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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別
寄
稿
〉中

国
哲
学
之
我
見

北
京
師
範
大
学

周

桂
　
釦

　
正
当
中
日
学
術
交
流
日
舞
発
展
的
時
候
、
楊
寿
堪
教
授
和
綴
得
到
町
田
教
授
幼
姿
請
、
来
到
日
本
九
州
大
学
進
行
友
好
訪
問
、
交
流
学

術
、
我
輩
到
十
分
栄
幸
。
首
先
我
要
向
町
田
教
授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謝
。
同
時
也
向
九
州
大
学
文
学
部
和
教
養
部
的
諸
位
師
生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謝
。

　
今
天
、
我
回
向
諸
位
発
表
自
己
的
浅
見
、
不
妥
三
三
、
請
諸
軍
批
評
指
揮
。

　
我
想
従
三
個
方
面
談
我
対
中
国
哲
学
的
寺
法
。
一
是
我
対
中
国
哲
学
特
点
的
看
法
、
二
心
対
全
盤
否
定
中
国
哲
学
的
原
因
的
三
法
、
三
．

是
対
中
国
哲
学
発
展
前
景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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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哲
学
的
特
点

　
中
国
哲
学
有
許
多
特
点
、
不
同
哲
学
家
也
有
不
同
的
軍
法
。
我
以
為
主
要
的
採
点
是
豊
富
性
、
深
刻
性
、
模
糊
性
。

　
尊
爵
時
代
、
中
国
学
術
思
想
界
出
現
百
家
争
鳴
的
精
華
局
面
。
当
時
的
諸
子
百
家
提
出
了
極
為
豊
富
的
思
想
、
包
含
了
以
後
両
千
多
年

中
国
歴
代
各
種
哲
学
流
派
的
思
想
萌
芽
、
包
括
着
現
代
的
哲
学
、
美
学
、
法
学
、
倫
理
学
、
教
育
学
、
論
蔵
学
齢
各
種
学
科
的
思
想
内
容
、

渉
及
到
思
想
、
政
治
、
経
済
、
文
化
等
各
個
領
域
。
先
秦
哲
学
表
現
了
明
顕
的
豊
富
性
。

　
秦
漢
時
代
的
哲
学
以
趨
向
統
一
為
主
要
特
徴
。
特
別
玉
串
代
的
哲
学
思
想
彙
構
音
中
華
民
族
的
思
想
基
礎
、
形
成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伝
統

観
念
、
影
響
到
両
千
年
以
後
的
現
代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的
各
個
方
面
。
聾
心
為
、
影
響
久
遠
便
是
深
刻
性
的
一
種
表
現
、
特
別
是
対
於
思
想

来
説
是
這
様
的
。

　
流
伝
広
汎
単
子
深
刻
性
的
一
種
表
現
。
英
国
哲
学
家
培
根
的
名
言
「
知
識
田
堵
力
量
」
異
国
世
界
、
説
明
這
句
話
包
含
大
家
認
同
母
深



刻
道
理
。
我
研
究
発
現
、
中
国
東
駅
哲
学
家
書
充
在
公
元
一
世
紀
就
提
出
類
似
「
知
識
就
是
力
量
」
的
観
点
出
田
為
力
」
、
併
且
作
曲
詳

細
論
証
。
他
説
、
「
儒
生
以
学
問
為
力
」
、
「
学
問
」
就
是
知
識
。
又
説
、
「
人
減
知
学
、
則
有
力
　
」
（
論
衡
・
効
力
）
。
他
還
挙
例
説
明
、

楚
漢
戦
争
、
薫
何
収
集
秦
朝
保
存
的
文
書
資
料
、
掌
握
了
根
多
知
識
、
然
後
「
以
知
事
力
」
、
協
助
本
邦
打
敗
朝
堂
。
勝
利
後
的
劉
韓
藍

有
功
之
贈
進
行
草
賞
、
首
先
重
賞
薫
何
、
其
次
才
是
攻
城
奪
地
的
武
将
。
他
鄭
重
薫
薫
香
猪
人
面
武
将
如
猫
車
、
猫
人
的
貢
献
比
臣
事
的

貢
献
大
。
王
周
章
勲
賞
劉
邦
這
種
重
視
知
識
分
子
的
高
明
見
解
。
王
翠
玉
列
挙
了
春
秋
戦
国
時
代
知
識
分
子
碁
戦
富
国
強
兵
畢
生
動
事
例

