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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国
的
陽
明
学
研
究
（
－
）

三

明

　
王
陽
明
、
在
中
国
乃
至
遅
出
東
亜
的
哲
学
思
想
発
展
史
上
、
占
有
極
重
要
的
位
置
。
他
的
思
想
、
在
明
代
中
後
期
曽
使
“
干
鱈
威
醒
”

（
卸
守
益
『
陽
明
先
生
続
載
』
）
、
風
靡
一
時
、
直
至
近
現
代
、
価
保
持
着
広
汎
的
影
響
、
井
招
来
了
各
種
各
様
白
襲
奨
和
白
殿
。
但
不
論
人
椚

対
三
種
思
想
的
弓
三
三
心
様
不
同
、
都
不
能
不
承
認
官
是
中
国
思
想
史
上
一
個
不
可
忽
視
的
環
節
。

　
対
陽
明
学
研
究
、
可
追
湖
宿
明
末
綿
甲
。
但
書
時
的
学
者
、
囲
者
帯
有
門
戸
之
見
、
或
者
拘
干
思
想
偏
見
、
且
局
限
在
伝
統
的
学
問
模

式
和
致
思
傾
向
中
、
因
而
還
談
不
満
真
正
科
学
的
研
究
。
到
了
中
国
近
代
、
不
馴
是
政
治
家
倉
是
思
想
家
、
大
都
是
出
子
一
定
的
政
治
需
　
　
卜

要
和
功
利
目
的
、
対
陽
明
学
加
以
利
用
和
評
判
。
　
”
五
四
”
新
文
化
運
動
以
後
、
一
芸
受
過
西
方
文
化
重
…
陶
的
学
者
、
或
者
借
助
西
方
近
　
　
絡

代
哲
学
方
法
嘱
或
者
海
馬
克
思
主
義
為
指
導
、
対
陽
明
学
的
基
本
内
容
和
体
系
壁
塗
社
会
作
用
、
進
行
了
認
真
景
探
究
、
取
得
了
一
批
令

旧
注
目
的
成
果
ゆ

　
一
九
四
九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後
、
中
国
学
術
界
在
研
究
工
作
中
、
基
本
上
采
唐
馬
克
虚
蝉
義
的
立
場
・
観
点
和
方
法
、
這
対
科

学
的
研
究
陽
明
学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然
而
、
由
子
県
有
正
確
貫
徹
執
行
”
百
花
斉
放
、
百
家
争
鳴
”
的
方
針
、
聖
書
研
究
工
作
到
後
来
逐

漸
走
向
極
端
、
聾
者
一
概
否
定
唯
心
主
義
哲
学
流
派
、
綿
甲
把
王
陽
明
的
哲
学
思
想
簡
単
地
類
比
為
西
方
某
個
唯
心
主
義
派
別
；
或
者
片

面
理
解
階
級
分
析
方
法
、
従
而
給
王
陽
明
貼
上
封
建
統
治
階
級
代
言
人
或
鎮
圧
農
民
運
動
単
子
手
的
標
語
而
了
事
。
誉
者
、
在
較
長
一
導

出
聞
里
、
基
本
上
是
以
批
判
文
章
為
主
ゆ
尽
管
掌
批
判
的
時
候
、
障
害
陽
明
思
想
的
某
些
合
理
因
素
、
也
有
肯
定
的
評
価
、
善
導
的
来
期

否
定
的
傾
向
是
占
主
要
的
。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
十
年
浩
劫
”
（
一
九
六
六
～
一
九
七
六
）
中
、
由
干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根
本
原
理
遭
到
壁
恵
歪
曲
、

甚
至
用
所
謂
”
儒
法
闘
争
史
”
来
評
価
王
陽
明
、
照
準
主
事
、
不
準
垂
準
、
結
果
王
陽
明
学
説
同
所
有
儒
家
学
説
一
様
、
被
全
盤
否
定
了
。

　
従
一
定
意
義
上
説
、
真
正
以
科
学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為
指
導
、
対
照
陽
明
学
説
進
行
深
入
、
系
統
的
研
究
、
弄
清
官
的
源
和
流
、
宣
的
特



点
和
内
在
価
値
、
以
壁
書
的
社
会
歴
史
作
用
、
是
一
九
七
九
年
学
術
思
想
開
放
以
後
早
事
。
在
節
煙
時
間
里
、
有
三
件
事
値
得
注
意
。
第

一
、

ﾝ
杭
州
挙
行
了
両
次
規
模
二
大
的
宋
心
理
学
討
論
会
（
以
朱
蕪
、
王
陽
明
為
討
論
重
点
）
。
一
次
是
一
九
八
○
年
十
一
月
以
華
東
地

区
為
主
、
趣
請
部
分
省
市
代
表
以
及
日
本
・
瑞
士
両
位
学
者
（
当
時
在
華
学
習
）
参
加
的
八
十
余
人
的
会
議
。
易
一
次
則
是
一
九
八
一
年

十
月
的
全
国
性
盛
会
。
出
席
這
次
会
議
的
代
表
有
二
六
九
人
、
見
番
早
来
自
美
国
・
日
本
・
西
徳
・
加
重
大
和
香
港
的
十
一
名
学
者
。
従

二
会
者
提
交
的
一
八
五
篇
論
文
、
三
部
専
著
及
会
後
由
三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論
壁
越
理
学
』
・
『
論
中
国
哲
学
史
』
二
部
論
文
集

中
、
可
以
艶
出
、
中
国
学
術
界
在
経
過
了
十
余
年
的
動
乱
、
俳
徊
後
巨
鐘
新
開
始
蝋
型
。
這
両
次
会
議
、
対
推
動
陽
明
学
研
究
選
局
入
開

展
、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第
二
、
出
版
了
一
批
較
雨
霧
量
的
陽
明
学
研
究
塁
壁
国
有
関
著
作
、
実
現
了
建
国
後
在
這
一
領
域
内
的
”
零
”
的
突
破
。
如
沈
善
洪
、

王
鳳
雛
的
『
王
陽
明
哲
学
研
究
』
（
漸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
年
版
）
・
張
錫
勤
・
遠
方
静
的
『
陸
王
心
学
初
探
』
（
黒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版
）
・
楊
天
石
的
『
泰
州
学
派
』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
年
期
）
・
蒙
培
元
的
『
理
学
極
量
変
』
（
福
建
暴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
張
立
文
的

『
宋
明
理
学
研
究
』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版
）
．
等
等
。
　
　
　
　
　
　
　
　
　
　
　
　
　
　
　
　
　
　
　
　
　
　
　
　
　
　
　
餅

　
第
三
、
培
養
了
一
大
開
中
国
哲
学
史
或
思
想
史
専
業
的
碩
士
研
究
生
和
博
士
研
究
生
、
其
中
研
究
明
清
思
想
史
的
占
相
当
比
重
。
目
前
　
　
づ

在
中
国
学
術
界
比
較
活
躍
的
学
者
、
就
有
復
多
是
従
這
批
人
中
産
生
的
。

　
指
墨
上
述
条
件
、
加
之
中
国
現
実
社
会
的
実
際
需
要
、
使
明
清
思
想
史
逐
開
成
為
中
国
学
術
界
研
究
単
調
点
。
這
従
近
甘
薯
接
下
垂
開

