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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概
要
白

淨

民
間
五
十
四
年
九
月
，
臺
灣
省
立
海
洋
學
院
新
開
海
上
法
改
程
，
承
邀
主
講
，
經
以
交
通
部
參
寧
)

怯
恩
來
劉
永
慌
先
生
所
有
柚
珍
木
了
加
上
一
中
附
國
際
法
」
、
「
海
上
峨
時
國
際
法
」
及
「
海
上
戰
時
中
立

怯
」
，
則
正
的
班
先
生
所
著
「
海
卜
一
國
際
法
」
(
沁
園
四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叫
版
)
為
教
材
。
上
述
四
贅
，

綱
舉
目
張
，
削
和
圳
碟
，
口
仿
於
傾
會
，
允
稱
傑
作
。

惟
劉
主
兩
先
化
所
著
，
對
「
公
海
公
約
」
與
「
領
海
及
鄰
按
區
公
約
」
之
原
文
，
均
未
納
入
，
賺
錢

令
豹
。
文
聽
我
關
正
處
於
毆
亂
時
期
，
有
關
海
上
捕
控
條
例
及
海
土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候
例
，
政
府
已
決
氏

閥
凹
十
叫
作
六
月
一
一
，
刊
，
分
別
修
正
公
布
，
至
今
施
行
;
劉
著
閃
側
拉
國
除
法
例
之
閥
述
，
未
于
涉
及
，

什
柳
州
互
相
比
較
。
荒
草
則
係
引
用
民
閻
二
十
一
年
寸
二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之
各
該
原
條
例
，
內
容
不
無
法
具

。
文
王
若
所m
m海
牙
和
平
會
議
及
倫
敦
宣
言
有
關
海
上
戰
時
間
際
法
及
海
上
戰
時
中
立
法
立
條
款
，
且
具

譯
文
，
未
間
英
文
，
似
亦
難
臻
信
這
。

為
兼
顧
超
兒
，
妥
就
劉
王
兩
先
生
之
鳳
山
看
，
合
編
一
書
，
命
名
為
「
海
上
法
既
要
」
'
存
其
體
例
，

而
加
以
圳
充
修
正
。
昆
在
宜
用
，
而
略
於
間
的
?
說
。
朋
快
訊
科
於
身
歷
其
哎
，
或
組
促
之
時
，
符
一
新
而
明

那
立
的
阱
，
知
所
凶
腔
;
非
敢
以
法
家
自
眩
，
尤
不
敢
，
你
劉
主
著
作
之
拉
夫
也
。

主
恍
序
於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六
月
一
日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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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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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毛

-
A平

海
土
平
時
國
際
法

第
一
節

海

國
際
法
上
之
海

王

洸
尸
偽
注
為

國
際
法
上
所
謂
悔
，
為
大
量
鹼
水
總
膛
，
必
須
具
有
兩
種
要
件

••

山
自
然
交
流
此
一
械
水
面
與
地
表
上
其
他
鹼
水
面
，
在
地
理
上
能
自
然
交
流
。

叫
自
由
交
通
此
一
鹹
水
面
與
地
表
上
其
他
鹹
水
面
，
在
法
律
土
能
自
由
交
通
。

一
國
內
水
經
過
河
川
，
而
與
海
連
接
，
在
法
律
上
不
能
自
由
與
海
交
通
，
仍
為
關
閑
之
水
面
，
不
能

以
海
視
之
白
。
例
如
聖
羅
倫
河
(
2
.
F
2月
2
2
月
﹒
)
將
美
國
北
部
大
湖
與
大
西
洋
連
樁
，
然
大
湖
水
位

與
海
而
不
同
，
不
能
形
成
自
然
交
流
，
而
在
法
律
上
各
受
其
本
國
法
管
轄
，
本
能
與
梅
梢
成
自
由
交
通
。

因
此
，
‘
美
國
北
部
大
湖
，
均
非
國
際
法
上
立
海
。

第
一
輩

海
上
平
時
間
昨
法



海
上
法
概
要

一
一

海
在
法
律
土
乏
區
劃

地
表
上
因
有
不
同
之
國
家
存
在
，
各
有
其
管
轄
行
使
之
法
域
，
遂
使
統
一
體
之
海
，
在
法
律
觀
點
上

，
劃
分
為
若
干
區
域
，
各
具
有
不
同
之
法
律
性
質
，
在
在
涉
及
拍
拍
航
行
問
題
。

(
一
)
國
際
法
土
封
管
轄
權
之
分
類

ω
以
管
轄
種
之
客
體
分

••

A
領
域
管
轄
權
，
對
象
包
括
領
土
、
領
空
、
價
水
。

B
人
的
管
轄
權
，
對

象
包
括
對
國
民
、
被
保
護
人
民
、
在
近
東
遼
東
之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由
法
國
行
使
管
轄
權
、
公
司
(
法
人
)

、
船
艙
。

ω
以
管
轄
懼
之
主
體
分

••

A
排
他
管
轄
權
(
閏
月
古
已

Z
E

叫
古
巴
立
叭
。3
)
，
由
一
國
獨
自
行
使
，
其

他
國
家
除
非
得
其
同
意
，
不
得
過
間
或
參
與
;
如
個
域
管
轄
權
屬
之
。
領
土
管
轄
權
之
排
他
性
為
絕
對
的

，
領
空
次
之
，
個
水
叉
次
之
。

B
共
同
管
轄
權
(
的
。
E
E
B

己
甘
立
的
全
丘
吉
口
)
，
由
各
國
個
別
或
聯
合

行
使
，
不
能
由
一
國
獨
自
壟
斷
;
如
公
海
上
之
管
轄
權
屬
之
。
惟
其
共
同
性
有
時
亦
為
個
域
管
轄
權
所
限

制
。
一
國
為
實
施
領
域
內
之
關
稅
、
航
行
、
智
祭
或
衛
生
法
規
，
得
擴
張
其
管
轄
權
及
於
傾
海
相
接
之
公

海
，
而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
是
即
海
上
法
所
謂
鄰
格
區
。

(
二
)
海
土
之
水
向

海
上
之
水
面
，
依
法
律
地
位
，
而
加
區
分
，
有

••

叫
內
木
(
『
己

2
.口
旦
司
已
己
的
)
。



叫
領
海
(
吋
足
丘
吉
已
旦
司
且
已
息
。

問
鄰
接
區

(
n
S
H
E
g
g
N
S
O
)
e

叫
去
海
(
因
-
m
y
m
g
m
)。

何
一
區
域
毛
有
其
不
開
立
法
律
關
係
。
管
轄
權
行
使
之
對
象
為
桶
的
，
其
行
使
純
國
則
因
如
抽
之
種

穎
而
不
同
。

船
有
公
船
與
私
個
之
分

••

叫
企
船

B
E
V
-
-
n
的
r
f
)國
家
所
有
或
經
營
之
船
繭
，
專
供
政
府
非
商
務
用
途
者
，
謂
之
公
船
。
如

那
故
船
、
警
察
船
、
與
緝
私
船
，
並
包
括
軍
艦
在
內
。

間
私
船
(
可
『-
z
z
p
f
)
不
論
如
削
為
國
家
公
共
團
體
或
私
人
所
有
，
凡
用
於
廣
義
的
商
務
或
私
人

目
的
者
，
謂
之
取
船

G

一
九
五
八
年
公
海
公
約
舌
。
口

2
2
丘
。
口
。
口
B
o
z
-
m
y
m
g
印
尼
m
∞
)
第
九
條
規
定••

「
一
國
所

有
或
經
營
之
船
蚓
、
一
專
供
政
府
井
崗
務
用
途
者
，
在
公
海
上
完
全
免
受
船
按
國
以
外
任
何
國
家
之
一
管
轄
。
」

念
的E
H
U叩
。
還
口
而
已
。
門
。
也
倚
門

ω
阱
。
已
σ
峙
的
w
m
片
丘
。
∞
口
門
戶
口
的
倚
門
戶
。
口
}
唱
。
口

m
C〈
仿
門
口-
d
ω口
同
】H
O
D


g
E
B
R

旦
旦

ω
倚
門
〈
片
。ω
}
g
=
"。
口
呻
呵
再
叮
叮
叮
月
2
.
甘
心
〈o
n
。
E
H
L
O
H
m
-
B
B
C
口
一
段
內
g
s
s
o

』
口
立
的
已
-
m
u
卅
一
。
口
。
『M
H口
司
的
片
凶
門
巾
。
4叮
叮
向
門H
Y
m
v
口
片
甘
ω
E
m
M
m
ω帥"
-
5
.
a

公
船
係
公
海
上
問
家
主
權
與
獨
立
完
整
之
象
徵
，
故
一
國
對
其
在
公
海
上
之
公
帖
，
享
有
完
全
排
他

性
之
管
轄
權
。
至
於
私
有
問
船
在
公
梅
上
時
，
雖
在
民
寧
、
刑
事
與
行
政
等
方
面
，
原
則
上
由
其
本
國
于

第
一
輩

海
上
平
時
國
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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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叫
作
惜
，
可
自
抖
的
長
代
表
國
家
行
使
，
但
例
外
的
，
在
保
持
么
海
上
之
公
共
利
益
方
悶
，
亦
須
受
他
國
家

北
於
悶
煦
的
例
或
間
際
條
約
之
管
路
。
悶
此
，
商
船
在
公
海
上
，
並
不
享
有
所
謂
「
完
全
之
抬
外
地
位
。
」

第
二
節

»-.
品二、

海

公
海
之
定
義

公
海
公
約
第
一
條
，
對
公
海
所
作
之
定
義
，
為
「
稱
公
海
者
，
謂
不
包
括
領
海
或
一
國
內
國
水
域
之

海
洋
所
有
各
部
份
。
」

A
A吋E
O
H
O門
B
J
Z
F
Z
S
3
g
g

口
的
凶
=
H
U
R
Z
。
同
子
。
自

ω

耳
其

ω
品
口
丘
吉
立
旦
旦

心
口
-
F
F
O
片
。
門
門
戶
片
。

1
ω
}
的
。
凶
。
吋
同
口H
Y
O
-
D阱
。
叫
口
m
w
-
3
.
ω

片
。
『ω
。
同
ω

的
H
h
H
丹
丹
.
.
.


一

公
海
乏
自
由

公
海
對
各
國
一
律
開
放
，
由
各
國
共
同
使
用
。
任
何
國
家
不
得
對
於
公
海
之
任
何
部
份
，
提
出
其
草

打
主
權
之
主
張
，
自
亦
不
得
對
於
公
悔
之
任
何
部
份
，
行
使
立
法
、
行
政
、
或
司
法
等
懼
。
反
之
，
任
何

問
家
均
應
避
免
從
事
於
足
以
妨
再
他
國
使
用
公
悔
之
行
為
。
此
為
公
海
自
由
之
規
則
，
堪
以
說
明
公
海
在

國
際
法
上
之
地
位
。

公
海
公
約
第
二
條
規
定
••



r
(
~
漿
等
草
綠
國
!
是
三
豆
:
高
叭
出

E
E
區
皆
兵

R
E
持
黨
叫
是
且
也
難
l
i
!
~
~
金
盤
時
剎
車
單
單
圈
。
如
雖
也
咀

也
將
邀
請
量
戶
或
國
且
是
混
成
是
荒
草
丟
在
~
~
~
N
選
主
立
!
拉
遲
遲
利
。
(
~
~
露
面
起
，
菇
豆
豆
緯
國
阿
拉
詔
緯
國
足

ljnU
"
'
有

單
單

i
ι
有
玄
綽
陣
.
.

3
~
蛋
!
紅
包
咀
.
.
.

N
揖
巧
克
也
咀
.
.
.

CD
萬
紅

i拉
盛
世
程
思
主
這
N
叩
咀
﹒
‘

三
至
<
~
~
是
叫
別
需
哇
!
孟
子
4
三
封
。

q
字
國
~
t
:
~
~
主
叫
司
令
部
但
也
肖
靈
童
吉
姆
!
最
監
~
盡
快
腿
刊
將
是
扭
扭
恥
撞
單
獨
粗
糧
肖
持
這
里
國
隔

lt
:
~

(
~
史
巨
咀
N
~
緒
。
」

"T
h

e
h

ig
h

seas
b

ein
g

o
p

en
to

all
n

atio
n

s,
n

o
S

tate
m

ay
v

alid
ly

p
u

rp
o

rt
to

subject
an

y
p

art
of

th
em

to
its

sovereignty.
F

reed
o

m
of

th
e

h
ig

h
seas

is

ex
ercised

u
n

d
er

th
e

co
n

d
itio

n
s

la
id

d
o

w
n

by
th

ese
articles

an
d

by
th

e
o

th
er

ru
les

of
in

tern
atio

n
al

law
.

It
com

prises.
in

ter
alia,

b
o

th
fo

r
co

astal
an

d
non-coastal

S
tates:

(J)
F

reedolll
of

n
av

ig
atio

n
;

(2)
F

reed
o

m
of

fish
in

g
;

(3)
F

reed
o

m
of

lilyin巴
巴
u
b
m
a
r
i
n
e

cab
les

an
d

pipelines;
(4)

F
reed

o
m

to
f
l
y
υ
v
e
r

th
e

IlIg
h

~
e
a
s
.

松
I
~
時
聽
斗
冷
宮
軍
陸
也

}t:j



海
上
法
概
要

-Lo

/、

斗
F
a
o
r
內M
A叩
門
峙
。
g
y
m
-
D心
。
門
了
。
『
切
還E
n
-
-∞
『
仿
『
巾
的
。
m
口
…N
巾
門
戶σ
4、
神
計
。
"
向
旦
倚
門
ω
-
H
U
Z口
丘
。
古
ω

丘
吉
片
。
門
口
丘
吉
口
m
w
-
Z
F

切
Y
且
一
σ
O
A
M
M
倚
門
己
的
伶AV
〈

h
d
=
m
g
z
m

豆
子
】

8
8
3

心
里
句
『
品
臼
『
已

Z
B

仿
古
芯
片
。
叩
門
的
c
h
c
子
。
「
m
C
Z

泊
古
早
已

-
-
Z
向
『
立
的
巾
。
{
子
。
『
『
克
已

C
S
C

『
子
。

r
f
r

ω
O
N
H
ω
﹒
這

公
海
公
約
並
確
認
非
沿
海
圓
，
亦
有
同
草
公
海
自
由
之
權
利
。
公
約
第
三
條
，
有
以
下
之
規
定

••

「
山
無
海
岸
國
家
應
可
自
由
過
連
海
洋
，
俾
與
情
海
國
家
以
平
等
地
位
享
有
海
洋
自
由
。
為
此
目
的

，
凡
位
於
海
洋
與
無
海
岸
國
間
之
國
家
，
應
與
無
海
岸
國
相
互
協
議
，
依
照
現
行
國
際
公
約

••

A
准
許
﹒
無
海
岸
園
，
根
據
交
互
原
則
自
由
過
泣
。

B
對
於
懸
揖
該
國
國
旗
之
船
帕
，
在
出
入
及
使
用
海
港
事
宜
上
，
准
其
與
本
國
船
帕
或
任
何
他
國
船

繭
，
享
受
平
等
待
遇
。

叫
凡
位
熱
海
洋
與
無
海
岸
國
問
之
國
家
，
對
一
切
有
關
過
境
自
由
及
海
港
內
平
等
待
遇
之
事
項
，
如

其
本
國
及
加
州
海
岸
國
均
尚
非
現
行
國
際
公
約
之
當
事
閣
，
應
與
後
者
相
互
協
議
，
參
的
沿
海
國
或
被
通
過

國
之
權
刑
，
及
無
海
岸
國
之
特
誅
情
況
解
決
之
。
」

J
H
)宮
。

E
R
E
O

丘
。
河
畔
Z
P
S

已
。
目
。
m
H
E
O
m
o
g
。
口
Z
E
-
Z

門
呂
ω
這
一H
Y
的
。
心ω
古
}

早
已
仰
的
﹒
的Z
Z
ω

『
ω
J
N
戶
口m
口
。
ω
2
'的
。
凶
的
丹ω計
。
己
已
佇
凶
〈o
h
門R
m
n
n
仰
的ω
Z
S
O

自
ω
﹒
吋
。
片
甘
心
切
伶H
H門
戶

的
Z
H
g

的
心
古ω
門
內
已
σ
且
還
巾
。
口
H
Y
O
Z
M
M
ω口
已
ω

的
Z
Z
Y
m
凶
〈
戶
口
問
口
。ω
2
.
g
凶
的
丹ω
『
ω
=
σ
咱
們
。
B
B
。
口

苟
且
Z
E

約
。H
H問
。
『B
X
U刊
詞

Z
V

。
皂
白H
E
m
-
口
阱
。
門
口
且
一
。
口
已

m
w
m話
。
g
o
p
#

AVEO

一
心
片
片
。
『m
H
H
H

已



們
。
口
〈
仿
口-
z。
口

ω
《
刊
的
。
同
【
】
叫

E
V
斗
。
早
巾
的

E
B
-
-
M
H
i
口
M
H口
。
串
戶
，g
D
ω
y
。
3

4甘
冒
『CH
H
m
H
H

片
Y
O心
門
再
向
門
門
戶
阱
。
門
可

U
H
H口
已

自
)
吋
。
ω
臣
也
ω
已
明
戶
口
悅
耳
命
已
心
悅
。
問
早
已
的
Z
Z
H

門
。
。
片
B
m
H
H
片
2

口
已
畔
。
早
已

持
。
早
已
門
。
喝
口
的
E
U
m
w
R
Z
S
O
ω
E
H
V
ω

丘

S
M
可
。
耳
目
的

H
皂
白
的w
g
z
g

『
e
R
B
m

阻
片
。

ω
ω
ω吧
。
門
片
ω
m
口
已
丹
丹H
m
z
ω。
。
冉
的
口n
y
吧
。H
丹
ω
﹒

5
)
的
丹
已
向ω
ω
Z
C
m
w
阱
。
已
σ
且
還
巾
。
口
2
5
.
ω向
m
W
M
H
口
已
戶
的
神
州
4
4
H
O
Y
ω
〈
E
m
D
O

間
內
心
﹒
的
。
m
m丹
已
】
ω
=

ω
o
t
r
.
-
u
山
、
自
己
古
巴
m
H
m
z
o
g
向
且
還

X
Y

片
}
呂
古
泣
。p
m
p
門H
Z
E

口
m
z
g
m

兵
們
。c
口
問
品
。
立

m
y
t

。
]
可4
[
}
回
巾
《
刊
。
M
M的H
m
w
-
的
4月
缸
片
。
。
門
印
H
M
W
片
。
。
同
片
片ω口
的
心
片m戶
口
已
再y
o
ω
H
U
m
n

心
心-
n
。
口
已-
4甘
心
。
口
印
。
『
丹
}
】
巾
的
神
凶
片
向

呵
呵ω丘
口
附
糊
口
。
的
。ω
-
g
m
m
H
W
ω
=
E
E
Z
『
閏
月
一
丘
吉
肉
片
。
門
話
。
已
。
5

。
肉
片
『m
g
m
z
g

門H
S
S


神
話
m
w
H
B
S
H
E
U
R
E
.
-口
們
仰
的
。
ω
c
n
y
ω
Z
Z
的
白
。
口
。
門
巴
「
的
心
已
咕
咕
自
己

g
Z
Z

缸
片E
m

戶
口
片
肉
叩
門
口

m
H丘
。
口
ω
】
的
。
口
〈
命
口
已
。
口
的

••

文
公
海
自
由
，
非
開
完
全
放
任
，
使
其
陷
於
無
法
律
之
狀
態
。
閻
際
法
委
員
會
會
加
闡
釋

••

「
無
論

何
種
自
由
，
為
求
其
行
使
合
乎
有
權
享
受
者
全
體
之
利
益
起
見
，
均
須
加
以
節
制
。
因
此
，
公
海
法
含
有

若
干
規
則
，
其
目
的
木
在
限
制
公
海
自
由
，
而
在
保
證
公
海
自
由
權
之
行
使
，
合
於
整
個
國
際
社
會
之
刺

益
。

:ll

Y
H
H
已
泊
。
可
『
倚
門
叫
戶
。
『
。
的
一

4月M
C
『
『
勻
。
呻
『
心
口
ω
-
H

p
n
n
3
H
e

已
同
耐
心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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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概
要

一--圓圓
船
船
須
有
國
籍

λ

國
際
法
對
於
船
船
應
具
備
何
種
條
件
，
始
得
在
某
一
國
旗
之
下
航
行
，
而
取
得
該
國
之
國
籍
，
初
無

稚
切
之
規
定
。
蓋
授
機
於
各
國
，
由
其
國
內
法
子
以
詳
細
規
定
，
船
的
具
備
一
國
悶
內
法
所
規
定
之
條
件

，
在
該
國
境
內
完
成
登
記
手
鼠
以
後
，
的
持
布
該
國
所
發
之
船
帥
國
籍
證
書
，
而
獲
得
懸
掛
該
國
間
旅
之

權
刺
.
，
當
然
同
時
亦
取
得
該
囡
囡
籍
。

公
海
公
約
規
定
，
所
有
的
抽
均
氯
具
有
國
籍

(
Z
M
W
丹
戶
。
S
E

司
)
，
且
聽
能
有
一
個
國
籍
，
無
國
籍

(
2早
已
。
的
問
)
或
多
於
一
個
問
籍
之
船
船
，
均
不
能
享
受
國
際
法
上
之
保
護
。
蓋
拍
拍
國
籍
含
有
兩
種
意

義
，
一
斗
力
使
船
抽
可
懸
掛
木
閥
國
旗
並
受
其
保
護
，
-
J刀
木
國
對
之
亦
可
行
使
管
轄
權
。

公
海
公
約
第
四
條
規
定

••

「
各
國
無
論
是
否
沿
海
國
，
均
有
權
在
公
海
上
，
行
駛
懸
掛
本
國
國
旗
之

拍
拍
。
」究

開
〈
白
山
、m
g
z
w
g

佇
立
U
E
n

。
ω
早
已
。
門
口

O
F
F
S
H
F
O

巳
m
H
H片
片
。
g

己

ω
E
℃
ω

口
口
已R
X
m

且
可-
m
m。
口
同
呵
呵
。
甘
心
m
y
ω
m
w
ω
的
-
3

公
約
公
約
第
五
條
文
規
定
.
.
.

「
仙
各
國
應
規
定
給
于
船
航
國
籍
，
船
伯
在
其
境
內
登
記
及
享
有
懸
掛
其
國
旗
權
利
之
條
件
。
船
抽

，
有
權
懸
掛
一
岡
國
旗
者
，
具
有
該
囡
囡
籍
。
國
家
與
描
抽
之
間
，
須
有
真
正
聯
難
;
國
家
尤
研
制
對

-
b扣
英

國
旅
之
的
訓
，
在
行
政
技
約
及
社
會
事
宜
上
，
切
宜
行
使
管
轄
及
管
制
。



m
k什
間
對
叭
叭
准
草
懸
叫
此
間
政
阱
利
之
仙
州
，
店
發
給
有
關
前
者
。
」

J
H
)開
ω
n
y
的
什
仙
片
巾ω
Y
N
H
一-
E
M
h片
汀
巾
n
o口
(
-
F
H
F
C

口
肌
肉
。
門
且
叮
叮

m
w
m門
戶
口
內
口

ω
片
~
。
口
心
口
-
q

ω
冒
一
切ω
w
峙
。
叫
片y
m
門
的
的
缸
片
門
向
山
丘
。
口

C
問

ω
}已
。
ω
戶
口
-
片
的
片
。
門
已
阱
。
門
可
﹒

ω
口
已

4叮
叮
丹
已
銷
}
因
片
片
。
己
可

立
的
巴
拉
-
的

E

℃
ω
-
Y
ω
S
F
∞
口
m
M丘
。
口ω
王
山
、
o
h
H
Y化
的
Z
Z
-
4
〈
H
E
E

巳
ω
m
H
Y
O河

R
m
w
o口
卅
一
卅
一
旦

阱
。
己
可
﹒
、
吋F
O
B
E
Z

旦
旦
芯
片

h
F
m
m口c
z
o
-
-口
W
Z

丹
巧
克
口
已
品
的
丹
已
。

ω
口
已

H
Y
O
ω
E
H
X
E

z
-
-
n
z
-
R
W
F
o
m
g
g
g
g
H

丘
間
內
丘
吉
已
可

2

月
立
的
。
芹
的
古
己
的
已
古
丘
。
口
街
口
已

g

口
片
片
。-
z

且

S
E
Z
H
H丘
吉
少
片
倚
門
}
呂
古
巴
州
戶
口
已
的
。
旦
旦
旦
缸
片
巾
『

ω
。
〈
叩
門ω
E
H
)的
巴
山
之
口m
Z
ω

楠
E
m
﹒

(
包
開
m
w
h
U
H
H
m
Z
H

仰
的
t
m一-
Z
ω
口
。
峙
。
∞
計
戶
口
切
片
。
看
F
r
y
-
仲
}
g
m
m『
m
M口Z
門H
H
}呂
立

m
y丹
丹
O
E

可

芹
的
已
凶
閥
門
凶
。n
c
g
g
z
z

早
已
丘
間
內
已
.
.
.

國
控
為
代
表
管
轄
悶
之
象
徵
'
行
駛
公
海
船
船
，
如
不
受
任
何
權
力
拘
束
，
勢
必
造
成
混
亂
狀
態
，

如
任
意
換
用
國
故
，
使
管
轄
無
矩
，
亦
將
受
國
際
法
之
制
裁
。
故
公
海
公
約
第
六
條
規
定

••

「
山
的
抽
腔
任
感
掛
一
間
國
旗
航
行
，
除
有
國
際
條
約
或
本
條
款
明
文
規
定
之
例
外
情
形
外
，
在
公

海
上
專
腐
該
同
管
轄
。
船
船
除
其
所
有
權
確
質
移
轉
，
或
變
更
登
記
者
外
，
不
得
於
航
程
中
或
在
停
泊
站

內
更
換
其
國
旗
。

問
船
帕
如
服
心
一
掛
兩
個
以
上
國
家
之
圓
缺
航
行
，
權
宜
換
用
，
不
得
對
他
即
主
張
其
中
任
何
一
國
之
國

籍
，
且
得
視
為
無
國
籍
船
捕
。
」

J
H
)的
}
已
【
)
ω
ω
Y
M
M
=
的
ω
一
一
口
口
已
仿
『
H
Y。
卅
一m
H
m。
峙
。
口
。
叩
門
位
同
。
。
口
]
峙
的
凶
口
已

w
ω
ω〈
0
戶
口
O
M
R
U
O
U

丘
。
口m
M
}

。
一
『
戶
門
ω

神
。

片
。
門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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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概
要

O

O
M
h
M
V

叫
。ω
臼
-
w可
M
V叫
。
〈
戶
已
。
已
阱
。
門
戶
口
戶
口
阱
。
『
口

ω
丘
。
口ω
-
H『m
M
M
-

甘
心
。
ω
。
「
戶
口
丹
宮
。
的
。

ω
『-
z
n
-
m
w
m
u
m
y
m

帥
一


σ
烈
的
C
Z
巾
的
丹
丹
。
戶Z
A
W
M
R
E
m
-
〈
。

z
z
a
F
A丘
。
口
。
口
岳
。

E
m
y
m
m
郎
的
﹒
〉
∞
甘
心
℃
且
還
口
已

n
y
g
m
o
芹
ω

巴
N
H
m已
口
已
口
昀
州H
J
S
E
m
m。
門
還
E
Z
E
M
W
M
E
旦
旦
旦

=
-
E
〈
O
Z

岳
。

2

的
。
。
『

M
W
B巳
背
心
口
丘
。
『
。
阱
。

d
S倚
門
谷
一
切
。
『
n
y
g
m
H
O
丘

H
O
m
E
m
H

門M
J

(
包
〉

ω
E
H
H
d『
甘
心n
v
自
己
ω
口
口
已
向
『
岳
均
已
ω
閥
的
缸
片
宅
。
。
門
宮
。
品
的

g
g
m
-
g
z
m

手
向
【
呵
呵

m
n
n。
門
已
戶
口
m
g
n

。
口
〈
。
口
古
口
n
o
w
E
m
M
可
口
。
丹
已
皂
白
ω
口
呵
。
叫
苦
。
口
凶
戶
戶
。
口

ω
-
E
g
Z
A
c
g

已
。
口
，
有Z
Z

B
m
H
V
向
丘
吉
凶
口
呵
。
仔
R
m
g

阱
。"
ω
口
已
B
S
Z
S

且
自
己
m
Z
門
戶
片
。
卸
的
巨
℃
者Z
F
。
己
口
B
Z
p
m
E
q
.
-
w

R
M
ω
ω。
ω

四

國
家
對
船
籍
應
貫
之
義
務

內
-
v
防
丘
並
懲
治
所
屬
船
繭
，
從
事
販
運
奴
隸
。

(
二
)
確
保
梅
上
航
行
安
全
，
應
為
懸
掛
本
國
國
旗
之
船
楠
，
採
取
左
列
必
要
辦
法
，
並
須
遵
照
公

認
立
國
際
標
準

••

山
信
號
之
使
用
，
通
訊
之
維
持
及
碰
揖
芝
肪
血
;

間
船
帕
人
員
之
配
置
及
船
員
之
勞
動
條
件
;

問
船
抽
之
構
造
裝
備
及
適
航
能
力
。

(
一
二
)
實
行
教
助
義
筍
，
各
國
應
責
成
懸
掛
本
國
國
旗
船
削
之
船
長
，
在
不
甚
危
害
其
船
蚓
、
船
員

、
或
乘
客
之
範
圍
內
••





海
上
法
概
要

時
，
緊
迫
權
凹
告
終
止
。
一
對
趴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闊
無
追
權
絕
對
不
引
伸
至
他
國
之
個
海
以
內
。

問
逮
捕
海
盜
權
海
內
川
為
國
際
彈
行
(
【
H
d
H
向
門
口ω泣
。
口
丘
h
立
自
己
，
任
何
國
家
軍
艦
均
得
一
手
以
逮
捕

，
並
解
交
木
閻
主
管
機
關
于
以
講
判
與
懲
罰
。
商
船
被
海
峰
船
所
攻
擊
，
而
能
制
服
海
盜
船
者
，
自
亦
可

將
其
押
交
向
船
木
間
之
軍
就
誠
地
口
當
局
，
予
以
處
分
。

第
三
節

領

海

-
領
海
之
定
義

領
海
為
海
洋
自
由
原
則
之
例
外
，
指
沿
海
國
家
在
海
岸
線
外
，
取
得
一
部
份
梅
函
，
行
使
其
管
轄
權

之
謂
。
菜
基
於
左
列
三
種
需
要
;

山
國
防
一
國
對
其
海
岸
線
之
保
護
，
必
須
於
海
岸
線
外
之
相
近
處
開
始
，
叮
臻
安
全
。

問
政
治
一
國
對
於
出
人
與
健
泊
之
耐
帕
，
必
須
在
港
商
之
外
，
古
使
叭
叭
從
卒
穢
吾
與
監
督
。

問
經
濟
國
家
為
沿
海
人
民
之
生
計
，
對
於
近
海
岸
處
之
出
產
，
必
須
布
排
他
性
之
享
有
。

一
九
五
八
年
四
月
，
在
日
內
瓦
簽
訂
之
個
海
及
鄰
接
區
公
約
(
口
。
口
〈
的
口
已
。
口
。
口
岳
。
吋
角
已
片
。
立

ω


m
g

舟
子
。
們
。
口
丹
紅
口
。S
N
O
B
)
，
有
如
下
之
規
定
••

山
國
家
主
權
及
於
本
國
領
陸
及
內
國
木
城
以
外
鄰
按
本
國
海
岸
之
一
帶
海
洋
，
稱
為
個
海
。
(
吋

y
o

m
。
2

月
前
已
呵
。
同
訟
的

Z
Z
O
M
R

口
已m
u
Z
M
B口
已
芹
的
一
言
已
片
。
2
.戶
。
門
山
、m戶
口
已
F
Z
古
言
門
口
且
還

m
H
H
m
H
ω
"



片
。
"
σ
丘
片
。
內
的
內ω
ω
門
忠
心
們
向
口
同
峙
。
目
片

ω
n
O
M
M
由
于
已
向
叩
門
叫
一

σ
丹
已
m
H
ω
-
h
y
m
w

片
。
『
『
叩
門
。
『
一

ω
一
ω
A
M
凶
﹒
)

問
沿
海
國
之
主
權
及
於
個
悔
之
上
空
及
其
海
山
昧
與
底
土
。
(
→

Z

∞
C
〈
倚
門
的
信
旦
河
。
問m
H
S
S
E


m
丹
已
向
Z
Z

口
已ω
阱
。
岳
。
巴
門
ω
H
U
m
n
o

。
〈E
H

叮
仿
阱
。
同
丘
吉
旦
旦Z
m
H
m
g
d呵
。=
m
g
g
z
ω
σ

旦
"
口
已

m
c
u呂
立
﹒
)

領
海
乏
寬
度
，

領
悔
之
寬
度
問
題
，
各
國
主
張
不
一
，
有
主
張
維
持
三
涅
者
，
如
英
、
美
、
德
、
日
本
、
荷
蘭
及
我

國
。
有
主
張
四
涅
者
，
如
挪
威
、
瑞
典
各
國
。
有
主
張
五
涅
者
，
如
烏
拉
圭
。
有
主
張
六
涅
者
，
如
希
、

義
、
葡
、
西
、
土
、
埃
及
各
國
。
有
主
張
九
裡
者
，
如
墨
西
哥
。
有
主
張
十
二
理
者
，
如
蘇
俄
、
.
保
加
利

亞
各
國
。
並
有
主
張
特
殊
擴
大
飯
海
寬
度
者
，
如
印
尼
主
張
六
十
涅
'
秘
魯
、
智
利
、
厄
瓜
多
爾
主
張
二

百
涅
。

一
九
六
0
年
四
月
，
聯
合
閻
海
洋
法
會
議
，
到
會
者
八
十
八
圓
，
討
論
加
拿
大
、
美
國
聯
合
提
案
，
主

要
為
規
定
價
海
之
寬
度
自
其
基
敝
起
算
，
至
多
為
六
涅
;
鄰
接
領
海
之
漁
捕
區
之
寬
度
，
白
領
海
之
基
躲

起
算
，
至
多
為
十
二
裡
。
以
五
十
票
對
二
十
九
票
，
八
票
東
懼
，
未
達
三
分
之
二
多
數
，
不
撥
通
過
。
但

個
海
及
鄰
接
區
公
約
第
二
十
四
條
，
已
有
規
定
，
鄰
棺
版
自
測
定
價
梅
克
皮
之
基
敝
起
算
(
自

ω
路
口
口
巾

的
低
潮
點
起
算
)
，
不
得
起
山
十
二
涅
，
雖
做
規
定
個
悔
之
相
當
範
間
，
連
同
鄰
按
恆
不
付
超
過
十
二
捏

，
至
問
海
本
身
之
寬
度
若
干
，
至
今
仍
未
獲
得
共
同
性
之
決
定
。

第
一
輩

海
上
平
時
凶
際
法



海
上
法
概
要

四

領
海
之
無
害
通
過
權

個
海
寬
度
雖
未
能
確
定
，
而
領
海
內
之
無
害
通
過
他

(
E
m
E
丘
吉

g
門
g
丹
M
v
g
g
m
巾
)
，
則
為
閻

際
公
認
之
原
則
。
所
謂
無
害
通
過
者

3
仰
他
國
船
一
船
在
不
妨
害
沿
海
悶
和
平
、
善
良
秩
序
與
安
全
條
件
之

干
，
得
在
領
海
內
航
行
之
詞
。
按
公
約
第
十
四
條
，
有
如
下
之
規
定
，
承
認
軍
艦
與
商
船
在
無
害
通
過
方

面
之
平
等
地
位
。

「
山
無
論
是
否
沿
海
國
之
各
國
船
船
，
享
有
無
害
通
過
個
海
之
權
。

問
稱
通
過
者
，
調
在
領
海
中
航
行
，
其
目
的
或
僅
在
經
過
個
海
而
不
進
入
內
國
水
域
，
或
為
前
柱
內

國
水
域
，
，
或
為
自
內
國
京
城
駛
往
公
誨
。

間
通
過
包
括
停
船
及
下
站
在
內
，
但
以
通
常
航
行
附
帶
有
此
需
要
，
或
間
不
可
抗
力
或
過
災
難
，
確

有
必
要
者
為
限
。

凶
通
過
如
不
妨
害
沿
海
國
之
和
平
、
善
良
秩
序
或
安
全
，
即
係
無
害
混
過
。

問
外
國
漁
船
於
通
過
時
，
如
不
過
守
沿
海
閻
為
防
立
此
等
船
俯
在
個
海
內
捕
魚
而
制
定
公
布
之
法
律

規
章
，
應
不
視
為
無
害
通
過
。

陶
潛
水
艇
(
著
者
按
包
括
商
用
潛
水
船
〉
須
在
海
崗
上
航
行
，
並
揭
示
其
國
旗
。

2
(巳

m
E
旬
的
旦
旦
一
叩
門
且
2
.
4呵
呵H
Z
F
E
S
S
E
-

。
『
口2
.
m
y
ω
=眩
目
」
。
何H
V
m

-
n
H
H
O
n
u
m
D

片
甘
心ω
的
印m
O
H
U
H
-
C

己
的U
H
H
H
O丹
倚
門
門
』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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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恥
仙
一
切
的
心
﹒

同
-
m
V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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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2)
P

assag
e

m
ean

s
n

av
ig

atio
n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fo
r

th
e

p
u

rp
o

se
eith

er
of

trav
ersin

g
th

a
tse

a
\V

itl
lO

u
t

en
terin

g
in

tern
al

w
aters,

o
r

of
p

ro
ceed

in
g

0
0

in
tern

a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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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of

m
ak

in
g

fo
r

th
e

h
ig

h
seas

from
in

tern
al

\v
aters,

(3)
P

assag
e

in
clu

d
es

sto
p

p
in

g
an

d
an

ch
o

rin
g

,
b

u
t

o
n

ly
in

so
far

as
th

e
sam

e
are

in
cid

en
tal

to
o

rd
in

ary
n

av
ig

atio
n

o
r

are
ren

d
ered

n
ecessary

by
fo

rce
m

ajeu
re

tr
b

y
d

istress.

(4)
P

assag
e

is
in

n
o

cen
t

so
long

as
it

is
n

o
t

p
reju

d
icial

to
th

e
p

eace,
good

o
rd

er
o

r
secu

rity
of

th
e

co
astal

S
tate.

S
uch

p
assag

e
sh

a
11

tak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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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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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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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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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an

d
w

ith
o

th
er

r
u
l
e
~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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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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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P
assag

e
of

fo
reig

n
fishing

vessels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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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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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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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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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E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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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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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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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s

an
d

reg
u

latio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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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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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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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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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n

d
publish

i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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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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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t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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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3els

from
fish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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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territo

rial
sea.

(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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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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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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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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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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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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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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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指

E
E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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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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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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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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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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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
上
出
概
要

一
-
u
h

的
保
護
沿
海
國
之
海
水
，
伴
船
船
不
致
污
濁
海
水
。

問
海
內
生
物
資
源
之
養
護
。

仙
風
於
沿
海
國
之
捕
魚
權
、
位
叫
獵
權
及
其
他
類
似
權
利
。

問
亦
路
測
量
工
作
。

他
如
過
守
沿
海
國
海
關
章
程
及
其
進
出
口
管
制
法
令
，
蹤
采
敝
單
一
叭
，
亦

M
M當
然
之
阱
碎
。

無
害
通
過
之
相
對
結
果
，
即
構
成
沿
海
國
允
許
通
過
之
義
務
。
公
約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十
八
條
有
制

F

之
規
定

••山
沿
海
國
不
得
阻
時
領
海
中
之
無
害
通
過
。
(
吋
呵
呵
。
g
g
z
-
m
Z
Z
E
C
叩
門
口
。
三
百
訂
戶
℃
向

2
3
2
U
S
E

H
V
M
M

凹
的
心m
m
片
『
門
。c
m
y
同
宮
。
峙
。
『
立
片
。
門

H
N
H
-
間
內
心
﹒
)

問
沿
海
國
領
將
其
所
知
之
領
海
內
航
行
危
險
，
以
趟
當
方
式
通
告
間
知
。
(
、

]
J
y
o
g
s
z
-
m
g
z
r

『
m
w
ρ
口
一
片
。
已
片
。
m
F〈
。
ω
叮
叮
片
。
℃
門
~
N
M
片
。
也C
U
-
F
n
一
門
可
)
片
。
m
w
D
咱
們H
m
M
D
m
o

『
的
片
。
口
心
〈
-
m
m
凶H
F
O
H
H
W

。
{
4「
〈
}
】
戶
口

y
z

y
m
g
w
口
。
看
-
m門H
m。
"
考
古
Y
E
X
ω

宮
門
門
一
片
。
「
一
位

-
ω
。
ω
﹒
)

問
外
國
船
抽
此
間
在
領
海
通
過
者
，
不
得
向
其
徵
收
任
何
費
用
。

(
Z
o
n
Y
R
m
o
g
ω叫
z
r
i

且

已
。
。
口
峙
。
門
內
心
問
口

ω
}已
開
】ω
σ
河
叫
的
凶
的
。
口
。
口
一
呵
。
肉
片

y
m
w
叩
門
。ω
凹
的
位
昀
ω
H
Y
H
C巳m
y
丹Y
O
片
。
『
立
門
。
正

m
M】
ω
。
ω
﹒
)

川
側
向
通
過
領
海
之
外
國
船
船
徵
收
費
用
，
應
僅
以
船
帕
受
有
特
定
服
務
，
個
制
為
償
付
之
情
形
為
限
。

徵
收
此
等
費
用
，
不
得
有
差
別
待
遇
。

2
月5
門m
g
g
a
g
-
m
i

且
已
℃
0
月
刊
臼
峙
。
Z
E
P
ω
E
H
H甘
心2
.

古
m

岳
g
z
m
U
片Y
O
R
H
丘
吉
且
已

ω
2
2
2

呵
B
S

阱
。
旦
日
、
肉
。
門
的
℃

R
F
E
C
E
H
r
.
-
n
2
月
口
已
倚
門
叩
門
】



古
巴
向

ω臣
。
.
吋}
H巾
的
。n
y州
這
鬧
。
由
ω呵
呵
∞
=
σ
。
-
m〈
古
已
建
日
，
子
。
早
已
自
己B
E
E
E
口
-
d

四

沿
海
國
對
於
領
海
之
管
耗
權

二
)
刑
事
管
轄
權

山
潛
海
國
通
常
不
得
因
外
國
船
航
通
過
個
海
時
，
船
上
發
生
犯
罪
行
為
，
而
在
通
過
街
游
乏
的
上
，

行
使
刑
事
管
轄
權
，
逮
捕
任
何
人
，
或
從
事
調
壺
，
但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和
此
限

••

A
犯
罪
之
後
果
及
於
沿
海
國
者
。

B
犯
罪
行
為
懷
亂
國
家
和
平
或
個
悔
之
善
良
秩
序
者
。

C
經
船
長
或
船
航
國
領
事
請
求
她
芳
當
局
，
予
以
協
助
者
。

D
為
取
締
非
法
販
運
麻
醉
藥
品
確
有
必
要
者
。

問
前
項
規
定
，
不
影
響
沿
海
國
依
木
國
法
律
對
駛
離
內
國
水
域
通
過
的
悔
之
外
國
的
帥
，
採
取
步
嘿

，
在
船
上
實
行
逮
捕
或
調
杏
之
榷
。

悶
在
上
列
兩
項
情
形
，
別
海
國
鹿
於
船
長
請
求
峙
，
芥
採
取
任
何
涉
驟
之
前
，
先
行
通
知
船
拉
國
似

事
餌
，
如
情
形
緊
急
，
此
頃
通
知
，
得
於
採
取
措
施
之
際
為
之
。

山
地
+
刀
當
局
快
考
慮
是
否
成
如
何
宜
行
逮
捕
時
，
應
妥
為
顧
及
航
行
之
利
八
斑
。

的
倘
外
國
船
柚
自
外
國
將
站
發
航
，
位
通
過
頓
將
而
不
准
入
內
國
水
域
，
們
悔
悶
不
得
叫
該
的
進
入

第
一
章

海
上
年
時
叫
除
訟

七



海
上
法
格
要

個
海
前
，
所
發
生
之
犯
罪
行
為
，
而
在
其
通
過
個
海
時
，
於
船
上
採
取
任
何
步
驟
，
逮
捕
任
何
人
或
從
車

調
草
。

八

(
二
)
氏
事
管
轄
權

山
科
海
國
對
於
通
過
個
海
之
外
國
船
繭
，
不
得
為
向
的
上
之
人
，
行
使
民
事
管
將
懼
，
而
八
口
船
停
悅

，
或
選
更
相
船
航
向
。

問
除
關
於
船
抽
本
身
在
沿
海
國
木
域
航
行
過
程
中
，
或
為
此
種
航
行
目
的
所
承
擔
或
所
生
債
務
或
義

務
之
訴
訟
外
，
沿
海
國
不
得
因
任
何
民
事
訴
訟
，
而
對
船
船
從
事
執
行
或
控
行
逮
捕
。

問
前
項
規
定
，
木
妨
再
向
海
國
為
任
何
民
事
訴
訟
，
依
本
國
法
律
對
在
其
個
海
內
停
泊
，
或
駛
離
內

國
水
域
通
過
領
海
之
外
國
船
繭
，
從
事
執
行
或
實
行
逮
捕
之
權
。

五

沿
海
國
具
，
有
之
領
海
保
護
權

酒
海
國
基
於
自
衛
，
對
領
海
亦
有
保
護
，
遇
特
殊
情
形
，
因
安
全
土
之
必
要
，
得
採
取
相
當
步
驟
，

或
停
庄
他
國
船
抽
之
通
過
，
公
約
第
十
六
條
有
左
列
規
定

••

仙
沿
海
國
得
在
其
領
海
內
，
採
取
必
要
步
驟
，
以
防
止
非
為
無
害
之
通
過
。

ω
關
於
駛
往
內
國
京
城
之
船
帥
，
沿
海
國
亦
應
有
權
採
取
必
要
步
驟
，
以
防
丘
違
反
准
其
駛
入
此
項

朮
域
之
快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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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概
要

三
。

-
v
h月7
0
7
-
m
w
y
ω
丹
紅ω
ω
口
已
叫
出
口
。
門
甘
心
『
旬
位
門
阱
。
片
片

r
o

m
H叫
A
H
H
「
F∞
口
的
片
ω
-
0
.
.
.

