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塑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事
中
図
版
行
記
六
種
解
題

王

連
日王

明
治
以
降
，
大
批

B
本
人
踏
上
了
中
図
的
大
地
，
以
新
奇
的
眼
光
観
察
並
記
録
自
己
的
見
鶴
岡
、
感
想
，
給
後
世
留
下
了
大
量
的
中

国
旅
行
記
。
這
些
旅
行
記
的
作
者
既
有
宮
員
、
軍
人
、
商
人
，
也
有
撃
者
、
作
家
、
僧
侶
，
他
何
職
業
不
一
，
来
華
目
的
也
不
問
，
但

都
以
各
自
濁
特
的
視
魚
及
経
歴
記
録
了
近
代
中
国
的
地
理
人
文
、
社
曾
百
態

F

既
是
歴
史
的
参
血
(
者
，
也
是
歴
史
的
記
録
者
。

在
衆
多
的
版
行
記
中
，
高
校
版
行
圏
瀞
記
田
疋
一
大
類
r

比
如
《
一
一
橋
東

E
倶
集
部
的
学
生
渡
支
践
行
記
》
(
一
九
O
七
年
)
、
虞
患
高

等
師
範
事
校
的
《
大
陸
修
撃
波
行
記
》
(
一
九
一
四
年
)
、
東
京
高
等
商
業
開
学
校
策
豆
倶
集
部
的
《
中
華
三
千
哩
》
(
一
九
二

O
年
)
、
東

京
外
国
語
撃
校
中
国
語
部
蒙
古
語
部
的
《
東
京
外
国
語
撃
校
支
那
族
行
報
告
文
一
九
三

O
年
)
以
及
東
盟
問
文
書
院
的
一
系
列
大
版

行
記
等
等
，
数
量
彼
多
。
本
橋
要
介
紹
的
由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撃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墾
師
生
組
織
的
中
盤
振
行
圏
的
六
種
版
行
報
告
便

麗
子
這
一
類
瀞
記
。
六
種
瀞
記
如
下.• 

(
一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的
学
校
修
撃
旅
行
圏
繍
《
遼
東
修
事
銀
行
記
》
(
簿
文
館
印
刷
所
，
一
九

O
七
年
)

(
二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望
第
一
一
回
中
題
族
園
繍
《
臭
橋
燕
馬
録
》
(
田
畑
謄
碍
堂
油
印
版
，
一
九
一
一
一

O
年
)

(
三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挙
第
二
問
中
国
技
園
縮
《
燕
山
楚
水
》
(
田
畑
謄
寓
堂
油
印
版
，
一
九
=
二
年
)

〈
四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聖
第
三
田
中
毘
肢
麗
繍
《
燕
遼
瀞
記
》
(
田
畑
謄
宥
堂
油
印
版
，
一
九
三
二
年
)

(
五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関
子
第
呂
田
中
国
版
麗
編
《
遼
燕
紀
行
》
(
高
柳
謄
霜
堂
油
印
版
，
一
九
三
九
年
)

(
、
一
ハ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的
学
校
地
理
事
教
室
繍
《
開
拓
的
大
陸
》
〈
須
田
町
印
刷
所
，
一
九
三
九
年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同
学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挙
中
国
旅
行
記
六
種
解
題
(
王
)

頁



筑

波

中

国

文

化

論

叢

第

三

十

六

号

二

O
一
七

以
上
六
種
瀞
記
除
《
遼
東
修
撃
版
行
記
》
被
牧
録
在
《
東
北
地
方
文
献
聯
合
目
録
》
第
二
輯
(
外
文
(
目
、
西
、
俄
)
菌
書
部
分
〉
及

《
明
治
以
降
日
本
人
的
中
関
旅
行
記
解
題
》
(
東
洋
文
庫
，
一
九
八

O
年
)
外
，
其
余
五
種
皆
寧
薦
人
知
。
故
此
，
本
稿
一
一
加
以
八
八

紹
，
掲
示
其
史
料
債
値
。

《
遼
東
修
翠
版
行
記
》

一
九

O
四
至
一
九

O
五
年
殺
生
在
中
国
東
北
的
日
俄
載
事
以
日
方
獲
勝
告
終
，
経
此
一
載
，
日
本
獲
取
了
俄
溜
在
東
北
地
盤
的
権

益
r

民
族
主
義
高
浪
r

《
遼
東
修
撃
旅
行
記
》
即
是
在
比
背
景
下
産
生
的
日
本
政
府
及
軍
方
向
高
校
翠
生
分
享
勝
利
余
興
的
産
物
。
一

九

O
六
年

F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撃
校
在
文
部
省
和
陸
軍
省
的
資
助
下
，
組
建
了
人
数
多
達
一
九
二
名
的
遼
東
抜
行
国
赴
東
北
参
観
載
事
選

迩
F

其
中
教
職
工
二
一
名
、
事
生
一
、
一
ハ
八
名
，
傭
人
三
名
。
比
外
r

還
有
数
名
其
他
院
校
的
教
職
員
也
加
入
了
版
行
圏

F

図
書
此
該
愚
人

数
規
模
高
達
雨
百
余
人
。
其
中
包
括
著
名
東
洋
史
的
学
者
那
珂
遥
世
(
一
八
五
一

5

一
九

O
八
)
及
因
綿
纂
《
大
日
本
国
語
欝
盛
(
》
雨
間

名
的
語
士
一
口
撃
家
松
井
簡
治
(
一
八
六
三
5

一
九
四
五
)
，
一
六
八
名
中
学
生
来
自
園
語
漢
文
部
、
英
語
部
、
地
理
歴
史
部
、
博
物
部
及
敷

物
化
事
部
等
五
個
専
業
。
因
人
数
衆
多
，
又
将
人
員
分
蔦
荷
個
圏
，
毎
個
圏
又
分
扇
六
倍
小
組
，
並
以
専
人
権
任
園
長
、
組
長
，
以
便