的
王
船
山
・
傅
山
・
顔
李
学
派
及
心
懸
洲
等
大
型
的
全
国
器
財
国
際
性
学
術
討
論
会
、
就
可
窺
見
一
般
。

　
玉
璽
、
当
代
中
国
的
陽
明
学
研
究
、
大
体
上
可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掘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
這
一
時
期
主
要
側
重
干

対
面
陽
明
的
政
治
立
場
・
哲
学
性
質
及
歴
史
地
位
的
評
価
和
証
実
。
第
二
階
段
即
十
年
”
文
革
”
時
期
、
這
是
正
常
的
学
術
研
究
活
動
処

子
停
滞
・
灘
換
的
時
候
。
第
三
階
段
即
一
九
七
九
年
実
行
改
革
・
開
放
到
現
在
、
主
要
在
在
更
訂
的
認
識
水
平
和
理
論
層
次
上
、
探
究
陽

明
学
自
身
的
発
展
・
変
化
過
程
荘
園
萢
疇
和
命
題
之
間
的
遷
輯
聯
繋
、
以
求
得
対
陽
明
学
基
本
精
神
的
内
在
理
解
。
我
想
着
叢
談
的
、
是

第
一
・
三
階
段
的
研
究
情
況
。



」
、
対
王
陽
明
政
治
態
度
的
評
説

　
這
個
問
題
、
曽
是
一
九
六
二
年
江
西
籟
南
区
歴
史
学
会
計
辮
的
王
陽
明
学
術
討
論
会
的
主
題
（
2
）
。
当
時
提
出
了
三
種
意
見
－

　
一
、
王
陽
明
在
軍
事
上
是
鎮
圧
農
民
要
義
的
創
撃
手
、
血
腱
統
治
者
、
在
政
治
上
平
維
護
封
建
統
治
利
益
的
忠
実
代
表
者
。
因
此
他
是

代
表
大
地
主
階
段
利
益
的
典
型
人
物
。
服
罪
観
点
来
源
干
候
外
盧
照
準
的
『
中
国
思
想
通
史
』
第
四
巻
（
人
民
出
版
社
｝
九
六
〇
整
版
）
和
呂

振
羽
的
『
中
国
政
治
思
想
史
』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再
版
）
。

　
二
、
王
陽
明
鎮
圧
的
不
是
農
民
乱
撃
、
而
是
少
数
民
族
勾
結
交
趾
進
行
的
反
対
漢
人
統
治
的
武
装
叛
乱
、
王
陽
明
去
鎮
圧
他
椚
、
是
従

狭
窄
的
民
族
主
義
出
発
的
。

　
三
、
王
陽
明
騒
然
在
軍
事
上
鎮
圧
篤
農
民
起
義
、
但
他
当
階
級
矛
盾
尖
鋭
時
、
提
出
了
放
霧
篤
農
単
襲
削
的
要
求
。
同
時
他
一
生
従
事

講
学
的
時
間
多
、
重
視
学
校
教
育
和
社
会
教
育
、
作
了
矯
風
易
俗
的
工
作
、
対
明
代
社
会
起
了
推
動
作
用
。
因
此
王
陽
明
代
表
的
是
中
小

地
主
階
層
的
利
益
。
　
　
　
　
　
　
　
　
　
　
　
　
　
　
　
　
　
　
　
　
　
　
　
　
　
　
　
　
　
　
　
　
　
　
　
　
　
　
　
　
　
　
　
　
卜

　
至
八
十
年
代
、
一
些
学
者
開
始
注
意
二
王
陽
明
政
治
態
度
的
両
重
量
。
如
沈
善
洪
・
王
鳳
賢
主
『
王
陽
明
哲
学
研
究
』
中
認
為
－
封
建
　
　
略

官
吏
対
農
民
運
動
的
敵
視
和
反
対
、
実
在
可
以
世
盛
一
種
共
性
、
以
此
為
標
準
、
ロ
バ
能
区
分
維
護
封
建
制
度
的
思
想
家
和
反
対
封
建
制
度

的
思
想
家
。
但
明
代
中
葉
、
除
了
地
主
和
製
民
的
矛
盾
外
、
「
還
総
統
治
階
級
内
部
最
腐
朽
反
動
的
宙
官
勢
力
和
一
般
地
主
階
級
的
矛
盾
、

以
及
民
族
之
間
的
矛
盾
。
在
衡
量
当
時
同
属
愛
護
封
建
統
治
的
政
治
家
或
思
想
家
之
間
灘
区
分
時
、
主
要
応
看
対
待
後
面
両
個
矛
盾
的
態

度
。

‘
新
玉
伍
学
治
通
韻
為
：
”
書
判
明
麗
実
践
是
帖
在
没
落
地
主
階
級
立
場
的
。
…
…
但
這
只
是
問
題
的
一
個
方
面
、
問
題
領
有
別
一
方
面
、

就
是
実
践
作
為
一
種
客
観
活
動
也
作
用
干
他
的
思
想
、
使
之
産
生
面
向
実
際
的
変
化
。
親
様
、
経
過
社
会
実
践
生
活
的
改
造
、
他
的
思
想

意
識
与
那
純
粋
藩
儒
全
強
被
唯
心
主
義
支
配
的
思
想
意
識
、
便
一
定
程
度
地
区
高
説
来
了
。
”
（
『
争
鳴
』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四
期
目
『
王
陽
明
哲
学
思

想
合
理
因
三
新
弁
』
）



二
、
王
陽
明
哲
学
体
系
的
核
心

　
一
、
認
為
”
心
即
理
”
・
”
知
行
合
一
”
和
”
致
良
知
”
煙
霧
陽
明
哲
学
体
系
的
基
本
内
核
。
其
中
”
心
即
下
”
　
（
包
括
”
心
外
元

物
”
和
”
心
外
元
理
”
）
是
其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的
宇
宙
観
或
本
体
論
；
”
知
行
合
一
”
是
其
先
験
主
義
的
認
識
論
；
”
致
良
知
”
是
其
封

建
主
義
的
道
徳
修
養
論
。
遠
藤
中
国
学
述
界
比
較
一
致
的
看
法
、
如
目
前
較
為
通
行
的
弓
種
教
科
書
和
一
些
較
有
影
響
的
論
著
、
都
是
以

此
来
建
構
王
陽
明
哲
学
体
系
的
。

　
二
、
認
為
”
致
良
知
”
是
王
陽
明
哲
学
体
系
的
核
心
。
三
種
観
点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績
南
会
議
上
就
有
人
提
出
過
。
当
時
華
山
亦
曽
指
出
：

王
陽
明
的
哲
学
体
系
、
分
開
来
旨
是
三
個
、
合
起
筆
説
紙
型
一
個
、
即
”
致
良
知
”
（
『
従
陸
象
山
到
王
陽
明
』
、
『
山
東
大
学
学
報
』
一
九
六
二
年
第

一
期
）
。
此
後
有
要
少
学
者
用
”
致
良
知
”
或
”
良
知
”
説
概
括
王
陽
明
学
説
。
一
九
八
一
年
杭
州
会
議
上
、
顧
宝
田
等
学
者
導
燈
個
問

題
作
了
系
統
論
述
。
顧
宝
田
認
為
、
　
”
致
良
知
”
不
離
無
識
陽
明
心
学
的
認
識
論
形
態
、
而
且
是
貫
穿
其
本
体
論
、
認
識
論
、
倫
理
志
和

