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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
˜
経
営
V
e
C
‘
場
合
%
„
V
N
n
%
奉
公
人
（D

ienstbote

）
g
V
e
土
地
所
有
者

j
仕
G
‘
J
%
火
酒
製
造
者
†
Ï
ú
ç
醸
造
者
i
h
g
V
e
%
農
業
的
営
業
m
一
部
j
従
事
V
e
C
‘
場
合
f
A
‘
&
農
村
f
m
居
酒
屋

m
営
業
n
禁
止
T
’
‘
&（

）
¨
æ
μ
Ä
者
m
徒
弟
（L

ehrling

）
%
職
人
（G

eselle

）
%
召
使
m
受
P
入
’
n
許
可
T
’
i
C
&
}
^
%

貸
付
業
j
„
制
限
K
加
G
‹
’
^
（§ 



）
&
\
V
e
%
非
帰
化
â
¼
à
教
徒
n
%
規
定
T
’
^
資
格
˜
証
明
f
L
’
o
%
帰
化
特
許
˜
得

‘
R
g
K
f
L
‘
g
T
’
^
（§ 



）
&

R
m
規
定
m
特
徴
n
%
â
¼
à
教
徒
®
Ú
Ÿ
ï
Ã
˜
社
団
化
V
%
国
家
m
掌
中
j
収
ƒ
^
R
g
f
A
‘
&
R
’
j
Š
.
e
%
â
¼
à
教

徒
社
団
m
財
政
˜
監
視
X
‘
R
g
K
目
的
g
T
’
e
C
^
m
f
A
‘
&
T
‹
j
%
â
¼
à
教
徒
m
同
権
n
%
帰
化
g
非
帰
化
g
â
¼
à
教

徒
˜
区
分
V
e
初
ƒ
e
実
現
T
’
‘
g
V
^
R
g
„
特
徴
f
A
‘
&
他
方
f
%
R
m
規
定
f
n
%
â
¼
à
教
m
祭
祀
j
c
C
e
n
触
’
‹

’
e
C
i
C
&

R
m
規
定
m
導
入
j
Š
Œ
%
Ù
ú
¸
ï
県
f
n
七
五
%
Ò
é
ï
Õ
ç
ª
県
f
n
四
九
m
社
団
K
設
立
T
’
‘
R
g
g
i
.
^ (

)

&

第
二
章

一
八
四
二
年
の
内
相
の
調
査

一
%
一
八
四
二
年
m
内
相
m
調
査

一
八
四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付
f
%
内
相
・
警
察
相
é
×
¡
（G

ustav
von

R
ochow

,
1792

1847

）
J
‹
%
全
県
庁
及
r
Õ
ç
æ
ï
警

察
長
官
宛
j
%「
â
¼
à
教
徒
m
諸
関
係
j
関
X
‘
調
査
報
告
要
請
」
K
発
Z
‹
’
^ (

)

&

}
Y
%
R
m
調
査
要
請
m
意
図
K
示
T
’
e
C
‘
&
一
八
四
一
年
一
二
月
一
三
日
m
国
王
m
指
令
j
基
d
C
e
%
Ó
é
Ÿ
·
ï
国
家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制
度
m
一
般
規
定
m
立
法
j
関
X
‘
議
論
˜
開
始
X
‘
R
g
g
i
‘
&
\
m
前
j
%「
諸
地
域
j
I
P
‘
â
¼
à
臣



六
三
六
三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民
m
実
際
m
状
況
m
正
確
i
調
査
」
g
「
資
料
m
作
成
」
˜
州
m
官
僚
j
委
任
X
‘
g
C
E
m
K
R
m
調
査
m
目
的
f
A
.
^
&

次
j
%
â
¼
à
教
徒
制
度
m
一
般
規
定
作
成
m
^
ƒ
j
%
従
来
m
審
議
f
問
題
g
i
.
e
C
^
対
象
K
示
T
’
^
&

}
Y
%
地
域
S
g
j
â
¼
à
教
徒
j
関
X
‘
法
律
状
態
K
異
i
.
e
C
‘
R
g
f
A
‘
&
R
m
時
点
f
%
相
異
i
‘
法
律
K
通
用
X
‘

以
下
m
主
要
i
四
c
m
地
域
K
A
.
^
&

一
%（
一
八
一
二
年
）
当
時
m
君
主
国
j
n
%
一
八
一
二
年
三
月
一
一
日
m
勅
令
（
「
解
放
勅
令
」
）

二
%
J
c
e
m
ð
6
μ
Ä
Ñ
3
ú
è
ï
王
国
%
Õ
ç
ª
大
公
国
%
J
c
e
m
Ë
ï
²
同
盟
j
属
X
‘
地
域
j
n
%
外
国
立
法
&
R
’

‹
j
n
%
一
八
三
〇
年
八
月
八
日
m
内
閣
令
j
Š
Œ
%
\
’
‹
m
立
法
K
暫
定
的
j
適
用
T
’
e
C
‘
&

三
%
å
Ÿ
ï
左
岸
地
域
j
n
%
Ñ
å
ï
μ
立
法
&
X
i
•
`
皇
帝
勅
令

四
%
Ù
ú
¸
ï
大
公
国
j
n
%
一
八
三
三
年
六
月
m
暫
定
規
定

R
m
z
J
j
T
‹
j
%
異
i
‘
立
法
K
適
用
T
’
e
C
‘
地
域
K
A
.
^ (

)

&
\
V
e
%
R
’
‹
m
地
域
f
n
%
â
¼
à
教
祭
祀
%
所
帯

m
設
置
%
結
婚
%
住
居
移
転
%
土
地
m
取
得
g
賃
貸
借
%
営
業
・
商
業
%
軍
役
%
契
約
能
力
%
裁
判
m
証
人
g
V
e
m
信
用
性
%
g
C
.

^
対
象
j
関
V
e
%
\
’
]
’
独
自
m
相
異
i
‘
規
範
˜
含
™
f
C
^
&

\
m
^
ƒ
%
R
m
Š
E
i
状
況
˜
概
観
V
%
評
価
X
‘
^
ƒ
j
n
%
権
利
状
況
˜
一
覧
X
‘
必
要
f
A
‘
&
\
V
e
%
R
m
一
覧
j
基

d
C
e
%
â
¼
à
教
徒
制
度
j
関
X
‘
既
存
m
規
定
˜
h
m
程
度
改
革
V
%
h
m
範
囲
}
f
実
施
V
E
‘
J
˜
判
断
X
‘
R
g
g
i
‘
&

\
m
際
%
改
革
m
程
度
n
三
c
K
想
定
T
’
‘
&
◯
Ó
é
Ÿ
·
ï
国
家
全
体
（
Ù
ú
¸
ï
州
˜
除
N
）
m
全
般
的
改
革
m
原
則
m
適
用
%

◯
新
V
C
„
V
N
n
再
獲
得
T
’
^
諸
州
j
m
~
統
一
的
立
法
˜
適
用
T
Z
‘
%
◯
X
x
e
m
個
別
体
制
˜
最
終
的
j
修
正
V
%
\
m
調

整
j
限
定
X
‘
%
m
三
c
f
A
‘
&
改
革
m
程
度
j
関
V
e
n
%
Å
Ÿ
À
連
邦
規
約
第
一
六
条
m
規
定(

)

j
従
.
e
%
従
来
m
権
利
˜
縮
小



六
四
六
四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X
‘
形
g
i
.
e
n
i
‹
i
C
%
g
V
^
&

国
王
n
%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
国
家
j
I
P
‘
彼
‹
m
地
位
m
将
来
m
規
定
j
関
V
e
%
以
下
m
Š
E
i
意
図
˜
持
.
e

C
^
&
「
â
¼
à
教
徒
m
社
団
的
諸
関
係
（corporative

V
erh

äaltnisse

）
˜
確
立
V
%
拡
大
X
‘
R
g
&
â
¼
à
教
徒
n
%
地
域
S
g

j
â
¼
à
教
徒
共
同
体
（Judenschaft

）
j
統
合
T
’
‘
」
&
R
m
諸
関
係
j
関
V
e
n
%
Ù
ú
¸
ï
州
m
「
暫
定
規
定
」
K
Þ
Ã
ç
g

T
’
^
&
\
m
^
ƒ
%
各
県
m
県
庁
n
%
\
’
‹
m
地
域
m
é
ú
¦
ç
i
諸
関
係
K
国
王
K
命
W
^
制
度
j
h
m
程
度
適
合
X
‘
J
˜
判

断
X
‘
Š
E
求
ƒ
‹
’
^
&
T
‹
j
個
別
的
j
n
%
第
一
j
â
¼
à
教
徒
m
移
動
・
通
行
%
第
二
j
â
¼
à
教
徒
m
居
酒
屋
m
営
業
j
関

V
e
m
報
告
K
求
ƒ
‹
’
^
&

}
Y
%
â
¼
à
教
徒
m
Ó
é
Ÿ
·
ï
国
内
j
I
P
‘
自
由
通
行
f
A
‘
&
R
m
件
j
関
V
e
%
現
在
m
体
制
n
%
無
制
限
m
自
由
J
‹

忠
実
i
個
人
j
対
V
e
m
~
m
認
可
g
C
.
^
非
常
j
異
i
‘
段
階
K
生
W
e
I
Œ
%
R
m
状
態
˜
改
善
V
i
P
’
o
i
‹
i
J
.
^
&

}
^
%
\
m
際
j
%

A
‘
場
所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蓄
積
n
%
â
¼
à
教
徒
m
状
態
m
周
知
m
異
常
T
（A

nom
alie

）
m
^
ƒ
j
%
優
遇
T
’

‘
R
g
n
i
C
&
T
}
U
}
i
地
域
j
I
P
‘
â
¼
à
住
民
m
不
均
等
n
懸
念
K
示
T
’
‘
&
\
m
Š
E
i
措
置
m
直
接
m
結
果
„

}
^
%
特
j
ð
6
μ
Ä
Ñ
3
ú
è
ï
m
Š
E
i
地
域
m
Š
E
j
T
}
U
}
i
範
疇
m
â
¼
à
教
徒
K
隣
Œ
合
.
e
居
住
V
^
Œ
%
²

ª
·
ï
m
Š
E
j
従
来
â
¼
à
教
徒
K
非
常
j
少
i
J
.
^
g
R
“
f
n
%
¨
æ
μ
Ä
教
徒
j
少
i
J
‹
Y
誤
解
†
不
満
˜
引
L
起

