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別寄稿] 居延新簡的法制史料

著者 李 均明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volume 24
page range 87-97
year 1991-03-30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Materials of Law in the Newly Excavated

Jin-yan Han Strips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15993



居
延
新
簡
に
含
ま
れ
る
法
制
闊
係
史
料
は
、
一
に
詔
書
、
律
令
の
本
文
、
二
に
司

法
閥
係
、
裁
判
闊
係
の
文
書
、
主
と
し
て
劾
朕
と
よ
ば
れ
る
も
の
、
三
に
そ
の
他
の

文
書
の
中
で
法
律
の
執
行
を
裏
書
き
す
る
よ
う
な
闊
係
の
文
書
を
あ
げ
る
こ
と
が
で

き
る
。詔

書
、
律
令
の
本
文
は
そ
の
ま
ま
法
制
史
料
で
あ
る
が
、
そ
の
ほ
か
劾
吠
と
い
う

名
稲
の
一
群
の
裁
判
開
係
史
料
が
出
土
し
た
こ
と
は
注
目
す
べ
き
こ
と
で
あ
る
。

ま
た
、
功
労
を
計
算
す
る
文
書
で
、
特
に
秋
射
に
闊
係
し
た
も
の
、
過
書
刺
と
郵

書
課
が
あ
っ
て
、
過
書
刺
は
文
書
の
移
動
を
客
観
的
に
記
録
し
た
も
の
、
郵
書
課

ほ
、
移
動
が
規
定
に
合
う
か
否
か
を
判
定
し
た
も
の
と
い
う
よ
う
に
、
法
律
の
適
用

状
況
を
物
語
る
も
の
が
あ
る
。

行
政
法
等
方
面
的
内
容
。
居
延
漢
簡
有
一
九
三

0
年
和
一
九
七
二
年
以
後
出
土

的
、
前
者
筆
者
名
之
為
薔
簡
、
後
者
筆
者
名
之
為
祈
簡
゜
蒻
於
薔
簡
和
一
部
分

①
 

祈
簡
中
的
法
制
史
料
、
大
庭
脩
先
生
在
『
秦
漢
法
制
史
的
研
究
』
一
書
中
已
経

居
延
新
簡
的
法
制
史
料

居
延
漢
簡
中
的
法
制
史
料
非
常
豊
営
、
渉
及
刑
法
、
訴
訟
法
、
民
法
、
軍
法
、

居

延

新

簡

的

法

制

史

料

八
七

作
了
比
較
詳
盛
的
考
證
、
為
今
後
的
研
究
霙
定
了
基
礎
。
最
近
、
廿
粛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
甘
粛
省
博
物
館
、
文
化
郡
古
文
獣
研
究
室
、
中
國
祉
會
科
學
院

②
 

歴
史
研
究
所
合
編
的
『
居
延
祈
簡
』
一
書
已
由
文
物
出
版
祉
出
版
。
此
書
牧
輯

了
破
城
子
甲
渠
候
官
遺
址
和
甲
渠
塞
第
四
隧
選
址
出
土
的
八
千
一
百
五
十
三
枚

簡
讀
。
本
文
擬
為
『
居
延
新
簡
』
中
的
法
制
史
料
描
翰
一
個
輪
廓
、
供
大
家
参
考
。

為
便
於
餃
述
、
本
文
将
居
延
新
簡
中
的
法
制
史
料
劃
分
三
大
類
：
第
一
大
類

是
詔
書
律
令
。
第
二
大
類
是
司
法
文
書
。
第
三
大
類
是
有
可
能
作
為
司
法
書
證

的
其
宮
文
書
。

詔
書
是
皇
帝
的
命
令
、
具
有
法
律
放
力
。
詔
書
的
稲
謂
、
秦
始
有
之
、
張
守

R
 

節
云
：
「
制
詔
三
代
無
文
、
秦
始
有
之
。
」
如
淳
云
：
「
詔
、
告
也
、
自
秦
漢
以

④
 

下
、
唯
天
子
獨
稲
之
。
」
《
漢
制
度
》
載
・
・
「
＿
帝
之
下
書
有
四
：
一
日
策
書
、
ニ

曰
制
書
、
三
曰
詔
書
、
四
曰
誡
救
。
策
書
者
、
編
簡
也
、
其
制
長
二
尺
、
短
者

詔

書

律

令
李

均

明



半
之
、
荼
書
、
起
年
月
日
、
稲
皇
帝
、
以
命
諸
侯
王
。
―
―
―
公
以
罪
免
亦
賜
策
、

而
以
隷
書
、
用
尺
一
木
雨
行
、
唯
此
為
異
也
。
制
書
者
、
＿
帝
者
制
度
之
命
、
其

文
日
制
詔
三
公
、
皆
璽
封
、
尚
書
令
印
重
封
、
露
布
州
郡
也
。
詔
書
者
、
詔
、

告
日
、
其
文
日
告
某
官
云
、
如
故
事
。
誡
放
者
、
謂
救
刺
史
、
太
守
、
其
文
曰

⑤
 

有
詔
救
某
官
。
宅
皆
佑
此
。
」
察
畠
《
獨
断
》
将
「
誡
敬
」
稲
作
「
戒
書
」
。
闘

⑥
 

於
制
詔
的
幾
種
形
態
、
大
庭
脩
先
生
有
過
専
門
的
論
述
、
此
不
贅
述
。
根
擦

《
漢
制
度
》
的
記
載
、
所
謂
策
書
、
制
書
、
詔
書
、
誡
放
是
針
到
不
同
的
到
象

和
事
類
、
如
策
書
以
命
諸
侯
王
、
制
書
以
制
詔
一
二
公
、
詔
書
以
告
諸
官
、
誡
栽

放
刺
史
、
太
守
等
。
上
述
劃
分
在
居
延
漠
簡
中
還
没
有
得
到
充
分
反
映
、

E
P

T
五

O・
ニ
〇
九
A
、
B
:
「
蕊
建
始
元
年
霊
四
年
詔
書
」
為
一
巷
首
褐
、
賂
皇

帝
的
命
令
都
統
稲
為
詔
書
。
居
延
漢
簡
所
見
詔
書
都
是
傭
抄
件
而
不
可
能
是
原

件
。
博
抄
詔
書
的
形
式
有
面
種
、
一
是
抄
録
全
文
、
二
是
摘
録
正
文
、
前
者
如
：

H
制
詔
納
言
：
其
令
百
遼
隈
省
所
典
、
脩
蕨
戟
務
、
順
時
氣
。

天
鳳
三
年
十
一
月
戊
寅
下

口
制
詔
納
言
：
農
事
有
不
牧
蔵
積
緊
、
牛
馬
畜
獣
有
之
者
、
取
之
不
誅
。

E
P
T
五
九
・
六
二
、
六
一
―
―

●
始
建
闊
天
鳳
三
年
十
一
月
戊
寅
下

曰
制
詔
御
史
・
・
秋
牧
敏
之
時
也
、
其
令
郡
諸
侯
口

地
節
三
年
八
月
辛
卯
下

印
曰
居
延
都
尉
章

地
節
三
年
十
月
壬
辰
歩
廣
卒

lZl

E
P
T

五
九
•
六
一

E
P
T
五
三
・
七

0
A

E
P
T
五
三
・
七

O
B

例
曰
所
見
背
文
表
明
詔
書
是
由
都
尉
府
佃
抄
並
下
逹
゜
詔
書
従
稜
布
之
日
至

博
逹
到
候
官
需
雨
個
月
。
凡
詔
書
本
文
、
文
末
均
署
「
某
年
琥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〇
始
建
國