廿
一m
r
的
而
凶
的

C
門

4口
}
】
。阱
。
『
巳
戶
。
江
心
一

mmwmv

。快吟、

第
四
節

按

區

鄰
接
區
之
定
義

所
謂
鄰
接
區
者
，
指
在
街
悔
之
外
，
而
與
其
鄰
按
之
一
部
份
公
海
海
吋
而
言
。
在
此
區
域
內
，
沿
海

問
可
抗
摘
梅
閥
、
財
政
、
移
民
、
而
化
之
法
令
，
以
期
使
何
布
放
之
結
果
。
個
海
及
鄰
持
區
公
約
，
雖
未

川
梳
規
比
鄰
接
區
之
寬
皮
，
但
己
確
定
其
純
悶
。
公
約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
此
頃
鄰
接
區
自
制

定
的
海
宛
皮
之
基
叫
你
起
算
，
不
符
超
過
十
一
一
迎
。

l二
、
呵
，
y
o
g
E
S
z

。
5
N
C
口
。
目
ω
河
口
。
阱
。
已
色
已

σ
仿
古
口
已
戶
巧
已
〈
O
E
-
-
g
p
.。
B

片
y
m
w
σ
m
z
o
-
-
E
『
『C
E
J
有
F
F
n
y手
向

σ
門
內
心
門
凶
手
0
月
F
O
R

『
丘
吉
立
丘

克

ω

恥
的
B
Z
Z
B

已
﹒
)

鄰
接
區
原
應
白
領
海
之
外
部
界
線
起
算
，
因
國
際
間
對
餌
海
寬
皮
意
見
，
未
獲
協
議
，
故
規
定
自
個

海
基
線
起
算
，
雖
領
海
與
鄰
接
區
之
各
個
寬
度
，
未
克
確
定
，
但
其
令
拼
計
算
之
寬
度
，
已
有
三
比
之
限

度
矣
。

兩
國
如
在
海
洋
區
內
相
互
交
界
時
，
公
約
第
三
十
四
慷
第
三
項
，
因
布
下
列
規
定

••

一
。
兩
間
海
岸
相
向
或
相
鄰
稿
，
除
彼
此
另
布
協
議
抖
，
均
無
權
將
本
國
之
鄰
接
缸
，
擴
展
至
每
一
點



均
與
測
算
兩
國
領
海
寬
皮
之
旭
線
上
最
近
各
點
距
雄
相
等
之
中
央
品
以
外

o
」

A
A
g
Z
Z
F
o
n
c
s
z

丘
再
看
。
叩
門
缸
片
向ι
m
E
C
U

℃
C
ω芳
。
門
戶
丘
月

2

片
片
。

口
。X
Y
叩
門
。
同
岳
。
同
譜
。
m
Z
Z
ω
Z
m

口
已
己
的
門Y
E

戶
口
口M
H
m
h
m
h
z
g

口
m
D
H
r
鬥
哥
兒
口
岳
。

s
z

g
z
z
a
L

。

Z
Z

口
門
戶
主
叩
門
。
旦
古
巴
。
5
N
S

向

σ
a
c
E
F
O

豆
豆

E
H
H
Z
D
O
Z
巾
『
山
、
℃
旦
旦
旦

還
F
r
r
-
ω

。
ρ
巳
佳
的
Z
己
門

g
s
s
o
s
m
H

門
。
叩
門
【
)
旦
旦
ω

。
口
且
叮
叮
σ
凶
的
。
口
口
而
叩
門
門
。
且
這
z
n
y
F
O

σ
呂
立

F
C

問
品
。
同
。
門
丘
吉
立
已

ω
2
ω
C
門
同
汀
倚
門
還
c
m
u
z
z
叫
一
ω

至
內
心
切
已
『
旦
.
.
.

鄰
按
區
之
剖
定
'
，
行
芹
，
仙
仙
似
悔
，
以
相
制
外
附
船
船
，
而
保
障
國
家
之
糾
益
。
已
由
凶
際
宜
例
仙

設
成
問
際
慣
例
，
現
更
被
規
定
於
一
多
過
條
約
內
，
叫
於
將
你
游
山
(
鄰
接
區
規
定
於
同
一
公
約
肉
，
位
充

分
表
明
兩
者
之
密
切
關
係

o

。
ω
n
y
。
片
同
】
向
于

片
冒
。

一-
鄰
接
區
行
使
管
輯
權
之
範
圈

州
州
接
區
與
個
海
二
者
，
法
作
地
位
坦
然
不
悶
，
問
海
為
國
眾
做
城
之
一
部
份
，
而
鄰
核
區
則
為
公
悔

之
一
部
份
。
沿
海
國
在
其
個
海
內
，
除
外
間
的
的
之
如
害
通
過
外
，
特
行
情
完
是
之
國
家
管
柯
牌
，
而
在

那
接
區
則
僅
能
行
使
有
限
度
之
特
權
。

公
約
第
二
十
問
條
第
一
引
規
定

••

「
山
沿
海
國
在
鄰
接
扛
似
悔
之
一
公
海
一
他
內
，
行
使
必
反
之
付
側
，
以
;

(
A
)

防
正
在
其
前
土
成
的
海
﹒
門
布
述
反
其
海
關
、
財
政
、
移
民
、
或
“
你
棍
球
之
計
為
。

第

ZR

加
上
平
時
凶
際
怯



海
上
法
概
要

(
B
〉
懲
治
在
其
傾
士
或
個
海
內
，
違
反
前
述
規
章
之
行
為
。
」

J
H
)門
口
ω
N
。
口
。
。
同
片
旨
。
}
已
m
y
ω
m
w
m
w
ω
m
u

。
口
已m
c。
口ω
片
。
古
ω

片
。
『
『
一
片
。

1
ω
-
m
m
w
p
4

叮
叮
】
命
仿
。
凶
叩
門

m
H


的
Z
Z
B
M
闡
明
均
居
民
立
ω
叩
門
F
o
g
口
勻
。-
Z
R
B
ω
m荒
山
、
片
。
…

(
注
間V
Z
Z
己

Z
h
門
戶
口
俏
。
s
g

帥
。
同
一
z
n
c
ω
Z
E
P
2
2
"
-
L
E
E
-
m
g
丘
。
口
。
門
旦
旦

Z
3

B
m
z
E
泣
。
口ω
還
Z
Y
E
Z
ω

宮
門
丘
吉
旦
旦

ω
g
u

日
)
M
V
C口
凹
的E
Z
P
E
m
A
w
g
w
w口
片
。
問
子
。

ω
σ。
〈O
E
m

旦
旦
戶
。
口ω

們
。B
E
Z
Z

已
建

Z
F
E
X
d

丹
丹
門
門
F片
。
門
山
、
。
『
片
巾
『
門
戶
阱
。
門
一
仙
一
泊

m
m
.
-
w

我
開
海
關
緝
私
條
例
之
第
十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
均
規
定
緝
私
區
域
為
「
中
國
沿
海
十
二
海
里
界
內
。
」

凡
通
常
供
船
帕
裝
卸
及
下
站
用
途
之
泊
船
處
，
雖
全
部
成
一
部
位
於
領
海
外
部
界
限
以
外
，
仍
屬
領

海
範
圈
。
沿
海
國
應
將
此
項
泊
船
處
，
開
加
界
剖
，
並
在
海
圖
上
連
同
其
屏
，
敵
一
併
載
明
，
此
項
界
線
應

妥
為
通
告
周
知
。

第
五
節

內

71<.

內
水
之
定
義

內
木
椅
在
價
海
基
線
以
內
之
價
﹒
木
而
言
，
由
於
領
海
在
其
基
線
以
外
，
內
水
並
非
領
海
。
內
水
與
領

悔
，
均
僅
構
成
國
家
傾
水
之
一
部
份
。
內
木
初
一
小
必
被
包
含
在
領
土
之
內
。
河
川
與
湖
泊
，
因
為
內
水
;



海
岸
與
低
潮
線
問
之
海
，
或
為
海
岸
與
領
海
直
劃
基
線
之
間
立
海
，
亦
莫
非
內
水
。

在
領
海
相
連
之
水
面
，
何
者
為
領
誨
，
何
者
為
內
水
，
三
者
如
何
劃
分
，
領
海
及
鄰
接
區
公
約
第
五

條
規
定

••「
領
海
基
線
向
陸
一
方
之
水
域
，
構
成
一
國
內
國
水
域
之
一
部
份
。
」

m
m君
主
己
的
。
口

H
Z
E

旦
司

m
w
E
且
已
。
。
h
H
Y
m
E
z
-
-
5

。
問
H
Y
O
Z
門
已
畔
。1
丘
克

ω
片
白
白
宮
泣

。
同
子
。
古
片
叩
門
口
且
還
ω
芯
片
ω
丘
旱
。

m
Z
H
O
-
u
w

所
謂
個
海
基
線
，
係
連
結
向
外
測
算
個
海
之
起
點
而
成
。
劃
定
領
海
基
線
之
方
法
有
二

••

山
正
常
基
線
係
指
海
岸
低
潮
，
根
而
言
，
以
沿
海
國
官
芳
承
認
之
大
比
例
尺
海
間
，
所
標
明
之
海
洋

低
潮
線
為
準
。

的
直
劃
基
線
係
連
結
沿
岸
之
若
干
點
，
作
若
干
直
線
而
成
。
凡
在
海
岸
線
甚
為
曲
折
之
地
區
，
或

沿
海
自
嶼
羅
列
密
適
海
岸
之
處
，
得
採
用
此
芳
法
劃
定
測
算
個
海
寬
度
之
基
斜
，
劃
定
此
項
基
椒
，
不
符

與
海
岸
一
般
方
向
相
去
過
遠
，
且
基
絲
內
海
面
必
讀
充
分
接
近
領
睦
。
低
潮
高
地
(
即
高
潮
時
沒
入
木
中

之
地
)
不
得
作
為
割
定
基
線
之
起
龍
點
，
但
其
土
建
有
燈
塔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一
國
適
用
直
割
基
級
辦
此

，
不
得
使
他
國
領
海
與
公
海
隔
絕
。
沿
海
國
應
將
此
項
直
劃
基
線
在
海
間
上
標
明
，
並
妥
為
通
告
周
知
。

割
一
定
直
劃
基
線
，
致
使
原
先
認
為
個
海
或
公
海
一
部
份
之
水
面
，
劃
屬
內
國
木
域
時
，
在
此
亦
面
闕
，
應

有
無
害
通
過
權
。

直
割
基
線
之
制
度
，
有
數
項
缺
點

••

第
一
章

海
上
平
時
間
際
法



海
上
法
概
要

三
四

山
向
東
採
用
古
訓
什
也
很
所
以
付
之
悔
佯
'
、
巾
於
一
部
份
海
洋
之
被
州
為
內
木
，
自
較
採
用
正
常
去
叭
叭

所
取

m
N
J
有
為
跤
，
國
家
取
利
者
，
凹
為
公
海
之
怕
失
。

問
們
海
航
行
之
如
仙
，
除
仰
蚓
於
詳
細
之
悔
附
外
，
枷
…
怯n
仙
上
何
如
共
本
身
係
在
耳
聞
訊
悔
之
外

，
抑
和
廿
九
憫
的
海
以
內
。

間
的
釗
拉
獄
之
作
二
阻
椒
，

R廠
長
眩
為
若
干
，
倘
布
特
於
決
心
祉
，
在
挪
威
之
情
形
，
R
航
海
祖
訓
基

抓
共
一
們
一
百
二
十
三
候
，
布
長
詩
一
叫
十
五
也
非
者
。

海
灣
之
定
義

g
y
o
m丹

(
U
C
D
片
叩
門
口
-
m戶
口
門
口
。
拘
押
向
已

2
月
。

n
c門
〈ω
古
話
。
同

F
m
w
n
。
郎
的
片
﹒
〉
口
古
已
向
口
Z
丘
。
口
的
計ω
=
口
2
.

Y
C宅
。
〈Z
w
σ
。
2
m
h肖
門
戶
的
門
戶
郎
的

ω
σ
ω
河
口
口
}
巾
的
的
且
ω
包
括
ω

凹
的
印ω
-
m『
俏
。
也
少
。
『-
m『
m
Z
F

川H
P
耳
其

早
已
口
，
已R
E
t
ξ
F
C
Z

門H
Z
g
m
H
E
Z
h
v
=
口
。
。
同
早
已

依
公
約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
海
灣
指
明
顯
之
水
俏
，
其
內
曲
程
度
與
入
口
寬
度
之
比
例
，
使
其
中
之
水
，
成
陸
地
包
圍
狀
，
而

木
m
m筒
海
岸
之
精
仙
處
。
但
水
山
除
其
闊
前
的
守
於
攻
大
於
迫
賞
的
口
之
敝
為
已
經
設
成
之
半
圓
形
者
外
，

木
作
視
為
梅
河
己

....

〉

σ
ω明
叮

叮
門
。
們
)
。
門
戶
戶
。
口
戶
。
片
]
凶
。

衍
。
口
的H
H
H
U
C

片
。

心
詞
。

=
B
m
M『
}
且
已

t
d戶(
1
F
Z
ω

3
m
H
巾
門
戶
戶
h
H
H
-
C
D

c
m
口
的
門
門m
H
E
O口

同﹒

ω

-
口

的
c
n
σ

。但+‘

B
O

.......
::J"

ω
ω

戶
。

4有
m
H片
倚
門
如
何
戶
口
已

E
O
「
倚
門
Y
M凶
口
也

C
向
門
y
m
w

已
門N
H
J
F

創
刊
口m
w
n
門
C
ω
ω
丹
叮
。
目
。
C
H
Y



一
-
口
泣
。
口
片

ω
丘
。
口
-
3

海
灣
寬
度
，
公
約
規
定
為
二
十
四
哩
。

「
凡
海
灣
天
然
入
口
各
端
，
低
潮
恥
閑
之
距
離
，
不
超
過
二
十
四
理
者
，
得
在
此
兩
低
潮
標
之
間
，

割
完
收
口
，
斜
，
其
所
園
入
之
水
域
，
視
為
內
國
水
域
。
」

A
R
H
『
F
O
E

的
片
凶
口2
σ
z
t
司
m
O
D岳
。
一
。
逞
，
還
早
已
自
己

}
G
C
肉
片
E
O
口
叩
門
口
『
h
H
-
m
口
可
凶
口
的
。
廿
三
口
門
的

。
同
m
H
E
M可
已
。
2

口
。
阱
。
月
2

門
戶
片
還8
3
.
F
Z
『
E
-
-
g
w
m
凶
立

S
Z
m
-
-
B
E
a
E

【H
E
H
h
口Z

﹒

片
巧
克
口
門
y
g
o
片
巧
。
一
。
這
.
這
m
Z
R
2

月
}
內
的
w
m
z丘
子
。
哥
哥
叭
泣
。
門
的
作
去
一
。
的
均
已
岳
母
。
σ
司
的
}
5
=
σ
m

n
o口
巴
巴
。
『
丹
已m笛
一
口
丹
丹
『
口
且
還
丘
己
的
.
.
.

哈
得
滋
濟
究
逾
五
十
涅
'
加
拿
大
向
認
其
為
餌
域
海
灣
，
他
國
亦
已
添
花
。
公
約
認
為
係
歷
史
性
海

蹄
，
不
適
用
上
述
商
訓
基
線
辦
法
之
規
定
。

河
口
與
領
海
界
眼
之
劃
定

公
約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

-
I河
川
直
接
流
注
入
海
者
，
以
河
岸
低
潮
缺
問
連
接
河
日
各
川
州
之
南
線
為
基
線
。
」

A
R間
內
凶
門
戶
〈
仿
『
已
。
若ω
丘
『
o
n片
]
日
刊
戶
口
三
月
『

5
2

內
心
﹒
片
叮
化σ
ω叩
句-
5
m
M沾
了
也=
σ
(
1
戶
已
「
心
一
向
伊
同
一
言
。

凶
的
門
。
凹
的
手
而
且
。E
F
C
『
手
均
已
〈
丘

σ
已
逐
句
門
口
吧
。
己
的

C
D
片
一
百
一
。
宅
，
立
已
。
-
-
3。
三
←
『
的

σ
ω乏
的
明-
3

惟
海
港
水
面
，
則
以
海
港
設
備
出
海
最
遠
之
一
線
為
止
。
剃
完
飯
海
界
限
時
，
出
游
最
迪
之
永
久
海

第

手在

海
上
平
時
間
際
法

二
五



FBF

糟
工
程
，
屬
於
整
個
海
港
系
統
之
內
者
，
應
視
為
構
成
海
岸
之
一
部
份
。
此
亦
公
約
第
八
條
所
明
定
@

海
上
法
撤
軍
一

一
一
六

四

;每

峽

海
峽
係
兩
岸
陸
地
相
夾
之
細
長
海
函
，
依
國
際
法
一
般
慣
例
，
如
峽
寬
不
逾
六
理
而
兩
岸
全
屬
一
國

所
有
陸
地
者
，
則
視
為
該
國
之
領
域
海
峽
(
吋
立
丘
吉
門
古-
g
s
z
)
。
如
分
屬
兩
關
所
有
，
除
另
有
規
定

外
，
則
以
海
峽
航
道
之
中
線
為
界
，
各
為
價
水
之
一
部
份
。
如
寬
逾
六
涅
者
，
則
其
中
間
亦
因
為
公
海
。

領
域
海
峽
之
開
放
者
，
如
丹
麥
海
峽
、
直
布
羅
陀
海
峽
。

凡
兩
端
連
結
兩
個
公
海
之
海
峽
，
均
有
航
行
自
由
。
公
約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
有
明
文
規
定

••

「
在
公
海
之
一
部
份
與
公
海
另
一
部
份
或
外
國
餌
海
之
間
，
供
國
際
航
行
之
用
之
海
峽
中
，
不
得
停

正
外
國
船
抽
之
無
害
通
過
。
」

m
m吋
}
】
向
門
。
的
計
ω
=
σ
。
口
。
∞
口

ω
℃
。
口
的
一
。
口
。
肉
片
Y
O

戶
口
口
。
口
。
口
片
甘
心
ω
ω
m
w
m
H

。
。
同
間
。
E
Z

口

ω
E
℃
ω

F
g
c
m
F

切
可
丘
吉
這

E
n
v
m
門
。
5

旦
間
。
「
戶
口
丹
丹
門
口
缸
片
心
。
】
昌
一
口

m
H
i
m
ω
泣
。
口
宮
丹
逆
向
。
口
。
口
。
刊
出
泣

。
問
丹
}
】
舟
山
甘
心
閥
門
阿
切
內
心
切
必
口
已

m
h口
。
再H
H叩
門
甘
心
門
片
。
同
片
『
H
o
y
-
m
v
ω
m
w
m
w
ω

。
門
-
F
F
m
w
片
。
片
片
心
片
。
門

-
m
M
】
ω
。
訕
。
同
m
w

叫C
『
內
心
肉
口
叭
丹
已
阱
。

-
3

所
謂
外
國
船
帥
，
不
僅
包
括
私
船
，
即
公
船
中
之
軍
用
船
船
亦
同
樣
適
用
。

五

肉
水
之
管
轄
權



國
家
對
於
內
水
之
權
限
，
原
則
上
與
領
土
無
異
，
惟
其
實
施
峙
，
則
與
領
土
管
轉
未
必
盡
同
。

平
時
一
國
公
船
，
包
括
軍
艦
在
內
，
均
得
進
入
外
國
內
木
，
此
種
自
由
不
能
認
為
公
船
應
有
之
權
利

，
抵
能
謂
價
水
國
所
給
予
之
一
種
優
惠
待
遇
而
已
。

領
木
國
得
基
於
本
身
之
必
要
，
隨
時
制
定
有
關
外
國
公
船
進
入
港
口
或
內
海
之
規
則
，
甚
至
完
全
鎮

企
外
國
公
船
之
進
入
。
惟
外
國
公
船
如
機
器
發
生
故
障
或
遭
遇
意
外
危
險
，
頓
水
國
基
於
人
道
之
理
由
，

自
應
許
其
進
口
，
並
子
以
適
當
之
援
助
。

外
國
公
船
之
獲
許
進
口
者
，
自
應
尊
重
研
水
國
之
主
權
，
如
遵
守
有
關
航
行
、
停
泊
、
水
上
警
察
、

衛
生
等
規
則
。

惟
外
國
公
船
進
入
一
國
內
水
，
亦
享
布
治
外
法
權
(
開
且

5
.
Z
門
丘
吉
江
丘X
M刊
)
，
即
公
船
內
所
發
生
之

事
件
，
價
水
國
不
能
享
有
管
轄
權
。
對
於
公
船
所
提
起
之
民
事
訴
訟
，
如
碰
撞
之
賠
償
要
求
等
，
領
木
閱

法
院
亦
木
得
予
以
受
理
。

價
水
國
官
瞥
，
除
得
船
長
允
許
外
，
不
得
擅
登
公
船
，
即
使
普
通
犯
罪
人
逃
入
公
船
，
個
水
國
官
警

亦
不
得
以
強
制
芳
式
，
自
公
船
押
走
，
而
調
要
求
船
長
自
動
交
出
犯
人
。
如
船
長
拒
絕
交
出
，
個
水
國
抵

他
街
外
交
途
徑
辦
理
。
如
係
政
治
犯
人
，
公
船
在
緊
急
情
形
下
，
亦
得
于
以
庇
護
(
的

m
g
n
E
R吃
)
，
但

木
得
庇
護
普
通
犯
人
。

公
船
人
員
因
公
務
上
陸
，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
縱
圓
的
刑
事
犯
難
，
如
已
逃
闊
的
內
時
，
頓
木
國
亦
不
待

于
以
裁
判
。

第
一
輩

海
上
平
時
國
際
法

二
七



4

沙
三
卜

X
E

﹒

π
J

H|-i:1

私
船
川
與
公
的
不
同
，
一
因
私
船
叫
“
由
此
入
外
憫
之
間
除
港
口
，
似
水
國
除
有
特
別
正
常
睡
白
，

不
付
手
以
樂
此
。
然
一
小
能
享
布
公
船
之
泊
外
法
懼
，
而
一
卻
受
做
朮
問
法
悅
之
衍
符
。
但
事
質
上
此
施
法
權

之
行
的
沌
，
亦
不
如
在
其
偵
土
上
執
行
之
嚴
格
。
例
如
，
法
國
在
在
列
怕
形
，
對
於
外
間
私
船
(
及
失
恥
品

)
不
行
使
管
轄
權
。

山
船
上
船
員
間
之
犯
祥
。

叫
有
關
船
內
紀
作
或
秩
序
之
問
題
。

但
在
左
列
情
形

9
則
行
使
管
轄
權
。

山
非
船
上
船
只
(
如
乘
客
d
與
船
上
航
此
之
間
之
犯
掉
。

間
雖
係
船
上
船
U
H
間
之
犯
罪
，
但
價
水
閻
公
共
秩
序
被
援
亂
和
。

問
船
長
要
求
個
水
間

w
h特
加
以
干
預
峙
。

美
國
規
定
擾
亂
行
為
，
低
法
及
船
上
秩
序
或
其
人
員
者
，
由
仙
的
所
峙
國
家
處
理
。
如
影
響
岸
上
公

共
秩
序
時
，
始
由
地
訂
當
局
處
理
。
倘
屆
民
事
訴
訟
，
如
樺
牽
涉
的
故
與
柵
員
或
船
細
所
有
人
與
船
員
問

之
關
係
'
則
非
科
船
削
所
屬
國
領
事
之
間
話
，
亦
不
行
使
管
轄
權
。

英
國
之
一
八
七
八
年
領
木
管
轄
法
規
定
，
英
關
法
院
對
個
海
內
之
一
切
行
為
，
均
有
管
轄
權
，
但
事

質
上
英
國
法
院
對
外
閻
船
削
之
內
部
帶
蔽
，
非
凡V
M事
人
訴
迫
，
亦
不
容
理
。
同
時
英
間
如
州
之
在
外
國
港

口
者
，
英
國
亦
承
認
當
地
法
院
享
有
管
特
權
，
你
對
胡
上
發
生
之
犯
排
行
為
，
主
張
英
國
有
共
同
管
轄
權

而
已
﹒

二
八



第
六
筍

國
際
河
川
與
國
際
運
洞

國
際
河
川

(
E
Z
E
M
W
骨E
S
-
-
E
Z
Z
)

國
際
河
川
係
指
河
川
之
流
行
於
二
個
以
上
國
家
之
領
域
內
，
或
其
邊
界
之
上
者
。
前
者
如
多
腦
河

(
口
的
E
Z
Z

同
﹒
)
流
經
德
、
奧
、
甸
、
南
斯
拉
夫
、
保
加
利
亞
、
羅
馬
尼
亞

o
後
者
如
萊
茵
河
(
同
伊
戶
口
同
﹒
)

流
經
德
國
、
瑞
士
及
法
國
之
邊
界
上
。

一
九
三
一
年
，
國
際
聯
盟
召
集
巴
塞
隆
那
(
閏
月
2
古
口
口
在
會
議

1
於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
籤
訂

協
定
(
四
十
一
國
參
加
)
，
規
定
三
項
主
要
原
則

••

山
國
際
關
切
之
水
道
，
應
一
律
開
放
。

的
對
他
國
船
楠
，
不
得
手
以
歧
視
。

問
由
沿
岸
國
共
同
維
持
河
川
之
航
道
。

從
此

R
國
際
河
川
自
由
航
行
之
原
則
，
遂
行
確
定
。
但
上
述
協
定
，
有
左
列
限
制
，
即

••

m
其
適
用
原
則
上
，
限
於
締
約
圍
之
間
。

ω
對
於
軍
艦
不
子
適
用
。

問
國
內
兩
地
點
問
運
輸
，
得
保
留
給
該
國
經
營
。


一

團
際
運
河

(
F
Z
g
m
w
t
g
m
-

dmVEHVS

第
一
章

海
上
平
時
國
際
法

二
九



海
上
法
概
要

O

運
河
為
人
工
開
擊
7
一
河
川
，
有
清
洋
運
河
與
不
過
洋
﹒
運
河
之
跡
。
木
過
洋
運
河
踴
於
閉
衷
心
'
，
內
水
，

通
洋
運
河
原
則
上
，
雖
亦
屬
國
家
內
水
，
但
以
其
對
於
國
際
交
通
與
經
濟
上
之
重
要
性
，
從
扑
牡
叫
開
放
給
世

界
各
國
共
同
使
用
，
常
成
為
國
際
蝶
約
規
定
之
對
象
。

所
謂
開
放
者
，
非
使
該
河
脫
離
當
地
國
之
管
轄
，
僅
對
當
地
國
誤
以
義
務
，
使
其
允
許
外
國
船
瓣
，

在
該
運
河
上
自
由
航
行
而
已
。

一-
一

世
界
之
主
要
國
際
運
河

(
-
v
科
林
斯
運
河
(
口
。
門
戶
口
哥
們
的
古
巴
)
長
六
公
里
，
屬
於
希
臘
，
迎
結
亞
得
利
克
海
之
科
林
斯

灣
與
愛
琴
海
之
愛
萍
那
(
〉
品
吉
凶
)
灣
。
了
八
九
三
年
盤
成
後
，
即
開
故
約
在
什
國
商
船
使
用
。

(
二
)
基
面
臨
運
河
(
自
己
們
巴
巴
)
長
九
十
八
公
里
，
屬
於
德
國
，
通
話
於
北
海

(
2
3
3
3的2
)

典
故
羅
的
海
古
巴
泣
。

m
g
)
v
'一
八
九
六
年
完
成
。
一
九
一
九
年
，
凡
爾
賽
條
約
兢
定
，
該
起
何
應
開

放
給
德
國
友
邦
之
商
船
與
軍
艦
航
行
。

三
一
)
蘇
伊
士
運
河
(
的
C
O
N
n
ω口
丘
)
在
唉
及
投
內
，
連
結
紅
海
與
地
中
海
。
→
八
六
九
年
鑿
，
趟
。

一
八
八
八
年
君
士
坦

T
堡
(
口
。
g
g

丘
吉
。
1
0
)
條
約
(
英
、
法
、
德
、
俄
、
奧
、
土
、
義
、
浦
、
西
九

國
益
訂
)
允
許
各
國
軍
艦
與
商
船
，
不
論
戰
時
或
平
時
，
均
得
通
過
運
河
。
所
謂
各
國
包
括
締
約
國
與
非

締
約
國
在
內
。
運
河
兩
岸
不
得
建
立
軍
事
設
施
。
運
河
不
得
為
封
鎖
或
攻
擊
之
對
象
。
在
運
用
仇
，
迎
詞

闕
揣
之
港
口
肉
，
及
其
三
涅
以
肉
之
區
域
，
一
小
待
有
戰
爭
行
為
。
(
如
眼
間
或
捕
獲
等

U



一
，
九
二
三
年
，
英
關
承
招
埃
及
為
描
立
園
，
惟
英
國
在
埃
及
交
通
誠
之
安
全
與
防
備
，
仍
被
保
留
為

英
憫
人
刊
巾
裁
盆
之
事
項
。
一
九
三
六
年
八
丹
二
十
六
日
，
共
坎
位
訂
間
即
條
約
，
其
第
八
條
規
定
，
英
國

符
恥
前
於
蘇
伊
士
運
河
地
惜
，
與
埃
及
共
同
防
術
迎
叫
。

一
九
五
一
年
，
埃
及
附
而
廢
止
該
條
約
，
引
起
一
大
國
際
問
糾
紛
，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

英
埃
的
另
訂
新
約
，
耍
點
如
下

••

m
英
軍
於
協
定
設
字
之
日
起
，
二
十
個
月
內
，
自
埃
及
領
土
完
全
撤
退
。

問
埃
及
、
土
耳
其
，
或
其
他
任
何
阿
拉
伯
國
家
，
遭
受
外
來
武
力
攻
擊
時
，
坎
及
許
可
英
國
使
用
必

需
之
設
備
，
以
便
將
運
阿
拉
仙
"
，
問
於
作
戰
狀
態
，
並
保
證
其
有
飲
之
巡
用
。

問
英
國
伯
利
將
任
何
英
間
物
質
，
隨
朮
厄
運
入
或
連
山
運
河
墓
地
。

凶
犯
空
軍
飛
機
在
謹
向
區
之
飛
行
降
落
與
制
給
修
哩
，
埃
及
政
附
如
事
先
拉
得
過
知
，
符
准
使
用
所

需
設
備
。問

承
認
運
河
為
埃
及
領
土
之
一
部
份
，
但
聽
於
此
謹
向
在
統
擠
土
問
業
上
及
戰
略
上
具
有
國
際
重
要

性
，
同
國
仍
財
遵
守
一
八
八
八
年
之
協
定
，
侏
說
起
河
之
自
由
航
行
。

(
四
)
巴
拿
馬
連
詞
(
句
。
旦
旦
控

(
U
m
戶
口
巳
)
連
結
太
平
洋
與
大
西
祥
。
一
九
一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蓋
過
。
巴
拿
馬
政
府
將
謹
向
地
區
，
以
百
作
為
期
，
租
于
美
間
。
在
該
地
區
內
，
由
美
閥
行
使
一
切
管
特

快
，
被
連
同
立
法
律
地
位
，
甚
於
兩
個
雙
造
條
約
，
即
一
九

O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H
，
英
、
美
出
忌
，

可
2
3
2
F
Z

條
約
，
及
一
九

O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
美
巳
且
還
﹒
切
口
口
口

ω
﹒
〈
自
己
E

除
約
。
的
一
條
約

第
一
章

海
上
-
4
.
時
國
際
法



海
上
法
概
要

由
汁
，
關
承
認
美
國
獨
立
經
營
並
保
護
該
注
河
，
對
於
運
河
適
用
與
蘇
伊
士
運
河
同
樣
原
則
;
即
對
各
國
軍

艦
與
商
船
一
律
開
放
，
不
得
成
為
封
鎖
或
其
他
敵
對
行
為
之
對
象
。
後
一
條
約
，
係
對
此
項
原
則
再
子
確

認
。
按
巴
拿
馬
運
刑
制
度
，
雖
僅
為
哭
笑
巴
三
關
所
決
定
，
但
國
際
法
學
家
認
為
此
三
園
，
雖
可
隨
時
位

改
條
約
，
然
不
能
任
意
作
不
刺
於
其
他
各
國
之
決
定
Q

習
題

一
、
公
海
具
有
何
種
自
由
?

一
一
、
各
國
海
軍
軍
艦
在
公
海
上
，
可
行
使
何
種
瞥
察
權
?

三
、
船
船
何
以
必
需
有
閥
籍
?

四
、
國
家
對
船
籍
應
負
何
種
義
務
?

五
、
闡
釋
領
海
之
甜
甜
…
害
通
過
榷
。

六
、
沿
海
國
對
於
飯
海
之
刑
事
管
轄
權
，
通
常
在
何
種
情
形
之
下
，
訂
行
使
之
?
﹒

七
、
何
謂
鄰
接
區
?

八
、
何
謂
公
船
與
私
船

2



第
一
節

海
土
戰
時
國
際
法

海
戰
概
述

如
位
小
二
、
斗
平

何
謂
國
際
戰
爭

國
際
戰
爭
為
兩
國
間
或
多
國
間
之
武
力
衝
突
，
戰
爭
主
體
為
國
家
，
而
非
私
人
間
之
令
關
或
圍
內
戰

爭
。
即
被
保
護
國
(
可

B
Z
且
已
的

Z
Z
ω
)，
邦
聯
(
朽
。
旦
旦
R
E
Z
口
)
，
從
馬
國
(
〈
凶
的g
-
m
H皂
白
的
)

為
謀
獨
立
解
放
而
作
戰
，
如
被
保
護
國
與
保
護
國
間
，
故
邦
聯
中
各
邦
間
，
或
從
歸
國
與
宗
主
國
間
，
均

﹒
得
為
戰
爭
主
體
。

自
法
律
上
觀
察
，
戰
寧
為
兩
國
或
多
國
聞
發
生
武
力
衝
突
，
識
表
示
意
欲
從
事
武
力
衝
突
，
而
形
成

立
法
律
狀
態
。

在
此
種
狀
態
開
始
時
，
兩
國
和
平
關
係
完
全
斷
絕
，
雙
方
之
權
利
義
務
，
完
全
受
戰
時
國
際
法
之
支

配
。
所
謂
戰
時
國
際
法
，
即
交
戰
國
(
切
。

E
m
o
B
E
)
在
作
戰
時
，
必
頌
遵
守
之
規
則

4
此
前
規
則
多
導

源
於
國
際
慣
例
與
國
際
問
之
多
邊
條
約
，
對
於
交
戰
國
具
有
拘
束
力
壘
，
這
反
即
為
非
法
戰
帶
行
為
，
將

受
國
際
法
之
制
裁
。

第
二
章

海
上
戰
時
且
際
法



海
上
法
概
要

四

一--
海
戰
(
還
主
持
言
。
詞
也
可
)

海
戰
規
則
至
今
尚
無
一
部
有
系
統
文
法
瓜
，
一
八
九
九
年
及
一
九

O
七
年
，
兩
次
海
牙
和
平
會
議
，

對
於
略
戰
(
「ω
口
已
達
也
叫
)
規
則
，
雖
布
詳
細
規
定
，
但
對
海
戰
規
則
凶
各
國
意
見
不
能
一
致
，
陣
作
峙
，

部
院
制
。
一
九
O
七
年
之
第
二
次
會
議
，
所
發
表
之
最
後
議
定
薯
，9
乃
表
示
一
種
希
望
，
要
赤
列
強
應
鉗
制

可
能
接
用
阱
戰
規
則
於
海
戰
。

此
種
希
望
雖
無
嚴
格
性
之
法
律
妓
力
，
但
已
成
慣
例
。

海
戰
目
的

就
現
時
之
條
約
與
慣
例
而
一
苔
，
海
戰
目
的
約
有
七
種

••

m
擊
敗
敵
國
之
海
軍
與
海
上
作
戰
之
飛
機
。

叫
毀
被
敵
國
之
商
船

o

m
破
壞
敝
國
沿
悔
之
防
禦
工
事
與
陣
海
軍
之
設
備
。

叫
截
斷
敝
國
與
他
國
之
海
上
來
位
。

問
防
正
戰
時
談
制
口
山
之
到
達
敵
國
，
與
布
利
於
敵
國
之
非
中
立
役
務
之
完
成
﹒

附
支
持
本
眩
陀
罩
之
軍
事
行
動
。

m
防
守
本
國
沿
酒
與
保
護
本
國
商
船
。



四

開
戰
時
敵
國
商
船
之
地
位
問
題

一
八
五
四
年
克
里
米
戰
爭
以
前
y
交
戰
國
對
於
在
本
國
港
口
內
之
敝
國
私
有
船
抽
，
均
予
以
拿
捕
沒

收
，
甚
至
在
未
開
戰
前
，
凹
下
令
扣
押
在
本
國
港
口
內
之
敵
國
私
有
船
的
間
，
以
作
拿
捕
與
沒
收
之
準
備
。

克
里
米
戰
爭
發
生
以
後
，
英
法
兩
國
以
六
星
期
之
恩
惠
期
間
，
亦
名
猶
故
期
間
，
給
予
在
港
內
之
俄

國
商
船
，
任
其
接
貨
駛
離
，
對
於
己
心
仕
途
中
之
伯
國
商
船
，
仍
許
其
入
港
卸
貨
談
他
駛
。
俄
國
亦
給
予
英

法
商
船
以
同
樣
待
遇
。
一
九

O
四
年
，
日
俄
戰
爭
時
，
俄
國
定
四
十
八
小
時
，
為
日
本
商
船
退
出
之
期

限
。

從
此
以
後
，
此
項
實
例
除
恩
惠
期
間
之
長
短
不
同
外
，
多
為
交
戰
國
所
採
用
，
終
於
一
九

O
七
年
在

海
牙
和
平
會
議
，
訂
立
「
開
戰
時
敵
國
向
他
地
位
公
約
」
'
依
照
該
公
約
第
一
條
規
定

••

「
凡
交
戰
國
之

)
之
商
船
於
戰
爭
發
生
!
在
敵
國
港
內
者
，
陰
間
時
或
在
商
准
之
恩
惠
期
內
，
獲
准
自
由
離
港
。
並
應
獲

得
一
謎
照
，
准
許
駛
往
曰
們
港
口
或
其
他
被
指
定
之
港
口
」

O

鬼
，h
v
g

心
已
己
的
E
E

﹒ω
y
g
丘
。
口
而

且
岳
仿
冒

-
-
E句
話
口
門
】
)
。tZ
『
ω
古

ω
門
g
o
g
g
g
o

口
的
。
目
。
旦
旦

}
5
且
一
-
E
g
z

吧
。2
.
Z
Z

母
已
門
各

-
m
早
已
恥
門
咎
。

Z
E

-
B
B
旦

E
Z
-
F
。
『
m
H『
片
。
門M
H
ω
C
B
n
g
口
片
片
巾
『
E

σ
0戶
口
肉
同C
門
口-
ω
y
m
w

門H
H
〈
F
H
F

句
。
門H
m
m
w切
計ω
=

σ
m
w

問
門
。A
M
]
司
"

們
】
戶
門
仰
的
同

丘
吉
逞
。
已

.-+

。

們
也
。
甘
心
門
同

。....,

m
『
m
n
巾
﹒

m
w口
已

M
W口

而
口
m
a
-
3、

m
w】
鬥
汀
的
『

m
H叫
丹
丹M﹒

ω

】
」[
ω

畔
。

H
M門
。
的
巾
。
已

刊
)
凶
ω
ω
U
C
『
于
片
C
F
U

。
『
戶
。
吋
門
戶
m
M叩
門
一
口
ω
片
戶
。
口A
V門

峙
。
門
心
?
這
文
一
一
械
公
約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凡
商
船
倒
不
可
抗
力
之

。
-
叮
叮
。
門

σ
。

且
已
呂
立

第
二
章

海
上
戰
時
國
際
法

云:

ω
已
向
}
H



一
-
一
六

情
事
，
在
前
條
規
定
之
恩
惠
期
間
內
，
不
能
離
去
敵
港
者
，
載
在
該
期
內
，
未
經
模
准
離
港
者
，
亦

不
得
沒
收
」
。
同
條
第
二
項
文
規
定

••

「
但
交
戰
國
可
扣
留
此
項
拍
拍

l
木
付
賠
償
，
而
於
戰
後
負

交
還
之
義
務
;
文
可
出
賠
償
而
徵
用
之
。
」

z
〉

E
Z
n
y
ω己
φ
臣
中
看

E
n
F
O

諾
言
昀
峙
。
立
門
口
口
E
e

ω
S
口
日
ω
。
同
悶
。
巨
。
自
丘
。
口
同O
W
自
凶
山
、y
m
w〈向
σ
o
m泣
，
口
口m
H
E
O
Z
E
ω
〈
命
門
y
o
m
D
巾
自
有
℃
。
且
已
位
門
戶
口
m

H
Y
O
M出
門
戶
。
已
【
出
口
Z
S
H
L
E
O已
戶
口
片
F
O
U
E
n
o已
g
m

〉
立
-
n
z
w。
『
看
甘
心
的Y
E
ω
河
口
宮
『
品
〈
向

σ
o
o口

巳
]
。
可
丹
已
阱
。-
o
ω
Z
u
E
a

口
。
片
σ
白
白
。
口
內
心
旦
旦
旦
﹒
吋
y
o
z
=
-
m
o
B
旦
旦
司
。
旦
河
兮

Z
Z
F

C
D已
。
『
州
戶
口
。
σ
口
宮
門
戶
。
口
。
肉
片
。
早
已E
m州
拉
缸
片
。
『
岳
巾

d
s
n
d
E
片
月5
丘
吉
已
。
自
旦
司
﹒

Z
Y
O

B
a
B
o
z
-

巴
巴
。
口
戶
片
。
口
約
。
口
巴
丘
。
口
。
同
甘
a
g
m
g

古
帝
旦
旦
司
.
.
.
依
此
條
之
規
定
，
可

知
木
國
於
戰
時
，
得
扣
留
並
徵
用
境
內
之
敵
國
商
船
[
但
不
得
行
使
沒
收
之
權
，
且
於
戰
後
氯
負
交
還
之

著
一
訝
。
依
該
公
約
第
三
條
規
定••

「
凡
敵
國
商
船
，
於
開
戰
前
，
離
其
最
後
之
出
發
港
，
而
在
公
海
上
遇

兒
時
，
並
不
知
開
戰
之
學
者
啥
不
得
沒
收
。
但
敵
國
可
扣
留
該
船
，
不
付
賠
仗
，
在
戰
後
必
應
交
還
。
並

可
很
用
，
甚
或
加
以
破
壞
，
則
應
手
賠
償
，
且
在
此
時
，
如
船
上
人
員
之
安
全
及
船
抽
文
書
之
缸
悴
，
管
，

應
加
注
意
。
」
究
開
口
。
巴
山
、
自
己

n
y
m
M
口
寸
ω
甘
心
們
出
話
Y
Z
Y
Z
E

苦
命
叩
門
戶
凶
悍

H
V。
泣
。
同
已
。
℃

m
H早
已
門
。

σ
丘
。
B
F
o
g
B
B

伶
R
o
g
o
丘
。
『

H
Y
o
d
〈
m
w
n
m
w
口
【
峙
，
還
計
凹
凸
月
岡
州
凶
門
。
自
耳
其
自

ω

還
E
Z

戶
昀
口
。
外
ω
口
阱
。
肉
片
}
H
O
Y。
早
已
-
H
F
O
少
的

ω
口
口
。
片
σ
仰
的
。
口
出ω
仍
心H
A
M
心
﹒
吋
}
凶
。
可
凶
門
巾
。
口
}
可-
-
m
w
σ
-

叩
門
。

穹
已
。

Z
戶
口
。
已
口
口
已
。
門
州
戶
口
。
E
古
巴
戶
。
口
阱
。

2
ω
片
。
門
。
片F
m
E
m
H
『
片
。
『
岳
。
若

m
w門
巧
芹
呵
呵
。
丘

吉
【
古
巴
已
叮
叮w
R
Z
Z
E
f
F

巴
巴
C
E
P

。
片
。
〈
的
口
已
。ω片
叫C
明
白
(
廿
三
哥
古
門
H
O
E
D
-
G
N
戶
口
已
口
且
已

海
上
法
概
要



片7
月
山
。σ
戶
戶
m
m
z
o
口
。
門
。
〈
戶
〈
戶
戶
口
悅
峙
。
門
H
Y
O
ω
m
H
『
m
w
H

山
、

℃
叫
m
m
O
H
﹒
〈
m
M
片
戶
。
口
。
問
丹
F
m
M
V
m
M
℃
O
門
的
。
口

σ
。
m
M
門
已

-
3

惟
該
公
約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因
交
戰
國
多
未
及
批
准
，
無
法
賞
施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各
國
多
未
遵
守
，
致
俏
未
能
構
成
現
時
國
際
戰
爭
法
中
之
有
放
規
則
。
‘
我
國
於
抗
戰
期
間
，
曾
將
留
在
長

江
封
鎖
線
肉
之
日
本
商
船
岳
陽
丸
及
大
良
丸
扣
留
沒
收
，
一
不
得
謂
為
違
反
該
公
約
。

。許+、

。但4、

片
}
H
m
H
U向
門
ω
c
p
ω

已3
ω

4
4伶
=

ω
(Jl

丹F
m
w

第
二
節

改
裝
商
船
與
武
裝
商
船

改
裝
商
船

(
h
Q自
呵
。
同
阱
。
也置
。
『
巴
巴
巴
E
g
自
)

改
裝
商
船
即
改
充
軍
艦
之
商
船
。
戰
時
各
國
將
其
本
國
商
船
改
裝
為
軍
艦
之
事
例
甚
多
，
一
九

O
七

年
，
海
牙
和
平
會
議
為
確
定
其
行
使
戰
爭
權
起
見
，
特
訂
立
「
商
船
改
充
軍
艦
公
約
(
的
。
口
〈
命
『
丘
。
口
旦

旦
的
R
F
S
帥
，ω
芒
。
ω
Z
Z

諾
貝
，
ω
叮
叮
切
)
」
，
其
第
一
條
規
定
••

「
凡
商
船
之
改
充
軍
艦
者
，
苟
非
在
其

所
按
國
旗
國
直
隸
之
權
力

F
院
接
監
督
與
責
任
之
下
者
，
不
得
以
軍
艦
應
布
之
權
利
義
務
論
。
﹒
」

2
Z。

自
己

n
z
g
帥
，ω
E
u
n
c
口
〈
自
古
已
古
片
。
心
者
R
G
E
℃
n
m
口
F
M
M
〈
。
岳
。
立
m
Z
ω
血
口
門
戶
已
丘
芯
ω

m
H
℃
咕
。
門
門
凶
戶
口
戶
口
問
阱
。
同
計
州
H
H
ω
門
凶
丹
已
ω
口
口
-
。
ω
ω
戶
片
心
切
。
]
M
H
n
巾
已
口
口
已
。
門
H
Y
m
已
{
門
o
n
H
m
H
C
片
計
。
「
戶
丹

V
1
.

