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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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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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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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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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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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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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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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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
・
下
段
史
書
記
事
：
上
段
史
書
記
事
に
対
す
る
後
代
史
書
の
記
事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三
国
志

列
伝

夏
后
少
康
之
子

封
於
會
稽

斷
髮･

文
身
以
避
蛟
龍
之
害

｜

｜

｜

｜

｜

｜

｜

｜

｜

｜

｜

｜

・
魏
書

晋
書

列
伝

自
謂
〝

太
伯
之
後
〟

昔
夏
少
康
之
子

封
於
會
稽

斷
髮･

文
身
以
避
蛟
龍
之
害

梁
書

列
伝

倭
者

自
云
〝

太
白
之
後
〟

俗
皆
文
身

北
史

列
伝

俗
皆
文
身

自
云
〝

太
白
之
後
〟

漢
書

志

（
地
理
志
・
燕
地
）

後
漢
書

列
伝

（
東
夷
・
序
文
）

前
漢
（
武
帝
）

｜

｜

｜

｜

｜

｜

｜

｜

｜

樂
浪
海
中
有
倭
人

分
為
百
餘
國

以
歲
時
來
地
見
云

燕
人
衛
满
避
地
朝
鲜

因
王
其
國
百
有
餘
歳

：

如
淳
曰

如
墨
委
面

在
帶
方
東
南
萬
里

武
帝

滅
之

於
是
東
夷
始
通
上

前
一
四
一

～
前
八
七

臣
瓉
曰
倭
是
國
名

不
謂
用
墨

故
謂
之
委
也

（
東
夷
・
倭
）

武
帝
滅
朝
鲜

師
古
曰
如
淳
云

如
墨
委
面

蓋
音
委
字
耳

此
音
非
也

倭
音
一
戈
反

今
猶
有
倭
國

魏

凡
百
余
國

自
武
帝
滅
朝
鲜

使
譯
通
於
漢
者
三
十
許
國

：
前
一
〇
八

年

略
云

倭
在
帶
方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爲
國

度
海
千
里

復
有
國

皆
倭
種

三
国
志

列
伝

舊
百
餘
國

・
魏
書

漢
時

有
朝
見
者

晋
書

列
伝

舊

有
百
餘
小
國
相
接

五

乙
丑

垂
仁

卅
四

(

漢)

元
始

五

列
伝

（
元
始
五
年
）

新
（
王
莽
）

｜

｜

｜

｜

｜

平
帝

莽
復
奏
曰

八

～
二
三

「
…
…

越
裳
氏
重
譯
獻
白
雉

黃
支
自
三
萬
里
貢

東
夷
王

度
大
海

奉
國
珍

…
…
」



6

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廿
五

乙
酉

垂
仁

五
四

(

後
漢)

建
武

元

後
漢
書

列
伝

（
東
夷
・
序
文
）

三
国
志

列
伝

自
古
以
來

光
武
帝
：

｜

光
武
帝

～

建
武
之
初

・
魏
書

其
使
詣
中
國

皆
自
稱
〝

大
夫
〟

二
五

～
五
七

～

～

～

～

｜

五
六

丙
辰

垂
仁

八
五

卅
二

…
…
時

遼
東
太
守
祭
肜
威
讋
北
方

聲
行
海
表

於
是

濊･

貊･

倭･

韓

萬
里
朝
献

晋
書

列
伝

又
言

上
古
使
詣
中
國

皆
自
稱
〝

大
夫
〟

故

章･

和
已
後

使
聘
流
通

（
東
夷･

扶
餘
国
）

建
武
中

東
夷
諸
國

皆
來
献
見

五
七

丁
巳

垂
仁

八
六

建
武

二

帝
紀

中
元
二
年

春
正
月
辛
未

隋
書

列
伝

漢･

光
武
時

建
武

中
元

初
立
北
郊

祀
后
土

東
夷
倭
奴
國
主

遣
使
奉
獻

遣
使
入
朝

自
稱
〝

大
夫
〟

二
五

～
五
六

倭
在
帶
方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為
國

建
武
中
元
：

北
史

列
伝

漢･

光
武
時

五
六

～
五
七

列
伝

建
武
中
元
二
年

遣
使
入
朝

自
稱
〝

大
夫
〟

倭
奴
國

奉
貢
朝
賀

使
人
自
称
〝

大
夫
〟

倭
國
之
極
南
界
也

光
武

赐
以
印
绶

一
〇
七

丁
未

景
行

卅
七

孝
安
帝

永
初

元

帝
紀

永
初
元
年

冬
十
月

隋
書

列
伝

安
帝
時

孝
安
帝
：

倭
國

遣
使
奉
獻

又
遣
使
朝
貢

謂
之
〝

俀
奴
國
〟

一
〇
六

～
一
二
五

倭
国
去
樂
浪
萬
二
千
里

男
子
鯨
面
文
身

以
其
文
左
右
大
小

別
尊
卑
之
差

見
本
傳

列
伝

安
帝

永
初
元
年

北
史

列
伝

安
帝
時

倭
國
王
師
升
等

献
生
口
百
六
十
人

願
請
見

又
遣
朝
貢

謂
之
〝

俀
奴
國
〟

一
四
六

丙
戌

成
務

十
六

孝
桓
帝

建
和

元

列
伝

桓･

靈
之
間

三
国
志

列
伝

其
國
本
亦
以
男
子
爲
王

住
七･

八
十
年

後
漢
：

～

倭
國
大
亂

更
相
攻
伐

歴
年
無
主

・
魏
書

倭
國
亂

相
攻
伐
歷
年

二
五

～
二
二
〇

～

～

～

～

一
八
九

己
巳

五
九

孝
靈
帝

光
和

七

有
一
女
子

名
曰
〝

卑
彌
呼
〟

於
是
共
立
爲
王

乃
共
立
一
女
子
爲
王

名
曰
〝

卑
彌
呼
〟

孝
桓
帝
：

晋
書

列
伝

以
男
子
爲
王

漢
末

一
四
六

～
一
六
七

倭
人
亂

攻
伐
不
定

乃
立
女
子
爲
王

名
曰
〝

卑
彌
呼
〟

孝
靈
帝
：

南
斉
書

列
伝

漢
末

一
六
七

～
一
八
九

以
来

立
女
王

光
和
中
：

一
七
八

～
一
八
四

梁
書

列
伝

漢･

靈
帝

光
和
中

倭
國
亂

相
攻
伐
歷
年

乃
共
立
一
女
子
卑
彌
呼

爲
王

卑
彌
呼

無
夫
婿

挾
鬼
道

能
惑
衆

故
國
人
立
之

有

男
弟
佐
治
國

自
爲
王

少
有
見
者

以
婢
千
人
自
侍

唯
使
一
男
子
出
入
傳
教
令



7

（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所
處
宮
室

常
有
兵
守
衛

※
卑
彌
呼
：
原
文
「
彌
呼
無
夫
婿
」
を
校
訂

隋
書

列
伝

桓
・
靈
之
間

其
國
大
亂

遞
相
攻
伐

歷
年
無
主

有

女
子
名
卑
彌
呼

能
以
鬼
道
惑
衆

於
是
國
人
共
立
爲
王

有

男
弟

佐
卑
彌

理
國

其
王
有
侍
婢
千
人

罕
有
見
其
面
者

唯
有
男
子
二
人
給
王
飲
食

通
傳
言
語

其
王
有

宮
室･

樓
觀･

城
柵

皆
持
兵
守
衛

爲
法
甚
嚴

自
魏
至
於
齊･

梁

代
與
中
國
相
通

※
佐
卑
彌
→
佐
卑
彌
乎

一
七
八

戊
午

成
務

四
八

孝
霊
帝

光
和

元

北
史

列
伝

靈
帝

光
和
中

光
和
：

其
國
亂

遞
相
攻
伐

歷
年
無
主

一
七
八

～
一
八
四

～

～

～

～

一
八
四

甲
子

五
四

七

有

女
子
名
卑
彌
呼

能
以
鬼
道
惑
衆

國
人
共
立
爲
王

無
夫

有
二
男
子

給
王
飲
食

通
傳
言
語

其
王

有
宮
室･

樓
觀･

城
柵

皆
持
兵
守
衛

爲
法
甚
嚴

一
九
六

丙
子

仲
哀

五

献
帝

建
安

元

三
国
志

列
伝

（
烏
丸
鮮
卑
東
夷
・
韓
）

献
帝
：

｜

｜

・
魏
書

建
安
中

一
八
九

～
二
二
〇

～

～

～

～

二
二
〇

辛
丑

神
功

廿

廿
六

公
孫
康

分
屯
有
縣

以
南
荒
地
爲
帶
方
郡

遣

公
孫
模･

張
敞
等

收
集
遺
民

興

兵
伐
韓･

濊

建
安
：

舊
民
稍
出

一
九
六

～
二
二
〇

是
後

倭･

韓

遂
屬
帶
方

二
二
〇

庚
子

神
功

廿

(

魏)

三
国
志

列
伝

今

使
譯
所
通
三
十
國

晋
書

列
伝

魏
時

｜

｜

皇
后

文
帝

黄
初

元

・
魏
書

有
三
十
國
通
好

～

～

～

二
六
五

乙
酉

摂
政

六
五

～

～

～

元
帝

咸
熙

二

隋
書

列
伝

魏
時譯

通
中
國
三
十
餘
國

皆
自
稱
王

夷
人

不
知
里
數

但
計
以
日

北
史

列
伝

魏
時譯

通
中
國
三
十
餘
國

皆
稱
子

夷
人

不
知
里
數

但
計
以
日

二
三
七

丁
巳

卅
七

明
帝

景
初

元

帝
紀

景
初
元
年

春
正
月
壬
辰

「
景
初
暦
」

｜

｜

｜

山
茌
茌
縣
言
黄
龍
見
茌
音
仕
狸
反

於
是
司
奏

に
改
暦
。

「
以
爲
魏
得
地
統

宜
以
建
丑
之
月
爲
正

夏
正
→
殷
正

三
月
定
暦
改
年
爲
孟
夏
四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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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二
三
八

戊
午

神
功

卅
八

(

魏)

景
初

二

三
国
志

列
伝

景
初
二
年
六
月

晋
書

列
伝

宣
帝
之
平
公
孫
氏
也

其
女
王
遣
使
至
帶
方
朝
見

｜

｜

皇
后

明
帝

・
魏
書

倭
女
王

遣
大
夫
難
升
米
等

詣
郡

求
詣
天
子
朝
獻

其
後
貢
聘
不
絕

及

文
帝
作
相

又
數
至

摂
政

太
守
劉
夏

遣
吏
將
送
詣
京
都

※

宣
帝
（
司
馬
懿
、
晋
の
初
代
皇
帝
）

文
帝
（
司
馬
昭
、
司
馬
懿
の
子
）

其
年
十
二
月

梁
書

列
伝

至

魏

景
初
三
年

詔
書

報
倭
女
王
曰

公
孫
淵
誅
後

卑
彌
呼

始
遣
使
朝
貢

「
制
詔

親
魏
倭
王
卑
彌
呼

魏
以
爲
親
魏
王

假
金
印
紫
綬

帶
方
太
守
劉
夏

遣
使
送
汝
大
夫
難
升
米

次
使

都
巿
牛
利

北
史

列
伝

魏

景
初
五
年

奉
汝
所

獻
男
生
口
四
人･

女
生
口
六
人

公
孫
文
懿
誅
後

卑
彌
呼
始
遣
使
朝
貢

班
布
二
匹
二
丈

以
到

魏
主

假
金
印
紫
綬

汝

所
在
逾
遠

乃
遣
使
貢
獻

是
汝
之
忠
孝

我
甚
哀
汝

※

景
初
五
年:

中
華
書
局
本
「
景
初
三
年
」
に
校
訂

今
以

汝

爲
親
魏
倭
王

假
金
印
紫
綬

裝
封
付

帶
方
太
守

假
授
汝

其
綏
撫
種
人

勉
爲
孝
順

汝

來
使
難
升
米･

牛
利
涉
遠

道
路
勤
勞

今
以

難
升
米

爲
率
善
中
郎
將

牛
利

爲
率
善
校
尉

假
銀
印
青
綬

引
見
勞

賜
遣
還

今
以

絳
地
交
龍
錦
五
匹
臣
松
之
以
為
地
應
爲
綈

漢
文
帝
著
皂
衣
謂

之
弋
綈
是
也

此
字
不
體

非
魏
朝
之
失

則
傳
寫
者
誤
也

絳
地
縐
粟
罽
十
張･

蒨
絳
五
十
匹･

紺
青
五
十
匹

答

汝
所
獻
貢
直

又

特
賜
汝

紺
地
句
文
錦
三
匹･

細
班
華
罽
五
張

白
絹
五
十
匹

･

金
八
兩

五
尺
刀
二
口

･

銅
鏡
百
枚

真
珠

･
鉛
丹
各
五
十
斤

皆
裝
封
付

難
升
米･

牛
利

還
到
錄
受

悉
可
以
示
汝
國
中
人

使
知
國
家
哀
汝

故

鄭
重
賜
汝
好
物
也
」

二
三
九

己
未

応
神

卅
九

斎
王

三

帝
紀

景
初
三
年
十
二
月

殷
正
→
夏
正

｜

｜

｜

詔
曰

「
烈
祖
明
皇
帝
以
正
月
棄
背
天
下

臣
子
永
惟
忌
日
之
哀

景
初
三
年
は

其
復
用
夏
正

雖
違
先
帝

通
三
統
之
義

斯
亦
禮
制
所

十
三

月
ｹ

由
變
改
也

又
夏
正
於
數
爲
得
天
正

其
以
建
寅
之
月
爲
正
始
元
年
正
月

以
建
丑
月
爲
後
十

二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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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二
四
〇

庚
申

四
〇

正
始

元

列
伝

正
始
元
年

晋
書

帝
紀

魏

正
始
元
年
春
正
月

太
守
弓
遵

遣
建
忠
校
尉
梯
儁
等

東
倭
重
譯
納
貢

焉
耆
危
須
諸
國

弱
水
以
南

鮮
卑
名
王

奉

詔
書･

印
綬

詣
倭
國

皆
遣
使
來
獻

拜
假
倭
王

并
齎
詔

賜
金･

帛･

錦･

罽･

刀･

鏡･

采
物

倭
王

因
使

上
表
答
謝
恩
詔

二
四
三

癸
亥

四
三

四

帝
紀

（
正
始
四
年
）
冬
十
二
月

｜

｜

｜

倭
国
女
王
俾
彌
呼

遣
使
奉
献

列
伝

其
四
年
（
正
始
四
年
）

倭
王

復
遣
使

大
夫
伊
聲
耆･

掖
邪
狗
等
八
人

上
獻

生
口･

倭
錦･

絳
青
縑･

緜
衣･

帛
布･

丹
木･

■･

短
弓
矢

■
：
附
の
阝
→
犭

掖
邪
狗
等

壹
拜

率
善
中
郎
將
印
綬

二
四
五

乙
丑

四
五

六

列
伝

其
六
年
（
正
始
六
年
）

｜

｜

｜

詔

賜
倭
難
升
米

黃
幢

付
郡
假
授

二
四
七

丁
卯

四
七

八

列
伝

其
八
年
（
正
始
八
年
）

梁
書

列
伝

正
始
中

正
始
：

太
守
王
頎

到
官

卑
彌
呼
死

更
立
男
王

國
中
不
服

更
相
誅
殺

二
四
〇

～
二
四
九

倭
女
王
卑
彌
呼

與

狗
奴
國
男
王
卑
彌
弓
呼

素
不
和

復
立

卑
彌
呼
宗
女
臺
與

爲
王

遣
倭
載
斯･

烏
越
等

詣
郡

說
相
攻
擊
狀

其
後
復
立
男
王

並
受
中
國
爵
命

遣

塞
曹
掾
史
張
政
等

因
齎
詔
書･

黃
幢

拜
假
難
升
米
爲

檄
告
喻
之

北
史

列
伝

正
始
中

卑
彌
呼
以
死

大
作
冢

徑
百
餘
步

徇
葬
者
奴
婢
百
餘
人

卑
彌
呼
死

更
立
男
王

國
中
不
服

更
相
誅
殺

更
立
男
王

國
中
不
服

更
相
誅
殺

當
時
殺
千
餘
人

復
立
卑
彌
呼
宗
女
臺
與

爲
王

復
立
卑
彌
呼
宗
女
壹
與

年
十
三

爲
王
國
中
遂
定

其
後
復
立
男
王

竝
受
中
國
爵
命

政
等

以
檄
告
喻
壹
與

江
左
歴
晉･

宋･

齊･

梁･

朝
聘
不
絕

及
陳
平
至

壹
與

遣
倭
大
夫
率
善
中
郎
將
掖
邪
狗
等
二
十
人

送
政
等
還

因
詣
臺

獻
上

男
女
生
口
三
十
人

貢

白
珠
五
千･

孔
青
大
句
珠
二
枚

異
文
雜
錦
二
十
匹

二
六
六

丙
戌

六
六

（
西
晋
）
秦
始

二

晋
書

帝
紀

（
秦
始
二
年
）
十
一
月
己
卯

｜

｜

｜

｜

｜

倭
人

來
獻
方
物

列
伝

秦
始
初

秦
始

遺
使
重
譯
入
貢

二
六
五

～
二
七
五

二
七
六

丙
申

七

威
寧

二

帝
紀

（
威
寧
二
年
）
二
月
甲
午

｜

｜

｜

｜

｜

東
夷
八
國

歸
化

（
威
寧
二
年
）

秋
七
月
癸
丑

東
夷
十
七
國

內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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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二
七
七

丁
酉

応
神

八

（
西
晋
）
威
寧

三

晋
書

帝
紀

（
威
寧
三
年
）

｜

｜

｜

｜

｜

武
帝

是
歳西

北
雜
虜
及
鮮
卑･

匈
奴･

五
溪
蠻
夷･

東
夷
三
國
前
後
十

餘
輩

各
帥
種
人
部
落
內
附

二
七
八

戊
戌

九

四

帝
紀

（
威
寧
四
年
）
三
月
辛
酉

｜

｜

｜

東
夷
六
國

來
獻

是
歳東

夷
九
國

內
附

二
八
〇

庚
子

十
一

太
康

元

帝
紀

太
康
元
年

六
月
甲
申

｜

｜

｜

東
夷
十
國

歸
化

秋
七
月

東
夷
二
十
國

朝
獻

二
八
一

辛
丑

十
二

二

帝
紀

（
太
康
）
二
年

三
月
丙
申

｜

｜

｜

東
夷
五
國

朝
獻夏

六
月

東
夷
五
國

內
附

二
八
二

壬
寅

十
三

三

帝
紀

（
太
康
）
三
年

九
月

｜

｜

｜

東
夷
二
十
九
國

歸
化

獻
其
方
物

二
八
四

甲
辰

十
五

五

宋
史

列
伝

次

應
神
天
皇

奝
然･

王
年
代

｜

｜

甲
辰
歲

始
於
百
濟
得
中
國
文
字

記

今
號
〝

八
蕃
菩
薩
〟

有
大
臣
號
紀
武
內

年
三
百
七
歲

二
八
六

丙
午

十
七

七

帝
紀

（
太
康
）
七
年

八
月

｜

｜

｜

東
夷
十
一
國

內
附

二
八
七

丁
未

十
八

八

帝
紀

（
太
康
）
八
年

八
月

｜

｜

｜

東
夷
二
國

內
附

二
八
八

戊
申

十
九

九

帝
紀

（
太
康
）
九
年

九
月

｜

｜

｜

東
夷
七
國

詣
校
尉

內
附

二
八
九

己
酉

廿

十

帝
紀

（
太
康
）
十
年

五
月

｜

｜

｜

東
夷
十
一
國

內
附

是
歳東

夷
絕
遠
三
十
余
國･

西
南
夷
二
十
余
國

來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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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二
九
〇

庚
戌

廿
一

太
熙

元

帝
紀

太
熙
元
年

二
月
辛
丑

｜

｜

｜

東
夷
七
國

朝
貢

二
九
一

辛
亥

廿
二

孝
惠
帝

永
平

元

帝
紀

（
永
平
元
年
）
是
歲

｜

｜

｜

東
夷
十
七
國･

南
夷
二
十
四
部
並

詣
校
尉
內
附

三
八
二

壬
午

仁
徳

七
〇

（
東
晋
）
太
元

七

帝
紀

太
元
七
年

九
月

東
晋
：

｜

｜

｜

孝
武
帝

東
夷
五
國

遣
使
來
貢
方
物

三
一
七
夏

～
四
二
〇

孝
武
帝
：

四
一
三

癸
丑

允
恭

二

安
帝

義
熙

九

帝
紀

是
歲
（
義
熙
九
年
）

梁
書

列
伝

晉･

安
帝
時

三
七
六

～
三
九
五

高
句
麗･

倭
國

及
西
南
夷
銅
頭
大
師
並

獻
方
物

有

倭
王
贊

安
帝
：

贊
死
立
弟
彌

彌
死
立
子
濟

濟
死
立
子
興

興
死
立
弟
武

三
九
六

～
四
一
八

南
史

列
伝

晉･

安
帝
時

五
胡
十
六
国

有

倭
王
讃

遣
使
朝
貢

三
〇
四

～
四
三
九

四
二
一

辛
酉

十

（
宋
）

永
初

二

宋
書

列
伝

高
祖

永
初
二
年

南
史

帝
紀

永
初
二
年

二
月
乙
丑

宋
：

｜

｜

武
帝

詔
曰

倭
國

遣
使
朝
貢

四
二
〇

～
四
七
九

「
倭
讃

萬
里
修
貢

遠
誠
宜
甄

可
賜
除
授
」

列
伝

及

宋･

武
帝

永
初
二
年

詔
曰

「
倭
讃

遠
誠
宜
甄

可
賜
除
授
」

四
二
五

乙
丑

十
四

文
帝

元
嘉

二

列
伝

太
祖

元
嘉
二
年

南
史

列
伝

文
帝

元
嘉
二
年

贊

又
遣
司
馬
曹
達

奉
表
獻
方
物

讃

又
遣
司
馬
曹
達

奉
表
獻
方
物

列
伝

贊
死

弟
珍
立

讃
死

弟
珍
立

四
二
六

十
五

三

遣
使
貢
獻

遣
使
貢
獻

自
稱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百
濟･

新
羅･

任
那･

秦
韓･

慕
韓

自
稱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百
濟･

新
羅･

任
那･

秦
韓･

慕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國
王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國
王

表
求
除
正

表
求
除
正

～

～

～

詔
除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詔
除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四
二
九

十
八

六

珍

又
求
除
正

倭
隋
等
十
三
人

珍

又
求
除
正

倭
隋
等
十
三
人

洧:

宋
書
「
隋
」

平
西･

征
虜･

冠
軍･

輔
國
將
軍
號

平
西･

征
虜･

冠
軍･

輔
國
將
軍
等
號

詔
並
聽

詔
並
聽
之

※
倭
隋
：
原
文
「
倭
洧
」
を
＋
校
訂

四
三
〇

庚
午

十
九

七

帝
紀

元
嘉
七
年

是
月
（
春
正
月
）

南
史

帝
紀

（
元
嘉
七
年
）

是
歲

倭
國
王

遣
使
獻
方
物

倭･

百
濟･

呵
羅
單･

林
邑･

呵
羅
他･

師
子
等
國

並
遣
使
朝
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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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四
三
八

戊
寅

允
恭

廿
七

（
宋
）

元
嘉

十
五

宋
書

帝
紀

元
嘉
十
五
年

夏
四
月
己
巳

南
史

帝
紀

是
歲
（
元
嘉
十
五
年
）

｜

｜

文
帝

以
倭
國
王
珍

為
安
東
將
軍

武
都･

河
南･

高
麗･

倭･

扶
南･

林
邑
等
國

並
遣
使
朝
貢

是
歲武

都
王･

河
南
國･

高
麗
國･

倭
國･

扶
南
國･

林
邑
國

並
遣
使
獻
方
物

四
四
三

癸
未

卅
二

廿

帝
紀

是
歲
（
元
嘉
二
十
年
）

南
史

帝
紀

是
歲
（
元
嘉
二
十
年
）

南
北
朝
開
始

｜

｜

河
西
國･

高
麗
國･

百
濟
國･

倭
國

竝

遣
使
獻
方
物

河
西･

高
麗･

百
濟･

倭
國

並

遣
使
朝
貢

四
三
九
年

列
伝

（
元
嘉
）
二
十
年

列
伝

（
元
嘉
）
二
十
年

倭
國
王
濟

遣
使
奉
獻

復
以
爲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倭
國
王
濟

遣
使
奉
獻

復
以
爲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四
四
五

乙
酉

卅
四

廿
二

帝
紀

（
元
嘉
）
二
十
二
年

春
正
月
辛
卯
朔

「
元
嘉
暦
」

｜

｜

｜

改
用

御
史
中
丞
何
承
天

元
嘉
新
曆

に
改
暦

四
五
一

辛
卯

四
〇

廿
八

帝
紀

（
元
嘉
）
二
十
八
年

秋
七
月
甲
辰

南
史

帝
紀

（
元
嘉
）
二
十
八
年

秋
七
月
甲
辰

安
東
將
軍･

倭
王
倭
濟

進
號
〝

安
東
大
將
軍
〟

進

安
東
將
軍
倭
王
綏
濟

為
安
東
大
將
軍

列
伝

（
元
嘉
）
二
十
八
年

列
伝

（
元
嘉
）
二
十
八
年

加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慕
韓

加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慕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將
軍

如
故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將
軍

如
故

并

除
所
上
二
十
三
人
軍･

郡

并

除

所
上
二
十
三
人
職

四
五
二

四
一

廿
九

～

列
伝

濟
死

世
子
興

遣
使
貢
獻

南
史

列
伝

濟
死

世
子
興

遣
使
貢
獻

～

～

四
五
九

雄
略

三

大
明

三

四
六
〇

庚
子

雄
略

四

孝
武
帝

大
明

四

帝
紀

（
大
明
四
年
）

十
二
月
丁
未

南
史

帝
紀

（
大
明
）
四
年

十
二
月
丁
未

倭
國

遣
使
獻
方
物

倭
國

遣
使
朝
貢

四
六
二

壬
寅

六

六

帝
紀

（
大
明
）
六
年

三
月
壬
寅

南
史

帝
紀

（
大
明
）
六
年

三
月
壬
寅

以
倭
國
王
世
子
興

爲
安
東
將
軍

以
倭
世
子
興

為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列
伝

世
祖

大
明
六
年

列
伝

孝
武

大
明
六
年

詔
曰

詔

授
興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
倭
王
世
子
興

奕
世
載
忠

作
籓
外
海

稟
化
寧
境

恭
修

貢
職

新
嗣
邊
業

宜
授
爵
號
可
〝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

」

四
六
三

癸
卯

七

七

列
伝

興
死

弟
武
立

南
史

列
伝

興
死

弟
武
立

～

自
稱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百
濟･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自
稱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百
濟･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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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四
七
六

丙
辰

廿

元
徽

四

･

慕
韓
七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國
王

･

慕
韓
七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國
王

四
七
七

丁
巳

廿
一

順
帝

昇
明

元

帝
紀

昇
明
元
年

冬
十
一
月
己
酉

｜

｜

｜

倭
國

遣
使
獻
方
物

四
七
八

戊
午

廿
二

二

帝
紀

（
昇
明
）
二
年

五
月
戊
午

南
史

帝
紀

（
昇
明
）
二
年

五
月
戊
午

倭
國
王
武

遣
使
獻
方
物

以

武
為
安
東
大
將
軍

以
倭
國
王
武

為
安
東
大
將
軍

列
伝

順
帝

昇
明
二
年

列
伝

順
帝

昇
明
二
年

遣
使
上
表
曰

遣
使
上
表
言

「
封
國
偏
遠

作
籓
于
外

「
自
昔
祖
禰

躬
擐
甲
胄

跋
涉
山
川

不
遑
寧
處

自
昔

祖
禰

躬
擐
甲
胄

跋
涉
山
川

不
遑
寧
處

東
征
毛
人
五
十
五
國

東
征
毛
人
五
十
五
國

西
服
衆
夷
六
十
六
國

西
服
衆
夷
六
十
六
國

陵
平
海
北
九
十
五
國

渡
平
海
北
九
十
五
國

王
道
融
泰

廓
土
遐
畿

累
葉
朝
宗

不
愆
于
歲

王
道
融
泰

廓
土
遐
畿

累
葉
朝
宗

不
愆
于
歲

臣
雖
下

道
逕
百
濟

裝
飾
船
舫

而
句
麗
無
道

圖
欲
見
吞

愚

忝
胤
先
緒

驅
率
所
統

歸
崇
天
極

道
遙
百
濟

裝

臣
亡
考
濟
方
欲
大
舉

奄
喪
父
兄

使
垂
成
之
功

不
獲

治
船
舫

一
簣

而
句
驪
無
道

圖
欲
見
吞

掠
抄
邊
隸

虔
劉
不
已

每
致

今
欲
練
兵
申
父
兄
之
志

稽
滯

以
失
良
風

雖
曰
進
路

或
通･

或
不

竊

自
假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其
餘
鹹
各
假
授

以
勸
忠
節
」

臣
亡
考
濟
實
忿
寇
讎

壅
塞
天
路

控
弦
百
萬

義
聲
感

詔

除
武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激

方
欲
大
舉

慕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奄
喪
父
兄

使
垂
成
之
功

不
獲
一
簣

居
在
諒
暗

不
動

※
加
羅
：
中
華
書
局
本
（
據
南
斉
書
補
）
に
よ
り
追
記

兵
甲

是
以
偃
息
未
捷

至
今
欲
練
甲
治
兵

申
父
兄
之
志

義
士
虎
賁

文
武
效

功

白
刃
交
前

亦
所
不
顧

若
以
帝
德
覆
載

摧
此
強
敵

克
靖
方
難

無
替
前
功

竊

自
假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其
餘
咸
假
授

以
勸
忠
節
」

詔

除
武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慕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四
七
九