7l 
口
六
百
八
十
九

E
P
T
五
ニ
・
ニ
八

0
A

E
P
T
五
ニ
・
ニ
八

O
B

千
支
下
」
、
奮
簡
所
見
、
其
下
還
有
統
計
字
敷
、
如
：

四
前
三
年
十
二
月
辛
巳
下
。
凡
九
十
一
字
『
合
校
』
―
二
六
・
ニ
九

固
□

符
令
。
制
日
：
可
。
孝
文
皇
帝
三
年
七
月
庚
辰
下
。
凡
六
十
六
字
。

『
合
校
』
三
一
＝
ニ
・
九
、
一
七
九
•
五

因
□

十
一
月
壬
寅
下
。
凡
舟
八
字
。『

合
校
』
―
―
七
•
四
三
、
ニ
ニ
五
・
ニ
五

偲
抄
詔
書
的
男
一
種
形
式
是
摘
録
正
文
、
如
．．
 

心
〇
詔
書
：
長
安
縣
更
為
常
安
口

詔
書
：
長
〔
安
〕
更
為
常
安
府
ロ
ロ
ロ

匹

0
詔
書
・
・
壽

□

口
散
封
為
守
節

IZl

因
詔
書
日
：

制
日
：
可
。

除
匈
奴
之
琥

E
P
T
五
九
．
―
-
七
A

E
P
T
五
九
．
―
-
七

B

E
P
T
五
九
・
八
八
一

E
P
T
五
九
・
一
四
四

漠
簡
所
見
詔
書
的
稜
布
通
常
也
有
雨
種
形
式
、
一
種
如
前
文
例
日
至
曰
以
皇

帝
的
名
義
直
接
制
詔
三
公
等
。
第
二
種
是
通
過
議
事
制
可
。
制
可
方
式
有
議
事

請
詔
的
過
程
、
郎
由
臣
下
先
提
出
報
告
或
議
論
、
由
皇
帝
批
示
可
否
或
具
臆
意

見
、
臣
下
的
議
論
往
往
成
為
詔
書
的
主
要
内
容
、
新
簡
所
見
如
：

長
秩
官
吏
員
。
丞
相
請
許
臣
牧
罷
官
印
上
御
史
、
見
岡
自
詞
。
臣
昧
死

以
聞
。

口
口
其
減
罪
一
等
、
嘗
。
安
世
以
重
罪
完
為
城
日
一
。
制
日
：
以
贖
論
。
.
神

例
曰
所
見
保
持
了
詔
書
的
原
格
式
、
「
制
」
字
的
位
置
高
於
其
右
文
字
、
以

駐

E
P
T

五
九
•
五
三
六

t
¥、
↓
＼
｀

I
I
 



ロ 橡
諏

吏
民

E
P
T
五
六
・
三
八

E
P
T
六
五
・
三
〇

口
者
錢
人
八
十
、
入
其

□

E
P
T
六
五
・
五

0
0

国
等
、
以
縣
官
事
公
白
査
攻
牢
獄
、
入
殺
故
縣
長
、
断
頭
投
人
衆
中
、
所

Z

敗
俗
傷
口
栗
不
可
長
、
嘗
以
時

□

誅
、
如
憚
言
口
可
口
臣
請
口

居
延
新
筒
的
法
制
史
料

国
口
請
詔
盆
戌
卒
口

示
皇
帝
的
櫂
威
。
新
簡
所
見
請
詔
残
文
叉
如

E
P
T

五
九
•
五
五
一

四
IZl臣
請
免
其
所
薦
用
在
宮
司
馬
殿
中
者
、
光
禄
動
術

新
簡
中
有
闊
詔
書
的
内
容
更
多
地
出
現
在
傭
逹
、
執
行
詔
書
過
程
中
産
生
的

下
行
和
上
行
文
書
中
、
前
者
如
：

固
痰
吏
卒
稗
命
給
珠
崖
軍
屯
有
罪
及
亡
命
者
赦
除
其
罪
詔
書
。
書
到
言
所
下

上
行
文
書
如
：

g
建
武
四
年
五
月
辛
巳
朔
戊
子
、
甲
渠
塞
尉
放
行
候
事
敢
言
之
。
詔
書
日
：

母
得
伐
樹
木
、
有
無
四
時
言
。

0
謹
案
郡
吏
母
伐
樹
木
者
、
敢
言
之
。

E
P
F

ニ
ニ
•
四
八
A

E
P
F
ニ
ニ
・
四
八
B

国
建
武
四
年
五
月
辛
已
朔
戊
子
、
甲
渠
塞
尉
放
行
候
事
敢
言
之
。
府
移
使
者

E
P
F

ニ
ニ
•
四
七
A

所
詔
書
曰
：
母
得
屠
殺
馬
牛
、
有
無
四
時
言
。

0
謹
案
部
吏
昴
屠
殺
馬
牛

者
、
敢
〔
言
之
。
〕

八
九

詔
書
的
内
容
根
廣
乏
、
常
見
於
邊
塞
的
還
有
以
皇
帝
的
名
魯
装
布
的
通
輯
令

ー
名
捕
詔
書
、
如

．．
 

E
P
F
ニ
ニ
・
四
七

B

因

Z
朔
乙
酉
、
萬
歳
候
長
宗
敢
言
之
。
官
下
名
捕
詔
書
日
・
・
清
河
不
知
何
七

男
子
共
賊
婚
男
子
李

口
強
盗
兵
馬
、
及
不
知
何
男
子
凡
六
十
九
人
酷
謀
更
□

□

口
怨
攻
盗
賊
婚

人
舎
、
攻
亭

E
P
T
五
・
一
六

此
例
所
見
為
上
行
文
書
、
文
中
含
名
捕
詔
書
的
内
容
。
所
有
的
詔
書
都
具
有⑦

 

