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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憶
錄
連
載

第
十
一
章  

東
條
在
鞍
上

一
九
三○

年
代
末
期
，
一
位
日
本
人
告

訴
我
：
「
現
在
是
日
本
的
非
常
時
期
，
一
個

屬
於
不
上
名
人
錄
的
人
的
時
代
。
名
人
好
像

政
黨
，
過
時
了
；
他
們
的
名
譽
是
空
的
，
他

們
沒
有
真
正
能
力
；
除
非
這
些
人
被
剔
除
，

日
本
不
會
有
進
步
。
」

日
本
的
「
皇
道
派
」
有
兩
個
目
標
：
摧

毀
「
帝
國
的
現
狀
」
；
以
及
摧
毀
上
流
人
士

或
管
事
的
「
名
人
」
。
上
流
人
屬
於
政
客
、

資
本
家
和
工
業
家
，
以
及
環
繞
著
天
皇
的
文

官
、
貴
族
。
簡
單
地
說
，
就
是
那
些
有
名
、

有
家
世
、
有
頭
銜
、
有
官
職
、
有
威
望
、
有

財
富
的
人
。
這
些
人
在
沙
文
主
義
者
的
眼

中
，
是
妨
礙
日
本
發
展
的
人
。
他
們
不
會
主

動
退
出
場
面
，
他
們
儘
量
設
法
維
持
權
威
的

獨
佔
。
「
少
壯
軍
人
」
非
把
他
們
轟
下
臺
不

可
。
這
就
是
日
本
政
治
暗
殺
的
基
礎
。

東
條
英
機
大
將
是
「
少
壯
軍
人
」
之

一
，
名
人
錄
榜
上
無
名
。
他
的
晉
升
首
相
，

代
表
「
統
制
」
和
「
皇
道
」
兩
派
鬥
爭
的
頂

點
，
代
表
美
國
海
軍
在
日
本
節
節
勝
利
之
後

開
始
反
攻
之
時
，
「
皇
道
派
」
處
於
全
面
優

勢
。

從
一
九
三
一
年
「
九
一
八
事
變
」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月
東
條
出
任
首
相
，
內
閣
更

換
了
十
二
次
。
其
中
六
次
直
接
因
為
陸
軍
的

不
滿
而
垮
臺
，
其
他
五
次
垮
臺
的
間
接
原
因

為
陸
軍
撤
銷
支
持
。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近
衛
的

第
三
屆
內
閣
，
他
是
因
為
日
本
決
定
進
攻
美

國
和
英
國
，
而
依
照
傳
統
必
須
更
換
內
閣
而

辭
職
的
。

在
這
期
間
，
挑
選
首
相
更
須
得
到
「
皇

道
派
」
的
滿
意
。
「
皇
道
派
」
對
任
命
東
條

為
首
相
是
完
全
滿
意
的
，
他
的
任
命
表
示

「
少
壯
軍
人
」
實
力
的
巔
峰
。
在
他
擔
任
首

相
的
頭
一
年
，
似
乎
對
於
許
多
日
本
人
，
事

實
上
對
大
多
數
日
本
人
來
說
，
東
條
和
「
少

壯
軍
人
」
是
對
的
。
美
國
海
軍
在
珍
珠
港
遭

受
幾
乎
致
命
的
打
擊
；
香
港
淪
陷
；
菲
律
賓

淪
陷
；
荷
屬
東
印
度
、
泰
國
、
緬
甸
和
許
多

較
小
地
區
都
被
佔
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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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條
內
閣
成
員
的
挑
選
，
除
陸
軍
外
不

必
顧
及
他
人
，
不
像
過
去
的
任
命
須
安
撫
或

滿
足
若
干
派
系
，
如
工
業
家
和
資
本
家
、
政

黨
、
宮
廷
派
等
，
東
條
內
閣
的
人
選
由
「
少

壯
軍
人
」
決
定
。

大
多
數
大
臣
們
曾
經
與
東
條
和
板
垣
在

滿
洲
擴
展
日
本
控
制
中
國
東
北
各
省
時
共
過

事
，
其
他
幾
名
是
統
制
經
濟
專
家
；
這
些
專

家
的
入
閣
，
是
因
為
日
本
軍
方
深
知
經
濟
的

重
要
性
。
日
本
軍
方
認
為
德
國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被
打
敗
，
與
其
是
軍
事
行
動
，
不
如

是
經
濟
問
題
。

東
條
在
「
少
壯
軍
人
」
中
並
不
是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人
，
板
垣
更
具
實
力
。
事
實
上
，

東
條
被
認
為
是
板
垣
的
部
下
，
他
早
就
有
個

板
垣
的
「
客
房
女
郎
」
的
綽
號
，
那
就
是
，

照
顧
房
間
的
女
僕
。
說
白
了
，
「
客
房
女

郎
」
就
是
「
得
力
助
手
」
。
板
垣
很
顯
然
是

東
條
內
閣
的
後
座
駕
駛
，
因
此
東
條
內
閣
可

以
稱
作
「
板
垣
內
閣
」
，
有
一
點
像
廣
田
內

閣
被
稱
作
寺
內
內
閣
一
樣
。
近
衛
公
爵
的
紀

錄
則
讓
人
想
起
他
與
板
垣
同
坐
後
座
。

東
條
英
機
是
著
名
戰
略
家
東
條
英
教

中
將
的
兒
子
。
他
從
士
官
學
校
第
十
七
期

（
一
九○

五
）
以
第
一
名
畢
業
；
板
垣
比
他

早
一
年
，
名
列
全
班
第
二
十
五
。
在
班
上

的
名
次
通
常
會
影
響
一
名
軍
人
的
一
生
事

業
。
東
條
和
板
垣
的
關
係
是
互
補
的
：
東
條

對
日
常
工
作
很
有
效
率
；
板
垣
是
個
天
生
的

領
袖
。
東
條
靠
學
問
，
板
垣
靠
天
賦
。
東
條

好
像
一
直
追
隨
板
垣
從
一
個
職
位
到
另
一
個

職
位
。
陸
軍
軍
官
尊
敬
東
條
的
學
術
成
就
，

認
為
他
僅
次
於
板
垣
。
他
們
密
切
的
關
係
表

現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東
條
拒
絕
接
受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職
位
之
一
的
軍
務
局
長
上
面
。
那
個
任

