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會
變
遷
與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遷方

鵬
程

社
會
變
遷
(
叭
。
立
丘
n
v
g
m
m
)
的
研
究
是
末
世
紀
的
產
物
，
但
社
會
變
遲
劫
不
是
末
世
紀
特
有
的
現
象
，
而
是
自
古
已
然
，
於
今

為
烈
而
已
。
何
謂
「
於
今
為
烈
」
呢
?
國
女
孫
中
山
先
生
在
「
民
報
發
刊
詞
」
中
有
一
段
話
，
把
近
代
的
世
界
變
遷
說
伺
極
為
透
徹

•. 

「
余
維
歐
美
之
進
化
，
凡
以
三
大
主
義

•• 

日
民
脹
、
日
民
權
、
日
民
生
。
羅
馬
之
亡
，
民
脹
主
義
興
，
而
歐
美
各
國
以
獨
立
;
泊
自
帝

其
國
，
威
行
專
制
，
在
于
者
不
堪
其
苦
，
則
民
權
主
義
起
，
十
八
世
紀
之
末
，
十
九
世
輯
之
初
，
專
制
仆
而
立
黨
政
體
殖
焉
;
世
界
開
化

，
人
智
益
蒸
'
，
物
質
發
舒
'
百
年
銳
於
千
載
，
經
濟
問
題
繼
敢
治
問
題
之
後
，
則
民
生
主
義
躍
躍
然
動
，
二
十
世
紀
不
得
不
為
民
生
主
義
之

擅
場
時
代
也
v

是
三
大
主
義
皆
基
本
於
民
，
遞
擅
贊
易
，
而
歐
美
之
人
種
胥
治
化
焉

•.••.• 

今
者
中
國
以
千
年
專
制
之
毒
而
不
懼
，
異
種
殘
之

，
外
邦
逼
之
，
民
族
主
義
、
民
權
主
義
殆
不
可
以
贊
奧
麗
，
而
民
生
主
義
歐
美
所
慮
積
重
難
返
者
，
中
國
獨
受
病
未
深
而
去
之
易
。
是
故
或

於
人
為
既
往
之
陳
跡
，
或
於
我
為
未
來
之
大
息
，
要
為
繕
吾
群
所
看
事
，
則
不
可
不
並
時
而
她
張
之
口
」
(
註

-
u

這
段
話
，
道
出
了
歐
美
之
進
化
，
也
說
明
了
中
國
受
進
化
國
家
與
專
制
殘
害
的
困
境
。
大
體
言
之
，
歐
美
國
家
受
民
族
意
識
、
民
主
主

義
與
工
業
革
命
之
洗
禮
後
，
使
他
們
建
立
了
西
方
的
價
值
規
範
、
意
識
型
態
與
社
會
制
度
，
從
賽
運
的
角
度
來
看
，
無
疑
地
是
進
步
了
，
但

是
這
些
進
步
，
卸
成
為
他
們
對
外
侵
略
擴
張
的
憑
藉
，
其
餘
的
地
區
與
國
家
卸
成
為
他
們
爭
逐
與
悔
搏
的
對
象
，
中
國
|
|
一
個
自
靚
女
明

中
心
的
大
國
|
|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末
艾
擬
對
「
社
會
理
遷
」
一
詞
闡
明
清
楚
，
並
對
一
八
四

0
年
鴉
片
戰
爭
之
後
的
近
代
中
國
進
行
探
討
，
以
求
得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變
遷

的
真
象
。

壹
、
「
社
會
變
遷
」
的
意
義
探
微

祉
會
變
遷
與
近
代
中
國
的
祉
會
變
遷

一一
一• 
一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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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四

自
有
生
命
以
來
，
人
類
即
知
曉
變
遷
，
對
於
有
限
的
歷
史
記
載
與
親
身
的
體
會
觀
察
，
祖
何
去
認
識
賽
運
與
掌
擅
變
遷
是
人
額
的
家
能

之
一
，
有
關
的
址
會
學
家
更
是
累
積
前
代
經
驗
與
自
身
智
慧
，
想
盡
辦
崖
，
來
闡
述
賽
運
的
實
在
意
義
，
以
下
我
們
謹
列
幾
位
世
會
學
家
對

於
社
會
變
運
的
看
崖
，
來
進
行
對
社
會
變
遷
的
具
體
認
識
。

一
、
尼
斯
貝
暢
(
悶
。Z
Z
Z
Z
Z

丹

U
的
社
會
變
遷
意
義

尼
斯
貝
特
將
社
會
變
遵
定
義
為
.• 

「
在
時
間
的
流
程
宴
，
持
續
認
同
的
情
況
下
，
一
種
差
異
的
連
續

(
n
Z
口

m
m
z
m

曲
已
門
門
。
由
丘
。
口

。
『
丘
2
z
g
n
o
m
E
Z
B

仿
古

m
H
U
O『
旦
旦
戶
口
個
正
呂
立d
u

」
(
註
一
-
u
。

在
這
個
定
義
中
，
世
會
變
遷
實
包
括
了
三
個
基
家
要
素

•. 

1

差
異
:
當
我
們
知
道
某
車
已
經
改
變
了
，
那
即
是
指
該
事
與
從
前
事
物
有
所
不
同
，
由
觀
察
得
知
，
差
異
即
實
運
的
開
始
。

Z

時
間

•• 

差
異
必
贊
由
時
間
連
續
起
來
，
不
能
與
時
間
分
割
。

1

持
續
認
同
:
我
們
談
社
會
變
遷
，
是
要
在
人
們
共
同
持
續
認
同
下
的
社
會
結
構
、
社
會
關
係
、
社
會
規
範
進
行
，
捨
此
冀
由
。

二
、
新
望
聽
(
的
口
河
開
-
m
t咱
也
口
曲
。
口

U
的
社
會
變
違
憲
轟

•• 

斯
望
森
認
為

•. 

