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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干琉
球
知
識
人
和
動
蕩

時
的

中
国

-
馬
林
世
功
細
葉
大
鼎

中
心

-

上

里

賢

一

前

言

在
此
所
言
中
国

的
動
蕩
時
期
是
指
従
鴇
片
戦
争

(
t
八
四
〇
～
一
八
四
二
)
､
至
中
日
甲
午
戦
争

(
I
八
九
四
～
一
八
九
五
)
的
五

十
年
'
這
段
期
間
内
'
在
中
国
電
生
了
太
平
天
国
之
乱

(
1
八
五
〇
～
t
八
六
四
)
､
洋
務
運
動

(
l
八
六
二
)
'
中
法
戦
争

二

八

八
四
～
l
八
八
五
)
等
o
所
以
嘗
時
的
肩
廷
苦
於
外
来
的
圧
力
和
団
円
民
衆
叫
苦
的
不
満
.

男

一
方
面
'
日
本
則
苦
於

-
八
五
三
年
培
理
来
航

'
所
代
表
的
家
徴
性
的
意
義
｡
即
西
欧
在
催
促
要
求
門
戸
開
放
'
細
面
封
輿
美

園
訂
立
不
平
等
倹
約
等
的
問
題
.
又
'
正
嘗
鹿
於
明
治
維
新

(
1
八
六
八
)
之
際
'
大
胆
地
輸
入
西
洋
文
明
'
策
童
急
速
地
進
行
適
向

近
代
国
家
｡
所
以
'
<
富
国
強
兵
>
成
鳥
国
家
的
目
標
重
心
､
並
高
撃
呼
範
<
脱
亜
入
欧
>
'
打
従
国
家
的
制
度
'
文
物
起
､
各
方
面

額
見

1
大
輔
襲
.

而
回
顧
東
亜
此
時
期
的
特
徴
之

一
'
是
在
西
欧
諸
国

(英
国

･
美
園

･
法
国

･
俄
団
等
)
的
殖
民
主
義
式
的
覇
権
主
義
之
前
'
亜
洲

諸
国
就
虎
於
動
蕩
的
苦
悩
｡
属
於
亜
洲
強
固
的
清
朝
時
局
混
乱
'
而
印
度
'
日
本
'
印
度
支
那
半
島

(中
南
半
島
)
諸
国
也
陥
殖
民
地

地
化
的
危
機
'
且
不
久
印
度
､
印
度
支
那
半
島
諸
国
'
就
分
別
成
鳥
英

･
法
的
殖
民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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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琉
球
也
再
次
地
被
捲
入
洗
液
亜
洲
的
茄
渦
中
｡

不
過
,
琉
球
在
鵠
片
戦
争
着
生
的
前
雨
年

(
一
八
三
八
)
,
迎
接
清
廷
派
遣
衆
的
冊
封
便

(正
使
林
鴻
年

･
副
使
高
人
鑑
)
'
軌
固

(s
h
o
lku
)

王
並
接
受
其
冊
封
O
而
在

一
八
四
〇
年
'
巳
派
遣
四
位
留
華
畢
生

(官
生
K
an
Syo)
'
人
草
於
北
京
的
国
子
監
.

在
此
期
間
,

一
八
五
三
年
時
有
培
理
来
航
至
那
覇
(至
隔
年

一
八
五
四
年
､
共
架
航
三
次
)
､使
人
耶
預
感
著
新
時
代
的
来
臨
｡
而
在

1
八
六
六
年
'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的
前
両
年
'
鳥
冊
封
尚
泰

(
S
h
o
T
a
i)
王
'
中
国
派
遣
正
使
趨
新
､
副
使
干
申
光
至
沖
縄
島
､
這

T

次
是
琉
球
受
中
国
冊
封
的
最
後

t
次
.
而
在

1
八
六
八
年
的
明
治
維
新
這

1
年
'
琉
球
最
後
的
留
華
畢
生
四
位
'
釆
到
北
京
｡
注
e
)

此
後
'
比
日
本
全
国
晩
了
十
二
年
'在
一
八
七
九
年
断
然
苦
行
沖
縄
的
磨
播
置
解
'
並
縛
菖
琉
球
輿
中
開
清
朝
的
冊
封
I
朝
貢
関
係