法
律
放
力
、
許
多
詔
書
的
内
容
已
「
具
為
令
」
、
「
著
於
令
」
、
「
定
著
令
」
、
但
是

否
所
有
的
詔
書
都
納
入
律
令
條
款
尚
待
進
一
歩
研
究
。
納
入
法
令
條
款
的
詔
書

⑧
 

如
武
威
磨
咀
子
漢
墓
出
土
的
王
杖
詔
書
令
、
簡
文
署
「
蘭
豪
令
第
冊
二
」
律
令

條
款
的
編
序
如
E
P
F
ニ
ニ
・
四
一
六
：
「
ロ
ロ
言
不
敬
、
護
非
大
不
敬
在
第

三
・
巻
五
十
。
」
居
延
新
簡
中
也
有
一
些
律
令
本
文
、
如
：

句
以
兵
刃
索
縄
宅
物
可
以
自
殺
者
豫
囚
、
囚
以
自
殺
・
殺
人
若
自
傷
・
傷
人
、

而
以
寧
二
旬
中
死
、
豫
者
究
為
城
旦
春
、
及
有

E
P
S
四
T
ニ
・
一

0
0

E
P
S
四
T
ニ
・
一

0
1

臼
□

口
嘗
謀

□

若
辟
不

□

長
壽

□

口
之
皆
為
不
平
端
、
囚
以

回
囚
律
：
告
劾
母
軽
重
皆
闊
濁
所
二
千
石
官
。

以
上
四
例
均
為
断
獄
之
類
、
営
蹄
九
章
之
囚
律
゜

E
P
S
四
T
二

・
1
0
ニ

E
P
T
 10・ 
ニ
A

曰
移
人
在
所
縣
道
官
、
縣
道
官
獄
訊
以
報
之
、
勿
徴
逮
、
徴
逐
者
以
檀
移
獄

論。 捺
諏



縁
故
。

口
回
官
去
府
七
十
里
、
書
一
日
一
夜
常
行
百
六
十
里
、
書
積
二
日
少
半
日
乃
到
、

解
何
？
書
到
、
各
推
辟
界
中
、

E
P
S
四

T
ニ
・
八

A

不
中
程
百
里
罰
金
半
雨
、
過
百
里
至
二
百
里
一
雨
、
過
二
百
里
二
雨
。

不
中
程
車
一
里
奪
吏
主
者
榜
各
一
日
、
二
里
奪
令

□

各
一
日
。

E
P
S
四

T
ニ
・
八

B

此
例
正
面
為
瀾
於
博
遁
郵
書
留
遅
的
責
問
書
、
背
面
為
相
應
的
律
文
、
常
膨

⑨
 

行
書
律
一
類
。
漢
代
郵
行
有
程
、
不
中
程
則
坐
罪
。

固
●
功
令
第
冊
五
：
士
吏
、
候
長
、
蓬
隧
〔
長
〕
常
以
令
秋
射
、
焚
矢
十
二

E
P
T

五
―
―
-
•
三
四

価

121
ロロロ

□

中
番
六
為
程
、
過
六
及
不
満
六
賜
奪
榜
、
矢
各
十
五
日
。

E
P
T
-

―
•
一

以
上
二
例
腸
同
一
令
文
、
奮
簡
所
見
完
整
者
如
『
合
校
』
四
五
・
ニ
―
―
-
：

「
●
功
令
第
冊
五

．．
 
候
長
、
士
吏
皆
試
射
、
射
去
埠
骨
、
弩
力
如
焚
弩
、
焚
十

二
矢
、
中
番
矢
六
為
程
、
過
六
、
矢
賜
傍
十
五
日
。
」
漢
代
功
令
名
目
甚
多
、

《
漢
書
・
儒
林
博
》
「
太
常
著
功
令
」
又
「
請
著
功
令
」
、
師
古
注
・
・
「
新
立
此

條
、
請
以
著
於
功
令
。
功
令
、
篇
名
、
若
今
還
學
令
。
」
《
史
記
・
儒
林
博
》
「
太

史
公
曰

．．
 
餘
讀
功
令
。
」
《
索
隠
》
：
「
謂
學
者
課
功
著
之
令
、
即
今
之
學
令
是

也
。
」
功
令
第
冊
五
隠
見
於
居
延
漠
簡
、
是
由
子
邊
塞
侮
年
都
要
秋
射
課
功
的

輿
律
令
並
行
的
還
有
科
品
、
官
是
律
令
的
補
充
或
細
目
。
《
後
漢
書
・
安
一
帝

必
得
事
、
案
到
、
如
律
令
。
言
會
月
廿
六
日
、
會
月
廿
四
日
。

直
錢
四
萬

紀
》
・
・
「
菌
制
律
令
、
各
有
科
品
。
」
新
簡
所
見
如
：

因
等
三
人
捕
莞
慮
斬
首
各
二
級
、
嘗
免
為
庶
人
、
有
書
。
今
以
蕉
制
律
令
為

捕
斬
匈
奴
慶
、
反
梵
購
賞
各

如
牒
。
前
諸
郡
以
西
州
書
免
劉
玄
及
王
便
等
為
民
、
皆
不
営
行
。
書
到
、

以
科
別
従
事
、
官
奴
婢
以
西
州

0
捕
斬
匈
奴
虜
、
反
莞
購
賞
科
別

E
P
F
ニ
ニ
・
ニ
ニ
ニ

〇
其
生
捕
得
酋
豪
王
侯
君
長
将
率
者
一
人

lZl吏
増
秩
二
等
、
従
奴
胆
購
如

比゚

R
右
捕
匈
奴
虜
購
科
賞

0
有
能
生
捕
得
反
莞
従
傲
外
来
、
為
間
候
動
静
中
國
兵
、
欲
寇
盗
殺
略
人

民
、
吏
増
秩
二
等
、
民
典
購
錢
五
蔦
、
従
奴
・
宅
典
購
如
比
゜

R
右
捕
反
梵
科
賞

此
例
為
賞
科
。

E
P
F
ニ
ニ
・
ニ
ニ
―
至
ニ
―
―
一
五
披
簡
隔
同
一
賞
科
冊
書
、

上
文
僅
拳
八
簡
説
明
。
科
比
之
外
尚
有
品
制
、
新
簡
所
見
如
：

国
大
司
農
臣
延
奏
罪
人
得
入
錢
贖
品

為
IZl

其
斬
匈
奴
賂
率
者
将
百
人
以
上
、

E
P
T
五
六
・
三
五

E
P
F
ニ
ニ
・
ニ
―
―
―

E
P
F
ニ
ニ
・
ニ
三
―
―

一
人
購
錢
十
萬
、
吏
増
秩
二
等
、
不
欲

E
P
F
ニ
ニ
・
ニ
ニ
四

E
P
F
ニ
ニ
・
三
三

E
P
F
ニ
ニ
・
ニ
三
三

E
P
F
ニ
ニ
・
ニ
三
五

E
P
T
五
六
・
三
六

E
P
T
五
六
・
三
七

贖
完
城
旦
春
六
百
石

究
鉗
城
旦
春
九
百
石
直
錢
六
萬

此
例
為
贖
品
。
漠
簡
所
見
品
制
敷
量
最
多
的
是
蜂
火
品
。
漢
代
有
闊
婚
畢
蜂

火
的
律
文
蹄
興
律
章
、
但
律
文
不
可
能
規
定
各
地
段
婚
學
蜂
火
的
具
燈
信
被
、

九