「
世
會
變
運
是
指
結
構
裹
的
差
異
。
這
種
差
異
是
由
結
構
之
外
的
因
素
經
過
一
定
時
間
後
所
引
起
的
。
」
(
註
三
)
。

一
、
歇
爾(
4司
已
Z
Z

開
-
z
g
『
巾
)
的
社
會
變
遷
，
愚
蠢

默
繭
認
為

•• 

「
社
會
變
遷
係
指
社
會
結
構
的
重
大
改
變
。
這
種
社
會
結
構
的
改
費
也
包
括
社
會
規
範
、
社
會
價
值
、
丈
化
產
物
及
世
化

象
徵
等
方
面
具
體
地
改
進
。
」
(
註
四
)

四
、
戴
雄
斯
(
阿
吉
它-
3
u
m
z
m

〕
的
社
會
變
遷
意
義

戴
維
斯
強
調
世
會
費
遷
只
是
丈
化
變
遷
的
一
部
份

.• 

「
社
會
變
運
是
世
會
組
織
(
亦
即
社
會
結
構
與
社
會
功
能

U
的
改
變
，
就
實
質
而



言
，
社
會
聽
遷
是
女
化
費
遠
的
一
部
份
。
女
化
變
連
包
括
璽
術
、
科
學
、
科
技
、
哲
學

•••••• 

等
，
以
及
社
會
組
織
的
律
則
及
型
式
的
改
變
。

」
(
註
五

U
五
、
蚵
尼
格
(
m
m
g
z
丘
咒
。
g
E
)

的
社
會
變
遍
意
聽

柯
尼
格
認
為
寶
遷
是
所
有
女
化
的
特
徵
'
社
會
變
遷
是
指

•• 

「
一
個
民
族
在
生
活
模
式
中
所
發
生
之
種
種
改
變
。
引
起
這
些
改
變
的
因

素
甚
為
寶
雞
，
或
為
內
在
性
，
或
為
外
在
性
，
即
是
促
使
這
些
改
變
的
種
種
力
量
，
或
生
自
團
體
之
內
，
或
來
自
團
體
之
外
。
」
(
註
六
U

六
、•• 

頓
(
2
旦
∞
﹒
目
。
立
。
口

U
輿
轉
轉
(
n
g
z
z

「
﹒
目
Z
E
)

的
社
會
變
遷
意
聽•. 

他
們
認
為
:
「
吐
會
變
還
是
指
一
個
社
會
中
，
社
會
結
構
與
世
會
關
係
的
變
異
。
」
(
註
七
)

從
以
上
六
個
定
義
中
，
可
以
看
出
歐
美
社
會
學
家
對
「
社
會
變
遷
」
一
詞
的
看
法
仍
是
眾
說
甜
紛
，
幾
乎
每
一
位
社
會
學
家
撰
寫
有
關

社
會
變
運
的
著
作
或
女
章
，
都
可
以
棍
接
自
己
的
研
究
旨
趣
或
方
法
下
一
個
定
義
，
社
會
變
遷
缺
乏
統
一
的
定
義
，
正
甜
社
會
學
尚
未
出
現

一
個
統
一
完
整
的
社
會
學
體
系
一
樣
，
仍
需
要
結
合
更
多
的
心
力
投
註
進
去
。

在
此
，
我
們
綜
合
上
面
各
家
的
說
法
，
也
嘗
試
對
「
社
會
變
運
」
下
一
個
定
義
:
「
在
時
間
的
流
程
裹
，
凡
與
人
類
生
活
有
關
的
，
不

管
是
社
會
制
度
、
結
構
、
行
為
、
規
範
、
過
程
，
或
者
是
女
化
和
價
值
信
仰
上
的
實
異
都
是
社
會
變
遲
。
」

然
而
在
京
女
所
論
及
的
社
會
變
遷
將
不
採
取
此
廣
義
的
解
釋
，
擬
集
中
在
女
化
和
價
值
信
仰
、
制
度
結
構
等
兩
個
層
面
上
。

可
一
風
、
文
化
接
觸
所
引
起
的
思
潮
更
替

很
多
人
或
許
都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假
設
，
古
老
的
中
國
如
果
沒
有
遭
遇
上
鴉
片
戰
爭
，
是
否
能
像
從
前
一
樣
維
持
其
「
天
朝
的
榮
光
」
?

其
實
，
這
是
一
種
自
我
安
慰
、
苟
且
迴
避
的
設
想
而
已
，
歷
坦
事
實
顯
示
，
中
國
已
經
歷
了
一
連
串
的
創
痛
與
悲
劇
。

有
史
以
來
，
中
國
歷
代
也
會
遭
受
過
強
大
部
接
武
力
的
侵
凌

F

並
且
不
會
間
斷
過
，
如
塞
外
的
伺
蚊
、
鮮
卑
、
突
厥
、
契
丹
、
女
園
、

祉
會
費
遠
與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遷

三
二
五



一
民
主
羲
且
字
報
第
八
期
(
七
十
三
年
六
月
)

一
二
六

蒙
古
以
及
西
南
的
吐
番
、
南
詔
;
在
女
化
上
，
也
有
印
度
佛
教
的
衝
擊
，
這
些
外
來
因
素
對
中
國
世
會
體
系
不
斷
地
給
予
壓
力
與
緊
張
，
但

它
們
都
沒
有
動
搖
或
震
憾
到
中
國
女
化
的
完
整
性
。
可
是
，
近
代
中
國
所
接
觸
到
的
西
洋
諸
國
，
它
不
僅
有
強
大
的
軍
事
力
、
政
治
力
、
經