管
理
。版

行
園
子
周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在
東
京
新
橋
乗
坐
火
車
出
毅

F

十
五
日
抵
違
虞
題
字
口
開
港
後
換
乗
琴
平
丸
，
十
八
日
下
午
三
鮎
挺
遠

大
連
港
。
二
十
日
，
在
大
連
民
政
署
的
介
紹
下
参
観
了
尋
常
高
等
小
闘
で
公
開
子
堂
、
商
品
陳
列
館
、
議
電
廠
、
農
業
試
験
場
、
水
源
地

以
及
西
公
園
小
山
間
子
等
地
。
二
十
一
日
ー
乗
火
車
赴
放
順
，
参
観
了
大
湯
溝
第
一
、
第
二
泡
豪
，
並
在
二

O
三
高
地
騒
了
陸
軍
軍
官
的



講
解
。
二
十
二
日
，
参
観
了
黄
金
山
熔
霊
，
並
在
戟
利
口
問
陳
列
室
籍
了
陸
軍
軍
{
目
的
報
告
。
之
後
分
組
自
由
活
動
，
瀞
覧
了
二
龍
山
、

松
樹
山
、
東
難
冠
山
、
水
師
山
間
口
敏
一
寸
地
。
二
十
三
日
，
乗
火
車
赴
奉
天
並
子
次
日
祇
達
。
二
十
五
日
，
地
理
歴
史
部
的
六
十
余
名
筆
生
在

大
日
方
順
三
的
帯
領
下
参
観
了
撫
順
煤
炭
坑
。
二
十
六
日
，
乗
火
車
赴
銭
嶺
参
観
防
禦
陣
地
，
逗
留
関
目
。
二
十
八
日
至
八
月
一
白
，

赴
遼
陽
、
以
宮
口
、
金
州
、
柳
樹
屯
等
地
参
観
戦
事
遺
迩
，
並
子
二
日
返
回
大
連
，
逗
留
三
夫
後
子
五
日
下
午
三
時
莱
坐
琴
平
丸
田
園
J

十
一
日
返
回
東
京
。

本
書
前
有
嘉
納
治
五
部
(
一
八
六

0
5
一
九
三
八
，
東
京
高
等
部
範
撃
校
校
長
)
及
松
井
簡
治
序
文
各
一
篇
，
那
珂
通
世
五
言
絶

句
二
首
。
全
書
文
章
由
各
専
業
開
子
生
執
筆
，
頗
臭
事
業
特
色
。
園
語
漢
文
部
的
荻
原
績
《
遼
東
休
筆
族
一
行
記
》
詳
細
記
録
了
人
物
士
一
同
行

及
沿
途
風
物
。
英
語
部
的
稿
篇
英
文
瀞
記
一
篇
以
西
方
自
由
、
民
主
、
平
等
的
視
角
観
察
下
層
民
衆
，
並
描
寓
了
国
人
善
子
経
商
的
特

質
。
口
力
一
篇
描
寓
参
観
こ

O
三
高
地
後
封
載
事
的
認
識
。
地
理
歴
史
部
的
下
田
撞
佐
撰
{
烏
族
行
日
志
釘
所
経
各
地
的
山
川
風
貌
、
人
口
、

交
通
、
気
候
、
物
産
、
経
湾
、
政
府
組
織
、
教
育
等
多
方
面
有
比
較
詳
細
的
記
述
，
井
鎗
制
了
多
幅
地
形
地
貌
園
，
有
復
高
的
史
料
債

債
。
博
物
部
的
報
告
詳
細
記
録
了
在
各
地
采
集
的
動
横
物
標
本
数
接
，
並
有
柳
沼
瀬
右
衛
門
《
遼
東
休
製
版
行
之
地
質
見
聞
》
及
杉
浦

勝
次
郎
、
田
川
秀
夫
《
農
業
観
察
記
》
雨
篇
報
告
。
敷
物
化
問
子
部
的
報
告
簡
軍
地
記
載
了
在
各
地
見
聞
，
其
中
也
有
不
少
専
業
特
色
的

記
述
。
除
此
之
外
，
書
後
遺
附
了
一
ニ
津
信
一
《
公
議
曾
》
、
《
金
州
政
治
考
略
》
及
《
馬
賊
》
等
三
篇
論
文
。

枚
蔵
軍
位•• 

筑
波
大
関
子
附
麗
冨
書
館
、
日
本
園
立
国
曾
園
書
館
、
東
洋
文
庫
。

《
呉
鱈
燕
馬
録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皐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向
学
中
間
旅
行
記
六
種
解
題
(
王
)

二
三
頁



筑
波
中
国
文
化
論

叢

第

三
十
六
号

二
O
一
七

二
四
頁

本
次
旅
行
圏
組
建
子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望
校
升
格
扇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事
的
第
二
年

F

即
一
九
三

O
年
。
是
升
格
潟
大
事
後
一組
織
的
第

一
次
中
図
版
行
。
圏
長
由
著
名
漠
問
子
{
忽
諸
橋
轍
次
捨
任
，
圏
員
有
東
洋
史
撃
科
的
飯
山
春
雄
、
越
慶
一喜
(
女

J

在
日
韓
国
人
て
深
山

忠
六
、
横
山
貞
裕
，
漢
文
撃
科
的
小
林
信
明
、
藤
川
(
内
野
)
熊
一
郎
、
田
波
又
男
，
園
史
的
学
科
的
赤
木
志
津
子
(
女
て
加
藤
↓
o
E

5
ω
(
女
)
等
九
名
研
究
生
。
在
国
立
公
文
書
館
公
怖
的
外
務
省
外
交
史
料
館
《
本
邦
人
満
支
視
察
族
行
関
係
雑
件
・
補
助
貫
一
施
関

