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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名
「
漏
洲
事
變
與
新
國
家
」

原
著
者
日
本
陸
軍
中
將
佐
籐
清
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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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日
併
吞
我
閩
東
北
計
劃
之
真
相

日
本
檢
討
會
編
譯
一



原
序

滿
洲
事
變
雖
猶
在
過
程
之
中p
國
隊
聯
盟
雖
猶
求
撤
英
干
涉
態
度3
然
在
我
軍
已
攻
得
錄
州
，
完

全
占
領
山
海
關
以
東
地
域
之
令
日
，
則
滿
蒙
闖
過
乏
軍
事
上
解
抉
巳
可
謂
終
結
。
而

A
T後
之
問
題
乃
在

乎
如
何
處
理
滿
蒙
也
。

滿
蒙
對
於
日
本
民
族
之
永
久
生
命
，
生
活
維
持
，
及
使
命
完
成
上
第
必
須
之
地
，
已
不
必
資
言
。

.

.
因
此
而
有
日
清
戰
箏
，
日
俄
戰
箏

F

及
此
次
事
變
F

日
本
沁
凡
三
次
戰
於
此
地
。
閃
螂
前
日
本
民
族

之
埋
白
骨
灑
碧
血
於
此
地
者
百
一
半
世
紀
之
久
也
。

此
械
事
實
發
現
之
前
，
應
早
H

可
將
滿
蒙
問
題
完
全
解
決
。
乃
當
H

清
戰
智
後
，
因
立
一
闌
干
涉
，

而
我
等
民
族
之
希
望
完
血
，
阻
撓
。
當
日
俄
戰
守
後
，
因
交
部
軍
權
，
而
我
鑄
民
族
之
希
頭
又
常
被
妨
礙

。
能
主
口
等
長
旅
於
半
世
紀
中
，
對
于
滿
蒙
問
題
，
常
忍
氣
吞
聲

F

而
憤
悶
者
。
但
常
令
H
P

則
滿
蒙
問

題
完
全
解
決
之
時
機
巳
要
矣
。

今
次
之
事
變
F

發
端
於
支
部
軍
之
破
壞
鐵
道
。
其
實
事
變
之
真
因
，
乃
在
於
支
部
軍
權
之
您
踴
條

約
‘
踩
輸
利
權
、p
壓
迫
邦
人
3

而
使
滿
洲
狀
態
瀕
於
危
機
之
所
致
也
。
當
此
之
時
，
賴
我
軍
隊
之
機
敏

原

序



原

序

活
躍
p

外
交
當
局
之
適
當
能
置
，
因
之
滿
蒙
舊
軍
權
完
全
沒
落
，
而
反
日
分
子
完
金
掃
蕩
。

A
1滿
蒙
巳

1
i
l
1
1

，

K
M
恤
，

成
紛
紛
清
淨
無
垢
之
處3
而
建
設
新
漏
蒙
之
落
鍵
於
是
成
矣
。

國
忱
的
若
僅
以
滿
蒙
為
普
通
之
殖
民
地
，
則
已
大
誤
。
蓋
漏
豪
之
建
設
的
日
本
之
建
設

p

日
本
島
國

，
對
于
我
民
族
3

已
過
狹
小
0

日
本
島
倒
3

巳
盡
放
開
拓
耕
攏
。
將
來
之
日
本
民
族
不
但
付
不
移
其
根
據

地
于
大
陸
。
於
是
方
可
越
說
日
本
大
陸
圈
，
而H
本
特
慶
更
生
也
。
故
新
滿
蒙
之
建
設3
的
新
日
本
之

建
設
也
。

由
此
觀
之
F

滿
州
東
的
皮
之
對
于
日
本3
乃
創
拍
一
新
時
期
之
車
站
搜

3

而
新
滿
蒙
之
建
設
，
對
于
H

本

第
創
始
的
事
業
。
但
實
施
此
建
談
一
事
業
非d
N
H
m
箏
，
一
方
有
國
際
聯
盟
之
干
涉
3

一
方
又
有
英
美
之
嫉

妨
。
而
國
內
對
于
此
問
題
，
亦
有
各
和
其
論
。
其
處
理
p

其
籌
劃
p

實
頗
困
難
。
崗
民
須
一
致
協
力
，

悶
肉
建
設
日
本
大
陸
國
之
目
標
而
猛
進
。
若
失
此
目
標
，
則
今
後
之
滿
蒙
問
題
3

非
易
于
解
決
者
也
。

于
前
著
一a

滿
蒙
間
題
與
大
陸
政
策
」
一
番
2

論
世
界
之
將
來
與
日
本
之
將
來F
力
說
確
立
國
策
p

建
設
日
本
大
陸
國
之
必
要
。
.
今
當
此
滿
州
車
鐘
之
際

3
A
h栽
本
菁
P

續
述
飢
餓
對
之
真
相F國
聯
之
干
涉

3

及
新
滿
蒙
之
建
設
。
蓋
不
外
乎
憂
邦
家
將
來
之
微
衷
也
。

昭
和
七
年
一
月
書
伊
東
京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一
只
)

佐
藤
清
勝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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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緒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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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至
第
七
章
從
略

甲
(
原
第
九
章
)
二
十
五
年
間
之
罔
顧

.
一
、
反
省
與
軍
人
之
鮮
血
••.••.. 

, 

二
、
昔
峰
之
意
氣
街
天•••••••••.•. 

一
-
一
、
戰
役
嘗
嘗
之
翻
譯
人
理

.••••••••••.•.....••.•.• 

iri--ji--

•••••••.•••••••••. 

i

三

四
、
滿
蒙
要
地
之
拋
棄
'
•••••.•.•••...•••••..•.••..•••••••.•••••.••.•..••.••.••••••••••.•••. 

五

五
、
回
頭
政
治
之
弊•••••••.. 

六
、
對
文
外
交
之
無
方
針.••...• 

iz--

•.••.•.••••.•....••••...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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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政
黨
所
及
於
滿
洲
之
宮
"
毒
.•••. 

‘ ••••••••••••••••••••••••••••• 

ji--

••.••••• 

ji--

入
、
鐵
道
當
局
之
資
本
家
根
性

九
、
m慨
道
當
局
之
非
國
家
心
理

. . . 

四

十
、
駐
浦
領
導
等
之
卑
污
根
性
.••••••••••••••••• 

ji--

•••.•••. 

i.e.-

•.•••••• 

: 
•.••. 

一
六

主
、
在
浦
邦
人
之
盧
榮
與
奢
靡i
z
-
-•• jit--

••••••••••••••••••••• 

a 
••••••••••••••• 

了
八

于
一
一
、
國
家
精
神
乏
缺
乏

•• 
, ••••••••.••.•.••••.•.••••••••.••••••••.•••.•.••••.•...••.•••••• 

一
九

乙
(
原
第
九
章
)
浦
蒙
新
國
家
之
建
設
二
一

一
、
大
陸
政
策
之
樹
立
.•••••.••• 

二
、
對
外
鞭
策
之
刷
新
••••••••.• 

一
二
、
新
國
家
之
建
騙
取

••••••• 

ji--

.. 
Ji--

••••••••• 

, •...... 

ji--jit--

•.•••••••• 

二
五

閥
、
滿
蒙
都
督
府
之
設
置

••••• 

iz--

••••••••••••••.•••••••••••••••••••• 

γ
 
••••••••••••• 

二
六

五
、
日
游
保
單
純
條
約
之
締
結

••••••••••••••••••• 

iz--

•• 
2 
••• 

az--

••••••••••• 

Et--

•••• 

二
七



結
員會

A瓜
、a
n
H
持
鵬
這
竊
聽
鵑
定
歸
結
﹒
唔
，

z
e
-
-

••• 
'":if---1:21 

•..••.•• 

Ez--= 

••••••• 

二
此

老
、
瞥
說
改
革
與
鷗
金
銀
彷

2
.
Z
Z
E
.
E
-
2
3
3
2

恥Z••• 

2
.
S
E
z
-
-
Z
Z
E
.
E
.
-
-

二
九

λ
、
鑽
進
之
統
一
與
官
有
••• 
Ez--ZEz--z 

•••• 
2.z 

••••• 

z 
••••••• 

。••••••••••• 

= .... 
=
三
。

北
、
教
育
之
更
改-z•••••••••• 

rz--? 

••••• 

zi--

•.•• 
t.b.--iz--

••• 
ez--2 

•••••• 

之
一
三

干
、
日
本
軍
隊
之
駐
屯
•• 
2 
••• 
itep---zji--

•••• 
iz---zi--

•.•••.•• 

ti--

•.•• 

立
二

士
、
集
關
移
民
之
實
行
••••••.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
一-( 

士
一
、
資
本
及
技
街
之
招
致
•• fi--

••••••••• 

‘ ••••••••••••••••••• 

eji--

•••••••• 

j
i
-
-三
四

也
﹒
昌
、
幹
線
鐵
道
R
A築
港
之
完
成.• 

, •.••••••.••.••. 

ji--

••••••.••.•••••.•••••••••••.••• 

三
五

申
閥
、日
本
人
都
布
之
建
設•••.•••••••. 

• 且~

p、

主
、
遷
都
之
斷
然
決
行
••.•••.• 

, ••••••••••••••••••• 

ft--: 

••• 
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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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仰
視
籬
績
都
聽

我
等
憂
慮
東
盟
問
題
之
同
志
自
略
和
六
年
一
丹
(
民
國
甘
年
三
丹
〉
以
來
麗
次
集
會

3

談
有
時
血
肉

?
情
慨
外
交
，
以
錯
不
待
不
為
國
家
而
起

F

遂
糾
合
同
志
3

組
織
「
對
外
同
志
會
」3
二
丹
十
九
日
開

第
一
次
總
會
於
亦
扳
三
會
堂
，
致
其
決
議
於
政
府
，
披m
m我
等
對
於
東
亞
問
題
之
所
見
。
自
後
屢
次
會

合
p
m
月
于
一
日
開
第
二
次
總
會
於
三
會
宜
，
再
提
出
岡
志
之
決
議
於
政
府
。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叉
開
第

一
次
時
局
講
演
會
於
日
比
谷
…
公
會
堂
，
痛
諭
滿
蒙
狀
態
之
危
急
F

正
當
我
關
民
決
心
奮
起
之
時
。
自
後

我
等
各
處
講
演
滿
象
現
狀
。
七
月
三
H

開
第
一
一
一
次
總
會
於
青
山
會
館
。
自
後
各
地
講
演

p

使
國
民
周
知

時
局
之
重
大
。
九
月
中
旬
開
大
阪
有
開
國
民
大
會
之
舉
p

乎
於
九
月
十
七
日
赴
大
阪
應
按
3

同
月
十
入

、
夜
出
席
於
該
地
中
島
公
會
壁
之
國
民
大
會
，
試
熱
烈
辯
論
，
以
促
國
民
之
奮
起
。
赴
會
者
約
一
誨
，
.

國
民
之
意
氣
大
為
激
昂
，
有
衝
天
之
觀3
至
下
午
十
一
時
散
會
。
此
演
說
之
中
俗
，
郎
是
日
夜
十
時3

遍
有
滿
州
囂
的
對
之
勃
發
，
真
奇
綠
矣
。

結

~ 

缸，



緒

-----

當
事
的
灣
發
展
之
時
，
憤
激
於
國
聯
干
涉
之
岡
民3
當
十
}
月
十
一
日
開
國
民
大
會
于
東
京
芝
公
園

，
于
亦
出
席
演
說
。
自
來
對
于
辜
的
嘴
真
相
及
其
經
過
3

并
將
來
之
發
測
p

欲
聽
子
之
意
見
者
頗
多
，
且

子
等
所
關
係
之
團
體
中
p

第
激
昂
國
民
氣
勢
越
見
F

要
求
于
之
講
演
晶
晶
亦
來
，
於
是
于
於
東
京
市
內
3

千
葉
縣
3

琦
玉
縣
3

神
奈
川
縣
3

次
城
縣
3

華
馬
縣
3

長
野
縣
，
大
阪
府
，
兵
庫
縣
、
'
和
歌
山
縣
等p

各
布
阿
村
?
出
席
講
演
者
凡
數
十
次
。
令
將
此
講
演
原
搞
，
加
以
發
理
，
編
築
而
成
是
書
c



暴
自
併
吞
我
國
東
北
討
劃
之
真
相

原
名
「
滿
洲
事
變
與
新
國
家
」
內
之
二
篇

原
著
者
日
本
陸
軍
中
將
佐
籐
情
勝
本
會
會
員
陸
筱
梅
譯

甲
、
二
十
五
年
間
之
個
顧

乙
、
滿
蒙
新
國
之
建
設

一
本
篇
揭
露
一

一
一
，
自
供
其
軍
川
悄
悄
其
時
來
注
目
叫
什
川
侵
略
行
海
之
不
滿
以
起
此
次
事
變
之
宜
閃
一

一
二
，
自
供
其
軍
闕
，
快
其
開
來
中
叫
糾
紛R
N
甘
H

兀
自
其
刊
和
日
的
川
崎
造
成
之
侃
一
間

一
一
斗
，
自
供
笠
、
但
成
滿
洲
倆
同
先
屑
神
州
川
挂
帥
川
懺
併
并
欲
賢
明
真
正
之

H

本
大
除
闢
之
扛
一
回
~

尸
j
叫
μ
立
金
滿
州
火
民
豆
豆
位
給
且
在
接
立
法
試
〈j
j
j
J
/
/
;