R
X
R
g
g
i
‘
&

g
C
E
「
原
則
」
K
考
慮
T
’
‘
x
L
g
T
’
^
&
他
方
f
%
移
住
m
全
般
的
i
拒
否
g
C
E
選
択
肢
n
%
自
由
身
分
m
â
¼
à
教
徒
j

g
.
e
決
定
的
j
不
利
g
i
‘
^
ƒ
%
選
択
肢
g
V
e
A
Œ
G
i
C
g
T
’
^
&



六
五
六
五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
m
^
ƒ
%
中
間
f
A
‘「
制
限
付
m
自
由
通
行
」
K
提
案
T
’
^
&
c
}
Œ
%
â
¼
à
教
徒
K
現
在
m
居
住
地
J
‹
移
住
X
‘
場
合
%

\
m
居
住
m
承
認
n
%
国
家
官
僚
†
州
政
府
%
居
住
X
‘
f
A
“
E
¯
Û
:
ú
ï
j
Š
‘
許
可
K
必
要
f
A
‘
g
V
^
m
f
A
‘
&
^
_

V
%
â
¼
à
教
徒
m
農
村
w
m
居
住
n
%
一
部
m
例
外
n
A
‘
„
m
m
%
基
本
的
n
許
可
T
’
i
C
g
V
^ (

)

&

県
庁
n
%
自
身
m
地
域
j
I
P
‘
R
’
‹
m
諸
提
案
m
起
R
Œ
E
‘
結
果
j
c
C
e
%
見
解
˜
述
x
‘
Š
E
命
W
‹
’
^
&

第
二
点
f
A
‘
â
¼
à
教
徒
j
Š
‘
酒
場
m
営
業
j
関
V
e
n
%
農
村
f
m
酒
場
m
営
業
K
有
害
f
A
‘
g
明
‹
J
j
T
’
e
L
^
^

ƒ
%
農
村
f
m
酒
場
m
営
業
J
‹
m
â
¼
à
教
徒
˜
排
除
X
‘
R
g
K
提
案
T
’
^
&
V
J
V
%
営
業
m
認
可
n
%
国
家
官
僚
m
許
可
j

Š
‘
^
ƒ
%
特
別
i
法
律
n
必
要
f
n
i
C
%
g
T
’
^
&
\
V
e
%
現
在
â
¼
à
教
徒
K
営
業
X
‘
酒
場
m
概
観
j
関
V
e
%
県
庁
n

報
告
˜
求
ƒ
‹
’
^
&

以
上
m
件
n
%
Ó
é
Ÿ
·
ï
国
家
全
体
m
諸
県
K
共
通
f
報
告
V
i
P
’
o
i
‹
i
C
課
題
f
A
‘
&
R
m
z
J
j
%
◯
Ñ
å
ï
ª
Ñ

ç
Ä
県
%
Ú
æ
£
ï
ð
6
ç
¼
ú
県
%
◯
¼
ï
À
4
Î
市
%
◯
å
Ÿ
ï
州
%
◯
´
ú
®
ï
侯
領
%
◯
Ó
é
Ÿ
·
ï
一
般
å
ï
Ä
法
%
一
八

一
二
年
m
「
解
放
勅
令
」
%
一
八
三
〇
年
八
月
八
日
m
内
閣
令
K
適
用
T
’
e
C
i
C
地
域
%
j
関
V
e
%
\
’
]
’
個
別
j
生
W
e
C

‘
問
題
j
c
C
e
m
調
査
K
依
頼
T
’
^
&
R
R
f
n
%
Ù
ú
¸
ï
州
j
関
係
V
i
C
^
ƒ
省
略
X
‘
&

R
m
調
査
要
請
f
n
%
Ó
é
Ÿ
·
ï
国
家
全
体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規
定
˜
明
確
j
n
予
定
V
e
C
i
C
K
%
法
体
系
K
地
域
S
g

j
異
i
‘
現
状
j
c
C
e
m
深
C
焦
Œ
K
示
T
’
e
C
‘
&
\
R
f
%
当
時
m
最
新
m
規
定
f
A
.
^
Ù
ú
¸
ï
州
m
「
暫
定
規
定
」
˜

Þ
Ã
ç
j
V
e
将
来
m
規
定
K
想
定
T
’
‘
R
g
g
i
.
^
&
Ù
ú
¸
ï
州
j
g
.
e
n
%
R
m
調
査
n
%「
暫
定
規
定
」
施
行
後
約
一

〇
年
m
現
状
m
総
括
g
i
‘
R
g
g
i
‘
&
}
^
%
当
時
m
Ó
é
Ÿ
·
ï
国
家
j
I
C
e
%
â
¼
à
教
徒
m
自
由
通
行
g
居
酒
屋
営
業
K

問
題
g
i
.
e
C
^
R
g
K
確
認
f
L
‘
&
報
告
要
請
w
m
回
答
n
%
県
単
位
f
i
T
’
^
&



六
六
六
六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二
%
Ù
ú
¸
ï
県
m
回
答

Ù
ú
¸
ï
県
m
回
答
n
%
県
知
事
Ø
Ÿ
ç
Ú
ï
（C

arl
M

oritz
von

B
eurm

ann,
1802

1870

）
j
Š
.
e
%
一
八
四
二
年
八
月
二

一
日
付
f
行
•
’
^ (

)

&

}
Y
%
R
m
報
告
要
請
m
主
目
的
f
A
‘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I
Š
r
â
¼
à
教
徒
団
体
m
組
織
j
関
V
e
%
Ù
ú
¸
ï
州

f
n
一
八
三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m
「
暫
定
規
定
」
j
統
合
T
’
e
C
‘
R
g
K
確
認
T
’
‘
&
^
_
V
%
社
団
規
定
m
策
定
i
h
g
C
.
^

重
要
i
点
j
関
V
e
%「
暫
定
規
定
」
†
一
八
三
四
年
一
月
一
四
日
m
州
長
官
令
f
n
規
定
T
’
e
C
i
C
R
g
K
指
摘
T
’
^
&

}
Y
%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j
関
X
‘
諸
問
題
K
示
T
’
^
&

第
一
j
%
Ù
ú
¸
ï
州
f
特
徴
的
g
T
’
^
m
n
%
軍
事
義
務
m
免
除
m
^
ƒ
m
C
•
ˆ
‘
「
徴
兵
税
」
f
A
‘
&
R
m
税
m
Ù
ú
¸

ï
県
f
m
徴
収
額
n
%
九
九
九
一
å
Ÿ
Î
μ
»
ú
å
ú
j
„
及
™
f
C
‘
&

次
j
%
「
暫
定
規
定
」
発
布
以
前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状
態
j
関
V
e
n
%
州
m
再
占
領
以
前
g
以
来
形

成
T
’
^
諸
関
係
K
詳
述
T
’
e
C
‘
一
八
二
六
年
八
月
一
九
日
付
m
J
c
e
m
州
長
官
Ì
¡
Ú
ï
（Johann

F
riedrich

T
heodor

von
B

aum
ann

）
発
内
相
宛
m
報
告
K
参
照
T
’
‘
x
L
f
A
‘
R
g
K
指
摘
T
’
^
&

第
三
j
%
â
¼
à
教
徒
m
祭
祀
諸
関
係
f
A
‘
K
%
Ù
ú
¸
ï
州
j
n
特
別
i
有
機
的
i
規
定
n
i
T
’
i
J
.
^
&
å
Ï
m
選
出
j

関
V
e
n
%
一
八
三
九
年
一
一
月
二
一
日
m
内
閣
令
%
結
婚
g
婚
姻
予
告
j
関
V
e
n
%
一
八
三
六
年
三
月
二
九
日
m
内
閣
令
K
重
要
f

A
‘
&

\
V
e
%
県
内
m
â
¼
à
教
徒
m
状
態
j
関
V
e
%
「
暫
定
規
定
」
後
m
数
字
K
示
T
’
^
&
â
¼
à
教
徒
n
%
一
八
三
二
年
j
四
万

八
四
四
五
人
f
A
.
^
K
%
一
八
四
二
年
六
月
j
五
万
三
八
〇
六
人
g
i
Œ
%
五
三
六
一
人
%
I
Š
\
一
〇

m
増
加
K
見
e
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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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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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徒
m
法
的
状
況
j
c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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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m
Š
E
j
概
観
T
’
^
&

\
m
上
f
%
â
¼
à
教
徒
m
完
全
i
市
民
的
解
放
˜
達
成
X
‘
^
ƒ
m
方
向
性
n
以
下
m
二
c
K
A
‘
g
T
’
^
&
第
一
n
「
â
¼
à

教
徒
m
Æ
³
;
Æ
ç
i
独
自
性
˜
警
察
的
諸
制
限
j
Š
Œ
一
般
的
福
祉
j
g
.
e
無
害
i
„
m
g
X
‘
J
」
%
第
二
n
「
\
’
˜
場
合
j

Š
.
e
n
完
全
j
除
去
X
‘
J
」
f
A
‘
&
第
一
m
方
向
n
%「
数
世
紀
m
経
験
Š
Œ
無
駄
f
A
‘
R
g
K
明
‹
J
」
f
A
‘
&
第
二
m

方
向
n
%
â
¼
à
教
徒
j
課
T
’
^
X
x
e
m
諸
制
限
˜
f
L
‘
_
P
廃
止
V
%
法
的
j
¨
æ
μ
Ä
教
徒
g
完
全
j
同
一
g
X
‘
R
g

f
%
実
際
m
差
別
˜
i
N
X
g
C
E
R
g
f
A
‘
&
V
J
V
%
â
¼
à
教
徒
K
多
N
居
住
X
‘
国
家
j
I
C
e
n
%
â
¼
à
教
徒
K
\
m

「
Æ
³
;
Æ
ç
i
独
自
性
」
j
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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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認
識
T
’
‘
R
g
g
i
Œ
%
結
果
g
V
e
%
\
’
以
前
m
制
限
˜
再
r
導
入
X
‘
R
g
g
i
.
e

L
^
&
R
m
顕
著
i
事
例
K
J
c
e
m
ë
ç
³
9
ë
公
国
f
A
‘
&
ë
ç
³
9
ë
公
国
f
n
%
完
全
i
市
民
的
同
権
˜
一
旦
保
証
V
^

K
%
\
m
後
徐
々
j
J
c
e
m
状
態
j
戻
.
e
C
.
^
&
T
‹
j
%
â
¼
à
教
徒
j
J
c
e
存
在
V
i
J
.
^
「
徴
兵
税
」
g
C
E
「
負

担
（O

nus

）
」
˜
現
在
}
f
â
¼
à
教
徒
j
残
X
R
g
g
i
.
^
m
f
A
‘
&

}
^
%
一
八
三
三
年
m
「
暫
定
規
定
」
j
Š
.
e
国
家
m
監
督
K
入
‘
Š
E
j
i
.
e
以
来
%
â
¼
à
共
同
体
K
信
奉
X
‘
精
神
†
彼

