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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宮崎市定中國史

序 言

大正十四年
�
，我自京都大學東洋史專業畢業後，先後執教於京

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後回到京都大學，直到退休，

前後凡四十年，講授中國史概說課程不下幾十回。這十來年間，因

不帶學生，所以亦不復授課。這次，岩波書店約我撰寫《中國史》，

欲收入「岩波全書」，我便將這本書的讀者當作我的學生，執筆時

彷彿給久違的學生授課。但面對讀者，絲毫沒有覺得自己有甚麼了

不起。

最開始，我的講授當然是現學現賣前輩諸賢的高論。不過，也

要努力沿着過去研究積累山脈的最高山脊走下去。雖然如此，我還

是時常遇到未敢苟同之處或疑點，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只有自己進

行個別的研究，別無他法。這是我最後得出的結論。這意味着概說

研究並非單純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種可稱為基本研究的事實發現。

我大學畢業前後，研究室聚集着博學無比的大學者。他們學問

的深度與廣度是我難以估測的，對我而言那是偉大的未知數。我的

初期論文就是專為呈請這些先生過目的。我不揣淺陋，一心努力向

1 即 1925年。書中沒有特別意義的日本年號紀年已改為西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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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同時也潛藏着探求偉大未知數之數值的願望。結果卻發現未知

數是全然的未知數，因為我連目標都未能設定。幸運的是，老師們

以其未知數之偉大，給予我巨大的包容。

儘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還沒解完，老師們就已

相繼辭世。在我身邊再也沒有像未知數那樣的大家了，我的研究發

表與研究方法也必須相應一點點改變。我也覺得，必須以用將來的

未知數取代過去的未知數，作為我面對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發表的東西，並非呈給當世出色的學

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並不對這些已知數感興趣。我想給年輕的

一代講解學問，一心向學的年輕人本身也是難以估量的未知數，這

一點引起了我的興趣。

與此同時，對這些全新的未知數，我不能不深感責任重大。我

重複講解的長篇大論仍沒有令未知數滿足，但以甜言蜜語慣說着未

知數，更是必須避免的吧。若藉着甚麼理論推薦半桶水的歷史學，

恐怕會招致貽害未知數的結果。不能對潛藏着偉大生長可能的未知

數有所啟發，豈非幫着培育矮小、萎縮的盆栽？這些擔心之前我也

屢屢論及，但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複多遍也不嫌太多。

宮崎市定

1977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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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天子在位年數，從實際即位次年改元開始，算到最後一

年。但革命之際，從新天子即位之年算起。

二、所有年齡均照中國習慣，以虛歲計。

三、為表示地名之所在，或冠以現今省名。

四、卷末附錄簡略年表、參考文獻解說和索引。

五、基本的參考文獻，可參閱拙著《亞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

究」）（同朋舍發行）及《亞洲史論考》（「アジア史論考」）（朝日新聞社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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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總 論

 1 何謂歷史

歷史的個性

對將要閱讀這本書的各位，我想稍微詳細地介紹一下我平時對

「歷史」的思考。這既是為了不讓讀者失望而必須履行的義務，也是

我藉以重申多年來所持主張的權利。

首先，希望各位放棄這樣的想法：因為歷史是客觀的學問，所

以不管誰來寫，結果都是一樣的。當然在歷史敍述中，確實有不管

誰來寫都一樣的部分，例如年表等，不管誰來做，都大同小異，主

要部分是不會改變的。然而歷史並不是年表。據說，戰爭時期曾有

一位參謀本部的軍官造訪某大學教授，詢問要記住多少年代才能當

上大學老師，這讓教授大吃一驚。年表確實是壓縮過的歷史，是歷

史學的重要部分，然而單單年表本身並沒有很大的意義。就算某國

於哪一年滅亡這種事不管在誰看來都是不可動搖的事實，但對其所

蘊含的意義的評價可能是一人一個樣。就算殷王朝滅亡是不可動搖

的歷史事實，這件事究竟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還只是局部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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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變更？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這些問題可以給出許多