口
出
呂
立
缸
片
o
n
o
-
-
z
c
-
m
口
已
門
。
品
。
口
ω
F
E
-
-
G
。
『
岳
伶
俐
】
。
還

A叩
門
話
計
。
的
ω
E
m
戶
H
E
g
-
-
.
第
二
線

「
凡
商
船
之
改
充
軍
艦
者
，
其
外
表
上
之
標
幟
，
應
與
其
本
閻
軍
艦
斯
特
具
之
旗
幟
肘
。
」

規
定
••

第
二
章

海
上
戰
時
國
際
訟

吐二



輯
上
法
概
要

八

J
t
p
『
n
y
m
戶
口
片
，
ω
去
。
ω
門
。
口
〈
向
立
且
古

g

迫
自
-
m
甘
心
。
ω
自
己
z
r
o
ω
門
子
。
z
z
s
m
U
S
R
W
ω
看
古
巴

金
丘
吉
m
E
ω
F
H
Y
O
諾
貝
目
的
E
B
一
旦
岳
巴
門
口
ω
丘
。
g
z
3
.
.
.
第
三
條
規
定

••

「
指
揮
官
應
係
服
役

快
國
家
且
經
主
管
官
署
任
命
者
，
其
姓
名
應
列
於
戰
關
艦
隊
之
士
官
表
中
」
。

2
、
叫
，
Z
g
g
g
g門
戶
可

自
己
已
Z
Z
5
0
月
門
三
月
。
問
手
向
叩
門
丘
。
心
口
已
已
已
咱
們
。
旦
旦
古
巴
C
B
已
σ
山
、
立
志
也
門
。
它
倚
門

m
E
F
E
E
S
-
出
一
ω
口
ω
目
。
自
己
已
訪
問
何
J
Z
「
巾
。
口
月
y
o
-
-
ω
阱
。
『
子
。
。
茁
的
句
『
ω
。
同
片
F
O
B
-
-
-
z
3

4凶
。1
.
.
.第
四
條
規
定

••

「
~
船
員
應
版
從
軍
事
紀
律
」
。
這
吋
}
哥
們
且
還
B
戶
戶
已
穹
呂
立
而
丘
吉
子
。

2

】2

。
『
自
己
-
Z是

E
R
S
-
-
z
.
.
.
第
五
條
規
定.•

「
凡
叫
柚
之
改
充
戰
艦
者
，
其
行
動
時
，
應
過
守

戰
服
于
立
法
規
及
慣
例
」
。
這
何
〈
向
門
〈
口
呵
。
只
『
H
S
H

﹒ω
E
R
V
S
D
Z
門
丹
丹
已
言
片
。
ω
g
m
焉
，
ω
甘
心
叮
叮
σ
C
C
戶
【
一

片
。
。
σ
ω仿
古
m
w
Z
Z
ω
。
U
O
E
丘
。
口
ω
、
子
。
z
t
〈
ω
m
w
口
已
的
口
切
片
。
自
ω
。
肉
還
ω
「
.
.
.
第
六
條
規
泛

••

一
，
此
交

戰
閻
改
其
商
船
作
戰
艦
時
，
應
從
速
將
所
改
充
之
船
，
列
於
軍
艦
表
中

o
」
"
后
Z
=
E
m
-
-
g
H
P
〈-
J
G

門
。
且
早
『
Z
m
凶
自
己
的
y
m
戶
口
阱
，
ω
F
S
E
S
ω
石
印
弓
子
苟
且
E
Y
ω
ω
ω
3
0
凶
∞
切
。
。
ω
ω
F
Z
-
m
M
戶
口
。
尸
H
Z
n
c

ω
E
Y
g
p
Z
H
丘
。
口
古
妄
。
=
丘
之
片
y
m
ω
甘
苦
ω
。
同
-
z
s
-
t
z
『
明
白
巾
。
丹
.
.
.

自
該
公
約
訂
立
後
，
改
充
軍
艦
之
商
船
，
已
在
戰
時
國
際
法
中
取
符
其
准
布
地
位
，
非
如
以
前
交
戰

閑
時
發
給
私
船
之
一
種
私
掠
狀
(
們
Z
Z
H
丘
吉

2
.
ρ
5
)，
許
其
以
自
備
武
揖
與
費
用
，
對
敵
，
作
戰
，
並

捕
獲
敵
船
敵
貨
之
私
掠
制
皮
(
可
立
〈
且
自
己
口
昀
)
矣
。
私u
u
h
制
度
發
端
於
中
社
紀
，
而
於
一
八
五
六
年
四

月
十
六

H

，
英
、
法
、
俄
、
奧
、
普
、
土
及
薩

T
尼
亞
在
巴
黎
簽
署
之
宣
言
而
廢
止
。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
各
交
戰
閥
亦
均
將
大
批
商
船
改
充
為
軍
艦
。
惟
該
公
約
留
有
兩
大
問
題

•.

名
未
獲



解
決
••

山
改
裝
地
點
各
國
際
法
學
者
多
主
張
改
裝
地
點
應
加
限
制
，
應
僅
限
在
交
戰
國
同
盟
國
或
佔
個
區

內
實
行
改
裝
。
如
許
在
中
立
國
飢
海
內
改
裝
?
不
獨
構
成
交
戰
國
侵
犯
中
立
之
行
為
;
而
中
立
國
默
許
，

亦
違
背
中
立
之
義
務
，
如
許
在
公
海
上
改
裝
，
亦
不
免
布
侵
犯
中
立
懼
之
情
形
。

間
再
改
裝
凹
指
改
裝
軍
腦
之
商
船
，
在
戰
爭
未
結
束
前
.
，
又
做
很
其
商
船
之
地
位
。

現
時
各
國
對
此
問
題
之
態
皮
如
下

••

A

再
改
裝
行
為
，
須
在
木
闊
或
共
同
盟
國
港
口
內
完
成
。

B

再
改
裝
為
有
殼
的
(
開
咕
咕
向
丘
吉
巾
)
，
即
非
虛
構
的
。

C

再
改
裝
之
事
實
，
會
正
式
通
知
中
立
國
。

同
一
船
船
於
再
改
裝
恢
復
為
商
船
後
，
不
得
再
度
改
裝
為
軍
艦
。

D

民
裝
商
船

3
月
2
色
寓
。
z
v
m
E
E
S
)

改
裝
為
軍
艦
之
商
船
，
視
為
一
國
正
規
海
軍
，
在
國
際
法
上
之
權
村
刊
我
的
，
與
正
規
海
軍
無
異
。
肉

相
經
武
裝
者
，
僅
係
充
實
其
自
衛
力
量
，
-
不
能
視
為
海
軍
。
武
裝
悶
的
無
玫
蟬
，
敝
國
商
樹
立
權
利
，
軾
布

本
身
在
被
攻
擊
時
，
有
抵
抗
權
利
。
如
無
端
開
釁
，
則
船
主
船
員
均
成
為
戰
犯
。
惟
在
抵
抗
峙
，
可
視
為

交
戰
者
，
船
員
均
視
為
戰
關
員
，
倘
被
捕
獲
，
必
頌
以
仰
脖
待
遇
。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
各
交
戰
國
武
裝
其
商
船
之
事
宜
，
非
常
甘
函
，
各
申
立
國
亦
將
武
裝
尚
她
與

第
二
章

海
上
戰
時
國
際
法

九



海
上
法
概
要

四

O

普
通
商
的
同
樣
君
待
。
各
國
一
致
認
為
武
峻
自
衛
之
商
船
，
在
其
慣
常
航
行
中
，
木
得
視
為
軍
艦
。
一
九

三
九
年
美
洲
國
家
之
中
立
純
宣
言
，
亦
採
此
原
則
。

第
三
節

船
貨
之
敵
性
與
中
立
性

船
抽
之
敵
性
(
因
E
H
M『
R
F
S
S
Z月
)
與

中
立
性

(
Z
S背
包
-
q
n
v
R
S
Z同
)

交
戰
國
可
採
用
許
多
不
刺
於
敵
船
與
敵
貨
之
措
施
，
如
拿
捕
(
印
巴2
日
)
、
拘
留
(
〉
門
話
叩
門
)
、
沒
收

(
約
。
口
出
自
ω
丘
。
口
)
、
破
壞
等
。
孰
為
敵
船
，
何
謂
敵
貨
，
乃
為
戰
時
首
應
決
定
之
問
題
。
以
閻
際
法
之

細
語
言
之
，
即
為
敵
性
問
題
。
除
本
國
及
同
盟
國
之
船
抽
外
，
木
認
為
具
有
敵
性
者
，
即
為
中
立
性
。

就
船
船
之
敵
性
言
，
敵
國
國
布
之
各
種
船
船
如
軍
艦
、
義
勇
艦
隊
、
改
充
軍
艦
之
商
船
、
經
商
之
國

有
船
繭
，
均
屬
具
有
敵
性
，
自
不
待
言
。
至
私
船
之
懸
掛
敵
旗
者
，
不
問
址
(
所
布
人
為
中
立
國
國
民
或
交

戰
國
本
國
之
國
民
，
均
視
為
具
有
敵
性
。

在
船
之
懸
掛
中
立
國
旗
者
，
不
問
其
所
有
人
是
否
為
敵
國
國
民
，
均
視
為
具
有
中
立
性
。

一
九
O
九
年
，
倫
敦
宣
言
第
五
十
土
條
肘
店
，
船
抽
之
中
立
性
或
敵
性
，
除
關
於
國
籍
移
轉
另
有

規
定
外
，
以
其
有
權
懸
掛
之
國
旗
為
決
定
叫
你
嚀
。
兔
的
口
皂
白
丘
吉

F
O
H
U
H
-
S
E。
口ω

『S
B

丘
吉
泊

肯
m
H
g
r門
阱
。
自
。
F
R

出
品
、
岳
。
口
。
口
可
丘
。
門
。
口
。
旦
河
口
內

E
E
泣
。
門
。
『m
w
5
ω
ω
丘
古
已
。
"
的
『
B
E
O
已



σ
河
子
。

E
m
J
d
E品
咎
。
古

g
H
古
巴
片
。
自
河
.
.
.
所
謂
有
權
懸
掛
(
開
且
一
已
且
阱
。
旦
河
)
，
指

依
法
有
點
中
掛
之
權
利
而
言
。
如
憋
掛
中
立
悶
技
之
相
拙
，
依
接
該
中
立
國
之
國
內
法
，
並
未
具
備
法
定
條

件
或
未
完
成
法
定
手
續
，
即
為
加
快
牌
照
叫
去
以
仗
，
交
戰
國
得
荐
一
閉
門
該
船
之
真
正
性
質
，
以
決
定
其
布
無
敵

性
。

中
立
性
之
在
船
，
可
悶
在
列
各
種
原
凶
，
而
取
得
敵
性

••

的
直
接
參
加
敵
對
行
為
。

m
接
受
敵
閥
派
在
船
上
人
民
之
指
指
或
叫
作
制
。

問
完
在
為
敵
間
所
腔
用
。

叫
完
全
為
做
間
越
幟
東
隊
“
耐
心
侍
蹉
悄
報
。

的
武
力
抵
抗
交
戰
閑
之

A
H訟
，
山
核
(
〈Z
Z
丘
吉
2
)
、
搜
索

3
2
月
7
)
、
與
拿
捕

(
ω旦
旦
『
0
)。

依
據
同
關
問
十
叫
作
六
卅
一
一
-
u倍
此
之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第
四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

「
敵
船
沒
收
之

。
敵
船
內
完
敵
貨
波
收
之

o
」
但
怯
怯

M
條
例
第
四
卡
一
條
之
規
定

••

「
非
經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判
訣
，
不

得
沒
收
。
」

敵
性
船
抽
乏
喪
失
敵
性

敵
性
之
船
柚
可
因
軸
梅
州
市
拭
失
其
敞
性
，
哭
笑
對
於
開
戰
前
戚
朋
戰
後
，
敵
性
私
船
之
轉
讓
，
符
合

左
列
科
條
件
者
，
均
可
認
為
布
效
，
而
使
該
船
取
心
中
立
性

••

第
二
軍

海
上
戰
時
國
際
拉

~J



海
上
法
概
要
.

因

仙
該
項
轉
讓
為
真
宜
的
。

問
該
項
轉
讀
並
非
在
被
封
鎖
港
內
買
或
在
航
程
中
完
成
。

叫
賣
﹒
芳
並
未
保
留
於
戰
後
收
間
，
或
買
悶
該
船
之
權
刺
。

歐
陸
國
家
則
僅
認
為
開
戰
前
之
合
法
牌
的
混
為
有
效
，
開
戰
後
牌
浪
者
，
不
認
其
斑
比
〈
敵
柱
之
故
果
。

倫
敦
宣
言
中
，
對
於
轉
讓
符
合
左
列
各
條
件
者
，
紹
對
推
定
為
布
放

••

山
該
項
轉
讓
於
開
戰
三
十
天
以
前
完
成
。

問
該
項
轉
讓
為
整
個
的
、
無
條
件
的
。

問
該
項
轉
讓
合
于
各
闊
係
國
之
法
律
。

問
該
船
在
使
用
上
之
研
制
與
刺
潤
，
改
屬
另
一
人
。

但
轉
讓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則
認
對
推
定
為
無
故

••

m
該
項
轉
讓
於
被
封
鎖
港
內
或
在
航
程
中
完
成
。

叫
賣

-
f
刀
保
留
收
岡
或
買
悶
該
如
之
權
利
。

問
該
船
向
未
完
成
該
巾
﹒
立
關
國
內
法
上
，
懸
掛
其
國
旗
之
法
定
慷
件
。

倫
敦
宣
言
雖
未
經
批
准
，
義
大
利
於
對
土
耳
其
戰
手
中
，
英
法
於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
均
骨
質
施

，
仍
不
管
為
現
行
法
之
說
明
。

我
國
法
律
上
所
稱
乏
眼
船

依
鞍
民
國
四
十
問
年
格
正
之
梅
主
制
推
條
例
(
民
制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
第
四
綠
規
定



，
解
敵
船
者
，
指
左
刊
研
帕
.
，

山
懸
有
敵
國
國
旗
者
。

的
供
敵
國
使
用
或
受
敵
國
控
制
者
。

問
依
法
懸
荷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國
旗
，
而
船
抓
共
有
人
全
部
或
一
部
或
其
所
有
人
為
敵
國
人
民
或
法

人
或
有
住
所
在
敵
國
者
。

凶
敵
船
在
預
期
間
戰
將
屆
，
為
避
免
和
開
戰
後
將
被
拿
捕
，
而
改
懸
中
立
國
或
同
跟
國
國
旗
或
移
將
所

有
權
者
。

問
敵
船
在
開
戰
後
，
故
懸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國
旗
或
移
牌
所
有
權
而
不
能
證
明
其
動
機
不
在
避
免
拿

捕
者
，
或
依
所
懸
國
旗
國
家
之
法
律
，
因
條
件
不
具
備
，
尚
無
權
懸
掛
該
國
國
脹
者
。

間
敵
船
在
開
戰
後
，
改
懸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國
脹
，
或
移
轉
所
有
權
於
中
立
國
政
制
且
區
成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人
民
或
法
人
，
而
原
主
保
留
同
彼
或
買
罔
權
者
。

開
敵
船
於
開
戰
後
，
在
一
航
行
或
封
鎖
港
內
，
完
戚
移
轉
國
籍
或
所
布
權
手
續
者

3

四

貨
物
之
敵
性

依
據
倫
敦
宣
言
第
五
十
八
條
過
定
，
敵
船
上
貨
物
之
為
中
立
性
或
敵
性
，
以
其
所
有
人
之
中
立
性
與

激
阱
為
標
準

o
z、H
d
A
M
P
O
E
E
-
o
『
仰
自
自
〈
n
Y
B
-
R
Z門
。
{
悅
。
且
叩
門0
日
且
已
。H
H守
。
阿
三
門
戶
值
已
向
口

m
M
E
M
、

三
位
已
古
已

O
H
R
B言
。
已
σ
M
H子
。
口
。
戶
可
丘
。
門
的
口
仰
自
咱
們
甘
心
門
卸
的
戶
。
門
。
同
叮
叮
。
。
乏
。

2
.
.
.
.
女
兵

勢
二
章

梅
土
戰
時
國
際
怯

四
三
，



海
上
法
概
要

間

四

第
五
十
九
條
規
定
，
在
敵
船
上
之
貨
物
，
除
其
中
立
性
已
被
證
明
者
外
，
均
推
定
為
敵
性
貨
物
。
」
口

再
向H
O
ω
σ
ω。
口
。
。
。h
H
M門
。0
月
。
『
同
-
H
O口
。
巨
片
『
m
w
}
n
v
m
M

叫
m
w
n
-

芯
片
。
]
閃
閃
。
。
已
ω

悶
。
戶
口
已
。
口
σ
。
"
門(
H
m戶
口

。
B
O
P
M可
〈
2
ω
O
Y
F
a
R
m
M
V
B
E
B

旦
阱
。

σ
o
o
p向
旦
河
鬧
。
。
已ω
.
.
.

推
貨
物
敵
性
問
題
，
有
所
布
人
住
所
制
與
所
有
人
國
籍
制
兩
種

••

的
英
美
國
家
向
以
個
人
住
所
為
決
定
敵
性
有
無
之
標
準

o
貨
物
之
屬
於
敵
國
住
民
者
為
敵
性
貨
物
。

屬
於
非
敵
國
住
民
者
，
為
非
敵
性
貨
物
。
敵
國
國
民
而
居
住
中
立
國
者
，
其
貨
物
為
非
敵
性
貨
物
，
中
立

國
國
民
而
居
住
敵
國
境
內
者
，
其
貨
物
則
為
敵
性
貨
物
。
交
戰
國
本
國
人
民
向
來
居
住
敵
國
，
開
戰
後
仍

居
住
敵
國
者
，
被
認
為
具
有
敵
性
，
其
貨
物
亦
具
有
敵
性
。
中
立
國
人
民
在
敵
國
有
田
地
或
開
設
商
店
者

，
其
田
地
產
物
及
商
店
財
產
，
均
視
為
具
有
敵
性
。

問
歐
陸
國
家
則
以
所
有
人
之
國
籍
，
為
訣
定
貨
物
有
無
敵
性
之
標
準
。
貨
物
屬
於
敵
國
國
民
者
，
無

論
其
居
住
何
地
，
均
為
敵
性
財
物
，
屬
於
中
立
國
國
民
者
，
縱
使
居
住
敵
閥
，
亦
非
敵
性
貨
物
。

五

敵
性
貨
物
之
喪
失
敵
性

.
敵
性
貨
物
可
否
因
在
航
程
中
轉
讓
於
中
立
國
所
有
人
，
而
喪
失
其
敵
性
，
亦
可
從
各
國
實
例
與
倫
敦

宣
言
兩
方
面
言
之
。

的
在
英
美
國
家
，
如
敵
性
貨
物
於
時
戰
後
在
航
程
中
轉
讀
者
，
均
被
認
為
無
殼
。
在
開
戰
前
在
航
程
中

搏
讓
者
，
可
分
寫
兩
種
情
形
-
，
不
預
料
戰
爭
爆
發
而
轉
讓
者
，
僅
須
轉
讓
搞
民
宜
，
應
依
所
在
地
法
律
，
訣



定
所
有
權
是
否
業
已
移
磚
，
進
而
決
定
貨
物
之
有
無
敵
性
。
預
料
戰
爭
爆
發
而
轉
讓
者
，
依
捕
獲
法
決
定

所
有
權
是
否
業
已
移
轉
。
如
貨
物
係
由
敵
性
所
有
川
轉
讓
於
中
立
所
有
人
，
績
在
中
立
所
有
人
宜
際
取
得

貨
物
以
後
，
芳
成
為
中
立
性
貨
物
心
如
貨
物
係
中
立
所
有
人
轉
讓
於
敵
性
所
有
人
者
，
縱
依
所
在
地
法
律

仍
屬
中
立
所
有
人
，
一
依
然
有
破
交
戰
國
拿
捕
與
沒
收
之
可
能
。

州
州
依
法
，
國
實
例
，
在
航
程
中
之
轉
讓
，
縱
在
開
戰
以
後
，
如
說
明
轉
讓
如
其
宜
，
均
可
認
為
有
裁
。

問
倫
敦
宣
言
第
六
十
條
規
定
，
「
在
敵
船
內
之
敵
貨
，
雖
其
船
船
在
開
戰
後
，
航
程
中
改
懸
國
旗
，

該
貨
物
於
未
到
達
其
所
向
地
以
前
，
仍
保
有
其
敵
性
。
」

我
國
法
律
土
所
稱
之
敵
貨

......
J 、

依
接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之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第
五
條
規
定
，
稱
敵
貨
者
，
指
左
列
貨
物

••

的
貨
物
共
有
人
全
部
或
一
部
，
或
其
所
有
人
為
敵
國
人
民
或
法
人
或
所
布
人
住
所
在
敵
國
者
。

問
預
期
開
戰
將
屆
，
或
戰
嘻
哈
中
，
者
住
所
在
中
華
民
國
或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之
人
，
對
於
敵
悶
人
民
諸

法
人
寄
送
之
貨
物
。

問
預
期
開
戰
將
屆
或
戰
導
中
，
移
轉
於
有
住
所
於
中
華
民
國
或
中
立
國
或
向
盟
國
人
之
敞
質
，
未
經

訣
蓮
，
並
無
善
意
之
證
明
者
。
.

川
開
敵
貨
在
航
運
中
或
封
鎖
港
內
，
完
成
移
轉
所
有
權
手
續
者
。

第
二
章
-
海
上
戰
時
國
際
法

問
五



輯
上
怯
概
而
引

凹

，、

第
四
節

敵
船
之
攻
擊
與
拿
捕

攻
擊
與
拿
捕

海
戰
之
主
要
對
象
為
敵
船
。
所
有
敵
國
之
軍
艦
及
其
他
公
有
拍
拍
，
在
雙
芳
交
戰
閑
飯
水
內
及
公
海

上
，
均
可
本
子
警
告
，
即
行
攻
擊
。
但
敵
國
商
船
除
非
拒
絕
臨
穢
，
不
待
加
以
攻
擊
。
商
船
於
被
攻
擊
前

，
亦
不
得
從
事
於
攻
擊
行
為
，
抵
布
在
被
攻
擊
時
﹒
可
還
擊
或
抵
抗
。
惟
一
旦
還
擊
或
抵
抗
開
始
以
後
，

即
可
從
事
於
一
切
戰
爭
行
為
，
甚
至
可
以
追
逐
先
攻
擊
之
敵
國
制
帕
而
加
拿
助
。

敵
船
停
止
抵
抗
以
後
，
交
戰
國
拿
捕
敵
船
之
芳
式
有
二

••

仙
交
戰
國
軍
艦
，
派
遣
捕
獲
隊
苟
且

N
o
n門
。
這
)
，
包
括
軍
官
一
人
與
士
兵
數
人
，
笠
被
拿
捕
之
的

船
，
加
以
接
管
。

的
交
戰
國
之
軍
膛
，
令
被
拿
捕
之
船
削
下
旗
隨
行
。

拿
捕
之
效
果

拿
捕
之
故
果
，
現
被
捕
拍
拍
為
敵
閻
公
有
船
削
或
敵
國
私
有
船
細
而
異
。
敵
國
公
有
船
船
被
拿
捕
後

，
捕
獲
國
可
立
刻
據
為
己
有
，
船
上
之
敵
性
質
物
加
以
沒
收
，
船
上
人
員
成
為
戰
俘
。

敵
國
之
取
有
如
柚
被
拿
捕
後
，
捕
獲
國
不
如
何
立
時
據
為
己
右
，
其
地
位
略
似
佳
戰
中
被
佔
額
之
前
閻



佰
土
。
私
有
船
船
本
身
與
其
人
民
貨
物
等
，
均
隸
踴
於
捕
獲
闊
的
伽
力
之
下
，
其
人
員
必
須
遵
守
捕
獲
間
之

紀
律
與
軍
事
估
價
下
之
平
民
相
似
。
扣
帆
布
船
抽
抵
在
捕
拉
國
之
捕
挺
法
陡
苟
且

N
o
n
z
片
片
)
判
決
，
認

為
拿
捕
合
法
以
後
，
捕
獲
國
古
可
採
為
己
布
。
船
上
之
敵
性
貨
物
除
如
具
之
私
人
物
件
外
，
一
律
加
以
怯

，#
λ
D

AHm!4

依
一
九
O
七
‘
年
海
牙
會
議
，
訂
立
之
海
戰
時
限
制
捕
獲
權
公
約
商
品
已
丘
吉
口
ω
B
m
R
E
D
m片Z

n
B
詞
。
閃
開
口
。
旦
河E
E
n
y
m
w
耳
目
的E
U
ω
2
℃
宮
門
。
已σ
山
、
白
自
己
口
的O
B
E
)
第
五
第
六
兩
條
之
規
定
，

交
戰
國
對
於
並
未
抵
抗
拿
捕
之
敵
國
商
船
人
員
，
應
作
如
下
之
處
置

••

山
中
立
國
籍
之
赤
手
，
不
得
被
拘
留
為
戰
俘
。

問
中
立
國
籍
之
船
長
與
甲
級
海
員
等
，
如
書
面
承
諾
在
戰
爭
期
內
，
不
再
為
敵
船
服
務
，
不
得
被
拘

留
為
戰
俘
。

問
敵
國
國
籍
之
船
長
甲
級
海
員
水
手
等
，
如
書
面
承
諾
，
在
戰
爭
期
內
，
不
再
提
供
與
軍
事
行
動
布

關
之
服
務
，
亦
不
得
拘
留
為
戰
俘
。
(
惟
在
宜
例
上
，
交
戰
國
對
於
敞
閻
兵
役
年
齡
之
平
民
，
仍
多
加
以

拘
留
)
局
局
副
呵
呵H
O
P
S
m

口
的
口
』
可B
O
R
E
D
Z
y
f
z
s
z
c

呵
。
已σ
可
心

Z
=
-
m
m「
g
f
z
n
u

丘
吉

日
。
看

ω
ω
ω『
O
口
m
F
F
O
口
h
H
Z。
同
m戶
口
。
口
可
巳
∞Z
Z
m
M
門
。
口
。H
E
m
H已
倚
門
心
門
一
切
。

H
H倚
門ω
。
『
詞
句
﹒

吋
y
o
g
g
o

門
丘
。

m
H℃
℃
戶
戶
。
ω
E
F
F
O
R
M
m
M話
。

h
F
o
n
n
H℃
Z
F
p
m戶
口
已
。2
日
3
.

一
耳
他
這
一ω句

口
m
M泣
。
口
已
ω
。
問
m
M口
m
w
Z
R
m
h
-

∞
片
什H
F
O
-
-
『
片
『
話
可
肉
一
〈
拘
押
戶
『
。
可
門

H
-
L一
切
門
。H
U
E
o
-
-
M建
立
立
口
的

2
2
0

。
H
H
M
M
口
。
口
3

名

ω
E
h
V
H〈
F
F戶
。
妄
。
超
常
古
巴

ω
﹒

口
。
戶

戶
C

第
二
章

刊
的
上
戰
時
國
際
法

四

七



海
上
法
概
要

間

八

」

F
O
S
H】Z
E
W
C
B
n
m門
ω

E
E
H
H
σ向
門
的
。
由

門
可
】
而

者
y
m
D

3
ω
丘
。
口
的
凶
-
ω

。......,

4
7。

2
丘

2
自m
d
f
u

向
口
向
自
刻
的E
E
U
也
門
內
口
。
門
口
g
r

℃
『
言
。
口
內
門

ω
0
門
定
叩
門
糟
。
門
。
己
已
。
已
仔
缸

片
計
向
肉
已
妄
。
問m
E
E
m
已
達
丘
片
片
。
口
宮
。B
E
P
D
丘
吉
的
口
問
位
的
m
y
判
有}
H
F
Z

m
口
咱
自
門
正
n
o
g
口
口
的
旦
旦
去
哥
哥
。
。
它
的
門
丘
吉
口
ω
。
『
岳
。
請
川
兵-
w
w

H
Y。
呵
呵
「
江
戶
已
向
『
片

ω
}內
向


Y
O
叩
門F
一
-
丘
。
ω

。
口

}
h
w
ω

門
﹒
口

被
捕
拍
拍
之
贖
回
制
度

被
捕
的
俯
在
未
受
捕
獲
法
庭
容
判
以
前
，
尚
有
傾
向
(
同
心
口
的
。5
)
之
制
。
所
謂
贖
同
，
係
由
捕
獲

者
與
被
捕
船
船
之
船
長
悶
，
成
立
一
種
傾
向
契
約
，
由
被
捕
，
岫
拍
之
船
長
簽

H
A怯
票
(
同

ω
口
ω
。
自
由
心
}
}
)

交
給
捕
獲
者
，
認
出
贖
金
若
干
，
捕
獲
者
於
接
受
騙
束
後
，
籤
宇
於
贖
罪
副
本
，
交
給
被
捕
船
的
之
船
長

，
作
為
該
怕
被
釋
放
後
之
通
行
證
。
捕
盤
者
叫
何
扣
留
甲
級
海
員
一
名
，
作
為
人
宜
，
以
為
償
付
騙
金
之
保

證

o
捕
獲
者
得
竟
成
該
船
，
於
一
定
時
期
以
內
，
向
指
定
航
線
做
同
其
木
國
港
口
。
在
此
時
期
內
，
如
過

捕
獲
者
同
國
籍
之
軍
艦
，
出
一
訊
服
M
-
m
副
本
'
的
可
通
行
無
阻
。

如
捕
位
者
本
身
為
被
捕
船
帕
向
國
籍
之
中
耶
舵
而
。-

T
捕
叫
，
則
人
質
可
以
往
將
自
由
，
而
贖
回
-
M亦
可
不

必
償
付
。

四

被
捕
船
抽
之
喪
失
被
捕

被
捕
柚
拍
因
左
列
三
種
柄
形
，
即
可
喪
失
被
捕



﹒
仙
逃
脫
被
捕
船
抽
由
於
其
船
員
之
努
力
，
逃
出
捕
獲
者
權
力
之
外
，
稱
為
逃
脫
。
該
船
之
所
有
權

，
復
由
原
來
之
船
船
所
有
人
取
待
。

間
放
棄
師
捕
獲
者
自
動
放
棄
其
所
拿
捕
之
船
帥
。

問
鞏
固
被
捕
船
抽
復
為
其
本
國
軍
艦
所
拿
捕
，
稱
為
奪
罔
(
月
2
8
E
B
)
。

戰
時
國
際
法
認
為
奪
間
之
本
國
船
繭
，
同
與
本
國
所
拿
捕
之
船
繭
，
是
否
發
還
原
所
有
人
，
由
各
悶

立
國
內
法
決
定
之
。
通
常
於
船
帕
所
有
人
交
付
救
助
金
後
發
還
。

五

被
捕
船
船
能
否
加
以
破
壞

敵
國
船
船
在
被
捕
以
後
，
移
送
捕
獲
法
庭
以
前
，
能
否
加
以
破
壞
，
閻
際
法
學
家
基
於
軍
事
必

-
m
x
之

原
則
，
認
為
在
左
列
四
種
情
形
下
，
被
捕
船
柚
可
以
被
擊
沉
或
被
破
壞

••

山
被
捕
船
柚
因
燃
料
缺
乏
或
機
器
損
壞
，
無
法
繼
續
航
行
。

間
被
捕
船
船
﹒
一
份
即
將
被
敵
國
奪
同
之
危
肢
。

間
被
捕
船
船
妨
磚
捕
獲
者
之
軍
事
行
動
。

凶
從
事
捕
獲
之
軍
艦
，
無
法
追
派
捕
獲
隊
，
又
不
能
押
解
其
所
拿
捕
之
船
捕
。

英
國
軍
艦
破
壞
其
所
拿
怖
之
船
船
時
，
多
以
該
船
無
法
航
行
與
其
木
身
不
能
抵
追
捕
服
叫
做
叫
時
間
山
，

美
國
軍
艦
往
往
不
抵
遺
捕
獲
眩
，
立
即
將
其
所
拿
捕
之
船
帥
加
以
破
壞
.
。
我
國
對
於
被
拿
捕
船
航
認
為
叔

握
不
堪
航
行
時
，
或
於
叮
由
于
草
行
動
上
有
重
大
妨
磚
峙
，
得
干
令
擊
毀
之
。

第
二
章

海
上
戰
時
凶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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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九



海
上
法
概
要

五

O

快
被
捕
個
船
在
被
破
壞
前
，
其
人
員
文
件
及
貨
物
，
均
須
移
罷
於
安
全
處
所
，
尤
其
人
民
與
文
件
，

必
須
由
捕
繼
者
送
交
輔
佐
法
庭
，
使
法
庭
可
以
作
拿
捕
典
故
壤
是
否
合
法
之
判
決
，
此
則
為
戰
時
間
際
法

所
公
認
之
規
則
。

.&..

'、

發
國
法
律
上
之
臨
檢
搜
索
與
拿
捕

凡
在
海
上
航
行
之
任
何
船
船
，
原
則
上
)
於
戰
時
均
應
懸
掛
共
所
屬
國
本
國
之
國
旗
。
如
遇
有
懸
掛

敵
囡
囡
族
之
加
船
，
創
可
以
敵
船
待
遇
之
。
但
有
時
布
懸
掛
偽
放
企
圓
掩
諮
等
情
卒
，
故
欲
，
注
確
定
其
削

柚
是
否
隔
於
敵
性
之
目
的
，
則
必
須
施
行
臨
核
披
索
以
蒼
明
之
。
如
脊
一
明
確
係
敵
船
，
或
具
布
敵
性
之
船

拙
，
則
可
加
以
拿
捕
。

依
持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之
規
定
，
對
於
臨
檢
、
搜
索
，
與
拿
捕
規
定
如
下

••

仙
臨
檢
對
於
左
列
各
船
帥
行
之

••

A
懸
有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國
晦
，
而
有
為
敵
船
嫌
疑
之
船
桶
。

B
有
未
得
中
華
-
R國
政
府
特
許
，
而
與
敵
國
通
商
航
行
嫌
疑
之
本
閻
船
抽
。

C
有
載
運
戰
時
禁
制
品
及
禁
制
人
嫌
疑
之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之
船
艙
。

D
有
破
壞
封
鎖
嫌
疑
之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之
船
捕
。

E
布
助
敵
線
疑
之
中
華
同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之
船
拙
。

的
搜
索
臨
放
軍
甘
驗
關
船
船
文
書
後
，
認
為
仍
布
嫌
疑
者
，
特
行
搜
索
。
搜
索
應
會
同
艾
搜
索
抽



抽
之
船
長
或
其
代
理
人
為
之
。
經
搜
索
後
，
認
為
不
應
拿
捕
時
，
應
即
報
准
艦
長
後
放
行
。
如
認
為
須
拿

捕
時
，
應
報
准
艦
長
後
執
行
。

問
拿
捕
對
於
左
列
船
拙
，
應
行
拿
捕

••

甲
、
敵
船
應
逕
行
拿
捕
，
但
在
列
各
船
抽
不
參
與
軍
軍
行
動
時
，
不
在
此
限
。

A
專
作
沿
岸
捕
魚
用
之
船
帕
，
或
從
事
當
地
貿
易
之
小
船
，
及
其
船
內
器
具
貨
物
。

B
從
事
宗
教
科
學
訴
你
苦
事
業
之
船
抽
。

C
公
曆
一
九

O
七
年
海
牙
推
行
日
內
瓦
條
約
原
則
，
股
海
戰
條
約
所
稱
之
病
院
船
。

D
俘
虜
交
換
船
。

乙
、
未
得
中
華
民
間
政
府
特
詐
，
而
與
敵
國
通
商
航
行
之
小
小
閻
船
航
。

丙
、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船
帥
，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A
載
運
戰
時
緊
制
品
前
往
敵
國
，
或
其
武
裝
部
隊
，
或
確
悉
共
將
經
由
中
立
國
港
口
時
還
至
敵

園
，
或
其
武
裝
部
隊
，
或
載
運
戰
時
無
制
人
之
船
船
。

B
破
壞
封
鎖
之
船
艙
。

C
為
敵
國
刺
探
軍
情
，
或
有
參
戰
助
敞
行
為
之
船
拙
。

D
受
敵
閱
單
般
或
飛
機
護
送
之
船
拙
。

E
抗
拒
臨
檢
或
搜
一
京
之
他
船
。

F
船
船
文
書
依
法
應
具
備
而
未
完
備
，
或
有
隱
匿
毀
棠
偽
造
塗
改
情
形
之
船
捕
。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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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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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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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概
要

五

G
受
敵
國
政
府
祖
賞
之
船
艙
。

被
拿
捕
船
船
上
之
船
長
船
員
及
乘
客
，
除
顯
有
參
戰
行
為
者
，
眩
予
俘
擇
外
，
其
餘
人
員
，
依
左
列

規
定
分
別
處
理
之
。

A
船
長
船
員
屬
於
敵
囡
囡
籍
者
，
應
俘
虜
之
;
但
於
書
面
宣
誓
於
戰
爭
期
內
，
不
執
行
與
戰
爭
直

接
或
間
接
有
關
之
職
務
者
，
得
釋
放
之
。

B
船
長
船
員
屬
於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國
籍
者
，
如
以
書
面
宣
誓
於
戰
爭
到
闕
，
不
為
敵
閻
船
帥
執

行
職
務
者
，
不
得
俘
虜
之
。

C
其
他
乘
客
應
釋
放
之
。

艦
長
應
將
拿
捕
之
船
船
，
依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六
月
三
日
修
正
之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
民
間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
第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
解
送
至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理
。

t

我
國
法
律
，
土
之
戰
時
禁
制
品

依
據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六
月
三
日
公
布
之
戰
時
緊
制
口
問
候
例
，
對
戰
時
禁
制
品
分
為
左
列
兩
位

••

的
絕
對
禁
制
品

A
兵
器
彈
藥
爆
發
物
及
軍
用
化
學
品
。

B
陸
上
海
上
或
空
中
之
運
輸
工
具
。

C
燃
料
及
潤
滑
劑
。



D
軍
用
被
服
裝
具
及
陣
營
具
。

E
通
信
器
材
。

F
軍
用
地
圖
照
片
棋
旭
及
丈
書
間
表
。

G
軍
用
建
築
材
料
。

H
金
銀
有
價
諦
勢
及
本
國
及
外
閥
貨
幣
。

I
金
屬
鑽
產
及
其
成
品
半
成
品
。

J
闊
別
於
戰
略
物
資
之
非
金
屬
鐵
產
及
其
成
品
半
成
品
。

K
前
列
各
款
物
件
之
製
造
原
料
及
其
配
件
附
件
。

L
前
列
各
款
物
件
之
生
產
製
造
或
修
理
機
椒
，
及
在
使
用
上
所
必
需
具
備
或
利
用
之
物
品
及
苗
頭
。

的
條
件
禁
制
品

A
糧
食
食
品
飼
料
及
非
軍
用
被
服
。

B
供
給
前
款
物
件
之
生
產
或
製
造
機
械
及
材
料
物
品
。

載
運
戰
時
禁
制
品
赴
禁
運
區
域
或
禁
運
對
象
之
船
船
，
與
其
他
運
輸
工
具
及
其
貨
物
，
依
梅
土
捕
殺

條
例
及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處
理
之
。

第
五
節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說

概

第
二
軍

你
自
仁
做
恃
叫
叫
心
川
市
去

iilk-i

主



向
上
法
概
要

五
四

依
開
除
法
慣
例
規
定
，
交
戰
岡
所
拿
捕
之
敵
國
私
有
柚
貨
與
中
立
國
船
貨
，
是
否
合
法
，
必
須
紳
白

求
閥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布
判
一
後
，
方
能
決
定
。
捕
獲
法
庭
制
度
創
始
於
中
世
紀
，
凶
當
時
歐
洲
海
向
國
鼠
，

為
管
制
其
間
干
之
武
裝
船
拙
，
而
設
立
此
機
構
，
以
便
去
明
其
武
裝
船
帕
之
拿
捕
行
為
是
否
合
法
。
使
漸

成
為
)
國
際
法
之
佑
例
。
近
代
戰
時
交
戰
國
當
局
，
均
頑
設
立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以
備
審
判
其
海
軍
之
拿

捕
，
是
否
合
法
。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在
中
立
法
上
之
地
位
，
遠
較
在
戰
爭
法
上
之
地
位
重
要
。
因
戰
時
交
戰
國
對
中
立
國

之
路
皮
肉
(
悶
係
，
自
較
敵
因
為
慎
車
。
捕
獲
沾
庭
雖
係
間
內
法
之
性
質
，
但
不
得
違
背
國
際
法
及
慣
例
之

規
定
。
)
丸
。
七
年
第
二
次
海
一
方
和
平
會
議
，
曾
有
成
主
國
際
楠
准
法
區
之
建
議
，
草
案
雖
己
訂
立
，
然

因
各
國
對
捕
獲
法
之
意
見
與
個
例
，
非
常
分
歧
，
未
加
批
准
，
不
能
宜
現
。

捕
獲
法
庭
之
制
度
與
權
眼

捕
結
法
庭
投
立
之
地
點
，
可
由
交
戰
國
自
行
決
定
。
至
法
庭
之
組
織
，
有
左
列
三
種
制
度

••

m
司
法
組
織
制
度
以
司
法
人
口
民
主
持
其
事
，
英
、
美
、
荷
等
問
採
之
。

閔
行
政
組
織
制
度
以
行
政
人
員
主
持
共
卒
，
法
、
義
、
西
等
國
採
之
。

叫
混
合
組
織
制
度
以
司
法
人
員
及
行
政
人
員
共
同
兼
任

p
混
合
組
成
，
德
、
比
、
丹
、
日
本
及
我

國
探
之
。

捕
獲
法
庭
之
權
限
，
一
為
機
者
拿
捕
行
為
之
是
否
合
法
，
是
否
適
當
-
;
)
為
判
決
巴
拿
捕
之
船
貨
，

黑
定
以
何
種
過
當
處
分
。
判
決
之
故
果
，
一
小
外
左
列
四
種
f



叫
桶
的
貨
物
，
→
併
汶
收
。

問
船
抽
沒
收
，
貨
物
發
逛
。

叫
貨
物
沒
收
，
船
船
發
遍
。

仙
船
抽
貨
物
，
)
併
發
還
。

經
判
決
拿
捕
無
妓
，
所
拿
捕
之
柚
帕
或
貨
物
，
應
予
發
逸
，
如
因
不
得
拿
捕
所
蒙
受
之
損
害
，
應
由

拿
捕
者
交
付
賠
償
，
是
為
國
際
法
上
之
原
則
。
依
倫
敦
宣
言
第
六
十
四
條
規
定

••

「
凡
船
船
與
貨
物
之
拿

捕
，
經
其
捕
獲
法
庭
判
為
無
故
者
，
或
其
拍
拍
不
經
驗
議
而
發
還
者
，
其
利
害
關
係
人
，
有
要
求
賠
悅
之

權
利
;
惟
當
拿
捕
其
船
削
貨
物
時
，
有
正
當
理
由
者
，
不
在
此
限
。
」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依
據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六
月
三
日
修
正
之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之
規
定
，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分
，

為
初
級
與
高
級
二
級
。
高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一
陸
設
於
中
央
政
府
所
在
地
。
初
級
法
庭
設
置
地
點
及
管
轄
區
域

，
以
命
令
定
之
。
高
級
及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各
設
庭
長
)
人
，
主
任
挽
察
官
一
人
，
審
判
官
八
人
至
十

一
人
，
檢
察
官
三
人
至
五
人
，
書
記
官
五
人
至
七
人
，
通
譯
三
人
至
五
人
。
庭
長
由
審
判
官
兼
任
。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庭
長
，
以
所
在
地
高
等
法
院
院
長
或
分
院
院
長
兼
充
。
同
庭
主
任
缺
察
官
以
所

在
地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檢
察
官
或
其
分
院
首
席
穢
察
官
兼
克
，
均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審
判
官
由
總
統
於
左
列

人
員
任
命
兼
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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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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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五

五



海
上
法
概
要

五
六

叫
高
等
法
院
或
其
分
院
推
事
凹
人
至
五
人
。

問
海
軍
中
校
以
上
軍
官
三
人
至
四
人
，
其
中
一
人
至
二
人
為
海
軍
車
法
宜
。

問
外
交
部
高
級
薦
任
部
貝
一
人
至
二
人
。

被
察
官
以
高
等
法
院
或
其
分
院
檢
察
官
一
無
充
，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高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庭
長
以
最
高
法
院
院
長
兼
克
，
同
庭
主
任
檢
察
官
以
最
尚
法
院
儉
察
長
社
允
，

均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審
判
官
以
最
高
法
院
推
事
六
人
，
海
軍
上
校
以
上
軍
官
二
人
，
悔
罪
上
校
級
以
上
兩

級
軍
心
它
一
人
，
外
交
部
簡
任
部
員
二
人
兼
克
，
均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檢
察
官
以
最
一
叫
法
院

υ棋
院(
1
放
充

，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關
於
捕
獲
之
送
馨
與
俄
容
程
序
，
詳
見
於
梅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之
第
二
符
三
兩
章
，
拉
本
質

述
。

習
題

一
、
何
謂
改
裝
商
船
?

