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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四
號

12

唐
宋
時
代
的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孫

東

臨

在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的
歴
史
長
河
中

・
漢
詩
的
交
往
是
不
容
忽
親
的

一
道
激
流

・
中
日
雨
國
的
作
者
國
籍
不
同

・
種
族
亦
異

・
却
使
用

同

一
種
語
言
文
字

・
拝
獲
春
樹
暮
雲
之
思

・
書
寓
遠
游
客
旅
之
情

・
歌
味
友
郊
的
人
物
習
俗

・
吟
講
他
郷
的
山
川
勝
蹟

・
這
銑
加
深
了

爾

國
人
民
内
心
世
界
的
溝
通

・
又
開
撞
了
漢
詩
的
表
現
領
域

。
這
些
詩
作
由
於
散
見
於
雨
國
各
個
時
代
的
典
籍
之
中

・
蒐
集
非
易

・
訓

繹

殊
難

・
所
以
向
來
間
津
者
少

。
筆
者
於
東
渡
扶
桑
之
前

・
即
與
友
人
萌
生
此
志
;
去
歳
抵
濾
以
後

・
多
蒙
日
本
學
者
朋
濟
玉
成
鼎

助

・
其
志
愈
堅

。
今
天
不
端
鄙
随

・
將
繹
繹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過
程
中
的
些
須
所
感

・
謹
呈
於
在
座
的
大
方
之
家

・
友

人
及
諸
君
之
前

・

敬
請
批
評
指
教

。

我
所
使
用
的

「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
這

一
概
念

・
是
指
中
日
爾
國
作
者
在
交
往
過
程
中
以
古
代
漢
語
爲
交
際
工
具
而
創
作
的
奮
膿
詩

・

所
謂
交
往

・
包
括
直
接
交
往

(郎
面
交
)
和
間
接
交
往

(郎
紳
交
)
雨
個
方
面

。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由
此
可
以
分
爲
直
接
交
往
詩
和
間
接

交
往
詩
爾
類

・
前
者
係
指
中
日
爾
國
人
士
在
面
交
過
程
中
所
寓
的
贈
酬
唱
和

・
邊
往
迎
來

・
悼
死
傷
亡

一
類
詩
作

・
如
日
人
絶
海
中
津



(
1

)

(
2
)

(
3
)

的

《
慮
製
賦
三
山
》
與
明
太
租
的
《和
絶
海
中
津
賦
三
山
》
・
唐
玄
宗
的

《
迭
日
本
使
》
・
日
人
元
開
的

《初
謁
大
和
上
》
・
元
人
清
拙
正

(
4
)

(
5
)

澄
的

《
悼
日
本
賢
桿
人
》
・
日
人
安
東
元
簡
的

《
実
朱
老
師
》
等

。
後
者
係
指
客
居
中
國

(或
日
本
)

所
作
的
非
贈
酬
詩
以
及
在
本
國

(
6
)

(
7

)

所
寓
的
有
關
野
方
國
家
人

・
物

・
事
的
詩

・
如
日
人
雪
村
友
梅
的

《
宿
鹿
苑
寺
》
・
明
人
陸
仁
的

《題
呑
碧
櫻
詩
》
・
日
人
惟
省
得
巖
的

(
8
)

(
9
)

《讃
文
丞
相
集
》
・
北
宋
人
蘇
轍
的

《楊
主
簿
日
本
扇
》
等

・

中
日
之
間
的
漢
詩
交
往
是
從
唐
代
開
始
的

。

日
本
推
古
朝
聴
政
的
聖
徳
太
子

・
封
中
國
産
生
了

「萬
事
悉
欲
彷
敷
之
心
」
(《駅
戎
慨
言
》
)

・
在
派
遣
晴
使
的
同
時

・
還
派
出
了

遣

晴
留
學
生
及
學
問
信

・
如
推
古
帝
十
六
年

(①O
刈)
躁
随
遣
晴
使
小
野
妹
子
前
往
晴
朝
的
倭
漢
直
幅
因

・
奈
羅
鐸
語
恵
明

・
高
向
漢
人

玄

理

・
新
漢
人
大
國

・
信
新
漢
人
曼

・
南
淵
漢
人
請
安

・
志
賀
漢
人
恵
隠

、
新
漢
人
廣
齊
等

(《
日
本
書
紀
》
推
古
帝
十
六
年
九
月
辛

巳
)

。
自
静
明
朝
二
年

(①
ωO
)至
宇
多
朝
寛
平
六
年

(。。逡
)
・
大
膣
相
當
於
整
個
唐
朝
時
期

・
日
本
任
命
了
十
九
次
遣
唐
使

(包
括
迎

入
唐
使
和
途
唐
客
使
)

・
其
中
十
六
次
抵
達
了
大
陸

。
遣
唐
使
節
的
任
命

・
似
乎
特
別
注
重
諸
悉
漢
學

・
博
通
経
史

・
能
詩
善
文
的
人

物

・
如
孝
徳
朝
的
押
使
高
向
玄
理

・
文
武
朝
的
執
節
使
粟
田
眞
人

・
孝
謙
朝
的
大
使
藤
原
清
河

・
副
使
吉
備
眞
備

・
淳
仁
朝
的
副
使
石

上
宅
翻

・
桓
武
朝
的
判
官
菅
原
清
公

・
仁
明
朝
的
大
使
藤
原
常
嗣

・
副
使
小
野
篁

・
判
官
菅
原
善
主

・
以
及
宇
多
朝
任
命
後
未
能
成
行

的

大
使
菅
原
道
眞

・
副
使
紀
長
谷
雄
等

。
這
個
時
期

・
還
有
根
多
留
學
生
學
問
信
搭
乗
遣
唐
使
船
或
其
他
船
隻
入
唐
求
學

・
其
中
著
名

的
有
天
智
朝
的
智
藏

・
文
武
朝
的
辮
正

・
道
慈

・
養
老
朝
的
吉
備
眞
備

・
阿
倍
仲
廠
呂

・
桓
武
朝
的
最
澄

・
室
海

・
橘
逸
勢

・
仁
明
朝

的
圓
仁
等
等

・
這
些
有
識
之
士
在
輸
入
唐
代
文
化
方
面
起
了
極
爲
重
要
的
作
用

。
他
椚
不
但
幣
回
了
佛
家
経
典

・
而
且
也
帯
回
了
経
史

子
集
各
類
書
籍

O
自
推
古
朝
時
昭
明
太
子
所
編
的

《交
選
》
越
海
東
渡
之
後

・
又
有
許
多
唐
人
詩
集
在
這
個
特
期
擁

入
了
日
本

。
競
相

唐
宋
時
代
的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孫
東
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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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四
號