政
治
思
想
的
一
条
主
線
。
概
括
起
来
可
以
有
三
方
面
的
意
義
“
ω
良
知
是
先
験
的
主
観
精
神
、
是
宇
宙
万
物
経
本
原
和
主
宰
り
②
良
知
是

移
植
到
心
中
的
天
理
、
是
総
裁
一
切
是
非
善
悪
的
最
高
標
準
、
是
綜
合
宇
宙
和
人
類
社
会
的
終
極
真
理
”
③
良
知
還
是
至
善
的
・
完
善
元

三
的
道
徳
原
則
和
道
徳
意
識
。
　
”
致
良
知
”
就
要
従
物
平
心
這
個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本
体
論
出
発
、
経
過
対
良
知
的
体
認
和
推
行
過
程
、
最

後
達
到
心
心
合
一
（
『
論
王
守
仁
的
”
致
良
知
”
』
、
『
論
争
明
理
学
』
）
。
此
後
、
凋
契
、
銭
抗
等
学
者
也
対
這
個
問
題
作
了
展
開
説
明
。

　
如
果
説
、
上
述
両
朝
看
法
、
前
者
是
按
照
西
欧
哲
学
的
枢
盲
進
行
、
後
者
是
従
王
陽
明
及
其
弟
子
的
自
我
判
辞
（
如
陽
明
自
称
”
”
吾

将
以
斯
道
為
網
、
良
知
為
綱
。
”
　
『
心
和
白
県
別
希
明
別
号
題
』
）
出
発
、
那
歴
近
年
来
則
有
一
些
学
者
雨
池
的
角
度
作
了
探
索
。

　
三
、
　
”
，
知
行
合
一
‘
的
命
題
重
藤
陽
明
哲
学
思
想
的
核
心
。
”
戚
宏
・
司
従
興
等
持
語
種
観
点
。
威
宏
認
為
、
仁
王
陽
明
那
里
、
本

体
論
・
認
識
論
・
人
性
論
和
道
徳
論
是
同
一
的
、
而
“
知
行
合
一
”
長
雨
土
量
同
一
的
概
括
和
反
映
。
如
果
將
其
哲
学
体
系
中
的
範
疇
一

一
列
挙
出
来
、
翻
倒
看
到
他
的
哲
学
体
系
是
一
個
一
直
多
劃
一
組
成
的
網
、
　
”
知
”
・
“
行
”
・
“
合
”
・
“
一
”
四
個
範
疇
、
則
是
這

個
網
上
綴
紐
結
、
而
”
知
行
合
一
”
的
命
題
、
便
是
整
個
網
的
綱
。
因
此
、
　
”
知
行
合
一
”
法
王
陽
明
哲
学
独
具
的
形
態
（
『
王
陽
明
”
知

行
合
一
”
命
題
発
微
』
、
『
論
宋
明
理
学
』
）
〇

　
四
、
　
”
王
陽
明
哲
学
思
想
的
核
心
是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的
実
践
道
徳
論
”
。
劉
宗
賢
・
伍
雄
武
等
持
這
種
観
点
。
劉
宗
賢
認
為
、
王
陽
明

卜↓



以
封
建
道
徳
問
題
作
為
自
己
学
説
的
中
心
、
併
従
道
徳
論
出
発
、
建
立
了
包
括
本
体
論
・
認
識
論
・
人
性
論
諸
方
面
在
内
的
彪
大
哲
学
体

系
。
他
的
実
践
道
徳
説
包
括
”
知
行
合
一
”
説
和
”
致
良
知
”
説
、
墨
壷
”
致
良
知
”
話
調
主
（
『
王
陽
明
実
践
道
徳
説
試
探
』
、
『
論
当
石
理
学
』
）

一
儲
武
則
強
調
”
”
不
論
従
目
的
、
還
是
従
内
容
来
看
、
王
陽
明
哲
学
都
是
関
干
道
徳
的
哲
学
、
而
不
是
関
干
知
識
的
哲
学
”
。
因
此
，

不
能
簡
単
地
以
宇
宙
観
和
認
識
論
為
中
心
来
進
行
分
析
（
『
源
干
道
徳
生
活
的
哲
学
』
、
『
論
右
図
理
学
』
）

　
五
、
　
”
，
四
句
者
・
聖
王
陽
明
哲
学
的
綱
領
”
。
張
応
諾
此
為
題
、
併
分
析
説
－
”
，
四
句
教
‘
分
別
渉
及
主
体
意
志
能
力
的
性
質
、

意
志
動
機
的
確
立
、
価
値
判
断
和
選
択
的
進
行
、
意
志
品
質
修
養
等
四
個
方
面
的
問
題
、
基
本
可
以
提
摯
王
学
的
主
要
内
容
。
”
（
『
”
四

句
教
”
是
王
陽
明
心
学
的
綱
領
』
、
『
斉
魯
学
刊
』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五
期
）

三
、
関
子
王
陽
明
与
朱
・
陸
・
禅
及
西
方
哲
学
家
的
比
較
研
究

　
八
十
年
代
、
中
国
学
者
較
網
地
採
取
了
比
較
研
究
的
方
法
、
進
一
歩
分
析
了
王
陽
明
心
学
与
朱
喜
…
理
学
的
関
系
、
王
陽
明
同
権
守
・
禅
　
　
レ

学
以
及
西
方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者
的
異
同
。
這
種
比
較
研
究
、
不
霊
対
干
探
索
宋
学
与
明
学
之
間
的
聯
系
和
転
化
、
而
且
対
子
把
握
中
外
哲
　
　
刃

学
史
的
特
点
、
都
有
重
要
意
義
。

　
一
、
王
陽
明
与
陸
象
山
話
者
混
同
中
之
異
。
方
克
立
認
為
、
陸
王
雛
同
用
”
心
理
理
”
命
題
、
但
程
度
有
所
不
同
。
首
先
、
甲
子
説
”

“
聾
心
結
盟
、
面
容
有
二
”
、
温
潤
所
謂
東
南
西
北
古
今
聖
人
銀
鱈
同
然
的
”
理
”
、
実
有
把
主
観
精
神
客
観
化
的
傾
向
：
陽
明
以
其
唯

回
者
義
則
強
調
天
下
之
理
滞
在
吾
心
之
中
、
吾
心
之
霊
明
便
器
天
地
鬼
神
的
主
宰
り
所
以
陽
明
是
徹
底
的
心
体
一
元
論
者
、
陸
則
価
有
心

理
二
元
霊
跡
象
。
野
次
、
写
字
心
的
作
用
、
不
象
陽
明
講
的
右
様
無
叢
濃
包
、
無
所
不
能
、
絶
対
自
由
、
主
宰
一
切
、
往
往
需
要
斜
酌
考

慮
外
界
事
物
濫
獲
形
。
陽
明
的
主
張
是
体
用
一
源
、
心
理
無
ニ
リ
陸
則
体
用
分
明
、
有
”
聖
心
無
理
為
二
”
的
傾
向
。
俗
儒
在
知
行
関
系

上
分
別
先
後
次
第
、
七
八
和
王
的
知
行
合
一
之
上
相
総
懸
遠
了
（
『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的
知
行
観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版
）
。

　
張
錫
勤
・
買
方
雷
則
従
陸
霊
的
不
同
生
活
経
歴
、
分
析
了
他
椚
的
差
異
。
他
計
欝
乎
h
”
王
陽
明
的
一
撃
主
観
唯
心
論
、
是
経
過
一
番