来
説
明
知
識
和
知
識
分
子
的
極
端
重
要
性
。
王
充
都
田
培
根
之
前
一
千
五
百
年
提
出
「
知
翠
玉
」
、
説
明
是
根
深
刻
的
。

　
『
荘
子
』
有
更
半
里
深
刻
見
解
。
例
如
『
荘
子
・
嚢
子
遊
』
有
一
句
這
様
的
話
、
■
挙
世
而
誉
骨
油
不
加
勧
、
挙
世
而
書
函
而
不
加
沮
」
。

中
国
当
代
著
名
哲
学
家
漏
友
蘭
先
生
在
九
十
雪
月
的
時
候
、
把
『
荘
子
』
的
這
句
話
当
作
自
己
的
座
右
銘
。
這
也
説
明
『
荘
子
』
思
想
的

深
刻
性
。

　
第
三
総
藻
点
是
模
糊
性
。
中
国
哲
学
的
概
念
、
範
疇
、
体
系
都
没
有
明
確
的
界
定
、
都
帯
有
模
糊
性
。
例
中
天
是
許
多
哲
学
家
国
三
道

的
、
意
義
却
各
不
相
同
。
什
塵
叫
道
？
現
在
的
哲
学
家
風
在
争
議
。
有
的
哲
学
家
憲
《
老
子
》
的
「
道
」
十
年
改
変
一
次
看
法
、
開
始
認

為
是
物
質
性
的
、
二
十
年
又
借
得
似
乎
是
精
神
性
的
、
又
過
十
年
、
発
現
《
老
子
》
的
「
道
」
本
来
就
是
含
混
五
清
的
。
這
也
説
明
中
国

哲
学
的
模
糊
特
性
。

　
中
国
哲
学
有
模
糊
性
、
不
等
於
説
中
国
哲
学
没
有
系
統
的
体
系
、
也
不
是
説
中
国
哲
学
没
有
精
確
性
、
更
不
能
説
中
国
根
本
就
不
存
在

哲
学
。

二
、
全
盤
否
定
中
国
哲
学
的
原
因

　
近
幾
年
、
有
一
国
人
認
為
中
国
哲
学
必
須
全
盤
否
定
、
全
部
拗
棄
。
為
輪
留
会
出
現
量
器
現
象
呪
。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我
以
為
下
面

三
種
原
因
是
比
較
重
要
的
。

　
首
先
是
中
国
窮
。
有
人
認
為
中
国
現
在
的
貧
窮
是
壷
中
国
哲
学
的
弊
端
造
成
的
。
要
普
選
貧
窮
、
就
園
先
拗
棄
中
国
哲
学
。
但
是
、
中

国
大
陸
幾
十
年
来
把
中
国
哲
学
当
作
封
建
主
義
国
章
粕
反
復
批
判
、
不
断
訓
解
、
巨
細
有
因
暴
富
起
来
。
在
文
化
大
車
命
中
、
与
伝
統
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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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決
裂
、
対
中
国
哲
学
拗
棄
最
徹
底
、
反
復
破
「
四
旧
」
、
那
時
中
国
最
中
、
経
済
蹟
到
崩
潰
的
辺
縁
。
相
反
、
韓
国
、
新
皇
霊
、
香
港
、

台
湾
、
保
存
中
国
伝
統
哲
学
最
多
、
却
日
益
富
起
来
、
令
世
人
嘱
目
。
同
様
是
中
国
哲
学
、
為
什
麿
在
一
些
地
区
能
促
進
経
済
起
飛
、
而

在
男
一
地
方
却
成
了
阻
碍
発
展
鼻
祖
力
。
同
様
是
中
国
哲
学
、
曽
経
在
歴
史
上
造
就
国
漢
、
唐
回
心
、
也
曽
経
使
明
代
成
為
世
界
東
方
的

大
帝
国
、
志
腰
会
成
為
過
天
発
展
的
障
碍
呪
。
総
之
、
企
図
従
中
国
伝
統
哲
学
中
野
戎
現
代
中
国
貧
窮
的
原
因
、
浄
業
都
寺
徒
労
的
。
就

像
縁
木
求
魚
那
様
、
不
会
有
真
実
的
結
果
。

　
　
其
次
、
中
国
哲
学
的
模
糊
性
使
一
些
人
対
官
産
生
迷
惑
和
反
感
。

　
　
中
国
哲
学
往
往
把
問
題
和
結
論
直
接
理
系
起
来
、
省
略
了
中
間
環
節
、
飲
少
遷
輯
推
理
的
過
程
。
這
様
、
問
題
和
結
論
的
関
係
中
帯