(藩
臣
関
係
)
早
己
在

一
八
七
五
年
依
日
本
政
府
的
決
定
廃
除
'甚
且
禁
止
篤
説
明
進
貢
船
停
航
之
因
而
去
中
国
之
事
.這
種
大
的
改
革
'

引
起
琉
球
知
識
階
級
裡
的
激
烈
封
立
｡
如
'
主
張
積
極
地
接
受
日
本
方
面
封
琉
球
所
採
取
的
政
策
'
並
進
行
輿
日
本
成
島
-
鰻
的
圏
鰭

(開
化
某
)
'

和
策
豊
後
横
維
持
横
存
琉
球
王
国
時
代
的
日
清
雨
属
関
係
的
園
鰭

(頑
固
薫
)
的
封
立
､
即
篤
封
立
之

t
例
.

頑
固
某
反
封
琉
球
納
入
日
本
的
鼠
家
鰭
制
中
'
而
被
統

一
〇
祈
求
纏
績
保
持
輿
清
廷
的
的
係
､
並
期
待
清
廷
給
予
外
交
上
的
軍
事
支

援
｡
然
而
'
這
種
行
為
加
尖
鋭
化
的
即
成
鳥
<
脱
滞
>
行
動
｡
<
脱
清
>
者
'
即
篤
維
護
沖
縄
的
現
状

(塵
播
置
解
以
後
鳥
旧
態
)
I

向
清
廷
請
求
援
助
'
暗
中
惰
々
地
脱
離
沖
縄
之
謂
O
而
出
面
於
這
種
脱
構
行
動
的
人
'
就
稀
之
篤
<
脱
清
人
>
注
㊤

榊
世~
功
是
最
先
萄
動
此
<
脱
清
>
行
動
的
尊
啓
者
中
的

1
人
｡
他
是
琉
球
最
後
的
留
華
畢
生
'
又
是
知
識
分
子
o
所
以
'
今
日
我
耶

能
否
従
他
這
種
充
満
襲
化
的
生
活
方
式
中
学
到
什
慶
?
従
把
他
的
詩
及
他
的
行
為
融
合
成
篤

l
鰭
的
祭
大
鼎
的
作
品
倣
烏
線
素
'
釆
探

究
他
的
心
境
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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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林
世
功
的
脱
涌

従

1
11元

二
年

(洪
武
二
五
)
以
来
､
約
五
百
年
之
間
､
琉
球
線
共
派
遣
二
六
次
九
七
名
的
留
華
畢
生

(官
生
)
｡
雑
然
ハ習
樫
有
過

幾
次
的
中
断
時
期
'
但
是
這

一
制
度

一
直
持
横
到
琉
球
被
日
本
明
治
政
府
<
虞
置
>
而
改
置
沖
縄
解
時
O
林
世
功
定

1
八
六
八
年

(同

治
七

･明
治
元
年
蒔

被
派
遣
的
最
後
留
華
畢
生
｡
被
遠
島
最
後
的
留
華
畢
生
的
四
位
中
,
在
北
京
完
全
撃
美
麻
団
者
､
僅
林
世
功

7
人
｡

其
他
三
人
'
則
死
於
北
京
之
旅
的
途
中
'
或
病
死
於
北
京
｡

不
過
､
等
侯
林
世
功
六
年
的
中
国
留
学
結
束
之
後
'
於

l
八
七
四
年

(同
治

≡

1)
回
国
的
琉
球
'
此
時
正
面
臨
危
如
累
卵
的
関
頭
C

在

一
八
七
二
年
'
己
設
置
琉
球
藩
､
而
待

一
八
七
四
年
杯
世
功
回
国
時
'
因
琉
球
派
遣
進
貢
便
至
中
国
N
事
'
使
得
北
京
駐
日
官
員
憤

慨
云
云
'
眼
看
著
琉
球
的
情
況
､
其
緊
張
的
程
度
是
越
乗
越
加
劇
了
｡

在

一
八
七
五
年

(光
緒

一
･
明
治
八
)
決
定
廃
止
琉
球
廃
兵
清
朝
的
関
係
o
因
而
琉
球
圏
内
議
論
沸
騰
､
提
出
了
維
持
現
状
的
請
願
o

t
八
七
六
年
'
則
烏
侍
報
取
消
派
遣
妻
帯
延
的
進
貢
船
へ
而
需
疲
構
事
也
遭
受
禁
止
｡
所
以
､
榊
側
副
等
人
'
烏
報
告
琉
球
的
現
状
'