己
未

廿
三

（
南
済
）
建
元

元

南
斉
書

帝
紀

建
元
元
年
夏
四
月
甲
午

梁
書

列
伝

齊

建
元
中

｜

｜

高
帝

上

卽
皇
帝
位

於
南
郊

詔

曰

除
武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伽
羅･

秦
韓･

慕
韓

「
…
…

改

昇
明
三
年

爲
建
元
元
年

…
…
」

六
國
諸
軍
事

鎮
東
大
將
軍

建
元
：

※
使
持
節･

都
督
：
原
文
「
持
節･

督
」
を
校
訂

四
七
九

～
四
八
二

列
伝

建
元
元
年

高
祖
卽
位

進
武

號
〝

征
東
將
軍
〟

高
祖
卽
位

進
新
除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六

※
「
梁
・
高
租
」
記
事
が
挿
入
、
征
東
將
軍
→
征
東
大
將
軍
？

：
四
七
九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武

號
爲
〝

鎮
東
大
將
軍

※
原
文
：「
慕
韓
」
記
述
無
し

南
史

列
伝

齊

建
元
中

除
武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慕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鎮
東
大
將
軍

※
使
持
節･

都
督
：
原
文
「
持
節･

都
督
」
を
校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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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四
九
九

己
卯

武
烈

元

東
昏
侯

永
元

元

梁
書

列
伝

齋

永
元
元
年

南
史

列
伝

齊

永
元
元
年

慧
深
は
扶
桑

｜

｜

昭
粛
帝

其
國
（
※
扶
桑
國
）
有
沙
門
慧
深

來
至
荊
州

其
國
有
沙
門
慧
深

來
至
荊
州

國･

女
国
を

(

諡
号)

※
南
済
國
で
記
述
す
べ
き
事
項
が
『
梁
書
』
に
紀
述
。

紹
介

五
〇
二

壬
午

四

（
梁
）

天
監

元

帝
紀

天
監
元
年
夏
四
月
丙
寅

｜

｜

｜

｜

｜

武
帝

高
祖

卽
皇
帝
位

於
南
郊

…
…

禮
畢

備
法
駕
卽
建
康
宮

臨
太
極
前
殿

詔
曰

「
…
…

改

齊･

中
興
二
年

爲
天
監
元
年

…
…
」

同
年

同
月

戊
辰

南
史

帝
紀

天
監
元
年

夏
四
月
戊
辰

(

梁)

武
帝
：

鎮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武

進
號
〝

征
東
大
將
軍
〟

鎮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武

進
號
征
東
將
軍

五
〇
二

～
五
四
九

※
征
東
將
軍
→
征
東
大
將
軍
？

列
伝

梁

武
帝

即
位

進

武
號
〝

征
東
大
將
軍
〟

五
五
二

壬
申

欽
明

十
三

貴
楽

元

元
帝

承
聖

元

北
史

列
伝

次

天
國
排
開
廣
庭
天
皇

亦
名
欽
明
天
皇

奝
然･

王
年
代

｜

｜

即
位
十
三
年

壬
申
歲

記

始
傳
佛
法
于
百
濟
國

當
此
土
梁
承
聖
元
年

五
八
四

甲
辰

敏
達

十
三

鏡
当

四

（
隋
）

開
皇

四

隋
書

志

（
律
暦
）
※
開
皇
暦

｜

｜

｜

高
租

（
開
皇
）
四
年
二
月
撰
成
奏
上
。
高
祖
下
詔
曰

「
張
賓
等
存
心
算
數

通
洽
古
今

每
有
陳
聞

多
所
啟
沃

五
八
九
年

畢
功
表
奏
，
具
已
披
覽

中
国
統
一

使
後
月
複
育

不
出
前
晦
之
宵

前
月
之
餘

罕
留
後
朔
之

旦減
朓
就
朒

懸
殊
舊
准

月
行
表
裡

厥
途
乃
異

日
交
弗
食

由
循
陽
道

驗
時
轉
算

不
越
纖
毫

逖
德
前
修

斯
秘
未
啟

有
一
於
此

實
為
精
密

宜
頒
天
下

依
法
施
用
。」

五
九
七

丁
巳

推
古

五

告
貴

五

十
七

帝
紀

（
開
皇
十
七
年
）
夏
四
月
戊
寅

｜

｜

｜

頒
新
曆
（
※
大
業
暦

）

志

（
律
暦

中
）

其
開
皇
十
七
年
（
※
五
九
七
年
）
所
行
曆
術

命
冬
至
起
虛
五
度

後
稍
覺
其
疏

至
大
業
四
年
（
※
六
〇
八
年
）
劉
焯
卒
後

乃
敢
改
法

命
起
虛
七
度

諸
法
率
更
有
增
損

朔
終
義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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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六
〇
〇

庚
申

八

八

廿

列
伝

開
皇
二
十
年

北
史

列
伝

開
皇
二
十
年

俀
王

姓
〝

阿
毎
〟

字
〝

多
利
思
北
孤
〟

號
〝

阿
輩
雞
彌
〟

俀
王

姓
〝

阿
每
〟

字
〝

多
利
思
比
孤
〟

號
〝

阿
輩
雞
彌
〟

遣
使
詣
闕

遣
使
詣
闕

上

令
所
司
訪
其
風
俗

上

令
所
司
訪
其
風
俗

使
者
言

使
者
言

「
俀
王

以
天
爲
兄

「
俀
王

以
天
爲
兄

以
日
爲
弟

天
未
明
時
出

聽
政

跏
趺
坐

以
日
爲
弟

天
明
時
出
聽
政

跏
趺
坐

日
出
便
停
理
務

云
〝

委
我
弟
〟

」

日
出
便
停
理
務

云
〝

委
我
弟
〟

」

高
祖
曰

文
帝
曰

「
此
太
無
義
理
」

「
此
大
無
義
理
」

於
是

訓
令
改
之

於
是

訓
令
改
之

新
唐
書

列
伝

随
（
開
皇
末
）

開
皇
：

次

用
明

亦
目
多
利
思
比
孤

隋
開
皇
末

直
始
與
中
國
通
五
八
一

～
六
〇
〇

宋
史

列
伝

隋

開
皇
二
十
年

倭
王
姓
〝

阿
每
〟

名
〝

自
多
利
思
比
孤
〟

遣
使
致
書

（
開
皇
中
）

奝
然
・
王
年

次

用
明
天
皇

代
記

有
子
曰
〝

聖
德
太
子
〟

年
三
歲

聞
十
人
語

同
時
解
之

七
歲

悟
佛
法
於
菩
提
寺

講
聖
曼
經

天
雨
曼
陀
羅
華

當
此
土

隋･

開
皇
中

遣
使
泛
海
至
中
國

求
法
華
經

六
〇
七

丁
卯

推
古

十
五

光
元

三

煬
帝

大
業

三

帝
紀

大
業
三
年

三
月
癸
丑

北
史

帝
紀

大
業
三
年

三
月
癸
丑

遣

羽
騎
尉
朱
寬

使
於
流
求
國

遣

羽
騎
尉
朱
寬

使
於
流
求
國

列
伝

大
業
三
年

北
史

列
伝

大
業
三
年

其
王
多
利
思
北
孤

遣
使
朝
貢

其
王
多
利
思
比
孤

遣
朝
貢

使
者
曰

使
者
曰

「
聞

海
西
菩
薩
天
子

重
興
佛
法

故
遣
朝
拜

「
聞

海
西
菩
薩
天
子

重
興
法

故
遣
朝
拜

兼

沙
門
數
十
人

來
學
佛
法
」

兼

沙
門
數
十
人

來
學
佛
法
」

其
國
書
曰

國
書
曰

〝

日
出
處
天
子

至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無
恙
云
云
〟

〝

日
出
處
天
子

致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無
恙

云
云
〟

帝
覽
之
不
悅

謂
鴻
臚
卿
曰

帝
覽
不
悅

謂
鴻
臚
卿
曰

「
蠻
夷
書

有
無
禮
者

勿
復
以
聞
」

「
蠻
夷
書

有
無
禮
者

勿
復
以
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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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六
〇
八

戊
辰

推
古

十
六

光
元

四

煬
帝

大
業

四

隋
書

帝
紀

大
業
四
年

三
月
壬
戌

北
史

帝
紀

（
大
業
四
年
）

三
月
壬
戌

百
濟･

倭･

赤
土･

迦
羅
舍
國

並

遣
使
貢
方
物

百
濟･

倭･

赤
土･

迦
羅
含
國

竝

遣
使
貢
方
物

列
伝

（
東
夷
・
琉
求
国
）

列
伝

（
東
夷
・
琉
求
国
）

明
年
（
四
年
）

明
年
（
大
業
四
年
）

時

俀
國
使
來
朝

見
之
曰

時

俀
國
使
來
朝

見
之
曰

「
此
夷
邪
久
國
人
所
用
也
」

「
此
夷
邪
久
國
人
所
用
」

列
伝

明
年
（
四
年
）

列
伝

明
年
（
四
年
）

上

遣
文
林
郎
裴
清

使
於
俀
國

上

遣
文
林
郎
裴
世
清

使
俀
國

度
百
濟

行
至
竹
島

度
百
濟

行
至
竹
島

南
望

耽
羅
国

經
都
斯
麻
國

廻
在
大
海
中

南
望
耽
羅
國

經
都
斯
麻
國

迥
在
大
海
中

又
東
至

一
支
國

又
東
至
一
支
國

又
至

竹
斯
國

又

至
竹
斯
國

又
東
至

秦
王
國

其
人
同
於
華
夏

以
爲
夷
洲

又
東
至
秦
王
國

其
人
同
於
華
夏

以
爲
夷
洲

疑
不
能
明
也

疑
不
能
明
也

又
經
十
餘
國

達
於
海
岸

又

經
十
餘
國

達
於
海
岸

自
竹
斯
國
以
東

皆
附
庸
於
俀

自
竹
斯
國
以
東

皆
附
庸
於
俀

俀
王

遣
小
德
阿
輩
台

從
數
百
人

設
儀
仗

鳴
鼓
角
來
迎

俀
王

遣
小
德
何
輩
台

從
數
百
人

設
儀
仗

鳴
鼓
角
來
迎

後
十
日

又
遣

大
禮
哥
多
毗

從
二
百
餘
騎

郊
勞

後
十
日

又
遣

大
禮
哥
多
毗

從
二
百
餘
騎

郊
勞

既
至
彼
都

既
至
彼
都

其
王

與

清

相
見

大
恱

曰

其
王

與

世
清

「
我
聞

海
西

有
大
隋
禮
義
之
國

故
遣
朝
貢

來
貢
方
物

我
夷
人

僻
在
海
隅

不
聞
禮
義

此
後
遂
絕

是
以
稽
留
境
內

不
即
相
見

今
故

清
道
飾
館

以
待
大
使

冀
聞
大
國
惟
新
之
化
」

※

※
『
三
国
史
記
』
百
済
本
紀
第
五

清
答
曰

三
国

百
済

（
武
王
）
九
年

春
三
月
（
※
六
〇
八
年
）

「
皇
帝
德
並
二
儀

澤
流
四
海

以
王
慕
化

史
記

本
紀

遺
使
入
隋
朝
貢

故
遣
行
人
來
此
宣
諭
」

隋･

文
林
郎
裴
清

奉
使
倭
國

徑
我
國
南
路

既
而
引
清
就
館

其
後

清
遣
人
謂
其
王
曰

「
朝
命
既
達

請
即
戒
途
」

於
是

設
宴
享
以
遣
清

復
令

使
者
隨
清

來
貢
方
物

此
後
遂
絕

六
一
〇

庚
午

十
八

六

六

帝
紀

六
年

春
正
月
癸
亥
朔

己
丑

北
史

帝
紀

大
業
六
年

春
正
月
癸
亥
朔
己
丑

倭
國

遣
使
貢
方
物

倭
國

遣
使
貢
方
物

二
月
乙
巳

二
月
乙
巳

武
賁
郎
將･

陳
稜

武
賁
郎
將･

陳
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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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州

擊
流
求
破
之

獻
俘
萬
七
千
口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州

擊
流
求
破
之

獻
俘
萬
七
千
口

頒
賜
百
官

頒
賜
百
官

六
一
九

己
卯

廿
七

倭
京

二

（
唐
）

武
徳

二

旧
唐
書

志

（
暦
）

新
唐
書

志

（
暦
）

「
戊
寅
曆
」

太
宗

高
祖

受
隋
禪

傅
仁
均
首
陳
七
事

高
祖

受
禪

將
治
新
曆

東
都
道
士
傅
仁
均
善
推
步
之
學

に
改
暦

言

戊
寅
歲
時
正
得
上
元
之
首

宜
定
新
曆

以
符
禪
代

太F

史
令
庾
儉

丞
傅
弈
薦
之

詔
仁
均
與
儉
等
參
議

由
是

造
戊
寅
曆

合
受
命
歲
名
為
〝

戊
寅
元
曆
〟

…
…

高
祖

詔
司
曆
起
二
年
用
之

擢
仁
均
員
外
散
騎
侍
郎

六
三
一

辛
卯

舒
明

三

聖
徳

三

貞
観

五

列
伝

貞
觀
五
年

列
伝

太
宗

貞
觀
五
年

遣
使
獻
方
物

太
宗
矜
其
道
遠

敕
所
司

無
令
歲
貢

遣
使
者
入
朝

帝
矜
其
遠

詔
有
司
毋
拘
歲
貢

又

遣
新
州
刺
史
高
表
仁

持
節
往
撫
之

遣
新
州
刺
史
高
仁
表
往
諭

與
王
爭
禮
不
平

不
肯
宣
天
子
『
日
本
書
紀
』

表
仁
無
綏
遠
之
才

與
王
子
爭
禮

不
宣
朝
命
而
還

命
而
還

で
は
六
三
二

(

舒
明
二)

年

六
四
八

戊
申

大
化

四

常
色

二

廿
二

列
伝

二
十
二
年

久
之

更
附
新
羅
使
者
上
書

で
一
年
ず
れ

又
附
新
羅
奉
表

以
通
起
居

六
五
三

癸
丑

白
雉

四

白
雉

二

高
宗

永
微

四

宋
史

列
伝

（
永
徽
四
年
）

奝
然･

王
年
代

｜

｜

次

孝
德
天
皇

記

白
雉
四
年

律
師
道
照
求
法
至
中
國

從
三
藏
僧
玄
奘
受
經･

律･

論

當
此
土
唐
永
徽
四
年
也

六
五
四

甲
寅

五

三

五

帝
紀

永
徽
五
年

十
二
月
癸
丑

新
唐
書

列
伝

永
徽
初

天
皇
系
譜

倭
國

獻
琥
珀･

碼
瑙

琥
珀
大
如
斗

其
王
孝
德
即
位

改
元
曰
〝

白
雉
〟

碼
瑙
大
如
五
斗
器

獻

虎
魄
大
如
斗･

瑪
瑙
若
五
升
器

時

新
羅
爲
高
麗･

百
濟
所
暴

高
宗

賜
璽
書

令
出
兵
援
新
羅

宋
史

列
伝

唐

永
徽
五
年

遣
使

獻
琥
珀･

馬
腦

六
五
八

戊
午

齊
明

四

七

顯
慶

三

宋
史

列
伝

（
顯
慶
三
年
）

奝
然
・
王
年

｜

｜

次

天
豐
財
重
日
足
姬
天
皇

令
僧
智
通
等
入
唐

代
記

求
大
乘
法
相
教

當
顯
慶
三
年

六
五
九

己
未

五

八

四

新
唐
書

列
伝

顯
慶
四
年
（
※
『
通
典･

唐
会
要
』
記
事
に
よ
る
。）

天
皇
系
譜

｜

｜

子
天
智
立

明
年

使
者

與

蝦
蛦
人
偕
朝

六
六
〇

庚
申

六

九

五

帝
紀

（
顯
慶
五
年
）

八
月
庚
辰

新
唐
書

帝
紀

（
顯
慶
五
年
）

八
月
庚
辰

蘇
定
方
等

討
平
百
濟

面
縛
其
王
扶
餘
義
慈

蘇
定
方
及
百
濟
戰

敗
之

百
濟
滅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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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六
六
二

壬
戌

天
智

元

白
鳳

二

龍
朔

二

列
伝

（
百
済
伝
）

新
唐
書

列
伝

（
百
済
伝
）

白
村
江
の

（
龍
朔
）
二
年
七
月

（
龍
朔
）
二
年
七
月

戦
い

仁
軌

遇
扶
余
豐
之
衆
于
白
江
之
口

四
戰
皆
捷

…
…

豐
衆
屯
白
江
口

四
遇
皆
克

火
四
百
艘

焚
其
舟
四
百
艘

賊
衆
大
潰

扶
余
豐
脫
身
而
走

豐
走
不
知
所
在

偽
王
子
扶
餘
忠
勝

忠
志
率
殘
衆
及
倭
人

偽
王
子
扶
余
忠
勝

忠
志
等
率
士
女
及
倭
衆
並
降

請
命

諸
城
皆
復

（
劉
仁
軌
）
※
時
期
の
明
記
な
し

（
劉
仁
軌
）
※
時
期
の
明
記
な
し

仁
軌

遇
扶
余
豐
之
衆

于
白
江
之
口

四
戰
皆
捷

遇
倭
人
白
江
口

四
戰
皆
克

焚
四
百
艘

海
水
為
丹

…
…

焚
其
舟
四
百
艘

賊
衆
大
潰

…
…

※
『
三
国
史
記
』
百
済
本
記
第
六

義
慈
王

（
龍
朔
）
二
年
七
月

…
…

遇
倭
人
白
江
口

四
戰
皆
克

焚
其
舟
四
百
艘

煙
炎
灼
天

海
水
爲
丹

六
六
三

癸
亥

二

三

三

帝
紀

（
龍
朔
三
年
）

九
月
戊
午

｜

｜

孫
仁
師
及
百
濟
戰
于
白
江

敗
之

※
『
三
国
史
記
』
新
羅
本
記
第
七

文
武
王

至
龍
朔
三
年

…
…

此
時

倭
國
船
兵

來
助
百
濟

倭
船
千
艘

停
在
白
沙

百
濟

精
騎
岸
上
守
船

新
羅

驍
騎
爲
漢
前
鋒

先
破
岸
陣

周
留
失
膽

遂
即
降
下

六
六
五

乙
丑

四

五

麟
徳

二

帝
紀

（
麟
徳
二
年
）

五
月
辛
卯

志

（
暦
）

麟
徳
暦
に

以
秘
閣
郎
中
李
淳
風
造
曆
成

名
麟
德
曆

頒
之

麟
德
二
年

改
暦

高
宗
時

戊
寅
暦

益
疏

淳
風
作

甲
子
元
曆
以
獻

詔
太
史
起

麟
德
二
年
頒
用

謂
之
麟
德
曆

六
六
五

乙
丑

天
智

四

白
鳳

五

（
唐
）

麟
徳

二

旧
唐
書

帝
紀

（
麟
德
二
年
）
十
月
丁
卯

新
唐
書

帝
紀

（
麟
德
二
年
）
十
月
丁
卯

封
禅

高
宗

将
封
泰
山

発
自
東
都

如
泰
山

大
有
年

（
麟
德
二
年
）
十
二
月
乙
卯

命
有
司
祭
泰
山

列
伝

（
劉
仁
軌
伝
）

｜

｜

麟
德
二
年

封
泰
山

仁
軌
領
新
羅
及
百
濟･

耽
羅･

倭
四
國
酋
長
赴
會

高
宗
甚
悅

擢
拜
大
司
憲

六
七
〇

庚
午

九

十

咸
亨

元

列
伝

天
智
死
子
天
武
立

死
子
總
持
（
※
持
統
）
立

天
皇
系
譜

｜

｜

咸
亨
元
年

遣
使
賀
平
高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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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①

倭
国
年
表
１
（
（
漢
書
・
後
漢
書
・
三
国
志
・
晋
書
・
宋
書
・
南
斉
書
・
梁
書
・
隋
書
・
南
史
・
北
史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後
稍
習
夏
音

惡
倭
名

更
號
日
本

使
者
自
言

「
國
近
日
所
出

以
爲
名

或
云
日
本
乃
小
國

爲
倭
所

并

故
冒
其
號
」

使
者
不
以
情

故
疑
焉

※
咸
亨
元
年
条
は
天
智
紀
の
内
容

六
七
四

甲
戌

天
武

三

十
四

咸
亨

五

帝
紀

（
咸
亨
五
年
）
秋
八
月
壬
辰

帝
紀

（
上
元
元
年
）

八
月
壬
辰

高
宗
「
天
皇
」

皇
帝
稱
天
皇

皇
后
稱
天
后

改
咸
亨
五
年

為
上
元
元
年

皇
帝
稱
天
皇

皇
后
稱
天
后

と
称
す
る

六
八
六

丙
戌

朱
鳥

元

朱
鳥

元

武
則

垂
拱

二

帝
紀

（
垂
拱
）
二
年
春
正
月

帝
紀

（
記
述
無
し
）

武
則
皇
后

皇
后

皇
太
后
下
詔

復
政
于
皇
帝

「
皇
帝
」
制

(
称
制)

以
皇
太
后
既
非
實
意

乃
固
讓

皇
太
后
仍
依
舊
臨
朝
稱
制

に
復
す
る

六
九
〇

庚
寅

持
統

四

大
化

五

（
周
）

載
初

元

帝
紀

載
初
元
年

帝
紀

天
授
元
年

夏
正
→
周
正

武
則

依
周
制
建
子
月
為
正
月

改
永
昌
元
年
十
春
正
月

一
月

大
赦

改
元
曰
載
初

皇
后

為
載
初
元
年
正
月

十
二
月
為
臘
月

改
舊
正
月
為
一
月

以
十
一
月
為
正
月

正
月
庚
辰

十
二
月
為
臘
月

來
歲
正

月
為
一
月

七
〇
〇

庚
子

文
武

四

六

聖
暦

三

帝
紀

（
聖
暦
三
年
）

冬
十
月
甲
寅

帝
紀

（
久
視
元
年
）

周
正
→
夏
正

復
舊
正
朔

改
一
月
為
正
月

仍
以
為
歲
首

十
月
甲
寅

復
唐
正
月

大
赦

正
月

依
舊
為
十
一
月

※

『
旧
唐
書
』・
『
新
唐
書
』
の
年
号
記
述
に
つ
い
て
は
、
表
４
「
周
・
則
天
皇
后
に
よ
る
改
元
状
況
」
参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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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②

倭
国
年
表
２
（
論
衡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資
治
通
鑑
）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料

記

事

史

料

記

事

（
周
）

論
衡

恢
国

成
王
之
時

成
王
：

｜

｜

｜

｜

｜

｜

｜

｜

｜

｜

｜

成
王

越
裳
献
雉

倭
人
貢
暢

前
一
〇
二
一

？
～

前
一
〇
〇
二

？

異
虚

周
之
時

天
下
太
平

倭
人
來
獻
暢
草

儒
増

周
時天

下
太
平

越
裳
献
白
雉

倭
人
貢
鬯
草

食
白
雉

服
鬯
草

不
能
除
凶

日
本
國

太
平

四
夷
部

唐
書
曰
…
…

御
覧

(

東
夷)

南
海
經
曰
「
南
倭･

北
倭

屬
倭
國
」

南
海
經
→

｜

｜

｜

在
帶
方
東
大
海
中

以
女
為
王
其
俗
零
結
衣
服

無
針
功

『
山
海
経
』

以
丹
朱
涂
身

不
妒
忌

一
男
子
數
十
婦

海
内
南
経
？

太
平

四
夷
部

俀

｜

｜

｜

｜

｜

｜

｜

｜

｜

｜

｜

｜

御
覧

(

東
夷)

後
漢
書
曰
…
…

凡
百
餘
國

武
帝
滅
朝
鮮

使
驛
通
於
漢
者
三
十
許
國

魏
志
曰
…
…

舊
百
餘
小
國

漢
時
有
朝
見
者

今
令
使
譯
所
通
共
三
十
國

・
聞

其
舊
語

自
謂
太
伯
之
後

又
云
〝

自
上
古
以
來

其
使
詣
中
國
〟

冊
府
（
種
族
）

自
謂
太
伯
之
後

昔
夏
少
康
之
子
封
於
會
稽

元
亀

斷
髪
文
身
以
避
蚊
龍
之
害

（
士
風
）
（
倭
国
）

自
古
以
來
其
使
詣
中
國

皆
自
稱
大
夫

夏
后
少
康
之
子
封
於
會
稽

斷
髪
文
身

以
避
蚊
龍
之
害

（
倭
奴
国
）

自
古
以
來
其
使
詣
中
國

皆
自
稱
大
夫

常
與
中
國
通

五
七

丁
巳

垂
仁

八
六

（
後
漢
）
中
元

二

通
典

邊

防

光
武

中
元
二
年

冊
府

外
臣
部

中
元
二
年

光
武

（
東
夷
）

倭
奴
國
奉
貢
朝
賀

使
人
自
稱
大
夫

元
亀
（
朝
貢
）

東
夷
倭
奴
國
王

遺
使

奉
献
使
人
自
称
〝

大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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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②

倭
国
年
表
２
（
論
衡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資
治
通
鑑
）

倭
國
之
極
南
界
也

倭
國
之
極
南
界
也

一
〇
七

丁
未

景
行

三
七

安
帝

永
初

元

邊

防

安
帝

永
初
元
年

冊
府

外
臣
部

安
帝

永
初
元
年

十
月

（
東
夷
）

倭
國
王
帥
升
等
獻

生
口
百
六
十
人

元
亀
（
朝
貢
）

倭
國
王
師
升
等

遺
使

奉
献
生
口
百
六
十

願
請
見

一
四
六

丙
戌

成
務

十
六

孝
桓
帝

邊

防

桓
・
靈
間

冊
府

外
臣
部

倭
國

孝
桓
帝
：

（
東
夷
）

倭
國
大
亂

更
相
攻
伐

歷
年
無
主

元
亀
（
繼
襲
）
後
漢･

光
和
中

一
四
六

～
一
六
七

～

～

～

～

一
八
九

己
巳

五
九

孝
靈
帝

有
一
女
子
名
曰
〝

卑
彌
呼
〟

有

女
王
名
卑
彌
呼

孝
靈
帝
：

一
六
七

～
一
八
九

俀

太
平

四
夷
部

魏
志
曰

…
…

御
覧

{

東
夷}

漢･

靈
帝
光
和
中

倭
國
亂

相
攻
伐
無
定

乃
立
一
女
子
為
王

名
〝

卑
彌
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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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料

記

事

史

料

記

事

（
魏
）

冊
府

外
臣
部

舊
有
百
餘
小
國
相
接

至
魏
時

有
三
十
國
通
好

｜

｜

｜

｜

｜

｜

｜

｜

｜

｜

｜

元
亀
（
国
邑
）

二
三
八

戊
午

神
功

三
七

明
帝

景
初

二

通
典

邊

防

魏･

明
帝

景
初
二
年

冊
府

外
臣
部

（
景
初
）
二
年
六
月

｜

｜

皇
后

（
東
夷
）

司
馬
宣
王
之
平
公
孫
氏
也

元
亀
（
封
冊
）

倭
王

遺
大
夫
難
升
米
等
詣
帯
方
郡

倭
女
王

始
遣
大
夫
詣
京
都
貢
獻

求
請
天
子
朝
献

魏
以
為
親
魏
倭
王

假
金
印
紫
綬

時
太
守
劉
夏
遺
吏
將
送
詣
京
都

（
朝
貢
）
（
景
初
）
二
年
六
月

倭
女
王

遺
大
夫
難
升
米
等
詣
郡

求
謁
天
子
朝
献

太
守
劉
夏
遺
志
送
詣
京
都

（
封
冊
）
（
景
初
二
年
）
十
二
月

詔
書
報
倭
女
王
曰

「
制
詔

親
魏
倭
王
卑
彌
呼

帯
方

其
年

太
守
劉
夏
遣
使
送
汝
大
夫
難
升
米

次
使
都
示
牛
利

奉
汝
所

獻
男
生
口
四
人･

女
生
口
六
人

班
布
二
疋
二
丈

以
到
汝
所
在
逾
遠

乃
遣
使
貢
獻
是
汝
之
忠
孝

我
甚
哀
汝

今
以

汝
爲
親
魏
倭
王

假
金
印
紫
綬

裝
封
付
帶
方
太
守
假
授
汝

其
綏
撫
種
人

勉
爲
孝
順

汝
來
使
難
升
米

牛
利

涉
遠
道

路
勤
勞

今
以

難
升
米
爲
率
善
中
郎
將

牛
利

爲
率
善
校
尉

假
銀
印
青
綬

引
見
勞
賜
遣
還

今
以

絳
地
交
龍
錦
五
疋･

絳
地
縐
粟
罽
十
張

蒨
絳
五
十
疋

紺
青
五
十
疋

答
汝
所

獻
貢
直

又
特
賜
汝

紺
地
句
文
錦
三
疋･

細
班
華
罽
五
張

白
絹
五
十
疋･

金
八
兩･

五
尺
刀
二
口

銅
鏡
百
枚･

真
珠･

鉛
丹
各
五
十
斤

皆
裝
封
付

難
升
米･

牛
利
還
到
錄
受

悉
可
以
示
汝
國
中
人

使
知
國
家
哀
汝

故
鄭
重
賜
汝
好
物
也
」

（
褒
異
）
明
帝

景
初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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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②

