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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論
は
、
中
国
の
復
旦
大
学
博
物
館
の
簡
単
紹
介
を
通
じ
て
関
西
大
学
と
の
交
流

お
よ
び
友
誼
の
増
進
を
図
る
た
め
の
も
の
で
あ
る
。

　

復
旦
大
学
博
物
館
は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末
に
創
建
し
、
一
九
九
一
年
に
正
式
に

開
館
し
た
。
現
時
点
の
四
千
余
点
の
収
蔵
品
は
、
主
と
し
て
台
湾
カ
オ
シ
ャ
ン
族
の

文
物
と
、
殷
商
時
代
の
甲
骨
文
が
刻
ま
れ
た
甲
骨
、
中
国
歴
代
の
貨
幣
、
陶
磁
・

玉
・
青
銅
・
竹
・
木
器
や
書
道
・
絵
画
な
ど
種
々
の
工
芸
美
術
品
と
の
四
種
類
の
も

の
よ
り
構
成
さ
れ
て
い
る
。
な
か
に
は
、
特
に
復
旦
大
学
故
劉
咸
教
授
よ
り
寄
贈
さ

れ
た
台
湾
カ
オ
シ
ャ
ン
族
に
関
連
す
る
資
料
は
、
台
湾
カ
オ
シ
ャ
ン
族
の
生
業
や
、

生
活
、
建
築
、
信
仰
、
芸
術
な
ど
の
各
方
面
に
及
び
、
中
国
に
お
け
る
同
類
の
収
蔵

品
の
な
か
で
数
量
が
最
も
多
く
品
質
が
最
も
高
い
も
の
で
あ
る
。
小
論
は
お
も
に
こ

れ
ら
の
台
湾
カ
オ
シ
ャ
ン
族
の
資
料
を
紹
介
し
た
。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月
至
二
〇
〇
〇
年
三
月�
作�
交
流
学
者�
我
从
中
国�
旦
大

学
赴�
西
大
学
从
事
研
究
工
作
。
期�
�
上
井
久�
教
授
古
道�
�
�
先
后
三
次�

�
携
我�
光
、
采�
�
使
我
有
机
会
更
深
入
地
了
解
日
本
的�
史
、
文
化
和
民
俗
。

高
野
的
山
、
伊�
的
建
筑
、
涌
出�
的�
式
…
…�
都�
�
了
我�
�
忘
的
友
情
。

今
年
是
上
井
先
生�
退
之
年�
按
中
国
文
人
的�
例�
著
文
以
誌�
�
是
表�
�
当

事
人
友
情
和�
敬
的
最
好
形
式�
�
者
因
而
撰
此
小
文�
以
表�
上
井
先
生
的
敬
意

和
感
激
。�
于
上
井
先
生
担
任

着�
西
大
学
博
物�
�
�
之�
�

而
本
人
也
任�
于�
旦
大
学
文

物�
博
物�
学
系
和�
旦
大
学

博
物�
�
因
此
文
章
的
内
容
就

定�
�
旦
大
学
博
物�
介�
。

『�
其�
矣
、
求
彼
友
声
』

（《�
・
小
雅
・
伐
木
》）�
愿
此

小
文
能
有
助
于�
�
�
大
和�

旦�
校
之�
的
交
流
和
友�
。

　
　
�
旦
大
学
博
物�
坐
落
在

�
景
秀�
的
校�
内
二
百
号
楼

（�
一
）�
建
筑
面�
�
一
千
六

百
平
方
米
。�
内
有
藏
品
四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七

�
其�
矣
、
求
彼
友
声

―　�
旦
大
学
博
物�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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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件�
�
外
其
它
分
藏
于
各
院
系
的
文
物
和�
本�
�
�
数
十
万
件
。
目
前�
藏
特

色
精
品
集
中
在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
一
、
台
湾
高
山
族
民
俗
文
物�
有
四
百
多
件
套
。

二
、
殷
商
甲
骨
文
片�
�
�
三
三
八
片
。
三
、
中
国�
代�
�
�
�
五
百
多
件
。
四
、

陶
、
瓷
、
玉
、
青�
、
竹
木
工�
、�
法�
画
等�
件�
共�
千
多
件
（�
二
・

三
）。
下
面
集
中�
�
高
山
族
文
物
。

　
　
�
起�
批
高
山
族
文
物�
必
定
要
提
到
它�
的
原
藏
主�
咸
。�
教
授
字
重
熙�

生
于
一
九
○
一
年�
江
西
都
昌
人�
一
九
二
八
年
考
取
江
西
省
公�
留
学
名�
�
�

笈
英�
�
在
牛
津
大
学
攻�
人�
学�
�
的
研
究
生�
�
�
士
学
位
。
曾
被�
�
英

国
皇
家
人�
学
会
会�
和
巴
黎
国�
人�
学
院
院
士
。
回
国
后
曾
担
任
山�
大
学
生

物
系
教
授
、
上
海�
南
大
学
教

授
等�
。
中�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入�
旦
大
学�
曾
任
社
会

学
系
主
任�
后�
期
任
教
于
生

物
系
人�
学
教
研
室
。

　
　