和
請
求
滞
政
府
給
予
外
交
上
軍
事
性
支
援
｡
故
朝
同
橋
廷
而
脱
離
琉
球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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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時
'
輿
林
世
功
同
時
疫
清
者
包
括
幸
地
朝
常

(
K
o
chi
ChoJ

o
･
向
徳
宏
)
'
伊
計
親
雲
上

(寮
大
鼎
)
等

1
九
位
｡
他
朋
向

肩
廷
侍
達
琉
球
国
内
的
情
形
'
維
然
策
童

開
展
維
持
績
存
琉
球
王
国

､
但
在

l
八
七
九
年

(光
緒
五

･
明
治

二

一)
､
日
本
政
府
断

然
苦
行
磨
播
置
解
'
在
福
建
等
侯
清
政
府
准
許
合
時
的
杯
世
功
烏
同
線
理
街
門
直
訴
,
便
遼
向
北
京
,
却
在
中
途
矧
射
接
到
日
清
双
方

同
意
下
把
琉
撃

)分
'
由
日
本
和
清
廷
釆
統
治
的
琉
球
分
島
候
約

(分
島
増
約
)
案
的
通
知
o
侍
説
聴
到
此
消
息
的
林
世
功
憂
憤
不
己
,

想
許
身
報
国
'
訴
諸
人
心
､
因
而
自
殺
｡
注
b



二

在
林
世
功
的
作
品
裏
表
現
地
的
心
情

林
世
功
共
同
行
動
的
察
大
鼎
所
作
的

『北
上
雑
記
)
定
侍
達
這

1
時
期
楓
叫
矧
足
跡
的
作
品
O

其
中
有
以

｢
先
子
叙

l
周
柁
日
記
｣

為

題
之

t
文
｡
這
篇
文
章
引
子
叙

(林
成
功
)
在
自
殺
前
所
遺
留
下

乗
的
碧
詞
和
詩
二
首
最
引
入
注
目
｡
他
在
桑
詞
中
叙
述
琉
球
王

国

滅
亡
的
悲
哀
'
並
自
責
維
身
烏
臣
子
但
没
有
毒
到
臣
子
鹿
轟
的
任
務
的
罪
行
｡
又
蔦
到
若

｢還
我
君
王
､
復
我
国
都
'
以
全
臣
節
'

則
功
錐
死
無
憾
乗
出
等
的
話
｡
且
在
此
真
詞
之
後
'
百
両
首
被
稀
之
馬
絶
命
詩
的
作
品
｡

古
来
忠
孝
幾
人
全

憂
国
思
家
己
五
年

一
死
楢
期
存
社
標

高
堂
専
頗
弟
兄
賢

70

廿
年
定
省
半
速
親

自
認
乾
坤

1
罪
人

老
涙
憶
児
蟹
白
髪

又
閉
塞
粍

更
傷
神

Ln川
堂
‥
謂
父
母
｡
走
れ

身
わ
LL
女
弟
rl
晩
向

父
i.jf
硝
安
之
意
｡
霊
純
･
･
三･･ー
仙

人
死
亡
的
消
息
O

錐
然
如
此
吐
露
著
激
昂
的
情
緒
'

却
以
短
短
的
三
九
年
的
歳
月
結
束
自
己
生
涯
的
珊
側
功
､
在
中
園
留
学
期
間
的
作
品
大
部
分
是

安
詳
平
静
之
作
｡
而
嘗
他
在

一
八
六
八
年
入
畢
於
北
京
園
子
監
'
至
他
同
園
的
六
年
内
､
封
沖
縄
而
言
'
是
保
持
王
国
制
度
好
喝
?