‹
m
宗
教
的
状
態
j
c
C
e
m
認
識
j
Š
.
e
%
â
¼
à
教
徒
住
民
K
全
体
g
V
e
%
宗
教
的
・
道
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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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廃
g
C
E
極
ƒ
e
悲
劇
的
i

状
態
j
A
‘
R
g
K
明
‹
J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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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
&
確
J
j
%
「
暫
定
規
定
」
n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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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j
市
民
的
名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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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国
家
†
国
王
w
m
愛
着

˜
„
^
‹
V
^
&
V
J
V
%
数
家
族
程
度
V
J
J
‹
構
成
T
’
i
C
Š
E
i
â
¼
à
教
徒
®
Ú
Ÿ
ï
Ã
j
複
雑
J
c
市
民
的
®
Ú
Ÿ
ï
Ã

g
m
類
推
J
‹
導
J
’
^
形
式
j
基
d
C
^
体
制
K
適
合
V
i
C
R
g
„
A
.
^
&「
少
i
N
g
„
%
新
V
C
体
制
K
宗
教
的
状
態
˜
向

上
T
Z
‘
R
g
n
i
J
.
^
」
m
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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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m
Š
E
i
状
況
˜
受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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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来
m
立
法
n
%
â
¼
à
教
徒
˜
%
特
j
宗
教
的
共
同
体
V
e
m
~
~
i
V
%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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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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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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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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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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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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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m
f
n
i
N
%
祭
祀
†
宗
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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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m
諸
関
係
˜
整
理
X
‘
R
g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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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X
‘
社
団
的
団
体
j
統
一
V
i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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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
C
&
\

m
^
ƒ
j
%
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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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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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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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L
‘
_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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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V
%
国
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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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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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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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m
独
自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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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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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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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Š
E

j
V
i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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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
C
」
g
全
体
m
原
則
˜
提
案
V
^
&

R
m
Š
E
i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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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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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民
的
諸
関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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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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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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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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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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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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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
個
別
j
提

案
T
’
e
C
‘
&

内
容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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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m
Š
E
j
概
観
f
L
‘
&

(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n
%

(
â
¼
à
教
徒
m
一
般
的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

(
諸
制
限
g
大
別

T
’
%

m
中
j
%
一
(
営
業
%
二
(
農
村
f
m
定
住
%
三
(
自
由
通
行
%
四
(
軍
事
義
務
%
五
(
公
務
員
w
m
就
任
%
六
(
³
:
Â
ï

Ã
的
権
利
I
Š
r
騎
士
領
g
結
r
c
C
^
名
誉
市
民
権
m
行
使
%
七
(
証
人
宣
誓
%
八
(
結
婚
%
九
(
旅
券
義
務
%
g
C
.
^
項
目
K
A

‘
%

(
祭
祀
関
係
n
%

(
共
同
体
m
義
務
%
å
Ï
m
諸
関
係
g
V
e
%
現
状
K
説
明
T
’
‘
&
\
V
e
%

(
改
革
提
案
K
i
T
’

e
C
‘
&

(
共
同
体
組
織
n
%

(
教
育
%
代
表
%
共
同
体
m
監
視
%

(
特
別
m
諸
関
係
g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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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j
一
(
規
約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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団
m
税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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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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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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団
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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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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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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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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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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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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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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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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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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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定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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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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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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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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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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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制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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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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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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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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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定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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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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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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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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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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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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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
E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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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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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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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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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次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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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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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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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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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æ
μ
Ä
教
徒
市
民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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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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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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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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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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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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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g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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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g
i
.
e
C
‘
（
一
%
二
%
五
%
七
%
八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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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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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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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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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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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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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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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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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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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
第
二
階
級
m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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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教
徒
n
完
全
j
排
除
T
’
‘
x
L
g
V
e
C
‘
&

^
_
V
%
例
外
„
A
Œ
%
「
一
(
営
業
」
f
n
%
非
帰
化
â
¼
à
教
徒
n
¨
æ
μ
Ä
教
徒
m
徒
弟
%
職
人
%
奉
公
人
˜
受
P
入
’
‘
R

g
n
f
L
i
C
g
V
^
「
暫
定
規
定
」
m
二
五
条

m
廃
止
˜
求
ƒ
e
C
‘
&
i
[
i
‹
o
%
R
m
制
限
n
%
â
¼
à
教
徒
m
営
業
˜
\

m
職
業
活
動
j
I
C
e
妨
Q
%
â
¼
à
教
徒
m
手
工
業
営
業
w
m
欲
求
˜
減
少
T
Z
‘
&
\
V
e
%
\
’
n
%
「
â
¼
à
教
徒
m
中
m
¨

æ
μ
Ä
教
的
文
明
m
広
K
Œ
˜
必
然
的
j
妨
Q
‘
R
g
g
i
‘
」
g
理
由
付
P
‹
’
e
C
‘
（S.191

）
&

}
^
%
「
三
(
自
由
通
行
」
j
関
V
e
n
%
「
R
m
州
m
利
益
m
^
ƒ
j
」
%
â
¼
à
教
徒
m
自
由
通
行
m
制
限
˜
廃
止
X
‘
R
g
K
望

}
’
^
&
帰
化
â
¼
à
教
徒
_
P
K
旧
諸
州
w
m
移
住
許
可
˜
得
‘
R
g
K
f
L
‘
g
C
E
現
状
n
%
共
同
体
m
裕
福
i
構
成
員
K
C
i

N
i
Œ
%
貧
困
階
層
_
P
K
取
Œ
残
T
’
‘
R
g
g
i
‘
^
ƒ
f
A
‘
&
\
R
f
%「
一
c
m
同
W
国
家
m
臣
民
」
g
V
e
m
第
二
階
級

m
â
¼
à
教
徒
K
%
他
m
州
j
I
C
e
「
単
j
â
¼
à
教
徒
f
A
‘
^
ƒ
j
%
少
i
N
g
„
不
利
j
i
‹
i
C
Š
E
扱
•
’
‘
」

（S.192

）
x
L
f
A
‘
g
V
%
来
‘
x
L
規
定
f
n
%
第
一
階
級
m
â
¼
à
教
徒
K
無
制
限
m
通
行
m
自
由
n
C
E
}
f
„
i
N
%
第

二
階
級
m
â
¼
à
教
徒
m
移
住
˜
認
ƒ
‘
x
L
g
V
^
&

「
四
(
軍
事
義
務
」
f
n
%
一
般
軍
事
義
務
m
国
家
m
â
¼
à
教
徒
臣
民
w
m
拡
大
n
%
慣
習
教
育
j
I
P
‘
â
¼
à
住
民
m
道
徳
˜

上
昇
・
促
進
V
%
\
m
国
民
的
独
自
性
˜
f
L
‘
_
P
抹
消
V
%
T
‹
j
â
¼
à
教
徒
K
名
誉
A
‘
同
権
m
構
成
部
分
g
V
e
民
衆
m
思

考
m
中
f
認
識
T
’
‘
Š
E
j
X
‘
^
ƒ
j
%
「
最
„
必
要
f
有
効
i
手
段
」
（S.192

）
f
A
‘
g
g
‹
G
‹
’
e
C
‘
&
\
m
^
ƒ
%

全
â
¼
à
教
徒
j
軍
事
義
務
˜
課
X
x
L
g
提
案
V
^
&
\
m
際
%
自
発
的
i
軍
事
義
務
w
m
参
加
n
%
信
仰
深
C
â
¼
à
教
徒
j
g
.

e
%
\
m
宗
教
的
義
務
m
違
反
g
i
‘
^
ƒ
%
‚
V
“
国
家
j
Š
‘
強
制
K
必
要
f
A
‘
g
理
屈
付
P
‹
’
e
C
‘
&

c
}
Œ
%
州
m
経
済
活
動
j
g
.
e
有
利
j
働
N
事
項
†
国
家
m
市
民
的
平
等
性
j
不
可
欠
g
T
’
‘
„
m
j
関
V
e
n
%
â
¼
à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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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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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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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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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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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¼
à
教
徒
共
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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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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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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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
&
â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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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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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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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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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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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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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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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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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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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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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m
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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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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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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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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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釈
j
拘
泥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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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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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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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K
â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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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徒
m
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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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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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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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
結
果
%

進
歩
J
‹
自
‹
締
ƒ
出
T
’
e
C
.
^
&
\
m
^
ƒ
%
\
m
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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伝
承
m
語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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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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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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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X

‘
å
Ï
m
権
威
K
増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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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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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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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V
%
å
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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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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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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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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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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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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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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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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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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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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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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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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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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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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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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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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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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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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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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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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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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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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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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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関
V
e
n
%
市
民
的
®
Ú
Ÿ
ï
Ã
m
類
推
g
宗
教
的
®
Ú
Ÿ
ï
Ã
j
必
要
f
i
C
形
式
n
避
P
‹
’
‘
x

L
g
T
’
e
C
‘
&
\
R
f
%
構
成
員
二
〇
人
以
上
m
大
L
i
®
Ú
Ÿ
ï
Ã
g
小
T
i
®
Ú
Ÿ
ï
Ã
˜
区
別
V
%
前
者
j
n
®
Ú
Ÿ
ï
Ã

集
会
m
代
•
Œ
j
%
代
表
集
会
（eine

R
epräasentanten

V
ersam

m
lung

）
˜
設
置
X
‘
&
R
m
代
表
集
会
g
小
®
Ú
Ÿ
ï
Ã
m
®
Ú

Ÿ
ï
Ã
集
会
m
権
限
n
%
◯
予
算
m
執
行
%
◯
税
金
m
承
認
%
◯
土
地
m
売
買
m
承
認
%
◯
負
債
m
発
行
%
◯
®
Ú
Ÿ
ï
Ã
会
計
m
債
務

免
除
%
j
限
定
T
’
‘
g
V
^
&
R
m
A
g
j
%
個
別
m
課
題
K
検
討
T
’
^
&

R
R
f
n
%
â
¼
à
教
徒
®
Ú
Ÿ
ï
Ã
˜
%
宗
教
的
i
„
m
g
限
定
V
^
上
f
%
国
家
m
監
視
m
下
j
置
N
R
g
K
提
案
T
’
e
C
‘

m
f
A
‘

Ù
ú
¸
ï
県
m
報
告
n
全
体
g
V
e
%「
暫
定
規
定
」
下
f
n
%
社
団
g
V
e
m
政
治
的
権
利
˜
与
G
‹
’
e
C
‘
â
¼
à
教
徒
共
同