創
作
漢
詩
之
風
随
着
漢
詩
的
不
断
傳
入
在
日
本
宮
廷
之
中
禰
漫
開
來

。
奈
良
時
代
天
平
勝
寳
三
年

(♂
一)
・
傳
爲
淡

海
三
船
編
纂
的
日

本
現
存
最
古
的
漢
詩
集

《懐
風
藻
》
結
集
問
世

。
到
了
平
安
時
代

,
勅
撰
三
集

《凌
雲
集
》
・
《
交
華
秀
麗
集
》
・
《経

國
集
》
也
相
縫
付

梓

。
別
集
亦
出
現
了

《菅
家
文
草
》
、
《菅
家
後
集
》
・
《
田
氏
家
集
》
等

。
這
様
的
時
代
背
景
和
歴
史
條
件
爲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的
産
生
彙

定
了
基
礎

。

綜
観
唐
宋
時
代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
主
要
有
以
下
三
個
特
黙
・・

一
・
以
時
代
角
度
言

・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唐
五
代
時
期
比
較
繁
榮

・
宋
代
時
期
比
較
衰
落

。

唐
宋
時
代
的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
主
要
集
中
於
唐
五
代
時
期

・
宋
代
特
別
是
宋
人
的
此
類
詩
作
家
家
無
幾

。
考
其
原

因

・
同
中
日
之
間

的
交
通
往
來
不
無
關
係

・
如
前
所
述

・
唐
代
日
本
與
中
國
保
持
着
密
切
的
外
交
往
來

・
幾
乎
平
均
二
十
年
即
任
命

一
次
遣
唐
使

。
與
這

些
才
學
淵
博
的
異
國
使
者
及
求
知
若
潟
的
異
國
學
生
的
交
遊

・
自
然
刺
激
了
唐
人
的
創
作
慾
望

。
唐
朝
是
詩
的
國
度

・
婦
濡
信
道

・
皆

能
言
詩

。
入
唐
的
留
學
生
和
學
問
信
在
求
法
間
道
之
絵
也
自
然
地
受
到
了
薫
染

・
文
武
朝
大
賓
年
間
「
遣
學
唐
國
」
的
道
慈
和
辮
正
在
唐

(
10
)

之

日
都
有
所
作

・
男

一
個
原
因
是
唐
代
正
是
日
本
狂
熱
地
汲
取
中
國
文
化
的
歴
史
階
段

・
日
本
從
天
皇
到
公
卿
都
把
能
以
漢
文
爲
詩
作

賦
作
爲

一
種
必
備
的
文
化
修
養
而
躍
躍
欲
試

。
　這
從
《懐
風
藻
》
・
勅
撰
三
集

・
以
及
後
來
的

《扶
桑
集
》
的
結
集
就

可
以
我
到
謹
明

。

宋
朝
和
日
本
之
間
基
本
上
不
存
在
正
式
的
國
交

・
來
往
於
雨
國
之
問
的
主
要
是
商
船

・
商
人
重
利
輕
文

・
封
直
接
促
進
雨
國
詩
歌
的

交
流
所
起
的
作
用
不
大

。
不
過

・
乗
坐
這
些
商
船
來
往
於
雨
國
之
問
的
僧
人
却
値
得
注
意

。
如

一
條
帝
長
保
五
年

(一〇
〇ω
)

入
北
宋

的
圓
通
大
師
寂
照

、
六
條
帝
仁
安
三
年

(二
①O)
入
南
宋
的
日
本
輝
宗
始
租
千
光
法
師
明
庵
榮
西

・
高
倉
帝
承
安
元
年

(
一嵩
一)
入
南

(
11

)

宋
的
箆
阿

・
都
有
這
方
面
的
詩
作

O
然
而
他
椚
似
乎
只
専
注
於
佛
法

・
作
詩
不
過
偶

一
爲
之

こ
這
與
五
山
時
代
亦
佛
亦
詩
的
詩
信
相
比

14



(
12

)

大
有

不
同

。
自
南
宋
末
年
宋
僧
大
豊
輝
師
蘭
渓
道
隆
入
日
以
後

・
這
類
詩
作
才
逐
漸
多

了
起
來

・
這

一
時
期
日
本
錐
然
有

《本
朝
麗

藻
》
・
《
本
朝
無
題
詩
》
等
漢
詩
集
成
編

・
然
而
其
中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所
見
不
多

・
直
至
日
本
五
山
文
學
時
代

・
随
着
僧
院
詩
的
繁
榮

・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才
又
出
現
了

一
個
高
峰

・

二

・
以
詩
歌
内
容
言

・
唐
人
以
直
接
交
往
詩
爲
主

・
日
人
爾
類
交
往
詩
大
禮
各
占

一
半

。

入
唐
的
日
人
直
接
同
唐
代
的
騒
人
墨
客
往
來
交
遊

・
相
逢
之
時

・
分
別
之
際

・
以
詩
相
贈

・
這
是
唐
代
詩
人
椚
的

一
種

時

爾

和

禮

儀

。
因
此

・
在
唐
人
所
作
交
往
詩
中
多
爲
贈
酬
唱
和

・
途
往
迎
來

・
悼
死
傷
逝
之
作

。
如
日
本
詩
人
阿
倍
仲
麻
呂

・
元
正
帝
養
老
元
年

(唐
玄
宗
開
元
五
年

・
謡
刈
)
十
七
歳
時
作
爲
留
學
生
躁
随
第
九
次
邉
唐
使
入
唐
遊
學

・
三
十
六
年
以
後

・
値
第
十

一
次
遣
唐
使
入
唐
之

時

・
被
唐
玄
宗
任
命
爲
日
本
國
聰
賀
使

・
随
遣
唐
使
船
東
蹄

。
當
時
唐
代
的

一
些
著
名
詩
人
聞
訊
後
都
有
詩
邊
別

・
如
王
維
的

《途
秘

(
13
)

書
晃
監
還
日
本
國
並
序
》
:

積
水
不
可
極

・

九
州
何
虚
遠

・

向
國
惟
看
日

・

驚
身
映
天
黒

・

郷
樹
扶
桑
外

・

別
離
方
異
域

・

大
意
是

:

安
知
槍
海
東

・

萬
里
若
乗
室

・

蹄
帆
但
信
風

。

魚
眼
射
波
紅

。

主
人
孤
島
中

。

晋
信
若
爲
通
?