命
發
表
於
暗
殺
事
件
之
後
。
東
條
拒
絕
的
理

由
有
二
：
東
條
和
他
的
同
僚
不
完
全
同
意
清

除
鼓
動
暗
殺
事
件
的
軍
官
，
以
及
東
條
因
為

板
垣
在
那
裡
當
關
東
軍
參
謀
長
而
要
求
去
滿

洲
，
他
後
來
當
上
關
東
軍
憲
兵
司
令
。

東
條
貌
不
驚
人
。
日
本
標
準
的
中
等
身

材
，
臉
相
平
凡
面
無
笑
容
，
眼
鏡
和
小
鬍
子

難
以
改
進
他
的
外
表
。

東
條
的
傑
出
成
就
可
能
是
發
展
陸
軍
航

空
。
一
九
三
八
年
板
垣
和
其
他
陸
軍
將
領
對

於
空
軍
的
表
現
越
來
越
不
滿
意
。
事
實
上
，

大
部
分
對
中
國
的
轟
炸
都
是
由
優
越
的
海
軍

飛
機
在
做
。
東
條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出
任
空
軍

司
令
，
撥
款
二
十
億
日
圓
，
發
展
空
軍
不
遺

餘
力
。東

條
的
閣
員
們
渡
過
愉
快
的
頭
一
年
。

陸
軍
和
海
軍
無
往
不
利
，
即
使
最
謹
慎
的
日

本
人
，
都
認
為
日
本
即
將
擊
敗
敵
人
。
那
一

年
是
日
本
歷
史
的
巔
峰
，
是
自
從
裴
里
海
軍

上
將
把
日
本
從
兩
世
紀
的
睡
眠
中
喚
醒
而
開

始
「
維
新
」
以
來
的
最
佳
時
期
。
然
而
這
個

巔
峰
好
像
是
紙
牌
屋
頂
上
的
一
張
牌
，
當
這

張
紙
牌
被
放
上
去
的
時
候
，
由
於
下
面
的
牌

沒
擺
好
，
一
下
子
全
部
垮
掉
。

我
說
過
，
頭
一
年
的
內
閣
，
可
以
叫
它

做
「
滿
洲
俱
樂
部
」
。

除
了
首
相
之
外
，
東
條
還
兼
任
陸
軍
和

內
務
大
臣
。
在
所
有
內
閣
職
位
當
中
，
內
務

大
臣
是
首
相
以
下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職
位
，
通

常
由
副
首
相
兼
任
�
，
由
他
通
過
控
制
地
方

政
府
和
警
察
以
管
理
內
政
。
無
處
不
在
的
警

察
用
不
人
道
的
方
式
指
導
和
鉗
制
人
民
的
思

想
和
行
動
。

在
繼
續
敘
述
滿
洲
背
景
的
大
臣
之
前
，

我
要
說
一
個
唯
一
的
例
外
，
那
就
是
外
務
大

臣
東
鄉
茂
德
。
他
之
被
邀
入
閣
出
任
這
個
重

要
職
位
不
需
要
滿
洲
背
景
。
讀
者
當
記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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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六
年
二
月
青
年
軍
官
和
士
兵
在
東
京

的
四
日
暴
動
，
叛
軍
曾
經
擬
就
一
個
名
單
，

準
備
推
翻
政
府
後
讓
他
們
上
任
，
東
鄉
就
是

名
單
上
的
外
務
大
臣
。
這
證
明
他
是
受
「
皇

道
派
」
歡
迎
的
，
這
種
聲
望
來
自
東
鄉
的
成

就
和
他
的
性
格
。

在
東
鄉
的
整
個
外
交
生
涯
中
，
他
鄙

視
西
方
化
的
日
本
人
。
他
跟
外
務
省
許
多
同

事
不
一
樣
，
即
使
曾
經
駐
在
過
華
盛
頓
、
中

國
、
瑞
典
和
德
國
，
他
還
沒
有
因
此
變
得
老

於
世
故
和
「
外
交
化
」
（
他
不
會
跳
舞
）
。

軍
方
視
他
為
不
受
各
種
引
誘
而
能
保
持
為
日

本
人
的
人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東
鄉
寫

了
一
份
詳
盡
的
關
於
德
國
的
報
告
，
令
層
峰

印
象
深
刻
（
他
的
敵
人
說
大
部
分
報
告
是
他

的
妻
子
所
寫
，
他
的
妻
子
是
橫
濱
一
個
德
國

小
店
主
的
女
兒
）
。
東
鄉
對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日
本
和
蘇
聯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幫
助
很
大
，
為

一
九
三
四
年
日
本
向
蘇
聯
購
買
中
東
鐵
路
也

出
力
甚
多
。
�
東
京
叛
亂
失
敗
後
，
東
鄉
自

然
沒
有
當
上
外
務
大
臣
，
他
那
時
只
是
外
務

省
歐
美
局
的
局
長
。
不
過
，
一
年
之
後
，
他

被
任
命
為
駐
德
國
大
使
，
對
於
一
個
局
長
來

說
，
這
是
個
很
難
得
和
令
人
艷
羨
的
職
位
。

他
於
次
年
被
派
往
莫
斯
科
任
大
使
。
當
德
國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不
告
而
攻
擊
蘇
聯
時
，
東
鄉