遠
足
改
行
新
制
度
好
嘱
-
動
逗
得
非
常
庸
害
的
時
期
｡
可
是
'
従
這

一
時

期
的
他
的
作
品
中
､
不
大
給
予
人
僧
感
受
到
嘗
時
那
種



緊
張
的
気
象
'

部
門
秋
目

撃
晶
不
言
辛

客
茄
多
苦
悲

八
月
暁
風
寒

量
伊
庭
草
衰

遠
道
本
懐
蹄

竜
馬
岐
路
間

但
也
不
定
説
完
全
投
石
的
｡

春
蚕
不
知
老

未
若
達
家
好

吹
我
庭
通
草

三
年
嵯
遠
道

欲
蹄
胡
不
早

秋
歓
傷
懐
抱

(
｢
琉
球
詩
録
｣
)

秋
秋
‥
不
安
貌
o
傾
抱
･
･胸
襟
之
意
｡

京

師

得
家

書

軒
家
猶
如
昨

涼
風
吹
木
葉

飛
雁
去
何
速

故
園
回
首
望

憶
昔
臨
別
目

撃
親
夜
深
坐

兄
弟
在
我
努

弱
女
知
我
去

異
地
歳
層
移

寓
里
雁
南
飛

遊
子
尚
未
蹄

雲
煙
按
海
浦

大
母
髪
如
練

封
我
意
依
依

小
妹
涙
讐
垂

坐
膝
不
肯
離

隣
鶏
蓉
噸
喝

舟
子
促
行
李

拝
親
不
能
言

梯
航
樫
山
海

京
師
典
故
里

天
遠
望
雲
虞

欲
蹄
鋸
来
待

忽
按
老
親
書

書
言

1
家
安

今

汝
依
豊
水

緯
帳
承
提
命

置
書
翻
流
洞

窟
花
何
条
欄

明
年
春
風
早

寂
水
歓
有
除

仰
観
参
辰
稀

此
際
碓
心
細

ま
ま
従
此
軒

高
里
到
京
師

各
在
天

一
派

日
暮
借
問
時

日
夜
夢
魂
馳

開
函
脆
讃
之

別
離
勿
復
思

多
年
湛
露
滋

勉
施
戒
荒
嬉

回
顧
懲
庭
闇

映
月
満
書
幅

承
恩
出
帝
畿

綻
著
雪
莱
衣

(
｢
同
前
｣
)

西
山
積
雪

天
地
気
厳
凝

出

門

行

人

少



撲
面
朔
風
来

霞
飛
碧
落
間

世
界
室
蘭
明

一
山
前
門
西

嶺
凍
不
涜
雲

暗
雪
商
家
暁

日
出
扶
桑
蓑

回
頭
縦
遠
眺

模
索
何
漂
砂

千
里
絶
飛
鳥

何
雷
管
山
頂

一
望
三
六
島

(
｢
同
前
｣
)

晴
雪
-
指
下
雪
之
後
放
晴
的
天
気

･
碧
軍

･

謂
東
方
的
天
空
､
在
此
指
青
空

･
前
門
-
脂

今
北
京
之
西
方

･
積
素
-
謂
多
R
所
積
之
雪
｡

這
些
作
品
表
面
上
看
来
是
懐
郷
之
詩
｡
不
過
､
考
慮
嘗
時
的
背
景
讃
之
t
を
耶
並
不
只
限
子
吟
詠
郷
愁
'
看
似
還
隠
蔵
著
深
奥
的

心
境
在
内
｡

三

幸
大
鼎
的
作
品

同
時
輿
杯
世
功
渡
帝
､
典
哲

功
共
同
行
動
的
察
大
鼎
身
篤
詩
人
'
並
留
下
相
普
多
的
作
品
｡

冬
日
即
事

過
雁
難
同
線
故
国

寒
梅
開
後
滞
他
郷

国
塩
遠
客
興
違
況

不
若
傾
棉
夢
裏
忘

(
『関
山
満
車
』
)

r関
山
前
章
L
是
在

1
八
六

〇
年
察
大
型

二
七
歳
時
､
以
進
貢
存
留
通
事
的
身
分
到
福
建
'
在
外
三
年
多
而
至
回
国
的
這
段
期
間

内
'
以
旅
遊
為
題
材
蔦
戊
的
作
品
集
｡
内
容
以
思
郷
和
贈
答
友
人
之
詩
占

大
半
､
而

｢冬
口
即
事
｣

一
詩
也
可
説
是
懐
郷
之
詩
.
只

是
､
他
在
異
郷
冬
日
的
天
空
下
､
櫨
火
努

1
面
傾
注
酒
畠
'
而

1
面
想
忘
却
的
到
底
是
什
磨
-
在
他
的
憂
慮
之
中
､
稚
不
能
馬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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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論
是
否
有
回
故
郷
琉
球
前
的
不
安
'
但
有
其
必
要
進

1
歩
地
倣
研
究
.