唐
宋
時
代
的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孫
東
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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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四
號

大
海
本
來
已

一
望
無
際

・

又
悠
能
知
曉
海
東
的
情
景
!

不
知
日
本
遠
在
何
威

・

只
曉
得
航
船
彷
彿
瓢
在
萬
里
長
室

。

只
須
朝
着
東
方
太
陽
昇
起
的
方
向

・

蹄
帆
就
可
以
任
愚
海
風
吹
迭

。

海
中
亘
驚
的
身
躯
把
天
室
映
得
漆
黒

・

大
魚
的
眼
晴
把
波
浪
照
得
通
紅

。

我
遠
望
東
天

・
像
的
家
郷
在
扶
桑
那
邊

・

今
後
像
將
住
在
那
四
面
環
海
的
島
撰
中

。

從
此

一
別
分
居
異
域

・

恐
伯
相
思
爾
地

1
音
信
難
通
!

(
14
)

「
別
時
容
易
見
時
難
」

・
王
維
在
這
首
詩
裡
拝
稜
的
正
是
這
種
依
依
惜
別
之
情

。
其
他
的
爾
有
趙
騨
的

《迭
晃
補
閉
蹄
日
本
國
》
、
包

倍
的

《途
日
本
國
聰
賀
使
餐

卿
東
鞠

'
碧

劉
長
卿
的

《
同
崔
馨

贈
日
本
聰
鱗

大
約
也
是
贈
他
的

・
阿
倍
仲
瞥

啓
程
讐

(
17
)

後

・
所
乗
船
遭
到
暴
風
襲
撃

・
瓢
流
到
安
南

。
一
時
傳
説
他
溺
海
身
亡

。
李
白
聴
到
這

一
潰
息

,
即
賦
七
絶

《
実
晃
卿
衡
》
..

日
本
晃
卿
辭
帝
都

・

征
帆

一
片
逡
蓬
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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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月
不
蹄
沈
碧
海

・

白
雲
愁
色
満
蒼
梧

。

大

意

是

・・
日
本
國
的
衡
朝
離
開
了
帝
都
長
安

・

朝
着
故
國
航
去
的

・
是
像
的

一
葉
蹄
帆

。

然
而

・
弥
如
同
明
月
之
珠
落
入
了
碧
海

・

我
極
目
遠
望

・

只
見
無
邊
的
愁
雲
籠
軍
着
蒼
梧
山
!

李
白
失
捧
摯
友
的
哀
愁
如
怖
満
青
山
的
白
雲

一
様
深
廣

・
讃
之
確
實
令
人
賠
然
泣
下

。
以

《文
鏡
秘
府
論
》
著
稻
中

日
的
男

一
位
日
本

學
者
空
海
大
師

・
桓
武
帝
延
暦
二
十
三
年

(唐
徳
宗
貞
元
二
十
年

・
。。忠
)
・
入
唐
留
學

・
在
唐
期
間
與
根
多
唐
人
結
下
了
金
蘭
之
誼

・

(
18

)

這
從
馬
総

、
胡
伯
崇

・
朱
千
乗

・
朱
少
端

・
曇
清

・
鴻
漸

・
鄭
壬
等
人
窩
給
他
的
詩
篇
中
可
以
反
映
出
來

・

還
有
不
少
日
僧
在
本
國
早
巳
浬
没
無
聞

・
但
他
的
名
字
却
随
同
唐
人
的
詩
篇
載
入
了
中
日
詩
歌
交
流
的
史
冊
上

・
如
章
荘

《邊
日

(
19
)

本
國
曾
敬
龍
蹄
》
所
寓
的
敬
龍

・・

扶
桑
已
在
瀞
荘
中

・

家
在
扶
桑
東
更
東

・

此
去
與
師
誰
共
到
?

一
船
明
月

一
船
風

。

大
意
是

・・傳
説
中
的
扶
桑
已
在
波
濤
激
遊
之
中

・

唐
宋
時
代
釣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孫
東
臨
)

17



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四
號

而
悠
的
家
郷
却
更
遠
在
扶
桑
以
東

。

此
日
別
後
誰
與
悠
結
件
同
行
?

只
有
那
滴
船
明
月

一
帆
海
風
!

(
20

)

有
的
日
僧
甚
至
連
名
字
都
没
有
留
下

・
如
項
斯
的

《
日
本
病
曾
》
:

雲
水
絶
蹄
路

・

來
時
風
迭
船

。

,
不
言
身
後
事

・

猶
坐
病
中
輝

。

深
壁
藏
燈
影

・

室
窃
出
か
く煙

・

已
無
郷
土
信

・

起
塔
寺
門
前

・

大
意
是

・・遼
潤
的
雲
天
海
域
断
絶
了
侮
的
回
郷
之
路

・

不
象
像
來
時
那
様
漏
帆
風
順

一
路
平
安

。

身
死
之
後
的
事
情

・
伽
絶

口
不
提
;

錐
然
有
病
在
身

・
像
却
傍
然

一
心
坐
輝

。

幽
深
的
房
屋
裡

・
踏
壁
上
印
下
了
像
打
坐
時
的
燈
影
;

