
，
飛
不
上
天
的
樣
子
。

靠
種
地
謀
生
的
才
明
白
泥
土
的
可
貴
。
城
裏
人
可
以
用
土
氣
來
藐
視
鄉
下
人
，
但
是
在
鄉
下
，「
土
」
是
他
們
的
命
根
。
在
數
量
上

占
着
最
高
地
位
的
神
，無
疑
的
是
「
土
地
」。「
土
地
」
這
位
最
近
於
人
性
的
神
，老
夫
老
妻
白
首
偕
老
的
一
對
，管
着
鄉
間
一
切
的
閒
事
。

他
們
象
徵
着
可
貴
的
泥
土
。
我
初
次
出
國
時
，
我
的
奶
媽
偷
偷
的
把
一
包
用
紅
紙
包
好
的
東
西
，
塞
在
我
箱
子
底
下
。
後
來
，
她
又
避

了
人
和
我
說
，
假
如
我
水
土
不
服
，
老
是
想
家
時
，
可
以
把
紅
紙
包
裏
的
東
西
煮
一
點
湯
吃
。
這
是
一
包
竈
上
的
泥
土
。
─
─
我
在
「
一

曲
難
忘
」
的
電
影
裏
看
到
了
東
歐
農
業
國
家
的
波
蘭
也
有
着
類
似
的
風
俗
，
使
我
更
領
略
了
「
土
」
在
我
們
這
種
文
化
裏
所
占
和
所
應

當
占
的
地
位
了
。

農
業
和
遊
牧
或
工
業
不
同
，
它
是
直
接
取
資
於
土
地
的
。
遊
牧
的
人
可
以
逐
水
草
而
居
，
飃
忽
無
定
；
做
工
業
的
人
可
以
擇
地
而
居
，

遷
移
無
礙
；
而
種
地
的
卻
搬
不
動
地
，
長
在
土
裏
的
莊
稼
行
動
不
得
，
侍
候
莊
稼
的
老
農
也
因
之
像
是
半
身
插
入
了
土
裏
，
土
氣
是
因

為
不
流
動
而
發
生
的
。

直
接
靠
農
業
來
謀
生
的
人
是
黏
着
在
土
地
上
的
。
我
遇
見
過
一
位
在
張
北
一
帶
研
究
語
言
的
朋
友
。
我
問
他
說
在
這
一
帶
的
語
言
中

有
沒
有
受
蒙
古
話
的
影
響
。
他
搖
了
搖
頭
，
不
但
語
言
上
看
不
出
什
麼
影
響
，
其
他
方
面
也
很
少
。
他
接
著
說
：「
村
子
裏
幾
百
年
來

老
是
這
幾
個
姓
。
我
從
墓
碑
上
去
重
構
每
家
的
家
譜
，
清
清
楚
楚
的
，
一
直
到
現
在
還
是
那
些
人
。
鄉
村
裏
的
人
口
似
乎
是
附
着
在
土

上
的
，
一
代
一
代
的
下
去
，
不
太
有
變
動
。」
─
─
這
結
論
自
然
應
當
加
以
條
件
的
，
但
是
大
體
上
說
，
這
是
鄉
土
社
會
的
特
性
之
一
。

我
們
很
可
以
相
信
，
以
農
為
生
的
人
，
世
代
定
居
是
常
態
，
遷
移
是
變
態
。
大
旱
大
水
，
連
年
兵
亂
，
可
以
使
一
部
分
農
民
拋
井
離
鄉
；

但
是
像
抗
戰
這
樣
大
事
件
所
引
起
基
層
人
口
的
流
動
，
我
相
信
還
是
微
乎
其
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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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我
並
不
是
說
中
國
鄉
村
人
口
是
固
定
的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人
口
在
增
加
，
一
塊
土
地
祇
要
幾
代
就
到
了
飽
和
點
；
這

些
過
剩
的
人
口
自
然
得
宣
洩
出
外
，
負
起
鋤
頭
去
另
闢
新
地
。
可
是
老
根
是
不
常
動
的
。
這
些
宣
洩
出
外
的
人
，
像
是
從
老
樹
上
被
風

吹
出
去
的
種
子
，找
到
了
土
地
的
生
存
了
，又
形
成
一
個
小
小
的
家
族
殖
民
地
，找
不
到
土
地
的
也
就
在
各
式
各
樣
的
運
命
下
被
淘
汰
了
，

或
是
「
發
跡
了
」。
我
在
廣
西
靠
近
猺
山
的
區
域
裏
還
看
見
過
這
類
從
老
樹
上
吹
出
來
的
種
子
，
拼
命
在
懇
地
。
在
雲
南
，
我
看
見
過

這
類
種
子
所
長
成
的
小
村
落
，
還
不
過
是
兩
三
代
的
事
；
也
看
見
過
找
不
着
地
的
那
些
「
孤
魂
」，
以
及
死
了
給
狗
吃
的
路
斃
尸
體
。

不
流
動
是
在
人
和
空
間
的
關
係
上
說
的
，
在
人
和
人
在
空
間
的
排
列
關
係
上
說
就
是
孤
立
和
隔
膜
。
孤
立
和
隔
膜
並
不
是
以
個
人
為

單
位
的
，
而
是
以
相
同
在
一
處
住
的
集
團
為
單
位
的
。
本
來
，
從
農
業
本
身
看
，
許
多
人
羣
居
住
在
一
處
是
無
需
的
。
耕
種
活
動
裏
分

工
的
程
度
很
淺
，
至
多
在
男
女
間
有
一
些
分
工
。
好
像
女
的
插
秧
，
男
的
鋤
地
等
。
這
種
合
作
與
其
說
是
為
了
增
加
效
率
，
不
如
說
是

因
為
在
某
一
時
間
男
的
忙
不
過
來
，
家
裏
人
出
來
幫
忙
罷
了
。
耕
種
活
動
中
既
不
問
分
工
發
展
，
農
業
本
身
也
就
沒
有
聚
集
許
多
人
住

在
一
起
的
需
要
了
。
我
們
看
見
鄉
下
有
大
小
不
同
的
聚
居
社
區
，
也
可
以
想
到
那
是
出
於
農
業
本
身
以
外
的
原
因
了
。

鄉
下
最
小
的
社
區
可
以
祇
有
一
戶
人
家
。
夫
婦
和
孩
子
聚
居
於
一
處
有
着
兩
性
和
撫
育
上
的
需
要
。
無
論
在
什
麼
性
質
的
社
會
裏
，

除
了
軍
隊
、
學
校
這
些
特
殊
的
團
體
外
，
家
庭
總
是
最
基
本
的
團
體
。
在
中
國
鄉
下
這
種
祇
有
一
戶
人
家
的
小
社
區
是
不
常
見
的
。
在

四
川
的
山
區
種
梯
田
的
地
方
，
可
能
有
這
類
情
形
，
大
多
的
農
民
是
聚
村
而
居
。
這
一
點
對
於
我
們
鄉
土
社
會
的
特
性
很
有
影
響
。
美

國
的
鄉
下
大
多
是
一
戶
人
家
自
成
一
個
單
位
，
很
少
屋
沿
相
接
的
鄰
舍
。
這
是
他
們
早
年
拓
殖
時
代
，
人
少
地
多
的
結
果
，
同
時
也
保

持
了
他
們
個
別
負
責
，
獨
來
獨
往
的
精
神
。
我
們
中
國
很
少
類
似
的
情
形
。

中
國
農
民
聚
村
而
居
的
原
因
大
致
來
說
有
下
列
幾
點
：「
一
、
每
家
所
耕
的
面
積
小
，
所
謂
小
農
經
營
，
所
以
聚
在
一
起
住
，
住
宅

和
農
場
不
會
距
離
得
過
分
遠
。
二
、
需
要
水
利
的
地
方
，
他
們
有
合
作
的
需
要
，
在
一
起
住
，
合
作
起
來
比
較
方
便
。
三
、
為
了
安
全
，

人
多
了
容
易
保
衛
。
四
、
土
地
平
等
繼
承
的
原
則
下
，
兄
弟
分
別
繼
承
祖
上
的
遺
業
，
使
人
口
在
一
地
方
一
代
一
代
的
積
起
來
，
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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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
大
的
村
落
。

無
論
出
於
什
麼
原
因
，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的
單
位
是
村
落
，
從
三
家
村
起
可
以
到
幾
千
戶
的
大
村
。
我
在
上
文
所
說
的
孤
立
、
隔
膜
是

以
村
和
村
之
間
的
關
係
而
說
的
。
孤
立
和
隔
膜
並
不
是
絕
對
的
，
但
是
人
口
的
流
動
率
小
，
社
區
間
的
往
來
也
必
然
疏
遠
。
我
想
我
們

很
可
以
說
，
鄉
土
社
會
的
生
活
是
富
於
地
方
性
的
。
地
方
性
是
指
他
們
活
動
範
圍
有
地
域
上
的
限
制
，
在
區
域
間
接
觸
少
，
生
活
隔
離
，

各
自
保
持
着
孤
立
的
社
會
圈
子
。

鄉
土
社
會
在
地
方
性
的
限
制
下
成
了
生
於
斯
死
於
斯
的
社
會
。
常
態
的
生
活
是
終
老
是
鄉
。
假
如
在
一
個
村
子
裏
的
人
都
是
這
樣
的

話
，
在
人
和
人
的
關
係
上
也
就
發
生
了
一
種
特
色
，
每
個
孩
子
都
是
在
人
家
眼
中
看
着
長
大
的
。
在
孩
子
眼
裏
每
個
人
也
是
從
小
就
看

慣
的
。
這
是
一
個
「
熟
悉
」
的
社
會
，
沒
有
陌
生
人
的
社
會
。

在
社
會
學
裏
，
我
們
常
分
出
兩
種
性
質
不
同
的
社
會
。
一
種
是
並
沒
有
具
體
目
的
，
祇
是
因
為
在
一
起
生
長
而
發
生
的
社
會
，
一
種

是
為
了
要
完
成
一
件
任
務
而
結
合
的
社
會
。
用T

onnies

的
字
說
：
前
者
是Gem

einschaft

，
後
者
是Gesellschaft

；
用

D
urkheim

的
字
說
：
前
者
是
「
有
機
的
團
結
」，
後
者
是
「
機
械
的
團
結
」。
用
我
們
自
己
的
字
說
，
前
者
是
習
俗
社
會
，
後
者
是
法

理
社
會
。
─
─
我
以
後
還
要
詳
細
分
析
這
兩
種
社
會
的
不
同
。
在
這
裏
我
想
說
明
的
是
生
活
上
被
土
地
所
囿
住
的
鄉
民
，
他
們
平
素
所

接
觸
的
是
生
而
與
俱
的
人
物
，
正
像
我
們
的
父
母
兄
弟
一
般
，
並
不
是
由
於
我
們
選
擇
得
來
的
關
係
，
而
是
無
需
選
擇
，
甚
至
先
我
而

在
的
一
個
生
活
環
境
。

熟
悉
是
從
時
間
裏
，
多
方
面
，
經
常
的
接
觸
中
所
發
生
的
親
密
的
感
覺
。
這
感
覺
是
無
數
次
的
小
磨
擦
裏
陶
錬
出
來
的
結
果
。
這
過

程
是
論
語
第
一
句
裏
的
習
字
。
學
是
和
陌
生
事
物
的
最
初
接
觸
，
習
是
陶
錬
，「
不
亦
悅
乎
」
是
描
寫
熟
悉
之
後
的
親
密
感
覺
。
在
一

個
熟
悉
的
社
會
中
，
我
們
會
得
到
從
心
所
欲
而
不
踰
規
矩
的
自
由
。
這
是
和
法
律
所
保
障
的
自
由
不
同
的
。
規
矩
不
是
法
律
，
規
矩
是

習
出
來
的
俗
。
從
俗
即
是
從
心
。
換
一
句
話
說
，
社
會
和
個
人
在
這
裏
通
了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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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大
家
是
熟
人
，
打
個
照
呼
就
是
了
，
還
用
得
着
多
說
麼
？
」
─
─
這
類
的
話
已
經
成
了
我
們
現
代
社
會
的
阻
礙
，
現
代
社
會

是
個
陌
生
人
組
成
的
社
會
，
各
人
不
知
道
各
人
的
底
細
，
所
以
得
講
個
明
白
，
還
要
怕
口
說
無
憑
，
畫
個
押
，
簽
個
字
。
這
樣
才
發
生

法
律
。
在
鄉
土
社
會
中
法
律
是
無
從
發
生
的
。「
這
不
是
見
外
了
麼
？
」
鄉
土
社
會
裏
從
熟
悉
得
到
信
任
。
這
信
任
並
非
沒
有
根
據
的
，

其
實
最
可
靠
也
沒
有
了
，
因
為
這
是
規
矩
。
西
洋
的
商
人
到
現
在
還
時
常
說
中
國
人
的
信
用
是
天
生
的
。
類
於
神
話
的
故
事
真
多
：
說

是
某
人
接
到
了
大
批
瓷
器
，
還
是
他
祖
父
在
中
國
時
訂
的
貨
，
一
文
不
要
的
交
了
來
，
還
說
着
許
多
許
多
不
能
及
早
寄
出
的
抱
歉
話
。

─
─
鄉
土
社
會
並
不
是
對
契
約
的
重
視
，
而
是
對
一
種
行
為
的
規
矩
會
熟
悉
到
不
加
思
索
的
地
步
。

這
自
是
「
土
氣
」
的
一
種
特
色
。
因
為
祇
有
直
接
有
賴
於
泥
土
的
生
活
才
會
像
植
物
一
般
的
在
一
個
地
方
生
下
根
，
這
些
生
了
根
在

一
個
小
地
方
的
人
，
才
能
在
悠
長
的
時
間
中
，
從
容
地
去
摸
熟
每
個
人
的
生
活
，
像
母
親
對
於
她
的
兒
女
一
般
。
陌
生
人
對
於
嬰
孩
的