0



戊
六
年

居
延
新
簡
的
法
制
史
料

E
P
T

六
八
•
五

九

⑩
 

故
各
都
尉
或
地
謳
有
本
部
使
用
的
蜂
火
品
、
即
簡
文
所
謂
「
定
蜂
火
輩
」
。
新

簡
所
見
甲
渠
・
珍
北
・
舟
井
塞
使
用
的
「
塞
上
蜂
火
品
約
」
（
全
文
略
、
見

E

P
F
一
六
・
一
至
一
七
）
最
有
代
表
性
。
科
品
的
名

H
根
多
、
是
律
令
的
具
箆

化
。
程
樹
徳
《
九
朝
律
考
》
引
哀
宏
《
後
漢
紀
》
：
「
今
科
條
品
制
禁
令
、
所
以

以
承
天
順
民
者
、
備
突
悉
癸
。
」

詔
書
律
令
科
品
是
新
簡
所
見
法
制
史
料
中
最
基
本
、
最
可
翁
的
部
分
。

司

法

文

書

《
漢
書
・
張
湯
博
》
載
・
・
「
父
為
長
安
丞
、
出
、
湯
為
兒
守
舎
、
還
、
鼠
盗

肉
、
父
怒
笞
湯
、
湯
掘
窟
（
重
3

得
鼠
及
餘
肉
、
劾
鼠
、
掠
治
、
博
妥
書
、
訊

鞠
論
報
、
井
取
輿
肉
、
具
獄
礫
堂
下
、
父
見
之
、
視
文
僻
如
老
獄
吏
、
大
驚
、

遂
使
書
獄
。
」
絞
述
了
漢
代
訴
訟
論
決
程
序
、
但
古
籍
所
見
具
骸
事
例
極
少
、

亦
未
見
完
整
的
治
獄
文
辟
、
居
延
漢
筒
則
可
補
史
籍
所
峡
、
展
示
較
完
整
的
劾

朕
．
妥
書
等
司
法
文
書
、
新
簡
所
見
如
：

向
建
武
五
年
五
月
乙
亥
朔
丁
丑
、
主
官
令
史
諏
敢
言
之
。

謹
移
劾
吠
一
編
敢
言
之
。

甲
渠
塞
百
石
士
吏
居
延
安
國
里
公
乗
鳴
匡
、
年
舟
二
歳
、
始
建
國
天
鳳
上

三
月
己
亥
除
署
第
四
部
、
病
欺
短
氣
、
主
亭
隧
七
所
、
評
呼

七
月
□

□

除
署
第
〔
十
〕
部
、
士
吏
〔
凋
〕
匡
軟
弱
不
任
吏
職
、
以
令
斥

建
武
五
年
五
月
乙
亥
朔
丁
丑
、
主
官
令
史
諌
劾
移

居
延
獄
以
律
令
従
事
。

五
月
丁
丑
、
甲
渠
守
候
博
移
居
延
、
｛
昂
移
如
律
令
。

⑪
 

E
P
T

六
八
•
三

〇
状
飴
・
・
公
乗
居
延
罷
汗
里
、
年
冊
九
歳
、
姓
夏
侯
氏
、
為
甲
渠

候
官
斗
食
令
史
、
署
主
官
、
以
主
領
吏
備
盗
賊
為
職
。
士
吏
喝
匡

軟
弱
不
任
吏
職
、
以
令
斥
免
。

oo建
武
六
年
三
月
庚
子
朔
甲
辰
、
不
侵
守
候
長
業
敢

言
之
。
謹
移
劾
朕
一
編
敢
言
之
。

逗
今
月
三
日
壬
寅
、
居
延
常
安
亭
長
王
閏
・
子
男
同
・
攻
虜
亭
長
趙

戚
千
錢
以
上
、
哨

E
P
T
六
八
・
六
一

刀
剣
及
跛
各
一
、
又
各
持
錐
、
小
尺
白
刀
・
圧
威
各
一
、
蘭
越
甲
渠
嘗

曲
隧
塞
、
従
河
水
中
天
田
出
。

0
案
常
等
持
禁
物

E
P
T

六
八
•
六

E
P
T

六
八
•
六

E
P
T

六
八
•
四

E
P
T
六
八
・
六

0

E
P
T
六
八

常
及
客
民
趙
閏
．
苑
翁
一
等
五
人
倶
亡
、
皆
共
盗
官
兵

E
P
T
六
八

E
P
T

六
八
•
五
九

E
P
T

六
八
•
五
五

E
P
T
六
八
・
五
四

E
P
T
六
八

E
P
T
六
八

始
建
國
天
鳳
上
戊
六
年
七
月
壬
辰
除
署
第
十
郡
士
吏
。
案
匡

E
P
T
六
八

・
1
0

E
P
T
六
八
・
九

／
掠
胃

E
P
T
六
八
・
八

E
P
T
六
八
・
七

免。

E
P
T

六
八
•
六



蘭
越
塞
、
子
邊
闊
倣
逐
捕
未
得
、
官
案
験
未
党
。

居
延
獄
以
律
令
従
事
。

三
月
己
酉
、
甲
渠
守
候

今
年
正
月
中
府
補
業
守
候
長
、
署
不
侵
部
、
主
領
吏

迩
候
備
寇
瘍
盗
賊
為
職
。
酒
今
月
一
＝
日
壬
寅
、
居
延
常
安
亭
長

王
閏
・
聞
子
男
同
・
攻
漿
亭
長
趙
常
及
客
民
趙
閾
．
疸
窪
等

E
P
T
六
八
・
七
一

五
人
倶
亡
、
皆
共
盗
官
兵
、
戴
千
錢
以
上
、
帯
大
刀
・
釧
及
鍍
各
一
、

E
P
T
六
八
・
七
二

又
各
持
錐
、
小
尺
白
刀
・
圧
威
各
一
、
蘭
越
甲
渠
営
曲
隧
塞
、
従
河

水
中
天
田
出
。
案
常
等
持
禁
物
蘭
越
塞
、

子
邊
闊
傲
逐
捕
未
得
、
宅
案
験
未
窟
。
以
此

知
而
劾
無
長
吏
使
、
劾
者
状
具
此

r)

上
述
二
例
為
劾
朕
。
《
急
就
篇
》
「
誅
罰
詐
侭
劾
罪
人
こ
顔
注
：
「
劾
、
攀

嘉 建
武
六
年
三
月
庚
子
朔
甲
辰
、
不
侵
守
候
長
業
劾
移

E
P
T
六
八
・
七
一
―
―

E
P
T
六
八
・
七
四

E
P
T
六
八
・
七
五

E
P
T
六
八
・
七
六

E
P
T
六
八
・
七
〇

E
P
T
六
八
・
六
九

E
P
T

六
八
•
六
八

E
P
T

六
八
•
五
七

E
P
T

六
八
•
五
八

移
移
居
延
、
｛
鳥
移
如
律
令
。
／
操
諏
．
令
史⑫

 

E
P
T

六
八
•
五
六

〇
吠
僻
曰
・
・
公
乗
居
延
中
宿
里
、
年
五
十
一
歳
、
姓
陳
氏
、

E
P
T
六
八
・
六
四

回
□

□

日
：
昌
言
娑
事
、
自
書
所
言
一
巻
、
已
覆
而
休
、
言
未
満
半
日

（巴）

互
百
舟

E
P
T
五
ニ
・
四
六

B

□

□

 