一

甲
二
十
五
年
間
之
罔
顧

一
、
反
省
與
軍
人
乏
鮮
血

子
於
第
一
車
及
第
二
章
中
，
詳
論
事
變
前
之
支
部2
及
滿
洲
之
情
勢
F

詳
述
支
那
之
革
命
外
交3

忽
視
條
約
3

踩
搞
科
權
p

壓
迫
邦
人
等
事
實
。
因
此
而
使
陷
於
不
可
挽
倒
之
狀
態
F

須
軍
隊
之
掀
起
而



.闢

-喝

卒
釀
成
事
變
，
此
皆
巳
詳
言
之
矣
。
然
使
滿
洲
至
於
若
是
之
狀
態
者
3

其
責
任
之
牢
不
但
何
不
由
日
本
政

府
，
官
吏
3

政
黨
p

鐵
道
當
局
，
民
在
滿
邦
人
等
負
之
。
苟
將
舉
鐘
前
釀
成
此
麼
迫
危
急
狀
態
之
罪
p

完
全
歸
於
支
那
而
不
自
己
省
察
3

則
A
1復
二
十
五
年
恐
將
復
歸
於
前
此
之
狀
態
F

或
再
演
悶
樣
之
事
變

亦
汞
可
知
@

日
俄
戰
霄
，
中
所
犧
牲
之
十
餘
再
生
命
及
數
十
萬
之
負
傷
者

3

其
所
流
之
鮮
血
3

決
非
廉
價
之
物
。

當
日
俄
戰
後
，
末
顧
此
寅
貴
鯨
血
3

以
退
縮
卑
怯
之
根
性
，
偷
妥
姑
息
之
將
營
，
部
忱
逸
路
蕩
之
生
搶
而

處
事
，
故
卒
使
滿
洲
成
總
退
翊
之
勢
，
而
不
待
不
再
灑
單
士
之
鮮
血
以
解
決
之
也
。

要
之
，
軍
士
之
血
3

決
非
廉
價
。
軍
人
雖
須
服
從
降
下
命
令
，
當
赴
湯
蹈
來
而
不
惜
死
，
但
國
家

與
國
民
若
過
分
輕
視
軍
人
之
血p
則
當
鷗
家
危
急
存
亡
之
秋
，
雖
欲
周
之
而
不
可
能
。
此
古
今
東
西
史

乘
所
昭
示
者
也
。
國
家
與
國
民
不
但
付
不
反
省
之
。

二
、
苦
時
乏
意
氣
衝
天

子
於
日
俄
戰
9
.從
軍
後
p

當
大
正
一
兀
年
與
十
二
年
凡
二
次
傘
兵
赴
滿
洲
。
而
每
次
均
成
滿
洲
之
激

發
3

剃
須
驚
訝
。
當
日
俄
戰
宰
峙
，
我
等
實
有
意
氣
街
天
之
勢
o
E口
盤
墓
氣
焰
非
特
欲
經
營
諭
豪
，
實
有



、‘

越
國
能
利
亞
至
於
為
控
爾
山
頂
p

併
金
亞
細
亞
螞
蟻
營
志
戚
。
有
此
意
氣

3

始
能
被
俄
軍
發
敵
，
百
戰

百
勝
，
卒
至
於
使
俄
軍
求
和
o

蓋
當
時
如
支
那
者
，
因
未
嘗
置
於
心
目
中
也
。

然
觀
其
彼
之
漏
洲
甚
使
子
等
失
朗
誦
。
南
浦
鐵
道
附
近
奢
侈
之
文
化
施
設
雖
使
滿
洲
墨
開
發
進
步
之

觀
F

但
留
滿
邦
人
意
氣
之
消
沉
與
怨
言
，
及
支
那
人
之
驕
傲
與
不
遜
3

則
使
吾
人
知
不
能
開
拓
奎
爾
滿

鐵
道
以
外
3

日
本
人
不
符
不
自
昔
日
日
俄
戰
告
時
邦
人
所
居
住
地
點
開
始
撤
港
F

我
人
不
禁
翁
之
悲
憤

切
齒
。
此
果
誰
之
罪
耶
。

事
變
以
前
滿
蒙
狀
態
之
萎
縮
退
化
者p
固
樹
於
支
那
之
不
能
無
道F
但
其
最
大
原
因
3

實
由
於
邦

人
之
無
潑
刺
勇
氣
F

無
一
豪
邁
雄
心
，
無
堅
實
志
樑
3

迷
於
目
前
小
利
，
夢
想
一
摟
干
企
2

為
營
利
而
屈

膝
於
支
那
人
，
退
讓
而
再
退
讓
，
故
卒
至
於
有4
日
。
我
等
見
公
社
方
面
此
和
邦
人
之
來
多
y

常
恐
漏

豪
之
將
宰
一
於
拋
棄
。
赦
令
次
之
事
控
。
一
賞
可
謂
天
一
腕
。

子
等
在
論
之
時
3

常
見
此
公
私
邦
人
之
腐
敗
心
腸
F

與
卑
怯
態
度
，
深
引
為
悲
情
拒
腕
昔
者
@
然

當
時
之
在
漏
邦
人
始
終
只
顧
目
前
有
安
主
義
，
而
無
一
以
滿
蒙
現
狀
縛
憤
慨
者
，
實
可
痛
恨
者
也
。

一
二
、
戰
後
官
吏
之
翻
譯
心
理



四

使
滿
洲
陷
於
干
事
發
前
之
狀
態
之
另
一
原
因
，
賢
在
於
對
於
滿
洲
處
置
之
本
當

0

日
俄
戰
9
.本
非
僅

對
俄
作
戰
F

至
少
亦
可
視
為
日
清
我
恨
(
郎
中
日
戰
令
〉
克
總
績
。
機
言
之p即
可
視
借
用
排
除
俄
德
法

一
丹
、
國
干
涉
之
戰
箏
。
乃
我
政
治
家
僅
以
此
為
對
俄
戰
宰

3

官
和
議
時
，
雖
要
求
賠
款
與
割
地
p

但
賠
款

被
拒
絕
，
僅
獲
得
樺
太
半
島
之
半
部
F
M
A自
俄
副
手
申
接
智
商
滿
鐵
道
而
途
以
給
滿
足
。
對
於
支
那
求

會
有
任
何
之
一
要
求
，
此
乃
重
大
之
過
失
也
。

日
俄
戰
箏
亦
可
視
為
日
清
戰
箏
之
繼
續
。
日
愉
悅
後3
有
馬
關
條
約
，
支
那
割
讓
遼
東
半
島
於
我

，
然
周
一
立
國
干
涉
﹒
我
益
，
還
之
於
支
路
。
但
與
一
三
國
干
涉
中
一
當
事
陶
之
俄
國
作
戰
而
戰
敗
之

y

則
再

使
支
那
割
讓
付
清
戰
率
結
果
之
遼
東
，
此
乃
瑾
所
當
然
。
然
當
時
政
府
當
局

F

不
解
此
義
，
對
於
支
那

無
任
何
要
求
p

非
重
大
之
過
失
敗
。

當
時
政
府
官
吏
以
寫
我
說
已
白
俄
國
接
管
輛
滿
鐵
道
矣
，
苟
有
此
銳
逗
，
可
經
營
滿
豪
。
此
實
模

做
歐
美
之
忍
耐
心
。
開
翻
譯
也
想
也
o

彼
等
川
以
鑄
德
人
教
設
巴
爾
幹
鐵
道
p

待
置
土
耳
其
於
其
勢
力
之
下

，
敷
設
也
梅
達
總
鐵
道F
持
維
街
小
亞
細
亞
。
則
我
亦
可
湖
南
織
鏡
遊
瓶
梅
經
營
滿
漿
。
叉
以
為
英
人



敷
設
加
爾
加
太
附
近
及
孟
買
階
近
之
獄
逃

p
m
此
驅
使
印
度
成
為
英
之
厲
地
p

則
我
亦
可
曲
，
繭
磁
鐵
這

而
使
滿
蒙
成
第
我
之
附
膺
地
。
然
自
二
十
五
年
後
之
令H
視
之
p

其
結
果
果
何
如
乎
。

我
國
民
之
性
格
，
閃
訥
於
言
而
敏
於
衍
。
其
心
意
誠
實
，
但
無
懷
柔
3

籠
絡
，
包
容
之
策
峙
。
勇

抄
戰
箏
F

但
怯
於
外
交
，
常
受
人
所
葬
，
此
賞
我
H

本
人
之
先
天
性
格
。
有
此
性
格
之
日
本
官
兵
，
常

翁
恃
堅
臼
異
岡
之
辯
與
蘇
秦
旗
儀
之
街
之
支
那
人
外
交
所
愚
弄
，
按
其
反
噬
而
至
於
芋
足
無
所
措
。
故

知
恃
一
鐵
道
而
欲
經
營
滿
蒙
者
3

質
文
但
不
顧
慮
日
支
之
國
民
性
﹒
僅
為
模
做
之
觀
譯
心
理
而
已
。

日
俄
戰
領
後
二
十
五
年
，
特
爾
滿
鐵
道
之
滿
蒙
經
營F
閃
此
而
A
Z歸
失
敗
。
翻
譯
思
想
與
糢
做
思

想
之
驗
，
至
此
巳
極
。
閃
此
糢
做
思
想
，
快
、
日
俄
戰
宰
告
終
之
際
3

不
能
郎
獲
得
滿
蒙
之
地
，
此
實
釀

成
A
1日
事
變
之
最
大
原
因
也
。

四
、
滿
愛
要
地
之
拋
棄

明
治
三
十
λ
年
三
月
十
日
奉
天
大
戰
乏
結
果
3

我
軍
占
領
奉
天
。
而
此
奉
天
占
領
F

果
有
何
意
義

乎
。
此
乃
滴
血
來
要
地
之
發
待
，
換
言
之
，
帥
占
領
兩
洲
金
體
之
義

3

今
日
猶
定
是
H

翁
陸
軍
紀
念
日
而

軍



-且壘
/、

慶
祝
之
也
。

然
政
府
官
寞
F

與
在
野
國
民
F

均
未
和
奉
天
之
意
義
與
價
值
。
奉
天
在
古
昔
之
時
為
全
之
都
，
在

近
令
之
時
僵
持
清
高
視
與
太
宗
之
郁
，
郎
在
今
日
，
有
滿
洲
最
大
之
城
廓

p

有
滿
州
最
大
之
人
口
，
事
實

上
郎
鑄
滿
蒙
之
首
都
，
政
治
之
中
心
。

且
奉
天
拖
過
哈
爾
資
3

連
於
歐
亞
之
交
通
線
，
南
通
大
進
旅
順
，
可
由
於
黃
海
與
支
祁
海
，
東
南

自
妥
奉
鐵
道
過
於
朝
鮮
，
西
南
由
北
海
鐵
道
過
於
天
津
北
芋
，
占
世
界
交
通
之
最
要
地
F

因
之
亦
為
經

濟
上
之
最
要
地
點
也
。

文
奉
天
之
位
置
對
於
鴨
綠
江
與
一
旦
滿
江
翁
境
之
朝
鮮
境
外
國
防
上

p

亦
第
最
要
地
點
。
苟
一
且
集

中
大
兵
於
朝
鮮
倒
境
時
，
任
此
集
中
部
隊
掩
護
上
之
先
鋒
部
隊
3

其
所
佔
據
地
點
必
在
於
奉
天
附
近
。

因
之
亦
為
軍
事
上
與
國
防
上
之
最
要
地
點
也
。

但
日
俄
戰
a
f後
政
府
與
人
民
成
忠
翊
滿
洲
之
最
要
地
點
，
南
浦
鐵
道
公
司
霞
總
社
於
安
全
之
大
逗

，
軍
司
令
部
亦
設
於
神
州
最
蔚
捕
之
做
隅
。
且
稅
漏
御
風
局
外
詞
之
首
席
外
瓷
宮
之
總
領
辜
，
亦
駐
於
奉



天
3

菩
且
規
該
地
如
外
倒
也
。

故
局
局
坎
治
，
經
濟
，
交
通
之
中
心
H
.縛
，
車
事
要
地
之
奉
夫
已
全
被
拋
棠
，
治
滿
洲
之
支
那
官
吏
帥

滿
洲
總
督
徐
世
昌
氏
來
施
威
權F
成
滿
洲
之
玉
。
繼
之
素
稱
馬
賊
頭g
p

且
當
H

俄
戰
箏
中
甘
為
我
軍

從
役
之
張
作
霖
漸
次
梅
勢
，
逐
徐
世
昌
而
成
滿
洲
之
玉
。
自
後
二
十
年
間
，
張
作
霖
借
完
全
支
配
滿
洲

金
士
。當

此
之
際
，
觀
張
作
霖
之
威
勢
而
生
畏
懼
者p
乃
成
滿
瓜
果
經
營
為
自
任
乞
大
連
滿
鐵
總
裁
，
R
A任

保
護
此
鐵
道
之
旅
順
單
司
令
官
。
放
滿
洲
金
士
成
結
局
旗
作
霖
所
佔
領

.
3
繼
之
借
用
張
學
良
所A
m攘
，
而
滿

豪
之
經
營
漸
成
夢
想
p

卒
使
邦
入
屈
於
作
霖
學
良
之
壓
迫
，
而
生
總
退
翊
之
危
機
。

著
日
俄
戰
m
v後
，
我
政
府
有
遼
大
眼
光
p

置
總
督
府
3

漏
鐵
總
督
及
軍
司
令
部
於
奉
天
，
以
此
成

勢
而
臨
於
支
那
，
則
雖
有
千
百
張
作
霖
，
亦
不
敢
牽
制
而
給
橫
暴
壓
迫
之
無
道
。
以
我
之
威
勢

p

可
使

支
那
官
吏
屈
服
3

而
待
真
正
將
營
滿
蒙
。
但
戰
後
來
也
此
策
，
而
相
學
逃
避
於
大
途
旅
順
，
使
作
霖
學

良
輩
為
滿
洲
王
p

此
實
千
載
乏
遺
憾
也
。

七



八

我
等
雖
於
過
去
會
演
電
大
之
過
失F
但
猶
望
今
後
對
於
處
聽
滿
洲
上
，
完
全
掌
握
重
要
地
點
，
否

4

則
A
1後
二
十
五
年
中
，
爾
或
再
演A
1次
之
事
變
賊
。

五
、
凹
頭
政
治
之
弊

日
俄
戰
箏
綾
3

抑
制
發
滿
蒙
之
壯
志
已
與
歲
月
而
陶
萎
靡
消
散
3

卒
至
於
不
可
挽
回
之
狀
態
。
其
另

一
大
原
因
。
實
在
於
四
頭
政
治
之
弊
。

日
俄
戰
-
9告
終
之
際
F

月
本
歧
府
置
關
東
都
督
3

授
以
軍
車
﹒
與
行
政
之
權3
叉
創
立
高
滿
鐵
道
公

司
p

使
當
經
濟
開
發
之
任
p

又
派
領
事
於
各
地
，
最
總
做
事
于
奉
天
，
使
當
外
交
交
涉
之
賣
3

米
幾
臨
戚

關
東
都
贅
，
置
關
東
長
官
與
關
東
軍
司
令
官3
而
分
離
衍
政
與
軍
事
。
如
是
而
成
滿
洲
之
間
頭
政
治
。

關
東
軍
司
令
官
隸
於
天
皇3
關
東
長
官
隸
於
肉
務
大
臣3
總
領
事
隸
於
外
務
大
臣F
而
南
浦
鐵
道
總
裁

隸
於
商
工
大
臣
R
A鐵
道
大
臣
。

此
回
頭
栽
雖
各
從
美
直
屬
大
臣
之
意
旨
，
而
最
後
仍
當
統
一
於
內
閱
總
理
夫
臣
指
揮
。
然
寧
質
上

之
滿
洲
極
不
統
一
，
那
其
主
要
原
因
，
乃
繃
於
漏
蒙
認
議
之
完
金
缺
乏
，
不
知
滿
蒙
之
為

H

本
鼠
旅
摘



來
之
根
據
地
，
不
知
滿
蒙
之
給
日
本
民
族
之
從
前
最
大
犧
牲
地

y

不
知
回
歸
之
笠
協
力
一
致
而
經
營
漏

豪
。
各
行
其
所
欲
，
欲
苟
且
於
極
不
統
一
，
而
生
多
數
處
除

F

然
忍
耐
抹
陰
險
之
支
那
官
氏
之
所
乘
。
因
此

而
日
俄
戰
穿
所
築
成
之
漏
蒙
經
營
之
理
想3遂
與
時
間
毀
滅
矣
。

四
頓
中
之
總
飯
專
以
支
那
結
局
本
位
而
處
事
，
滿
鐵
總
裁
以
營
利
結
局
本
位
而
處
事

F

關
東
長
官
以
租

借
地
第
本
位
而
處
事
p

其
中
以
H

本
寫
本
位
而
處
辜
者
3

睦
關
東
軍
司
令
官
耳
(
武
力
萬
能
〉
。
見
滿

豪
之
已
不
可
救
3

不
必
坐
誠
而
掀
起
者
亦
寶
第
關
束
，
叭F
此
郎
釀
成
此
次
之
中
吊
銷
搜
也
。

以
支
那
第
本
位
，
以
租
借
地
為
本
位3
以
營
利
第
本
位
者
p
m朮
何
由
而
符
絆
，
做
官
以

H

本
寫
本
位
之

滴
血
誠
乎0
日
克
四
頭
各
任
滿
蒙
之
頭
領3
而
不
能
相
協
調
，
甲
之
所
寫
者
乙
版
之
，
乙
為
所
為
者
耐
破

之
。
結
果
毫
無
建
樹
，
毫
無
進
展
，
而
反
第
他
人
之
所
乘y
卒
至
因
窮
急
迫
接
於
極
點
3

此
賞
自
於
不

統
一
無
認
識
L
Z四
頭
政
治
之
弊
書
也
。

我
等
當
今
後
處
理
漏
濛
峙
，
切
的
強
鑑
於
過
去
之
失
敗
，
從
難
於
鞏
固
統
一
之
設
施

P

至
少
限
潰
，

須
將
政
治
軍
事
產
業
交
通
外
突
等
統
一
於
滿
蒙
都
叔
H
Y
下
3

然
彼
方
可
不
再
沒
前
此
之
失
敗
歉
。

丸



O 

六
、
對
文
外
交
之
練
方
針

滿
蒙
經
營
上
路
最
大
蝸
棋
者
3

實
翁
對
文
外
交
之
無
方
針
。
我
外
交
當
局
，
誤
於
崇
拜
歐
美
之
謬

想
，
以
對
歐
美
外
交
為
重
，
以
對
鄉
國
支
那
之
外
交
為
輕
，
此
實
施
大
之
錯
撓
。
蓋
維
持
東
亞
之
妥
窮

與
和
平
者
3

不
特
寫
日
本
之
重
太
使
命
F

且
亦
有
昔
日
賭
國
運
而
戰
a
v之
章
太
歷
兒
。
乃
.
本
此
之
察
，

迷
於
模
潛
在
，
翎
譯
思
想
，
而
忽
視
我
外
交
樞
紐
之
對
文
外
交3
此
賞
重
大
之
過
矢
。
岡
聰
兢
此
鞏

妻
之
外
交
樞
紐
3

故
對
文
外
交
方
針
常
有
動
格
p

使
支
那
不
能
做
悟
日
本
之
真
意
F

遂
至
侮
蔑
我
國
也

。

就
事
實
論
之
，
大
正
閥
年
之
對
支
外
交
頗
鑄
強
硬
F

而
我
政
府
對
文
提
出
二
十
一
條
送
最
後
通
勝

，
迫
其
簽
字
p

質
微
主
張
。
但
支
那
吽
器
而
不
服
我
之
二
十
一
條
，
試
行
排
日
抵
貨
運
動
。
而
我
忽
一

變
對
支
方
針
，
高
唱
日
支
親
善
。
大
正
十
一
年
華
礎
頓
會
議
申F
允
將
歐
洲
太
戰
時
我
軍
所
仿
之
青
島

與
山
東
利
權
還
於
支
脈
，
該
年
十
二
月
遂
以
無
條
件
還
於
支
那
。
路
和
三
牟
支
那
政
府
要
決
關
稅
自
主

權
之
恢
復
p

我
政
府
因
欲
得
支
那
之
歡
心F
遂
先
花
美
法
譜
國
而
承
認
支
那
之
關
說
自
主
，
紹
和
四
年



還
締
結
日
交
關
稅
協
定
，
將
關
稅
權
大
部
讓
於
支
郎
。
此
椅
軟
弱
外
交

3

我
政
府
質
就
行
之
。
因
此
而

支
峰
砍
府
以
我
日
本
d
m易
興
，
途
提
出
多
和
要
求
。
至
是
我
政
府
逮
忽
然
改
變
外
交
方
針F唆
使
之
3

且
當
蔣
介
石
化
攻
北
京
時
，
以
保
譴
居
住
濟
南
之
邦
入
第
名
，
出
兵
於
山
東
半
島
p

激
戰
於
濟
南
3

卒

招
支
那
之
怨
恨
。

其
後
支
那
權
行
排
貨
排
日
運
動
之
際
3

又
復
般
認
唱
日
支
藐
善
，
以
援
助
支
肺
結
目
的
，
興
劍
文
化

事
業
。
其
後
支
郎
對
我
雖
有
，
除
鵰
條
約
等
結
械
不
法
行
為
p

但
我
方
如
恥
而
不
賞
，
且
亦
求
欲
解
決
從
來

所
堆
積
之
日
支
外
交
K
之
懸
案
，
惟
求
支
那
之
峽
心
寫
務
。
因
此
更
助
長
支
那
人
乏
驕
慢
，
卒
使
侮
蔑

H

本
而
至
於
不
可
挽
救
，
遂
演
成4
.次
之
事
變
。

故
強
硬
與
軟
弱
之
外
交
p

相
互
反
覆
p

其
間
毫
無
一
定
方
針
，
此
實
益
足
以
使
支
那
侮
我
日
本
，

以
我
日
本
為
易
與
。
此
種
支
那
官
吏
之
心
理
忽
反
映
於
滿
洲
，
忽
視
條
約
p

踩
繭
利
權
3

而
其
責
任
之

竿
3

賞
我
外
交
當
局
所
當
負
者
也
。

七
、
政
黨
m
m及
於
滿
洲
之
害
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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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做
營
開
發
新
疆
域
溝
必
過
多
數
之
艱
難
R
A立
外
之
障
礙3
若
不
破
除
此
此
艱
難
與
障
礙
，
必
難
期

奏
功
。
故
必
須
假
以
時
日
即
從
事
之
。
若
急
於
成
功F
眩
於
功
名
，
注
意
於
目
前
，
小
事
，
3

趨
向
於
表
面

虛
榮
，
則
新
鹽
域
之
經
營
p

必
遺
蹉
跌
，
此
乃
過
去
殖
民
史
所
昭
示
者
也
。

但
自
明
治
而
入
於
大
正
時
代
3

政
黨
政
治
漸
多
積
弊
p
m
黨
人
任
南
滿
鐵
道
總
裁
誠
副
總
裁
，
自

鐵
路
收
入
之
聲
餘
中
做
給
政
黨
之
費
用3
已
成
公
開
之
秘
密
3

任
何
政
黨
當
其
執
蚊
時
期
無
不
衍
此
秘

瘤
，
故
南
游
鐵
路
實
給
政
黨
之
工
具
，
不
特
阻
害
其
發
展3
且
每
閃
內
閣
更
換
y

須
更
送
其
總
裁
及
副

總
裁
p

而
其
任
朔
不
過
二
一
年
o

於
此
一
知
任
潮
中
欲
使
當
此
重
大
使
命3
個
所
誤
也
。
翼
業
績
之
不
舉

3

事
業
之
不
徹
版
p

四
川
所
當
然
，
此
所
以
近
年
高
滿
鐵
道
之
萎
靡
不
振
也
。

R
黨
人
任
此
總
裁
與
副
總
裁
，
必
自
政
黨
之
刺
客
土
看
想
F

而
處
理
一
切
，
至
於
國
家
國
運
等3

固
永
霞
於
眼
中
。
新
強
城
之
經
營
徒
有
莫
名
而
毫
無
其
賞
。
懂
知
迎
合
政
黨
只
所
期
待

3

給
用
鐵
道
之

收
益
﹒
欺
瞞
公
司
人
員
之
耳
目3
無
所
小
翁
。
故
滿
象
之
經
營
金
設
置
於
腦
後
p

而
南
浦
鐵
道
遂
被
支

那
鐵
道
乏
所
乘
。
此
實
政
黨
所
泊
之
童
文
弊
害
3

而
繭
繭
鐵
道
遂
為
政
黨
所
侵
蝕
矣
。



鐵
道
當
局
之
資
本
家
根
性

負
有
經
營
滿
蒙
之
大
使
命
而
創
立
之
南
浦
飲
用
公
司F
閃
戰
雲
之
消
散
而
出
心
翊
其
使
命
，
結
局
資
本

家
根
性
所
支
配
3

遂
成
寫
專
以
營
利
棉
紡
目
的
之
商
辦
公
司
。

，人
彼
盤
甘
甜
到
守
於
安
穩
之
大
淫
，
而
輛
滿
蒙
之
叭
叭
營
以
寫
即
所
以
求
太
遠
之
繁
榮
。
閃
此
而
鐵
道
當
局