一
一
、
何
謂
武
裝
商
船
?

三
、
何
謂
臨
檢
?
搜
索
?
拿
捕
?

四
、
何
謂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五
、
舉
述
我
國
法
律
上
所
研
之
敞
船
。

六
、
學
述
我
悶
法
作
，
仁
何
制
之
敵
貨
。



如
弟
﹒
三
﹒
章
﹒海
上
戰
時
中
立
法

第
一
節

中
立
概
述

何
謂
中
立

中
立

(
2
2門E
-
X
M
刊
)
係
第
三
國
對
於
交
戰
國
雙
訂
所
探
不
偏
不
倚
之
公
正
頭
皮
，
並
經
交
戰
國
承

認
後
，
所
發
生
之
權
刺
義
務
關
係
。
所
謂
不
偏
不
倚
者
，
中
立
間
對
於
交
戰
國
之
雙
芳
，
級
組
維
持
彼
此

問
原
，
布
之
和
平
狀
照
。
在
治
組
芳
悶
，
不
得
協
助
工
刀
，
以
妨
時
他
訂
;
亦
不
得
損
害
一
芳
，
以
他
利
他

芳
。
在
研
報
占
刀
一
間
，
中
訊
問
眩
採
取
各
稀
可
能
之
計
法
，
以
防
立
交
戰
阿
利
用
其
領
域
與
對
一
悅
。

中
立
乏
類
別

叫
喊
時
中
立

(
2
月
立
豆
。
z
2

月
「ω
-
F
S
)，
其
時
期
與
戰
惜
時
叫
相
同
。

問
永
久
中
立

(
3
「E
E
H
g
{
Z
m
E
E
E明
)
，
包
括
收
時
與
平
時
之
中
立
。

問
今
u
m
中
立
(
口
。
3
向
『m
w
-
Z
巾
E
S
-
-
3
)，
國
家
領
域
之
全
部
，
屬
於
中
立
組
圈
。

叫
川
川
郎
中
立
(
2
『
立ω
-
Z
η
E
E
-
-門
吃
)
，
國
家
領
域
之
某
一
部
份
，
根
據
條
約
接
已
巾
，
心
化
。

悶
，
叫
做
中
立
(
〈o
-
2
2
月
臼
「
有Z
2
可
ω
-
Z
V
N
)

，
關
際
職
守
爆
發
峙
，
第
三
國
白
白
訣
定
之
中
立
。

旬
，
旬
，
笠
，
一

A
u
m
-
-
J
a

吋

鼠
，
仁
收
峙
中
立
法

五
七



海
上
法
概
要

五
八

間
協
定
中
立

(
n
o
z
z
z
一
。
口ω
-
z
2
月
立
一
一
3
)
，
第
三
間
根
據
其
中
立
條
約
而
宣
布
之
中
立
。

問
武
裝
中
立
(
〉
『
呂
旦

Z
η
c
c﹒
巳
芹
志
，
以
軍
事
上
之
措
施
，
保
障
木
國
中
立
之
不
被
侵
犯
，
或

保
障
木
園
所
主
張
之
中
立
權
刺
，
不
致
被
漠
視
。

間
非
武
裝
中
立
，
不
以
軍
事
土
之
措
施
，
而
作
川
項
之
保
障
。

中
立
之
時
效

中
立
以
第
三
國
知
悉
戰
爭
狀
服
業
已
存
在
而
開
始
，
以
戰
爭
終
止
，
或
中
立
國
與
交
戰
國
之
一
開
戰

而
終
止
。
依
樣
一
九

O
七
年
第
二
次
海
牙
和
平
會
議
籤
訂
之
戰
爭
闊
的
條
約
(
吋

V
O
們
。B
B
S
B
B
B

片

。
閃
出
。
且
已
在2
)
第
二
條
規
定
••

「
戰
爭
狀
態
之
存
在
，
應
從
速
知
照
各
中
立
國
，
亦
可
用
電
報
傳
達
.

，
惟
於
中
立
國
接
到
知
照
之
後
，
方
有
效
力
。
惟
如
此
項
照
會
經
事
宜
證
明
中
立
國
確
已
獲
悉
時
，
帥
不

能
抗
辯
佯
稱
不
知
戰
爭
狀
態
之
存
在
。
」
」

Z
m
Z
Z

且
還
常
喜

g
E
Z
S

已
母
已
片
。
岳
。

口
名
片
片
且
可
。
建
立ω
三
苦
。
己
已
巳

3
.
g

已
巴
巴

-
H
H♀

Z
E
Z

佇
立
戶
口
耳
語
丘

Z
F

仰
自

5

立
一

旦
宮
門
岳
。

z
n
m
f片
。
同

m
M
口
。
卅
一
m
n丘
吉
口
"
還
y
f
白
白
川
是
向
〈
的
口

σ
ω
呂
立
。

σ
可

g
r
m
E
叮
叮
-

Z
O
〈
O
Z
Y
O
E
ω♂
口
。
口
同
『
且
可
。
看
倚
門ω
【U
m
H
『d
p
o片
℃
Z
m
H已
片
呵
呵
伶ω
σ
ω
2品
。
。
同
口
。
立
m
n
m片
。
戶
口
古
拉

σ
o

o
且
ω
E
F
ω
v
m
已

σ
0日
、
。
口
已
門
戶
。

z
σ丹
丹
冒
何
圖
片
醉
月

M
O
M
可
謂
舟
。
戶
口
冉
冉
戶
口
片
ω
違
心
『
命
。
同
片V
O
旦
皂
白
。
『
看

m
w門
，
這

四

中
立
國
與
交
戰
國
間
乏
權
利
義
務

中
立
之
維
持
，
係
基
於
中
立
國
與
交
戰
國
，
彼
此
間
能
遵
守
一
定
之
規
則
。
戰
時
中
立
國
與
交
戰
國



'
均
各
有
其
權
利
義
務
之
發
生
，
雙
方
之
權
利
義
務
係
互
相
關
喲
。
中
立
國
之
權
利
，
即
為
交
戰
國
之
義

恥
的
。
中
立
國
之
義
務
，
即
為
交
戰
國
之
權
利
。

中
立
國
為
保
障
其
中
立
立
場
起
見
，
有
權
於
不
違
反
國
際
法
之
原
則
下
，
制
定
必
要
之
國
內
中
立
法

。
除
對
其
人
民
可
為
強
制
與
禁
止
之
規
定
外
，
對
交
戰
國
雙
方
待
遇
上
，
亦
可
給
予
許
可
或
禁
止
之
規
定

，
-
祖
須
能
不
偏
不
倫
之
宜
施
，
交
戰
國
應
有
遵
守
之
義
務
。

一
國
在
平
時
侵
犯
他
國
之
領
域
，
被
侵
犯
之
國
家
，
雖
有
要
求
梢
的
恥
之
權
利
，
但
因
事
態
輕
傲
，
亦

可
不
子
要
求
。
如
交
戰
國
侵
犯
中
立
國
之
傾
城
，
被
侵
犯
之
中
立
國
，
不
僅
布
要
求
補
償
之
權
利
，
且
布

要
求
補
償
之
義
務
。
不
論
事
態
之
是
否
嚴
重
，
必
領
行
使
此
種
權
利
，
或
逕
恥
之
為
履
行
此
種
義
務
，
以

維
持
對
交
戰
國
雙
方
不
偏
不
倚
之
態
度
。

交
戰
國
軍
艦
如
在
中
立
國
之
領
海
內
，
拿
捕
敵
國
船
繭
，
中
立
國
應
剖
採
取
一
切
方
法
，
以
獲
得
該

被
捕
船
捕
之
釋
放
。
中
立
國
不
得
以
任
何
如
軍
事
布
關
之
使
利
給
子
交
戰
國
。
對
於
與
軍
事
無
關
者
，
給

乎
與
否
，
中
立
國
雖
者
自
由
裁
量
之
權
利
，
但
對
交
戰
雙
芳
不
得
有
差
別
之
待
遇
。

軍

中
立
國
之
權
利

。
戰
時
凡
有
侵
犯
中
立
國
權
刺
之
行
為
，
交
戰
國
均
應
避
兌
。
按
依
叫
做
一
九O
七
年
第
二
次
海
牙
和
平

椅
話
筒
訂
之
「
海
戰
時
中
立
國
權
利
義
務
慷
約
」

(
2
2
可
丘
目
前

F
Z

郎r
u
E
Z
ω
E
Y
-
E
E
F
-
E

t司
m
R
)之
規
定
，
就
有
關
海
上
部
份
，
分
述
如
下

••

第
三
章

海
k
戰
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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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五

九



海
上
法
川

M
J
h

山
中
立
開
個
域
(
包
括
個
土
、
個
空
、
領
海
)
及
近
海
地
區
不
呵
侵
犯

υ
=
由
巳
-
Z堂
而
已
叫

一
」
。
己
口
已
片
。
同
。
ω
H
u
o
n
丹
片
y
o
ω
O
〈
。
門
。
一
昀
戶
門
-
M
H
Y
門
明

h
d『
口
丹
已
鬥
『
ω
-
可
。
逆
向
「
ω
ω
3
(
H
T
V
M
H
σ
叩
門
心
一
3
.

口
m
c
z
p
-
r
H
丘
吉
門
可
。
門
口
。
旦
旦
]
石
且
m
w
H
ω
-
『
S
B
N
Z
固
有
凶
且
老
了
一
衍
了
芝
O
C
E
﹒
立
}
戶
口
ο
乏
一
z
m
H
}
山
、

有

H
B
王
丹
已
σ
司

ω
口
叮
叮
。
詞
。
門
、
n
o
口
ω
立
門
口
同
。
ω
〈
一
。
芷
江
。
口
。
同

3
2
戶
門
也
一
-
3
.這

白
交
戰
國
不
得
於
中
立
國
領
海
內
為
敵
對
行
為
。
海
戰
中
，
交
戰
國
軍
艦
對
敵
國
艦
船
之
作
戰
，
以

及
中
立
船
帕
之
臨
旗
、
搜
索
、
拿
捕
等
，
職
能
限
於
公
海
與
交
戰
國
個
海
及
交
戰
國
佔
頓
地
區
，
不
何
損

及
於
中
立
閻
個
域

o
n
A
〉
口
M
Y
m
Z
阱
。
叫
一
呵
。
叩
門
戶

]
-
-
4
.
古
n
Z
E
z
m
H
Y
呵
。
一
旦
旦
油
門
口
『
O
m
凶
口
已
岳
。
自
己
立
的
ω

丘
之
凶
。
門
前
Z
C
問
ω
g
R
F
n
c
E
S
Z
Z
Q
σ
山
、
σ己
t
M
甘
門
。
口
們
還
附
中
ω
E

。
ω
E
F
O
阱
。
門
立
片
。
立
旦

苟
且
已
ω

丘

ω
口
。
旦
旦
戶
可
G
J有
倚
門
u
n
o
口
的
同
Z
Z
H
O
ω
m
H
i
c
-
E
E
H
H
O
同
口
m
M
E
S
-
-

哥

ω
口
門
目
前
已
『
佇
立
啥

叫
。
門σ
戶
已
已
。
口
﹒
這

間
交
戰
國
不
得
於
中
立
國
領
海
界
內
，
為
軍
事
根
躁
地
。

g
白
色
-
-
m
仿
古
H
H
Z
m
泣
。
門
。
門
U
E
已
。
口
戶
。

口
ω
。
口
O
C
片
片
已
句
。
片
片
ω
m
口
已
超
m
w
阱
。
門
ω
m
M
ω
m
w
σ
m
M
ω
。
。
同
口
凶
〈
丘
。
℃
2
.
m
丘
。
口
ω
m
w
m
m
戶
口
ω
片
片
Y
O
叩
門

切
已
〈
向
門
ω
臼
『
叫
向
ω
.
.
.
.
.
.
.
.

、

凶
交
戰
國
不
得
於
中
立
國
領
土
內
，
或
在
中
立
國
價
水
內
之
船
上
，
設
立
捕
獲
法
庭
。
這

k
p
可
立
N
O

n
。
口
『
丹
們
臼
H
H
口
。
片
σ
。
ω
。
片
己
也
σ
山
、
ω
σ
。
=
-
m
m
叩
門
。
H
H
片
。
口
口
。
已
片
叫
的
凶
-
再
向
門
『
』
片
。
『
山
、
。
門
。
口
ω
〈
。
ω
的
。
戶
戶
口

口
m
E
Z
]

苟
且
倚
門

ω
.
.
.

的
戰
時
中
立
國
為
保
障
其
木
國
領
海
內
之
安
全
，
並
避
免
交
戰
國
梅
戰
之
波
及
民
得
為
維
持
中
立
目

六
。

已J
H .
;.J而



的
興
地
位
之
必
要
，
有
權
股
本
悶
佼
海
作
內
，
攻
技
朮
心
。

附
戰
時
交
戰
國
雖
有
權
做
壞
海
底
電
線
，
但
完
全
相
連
接
於
兩
中
立
國
之
海
底
電
線
，
不
得
干
涉
步

破
壞
。以

上
各
項
，
中
立
國
略
有
一
學
前
仿
血
與
東
突
救
們
之
權
利
射
技
淌
，
否
叫
印
局
述
反
中
立
。
如
交
戰

閥
違
反
上
述
各
項
，
中
立
肉
付
間
的

t
m
救
濟
，
而
他
川
武
力
對
抗
交
收
閻
峙
，
不
得
視
為
敵
對
行
為

3

回且

J 丸

中
立
國
之
義
務

中
立
國
之
義
務
，
首
先
為
避
免
一
切
可
視
為
不
中
立
行
為
，
如
對
交
戰
國
不
得
有
敵
對
行
為
。
其
次

必
須
防
正
不
中
立
或
破
壞
中
立
之
怕
事
於
其
領
域
內
發
生
。
故
依
據
「
海
戰
時
中
立
國
權
利
義
務
條
約
」

之
規
定
，
就
有
關
海
上
部
份
，
分
述
如
下

••

山
中
立
國
按
有
開
戰
之
知
照
，
如
有
交
戰
國
軍
服
在
其
口
岸
、
浩
淵
或
偵
海
界
內
，
應
即
如
照
該
艦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或
本
國
法
令
所
定
期
限
內
開
行
。

問
中
立
國
不
得
以
軍
艦
或
彈
藥
及
一
切
軍
用
器
材
，
供
給
交
戰
國
使
用
。

問
中
立
國
不
得
為
交
戰
國
裝
配
或
武
裝
船
淵
。

圳
間
交
戰
國
軍
艦
能
否
駛
入
中
立
國
港
口
，
可
由
中
立
國
自
行
決
定
，
但
對
交
戰
國
雙
方
之
待
遇
，
須

為
公
平
。
至
交
戰
國
軍
艦
在
港
內
停
泊
之
數
目
，
至
多
不
待
遇
三
艘
。

問
禁
止
交
戰
國
於
中
立
國
港
口
增
加
戰
間
力
，
中
立
國
位
科
准
交
戰
國
軍
艦
為
航
行
安
全

第
三
章

海
土
戰
時
中
立
法

..L

/、



海
上
法
概
要

....直

/、

立
修
理
及
不
得
逾
於
平
時
所
接
食
品
與
燃
料
之
補
充
。

間
防
丘
交
戰
國
軍
艦
於
中
立
國
領
海
內
逾
期
停
泊
。
交
戰
國
軍
艦
不
得
在
中
立
國
口
岸
港
商
或
個
海

界
內
停
泊
逾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久
，
即
所
謂
三
十
四
小
時
停
泊
規
則
有
丘
。
。
同
吋
建
旦
司

-
E
E
Z
。
E
d

∞
丹
也
可
)
。

問
規
定
交
戰
國
軍
艦
於
中
立
國
領
海
駛
離
秩
序
。
有
所
謂
二
十
四
小
時
隔
離
規
則

-
2
丘
。
。
同

吋
4
2
口
勻
，F
Z
『
目
。
C
門
正
門
口5
2
巳
)
，
即
兩
交
戰
國
之
軍
艦
，
同
時
在
一
中
立
國
口
岸
或
港
灣
內
，
則

此
交
戰
國
軍
艦
之
間
行
與
彼
交
戰
國
軍
艦
之
間
行
，
至
少
鎮
隔
二
十
四
小
時
。
除
先
到
之
軍
艦
，
因
故
准

其
延
長
停
泊
期
限
外
，
則
問
行
之
次
序
，
感
以
般
到
之
先
後
為
定
。
凡
在
中
立
國
口
岸
或
港
灣
內
之
交
戰

岡
軍
服
閔
行
，
不
得
在
懸
有
敵
國
旅
之
商
隔
開
行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

的
潮
中
立
國
應
限
制
交
戰
閥
捕
叫
他
船
佩
之
入
浴
。
非
因
風
波
險
惡
，
及
缺
少
燃
料
或
船
不
能
航
行
之
故

，
交
收
凶
木
得
將
附
注
船
削
抖
的
至
中
立
國
口
岸
。
不
能
航
行
之
故
，
業
已
停
止
，
應
即
開
行
且
如
不
照
上

項
規
定
，
而
將
捕
控
抽
船
帶
入
者
，
中
立
國
應
將
其
釋
放
。
如
不
避

A
R離
去
者
，
中
立
國
應
設
法
將
被
捕

之
船
削
及
其
船
員
釋
放
;
並
將
捕
獲
國
所
派
在
該
船
上
之
船
員
拘
留
。
至
於
交
戰
國
之
軍
艦
與
其
所
拿
州

之
航
船
，
通
過
中
立
國
領
海
時
，
並
不
h
M犯
其
中
立
國
之
地
位
。
所
謂
通
過
指
單
純
之
通
過
而
言
，
如
在

中
立
國
個
海
內
往
來
巡
邏
，
先
悶
乘
機
襲
擊
敵
國
船
繭
，
則
為
中
立
國
所
感
禁
止
之
行
為
。

問
戰
敗
之
軍
艦
，
可
駛
入
對
交
戰
國
軍
做
開
放
之
中
立
國
港
口
暫
避
。
惟
氯
遵
守
中
立
國
規
定
之
停

泊
數
目
、
悴
的
期
限
、
駛
離
次
仟
。
期
限
屆
桶
，
頭
立
即
開
行
。
否
則
中
立
國
應
將
該
艦
及
輯
上
人
員
一



向
扣
押
。
腿
上
所
帶
之
俘
虜
，
中
立
間
可
恢
促
其
白
由
。

胸
中
立
國
可
允
許
交
戰
岡
州
不
可
抗
力
而
也
難
之
軍
艦
入
港
，
對
遭
難
武
裝
與
捕
獲
船
船
亦
同
樣
待

遇
。
入
港
後
仍
須
遵
守
「
二
十
凹
小
時
規
則
」
或
中
立
凰
法
定
期
限
。
如
入
港
原
因
解
除
，
即
應
閔
行
，

否
則
中
立
國
即
可
行
使
拘
勢
榷
。

叫
中
立
國
對
潛
艇
與
武
裝
向
船
之
過
過
與
入
港
，
布
權
自
由
決
定
。

問
中
立
國
如
允
許
交
戰
國
軍
艦
通
過
與
入
站
，
應
許
可
僱
用
該
國
引
朮
人
。

叫
限
制
在
中
立
國
口
岸
、
諮
詢
及
做
紹
與
內
悴
泊
時
間
規
則
，
對
年
能
之
一
鼻
作
研
究
學
術
及
宗
教
或

然
苦
用
者
不
適
用
之
。

第
二
節

封

鎖

何
謂
封
鎖

封
鎖
係
交
戰
間
的
問
敵
倒
海
岸
或
港
口
之
對
外
交
通
，
址
(
凹
的
在
敢
斷
被
封
鎖
海
岸
或
港
口
之
對
外

關
侃
，
因
此
對
中
立
國
之
影
響
極
大
。

一
一

封
鎖
之
類
別

仙
戰
略
封
鎖
(
印
戶
E
Z
m
z

出
-
c
n
阿
拉
的
)
，
址
(
日
的
在
做
助
對
被
封
鎖
游
山
阿
拉
以
港
口
之
軍
事
行
動
恥

第
三

-
M

…
山
上
收
峙
中
立
訟

六
，
一



海
上
法
提

m
A

六
四

或
斷
絕
岸
上
敵
軍
外
來
之
快
擠
。

ω
商
業
封
鎖
右
。

5
日
自
己
巴
巴
。
其
泣
。
)
，
其
目
的
在
就
斷
被
封
鎖
海
岸
或
港
口
與
外
問
之
海
上

交
通
，
而
岸
上
同
時
並
無
軍
事
衍
動
者
。

問
向
內
封
鎖
商

Z
n
w泣
。
門
口
逆
耳
會
)
，
阻
止
柚
帕
駛
入
被
封
鎖
之
港
口
。

叫
向
外
封
鎖
(
包
。
其

ω
r
o
c
H
J
4
m
H
H

已
ω
)
，
阻
血
船
的
自
被
封
鎖
之
港
口
駛
出
。

問
密
接
(
近
岸
〉
封
鎖
(
已
。
目
虫
。
其
立
命
)
，
將
服
力
配
置
在
被
封
鎖
海
岸
或
港
口
附
近
，
以
截

斷
交
通
。

叭
州
長
距
離
封
鎖
(
戶
。
口m

巳
Z
Z
E
O

虫
。
其
泣
。
)

以
阻
，
止
船
帥
駛
往
或
駛
離
被
封
鎖
立
國
家
。

一
一一

封
鎖
之
合
法
執
行

將
服
力
用
置
在
國
際
交
通
孔
道
或
公
海
上
，

海
岸
或
港
口
講
封
鎖
以
後
，
如
船
帕
企
圖
破
壞
封
鎖
者
，
則
將
打
被
拿
捕
與
沒
收
之
危
睬
。
放
封
鎖

必
須
合
法
，
.
一
刀
始
生
裁
。

合
法
之
封
鎖
，
應
具
備
左
列
五
項
要
件

••

山
封
鎖
必
須
限
於
敵
國
所
管
轄
或
估
價
之
海
洋
興
港
口
。
如
中
立
國
之
海
擇
與
港
口
，
兩
悶
悶
悶
中
立

國
共
同
管
轄
之
海
岸
與
港
口
，
閥
際
條
約
所
特
別
保
護
之
地
區
，
前
往
中
立
悶
海
岸
與
港
口
之
過
路

j
均

木
得
加
以
封
鎖
。



川
凶1
，
如
必
須
由
封
如
阱
于
以
正
式
咒
衍
。
的
未
正
式
宣
告
，
脫
對
敵
國
的
州
州
生
訣
，
但
不
對
中
立
國

船
帕
生
仗
。
所
謂
正
式
宣
告
，
佔
恬
太
列
三
點

••

A
封
鎖
開
始
之
日
期
與
吋
刻
。

B
被
封
鎖
海
岸
在
地
迎
上
之
界
限
。

C
中
立
國
船
航
駛
離
被
扑
到
海
岸
之
朋
恨
。

叫
封
鎖
必
須
由
交
戰
國
以
外
交
途
徑
通
知
中
立
園
，
由
執
行
封
鎖
任
務
之
般
隊
司
令
官
，
通
知
被
封

鎖
之
地
叮
當
間
。
封
鎖
國
家
如
擴
大
其
所
封
銷
之
海
岸
或
既
撤
去
而
位
缸
，
址
(
程
序
亦
同
。

凶
封
鎖
必
須
由
封
鎖
悶
，
別
扭
足
的
V
械
斷
敵
國
來
往
之
軍
艦
，
予
以
有
放
維
持
。

問
封
鎖
對
各
國
納
州
必
訊
公
平
究
施
，
封
鎖
質
施
以
後
，
任
何
國
家
之
船
楠
，
包
括
封
鎖
國
船
船
在

內
，
均
不
得
通
過
封
鎖
叭
叭
，
如
對
台
悶
悶
的
待
遇
偏
扭
，
而
特
別
許
可
木
國
或
某
一
中
立
國
之
船
船
迫
遇

，
封
鎖
即
可
視
為
無
故
。

共
匪
係
叛
徒
，
我
政
附
與
匪
作
戰
為
故
亂
，
依
對
匪
區
港
口
，
所
採
之
截
斷
海
上
交
通
，
不
調
為
封

鎖
。
政
府
於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五
月
廿
七
日
，
也
行
政
院
公
布
施
行
之
截
斷
匪
區
海
上
交
通
辦
法
，
至
今
有

款
。

四

破
壞
封
鎖

任
何
海
岸
或
港
口
說
符
合
法
封
鎖
以
後
，
如
船
的

m
不
顧
交
戰
國
之
封
鎖
，
而
出
入
被
封
鎖
之
海
岸
或

第
一
一
一
~
I

你
上
叭
峙
的
a立
U
U

六
五



海
上
法
概
要

六
六

港
口
者
，
即
構
成
破
壞
封
鎖
。
破
壞
封
鎖
在
交
戰
國
認
揖
m
M
罪
行
為
，
無
論
其
行
為
之
庇
遂
未
遂
，
均
將

為
交
戰
國
所
處
罰
。

破
壞
封
鎖
之
要
件
，
首
在
船
柚
業
已
知
悉
封
鎖
之
事
實
，
不
知
有
封
鎖
之
事
實
者
，
不
負
破
壞
之
責

任
。
然
在
何
種
情
形
下
方
認
為
知
悉
，
條
法
義
慣
例
，
一
艘
船
艙
在
駛

λ
被
封
鎖
港
口
以
前
，
必
須
首
得

封
鎖
軍
艦
之
特
別
警
告
，
且
此
賴
警
告
會
記
入
其
航
海
記
事
縛
，
否
則
不
能
視
為
破
壞
封
鎖
。
依
英
美
慣

例
，
則
實
際
上
之
知
悉
與
推
定
上
之
如
悉
，
二
者
有
其
一
即
可
。
封
鎖
軍
艦
之
直
接
警
告
，
與
一
切
公
私

消
息
之
通
知
，
均
為
實
際
上
之
知
悉
。
如
封
鎖
國
於
若
干
時
期
前
，
業
己
對
中
立
國
遞
送
關
於
宣
告
封
鎖

之
外
交
文
件
，
或
封
鎖
事
實
業
已
舉
世
皆
知
，
均
可
為
推
定
上
之
知
悉
。
一
九O
九
年
倫
叡
會
議
宣
言
，

第
十
，
四
條
規
定••

「
中
立
船
淵
，
以
違
反
封
鎖
而
受
拿
捕
，
應
以
實
際
上
、
推
定
上
，
知
有
封
鎖
之
舉
為

斷
。

-
z
吋
穹

]
E
E
-
-丹呵
。
同
m
w口
。
但
可
丘
耳

ω
的
。-
Z
S
H
)
E
Z
E

門

σ
B
R
V

旦
旦
。
。
佇
立

O
Z

G
口
立
口
悶
。
丘
。
口
計
倚
門
}
白
。
可
]
且

m
o
w
m
n
E丘
。
門
句
話

ω
Z
B其
可
少
。
同

F
o
z
o
n
w叩
門
市.
.
w艾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
凡
船
飾
自
中
立
國
港
口
出
發
時
，
正
在
該
港
所
勵
之
國
家
接
獲
知
照
之
後
，
且
此
知
照

已
經
相
當
之
日
期
者
，
則
此
船
拙
，
除
有
反
證
外
，
應
推
定
為
已
如
此
封
鎖
之
事
宜
。
」

2間
已
】
戶
口
悅

。
門
。
。
同Z
H
V
O
S
E
E

門
M
J
}
g
c
t
司
】
而
已
悅
。
丘
岳
。
宮
。

n
r且
仿
古
℃
兒

ω
己
旦
旦
且
岳
。
〈

g
z


-
。
冉
冉
凶
口
。
口
片
片
凶
】
切
。
片
片
ω
H
σ
ω巾A
C
A
M
口
已
山
、
片
。
片F
O

口
。
片
』
『
叩
門

v
m
w
門
-
o口
。
問

H
Y
O
σ
-。
n
w
ω已
佇
、
阱
。

可
。
看
倚
門
阱
。
看E
n
H
H
ω口
m
u
y吧
。2
σ

丘
。
口
m
m
.
-
)門。
且
已
。
已
早
已
口
。
立

m
n
m
H
S
P

古

E
B
n
E
P
H
t
E
O
-
-
w
是
大
體
上
確
認
英
美
之
慣
例
也
。

-hyo

ω
c
n
v

4
〈
開
戶ω

目
立
。



R
際
破
壞
封
鎖
，
依
法
闖
紅
例

J
凡
的
船
欲
用
武
力
或
詐
敷
以
通
過
封
鎖
區
域
，
即
視
為
企
國
破
壞

封
鎖
行
罰
。
日
本
宜
例
與
他
山
間
位
于
閻
際
法
學
家
主
張
，
几
船
細
欲
一
也
過
封
鎖
區
域
，
或
在
封
鎖
區
域
附

近
航
行
或
停
泊
，
均
視
為
余
川
叫
做
一
接
封
鎖
行
為
。
英
美
解
釋
，
更
為
廣
泛
，
左
列
數
種
情
形
，
均
視
為
企

間
蔽
壞
封
鎖
。

仙
納
州
文
書
雖
識
問
刊
的
地
為
一
非
被
封
鎖
港
口
，
但
該
如
於
被
封
趴
港
口
附
近
發
到
'
"
一
成
正
向
被

封
鎖
港
口
有
面
進
行
者
。

間
，
阱
州
文
古
巴
載
明H
的
地
為
一
被
封
鎖
港
口
，
且
明
知
封
鎖
尚
未
搬
去
，
而
仍
繼
誠
向
該
港
口
進

行
者
。

問
船
帕
文
書
所
載
明
之
目
的
地
，
為
一
中
立
港
口
或
一
未
被
封
鎖
港
口
，
但
質
際
上
僅
於
該
港
口
哲

作
停
泊
，
而
後
繼
紡
向
一
被
封
鎖
港
口
進
行
者
，
或
明
知
船
上
所
載
運
之
貨
物
於
到
達
該
港
口
後
，
而
再

輪
運
往
被
封
鎖
港
口
者
口

倫
敦
宣
言
第
十
七
條
與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
交
戰
國
對
於
中
立
船
船
，
倒
做
壞
封
鎖
而
加
以
拿
捕
，
以

在
封
鎖
軍
艦
之
行
勘
區
域
以
門
為
限
。
知
論
柚
怕
與
貨
物
未
來
之
目
的
地
為
何
處
，
如
該
時
係
正
向
未
被

封
鎖
之
港
口
進
駛
者
，
交
戰
固
不
何
認
為
係
破
壞
封
鎖
而
加
以
拿
捕
。

(
Z
2
片
門
已
〈
O
W
Z
-
ω
s
a
口
O
H
σ
o
g
℃
門
口
早
已
峙
。
門σ
2
月

-
H丘
宮
。

n
w
m門H
O
m
M
M
R
H
U

片
看

Z
E
P

宰
。
心
門
內
的
凶
。
峙
。
H
V
m
w
E

丘
。
口ω
C
叫
苦
。
看

ω
E
E
℃
ω
已
O
H
E
Z已
5

月
2
門H
E
H
Y向
E
c
n
r
m
戶
們
信
仰
民
ω
丘
吉
。


t
E
丘
。
〈
叩
門g
a
g

片Z
Z

一
片
。
丘
。
門
門
市
已
古
巴
。
口
。
內
心
足
的
ω
丘
丘

Z
O門

2

品
。
、
咎
。

第
三
章

海
上
收
時
鷗
際
法

。'"1
六
七



海
上
法
概
要

六
八

們
凶
口
口
。
同
σ
m
w
n
m

凶
也
丹
已
門
。
已
阱
。
『

σ
「
內ω
n
v
。
同
σ
-。
n
w
ω已
m
w
w戶
戶

還
ω
山
、
阱
。m
w口
。
口
，σ戶
。n
r
m
H
已
。
已
。
。2
.
)

凶....
4甘
冒
。
目
。
B
m
口
同w
ω
計
。

H .
ω

。
口

同H叩
門

五

破
壞
封
鎖
之
拿
捕
與
處
罰

關
於
破
壞
封
績
船
袖
之
拿
捕
，
各
國
見
解
亦
不
一
致
。
依
歐
陸
國
家
之
慣
例
，
係
以
現
行
犯
為
拿
捕

之
根
峙
。
至
於
英
美
，
則
以
由
做
壞
封
鎖
前
啟
程
時
開
始
，
至
於
敬
壤
封
鎖
後
，
尚
未
岡
至
起
程
港
前
均

可
拿
捕
。
依
倫
敦
宜
言
，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
凡
伯
伯
之
已
破
壞
向
外
封
鎖
或
已
企
閩
破
壞
向
內
封
鎖
者
，

當
封
鎖
艦
隊
之
軍
服
繼
紹
其
迫
蹤
時
，
可
加
拿
捕
，
迫
蹤
中
止
或
封
鎖
撤
去
時
，
不
得
再
加
拿
捕
。
」

2
〉

4
2
ω
且
還

Y
F
n
y月5
ω
σ

門
。
}
阱
。
口
σ
z
n
}且
已
。
。
且
還

m
w丘
少
。
門
還

E
n
F
H
H
m
M
ω
E
Z
B
E丹
已
片
。

σ
門
。ω
r
σ
戶
。
凸r
m
w門
戶
仿
古
逆
向
門F
Z
-
z
z
o
g
n
ω

軍
已
足

ω
Q
】
。
口m
ω
ω
ω
F
O
E
U
C

門
ω
口
仿
門
戶σ
山
、
ω

的
甘
心
。
。
肉
片H
H
O
σ
-
o
n
r
m
H
(

山
』
口
悄
峙
。
門
約
。
﹒
]
{
同

4叮
叮m
w
U口
門ω
口
-
4口
戶ω
M
H
σ
m
w
口
〔}
O口
。
門
于
。
門
心
同
-
F
V
O一σ
-。
n
r
ω已
O

Z
E
Z

旦

"
F
O門
g
Z
Z
門
。
2
口
口
。
-
。
口
昀
叩
門σ
0
0月
2
古
已
.
.
J
如
船
抽
逃
入
中
立
國
領
海
港
口
內
時
，

追
蹤
軍
艦
在
外
守
候
，
俟
該
船
削
駛
出
時
，
仍
可
拿
捕
，
因
守
候
並
非
為
追
蹤
之
中
丘
。

破
壞
封
鎖
之
船
抽
被
拿
捕
後
，
氣
經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
船
員
可
暫
行
扣
押
，
以
作
證
人
。
一
旦
判
決

，
即
應
釋
放
。
破
壞
封
鎖
者
惟
一
之
處
罰
，
為
船
與
貨
予
以
沒
收
。
依
倫
敦
宜
言
第
二
十
一
快
規
定

••

「

凡
船
帕
被
判
定
為
違
反
封
鎖
者
，
可
以
沒
收
。
所
載
貨
物
亦
悶
。
但
能
說
明
貨
物
裝
載
時
，
其
裝
載
人
並

木
如
或
不
能
如
布
企
固
敢
接
封
鎖
俯
寧
肯
，
不
在
此
限
。
」

A
A〉
譯
自
巴

E
Z
D
已

m
Z
F
Z峙
。
同
冒

2
♀



。
內
宮
。
已
且
已m
z
g

口
已m
B
口
內
心
﹒
吋
計
伶2

品
。
古
巴

ω
。
口
。
口
已
。
5
口
a
u
c
已
。
也

仔
且
早
早

O
Z
B

巾
。
而
岳
。

ω
y
g
s
g
H

。
同
F
o
m
g

門
戶ω
H
Y
O
ω
甘
心U
H
V
O
門
口
。
戶H
Y
Z

n
。
口
】
門
H
Y
凶
〈O
W
口
。
還
口
。
『
-
F
F
o
-
口
阱
。
口
丘
。
口
阱
。σ片
。
州W
W
帥v
o
σ
-。
的
}
向
m
H已.
.
w

依
持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第
四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
破
壞
封
鎖
之
船
帕
及
其
貨
物
，
沒
收
之
;
但
貨

物
所
布
人
確
證
不
知
其
布
敢
接
企
圖
時
，
得
發
還
其
貨
物
。
」
至
被
拿
捕
船
船
上
之
船
長
船
員
及
乘
客
如

何
處
理
，
依
同
條
例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
除
顯
有
參
戰
行
為
者
，
應
手
俘
虜
外
，
其
餘
人
員
依
左
列
情

形
處
理
之

••
山
船
長
船
員
國
於
敵
國
國
籍
者
，
應
俘
虜
之
;
但
以
書
面
宣
誓
於
戰
爭
期
內
，
不
執
行
與
戰
爭
直
接

或
間
接
有
關
之
職
務
者
，
科
釋
放
之
。

的
船
長
船
員
屬
於
中
立
倒
或
同
即
國
國
籍
者
，
如
以
書
面
宣
誓
，
於
戰
爭
期
內
，
不
為
敵
國
船
細
執

行
職
務
者
，
不
得
俘
虜
之
。

的
其
他
乘
客
眩
釋
故
之
。

伽~.

~

.....
ω

。
叫
。
〈
O
L

-
n
p
o
d

司

口
。
門

第
一
一
一
節戰
時
禁
制
品

一
戰
時
禁
制
品
之
項
目

戰
時
禁
制
品
(
們3
可
皂
呂
立
。
阿
諾
州
白
)
係
指
交
戰
國
心
御
用
正
載
運
前
往
敵
間
，
以
增
敵
閻
作
戰
力
量

第
三
章

街
上
戰
時
中
立
法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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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海
上
法
概
要

七O

立
物
品
。
一
九
O
九
年
倫
敦
宣
言
第
二
十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
分
別
規
定
絕
對
戰
時
禁
制
品
與
相
對
(

條
件
)
戰
時
禁
制
品
之
項
目
。

(
一
〉
絕
對
戰
時
禁
制
品
(
〉
v
s
z
z
n
。
豆
豆
宮
口
已
。
同
者ω
『
)
即
完
全
用
於
作
戰
而
平
時
並
無

用
處
之
物
品
，
-
計
有
左
列
十
一
項

••

山
一
切
武
器
(
恃
強
時
所
用
武
器
包
括
在
內
)
及
其
確
實
之
構
成
品
。

問
各
種
彈
丸
，
裝
藥
、
彈
藥
包
及
其
確
宜
之
構
成
品
。

問
火
藥
及
炸
藥
之
專
供
戰
學
用
者
。

凶
暸
架
、
彈
藥
車
、
糧
食
單
、
野
戰
鍛
治
器
及
其
確
宜
之
構
成
品
。

問
確
為
軍
事
性
質
之
衣
服
及
用
具
。

間
確
為
軍
事
性
質
之
馬
具
。

間
可
供
戰
爭
用
之
騎
純
歐
各
獸
煩
。

問
紮
營
所
用
各
物
及
確
宜
之
構
成
品
。

問
防
禦
鈑
。

間
軍
艦
(
船
柚
亦
包
括
在
內
)
。
及
其
確
實
之
構
成
晶
。

ω
專
為
軍
火
之
製
造
，
軍
器
之
製
造
，
修
理
陸
上
海
上
戰
爭
材
料
之
製
造

具
。

a
A吋
H
H
O
E
-
-
。
司
古
m
ω
且
-
n
-
g
g
m
H
U
J
J

萄
心H
Y。
但
片
白
。t
n
m
y。
。

，
修
理
所
用
之
機
械
器

片
片
。
心
片
。
已也
ω

約
。
口4行
門"
σ
ω口
已

。但h



4司
m
v
p
c口
已
Z
F
o
g
g
o
o

叫
m
F
g
E
片
。
衍
。
旦
Z
E

口
仔
，l
!

2
)

〉
叫
自
ω
。
同
ω
=
r
戶
口
已
♂
古
已
己
已
戶
口m
R
B
ω

阱
。
門
右
。
丘
吉
昀

已
古
已
口n
立
〈
伶
們
。5
℃
。
口m
w口
片
甘
心
口ω
﹒

可
司
。
〕m
w們
已
】
。ω
w
h
y
h
H

『
m
m
p
ω
口
已
m
u
m
H

『
H
立
已
m
m
ω
。
『
ω
=
r
r
H已
ω
w
心
口
已
-
F
呵
呵
命
戶
『

R
U。
吋
泣
。
。
口
。
口
門
甘
心
『
『

ω
﹒

吋
。
看
已
向
『
臼
口
已
向
拭
目
)
古
巴
〈

m
m
w
ω
H
U
R
E
}
}

〈

H
)
2甘
心
『
仿
已
咕
。
『
口
ω
0
戶
口
g
M
H『
﹒

的
口
2
.
B
O
C丘
。
m
少
立
自

σ
m
w
門
寸
。
x
2
.

一
一
旦σ
Z
ω
u
5
己
{
片
臼
叫
咱
還ω
m
o口
ω
u
自
己
已

告
已
子
。
可
全
丘
吉
立
言
。
門
。

B
H
V。
3
。
口
阱
。
月
2
.