正
在
東
京
，
天
皇
召
見
他
，
要
他
說
明
俄
國

的
情
況
。
東
鄉
對
於
蘇
聯
的
實
力
給
予
較
當

時
一
些
非
俄
國
觀
察
家
為
高
的
評
價
。
時
間

證
明
東
鄉
的
評
價
是
正
確
的
，
他
被
視
為
與

德
國
事
務
同
等
的
專
家
。
從
以
上
所
見
，
東

條
需
要
東
鄉
當
他
的
外
務
大
臣
是
不
令
人
意

外
的
。在

具
有
滿
洲
背
景
的
大
臣
中
間
，
國

務
大
臣
兼
計
畫
委
員
會
首
長
鈴
木
貞
一
中
將

最
有
影
響
力
。
�
他
的
影
響
力
不
但
來
自
他

在
滿
洲
時
與
板
垣
一
派
的
關
係
，
而
且
來
自

他
的
對
政
治
和
經
濟
事
務
的
敏
銳
，
這
是
日

本
陸
軍
將
領
一
般
所
不
足
的
。
在
他
擔
任
過

的
許
多
職
位
當
中
，
陸
軍
省
情
報
課
長
最
能

彰
顯
他
作
為
一
個
領
袖
的
心
態
。
「
九
一
八

事
變
」
一
年
後
的
一
九
三
二
年
，
鈴
木
被
任

命
這
個
職
位
，
這
個
位
子
自
從
「
九
一
八
」

以
來
一
直
由
「
皇
道
派
」
軍
官
獨
佔
，
這
個

課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由
狂
熱
分
子
荒
木
貞
夫
將

軍
建
立
，
它
可
以
叫
做
心
理
戰
辦
公
室
。
在

鈴
木
的
掌
管
之
下
，
這
個
部
門
成
為
陸
軍
的

主
要
喉
舌
和
情
報
中
心
，
是
號
召
「
日
本
主

義
」
的
重
要
機
構
。
一
名
在
職
的
鈴
木
接
班

人
在
眾
議
院
站
起
來
大
聲
吼
叫
：
「
你
不
准

說
話
。
」
｜
｜
這
樣
對
待
一
個
根
據
憲
法
成

立
的
立
法
機
構
。
說
這
話
的
人
是
佐
藤
賢
了

中
將
，
鈴
木
的
親
密
朋
友
之
一
。

其
他
具
有
滿
洲
背
景
的
大
臣
們
包
括
：

商
工
大
臣
岸
信
介
，
統
制
經
濟
專
家
，
曾
在

傀
儡
「
滿
洲
國
」
當
過
南
滿
鐵
路
副
總
裁
和

鐵
道
大
臣
，
在
任
上
與
「
少
壯
軍
人
」
配
合

良
好
；
厚
生
大
臣
小
泉
親
彥
中
將
，
他
是
板

垣
的
人
，
在
滿
洲
服
務
過
。
屬
於
這
個
派
系

的
還
有
海
軍
大
臣
嶋
田
繁
太
郎
海
軍
大
將
，

雖
然
沒
有
在
滿
洲
工
作
過
，
嶋
田
是
前
任
滿

洲
國
政
務
委
員
築
紫
熊
七
的
女
婿
，
和
前
任

總
司
令
部
在
上
海
的
第
三
艦
隊
參
謀
長
，
他

精
通
軍
事
科
學
。

另
外
四
位
大
臣
沒
有
滿
洲
背
景
，
也

與
那
個
地
區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關
係
。
大
藏
大

臣
賀
屋
興
宜
，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他
在
近

衛
第
一
屆
內
閣
裡
擔
任
大
藏
大
臣
時
，
提
倡

「
人
民
緊
縮
運
動
」
為
政
府
節
省
了
八
十
億

日
圓
，
並
參
與
起
草
兩
個
天
文
數
字
的
特
別

預
算
，
很
為
軍
方
喜
歡
；
司
法
大
臣
野
村
通

世
，
因
工
作
勤
奮
而
得
到
任
命
；
文
部
大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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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田
邦
彥
，
曾
經
有
正
規
教
育
背
景
；
拓
務

大
臣
井
野
碩
哉
，
他
之
被
任
命
不
僅
因
他
曾

經
留
學
德
國
滿
腦
子
法
西
斯
思
想
，
而
且
是

統
制
管
理
專
家
，
他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絲
價
跌

至
谷
底
影
響
日
本
士
兵
家
庭
生
計
時
，
成
功

地
穩
定
了
局
面
，
軍
方
對
他
印
象
深
刻
；
拓

務
省
後
來
被
一
個
新
機
構
�
吸
收
，
是
日
本

控
制
和
開
發
佔
領
區
的
重
要
機
構
。

這
些
人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接
管
了
日
本
命
運
的
指
導
權
，
一
個
侵
略
大

陸
和
控
制
經
濟
的
緊
密
團
隊
。
從
那
年
冬

天
到
次
年
春
天
，
一
切
都
很
順
利
。
到
了

一
九
四
二
年
夏
天
，
美
國
開
始
證
明
，
她
絕

非
日
本
人
被
灌
輸
而
相
信
的
，
那
個
好
逸
惡

勞
無
心
打
仗
的
國
家
。
美
國
部
隊
登
陸
了
瓜

達
康
納
爾
島
，
內
閣
發
生
四
次
改
組
的
第
一

次
，
每
次
改
組
都
證
明
戰
爭
進
行
不
順
利
。

第
一
和
第
二
次
改
組
的
幅
度
不
大
，
還
不
太

重
要
，
只
是
為
即
將
發
生
的
事
情
作
試
探
。

第
一
次
改
組
發
生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九

月
。
撤
換
了
外
務
大
臣
；
成
立
了
大
東
亞

省
，
撤
銷
了
其
前
身
拓
務
省
；
東
條
辭
去
內

務
省
的
兼
職
。

新
的
外
務
大
臣
是
谷
正
之
。
谷
是
職

業
外
交
家
，
「
九
一
八
事
變
」
以
後
比
他
的

同
事
更
自
然
和
更
快
地
向
「
少
壯
軍
人
」
靠

攏
。
一
九
三
二
至
三
三
年
冬
天
，
他
極
力

勸
說
政
府
退
出
國
聯
。
後
來
他
擔
任
日
本

駐
「
滿
洲
國
」
大
使
館
顧
問
。
一
九
三
九
年

被
提
名
為
日
本
外
務
省
次
官
，
但
被
五
十
幾

名
外
務
省
年
輕
官
員
聯
名
抗
議
，
而
任
命
被

打
消
。
這
顯
示
一
些
日
本
外
交
官
，
像
谷
那

樣
，
與
軍
方
合
作
還
不
夠
快
。
谷
升
官
至
東

條
內
閣
可
能
是
由
於
他
和
鈴
木
的
密
切
友

誼
，
鈴
木
是
個
有
權
力
的
國
務
大
臣
，
他
曾

經
和
谷
聯
手
促
成
日
本
退
出
國
聯
。

新
的
拓
務
大
臣
是
安
藤
紀
三
郎
中
將
。

在
日
本
以
外
的
人
能
夠
得
到
比
日
本
廣
播
更

可
靠
的
情
報
之
前
，
我
們
無
法
斷
定
東
條
之

放
棄
內
務
大
臣
，
是
由
於
某
種
與
戰
爭
有
關

的
原
因
，
還
是
他
已
經
把
日
本
內
政
處
理
得

很
好
，
而
可
以
把
這
個
重
要
的
職
位
讓
給
他

好
戰
的
好
友
安
藤
。

大
東
亞
省
成
立
的
目
的
是
要
把
分
散
的

佔
領
區
納
入
集
中
控
制
和
開
發
。
青
木
一
男

被
任
命
為
大
臣
。
青
木
是
大
藏
省
的
外
匯
和

通
貨
膨
脹
專
家
，
一
九
三
四
年
因
草
擬
一
份

模
仿
德
國
的
日
本
第
二
次
外
匯
管
制
計
畫
，

而
得
到
軍
方
高
度
重
視
。
一
九
三
六
年
三

月
，
他
擔
任
日
本
內
閣
滿
洲
事
務
局
的
副
局

長
。

第
二
次
內
閣
改
組
的
幅
度
比
上
次
還

小
，
可
能
與
美
國
在
南
太
平
洋
的
進
展
稍
緩

有
關
。
外
務
大
臣
谷
正
之
為
重
光
葵
取
代
，

後
者
是
日
本
最
幹
練
的
外
交
能
手
之
一
；
文

部
大
臣
給
了
岡
田
長
景
，
岡
田
曾
經
去
過
滿

洲
多
次
，
是
近
衛
公
爵
的
好
友
，
曾
經
擔
任

過
一
個
滲
透
中
國
大
陸
的
工
具
｜
｜
東
亞
同

文
會
副
主
席
。

美
軍
在
太
平
洋
的
進
攻
越
來
越
快
。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月
，
東
條
顯
得
更
加
神
經
緊

