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人
学
者
看
到
的

「
申
日
友
好
交
流
」

｜
｜
兼
谈
东
亚
罔
文
书
院
大
学

「
中
日
友
好
交
流
」
，
这
既
是
历
史
，
又
是
现
实
。
所
以
，
我
就

从
历
史
和
现
实
的
两
个
方
面
谈
谈
对
「
中
日
友
好
交
流
」
的
体
会
和

认
识
。

一
、

「
中
日
友
好
交
流
」
是
中
日
关
系
史
的
主
流

中
日
两
国
关
系
从
地
理
，
历
史
上
说
，
既
是
近
邻
又
是
善
邻
。

中
国
当
代
大
文
豪
，
已
故
的
郭
沫
若
先
生
曾
作
的
诗
词
·
·

赤
县
扶
桑
，
一
衣
带
水
，
一
茧
可
航
。
昔
鉴
真
盲
目
，
漂
俘
东

海
·
·
晃
衡
负
藉
．
埋
骨
盛
唐
，
形
同
鱼
水
，
情
比
肺
肝
。
文
化
交
流

有
耿
光
。
堪
回
想
，
两
千
年
友
谊
．
不
等
寻
常
。

郭
沫
若
氏
的
这
首
诗
，
不
仅
讲
到
中
日
两
国
的
地
理
关
系
，
而

且
以
鉴
真
和
晃
衡
（
阿
倍
仲
腐
）
两
人
的
事
迹
说
明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二
千
年
的
友
好
历
史
。
M

中
日
友
好
二
千
年
H，
这
是
确
确
实
实
的
。

这
就
是
从
中
国
汉
光
武
帝
（
公
元
五
七
年
）
给
日
本
国
玉
的
「
汉
倭

奴
国
王
」
金
印
称
起
的
。
这
是
中
日
关
系
有
文
字
记
载
的
见
证
。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教
授

赵

建
民

郭
沫
若
诗
中
讲
到
的
晃
衡
，
鉴
真
成
为
中
日
友
仔

H

民
间
使
者
H

的
代
表
，
他
们
为
两
国
人
民
千
年
传
颂
，
至
今
在
西
安
，
奈
良
部
有

纪
念
他
们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物
。
在
西
安
有
阿
倍
仲
磨
纪
念
碑
。
奈
良

有
唐
招
提
寺
（
鉴
真
纪
念
堂
）
·
’
在
西
安
还
有
空
海
纪
念
碑
（
青
龙

寺
）
。
空
海
从
惠
果
和
尚
处
学
成
归
国
，
在
高
野
山
创
立
佛
教
宗
派

｜
上
具
言
宗
·
·
他
的
书
法
特
别
有
名
，
素
有
日
本
的v
书
圣
H
之
称
，

他
曾
在
中
国
宫
廷
的
壁
上
补
写
一
个
掉
字
，
竟
能
与
原
来
的
毫
无
差

异
。
室
町
时
代
的
荣
西
和
尚
从
中
因
传
来
茶
种
、
茶
树
，
并
著
书
『
噢

荼
毒
生
起
』
·
·
·
·
·
·
可
见
，
佛
教
是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的
纽
带
。

近
代
以
前
，
中
日
间
的
交
往
，
日
丰
从
中
国
吸
收
了
先
进
文
化
．

推
动
了
’
臼
身
的
社
会
发
展
。
到
十
七
、
十
八
世
纪
中
日
两
国
的
社
会

经
济
水
平
大
体
相
同
。
因
此
，
我
们
可
以
说
，
两
国
的
汉
字
（
从
公

元
五
世
纪
王
仁
到
朝
鲜
传
去
论
语
为
始
）
、
佛
教
（
从
六
世
纪
到
十
六

世
纪
．
中
国
的
佛
教
宗
派
绝
大
多
数
传
到
了
日
本
）
、
儒
学
（
从
王
仁

开
始
，
经
奈
良
、
平
安
、
直
到
德
川
时
代
成
为
日
本
儒
学
的
鼎
盛
，

以
至
日
本
在
吸
收
欧
洲
文
化
中
也
发
挥
作
用
）
、
律
令
（
从
大
化
改
新

起
吸
收
中
国
律
令
．
《
大
宝
律
令
》
、
《
养
老
律
令
》
颁
布
，
成
为H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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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完
备
自
的
中
央
集
权
制
国
家
）
，
成
为
中
日
两
国
相
旦
沟
通
的
道