濟
力
，
而
且
有
積
極
性
的
高
度
艾
化
，
在
同
光
年
間
，
留
心
時
麗
的
人
都
已
了
解
到
「
西
洋
人
之
入
中
國
是
天
地
一
大
變
」
。

無
疑
的
，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運
是
由
外
來
因
素
所
引
起
的
，
這
項
巨
變
的
基
點
，
即
是
一
八
四

0
年
的
鴉
片
戰
爭
，
自
此
，
中
國
大

門
洞
閉
，
西
方
質
素
源
源
而
入
。
默
爾

(
4有
己
Z
Z

開

-
z
g
z
u

論
及
大
規
模
社
會
變
邏
時
，
指
出
世
會
與
女
化
因
素
從
一
個
社
會
遷
移

到
另
一
個
社
會
的
女
化
接
觸

(
2
2
-
Z
Z

立
8
)

，
是
形
成
大
規
模
變
遷
的
主
要
因
素
(
註
八

U
，
中
國
大
抵
是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才
開

獻
了
巨
賽
的
結
端
。

並
且
，
近
代
中
國
因
西
方
世
化
與
武
力
的
外
來
因
素
所
引
起
巨
大
變
遷
，
絕
非
歷
代
任
何
的
內
在
變
遷
因
素
(
租
朝
代
的
興
醬
、
制
度

變
革
、
人
口
遷
移
、
黃
河
逆
濫

•.•••. 

u
引
起
的
變
遷
所
堪
比
擬
。
因
此
，
自
鴉
片
戰
爭
後
，
雖
然
只
有
起
一
捏
一
百
四
十
年
，
可
是
這
種
變
遷

則
大
異
於
中
國
幾
千
年
來
傳
統
社
會
的
變
遷
。
伴
隨
著
不
平
等
帳
約
的
簽
訂
與
雪
恥
圖
強
的
運
動
，
中
國
人
對
於
自
己
國
家
在
國
際
上
地
位

的
認
知
，
也
有
起
伏
不
定
的
印
象
。
傅
敢
學
教
搜
曾
祖
接
近
代
中
國
的
外
交
歷
史
，
將
百
餘
年
來
中
國
國
際
地
位
的
讀
簣
，
歸
納
成

•. 

1

鴉
片
戰
爭
前
，
中
國
為
一
等
強
國
;

z

一
八
六
0
年
後
，
變
為
一
等
屆
國
;

1

一
八
九
五
年
後
，
淪
為
三
等
屆
國
;

4

一
九
O

一
年
後
，
中
國
淪
為
次
殖
民
地
;

E

民
國
十
七
年
，
中
國
晉
為
一
等
國
家
;

a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中
國
晉
為
一
等
強
園
，
六
年
之
後
，
大
陸
因
亂
而
淪
陷
。

國
際
地
位
的
印
象
雖
有
高
低
起
伏
，
但
經
過
西
方
女
化
衝
擊
後
，
大
部
份
中
國
人
的
心
理
，
都
已
陷
入
低
潮
與
傍
徨
'
這
可
從
崇
外
思

潮
與
外
來
思
潮
在
中
國
橫
行
，
看
出
端
倪
。

外
來
思
想
的
介
紹
起
自
明
末
徐
光
戚
、
李
之
藻
譯
天
、
算
、
水
利
諸
書
，
這
些
思
想
在
那
時
，
並
未
對
中
國
社
會
產
生
女
化
價
值
上
的

影
響
。
直
等
受
到
鴉
片
戰
爭
的
巨
痛
，
林
則
徐
等
才
對
西
方
事
聲
有
專
注
的
留
心
與
觀
察
，
尤
其
以
魏
源
在
「
圈
圈
圈
誌
」
中
提
出
「
師
夷



長
技
之
制
夷
」
、
「
以
夷
制
夷
」
兩
大
主
張
，
是
崇
外
思
潮
之
始
，
之
鏈
，
還
有
張
之
洞
在
「
勤
學
篇
」
提
出
的
「
中
學
為
體
，
西
學
為
用

」
之
說
。

到
了
五
四
，
陳
獨
秀
、
胡
適
之
等
，
都
相
信
中
國
要
自
彈
，
必
須
徹
底
改
造
中
國
的
女
化
思
想
，
他
們
在
「
新
青
年
」
、
「
新
潮
」
兩

份
雜
誌
t
'

所
持
的
女
化
意
識
取
向
是
鼓
吹
新
思
想

•• 

「
民
主
與
科
學
」
'
批
倒
薔
信
仰

•• 

「
中
國
思
想
正
統
地
位
的
儒
家
思
想
」
'
已
從

「
中
體
西
用
」
的
主
張
脫
離
，
此
時
，
「
體
」
已
經
全
面
動
搖
，
這
個
「
體
」
在
最
好
的
情
形
下
只
成
為
「
整
理
國
故
」
下
的
一
些
知
識
(

國
學
、
漢
學
)
，
再
也
不
是
統
攝
人
生
和
社
會
政
治
秩
序
的
女
化
信
仰
體
系
;
而
「
西
學
為
用
」
的
「
用
」
則
逐
漸
侵
蝕
佔
攝
了
「
體
」
的

地
位
，
科
學
與
民
主
已
不
止
是
中
國
自
強
的
「
手
段
價
值
」
而
已
，
也
是
一
種
社
會
嚮
往
的
「
目
的
價
值
」
了
(
註
九
)
。

可
是
，
至
民
國
八
年
，
「
新
青
年
」
雜
誌
第
六
卷
五
號
出
了
一
期
「
馬
克
思
號
」
，
有
顧
兆
岫
煦
的
「
馬
克
思
畢
誼
」
、
劉
秉
麟
的
「
馬

克
思
傳
略
」
、
李
大
釗
的
「
我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觀
」
、
陳
敢
值
的
「
馬
克
思
研
究
」
等
雯
，
第
入
卷
四
號
又
有
陳
獨
秀
的
「
關
於
社
會
主

