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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元
時
期
，
中
國
的
對
外
交
通
及
對
外
關
係
發
生
極
大
的
轉
變
。
陸
路
交
通
曾
在
蒙
元
帝
國
時
期
有
過
一
段
興

盛
期
外
，
大
部
分
時
間
處
於
衰
微
的
狀
態
。
至
於
海
路
交
通
，
則
是
逐
漸
邁
向
繁
榮
，
並
在
明
代
鄭
和
下
西
洋
時
達

到
顛
峰
。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在
此
時
有
了
不
同
於
前
代
的
進
展
，
最
顯
著
的
變
化
是
以
指
南
針
、
火
藥
、
印
刷
術
及
瓷

器
為
代
表
的
中
國
文
化
傳
入
西
方
世
界
，
而
以
阿
拉
伯
文
化
為
代
表
的
西
方
文
化
也
大
量
地
傳
入
中
國
。

明
朝
初
年
，
由
於
朱
元
璋
實
行
文
化
保
守
政
策
，
昔
日
元
朝
所
帶
來
的
開
放
文
化
消
失
了
。
但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
世
界
的
歷
史
發
展
到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
無
論
中
國
或
是
西
方
各
國
，
社
會
經
濟
與
航
海
技
術
都
有
較
大
的
發

展
，
尤
其
是
舉
世
矚
目
的
地
理
大
發
現
，
達
伽
瑪
開
闢
繞
過
好
望
角
，
直
通
印
度
的
新
航
線
，
哥
倫
布
發
現
美
洲
，

麥
哲
倫
也
進
行
著
環
球
的
航
行
。
在
這
樣
的
航
海
環
境
下
，
隨
著
西
方
航
海
貿
易
勢
力
的
東
來
，
西
方
的
基
督
教
文

化
再
次
向
東
方
伸
展
。

十
六
世
紀
是
西
方
航
海
貿
易
勢
力
，
紛
紛
由
大
西
洋
向
印
度
洋
及
太
平
洋
擴
張
的
時
期
。
這
時
最
早
到
達
東
方

的
是
葡
萄
牙
人
，
他
們
的
目
的
有
二
：
一
是
取
得
東
方
財
富
，
二
是
宣
傳
基
督
教
義
。
當
時
位
於
今
日
馬
來
西
亞
的

麻
六
甲
，
是
東
西
貿
易
最
頻
繁
的
轉
運
站
，
也
是
外
國
商
人
觸
角
深
入
中
國
的
前
哨
站
，
中
國
的
生
絲
、
瓷
器
和
東

南
亞
的
香
料
幾
乎
都
是
透
過
這
裡
轉
賣
到
印
度
洋
，
甚
至
遠
達
歐
洲
。

十
六
到
十
八
世
紀
的
中
西
文
明
交
流
，
實
質
上
是
傳
統
中
國
與
變
革
後
的
西
方
文
明
的
一
次
大
接
觸
。
這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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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機
會
向
朝
廷
控
訴
西
洋
曆
法
的
錯
誤
。
康
熙
三
年
︵
一
六
六
四
︶
，
在
北
京
的
耶
穌
會
士
湯
若
望
、
南
懷
仁
、
利

類
思
等
人
遭
到
審
問
監
禁
。
隨
後
，
各
地
逮
捕
了
三
十
位
傳
教
士
，
遣
送
至
廣
東
，﹁
曆
獄
事
件
﹂
演
變
成
一
場
波
及

全
國
的
反
教
運
動
。
康
熙
四
年
，
湯
若
望
等
人
在
太
皇
太
后
的
請
託
下
，
恩
赦
出
獄
。
康
熙
七
年
起
，
南
懷
仁
開
始

上
書
替
曆
獄
翻
案
。
康
熙
八
年
，
楊
光
先
因
遭
檢
舉
曆
法
謬
誤
並
依
附
鰲
拜
，
遭
到
革
職
獲
罪
，﹁
曆
獄
﹂
紛
爭
才
告