張
。
他
上
任
時
曾
經
認
為
日
本
有
六
至
七
成

贏
得
戰
爭
的
機
會
，
現
在
他
的
自
信
顯
得

不
那
麼
堅
定
了
。
他
把
商
工
省
和
農
林
省

合
併
，
成
立
一
個
農
商
省
，
由
山
崎
達
之
輔

任
大
臣
，
山
崎
以
前
是
現
已
解
散
的
立
憲
政

友
會
的
一
名
領
袖
。
這
是
東
條
除
了
軍
事
以

外
，
第
一
次
覺
得
有
必
要
考
慮
其
他
的
部

門
。
這
是
把
內
閣
沒
有
單
一
代
表
一
個
部
門

的
舊
制
度
改
為
綜
合
代
表
不
同
部
門
的
第
一

步
。
同
時
，
遞
信
省
和
鐵
道
省
合
併
為
運
輸

通
信
省
，
由
八
田
嘉
明
任
大
臣
，
八
田
曾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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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過
目
前
已
經
撤
銷
的
通
信
和
鐵
道
大
臣
。

從
四
個
省
中
產
生
兩
個
省
的
用
意
，
很
顯
然

是
要
改
進
通
信
，
這
在
日
本
戰
時
非
常
需

要
，
這
個
看
法
部
分
為
電
信
專
家
後
宮
淳
之

大
將
出
任
陸
軍
參
謀
次
長
得
到
證
實
。

變
動
還
不
止
這
些
。
東
條
成
立
了
軍

需
省
，
以
增
加
軍
需
品
的
生
產
，
特
別
是
飛

機
，
他
自
兼
軍
需
大
臣
。
為
了
避
免
人
們
對

他
指
揮
作
戰
無
方
的
批
評
，
他
撤
銷
計
畫
委

員
會
，
建
立
了
內
閣
諮
詢
制
度
，
任
命
八
名

重
要
人
物
為
顧
問
，
包
括
工
業
家
和
金
融

家
。
�
就
像
他
曾
經
讓
政
黨
人
物
回
到
內
閣

一
樣
，
他
容
許
他
所
鄙
視
的
工
業
家
和
財
閥

的
代
表
，
為
內
閣
提
供
建
議
。

這
時
，
雖
然
正
確
日
期
還
不
清
楚
，
他

任
命
了
四
名
國
務
大
臣
�
，
包
括
已
解
散
的

立
憲
民
政
黨
的
領
袖
和
一
名
工
業
家
。

美
軍
的
迅
速
推
進
使
東
條
面
臨
更
多
困

難
。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集
體
負
責
，
他
又
成
立

了
一
個
內
閣
參
事
制
度
，
從
各
個
省
的
局
長

中
選
出
四
名
參
事
來
協
助
他
。

日
本
在
吉
爾
貝
特
群
島
戰
敗
後
，
東

條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二
月
進
行
第
四
次
內
閣
改

組
。
東
條
自
兼
另
一
個
重
要
職
位
，
陸
軍
參

謀
總
長
。
�
海
軍
軍
令
部
長
�
則
被
免
職
，

其
職
位
由
海
軍
大
臣
嶋
田
繁
太
郎
兼
任
；
石

渡
莊
太
郎
被
任
命
為
新
的
大
藏
大
臣
，
他
是

日
本
最
重
要
的
稅
務
專
家
，
南
京
傀
儡
政
府

的
前
任
顧
問
；
內
田
信
也
被
任
命
為
新
的
農

商
大
臣
，
他
曾
經
在
許
多
內
閣
中
擔
任
過

不
同
職
位
。
還
有
五
島
慶
太
，
新
任
內
閣
顧

問
，
以
及
一
名
幾
個
電
氣
鐵
道
的
董
事
或
總

裁
的
工
業
家
，
擔
任
運
輸
通
信
大
臣
。

到
這
個
時
候
，
東
條
內
閣
的
改
變
呈
現

了
特
徵
。
東
條
集
中
在
手
上
的
職
位
之
多
超

過
日
本
自
幕
府
將
軍
以
來
的
任
何
日
本
人
：

首
相
、
陸
軍
大
臣
、
陸
軍
參
謀
總
長
，
和
軍

需
大
臣
。

從
上
屆
內
閣
留
任
的
大
臣
有
海
軍
大

臣
、
運
輸
通
信
大
臣
、
司
法
大
臣
和
厚
生
大

臣
；
五
個
省
被
撤
銷
，
四
個
省
新
成
立
；
一

個
顧
問
制
度
與
一
個
參
事
制
度
建
立
，
四
名

國
務
大
臣
被
任
命
。
從
滿
洲
俱
樂
部
的
「
少

壯
軍
人
」
開
始
的
內
閣
，
如
今
充
斥
著
以
前

不
受
歡
迎
的
工
業
家
和
財
閥
的
代
表
們
。

一
九
四
四
年
七
月
，
日
本
在
馬
利
安
納

群
島
戰
敗
，
失
去
塞
班
。
東
條
企
圖
避
免
被

撤
職
，
解
除
了
嶋
田
海
軍
大
將
的
海
軍
大
臣

職
務
，
僅
留
任
海
軍
軍
令
部
長
�
；
東
條
放

棄
陸
軍
參
謀
總
長
的
兼
職
。
�
但
是
這
些
步

驟
無
效
，
東
條
內
閣
於
七
月
十
八
日
總
辭
。

日
本
「
少
壯
軍
人
」
的
光
輝
終
歸
黯

淡
。
東
條
和
他
的
同
僚
自
作
自
受
，
他
們
曾

經
要
戰
爭
，
把
日
本
推
進
戰
爭
深
淵
；
他
們

相
信
只
有
他
們
是
對
的
，
只
有
他
們
正
確
理

解
日
本
的
「
精
神
」
和
日
本
的
「
命
運
」
，

只
有
他
們
認
識
英
國
和
美
國
如
何
沒
準
備
好

戰
爭
、
如
何
軟
弱
；
他
們
也
正
是
一
九
三
七

年
夏
天
認
為
中
國
將
於
幾
個
星
期
內
投
降
的

同
一
批
人
。
這
些
人
把
日
本
的
前
途
拿
來
豪

賭
，
他
們
顯
然
賭
輸
了
，
只
得
下
臺
，
好

讓
另
一
批
人
來
拯
救
一
步
步
走
進
災
難
的
日

本
。

註
釋
：

①
一
九
四
四
年
以
前
沒
有
副
首
相
這
個
職
位
，
那

時
，
米
內
光
正
在
小
磯
國
昭
內
閣
中
擔
任
副
首

相
；
見
第
十
二
章
。

②
中
東
鐵
路
橫
貫
滿
洲
北
部
，
為
俄
國
所
建
及

擁
有
。
由
沙
俄
修
築
的
從
俄
國
赤
塔
經
中

國
滿
洲
里
、
哈
爾
濱
、
綏
芬
河
到
達
海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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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的
鐵
路
中
在
中
國
境
內
的
一
段
鐵
路
，
簡

稱
「
東
清
路
」
，
民
國
以
後
改
稱
「
中
國
東

北
鐵
路
」
（
簡
稱
「
中
東
鐵
路
」
或
「
中
東

路
」
）
。
｜
｜
譯
者
加
註
。

③
計
劃
委
員
會
是
內
閣
機
構
，
成
立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
規
劃
「
適
時
擴
張
及
使
用
國
力
致
力