係
》
第
一
巻
中
牧
録
的
諸
橋
轍
次
昭
和
六
年
(
一
九
=
一
一
)
、
一
ハ
月
的
経
費
申
請
書
上
，
記
録
著
昭
和
五
年
(
一
九
三

O
〉
諸
橋
獲
得
了

五
百
日
元
的
赴
華
考
察
経
費
，
但
浸
有
標
明
釘
周
子
生
的
経
費
支
持
金
額
。

旅
行
圏
一
行
三
月
十
八
日
在
東
京
菜
火
車
出
禁
，
次
日
探
達
神
戸
港
換
乗
長
崎
丸
前
往
上
海
。
二
十
一
日
下
午
二
時
五

O
分
到
達

上
海
港
，
張
元
湾
、
竹
内
良
男
等
九
名
中
日
文
化
出
版
界
、
工
務
界
人
士
在
港
口
迎
接
，
同
日
入
住
辰
巳
屋
。
晩
六
時
，
張
元
潜
在
極

百
字
爾
路
四
O
掠
宅
部
{
畏
請
旅
行
圏
，
出
席
者
有
察
元
培
、
胡
遇
、
馬
宣
(
組
、
許
喜
裳
等
教
人
。
二
十
二
日
，
上
海
日
日
新
聞
、
上
海
~

日
報
封
諸
橋
旅
行
富
来
華
一
事
進
行
了
報
道
。
二
十
三
日
，
赴
杭
州
，
在
所
江
園
書
館
閲
覧
了
文
澗
閤
四
庫
全
書
、
宋
元
明
版
古
籍
、

《
欽
{
疋
古
今
国
書
集
成
》
及
員
葉
経
，
二
十
四
日
瀞
費
了
西
湖
。
二
十
五
日
赴
蘇
州
瀞
覧
ア
虎
丘
、
寒
山
寺
等
地
配
二
十
六
日
赴
南
京

二
十
七
日
，
諸
橋
的
弟
子
陳
安
藤
(
時
在
考
試
院
繍
謹
局
任
職
)
帯
領
族
行
圏
参
観
了
中
山
陵
、
園
立
国
民
革
命
軍
遺
族
同
子
校
、
難
鳴

寺
、
考
試
院
、
園
民
黛
中
央
蛍
一
市
部
及
南
京
特
別
政
府
等
地
。
晩
六
持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事
校
畢
業
生
数
人
在
中
園
飯
庖
宴
講
了
族
行
富

一
行
。
二
十
八
日
震
返
回
上
海
，
上
午
十
時
在
中
華
撃
誓
社
拝
金
田
胡
適
，
並
就
①
日
本
文
化
的
未
来
‘
②
青
年
釘
園
撃
的
態
度
一
及
奥
圏

語
、
文
化
的
関
奈
、
③
婦
女
問
題
興
宗
族
制
度
、
④
世
風
血
(
婦
女
、
⑤
拐
適
的
哲
寧
纏
系
、
⑤
封
墨
子
力
行
主
義
的
看
法
、
⑦
階
級
的

合
義
、
③
研
究
日
本
的
目
的
、
③
窪
田
封
建
興
新
思
想
的
関
系
等
九
個
方
面
的
問
題
封
拐
適
進
行
了
訪
談
。
此
事
《
胡
適
日
記
》
未
載

t

但
田
波
又
男
有
専
文
記
録
訪
談
内
容
，
故
資
料
債
債
極
古
向
。
本
橋
限
於
篇
幅
僅
作
簡
〈
ハ

F

詳
細
情
況
筆
者
将
男
撰
専
稿
予
以
〈
川
紹
。
二

十
九
日
在
濃
休
整
一
夫
，
三
十
日
来
坐
大
連
汽
船
株
式
合
同
社
的
榊
丸
競
前
往
青
島
並
子
次
日
到
達
，
之
後
瀞
覧
了
海
水
浴
場
、
熔
室
、



中
堅
、
青
島
神
社
、
女
子
事
校
等
地
。
四
月
一
至
三
日
先
後
波
覧
了
大
連
、
核
順
、
天
津
等
地
，
三
日
下
午
到
達
北
平
，
四
日
上
午
訪

問
公
使
館
後
赴
東
方
文
化
事
業
部
。
橋
川
時
雄
等
人
接
待
了
訪
問
国
一
行
，
諸
橋
帯
領
撃
生
在
東
方
文
化
事
業
部
園
書
室
閲
覧
宋
元
明

版
古
籍
，
薦
問
子
生
講
解
了
醐
蝶
装
，
並
指
出
了
東
方
文
化
事
業
部
園
書
室
蔵
書
的
特
貼
是
枚
集
了
大
量
清
人
著
作
的
初
刻
本
。
下
午
，

在
曾
客
室
拝
渇
拘
勧
芯
、
胡
玉
箔
等
中
国
間
子
者
後
，
聴
取
了
瀬
川
滋
之
進
封
東
方
文
化
事
業
的
介
紹
。
五
日
至
十
二
日
，
在
北
平
参
観

了
諸
多
景
鮎
及
文
化
設
施
，
時
有
保
翠
驚
敏
一
寸
室
田
庖
的
影
計
局
之
向
導
，
期
間
東
京
高
師
翠
業
生
協
似
顔
等
十
六
人
宴
議
了
族
行
圏
一
行
。

口
力
擦
書
後
所
附
《
族
中
曾
見
芳
名
録
》
記
載
，
在
京
期
間
，
族
行
彊
還
血
(
侍
増
湘
、
江
潟
、
徐
鴻
翼
一
、
衰
同
濯
、
陳
垣
相
馬
衡
、
陳
大