種答案。其中哪一個是正確，也難以一概而論。我在寫這本書時，

首先力求做到的就是忠實於自己。對於歷來的所謂通說，雖然也儘

量不忘介紹，但難免會厚此薄彼吧。

何謂時間

第二，我想主張，在歷史學中，對時間的評價非常重要。我認

為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應當有無數的原因，而要將這些原因結合在

一起以產生某種結果，則需要時間。比如在人類懂得火的使用之

前，在多長的時期內、有多少人曾目睹過自然發生的起火燃燒現

象！而當其中的某人吃了被火烤過的肉、白薯和南瓜時，該有多麼

深切地感受到比生的東西更好吃！然而在當時，並非所有這些人都

有將火據為己有的念頭。恐怕在數千年間，只有很少的人萌生了這

大膽的慾望。幸而人類的手指已靈活到足以將燃燒的木棒拿起，而

且人類已經能夠直起腰來拿着那木棒行走，而且發現了用來保存那

火的洞窟並住在其中。因此，當時要做的事只是將火種從現場運到

洞窟，此外他們有足夠的智慧來不斷添柴，使火種不會熄滅。然而

這麼簡單的工作也不可能一次就成功—火在途中熄滅的事不知

發生了幾次、幾百次、幾千次！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其間已經有

幾千年、幾萬年的歲月流逝了。但是，我們也可以期待漫長的歲月

中會有更有利的條件出現。比如，燃燒物和居住的洞窟之間的距離

很短，或者雖然並非如此，但燃燒的木棒碰巧是松樹的枝節，上面

堆滿了松脂，能夠像火把一樣在點燃的情況下拿着走很遠。這樣，

原本困難的計劃就能一舉而成。不過，不能不說這種情況是千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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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的。只能說，對於人類不斷的努力，漫長的時間終於給予了必要

和有利的條件。

不過就算火暫時被人類掌握在了手中，如果使其不斷燃燒的工

作因為某種原因中斷，從而導致火種熄滅的話，那麼人類就又回到

了原點—必須創造出新的火種。而時間又會毫不在乎地流去，

也許幾千年、幾萬年轉瞬即逝。然而如果人類的智慧有了一定程度

的進步，從最初的火種分出了第二、第三火種的話，就可以防止火

種中途絕跡的不幸。這些分出來的火種並不一定是被有意識地製造

出來的，可能反而是—敵對的部族知道了這魔法一樣的火的存在

後，派出間諜，像普羅米修士一樣偷出火種，據為己有。而不管怎

樣，結果都是相同的，火的使用範圍越是擴大，人類就越不用擔心

火種滅絕，最後，火作為全人類的遺產被代代繼承。

事實上，火種向其他地域的傳播應該也伴隨着種種困難，並非

輕易就能做到，但與最初保存火種的發明相比，難易程度自不可同

日而語。發明、發現是非常困難的，而模仿、挪用卻比較容易。

如此思考下來，我必然要站在文化一元論的立場上。我認為，

人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地域發展起來的，接着向

世界各地傳播後在各個地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明。更直截了當地

說，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產生於西亞的敍利亞一帶，向西傳播後成為

歐洲文明，向東傳播成為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例如在我看來，銅

和鐵都是發明於西亞，隨後傳播到四面八方。

距離的評價

文明從西亞傳到歐洲，因為距離很近，還很容易設想，但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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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對於其究竟是怎樣克服橫亙在兩者之間的廣大空間的，