於
和
平
與
戰
爭
」
，
換
句
話
說
，
總
動
員
。

一
九
四
三
年
成
立
軍
需
省
後
，
這
個
委
員
會
被

撤
銷
；
見
第
十
一
章
。

④
這
個
機
構
叫
東
亞
事
務
省
。

⑤
內
閣
顧
問
為
：
豐
田
貞
次
郎
海
軍
大
將
，
近
衛

第
三
屆
內
閣
（
一
九
四
一
）
的
外
務
大
臣
；
大

河
內
正
敏
子
爵
，
卓
越
工
業
家
；
結
城
豐
太

郎
，
資
本
家
與
林
內
閣
（
一
九
三
七
）
的
大
藏

大
臣
；
山
下
釜
三
郎
，
以
他
為
名
的
輪
船
公
司

總
裁
；
鄉
古
潔
，
三
菱
重
工
業
公
司
總
裁
；
鮎

川
義
介
，
日
本
在
滿
洲
的
主
要
資
本
家
；
五
島

慶
太
，
東
京
急
行
電
氣
鐵
道
總
裁
；
和
鈴
木
貞

一
中
將
，
他
辭
去
內
閣
國
務
大
臣
而
就
內
閣
顧

問
。

⑥
四
名
內
閣
國
務
大
臣
為
：
大
麻
唯
男
，
已
解
散

的
立
憲
民
政
黨
的
重
要
成
員
；
岸
信
介
，
東
條

內
閣
此
前
的
商
工
大
臣
，
松
岡
洋
右
的
表
弟
；

後
藤
文
夫
，
齋
藤
內
閣
（
一
九
三
二
至
三
四
）

的
農
林
大
臣
，
近
衛
的
好
朋
友
；
和
藤
原
銀
次

郎
，
三
井
系
統
的
工
業
家
，
見
第
十
二
章
。

⑦
這
個
職
位
那
時
由
杉
山
元
將
軍
擔
任
。

�
這
個
職
位
那
時
由
永
野
修
身
海
軍
大
將
擔
任
。

�
新
任
海
軍
大
臣
野
村
直
邦
只
當
了
一
天
。 

�
由
梅
津
美
治
郎
將
軍
接
任
。

第
十
二
章  

雙
鞍
馬
：
小
磯
和
米

內

美
軍
的
攻
勢
以
佔
領
塞
班
島
達
到
高

峰
，
結
束
了
滿
洲
俱
樂
部
對
日
本
政
府
的
控

制
。
東
條
內
閣
屢
次
改
組
，
逐
漸
沖
淡
了
有

滿
洲
背
景
的
人
；
新
內
閣
中
，
除
了
首
相
，

只
有
兩
個
人
有
滿
洲
背
景
，
但
都
不
重
要
。

「
少
壯
軍
人
」
不
得
不
老
老
實
實
接
受
回
歸

到
東
條
組
閣
前
幾
十
年
的
多
個
派
系
代
表
的

組
合
。
「
少
壯
軍
人
」
一
定
感
覺
這
個
改
變

和
它
的
意
義
非
常
苦
澀
，
只
是
首
相
內
心
並

無
妥
協
跡
象
。

一
九
四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
小
磯

國
昭
接
任
首
相
。
小
磯
是
日
本
陸
軍
中
最
醜

的
兩
個
軍
官
之
一
。
�
以
日
本
人
的
身
材
而

論
，
他
高
而
胖
，
嘴
唇
被
暴
牙
推
出
，
鼻
子

大
而
多
肉
，
顴
骨
即
使
以
東
方
人
的
標
準
來

看
也
特
別
高
。
陸
軍
軍
官
都
知
道
他
是
個
重

行
動
有
勇
氣
的
人
，
他
目
前
六
十
五
歲
，
在

一
九○

四
年
日
俄
戰
爭
擔
任
少
尉
時
，
已
經

展
露
作
戰
能
力
。

日
俄
戰
爭
差
不
多
三
十
年
後
，
當
「
少

壯
軍
人
」
開
始
攫
取
滿
洲
時
，
小
磯
在
東
京

擔
任
頗
有
影
響
力
的
軍
務
局
長
。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前
不
久
，
他
召
土
肥
原
大
佐
，
他
們
團

夥
的
首
領
之
一
，
回
國
磋
商
。
�
小
磯
顯
然

事
先
知
道
且
同
意
這
個
陰
謀
，
他
的
立
場
可

由
他
後
來
反
對
外
務
大
臣
幣
原
喜
重
郎
男
爵

致
力
於
調
和
「
少
壯
軍
人
」
的
行
動
和
他
們

的
斬
獲
，
以
及
對
外
國
列
強
和
「
九
國
公

約
」
�
的
態
度
，
得
到
證
明
。
那
時
小
磯
已

經
表
現
他
的
外
交
能
力
，
他
安
排
陸
軍
省
與

外
務
省
的
代
表
們
每
星
期
舉
行
聯
合
會
議
以

協
調
這
兩
個
單
位
的
政
策
，
以
及
向
世
界
介

紹
團
結
陣
線
。
�
小
磯
經
常
宣
揚
強
硬
外
交

政
策
，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擔
任
陸
軍
大
臣
、
軍

國
主
義
大
師
荒
木
貞
夫
的
次
官
，
和
另
一
個

最
暴
烈
的
軍
官
真
崎
甚
三
郎
是
親
密
朋
友
。

小
磯
從
陸
軍
省
到
滿
洲
擔
任
關
東
軍
參
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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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他
在
這
個
職
位
上
努
力
使
滿
洲
不
被
日

本
大
企
業
「
搞
爛
」
，
那
些
大
企
業
想
要
從

「
少
壯
軍
人
王
朝
」
中
獲
取
利
益
及
加
強
控

制
。
小
磯
把
自
己
人
安
置
在
重
要
的
經
濟
職

位
上
以
阻
擋
日
本
資
本
家
。
一
九
三
五
年
，

小
磯
晉
升
大
將
，
出
任
日
本
駐
朝
鮮
軍
總
司

令
，
他
在
任
上
一
直
到
一
九
三
八
年
轉
服
預

備
役
。
六
個
月
之
後
，
又
重
被
起
用
，
在
平

沼
內
閣
擔
任
拓
務
大
臣
。

小
磯
的
個
性
和
經
歷
明
白
顯
示
他
之
擔

任
首
相
是
要
盡
可
能
把
戰
爭
推
向
極
端
。
他

一
向
提
倡
行
動
，
譬
如
，
一
九
三
七
年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
小
磯
立
即
開
始
鼓
吹
戰
爭
不
應

只
局
限
於
華
北
和
華
中
，
而
應
進
攻
華

南
，
並
佔
領
廣
州
以
阻
絕
物
資
從
那
個

路
線
輸
入
中
國
（
廣
州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淪
陷
）
。

小
磯
非
軍
人
生
活
的
一
面
包
括
對

「
日
本
主
義
」
的
深
刻
興
趣
，
愛
好
清

酒
，
和
唱
那
令
人
厭
煩
的
、
既
無
節
奏

又
無
旋
律
的
悲
傷
之
歌
｜
｜
長
唄
。
�

�

小
磯
的
目
標
、
政
策
和
觀
點
與
東

條
大
致
相
同
，
不
同
的
主
要
是
他
比
較

強
硬
，
比
較
像
個
戰
士
。

東
條
的
繼
任
者
必
須
符
合
三
個
條
件
：

他
必
須
得
到
東
條
和
他
的
親
信
同
僚
的
支

持
，
以
防
止
軍
中
出
現
新
的
內
部
裂
痕
；
他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力
量
毫
不
鬆
懈
地
繼
續
作