費
、
周
作
人
、
銭
稲
孫
、
朱
希
祖
、
徐
祖
正
、
野
満
隆
治
、
倉
石
武
四
郎
、
吉
川
幸
次
郎
等
人
気
遇
面
。
十
二
日
，
莱
火
車
赴
奉
天
，

逗
留
雨
日
後
経
由
安
東
祇
達
朝
鮮
平
壌
，
十
七
日
歪
京
城
，
之
後
参
観
了
朝
鮮
線
督
府
、
博
物
館
等
地
。
十
九
日
在
釜
山
菜
坐
畠
慶
丸

返
回
日
本
，
二
十
自
祇
達
東
京
。

本
書
由
三
部
分
構
成
。
第
一
繍
，
枚
録
版
行
略
圏
、
旅
行
日
程
、
版
行
園
名
車
、
版
行
日
記
.
，
第
二
繍
，
枚
録
小
林
信
明
《
西
湖

清
瀞
》
、
《
瀞
華
追
憶
》
、
赤
木
志
津
子
《
南
京
的
遺
族
問
子
校
》
、
《
旅
中
雑
詠
》
、
加
藤
↓
O
R
7
5

《
中
園
的
交
通
工
異
》
、
《
江
南
諸
寺

γ

越
慶
喜
《
飯
中
雑
感
》
、
《
西
湖
》
、
田
波
又
男
《
興
部
適
封
談
》
、
飯
山
春
雄
《
中
国
旗
行
雑
記
》
、
藤
川
熊
一
郎
《
国
立
中
央
大
撃
事

刊
所
載
中
薗
新
戯
曲
急
議
》
、
横
山
貞
裕
《
中
国
五
題
》
、
諸
橋
轍
次
《
柳
室
田
一
一
筆
》
等
二
ニ
篇
文
章
・

F

第
三
練
馬
附
録
，
牧
録
《
肢
中

台
国
見
者
芳
名
録
》
、
《
曾
計
余
録
》
，
前
者
記
録
了
在
中
国
及
朝
鮮
所
見
之
人
，
詳
細
記
録
其
工
作
軍
位
及
住
祉
，
具
有
復
高
的
資
料
債

値
。
後
者
記
録
了
所
購
物
品
債
格
，
是
研
究
該
年
物
債
的
好
資
料
。

枚
蔵
軍
位•• 

筑
波
大
事
附
麗
園
書
館
。

一

《
燕
山
楚
水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向
学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皐
中
国
旅
行
記
六
種
解
題
(
王
)

二
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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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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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二

O
一
七

二
六
頁

一
九
一
三
年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事
組
織
了
第
二
次
中
園
旅
行
圏

F

東
洋
史
事
科
教
授
有
高
岩
捨
任
園
長
，
園
田
県
高
教
給
湯
海
迂
一
一
一
、

東
洋
史
的
学
科
的
黒
津
信
吾
、
山
崎
宏
，
日
本
史
的
学
科
的
中
村
藤
樹
、
野
上
靖
文
、
漢
文
撃
科
的
小
島
政
雄
、
高
師
文
科
二
部
的
上
原
久
、

佐
藤
修
七
郎
、
村
重
嘉
勝
、
竹
倉
二
郎
，
高
師
文
科
四
部
的
浅
香
幸
雄
，
計
十
二
人
。
日
本
外
務
省
管
轄
下
的
封
華
文
化
一事
業
部
〈
負

責
庚
子
賠
款
返
還
事
{
旦
)
資
劫
旅
費
一
二

0
0
日
元
，
超
出
部
分
自
彊
員
個
人
承
捨
。

旅
行
圏
一
行
子
三
月
十
六
日
在
東
京
乗
火
車
出
禁
，
次
日
挺
達
神
戸
港
換
莱
長
崎
丸
前
往
上
海
，
船
上
巧
逢
京
都
大
事
日
本
史
寧

者
三
浦
毘
行
，
一
ニ
浦
受
数
所
大
豊
之
激
一
赴
華
講
授
明
治
維
新
。
十
九
日
下
午
祇
達
上
海
，
入
住
有
恒
路
三
七
披
的
辰
巳
屋
。
二
十

B
L

滋
賀
租
界
、
虹
口
市
場
、
日
本
上
海
綿
領
事
館
、
上
海
金
業
交
易
所
、
香
港
上
海
銀
行
、
東
亜
同
文
書
院
、
徐
文
公
墓
、
上
海
土
山
湾

印
書
館
、
天
文
室
、
法
租
界
、
釘
華
文
化
事
務
部
等
地
。
二
十
一
、
二
十
二
雨
日
，
赴
杭
州
瀞
西
湖
、
登
長
山
。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七
日

先
後
瀞
覧
了
蘇
州
、
鎮
江
、
揚
州
、
南
京
等
地
，
二
十
八
日
祇
達
也
阜
参
観
孔
廟
，
次
日
登
泰
山
。
三
十
日
在
湾
南
濃
覧
大
明
湖
、
釣

《
犬
泉
。
三
十
一
日
凌
震
二
時
八
分
挺
達
北
京
，
諸
橋
轍
次
、
寺
田
範
三
在
車
砧
迎
接
旅
行
圏
↑
行
，
之
後
入
住
東
城
洋
溢
胡
同
=
一
一
二

舘
，
下
午

F

有
古
向
、
浅
海
、
小
島
、
山
崎
四
人
奔
琉
璃
廠
購
書
。
宣
(
後
在
北
平
滞
留
五
日
，
瀞
臨
見
了
多
慮
景
貼
及
文
化
設
、施
。
四
日

R

諸
橋
、
上
島
在
一
二
三
舘
設
宴
慰
労
版
行
冨
，
諸
橋
因
阻
(
中
園
撃
者
有
約
，
提
前
離
席
。
六
日
赴
天
津
，
七
日
在
天
津
莱
瀦
通
丸
一
赴
大