具
，
奠
定
了
中
日
友
好
牢
圆
的
思
想
文
化
基
础
。
这
里
展
示
由
中
日

的
书
道
家
挥
毫
的
两
个
条
幅
，
溶
汉
字
、
佛
教
、
儒
学
、
律
令
於
一

体
．
正
是
凝
聚
着
中
日
两
国
之
间
的
”
千
年
友
谊
翰
墨
香
气

另
外
．
在
两
国
吸
收
欧
洲
近
代
文
化
的
过
和
中
．
互
为
桥
梁
作

用
。
中
间
比
日
本
吸
收
欧
洲
文
化
要
早
向
多
。
远
在
占
代
．
日
丰

H
E

通
过
西
安
吸
收
到
欧
洲
文
化
的
．
现
在
京
郁
的
正
仓
院
所
仔
的
五
弦

琵
琶
、
时
叫
璃
范
瓶
革
物
可
作
证
。
如
果
以
压
怦
教
作
为
欧
洲
近
代
支

化
算
起
．
那
么
．
传
人
中
日
两
同
时
间
大
体
相
近
。
最
早
到
日
丰
传

教
的
葡
萄
牙
传
教
士
沙
勿
略
（
什
哎
千
工
儿
）
在
一
五
四
九
年
从
印

度
到
中
间
再
到
日
本
的
。
当
时
的
澳
门
是
东
亚
局
大
的
商
业
地
．
也

是
甜
甜
牙
人
在
远
东
传
教
的
中
心
抱
．
有

H

’
尔
灯
梵
蒂
冈
“
之
林
。

十
七
世
纪
中
期
以
盯
．
实
行
，
你
、
M
H
政
挠
的
日
丰
．
通
过
巾
川
的

J
J认
译
洋
书
H
吸
收
欧
洲
主
化

c

例
相

H

几
何
原
理
＼
”
天
文
答
川

H

亨
欧
洲
的
科
学
苦
作
．
山
明
足
经
过
中
间
传
到
日
杠
的
。
到
L
l八
世
纪

中
期
以
后
．
作
为
日
乍
近
代
科
学
胚
胎
的

H

兰
学
“
兴
起
．
也
是
跟

中
国
的
传
统
学
说
思
想
有
关
。
例
如
一
七
七
四
年
日
本
品
早
翻
译
的

欧
洲
医
学
著
作
气
解
体
新
书
气
既
是
在
中
间
的
儒
学
政
治
思
想
影
响

下
译
成
的
．
从
此
．
像

H

汹
汹
人
水
．
“
满
全
池
＼
兰
学

ι
日
杠
的

全
问
范
网
内
兴
盛
起
来
。
这
是
因
为
当
时
日
本
的
议
学
文
化
很
兴
隆
。

兰
学
正
是
把
欧
洲
文
化
妹
撞
在
汉
学
上
所
开
出
的
鲜
随
之
化
。

明
治
维
新
前
后
．
日
半
大
规
模
地
吸
收
欧
洲
文
化
，
中
国
仍
然

起
着
启
发
和
促
进
作
用
。
清
代
槐
源
在
一
八
五
二
年
编
篡
的
《
沟
国

图
志
》
．
在
中
国
没
有
什
么
影
响
力
．
而
传
到
日
本
后
．
如
佐
久
问
象

山
、
吉
田
松
阴
、
四
乡
隆
盛

W
A寸议
、
之
．
演
出
了
尊
王
维
新
的
活
剧
．

出
书
刊
日
丰
当
时
相
例
强
化
海
阳
、
防
御
侵
略
具
布
启
发
作
用
。
一

八
五
三
年
日
本
开
池
．
与
比
之
早
十
余
年
开
港
的
上
海
，
布
告
频
袋

的
贸
易
往
来
．
因
此
．
上
海
的
”
十
里
洋
场
气

H

西
方
冒
险
家
的
乐

园
ο
尤
似
西
方
世
界
，
成
为
日
丰
学
习

H

西
洋
“
的
一
个
内
口
和
f

解
欧
洲
事
实
的
摄
取
地
。
同
样
．
日
丰
也
成
为
中
因
吸
收
欧
洲
近
代

文
化
的
贡
要
跟
介
。
→
八
九
八
年
底
布
为
的

H

戊
戊
变
法
H
就
是
以

明
治
维
新
为
屹
半
的
。
一
八
九
六
年
汗
始
巾
间
向
日
丰
派
迫
’
附
学
生
．

的
止
一
九
三
七
年
总
共
布
丘
万
多
人
．
其
中
门
取
名
的
一
九
O
六
年
内

达
一
万

J
一
千
人
。
在
中
间
派
追
留
学
生
同
时
．
日
·
在
·
政
府
选
派
教
师

到
中
国
执
教
（
教
习
）
，
到
一
九
一
一
年
为
止
．
大
榄
布
五
、
六
盯

人
，
占
中
间
的
外
籍
教
师
挝
的
八
四
%
，
阳
日
学
生
和
日
本
·
教
刁
成

为
她
进
中
间
教
育
近
代
化
的
两
个
”
车
轮
血
。
还
布
．
州
市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中
间
的
早
期
传
播
也
是
由
日
丰
作
服
介
的
．
→
九
O
八
年
ι