話
是
無
法
懂
的
，
但
是
在
做
母
親
的
聽
來
都
清
清
楚
楚
，
還
能
聽
出
沒
有
用
字
音
來
表
達
的
意
思
來
。

不
但
對
人
，
他
們
對
物
也
是
「
熟
悉
」
的
。
一
個
老
農
看
見
螞
蟻
在
搬
家
了
，
會
忙
着
去
田
裏
開
溝
，
他
熟
悉
螞
蟻
搬
家
的
意
義
。

從
熟
悉
裏
得
來
的
認
識
是
個
別
的
，
並
不
是
抽
象
的
理
。
在
熟
悉
的
環
境
裏
生
長
的
人
是
不
需
要
概
然
性
的
原
則
，
他
祇
要
在
接
觸
範

圍
之
中
知
道
，
從
手
段
到
目
的
間
的
個
別
關
聯
。
在
鄉
土
社
會
中
生
長
的
人
似
乎
不
太
追
求
這
籠
罩
萬
有
的
真
理
。
我
讀
論
語
時
，
看

到
孔
子
在
不
同
人
面
前
說
着
不
同
的
話
來
解
釋
孝
的
意
義
時
，
我
感
覺
到
這
鄉
土
社
會
的
特
性
了
。
孝
是
什
麼
？
孔
子
並
沒
有
抽
象
的

加
以
說
明
，
而
列
舉
具
體
的
行
為
，
因
人
而
異
的
答
覆
了
他
的
學
生
。
最
後
甚
至
歸
結
到
心
安
兩
字
。
做
子
女
的
得
在
日
常
接
觸
中
去

摸
熟
父
母
的
性
格
，
然
後
去
承
他
們
的
歡
，
做
到
自
己
的
心
安
。
這
說
明
了
鄉
土
社
會
中
人
和
人
相
處
的
基
本
辦
法
。

這
種
辦
法
在
一
個
陌
生
人
面
前
是
無
法
應
用
的
。
在
我
們
社
會
的
激
速
變
遷
中
，
從
鄉
土
社
會
進
入
現
代
社
會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在

鄉
土
社
會
中
所
養
成
生
活
方
式
處
處
發
生
了
流
弊
。
陌
生
人
所
組
成
的
現
代
社
會
是
無
法
用
鄉
土
社
會
的
習
俗
來
應
付
的
。

於
是
，
土
氣
成
了
罵
人
的
詞
彙
，「
鄉
」
也
不
再
是
衣
錦
榮
歸
的
去
處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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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文
字
下
郷
」

○
鄉
下
人
在
城
裡
人
眼
睛
裡
是
「
愚
」
的
。
我
們
當
然
記
得
不
少
提
倡
鄉
村
工
作
的
、
把
愚
字
和
病
貧
聯
結
起
來
去
作
為
中
國
鄉
村
的

症
候
。

→
鄉
下
人
在
城
裡
人
眼
睛
裡
是
「
愚
」
的
。
我
們
當
然
記
得
不
少
提
倡
鄉
村
工
作
的
朋
友
們
、
把
愚
和
病
貧
聯
結
起
來
去
作
為
中
國
鄉

村
的
症
候
。

○

鄉
下
人
在
馬
路
上
聽
見
背
後
汽
車
連
續
的
按
喇
叭
，
慌
了
手
腳
，
東
避
也
不
是
，
西
躲
又
不
是
，
汽
車
夫
拉
住
閘
車
，
在
玻
璃
窗
裏
，

探
出
半
個
頭
，
向
着
那
土
老
頭
兒
，
啐
了
一
口
：「
笨
蛋
！
」
如
果
這
是
愚
，
真
冤
枉
了
他
們
。

→
鄉
下
人
在
馬
路
上
聽
見
背
後
汽
車
連
續
的
按
喇
叭
，
慌
了
手
腳
，
東
避
也
不
是
，
西
躲
又
不
是
，
司
機
拉
住
閘
車
，
在
玻
璃
窗
裏
，

探
出
半
個
頭
，
向
着
那
土
老
頭
兒
，
啐
了
一
口
：「
笨
蛋
！
」‒‒

如
果
這
是
愚
，
真
冤
枉
了
他
們
。

○
如
果
我
們
不
承
認
郊
遊
的
仕
女
們
一
聽
見
狗
吠
就
變
色
是
「
白
癡
」，
自
然
沒
有
理
由
說
鄉
下
人
不
知
道
「
靠
左
邊
走
」
或
「
靠
右

邊
走
」
的
時
常
會
因
政
令
而
改
變
的
方
向
是
因
為
他
們
「
愚
不
可
及
」
了
。

→
如
果
我
們
不
承
認
郊
遊
的
仕
女
們
一
聽
見
狗
吠
就
變
色
是
「
白
癡
」，
自
然
沒
有
理
由
說
鄉
下
人
不
知
道
「
靠
左
邊
走
」
或
「
靠
右

邊
走
」
等
時
常
會
因
政
令
而
改
變
的
方
向
是
因
為
他
們
「
愚
不
可
及
」
了
。

○
如
果
一
個
人
沒
有
機
會
學
習
，
不
論
他
有
沒
有
學
習
的
能
力
還
是
不
會
學
得
的
。

→
如
果
一
個
人
沒
有
機
會
學
習
，
不
論
他
有
沒
有
學
習
的
能
力
還
是
學
不
到
什
麼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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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些
也
許
還
在
其
次
，
他
們
日
常
並
不
在
田
野
裏
跑
慣
，
在
他
們
的
視
覺
得
要
分
別
草
和
虫
，
須
費
一
番
眼
力
，
蚱
蜢
的
保
護
色
因

之
易
於
發
生
效
力
。

→
這
些
也
許
還
在
其
次
，
他
們
日
常
並
不
在
田
野
裏
跑
慣
，
要
分
別
草
和
虫
，
須
費
一
番
眼
力
，
蚱
蜢
的
保
護
色
因
之
易
於
生
效
。

○
教
授
們
的
孩
子
並
不
是
遺
傳
上
有
什
麼
特
別
善
於
識
字
的
能
力
，
而
是
有
着
易
於
識
字
的
環
境
。

→
教
授
們
的
孩
子
並
不
見
得
一
定
是
遺
傳
上
有
什
麼
特
別
善
於
識
字
的
能
力
，
顯
而
易
見
的
却
是
有
着
易
於
識
字
的
環
境
。

○

鄉
村
工
作
的
人
說
鄉
下
人
愚
顯
然
不
是
指
他
們
智
力
不
及
人
而
是
說
他
們
知
識
不
及
人
了
。

→
這
樣
看
來
，
鄉
村
工
作
的
人
說
鄉
下
人
愚
，
顯
然
不
是
指
他
們
智
力
不
及
人
，
而
是
說
他
們
知
識
不
及
人
了
。

○
我
在
上
一
篇
雜
話
鄉
土
社
會
裏
說
明
了
鄉
土
社
會
的
一
個
特
點
就
是
這
種
社
會
的
人
是
在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
我
在
上
一
篇
裏
說
明
了
鄉
土
社
會
的
一
個
特
點
就
是
這
種
社
會
的
人
是
在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
在
社
會
學
裏
我
們
稱
之
作	Face	to	face	group

，
直
譯
起
來
是
面
對
面
的
團
體
。

→
在
社
會
學
裏
我
們
稱
之
作	Face	to	face	group

，
直
譯
起
來
是
面
對
面
的
社
羣
。

○
在
面
對
面
的
團
體
裏
一
起
生
活
的
人
是
不
必
通
名
報
姓
的
。

→
在
面
對
面
的
社
羣
裏
一
起
生
活
的
人
是
不
必
通
名
報
姓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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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
姓
大
名
是
因
為
我
們
不
熟
悉
而
用
的
。
熟
悉
的
人
大
可
不
必
如
此
，
足
聲
，
氣
聲
、
甚
至
氣
味
，
都
可
以
是
足
夠
的
象
徵
。

→
「
貴
姓
大
名
」
是
因
為
我
們
不
熟
悉
而
用
的
。
熟
悉
的
人
大
可
不
必
如
此
，
足
聲
，
氣
聲
、
甚
至
氣
味
，
都
可
以
是
足
夠
的
「
報
名
」。

○
文
字
的
發
生
是
「
結
繩
記
事
」，
需
要
結
繩
來
記
事
是
為
了
在
空
間
和
時
間
中
人
和
人
的
接
觸
發
生
了
阻
礙
。

→
文
字
發
生
之
初
是
「
結
繩
記
事
」，
需
要
結
繩
來
記
事
是
為
了
在
空
間
和
時
間
中
人
和
人
的
接
觸
發
生
了
阻
礙
。

○
你
用
文
字
把
當
時
當
地
的
情
意
記
了
下
來
，
如
果
在
異
時
異
地
的
全
局
中
去
看
，
所
會
引
起
的
反
應
很
難
盡
合
於
當
時
當
地
的
全
局

中
可
能
引
起
的
反
應
。

→
你
用
文
字
把
當
時
當
地
的
情
意
記
了
下
來
，
如
果
在
異
時
異
地
的
圜
局
中
去
看
，
所
會
引
起
的
反
應
很
難
盡
合
於
當
時
當
地
的
圜
局

中
可
能
引
起
的
反
應
。

○
語
言
祗
能
在
一
個
團
體
所
有
相
同
經
驗
的
一
層
上
發
生
。
團
體
愈
大
，
包
括
的
人
所
有
的
經
驗
愈
繁
雜
，
發
生
語
言
的
一
層
共
同
基

礎
也
必
然
愈
有
限
，
於
是
語
言
也
愈
趨
於
簡
單
化
。
這
是
現
在
發
生	Basic	English	

的
原
因
。
這
在
語
言
史
上
看
的
很
清
楚
的
。

→
語
言
祗
能
在
一
個
社
羣
所
有
相
同
經
驗
的
一
層
上
發
生
。
群
體
愈
大
，
包
括
的
人
所
有
的
經
驗
愈
繁
雜
，
發
生
語
言
的
一
層
共
同
基

礎
也
必
然
愈
有
限
，
於
是
語
言
也
愈
趨
於
簡
單
化
。
這
在
語
言
史
上
看
的
很
清
楚
的
。

○
可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說
，
在
一
個
團
體
所
用
的
共
同
語
言
之
外
，
也
必
然
會
因
個
人
間
的
需
要
而
發
生
許
多
少
數
人
間
的
特
殊
語
言
，

所
謂
「
行
話
」。
行
話
是
少
數
同
行
人
中
的
話
，
外
行
人
因
為
沒
有
這
種
經
驗
，
不
會
懂
的
，
在
每
個
學
校
裏
，
甚
至
每
個
寢
室
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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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他
們
特
殊
語
言
的
。

→
可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說
，
在
一
個
社
羣
所
用
的
共
同
語
言
之
外
，
也
必
然
會
因
個
人
間
的
需
要
而
發
生
許
多
少
數
人
間
的
特
殊
語
言
，

所
謂
「
行
話
」。
行
話
是
同
行
人
中
的
話
，
外
行
人
因
為
沒
有
這
種
經
驗
，
不
會
懂
的
，
在
每
個
學
校
裏
，
甚
至
每
個
寢
室
裏
，
都
有

他
們
特
殊
的
語
言
。

○
「
特
殊
語
言
」
不
過
是
親
密
團
體
中
所
使
用
的
象
徵
體
系
的
一
部
分
，
用
聲
音
來
作
象
徵
的
那
一
部
分
。
在
親
密
團
體
中
可
用
來
作

象
徵
體
系
的
原
料
比
較
多
。

→
「
特
殊
語
言
」
不
過
是
親
密
社
羣
中
所
使
用
的
象
徵
體
系
的
一
部
分
，
用
聲
音
來
作
象
徵
的
那
一
部
分
。
在
親
密
社
羣
中
可
用
來
作

象
徵
體
系
的
原
料
比
較
多
。

③
「
下
郷
文
字
再
論
」

（
タ
イ
ト
ル
の
変
更
）「
下
郷
文
字
再
論
」
→
「
再
論
下
郷
文
字
」

○
在
上
一
篇
「
論
文
字
下
鄉
」
裡
，
我
說
起
了
文
字
的
發
生
是
在
人
和
人
傳
情
達
意
的
過
程
中
受
到
了
空
間
和
時
間
的
阻
隔
的
情
境
裡
。

可
是
我
在
那
一
篇
裡
祇
就
空
間
阻
隔
的
一
點
說
了
些
話
。
鄉
土
社
會
是
個
面
對
面
的
社
會
，有
話
可
以
當
面
說
明
白
，不
必
求
助
於
文
字
。

這
一
層
意
思
容
易
明
白
，
但
是
關
於
時
間
阻
隔
上
怎
樣
說
法
呢
？
在
本
文
中
，
我
想
申
引
這
一
層
意
思
了
。

→
在
上
一
篇
雜
話
裡
，
我
說
起
了
文
字
的
發
生
是
在
人
和
人
傳
情
達
意
的
過
程
中
受
到
了
空
間
和
時
間
的
阻
隔
時
。
可
是
我
在
那
一
篇

裡
祇
就
空
間
阻
隔
的
一
點
說
了
些
話
。
鄉
土
社
會
是
個
面
對
面
的
社
會
，
有
話
可
以
當
面
說
明
白
，
不
必
求
助
於
文
字
。
這
一
層
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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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易
說
明
，
但
是
關
於
時
間
阻
隔
上
怎
麼
說
法
呢
？
在
本
文
中
，
我
想
申
引
這
一
層
意
思
了
。

④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
費
孝
通
文
集
』
第
五
巻
、『
費
孝
通
全
集
』
第
六
巻
に
全
文
が
掲
載
さ
れ
て
い
る
の
で
略
）