案
之
也
。
」
《
漢
彎
．
杜
周
催
》
：
「
吏
因
責
如
章
告
劾
。
」
告
劾
有
一
定
的
程
序
、

劾
朕
也
有
規
定
的
格
式
。
E
P
T

五
六
．
―
-
八
•
•
「O
右
劾
及
朕
」
、
表
明
劾

欣
由
劾
文
和
朕
僻
雨
部
分
組
成
。
上
述
二
例
中
、
「
●
」
之
前
的
文
字
是
劾
文
、

其
後
為
朕
僻
。
劾
文
和
状
僻
的
主
要
内
容
相
同
、
但
朕
僻
中
要
窃
明
原
告
的
籍

貫
・
年
齢
・
姓
氏
・
任
職
部
門
和
職
務
等
、
劾
文
則
無
。
畢
劾
不
法
是
官
吏
的

職
責
、
撼
例

OO
所
見
、
案
痰
後
即
使
調
査
没
有
完
畢
也
必
須
上
報
訴
状
。
破
城

子
甲
渠
候
官
遺
址
之
E
P
T

六
八
•
E
P
F
-

―
二
出
土
簡
蹟
中
劾
状
的
敷
蓋
較

多
、
劾
状
學
劾
事
多
奥
邊
塞
事
務
有
開
、
如
例

oo所
見
「
持
禁
物
蘭
越
塞
」
、

又
「
失
蘭
不
憂
事
邊
」
（
見
E
P
T
六
八
．
―
-
四
）
、
「
婚
畢
不
如
品
約
、

憂
事
邊
」
（
見
E
P
T
六
八
・
九
一
、
九
二
）
等
。

奥
畢
劾
有
闊
的
還
有
上
髪
事
、
愛
事
指
比
較
緊
急
的
危
害
事
件
。
《
漠
書
・

梅
揺
博
》
：
「
諸
上
麦
事
、
皆
得
於
縣
道
似
紹
偉
、
詣
行
在
所
、
條
到
急
政
。
」

《
周
霞
・
夏
官
・
太
僕
》
鄭
注
・
・
「
若
今
時
上
愛
事
撃
鼓
癸
。
又
若
今
闘
馬
軍
書

嘗
急
聞
者
、
亦
撃
此
鼓
。
」
『
合
校
』
―
―
―
八
七
．
―
二
、
五
六
ニ
・
一
七

．．
 

「肩

水
候
官
令
史
條
得
敬
老
里
公
乗
糞
士
臣
烈
昧
死
再
拝
、
上
言
；
…
；
・
麦
事
書
」
為

上
麦
事
的
一
郡
分
、
未
見
具
怜
内
容
、
新
簡
亦
見
上
愛
事
書
残
文
及
輿
其
有
闘

的
文
書
、
如
．．
 

糞
土
臣
徳
昧
死
再
拝
、
上
言
愛
事
書
、
印
曰
臣
徳
゜
其
丁
丑
合
蒲
甑

E
P
T

五
二
•
四
六
A

E
P
T

五
二
•
四
七

九

不



居
延
新
簡
的
法
制
史
料

回
●
令
相
長
丞
尉
聴
受
言
麦
事
者
、
梃

Z

上
述
三
例
出
於
同
一
探
方
、
或
原
為
一
巻
。
例
曰
背
面
所
署
「
五
百
舟
」
有

可
能
是
立
巻
編
砥
。

居
延
漢
簡
中
敷
量
最
多
的
司
法
文
書
是
妥
書
。
新
簡
所
見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妥
書
是
《
候
粟
君
所
責
寇
恩
事
》
冊
（
全
文
省
略
、
詳
見
E
P
F
ニ
ニ
・
一
至