室
疏
的
窃
戸
中

・
瓢
散
出
像
治
病
用
的
支
絨
的
香
煙

。

來
自
故
郷
的
消
息
完
全
牧
不
到
了

・



今
後
像
將
埋
骨
在
這
異
國
的
寺
院
門
前

。

我
椚
只
能
借
項
斯
的
詩

・
祝
薦
這
位
爲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献
出
獣
獣
無
聞
的

一
生
的
佛
門
子
弟

・

像
上
述
這
類
直
接
交
往
詩

・
唐
玄
宗

・
儲
光
義

・
沈
頬

・
銭
起

、
劉
禺
錫

・
徐
凝

・
質
島

・
林
寛

・
無
可

、
馬
戴

・
方

干

・
皮

日

(
21

)

休

、
陸
亀
蒙

・
顔
宣

・
司
室
圖

・
呉
融

、
楊
蔓

・
貫
休

・
齊
己

・
棲
白
等
都
有
所
作

。
唐
宋
人
的
間
接
交
往
詩
作
則
復
少

・
這

一
方
面

是
因
爲
當
時
封
日
本
的
状
況
鋏
乏
詳
細
的
了
解

・
男

一
方
面
或
許
是
自
覗
尊
高
的
大
國
思
想
多
少
在
作
崇

。
這
類
詩
作
如
北
宋
欧
陽
修

(
22
)

的

《
日
本

刀

歌

》
・・

昆
夷
道
遠
不
復
通

・

寳
刀
近
出
日
本
國

・

魚
皮
装
貼
香
木
鞘

・

百
金
傳
入
好
事
手

・

傳
聞
其
國
居
大
島

・

其
先
徐
幅
詐
秦
民

・

百
工
五
種
與
之
居

・

.
前
朝
貢
献
屡
往
來

・

徐
輻
行
時
書
未
焚

・

令
嚴
不
許
傳
中
國

・

世
傳
切
玉
誰
能
窮
?

越
質
得
之
槍
海
東

.

黄
白
閑
雑
鍮
與
銅

。

侃
服
可
以
譲
妖
凶

。

土
壌
沃
饒
風
俗
好

。

採
藥
滝
留
卯
童
老

。

至
今
器
玩
皆
精
巧

。

士
人
往
往
工
詞
藻

。

逸
書
百
篇
今
尚
存

。

學
世
無
人
識
古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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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意

是

・・

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四
號

先
王
大
典
藏
夷
額

・

蒼
波
浩
蕩
無
通
津

。

令
人
感
激
坐
流
涕

・

鋪
澁
短
刀
何
足
云
!

去
昆
夷
的
路
途
遙
遠
漫
長

・
難
再
通
行

・

世
上
所
傳
的
切
玉
刀

・
誰
能
明
瞭
詳
情
?

這
把
費
刀
毘
産
於
東
郊
日
本

・

越
過
槍
海
傳
入
越
商
的
手
中

・

香
木
刀
鞘
的
面
上
貼
着
名
貴
的
魚
獣
之
皮

・

眞
鍮
的
金
黄
和
眞
銅
的
銀
白
交
相
輝
映

。

嗜
好
刀
劒
的
人
用
重
金
把
宮
買
下

・

侃
帯
身
邊
可
以
消
災
去
難

・
鎭
妖
除
凶

。

聴
説
日
本
位
於
海
中
大
島

・

那
裡
土
壌
肥
沃
風
俗
美
好

。

宣
的
租
先
徐
幅
読
説
海
中
有
仙
人

・

使
和
他
同
去
採
藥
的
少
年
終
老
未
蹄
秦
朝

。

随
去
的
工
匠
農
人
和
他

一
起
定
居
下
來

・

20



所
以
至
今
官
的
各
種
器
物
都
十
分
精
巧

。

唐
朝
時
官
的
使
者
経
常
訪
問
中
國

・

那
裡
的
讃
書
人
也
大
都
工
於
辭
藻

・

徐
福
入
海
時
還
未
焚
書
坑
儒

・

因
此
帯
去
根
多
中
國
的
逸
書

。

但
是
法
令
嚴
禁
將
宣
椚
傳
進
中
國

・

至
今
大
宋
没
有
誰
能
有
幸
目
賭

。

前
朝
的
典
籍
流
落
異
域
他
郷

・

海
波
浩
森
没
有
可
去
探
訪
的
路
途

。

想
到
此
事
我
感
嘆
激
動

・
猫
坐
垂
涙

・

這
匿
厘

一
把
鈍
刀
又
算
得
了
什
廉
賓
物
!

日
人
所
作
的
交
往
詩

・
雨
類
数
量
大
燈
相
當

・
直
接
交
往
詩

・
如
阿
倍
仲
麻
呂
的

《街
命
還
國
作
》
・
元
開
即
淡
海
三
船
的

《
初
謁

(
23
)

大
和
上
二
首
並
序
》
・
室
海
的

《
在
唐
日
示
創
南
惟
上
離
合
詩
》
・
《留
別
青
龍
寺
義
操
閣
梨
》
・
寂
昭
的

《黒
金
水
瓶
寄
丁
各
公
》
・
藤

(
24

)

木
吉
的

《
上
宋
眞
宗
皇
帝
》
。
明
庵
榮
西
的

《
謁
虚
庵
鐸
師
》
・
畳
阿
的

《辭
佛
海
輝
師
東
蹄
》
以
及
菅
原
道
眞
等
與
唐
代
中
國
古
代
鞍

輻
族
所
建
立
之
渤
海
國
大
使
之
間
的
唱
和
詩

。
間
接
交
往
詩

・
如
以
中
國
古
代
人
物
司
馬
遷

・
王
昭
君
等
爲
題
的
詩
作

・
僅
在

《文
華

(
25
)

秀
麗
集
》
中
帥
載
有
十
四
首

・
當
時
的
唐
帝
國
在
世
界
上
庭
於
文
化
護
達
的
先
列

・
悠
久
的
歴
史
傳
統

、
繁
盛
的
朝
儀
典
制
以
及
大
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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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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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四
號

的
文
章
詩
賦

・
在
日
本
王
朝
引
起
了

一
片
饗
往
和
傾
慕
之
心

・
因
此

・
日
本
漢
詩
中
出
現
了
不
少
吟
味
中
國
人

・
物

・
事
的
詩
篇

。
男

有

一
些
間
接
交
往
詩

・
並
非
出
自
樹
中
國
的
傾
慕
之
心

・
而
是
出
自
客
居
異
國
的
遊
子
的
思
郷
之
情

。

「東
西
南
北
路
千
里

・
父
母
妻

児
天

一
方
」

・
這
是
往
來
於
中
日
之
間
的
使
者
椚
所
面
臨
的

一
種
客
観
境
遇

・
也
是
這
些
使
者
椚
爲
中
日
交
流
所
不
得
不
付
出
的

一
種

(
26
)