体
˜
%「
政
治
的
i
„
m
」
g
V
e
f
n
i
N
%「
宗
教
的
i
„
m
」
j
限
定
V
e
m
~
再
編
X
x
L
f
A
‘
g
主
張
V
e
C
‘
&
\
m
上

f
%
国
家
m
監
視
n
強
化
T
’
‘
g
V
e
C
‘
&
T
‹
j
%
â
¼
à
教
徒
個
々
人
j
n
%
基
本
的
j
¨
æ
μ
Ä
教
徒
g
m
同
権
・
同
義
務

K
課
T
’
‘
x
L
g
V
e
C
‘
g
C
G
‘
_
“
E
&

三
%
Ò
é
ï
Ò
ç
ª
県
m
回
答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回
答
n
%
一
八
四
三
年
七
月
二
五
日
付
f
%
県
知
事
³
:
å
Ÿ
Ç
8
À
（A

lexander
von

Schleinitz

）
j
Š

.
e
i
T
’
^ (

)

&



七
二
七
二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
Y
%
Ù
ú
¸
ï
県
m
回
答
g
同
様
j
%
â
¼
à
教
徒
m
諸
関
係
（
â
¼
à
教
徒
m
祭
祀
m
実
行
%
所
帯
m
設
置
%
婚
姻
%
居
住
地
移

転
%
土
地
m
獲
得
g
賃
貸
借
%
営
業
g
商
業
%
軍
事
義
務
%
契
約
能
力
%
証
人
g
V
e
m
信
頼
性
）
j
c
C
e
%
一
八
三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m
「
暫
定
規
定
」
K
多
N
m
R
g
˜
規
定
V
e
C
‘
g
C
E
認
識
˜
示
V
^
&
\
m
上
f
%
â
¼
à
教
徒
j
個
々
m
地
域
m
個
別
法
˜
考

慮
V
e
%
同
権
˜
与
G
‘
R
g
n
望
}
V
C
R
g
f
A
‘
g
V
^
&

\
m
^
ƒ
%
国
王
n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m
将
来
m
規
定
j
際
V
e
%
â
¼
à
教
徒
内
部
j
社
団
的
諸
関
係
˜
設
立
V
%

「
暫
定
規
定
」
˜
Þ
Ã
ç
g
X
‘
意
図
˜
示
V
^
&
R
’
j
対
V
e
%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回
答
n
%「
暫
定
規
定
」
m
結
果
˜
「
R
m
県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社
団
w
m
隔
離
n
%（
中
略
）
特
別
i
成
功
˜
„
^
‹
T
i
J
.
^
」
g
評
価
V
%「
単
i
‘
³
Æ
°
ú
«
団
体

（Synagogen-V
erb

äande

）
m
~
K
R
m
目
的
˜
達
X
‘
」
（S.260

）
g
V
^
&「
暫
定
規
定
」
f
n
%
社
団
m
形
成
K
必
要
g
T
’
^

K
%
\
’
n
â
¼
à
教
徒
K
抱
G
‘
負
債
m
解
消
m
^
ƒ
f
A
.
^
&
V
J
V
%
負
債
j
関
X
‘
必
要
性
n
一
時
的
i
„
m
f
A
.
^
^

ƒ
%
Ó
é
Ÿ
·
ï
国
家
m
全
â
¼
à
教
徒
m
社
団
m
形
成
n
必
要
i
C
g
V
^
&
\
’
n
%
社
団
体
制
j
Š
.
e
%
â
¼
à
教
徒
n
%
他

m
住
民
J
‹
}
X
}
X
孤
立
V
%
全
体
f
n
i
N
個
別
利
益
˜
追
求
X
‘
Š
E
j
i
.
^
g
C
E
結
果
˜
„
^
‹
V
^
^
ƒ
f
A
‘
&
\

R
f
%
Ò
é
ï
Õ
ç
ª
県
n
%
社
団
m
廃
止
˜
支
持
V
^
m
f
A
‘
&

自
由
通
行
j
関
V
e
n
%
国
王
n
「
制
限
付
m
自
由
通
行
」
˜
意
図
V
e
C
^
&
R
’
j
対
V
e
%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報
告
j
Š
’

o
%
自
由
通
行
n
社
団
m
解
体
˜
導
N
g
V
^
&
自
由
通
行
K
許
可
T
’
^
場
合
%
貧
V
C
Ù
ú
¸
ï
州
J
‹
富
裕
i
旧
諸
州
w
m
移
動

K
予
測
T
’
‘
m
f
A
‘
K
%
\
m
際
%
C
^
‘
g
R
“
f
迎
G
‹
’
‘
裕
福
i
â
¼
à
教
徒
n
州
˜
離
’
%
他
方
f
他
m
場
所
f
職
˜

見
出
X
貧
V
C
„
m
n
残
T
’
‘
&
R
m
^
ƒ
%
個
々
m
社
団
n
時
g
g
„
j
貧
V
C
構
成
員
m
~
g
i
‘
%
g
考
G
e
C
‘
^
ƒ
f
A

‘
&



七
三
七
三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
^
%
Ò
é
ï
Õ
ç
ª
県
n
%
â
¼
à
教
徒
K
全
体
g
V
e
農
村
w
m
居
住
K
禁
止
T
’
‘
R
g
˜
支
持
V
i
C
g
V
^
&
R
’
n
一

八
一
二
年
三
月
一
一
日
m
「
解
放
勅
令
」
K
想
定
V
e
C
i
C
制
限
g
i
‘
^
ƒ
f
A
‘
&
\
R
f
%
職
業
†
商
業
j
従
事
X
‘
â
¼
à

教
徒
j
n
農
村
w
m
滞
在
˜
拒
否
V
%
居
住
˜
望
‚
者
j
n
許
可
X
‘
x
L
g
V
^
&
R
’
j
Š
.
e
%
â
¼
à
教
徒
K
農
民
g
m
商
売

f
儲
P
%
農
民
n
経
済
的
j
没
落
X
‘
g
C
E
V
o
V
o
述
x
‹
’
‘
悪
状
況
n
避
P
‹
’
‘
&
「
暫
定
規
定
」
以
来
%
農
村
f
m
â
¼

à
教
徒
j
Š
‘
酒
場
n
少
i
J
‹
Y
増
加
V
e
I
Œ
%
}
^
â
¼
à
教
徒
n
主
j
Ù
ú
å
ï
Å
・
Æ
³
;
Æ
æ
Â
4
m
住
民
K
属
X
場
所

j
多
N
居
住
V
%
彼
‹
m
営
業
K
農
村
住
民
m
道
徳
_
P
f
i
N
%
財
産
j
„
有
害
f
A
‘
&
T
‹
j
%
一
八
三
五
年
二
月
七
日
m
法
律

f
n
%
R
m
状
況
m
改
善
˜
望
‚
R
g
n
f
L
i
C
&
\
m
^
ƒ
%
農
村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酒
場
m
営
業
m
完
全
i
排
除
K
望
}

V
C
g
T
’
^
&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報
告
n
%
â
¼
à
教
徒
m
社
団
編
成
\
m
„
m
j
反
対
V
%
「
³
Æ
°
ú
«
団
体
」
g
V
e
社
団
編
成
˜
g
‹
i

C
¨
æ
μ
Ä
教
m
教
区
g
同
様
i
空
間
的
}
g
}
Œ
˜
構
想
V
e
C
‘
&

個
別
m
調
査
項
目
f
n
%
自
由
通
行
j
関
V
e
n
%
第
二
身
分
˜
含
ƒ
^
自
由
通
行
˜
許
容
X
‘
x
L
g
V
e
C
‘
&
}
^
%
農
村
m

居
住
j
関
V
e
n
%
営
業
目
的
m
„
m
n
排
除
T
’
%
居
住
目
的
n
許
可
X
x
L
g
V
^
&

第
三
章

一
八
四
三
年
の
宗
教
・
授
業
・
医
療
相
の
調
査

一
%
一
八
四
三
年
m
宗
教
・
授
業
・
医
療
相
m
調
査

宗
教
・
授
業
・
医
療
相
›
Ÿ
Î
×
ç
ï
（Johann

A
lbrecht

F
riedrich

von
E

ichhorn,
1779

1856

）
m
調
査
要
請
n
%
一
八
四

三
年
三
月
八
日
付
f
%
各
県
知
事
j
送
‹
’
^ (

)

&



七
四
七
四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R
m
調
査
m
目
的
n
%
以
下
m
Š
E
j
示
T
’
e
C
‘
&

}
Y
%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地
位
j
関
X
‘
一
八
一
二
年
三
月
一
一
日
m
勅
令
（
「
解
放
勅
令
」
）
m
際
j
%
祭
祀
・
学
校
事
項
˜
具

体
的
j
規
定
X
‘
必
要
性
K
認
識
T
’
‘
Š
E
j
i
.
^
K
%
\
m
後
„
個
別
規
定
†
行
政
的
措
置
j
Š
.
e
不
完
全
V
J
満
^
T
’
e

R
i
J
.
^
&
C
}
君
主
国
全
体
f
%
â
¼
à
教
徒
m
祭
祀
・
学
校
制
度
˜
包
括
的
j
規
定
X
‘
x
L
f
A
‘
&
\
m
際
%
国
王
n
%
â

¼
à
教
徒
m
独
自
m
提
案
˜
特
j
考
慮
X
‘
意
図
˜
持
.
e
C
‘
&
\
m
準
備
m
^
ƒ
j
%
君
主
国
m
T
}
U
}
i
地
域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祭
祀
・
学
校
制
度
m
現
在
m
実
際
m
状
況
˜
認
識
X
‘
R
g
K
必
要
f
A
‘
%
g
T
’
^
&

\
m
^
ƒ
j
%
一
八
項
目
m
質
問
K
i
T
’
^ (

)

&
個
別
地
域
m
â
¼
à
教
徒
m
数
（

）
%
祭
祀
・
学
校
規
定
m
有
無
（

）
%
â
¼
à
学

校
m
有
無
（

）
%
®
Ú
Ÿ
ï
Ã
m
権
利
・
構
成
員
・
代
表
者
j
c
C
e
（



）
%
å
Ï
j
c
C
e
（



）
%
®
Ú
Ÿ
ï
Ã
資
産
管
理
j
c

C
e
（




）
%
刑
罰
j
c
C
e
（
）
%
Å
Ÿ
À
語
%
¨
æ
μ
Ä
教
文
化
m
浸
透
j
c
C
e
（

）
%
教
師
・
生
徒
j
c
C
e
（




）
%

â
¼
à
教
徒
g
¨
æ
μ
Ä
教
m
関
係
（




）
j
c
C
e
m
質
問
K
i
T
’
e
C
‘
&
以
下
f
n
%
R
’
‹
m
個
別
質
問
m
回
答
j
c

C
e
n
触
’
Y
%
回
答
m
前
j
置
J
’
e
C
‘
\
’
]
’
m
県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祭
祀
・
学
校
j
対
X
‘
認
識
j
c
C
e
確
認
V

e
C
N
&

二
%
Ù
ú
¸
ï
県
m
回
答

Ù
ú
¸
ï
県
m
回
答
n
%
一
八
四
四
年
一
月
一
六
日
付
f
県
知
事
Ø
Ÿ
ç
Ú
ï
j
Š
.
e
i
T
’
^ (

)