⑤
「
差
序
的
格
局
」

（
タ
イ
ト
ル
の
変
更
）「
差
序
的
格
局
」
→
「
差
序
格
局
」

我
在
上
一
次
雜
話
中
，
討
論
所
謂
中
國
社
會
裏
的
家
庭
中
心
主
義
時
曾
提
出
了
一
種
懷
疑
，
就
是
在
人
情
的
契
洽
上
看
，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裏
，
家
庭
並
不
成
為
一
個
堡
壘
。
在
西
洋
社
會
裏
所
常
見
的
家
庭
神
聖
性
，
在
中
國
鄉
下
並
不
顯
著
。
我
提
出
這
一
個
看
法
，
並

不
是
想
標
新
立
異
，
而
是
從
我
思
考
了
很
久
的
一
個
基
本
問
題
裏
發
生
出
來
的
。
我
在
這
裡
不
妨
把
這
基
本
問
題
提
出
來
一
說
，
希
望

有
同
樣
興
趣
的
朋
友
，
能
對
這
方
面
多
觀
察
到
一
些
我
們
以
前
所
不
很
注
意
到
的
生
活
現
象
。

西
洋
的
社
會
有
些
像
我
們
在
田
裏
捆
柴
，
幾
根
稻
草
束
成
一
把
，
幾
把
束
成
一
扎
，
幾
扎
束
成
一
捆
，
幾
捆
束
成
一
挑
。
每
一
根
柴

在
整
個
挑
裏
都
屬
於
一
定
的
捆
、
扎
、
把
。
每
一
根
柴
也
可
以
找
到
同
把
、
同
扎
、
同
捆
的
柴
，
分
扎
得
清
楚
不
會
亂
的
。
在
社
會
，

這
些
單
位
就
是
團
體
。
我
說
西
洋
社
會
組
織
像
捆
柴
就
是
想
指
明
：
在
他
們
常
常
由
若
干
人
組
成
一
個
個
的
團
體
。
團
體
是
有
一
定
界

限
的
，
誰
是
團
體
裏
的
人
，
誰
是
團
體
外
的
人
，
不
能
模
糊
，
一
定
得
分
清
楚
。
在
團
體
裏
的
人
是
一
夥
，
對
於
團
體
的
關
係
是
相
同
的
，

如
果
同
一
團
體
中
有
組
別
或
等
級
的
分
別
，
那
也
是
先
規
定
的
。
我
用
捆
柴
來
比
擬
，
有
一
點
不
太
合
，
就
是
每
個
人
可
以
參
加
好
幾

個
團
體
，
而
好
幾
扎
柴
裏
都
有
某
一
根
柴
當
然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是
人
和
柴
不
同
的
地
方
。
我
用
這
譬
喻
是
在
想
具
體
一
些
使
我
們
看

到
社
會
生
活
中
人
和
人
的
關
繋
的
一
種
格
式
，
人
們
分
成
有
界
限
的
團
體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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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在
西
洋
是
一
種
團
體
。
如
果
有
一
位
朋
友
寫
信
給
你
說
他
將
要
「
帶
了
他
的
家
庭
」
一
起
來
看
你
，
他
很
知
道
要
和
他
一
同
來

的
是
那
幾
個
人
，
你
也
知
道
那
幾
個
人
。
在
中
國
，
這
句
話
是
含
糊
得
很
。
在
英
美
，
家
庭
是
他
的
妻
和
未
成
年
的
孩
子
。
如
果
他
祇

和
他
太
太
一
起
來
，
就
不
會
用
「
家
庭
」。
在
我
們
中
國
「
闔
第
光
臨
」
雖
則
常
見
，
但
是
很
少
人
能
說
得
出
這
個
「
第
」
字
究
竟
應

當
包
括
些
什
麼
人
。

提
到
了
我
們
的
用
字
，
這
個
「
家
」
字
可
以
說
最
能
伸
縮
自
如
了
。「
家
裏
的
」
可
以
指
自
己
的
太
太
一
個
人
，「
家
門
」
可
以
指
伯

叔
姪
子
一
大
批
，「
自
家
人
」
可
以
包
羅
任
何
要
拉
入
自
己
的
圈
子
，
表
示
親
熱
的
人
物
。
自
家
人
的
範
圍
是
因
時
因
地
可
伸
縮
的
，

大
到
數
不
清
。

為
什
麼
我
們
這
個
最
基
本
的
社
會
單
位
的
名
詞
會
這
樣
不
清
不
楚
呢
？
在
我
看
來
却
表
示
了
我
們
的
社
會
結
構
本
身
和
西
洋
的
團
體

格
式
不
相
同
的
，
我
們
的
格
式
不
是
一
捆
一
捆
扎
清
楚
的
柴
，
而
是
好
像
把
一
塊
石
頭
丟
在
水
面
上
所
發
生
的
一
圈
圈
推
出
去
的
波
紋
。

每
個
人
都
是
他
社
會
影
響
所
推
出
去
的
圈
子
的
中
心
。
被
圈
子
的
波
紋
所
推
及
的
就
發
生
聯
繫
。
每
個
人
在
某
一
時
間
某
一
地
點
所
動

用
的
圈
子
是
不
一
定
相
同
的
。

如
果
我
這
個
譬
喻
還
不
明
白
，
我
可
以
先
舉
我
們
社
會
中
最
重
要
的
親
屬
關
係
來
說
。
西
洋
的
家
庭
是
親
屬
團
體
，
有
法
定
的
分
子
。

親
屬
本
身
是
一
種
關
係
，
從
生
育
及
婚
姻
而
發
生
的
關
係
。
社
會
關
係
是
組
織
成
社
會
團
體
的
基
礎
，
或
說
是
根
據
，
關
係
卻
並
不
一

定
被
用
來
組
織
成
團
體
的
。

從
生
育
和
婚
姻
所
結
成
的
網
絡
，
可
以
一
直
推
出
去
包
括
無
窮
的
人
，
過
去
的
、
現
在
的
、
和
未
來
的
人
物
。
我
們
俗
語
裏
有
「
一

表
三
千
里
」，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其
實
三
千
里
者
也
不
過
指
其
廣
袤
的
意
思
而
已
。
這
個
網
絡
像
個
蜘
蛛
的
網
，
有
一
個
中
心
，
就
是

自
己
。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有
這
麼
一
個
以
親
屬
關
係
布
出
去
的
網
，
但
是
沒
有
一
個
網
，
具
體
的
來
說
，
是
相
同
的
。
在
一
個
社
會
裏
的

人
可
以
用
同
一
個
體
系
來
記
認
他
們
的
親
屬
，
所
同
的
祇
是
這
體
系
罷
了
，
體
系
是
抽
象
的
格
局
，
或
是
範
疇
性
的
有
關
概
念
；
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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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用
這
體
系
來
認
取
具
體
的
親
親
戚
戚
時
，
各
人
所
認
的
就
不
同
了
。
我
們
在
親
屬
體
系
裏
都
有
父
母
，
可
是
我
的
父
母
卻
不
是
你
的

父
母
。
再
進
一
步
說
，
天
下
沒
有
兩
個
人
所
認
取
的
親
屬
可
以
完
全
相
同
的
。
兄
弟
兩
人
固
然
有
相
同
的
父
母
了
，
但
是
各
人
有
各
人

的
妻
子
兒
女
。
因
之
，
以
親
屬
關
係
所
聯
繫
成
的
社
會
關
係
的
網
絡
來
說
，
是
個
別
的
。
每
一
個
網
絡
有
個
「
己
」
作
為
中
心
，
各
個

網
絡
的
中
心
都
不
同
。

以
「
己
」
為
中
心
，像
石
子
一
般
投
入
水
中
，和
別
人
所
聯
繫
成
的
社
會
關
係
，不
像
團
體
中
的
分
子
一
般
大
家
立
再
一
個
平
面
上
的
，

而
是
像
水
的
波
紋
一
般
，
一
圈
圈
推
出
去
，
愈
推
愈
大
，
也
愈
推
愈
薄
。
在
這
裏
我
們
遇
到
了
中
國
社
會
結
構
的
基
本
特
性
了
。
我
們

儒
家
最
考
究
的
是
人
倫
，
倫
是
什
麼
呢
？
我
的
解
釋
就
是
從
自
己
推
出
去
的
和
自
己
發
生
社
會
關
係
的
那
一
羣
人
裏
所
發
生
的
一
輪
輪

波
紋
的
差
序
。

倫
重
在
分
別
，
在
禮
記
祭
統
裏
所
講
的
十
倫
，
鬼
神
、
君
臣
、
父
子
、
貴
賤
、
親
疏
、
爵
賞
、
夫
婦
、
政
事
、
長
幼
、
上
下
、
都
是

指
差
等
。「
不
失
其
倫
」
是
在
別
父
子
，
遠
近
、
親
疏
。
倫
是
有
差
等
地
次
序
。
在
我
們
現
在
讀
來
，
鬼
神
、
君
臣
、
父
子
、
夫
婦
等

具
體
的
社
會
關
係
，
怎
能
和
貴
賤
、
親
疏
、
遠
近
、
上
下
等
抽
象
的
相
對
地
位
相
提
並
論
？
其
實
在
我
們
傳
統
的
社
會
結
構
裏
最
基
本

的
概
念
，
這
個
人
和
人
往
來
所
構
成
的
網
絡
中
的
綱
紀
，
就
是
一
個
差
序
，
也
就
是
倫
。
禮
記
大
傳
裏
說
：「
親
親
也
、
尊
尊
也
、
長

長
也
、
男
女
有
別
，
此
其
不
可
得
與
民
變
革
者
也
。」
意
思
是
這
個
社
會
結
構
的
架
格
是
不
能
變
的
，
變
的
祇
是
利
用
這
架
格
所
的
事
。

孔
子
最
注
重
的
是
個
推
字
。
他
先
承
認
一
個
己
，
推
己
及
人
的
己
，
對
於
這
己
，
得
加
以
克
服
於
禮
，
克
己
就
是
修
身
。
順
著
這
同

心
圓
的
倫
常
，
就
可
向
外
推
了
。「
本
立
而
道
生
」。「
其
為
人
也
孝
弟
，
而
好
犯
上
者
鮮
矣
，
不
好
犯
上
而
好
作
亂
未
之
有
也
。」
從
己

到
家
，
由
家
到
國
，
由
國
到
天
下
，
是
一
條
道
路
。
中
庸
裏
把
五
倫
作
為
天
下
之
達
道
，
因
為
在
這
種
社
會
結
構
裏
，
從
己
到
天
下
是

一
圈
一
圈
推
出
去
的
，
所
以
孔
子
說
「
善
推
而
己
矣
。」

團
體
格
局
的
社
會
裏
，
在
同
一
團
體
裏
的
人
是
「
兼
善
」
的
，
就
是
「
相
同
」
的
。
孟
子
最
反
對
的
就
是
那
一
套
。
他
說
：「
夫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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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不
齊
，
物
之
情
也
，
子
比
而
同
之
，
是
亂
天
下
也
。」
墨
家
的
「
愛
無
差
等
，」
和
儒
家
的
人
倫
差
序
，
確
確
相
反
，
所
以
孟
子
要
罵

他
無
父
無
君
了
。

在
團
體
格
局
裏
講
的
是
界
限
，
講
的
是
人
我
，
對
內
是
一
種
道
德
，
不
分
差
序
；
對
外
是
另
一
種
道
德
，
內
外
可
以
相
反
。
在
主
張

博
愛
的
基
督
，
心
目
中
還
是
有
上
帝
和
魔
鬼
的
對
立
。
這
對
立
是
從
團
體
格
局
中
體
會
出
來
的
。
基
督
也
講
進
軍
，
有
陣
線
。
在
教
會

裏
有
着
各
種
派
別
，
而
且
每
個
派
別
自
己
有
教
堂
，
有
組
織
，
是
團
體
。
這
和
孔
子
的
「
天
下
歸
仁
」，「
近
者
說
，
遠
者
來
，」「
有
教

無
類
，」
等
一
類
說
法
有
相
左
的
。

在
差
序
性
的
社
會
裏
，
道
德
標
準
不
能
絕
對
的
。
孟
子
盡
心
上
編
有
：
桃
應
問
，「
舜
為
天
子
，
阜
陶
為
士
，
瞽
瞍
殺
人
，
則
如
之
何
？
」

孟
子
曰
：「
執
之
而
己
矣
」。「
然
則
舜
不
禁
與
？
」
曰
「
夫
舜
惡
得
而
禁
之
，
夫
有
所
受
之
也
。」「
然
則
舜
如
之
何
？
」
曰
：「
舜
視
棄

天
下
，
猶
棄
敝
蹤
也
。
竊
負
而
逃
，
遵
海
濱
而
處
，
終
身
訴
而
樂
，
而
忘
天
下
。」
─
─
這
是
說
舜
做
了
皇
帝
，
不
能
用
對
其
他
國
民

一
樣
的
態
度
去
對
待
他
的
父
親
。
孟
子
所
回
答
的
是
這
種
衝
突
的
理
想
解
決
法
，
他
還
是
想
兩
全
，
所
以
想
出
逃
到
海
濱
不
受
法
律
所

及
的
地
方
去
的
辦
法
。
他
這
樣
回
答
的
是
可
以
的
，
因
為
所
問
的
也
並
非
事
實
問
題
。
另
一
個
地
方
，
孟
子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
卻
更
表

現
了
道
德
標
準
的
缺
乏
普
遍
性
了
。
萬
章
問
曰
：「
象
日
以
殺
舜
為
事
，
立
為
天
子
，
則
放
之
，
何
也
。」
孟
子
曰
：「
封
之
也
，
或
曰

放
焉
。」
萬
章
曰
「
象
至
不
仁
，
封
之
有
庳
，
有
庳
之
人
奚
罪
焉
，
仁
人
固
如
是
乎
？
在
他
人
則
謀
之
，
有
弟
則
封
之
？
」
孟
子
的
回