已
。
門F
E
m
心
口
已
。
戶
口-
H
U
B
向
口
片
。
問m
H
E丘
吉
口
可
已

M
Y
E
E
Z
叫
咱
們E
R
m
M
n
Z
『
﹒

〉
=
w

戶
口
已ω
。
同
}
d
m
H
E
g
ω
。
同
阿
恤
金
已5
丘
吉
旦
河
自
己

F
H
M
M

門
咱
們
F
m
H
H
M
H
n
H
Z

﹒

的
且
已
-
p
已
E
H
H
m
z
w心
口
已
甘
心n
w
ω
旦
旦
旦

ω
ω
Z
Z
M
H
E
O『
。
門
口ω
仿
古
建

m
F

〉
早
在

2

。
同
S
B
u
z
z
-
u
s
g
?
ω
口
已
岳
。
可
岳

ω
H
E
2守
。
g
B
M
M
O口
而
已
H
M凶
門Z
﹒

。
已
叫
H
U。
ω
m
w
m
w
w
州
戶
口
已片H
H
O
{
H
1

(N)

門
口M
W
H
門
口
口
卅
一
〈
。

(
ω
)

(AH)

峙
。
吋m
n
ω﹒

(
印
)

(
。
)

(
刊
)

(
∞
)

(
也
)

(HO)(HH)

〉
目
。
已
司
。
Z
Z
ω
﹒

者
自
各
戶
。
ω
-
E
己
E
E
m
g

旦
ω
﹒

S
E
H
U。
早
已

g
n
y

∞

E
Z
B
H
Y

缸
片
冒
。
可
S
D
S

寄

Z
C
ω

丹
已
。
臼
m
w
Z
ω兒
]
。
間
還
凶
門
﹒

H
E
H
L
O
H
H
H
S
Z
ω

口
已
州
召
開M
M凶E
H
C
ω
母

ω
-
m口
倚
門H
Z
n
官
也
A
N
O
]
可
峙
。
門
H
Y
o
g
g
z
h
m芯
片
已
門
。
。
同

B
C
D
-泣
。
口
ω
。
問
片
。
門

B
S
C

『
R
E
E
R

℃
ω
宵
。
『

已
凹ω
-
F
戶
口n
H凹J刊
。

H
w
m
H
門
再ω

。伊吋、

∞
口
已
片F
O
H片

4
〈
戶
♂

片
白H
O

。門

。
門
口
H
ω﹒

。"1

t
t吋
m
H門

第
三
章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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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扭

七



海
上
法
概
要

七
二

旦
旦

Z
E
}

肉
。
門
口
路
。
口

-
m口
已
。
同
叭
伶
俐
戶
﹒

合
一
)
相
對
(
條
件
)
戰
時
禁
制
品
(
朽
。
且
在
。
E
-
R
U
C
E
S
E口
已
旦
司

m
H
C即
戰
時
平
時
均
能

使
用
之
物
品
，
計
有
左
列
十
四
項

••

仙
糧
食
。

的
飼
獸
用
之
伯
伯
株
及
殼
煩
。

問
軍
用
之
衣
服
、
衣
料
、
靴
鞋
。

仙
A說
你
圳
、
銀
幣
、
生
金
、
銀
、
紙
幣
。

問
戰
爭
上
適
用
之
一
切
車
輛
及
其
構
成
品
。

間
一
切
之
船
蚓
、
小
船
、
浮
船
塢
、
船
塢
之
部
份
及
其
構
成
口
問

問
鐵
道
上
所
用
固
定
及
運
峙
器
材
，
電
報
、
熱
線
電
、
電
話
、
各
項
材
料
。

間
極
汽
球
、
一
飛
行
機
及
其
確
為
二
者
之
構
成
品
，
可
認
定
為
輕
汽
球
、
飛
行
機
上
所
用
之
附
屬
物
及

其
材
料
。川

川
燃
料
及
潤
機
材
料
。

間
非
專
為
戰
唔
唔
之
火
藥
及
炸
藥
。

間
有
刺
鐵
線
，
裝
設
及
截
斷
鐵
絲
之
機
械
。

仰
馬
蹄
鐵
及
的
鐵
材
料
。

的
馬
鞍
、
馬
科
各
物
。



叫
雙
眼
銳
、
空
注
陀
、
刊
時
肘
，
特
的
圳
航
何
況
共

3

、
叫
，
月

5

阱
。=
A
v
t
司
一
口
問
叩
門
月
三
一
句
子
Z
Z
ω。
而
℃
土
豆
巾
。
司
Z
I們
一
-
戶3
、
心
『
心
切
譜
。=
υ
ω

。
閃
開
】A
M
m
H
n
p
g
ω
M
H
W

雪
芹
7
2
H門
口
。
H
F
E
w
-出

-
t
-
2片
。
已
S
S
H
H
H
Z
σ
D
H
H
巳

0
月
宅

2.•

E
B
O
C

『
g

口
企
丘
。
5
-
n
o
口
可
早
已
E
u
-
-
a

(
H
)
明
。
-
v已
ω
閉
口
『T
﹒

(
M
)
悶
。
】-
m
M
m

向
口
口
已
m
門
心
一
口
w
切
口
一
片
M
H
σ
-
m
M

咕
。
吋
咕
。
。
已
-
z
h
H
D
口
{
E
M
H
-
ω

﹒

(
ω
)
n
Z
H
Y
E
P
E
σ『
-
2
肉
。
門
口]
O
F
E
m
-
m
M

口
已
一ν
o
c
g
m
H
口
已
ω
2
3
3、
山
丘
吉
宮
。
叫
。
門
口
自
古
巧ω
『
﹒

(
人
戶
)
的
。
-
已
凶
口
已
已-
J
W
倚
門
戶
口
們
。
戶
口
。
門σ
口
一-
F。
〕H
U
H
V
m
H

切
。
門
口M
C口
m
w
v
、
.

(
的
)
〈
仰
伊
仿
古
ω
0
內
心
-
]
]
么
口
門
戶
的

M
H〈
丘
-
m
H
E
O肉
。
「
戶ω
。
』
口

『
。
『
它
已
司
門
)
。ω
m
M
ω

己
口
門
戶
。
『門
}
H
(
1

d
F
〈
心
『
、

m戶
口
已
片
}
H
m
叫
』
「
n
o
口
】H
V
C口
向
口
門

明
)
缸
片
再
ω
﹒

(
0
)
〈
。
ω
z
z
w
h『
m
p
w
m口
已
σ
O
M
H
Z旦
旦

-
w
E
已
ω
一

m
M
H
H

已
戶
計
仿
古
-
n
o
口
】
℃ο
口
。
口
片
咕
"
『
片ω﹒

同
巴
-
H有
臼
山
、E
m三
月
叩
門
戶
且
可
σ
ο門
計
出
k
m
w
已
凶
口
已
『
。
-
一
古m
﹒ω
片
。n
u
}
叭
"

z
z
m
E
H
U
F
m
w
t
Z
E
-
2
ω
Z
-
m
m

門
ω
叮
叮
P
M
H口
已
Z
Z
U
F
O
口
2
.

回
ω
=
c
o口
ω
∞
口
已
且
可
戶
口m
D
B
H仲H
n
y一
口
。ω
ω

戶
(
M
H呵
呵
。
戶
『
已
一
切
片
戶
口
約
門
戶
〈

O

Z
M
H
m
H
F
R
t
奄
一
門F
M
S
n向
ω
ω。
丘
。
ω
ω

口
已

m
w立
一
口-
g
z
n
o
m

口
一
位
E
o

c
m
m
g
g
D
Z

巾
丘
吉
口
石

Z
F
σ
ω
=
。
。
口ω
ω
口
門
戶
自
主
口m
E
M
H
n
E口
2
.

血
。
ω
立
口
問

已
R
d
n
y
m
﹒
H
V
P『
片ω

。
『
斗
。
n
r
ω

(
斗
)

凶
口
門
}
口
1日m
H
H倚
門
H
M
M

叫
。
門

(
∞
)

n
o
口
d
u。
口
。
口
片
。
ω
『
片ω
、

r
H門
向
口
已
。
已
峙
。
『

已3
日3

第
三
草

加
上
戰
時
中
立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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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概
要

七
四

(
也
)
明
信
仰-
u
-
c
σ且
向
m
w
p
同
ω
﹒

(
5
)
可
c
d司
已Z
m

口
已
o
v
h
H
H

古
巴
〈
2

口
。
艸
切H
u
o
n
z
=
司
也
門
。
可ω
且
已
阱
。
『
口
語
言
詞

m
E﹒

(
H
H
)由
ω
苦
。
們
且
還
戶
門
。
心
口
內

H
F
S
Z
o
g
o口
Z
E

門
出
×
戶
口
剝
削
戶
口
已
約
旦
旦
口
問
岳
。
ω
m
v
g
o


C
N
)
間
。
『
切
。
ω
冒
。ω
O
M
M
。
已
切
可
回
。
巴
口
m
g

且
丘
吉
】
ω
﹒

(
H
ω
)閏
月

H
H
g
ω心
口
已
ω
ω門
戶
門
口
。
門
可
﹒

(
H
S
E
O
E
m
E
ω
ω
2
.
z
-
g
g
u
g
w
n
『
=
。
口
。
s
m
E
H
?
ω
口
已
心
=
R

戶
口
已ω

。
同
口
川H
C
H古
巴

古
巴

E
E
O
E
ω
-
w

。

一
八
五
六
年
，
巴
黎
宣
言
第
二
條
的
規
定
，
懸
中
立
國
國
輯
之
船
帥
，
裝
載
之
敵
國
貨
物
，
不
得
拿

捕
，
但
如
係
戰
時
禁
制
品
則
為
例
外
。
叉
其
第
三
條
規
定
，
懸
敵
國
國
庫
船
航
所
載
之
任
何
中
立
國
貨
物

，
一
律
不
得
拿
捕
，
戰
時
禁
制
品
則
不
在
此
限
。

交
戰
國
於
開
戰
以
後
，
將
其
認
為
可
以
增
加
敵
國
作
戰
力
量
之
物
品
，
列
表
公
告
，
如
此
類
物
品
被

載
運
敵
境
，
或
交
與
敵
國
軍
隊
，
即
構
成
所
謂
戰
時
禁
制
品
。

戰
時
禁
制
品
之
拿
捕
與
載
運

依
照
倫
敦
宣
言
第
三
十
七
僚
規
定

••

「
凡
船
船
以
其
裝
運
可
拿
捕
之
貨
物
或
為
絕
對
或
為
條
件
繁
制

品
，
在
其
全
部
航
程
中
或
在
公
海
或
在
交
敝
國
之
領
海
內
，
均
可
拿
捕
。
師
該
船
船
在
到
達
敵
性
所
向
地

之
前
，
於
滯
在
口
岸
停
泊
者
，
亦
悶
。
」

E
〉
〈

g
ω
己
的
心
門
門
去
口
間
的
。
。
告
-
E宮
。
"
。
n
m
w℃
H
C
片
。

已2
印



ω
σ的
。-
E
O
。
叫
約
。
且
在
。
口
已g
E
E
E

口
(
H
g
a
r
o
o
m
-
5
.
旦

O
P
F
m
y
-
m
r
ω
g恨
。
司
古
岳
。

阱
。
口
信
。
且
已
苟
且
已

ω

。
同
妄
。

σ
巳
-
-
m
z
o
口
Z
H
F
g
c
m
y
。
口
鬥
片F
O
A
呵
呵H
O
Z
。
同
冒
風
叩
門
〈
。
山
、

m
H
m
o
u

m
w〈
。
口
心
同ω
F
m
w
F
ω
畔
。
阱
。z
n
y
m
4
甘
心
吧
。
門
阱
。
同
們
心

=
σ
向
峙
。
門
。
門
m
m
w
n
}

已
口
肉
片F
O
F
。
ω
-訂
戶
。
此
命
的
-
z
p
m
H
H
F
O
H
H
.
.
"

如
該
項
物
品
所
不
為
敵
有
位
用
者
，
不
符
視
為
戰
時
禁
制
品
。

因
之
，
戰
時
禁
制
品
必
領
市
敵
芳
目
的
地
為
其
重
要
條
件
。
運
達
敵
芳
目
的
地
之
方
法
，
有
三
，

••

山
直
接
載
運
(
巴
呂
立

(
U
R
Z品
。
)
，
由
載
運
之
中
立
國
船
船
，
直
接
前
赴
敵
芳
目
的
地
。

問
迂
坦
誠
運

(
C
E
Z
E
O
Z
ω
n
R巳
品
。
)
，
由
中
立
國
船
帥
連
連
中
立
港
口
哲
泊
後
，
再
裝
載
前

赴
敝
芳
目
的
地
。

悶
悶
接
載
運
(
』
p
a
-
5
2
n
R立
m
m
o
)即
到
達
中
立
港
口
後
，
另
換
他
船
或
改
用
陸
路
前
赴
敵
方
目

的
地
。

以
上
三
種
方
法
，
均
有
遭
受
拿
捕
之
可
能
，
惟
在
拿
捕
時
，
亦
布
一
致
公
認
之
限
制
。
第
一
拿
捕
不

知
汁
，
在
中
立
國
價
水
內
為
之
;
否
則
師
構
成
違
反
中
立
c
第
二
戰
布
船
納
在
運
送
中
芳
可
拿
捕
，
如
在
禁
制

品
卸
載
以
後
，
即
木
得
高
于
拿
捕
。戰

時
林
一
間
制
品
之
目
的
地

關
於
戰
時
禁
制
品
目
的
地

-
Z解
釋
，
依
倫
敦
宣
言
，
將
繼
種
迷
臟
原
則
適
用
於
絕
對
隸
制
晶
，
故
紙

大
用
於
陸
路
運
輸
，
至
於
相
對
(
條
件
)
盤
問
制
品
，
位
限
用
於
無
悔
非
國
家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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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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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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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
上
法
概
要

七
/、

叫
絕
對
縈
制
品
之
目
的
地
及
其
證
明
，
依
倫
敦
宜
一
百
第
三
十
條
規
定
••

「
凡
絕
對
禁
制
口
冊
，
苟
證
明

其
所
向
地
，
為
敵
國
領
土
或
其
所
佔
債
之
土
地
及
敵
國
軍
隊
者
，
應
行
拿
捕
。
不
問
其
運
輸
芳
法
是
否
為

直
接
，
為
轉
載
，
為
先
海
運
而
絡
為
陸
道
。
」
(
以
貨
物
為
準
)
這
〉
宮
。
一

z
z
g

丘
E
E

口
已
古

=
ω
C
Z

H
O
B
-
c
z

泣
芹
戶

ω
咎
。
看
口
阱
。
言
兮
的
立
口
。
已
阱
。

Z
口
芹
2
.可

σ
丘
。
口
m
E
m

阱
。
。
門
。
R
Z
立
而
已

σ
河
子
巾

2
5
B
M刊
"
。
叫
阱
。H
Y
O
N
V
門
旦
旦
阱
。
門
兒
ω
ο
叫
苦
。
。
口
。
口
司
﹒
中
宙
間
巴
巴
巴
巴

E
-
g
r
立
佇
立

岳
。

n
m
w
吋
立
ω
肉
。
。
叫
苦
。
悶
。
。
已
ω
Z
E
E
n

阱
。
叫
伶

E
m
戶
口ω

片
片ω
口
ω
y
f
s
m丘
。
叫

ω
ω
c
σ
ω丹
(
右
。
口
片

片
『ω
口
品
。
2
σ

山
、
古
口
已-
3
文
其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

「
在
第
三
十
條
中
所
謂
所
向
地
之
證
明
，
在
于
列

中
即
可
認
為
齊
全
。
山
凡
貨
物
確
在
其
船
削
文
書
中
，
載
明
係
在
敵
國
口
岸
卸
下
或
交
與
敵
方
軍
隊
者

。
'
叫
船
抽
僅
駛
往
敵
國
口
岸
或
船
船
在
到
達
貨
物
之
船
拙
文
書
中
所
載
之
中
立
國
港
口
前
，
係
正
駛

往
敵
國
口
岸
或
正
駛
向
敵
國
軍
隊
相
會
者
。
」

4
5

丘
。
問
岳
。
已
。
丘
吉
丘
吉
口
忌
。
旦
出
色
古

〉
早
在
。

ω
C
E
S
s
-
m
Z
E
F
m
E
E

三
口
m
n
m
ω
2
…|
|
(
3
.

詞

Z

口
苦
。
肉
。
。
已

ω

白
。

已
。n
z
g
g
Z
已
峙
。
『
門
口
2
月H
R
m
o
戶
口
2
3
0
5
%
H
V
O
F
Z
F

門
(
佇
立
2
3

片
。
子
。

R
B
O
已

峙
。
月2

。
肉
片y
m
伶
口
。E
M
-
-
3
)
.
.

者
育
口
子
。

5
ω
的
。
-
芯
片
。
2
=

州
注
2

內
E
M「
間
)
。
片
片
ω

。
旦
河
"
。
門

還
H
Z口

ω
y
o
z
s
z
z
n

叮
缸
片
向
口
仿
冒
出
可
吧
。
泣
。
門E
S

片
片
F
O
R
B
m

已
同
O
E
Z

。
h
S
A
W

命
口m
B
M可

Z
E
E
R
R
-

阿
戶
口m

岳
。
口

2

肯
且
吧
。
且
峙
。
門
巧

E
n
y

岳
。
俏
。
。
已
ω

戶
口
們
自
己2
泣
。
口

門
戶
。n
c
E
伶
口
E
P
-
-

的
相
對
(
條
件
)
戰
時
禁
制
品
之
目
的
地
及
其
證
明
，
依
倫
散
宣
言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

"
『
。

「
凡
棉
布



條
件
惜
之
戰
時
禁
制
品
，
苟
澄
明
址
(
所
內
地
借
用
仇
敵
間
平
歐
及
其
行
政
立
特
之
用
者
，
應
行
拿
捕
。
但
如

此
種
迫
交
敵
方
行
政
官
署
之
物
品
，
依
照
當
時
情
況
，
說
明
事
質
上
不
能
供
戰
爭
之
用
者
，
不
在
此
限
。
」

(
惟
金
銀
與
紙
幣
不
得
適
用
)
這
口
。
口
企
丘
。
s
-
S
E
S
E
旦
古
-
E
E
ω
Z
S
H

】Z
B

且
常
戶

ω

ω
計
。
考
口
阱
。
σ
伯
母

ω
門
戶
口
。
已
咕
。
門
岳
。己
的
。

。.......

片}
H向

自
呂
立

]
心
。
『
口
向

ω

。
門

C.......

已Jn
>.

史的

羊 Q
8 ~
的門

r+口

5 8n (可

(l:>口

ω .....

已
。
甘
心
耳
目
。
旦
旦
岳
。
他
口
的
旦
河
的
古
片
。
"口
口
-
m
叫
∞ω

】
口

戶F
r
w
-
]
向
山
門
門
的
門

nmHmo

持
了
。

ω
}抖
。4
4
片y
m
H
昨
日H
m
m
o。
【r
n
v
m
w
口
口
。H
U
F
h
ω♀

σ
。
口
ω
丹
已

旬
『
。
昀
呵
。ω
ω
.
.
.

]
「
。
門
HFm1

苟
且
M
I切
。
印
。
ω

。
同

4斤
計
伶4

<RE

四

我
國
法
定
乏
禁
制
品
禁
運
區
域
與
禁
運
對
象

運

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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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法
概
要

問
敵
國
武
裝
部
隊
。

問
住
在
敵
國
供
給
敵
用
之
商
人
。

問
敵
國
政
府
之
代
理
人
及
在
敵
問
此
附
爪
接
或
間
將
仟
導
下
之
向
人
或
其
他
人
員
。

叉
同
條
例
第
八
條
規
定
，
條
件

u
m
m
制
品
之
緊
迫
區
域
與
科
拘
謹
對
象
為
在
列
各
項••

m
敵
國
防
禦
地
域
或
敵
國
軍
隊
根
掠
地
或
補
給
她
。

的
敵
國
武
裝
部
隊
。

問
敵
閥
行
政
官
腎
。

川
仙
往
往
敵
國
供
給
敵
用
之
商
人
戶
，

的
敵
國
政
府
之
代
理
人
立
在
敵
國
政
府
泣
接
或
間
接
監
督
下
之
崗
人
成
其
位
人
員
。

上
述
兩
條
街
稱
之
如
迷
，
包
拉
熱
仆
一
九
泣
的
陀
品
及
空
中
之
泣
拈
逃
一
輒
就
料
注
;
且
此
聯
制
迪
包
括
經

e
中
立
國
土
木
路
陸
路
及
空
中
之
林
述
。

七
λ

五

載
運
戰
時
禁
制
品
乏
處
罰

拿
捕
之
後
處
的
訓
辦
法
，
自
倫
敦
會
議
後
，
始
有
統
一
規
定
，
該
宣
言
第
三
十
九
候
至
第
四
十
四
條
，

有
左
列
各
項
規
定

••

山
禁
制
品
應
行
沒
收
。

問
凡
趕
緊
制
品
，
之
船
駝
，
前
其
私
邦
制
的
前
以
位
值
計
試
似
亞
拉
計
政
以
容
積
計
或
以
運
費
計
，
佔
和



中
裝
質
之
過
半
者
，
此
船
艙
應
行
沒
收
。

問
凡
運
載
禁
制
品
之
船
抽
被
釋
放
時
，
拿
捕
者
於
其
國
家
捕
獲
法
庭
中
所
需
審
槍
之
費
用
，
與
當
審

檢
時
為
保
管
其
船
柚
貨
物
之
所
需
費
用
，
可
判
令
該
船
抽
負
擔
。

凶
凡
禁
制
品
之
所
布
人
茍
有
他
種
貨
物
，
在
同
一
船
中
者
，
亦
應
沒
收
。

問
几
船
船
以
裝
載
戰
時
禁
制
品
之
理
由
而
命
令
停
航
，
然
以
船
中
所
載
貨
物
之
比
例
上
，
不
應
將
該

船
沒
收
者
，
茍
船
長
自
願
將
其
黨
制
品
交
付
交
戰
國
之
軍
艦
，
則
酌
量
情
形
，
可
許
其
繼
續
航
行
。

交
戰
國
對
於
中
立
船
帥
之
處
罰
，
應
以
中
立
船
細
如
悉
開
戰
之
事
宜
與
戰
時
禁
制
品
名
單
之
內
容
，

為
其
先
訣
候
件
，
倫
敦
宜
言
第
四
十
三
條
規
定
，
凡
船
船
在
海
上
遭
遇
敵
方
軍
艦
時
，
並
不
知
戰
爭
開
始

，
且
一
小
知
者
適
用
於
其
載
貨
之
禁
制
品
宣
言
者
，
其
所
載
禁
制
品
，
非
付
給
梢
償
，
不
得
被
沒
收
。
其
船

艙
本
身
，
及
其
所
載
其
他
非
禁
制
品
之
貨
物
，
亦
不
得
沒
收
，
且
不
得
令
其
負
擔
審
檢
費
用
。
苟
其
船
長

雖
知
有
關
戰
之
舉
，
與
此
禁
制
品
宜
言
者
，
而
無
機
會
卸
去
其
所
載
之
禁
制
品
質
物
時
，
則
此
類
貨
物
亦

非
經
付
給
柚
償
，
不
得
被
沒
收
。

(
門
叫m
H
Z
ω
ω立

Z
o
p
g
z

旦
旦
旦
旦

S
m
w
-
d
品
已
O
Z
S
J
〈
ω
話
。

h
H
Y
O

。
口S
E
N
H
W
。
間

，
F
C
丘
-
-
X
E
ω。
門
。
同
片
F
O
e
-
已
O
C一
凶
門
。
丘
。
p
c
h

內
。
三
門ω
U
M
H
D
【
且
還
叮
叮
叮

ω
。
℃
口
。ω
Z
Y
R
n
N
M

『
∞0
.

岳
。

g

口
片
片
心σ州
戶
口
已g

口
口
。
什σ
o
g

口
已
仰
自
口
且
向
v
h的
。
℃
阱
。
口
甘
心
吃E
m
丘
。

h
g
g
u
m
口
忠
丘
。
D
U
M
Y
O

〈
E
ω
巳

H
H倚
門ω
O
E
m
w
口
已
片
F
O
B
-出
m
M戶
口
已
丘
。
同
仔
命
的
也
『
肉
。
"
司
。
口
。
丹]
E
E
o
n
o

口
已
。5
2
ω
丘
。
P

C
門
件
。
丹y
o
n
。
且
ω
m
w口
已
向
v
h℃
均
已
明
白
ω
『
o
h倚
門
凹
的
門
戶
戶
。
古
〉
早
已
-
m
b
﹒
吋
}
H
b
h
k

它
主
恥
的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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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去
況
要

，~

且
已
戶
。
呵
呵
呵
m
H

叩
門2..

門
戶
『
丹
丹
『

-
x
v
丹
(
4
E
U
H
m
D

乏
三
-
R砂
土
〔
三
叉
，(
7
u
己
一
二
，
(
之
一
(
二
阿
三
『
豆
豆
戶
「
(
二
)
戶
口

L
e

口
。
。
。H
V
O
門
H
Z口
戶
戶
可
。
肉
已
門
ω
n
y
m
戶
門
問
』
口
m
H
F
倚
門
。
H
H門
「M
H
C
m

戶
口
已
.
)

依
據
我
國
海
上
捕
位
條
例
第
四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運
往
敵
閣
成
抖
武
裝
部
隊
之
戰
時
縈
制
品
，
或

確
證
其
缸
，
由
中
立
國
港
口
遲
至
敝
國
者
沒
收
之o
又
同
條
例
第
凹
十
六
條
規
定••

「
拭
叫
你
一
收
時
付
給
削

n叫
前

作
做
間
或
其
武
裝
部
隊
之
船
船
，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
，
者
，
沒
收
之
o
一
、
船
的
所
有
人
與
收
時
控
制
卅
一
所

有
人
間
為
一
人
時
;
二
、
戰
時
如
制

n川
之
慣
怖
且
几
位
有
一
U
h
M注
咒
，
仙
土
的
貨
物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三

、
以
偽
裝
育
法
載
連
戰
時
制
訂
制
口
問
者
。
布
前
項
第
一

-
J汰
仿
版
者
，
仙
州
所
布
人
之
其
他
貨
物
)
一
岱
沒
位

﹒
之
。
」

y
h
z
7
υ
(戶

第
四
節

非
中
立
役
務

何
謂
非
中
立
役
務

件
中
立
役
務
(
口
口
口
。
2
2
.
旦
的
旦
旦
旦
)
，
大
致
多
係
押
悔
，
上
站
附
而
言
，
叫
巾
立
，
咱
船
從
事
海
上

連
幟
川
，
布
拉
助
交
戰
閻

-
J刀
之
軍
事
行
為
，
悶
此
前
行
為
，
此
交
由
戶
口
之
交
快
凶
V
N
切
右
，
對
敵
人
此
為

一
科
叫
仙
，
故
亦
稱
做
們
協
助
(
〉
的
巴
巴
州
戶
口
口
。
口S
E

巾
)
。
井
中
立
役
芯
於
倫
敦
悅
誠
前
即
已
使
用
，

‘
中
一
質
角
區
別
與
就
連
戰
時
提
制
品
之
一
小
悶
。
雌
二
者
之
日
的
均
在
拉
利
，
所
不
問
者
，
我
注
州
州
時
認
制
品

，
同
一
和
川
菜
行
為
，
怖
和
科
們
交
戰
函
一
叮
仆
成
立
物
品
。
一
刊
井
中
立
尺
菇
，
叫
以
軍
事
為
目
的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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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口
門
向
『
伶

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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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F
片
。

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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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3
仿
『
旦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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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門
可
】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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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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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X
M
H『M
N 。

4
~
口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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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呵
。n
y
m
M
H
1

片
。
司
向
『
﹒。『

4斤
計
。

井
口
。
這
門
。
已
昀
巾

﹒
口
」
F
m
v
叩
門
內
門
"
們
可
回
而
心

ω

門
『
川
戶
口
的

H
W
C
門
口D
m
H
Y

內
向
口
倚
門
口
吃
﹒
。
『

-
C
D
O
O『
g
。
B
H
U
穹
的
。
口
凶
手
寸
。
可
-
口
子
。g
c
門
ω
巾
。
『
門
計
。
〈
。
山
、
州

H
m
m
y
E
Z
n帥
一
日
、
ω
ω的
戶
的
門

【}
H
A
V
e
O
H
U

。
同m
M泣
。
口ω

。
問
片
計
向
內
口
向
口
H
V
..

H
口
片
}
話
。ω
ω命
的
m
H
U
向
旦
出m
w已
口
3
已
向
「
岳
。
也
σ
。
〈
巾
}
凶
。
ω
已
ω
-
m
o。
已
一
山σ丘
。
口m
E
m
g
H
Y
O
。
考
口
仿
吋

。
問
岳
。
是

ω
的
。
-
丘
。
]
詐
。
考
古m
w
]
E豆
。
『
。
門
。
口
門
M
m
g口
的
良
心
。
口

-
z

左
列
各
項
，
木
構
成
非
中
立
役
務

••

山
中
立
船
船
在
其
正
常
航
線
中
，
或
不
知
情
而
有
交
戰
國
(
敝
國
)
人
員
在
其
船
上
者
。

、
問
中
立
船
船
在
其
芷
常
航
線
中
或
不
知
惰
，
而
布
交
戰
國
(
敵
國
)
公
文
在
其
船
上
者
。
，

叫
州
市
立
船
船
運
送
交
戰
國
(
敝
國
)
之
外
交
人
員
者
。

附
中
立
船
帕
遞
送
交
戰
國
(
敵
閻
)
與
中
立
國
政
府
間
往
來
之
公
文
者
。

附
中
立
船
柚
遞
送
交
戰
國
(
敵
國
)
與
其
駐
外
使
領
館
間
往
來
之
公
文
者
。

附
中
立
船
帕
載
運
普
通
郵
件
，
其
中
含
有
交
戰
國
(
敵
國
)
公
私
書
信
者
。

(
二
)
情
節
重
大
之
非
中
立
投
務

(
D
Z
Z
0
月
向
口ω
2
。
門
口
口
口2

可
旦
的
巾
三
方
。
)
，
依
倫
敦
宣

言
第
四
十
六
條
規
定••

「
凡
中
立
船
蚓
在
左
列
情
謀
"
之
)
者
，
應
行
沒
收
。
且
凡
做
翻
商
船
所
應
受
之
處

分
，
可

)
1律
適
用
之
。 H

Y也

已
己
也
仿
古
目
。
口
片0
月



山
船
削
直
接
參
預
戰
閃
行
為
者
。

悶
的
附
係
在
敵
國
政
府
所
派
遣
在
船
上
之
代
理
人
之
監
督
與
命
令
之
不
者
。

問
船
削
純
為
敵
國
政
府
所
租
者
。

凶
船
柚
專
從
事
於
運
送
敵
國
軍
隊
及
傳
遞
有
利
於
敵
方
情
報
者
。

如
遇
木
條
所
定
各
項
，
船
的
所
有
人
之
所
有
貨
物
，
亦
一
併
沒
收
。
」

R
A
K
F
口
伶
Z
H
E
-
4
3
ω旦
司
一

-
-
σ
o
g
口
已
。
自
口
。
已
凶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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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口
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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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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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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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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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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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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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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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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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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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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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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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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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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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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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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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囚

一-
一

提
供
非
中
立
役
務
之
處
罰

凡
中
立
船
航
提
供
惰
的
輕
微
之
非
中
立
役
務
者
，
如
其
行
為
經
審
判
確
定
後
，
得
子
沒
收
;
且
與
違

禁
制
n附
加
沒
收
之
中
立
船
削
受
問
呼
之
處
理
。
如
其
任
務
完
成
後
，
即
可
不
再
負
任
何
責
任
。
几
提
供
情

節
重
大
之
非
中
立
役
務
者
，
應
與
敵
國
肉
仙
所
應
受
之
處
分
，
一
律
過
肘
。
船
上
所
布
之
貨
物
，
除
有
相

反
之
證
明
外
，
全
部
沒
收
。
此
種
船
糾
可
加
破
壞
。
並
因
此
種
行
為
性
質
之
嚴
重
，
交
戰
國
軍
艦
在
當
時

r
即
可
當
作
敵
艦
，
向
其
攻
蟻
。

依
據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第
四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載
迎
戰
時
禁
制
人
之
船
州
及
其
所
布
人
之
貨
物
技

收
之
;
但
經
船
長
在
明
確
不
知
情
者
，
不
有
此
限
。

前
項
所
謂
戰
時
禁
制
人
，
通
常
包
括
在
列
三
種

••

仙
敵
國
軍
除
之
人
員
。

的
到
達
後
即
將
參
加
敝
國
軍
隊
之
人
員
。

ω
服
務
於
做
闊
立
非
草
人
，
而
地
位
崇
高
，
如
一
兀
首
悶
悶
且
可
川
門
物
間
為
收
俘
者
。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候
例
所
稱
之
戰
時
勢
制
人
，
則
指
敵
國
之
軍
人
及
諜
報
人
員
。

第
五
節

中
立
船
拍
之
臨
檢
搜
索
與
拿
捕

海
上
臨
檢
與
投
眾
之
衍
仗
，
為
戰
時
交
戰
問
之
權
刺
，
恥
的
女
職
間
為
防
衛
本
身
之
利
益
，
但
別
在
公



悔
。1
停
此
中
立
船
帥
，
槍
在
此
等
船
側
是
否
確
為
中
立
性
，
或
其
是
否
從
事
破
壞
封
鎖
，
載
連
戰
時
禁
制

爪
，
提
供
非
中
立
役
務
。
且
此
前
權
刑
之
行
使
，
必
放
在
戰
爭
期
內
，
由
交
戰
國
軍
脆
擔
任
。
行
使
之
地

叫
除
小
立
國
個
海
外
，
北
交
戰
閻
雙
古
之
領
海
及
任
何
公
海
上
均
可
。
依
阻
例
除
中
立
國
軍
艦
外
，
任
何

扑
過
之
中
立
船
船
，
交
戰
國
軍
舵
均
可
對
其
臨
檢
與
搜
索
。

臨
檢
權

臨
檢
權
(
目
前
言
。
問
〈E
H
)
係
指
交
戰
國
軍
艦
，
派
員
親
臨
中
立
船
帕
實
施
織
在
之
榷
。
交
戰
國

市
你
對
中
立
船
航
發
吭
一
快
快
時
，
叫
可
施
布
臨
穢
，
以
有
←
明
其
是
否
為
真
正
中
立
船
拙
，
是
否

A
I間
破
壞

的
叭
，
是
否
拭
迎
戰
時
究
制
n川
或
提
供
非
中
立
役
務
等
。

，
做
檢
執
行
表
限
於
交
收
閥
土
耳
艇
，
被
附
剛
被
者
限
於
巾
立
國
之
﹒
悄
船
，
如
中
立
的M
m由
其
木
國
軍
舵

法
仙
有
，
依
照
倫
敦
立
一
-
一
刊
第
六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怯
地
於
臨
撿
，
是
調
小
立
國
之
證
航
權

(
E
m
z
。
叮

叮
3
4」
〈
『
J三

o
q
h
m豆
豆
}
〈
2
3

→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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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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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叫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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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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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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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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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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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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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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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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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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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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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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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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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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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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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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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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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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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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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
叫
一
代
的
干
山
竹
，
，
小
立
問
波
航
之
巾
圳
，
例
，
抹
不
侈
，
兒
。

在
m
u川
之
京
航
慌
施
行
，
川
收
時
﹒
m
m先
縣
山
間
扎
(
本
國
悶
故
、h
h
M
心
凱
、
伙
敝
、
叭
叭
以
抗
仲
圳
、
或
叭
放
心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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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唔，

的
L
I一
收
峙
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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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
，
或
用
熱
線
屯
傳
達
亦
可
，
小
立
的
帕
如
校
睹
到
空
槍
以
後
，
並
不
停
駛
時
，
交
收
閥
軍
艦
可
以
，
買
叫

你
J怡
，
越
過
共
的
苗
，
如
仍
不
停
艘
，
可
先
宜
呻
指
限
于
其
從
悴
，
後
擊
其
叫
身

3
本
質
上
中
立
措
拍
往
往

札
明
放
~
刊)
J悄
峙
，
凹
況
令
停
駛
。

啥
叫
叫
…
同
敢
做
於
1
(悴
叭
後
，
派
遣
軍
官
一
名
或
兩
名

9
平
同
十
一W
H故
名
，
乘
小
腿
前
站
中
立
的
拙
，

詢
問
的
州
女
訟
，
如
法
刊
叫
喊
注
城
內
仿
制
品
、
或
提
仇
非
中
立
仙
似
務
坪
，
印
呵
宣
布
該
的
之
拿
捕
。
如
的
仙

女
苦
不
秤
，
誡
他
山
區
法
此
吋
沾
沾
椅
背
，
亦
可
僻
山
牟
捕
之
現
白
。
如
附
械
俊
認
為
無
搜
索
或
字
捕
之

必
要
者
，
即
于
放
行
。

八
六

搜
索
權

控
告
惟
有
百
宮
。
凹
的

g
門n
y
)之
行
使
，
在
仟
一
叭
中
立
的
州
之
宜
際
悄
彤
是
否
與
船
帥
文
書
所
措

相
符
。
几
臨
被
後
先
布
懷
疑
之
處
，
印
可
進
行
搜
索
。
搜
宗
峙
，
中
立
船
船
之
船
長
，
應
陪
同
進
行
，
並

提
供
一
切
協
助
。
如
拒
絕
協
助
，
即
可
構
成
拿
捕
之
理
由

o
搜
來
完
畢
以
後
，
如
認
為
無
拿
捕
理
由
者
，

須
在
中
立
的
的
之
航
海
記
事
排
上
，
加
以
拭
明
後
，
予
以
放
行
。

巾
立
仰
的
如
以
武
力
低
抗
州
檢
與
搜
索
者
，
依
倫
敦
甘
一
言
第
六
十
三
條
抗
足
，
此
項
中
立
柚
抽
被
認

為
取
得
做
性
。
船
航
卒
捕
後
，
回
可
沒
收
，
船
上
貨
物
制
向
敝
船
上
之
貨
物
。
船
長
或
船
柚
所
有
人
之
貨

物
亦
視
同
敞
性
貨
物
。
一
定
咐
，
O
R
F
古
且
也

ω
神
州
戶
口
的
。
阱
。
子
。
r
m
E
B

件
。
自
己
已
話
。
同

H
F
O
立
悅
耳
。
同

叩
門
。
℃
℃
似
的
向

w
ω的
如
門
們
甘
、
開
戶
口
已
們
也
℃
門
口
門
伶

W
F
D〈
C
7
1的
∞
-
H
H
m
戶
口
片
計
的
口
。
口
門
戶
均
口

H口
心
片
戶
。
H
H
。
同
H
E
O

們
心
的
而
ω



J
a
ω的
。-
-
1門
回ω
g

品
。
古

-
E甘
冒
雪
子
向

ω
口
自
倚
門
話
似
阱
。
月

2
0己

H
Z
S
o
g

品
。
。
門

J「E
E
-
-
的
。
。
門r
c

丘
。
口
m
古
向
畔
。
岳
。
宮
門
戶
泣
。
「
。
『
O
副
司
已
巾
『3
『
門
}
]
巾
〈2
ω
己
已
。
片
門
口
臼
片
。
已

。
口
。B
M
可
怕
。
。
已ω
.
.
.

依
我
國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第
五
十
一
條
規
定••

「
抗
拒
臨
檢
或
攪
索
之
柚
抽
，
沒
收
之
。
前
頃
船
的
間
內

芝
敵
質
及
的
於
船
長
及
的
州
州
所
有
人
之
貨
物
，
一
併
波
收
之
。
」

m
w口

內
叫
阿A
M月
3
1

位

r;勻

入
港
搜
索
與
准
航
制
度

有
所
謂
入
港
搜
弦
(
的
2
「n
y
-
-
H
可
C
Z
)
者
，
折
交
峨
國
之
軍
服
將
巾
立
的
航
導
入
交
戰
國
之
某
一

港
口
，
加
以
控
紫
而
言
。
共
理
由
大
抵
以
近
代
肉
的
的
大
，
貨
物
繁
多
，
非
拉
時
間
所
能
一
油
加
搜
弦
。
且

藏
匿
貨
物
之
技
巧
，
日
益
進
步
，
亦
非
專
家
不
易
發
覺
。
此
種
拍
她
不
當
先
拿
捕
而
後
搜
索
，
對
於
中

立
船
帥
，
在
時
間
上
與
經
濟
上
之
損
失
，
極
為
嚴
重
。
因
之
，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
即
多
採
用
准
航
訟

(
2
m
H
i
n
R
片
印
峙
的Z
B
)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准
航
證
計
有
左
列
三
種

••

仙
船
柚
准
航
證
(
的
巨
℃
Z
ω
i
n
m
H
Z
)
係
英
間
與
其
同
盟
國
官
員
，
在
其
本
國
或
中
立
國
特
許
某
船

作
某
一
次
航
行
之
通
行
證
。

間
貨
物
准
航
證
(
們
凶
門m
o
z
m
w
〈
叩
門
。
『

2
)
係
在
中
立
間
之
英
國
與
其
同
盟
國
官
員
，
特
許
某
頃
貨
物
，

運
往
某
一
中
立
港
口
之
通
行
證

o

第
三
章

海
上
戰
時
中
立
法

八
七



海
上
法
概
要

/ \,

λ

叫
庄
地
所
有
人
之
前
主
(
的

2
.立
E
S
Z

丘
。
立
丘

3
2

已
于

Z
Z
叩
門
)
係
在
巾
立
問
之
英
國
與
其
叫

開
國
官
員
，
請
朋
某
項
貨
物

u
m排
斥
，
叫
做
悶
，
亦
芥
制
於
做
人
芝
通
行
誼
。
此
跑
過
行
誼
之
間
的
，
旨
在

背
心
間
避
免
入
港
搜
索
之
損
失
。

四

中
立
船
船
之
拿
捕
破
壞
與
沒
收

中
立
船
船
經
的
檢
搜
奴
役
，
發
玖
玖
做
壞
扑
叭
，
或
故
混
戰
時
如
制
品
，
或
提
供
非
中
立
役
務
，
或

其
布
其
他
構
成
牟
捕
之
理
由
，
交
收
閩
中
亦
舵
即
可
于
以
牟
捕
。
惟
拿
捕
中
立
船
船
與
牟
捕
敵
凶
的
州
之
口

的
不
同
。
拿
捕
敵
悶
航
船
，
址

(
H的
在
城
布
敵
問
之
治
上
財
產
，
而
〈
羊
捕
中
立
船
訓
，
其
目
的
在
處
罰
址
(

注
反
中
立
性
之
行
為
。

攸
交
收
因
很
敝
人
不
川
小
止
閥
的
州
之
故
果
，
限
於
左
列
做
點

••

川
叫
巾
立
納
州
叭
的
土
之
人
則
(
物
，
均
隸
屬
於
捕
拉
國
林
力
之
下
，
仰
的
與
貨
物
，
在
未
被
審
判
沒
收

以
前
，
仍
峙
中
立
國
所
布
。

口
中
立
峭
的
之
抖
-
h扎
，
不
叫
約
為
戰
俘
)
交
戰
國
之
軍
，
駝
，
僅
得
留
下
若
干
名
，
作
為
本
國
捕
獲
法

院
已
非
判
時
之
一
位
人
。

問
中
A
V一
揣
一ma
y
-
乘
客
，
除
服
務
於
敵
區
之
詐
軍
人
，
以
共
地
位
崇
高
協
助
敵
國
作
戰
努
力

9
可
得
拘

弓
仰
、
戶
戶
外
，
勻
在
益
主
予
其
草
…

x
o

full-fjFLur-=l1j

f
h
t
巾
立
船
圳
在
未

J化
的
性
怯
位
非
判
以
前
﹒
能
否
加
以
放
捏
，
各
國
，
拉
例
不
一
'
。
一
九C
九
年
之
倫



教
什
-
一
汀
，
分
被
字
怖
之
巾
立
圳
的
情
兩
叩
••

川
的
臨
安
泣
收
處
分
利
，
交
收
間
~
邦
航
如
認
為
不
于
破
壞
，
足
以
危
丸
其
本
身
安
全
，
或
有
叫
於

1泌

的
軍
事
行
動
之
成
功
苦
，
何
例
外
加
以
破
壞
。
所
謂
略
行
泣
收
之
本
白
，
叫
指
破
壞
扑
到
、
站
起
川
圳
的
計

制
仙
，
提
供
井
中
立
仇
恨
務
及
武
力
拉
忱
的
俄
松
鼠
趴
(
牟
捕
而
戶
口
。

間
為
不
腔
受
挫
收
處
分
利
，
如
布
紅
玫
本
身
安
全
或
布
研
單
車
行
動
，
乙
悄
形
'
的
應
于

e
M行
。
惟
仙

土
恢
于
沒
收
之
貨
物
，
何
令
其
交
山
附
加
以
做
搜
。

互
交
戰
閥
怖
經

u
u
仙
一
庭
對
於
被
抽
中
叫
一
州
州
之
非
判
，
係
間
間
內
法
問
尬
，
我
閻
公
布
布
海
上
刊
叫
他
你
比

例
及
海
仁
仁
川
此
法
位
本
叫
條
例
，
以
抗
施
行
。
你
中

-
1附
認
為
非
判
一
小
公
平
或
站
反
問
際
法
規
則
，
叫
別

行
使
問
際
干
訊
時
，
川
成
仇
州
際
拭
目
之
川
凶
。

習
題

一
、
試
述
小

L
M倒
與
交
職
間
，
之
山
間
係
。

一
一
、
何
謂
封
鎖
?
掃
一
述
叫
趴
之
仆
仆
山
執
行
。

一
二
、
交
戰
間
對
巾
亢
的
仙
，
可
位
施
州
的
阱
利
?

閥
、
何
謂
戰
時
就
叫
制n川
?
女
職
閥
扎
一
例
規
們
形
干
，
可
力J川J
A平
捕
，f

第

海
k
叫
時
山
γ
立
訟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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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r

sh
ip

s
fly

in
g

its

'flag:2.
E

ach
S

tate
sh

all
i::;snc

to
sh

ip
s

to
w

h
ich

it
h

as
g

ran
ted

th
e

rig
h

t
to

fly
its

flag
docullleJ..lts

to
th

at
eifect.

A
rticle

6

1..
S

h
ip

s
sh

all
sail

l,lndcr
th

e
flag

of
o

n
e

S
tate

(lJ1ly
and,

sav
e

in

ex
cep

tio
n

al
cases

ex
p

ressly
p
r
o
v
i
d
~
d

fo
r

in
in

tern
atio

n
al

treaties
o

r
in

th
ese·

articles,
sh

all
be

su
b

ject
to

its
ex

clu
siv

e
ju

risd
ictio

n
o

n
th

e
h

ig
h

seas.
A

sh
ip

m
ay

n
o

t
ch

an
g

e
its

flag
d

u
rin

g
a

voyage
o

r
w

h
ile

in
a

p
o

rt
o

f
call,



~
a
v
e

in
th

e
case

of
a

reai
tran

sfer
of

o
w

n
ersh

ip
o

r
ch

an
g

e
of

reg
istry

.