&

質
問
j
対
X
‘
回
答
m
前
j
%
Ù
ú
¸
ï
州
m
â
¼
à
教
徒
m
現
在
m
慣
習
的
i
宗
教
的
状
態
j
関
X
‘
概
要
K
示
T
’
^
&

â
¼
à
教
徒
m
慣
習
・
宗
教
的
i
状
態
m
評
価
j
際
V
e
%
一
方
f
n
%
\
m
理
念
的
存
在
%
c
}
Œ
原
則
的
明
確
T
%
他
方
f
%
全

体
j
属
X
‘
個
人
m
全
体
m
性
格
的
特
徴
g
V
e
m
実
際
m
存
在
g
C
E
二
c
m
側
面
J
‹
â
¼
à
教
徒
˜
考
察
X
‘
g
V
^
&



七
五
七
五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
Y
%「
実
際
的
存
在
」
g
V
e
m
側
面
m
â
¼
à
教
徒
m
考
察
f
n
%「
恐
“
V
C
}
f
m
道
徳
的
堕
落
」
%「
感
情
m
荒
廃
」
%「
真
m

自
尊
心
m
欠
如
%
可
笑
V
C
言
葉
g
行
動
%
恥
知
‹
Y
T
（
i
言
動
）
%
V
c
R
T
」
i
h
K
挙
Q
‹
’
‘
&
R
’
n
%
â
¼
à
教
徒
m

道
徳
上
m
欠
陥
_
P
f
n
i
N
%
彼
‹
K
何
十
年
„
m
間
A
.
^
切
迫
V
^
状
況
J
‹
生
W
e
C
‘
„
m
f
A
‘
g
X
‘
&

他
方
f
%
â
¼
à
教
m
信
仰
j
„
現
状
m
原
因
K
求
ƒ
‹
’
‘
&
â
¼
à
教
徒
m
宗
教
的
信
仰
n
%
言
葉
˜
話
V
始
ƒ
‘
子
h
„
時
代

J
‹
絶
G
間
i
N
%
日
々
刻
~
込
}
’
‘
以
下
m
二
c
m
教
G
j
基
d
C
e
C
‘
g
X
‘
&

「
聞
P
%
Ÿ
μ
å
£
ç
Š
&
我
‹
m
神
%
主
n
唯
一
m
主
f
A
‘
」（
Þ
ú
·
五
書
五
巻
（
申
命
記
）
%
四

四
）

「
Þ
ú
·
n
•
’
‹
j
教
G
˜
授
P

à
¯
Ò
m
会
衆
m
受
P
継
O
x
L
„
m
g
V
^
」
（
Þ
ú
·
五
書
五
巻
（
申
命
記
）
%
三
三

四
）
（S.833

）

R
’
j
V
^
K
.
e
%
â
¼
à
教
徒
m
信
仰
n
%
主
n
Þ
ú
·
˜
通
W
e
â
¼
à
m
民
j
律
法
˜
授
P
%
\
m
実
行
K
神
m
意
思
˜
満

足
T
Z
%
â
¼
à
m
民
n
\
m
期
待
j
応
G
‘
f
A
“
E
%
g
C
E
R
g
j
i
‘
&
â
¼
à
・
É
Ÿ
³
;
ï
K
政
治
的
独
立
V
e
C
^
時

j
n
%
律
法
n
口
頭
伝
承
†
民
衆
m
慣
習
%
\
V
e
国
制
m
中
j
生
L
e
I
Œ
%
預
言
者
†
賢
者
%
司
祭
i
h
m
権
威
j
Š
.
e
\
m
直

接
性
K
保
^
’
e
C
^
&
\
m
^
ƒ
%
民
族
的
発
展
K
可
能
f
A
.
^
&
R
’
j
対
V
%
â
¼
à
国
家
m
崩
壊
m
後
n
\
m
結
集
K
失
•

’
%
Ì
Ï
é
ï
捕
囚
以
後
n
神
聖
i
本
m
言
葉
f
n
i
C
民
衆
m
言
葉
f
T
G
話
V
言
葉
g
V
e
n
滅
r
%
\
m
知
識
m
^
ƒ
j
特
別
i

研
究
K
必
要
g
i
‘
死
™
_
言
語
g
i
.
^
&
\
m
^
ƒ
%
神
m
意
思
˜
理
解
X
‘
^
ƒ
j
%
律
法
m
研
究
K
宗
教
的
義
務
j
i
.
^
m

f
A
‘
&

今
日
m
å
Ï
的
â
¼
à
教
徒
n
%
Û
³
:
Æ
˜
神
m
啓
示
g
V
e
書
J
’
^
Þ
ú
·
m
法
˜
完
全
j
同
一
視
X
‘
R
g
f
%
»
ç
Ü
ú

Å
˜
宗
教
的
i
事
柄
f
n
無
条
件
j
拘
束
T
’
‘
規
範
g
V
e
認
識
V
e
C
‘
&
\
V
e
%
神
m
啓
示
K
口
伝
律
法
f
\
m
説
明
g
補
足



七
六
七
六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K
i
T
’
‘
g
認
識
X
‘
限
Œ
%
®
Ú
ú
å
ú
n
法
m
理
解
g
決
疑
論
的
適
用
j
関
X
‘
ˆ
‘
M
i
C
権
威
g
i
‘
&

\
’
ˆ
G
j
%
â
¼
à
教
m
全
宗
教
生
活
n
%
法
m
研
究
g
\
m
解
釈
j
Š
Œ
%
\
V
e
\
m
決
疑
論
的
解
釈
†
適
用
j
Š
Œ
完
全
j

吸
収
T
’
‘
&
教
義
K
非
常
j
単
純
f
%
Å
«
Ú
m
形
成
†
争
C
m
余
地
n
i
C
^
ƒ
%
教
義
m
論
争
n
å
Ï
的
â
¼
à
教
徒
j
n
A
Œ

G
i
C
&

R
m
結
果
%
律
法
研
究
g
決
疑
論
的
解
釈
K
å
Ï
˜
信
仰
X
‘
â
¼
à
教
徒
m
z
{
全
精
神
活
動
˜
%
\
’
K
外
m
仕
事
j
向
J
i
C

程
度
j
}
f
要
求
X
‘
m
f
%
\
m
実
際
的
結
果
g
V
e
%
内
的
道
徳
m
欺
瞞
（U

nw
ahrheit

）
K
生
W
‘
&
\
’
n
}
X
}
X
増
V
%

律
法
m
圧
力
K
今
日
m
â
¼
à
人
j
C
.
\
E
煩
•
V
C
„
m
g
i
Œ
%
信
仰
˜
弱
ƒ
e
C
‘
&
同
時
j
%
â
¼
à
教
m
信
仰
n
%
個
人

m
内
的
i
道
徳
教
育
˜
無
視
V
%
自
立
†
信
念
m
内
面
性
j
n
十
分
i
価
値
K
置
J
’
i
C
^
ƒ
%
心
m
荒
廃
w
g
通
W
‘
m
f
A
‘
g

V
^
&

Ù
ú
¸
ï
県
m
報
告
n
%
â
¼
à
教
徒
n
\
m
原
則
j
関
V
e
T
‹
j
独
特
f
A
‘
%
g
X
‘
&
\
’
n
%
「
個
人
j
関
X
‘
意
義
j

I
P
‘
律
法
m
内
的
i
無
差
別
性
」
%
\
V
e
%「
宗
教
的
信
仰
g
Æ
³
;
Æ
æ
Â
4
m
同
一
化
」
j
A
‘
g
g
‹
G
e
C
‘
R
g
j
Š
‘

（S.837

）
&

一
点
目
m
律
法
m
無
差
別
性
g
n
%
全
e
m
法
n
神
m
意
思
m
表
現
f
A
Œ
%
X
x
e
m
決
定
n
神
m
言
葉
˜
含
™
f
C
‘
&
\
m
違

反
n
神
w
m
不
服
従
f
A
‘
&
\
R
f
n
人
間
m
内
面
n
考
慮
T
’
i
C
&
\
m
^
ƒ
%
「
â
¼
à
教
徒
j
n
%
道
徳
的
不
自
由
性
m
烙

印
K
押
T
’
‘
」（S.837

）
&

二
点
目
m
â
¼
à
教
徒
j
I
P
‘
宗
教
的
信
仰
g
Æ
³
;
Æ
æ
Â
4
m
同
一
化
g
n
%
â
¼
à
民
衆
m
彼
‹
m
国
民
的
独
自
性
w
m
固

執
˜
意
味
X
‘
&
â
¼
à
教
徒
j
g
.
e
%
宗
教
的
信
仰
n
Æ
³
;
Æ
æ
Â
4
˜
含
~
%
Æ
³
;
Æ
æ
Â
4
n
宗
教
的
信
仰
˜
含
™
f
C



七
七
七
七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
m
f
A
‘
&

^
V
J
j
%
Ô
Ò
å
Ÿ
語
m
知
識
†
書
L
記
T
’
^
精
神
的
・
慣
習
的
獲
得
物
K
â
¼
à
教
徒
J
‹
失
•
’
e
V
}
.
e
C
‘
&
T
‹

j
%
通
用
語
（U

m
gangssparache

）
g
V
e
m
近
代
語
m
受
P
入
’
j
Š
.
e
%
\
V
e
%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
社
会
的
隔
離

m
緩
和
j
Š
Œ
%
本
質
的
i
â
¼
à
教
徒
m
思
考
†
感
W
方
K
必
然
的
j
別
m
„
m
j
i
.
^
&
\
V
e
特
j
%
近
代
的
学
問
g
m
接

触
・
関
与
K
%
宗
教
的
信
仰
g
国
民
的
発
展
˜
同
一
視
X
‘
«
ç
ú
Ó
˜
破
壊
X
‘
R
g
g
i
.
^
&

V
J
V
%
â
¼
à
教
徒
m
Æ
³
;
Æ
ç
i
独
自
性
K
一
旦
除
去
T
’
^
g
V
e
„
%
Æ
³
;
Æ
æ
Â
4
j
Š
.
e
â
¼
à
教
徒
m
宗
教