有
模
糊
性
、
有
的
写
糊
這
種
没
有
推
理
論
証
的
結
論
為
「
独
断
論
」
。
例
如
、
『
老
子
』
講
「
田
野
福
之
所
伏
、
福
分
禍
之
所
伏
。
」
。
禍
与

福
互
相
包
含
、
棒
鼻
転
化
、
却
没
早
婚
出
道
理
来
、
没
有
作
推
理
論
証
。
這
就
像
解
数
学
題
那
様
、
没
有
推
算
過
程
、
直
接
写
出
答
案
、

使
人
不
明
白
這
個
答
案
是
如
何
得
出
来
的
。

　
　
中
国
哲
学
的
模
糊
性
与
中
国
国
画
和
中
国
書
法
有
相
似
之
処
。
中
国
国
画
分
温
習
、
工
筆
画
和
諾
意
画
。
工
筆
画
追
求
細
緻
、
真
実
。

画
樹
時
、
樹
葉
一
片
一
片
地
面
。
田
屋
子
、
瓦
片
也
是
一
片
一
片
地
回
。
樹
幹
、
樹
枝
、
縦
横
交
錯
、
一
一
画
出
。
写
意
白
煮
求
相
似
、

神
国
。
画
樹
、
有
時
只
画
樹
幹
、
樹
葉
也
只
用
大
田
一
点
就
代
表
了
一
大
筆
、
没
草
画
出
樹
枝
、
甚
至
剣
樹
幹
也
回
盲
。
不
会
欣
回
心
国

画
的
人
就
中
到
尊
名
其
妙
、
為
什
廉
一
大
旱
樹
無
量
懸
在
空
中
、
無
法
理
解
。
在
中
国
書
法
也
有
類
似
情
況
、
在
行
書
和
草
書
中
就
有
形

回
心
聯
的
時
候
。
中
国
哲
学
欠
乏
中
間
環
節
、
也
是
一
種
「
形
心
意
聯
」
。
象
『
論
語
』
只
是
一
難
語
録
、
没
有
形
式
上
的
完
整
体
系
。

但
是
、
我
椚
認
為
孔
子
的
思
想
有
完
整
的
体
系
、
儒
家
哲
学
有
系
統
的
思
想
。
不
過
、
這
不
是
現
成
的
、
需
要
人
甲
虫
研
究
、
去
領
会
。

只
要
「
好
学
深
思
」
、
「
心
知
其
意
」
（
史
記
・
五
帝
本
紀
）
。
只
要
虚
心
学
習
、
反
復
思
考
、
就
面
体
会
中
国
哲
学
的
深
刻
量
感
。
有
田
人

対
中
国
哲
学
没
有
深
入
研
究
、
没
有
真
正
弄
憧
、
不
能
理
解
、
以
為
都
是
出
域
不
住
、
妄
加
否
定
。
膚
浅
的
頭
脳
理
解
不
了
深
刻
的
思
想
、

是
根
自
然
的
。
口
糧
加
否
定
、
則
是
不
厳
崩
的
。
杜
甫
詩
情
、
「
爾
曹
身
与
名
倶
滅
、
不
廃
江
河
万
古
流
。
」
（
栽
為
六
絶
句
）
中
国
哲
学

巳
経
流
伝
了
幾
千
年
、
米
軍
象
江
河
那
様
継
続
流
伝
下
去
。
而
全
盤
否
定
中
国
哲
学
的
人
終
輝
輝
不
出
什
麿
名
松
来
。

　
第
三
、
以
西
方
模
式
衡
量
中
国
哲
学
也
是
産
生
全
盤
否
定
的
一
個
原
因
。
世
界
上
各
国
各
民
族
都
泰
運
有
自
己
的
哲
学
、
哲
学
是
多
元

的
、
多
様
的
。
不
同
的
哲
学
相
互
磁
撞
、
取
長
補
短
、
対
各
方
都
有
好
処
。
有
舌
人
只
承
認
一
種
哲
学
模
式
、
不
承
認
其
他
模
式
的
哲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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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椚
按
毒
素
哲
学
体
系
来
規
定
哲
学
的
定
義
、
而
不
是
程
全
世
界
各
種
哲
学
中
概
括
出
立
普
遍
意
義
的
哲
学
定
義
来
。
神
薬
哲
学
定
義
難