倭
国
年
表
２
（
論
衡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資
治
通
鑑
）

倭
女
王
卑
彌
呼
遺
大
夫
難
升
米･

牛
利
等

朝
献

詔
以

難
升
米
爲
率
善
中
郎
將

牛
利

爲
率
善
較
尉

銀
印
青
綬

引
見
勞
賜
遣
還

并

賜
倭
王

金
帛･

錦
罽･

刀･

鏡
等
物

事
具
外
臣
封
冊
門

太
平

四
夷
部

魏
志
曰

…
…

御
覧

{

東
夷}

景
初
三
年

公
孫
淵
死

倭
女
王

遣
大
夫
難
升
米
等
言
帶
方
郡

求
詣
天
子
朝
見

太
守
劉
夏

送
詣
京
師

難
升
米

致
所

獻
男
生
口
四
人･

女
生
口
六
人

班
布
二
疋

詔
書
賜

以
雜
錦
采
七
種
五
尺･

刀
二
口

銅
鏡
百
枚･

真
珠

鉛
丹
之
屬

付
使
還

又
封
下

倭
王
印
綬

二
四
〇

庚
申

神
功

四
十

少
帝

正
始

元

冊
府

外
臣
部

斎
王

正
始
元
年

｜

｜

皇
后

元
亀
（
封
冊
）

帯
方
太
守
弓
遵

遣
建
中
校
尉
梯
俊
等
奉
詔
書

印
綬
詣
倭
國

拜
假
倭
王

並
齎
詔

賜

金
帛･

錦
罽･

刀･

鏡･

綵
物

倭
王
因
使
上
表
答
謝
恩

（
朝
貢
）
斎
王

正
始
元
年

春

東
倭
重
譯
納
貢
焉

耆
危
須
諸
國

弱
水
以
南

鮮
卑
名
王

皆
遣
使
來
獻

二
四
三

癸
亥

四
三

四

冊
府

外
臣
部

（
正
始
）
四
年

十
二
月

｜

｜

元
亀
（
朝
貢
）

倭
国
女
王･

俾
彌
呼

遣
使
大
夫
伊
聲
耆･

掖
邪

狗
等
八
人

上
獻
生
口･

倭
錦･

絳
青
縑･

緜
衣･

帛
布･

丹･

木

附
短
弓･

矢

（
褒
異
）
斎
王

正
始
四
年

倭
王
遺
使
大
夫
伊
聲
耆

掖
邪
狗
等
八
人

上
獻
拝
率
善
中
郎
將
印
綬

二
四
五

乙
丑

四
五

六

冊
府

外
臣
部

（
正
始
）
六
年

｜

｜

元
亀
（
褒
異
）

詔

賜
倭
大
夫
難
升
米

黄
幢
付
郡
假
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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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料

記

事

史

料

記

事

二
四
七

丁
卯

神
功

四
七

少
帝

正
始

八

通
典

冊
府

外
臣
部

（
正
始
）
八
年

｜

｜

｜

｜

皇
后

元
亀
（
朝
貢
）

倭
国
女
王
一
與

遺
大
夫
掖
邪
狗
等
詣
臺

献
一

男
女
生
口
三
十
人

貢

白
珠
五
千
枚･

青
大
句
珠
二
枚･

異
文
雜
錦
二
十
匹

二
四
〇

庚
申

四
〇

元

邊

防

齊
王

正
始
中

冊
府

外
臣
部

倭
國
…
…

正
始

（
東
夷
）

卑
彌
呼
死

立
其
宗
女
臺
輿
為
王

元
亀
（
繼
襲
）
正
始
中

二
四
〇

～
二
四
九

～

～

～

二
四
九

己
巳

四
九

十

魏
略
云
「
倭
人
自
謂
太
伯
之
後
」

卑
彌
呼
死
更
立
男
王

國
中
不
服
更
相
誅
殺

其
後
復
立
男
王

並
受
中
國
爵
命

復
立
卑
彌
呼
宗
女
臺
與
爲
王

其
後
復
立
男
王

並
受
中
國
爵
命

太
平

四
夷
部

魏
志
曰

…
…

御
覧

{

東
夷}

女
王
死

大
作
冢

殉
葬
者
百
餘
人

更
立
男
王

國
中
不
伏

更
相
殺
數
千
人

於
是
復
更
立
卑
彌
呼
宗
女
臺
舉

年
十
三

為
王

國
中
遂
定

二
六
五

乙
酉

六
五

（
西
晋
）
秦
始

元

邊

防

晉･

武
帝

泰
始
初

冊
府

外
臣
部

晋･

武
帝

秦
始
元
年

｜

｜

武
帝

（
東
夷
）

遣
使
重
譯
入
貢

元
亀
（
朝
貢
）

倭
人
国
女
王

遺
使
重
譯
朝
献

二
六
六

丙
戌

六
六

二

冊
府

外
臣
部

（
秦
始
）
二
年
十
一
月

元
亀
（
朝
貢
）

倭
人
來
献
方
物

二
八
〇

庚
子

応
神

十
一

太
康

元

是
年
（
太
康
元
年
）

東
夷
二
十
國
朝
獻

二
八
一

辛
丑

十
二

二

二
年
三
月

東
夷
辰
韓
等
五
國
朝
獻

二
八
二

壬
寅

十
三

三

三
年
九
月

東
夷
二
十
九
國
歸
化
獻
其
方
物

二
八
九

己
酉

廿

十

十
年東

夷
絕
遠
三
十
餘
國

西
南
夷

二
十
餘
國

各
遣
使
來
獻

二
九
〇

庚
戌

廿
一

太
熙

元

太
熙
元
年

東
夷
七
國
朝
貢

三
九
七

丁
酉

仁
徳

八
五

(

東
晋
）
隆
安

元

太
平

四
夷
部

南
史
曰

…
…

安
帝
：

｜

｜

｜

｜



25

（
１
）

倭
国
年
表

②

倭
国
年
表
２
（
論
衡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資
治
通
鑑
）

安
帝

御
覧

{

東
夷}

晉･

安
帝
時

三
九
七

～
四
〇
四

～

～

四
〇
四

甲
辰

元
興

二

有
倭
王･

讃

遣
使
朝
貢

履
中

五

冊
府

外
臣
部

倭
國
…
…

元
亀
（
繼
襲
）
晋･

安
帝
時

倭
王･

讃
死

弟
彌
立

彌
死

子
濟
立

四
二
一

辛
酉

允
恭

十

（
宋
）

永
初

二

邊

防

宋･

武
帝

永
初
二
年

太
平

四
夷
部

南
史
曰

…
…

｜

｜

武
帝

（
東
夷
）

倭
王
讚
修
貢
職

至
曾
孫
武

御
覧

{

東
夷}

宋･

武
帝

永
初
二
年

詔
曰
「
倭
王･

讃

遠
誠
宜
甄

可
賜
除
授
」

四
二
五

乙
丑

十
四

文
帝

元
嘉

二

太
平

四
夷
部

南
史
曰

…
…

｜

｜

御
覧

{

東
夷}

文
帝

元
嘉
二
年

贊
又
遣
使

奉
表
獻
方
物

冊
府

外
臣
部

是
年
（
文
帝

元
嘉
二
年
）

表
曰
「
…
」：

元
亀
（
封
冊
）

倭
国
王･

倭
讃
遺
使

奉
表
献
方
物

昇
明
二
年
条

項

表
曰

「
封
國
偏
遠

作
籓
于
外

自
昔
祖
父

躬
擐
甲
胄

跋
涉
山
川

不
遑
寧
處

東
征
毛
人
五
十
五
國

西
服
衆
夷
六
十
六
國

渡
平
海
北
九
十
五
國

王
道
融
泰

廓
土
遐
畿

累
葉
朝
宗

不
諐
于
歲

臣
雖
下
愚

忝
胤
先
緒

驅
率
所
統

歸
崇
天
極
」

詔
除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秦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太
平

四
夷
部

南
史
曰

…
…

｜

｜

御
覧

{

東
夷}

贊
死

弟
珎
立

遣
使
貢
獻

四
二
六

丙
寅

十
五

三

自
稱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百
濟･

新
羅･

任
那･

秦
韓･

慕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國
王

詔
除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

～

～

珎

又
求
除
正

四
二
九

己
巳

十
八

六

倭
洧
等
十
三
人

平
西･

征
虜･

冠
軍
號

詔
并
聽
之

自
此
朝
貢
不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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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料

記

事

史

料

記

事

四
三
〇

庚
午

允
恭

十
九

文
帝

元
嘉

七

通
典

冊
府

外
臣
部

（
元
嘉
）
七
年

｜

｜

｜

｜

元
亀
（
封
冊
）

倭
國
王･

訶
羅
他
國･

林
邑
國･

獅
子
國

遣
使
獻

（
朝
貢
）

方
物

四
三
八

戊
寅

廿
七

十
五

冊
府

外
臣
部

（
元
嘉
）
十
五
年

四
月

｜

｜

元
亀
（
封
冊
）

以
倭
國
王･

珍

為
安
東
將
軍

（
朝
貢
）
（
元
嘉
）
十
五
年

武
都
王･

河
南
國･

高
麗
國･

倭
國･

扶
南
國･

林

邑
國

並
遣
使
獻
方
物

四
四
三

癸
未

卅
二

廿

冊
府

外
臣
部

（
元
嘉
）
二
十
年

｜

｜

元
亀
（
封
冊
）

倭
國
王
濟

遣
使
奉
獻

復
以
爲
安
東
將
軍･

倭
國
王

（
繼
襲
）

倭
國
…
…

宋

元
嘉
二
十
年

濟
死
世
子
興
立

興
死
弟
武
立

（
朝
貢
）
（
元
嘉
）
二
十
年

河
西
國･

高
麗
國･

百
濟
國･

倭
國

並

遣
使
獻

方
物

四
五
一

辛
卯

四
十

廿
八

冊
府

外
臣
部

（
元
嘉
）
二
十
八
年

七
月

｜

｜

元
亀
（
封
冊
）

安
東
將
軍･

倭
王
濟

進
號
安
東
大
將
軍

四
六
〇

庚
子

雄
略

四

孝
武
帝

大
明

四

冊
府

外
臣
部

（
大
明
）
四
年

｜

｜

元
亀
（
朝
貢
）

宕
昌
王･

倭
國

遣
使
獻
方
物

四
六
二

壬
寅

六

六

冊
府

外
臣
部

（
大
明
）
六
年

三
月

｜

｜

元
亀
（
封
冊
）

以
倭
國
王
世
子･

興

為
安
東
將
軍･

倭
国
王

四
七
七

丁
巳

廿
一

順
帝

昇
明

元

冊
府

外
臣
部

順
帝

昇
明
元
年

｜

｜

元
亀
（
朝
貢
）

倭
國

遣
使
獻
方
物

四
七
八

戊
午

廿
二

二

邊

防

順
帝

昇
明
二
年

冊
府

外
臣
部

（
昇
明
）
二
年

（
東
夷
）

遣
使
上
表
曰

元
亀
（
朝
貢
）

倭
国･

高
麗
国･

芮
芮
國

並

遣
使
獻
方
物

「
封
國
偏
遠

作
蕃
於
外

自
昔
祖
禰

躬
擐
甲
冑

跋
涉
山
川

太
平

四
夷
部

南
史
曰

…
…

不
遑
寧
處

御
覧

{

東
夷}

至
順
帝

升
明
二
年

東
征
毛
人
五
十
五
國

倭
王
武
遣
使
上
表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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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②

倭
国
年
表
２
（
論
衡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資
治
通
鑑
）

西
服
衆
夷
六
十
六
國

「
自
昔
祖
禰
躬
擐
甲
胄

跋
涉
山
川

不
遑
寧
處

渡
平
海
北
九
十
五
國

東
征
毛
人
五
十
五
國

臣
雖
下
愚

忝
胤
先
緒

驅
率
所
統

西
服
眾
夷
六
十
六
國

歸
崇
天
極

道
遙
百
濟

裝
船
理
舫

陵
平
海
北
九
十
五
國

而
句
麗
無
道

圖
欲
見
吞
虔
劉
不
已

王
道
融
泰

廓
士
遐
畿

累
葉
朝
宗

不
愆
于

每
致
稽
滯

臣
欲
練
甲
理
兵

摧
此
強
敵

歲

道
過
百
濟

裝
飾
船
舫

剋
靖
方
難

無
替
前
功

而
句
麗
無
道

圖
欲
見
吞

臣
亡
考
濟

方
欲

竊
自
假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其
餘
咸
各
假
授
」

大
舉

奄
喪
父
兄

使
垂
成
之
功

不
獲
一
簣

詔

除
武

使
持
節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今
欲
練
兵

申
父
兄
之
志

竊
自
假
開
府
儀
三
司

其
餘
咸
各
假
授

以
勸

忠
節

」

詔
除
武

使
持
節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加
羅･

秦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國
王

※

原
文
：
「
慕
韓
」
記
述
無
し

冊
府

外
臣
部

（
昇
明
）
二
年
五
月

元
亀
（
封
冊
）

倭
国
王
武

遺
使
献
方
物

以
武
爲
安
東
大
将
軍

（
昇
明
二
年
）

六
月

…
…
又
詔
新
除

使
持
節
都
督

倭･

新
羅･

任
那

･

加
羅･

秦
韓
六
國
諸
軍
事

安
東
大
將
軍･

倭
王

武

進
號
爲
爲
鎮
東
大
將
軍

※

原
文
：
「
慕
韓
」
記
述
無
し

四
七
九

己
未

雄
略

廿
三

（
南
齊
）
建
元

元

建
元
：

｜

｜

四
七
九

～
四
八
二

～

～

～

～

～

四
八
二

壬
戌

清
寧

三

四

太
平

四
夷
部

南
史
曰

…
…

御
覧

{

東
夷}

至
齊

建
元
中

及
梁
武
帝
時

并
來
朝
貢

五
〇
二

壬
午

武
烈

四

（
梁
）
天
監

元

｜

｜

～

～

～

～

～

～

(

梁)

武
帝
：

五
四
九

己
巳

欽
明

十

明
要

九

武
帝

太
清

三

五
〇
二

～
五
四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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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料

記

事

史

料

記

事

六
〇
〇

庚
申

推
古

八

告
貴

八

（
隋
）
開
皇

廿

邊

防

隋

文
帝

開
皇
二
十
年

太
平

四
夷
部

北
史
曰

…
…

※
通
典
：

文
帝

（
東
夷
）

倭
王

姓
〝

阿
每
〟

名
〝

多
利
思
比
孤
〟

御
覧

{

東
夷}

隋

開
皇
二
十
年

「
文
帝
曰
」

其
國
號
〝

阿
輩
雞
彌
〟

華
言
天
兒
也

倭
王

姓
〝

何
毎
〟

字
〝

多
利
思
比
孤
〟

が
不
記
載

遣
使
詣
闕

號
〝

河
輩
雞
彌
〟

遣
使
詣

闕

上
令

所
司
訪
其
風
俗

使
者
言

「
倭
王
以
天
為
兄

以
日
為
弟

天
明
時
出
聽
政

跏
趺
坐

日
坐
便
理
務
云
〝

委
我
弟
〟

」

文
帝
曰

「
此
大
無
義
理
」
於
是
訓
令
改
之

冊
府

外
臣
部

倭
國
…
…

元
亀
（
繼
襲
）
隋

開
皇
二
十
年

其
王
姓
〝

何
毎
〟

字
〝

多
利
思
比
孤
〟

號
河
軰

彌

遺
使
朝
貢

六
〇
七

丁
卯

推
古

十
五

光
元

三

煬
帝

大
業

三

通
典

邊

防

其
書
曰

太
平

四
夷
部

北
史
曰

…
…

又
曰

※
通
典
：

（
東
夷
）

「
日
出
處
天
子
致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御
覧

{

東
夷}

隋

大
業
三
年

「
大
業
三
年
」

無
恙
云
云
」

倭
國
王･

多
利
思
比
孤

遣
朝
貢

が
不
記
載

帝
覽
不
悅

使
者
曰

謂

鴻
臚
卿
曰

「
聞
海
西
菩
薩
天
子

重
興
佛
法
」

「
夷
書

有
無
禮
者

勿
復
以
聞
」

國
書
曰

「
日
出
處
天
子

致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無
恙
云
云
」

帝
覽
不
悅

謂

鴻
臚
卿
曰

「
夷
書

有
無
禮
者

勿
復
以
聞
」

冊
府

外
臣
部

隋･

※
多
思
此
→

元
亀
（
悖
慢
）
煬
帝

大
業
三
年

多
利
思
比
孤

倭
国
王
多
思
此

煬
帝
大
業
三
年
遣
使
朝
貢

使
者
曰

「
聞
海
西
菩
薩
天
子
重
興
佛
法

故
遣
朝
拜

兼

沙
門
數
十
人
來
學
佛
法
」

其
國
書
曰

「
日
出
處
天
子

至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無
恙
云
云
」

帝
覽
之
不
悅

謂

鴻
臚
卿
曰

「
蠻
夷
書
有
無
禮
者

勿
復
以
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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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②

倭
国
年
表
２
（
論
衡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資
治
通
鑑
）

資
治

随
紀
五

（
大
業
四
年
）
三
月

壬
戌

通
鑑

(

巻
一
八
一)

倭
王
多
利
思
比
孤
遣
使
入
貢

遺
帝
書
曰

「
日
出
處
天
子
致
書
日
沒
處
天
子
無
恙
」

帝
覽
之
不
悅

謂

鴻
臚
卿
曰

「
蠻
夷
書
無
禮
者

勿
復
以
聞
」

六
〇
八

戊
辰

推
古

十
六

光
元

四

四

通
典

邊

防

明
年

太
平

四
夷
部

北
史
曰

…
…

又
曰
…
…

※
通
典
：

（
東
夷
）

帝
遣
文
林
郎
裴
清
使
於
倭
國

御
覧

{

東
夷}

明
年
（
大
業
四
年
）

明
年
＝

渡
百
濟

上

遣
文
林
郎
裴
世
清

使
倭
國

大
業
四
年

東
至
一
支
國

王

遣
小
德
何
輩
臺

又
至
竹
斯
國

從
數
百
人

設
儀
仗

鳴
鼓
角
來
迎

又
東
至
秦
王
國

後
十
日

又
遣
大
禮
歌
多
毗

其
人
同
於
華
夏

以
為
夷
洲

疑
不
能
明
也

從
三
百
餘
騎
刺
郊
勞

又
經
十
餘
國
達
於
海
岸

既
至
彼
都

自
竹
斯
以
東

皆
附
庸
於
倭

其
王
與
世
清

來
貢
萬
物

清
將
至

王

遣
小
德
阿
輩
臺

從
數
百
人

此
后
遂
絕

設
儀
仗

鳴

鼓
角
來
迎

冊
府

奉
使
部

裴
清
爲
文
林
郎

煬
帝

遣
清
使
於
倭
国

又
遣
大
禮
歌
多
毗

從
二
百
餘
騎

元
亀

(

絶
域)

渡
百
濟
行

郊
勞

既
至
彼
都

至
竹
島

南
望
躭
羅
國
經
都
斯
麻
國
廻
在
大
海
中

其
王
與
清
相
見

設
宴
享
以
遣

又
東
至
一
支
國

復
令
使
者
隨
清

來
貢
方
物

又
至
東
秦
王
國

其
人
同
於
華
夏
以
爲
夷
洲
疑
不

能
明
也

又
經
十
餘
國
達
於
海
岸

自
竹
斯
國
以
東
皆
附
庸
於
倭
王

外
臣
部

（
大
業
）
四
年

三
月

（
朝
貢
）

百
済･

倭･

赤
土･

伽
羅
舎
國

並

遣
使
貢
獻
方
物

六
一
〇

庚
午

十
八

六

六

冊
府

外
臣
部

（
大
業
）
六
年

三
月

｜

｜

｜

元
亀
（
朝
貢
）

倭
国

…
…

並

遣
使
貢
方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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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１
）

倭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料

記

事

史

料

記

事

六
三
一

辛
卯

舒
明

三

聖
徳

三

（
唐
）
貞
観

五

通
典

邊

防

大
唐

貞
觀
五
年

太
平

四
夷
部

唐
書
曰

…
…

唐
書
：
『
旧
唐

太
宗

（
東
夷
）

遣
新
州
刺
史
高
仁
表
持
節
撫
之

御
覧

{

東
夷}

貞
觀
五
年

書
』

浮
海
數
月
方
至

遣
使
獻
方
物

『
日
本
書
紀
』

仁
表

無
綏
遠
之
才

太
宗
矜
其
道
遠

敕
所
司
無
令
歲
貢

で
は
六
三
二

與
其
王
爭
禮

不
宣
朝
命
而
還

又
遣
新
州
刺
史
高
表
仁

持
節
往
撫
之

(

舒
明
二)

年

表
仁

無
綏
遠
之
才

で
一
年
ず
れ

由
是
遂
絕

與
王
子
爭
禮

不
宣
朝
命
而
還

唐

倭
国

貞
觀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冊
府

奉
使
部

高
表
仁
為
新
州
刺
史

十
五
年
：
『
旧

会
要

使
至

太
宗
矜
其
路
遠

元
亀

(

絶
域)

貞
觀
中

・
新
唐
書
』

遣
高
表
仁
持
節
撫
之

表
仁
浮
海

數
月
方
至

倭
國
朝
貢

に
よ
り
五
年

自
云
路
經
地
獄
之
門

親
見
其
上
氣
色
蓊
鬱

又
聞
呼
叫
鎚
鍛
之
聲

太
宗

矜
其
道
遠

詔
所
司
無
令
歲
貢

と
す
る

甚
可
畏
懼
也

又
遣
表
仁

持
節
撫
之

表
仁
無
綏
遠
之
才

表
仁

浮
海
數
月
方
至
云

與
王
爭
禮

不
宣
朝
命
而
還

「
路
經
地
獄
之
門
親
見

其
上
氣
色
蔥
鬱
有
煙

火
之
狀

若
爐
錘
號
叫
之
聲
行
者
聞
之
莫
不

由
是
復
絕

危
懼
」

(

失
指)

唐

高
表
仁

太
宗
時
為
新
州
刺
史

十
一
年
：
『
旧

貞
觀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
新
唐
書
』

倭
國
使
至

に
よ
り
五
年

太
宗

矜
其
路
遠

遣
表
仁
持
節
撫
之

と
す
る

浮
海
數
月
方
至

表
仁

無
綏
遠
之
才

與
其
王
爭
禮
不
宣
朝
命
而

還
繇

是
複
絕

外
臣
部

（
貞
観
）
五
年

十
一
月

（
朝
貢
）

室
韋･

倭･

黒
水･

靺
鞨
遣
使
朝
貢

六
四
八

戊
申

大
化

四

常
色

二

貞
観

廿
二

太
平

四
夷
部

唐
書
曰

…
…

｜

｜

｜

御
覧

{

東
夷}

至
二
十
二
年

又
附
新
羅

奉
表
以
通
起
居

六
五
四

甲
寅

白
雉

五

白
雉

三

高
宗

永
微

五

唐

倭
国

永
徽
五
年

十
二
月

冊
府

外
臣
部

（
永
微
五
年
）
十
二
月

会
要

遣
使

獻
琥
珀･

瑪
瑙

琥
珀
大
如
斗

元
亀
（
朝
貢
）

倭
國
遺
使

獻
琥
珀･

碼
瑙

琥
珀
大
如
斗

瑪
瑙
大
如
五
升
器

碼
瑙
大
如
五
斗
器

高
宗
降
書
慰
撫
之

仍
云

「
王
國
與
新
羅
接
近

新
羅
素
為
高
麗･

百
濟

所
侵

若
有
危
急

王
宜
遣
兵
救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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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倭
国
年
表

②

倭
国
年
表
２
（
論
衡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資
治
通
鑑
）

六
五
九

己
未

齊
明

五

八

顯
慶

四

通
典

邊

防

（
蝦
夷
）

冊
府

外
臣
部

顯
慶
四
年

十
月

（
東
夷
）
大
唐･

顯
慶
四
年

十
月

元
亀
（
朝
貢
）

蝦
夷
國

随
倭
国
史
入
朝

随
倭
國
史
入
朝

唐

蝦
夷
國

顯
慶
四
年

十
月

会
要

随
倭
國
史
入
朝

六
六
三

癸
亥

天
智

二

白
鳳

三

龍
朔

三

資
治

唐
紀
十
七

（
龍
朔
三
年
）
九
月

戊
午

白
村
江
の
戦

｜

｜

｜

通
鑑

(

巻
二
〇
一}

…
…

遇
倭
兵
於
白
江
口

四
戰
皆
捷

焚
其
舟
四
百
艘

煙
炎
灼
天

海
水
皆
赤

六
六
五

乙
丑

四

五

麟
德

二

資
治

唐
紀
十
七

（
麟
德
二
年
）
八
月

壬
子

高
宗

｜

｜

｜

通
鑑

(

巻
二
〇
一}

劉
仁
軌

以
新
羅･

百
濟･

耽
羅･

倭
國
使
者

封
禅
の
儀

浮
海
西
還

會
祠
泰
山

高
麗
亦
遣
太
子
福
男
來
侍
祠

六
六
九

己
巳

八

九

總
章

二

冊
府

外
臣
部

（
總
章
）
二
年

十
一
月

｜

｜

｜

元
亀
（
朝
貢
）

倭
国

並

遺
使
献
方
物

六
七
〇

庚
午

九

十

咸
享

元

唐

倭
国

咸
享
元
年
三
月

冊
府

外
臣
部

咸
享
元
年

三
月

会
要

遣
使
賀
平
高
麗

元
亀
（
朝
貢
）

倭
国
王
遺
使

賀
平
高
麗

爾
後
繼
來
朝
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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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
２
）

倭
国
概
況

①

倭
国
概
況
１
（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晋
書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
魏
書

晋

書

東
夷
列
伝
第
七
十
五

倭

烏
丸
鮮
卑
東
夷
伝
第
三
十

倭
人

列
伝
第
六
十
七

四
夷

倭
人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倭
在
韓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嶋
爲
居

・
倭
人
在
帶
方
東
南
大
海
之
中

依
山
島
為
國
邑

・
在
帶
方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爲
國

・
其
地

大
較
在
會
稽
東
冶
之
東

與
朱
崖･

儋
耳
相
近

・
計
其
道
里

當
在
會
稽
東
冶
之
東

・
計
其
道
里

當
會
稽
東
冶
之
東

故
其
法
俗
多
同

・
自
郡
至
女
王
國

萬
二
千
餘
里

・
樂
浪
郡
徼

去
其
國
萬
二
千
里

・
去
其
西
北
界

拘
邪
韓
國

七
千
餘
里

○
領
域

○
領
域

○
領
域

・
凡
百
餘
國

・
參
問
倭
地

絶
在
海
中
洲
島
之
上

或
絶
或
連

周
旋
可
五
千
餘
里

・
舊
有
百
餘
小
國
相
接

・
自
武
帝
滅
朝
鮮

使
役
通
於
漢
者
三
十
余
許
國

○
道
行
き

・
從
郡
至
倭

循
海
岸
水
行

歴
韓
國

乍
南
乍
東

到
其
北
岸
狗
邪
韓
國

七
千
餘
里

始

度
海

千
餘
里

至
對
馬
國

又

南
渡
一
海

千
餘
里

名
曰
〝

瀚
海
〟

至
一
大
國

又

渡
一
海

千
餘
里

至
末
盧
國

東
南
陸
行

五
百
里

到
伊
都
國

東
南

至
奴
國

百
里

東
行

至
不
彌
國

百
里

南

至
投
馬
國

水
行
二
十
日

南

至
邪
馬
壹
國

女
王
之
所
都

水
行
十
日･

陸
行
一
月

○
戸
数

○
戸
数

・
可
七
萬
餘
戸

・
戸
有
七
萬

○
気
候

○
気
候

○
気
候

・
氣
温
腝

・
倭
地
溫
暖

・
其
地
温
暖

○
栽
培

○
栽
培

○
栽
培

・
土
宜

禾
稻･

麻
紵･

蠶
桑

・
種

禾
稻･

紵
麻

蠶
桑･

緝
績

・
無

良
田

・
知

織
績

爲
縑
布

・
出

細
紵･

縑
綿

・
俗

種
禾
稻･

紵
麻

而
蠶
桑

織
績

○
産
物

○
産
物

・
出

白
珠･

青
玉

・
出

真
珠･

青
玉

・
其
山
有
丹
土

・
其
山
有

丹

○
植
物

○
植
物

・
其
木
有

柟･

杼･

豫
樟･

楺
櫪･

投
橿･

烏
號･

楓
香

・
地

多
山
林

・
其
竹

篠･

簳･

桃
支

・
有

薑･

橘･

椒･

蘘
荷

不
知
以
為
滋
味

○
動
物

○
動
物

○
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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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①