的
信
仰
g
不
可
分
j
結
r
c
C
e
C
‘
民
族
共
同
体
（Stam

m
gem

einschaft

）
K
残
‘
^
ƒ
%
â
¼
à
教
徒
n
%
民
族
的
i
宗
教
g

V
e
m
特
質
n
失
E
R
g
n
i
C
m
f
A
‘
g
V
^
&

\
m
^
ƒ
j
%
â
¼
à
住
民
˜
¨
æ
μ
Ä
教
的
道
徳
g
宗
教
性
j
次
第
j
参
加
T
Z
%
\
’
j
Š
.
e
国
家
共
同
体
m
利
益
†
努
力
j

完
全
j
参
加
T
Z
‘
・
f
L
‘
^
ƒ
j
%
外
部
J
‹
m
影
響
j
Š
.
e
â
¼
à
教
徒
m
脱
国
民
化
（E

ntnationalisirung

）
K
i
T
’

‘
x
L
f
A
‘
%
g
主
張
T
’
^
&

Ó
é
Ÿ
·
ï
国
家
j
I
C
e
%
Ù
ú
¸
ï
州
z
h
%
住
民
%
特
j
都
市
住
民
j
I
C
e
â
¼
à
教
徒
K
重
要
i
構
成
部
分
˜
占
ƒ
e
C

‘
g
R
“
n
i
C
&
C
N
c
J
m
都
市
f
n
%
â
¼
à
教
徒
n
住
民
m
多
数
˜
占
ƒ
e
C
‘
_
P
f
i
N
%
商
業
†
工
業
˜
特
j
手
中
j

V
e
I
Œ
%
}
^
%
手
工
業
n
%
以
前
m
制
限
K
廃
止
T
’
e
以
来
\
m
数
˜
J
i
Œ
増
V
e
C
‘
&
\
m
際
%
â
¼
à
教
徒
K
知
識
†

活
動
f
¨
æ
μ
Ä
教
徒
m
企
業
家
j
比
x
e
平
均
的
j
決
定
的
j
上
回
.
e
C
‘
R
g
n
否
定
f
L
i
C
&
\
m
意
味
f
%
Ù
ú
¸
ï
州

j
I
C
e
%
Ó
é
Ÿ
·
ï
国
家
n
間
違
C
i
N
大
L
i
獲
得
物
˜
得
^
&
「
„
V
â
¼
à
住
民
K
Å
Ÿ
À
的
教
養
g
道
徳
m
蓄
積
˜
獲
得

f
L
‘
i
‹
o
%
強
力
i
Å
Ÿ
À
的
市
民
層
K
欠
P
e
C
‘
R
m
州
j
I
C
e
%
\
’
‹
˜
成
長
T
Z
%
\
’
j
Š
Œ
州
m
政
治
的
状
態



七
八
七
八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j
本
質
的
j
変
化
X
‘
Š
E
j
作
用
V
E
‘
_
“
E
」
（S

.840

）
&

R
’
j
対
V
e
%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道
徳
的
・
宗
教
的
状
態
j
関
V
e
n
%
全
般
的
j
%
Ó
é
Ÿ
·
ï
国
家
m
他

州
j
比
x
e
著
V
N
遅
’
e
C
‘
&

国
家
n
従
来
%
Ù
ú
¸
ï
州
m
â
¼
à
教
徒
m
祭
祀
事
項
m
監
視
j
c
C
e
関
心
˜
持
^
i
J
.
^
&
一
八
三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m
「
暫

定
規
定
」
n
%
財
産
管
理
g
\
m
他
m
®
Ú
Ÿ
ï
Ã
団
体
m
事
項
j
関
V
e
m
~
®
Ú
Ÿ
ï
Ã
˜
代
表
X
‘
社
団
行
政
指
導
部
g
代
表
˜

置
C
^
&
\
V
e
%
社
団
行
政
n
国
家
監
視
m
下
j
置
J
’
‘
Š
E
j
i
.
^
m
j
対
V
e
%
祭
祀
事
項
・
宗
教
授
業
n
完
全
j
無
視
T

’
^
&

民
衆
教
育
˜
含
ƒ
%
宗
教
・
道
徳
教
育
w
m
介
入
n
非
常
j
重
要
f
A
‘
&
宗
教
・
道
徳
教
育
m
最
初
m
芽
n
家
庭
f
i
T
’
‘
K
%

主
婦
g
母
親
m
義
務
K
精
神
的
・
道
徳
的
j
荒
廃
V
^
人
間
j
Š
.
e
n
i
T
’
G
i
C
&
R
m
R
g
K
%
R
m
州
m
â
¼
à
教
徒
m
悲

劇
的
状
況
j
c
i
K
.
e
I
Œ
%
当
局
K
介
入
X
x
L
点
f
A
‘
&
\
V
e
%
Ù
ú
¸
ï
県
m
â
¼
à
住
民
n
%
不
利
i
制
限
T
G
i
’

o
%「
近
代
Å
Ÿ
À
的
教
育
g
道
徳
」
j
近
付
N
_
“
E
g
V
^
&

\
V
e
%
以
下
m
見
解
K
表
明
T
’
^
&
第
一
j
%
â
¼
à
臣
民
˜
国
家
全
住
民
m
負
担
f
n
i
N
%
有
用
i
部
分
g
X
‘
&
第
二

j
%
民
衆
m
全
体
状
況
j
宗
教
的
・
道
徳
的
荒
廃
˜
„
^
‹
X
悪
影
響
˜
減
少
T
Z
‘
&
第
三
j
%
â
¼
à
教
徒
˜
¨
æ
μ
Ä
教
徒
g
m

市
民
的
同
権
j
関
V
e
全
体
的
j
不
利
i
N
達
X
‘
R
g
K
f
L
‘
}
f
m
道
徳
的
段
階
j
上
昇
T
Z
‘
&
以
上
m
三
点
K
国
家
m
目
的

f
A
‘
&
R
’
‹
˜
達
成
X
‘
^
ƒ
j
%
国
家
m
側
J
‹
%
â
¼
à
教
徒
m
脱
国
民
化
w
m
首
尾
一
貫
V
e
断
固
g
V
e
行
動
V
i
P
’

o
i
‹
i
C
&
V
J
V
%
宗
教
的
・
道
徳
的
状
態
g
密
接
j
結
r
c
C
e
C
‘
国
民
的
特
性
m
除
去
j
Š
.
e
解
決
X
‘
m
f
n
i
N
%

「
Ù
´
Â
4
ð
j
作
Œ
直
T
’
%
更
新
T
’
^
%
â
¼
à
教
徒
w
m
¨
æ
μ
Ä
教
的
・
国
民
的
i
国
民
生
活
J
‹
生
命
力
m
A
‘
教
育
j



七
九
七
九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Š
.
e
行
•
’
‘
」
（S.843

）
g
T
’
^
&

Ù
ú
¸
ï
県
m
回
答
j
I
C
e
n
%
â
¼
à
教
m
信
仰
m
特
徴
˜
%
「
律
法
m
内
的
無
差
別
性
」
%
「
信
仰
g
Æ
³
;
Æ
æ
Â
4
m
同
一

化
」
g
g
‹
G
e
C
‘
&
第
一
m
点
J
‹
â
¼
à
教
徒
m
精
神
的
不
自
由
T
%
二
点
目
J
‹
â
¼
à
共
同
体
m
強
固
T
K
強
調
T
’
‘
R

g
g
i
‘
&
R
m
精
神
的
j
不
自
由
i
â
¼
à
教
徒
˜
啓
蒙
V
%
¨
æ
μ
Ä
教
的
市
民
社
会
w
参
入
T
Z
‘
^
ƒ
j
n
%
â
¼
à
教
徒
m

「
脱
国
民
化
」
K
求
ƒ
‹
’
^
m
f
A
‘
&

三
%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回
答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回
答
n
%
一
八
四
三
年
九
月
一
五
日
付
f
%
県
知
事
³
:
å
Ÿ
Ç
8
À
j
Š
.
e
i
T
’
^ (

)

&

Ò
é
ï
Õ
ç
ª
県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諸
関
係
m
秩
序
n
%
Ù
ú
¸
ï
大
公
国
m
â
¼
à
教
徒
制
度
j
関
X
‘
一
八
三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m
「
暫
定
規
定
」
j
基
d
C
e
C
‘
&
一
八
一
二
年
三
月
一
一
日
m
「
解
放
勅
令
」
m
三
九
条
K
â
¼
à
教
徒
j
祭
祀
g
学
校
制
度
m

規
定
˜
留
保
V
e
C
‘
i
‹
o
%
学
校
制
度
j
関
V
e
%
•
’
•
’
m
州
j
関
V
e
必
要
i
規
定
n
「
暫
定
規
定
」
j
Š
Œ
与
G
‹
’
e

C
‘
&「
暫
定
規
定
」
n
%
祭
祀
j
関
V
e
n
%
結
婚
m
様
式
j
c
C
e
m
~
%「
解
放
勅
令
」
m
規
定
˜
繰
Œ
返
V
e
C
‘
&
â
¼
à
教

徒
m
学
校
制
度
j
関
V
e
n
%
â
¼
à
教
徒
子
弟
j
学
校
授
業
j
関
X
‘
一
八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四
日
m
内
閣
回
状
以
来
%
絶
G
Y
•
’
•

’
m
福
利
m
対
象
f
A
Œ
%
「
暫
定
規
定
」
j
Š
Œ
大
幅
i
発
展
˜
V
^
&
\
m
結
果
%
一
八
三
三
年
以
前
g
現
在
m
学
校
m
状
態
˜
比

x
‘
g
%「
喜
u
x
L
成
果
」
K
生
W
e
C
‘
^
ƒ
%
R
m
州
m
学
校
制
度
j
関
X
‘
規
定
m
変
更
n
必
要
i
C
g
V
^
&

祭
祀
制
度
j
関
V
e
n
%
現
在
m
å
Ï
n
%
独
自
m
祭
祀
官
吏
f
n
i
N
%
本
質
的
i
活
動
„
i
C
&
R
’
‹
m
å
Ï
n
%
^
C
e
C

無
教
養
f
%
»
ç
Ü
ú
Å
†
Þ
ú
·
五
書
˜
表
面
的
j
知
.
e
C
‘
j
過
M
Y
%
C
^
‘
g
R
“
f
進
歩
j
反
対
V
e
C
‘
&
確
J
j
%

進
歩
g
敬
神
m
衰
退
g
g
„
j
影
響
力
K
i
N
i
Œ
%
名
声
g
g
„
j
\
m
生
計
˜
i
N
V
e
C
N
^
ƒ
%
å
Ï
m
抵
抗
n
当
然
f
A
‘
&