義
的
討
論
」
、
李
大
釗
的
「
唯
物
史
觀
在
現
代
歷
史
學
上
的
價
值
」
'
第
九
卷
六
號
有
陳
獨
秀
的
「
馬
克
思
學
說
」
'
至
民
國
十
年
之
後
，
馬

列
思
想
在
中
共
有
計
劃
的
推
動
一
下
，
勢
力
日
漸
坐
大
，
而
成
為
那
段
時
期
流
行
的
思
想
邪
說
，
至
民
國
卅
八
年
，
中
國
竊
園
，
馬
列
主
義
充

斥
中
國
大
陸
，
成
為
中
共
的
信
仰
體
系
。
自
此
，
原
木
盤
桓
於
歐
美
女
化
的
大
片
中
園
，
轉
為
試
驗
與
實
行
馬
列
模
式
的
帝
國
。

同
時
，
也
很
慶
幸
地
，
上
天
也
留
下
一
片
乾
掙
之
土
|
很
興
基
地
台
灣
，
作
為
延
續
與
光
大
中
華
女
化
命
脈
的
堡
壘
。

在
此
，
我
們
也
列
出
，
自
清
朝
中
葉
至
民
初
，
引
進
歐
美
思
想
赫
赫
有
名
者
，
如
嚴
種
介
紹
赫
胥
黎
、
達
爾
安
、
斯
賓
賽
，
王
國
維
介

紹
叔
太
華
、
尼
采
，
張
君
勵
、
張
東
諜
介
紹
柏
克
森
，
胡
適
介
紹
杜
威
，
張
申
府
介
紹
羅
素
，
李
達
介
紹
辯
證
唯
物
論
及
列
軍
的
思
想
，
李

石
曾
介
紹
克
魯
泡
特
金
的
五
助
論
，
這
些
中
介
者
引
進
外
來
思
想
，
對
近
代
中
國
的
思
想
理
念
都
構
成
甚
大
的
影
響
。

很
明
顯
的
牽
動
近
代
中
閉
社
會
聽
遷
的
力
量
，
早
期
是
歐
美
女
明
，
到
了
一
八
九
三
年
(
光
緒
二
十
年
)
中
日
甲
午
戰
事
，
中
國
戰
敗

，
割
讓
台
澎
予
日
末
，
日
本
自
此
給
中
國
壓
力
日
大
，
這
些
外
力
的
因
素
，
對
中
國
不
斷
地
進
行
侵
略
，
訂
定
不
平
等
條
約
，
並
且
，
除
了

輸
入
上
述
的
思
想
女
化
之
外
，
也
以
物
質
科
技
、
價
值
觀
念
、
組
織
制
度
等
，
進
行
有
形
無
形
的
移
植
，
對
於
一
個
古
老
的
農
業
閉
家
，
應

付
起
來
，
實
在
是
疲
於
奔
命
，
中
國
的
團
際
地
位
會
一
落
千
丈
，
不
是
沒
有
緣
由
的
。
身
虛
這
樣
悲
劇
的
時
代
，
直
等
到
國
妥
孫
中
山
先

生
奮
身
國
民
革
命
，
推
翻
滿
惰
，
建
立
民
臂
，
創
立
了
赦
國
救
世
的
三
民
主
義
，
才
將
這
些
外
力
因
素
的
壓
力
制
止
下
來
，
而
使
中
國
吐
會
一

祉
會
變
遷
與
近
代
中
國
的
祉
會
變
這

三
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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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遠
的
主
導
力
量
漸
漸
地
撞
在
中
國
人
的
手
裡
。
三
民
主
義
是
一
種
主
義
，
是
一
套
真
理
，

來
導
引
中
國
社
會
的
賽
運
是
十
分
明
顯
的
。

國
女
希
望
憑
聶
瞞
著
它
來
解
決
中
國
的
問
題
，

奎
、
近
代
中
國
的
奔
騰
、
變
遷
與
發
展

鴉
片
戰
事
後
的
中
國
，
既
然
是
外
來
思
潮
充
斥
，
全
國
各
地
費
革
的
意
念
也
與
日
俱
增
，
就
在
這
種
內
外
壓
力
交
相
逼
迫
之
下
，
近
代

的
中
國
為
了
求
生
存
，
為
了
要
雪
恥
圖
蝠
，
在
每
一
個
奮
門
圖
存
的
階
段
裡
，
也
推
行
了
一
連
串
的
變
革
，
以
下
我
們
簡
略
地
描
繪
五
個
現

代
化
運
動
，
以
構
成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變
遷
代
表
性
的
連
續
體
。

選
擇
的
標
單
是
以
促
進
中
國
現
代
化
為
原
則
，
凡
能
促
使
古
老
中
國
民
主
化
，
工
業
化
、
現
近
化
的
運
動
，
才
在
我
們
取
措
之
內
;
反

之
，
則
揖
棄
於
中
國
的
需
要
之
外
，
祖
義
和
團
的
拳
亂
與
中
共
的
女
化
大
革
命
。

一
、
防
衛
述
的
控
器
聾
革
l
l

同
光
年
間
的
洋
麗
運
動

在
中
國
朝
野
人
士
的
看
告
中
，
鴉
片
戰
爭
只
不
過
是
堂
堂
天
朝
偶
而
接
夷
狄
所
敗
，
雖
是
恥
搏
，
但
並
未
動
搖
國
民
自
尊
。
只
有
少
數

有
知
之
士
，
才
了
輝
這
次
戰
爭
，
已
是
一
切
問
題
的
開
始
。
最
初
接
受
失
敗
教
訓
而
產
生
警
覺
的
是
林
則
徐
，
他
在
廣
東
即
令
專
人
翻
譯
「