平
息
。儘

管
有
楊
光
先
這
種
頑
固
保
守
派
，
清
初
士
人
中
已
經
有
相
當
一
部
分
將
西
教
與
西
方
科
技
相
區
別
。
這
種
區

別
正
好
幫
助
許
多
士
人
在
對
西
學
的
排
斥
與
容
納
之
間
，
找
到
一
塊
緩
衝
地
，
這
也
可
以
解
釋
後
來
清
朝
政
府
雖
然

禁
止
天
主
教
傳
播
，
卻
又
繼
續
要
求
有
一
技
之
長
的
傳
教
士
在
宮
廷
中
效
力
。
總
之
，
利
瑪
竇
苦
心
設
計
出
的
適
應

中
國
文
化
方
法
，
沒
能
有
效
地
掩
飾
天
主
教
與
中
國
文
化
之
間
的
深
刻
差
異
。
此
外
，
他
的
方
法
也
沒
能
說
服
所
有

傳
教
士
，
傳
教
士
之
間
的
爭
議
，
最
後
還
是
以
禮
儀
之
爭
的
形
式
爆
發
出
來
，
進
而
動
搖
天
主
教
與
中
國
文
化
的
對

話
。

禮
儀
之
爭

由
於
教
派
間
的
內
訌
，
發
生
了
所
謂
的
﹁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
。
這
個
詞
指
的
是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到
十
八
世
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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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
在
中
國
傳
教
士
之
間
及
傳
教
士
與
羅
馬
教
廷
間
，
有
關
中
國
傳
統
祭
祀
禮
儀
性
質
的
討
論
。
儘
管
這
個
問
題
直

到
一
九
三
九
年
才
解
決
，
但
這
裡
所
談
的
只
是
持
續
百
年
的
﹁
禮
儀
之
爭
﹂
。

耶
穌
會
士
自
利
瑪
竇
以
來
，
一
直
認
為
崇
信
天
主
和
敬
祖
祀
天
，
兩
者
並
不
違
背
。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
，
教
皇
制
定
禁
約
，
不
准
中
國
教
徒
祭
祖
、
祭
孔
，
並
派
遣
多
羅
為
專
使
。
康
熙
皇
帝
於
是
傳
諭
在
京
西
人
：

﹁
今
後
若
不
遵
利
瑪
竇
的
規
矩
，
斷
不
准
在
中
國
住
，
必
逐
回
去
。
﹂
康
熙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一
八
︶
，
教
皇
重
申
禁

令
，
並
派
主
教
來
華
交
涉
，
卻
沒
有
得
到
回
應
。
康
熙
皇
帝
於
五
十
九
年
︵
一
七
二○

︶
下
諭
：
﹁
以
後
不
必
西
洋

人
在
中
國
傳
教
，
禁
止
可
也
，
免
得
多
事
。
﹂

雍
正
時
，
所
有
西
洋
人
除
在
京
效
力
人
員
外
，
一
律
送
往
澳
門
；
各
地
教
堂
，
或
被
拆
毀
，
或
成
為
公
廨
、
祠

廟
。
高
宗
即
位
後
，
教
皇
下
令
停
止
耶
穌
會
士
的
在
華
工
作
。
乾
隆
皇
帝
對
教
士
的
管
理
也
日
趨
嚴
格
。
他
曾
下
令

福
建
、
廣
東
兩
省
不
准
設
立
教
堂
，
還
曾
逮
捕
教
士
。
此
外
，
他
嚴
令
旗
人
與
漢
人
不
准
信
奉
天
主
教
，
違
者
處
以

重
刑
。
經
過
康
、
雍
、
乾
三
朝
連
續
的
施
行
禁
教
措
施
後
，
西
方
教
會
在
中
國
的
發
展
大
受
影
響
。
西
學
也
連
帶
受

到
波
及
，
其
發
展
逐
漸
衰
微
，
到
了
嘉
慶
、
道
光
年
間
，
教
士
幾
乎
已
無
容
身
之
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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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
學
者
把
﹁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
這
場
爭
論
分
為
狹
義
和
廣
義
兩
種
說
法
。
狹
義
地
說
，﹁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