成
功
与
失
敗
・
順
利
与
挫
折
的
経
歴
体
験
出
来
的
、
是
因
”
破
心
中
賊
”
的
政
治
需
要
総
結
出
来
的
。
這
与
陸
九
淵
在
平
静
的
書
斎
中
少

年
悟
道
的
情
形
是
不
同
的
。
因
此
、
王
陽
明
心
学
要
着
陸
九
淵
深
入
・
透
徹
・
豊
富
。
”
（
『
陸
王
心
学
初
探
』
）



　
二
、
陽
明
心
学
与
朱
烹
理
学
的
関
係
。
隠
見
元
鐙
革
、
一
般
認
為
、
王
陽
明
心
学
思
想
来
自
陸
九
淵
、
故
京
称
陸
王
学
派
、
這
是
対
的
。

但
従
陽
明
的
思
想
内
容
和
哲
学
演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
官
同
朱
圏
哲
学
有
直
接
関
係
。
他
継
承
和
発
展
了
朱
蕪
的
心
学
思
想
、
克
服
了
朱
学

本
身
的
矛
盾
、
従
而
完
成
了
心
学
体
系
。
作
為
心
学
集
大
成
者
、
陽
明
継
承
了
陸
学
的
基
本
路
線
、
但
克
服
了
陸
学
的
粗
粉
性
、
他
的
心

学
山
窟
九
淵
韻
致
得
多
”
他
書
承
了
朱
学
的
思
弁
性
、
又
解
決
了
朱
学
的
矛
盾
、
他
的
学
説
重
壁
蕪
徹
底
得
多
。
他
書
陸
九
淵
的
簡
易
工

夫
和
朱
蕪
的
精
密
論
証
融
合
一
体
、
兼
取
其
長
。
這
様
、
他
的
心
学
既
有
簡
易
的
露
点
、
又
有
精
密
的
論
証
（
『
理
学
的
演
変
』
）
。

　
張
紹
良
分
析
薫
製
陽
明
的
知
行
観
与
程
朱
学
派
的
内
在
聯
系
。
認
為
、
錐
然
程
朱
学
派
在
知
行
問
題
上
採
取
煙
感
“
知
先
行
後
”
説
、

三
態
在
具
体
論
述
上
、
不
論
是
程
願
・
朱
由
煮
還
是
程
朱
後
学
、
都
程
度
不
一
地
肯
定
了
知
直
行
的
統
一
関
係
。
程
願
山
下
運
勢
行
的
看
法
、

巳
露
出
一
点
知
行
合
一
的
端
悦
。
朱
喜
…
説
”
知
行
常
相
須
”
　
り
他
的
弟
子
陳
淳
説
“
”
致
知
力
行
二
事
、
当
蝿
頭
著
力
並
倣
、
不
二
世
然

為
二
事
”
。
這
些
説
法
、
実
開
”
知
行
合
一
”
之
先
河
（
『
評
王
守
仁
的
”
知
行
合
一
”
説
』
、
『
中
国
哲
学
』
第
5
輯
）
。

　
三
、
王
陽
明
心
学
与
禅
学
的
関
係
。
何
某
利
害
為
”
”
王
陽
明
哲
学
思
想
和
熟
宗
有
着
千
糸
万
縷
説
関
聯
、
其
説
就
本
体
而
言
、
汲
取

了
南
宗
慧
能
”
本
腰
”
的
思
想
”
就
工
夫
罵
言
、
北
宗
神
語
的
”
漸
修
”
理
論
対
王
学
有
復
深
影
響
。
具
体
地
類
、
　
”
心
即
理
”
這
個
命
　
　
餅

題
”
是
従
禅
宗
祖
師
的
，
心
印
‘
・
砂
州
的
，
無
‘
・
馬
継
道
一
的
，
即
心
是
仏
－
得
到
啓
示
的
”
　
り
”
知
行
合
一
”
則
”
実
在
還
貰
受
　
　
ヨ

了
『
壇
経
』
，
前
門
般
若
波
羅
密
多
‘
的
影
響
、
『
般
若
品
第
二
』
説
∵
，
此
須
心
行
、
不
在
口
輪
、
…
…
口
念
心
行
、
則
心
ロ
相
応
。
‘

王
陽
明
所
謂
，
行
‘
、
即
有
取
干
子
種
，
心
行
‘
”
　
り
市
”
致
良
知
”
不
過
熱
”
把
，
工
夫
即
本
体
、
本
体
即
工
夫
‘
的
禅
旨
発
揮
成
心

学
的
修
養
論
”
罷
了
、
官
”
与
禅
家
説
菩
提
般
若
・
凡
聖
同
一
心
性
的
理
論
併
無
二
致
”
（
『
論
王
陽
明
的
禅
学
思
想
』
、
『
中
国
哲
学
』
第
八
輯
）
。

　
楽
九
波
也
認
為
U
“
禅
宗
以
空
寂
之
知
作
為
心
体
、
王
難
明
則
鍵
盤
霊
明
覚
的
良
知
作
為
心
体
り
禅
宗
提
出
衆
生
皆
具
仏
性
、
王
陽
明

則
認
定
人
人
都
有
良
知
”
禅
宗
認
為
，
第
一
義
不
可
説
‘
、
尊
墨
明
則
宣
称
良
知
，
非
言
語
所
能
喩
‘
”
禅
宗
以
，
無
念
‘
作
為
領
聖
心

体
的
修
行
宗
旨
、
王
陽
明
則
把
，
在
不
賭
不
聞
上
着
実
用
功
‘
創
作
致
良
知
的
手
段
。
”
（
『
仏
教
禅
宗
来
任
陽
明
哲
学
的
影
響
』
、
『
中
国
哲
学
史
研

究
』
一
九
八
五
年
第
二
期
）
。

　
四
、
王
陽
明
与
西
方
哲
学
家
的
比
較
。
長
期
以
来
、
我
国
学
術
界
有
一
種
普
遍
看
法
、
遊
興
王
陽
明
的
哲
学
思
想
和
製
官
田
・
馬
挽
回

類
似
、
因
而
引
用
列
翼
翼
里
馬
中
主
義
誤
判
論
来
書
判
王
陽
明
的
某
些
論
述
。
中
国
哲
学
史
的
初
学
者
常
由
此
刺
継
為
、
四
則
明
哲
学
頭

是
中
国
的
貝
田
莱
主
義
或
睡
夢
主
義
。
伍
雄
武
不
同
意
這
種
看
法
、
他
説
為
、
貝
克
泰
和
馬
赫
的
某
些
哲
学
命
題
、
同
字
陽
明
的
某
国
命



題
、
看
来
似
乎
類
似
、
其
実
差
別
根
大
。
比
如
、
馬
鞭
論
証
日
”
感
覚
不
是
’
，
物
的
符
号
・
、
而
，
物
‘
倒
是
具
有
相
対
穏
定
性
的
感
覚

複
合
的
思
想
符
号
。
”
他
一
方
面
是
為
了
用
唯
心
主
義
来
解
釈
作
為
感
性
経
験
事
実
的
，
物
‘
”
男
一
方
面
則
是
要
証
明
万
物
統
一
干

”
感
覚
”
。
而
王
陽
明
雛
型
花
樹
不
在
心
外
、
以
及
天
地
鬼
神
万
物
不
能
離
開
”
我
的
遅
明
”
的
論
述
、
職
事
知
識
論
的
問
題
毫
不
首
際
。