不
欲
敷
設
我
國
所
首
先
獲
待
般
設
權
之
古
會
叫
道
。
彼
等
以
寫
的
科
設
吉
會
鐵
道
從

3

則
吉
林
省
之
物
產

。
。
。

3
O
O
O
O
O
O
O

將
達
於
朝
鮮
，
非
所
以
求
大
迪
之
繁
榮
。
故f
h
I卅日
借
來
完
成
吉
會
鐵
道
，
其
跟
林
之
小F
質
足
驚
人

。

且
對
於
彼
等
尤
垠
憤
恨
者
3

郎
拾
棄
攻
治
時
軍
事
←
所
必
嬰
之
鐵
道
，
如
古
會
，
去
口
海
3

海
海
諸

線
，
而
僅
敷
設
古
長
3

洞
郎
，
鄭
鴻
y

游
品
等
搭
建
線
3

以
增
多
收
益
。
從
卒
鑄
支
那
之
所
乘
，
敷
設

。
。

O
O
Q
O
O
O
O
O
O
O
Q
O
O
O

。
。
。
。
。
。
。

支
那
鐵
道
於
南
浦
鐵
路
之
一
提
側
。
其
先
足
鷺
封
乃
允
許
支
那
將
潛
心
悴
的
概
述
絡
於
北
誨
的
秘

3

由
此
而
南
滿

。
。
。
。
。
。
。

o
o
o
o
o
o
o
o
o
o

。

鐵
道
之
生
命
p

受
制
於
支
那
鐵
道
。
其m
m
r
…
策
，
其
怠
慢
F

質
躍
福
恨
。
此
乃
彼
等
醉
心
於
大
宗
收
益
p

O
O
O
Q
O
O
O
O
O
O
O
O
O

。
。
。
。
。
。
。
。
。
。

民
盟
宮
之
報
酬
與
紅
利
之
結
朵
。
要
之
南
滿
鐵
道
之
刺
權
與
其
謂
為
被
支
瓜
所
踩
轍

3

宿
可
謂
肺
結
仰
等

一
一
一
一



四

貪
藹
，
睡
而
委
之
於
支
那
之
踩
轍
。
其
資
本
家
根
性
宰
，
此
已
達
其
極
。

鐵
道
當
局
之
非
國
家
心
理

九
如
前
所
述
，
南
游
鐵
道
當
局
，
既
不
脫
資
本
家
根
性
，
僅
欲
增
多
政
黨
締
助
金
，
股
東
利
息
，
跟

員
分
紅
3
及
報
酬
等
3

其
結
呆
陷
於
辜
的
辦
前
之
窮
境
，
而
南
浦
鐵
道
之
收
益
減
少
二
勞
之
一
。
此
骨
枷

伊
卸-
b
r
L
V
T

。
其
h
r
p靜靜
，
乃
腳
亂
虹
的
目
叮
叮
抄
腳
卵

h
r
ψ
妙
的
風
靜
心

r
p
y那
秒
扣
。
彼
此
和
伽
恥

V
L
r
蜘

。
。
。
。
。
。
。

道
之
收
益
者
F

必
須
增
去
乘
客
F

欲
增
多
乘
客
者
F

無
有
勝
於
獎
勵
向
漏
移
民
芝
策
。
叉
N
M為
欲
增
大

鐵
道
之
快
益LV
P必鈴
增
枷
枷
恥
仰
的
一
恥
卸
枷
恥
大
豆
之
感
恥

W
F欲
聆
﹒
枷
-
P
-
v
b

卸
枷
妒
，
無
恥
枷
比

w
i
p

也
胖
的
Y枷
也r
b之
低
于
此
所
必
私
心
垠
的
旭
林
帥
一
枷
部
秘

b
h
J吵岫
附
心
川

鐵
這
當
局
設
派
出
所
於
山
東
之
芝
宋
龍
口
等3
獎
勵
該
省
與
在
隸
省
之
支
那
移
民
，
從
事
於
移
民

乏
募
集
，
反
對
於
移
民
之
車
船
累
價
之
折
扣
F

有
時
并
不
取
告
周
而
載
運
之
，
#
供
給
膳
食
，
與
其
一

切
便
利
。
而
其
結
果
自
支
那
本
部
近
年
移
往
於
滿
洲
者
每
年
超
過
有
為
人
，
且
南
浦
鐵
道
亦
以
此
翁
誇

耀



南
滿
錢
進
當
局
之
資
本
家
根
性
反
目
前
小
利
之
追
求
，
本
不
數
年
而
牛
一
異
常
結
果
。
鐵
謂
當
局
與

以
前
科
研
便
利F
揚
聲
科
研
優
待
而
所
招
來
之
支
那
入
，
，
至
今

H

盡
為
排
日
侮
日
之
主
謀
者
，
加
賴
和
迫

害
於
我
o

支
那
人
賴
其
多
數
之
勢
力3
欲
典
故
，
僅
百
高
(
合
八
十
高
之
朝
鮮
人
)
之
日
本
人
相
抗
箏
。

受
我
恩
德
之
支
那
人
反
以
怨
仇
報
我
。
侃
道
當
局
否
-
一
此
雖
就
到
必
然
自
失

F

悔
其
前
非
，
但
己
還
矣
。

彼
鐵
道
當
局
回
未
知
滿
鍵
之
為
日
本
國
防
之
第
一
線
，
亦
求
知
漏
泉
之
會
染
有
日
清
日
俄
兩
戰
仇
恨

芝
鮮
血
，
且
未
知
滿
蒙
之
為H
本
民
族
增
殖
之
地
。
惶
誠
絡
通
常
之
一
一
營
利
公
司p而
希
學
政
黨
補
助

A
R
P股
東
利
息
，
職
員
紅
利
等
等
增
多
。
故
其
結
呆3
僅
如
獎
勵
支
部
移
民
2

而
不
知
其
須
要
3

多
數

H

本
人
之
移
往
於
漏
象
。
被
響
所
做
用
於
鐵
道
上
之
十
數
萬
工
役
腳
夫
等
制
憫
之
人
，
議
取
之
於
支
那
人

F

撫
順
煙
台
鞍
山
等
做
所
使
用
之
數
高
礦
夫
亦
瓷
取
之
於
支
那
人F
雖
朝
鮮
人
亦
不
採
舟
。
彼
等
請
日

本
工
資
賞
3

而
朝
鮮
人
之
使
用
難
?
故
不
待
不
用
支
那
人
。
此
即
僅
以
增
多
公
司
收
益
郎
政
黨
補
助
金

，
股
東
刺
息
F

職
員
紅
利
等
為
目
的
3

郎
出
於
普
通
商
辦
公
司
之
資
本
家
根
性
。
若
欲
委
托
漏
蒙
之
經

蟀
口
於
彼
等
，
最
哥
特
乎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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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H

本
內
地
生
數
十
高
之
失
業
者
F

呻
吟
趴
陌
生
活
背
痛
之Fo

若
兩
滿
鐵
道
之
路
工
，
卿
夫
等

，
取
之
於
日
本
人
F

則
亦
可
稍
救
濟
失
業
之
痛
苦
。
且
因
此
而
得
增
加
日
本
人
住
滿
人
數
3
m
M資
發
展

，
一
朝
有
卒
，
亦
可
為
有
力
之
後
援
。
彼
鐵
道
當
局
為
此
外
國
家
心
理
所
支
配
p

不
此
之
務
F

全
忘
翊
經

營
滿
蒙
之
使
命
y

實
可
浩
歎
。

十
、
駐
滿
制
事
等
之
卑
屁
根
性

日
俄
戰
局Y
復
H

本
之
對
支
交
外
乃
h
m一
定
見
，
無
方
針p
因
之
誘
起
支
那
人
之
排
日
與
侮
H
V

心
理
。

已
如
前
述
。
此
外
交
方
針
下
之
滿
洲
仟
地
之
口
本
領
事3
當
然
亦
樂
定
兒
3

無
方
針
F

且
彼
等
僅
以
姑

息
倫
妥
借
用
其
能F
始
終
抱
息
事
筒
人
主
義
J

不
以
日
支
兩
國
問
條
約
之
不
履
行
海
城
p

不
求
徹
底
解
決

日
支
兩
國
民
間
之
紛
神
。
僅
求
表
面
土
之
荷
妥y
以
期
早
H

滿
英
在
滿
任
務
F

而
且
干
一
調
任
駐
歐
美
之
領

事
職
。
此
蓋
憫
人
續
這
之
法
2

莫
勝
於
此
。

反
之
，
支
那
之
官
吏
看
破
找
領
事
之
息
事
宙
人
主
義
而
以
為
易
與
F

遂
以
指
延
主
義
3

對
於
一
切

事
件
3

均
退
延
本
解
決
3

因
此
而
受
損
害
者
悅H
本
人
。
如
此
縱
過
掰
一
二
年
後
領
事
任
滿

2

郎
可
轉
調



於
歐
美
。
其
未
解
決
之
案
件F
悉
交
于
次
任
領
事
。
但
後
任
領
事
因
非
自
己
任
期
內
之
事
件
，
亦
棄
而

不
理
。
於
是
永
能
解
決
之
案
件
益
增
積
，
卒
至
事
變
發
生
的
，
未
解
決
集
件
竟
達
三
百
數
十
件
之
多
。

t

此
等
領
事
所
有
之
息
事
宵
入
主
義
更
擴
大
而
成
結
局
犧
牲
日
本
利
益

F

而
有
利
於
支
那
之
事
件
解
決

方
針
。
當
在
滿
胡
鮮
人
之
事
件
頻
出
時
，
厭
其
麻
煩
，
遂
有
使
朝
鮮
人
全
部
歸
化
淤
支
那
之
方
策
，
兢

金
都
朝
鮮
人
寫
反
抗
日
本
，
甚
宰
一
于
有
使
支
郎
官
吏
邊
捕
朝
鮮
人
之
領
事
。
此
隨
之
人
實
以
自
己
姆
總
榮

寫
目
的
而
以
國
家
第
其
犧
牲
者
。
實
錄
帶
閥
官
吏
之
恥
辱
F

此
輩
領
事
自
身
宜
早
歸
化
於
支
那
也
。

正
當
今
次
事
變
發
生
之
前
，
在
滿
邦
入
中
憤
恨
此
械
領
事
，
者
竟
無
一
人
。
此
實
彼
等
所
抱
錯
謊
之

日
支
競
善
主
義
p

與
錯
誤
之
間
際
協
調
主
義
，
及
自
身
鬧
鬧
逞
，
上
所
須
要
之
息
車
，
質
入
主
義
所
使
然
也
。

有
此
結
何
事
之
存
在
，
放
使
支
那
忽
視
條
約
，
踩
瞞
權
利
，
侮
辱
邦
人
，
車
至
不
可
撿
回
?
至
成
此
次

事
變
。
故
事
變
之
一
部
責
任
實
在
於
此
種
領
事
也
。

我
等
主
張
將
來
之
滿
蒙
行
政
p

悉
付
托
股
滿
蒙
總
督
。
如
此
輯
和
以
歐
美
第
本
位
之
領
事
外
交
官

9

官
可
不
設
。

七



入

十
一
、
在
滿
邦
人
之
虛
榮
與
奢
靡

子
於
H

俄
戰
後
會
赴
滿
二
次
。
其
所
映
於
吾
人
之
目
中
者
，
乃
在
滿
邦
人
之
虛
榮
與
本
有
靡
。
其
多

數
均
陶
醉
於
頰
民
蝸
氣
態
，
所
謂
殖
民
地
氣
態
者3
乃
肉
地
(
日
本
國
內
)
所
不
可
見
之
虛
榮
與
泰
靡

，
其
收
入
較
多
於
內
地
3

而
盡
量
消
費
之
o

鷹
宴
吽
局
等
連
環
不
息
，
以
美
衣
美
貸
給
誇
9

月
內
容
容

處
外
表
華
麗
之
生
活
為
符
意
。

釀
成
此
殖
民
地
氣
態
之
主
部
寫
滿
欽
公
司
。
職
員
待
高
領
之
薪
棒
事
紅
利
，
接
司
之
利
益
F

舟
以

寫
各
府
做
榮
之
文
化
設
備
。
公
園
，
總
泉3
妓
館
等
捧
一
屁
設
備
結
局
內
地
所
不
可
見

3

建
造
多
數
之
完
善

官
舍
，
學
校
及
病
院
等
3

其
設
備
之
完
金
F

亦
必
月
內
地
所
不
可
見
。
生
活
於
此
等
虛
榮
之
施
設
中
，
自

然
以
虛
榮
瀉
誇
俏
，
此
所m
M滿
鐵
公
司
乃
釀
成
殖
民
組
氣
態
之
主
腦
者
也
。

我
等
於
H

俄
戰
喂
牛
進
攻
遼
陽
之
際p
知
有
湯
崗
子
視
泉
，
當
時
僅
有
一
茅
草
屋
耳
。
逮
至
十
餘

年
後
3

至
滿
州
時
3

巴
見
其
築
有
贊
數
百
高
金
之
端
泉
浴
堂
，
大
度
高
樓
，
跳
遠
於
此
地
。
在
滿
邦
人

由
此
個
個
泉
而
軟
化
掏
醉
。
于
等
驚
其
變
化
之
遠

F

且
驚
莫
此
職
陶
醉
氣
態
誠
將
失
去
漏
蒙
也
。
果
至
事



會
說
成
滿
愛
總
送
報
之
事
實

p
算
不
說
情
獻
。

更
可
驚
者
乃
漏
州
娟
妓
之
多
。
到
處
有
宏
大
乏
鼓
樓

3

拆
豔
之
妖
女
。
每
當
宴
飲
之
隊
p

必
有
婚

妓
列
座
3

幾
至
疑
滿
州
怨
女
人
崗
岩
。
此
等
遊
蕩
氣
態
，
于
等
亦
憂
其
或
將
失
去
滿
州
，
此
和
紀
憂

p

不
幸
又
成
事
實
。

生
活
於
此
殖
民
地
氣
態
F

遊
蕩
氣
態
之
中
F

以
內
容
，
各
廠
而
外
表
帶
一
鹿
為
誇
者

F

當
一
朝
經
濟
上

招
不
是
氣
之
襲
來
F

或
支
那
官
軍
之
瞬
間
迫F
則
的
結
實
力
主
義
之
支
那
人
所
摩
倒3
昂
眼
于
支
那
官
笨

，
曝
露
真
窘
態
，
以
呻
吟
涕
泄
而
乞
援
于
內
地
人
〈
日
本
國
內
人
〉
。
可
不
痛
哉
。

要
之
此
聰
在
漏
邦
人
之
實
力
失
墜
3

及
使
滿
州
總
退
邦
之
最
大
原
閃
p

乃
為
盧
榮
與
奢
靡
之
殖
民

地
氣
態
。
此
氣
態
非
所
以
經
營
滿
蒙F
閉
關
新
天
地
，
乃
錄
答
中
縛
閣
之
幻
夢
，
不
足
話
也
。

我
等
所
學
於
在
浦
邦
人
者
3

的
第
反
察
己
身
而
痛
改
前
非
F

股
除
此
殖
民
地
氣
態
3

游
蕩
乞
態
;

以
堅
實
精
神
而
當
事
，
路
可
不
再
蹈
過
失
欺
。

寸
二
、
國
家
精
神
之
缺
乏

九



二
。

綜
上
所
述
，
回
顧
戰
後
二
十
五
年
間F
此
次
事
變
發
生
之
責
任
，
其
竿
當
自
日
本
人
自
己
負
之
，

其
退
縮
卑
屈
之
根
性
3

姑
息
偷
妥
之
經
營
3

怠
惰
遞
海
之
行
第
F

習
閃
於
忠
劫
﹒
吋
本
國
家
之
使
命
，
不

策
日
本
國
家
之
大
計
p

不
思
H

本
國
家
之
將
來
F

飢
缺
乏
國
家
精
神
所
由
來
也
。

我
每
悲
外
交
官
吏
對
于
滿
蒙
認
識
之
本
口
足
，
哀
滿
欽
當
局
之
資
本
家
根
性
，
惡
成
黨
黨
人
之
黨
派

觀
念
，
恨
在
滿
邦
人
之
虛
榮
奢
靡
。
凡
此
皆
由
利
已
心
之
增
長
，
國
家
精
神
之
減
退
，
所
以
致
之
。

倒
家
之
生
命
為
永
久
。
五
口
等
當
扶
糞
大
攘
總
第
之
皇
運
F

以
實
現
神
武
天
皇
，
建
國
創
業
之
理
想

成
就
明
治
天
皇
偉
大
之
皇
訣
。
日
本
民
族
不
待
不
救
今
日
之
厄
運
，
不
得
不
策
將
來
之
發
展
。
日
本
固

有
關
土
之
大
入
洲
對
于
日
本
民
族
之
將
來F已
過
於
俠
小
F

過
於
眾
一
虛J
我
等
于
孫
不
待
不
領
導
東
亞

之
天
地
F

不
得
不
將
日
本
文
化
廣
布
於
世
界
。
我
等
不
待
不
肉
此
使
命
而
前
進
。
有
阻
此
道
路
者
不
待

不
排
除
之
F

有
妨
害
此
使
命
者
不
待
不
打
破
之
。
故
我
等
國
民
嘗
不
悶
在
朝
在
野
F

第
官
給
民
p

一
致

努
力
，
搶
去
目
前
之
小
刺
客F
忘
扣
押
一
時
之
恩
仇
，
同
心
戮
力
F

第
圓
寂
之
大
計
，
排
除
其
樟
害
，
捨

曲
目
忍
之
利
害
，
盡
痺
於
獨
家

•. 