倭
国
概
況
１
（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晋
書
）

・
無

牛･

馬･

虎･

豹･

羊･

鵲
鵲
或
作
〝

〟

・
其
地
無

牛･

馬･

虎･

豹･

羊･

鵲

・
土
無

牛･

馬

・
有

獮
猴･

黑
雉

王

族

○
沿
革

・
國
皆
稱
王

世
世
傳
統

其
大
倭
王
居
邪
馬
臺
國

案

今
名
邪
摩
惟

音
之
訛
也

※
惟
→
堆

○
王
等
（
卑
彌
呼
）

○
王
等
（
卑
彌
呼
）

・
年
長
不
嫁

事
鬼
神
道

能
以
妖
惑
衆

・
事
鬼
道

能
惑
衆

年
已
長
大

無
夫
婿

侍
婢
千
人

少
有
見
者

有
男
弟
佐
治
國

自
為
王
以
來

少
有
見
者

以
婢
千
人
自
侍

唯
有
男
子
一
人
給
飮
食

傳
辭
語

唯
有
男
子
一
人
給
飲
食

傳
辭
出
入

○
王
城

○
王
城

・
居
處･

宮
室･

樓
觀･
城
柵

皆
持
兵
守
衞

・
居
處･

宮
室･

樓
觀･

城
柵

嚴
設

常
有
人
持
兵
守
衛

組

織

○
官
職

・
官
有
〝

伊
支
馬
〟

次
曰
〝

彌
馬
升
〟

次
曰
〝

彌
馬
獲
支
〟

次
曰
〝

奴
佳
鞮
〟

○
一
大
卒

・
自
女
王
國
以
北

特
置
一
大
率

檢
察
諸
國

諸
國
畏
憚
之

常
治
伊
都
國

於
國
中

有
如
刺
史

・
王

遣
使
詣
京
都･

帶
方
郡･

諸
韓
國

及
郡
使
倭
國

皆
臨
津

搜
露
傳
送
文
書･

賜
遺
之
物

詣
女
王
不
得
差
錯

○
居
住

・
有

邸
閣

○
訴
訟

○
訴
訟

○
訴
訟

・
少
爭
訟

・
少
諍
訟

・
無
爭
訟

○
犯
罪

○
犯
罪

○
犯
罪

・
法
俗
嚴
峻

・
不
盜
竊

・
犯

輕
罪
者
沒
其
妻
孥

・
又
俗
不
盜
竊

・
其
犯
法

輕
者
沒
其
妻
子

重
者

族
滅
其
家

・
犯
法
者
沒
其
妻
子

重
者
滅
其
門
戸

重
者
滅
其
門
族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其
兵

有

矛･

楯･

木
弓

・
兵
用
矛･

楯･

木
弓

・
有

刀･

楯･

弓
箭

以
鐵
爲
鏃

竹
矢

或
以
骨
爲
鏃

・
木
弓

短
下
長
上

竹
箭

或
鐵
鏃･

或
骨
鏃

所
有
無

與
儋
耳･

朱
崖
同

○
税

・
收
租
賦

○
市
場

・
國
國
有
市

交
易
有
無

使
大
倭
監
之

国

人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俗
皆
徒
跣

・
其
風
俗

不
淫

・
而
皆

被
髮･

徒
跣

・
國
多
女
子

・
皆

徒
跣

・
國
多
婦
女

○
男
性

○
男
性

○
男
性

・
男
子

皆
黥
面･

文
身

其
文
左
右･

大
小
別
尊
卑
之
差

・
男
子

無
大
小
皆
黥
面･

文
身

・
男
子

無
大
小

悉
黥
面･

文
身

・
其
男
衣
皆
横
幅
結
束
相
連

・
男
子

皆
露
紒

以
木
綿
招
頭

其
衣
横
幅

但
結
束
相
連

略
無
縫

・
其
男
子

衣
以
横
幅

但
結
束
相
連

略
無
縫
綴

・
諸
國
文
身
各
異

或
左･

或
右

或
大･

或
小

尊
卑
有
差



34

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
魏
書

晋

書

東
夷
列
伝
第
七
十
五

倭

烏
丸
鮮
卑
東
夷
伝
第
三
十

倭
人

列
伝
第
六
十
七

四
夷

倭
人

国

人

○
女
性

○
女
性

○
女
性

・
女
人

被
髮
屈
紒

衣
如
單
被

貫
頭
而
著
之

・
婦
人

被
髮
屈
紒

作
衣
如
單
被

穿
其
中
央

貫
頭
衣
之

・
婦
人

衣
如
單
被

穿
其
中
央
以
貫
頭

並
以
丹
朱
坋
身
説
文
曰
「
坋
塵
也
」
音
蒲
頓
反

如
中
國
之
用
粉
也

・
以
朱
丹
塗
其
身
體

如
中
國
用
粉
也

・
不
淫
不
妬

・
女
人

不
淫･
不
妒

・
婦
人

不
淫･

不
妒
忌

○
婚
姻

○
婚
姻

○
婚
姻

・
大
人
皆
有
四･

五
妻

・
其
俗

國
大
人
皆
四･

五
婦

・
嫁
娶
不
持
錢
帛

以
衣
迎
之

其
餘

或
兩･

或
三

下
戸
或
二･

三
婦

○
家
族

○
家
族

○
家
族

・
有

城
柵･

屋
室

・
有

屋
室

・
有

屋
宇

・
父
母
兄
弟
異
處

唯
會
同
男
女
無
別

・
父
母･

兄
弟
臥
息
異
處

・
父
母･

兄
弟
臥
息
異
處

・
其
會
同
坐
起

父
子･

男
女
無
別

○
寿
命

○
寿
命

○
寿
命

・
多
壽
考

至
百
餘
歳
者
甚
衆

・
其
人
壽
考

或
百
年

・
人

多
壽

百
年

或
八･

九
十
年

或
八･

九
十

○
死
者

○
死
者

○
死
者

・
其
死

停
喪
十
餘
日

・
其
死

有
棺･

無
槨

封
土
作
冢

・
死

有
棺･

無
椁

封
土
爲
冢

・
家
人

哭
泣

不
進
酒
食

・
始
死
停
喪
十
餘
日

當
時
不
食
肉

喪
主

哭
泣

初
喪

哭
泣

不
食
肉

而
等
類

就
歌
舞
爲
樂

他
人

就
歌
舞
飲
酒

已
葬

舉
家
入
水
澡
浴
自
潔

以
除
不
祥

・
已
葬

舉
家
詣
水
中
澡
浴

以
如
練
沐

○
飲
食

○
飲
食

○
飲
食

・
飮
食
以
手

而
用
籩
豆

・
冬･
夏

食
生
菜

・
食
飮
用
俎
豆

・
冬･

夏

食
生
菜

・
食
飲
用
籩
豆

手
食

・
食
海
物

・
人
性
嗜
酒

・
人
性
嗜
酒
見

○
漁
業

○
漁
業

今
倭
水
人
好
沈
沒
捕
魚
蛤

文
身
亦
以
厭
大
魚
水
禽

後
稍
以
為
飾

今
倭
人
好
沈
沒
取
魚

亦
文
身
以
厭
水
禽

○
身
分

○
身
分

・
大
人
所
敬

但
搏
手
以
當
跪
拜

・
以
蹲
踞
爲
恭
敬

・
及

宗
族
尊
卑

各
有
差
序

足
相
臣
服

・
下
戸
與
大
人

相
逢
道
路

逡
巡
入
草

傳
辭
説
事

或
蹲･

或
跪

兩
手
據
地

為
之
恭
敬

對
應
聲
曰
噫

比
如
然
諾

そ
の
他

○
持
衰

○
持
衰

・
行
來
度
海

令
一
人

不
櫛
沐

・
其
行
來
渡
海
詣
中
國

恆
使
一
人

不
梳
頭

不
食
肉

不
去
蟣
蝨

衣
服
垢
污

不
近
婦
人

名
曰
〝

持
衰
〟

不
食
肉

若
在
塗
吉
利

則
雇
以
財
物

不
近
婦
人

如
病
疾
遭
害

以
爲
持
衰
不
謹

便
共
殺
之

如
喪
人

名
之
為
〝

持
衰
〟

若
行
者
吉
善

共
顧
其
生
口･

財
物

若
有
疾
病

遭
暴
害

便
欲
殺
之

謂
其
持
衰
不
謹

○
ト
占

○
ト
占

○
ト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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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①

倭
国
概
況
１
（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晋
書
）

・
灼
骨
以
卜

用
決
吉
凶

・
其
俗

舉
事･

行
來

有
所
云
為

輒
灼
骨
而
卜

以
占
吉
凶

・
其
舉
大
事

輒
灼
骨
以
占
吉
凶

先
告
所
卜

其
辭
如
令
龜
法

視
火
坼
占
兆

○
暦

○
暦

・
魏
略
曰

其
俗
不
知
正
歳
四
節

但
計
春
耕
秋
收

為
年
紀

・
不
知
正
歲
四
節

但
計
秋
收
之
時
以

爲
年
紀

○
周
辺
国
（
道
行
き
国
）

・
對
馬
國

其
大
官
曰
〝

卑
狗
〟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

所
居
絶
島

方
可
四
百
餘
里

土
地
山
險

多
深
林

道
路
如
禽
鹿
徑

有
千
餘
戸

無
良
田

食
海
物
自
活

乖
船
南
北
巿
糴

・
一
大
國

官
亦
曰
〝

卑
狗
〟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

方
可
三
百
里

多
竹
木
叢
林

有
三
千
許
家

差
有
田
地

耕
田
猶
不
足
食

亦
南
北
巿
糴

・
末
盧
國

有
四
千
餘
戸

濱
山
海
居

草
木
茂
盛

行
不
見
前
人

好
捕
魚
鰒

水
無
深
淺

皆
沈
沒
取
之

・
伊
都
國

官
曰
〝

爾
支
〟

副
曰
〝

泄
謨
觚･

柄
渠
觚
〟

有
千
餘
戸

世
有
王

皆
統
屬
女
王
國

郡
使
往
來
常
所
駐

・
奴
國官

曰
〝

兕
馬
觚
〟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

有
二
萬
餘
戸

・
不
彌
國

官
曰
〝

多
模
〟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

有
千
餘
家

・
投
馬
國

官
曰
〝

彌
彌
〟

副
曰
〝

彌
彌
那
利
〟

可
五
萬
餘
戸

○
周
辺
国
（
そ
の
他
の
国
）

○
周
辺
国
（
そ
の
他
の
国
）

・
狗
奴
國

・
自
女
王
國
以
北

其
戸
數
道
里
可
得
略
載

其
餘
旁
國
遠
絶

不
可
得
詳

自
女
王
國
東
度
千
余
里

至
拘
奴
国

次
有
斯
馬
國

次
有
已
百
支
國

次
有
伊
邪
國

次
有
都
支
國

雖
皆
倭
種

而
不
屬
女
王

次
有
彌
奴
國

次
有
好
古
都
國

次
有
不
呼
國

次
有
姐
奴
國

次
有
對
蘇
國

次
有
蘇
奴
國

次
有
呼
邑
國

次
有
華
奴
蘇
奴
國

次
有
鬼
國

次
有
為
吾
國

次
有
鬼
奴
國

次
有
邪
馬
國

次
有
躬
臣
國

次
有
巴
利
國

次
有
支
惟
國

次
有
烏
奴
國

次
有
奴
國

此
女
王
境
界
所
盡

・
狗
奴
國

其
南
有

狗
奴
國

男
子
為
王

其
官
有
〝

狗
古
智
卑
狗
〟

不
屬
女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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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②

倭
国
概
況
２
（
宋
書･

南
斉
書･

梁
書･

隋
書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宋

書

南
斉
書

梁

書

隋

書

列
伝
第
五
十
七

列
伝
第
三
十
九

列
伝
第
四
十
八

東
夷

倭

列
伝
第
四
十
六

東
夷

俀
国

夷
蠻

倭
国

東
南
夷

倭
国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倭
国

・
在

帶
方
東
南

・
去
帯
方

萬
二
千
餘
里

・
倭
国

在
百
濟

新
羅
東
南

水
陸
三
千
里

於
大
海
之
中
依
山
島
而
居

在

高
驪
東
南

大
海
島
中

・
大
抵
在
會
稽
之
東

相
去
絶
遠

・
古
云

去
樂
浪
郡
境
及
帶
方
郡
並
一
萬
二
千
里

在
會
稽
之
東

與
儋
耳
相
近

大
海
中

○
領
域

・
其
國
境

東
西
五
月
行･

南
北
三
月
行

各
至
於
海

其
地
勢
東
高･

西
下

・
有

阿
蘇
山

其
石
無
故
火
起
接
天
者

俗
以
爲
異

因
行
禱
祭

有

如
意
寶
珠

其
色
青

大
如
雞
卵

夜
則
有
光

云
〝

魚
眼
精
〟

也

・
自
竹
斯
國
以
東

皆
附
庸
於
俀

・
土
地
膏
腴

・
水
多
陸
少

○
道
行
き

○
道
行
き
（
隋
か
ら
俀
国
）

・
從
帯
方
至
倭

循
海
水
行

歴
韓
國

乍
東
乍
南

七
千
餘
里

・
度
百
濟

行
至
竹
島

南
望
耽
羅
国

經
都
斯
麻
國

迥
在
大
海
中

始
度
一
海

海
闊
千
餘
里

名
〝

瀚
海
〟

至
一
支
國

又
東

至
一
支
國

又
度
一
海

千
餘
里

名
未
盧
國

又

至
竹
斯
國

又
東
南
陸
行
五
百
里

至
伊
都
國

又
東

至
秦
王
國

其
人
同
於
華
夏

以
為
夷
洲

疑
不
能
明
也

又
東
南
行

百
里

至
奴
國

又
經
十
餘
國

達
於
海
岸

又
東
行

百
里

至
不
彌
國

又
南
水
行
二
十
日

至
投
馬
國

又
南
水
行
十
日･

陸
行
一
月
日

至
祁
馬
臺
國

○
戸
数

・
戸
可
十
萬

（
※
九
六
〇
〇
〇
戸
＝
一
二
〇
軍
尼×

一
〇
伊
尼×

八
〇
戸
）

○
気
候

○
気
候

・
地
温
暖

・
気
候
溫
暖

・
草
木
冬
青

○
栽
培

・
民
種

禾･

稻･

紵
麻･

蠶･

桑
織
績

・
有
薑･

桂･

橘･

椒･

蘇

・
物
産
略
與
儋
耳･

朱
崖
同

○
産
物

・
出

黒
雉･

眞
珠･

青
玉

○
動
物

・
有
獸
如
牛

名
山
鼠

・
又
有
大
蛇
呑
此
獸

蛇
皮
堅

不
可
斫

其
上
有
孔

乍
開
乍
閉

時
或
有
光

射
之
中

蛇
則
死
矣

王

族

○
沿
革

○
沿
革

世
修
貢
職

漢
末
以
來
立
女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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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②

倭
国
概
況
２
（
宋
書･

南
斉
書･

梁
書･

隋
書
）

○
王
等
（
阿
毎
）

・
俀
王
姓
〝

阿
毎
〟

字
〝

多
利
思
北
孤
〟

號
〝

阿
輩
雞
彌
〟

・
王
妻
號
〝

雞
彌
〟

後
宮
有

女
六･

七
百
人

・
名
太
子
為
〝

利

歌
彌
多
弗
利
〟

○
執
務

・
俀
王
以
天
爲
兄

以
日
爲
弟

天
未
明
時
出
聽
政

跏
趺
坐

日
出
便
停
理
務

云
委
我
弟

○
行
事

・
其
王
朝
會

必
陳
設
儀
仗

奏
其
國
樂

・
每
至
正
月
一
日

必
射
戲
飲
酒

其
餘
節
略
與
華
同

○
王
城

○
王
城

・
邪
馬
臺
國

即
倭
王
所
居

・
都
於
邪
靡
堆

則
魏
志
所
謂
邪
馬
臺
者
也

組

織

土
俗
已
見
前
史

○
官
職

○
官
職

｜

・
其
官
有
〝

伊
支
馬
〟

次
曰
〝

彌
馬
獲
支
〟

次
曰
〝

奴
往
鞮
〟

・
內
官
有
十
二
等

一
曰
大
徳

次
小
徳

次
大
仁

次
小
仁

次
大
義

次
小
義

次
大
禮

次
小
禮

次
大
智

次
小
智

次
大
信

次
小
信

・
員
無
定
數

○
行
政

・
有

軍
尼
一
百
二
十
人

猶
中
國
牧
宰

八
十
戶

置
一
伊
尼
翼

如
今
里
長
也

十
伊
尼
翼

屬
一
軍
尼

○
爭
訟

○
爭
訟

・
少
諍
訟

・
罕
爭
訟

○
犯
罪

○
犯
罪

・
無
盗
竊

・
少
盜
賊

・
若
犯
法

軽
者
没
其
妻
子

・
其
俗
殺
人･

強
盜
及
奸

皆
死

重
則
滅
其
宗
族

・
盜
者

計
贓
酬
物

無
財
者
沒
身
爲
奴

・
自
餘
輕
重

或
流･

或
杖

・
每
訊
究
獄
訟

不
承
引
者

以
木
壓
膝

或
張
強
弓

以
弦
鋸
其
項

或
置
小
石
于
沸
湯
中

令
所
競
者
探
之

云
「
理
曲
者
即
手
爛
」

或
置
蛇
甕
中

令
取
之

云
「
曲
者
即
螫
手
矣
」

○
軍
事

・
有

弓･

矢･

刀･

矟･

弩･

䂎･

斧･

漆
皮
爲
甲･

骨
爲
矢
鏑

・
雖
有
兵

無
征
戰

○
国
力

・
新
羅･

百
濟
皆
以
俀
爲
大
國

多
珍
物

並
敬
仰
之

恆
通
使
往
來

国

人

○
風
俗

○
風
俗

｜

｜

・
風
俗
不
淫

・
性
質
直

有
雅
風

・
男
女
皆
露
紒

・
人
頗
恬
靜

・
其
俗

女
多･

男
少

・
女
多･

男
少

・
人
庶
多
跣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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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宋

書

南
斉
書

梁

書

隋

書

列
伝
第
五
十
七

列
伝
第
三
十
九

列
伝
第
四
十
八

東
夷

倭

列
伝
第
四
十
六

東
夷

俀
国

夷
蠻

倭
国

東
南
夷

倭
国

国

人

○
男
性

○
男
性

｜

｜

・
富
貴
者

以
錦
繡
雜
采
爲
帽

似
中
國
胡
公
頭

・
其
服
飾

男
子

衣
裙
襦

其
袖
微
小

履
如
屨
形

漆
其
上

系
之
於
腳

不
得
用
金
銀
爲
飾

故
時

衣
橫
幅

結
束
相
連
而
無
縫

頭
亦
無
冠

但
垂
發
於
兩
耳
上

至
隋

其
王
始
制
冠

以
錦
彩
爲
之

以
金
銀
鏤
花
爲
飾

○
女
性

○
女
性

・
婦
人

無
淫
妬

・
婦
人

束
發
於
後

亦
衣
裙
襦

裳
皆
有
襈

躭
竹
爲
梳

編
草
爲
薦

雜
皮
爲
表

緣
以
文
皮

・
婦
人

不
淫
妬

○
婚
姻

○
婚
姻

・
貴
者

至
四･

五
妻

・
婚
嫁
不
取
同
姓

男
女
相
悅
者
即
爲
婚

賤
者

猶
兩･

三
妻

・
婦
入

夫
家

必
先
跨
犬

(

※
火)

乃
與
夫
相
見

○
寿
命

・
多
壽
考

多
至
八･

九
十

或
至
百
歳

○
死
者

○
死
者

・
其
死

有
棺･
無
槨

封
土
作
冢

・
死
者

斂
以
棺･

槨

親･

賓

就
屍
歌
舞

妻
子･

兄
弟

以
白
布
制
服

貴
人

三
年
殯
於
外

庶
人

ト
日
而
瘞

・
及
葬

置
屍
船
上

陸
地
牽
之

或
以
小
輿

○
趣
味

・
好

棋
博･

握
槊･

樗
蒲
之
戲

○
飲
食

○
飲
食

・
俗
無
盤
俎
藉
以
檞
葉

食
用
手
哺
之

・
食
飲
用
籩
豆

・
人
性
嗜
酒
見

○
漁
業

・
男
女

多
黥
臂
點
面
文
身

沒
水
捕
魚

・
以
小
環
掛
鷺
鶿
項

令
入
水
捕
魚

日
得
百
餘
頭

そ
の
他

○
音
楽

・
樂
有

五
弦
琴･

笛

○
文
字

・
無
文
字

唯
刻
木
結
繩

○
佛
教

・
敬
佛
法

於
百
濟
求
得
佛
經

始
有
文
字

○
ト
占

・
知
卜
筮

尤
信
巫
覡

○
暦

・
俗
不
知
正
歳



39

（
２
）

倭
国
概
況

③

倭
国
概
況
３

（
南
史･

北
史･

旧
唐
書
）

③

倭
国
概
況
３

（
南
史･

北
史･

旧
唐
書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南

史

北

史

旧
唐
書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倭
国

列
伝
第
八
十
二

倭
国

列
伝
第
一
四
八
上

東
夷

倭
国

国

土

○
沿
革

○
沿
革

・
倭
国

其
先
所
出
及
所
在

事
詳
北
史

・
倭
國
者

古
倭
奴
國
也

・
世
與
中
國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在

百
濟･

新
羅
東
南

水
陸
三
千
里

於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而
居

・
去
京
師
一
萬
四
千
里

在
新
羅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而
居

・
又
云

去
樂
浪
郡
境
及
帯
方
郡

並
一
萬
二
千
里

在

會
稽
東

與
儋
耳
相
近

○
領
土

○
領
土

・
其
國
境

東
西
五
月
行･

南
北
三
月
行

各
至
於
海

・
東
西
五
月
行･

南
北
三
月
行

其
地
勢

東
高･

西
下

・
四
面
小
島
五
十
餘
國

皆
附
屬
焉

・
自
竹
斯
國
以
東

皆
附
庸
於
倭

・
有

阿
蘇
山

其
石
無
故
火
起
接
天
者

俗
以
爲
異

因
行
祷
祭

・
有

如
意
寶
珠

其
色
青

大
如
雞
卵

夜
則
有
光

云
〝

魚
眼
精
〟

也

・
土
地
膏
腴

・
水
多
陸
少

○
道
行
き
（
※
倭
国
へ
の
道
行
き
）

・
計
從
帯
方

至
倭
國

循
海
水
行

歴
朝
鮮
國

乍
南
乍
東

七
千
餘
里

始
度
一
海

又

南
千
餘
里

度
一
海

闊
千
餘
里

名
〝

瀚
海
〟

至
一
支
國

又

度
一
海

千
餘
里

名
末
盧
國

又

東
南
陸
行

五
百
里

至
伊
都
國

又

東
南

百
里

至
奴
國

又

東
行

百
里

至
不
彌
國

又

南
水
行
二
十
日

至
投
馬
國

又

南
水
行
十
日･
陸
行
一
月

至
邪
馬
臺
國

即
俀
王
所
都

○
戸
数

・
戸
可
十
萬

○
気
候

○
気
候

・
地
氣
温
暖

・
氣
候
溫
暖

・
草
木
冬
青

○
栽
培

・
人
種
禾･

稲･

紵･

麻

蠶
桑
織
績

・
有

薑･

桂･

橘･

椒･

蘇

○
産
物

・
物
産
略
與
儋
耳･

朱
崖
同

・
出

黒
雉･

眞
珠･

青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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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南

史

北

史

旧
唐
書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倭
国

列
伝
第
八
十
二

倭
国

列
伝
第
一
四
八
上

東
夷

倭
国

国

土

○
動
物

・
有

獸
如
牛

名
〝

山
鼠
〟

・
又
有

大
蛇
吞
此
獸

蛇
皮
堅
不
可
斫

其
上
有
孔

乍
開
乍
閉

時
或
有
光

射
中
而
蛇
則
死
矣

王

族

○
王
等
（
阿
毎
）

○
王
等
（
阿
毎
）

・
俀
王
姓
〝

阿
毎
〟

字
〝

多
利
思
北
孤
〟

號
〝

阿
輩
雞
彌
〟

・
其
王
姓
〝

阿
毎
〟

氏

・
王
妻
號
〝

雞
彌
〟

後
宮
有

女
六･

七
百
人

・
名
太
子
為
〝

利

歌
彌
多
弗
利
〟

○
執
務

・
其
王
朝
會

必
陳
設
儀
仗

奏
其
國
樂

・
每
至
正
月
一
日

必
射
戲
飲
酒

其
餘
節
略
與
華
同

○
王
城

○
宮
城

・
居
於
邪
摩
堆

則
魏
志
所
謂
〝

邪
馬
臺
者
〟

也

・
其
国

居
無
城
郭

以
木
爲
柵

以
草
爲
屋

組

織

○
官
職

○
官
職

○
官
職

・
其
官
有
〝

伊
支
馬
〟

次
曰
〝

彌
馬
獲
支
〟

次
曰
〝

奴
往
鞮
〟

・
内
官
有
十
二
等

・
設
官
有
十
三
等

一
曰
大
徳

次
小
徳

次
大
仁

次
小
仁

次
大
義

次
小
義

次
大
禮

次
小
禮

次
大
智

次
小
智

次
大
信

次
小
信

・
員
無
定
數

○
一
大
率

・
置
一
大
率

検
察
諸
國

皆
畏
附
之

○
行
政
組
織

・
有

軍
尼
一
百
二
十
人

猶
中
國
牧
宰

八
十
戸

置
一
伊
尼
翼

如
今
里
長
也

十
伊
尼
翼

屬
一
軍
尼

○
訴
訟

○
訴
訟

○
訴
訟

・
少
諍
訟

・
人
頗
恬
静

罕
爭
訟

・
其
訴
訟
者

匍
匐
而
前

○
犯
罪

○
犯
罪

・
無
盗
竊

・
少
盗
賊

・
若
犯
法

輕
者
沒
其
妻
子

・
俗

殺
人･

強
盗
及
姦

皆
死

重
則
滅
其
宗
族

・
盗
者

計
贓
酬
物

無
財
者
沒
身
爲
奴

・
自
餘
輕
重

或
流･

或
杖

・
毎
訊
冤
獄

不
承
引
者

以
木
壓
膝

或
張
強
弓

以
弦
鋸
其
項

或
置
小
石
於
沸
湯
中

令
所
競
者
探
之

云
「
理
曲
者
即
手
爛
」

或
置
蛇
瓮
中

令
取
之

云
「
曲
者
即
螫
手
」

○
軍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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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③

倭
国
概
況
３

（
南
史･

北
史･

旧
唐
書
）

・
有

弓･

矢･

刀･

矟･

弩･

䂎･

斧･

漆
皮
爲
甲･

骨
爲
矢
鏑

・
雖
有
兵

無
征
戰

・
無

城
郭

○
国
力

・
新
羅･

百
濟

皆
以
倭
爲
大
國

多
珍
物

並
仰
之

恒
通
使
往
來

国

人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不
淫

・
性
質
直

有
雅
風

・
並
皆
跣
足

・
男
女

皆
露
髫

※
髫
：
『
梁
書
』『
三
國
志
』
紒

・
人
庶
多
跣
足

・
地

多
女･

少
男

・
其
俗

女
多･

男
少

・
女
多･

男
少

○
男
性

○
男
性

○
男
性

・
富
貴
者

以
錦
繡
雜
采
爲
帽

似
中
國
胡
公
頭

・
其
服
飾

男
子
衣
裙
襦

其
袖
微
小

・
以
幅
布
蔽
其
前
後

・
履
如
屨
形

漆
其
上

繋
之
脚

・
貴
人

戴
錦
帽

・
不
得
用
金
銀
爲
飾

故
時
衣
横
幅

結
束
相
連
而
無
縫

百
姓

皆
椎
髻

無
冠
帯

・
頭
亦
無
冠

但
垂
髪
於
兩
耳
上

・
至
隋

其
始
制
王
冠
以
錦
綵
爲
之

以
金
銀
鏤
花
爲
飾

○
女
性

○
女
性

○
女
性

・
婦
人
不
婬
妬

・
婦
人
束
發
於
後

亦
衣
裙
襦

裳
皆
有
襈

・
婦
人
衣
純
色
裙

長
腰
襦

・
攕
竹
聚
以
爲
梳

束
髪
於
後

佩
銀
花

長
八
寸

左
右
各
數
枝

以
明
貴･

賤
等
級

・
編
草
爲
薦

雜
皮
爲
表

緣
以
文
皮

・
衣
服
之
制
、
頗
類
新
羅
。

・
婦
人
不
淫
妬

○
婚
姻

○
婚
姻

・
貴
者

至
四･

五
妻

・
婚
嫁
不
取
同
姓

男
女
相
悦
者

即
爲
婚

賤
者
猶
至
兩･

三
妻

・
婦
入
夫
家
必
先
跨
火

乃
與
夫
相
見

○
寿
命

・
多
壽
考

或
至
八･

九
十

或
至
百
歳

○
死
者

○
死
者

・
其
死

有
棺･

無
槨

封
土
作
冢

・
死
者

斂
以
棺･

槨

・
親･

賓

就
屍
歌
舞

妻
子･

兄
弟

以
白
布
制
服

・
貴
人

三
年
殯

庶
人

ト
日
而
痤

・
及

葬

置
屍
船
上

陸
地
牽
之

或
以
小
輿

○
飲
食

○
飲
食

・
食
飲
用
籩
豆

・
俗
無
盤
俎

藉
以
槲
葉

食
用
手
餔
之

・
人
性
皆
嗜
酒

○
漁
業

・
男
女

皆
黥
臂･

點
面･

文
身

沒
水
捕
魚

・
以
小
環
掛
鷺
鶿
項

令
入
水
捕
魚

日
得
百
餘
頭

○
娯
楽

・
好

棋
博･

握
槊･

樗
蒱
之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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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南