答
是
「
身
為
天
子
，
弟
為
匹
夫
，
可
謂
親
愛
之
乎
？
」

中
國
的
道
德
和
法
律
，
都
因
之
得
看
所
施
的
對
象
和
「
自
己
」
的
關
係
而
加
以
程
度
上
的
伸
縮
。
我
見
過
不
少
痛
罵
貪
污
朋
友
，
遇

到
他
的
父
親
貪
污
時
，
不
但
不
罵
，
而
且
代
他
諱
隱
。
更
甚
的
，
他
還
可
以
向
父
親
要
貪
污
得
來
的
錢
，
同
時
罵
別
人
貪
污
。
等
到
自

己
貪
污
時
，
還
可
以
「
能
幹
」
兩
字
來
自
解
。
這
在
差
序
社
會
中
可
以
是
不
自
覺
的
矛
盾
；
因
為
在
這
種
社
會
中
，
一
切
普
遍
的
標
準

並
不
發
生
作
用
，
一
定
要
問
清
了
，
對
象
是
誰
，
和
自
己
是
什
麼
關
係
之
後
，
才
能
決
定
拿
什
麼
標
準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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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們
鄉
土
社
會
中
，差
序
性
的
格
局
，不
但
在
親
屬
關
係
中
如
此
，在
地
緣
關
係
也
是
如
此
。
現
代
的
保
甲
制
度
是
團
體
格
局
性
的
，

但
是
這
和
傳
統
的
結
構
卻
格
格
不
相
入
。
在
傳
統
結
構
中
，
守
望
相
助
的
鄉
鄰
，
也
是
差
序
性
的
。
每
一
家
以
自
己
的
地
位
做
中
心
，

周
圍
劃
出
一
個
圈
子
，
這
個
圈
子
是
「
街
坊
」。
有
喜
事
要
請
酒
，
生
了
孩
子
要
送
紅
蛋
，
有
喪
事
要
出
來
助
殮
，
抬
棺
材
，
是
生
活

上
的
互
助
機
構
。
可
是
這
不
是
一
個
固
定
的
團
體
，
而
是
一
個
範
圍
。
範
圍
的
大
小
也
要
依
着
中
心
的
勢
力
厚
薄
而
定
。
有
勢
力
的
街

坊
可
以
遍
及
全
村
，
窮
苦
的
祇
是
比
鄰
的
兩
三
家
。
這
和
我
們
的
親
屬
圈
子
一
般
的
。
像
賈
家
的
大
觀
園
裏
，
可
以
住
着
姑
表
林
黛
玉
，

姨
表
薛
寶
釵
，
後
來
更
多
了
，
什
麼
寶
琴
，
岫
雲
，
凡
是
拉
上
親
戚
的
，
都
包
容
得
下
。
可
是
勢
力
一
變
，
樹
倒
猢
猻
散
，
縮
成
一
小
團
。

到
極
端
時
，可
以
像
蘇
秦
潦
倒
歸
來
，「
妻
不
以
為
夫
，嫂
不
以
為
叔
。」
中
國
傳
統
結
構
中
的
差
序
格
局
具
有
這
種
伸
縮
能
力
。
在
鄉
下
，

家
庭
可
以
很
小
，
而
一
到
有
錢
的
地
主
和
官
僚
階
層
，
可
以
大
到
像
個
小
國
。
中
國
人
也
特
別
對
世
態
炎
涼
有
感
觸
，
正
因
為
這
富
於

伸
縮
的
社
會
圈
子
會
因
為
中
心
勢
力
的
變
化
而
大
小
。

在
孩
子
成
年
了
住
在
家
裏
都
得
給
父
母
膳
宿
費
的
西
洋
社
會
裏
，
大
家
承
認
團
體
的
界
限
。
在
團
體
裏
的
有
一
定
的
資
格
。
資
格
取

消
了
就
得
走
出
一
個
團
體
。
在
他
們
不
是
人
情
冷
熱
的
問
題
，而
是
權
利
問
題
。
在
西
洋
社
會
裏
爭
的
是
權
利
，而
在
我
們
卻
是
攀
關
係
、

講
交
情
。

這
裏
是
我
思
考
了
很
久
的
基
本
問
題
。
我
感
覺
到
東
西
社
會
態
度
的
差
別
，
因
而
使
我
注
意
到
這
兩
種
社
會
結
構
格
局
上
的
殊
異
。

從
而
想
去
尋
找
這
殊
異
的
出
發
點
。
在
這
條
思
想
的
路
線
上
，
我
看
到
很
多
富
有
啟
示
性
的
生
活
現
象
。
我
想
在
這
「
雜
話
鄉
土
社
會
」

的
短
論
逐
步
發
表
我
的
見
解
。
也
許
我
應
該
有
一
點
小
小
的
聲
明
。
我
這
種
工
作
並
不
包
含
：「
這
是
國
情
，」
用
以
來
作
為
拒
絕
改
變

的
理
由
。
我
充
分
認
識
中
國
必
須
有
很
澈マ

マ

（
徹
の
誤
植
）
底
的
社
會
改
革
，
但
是
我
所
能
貢
獻
於
這
件
極
重
大
的
工
作
者
，
大
概
祇
限

於
診
斷
。
我
們
對
於
中
國
社
會
實
在
還
需
要
更
深
入
的
認
識
。
我
自
己
不
敢
說
已
有
任
何
認
識
，
祇
希
望
在
這
些
短
論
裏
可
以
提
出
一

些
大
家
值
得
思
考
的
問
題
罷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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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
論
私
」

中
國
的
鄉
下
老
不
但
給
要
「
改
良
」
他
們
的
人
說
成
了
「
愚
」，
而
且
說
是
「
私
」。
關
於
「
愚
」，
我
已
經
寫
過
兩
篇
雜
話
，
現
在

可
以
一
談
私
了
。

說
起
私
，
我
們
就
會
想
到
「
各
人
自
掃
門
前
雪
，
莫
管
他
人
屋
上
霜
」
的
俗
語
。
誰
也
不
敢
否
認
這
俗
語
多
少
是
中
國
人
的
信
條
。

其
實
抱
有
這
種
態
度
的
並
不
祗
是
鄉
下
人
，就
是
所
謂
城
裏
人
，何
嘗
不
是
如
此
。
清
掃
自
己
門
前
雪
的
還
算
是
了
不
起
的
有
公
德
的
人
，

普
通
人
家
把
垃
圾
在
門
口
的
街
道
上
一
倒
，
就
完
事
了
。
蘇
州
人
家
後
門
常
通
一
條
河
，
聽
來
是
最
美
麗
也
沒
有
了
，
文
人
筆
墨
裏
是

中
國
的
威
尼
思
，
可
是
我
想
天
下
沒
有
比
蘇
州
城
裏
的
水
道
更
髒
的
了
。
什
麼
東
西
都
可
以
向
這
種
出
路
本
來
不
太
暢
通
的
小
河
溝
倒
，

有
不
少
人
家
根
本
就
不
必
有
廁
所
。
明
知
人
家
在
這
河
裏
洗
衣
洗
菜
，
毫
不
覺
得
有
什
麼
需
要
自
制
的
地
方
。
為
什
麼
呢
？--

這
種
小

河
是
公
家
的
。

一
說
是
公
家
的
，
差
不
多
就
是
說
大
家
可
以
占
一
點
便
宜
的
意
思
，
有
權
利
而
沒
有
義
務
了
。
小
到
兩
三
家
合
住
的
院
子
，
公
共
的

走
廊
上
照
例
是
塵
灰
堆
積
，
滿
院
生
了
荒
草
，
誰
也
不
想
去
拔
拔
清
楚
，
更
難
以
插
足
自
然
是
廁
所
。
沒
有
一
家
願
意
去
管
「
閒
事
」，

誰
看
不
慣
，
誰
社
就
得
白
服
侍
人
，
半
聲
謝
意
都
得
不
到
。
於
是
像
格
蘭
亨
姆
的
公
律
，
壞
錢
驅
逐
好
錢
一
般
，
公
德
心
就
在
這
裏
被

自
私
心
驅
走
了
。

從
這
些
事
上
來
說
，
私
的
毛
病
在
中
國
實
在
比
了
愚
和
病
更
普
遍
得
多
，
從
上
到
下
似
乎
沒
有
不
害
這
毛
病
的
。
現
在
已
成
了
外
國

輿
論
一
致
攻
擊
我
們
的
把
柄
了
。
所
謂
貪
污
無
能
，
並
不
是
每
個
人
絕
對
的
能
力
問
題
，
而
是
相
對
的
。
是
從
個
人
對
公
家
的
服
務
和

責
任
上
說
的
。
中
國
人
並
不
是
不
善
經
營
，
祗
要
看
南
洋
那
些
華
僑
在
商
業
上
的
成
就
，
西
洋
人
誰
不
側
目
？
中
國
人
更
不
是
無
能
，

對
於
自
家
的
事
，
抓
起
錢
來
，
拍
起
馬
來
，
比
那
一
個
國
家
的
人
能
力
都
大
。
因
之
這
裏
所
謂
的
「
私
」
的
問
題
却
是
個
羣
己
、
人
我

的
界
線
怎
樣
畫
法
的
問
題
。
我
們
傳
統
的
畫
法
，
顯
然
是
和
西
洋
的
畫
法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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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上
一
篇
雜
話
裏
說
明
了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的
差
序
格
局
。
我
曾
說
起
在
這
種
富
於
伸
縮
性
的
網
絡
裏
，
隨
時
隨
地
是
有
一
個
「
己
」

作
中
心
的
。
這
並
不
是
個
人
主
義
，
而
是
自
我
主
義
。
個
人
是
對
團
體
而
說
是
的
，
是
分
子
對
全
體
。
在
個
人
主
義
下
，
一
方
面
是
平

等
觀
念
，
指
在
同
一
團
體
中
各
分
子
的
地
位
相
等
，
個
人
不
能
侵
犯
大
家
的
權
利
；
一
方
面
是
憲
法
觀
念
、
指
團
體
不
能
抹
煞
個
人
，

祗
能
在
個
人
們
所
願
意
交
出
的
一
分
權
利
上
控
制
個
人
。
這
些
觀
念
必
須
先
假
定
了
團
體
的
存
在
。
在
我
們
中
國
傳
統
思
想
裏
沒
有
這

一
套
的
，
因
為
我
們
所
有
的
是
自
我
主
義
，
一
切
價
值
是
以
「
己
」
作
為
中
心
的
主
義
。

自
我
主
義
並
不
限
於
拔
一
毛
而
利
天
下
不
為
的
楊
朱
，
依
我
在
上
篇
雜
話
裏
的
分
析
，
連
儒
家
都
該
包
括
在
內
。
楊
朱
和
孔
子
不
同

的
是
楊
朱
忽
略
了
自
我
主
義
的
相
對
性
和
伸
縮
性
。
他
太
死
心
眼
兒
一
口
咬
了
一
個
自
己
不
放
；
孔
子
是
會
推
己
及
人
的
，
可
是
儘
管

放
之
於
四
海
，
中
心
還
是
在
自
己
。

子
曰
：
為
政
以
德
，
譬
如
北
辰
，
居
是
所
，
而
衆
星
拱
之
。

這
是
很
好
一
個
差
序
格
局
的
譬
喻
，自
己
總
是
中
心
，像
四
季
不
移
的
北
斗
星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隨
着
他
轉
動
。
孔
子
並
不
像
耶
穌
，

耶
穌
是
有
超
於
個
人
的
團
體
的
，
他
有
他
的
天
國
，
所
以
他
可
以
犧
牲
自
己
去
成
全
天
國
。
孔
子
呢
？
不
然
。

子
貢
曰
：「
如
有
博
施
於
民
，
而
能
濟
衆
何
如
？
可
謂
仁
乎
？
」
子
曰
：「
何
事
於
仁
，
必
也
聖
乎
！
堯
舜
其
猶
病
諸
？
夫
仁
者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
己
欲
達
而
達
人
，
能
近
取
譬
，
可
謂
仁
之
方
也
己
。」

孔
子
的
道
德
系
統
裏
絕
不
肯
離
開
差
序
格
局
的
中
心
，「
君
子
求
諸
己
，
小
人
求
諸
人
。」「
古
之
學
者
為
己
，
今
之
學
者
為
人
。」「
不

患
人
之
不
己
知
，
患
不
知
人
也
。」
因
之
，
他
不
能
像
耶
穌
一
樣
普
愛
天
下
，
甚
至
而
愛
他
的
仇
敵
，
還
要
為
殺
死
他
的
人
求
上
帝
的

饒
赦--

這
些
不
是
從
自
我
中
心
出
發
的
。
孔
子
呢
？

或
曰
：「
以
德
報
怨
，
何
如
？
子
曰
：「
何
以
報
德
？
以
直
報
怨
，
以
德
報
德
。」

這
是
差
序
層
次
，
孔
子
是
决
不
放
鬆
的
。
孔
子
並
不
像
楊
朱
一
般
以
小
己
來
應
付
一
切
情
境
，
他
把
這
道
德
範
圍
依
着
需
要
而
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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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縮
小
。
他
不
像
耶
穌
或
中
國
的
墨
翟
，
一
放
不
能
收
。

我
們
一
旦
明
白
這
個
能
放
能
收
，
能
伸
能
縮
的
社
會
範
圍
，
我
們
可
以
明
白
中
國
的
社
會
私
的
問
題
了
。
我
常
常
覺
得
：「
中
國
人

為
了
自
己
可
以
犧
牲
家
，
為
了
家
可
以
犧
牲
黨
，
為
了
黨
可
以
犧
牲
國
，
為
了
國
可
以
犧
牲
天
下
。」
這
和
「
大
學
」
的
：

古
之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者
，
先
治
其
國
，
欲
治
其
國
者
，
先
齊
其
家
，
欲
齊
其
家
者
，
先
修
其
身⋯