只
是
指
十
八
世
紀
初
年
的
那
場
論
戰
。
論
戰
分
成
對
立
的
雙
方
：
一
方
是
在
北
京
的
康
熙
皇
帝
，
另
一
方
是
在
羅
馬

的
天
主
教
教
皇
。
從
廣
義
看
來
，
這
場
論
戰
其
實
緣
起
於
明
末
天
主
教
耶
穌
會
士
開
始
進
入
中
國
時
。
不
僅
開
始
得

早
，
而
且
結
束
得
遲
，
一
直
延
伸
到
本
世
紀
的
一
九
三
九
年
。
這
一
年
裡
，
羅
馬
天
主
教
宣
布
廢
除
以
往
對
中
國
禮

儀
的
禁
令
，
允
許
天
下
的
中
國
天
主
教
徒
進
行
祭
拜
祖
先
和
孔
子
的
儀
式
。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在
基
督
教
世
界
曠
日
持

久
地
進
行
，
涉
及
到
很
多
中
國
經
典
，
特
別
是
儒
家
著
作
，
普
及
了
歐
洲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認
識
。
不
僅
如
此
，
因
爭

論
而
引
發
的
思
考
和
結
論
，
延
伸
成
為
許
多
啟
蒙
思
想
的
重
要
部
分
。
可
以
說
，
歐
洲
教
會
內
部
的
開
明
派
和
保
守

派
之
間
關
於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的
爭
論
，
是
一
次
中
國
文
化
在
歐
洲
的
普
及
運
動
。

在
初
步
的
交
往
之
後
，
一
方
面
，
中
國
士
大
夫
中
，
出
現
了
像
徐
光
啟
、
楊
廷
筠
、
李
之
藻
等
願
意
接
受
西
方

天
主
教
文
化
的
人
；
歐
洲
天
主
教
內
部
，
也
出
現
了
以
利
瑪
竇
、
艾
儒
略
等
人
為
代
表
的
同
情
、
容
納
和
接
受
儒
家

文
化
的
主
張
。
這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往
中
，
雙
方
求
同
的
一
面
。
另
一
方
面
，
中
西
方
文
化
之
間
的
巨
大
差
異
又
無
法

迴
避
。
當
時
無
論
是
天
主
教
士
，
還
是
儒
家
、
佛
教
或
道
教
信
徒
，
只
要
嚴
格
堅
持
自
己
的
文
化
標
準
，
馬
上
能
發

現
對
方
存
在
許
多
不
合
教
理
、
教
規
的
異
端
。
因
此
，
這
種
異
文
化
之
間
的
衝
突
勢
必
發
生
。
一
些
偶
然
因
素
的
觸

發
，
也
會
造
成
劇
烈
的
衝
突
。

從
十
七
世
紀
初
利
瑪
竇
開
始
結
交
江
南
士
大
夫
以
後
，
天
主
教
和
儒
家
知
識
份
子
的
關
係
基
本
是
處
於
和
諧
狀

態
。
大
家
聚
在
一
起
翻
譯
、
刻
印
西
方
圖
書
，
講
習
西
方
科
學
、
神
學
或
者
中
國
的
理
學
和
語
言
文
字
，
不
少
人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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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入
教
。
這
一
時
期
，
雖
然
也
有
像
﹁
南
京
教
難
﹂
這
樣
的
衝
突
發
生
，
但
整
體
而
言
，
百
年
間
，
出
現
了
中
西

文
化
交
往
歷
史
上
少
有
的
熱
烈
景
象
。
然
而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初
，
也
就
是
康
熙
中
葉
，
形
勢
趨
變
。
因
為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的
緣
故
，
儒
家
文
化
和
西
方
文
化
起
了
劇
烈
衝
突
，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歷
史
因
而
改
變
，
此
後
就
再
也
沒
有
恢