2.
A

sh
ip

w
h

ich
sails

u
n

d
er

th
e

flag
s

of
tw

o
o

r
m

o
re

S
tates,

u
s
i
n
~

th
em

acco
rd

in
g

to
co

n
v

en
ien

ce,
m

ay
n

o
t

claim
an

y
o

f
th

e
n

atio
n

alities
in

q
u

estio
n

.w
ith

resp
ect

to
an

y
o

th
er

S
tate,

an
d

m
ay

b
e

assim
ilated

to
a

sh
ip

w
ith

o
u

t
n

atio
n

ality
.

A
rticle

7

T
h

e
prO

V
ISIO

ns
of

th
e

p
reced

in
g

articles
do

n
o

t
p

reju
d

ice
th

e
Q

uestion
of

sh
ip

s
em

ployed
on

th
e

o
fficial

serv
ice

o
f

an
in

ter·g
o

v
ern

m
en

ta
I

o
rg

an
izatio

n

fly
in

g
th

e
flag

of
th

e
o

rg
an

izatio
n

.A
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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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arsh
ip

s
o

n
th

e
h

ig
h

seas
h

ay
e

co
m

p
lete

im
m

u
n

ity
fro

m
th

e
juris

liC
l:on

o
f

an
y

S
tate

o
th

e
r'th

a
n

th
e

flag
S

tate.

2.
F

o
r

th
e

p
u

rp
o

ses
of

th
ese

articles,
th

e
term

"w
arsh

ip
"

m
ean

s
2

sh
ip

b
~
l
(
)
n
g
i
n
g

to
th

e
n

av
al

fo
rces

of
a

S
tate

and
b

earin
g

-
th

e
ex

tern
al

m
ark

s

<
.h

tin
g

u
ish

in
g

w
arsh

ip
s

of
its

n
atio

n
ality

,
u

n
d

er
th

e
co

m
m

an
d

of
an

o
fficer



d
u

ly
com

m
issioJ1t·cJ

hy
th

e
g

o
v

ern
m

en
t

and
w

h
o

se
n

am
e

ap
p

ears
In

th
e

N
avy

L
ist,

an
d

m
an

n
ed

b
y

a
crew

w
h

o
are

u
n

d
er

reg
u

lar
naval

discipline.

A
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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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ip
s

ow
ned

o
r

o
p

erated
b

y
a

S
tate

an
d

used
only

on
g

o
v

ern
m

en
t

non-com
m

ercial
serv

ice
shall,

on
th

e
h

ig
h

seas,
have

co
m

p
lete

im
m

u
n

ity
troll1

th
e

ju
risd

ictio
n

of
an

y
S

tate
o

th
er

th
an

th
e

flag
S

tate.

A
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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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v
ery

S
tate

sh
all

tak
e

such
m

easu
res

fo
r

sh
ip

s
u

n
d

er
its

Jlag
as

are

n
ecessary

to
e
n
s
u
r
~

safety
at

sea
w

ith
reg

ard
in

ter
alia

to
:

(a)
T

h
e

use
of

sig
n

als,
th

e
.m

ain
ten

an
ce

of
co

m
m

u
n

icatio
n

s
an

d
th

e
p

rev
en

tio
n

of
collisions;

(b)
T

h
e

m
an

n
in

g
of

.ships
·and

lab
o

u
r

co
n

d
itio

n
s

fo
r

crew
s

tak
in

g
in

to

acco
u

n
t

th
e

appIicaqle
in

tern
atio

n
al

lab
o

u
r

in
stru

m
en

ts;

(c)
T

h
e

co
n

stru
ctio

n
,

eq
u

ip
m

en
t

an
d

seaw
o

rth
in

ess
of

sh
ip

s.

.2.
Tn

ta
k

in
g

such
lT

Ieasures
each

S
ta

te
is

l'l:q
aired

to
co

n
fo

rm
to



g
en

eral1
y

accep
ted

in
tern

atio
n

al
stan

d
ard

s
an

d
to

tak
e

an
d

step
s

w
h

ich
m

ay

be
n

ecessary
to

en
su

re
th

e
ir

o
b

serv
an

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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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n

th
e

ev
en

t
o

f
a

co
llisio

n
o

r
o

f
an

y
o

th
er

in
cid

en
t

o
f

n
av

ig
atio

n

co
n

cern
in

g
a

sh
ip

o
n

th
e

h
ig

h
sea:;,

in
v

o
lv

in
g

th
e

p
en

al
o

r
d

iscip
lin

ary

resp
o

n
sib

ility
of

th
e

m
a
stp

'
o

r
of

2.I1Y
'

o
th

er
p

erso
n

in
tn

e
serv

ice
d

th
e

sh
ip

.
no'

p
en

al
o

r
d

iscip
lin

ary
p

ro
ceed

in
g

s
m

ay
be

in
stitu

ted
ag

ain
st

su
ch

p
erso

n
s

ex
cep

t
b

efo
re

th
e

Judicial
o

r
ad

m
in

istrativ
e

au
th

o
rities

eith
er

o
f

:h
e

flag
S

tate
o

r
of

th
e

S
t2.te

of
w

h,ich
su

ch
p

erso
n

is
a

n
atio

n
al.

2.
In

d
iscip

lin
ary

m
.atters,

th.e
S

tq
te

w
h

ich
h

as
issu

ed
a

m
aster's

certificate
o

r
a

certificate
of

(
,
~
o
m
p
e
t
e
J
l
c
e

o
r

licen
ce

'sh
all

alo
n

e
be

co
m

p
eten

t,
<

Jfter
d

u
e

leg
al

p
ro

cess,
to

p
ro

n
o

u
n

ce
th

e
w

ith
d

raw
al

o
f

su
ch

certificates,
ev

en
if

th
e'

h
o

ld
er

is
n

o
t

a
Ilatio

n
al

o
f

th
e

S
tate

w
h

ich
issu

ed

th
em

.3.
:\'0

arrest
o

r
d

eten
tio

n
of

th
e

sh
ip

,
ev

en
as

2.m
easu

re
o

f
in

v
estig

atio
n

,

sh
all

be
o

rd
ered

by
an

y
<iuthoritic;O

\)th
cr

th
an

th
o

se
o

f
th

e
flag

S
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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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very
S

tatl:
sh

all
req

u
ire

the
m

aster
of

a
sh

ip
sailin

g
'under

its
'flag,

In
so

far
as

he
can

do
so

w
ith

o
u

t
serio

u
s

d
an

g
er

to
th

e
ship,

th
e

crew
o

r

th
e

passengers,

(a)
T

o
ren

d
er

assistan
ce

to
an

y
p

erso
n

found
at

sea
in

d
an

g
er

of
being

lo
st;(b)

T
o

p
ro

ceed
w

ith
all

possible
sp"eed

to
th

e
rescue

of
p

erso
n

s
in

d
istress

if
in

fo
rm

ed
of

th
eir

n
eed

of
assistance,

in
so

far
as

su
ch

actio
n

m
ay

reaso
n

ab
ly

be
~
x
p
e
c
t
e
d

of
h

im
;

(c)
A

fter
a

colJision,
to

ren
d

er
assistan

ce
to

the
o

th
er

ship,
h

er
crew

an
d

h
er

p
assen

g
ers

and,
w

h
ere

possible,
to

in
fo

rm
th

e
o

th
er

sh
ip

o
f

th
e

n
am

e
of

h
is

o
w

n
ship,

h
er

p
o

rt
of

reg
istry

an
d

t
h
~

n
earest

p
o

rt
at

w
h

ich

sh
e

w
ill

call.

2.
E

v
ery

co
astal

S
tate

shall
p

ro
m

o
te

th
e

estab
lish

m
en

t
an

d
m
a
i
n
t
e
n
~
n
c
e

.of
an

ad
eq

u
ate

an
d

effectiv
e

search
an

d
rescu

e
serv

ice
reg

ard
in

g
safety

on

~
n
d

o
v

er
th

e
sea

a
n

d
-w

h
e
re

circu
m

stan
ces

so
req

u
ire--b

y
w

ay
of

m
u

tu
al



regional
arran

g
em

en
ts

co-operate
w

ith
n

eig
h

b
o

u
rin

g
S

tates
fo

r
th

is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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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ry
S

tate
sh

all
ad

o
p

t
effectiv

e
m

easu
res

to
p

rev
en

t
an

d
p

u
n

ish
th

e

tran
sp

o
rt

of
slav

es
in

sh
ip

s
au

th
o

rized
to

fly
its

flag,
an

d
to

p
rev

en
t.

th
e

u
n

law
fu

l
use

o
f

its
flag

fo
r

th
at

purpose.
A

n
y

slav
e

tak
in

g
refu

g
e

o
n

b
o

ard

an
y

ship,
w

h
atev

er
its

flag,
sh

all
ipso

facto
be

fr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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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l
S
t
a
t
e
~

sh
all

co
-o

p
erate

to
th

e
fu

llest
possible

ex
ten

t
in

th
e

repreS
S



ion
of

p
iracy

on
th

e
h

ig
h

seas
o

r
in

an
y

o
th

er
p

lace
o

u
tsid

e
th

e
ju

risd
ictio

n

o
f

an
y

S
ta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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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racy

co
n

sists
o

f
an

y
'o

f
th

e
follow

ing
acts:

(1)
A

n
y

illegal
acts

o
f

violence,
d

eten
tio

n
o

r
an

y
act

o
f'd

ep
red

atio
n

,

co
m

m
itted

fo
r

p
riv

ate
en

d
s

by
th

e
crew

.or
th

e
p

assen
g

ers
o

f
a

p
riv

ate
.shlp

o
r

a
p

riv
ate

aircraft,
an

d
d

irected
:



lO
a

,

(a)
O

n
th

e
h

ig
h

seas,
ag

ain
st

an
o

th
er

shit
o

r
aIrcraft,

o
r

ag
ain

st

perso'ns
o

r
p

ro
p

erty
on

board
such

sh
ip

o
r

aircraft;

(b)
A

g
ain

st
a

ship,
aircraft.

persons
o

r
p

ro
p

erty
in

a
p

lace
outside

th
e

ju
risd

ictio
n

of
an

y
S

tate;

(2)
A

n
y

act
of

v
o

lu
n

tary
p

articip
atio

n
in

th
e

o
p

eratio
n

o
f

-a
sh

ip
o

r
o

f

an
aircraft

w
ith

know
ledge

of
facts

m
ak

in
g

it
a

p
irate

sh
ip

o
r

aircraft;

(3)
A

n
y

act
o

f
in

citin
g

o
r

of
)n

ten
tio

n
ally

facilitatin
g

an
act

described

in
su

b
-p

arag
rap

h
1

o
r

su
b

-p
arag

rap
h

2
of

th
is

articl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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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acts

o
f

piqlC
Y

,
as

defined
in

article
]5,

co
m

m
itted

by
a

w
arship,

g
o

v
ern

m
en

t
sh

ip
o

r
g

o
v

ern
m

en
t

ain
;raft

w
h

o
se

crew
h

as
m

u
tin

ied
an

d
tak

en

co
n

tro
l

of
th

e
sh

ip
o

r
aircraft

are
assim

ilated
to

acts
co

m
m

itted
by

2
p

riv
ate

sh
ip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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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

ip
o

r
aircraft

is
considered

a
p

irate
sh

ip
o

r
aircraft

if
it

is
in

ten
d

ed



by
th

e
perS

ons
in

d
o

m
in

an
t

co
n

tro
l

to
be

used
fo

r
th

e
p

u
rp

o
se

o
f

co
m

m
ittin

g

one
of

th
e

ac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5.

T
h

e
sam

e
ap

p
lies

if
th

e
sh

ip
o

r

aircraft
h

as
b

een
u
~
e
d

to
co

m
m

it
an

y
su

ch
act,

so
lo

n
g

as
it

rem
ain

s
u

n
d

er

th
e

co
n

tro
l

of
th

e
p

erso
n

s
g

u
ilty

of
th

at
ac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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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

ip
o

r
aircraft

m
ay

retain
its

n
atio

n
ality

alth
o

u
g

h
it

haS
becom

e
a

p
irate

sh
ip

o
r

aircraft.
T

h
e

reten
tio

n
o

r
loss

of
n

atio
n

ality
is

d
eterm

in
ed

by
th

e
law

of
th

e
S

tate
fro

m
w

h
ich

su
ch

n
atio

n
ality

w
as

deriv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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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th
e

h
ig

h
seas,

o
r

in
any

o
th

er
p

lace
o

u
tsid

e
th

e
ju

risd
ictio

n
of

an
y

S
tate,

ev
ery

S
tate

n1ay
seize

a
p

irate
sh

ip
or

aircraft,
o

r
a

sh
ip

tak
en

by

p
iracy

an
d

under.
th

e
co

n
tro

l
of

p
irates,

an
d

arrest
th

e
p

erso
n

s
and

seize

th
e

p
ro

p
erty

on
board

..T
h

e
co

u
rts

of
th

e
S

tate
w

h
ich

carried
out

th
e

seizu
re

m
ay

decide
·upon

th
e
.

p
en

alties
to

be
im

posed,
an

d
m

ay
also

d
eterm

in
e

the

actio
n

to
be

tak
en

w
ith

reg
ard

to
the:

ships,"aircraft
o

r
property,

subject
to

.

1
0

1



1011

th
e

rig
h

ts
,of

th
ird

p
arties

actin
g

in
good

faith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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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
r
e

th
e

seizure
o

f
a

sh
ip

o
r

.aircraft
o

n
SU

SpIC
Ion

o
f

p
iracy

h
as

been

effected
w

ith
o

u
t

ad
eq

u
ate

grounds,
th

e
S
t
a
t
~

m
ak

in
g

th
e

seizu
re

sh
all

be

. liable
to

the.
S

tate
th

e
n
~
t
i
o
n
a
l
i
t
y

of
w

h
ich

is
possessed

by
th

e
sh

ip
o

r

aircraft,
fo

r
an

y
10

ss
o

r
dam

age
cau

sed
by

th
e

seizu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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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izu

re
o

n
acco

u
n

t
of

p
iracy

m
ay

o
n

ly
be

carried
o

u
t

bv
w

arsh
ip

s
o

r

.m
ilitary

aircraft,
o

r
o

th
er

ships
o

r
aircraft

on
g

o
v

ern
m

en
t

serv
ice

au
th

o
rized

to
th

a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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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x
cep

t
w

h
ere

acts
of

in
terferen

ce
derive

fro
m

p
o

w
ers

co
n

ferred
by

treaty
,

a
w

arsh
ip

w
h

ich
en

co
u

n
ters

a
fo

reig
n

m
erch

an
t

sh
ip

on
th

e
h

ig
h

seas

is.
n

o
t

ju
stified

in
b

o
ard

in
g

h
er

unless
th

ere
is

reaso
n

ab
le

g
ro

u
n

d
fo

r



S
'
t
t
S
p
e
c
t
l
n
~

(a)
T

h
at

th
e

sh
ip

is
'en

g
ag

ed
in

p
iracy

;
o

r

(b)
T

h
at

th
e

ship
is

en
g

ag
ed

in
th

e
slav

e
trad

e;
o

r

(c)
T

h
at,

though
flying

a
fo

reig
n

flag
or·

refu
sin

g
to

sh
o

w
its

flag,
th

e

sh
ip

is,
in

'reality
,

of
th

e
sam

e
n

atio
n

ality
as

th
e

w
arsh

ip
.

2.
In

th
e

cases
provided

fo
r

in
su

b
-p

arag
ra:__h

s
(a),

(b)
an

d
(c)

above,

th
e

w
arsh

ip
m

ay
proceed

to
v

erify
th

e
sh

ip
's

rig
h

t
to

fly
its

flag.
T

o
th

is

end,
it.

m
ay

sen
d

a
b

o
at

u
n

d
er

th
e

co
m

m
an

d
of

an
o

fficer
to

th
e

su
sp

ected

ship.
If

suspicion
rem

ain
s

after
-the

,docum
ents

h
av

e
b

een
checked.

it
m

ay

p
ro

ceed
to

a
fu

rth
er

ex
am

in
atio

n
on

b
o

ard
th

e
sh

ip
,

w
h

ich
m

ust
be

carried

o
u

t
w

ith
all

possible
co

n
sid

eratio
n

.

3.
If

th
e

suspicions
p

ro
v

e
to

b
e
'unfounded,

an
d

provided
th

at
th

e
sh

ip

b
o

ard
ed

h
as

n
o

t
co

m
m

itted
an

y
act.ju

stify
in

g
them

.
itsh

a
ll

be
co

m
p

en
sated

fo
r

an
y

loss
o

r
d

am
ag

e
th

at
m

ay
h

av
e

been
sus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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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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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a
fo

reig
n

sh
ip

m
ay

be
undeF

,taken
w

h
en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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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

co
m

p
eten

t
au

th
o

rities
o

f
th

e
co

astal
S

tate
h

av
e

good
reaso

n
to

believe
th

a
t'

th
e

sh
ip

h
as

v
io

lated
th

e
la\vs

an
d

reg
u

latio
n

s
of

th
at

S
tate.

S
uch

p
u

rsu
it

m
u

st
be

co
m

m
en

ced
w

h
en

th
e

fo
reig

n
sh

ip
o

r
o

n
e

of
its

b
o

ats
is

w
ithin

th
e

in
tern

al
w

aters
o

r
th

e
territo

rial
sea

o
r

th
e

co
n

tig
u

o
u

s
zone

of
th

e
p

u
rsu

in
g

S
tate,

an
d

m
ay

o
n

ly
be

co
n

tin
u

ed
o

u
tsid

e
th

e
territo

rial
sea

o
r

th
e

co
n

tig
u

o
u

s

zone
if

th
e

p
u

rsu
it

h
as

n
o

t
been

in
terru

p
ted

.
It

is
n

o
t

n
ecessary

th
at.

at

th
e

tim
e

w
h

en
th

e
fo

reig
n

sh
ip

w
ith

in
th

e
territo

rial
sea

o
r

th
e

co
n

tig
u

o
u

s

ione
r
e
c
e
i
~
e
s

th
e

o
rd

er
to

stop,
th

e
sh

ip
g

iv
in

g
th

e
o

rd
er

should
lik

ew
ise

be

w
ith

in
th

e
territo

rial
sea

o
r

th
e

co
n

tig
o

u
s

zone.
If

th
e

fo
reig

tl
sh

ip
is

w
ith{n

a
co

n
tig

u
o

u
s

zone,
as

d
efin

ed
in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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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

e
C

o
n

v
en

tio
n

on
th

e

T
errito

rial
S

ea
an

d
th

e
C

o
n

tig
u

o
u

s
Z

one,
th

e
pun:uit

m
ay

o
n

ly
be

u
n

d
ertak

en

if
th

ere
h

as
been

a
v

io
latio

n
of

th
e

rig
h

ts
fo

r
th

e
p

ro
tectio

n
of

w
h

ich
th

e

zone
w

as
estab

lish
ed

.

2.
T

h
e

rig
h

t
o

f
h

o
t

p
u

rsu
it

ceases
as

soon
as

th
e

sh
ip

p
u

rsu
ed

en
ters

th
e

territo
rial

sea
of

its
o

w
n

co
u

n
try

o
~

of
a

..h
ird

S
tate,

3.
H

o
t

p
u

rsu
it

is
n

o
t

deem
ed

to
h

av
e

begun
unless

th
e

p
u

rsin
g

sh
ip

h
as

satisfied
,

itself
by

such
p

racticab
le

m
ean

s
as

m
ay

be
av

ailab
le

th
at



th
e

sh
ip

pursuec1
o

r
one

of
its

boats
o

r
o

th
er

craft
w

o
rk

in
g

as
a

team

an
d

u
sin

g
th

e
sh

ip
p

u
rsu

ed
as

a
m

.other
sh

ip
are

w
ith

in
th

e
.Iim

its
of

th
e

territo
rial

sea,
o

r
as

th
e

case
m

ay
be

w
ith

in
th

e
co

n
tig

u
o

u
s

zone.
T

h
e

p
u

rsu
it

m
ay

only
be

C
l)m

m
enced

after
a

visual
o

r
au

d
ito

ry
sig

n
al

to
sto

p
h

as

been
g

iv
en

at
a

d
istan

ce
w

h
ich

en
ab

les
it

to
be

seen
o

r
h

eard
by

th
e

fo
reig

n

sh
ip

.4.
T

h
e

rig
h

t
of

h
o

t
p

u
rsu

it
m

ay
be

ex
ercised

o
n

ly
by

w
arsh

ip
s

o
r

m
ilitary

aircraft,
o

r
o

th
er

sh
ip

s
o

r
aircraft

on
g

o
v

ern
m

en
t

serv
ice

sp
ecially

au
th

o
rized

to
th

a
t

effect.

5.
W

h
ere

h
o

t
p

u
rsu

it
is

effected
b

y
'an

aircraft:

(a)
T

h
e

p
ro

v
isio

n
s

of
p

arag
rap

h
1.

to
:~

o
f

th
is

article
sh

all
apply

m
u

tatis
m
u
t
a
n
d
i
~
;

(b)
T

h
e

aircraft
g

iv
in

g
th

e
o

rd
er

to
sto

p
m

u
st

itself
activ

ely
p

u
rsu

e
th

e

sh
ip

u
n

til
a

sh
ip

o
r

aircraft
of

th
e

co
astal

S
tate,

su
m

m
o

n
ed

.by

th
e

aircraft,
arrivc;s

to
tak

e
o

v
er

th
e

p
u

rsu
it,

unless
th

e'
aircraft

is
itself

able
to

arrest
th

e
sh

ip
.

It
does

n
o

t
su

ffice
to

ju
stify

an
arrest

on
th

e
h

ig
h

~
e
a
s

th
at

,the
sh

ip
w

as
m

erely
sig

h
ted

b
y

th
e

aircraft
as

an
o

ffen
d

er
o

r'

IQ
fR



I
O
,
~

su
sp

ected
offender,

if
it

w
as

n
o

t
both·

o
rd

ered
to

sto
p

an
d

p
u

rsu
ed

by
th

e

aircraft
itself

o
r

o
th

er·aircraft
o

r
sh

ip
s

w
h

ich
co

n
tin

u
e

th
e

p
u

rsu
it

w
ith

o
u

t

in
terru

p
tio

n
.

6.
T

h
e

release
o

f
a

sh
ip

arrested
w

ith
in

th
e

ju
risd

ictio
n

o
f

a
S

tate
an

d

esco
rted

to
a

p
o

rt
of

th
at

S
tate

fo
r

th
e

purposes
of

an
en

q
u

iry
before

th
e

co
m

p
eten

t
au

th
o

rities
m

ay
110t

be
claim

ed
so

lely
o

n
th

e
g

ro
u

n
d

th
at

th
e

ship,

in
th

e
co

u
rse

o
f

its
voyage,

w
as·

esco
rted

acro
ss

a
p

o
rtio

n
o

f
th

e
h

ig
h

seas,

if
th

e
circu

m
stan

ces
ren

d
ered

th
is

n
ecessary

.

7.
W

h
ere

a
sh

ip
h

as
b

een
sto

p
p

ed
o

r
arrested

on
th

e
h

ig
h

seas
in

circu
m

stan
ces

w
h

ich
do

n
o

t
ju

stify
th

e
ex

ercise
of

th
e

rig
h

t
of

h
o

t
p

u
rsu

it,

it
sh

all
be

co
m

p
en

sated
fo

r
an

y
lo

ss
o

r
d

am
ag

e
th

at
m

ay
h

av
e

been
th

ere6
y

su
stain

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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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ry
S

tate
sh

all
draw

'
u

p
reg

u
latio

n
s

to
p

rev
en

t
p

o
llu

tio
n

o
f

th
e

seas

by
th

e
d

isch
arg

e
o

f
oil

from
sh

ip
s

o
r

p
ip

elin
es

o
r

resu
ltin

g
frolll

th
e

ex
p

lo
itatio

n
an

d
ex

p
lo

ratio
n

'of
th

e
seab

ed
an

d
its

subsoil,
tak

in
g

acco
u

n
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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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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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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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ve~:"y

S
tate

sh
all·

tak
e

m
easu

res
to

·p
rev

en
t·

p
o

llu
tio

n
of

th
e

seas

fro
m

th
e

dum
ping

of
rad

io
-activ

e
w

aste,
tak

in
g

in
to

acco
u

n
t

any.
stan

d
ard

s

<Ind
reg

u
latio

n
s

w
h

ich
m

ay
b

e.
fo

rm
u

lated
by

th
e

co
m

p
eten

t
in

tern
atio

n
al

o
rg

an
izatio

n
s.

2.
A

ll
S

tates
sh

all
co

-o
p

erate
w

ith
t
~
e

co
m

p
eten

t
in

tern
atio

n
al

o
rg

an
i'

zatio
n

s
in

tak
in

g
m

easu
res

fo
r

th
e

prevention
of

p
o

llu
tio

n
of

th
e

seas
o

r
air

sp
ace

above,
resu

ltin
g

from
an

y
activ

ities
w

ith
rad

io
-activ

e
m

aterials
o

r

o
th

er
h

arm
fu

l
ag

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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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ll
S

tates
sh

all
be

en
titled

to
lay

su
b

m
arin

e
cab

les
an

d
p

ip
elin

es
o

n

th
e

bed
of

th
e

high
seas.

2.
S

u
b

ject
to

its
rig

h
t

to
tak

e
reaso

n
ab

le
m

easu
res

fo
r

th
e

ex
p

lo
ratio

n
..

of
th

e
'co

n
tin

en
tal

sh
elf

an
d

th
e

ex
p

lo
itatio

n
of

its
n

atu
ral

resources,
th

e.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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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coastal,
S

tate
m

ay
n

o
t

im
pede

th
e

layfng
o

r
m

ain
ten

an
ce

of
su

ch
cables

o
r

pipelines.

3.
W

h
en

lay
in

g
such

cables
o

r
p

ip
elin

es
th

e
S

tate
in

question
sh

all
p

ay

due
reg

ard
to

cab
les

o
r

pipelines
alread

y
in

p
o

sitio
n

on
th

e
seabed.

In

p
articu

lar,
p

o
ssib

ilities
of

rep
airin

g
ex

istin
g

cables
o

r
p

ip
elin

es
sh

all
n

o
t

be

prejudi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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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ry
S

tate
sh

all
tak

e
th

e
n

ecessary
legislative

m
easu

res
to

p
ro

v
id

e

th
a
t

th
e

b
reak

in
g

o
r

in
ju

ry
by

a
sh

ip
fly

in
g

its
flag

o
r

by
a

p
erso

n
su

b
ject

to
its

ju
risd

ictio
n

of
a

su
b

m
arin

e
cab

le
b

en
eath

th
e

h
ig

h
seas

done
w

ilfu
lly

'o
r

th
ro

u
g

h
culpable

negligence,
in

su
ch

a
m

an
n

er
as

to
be

liable
to

in
terru

p
t

o
r

o
b

stru
ct

teleg
rap

h
ic'o

r
telephonic

co
m

m
u

n
icatio

n
s,

an
d

sim
ilarly

th
e

b
reak

in
g

,or
in

ju
ry

of
a

su
b

m
arin

e
p

ip
elin

e
o

r
h

ig
h

-v
o

ltag
e

p
o

w
er

cab
le

sh
all

be
a
.

pun{shable
offence.

T
h

is
provision

sh
all

n
o

t
'apply

to
an

y
b

reak
o

r

Injury
cau

sed
by

p
erso

n
s

w
h

o
acted

m
erely

w
ith

th
e

leg
itim

ate
object

of

sav
in

g
th

eir
lives

o
r

th
eir

ships,
after

h
av

in
g

tak
en

all
n

ecessary
p

recau
tio

n
s



to
avoid

such
b

reak
o

r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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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ry
S

tate
sh

all
tak

e
th

e
n

ecessary
leg

islativ
e

m
easu

res
to

provide
th

at,

if
p

erso
n

s
subject

to
its

ju
risd

icq
o

n
w

h
o

are
th

e
o

w
n

ers
o

f
a

cable
o

r
p

ip
elin

e

b
en

eath
th

e
h

ig
h

seas,
in

lay
in

g
o

r
rep

airin
g

th
at

cable
o

r
pipeline,

cau
se

a

b
reak

in
o

r
in

ju
ry

to
an

o
th

er
cabl(~

o
rp

ip
elilw

,-
th

ey
sh

all
b

ear
th

e
co

st
-of

th
e

rep
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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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ry
S

tate
sh

all
tak

e
th

e
n

ecessary
leg

islativ
e

m
easu

res
to

en
su

re
th

at

th
e

o
w

n
ers

o
f

sh
ip

s
w

h
o

can
prove

th
at

th
ey

have
sacrificed

an
an

ch
o

r,
a

n
et

o
r

an
y

o
th

er
fish

in
g

gear,
in

o
rd

er
to

avoid
in

ju
rin

g
a

su
b

m
arin

e
cable

o
r

pipeline,
sh

all
be

in
d

em
n

ified
by

th
e

o
w

n
er

of
th

e
cable

o
r

pipeline,

provided·th
at

th
e

o
w

n
er

o
f

th
e

sh
ip

h
a

s
tak

en
all

reaso
n

ab
le

p
recau

tio
n

ary

xneasures
b

efo
reh

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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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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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

ro
v

isio
n

s
of

this'
C

onvention
sh

all
n

o
t

affect
co

n
v

en
tio

n
s

o
r

o
th

er

in
tern

atio
n

al
agreem

ent.s
alread

y
in

force.
as

b
etw

een
S

tates
P

arties
to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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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s
C

o
n

v
en

tio
n

shall,
u

n
til

31
O

cto.ber
1958,

be
open

fo
r

sig
n

atu
re

by

aU
S

tates
M

em
b

ers
of

th
e

U
nited

N
a
jo

n
s

o
r

o
f

an
y

o
f

th
e

specialized

ag
en

cies,
an

d
by

an
y

o
th

er
S

tate
in

v
ited

by
th

e
G

en
eral

A
ssem

b
ly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to

becom
c

a
P

arty
to

th
e

C
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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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s
C

o
n

v
en

tio
n

is
subject

to
rat.ification.

T
h

c
in

stru
m

en
ts

of
ratifica

tio
n

sh
all

be
d

ep
o

sited
w

ith
the

secretary
-G

en
eral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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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s
C

o
n

v
en

tio
n

sh
all

be
open

for
accessio

n
by

an
y

S
tates

belonging
to

an
y

of
th

e
categ

o
ries

m
entioned

in
article

31.
T

h
e

in
stru

m
en

ts
of

accession
sh

all
be

dcposited
w

ith
th

e
S

ecretary
-G

en
eral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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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

h
is

C
onvention

sh
all

com
e

in
to

force
on

th
e

th
irtieth

day
follow

ing

th
e

d
a
t
~

of
deposit

of
th

e
tw

enty-second
in

stru
m

en
t

of
ratificatio

n
o

r
.,

accession
w

ith
th

e
S

ecretary-G
eneral

of
th

e
U

nited
N
a
t
i
o
n
s
~

2.
F

o
r

each
S

tate
ratify

in
g

o
r

acceding
"to

th
e

C
onvention

after
th

e

deposit
of

th
e

tw
enty-second

in
stru

m
en

t
of

ratificatio
n

o
r

accession,
th

e

C
onven1ion

sh
all

en
ter

in
to

force
on

th
e

th
irtieth

day
after

d
e
p
o
s
i
~

by
such

S
tate

of
its

in
stru

m
en

t
of

ratificatio
n

o
r

a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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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fter
th

e
ex

p
iratio

n
of

a
period

of
five

y
ears

from
th

e
d

ate
on

w
h

ich
th

is
C

onvention
sh

all
en

ter
in

to
force,

a
req

u
est

for
th

e
revision

of

th
is

C
onvention

m
ay

be
m

ade
at

an
y

tim
e

b
y

any
C

o
n

tractin
g

P
arty

b
y

m
ean

s

o
f

a
n

o
tificatio

n
in

w
ritin

g
addressed

to
th

e
S

ecretary-G
eneral

of
t.he

U
nited

N
ations.

2.
T

h
e

G
eneral

A
ssem

bly
of

tlw
U

n
ited

N
atio

n
s

::>1Iall
tk

cid
c

upon
th

e

1
1

1



1
11

J

steps,
if

any,
to

be
tak

en
1

Il
resp

ect
o

f
sitch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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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

ecretary
-G

en
eral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sh
all

in
fo

rm
all

S
tates

M
em

b
ers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an
d

th
e

o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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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c
o

.
T

h
e

p
ro

v
isio

n
s

o
f

t
h
j
~

p
arag

rap
h

sh
all

1
I0

t
apply·,

h
o

w
ev

er,

w
helc

il
is

neccss;u-y
by

)caso
n

of
bi:·.;loric

Iitle
o

r
o

th
er

sp
ecial

circu
m



stan
ces

1
0

d
elim

it
th

e
te

rriln
l

j;:l
~;eas

o
t

th
e

"1\V
O

S
ta

te
s

111
a

w
ay

w
h

ich
is

<It
v
~
r
i
a
n
c
e

w
ith

th
is

p
ro

v
isio

n
.

2
.·

T
h

e
lin

e
o

f
d

elim
itatio

n
b

etw
een

th
e

territo
rial

seas
o

f
tw

o
S

ta
te

s

ly
in

g
o

p
p

o
site

to
each

o
th

er
o

r
;;d

jacen
t

to
C

a
c
h

o
th

c
r

sh
all

b
e

m
a
r
k
~
d

o
n

lar.l!c·~~cale
c
h

a
rts

o
fficially

reco
g

n
ized

b
y

th
e

cO
<Jstal

S
ta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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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riv
er

flo
w

s
d

irectly
in

to
th

e
sea,

th
e

b
aselin

e
sh

all
be

a
stra

ig
h

t

lin
e

acro
ss

th
e

m
o

u
th

o
f

th
e

riv
er

b
etw

een
p

o
in

ts
o

n
Ih

0
lo

w
-tid

e
lin

e
o

f

its
b

an
k

s.S
E

C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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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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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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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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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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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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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u
b

ject
to

th
e

p
ro

v
isio

lls
(If

th
ese

articles,
s
l
J
j
p
~

o
f

;JII
~
l
a
t
c
s
,

w
h

eth
el

(()(lslal
o

r
un!,

~,;haJl
c
n

ju
v

th
e

rig
h

t
o

f
In

n
o

c
e

n
t

p
assag

e
th

ro
a

g
h

th
e

territu
rial

sea.

:~.
Pil~;S<.1gt::

m
ean

s
l];:Jvlgatio:1

lln-ough
th

e
territo

rial
S

C
i;!

fo
r

th
e

p
u

rp
o

se

<:irht!l'
ly

f
tra

v
e

rs
in

g
th

at
sea

w
ith

o
u

t
c-llterins

in
tern

al
\v

aters,
o

r
o

t

p
ro

ceed
in

g
to

in
tern

al
w

aters,
o

r
o

f
m

a
kin

g
fo

r
th

e
h

ig
h

se
a
s

fro
m

in
tern

al

\vaters.
',I
v

.
P

assag
e

in
clu

d
es

s
(f)p

p
illg

an
d

an
ch

o
rin

g
,

b
u

t
o

n
ly

in
so

far
as

th
e

111111



I
I1:5l

sam
e

are
in

cid
en

tal
to

o
rd

in
ary

n
av

ig
atio

n
o

r
are

ren
d

ered
n
e
~
e
s
s
a
r
y

by

force
m

ajeu
re

o
r

by
d

istress.

",)
4,

P
assag

e
is

innoL
ent

so
long

as
it

is
n

o
t

prejudicial
to

th
e

peace,

good
o

rd
er

o
r

secu
rity

of
th

e
co

astal
S

tate.
S

u
ch

p
assag

e
sh

all
tak

e
p

lace

in
co

n
fo

rm
ity

w
ith

th
ese

articles
an

d
w

ith
o

th
er

ru
les

of
in

tern
atio

n
al

law
.

5.
P

assag
e

of
fo

reig
n

fish
in

g
v

essels
sh

all
n

o
t

be
co

n
sid

ered
in

n
o

cen
t

if
th

ey
d'J

n
o

t
o

b
serv

e
su

ch
law

s
an

d
reg

u
iatio

n
s

a
s

th
e

co
astal

S
tate

m
ay

m
ake

an
d

p
u

b
lish

in
o

rd
er

to
p

rev
en

t
th

ese
v

essels
from

fish
in

g
in

th
e

territo
rial

sea,

6.
S

u
b

m
arin

es
are

req
u

ired
to

n
av

ig
ate

on
th

e
su

rface
an

d
to

sh
o

w

th
e
ir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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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h
e

coastal.
S

tate
m

u
st

n
o

t
h

am
p

er
in

n
o

cen
t

p
assag

e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2,
T

h
e

co
astal

S
tate

is
req

u
ired

to
give

ap
p

ro
p

riate
p

u
b

licity
to

an
y

O
flngcrS

to
n

av
ig

atio
n

,
of

w
h

ich
it

h
as

know
led,ge.

w
ith

in
its

territo
rial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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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h
e

co
astal

S
tate

m
ay

tak
e

th
e

n
ecessary

'steps
in

its
territo

rial

sea
to

p
rev

en
t

passagp.
w

h
ich

is
nM

in
n

u
cen

t.

2.
In

th
e

case
of

sh
ilJS

proceedin
g

to
in

tern
al

w
aters,

th
e

co
astal

S
tate

sh
all

also
have

th
e

rig
h

t
to

tak
e

th
e

n
ecessary

step
s

to
p

rev
en

t
an

y
b

reach

to
th

e
cu

n
d

itio
n

s
tv

w
h

ich
ad

m
issio

n
of

th
o

se
sh

ip
s

to
th

o
se

w
aters

is
subject.

3.
S

u
b

ject
to

th
e

p
ro

v
isio

n
s

of
p

arag
rap

h
4,

th
e

co
astal

S
tate

m
ay.

w
ith

o
u

t
d

iscrim
in

atio
n

am
o

n
g

st
fo

reig
n

ships,
su

sp
en

d
tem

p
o

rarily
in

sp
ecified

areas
of

its
territo

rial
sea

th
e

in
n

o
cen

t
p

assag
e

o
f

fo
reig

n
sh

ip
s

if
su

ch
su

sp
en

sio
n

is
essen

tial
for

th
e

p
ro

tectio
n

o
f

its
secu

rity
.

S
u

ch

su
sp

en
sio

n
sh

all
tak

e
effect

o
n

ly
after

h
av

in
g

been
d

u
ly

published.

4.
T

h
ere

sh
all

be
no

su
sp

en
sio

n
of

th
e

in
n

o
cen

t
p

assag
e

of
fo

reig
n

sh
ip

s
th

ro
u

g
h

straits
w

h
ich

are
u

sed
for

in
tern

atio
n

al
n

av
ig

atio
n

b
etw

een

o
n

e
p

art
of

th
e

h
ig

h
seas

an
d

an
o

th
er

p
art

of
th

e
h

ig
h

seas
o

r
th

e

territo
rial

sea
of

a
foreign

S
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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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eig
n

sh
ip

s
ex

ercisin
g

th
e

rig
h

t
.of

in
n

o
cen

t
p

assag
e

sh
all

com
ply

w
ith

,
.

th
e

jaw
s

an
d

.reg
u

latio
n

s
en

acted
by

th
e

co
astal

S
tate

in
co

n
fo

rm
ity

V
liith

th
ese

articles
an

d
o

th
er

ru
les

of
iJ?-ternational

Jaw
and,

in
p

articu
lar:

w
ith

su
ch

law
s

an
d

reg
u

latio
n

s
relatin

g
to

tran
sp

o
rt

and
n

av
ig

atio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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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B
·S

E
C

T
O

N
B

.
R

U
L

E
S

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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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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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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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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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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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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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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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u
ch

arg
e

m
ay

be
levied

upon
foreign

sh
ip

s
by

reaso
n

o
n

ly
o

f
th

eir

p
assag

e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2.
C

h
arg

es
m

ay
be

levied
upon

a
foreign

sh
ip

p
assin

g
th

t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as

p
ay

m
en

t
o

n
ly

fo
r

specific
serv

ices
ren

d
ered

to
th

e
ship.

T
h

ese
ch

arg
es

sh
all

be
levied

w
ith

o
u

t
d

iscrim
in

ati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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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h
e

crim
in

al
ju

risd
ictio

n
of

th
e

co
astal

S
tate

sh
o

u
ld

n
o

t
be

ex
erci

sed
on

board
a

foreign
sh

ip
p

assin
g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to
arrest

an
y



perSO
ll

o
r

to
conduct

an
y

in
v

estig
ation

in
co

n
n

ex
io

n
w

ith
an

y
crim

e
com

m
i

tted
o

n
b

o
ard

th
e

sh
ip

d
u

rin
g

its
p

assag
e,

sav
e

only
in

th
e

fo
llo

w
in

g
cases:

(a)
If

th
e

con:;equences
o

f
th

e
crim

e
ex

ten
d

to
th

e
co

astal
S

tate;
o

r

(b)
.If

th
e

crim
e

is
o

f
a'k

in
d

to
d

istu
rb

th
e

p
eace

of.
th

e
co

u
n

try
o

r
th

e

g
o

o
d

o
rd

er
of

th
e

territo
rial

sea;
o

r

(c)
If

th
e

assistan
ce

of
th

e
local

au
th

o
rities

h
as

be"en·req
u

ested
by

th
e

cap
tain

of
th

e
sh

ip
o

r
by

th
e

co
n

su
l

of
th~

(o
u

n
try

w
h

o
se

flag
th

e
sh

ip

flies;
o

r

(d)
,If

it
is

n
ecessary

fo
r

th
e

su
p

p
ressio

n
o

f
illicit

traffic
in

n
arco

tic

'drugs.

2.,
.T

h
e

above
p

ro
v

isio
n

s
do

n
o

t
affect

th
e

rig
h

t
o

f
th

e
co

astal
S

tate
to

lak
e

an
y

step
s

au
th

o
rized

b
y

its
law

s
fo

r
th

e
p

u
rp

o
se'of

an
arrest

o
r

in
v

estig
atio

n
o

n
b

o
ard

a
fo

reig
n

sh
ip

·
p

assin
g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after
leav

in
g

in
tern

al
w

aters.

3.
In

th
e

cases
provided

fo
r

in
p

arag
rap

h
s

1
an

d
2

of
th

is
article.

th
e

co
astal

S
tate

shall,
if

th
e

cap
tain

so
req

u
ests.

ad
v

ise
th

e
co

n
su

lar
au

th
o

rity

'of
th

e
fla

g
S

tate,
before

tak
in

g
an

y
step

s.
an

d
S

hall
facilitate

co
n

tact

1
1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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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tw

een
su

ch
al1t~1-ority

an
d

th
e

sl:ip
's

c
re

w
,'

.In
cases

o
f

em
erg

en
cy

th
is

'n
o

tific
a
tio

n
m

ay
be

co
m

m
u

n
icated

w
h

ile
th

e
m

easu
res

are
b

ein
g

tak
en

.

4.
In

co
n

sid
erin

g
w

h
eth

er
o

r
h

o
w

an
arreS

t
sh

o
u

ld
be

'm
ade.

th
e

Joc.a~

au
th

o
rities

sh
all

p
ay

d
u

e
reg

ard
to

th
e

in
terests

of
navigati.on.

5.
T

h
e

co
astal

S
tate

m
ay

n
o

t
tak

e
an

y
step

s
o

n
b

o
ard

a
fo

reig
n

sh
ip

p
assin

g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to

a
rre

st
an

y
p

erso
n

o
r

to
co

n
d

u
ct

an
y

in
v

estig
atio

n
in

co
n

n
ex

io
n

w
ith

an
y

crim
e

co
m

m
itted

b
efo

re
th

e

shi-p
en

tered
th

e
territo

rial
sea.

if
th

e
sh

ip
.

p
ro

ceed
in

g
fro

m
3

fo
reig

n

p
o

rt.
jS

o
n

ly
p

assin
g

th
ro

u
g

h
th

e
lterrito

rial
sea

w
ith

o
u

t
en

terin
g

in
tern

'a:

w
ater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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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h
e

co
astal

S
tate

sh
o

u
ld

not
sto

p
o

r
d

iv
ert

a
fo

reig
n

'sh
ip

p
assin

g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fo
r

th
e

p
u

rp
o

se
o

f
ex

ercisin
g

civil
ju

risd
ictio

n
in

relatio
n

to
a

p
erso

n
o

n
b

o
ard

th
e

sh
ip

2.
T

h
e

co
astal

S
tate

m
ay

n
o

t
levy

ex
ecu

tio
n

ag
ain

st
o

r
arrest

tn
e'

sh
ip

fo
r

th
e

p
u

rp
o

se
of

an
y

civi1
p

ro
ceed

in
g

s,
sav

e
o

n
ly

in
resp

ect
of

o
b

lig
atio

n
s



O
J

liab
ilities

assu
m

ed
o

r
in

cu
rred

by
th

e
sh

ip
itseif

In
th

e
co

u
rse

o
r

fo
r

th
e

p
u

rp
o

se
of

its
voyage

th
ro

u
g

h
th

e
w

aters
of

th
e
'co

astal
S

tate.