然
適
合
土
煙
些
哲
学
、
下
着
有
普
遍
適
用
性
。
我
椚
無
為
、
亜
種
定
義
是
片
面
的
、
狭
旧
邸
。
打
出
比
方
、
世
界
上
一
人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膚
色
、
百
果
只
従
欧
州
那
里
心
白
人
斗
出
結
論
、
説
人
都
是
白
皮
膚
的
、
因
此
苦
戦
只
有
白
皮
膚
的
才
是
人
。
我
椚
不
同
意
盲
者
見
解
、

因
為
他
不
適
合
於
非
洲
的
黒
種
人
和
亜
量
的
黄
種
人
、
他
是
欧
州
中
心
主
義
者
的
狭
阻
観
念
。
在
思
想
界
、
我
椚
認
為
「
自
是
而
立
非
」

也
是
不
妥
当
的
。
認
為
唯
有
自
己
的
学
説
絶
対
正
確
、
別
人
的
学
説
都
是
錯
誤
的
。
這
也
是
一
種
片
面
儘
化
的
観
念
。
這
是
不
利
選
出
討

真
理
、
繁
栄
学
術
的
。

三
、
中
国
哲
学
的
発
展
前
景

　
対
中
国
哲
学
的
認
識
、
態
度
、
決
定
麗
麗
其
前
景
年
預
測
。
認
為
中
国
哲
学
是
現
在
中
国
貧
窮
的
根
締
、
就
会
全
盤
否
定
官
。
這
中
人

対
中
国
哲
学
的
前
景
預
測
就
是
悲
観
的
、
以
為
前
景
必
然
是
全
盤
西
化
。
学
術
界
持
這
種
観
点
情
人
併
不
多
、
有
一
窺
書
世
未
素
的
青
年

由
壷
中
現
実
的
不
満
而
盲
目
附
和
這
種
観
点
。
男
一
種
意
見
香
煙
中
国
伝
統
是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中
心
、
只
要
弘
揚
儒
学
、
就
能
重
振
中
華

民
族
的
雄
風
。
持
品
種
意
見
虚
辞
多
是
台
湾
、
香
港
以
及
海
外
華
僑
学
者
。
他
椚
長
期
居
住
在
宿
本
主
義
社
会
（
即
所
謂
自
由
世
界
）
里
、

対
其
社
会
弊
端
、
尤
国
是
社
会
意
識
的
敏
点
有
義
深
刻
的
了
解
。
他
椚
認
為
中
国
伝
統
哲
学
有
恨
多
優
越
性
、
能
否
医
聖
現
代
自
由
世
界

某
些
社
会
疾
病
。
這
些
人
自
称
「
新
儒
家
」
、
併
把
自
己
的
老
師
称
為
第
幾
代
新
儒
家
。
他
椚
在
世
界
各
地
積
極
活
動
、
産
生
一
定
影
響
。

有
両
種
現
象
説
明
這
種
影
響
是
深
刻
的
。
一
国
大
陸
学
者
組
織
研
究
「
新
儒
家
」
、
併
列
入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的
重
点
項
目
。
二
是
台

湾
有
一
個
人
自
称
是
「
新
儒
家
」
的
創
議
者
、
不
遺
余
力
地
争
這
個
発
明
権
、
却
不
用
力
立
研
究
儒
学
在
高
代
応
該
如
何
革
新
。
去
年
年

底
以
来
、
中
国
許
多
報
刊
大
談
弘
揚
中
華
民
族
文
化
伝
統
、
与
「
新
儒
家
」
思
潮
是
合
拍
的
。

　
還
有
一
些
学
者
在
「
新
儒
家
」
成
為
時
髭
似
乎
能
当
個
「
新
儒
家
」
是
無
上
光
栄
的
時
候
、
却
宣
称
自
己
不
盤
割
儒
家
。
張
岱
年
教
授

就
是
這
種
学
者
的
代
表
。
他
椚
認
為
世
界
各
種
哲
学
都
有
某
些
優
点
知
覧
点
、
壷
草
応
重
量
各
種
哲
学
的
優
点
吸
収
、
融
合
起
来
経
過
加

工
改
造
、
結
合
社
会
実
際
、
創
造
出
新
的
適
合
現
代
社
会
需
要
的
哲
学
体
系
来
。
学
術
界
称
他
椚
為
融
合
創
新
派
。

　
融
合
創
新
派
朝
潮
儒
家
相
同
之
処
断
三
都
承
認
中
国
哲
学
在
現
代
社
会
有
存
在
的
価
値
。
不
同
之
処
在
家
新
儒
家
特
別
強
調
儒
家
的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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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性
、
融
合
創
新
派
同
時
注
意
到
儒
家
思
想
蟹
草
陥
。
男
一
方
面
、
融
合
創
新
派
営
為
馬
克
思
主
義
哲
学
有
根
多
合
理
性
、
応
該
重
視
吸