復
過
當
年
的
盛
況
。
十
九
世
紀
以
後
，
中
西
文
化
發
生
了
更
大
規
模
的
衝
突
，
西
方
人
用
鴉
片
、
砲
艦
打
開
中
國
門

戶
，
也
以
其
強
勢
文
化
凌
駕
中
國
。
此
時
的
士
大
夫
，
有
的
面
對
西
方
文
化
的
強
大
而
自
卑
，
有
的
因
維
護
自
己
的

文
化
尊
嚴
而
自
大
。

歷
史
性
的
轉
折
發
生
在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七
︶
。
這
一
年
春
天
，
康
熙
皇
帝
在
南
巡
時
，
召
見
了
所

有
能
趕
赴
行
邸
的
傳
教
士
，
要
求
所
有
願
意
在
中
國
傳
教
的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
必
須
具
結
由
他
本
人
親
自
發
給
的
印

票
，
簽
字
保
證
永
遠
留
在
中
國
，
不
回
歐
洲
。
這
實
際
是
要
求
傳
教
士
和
中
國
天
主
教
會
一
起
效
忠
康
熙
皇
帝
本

人
，
並
與
羅
馬
梵
蒂
岡
教
會
脫
離
關
係
。
康
熙
斬
斷
了
雙
方
的
長
久
聯
繫
，
中
西
文
化
的
交
流
因
而
暫
告
結
束
。

在
儒
家
文
化
與
基
督
教
文
化
接
觸
的
歷
史
上
，
關
於
中
國
禮
儀
的
爭
論
和
研
究
，
一
直
受
到
學
界
的
重
視
。﹁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
和
後
來
歷
史
上
發
生
的
﹁
文
化
衝
突
﹂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至
少
在
問
題
產
生
的
時
候
，
它
沒
有
夾
雜

利
益
糾
紛
。
有
的
學
者
則
把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稱
作
是
﹁
教
案
﹂
。
但
是
，
應
該
加
以
區
別
的
是
：
鴉
片
戰
爭
以
後
發

生
的
所
有
教
案
，
都
夾
雜
著
政
治
、
軍
事
、
外
交
、
法
律
、
經
濟
的
衝
突
。
教
案
中
所
謂
的
宗
教
問
題
，
並
不
完
全

是
宗
教
性
的
，
更
大
一
部
分
是
社
會
性
的
。
然
而
至
少
在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開
始
時
，
中
西
雙
方
都
只
是
為
了
維
護
宗

教
信
念
上
和
文
化
上
的
純
潔
性
，
主
要
目
的
屬
於
觀
念
性
。
為
了
保
住
中
國
天
主
教
的
地
盤
，
羅
馬
教
廷
堅
持
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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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文
化
的
批
評
。
同
樣
，
康
熙
皇
帝
也
是
在
不
得
已
的
情
況
下
，
逐
步
地
驅
逐
傳
教
士
。
因
此
，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在

開
始
時
是
一
場
觀
念
之
爭
，
是
一
種
比
較
純
粹
的
文
化
衝
突
。
正
因
如
此
，
禮
儀
之
爭
在
中
國
及
西
方
都
產
生
深
刻

的
思
想
影
響
。
禮
儀
之
爭
不
僅
超
越
了
教
會
內
部
，
並
且
擴
大
到
整
個
社
會
文
化
思
想
界
，
成
為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的

世
界
性
熱
門
話
題
。

✥
✥

十
七
世
紀
前
夕
，
明
朝
已
是
破
敗
分
裂
，
再
也
無
法
抵
抗
北
方
異
族
的
入
侵
，
而
這
次
由
北
方
入
侵
的
是
滿
洲

人
。
滿
洲
人
順
利
的
征
服
蒙
古
、
中
國
本
部
和
西
藏
。
雖
然
中
國
已
經
成
了
滿
清
帝
國
，
但
是
各
種
典
章
制
度
大
致