一
’
？
夭
辽
阳
圳
》
发
丧
的
马
克
思
、
五
义
的
纲
领
、
性
文
件
｛
「
．
共
产
党
汀
－

u
z
H
L

．

就
注
明
刊
店
的
日
文
乍
翻
译
成
中
文
丰
的
。

以
上
的
例
F
均
说
明
了
中
日
友
仔
交
流
．
付
两
国
的
社
会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发
展
那
是
有
益
的
。
相
反
，
如
果
两
者
对
立
．
甚
至
发

生
战
火
．
那
么
，
不
论
是
赢
家
还
是
输
家
都
没
有
奸
址
。
栩
中
日
兀

系
史
上
发
生
多
次
战
争
．

u取
早
日
正
公
元
六
六
三
年
内
忖
江
之
战
．
战

火
发
生
缸
朝
鲜
中
岛
·
·
一
．
一
七
四
年
、
－J
J八
一
年
忽
必
烈
发
功
两

次
低
日
战
争
·
·
－
K
九
J
J

年
、
一
五
九
七
年
乍
川
秀
古
发
功
两
次
位

相
战
争
·
·
一
八
七
四
年
日
丰
侵
略
台
湾
·
·
一
八
九
四
年
甲
下
（
日
消
）

战
争
·
·
一
九
一
三
年
开
始
的
十
五
年
中
日
战
争
。
这
些
战
争
时
两
国

部
不
利
。
姐
忽
必
烈
两
次
征
日
．
出
动
了
几
十
万
军
队
．
结
果
大
部

损
失
．
战
贩
而
归
·
·
日
本
虽
然
抵
抗
取
胜
，
但
损
失
也
很
巨
大
．
原

有
的
御
家
人
制
叹
不
能
继
续
．
国
力
衰
弱
．
终
于
在
一
三
三
三
年
幕

府
也
迎
均
台
。
t
n
秀
古
两
次
低
朝
．
中
日
交
战
．
纺
织

k
r
M窍
七
川

的
政
权
均
台
．
连
山
东
族
也
趋
消
灭
．
而
中
间
虽
然
取
胜
．
们
也
因
财

力
陀
尽
．
加
速
了
明
王
明
的
灭
亡
。
丰
世
纪
三

O
、
四
0
年
代
的
中

｜叶之 .·i~，'C. ；：！念 {,j/ IH 



日
战
争
是
巾
日
关
系
史
上
历
时
局
久
、
战
场

H
圳
大
、
双
打
损
失
也
最

巨
大
。
这
在
中
日
关
系
史
上
得
出
一
个
深
刻
的
教
训
·
·
租
则
两
利
·
’

战
则
两
伤
。
显
而
易
见
．
「
中
日
友
好
」
不
仅
是
两
间
人
民
的
愿
望
．

同
时
．
且
是
历
史
告
际
技
们
的
品
奸
选
作
。

一- 、
面
对
现
实
，
相
互
理
解
促
友
好

中
日
友
好
关
系
发
展
到
今
天
是
来
之
不
易
的
。
从
战
争
到
友
好
，

H

化
干
戈
为
丑
’M
H
，
这
H
，
也
经
历
了
前
辈
们
不
辞
辛
劳
地
努
力
所
取
得

的
。
这
元
论
口
延
中
间
还
是
日
本
．
部
奇
人
为
改
变
中
日
元
系
的
阳
简

而
辛
勤
地
工
作
着
。
他
们
中
有
政
府
官
员
．
社
会
活
动
家
．
民
间
企

业
家
，
也
包
恬
元
敢
的
无
名
人
士
所
开
展
的
活
动
。
从
一
九
七
二
年

发
去
气
中
日
联
合
声
明
L
、
一
九
七
八
年
签
订
气
中
日
和
平
友
仔
条

约
气
总
算
结
束
了
中
日
敌
对
的
战
争
状
态
．
翻
开
了
中
日
关
系
史
所

的
一
页
。
从
此
以
来
，
虽
然
中
日
关
系
主
流
是
仔
的
，
但
摩
惊
、
矛

的
也
股
自
发
生
。
如
教
科
书
问
题
、
光
华
粟
裁
判
、
参
拜
捎
回
神
性
、

钓
鱼
岛
问
题
、
自
．
日
美
安
全
保
障
宣
言
』
及
新
指
针
等
等
．
这
些
问
题

使
中
日
关
系
的
友
仔
热
度
高
降
温
。

那
么
．
对
这
些
问
题
该
怎
么
看
昵
？
我
认
为
．
可
以
说
相
丘
缺

乏
对
付
杠
的
用
解
培
一
个
重
哩
的
原
因
。
由
于
不
能
相
互
理
解
．
致

使
矛
盾
摩
擦
时
隐
时
现
而
得
不
到
妥
薛
解
决
。
例
如
．
教
科
书
问
题
．

在
日
本
的
教
科
书
中
对
日
本
近
代
以
来
对
外
侵
略
活
动
所
写
的
内
容

已
经
是
够
少
的
了.. 