拾
資
本
家
根
性p
並
(
策
國
家
之
發
展
，
沈
除
黨
派
觀
念
，
圓
圓
。
那
之
將



眾
恥
，
脫
翱
殖
民
地
氣
能

F

而
戰
勉
於
鷗
家
。
此
乃
我
等
於
鷗
路
之

-
m所
厚
釀
新
路
者
也
。

乙
漏
蒙
新
國
家
之
建
設

一
、
大
陸
政
策
之
樹
立

滿
州
事
變
發
端
於
支
那
兵
之
破
壞
南
端
鐵
路3
自
復
背
國
軍
隊
時
戰
閏
月
2

以
重
大
犧
牲
，
掃
蕩

套
政
權
p

而
此
新
滿
蒙
之
建
設
遂
成
必
要
。

日
俄
戰
績
縫
之
二
十
咒
年
中
，
我
等
符
重
要
之
經
磁
F

知
以
前
對
於
滿
家
之
曖
昧
不
徹
底
之
國
策

成
大
鍋
脫
3

卒
至
於
拋
菜
漏
內
滾
而
總
退
翔
之
危
機
。
採
此
不
徹
底
國
策
之
源
因
，
乃
在
於
政
府
與
國
民

之
求
理
解
滿
蒙
。
但
我
等
多
年
所
主
張
之
滿
蒙
為
H

本
民
族
將
來
之
生
命
地
繁
殖
划
，
墳
墓
地
，
維
持

生
活
地
，
輯
、
擠
資
源
地
，
經
濟
梅
、
展
地
，
此
漸
骨
肉
政
府
與
國
民
所
了
解

3

方
今
高
唱
滿
蒙
為
日
本
生
命

線
3

質
結
局
可
荳
口
。
且
同
時
將
此
本
完
金
理
解
之
滿
蒙
一
轉
而
成
翁
國
家
必
須
去
滿
蒙

F

則
帶
國
新
國
策

，
不
但
吋
不
重
行
樹
立
也
。

-.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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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
立
新
國
策
時
不
得
不
先
認
識
日
本
自
身
。
日
本
民
族
-
3千
年
，
痕
棲
息
于
島
國P
A
T
H有
人
口
七