3.
T

h
e

p
ro

v
isio

n
s

of
th

e
p

rev
io

u
s

p
arag

rap
h

are
w

ith
o

u
t

p
reju

d
ice

to

th
e

rig
h

t
o

f
th

e
co

astal
S

tate,
in

acco
rd

an
ce

w
ith

its'la
w

s.
to

levy
ex

ecu
tio

n

2
g

ain
st

o
r

to
arrest,

fo
r

th
e

p
u

rp
o

se
of

an
y

civiI
p

ro
ceed

in
g

s.
a

fo
reig

n
sh

ip

ly
in

g
in

th
e

territo
rial

sea,
o

r
p

assin
g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after

leav
in

g
in

tern
a

I
w

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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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u

les
co

n
tain

ed
in

su
b

-sectio
n

s
A

an
d

B
sh

all
also

ap
p

ly
to

g
o

v
ern

m
en

t
sh

ip
s

o
p

erated
for

co
m

m
erci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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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h
e

rlllc~
conla:nccJ

111
su

b
-sectio

n
A

an
d

in
article

18
sh

all
ap

p
ly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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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

o
v

ern
m

en
t

sh
ip

s
o

p
erated

for
non-com

m
ercial

p
u

rp
o

ses..

i
W

ith
su

ch
ex

cep
tio

n
s

as
are

co
n

tain
ed

in
th

e
p

ro
v

isio
n

s
referred

to
in

th
e

p
reced

in
g

.
p

arag
rap

h
.

n
o

th
in

g
In

th
ese

articles
affects

th
e

im
m

u
n

ities
w

h
ich

su
ch

sh
ip

s
enjoy

u
n

d
er

thesf'
articles

o
r-o

th
er

ru
les

o
f.

in
tern

atio
n

al
law

.

SU
B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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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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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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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U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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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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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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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n

y
w

arsh
ip

d
o

es
n

o
t

co
m

p
ly

w
ith

th
e

reg
u

latio
n

s
o

f
th

e
co

astal

S
tate

co
n

cern
in

g
p

assag
e

th
ro

u
g

h
th

e
territo

rial
sea

an
d

d
isreg

ard
s

an
y

r
e
q
~
e
s
t

for
c
o
m
p
J
i
~
n
c
e

w
h

ich
is

m
ade

to
it,

th
e

co
astal

S
tate

m
ay

req
u

ire

th
e

w
arsh

ip
to

leave
th

e
territo

rial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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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a
'zone

of
th

e
.h

ig
h

seas
co

n
tig

u
o

u
s

to
its

territo
rial

sea,
th

e

co
astal

S
tate

m
ay

ex
ercise

th
e

co
n

tro
l

n
ecessary

to
:

(a)
P

rev
en

t
in

frin
g

em
en

t
o

f
its

cu
sto

m
s,

fiscal,
iin

m
ig

ratio
n

o
r

san
itary

reg
u

latio
n

s
.w

ith
in

its
territo

ry
o

r
territo

rial
sea;

(b)
P

u
n

ish
in

frin
g

em
en

t
of

th
e

above
reg

u
latio

n
s

co
m

m
itted

w
ith

in
its

territo
ry

o
r

territo
rial

sea.

2.
T

h
e

co
n

tig
u

o
u

s
z
o
n
t
~

m
a

y
n

o
t

ex
ten

d
b

ey
o

n
d

.
tw

elv
e

m
iles

fro
m

th
e

b
aselin

e
fro

m
w

h
ich

th
e

b
read

th
of

th
e

territo
rial

sea
is

m
easu

red
.

~.
.W

h
ere

the.
co

asts
o

f
tw

o
S

tates
are

o
p

p
o

site
o

r
ad

jacen
t

to
·

each

o
th

er,
n

eith
er

of
th

e
tw

o
S

tates
is

en
titled

,
failin

g
ag

reem
en

t
b

etw
een

th
em

.to
th

e
.co

n
trary

,
to

ex
ten

d
its

co
n

tig
u

o
u

s
zone

beyond
th

e
m

ed
ian

lin
e

ev
ery

p
o

in
t

o
f

w
h

ich
is

eq
u

id
istan

t
fro

m
th

e
n

earest
p

o
in

ts
o

n
th

e'b
aselin

es
fro

m

w
h

ich
th

e
b

read
th

of
th

e
territo

rial
seas

of
th

e
tw

o
S

tates
is

m
easu

red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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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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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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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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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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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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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

ro
v

isio
n

s
o

f
th

is
C

o
n

v
en

tio
n

sh
all

n
o

t
affect

co
n

v
en

tio
n

s
o

r
o

th
er

in
tern

atio
n

al
ag

reem
m

en
ts

already
in

force,
as

b
etw

een
S

tates
P

arties
to

th
em

.

A
rticle

26

T
h

is
C

o
n

v
en

tio
n

shall,
u

n
til

31
O

ctober
1958.

be
o

p
en

for
sig

n
atu

re
by

all
S

tates
M

em
b

ers
o

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o
r

of
an

y
of

th
e

specialized

agencies,
a
n
~
y

an
y

o
th

er
S

tate
in

v
ited

by
th

e
G

en
eral

A
ssem

bly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to

becom
e

a
P

arty
to

th
e

C
onvention.

A
~
t
i
c
l
e

27

T
h

is
C

o
n

v
en

tio
n

is
subject

to
ratificatio

n
.

T
h

e
in

stru
m

en
ts

of
ratificat

io
n

sh
all

be
d

ep
o

sited
w

ith
th

e
S

ecretary
-G

en
eral

of
th

e
U

n
ited

N
ations.

A
rticle

28

T
h

is
'C

o
n

v
en

tio
n

sh
all

be
open

for
accessio

n
cy

an
y

S
tates

belonging
to



an
y

of
th

e
categ

o
ries

m
en

tio
n

ed
in

article
26.

T
h

e
in

stru
m

en
ts

of
accessio

n

sh
all

be
deposited.

w
ith

th
e

S
ecretary

-G
en

eral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A
rticle

29

1.
T

h
is

C
onv.;ntion

sh
all

com
e

in
to

force
on

th
e

th
irtieth

day
fo

llo
w

in
g

th
e

d
ate.

of
d

ep
o

sit
o

f
.th

e
tw

en
ty

-seco
n

d
in

stru
m

en
t

o
f

ratificatio
n

o
r

accessio
n

w
ith

th
e

S
ecretary

-G
en

eral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2.
F

o
r

each
S

tate
ratify

in
g

o
r

acced
in

g
to

th
e

C
o

n
v

en
tio

n
·

after
th

e

d
ep

o
sit

o
f

th
e

tw
en

ty
-seco

n
d

in
stru

m
en

t
o

f
ratificatio

n
o

r
accession,

th
e

C
o

n
v

en
tio

n
sh

all
en

ter
in.to

fo
rce

on
th

e
th

irtieth
day

after
d

ep
o

sit
b

y
su

ch
S

tate
o

f
its

in
stru

m
en

t
o

f
ratificatio

n
o

r
accession.

A
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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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fter
th

e
ex

p
iratio

n
of

a
p

erio
d

o
f

five
y

ears
fro

m
th

e
d

ate
on

w
h

ich
th

is
C

onvention
sh

all
en

ter
in

to
force,

a
req

u
est'

fO
l"

th
e

rev
isio

n
of

th
is

C
o

n
v

en
tio

n
m

ay
be

m
ade

at
an

y
tim

e
by

an
y

C
o

n
tractin

g
P

arty
by

m
ean

s
o

f
a

~
o
tif

i
cat

i
on

in
w

ritin
g

ad
d

ressed
to

the.S
ecretary

-G
en

eral
of

th
e

I
IIIiJ1,



l111m

U
nited

N
a
t
i
o
n
~
.

2.
T

h
e

G
eneral

A
ssem

bly
o

f
th

e
U

nited
N

atio
n

s
shall

decide
upon

th
e

steps.
if

any,
to

be
t
a
k
e
n
~
n

resp
ect

o
f

su
ch

reque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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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
h

e
S
e
c
r
e
t
a
r
y
~
G
e
n
e
r
a
l

of
th

e
U

n
ited

N
atio

n
s

shall
in

fo
rm

a
lt

S
tates

M
em

bers
of

th
e

U
nited

N
atio

n
s

and
th

e
o

th
er

S
tat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6:

(a)
O

f
sig

n
atu

res
to

th
is

C
onvention

and
o

f
th

e
deposit

o
f

in
stru

m
en

ts

of
ratificatio

n
o

r
accession,

in
accordance

w
ith

articles
26,

27
an

d
28;

(b)
O

f
th

e
d

ate
on

w
hich

th
is

C
onvention

w
ill

com
e

in
to

force,
in

accordance
w

ith
article

29;
.

.
(c)

O
f

req
u

ests
for

revision
in

accordance
w

ith
article

30.

A
rticle

32

T
h

e
original

of
th

is
C

onvention,
o

f
w

h
ich

th
e

C
hinese,

E
nglish,

F
ren

ch
,

.R
ussian

an
d

S
panish

tex
ts

are
equally

authentic,
sh

all
de

deposited
w

ith
th

e

S
ecretary-G

eneral
o

f
th

e
U

nited
N

ations,
w

ho
sh

all
sen

d
certifieet

~
o
p
i
e
s



th
ereo

f
to

all
S

tat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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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T

N
E

S
S

W
H

E
R

E
O

F
th

e
undersigned

P
len

ip
o

ten
tiaries,

being
duly

authorized
th

ereto
b

y
th

e
ir'

respective
G

overnm
ents,

have
signed

th
is

C
onvention.

D
O

N
E

at
G

eneva,
th

is
tw

en
ty

-n
in

th
day

o
f

A
p

ril
one

thousand
n

in
e

hundred
an

d
fifty-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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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捕
獲
條
例

氏
閏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氏
國
四
十
四
年
六
月
三
日
修
正

"
弟
-
A平

通

則

第

中
華
民
國
軍
艦
，
在
本
聞
自
(
敵
罔
聞
戰
朋
內
，
圳
股
海
上
捕
從
事
頃
，
依
本
條
例
立
規
定

一
條

行
之
。

二
條
對
於
船
柚
之
防
檢
控
張
孝
捕
，
於
中
屯
國
個
海
及
合
法
設
定
之
中
立
區
域
內
，
不
得
為
之
。

三
條
本
條
例
稱
敵
國
有
，
指
中
華
民
間
與
之
交
校
或
對
之
宣
戰
之
國
家
，
及
其
所
控
制
之
地
區

。
凡
經
中
華
民
國
所
承
認
，
並
與
中
華
民
間
交
戰
之
交
戰
團
體
，
關
於
梅
上
捕
獲
事
件
，
準
用
木
條

例
交
戰
閻
之
規
定
。

四
條
本
僚
例
稱
敵
船
者
，
指
左
列
航
船

••

一
、
懸
有
敵
國
間
旗
者
。

三
、
供
敵
國
使
用
或
受
敵
國
幣
制
者
。

一
一
一
、
依
法
懸
有
中
立
國
或
同
關
國
闊
脹
，
而
船
柚
共
有
人
全
部
或
一
部
或
其
所
有
人
，
為
敵
國

次
民
或
法
人
或
有
性
所
存
敵
國
者
。

四
、
敵
船
在
預
期
開
戰
將
屆
，
為
避
免
開
戰
後
將
被
拿
捕
，
而
改
懸
中
立
國
讀
同
盟
國
國
旗
或

移
轉
所
布
權
者
。

萬
上
鋪
當
官
僚
制

第第第

-
一
一
一
七



海
上
法
概
要

一
三
八

豆
、
敵
船
在
開
戰
後
，
改
懸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國
旗
，
或
移
轉
所
有
權
，
而
不
能
證
明
其
動
機

不
在
避
免
拿
捕
者
，
或
依
所
懸
圓
缺
國
家
之
法
律
，
因
條
件
不
具
備
，
尚
無
權
懸
掛
該
囡

囡
旗
者
。

六
、
敵
船
在
開
戰
後
，
改
懸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國
脹
，
或
移
轉
所
有
權
於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

或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人
民
或
法
人
﹒
而
原
主
保
留
罔
復
或
買
罔
權
者
。

-
七
、
敵
船
於
開
戰
後
，
在
航
行
或
封
鎖
港
內
，
完
成
移
轉
國
籍
或
所
有
權
手
續
者
。

第

a
五

3條
本
條
例
稱
敵
貨
者
，
指
左
列
貨
物

••

一
、
貨
物
共
有
人
全
部
或
一
部
或
其
所
有
人
，
為
敵
國
人
民
或
法
人
，
或
所
有
人
住
所
在
敵
國

者
。

二
、
預
期
開
戰
將
屆
﹒
或
戰
掌
中
有
住
所
在
中
華
民
國
或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之
人
，
對
於
敵
國

人
民
或
法
人
寄
送
之
貨
物
。

三
、
預
期
開
戰
將
屆
，
或
戰
爭
中
，
移
時
於
有
住
所
於
中
華
民
國
或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國
人
之
敵

貨
，
未
經
送
達
，
並
無
善
意
之
證
明
者
。

四
、
一
敵
貨
在
航
運
中
，
或
封
鎖
港
內
，
完
肢
移
轉
所
有
權
手
續
者
。

第
一
六
條
本
條
例
稱
住
所
者
，
依
民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戰
學
中
不
在
住
所
居
住
者
，
其
居
所
視
為
住
所
。

第
.
七
條
木
條
例
稱
抽
船
文
書
者
，
指
左
列
文
件

••



一
、
如
柚
國
籍
說
書
。

二
、
特
殊
貨
物
護
照
﹒

三
、
造
船
合
同
。

四
、
租
船
合
同
。

豆
、
賣
船
證
害
。

六
、
船
員
名
冊
。

七
、
通
行
證
書
。

八
、
航
海
記
事
縛
。

九
、
船
內
日
記
。

十
、
出
港
證
書
。

十
一
、
僱
用
船
員
合
同
。

十
二
、
健
康
證
書
。

十
三
、
載
貨
證
券
。

十
四
、
運
貨
收
誼
。

十
五
、
載
貨
表
妨
。
-

十
六
、
乘
客
名
冊
。

前
項
文
書
應
具
備
之
種
類
，
得
依
該
船
籍
國
家
法
令
之
規
定
。

海
上
捕
獲
帳
例

一
一
一
一
九



海
上
法
概
要

四

O

八
儷
木
條
例
稱
戰
時
禁
制
品
者
，
依
戰
時
禁
制
品
條
例
之
規
定
。

戰
時
禁
制
品
條
例
另
定
之
。

九
帳
本
條
例
稱
戰
時
禁
制
人
者
，
指
敵
間
之
軍
人
及
諜
報
人
員
。

+
條
﹒
木
條
例
稱
封
鎖
者
，
指
經
過
告
封
鎖
並
賞
際
上
以
武
力
禁
血
與
敵
間
及
其
軍
隊
所
佔
領
之

港
口
海
岸
交
通
之
行
為
。

稱
破
壞
封
鎖
者
，
指
通
過
或
企
間
通
過
封
鎖
線
之
行
為

H

第
+
一
條
本
條
例
稱
捕
獲
品
者
，
指
經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判
抉
沒
收
之
船
抽
及
貨
物
。

第第第

第
二
章

檢

臨

第
+
二
條
臨
檢
對
於
左
列
各
船
帕
行
之

••

一
、
懸
有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國
脹
，
而
布
為
敵
船
蠟
誕
之
'
的
艙
。

一
一
、
有
未
得
中
華
民
閩
政
府
特
詐
，
而
與
敵
問
過
商
航
行
嫌
疑
之
本
間
船
的
。

三
、
布
載
連
戰
時
禁
制
品
及
禁
制
人
嫌
疑
之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之
船
桶
。

因
、
有
破
壞
封
鎖
嫌
疑
之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單
間
或
中
立
國
之
船
拙
。

五
、
有
助
敵
嫌
疑
之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中
立
國
之
船
拙
。

第
+
一
-
一
條
海
軍
艦
長
對
於
前
，
條
所
列
之
船
削
，
得
令
其
停
航
受
驗
。

通
告
停
航
，
在
日
間
，
以
閱
際
通
語
之
信
號
脹
號
或
汽
笛
為
之
;
在
夜
間
，
以
燈
號
或
汽
笛
為
之
.
，



E
Z人
做
不
良
時
，
誰
何
放
空
砲
兩
次
為
之
。
對
快
經
過
特
停
航
而
不
連
者
，
得
故
吧
他
兩
次
;
仍
不
進

者
，
得
以
實
彈
問
時
共
梢
悅
;
如
再
不
停
航
，
得
鈕
，
其
船
體
。

第
十
四
條
船
削
遵
令
停
航
後
，
做
長
應
派
軍
官
隨
帶
士
兵
登
船
臨
驗
。

第
十
五
條
臨
檢
軍
官
對
船
後
，
應
以
禮
貌
請
求
檢
閱
船
船
文
書
，
但
船
長
拒
絕
時
，
得
強
迫
行
之
。

第
十
六
條
臨
檢
軍
官
機
制
卅
州
女
霄
，
認
為
並
無
木
條
例
第
于
一
一
條
所
列
嫌
疑
峙
，
應
即
報
准
你

-
A

使
放
行
。

第
十
七
條
晦
驗
軍
官
離
船
峙
，
應
於
該
相
之
航
海
缸
事
縛
內
，
一
証
明
臨
檢
日
時
、
地
點
、
本
艦
船
們

、
艦
長
及
臨
檢
軍
官
之
姓
名
。

第
十
八
條
中
立
國
軍
敝
護
送
址
(
本
國
或
其
他
中
立
閻
船
帥
，
如
其
進
送
艦
長
，
一
紹
中
華
民
問
海
市

艦
長
之
要
求
，
應
即
將
該
柚
之
研
質
性
質
、
船
口
辱
、
乘
客
名
冊
及
到
達
地
點
，
提
山
報
估
書
，
就
能

-
誇
明
其
無
木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所
列
嫌
疑
者
，
得
免
除
臨
驗
。

第
十
九
條
一
臨
檢
應
於
受
臨
檢
船
州
之
原
航
師
為
之
;
但
因
天
候
股
息
，
或
為
避
免
雙
方
損
失
起
兒
，

得
於
指
定
地
點
為
之
。

"
弟
三
h一
平

j史

索

第
二
+
條

恥
檢
軍
官
被
關
船
拙
文
書
後
，
認
為
仍
有
撤
疑
者
，
科
行
搜
索
。

悔
土
捕
獲
條
例

四



海

L
L
法
概
要

四

第
二
十
一
條
抱
案
應
會
向
受
搜
索
船
之
船
長
或
其
代
理
人
為
之
。

對
於
安
枚
絮
船
內
鎖
閉
之
場
所
﹒
或
器
具
貨
物
，
應
令
該
船
船
長
或
其
代
理
人
開
啟
，
如
抗
不
遵
行

時
，
的
認
為
具
有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戊
目
之
情
事
，
而
依
照
該
條
規
定
辦
理
之
。

第
二
十
二
條
臨
檢
軍
官
經
搜
素
後
，
認
為
不
應
拿
捕
時
，
應
剖
報
准
艦
長
後
放
行
。

第
二
+
主
條
木
條
例
第
十
七
條
荒
第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於
嫂
索
時
準
用
之
。

第
二
十
四
條
臨
械
軍
官
經
搜
索
後
﹒
認
為
須
拿
捕
時
，
應
報
准
艦
長
後
，
依
本
條
例
第
四
章
規
定
拿
捕

之
。

第
四
季

A缸
子

才為

第
二
十
五
條
對
於
左
列
船
帕
應
行
拿
圳

•.

一
、
敵
船
應
逕
行
拿
捕
.•

但
左
列
，
各
船
船
不
參
與
軍
事
行
動
時
，
不
在
此
限••

甲
、
專
作
沿
岸
捕
魚
用
之
船
船
，
或
從
事
當
地
貿
易
之
小
船
，
及
其
船
內
器
具
貨
物
。

乙
、
從
事
宗
教
科
學
慈
善
事
業
之
船
拙
。

丙
、
公
歷
一
九

O
七
年
海
牙
推
行
日
內
瓦
條
約
原
則
於
海
戰
條
約
所
稱
之
病
院
船
。

丁
、
俘
虜
交
換
船
。

一
一
、
未
得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特
許
，
而
與
敵
閱
過
商
航
行
之
本
闊
的
拙

u

一
三
、
中
華
民
國
或
同
盟
國
或
牛
立
國
船
帥
，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
甲
、
載
運
戰
時
禁
制
品
前
往
敵
國
，
或
其
武
裝
部
隊
;
或
確
悉
共
將
經
由
中
立
閥
港
口
的

.
運
至
敵
國
，
或
其
武
裝
部
隊
;
或
載
連
戰
時
禁
制
人
之
船
拙
。

乙
、
破
壞
封
鎖
之
船
桶
。

丙
、
為
敵
國
刺
探
軍
情
，
或
有
參
戰
助
敵
行
為
之
船
拙
。

丁
、
受
敵
國
軍
艦
或
飛
機
護
譯
之
船
捕
。

戊
、
抗
拒
臨
檢
或
搜
索
之
船
船
。

己
、
船
船
女
書
依
法
應
具
備
而
未
完
備
，
或
有
隱
匿
毀
架
偽
造
盜
改
情
形
之
船
拙
。

庚
。
、
受
敵
關
政
府
租
貫
之
船
拙
。

第
二
十
六
條
拿
捕
前
，
應
將
拿
捕
理
由
通
告
該
船
長
，
泄
派
官
兵
駐
船
抑
制
之
。

因
天
候
臉
惡
或
其
他
事
故
不
能
派
遣
官
兵
駐
船
控
制
峙
，
待
命
該
船
航
行
至
指
定
地
點
處
理
之
。

第
二
十
士
條
船
抽
經
拿
捕
後
，
艦
長
膽
創
執
行
左
列
各
專
頃
。

一
、
監
視
該
船
船
員
不
得
使
用
無
線
電
及
其
他
通
信
器
材
。

一
一
、
扣
押
船
拙
文
書
。

三
、
會
同
.
該
船
船
長
或
其
代
理
人
，
點
明
所
載
貨
物
及
其
他
物
晶
，
並
造
具
清
冊
。

四
、
封
閉
船
艙
。

第
二
+
八
使
被
拿
捕
船
抽
上
之
船
長
船
員
及
乘
客
，
除
繳
布
參
戰
行
為
者
瞎
子
作
廳
外
，
其
餘
人
員
，

依
左
列
規
定
，
分
別
處
理
之

••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一
四
三



海
上
掛
概
要

一
山
山

一
、
船
長
船
員
屬
於
敞
閻
閻
錯
者
，
瞎
俘
皮
之
;
但
以
封
山
宣
誓
於
戰
爭
峙
，
內
，
不
執
行
與
收

風
f
直
接
或
間
按
有
關
之
服
務
者
，
得
釋
放
之

o

三
、
船
長
船
民
屬
於
巾
但
間
或
間

m
m間
間
新
者
，
如
以
船
一
冒
出
宣
誓
，
於
峨
的
吋
蚓
肉
﹒
不
為
敵
閻

船
削
執
行
服
務
者
，
不
得
俘
虜
之
。

台
一
、
其
他
乘
客
應
釋
放
之
。

第
二
十
九
條
除
前
條
規
定
怯
俘
版
者
及
必
要
之
證
人
外
，
位
前
址
(
紅
最
近
口
岸
笠
恆
。

第
三
十
條
被
拿
捕
船
訓
中
之
郵
件
，
除
自
封
鎖
限
域
發
遞
成
宵
達
抉
封
鎖
區
域
及
不
利
於
中
華
民
間

或
同
間
m問
者
外
，
應
設
法
寄
述
。

第
三
十
一
條
艦
長
眩
將
臨
松
的

A索
及
命
中
仙
如
川
件
的
形
-
J
M人
木
，
就
航
海-
M事
卻
••

泄
作
成
許
制
報
估

囂
，
從
遠
分
別
報
告
海
軍
總
司
令
及
所
識
艦
隊
司
令
。

第
三
十
二
條
艦
長
對
於
向
恰
仙

M
V如
此
牟
抽
打
仗
義
悶
，
應
的
電
報
沁
平
總
司
令
做
一
咐
，
艦
長
於
的
削
♀

的
後
，
發
現
那
有
不
應
拿
悄
悄
形
峙
，
眩
叫
榔
紋
，

M
m分
別
屯
峭
的

r
w沁
司
令
川
泣
所
品
你
除
呵

人
口
。

第
三
十
三
條
艦
長
應
將
拿
怖
之
船
抓
，
依
海
上
捕
按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第
十
二
峰
之
規
足
，
解
送
初
級
海

t
捕
鐘
法
庭
審
理
。

第
三
十
四
條
拿
捕
之
帕
拉
物
必
叭
叭
叭
述
不
能
解
送
峙
，
應
由
悅
的
之
中
爪
官
們
闖
一
一
的
船
長
作
成
報
告
書
，
是

准
概
長
後
，
於
故
征
之
心
叩
末
民
間
口
持
或
從
中
立
閥
許
可
之
最
近
小
立
凶
口
岸
拍
賣
之
。



前
項
抽
賞
之
經
過
情
形
及
俄
格
，
應
詳
細
拭
明
快
航
海
記
事
縛
，
她
作
成
記
事
鈴
，
送
交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第
三
十
五
條
有
在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必
要
時
﹒
艦
長
得
下
令
蟬
，
毀
被
拿
捕
船
帥
，
但
應
於
車
前
將
該
船

中
人
民
貨
物
置
於
安
全
之
處
所
;
誰
將
一
切
的
船
文
書
妥
為
保
全

••

一
、
被
拿
捕
船
州
破
壞
不
堪
航
行
時
;

三
、
於
軍
事
行
動
上
有
重
大
妨
時
時
。

第
三
十
六
條
船
長
應
將
前
條
學
毀
之
理
由
，
也
即
電
報
海
軍
總
司
作
且
所
隸
艦
隊
司
令
.
，
她
一
作
成
記
事

錄
，
送
交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第
三
十
七
條
被
敵
閻
拿
前
中
華
民
國
或
吋
叩
閻
戒
中
立
間
之
船
船
，
在
未
經
做
閻
使
用
，
或
未
引
送
於

敵
國
口
岸
前
，
很
經
中
華
民
國
艦
艇
故
問
時
，
艦
長
得
命
令
釋
放
之
。

第
五
幸

被
拿
捕
船
射
成
其
貨
物
應
叫
做
用
之
程
序

第
三
十
八
饒
被
拿
捕
之
船
拙
，
在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確
定
前
，
因
軍
事
土
緊
急
需
要
，
得
徵
用
之

••

但
依
法
不
得
拿
捕
者
，
不
在
此
限
。

徵
用
被
學
捕
之
船
飾
，
除
本
條
例
有
規
定
萬
外
﹒
泊
用
軍
事
徵
用
法
之
規
定
。

第
三
十
九
條
佈
軍
脫
險
司
令
叫
什
造
做
長
，
對
叭
叭
料
做
緊
迫
，
決
史
徵
用
牟
捕
之
的
抽
﹒
陪
迅
報
海
雄

總
司
令
，
牌
星
最
高
軍
事
機
關
柚
行
核
准

L
M
W
V
依
海
I
捕
位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仿
十
二
條
規
定
﹒
松
同

海
上
捕
獲
慷
例

JILl
h



海
上
法
概
要

間

，、

一
張
船
估
價
單
及
物
品
清
單
，
一
併
送
交
初
級
海

t
捕
獲
法
庭
。

有
徵
用
權
長
官
應
發
給
估
價
單
及
物
品
清
單
副
卒
，
暨
徵
用
語
明
書
﹒
送
達
於
該
船
船
長
或
址
(
所

l
H
U

第
四
十
條

徵
用
被
拿
捕
船
內
之
貨
物
，
種
用
徵
用
船
削
程
序
立
規
定
。

第
六
牽
制
裁

第
四
十
一
條
被
拿
捕
之
船
帥
貨
物
及
其
他
一
切
物
件
，
非
經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判
訣
﹒
不
得
波
收
。

第
四
十
二
條
敵
的
沒
收
之
敵
船
內
主
敵
貨
沒
收
之
。

第
四
十
三
條
中
立
國
或
同
盟
問
船
內
之
敵
貨
，
除
木
條
例
別
，
一
們
規
定
外
，
不
得
沒
收

U

第
四
十
四
條
中
華
民
國
之
船
船
與
敝
國
通
商
航
行
，
未
經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特
許
者
，
沒
收
之
。

們
頃
船
削
所
載
之
貨
物
，
除
敵
質
及
蜴
快
，
仙
州
所
有
人
士
貨
物
外
﹒
不
得
沒
收

u

第
四
十
五
條
連
在
敵
間
成
其
武
裝
郎
除
之
戰
時
紮
制
品
，
或
呻
你
說
其
研
由
中
立
國
漱
口
遲
至
敵
問
者
﹒

沒
收
之
。

船
內
如
有
屬
於
戰
時
禁
制
品
所
有
人
之
其
他
貨
物
，
一
併
沒
收
之
。

第
四
十
六
條
載
連
戰
時
禁
制
品
前
往
敞
間
或
其
武
裝
部
隊
之
船
的
，
有
在
列
情
形
之
)
看
，
沒
收
之

c

一
、
船
柚
所
有
人
與
戰
時
裝
制
晶
所
有
人
同
為
一
人
時
;

一
一
、
戰
時
禁
制
品
之
價
措
哇
哇
布
局
或
注
贅
，
的
全
船
貨
物
二
分
之
一
以
土
者

••

一
二
、
以
偽
裝
古
法
放
心
迎
戰
時
特
刷
品
者
。



有
前
項
第
三
款
情
形
者
，
船
航
所
有
人
之
其
他
貨
物
，
一
併
投
收
之
。

第
四
十
七
條
戰
時
無
制
人
，
眩
俘
虜
之
;
就
連
戰
恃
無
制
人
之
船
帥
，
及
其
所
有
人
之
貨
物
，
也
悅
之

;
但
經
船
長
證
明
確
不
知
情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第
四
十
八
條
破
壞
封
鎖
之
船
抽
及
其
貨
物
，
沒
收
之
;
但
貨
物
所
有
人
確
證
不
知
其
有
破
壞

A
I問
時
，

得
發
還
其
貨
物
。

第
四
十
九
條
為
敵
國
刺
探
軍
情
，
及
其
他
頗
有
參
戰
助
敵
行
為
之
船
帕
，
及
其
所
有
人
之
貨
物
，
沒
收
之
。

第
五
十
條
受
敵
國
軍
艦
飛
飛
機
護
航
之
船
航
，
沒
收
之
。

前
項
船
抽
內
之
敵
貨
，
及
其
船
長
及
如
州
所
有
人
之
貨
物
，
一
併
沒
收
之
。

第
五
十
一
條
抗
拒
臨
檢
或
搜
索
之
船
船
，
沒
收
之
。

前
項
船
帕
內
之
敵
貨
及
崩
於
船
長
及
船
蚓
所
有
人
之
貨
物
，
一
併
沒
收
之
。

第
五
十
二
條
為
敵
國
政
府
所
租
貫
之
船
，
如
及
其
所
布
人
之
質
動
，
校
收
之
，

第
七
章

l~t

則

第
五
十
三
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自
施
行
。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
凹
七



海
土
氏
的
叭
-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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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土
捕
獲
法
反
審
判
條
例

氏
國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民
圓
白
十
四
年
六
月
三
日
修
正

"
弟
-
A早

通

只 lj

第第

條
凡
海

k
捕
推
車
件
，
市
川
加
上
仙
叫
做
法
庭
審
判
之
。

條
海
土
捕
陸
法
庭
，
分
布
列
一
一
級

••

一
初
級
悔
上
捕
獲
法
庭
;

三
高
級
海
上
捕
雌
法
庭
。

前
明
法
健
之
混
們
或
版
止
，
以
八
叩
八
刊(
4之
。

三
條
…
的
級
悔
土
捕
挫
法
庭
，
被
於
小
央
欣
府
所
在
地
。

初
級
海
上
捕
位
法
庭
，
泣
扭
地
點
及
其
間
門
將
阪
城
﹒
以
命
令
定
之
。

四
條
高
級
及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各
投
庭
長
一
人
，
主
任
檢
也
很
官
一
人
﹒
罪
判
官
八
人
至
十

一
人
，
幟
，
根
寫
三
人
十
卅
五
人
，
苦
而
官
五
人
至
七
人
，
通
詩
三
人
至
五
人
。

悔
上
捕
犯
法
腔
庭

H
M
'巾
非
判
往
無
任
。

五
條
初
級
悔
卜

u怕
他
法
…
怯
怯
長
，
以
所
在
地
一
鬥
川
等
法
院
院
長
，
式
高
等
法
院
分
院
院
，
此
，
被
充

;
M
F
-主
仟
撿
很

~
I
J以
所
在
地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檢
樂
宮
﹒
或
…
的
每
位
院
分
似
的
仙
松
察
官
，
被
元

;
均
巾
總
統
任
命
之
。

第第第

誨
，
上
圳
犯
法
陸
有
啊
嶸
例

一
四
九



海
上
法
概
要

一
頁
。

第

審
判
官
，
自
行
政
院
於
左
叫
人
民
中

F
吼
叫
州
煦
統
仆
命
提
充••

一
、
高
呼
法
院
戒
共
分
院
瓜
干
來
叫
人
苓
亢
人
，
，

二
、
海
軍
中
校
以
上
軍
官
一
一
一
人
至
叫
人
，
扎
小
一
人
可
二
人
，
烏
海
軍
車
法

.

.
H
j

三
、
外
交
部
高
級
成
任
部
覓
一
人
手
工
人
。

被
察
官
以
高
等
法
院
或
分
院
撿
，
糕
。
μ
綠
化
﹒
山
行
的
院
日

t
d而
總
統
任
命
之
，
均
由
叫
人v
n
f
山
﹒
局
級
海
上
吋

持
、
法
庭
，
區
長
一
，
問
庭
主
什
核
祭
立
於
高
峰
法
比
反
被
祭
品
成
分
院
及
偵
察
處
書
一
山
官

ψ
分
別
委
任
，
被

充
，
改
於
其
中
得
存
心
一
吼
叫
的
一
人
叭
叭
一
一
人
一
息
征
、

過
諜
，
由
高
級
海
卜
梢
控
法
腔
庭
長

A
M
M
M
j
i

任
檢
察
布
混
選
二
人
至
一
一
一
人
專
任
。

六
條
高
級
悔

l
捕
拉
法
庭
庭
長
，
以
最
高
法
院
院
長
放
充
.
，
肉
店
主
任
檢
然
甘
，
以
最
高
-
K

昆

ill

檢
棋
長
乖
充
﹒
'
的
山
總
統
任
命
』
/
了

容
判
官
，
以
段
高
法
院
惟
車
六
人
，
海
軍
卜
校
級
以
上
軍
官
二
人
，
海
軍
上
校
級
以
上
高
級
軍
法
官

一
人
﹒
外
交
郎
的

k
m
u
u
-
-人
，
就
有
.•

的
山
總
統
仔
命
之
。

檢
察
官
，
以
最
高
法
院
校
察
官
兼
克
，
山
的
心
統
任
命
之
。

到
口
把
它
，
山
高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院
庭
長
及
向
庭
主
任
撿
察
官
，
於
最
尚
法
院
及
檢
察
間
有
的
任
制
聞
記
官

中
，
分
別
的
任
兼
充
，
做
於

P
、
巾
的
內
存
誰
選
一
人
專
任
。

世
條
高
級
及
初
級
海
土
捕
結
法
眩
，
閃
繕
寫
及
其
他
專
門
仇
!
得
臨
時
的
用
僱
鼠
。

八
候
高
級
及
初
級
拍
上
捕
犯
法
院
宋
任
人
口
只
，
概
不
好
女
對
你
。

第時
卸



九
條
高
般
及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庭
長
，
綜
理
全
庭
行
政
事
務
。
凡
審
判
事
件
，
以
庭
長
充
審

判
長
，
但
因
事
不
能
山
庭
時
，
得
由
資
深
審
判
官
代
理
。

高
級
及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主
任
檢
祭
官
，
得
親
自
處
理
所
勵
核
擴
官
之
事
務
，
並
得
將
所
屬
檢
氣

官
事
務
，
移
轉
於
所
聞
其
他
檢
察
有
處
理
之
。

十
條
初
級
海
上
捕
挫
法
庭
審
判
事
阱
，
以
審
判
甘
五
人
之

A
n議
行
之
.
，
他
得
以
審
判
官
一
人
行

準
備
及
調
杏
證
據
程
序
。

高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容
判
事
件
，
以
審
判
官
七
人
之
合
議
行
之
。

裁
判
事
件
Y
以
評
議
決
定
之
;
評
議
準
用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不
很
八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

第
十
一
條
海
上
捕
叫
他
法
庭
行
政
之
眩
督
，
依
左
列
主
現
定

••

一
、
行
政
院
院
長
仔
同
高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院
庭
長
，
監
督
局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
，

二
、
司
法
行
政
部
部
長
﹒
眩
倍
初
級
梅..
仁
川
權
法
也
u

第第

M弟
一
一
品
平

捕
獲
之
送
(
待
程
序

第
十
二
條
捕
機
立
船
帥
，
應
由
捕
獲
軍
艦
師
送
至
初
級
街
上
捕
賠
法
位
所
在
港
口
或
其
附
近
﹒
並
也

該
侃
侃
，
役
的
令
以
捕
肌
恆
心
啡
店
，
乘
該
梢
，
並
將
捕
獲
即
由
及
前
例
中
學
哎
，
許
故
於
記
蔥
，
錄
。
連
同
扣

押
之
一
切
岫
飾
文
古
﹒
梅
女
於
該
法
庭
，
但
因
事
質
上
不
能
卿
、
送
捕
她
的
抽
悶
，
得
館
提
供
記
吟
詠

c
楠
幣
單
純
如
有
軍
史
仕
耕
牛
比
你
送
峙
，
該
艦
長
，
一
仕

J
X
A土
純
間
肉
﹒
街
一
部
得
力
官
丘
(
隨
乘
悄
給
船

海
上
捕
叫
做
法
挖
潛
判
你
制

五



海
土
{
怯

ft~

要

一
五
二

州
負
阱
挖
土
賞
。

壁
十
三
條
仰
﹒
哨
位
圳
股
之
峭
的

r
泣
的
內
民
工
乘
非
睡
一
切
貨
物
中
，

A
n於
悔
ι
捕
蝕
條
例
第
三
十
叫

h
h
k
R甩
污
言
，
也
刊
K
I
「
﹒

-
H
J
n
h
L寸

U
H
-
-
H
H
A
i

寸
吉
、

j
h
r
、
J
j
H

h
n
4
2
.
3叫
仙R
M
F中
，
/
/
句

-
r
i

打
肘
，
H
h
v
J
f
1
.
h
l此
，

"
弟
三-
h一
平

檢
客
程
序

第
十
四
佼
初
級
海

..
上
圳
股
法
庭
主
任
驗
我
官
，
接
受
捕
控
抽
州
州
或
其
他
記
事
銬
峙
，
瞎
指
派
搬
寮
官

一
人
，
主
并
將
收
小
學
立

c

爪M
h
t
I終
究
的
拉
納
州
時
，
應
親
至
該
他

K
核
查
，
關
於
提
供
一
切
文
件
及
裝
通
物
，
誠
的
同
該
削

r
u
I
製
成
詳
細
物
件
目
錄
。

第
十
五
條
伶
(
如
此
訊
問
被
捕
的
州
之
削
長
的
民
乘
存
或
貨
物
所
有
人
供
詞
，
及
原
捕
獲
軍
官
之
陳
述

，
應
A
T書
認
﹒
甘
制
作
詳
細
的
巾
錄
。

第
十
六
條
叫
做
察
官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肘
令
侃
定
人
做
定
之
。

第
十
七
條
驗
察
官
臉
去
完
竣
後
，
應
即
主
施
調
卦
，
製
作
應
否
從
收
意
見
書
，
提
山
初
級
海

t
捕
挫

法
庭
。

第
十
八
條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認
檢
察
官
意
見
主
張
釋
放
被
捕
之
船
船
或
貨
物
為
正
當
時
，
應
叫

作
成
釋
放
裁
定
，
送
達
於
被
察
官
。

第
十
九
條
初
級
梅
上
捕
獲
法
庭
，
認
核
擴
官
意
見
書
主
張
捕
獲
或
釋
放
被
捕
之
船
船
載
貨
物
為
不
正



當
時
，
應
公
告
之
。

前
項
公
告
，
應
將
該
事
件
登
載
於
政
府
公
報
，
並
得
譯
成
外
國
文
，
搞
試
快
叫
他
內
發
刊
之
外
國
文
報
章
。

第
二
十
條
捕
獲
事
件
立
喇
係
人
，
得
由
公
告
之
盟

H
起
，
限
於
三
十
日
肉
提
出
﹒
印
訴
書
，
並
附
證
據

文
章
H
於
照
法
庭
。

申
訴
書
腔
誠
間
內
列
車
頃

••

一
、
申
訴
人
之
姓
名
、
性
別
、
國
籍
、
住
所
、
年
齡
、
職
業
。

一
一
、
申
訴
之
一
些
甘
。

第
二
+
一
條
申
訴
人
之
代
理
人
，
以
中
華
民
閻
律
師
為
限
。

第
二
十
二
條
捕
從
事
件
附
係
人
，
經
過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期
間
未
提
山
申
訴
害
者
，
初
級
海
上
捕

准
法
庭
隘
的
非
判
，
但
有
檢
察
官
之
悍
的
時
，
得
不
經
審
問
程
序
逕
行
判
訣
。

第
二
十
三
條
中
訴
人
在
中
訴
悶
悶
內
，
提
出
申
訴
書
時
，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應
指
定
日
期
間
庭
審
問

;
何
申
訴
人
未
經
許
可
而
不
到
場
者
，
何
為
缺
席
判
決
。
‘

第
二
十
四
條
宜
示
判
訣
，
除
內
容
間
終
結
之

H
起
三
十
日
內
為
之
。
判
決
宣
示
後
，
應
師
送
達
於
檢
察

官
，
故
以
副
木
送
注
於
巾
訴
人
。

第
二
十
五
條
松
祭
官
成
申
訴
人
不
服
初
級
海
上
捕
位
法
庭
之
判
決
峙
，
何
於
送
達
之
望
日
程
二
寸
日
內

，
提
巾
上
訴
書
於
原
初
級
海
土
捕
時
法
庭
。

前
項
上
訴
書
，
應
記
誠
布
列
寧
項

••

一
、
上
訴
人
及
此
代
理
人
之
性
名
、
性
別
、
閥
籍
、
令
所
、
年
齡
、
職
業
.
，

位
上
捕
犯
法
陡
游
叫
條
例

一
五
三



海
上
法
概
要

一
一
、
原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之
判
只
恥

三
、
不
服
之
理
由
。

第
二
十
六
條
初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於
按
受
上
訴
書
後
，
位
於
一
立

H
內
，
將
本
案
甘
示
及
說
物
技
送
向
以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

第
二
十
士
條
上
訴
不
合
程
序
或
已
逾
朋
以
者
，
高
級
海
上
捕
准
怯
陡
應
以
裁
定
駁
吋
之
。

前
項
研
合
程
序
事
頃
，
高
級
海
上
捕
陸
法
庭
認
為
可
以
糾
正
藹
，
眩
定
期
間
先

A
U捕
正
。

第
二
十
八
條
已
逾
上
訴
期
限
未
經
上
訴
者
，
址
(
原
判
決
郎
為
你
定
。

因
天
災
或
其
他
不
應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遲
誤

K
一
排
期
間
者
，
應
以
書
狀
向
為
裁
判
之
原
法
庭
時
請

罔
使
原
狀
;
但
遲
誤
上
訴
期
間
已
逾
四
個
月
者
，
不
得
為
悶
復
原
狀
之
啤
請
。

前
項
啟
約
經
原
法
腔
調
賽
事
實
，
認
為
，
布
理
由
時
，
應
為
許
可
之
故
定
，
如
認
為
無
理
由
時
，
裁
定

段
司
主
。

第
二
十
九
條
.
高
級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接
受

k
訴
書
後
，
除
其
違
反
第
二
十
七
條
搞
一
頃
規
定
予
以
放
同
外

9
如
係
檢
察
官
上
訴
，
應
將
卜

L訴
書
副
本
送
注
於
小
訴
人
，
削
係
巾
訴
人

L
L
F
訴
，
應
將
上
訴
書
副
本

送
達
於
撿
察
官
。

前
項
送
達
之
上
訴
書
副
本
，
限
於
送
達
之

m
r
H屆
十

H
內
，
提
山
碎
性
川
害
。

，
第
三
十
條
械
察
官
及
中
訴
人
得
捨
茉
其
上
訴
榷
。

上
訴
於
判
決
前
，
符
撤
同
之
。

一
五
凶



廿
一
部
三
十
一
條
捨
梁
上
訴
攏
，
應
向
初
級
海
上
捕
拉
法
院
為
之
。

撤
回
土
訴
，
店
向
高
級
海
上
抽
給
法
庭
為
之
。

第
三
十
二
條
拍
來
土
訴
梳
及
掀
罔
上
訴
，
應
以
告
狀
為
之
。

第
三
十
三
位
拾
架
上
訴
權
或
掀
間
上
訴
者
，
喪
失
其
上
訴
榷
。

第
三
十
四
條
高
級
海
上
的
也
法
庭
對
於
原
審
判
訣
辜
質
誰
接
認
為
必
裂
峙
。
.
，
得
自
行
調
查
，
或
發
交
初

叫
心
街
上
捕
在
法
庭
承
…
行
叫
一
州
卦
。

第
三
十
五
條
高
級
辦
土
捕
拉
法
﹒
挺
之
判
決
，
不
經
言
詞
審
問
為
之
;
但
認
有
必
要
時
，
得
為
昔
日
詞
緝

悶
。

前
項
言
詞
，
祥
問
之
事
件
，
悍
以
審
判
官
一
人
為
受
命
審
判
官
，
調
奈
，
上
訴
M
A答
捕
之
要
旨
，
製
作
驛

你
刊
書
。

罪
判
日
期
3
眩
於
受
命
祥
判
-
V朗
讀
報
特
M
I
U
役
，
先
由
檢
察
官
或
代
理
人
陳
述
上
訴
之
意
旨
，
持
行

什
汁
衍
~
:
州
。

第
一
項
判
決
，
應
送
川
江
於
防
科
初
被
加
上
捕
獲
法
院
檢
祭
官
，
並
送
副
本
於
申
訴
人
。

第
三
十
六
條
判
決
雄
心
梭
，
除
特
判
訣
別
X
R問
誠
於
政
的
公
報
。

第
三
十
七
條
初
級
梅
土
捕
拉
法
眩
，

L
P
刊
檢
非
期
間
，
關
於
被
抓
挫
船
航
及
貨
物
之
依
管
，
應
委
託
梅
軍

機
關
為
之
。

前
明
保
佇
規
川
﹒
山
海
水
總
司
令
協
定
之
。

加
上
的
控
法
比
流
利
條
例

一
百
五



街
上
法
概
嬰

第
三
十
八
條
判
決
沒
收
之
如
削
戒
貨
物
，
助
你
叭
叫
一
睬
。

第
三
十
九
條
執
行
裁
判
，
山
為
敘
判
之

m
L
L叫
做
法
也
恰
如
甘
們
怖
之
。

檢
察
官
關
於
判
伏
之
執
行
，
仰
的
悔
恨
及
特
然
機
關
協
助
之
。

第
四
十
條
檢
祥
程
仔
細
則
，
由
海
上
俯
拉
法
庭
足
之
。

前
已
干
四
占
一
早
l可十

則

第
四
十
一
條

本
條
例
自
全
布
刊
施
衍
。

一
五
太



第弟第

戰
時
禁
制
品
條
例

民
司
四
十
凹
，
千
六
月
三
白
公
布

條
戰
時
縈
制
品
之
種
別
及
共
榮
心
注
區
域
供
給
還
對
象
，
依
本
侮
例
之
所
定
。

條
收
時
縈
制
品
分
為
左
列
一
一
聽

••

一
、
絕
對
禁
制
品
。

一
一
、
條
件
禁
制
品
。

條
把
川
判
航
-
叭
制
品
之
誼
，
改
如
下••

一
、
丘
(
如
醉
藥
爆
發
物
及
車
用
化
平
晶
。

二
、
作

t
游
土
或
空
中
之
運
輪
工
具
。

三
、
燃
料
及
湖
泊
劑
。

四
、
軍
用
位
服
裝
具
及
陣
營
具
。

五
、
海
倩
措
材
。

六
、
軍
用
地
問
照
汁
股
地
及
文
書
關
表
。

七
、
軍
用
建
築
材
料
。

八
、

A
1
.
如
布
償
龍
海
及
冰
間
及
外
叫
貨
幣
。

九
、
令
陽
鐵
產
及
其
成
品
半
成
品
。

收
時
仿
制
品
條
例

『
五
七



海
上
法
機
要

一
五
八
-

第

十
、
屬
於
戰
略
物
資
之
非
命
屬
鑽
產
及
其
成
品
半
成
品
。

十
一
、
前
列
各
款
物
件
之
製
造
原
料
及
其
配
件
附
件
。

十
三
、
前
列
各
款
物
件
之
住
產
製
造
、
或
修
理
機
械
、
及
在
使
用
上
所
必
需
具
備
或
利
用
之
峙
的

品
及
畜
類
。

前
項
緊
制
品
之
適
用
範
間
，
出
國
防
部
隨
時
星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公
布
，

四
條
候
件
繁
制
品
之
種
類
如
干

•.