二
面
来
車
干
道
徳
生
活
。
王
陽
明
不
平
強
調
外
物
不
能
離
開
視
覚
、
而
是
強
調
不
能
離
開
”
心
”
。
京
王
陽
明
看
過
、
感
覚
併
不
是
本
原
・

本
体
、
只
有
”
良
知
”
・
”
心
”
観
測
り
感
覚
不
霊
是
”
心
”
・
”
良
知
”
的
流
行
鳥
羽
、
而
心
中
則
包
含
着
先
験
的
道
徳
範
疇
。
因
此
、

王
陽
明
併
不
是
象
家
質
那
様
的
経
験
論
者
、
而
是
先
験
論
者
。
根
源
干
道
徳
生
活
的
哲
学
島
根
源
干
科
学
生
活
的
哲
学
、
這
早
計
王
陽
明

哲
学
同
貝
回
莱
・
馬
赫
哲
学
的
一
個
重
要
差
別
（
『
源
干
道
徳
生
活
的
哲
学
』
、
『
論
宋
明
理
学
』
）
。

　
　
在
与
西
方
哲
学
的
比
較
研
究
中
、
近
年
来
有
海
学
者
対
王
陽
明
的
汎
神
論
思
想
産
生
了
濃
厚
興
趣
。
凋
契
認
為
、
王
陽
明
把
”
我
的

溶
明
”
提
高
到
創
世
主
的
地
位
、
這
是
主
観
唯
心
論
り
但
他
論
説
我
和
天
地
万
物
是
”
一
気
流
通
”
的
、
我
的
霊
明
也
不
能
離
開
天
地
万

物
而
存
在
、
這
便
又
成
了
汎
神
論
的
観
点
（
『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的
選
輯
発
展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版
）
。
艶
文
民
也
認
為
、
王
陽
明
的
思

想
類
似
干
謝
林
的
唯
心
主
義
汎
神
論
。
首
先
、
他
用
都
強
調
主
体
的
心
与
客
体
的
物
的
同
一
性
、
精
神
的
良
知
与
自
然
的
天
地
的
同
一
性
、
　
翫

在
民
一
性
中
級
次
最
高
的
是
自
我
意
識
。
其
次
、
謝
林
認
為
社
会
生
活
的
発
展
過
程
是
一
種
“
完
全
不
同
干
可
見
的
自
然
界
中
的
規
律
”
、
　
イ

強
調
再
認
自
由
黒
目
的
所
構
成
的
規
律
的
目
的
性
エ
土
陽
明
則
以
心
与
理
的
具
体
内
容
就
是
仁
義
礼
智
、
実
際
上
訴
予
了
自
然
界
以
道
徳

的
性
質
、
認
為
社
会
生
活
的
発
展
過
程
受
道
徳
律
的
支
配
、
強
調
了
早
道
徳
為
目
的
所
構
成
的
規
律
的
目
的
語
り
所
以
両
人
都
響
不
同
形

式
的
目
的
論
（
『
王
守
仁
唯
心
主
義
的
汎
神
論
的
世
界
観
』
、
『
中
国
哲
学
』
第
八
輯
）
。

四
、
関
干
王
陽
明
哲
学
思
想
的
基
本
佑
価

　
中
国
学
術
界
帝
王
陽
明
教
育
思
想
中
的
合
理
因
素
、
意
見
比
較
一
致
、
評
価
也
是
基
本
肯
定
的
。
但
対
其
哲
学
思
想
中
有
無
合
理
因
素

則
有
比
較
尖
鋭
的
分
敲
、
尽
管
都
認
為
他
是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者
。
帰
納
年
来
大
事
有
四
種
意
見
。

　
一
、
王
陽
明
対
朱
蕪
的
批
評
不
具
有
識
封
建
正
宗
的
解
放
思
想
的
作
用
、
其
哲
学
学
説
是
蒙
昧
主
義
的
反
動
説
教
。

　
侯
外
盧
認
為
、
王
陽
明
要
人
椚
在
”
良
知
”
上
土
盛
、
以
期
消
解
社
会
矛
盾
早
霜
一
半
心
霊
的
”
無
論
”
、
是
悶
着
一
種
反
個
性
闘
争



的
麻
痺
人
民
頭
脳
而
甘
心
妥
協
的
奴
碑
作
用
；
他
之
批
評
朱
喜
…
、
那
只
是
唯
心
主
義
内
部
争
乱
正
宗
的
問
題
、
従
而
企
図
用
”
至
愚
下
品

”
所
峰
頭
接
受
的
簡
易
教
条
、
来
代
替
朱
蕪
比
較
暖
昧
的
教
条
、
外
翼
比
朱
領
有
多
少
進
歩
作
用
、
反
而
是
在
階
級
闘
争
趨
向
激
烈
時
期

対
干
封
建
主
義
的
頒
歌
（
『
中
国
思
想
通
史
』
第
四
巻
下
）
。

　
張
顕
鶴
翼
為
、
王
陽
明
構
造
了
一
青
翠
大
而
精
細
的
以
“
良
知
”
学
説
為
核
心
内
容
的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体
系
、
鼓
吹
蒙
昧
主
義
的
反
動

説
教
、
将
反
映
客
観
事
物
発
展
規
律
選
科
即
知
識
和
先
進
的
社
会
思
想
男
泣
蔑
為
”
邪
説
”
・
”
異
端
”
・
認
為
知
識
・
技
能
是
滋
生
”

人
欲
”
的
温
床
。
“
百
人
欲
”
・
“
存
天
理
”
京
王
陽
明
“
良
知
”
説
的
理
論
綱
領
、
官
是
思
想
解
放
的
牢
籠
、
科
学
発
展
的
浪
界
、
社

会
前
進
的
羅
絆
（
『
論
王
陽
明
鼓
吹
蒙
墜
土
義
的
反
動
性
』
『
山
東
師
院
学
報
』
｝
九
七
九
年
第
「
期
）
。

　
二
、
王
陽
明
学
説
有
反
対
崇
拝
旧
権
威
・
旧
教
条
、
提
言
個
性
解
放
的
作
用
。

　
叢
書
洪
・
王
鳳
賢
認
為
、
王
陽
明
反
対
朱
学
的
精
神
武
器
、
是
”
心
即
理
”
・
”
致
良
知
”
的
学
説
、
這
雌
濡
濡
一
種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哲
学
、
荘
重
当
時
却
起
到
了
従
朱
喜
鍾
学
的
旧
伝
統
中
解
放
出
来
的
積
極
作
用
。
他
以
”
吾
心
”
・
”
良
知
”
作
為
衡
量
一
切
是
非
的
標

準
、
明
確
提
高
不
以
孔
子
之
是
非
為
是
非
、
併
三
把
天
子
．
聖
人
与
童
子
．
売
柴
人
列
在
一
起
、
表
現
出
張
人
格
平
等
的
憧
憬
。
因
由
、
　
　
↑

随
着
良
知
説
造
成
的
”
一
時
前
註
脚
醒
”
（
『
小
心
斎
札
記
』
楽
曲
）
綿
種
状
況
而
来
館
、
必
然
是
対
封
建
制
度
的
批
判
（
『
論
王
陽
明
哲
学
思
想
　
刃