精
紳
代
贋

・
如
辮
正
的

《
在
唐
憶
本
郷
》
和
阿
倍
仲
廟
呂
的

《思
蹄
詩
》
:

在
唐
憶
本
郷

99
鯛

日
邊
謄
日
本

・

雲
裏
望
雲
端

・

遠
遊
勢
遠
國

・

長
恨
苦
長
安

。

大
意
是

:
我
在
異
國
的
都
城
遙
看
故
郷
日
本

・

透
過
層
層
雲
彩
遙
望
大
海
的
東
邊

・

千
里
這
這
來
到
唐
土
遊
學

・
吃
壷
了
辛
苦

・

掲
居
長
安
城
裏

・
綿
綿
的
離
愁
令
人
痛
苦
不
堪

。

思
蹄
詩

慕
義
名
室
在

・

輸
忠
孝
不
全

。

報
恩
無
有
日

・

蹄
國
定
何
年

・



大
意
是

:
我
仰
慕
唐
皇
的
正
道
英
風
來
到
中
華

・
只
博
得

一
個
空
名
・,

我
蜴
壷
忠
誠
爲
唐
皇
奔
走

・
却
無
法
侍
奉
自
己
的
父
母

。

報
答
隻
親
的
養
育
之
恩

・
今
生
也
許
没
有
那

一
天
了
.,

螂
年
螂
月
岡

・
才
能
回
到
遙
遠
的
故
土
!

辮
正
是
華
畜
日
人

・
入
唐
後
以
善
下
園
棋
深
得
唐
玄
宗
的
青
陳

・
同
時
在
長
安
姿
唐
人
爲
妻

・
生
有
二
子

,
可
以
説
生
活
在
温
柔
郷

裏

・
富
貴
叢
中

・
然
而
佛
拭
不
去
的
郷
思
還
是
時
時
襲
擾
他
的
心
頭

。
阿
倍
仲
麻
呂

・
唐
名
朝
衡

・
入
唐
後
就
讃
於
太
學

,
與
唐
玄
宗

子
儀
王
李
燧
爲
友

・
歴
官
左
補
闘

・
衛
尉
卿

・
秘
書
監

・
可
以
説
冠
蓋
京
華

・
青
雲
得
意

・
但
還
是
念
念
不
忘
報
答
春
暉
之
心

。
這
爾

首
詩
都
眞
實
地
再
現
了
詩
人
椚
的
精
棘
苦
悶

・

三

・
以
藝
術
水
平
言

・
日
人
所
作
的
交
往
詩
大
膿
庭
於
模
擬
階
段

・
但
也
有
詩
作
突
破
了
倣
敷
蹟
襲
的
奨
籠

。

這

一
時
期
日
人
所
作
的
交
往
詩

・
正
庭
於
日
本
漢
詩
護
展
史
上
的
最
初
階
段

・
部
日
本
學
者
所
稽
的

「翰
林
時
代
」
或

「
王
朝
時

代
」

。
不
管
如
何
構
呼

・
反
正
這
個
時
期
的
日
本
漢
詩
大
都
爲
宮
廷
之
作

。
日
人
的
交
往
詩

・
特
別
是
間
接
交
往
詩
都
屡
於
這
個
範

團

。
官
椚
較
少
生
活
氣
息

・
寡
於
眞
情
實
感

・
從
選
材
立
意
到
表
現
手
法

・
大
都
躁
在
唐
人
的
塵
後
亦
歩
亦
趨

。
如
嵯
峨
天
皇
的

《長

15
怨
》
、
《捷
好
鱗

)'
這
些
詩
題
本
身
就
是
樂
府
曲
名

'
中
國
歴
代
詩
人
以
此
爲
題

・
歌
味
漢
武
帝
后
陳
阿
嬌

・
漢

成
帝
妃
班
舞

之

詩

不
勝
枚
畢

。
選
揮
這
様
的
題
目
爲
詩

・
固
然
可
以
歌
前
朝
的
遺
事

・
褒
思
古
之
幽
情

・
但
在
藝
術
表
現
上
根
難
不
落
前
人
的
案
臼

。

試
看
嵯
峨
天
皇
的
這
爾
首
詩

・・

唐
宋
蒔
代
的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孫
東
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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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意
是

:
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四
號

長
門
怨

日
暮
深
宮
裡

・

重
門
閉
不
開

。

秋
風
驚
桂
殿

・

曉
月
照
蘭
毫

。

翼
鏡
容
華
改

・

調
琴
怨
曲
催

。

君
恩
難
再
望

・

買
得
長
卿
才

。

夜
色
籠
軍
着
幽
深
的
宮
院

・

重
重
的
宮
門
緊
鎮
不
開

。

料
哨
的
西
風
梯
過
桂
殿

・

梯
曉
的
寒
月
映
着
蘭
憂

。

面
封
銅
鏡

・
慨
嘆
花
容
玉
貌
日
漸
衰
老
;

撫
弄
琴
弦

・
不
禁

一
腔
幽
怨
湧
上
心
來

。

君
王
的
恩
寵

・
此
生
恐
伯
再
也
難
以
期
望
3

只
好
用
黄
金
酬
謝
相
如

・
請
他
爲
我
賦
出
胸
中
的
無
限
悲
哀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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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意
是