在
同

1
作
品
集
内
有
以

｢聞
漸
省
為
逆
鮭
缶鼠
堀
口
占
｣
鵠
題
的
詩
､
若
議
了
他
的
這
首
詩
'
可
知
他
並
不
定
不
関
心
社
食
的
動
向
O

狼
蜂
屡
警
起
梱
塵

増
尾
流
離
越
地
民

不
識
何
時

神
武
振

凱
歌

一
曲
達
楓
簾

這

l
首
因
薦
是
根
嬢
博
聞
'
並
不
定
描
蔦
親
眼
所
見
之
景
象
､
所
以
表
現
上
紙
少
迫
促
感
的
原
因
即
在
此
肥
｡
而

一
八
六

〇
年

(
威
豊
T
〇
年
)正
好
是
太
平
天
国
之
乱
的
時
期
O
此
時
歴
経
了

l
〇
年
的
太
平
天
国
'
其
筆
勢
維
己
不
如
往
昔
へ
但
是
清
朝
還
是
没

右
脚
法
自
己
平
定
此
乱
'
須
借
用
執
矧

的
義
勇
軍
和
英
人
文
誉
之
力
｡
所
以
昔
時
正
在
福
建
的
察
大
鼎
へ
眼
看
著
卿
省
漸
江
省
的

人
僧
受
苦
於
太
平
天
国
之
乱
的
情
形
､
而
作
了
此
首
詩
｡

察
大
鼎
従
此
経
過

二

一年
之
後
'
於

l
八
七
二
年

(同
治

〓

)
時
'
在
往
北
京
的
路
上
､
作
了

1
首
主
題
可
能
是
輿
此
事
件
有

関
連
的
詩
｡
即
是
以

｢逆
賊
煽
乱
焚
焼
民
屋
経
過
有
感
｣

薦
民
選
徒
嘆
無
鳩

村
落
粛
候
瀬
響
流

不
識
主
人
何
虞
去

残
垣
敗
瓦
幾
春
秋

(
『北
燕
瀞
草
』
)

這
時
､
従
平
定
太
平
天
国
之
乱
以
後
'
錐
己
過
了
八
年
'
但
是
他
所
描
蔦
的
内
容
是
他
親
眼
所
見
所
間
的
.輿

l
二
年
前
由
別
人

口
中
打
聴
而
吟
詠
的
作
品
､
給
予
人
不
同
的
感
受
｡
而
受
戦
乱
的
影
響
描
蔦
荒
蕪
村
落
的
景
象
｡
便
人
悲
憤

心
情
O
其
地
鮎
是
在

福
建
省
建
甑
牌
的
太
平
至
建
願
之
間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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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蕪
大
鼎
的
福
建
詩
友

一･---･------

1

･

杯
世
功
和
察
大
鼎
理
所
普
然
是
擁
石
渡
多
的
中
国
朋
友
｡在
他
僧
的
作
品
集
内
有
根
多
的
詩
友
篤
他
僧
題
序
｡
其
中
､友
人
之

一
的

謝
細
瀞
便
在

『北
上
雑
記
』
内
蔦
了
詩
六
首
｡
注
⑤

国
歩
矩
難
己
多
年

王
臣
審
穿
丹
心
励

輪
固
定
必
卜
秋
間

従
此
買
舟
欣
南
下

殿
勤
衷
懇
動
君
憐

待
到
好
音
始
買
船

(其
五
)

復
国
後
君
悪
醜
捌

再
婚
洗
蓋
晴
芝
顔

(其
六
)

在
此
首
詩
内
謝
雄
藩
所
表
現
出
来
的
感
情
是
否
出
自
於
因
賭
注
僻
海
詩
友
之
死
而
引
起
的
共
鳴
'
戎
老
只
是
同
情
而
巳
'
我
並
不

急
著
下
結
論
o
若
鳥
了
判
断
到
底
如
何
'
則
必
須
分
析
更
多
的
作
品
｡
所
以
我
把
詳
細
分
析
作
品
､
留
倣
以
後
的
課
題
｡
在
此
只
止

於

一
九
世
紀
後
半
菓
時
'
在
東
亜
中
日
南
国
的
動
蕩
之
下
へ
苦
於
爽
在
両
国
之
間
的
琉
球
知
識
人
'
是
採
取
什
磨
様
的
行
動
｡
或
被