三
六
）
、
叉
畢
一
例
如
：

箇
建
武
四
年
三
月
壬
午
朔
丁
酉
、
萬
歳
候
長
憲

□

口

隧
●
謹
召
恭
詣
治
所
、
先
以
「
證
縣
官
城
棲
守
徊
口

建
武
四
年
三
月
壬
午
朔
己
亥
、
萬
歳
候
長
憲
敢
言
之
。
官
記
曰
・
・
第
一
隧

長
秦
恭
時
之
倶
起
隧

取
鼓
一
、
持
之
呑
遠
隧
、
李
丹
・
孫
開
證
知
吠
゜
瞼
問
、
具
言
前
言
朕
゜

●
今
謹
召
恭
詣
治
所
瞼

E
P
F
ニ
ニ
・
三
二
九

而
不
更
言
請
、
僻
所
出
入
罪
反
罪
之
」
律
解
告
。
乃
妥
書
瞼
問
、
恭
僻

曰
：
上
進
居
延
臨
仁
里
、
年
廿
八
歳
、

姓
秦
氏
、
往
十
餘
歳
父
母
皆
死
、
典
男
同
産
兄
一
艮
異
居
、
以
更
始
三
年
五

月
中
除
為
甲
渠
呑
遠
隧
長
、

E
P
F
ニ
ニ
・
三
三
〇

代
成
則
、
恭
屡
尉
朱
卿
、
候
長
王
恭
。
郎
秦
恭
到
隧
視
事
、
有
鼓
一
受
助

吏
時
尚
、
鼓
常
縣
塙
戸
内

東
壁
、
尉
卿
使
諸
吏
旦
夕
撃
鼓
稼
二
歳
、
尉
罷
去
。
候
長
恭
序
免
。
鼓
在

隧
。
恭
以
建
武
三
年
八
月
中

E
P
T
五
ニ
・
四
八

E
P
F
ニ
ニ
・
三
二
八

E
P
F
ニ
ニ
・
三
三
一

此
例
為
針
劉
同
一
事
件
産
生
的
二
伶
妥
書
、
輿
《
候
粟
君
所
責
寇
恩
事
》
同

九一

為
瞼
問
妥
書
。
瞼
問
妥
書
的
特
貼
是
引
述
棋
事
件
有
闊
的
律
令
條
文
。
凋
於
妥

書
。
大
庭
脩
先
生
在
「
妥
書
考
」
和
「
妥
書
補
考
」
的
論
文
中
已
紐
倣
了
考
證
、

⑬
 

此
不
贅
述
。
妥
書
是
訴
訟
過
程
中
的
訊
問
・
調
査
•
取
證
・
核
賓
階
段
産
生
的

文
書
記
録
、
所
以
妥
書
的
種
類
根
多
。
妥
書
由
官
方
撰
窟
、
即
是
自
證
妥
書
也

n
t。

女
止新

簡
所
見
渉
及
債
務
的
司
法
文
書
也
根
多
、
除
妥
書
的
形
式
外
、
還
有
官
方

制
被
的
佃
債
・
牧
債
文
書
等
、
如
：

儡
甘
露
三
年
十
一
月
辛
巳
朔
己
酉
、
臨
木
候
長
面
敢
言
之
。
謹
移
戌
卒
呂
異

道
貰
賣
衣
財
物
直
錢
如
牒
、
唯
官
移
書
令
課
得
礫
沼
牧
責
、
敢
言
之
。

薗

lZl口
丑
朔
甲
寅
、
居
延
庫
守
丞
慶
敢
言
之
。
繕
治
車
卒
南
朝
自
言
貰
賣
衣

財
物
客
民
卒
所
各
如
牒
、
律

lZl口
解
官
移
書
人
在
所
、
在
所
以
次
。
唯
府
令
甲
渠
牧
責
、
得
錢
典
朝
、

敢
言
之
。

捺
破
胡
、
佐
護
・
充
光

自
言
責
士
吏
孫
猛
脂
錢
百
廿
．
諦
験
問
、
士
吏
孫
猛
僻
服
負
、
已
牧

得
猛
錢
百
廿
ー

E
P
T

五
八
•
四
五
A

E
P
T

五
八
•
四
五
B

E
P
T
五
ニ
・
ニ
―

国
ロ
ロ
ニ
年
二
月
丁
酉
朔
丁
卯
、
甲
渠
祁
候
護
敢
言
之
。
府
書
日
：
治
渠
卒

買
□

□

自
言
責
照
長
孫
宗
等
衣
物
錢
凡
八
牒
、
直
錢
五
千
一
百
、
謹
牧
得

E
P
T
五
ニ
・
―

1
0

上
述
例
園
・
⑩
為
催
債
文
、
例
礫
・
⑮
為
債
文
。
這
雨
類
文
書
的
産
生
有
其

OOIZI 
衆
等
行

E
P
T

五
―
―
-
•
一
八
六



特
殊
的
歴
史
地
理
因
素
、
常
時
邊
塞
物
資
較
乏
、
内
地
人
戌
邊
時
往
往
帯
去
一

些
衣
物
、
行
道
或
在
駐
地
貰
賣
、
常
時
允
許
甚
至
鼓
動
這
種
交
易
、
並
以
法
律

保
護
、
但
必
須
在
官
方
的
監
督
下
進
行
、

E
P
T
五
ニ
・
五
五
・
・
「
卒
行
道
辟

銚
吏
私
貰
賣
衣
財
物
、
勿
為
牧
責
。
」
即
證
。
戌
卒
行
道
賭
衣
財
物
貰
賣
後
、
債

櫂
興
債
務
人
分
居
雨
虞
、
戌
卒
不
能
離
開
尚
位
、
便
不
能
親
自
去
催
債
・
牧
債
、

⑭
 

官
方
参
預
、
於
是
産
生
上
述
四
例
所
見
。

回
倶
南
隧
長
苑
諏

城
倉
轄
一
雨

口
致
官
、
會
月
十
五
日
畢
゜

事
謂
甲
渠
部
候
・
・
言
候
長
楊
衰
私
使
卒
井
積

E
P
T
五
七

・
1
0八
A

邊
塞
事
務
有
厳
格
的
管
理
制
度
、
這
是
應
客
観
的
需
要
産
生
的
、
到
於
違
法

犯
罪
、
自
然
纏
之
於
法
、
酎
於
違
紀
失
職
、
也
有
相
應
的
虞
罰
、
新
簡
所
見
如
：

⑳
候
史
廣
徳
坐
不
循
行
郡
除
亭
趣
具
諸
嘗
所
具
者
各
如
府
都
吏
畢
。
郡
帥
不

畢
、
又
省
官
檄
書
不
會
會
日
、
督
五
十
゜

oo第
十
候
長
博
育

坐
狡
省
卒
郡
五
人
會
月
十
―
―
]
、
失
期
、
母
朕
。
今
適
載

―
―
一
泉
菱
二
十
石
致
城
北
隧
給
騨
馬
、
會
月
二
十
五
日
畢
。

E
P
T

五
九
•
五
九

留
出
入
檄
、
適
為
騨
馬
運
鉗
庭
菱
廿
石
致
止
害
隧

E
P
T
五
九
・
七
二

四

Z
坐
閏
月
乙
卯
官
移
府
行
事
檄
留
退
―
―
一
時
九
分
、
不
以
馬
行
、
適
為
戌
卒

E
P
T
五
九
・
九
六

回
甲
渠
嘗
曲
隧
長

□

里
公
乗
張
札
、
年
冊
七
。
能
不
宜
其
官
、
換
為
珍
北
宿

蘇
第
六
隧
長
代
徐
延
壽
。

E
P
T
五
一
・
六
三

闘
元
壽
二
年
十
二
月
庚
寅
朔
戊
申
、
張
披
居
延
都
尉
博
・
庫
守
丞
賢
兼
行
丞

序
免
、
有
書
、
案
衰
私
使
卒
井
積
一
日
、
隧
長
張

掠
宣
・
守
薦
長
・
書
佐
井

E
P
T

五
―
•
四
六

E
P
T
五
六
・
一
九
九

一
日
、
賣
羊
部
吏
故
貴
冊
五
、
不
日
迩
一
日
以
上
、
隧
長
張
靡
母
朕
、
請

E
P
T
五
九
・
五
四
八
A

E
P
T
五
九
・
五
四
八
B

凡
此
類
文
書
均
有
過
失
事
由
和
論
慮
決
定
雨
個
方
面
的
内
容
。
過
失
事
由
如

上
例
所
見
「
坐
不
循
行
郡
」
・
「
坐
猿
省
卒
失
期
」
・
「
留
出
入
檄
」
・
「
能
不
宜
其

官
」
・
「
私
使
卒
」
、
又
如
E
P
T
五
一
・
三
二
三
：
「
坐
努
邊
使
者
過
郡
飲
」
．

E
P
T
五
三
・
一
七
七
：
「
坐
傷
人
」
等
、
名
目
繁
多
。
論
慮
決
定
如
上
例
所

見
督
・
適
．
斥
免
等
。
過
失
慮
罰
軽
則
諦
罰
、
重
則
笞
督
・
罷
免
撒
職
。
適
通

⑮
 

諦
、
居
延
漢
簡
所
見
適
是
一
種
特
殊
的
慮
罰
方
式
、
専
罰
過
失
人
運
轍
物
品
。

有
闊
慮
罰
官
吏
的
文
書
是
研
究
漢
代
行
政
管
理
和
行
政
法
規
的
珍
貴
資
料
。

司
法
文
書
也
有
嘉
奨
賞
賜
方
面
的
内
容
、
新
簡
所
見
如
．．
 

闘
ロ
ロ
ロ
隊
長
上
造
李
欽

ー
三
百
口

始
建
國
三
年
十
月
旦
乗
塞
外
盛
一

1

一
一
年
九
月
晦
積
I

張
披
延
城
大
尉
元
・
丞
音
以
詔
書
増
欽
榜

□

口

E
P
T
五
九
・
三
三
九

居
延
都
尉
徳
・
丞
延
壽
以
令
噌
就
傍
百
七

Z

閾
初
元
五
年
十
月
庚
子
朔
庚

Z

痰
矢
十
二
、
中
帯
矢
十
、
以
令
口

例
闘
的
内
容
輿
北
邊
繋
令
第
四
相
應
。
『
合
校
』
所
見
一

0
・
ニ
八
：
「
北

邊
紫