向
日
本
官
方
非
但
不
加
以
补
充
．
不
让
人
们
知

迫
历
史
的
真
实
．
反
而
把
侵
略
改
成
了
”
进
出
气
陆
以
延
改
历
史
、

歪
曲
史
实
。
这
怎
么
能
从
历
史
中
去
吸
取
教
训
呢
？

再
如
·
’
非
常
拜
捎
回
神
社
。
靖
国
神
社
原
来
是
明
治
维
新
时
期
戊

以
战
争
中
英
勇
作
战
而
牺
牲
的
烈
士
陵
园
．
相
当
于
中
间
的

H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H。
但
后
来
把
对
外
侵
略
战
争
中
的
一
些
实
物
放
进
去
，
特

别
是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以
后
又
把
东
条
英
饥
等
十
四
名
甲
级
战
犯
的
灵

位
也
忱
进
去
了
．

M
上
以
政
府
首
脑
身
份
去
’
参
拜
。
这
样
．
一
次
又

一
次
抽
激
起
亚
洲
仔
闷
人
民
的
抗
议
。
其
实
．
像
这
样
的
问
题
．
从

相
豆
理
解
的
角
度
讲
．
问
题
也
不
难
解
决
。
本
人
曾
建
议
·
·
从
日
本

人
的
原
始
宗
教
信
仰
角
山
说
．
”
参
－
拜H
H
E对
死
者
的
一
种
崇
敬
．
们

付
过
去
的
一
些
战
但
也
去
崇
敬
显
然
是
非
妥
当
的
。
那
么
．
既
布
这

个
场
所
．
是
否
也
可
以
稍
作
变
边
．
既
能
符
合
日
’
平
人
的
信
仰
习
俗
．

又
能
顾
及
到
东
亚
各
叫
人
民
的
思
想
感
情
．
是
否
可
以
把
东
条
英
饥

等
叩
级
战
祀
的
神
位
迁
出
．
安
凯
在
另
一
个
地
行
．
让
他
们
的
家
族

去
瞻
拜
；
更
吁
的
办
法
口
号
在
现
在
消
闲
神
性
的
正
门
树
立
一
块
石

碑
，
并
写
明
靖
国
神
社
的
经
历
．
特
别
说
明

H

这
里
存
坡
的
物
品
足

神
社
中
．
有
的
是
在
对
外
侵
略
中
发
怦
了
作
用
的
实
物
和
人
物
．
它

（
他
）
们
既
咐
给
了
亚
洲
仔
网
人
民
莫
大
的
灾
难
．
也
给
我
们
日
·
平
挝

后
也
造
成
了
巨
大
损
失
。
这
样
的
历
史
决
不
能
垂
演
。
’
扭
亏
现
青
们
嗖

牢
记
这
一
血
的
教
训
．
坚
决
走
和
平
发
展
、
维
护
世
界
租
平
的
迫
路
。
。

如
能
这
怦
做
．
不
是
可
将
硝

M
神
社
从

J
H一
扬
车
间
主
义
的
场
所
“

变
为
教
育
人
民
反
付
战
争
．
拥
护
相
平
的

H

救
自
格
地
H
r
叫
训

以
上
列
举
的
问
题
说
明
．
在
中
日
关
系
中
所
以
会
出
现
这
个
、

那
个
问
题
其
重
要
的
原
因
在
于
缺
乏
相
豆
理
解
。
现
在
的
问
题
是
．

双
方
应
战
忏

H

设
’
让
处
地
八
”
推
心
血
盹
“
的
态
山
来
时
衍
。H
八
行

本
营
”
相
E
理
解
气

H

彼
此
信
任
时
的
态
度
．
采
取
适
当
的
行
法
．

才
能
使
萌
发
出
来
的
矛
屑
、
冲
突
得
到
避
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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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珍
视
历
史
，
开
拓
友
好
的
未
来

一
九
七
二
年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以
来
．
中
日
关
系
的
发
展
总
的