戰
；
他
必
須
有
在
日
本
有
一
天
被
「
聯
合

國
」
打
敗
必
須
妥
協
時
願
意
下
臺
的
準
備
。

�
近
衛
公
爵
於
決
定
戰
爭
後
辭
去
首
相
；
東

條
因
日
本
節
節
敗
退
而
去
職
；
小
磯
可
能
將

因
日
本
準
備
尋
求
「
和
平
」
而
下
臺
。

除
了
首
相
的
個
性
和
內
閣
的
集
體
個
性

之
外
，
新
內
閣
一
個
重
大
的
特
色
是
副
首
相

的
任
命
，
這
是
日
本
憲
法
歷
史
上
的
首
次
。

這
個
人
是
仍
兼
海
軍
大
臣
的
米
內
光
正
海
軍

大
將
。首

相
顯
然
是
個
卯
足
全
力
推
進
戰
爭
的

人
，
副
首
相
則
顯
然
有
另
外
兩
個
任
務
。
這

個
時
候
任
命
一
個
海
軍
將
領
為
副
相
，
頗
有

企
圖
調
和
陸
軍
和
海
軍
之
間
日
漸
尖
銳
的
矛

盾
的
意
味
；
這
個
矛
盾
久
已
存
在
，
而
因
不

斷
的
戰
敗
而
益
形
嚴
重
，
他
們
似
乎
彼
此
責

怪
對
方
的
敗
退
。
把
一
個
陸
軍
大
將
當
首
相

和
一
個
海
軍
大
將
當
副
相
，
日
本
希
望
能
夠

阻
止
軍
中
關
係
的
繼
續
惡
化
，
新
任
陸
軍
大

臣
和
海
軍
大
臣
發
表
的
一
個
宣
佈
新
內
閣
將

強
調
各
軍
種
之
間
合
作
的
聯
合
聲
明
，
支
持

這
個
看
法
。

從
海
軍
將
領
之
中
選
出
米
內
任
副
相
還

有
一
個
目
的
。
米
內
英
俊
、
「
文
明
」
、
老

於
世
故
。
他
在
國
外
名
聲
良
好
｜
｜
或
者
曾

經
很
好
，
西
方
人
認
為
他
贊
成
一
九
三○

年

的
倫
敦
海
軍
軍
備
限
制
，
雖
然
他
實
際
是
反

對
的
。
西
方
人
知
道
米
內
於
一
九
四○

年
任

首
相
時
為
陸
軍
干
擾
而
被
逼
辭
職
，
當
時
米

內
憤
而
發
表
聲
明
公
開
宣
稱
，
他
的
內
閣
被

逼
總
辭
是
因
為
陸
軍
拒
絕
提
供
陸
軍
大
臣
的

人
選
。
米
內
的
勇
敢
立
場
為
他
提
高
了
在
海

▲

第
四
十
一
屆
首
相
小
磯
國
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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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本
已
極
好
的
聲
譽
。

於
是
看
起
來
好
像
有
個
雅
努
斯

（Janus

，
古
羅
馬
的
兩
面
神
｜
｜
譯
者
）
在

領
導
日
本
：
一
個
醜
陋
的
臉
想
嚇
唬
我
們
；

一
個
英
俊
的
臉
想
在
適
當
時
候
誘
惑
我
們
。

如
果
醜
臉
無
法
阻
擋
日
本
正
在
遭
受
的
攻

擊
，
那
麼
俊
臉
將
出
面
為
日
本
人
乞
求
「
和

平
」
，
如
果
和
平
被
接
受
，
那
將
是
一
個
更

加
血
腥
的
戰
爭
的
開
始
。

其
他
閣
員
的
性
格
顯
示
這
是
一
個
過

渡
內
閣
，
一
個
預
備
推
行
某
種
新
政
策
的
內

閣
。
它
暗
示
日
本
正
在
為
反
敗
為
勝
的
「
和

平
」
鋪
路
，
那
就
是
：
聯
合
國
視
戰
爭
結
束

為
「
和
平
」
，
日
本
則
視
之
為
「
休
戰
」
，

即
一
些
日
本
人
耳
熟
能
詳
的
新
階
段
，
「
百

年
戰
爭
」
的
開
始
。

小
磯
內
閣
中
軍
方
的
聲
調
較
為
減
弱
。

不
像
東
條
，
小
磯
不
兼
任
何
職
務
；
十
一
名

有
職
大
臣
中
只
有
三
名
來
自
軍
方
；
三
名
國

務
大
臣
中
沒
有
軍
人
。
除
了
首
相
小
磯
、
副

相
和
海
軍
大
臣
之
外
，
軍
事
將
領
包
括
陸
軍

大
臣
杉
山
元
元
帥
和
文
部
大
臣
二
宮
重
治
中

將
。

杉
山
元
之
任
命
為
陸
軍
大
臣
並
不
令
人

意
外
，
他
是
日
本
三
名
元
帥
之
一
�
，
以
及

小
磯
軍
校
同
班
同
學
。
他
曾
兩
次
出
任
陸
軍

大
臣
：
第
一
次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在
林
銑
十
郎

內
閣
，
第
二
次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在
近
衛
第
一

屆
內
閣
，
後
來
被
板
垣
大
將
取
代
。
杉
山
像

許
多
能
幹
、
好
攻
擊
、
有
雄
心
的
日
本
將
領

一
樣
，
「
少
壯
軍
人
」
攫
取
滿
洲
時
，
他
任

陸
軍
省
次
官
。
他
曾
經
是
兩
名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
忠
告
」
宇
垣
一
成
不
要
接
受
首
相
任
命

的
軍
官
之
一
。

另
一
方
面
，
二
宮
大
將
的
入
閣
，
即
使

是
個
比
較
不
重
要
的
文
部
大
臣
，
則
有
些
驚

人
。
二
宮
是
「
宇
垣
的
人
」
之
一
，
而
宇
垣

在
東
條
組
閣
以
前
的
十
年
內
，
曾
經
兩
度
因

為
與
資
本
家
和
政
客
太
接
近
而
被
陸
軍
阻
擋

出
任
首
相
的
任
命
，
而
且
在
一
九
二○

年
代

裁
撤
四
個
師
。
二
宮
因
為
宇
垣
的
關
係
而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被
命
令
退
居
預
備
役
。
二
宮
十