千
誨
，
這
全
世
界
最
高
之
人
口
密
友
F

已
不
能
再
安
息
于
島
國
。
也
明
治
天
皇
之
宏
說
F

併
合
朝
鮮
3

令
叉
開
拓
滿
裝
新
天
地
，
求
日
本
民
族
安
息
之
所
。
故
現
征
必
須
更
改
以
前
日
本
第
島
國
之
認
識
3

須

認
識
令
之
日
本
乃
以
滿
蒙
朝
鮮
為
領
土
之
大
陵
園
。
若
無
此
認
識
，
則
永
.
爪
能
得
樹
立
新
閥
策
之
根
懷

也

我
等
既
已
認
論
日
本
為
大
陸
國F
則
一
切
國
策
不
符
一
小
由
此
出
發
。
但
目
下
實
在
於
過
渡
時
期
3

故
不
待
不
考
慮
共
前
進
於
此
根
本
關
策
之
經
絡
也
o

茲
將
新
國
策
師
大
陸
國
策
3

分
舉
於
下
之
八
項
。

一
，
為
日
本
而
處
理
日
本
新
天
地
之
滿
蒙
。

-
2
獎
蝴
集
團
移
民
，
每
年
移
住
數
百
起
之
日
本
人
於
滿
蒙
反
朝
鮮
。

-
3
以
日
本
兵
朝
鮮
之
農
民
開
拓
滿
蒙
之
未
開
懇
地
p

而
領
付
多
數
之
農
耕
地
。

間
，
以
門
本
資
本
述
即
開
躇
滿
蒙M
A朝
鮮
之
工
業
原
料
。

宜
，
設
一
大
爾
游
於
潮
辦
吋
慨
陳
道
，
以
蛤
租
給
嗨
海
生
產
物
﹒



六
3

滿
蒙
與
鞠
鮮
之
交
通
線
尤
主
于
鐵
道
線
之
終
理RA統
一
F

自
昂
昂
溪
至
袋
山
之
縱
貫
線
仗
為

世
界
交
通
幹
線
f

另
完
成
自
從
南
聖
羅
海
之
橫
師
線
。

七
p

沿
上
記
滿
鮮
縱
貫
線
，
建
設H
本
人
之
大
都
市
。

入
p

遷
日
本
首
都
於
大
陸
。

實
施
上
述
大
除
政
策
時
p

須
使
滿
蒙
成
品
均
以
日
本
第
本
位
之
滿
蒙
3

其
誰
另
記
於
仗
。

二
、
對
外
政
策
乏
刷
新

實
施
上
述
國
策
之
根
本
p

不
僅
在
於
聲
現
外
形
p

先
須
待
於
國
民
之
自
主
精
神
椒
、
進
取
精
神
。
政

府
雖
任
何
施
行
閥
策
p

而
國
民
者
卑
賠
退
議
，
其
實
施
亦
不
可
能
。

故
國
民
之
頭
腦
中
必
先
打
破
崇
拜
歐
美
思
想
F

而
恢
復
日
本
蹄
地
國
之
大
粉
料
，
還
真
棠
六
合
掩
八

絃
之
本
源
，
保
其
布H
本
文
化
於
世
界
之
大
使
命
3

如
是
方
可
洗
去
國
民
之
卑
屁
退
讓
之
心
灣
也
d

政
府
必
先
以
此
大
精
神
大
使
命
結
胸
前
提
p

改
葉
以
來
所
採
取
之
對
外
政
策
。
日
本
以
泉
之
對
外
政

策
乃
於
順
從
大
勢
之
美
名
之
下F
屈
從
追
隨
於
歐
美
者
。
日
英
同
盟
麥
加
歐
戰
3

出
兵
山
東
，
加
入
國

-------



二
四

聯
等
無
一
不
然
。
華
盛
頓
會
議
中
之
屈
伏
p

倫
敦
會
議
申
之
退
讓
3

青
島
之
退
還
F

主
力
艦
之
削
減3

補
助
艦
建
造
之
終
止
F

此
皆
不
外
於
屈
從
追
隨
於
歐
美
之
對
外
改
策
也
。
我
等
主
張
將
此
屈
從
追
隨
於

歐
美
之
對
外
政
策
改
須
以
日
本
為
本
位
3

以
亞
細
墨
寫
本
位
之
對
外
政
策
。
外
務
省
之
官
吏
從
來
以
歐

美
為
第
一
位
3

亞
細
盟
第
斜
二
位
。
派
遣
第
一
流
之
人
物
叭
叭
歐
美
，
僅
將
二
流
二
一
怖
之
人
物
派
莓
，
亞
細

亞
3

由
此
已
可
見
一
般
。
以
歐
美
外
交
鴻
章-
3以
單
刺
亞
外
交
為
輕
，
其
結
呆
卒
骨
肉
支
那
革
命
外
交
研

愚
弄
，
而
生
事
變
前
之
危
迫
狀
態
。

我
等
所
學
於
我
外
交
當
局
者
，
乃
將
日
本
之
所
信
毫
無
顧
忌
而
披
瀝
於
世
界
。
日
本
若
不
獲
符
滿

蒙
P
J則
不
能
延
長
葉
生
命
F

維
持
其
生
活
。
開
拓
滿
蒙
之
新
天
地
乃
日
本
之
使
命
。
將
此
理
由
堂
堂
說

明
於
世
界
，
而
袁
世
界
之
諒
解
。
如
此
方
可
本
大
陸
政
策
而
鞏
樹
其
對
外
政
策
也
。

莫
斯
宜
取
之
對
外
政
策
分
述
如
干
。

一
，
廢
絕
追
隨
歐
美
之
外
交3

二
，
自
世
屏
說
明
日
本
文
健
政
策
之
必
要

3



了
一
，
根
據
日
本
大
陸
政
策
而
定
對
外
方
策
，

凹
，
絕
對
排
除
反
對
日
本
大
陸
政
策
者3

五
F

充
實
必
要
之
圓
防
力
，
以
實
施
上
之
對
外
政
策
3

三
、
新
國
家
之
建
設

滿
蒙
寫
越
長
日
本
民
族
之
生
命R
A維
持
其
生
活
上
之
唯
一
土
地
p

故
滿
蒙
已
非
單
獨
之
滿
蒙
而
為

日
本
大
隊
國
之
滿
蒙
。
我
人
須
以
此
意
義
而
處
理
滿
蒙
。

但
日
本
政
姆
從
來
已
峰
期
領
土
保
全
p

及
機
會
均
等
F

故
不
能
郎
衍
併
合
滿
蒙
，
而
戚
為
日
本
領

土
3

莫
過
渡
時
期
中
必
先
建
設
漏
蒙
新
閩
中
難
，
郎
換
言
之
的
先
建
設
保
譴
圈
。
日
本
?
人
軍
事
行
動
以
昭

和
七
年
一
月
二
日
之
攻
取
錦
州
而
告
一
伊
落
。
此
後
雖
有
土
匪
馬
賊
之
也
沒3
然
給
一
掃
後
3

漏
蒙
即

可
歸
於
平
靜
。
自
昭
和
六
年
九
月
以
來
p

按
學
良
F

張
作
相
F

寫
一
騙
麟
等
舊
政
權
被
逐
出
後3
賊
式
毅

，
照
洽
，
旗
鼓
惠
等
之
故
權
漸
樹
立
於
奉
天
，
吉
林
，
務
齊
哈
爾
等
處
。
彼
等
初
末
，
知
日
本
之
決
心
，

狐
按
海
洛
而
采
敢
進
行
，
其
後
見
日
本
之
攻
待
錦
州
，
方
覺
安
心
3

而
給
敢
熱
心
於
滿
蒙
新
國
家
之
建

二
五



二
-
A
A

設
。

建
立
於
滿
蒙
之
就
國
家
2

美
鑄
共
和
制
或
君
主
制
3

乃
非
我
等
之
所
關
。
但
不
外
乎
上
設
一
一
統
一

之
大
總
統
或
君
主
3

下
設
內
崗
F

統
特
內
務
F

教
育
，
產
業
，
司
法
p

甜
苦
務
，
財
政
諸
部
而
任
內
政
。

其
軍
事
3

外
交
，
交
通
3

移
民
之
權
F

則
日
本
堂
，
握
之F
且
保
護
監
倍
其
內
政
。

若
內
政
上
必
要
時
p

或
將
設
國
民
議
會
而
使
立
法
。
其
地
方
政
治
則
消
除
現
有
乏
奉
天F
吉
林
，

齊
齊
哈
爾
，
熱
河
等
地
方
政
權F
而
使
滿
蒙
金
士
各
縣
衍
郎
自
治
，
中
央
政
府
派
縣
長
於
各
縣3
使
監

管
自
治
。

由
是
而
漸
建
設
近
代
式
閱
。
那
3

以
發
達
民
泊
，
而
構
成
和
平
樂
土
。

四
、
滿
袋
都
督
府
之
設
置

建
設
枷
船
和
骨
鄭
弘

U
P蜘
恥r
b心
何
加
扣
除
p
放
和
你
一
和
和
枷
渺
恥
如
恥
勵
和
枷
臨

w
b枷
蜘F
帥
枷

豪
郡
督
府
第
必
要
。

滿
袋
都
督
直
隸
此
天
自Z
F
而
指
導
漏
鑄
成
府F
掌
握
漏
蒙
凶
之
國
防
3

外
交
F

交
通
B
A穆
氏
之
權



。
故
滿
蒙
都
督
府
之
官
制
，
自
成
治
指
導
部
3

外
交
部
，
軍
事
部
，
交
通
部
R
A移
民
部
而
成
，
且
都
督

繞
轄
滿
蒙
軍
隊
(
日
本
軍
)
，
滿
蒙
鐵
道
局
給
(
南
浦
鐵
道
公
司
改
編
)
及
關
東
長
官
。

滿
蒙
部
督
府
之
位
段
話
在
滿
袋
政
府
之
傍3末
時
可
指
導
其
政
府
。

五
、
日
滿
保
誰
條
約
之
締
結

日
滿
保
護
條
約
之
締
結
乃
滿
蒙
新
成
府
與
滿
蒙
都
督
府
設
立
後
之
當
然
結
果
。
他
條
約
內
所
必
須

確
定
事
項
分
述
如
下
。

一
p

日
本
蚊
府
承
認
滿
蒙
新
坎
府
3

-
了
滿
蒙
政
府
承
認
滿
蒙
都
督
府
之
存
在
3

三
，
滿
蒙
政
府
將
國
防
，
外
交
，
交
通
(
主
於
鐵
道
)
及
移
民
之
權
，
委
任
於
日
本
歧
府
，

間
，
滿
蒙
政
府
開
放
滿
蒙
土
地
，
而
承
認
日
鮮
人
之
土
地
所
有
權
與
居
住
營
業
權
3

五
3

滿
蒙
炊
府
允
詐
日
鮮
人
有
開
發
滿
鐘
山
林
礦
山
等
之
權

六
3

滿
蒙
政
府
須
加
入
於
日
滿
聞
之
關
稅
闢
盟F

二
七



二
入

七
F

滿
象
成
府
須
允
許
日
本
人
之
途
設
都
市
，
敷
設
喊
道
，
築
造
港
悔
。

人
，
滿
蒙
政
府
須
限
制
漢
族
之
移
民
3

九
9

日
本
政
府
須
指
導
滿
蒙
政
府
之
內
政
3

十
9

日
本
政
府
須
對
於
滿
蒙
政
府
，
與
以
財
坎
上
援
助
3

十
一
‘
日
本
蚊
府
對
於
滿
蒙
政
府
與
以
土
撰
討
伐
之
援
助
3

十
二
，
日
本
蚊
府
對
於
滿
蒙
人
企
業
者
須
與
防
資
本
及
技
術
土
之
援
助3

六
、
對
外
國
通
商
條
約
之
締
結

滿
由
原
新
國
家
成
立
後3必
須
輸
給
對
於
他
國
之
通
商
條
約
。
此
條
約
締
結
之
前
，
必
須
列
國
承
認

新
國
家
新
政
府
，
但
支
那
恐
不
承
認
之
，
而
美
國
亦
或
不
承
認
之
。
對
於
此
等
諸
國
、
‘
美
條
約
之
締
結

3

可
置
於
末
復
。
先
將
第
R
m締
結
之
國
家
遠
的
紛
結
之
。
與
世
排
列
關
之
條
約
紛
結
完i
後
3

然
緩
再

與
藝
國
R
A支
那
結
締
之
郎
可
。

此
通
商
條
約
須
由
滿
蒙
都
督
作
成
方
案F
再
由
日
本
政
府
，
代
替
滿
竣
政
府
與
列
關
交
涉
。
當
此



通
商
條
約
締
結
時
，
所
宜
顧
慮
者
寫
俄
國
反
英
國
。
俄
國
在
化
滿
有
束
支
鐵
道
，
此
鐵
道
將
如
何
處
分

之
p

叉
北
滿
之
俄
國
經
濟
勢
力
將
如
何
處
置
之
，
此
賞
一
大
時
題
。
東
支
鐵
道
潛
能
自
我
向
民
收
，
則
最

寫
方
便
。
又
對
於
英
國
則
有
山
海
關
以
束
之
拉
得
鐵
路
處
分
問
題
，
此
亦
由
我
南
滿
鐵
道
其
收
之
郎
可

@
@
@
3

。

。
對
於
其
他
諸
國
則
表
面
上
以
機
會
均
等
‘
門
戶
開
放
主
義
為
標
榜

F