说
来
是
健
康
的
·
’
对
于
未
来
发
展
的
前
景
．
一
般
也
可
以
说
是
乐
观

的
。
但
我
觉
得
，
我
们
不
能
盲
目
乐
观
，
要
把
友
们
町
的
工
作
扎
扎
实

实
地
去
做
．
不
能
停
留
在
空
洞
的
口
号
上
。

去
年
十
一
月
间
的
江
泽
民
访
日
，
不
知
各
位
作
怎
样
的
评
价
？

从
我
作
为
一
个
日
本
史
、
中
日
关
系
史
的
研
究
者
．
同
时
也
很
关
心

现
实
中
日
关
系
发
展
的
中
国
人
说
来
．
江
泽
民
来
日
访
问
．
安
排
在

早
稻
田
大
学
作
的
讲
演
．
可
以
说
是
讲
出
了
中
间
人
民
的
心
里
活
．

对
日
本
侵
略
中
间
的
历
史
，
既
不
能
算
老
账
．
也
不
能
忘
记
。
令
人

遗
憾
的
是
，
在
日
方
的
各
种
新
问
报
导
中
．
千
篇
一
律
地
报
导
了
会

场
上
高
人
捣
乱
的
情
景
．
还
画
了
漫
画
「
马
场m
u旺
7
9」
。
早
稻
田
大

学
的
创
办
人
大
限
量
信
．
他
创
办
早
大
有
功
．
但
在
中
日
关
系
上
．

当
他
任
首
相
期
间
，
一
九
一
五
年
与
中
国
签
订
二
十
一
条
．
发
生
了

多
次
中
日
非
友
好
的
事
件
。
所
以
．
早
大
现
任
校
长
奥
岛
孝
康
在
江

泽
民
讲
演
前
的
开
场
白
中
．
谈
及
此
事
并
表
示
反
省
。
按
理
．
可
以

用
奥
岛
校
长
的
讲
话
来
启
发
人
们
对
中
日
关
系
史
上
发
生
战
争
的
认

识
。
很
可
惜
．
新
闯
报
导
根
本
没
有
提
及
一
句
奥
岛
的
讲
话
。
这
就

是
缺
乏
相
旦
理
解
的
一
种
表
现
。
没
有
真
正
使
口
号
和
行
动
一
致
起

来
。

从
现
在
起
的
未
来
，
或
者
说
二
十
一
世
纪
的
中
日
关
系
．
跟
一

九
七
二
年
恢
复
邦
交
、
一
九
七
八
年
签
订
町
中
日
友
好
条
约
」
时
的

悄
况
相
比
，
中
日
双
方
都
发
生
了
．
小
小
的
变
化
．
而
这
些
变
化
将
会

直
接
、
间
接
地
影
响
到
未
来
中
日
关
系
的
发
展
。

首
先
，
从
中
国
来
说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经
济
有
了
很
大
发

展
。
当
然
，
现
在
还
是
缺
乏
资
金
、
技
术
，
但
比
之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

就
不
像
当
时
对
日
本
技
术
和
资
金
的
很
大
依
赖
性
。
在
恢
复
邦
交
火

签
订
吁
中
曰
友
好
条
约
』
时
，
中
国
的
出
发
点
在
于
利
用
和
日
丰
的

关
系
来
对
付
美
、
苏
两
个
超
级
大
国
·
·
如
今
．
苏
联
已
不
存
在
，
与

美
国
的
关
系
取
得
调
整
。
中
国
跟
美
国
、
俄
罗
斯
部
建
立
起
巾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飞
而
跟
日
本
建
立
的
是
。
睦
邻
协
作
的
伙
伴
关
系
飞
一

九
七
二
年
以
来
，
中
国
的
国
家
领
导
层
有
了
变
化
．
毛
泽
东
、
周
恩

来
等
人
跟
日
本
打
交
道
的
多
，
在
签
订
『
联
合
声
明
』
时
，
毛
泽
东

大
手
一
挥
，
不
计
前
嫌
，
就
一
笔
勾
销
了

H

战
争
赔
偿
H
的
豪
举
。

我
们
可
以
设
想
，
如
果
当
时
中
国
坚
持
按
国
际
惯
例
要
日
本
赔
偿
．

那
就
不
可
能
发
表
『
联
合
声
明
气
也
就
拖
延
了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的

恢
发
·
·
另
外
，
当
今
日
本
否
定
战
争
责
任
的
言
论
也
可
能
不
会
这
么

嚣
张
了
。
当
今
的
中
国
领
导
人
与
欧
美
国
家
的
历
史
背
景
多
于
跟
日

本
关
系
．
这
也
会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到
中
日
关
系
的
发
展
。