取
、
而
新
儒
家
対
此
不
以
為
然
、
甚
至
認
為
絶
無
可
取
之
処
。

　
拙
著
《
中
国
伝
統
哲
学
》
的
最
後
一
段
是
這
様
写
的
、

　
　
　
当
前
場
工
面
臨
着
一
次
中
西
文
化
大
融
合
。
這
次
大
融
合
的
結
果
必
然
是
以
中
国
伝
統
哲
学
為
基
礎
、
以
馬
克
思
主
義
哲
学
為
指
導
、
広
汎

　
　
吸
収
自
然
科
学
和
社
会
科
学
的
新
成
果
、
怨
讐
彙
世
界
上
各
種
哲
学
的
合
理
管
楽
、
経
過
長
期
消
化
、
醒
醸
、
置
型
復
雑
的
闘
争
、
重
器
、
最

　
　
後
形
成
新
的
哲
学
体
系
。
這
個
新
的
哲
学
体
系
既
是
中
国
伝
統
哲
学
的
現
代
化
、
又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哲
学
的
中
国
化
。
這
個
新
的
哲
学
体
系
才

　
　
真
正
是
這
個
偉
大
時
代
的
時
代
精
神
的
精
華
。

　
我
歯
群
単
純
継
承
前
人
甲
種
哲
学
思
想
、
歯
桿
発
展
哲
学
。
哲
学
的
発
展
都
是
融
合
的
結
果
。
周
公
、
孔
子
的
哲
学
是
融
合
的
結
果
。

董
仲
野
的
哲
学
是
従
戦
国
到
漢
初
哲
学
思
想
融
合
。
朱
烹
的
哲
学
催
告
儒
、
釈
、
道
思
想
的
融
合
。
因
此
、
周
到
、
孔
子
、
董
異
聞
、
朱

烹
都
是
思
想
集
大
成
者
、
也
都
是
伝
統
哲
学
的
融
合
創
新
派
。
新
儒
家
只
要
心
局
限
於
伝
統
儒
学
、
注
意
吸
収
其
他
思
想
来
充
実
儒
学
、

那
歴
新
儒
家
会
逐
漸
与
融
合
創
新
派
接
近
、
乃
至
相
結
合
、
形
成
反
対
全
盤
否
定
量
的
統
一
導
線
。

　
一
個
民
族
陣
立
足
無
世
界
、
都
必
須
有
要
己
的
伝
統
。
一
個
偉
大
田
平
族
都
邑
須
有
自
己
的
伝
統
哲
学
。
中
国
民
族
這
様
偉
大
的
民
族

在
幾
千
年
中
形
成
的
伝
統
哲
学
必
定
有
許
多
合
理
性
、
野
阜
世
界
文
化
的
重
大
貢
献
、
也
是
世
界
文
化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我
椚
達
士
和

世
界
人
民
一
起
、
共
同
研
究
中
国
哲
学
。

　
中
国
現
在
革
茸
暫
時
還
比
較
貧
窮
、
但
是
中
国
哲
学
学
会
由
於
暫
時
貧
窮
而
喪
失
其
合
理
性
。
荘
周
不
因
借
貸
而
損
害
其
思
想
的
深
刻

性
、
王
充
不
因
位
卑
而
影
響
幅
論
説
的
雄
弁
性
。
中
国
現
代
知
識
分
子
也
不
会
由
於
貧
賎
而
掃
過
菲
薄
、
他
意
勤
奮
好
学
、
勇
於
探
討
、

憂
国
憂
民
、
無
私
奉
献
、
産
的
是
妨
、
吃
緑
草
、
身
為
下
賎
、
心
比
玉
高
。
他
腰
上
信
、
中
国
田
螺
会
搦
脱
貧
困
、
濟
奉
戴
界
現
代
強
国

的
行
列
、
中
国
哲
学
也
必
将
発
展
揚
光
大
、
融
合
創
新
、
成
為
世
人
羨
慕
的
思
想
明
灯
。

　
中
国
哲
学
不
是
歴
史
三
三
、
而
是
世
界
文
化
魂
宝
。
這
節
義
我
国
中
国
哲
学
的
基
本
護
法
。

　
　
@
　@
　@
　@
　@
　@
　@
　@
　@
　@
　@
　@
　@
　@
　@
　@
（ {

文
是
↑
財
鍛
覇
結
部
的
藩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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