的
積
極
意
義
』
、
『
中
国
哲
学
』
第
五
輯
）
。

　
包
遵
信
認
為
、
在
理
学
蒙
昧
主
義
写
経
膳
人
完
全
成
了
聖
賢
偶
像
的
奴
隷
・
儒
家
節
本
的
奴
隷
的
歴
史
条
件
下
、
王
陽
明
的
”
致
良
知
”

如
同
一
帖
清
涼
剤
、
一
旦
官
社
会
化
襟
髪
、
就
使
許
多
人
従
理
学
的
思
想
禁
鋼
鞍
上
醒
過
来
、
進
鐙
鍬
起
一
場
対
儒
家
聖
賢
偶
像
和
経
典

権
威
的
懐
疑
・
批
判
思
潮
。
二
上
生
唾
王
陽
明
”
致
良
知
”
為
濫
膓
的
晩
餐
社
会
思
潮
、
官
実
際
是
歴
史
上
一
次
思
想
解
放
運
動
（
『
王
学

的
堀
起
和
晩
明
社
会
思
潮
』
、
『
中
国
文
化
』
第
二
輯
）
〇

　
三
、
王
陽
明
”
心
外
無
物
”
・
“
心
外
無
理
”
・
“
知
口
置
口
一
”
等
命
題
有
片
断
的
合
理
因
素
。

　
陳
照
隠
雲
斗
、
　
“
心
外
無
物
”
這
一
命
題
、
在
其
承
認
和
讃
調
感
覚
是
認
識
的
唯
一
来
単
信
一
点
上
、
是
有
合
理
性
的
、
之
所
以
陥
入

謬
誤
就
在
子
把
感
覚
在
認
識
中
的
作
用
無
限
地
誇
大
為
客
観
事
物
本
身
、
従
而
御
蔭
了
赤
裸
裸
的
主
観
唯
心
主
義
。
　
”
心
外
無
理
”
悟
翌

命
題
、
慈
含
有
用
理
性
思
維
和
主
観
概
念
悪
罵
握
事
物
的
“
理
”
、
母
指
玄
人
試
行
動
的
積
極
意
義
u
ω
官
比
較
明
確
地
区
別
了
”
良

知
”
与
“
見
聞
之
知
”
、
這
実
際
上
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看
到
了
理
性
思
維
与
感
性
認
識
的
区
別
、
看
到
了
前
者
対
後
者
的
指
導
作
用
り



②
官
強
調
了
”
心
”
与
”
理
”
的
統
一
、
実
際
上
是
在
相
当
程
度
上
呈
上
了
主
観
概
念
重
事
物
本
性
的
統
一
門
㈹
官
看
潟
湖
人
的
理
性

思
維
能
動
的
”
創
造
”
作
用
。

　
生
干
”
知
行
合
一
”
、
不
断
学
者
最
深
不
同
角
度
作
了
論
述
。
有
的
強
調
官
命
程
朱
”
先
知
後
行
”
説
的
突
破
作
用
、
如
張
立
文

（
『
論
王
守
仁
的
”
知
行
合
一
”
説
』
、
『
北
方
論
叢
』
一
九
七
九
年
第
一
期
）
”
有
的
強
調
同
所
包
含
的
一
書
唯
物
主
義
和
有
価
値
的
思
想
下
翼
、
主
張

高
道
（
『
評
王
守
仁
的
”
知
行
合
7
説
』
、
『
中
国
哲
学
』
第
五
輯
）
り
有
的
従
知
行
統
一
性
的
角
度
評
価
留
筆
認
識
発
展
史
上
的
地
位
、
如
襲
振

贈
（
『
王
守
仁
”
知
行
合
一
”
説
新
探
』
、
『
貴
州
社
会
科
学
』
一
九
八
三
年
第
五
期
）
り
有
的
則
従
道
徳
実
践
的
角
度
肯
定
了
官
在
当
時
的
実
際
意
義
、

如
劉
ウ
ポ
碧
（
『
王
守
仁
在
貴
州
時
期
的
哲
学
思
想
』
、
『
中
国
哲
学
史
研
究
』
一
九
八
四
年
第
二
期
）
　
ゴ
等
等
。

　
四
、
王
陽
明
哲
学
本
身
併
不
存
在
要
求
解
放
的
性
質
、
割
興
他
的
後
学
可
以
利
用
其
個
別
思
想
而
成
為
”
異
端
”
。

　
楊
鐙
革
為
、
王
陽
明
心
学
是
拒
殺
個
性
解
放
的
。
他
以
維
護
封
建
綱
常
名
教
、
維
護
六
経
・
語
孟
的
”
絶
対
権
威
”
単
車
任
、
要
求
人

椚
”
致
”
三
綱
五
常
這
個
普
遍
道
徳
準
則
性
的
”
良
知
”
或
”
天
理
”
。
但
是
、
当
人
椚
按
照
其
”
心
外
無
理
”
的
定
義
去
推
理
、
完
全

可
以
真
正
按
自
己
的
意
願
行
動
、
撒
開
王
陽
明
的
説
教
、
根
拠
自
己
的
認
識
以
判
断
是
非
、
真
的
去
”
致
吾
心
之
良
知
”
而
成
為
”
異
端
”
。

李
賛
艶
麗
聖
王
陽
明
的
経
伝
（
通
過
王
畿
）
或
三
曲
（
通
過
王
艮
）
弟
子
ふ
但
李
賛
利
用
王
陽
明
的
重
量
目
贈
主
、
”
旧
瓶
装
新
酒
”
、
不
能
造
畢

他
三
王
陽
明
者
猛
思
想
淵
源
関
係
（
『
試
論
王
陽
明
的
”
是
非
之
心
”
』
、
『
湘
潭
大
学
学
報
』
一
九
八
四
年
第
四
期
）
。

　
銭
杭
親
里
、
就
王
陽
明
学
説
的
主
旨
誓
言
、
是
為
了
鋳
造
更
為
牢
固
的
封
建
専
制
主
義
意
思
黒
鍵
条
、
而
不
是
要
人
諸
勢
這
思
想
鍵
条

中
解
脱
出
来
。
離
農
、
道
管
在
留
的
思
想
体
系
中
曽
閃
燥
過
一
線
理
性
的
微
光
、
但
是
復
快
就
為
其
体
系
的
沈
重
外
殻
所
窒
息
了
（
『
王

陽
明
良
知
学
説
批
判
』
、
『
中
国
哲
学
』
第
一
二
輯
）
。

トヨ

五
、
関
干
陽
明
後
学
的
研
究
和
評
価

　
駐
在
四
十
年
代
、
中
国
学
者
岱
文
甫
・
容
肇
祖
等
就
対
陽
明
後
学
進
行
了
研
究
。
当
時
岱
文
甫
在
『
左
派
王
学
』
中
把
陽
明
後
学
分
為

”
左
派
”
和
”
右
派
”
。
後
来
貴
種
分
類
方
法
出
国
内
外
学
者
所
普
遍
採
用
。
当
代
中
国
出
版
的
一
些
有
影
響
的
論
著
、
下
呂
振
羽
的

『
中
国
政
治
思
想
史
』
、
孫
引
平
的
『
中
国
哲
学
史
稿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
肖
義
父
・
中
門
全
的
『
中
国
哲
学
史
』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
凋
天
喩
的
『
明
代
理
学
互
変
考
』
（
『
社
会
科
学
戦
線
』
一
九
八
四
年
第
二
期
）
等
等
、
便
大
都
聖
岳
了
零
種
分
法
和
三
遍
（
3
）
。