八
〇
八
〇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古
C
»
Ÿ
Ó
m
å
Ï
n
%
â
¼
à
教
徒
m
真
m
需
要
j
対
応
X
‘
立
法
j
Š
.
e
容
易
j
排
除
T
’
‘
&
彼
‹
n
%
C
^
‘
g
R
“
f

一
時
的
i
接
触
V
J
i
C
J
‹
f
A
‘
&
\
m
機
能
%
c
}
Œ
律
法
学
者
†
法
解
釈
者
%
n
%
C
^
‘
g
R
“
f
緊
急
j
望
}
’
e
C
‘

説
教
者
j
Š
.
e
果
^
T
’
‘
&
}
^
%
全
体
j
影
響
˜
及
{
X
地
位
j
品
行
方
正
f
試
験
T
’
^
人
物
˜
配
置
X
‘
g
C
E
国
家
m
配

慮
n
%
â
¼
à
教
徒
共
同
体
m
多
数
j
Š
.
e
%
最
高
m
感
謝
˜
示
T
’
e
C
‘
%
g
V
^
&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回
答
n
%
「
暫
定
規
定
」
j
Š
.
e
導
入
T
’
^
学
校
制
度
m
成
果
˜
高
N
評
価
V
%
当
面
m
改
変
n
不
要
g
V

e
C
‘
&
祭
祀
制
度
j
関
V
e
n
%
現
状
m
å
Ï
n
不
要
g
V
%
国
家
K
適
切
i
人
物
˜
配
置
X
‘
g
C
E
R
g
˜
支
持
V
e
C
‘
&
全

体
g
V
e
%
教
育
・
祭
祀
j
関
V
e
%
国
家
m
監
視
・
介
入
˜
支
持
V
e
C
‘
m
f
A
‘
&

結

論

以
上
%
一
八
四
二
年
m
内
相
%
一
八
四
三
年
m
宗
教
・
教
育
相
m
›
ï
¬
ú
Ä
J
‹
%
当
時
m
Ù
ú
¸
ï
州
m
â
¼
à
教
徒
m
状
況
˜

見
e
L
^
&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m
â
¼
à
教
徒
m
法
的
状
態
˜
規
定
V
e
C
^
m
n
%
一
八
三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m
「
暫
定
規
定
」

f
A
‘
&
R
m
規
定
m
特
徴
n
%
â
¼
à
教
徒
®
Ú
Ÿ
ï
Ã
˜
社
団
化
V
%
国
家
m
掌
中
j
収
ƒ
%
\
m
財
政
˜
監
視
X
‘
R
g
˜
目
的

g
V
e
C
^
&
T
‹
j
%
â
¼
à
教
徒
n
%
帰
化
â
¼
à
教
徒
g
非
帰
化
g
â
¼
à
教
徒
j
区
分
T
’
^
&

R
m
時
期
Ó
é
Ÿ
·
ï
国
家
全
体
j
I
C
e
%
â
¼
à
教
徒
j
関
X
‘
規
定
n
%
地
域
S
g
j
異
i
.
e
C
^
&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n
%

R
m
状
態
m
克
服
K
目
指
T
’
^
時
期
f
A
Œ
%
両
›
ï
¬
ú
Ä
n
\
m
^
ƒ
m
準
備
作
業
g
位
置
付
P
‹
’
‘
&

一
八
四
二
年
m
内
相
m
â
¼
à
教
徒
m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j
関
X
‘
調
査
要
請
f
n
%
法
体
系
K
地
域
S
g
j
異
i
‘
現
状
j
c
C
e
m



八
一
八
一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深
C
焦
Œ
K
示
T
’
%
市
民
的
諸
関
係
j
関
V
e
n
%
Ù
ú
¸
ï
州
m
「
暫
定
規
定
」
˜
Þ
Ã
ç
j
V
e
将
来
m
規
定
K
想
定
T
’
‘
R

g
g
T
’
^
&
Ù
ú
¸
ï
州
j
g
.
e
n
%
R
m
調
査
n
%
事
実
上
「
暫
定
規
定
」
施
行
約
一
〇
年
m
総
括
g
i
.
^
&

\
m
結
果
%「
暫
定
規
定
」
下
f
n
%
社
団
g
V
e
m
政
治
的
権
利
˜
与
G
‹
’
e
C
‘
â
¼
à
教
徒
共
同
体
j
関
V
e
%
Ù
ú
¸
ï

県
m
報
告
n
%「
政
治
的
i
„
m
」
g
V
e
f
n
i
N
%「
宗
教
的
i
„
m
」
g
V
e
m
~
再
編
X
x
L
g
V
%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報
告

n
%
â
¼
à
教
徒
m
社
団
編
成
\
m
„
m
j
反
対
V
e
C
‘
&
R
m
意
味
f
%
「
暫
定
規
定
」
f
m
â
¼
à
教
徒
共
同
体
m
社
団
的
編
成

g
C
E
構
想
n
事
実
上
否
定
T
’
e
C
‘
g
C
G
‘
_
“
E
&
^
_
V
%
双
方
g
„
国
家
m
監
視
m
強
化
n
支
持
V
e
C
‘
&

\
V
e
%
â
¼
à
教
徒
個
人
j
n
%
基
本
的
j
¨
æ
μ
Ä
教
徒
g
m
同
権
・
同
義
務
K
課
T
’
‘
x
L
g
V
e
C
‘
g
C
G
‘
_
“

E
&
個
別
的
j
n
%
自
由
通
行
n
非
帰
化
â
¼
à
教
徒
„
含
ƒ
e
許
容
T
’
‘
g
V
e
I
Œ
%
}
^
Ù
ú
¸
ï
県
m
報
告
f
n
%
軍
事
義

務
„
¨
æ
μ
Ä
教
徒
g
同
様
j
負
E
x
L
g
T
’
^
&

一
八
四
三
年
m
宗
教
・
教
育
相
m
調
査
要
請
m
目
的
n
%
Ó
é
Ÿ
·
ï
m
各
地
域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m
祭
祀
・
学
校
制
度
m
現
在

m
実
際
m
状
況
˜
認
識
X
‘
R
g
f
A
.
^
&
Ù
ú
¸
ï
州
f
n
%「
暫
定
規
定
」
j
Š
.
e
導
入
T
’
^
学
校
・
教
育
制
度
m
評
価
˜

含
‚
R
g
g
i
‘
&
他
方
%
「
暫
定
規
定
」
n
%
祭
祀
事
項
j
関
X
‘
規
定
n
i
N
%
}
^
%
報
告
f
n
â
¼
à
信
仰
j
対
X
‘
見
解
„

示
T
’
e
C
‘
&

Ò
é
ï
Õ
ç
ª
県
m
回
答
n
%
「
暫
定
規
定
」
j
Š
.
e
導
入
T
’
^
学
校
制
度
m
成
果
˜
高
N
評
価
V
e
C
‘
&
Ù
ú
¸
ï
県
m
回

答
j
I
C
e
n
%
â
¼
à
教
徒
m
道
徳
的
i
「
荒
廃
」
˜
救
E
^
ƒ
j
n
教
育
K
必
要
f
A
‘
g
T
’
^
&
R
m
「
荒
廃
」
n
%
â
¼
à

教
m
信
仰
m
特
徴
f
A
‘
「
律
法
j
Š
‘
内
的
無
差
別
性
」
J
‹
生
W
^
g
g
‹
G
e
C
‘
&
T
‹
j
%
第
二
m
特
徴
f
A
‘
「
信
仰
g

Æ
³
;
Æ
æ
Â
4
m
同
一
化
」
J
‹
n
%
â
¼
à
共
同
体
m
強
固
T
K
生
W
e
C
‘
g
T
’
^
&
\
m
^
ƒ
%
â
¼
à
教
徒
m
「
脱
国
民



八
二
八
二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化
」
K
求
ƒ
‹
’
^
m
f
A
‘
&

「
序
」
f
述
x
^
Š
E
j
%
研
究
史
上
j
I
P
‘
Ù
ú
¸
ï
州
m
最
大
m
特
徴
n
%
Å
Ÿ
À
人
g
Ù
ú
å
ï
Å
人
m
対
立
g
C
E
形
f

現
’
‘
民
族
問
題
f
A
‘
&
V
J
V
%
R
m
â
¼
à
教
徒
j
関
X
‘
調
査
m
回
答
j
I
C
e
n
%
Ù
ú
å
ï
Å
人
j
c
C
e
n
}
.
^
N

g
C
E
z
h
触
’
‹
’
e
C
i
C
&
â
¼
à
教
徒
n
%
「
Å
Ÿ
À
的
i
教
育
g
道
徳
」
˜
通
W
e
%
¨
æ
μ
Ä
教
徒
g
同
権
˜
得
‘
g
C

E
道
筋
K
示
T
’
e
C
‘
&
R
’
K
%
â
¼
à
教
徒
m
「
脱
国
民
化
」
f
A
Œ
%
同
時
j
生
W
‘
「
Ó
é
Ÿ
·
ï
国
民
化
」
f
A
‘
&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m
Ó
é
Ÿ
·
ï
国
家
n
%
国
家
˜
統
一
的
i
法
領
域
g
X
‘
R
g
f
%
一
体
m
臣
民
˜
作
Œ
出
\
E
g
V
^
時
期
f
A

‘
&
â
¼
à
教
徒
j
展
望
T
’
^
「
Ó
é
Ÿ
·
ï
国
民
」
m
「
姿
」
n
%
Å
Ÿ
À
的
教
養
・
道
徳
%
\
V
e
経
済
的
自
立
˜
可
能
g
X
‘

財
産
˜
持
c
g
C
E
R
g
K
前
提
g
T
’
e
C
‘
&
R
’
‹
R
\
K
%「
Ó
é
Ÿ
·
ï
国
民
」
f
A
‘
R
g
j
課
T
’
^
前
提
f
A
.
^
&

本
稿
f
扱
.
^
â
¼
à
教
徒
j
関
X
‘
調
査
n
%
「
Ó
é
Ÿ
·
ï
国
民
」
g
V
e
「
t
T
•
V
N
i
C
」
集
団
˜
扱
E
R
g
f
%
A
‘
x

L
「
Ó
é
Ÿ
·
ï
国
民
」
m
姿
˜
逆
照
射
X
‘
R
g
j
i
.
^
g
C
G
Š
E
&

〈
注
〉

（

）

Jehle,M
anfred

(H
g. ),D

ie
Juden

und
jäudsichen

G
em

einden
P
reußens

im
am

tlichen
E

nqu
âeten

des
V

orm
äarz

(M
äunchen,1998

).