:
昭
陽
辭
恩
寵

・

團
扇
含
愁
詠

・

閑
階
人
跡
絶

・

久
罷
後
庭
望

・

長
信
濁
離
居

。

秋
風
怨
有
鯨

・

冷
帳
月
光
虚

。

形
將
歳
時
除

・

像
失
樟
恩
寵
離
開
了
昭
陽
殿

・

孤
濁
寂
箕
地
住
進
了
長
信
宮

。

漏
腹
憂
愁
地
吟
泳
着
團
扇
歌

・

一
腔
哀
怨
有
如
刮
不
断
的
秋
風

・

没
有
人
踏
上
像
門
前
冷
落
的
毫
階

・

只
有

一
鈎
残
月
室
照
着
像
的
冷
帳
孤
裳

。

重
受
寵
幸
的
希
望
早
已
付
諸
東
流

・

花
容
月
貌
也
將
随
着
歳
月
的
流
逝
漸
漸
凋
零

。

這
雨
首
詩
所
爲
封
象
儘
管
有
別

・
一
個
是
曾
貯
金
屋
的
陳
阿
嬌

・
一
個
是
善
詠
團
扇
的
班
捷
好

・
然
而
立
意
卸
是
相

同
的

・
吟
啄
的
都

是
女
性
色
衰
見
棄
後
的
憂
愁
哀
怨

。
作
者
在
表
現
這
種
愁
怨
時

・
主
要
採
取
的
手
法

・
一
種
是
以
景
襯
情

・
部
以
薫

琶
秋
風
吹
梯
着
的

桂
殿

・
曉
月
寒
暉
映
照
下
的
蘭
毫

・
絶
無
人
跡
的
閑
階

・
月
光
虚
照
的
冷
帳
這
檬
的
環
境
描
爲

・
渣
染
出

一
派
寂
箕
冷
落
的
氣
氣

・
襯

唐
宋
時
代
的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孫
東
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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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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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出
所
昧
封
象
心
境
的
棲
楚
悲
涼

・
這
實
際
上
是

一
種
虚
爲

。
採
住
這
些
富
有
特
徴
的
景
物
進
行
虚
寓
映
襯

・
正
是
唐
人
同
題
詩
作
中

(
27
)

習

用
的
手
法

・
如
沈
栓
期
的

「月
咬
風
冷
冷

・
長
門
次
液
庭

。
玉
階
聞
墜
葉

・
羅
幌
見
飛
螢
」

(
《長
門
怨
》
)

・
張
循
之
的

「
長
門
落

(
28
)

(
29
)

景
壷

・
洞
房
秋
月
明

。
玉
階
草
露
積

・
金
屋
網
塵
生
」

(《長
門
怨
》
)

・
徐
彦
伯
的

「窃
暗
綱
羅
白

・
階
秋
苔
酵
黄
」
(《
班
捷
好
》
)
・

(
30
)

(
31
)

崔
提
的

「枕
席
臨
窃
曉

・
緯
屏
向
月
室
」
(
《捷
好
怨
》
)

・
劉
方
平
的

「夕
殿
別
君
王

・
宮
深
月
似
霜
」

(《捷
好
怨
》
)
・
盧
論
的

「室

(
詑
)

宮
古
廊
殿

・
寒
月
照
斜
暉
」

(《長
門
怨
》)
等
等

・
都
是
以
秋
天
的
寒
風

・
空
中
的
冷
月

・
冷
落
的
豪
階

・
空
虚
的
偉
帳
來
供
托
人

物
的
精
紳
苦
悶

。
嵯
峨
天
皇
採
用
的
男

一
種
手
法
是
以
人
物
動
作
的
描
鳥
掲
示
人

物
的
内
心
世
界

。
封
鏡
顧
影
自
憐

・
調
琴
傾
訴
哀

怨

・
昧
扇
以
遣
懐

・
臨
風
而
恨
偶

・
這
些
畢
動
是
薄
命
女

一
懐
愁
緒
的
具
膿
的
直
観
表
現

・
是
人
物
内
心
世
界
的
直
接
披
露

・
這
種
手

(33

)

法
實
際
上
是

一
種
實
爲

・
在
唐
人
同
題
之
作
中
也
是
屡
見
不
鮮
的

。
如
虞
世
南
的

「鏡
前
紅
粉
欲
」

(《怨
歌
行
》
)

・
徐
賢
妃
的

「
含

(
43

)

(
35
)

情
泣
團
扇
」

(
《長
門
怨
》)

・
崔
提
的

「
不
分
君
恩
断

・
新
林
覗
鏡
中
」

(《縫
好
怨
》)
・
齊
灘
的

「携
琴
就
玉
階

・
調
悲
聲
未
譜
」

(
36
)

(
37
)

(
《長
門
怨
》
)

・
李
白
的

「誰
憐
團
扇
妾

・
濁
坐
怨
秋
風
」

(《長
信
怨
》)

・
皇
甫
再
的

「
由
來
味
團
扇

・
今
與
値
秋
風
」

(《姥
好

(
銘
)

怨

》)
等
等

・
都
是
以
封
鏡
猫
悲

・
調
琴
寓
怨

・
詠
扇
自
況

・
臨
風
怨
望
這
様
的
動
作
描
爲
表
現
人
物

一
江
春
水
似
的
哀
愁

。
從
上
所

論

可
以
看
出

・
嵯
峨
天
皇
的
詩
是
在
借
鑑
唐
人
表
現
手
法
的
基
礎
上
而
創
作
的

。

正
如

一
個
人
必
須
経
過
紹
角
才
能
成
年

一
様

こ
這
種
模
擬
是
日
本
漢
詩
獲
展
過
程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一
個
階
段

。
没
有
模
擬
就
没
有
創

造

・
日
本
漢
詩
人
中
有
些
作
家
正
是
経
歴
了
模
擬
的
過
程
以
後

・
使
自
己
的
創
作
日
藤
成
熟
的

・
死
後
被
奉
爲
學
問
之
紳
的
平
安
時
代

的
詩
人
菅
原
道
眞
便
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
道
眞
和
雨
度
赴
日
的
渤
海
大
使
斐
顛
均
有
唱
和
之
作

・
試
看
其
中
的
雨
首

:

(
39

)

夏
夜
於
鴻
臆
館
饒
北
客
蹄
郷

26



蹄
敷
浪
白
也
山
青

・

腸
断
前
程
相
退
日

・

征
帆
欲
繋
孤
雲
影

・

惜
別
何
爲
遙
入
夜

・

恨
不
追
尋
界
上
亭

。

眼
穿
後
紀
韓
來
星

・

客
館
争
容
数
日
属

。

縁
嫌
落
涙
被
人
聴

。

大
意
是

:
像
郎
將
伴
着
白
浪
青
山
踏
上
臨
去
的
路
程

・

我
恨
不
得
把
像

一
直
途
到
邊
界
上
的
騨
亭

。

在
這
饅
行
的
時
刻

・
我
不
禁
爲
離
別
而
愁
腸
寸
断
;