必定會有人提出疑問。其實在這件事上，解決的關鍵仍是時間。銅

器本身或者銅的提煉方法等，或因戰爭，或因交易，或因結婚和臣

服之際的贈與，不斷向東方前進。最初可能只前進了十公里便停下

了，第二次可能前進了一百公里後又停下了，然而幾十回、幾百回

之後便能夠到達一千公里以外的地點，並在那裏建設基地。下次從

這個基地出發，繼續向東前進。這樣重複了幾十回、幾百回之後，

總有一天會到達中國並在那裏定居。只是這需要極為漫長的時間。

如此想來，中國和西亞絕不能說是兩個互相隔絕的地區。不僅

如此，必須承認世界上的各個地區都通過某種方法，與其他地區保

持着某種程度的聯繫，並持續地進行着交流。這與現在通過火車、

輪船、飛機等旅行相比，在速度上有着天壤之別，不過經過了很長

時間以後，總有一天會達到同樣的效果。假設一輛貨車所裝載的貨

物可以由一百頭駱駝分擔，如果火車的速度是駱駝的一百倍，那麼

使用一萬頭駱駝，或者花上一萬倍的時間，便可以將同樣的分量運

到距離相同的地方。

就算是同樣長的時間，比如一年，其間可能會有非常多的重要

事件發生，也可能社會幾乎陷於停滯，毫無變化。總的來說，越往

古代社會的變動就越是緩慢，越接近現代變動越激烈。就算如此，

我們也不能忽視古代的緩慢變化在經過了長時間後所達成的重大成

果。另外，對於在現代急劇的社會變動的背後，究竟有多少是對人

類全體有益的進步，也必須慎重地加以確認和評價。可以說，歷史

學是關於時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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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邏輯

第三，我想要主張的是，歷史學不管在甚麼情況下都是一門關

於事實邏輯的學問。我一直在想，人類大腦的思維方式大體上有兩

種類型。有些人重視詞語，對於詞語和詞語間的關係，不管到甚麼

時候都能跟得上其邏輯展開。這一派人遇到具體事實後立刻將其抽

象化，並且認為不加以抽象便不算是進行了理解。他們的頭腦中堆

滿了抽象用語，並認為對抽象語和抽象語的關係進行體系化便形成

所謂理論，而學問的目的則是完成這種理論。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對事實進行抽象並製造出抽象用語

後，這些詞語就算沒有事實的佐證也會有獨立行走的危險。例如，

從日本模仿中國制定律令這件事，有了「律令國家」這個詞。而在

中國，本來就有律令的隋唐當然也是律令國家。在這種時候，「律

令國家」這個詞就會開始獨立行走。如果因為同為律令國家，便從

中國的情況來推測日本的情況，那還算好；要是從日本的情況來

推測中國的情況，那就非常危險。比如因為日本的律令國家屬於

古代，而類推中國的律令國家也必定屬於古代，則實在是讓人不知

如何是好。就算都有「律令」這個名稱，在自發產生的地方和將之

引進的地方，其存在基礎不一樣，存在形態也不一樣。然而「律令

國家」這一抽象用語卻會無視這些條件的不同，像幽靈一樣獨立行

走，還會相愛、結婚。

最過分的例子便是戰爭時期的日本。通過對日本的歷史事實進

行抽象，或者號稱進行了抽象，無數的抽象名詞被製造出來。「皇

道」、「神國」、「八紘一宇」等詞語脫離真正的日本歷史而獨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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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十分嚴重。後來聽說發明了這些理論的極右翼評論家或者是由左

翼轉變而來，或者是借用左翼的邏輯編造了自己的學說。對於被借

用的一方來說，這當然是種困擾，但從個人的想法來說，我總覺得

世間頗有自稱為「唯物論」的觀念論，蘊含着可以被任何一方借用

的危險。

事實邏輯

另一方面，還有與上述完全相反的思維方式。這種頭腦遇到具

體的事實便原樣放到腦子裏，對於事實與事實之間的聯繫和因果關

係，即便是極為複雜、冗長的，也能夠立刻理解。但是如果被抽象

化了，便沒辦法跟上詞語間的邏輯，因為詞語沒有具體性。然而，

如果是具體的事實，對其在由地理橫軸和時間縱軸所組成的座標

軸上所處的位置進行整理之後，事實的邏輯便沒有混淆衝突之虞。

而我認為，製作出聯結事實與事實的網眼，補上過去不足的部分，

將糾纏在一起或者接錯了的網眼解開並恢復正常，便是歷史學。只

是，世間似乎有很多人認為，這種工作在歷史學中是最為低級的活

兒，至少他們認為，只做這些不能形成理論，欠缺思想性。然而在

我看來，這種方法才是歷史學家的正道，也是只有歷史學家才能做

到的事。由此我得以自安，別人怎麼想都與我沒有關係。

時間與空間

不過我覺得，成為問題的是時間與空間所組成的座標軸的幅

度。最近大家都說學問逐漸專業化，專業化便是細分化。這當然有

它相應的長處，但在歷史學中，如果座標軸的設定範圍過窄，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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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不了座標軸應有的作用。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定為地理上從北半球