（

）

H
agen,W

.W
.,G

erm
ans,P

oles,and
Jew

s.T
he

N
ationality

C
on‰ictin

the
P
russian

E
ast,1722

1914
(C

hicago
/L

ondon,1980
);

K
em

lein,
Sophia,

D
ie

P
osener

Juden
1815

1848.
E

ntw
ickelungsprozesse

unter
preußischer

H
errschaft

(H
am

burg,
1997

).

（

）

Jehle,M
anfred,D

ie
E

nqu
âeten

der
preußischeb

R
egierung

zu
den

V
erh

äaltnissen
der

Juden
und

jäudischen
G

em
einden,1842



1845,
in:

Jehle
(H

g. ),
S.

L
X

X
IX

L
X

X
X

V
I.

（

）

Strauss,H
erbert

A
.,B

ilder
von

Juden
und

vom
judentum

in
der

E
ntw

icklung
der

G
esetzgebung

P
reußens

im
V

orm
äarz,in:



八
三
八
三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Jehle
(H

g. ).

（

）

Streiter,
K

arl
H

eink,
D

ie
nationalen

B
eziehungen

im
G

roßherzogtum
P
osen

1815
1848

(B
ern

/
F

rankfurt
am

M
ain

/N
ew

Y
ork,

1986
),

S.
6
11.

（

）

B
ergm

ann,E
ugen

von,Z
ur

G
eschichte

der
E

ntw
ickelung

deutscher,polnischer
und

jäudischer
B

eväolkerung
in

der
P
rovinz

P
osen

(T
äubingen,

1883
),

S.
242

247
.

一
八
一
六
年
m
数
字
j
関
V
e
n
%K

em
lein,

S.
58,

T
abelle

2.

（

）

G
S

1833,
S.

66
72.

（

）

拙
稿
「
Ù
ú
¸
ï
州
m
â
¼
à
教
徒
m
法
的
地
位
（
一
八
一
五

一
八
四
五
）
j
関
X
‘
一
考
察
―
Ù
ú
¸
ï
州
議
会
j
I
P
‘
議
論
g
一
八

三
三
年
m
暫
定
規
定
J
‹
」
『
¨
æ
μ
Ä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研
究
年
報

民
族
g
宗
教
』
四
三
号
（
二
〇
一
〇
年
三
月
）
%
一
二
八
頁
j
I
C
e
%

暫
定
規
定
m
発
布
日
K
「
六
月
一
一
日
」
g
i
.
e
C
‘
K
%「
六
月
一
日
」
m
誤
Œ
f
A
‘
&
記
V
e
訂
正
V
^
C
&

（

）

他
n
%
兵
役
（§14

）
%
外
国
m
â
¼
à
教
徒
g
m
結
婚
m
際
m
持
参
金
g
V
e
五
〇
〇
å
Ÿ
Î
μ
»
ú
å
ú
}
f
g
C
E
規
定
（§15

）
&
外
国

â
¼
à
教
徒
m
移
動
j
関
X
‘
規
定
（§30

）
&
規
定
m
詳
細
m
^
ƒ
j
更
i
‘
指
示
K
県
政
府
g
警
察
j
与
G
‹
’
‘
g
C
E
確
認
（§29

）

f
A
‘
&

（

）

長
沼
宗
昭
「
Ù
ú
¸
ï
大
公
国
m
â
¼
à
人
j
c
C
e
」『
桜
文
論
叢
』
七
〇
巻
（
二
〇
〇
八
年
一
月
）
%
二
九
頁
&

（

）

K
em

lein,
S.

109.

（

）

Jehle
(H

g. ),
T

eil1,
N

r.
1,

S.
3
10.

（

）

J
c
e
m
ë
ç
³
9
ë
公
国
地
域

J
c
e
m
ª
ç
Ü
郡
%
Û
Î
6
å
¡
郡
%
Ä
ç
ï
市
g
地
域
%
³
6
ç
Ú
Ÿ
¸
ç
（Stadt

Scherm
eisel

）

（
Ú
æ
£
ï
Ò
ç
ª
県
g
Ñ
å
ï
Ñ
ª
ç
Ä
県
）
²
ª
·
ï
公
国
&
å
¡
´
8
À
地
域
%
Ô
ï
É
Õ
ç
ª
地
域
（
Ý
ç
¸
Ò
ç
ª
県
%
Ñ
å
ï

ª
Ñ
ç
Ä
県
%
æ
ú
«
Ç
8
À
県
）
˜
含
‚
&

£
ç
Ñ
ç
Ä
市
g
\
m
周
辺
（
£
ç
Ñ
ç
Ä
県
）

J
c
e
m
Æ
8
±
¡
%
Ñ
å
ï
ª
Ñ
ç
Ä
大
公
国
地
域
（
¯
Ò
è
ï
À
県
%
›
ç
ï
μ
Õ
ç
ª
県
）



八
四
八
四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J
c
e
m
ð
6
μ
Ä
Ñ
3
ú
è
ï
公
国
%
ð
4
8
Â
ï
³
:
»
Ÿ
ï
伯
領
（
›
ç
ï
μ
Õ
ç
ª
県
）

Ê
Ÿ
Ñ
7
›
Ù
ï
Ý
ç
ï
（
³
:
Ä
å
¡
μ
å
ï
Ä
県
）

（

）

Å
Ÿ
À
連
邦
規
約
第
一
六
条
n
%
以
下
m
通
Œ
&
「
â
¼
à
教
徒
n
%
王
国
f
X
f
j
彼
‹
j
容
認
T
’
e
C
‘
諸
権
利
j
I
P
‘
市
民
的
状

態
m
一
般
的
j
一
致
X
‘
改
革
}
f
%
\
m
}
}
j
留
ƒ
‹
’
‘
&」

（

）

^
_
V
%
一
八
三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m
規
定
%
一
八
〇
八
年
三
月
一
七
日
m
勅
令
%
一
八
三
六
年
九
月
二
〇
日
m
内
閣
令
j
V
^
K
.
e
%
以
下

K
例
外
g
T
’
^
&
一
%
â
¼
à
教
徒
K
騎
士
領
˜
得
^
場
合
&
二
%
â
¼
à
教
徒
m
®
´
ï
Ã
f
耕
作
X
‘
^
ƒ
j
農
地
˜
購
入
V
^
場

合
&
三
%
公
共
m
設
備
m
証
明
j
基
d
C
^
大
臣
m
認
可
˜
得
^
場
合
&

（

）

Jehle
(H

g. ),
T

eil1,
N

r.
30,

S.
177

204.

i
I
付
表
n
%N

r.
31,

S.
205

218.

（

）

Jehle
(H

g. ),
T

eil1,
N

r.
38,

S.
259

262.

（

）

Jehle
(H

g. ),
T

eil2,
N

r.
80,

S.
551

553.

（

）

具
体
的
i
質
問
事
項
n
以
下
m
通
Œ
&

一
%
\
’
]
’
m
県
†
\
’
j
属
X
‘
個
々
m
地
域
j
何
人
m
â
¼
à
教
徒
K
住
™
f
C
‘
J
&

二
%
â
¼
à
教
m
祭
祀
†
学
校
制
度
j
関
V
e
h
m
Š
E
i
Ù
´
Â
4
ð
i
法
的
規
定
K
A
‘
J
&（
略
）

三
%
国
家
官
僚
m
知
識
†
意
思
m
A
‘
³
Æ
°
ú
«
†
礼
拝
j
使
•
’
‘
â
¼
à
学
校
n
h
m
Š
E
i
場
所
j
A
‘
J
&（
略
）

四
%
実
際
m
¯
ç
Ù
å
À
4
¥
ï
権
˜
所
有
V
^
â
¼
à
教
徒
団
体
n
A
‘
J
&
\
’
n
h
m
程
度
J
&
„
V
N
n
%
\
’
K
許
容
T
’
^
個

人
m
権
利
J
%
許
容
T
’
^
宗
教
共
同
体
m
権
利
m
~
˜
持
.
e
C
‘
m
J
&

五
%
®
Ú
Ÿ
ï
Ã
m
構
成
員
m
条
件
n
h
m
Š
E
i
„
m
J
&
\
’
K
C
J
j
獲
得
T
’
%
失
•
’
^
m
J
&
X
x
e
m
構
成
員
n
®
Ú
Ÿ
ï

Ã
事
項
j
関
V
e
完
全
i
投
票
権
˜
持
.
e
C
‘
J
&

六
%
祭
祀
事
項
j
関
V
e
%
®
Ú
Ÿ
ï
Ã
K
C
J
j
代
表
T
’
‘
J
&
外
部
j
対
V
e
代
表
者
m
~
J
代
表
者
会
議
（V

orsteher-C
ollegien

）

j
Š
.
e
J
%
\
m
z
J
j
後
者
j
対
V
e
代
表
X
‘
特
別
i
代
表
j
Š
‘
m
J
&
誰
j
Š
.
e
%
C
J
j
%
h
m
程
度
m
期
間
選
出
T



八
五
八
五

一
八
四
〇
年
代
前
半
m
Ù
ú
¸
ï
州
j
I
P
‘
â
¼
à
教
徒

’
%
h
m
Š
E
i
機
能
g
権
限
K
A
‘
m
J
&

七
%
h
m
Š
E
i
®
Ú
Ÿ
ï
Ã
j
å
Ï
K
C
‘
m
J
&
å
Ï
n
C
J
j
選
出
T
’
%
承
認
T
’
%
解
任
T
’
‘
m
J
&
誰
j
Š
.
e
%
h
m
Š

E
i
方
法
f
支
払
•
’
%
h
m
Š
E
i
機
能
˜
持
`
%
長
j
対
V
e
h
m
Š
E
i
勤
務
的
関
係
j
A
‘
m
J
&

八
%
上
級
å
Ï
n
C
‘
m
J
%
å
Ï
g
n
h
m
Š
E
j
違
E
m
J
&

九
%
³
Æ
°
ú
«
K
i
C
g
R
“
f
å
Ï
以
外
j
祭
祀
j
関
係
X
‘
m
n
h
m
Š
E
i
人
J
&
彼
‹
n
C
J
j
%
誰
j
Š
.
e
%
h
m
期
間
選

出
T
’
%
C
J
j
支
払
•
’
%
解
任
T
’
‘
m
J
&

一
〇
%
®
Ú
Ÿ
ï
Ã
資
産
n
h
R
j
A
‘
J
&
g
N
j
病
人
†
貧
民
福
祉
†
埋
葬
j
関
X
‘
特
別
i
基
金
i
h
n
A
‘
J
&
誰
K
管
理
X
‘
m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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