一
、
糧
食
食
品
飼
料
及
非
軍
用
被
賊
。

-
一γ
供
給
前
款
物
件
之
生
產
或
製
造
機
械
及
材
料
物
品
。

前
項
禁
制
品
之
適
用
範
間
，
由
閻
防
部
隨
時
星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公
布
。

五
條
前
三
條
禁
制
品
之
詳
細
品
目
，
由
國
肪
部
是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公
布
，
並
於
戰
爭
期
間
，
隨

時
向
世
叫
什
各
國
宣
告
之
。

六
條
左
列
物
件
及
材
料
，
除
刃
有
規
定
外
，
不
得
作
為
戰
時
緊
制
品
。

一
、
醫
護
病
人
用
之
藥
品
及
拇
材
。

一
一
、
船
船
內
自
用
之
物
件
及
材
料
，
或
航
行
中
供
該
船
船
內
船
員
及
乘
客
所
必
需
之
物
件
。

前
項
第
一
款
所
指
之
藥
品
及
器
材
﹒
如
係
運
送
第
七
臉
所
規
定
之
禁
運
區
域
典
禁
運
對
象
者
，
於
軍

事
上
，
有
必
要
時
，
得
徵
用
之
。

午
L

條
絕
對
勢
制
口
仰
之
勢
單
位
娥
與
緊
迫
對
象
，
規
定
如
在

••

第i第第



當

→
、
離
團
領
土
。

-
一
、
敵
國
佔
領
地
。

三
、
敵
國
殖
民
地
。

四
、
敵
國
武
力
控
制
區
域
。

五
、
一
敵
國
受
聯
合
國
託
管
之
區
域
。

六
、
敵
國
武
裝
部
隊
。

七
、
住
在
敵
國
供
給
敵
用
之
商
人
。

八
.
、
敵
國
政
府
之
代
理
人
，
及
在
敵
國
政
府
直
接
或
間
接
督
導
下
之
商
人
或
其
他
人
員
。

條
條
件
蕪
制
品
之
禁
運
區
域
與
禁
運
對
象
，
規
定
如
在

••

一
、
敵
國
防
禦
地
域
或
敵
國
軍
隊
根
據
地
或
桶
給
地
。

-
一
、
敵
國
武
裝
部
隊
。

一
二
、
敵
國
行
政
官
署
。

四
、
住
在
敵
國
供
給
敵
用
之
商
人
。

五
、
敵
國
政
府
之
代
理
人
'
，
及
在
敵
國
改
府
直
接
或
間
接
監
督
下
之
商
人
或
其
他
人
員
。

運
送
條
件
禁
制
品
與
前
項
第
三
款
至
第
五
款
之
對
黨
，
能
證
明
其
確
為
數
濟
災
害
，
維
護
人
道
，
而

木
作
軍
事
之
用
者
少
不
在
此
限
。

九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所
稱
之
禁
運
，
包
括
禁
止
水
路
、
陸
路
、
及
空
中
之
一
辰

1軒
運
輸
或
轉
運
;

一
五
λ

八

第

戰
時
禁
制
品
儼
制



海
上
法
概
要

一
六
。

此
種
轉
運
包
括
經
由
立
國
之
木
路
、
陸
路
、
及
空
中
注
崢
淫
。

十
條
船
船
裝
載
絕
對
禁
制
品
、
或
條
件
禁
制
品
，
運
赴
禁
運
區
域
或
禁
運
對
象
，
得
依
照
左
列

各
項
認
定
之
••

一
、
船
抽
文
書
記
胡
貨
物
係
卸
載
於
禁
運
區
域
或
交
什
於
禁
運
對
象
者
。

三
、
船
船
文
書
雖
記
明
卸
貨
地
點
為
中
立
港
，
但
未
到
達
中
立
港
以
前
，
有
寄
拍
禁
運
區
域
或

交
付
禁
運
對
象
之
意
圖
者
。

三
、
依
船
抽
所
載
燃
料
及
其
他
需
用
物
品
之
數
量
，
可
斷
定
其
係
到
違
禁
運
區
域
有
。

第
十
一
條
載
運
戰
時
禁
制
品
之
船
楠
，
依
其
柚
船
女
害
之
記
載
，
並
非
運
赴
禁
運
區
域
或
禁
運
對
象

，
但
已
離
開
當
航
之
航
路
;
而
對
變
更
航
路
不
能
說
明
充
分
理
由
者
，
該
項
記
載
應
視
作
無
殼
。
其

有
運
赴
禁
運
區
域
或
禁
運
對
象
之
其
他
充
份
證
據
時
，
亦
同
。

第
十
二
條
在
經
常
州
喃
道
供
給
敵
國
貨
物
之
中
立
港
卸
貨
者
，
視
為
運
赴
禁
運
區
域
或
禁
運
對
象
之
行

為
。

第
十
三
條
條
件
禁
制
品
已
經
敵
國
政
府
施
行
徵
用
或
統
制
配
給
時
，
如
有
將
該
項
禁
制
晶
運
送
至

第
七
條
所
規
定
禁
運
區
域
之
意
圍
著
，
視
為
運
向
第
八
條
所
規
定
禁
運
區
域
或
縈
運
對
態
之
行
為

第第
十
四
條
條
件
禁
制
品
在
中
立
國
之
轉
口
數
量
，
比
較
戰
前
三
年
之
平
均
數
量
有
顯
著
增
加
時
，
如

有
將
該
項
緊
制
口
仰
起
送
至
該
中
立
國
之
意
問
者
，
視
為
謹
向
緊
迫
區
域
戒
禁
運
對
象
之
行
為
。



第
十
五
條
載
運
戰
時
禁
制
口
冊
封
禁
運
區
域
或
縈
運
對
象
之
船
艙
，
與
其
他
運
輸
工
具
及
其
貨
物
，
依

海
上
捕
獲
條
例
及
海
上
捕
獲
法
庭
審
判
條
例
處
程
之
。

第
十
六
條
木
條
例
自
公
布

R
施
衍
。

門
叫
峙
叫
的
問
制
口

m
條
例

一
六



截
斷
匯
區
海
土
交
通
辦
法

~田公氏

九十布閏

月一並卅

十年於;Ju
:Ju.i.-卅年
日月六」五

三廿年月

次三-c發

f多日月六A
正、十日

四-c行

十日丘克

四、院

第

『
條
.
.
，
戰
亂
期
間
，
關
於
匪
區
海
上
交
通
截
斷
，
依
本
辦
法
行
之
;
本
辦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三
條

••

本
辦
法
所
稱
匪
區
，
指
陸
軍
所
控
制
之
區
域
。
所
稱
區
港
，
指
區
區
內
之
港
口
。
所
稱
區

岸
，
指
匪
區
沿
海
岸
。
所
稱
臣
賀
，
指
匪
偽
所
有
之
物
資
，
或
運
往
匯
區
直
接
間
接
濟
匪
之
物
質
，

或
匪
區
逼
出
之
物
資
。
所
稱
船
繭
，
指
依
海
商
法
規
定
之
中
國
船
細
注
中
國
人
所
有
機
帆
船
、
漁
船

及
帆
船

b
匪
區
範
圍
由
國
防
部
隨
時
公
布
之
。

三
饒

••

匪
區
海
上
交
通
之
截
斷
，
由
國
防
部
命
令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負
責
執
行
，
並
由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協
助
辦
理
，
各
有
關
水
警
部
隊
由
海
軍
統
一
指
揮
。

四
條
:
三
十
噸
以
上
之
岫
船
及
不
足
二
十
噸
之
船
船
(
含
括
機
帆
船
、
漁
船
、
帆
船
)
，
應
分
別

由
航
政
機
關
及
地
方
治
安
機
闕
，
將
登
記
事
項
通
知
當
地
海
軍
最
高
機
關
。

五
條

••

船
拍
不
論
自
中
國
，
或
外
國
港
口
啟
航
，
概
不
得
駛
往
匪
區
。
船
帥
不
得
潛
遲
物
資
進
入

鄰
接
匪
區
之
港
灣
，
亦
不
得
搭
載
你
身
份
證
之
旅
客
。
如
發
覺
船
內
裝
有
匪
贅
，
或
有
匪
徒
揖
跡
或

其
他
匪
情
，
應
即
迅
報
海
軍
或
陸
上
航
空
機
關
。

六
條

••

船
拍
在
航
行
中
，
路
版
紅
梅
單
艦
艇
之
檢
壺
及
指
導
，
駛
入
逸
出
或
滯
留
匪
區
梅
面
之
可

第第第第第

的
斷
駐
區
海
上
安
通
知
拉

一
六



海
上
法
概
要

一
六
四

第第

裝
船
航
(
苦
良
漁
船
除
外
)
，
應
予
扣
留
。
如
有
以
武
力
抗
拒
或
急
駛
圖
逃
無
法
磁
盤
者
，
並
得
蟬
，
沉
之
。

匪
區
來
歸
之
船
帥
，
應
懸
上
有
下
自
脹
幟
，
駛
向
附
近
之
艦
腿
或
港
口
治
安
機
關
請
求
檢
驗
保
護
。

-
t
條
;
違
反
第
五
條
、
第
六
除
各
款
之
規
定
者
，
于
以
扣
留
，
並
視
其
情
節
重
輯
，
分
別
論
處
。

八
條

••

故
獲
區
資
之
處
理
如
在

••

一
、
凡
海
上
故
避
之
匪
賞
，
(
此
類
物
質
由
國
防
部
旱
論
行
政
院
公
布
之
〉
由
執
行
截
斷
陸
恆

海
上
交
通
任
務
之
艦
艇
小
依
海
軍
總
部
命
令
，
解
送
聯
勤
總
部
照
原
貨
單
接
受
'
事
先
自

聯
勤
總
部
通
知
海
關
會
悶
在
臉

J
並
另
請
國
防
部
海
單
總
部
派
員
蒞
臨
監
收
，
特
報
閻
防

部
核
定
處
理
。
的
因
作
戰
關
係
，
可
就
近
解
交
聯
勤
總
部
之
隸
屬
機
構
，
由
當
地
最
高
指

印
機
約
會
同
海
軍
派
員
監
視
接
收
，
層
報
處
理
。
並
應
視
當
時
情
況
，
事
先
通
知
海
關
派

員
前
往
直
驗
﹒
將
接
收
會
策
之
貨
物
清
單
正
本
送
海
關
杏
一
核
;
其
卸
運
棧
租
等
費
，
先
由

處
理
機
關
塾
村
，
爾
後
由
處
理
物
資
款

F
歸
還
。

二
、
截
獲
之
物
資
原
屬
國
有
或
外
國
﹒
或
其
人
民
所
有
，
為
恆
的
佔
有
者
，
其
原
屬
國
有
者
，

發
還
主
管
機
關

9
原
屬
外
國
或
其
人
民
者
，
由
國
防
部
會
倒
有
關
機
關
議
處
。
共
經
佐
偽

頁
售
或
互
開
仰
者
，
所
布
買
賣
互
口
呵
，
以
及
其
他
一
切
問
裝
上
契
約
，
概
清
為
熱
效
。
該
明

物
資
蹋
於
區
偽
所
有
者
，
峰
山
中
學
法
機
關
依
懲
治
鈑
亂
條
例
，
或
做
亂
阿
划
松
圳
匪
誰
能

例
之
規
定
，
逕
予
沒
收
向

三
、
截
獲
之
命
銀
外
幣
等
貨
物
?
由
聯
動
細
心
郎

H
J
t
准
料
送
中
火
銀
行
成
代
理

u
h
H
U臂
，
說
泊



知
財
政
郁
，
快
完
此
法
律
芋
假
後
，
再
核
定
處
間
。

川
、
截
獲
物
贊
中
，
如
布
洋
煙
，
洋
酒
，
化
裝
品
及
其
他
奢
侈
品
，
遵
照
當
時
法
令
處
理
之
。

于1
a
概
握
之
物
贅
，
其
品
質
，
日
知
於
霉
壤
或
變
質
者
，
由
該
處
理
機
構
之
最
高
長
官
(
或
聯
動
總

司
令
)
鱗
定
，
先
行
經
做
保
管
，
同
時
報
凶
防
部
備
案
，
俟
宣
判
後
，
其
種
價
款
項
，

再
行
依
照
既
定
處
理
。

六
，
截
獲
物
資
蹺
，
令
給
獎
標
準
如
附
表
一
，
但
截
獲
人
每
人
每
吹
所
得
獎
金
，
不
得
超
過
其
一

年
所
得
之
薪
悴
，
多
餘
獎
金
控
為
該
截
獲
人
之
軍
種
單
位
全
體
官
兵
一
瞄
刺
金
，
由
其
主
管

最
高
機
關
你
卅
日
一
注
明
。
有
助
閑
時
，
必
領
呈
報
國
防
部
核
准
。
至
截
獲
武
器
、
彈
費
、
車

楠
、
油
料
、
被
服
、
裝
具
、
馬
匹
及
在
口
項
軍
用
黯
材
之
獎
金
，
按
新
品
折
成
，
由
主
管
機

關
估
定
仙
絡
(
照
附
表
一
)
發
給
之
。

七
、
截
獲
物
資
，
共
經
報
由
行
政
院
收
定
留
作
軍
用
者
，
所
需
關
稅
及
領
款
，
應
依
法
辦
理
轉

脹
丰
繭
，
共
拍

u口
總
位
者
，
應
先
繳
納
關
稅
及
支
付
的
運
按
租
等
處
理
必
需
費
用
，
吹
提

一
點
給
獎
哎
，
只
份
熱
心
做
繳
解
凶
睞
，
非
經
依
法
星
准
，
不
得
提
行
動
支
。
，

八
，
娘
親
人
於
本
先
供
給
礁
抗
情
報
，
因
而
截
獲
匪
贅
，
事
後
由
發
令
機
關
或
截
獲
人
手
以
證

位
籽
，
方
依
附
表
一
給
獎
，
仙
情
報
一
小
適
時
穢
，
或
所
報
不
切
質
際
，
且
無
發
令
機
關
，

或
截
獲
人
作
品
R
t啊
，
事
後
木
得
離
發
獎
金
。

九
，
那
報
人
及
截
獲
人
依
照
本
辦
法
請
發
獎
金
，
無
舉
報
人
者
，
則
附
表
一
舉
報
人
之
獎
金
免

截
斷
康
區
加
上
交
通
帥
一
怯

一
六
五



海
上
法
樹
要

-
川
、
」
\

-
-
/
一
/

發
。

丸
帳

.•

地
方
政
府
或
嚴
靖
機
關
所
屬
之
水
警
團
隊
，
協
同
海
軍
截
獲
之
匪
贅
，
應
解
星
海
軍
基
地

(
海
軍
軍
區
司
令
部
)
，
依
前
條
規
定
處
理
之
。

十
條

..

扣
留
之
船
帕
.
，
應
根
攘
軍
法
棧
關
之
沒
收
判
決
確
定
，
分
別
留
用
或
拍
賣
，
如
無
裝
載
匪

資
情
節
，
的
依
法
芥
轉
沒
收
之
船
帕
，
應
立
即
發
還
放
行
。

拍
賣
船
帕
所
得
之
款
項
，
依
第
八
條
處
理
，
其
經
核
定
留
用
者
，
給
獎
棋
準
如
附
表
一
。

第
+
-
一
條.•

海
軍
艦
艇
，
因
不
得
已
擊
沉
抗
檢
圖
逃
之
船
怕
，
應
由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報
請
閣
防
部
，
于

以
獎
勵
。

第
十
二
帳

.•

截
獲
武
扣
留
船
船
上
之
人
員
，
其
處
理
如
左

•.

一
、
匪
備
及
濟
匪
重
要
份
子
，
送
由
當
地
有
審
判
權
之
擴
關
依
法
訊
處
。

一
一
、
匪
祖
嫌
展
情
節
較
輕
者
，
于
以
戚
訓
。
.

三
、
其
餘
人
員
保
釋
。

第
+
三
條

.•

執
行
及
協
助
人
員
，
如
有
包
庇
走
私
，
油
價
職
、
貪
河
及
勒
索
等
情
事
，
應
送
審
判
機
關
依

法
巖
辦
，
其
違
法
損
害
人
民
權
接
者
，
應
于
賠
償

第
+
回
僥

••

本
辦
法
，
自
公
布
之
日
施
行
。

第第



"
弟
四
、
早
早大
陸
“
礁
層
公
約

第
一
節

概

述

、
何
謂
大
陸
礁
層

大
陸
礁
層
(
約
呂
立
自
且
已
ω
r
m】
叫
)
原
為
地
理
學
上
之
名
詞
，
指
大
陸
間
圍
水
深
木
超
過
二
百
公
尺

之
緩
傾
斜
海
底
而
昔
日
。
此
傾
斜
一
間
常
伸
至
領
海
以
外
，
因
其
海
底
常
有
天
然
資
源
雄
賊
，
尤
其
石
油
及
天

然
氣

f
可
以
開
發
，
沿
海
國
近
年
每
有
對
其
提
出
頓
有
之
主
張
。

二
、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層
主
張
繼
利
的
發
展

早
在
一
九
一
0
年
，
葡
有
牙
己
對
大
陸
礁
層
提
出
主
權
的
主
張
，
但
未
受
普
遍
的
重
觀
。
至
一
九

四
一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及
一
九
四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
英
國
與
委
內
瑞
拉
締
結
條
約
，
互
相
承
認
巴
黎
亞

(
可
月2
)
灣
大
陸
礁
層
礦
產
開
發
權
。
始
為
國
際
間
最
初
所
認
定
。
造
一
九
四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几
日
，
美
國

總
統
杜
魯
門
發
表
一
項
有
關
大
陸
礁
層
的
宣
言
，
的
「
美
國
對
於
其
海
津
相
鄰
接
，
但
在
公
悔
之
下
，
大

陸
礁
層
之
海
床
及
底
士
所
有
之
天
然
資
頓
，
靚
為
美
國
所
有
，
應
置
於
美
國
之
管
轄
及
控
制
之
下
。
」
其
'

第
四
幸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一
六
七



海
上
怯
樹
耍

一
六
八

義
益
彰
。
桐
後
，
墨
西
哥
、
巴
拿
馬
、
古
巴
、
尼
加
投
瓜
、
智
利
、
祕
魯
、
哥
斯
大
據
加
、
瓜
地
馬
拉
、
厄

瓜
多
爾
、
巴
西
、
洪
都
拉
斯
、
薩
爾
瓦
多
、
韓
國
、
菲
律
賓
、
阿
根
廷
、
伊
朗
、
抄
鳥
地
阿
拉
伯
、
巴
基
斯

坦
等
圈
，
陸
續
發
表
宣
言
，
成
對
其
大
陸
礁
層
主
張
管
轄
權
。
其
內
容
較
美
國
宣
言
更
為
擴
張
，
有
對
大

陸
礁
層
上
都
水
面
亦
主
張
主
權
者
，
如
阿
根
挂
與
墨
西
哥
是
。
亦
有
不
論
水
深
如
何
，
主
張
一
律
自
海
津

推
一
至
二
百
理
者
，
如
智
利
﹒
祕
魯
、
哥
斯
大
黎
加
、
炒
烏
地
阿
拉
伯
等
凶
均
是
。
美
閣
會
斟
此
等
主
張
，

先
後
提
出
抗
議
。
因
此
，
聯
合
國
國
際
法
委
員
會
遂
召
開
會
議
多
吹
會
商
，
終
於
一
九
五
尺
年
在
日
內
克

舉
行
之
海
洋
法
會
議
中
，
通
過
「
一
九
五
八
年
大
陸
礁
閻
公
約
」

(
n
g
Z
E
F。
口
。
口
片Z
n
g
H
E
g
g


m
y
o
}
問
巴
印
∞
)
，
已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六
月
十
日
生
效
。
批
准
或
加
入
者
，
有
中
華
民
國
、
澳
大
利
亞
、
白
俄

羅
朗
、
加
拿
大
、
哥
倫
比
亞
、
接
克
、
丹
麥
、
多
明
尼
加
、
芬
蘭
、
瓜
地
馬
拉
、
海
地
、
以
色
列
、
椅
蘭

、
紐
西
蘭
、
技
蘭
、
葡
葫
牙
、
瑞
士
、
泰
國
、
烏
克
蘭
、
蘇
俄
、
英
國
、
美
國
、
烏
拉
士
、
發
內
瑞
拉
、

南
斯
拉
夫
、
馬
爾
他
、
保
加
利
亞
、
高
楠
、
馬
拉
加
西
、
馬
來
西
亞
、
塞
內
加
爾
、
南
非
、
烏
干
達
、
阿

爾
巴
尼
亞
、
法
國
、
芽
買
加
、
馬
拉
戚
、
瑞
典
、
肯
亞
、
墨
西
哥
、
獅
于
山
、
千
里
達
、
托
貝
哥
等
圈
。

我
國
會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簽
署
公
約
，
於
五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批
准
公
約
。
我
國
行
政
院
且
為
此
案

於
五
十
八
年
七
月
七
日
，
發
表
如
下
之
聲
明
。

「
中
華
民
國
係
一
九
五
八
年
聯
合
國
海
洋
法
會
議
通
過
之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之
簽
約
國
，
設
為
探
測
及

開
發
天
然
資
源
之
目
的
，
特
照
該
公
約
所
規
定
之
原
則
，
聲
明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對
於
鄰
接
中
華
民
國
海
埠

，
在
領
海
以
外
之
海
床
及
底
士
所
有
之
天
然
資
諒
，
得
行
使
主
權
上
之
權
利
。
」



第
二
節

沿
海
國
領
有
大
陸
礁
層
之
範
圍

現

大
陸
礁
閻
公
約
首
先
規
定
之
主
題
，
的
為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層
之
管
轄
範
問
問
題
。
所
謂
範
圍
包
括

地
域
範
團
與
資
源
範
圍
。
故
第
一
條
閻
明
丈
規
定
大
陸
礁
眉
之
意
義
，
以
確
定
其
地
域
範
園
。
該
條
條
丈

如
下

..
「
本
條
款
稱
大
陸
礁
尉
者
謂
..

(
甲
)
鄰
接
海
岸
，
但
在
領
海
以
外
之
海
底
區
域
之
海
床
及
底
土
，

其
k
海
水
深
度
木
逾
二
古
公
尺
，
或
雖
逾
此
限
度
，
而
其
上
海
水
深
度
仍
使
該
區
誠
天
然
資
源
有
開
發
之

可
能
性
者
;
(
乙
)
鄰
接
島
嶼
海
山
岸
之
類
似
海
底
區
域
之
海
床
及
底
士
。
」

本
條
指
明
為
「
領
海
以
外
之
海
底
區
蛾
」
者
，
因
領
海
以
內
原
屬
一
國
占
/
一
個
城
範
園
，
領
海
及
鄰
接

區
公
約
第
二
條
曾
有
明
丈
規
定
..

「
沿
海
國
之
主
權
，
及
於
領
海
之
上
完
及
其
梅
床
與
底
土
」
'
是
個
海

以
內
之
海
底
區
域
不
須
另
加
規
定
，
體
領
海
界
限
以
外
，
係
屬
公
海
範
間
，
依
公
海
公
約
第
二
條
，
「
任

何
國
家
木
得
有
效
主
張
公
海
任
何
部
份
屬
其
主
權
範
闊
」
'
大
陸
礁
盾
都
份
宜
係
公
海
原
則
立
例
外
。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研
暗
主
權
所
及
土
範
園
，
公
約
雖
未
明
定
距
離
，
但
已
採
用
地
理
學
上
一
般
慣
例
解
釋
，
以

海
水
深
度
不
遼
二
百
公
尺
為
限
，
遮
此
則
以
有
無
開
發
資
源
之
可
能
性
為
標
準
'
因
國
際
問
之
所
以
容
許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層
設
定
主
權
者
，
唯
一
日
的
郎
在
開
發
天
然
資
源
，
故
超
過
二
百
公
尺
部
份
必
須
以
其

具
有
開
發
可
能
性
為
要
件
。
然
以
上
係
指
沿
揮
專
屬
於
一
國
者
而
言
，
設
同
一
大
陸
礁
睛
，
而
沿
犀
分
屬

於
相
鄰
或
相
向
之
多
數
國
家
時
學
則
相
互
間
之
劃
分
標
準
如
何
，
亦
木
能
不
有
所
規
定
，
故
本
公
約
第
六

第
四
章

大
陸
瞧
厝
爪
泣
的

一
六
九



海
上
法
摺
要

一
七
O

條
列
有
如
下
之
條
丈

••

叫
同
一
大
陸
礁
層
鄰
棲
兩
個
以
上
海
岸
相
向
國
家
之
領
土
時
，
其

b
w屬
各
該
閻
部
份
之
間
針
線
，
由
有

關
各
國
以
協
議
定
之
。
倘
無
協
議
，
除
因
情
形
特
殊
應
另
定
界
線
外
，
以
每
一
點
均
與
測
算
每
一
國
領
海

寬
度
之
基
線
上
最
近
各
點
臣
離
相
等
之
中
央
線
為
界
線
。

ω
同
一
大
陸
礁
層
鄰
接
兩
個
耽
鄰
國
家
立
領
土
時
，
其
界
線
由
有
關
兩
國
以
協
議
定
之
。
倘
無
協
議

，
除
因
情
形
特
殊
應
另
定
界
線
外
，
其
界
線
應
適
用
與
測
算
每
一
國
領
海
寬
度
之
基
線
上
最
近
各
點
距
離

相
等
之
原
則
定
去
。

叫
劃
定
大
陸
礁
層
之
間
抑
限
時
，
凡
依
第
叫
項
及
第

ω
項
所
載
原
則
劃
成
之
間
針
線
，
應
根
據
特
定
期
日

所
有
之
海
國
及
地
理
特
徵
訂
明
之
，
並
應
指
明
陸
上
固
定
、
永
久
而
可
在
辨
認
之
處
。

至
於
公
約
所
定
大
陸
礁
層
資
源
範
圈
，
本
公
約
第
二
慷
第
四
項
特
寫
規
定

••

「
本
僚
款
所
稱
天
然
在

個
阱
，
包
括
在
海
床
及
底
土
之
礦
物
及
其
無
生
資
輝
以
及
定
蒼
類
之
有
生
機
體
，
亦
即
於
河
子
探
捕
時
期
，

在
海
床
上
下
固
定
不
動
，
或
非
與
海
床
或
底
土
在
形
體
上
經
常
接
觸
即
不
能
移
動
之
有
機
體
。
」

依
本
公
約
第
七
蝶
之
規
定

..

「
沿
海
國
以
穿
鑿
隧
道
方
法
開
發
底
土
之
權
利
，
無
論
其
上
海
水
深
度

如
何
，
均
不
受
本
條
款
規
定
之
影
響
。
」

第
三
節

沿
海
國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Q
U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層
之
權
利
，
不
以
實
際
或
觀
念
上
之
佔
領
或
明
丈
公
告
為
條
件
。
本
公
約
第
二



已..

條
之
一
、
二
兩
項
有
如
下
之
規
定

.•

1

的
沿
海
國
為
採
測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之
目
的
，
對
大
陸
礁
層
行
使
主
權
上
權
利
。

問
此
項
權
利
為
專
屬
權
利
，
沿
海
國
如
不
接
捌
大
陸
礁
層
或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
非
經
其
明
示
同
意

，
任
何
人
一
小
姐
村
從
事
此
項
工
作
或
對
大
陸
礁
層
有
所
主
張
。

前
一
項
規
症
，
旨
在
訂
明
先
佔
觀
念
不
適
用
於
大
陸
礁
層
，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層
之
主
權
，
不
待
任
何

形
式
而
存
在
。
然
亦
不
同
於
地
理
上
之
添
附
，
因
添
附
地
上
之
主
權
係
完
整
主
權
，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
而

沿
海
國
對
於
大
陸
礁
睛
，
僅
在
探
測
與
開
發
資
源
之
目
的
下
，
享
有
主
權
，
捨
此
仍
須
保
持
公
悔
之
原
有

法
律
地
位
也
。

。
大
陸
礁
層
係
屬
公
海
之
一
部
份
，
沿
海
國
依
本
公
約
雖
對
大
陸
礁
層
得
行
使
主
權
，
但
不
得
妨
磚

其
他
國
家
利
益
，
故
本
公
約
第
三
條
首
作
原
則
性
之
規
定
.
.
，
「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層
之
權
利
，
不
影
響
其

上
海
水
為
公
海
之
法
律
地
位
，
亦
不
影
響
海
水
上
空
之
法
律
地
位
。
」

甘
為
維
護
A
A海
上
之
航
行
自
由
與
捕
魚
自
由
，
本
公
約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探
測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夫
然
.
資
源
，
木
得
使
航
行
、
捕
魚
或
海
中
生
物
資
源
之
賽
護
，
受
任
何
不
當
之
妨
害
，
亦
一
小
得
對

於
以
公
開
發
表
為
目
的
而
進
行
之
基
本
海
洋
學
研
究
或
其
他
科
學
研
究
，
有
任
何
妨
害
。
」

倒
為
維
護
公
海
數
設
海
底
電
纜
與
管
線
之
自
由
，
本
公
約
第
四
條
有
如
下
規
定

••

「
沿
海
國
除
為
探

測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
有
權
採
取
合
理
措
施
外
，
對
於
在
大
陸
礁
層
上
數
設
武
維
持
海
底
電

纜
或
管
線
，
不
得
加
以
阻
礙
。
」

第
四
幸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七



混
上
法
間
要

v七

的
何
為
貫
徹
開
發
資
源
之
目
的
，
本
公
約
更
進
一
步
作
具
關
規
定
，
於
其
第
五
條
中
載
布
左
列
各
項

..

叫
以
不
違
反
前
段
俯
及
本
段
叫
之
規
定
為
限
，
沿
街
閥
布
懼
和
大
陸
礁
層
上
，
建
立
、
維
持
或
使
用

，
為
蝶
捌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所
必
要
之
說
偉
及
其
他
裝
置
，
並
有
權
在
此
項
設
置
及
裝
置
之

周
間
，
設
定
安
全
區
，
以
及
在
安
全
區
內
，
探
取
保
諮
設
服
阻

M
A聽
世
之
必
要
措
施
。
上
述
之
安
全
區
，
得

以
巴
蘊
含
項
設
置
及
其
他
裝
置
問
問
五
百
公
尺
之
即
離
為
範
圈
，
自
設
提
與
裝
置
-
之
外
緣
各
點
起
算
之
;

各
國
船
帕
必
領
會
主
此
種
哎
全
區
，
此
種
設
置
與
裝
置
雖
受
沿
悔
閩
管
恥
，
但
不
具
有
島
嶼
之
地
位

•.

此

種
設
置
與
裝
置
本
身
並
無
價
悔
，
其
存
在
木
影
響
沿
海
關
領
海
界
限
之
劃
定
。

閉
關
於
此
項
設
置
之
起
立
，
必
須
妥
為
通
告
，
並
須
常
設
警
告
其
存
在
之
裝
置
。
几
經
廢
棄
或
不
再

使
用
之
設
置
，
必
須
全
部
拆
除
。

叫
此
頂
設
置
或
假
於
其
周
國
之
安
全
區
，
木
得
建
於
對
國
際
航
行
所
必
經
之
公
認
海
道
，
可
能
妨
害

其
他
用
之
地
點
。

叫
沿
叫
闕
負
有
在
哎
全
區
內
，
探
取
一
切
適
當
辦
法
，
以
保
龍
海
洋
生
物
贅
源
，
免
遭
有
害
物
劑
損

書
之
義
務
。

則
對
大
陸
礁
層
從
事
質
地
研
究
，
必
須
徵
得
沿
海
倒
之
同
意
。
倘
有
適
當
機
構
提
出
請
求
，
而
目
的

係
在
對
大
陸
礁
聞
之
物
理
或
生
物
特
徵
'
作
純
粹
科
學
性
之
研
究
者
，
沿
海
關
通
常
不
得
拒
于
同
意
。
但

沿
海
關
有
意
時
，
有
權
加
久
或
參
與
研
究
，
研
究
之
結
果
木
論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均
應
發
表
。



第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
一
九
五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訂
於
日
內
瓦
〕

條

本
慷
款
和
大
陸
礁
附
者
謂

•.

(
甲
)
鄰
接
海
潭
，
但
在
領
海
以
外
之
海
底
區
戚
之
海
床
及
底

土
，
其
上
海
朮
深
度
不
逾
二
百
公
尺
，
或
雖
逾
此
限
度
而
其
上
海
水
深
度
仍
使
該
區
域
，
天
然

資
源
有
開
發
之
可
能
性
者
;
(
乙
)
鄰
接
島
嶼
海
擇
之
類
似
海
底
區
域
之
海
床
及
底
土
。

一
、
沿
海
因
為
採
洲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之
目
的
，
對
大
陸
礁
層
行
使
主
權
上
權

刑
。

一
一
、
本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權
利
為
專
屬
權
利
。
沿
海
國
如
不
操
側
大
陸
礁
倍
或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
非
經
其
明
示
同
意
，
任
何
人
一
小
得
從
事
此
項
工
作
，
或
對
大
陸
礁
層
有
所
主
強
。

一
一
一
、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盾
之
權
利
，
不
以
宜
際
或
觀
念
上
之
佔
價
或
明
丈
公
告
為
條
件
。

四
、
本
條
款
所
稱
天
然
資
諒
包
括
在
海
床
及
底
土
之
礦
物
及
其
他
無
生
資
源
以
及
定
著
類
之

有
生
機
體
，
亦
的
於
河
子
採
捕
時
期
，
在
海
床
上
下
間
定
不
動
，
或
非
與
海
床
或
底
土

在
形
體
上
經
常
接
觸
郎
木
能
移
動
之
有
機
體
。

沿
海
國
對
於
大
陸
礁
盾
之
權
利
，
不
影
響
其
上
海
水
為
公
悔
之
法
律
地
位
，
亦
不
影
響
海
水

上
空
之
法
律
地
位
。

沿
海
國
除
為
探
測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有
權
謀
取

A口
理
措
施
外
，
對
於
在
大
陸
礁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七



第
五
條

海
上
法
概
要

一
七
四

層
上
敷
設
或
維
持
海
底
電
纜
或
管
線
不
得
加
以
阻
碟
。

一
、
探
測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突
然
贅
源
，
不
得
使
航
行
、
捕
魚
、
或
海
中
生
物
資
源
之
養

謹
，
受
任
何
一
小
當
之
妨
害
，
亦
不
得
對
於
以
公
開
發
表
為
目
的
而
進
行
之
基
本
海
洋
學

研
究
或
其
他
科
學
研
究
有
任
何
妨
害
。

二
、
以
示
違
反
本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項
之
規
定
為
限
，
沿
海
國
有
權
在
大
陸
礁
臂
上
建
立
、

維
持
、
或
使
用
為
探
測
大
陸
礁
層
及
開
發
其
天
然
資
源
所
必
要
之
設
置
及
其
他
裝
置
，

並
有
權
在
此
項
設
置
與
裝
置
之
周
圍
設
定
安
全
區
，
以
及
在
安
全
區
內
採
取
保
護
設
置

及
裝
置
之
必
要
措
施
。

三
、
本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之
安
全
區
，
得
以
已
建
各
項
設
置
及
其
他
裝
置
周
圍
五
百
公
尺
之
距

離
為
範
圈
，
自
設
置
與
裝
置
之
外
緣
各
點
起
算
之
。
各
國
船
航
必
賓
尊
重
此
種
安
全
區

四
、
此
種
設
置
與
裝
置
雖
受
沿
海
國
管
轄
，
但
不
其
有
島
嶼
之
地
位
。
此
種
設
置
與
裝
置
本

身
並
無
領
海
，
其
存
在
不
影
響
沿
海
國
領
海
界
限
之
劃
定
。

宜
、
關
於
此
項
設
置
之
建
立
，
必
須
妥
為
通
告
，
並
須
常
設
警
告
其
存
在
之
裝
置
。
凡
經
廢

棄
或
一
小
再
使
用
之
設
置
，
必
須
全
部
拆
除
。

六
、
此
項
設
置
試
位
於
其
周
圍
之
安
全
區
，
木
得
建
於
對
國
際
航
行
所
必
經
之
公
認
海
道
可

能
妨
害
其
使
用
之
地
點
。



第
六
帳

第
七
條

七
、
沿
海
國
負
有
在
安
全
區
內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辦
法
，
以
保
讓
海
洋
生
物
資
諒
免
遭
有
害
物

劑
損
害
之
義
務
。

八
、
對
大
陸
礁
睛
從
事
實
地
研
究
必
須
徵
得
沿
海
國
之
同
意
。
倘
有
適
當
機
構
提
出
請
求
而

目
的
係
在
對
大
陸
礁
層
之
物
理
或
生
物
特
徵
作
純
粹
科
學
性
之
研
究
者
，
沿
海
國
通
常

本
得
拒
于
同
意
。
但
沿
海
國
有
意
時
，
有
權
加

λ
或
參
與
研
究
。
研
究
之
結
果
木
論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均
應
發
表
。

一
、
同
一
大
陸
礁
層
鄰
棲
兩
個
以
上
海
岸
相
向
國
家
芝
領
土
時
，
其
分
屬
各
該
閻
部
份
之
間
引

線
，
由
有
關
各
國
以
協
議
定
之
。
倘
無
協
議
，
除
因
情
形
特
殊
應
另
定
界
線
外
，
以
每

一
點
均
與
測
算
每
一
國
領
海
寬
度
之
基
線
上
最
近
一
各
點
距
離
相
等
之
中
央
線
為
界
線
。

二
、
同
一
大
陸
礁
層
鄰
接
兩
個
耽
鄰
國
家
之
領
土
時
，
其
屏
線
由
有
關
兩
國
以
協
議
定
之
。

倘
無
協
議
，
除
因
情
形
特
殊
應
另
定
界
線
外
，
其
界
線
應
適
用
與
測
算
每
一
國
領
海
寬

度
之
基
線
上
最
近
各
點
距
離
相
等
之
原
則
定
之
。

了
一
、
劃
定
大
陸
礁
惜
之
間
抑
限
時
，
凡
依
本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所
載
原
則
劃
成
之
界
線
，
應

根
據
特
定
期
日
所
有
之
海
圍
及
地
理
特
徵
訂
明
之
，
並
應
指
明
陸
上
固
定
、
永
久
而
訂

費
耕
認
之
處
。

沿
海
國
以
穿
鑿
隧
道
方
法
開
發
底
土
之
權
利
，
無
論
其
上
海
朮
深
度
如
何
，
均
不
受
本
條
款

規
定
之
影
響

Q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七E



第
八
條

第第

+九

第
十
一
條

第
十
二
條

第
+
三
條

第
十
四
條

游
上
挂
樹
要

一
七
六

本
公
約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前
，
聽
由
聯
合
國
或
任
何
專
門
機
關
之
全
體
會
員

關
及
經
由
聯
合
國
大
會
邀
請
參
加
為
本
公
約
當
事
一
方
之
任
何
其
他
國
簽
署
。

條
本
公
約
應
手
批
准
。
批
准
丈
件
應
送
交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存
放
。

條

6
本
公
約
應
聽
由
屬
於
第
八
條
所
稱
任
何
一
類
之
國
家
加
入
。
加
入
女
件
應
送
交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存
放
。

一
、
本
公
約
應
於
節
二
十
三
件
批
准
或
加

λ
丈
件
交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存
放
之
日
後
第
三
十
日

起
發
生
效
中
H
o

-
-
、
對
於
在
第
二
十
二
件
批
准
或
加
入
女
件
存
放
後
批
准
或
加
入
本
公
約
之
國
家
，
本
公
約

應
於
各
該
關
存
放
社
准
或
加
入
丈
件
後
第
三
十
日
起
發
生
效
力
。

一
、
任
何
國
家
帶
於
簽
署
、
壯
准
或
加
入
時
，
對
本
公
約
第
一
條
至
節
三
條
以
外
各
條
提
出

保
留
。

一
了
依
前
項
規
定
提
出
保
留
之
任
何
締
約
閣
，
得
隨
時
通
知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撤
同
保
留
。

一
、
締
約
岡
任
何
一
方
得
於
本
公
約
生
效
之
日
起
浦
五
年
後
，
隨
時
需
面
通
知
聯
合
閻
秘
書

長
請
求
修
改
本
公
約
。

一
一
、
對
於
此
項
請
求
應
採
何
種
步
驟
，
由
聯
合
國
大
會
決
定
之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將
下
列
事
項
通
知
聯
合
國
各
會
員
關
及
第
八
條
所
稱
之
其
他
國
家

..

(
甲
)
依
第
八
蝶
、
第
九
條
及
第
十
條
對
本
公
約
所
為
之
簽
屠
及
遠
存
之
批
准
或
加
入
丈



第
+
五
健

件
;

(
乙
)
依
第
十
一
一
條
本
公
約
發
生
效
力
之
日
期
;

(
丙
)
依
第
十
三
條
所
提
關
於
修
改
本
公
約
之
請
求
;

(
T
)
依
第
十
二
條
對
本
公
約
提
出
乏
保
留
。

本
公
約
之
原
本
應
交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存
放
，
其
中
丈
、
英
文
、
法
丈
、
俄
女
及
兩
班
牙
丈
各

本
同
一
作
單
;
秘
書
長
應
將
各
丈
正
式
副
本
身
送
第
八
篠
所
稱
各
閣
。

習

題

一
、
何
謂
大
陸
礁
暗
?
﹒

二
、
試
述
沿
海
國
領
有
大
陸
礁
附
立
範
閣
。

三
、
試
述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離
附
享
布
之
權
利
。

四
、
試
述
沿
海
國
對
大
陸
礁
府
應
負
之
義
務
。

大
陸
礁
層
公
約

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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