身�
著
名
的
人�
学
家�

�
咸
教
授
兼�
体�
�
文
化�

个�
域�
�
趣
广
泛
。
三
、
四

十
年
代
曾
赴
台
湾�
高
山
族
作

人�
学�
�
�
在
走�
和
研
究

�
程
中�
他
深
深
地�
�
�
多

姿
的
高
山
族
文
化
所
吸
引�
萌

�
了
系�
搜
集�
民
族
文
物
的

念�
。
从
服
装
、
装�
品�
到

建
筑
部
件
、�
珠�
�
�
从
手
杖
、
烟
具�
到
陶
偶
、
木
雕
像�
一
一�
入�
咸
的

�
�
。
他
悉
心
采
集�
妥
善
保
管�
然
后�
�
千
里�
�
往
内
地
。
可
以
想�
�
他

�
此
耗�
了
多�
巨
大
的
心
血
和�
力
。
建
国
后�
�
咸
教
授
将
其
收
藏
的�
些
文

物
无
私
地
捐�
�
了�
旦
大
学
。

　
　

在
中
国
大�
地
区�
比�
集
中
地
收
藏
台
湾
高
山
族
文
物
的�
位
屈
指
可
数�

而�
旦
大
学
的�
批
藏
品
（�
四
）�
数
量
最
多
、�
量
最
高
、
无
出
其
右
者
。
它

�
�
及
高
山
族
同
胞
生�
、
生
活
、
建
筑
、
信
仰
、�
�
各
个
方
面
。
由
于
台
湾
地

区
上
个
世�
社
会�
�
迅
疾�
因
此
即
使
在
那
里�
象�
似
系�
、
典
型
的
高
山
族

文
物
也
已
不
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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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山
族
是�
台
湾�
上
原
住
少
数
民
族
的�
称�
台
湾
人�
称
之�
『
山
地
同

胞
』
或
『
山
胞
』��
有
人
口�
四
十
万
（�
外
大�
福
建
、
浙
江
等
沿
海
地
区
散

居
着�
三
千
左
右
的
高
山
族
人
）。
他�
一
般
可
分�
九
个
支
系�
即
：
泰
雅
、�

夏
、
布�
、
曹
、�
�
、
排
湾
、
卑
南
、
阿
美
、
雅
美
。

　
　

高
山
族
人
曾�
期
使
用
弓
矢�
�
�
�
行
集
体�
�
。
到
二
十
世�
�
�
耕�

成�
比�
重
要
的
生�
方
式�
可
男
人�
一
入�
�
、
仍
然
入
山
狩�
。�
多
族
群

在
重
大
的
祭
祀
活�
前�
都
需
先
行
狩�
�
尤
其
是
阿
美
人
和
卑
南
人�
年�
要�

行
一
、
二
次�
式
性
的�
体
狩�
。�
咸
收
集
的
弓
和�
�
就
形
象
地
反
映
了�
�

一�
�
�
状
况
和
文
化
特
色
。
性
格
豪
放
的
高
山
族
男
人
（
包
括
一
些�
女
）�
喜

�
佩
戴
腰
刀
外
出�

�
�
既
可
御�
防�
�

也
便
于
采
薪
伐
木
。

此�
情
形�
可
从
本

�
展
出
的
数
件
腰
刀

（�
五
）�
得
一
斑
。

　
　

台
湾�
�
光�

�
�
景
色
秀�
。
婀

娜�
妍
的
大
自
然
哺

育
了
高
山
族
人
民
的

�
美
之
心
。
他�
衣

�
�
�
�
式�
繁
多�

其
中
又
以
排
湾
人
的

着
装�
�
最�
引
人

注
目
。
各
族
群
都
特

�
注
重
装�
�
�
物�
�
比
衣
服�
�
�
要
多
。
从�
到
脚�
各
有
不
同
的�
物
。

�
咸
收
集
的
衣
服
和
装�
品
一�
文
物�
有
九
十
多
件�
它�
生�
地
展
示
了�
一

衣�
文
化
（�
六
）。

　
　