⋯

身
修
而
後
家
齊
，
齊
家
而
後

國
治
，
國
治
而
後
天
下
平
。

在
條
理
上
是
相
通
的
。
這
是
種
差
序
的
推
浪
形
式
，
把
羣
己
的
界
限
弄
成
了
相
對
性
，
也
可
以
說
是
模
糊
兩
可
了
。
這
和
西
洋
講
求

權
利
和
義
務
分
得
清
清
楚
楚
的
社
會
，
大
異
其
趣
。

這
些
古
書
上
抄
下
來
的
話
是
否
合
於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具
體
事
實
呢
？
我
想
是
很
合
的
。
讓
我
舉
個
和
生
活
關
係
密
切
的
財
產
權
來
說

這
種
差
序
結
構
。
很
多
主
張
「
家
庭
中
心
說
」
的
學
者
多
少
是
認
為
中
國
家
庭
是
個
共
產
的
團
體
。
在
這
團
體
中
沒
有
「
私
產
」，
祗

有
「
家
產
」。
事
實
上
並
不
是
這
樣
簡
單
。
據
我
們
在
雲
南
鄉
村
裏
調
查
所
得
的
，
一
家
各
分
子
並
不
是
完
全
是
共
同
享
受
公
有
的
家

產
的
。
以
實
例
說
：
那
家
的
老
太
太
有
她
別
人
管
不
着
的
一
筆
財
產
，
她
每
個
街
子
都
得
很
關
心
的
去
打
聽
各
種
貨
物
的
價
錢
，
一
忽

要
人
把
積
着
的
穀
子
背
出
去
賣
了
，一
忽
又
買
了
些
大
豆
進
來
；
她
做
着
買
賣
，掙
來
的
錢
是
她
的
，她
喜
歡
怎
麼
就
怎
麼
。
兒
子
當
家
，

沒
有
錢
使
，
向
老
太
太
借
，
老
太
太
怕
兒
子
不
囘
她
，
要
穀
子
作
押
。
可
是
她
喜
歡
孫
子
、
孫
子
上
了
學
，
寫
信
回
來
，
向
祖
母
要
這
個
，

要
那
個
，
老
太
太
自
己
出
錢
買
了
寄
去
。

當
家
的
兒
子
管
着
「
家
產
」
那
是
祖
上
傳
下
來
的
田
。
他
經
管
這
產
業
，
可
以
支
配
家
裏
勞
力
，
下
田
做
工
。
除
了
老
太
太
，
他
都

可
以
指
使
，
是
個
獨
裁
者
的
樣
子
。
他
如
果
要
把
田
賣
了
，
老
太
太
、
他
的
老
婆
、
兒
女
，
誰
也
阻
止
了
不
了
他
，
他
根
本
可
以
不
告

訴
他
們
。
從
家
產
上
得
來
的
錢
由
他
來
支
配
，給
誰
就
給
誰
，不
給
己
不
給
。
他
有
責
任
要
養
活
這
家
人
，吃
的
不
成
問
題
得
歸
他
供
給
，

穿
的
得
看
他
高
興
。
小
孩
的
衣
服
他
是
給
錢
的
，
老
婆
就
不
一
定
，
老
太
太
不
向
他
要
，
他
有
心
，
孝
敬
一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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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家
的
媳
婦
是
個
公
僕
。
她
沒
有
田
，
祗
有
房
裏
從
娘
家
帶
來
的
嫁
粧
。
她
的
手
飾
、
衣
服
，
是
在
結
婚
時
，
她
父
母
舌
敞
唇
焦
的

爭
來
的
。
男
家
出
了
禮
金
和
禮
物
，
娘
家
再
賠
上
一
些
，
創
這
一
筆
媳
婦
的
私
產
。
女
家
爭
來
的
禮
金
，
並
不
是
「
出
賣
女
兒
的
價
錢
」，

而
是
女
兒
在
男
家
的
經
濟
基
礎
。
她
在
男
家
有
服
役
，生
孩
子
的
責
任
。
她
有
得
打
丈
夫
供
養
的
權
利
。
行
有
餘
力
，她
可
以
做
些
活
計
，

這
是
她
的
私
房
了
。
慢
慢
地
她
也
可
以
養
老
太
太
一
般
「
經
濟
自
由
」
了
。
丈
夫
不
能
隨
意
去
侵
犯
這
份
私
房
，
一
動
手
就
會
引
起
一

場
哭
鬧
。
除
了
不
怕
出
惡
名
聲
的
丈
夫
，
對
此
是
不
動
的
。
媳
婦
心
地
不
好
的
，
會
偷
了
「
家
產
」
出
來
換
錢
，
積
私
房
。
我
們
在
鄉

下
時
，
常
有
這
類
的
米
買
給
我
們
。
丈
夫
是
不
知
道
的
，
知
道
了
是
一
頓
打
。

孩
子
們
有
撫
養
的
權
利
。
女
孩
子
們
做
活
計
，
掙
錢
，
娘
兒
們
合
作
，
不
給
父
親
的
。
積
了
錢
，
創
嫁
粧
。
男
孩
子
們
有
時
在
外
得

到
些
零
錢
，
買
了
東
西
回
來
，
祗
有
長
大
了
，
有
固
定
收
入
的
，
間
或
按
月
給
父
親
；
大
多
是
父
親
管
不
着
的
。「
不
要
錢
已
經
算
好

的
了
」，
那
些
老
年
人
嘆
氣
和
我
說
。

這
種
家
庭
依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並
非
例
外
，
而
是
常
態
。
在
這
裏
我
們
可
以
看
得
很
清
楚
，
各
人
都
是
「
先
己
後
家
」
的
了
，
私
房
足

而
為
家
謀
。
當
家
的
拖
着
這
一
家
人
，
活
該
！

從
這
個
基
本
的
社
會
團
體--

家
庭--

推
出
去
，
一
方
面
有
氏
族
，
一
方
面
有
地
方
團
體
。
先
家
後
族
的
精
神
表
現
得
更
清
楚
了
。
公

家
吃
了
虧
沒
有
聲
音
的
。
有
一
次
我
碰
到
了
一
個
氏
族
裏
在
鬧
糾
紛
。
管
事
的
不
肯
公
開
賬
目
，
大
家
說
他
吃
了
錢
，
要
和
他
過
不
去
。

可
是
所
爭
的
並
不
是
確
立
會
計
制
度
一
類
的
制
度
問
題
，
而
是
要
管
事
的
大
大
的
請
客
，
大
家
吃
幾
頓
；
要
管
事
的
吐
一
公
錢
出
來
，

大
家
享
受
一
下
。
於
是
，
講
條
件
，
吃
多
少
天
，
幾
樣
菜
等
等
。
我
問
他
們
為
什
麼
不
把
族
產
整
理
一
下
，
做
些
公
益
的
事
呢
？
他
們

並
不
覺
得
這
是
可
能
的
，「
公
家
的
事
怎
麼
辦
得
好
，
換
個
管
事
還
不
是
一
樣
？
」

為
自
己
可
以
犧
牲
家
，
為
家
可
以
犧
牲
族⋯

⋯

這
是
一
個
是
事
實
上
的
公
式
。

在
這
種
公
式
裏
，
你
如
果
說
他
私
麼
？
他
是
不
能
承
認
的
，
因
為
當
他
犧
牲
族
時
，
他
可
以
為
了
家
，
家
在
他
看
來
是
公
的
。
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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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
牲
國
家
為
他
小
團
體
謀
利
益
，
爭
權
利
時
，
他
也
是
為
公
，
為
了
小
團
體
的
公
。
在
差
序
格
局
裏
公
和
私
是
相
對
而
言
的
，
站
在
任

何
一
圈
裏
，
內
向
看
也
可
以
說
是
公
的
。
其
實
當
西
洋
的
外
交
家
在
國
際
會
議
裏
為
了
自
己
國
家
爭
利
益
，
不
惜
犧
牲
世
界
和
平
和
別

國
合
法
利
益
時
，
也
是
和
我
們
一
般
的
。
所
不
同
的
，
他
們
把
國
家
看
成
了
一
個
超
過
一
切
小
組
織
的
團
體
，
為
這
個
團
體
，
上
下
雙

方
都
可
以
犧
牲
，
但
不
能
犧
牲
她
來
成
全
別
種
團
體
。
這
是
現
代
國
家
觀
念
，
我
們
鄉
土
社
會
中
是
沒
有
的
。

在
西
洋
社
會
裏
，
國
家
這
個
團
體
是
一
個
明
顯
的
也
是
惟
一
特
出
的
羣
己
界
線
。
在
國
家
裏
做
人
民
的
無
所
逃
於
這
團
體
之
外
，
像

一
根
柴
困
在
一
束
裏
，
他
們
不
能
不
把
國
家
弄
成
個
為
每
個
分
子
謀
利
益
的
機
構
，
於
是
他
們
有
革
命
、
有
憲
法
、
有
法
律
、
有
國
會

等
等
。
在
我
們
傳
統
裏
羣
的
極
限
是
模
糊
不
清
的
「
天
下
」，
國
是
皇
帝
之
家
，
界
線
從
來
就
是
不
清
不
楚
的
，
不
過
是
從
自
己
這
個

中
心
裏
推
出
去
的
社
會
勢
力
裏
的
一
圈
而
已
。
所
以
可
以
着
手
的
，
具
體
的
祗
有
己
，
克
己
就
成
了
社
會
生
活
中
最
重
要
的
德
性
，
他

們
不
會
去
克
羣
，
使
羣
不
致
侵
略
個
人
的
權
利
。
在
這
種
差
序
格
局
中
，
不
發
生
這
問
題
的
。

在
差
序
格
局
中
，
我
們
的
社
會
關
係
是
逐
漸
從
一
個
一
個
人
推
出
去
的
，
是
私
人
聯
繫
的
增
加
，
並
不
從
個
人
推
出
了
個
團
體
來
。

在
社
會
範
圍
中
是
一
根
根
私
人
聯
繫
所
構
成
的
網
絡
，
因
之
，
我
們
所
有
的
社
會
道
德
也
祗
在
私
人
聯
繫
中
發
生
意
義
。--

這
一
點
，

我
將
留
在
下
一
次
的
雜
話
裏
再
提
出
來
討
論
了
。

⑦
「
道
徳
在
私
人
間
」 

（
タ
イ
ト
ル
変
更
）「
道
德
在
私
人
間
」　

→　
「
繫
維
着
私
人
的
道
德
」

（
最
後
の
四
段
落
が
異
な
る
）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的
基
層
結
構
是
一
種
我
所
謂
「
差
序
格
局
」，
是
一
個
「
一
根
根
私
人
聯
繫
所
構
成
的
網
絡
」。
這
種
格
局
和
現
代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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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的
「
團
體
格
局
」
是
不
同
的
。
在
團
體
格
局
裏
個
人
間
的
聯
繫
靠
着
一
個
共
同
的
架
子
；
先
有
了
這
架
子
，
每
個
人
結
上
這
架
子
，

而
互
相
發
生
關
聯
。「
公
民
」
的
觀
念
不
能
不
先
有
個
「
國
家
」。
這
種
結
構
很
可
能
是
從
初
民
民
族
的
「
部
落
」
形
態
中
傳
下
來
的
。

部
落
形
態
在
遊
牧
經
濟
中
很
顯
著
的
是「
團
體
格
局
」的
。
生
活
相
倚
賴
的
一
羣
人
不
能
單
獨
地
、零
散
的
在
山
林
時
求
生
。
在
他
們「
團

體
」
是
生
活
的
前
提
。
可
是
在
一
個
安
居
的
鄉
土
社
會
，
每
個
人
可
以
在
土
地
上
自
食
其
力
的
生
活
時
，
祗
在
偶
然
的
和
臨
時
的
非
常

狀
態
中
才
感
覺
到
夥
伴
的
需
要
。
在
他
們
，
和
別
人
發
生
關
係
是
後
起
和
次
要
的
，
而
且
他
們
在
不
同
的
場
合
下
需
要
着
不
同
程
度
的

結
合
，
並
不
顯
著
的
要
一
個
經
常
的
和
廣
被
的
團
體
。
因
之
他
們
的
社
會
採
取
了
「
差
序
格
局
」。（
中
略
）

子
張
問
曰
：「
令
尹
子
文
三
仕
為
令
尹
，
無
喜
色
，
三
已
之
，
無
慍
色
。
舊
令
尹
之
政
，
必
以
告
新
令
尹
。
何
如
？
」
子
曰
，「
忠
矣
。」

這
個
忠
字
雖
則
近
於
「
忠
於
職
務
」
的
忠
字
，
但
是
並
不
包
含
對
於
團
體
的
「
矢
忠
」。
其
實
，
在
論
語
中
，
忠
字
甚
至
並
不
是
君
臣

關
係
間
的
道
德
要
素
。
君
臣
之
間
以
「
義
」
相
結
合
。「
君
子
之
仕
也
，
行
其
義
也
。」
所
以
「
忠
臣
」
的
觀
念
可
以
說
是
後
起
的
，
而

忠
君
並
不
是
個
人
與
團
體
的
道
德
要
素
，
而
依
舊
是
對
君
私
人
間
的
關
係
。（
以
下
の
四
段
落
が
異
な
る
）

親
屬
結
構
是
最
合
於
差
序
格
局
原
則
的
，
因
之
，
在
我
們
鄉
土
社
會
中
親
屬
關
係
成
了
一
切
社
會
關
係
的
藍
本
。
在
過
去
似
乎
還
有

獨
立
的
朋
友
一
倫
，可
是
親
屬
形
式
逐
漸
侵
入
了
這
一
個
「
沒
有
血
統
和
婚
姻
關
係
」
的
社
會
範
圍
之
中
，發
生
了
通
行
的
「
結
拜
兄
弟
」