連
，
其
後
瀞
臨
見
旅
順
、
奉
天
、
安
東
等
地
後
進
入
朝
鮮
，
十
六
日
在
釜
山
乗
船
返
回
日
本
。

本
霊
園
前
附
版
行
線
路
略
圏
、
版
行
日
程
、
旅
行
圏
名
車
、
版
行
日
記
。
之
後
枚
録
一
族
行
感
想
一
五
篇
，
分
別
罵
:
浅
海
正
一
一二
《
青

天
白
日
旗
興
現
代
中
国
》
、
浅
香
幸
雄
《
中
国
教
科
書
中
所
見
日
本
観
》
、
上
原
久
《
三
民
主
義
雑
感
》
、
野
上
靖
文
《
中
国
一
瞥
感
》
、

山
崎
宏
《
看
板
輿
翼
貰
》
、
《
訪
華
雑
感
》
、
村
重
嘉
勝
《
中
国
留
民
性
》
、
竹
倉
二
郎
《
現
代
中
園
瞥
見
》
、
小
島
政
雄
《
中
図
版
行
小

記
》
、
佐
藤
修
七
郎
《
中
国
瞥
見
感
想
断
片
録
》
、
中
村
藤
樹
《
随
感
三
録
》
、
《
漫
談
中
園
旅
館
》
、
村
重
嘉
勝
《
瀞
華
追
憶
》
、
小
島



政
雄
《
中
園
版
行
》
、
有
高
岩
《
回
想
》
。
童
日
後
附
有
《
抜
中
合
同
見
芳
名
録
》
、
《
曾
計
報
告
》
。

枚
議
室
位•• 

筑
波
大
掌
附
層
圏
書
館
。

四

《
燕
遼
瀞
記
》

一
九
一
三
至
一
九
三
二
年
，
相
縫
爆
禁
了
九
・
一
八
事
袋
、
一
・
二
八
事
盤
、
偶
満
建
立
等
大
事
件
，
中
日
開
一
奈
急
劇
悪
化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撃
第
三
次
中
国
旅
行
圏
便
是
在
此
背
景
下
組
織
的
。
経
費
方
面
，
日
本
外
務
省
管
轄
下
的
封
華
文
化
事
業
部
補
助
金
及
自

費
共
計
一
五

0
0
日
元
，
内
野
、
寺
田
範
三
、
高
橋
、
卜
部
等
四
名
教
師
及
上
島
、
福
家
又
資
助
七
六
元
。

一
九
三
二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至
九
月
十
三
日
，
漢
壇
家
内
野
重
嶺
匿
長
帯
領
卜
部
山
石
太
郎
、
寺
田
範
三
、
松
南
生
、
寺
田
己
代
治
、

藤
瞬
、
市
川
本
太
郎
、
上
昌
一
夫
、
福
家
弘
、
小
選
文
四
郎
、
静
波
生
、

T
・
5
・
k
、
高
橋
喜
藤
次
、
昇
村
生
、
小
選
載
軒
、
草
洋

子
等
一
五
人
，
在
神
戸
港
来
坐
北
嶺
丸
在
塘
泊
登
陸
，
之
後
赴
北
平
，
在
北
平
逗
留
十
日
，
瀞
覧
了
文
夫
祥
褐
、
薙
和
{
呂
、
孔
子
廊
、

天
橋
、
天
壇
、
長
城
、
菖
蕎
山
、
玉
泉
山
、
白
雲
観
、
天
寧
寺
等
多
慮
景
鮎
，
又
在
故
宮
博
物
院
、
園
立
歴
史
博
物
館
、
園
立
北
平
圏

書
館
、
東
方
文
化
事
業
部
等
虚
閲
覧
善
本
古
籍
、
訪
談
中
園
事
者
。
其
中
，
自
〈
何
勧
芯
、
拐
玉
錯
、
楊
鍾
義
等
三
人
的
訪
談
録
極
異
資

料
債
値
。
二
十
九
日
，
赴
天
津
塘
泊
，
次
白
菜
長
平
丸
赴
大
連
，
之
後
瀞
覧
了
旗
順
、
鞍
山
、
奉
天

、
撫
頼
、
安
東
等
地
。
九
月
六
日

離
間
安
東
到
達
平
壌

F

在
朝
鮮
瀞
歴
京
城
、
大
郎
、
慶
州
、
蔚
山
、
東
莱
、
等
地
後
，
在
釜
山
乗
船
返
回
日
本
。

本
書
由
前
編
、
後
編
、
附
録
三
部
分
組
成
。
前
線
載
版
行
日
程
表
、
版
行
日
記
。
後
編
載
内
野
重
嶺
《
銀
行
的
全
貌
》
、
ト
部
岩

太
郎
《
版
行
所
感
》
、
寺
田
範
三
《
釘
中
国
留
民
性
的
観
察
》

、
松
南
生
《
生
存
的
力
量
輿
文
化
》
、
寺
田
己
代
治
《
北
平
雑
感
》
、
藤
朗

《
桐
劫
忍
先
生
的
一
句
建
議
担
(
〈
自
覧
〉
易
説
考
》
、
市
川
本
太
郎
《
華
北
的
建
築
》
、
上
恵
一
夫
《
近
代
中
圏
一{
示
法
家
族
制
的
崩
壊
》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皐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向
学
中
間
旅
行
記
六
種
解
題
(
王

二
七
頁



筑
波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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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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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六
号
二

O
一
七

二
八
頁

《
〈
護
運
篇
〉
中
〈
謹
記
〉
邸
(
〈
孔
子
家
語
〉
的
樹
立
》
、
小
漫
文
四
郎
《
撃
者
訪
問
記
》
、
静
波
生
《
訪
華
雑
感
》
、