高
山
族
大
多
有
吸
烟
的
嗜
好
。
有
的
族
群
男
女
老
幼
都
吸
烟�
有
的�
有
所
限

制�
像
布�
人
禁
止
儿
童�
未
婚
少
女
吸
烟�
阿
美
人
禁
止
未
成
年
男
女
吸
烟
。
烟

是
用
自
己�
的
烟
叶
卷
成
的
。
烟
具
一
般
多
用
竹
根�
烟
斗�
箭
竹�
吸
管�
形
似

小�
。
其
状
可
从
本�
�
列
的
那
些
烟
斗
得�
。

　
　

嗜
酒�
乃
高
山
族
人
千
百
年
来�
成
的�
一�
性
。
他�
一
般
都
能
自�
粟
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九

�五

�六

�七



米
酒
和
薯
酒
。
生
活
中
他�
�
不�
酒�
凡
遇
祭
祀
、
生
育
、
婚
礼
、
建
屋
、
收�

等
大
事�
更
要
相
聚
狂�
�
以
歌
舞
相
伴�
痛
喝
豪�
一
番
。
喝
酒�
没
有
什�
禁

忌�
一
般
以�
人
共
杯
喝
酒
表
示
情
意�
持
杯�
人
共�
表
示
敬
意
。�
人
或
三
人

合�
�
�
属
高
山
族
酒
文
化
的
一
大
特
点
。

　
　

雕
刻
是
高
山
族�
�
�
作
的
重
要
表�
形
式
之
一
。
他�
既
在
武
器
、
宗
教
用

具
及�
�
多
多
日
常
木
器
用
品
上
雕
刻�
�
�
常
在
家
屋
的
横
梁
、
屋
檐
、�
�
及

屏�
等�
雕
刻
。
本�
内
的
木
雕
人
像�
手
杖
、
木
杯
、
烟
斗
、
木
臼
上
留
下
的
雕

刻�
�
�
和
各�
家
屋
雕�
�
真�
�
�
了
高
山
族
人
在�
�
上
的
追
求�
以
及
他

�
朴
拙
、
充�
童
趣
的�
作�
格
。�
里�
�
其
中
的
三
件
、
供
大
家
一�
。

　
　

雕
板
（�
七
）
雕
板
是
屋
内
的
一�
嵌
板�
此
件�
四
六
・
四
、�
三
八
・
六

厘
米
。
中�
一
条�
蛇�
其
上
有
一
个
人�
�
下
有
三
个
人�
�
�
旁
各
有
一
个
站

立
的
人
。

　
　

屏�
（�
八
）
高
一
三
○
・
一
、�
一
二
三
・
四
厘
米�
�
座�
脚�
一
○
七

厘
米
、
上
刻
人
形
二�
人�
一�
蛇
形
二
。

　
　

檐
板
（�
九
）
高
五
一
・
二
、�
一
二
三
・

四
厘
米�
上
面
雕
二
大
二
小
人�
�
人�
上
各�

一
条
蛇�
下
面
雕
八
个
持�
或
背�
物
的�
士
或

�
人
。

　
　

家
屋
雕�
常�
于
排
湾
人
的
住�
。
以
上
三

件
木
雕
文
物
中
的
人
形�
�
是
祖�
的
象
征
。�

士
或�
人
的�
案�
�
�
是
在
叙�
一
段
家
族
的

故
事
。
蛇
系
百�
蛇�
相�
很
久
以
前�
百�
蛇

在
陶�
里
孵
了
一
个
蛋�
后�
生
出
一
个
男�
�

�
大
后
被
族
人
尊�
�
目
。
…
…
因
此�
些
建
筑

�
件
、
不�
�
用
且
具
美
感�
�
�
生
活
信
仰
有

�
。

　
　
�
旦
大
学
博
物�
�
建
于
八
○
年
代
末�
正
式�
�
是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
十
年

来�
本�
�
作�
�
良
好�
在
中
国
高
校
中�
立
了
重
要
的
地
位
。
最
近�
本�
申

�
中
国
教
育
部
『
高
校
数
字
博
物�
』�
目
并�
成
功
。
按�
�
�
�
�
一�
二
年

的
努
力�
将
建
成
『�
旦
大
学
文
化
人�
学
数
字
博
物�
』。
届
扮�
世
人
可
从
网

上�
�
和�
�
�
旦
大
学
博
物�
�
当
然
也
能
更
全
面
、
深
入
地�
�
其
收
藏
的
各

�
文
化
珍
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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