的
方
式
。
劉
關
張
的
桃
園
結
義
是
無
數
後
起
幫
會
的
模
型
。
三
國
演
義
的
成
為
通
俗
小
說
，
關
帝
廟
的
遍
地
皆
是
，
和
鄉
土
社
會
中
秘

密
結
社
的
流
行
，
都
表
示
了
「
朋
友
」
的
「
兄
弟
化
」，
也
就
是
說
親
屬
關
係
中
的
差
序
格
局
推
廣
進
入
非
親
屬
結
合
的
範
圍
之
中
。

在
道
德
體
系
裏
並
行
的
發
展
着
「
孝
弟
」
觀
點
的
重
要
化
。「
百
善
孝
為
先
，
萬
惡
淫
為
首
。」
成
了
流
行
的
道
德
術
語
，
反
映
着
在

實
際
社
會
中
親
屬
關
係
的
重
要
化
。
宋
明
時
代
儒
家
對
倫
理
學
的
發
揮
，
也
走
着
這
條
路
線
。
差
序
格
局
在
親
屬
原
則
的
推
廣
中
而
更

為
確
立
。

在
這
裏
我
得
囘
顧
補
充
說
明
一
下
，
親
屬
原
則
的
推
廣
和
重
要
化
並
不
是
「
家
庭
」
團
體
的
重
要
化
，
更
沒
有
把
「
家
庭
」
成
為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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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中
心
。
家
庭
是
一
種
團
體
，
根
據
親
屬
關
係
而
組
織
成
的
團
體
。
親
屬
關
係
是
由
於
生
育
和
婚
姻
所
建
立
的
社
會
關
係
。
親
屬
原
則

是
由
生
育
和
婚
姻
所
引
成
的
關
係
向
外
推
認
的
路
線
。
依
親
屬
原
則
推
說
來
的
社
會
關
係
並
不
一
定
組
織
成
團
體
的
，
而
是
一
個
密
而

疏
的
網
絡
，
所
以
我
稱
它
作
社
會
範
圍
，
以
別
於
社
會
團
體
。
這
個
網
絡
是
由
密
而
疏
，
有
着
等
級
，
所
以
我
稱
它
作
差
序
格
局
，
和

團
體
格
局
是
相
反
的
。
親
屬
原
則
的
重
要
是
出
於
差
序
格
局
，
同
時
就
減
弱
了
團
體
性
的
家
庭
組
織
在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地
位
。

我
認
為
如
果
中
國
和
西
洋
一
般
，「
家
庭
」
這
團
體
能
成
為
社
會
中
心
的
話
，
我
們
的
差
序
格
局
也
就
不
易
建
立
了
。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結
構
中
團
體
格
局
的
脆
弱
正
是
它
的
特
點
，
從
這
特
點
我
們
可
以
說
明
很
多
中
國
文
化
和
西
洋
文
化
不
相
同
的
地
方
。
本
文
裏
所
提

到
道
德
體
系
的
差
別
祗
是
其
中
的
一
端
罷
了
。

⑧
「
礼
治
秩
序
」 

（
変
更
点
な
し
）

⑨
「
無
訴
」

（
変
更
点
な
し
）

⑩
「
無
為
政
治
」

（
変
更
点
な
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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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
長
老
統
治
」

（
変
更
点
な
し
）

⑫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我
在
這
「
雜
話
鄉
土
社
會
」
的
系
統
裡
曽
發
表
過
一
篇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說
」：
在
那
裏
我
提
出
了
一
種
看
法
認
為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裏
的
家
庭
在
生
活
的
很
多
方
面
，
尤
其
是
感
情
方
面
，
並
不
能
說
是
個
中
心
。
後
來
有
讀
過
我
那
篇
文
章
的
朋
友
，
表
示
異
議
，
我
也

因
之
覺
得
我
並
沒
有
接
著
從
積
極
方
面
來
說
明
中
國
的
「
家
」
的
性
質
。
隔
開
了
相
當
時
候
，
我
願
意
重
提
這
問
題
，
作
一
點
補
充
的

說
明
。

中
國
的
家
庭
顯
然
和
西
洋
的
家
庭
有
些
差
別
，
為
了
有
差
別
，
所
以
普
通
常
用
「
大
家
庭
」
這
個
名
詞
來
稱
中
國
的
家
。
我
在
「
江

村
經
濟
」
裏
也
稱
它
作
「
擴
大
了
的
家
庭
」（Expanded	fam

ily

）。
這
類
名
詞
的
主
體
是
「
家
庭
」，
在
家
庭
上
加
一
個
小
或
大
的
形

容
字
來
說
明
中
國
和
西
洋
性
質
上
相
同
的
「
家
庭
」
社
羣
形
式
上
的
分
別
。
可
是
我
現
在
看
來
卻
覺
得
這
名
詞
並
不
妥
當
，
比
較
確
當

的
應
該
稱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基
本
社
羣
作
「
小
家
族
」。

我
提
出
這
新
名
詞
來
的
原
因
是
在
想
從
結
構
的
原
則
上
去
說
明
中
西
社
會
裏
「
家
」
的
區
別
。
我
們
普
通
所
謂
大
家
庭
和
小
家
庭
差

別
決
不
是
在
大
小
上
，不
是
在
這
社
群
所
包
括
的
人
數
上
，而
是
在
結
構
上
。
一
個
有
十
多
個
孩
子
的
家
並
不
構
成
「
大
家
庭
」
的
條
件
，

一
個
祇
有
公
婆
兒
媳
四
個
人
的
家
卻
不
能
稱
之
為
「
小
家
庭
」。
在
數
目
上
說
，
前
者
比
後
者
為
多
，
但
在
結
構
上
，
後
者
卻
比
前
者

為
複
雜
，
兩
者
所
用
的
原
則
不
同
。

「
家
庭
」
這
概
念
在
人
類
學
上
有
明
確
的
界
說
：
這
是
個
親
子
所
構
成
的
生
育
社
羣
。
親
子
指
它
的
結
構
，
生
育
指
它
的
功
能
。
親

子
是
雙
系
的
，
兼
指
父
母
雙
方
；
子
女
限
於
配
偶
所
生
的
孩
子
。
這
社
群
的
結
合
是
為
了
子
女
的
生
和
育
，
在
由
個
人
來
擔
負
孩
子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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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任
務
的
社
會
裏
，
這
種
社
羣
是
不
會
少
的
。
但
是
生
育
的
功
能
，
就
每
個
個
別
的
家
庭
說
，
是
短
期
的
，
孩
子
們
成
長
成
了
也
就
脫

離
他
們
的
父
母
的
撫
育
，
去
經
營
他
們
自
己
的
生
育
男
女
的
事
務
。
一
代
是
一
代
。
家
庭
這
社
羣
因
之
是
暫
時
性
的
。
從
這
方
面
說
，

家
庭
這
社
羣
和
普
通
的
社
羣
不
完
全
一
樣
。
學
校
、
國
家
這
些
社
羣
並
不
是
暫
時
，
雖
則
事
實
上
也
不
是
永
久
的
，
但
是
都
不
是
臨
時

性
的
，
因
為
它
們
所
具
的
功
能
是
長
期
性
的
。
家
庭
既
以
生
育
為
它
的
功
能
，
在
開
始
時
就
得
準
備
結
束
。
撫
育
孩
子
的
目
的
就
在
結

束
撫
育
。
關
於
這
一
層
意
思
我
在
『
生
育
制
度
』
一
書
中
有
詳
細
的
討
論
。

但
是
在
任
何
文
化
中
，
家
庭
這
社
羣
總
是
賦
有
生
育
之
外
其
他
的
功
能
。
夫
婦
之
間
的
合
作
並
不
因
兒
女
的
成
長
而
結
束
。
如
果
家

庭
不
變
質
，
限
於
親
子
所
構
成
的
社
羣
，
在
形
成
伊
始
，
以
及
兒
女
成
長
之
後
，
有
一
段
期
間
祇
是
夫
婦
的
結
合
。
夫
婦
之
間
固
然
經

營
着
經
濟
的
，
感
情
的
，
兩
性
的
合
作
，
但
是
所
經
營
的
事
務
受
着
很
大
的
限
制
，
在
需
要
較
多
人
合
作
的
事
務
得
由
其
他
社
羣
來
經

營
了
。

在
西
洋
，
家
庭
是
團
體
合
作
的
社
羣
，
這
一
點
我
在
「
差
序
格
局
」
一
篇
雜
話
裏
已
說
明
過
，
它
有
嚴
格
的
團
體
界
限
。
因
為
這
緣

故
這
個
社
羣
能
經
營
的
事
務
也
很
少
，
主
要
的
是
生
育
兒
女
。
可
是
在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中
，
家
並
沒
有
嚴
格
的
團
體
界
限
，
這
社
羣
裏

的
分
子
可
以
依
需
要
，
沿
親
屬
差
序
向
外
擴
大
。
構
成
這
個
「
家
」
的
分
子
並
不
限
於
親
子
。
但
是
在
結
構
上
擴
大
的
跨
線
卻
有
限
制
。

中
國
的
家
擴
大
的
路
線
是
單
系
的
，
就
是
祇
包
括
父
系
這
一
方
面
，
除
了
少
數
例
外
，
家
並
不
能
同
時
包
括
媳
婦
和
女
婿
。
在
父
系
原

則
下
女
婿
和
結
了
婚
的
女
兒
都
是
外
家
人
。
在
父
系
方
面
卻
可
以
擴
大
得
很
遠
，
五
世
同
堂
的
家
，
可
以
包
括
五
代
之
內
所
有
父
系
方

面
的
親
屬
。

這
種
根
據
單
系
親
屬
原
則
所
組
成
的
社
羣
，
在
人
類
學
中
有
着
個
專
門
名
稱
，
叫
氏
族
。
我
們
的
家
在
結
構
上
是
一
個
氏
族
。
但
是

和
普
通
我
們
所
謂
族
也
不
完
全
相
同
，因
為
我
們
所
謂
族
是
由
許
多
家
所
組
成
，是
一
個
社
羣
的
社
羣
。
因
之
，我
在
這
裏
提
了
這
個
「
小

家
族
」
的
名
詞
。
小
家
族
和
大
家
族
（
氏
族
）
在
結
構
原
則
上
是
相
同
的
，
不
相
同
的
是
數
量
，
在
大
小
上
。
︱
這
是
我
不
願
用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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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
而
用
「
小
家
庭
」
的
原
因
。
一
字
之
差
，
卻
說
明
了
這
社
羣
的
結
構
性
質
。

家
族
在
結
構
上
包
括
「
家
庭
」
；
最
小
的
家
族
也
可
以
等
於
家
庭
，
因
為
親
屬
結
構
的
基
礎
無
親
子
關
係
，
父
母
子
的
三
角
。
家
族

是
從
家
庭
基
礎
上
推
出
來
的
。
但
是
包
括
在
家
族
中
的
家
庭
祇
是
組
織
中
的
一
個
小
圏
子
，
不
能
說
它
不
存
在
，
但
也
不
能
說
它
自
成

一
個
獨
立
的
單
位
，
不
是
一
個
「
團
體
」。

形
態
上
的
差
異
，
也
引
起
了
性
質
上
的
變
化
。
家
族
雖
則
包
括
生
育
的
功
能
，
但
不
限
於
生
育
的
功
能
。
依
人
類
學
上
的
說
法
，
民

族
是
一
個
事
業
組
織
，
再
擴
大
就
可
以
成
為
一
個
部
落
。
氏
族
和
部
落
賦
有
政
治
、
經
濟
、
宗
教
等
複
雜
的
功
能
。
我
們
的
家
也
正
是

這
樣
。
我
的
假
設
是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既
採
取
了
差
序
格
局
，
利
用
親
屬
的
倫
常
去
組
合
社
羣
，
經
營
各
種
事
業
，
才
使
這
基
本
的
家
，

變
成
氏
族
性
了
。
一
方
面
我
們
可
以
說
在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中
，
不
論
政
治
、
經
濟
、
宗
教
等
功
能
都
可
以
利
用
家
庭
來
担
負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說
，
為
了
要
經
營
這
許
多
事
業
，
家
的
結
構
，
不
能
限
於
親
子
的
小
組
合
，
必
須
加
以
擴
大
。
而
且
凡
是
政
治
、
經
濟
、
宗

教
等
事
務
都
需
要
長
期
綿
續
性
的
，
這
個
基
本
社
羣
决
不
能
像
西
洋
的
家
庭
一
般
是
臨
時
性
的
。
這
種
家
既
然
必
需
是
綿
續
性
的
，
不

因
個
人
的
成
長
而
分
裂
，
不
因
個
人
的
死
亡
而
結
束
，
於
是
家
的
性
質
變
成
了
族
。
氏
族
本
是
長
期
的
，
和
我
們
的
家
一
般
。
我
稱
我

們
這
種
社
群
作
小
家
族
也
表
示
了
這
種
長
期
性
在
內
，
和
家
庭
的
臨
時
性
相
對
照
。

中
國
的
家
是
一
個
事
業
組
織
，
家
的
大
小
是
依
着
事
業
的
大
小
而
決
定
。
如
果
事
業
小
，
夫
婦
兩
人
的
合
作
已
夠
應
付
，
這
個
家
也

可
以
小
得
等
於
家
庭
；
如
果
事
業
大
，
超
過
了
夫
婦
兩
人
所
能
負
担
時
，
兄
弟
伯
叔
全
可
以
集
合
在
一
個
大
家
裏
。
這
說
明
了
我
們
鄉

土
社
會
裏
家
的
大
小
變
異
可
以
很
大
。
但
不
論
大
小
上
差
別
到
什
麼
程
度
，
結
構
原
則
上
都
是
一
貫
的
，
單
系
的
差
序
格
局
。

以
生
育
社
羣
來
負
担
其
他
很
多
的
功
能
，使
這
社
群
中
各
分
子
的
關
係
的
內
容
也
發
生
了
變
化
。
在
西
洋
家
庭
團
體
中
，夫
婦
是
主
軸
，