構
之

篤

｢頑
固
薫
｣
(親
中
幽
派
)'
甚
至
想
以

(脱
清
)
行
動
乗
達
成
他
僧
的
意
蘭
的
人
僧
中
'
拳
出
林
世
功
利
察
大
鼎
雨
位
'
並
透

過
這
些
作
品
'
来
介
紹
他
僧
的
心
情
這

一
部
分
而
巳
｡

注
①

仲
原
黄
巾
心分
断
g
j期
琉
球
派
遣
中
園
留
学
生
｡
即
節

1
糊
辻
n

1
I.九

二
年
至

`
川

.

.

.年
｡
琴

.期
日正
目

1L
川
八
▲
年
至

.
1i
L
九
咋
｡

第
1
1期
､
n
l
六
八
Lハ
咋
至

.
七
しハ
〇
年
｡
第
M
期
､
n
l
八
〇
一
.年
至

一
八
六
八
年
｡

第
州
別
之
内
容
如
下
列
.



第
四
次

(
沼
閥
)
琴

1尚
氏
末
期

寅
慶
七

1
八
〇
二

一 同 一 道 - ′′ ′′

八 治 八 光 八 ′′ 八 ′′

六 七 四 二 一 十 〇 九

八 〇 十 〇 五 四

尚
温

ー
八

〇
二

1
八

しハ八

向
尋
思

向
世
徳

鄭
邦
孝

周
崇
鋒

向
音
栄

毛
長
芳

察
戟
聖

祭
思
恭

I.ハしハ
牛

ニ
ト
八
人

林林葛毛 鄭院東向 梁陣馬毛 %T.孫栄伯 楊染毛向
世世兆啓 学宣閥克 元善執世 泰同音怖 徳 文邦邦
忠功慶祥 稽詔興秀 枢継宏輝 熊棟祉締 昌巽修正

久
米
村
人

四
人

首
里
人

四
人

首
里
人

二
人

久
米
村
人

二
人

同
右

首
里
人

二
人

久
米
村
人

二
人

首
里
人

久
米
村
人

首
里
人

二
人

久
米
村
人

二
人

進
貢
正
使

王
窮

管

金
大
夫

送
遠

道
清
耳
目
官

東
国
興

王
ノ
作
講

i
.
･･J
･･････
･

国
学
ノ
教
授

向
'
毛

ハ
首
里
ノ
名
族

梁
氏
崎
山
親
方

楊
氏
村
山
親
方

官
生
の

増
員
ヲ
ハ
カ
リ
'

正
副
八
人
ヲ
派

遣
シ
タ
ガ

'
拒
不
日
セ
ラ

レ
四
人
ハ
帰
国

孫
氏

安
座

間
観
望
卜

紅
氏

邦
字
慶
親
方

毛
氏
我
謝
盛
保
親
方

馬
氏
豊
平
良
金
親
方

染
氏
国
吉
親
雲
ヒ

陳
氏
仲
本
親
雲

上

向
克
秀
帰
国
ノ
途

二
テ
死
亡

東
氏

津
波
古
親
方

晩
氏

神
村
親
方

鄭
氏

宮
城
親
方

毛
啓
拝
へ
出
しポ
ノ
途
中
死
ス

九
年
'
幕
'
株
相
次
デ
死
亡

林
世
功
名
城
里
之
子
親
雲
上
北
京

二
テ
自
殺

(
仲
原
滞
忠
｢官
生
小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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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②

烏
参
考
掲

｢
脱
清
人
明
細
表
｣
之

一
部
分
｡
.淫

妃
明
治
十
七
年

二

八
八
四
年
)
調
査
的
.