澳
門
月
報
」
'
以
摟
集
洋
人
的
資
料
，
所
集
成
的
膏
料
，
由
觀
頓
撰
成
「
海
國
圖
志
」
。
魏
源
在
此
書
序
文
內
說

•• 

「
是
書
何
以
作
?
曰
:

為
以
夷
致
夷
而
作
，
為
以
夷
款
夷
而
作
，
為
師
夷
長
技
以
制
夷
而
作
。
」

想
不
到
這
三
句
話
，
當
時
竟
沒
有
得
到
重
觀
。
直
到
一
九
六
三
年
恭
親
王
與
英
甚
聯
軍
在
北
京
籤
訂
攝
下
之
盟
，
與
曾
國
藩
、
李

鴻
章
、
左
宗
棠
、
說
在
禎
、
張
之
洞
等
才
開
始
推
行
當
年
林
則
徐
、
魏
源
所
提
出
「
師
夷
長
技
以
制
夷
」
的
自
強
運
動
;
但
是
，
胸
步
已
慢

了
二
十
年
了
。
這
個
階
段
所
推
行
的
自
強
運
動
，
是
輕
過
鴉
片
戰
爭
、
英
法
聯
軍
兵
臨
攝
下
，
所
逼
出
來
自
衛
式
的
變
革
，
在
本
質
上
是
種

動
的
，
並
且
張
之
洞
所
謂
「
中
學
為
體
，
西
學
為
用
」
'
閉
只
需
要
西
方
「
船
堅
礦
利
」
的
技
衛
而
已
，
所
以
它
亦
是
一
種
局
部
性
的
西
化

運
動
而
已
。

從
一
八
六
二
年
起
至
一
八
九
四
年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前
一
年
，
共
推
行
了
三
期
的
自
強
運
動
，
第
一
期
為
同
拾
元
年
到
同
治
十
三
年
(



八
六
二
t

一
八
七
四

U
'

偏
重
於
西
洋
軍
械
製
造
與
科
學
知
識
的
介
紹
;
第
二
期
自
光
緒
一
兀
年
至
光
緒
十
年
(
一
八
七
五
t

一
八
八
四

U
，

已
經
注
意
到
西
洋
軍
事
訓
練
以
及
國
防
有
關
的
電
報
線
;
第
三
期
自
光
結
十
一
年
至
光
緒
二
十
年
(
一
八
八
五

t

一
八
九
四
U
，
則
重
視
富

國
強
國
之
道
，
開
始
發
展
工
業
。

大
體
說
來
，
﹒
自
強
運
動
較
著
重
於
「
船
堅
釀
利
」
的
軍
事
建
設
，
第
三
期
才
開
始
發
展
與
民
生
有
關
的
輕
工
業
。
這
個
階
鹿
的
自
強
運

動
，
可
以
說
只
是
局
部
性
的
西
化
運
動
而
已
，
到
了
中
日
甲
午
之
戰
，
證
明
是
不
夠
的
。

二
、
制
度
層
次
的
推
進
:
戊
戌
維
新
運
動

同
光
年
間
，
清
廷
正
講
求
船
堅
廠
和
之
時
，
少
數
有
知
之
士
已
知
立
國
要
圖
在
於
政
治
、
法
律
、
經
濟
、
艾
化
諸
端
，
著
書
立
說
者
頗

不
乏
其
人
，
祖
首
倡
變
法
維
新
的
海
蛙
募
著
「
校
那
盧
抗
議
」
'
力
主
接
受
外
來
艾
化
;
中
國
首
任
駐
英
大
臣
郭
攝
釀
著
有
「
使
西
紀
程
」

，
盛
道
西
祥
各
國
敢
戳
，
力
主
學
西
洋
之
法
律
、
經
濟
;
曾
紀
澤
也
曾
撰
「
中
國
先
覺
後
醒
論
」
。
但
這
些
建
讀
只
因
當
時
自
強
運
動
的
領

導
者
認
知
上
的
圖
限
，
並
沒
有
被
接
受
探
行
。
等
到
甲
午
戰
後
，
中
國
的
秀
異
份
子
的
自
覺
才
普
遍
地
又
有
了
突
破
，
而
體
認
出
「
體
用
」

之
說
之
非
，
知
西
方
之
所
長
者
不
止
在
控
器
，
尤
在
政
敵
。

因
此
，
在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起
，
由
康
有
為
、
果
一
麒
超
導
人
所
領
導
的
戊
戌
維
新
連
動
，
還
把
同
光
的
祥
聲
運
動
的
一
器
物

層
次
的
現
代
化
」
轉
遲
到
「
制
度
層
次
的
現
代
化
」
'
西
化
的
範
圈
較
前
期
是
更
進
步
了
，
無
論
在
政
治
、
歡
育
、
經
濟
、
軍
事
等
方
面
，

都
有
甚
大
的
興
革
。
百
日
維
新
運
動
雖
詛
火
詛
荼
地
展
開
，
但
各
省
督
撫
除
湖
南
外
，
大
都
陽
奉
陰
違
在
藉
詢
延
岩
，
守
舊
諸
臣
與
慈
禧
互

相
結
合
，
抵
制
新
黨
，
還
致
失
敗
。

一
-
一
、
時
代
的
創
新
•• 

辛
亥
革
命

康
有
為
維
新
運
動
失
敗
的
結
果
使
伺
全
國
的
有
志
之
士
，
認
清
滿
清
政
府
已
無
寄
託
之
墓
，
新
政
雖
然
失
敗
，
但
全
國
講
求
新
藹
，
熱

望
改
革
的
潮
流
，
並
不
因
之
過
止
。
局
部
性
的
種
新
以
達
到
救
亡
圖
存
的
進
徑
已
被
堵
塞
，
這
股
力
量
邊
與
國
艾
的
革
命
勢
力
種
合
，
使