東經七十度到一百三十度，時間上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除此之外

統統交給別人，若被問到研究範圍的終極意義，在回答時究竟能有

多少自信呢？如果是製作地圖的話，每個人分別承擔一定的範圍，

最後將各個部分接起來便立刻成為完整的世界地圖，接合部不會留

下障礙。然而在研究歷史時，單純將各個部分合起來僅成為集合，

而不是綜合。這是地圖與歷史不同的地方。在製作地圖之前，只要

確定好方法，不管誰來做最後都是一樣的。然而歷史卻絕非誰來做

都一樣，如果每個部分的作者不同，那麼最後就會形成有着不同個

性的部分，沒法將它們硬拼到一起，就算是硬拼到一起，也沒法用

同樣的個性將它們統一起來。

或許有人會說，世界史的時間和空間的座標就如某種年表所

提示的那樣，想做的話不是立刻就能做出來嗎？然而，在我所要求

的世界史的座標上，不論是縱向發展的時間線，還是橫着的平面上

的地理線，如果都是數學上的線的話，就會讓人很難辦。數學上的

直線是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只有長度沒有寬度，這種線很難成為

歷史的座標。我認為能成為歷史座標軸的線必須既有寬度，也有重

量，並且首先要有學者的個性滲透其中。這不能是從別人那裏借來

的，而應該是學者自己創造出的線。為了能讓大家更好地理解以上

所述的內容，以實例來說明應該比較便利吧。

世界史簡略年表

右圖是我設計的世界史簡略年表，其中根據我的時代區分論表

示出了時間的座標，即斜着的曲線。從古代到中世、從中世到近世

世界史簡略年表

古

中

近

近最

代

世

世

世

歐
洲

西
亞

東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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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不了座標軸應有的作用。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定為地理上從北半球

東經七十度到一百三十度，時間上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除此之外

統統交給別人，若被問到研究範圍的終極意義，在回答時究竟能有

多少自信呢？如果是製作地圖的話，每個人分別承擔一定的範圍，

最後將各個部分接起來便立刻成為完整的世界地圖，接合部不會留

下障礙。然而在研究歷史時，單純將各個部分合起來僅成為集合，

而不是綜合。這是地圖與歷史不同的地方。在製作地圖之前，只要

確定好方法，不管誰來做最後都是一樣的。然而歷史卻絕非誰來做

都一樣，如果每個部分的作者不同，那麼最後就會形成有着不同個

性的部分，沒法將它們硬拼到一起，就算是硬拼到一起，也沒法用

同樣的個性將它們統一起來。

或許有人會說，世界史的時間和空間的座標就如某種年表所

提示的那樣，想做的話不是立刻就能做出來嗎？然而，在我所要求

的世界史的座標上，不論是縱向發展的時間線，還是橫着的平面上

的地理線，如果都是數學上的線的話，就會讓人很難辦。數學上的

直線是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只有長度沒有寬度，這種線很難成為

歷史的座標。我認為能成為歷史座標軸的線必須既有寬度，也有重

量，並且首先要有學者的個性滲透其中。這不能是從別人那裏借來

的，而應該是學者自己創造出的線。為了能讓大家更好地理解以上

所述的內容，以實例來說明應該比較便利吧。

世界史簡略年表

右圖是我設計的世界史簡略年表，其中根據我的時代區分論表

示出了時間的座標，即斜着的曲線。從古代到中世、從中世到近世

世界史簡略年表

古

中

近

近最

代

世

世

世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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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界線一般應使用直線，而這裏卻使用了曲線，這其中是有理由