令
第
四
：
候
長
・
候
史
日
迩
及
将
軍
吏
傍
二
日
皆
嘗
三
日
」
為
令
文
本
身
、

例
躙
一
類
帥
其
奉
令
執
行
的
結
果

c

操
E
P
T

五
一
•
四
一
九
・
・
「
●
右
以
詔

書
二
千
石
賜
努
名
籍
。
」
及
例
饂
所
見
、
賜
榜
文
書
以
都
尉
的
名
器
制
顎
、
下

九
四



居
延
新
簡
的
法
制
史
料

E
P
T
五

六

二

八

鴻
嘉
三
年
以
令
秋
試
射
、
猿
矢

級
只
有
上
報
建
議
的
責
任
、
如
E
P
T
五
九
・
三
四
八
：
「
始
建
國
一
―
―
一
年
九
月

壬
午
朔
辛
亥
、
甲
溝
部
候

□

敢
言
之
。
謹
移
肥
望
隧
長
張
曼
乗
塞
外
簿
、
謁
以

詔
書
増
曼
努
、
敢
言
之
。
」
例
閾
則
輿
功
令
第
冊
五
相
應
。
官
吏
的
功
榜
都
被

記
載
在
「
功
労
案
」
中
、
如

E
P
T
五
O
・
1
0
:
「
居
延
甲
渠
候
官
第
十
隧

長
公
乗
徐
諏
功
将
。
中
功
一
・
房
二
歳
。
其
六
月
十
五
日
河
平
二
年
・
―
―
―

年
・
四
年
秋
試
射
以
令
賜
努
。
能
書
會
計
治
官
民
、
頗
知
律
令
、
文
。
口
令

居
延
鳴
沙
里
、
家
去
大
守
府
千
六
十
三
里
、
産
居
延
縣
、
為
吏
五
歳
三
月
十
五

日
、
其
十
五
日
河
平
元
年
・
陽
朔
元
年
病
不
為
傍
。
居
延
縣
人
。
」
宮
是
日

後
積
功
升
遷
的
依
捩
。

其
官
文
書
指
在
司
法
過
程
中
可
能
作
為
證
握
的
文
書
、
有
時
宅
和
律
令
本
文

及
司
法
文
書
有
消
不
可
分
割
的
闊
係
、
如
E
P
T
五
六
・
一
三
四
：
「
移
責
籍

及
妥
書
會
月
七
日
須
言
府
口
」
妥
書
是
訴
訟
文
書
、
而
債
籍
是
書
滋
、
故
令
其

一
井
送
往
都
尉
府
。
営
然
、
所
有
的
官
文
書
都
有
倣
為
書
證
的
可
能
、
本
文
所

指
是
典
司
法
闘
係
較
密
切
者
ノ
例
如
：

閲
候
長
武
光
・
候
史
拓
閏
月
辛
亥
壺
己
卯
稽
廿
九
日
、
日
迩
従
第
舟
隧
北

粛
絣
庭
隧
北
界
昴
蘭
越
塞
天
田
出
入
述
。

E
P
T
五
ニ
・
八
二

候
長
尊
・
候
史
長
秋
丁
未
詣
官
不
述
。
閏
月
己
卯
従
嘗
曲
隧
北
界
述
南

壷
不
侵
隧
南
界
盛
丁
未
積
廿
九
日
、
茄
城
（
越
）
出
入
述
。

閣
張
披
居
延
甲
渠
塞
有
秩
候
長
公
乗
奨
立

其

宅

文

書

[2J閲
十
二
、
中
硝
矢
十
二
。

居
延
甲
渠
候
官
第
廿
七
隧
長
士
伍
李
宮

二
、
中
帯
矢
六
、
常
·
…
•
•

以
上
二
例
典
北
邊
繋
令
第
四
和
功
令
第
冊
五
有
闊
。
例
閲
是
候
長
・
候
史
日

迩
簿
、
按
月
統
計
、
従
月
初
至
月
底
凡
有
不
日
迩
時
均
需
注
明
、
宅
無
疑
是
執

行
北
邊
繋
令
第
四
的
書
面
依
披
。
例
閏
是
秋
射
名
籍
。
秋
射
是
按
功
令
第
冊
五

的
規
定
畢
行
的
、
披
E
P
T
五
三
・
一
五
ニ
・
・
「
〔
秋
〕
射
署
功
房
、
長
吏
雑

試
」
秋
射
時
須
多
名
較
高
等
級
的
官
員
在
場
公
證
、
故
秋
射
名
籍
具
有
公
證
書

的
意
義
、
是
執
行
功
令
第
冊
五
的
書
面
依
捩
。
『
合
校
』
二
八
・
一
五
：
「
口
月

庚
戌
朔
己
卯
、
甲
渠
邸
候
誼
敢
言
之
。
府
書
曰
：
蓬
隧
長
秋
以
令
射
、
長
吏
雑

試
、
業
…
…
謹
都
隧
長
個
如
牒
、
謁
以
令
賜
偲
榜
十
五
日
敢
言
之
。
」
文
中
所

言
「
如
牒
」
、
猶
今
言
「
如
附
件
」
、
例
閏
所
見
常
即
此
類
文
書
的
附
件
。
叉
可

知
執
行
功
令
第
冊
五
的
櫂
利
亦
掌
握
在
都
尉
手
中
。

為
行
執
行
書
律
一
類
輿
郵
政
有
闘
的
律
令
、
漠
代
亦
有
相
應
的
郵
逓
記
録
和

考
核
文
書
、
新
簡
所
見
如

．．
 

五
月
己
丑
鋪
時
嘗
曲
卒
辟
受

夜
半
臨
木
卒
周
付
舟
井
卒
元

定
行
六
時
、
不
及
行
二
時

有
受
三
十
井
誠

分
常
曲
隧

ロロ

其
一
封
詣
居
延
騎
千
人

g
 

一
封
章
破
詣

□

口
趙
卿
治
所

北
書
二
封

九
五 E

P
T
五
九
・
一
五
六

E
P
T
五
ニ
・
九
五

五
月
戊
寅
下
鋪
推
木
除
卒
勝

努
除
卒
奨
隆
、
己
卯
蚤
食
五

卒
察
崇
付
居
延
牧
降
亭
卒
手

E
P
T
五
一
・
三
五
一

E
P
T
五
O・

―
八

建
昭
四
年
以
令
秋
射
、
顎
矢
十



曰
□

月
丁
未
日
中
四
分
時
、
誠
北
卒

□

受
執
胡
卒
口
、
日
下
鋪

口
分
時
付
臨
木
卒
楚
、
界
中
十
七
里
、
中
程

E
P
T
五
一
・
五

0
四

口
正
月
戊
午
夜
半
臨
木
卒
賞
受
城
勢
卒
勝
、
己
未
日
入
常
曲
卒
口

口
付
牧
降
卒
海
、
界
中
九
十
八
里
、
定
行
十
二
時
、
過
程
二
時
二
分

E
P
C
・
ニ
六

例
閲
為
過
書
剌
、
客
観
地
記
載
郵
書
博
遁
的
過
程
。
通
常
以
部
為
箪
位
、
逐

月
上
報
候
官
、
如
E
P
T
五
ニ
・
七
ニ
・
・
「
●
呑
遠
部
建
昭
五
年
三
月
過
書

刺
」
•
E
P
T

五
ニ
・
一
六
六
・
・
「
●
不
侵
部
建
昭
元
年
八
月
過
書
刺
」
。
例
閲

為
郵
書
課
、
例
文
上
半
部
均
残
、
完
整
者
見
於
奮
簡
、
如
『
合
校
』
一
五
七
・

一
四
：
「
北
書
三
封
、
合
檄
・
板
檄
各
一
其
三
封
板
檄
、
張
披
大
守
章
詣
府
。

合
檄
牛
駿
印
詣
張
披
大
守
府
牛
橡
在
所
。
九
月
庚
午
下
鋪
七
分
臨
木
卒
副
受

舟
井
卒
弘
、
鶏
鳴
時
常
曲
卒
昌
付
牧
降
卒
扁
、
界
中
九
十
五
里
、
定
行
八
時
―
―
―

分
、
口
行
一
時
二
分
。
」
輿
過
書
剌
相
比
、
セ
只
是
多
了
考
核
評
語
、
如
例
文

所
見
「
不
及
行
」
．
「
中
程
」
・
「
過
程
」
之
類
。

E
P
T
五
ニ
・
八
三
：
「
建
昭

四
年
四
月
辛
巳
朔
庚
戌
、
不
侵
候
長
齊
敢
言
之
。
官
移
府
所
移
郵
書
課
畢
曰

．．
 

各
推
辟
郡
中
、
牒
別
言
、
會
月
廿
七
日
。
●
謹
推
辟
案
過
書
刺
：
正
月
乙
亥
人

定
七
分
不
侵
卒
武
受
萬
年
卒
蓋
、
夜
大
半
三
分
付
嘗
曲
卒
山
、
鶏
嗚
五
分
付
居

延
牧
降
亭
卒
世
。
」
簡
文
同
時
見
到
郵
書
課
和
過
書
刺
、
亦
證
雨
者
有
賑
別
、

又
二
者
都
是
書
證
゜

居
延
新
簡
所
見
敷
量
最
多
的
可
能
作
為
書
證
的
是
各
種
輿
貰
賣
有
閥
的
文
書
、

例
如
：

四
元
康
二
年
十
一
月
丙
申
朔
壬
寅
、
居
延
臨
仁
里
耐
長
卿
貰
買
上
鴬
混
縣
直

里
常
壽
、
字
長
孫
青
復
綺
一
雨
、
直
五
百
五
十
、
約
至
春
錢
畢
已
゜
跳
子

⑱
兼
第
四
•
第
七
隧
長
荘
建
召
詣
官

国
戌
卒
東
郡
聯
成
孔
里
孔
定
貰
賣
剣
一
、
直
八
百
礫
得
長
杜
里
郭
稗
君

所
、
舎
里
中
東
、
家
南
入
、
任
者
同
里
杜
長
完
。
前
上

上
述
二
例
為
買
賣
契
約
。
或
稲
債
券
、

E
P
T
五
O・

一
九
八
A
.
B•. 