仍
沿
襲
明
朝
的
制
度
。
不
僅
如
此
，
滿
清
皇
帝
還
沿
用
明
朝
的
皇
宮
，
住
在
北
京
的
紫
禁
城
裡
。
在
這
裡
，
他
們
也

接
受
古
老
的
中
國
觀
念
，
認
為
中
國
是
世
界
文
明
的
中
心
。
高
坐
於
此
的
清
朝
皇
帝
，
很
難
想
像
為
什
麼
中
國
還
要

靠
外
國
供
給
物
資
？
當
然
他
們
更
難
預
見
中
國
在
不
久
之
後
又
將
屈
服
於
異
族
，
且
此
次
蠻
族
並
非
來
自
北
方
，
而

是
從
海
上
來
。
這
批
異
族
來
自
歐
美
，
有
些
是
為
了
冒
險
，
有
些
則
為
了
傳
教
，
他
們
大
多
數
前
來
中
國
和
太
平
洋

西
岸
的
其
他
國
家
，
主
要
目
的
是
來
做
生
意
賺
錢
。
這
批
商
人
的
出
現
，
可
說
是
完
全
出
乎
中
國
人
的
意
料
之
外
。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以
前
，
清
朝
認
為
中
國
人
可
以
高
枕
無
憂
，
他
們
擊
退
西
方
和
北
方
的
敵
人
，
也
無
懼
於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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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
他
們
所
能
想
到
的
邊
防
漏
洞
就
只
剩
下
東
南
沿
海
。
不
過
，
海
上
雖
然
有
不
少
海
盜
，
這
片
海
疆
始
終
是
中
國

人
的
勢
力
範
圍
。
但
是
，
漸
漸
地
，
歐
洲
人
取
代
中
國
人
在
海
上
的
地
位
。
從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
歐
洲
人
便
到
南
半

球
海
域
及
香
料
群
島
，
尋
找
香
料
、
橡
膠
和
茶
葉
。
當
葡
萄
牙
人
、
荷
蘭
人
和
英
國
人
來
到
遠
東
探
險
時
，
由
於
路

途
遙
遠
，
他
們
需
要
強
而
有
力
的
武
器
自
衛
。
他
們
很
快
發
現
他
們
的
武
器
比
亞
洲
國
家
更
先
進
，
這
是
因
為
亞
洲

商
人
大
多
只
重
視
做
生
意
的
技
巧
，
對
武
器
的
研
發
沒
有
興
趣
，
歐
洲
人
這
種
武
器
上
的
優
勢
，
造
成
他
們
勢
力
大

為
擴
張
。

西
方
在
工
業
革
命
中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大
砲
，
帶
給
歐
洲
人
壓
倒
性
的
軍
事
優
勢
。
因
此
在
東
南
亞
一
帶
，
荷

蘭
人
順
利
征
服
印
尼
，
法
國
人
也
控
制
了
中
南
半
島
。
他
們
開
始
發
掘
殖
民
地
的
天
然
資
源
，
然
後
運
回
自
己
的
國

家
。
然
而
，
東
南
亞
的
資
源
和
中
國
財
富
比
較
起
來
，
卻
是
黯
然
失
色
。
中
國
絲
的
質
地
良
好
，
在
當
時
可
說
是
全

世
界
第
一
；
中
國
的
瓷
器
品
質
也
是
出
類
拔
萃
，
外
國
人
因
此
把
瓷
器
叫
做
﹁china

﹂
；
而
中
國
茶
散
發
的
香
味
和

醇
度
，
更
令
人
無
法
抗
拒
。
幾
個
世
紀
以
來
，
中
國
僅
僅
讓
少
數
外
國
商
人
買
這
些
中
國
商
品
，
作
為
他
們
向
天
朝

順
從
的
回
報
。
對
中
國
皇
帝
來
說
，
中
國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文
化
大
國
，
而
其
他
國
家
只
是
應
當
定
期
納
貢
的
番
邦
而

已
，
但
這
卻
不
是
西
方
國
家
想
要
的
交
往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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