史

北

史

旧
唐
書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倭
国

列
伝
第
八
十
二

倭
国

列
伝
第
一
四
八
上

東
夷

倭
国

そ
の
他

○
音
楽

・
樂
有

五
弦
琴･

笛

○
文
字

・
無
文
字

唯
刻
木
結
繩

○
仏
教

○
仏
教

・
敬
佛
法

於
百
濟
求
得
佛
經

・
俗
敬
佛
法

○
文
字

○
文
字

・
始
有
文
字

・
頗
有
文
字

○
ト
占

・
知
卜
筮

尤
信
巫
覡

○
里
数

・
夷
人
不
知
里
數

但
計
以
日

○
暦

・
俗
不
知
正
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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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④

倭
国
概
況
４
（
通
典･

唐
会
要
）

④

倭
国
概
況
４
（
通
典･

唐
会
要
）

文

献

記

事

綱

目

通

典

唐
会
要

巻
一
八
五

邊
防
一

東
夷
上

倭

巻
九
十
九

倭
国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李
淳
風
云
「
…
倭
國
一
名
日
本

在
中
國
直
東
」
（
邊
防
序)

・
在
新
羅
東
南

居
大
海
之
中

・
倭
又
在
東
南

倭

鳥
和
反

隔
越
大
海

（
東
夷

序
略
）

・
在
帶
方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爲
居

凡
百
餘
国

・
去
遼
東
萬
二
千
里

在
百
濟･
新
羅
東
南

・
大
較
在
會
稽

閩
川
之
東

亦
與
朱
崖

儋
耳
相
近

○
領
域

・
其
國
界
東
西
五
月
行

南
北
三
月
行

各
至
於
海

○
道
行
き

・
自
後
漢
通
焉

○
気
候

・
土
氣
温
暖

○
栽
培

・
其
國
土
俗
宜

禾
稻･

麻
紵･

蠶
桑･

知
織
績
為
縑
布

○
産
物

・
出

白
珠･

青
玉

其
山
出
銅

有
丹

○
植
物

・
有

薑･

桂･

橘･

椒･

蘘
荷

不
知
以
為
滋
味

○
動
物

・
無

牛･

馬･

虎･

豹･

羊

・
出

黒
雉

・
有

獸
如
牛

名
山
鼠

・
又
有

大
蛇
吞
此
獸

蛇
皮
堅
不
可
斫

其
上
孔
乍
開
乍
閉
時

或
有
光
射
中
之
虵
則
死

王

族

○
王

○
王

・
其
王
理
邪
馬
臺
國

或
云
邪
摩
堆

・
其
王
姓
〝

阿
毎
〟

氏

・
其
王
以
天
為
兄

以
日
為
弟

尤
信
巫
覡

○
行
事

・
毎
至
正
月
一
日

必
射
戲
飲
酒

其
餘
節
略
與
華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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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綱
目

通

典

唐
会
要

巻
一
八
五

邊
防
一

東
夷
上

倭

巻
九
十
九

倭
国

組

織

○
官
職

・
官
有
十
二
等

一
曰

大
徳

次
小
徳

次
大
仁

次
小
仁

次
大
義

次
小
義

次
大
禮

次
小
禮

次
大
智

次
小
智

次
大
信

次
小
信

・
員
無
定
數

○
行
政

・
有

軍
尼
百
二
十
人

猶
中
國
牧
宰

八
十
戸

置
一
伊
尼
翼

如
里
長
也

十
伊
尼
翼

屬
一
軍
尼

○
軍
事

・
其
兵

有
矛･

楯･

木
弓

竹
矢

或
以
骨
爲
鏃

○
爭
訟

・
少
爭
訟

○
犯
罪

・
又
俗
不
盗
竊

国

人

○
風
俗

・
有
城
柵･

屋
室

・
國
多
女

○
男
性

○
男
性

・
男
子

皆
黥
面･

文
身

自
謂
太
伯
之
後

・
椎
髻

無
冠
帶

・
衣
皆
横
幅
結
束

相
連
無
縫

・
隋･

煬
帝

賜
之
衣
冠

今
以
錦
綵
爲
冠
飾

・
其
國
跣
足

以
幅
布
蔽
其
前
後

・
衣
服
之
制

頗
類
新
羅

・
椎
髻
無
冠
帶

腰
佩
金
花

長
八
寸

左
右
各
數
枚

以
明
貴･

賤
等
級

・
隋･

煬
帝
時

始
賜
衣
冠

今
以
綵
錦
爲
冠
飾

裳
皆
施
襈

音
饌

綴
以
金
玉

・
衣
服
之
制
頗
同
新
羅

○
女
性

・
女
人
披
髮
屈
紒

・
作
衣
如
單
被

穿
其
中
央
貫
頭
而
著
之

・
並
以
丹
朱
塗
其
身

如
中
國
之
用
粉
也

○
家
族

・
父
母
兄
弟
異
處

・
唯
會
同
男
女
無
別

○
婚
姻

・
大
人

皆
有
四･

五
妻

其
餘
或
兩･

或
三

・
女
人
不
婬
不
妒

・
其
婚
嫁
不
娶
同
姓

・
婦
入
夫
家
必
先
跨
火

乃
與
夫
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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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④

倭
国
概
況
４
（
通
典･

唐
会
要
）

○
寿
命

・
多
壽
考

○
死
者

・
其
死
停
喪
十
餘
日

家
人
哭
泣
不
進
酒
食
肉

親･

賓
就
屍
歌
舞
爲
樂

・
有
棺･
無
槨

封
土
作
冢

○
飲
食

・
冬
夏
生
菜
茹

・
飲
食
以
手

而
用
籩
豆

・
人
性
嗜
酒

○
娯
楽

・
好
棋
博･

握
槊･

摴
蒲
之
戲

○
身
分

・
俗
皆
徒
跣

以
蹲
踞
爲
恭
敬

そ
の
他

○
音
楽

・
樂
有

五
絃
琴･

笛

○
文
字

・
俗
有
文
字

○
宗
教

・
敬
佛
法

○
ト
占

・
舉
大
事

灼
骨
以
卜

用
決
吉
凶

○
持
衰

・
其
行
來
渡
海
詣
中
國

常
使
一
人

不
櫛
沐

不
食
肉

不
近
婦
人

名
曰
〝

持
衰
〟

苦
在
塗
吉
利

則
共
顧
其
財
物

若
有
疾
病

遭
暴
害

以
爲
持
衰
不
謹

便
共
殺
之

○
周
辺
国

・
東
海
嶼
中
野
人

有

邪
古･

婆
邪･

多
尼
三
國
皆
附
庸
於
倭

北
限
大
海

西
北
接
百
濟

正
北
抵
新
羅

南
與
越
州

相
接

・
頗
有
絲
綿

・
出
瑪
瑙

有
黃
白
二
色

其
琥
珀
好
者

云
海
中
湧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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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⑤

倭
国
概
況
５
（
太
平
御
覧
）

東
夷
三

俀
（
後
漢
書
曰･

魏
志
曰･

南
史
曰･

北
史
曰･

唐
書
曰
）、
日
本
（
唐
書
曰
）、
紵
嶼
人
（
外
国
記
曰
）、
蝦
夷
國
（
唐
書
曰
）

※
『
太
平
御
覧
』
目
次

東
夷
五

扶
桑
國
（
南
史
曰
）、
女
國
（
南
史
曰
）、
文
身
國
（
南
史
曰
）、
大
漢
國
（
南
史
曰
）、
琉
求
國
（
陰
書
曰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太
平
御
覧

四
夷
部
三

東
夷

俀

引

用

●
後
漢
書
曰

魏
志
曰

南
史
曰

北
史
曰

唐
書
曰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

・
俀

在
韓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為
居

・
倭
國
在
帶
方
東
南
大
海
中

依
山
島
為

國

・
樂
浪
郡
徼
去
其
國
萬
二
千
里

百
餘
小
國

・
其
地
大
較
在
會
稽
東
冶

與

朱
崖･

儋
耳
相
近

・
自
帶
方
至
女
國

萬
二
千
餘
里

故
其
俗
多
同

○
領
域

又
曰

・
倭
國

有
阿
蘇
山

其
石
無
故
火
起
接
天
者

俗
以
為
異

因
行
禱
祭

・
有
如
意
寶
珠

其
色
青

大
如
雞
卵

夜
則
有
光

・
土
地
膏
腴

・
水
多
陸
少

○
道
行
き

・
從
帶
方
至
倭

循
海
岸
水
行

歷
韓
國

從
乍
南
乍
東

到
其
北
岸
拘
耶
韓
國

七
千
餘
里

至
對
馬
國

又
南
渡
一
海
一
千
里

名
曰
瀚
海

至
一
大
國

又
渡
海

千
餘
里

至
未
盧
國

東
南
陸
行

五
百
里

到
伊
都
國

又
東
南

奴
國

百
里

又
東
行

百
里

至
不
彌
國

又
南

水
行
二
十
日

至
於
投
馬
國

又
南

水
行
十
日･

陸
行
一
月

至
耶
馬
臺
國

○
戸
数

○
戸
数

・
戶
七
萬

女
王
之
所
都

・
戶
可
十
萬

○
気
候

○
気
候

・
土
氣
溫
暖

・
氣
候
溫
暖

草
木
冬
青

○
栽
培

・
土
宜
禾
稻･

麻
紵･

蠶
桑

知
識
績
為
縑
布

○
産
物

・
出

白
珠･

青
玉

其
山
有
丹

○
動
物

・
無
牛･

馬･

虎･

豹･

羊･

鵲
鵲
或
作
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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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⑤

倭
国
概
況
５
（
太
平
御
覧
）

王

族

○
王
等
（
卑
彌
呼
）

○
王
等
（
阿
每
）

｜

｜

・
事
鬼
道

能
惑
衆

自
謂
年
已
長
大

無
夫
婿

・
倭
王
姓
〝

何
每
〟

字
〝

多
利
思
比
孤
〟

號
〝

河
輩
雞
彌
〟

有
男
弟
佐
治
國

以
婢
千
人
自
侍

・
王
妻
姓
〝

雞
彌
〟

沒
官

有
女
六
七
百
人

惟
有
男
子
一
人
給
飲
食

傳
辭
出
入

・
名
太
子
為
〝

利

歌
彌
多
弗
利
〟

・
女
王
死

大
作
冢

殉
葬
者
百
餘
人

○
行
事

・
其
王

朝
會
必
陳
設
儀
仗

其
國
樂
戶

・
每
至
正
月
一
日

必
射
戲･

飲
酒

其
餘
節
略
與
華
同

○
王
城

○
王
城

※
阿
毎
：
原
文
「
何
每
」
を
校
訂

・
俀
王
居
邪
馬
臺
國
俀
今
名
邪
馬
堆
音
之
訛
反

・
其
居
處

宮
室
樓
觀
城
柵

守
衛
嚴
峻

・
有

城
柵
屋
宇

組

織

○
官
職

○
官
職

｜

｜

・
其
置
官
曰
〝

伊
支
馬
〟

次
曰
〝

彌
馬
叔
〟

・
又
曰

倭
國
內
官
有
十
二
等

次
曰
〝

彌
馬
獲
支
〟

次
曰
〝

奴
佳
鞮
〟

一
曰
大
德

次
小
德

次
大
仁

次
小
仁

次
大
義

次
小
義

次
大
禮

次
小
禮

次
大
智

次
小
智

次
大
信

次
小
信

・
員
無
定
數

○
組
織

・
有

軍
尼
一
百
二
十
人

猶
中
國
牧
宰

八
十
戶

置
一
伊
尼
翼

如
今
里
長
也

十
伊
尼
翼

屬
一
軍
尼

○
訴
訟

・
罕
爭
訟

○
犯
罪

○
犯
罪

・
又

俗
不
盜
竊

少
爭
訟

・
少
盜
賊

・
犯
法
者
沒
其
妻
子

重
者
滅
其
門
族

・
俗
殺
人･

強
盜

及
奸
皆
死

・
盜
者
計
贓
酬
物

無
財
者
沒
身
為
奴

自
餘
輕
重

或
流･

或
杖

・
每
訊
冤
獄

不
承
引
者

以
木
壓
膝

或

置
小
石
於
沸
湯
中

令
所
競
者
探
之
云「
理
曲
者
即
手
爛
」

或

置
蛇
甕
中

令
取
之

云
「
曲
者
即
螫
手
」

○
軍
事

○
軍
事

・
其
兵
有

矛･

楯･

木
弓･

竹
矢

或
以
骨
為
鏃

文
曰

倭
國
兵

・
有

弓
矢･

斧･

漆
皮
為
甲･

骨
為
矢
鏑

・
雖
有
兵

無
征
戰

○
国
力

○
国
力

・
其
屬
小
國
有
二
十
一

皆
統
之
女
王

・
新
羅･

百
濟

皆
以
倭
為
大
國

多
珍
物

并
仰
之

恒
通
使
往
來

国

人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俗
皆
徒
跣

・
倭
国
風
俗
不
淫

・
人
庶
多
跣
足

・
倭
國
土
風
頗
類
新
羅

・
國
多
女
子

・
人
頗
恬
靜

・
女
人
不
淫･

不
妒

・
性
質
直

有
雅
風

・
女
多
男
少

・
婦
人
不
淫
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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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太
平
御
覧

四
夷
部
三

東
夷

俀

倭

国

●
後
漢
書
曰

魏
志
曰

南
史
曰

北
史
曰

唐
書
曰

国

人

○
男
性

○
男
性

○
男
性

・
男
子

皆
黥
面･
文
身

・
其
俗

男
子
無
大
小

皆
黥
面･

文
身

・
倭
國
男
子

服
飾

衣
裙
襦

其
袖
微
小

以
其
文
左
右･

大
小
別

尊
卑
之
差

履
如
屨
形
漆
其
上

系
之
腳

・
其
男
衣

皆
橫
幅

結
束
相
連

不
得
用
金
銀
為
飾

故

時
衣
橫
幅

結
束
相
連

而
無
縫
頭

亦
無
冠

但
垂
發
於
兩
耳
上

・
至
隋
時

王
始
制
冠

以
錦
彩
為
之

以
金
銀
鏤
花
為
飾

○
女
性

○
女
性

・
女
人

被
髮

屈
紒
衣
如
單
被

貫
頭
而
着
之

・
婦
人

束
發
於
後

亦
衣
裙
襦

裳
皆
有
襈

并
以
丹
朱
坋
身
《
說
文
》
曰
〝
坋

塵
也
。
音
蒲
頓
切

纖
竹
聚
以
為
梳

編
草
為
薦

雜
皮
為
表

緣
以
雜
文
皮

如
中
國
之
用
粉
也

○
家
族

・
父
母
兄
弟
異
處

惟
會
同
男
女
無
別

○
婚
姻

○
婚
姻

・
大
人
皆
有
四･

五
妻

・
女

婚
嫁
不
取
同
姓

其
餘
或
兩･

或
三

・
男
女
相
悅
者
即
為
婚

・
婦
入
夫
家

必
先
跨
火

乃
與
夫
相
見

○
寿
命

・
多
壽
考

至
百
餘
歲
者
甚
眾

○
死
者

○
死
者

・
其
死
者

停
喪
十
餘
日

・
死
者

斂
以
棺･

槨

・
親･

賓
就
尸
歌
舞

家
人
哭
泣

不
進
酒
食

・
妻
子･

兄
弟
以
白
布
制
服

貴
人
三
年
殯

而
等
類

就
歌
舞
為
樂

庶
人
卜
日
而
瘞

・
及
葬

置
尸
船
上

陸
地
牽
之

或
以
小
輿

○
飲
食

○
飲
食

・
飲
食
以
手

而
用
籩
豆

・
俗
無
盤
俎

藉
以
槲
葉

・
其
人
性
嗜
酒

○
漁
業

・
男
女

多
黥
面･

文
身

沒
水
捕
魚

・
以
水
環
挂
鸕
鶿
項

令
入
水
捕
魚

日
得
百
餘
頭

○
趣
味

・
好

棋
博･

握
槊･

樗
蒲
之
戲

○
身
分

○
身
分

・
以
蹲
踞
為
恭
敬

・
草
傳
辭
說
事

或
蹲･

或
跪

兩
手
據
地

謂
之
恭
敬

其
呼
應
聲
曰
噫
噫

如
然
諾
矣

そ
の
他

○
音
楽

｜

｜

・
樂
有

五
弦
琴･

笛

○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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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⑤

倭
国
概
況
５
（
太
平
御
覧
）

・
無
文
字

惟
刻
木
結
繩

後
於
百
濟
求
得
佛
經

始
有
文
字

○
仏
教

・
於
百
濟
求
得
佛
經

○
ト
占

○
ト
占

・
灼
骨
以
為
卜

用
決
吉
凶

・
知
卜
筮

尤
信
巫
覡

○
持
衰

・
行
來
渡
海

令
一
人

不
櫛
沐

不
食
肉

不
近
婦
人

名
曰
〝
持
衰
〟

若
在
涂
吉
利

則
雇
以
財
物

如
病
疾
遭
害

以
為
持
衰
不
謹

便
共
殺
之

○
周
辺
国
（
道
行
き
国
）

・
對
馬
國

其
大
官
曰
〝

卑
狗
〟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

所
居
絶
島

方
可
四
百
餘
里

土
地
山
險

多
深
林

道
路
如
禽
鹿
徑

有
千
餘
戸

無
良
田

食
海
物
自
活

乖
船
南
北
巿
糴

・
一
大
國

官
亦
曰
〝

卑
狗
〟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

方
可
三
百
里

多
竹
木
叢
林

有
三
千
許
家

差
有
田
地

耕
田
猶
不
足
食

亦
南
北
巿
糴

・
末
盧
國

有
四
千
餘
戸

濱
山
海
居

草
木
茂
盛

行
不
見
前
人

好
捕
魚
鰒

水
無
深
淺

皆
沈
沒
取
之

・
伊
都
國

官
曰
〝

爾
支
〟

副
曰
〝

泄
謨
觚･
柄
渠
觚

有
千
餘
戸

世
有
王

皆
統
屬
女
王
國

郡
使
往
來
常
所
駐

・
奴
國

官
曰
〝

兕
馬
觚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有
二
萬
餘
戸

・
不
彌
國

官
曰
〝

多
模
〟

副
曰
〝

卑
奴
母
離
〟

有
千
餘
家

・
投
馬
國

官
曰
〝

彌
彌
〟

副
曰
〝

彌
彌
那
利
〟

可
五
萬
餘
戸

○
周
辺
国
（
そ
の
他
の
國
）

・
之
南

又
有
狗
奴
國

男
子
為
王

其
官
曰
〝

狗
石
智
卑
狗
〟

者

不
屬
女
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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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⑥

倭
国
概
況
６
（
冊
府
元
亀
）

巻
九
五
六

種
族

：
倭
人
、
夷
洲･

澶
洲
、
日
本
国

※
『
冊
府
元
亀
』

巻
九
五
七

國
邑
一
：
倭
国
〈
邪
古･

婆
邪･

多
尼
國
〉、
日
本
国
、
東
鯷
人
、
文
身
國
、
大
漢
國
、
扶
桑
國
、
女
國
、
琉
求
國

目
次
（
概
況
関
係
）

巻
九
五
九

士
風
一
：
文
身
者
、
倭
国
、
夷
洲
、

文
身
國
、
大
漢
國
、
扶
桑
國
、
流
球
國
、
倭
奴
國
、
日
本
国
〈
蝦
夷
國
〉

巻
九
六
二

官
號

：
日
本
國
、
倭
国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冊
府
元
亀

冊
府
元
亀

冊
府
元
亀

冊
府
元
亀

外
臣
部
（
種
族
）

巻
九
五
六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巻
九
五
七

外
臣
部
（
土
風
一
）
巻
九
五
九

外
臣
部
（
官
號
）
巻
九
六
二

倭
人

倭
國

倭
國
在
韓
東
南
文
中
依
山
島
爲
居

倭
奴
國

倭
國

国

土

○
領
域

○
領
域

○
領
域

○
領
域

・
倭
人

在
帶
方
東
南
大
海
之
中

・
樂
浪
郡
獥

去
其
國
萬
二
千
里

・
計
其
道
里

當
在
會
稽
東
冶
之
東

・
在
新
羅
東
南
水
陸
三
千
里
居

｜

・
後
為
女
王
國

去
其
西
北
界

拘
邪
韓
國
七
千
餘
里

大
海
之
中

其
地
大
較

在
會
稽
東
治
之
東

・
東
西
五
月
行･

南
北
三
月
行

與
朱
崖･

儋
耳
相
近

・
其
國
境

東
西
五
月
行･

南
北
三
月
行

各
至
於
海

・
其
地
勢

東
高
西
下

都
於
邪
摩
堆

・
北
限
大
海

西
北
接
百
濟

北
抵
新
羅

西
南
與
越
州
相
值

○
道
行
き

・
去
帶
方
萬
二
千
餘
里

・
從
帶
方
至
倭

・
循
海
水
行

歷
韓
國
乍
東
乍
南
七
千
餘
里

始
度
一
海
海
潤
千
餘
里

名
〝

瀚
海
〟

至
支
國

又
度
一
海
千
餘
里

名
末
盧
國

又
東
陸
行
五
百
里

至
伊
都
國

又
東
南
行
百
里

至
奴
國

又
東
行
百
里

至
不
彌
國

又
南
水
行

行
二
十
里

至
投
馬
國

又
南
水
行
十
日
陸
行
一
月
日

至
邪
馬
台
國

○
戸
数

・
戶
有
七
萬

○
気
候

・
地
溫
暖

○
栽
培

・
種

禾
稻･
紵
麻

蠶
桑･

紡
績

・
出

細
紵･

縑
緜

○
動
物

・
有

獮
猴･

黑
雉

・
其
地
無

牛
■･

馬･

虎･
豹･
鵲

○
産
物

・
所
有
無

與
儋
耳･

朱
崖
同

・
出

真
珠･

青
玉

其
山
有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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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⑥

倭
国
概
況
６
（
冊
府
元
亀
）

○
植
物

・
其
木
有

柟･

杼･

豫
樟･

楺
櫪･

投
橿

･

烏
號･

楓
香

・
其
竹
篠･

簳･

桃
支

・
有

薑･

橘･

椒･

蘘
荷

不
知
以
為
滋
味

王

族

○
王
家

｜

｜

｜

・
其
王
妻
號
〝

雞
彌
〟

沒

・
名
太
子
為
〝

利

歌
彌
多
佛
利
〟

○
王
城

・
在
帶
方
東
南
其
王
居
邪
馬
臺
國

案
今
名
邪
摩
堆
音
之
訛
也

組

織

○
官
職

｜

｜

・
內
官
十
有
二
等

一
曰
大
德

次
小
德

次
大
仁

次
小
仁

次
大
義

次
小
義

次
大
禮

次
小
禮

次
大
智

次
小
智

次
大
信

次
小
信

・
員
無
定
數

・
有
軍
尼
一
百
二
十
人

猶
中
國
牧
宰

八
十
戶
置
一
伊
尼
翼

如
今
裡
長
也

十
伊
尼
翼
屬
一
軍
尼

大
羊
同
國
有
四
大
臣
分
掌
國
事

※
八
十
戶:

原
文
「
八
千
戶
」
を
校
訂

○
居
住

・
有

邸
閣
國

○
訴
訟

・
少
爭
訟

○
犯
罪

・
不
盜
竊

○
刑
罰

・
其
犯
法

輕
者
沒
其
妻
子

重
者
滅

○
軍
事

・
兵
用
矛･
偱･

木
弓

・
弓
形

短
下･

長
上

竹
箭

或
鐵
鏃･
或
骨
鏃

○
税
等

・
收
租
賦

○
市
場

・
國
有
市

交
易
有
無

使
大
倭
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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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倭
国
（
俀
国
）

（
２
）

倭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冊
府
元
亀

冊
府
元
亀

冊
府
元
亀

冊
府
元
亀

外
臣
部
（
種
族
）

巻
九
五
六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巻
九
五
七

外
臣
部
（
土
風
一
）
巻
九
五
九

外
臣
部
（
官
號
）
巻
九
六
二

倭
人

倭
國

倭
國
在
韓
東
南
文
中
依
山
島
爲
居

倭
奴
國

倭
國

国

人

○
風
俗

｜

｜

・
其
風
俗
不
淫

・
皆
徒
跣

・
初
跣
足
以
幅
巾
蔽
其
節

・
後
推
髺
無
冠
帶

・
婦
人
不
淫･

不
妬
忌

○
男
性

○
衣
服

・
男
子
無
大
小
皆
黥
面･

文
身

・
初

跣
足
以
幅
巾
蔽
其
節
後
椎

・
男
女

皆
露
紒
以
木
緜

招
頭
其
衣

髻
無
冠
帶

横
幅

但
結
束
相
連
略
而
無
縫

・
隋･

煬
帝
時
始
賜
衣
冠

○
女
性

・
今
以
錦
綵
爲
冠
飾
裳

・
婦
女

被
髪
屈
紒

皆
施
襈
綴
以
金
玉

・
作
衣
如
単
單
被
穿
其
中
央
貫
頭
衣

・
其
衣
服
之
製
頗
類
新
羅
然

・
以
朱
丹
塗
其
身
體

如
中
國
用
粉
也

以
文
布
為
之
腰

・
佩
銀
花
長
八
寸
左
右
各
數
枚

以
明
貴
賤
等
級

○
家
族

・
其
會
同
坐
起

父
子
男
女
無
別

・
有
屋
室

・
父
母
兄
弟
臥
息
異
處

○
婚
姻

・
其
俗
國

大
人
皆
四･

五
婦

下
戶
或
二･

三
婦

○
寿
命

・
其
人
壽
考

或
百
年･

或
八･

九
十
年

○
死
者

・
其
死

有
棺･

無
槨

封
土
作
冢

・
始
死
停
喪
十
餘
日

當
時
不
食
肉

喪
主
哭
泣

他
人
就
歌
舞
飲
酒

・
已
葬

舉
家
詣
水
中
澡
浴
以
如
練
沐

○
飲
食

・
冬
夏
食
生
菜

・
食
飲
用
籩
豆

手
取
以
食

不
用
匙
筋

・
人
性
嗜
酒

○
漁
業

○
漁
業

・
今
倭
人
好
沈
沒
捕
魚･

蛤

・
今
倭
水
人
好
沈
沒
捕
魚･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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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倭
国
概
況

⑥

倭
国
概
況
６
（
冊
府
元
亀
）

文
身
亦
以
厭
大
魚
水
禽

文
身
亦
以
厭
大
魚
水
禽

・
後
稍
以
為
飾

○
身
分

・
其
門
戶
及
宗
族
尊
卑

各
有
差
序

足
相
臣
服

・
見
大
人
所
敬

但
搏
手
以
當
跪
拜

・
諸
國
文
身
各
異

或
左･

或
右

或
大･

或
小

尊
卑
有
差

そ
の
他

○
文
字

｜

・
其
俗
有
文
字

○
佛
教

・
敬
佛
法

○
暦

○
暦

・
夷
人
不
知
里
數

但
計
以
日

・
其
俗
不
知
正
歲
四
節

但

計
春
耕･

秋
收

為
年
紀

○
ト
占

・
其
俗
舉
事
行
來

有
所
云
為

輒
灼
骨
而
卜
以
占
吉
凶

先
告
所
卜
其
辭
如

令
龜
法
視
火
圻
占
兆

○
持
衰

・
其
行
來
渡
海
詣
中
國

常
使
一
人

不
梳
頭

不
去
蟣
虱
衣
服
垢
汗

不
食
肉

不
近
婦
人

如
喪
人
民

名
之
為
〝
持
衰
〟

若

行
者
吉
善

共
顧
其
生
口
財
物

若

有
疾
病

遭
暴
害

便
欲
殺
之

謂
之
持
衰
不
謹

○
周
辺
国

・
東
海
嶼
中
野
人

有

邪
古･

婆
邪･

多
尼
三
國

皆
附
庸
於
倭

・
北
限
大
海

西
北
接
百
濟
王

正
北
抵
新
羅

西
南
與
越
州

相
接

※
正
北
：
原
文
「
王
北
」
を
他
文
献
よ
り
校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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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日
本
国