革
命
勢
力
由
單
薄
而
壯
大
，
終
於
釀
成
辛
亥
革
命
。

蔣
廷
散
先
生
在
「
中
國
近
代
史
」
中
曾
說
及
「
蓋
租
圓
的
拳
亂
廳
可
說
是
中
國
近
代
救
國
數
民
的
第
三
個
運
動
。
但
這
個
運
動
是
反
對

西
祥
化
、
近
代
化
的
，
與
前
面
自
強
、
維
新
兩
個
運
動
且
也
背
道
而
馳
的
，
近
代
史
家
與
社
會
科
學
學
者
也
都
未
曾
將
拳
匪
運
動
，
列
入
中
國

社
會
變
遷
輿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遷

三
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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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化
運
動
之
一
。

國
女
推
翻
了
滿
清
專
制
，
建
立
共
和
民
國
，
使
中
國
叉
浮
現
了
生
機
。
辛
亥
革
命
在
中
國
現
代
化
所
顯
現
的
意
義
，
實
有
多
種

.• 

1

結
束
了
二
千
餘
年
的
「
朝
代
國
家
」
的
型
態
，
而
代
之
以
一
「
民
接
國
家
」
的
型
態
。
亦
是
結
束
了
傳
統
中
國
以
女
化
為
基
底
的
「

天
下
性
」
結
構
，
而
代
之
以
政
治
為
基
底
的
「
國
家
性
」
結
構
，
這
是
中
團
傳
統
政
治
型
態
的
一
一
項
突
破
與
創
新
(
註
十
)
。

Z

辛
亥
革
命
對
中
國
現
代
史
最
顯
著
的
莫
過
於
政
治
上
的
賽
遷
，
即
由
專
故
政
體
變
為
共
和
政
體
。
胡
秋
原
先
生
也
說
過

•• 

「
革
命
運

動
在
庚
于
種
民
氣
消
沈
中
維
持
民
族
信
心
，
並
在
辛
亥
之
後
推
翻
了
兩
三
百
年
的
滿
清
統
治
，
推
翻
了
二
千
年
的
帝
制
，
建
立
了
車
洲
第
一

個
共
和
國
，
不
可
不
謂
成
功
」
。

1

然
而
辛
亥
革
命
重
大
的
意
義
還
在
於
它
引
起
了
德
來
一
連
串
的
改
變
，
主
要
的
是
在
制
度
、
思
想
及
社
會
各
方
面
。
辛
亥
革
命
後
，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雖
然
為
時
只
有
三
個
月
，
然
而
對
當
時
社
會
不
合
理
的
問
題
，
隨
即
提
出
改
革
或
禁
止
，
例
租
平
等
權
、
剪
辦
、
放
足
、
保

護
人
榷
(
禁
止
版
賣
人
口
、
廢
除
故
牌
賣
身
契
和
主
蚊
名
分
〕
、
焚
毀
刑
具
及
停
止
刑
法
，
訂
定
法
律
等
都
是
足
以
顯
示
辛
亥
革
命
鋒
重
要

的
突
破
改
革
(
註
一
一
〕
。

四
、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初
步
實
現
|
訓
政
的
「
黃
金
十
年
」

民
開
成
立
之
後
，
並
未
立
即
導
民
國
建
設
於
正
軌
。
蔣
廷
敵
先
生
器
為
在
太
平
天
國
以
前
我
國
並
沒
有
私
有
的
軍
隊
，
有
之
礎
湘
軍
起

，
湘
軍
的
組
織
和
精
神
傳
給
了
准
軍
，
准
軍
叉
傳
給
北
洋
軍
，
以
致
流
毒
於
民
圈
，
總
考
民
國
成
立
之
後
，
軍
閥
割
攘
，
破
壞
統
一
建
設
達

十
五
年
。中

山
先
生
早
已
了
解
滿
清
並
非
中
國
現
代
化
唯
一
的
障
礙
，
推
翻
滿
清
之
後
，
還
有
更
多
的
事
情
要
做
。
他
把
建
國
程
序
分
為
軍
政
、

訓
政
、
憲
敢
三
個
時
期
，
就
是
要
逐
漸
使
中
國
有
計
劃
地
邁
向
富
強
的
道
路
上
去
，
但
是
，
當
時
大
多
數
的
人
民
與
黨
員
，
都
無
法
了
體

國
女
的
用
意
，
以
為
滿
清
制
瓦
醒
了
，
責
任
也
了
，
這
種
因
循
苟
且
的
心
理
，
于
軍
閥
可
乘
之
機
，
也
助
長
了
軍
闊
的
暴
虐
，
使
民
國
的
建
設
遲

艦
了
十
五
年
，
其
實
這
十
五
年
的
遲
輝
所
造
成
的
危
害
應
遠
甚
於
同
光
年
聞
自
強
運
動
前
二
十
年
的
遲
麓
，
因
為
這
期
間
不
僅
建
設
稀
少
，

甚
且
還
要
加
上
軍
閥
割
接
加
諸
民
革
命
脈
的
摧
殘
與
破
害
。

軍
閥
割
攘
要
等
到
先
總
統
蔣
公
領
導
北
伐
，
才
使
中
國
復
歸
統
一
。
之
後
，
中
國
國
民
黨
準
循

國
女
手
訂
「
建
國
大
綱
」
所
規
定



的
建
國
程
序
，
宣
佈
實
施
訓
政
，
訓
政
實
施
後
至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對
日
抗
戰
爆
發
前
的
十
年
間
，
是
中
國
建
國
過
程
中
最
艱
苦
，
也
是
最
輝

煌
的
一
個
階
鹿
。
這
段
期
間
國
民
政
府
排
除
萬
難
，
秉
持
建
國
大
綱
與
建
國
方
略
的
規
劃
，
推
動
全
國
性
交
通
、
財
政
、
金
融
、
最
礦
、
教