年
後
的
復
出
，
顯
示
在
小
磯
內
閣
中
，
「
少

壯
軍
人
」
承
認
了
需
要
他
們
過
去
所
蔑
視
的

那
些
人
的
協
助
。
二
宮
為
內
閣
帶
來
動
力
，

他
是
軍
校
名
列
前
茅
的
學
生
，
和
小
磯
、
杉

山
元
是
同
班
同
學
，
在
戰
爭
學
院
成
績
優

異
。
有
些
像
米
內
的
被
任
命
為
副
相
，
二
宮

的
出
現
，
似
乎
是
準
備
於
時
間
到
來
時
由
政

府
裡
具
有
「
自
由
派
」
外
表
的
人
出
面
與
聯

合
國
談
判
，
而
二
宮
是
有
名
的
英
美
事
務
專

家
。

在
「
自
由
派
」
假
象
下
的
小
磯
內
閣

中
，
被
公
認
為
最
「
中
庸
」
的
閣
員
是
傑
出

的
外
交
官
重
光
葵
，
他
是
一
九
四
三
年
東
條

內
閣
第
二
次
改
組
時
的
外
務
大
臣
。
�
在
日

本
，
「
中
庸
」
與
極
端
的
分
別
，
在
於
達
到

同
樣
目
標
所
採
用
的
手
法
和
輕
重
。
很
難
相

信
日
本
不
是
在
必
須
承
認
戰
敗
時
把
重
光
葵

放
在
前
臺
。

重
光
葵
的
事
業
多
樣
而
成
功
：
他
在
英

國
和
美
國
奧
勒
岡
州
波
特
蘭
工
作
過
；
他
參

加
過
一
九
一
九
年
的
巴
黎
和
會
和
一
九
二
五

年
中
國
的
關
稅
會
議
；
他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擔

任
外
務
省
次
官
�
，
由
於
他
的
尖
銳
，
那
時

外
務
省
一
個
由
青
年
官
員
組
成
的
「
重
光

幫
」
給
他
取
了
個
綽
號
叫
「
刀
片
次
官
」
。

他
後
來
擔
任
過
駐
莫
斯
科
大
使
和
駐
倫
敦

大
使
，
一
九
四
一
年
從
倫
敦
經
美
國
回
日

本
時
，
他
告
訴
美
國
朋
友
他
不
同
意
日
本
軍

方
，
他
要
回
日
本
為
他
的
信
念
而
「
戰
」
。

重
光
葵
是
小
磯
內
閣
中
另
一
個
陸
軍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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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喜
歡
的
閣
員
。
一
九
三
六
年
廣
田
弘
毅

首
相
辭
職
時
曾
經
有
意
推
薦
重
光
葵
為
駐
中

國
大
使
，
因
陸
軍
的
反
對
而
作
罷
。
重
光
葵

於
美
軍
進
攻
壓
力
日
漸
增
強
的
時
候
進
入
東

條
內
閣
，
當
然
是
為
將
來
的
打
算
埋
下
一
支

伏
筆
。一

名
保
守
派
官
僚
、
一
名
三
井
系
統
的

工
業
家
、
兩
名
已
解
散
的
立
憲
政
友
會
代
表

（
為
三
井
集
團
所
控
制
）
及
一
名
已
解
散
的

立
憲
民
政
黨
代
表
（
為
三
菱
集
團
所
控
制
）

的
入
閣
，
顯
示
內
閣
的
綜
合
性
格
與
珍
珠
港

事
變
之
前
的
性
格
大
不
相
同
。

這
個
疏
遠
「
少
壯
軍
人
」
走
向
綜
合
內

閣
的
趨
向
，
在
東
條
改
組
時
已
經
很
明
顯
。

這
個
策
略
在
小
磯
內
閣
完
成
，
或
者
接
近
完

成
。

東
條
曾
經
兼
任
過
軍
需
大
臣
。
小
磯

把
這
個
位
子
給
了
藤
原
銀
次
郎
，
一
個
從

一
八
九
一
年
起
的
「
三
井
人
」
。
他
自
慶
應

大
學
畢
業
後
就
進
入
三
井
銀
行
，
他
的
能
力

很
快
得
到
認
可
，
從
一
個
三
井
單
位
轉
到
另

一
個
三
井
單
位
，
直
到
一
九
一
一
年
調
任

王
子
製
紙
公
司
，
這
個
三
井
單
位
生
產
日
本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紙
，
藤
原
從
一
九
二
一
年
起

擔
任
總
經
理
，
現
在
他
在
工
業
界
擁
有
二
十

多
個
職
位
。
幾
年
前
他
由
於
「
對
國
家
有

功
」
而
被
任
命
為
貴
族
院
的
一
員
。
�11
藤
原

七
十
五
歲
，
是
個
精
力
充
沛
的
改
革
家
，
曾

經
不
止
一
次
地
說
軍
需
是
一
種
投
資
，
因
為

有
充
足
軍
需
的
國
家
可
以
控
制
世
界
。
我
應

該
說
藤
原
並
不
反
對
日
本
的
侵
略
政
策
，
但

他
僅
僅
希
望
儘
量
幫
助
這
些
政
策
圓
滿
達

成
。

小
磯
內
閣
另
外
一
位
文
官
領
袖
是
大
達

茂
雄
，
非
常
能
幹
的
官
僚
，
擔
任
極
有
權
力

的
內
務
大
臣
。
大
達
很
不
喜
歡
政
黨
以
及
議

會
政
府
的
理
念
，
他
與
「
少
壯
軍
人
」
關
係

長
久
，
曾
經
在
滿
洲
擔
任
過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文
官
職
位
�12
，
後
來
又
擔
任
華
北
傀
儡
政
權

的
「
顧
問
」
。
他
的
工
作
得
到
狂
熱
的
末
次

信
正
的
讚
賞
。

國
務
大
臣
兒
玉
秀
雄
伯
爵
和
厚
生
大
臣

廣
瀨
久
忠
的
性
格
差
不
多
。
前
者
是
貴
族
院

一
員
，
是
寺
內
元
帥
的
連
襟
，
曾
當
過
兩
任

閣
員
。
�13
厚
生
大
臣
是
一
個
富
有
家
庭
的
兒

子
，
在
內
務
省
服
務
多
年
，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因
成
功
解
決
電
車
罷
工
而
出
名
，
人
們
因
他

堅
定
倔
強
的
個
性
而
給
他
一
個
「
野
馬
」
的

綽
號
。
他
的
歷
史
和
興
趣
（
喜
歡
女
人
和
酒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
並
不
令
普
通
日
本
人
認
為

他
是
一
個
善
於
應
酬
的
厚
生
大
臣
。

一
九
四
三
年
秋
天
東
條
第
三
次
改
組

時
，
一
個
立
憲
政
友
會
的
領
袖
�14
當
上
農
商

大
臣
，
一
個
立
憲
民
政
黨
的
領
袖
�15
當
上
國

務
大
臣
。
小
磯
內
閣
則
任
命
政
友
會
領
袖
島

田
俊
雄
為
農
商
大
臣
，
政
友
會
領
袖
前
田
米

藏
為
運
輸
通
信
大
臣
，
另
一
民
政
黨
領
袖
町

田
忠
治
為
三
個
國
務
大
臣
之
一
。
這
些
政
黨

人
物
都
曾
經
當
過
閣
員
；
三
個
人
都
是
他
們

黨
的
重
要
人
物
，
大
麻
唯
男
曾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擔
任
民
政
黨
的
黨
魁
直
到
一
九
四○