（
１
）

日
本
国
年
表

２

日
本
国

（
１
）

日
本
国
年
表

①

日
本
国
年
表
１
（
旧
唐
書
・
新
唐
書
・
宋
史
）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七
〇
一

辛
丑

大
宝

元

（
周
）

長
安

元

旧
唐
書

新
唐
書

列
伝

長
安
元
年

｜

｜

｜

｜

則
天

其
王
文
武
立

改
元
曰
太
寶

皇
后

遣
朝
臣
真
人
粟
田
貢
方
物

朝
臣
真
人
者

猶
唐
尚
書
也

冠
進
德
冠

頂
有
華
蘤
四
披

紫
袍
帛
帶

真
人
好
學

能
屬
文

進
止
有
容

武
后
宴
之
麟
德
殿

授
司
膳
卿

還
之

※
文
武
元
年
＝
六
九
七
年
（
神
功
元
年
）

宋
史

列
伝

（
長
安
元
年
）

奝
然
・
王
年

次
文
武
天
皇

大
寶
三
年

當
長
安
元
年

代
記

遣
粟
田
真
人
入
唐
求
書
籍

律
師
道
慈
求
經

※
大
宝
三
年
＝
長
安
三
年

七
〇
二

壬
寅

二

二

帝
紀

（
長
安
）
二
年

冬
十
月

列
伝

長
安
二
年

日
本
國

遣
使
貢
方
物

遣
其
朝
臣
真
人
貢
方
物

七
〇
三

癸
卯

三

三

列
伝

（
東
夷･

日
本
国
）

｜

長
安
三
年

其
大
臣
朝
臣
真
人
來
貢
方
物

朝
臣
真
人
者

猶
中
國
戶
部
尚
書

冠
進
德
冠

其
頂
爲
花

分
而
四
散

身
服
紫
袍

以
帛
爲
腰
帶

真
人
好
讀
經
史

觧
屬
文
容
止
溫
雅

則
天
宴
之

於
麟
德
殿

授
司
膳
卿

放
還
本
國

～

～

～

～

九
八
四

甲
申

永
観

二

(

北
宋)

雍
熙

元

宋
史

列
伝

雍
熙
元
年

｜

｜

｜

｜

｜

太
宗

日
本
國
僧
奝
然

與

其
徒
五
六
人
浮
海
而
至

獻
銅
器
十
餘
事

並

本
國
〝

職
員
今･

王
年
代
紀
〟

各
一
卷

…
…

※
今
：
令
？

奝
然

善
隸
書

而
不
通
華
言

問

其
風
土

但
書
以
對
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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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日
本
国
年
表

②

日
本
国
年
表
２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②

日
本
国
年
表
２
（
通
典
・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年
号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七
〇
二

壬
寅

大
宝

二

白
鳳

十
一

（
周
）

長
安

二

通
典

辺

防

武
太
后

長
安
二
年

｜

｜

｜

則
天

（
東
夷
）
・
遣
其
大
臣
朝
臣
真
人

貢
方
物

皇
后

朝
臣
真
人
者

猶
中
國
地
官
尚
書
也

頗
讀
經
史

解
屬
文

首
冠
進
德
冠

其
頂
有
花

分
而
四
散

身
服
紫
袍

以
帛
為
腰
帶

容
止
溫
雅

朝
廷
異
之

拜
為
司
膳
員
外
郎

天
寶
末

衛
尉
少
卿
朝
衡
卽
其
國
人

七
〇
三

癸
卯

三

十
二

三

唐

日
本
国

長
安
三
年

太
平

四
夷
部

長
安
三
年

奝
然
・
王
年

会
要

遣
其
大
臣
朝
臣
真
人
來
朝

貢
方
物

御
覧(

東
夷)

其
大
臣
朝
臣
真
人
來
貢
方
物

代
記

朝
臣
眞
人
者

猶
中
國
戸
部
尚
書

朝
臣
眞
人
者

猶
中
國
戸
部
尚
書

冠
進
徳
冠

其
頂
爲
花

分
而
四
散

冠
進
徳
冠

其
頂
爲
花

分
而
四
散

身
服
紫
袍

以
帛
爲
腰
帶

身
服
紫
袍

以
帛
爲
腰
帶

好
讀
經
史

解
屬
文

容
止
閑
雅
可
人

好
讀
經
史

解
屬
文

容
止
閑
雅
可
人

宴
之
麟
徳
殿

授
司
膳
卿

而
還

宴
之
麟
徳
殿

授
司
膳
卿

而
還

冊
府

四
夷
部

長
安
三
年

元
亀

外
臣
部

（
長
安
三
年
）
十
月

（
朝
貢
）

日
本
國
遺
使

其
大
臣
朝
臣
貢
（
※
真
）
人
貢
方
物

六
九
〇

庚
寅

持
統

四

朱
鳥

五

載
初

元

倭
国

則
天
時

｜

｜

｜

自
言
〝

其
國
近
日
所
出

故
號
日
本
國
〟

～

～

～

～

～

～

七
〇
五

乙
巳

慶
雲

二

長
安

五

蓋
惡
其
名
不
雅
而
改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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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日
本
国

（
２
）

日
本
国
概
況

（
２
）

日
本
国
概
況

①

日
本
国
概
況
１
（
旧
唐
書･

新
唐
書･

宋
史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旧
唐
書

新
唐
書

宋

史

列
伝
第
一
四
九
上

東
夷

日
本

列
伝
第
二
二
〇

東
夷

日
本

列
伝
第
二
五
〇

外
国
七

日
本
国

国

土

○
沿
革

○
沿
革

○
沿
革

・
日
本
國
者

倭
國
之
別
種
也

・
日
本

古
倭
奴
也

・
日
本
國
者

本
倭
奴
國
也

・
以
其
國
在
日
邊

故
以
日
本
爲
名

・
自
以
其
國
近
日
所
出

故
以
日
本
爲
名

或
云
惡
其
舊
名
改
之
也

或
曰

・
自
後
漢
始
朝
貢

曆
魏･

晉･

宋･

隋

皆
來
貢

〝
倭
國
自
悪
其
名
不
雅

改
爲
日
本
〟

・
唐

永
徽･

顯
慶･

長
安･

開
元･

天
寶･

上
元･

貞
元･

元
和･

開
成
中

並
遣
使
入
朝

或
云

〝
日
本
舊
小
國

併
倭
國
之
地
〟

其
人
入
朝
者

多
自
矜
大

不
以
實
對

故
中
國
疑
焉

○
道
行
き

・
去
京
師
萬
四
千
里

直
新
羅
東
南

在
海
中

島
而
居

○
領
域

○
領
域

○
領
域

・
又
云

・
東
西
五
月
行･

南
北
三
月
行

・
其
地

東
西
南
北
各
數
千
里

其
國
界

東
酉
南
北
各
數
千
里

・
又

妄
夸
其
國
都
方
數
千
里

西･

南

至
海

西
界･

南
界

咸
至
大
海

南･

西

盡
海

東･

北

隅
隔
以
大
山

東
界･

北
界

有
大
山
爲
限

東･

北

限
大
山

・
山
外

即
毛
人
國

・
山
外

即
毛
人
之
國

・
其
外

即
毛
人
云

○
気
候

・
四
時
寒
暑

大
類
中
國
。

○
栽
培

・
土

宜
五
穀

而
少
麥

○
産
物

・
產

絲
蠶

多
織
絹

薄
致
可
愛

○
動
物

・
畜
有

水
牛･

驢･

羊･

多
犀･

象

王

族

○
国
王

○
国
王

｜

・
其
王
姓
阿
毎
氏

・
國
王
以
王
爲
姓

傳
襲
至
今
王
六
十
四
世

○
神
代
系
譜

○
神
代
系
譜

・

自
言
初
主
號
天
御
中
主

至
彦
瀲

其
年
代
記
所
云

・
凡
三
十
二
世

皆
以
「
尊
」
爲
號

「
初
主
號
〝

天
御
中
主
〟

・
次
曰
〝

天
村
雲
尊
〟

其
後
皆
以
『
尊
』
爲
號

中
略

（
※
「
表
７
・
１
」
参
照
）

|

|

次
彥
瀲
尊

・
居

筑
紫
城

・
凡
二
十
三
世

○
天
皇
系
譜

・
並
都

於
築
紫
日
向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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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日
本
国
概
況

①

日
本
国
概
況
１
（
旧
唐
書･

新
唐
書･

宋
史
）

・
彦
瀲
子
神
武
立

更
以
「
天
皇
」
爲
號

徙
治
大
和
州

○
天
皇
系
譜

・
彥
瀲
第
四
子
號
〝

神
武
天
皇
〟

自
築
紫
宮
入
居

中
略

（
※
「
表
６
・
２
」
参
照
）

大
和
州
橿
原
宮

即
位
元
年
甲
寅

當
周
僖
王
時
也

|

|

・
長
安
元
年

其
王
文
武
立

中
略
「
表

参
照
」

（
※
「
表
７
・
２
」
参
照
」）

|

|

改
元
曰
太
寶

遣
朝
臣
真
人
粟
田
貢
方
物

・
次
文
武
天
皇

大
寶
三
年

當
長
安
元
年

以
下
略

以
下
略

|

|

|

|

組

織

○
臣
下

｜

・
文
武
僚
吏
皆
世
官

○
官
職

・
置
本
率
一
人

検
察
諸
部

・
其
官
十
有
二
等

○
行
政
区
域

・
畿
內

有
山
城

大
和

河
內

和
泉

攝
津

凡

五
州

共
統
五
十
三
郡

・
東
海
道

有
伊
賀

伊
勢

志
摩

尾
張

三
河

遠
江

駿
河

伊
豆

甲
斐

相
模

武
藏

安
房

上
總

常
陸

凡
十
四
州

共
統
一
百
一
十
六
郡

・
東
山
道

有
通
江

美
濃

飛
驒

信
濃

上
野

下
野

陸
奧

出
羽

凡

八
州

共
統
一
百
二
十
二
郡

・
北
陸
道

有
若
狹

越
前

加
賀

能
登

越
中

越
後

佐
渡

凡

七
州

共
統
三
十
郡

・
山
陰
道

有
丹
波

丹
彼

徂
馬

因
幡

伯
耆

出
雲

石
見

隱
伎

凡

八
州

共
統
五
十
二
郡

・
小
陽
道

有
播
麼

美
作

備
前

備
中

備
後

安
藝

周
防

長
門

凡

八
州

共
統
六
十
九
郡

・
南
海
道

有
伊
紀

淡
路

河
波

贊
耆

伊
豫

土
佐

凡

六
州

共
統
四
十
八
郡

・
西
海
道

有
築
前

築
後

豐
前

豐
後

肥
前

肥
後

日
向

大
隅

薩
摩

凡

九
州

共
統
九
十
三
郡

又

有
壹
伎

對
馬

多
■

凡

三
島

各
統
二
郡

・
是
謂
五
畿･

七
道･

三
島

凡
三
千
七
百
七
十
二
都

四
百
一
十
四
驛

八
十
八
萬
三
千
三
百
二
十
九
課
丁

課
丁
之
外

不
可
詳
見

皆
奝
然
所
記
云

○
犯
罪

※
■
：
祐
の
右
→
執

・
尚
浮
屠
法

○
軍
事

・
國

無
城
郭

聯
木
爲
柵
落

以
草
茨
屋

○
通
貨

・
交
易

用
銅
錢

○
国
力

・
左
右
小
島
五
十
餘

皆
自
名
國

而
臣
附
之

国

人

○
服
装

・
其
俗
椎
髻

無
冠
帶

跣
以
行

幅
巾
蔽
後

｜

｜

貴
者
冒
錦

・
至
煬
帝

賜
其
民
錦
線
冠

飾
以
金
玉

・
文
布
爲
衣

左
右
佩
銀
蘤
長
八
寸

以
多
少
明
貴･

賤

・
婦
人
衣
純
色
裙

長
腰
襦

結
髮
於
後

○
風
俗

・
其
俗

多
女･

少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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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日
本
国

（
２
）

日
本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旧
唐
書

新
唐
書

宋

史

列
伝
第
一
四
九
上

東
夷

日
本

列
伝
第
二
二
〇

東
夷

日
本

列
伝
第
二
五
〇

外
国
七

日
本
国

○
音
楽

・
樂

有
中
國･

高
麗
二
部

そ
の
他

○
文
字

｜

・
有

文
字

○
周
辺
国

○
周
辺
国

・
其
東
海
嶼
中

又
有
邪
古･

波
邪･

多
尼

三
小
王

・
國
之
東
境
接
海
島

夷
人
所
居

身
面
皆
有
毛

北
距
新
羅

西
北
百
濟

西
南
直
越
州

・
東
奧
州
產
黃
金

西
別
島･

出
白
銀

以
爲
貢
賦

有
絲
絮
、
怪
珍
云

○
奝
然

・
自
云
姓
藤
原
氏

父
爲
真
連

真
連

其
國
五
品
品
官
也

・
而
不
通
華
言

②

日
本
国
概
況
２
（
元
史･

明
史･

清
史
）

※
「
遼
史
・
金
史
」
に
は
、
古
代
日
本
に
関
す
る
紀
述
な
し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元

史

明

史

清
史
〔
稿
〕

列
伝
第
九
五

外
夷

列
傳
第
二
一
〇

外
國
三

志
一
百
三
十
三

邦
交
志
六

日
本

国

土

○
沿
革

○
沿
革

・
古
稱
倭
奴
國

・
日
本

古
倭
奴
國

・
或
云
「
惡
其
舊
名

故
改
名
日
本
」
以
其
國
近
日
所
出
也

・
唐･

咸
亨
初

改
日
本

以
近
東
海
日
出
而
名
也

○
所
在
地

・
日
本
國

在
東
海
之
東

・
日
本
為
國

去
中
土
殊
遠

又
隔
大
海

○
領
域
等

○
領
域

其
土
疆
所
至

與
國
王
世
系
及
物
產
風
俗

見
宋
史
本
傳

・
地

環
海

惟
東
北
限
大
山

・
有

五
畿･

七
道･

三
島

共
一
百
十
五
州

統
五
百
八
十
七
郡

其
小
國
數
十

皆
服
屬
焉

・
國
小
者
百
里

大
不
過
五
百
里

・
戶
小
者
千

多
不
過
一･

二
萬

王

族

○
王
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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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日
本
国
概
況

③

日
本
国
概
況
３
（
通
典･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

國
主
世
以
王
為
姓

・
群
臣
亦
世
官

組

織

○
通
交

○
通
交

○
通
交

・
自
後
漢

歷
魏･

晉･

宋･

隋

皆
來
貢

・
宋
以
前
皆
通
中
國

朝
貢
不
絕

事
具
前
史

・
日
本
久
通
中
國

・
唐

永
徽･

顯
慶･

長
安･

開
元･

天
寶･

上
元･

貞
元･

元
和･

・
明
季

以
寇
邊

禁
互
市

開
成
中

並
遣
使
入
朝

・
清
興
始
復
故

・
宋

雍
熙
元
年

日
本
僧
奝
然

與
其
徒
五･

六
人
浮
海
而
至

奉
職
貢

并
獻
銅
器
十
餘
事

奝
然
善
隸
書

不
通
華
言

・
問
其
風
土

但
書
以
對
云

「
其
國
中
有
五
經
書
及
佛
經

白
居
易
集
七
十
卷
」

③

日
本
国
概
況
３
（
通
典･

唐
会
要
・
太
平
御
覧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通

典

唐
会
要

太
平
御
覧

辺
防
一

東
夷
上

倭

巻
一
百

日
本
国

四
夷
部
三

東
夷

日
本
国

前

書

唐
書
曰

｜

｜

国

土

○
国
号

○
国
号

○
国
号

・
倭
一
名
日
本

・
日
本

倭
國
之
別
種

・
日
本
國
者

倭
國
之
別
種
也

・
自
云
國
在
日
邊
、
故
以
爲
稱

・
以
其
國
在
日
邊

故
以
日
本
國
爲
名

・
以
其
國
在
日
邊

故
以
日
本
為
名

或

以
倭
國
自
惡
其
名
不
雅

改
爲
日
本

或
云
〝

倭
國
自
惡
其
名
不
雅

改
為
日
本
〟

或
云
〝

日
本
舊
小
國

呑
併
倭
國
之
地
〟

或
云
〝

日
本
舊
小
國

并
倭
國
之
地
〟

・
其
人
入
朝
者

多
自
矜
大

不
以
實
對

故
中
國
疑
焉

其
人
入
朝
者

多
自
矜
大

不
以
實
對

故
中
國
疑
焉

○
領
域

又
云

・
其
國
界

東
西
南
北
皆
數
千
里

西
界･

南
界

咸
至
大
海

東
界･

北
界

有
大
山
為
限

・
山
外

即
毛
人
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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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日
本
国

（
２
）

日
本
国
概
況

④

日
本
国
概
況
３
（
冊
府
元
亀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冊
府
元
亀

外
臣
部
（
種
族
）

巻
九
五
六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巻
九
五
七

外
臣
部
（
土
風
一
）
巻
九
五
九

外
臣
部
（
官
號
）
巻
九
六
二

前

書

｜

｜

｜

｜

国

土

○
沿
革

○
沿
革

｜

・
日
本
國
者

倭
國
之
別
種
也

・
日
本
國
言
國
近
於
日

古
倭
國
之
別
種
也

○
国
号

○
国
号

・
以
其
國

在
日
邊

故
以
日
本
為
名

・
日
本
国

倭
之
別
名

自
云
〝

国

在
日
邊
故
以
日
本
爲
名
〟

○
所
在
地

｜

｜

｜

・
國

在
新
羅
東
南
大
海
中
出

紙
緊
滑
如
蠒
紙

王

族

○
王
（
阿
每
）

｜

｜

・
其
王
阿
每
氏
文
字
與
中
國

・
同
唐
高
宗

永
徽
五
年

獻
琥
珀
大
如
斗

瑪
瑙
大
如
五
升
器

そ
の
他

○
隣
接
国

｜

｜

・
與
新
羅
相
接

・
其
琥
珀
在
海
中
湧
出
。

・
又
與
蝦
夷
國
相
隣

○
大
臣
朝
臣
眞
人

・
日
本
國

其
大
臣
朝
臣
真
人
者

猶
中
國
戶
部
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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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流
求
国
年
表

①

流
求
国
年
表
（
隋
書･

北
史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

３

流
求
国

（
１
）

流
求
国
年
表

①

流
求
国
年
表
（
隋
書･

北
史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

※
『
通
典
』「
陰
書
」
を
「
隋
書
」
に
校
訂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和
暦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五
〇
六

乙
丑

推
古

十
三

光
元

元

（
隋
）

大
業

元

隋
書

列
伝

大
業
元
年

北
史

列
伝

隋

大
業
元
年

通
典

邊

防

煬
帝

大
業
初

煬
帝

海
師

何
蠻
等

每
春･

秋
二
時

海
師

何
蠻
等

每
春･

秋
二
時

（
東
夷
）

海
師
何
蠻
等

每
春･

秋
二
時

天
清
風
靜

東
望
依
希

天
清
風
靜

東
望
依
稀

天
清
気
靜

東
望
依
稀

似
有
煙
霧
之
氣

亦

不
知
幾
千
里

似
有
煙
霧
之
氣

似
有
烟
霧
之
氣

亦

不
知
幾
千
里

亦

不
知
幾
千
里

太
平

四
夷
部

隋
書
曰
…
…

御
覧
（
東
夷
）
煬
帝

大
業
初

海
帥
何
蠻
等

每
春･

秋
二
時

天
清
風
靜

東
向
依
稀

似
有
煙
霧
之
氣

亦

不
知
幾
千
里

六
〇
七

丁
卯

十
五

三

三

帝
紀

大
業
三
年

三
月
癸
丑

帝
紀

大
業
三
年

三
月
癸
丑

遣

羽
騎
尉
朱
寬

使
於
流
求
國

遣

羽
騎
朱
寬
使

於
流
求
國

列
伝

（
大
業
）
三
年

列
伝

（
大
業
）
三
年

通
典

邊

防

（
大
業
）
三
年

煬
帝

煬
帝
令

（
東
夷
）

帝
令

令

羽
騎
尉
朱
寬

入
海
求
訪
異
俗

羽
騎
尉
朱
寬

入
海
求
訪
異
俗

羽
騎
尉
朱
寬

入
海

求
訪
異
俗

何
蠻
言
之

遂
與
蠻
俱
往

何
蠻
言
之

遂
與
蠻
俱
往

何
蠻
言
之

遂
與
倶
往

因
到
流
求
國

因
到
流
求
國

同
到
流
求
國

言
不
相
通

掠
一
人

言
不
相
通

掠
一
人
而
返

言
不
通

掠
一
人
而
反

※
中
華
書
局
本
「
三
年
」
を
追
記

太
平

四
夷
部

隋
書
曰
…
…

御
覧{

東
夷}

（
大
業
）
三
年

帝
令

羽
騎
尉
朱
寬
入
海

求
訪
異
俗

何
蠻
言
之

遂
與
蠻
俱
往

因
到
流
求
國

言
語
不
相
通

掠
一
人

六
〇
八

戊
辰

推
古

十
三

光
元

四

（
隋
）

大
業

四

列
伝

明
年
（
大
業
四
年
）

列
伝

明
年
（
大
業
四
年
）

通
典

邊

防

并

取
其
布
甲
而
還

煬
帝

・
帝

復
令
寬
慰
撫
之

流
求
不
從

・
復
令

寬
慰
撫
之

不
從

（
東
夷
）
・
時

倭
國
使
來
朝

見
之
曰

寬

取
其
布
甲
而
還

寬

取
其
布
甲
而
歸

「
此
夷
邪
久
國
人
所
用
也
」

・
時

俀
國
使
來
朝

見
之
曰

・
時

俀
國
使
來
朝

見
之
曰

「
此
夷
邪
久
國
人
所
用
也
」

「
此
夷
邪
久
國
人
所
用
」

太
平

四
夷
部

并

取
其
甲
而
還

御
覧{

東
夷}

・
時

倭
國
使
來
朝
貢

見
之
曰

「
此
夷
邪
久
國
人
所
用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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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流
求
国

（
１
）

流
求
国
年
表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和
暦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史

書

記

事

六
一
〇

庚
午

推
古

十
八

光
元

六

煬
帝

大
業

六

隋
書

帝
紀

（
大
業
）
六
年

二
月
乙
巳

北
史

帝
紀

（
大
業
）
六
年

二
月
乙
巳

通
典

邊

防

帝
遣

虎
賁
郎
將
陳
稜

武
賁
郎
將
陳
稜

武
賁
郎
將
陳
稜

（
東
夷
）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州
率
兵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州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州

自
義
安
今
潮
陽
郡

浮
海
擊
之

至
流
求

擊
流
求
破
之

獻
俘
萬
七
千
口

擊
流
求
破
之

獻
俘
萬
七
千
口

初

稜
將
南
方
諸
國
人
從
軍

頒
賜
百
官

頒
賜
百
官

有
崑
崙
人
頗
解
其
語

遣
人
慰
諭
之

流
求
不
從

拒
逆
官
軍

列
伝

・
帝

遣
武
賁
郎
將
陳
棱

列
伝

・
帝
遣

武
賁
郎
將
陳
稜

稜
擊
走
之

進
至
其
都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州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州

率
兵

頻
戰
皆
敗

毀
其
宮
室

率
兵

自
義
安
浮
海
擊
之

自
義
安

浮
海
撃
之

至
高
華
嶼

虜
其
男
女
數
千
人
而
還

至
高
華
嶼

又
東
行
二
日

到
句
黽
鼊
嶼

又
東
行
二
日

至
郤
鼊
嶼

又
一
日
便

至
流
求

太
平

四
夷
部

隋
書
曰
…
…

又
一
日
便

至
流
求

流
求
不
從

御
覧
（
東
夷
）

帝
遣

武
賁
郎
將
陳
棱

初

棱
將

南
方
諸
國
人
從
軍

稜
撃
走
之

進
至
其
都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同

率
兵

有

昆
侖
人

頗
解
其
語

焚
其
宮
室

自
義
安
浮
海
擊
之

至
流
求

遣
人
慰
諭
之

虜
其
男
女
數
千
人

載
軍
實
而
還

初

棱
將
南
方
諸
國
人
從
軍

流
求
不
從

拒
逆
官
軍

有
昆
侖
人

頗
解
其
語

遣
人
慰
諭
之

棱
擊
走
之

進
至
其
都

・
自
爾
遂
絕

流
求
不
從

拒
逆
官
軍

頻
戰
皆
敗

焚
其
宮
室

棱
擊
走
之

進
至
其
都

虜
其
男
女
數
千
人

載
軍
實
而
還

頻
戰
皆
敗

毀
其
宮
室

虜
其
男
女
數
千
人
而
還

・
自
爾
遂
絕

宋
史

列
伝

記
述
な
し

※
一

『
隋
書
』
列
伝
に
於
い
て
、
煬
帝
は
陳
棱
等
を
琉
求
に
派
遣
し
た
時
期
は
記
載
さ
れ
て
い
な
い
が
、

文
の
紀
述
か
ら
大
業
四
年
と
推
測
し
て
い
た
が
、
帝
紀
で
は
大
業
六
年
と
し
て
い
る
。

陳
棱
伝
（
列
伝
第
二
十
九
）
で
は
六
年
に
琉
求
に
侵
掠
し
た
と
し
て
い
る
の
で
、
六
年
と
す
る
。

『
隋
書
』
列
伝
二
十
九

陳
棱
伝

大
業
三
年
，
拜
武
賁
郎
將
。

後
三
歲

與

朝
請
大
夫
張
鎮
周

發
東
陽
兵
萬
餘
人

自
義
安
泛
海

擊
流
求
國

月
餘
而
至

流
求
人
初
見
船
艦

以
為
商
旅

往
往
詣
軍
中
貿
易

棱
率
眾
登
岸

遣
鎮
周
為
先
鋒

其
主
歡
斯
渴
剌
兜
遣
兵
拒
戰

鎮
周
頻
擊
破
之

棱
進
至
低
沒
檀
洞

其
小
王
歡
斯
老
模
率
兵
拒
戰

棱
擊
敗
之

斬
老
模

其
日
霧
雨
晦
冥

將
士
皆
懼

棱
刑
白
馬
以
祭
海
神

既
而
開
霽

分
為
五
軍

趣
其
都
邑

渴
剌
兜
率
眾
數
千
逆
拒

棱
遣
鎮
周
又
先
鋒
擊
走
之

棱
乘
勝
逐
北

至
其
柵

渴
剌
兜
背
柵
而
陣

棱
盡
銳
擊
之

從
辰
至
未

苦
鬥
不
息

渴
剌
兜
自
以
軍
疲

引
入
柵

棱
遂
填
塹

攻
破
其
柵

斬
渴
剌
兜

獲
其
子
島
槌

虜
男
女
數
千
而
歸

帝
大
悅

進
棱
位
右
光
祿
大
夫

武
賁
如
故

鎮
周
金
紫
光
祿
大
夫

（
百
納
本
二
十
四
史
『
隋
書
』
六
八
六
頁
）

二

『
通
典
』
・
『
太
平
御
覧
』
で
は
、
大
業
三
・
四
・
六
年
事
項
を
一
括
し
て
大
業
三
年
事
項
と
し

て
い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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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①