夫
婦
共
同
經
營
生
育
事
務
，
子
女
在
這
團
體
中
是
配
角
，
他
們
長
成
了
就
離
開
這
個
團
體
了
。
在
他
們
，
政
治
、
經
濟
、
宗
教
等
功
能

有
其
他
團
體
來
担
負
，
不
在
家
庭
的
分
內
。
夫
婦
成
為
主
軸
，
兩
性
之
間
的
情
感
是
凝
合
的
力
量
。
兩
性
情
感
的
發
展
，
使
他
們
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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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成
了
獲
取
生
活
上
安
慰
的
中
心
。
我
在
「
美
國
人
性
格
」
一
書
中
曽
用
生
活
堡
壘
一
詞
去
形
容
它
。

在
我
們
的
鄉
土
社
會
中
，
家
的
性
質
在
這
方
面
有
着
顯
著
的
差
別
。
我
們
的
家
既
是
個
綿
續
性
的
事
業
組
織
，
它
的
主
軸
是
在
父
子

之
間
，
在
婆
媳
之
間
，
是
縱
的
，
兩
代
的
聯
繫
上
，
而
不
是
橫
的
，
不
是
在
同
代
的
兩
性
結
合
裏
。
夫
婦
在
這
裏
成
了
配
軸
。
配
軸
雖

則
和
主
軸
一
樣
並
不
是
臨
時
性
的
，
但
是
這
兩
軸
卻
都
被
事
業
的
需
要
排
斥
了
普
通
的
感
情
。
我
所
謂
普
通
的
感
情
是
和
紀
律
相
對
照

而
言
的
，
一
切
事
業
都
不
能
脫
離
效
率
的
考
慮
。
求
效
率
就
得
講
紀
律
：
紀
律
排
斥
私
情
的
寬
容
。
在
中
國
的
家
庭
裏
有
家
法
，
夫
婦

間
得
相
敬
，
女
子
有
着
三
從
四
德
的
標
準
，
親
子
間
講
究
負
責
和
服
從
，
活
像
一
個
公
司
，
一
個
工
廠
，
甚
至
一
個
軍
營
。
嚴
肅
跟
着

紀
律
成
為
這
裡
的
空
氣
。
溫
暖
祇
限
於
人
背
後
偷
偷
摸
摸
的
情
境
裏
。
就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人
們
的
感
情
軼
出
了
這
基
本
的
社
羣
。
在

鄉
間
茶
館
裏
，
街
頭
巷
口
，
可
以
成
為
熱
熱
鬧
鬧
，
有
說
有
笑
的
中
心
，
在
都
市
裏
，
各
種
專
門
用
來
滿
足
感
情
生
活
的
組
織
隨
着
發
展
。

回
到
我
在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說
」
那
篇
雜
話
，
我
們
可
以
在
這
裏
接
到
說
，
在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裏
，
家
庭
是
事
業
中
心
，
但
不
是
一

切
生
活
的
中
心
。

⑬
「
男
女
有
別
」

〇
在
「
大
家
庭
還
是
小
家
族
」
一
篇
雜
話
裏
、
我
說
在
中
國
的
鄉
土
社
會
裏
家
是
一
個
事
業
社
羣
、
凡
是
做
事
業
的
社
羣
，
紀
律
是
必

需
維
持
的
，
紀
律
排
斥
了
私
情
。
這
裏
我
們
碰
着
了
中
國
傳
統
感
情
定
向
的
基
本
問
題
了
。
在
那
篇
雜
話
裏
我
雖
則
已
說
到
了
一
些
，

但
還
想
在
本
篇
裏
再
申
引
發
揮
一
下
。

→
在
上
篇
我
說
家
族
在
中
國
的
鄉
土
社
會
裏
是
一
個
事
業
社
群
，
凡
是
做
事
業
的
社
群
，
紀
律
是
必
須
維
持
的
，
紀
律
排
斥
了
私
情
。

這
裡
我
們
碰
着
了
中
國
傳
統
感
情
定
向
的
基
本
問
題
了
。
在
上
篇
我
雖
則
已
說
到
了
一
些
，
但
是
還
想
在
本
篇
裏
再
申
引
發
揮
一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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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男
女
有
別
的
界
限
使
中
國
傳
統
的
感
情
定
向
偏
於
同
性
方
面
去
發
展
。
變
態
的
同
性
戀
和
自
我
究
竟
普
遍
到
什
麼
程
度
，
我
們
無
法

確
說

→
男
女
有
別
的
界
限
使
中
國
傳
統
的
感
情
定
向
偏
於
同
性
方
面
去
發
展
。
變
態
的
同
性
戀
和
自
我
戀
究
竟
普
遍
到
什
麼
程
度
，
我
們
無

法
確
說

⑭
「
血
縁
和
地
縁
」

〇
在
「
長
老
統
治
」
的
一
篇
雜
話
裏
，
我
曾
說
過
缺
乏
變
動
的
文
化
裏
長
幼
之
間
發
生
了
社
會
的
差
次
，
年
長
的
對
年
幼
的
具
有
強
制

的
權
力
。
這
是
血
緣
社
會
的
基
礎
。
血
緣
的
意
思
是
人
和
人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根
據
親
屬
來
決
定
。

→
缺
乏
變
動
的
文
化
裏
，
長
幼
之
間
發
生
了
社
會
的
差
次
，
年
長
的
對
年
幼
的
具
有
強
制
的
權
力
。
這
是
血
緣
社
會
的
基
礎
。
血
緣
的

意
思
是
人
和
人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根
據
親
屬
關
係
來
決
定
。

〇
生
育
是
社
會
持
續
所
必
需
的
，
任
何
社
會
都
一
樣
，
所
不
同
的
是
在
有
些
社
會
用
生
育
所
發
生
的
社
會
關
係
來
規
定
各
人
的
社
會
地

位
，
有
些
社
會
卻
並
不
如
此
。

→
生
育
是
社
會
持
續
所
必
需
的
，
任
何
社
會
都
一
樣
，
所
不
同
的
是
說
有
些
社
會
用
生
育
所
發
生
的
社
會
關
係
來
規
定
各
人
的
社
會
地

位
，
有
些
社
會
卻
並
不
如
此
。

〇
到
現
在
固
然
很
少
社
會
能
完
全
拋
棄
血
緣
繼
替
的
，
那
在
以
親
屬
來
担
負
生
育
的
時
代
不
易
做
到
的
。

→
到
現
在
固
然
很
少
社
會
能
完
全
拋
棄
血
緣
繼
替
，
那
是
以
親
屬
來
担
負
生
育
的
時
代
不
易
做
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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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社
會
用
這
個
無
法
爭
、
又
不
易
藏
沒
歪
曲
的
事
實
在
作
分
配
各
人
的
職
業
、
身
分
、
財
產
的
標
準
，
似
乎
是
最
沒
理
由
的
了
；
如
果

有
理
由
的
話
，
那
是
因
為
這
是
安
穩
既
存
秩
序
的
最
基
本
的
辦
法
。

→
社
會
用
這
個
無
法
競
爭
，
有
不
易
藏
沒
、
歪
曲
的
事
實
來
作
分
配
個
人
的
職
業
、
身
分
、
財
產
的
標
準
，
似
乎
是
最
沒
有
理
由
的
了
；

如
果
有
理
由
的
話
，
那
是
因
為
這
是
安
穩
既
存
秩
序
的
最
基
本
的
辦
法
。

〇
空
間
本
身
是
混
煞
的
，
但
是
我
們
卻
用
了
血
的
坐
標
把
空
間
劃
分
了
方
向
和
位
置
。

→
空
間
本
身
是
混
然
的
，
但
是
我
們
卻
用
了
血
緣
的
坐
標
把
空
間
劃
分
了
方
向
和
位
置
。

〇
鄉
土
社
會
中
無
法
避
免
的
是
「
細
胞
分
裂
」
的
過
程
，
一
個
人
口
在
繁
殖
中
的
血
緣
社
羣
，
繁
殖
到
一
個
程
度
，
他
們
不
能
在
地
域

上
集
居
了
，
那
是
因
為
這
社
羣
所
需
的
土
地
面
積
，
因
人
口
繁
殖
，
也
得
不
斷
的
擴
大
。

→
鄉
土
社
會
中
無
法
避
免
的
是
「
細
胞
分
裂
」
的
過
程
，
一
個
人
口
在
繁
殖
中
的
血
緣
社
羣
，
繁
殖
到
一
定
程
度
，
他
們
不
能
在
地
域

上
集
居
了
，
那
是
因
為
這
社
羣
所
需
的
土
地
面
積
，
因
人
口
繁
殖
，
也
得
不
斷
的
擴
大
。

〇
如
果
分
出
去
的
細
胞
能
在
荒
地
上
開
墾
，
另
外
繁
殖
成
個
村
落
，
它
和
原
來
的
母
村
還
是
保
持
着
血
緣
的
聯
繫
，
甚
至
把
原
來
的
地

名
來
稱
這
新
地
方
，
那
是
說
否
定
了
空
間
的
分
離
。

→
如
果
分
出
去
的
細
胞
能
在
荒
地
上
開
墾
，
另
外
繁
殖
成
個
村
落
，
它
和
原
來
的
鄉
村
還
是
保
持
着
血
緣
的
聯
繫
，
甚
至
把
原
來
的
地

名
來
稱
這
新
地
方
，
那
是
說
否
定
了
空
間
的
分
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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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如
果
這
些
沒
有
血
緣
關
係
的
人
能
結
成
一
個
地
方
社
羣
，
他
們
之
間
的
聯
繫
可
以
是
純
粹
的
地
緣
，
而
不
是
血
緣
了
，
這
種
血
緣
和

地
緣
才
能
分
離
。

→
如
果
這
些
沒
有
血
緣
關
係
的
人
能
結
成
一
個
地
方
社
羣
，
他
們
之
間
的
聯
繫
可
以
是
純
粹
的
地
緣
，
而
不
是
血
緣
了
。
這
樣
血
緣
和

地
緣
才
能
分
離
。

〇
這
幾
個
條
件
並
不
是
容
易
的
，
因
為
在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中
土
地
並
不
充
分
自
由
買
賣
。

→
這
幾
個
條
件
並
不
是
容
易
的
，
因
為
在
中
國
鄉
土
社
會
中
土
地
並
不
充
分
自
由
賣
買
。

〇
我
已
說
過
鄉
土
社
會
是
個
親
密
的
社
會
，
這
些
人
都
是
「
陌
生
」
人
，
來
歷
不
明
，
形
跡
可
疑
。

→
我
已
說
過
鄉
土
社
會
是
個
親
密
的
社
會
，
這
些
人
却
是
「
陌
生
」
人
，
來
歷
不
明
，
形
跡
可
疑
。

〇
舉
一
個
例
子
來
說
：
雲
南
鄉
下
有
一
種
上
賩
錢
會
，
是
一
種
信
用
互
助
組
織
。

→
舉
一
個
例
子
來
說
：
雲
南
鄉
下
有
一
種
稱
上
賩
的
錢
會
，
是
一
種
信
用
互
助
組
織
。

〇
他
很
感
慨
的
說
，
錢
上
往
來
最
好
不
要
牽
涉
親
戚
。
這
句
話
就
是
我
剛
才
所
謂
江
青
社
會
關
係
上
的
担
負
的
詳
解
。

→
他
很
感
慨
的
說
，
錢
上
往
來
最
好
不
要
牽
涉
親
戚
。
這
句
話
就
是
我
剛
才
所
謂
江
青
社
會
關
係
上
的
担
負
的
註
解
。

〇
社
會
生
活
愈
發
達
，
任
何
人
之
間
往
來
也
愈
繁
重
，
單
靠
人
情
不
易
維
持
相
互
權
利
和
義
務
的
平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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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生
活
愈
發
達
，
任
何
人
之
間
往
來
也
愈
繁
重
，
單
靠
人
情
不
易
維
持
相
互
間
權
利
和
義
務
的
平
衡
。

〇
在
親
密
的
血
緣
社
會
中
商
業
是
不
能
存
在
的
。
這
並
不
是
說
這
種
社
會
不
發
生
交
易
，
而
是
說
他
們
的
交
易
是
以
人
情
來
往
維
持
的
，

是
互
相
餽
贈
的
方
式
。

→
在
親
密
的
血
緣
社
會
中
商
業
是
不
能
存
在
的
。
這
並
不
是
說
這
種
社
會
不
發
生
交
易
，
而
是
說
他
們
的
交
易
是
以
人
情
來
維
持
的
，

是
互
相
餽
贈
的
方
式
。

〇
以
餽
贈
來
經
營
大
規
模
的
易
貨
在
太
平
洋
島
嶼
間
還
可
以
看
得
到
。M

alinow
ski

所
描
寫
和
分
析
的K

ulu

制
度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

→
以
餽
贈
來
經
營
大
規
模
的
易
貨
在
太
平
洋
島
嶼
間
還
可
以
看
得
到
。M

alinow
ski

所
描
寫
和
分
析
的K

ulu

制
度
就
是
一
個
例
証
。

　
　
　
『
世
紀
評
論
』
連
載
記
事
と
の
異
同

『
世
紀
評
論
』
連
載
記
事
と
の
異
同
を
め
ぐ
る
整
理
は
、『
郷
土
中
国
』
の
「
訳
者
解
題
」
で
も
触
れ
て
い
る
が
、
こ
こ
で
そ
の
部
分

を
再
録
し
て
お
き
た
い
。『
郷
土
中
国
』
全
体
に
つ
い
て
は
、
こ
の
訳
者
解
題
を
ご
覧
い
た
だ
き
た
い
。

「
雑
話
郷
土
社
会
」
の
連
載
①
の
「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の
冒
頭
は
、
以
下
の
よ
う
に
始
ま
っ
て
い
る
。「
従
基
層
上
看
去
、
中
国
社
会