τ
・

s
-
K
《封

華
友
好
》
、
高
橋
喜
藤
次
《
我
等
割
日
華
親
善
之
反
省
》
、
昇
村
生
《
満
洲
的
都
市
形
態
》
、
小
選
載
軒
《
瀞
縦
雑
詠
》
及
華
洋
子
《
族

中
随
筆
》
等
一
六
篇
文
章
。
附
録
載
《
抜
中
曾
見
芳
名
録
》
及
《
命
日
計
報
告
》
。

牧
蔵
軍
位
・
・
筑
波
大
望
附
属
国
書
館
。

五

《
遼
燕
紀
行
》

一
九
三
九
年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撃
組
織
了
第
四
次
中
国
旅
行
圏
，
園
長
由
東
洋
史
闘
争
科
的
教
授
有
寓
岩
携
任
，
圏
員
有
研
究
助
手

木
村
正
確
以
及
東
洋
史
事
科
的
関
子
生
井
手
達
郎
、
栗
村
宣
夫
、
鈴
木
孝
、
平
井
正
士
、
伊
瀬
仙
一
太
郎
、
内
崎
和
夫
、
島
袋
善
吉
、
福
一
号

繁
次
郎
、
宣
江
康
治
、
徳
山
正
人
，
共
計
一
二
人
。
此
次
抜
行
圏
亦
得
到
了
外
務
省
封
華
文
化
事
業
部
的
資
一
助
。
据
前
述
…
《
本
邦
人
満

支
視
察
放
行
関
係
雑
件
・
補
助
事
員
施
関
係
》
記
載
，
有
高
岩
獲
得
了
白
0
0
日
一
河
、
毎
名
撃
生
獲
得
一
ア
七
O
日
一
応
的
経
費
支
持
。
一

族
行
圏
一
行
子
一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上
野
乗
車
出
禁
，
二
十
八
日
挺
達
新
潟
懸
沼
霊
中
央
埠
頭
換
来
月
出
丸
。
此
時
正
一

憧
日
本
侵
華
、
大
量
輸
出
移
民
之
際
，
船
中
乗
客
有
長
野
、
福
島
、
茨
城
、
栃
木
等
感
的
分
村
集
国
移
民
先
遣
隊
成
員
百
数
十
名
a

二

十
九
日
，
族
行
圏
在
館
中
興
開
拓
圏
幹
部
就
青
少
年
義
勇
軍
、
分
村
移
民
、
一
般
移
民
的
現
拭
、
経
済
、
教
育
、
霞
療
、
土
地
制
度
一
等

問
題
進
行
了
間
個
多
小
時
的
座
談
。
三
十
日
，
在
清
津
港
登
陸
，
三
十
一
日
挺
達
安
寧
懸
東
京
城
，
参
観
了
上
京
龍
泉
府
遺
叫
弘
、
安
寧

懸
激
海
保
公
立
鳳
棲
閲
民
間
学
校
、
南
大
廓
。
之
後
波
覧
了
拾
爾
演
、
長
春
、
泰
夫
、
承
徳
等
地

F

四
月
七
日
挺
達
北
京
r

滞
留
六
日
。

参
観
了
孔
子
廟
、
瞳
子
監
、
薙
和
{
呂
、
文
夫
祥
褐
、
興
亜
続
聯
絡
部
、
日
軍
司
令
部
、
西
苑
、
紫
禁
城
、
慮
溝
橋
、
天
寧
寺
、
白
雲
欝

故
宮
博
物
院
、
玉
泉
山
、
蕎
蕎
山
、
北
海
公
園
、
天
壇
、
先
由
民
壇
、
日
本
大
使
館
等
地
，
期
間
一
億
巽
東
防
共
自
治
政
府
代
理
長
官
池
宗



墨
設
宴
招
待
了
版
行
圏
一
行
。
四
月
十
一
日
赴
天
津
，
若
渓
曾
曾
員
五
人
、
楼
蔭
命
日
命
日
員
四
人
在
車
泊
迎
接
一
行
，
之
後
参
観
私
立
中

日
中
撃
、
南
関
大
撃
被
昨
遺
祉
、
天
津
北
彊
博
物
館
、
天
後
{
呂
、
李
公
褐
等
地
。
十
二
至
十
九
日
，
従
天
津
乗
船
赴
大
連
，
之
後
瀞
臨
見

抜
順
、
平
壌
、
京
城
(
首
爾
)
、
慶
州
等
地
後
返
回
日
本
。

此
書
前
附
《
旅
行
経
過
地
絡
園
》
、
《
旅
行
日
程
表
》
、
《
版
行
国
人
名
》
，
其
後
由
版
行
日
志
、
研
究
・
感
想
、
附
録
三
部
分
構
成
。

研
究
・
感
想
部
分
牧
銀
有
高
岩
《
従
移
民
史
的
角
度
看
満
洲
移
民
》
、
木
村
正
雄
《
満
洲
水
利
問
題
研
究
的
必
要
性
》
、
栗
村
宣
夫
《
関

於
東
亜
文
化
的
提
嬉
》
、
鈴
木
孝
《
版
行
雑
感
》
、
平
井
正
士
《
雑
感
》
、
内
崎
和
夫
《
雑
感
》
、
徳
山
正
人
《
雑
感
》
、
宮
下
清
《
感

想
》
、
宣
江
虞
治
《
民
俗
雑
筆
》
、
島
袋
善
吉
《
感
想
》
、
福
島
繁
次
郎
《
作
属
工
作
的
日
本
語
雑
感
》
、
伊
澱
仙
太
郎
《
回
教
問
題
》
、

井
手
達
郎
《
東
豆
協
問
題
的
賓
現
》
、
築
浦
進
一
《
雑
感
》
等
論
文
及
感
想
文
一
四
篇
。
附
録
部
分
馬
《
旅
中
曾
見
者
芳
名
録
》
、
番
目