而
締
結
條
約
，
則
不
難
迎
刃
而

解

七
、
幣
制
改
革
與
國
立
銀
行

與
滿
獲
新
國
家
之
成
立
F

所
在
同
時
雖
舉
者
F

乃
幣
制
之
改
革
。
從
來
肉
張
學
良
，
張
作
惘
，
高

一
晒
麟
等
軍
闕
，
擴
張
勢
力
，
須
晏
大
宗
軍
費
p

故
能
發
不
換
悅
幣
於
滿
州
。
且
各
省
之
紙
幣
各
異
，
奉

天
省
有
奉
票
，
吉
林
省
有
吉
林
官
帖
，
黑
龍
江
有
哈
犬
洋
栗
。
且
另
有
朝
鮮
銀
行
鈔
票
，
俄
國
鈔
票
等

工
商
業
上
頗
不
便
。m
m舊
軍
閥
之
鈔
票
p

日
下
等
於
毫
無
價
值
。
故
幣
制
之
改
革
，
宜
遠
行
。
且
須
廢

軍
飛
從
前
之
官
銀
號
，
設
國
家
銀
行
F

發
行
用
合
本
位
之
免
愉
悅
券
p

而
賞
施
貨
幣
之
統
一
。
對
於
舊
紙
幣

3

則
公
一
那
兌
換
價
格
而
遠
使
交
換
之
F

從
前
之
官
銀
號
文
店
p

朝
鮮
銀
行
支
店
等
則
改
組
第
圖
在
銀
衍

二
九



O 

交
店
y

使
任
舊
鈔
票
與
新
貨
幣
之
兌
換
。

但
行
此
幣
制
改
革
之
時
3
H

本
政
府
必
須
與
以
大
援
助
，
恐
須
貸
以
大
宗
資
金
。
因
此
而
日
本
政

府
有
大
宗
支
出
3

或
發
行
公
債
p

此
亦
不
待
不
預
有
覺
悟
也
3

蓋
若
若
此
金
錢
上
之
援
助
，
則
滿
象
就

政
府
將
或
有
劈
頭
財
政
上
之
破
綻
亦
未
可
知
。

入
、
鐵
道
之
統
一
與
官
有

滿
蒙
有
多
數
資
本
菜
統
相
異
之
鐵
道
。
北
有
俄
國
資
本
之
東
文
鐵
道
，
南
有
日
本
資
本
之
南
浦
鐵

造
反
其
培
養
絞
3

面
有
英
國
資
本
之
北
筒
鐵
道
等
。
此
等
鐵
道
之
間
倘
有
支
那
資
本
之
打
過
錢
、
吉
海

絞
F

灣
海
錢
等
。
此
多
爾
亂
隸
之
鐵
道
3

必
須
統
一
A
F心
而
使
成
為
日
本
政
府
之
所
有
。

對
於
視
文
鐵
道
則
與
俄
關
交
涉
而
其
收
之
，
或
符
其
管M
m
.
權
。
對
於
北
韓
鐵
道
3

則
與
英
國
交
涉

，
償
還
支
那
汞
付
英
國
之
殘
絢F
而
使
成
為
我
所
有
。
對
於
支
那
鐵
道
F

則
對
於
股
東
，
照
其
股
數
而

償
還
金
額
3

以
買
收
之
的
可
。

閑
時
又
須
解
散
從
來
之
南
浦
鐵
道
一
公
司
，
使
成
為
日
本
政
府
之
所
有

3

設
滿
蒙
鐵
道
局
以
管
擇
之



。
由
此
可
免
去
從
前
偏
貴
資
本
主
義
之
柳
科
營
。

九
、
教
育
之
更
改

日
俄
戰
箏
後
會
設
立
類
似
於
我
國
之
小
學
校
於
滿
蒙
F

施
行
闕
民
教
育
。
但
張
學
良
與
南
京
政
府

苟
合
而
樹
青
天
白
日
旗
以
來F
盛
行
排
日
教
育
，
以
日
本
為
不
共
戴
天
之
仇
p

遂
至
於
有
今
日
之
排
日

行
動
。
滿
蒙
新
國
家
建
設
以
後p
必
須
刷
新
教
育
3

改
正
教
科
書
p

苟
有
施
以
排
日
敢
有
之
教
晨
2

必

殷
罰
之
，
罷
免
之
。
且
須
以
親
日
思
想
之
鼓
吹
為
教
育
之
第
一
眼
目

F

全
力
傾
注
於
此
。
若
可
能
時
，

則
學
校
校
L
V
?
次
當
恥
"
除
恥
扎
伊

b
h
v
b
p

使
從
事
於
普
通
教
育
3
漸
進
於
職
業
教
育
，R
A技
術
教
育
。
而

金
數
學
校
內
當
以
日
本
文
寫
必
修
課
目
。

十
、
日
本
軍
隊
之
駐
屯

滿
蒙
新
國
家
既
將
外
交
，
交
州
及
國
防
權
委
之
於H
本
，
則
日
本
誰
叫
做
須
駐
屯
於
滿
家3
乃
屬
當

然
之
事
。
故
日
本
不
待
不
負
擔
相
當
軍
費
F

此
亦
須
預
先
覺
悟
溝
也
。

滿
蒙
乃
無
天
然
境
界
之
大
地
域
3

北
麻
黑
龍
江
F

但
該
江
組
站
閻
仿
，
r
J之
大
價
值
3

先
以
冬
季
結
泳



一-
一--

當
之
大
兵
力
。

時
為
然
。
東
方
R
A商
方
金
銀
天
然
境
界
，
戈
壁
砂
漠
雖
稍
成
屏
障
，
但
非
絕
對
可
恃
。
攸
滿
蒙
須
賢
相

且
滿
蒙
備
有
多
數
之
士
陳
馬
賊
F

此
等
雖
不
久
當
為
日
本
軍
之
研
討
滅
，
但
街
殲
鑫
深
伏
山
林
之

馬
賊
，
則
街
須
歲
月
。
且
當
溺
愛
政
府
編
制
有
力
保
安
部
隊
之
前
F

日
本
軍
叉
不
待
不
援
助
馬
賊
之
討

滅
。
故
實
有
置
多
數
兵
力
於
新
滿
蒙
之
必
要
。

以
我
等
之
所
兌
p

則
約
須
五
師
關
之
兵
力
。
其
駐
屯
地
當
布
於
滿
州
各
地
，
但
軍
司
令
部
及
師
因

軍
司
令
部

司
令
部
則
宜
路
如
左
一
京
之
地
點
。

甲
師
國
司
令
部

乙
師
團
司
令
部

丙
師
閱
司
令
部

丁
師
聞
司
令
部



錄
州

旅
國
司
令
部
與
聯
隊
本
部
以
下
之
所
在
地
，
則
俟
實
地
研
究
復
方
可
決
定
。
但
山
海
啦
，
滿
州
里

啥
叫
師
閱
司
令
部

F

絞
芬
等
國
墳
上
之
婆
給
3

則
須
完
全
守
俑
者
也
。

十
一
、
集
團
移
民
之
實
行

自
L
L所
述
3

將
來
若
滿
蒙
國
家
之
建
誇
已
成p
新
政
府
之
基
礎
漸
穩
固
3

際
賊
之
跋
屆
全
絕
滅
，

平
和
之
樂
土
已
完
成
後F
則
日
卒
政
府
須
以
各
開
手
段
p

實
行
滿
愛
之
集
附
移
民
。
因
此
須
設
移
民
部

於
滿
蒙
郡
督
府
F

依
其
計
劃
而
施
行
之
。
其
移
民
數
每
年
須
在
百
高
以
上3
其
移
民
須
包
括
各
方
面
之

人
，
其
最
多
數
宜
鑄
農
民
F

尤
須
移
往
內
地
之
小
作
農
民
。
須
顧
及
其
畏
寂
寞
孤
獨
之
心
理
，
務
舉
其

金
村
全
部
愉
移
往
之
F

禾
開
那
宜
之
地
質
無
代
價
以
分
配
於
移
民
。
且
往
滿
蒙
之
旅
費
臨
時
亦
可
由
政
府

代
墊
。其

次
所
宜
移
往
於
滿
蒙
者
F

乃
困
窮
於
都
市
周
圍
之
數
十
高
失
業
人
。
此
輩
可
用
給
鐵
路
工
夫3

或
煤
礦
夫
，
或
築
路
工
夫
等
，
以
代
替
從
前
之
支
那
苦
力
。

--一一-
一



對
於
朝
鮮
人
F

則
可
不
必
用
特
別
獎
勵
F

任
彼
等
之
自
由
行
動
y

一
方
加
以
保
護
，
使
彼
等
可
自

由
開
發
水
間
3

則
成
鏡
一
成3
平
安
道
3

黃
海
道
等
之
朝
鮮
人
恐
必
陸
續
而
來
新
滿
蒙
矣
。

。
。
。
。

o
o
o
o
o
o
o
o
o

對
於
支
那
人
帥
漢
民
族
3

則
須
禁
丘
其
移
拉
3

或
加
以
制
限
。

自•. 
t

所
述
而
食
施
集
側
移
民
?
方
神
州
H

本
開
發
新
天
地
2

您
認
滿
血
來
新
國
家
之
與
義
。
若
徒
從
事

於
他
項
措
業
3

而
忘
如
此
移
民
F

則
呵
呵
國
家
之
成
立F
對
於
日
本
毫
無
意
義
。
尤
學
.
熱
電R
A之
。

十
二
、
資
本
及
技
術
之
招
致

滿
蒙
埋
藏
數
可
位
噸
之
石
灰
，
數
十
億
噸
之
鐵
礦
。
其
州
吉
林
省
黑
龍
江
特
等
各
階
有
合
銀
等
責

令
屬
3

及
銅
、
鈴
﹒
錫
，
帆
四
清
銘
等
低
A
W
J
屬
。
其
他
倘
有
衣
服
原
料
之
羊
毛
o

棉
花
亦
有
將
來
栽
培
之

四

餘
地
，
砂
糖
尿
料
之
甜
菜
F

亦
適
於
栽
培
，
製
紙
版
料
之
樹
木
質
無
牽
滅
。
故
鼓
地
乃
將
來

H

本
工
業

之
搖
籃
地
。
投
以
資
本
3

可
成
第
東
亞
之
一
大
工
業
區
。
但
日
俄
戰
位
于
復
芝
漪
象
投
資
F

多
終
於
失
敗

。
此
間
商
租
權
之
一
小
路
立
，
及
支
那
官
憲
之
壓
說
所
致
。
然
在
於
恥
動
﹒
几
抑
和
國

-
D新
恥w
b
F則全
部
土

地
可
辦
放
，
一
切
企
業
均
姆
斯
歡
迎
者
。
故
今
後
之
投
資
可
精
華
大
之
收
獲
。
閑
之
日
本
做
清
輿
論
蒙



政
府
，
均
須
獎
勵
投
資p
使
滿
蒙
成
第
一
大
工
業
地
也
。

然
不
能
如
從
來
之
僅
成
資
本
家
寫
本
位
之
投
資
。
資
本
家
，
技
術
家F.
勞
動
者
均
須
一
致
協
力
3

均
分
利
益
F

分
抱
事
業
乏
責
任
，
以
當
開
發
滿
蒙
之
章
一
任
。
郎
使
工
資
雖
高
p

然
仍
不
待
不
由
日
本
招

致
多
數
之
勞
動
者
。
蓋
漏
如
仇
何
時
阱
，
須
的
仰
和
日
和
人

-
b
f
p
p

此
第
→
原
枷
比
如
嚴
守
砂
御
。
清
白
心
此
原

則
F

僅
街
於
營
利
F

則
滿
蒙
復
將
逆
轉
於
辜
的
變
惜
生
前
之
狀
態
矣
。

十
三
、
幹
線
鐵
道
及
築
港
之
完
成

從
來
滿
州
之
鐵
道
交
通
非
以
日
本d
m本
位
。
支
那
鐵
道
以
北
京
為
本
位
〉
東
支
鐵
道
以
海
參
威
結
局

本
位
，
帥
"
以
日
本
資
本
所
時
之
商
滿
鐵
道
，
亦
非
肌
H

本
鑄
本
位
，
而
以
關
東
州
或
大
述
為
本
位
者
也

。
由
問
滿
州
接
壞
之
朝
鮮
鐵
道
相
連
絡
之
安
奉
的
概
級
第
可
有
可
無

9

且
H

本
與
滿
州
間
有
最
短
趴
瞬
之
士
口

會
鐵
道
視
為
南
滿
鐵
道
之
敵
對
線
，
而
不
願
敷
設
之
。
肉
挾
持
此
和
偏
見
，
故
商
滿
鐵
道
攏
在
於
日
本

資
本
之
下
，
實
非
為
日
本
今
日
國
而
還
嗨
，
僅
做
資
本
家
私
慾
之
工
具
。

我
等
須
挑
除
此
積
鐵
道
系
統9
至
少
希
望
完
勝
過
滿
鮮
之
二
鐵
道
。
帥
一
鑄
滿
鮮
縱
貫
鐵
道3

一

一
一
一
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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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鑄
滿
鮮
償
獻
鐵
道
。