然
而
、
就
研
究
和
評
価
夏
柑
、
八
十
年
代
以
前
、
我
国
学
術
界
的
主
要
視
角
是
王
艮
及
其
泰
州
学
派
、
而
対
王
門
其
他
流
派
和
人
物
的
研

究
則
恨
少
有
人
間
津
。
八
十
年
以
後
、
品
濃
学
者
逐
漸
将
注
意
力
転
向
王
学
”
右
派
”
、
但
研
究
的
広
度
和
深
度
価
然
復
不
殼
。

　
一
、
対
王
艮
及
其
泰
州
学
派
的
不
同
評
価
。

　
野
外
盧
・
身
振
羽
・
楊
栄
国
軍
認
為
、
王
国
及
其
泰
州
学
派
反
映
了
下
層
人
民
的
利
益
、
属
土
”
王
学
左
派
”
。
翌
週
出
、
以
王
艮
為

首
的
泰
州
学
派
是
一
個
仮
王
陽
明
学
派
、
他
出
是
用
置
旧
的
語
言
男
達
出
人
民
性
的
思
想
。
王
艮
所
説
的
”
良
知
”
就
是
百
姓
”
日
用
現

在
”
　
（
即
人
民
喫
飯
・
穿
衣
等
日
常
事
務
）
、
這
説
明
王
陽
明
的
良
知
説
、
四
王
土
手
里
、
就
従
封
建
的
教
条
暗
地
回
変
成
了
人
民
的
欲

望
（
『
中
国
思
想
通
史
』
第
四
巻
下
）
。
呂
州
為
、
王
艮
的
思
想
方
法
、
是
従
日
常
現
実
生
活
出
発
、
他
従
”
玄
之
又
玄
”
的
”
良
知
”
説
中
身

出
、
認
為
”
真
理
”
併
不
在
天
上
、
而
在
干
現
実
生
活
中
。
因
此
、
他
的
思
想
池
中
唯
物
主
義
体
系
（
『
中
国
政
治
思
想
史
』
）
。
善
男
猷
認
為
、

在
人
性
階
上
、
下
降
発
展
了
王
陽
明
学
車
中
主
動
的
一
面
、
特
別
強
調
良
知
”
活
澱
澱
”
的
自
然
本
性
・
在
人
的
主
体
性
上
、
他
提
出
了

与
”
順
命
”
説
相
対
立
憲
”
大
人
指
命
”
説
；
在
理
華
麗
上
、
組
置
反
対
人
欲
的
非
道
徳
性
、
不
反
対
人
並
的
物
質
性
（
『
我
国
封
建
社
会
　
↑

後
期
人
道
主
義
的
先
駆
王
艮
』
、
『
江
海
学
刊
』
一
九
八
二
年
第
二
期
）
。
　
　
　
　
　
　
　
　
　
　
　
　
　
　
　
　
η

　
任
継
愈
・
張
岱
年
・
楊
天
石
等
則
否
認
泰
州
学
派
為
”
王
学
左
派
”
、
而
斎
王
官
把
王
陽
明
学
説
足
部
右
発
展
了
。
因
為
泰
州
学
派
将

”
良
知
”
説
普
及
到
労
働
人
民
諸
隊
、
目
的
是
等
消
解
人
民
的
反
抗
闘
志
、
聞
所
起
的
社
会
作
用
是
消
極
的
。
任
歯
黒
、
王
艮
講
到
教
導
・

教
孝
、
忠
臣
・
孝
子
是
他
椚
教
人
努
力
的
理
想
目
標
。
他
的
学
説
、
歯
触
動
封
建
主
義
的
一
根
痛
毛
、
一
味
教
人
”
明
哲
保
身
”
、
没
有

任
何
進
歩
意
義
（
『
中
国
哲
学
史
』
第
三
冊
、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版
）
。
張
認
為
、
王
鷺
草
出
身
極
微
、
然
而
他
所
宣
揚
的
思
想
却
完
全
是
為

封
建
統
治
者
着
想
的
。
他
一
心
霊
当
帝
王
師
与
万
世
師
。
他
所
説
的
”
百
姓
日
用
七
道
”
、
無
非
王
畿
使
王
学
俘
虜
和
毒
害
皇
基
的
人
民

群
衆
、
使
人
民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自
自
然
地
遵
守
自
己
的
良
知
即
封
建
道
徳
行
事
（
北
大
編
『
中
国
哲
学
史
』
下
冊
）
。
楊
認
為
、
桂
艮
的
思
想
核

心
是
道
徳
倫
理
論
、
記
臆
了
積
極
宣
揚
”
忠
孝
”
等
封
建
倫
理
綱
常
外
、
還
在
積
極
宣
揚
一
種
退
譲
・
妥
協
・
馴
服
的
奴
隷
道
徳
。
他
試

図
通
過
日
常
生
活
中
陰
些
事
由
来
説
明
封
建
道
徳
的
先
験
性
・
普
遍
性
、
従
而
説
明
人
聞
応
該
在
日
常
生
活
画
進
行
修
証
、
以
”
用
”
証

”
体
”
、
以
期
成
”
聖
”
成
”
賢
”
、
這
就
使
宋
明
以
来
日
漸
趨
向
簡
易
的
思
辮
哲
学
晶
出
簡
易
（
『
関
干
王
艮
思
想
的
評
価
』
、
『
新
建
設
』
一

九
六
一
二
年
第
九
期
）
。
陳
金
轡
也
基
本
上
持
這
種
奏
法
（
見
『
略
論
王
艮
』
、
『
論
円
明
理
学
』
）
。
　
還
有
学
者
認
為
、
聖
運
思
想
的
根
本
特
点
是
二



重
性
。
如
夏
現
碕
総
出
、
在
宇
宙
観
上
、
王
艮
把
身
．
性
．
道
忘
作
是
統
一
体
、
所
以
他
所
早
牛
”
准
南
格
物
”
説
的
核
心
是
唯
心
主
義

的
、
蚤
取
五
型
到
”
百
姓
日
用
之
道
”
時
、
却
又
転
向
点
唯
物
主
義
。
在
政
治
観
念
、
他
念
承
認
人
民
的
物
質
需
求
是
合
理
的
・
必
要
的
、

又
強
調
”
存
天
理
・
遇
人
吉
”
、
不
切
実
糊
地
宣
揚
以
道
徳
教
化
改
造
社
会
。
在
道
徳
観
上
、
他
一
方
面
保
存
了
封
建
道
徳
的
孝
悌
観
怠
、

男
一
方
面
又
表
現
出
新
市
民
的
道
徳
”
平
等
”
・
”
博
愛
”
的
傾
向
（
『
略
論
王
艮
的
哲
学
思
想
』
、
『
杭
州
大
学
学
報
』
一
九
八
三
年
頃
二
期
）
。

　
二
、
対
王
畿
・
羅
洪
先
思
想
的
初
歩
研
究
。

　
関
子
王
畿
、
沈
善
哉
・
王
鳳
賢
的
『
王
陽
明
哲
学
研
究
』
毒
筆
錫
勤
・
窪
方
雷
的
『
陸
王
心
学
初
出
』
已
有
所
論
及
、
但
未
展
開
。
近