計
報
告
で

枚
麓
車
位•• 

筑
波
大
撃
的
麗
園
書
館
。

...L. ，、

《
開
拓
約
大
陸
》

本
次
旅
行
圏
是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塑
校
地
理
問
子
専
業
組
織
的
偶
潟
地
理
調
査
研
究
活
動
。
調
査
圏
由
東
京
高
問
地
理
専
業
的
教
授
花

井
重
次
、
武
見
芳
二
以
及
偶
満
移
住
協
合
間
的
岩
本
泰
治
負
責
帯
隊
指
導
，
佐
野
政
雄
、
上
島
正
徳
、
奥
山
龍
一
負
責
事
務
，
野
村
正
七
、

橋
本
正
雄
、
児
玉
正
之
負
責
曾
計
，
渡
遷
茂
、
上
谷
妊
三
、
安
藤
安
彦
負
責
記
録
，
田
村
吃
也
負
責
衛
生
。
又
終
一
八
名
地
理
専
業
的

関
子
生
分
馬
九
組
，
毎
組
雨
人
，
分
別
負
責
各
地
的
調
畜
一
任
務
。
異
龍
如
下••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向
学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皐
中
国
旅
行
記
六
種
解
題
(
王

二
九
頁



筑
波
中
国
文
化
論
推
第
三
十
六
号

。
七

一ニ

O
責

第
一
組
清
津
至
園
何
安
藤
清
吉
歌
田
一
郎

第
二
組
園
何
至
牡
丹
江
字
留
田
敬
一
江
尻
逸
雄

第
三
組
牡
丹
江
至
嬬
栄
村
大
津
藤
重
菊
地
利
夫

第
四
組
痛
い
栄
村
附
近
木
内
四
郎
兵
衛
久
坂
三
郎

第
五
組
牡
丹
江
至
姶
爾
漬
小
林
二
三
佐
佐
木
哲

第
六
組
恰
爾
漬
奈
長
春
佐
田
彊
鈴
木
精
一
郎

第

七

組

長

春

至

吉

林

谷

口

五

男

田

村

吃

也

第
八
組
吉
林
至
奉
天
(
合
撫
順
)
徳
永
香
草
中
山
嘉
雄

第
九
組
奉
天
至
大
連
(
合
服
順
)
橋
口
一
日
一
橋
田
清

旅
行
園
共
計
三

O
人
。
該
年
六
月
四
日
起
娃
績
在
日
本
国
民
高
等
撃
校
訓
練
雨
日
，
在
内
原
満
蒙
開
拓
青
少
年
義
勇
軍
訓
練
所
訓

練
五
日
。
七
月
十
七
日
在
新
潟
懸
来
満
洲
丸
出
設
，
十
九
日
在
清
津
登
陸
。
之
後
沿
路
在
羅
津
、
南
陽
、
園
伺
、
牡
丹
江
、
菊
川
内
木
、
佐

木
斯
、
千
振
、
蛤
爾
漬
、
長
春
、
吉
林
、
泰
夫
、
撫
順
、
大
連
、
版
順
等
地
進
行
了
地
理
調
査
，
八
月
十
一
日
在
大
連
乗
船
返
回
日
本
。

本
書
前
附
在
各
地
拍
掻
照
片
二
九
張
ー
備
潟
版
行
経
過
地
路
園
一
副
，
森
岡
常
識
《
開
拓
的
大
陸
で
佐
佐
木
三
之
助
《
大
陸
自
(

青
年
間
子
徒
》
、
中
山
久
四
郎
《
去
潮
通
猷
鴇
三
千
里
的
満
洲
》
、
有
高
山
石
《
感
想
》
、
田
中
啓
一
爾
《
大
陸
版
行
》
、
内
田
寛
一
《
一
一
間
前

往
》
、
中
川
一
男
《
迎
送
満
洲
版
行
隊
》
等
七
篇
序
文
，
之
後
日
疋
地
理
研
究
隊
版
行
要
項
，
包
括
綱
領
、
隊
員
名
豊
和
分
工
~
注
意
事

項
及
版
行
日
程
。
正
文
由
満
洲
的
印
象
及
満
洲
地
理
見
聞
録
雨
部
分
組
成
，
前
者
枚
録
花
井
重
次
《
時
局
輿
新
日
本
教
育
之
我
見
》
、

武
見
芳
二
《
随
想
》
、
岩
本
泰
治
《
参
加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的
学
校
満
洲
地
理
研
究
隊
》
、
安
藤
清
吉
《
満
洲
一
線
行
雑
感
で
安
藤
安
彦
一
《
大



陸
抜
行
感
想
》
、
上
島
正
徳
《
満
洲
版
行
感
想
断
片
》
、
歌
田
一
郎
《
勤
労
工
作
之
心
》
、
宇
留
田
敬
一
《
自
我
淘
酔
的
地
方
一
》
、
江
尻
逸

雄
《
満
洲
版
行
感
想
》
、
奥
山
龍
一
《
関
於
農
業
移
民
的
国
策
》
、
大
津
藤
重
《
雑
感
》
、
上
谷
荘
=
一
《
感
想
一
》
、
菊
池
利
夫
《
日
本
民
族

的
大
遷
移
》
、
木
内
四
郎
兵
衛
《
潟
洲
版
行
雑
感
》
、
久
坂
三
郎
《
感
想
》
、
児
玉
正
之
《
菊
輿
蘭
》
、
小
林
二
三
《
満
洲
版
行
感
想
》
、

楼
井
明
俊
《
内
原
的
感
想
》
、
佐
佐
木
哲
《
日
程
本
上
的
気
息
》
、
佐
田
彊
《
満
洲
版
行
之
感
想
》
、
佐
野
政
雄
《
大
陸
印
象
》
、
鈴
木
精