的。一部歷史從古代向中世過渡時，在某個時間點所有的事物都發

生了變化，這種事情實際上是不可能

發生的。比如，以宋王朝建立的公元

960年作為中國社會從中世變為近世

的一年，完全只是權宜的做法。其實

不言而喻，進入近世的趨勢很早就開

始了，而到基本完成則當然花費了更

長的年月。因而，如果要使用色彩來

表示從中世到近世的變遷，只需將其

交界處渲染模糊即可。如果將中世塗

成藍色，將近世塗成黃色，那麼交界

處便成為混雜着兩種顏色的地帶，藍

色漸漸變淡，剛剛成為綠色，綠色又

開始變淡向黃色過渡。但這裏因為不

能使用色彩，便用曲線來試圖表現逐

漸過渡的情形。

這張表我已多次使用，但並沒有

對其意義特別加以說明，因此似乎很

多讀者每每會眼睜睜地看漏我的苦

心。為此，我在這裏試着用實例來加

以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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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的近世

請各位讀者首先看東洋地區的近世部分，這一區域以王朝名稱

來說，包括了宋、元、明以及清朝的大部分。根據我的思考，在東

洋的中心中國，三國、六朝、唐和五代的中世狀態到了末期，逐漸

出現近世的要素。進入宋代後基本上確立了近世的形態，並且大體

相同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清朝末期的 19世紀中葉。而從此時開始，

最近世（近代）的要素則開始強烈地顯現。

再來觀察東洋的近世，可見其與旁邊的西亞的近世有所接觸。

但西亞的近世比東洋開始得要早得多。根據我的估計，在伊斯蘭阿

拔斯王朝的君主哈倫 A拉希德
�
在位時期前後，西亞的近世便已經

大體形成。如此說來，西亞的近世必定對東洋的中世產生了影響，

並對後者的近世化給予了刺激。用我的話來說，西亞的文藝復興

影響了東洋，並對後者的文藝復興的出現作出了貢獻。在這種情況

下，較晚出現的文藝復興在成熟度上會更高。因而可以想像，雖然

同是出現於近世，但東洋的文藝復興會倒流到西亞，並進一步提高

後者的近世文化，而事實也正是如此。而且，東洋的近世還隔着西

亞與歐洲有聯繫。在東洋開始近世化的初期，歐洲還處在中世。這

樣一來便可推測，東洋的近世文化也有可能經由西亞對歐洲的中世

產生影響，並促進其近世化。據我思考，事實也正是這樣。換言之，

可以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中必定有着東洋文藝復興的影響。而最後

出現、最為成熟的歐洲文藝復興又會再次倒流，從而對西亞和東洋

1 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發，786—809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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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影響。

如此圖所示，與其他地域相比，歐洲的近世非常短。這是因為

成熟度很高的歐洲文藝復興持續發展，最終得以到達更高階段的工

業革命。

最近世

由工業革命所象徵的最近世文化，當然不可能不對其他地域

產生影響。不過本來應該首先將鄰近的西亞最近世化，再來影響東

洋，然而實際上，當時西亞的土耳其帝國拒絕接受歐洲文化，結果

歐洲新文化繞過西亞，被引進到了東洋。在東洋，歷史上關係較深

的中國首先與其產生接觸，但當時的清朝亦做出不遜於西亞土耳其

帝國的拒絕反應，因而最近世化出人意料地首先在落後的日本取得

了成功。進而經由日本的中介，促進了中國引進歐洲文化，終至辛

亥革命推翻清朝，並成立了中華民國。但這只是政治上的現象，經

濟、社會等的一般狀況還沒能完全擺脫舊套，不過由此近代化的方

向得以確立。話說得有些太遠了，還是再說說之前的宋代以後的近

世吧。

像這樣我們對着世界史簡略年表，比如要思考宋朝建立以後大

約九百年間相繼發生的歷史事實，首先應考慮它在東洋近世史之中

有甚麼意義，之後還要不斷地追問其與東洋的中世、其他地域的近

世，以及最近世是怎樣直接或間接地逐次相關的，最後則必須對它

在世界歷史上的意義做出評價。

過去也不是從來沒有類似的方法，比如在研究清朝的康熙帝

時，便會比較說在歐洲有法國的路易十四世，在俄國有彼得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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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則有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但這只是舉出某一年