滿
鮮
縱
貫
鐵
道
者
翁
昂
昂
溪
、
游
商
、
鄭
家
屯
、
奉
天
、
安
東
﹒
京
城
﹒
袋
山
間
之
錢
〈
新
設
鄭

家
屯
﹒
法
庫
門
﹒
奉
天
間
去
接
〉
F

此
d
m國
際
交
通
錢
，
故
須
改
築
給
與
爾
伯
利
亞
鐵
道
闖
一
軌
道
(

五
叭
〉
F

且
第
雙
線
y

而
使
國
際
列
寧
可
通
苓
登
山
。

滿
鮮
橫
斷
鐵
道
者
F

鎔
挑
南
、
長
春
‘
吉
林
﹒
敦
化
﹒
會
需
﹒
羅
詩
問
之
絞
3

此
鐵
道
完
成
後
F

可
將
北
浦
物
產
3

迅
述
職
至
日
本
。

上
述
橫
斷
鐵
道
完
成
後
，
其
必
然
結
果
乃
終
朝
鮮
羅
津
去
獎
浴
，
使
可
與
大
連
相
匹
敵
，
以
容
吐

把
滿
之
金
物
質
相
且
將
來
東
支
鐵
道
上
亦
須
敷
設
自
克
西
經
寫
古
塔3
局
子
街
而
遠
會
容
之
鐵
道
。
此

鑽
進
完
成
後
3

則
赴
冬
期
冰
凍
之
海
舉
成
港
之
物
貨F
可
笑
於
朝
鮮
羅
津
港
矣
，
且
又
可
將
黑
龍
江
吉

林
兩
省
之
物
貨
遠
運
於
需
國
也
。

十
四
、
日
本
人
都
市
之
建
設

于
於
前
節
中
3

主
張
以
昂
昂
溪
輕
奉
天
而
至
朝
鮮
登
山
之
鐵
道
姆
國
際
鐵
站
們
交
通
線
。
而
此
二
于



某
羅
米
突
之
鐵
道
上F
堂
建
設
一
大
都
布
於
重
要
地
點
。

滿
蒙
新
國
家
建
設
後
F

能
待
經
濟
上
活
動
之
時
，
則
次
之
諸
地
點
，
大
有
發
展
之
可
能
性
。
的
昂

昂
沒
當
於
東
支
鐵
道
與
滿
鮮
縱
貫
銀
山
也
之
外
岐
矣
，
且
結
局
物
資
之
集
合
點
。
游
南
為
東
部
蒙
古
物
資
之

集
合
點
。
鄭
家
屯
絡
上
乏
縱
貫
欽
道
與
個
鄭
鐵
道
及
鄭
通
鐵
道
之
交
叉
點
，
且
亦
翁
商
遼
洞
上
物
資
之

集
合
點
。
奉
天
寫
漏
蒙
之
政
治
經
濟
及
交
通
之
中
心
。
安
東
為
該
縱
貫
鐵
道
與
鴨
綠
江
水
道
之
交
叉

點

。
故
我
等
須
先
建
設
昂
昂
溪
‘
游
街
、
鄭
家
屯
﹒
奉
天
‘
反
安
東
等
處
，
使
叫
喊
鑄
最
新
設
備
之
完
善

都
布
，
以
須
交
通
U
A商
業
之
中
心
地
。
奉
天
日
于
巳
有
日
本
都
市
建
於
鐵
道
附
膺
地
﹒m
n更
須
擴
張
至

於
西
部
，
使
成
終
占
人
都
布
。

若
於
可
做
範
間
內
F

則
自
滿
蒙
哥
1
日
本
有
最
短
距
離
失
滿
鮮
橫
斷
的
你kp

亦
須
建
設
大
都
市
於
長

蓉
，
吉
林
反
敦
化
等
處
。

上
述
諸
地
點
乃
成
泊
，
經
濟
3

及
交
通
等
關
係
上
可
自
然
發
展
之
處3
故
須
預
先
決
定
都
市
計
劃

七



i\. ‘ 

，
而
後
依
此
計
剖
，
以
建
設
近
代
式
之
都
市
。

十
五
、

遠
至
滿
蒙
新
國
家
有
經
濟
上
大
發
展F
滿
蒙
之
價
值
大
增
高
時
F

則
日
本
已
非
島
國
。
俊
先
須
選

命
都
於
朝
鮮
，
定
國
家
之
中
心
於
大
陸
之
一
角
。
其
位
授
以
平
壤
附
近
為
宜
。

文
否
滿
象
一
蟬
，
能
大
發
展
，
第
一
東
亞
一
大
主
菜
地
之
時

3
則
和
枷
枷
仲
伊
枷
扣
除
恥
恥
。
及
一
恥
品
和

你
知
扣
除
一
恥
恥
酷
蜘
枷
恥
仲
，
則
比
配
備
枷
几
戶
、
枷
枷

F
定
齡
恥
，
恥
U
V除
﹒
知
恥
r
b
h
r
。
其
恥KL
r
f
E

比
如
恥
于
那
給

宜
。
至
是
而
真
正
之
日
本
大
陸
國
方
能
實
現
。

遷
都
之
斷
然
決
行

去
叫
4
間

成
明R
n
d
4
4
H
μ

滿
州
事
變
A
1倘
在
於
求
了
之
過
罵
中
0

美
軍
事
行
動
雖
已
告
一
段
落
，
而
土
匪
馬
賊
備
橫
行
各
處

。
國
際
聯
盟
最
近
將
閱
。
滿
蒙
叫
別
政
權
爾
在
將
典
之
途
中
。
此
等
問
題
朮
完
全
解
決
之
前
，
事
變
小
可

謂
翁
終
了
。
而
至
於
完
全
解
決
之
途
中
3

倘
有
各
數
難
關
。
吃
以
外
交
關
係
為
然
。
以
誓
死
反
對
之
支

那
p
N
U華
文
之
旅
弱
而
論
版
傍
腸
之
美
國
p

滋
滋
於
侏
持
體
面
之
國
際
聯
盟F
其
指
混
血
若
何
難
題2



正
難
預
料
也
。

然
難
題
雖
連
續
而
來
3

而
真
要
在
於
國
民
決
心
之
何
如
。
苟
欲
慨
然
決
計
，
則
雖
鬼
神
亦
必
畏
避

。
苟
閻
長
因
繁
殖
英
子
孫
R
A延
長
其
生
你
已
F

為
子
孫
絨
擠
/
發
展
及
生
活
之
維
持
計
，
第
日
本
文
化

之
發
揮
計
2

而
覺
滿
蒙
A
F不
可
缺
，
且
過
憶
通
去
數
次
戰
箏
中
，
滿
蒙
為
其
先
人
之
白
骨
鮮
血
所
染
之

靈
域
F

則
雖
有
任
何
難
闕
，
任
何
阻
會-u
p倘
有
斷
然
排
除
之
決
心
，
覺
悟
F

及
勇
氣
也
。

在
滿
裁
軍
隊
之
機
敏
行
動
，
勇
敢
戰
闊
，
頗
有
良
好
之
經
過
。
在
歐
洲
之
使
臣
，
亦
以
確
定
之
主

張
斷
然
之
決
心
，
與
世
間
押
各
倒
為
外
交
上
之
會
鬥
F

大
概
亦
能
貫
徹
管
國
之
方
針
。
然
A
I後
之
威
脅
倘

有
一
步
之
錯
誤
F

郎
或
可
始
百
年
去
城
J

攸
此
時
深
鑽
心
單
干
事
外
交
當
局
F

放
大
其
眼
排
，
骨
肉
國
家
百
年

之
計
，
寫
東
單
永
遠
和
平
之
計
，
須
慎
擇
其
進
路
也
。

返
顧
事
變
發
生
之
原
因
F

雖
在
於
支
那
之
革
命
外
交
F

忽
視
條
約
3

踩
轍
利
權
，
排
日
運
動
等3

但
使
支
那
出
此
行
動
之
一
部
責
任
實
在
於
我
，
此
乃
我
同
民
所
當
自
覺
者
。
有
此
反
省
覺
悟
p

始
可
當

滿
蒙
建
設
之
任
。
日
俄
戰
俘
筱
二
十
五
年
間
3

最
錄
我
人
之
禍
根
者
F

乃
對
於
滿
蒙
p

認
識
之
不
完
金

一
一
一
九



四

O 

p

政
黨
之
派
別
心
，
官
吏
之
翎
譯
思
想p
鐵
道
當
局
之
資
本
家
心
襄
F

外
交
官
之
卑
屈
根
性
，
在
滿
邦

人
之
殖
民
地
氣
態
等
p

要
背
專
顧
自
己
之
榮
蒂
利
益
與
倫
妥
，
而
不
顧
國
家
3

忠
均
國
家
者
也
。

對
於
令
後
之
處
增
滿
品
或F
雖
有
各
持
意
見
，
而
其
要
不
外
乎
根
懷
於
國
家
百
年
之
大
計3
使
滿
蒙

成
終
日
本
乏
滿
蒙
。
欲
使
成
終
日
本
之
滿
蒙
者
F

必
先
使
成
為
保
權
園
，
繼
而
再
併
合
之
。
雖
有
任
何

反
對
3

任
何
難
關
p

必
叫
翩
然
決
行
之
也
。
而
此
滿
蒙
蚊
策
，
申
最
重
要
看

F

乃
將
最
太
多
數
之
日
本
移
入

住
於
滿
漿
。
遠
至
此
舉
實
現
2

而
數
千
高
之
日
本
人
得
賠
住
於
滿
蒙
之
時F
則
其
他
問
題
可
刃
而
解
。

間
胞
諸
君
!
遮
住
滿
蒙
!
於
是
乎
日
本
大
陸
國
方
可
實
現
。



日
本
被
討
會
之
方
針
與
大
綱

中
華
學
藝
社
日
本
檢
討
會
主
幹
傅
元
退

自
九
一
人
事
變
起
鋒
日
本
之
路
程
陰
謀
悉
智
暴
露
總
餘
其
一
往
我
國
東
北
所
周
卑
劣
手
段
以
及
非

人
道
強
暴
行
第
指
不
勝
屈
而
其
國
內
經
濟
恐
慌
思
想
危
險
更
有
朝

-
A保
暮
之
勢
帥
其
自
國
人
所

r

發
表
之
文
件
中
隨
處
可
見
吾
人
今
蒐
集
美
各
種
資
料
寫
省
統
系
之
敘
述
編
成
暴
日
侵
略
中
國
自

俠
錄
以
向
世
界
及
全
國
宣
傳
俾
乘
美
大
陸
蚊
策
示
成
功
前
有
以
揭
發
英
罪
惡

m
懲
膺
之
展
幾
為

過
止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亂
源
也
愛
依
其
檢
討
編
譯
之
方
針
與
大
綱
深
冀黨國
當
局
愛
國
間

志
于
以
協
助
俾
克
述
觀
厥
成
是
所
欣
幸

竊
維
近
世
戰
俘
絕
非
單
純
戰
鬥
力
而
能
決
勝
負
者
戰
機
一
發
蝸
路
全
球
故
由
國
際
間
之
協
調
預
先

膺
懲
有
野
心
之
國
賣
給
免
去
戰
亂
之
惟
一
方
策
此
國
際
聯
盟
非
戰
條
約
R
A九
國
協
約
之
間
肌
自
娘
也
暴
日

a
m吾
劉
之
近
鄰
不
符
此
次
東
北
事
件
發
往
早
應
將
其
侵
略
眼
諒
之
野
獸
根
性
自
真
地
文
歷
﹒
民
風
俗
釷
會

--



--

所
需
m
Z
事
會
與
封
來
級
機
其
摟
夷
獨
占
政
策
來
平
洋
阿
盟
純
金
議
以
實
行
其
大
陸
政
策
侵
替
我
國
且
會

派
國
際
學
專
察
事
菲
測
潛
還
提
印
皮
各
處
演
講
並
充
作
顧
問
舉
與
獨
立
陰
謀
等
輛
輛
車
實
陶
世
界
宣
傳

以
使
關
際
總
議
暴
H

女
野
y
m足
m
M梯
，
亂
快
回
府
之
安
爾
也
富
于
﹒
宜
、
關
內
曾
棉
暴

H

蹄
州
市
間
隙
宣
傳
土
巧
於
掩

蔽
非
偎
在
言
論
文
牢
，
尤
且
在
間
內
外
之
仟
動
設
備
，

r
J亦
處
處
有
表
面
L.. 
h
咕
"
，
代
化
之
宣
傳
工
作
以
數
據
世

扉
使
別
閥
聽
其
己
錯
近
代
或
閱
家
殊
知
其
關
內
霄
，
榕
城
矮
平
強
統
與
長
子
帶
肩
外
強
申
乾
鱗
強
支
持
愈

路
.
愈
下
以
致
其
間
內
物
勿
俱
需
之
不
足
遂
使
社
會

T
h安
思
想
左
傾
柳
科
擠
恐
慌
政
治
紛
亂
切
暴
自
你
自
知

芝
所
說
思
想
經
濟
M科
委
一
日
一
夫
國
雖
是
也
閃
是
獸
性
晶
刊
發
之
夫
曉
前
贊
拜
消
不
及
待
雖
有
思
慮
之
女
治
派