第
E
l号

脱
清
人
明
細
表

四
種

第

一
表

脱
清
人
明
細
表

凡

例

1

清
国

関
係
人
明
細
表
別
テ
四
種
ト
ス
第

f
表

ヲ
脱
清
人
明
細
表

ト
シ
第

二
義

ヲ
脱
清
未
遂
者
明
細
表
ト
シ
第
三
表

ヲ
船
別
帰
県
人

明
細
表
ト
シ
第
匹
表

ヲ
在
清
人
現
員
表
ト
ス
猶
各
表
首

二
例

ヲ
付

シ
見
易
カ
ラ
シ
ム

一

各
表
中

一
旦
帰
県

シ
再
ビ
脱
清
シ
タ
ル
モ
ノ
又

ハ
脱
清
ヲ
企

テ

未
遂

ニ
シ
テ
発
覚
シ

1
応
取
調
ヲ
受
ケ
解
放
後
再

ヒ
企
諜
シ
又

ハ

脱
清
シ
タ
ル
モ
ノ
ハ
人
名
重
複

ス
ル
ヲ
以
テ
其
人
名
上
部
ノ
罫
外

二
〇
印

ヲ
付

シ
見
易
カ
ラ
シ
ム

脱

清

人

明

細

表

第

l
表
例

一

本
表

ハ
本
県
廃
藩
置
県
以
降
我
政
府

ノ
処
分

二
不
満

ヲ
抱
キ
藩

政
復
旧

一
ノ
主
義

ヲ
以
テ
清
国
政
府

二
欺
願
ノ
為

メ
私
カ
ニ
脱
清

シ
タ
ル
モ
ノ

一
切

ヲ
記
載
ス
ル
モ
ノ
ナ
リ
然

レ
ト
モ
素
卜
探
偵
報

告
或

ハ
遺
族
取
調
書

ヲ
原
ト
シ
記
入
ス
ル
ガ
故

二
其
探
偵
報
告

二

漏

レ
ク
ル
人
員

ハ
脱
漏
ナ
キ
克

ハ
ズ
又
其
従
僕
水
夫
等
ノ
如
キ
頗

民

ハ
斉
シ
ク
脱
清

二
係

ル
モ
苛

モ
国
事
上

二
企
謀
ヲ
抱
ク
者

二
非

ザ
レ
パ
木
表
記
載

ノ
限

二
非
ズ

l

木
表

ハ
清
国

ヨ
リ
帰
県
船

ア
リ
テ
第
三
表

ヲ
穀

ス
ル
ニ
当
り
該

表

ノ
人
員

ヲ
木
表

ノ
人
員
卜
比
照
シ
其
帰
県

二
属

ス
ル
モ
ノ
ハ

(
帰
県

ノ
年
月
)

ノ
項

二
云
々
卜
記
入
シ
在
清

ノ
現
員

ヲ
見

ル
ノ

使

二
供

ス
故

二
其
死
亡

二
属

ス
ル
モ
ノ
モ
該
項

二
就
テ
何
年
何
月

死
亡
云
々
ト
音
シ
其
在
清
人

ニ
ア
ラ
ザ
ル
コ
ト
ヲ
証

ス
ル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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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セ
ノ
タ
メ
脱
清
シ
タ
ル

ニ
付
此
琳
卜
糾
謀

り

英
仏
鰐
左
目

下
帯
国
政
府

へ蒲
的
復
旧

ノ
コ
ト

ヲ
歎
殿
中
ナ

-
ト
冨

フ

仝全章
地
以
下
十
九
名

ハ
明
治
八
昨
秋
政
肘

ヨ
-
棉

国

へ
向

ケ
進
貞
及
慶
賀
等

ノ
使
者
ヲ
派
過

ス
ル

コ
ト
ヲ
焚

セ
ラ

レ
且
ツ
総
テ
政
肘

ノ
法
令
ヲ
遵

守

ス

ヘ
シ
ト
命

ア

ル
モ
楢
帝

ノ
恩
義

ハ
難
忘
事

情

ア
ル
趣

ニ
テ
従
来

ノ
通
日
清
両
属

タ
ラ

ン
コ

ト
ヲ
歎
願

セ
シ
モ
到
庇
耗
政
肘

二
於
テ

ハ
轍
藩

採
用
不
相
成

コ
ト
ト
思
料

ン
仝
九
年
三
月
旧
簿

王

ノ
密
旨
ヲ
奉

シ
清
国
政
府

二
表
訴

セ
ン
カ
タ

.'j
T･
.i
.;
I;
I
.I.
g
M-.:=T.･.
日
....
TT
:JZ
GJ
1
㌶

額
申
卜
苫

フ

仝 仝 仝 仝

十
七
年

八
月
大
山
船

二
テ
帰
県

十
六
年
六
月
新
垣
船

ニ
デ
帰
鼎

十
｣

ハ
年
旧
七
月
福
州

ニ
テ
死
亡

十

二
年
旧
石
月
津
爵

山
舶

ニ
テ
帰
県

十
四
年
七
月
福
州

ニ
テ

死
亡

<rl内
村
百
三
十
TF
番

地
士
族

仝
久
米
相
川
十
九
番

地
内
那

二
号
十
族

仝
西
村
百
四
十
六
番

地
内
第

二
号
平
民

国
政
間
切
喚
問
村
番

地
不
明
平
民

仝
辺
土
村
番
地
不
明

平
民

...･-

..
;

･
r
.