「
隧
綬
和
元
年
正
月
甲
渠
卒
責
券
」
存
放
於
候
官
。
例
四
為
買
券
・
例
閂
為
賣

券
。
契
券
常
有
一
定
的
書
霧
格
式
、
新
簡
隈
見
賣
券
範
文
如
E
P
T

五
六
•
一

ニ
―
―
・
・
「
戌
卒
魏
郡
貝
丘
某
里
王
甲
、
貰
賣
口
毘
復
抱
縣
架
緒
一
領
、
直
若
干

千
、
居
延
某
里
王
乙
…
…
居
延
某
里
王
丙
舎
在
某
辟
゜

◎
官
衣
財

IZl0」
説

明
官
是
紐
常
被
使
用
的
文
書
格
式
。
債
券
作
為
憑
證
、
容
易
被
人
憫
理
解
。
輿

貰
賣
有
閻
的
還
有
償
還
保
證
書
等
。

巴
十
二
月
辛
已
、
第
十
候
長
輔
敢
言
之
。
負
令
史

苑
卿
錢
千
二
百
、
願
以
十
二
月
奉
償
、
以
印
為
信
、
敢
言
之
。

陽
朔
元
年
七
月
戊
午
、
営
曲
認
長
調
敢
言
之

3

負
故
止
害
隧

長
寧
常
交
錢
六
百
、
願
以
七
月
奉
錢
六
百
償
常
、
以
印
為
信
、
敢
言
之
。

此
例
所
見
債
櫂
・
債
務
人
均
厩
同
一
候
官
、
其
債
務
償
還
完
全
在
官
方
監
督

之
下
、
或
由
官
方
在
月
俸
禄
中
直
接
拍
除
。

漢
代
屯
戌
行
政
有
厳
格
的
召
會
制
度
、
並
有
相
應
的
召
會
登
録
、
例
如
：

方
口

E
P
T
六
五
・
一
九
八

E
P
T
五
七
・
七
二

E
P
T
五
一
・
八
四

E
P
T
五
一
・
ニ
ニ
五

A

E
P
T
五
ニ
・
八
八

A

五
月
己
卯
下
鋪
入
。

九
六



⑥ ⑤ ④ ③ ② ① 註

十
一
月
庚
辰
食
坐
入
。

呑
遠
隧
長
秦
毒
召
詣
官

此
例
所
見
召
會
登
録
嘗
時
叫
「
吏
到
會
入
官
刺
」
、

十
二
月
丁
酉
食
時
入
。

E
P
T
五
0
・
ニ

0
0

A
.
B
:
「
認
鴻
嘉
二
年
五
月
以
来
吏
劉
會
入
官
刺
。
」
説
明
入
官
刺
均
蹄
棺

備
査
。
営
時
凡
召
會
均
明
確
規
定
時
問
、
簡
文
限
見
、
如

E
P
T
五
ニ
・
一

―
―
-
:
「
時
遣
、
云
凜
吏
卒
校
未
己
、
解
何
、
書
到
、
趣
遣
、
具
言
状
、
會
月
十

日
。
」
叉

E
P
T
五
ニ
・
ニ
六

．．
 

「
不
服
、
移
自
證
妥
書
、
會
月
廿
二
日
如
律

令
。
即
日
食
時
卒
善
行
」
、
期
會
失
期
賂
受
慮
分
、
如
上
文
例
⑮
所
見
、
故
入

官
刺
便
成
為
按
時
期
會
典
否
的
證
捩
。

居
延
漢
簡
所
見
在
司
法
過
程
中
可
能
作
為
書
面
證
攘
的
文
書
種
類
還
恨
多
、

例
如
符
・
偲
・
出
入
名
籍
到
於
開
津
令
、
取
寧
•
取
急
文
書
封
於
異
官
吏
考
勤

奨
懲
有
開
的
規
定
、
直
符
文
書
到
於
輿
倉
庫
管
理
有
闊
的
法
律
都
可
能
成
為
證

披
、
於
此
不
再
―
―
摯
例
。

以
上
僅
僅
是
従
史
料
學
的
角
度
考
察
居
延
新
簡
中
的
法
制
史
料
、
未
渉
及
具

餞
的
法
律
部
門
、
営
否
請
大
家
指
正
。

大
庭
脩
・
・
『
秦
漢
法
制
史
の
研
究
』
、
創
文
社
、
一
九
八
九
年
第
二
版
。

『
居
延
新
簡
』
、
文
物
出
版
祉
、
一
九
九

0
年
第
一
版
。

《
史
記
・
秦
始
皇
本
紀
》
正
義
注
引
。

《
漢
書
・
高
帝
紀
》
注
。

《
後
漠
書
・
光
武
帝
紀
》
注
引
。

『
秦
漢
法
制
史
の
研
究
』
第
二

0
一
至
―
―
-
＝
四
頁
。

居
延
新
簡
的
法
制
史
料

臨
桐
隧
長
張
業
初
除
詣
官
謁

E
P
T

六
五
•
五

E
P
T

六
五
•
四

九
七

⑦
『
秦
漢
法
制
史
の
研
究
』
第
二

1

一
四
至
第
二
二
九
頁
。

⑧
武
威
縣
博
物
館
：
「
武
威
祈
出
土
王
杖
昭
令
冊
」
、
『
漢
簡
研
究
文
集
』
第
三
四
至

六
一
頁

3

⑨
参
見
拙
文
「
漢
簡
所
見
ク
行
書
ク
文
書
述
略
」
、
『
秦
漢
簡
陵
論
文
集
』
。

⑩
如
『
合
校
』
二
七
八
・
七
A•. 

「
…
…
疑
虜
有
大
衆
不
去
、
欲
井
入
為
寇
、
檄
到

循
行
部
界
中
、
厳
敦
吏
卒
驚
蜂
火
、
明
天
田
、
謹
迩
候
望
、
禁
止
往
束
行
者
、
定
蓬

火
輩
、
送
便
兵
戦
闘
具
…
・
:
」

⑪
此
簡
亦
可
能
置
於
E
P
T
六
八
．
―
二
之
後
。

⑫
此
簡
亦
可
能
醤
於
E
P
T
六
八
・
七
六
之
後
。

⑬
見
大
庭
脩
：
『
秦
漢
法
制
史
の
研
究
』
第
六
二
六
頁
至
六
六
九
頁
。

⑭
参
見
拙
文
「
居
延
漢
簡
債
務
文
書
述
略
」
、
『
文
物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明
。

⑮
参
見
拙
文
「
居
延
漢
簡
遥
四
ク
解
」
、
『
文
史
』
第
三
十
二
輯
。

一
九
九

0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於
闊
西
大
學
東
西
學
術
研
究
所
に
て
講
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