期
望
侮
來
日
再
度
出
使
日
本

・
我
恐
伯
會
望
穿
眼
晴

。

既
然
像
的
蹄
船
要
去
追
縦
天
邊
的
孤
雲

・

挽
留
像
在
賓
館
中
再
住
幾
日
已
不
可
能

。

此
夜
迭
行
的
酒
宴
爲
什
廉
遅
遅
不
散

・

那
是
因
爲
我
不
願
叫
労
人
聴
到
惜
別
的
実
聲

。

(
40

)

夏
日
饒
渤
海
大
使
蹄

・
各
分

一
字
探
得
途

初
喜
明
王
徳
不
孤

・

奈
何
再
別
望
前
途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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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迎
毎
度
長
青
眼

・

後
紀
難
期
同
硯
席

・

去
留
相
贈
皆
名
貨

・

離
會
中
間
共
白
髪

。

故
郷
無
復
忘
江
湖

。

君
是
詞
珠
我
涙
珠

。

28

大
意
是

:
像
作
爲
友
邦
的
使
者
前
來

・
表
明
我
國
賢
王
有
徳
不
孤

・

我
個
剛
剛
爲
此
感
到
欣
喜

・
無
奈
弥
又
要
踏
上
蹄
途

。

毎
次
途
往
迎
來

・
都
有
幸
蒙
侮
青
眼
相
待

・

上
次
分
手
到
此
次
重
逢

・
可
嘆
彼
此
都
白
了
髭
髪

。

未
來
的
歳
月

・
根
難
再
期
望
我
椚
同
席
賦
詩

・

願
像
蹄
國
之
後

・
不
要
忘
都
大
海
東
邊
的
詩
侶

・

在
這
別
離
之
際

・
彼
此
互
贈
的
都
是
名
貴
的
寳
物

・

像
贈
的
是
字
字
珠
磯
的
詩
章

・
我
還
的
是
依
依
惜
別
的
涙
珠

・

道
眞
在

《鴻
膣
贈
答
詩
序
》
中
曾
鳥
道

:

「毎
列
詩
錘

・
解
帯
開
襟

・
頻
交
杯
爵

。
凡
豚
所
作

・
不
起
豪
草

。
五
言
七
言

・
六
韻

四

(
41
)

韻

・
獣
記
畢
篇

・
文
不
加
鮎

。
」
以
如
此
敏
捷
的
文
思

・
爲
出
這
様
曉
暢
圓
活
的
詩
章

・
確
實
難
能
可
貴

。
斐
顛
説
他

「
風
禮
頗
似
白

樂
天
」

・
錐
係
稽
嫌
溢
美
的
外
交
辭
令

・
但
也
並
非
全
無
道
理

。

総
之

・
唐
宋
時
代
作
爲
中
日
詩
歌
交
流
史
上
的
初
始
階
段

・
爲
後
世
雨
國
的
詩
歌
交
往
掲
開
了
序
幕

・
宋
末
元
初

以
後

・
随
着
日
本



五
山
詩
信
登
上
詩
壇

・
唐
宋
時
代
所
彙
定
的
爾
國
詩
歌
往
來
的
傳
統
進

一
歩
得
到
了
縫
承
和
護
揚

・
關
於
元
明
時
代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的

概
況

・
容
他
日
男
文
綜
述

。

〔
附
記
〕

一
九
八
五
年

一
月

・
於
東
演

本
文
係
筆
者

一
九
八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鷹
日
本
九
州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會
之
遽
前
往
講
演
的
底
稿

・
筆
者
輯
録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
曾
多

蒙

岡
村
繁
先
生

・
劉
三
富
先
生
賜
教

・
西
村
秀
人
先
生
亦
予
大
力
賛
助

・
謹
此

一
併
致
謝

。

注

:

(1
)
《
蕉
堅
稿
》

。

(
2
)
《
全
唐
詩
逸
》
巻
上

。

(
3
)
《
唐
大
和
上
東
征
傳
》

。

(
4
)
《
輝
居
集
》

。

(
5
)
《
扶
桑
名
賢
詩
集
》
巻
四

。

(
6
)
《
眠
峨
集
》

。

(
7
)
《
呑
碧
櫻
詩
軸
》

二

。

(
8
)
《
東
海
覆
華
集
》

。

(
9
)
《
樂
城

集
》
巻
十
三

。

(
10
)
如
《
懐
風
藻
》
所
載
之
辮
正
詩
《
與
朝

主
人
》

・
《
在
唐

憶
本

郷
》

,
道
慈
詩

《
在
唐
奉
本
國
皇
太

子
》

。

(
11
)
寂
照
《
黒
金
水
瓶
寄

丁
巫
日
公
》

・
見

《
談
苑
》

;
榮

西
《
謁
虚
庵

繹
師
》
・
見

《
興

騨
護

國
論
序
》
;
毘
阿
《
辭
佛
海
暉
師
東
蹄
》

・

見
《

五
燈
會

元

・
思
兄阿
傳
》

。

(
12
)
《
本
朝
高
信
傳
》
巻
十
九
載

・
蘭
漢
道
隆

・
俗
姓

再
氏

・
西
蜀
漕

唐
宋
時
代
的
中
日
交
往
漢
詩

(孫
東
臨
)