流
求
国
概
況
１
（
隋
書･

北
史･

宋
史
）

（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①

流
求
国
概
況
１
（
隋
書･

北
史･

宋
史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隋

書

北

史

宋

史

列
伝
第
四
十
六

東
夷

琉
求
国

列
伝
第
八
十
二

琉
求
国

列
伝
第
二
五
〇

外
国
七

琉
求
国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琉
求
国

居
海
島
之
中

當
建
安
郡
東

水
行
五
日
而
至

・
居
海
島

當
建
安
郡
東

水
行
五
日
而
至

・
琉
求
国

在
泉
州
之
東

・
土
多
山
洞

・
土
多
山
洞

・
有

海
島
曰
〝

彭
湖

煙
火
相
望
〟

○
氣
候

○
氣
候

・
風
土･

氣
候

與
嶺
南
相
類

・
風
土･

氣
候

與
嶺
南
山
類

○
耕
作
地

○
耕
作
地

○
耕
作
地

・
厥
田
良
沃

・
厥
田
良
沃

・
厥
土
沃
壤

・
先
以
火
燒
而
引
水
灌
之

・
先
以
火
燒

而
引
水
灌

持
一
插

以
石
爲
刃

長
尺
餘

闊
數
寸

而
墾
之

持
一
鍤

以
石
爲
刃

長
尺
餘

闊
數
寸

而
墾
之

○
栽
培
植
物

○
栽
培
植
物

・
土
宜

稻･

梁･

■･

黍･

麻･

豆･

赤
豆･

胡
豆･
黑
豆
等

・
宜

稻･

粱･

禾･

黍･

麻･

豆･

赤
豆･

胡･

黑
豆
等

※
■
＝
庁
の
丁
→
禾

○
植
物

○
植
物

・
多
鬭
鏤
樹

似
橘
而
葉
密

條
纖
如
髪

然
下
垂

・
多
鬭
鏤
樹

似
橘
而
葉
密

條
纖
如
髪
之
下
垂

・
木
有

楓･

栝･

樟･

松･

楩･

楠･

杉･

梓･

竹･

藤

・
木
有

楓･

栝･

樟･

松･

楩･

楠･

枌･

杉･

梓･

竹･

藤

・
果･

藥

同
於
江
表

・
果･

藥

同
於
江
表

○
動
物

○
動
物

・
有

熊･

羆･

豺･

狼

尤
多
豬･

雞

・
有

熊･

豺･

狼

尤
多
豬･

雞

・
無

牛･

羊･

驢
馬

・
無

羊･

牛･

驢
馬

王

族

○
王
家

○
王
家

・
其
王
姓
〝

歡
斯
〟

氏

名
〝

渴
剌
兜
〟

・
其
王
姓
〝

歡
斯
〟

氏

名
〝

渴
刺
兜
〟

・
不
知
其
由
來

有
國
代
數
也

・
不
知
其
由
來

有
國
世
數
也

・
彼
土
人
呼
之
爲
〝

可
老
羊
〟

・
彼
土
人
呼
之
爲
〝

老
羊
〟

妻
曰
〝

多
拔
荼
〟

・
妻
曰
〝

多
拔
茶
〟

○
王
城

○
王
城

○
王
城

・
所
居
曰
〝

波
羅
檀
洞
〟

塹
柵
三
重

・
所
居
曰
〝

波
羅
檀
洞
〟

塹
柵
三
重

・
其
國
塹
柵
三
重

環
以
流
水

植
棘
爲
藩

環
以
流
水

環
以
流
水

樹
棘
爲
籓

樹
棘
爲
籓

・
王
所
居
舍

其
大
一
十
六
間

琱
刻
禽
獸

・
王
所
居
舍

其
大
一
十
六
間

琱
刻
禽
獸

・
王
之
所
居

壁
下
多
聚
髑
髏
以
爲
佳

・
王
之
所
居

壁
下
多
聚
髑
髏

以
爲
佳

○
行
幸

○
行
幸

・
王

乘
木
獸

令
左
右
輿
之
而
行

導
從
不
過
數
十
人

・
王

乘
木
獸

令
左
右
輿
之

而
導
從
不
過
十
數
人

・
小
王

乘
机

鏤
爲
獸
形

・
小
王

乘
机

鏤
爲
獸
形

組

織

○
豪
族

○
豪
族

・
國
有
四･

五
帥

統
諸
洞

洞
有
小
王

・
國
有
四･

五
帥

統
諸
洞

洞
有
小
王

・
往
往
有
村

村
有
〝

鳥
了
帥
〟

並

以
善
戰
者
爲
之

・
往
往
有
村
〝

鳥
了
帥
〟

竝

以
善
戰
者
爲
之

自
相
樹
立

理
一
村
之
事

自
相
樹
立

主
一
村
之
事



64

３

流
求
国

（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隋

書

北

史

宋

史

列
伝
第
四
十
六

東
夷

琉
求
国

列
伝
第
八
十
二

琉
求
国

列
伝

外
国
七

琉
求
国

組

織

○
君
臣

○
君
臣

・
無

君
臣
上
下
之
節･

拜
伏
之
禮

・
無

君
臣
上
下
之
節

拜
伏
之
禮

○
刑
罰

○
刑
罰

・
用
刑
亦
無
常
准

皆
臨
事
科
決

・
用
刑
亦
無
常
准

皆
臨
事
科
決

・
犯
罪

皆
斷
於
鳥
了
帥

・
犯
罪

皆
斷
於
鳥
了
帥

不
伏

則
上
請
於
王

王

令
臣
下
共
議
定
之

不
伏

則
上
請
於
于
王

王

令
臣
下
共
議
定
之

・
獄

無
枷･

鎖

唯
用
繩
縛

・
獄

無
枷･

鎖

唯
用
繩
縛

・
決
死
刑
以
鐵
錐

大
如
筯

長
尺
餘

鑽
頂
而
殺
之

・
決
死
刑

以
鐵
錐

大
如
筋

長
尺
餘

鑽
頂
殺
之

・
輕
罪

用
杖

・
輕
罪

用
杖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有

刀･

矟･

弓･

箭･

劍･

鈹
之
屬

・
有

刀･

矟･

弓
箭･

劍
鈹
之
屬

・
以
刀･

矟
槊･

弓･

矢･

劍･

鈹

爲
兵
器

・
其
處
少
鐵

刃
皆
薄
小

多
以
骨
角
輔
助
之

・
其
處
少
鐵

刀
皆
薄
小

多
以
骨
角
輔
助
之

・
編
紵
爲
甲

或
用
熊･

豹
皮

・
編
紵
寧
爲
甲

或
用
熊･

豹
皮

○
戦
闘

○
戦
闘

・
國
人

好
相
攻
擊

・
國
人
好
相
攻
擊

・
人

皆
驍
健
善
走

難
死
而
耐
創

・
人

皆
驍
健
善
走

難
死
耐
創

・
諸
洞

各
爲
部
隊

不
相
救
助

・
諸
洞

各
爲
部
隊

不
相
救
助

・
兩
陣
相
當

勇
者
三･

五
人
出
前
跳
噪

交
言
相
罵

因
相
擊
射

・
兩
軍
相
當

勇
者
三･

五
人
出
前
跳
噪

交
言
相
罵

因
相
擊
射

○
戦
闘
結
果

○
戦
闘
結
果

・
如
其
不
勝

一
軍
皆
走

遣
人
致
謝

即
共
和
解

・
如
其
不
勝

一
軍
皆
走

遣
人
致
謝

即
共
和
解

・
收
取
鬭
死
者

共
聚
而
食
之

仍
以
髑
髏
將
向
王
所

・
收
取
鬭
死
者

聚
食
之

仍

以
髑
髏
將
向
王
所

・
王

則
賜
之
以
冠

使
爲
隊
帥

・
王

則
賜
之
以
冠

便
爲
隊
帥

○
税

○
税

○
税

・
無

賦
斂

・
無

賦
斂

・
無
賦
斂

・
有
事

則
均
稅

・
有
事

則
均
稅

・
有
事

則
均
稅

○
市
場

・
商
賈
不
通

・
無
他
奇
貨

国

人

○
男
女

○
男
女

｜

・
男
女

皆
以
白
紵
寧
繩
纏
髪

從
項
後
盤
繞
至
額

・
男
女

皆
白
紵
寧
繩
纏
髪

從
項
後
盤
繞
至
額

・
人
深
目
長
鼻

頗
類
於
胡

・
人
深
目
長
鼻

類
於
胡

・
亦
有
小
慧

・
亦
有
小
慧

○
男
性

○
男
性

・
其
男
子

用
鳥
羽
爲
冠

裝
以
珠
貝

飾
以
赤
毛

形
製
不
同

・
其
男
子

用
鳥
羽
爲
冠

裝
以
珠
貝

飾
以
赤
毛

形
製
不
同

・
男
子

拔
去
髭
鬢

身
上
有
毛
之
處
皆
亦
除
去

・
男
子

拔
去
髭
鬚

身
上
有
毛
處
皆
除
去

○
女
性

○
女
性

・
婦
人

以
羅
紋
白
布
爲
帽

其
形
正
方

・
婦
人

以
羅
紋
白
布
爲
帽

其
形
方
正

・
織
鬭
鏤
皮

并

雜
色
紵
及
雜
毛
以
爲
衣

製
裁
不
一

・
織
鬭
鏤
皮

并

雜
毛
以
爲
衣

製
裁
不
一

・
綴
毛
垂
螺
爲
飾

雜
色
相
間

下
垂
小
貝

其
聲
如
佩

・
綴
毛
垂
螺
爲
飾

雜
色
相
間

下
垂
小
貝

其
聲
如
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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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①

流
求
国
概
況
１
（
隋
書･

北
史･

宋
史
）

・
綴
鐺
施
釧

懸
珠
於
頸

織
藤
爲
笠

飾
以
毛
羽

・
綴
璫
施
釧

懸
珠
於
頸

織
藤
爲
笠

飾
以
毛
羽

・
婦
人

以
墨
黥
手

爲
蟲
蛇
之
文

・
婦
人

以
黑
黥
手

爲
蟲
虵
之
文

○
家
族

○
家
族

・
父
子
同
牀
而
寢

・
父
子
同
牀
而
寢

○
婚
姻

○
婚
姻

・
嫁
娶
以
酒･

肴･

珠･

貝

爲
娉

・
嫁
娶
以
酒･

珠･

貝

爲
聘

・
或

男
女
相
悅

便
相
匹
偶

・
或

男
女
相
悅

便
相
匹
偶

○
出
産

○
出
産

・
婦
人
產
乳

必
食
子
衣

・
婦
人
產
乳

必
食
子
衣

・
產
後
以
火
自
灸

令
汗
出

五
日
便
平
復

・
產
後
以
火
自
灸

令
汗
出

五
日
便
平
復

○
死
者

○
死
者

・
其
死
者
氣
將
絕

舉
至
庭

親･

賓

哭
泣
相
弔

・
其
死
者
氣
將
絕

轝
至
庭
前

親･

賓
哭
泣
相
弔

浴

其
屍

以
布
帛
纏
之

裹
以
葦
草

親
土
而
殯

上
不
起
墳

・
浴
其
屍

以
布
帛
縛
纏
之

裹
以
葦
席

襯
土
而
殯

上
不
起
墳

・
子

爲
父
者

數
月
不
食
肉

・
子

爲
父
者

數
月
不
食
肉

・
南
境
風
俗
少
異

人
有
死
者

邑･
里
共
食
之

・
其
南
境

風
俗
少
異

人
有
死
者

邑
里
共
食
之

○
塩･

酢･

酒

○
塩･

酢･

酒

・
以
木
槽
中
暴
海
水

爲
鹽

・
以
木
槽
中
暴
海
水

爲
鹽

・
木
汁

爲
酢

・
木
汁

爲
酢

・
釀
米
麪

爲
酒

其
味
甚
薄

・
米
麵

爲
酒

其
味
甚
薄

○
飲
食

○
飲
食

・
食

皆
用
手

・
食

皆
用
手

・
偶
得
異
味

先
進
尊
者

・
遇
得
異
味

先
進
尊
者

○
宴
会

○
宴
会

・
凡
有
宴
會

執
酒
者
必
待
呼
名
而
後
飲

・
凡
有
宴
會

執
酒
者
必
待
呼
名
而
後
飲

・
上
王
酒
者

亦
呼
王
名

衘
杯
共
飲

頗
同
突
厥

・
上
王
酒
者
亦
呼
王
名

後
衘
盃
共
飲

頗
同
突
厥

・
歌
呼
蹋
蹄

一
人
唱

從
皆
和

音
頗
哀
怨

・
歌
呼
蹋
蹄

一
人
唱

衆
皆
和

音
頗
哀
怨

扶
女
子
上
膊

揺
手
而
舞

扶
女
子
上
膊

揺
手
而
舞

○
風
俗

○
風
俗

・
俗
事
山
海
之
神

祭
以
酒
肴

・
俗

事
山
海
之
神

祭
以
肴
酒

・
鬭
戰
殺
人

便
將
所
殺
人
祭
其
神

・
戰
鬭
殺
人

便
將
所
殺
人

祭
其
神

或

依
茂
樹
起
小
屋

或

依
茂
樹
起
小
屋

或

懸
髑
髏
於
樹
上

以
箭
射
之

或

懸
髑
髏
於
樹
上

以
箭
射
之

或

累
石
蘻
幡
以
爲
神
主

或

累
石
蘻
幡

以
爲
神
主

・
人
間
門
戶
上
必
安
獸
頭
骨
角

・
人
間
門
戶
上

必
安
獸
頭
骨
角

そ
の
他

○
文
字

○
文
字

・
俗
無
文
字

・
俗
無
文
字

○
暦

○
暦

○
暦

・
望
月
虧
盈

以
紀
時
節

・
望
月
虧
盈

以
紀
時
節

・
視
月
盈
虧

以
紀
時

・
候
草
藥
枯

以
爲
年
歲

・
草
木
榮
枯

以
爲
年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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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流
求
国

（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②

琉
求
国
概
況
２
（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邊
防
二

東
夷
下

流
求

四
夷
部
五

東
夷

琉
求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土
風
一
）

前

書

・
流
求

自
隋
聞
焉

隋
書
曰

（
※
隋
書
：
原
文
「
陰
書
」
を
校
訂
）

（
國
邑
一
）

（
土
風
一
）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居
海
島
之
中

當
建
安
郡
東
鬭
鬥
川
之
東

・
流
求
國

居
海
島
之
間

當
見
建
安
郡
東

・
琉
求
國

・
流
求
國
居
大
海
之
西
當
建
安
之
東

・
水
行
五
日
而
至

・
水
行
五
日
而
至

■
川
之
東
也

居
海
島
之
中

當
建
安
郡
東

・
土
多
山
洞

水
行
五
日

而
至

○
気
候

○
気
候

○
気
候

・
氣
候

與
嶺
南
相
類

・
氣
侯

嶺
南
相
類

・
風
土
氣
候

與
嶺
南
相
類

○
栽
培

○
栽
培

○
栽
培

・
厥
田
良
沃

先
以
火
燒

而
引
水
灌
之

・
厥
田
良
沃

先
以
火
燒

而
引
水
灌
之

・
厥
田
良
沃

先
以
火
燒
而
引
水
灌
之

・
持
一
插

以
石
為
刃

長
尺
餘

闊
數
寸

而
墾
之

・
持
一
插

以
石
為
刃

長
尺
餘

闊
數
寸

而
墾
之

・
持
一
插

以
石
為
刃
長
尺
餘

闊
數
寸

而
墾
之

・
土

宜
播
種

・
宜

播
種

・
土
宜

稻･

梁･

禾
黍
麻･

豆･

赤
豆･

胡
豆･

黑
豆
等

○
産
物

・
土
多

出
銅

○
植
物

○
植
物

○
植
物

・
樹
木
有

同
於
江
表

・
樹
木

同
江
表

・
木
有

楓･

栝･

樟･

竹･

松･

梗･

楠･

杉･

梓･

藤

・
果
藥

同
於
江
表

○
動
物

○
動
物

○
動
物

・
有

熊･

羆･

豺･

狼

尤
多
豬･

雞

・
有

熊
羆
豺
狼

尤
多
豬
雞

・
有

熊･

羆･

豺･

狼

尤
多
豬･

雞

・
無

牛･

羊･

驢
馬

・
無

牛
羊
驢
馬

・
無

牛･

羊･

驢
馬

王

族

○
王
等

○
王
等

・
其
王
姓
〝

歡
斯
〟

名
〝

渴
剌
兜
〟

・
其
王
姓
〝

歡
斯
〟

名
〝

渴
剌
兜
〟

・
不
知
其
由
來
有
國
代
數
也

・
不
知
其
由
來

有
國
代
數
也

・
彼
土
人
呼
之
為
〝

可
老
羊
〟

・
彼
土
人
呼
之
為
〝

可
老
羊
〟

妻
曰
〝

多
拔
茶
〟

妻
曰
〝

多
拔
荼
〟

○
王
城

○
王
城

○
王
城

・
所
居
曰
〝

波
羅
檀
洞
〟

・
所
居
曰
〝

波
羅
檀
洞
〟

・
所
居
曰
〝

波
羅
檀
洞
〟

壍
柵
三
重

環
以
流
水

樹
棘
為
藩

壍
柵
三
重

環
以
流
水

樹
棘
為
藩

塹
柵
三
重

環
以
流
水

樹
為
藩

・
王
所
居
舍

其
大
十
六
閒

彫
禽
刻
獸

・
王
所
居
舍

其
大
十
六
間

雕
刻
禽
獸

王
所
居
舍
其
大
一
十
六
間

周
刻
禽
獸

・
多
鬭
鏤
樹

似
橘
而
葉
密

條
纖
如
髮
紛
然
下
垂

・
多
鬭
鏤
樹

似
橘
而
葉
密

條
纖
如
髮
紛
然
下
垂

・
多
闘
鏤
樹

似
橘
而
葉
密
條
纖
如
髪

然
下
垂

○
行
幸

○
行
幸

○
行
幸

・
王

乘
木
獸

令
人
轝
之
而
行

・
王

乘
木
獸

令
人
舉
之
而
行

・
王

乘
木
獸

令
左
右
舉
之
而
行

導
從
不
過
數
十
人

導
從
不
過
數
十
人

導
從
不
過
數
十
人

組

織

○
豪
族

○
豪
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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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②

琉
求
国
概
況
２
（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
國

有
四･

五
帥

統
諸
洞

・
國

有
四･

五
帥

統
諸
洞

洞
有
小
王

洞
有
小
王

・
往
往
有
村

村
有
〝

鳥
了
帥
〟

・
往
往
有
村

村
有
〝

鳥
了
帥
〟

並
以
善
戰
者
為
之

自
相
樹
立
，
理
一
村
之
事

并
以
善
戰
者
為
之

自
相
樹
立

理
一
村
之
事

○
乗
物

・
小
王

乘
機
鏤
為
獸
形

○
君
臣

○
君
臣

○
君
臣

・
無

君
臣
上
下
之
節

拜
伏
之
禮

・
無

君
臣
上
下
之
節

拜
伏
之
禮

・
無

君
臣
上
下
之

節
拜
伏
之
禮

○
刑

・
用
刑

亦
無
常
惟

皆
臨
事
科
決

・
犯
罪

皆
斷
於
烏
了
帥
日
本
官
名

不
伏
則
上
請
於
王

王
令
臣
下
共
議
定
之

・
獄

無
枷
鎖
惟

用
繩
縛
決

・
死
刑

以
鐵
錐

大
如
箸
長
尺
餘

鑽
頂
而
殺
之

・
輕
罪

用
杖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兵
有

刀･

矟･

弓･

箭･

劍･

鈹
之
屬

・
兵

有
刀･

矟･

弓･

箭･

劍
鈹
之
屬

・
刀

矟･

弓･

箭･

劍･

鈹
之
屬

其
處
少
鐵

・
編
紵
為
甲

或
以
熊･

豹
之
皮

・
編
紵
為
甲

或
以
熊･

豹
之
皮

・
刃

皆
薄
小

多
以
骨
角
輔
助
之

・
編
紵
為
甲

或
用
熊･

豹
之
皮

○
戦
闘

○
戦
闘

○
戦
闘

・
國
人
好
相
攻
擊

人
皆
驍
健
善
走

難
死
而
耐
創

・
國
人
好
相
攻
擊

人
皆
驍
健
善
走

難
死
而
耐
創

・
國
人
好
相
攻
擊

人
皆
驍
健
善
走

難
死
而
耐
創

・
諸
洞
各
為
部
隊

不
相
救
助

・
諸
洞
各
為
部
隊

不
相
救
助

・
諸
洞

各
為
部
隊
不
相
救
助

・
兩
陣
相
當

勇
者
三･

五
人
相
擊
射

・
兩
陣
相
當

勇
者
三･

五
人
相
擊
射

・
兩
陣
相
當

勇
者
三･

五
人
出
前
跳
躁

交
言
相
罵

如
其
不
勝

一
軍
皆
走

遣
人
致
謝

如
其
不
勝

一
軍
皆
走

遣
人
致
謝

因
相
擊
射
如

即
共
和
解

收
取
鬭
死
者
共
聚
而
食
之

・
即
共
和
解

收
取
斗
死
者

・
其
不
勝

一
軍
皆
走

遣
人
致
謝

即
共
和
解

・
收
取
鬭
死
者

共
聚
而
食
之

・
仍
以
其
髑
髏
將
向
王
所

王
則
賜
之

以
冠
使
為
隊
帥

○
税

○
税

○
税

・
無
賦
斂

有
事
則
均
稅

・
無
賦
斂

有
事
則
均
稅

・
無
賦
斂

有
事
則
均
稅

国

人

○
人
相

○
人
相

○
人
相

｜

・
人

深
目
長
鼻

頗
類
於
胡
人

・
人

深
目
長
鼻

頗
類
於
于
胡
人

・
人

深
目
長
鼻

頗
類
於
胡

縱
年
老

髮
多
不
白

縱
年
老

髪
多
不
白

亦
有
小
惠

○
男
女

○
男
女

○
男
女

・
男
女

皆
以
白
紵
繩
纏
髮

從
頭
後
盤
繞
至
額

・
男
女

皆
以
白
紵
繩
纏
髮

從
頭
盤
繞

・
男
女

皆
以
白
紵
繩
纏
髮

從
頭
後
盤
繞
至
額

○
男
性

・
其
男
子

用
鳥
羽
根
爲
冠
裝

以
珠
貝
飾
以
赤
毛
形

制
不
同

・
男
子

拔
去
髭
鬢

身
上
有
毛
之
處
皆
亦
除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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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流
求
国

（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邊
防
二

東
夷
下

琉
求

四
夷
部
五

東
夷

琉
求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土
風
一
）

隋
書
曰

（
※
隋
書
：
原
文
「
陰
書
」
を
校
訂
）

（
國
邑
一
）

（
土
風
一
）

国

人

○
女
性

○
女
性

○
女
性

・
織
鬭
鏤
皮
并
雜
色
紵
及
雜
毛

以
為
衣

・
織
闘
鏤
皮

并
雜
色
紵
及
雜
毛

以
為
衣

・
婦
人

以
墨
黥
手

為
蟲
蛇
之
文

製
裁
不
一

制
裁
不
一

・
織
闘
縷
皮
并
雜
色
紵
及
雜
毛
以
為
衣
制
裁
不
一

・
織
籐
為
笠

飾
以
毛
羽

・
織
藤
為
笠

飾
以
毛
羽

綴
毛
垂
螺
為
飾

雜
色
相
間

下
垂
小
貝

※
花
→
毛
に
校
訂

其
聲
如
珮

綴
璫
施
釧
懸

・
珠
於
頸

織
藤
為
笠

飾
以
毛
羽
有

・
婦
人
以
羅
紋
白
布
為
帽

・
婦
人

以
羅
紋
白
布
為
帽

・
婦
人

以
羅
紋
白
布
為
帽

其
形
正
方

○
家
族

○
家
族

○
家
族

・
父
子

同
牀
而
寢

・
父
子
同
牀
而
寢

・
父
子
同
牀
而
寢

○
結
婚

・
嫁

娶
以
酒
食
肴
珠
貝

為
聘

或

男
女
相
悅
便
相
匹
偶

○
出
産

○
出
産

○
出
産

・
婦
人
產
乳

必
食
子
衣

・
婦
人
產
乳

必
食
子
衣

・
婦
人
產･

乳

必
食
子
衣

・
產
後

以
火
自
炙

令
汗
出

五
日
便
平
複

○
死
者

○
死
者

○
死
者

・
其
死
者
氣
將
絕

舉
於
庭

・
其
死
者
氣
將
絕

舉
至
庭

・
其
死
者
氣
將
絕

輿
至
庭

親･

賓
哭
泣
相
弔

・
浴
其
屍

以
布
帛
纏
之

裹
以
葦
草

雜
土
而
殯

・
浴
其
屍

以
布
帛
纏
之

裹
以
葦
草

・
浴
其
屍

以
布
帛
纏
之
裹
之

以
葦
草

・
上
不
起
墳

親
土
而
殯

上
不
起
墳

・
親
土
而
殯

上
不
起
墳

・
為
子
者

數
月
不
食
肉

・
為
子
者

數
月
不
食
肉

・
子
為
父
者

數
月
不
食
肉

・
南
境
風
俗
少
異

人
有
死
者
邑
里
共
食
之

○
塩･

酢･

酒

○
塩･

酢･

酒
の
製
造

○
塩･

酢･

酒
の
製
造

・
以
木
槽
暴
海
水
為
鹽

・
以
木
槽
曝
海
水
為
鹽

・
以
木
槽
中
暴
海
水
為
鹽

・
木
汗
為
醋

・
木
汁
為
醋

・
木
汁
為
酢

・
釀
米
麴
為
酒

・
釀
米
麴
為
酒

・
釀
米
麴
為
酒

其
味
甚
薄

○
飲
食

○
飲
食

○
飲
食

・
食
皆
用
手

・
共
聚
而
食
之

食
皆
用
手

・
食

皆
用
手

・
遇
得
異
味

先
進
尊
者

・
遇
得
異
味

先
進
尊
者

・
偶
得
異
味

先
進
尊
者

○
宴
会

○
宴
会

○
宴
会

・
凡
有
宴
會

執
酒
者
必
待
呼
而
後
飲

・
凡
有
宴

執
酒
者
必
待
呼
名
而
後
飲

・
凡
有
宴
會

執
酒
者

必
待
呼
名

而
後
飲

・
上
王
酒
者

亦
呼
王
名

銜
杯
共
飲

頗
同
突
厥

・
上
王
者
酒

亦
呼
王
名

銜
杯
同
飲

頗
同
突
厥

・
上
王
酒
者

亦
呼
王
名

銜
杯
共
飲

頗
同
突
厥

・
歌
呼
蹋
蹄

一
人
唱

衆
人
皆
和

音
頗
哀
怨

・
歌
呼
蹋
蹄

一
人
唱

衆
皆
和

音
韻
哀
怨

・
歌
呼
蹋
蹄

一
人
唱

衆
皆
和

音
頗
哀
怨

・
扶
女
子
上
專
搖
手
而
舞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俗
事
山
海
之
神

祀
以
酒
肴

・
俗
事
山
海
之
神

祀
以
酒
肴

・
俗
事
山
海
之
神

祭
以
酒
食
肴

・
鬭
戰
殺
人

便
將
所
殺
人
祭
其
神

・
闘
戰
殺
人

便
將
所
殺
人
祭
其
神

・
闘
戰
殺
人
便

將
所
殺
人
祭
其
神

或
依
茂
樹

或
起
小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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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流
求
国
概
況

②

琉
求
国
概
況
２
（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或
懸
髑
髏
於
樹
上

以
箭
射
之

或
累
石
系
幡
以
為
神
主

・
王
之
所
居
壁
下
多
聚
髑
髏

以
為
佳

・
人
間
門
戶
上

必
安
獸
頭
骨
角

そ
の
他

○
文
字

○
文
字

○
文
字

・
俗
無
文
字

・
俗
無
文
字

・
俗
無
文
字

○
暦

○
暦

○
暦

・
視
月
虧
盈

以
紀
時
節

・
視
月
虧
盈

以
紀
時
節

・
望
月
虧
盈

以
紀
時
節

・
候
草
枯

以
為
年
歲

・
候
草
枯

以
為
年
歲

・
候
草
榮
枯

以
為
年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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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蝦
夷
国

（
１
）

蝦
夷
国
年
表
（
新
唐
書･

通
典･

唐
会
要･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

４

蝦
夷
国

（
１
）

蝦
夷
国
年
表
（
新
唐
書･

通
典･

唐
会
要･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

和

暦

逸

年

号

文

献

記

事

西

暦

干
支

備

考

和
暦

年

年
号

年

皇

帝

年
号

年

史

料

記

事

史

料

記

事

六
五
九

己
未

齊
明

五

白
雉

八

（
唐
）

顯
慶

四

新
唐
書

列
伝

子
天
智
立

明
年

通
典

邊

防

大
唐･

顯
慶
四
年
十
月

高
宗

使
者

與

蝦
蛦
人
偕
朝

（
東
夷
）

隨
倭
國
使
人

入
朝

※
①

「
明
年
」
は
、
天
智
称
制
二
年･

天
智
八
年

唐
会
要

蝦
夷
國

顯
慶
四
年
十
月

（
即
位
二
年
）
？

隨
倭
國
使

至
入
朝

②

『
日
本
書
紀
』
は
齊
明
五
年
で
前
代
の
記

事
で
あ
る
。

太
平
御
覧

蝦
夷
國

明
慶
四
年

十
月

明
慶
→
顯
慶

③

年
号
は
『
通
典
』
等
に
よ
る
。

隨
倭
國
使

至
入
朝

冊
府
元
亀

外
臣
部

顯
慶
四
年

十
月

（
朝
貢
）

蝦
夷
國

随
倭
国
史

入
朝

（
２
）

蝦
夷
国
概
況
（
新
唐
書･

通
典･

唐
会
要･

太
平
御
覧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新
唐
書

通

典

唐
会
要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列
伝
第
二
二
〇

東
夷

日
本

邊
防
一

東
夷
上

蝦
夷

巻
一
百

蝦
夷
國

四
夷
部
三

東
夷

蝦
夷
国

前

書

唐
書
曰
（
※
『
旧
・
新
唐
書
』
の
区
別

｜

｜

｜

｜

な
し
）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
蝦
夷

亦
居
海
島
中

・
蝦
夷
國

海
島
中
小
國
也

・
蝦
夷

海
島
中
小
國
也

・
蝦
夷
國

海
島
中
小
國
也

国

人

○
使
者

○
使
者

○
使
者

○
使
者

｜

・
其
使
鬚
長
四
尺
許

・
其
使
鬚
長
四
尺

・
其
使
至
鬚
長
四
尺

・
其
使
須
長
四
尺

・
插
箭
於
首

令
人
戴
瓠
立
數
十
歩

・
尤
善
弓
矢

・

插
箭
於
首

尤
善
弓
箭

・
尤
善
弓
矢

・
射
無
不
中

插
箭
於
首

令
人
戴
瓠
而
立

令
人
戴
瓠
而
立

插
箭
於
首
令

人
戴
觚
而
立

四
十
步
射
之

無
不
中
者

數
十
步
射
之

無
不
中
者

數
十
步
射
之

無
不
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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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文
身
國
概
況