其
次
，
从
日
本
来
说
，
七

0
年
代
的
日
本
确
实
是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的
奇
迹
，
而
九
0
年
代
以
来
，
经
济
一
直
处
于
低
迷
状
态
．
这
也

影
响
到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日
、
美
、
中
大
三
角
关
系
和
东
北
亚
的
日
、

韩
、
中
小
三
角
关
系
布
所
变
化
。
因
此
，
采
取
了
加
快
扩
军
步
伐
，

扩
大
自
己
在
亚
太
地
区
政
治
影
响
力
，
并
利
用
『
日
美
安
保
条
约
」

的
重
新
定
义
，
将
自
己
的
潜
在
军
事
力
量
转
化
为
亚
太
地
区
的
安
保

优
势
．
藉
以
扩
大
自
己
在
亚
太
地
区
、
地
缘
政
治
方
面
的
影
响
力
和

发
言
权
。

在
未
来
的
中
日
关
系
发
展
过
程
中
，
还
会
出
现
种
种
矛
盾
和
摩

隙
。
可
以
说
，
今
后
两
国
关
系
中
，
相
互
的
竞
争
和
对
抗
意
识
会
有

所
增
强
。
说
得
严
重
一
点
，
即
在
未
来
的
一
／
四
世
纪
或
半
个
世
纪

里
．
很
难
说
不
会
发
生
激
烈
的
冲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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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
，
要
将
矛
盾
和
冲
突
防
微
于
杜
渐
，
有
什
么
办
法
呢
？
那

就
是
要
珍
视
历
史
，
牢
记
教
训
，
充
分
重
视
巾
化
干
戈
为
王
白
巾H
这

一
珍
贵
的
历
史
经
验
。
现
在
时
兴
的
一
种
观
点
．
称
中
日
两
国

H

同

文
同
种
“
。
似
因
M

同
文
同
种
气
中
日
就
必
然
能
友
峙
。
其
实
，
不

然
。
我
的
观
点
是
·
·
中
日
两
国
既
不
同
文
，
也
不
同
种
．
但
不
同
中

有
同
，
同
中
又
有
不
同
。
加
上
中
日
两
个
民
族
的
思
维
方
式
、
行
为

方
法
、
价
值
判
断
、
心
理
素
质
也
有
很
大
差
异
。
日
本
人
务
实
、
精

算
·
’
中
国
人

H

大
度
有
余
，
精
细
不
足

H。
所
以
．
过
份
强
调

H

相

同
H
往
往
会
产
生
误
解
，
应
尽
量
寻
找
两
者
的
差
异
．
即
从
不
同
中

去
寻
找

H

同
飞
求
同
存
异
，
化
异
趋
同
，
寻
求
加
深
相
互
理
解
的
新

途
径
。为

了
加
深
相
豆
理
解
，
就
需
要
通
过
频
繁
的
交
往
和
接
触
。
除

了
两
国
官
方
的
、
高
层
次
的
接
触
以
外
，
加
强
两
国
不
同
层
次
和
方

面
的
民
间
交
流
是
一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形
式
，
特
别
是
加
强
对
青

少
年
的
中
日
友
仔
教
育
和
交
流
，
更
显
得
十
分
重
要
。

四

兼
谈
东
亚
罔
文
书
院
大
学

这
是
一
个
兼
有
中
日
之
间
友
好
和
非
友
好
关
系
的
问
题
．
情
况

较
为
复
杂
，
双
方
分
歧
点
也
较
大
，
根
须
我
们
加
以
深
入
研
究
。
本

人
对
此
已
关
注
多
年
，
收
集
了
一
些
资
料
，
今
天
因
手
头
没
有
资
料
，

故
只
能
粗
略
地
谈
谈
·
·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与
中
日
教
育
关
系
。

，，．、

一、』圈，

东
亚
罔
文
书
院
大
学
的
经
历

在
上
海
的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
它
的
前
身
是
荒
尾
精
创
办
的

日
消
贸
易
研
究
所
．
这
是
一
个
培
养
商
务
人
才
的
机
构
。
一
八
九
八

年
兴
亚
会
和
东
亚
会
合
并
成
立
了
东
亚
同
文
会
，
会
长
近
卫
笃
盾
。

该
会
成
立
以
后
，
在
当
时
为
中
日
亲
善
，
要
推
动
中
因
的
教
育
，
故

率
先
成
立
了
东
京
同
文
书
院
，
专
门
招
收
日
本
学
生
学
习
有
关
中
国

方
面
的
知
识
。
一
九

0
0
年
又
在
南
京
成
立
了
同
文
书
院
。
此
后
，

又
在
天
津
建
立
同
文
书
院
（
中
日
学
院
）
、
汉
口
同
文
书
院
（
江
汉
中

学
校
）
。
一
氓
。
一
年
，
上
海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设
立
，
南
京
的
同
文
书