育
等
方
面
的
建
設
，
而
所
獲
致
輝
煌
的
成
就
被
美
國
魏
德
遣
將
軍
(
〉

-
z
z
n

﹒
詞
。
-
0
5
3
Z
)

稱
譽
為
「
黃
金
十
年
」
(
的
。
E
Z

口
。
n
ω

已
。
)
。

這
也
是
三
民
主
義
在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歷
程
中
第
一
次
發
揮
出
建
設
性
的
力
量
，
但
是
，
好
景
不
常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之
後
，
中
國
叉
是

兵
荒
馬
亂
，
等
到
三
民
主
義
再
一
次
發
揮
建
設
性
的
力
量
，
那
已
是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之
鍾
的
事
了
。

五
、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典
範
|
「
台
灣
經
驗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大
陸
變
色
之
後
，
整
個
中
國
分
為
兩
個
體
系
，
自
各
發
展
。
在
台
灣
的
我
國
故
府
秉
持
著
國
女
的
三
民
主
義
，
有

系
統
地
、
有
計
劃
地
推
動
各
個
層
面
的
建
設
。
自
民
國
肇
建
以
來
，
國
事
祖
麻

3

甚
少
有
祖
此
安
定
的
時
間
能
從
容
實
現
國
女
的
理
想
，

只
有
遵
台
鍾
的
這
三
十
餘
年
，
才
能
將
三
民
主
義
付
諸
實
現
，
不
僅
改
治
、
女
化
教
育
、
社
會
等
建
設
蓬
勃
發
展
，
並
且
在
體
濟
成
就
上
獲

得
學
世
的
欽
贊
。

在
中
國
大
陸
的
中
共
，
則
抱
持
著
馬
列
主
義
，
崇
信
門
爭
，
由
於
不
間
斷
地
門
來
門
去
，
無
力
顧
及
建
設
，
弄
到
民
生
凋
蔽
的
地
步
，

近
來
大
陸
上
大
力
推
行
四
個
現
代
化
運
動
，
試
圖
挽
回
落
後
破
敗
的
景
象
，
但
也
是
困
獸
搏
門
而
已
。

於
是
，
十
分
明
顯
地
三
十
餘
年
來
的
努
力
，
事
實
證
明
，
中
國
第
五
個
現
代
化
運
動
產
生
於
自
由
中
國
，
他
的
成
就
不
僅
使
復
興
基
地

繁
榮
自
主
、
民
生
富
裕
，
也
成
為
大
陸
人
民
希
望
寄
託
之
所
在
。

依
默
爾

(
4司
已
Z
Z

開
﹒
宮
。
。
2
)

大
規
模
、
小
規
模
變
遷
的
分
類
，
台
灣
是
屬
於
大
規
模
的
變
遷
，
因
為
自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以
後

，
台
灣
的
經
濟
、
致
治
、
社
會
、
教
育
、
人
民
思
想
信
仰
、
生
活
水
準
典
型
態
等
均
已
從
日
接
時
代
的
模
式
脫
胎
換
骨
出
來
，
是
直
接
牽
動

整
個
社
會
的
屢
遭
。
並
且
，
他
肯
定
計
劃
性
的
變
遲
，
是
連
接
三
民
主
義
的
意
識
型
態
，
擬
定
出
賽
運
的
方
向
與
策
略
，
化
作
政
策
，
逐
步

實
踐
出
來
的
。

整
體
說
來
，
台
灣
社
會
變
遷
的
模
式
，
有
其
特
有
的
經
驗
，
並
不
是
抄
襲
任
何
一
種
外
來
的
發
展
模
式
，
在
意
外
中
所
獲
致
的
成
果
，

而
是
經
過
鼓
府
與
人
民
間
謹
慎
運
用
有
限
的
條
件
，
投
入
大
量
的
心
力
與
毅
力
所
換
取
而
來
的
，
不
僅
它
具
有
的
特
點
，
足
供
其
他
發
展
中

世
會
變
遷
與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遷

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民
主
養
學
報
第
八
期
(
七
十
三
年
六
月
)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國
家
參
考
學
習
，
更
是
統
一
中
國
營
，
重
建
大
陸
山
河
的
一
個
範
末
。

肆
、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變
遷
的
特
徵

總
結
以
上
有
關
思
想
、
女
化
與
價
值
體
系
的
更
巷
，
以
及
制
度
、
結
構
的
變
遷
，
我
們
將
自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
至
復
興
基
地
勵
精
圖
治

之
間
的
一
百
四
十
餘
年
，
總
結
它
的
主
要
特
徵
有
下
列
四
點

•• 

一
、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遷
開
始
於
一
種
種
動
式
、
自
衛
式
的
西
化
運
動
，
但
在
逐
漸
的
努
力
中
，
卸
能
推
動
自
我
創
造
。
因
為
中
國

現
代
化
運
動
的
推
進
，
原
末
就
是
西
方
的
外
力
因
素
所
引
起
的
，
在
遭
受
帝
國
主
義
侵
凌
之
後
，
國
搞
不
國
，
基
於
雪
恥
之
心
乃
展
開
圖
強

運
動
。
因
此
，
金
耀
基
先
生
認
為
，
它
不
正
屬
於
「
外
發
型
」
﹒
而
且
相
對
於
西
方
工
業
先
進
國
家
來
說
，
也
屬
於
「
後
來
者
型
」
，
但
在

屢
仆
屢
起
之
時
，
由
於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的
創
立
與
傳
播
，
臉
了
解
臉
思
想
的
紛
爭
外
，
全
國
有
較
一
致
的
信
仰
基
髓
，
並
在
台
灣
復
興
基
地