則
仍
中
一
漲
到
緩
嚕
地
與
緊
給
政
策
還
漸
進
行
待
宅
羽
學
足
準
俯
完
成
之
時
再
行
實
現
莫
大
目
的
無
如
飛
輩

一
部
品
刀
功
刺
熱
中
之
下
中
級
軍
人
與
學
諜
部
三
數
將
終
惑
於
法
荷
斯
潮
流
恃
護
我
力
萬
能
必
弋
取
功
名

木
能
緩
待
屢
欲
投
機
電
釁
萬
寶
山
事
件
郎
其
嘗
試
之
先
鋒
不
意
惹
起
朝
鮮
排
華
事
件
使
其
陰
謀
告
-
一
頓

挫
且
幣
原
文
治
派
外
交
倘
有
堅
持
能
力
困
得
暫
且
則
於
禍
楓
復
借
口
於
所
謂
中
材
事
件
叉
因
其
理
由
索
不

究
足
食
於
九
月
中
旬
在
東
索a
e謀
部
議
決
于
土
肥
原
玖
自
由
仟
動
之
學
權
方
於
十
λ
H
夜
都
稱
中
國
被



壞
滿
鐵
軌
績
而
偕
嗨
發
難
矣
蓋
日
本
軍
闊
前
者
於
中
日
日
俄
兩
戰
皆
由
冒
險
行
動
而
待
好
果
放
慣
於
冒

險
嘗
說
實
諸
暴
R

政
府
當
局
之
原
定
計
割
亦
非
一
般
人
民
之
真
正
輿
論
故
投
機
奢
華
前
猶
恐
一
般
輿
論

對
叫
所
非
懿
乃
由
軍
閥
以
會
價
買
收
無
賴
新
聞
記
若
著
論
宣
傳
井
請
我
國
如
何
侵
害
其
南
浦
特
據
權
益
且

辨
出
骨
及
其
民
族
生
存
權
若
以
實
力
行
動
既
可
歌
於
危
害
叉
可
救
其
一
三
大
國
雞
一
百
利
用
在
我
東
北
之
游

字
無
業
所
謂
日
本
浪
人
及
校
概
軍
人
之
權
刺
路
〈
車
N
M奪
取
權
利
鶯
業
者
)
與
無
知
之
青
年
組
織
青
年

聯
報
會
發
刊
質
傳
機
關
滴
洲
評
論
自
會
派
代
表
赴
日
在
國
內
各
商
會
各
國
贈
與
我
間
內
各
商
埠
之
日
本

帶
民
會
到
成
消
講
鼓
勵
日
本
下
級
民
轟
烈
L
Z
輿
論
替
策
政
府
排
體
幣
療
和
平
踐
策
使
黨
軍
閥
出
師
有
名
再

加
以
政
友
會
利
令
智
昏
藉
此
機
會
攘
奪
政
權
難
能
如
願
以
償
反
致
犬
養
首
相
被
刺
其
間
內
紛
亂
情
形
因

此
愈
行
暴
露
橫
回
喜
三
郎
長
谷
川
如
是
閑
等
所
發
表
之
文
章
可
以
證
明
故
必
使
國
際
詔
識
暴
日
真
相
在

此
時
期
根
讓
盟
約
強
硬
到
底
彼
必
屈
服
郎
不
屆
旅
亦
可
乘
莫
大
健
政
策
未
能
成
功
以
前
加
以
膺
懲
除
此

太
平
洋
戰
禍
之
根
商
免
使
快
界
重
機
荼
毒
乏
慘
至
於
滿
州
偽
國
完
金
鑄
其
達
到
大
陸
政
策
之
預
定
計
劃

讓
其
一
-
…
負
夷
人
及
闕
際
按
學
膚
之
論
文
皆
可
持
.
明
蓋
日
人
油
條
約
上
在
南
浦
煎
域
內
遼
摔
一
省
疇
，
提

一，.>~ -J 



間，

得
交
通
權
而
無
稅
協
土
地
之
統
制
權
絡
不
能
達
到
英
雄
飛
世
典
之
大
陸
政
策
故
非
使
東
北
給
其
操
縱
下

之
獨
立
國
無
以
避
國
聯
盟
約R
A九
國
協
約
之
領
士
保
全
政
治
獨
立
之
牽
制
當
此
次
事
館
之
初
首
先
用
軍

事
佔
頒
行
為
繼
以
國
聯
主
張
維
持
盟
約
的M避
佔
價
之
名
利
用
地
方
人
士
以
維
持
地
方
第
辭
組
織
地
方
給

持
委
員
會
並
決
定
奪
取
錦
州
齊
齊
哈
爾
以
便
組
織
偽
國
且
訟HA
生
盤
棋
自
土
肥
原
赴
津
跳
起
律
亂
來

機
挾
搏
儀
金
海
仕
丟
強
檔
軍
刀
壓
迫
之F
利
局
三
數
摸
財
組
織
滿
洲
偽
因
而
事
質
上
則
仍
以
日
本
國
籍

之
日
人
總
其
事
所
謂
搶
耳
盜
鈴
之
計
亦
難
以
蔽
天
于
耳
目
就
鎖
國
聯
隊AP
H軍
全
部
的
此
舉
與
把
持
偽
國

之
日
人
撤
退
盒
滿
儡
划
地
恢
復
去
歲
九
月
寸
八
日
以
繭
狀
態
則
滿
洲
偽
國
自
然
消
滅
矣
。

關
於
在
東
北
一
切
糾
紛
括
全
自
於H
俄
戰
後
在
H

不
能
生
存
之
H

本
游
民
奧
多
數
退
伍
軍
官
警
察

華
M
m來
化
以
溼
手
粉
末
之
精
W
皮
余
生
活
加
以
H

本
關
東
臨
叫m
反
縱
成
策
以
保
護
之
故
持
到
處
自
由
-
行

動
而
我
幽
官
民
畏
英
戰
勝
之
餘
燄
本
敢
有
所
管
來
雖
與
交
涉
婦
道
之
一
小
理
彼
輩
最
初
詢
偷
偷
抹
抹
磁
則

視
為
說
街
權
利
你
說
紅
數
年
我
國
官
民
略
有
主
張
小
能
任
丟
白
自
行
動

H

人
遂
說
我
國
設
害
英
特
m
m權

益
與
發
生
路
論
縣
案
也
全
於
鐵
跆
包
圈
典
平
衍
線
闖
過
管
自
繭
溺
鐵
悔
當
局
所
自
造
戚
知
，
海
海
說
於
鼠



聞
十
三
年
九
月
精
昂
熾
膽
包
尤
今
間
成A
W
J
時
鶯
建
煮
、
地
倫
比
仰
光
飛
閥
向
欒
持
者
游
矮
個
州
非
將
巴

A
W
U
乏
潛

海
錢
越
是
若
有
林
恰
而
已
說
究
申
閥
侈
，
築
南
海
陽
T
T機
構
芝
繪
制
斑
白
挖
去
純
建
吉
株
常
然
丈
母
.
問
媽
又

打
混
錢
賞
自
南
滴
血
有
約
鴛
俺
略
遼
河
區
地
越
戰
情
造
棍
、
約
芝
都
端
，
終
申
閥
白
照
蠅
飛
跑
打
虎
山
拷
滿
而

巴
且
總
南
浦
路
在
八
十
獎
單
一
宰
百
三
十
英
里
何
得
謂
鶯
平
佇
錢
艾
穿
過
兩
滿
織
干
嗎
會
愣
愣
民
間
十
一
但
奉

在
戰
續
時
由
南
浦
路
自
行
允
許
若
諸
如
此
精
均
機
關
於
條
約
夕
，
侵
黨
內
問
題
其
兩
件
路
借
款
我
閥
曾
為
除

得
總
芋
，
費
林
牆
有
破
齊
俄
關
鋪
軌
憫
車
輛
費
乏
轉
眼
與
闊
少
現
梅
州
芝
建
待
而
已
能
導
柳
科
過
咕
嚕
伴
有
幣
原

外
相
在
織
會
少
，
答
辯
與
滿
錢
之
記
錄
可
誰
乘
此
時
機
將
此
翰
賴
真
相
報
h
n關
聯
可
靜
明
暴
日
一
，
有
所b
a

傅
濟
金
歸
子
處
僅
嘿
嘿
造
事
實
玖
便
對
內
對
外
作
出
具
侵
略
之
口
實
而
已
茲
將
以
上
方
針
編
列
項
目
從

事
檢
討
供
給
列
國
不
使
鶯
暴H
偽
宣
傳
所
朦
蔽
乘
此
機
會
以
膺
戀
之
並
供
給
乳
帝
國
民
眾
准
備
總
動
員
俾

寫
長
期
抵
抗
實
施
救
國
方
針
之
處
考

第

彙
編
目
人
之
民
族
性
根
據
其
地
文
人
文
也
科
學
考
古
學
謙
明
其
係
一
張
暴
之
野
獸
性
使
世
人
知

其
侵
略
之
根
源
獸
戀
之
無
厭
與
其
他
民
族
不
能
和
平
共
存
於
世
界
之
理
由五

4 



甲午乙爾丁
﹒

成己
、

庚辛
﹒

......' r16'心，

白
地
文

自
生
活
法

自
性
生
治
法

也
好
摹
做
之
習
氣

自
好
體
面
盧
榮
功
名
心

夙
m
M攘
夷
鐘
斷
為
習
爾

"
結
海
盜
行am翁
美
貿
易
之
先
鋒

彙
編
日
本
朝
野
國
聽
名
人
歷
年
來
所
發
表
對
於
蠻
霸
來
平
掙
之
陰
謀
與
在
中
倒
肉
實
行
大
陸
成

所
謂
武
士
道
行
第

第

策
R
A滿
洲
獨
立
偽
國
之
預
定
計
割
使
世
m
m知
其
侵
略
陰
謀
之
底
麗
與
其
野
心
之
可
授
以
便
除
其

迅
遠
撤
退
在
我
國
燒
肉
之
軍
隊
並
限
制
唱
到
本
國
之
軍
備

甲

對
於
中
國



乙崗丁
、

成己
、

對
於
菲
列
混

對
於
印
度

對
於
妥
南

對
於
南
浮
華
島

鼓
吹
實
行
大
陸
侵
略
第
民
族
生
存
權
及
關mw土
之
重
要
性
語
明
暴
日
傳
統
的
國

策

庚

滿
洲
獨
立
偽
國
成
立
之
黑
幕

彙
編
日
本
現
勢
經
濟
恐
慌
生
產
缺
乏
此
時
宅
羽
求
學
準
備
品
和
完
非
俟
我
東
北
風
為
其
實
行
佔
籐
闋

第

發
後
無
與
國
際
關
錢
之
實
力
校
讓
美
自
國
人
所
發
表
各
報
統
計
與
研
究
之
祕
密
文
件
儷
世
界
知

英
軍
佛
經
濟
上
之
實
力
與
圓
肉
之
恐
慌E
A無
秩
序
難
以
持
久
作
戰
倘
遺
列
國
之
堅
決
干
涉
暨
我

紛 國
之
澈
底
抵
抗
為
保
存
英
國
命
起
見
必
能
進
限
撤
兵
然
後
在
列
國
會
議
席
上
解
決
一
切
歷
來
糾

七



第
四

申乙丙丁
、

戊己
﹒

，
庚
﹒

辛
﹒

几

發
融
實
魂

生
產
實
洶
洶

消
贊
賞
m
A

農
工
實
m
A

政
治
實
洶
洶

思
想
實
魂

戰
備
實
m
A

彙
緝
此
次
東
北
事
變
滴
震
發
生
之
實
在
原
因
無
遇
與
其
內
容
係
完
悉
，
也
於
其
青
牟
軍
人
之
投
機

戰
力
實
m
m

金 周
刊
本
各
報
日
報
綠
誌
會
議
鍊
必
需
明
其
第
浩
成
事
發
文
責
任
對
文
可
要
求
各
賴
車
梓
去
賠
償

、甲

日
本
縮
政
凋
題



乙兩丁
、

成己庚辛
﹒

主多手子主貨

關
稅
閱
題

鐵
路
閑
題

萬
寶
山
間
題

朝
鮮
人
排
華
閑
題

中
村
間
題

柳
條
海
爾
滿
軌
道
事
件

地
方
維
持
委
員
會
事
件

錦
州
事
件

士
肥
原
自
律
狹
縛
儀
赴
東
北
事
件

漏
洲
偽
獨
立
國
事
件

金
來
北
地
方
義
勇
軍
事
件

抗
日
低
質
事
件

此



第
五

且h
A編
暴
H

在
啥
叫
閩
東
北
所
周
郎
郎
劣
芋
段
以
及
非
人
道
輯
、
暴
行
姆
"
誰
閉
其
所
誡
我
國
毀
約
排
白

]
月1
)

申

鐵
路

暐
成
各
種
懸
案
反
宣
傳
之
真
相

L

鐵
路
路
線
問
題

9
的
鐵
路
債
款
開
題

內
心
鐵
路
管
理
問
題

乙
F

鍍
業

L
鑽
權
問
題

已
經
營
問
題

。
小
運
輸
問
題

丙

土
地

L

樹
種

內
少
甫
滿
路
借
款
路
墊
款
路
代
管
路
自
辦
路
五
項

內
持
南
浦
路
辦
中
日
合
辦
官
辦
官
商
會
辦
完
全
商
辦
五
項



第
六

“
卻
鮮
農

了

關
東
廳
區
域
問
題

成

南
浦
鐵
路
用
地
問
題

己

郵
電
問
題

稅
務
問
題

庚辛

金
融
問
題

主

教
育
問
題

癸

駐
兵
問
題

編
著
鼓
吹
我
國
固
有
優
良
民
族
美
德
由
各
純
文
物
社
會
致
古
學
證
明
之
能
H

本
所
都
蔑
我
之
反

宣
傳
自
然
稍
減
俾
世
界
列
國
認
識
我
國
為
救
世
界
戰
亂
恐
慌
之
救
星
與
人
類
共
存
共
榮
之
扶
助

若
以
便
失
風
打
倒
野
獸
性
之
日
本
民
族
以
維
護
世
界
和
平
救
星
之
大
中
華
民
族

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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