年
来
、
豊
明
、
呉
震
、
蒙
培
元
作
了
較
系
統
的
研
究
。
平
明
高
議
、
王
畿
話
語
王
陽
明
的
地
方
、
燕
子
其
対
封
建
道
徳
体
系
的
突
破
。
王

法
輯
上
説
、
王
畿
是
先
立
足
首
“
虚
無
”
的
本
体
、
取
消
了
封
建
道
徳
原
則
的
神
聖
性
；
然
郎
従
”
現
成
良
知
”
出
発
、
否
定
了
封
建

道
徳
実
践
的
可
能
性
（
『
王
畿
心
学
思
想
簡
古
』
、
『
漸
江
学
刊
』
一
九
八
四
年
第
五
期
目
。
呉
震
分
析
了
王
畿
和
王
量
的
共
同
特
点
、
認
為
強
調
良
知

活
現
成
自
然
的
本
体
存
在
併
在
工
夫
論
上
主
張
”
直
下
承
当
”
・
”
立
地
作
聖
”
、
是
二
王
与
其
老
師
及
其
他
王
門
後
学
不
同
的
地
方

（
『
王
艮
与
王
畿
合
論
』
、
『
漸
江
学
刊
』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四
期
）
。
蒙
培
元
請
為
、
王
畿
的
主
要
貢
献
是
、
明
確
提
出
学
人
性
無
筆
認
識
論
的
区
別
、
　
　
卜

併
発
平
和
改
造
聖
王
陽
明
的
良
知
説
、
従
王
学
自
身
的
矛
盾
属
望
晶
出
某
種
自
然
人
性
論
的
思
想
、
具
有
警
語
近
代
哲
学
的
萌
芽
。
王
畿
　
　
イ

之
後
、
良
知
聴
手
快
発
展
了
性
質
変
化
、
由
何
心
隠
的
“
欲
即
性
”
和
”
寡
欲
説
”
到
李
蟄
的
”
童
心
説
”
、
良
知
已
朱
云
原
来
的
意
義
、

変
成
人
生
的
現
実
問
題
、
最
後
経
過
劉
宗
周
・
黄
宗
義
等
人
的
発
展
、
竪
子
宣
告
了
理
学
的
終
結
、
王
畿
則
深
戸
一
間
変
的
第
一
個
重
要

人
物
（
『
従
王
畿
看
良
知
説
的
演
変
』
、
『
哲
学
研
究
』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
期
）
。

　
関
干
羅
洪
先
、
主
要
是
銭
明
和
急
撃
鋒
需
要
藩
論
文
、
着
重
探
討
了
羅
聾
者
思
想
的
演
変
過
程
。
悪
文
認
為
、
羅
洪
先
思
想
按
其
性
質

来
説
、
可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這
是
一
個
猫
糞
従
三
悪
修
・
雪
融
到
用
・
従
虚
到
実
的
過
程
（
『
試
論
羅
洪
先
思
想
的
演
変
』
、
『
中
国
哲
学
史
研
究
』

一
九
八
五
年
第
四
期
）
。
盧
文
則
按
照
黄
宗
義
的
評
語
、
将
羅
洪
先
的
思
想
演
変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
論
題
洪
先
理
学
思
想
的
演
変
与
定
点
』
、
　
『
中
国
哲

学
史
研
究
』
一
九
八
七
年
第
一
期
）
。



六
、
簡
短
的
結
語

　
在
我
国
尽
鄭
日
本
的
近
代
史
上
、
王
陽
明
学
説
曾
起
居
進
歩
作
用
。
我
国
近
代
民
主
運
動
的
先
駆
者
康
有
為
・
謳
嗣
同
・
梁
啓
超
等
人

也
割
信
奉
陽
明
学
説
、
併
作
為
中
国
近
代
新
今
文
経
学
的
理
論
基
礎
。
但
是
由
干
中
日
両
国
的
具
体
歴
史
条
件
不
同
、
中
国
的
戊
戌
維
新

運
動
没
有
成
功
、
陽
明
学
説
未
回
護
在
日
本
鞘
様
発
揮
作
用
。
細
節
歴
史
的
発
展
、
革
命
思
想
家
章
煙
炎
・
孫
中
山
曲
人
、
尽
管
対
康
・

梁
的
一
叢
主
張
作
了
批
判
、
但
其
思
想
車
田
学
的
影
響
及
其
長
銀
陽
明
的
讃
誤
算
是
不
能
否
認
王
事
実
。
只
是
到
了
現
代
、
陽
明
学
説
才

被
右
翼
勢
悪
所
利
用
、
併
産
生
了
消
極
・
反
動
的
作
用
。
由
不
可
見
、
歴
史
上
即
発
生
重
要
影
響
的
哲
学
思
潮
、
随
着
歴
史
的
発
展
是
起

到
進
歩
還
是
反
動
的
作
用
、
不
完
全
決
定
干
該
学
説
講
了
些
事
麿
、
還
必
須
考
慮
到
緊
要
学
説
所
流
行
事
誤
個
社
会
的
発
展
状
況
露
語
対

該
学
説
的
選
択
性
。
但
是
、
僅
僅
詰
紐
陽
明
学
的
社
会
功
能
和
事
田
作
尊
来
評
価
陽
明
学
、
這
只
是
研
究
的
一
個
方
面
、
官
併
不
能
説
明

陽
明
学
本
身
巌
壁
測
温
其
在
認
識
史
上
国
作
用
、
而
且
陽
明
学
説
大
概
也
併
不
象
西
方
哲
学
出
様
可
下
市
而
翌
年
地
分
割
開
来
成
為
幾
組

塊
。
記
得
島
田
度
次
先
生
在
一
九
八
○
年
曾
田
中
：
”
許
多
日
本
的
研
究
者
具
象
、
現
代
中
国
的
宋
明
理
学
研
究
、
過
干
千
篇
一
律
、
併

且
恣
意
以
観
念
形
態
去
論
断
、
欠
乏
哲
学
内
容
深
刻
的
分
析
。
”
（
『
中
国
哲
学
』
第
七
輯
第
一
五
八
頁
）
如
是
説
、
在
若
干
年
前
確
実
有
如
島
田

先
生
所
説
的
語
種
情
況
、
那
慶
若
干
年
後
的
今
天
、
中
国
学
術
界
不
僅
形
成
了
不
同
的
学
術
風
格
、
蛮
土
出
現
了
独
特
的
研
究
方
法
、
例

如
張
立
文
等
人
的
”
遷
喬
結
構
法
”
、
方
克
立
聞
人
的
”
範
疇
分
析
法
”
、
蒙
培
下
等
人
的
”
源
流
探
微
法
”
、
等
等
。
官
従
一
個
側
面

反
映
了
我
国
学
術
事
業
的
繁
栄
景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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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ω
　
不
包
括
我
国
台
湾
省
和
香
港
地
区
。

②
　
這
是
三
十
多
年
来
中
国
挙
行
諾
唯
＝
次
関
干
王
陽
明
的
解
題
討
論
会
、
当
時
参
加
会
議
的
代
表
僅
限
干
籟
番
地
区
。

㈹
　
比
較
而
言
、
我
以
為
、
岡
田
武
彦
先
生
的
早
成
派
・
帰
寂
黒
和
正
統
派
的
分
法
和
称
謂
、
更
能
把
握
陽
明
後
学
諸
流
派
的
思
想
傾
向
和
本
胡
弓

　
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