江
人

・
宋
淳
祐

六
年

(
日
寛
元
四
年

・

一
二
四
六
)
赴
日

。

(
13
)
《
極
玄
集
》
上

。

(
14
)
《
全
唐
詩
》
巻

一
百

二
十
九

。

(
15
)
《

全
唐
詩
》
巻

二
百
零

五

。

へ
16
)
《
全
唐
詩
》
巻

一
百

五
十

。

(
17
)
《
李
太
白
全
集
》

。

(
18
)
馬
網
《
贈

日
本
僧
空
海
離
合
詩
》

・
胡
伯
崇
《
贈
繹
空
海
歌
》

・

均
見
《
遍
照
獲
揮
性
霊
集
序
》

。
朱
千
乗
《
途
日
本

國
三
藏

空
海

上
人
朝
宗
我
唐
兼
貢
方
物
而
蹄
海
東
詩
並
序
》

・
朱

少
端
く
迭
空

海
上
人
朝

謁
後
蹄

日
本
國
》

・
曇
清
《
奉
迭

日
本
國
使
空
海
上
人

橘
秀
才
朝
獣
後
却
還
》

・
鴻
漸
《
奉
迭

日
本
國
使
空
海
上
人
橘
秀

才
朝
獄
後
却
還
》

・
鄭
壬
《
奉
迭

日
本
國
使
空
海
上
人
橘
秀

才
朝

献
後
却

還
》

・
以
上
均
見
《
弘
法
大
師
全
集
》
巻
十
五
《
蘭

契
遺

音
集
》

。

(19
)
《
全
唐
詩
》
巻

六
百
九
十
五

。

(
20
)
《
全
唐
詩
》
巻

五
百

五
十

四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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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儲
光
義
《
洛
中
胎
朝
校
書
衡
朝
部
日
本
人
也
》
・
見
《
全
唐
詩
》

巻
一
百
三
十
八
;
沈
頚
《
途
金
文
學
還
日
東
》
・
見
《
文
苑
英

華
》
巻
二
百
七
十

一
;
銭
起
《
途
曾
蹄
日
本
》
・
見
く
唐
詩
紀

事
》
三
十
;
劉
禺
錫
《
贈
日
本
曾
智
藏
》

・
見
く
文
苑
英
華
》
巻

二
百
二
十

一
;
徐
凝
《
途
日
本
使
還
》
・
見
く
全
唐
詩
》
巻
四
百

七
十
四
;
質
島
く
途
楮
山
人
蹄
日
本
》
・
見
《
文
苑
英
華
》
巻
二

百
三
十
二
:
無
可
《
迭
朴
山
人
蹄
日
本
》
・
見
く
文
苑
英
華
》
巻

二
百
三
十
二
;
馬
戴
く
迭
朴
山
人
蹄
海
東
》
・
見
《
文
苑
英
華
》

巻
二
百
三
十
二
;
方
干
く
迭
僧
蹄
日
本
》
・
見
《
全
唐
詩
》
巻
六

百
五
十
二
;
皮
日
休
く
途
圓
載
上
人
蹄
日
本
國
》
・
〈
重
迭
》
・

見
く
全
唐
詩
》
巻
六
百

一
十
四
;
陸
象
蒙
《
和
襲
美
迭
圓
載
上
人

蹄
日
本
國
》
・
《
聞
圓
載
上
人
挾
儒
書
泊
鐸
典
錦
日
本
國
》
・
見

く
全
唐
詩
》
巻
六
百
二
十
六
・
巻
六
百
二
十
九
;
顔
萱
《
迭
圓
載

上
人
》
・
見
く
全
唐
詩
》
六
百
三
十

一
;
司
空
圖
く
贈
日
東
竪
繹

師
》
・
見
《
文
苑
英
華
》
雀
二
百
二
十
四
;
呉
融
く
迭
曾
蹄
日
本

國
》
・
見
く
全
唐
詩
》
巻
六
百
八
十
四
;
楊
菱
《
途
日
東
僧
遊
天

台
》
・
見
《
文
苑
英
華
》
巻
二
百

二
十
四
;
貫
休
《
迭
僧
蹄
日

本
》
・
見
く
輝
月
集
》
巻
六
;
齊
己
《
迭
曾
蹄
日
本
》
・
見
《
全

唐
詩
》
巻
八
百
四
十
七
;
棲
白
《
迭
圓
仁
三
藏

蹄
本

國
》

・
見

《
全
唐
詩
》
巻
八
百
二
十
三
。

(り一ワ臼)
〈
猷
陽
文
忠
公
全
集
》
巻
五
十
四
。

(23
)
《
弘
法
大
師
全
集
》
巻
十
《
拾
遺
雑
集
》
。

(24
)
《
月
令
廣
義
》
・

(
25
)
這
十

四
首
是

:
嵯
峨
天
皇

《
史
記
講
寛

賦
得

張

子

房
》

・
《
長

門
怨
》

・
《
捷
好
怨
》

・
《

王
昭
君
》

・
良
零
安

世
《
賦

得

季

札
》

・
《
奉
和
王
昭
君
》

・
仲

雄
王
《
賦
得
漢
高

租
》

・
管
原
清

公
《
賦
得
司
馬
遷
》

・
《
奉
和
王
昭
君
》

・
亘
勢
識

人
《
奉
和

長

門
怨
》

・
《
奉
和
捷
好
怨

》

・
桑

原
腹
赤

《
奉
和

姥
好

怨
》

・

朝
野
鹿

取
《
奉
和
王
昭
君
》

・
均
見
《
文
華
秀
麗
集
》
巻
中

。

(
26
)
《
古
今
和
歌
集
目
録
》

。

(
27
)
《
全
唐
詩
》
巻
九
十
六

。

(
28
)
《
全
唐
詩
》
巻
九
十
九

。

(
29
)
《
全
唐
詩
》
巻
七
十

六

。

(
30
)
〈
全
唐
詩
》
巻

五
十
四

。

(
31
)
〈
全
唐
詩
》
巻

二
百
五
十

一
。

(
32
)
《
全
唐
詩
》
巻

二
百
七
十
七

。

(33
)
《
全
唐
詩
》
雀
二
一山ー
⊥ハ
。

(
34
)
《
全
唐
詩
》
巷

五

。

(
35
)
《
全
唐
詩
》
雀

五
十

四

。

(
36
)
《
全
唐
詩
》
巻
九
十
四

。

(
37
)
〈
全
唐
詩
》
巻

一
百
八
十
四

。

(
38
)

〈
全
唐
詩
》
巻

二
百

四
十
九

。

(
39
)

《
菅

家
文
草
》
巻

二

。

(
40
)
〈
菅

家
文
草
》
巻

五

。

(
41
)
《
菅

家
文
草
》
巷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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