化
為
一
吐
會
政
治
制
度
，
而
終
有
突
破
性
與
建
設
性
的
發
展
，
在
台
灣
三
十
餘
年
實
行
三
民
主
義
的
引
導
變
遷
，
並
非
如
清
末
民
初
虛
於
模
效

與
街
徨
的
階
段
，
更
非
抄
襲
任
何
一
個
先
進
國
家
的
發
展
模
型
，
而
是
自
我
創
造
，
獨
立
發
展
的
表
現
。

二
、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動
源
力
量
主
要
來
自
領
導
階
層
，
就
五
個
階
陸
來
說
，
大
都
是
一
件
由
上
而
下
的
世
會
運
動
，
就
新
思
潮
的
引
進

，
也
是
智
識
的
菁
英
份
子
所
為
。
這
種
由
上
而
下
的
社
會
運
動
與
思
想
引
導
，
主
要
都
是
憑
藉
敢
治
領
導
者
與
知
識
份
子
的
認
知
與
其
對
時

代
的
反
應
，
所
以
所
推
進
的
思
想
、
措
施
與
制
度
常
因
領
導
人
而
有
所
差
異
。
在
台
灣
所
推
行
的
現
代
化
運
動
則
理
念
與
行
動
較
為
一
致
，

完
全
極
接
圖
文
的
建
國
理
想
實
行
。

一
二
、
中
國
現
代
化
運
動
是
一
種
計
劃
式
的
社
會
變
通
。
最
早
期
的
自
強
運
動
重
點
在
於
改
進
中
國
一
且
會
器
物
技
術
'
以
追
趕
西
方
先
進

國
家
的
水
章
，
維
新
運
動
則
摸
傲
西
方
的
政
教
制
度
，
三
民
主
義
則
是
融
合
中
國
傳
統
精
華
思
想
、
針
對
中
國
的
環
境
與
配
合
世
界
思
潮
的

產
物
，
每
一
個
階
段
的
運
動
都
是
有
計
劃
地
對
中
國
世
會
有
所
改
革
。

四
、
每
一
個
階
段
的
變
遷
都
會
進
行
各
種
的
綜
攝
運
動
(
的
可
口
的
『
丘
吉
B
V

。
所
謂
「
綜
攝
運
動
」
就
是
一
種
傳
統
艾
化
與
外
來
一
兀
素
的

的
綜
合
(
草
十
一
-
v
。
綜
攝
的
項
目
包
括
日
常
的
生
活
體
借
、
穿
著
、
習
慣
，
以
及
政
治
、
經
濟
制
度
、
社
會
整
合
與
女
化
理
念
。
因
此
，



一
百
餘
年
下
來
，
傳
統
中
國
的
女
化
與
外
來
西
方
女
化
的
一
兀
素
，
都
夾
雜
存
在
於
我
們
生
活
之
中
。

伍
、
結

五
目

=
=
目

綜
合
以
上
各
節
所
論
，
我
們
可
以
大
致
上
了
解
，
中
國
原
是
一
個
封
閉
的
國
家
，
自
鴉
片
戰
學
以
後
，
還
開
敢
了
一
個
接
一
個
，
一
說

接
一
一
恆
的
巨
大
變
遷
，
這
些
社
會
變
運
進
行
的
具
體
表
現
型
式
，
就
是
推
行
現
代
化
的
運
動
。
其
中
包
括
有
意
義
、
有
目
的
、
求
進
步
的
現

代
化
運
動
，
曲
同
光
年
闊
的
祥
聲
運
動
，
戊
戌
維
新
運
動
、
辛
亥
革
命
、
訓
政
時
期
的
「
黃
金
十
年
」
與
台
灣
地
區
的
現
代
化
運
動
，
另
也

有
無
意
義
、
無
建
設
、
破
壞
性
運
動
，
祖
義
和
團
的
拳
亂
與
中
共
的
「
艾
化
大
革
命
」
等
等
，
現
在
中
國
大
陸
在
鄧
匪
小
平
支
配
下
，
進
行

著
國
防
、
農
業
、
工
業
、
科
技
四
個
現
代
化
運
動
，
企
圖
挽
回
三
十
餘
年
來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頹
傲
，
但
在
四
個
堅
持
(
堅
持
馬
列
主
義
、

毛
澤
東
思
想
、
堅
持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堅
持
人
民
民
主
專
敢
、
堅
持
共
產
黨
領
導
)
的
框
框
之
下
，
是
永
遠
無
法
激
起
大
陸
同
胞
建
設
性
的

意
顧
與
情
躁
的
。

在
五
個
有
意
義
的
現
代
化
運
動
中
，
我
們
發
現
，
推
動
吐
會
變
遷
的
主
導
力
量
漸
漸
地
掌
捏
在
自
己
的
手
中
，
由
前
情
處
處
受
制
於
歐

、
美
、
日
的
情
況
，
隨
著
三
民
主
義
的
創
建
與
國
民
革
命
的
推
展
，
使
我
們
能
在
列
強
環
伺
之
下
與
混
亂
的
國
際
情
勢
之
中
，
開
創
自
己
的

格
局
，
推
進
國
家
建
設
。
其
中
以
辛
亥
革
命
、
訓
敢
時
期
、
遷
台
之
後
三
個
時
期
的
建
設
最
具
意
義
。

尤
其
台
灣
地
區
經
過
三
十
餘
年
來
的
蓬
勃
發
展
，
在
經
濟
、
敢
治
、
數
育
、
社
會
、
人
民
生
活
水
準
與
人
民
價
值
規
範
等
都
有
巨
大
的

變
遷
與
發
展
，
而
這
項
成
積
也
正
是
我
們
反
攻
復
園
、
重
整
山
河
最
佳
的
憑
藉
與
經
驗
。

祉
會
變
遷
與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遷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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