代同時出現了強有力的專制者這種類似的並行現象，沒有進一步對

內部的關聯進行追究。而且就算追蹤其間的關係，得到具體有意義

的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吧。在歷史學上，同一時代和同一階段的意

思是完全不一樣的。

中國與日本的情況

再舉一個例子。這是將我在舊作《亞洲史概說》（收於本全集
	

第十八卷）及《東洋史上的日本》（收於本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所述

的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圖表化之後的結果。

雖然在這張圖中（畫表）沒有表示，但如果將公元前 221年秦

統一天下視作中國古代帝國形成的標誌，那麼古代王朝在日本明

確地建立起統治則大約應當是雄略天皇（457—479年）的時候，兩

者之間有將近七百年的時間差。這麼大的差距，就算日本再怎麼努

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得上的。中國的古代帝國秦漢王朝在

持續了大約四百年後滅亡，從隨後的三國時代起，進入了中世的分

裂時代。統一王朝時代的長度可與古羅馬帝國的壽命—從奧古

斯都的登場（前 27年）到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395年）為止的約

四百二十年—相匹敵，從常識來講也可以說是妥當的。然而日

本古代王朝的成熟期，即奈良、平安兩個王朝卻晚得多，幾乎無法

與前兩者相比。日本在這一時期從相鄰的中國引入了律令制度，

進行了若干修訂之後加以實施。僅就這一點來說，可以稱之為律令

2 指岩波書店出版的《宮崎市定全集》，下同。本書為全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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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則有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但這只是舉出某一年

代同時出現了強有力的專制者這種類似的並行現象，沒有進一步對

內部的關聯進行追究。而且就算追蹤其間的關係，得到具體有意義

的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吧。在歷史學上，同一時代和同一階段的意

思是完全不一樣的。

中國與日本的情況

再舉一個例子。這是將我在舊作《亞洲史概說》（收於本全集

第十八卷）及《東洋史上的日本》（收於本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所述

的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圖表化之後的結果。

雖然在這張圖中（畫表）沒有表示，但如果將公元前 年秦

統一天下視作中國古代帝國形成的標誌，那麼古代王朝在日本明

確地建立起統治則大約應當是雄略天皇（ — 年）的時候，兩

者之間有將近七百年的時間差。這麼大的差距，就算日本再怎麼努

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得上的。中國的古代帝國秦漢王朝在

持續了大約四百年後滅亡，從隨後的三國時代起，進入了中世的分

裂時代。統一王朝時代的長度可與古羅馬帝國的壽命—從奧古

斯都的登場（前 年）到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 年）為止的約

四百二十年—相匹敵，從常識來講也可以說是妥當的。然而日

本古代王朝的成熟期，即奈良、平安兩個王朝卻晚得多，幾乎無法

與前兩者相比。日本在這一時期從相鄰的中國引入了律令制度，

進行了若干修訂之後加以實施。僅就這一點來說，可以稱之為律令

指岩波書店出版的《宮崎市定全集》，下同。本書為全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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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律令時代。但若由此一躍而

進，認為同樣是律令國家，既然當時

的日本是古代，那麼中國的隋唐也是

古代，這種議論就實在太草率了。

雖然中國的隋唐實施律令是事實，

但律令在中國始於漢代，經過隋唐，

到宋代、明代都一直得到施行，只憑

律令是不能體現時代特色的。此外，

被認為體現了隋唐律令特色的「均田

法」源於三國魏的屯田法，由來很古

老，作為土地法體現的反而是中國中

世的特色，這一點不可否認。而且到

了隋唐時代，均田法已經進入衰落

期，只是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在引

進了這一制度的日本，由於外來物不

能適應社會實際情況的悲哀，法令在

制定之後便立刻崩潰，連國籍都沒有

得到便被忘卻了。其原因，首先應當

在當時兩國間的時代差距中尋找。也

就是說，兩國雖然在空間上是平行存

在的，但中國是中世，而日本還是古

代，兩國之間有着一個階段的差距。採用像這樣將兩國的關係通過

圖表化訴諸視覺的方法，便可以明確互相間的位置。