院
也
随
之
并
人
。
在
上
海
也
经
历
了
好
几
次
的
搬
迁
，
最
终
在
今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
直
到
一
九
四
五
年
战
败
后
撤
销
。
以
上
三
校
中
，
天

津
、
武
汉
二
校
是
在
二
0
年
代
建
立
的
，
只
有
上
海
的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早
在
一
九
O
一
年
正
式
成
立
，
后
来
还
设
立
中
华
学
生
部
，
开
始

招
收
中
国
学
生
。

上
海
的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是
日
本
近
代
以
来
在
海
外
建
立
的
第
一

所
向
等
学
校
，
时
间
最
长
、
规
模
也
最
大
、
影
响
也
最
为
深
远
。

，，．、

- 一、』，，
上
海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的
教
学
研
究
活
动

这
是
以
学
习
语
言
和
商
科
为
主
的
高
等
专
门
学
校
，
在
一
九
三

九
年
升
格
为
大
学
，
总
共
有
四
「
一
期
毕
业
生
，
总
人
数
超
过
五
千
人
。

据
现
在
调
查
大
概
有
上
海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的
一
千
五
百
名
毕
业
生
还

健
在
。
他
们
其
中
还
有
不
少
人
在
政
界
、
学
界
、
财
界
、
外
交
界
活

动
，
在
现
实
的
中
日
关
系
中
发
挥
着
一
定
的
作
用
。

上
海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从
学
校
教
育
角
度
讲
，
作
为
商
科
专

门
学
校
所
开
设
的
课
程
相
对
于
中
国
来
说
，
富
于
近
代
性
和
现
实
感

的
，
这
也
是
日
本
明
治
以
后
的
近
代
教
育
的
体
现
。
特
别
是
他
们
结

合
实
际
．
每
期
学
生
都
要
进
行
”
教
学
实
习
气
到
各
地
搞
社
会
调

查
。
这
些
调
查
资
料
的
手
铺
本
现
收
藏
在
爱
知
大
学
图
书
馆
。
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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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了
解
当
时
中
国
的
政
治
经
济
状
况
是
很
高
价
值
的
。
归
是
．
随
着

中
日
关
系
的
恶
化
，
特
别
是
中
日
战
争
全
面
展
开
后
．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的
学
生
被
分
配
到
军
队
中
当
随
军
翻
译
．
也
就
是
说
．
是
有

组
织
地
直
接
参
与
了
日
本
对
中
国
侵
略
的
战
争
。
因
此
，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在
一
般
中
国
人
的
印
象
中
．
有
人
陈
其
为

H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侵
略
中
国
的
别
动
队
气

白
战
败
以
后
．
一
九
四
六
年
五
月
．
上
沟
尔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M
m
M日
丰
。
由
于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的
品
后
一
任
校
v
k本
问
冉
一

先
生
以
足
其
他
先
生
的
势
力
．
迸
行
了
客
厅
交
涉
，
在
爱
知
县
乍
侨

办
起
了
爱
川
州
大
学
（
本
间
先
生
也
是
爱
知
大
学
的
第
一
任
校
长
）
。
一

九
．h
四
年
十
二
月
．
把
当
时
从
上
海
M
M网
的
东
亚
同
艾
书
院
大
学
的

图
书
资
问
夺
转
移
到
爱
大
。
这
样
．
就
有
了
爱
大
与
上
海
尔
哑
同
艾

书
院
大
学
的
继
准
关
系
。
国
如
曾
担
任
过
日
本
驻
罗
马
尼
亚
大
使
用

眨
山
余
市
务
理
事
小
崎
凡
业
先
生
是
上
海
东
亚
同
支
书
院
大
学
的
第

四
二
期
生
．
也
是
爱
刘
大
学
的
第
一
期
生
。
也
正
因
如
此
．
中
日
邱

交
恢
泣
以
后
．
爱
大
与
上
海
交
大
也
立
了
姊
妹
学
校
的
友
们
叮
交
流
关

系
。
爱
知
大
学
确
实
在
中
日
友
奸
方
面
佩
出
了
不
少
说
献
．
如
编
制
班

的
安
巾
日
大
辞
典

w－
．
迄
今
已
出
版
了
第
三
版
．
在
两
因
很
有
影
响
．

还
有
《
中
M
政
经
用
的
辞
典
、
》
的
出
版
。
在
近
年
又
成
立
了
”
现
代

中
同
学
叩
门
这
是
日
本
的
大
学
中
以
研
究
中
间
为
付
象
归
命
名
的
销

一
个
字
阳
。
去
年
九
月
，
在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举
行
了
纪
念
中
日
郎
交