①

文
身
国
概
況
１
（
梁
書･

南
史
）

５

文
身
國
・
大
漢
國
・
扶
桑
國
・
女
國

（
１
）

文
身
國
概
況

①

文
身
国
概
況
１
（
梁
書･

南
史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梁

書

南

史

列
伝
第
四
十
八

東
夷

文
身
国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文
身
国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文
身
國

在
倭
國
東
北
七
千
餘
里

・
文
身
國

在
倭
東
北
七
千
餘
里

王

族

○
王
城

○
王
城

・
其
王
所
居

飾
以
金･

銀･

珍
麗

・
國
王
所
居

飾
以
金･

銀･

珍
麗

・
繞
屋
爲
緌

廣
一
丈

實
以
水
銀

・
繞
屋
爲
塹

廣
一
丈

實
以
水
銀

雨

則
流
于
水
銀
之
上

雨

則
流
于
水
銀
之
上

組

織

○
犯
罪

○
犯
罪

・
犯
輕
罪
者

則
鞭
杖

・
犯
輕
罪
者

則
鞭
杖

・
犯
死
罪

則
置
猛
獸
食
之

有
枉

則
猛
獸
避
而
不
食
經
宿

則
赦
之

・
犯
死
罪

則
置
猛
獸
食
之

有
枉

則
獸
避
而
不
食
經
宿

則
赦
之

○
市
場

○
市
場

・
市
用
珍
寶

・
市
用
珍
寶

国

人

○
人

○
人

・
人
體

有
文
如
獸

其
額
上

有
三
文

文
直
者

貴

・
人
體

有
文
如
獸

其
額
上

有
三
文

文
直
者

貴

文
小
者

賤

文
小
者

賤

○
住
居

○
住
居

・
有
屋
宇

・
有
屋
宇

・
無
城
郭

・
無
城
郭

○
風
俗

○
風
俗

・
土
俗
歡
樂

・
土
俗
歡
樂

・
物
豊
而
賤

・
物
豊
而
賤

・
行
客
不
齎
糧

・
行
客
不
齎
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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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文
身
國
・
大
漢
國
・
扶
桑
國
・
女
國

（
１
）

文
身
國
概
況

②

文
身
国
概
況
２
（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邊
防
二

東
夷
下

文
身

四
夷
部
五

東
夷

文
身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巻
九
五
七

外
臣
部
（
土
風
一
）
巻
九
五
九

前

書

・
文
身

梁
時
聞
焉

南
史
曰

｜

｜

｜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
在

倭
國
東
北
七
千
餘
里

・
文
身
國

・
文
身
國

・
文
身
國

在
倭
國
東
北
七
千
餘
里

在

佞
國
東
北
七
千
餘
里

在

倭
國
東
北
七
千
餘
里

王

族

○
王
城

○
王
城

○
王
城

｜

｜

・
國
王
所
居

飾
以
金･

銀･

珍
麗

・
國
王
所
居

飾
以
金･

銀･

珎
麗

・
其
王
所
居

飾
以
金･

銀･

珍
麗

・
繞
屋
為
壍

廣
一
丈

實
以
水
銀

・
繞
屋
為
壍

廣
一
丈

實
以
水
銀

・
繞
屋
為
壍
土
廣
一
丈
實
以
水
銀

雨

則
流
於
水
銀
之
上

雨

則
流
于
水
銀
之
上

・
雨

則
流
於
水
銀
之
上

組

織

○
犯
罪

｜

｜

・
犯
輕
罪
者

則
鞭
杖

・
犯
死
罪

則
置
猛
獸
食
之

有
枉

則
猛
獸
避
而
不
食
經
宿

則
赦
之

○
市
場

○
市
場

○
市
場

・
市
用
珍
寶

・
市
用
珎
寶

・
市
用
珍
寶

国

人

○
人

○
人

○
人

｜

・
人
體

有
文
如
獸

・
人
體

有
文
如
獸

・
人
體
有
文
如
獸

其
額
上

有
三
文

文
大
直
者

貴

其
額
上

有
三
文

文
直

貴

其
額
上

有
三
文

文
大
直
者
貴

文
小
曲
者

賤

文
小
曲
者

賤

文
小
曲
者
賤

○
住
居

○
住
居

○
住
居

・
有

屋
宇

・
有
屋
宇

・
有
屋
宇

・
無

城
郭

・
無
城
郭

・
無
城
郭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土
俗
歡
樂

・
土
俗
歡
樂

有
文
身
者

・
土
俗
歡
樂

・
物
豐
而
賤

・
物
豐
而
賤

・
又
其
俗
好
衣
幘

・
物
豐
而
賤

・
行
客
不
齎
糧

・
行
客
不
赍
糧

・
下
戶
詣
郡
朝
謁

・
行
客
不
齎
糧

・
皆
假
衣
幘
自
服
印
綬
衣
幘

・
千
有
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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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大
漢
國･

扶
桑
國･

女
國
概
況

①

大
漢
国
概
況
（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
２
）

大
漢
國･

扶
桑
國･

女
國
概
況

①

大
漢
国
概
況
（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列
伝
第
四
十
八

東
夷

大
漢
国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大
漢
国

邊
防
二

東
夷
下

大
漢

四
夷
部
五

東
夷

大
漢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前

書

・
大
漢

梁
時
聞
焉

南
史
曰

｜

｜

｜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大
漢
國

在

文
身
國
東
五
千
餘
里

・
大
漢
國

在

文
身
國
東
五
千
餘
里

・
在

文
身
國
東
五
千
餘
里

・
漢
國

在

文
身
國
東
五
千
餘
里

・
大
漢
國

在

文
身
國
東
五
千
餘
里

組

織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無

兵
戈

・
無

兵
戈

・
無

兵
戈

・
無

兵
戈

・
無

兵
戈

・
不

攻
戰

・
不

攻
戰

・
不

攻
戰

・
不

戰
伐

・
不

攻
戰

国

人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並
與
文
身
國
同

・
風
俗
並
與
文
身
國
同

・
風
俗
並
與
文
身
國
同

・
風
俗
并
與
文
身
國
同

・
風
俗
並
與
文
身
國
同

○
言
語

○
言
語

○
言
語

○
言
語

○
言
語

・
而
言
語
異

・
而
言
語
異

・
而
言
語
異

・
而
言
語
異

・
而
言
語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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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文
身
國
・
大
漢
國
・
扶
桑
國
・
女
國

（
２
）

大
漢
國･

扶
桑
國･

女
國
概
況

②

扶
桑
国
概
況
（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列
伝
第
四
十
八

東
夷

扶
桑
国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扶
桑
国

邊
防
二

東
夷
下

扶
桑

四
夷
部
東
夷

扶
桑
国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土
風
）

前

書

南
史
曰

（
國
邑
一
）

（
土
風
一

）

｜

｜

｜

解

説

東
夷

｜

｜

｜

｜

｜

東
夷
之
國

…
…

梁
興
又
有
加
焉

扶
桑
國

在
昔
未
聞
也

梁
普
通
中
（
※
五
二
〇
～
五
二
七
）

有
道
人
稱
自
彼
而
至

其
言
元
本

尤
悉

故
幷
錄
焉

前

書

・
扶
桑
國
者

扶
桑
國
者

・
扶
桑

南
齊
時
聞
焉

・
扶
桑
國
者

｜

｜

・
齊

永
元
元
年
（
※
四
九
九
年
）

・
齊

永
元
元
年

・
廢
帝

永
元
初

齊･

永
平
元
年

其
國
有
沙
門
慧
深

其
國
有
沙
門
慧
深

其
國
有
沙
門
慧
深

其
國
有
沙
門
慧
深

來
至
荊
州

來
至
荊
州

說
云

至
荊
州

說
云

來
至
荊
州

說
云

説
云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処
在
地

○
所
在
地

・
李
淳
風
云
「
…
扶
桑
國
復
在
倭
国
之
東

・
扶
桑

扶
桑
國

・
扶
桑
國
在
大
漢
國
東
二
萬

里
地
在
中
国
東

約
去
中
國
三
萬
里

蓋
於
日
出
處
」

在

大
漢
國
東
二
萬
餘
里

・
在

大
漢
國

・
其
土
多
扶
桑
木

故
以
為
名

（
邊
防
序
）

地
在

中
國
之
東

東
一
萬
里
地

・
扶
桑

・
扶
桑

・
扶
桑

・
其
土
多
扶
桑
木

故
以
為
名

・
在

中
國
之
東

在

大
漢
國
東
二
萬
餘
里

在

大
漢
國
東
二
萬
餘
里

在

大
漢
國
東
二
萬
餘
里

・
其
土
多
扶
桑
木

地
在

中
國
之
東

地
在

中
國
之
東

地
在

中
國
之
東

故
以
爲
名

・
其
土

多
扶
桑
木

故
以
爲
名

・
其
土

多
扶
桑
木

故
以
爲
名

○
扶
桑
木

○
扶
桑
木

○
扶
桑
木

○
扶
桑
木

○
扶
桑
木

・
扶
桑
葉
似
桐

而
初
生
如
笋

・
扶
桑
葉
似
桐

初
生
如
筍

・
其
土
多
扶
桑
木

・
扶
桑
葉
似
桐

初
生
如
筍

・
扶
桑
葉
似
桐

而
初
生
如
筍

國
人
食
之

實
如
梨
而
赤

國
人
食
之

實
如
梨
而
赤

葉
似
桐

初
生
如
笋

國
人
食
之

實
如
梨
而
赤

國
人
食
之

實
如
梨
而
赤

・
績
其
皮
爲
布

以
爲
衣

亦
以
爲
綿

・
績
其
皮
爲
布

以
爲
衣

亦
以
爲
錦

國
人
食
之

實
如
梨
而
赤

・
績
其
皮
為
布

以
為
衣

・
績
其
皮
為
布

以
為
衣

・
績
其
皮
為
布

以
為
衣

亦
為
錦

亦
以
為
錦

亦
以
為
綿

○
乗
物

○
乗
物

○
乗
物

○
乗
物

○
乗
物

・
有

牛
角
甚
長

以
角
載
物

・
有

牛
角
甚
長

以
角
載
物

・
有

牛
角
甚
長

以
角
載
物

・
有

牛
角
甚
長

以
角
載
物

・
有
牛
角
甚
長

以
角
載
物

至
勝
二
十
斛

至
勝
二
十
斛

至
勝
二
十
斛

至
勝
二
十
斛

・
至
勝
二
十
斛

・
車
有

馬
車･

牛
車･

鹿
車

・
有

馬
車･

牛
車･

鹿
車

・
車
有

馬
車･

牛
車･

鹿
車

・
車
有

馬
車･

牛
車･

鹿
車

・
有
牛
車
馬
車
鹿
車

○
飼
育
動
物

○
飼
育
動
物

○
飼
育
動
物

○
飼
育
動
物

○
飼
育
動
物

・
國
人

養
鹿

如
中
國
畜
牛

・
國
人

養
鹿

如
中
國
畜
牛

・
國
人

養
鹿
如
牛

以
乳
為
酪

・
國
人

養
鹿

如
中
國
畜
牛

・
國
人

養
鹿

如
中
國
畜
牛

｜

以
乳
爲
酪

以
乳
爲
酪

以
乳
為
酪

以
乳
為
酪

○
栽
培

○
栽
培

○
栽
培

○
栽
培

○
栽
培

・
有

桑･

梨

經
年
不
壞

・
有

赤
梨

經
年
不
壞

・
有

赤
梨

經
年
不
壞

・
有

赤
梨

經
年
不
壞

・
有

桑･

梨

經
年
不
壞

多
蒲
桃

多
蒲
桃

多
蒲
桃

多
葡
萄

多
蒲
桃

○
産
物

○
産
物

○
産
物

○
産
物

○
産
物



75

（
２
）

大
漢
國･

扶
桑
國･

女
國
概
況

②

扶
桑
国
概
況
（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
其
地

無
鐵

・
其
地

無
鐵

・
其
地

無
鐵

・
其
地

無
鐵

・
其
地

無
鐵

有
銅

有
銅

有
銅

有
銅

有
銅

不
貴
金･

銀

不
貴
金･

銀

不
貴
金･

銀

不
貴
金･

銀

不
貴
金･

銀

○
市
場

○
市
場

○
市
場

○
市
場

○
市
場

・
市
無
租
估

・
市
無
租
估

・
市
無
租
估

・
市
無
租
估

・
市
無
租
估

王

族

○
王

○
王

○
王

○
王

○
王

｜

・
名
國
王
爲
〝

乙
祁
〟

・
名
國
王
爲
〝

乙
祁
〟

・
名
國
王
為
〝

乙
祁
〟

・
名
國
王
為
〝

乙
祁
〟

・
名
國
王
為
〝

乙
祁
〟

・
國
王
行
有
鼓
角
導
從

・
國
王
行
有
鼓
角
導
從

・
國
王
行
有
鼓
角
導
從

・
國
主
行

有
鼓
角
導
從

・
國
王
行
有
鼓
角
導
從

・
其
衣
色
隨
年
改
易

・
其
衣
色
隨
年
改
易

・
其
衣
色
隨
年
改
易

・
其
衣
色
隨
年
改
易

・
其
衣
色
隨
年
改
易

甲
乙
年

青

丙
丁
年

赤

甲
乙
年

青

丙
丁
年

赤

甲
乙
年

青

丙
丁
年

赤

甲
乙
年

青

景
丁
年

赤

・

甲
乙
年

青

丙
丁
年

赤

戊
己
年

黃

庚
辛
年

白

戊
己
年

黃

庚
辛
年

白

戊
己
年

黃

庚
辛
年

白

戊
已
年

黃

庚
辛
年

白

戊
巳
年

黃

庚
辛
年

白

壬
癸
年

黑

壬
癸
年

黑

壬
癸
年

黑

壬
癸
年

黑

壬
癸
年

黑

・
嗣
王
立

三
年
不
視
國
事

・
嗣
王
立

三
年
不
親
國
事

・
嗣
王
立

三
年
不
視
國
事

・
嗣
王
立

三
年
不
親
國
事

組

織

○
豪
族

○
豪
族

○
豪
族

○
豪
族

○
豪
族

・
貴
人

第
一
者

爲
〝

大
對
盧
〟

・
貴
人

第
一
者

爲
〝

對
盧
〟

・
貴
人

第
一
者

為
〝

大
對
盧
〟

・
貴
人

第
一

者
〝

大
對
盧
〟

・
貴
人

第
一
者

為
〝

大
對
盧
〟

第
二
者

爲
〝

小
對
盧
〟

第
二
者

爲
〝

小
對
盧
〟

第
二
者

為
〝

小
對
盧
〟

第
二

者
〝

小
對
盧
〟

第
二
者

為
〝

小
對
盧
〟

第
三
者

爲
〝

納
咄
沙
〟

第
三
者

爲
〝

納
咄
沙
〟

第
三
者

為
〝

納
咄
沙
〟

第
三

為
〝

納
咄
沙
〟

第
三
者

為
〝

納
咄
沙
〟

○
刑
罰

○
刑
罰

○
刑
罰

○
刑
罰

・
其
國
法

有
南･

北
獄

・
其
國
法

有
南･

北
獄

・
其
國
法

有
南･

北
獄

・
其
國
法

有
南･

北
獄

若
犯
輕
者
入
南
獄

若
有
犯

輕
罪
者
入
南
獄

若
有
犯

輕
罪
者
入
南
獄

若
犯
輕
者

入
南
獄

重
罪
者
入
北
獄

重
罪
者
入
北
獄

重
罪
者
入
北
獄

重
罪
者

入
北
獄

有
赦
則
赦
南
獄

有
赦

則
放
南
獄

・
有
赦
則
放
南
獄

・
有
赦
則
赦
南
獄

不
赦
北
獄

不
赦

北
獄

不
赦
北
獄

不
赦
北
獄

在
北
獄
者

男
女
相
配

・
在
北
獄
者

男
女
相
配

・
在
北
獄
者

男
女
相
配

・
在
北
獄
者

男
女
相
配

生
男

八
歲
爲
奴

生
男

八
歲
爲
奴

生
男

八
歲
為
奴

生
男

八
歲
為
奴

生
女

九
歲
爲
婢

生
女

九
歲
爲
婢

生
女

九
歲
為
婢

生
女

九
歲
為
婢

・
犯
罪
之
身

至
死
不
出

・
犯
罪
之
身

至
死
不
出

・
犯
罪
之
身
至
死
不
出

・
犯
罪
之
身
至
死
不
出

・
貴
人
有
罪

國
乃
大
會

・
貴
人
有
罪

國
人
大
會

・
貴
人
有
罪

國
人
大
會

・
貴
人
有
罪

國
乃
大
會

坐
罪
人
於
坑

坐
罪
人
於
坑

坐
罪
人
於
坑

坐
罪
人
於
坑

對
之

宴
飲
分
訣
若
死
別
焉

對
之

宴
飲
分
訣
若
死
別
焉

對
之

宴
飲
分
訣
若
死
別
焉

對
之

宴
飲
分
訣
若
死
別
焉

・
以
灰
繞
之

・
以
灰
繞
之

・
以
灰
繞
之

・
以
灰
繞
之

其
一
重

則
一
身
摒
退

其
一
重

則
一
身
摒
退

其
一
重

則
身
屏
退

其
一
重

則
一
身
屏
退

二
重

則
及
子
孫

二
重

則
及
子
孫

二
重

則
及
子
孫

二
重

則
及
子
孫

三
重

則
及
七
世

三
重
者

則
及
七
世

三
重
者

則
及
七
世

三
重
者

則
及
七
世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軍
事

｜

・
無
兵
甲

・
無
兵
甲

・
無
兵
甲

・
無
兵
甲

・
無
兵
甲

・
不
攻
戰

・
不
攻
戰

・
不
攻
戰

・
不
攻
戰

・
不
攻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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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文
身
國
・
大
漢
國
・
扶
桑
國
・
女
國

（
２
）

大
漢
國･

扶
桑
國･

女
國
概
況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列
伝
第
四
十
八

東
夷

扶
桑
国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扶
桑
国

邊
防
二

東
夷
下

扶
桑

四
夷
部
五

東
夷

扶
桑
国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土
風
）

（
國
邑
一
）

（
土
風
一

）

｜

｜

｜

｜

国

人

○
居
住

○
居
住

○
居
住

○
居
住

○
居
住

・
作
板
屋

・
作
板
屋

・
作
板
屋

・
作
板
屋

・
作
板
屋

・
無
城
郭

・
無
城
郭

・
無
城
郭

・
無
城
郭

・
無
城
郭

○
婚
姻

○
婚
姻

○
婚
姻

○
婚
姻

○
婚
姻

｜

・
其
婚
姻

・
其
昏
姻
法

・
其
婚
姻

法
大
抵
與
中
國
同

・
其
婚
姻
法

・
其
婚
姻

婿
往
女
家
門
外
作
屋

則
婿
往
女
家
門
外
作
屋

婿

往
女
家
門
外
作
屋

婿
往
女
家
門
外
作
屋

晨
夕
灑
掃

晨
夕
灑
掃

晨
夕
灑
掃

晨
夕
灑
掃

經
年
而
女

不
悅
卽
驅
之

經
年
而
女

不
悅
即
驅
之

經
年
而
女

不
悅
即
驅
之

經
年
而
女

不
悅
即
驅
之

相
悅
乃
成
婚

相
悅
乃
成
昏

相
悅
乃
成
婚

相
悅
乃
成
婚

婚
禮
大
抵
與
中
國
同

・
昏
禮

大
抵
與
中
國
同

・
婚
禮
大
抵
與
中
國
同

・
姻
禮
大
抵
與
中
國
同

○
死
者

○
死
者

○
死
者

○
死
者

○
死
者

・
親
喪

七
日
不
食

・
親
喪

七
日
不
食

・
親
喪

七
日
不
食

・
親
喪

七
日
不
食

・
親
喪

七
日
不
食

・
祖
父
母
喪

五
日
不
食

祖
父
母
喪

五
日
不
食

・
祖
父
母
喪

五
日
不
食

祖
父
母
喪

五
日
不
食

・
祖
父
母
喪

五
日
不
食

・
兄
弟･

伯
叔･

姑･

姉
妹

兄
弟･

伯
叔･
姑･

姉
妹

・
兄
弟･

伯
叔･

姑･

姉
妹
喪

兄
弟･

伯
叔･

姑･

姉
妹

・
兄
弟･

伯
叔･

姑･

姉

三
日
不
食

三
日
不
食

三
日
不
食

三
日
不
食

三
日
不
食

○
神

○
神

○
神

○
神

○
神

・
設
靈
爲
神
像

・
設
座
爲
神
像

・
設
座
為
神
像

・
設
坐
為
神
像

・
設
靈
為
神
像

朝
夕
拜
奠

不
制
縗
絰

朝
夕
拜
奠

不
制
衰
絰

朝
夕
拜
奠

不
制
縗
絰

朝
夕
拜
奠

不
制
衰
绖

朝
夕
拜
奠

そ
の
他

○
文
字

○
文
字

○
文
字

○
文
字

○
文
字

｜

・
有

文
字

・
有

文
字

・
有

文
字

・
有

文
字

・
有
文
字
以
扶
桑
皮
為
紙

・
以
扶
桑
皮

爲
紙

・
以
扶
桑
皮

爲
紙

・
以
扶
桑
皮

為
紙

・
以
扶
桑
皮

為
紙

○
仏
教

○
仏
教

○
仏
教

○
仏
教

・
其
俗
舊
無
佛
法

・
其
俗
舊
無
佛
法

・
自
宋
孝
武
帝

大
明
二
年

・
其
俗
舊
無
佛
法

・
宋

大
明
二
年
（
※
四
五
八
年
）

・
宋

大
明
二
年
（
※
四
五
八
年
）

罽
賓
國
有
比
丘
五
人

・
宋
大
明
二
年

罽
賓
國
嘗
有
比
丘
五
人

罽
賓
國
嘗
有
比
丘
五
人

遊
行
至
其
國

罽
賓
國
常
有
比
丘
五
人

遊
行
至
其
國

遊
行
其
國

始
通
佛
法
像
教
。

游
行
其
國

流
通
佛
法･

經･

像

教
令
出
家

流
通
佛
法･

經･

像

教
令
出
家

始
通
佛
法
經
教
焉

風
俗
遂
改

風
俗
遂
改

※
一

『
梁
書
』
に
お
け
る
扶
桑
國
の
情
報
は
、
齊･

永
元
元
年
（
※
四
九
九
年
）
扶
桑
國
の
沙
門
慧
深

が
荊
州
に
来
た
時
に
よ
る
。
本
来
は
『
南
斉
書
』
に
紀
述
さ
れ
る
事
項
で
あ
る
。

※
二

『
南
斉
書
』
に
は
、「
扶
桑
国
」
に
つ
い
て
の
記
述
は
な
い
が
、
著
者
（
瀟
子
顕
）
は
扶
桑
國
の

存
在
は
承
知
し
て
い
た
。

列
伝
第
三
十
九

蛮

東
南
夷
條

賛
曰
「
司

雍
分
疆

荊
及
衡
陽

參
錯
州
部

地
有
蠻
方

東
夷
海
外

碣
石

扶
桑

南
域
憬
遠

極
泛

溟
滄

非
要
乃
貢

竝
亦
來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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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大
漢
國･

扶
桑
國･

女
國
概
況

③

女
国
概
況
（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③

女
国
概
況
（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
冊
府
元
亀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列
伝
第
四
十
八

東
夷

女
国

列
伝
第
六
十
九

東
夷

女
国

邊
防
二

東
夷
下

女
国

四
夷
部
五

東
夷

女
国

外
臣
部
（
國
邑
一
）

前

書

南
史
曰

｜

・
慧
深

又
云

・
慧
深

又
云

・
慧
深

云

・
沙
門
惠
深

云

国

土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
所
在
地

扶
桑
東
千
餘
里

有
女
國

扶
桑
東
千
餘
里

有
女
國

在

扶
桑
東
千
餘
里

女
國

在
扶
桑
東
千
餘

・
女
國

在
扶
桑
東
千
餘
里

国

人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風
俗

｜

・
容
貌
端
正

色
甚
潔
白

・
容
貌
端
正

色
甚
潔
白

・
其
人
容
貌
端
正

色
甚
潔
白

其
人
容
白
端
正

色
甚
潔
白

・
身
體
有
毛

髮
長
委
地

・
身
體
有
毛

髮
長
委
地

・
身
體
有
毛

髮
長
委
地

身
體
存
毛

發
長
委
地

・
見
人
驚
避

偏
畏
丈
夫

・
見
人
驚
避

偏
畏
丈
夫

・
見
人
驚
避

偏
畏
丈
夫

・
兒
見
人
驚
避

偏
畏
丈
夫

○
衣
服

○
衣
服

○
衣
服

・
其
衣
如
布

・
其
衣
如
布

・
其
衣
如
布

○
妊
娠
・
出
産
・
育
児

○
妊
娠
・
出
産
・
育
児

○
妊
娠
・
出
産
・
育
児

○
妊
娠
・
出
産
・
育
児

・
至
二･

三
月

競
入
水

則
任
娠

・
至
二･
三
月
競
入
水

則
任
娠

・
至
二
三
月

競
入
水

則
妊
娠

・
至
二･

三
月

競
入
水

妊
娠

・
六･

七
月

產
子

女
人

胸
前
無
乳

・
六･

七
月
產
子

女
人

胸
前
無
乳

・
六･

七
月

產
子

女
人

胸
前
無
乳

・
六･

七
月

產
子

女
人

胸
前
無
乳

項
後
生
毛

根
白

項
後
生
毛

根
白

項
後
生
毛

根
白

項
後
生
毛
根

白
毛

毛
中
有
汁

以
乳
子

毛
中
有
汁

以
乳
子

毛
中
有
汁

乳
子

中
有
汗
似
乳
子

・
一
百
日

能
行

・
百
日

能
行

・
百
日

能
行

・
百
日

能
行

・
三･

四
年

則
成
人
矣

・
三･

四
年

則
成
人
矣

・
三･

四
年

則
成
人
矣

・
三･

四
年

則
成
人
矣

○
食
料

○
食
料

○
食
料

○
食
料

・
食

鹹
草

如
禽
獸

・
食

鹹
草

如
禽
獸

・
食

鹹
草

如
禽
獸

・
食

醎
草

如
禽
獸

・
咸
草
葉

似
邪
蒿

而
氣
香
味
鹹

・
鹹
草
葉

似
邪
蒿

而
氣
香
味
鹹

・
鹹
草
葉

似
邪
蒿

而
氣
香
味
鹹

・
醎
草
葉

似
邪
蒿

而
氣
味
醎

・
其
食

有
小
豆

・
其
食

有
小
豆

・
其
食

有
小
豆

そ
の
他

○
渡
航
記
録

○
渡
航
記
録

○
渡
航
記
録

｜

｜

・
天
監
六
年
（
※
五
〇
六
年

・
梁

天
監
六
年

・
梁

武
帝
天
監
六
年

・
有

晉
安
人
渡
海

爲
風
所
飄
至
一
島

・
有

晉
安
人
度
海

爲
風
所
飄
至
一
島

・
有

晉
安
人
渡
海

為
風
所
飄

至
一
島

・
登
岸

有
人
居
止

・
登
岸

有
人
居
止

・
登
岸

有
人
居

・
女

則
如
中
國

而
言
語
不
可
曉

・
女

則
如
中
國

而
言
語
不
可
曉

・
女

則
如
中
國
人

而
言
語
不
可
曉

・
男

則
人
身
而
狗
頭

其
聲
如
吠

・
男

則
人
身
而
狗
頭

其
聲
如
吠

・
男

則
人
身
而
狗
頭

其
聲
如
犬
吠

・
築
土
爲
牆

其
形
圓

其
戶
如
竇

云

・
築
土
爲
牆

其
形
圓

其
戶
如
竇

云

・
築
土
為
牆

其
形
圓

其
戶
如
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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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そ
の
他
の
国
々

（
１
）

そ
の
他
の
国
々
概
況
（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

６

そ
の
他
の
国
々

（
１
）

そ
の
他
の
国
々
概
況
（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梁
書･

南
史

通
典
・
太
平
御
覧･

冊
府
元
亀
）

①

そ
の
他
の
国
々
概
況
１
（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梁
書･

南
史
）

文

献

記

事

項

目

後
漢
書

三
国
志･

魏
書

梁

書

南

史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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