是
郷
土
性
的
。
郷
土
社
会
的
特
性
是
怎
麽
様
的
呢
？
我
想
在
本
刊
上
聯
続
的
写
幾
篇
文
章
来
答
覆
這
問
題
（
基
層
か
ら
み
る
と
、
中
国

社
会
は
郷
土
性
を
も
っ
て
い
る
。
郷
土
社
会
の
特
性
と
は
ど
の
よ
う
な
も
の
で
あ
ろ
う
か
？
私
は
本
誌
に
数
編
の
文
章
を
連
載
し
、
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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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
問
題
に
答
え
た
い
と
思
う
）。
こ
の
冒
頭
の
端
的
な
言
葉
は
、
費
の
主
な
関
心
事
が
「
中
国
社
会
の
郷
土
性
」
に
あ
っ
た
こ
と
が
見

て
取
れ
る
。
そ
れ
故
に
、
単
行
本
化
に
際
し
て
は
、
よ
り
ス
ト
レ
ー
ト
に
「
郷
土
本
色
」
に
改
題
し
た
と
思
わ
れ
る
。
も
っ
と
も
、
改

題
に
際
し
て
は
、
二
文
字
も
し
く
は
四
文
字
に
揃
え
る
と
い
う
配
慮
も
働
い
て
は
い
た
が
。
連
載
①
は
、
タ
イ
ト
ル
の
他
、
多
少
、
文

章
を
修
正
し
て
い
る
。

連
載
②
の
「
文
字
下
郷
」
は
、
内
容
も
タ
イ
ト
ル
も
順
番
も
、
単
行
本
化
さ
れ
た
も
の
と
同
じ
で
あ
る
が
、
内
容
は
細
か
な
語
句
や

表
現
の
修
正
が
な
さ
れ
て
い
る
。

連
載
③
の
「
下
郷
文
字
再
論
」
も
タ
イ
ト
ル
を
「
再
論
下
郷
文
字
」
と
変
え
た
の
と
、
順
番
も
変
わ
ら
な
い
が
、
出
だ
し
を
修
正
し

て
い
る
。

連
載
④
の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は
、
西
洋
の
学
者
ら
が
中
国
文
化
に
お
い
て
如
何
に
「
家
」
が
重
要
な
位
置
を
占
め
て
い
る
か
と

い
う
の
を
、Fam

ilism

（
家
庭
中
心
説
）
と
い
う
言
葉
で
表
現
し
て
い
る
こ
と
に
対
し
て
（
そ
の
代
表
がD

aniel	H
.K

ulp

が
書
い
た	

1925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 T
he Sociology of Fam

ilism
, I, Phenix V

illage, K
w

antung, China,	Colum
bia	

U
niversity	Press

）、
疑
問
を
呈
す
る
た
め
に
書
か
れ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Fam

ilism

で
も
っ
て
中
国
社
会
の
特
性
を
説
明
し
よ
う
と

す
る
人
は
、
中
国
人
の
契
約
関
係
が
常
に
家
庭
や
そ
こ
か
ら
派
生
し
た
家
族
に
限
定
さ
れ
る
と
し
、
こ
れ
を
も
っ
て
中
国
人
の
公
民
観

念
の
欠
乏
を
説
明
し
よ
う
と
す
る
が
、
果
た
し
て
そ
う
で
あ
ろ
う
か
、
と
い
う
疑
問
で
あ
る
。
費
は
む
し
ろ
中
国
に
お
け
る
家
庭
の
結

合
は
経
済
を
中
心
と
し
て
お
り
、
親
族
の
結
合
は
、
経
済
的
な
事
業
（
生
育
）
の
外
に
あ
る
文
化
生
活
上
に
お
い
て
重
要
な
の
で
は
な

い
か
、と
仮
説
を
立
て
て
い
る
。
こ
の
視
点
は
『
郷
土
中
国
』
の
第
六
章
「
家
族
」
に
お
い
て
展
開
さ
れ
お
り
、単
行
本
化
に
際
し
て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は
そ
の
ま
ま
使
わ
れ
る
こ
と
は
な
か
っ
た
が
、
後
の
議
論
へ
の
ス
テ
ッ
プ
に
は
な
っ
て
い
る
。

連
載
⑤
の
「
差
序
的
格
局
」
は
、
タ
イ
ト
ル
か
ら
「
的
」
を
取
っ
た
だ
け
で
、
順
番
も
同
じ
で
あ
る
が
、
連
載
の
方
は
、「
所
謂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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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中
心
説
」
を
受
け
て
書
か
れ
て
い
る
の
で
、
単
行
本
化
に
際
し
、
内
容
は
か
な
り
手
直
し
が
さ
れ
て
い
る
。
即
ち
、
中
国
に
お
け
る

家
庭
は
経
済
的
な
結
合
で
あ
っ
て
、
人
情
の
結
合
か
ら
見
れ
ば
、
西
洋
の
家
庭
の
よ
う
な
「
生
活
の
砦
」
で
は
な
い
と
し
、
す
ぐ
に
西

洋
社
会
の
モ
デ
ル
で
あ
る
「
団
体
的
構
造
」
の
議
論
に
入
っ
て
い
る
。
そ
れ
に
続
い
て
、
中
国
社
会
の
モ
デ
ル
と
し
て
「
差
序
的
格
局
」

の
議
論
に
展
開
し
て
い
る
。
そ
の
後
は
、
道
徳
や
汚
職
の
話
な
ど
か
な
り
盛
り
だ
く
さ
ん
の
内
容
と
な
っ
て
い
る
。
こ
う
し
て
み
る
と
、

先
に
、
費
の
「
差
序
格
局
」
は
、
晏
陽
初
ら
の
平
民
教
育
に
対
す
る
批
判
が
根
底
に
あ
っ
た
と
書
い
た
が
、
同
時
に
、
西
洋
の
学
者
ら

に
よ
るFam

ilism
（
家
庭
中
心
説
）
に
対
す
る
反
論
と
し
て
の
意
味
合
い
も
あ
っ
た
と
言
え
る
。

費
は
、
単
行
本
化
に
際
し
、
第
四
回
の
「
差
序
的
格
局
」
の
う
ち
、
論
点
や
文
章
を
整
理
し
、
空
い
た
ス
ペ
ー
ス
で
潘
光
旦
の
「
倫
」

に
関
す
る
論
文
に
言
及
し
た
り
、
引
用
す
る
古
典
を
変
え
た
り
し
て
、
よ
り
詳
し
く
「
差
序
的
格
局
」
に
つ
い
て
論
じ
て
い
る
。
よ
く

引
き
合
い
に
出
さ
れ
る
「
中
国
人
は
己
の
為
に
家
を
犠
牲
に
す
る
こ
と
が
あ
り
、
家
の
為
に
党
を
犠
牲
に
す
る
こ
と
が
あ
り
、
党
の
為

に
国
を
犠
牲
に
す
る
こ
と
が
あ
り
、
国
の
為
に
天
下
を
犠
牲
に
す
る
こ
と
が
あ
る
」
と
い
う
一
文
も
、
修
正
時
に
書
き
加
え
ら
れ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
こ
の
点
で
は
、
費
は
、
連
載
④
の
「
差
序
的
格
局
」
の
修
正
に
最
も
多
く
の
時
間
と
労
力
を
割
い
た
よ
う
で
あ
る
。
そ
れ

は
費
自
身
も
、
書
き
な
が
ら
こ
の
モ
デ
ル
が
重
要
で
あ
る
と
認
識
し
た
こ
と
を
示
し
て
い
よ
う
。

連
載
⑥
の
「
論
私
」
は
二
頁
半
の
短
い
も
の
で
、
こ
こ
で
は
も
っ
ぱ
ら
「
私
」
の
問
題
が
語
ら
れ
て
い
る
。「
各
人
が
自
ら
の
門
前

の
雪
を
掃
け
ば
よ
い
、
他
人
の
屋
根
の
霜
に
は
か
か
わ
る
な
」
と
い
っ
た
俗
言
が
で
て
く
る
の
も
こ
の
回
で
、
こ
の
回
の
内
容
は
単
行

本
化
に
際
し
、「
差
序
格
局
」
の
中
に
吸
収
さ
れ
た
形
と
な
っ
て
い
る
。

連
載
⑦
の
「
道
徳
在
私
人
間
」
は
、
最
後
の
四
段
落
だ
け
修
正
し
た
上
で
、
タ
イ
ト
ル
を
「
維
系
着
私
人
的
道
徳
」
と
変
え
て
、「
差

序
格
局
」
の
直
ぐ
後
に
移
動
し
て
い
る
。

連
載
⑧
の
「
礼
治
秩
序
」、
連
載
⑨
の
「
無
訴
」、
連
載
⑩
の
「
長
老
統
治
」
は
、
内
容
も
タ
イ
ト
ル
も
順
番
も
そ
の
ま
ま
単
行
本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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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
れ
て
い
る
。

連
載
⑫
の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は
、
連
載
④
の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を
受
け
て
、
再
び
中
国
の
家
族
の
問
題
を
論
じ

て
い
る
。
そ
の
間
に
為
さ
れ
た
差
序
格
局
の
議
論
を
踏
ま
え
、
中
国
の
郷
土
社
会
で
は
、
家
庭
は
事
業
の
中
心
で
あ
っ
て
、
生
活
の
中

心
で
は
な
い
、
と
そ
の
答
え
を
明
確
に
出
し
て
い
る
。
そ
の
議
論
の
多
く
は
、「
家
族
」
と
改
題
し
、
順
番
を
変
え
て
「
維
系
着
私
人

的
道
徳
」
の
次
に
移
動
し
て
い
る
。

連
載
⑬
の
「
男
女
有
別
」
は
前
の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を
受
け
て
書
い
た
も
の
で
、
書
き
出
し
以
外
は
、
タ
イ
ト
ル
と

も
内
容
と
も
単
行
本
化
さ
れ
た
「
男
女
有
別
」
と
同
じ
で
あ
る
。

連
載
⑭
「
血
縁
和
地
縁
」
は
、
連
載
⑪
の
「
長
老
統
治
」
を
受
け
た
書
い
た
も
の
で
、
書
き
出
し
を
は
じ
め
、
い
く
つ
か
ら
の
細
か

な
語
句
の
修
正
が
な
さ
れ
て
い
る
。

以
上
を
簡
単
に
整
理
す
る
と
、
①
「
熟
人
裏
長
大
的
」
を
「
郷
土
本
色
」
と
改
題
し
て
文
章
を
修
正
し
た
ほ
か
、
④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を
発
展
的
に
解
体
し
、⑤
「
差
序
的
格
局
」
と	
⑥
「
論
私
」
を
合
体
し
て
第
四
章
の
「
差
序
格
局
」
に
ま
と
め
、⑫
「『
大
家
庭
』

還
是
『
小
家
族
』」
も
「
家
族
」
と
改
題
し
て
文
章
を
修
正
し
、順
番
を
変
え
た
。
そ
し
て
空
い
た
二
章
分
に
十
三
章
の
「
名
実
的
分
離
」

と
十
四
章
の
「
従
欲
望
到
需
要
」
を
書
き
下
ろ
し
、最
後
に
「
後
記
」
を
付
け
た
と
い
う
訳
で
あ
る
。
解
体
し
た
④
「
所
謂
家
庭
中
心
説
」

は
そ
の
ま
ま
使
わ
れ
る
こ
と
は
な
か
っ
た
が
、
そ
の
後
の
議
論
の
展
開
に
と
っ
て
必
要
な
ス
テ
ッ
プ
で
あ
っ
た
。
全
体
と
し
て
は
、
費

が
最
も
力
を
注
い
で
書
き
改
め
た
の
が
第
四
章
の
「
差
序
格
局
」
で
あ
っ
た
。

『
世
紀
評
論
』
は
そ
の
年
の
一
〇
月
ま
で
刊
行
さ
れ
て
い
た
の
に
、費
の
連
載
が
な
ぜ
第
三
巻
の
第
十
三
期
（
民
国
三
七
（
一
九
四
八
）

年
三
月
）
で
終
っ
た
の
か
は
よ
く
分
か
ら
な
い
。
当
初
か
ら
一
四
回
の
連
載
の
予
定
で
あ
っ
た
の
か
、あ
る
い
は
費
の
側
の
事
情
が
あ
っ

人文学会雑誌52巻3_4号_縦組み_p27-66_西澤先生（資料）.indd   64 2021/02/04   10:22:00



65

費孝通著『郷土中国』と『世紀評論』連載記事との異同　西澤　治彦

た
の
か
も
知
れ
な
い
。
い
ず
れ
に
せ
よ
、
時
局
は
緊
迫
し
た
状
態
で
、
費
と
し
て
も
「
中
国
社
会
の
郷
土
性
」
に
関
し
て
は
、
ほ
ぼ
書

き
た
い
こ
と
を
書
い
た
、
と
い
う
こ
と
で
あ
っ
た
ろ
う
。
但
し
、
連
載
と
し
て
は
、
や
や
尻
切
れ
ト
ン
ボ
の
感
が
な
い
で
も
な
い
。
そ

こ
で
単
行
本
化
に
際
し
、
一
部
修
正
を
加
え
た
上
で
、
新
た
に
二
つ
の
章
を
加
え
る
必
要
が
あ
っ
た
。
こ
の
二
章
で
費
が
述
べ
て
い
る

の
は
、
激
動
す
る
社
会
に
対
応
で
き
る
の
は
知
識
で
あ
り
、
そ
れ
に
基
づ
く
新
た
な
権
力
を
「
時
勢
的
な
権
力
」
と
名
付
け
、
そ
れ
ま

で
述
べ
て
き
た
「
郷
土
社
会
」
か
ら
の
脱
皮
に
は
、
こ
の
力
が
必
要
で
あ
る
こ
と
を
説
い
て
、
長
い
議
論
の
締
め
く
く
り
と
し
た
の
で

あ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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