'
tJ''

仝
大
小
村
叫
十
番
地

第

二
号
･=
族

仝
桃
原

村
四
十
六
番

地
丁
族

那
覇
久
米
村
百
F
番

地
内
界

こ
ち
士
族

全
人
長
男

首
里
山
川
村
番
地
不

明
⊥
族

美
和
志
間
切
東
和
忠

村
八
十
七
番
地
士
族

首
里
当
蔵
相
九
十
番
地

内
第

六
号
十
族

仝
儀
保
村
十
四
番
地

内
同
居
士
族

全
村
百
三
十
三
番
地

士
族

那
哨
若
狭

町
村
三
十

八

番
地
内
第

一
号
士
族

耗

雲
1
荊
国
段

伊

官
他

人
T
.

翠
+
.無
役

伊

宴

.

.評
定
紺

地

早知

役

神

槻
雲
上
医
師

宮

全
章
地
与
力

花

仝
全
人
従
者

野

Jf
白
物
宰
融
..役

午
;
開
平
祖
役

国

威

喋

′ヽコ
′
コ

#

方
-

槻

雲
i
l評
定
叫

fa

片

仝

J

ク

大

鵬

仝
伊
訂
大
凧
従

者

i.3日謝辛高祝冒
:iii:城敷也良地引T

E-山
お城城崎城

田

秀柑

･-TJ
ナ朝朝春大場仁喜

朗一イ午紘ヾ俺克敬珊育英王政

改

善

真

堆

東

尾

lT
十
三
年

不

明

川
十
七

へ
咋

三
十

丁咋

三
十
川

年

川
十

"
年

九

十

山
二
年

四
十
八
九
年

八
十

一
年

三
十
･ハ
七
年

九
十

二
年

二
十
七
八
年

四
十
九
年

四
十
七
八
年

三
十
四
五
年

不

明

(
r
沖

縄
県

史

J
第
十

三
春
)



イ王 と王 i王
､タ illl♂

東
恩
納
寛
惇
著

r尚
奉
侯
実
録
1
並
察
大
鼎
著

r北
上
雑
記
)
有
記
載
｡

前
掲
書
参
考

謝
推
蒲
是
謝
維
垣
的
弟
弟
t
l這
柄
任
那
寓

r北
上
雑
記
j
序
文
.
謝
雄
藩
送
察
大
鼎
的
六
首
詩
如
下

改
装
薙
髪
赴
天
家

叩
懇
皇
恩
伸
勤
謂

噸
遠
丘
載
馳
京
城

回
首
計
程
千
蔑
里

北
燕
瀞
草
救
撃
儒

宜
稚
宜
風
今
古
調

京
師
首
善
為
名
匠

染
筆
探
釆
成
雑
記

国
歩
紺
雛
巳
多
年

王
臣
寒
楚
付
心
働

鴨
限
定
必
卜
秋
問

従
此
買
舟
欣
南
下

千
里
楊
帆
帯
日
斜

同
寅
忠
佃
最
楢
葉

(
其

二

鯉
信
忠
通

一
紙
行

合
由
伯
氏
送
三
脚

(
其
二
)

拝
讃
篇
章
句
句
珠

知
君
家
号
歩
庭
趨

(
其
三
)

風
土
人
情
歴
覧
殊

案
頭
時
針
王
水
壷

(
其
四
)

倣
勤
衷
潜
動
君
憐

待
到
好
音
始
買

船

(
其
五
)

復
隊
復
君
悪
醜
刑

再
将
洗
虚
構
芝
頗

(其
六
)

(
.
九
八
日
叶
L
〓
川
〓
'
於
加

地
仙
椎
入
り∵

沖
純
情
糾
,t
桝

｢甲

術
村
へ州骨
｣

粘
什
=
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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