正
常
化
斗
十
豆
问
年
．
眨
山
会
成
立
五
十
周
年
的
学
术
研
讨
会
．
出

μ，r
m
长
川
M川
美
范
行
先
生
也
参
川
了
会
议
。

”‘、
一- 一、、，，
对
东
亚
同
文
书
院
大
学
的
评
价

目
前
，
ι
在
营
两
种
根
本
叶
立
的
现
点
。
中
日
双
方
共
同
一
致

的
方
面
极
少
。
这
一
方
面
由
于
教
育
跟
政
治
外
交
的
关
系
太
密
切

了
·
·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由
于
对
它
的
深
入
全
面
研
究
尚
很
缺
乏
。
丰
人

对
东
亚
同
艾
书
院
大
学
的
关
注
己
多
年
．
收
集
了
若
．
十
资
料
．
并
把

它
放
在
当
时
中
日
我
育
关
系
中
去
考
察
．
初
步
形
成
的
基
本
砚
归

H
正
·
·
笼
统
地
全
而
肯
走
或
者
彻
底
否
定
均
不
符
合
历
史
事
实
．
应
该

从
铠
个
中
日
关
系
的
发
展
中
去
分
时
期
、
分
方
面
，
区
别
不
同
人
物

地
进
行
创
究
·
·
付
该
忧
的
政
治
作
用
与
教
育
影
响
这
两
音
问
既
布
联

系
又
相
区
圳
地
，
「
以
评
论
·
’
无
论
峙
肯
定
论
者
或
否
定
论
者
，
部
应

以
丰
拧
川
史
事
实
．
全
面
地
、
历
史
地
作
出
什
忻
．
着
重
在
认
真
总

结
听
史
经
验
和
技
训
．
目
的
在

F
惟
迦
当
前
和
今
后
的
中
日
两
国
的

教
育
艾
化
交
流
。

！司汇，If 比'i:, ／~.吉－：何l ~二

结

1吾

一
．
中
日
两
网
的
友
们
叮
交
流
．
可
以
作
一
个
总
的
慨
衍
·
·
源
地

流
长
．
拟
深
叶
茂
．
（
在
吸
收
欧
洲
近
代
艾
化
过
归
中
）
且
为
桥
饿
、

（
元
论
足
友
好
或
非
友
们
叮
时
期
）
始
终
不
断
。
这
十
六
个
字
可
慨
括
为

中
日
艾
化
交
流
的
恨
水
特
点
．
也
为
世
界
文
化
史
上
足
蚀
－

J尤
二
的
。

例
此
．
伯
川
川
休
迫
和
珍
视
。

－
一
．
山f
时
代
、
形
势
归
民
族
性
的
变
化
相
差
异
．
中
日
关
系

中
往
往
会
发
生
磨
隙
归
冲
突
。
为

r

防
微
杜
渐
．
把
磨
擦
和
冲
突
的

因
素
消
除
在
萌
发
状
态
．
必
须
加
深
相
豆
理
解
。
这
是
中
日
友
仔
关

系
他
康
衍
久
发
展
的
恨
’
仁
’
途
径
。
因
此

.. 

费
把
友
U
H的
种
子
深
埋
在

两
国
人
民
心
闹
。

三
．
历
史
是
现
实
的
一
面
镜
子
。
中
日
关
系
史
上
的
友
奸
、
作

友
仔
部
应
伯
阳
珍
视
。
因
此
．
我
们
应
该
川
史
地
、
全
面
地
、

m
M



地
对
待
它
们
，
克
服
民
族
偏
见
、
求
同
存
异
、
追
求
共
识
，
用
宝
贵

的
历
史
经
验
教
训
推
进
未
来
的
中
日
友
好
交
流
。

以
上
，
也
许
因
我
从
事
的
职
业
关
系
，
历
史
讲
的
多
了
一
些
。

如
有
不
妥
，
敬
请
各
位
批
评
指
正
。

注
一

ζ

＠
部
分
他
肇
者
忆
鹊
韶
萨
岛
7
9。
柬
京
同
文
害
院
陆
中
国
人

学
生
忆
日
本
嚣
世
教
文
毛
元
曲
霞
匮
吉
杠
止
。
南
京
同
文
啻
院
怯
疆

和
回
事
件
记
主
主

ζ
支
机
忌
白
世
避
时
τ
上
海
亿
移
h

，
，
、
校
名
也
奕

主
元
。

注
二
本
罔
先
生
陆
第
二
代
学
景
。
因
曹
资
料
陆
束
京
句
柬
亚
同
文

A
E

亿
所
戚
在
机
τ
们
龙
－b
句
。

23 中国人学者看到的「中日友tf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