年
黨

解
散
。
在
現
存
的
單
一
政
「
黨
」
徹
底
聲
名

狼
藉
後
，
他
們
的
任
命
可
說
是
「
少
壯
軍

人
」
的
另
一
個
妥
協
，
並
可
視
為
政
黨
最
終

回
歸
日
本
的
政
治
局
面
。

小
磯
留
下
大
藏
大
臣
石
渡
莊
太
郎
，
他

曾
經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二
月
東
條
第
四
次
改
組

時
被
任
命
為
大
藏
大
臣
。
就
像
小
磯
內
閣
幾

個
閣
員
一
樣
，
石
渡
是
近
衛
公
爵
的
好
友
，

他
過
去
的
雄
心
是
利
用
中
國
佔
領
區
的
資
源

來
幫
助
日
本
侵
佔
其
他
地
區
。
在
日
本
資
本

家
中
，
他
在
統
制
政
策
上
十
分
賣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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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下
來
的
大
臣
，
緒
方
竹
虎
為
國
務
大

臣
，
同
時
被
任
命
為
內
閣
情
報
部
的
首
長
。

由
於
緒
方
是
東
京
朝
日
新
聞
的
副
總
裁
，
而

情
報
部
是
內
閣
的
宣
傳
機
構
，
這
個
任
命
明

顯
代
表
內
閣
急
需
改
進
宣
傳
。

小
磯
內
閣
大
部
分
的
閣
員
能
力
卓
著
。

十
五
個
閣
員
之
中
，
九
個
曾
經
在
以
前
的
內

閣
中
服
務
過
，
大
多
數
都
學
有
專
精
。
另
外

幾
個
對
其
職
務
較
不
專
精
的
，
也
都
在
其
他

領
域
具
有
良
好
的
表
現
。
不
過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他
們
的
平
均
年
齡
是
六
十
三
歲
，
年
紀

最
大
的
兩
位
是
八
十
歲
的
町
田
和
七
十
五
歲

的
藤
原
，
兩
名
最
年
輕
的
是
五
十
二
歲
的
大

達
和
五
十
三
歲
的
石
渡
。
日
本
常
常
利
用
老

人
，
但
過
去
十
年
裡
，
內
閣
的
組
成
卻
背
離

了
尊
老
的
傳
統
，
內
閣
裡
不
再
充
斥
「
患
痛

風
的
大
財
主
們
」
。

內
閣
的
組
成
，
能
力
和
對
聯
合
國
進

行
誤
導
的
準
備
並
重
，
同
樣
重
要
的
是
不
為

東
條
內
閣
重
視
的
各
個
派
系
的
代
表
。
如
果

日
本
的
處
境
不
是
那
麼
無
望
，
小
磯
內
閣
或

者
可
能
為
日
本
作
出
貢
獻
。
到
底
小
磯
內
閣

最
後
是
不
是
要
跟
聯
合
國
交
涉
「
和
平
」
，

或
者
它
僅
是
個
隨
時
可
以
下
臺
讓
位
給
「
中

庸
」
或
「
自
由
主
義
」
派
系
的
臨
時
內
閣
，

很
難
說
。
在
完
全
戰
敗
以
前
謀
求
拯
救
帝
國

的
趨
向
是
不
會
錯
的
，
如
果
不
是
這
樣
，
那

後
果
將
會
很
驚
人
。
日
本
人
知
道
不
久
的
將

來
將
會
遭
到
毀
滅
性
的
轟
炸
，
日
本
與
遙
遠

的
佔
領
區
之
間
的
交
通
將
遭
受
極
大
的
干

擾
，
最
後
將
被
切
斷
。
德
國
的
慘
敗
將
帶
給

日
本
來
自
北
方
的
新
的
、
危
險
的
敵
人
。

註
釋
：

�
另
外
一
名
是
渡
久
雄
中
將
。
第
十
一
師
團
長
，

一
九
三
九
年
一
月
二
日
戰
死
於
黑
龍
江
密

山
。
｜
｜
譯
者
加
註
。

�
現
在
是
土
肥
原
大
將
，
見
第
六
章
。

�
一
九
二
二
年
二
月
六
日
簽
訂
於
華
盛
頓
。
英

國
、
日
本
、
法
國
、
義
大
利
、
荷
蘭
、
比
利

時
、
葡
萄
牙
和
中
國
九
國
簽
訂
的
條
約
，
稱

「
九
國
公
約
」
。
主
要
內
容
為
尊
重
中
國
的
主

權
與
獨
立
，
領
土
與
行
政
的
完
整
，
確
立
各
國

在
中
國
實
行
「
門
戶
開
放
」
和
「
機
會
均
等
」

的
原
則
。
｜
｜
譯
者
加
註
。

�
替
小
磯
安
排
每
周
會
議
的
人
是
谷
正
之
，
後
來

在
東
條
內
閣
中
擔
任
外
務
大
臣
，
見
第
十
一

章
。

�
長
唄
聽
起
來
像
是
中
國
祖
母
在
哭
她
死
去
的
孫

子
。

�
長
唄
：
日
本
歌
舞
伎
和
古
典
舞
（
舞
踊
）
的
主

要
伴
奏
音
樂
，
曲
調
富
有
抒
情
性
，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在
歌
舞
伎
中
出
現
。
｜
｜
譯
者
。

�
「
聯
合
國
」
（U

nited N
ations

）
正
式
成

立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當
時

（
一
九
四
四
年
）
似
應
稱
為
包
括
美
國
、
英

國
、
法
國
、
蘇
聯
、
中
國
、
加
拿
大
、
朝
鮮
、

澳
大
利
亞
等
二
十
六
國
在
內
的
同
盟
國
（A

llied 

N
ations

）
，
以
下
同
。
｜
｜
譯
者
。

�
另
兩
名
元
帥
是
寺
內
壽
一
和
畑
俊
六
。

�
重
光
葵
兼
任
大
東
亞
大
臣
。

�
前
一
年
重
光
葵
在
上
海
高
官
聚
會
上
被
朝
鮮
愛

國
分
子
丟
炸
彈
炸
掉
一
條
腿
。

�11
藤
原
被
任
命
為
東
條
內
閣
最
後
一
年
的
國
務
大

臣
。

�12
「
滿
洲
國
」
傀
儡
政
權
控
制
傀
儡
首
相
的
總
務

長
官
。

�13

兒
玉
擔
任
過
岡
田
內
閣
的
拓
務
大
臣

（
一
九
三
四
至
三
六
）
和
廣
田
內
閣
的
遞
信
大

臣
（
一
九
三
六
）
。

�14
山
崎
達
之
輔
，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月
東
條
內
閣
的

農
商
大
臣
，
見
第
十
一
章
。

�15
大
麻
唯
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