一
郎
《
満
洲
雑
感
》
、
谷
口
五
男
《
致
内
地
友
人
》
、
田
村
吃
也
《
三
江
省
随
記
》
、
徳
永
香
草
《
満
洲
族
行
感
想
マ
中
山
嘉
雄
《
満
洲

旅
行
感
想
》
、
野
村
正
七
《
大
陸
問
題
二
三
》
、
橋
口
百
一
《
封
書
貝
行
移
民
之
二
三
希
望
》
、
橋
田
清
《
満
洲
旅
行
感
想
》
、
橋
本
正
確
《
満

洲
版
行
感
想
》
、
渡
遺
茂
《
潟
洲
之
版
》
等
=
二
篇
文
章
，
後
者
枚
録
安
藤
清
吉
《
閲
於
清
津
港
奥
羅
津
港
》
、
木
内
四
郎
兵
衛
《
国
何

至
佳
木
斯
的
地
質
輿
地
形
》
、
歌
田
一
郎
《
国
何
》
、
江
尻
逸
雄
《
新
興
都
市
牡
丹
江
》
、
大
津
藤
重
《
従
牡
丹
江
到
移
民
地

γ
久
坂
三

郎
《
第
一
次
日
本
農
業
移
民
地
瀬
川
栄
村
的
人
文
地
理
》
、
菊
地
利
夫
《
菊
川
栄
村
輿
千
振
郷
的
農
業
経
醤
》
、
小
林
二
三
《
従
牡
丹
江
到
拾

爾
漬
》
、
佐
佐
木
質
《
従
都
市
議
展
角
度
看
姶
爵
漬
》
、
鈴
木
精
一
郎
《
従
恰
爾
漬
到
新
京
こ
主
演
線
沿
線
)
》
、
佐
田
彊
《
首
都
新
京
的

都
市
計
劃
》
、
谷
口
五
男
・
田
村
吃
也
《
従
新
京
到
吉
林
》
、
徳
永
香
草
《
奉
吉
線
沿
線
輿
奉
天
》
、
中
山
嘉
雄
《
開
於
撫
順
一》
、
橋
口
亘

《
関
東
州
》
、
橋
田
清
《
大
津
田
(
族
頼
》
等
一
六
篇
調
査
記
録
。
書
後
附
事
務
、
記
録
、
衛
生
‘
曾
計
等
四
種
版
行
報
告
。

牧
蔵
軍
位•• 

筑
波
大
事
附
層
圏
書
館
。

録
会火
民氏

以
上
六
種
瀞
記
起
自
一
九

O
七
年
，
裁
至
一
九
三
九
年
，
是
日
本
新
興
知
識
階
層
封
華
探
宏
一
興
認
識
的
忠
賓
記
録
，
封
研
究
特
定

歴
史
僚
件
下
的
中
園
社
曾
及
中
日
閥
系
異
有
彼
高
的
史
料
債
値
。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皐
校
、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皐
中
園
旅
行
記
六
種
解
題

(
王
)

三

一
頁



筑
波
中
国
文
化
論
叢
第
三
十
六
号

。
七

三
三
真

男
外
，
根
擦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関
子
漢
文
筆
科
的
《
漢
文
筆
曾
命
日
報
》
第
六
披
(
一
九
三
七
年
)
、
第
十
競
(
一
九
三
九
年
〉
的
《
接

合
閏
嚢
報
》
記
載
，
漢
文
同
学
科
還
組
織
過
雨
次
中
国
放
行
園
。
第
一
次
是
一
九
三
六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至
四
月
上
旬
，
小
林
信
明
属
国
長
，

園
員
有
土
肥
輝
雄
、
松
下
厚
、
内
藤
由
己
男
、
吉
田
元
定
、
陳
察
煉
昌
等
教
名
問
子
生
。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三
日
該
族
行
圏
在
東
京
文
理

科
大
中
学
新
館
北
部
命
日
議
室
塞
行
了
報
告
命
日
，
土
肥
、
内
藤
、
吉
田
、
陳
等
四
人
分
別
就
行
程
、
政
治
、
教
育
、
風
俗
進
行
了
藁
報
。
第

二
次
固
定
一
九
三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至
四
月
上
旬
，
国
長
由
内
野
重
嶺
携
任
。
一
九
三
九
年
五
月
六
日
，
該
寓
成
員
在
漢
文
寧
第
二
研
究

室
翠
行
ア
報
告
曾
，
内
容
分
別
高
内
野
重
嶺
《
所
感
》
、
荒
井
策
《
大
陸
印
象
》
、
牛
島
徳
次
《
北
京
的
郊
外
マ
米
山
寅
太
郎
《
麓
溝

橋
畔
》
、
一
裏
善
一
郎
《
日
本
人
的
無
謹
》
、
雨
宮
重
治
《
中
園
文
化
的
特
質
》
、
鈴
木
経
雄
《
戯
曲
》
、
石
山
興
武
《
東
安
市
場
》
、
大
島

一
《
中
図
的
衛
生
》
、
高
橋
俊
英
《
教
育
的
現
拭
》
、
雨
宮
重
治
《
中
国
的
日
本
語
教
育
》
、
鎌
田
正
《
提
携
教
育

γ
飯
田
吉
郎
《
宗

教
》
、
荒
井
策
《
政
治
》
、
須
藤
功
《
談
熱
河
》
、
内
野
重
嶺
《
飛
機
的
錦
途
》
、
鈴
木
睦
雄
《
余
興
(
中
国
歌
曲
V

》
。
可
惜
，
這
雨
次

旅
行
圏
的
旅
行
報
告
資
料
尚
未
設
現
，
特
記
於
文
末
以
待
後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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